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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岸 13 荔枝螺的齿舌形态分析 

黄建荣, 丁少雄, 王德祥, 柯才焕 

(厦门大学 海洋与地球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利用扫描电镜对 13 种荔枝螺属种类的齿舌形态进行观察, 发现本属齿舌式均为 0:1:1:1:0。齿舌

中央齿尖锐突出与本属物种均为肉食性相符。各物种齿舌中央齿基部均较宽, 具 1 枚中央齿中间齿, 2

枚中央齿侧齿。中央齿上布满侧生小齿, 大部分为中央齿侧齿内小齿和侧齿外小齿, 同种不同个体的

小齿形态、数目存在差异, 侧生小齿具有不对称性和可变性, 因此在对本属种类分类时中央齿小齿仅

可作为部分参考依据。本属种类的中央齿缘齿有较大的区别, 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不具中央齿缘齿, 

其余 11 种具有明显的中央齿缘齿, 因此齿舌的分叉类型也分两种, 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为较原始不

具中央齿缘齿的三分叉型, 其余 11 种为两端分叉型。通过齿舌形态的分析, 结合比较外部形态和分子

系统发育, 认为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与其余 11 种之间已达到属间关系, 建议将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

螺归为红螺亚科的 Mancinella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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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螺属隶属于腹足纲  (Gastropoda)、骨螺科 

(Muricidae), 由于大部分栖息在岩石相潮间带, 在台

湾等地区亦称为“岩螺”(rock shell)[1]。荔枝螺为肉

食性动物, 主要摄食龟足、藤壶、牡蛎幼贝或其他小

型腹足类[2]。齿舌(Radulas)是荔枝螺的重要摄食器官, 

位于口吻部(Buccal mass)的齿舌囊(Radularsac)中。在

腹足类中, 由于齿舌结构中齿片形状、排列方式、数

目等在同科或同属中有一定的规律, 因此齿舌是腹

足类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3-6]。 

有关荔枝螺的分类研究有很久的历史 , 早在

1798 荔枝螺属(Thais(Röding))被正式确立为一个属

的阶元。但是此后的研究过程中该类生物的划分在

骨螺科阶元下, 亚科、属以及亚属等较低级的单元划

分一直存在争议[4]。在我国的最新研究中, 张素萍等

依据贝壳形态将此类中的 20 个种划分为红螺亚科

(Rapaninae)下荔枝螺属(Thais)中的 3个亚属[7]。但在

国际最新研究中, Claremont 等根据分子进化分析将

本属的大部分种类分别划分为红螺亚科下 7 个不同

属[8]。齿舌的研究中, 陈志云等[9]曾对浙江省沿岸 3

种常见荔枝螺的齿舌结构进行分析, 但不能反映种

类较多的中国沿岸荔枝螺齿舌结构的全貌。 

研究利用扫描电镜观察了中国沿海记载的 13种

荔枝螺的齿舌形态和排列方式, 通过齿舌形态对该

类生物的分类划分进行讨论, 并通过齿舌中央齿上

小齿的数目和着生位置讨论了齿舌的对称性、可变

性和作为分类依据的适用性。为存在争议的中国沿

海荔枝螺的分类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 

本研究选取中国沿海历史记载中 13种荔枝螺作

为研究对象 , 所有样品材料均为活体 , 采自中国沿

海秦皇岛至西沙晋卿岛等不同海域, 每个种选取 5

个样品进行解刨获取齿舌, 并测量所有样品的壳长

数据, 计算平均值(表 1)。 

1.2  齿舌的制备 

沿荔枝螺生长方向拉出其软体部分 , 取出其

吻部 , 解剖获得齿舌放入 10%的 NaOH溶液浸泡过

夜 , 期间震荡数次。取出齿舌 , 用蒸馏水冲洗两次 , 

将齿舌浸泡在 0.2 mol/L PBS 中使用超声波清洗仪

清洗 10 min。清洗后的齿舌用 2.5%的戊二醛固定

齿舌 1~2 h, 再分别在 30%、50%、75%、10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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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溶液中脱水 10~20 min, 乙醇 : 乙酸异戊酯比

例为 1:1 的溶液浸泡 10~20 min, 然后在 100%乙

酸异戊酯中浸泡 10~20 min。干燥 , 镀金 , 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 (JSM-6390)观察齿舌的正面和反面 , 

测量及记录 [9]。  

2  结果 

2.1  荔枝螺属 13 个种齿舌的电镜扫描结果

及描述 

荔枝螺属的齿舌尖锐锋利, 横排和纵排排列整

齐。每一横排的齿片左右对称, 具中央齿(ct-central 

tooth) 1枚和侧齿 (lt-lateral tooth) 2枚, 无缘齿, 齿

舌式均为 0:1:1:1:0。中央齿中间齿(cc-central cusp)

都很尖锐突出 , 中央齿上布满小齿 , 大部分为位于

中央齿侧齿(lc-lateral cusp)内侧的侧齿内小齿(idlc- 

inner denticle on lateral cusp)和中央齿侧齿外侧或中

央齿侧齿与中央齿缘齿之间基部的中央齿侧齿外小

齿 (odlc-outer denticle on lateral cusp), 有些种类中

央齿缘齿 (mc-marginal cusp)上也具有缘齿内小齿 

(md-marginal denticle) (如黄口荔枝螺、蟾蜍荔枝螺)。

以下是 13种荔枝螺齿舌的描述和齿舌形态数据的平

均值(图 1、表 2)。 

表 1  本研究选用样品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f samples 

中文名 学名 采集地 壳长(mm) 壳宽(mm) 

疣荔枝螺 Thais clavigera 秦皇岛、厦门、海口 21.23±0.32 14.21±0.19 

黄口荔枝螺 Thais luteostoma 海南陵水 42.56±0.58 25.74±0.31 

瘤荔枝螺 Thais bronni 南麂列岛 41.39±0.96 22.48±0.61 

蛎敌荔枝螺 Thais gradata 福建漳浦 31.28±0.44 19.83±0.18 

可变荔枝螺 Thais lacerus 海口、南宁 34.79±0.67 20.94±0.33 

爪哇荔枝螺 Thais javanica 海口 24.61±0.25 15.63±0.11 

多角荔枝螺 Thais aculeate 三亚、西沙晋卿岛 31.77±1.06 20.55±0.67 

多皱荔枝螺 Thais rugosa 海南陵水 32.97±0.54 21.14±0.22 

角瘤荔枝螺 Thais tuberosa 厦门漳浦 33.92±0.86 28.98±0.36 

蟾蜍荔枝螺 Thais bufo 海南新村港 42.23±1.36 31.27±0.78 

红豆荔枝螺 Thais (Mancinella) mancinella 海南陵水 34.84±0.45 25.78±0.34 

刺荔枝螺 Thais (Mancinella) echinata 海南陵水 38.28±0.77 27.31±0.37 

桃荔枝螺 Thais rudolphi 海南陵水 55.47±1.22 39.6±0.79 
 

表 2  13 种荔枝螺的齿舌形态数据 
Tab. 2  The morphological data of radula in 13 species of Thais                                      (m) 

物种 中央齿宽 中央齿间距 cc齿长 lc长 lt长 lt宽 

疣荔枝螺 143.18±5.89 37.50±1.21 96.59±3.56 63.64±2.17 100.00±3.85 28.41±0.75 

黄口荔枝螺 273.68±7.66 59.21±0.97 144.08±4.38 96.05±2.79 161.18±5.79 63.16±0.66 

瘤荔枝螺 248.98±10.32 55.10±2.13 126.53±4.29 78.57±2.63 214.29±11.32 36.73±0.37 

蛎敌荔枝螺 130.95±6.67 39.29±1.12 66.07±4.77 44.05±1.57 104.17±5.94 20.24±0.54 

爪哇荔枝螺 94.55±9.95 32.73±0.94 59.09±3.89 34.55±1.29 56.36±7.58 16.36±0.48 

多角荔枝螺 131.12±8.61 72.45±0.81 77.04±3.26 60.71±2.51 127.55±7.45 33.16±0.57 

多皱荔枝螺 90.71±7.71 35.71±1.29 72.14±4.94 45.00±1.65 60.48±6.61 13.33±0.42 

角瘤荔枝螺 128.72±10.98 36.17±1.97 51.06±5.72 44.68±1.47 88.30±8.78 19.15±0.35 

蟾蜍荔枝螺 135.98±12.33 48.78±2.34 89.63±5.91 61.59±2.17 156.10±11.07 32.32±0.95 

红豆荔枝螺 272.09±4.23 83.72±0.74 173.26±2.11 110.47±0.95 261.63±5.01 54.65±0.77 

刺荔枝螺 125.00±5.53 53.75±0.83 90.00±1.69 65.63±0.82 139.38±6.73 30.00±0.52 

桃荔枝螺 175.81±16.88 43.55±2.45 96.77±6.02 68.55±2.55 80.65±9.95 32.26±0.84 

可变荔枝螺 193.75±11.22 75.00±0.95 112.50±5.61 85.58±1.03 166.35±6.41 37.9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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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3种荔枝螺齿舌形态扫描电镜观察 

Fig. 1  SEM photographs of the radula characteristics of 13 species of Thais 
A. 疣荔枝螺齿舌×370; a. 疣荔枝螺中央齿; B. 黄口荔枝螺齿舌×170; b. 黄口荔枝螺中央齿; C. 瘤荔枝螺齿舌×200; c. 瘤荔枝螺中央齿; D. 蛎

敌荔枝螺齿舌×350; d. 蛎敌荔枝螺中央齿; E. 爪哇荔枝螺齿舌×230; e. 爪哇荔枝螺中央齿; F. 多角荔枝螺齿舌×400; f. 多角荔枝螺中央齿; G. 

多皱荔枝螺齿舌×600; g. 多皱荔枝螺中央齿; H. 角瘤荔枝螺齿舌×190; h. 角瘤荔枝螺中央齿; I. 蟾蜍荔枝螺齿舌×330; i. 蟾蜍荔枝螺中央齿; J. 

红豆荔枝螺齿舌×600; j. 红豆荔枝螺中央齿; K. 刺荔枝螺齿舌×95; k. 刺荔枝螺中央齿; L. 桃荔枝螺齿舌×160; l. 桃荔枝螺中央齿; M. 可变荔

枝螺齿舌×180; m. 可变荔枝螺中央齿; X. 各小齿位置(cc: 中央齿中间齿; lc: 中央齿侧齿; mc: 中央齿缘齿; idlc: 侧齿内小齿; odlc: 侧齿外小

齿;  md: 缘齿内小齿; lt: 侧齿)。 

A. Radula of T. clavigera ×370; a. Central tooth of T. clavigera; B. Radula of T. luteostoma ×170; b. Central tooth of T. luteostoma; C. Radula of T. 
bronni ×200; c. Central tooth of T. bronni; D. Radula of T. gradata ×350; d. Central tooth of T. gradata; E. Radula of T.  javanica ×230; e. Central 
tooth of T.  javanica; F. Radula of T. aculeate ×400; f. Central tooth of T. aculeate; G. Radula of T. rugosa ×600; g. Central tooth of T. rugosa; H. 
Radula of T. tuberosa ×190; h. Central tooth of T. tuberosa; I. Radula of T. bufo ×330; i. Central tooth of T. bufo; J. Radula of T. mancinella ×600; j. 
Central tooth of T. mancinella; K. Radula of T. echinata ×95; k. Central tooth of T. echinata; L. Radula of T. rudolphi ×160; l. Central tooth of T. ru-
dolphi; M. Radula of T. lacerus ×180; m. Central tooth of Thais lacerus; X. The location of each cusp (cc- central cusp; lc- lateral cusp; mc- marginal 
cusp; idlc- inner denticle on lateral cusp; odlc- outer denticle on lateral cusp; md- marginal denticle; lt-lateral 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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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荔枝螺(图 1A、a): 中央齿基部宽, 中央齿中

间齿尖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2/3; 中央齿侧齿尖

锥形, 长度为中间齿宽度 2/5 , 单侧具 1枚指尖状侧

齿内小齿和 5~6枚尖锐侧齿外小齿, 有 3~4枚侧齿外

小齿位于侧齿和缘齿间基部; 中央齿缘齿指状, 顶端

圆; 侧齿呈镰刀状, 较粗短,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2/3 。 

黄口荔枝螺(图 1B、b): 与疣荔枝螺相似, 中央

齿分叉幅度较大, 小齿数目多。中央齿基部宽, 中央齿

中间齿呈尖锥形, 长度约为中央齿宽度的 1/2; 中央齿

侧齿为指状, 长度约为中央齿宽度 2/5, 顶端尖, 单

侧具 1 枚指状侧齿内小齿和 6~8 枚尖齿状侧齿外小

齿。中央齿缘齿矮短, 顶端较圆滑, 具 1~2枚缘齿内

小齿; 侧齿呈镰刀状, 长度约为中央齿宽度 2/3。 

瘤荔枝螺(图 1C、c): 与前两者较相似。中央齿基

部宽, 中间齿尖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1/2 ; 中央

齿侧齿尖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1/3 , 单侧具 1 枚

指尖状侧齿内小齿和 6~7 枚尖锐侧齿外小齿, 有 3~4

枚侧齿外小齿位于侧齿和缘齿间基部; 中央齿缘齿指

状, 顶端圆; 侧齿呈镰刀状,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4/5 。 

蛎敌荔枝螺(图 1D、d): 中央齿基部宽, 中间齿

尖勾锥形, 顶端往内勾,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1/2 ; 中

央齿侧齿基部宽, 顶端尖锐,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1/3, 

单侧具 1枚不明显突起状侧齿内小齿和 3~4枚尖突状

侧齿外小齿; 中央齿缘齿较矮, 基部宽; 侧齿呈镰刀

状, 较细长,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4/5。 

爪哇荔枝螺(图 1E、e): 与蛎敌荔枝螺的齿舌相

似。中央齿中间齿尖勾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 2/3; 中央

齿侧齿基部宽, 扁平状, 长度为中间齿宽度 1/3 , 单侧

具 1 枚指状侧齿内小齿和 4 枚尖锐指状侧齿外小齿, 

有 2 枚侧齿外小齿位于中央齿侧齿和中央齿缘齿间

基部; 中央齿缘齿椭圆锥形, 顶端圆; 侧齿呈镰刀状, 

前端细长弯曲,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3/5。 

多角荔枝螺(图 1F、f): 中央齿宽, 中央齿中间齿

呈三角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3/5; 中央齿侧齿锥

形, 长度为中间齿宽度 1/2 , 单侧具 1枚锥状侧齿内

小齿和 3~4枚尖齿状侧齿外小齿; 缘齿较小; 侧齿呈

镰刀状, 细长, 长度约与中央齿宽度等长。 

多皱荔枝螺(图 1G、g): 中央齿发达尖锐, 基部

凸起, 中央齿中间齿呈勾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4/5; 

中央齿侧齿尖锥形, 长度为中间齿宽度 1/2, 单侧具 1

枚侧齿内小齿和 3 枚齿状侧齿外小齿; 中央齿缘齿

尖锥形; 侧齿呈镰刀状, 中间部位呈 90°弯曲, 长度

约为中央齿宽度 2/3。 

角瘤荔枝螺(图 1H、h): 中央齿比较尖锐, 中央

齿基部较宽。中央齿中间齿呈尖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

宽度 2/3 ; 中央齿侧齿顶端朝外侧弯曲, 长度为中央

齿宽度 1/3, 基部单侧具 1 枚指尖状侧齿内小齿和

6~7枚齿状侧齿外小齿; 中央齿缘齿锥形; 侧齿呈镰刀

状, 中间部位呈 90°弯曲,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2/3 。 

蟾蜍荔枝螺(图 1I、i): 中央齿非常发达, 各齿尖

尖而长, 布满小齿。中央齿中间齿尖锥形, 齿尖尖锐

细长, 略朝内侧勾, 长度约为中央齿宽度 2/3; 中央

齿侧齿尖长, 长度约为中央齿宽度 1/2, 布满侧生小

齿, 单侧数量为 6~8枚, 且小齿尖锐而长; 中央齿缘

齿尖锥形, 稍向外弯曲; 侧齿镰刀状, 基部宽, 尾端

细长, 长度略长于中央齿宽度。 

红豆荔枝螺(图 1J、j): 中央齿较简单, 分叉较少, 不

具小齿, 宽度窄。中央齿中间齿三角锥形, 长度为中央

齿宽度 2/3; 中央齿侧齿尖锥形, 顶端尖锐, 长度为中央

齿宽度 1/2, 不具侧生小齿; 无中央齿缘齿; 侧齿呈镰刀

状, 中间部位呈 90°弯曲, 长度与中央齿宽度相当。 

刺荔枝螺(图 1K、k): 与红豆荔枝螺齿舌相似。

中央齿中间齿呈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2/3; 中央

齿侧齿呈长指状 , 前段向外勾 ,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1/2, 单侧侧生小齿数仅具 1 枚刀片状侧齿内小齿和

2~3 枚不太明显的矮小凸起状侧齿外小齿; 不具中

央齿缘 , 但在中央齿侧齿的基部外侧 , 有一明显的

突起, 生长方向与齿舌正向相反; 侧齿镰刀状, 尾端

钩状, 长度略长于中央齿宽。 

桃荔枝螺(图 1L、l): 与蟾蜍荔枝螺齿舌较相似, 

中央齿非常发达, 各齿尖尖锐。中央齿中间齿尖锥形, 

长度为中央齿宽度 1/2; 中央齿侧齿指状, 顶端尖锐, 

长度为中间齿宽度的 2/5, 中央齿侧齿和缘齿上布满

侧生小齿, 单侧数量为 7~8枚, 小齿长; 侧齿镰刀状, 

尾端钩状, 长度较短, 约为中央齿宽度的 1/2。 

可变荔枝螺(图 1M、m): 中央齿基部较宽, 中央

齿中间齿尖锐呈尖锥形, 顶端尖锐, 长度为中央齿宽

度 3/5; 中央齿侧齿较宽, 指状, 顶端尖, 长度为中央

齿宽度 2/5 , 单侧具 1枚短尖侧齿内小齿和 3~4枚片

状侧齿外小齿, 有 2枚位于中央齿侧齿与中央齿缘齿

间基部; 中央齿缘齿较窄, 与中央齿侧齿外小齿形状

相似, 但长度为其两倍; 侧齿呈镰刀状, 长度为中央

齿宽度 4/5。 

2.2  荔枝螺齿舌的种间差异 

荔枝螺属的中央齿基部都较宽, 具 1 枚中央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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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齿, 2枚中央齿侧齿。本研究种类中中央齿的分

叉有两种类型, 其中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 2 种

的中央齿为三分叉型 , 无中央齿缘齿或不明显 , 

其 11 种均有两枚中央齿缘齿, 为两端分叉型。所

有种类的中央齿都很尖锐, 但各小齿的形态有差

别 , 其中中央齿缘齿的形状差异较大 , 有些如蟾

蜍荔枝螺较细长尖锐, 有些如爪哇荔枝螺较短小。

各种间中央齿上的侧生小齿的数目和形状都有明

显的区别, 其中红豆荔枝螺的中央齿上不具侧生

小齿, 刺荔枝螺仅具一枚明显的齿片状侧齿内小

齿, 其余种类都具有较多的形态不一的中央齿侧

生小齿。此外, 仅刺荔枝螺的中央齿侧齿基部外侧

有 1 明显的突起。所有种类的侧齿结构均比较简

单 , 细长弯曲呈镰刀状 , 但与中央齿基部宽度的

比例及弯曲程度有区别。综上, 本研究 13 个种类

中, 蟾蜍荔枝螺的齿舌最为发达, 小齿数目非常多

且明显; 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的齿舌结构与其余

11个种类有较大的区别。 

3  讨论 

3.1  齿舌结构与食性分析 

齿舌是软体动物重要的的摄食器官, 其齿片的

形态与贝类的食性相符合, 齿舌会依循摄食对象的

不同而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齿式。而新腹足目的

种类大部分为肉食性, 缺乏缘齿[3]。肉食性的软体动

物的齿舌相对简单但强壮 , 齿端尖锐; 而草食性及

杂食性的种类的齿舌相对齿片较多, 齿端较钝[10]。本

研究的荔枝螺属 13 个种的齿舌齿式简单, 无缘齿, 

齿片强壮尖锐与其食肉性  (主要以牡蛎幼贝、藤壶、

贻贝等为食)的摄食习性相吻合[7]。 

3.2  齿舌对称性 

以往的研究表明齿舌的结构一般是稳定的, 且

是对称的。但齿舌存在可变性, 不同的生长阶段或不

同的季节、生活温度都会对齿舌的大小、形状、小

齿数量等产生变化或差异[11]。有研究表明不同的性

别也会对齿舌的大小、形态等特征产生差异[12]。在

本次研究中所以种类的齿舌中央齿中间齿、中央齿

侧齿、中央齿缘齿及侧齿都是两侧对称的, 且同种之

间的形态一致。但侧生小齿存在一定的可变性, 大部

分种类同种间的齿舌中央齿侧生小齿数量和生长位

置存在差异。如疣荔枝螺中央齿侧齿外小齿上的数

目为 5~7 枚不等, 但每个个体的具体位置和某位置

的小齿数均有差异。而且侧生小齿不对称(如图 1a), 

疣荔枝螺的中央齿侧齿上, 左侧具 1 枚侧齿内小齿, 

但另一侧却不具有小齿。综上, 荔枝螺的齿舌结构除中

央齿上的侧生小齿外, 其余小齿均较稳定, 且对称, 同

时表明侧生小齿不可作为本类生物的分类依据。 

3.3  齿舌形态及系统分类 

一般情况下软体动物近缘种的齿舌结构和特征

相似[5, 13]。本研究对象 13个种的齿舌式均为 0︰1︰

1︰1︰0, 每一横列均具有 1 枚中央齿和两枚侧齿, 

无缘齿, 缘齿均为镰刀状。但在中央齿各分叉齿尖的

大小、形状、小齿数目和形状有区别, 中央齿缘齿的

形状及大小也有较大的差异, 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

螺无中央齿缘齿。此前 Cernohorsky等[14]认为荔枝螺

属的种类中央齿从三分叉 (Manciella亚属型)进化为

中央齿两侧分叉、齿尖上具多个小齿、中央齿缘齿

强壮的两端分叉型 (Thais亚属和 Thalessa亚属)。本

研究对象中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不具缘齿为较原

始简单的三分叉型 , 与这两种经常被划分为

Manciella 亚属相符, 其余均为中央齿两端分叉。而

且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中央齿的形态特征也与其

余种类差异较大, 侧生小齿数目差异更明显。红豆荔

枝螺与刺荔枝螺的贝壳外部形态很相似, 但与别的

种类形态差异较大, 分子水平的分析结果也显示红

豆荔枝螺与刺荔枝螺的亲缘关系很近, 但与别的种类

进化关系较远[8]。红豆荔枝螺和刺荔枝螺与其他中国

沿海荔枝螺种类无论是贝壳形态、齿舌还是分子发

育水平, 差异都是较大, 已达到属间的区别。中国历

史记载中将这些种类归于荔枝螺属(Thais), 但存在

一定的争议, 国际最新的研究中 Claremont等将该属

的种类归类于红螺亚科下 7 个不同的属, 笔者根据

对我国沿岸分布的 13种荔枝螺的齿舌形态进行分析, 

结合 COI 和 16S rDNA+COI 基因的系统发育分析, 

也倾向于认为这些种类之间的关系已不能局限于属

内种间关系 , 达到属间关系的水平 , 其中红豆荔枝

螺和刺荔枝螺可归于红螺亚科 Manciella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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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observed the radula of 13 Thais species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dula form of Thais is 0︰1︰1︰1︰0. Radula prominent and sharp 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es are carnivorous. 

All species have a wide-based central tooth which has a central cusp, two lateral cusp. All species have two lateral 

teeth which are like slender curved sickle. The central teeth are covered with denticle, which are asymmetric and 

plastic, with different number and shape in the same species. Most of them are inner denticle on lateral cusp and 

outer denticle on lateral cusp. Therefore, they can be used as part of the basi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ais genus. 

Marginal cusps are different in all species. All species have two marginal cusp except T.mancinella and T.echinata, 

The radula of T.mancinella and T.echinata are Three-pronged model, the rest of the species are both ends of bifur-

cation model.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radula, shell morphology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inferred that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of the species of T.mancinella, T.echinata and other 11 species beyond the genus classifi-

cation definitions. We suggest classify T.mancinella and T.echinata into Mancinella gune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materials for taxonomy of Thais and Muricidae in China co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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