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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壶属 (Genus Balanus) 是甲壳类蔓足亚纲 (Subclass Cirripedia) 藤壶科 (Family Ba

lanidae) 中最大的一属，它在有害海洋附着生物中是主要组成成分。许多种附着于船底、

、水下设施或建筑物上，致使船舰燃料消耗增加，航速减低3降低浮标浮力3缩小管道通路，

侵占某些水产养殖对象的有效附着面，污损养殖架模和绳索，加快水下金属的腐蚀等，对

海防、海运交通、工业和渔业常造成一定危害，同人类的关系颇为密切。随着我国科学事

业的发展，特别是附着生物防除工作的进展3对于种类的确切鉴定和生物学及生态学资料

需要日益增多，只有在搞清种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种的生物学和生态特征，采取相应的

措施，才能有效地进行防除工作。

关于藤壶 (Balanus) 的研究，林奈(C. Linnaeus) 在"自然系统"一书 (1758) 中就有

记载，当时是与有柄蔓足类共同以若荷属 (Lepas) 的属名记述的。 Da Co归于 1778 年建

立了藤壶属 Balanus。达尔文 (Ch. Darwin) 在《蔓足亚纲专著》中 3 根据壳板、基底和幅

部的特征，将 Balanω 属分为 A、 B、 C、 D、 E、 F 、 6 派 (Section)，共记述 75 种(包括变种)。

Hoek (1913) 将这一属分为 8 派，并拟定名称为:

1. Section Mega-Balanus , 
3. Section Striato-Balanus, 
5. Section Membrano-Balan咐，

2. Section Ortho-Balanus , 
4. Section Solido-Balanus, 
6. Section Armato-Balanus, 

7. Section Patella-Balanus, 8. Section Bathy-Balanus. 

Pil如y (1916)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将 Balanω 属划分为 11 亚属 3 并将过去作为变种

(Variety) 或变型 (Forma) 记述的类型一律作为亚种记述3 共报告 84 种〈包括亚种〉。这

11 个亚属是:

1. Megabalanus Hoek , 1913 

3. Conopea Say, 1822 

5. M embranobalanus Hoek, 1913 

7. Armatobalanus Hoek, 1913 

9. Solidobalanus Hoek, 1913 

11. Chirona Gray, 1835 

2. Balanus Da Casta, 1778 

4. Semibalanus Pilsbry, 1916 

6. Metabalanus Pilsbry, 1916 

8. Austrobalanus Pilsbry, 1916 

10. Hesperibalanus Pilsbry, 1916 

其中 Hesperibalanus Pilsb巧，由于特征不明显， 1967 年已被并入 Solidobalanus Hoek 亚属，

其余各亚属名称目前仍然沿用。 但这些亚属壳板的结构和内外形态特征有显著的差异，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3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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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分类地位早就受到怀疑，有些应被提升为独立的属。而与 Balanus 属亲缘关系较

近的 Acasta 属，有人却认为应该并入 Balan附属，作为其中的一个亚属3这都涉及到属及

亚属的修订，问题较为复杂。

随着海洋调查及沿岸采集的广泛开展，新的种属不断发现，大大丰富了藤壶分类的知

识。人们对过去作为亚种或变种描述的不少类型的分类地位提出了疑问，并进行了较深

入的研究。近年来，海洋附着〈污损〉生物生态、防除及其机制的研究受到较大的重视3这

些研究要求准确的分类鉴定材料和较全面的生物学及生态学资料。但是，藤壶类无论外

壳形态、内部结构和颜色都有较大的变异，特别是由于船舰的携带使有些种的自然分布区

和形态特征产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鉴定种类存在着较多的困难。特别是一些常见的类型，

究竟是不同的种3 或是属于一个种的不同亚种，有时很难确定。 甚至 Darwin 及 Pi1sbry

等人对他们自己描记的一些类型，如钟藤壶 Balanus tintinnabulum 和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中的亚种(或变种〉的分类地位〈究竟是种或种下分类单元〉也感到难以肯定。

因此，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指出过去描述的一些类型的模式标本很有重新检查整理的必要，

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工作〈如 Harding， 1962; Zullo, 1968) 。

中国近海的藤壶属，国内外仅有一些零星记载3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报告。我们早在五

十年代，就注意到我国沿海常见的一些主要附着生物，特别是当时作为"布纹藤壶" Balan仰附g 

amp抖hi衍t扩rt衍te c叩d切仰m1仰n仰?

k々r必何ge1旷eri Nilsson-Cωantell ( =B. uliginoωUtinomi) 描记的两个类型，无论在栖息环境、繁殖

习性或幼虫形态上都有显著差异，因而怀疑它们不是一个种内的亚种，而应属于不同的

种。为了解决上述和类似的问题，给生态和防除研究工作提供更为准确的基本资料，我

们对藤壶亚目的种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是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根据的是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历年采集收藏的标本，共鉴定 31 种和亚种，分辈辈子 7 个亚属，其中有 6 新

种，有 9 种在我国是首次记录〈种名录见 190 页〉。新种的模式标本均保存于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

文中对钟藤壶 Balanus tintinnabulum 和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中的一些亚种，作'

了修订。由于形态、分布和生态特点都有显著的不同?我们将糊斑藤壶 Balanus cirratus 

Darwin、阴纹藤壶 Balanus 1"eticulatωUtinomi、泥藤壶 Balanus uliginoωUtinomi ( =克

氏纹藤壶 B. amphitrite krügeri Ni1sson-Cantell)、白脊藤壶 Balanω albicostatus Pilsb巧、红

藤壶 Balanus rosa Pilsbry、刺藤壶 Balanus volcano Pi1sbry 等作为独立的种处理;但 B. al-

bicostatus .formosanus Utinomi 由于标本形态变异连续， -无法区别亚种，因此作为 Balan附

albicostatus 的同物异名。至于 Bala仰n刑 1"OS础t归1"ω.

物命名法规定，一个种的典型亚种即是指名亚种，其亚种名应与种名相同，故本文将原亚

种名更正为 Ba仇lan仰usυ1'OS拙t归l'ω.

亚种记述的类型的分类地{位立3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至于 Bala仰n附属的全面f修修摩庭.叮，特别是亚

属提升为属的问题，我们将在以后另文讨论。而习惯上已与 Balanus 属分开的 Acasta 属，

在本文也未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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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壶属 Genus BαIαnus Da Costa , 1778 

Lepas Li皿aeus， 1758, Syst. Naturae, ed. X , p. 667. 
Balanus Da Costa, 1778, Hist. N atur. Testac. Britanniae, p. 248; Darwin, 1854, p. 177; PilsbJ'Y, 

19l6, p. 49; Nilsson-Cantell, 1921, p. 306; Tarasov & Zevina, 1957. p. 158. 

壳壁板六片，吻板有幅部，鞠部占内壁的上一半3 桶板和背板间以关节连结，营固着

生活。

中国藤壶属各亚属的检索表

1.基底膜质，吻板长........................................….......…........….................膜藤壶亚属 Membr阳obalanus

E 基底石灰质

2. 基底杯状或舟状，包围支持茎.............................……·….......…..........................舟藤壶亚属 Conopea

2~ 基底平

3. 壁板内有管

4. 幅部有管.........…............................................….........................巨藤壶亚属 Megabalanus

4~ 幅部无管......…........…...................…..................................................…·藤壶亚属 Balanus

3~ 壁板无管

4. 背板距宽而短，第 4 蔓足分支有些节的外前侧有弯钩或齿........…..........刺藤壶亚属 Armatobalanus

4~ 背板距较窄，第 4 蔓足的外前侧无钩或齿

5. 幅部宽，有隔片结构;檐板无放射条纹，背板中央沟浅或无;小型深水藤壶…坚藤壶亚属Solidobalanus

5~ 幅部窄，边缘光滑;檐板有放射沟纹，背板中央沟深;个体较大........…..........星藤壶亚属 Chirona

巨藤壶亚属 Subgenus MegαbαIαnus Hoek, 1913 

Balanus (sect. A) , Darwi丑， 1854, p. 194. 

Megabala阳s Hoek, 1913, p. 158; Pilsbry, 1916, p. 51. 

壁板、基底和幅部都有管道。

种的检索表

1.壁板有石灰质的刺;循板有放射肋

2. 壳表有紫红色纵条纹;循板肋低，背板距末端钝圆，无小齿……...............................…..刺藤壶 B. volcano 

2~ 完表乳白或淡紫色，循板肋福皱成"罩形川、尖齿突，背板跑来内面有指状齿和小齿。…..................二

…........西沙藤壶 B. xisha l! llsis sp. n. 

1~ 壁板无刺;循极无放射肋

2. 壁板和幅部鲜艳的玫瑰红色:背板距宽而短.......…........…......................................…·红藤壶 B. rosa 

2~ 壁板粉红到紫色，有细的暗紫色纵条纹:幅部暗紫色;背板Eê窄而长…........…

…钟藤壶 B. tin lÌllnábulum tintì;盯"abulum (Linnaeus) 

1.钟藤壶 Bα缸nus (Megabalanus) tintillnαbulum tintinnabulum (Linnae山， 1758) 

(图 1 ，图版 I: 1-5) 

Lepas tint伽现ab~tlu刑 Lin且aeus，. 1758, Syst. Nat., ed. 10, p. 668; Ki' i.iger, 1911, p. 46. 
Balanus t切ttm饥ab也lum var. (1) c例如munis Dal'win , :1854, p. 195, pI. 1, fjgls. a , b, f supl'a: p l. 2, 

figs. 1乱" 1巴， 1d, 1e, li, 1k. 
Balamωt侃ti饵nab~tlu刑 var. C。例例也nis DaTwin: Gruvel, 1905, p. 211 , figs. 230, 231. 
Balanus t仰t侃侃bulu饥 tinUn饵abulu1曰:. Pilsbl'Y, ;1916, p. 55, p l. 10, fig. 1-le; Barnard, 1924, p. 66; 

Nilsson-Cal1 tell, 1931, p. 108; 1938, p. 33; Hil'o, 1939b, p. 258, fig. 7; Oliveira, 1941,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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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l. 4, fig. 1, p l. 2, fig. 1-2, p l. 8, fig. 6, p l. 5, fig. 3; MOOI飞 1944， p. 333; Tarasov et 
Zevina, 1957, p. 163, fig. 8; Zevina 的 T乱rasov， 1963, p. 87, fig. 8;. Stubbing自， 1961a, p. 20; 
1963b, p. 13; 沈嘉瑞等， 1962, p. 62; 董幸茂、翁芷芬: 1965, p. 127. 

标本采集地 浙江省蝶山、四礁、台山列岛屏风山，福建省东山，广东省海门、宝安、湛江、海南岛

新村、榆林、崖县、莺歌海。

圆锥形或筒锥形的大型藤壶。外表光滑或具不规则的纵皱槽，谈粉红色到紫红色，有

细密暗紫红色纵条纹，有的标本条纹不明显。幅部宽阔，白色，偶带蓝灰色或紫色，顶缘平

行于基底，侧缘有小齿，当幅部顶端被腐蚀时，横沟槽裸露。壳口量钝三角形。

盖板内膜紫红色，开闭缘膜后端暗褐色，前端蓝绿色。桶板宽阔，外面平坦3覆以1炎黄

色外膜，有淡紫色纵带，生长脊清楚，不特别高，在开闭缘成齿，两描板的脊彼此吻合;板的

内面顶端不甚光滑，关节脊高而弯折，止于背缘中部附近:闭壳肌脊上端与关节脊相接，闭

壳肌窝浅，压肌窝深，常有纵肋的痕迹，基背角圆。背板几乎成等边三角形，顶端尖3 但不

呈曝状， Ì炎紫色;外面平坦，生长脊清楚，至据缘呈锯齿状:中央沟闭合，到距末端开放;距

较狭长，其两侧的基缘几乎成一直线，基缘自基桶角至距的距离通常大于距宽的 2 倍;压

肌脊模糊， 2-4 条。

壁板的黯部铅紫色，辅以下为白色，近基底部分稍起肋，壳壁有纵管，被横隔片分隔。

基底白色、光滑3边缘有放射排列的营。个体密集时，基底随壁板向上延伸，也呈筒状。

上唇中央缺刻两侧各有 1-3 个钝齿，有时无齿，齿间有短毛。大顿有当个强齿，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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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钟藤壶 Balanus tintinnabt山m tintinnabulum (LÍnnaeus) 

1.上唇; 2. 大顿; 3. 小顿;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15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27 节; 8. 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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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齿往往分叉3第 5 齿与下角结合，下角常磨损或分叉。小顿切缘上下两对大刺之间一

般有中等刺 9-12 个。

蔓足 1-6 对分支的节数如下:

12345 6 
，--.A-、~、严..A-、~ ~、~

崖县: 21 17 20 16 21 14 42 45 50 54 54 56 

海门: 21 17 19 15 14 13 35 40 38 40 40 44 

第 1 蔓足内肢为外肢长度的 3/4，第 2、 3 蔓足两股长度稍不等，外肢稍长。第 4-6 对蔓

足两肢长度几乎相等3中部节前缘有刚毛 4-5 对。

交接器往往短于第 6 蔓足3有环纹，散布有细毛，末端的毛密集成丛;基部有背突。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湛j工: 51.1 mm 43.6 mm 72.1 mm 

崖县: 80.1 mm 78.5 mm 67.1 mm 

本亚种多栖息于开阔海岸低潮线以下的岩石、珊珊礁、浮标或船底上，外表常被其他

生物覆盖，孤立时为圆锥形，密集成群时为筒锥形。它常同 Ba仇l归an仰u附tS 1'0ωsω叭a ，、 Balanu俐s v仰01扣ca仰no叭、

Bala仰nu削s a仰mη仰1a，.叩y川，11协is扒5人、 Balωan仰u创ISυ，.ω'eticula仰tt切uωtS人、 Cωht劝ha仰仰仰m幻zal

着"种类。

本亚种与本种的其他亚种的主要区别: (1)壳表光滑〈或有皱榴〉无剌; (纱帽板无纵

脊; (3)背顶端不呈曝状，中央沟封闭，末端开放，距较窄，两侧基缘几乎成一直线。

地理分布 南海、东海(中国近岸)，即度洋，地中海，非洲西南部，美洲太平洋沿岸，逼罗湾，新西

兰等地。

2. 西沙藤壶〈新种)Bα缸nus (Megabalanus) xishaensis n. sp. (图 2 ，图版 11: 1-9) 

正模式标本 C 80490-1 ，峰吻径 26.5 mm，侧径 27.0 mm，高 12.1 mm。采自广东西沙群岛琛航

岛低潮带珊珊礁 j二， 1975.5. 16，采集者:任先秋。

副模式标本 C 80587-1 ，峰吻径 24.1 mm，侧径 22.3 mm，高 20.0 mm。采自广东西沙群岛高尖

石低潮带岩石上，同 B. tJolcano 共栖， 1975.4. '10，采集者: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C 80587-2 , 

峰吻径 18.8mm，侧径 16.5 mm，高 19.4 mmo (同 C 80587-1.)0 C 80587-3 ，峰吻径 23.1 mm，侧径

18.9 mm，高 17.4 mm (同 C 80587-1)。

其他标本:

1. C80490-2 , 6 个空壳，同正模式标本。

2. C80587-4 , 2 个小的生活标本，同副模式标本。

壳圆锥形，乳白色或淡灰紫色，表面被腐蚀，有石灰藻和珊珊薄层覆盖。壁板表面有

灰紫色细纵条纹，下部有不规则的肋，基部有小刺突。壁板较厚，内面辅占壁板的上半，吻

板、侧板辑部铅紫色，峰板、峰侧板辑部白色，板下部近基底有纵肋。幅部白色或淡灰紫

色，宽阔，顶缘平行于基底或稍斜侧缘齿状。翼部薄，铅紫色，顶缘斜。壳口中等大，钝三

角形或菱形。

盖板外面有淡黄色的薄膜覆盖，里面膜为紫红色，开闭缘膜外为黄褐色，下是一圈银

灰色。据板白色，稍宽阔，生长脊明显成皱槽，形成放射排列罩状小尖突;背缘和开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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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开闭缘有齿，基缘弧形，有与罩状尖突排列相吻合的小缺刻·内面上部淡紫色，有粗糙

小脊:关节脊直而发达，下端平截或稍突，其长度超过背缘之半;关节沟窄而深，闭壳肌脊

不明显;压肌窝浅 3但仍可见。背板白色，几乎呈等边三角形，顶端不成朦状，据缘增厚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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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沙藤壶(新种) Balanus xishaensi! H. Sp. 

1.上唇〈正模); 2. 上唇(高尖石标本); 3. 大额(正摸); 4. 大领〈高尖石标本); 5. 小额; 6. 第二小领
7. 触须; 8. 第 3 蔓足外肢 6-7 节; 9. 第 4 蔓足外胶第 13 节; 10. 第 6 蔓足外肢第 18 节; 11.交
接器; 12~16. 不同个体背板的距 (12 ， 13 为同一个体; 15, 14 为侧面观〉。

1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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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于板面;外表生长脊明显3中央沟较宽阔开放，伸到距末端;内面关节脊不很发达3其内

侧和下端附近有不规则的粗糙小纵脊，关节沟较窄，侧压肌脊强， 3-5 条;距宽阔而短3其

长与宽略等，到基捕角的距离约为E巨本身宽度的一半上下乡内面末缘峰半有 2-5 个小齿

突，沿掘缘附近有一条低纵肋，常延伸为小的指状突或末端为 1-2个小齿〈图 2:12-16)0

基底较厚，有从中央放射的管。

上唇中央缺刻较深3 每侧有 1-3 个小钝齿3 齿间有细短毛。大额较本亚属其他种似

稍窄，有罗个尖锐的大齿;第 2-5 齿常有附加齿;下角较尖，呈粗糙的枯齿状。小额切缘

稍直，上下大对刺之间有 9-11 个中等刺，下角有一丛显著的细小刺。

蔓足 1-6 对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12345 6 
,..._A---.. ,..._A---.. ，..._A---..产--"--' ,..._A---.. ,..._A---.. 

西沙琛航岛: 15 11 10 8 11 10 26 30 31 31 33 33 

西沙高尖石: 16 12 11 10 11 10 21 22 24 27 31 27 

第 1 蔓足外肢稍长，两肢呈圆锥形。第 2 蔓足外肢稍长，每节前缘中部突出，有多齿刚毛。

第 3 蔓足外肢稍长，中部节前缘有一列稍向下弯的小尖齿3很似 Balanus amphitrite 组的蔓

足;后肢各节在相应位置的小齿较直而少。第 5、 6 对蔓足两支长度几乎相等。第 4~6 对

蔓足中部节前缘有刚毛 3__:_4 对。

交接器稍短于第 6 蔓足，有环纹，无背突;末端有几束细毛。

讨论 本种以基底、壁板和幅部内有管道3无疑应属于 Megabalanus 亚属。其外形

和盖板很似 Darwin (1 854) 和 Pi1sb巧(1 916) 对 Balanus tintinnabulum occatol' 的描述和

图，然而他们都没有对其软体部分加以描述。 Hiro (1939) 只谈到它与 B. tintinnabulum 

的其他亚种内部结构没有多大差异。本新种和前者的显著区别是背板距内面末端在峰侧

具 2-5个小齿突，据侧有一个低肋，末端 1 ， 2 小齿，这也是显著区别于本亚属中所有其他

种的主要特征;另外新种大顿较 Megabalanus 亚属中的其他种似稍狭窄3 且下角尖突3 成

柿齿状;第 3 蔓足前肢各节有一排稍弯的小齿，与其他各近似种也显著不同。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

3. 刺藤壶 BαIαnU8 (M egabalanus) volcαno Pilsbry, 1916 (图 3，图版 1: 6一16)

BalanU8 t-i'nti饵nabu比例由olca弛。 Pilsbry， 19,16, p. 60, pl. 11, figs. 2-2e; Nilsson-Cantell, 1932b, p. 
19, fig. 7; 1938, p. 34; Hiro, 1937b p. 430, fig. 19A; 1939a, p. 208; Tarasov et Zevina; 1957, 
p. 165; Uti且omi， 1949a, p. 21; 1970, p. 350, pl. 18, fig. 6; 沈嘉瑞等， 1962, p. 63 ;董幸茂，
翁芷芬， 1965, p. 127; Yamaguchi, 1973, p. 115. 
Bala饵也8 tínt仿制加1也饥 ωcator Zevi丑乱， 1963. p. 89, fig. 9. (nec Dar而且 1854) . 

标本采集地 江苏省大丰(仅死壳)，浙江省蝶山、大陈、东福山、条帚门，福建省漳浦古雷半岛、东

山，广东省海门、遮浪、三门岛、湛江、外罗、海南岛新村、西沙群岛高尖石。

壳筒锥形，壁板散布有向下方或上方突出的棘状刺，有时近基底部分有皱稽。表面粉

红到紫红色或紫灰色，有不明显的暗紫色细纵条纹或细纵肋。幅部宽阔3 淡蓝白到铅紫

色，外壁磨损时露出横沟糟，顶缘平行于基底。壳口大、钝三角形。

据板宽阔3表面平坦3有紫色斑，明显的生长脊与细的强纵肋相交成屋瓦状排列，使基

缘具许多小圆齿;内面白色，或有紫色斑9顶端常粗糙，关节脊发达，稍长于背缘的 1/2;背

缘较短; 1三日壳肌脊直， 17.日壳肌窝清楚而大，压肌窝清楚。背板外表平坦、白色，顶端尖 3呈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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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淡紫色;中央沟封闭，到距突近末端处开放，沟两侧生长脊明显;内面顶端常粗糙，压肌

脊不明显， 3-4 条;R巨随个体大小而有变化，幼小标本者细长〈图版 1: 11-12)，老标本者

较粗短，至基桶角间的距离为距宽的 2 倍;胆的侧缘与基缘交成钝角。盖内面紫色，口缘

膜后部紫红色3前部蓝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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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剌藤壶 Balanus volcano Pil由y

1.上唇; 2. 大颗; 3. 小颗; 4. 第 3 蔓足外肢第 7 节; 5. 第 4 蔓足外肢第 17 节:
6. 第 6 蔓足外肢第 17 节; 7. 交接器。

上唇中央缺刻浅，两侧各有小钝齿。-3 个。大顿当齿。第 1 小顿切缘直，上下大对

刺之间有 7-11 个中等刺。

各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123 
,.-A-. ,.-A-. ,.-A-. 

东山: 17 12 1 当 11 12 19 

遮I良: 19 16 14 12 13 10 39 42 

第 4-6 蔓足中部节前缘有 3-4 对刺。

交接器短于第 6 蔓足，基部有小背突。

最大的标本采自广东省三门岛。峰吻径达 47.1 mm，高 47.0 mm。

标本大部分采自低潮带的岩石上，或浮标上部水线附近。栖息环境对个体的形态有

一定的影响3 采自海门岩岸不同位置的标本3 形态有显著差异;采自受海浪冲击的岩石迎

风面的标本，壳体低圆锥形，表面光滑3壁板上部紫色部分脱落，裸露雪白的隔片，幅部狭，

壳口大都被腐蚀，仅壳下部具紫红色条纹，刺突很少3 且仅出现在基部。而从背风面岩石

空隙中采的标本，则呈筒锥形，壁薄而刺多。 本种表面常有小藤壶 Chthamalus、笠藤壶

-Q 

h 

汇〕

43 44 43 41 

4 
，...-1'-、

3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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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clita、藻类、或苔薛虫等附着;采自广东省湛江和浙江省大陈岛的标本则与 B. rosa 

及 B. tintinnabulum tintinnabulum 相互附着在一起，它们在南海和东海〈中国近岸〉是主要

附着生物。

本种与 B. tintinnabulum rosa Pilsb巧形态特征有显著差异，地理分布范围重叠，虽栖

于同一环境中，但水层不同〈本种多接近表层〉。因此我们将这两个过去作为 B. tintinna

bt山m 的亚种描述的分类单元提升为独立的种，这与 Yamaguchi (1 973) 的生物化学研究

结果及生殖季节不同的观察也是一致的。

本种与其他近似种的主要不同在于: (1)壳外有紫红色纵条纹3 有棘状刺(偶有无刺

者); (2)据板的生长脊与纵肋相交成屋瓦状排列的低突; (3)背板顶端成曝，基缘与距交

成钝角3距较窄。

地理分布 南海、东海(中国近岸);日本，即度洋，太平洋。.

4. 红藤壶 Bα缸nus (Megabalanus) Tosa Pilsbry, 1916 (图 4，图版 1: 17-21) 

Balanu8 ti饵tin饵abulu饥 r08a P iIsbry, 1916, p. 61; :&'och, 1931, p. 56; NiIsson-Ca且tell， 1931, p. 109; 
1932b, p. 16, fig. 6; Hiro, 1932, p. 549; 1937a, p. 431, fig. 19; 1939乱， p. 208; Tarasov & 
Zevina, 1957, p. 164, fig. 54, 55; Utinomi. 1949乱， p. 21; 1962, p. 215; 1970, p. 349, pl. 18, 
fig. 7; 沈嘉瑞等， 1962, p. 63; Yamaguchi, 1973. p. 115. 

标本采集地 浙江省窍山、蝶山、开林、长涂、大陈、东福山、条帚门，福建省平潭，广东省湛江、外

罗、海南岛清j闹和新村。

圆锥形到筒雏形，表面光滑，壳板由白色、粉红色到美丽的玫瑰紫色，有的个体带有较

睹的玫瑰色细纵条纹，壁板上部和吻板及侧板往往色谈。幅部宽阔，顶缘平行于基底，深

玫瑰紫色，有细的管道横贯。壳口大，圆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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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红.藤壶 Balanus t'osa piI如y

1.上唇: 2. 大颖: 3. 小额: 4. 第 3 蔓足外肢第 9 节: 5. 第 6 蔓足外肢第 25 节; 6. 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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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板外面中部稍纵凹，呈半透明的玫瑰色;生长脊与基缘平行作弧形排列，微微突出，

延伸到开闭缘成强齿;内面顶端较粗糙，关节脊发达，长度显然超过背缘之半，闭壳肌脊不

很发达，闭壳肌窝大而清楚3压肌窝明显。背板顶端尖，不明显成曝状;外表较平坦，生长

脊清楚，中央沟封闭，在距末端呈卵圆形开放;但在年幼的个体中此沟并不闭合。 E巨较短

而宽，其长约为宽的 2 倍，至基描角间距离稍大于gg本身的宽度;内面上端有不规则的小

纵脊，关节沟宽阔3关节脊明显;侧压肌脊很微弱， 1-4 条·基缘也稍突出呈弧形。

上唇中央缺刻较深，每侧有小齿 2-3 个。大顿当齿，第 2、 3 齿常分叉，下角钝。第

一小顿切缘上下两对大剌之间有 7-11 个中等刺。

ι飞

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n 

12345 6 
,......."..... ，.......，，_、，......."..... ，.......，，_、 ~ι-、，.......，，_、 .. 

7!J 山: 21 14 14 13 19 15 36 41 42 49 47 50 

蝶山: 19 15 14 12 17 14 X 37 41 43 43 38 

第 4-6 蔓足各节前缘最多有刚毛 4对。+

交接器短于第 6 蔓足的长度3基部有较大的指状背突。

最大的标本采自浙江省东福山3 峰吻径 34.1 mm，侧径 29.4mm，高 30.2 mmo 一般个

体较小。

标本采自浮标、船底和附着物试板及附着的贝壳上。本种多和 B. t. tintinnabulum , 

B. volcano, B. trigonus 、 B. reticulatus 等附着在一起3在东海(我国沿岸〉是主要附着生物

种类。生长拥挤时3其基底也可随筒形的壁板向上延长。

本种提升为种的理由在前种的讨论中已经叙述。它与 B. tintinnabulum 组其他种的

主要不同点是: (1) 壁板外面光滑3呈美丽鲜艳的玫瑰红色或有玫瑰色的细条纹，$1部色

深; (2) 据板呈半透明的玫瑰红色，生长脊强而突出，呈弧形排列; (3) 背板距短而稍宽，

其宽度约等于或稍小于至基据角的距离。

地理分布 东海、南海(中国近岸)，日本，太平洋热带、亚热带海近岸。

藤壶亚属 Subgenus Bαlanu8 Da Costa, 177 8 

Balan饥8 Da Costa, 1778, p. 667; Pilsbry, 1916, p. 77. 
Balα饵也8 (sect. C & D) , Darwin, 1854, p. 223. 

C 

E也balanus Broch, 1922, p. 314. 。
Balanus s. str. P iIsbry, T.arasov & Zevina, 1957, p. 165. 

壁板有管道，幅部无管;基底石灰质，有放射管和沟;第 3 蔓足各节腹前侧有小齿。

种的检索表

1.壳表白色，无彩色条纹

2. 上唇齿多:檐板有明显的闭壳肌脊:基底有放射管。

3. 幅部宽，边缘齿状:小颖切缘上下大对刺之间的中型刺呈柿状;据板有放射的纵沟纹分部j生长脊……………

·象牙藤壶 B. eburneus 
3~ 幅部窄，边缘光滑;小颖切缘中型刺不呈柿状;檐板无纵沟纹….......…........……徽密藤壶 B. impro tJisus 

2~ 上唇齿少;循板闭壳肌脊低弱或全缺;基底有放射沟。

3. 壁板坚实二陡因锥形，幅部显著下陷;擂极生长脊被纵沟纹分割........……·尖吻藤壶 B. rostratus rostratus 
3~ 壁板薄脆易碎，圆锥形或筒形，幅部不下陷;据板无纵沟纹…........…...................缺刻藤壶 B. crenatus 

..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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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壳表有彩色条纹

2. 檐板有纵列凹穴，壁板有白色肋"……….............................................................三角藤壶 B. trigonus 

2~ 檐板无凹穴

3. 幅部宽阔，顶缘平行于基底;背板E巨宽而短:上唇齿多........................纹藤壶 B. amphitrite amphitrite 

3~ 幅部较窄，顶缘斜:背板距较窄。

4. 壳表有白色肋，基部完板管外壁有小凹穴;第 3 蔓足有锯齿刚毛..............…·白脊藤壶 B. albicostatus 

们壳表光滑

5. 完表有紫色的纵条纹，无横条纹

6. 距狭长，其两俱tl基缘内凹成深缺刻...................................................泥藤壶 B. ttliginosus 

6~ 距较短，两侧基缘直，不内凹…........….........................潮间藤壶〈新种) B. littoralis sp. n. 

5~ 壳表纵横条纹交错

6. 褐紫色纵条纹与同色不规则横色斑交错:吻板色淡:距宽而短，近循基角.......

·块斑藤壶 B. poecilotheca 

6~ 纵条纹与白色横条纹交错;距较狭长

Î. 褐色条纹与白色或同色横条纹交错;循板生长脊呈念珠状:背板距几乎居基缘中部，压肌脊细
长而多................….......……·….......…...................................糊斑藤壶 B. cirratus 

7~ 蓝紫色到猩红色的纵条纹，同白色横条纹交错;循板有牢固的黄色外膜，有不清楚纵沟纹，生

长脊光滑;R巨近基檐角，压肌脊短而少.....................…........…·…网纹藤壶 B. reticulatus 

5. 致密藤壶 Bαlanus (Balanus) improvisus Darwin, 1854 (图 5，图版 II: 10-14) 

Balanu8 improvisu8 Darw钮， 1854, p. 250, p l. 6, fig. 1a-1c; Weltner, 1897, p. 266; Gruvel, 1905, 
p. 234, fig. 260; Pilsbry, 1916, p. 84, p1. 24, figs. 3-3b, 5-5d; Nilsson-Cantell, 1921, p. 310; 
1928, p. 33; 1931, p. 122; Broch, 1924, p. 81, p l. 1, fig. 7, p l. 3, fig. 15一.16， text-fig. 28; 
Henry, 1924~ p. 110, p l. 2, figs. 12-13; 1959, p. 196, pl. 3, figs. 1-8; Kolosváry, 1943, p. 82; 
TaTasov & Zevina, .1957, p. 168, figs.6, 21 , 58-60; Kawahara, 1963, p. 301, fig. 1; Southward 
& Crisp, 1963, p. 33, fig. 17b (colored); Utinomi, 1966, p. 36, 1970, p. 350, figs. 6一7.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旅大，河北省山海关、塘沽。

低圆锥形或筒形，表面很光滑、白色。壁板基部或幅部有时有淡黄色外膜。多数个体

从壁板外表可见到内部管道和横隔片。幅部狭窄，顶缘斜而拱，侧缘光滑，仅在最下部有

齿。翼部宽阔而薄，顶缘稍斜或几乎平行于基底3侧缘下端有粗齿。壳口较大、菱形，边缘

呈锯齿状。外套白色。

盖板内膜为紫红色，开闭缘膜白色，有两对对称的黑紫色斑。据板白色或淡粉红色，

外面覆以淡黄色外膜，不明显的生长脊上有细短毛排列;内面关节脊直，长度超过背缘之

半，末端斜截;闭壳肌脊直而突出，闭壳肌窝仅有攘迹，侧压肌窝不明显;山海关的标本上

部较粗糙。背板外面生长脊清楚3在峰缘处向上延长，稍凸;中央沟开放，较宽而深，直到

g~末;内面较平坦，关节脊和关节沟都不明显，距较窄、短或长，末端圆或尖，本身的宽度约

等于它至基插角间的距离;距两侧的基缘略成直线:侧压肌脊显著，~"J 6-8 条。

革肖部占壁板内面上半部，辅下有细密纵肋，肋条在基部形成不明显的齿;壁内管道方

形，较大，近基底的外壁有不明显的次级隔片伸向管内，管道有横隔片分成小室，通过半透

明的壁板从外面常可看到。

基底白色、平坦，有放射的管道，管内有横隔片。

上唇中央缺刻两侧除各有 2 个大齿外，其间还有 6-11 个小齿3这些小齿向中央缺刻

内逐渐变小。大顿有 5 个明显的齿。小顿切缘下部突出部分有一对大刺，上下大对刺之

间有 3-5 个中型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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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致密藤壶 Balanus improvisus Darwin 

》λ;飞

1 ， 2. 上唇; 3 ， 4. 大额; 5 ， 6. 小额; 7 ， 8. 第二小额; 9. 触须; 10. 第 3 蔓足外肢第 6 节:

1 1.第 6 蔓足外肢第 11 节; 12. 交接器 (2 ， 4, 5, 8 为小个体〉。

蔓足:各蔓足外、内肢的节数如下:

123 4 5 6 
，.-J、『产-"-、，.-J<.一、，.-A-、，..---......... ,..---......... 

旅大: 15 11 11 11 x 14 X 26 22 30 34 32 

山海关: 20 1 当 12 13 16 13 26 29 37 34 38 38 

第 4-6 蔓足中部节的前缘有刚毛 4-6 对。

交接器长度可达第 6 蔓足长度的 2 倍，基部有背突。

测量最大的标本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旅大: 6.9 mm 5.9 mm 2.7 mm 

山海关: 10.8 mm 9.6 mm 4.6 mm 

本种栖息于潮间带来口潮下带。旅大的标本附着于码头、贝壳和红近方蟹 [Hemi

n 

6 

o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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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uineus (de Haan)] 的头胸甲及附肢上，后者由于受石油污染，故壳表面有黑色油垢。

采自山海关养殖架贻贝壳上的标本3表面光滑洁白。

本种很{以它的亲缘种 Balan附 eburneus Gould，但其幅部窄而拱，边缘光滑;据板无

纵沟纹;第 1 小顿上下大对刺之间的刺简单，不呈柿状，与后者不同。 本种外形也与

Balanus crenatus Brugière 相似3但其据板有直而突出的闭壳肌脊;上唇多齿;背板距较窄;

基底有管，易与之相区别。

标本一般同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在一起附着。本种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地理分布 中国(北方近海)，苏联，日本，北美太平洋海岸，北欧，东欧3 非洲西部，美洲的大西洋

沿岸3新加坡，即度。

6. 象牙藤壶 Bα缸nus (Balanus) eburneus Gould , 1841 (图 6，图版 11: 15-19) 

BalanU8 eburneus Gould, 1841, Invertebl'at乱。f MassachuseUs, p. 15, p l. 1, fig. 6; Darwin, 1854, 
p. 248, pl. 5, figs. 4a.一-4d; Waltner, 1897, p. 266; Gruvel, 1905, p. 234; Pil&bry, 1916, P. 80, 
figs. 14, 15, p l. 24, figs. 1一-1巴， 2; 1918, p. 185; Nilsson-Cal1tell, 1921, p. 309; 1931, p. 109; 
1938, p. 35; Neu, 1935, p. 93; Kolosvary, 1943, p. 81; 1947, p. 21, p l. 1, figs. 12-14, pl. 2, 
fig. 9, pl. 3, figs. i-i2; D乱.niel， 1956, p. 18; Tarasov & Zevi且乱， 1957, p. 174, fig. 61; Utinomi, 
1959, p. 383; 1966, p. 36, fig. 1; 1970, p. 353, pl. 1, figs. 8-10, text-figs. 8-9; Henry, 1959, 
p. 194, pl. 1, figs. 2-3, p l. 3, fig. 7, pl. 4, figs. 1-6; Matsui, Shane & Newman, 1964, p. 
141, fig. 1; Southward & Crisp, 1964, p. 34, figs. 18a-b, (c'olo旧ed).

标本采集地 山东省青岛。

壳圆锥形或筒锥形。壳板光滑、白色3 近基部常有黄色外膜覆盖，但幅部白色裸露。

幅部较宽阔3 顶缘斜，侧缘呈细齿。翼部宽阔，顶缘稍斜，侧缘呈细微的小圆齿状。壳口

大3呈 2 个长边 3 个短边的五角形，口缘成齿状。

盖板内膜为奶油色，有淡褐色斑纹，开闭缘膜为白色3有深褐色斑或带。据板稍窄，外

面生长脊与纵放射的沟纹交错，故生长脊略呈波状;内面关节脊高而突出，其长度超过背

缘之半，末端平截;闭壳肌脊突出、稍短3上接关节脊;有清楚的闭壳肌窝和侧压肌窝。背

板较宽阔，外面生长脊明显，峰缘上延形成很突出的峰叶;无明显的中央沟; g巨长而宽，其

宽度约为基缘的 1/4，末端平截铲形，到基据角的距离稍小于本身的宽度，峰侧的基缘内
凹，形成突出的基峰角，侧压肌脊一般 5 条。

壁板内面销部较短，辅以下有低肋，肋在板的基部呈齿状，板内充满管道，基部管道宽

大、.方形，被横隔片分成小室;外壁向管内形成清楚的次级纵隔片。吻板的管道 15 个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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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白色，有大型的放射管，近外固有横隔片。许多个体拥挤附着时其基底常上延呈

不规则的杯形。

上唇中央缺刻较深，每侧各有一列不规则的齿3向缺刻内逐渐减小。大顿有 3 个较锐

的齿及 2 钝齿3 下角钝。小额切缘在下大对刺基部突出"上下大对刺之间约有 14 个较短

的柿状刺。

各蔓足分支的节数如下:

12345 6 
~ ，....-A甲"" ~也-气~ ~ ~ 

26 16 14 18 21 16 41 42 46 50 51 52 

第 4-6 蔓足每节前缘有 6-7 对刚毛。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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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象牙藤壶 Balanus eburneus Gould 

2. 大颖; 3. 小额; 4. 第二小颖;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胶第 '3 节:
7. 第 3 蔓足外肢第 25 节; 8. 交接器。~

。

高

10.8 mm 

交接器较长，基部背面偶有丝状毛，背突小。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16.5 mm 

1.上唇:

\侧径

14.8 mm 
.. 

12.8 mm 11.8mm 13.7mm 

t、

16.0 mm 

共 7 个生活标本，采自青岛港停泊的船壳〈水线以下〉。它常单个附着，与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和 Balanus uliginos例 Utinomi 同栖。本种在外形上与它的亲缘

种 Bala仰n例 i仰mp:户'rov仇isu附s Darwin 很本相目{似E以c特另别1]是年纣幼J自的甘个体 3 掘板自的甘纵沟纹罪和口背板自的甘特殊形

状还没有形成9易与 Bala仰mω4ωs i仰mη1Pr庐切叨oωωv仇J

齿状与相邻壁板紧密结合;第一小顿上下大对剌之间的中型刺呈柿状，容易与之相区别。

10.0 mm 1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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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体，壁板幅部、盖板、口器的特殊形状更易与其他种相区别。

地理分布 本种为亚热带种，原产美洲，从北美大西洋海岸的马萨诸塞州沿岸到南美的加勒比海

沿岸都有分布。不少作者报道它被船只带到欧洲，如法国的西南岸、地中海向东到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也

发现于太平洋的夏威夷和日本及即度的马德拉斯。苏联的里海也有报道。在我国青岛港是首次发现。

7. 纹藤壶 Bαlanu8 (Balanus) αmphitrite αmphitrite Darwin, 1854(图 7-9，图

版 III: 1-9) 

BalamliS amphitrite var. (1) communis Dal'w:in; 1854, p. 24Q, (pal't); Oliveil'a, 1941, p. 17, pl. 11, 
figs. 1一-5， p l. 1, fig. 3, p l. 2, figs. 5-6, p:. 3, fig. 1. 

Balamu8 a.mphi价ite: Pilsbry, 1907, p. 190; 1928, p. 312; Southward & Crisp, 1964, p. 27, fig. 11, 
(colored). 

Balanus a响phitrite co~比例如nis: Nilsson-Cantel1, 1921, p. 311; fig. 64; 1931, p. 122, fig. 3; 1938, p. 36, 
fig. 7; Tarasov & Zevina, 1957, p. 179, figs. 62-63; 吴尚憨、蔡难儿， 1963, p. 103, pls. 3; 李
洁民、黄修明等， 1964, p. 375. 

Bα1αn1ts amphitrite forma haωaiie饵8Ïs Bl'o巳h， 1922, p. 314, fig. 56. 
Balα现11.8 a例phitrite val'. denticuZata Broch, 1927, p. 133, fig. 14; Stubbi咱自， 1961乱， p. 23, (part). 
Balan饥s amphitrite hawaiiensis: Hiro, 1937乱， p. 432, figs. 20-21; 1938, p. 304, fig. 4; 1939a, p. 

209; 1939b, p. 260; Nilsson-Cantel1, 1938, p. 40, fig. 9; Utinomi, 1949a, p. 22; 1956, p. 52, 
p l. 26, fig. 8 (colo!red); 1960, p. 毡， figs. 1-3; 1962, p. 215; Tal'asov & Zevina, 1957, p. 186, 
fig/;;.. 69-70;. Stubbings, 1963, p. 15; Ross, 1962, p. 12, figs. 1-5. 

Ba.la.1WS amphit时te fγa.ncÏ8canωRogel's， 1949, p. 29, p l. 1, figs. 1, 5, 7, 16-19. 
Bαlan创s a刑phitrite herzi Rogers, 194日， p. 28, p1. 1, figs. 6, 12一-15.

Balanus amphitrite salto协ens也s Rogel'日， 1949, p. 25, p1. 1, figs. 2, 3, 4, 8-11. 
Bala1l118 α响phitrite a刑phitrite Hard缸19， 1962, p. 274, pls. 1-2; Stubbings, 1964b, p. 337; 1967, 

p. 271, figs. 14-15. (part); Ne可>vIIUUl. et al., 1967, p. 168; Utinomi, 1967, p. 200 , pl. 6, fig. 1; 
1970, p. 355; Hartline, 1970, p. 321; Foster, 1974, p. 47, fig. 8a-f.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旅大，山东省蓬莱、烟台、即墨、青岛，福建省平潭3 广东省南澳、汕尾、湛江、

海康、础洲岛、海南岛北港、文昌、新盈、西沙北岛，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北海、酒洲岛。

壳圆锥形或筒锥形，表面光滑、白色或奶油色，并有成束自顶端放射的紫色或灰褐色

纵条纹，但无横条纹;吻板和侧板条纹多为两束，每束 2-5 条，板的中央和边缘部分常形

成较宽的白色纵带;幅部宽阔，覆盖相邻壳板翼部的大部分，上缘几乎平行于基底或略斜，

有横细沟纹及散布的褐红色斑点构成的纵纹。翼部宽阔3 顶缘不很斜。壳口大、略呈菱

形3稍呈锯齿状。

盖板的内膜紫红色3开闭缘膜白色3 有三对对称的黑紫色斑，其前后端另各有一个大

斑。据板外面平坦，生长脊粗糙，不很突出，无纵沟纹，有紫色的放射纵带，背缘有白色带;

内面为白色，年幼个体呈紫色;关节脊突出，很强，长度等于或超过背缘之半，游离的下端

较尖而弯;闭壳肌脊短而强，平行于开闭缘，闭壳肌窝和侧压肌窝稍清楚。背板宽阔，外

面平坦，生长脊清楚，有时在峰缘有纵行放射的紫色带;中央沟宽阔开放，伸至距末;距宽

阔而短，末端圆或平截，与基描角间距离小于本身的宽度;侧压肌脊短而强， 4-6 条;内面

关节沟宽阔，关节脊突出(图 7)。

壁板辅部短，有横生长纹，辅以下至基底有纵肋，肋基部呈齿状:壁板内有纵管3 基部

管呈狭方形;吻板管数一般为 12-18 条。

基底有向周围放射的管道3无横隔片。

上唇中央缺刻两侧有一系列小齿3 由大到小列至中央沟的深处3 齿的数目每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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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的盖板。

10-14 个，多达 16 个，而两侧的数目往往不等。大顿罗齿，除第一齿外其他齿都有附加

齿，下角常不规则。小顿切缘下部稍突出，上下大对刺间有 5-8 个中等刺。

蔓足:各蔓足外、内肢的节数如下:

123 456 
F唱^"""'" r-"-. r-"-. ，..-J'-、产-^-、r-"-.

青岛: 14 13 13 14 17 15 28 23 35 38 37 41 

即墨: 20 10 11 10 13 11 17 23 23 21 24 22 

旅大: 18 12 12 11 14 14 27 33 34 38 38 39 

第 1 蔓足内肢一般为外肢长度的 2/3; 第 3 蔓足外肢稍长，各节的腹侧面有下弯的小齿;

第 4 蔓足外肢中部各节也有这样的小齿，但数目较少。第 4-6 蔓足两肢长度大致相等，

中部节前缘有刚毛当-6 对，多者可达 7-8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有背突。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汕尾: 11.0 mm 10.3 mm 4.3mm 

青岛: 12.0 mm 11.0 mm 8.4 mm 

平I草: 9.5 mm 8.0 mm 3.7 mm 

北海: 19.3 mm 16.2 mm 8.1 mm 

本种为我国近海的主要固着藤壶之一，一般附着于船底、浮标、码头、木桩、养殖架、岩

石及贝壳上，沿海港湾潮间带和潮下带大量出现，常成群聚集，拥挤时多呈筒状，壳口大而

方形;孤立时圆锥形3紫色条纹鲜艳;南海的标本多采自潮间带，个体零星分散3常同白脊

藤壶 Balan例 albicostatus Pilsbry t昆生，条纹颜色多为灰褐色。在我国北方海区，它成为船

底附着藤壶的优势种，常同 Bal印刷 uliginosus Utinomi 同栖， .8-9 月为其繁殖盛期。

f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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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与近似种 Balam仰u附ts ret.价icαω.ulatt剧ts Ut由in∞10m时i 及 B. a仰mpμhi切t幻饷组其他种的不同点是:壁 L 

板有成束的紫色或褐色纵条纹，板中央和边缘白色带较宽，无横条纹;幅部宽阔，顶缘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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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13 

图 S 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1 ， 2. 上唇; 3 ， 4. 大领; 5 ， 6. 小颗; 7. 第二小顿; 8. 触须; 9. 第 3 蔓足外肢第 6 节; 10. 第 3 蔓

足外肢第 8 节; 11.第 3 蔓足内肢第 6 节; 12. 第 6 蔓足外肢第 21 节; 13. 交接器

平行于基底;背板有短而宽阔的E巨;上唇为多齿型。

讨论 Darwin (1 854) 对 Balanus amphit1"ite var (1) coml仰ms 的原始描述相当简

略，又未指定模式标本及模式产地，使后来分类工作在区分种和亚种中造成了一定的混

乱。 Harding (1962) 对 Darwin 的模式标本进行了检查。由于原绘图标本遗失，他确定

了选模，并重新描述〈他的选模标本与 Darwin 1854 原图不同， Darwin 原图应是网纹藤

壶〉。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这个亚种应是 Balanus amphit1"ite 的指名亚种3正确的名称

应改为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1"ite Darwin。我国以前在大连、青岛、烟台等地作为"布纹

藤壶" Balanus amphit1"ite com仰mis Darwin 报告的标本3 经检查确与 Harding 对纹藤壶

确定的选模标本相同，因此也应将布纹藤壶的学名更正为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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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trite Darwin。

Darwin 鉴定为 B. amphitrite Var (1) com1ηums 的标本看来包括两种类型，除 Har

ding 选定的正选模标本外3 还混有与 B. amphitr切 hawaiiensis Broch (1922) (= B. am

phitrite denticulata Broch 1927) 相似的少数标本。这两个近似的类型混在一起3造成分类

上长期的混乱。 Utinomi (1 960) 详细论述了这两个类型的壁板、盖板和上唇等部分形态

的差异、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亚种。 Stubbings (1 967) 比较研究了西非和欧洲等地的标本，承

认基本上可区分出两个类型·但他发现有一些个体形态特征介于以上两个类型之间〈壁板

幅部窄，顶缘斜3背板距窄的类型中3有的上唇齿数多达 8 ， 9 个至 12 个 3 有的则少到 2 ， 3 

个λ因此他将 B. amphitrite hawaiiensis Broch 也与 B. amphitrite communis Darwin 合并，

认为它是一个形态变异较大的类型，采用了 Harding 1962 年更正的学名 B.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我们详细地比较了采自我国南北各海区的标本，发现 B.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和近似种 B. reticulatus Utinomi (即 Utinomi 1960 年鉴定为 B. amphitrite communis Darwin 

的类型〉不仅主要特征有明显区别，而且地理分布也有显著的不同〈图吟。我们在黄海、渤

海采到的标本只有 B. amphitl忱。mphitr切 Darwin，而在长江口以南采到的标本则两种

类型都有，所不同的是 B. amphitrite amphitrite 主要栖于潮间带3而 B. reticulatus Utinomi 

则主要栖于潮下带。它们在形态和生态上的区别相当显著3而且未发现中间型，仍足以证

明并确定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种。

地理分布 本科在我国南北沿海广泛分布。过去记载还分布于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塔希提

岛、夏威夷、印度洋、波斯湾、苏伊士运河、黑海、地中海、西欧沿岸、非洲西南部、西印度群岛等。但由于

过去在分类鉴定上.存在混乱，这些分布地点还须重新校订。

8. 网纹藤壶 Bαlanu8 (Balanω) reticulatu8 Utinomi, 1967 (图 10-11; 图版 lV:

8-14) 

Balan也s amphitrite var. (1) 00饥munis Darwi:n. 1854, p. 240, pl. 5, figs. 匀， 2h, 2L (partim); 
Hoek, 1913, p. 168, pl. 14, figs. 12, 14棒， 16. 

Not Bala饵us a饥phitl'ite co饥munis; Nilsson-Ca且te丑， 1921, p. 311, fig. 64; 1931; pp. 110, 122, fig. 3; 
1938, p. 36, fig. 7_ 

Balan.ω amphitrite forma communis: Broeh, 1922, p. 314; 1931, p. 58. 
Bala阳s a.饥phitrite co饥例如nis: Hiro, 1938, p. 301, fig. 1; 董幸茂、毛节荣， 1956, p. 290, fig. 7; 

Utinomi, 1956, p. 52, pl. 26, fig. 11 (ωlored); 1960, p. 44; figs. 1巴， 1d, 2e and 2d; Stubbing目，

1961乱， p. 205, figs, 3, 6, 9 and 13; 1961e, p. 173; 沈嘉瑞等， 1962, p. 64. 
Balan咀8 日mphitrite variety: Southward 乱丑d Crisp, 1963, p. 43, fig. .23 (colol'ed). 
Balanus a饥ph衍rite tesselat'us Utinomi. 1964, p. 52, pl. 26, fig. 11 (eolored). 
Balanω 叩riegat.饥s tesselatu8 Uti丑omi. 1966, p. 5. 
Balæ也us reticulatus Utinomi. 1967, p. 216, figs. 9-12, pl. 6, figs. 7-8; 1970, p. 356. 

标本采集地 福建省沙江、东沙澳、沙埋，广东省海门、宝安、广海、上川岛、湛江、东海岛、脑洲岛、

海康、琼州海峡、海南岛琼山北港、三亚、崖县、莺歌海、新盈、西沙群岛的北岛和广金岛，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北部湾。

壳圆锥形或筒锥形，表面光滑，有光泽，底白色、奶油色到淡粉红色，少数标本壳壁顶

端淡蓝色，壳有紫色到猩红色或红褐色的放射纵条纹，与白色的横条纹交错成斑。峰板和

峰侧板顶端常向外弯;吻板顶端多向内弯或直。幅部稍窄，顶缘斜、白色，其隔片也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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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和网纹藤壶 Balan阳 reticulatus Utinomi 在中国近海的分布。

• Balanus amphi削te amphitrite Da.rwin 0 Balanus reticulat削 Utinomi

图 9

色，有紫褐色或白色水平细条纹，侧缘有齿。翼部较宽，沿壁板侧缘处常有铅紫色带。壳

口较大、菱形到五角形，壳顶成齿状。盖板内膜淡紫红色，口缘膜乳白色，有 2-3 对紫红

色对称斑，前后端另各有一大斑。

据板稍窄，外面平坦，覆盖一层牢固的黄色外膜，沿生长脊有一排短毛;去掉外膜，有

自顶端放射的弱沟纹，有紫色放射条斑;内面白色，关节脊强，末端圆或平截，长度等于或

稍大于背缘的一半;闭壳肌脊强而短，闭壳肌窝较深，侧压肌窝清楚，向基缘开放。背板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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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不呈曝状，外表也有淡黄色外膜覆盖，生长脊清楚，顶端有淡紫色或粉红色的放射斑，中

央沟开放，宽阔而浅，直到距末·内面关节脊突出，关节沟宽阔，距较狭长，其长度约为宽度

的 2 倍或不到 2 倍〈图 10)，末端圆或平截， R巨的据侧的基缘宽度约与距的宽度相等或稍

大;侧压肌脊较短，常突出于基缘以外，数目 5-7 条。壁板鞠较短，黯下纵肋明显直到基

底，壁板管道方形、狭方形或圆形，上部有横隔片。壁板基部管道的外壁向内面有几条低

纵肋，外面有色的纵条纹恰与板管相对应。

q 

5mm 

图 10 网纹藤壶 Balanus reticulatus Utinomi 的盖板。

基底白色，从中央向边缘有放射管3管内有横隔片。

上唇中央缺刻每侧有 3-4 齿，有时两侧的齿数不同。大顿有 5 个较钝的齿，下角钝，

第 2-4 齿常分叉。小顿的切缘下部突出，上下大对剌之间有较细而短的中等刺。

蔓足分支节数如下:

2 3 4 当 6 
,......A-. r--^-、 ,......A-. ,......A-. ,......A-. r--"、""""'

湛 I工: 22 15 18 17 22 17 32 31 36 34 36 39 

匮 县: 23 15 19 17 19 16 29 31 35 35 34 37 

新 盈: 20 13 15 14 15 13 26 28 32 32 x x 
琼山北港: 21 13 16 14 20 17 27 26 30 32 33 38 

第 1-3 蔓足外肢都各自长于内肢，第 3 蔓足两肢每节前外侧有钩状齿。伊第 4-6 蔓足两

支中部节前缘有刚毛 4-6 对。

交接器细长，为后部蔓足长度的 2 倍，有背突。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莺歌海: 31.0mm 20.5 mm 19.9 mm 

东海岛: 19.0 mm 14.0 mm 13.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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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网纹藤壶 Balanus reticulatus Utinomi 

1-3. 上唇: 4. 大领: 5. 小额: 6. 第二小额: 7. 触须: 8. 第 3 蔓足外肢第 11 节:
9. 第 6 莫足外胶第 25 节: 10. 第 6 蔓足外肢第 30 节: 11. 交接器。

本种是我国南方海区主要固着藤壶之一，常与 Balanus tintinnabulum 、 Balanus amaryl

lis、 Balanus cirratus、 Bt山nus poecilotheca 等种共同附着于浮标、船底、水下试板、木材或养殖

架等物体上，在内湾浮标水下 0.5-3 米处为优势种，少数与 Balanus albicostatus 及 Balanω

amphitrite amphitl'ite 一起附着于低潮线的岩石或贝壳上。西沙群岛的标本是与龟藤壶

Chelonibia testudinaria 一起采自海龟的背甲上的。标本外表的颜色有变化，在莺歌海的标

本中，有完全白色的个体，纵条纹半透明，外形很象 Balanus venus阳 mve咐，但盖板和软体

部分完全与以上描述相符。

、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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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区别于 Balanus amphitrite 组的其他种的特征是蓝紫色到猩红色的纵条纹与白

色横条纹交错;幅部较窄，顶缘斜;据板外表有牢固的黄色外膜，有微弱的放射沟纹，生长

脊不呈念珠状，闭壳肌脊短而强;背板距狭长，至基据角宽度约等于或稍大于距本身的宽

度;壁板管道方形、狭方形或圆形，有次级隔片。

讨论 在纹藤壶分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 Darwin (1854) 关于 Balanus

.amphitrite var. (1) communis 的原始描述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的种，即 Harding (1962) 

作为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的选模标本和 Darwin 标本的图 (1854 ， pl. 5, 2e , 2h , 

21)。按理 Harding 应选 Darwin 描述并绘图的标本〈有横条纹，幅部狭，背板距较狭长〉

作为选模，但他未找到 Darwin 绘图的标本〈巳丢失)，却选了采自南非1)纳塔尔省 (Natal)

的标本〈无横条纹3幅部宽、距短而宽，上唇多齿〉作为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Darwin 

<即 Balanus amphitrite var. (1) cωom宫仰n仰7

的具窄距的标本就需要重新命名。

Utinomi (1 960) 详细比较了当时被承认的三个相近似而又常常混淆的亚种，即: Balanus 

.am phitrite communis Darwin (1 854) 、 Balan创 amphitrite hau阳F拟，aiiens珩 Broch (1 924) 、 Balanu

.ampμhi切t幻1'1匀i加te denticωulata Broch (1928)λ，认为前两个各为独立的亚种，而后者为 B. . amphitrite 

hawaiiensis 的同物异名。 Harding (1962) 在为 B. amphitrite com1仰ms 确定了选模标本

的同时，将 B. ãmphitrite denticulata Broch 列为同物异名〈实际上承认了它们是相同的)，

而且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将亚种名改为 B. amphitrite amphitrite ， 选定的选模标本尽

管不恰当，但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混乱，我们同意沿用下来。这样， Hiro (1 938) 及 Utinomi

(1956 , 1960) 作为 B. amphit1切 communis 描述绘图的类型〈即 Darwin， 1854，作为 B . 

.amphitr加 var. (1) communis 绘图的类型〉也应重新命名。 Utinomi 在 1964 年曾为这个种

拟定了新名 B. amphitrite tesselatωùtinomi，后 (1966 年)又将它作为 B. variegat俐的亚

种，改名为 B. variegatus tesselatus Utinomi; 由于 Balanus tessellat例已被 Sowerby 于 1818

年占用，因此， Utinomi 于 1967 年将该亚种升格为种时改拟了新名 Balanus reticulatus 

Utinomi，并将 B. amphitrite hawaiiensis 列为它的同物异名，这样就结束了这个种的名称

和鉴定上的混乱状态。

~ Balanω reticulatus Utinomi 的许多主要特征，如壳圆锥形，外表紫红色的纵条纹与白

色横条纹交错形成斑点;壁板幅部较窄，顶缘斜;据板外面有弱的纵沟纹，闭壳肌脊短;背

板距窄，有短的压肌脊(图 10); 上唇具 3-4 对齿;小顿切缘下大对剌基部突出，上下大对

剌之间有 4-6 个中型剌等，都与 Balanus variegatus variegatus 极为近似。 u贝1扫om时i 1966 年

将它的名称改为 B. va仰7巾g俨atωuωs t削Eω'sselaωtu例s Ut刀咒tinom时iι3 看来也是由于它与 B. va仰a仰F咐g俨at仰uωs vω仰dωr咐.

更为近{似以的缘故。然而 U肌ti阳nom时i (1967η〉并未对此二者进行仔细的比较。根据我们的观

寨和 Harding 的描述(1962 ， pp. 291-293; pl. 10 , fig. f)，它们的壁板管道构造是有

一定差异的，后者的壁板厚，管道孔较小，为一律的近圆形，无次级隔片，而本种则壁板薄，

管道在多为方形、狭方形，偶呈圆形，近基部有次级隔片(图版 IV:.I0)。但这种差异在分

类上的意义究竟如何，以及这两个类型的分类地位〈是种或亚种〉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

1) (阿扎尼亚)(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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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Stubbings (1 967) 作为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描述的标本中，显然也是将背板

具窄而长距的类型混在里面了。 特别采自非洲西部塞拉利昂的标本 (p. 272 , fig. 14d) 

很象我们现有的标本。看来， Nilsson~Cantell 及其他著者作为 Balanus amphitrite va巾gatus

描述的标本，是属于 B. amphitrite variegatus 或是 B. reticulatus， 也有待于作进一步探讨。

地理分布 本种为热带亚热带暖水种，分布于东海和南海(中国近岸)。在世界上可能是广布种，

已知分布于日本、菲律宾群岛、逼罗湾、印度、波斯湾和西印度群岛。

9. 自脊藤壶 Bα缸nus (Balanus) αlbicostαtus Pilsb巧. 1916 (图 12，图版 III: 17-

21 ，图版 IV: 1-7) 

BalanU8 a饥phitrite C07I也例如仰: Krüger, 1911, p. 51, pl. 1, fig. 7, pl. 4, fig. 34 (丑。也 Dar而且).

BalanU8 a饥ph也削te albico8tat.饵s Pilsbry, 1916, p. 90, fig. 18, pl. 20, figs. 1-4; Nilsson-Cantell, 
1Q21, p. 314; Hiro, 1937a, p. 432; 1938, p. 303; 1939乱， p. 209; 1939b, p. 261; U也lOmi， 1949a, 
p. 22; 1956, p. 52, pl. 26, fig. 10 (colored); 1962, p. 216; 董幸茂，毛节荣， 1956, p. 28 fJ, fig. 

6; 沈嘉瑞等， 1962, p. 64; Zevina & Tarωov， 1963, p. 90, fig. 11. 

Balanus amphitrite for.悦。sanus Hiro, 1938, p. 306, figs. 6-7. 

BalanU8 albico8tatws albtcostatus: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5; Utinomi, 1967, p. 209, figs. 4一

5, pl. 6, fig. 2; 1970, p. 356. 

Balanus albicostatus formosa'饵us: Utinomi, 1967, p. 212, figs. 6-7, pl. 6, fig. 3.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旅大、金州、复县、长兴岛、熊岳仙人岛，河北省山海关，山东省长岛、北惶城

岛、掖县、烟台、荣城、龙须岛、石岛、但岛、 l唠山、青岛、股南，江苏省连云港，浙江省普陀、岱山、六横、象

山，福建省沙埋、沙江、三沙、梅花、崇武、集美、厦门、东rj、澳、霞屿、崇祠、东山，广东省南澳、汕尾、宝安、

上川岛、闸坡、广海、湛江、确洲岛、海康、海南岛馆县、文昌、新村、崖县、新盈。

壳圆锥形或圆筒形，外表有白色与暗紫红色或褐紫色相间的纵条纹，白色条纹凸出成

肋，有时肋不明显，无横条纹，壁板常被腐蚀，成灰白色，壳口大，呈菱形或五角形，壳口缘

成锯齿状。幅部宽阔，顶缘斜，白色或紫色，侧缘下部有齿。翼部宽阔，薄，顶缘斜。

盖的内膜紫红色到淡褐紫色，开闭缘膜污紫色，有 1-2 对黑紫色对称斑，前后端各另

有一个较大的斑。据板较宽阔，外面生长脊清楚，有紫色纵带;内面淡紫色或白色，雕凿凹

凸明显，顶端有不规则的短条脊，关节脊很突出，末端平截，其长度超过背缘之半。闭壳肌

脊短而明显，与开闭缘平行，与关节脊明显分离，闭壳肌窝深而延长，侧压肌窝明显或不清

楚。背板略窄，外面生长脊清楚，中央沟浅而开放;内面顶端凸出于内表面成三角形顶叶;

顶部粗糙，有不规则的短纵脊，关节脊突出，关节沟宽阔，压肌脊短而强， 4-6 条:距较宽

阔，末端向据侧斜截3距侧至基据角的距离等于或小于距的宽度，基缘在峰侧常成小凹陷。

壁板销部较短，有时里面有空泡，表面淡紫色或白色，辅以下有肋。壁板内有纵管，管

上部有横隔片。管的基部外壁有较深的不规则的小窝(次级管) (图版 III: 20)，而在幼小

的标本中则不明显。

基底有放射管，管内有横隔片。

上唇在中央缺刻的两侧各有 1-3 齿。大顿当齿。小颗切绿的下部稍突出，上、下大

对刺之间有 6-8 个中型刺。

J 蔓足 1-6 对各分支的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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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自脊藤壶 Balanus albicostatus Pil也ry

产3这
飞敲过 7

、~~

1-3. 上唇; 4-5. 大领; 6 ， 7. 小额; 8. 第 3 蔓足内肢中部节:

9. 第 3 蔓足内侧的锯齿刚毛; 10. 第 6 蔓足外胶中部节。

1 2 3 4 当 6 
,.....,........ ,.....,........ ~、-、 ~、-- ~、 ,.....,........ 

大连: 17 10 13 17 16 16 27 30 31 29 35 32 

峙山: 17 17 14 18 16 17 28 28 30 X 34 35 

东山: 20 19 20 21 22 20 35 42 45 42 46 50 

新盈: 17 12 15 15 14 15 34 32 35 37 40 43 

第 1 蔓足外肢稍长;第 3 蔓足各节的前外侧有小齿，蔓足内面有特殊的带锯齿的刚毛〈图

12: 吟，第 4-6 蔓足中部节的前缘刚毛 4-5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背突小。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大 连: 15.1 mm 14.2 mm 11.3mm 

连云港: 16.7 mm 15.2 mm 9.5mm 

立曰:fz. F它: 19.0 mm 18.1 mm 9.9mm 

崖 县: 24.0 mm 19.2 mm 15.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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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广泛分布于我国近海，栖于潮间带，常附着在码头、岩石、木桩、贝壳、船底和红树

上。特别在平静无浪的内湾较多，在我国北方，常同 Chthamalus challengeri 一起构成潮间

带岩岸的优势种，它能忍受长时间的周期性干燥，是最常见的固着藤壶类。

本种区别于 Balanus amphitrite 及其它种的特征是:壳表有白色和紫色相间的纵条

纹，有白色的凸出肋，壁板基部的外壁内面有次级隔片形成的窝;盖板粗糙，内面雕凿显

著:上唇具 3 对齿;第 3 蔓足的内面有分散的锯齿刚毛。

讨论 Utinomi (1967) 将采自我国台湾省的、表面光滑、白色肋不明显凸出的类型

定为 Balanus albicostatω formosan别(= Balanus amphitrite formosanus Hiro, 1938)。根据
从我国各海区获得的大量材料， Balanus albicostatus albicostatus 与 Balanus albicostatus for

mosanus 之间，在外表颜色，壁板结构，盖板形状，以及第 3 蔓足内面的锯齿刚毛等主要特

征上差别极小。我们在南方的广东、福建，北方的山东、辽宁都曾采到壳表光滑的标本。

就是在同一组的标本中，也常常是年轻的个体多较光滑，年老的标本多具凸出肋。 Pi1sbry

(1916) 对 Balanω amjll/zitrite albicostatus 描述的原始材料中，也存在"肋适当凸出或几乎

不凸出"的两种类型。从具有白色肋标本的一系列背板来看(图版 IV: 2-7)，也有似 B.

albicostatus formosanus 的背板。因此我们认为 Balanus albicostatus formosanus 亚种没有存

在的必要。

地理分布 巾国，日本。

10. 泥藤壶 Bα缸nU8 (Balanus) uligino8us Utinomi, 1967 (图 13，图版 III:

10-16) 

Balanu8 amphitrite var. 创世6制8: Krüger, 1911, p. 51, pl. 4, fig. 35. [non Dal'wi丑， 1854]. 
B.ala饵也8 011四phitrite 7crügeri NiIsson"Ca且telI， 1932b, p. 24, fig. 10, pI. 1, figs. 5, 6, 7; Hiro, 1938, 

p. 305, fig. 5; 1939b, p. 263; Utinomi, 1949且， p. 22; 1956, p. 52, pI. 26, fig. 9 (ωIored) ; 
1962, p. 216; Taras。可& Zevina, 1957, p. 190, fig. 75;沈嘉瑞等， 1962， p. 65; Ze世且乱& Tarasov, 
1963, p. 93, fig. 12; 李洁民等， 1964, pp. 378, 381; 董幸茂，翁芷芬， 1965, p. 126. 

Bala饥U8 1ûigi'饵08U8 Utinomi, 1967, p. 202, figs. 1, 2, pI. 6, fig,e. 4-6; 1970, p. 356.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皮口、大连、长兴岛、盖县，河北省歧口，山东省即墨、盼山、青岛、胶州湾，江

苏省连云港，浙江省泪礁、蝶山、镇海、定海、钱塘江口、象山、开林、石浦、长涂、穿山，福建省沙埋、西沪、

梅花，广东省海门、广海、海南岛三亚、西沙群岛北岛，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

壳圆锥形或筒形，壁板表面光滑，有光泽，白色或污白色，有污紫色或淡紫色细纵条

纹，自顶端向下放射排列较密集3没有任何横条纹。壁板顶部直或外弯;幅部与翼部都窄，

顶缘斜。壳口大，菱形，边缘形成强齿。盖板内膜淡污紫色;开闭缘膜白色，有三对对称的

紫色斑，其前后另各有一大斑。据板较窄，基背角钝，板面两端翘起，覆以淡黄色的外膜，

生长脊明显，有从顶端放射的污紫色或淡紫色纵带;内面也常有紫色斑，关节脊强，超过

背缘，自外部可见，但较短，仅占背缘上部的 1/3-1/2; 闭壳肌脊发达，较长;闭壳肌窝较

浅;侧压肌窝不很清楚。背板较宽阔，顶端不成曝状;外表有清楚的生长脊，中央沟不明显

下凹;有从顶端放射的紫色带。内面上端光滑或粗糙，关节脊清楚，关节沟宽阔; ß巨窄而

长，长度约大于宽度的 2 倍，末端尖或钝尖;距两侧的基缘深深凹陷，使峰侧形成突出的峰

叶;内面侧压肌脊较长 4-6 条，此外在其缺刻和距之间的边缘，也常有几个较短的纵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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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占壁板上部的一半或稍短，其上半部有横生长纹，下部光滑;鞠部除吻板以外的部

分都染以污紫色，内部常有空泡。销下有纵肋。壁板管道为方形，顶部有横隔片，管基部

外壁的内面有低而短的纵肋。壳外的彩色条纹恰与内面的管道相对应。

基底有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管，管内有横隔片。

1 

y广卢?τ:誉塾塾E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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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把藤壶 Balanus uliginosus Utinomi 

1-4. 上唇; 5. 大额; 6. 小镇; 7. 第二小额; 8. 触须; 9. 第 3 蔓足外肢中部节:

10. 第 6 蔓足外肢中部节; 11.交接器。

上唇中央缺刻两侧各有 3-5 个较尖的齿，通常多为 4 个。大顿第 1 、 2 齿较尖，第 2、

3 齿常分叉，第 4、 5 齿与钝的下角结合。小顿切缘下部(下大对刺的基部〉稍突出，上下大

对刺之间有 5-8 个中型刺。

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

1 2 3 4 S 6 
,.....-A---. ,......._...., ，.-J、-、 r-^-气 ，.....A-、 ，_A-、

青岛: 22 15 18 18 19 25 35 37 30 34 38 43 

反口 i 23 13 17 20 22 20 37 42 44 46 49 48 

海门: 19 16 17 16 22 21 29 35 39 38 41 40 

西沙群岛北岛: 20 11 14 13 19 19 32 39 44 48 44 44 

第 1 蔓足内肢为外股长度的 2/3。第 4-6 蔓足中部每节前缘有刚毛 4-5 对。
(;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小的背突偶有一根刚毛。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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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吻径 惧。径 局

l废口: 2 1.0 mm 19.2 mm 13.0 mm 

青岛〈水灵山): 28.5 mm 29.3 mm 15.0 mm 

长徐: 23 .3 mm 22.0 mm 11. 3 mm 

广海: 20 .3 mm 20 .3 mm 13.5 mm 

本种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沿海，常发现在低盐的河口港湾中，栖息于潮间带和潮下

带，附着于船底、浮标、水下设施、木材、岩石及贝壳上。在我国北方海区常同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Balanus albicostatus 、 Balanω cirratus 一起附着;在南方海区常同

Baltinus reticulatus、 Balan附 amaryllis 等一起附着。泥藤壶在我国沿海是主要固着藤壶之

一，特别在浙江省的石浦成为优势种，附着期为 6-10 月，附着高峰在 7 月。本种壳壁颜

色有一定的变化，纵条纹由污紫色到淡紫色。采自三亚金鸡岭附着于红树干上的标本，紫

色条纹常间断;而采自长涂和海门的个别个体，则全为白色，且在基部常有黄色外膜，与一

般个体有较大不同，但盖板的形状和软体部分全与以上描述相同。

本种区别于 Balanus amphitrite 组其他种的显著特征为:壳表光滑， -有紫色纵条纹，

但无横条纹;幅部狭窄，白色;据板较窄，生长脊不呈念珠状，内面的关节脊长度小于背缘

的 1/2，闭壳肌脊发达而长;背板距狭长而尖，两侧基缘显著凹下，形成缺刻。

讨论 本种自 1932 年由 Nilsson-Cantell 发表以来，一直被作为纹藤壶 Balanus

amphitrite 的亚种描记，称为"克氏纹藤壶"或"克氏藤壶" B. amphitrite krügeri Nilsson

Cantell，报告产于我国及日本近海。但从形态特征、生活史、生态习性和地理分布上看，它

与 Balanω amphitrite (5". s.) 有较显著的不同〈如上所述)，应该提升为独立的种。 Utinomi

(1 967) 指出 B. krügeri 这个种名，已被 Pilsbry 于 1916 年占用，因此他重新命名为泥藤

壶 B. uliginos附 Utinomi。我们现有的标本同 Krüger (1911) 和 Nilsson-Cantell (1 932 )的

描述基本相符。检查在我国各海区采集的大量标本之后，我们发现这个种的主要特征有

个体变异。与原始描述相比，我们的标本幅部多数较窄，且顶缘较斜。

地理分布 中国、朝鲜、日本。

1 1.糊斑藤壶 BαIαnU8 (Balam吵 cirratu8 Darwin, 1854 (图 14-15，图版 IV:

15-20; 图版 V: 1-6) 

Balat山s amphitrite var. (9) cirratus D乱rwi丑， 1854, p. 241, pl. 5, fig. 2b; Weltner, 1897, p. 266; 
Gruvel, 1905, p. 234. 

Balanus amphitrite cirratus: Nilsson-Cantell, 1921, p. 316, fig. 65; 1931, p. 111; 1934a, p. 62; 
1934b, p. 56; 1938, p. 40; H :iJro, 1938, p. 302, fig. 2; 1939b, p. 262; Utinomi, 1949, p. 22; 
1962, p. 216; Tarasov & Zevina, 1957, p. 182, fig. 64; 沈嘉瑞等， 1962， p. 65; Zevin品& TlJ,rasov, 
1963, p. 邸， fig. 10; 董幸茂、翁芷芬， 1965, p. 126. 

?Balwnus ωnphitrite vladωosto7censis Tιrasov & Zevina, 1957, p. 184, fig. 67. 
Balanus 切ariegatus var. cirrat憾:豆ardi丑g， 1963, p. 393, pl. 10, figs. 1, m，丑

Balan11s variegatus cirrat咀8: U悦丑omi， 1967, p. 214, fig. 8; 1970, p. 357.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皮口、熊岳，河北省山海关、北塘河口、南堡，山东省青岛、胶州湾，江苏北坎，

浙江省坎门、长涂、石浦，福建省沙江、沙口、平潭、深沪、霞屿、东山，广东省南澳龙门澳、龟灵岛、宝安、上

川岛、水东、闸坡、乌石港口、湛江、脑洲岛、海南岛海口、北港、新村、崖县、莺歌海、新盈，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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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圆锥形或筒锥形，表面光滑，有光泽，壳的底色为白色、污白色或粉红色，有褐色、黄

褐色或粉褐紫色纵密条纹;与白色或褐色横条纹交错成斑点。峰板顶端常向壳口外弯，吻

板的顶端直或向口内弯。幅部中等宽，顶缘斜，白色的横隔片之间为褐色，使幅部呈淡褐

色，侧缘有齿。翼部薄而宽阔，顶缘斜，污白色。壳口大，菱形到五角形，壳顶缘呈齿状。

盖板内膜褐紫色，开闭缘膜为白色，有 2 对对称的黑紫红色斑，前后端还各有一个斑。

据板外表覆以透明膜，生长脊具小的念珠状突;内面关节脊较直，居于背缘上一半或稍长，

下端斜截或成钩状突出，闭壳肌脊稍弯且长，闭壳肌窝大而浅，侧压肌窝清楚，不向基缘开

放。背板几乎成等边三角形，顶端不成曝状，外面平坦，生长脊清楚，中央沟明显;内面关

(丁

节脊较长，关节沟宽阔，距长约为宽的 2 倍，宽约为基缘宽的 1/4，末端向柑侧尖或钝圆， (飞

压肌脊细而长，通常 6-7 条，有的标本整个峰侧压肌脊密排，多达 13 条，脊的末端齿状:

突出于基缘之外。

4 
2mm 

‘…-峭____.

图 14 糊斑藤壶 Balanus cirratus Darwin 的背板。

壁板草肖部较短，侧板和峰侧板的鞠部内常有空泡〈图版 IV: 17-18)，表面有细的横

生长纹，辅以下有纵肋。壁板断面有方形或圆形的纵管，管道上部有横隔片，外壁有向管

内伸出的次级纵隔片。外表的彩色纵条纹与板管恰相对应。

基底白色。在个体生长拥挤时常形成不规则的杯状。

上唇中央缺刻每侧一般 4 个尖齿。小顿切缘下部突出，两对大刺之间有中型刺 5-8

个。

蔓足: 1-6 对蔓足外、内肢节数如下:

1 2 3 4 5 6 
俨-^-、 户--"---. ,_;..-. 产.............， ,_;..-. ,_;..-. 

熊岳: 23 19 22 19 25 23 30 36 41 43 43 40 

胶州湾: 21 19 17 16 22 20 36 39 46 44 46 46 

tÝ1工: 21 19 21 19 21 20 39 40 49 45 55 53 

海南岛新盈: 22 17 18 17 19 16 31 32 40 41 43 43 

第 3 蔓足两支各节的前外侧布满小齿。第4-6蔓足中部节前缘有刚毛 4-5 对，个别节有

6-7 对。

交接器细长，背突上偶有 1-2 根刚毛。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 

(, 

飞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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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糊斑藤壶 Balanus cirratωDarwin 

1 ， !2. 上唇; 3 ， 4. 大顿; 5 ， 6. 小额; 7. 第二小额; 8. 触须; 9. 第 3 蔓足外肢中部节; 10. 第 3 蔓
足外肢第 8 节; 11. 第 6 蔓足外肢第 16 节; 12. 第 6 蔓足外肢中部节; 13. 交接器。

峰吻径 侧径 高

海南岛莺歌海: 20 .4 mm 19.4 mm 9.2mm 

霞屿: 19.5 mm 17.9 mm 10.8 mm 

长涂: 16.0 mm 15.3 mm 8.7mm 

青岛: 15.4 mm 17.4 mm 12.4 mm 

本种主要栖息于潮间带，常附着于贝壳、石块或在潮间带栖息的蟹类头胸甲上，少数

附着于浮标在水面之下的部分或船底。南方海区的标本个体较大，颜色鲜明常同 Balan创

reticul atus 、 Balanus tintinnabulum 等一起附着于浮标、阴架、木材等物上。北方海区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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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筒锥形，色、谈，常同 Balanus uligino圳、 Balanus albicostatus 一起附着。不同个体的条

纹颜色稍有变化，一般为褐色，但采自广东省脑洲岛及山东省青岛、浙江省长涂等地的个

别标本全为白色，有半透明纵横交错的条纹，很象 Nilsson-Cantell (1 934) 描述的巴达维亚

湾 (Bay of Batavia) 的灰白个体。采自辽宁省皮口和江苏省北坎的标本条纹为粉紫色，与

白色横带相交成斑点，壳口大，壁板厚3幅部窄，但盖板的特征明显，与典型标本无甚区别。

本种与 Balanus reticulat削 Utinomi 很近似，但仔细观察仍有较显著的差异，其区别如

下:

Balanus ret;culatus Utinomi Balanus c;rratus Darwin 

壳的颜色 兰紫到猩红的纵条纹被白色横条纹交错成斑点 褐色纵条纹，被白色横条纹交错成斑点。

幅 部 白色。 淡褐色。

檐 板 外纹表，生黄长色脊外低膜平厚，闭而坚壳肌固脊，短去掉。外膜有微弱纵沟 外表有透明薄膜，生长脊成念珠状，闭芫肌脊弯
而长。

背 板 稍条窄。， ß巨末端圆或平截，压肌脊粗壮而短， 4-5 宽， ß巨末端尖或因尖，压肌脊细长数多。

栖息环境 潮下带，附着于水下物体。 潮间带，附着于贝壳石块。

分 布 仅分布于我国南方海域。 我国南北方海域都有分布。

本种在青岛港的附着期为 6-9 月， 7 月为繁殖盛期。

讨论 Darwin (1 854) 在讨论 Balan削 amphitrite 各"变种"时，曾两次 (pp. 244 , 

246) 提到 B. cirratus 特征与 B. amphitt忱的其他"变种"有显著不同，认为它应该是一

{飞

() 

• 

个独立的种。但由于有些标本介于 Balaηus amphitrite 与 B. cirratus 之间，难以确定其究 () 

竟属于那一种，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作法，放弃了将 B. cirratus 作为一个独立种的打算。

Harding (1 962) 检查 Darwin 的藤壶模式材料时，未找到完整的 B. cir1'atus 标本，所

有标本〈选模和副选模〉都失去了盖板和软体部分。因此在重新描述这个种时无法提供盖

板与其近似种 B. variegatus 的区别，特别是未能进一步描述模式材料带念珠状生长线的

据板和软体部分的特征。由于材料的不完整3又由于 B. cirratus 和 B. va旷ariega仰t切us 在壳壁

的色斑、盖板内面的特征、口器部分等都极为相{似以，于是他将 B. c彷i力r仰.

Darwin 的一个变型而不作亚种或独立的种处理O

从过去其他著者以日 Nilsson-Cantell 、 Hiro 、 Utinomi 等〉报告的大量材料，特别是从

我们采自各地的大量标本及其栖所的生态材料来看，本种和 B. variegatus 不仅在盖板的

形态特征〈如据板带念珠生长脊的有无、闭壳肌脊的长短、背板内侧面压肌脊数的多少、矩

突的长短宽窄等〉有显著不同，且栖息环境和分布也有差异。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虽

然 Harding 找不到 Darwin 描述过的模式材料，但将 B. cirratus 作为 B. variegatus 的变

型，或象 Utinorr

Darwin 作为独立的种。

地理分布 中国、日本、菲律宾群岛、新加坡、即度、澳大利亚。

12. 潮间藤壶 Bαlanus (Balanus) littoralis 早 nov. (图 16; 图版 V: 7-17) 

正模式标本 C80557-1 ，峰吻径 19.3 mm，侧径 17.9mm，高 12.4mm，采自广东省湛江码头水

泥柱上， 1976.7.23-25 采集者:任先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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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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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模式标本 C80557-2 ，峰吻径 19.0mm，侧径 16.6 mm，高 11.1 mm (同上)0 C80557-3 ，峰吻

径 17.7 mm，侧径 17.3mm，高 11.1 mm (同上)0 C80551-1 ，峰吻径 21.0 mm，侧径 18.9 mm，高

10.0 mm，采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 1955. 1. 7. 采集者:马绣同。 C80551-2 ，峰吻径 19.2 mm，侧径

16.2 mm，高 12.0 mm (同 C80551-1) 。

其他标本:

1. C80551-3 (同副模标本 C80551-1) 63 个生活标本附着于红树皮和牡师壳上。

2. C80552 ，广东省海南岛崖县， 1959.1 1. 12，采集者:马绣同，附着于红树干上 3 个生活标本，同

Balanus albicostat阳在一起。

3. C80553 ，广东省海南岛崖县港门村， 1959. 11. 19，采集着:马绣同，一个生活标本同 B. albi

costatus 一起附着子红树皮上。

4. C80554 , 80555 ，广东省海南岛崖县金鸡岭， 1959.12.21-24，采集者:马绣同， 51 个生活标本

同 Chthamal削 u心hersi 一起附着于红树皮上。

5. C80556 ，广东省海南岛崖县金鸡岭， 1962.3.23，采集者:范振刚、崔可锋， 30 个生活标本，附

着于红树皮上。

6. C80557--4 (同正模标本 C80557-1) 145 个生活标本。

7. C80558 ，广东省海南岛崖县金鸡岭， 1959. 12 ， 28 ，采集者:齐钟彦， 6 个生活标本附着于红树

皮上。

8. C80559 ，广东省东海岛， 1954 , 11 ， 25，采集者:刘瑞玉， 6 个生活标本附着于红树皮上;。

壳圆锥形，表面光滑，有光泽， t炎灰褐色到淡灰蓝色，有灰紫色细纵条纹，少数标本条

纹数向基底逐渐增加;峰板顶端常外弯，吻板内弯，幅部狭窄，顶缘斜，隔片白色，填充物为

白色或灰褐色，侧缘下部齿状。翼部宽而薄， 1员缘圆斜，侧缘与壁板同色。壳口中等大，呈

五角形，壳口缘明显成锯齿状。被腐蚀的标本呈现灰白色。

盖板内膜为1炎污紫色，开闭缘膜有 4 对小紫色斑3后端另有一个单独的大斑。据板狭

三角形，外表面稍拱，光滑，淡灰紫色，生长脊不突出，年老的个体上端常被腐蚀，呈灰白

色，开闭缘下部成齿状，基缘长度小于或等于背缘。内面白色，关节脊长约为背缘之半或

稍长3但决不足背缘长度的 2/3; 关节沟适中，闭壳肌脊长而发达，特别在年轻个体中，几

乎从板的顶端达到基缘，闭壳肌窝宽阔;侧压肌窝仅在年老个体中明显。背板宽阔，顶端

不呈曝状，峰缘稍拱，据缘直或稍拱3与据板同色或白色，生长脊不突出，顶端常被腐蚀;中

央沟较浅而宽阔，开放到距;内面白色，关节脊适度发达，关节沟宽而浅，顶端三角形顶叶

下方稍凹，常有几个低而短的纵肋，侧压肌脊 4-5 条;距稍有变化3 在年幼的个体中稍狭

长而尖〈图版 V: 吟，到基据角的距离稍小于E巨宽;在年老的个体中则较宽短;到基据角间

的距离稍大于距宽的一半，末端钝圆〈图版 V: 12-14)。

壁板销部约占板的上一半，内面偶有空泡，表面有横生长纹;侧板的鞠部暗紫色，其基

缘下延与壁板之间形成凹陷。壁板有纵管道，管上部有横隔片，近基部方形而大，外壁常

向筐'内伸出几条 (0-4) 小的纵肋，小肋将板管外壁的彩色纵条纹分割为多条更细的纵

线。

基底白色，有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管，管内有横隔片。

上唇中央缺刻窄而深3两侧各有 3-4 齿。大顿有罗个较钝的齿。小额切缘下部稍突

出，上下大对剌之间有 6-7 个中型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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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潮间藤壶(新种) Balanus li~toralis n. sp. 

1.上唇; 2. 大顿; 3. 小额;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11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21 节; 8. 交接器。

蔓足 1-6 对分支的节数如下:

防城企沙:

1 234 5 6 
，_...J、..... ,......A-,. ,......A-,. ,......A-,. ,......A-,. ,......A-,. 

36 17 18 16 21 17 35 38 39 45 4当 45

36 16 19 15 23 18 31 34 35 36 36 39 

崖县金鸡岭: 38 20 25 22 26 21 37 42 45 47 49 48 

第 1 蔓足外肢细长，为内肢长度的 2 倍。第 3 蔓足中部节的前缘末部有小齿。第 4-6 蔓

足各节前缘刚毛 4-5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有被细毛覆盖的尾突。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崖县金鸡岭: 23.0 mm 22.7 mm 

崖县港门村: 19 .5 mm 14.4 mm 

防城企沙: 21.1 mm 18.8 mm 

标本采自潮间带，附着于码头及红树干上，同 Chthamalus withersi 和 Balanus albi-

costatus 混栖。

。

剑'

高

11.3mm 

12.0 mm 

9.5mm 

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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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种壳板和基底有管道，幅部无管，壳表有灰紫色的纵条纹，桶板有突出的

闭壳肌脊等特征，无疑应属于 Balanus 亚属的 amphitrite 组。潮间带的标本常同 Balanus

albicostatus 在一起，且条纹的颜色也彼此相似，很象 Balanus albicostatus 壳表光滑的类型，

即 Utinomi (1 967) 指出的 Balanω albicostatus fOl'mosan削 Hiro ， 1938，但本种壳壁外表决

无纵肋3壁板管道的外壁没有次级窝，盖板内面白色，第 3 蔓足决无锯齿刚毛，这些是它与

.后者最显著的区别。新种壳壁外表纵条纹的样子也似 Balanus uliginosus Utinomi，然而后

者背板具狭长而尖的距，距两侧基缘深凹而成缺刻，很易与本种区别。本新种壳板的颜色、

外表及壁板横截面的结构也最接近 Balanus venustus obscurus Darwin C见 Harding， 1962 , 

p. 289 , p1.吟，但二者背板和据板的形状有显著差异:本种背板自距至基循角的距离超

过距长的一半，按照 Harding (1 962) 的意见不属于 Balanus venustus 类型，且其桶板的关

节脊短于背缘长度的 2/3，与后者有显著不同。年幼的标本榻板闭壳肌脊长而直，背板距

较窄，颇似产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最〉的北方种 Balan阳 amphitl'ite vladivostokensis Ta

rasov et Zevina (1 963) C实为 B. cir仰，

不同。本新种仅发现于南海亚热带水域3且柑板生t长乏脊不呈念珠状，因此我们断定它决不

是 B. cil'l'atus。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

13. 块斑藤壶 Bαlanus CBalaηus) poecilothecαKrüger， 1911 C图 17，图版 V: 18一

o Ba~anU8 poecilot加ca Krüger, 1911, p. 48, figs. 95-97, p l. 1, figs. 2c一句， p l. 3, fig. 32; Pilsbry, 

'J 

1916, p. 110; Barnard, 1924, p. 71; Uti丑omi， 1962, p. 216;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6. 
Bala饵ω (Eubala.n创) amphitrite forma poecilo8culpta Broch, 1931, p. 59, fig. 21. 
Balanu8 o!/ηphitrite poecilo8cuòpta: Nψls80n-Cantell， 1934a, p. 61, figs. 3-4, p l. 5, fig. 4; 董幸茂，

翁芷芬， 1965, p. 127. 
Balan1t8 a刑ph饰rite poecilotheca: Hiro, 1937乱， p. 435, figs. 22, 23; 1938, p. 303; 1939b, p. 263; 

Tarasov & Zevin品， 1957, p. 188, figs. 72一-73.

标本采集地 福建省东山，广东省大亚湾，龟灵岛、湛江、琼州海峡、海南岛崖县、莺歌海，北纬

18 0 09'、东经 109 0 (水深 22 米)，北纬 18 0 15'、东经 108 045' (水深 44 米)，北纬 20。、东经 112 0 (水深 95

米)，北纬 20 0 09'、东经 110 0 15' (水深 55 米)，北纬 17 045'、东经 108 0 30' (水深 79 米)，北纬 17 0 30'、东经

107 0 (水深 50 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泪洲岛。

壳圆锥形或筒锥形，稍侧狭。壁板厚，顶端常内弯，底色为白色或奶油色，有窄的紫褐

色或红褐色纵条纹与不太清楚的同色横斑交错，成不规则的斑块，吻板颜色往往淡于其他

壳板。幅部宽阔，顶缘斜，吻板的幅部多为白色或很淡的褐色，其他壳板的幅部白色底上

带褐紫色色斑，侧缘锯齿状。翼部宽阔、白色，顶缘斜。壳口较大，呈菱形，顶缘略呈锯齿

状。

盖板内膜淡紫色;开闭缘膜污白色，有 2 对不清楚的对称色斑。据板略成直角三角

形，外面开闭缘和背缘略增厚，有与壁板条纹同色的斑块，中间稍低为奶油色或淡褐色，生

长脊清楚;内面关节脊突出，略等于背缘长度的 1/2，下端斜截;闭壳肌脊清楚，与关节脊

间以一浅沟相隔，闭壳肌窝浅，压肌窝清楚而圆。背板较窄，外面峰缘附近有纵色斑，生长

脊清楚，中央沟宽而浅，开放到距末，色较淡;顶端顶叶呈三角形，关节脊发达，关节沟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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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距宽而短，末端斜截，其宽度约为基缘宽度的 1/3-1/4，到基据角的距离等于或小于

距宽的 1/2 ，侧压肌脊 5-6 条，短而清楚。

壁板内面辑部较短，白色，鞠下近基底有纵肋，板内有管道，管上部有横隔片，外壁内

面有时有几条很低的纵肋。

基底白色，有向周围放射的管道，内有横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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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图 17 块斑藤壶 Balanus poecilotheca Krüger 

2. 大领; 3. 小额;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8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15 节; 8. 交接器。
1.上唇:

小顿下半部突出，上下大对剌间有 4-6 个中型上唇中央缺刻两侧各有 4 个尖齿。

刺。

蔓足 1-6 对分支的节数如下:

ι， 

29 28 28 29 

4 
,.-A---. 

19 28 

23 23 

3 
,.-A---. 

13 14 

13 12 1111 

,.-A---. 

崖县: 17 13 

北纬 18 0 15'，东经 108 0 45': 19 9 

第 4-6 蔓足各节前缘有 3-4 对刚毛。

交接器基部有背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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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惧。径 品

崖县: 16.0 mm 13.1 mm 9.0mm 

莺歌海: 10.8 mm 10.1 mm 8 .3 mm 

北纬 18 0 09'、东经 109 0 : 10.2 mm 7.8mm 8.8mm 

莺歌海的标本是采自潮下带定置网具的竹架上。本种与 Balan仰u门.它w咄叫'et:础'eti，仰.

C价irrωaωtu附s 、 Balanω amaryllis 等种一起附着，单个个体为圆筒状:采自南海北纬 20。、东经

112。的标本附着于柳珊珊上，水深 95 米，壳形侧扁。

本种外形及条纹近似于 B. cirratus; 但后者主要栖息于潮间带，而本种主要生活于潮

下带且外壳多为筒状，坚厚，壁板紫褐色纵条纹与同色横条纹交错成不规则的色斑，吻板

色淡，峰板色深;据板直角三角形，闭壳肌脊弱;背板距宽而短，近基据角，压肌脊短而少，

故易与 B. cirratus 区分。

地理分布 东海、南海(中国近岸)，日本，菲律宾群岛3新加坡，非洲南部。

14. 三角藤壶 Bα缸nus (Balclnus) trigonus Darwin, 1854 (图 18，图版 VI: 1-7) 

Bala仿制8 trigonu8 Darwin, 1854, p. 223, pl. 3, fig. 7乱， 但; Hoek, 1883, p. 149, pl. 12, fig. 20; 
Gruvel, 1905, p. 223, figs. 248-249; 1908, p. 25; Krü耶r， 1911, p. 4或 figs. 98-100, pl. 1, 
fig. 6, pl. 3, fig. 33; Pilsbæy, 1916, p. 111, figs. 27-28, pl. 26, figs. 1-13e; Nilsson-Cantell, 
1921, p. 319; 1928, p. 34; Weltner, 1922, p. 85; Barnard, 1924, p. 68; Hiro, 1932, p. 551; 
1937乱， 'p. 439; 1939a, p. 210; 1939b, p. 263; Broch, 1931, p. 60; Oliveira, 1941, p. 15, pl. 4, 
fig. 3, pl. 10, figs. 2, 4, 5, 7; Kolosváry, 1943" p. 86; Mioore, 1944, p. 333; U世丑omi， 1949乱，

p. 22; 1958, p. 294; 1962, p. 216; 1968, p. 173; 1969, p. 88; 1970, p. 357; Uti丑omi & Ki
kuchi, 1966, p. 6; Tarasov & Zevina. 1957, p. 166, figs. 56, 57; Stubbings, 1961a, p. 31, fig. 
7;' 1964a, p. 109, fig. 3; 1964b, p. 341; 1967, p. 267; Ros日， 1962, p. 22;沈嘉瑞等，1962， p. 66; 
董幸茂、翁芷芬， 1965, p. 127. 

Balan7t8 .armatu8 Müller, 1887, Ann. Mag. Nat. Hist., vol. 1, p. 329, pl. 7, fig,e. 1-21, 23-28, pl. 
8, fig. 44, 46-48, pl. 9, fig. 56; Gruvel, 1905, p. 224, fig. 250.' 

标本采集地 浙江省蝶山、东福山、长涂、大陈、条帚门，福建省东沙澳、惠安、平浑东库岛，广东省

汕尾、大亚湾、宝安、湛江、外罗、琼州海峡、海南岛新村。

壳圆锥形到筒锥形，壁板由白色到粉红色，有紫红色的斑点，个别标本在峰板的顶端

呈现蓝紫色。但幼小的个体壳板几乎都呈半透明的白色。表面有细的白色纵肋，数目向

基底增多。吻板和侧板顶端稍内弯，峰板顶端较高而直。幅部宽阔，顶缘稍斜，白色，有粉

红或紫红色的斑点或纵纹，侧缘呈齿状，幅部隔片之间充满深色半透明的固体物质。翼部

薄而宽，顶缘稍斜或几乎平行于基底，边缘光滑。年轻的个体整个外壳被透明的外膜覆

盖，膜上有成环的睫状毛。壳口呈三角形3或呈有 2 个长边 3 个短边的五角形。

盖板也有薄的外膜覆盖，生长线有睫状毛。盖的内膜紫红色。据板厚而窄，板面中部

凹，两端高，外面有突出的生长脊，并有 1-6 纵列放射排列的圆形到横扁圆形凹穴。幼小

个体据板相对较宽，也无纵列小凹穴;内面关节沟深而窄，关节脊不太发达，但长度超过背

缘的一半，其下端平截或尖;闭壳肌脊短，闭壳肌窝清楚而深，侧压肌窝窄而深。背板较宽

阔，平坦而薄，外面生长脊明显，无清楚的中央沟，板的顶端粉红色;内面关节脊不突出，关

节沟宽阔平坦， ß巨宽而短，末端平截，个别标本末端还有几个尖齿，距的宽度约为板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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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的 1/2 左右，到基捕角的距离很小·侧压肌脊较强， 6-7 条。

壁板内面鞠部较短，白色到粉红色，鞠下到基底有细密的强肋;壁板内有纵管。

基底白色，有从中央向四周放射的管。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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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三角藤壶 Balan阳 trigonus Darwin 

1.上唇; 2. 大领; 3. 小颖;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12 节; 7. 第 3 蔓足外

胶第 7 节; 8. 第 4 蔓足外肢第 10 节; 9. 第 6 蔓足外肢第 24 节; 10. 交接器。

上唇中央缺刻两侧各有 3 个尖锐的小齿。大顿有明显的 4 齿。第 1 小顿切缘稍直，

上下大对刺之间有 7-8 个中型刺。

各蔓足分支的节数如下:

ù 

江湛

第 1 蔓足内肢仅为外肢长度的 1/20 第 3 蔓足两肢各节的前缘末部有下弯的钩状齿，似

Nilsson-Cantell (1921) 的图(fig. 66)，特别表现在外肢节上，这些齿向侧面越来越稀而

小;第 4 蔓足较长的外肢也有这样的齿。第 4-6 蔓足的每节前缘有刚毛 4-5 对。

交接器有发达的背突。

关于本种的形态 Darwin (1 854) 、 Krüger (1911) 、 Pilsbry (1 916) 、 Nilsson-CantelI Ü 

(1921) 等都有较详细的描述。 Stubbings (1 961 , 1964) 又对非洲标本颜色、壳口型、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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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分的变化作了描述。在采自浙江省大陈的大量标本中，不同个体间也有同样的变化。

幼小的个体可全为白色，据板无纵列凹穴。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东福山:

平潭:

?甚j工:

17.7 mm 

10.7 mm 

19.5 mm 

16.8 mm 

11.9 mm 

17.8 mm 

11.0mm 

12.3 mm 

10.0 mm 

Baltilnus trigonus 易与其他种区别。其鉴别特征是:壳口三角形，壁板有肋，据板有纵

列小凹穴，个别标本全无凹穴，很老的标本可能不清楚或腐蚀掉，背板薄而平坦，距宽阔。

标本大部采自浮标、浮筒和附着物木质试板上。它们常同 Balaηus volcano , Balanus 

rosa , B. amaryllis, B. uliginos附一起附着，有时附于贝壳上;湛江的个别标本与 B. tenuis 

一起附着于底栖蟹的头胸甲和附肢上;福建省平潭东库岛的标本则包埋于海绵中。它们

的垂直分布范围自潮间带到 50 米深 (Krüger， 1911) 、 450 米(Nilsson-Cantell ， 1921) 、 3000

米 (Gr川el ， 1905)。

地理分布 东海和南海(中国近岸)，在东海附着生物中是主要种。这个种广泛分布于世界的热

带和亚热带海域。

1当.尖吻藤壶 Bα缸nus (Balanus) rostratus rostratus Hoek 1883 (图 19，图版

VI: 8-16) 

Balanω 俨ostl'at也s Hoek, 1883, p. 152, pl. 13, figs. 16-22; Pilsbty, 1911, p. 73, pI. 12, fig. 6; 
1916, p. 138, fig. 39, pl. 36, figs. 1, 2, 2a; Krüger, 1911, p. 52; HiTO, 1935, p. 217; Utinómi, 
1970, p. 357. 

Balanus 旷enattω(Bruguière). Kl'üger, 1911, p. 52, figs. 105-107, pl. 4, fig , 36. 
Balanus rostratus forma eurostratu8 Broch, 1922, p.. 320; Hiro, 1932, p. 550, fig. 4; 1933, p. 71; 

1939a, p. 210; Tarasov & Zevina, 1957, p. 200.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旅大海洋岛，北纬 38 038'、东经 121 0 10' (水深 53.7 米)，北纬 38 028'、东

经 121 040' (水深 50.3 米)。

壳筒锥形3壁板厚，吻板和吻侧板宽阔，峰侧板狭窄，污白色，光滑或在近基部有横皱

槽，凹处偶有淡褐色外皮。 l隔部显著下陷、白色，狭窄，顶缘斜，侧缘呈齿状。翼部狭而薄、

顶缘斜。壳口中等大，卵圆形，边缘成不规则的锐齿。盖板深陷于壳口口面之下，内膜与开

闭缘膜都为污白色。据板较厚而宽阔，外表有窄而突出的生长脊，与放射的细纵沟纹交错

成小方块状:内面污白色，关节脊低而延长，关节沟窄而浅，闭壳肌脊低弱，与关节脊分离，

闭壳肌窝大而清楚，侧压肌窝较深。背板白色、平坦，顶端略呈曝状，峰缘稍拱，有细密排

列的生长脊，但纵纹不清楚，中央沟不明显，开放到距;内面关节脊不突出 3 关节沟宽阔而

浅3 白色3距短而宽阔3 到基帽角的距离等于或小子距宽，末端斜截，侧压肌脊仅成模糊的

痕迹。

销部约占壁板的上半，白色，鞠下近基底有肋，板内有大而方形的管道，横隔片到基

底，基部板管内壁常有 1-5 条附加的次级纵肋。吻板管道的数目变化大，一般 15-24 条。

基底石灰质，有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浅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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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尖吻藤壶 Balanus rostratus rostratus Hoek 

2. 大领; 3. 小顿; 4. 第 3 蔓足内肢第 11 节; 5. 第 4 蔓足内肢第 24 节;

6. 第 6 蔓足内肢第 21 节; 7. 交接器。 {) 

C 

上唇中央缺刻深3 两侧各有 1-2 个小齿。大顿有 5 齿。小顿切缘较直，上下大对刺

间有 5-13 个中型刺。

第 1-6 对蔓足分支的节数如下:

~ 

23 16 北纬 38 038'，东经 121 0 10':

海洋岛: 22 11 16 14 14 13 22 30 27 30 30 30 

第 3 蔓足两肢几乎等长，中部各节腹前上侧有鳞状细毛丛; 4-6 蔓足的节前缘各有刚毛

3-4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有背突。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1.上唇;

5 
~ 

50 50 

3 
，.-J、「

22 20 

. 

() 

北纬 38 038'、东经 121 0 10':

海洋岛: 、 41.2 mm 41.6 mm 45 .4 mm 

本种为我国北方海区的冷水种，发现于潮下带水深约 50 米以内的浅海，附着于贝壳、

岩石或其他物体上。壁板表面常附着有多毛类的石灰质营，并常覆盖有海绵、水陆等。

本种区别于其他种的特征为:壳筒锥形，壳口呈尖锯齿状，峰侧板狭窄;幅部狭窄而

深陷，顶缘斜;吻板管约 15-24 条3管的横隔片到基底;据板有突出的生长脊，羊皮细纵沟纹

交错;背板顶端曝状， ßã宽而短;第4___;6蔓足各节前缘有刚毛 3-4 对。

局

4 1.6mm 

倪。径

27 .4 mm 

峰吻径

34.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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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 本种分布于太平洋北部，黄海、渤海、日本、苏联的大彼得湾、萨哈林岛(库页岛)、白令

海、加拿大西岸。

B. rostratus Hoek (1 883) 的模式标本采自日本神户，日本产的标本应是这个种的典

型亚种。 Broch (1922) 报告产于加拿大的标本时指出与日本标本为同一"变型"一一是

典型的 Balanus rostratus Hoek; 但他又为这个典型的"型"拟定了新名为 B. rostratus forma 

eurostratus。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的规定，典型亚种就是指名亚种，亚种名与种名相同，不需

另拟新名，所以应改正为 B. rostratus rostratus Hoeko' 我们的标本与 Hoek 及 Pilsb巧(1 916)

的描述相同，是典型的 B. rostratus rostratus Hoek。

16. 缺刻藤壶 Bαlanus (Balaηus) crenαtus Brugui怡， 1789 (图 20，图版 VI:

17-22) 

Balanus crenatus Brugui色1飞 1789， Encyclopedie Methodique, (V日rs.) vol. 1, P. 168; Darwin, 1854, 
p. 261, pl. 6, figs. 6乱.-6g; Stebbing, 1910, p. 569; Pi1SJbry, 1916, p. 165, figs. 49-54, pls. 

、 39-40; Nilsson.Cantell, 1921, p. 326; 1931, p. 113; Broch, 1924, p. 78, fig. 27, pl. 1, figs. 3-
6; pl. 2, fig. 14; Hir,o., 1935, p. 219, pl. 10, fig. 4, text.figs. 2a-f; Henry, 1940, p. 19, pl. 1, 
figs. 9-11, pl. 2, figs. 1-2; 1942, p. 105, p l. 2, figs. 5-11; Tarωov & Zevi丑乱， 1957, p. 205, 
figs. 82, 83, pl. 2, fig~ 3; Southward & Crisp, 1964, p. 36, fig. 20 (colore的; Utinomi, 1970, 
p. 358. 

Bala饵U8 crenat饵8 CUrVi8ω切饥 Pilsbry， 1916, p. 176, fig. 55, pl. 41, figs. 1, 4, p l. 42, figs. 1-lb, 
2-2d. 

标本采集地 辽宁省大连3 山东省青岛。

壳圆锥形或圆筒形，白色。壁板光滑或有纵皱裙，外表有一层薄而易碎的黄褐色外

膜。幅部较窄，顶缘斜，侧缘呈齿状。翼部宽而薄，顶缘拱斜。壳口较大，呈菱形，口缘稍

成齿。盖内膜污白色，开闭缘膜外圈淡黄色3内圈淡紫褐色。盖板也有易碎的黄褐色外膜。

'"、ν 

.. 

7 o 
图 20 缺刻藤壶 Balanus crenat附 Bruguière

‘J 
1.上唇; 2. 大额; 3. 小额; 4. 第 2/j、领;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6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11 节; 8. 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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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板较宽阔，基缘常呈弧形，与背缘长度相等或略长，外面中部稍凹，生长脊低而间距较

宽;内面关节脊居背缘的上半，末端圆或斜截，板的顶端有发达的三角形关节叶，突出于背

缘外;无明显的闭壳肌脊3 但闭壳肌窝较大而清楚;背板外面平坦，生长脊清楚，中央沟不

明显;内面白色，顶端三角形顶叶外倾，关节脊发达，突出于背缘外，关节沟深而宽阔，据

缘直，但稍增厚，边缘呈锯齿状;距短而宽阔3末端斜截，到基捕角的距离小于距的宽度，压

肌脊 5-6 条。

壁板销部短，内部有空泡。销下有肋。壁营大3方形，有横隔片，管基部外壁内面有低

的小肋。

基底很薄，有微弱的放射沟。

上唇中央缺刻较深，两侧各有 3 个尖齿。大顿有当齿。小顿切缘较直，上下大对刺间

有 4-6 个中型刺。第 2 小额上叶较长，下叶卵圆。触须卵圆形，下缘刚毛散布。

第 1-6 对蔓足两支节数如下:

1 234 5 6 
,.....A--.. ，_A-、，.....A--.. ，_A-、，_A-、，.....A--..

青岛: 14 10 11 10 14 14 19 24 25 25 28 27 

大连: .12 8 11 10 13 12 20 15 25 30 26 29 

第 3 蔓足各节的外前侧面有小齿3后几对蔓足每节前缘有刚毛 4-6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背突上常有 1-2 根刚毛。

最大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但uî圣 局

大连: (圆锥形) 11.8 mm 11.2 mm 7.2 mm 

〈圆筒形) 5.6 mm 3.8 mm 12.7 mm 

标本采自船底和附着物试板〈潮下带)，常同 Balanus amphitrite amphitrite 在一起。本

种在我国仅分布于北方海区。

圆锥形的标本外面基部有纵肋，与 Pilsbry (1 916) 的描述和图 (pl. 39, fig. 1) 基本

相同;圆筒形的标本壳板较脆，结合松散，盖的形状很似 Pilsbry (1 916) 对 Balanus crenatus 

curviscutum 的描述和图 (pl. 42 , figs. 1-2d)。上述两种类型都出现在同一组标本之中，

实际上筒形标本往往是由于个体密度较大过于拥挤而形成的。

本种区别于其他种的特征是:壳表白色，有不规则的纵槽;幅部窄，顶缘斜，侧缘有

齿;壁板管道大，方形，横隔片到基底;据板无闭壳肌脊3但有发达的关节叶;背板关节脊发

达突出，距短而宽;基底薄3有放射的浅沟O

地理分布 黄海和东海(中国近岸)、朝鲜半岛(北部)、日本、苏联萨哈林岛(库页岛)、白令海、阿

拉斯加湾、北冰洋、北大西洋、非洲南部。

星藤壶亚属 Subgenus ChironαGray ， 1835 

Chirona Gra;y, 1835, p. 37; Pilsbl'Y, 1916; p. 203; Tal'asov & Zevina, 1957, p. 230; Newmall & 
Ross, 1971, p. 171; Rosell, 1975, p. 106. 

MetabalanU8 Pilsbry, 1916, p. 200. 

壳壁板无管;幅部窄或宽，无管3侧缘光滑或有弱齿;基底有管或无管;壁板结合松散二

榻板外面有纵沟纹分割生长脊，但有时模糊，内面无压肌脊;背板距发达或很宽短。

f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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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藤壶亚属种的检索表

1.翼部窄;背板距宽而短，无中央沟:上唇多齿…........….........................….........窄翼藤壶 B. krügeri Pilsbry 

E 翼部宽;背板距较窄长，有中央沟;上唇每侧最多有 3-4 齿

2. 盖板内面上部粗糙，有带小颗粒的低肋:据板关节脊和闭壳肌脊特别发达……高脊藤壶 B. cristattls sp. nov. 

2~ 盖板内面上部光滑或有低肋:循板关节脊与闭壳肌脊不发达

3. 壳有紫红色放射纵条纹，背板中央沟深而闭合，距较狭长:小领切缘下部突出........……

…高峰藤壶 B. amaryllis Darwin 

3~ 壳有半透明纵条纹:背板中央沟浅而开放，距较宽短:小额切缘亘..................薄壳藤壶 B. temûs Hoek 

f丁 17. 高峰藤壶 Bαlanus (Chirona) αmαryllis Darwin, 1854 (图 21 ，图版 VII: 1-5) 

喝.

Bala饵us amaryllis DaTwin, 1854, p. 279, pl. 7, fig. 6a-6c; Hoek, 1883, p. 153, pl. 7, figs. 全-5;

1913, p. 179, pI. 15, figs. 17-21, pl. 16, figs. 1-4; Gruvel, 1905, p. 250, with var rose饵s and 
M切eUSj Pilsbry, 1916, p. 217; Nilsson.Cantel! , 1921 , p. 329, pI. 3, fig. 9; Hiro, 1936, p. 624; 
Utinomi, 1962, p. 72; 1966, p. 6; 1968, p. 174; 1969, p. 88, fig. 6; 沈嘉瑞等， 1962, p. 66; 
Zevina & Tarasov, 1963, p. 94. 

Bala饥us a饥aryllis dissi.饥ilis LancheS'ter, 1902, p. 369, pI. 34, figs. 3-3c，飞vith var. claro饥ttata

(P. 370). 
Bala她也8 a饥aryllis forma euamaryllis Broch, 1922, p. 321; 1931, p. 66; Nilsson.Cantell, 1932, p. 10; 

1934a, p. 68; 19Mb, p. 58; 1938, p. 46; Daniel, 1956, pl. 6, figs. 17-21. 
Ba!a1也侧 sp.，董掌茂，毛节荣， 1956, P. 290, fig. 8. 

句
，J

，标本采集地 北纬 40 022'、东经 120 048' (水深 23 米)，辽宁省大连，山东省椿岛、青岛、胶州湾，

浙江省泪礁、石浦、长涂、大陈，福建省三沙、崇武、深沪、厦门、东沙澳，广东省南澳，大亚湾、惠阳、湛江、

脑洲、琼州海峡、广州湾、海南岛莺歌海、崖县、西沙群岛广金岛，北纬 19。、东经 108 030' (水深 22 米)。

壳陡圆锥形，坚厚，表面光滑，白色或奶油色到粉红色，甚至污紫色。有粉红或紫红色

的纵条纹自顶端放射，顶端染色常较深，年幼的个体常有明显的横生长纹环绕。幅部狭

窄，有牢固的黄色外膜覆盖，顶缘很斜3侧缘上部光滑，下部有小密齿，无管。翼部较宽，顶

缘斜而薄，侧缘下部也有小齿。壳口中等大小，菱形到五角形。

盖的内膜为污紫色，开闭缘膜白色，有 2 对对称的污紫色斑，前后端各另有?个斑。

据板窄3外部常为淡紫红色，板面中部略凹，生长脊明显，被纵放射沟纹分割为一排排方形

小块;内面顶端也常为淡粉红色，关节脊很低，关节沟窄而浅，闭壳肌脊不太明显，上部常

与关节脊相接;闭壳肌窝浅，压肌窝有时较深，有时不明显3 板的上部粗糙，常有低纵肋。

背板较狭长，顶端弯成曝状，生长脊清楚3纵条纹模糊，中央沟较深而闭合，到距末端开放;

但年幼的个体中央沟为开放型。背板内面上部也常染以淡粉红色，有小纵肋，关节脊较

低，关节沟宽阔，距较狭长，末端钝圆 3 一般带有几个小齿突，距侧缘至基据角的距离约与

距宽相等;侧压肌脊较低而辰， 3-5 条。

壁板辑部呈淡紫红色，有清楚的横生长纹，鞠下端下延悬垂，突出于壁板之内，使壁板

上端与鞠间形成深穴，鞠'以下壁板到基底有纵肋，壁板坚实，内无管道。

基底石灰质，有放射的细管道，被隔片所分割。

上唇中央缺刻较深，两侧各有 1-3 个小尖齿。大顿有 4 个明显的齿，第 2、 3 齿常分叉，

第 5 齿与下角结合。小顿切缘下部突出，上下大对刺之间有 7-11 个〈个别可达 20 个〉中

型刺。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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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乙X
图 21 高峰藤壶 Balanus am旷yllis Darwin 

1.上唇: 2. 大额; 3. 小额: 4. 第 3 蔓足外胶第 16-17 节;
5. 第 6 蔓足外肢第 36-37 节: 6. 交接器。

蔓足两支的节数如下:

12345 6 
,..-J-. ,..-J-. ,..-J-. ,..-J-. ~ ,..-J-. 

湛江: 25 17 20 19 26 23 56 50 59 52 60 59 

东沙澳: 27 15 19 17 25 22 52 57 62 64 62 67 

胶州湾、: 19 11 14 14 22 16 37 44 49 49 51 51 

大连: 17 12 14 13 17 14 24 24 27 28 21 31 

、\

6 

第 3 蔓足外肢各节的前侧面有小齿，第 4-6 蔓足中部节前缘有长刚毛 2 对 3 成对的刚毛

之间有毛丛。

交接器短于第 6 蔓足，有发达的背突。

最大标本测量:

北纬 40 0 22'，东经 120 048':

青岛:

峰吻径

43.3 mm 

49.0mm 

侧径

41.0mm 

45.0 mm 

高

39.7 mm 

38.0 mm 

汩礁: 40.6 mm 39.7 mm 28.0 mm 

海南岛莺歌海: 44.5 mm 42.0 mm 25.2 mm 

西沙群岛广金岛: 38.7 mm 27.6 mm 23.1 mm 

标本多数采自潮下带，深度约在 60 米以内，附着于浮标，船底、网架、岩石或贝壳上，

少数采自潮间带。本种在我国南北各海区广泛分布，是主要的固着藤壶。在南方海区它

常同 Bala仰s tintinnabulum , Bala馆附 reticulatus 等种附着在一起，壳多为圆锥形，颜色鲜

艳，奶油到粉红色的壁板上有紫红色的纵条纹。采自福建省东沙澳和崇武的标本壳由粉

紫到玫瑰色，紫红色的纵条纹较模糊，似 B. amaryllis Forma roseus Lamarck (=B. amaryllis 

var. a Darwin, 1854);而在我国北方采到的标本，壳多为筒锥形，白色和污白色，仅顶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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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淡紫色条纹放射;采自山东省椿岛的个别标本，全为白色，很象 Gruvel 描述的 B. ama

l'yllis var. niveus (= B. amal'yllis var. b Darwin, 1854);然而绝大多数标本仍如 Broch 描

述的 B. amaryllis forma euamal'yllis。据我们观察3不同颜色的个体3 在形态结构上没有显

著的差异，且同一地点所采的标本，颜色也相差较大，故认为仅以颜色的不同来区别亚种

(或变型〉根据还不够充分。因此 3我们不再作种下的区分。

本种很似 Balanus tenuis Hoek，但其表面有紫色的纵条纹3不透明;幅部较厚，有黄色

外膜覆盖;背板距较狭长，中央沟深而封闭;基底有管，被横隔片分割;小顿切缘下部突出，

容易与后者区别。

地理分布 中国、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水域、澳大利亚、印度洋。

18. 薄壳藤壶 Bαlanu& (Chi l'ona) tenuis Hoek, 1883 (图 22，图版: VII: 6-10) 

Balanus tenuis Hioek, 1883, p. 154, p l. 13, figs. 2il-33; 1913, p. 190, p l. 17, figs. 1会-19， pl. 18, 
fig. 1; Gruvel, 1905, p. 247, fig. 275; P iIsbry, 1916, p. 216; BaTnard. 1924, p. 74; Nils幅on

Cantell, 1925, p. 34, fig. 13, pl. 1, figs. 5一-6; 1927, p. 785; 1938, p. 46; Broch, 1931, p. 70; 
Hiro, 1937, p. 439, fig. 24; Utinomi, 1962, p. 216; 1968, p. 174; 1969, p. 88, fig. 6;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6. 

B.ala倪us albus Ho毯， 1913, p. 185, p l. 16, figs. 12-13, p l. 17, figs. 1-6; Stubbings, 1936, p. 41, 
fig. 18. 

据本采集地 北纬 28 。、东经 124 0，福建省崇武、深沪、平潭，广东省海门、汕尾、上川岛、湛江、晒

洲岛、琼州海峡、崖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北纬 19 030、东经 112 0 (水深 124 米)，北纬 20 045'、东经

109 0 30' (水深 19 米)，北纬 20 030'、东经 109 0 (水深 33 米)，二It.纬 21 0、东经 108 030' (水深 35.5 米)，北

纬 19 0 15'、东经 108 030' (水深 38 米)，北纬 18 0 75'、东经 108 030' (水深 19 米)，北纬 18 0 17'、东经 108 0 15'

。d(深 55 米)，北纬 19 030'、东经 108 0 (水深 63.3 米)，北纬 19 0、东经 108 030' (水深 22 米)，北纬 18 。、东

经 106 036' (水深 17 米)，北纬 20。、东经 108 0 (水深 53 米)，北纬 21 。、东经 108 03Û' (水深 35.5 米)。

得大\之
多主产

4 
勺、

tj-三哥工川
图 22 薄壳藤壶 Balanus tenuis Hoek 

1.上唇; 2. 大领; 3. 小顿;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8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24 节; 8. 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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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圆锥形，白色，壁板光滑、有光泽，有半透明的纵条纹，年幼个体常有环形生长纹。

幅部窄，白色，顶缘斜3 侧缘下部有小齿。翼部较宽而薄，顶缘斜，侧缘基部也有小齿q 壳

口中等大，菱形或五角形，边缘呈深锯齿，壁板顶端有时稍外弯。

盖板内膜污白色，开闭缘膜白色或淡黄，有 2 对较大的褐紫色斑3 其前后端各另有一

个斑。捕板呈窄三角形，顶端稍翘起3 生长脊被放射状纵沟纹分割成小块，但不如高峰藤

壶 Balan削 amaryllis 那样显著;内面上部有小纵肋或光滑，关节脊较发达，超过背缘长度

1/2，关节沟较窄，闭壳肌脊低弱，闭壳肌窝和压肌窝较浅。背板较宽阔，峰缘略拱，顶端略

成曝状，5'~表生长脊清楚，放射纵沟纹不清楚，中央沟浅而开放，有时不太明显:内面白色，

关节脊较明显，关节沟宽而浅，侧压肌脊 3一当条;距窄而短，末端钝圆，偶有几个小的尖

突，至基据角的距离等于或小于距的宽度。

革肖部约占壁板的上半，有横生长纹，其基缘下延与板内壁上端间形成一浅穴。辅以下

具强纵肋3肋间较薄部分自壳外观察呈半透明的纵条纹，壁板内无纵管道。

基底很薄，与附着基结合牢固，有放射的管道，但不见有横隔片。

上唇中央缺刻较浅，每边有 3 个尖齿。大顿 5 齿。小顿切缘直，上下大对刺之间有

5-7 个中型刺。

蔓足外、内肢的节数如下:

2 3 4 当 6 
，.--J'--、 ~ ~ ~ ~ ,.--J'--

北纬 20 045'、东经 109 0 30': 16 10 14 16 17 18 35 39 41 48 47 51 

海南岛崖县: 19 11 14 13 17 17 36 40 48 53 54 54 

第 4-6 蔓足中部节前缘有刚毛 2 对。

交接器等于或长于第 6 蔓足，基部的背突上偶有 1-2 根刚毛。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局

上川岛: 18.7 mm 16.9mm 12.5 mm 

北纬 20 030'、东经 109 0 : 18.4 mm 17.9 mm 12 .3 mm 

本种仅发现于东海和南海〈中国近岸)，标本为底栖生物拖阴采自水深约 20-120 米

的近海区，常附着于贝壳、石块、石珊珊甚至蟹类的头胸甲上。本种与其亲缘种 Balan附

amaryllis 近似3 但其外壳为白色，井有半透明的纵条纹，幅部特别窄;背板中央沟浅而开

放，距宽而短，基底放射管无横隔片，小顿切缘直等特征易与 B. amaryllis 相区别。

地理分布 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洋、非洲南部。

19. 高脊藤壶〈新种) Bα缸nus (Chirona) cristatus n. 早〈图 23，图版 VII: 16-19; 

VIII: 1-8) 

正模式标本 C80560-1 ，峰吻径 21.1 mm，侧径 20.4 mm，高 21.7 mm，采自山东石岛， 195 1. 4. 

20，采集者: )(Ij瑞玉、齐钟彦，标本附着在石块上。

副模式标本 C80560-2 ，峰吻径 21.1 mm，侧径 20.1mm，高 20.4mm (产地同正模标本，作图) ; 

C80560-3 ，峰吻径 .21.1 mm，侧径 15.9 mm，高 22.0 mm (同正模标本); C80561寸，峰吻径 32.1mm，侧

.. 

o 

。

' 

径 35.3 mm，高 33.0 mm，采自山东即墨， 1951 、 7 、 22，采集者:马绣同。 C80561-2，峰吻径 30.7mm ， (,i 

侧径 27.3 mm，高 29.3 mm(同 C80561-1); C80563-1，峰吻径 28.8 mm，但tl径 26.3 mm，高 23.8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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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地与采集者同 C80561斗， 195 1. 7.22 。

其他材料:

1. C80560-4 , 2 个空壳(同正模式标本)。

2. C80562 ，山东即墨七口， 1951 、 3 、 25 ，采集者:马绣同， 5 个生活标本，其壳上附着有 B. uli-

gznostls。

3. C80563-2 , 23 个生活标本， 3 个空壳，同 B. uliginosus 一起附着于石块(同副模式标本)。

4. C80564 ，山东青岛， 1964 、 6 、 2，采集者:黄修明，一个生活标本(己破碎)同 B. uliginosus 一

起，采自浮标。

5. C80589 ，河北塘沽， 1976 、 5、采集者:黄宗国， 2 个生活标本。

壳圆锥形或圆筒形3壳板彼此结合不牢固，很易分离。壳口很大、方形、边缘成齿。盖

板常高出于壳口，拥挤时壳口大于壳基部，壳板薄，无管道，白色，表面不很光滑，无光泽，

常有不规则、不明显的纵肋3羊皮易碎的黄色外膜覆盖。幅部较宽，覆盖的黄色外膜较牢固，

有垂直于基底的生长纹攘迹，顶缘斜，侧缘光滑，下部有很细密的齿。翼部宽阔而薄，顶缘

斜，下部也有低的小横脊。

盖板内膜为淡污紫色、开闭缘膜白色，有一对对称的污紫色斑，前后端也各有一污紫

7\ 
图 23 高脊藤壶(新种 ) Balanus cristatus n. sp. 

1 ， 2. 上唇; 3 ， 4. 大颖; 5 ， 6. 小额; 7. 第 2 小额; 8. 触须; 9. 第 3 蔓足外肢第 11 节;

10. 第 6 蔓足外肢第 26 节; 11.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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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斑。据板宽而厚，开闭缘无齿，外面平坦，有较宽的生长脊，脊上的黄色外膜有睫状细短

毛，偶有很微弱的纵沟纹分割生长脊;内表面白色，关节脊约为背缘长度之半，宽而高，几

乎居于据板中央而呈板状，折向背缘，其顶端常突出于背缘外3下端斜截3并向下延长为低

脊，直达整个帽板下部 1/4-1/5 处;闭壳肌脊长而强，与关节脊之间为一浅沟相界，脊中

部突出成板3弯悬于闭壳肌窝上方3闭壳肌窝深而狭窄;侧压肌窝浅。板上部有低纵脊，每

条肋上有很细小的雪白色颗粒纵列，使内面上部变得粗糙。背板略呈钝角三角形，顶端不

呈曝状，据缘向内槽起垂直于板面;外表面平坦，生长脊清楚3 中央沟深而窄，到距末端开

放:内面白色，关节脊突出 3关节沟浅而窄3 外表面生长脊在关节沟的上部凹陷成缺刻;侧

压肌脊多达 8-12 条j几乎占距峰侧整半个板面，脊向上延伸为低的带雪白颗粒的纵脊，

像桶板一样很精致，它可扩展到整个关节脊的内面，甚至达距的峰侧，这些带颗粒的脊有

时不清楚。距突较狭长，约占基缘宽度的 1/4，其长约为宽的 2 倍3末端钟圆，到基据角的

距离约等于距的宽度。

壁板的辑部较短，有明显的横生长纹3基缘向下悬垂，与板的内壁间形成一凹陷;鞠下

部有细密的强肋，肋的下端呈圆齿状。

基底白色，薄而硬，无管道3但可看到有放射沟的展迹。

上唇中央缺刻每侧有 2-4 齿3 齿有时分散3 有时密集，齿间有细短毛。大顿 5 齿9第

1-3 齿强壮，第 2-3 齿有时分叉，第 5 齿与较钝的下角结合。小顿切缘较直，上下大对

刺之间有 7-11 个中型刺，下角有密集的细小剌丛。 第 2 小额及触须都与 B. tenuis 近

似。

蔓足外、内肢的节数如下:

石岛:

即墨七口: 22 11 13 16 21 22 42 47 49 55 54 56 

第 1 蔓足外肢较细长，为内股长度的 2 倍p 内肢分节宽而短3 向末端急剧趋窄，呈尖锥形，

较外肢显著粗，各节前缘稍突。第 2 蔓足内、外肢几乎等长，较粗壮。第 3 蔓足各节宽大

于长3前缘凸出，中部以后的几节〈约 10 节以后λ 在节前末角有几个小齿3各节后部有小

齿散布。第 4-6 对蔓足3两肢的长度各自几乎相等，每节后背部也有分散的齿，中部节前

缘有刚毛 2-3 对 3成对的刚毛之间有细小丛毛。

交接器长度等于或小于第 6 蔓足，粗壮，有环纹，有分散的细毛，末端有毛环，基部有

不明显的背突。

标本采自渤海、黄海(中国近岸〉潮下带，常同 Balanus uligino阳 Utinomi 共同附着于

贝壳、码头、石块上;壳表常附着有苔薛虫、水媳等。

讨论 本新种壁板、基底和幅部无管道，幅部较宽，顶缘薄而光滑，壳口呈锯齿状;

据板纵沟纹弱或无:背板E巨长，末端钝圃，无疑属于 Chirona 亚属。

据文献记载， Chifona 亚属包括冷水种: Balanus hameri (Ascanius) , Balanus evefmanni 

Pilsbry 和暖水种: B. krügeri Pilsbry , B. amalγllis Darwin, B. bimae Hoek, B. maculatus 

c 

G 

1曾

Hoek, B. ten仰 Hoek (见 Pil由y ， 1916 , p. 203)，及 B. taiwcmensis Hiro (1 939 , p. 264)ι、

和 B. tuberculatus Rosell (1975 , p. 106) 等，其中除 B. anω'yllis ， B. taiwanensis 和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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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rculatus 为潮间带种外，其他全为潮下带种。

本新种以盖板内面显著突出的雕刻特征，明显区别于本亚属的任何种。本种个体较

大5 壳白色并覆以黄色外膜，幅部较宽，壳口成齿，基底无管道等特征及背板E巨的形状与

Balanus hameri (Ascanius) 极近似，其主要区别如下:

Balantls hameri (Ascanius) Balanus cristattls sp. nov. 

1.壳板 壳板光滑，有光泽。 壳板常有纵皱或不明显小纵肋，无光泽。

2. 檐板 外表有弱纵沟纹。关节脊短，居背缘上部，关节 一般无弱的纵沟纹，关节脊居于板中央，脊向外

沟窄，闭壳肌脊弱，上部与关节脊汇合，闭壳肌 斜，倾向背缘:关节沟宽而深，闭壳肌脊长而强

窝浅而大，顶面光滑。
壮，中部呈板状，弯向深而窄的闭壳肌窝，与关
节脊以沟为界;板顶部有低纵肋，肋上有雪白颗
粒成排。

3. 背板 外表有弱的纵沟纹，关节脊正常，外生长脊不延 外表无弱纵条纹，关节脊板状发达，外生长脊在

伸到关节沟，无缺刻，压肌脊适度发达， E巨到基 关节沟处下陷成缺刻，压肌脊很发达，数 8-12

循角之距离大于或等于E巨的宽度。 条，延伸到上部为低脊，有成纵行的白色颗粒，

Eê到基韬角之距离小子或等于Eê宽。

地理分布 渤海、黄海〈中国近岸〉。

20. 窄翼藤壶 Bαlanus (Chirona) krügeri Pilsbry, 1916 (图 24，图版 VII: 11-15) 

Balanu8 7crügeri Pilsbry, 1916, p. 214, fig. 69, p]. 52, figs. 1-lf, pl. 51, figs. 2, 2a, 2b; Broeh. 
1931, p. 71; Hiro, 1933, p. 72; 1937, p. 440, fig. 25.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以东，北纬 18 045'、东经1l 0045' ， (水深 118.5 米)。

壳圆锥形、白色、较光滑，有半透明的、顶端有时呈淡紫色的纵条纹，壁板下部横生长

纹清楚。壳外常有一层透明的膜覆盖，膜上有细短毛。峰板高而陡，吻板低}顶端常内弯。

壁板内面鞠部占上半，有横生长纹，鞠下到基底有细密的纵肋3与基底结合较牢固，但各壁

板间接合松散。幅部窄，顶缘斜而直3侧缘光滑，幼小标本有横纹展迹。翼部窄，顶缘斜而

光滑。壳口较大，边缘呈强锯齿状。

据板较窄、白色3外有淡黄色的外膜3 在生长脊处有细短毛，生长脊突出，与纵沟纹相

交而被分割，开闭缘有齿。内面白色，低的关节脊占背缘长度的 3/4，关节沟窄而深;闭壳

肌脊清楚，靠近关节脊3其末端几乎达到基缘，两脊间有沟3 闭壳肌窝和侧压肌窝较深3 板

面上半有小颗粒。背板宽阔，薄而平坦3顶端呈曝状，外面生长脊清楚，无中央沟;内面关

节脊和关节沟不明显，有弱的侧压肌脊 3 条 ;ß巨宽阔而短3末端斜截，其宽度约为基缘宽的

1/2，与基据角的距离很小，板面上部有小颗粒散布。

基底平坦，在幼小的标本中可看到从中间向周围放射的浅沟。

上唇中央缺刻浅而宽，其两侧各有 6、 9 个钝齿。大额较狭，有 5 齿3第 2-3 齿分叉，

低角呈 2-3 个小齿状。小顿切缘较直，上下大对剌之间有雪个中型剌3下角有细刺丛。第

2 小额上叶较尖。触须卵圆形3但下缘基部稍凸出3 刚毛较少。

各蔓足外、内肢节数如下:

12345 6 
户.........._产.........._ ,-A-o. ,-A-o. ,-A-o. ,-A-o. 

13 7 10 10 15 13 18 X 24 25 26 25 

第 4-6 蔓足中部各节前缘有刚毛 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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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窄翼藤壶 Balanus krügeri Pil如y

1.上唇; 2 ， 3. 大领; 4. 小顿; 5. 第 2 小顿; 6. 触须; 7. 第 3 蔓足外肢第 8 节:
8. 第 6 蔓足外肢第 12 节; 9. 交接器。

交接器短于第 6 蔓足，背突发达，但钝。

测量两个最大的标本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7.4 mm 

4.1 mm 

5.4 mm 

3.8mm 

7.2mm 

3.3mm 
C 

标本附着于头帕类海胆 Cidarina 早的刺上，共 3 个生活标本3 底栖生物拖网采自水

深 118.5 米，底质为砂砾软泥。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本种与它的亲缘种 Balanω amar州is 和 B. tenuis 很相似。但 B. krügeri 的翼部窄

而斜，背板无中央沟，i巨宽阔而短，上唇有多数小钝齿等，易与前两种区别。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日本、马来水域的松索罗尔群岛。

坚藤壶亚属 Subgenus Solidobα缸nU8 Hoek, 1913 

, 

Soliào_balanus Hoek, 1913, p. 159. 
Soliàobalanus Hoek, Pilsbry, 1916, p. 220; Henry & Mclaughlin, 1967, p. 46. 
H esperibalanus Pilsbry, 1916, p. 19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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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壁板及幅部无管，基底常无管。壁板厚而光滑3一般幅部较宽阔，有横沟;据板闭壳

肌脊弱或无;背板距较窄，接近基据角。大顿下角有刺3下缘常有一单列刺;第一小额剌数

少，第 3 蔓足有些节外面有或无齿和小束lJ;补充雄有或无。通常为小型精致的深水藤壶。

种的检索表

1.壳粉红色，有紫红色纵条纹….........................................…........................…..........玲珑藤壶 B. ciliatus 

E 壳板白色，无条纹

2. 壳薄，半透明，幅部较窄:据极有低的闭壳肌脊，壁板内面纵肋简单:交接器背突光裸无毛................…........

…·集群藤壶 B. socialis 

Z 完厚而坚实，幅部宽阔，几乎平行于基底，循板无闭壳肌脊，壁板内面基部纵肋的两侧有脊和沟;交接器背突有

细毛覆盖........…........…..............................................................海胆藤壶 B. cidaricola sp. nov. 

21.集群藤壶 Bα缸nus (Solidobalanus) socialis Hoek , 1883 (图 25，图版 VIII:

9-15) 

BalanU8 socialis Hoek, 1883, p. 150, p1. 13, figs. 23-28; 1913, p. 192, p1. 18, figs. 2-12'; Gruve1, 
1905, p. 226; Nilsson.Cantell, 1932巴， p. 5; 1934b, p. 59; 1938, p. 50, fig. 15; Hiro, 1937a., 
p. 442, fig. 26; Utinomi, 1949乱， p. 22; 1962, p. 217; 1968, p. 175; 1969, p. 89, fig. 7; 1970, 
p. 359. 

Balanus aeneas Lanchester, 1902, p. 370, p1. 饵， figs.ι-4b; Gr盯e1， 1905, p. 252; Annanda1e, 1906, 
p. 148.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莺歌海、琼州海峡，北纬 20 030'、东经 107 0 (水深 27 米)，北纬 16 050'、东经

110 0 50' (水深 94.5 米)，北纬 21 025'、东经 109 040' (水深 18 米λ 北纬 21 0 25'、东经 108 0 10' (水深 24

米)，北纬 18。、东经 106 0 55' (水深 17 米)，北纬 21 0、东经 108 0 (水深 31 米)，北纬 21 0 15'、东经 107 0 45'

(水深 25 米)，北纬 21 。、东经 108 030' (水深 35.5 米)。

壳低圆锥形或稍狭，白色，光滑，有光泽，半透明3 可见到内部的纵肋。幅部窄，无管，

顶缘斜3侧缘光滑3翼部宽阔，薄而光滑，顶缘几乎平行于基底。壳口较大，菱形到五角形，

边缘略成齿状。

盖板内膜为淡紫色，开闭缘膜白色，有三对紫色的对称斑。据板较窄，开闭缘有齿，7~

面生长脊低，脊间距离较大;内面白色，关节脊发达，长度超过背缘之半，下端斜截;有低而

细的闭壳肌脊3此脊与关节脊之间另有一低的纵脊，其上端与闭壳肌脊会合，形成倒ζ'V"字

形，闭壳肌窝浅;压肌窝稍深，界限模糊。背板较宽阔3峰缘稍拱，有细毛，基缘稍长;外表

面有低的生长脊，中央沟很浅;内面关节脊明显，关节沟宽阔而浅，侧压肌脊清楚， 4-6 条，

下端突出于基缘之外。 E巨较短，末端钝圆，其侧缘至基据角的距离约等于距宽度的 2/3 。

壁板无管道 3辑部较短，横生长纹不很清楚，基缘下延与壳板内壁间形成一浅凹穴，革肖

下的纵肋简单。

基底薄，周围有向内伸出的浅沟，但不能达到基底的中心。

上唇中央缺刻每侧有 3 个较锐的齿。大顿有 5 个较尖的齿。小额上下大对剌间有 3

个中型粗刺。

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1 2 3 4 5 6 
户_______ ~ ~ ~ r-ι...... r-ι「

北纬 20 030'、东经 107 0 : 5 4 5 9 11 9 12 13 17 20 20 21 

北纬 21 0 25'、东经 108 0 10' : 9 5 7 5 7 6 9 X 13 15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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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mm 
d岳/

伊 四7 V 
图 25 集群藤壶 Balanus socialis Hoek 

1.上唇; 2. 大顿; 3. 小顿;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内胶第 6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B 节; 8. 交接器。

第 4-6 蔓足每节前缘有刚毛 2-4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有背突。

最大的标本测量:

北纬 21 0 25'、东经 108 0 10':

北纬 18。、东经 106。罚，

峰吻径

4.1 mm 

9.3mm 

侧径

3.3mm 

9.3 mm 

局

1.2mm 

3.5mm 

北纬 21 0 25'、东经 109 040': 6.4 mm 5.8mm 2.9mm 

本种为小型白色藤壶，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 

\ 8 

标本采自北部湾及南海(中国近岸)，水深 17-94.5 米，附着于软体动物贝壳或碎壳

片上，海南岛莺歌海的标本采自潮下带，附着于 Balan例 anω'yllis 壳上。

地理分布 中国南方海区、日本、马来群岛水域、印度洋。

22. 玲珑藤壶 Bα缸nU8 (Solidobalanus) ciliatu8 Hoek, 1913 (图 26，图版 VIII:

16-23) 

Balanu8 ciliαtU8 Ro'ek, 1913, p. 19日， p1. 19, figs. 8-16; Nilsson-Cantell, 1925, p. 38, fig. 14, pl. 1, 
fig. 7; 1934a, p. 68, fig. 7, pl. 5, fig. 7; 1934b, p. 59; 1938, .p. 49, pl. 1, fig. 6, pl. 2, fig. 1; 
Broeh, 1931, p. 7; Stubbings, 1936, p. 43; Utinomi, 1969, p. 90. 

标本采集地 东海、南海(中国近岸)，北纬 19 030'、东经 107 030' (水深 56.5 米)，北纬 18 0、东经

107 0 (水深 66 米)，北纬 17 030'、东经 107 0 (水深 50 米)。

壳圆锥形3稍侧肩，壳板光滑3 白色到淡粉红色，有紫红色纵条纹，有时有模糊的淡紫

红色斑块散布，吻板色略淡，峰板高而尖。幅部宽阔，较厚，顶缘斜，白色、橙色到粉红色，

常有褐色到紫红色纵条纹断续相交，有横沟纹，侧缘有锯齿。翼部白色或淡粉红色、薄，顶

缘稍斜。壳口大3菱形到五角形，边缘呈锯齿状。

f 、

C 

G 

盖板内膜外部为污白色，有紫色斑点，内部紫红色。据板呈窄三角形3顶端较尖，外表 c 

污白，有模糊淡红色纵条纹，生长脊不清楚，开闭缘有齿;内面污白色3关节脊不突出3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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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背缘之半，下端斜截，关节沟较窄3 闭壳肌脊不明显。背板通常较窄长，峰缘较短，上

部稍突出，据缘直或内弯，外面生长脊不清楚3有时在板的峰侧有褐色模糊条纹，中央沟不

明显下凹。内面污白色，关节脊清楚，关节沟浅，上端有三角形顶叶;距末端钝圆或斜截，

有时具几个小齿3侧缘到基据角的距离较小3侧压肌脊发达， 5-7 条。

辑部略短，有横生长纹。销下有纵肋直到基底3 肋下端两侧为圆齿状。基底薄，有从

中央放射的沟。

莲、

图 26 玲珑藤壶 Balanus ciliatus Hoek 

1.上唇; 2. 大领; 3. 小领; 4. 第 2 小领.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肢第 8 节;

7. 第 6 蔓足外肢第 12 节; 8. 交接器。

上唇中央缺刻的每侧具有 3-4 齿，唇的前缘稍直。大领 5 齿，第 1-3 齿尖锐。小额

上下大对刺间有 4-5 个中型刺。第 2 小额上叶较尖，下叶半圆形。触须略成方形，上缘

直，前缘拱。

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1 2 3 4 5 6 
~~~~~~ 

北纬 180、东经 107 0 : 13 6 10 X 14 12 X X X X 24 25 

第 4-6 对蔓足，各节长度大于宽度，前缘有刚毛 3-4 对。

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3基部发达的背突上偶有 1一写根刚毛。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高

北纬 19 030'、东经 107 030': 19.4 mm 8.4 mm 11.3 mm 

北纬 18 0 00'、东经 107 0 00': 8.2 mm 5.4 mm 7.0 mm 

标本采自水深 50-66 米的浅海，底质为泥沙3 常与 Balanus poecilotheca 共同附着于

柳珊珊上，为柳珊珊的共肉所覆盖。采自北纬 19 030'、东经 107 030' 的标本，个体大，壳坚

厚，颜色鲜艳，并有模糊的红色斑点与纵条纹横交3幅部橙色到紫红色，这与采自东海的标

本同色3但后者的背板较宽;而采自北纬 18 0，东经 107。的标本，个体小，壳脆，颜色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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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似大西洋非洲沿岸的 Balan附 fallax Broch (见 Stubbings ， 1967) 。

地理分布 东海、南海(中国近岸)、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水域、印度洋。

23. 海胆藤壶〈新种) Bα缸nus (Solidobalanus) cidaricolαn. sp. (图 27，图版 IX:

1-7) 

正模式标本 C80591-1 ，峰吻径 4.2 mm，侧径 3.2 mm，高 2.3 mm (己绘图)。东海(中国近岸) : 

北纬 29。、东经 126 0 15'，水深 110 米，底质:泥质粗沙，附着于头帕类海胆的棘剌上， 1975. 10.9，采集

者:唐质灿。

副模式标本

C80569-2 ，峰吻径 6.3 mm，侧径 4.1 mm，高 4.1 mm (同正模标本)， C80569-3 ，峰吻径 4.4 mm，伽j

径 3.2 mm，高 2.3 mm (同正模标本)， C80569-4 ，峰吻径 3.8'mm，侧径 2.8 mm，高I. 7mm (同正模标

3 

气、

O.05mm 

O.05rnm 

图 27 海胆藤壶(新科 ) Balanus cidaricola n. sp. 

1 ， 2. 上唇;' 3-5. 大领; 6 ， 7. 小额; 8. 第 2 小顿; 9. 触须; 10. 第 3 蔓足外肢第 6 节:

1 1.第 6 蔓足外胶第 12 节; 12. 交接器。

(丁

() 

G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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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C80569-5 ，峰吻径 3.3 mm，侧径 2.3 mm，高1. 4mm(同正模标本

其他材料 C80569-6 ， 33 个标本(同正模标本)。

任先秋等: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f飞

壳短筒形，常侧扁3 其峰吻长轴与所附着的海胆刺的轴一致。壳板坚厚，白色，有光

泽，基部有时有宽纵肋3 常可看到横生长纹围绕壁板。幅部宽阔3 半透明3 白色或淡灰紫

色3侧缘有齿3顶缘平行于基底或稍凹、略斜。翼部宽阔，白色3顶缘稍拱，惧。缘下部也为齿

状，吻板、侧板顶部内弯，峰板最高。壳口大3菱形或卵圆形，边缘有时略成锯齿状。

盖板内膜白色，开闭缘膜有 2 对小的紫色斑。据板白色3较窄，开闭缘微凸，下半部有

齿，上部有细毛排列;背缘稍凹3 基缘短子背缘，稍凸3 中部向下突出形成一些不规则的钝

齿，和本亚属的其他种显著不同;外面生长脊清楚，无纵沟纹，板面中部略纵凹;内面光滑，

关节脊直、长而低;关节沟窄，沿背缘的生长脊之间的凹处有紫色斑;无闭壳肌脊;闭壳肌

窝浅，压肌窝小而深，向基缘开放。背板较宽阔，长为宽的1.5 倍，据缘和峰缘稍凸，基缘深

凹，顶端钝，有密的细毛3生长脊不清楚3无中央沟，内面关节脊低而长3关节沟浅;ßê短3末

端钝圆，基缘渐斜与距的侧缘间逐渐过渡，其侧缘至基桶角的距离很短，但成角3压肌脊发

达，下突出于基缘外3共 5-6 条。

辑部较短3黯下近基底有强纵肋。

基底厚而坚固，无管道，有从中央放射的浅沟。

上唇中央缺刻稍深，两侧各有 3 齿(偶有 2 或 4 齿〉。大顿有 4 个大齿3 第 2-3 齿常

分叉，第 5 齿很小，或完全与下角愈合3下角有 2 个尖刺，其下缘的刚毛 1-2 根呈柿齿状。

小顿在上大对刺之下有明显的小缺刻，切缘下部略斜，上下大对剌间有 4 个中型刺;下角

有一组细刺。第 2 小顿上叶卵圆，下叶半圆。触须卵圆形3上缘稍凹，覆以多齿刚毛。

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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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蔓足外肢约为内肢长度的 2 倍。第 3 蔓足外肢略长，各节几乎成方形3节前缘末角有

鳞状排列的短刚毛。第 4-6 蔓足各节长大于宽，前缘有刚毛 4-5 对。

交接器细长，约为第 6 蔓足长度的 2 倍，有分散的细长刚毛，末端有丛毛，基部有发达

的背突3覆以细密的刚毛。

标本附着于头帕类海胆 Goniocida仇 biserialis (Döderlein) 的棘刺上。

讨论 迄今巳知 Solidobalanus 亚属共包括 20 个种和亚种，但壳板白色、幅部宽阔、

顶缘几乎平行于基底的除本种外3仅有 Balanus astacophilus Barnard (1 926) , Balanus echi

noplacis Stubbings (1 936) 和 Balanus maldivensis Borradaile (1 903) 三种。 B. astacophilus 

背板的距宽而短，上唇的齿很多3与本新种不同 ; B. echinoplacis 壁板无生长纹3据板基缘

稍凹3无齿突3开闭缘无毛3背板据缘直，距宽而短、平截3大顿下角刺不明显，交接器无背

突，这些特征也易与本新种区别; B. maldivensis 的壳形和盖板结构与本种极为相似，但有

以下主要区别:

23 25 19 22 9 9 8 13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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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lditJensis Borradile B. cidaricola sp. nov 

壁板 外缘面平有行不于规基则底纵。肋、瘤结，幅部沟纹不清楚，顶 一般稍无纵、略肋斜，横沟纹清楚，幅部顶缘平行于基底
或凹

裙板 板中凸无，背毛缘。与基缘等长，基缘光滑无压肌窝，
开闭缘

板田中凹，基开闭缘缘短有于密背毛缘排，有列突。出的钝齿，压肌
窝小而深，开

背板 中央沟明显。 无中央沟

口器 小额切缘直，缺刻无或很小。 小额切缘有明显小缺刻，切缘下部稍突出。

交接器 无背突 背突发达，有细短毛覆盖。

地理分布 东海(中国近岸)。

刺藤壶亚属 Subgenus Armatobαlanu8 Hoek, 1913 

.A r饥ato.Balanus Hoek, 1913, p. 159 . 

.Armatobalanús Hoek. Pilsbry, 1916, p. 226; Nilsson-Cantell, 1921, p. 337; Zullo, 1963, p. 587. 

个体较小，基底石灰质，壁板坚实，无管道，幅部无管，有横隔片;据板有长的关节脊，

闭壳肌脊适中或发育不全，无侧压肌脊;背板外面无中央沟3 距短而宽，占基缘宽度的

1/3-1/2;第 4 蔓足节前缘有弯齿。

种的检索表

1.壳圆锥形，纵肋与生长线相交成小珠状;据板无闭壳肌脊;基底平或凹，埋子附着的珊珊中......蒜形藤壶 B. allium 
2. 壳陡圆锥形，有强而钝的纵肋，檐极有不明显的闭壳肌脊，基底平....................................…葱头藤壶 B. cepa 

24. 蒜、形藤壶 Balanu8 (Armatobalanω〉 αllium Darwin, 1854 (图 28，图版 IX: 8一

Bala冉U8 a1l1l如饥 Darwi丑， 1854, p. 281 , pI. 7, figs. 7a-7d; Pilsbry, 1916, p. 228; Bro巳h， 1922, p. 325; 
Utinomi. 1949a, p. 30; fig. 3; 1962, 1>. 217; Utillomi & Kikuehi, 1966, p. 6. 

Bala姐姐s arc也at.但s Hoek, 1913, p. 210, pl. 21, figs. 4一-14; Pilsbry, 1916, p. 228; Nilsson-Cantell, 
1921, p. 337, fig;. 72b; 1938, p. 52; Bro巳h， 1931, p. 78 . 

.Aðasta 仰。dreporicola Broeh, 1922, p. 333, figs. 69-70.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新村、崖县鹿迫头、西沙群岛金银岛。

壳圆锥形，白色到淡粉紫色，壳板外表有纵肋，能延伸到裸露的基底，纵肋与横生长纹

相交，被分割成小珠状。外常被薄层珊珊覆盖。幅部较宽，白色或淡粉紫色，顶缘平行于

基底，有较粗糙的横隔片。翼部薄而宽阔。峰侧板很窄，仅成单肋状。个别标本外表被腐

蚀，光滑，壳口呈卵圆形而不成锯齿。

盖板内膜为淡紫红色，开闭缘膜白色，下面有一圈较深色的环纹。据板板面稍凹，白

色，被淡黄色外膜覆盖，生长脊呈珠状，有睫状毛，背缘稍拱，上部常被腐蚀3 顶端淡粉紫

色;内面关节脊突出，光滑，拱形，伸出背缘，几乎占据整个背缘的长度，无闭壳肌脊，但闭

壳肌窝和压肌窝清楚。背板薄而易碎，据缘凹，顶端淡粉紫色，成曝状;外表平坦，覆盖淡

黄色外膜3在较低的生长脊处，也有睫状细毛排列，无中央沟;内面白色3关节脊低，关节沟

宽而浅3距宽而短，接近据缘，其宽度约为长度的 4 倍3 为基缘宽度的 1/2，末端斜截与基

缘平行，压肌脊很弱 3-4 条。

壁板坚实，辅部长于壁板的上半，粉紫色，有明显的横生长线，翰的基缘悬垂下延，与

外壁间形成一凹穴3黯以下有较扁的强纵肋，与基底结合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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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坚硬，为石灰质3部分包埋在珊珊内，从中央向周围有放射状低肋，偶有小营。

上唇中央缺刻每侧一般有 3 尖齿。大顿当齿，第 1-3 齿尖锐。小顿切缘较直，上下

大刺之间有 5-7 个中型刺。

1 

蔓足分支的节数如下:

3 4 雪 6
,.._.A--." ,.._.A--." ,.._.A--." ,.._.A--." 

西沙群岛金银岛: 11 9 19 21 21 22 23 23 

崖县鹿JJm头: 11 11 20 X X X X X 

扩Y

1nv 
图 28 蒜、形藤壶 Balanus allium Darwin 

1 ， 2. 上唇; 3-5. 大额; 6 ， 7. 小额， 8. 第 2 小额; 9. 触须; 10 , 1 1.第 3 蔓足外胶第 5-6 节

〈分别为西沙金银岛和崖县鹿迎头标本); 12. 第 4 蔓足外肢第 10 节; 13. 第 4 蔓足外肢第 9-10 节;

14. 第 6 蔓足外肢第 12 节; 15. 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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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蔓足的外肢稍长3除末端和基节外3每节的前侧面都有钩状小齿3最前一排最大，

从中部向始末两端大小依次递减，中部以末的齿，常向末端弯，成一直排;其外侧面的齿小

而分散。第 4 蔓足两支长度几乎相等，外肢除末端几节外，每节的前缘外侧面都有下弯的

齿，后缘另有分散的小齿3 节前缘有刚毛 4-5 对。第 5、 6 蔓足中部节前缘有 3-5 对刚

毛。

交接器等于或超过第 6 蔓足的长度，基部有发达的背突。

最大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惧。径 斗
且
同西沙群岛金银岛: 6.7 mm 5.3 mm 3.4 mm 

海南岛崖县: 10 .5 mm 8.4 mm 4.6 mm 

海南岛新村: 11.0 mm 8.7 mm 5.0 mm 

标本采自南海〈中国近岸〉潮间带的珊珊礁3 西沙群岛金银岛的 2 个标本附着在死珊

珊碎块上;采自海南岛崖县和新村的分别为 8 和 2 个生活标本，附着于石芝珊珊上，表面

常覆以薄层珊珊3本种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的标本与 Darwin (1 854) 的描述基本一致3 其背板顶端相当尖而

弯3明显呈曝状，据缘凹3又颇似 B. arcuatus Hoek (1913)。看来 B. allium 的壳板、特别

是盖板，形状变异较大，因此我们同意将 B. arcuatus Hoek (1 913) 作为 B. allium 的同

物异名。

B. allium 与它的亲缘种 B. cepa Darwin 很相似。但它的伞体较大，纵肋呈小珠状，

幅部稍宽，侧缘齿较粗糙，据板无闭壳肌脊，背板峰缘凹，顶端明显成嚎;距宽为长的 4 倍 c 

并平行于基缘3而且第 4 蔓足的基节无明显大齿3第 4-6 蔓足每节前缘刚毛多于 3 对川、

顿有较大的缺刻3这些特征与 B. cepa Darwin 有显著区别。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水域、澳大利亚、印度洋。

25. 葱头藤壶 Bα缸nus (Armatobalanus) cepαDarwin ， 1854 (图版 IX: 16-21) 

BalO/l1JU8 cepa Darwi丑， 1854, p. 283, fig. 8a-8c; Pilsb l'Y, 1916, p. 228; Broch, 1931, p. 79, fig. 71; 

Nilsson-CanteIl, 1932c, p. 6, fig. 1; 1938, p. 52, fig. 17, p l. 2, fig. 2; Utinomi, 1949a, p. 
29; 1962, p. 217;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6. 

Ba.la.倪U8 terebrαtus Darwi丑， BorradaiIe, 1903, p. 442; Annalldale, 1906, p. 148. 
Balanu8 allium Darwin. An丑缸ldale， 1906, p. 148. 
Balanu8 fujfyama Annandale, 1924. p. 62, p l. 12, figs. 1-3; Hiro, 1936, p. 625, figs. 3-4. 

。

标本采集地 南海(中国近岸);北纬 21 0 50' ，东经 109 0 ， (水深 21 米〉。

壳陡圆锥形，有强的纵肋，上部粉紫色3 下部白色。壁板无管;内面辑部粉紫色，有横

生长纹，鞠下有纵肋。幅部窄，白色，顶缘稍斜，侧缘基部有清楚的横隔片。翼部薄，顶缘

斜。壳口小，呈卵圆形。基底平坦，有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沟或管。

据板白色3较厚， 7~面生长脊清楚，常覆盖一层j炎黄色外膜，沿生长线处有细短毛。内

面关节脊不很突出3长而拱;关节沟窄而浅，闭壳肌窝有界限3 有不清楚的闭壳肌脊，侧压

肌窝较深。背板白色，薄而易碎，外面生长脊不很清楚p有浅的中央沟;顶端尖，弯勾形;内

面关节脊低，关节沟宽而浅，无侧压肌脊:距短而宽，其长度约为基缘宽度的 1/2，侧缘至

基捕角间距离很短，末端斜而钝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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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软体部分巳损坏。

测量最大的标本:

任先秋等: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峰吻径

5.7mm 

5.7mm 

侧径

5.2mm 

4.7mm 

高

2.9mm 

4-.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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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个干标本采自水下 21 米3与石珊珊 Dendrophyllia robωta (Bourne) 一起附着于

贝壳上。

本种以壳壁陡圆锥形3 有强纵肋，壳口小3 据板无闭壳肌脊和基底平坦有管等特征区

别于 Balanus allium 。

讨论 Darwin (1854) 描述 Bal印刷 cepa 的"据板生长脊成圆齿状'气有纵沟纹)，

而我们的标本据板生长脊无纵沟纹3且覆以淡黄色外皮3沿生长脊有细短毛;其外形、盖板

基本与 Annandale (1 924) , Hiro (1936) 对 Balanus fujiyama 的描述和图相符。 Nilsson

Cantell (1938) 比较了 Balanus fujiyama Annandale 的模式标本和同一地点采集的 Balanus

cepa Darwin，指出两者的据板外面都有纵沟纹，他认为据板纵沟纹的有无，对区别种的意

义不大;虽然 Hiro (1 936) 在他的 Balanω fujiyama 标本中未见有这种纵沟纹3他仍认为

两者为同一种。因此3将后者作为 Balan削 cepa 的同物异名。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日本、菲律宾群岛、澳大利亚、即度洋。

膜藤壶亚属 Subgenus M旨mbrαnobαIαnus Hoek, 1913 

Membra.略o-Balanu8 Hoek, 1913, p. 159. 
Membranobalanu8 Hoek. Pilsbry, 1916, p. 229; Nilsson-Calltell, 19-21, p. 340. 

壳板薄而易碎3 无管3 结合松散;幅部无横隔片，基底膜质3 吻板舟形3 背板距短而宽

阔;第 4 蔓足在原股和外肢各节的腹末缘有直立的梳状齿列3生活时包埋在海绵中。

26. 长吻藤壶 Bαlanus (Men仇'anobalanus) longirostrum Hoek , 1913 (图 29，图版

IX: 22一27)

Ba.lanu8 (Membr.anobalanω) 1。他giro8tru.饥 Hoek， 1913, p. 205, pl. 20, figs. 8-16; NilssOll-Cantell, 
1921, p. 340, fig. 72c; 1938, p. 54; Sundara Baj, 1927, p. 114, pl. 13, fjgs. 1-6; Broch, 
1931, þ. 85; Utillomi, 1968, p. 176, fig. 7. 

Balanu8 longiro8trum var. 7c?'u8adaien8i8 Dalliel, 1956, p. 26, pl. 7, figs. 3-10. 
Bal栩如8 (]J{'e1nbranobalanu8) bωic也pula Suhaimi, 1966, p. 65, figi~. 1-2. 
Bala饲U8 (Me饥bra.nobalanu8) ro。如切ali Prem-Kumar & Dalliel, 1968, p. 147, figs. 1-15"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海南岛新村。

本种埋栖于玻璃海绵中，具有很长的吻板和膜质基底。

壳为侧扁的陡圆锥形3 白色，上部淡灰色3 覆盖一层薄的外膜3基底膜质如牛皮纸状。

壁板光滑易碎3易分离3 有细密的横生长纹，在生长纹处外膜上有睫状细毛;吻板特别提3

其长度约为其他壳板长度的 2.5倍，上部宽阔，下半部逐渐变窄，下端钝圆J以小舟，支撑整

个壳体，板中间有一纵沟到末端。侧板宽阔。峰侧板狭窄。峰板呈龙骨突状。幅部狭窄，

无横隔片。翼部窄而薄。壳口较大9呈菱形，口缘不呈齿状。

盖板低于壳口，内膜有紫色斑点，开闭缘膜在峰侧部分为黑绿色。盖的外表覆盖淡黄

色外膜3在生长脊上有睫状细毛排;据板较厚而狭民，板面中间有不明显的两条纵沟3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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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清楚，开闭缘有齿，有自顶端放射的细纵沟纹，但不分割生长脊;板的内面白色，关节脊

稍突出，占背缘之半，关节沟窄而浅，闭壳肌脊仅为模迹，闭壳肌窝大，侧压肌窝深，闭壳肌

脊向下延伸为压肌窝的界限。背板薄而宽阔，外面平坦，顶端尖，但不呈曝状，生长脊低，

无明显的中央沟。内面白色，关节脊低，关节沟宽阔，距宽而短，约为基缘宽度的 1/2，与

基据角距离很近3压肌脊模糊。

4 

图 29 长吻藤壶 Balanus longirostrum Hoek 

1.上唇: 2. 大顿; 3. 小颖: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3 蔓足外胶第 9-10 节;

7. 第 4 蔓足: 8. 第 6 蔓足外胶第 24 节: 9. 交接器。

壁板无管，黯部很长，有清楚的横生长纹，辅下肋不明显，其基缘与膜质基底相接。

上唇中央缺刻每侧有 3 个尖齿。大顿有 5 个齿，第罗齿上有几个附加小齿，下角为 3

尖齿状。小顿切缘较直，上下大对刺之间有 6-7 个刺3与上下对刺大小差别不大，下角有

一丛细短刺。触须延长，末端上翘，上缘稍凹。

蔓足分支的节数如下:

,.....J'--. ,.....J'--. ,.....J'--. ，-.A-、，.....J'--. ,.....J'--. 

26 9 15 12 19 X 22 25 42 47 46 x 
第 3 蔓足除基部第 1 节和末端 3 节外，各节的前侧面末端有一列小齿。第 4 蔓足外肢为

内肢长的 3/4，蔓足原肢两节前外侧末缘有一排发达的梳状齿，蔓足的外肢各节前侧末端

有一排强壮的小齿，末端 2-3 节则无此小齿，内肢第 7-18 节同样位置上有 1-2 小齿。

第 5 蔓足外肢第 9-20 节有同第 4 蔓足内肢同样的齿，第 4-6 蔓足中部各节前缘有刚毛

3-4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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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基部无背突。

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直径 侧径 吻板长 峰板高 侧板高

6.3mm 4.7mm 14.5 mm 6.0mm 5 .5 mm 

7.0mm 4.9mm 14.4 mm 5.0mm 5.2mm 

标本采自潮间带，像 Acasta 一样埋栖于海绵中，共 2 个生活标本。为我国的首次记

录。

现有标本与 Hoek (1 913) 原始描述相比，吻板下部较窄而长，据板较窄，闭壳肌窝

和侧压肌窝很清楚。 就吻板形状，盖的雕凿等特征3 很似 B. roonwali Prem-Kumar and 

Daniel (1 968)0 Utinomi (1 969) 认为本种壁板的外部形状，盖板雕刻及口器的详细部分

都有较大的变异。本种吻板狭长，为其他壳板长度的 2-2.5 倍，中间有纵沟;幅部存在而

狭窄，口缘不呈锯齿状，据板较狭3 且外表有 2 个纵凹i纵沟纹不分割生长脊3 距为基缘宽

度的 1/2，第 4 蔓足有较多直立齿，这些特征易与即度马来水域的亲缘种 BalanωC仰ez

formis Hiro (1 936) 相区别。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菲律宾、马来群岛、孟加拉湾。

舟藤壶亚属 Subgep.us ConopeαSay， 1822 

Conopes Say, 1822, Jour. of the Acad. Nat. Sci. Philad, vol. 2, p. 323; Pi]sbl'y, 1916, p. 234. 
Balanu8 Se巳tion B, Dal'wi丑， 1854, p. 216. 
Patell.a_Balanu8 Hoek, 1913, p. 160. 

壁板和基底有时有管， 1圄部无管。壳在峰吻长轴上延长3 基底船形或低圆锥形，幅部

发达，附着于柳珊湖或海藻茎上。

种的检索表

1.幅部窄，完全被相邻壳板延伸部分覆盖...........................…...............中华藤壶(新种) B. sinensis sp. nov. 

E 幅部宽，外露

2. 壳板外表有小刺................................…..........................…..............舟形藤壶 B. na1Jicula Darwin 

2: 壳板外表无小刺

3. 壳白色，有很多纵的或不规则的沟，檐板有纵沟纹，背板E巨宽而平截，无小齿.........

......沟纹藤壶〈新种) B. canaliculatus sp. nov. 

3: 壳粉红色或紫红色、光滑，檐板外表无纵沟纹

4. 峰吻轴延长成角突，壳呈梭形，背板顶端不成碌，RI'!宽而钝，宋端无小齿"……...

..........梭形藤壶 B. cymbiformis Darwin 

4: 峰吻轴延长不成尖角，背板顶端成碌，距较窄，末端有突出的小齿......陀螺藤壶 B. calceolus Darwin 

27. 陀螺藤壶 Bαlanu8 (Conopea) cαlceolus Darwin, 1854 (图 30，图版 X: 1-5) 

Balan118 CαIceolu8 'kera.tophyto involutu8 ElIi目， 1758, PhiJ. Tl'an日， vol. 50, Tab. 34，但g.19.
Balanu8 'calceol1l8 Ellis, Darwin, 1854, p. 218, pl. 3, figs. 3a-3e; Weltner, 1897, p. 262; Gruvel, 1905, 

p. 221; Hoek, 1913, p. 221, pl. 22, figs. 19-25. 
Balanu8 calceolu8 I)arwi丑. Pibbry, 1916, P. 238; Broch, 1922, p. 325; 1931, p. 85; Nilsson-C创ltell，

1928, p. 34; 1938, p. 55; 丑iro， 1937乱， p. 443 , figs. 27-28; Utinomi, 1949a, p. 23; 1958, p. 
296; 1959, p. 430; 1962, p. 218;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6; Stubbings, 1963b, B. 36; 1964b, 
p. 343; 1967, p. 290. 

B.ala饵U8 (00鸭opea) cf. calceolu8 Darwi且， Utinomi, 1969,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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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地 黄海北部北纬 37。、东经 122 0 48' (水深 29 米)，胶州湾3 广东省海门、龟灵岛、海南

岛，广西壮族自治区泪洲岛、北部湾。

本种是附着于柳珊珊上的小型藤壶。壳壁峰吻轴延长，有杯状石灰质基底。

壳峰吻轴延长，椭圆杯形的基底成凹槽包围所附着的柳珊珊。侧板宽阔，为峰侧板宽

度的 3-4 倍;壳表光滑，常有褐色角质外膜，但顶端的膜易脱落，能看出横的生长纹。壳

壁为粉红色，吻板特别色淡，为白色 3峰板、峰侧板及侧板的峰侧呈紫红色，有时呈纵条纹，

有时全为紫红色，有白色细纵条纹，但板的顶端为白色。幅部无管，]员缘平行于基底，有横

隔片，侧缘有小齿。峰侧板幅部有淡紫红色横纹，其余常全为雪白色。翼部白色，薄而窄，

顶缘斜。壳。口较小，卵圆形3不呈齿状。

盖板有一层j炎黄色的外膜覆盖，内膜为白色。据板白色，有清楚的生长脊3 开闭缘有

齿，基缘呈弓形外凸。内面关节脊强，下端斜截3 其长度超过背缘之半，关节沟深而窄，无

闭壳肌脊;闭壳肌窝宽阔而深，压肌窝大而深。背板白色，宽阔，顶端成曝状，峰缘稍拱3橱

缘稍凹3生长脊清楚，中央沟凹而宽;内面闭壳肌脊低，关节沟宽而浅，顶端常有低的纵肋，

侧压肌脊模糊 2-3 条 ;gÉ!宽而短，末端钝圆或方形3有几个低肋突出于下缘处，成小齿，最

多的达 7 个， g巨的宽度相当于基缘宽的一半左右，到基据角的距离很小。

壁板内有管道3辑部较长，无清楚的横生长纹3辅以下的部分短，近基底有低肋。

基底有环形生长纹，峰半淡粉红色，也常有深色的纵条纹。吻半白色，内部有放射的

纵管道，内面较平坦。

阿有三气}

二

O.lmm 

ν~7飞\

图 30 陀螺藤壶 Balanus calceolus DarwÎn 

1.上唇; 2. 大领; 3. 小顿; 4. 第 2 小额; 5. 触须:
6. 第 6 蔓足外肢第 13 节; 7. 交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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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唇中央缺刻较浅，两侧各有 3 齿。大顿有 5 齿。小颗切缘较长，上下大对刺间有 3

个中型刺。

蔓足两分支的节数如下:

123 4 5 6 
，..--J>--.户..A--、，..--J>--. ,..--J>--. ，...-A-、，...-A-、

北纬 37 0 00'，东经 122 048': 14 11 12 10 11 10 21 21 26 27 27 26 

第 3 蔓足节前侧未见小齿。后面三对蔓足分肢长度几乎相等，中部节前缘有刚毛 3 对。

交接器较短3背突发达。

最大的标本测量如下:

峰吻径 侧径 峰板高 峰板顶到基底末端长

北纬 37 0 00'，东经 122 048': 10.5 mm 7.6 mm 4.8 mm 8.0 mm 

胶州湾: 9.1 mm 4.7 mm 3.9 mm 6.1 mm 

海「丁: 10.6 mm 7.7 mm 7.5 mm 12.6 mm 

黄海标本采自潮下带水深 29 米处，附着于柳珊珊;海门的标本外壳被厚的海绵包围，

或被生活的柳珊珊共肉覆盖，常与 B. navicula 共同附着。本种在我国为首次记录。

Balanus calceolus Darwin 壳板坚实，有紫红色条纹3 据板外面无纵沟纹，背板顶端成

-、嗦3距钝圆3且末端具突出小齿等特征区别于 Conopea 亚属的其他种。

El1is (1 758) 发表本种时使用的种名为 Balanus calceolus keratophyto involutus Ellis , 

Darwin (1854) 的专著中首次改为 Balanus calceolus Ellis, Pilsbry (1916 , p. 238) 指出

本种实际上是 Darwin 首次以双名制命名报告的3因此著者名应归于 Darwin。

地理分布 黄海至南海(中国近岸)、日本、马来群岛水域、澳大利亚、即度洋、地中海、非洲西

部。

28. 梭形藤壶 Bαlanus (Conopea) cymbiformis Darwin, 1854 (图 31 ，因版 X:

6-14) 

Balanus cy刑bif01"刑is DaTwin, 1854, p. 221, p l. 3, fig. 5a-b; Broch, 1931, p. 邸， fig. 29; Stubbing日，

1936, p. 48; Nilss@.Cantell, 1938, p. 55, fig. 18, p l. 2, fig. 3; Utinomi, 1962, p. 219, fig. 2;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6; 董掌茂，翁芷芬， 1965, p. 127. 

Balanus pro俨ipiens Hoek, 1913, p. 228, p l. 13, fig. 17-21, p l. 14, fig. 1-3; Nilsson-Cantell, p. 

331, fig. 70c-d; Broch, 1922, p. 326, fig. 63. 
Pyrgoma. Jedani Hoek, 1913, p. 262, p l. 27, fig. 3-8 (after Nilsson-1938, p. 62). 

标本采集地 广东省大亚湾，北部湾。

壳圆锥形，壁板和基底沿峰吻轴延长，两端形成角突，有时游离，整个外壳呈梭形，被柳

珊珊的共肉和黄褐色的角质外膜覆盖。壳表面光滑3 白、粉红到淡紫色，有不明显的淡紫

色或紫红色纵条纹，条纹之间常有白色长梭形斑点。吻板色淡，表面常有粗糙结节突起。

峰板色较深。幅部较窄3 白色到粉红色3有白色横条纹，顶缘平行于壁板基缘3侧缘形成锯
齿。翼部白色3薄而窄，顶缘斜。壳板无管道，内面韬部超过壁板上半部3销下有纵肋。基

底舟形，淡黄色、白色到粉红色，有放射的纵肋(有时不明显λ往往以纵沟槽包围它附着的

柳珊珊。

据板窄三角形3 白色3较厚3外面生长脊不很突出，开闭缘有齿:内面白色，背缘直，关
节脊直而低3超过背缘之半，下端无闭壳肌脊，有闭壳肌窝和侧压肌窝。背板白色，宽阔而

薄3顶端不成曝状，峰缘和据缘之间的夹角稍小于 90 0，外面生长脊不清楚，中央沟浅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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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面白色，关节脊接近据缘，关节沟窄而浅; R巨宽阔3 末端钝圆，其宽度约为基缘宽度的

1/2，侧压肌脊 5-7 条。

北部湾的干制标本软体部分损坏。大亚湾的标本软体部分结构如下:

户引巧寸

O.lmm O.lmm 

图 31 梭形藤壶 Balan阳 cymbiformis Darwin 

1.上唇; 2 ， 3. 大领; 4. 小额; 5. 第 2 小顿; 6. 触须; 7. 第 3 蔓足外肢第 6 节:

8. 第 6 蔓足外肢第 11 节. 9. 交接器。

上唇中央缺刻两侧各有 2-3 齿。大顿当齿。小额切缘较直3上下大对刺间有 5 个中

型刺。

蔓足分支节数如下:

12345 6 
r-^--. r-^--. r-^--. r-^--. r-^--. r-^--. 

14 10 13 6 13 10 17 18 X 20 21 19 

第 3 蔓足外肢稍长3各节的宽度大于长度，相当于宽度的 2 倍3前缘有刚毛 3-4 对。

交接器稍长于第 6 蔓足，无背突。

标本采自水深 10-50 米的浅海，常与 Balanus poecilotheca 或 Balanus navicula 一起

附着于柳珊珊。

最大标本的测量:

峰吻径

大亚湾: 21.7 mm 

北部湾: 10 .5 mm 

侧径

8.1 mm 

4.4mm 

~~ 

冗品

5.1 mm 

3.9mm 

整体高

10.6 mm 

6.3mm 

长轴

25.7 mm 

10.5 mm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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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壳体呈舟状3背板不成曝， Rë无齿等特征，易于区别于 Balanus calceolus Darwin。

讨论 本种的壳形随个体大小或附着的;j:gp珊湖枝的粗细及形状而有较大的变异。

大亚湾的标本〈图版 X: 6-7) 个体较大3 色深，基底整个包被在不分叉的柳珊珊枝上，伸

长的吻板和基底形成长轴，峰板下部不特别延长3 基底延长部分突出于峰板之外3 很像

Nilsson-Cantell (1 938 , p1. 2, fig. 3) 报告的丹老群岛的标本;而北部湾的许多标本〈图版

X: 吟，峰板显著拱3 吻板和峰板与相应的基底都延长成长轴，基底仅中部包被子所附着

分叉的柳珊珊枝上3故使向两端延伸的角突游离3与 Hoek (1 913) 及 Utinomi (1962) 的

图相符。 Broch (1 931 , p. 86) 指出 Bala仰nu附s c叮ymbμ叼i吁forn仇 Da阿m 形态变异较大3而 Ba仇lan仰u

p伊rorip.μ'len创s Hoek 的特征在 B. cηymbi仰i仔fμormls 变异范围之内，应为其同物异名。 Nilsson-Cantell

(1 938 , p. 55) 也将 B. pr01年iens Hoek 列为 B. cymbiformis Darwin 的同物异名。因此，

我们的标本确定为 Balanus cymbiformis Darwino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水域、斐济群岛、印度洋。

29. 中华藤壶〈新种)Bαlanus (Conopea) sinensis n. 早〈图 32，图版 X: 15-21) 

正模式据本 C80133-1 ，峰吻径 9.9 mm，侧径 6.5 mm，峰板高 7.0 mm，峰板顶到基底末端民

12.8mm，采自广东三门岛、附着于角珊珊 (Antipathes sp.) 上， 1956.2.15，采集者:刘瑞玉。

副模式标本 C80133-2 ，峰吻径 10.4 mm，侧径 7.0 mm，峰板高 6.8 mm，峰板顶到基底末端 12.8

mm (同正.模式标本); C80133-3 ，峰吻径 10.6 mm，侧径 7.5 mm，峰板高 8.4 mm，峰板顶到基底末端

12.5mm(同正摸标本); C80 133-4 ，峰吻径 9.5 mm，侧径 7.0 mm，峰板高 7.4 mm，峰板顶到基底末端

10.0 mm (同正模标本)。

其他材料:

1. C80133-5 ，除正副模标本外另有 8 个生活标本， 4 个空壳。

2. C80565 ，福建东山， 1954 ， 3 小小标本取自干制角珊珊上，没有软体部分。

壳陡圆锥形3 侧扁，峰板和吻板与相应的杯状基底沿峰吻轴延长成龙骨状3 顶面观卵

圆形。整个壳和基底被厚的多刺黄褐色角珊珊外皮较牢固地覆盖。去掉外皮，壳板呈紫

灰色，顶端稍淡3表面有细小粒突使板面粗糙，有许多纵列白色三角形小斑点，自顶端放射

排列，偶有白色纵条纹相间，壳表非常精致美观。壳板坚厚，峰板高而陡，吻板低而斜，侧

板宽阔，峰侧板狭窄，仅为侧板宽度的 1/4; 壳口较小3 卵圆形3 边缘不呈锯齿状。壁板的

幅部窄，伸入邻板内，完全被邻板外壁突出延伸的部分所覆盖，两壁板突出部分几乎接触，

中间成缝〈图 32: 1 ，图版 X: 17)。板面半透明、深紫灰色3 中间缝色谈。幅部下半淡紫灰

色，狭窄3顶缘平行于基底，较粗的横隔片完全达到侧缘，明显成齿状。翼部狭窄而薄，白

色3顶缘斜。

盖板内膜为粉紫色。据板较窄而厚3 呈晶莹的紫灰色3 板面中间稍凹，有清楚的生长

脊3 开闭缘有齿;内面关节脊较低，厚而长，几乎占整个背缘长度，末端平截，关节沟窄而

深，无闭壳肌脊，闭壳肌窝深而大，侧压肌窝小而深p 向基缘开放p 使基缘形成一小缺刻。

背板宽阔，薄而平坦，白色3下部淡紫色，有细密的生长脊，峰缘稍拱，据缘直或稍凹，两缘

交角小子 90 0 ; 无明显的中央沟;内面关节脊较低3 关节沟窄而浅，侧压肌脊明显， 5-6

条 ;R巨短而宽阔3末端斜截3其宽度约为基缘宽度的 2/3，长度仅为本身宽度的 1/2 或不到

1/2。壁板坚实3无管道3辅部约占壁板上部的 2/3，有横生长纹3鞠下有强纵肋3与基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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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处呈齿状。

基底杯形，侧扁，深灰紫色，常有小的白色斑点，生长环纹清楚，以凹槽包围角珊珊茎，

有的个体基底完全包埋支持茎:有的个体彼此相互附着，舟形不甚明显。内面平坦，但与

壁板的接合处常有很低的短肋。在幼小个体中3有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管道，但在成体中

不易看到。

1 

4γh 

J 

\β 
图 32 中华藤壶(新种 ) Balanus sinensis n. sp. 

1.峰板、峰侧板、侧板的横切面示意图; 2. 上唇; 3. 大额; 4. 小额; 5. 第 2 小额; 6. 触须:

7. 第 3 蔓足外肢第 4 节; 8. 第 6 蔓足内胶第 12 节; 9. 交接器。

上唇在中央缺刻的两侧各有 2-3 尖齿，齿间有细毛。大顿有 4 个明显的齿，第 1 、 2

齿尖锐3第 2 齿分叉，第 3-4 齿近下角，有小的附属齿3下角小锯齿状。第 1 小顿切缘直3

上下大对刺之间约有 6 个中型刺3 其下角有一丛细短刺。第 2 小顿上叶钝尖，下叶半圆，

由刚毛覆盖。触须卵圆形，上缘较平，前侧缘有一排刚毛。

蔓足分支节数如下:

123 4 5 6 
~产~ ，_..A-、~ r-'、..... r-^-气

19 9 .9 9 9 9 18 16 17 18 X 22 

第 1 蔓足外肢为内肢长度的 2 倍，第 2 蔓足外肢稍长。第 3 蔓足两肢几乎等长，每节的前

侧面有直立的小齿。第 4 蔓足外肢稍长，两肢的前侧面都分散有小齿。第 5、 6 蔓足两分

支长度几乎相等3第 4-6 蔓足每节前缘有 3 对刚毛。

C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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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器长于第 6 蔓足，分散有细毛3背突较小3其上有几根短细毛。

讨论 新种壁板内部和幅部无管，基底有或无管道，壳在峰吻轴上延长，基底舟形

或低圆锥形3 附着于角珊珊等特征，无疑属于 Conopea 亚属。壳表的颜色和花纹，特别

是较窄的幅部被相邻壁板的延伸部分完全覆盖，是区别于本亚属中任何其他种的显著特

征。本新种桶板、背板的形状，口器及蔓足的结构，甚至外形等与 Balanus_ Scandens Pilsbry 

(1916) 和 Balanus granulatus Hiro (1 937) 很近似，它们的主要区别如下:

I~æ;… 
B. grallulat t<S Hiro B. sillt!mis ll. sp. 

外 壳 表面，下光部滑自，淡紫色，有白色纵条 粗糙，白色，有小颗粒。 粗糙列，白有的色细三纵粒角条突形纹起白。，色淡斑紫，灰偶色有，有纹，色。 成纵 相
间的白色纵纹

幅部 狭窄，白色。正常外露，不被相邻 很宽阔，白色。正常外露，不被相 幅部窄，淡而紫低色陷。，完全被相邻壁板
壁板覆盖 邻壁板覆盖。 覆盖

基底 白色，不包围支持茎。 白色，包围支持茎。 灰紫色全包或不包围支持茎。

交接器 无背突 |有背突 有背突。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

30. 沟纹藤壶〈新种) Bαlanus (Conopea) cαnaliculatus n. sp. (图 33 ，图版 XI:

1-7) 

正模式标本 C80556-1 ，峰吻径 7.0 mm，侧径 4.4 mm，壳高 5.3 mm，整体高 6.8 mm。采自南

海(中国近岸)，附着于柳珊湖上，干制标本，采集日期和采集者不详。

副模式标本 C80566-2，峰吻径 7.8 mm，侧径 4.8 mm，壳高 7.0 mm，整体高 9.7 mm (同正模标

本); C80566寸，峰吻径 6.7 mm，侧径 4.3 mm，壳高 6.4 mm，整体高 7.5 mm (同正模标本); C80566-4 , 

峰吻径 5.6 mm，侧径 5.1 mm，壳高 5.4 mm，整体高 8.5 mm (同正模标本); C80566-5 ，峰吻径 6.2 mm , 

侧径 4.3 mm，壳高 4.9 mm，整体高 7.7 mm , (同正模标本)。

其他材料: C80566-6 同正副模式标本另有 18 个干制标本。

壳圆锥形、侧扁，峰吻轴延长，壁板无管道。基底杯状3不规则卵圆形，无管道，以浅沟

附着于柳珊珊 (Gorgonacea) 上，峰板高3 吻板低，白色或淡黄色3柳珊珊骨髓完全牢固地

覆盖，整个外壳壁板和基底的近边缘部分有许多纵沟，一般向上纵行到顶端，沟的排列有

时不太规则，甚至有的横向排列〈特别在吻板和峰板上部较为明显〉。除去柳珊珊的这层

骨髓后，壳表白色，偶而可看到淡黄色外膜覆盖，内部的纵肋可见。壳板彼此结合松散，

很易分离3特别在壁板的下部两侧与邻板之间有明显的狭孔隙(图 33)。壁板的基缘都呈

弧形。 壁板内面的鞠占板上部 1/2，吻板的翰'内偶有几个空泡室3 销以下有细密的低纵

肋。幅部较宽阔，顶缘斜，白色3侧缘下部有清楚的齿和不明显的横隔片。翼部白色，薄而

窄，顶缘斜。基底白色3 内面有从中央向周围放射的不明显的低肋3在外表面可见;外表面

有放射的沟。壳口为六角形。

据板较厚、白色，生长脊显著，有从顶端放射的纵沟纹，但不分割生长脊。内面关节脊

较低而直，末端斜截，占背缘长度的 1/2 左右3 关节沟窄而浅，无闭壳肌脊，有浅的闭壳肌

窝和侧压肌窝。背板薄而宽阔、白色，顶端成曝3据缘深凹3有中央沟，生长脊清楚;内面关

节脊低，关节沟浅而宽3无明显的压肌脊，距突宽阔而短，其宽度约为基缘宽的 1/2，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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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长度的 2 倍，至桶基角的距离很小3盖板中央上部常有低的很不清楚的小肋。

因标本干制3软体部分巳损坏。

图 33 沟纹藤壶(新种 ) Balanus canaliculat削 fl. Sp. 

的峰板、峰侧板、侧板基部接合处的狭缝。

讨论 本种基底卵圆3壁板无管，接合松散3特别是壁板基部两侧不相接触，留有窄

孔隙等特点与 Acasta 属的一些种颇为近似。 Acasta 属第 4 蔓足具有短而直立的小刺或弯

钩齿;我们的标本软体部分都已损坏3故无法进行比较。由于 Acasta 属的种壳为圆球形，

峰吻轴不延长，而我们的标本是卵圆形，峰吻轴延长，杯形基底成浅沟附着于柳珊珊3而不

是包埋于海绵中3这些特征无疑说明它为 Conopea 亚属中的成员。

在 Conopea 亚属中 3 巳知共有以下 17 种:

1. Balanus stultus Darwin, 1854 

2. Balanus calceolus Darwin, 1854 

3. Balanus galeatω(Linnaeus) 1771. 

4. Balanus navicula Darwin, 1854 

5. Balanus cymbiformis Darwin, 1854 

(=Balanus proripiens Hoek, 1913) 

6. Balanus investitus Hoek, 1913 

7. Balanus cornutus Hoek, 1913 

8. Balanus scandens Pi1sbry, 1916 

9. Balanus acutus Ni1sson-Cantell, 1921 

10. Balanus dentifer Broch, 1922 

11. Balanus pygmaeus Broch, 1931 

12. Balanus fragilis Broch, 1931 

13. Balanus granulatus Hiro, 1937 

14. Balanus longibas公 Hiro , 1937 

15. Balanus folliculus Hiro, 1937 

16. Balanus merrilli Zullo, 1966 

17. Bàlanus sinensis s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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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种以壳表和基底外面有不规则的纵沟〈沟有时横向或斜向)，各壳板结合松散，特

别是壁板两侧下端有狭缝隙等特征区别于上列任何一种。

本新种外壳白色，壳板和基底无管，捕极有纵沟纹等特征和背板的形状，很似 Balan附

dentifera Broch (1922) 及 Balan创 pygmaeus Broch (1931); 但其峰板顶部无突出齿2幅部

侧缘基部有齿，基底有放射肋等特征与 B. dentifera 不同:其峰侧板下部宽阔(不是非常

狭窄)，各壳板基缘凸，据板放射沟纹清楚等特征易与 B. pygmaeus 相区别。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

31.舟形藤壶 Bαtαnus (Conopea) nαvicula Darwin (图版 XI: 8-13) 

Balanus na恍如la Darwi丑， 1854, p. 221 , pl. 3, fig 6a-6d; Weltner, 1897, p. 262; Hoek, 1913, p. 
223 , p l. 22, fig. 26, pl. 23 , fig. 1-3; Stubbing咽， 1936, p. 48; Nilsson.Cantell, 1938, p. 55; 
Uti且omi， 1962, p. 218, fig. 1; Utinomi, & Kikuchi, 1966, p. 6. 董幸茂，翁芷芬， 1965, p. 127. 

标本采集地 广东汕尾、海门、龟灵岛、海南岛，广西壮族自治区租1m岛，北部湾。

壳窄圆锥形，峰板和吻板略延长3 与椭圆形的杯状基底结合，基底不包埋支持物。个

体表面被柳珊珊的角质褐色外皮及共肉所覆盖，从而使个体固定在柳珊珊上。壁板薄，无

管道，彼此易分离，板面白色到淡蓝紫色，板上部及峰板常着色较深，上翘的白色石灰质尖

齿布满整个板面;峰板高，吻板低，峰侧板很窄s上下部几乎同样宽度。壳口卵圆，成齿状。

壁板内面黯部占上半3 辅下有很低的纵肋。幅部宽阔、白色，有时上端淡紫色，顶缘略斜，

侧缘光滑，在下部偶有模糊的横生长线瘾迹。翼部白色、薄3 顶缘斜。基底白色、无管道，

几乎光滑3有清楚的同心生长纹，有十字交叉的两个浅沟。

据板较厚，生长脊显著，与放射的纵沟相交成罩状突。内面白色，关节脊略突出，末端

困;关节沟较浅，无闭壳肌脊，有浅的闭壳肌窝和侧压肌窝;两者之间的板面微突。背板顶

端成曝3 外表生长脊清楚，有中央沟;内表面雕凿微弱，关节沟浅而窄，无压肌脊，距宽而

短，略小于基缘宽的一半，末端斜截3至基捕角的距离很小。

软体部分全部损坏。

最大标本的测量:

峰吻径 侧径 壳高 整体高

龟灵岛: 7.7mm 5.0mm 5.4 mm 6.3 mm 

海南岛: 7.2mm 4.4 mm 4.4mm 5.8mm 

本种外形很像 Acasta 属中的种，然而它的壳板和基底无管，峰吻轴延长，且常与 B.

calceolus 等一起附着于柳珊珊，仍应属于 Balanus 属的 Conopea 亚属。它以壁板有石灰

质齿突，峰侧板特别狭窄，基底薄而无管，且不包埋支持茎，幅部边缘无齿，据板有纵沟康

等特征区别于本亚属的其他种。

地理分布 南海(中国近岸)、日本、新加坡、马来群岛、亚丁湾、即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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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间接着到该文的有关要点。



190 海洋科学集刊

STUDIES ON CHINESE CIRRIPEDIA (CRUSTACEA). 
I. GENUS BALANUS* 

Ren Xianqiu and J. Y. Liu 

(Institute 01 Oc:eanology, Academia Sin切。)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is the first part of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cirripedian fauna 
of Chinese waters. Th吧 materials based upon were 巳ollected from the coastal zone 
and the shallow waters '()f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China during the years 19切-1976

by the 1n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1n this paper an a巳count of thirty-one species and subspe巳ies belongin'g to seven 

subgenera of the Genus Bα1α;nus is given. Of these six species are described as D'巴W

and nine are recorded for the first time frJm the waters aro1ind Chinese 0oasts. Each 
of the species. is described and illustrated, the taxonomy and nomenclature 'Of some 
forms, recorded previously as subspecies or varieties of the Bala1饥ωαmphitrite complex 
a丑'd B. t侃而饵"αbulum 巳omplex， are dis巳ussed. Based 0丑 the morphological and eco
logical 巳haracteristics， som它 of the predominant fouli丑g forms in Chinese waters, i. e. 
B. cirrαtus Darwin (re巳.orded previously a3 B. αmplitrite cirrαtus or B. Vαriegαtus 

cirratus) , B. retic饥latus Util10mi (re巳orded as B. αmphitrite communis by authors) , 
B. ulig切osus Utinomi (=B. α饥phitrite krügeri Nilsson-C'antell) , B. αlbicostatus Pils-

、 bry (=B. αmphitrite albicostatus Pilsbry) , B. rosα( =B. tintinnαbulum rosαDarwin) 
and B. volcα倪。 (=B. t1~饵ti侃侃αbulum volcα饰。 Darwin) ， are raised t 'O SP"巴巴ies ral1k, B. 
albicostattts formosαnus Utinomi is regarded as a synomym 0:É B. albicostαtus Pilsbry. 

The type materials of the new specie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re all deposited in 
the 1n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ca at Tsingtao. 

The list of spe巳ies identified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new species are given as 
follows: 

1. List of species identified 

Genus Bα缸nus E. da C'osta, 1778 

Subgenus Megαbαtαnus Hoek, 1913 

1.' Bαlan旧 (Megabalan?ts) t饥tìn纯αb也Z.um ti纯ti阳wb饥lum (Linnaeu日) li58 
2. Balanus (Megaba.lanω) xishaensis 丑. sp. 
3. Balan1is (Megαbalanus) volcano Pilsbry,1916 
4. Balanus (Megabawnus) rosa Pilsbry, 1916 

Subgenus Balαnus Da Costa, 1778 

5. Ba.lan1ls. (Balan1is) improllisU8 Darwin, 1854榕

替 Contribution No. 398 from the Ins:i由ute 0 f Oceanology ,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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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l刷句 (Ba.la.饵也8) eburneus Gould, 1841铃
7. Balα倪饥8 (Bala饵饥s) a刑phitrite a刑phitrUe Darwin, 1854 
8. Bala?也也8 (Balan1ts) reticulat1ts Utinomi, 1967 
9. Balanus (Bala饵也8) albico8tatu8 Pilsbry, 1916 

10. Balanω (Bala如ω) 也ligi阴阳8 Utinomi. 1967 
11. Balanu8 (Bala阳8) cirratu8 Dar而且， 1854 
12. Balan1t8 (Bala现咀8) littorali8 n. sp. 
13. Bala/f/,US (Balanω) poecilotheca Krüger, 1911 
14. Balanus (Balanu8) trigo侧s Darwin. 1854 
15. Bal倒也8 (Bala犯US) r08tratus r08trat也8 Hoek, 1883 
16. Balanu8 (Bala饵也8) crenatus Bruguiere. 1789 

Subgenus ChironαGray， 1835 

17. Bala.nus ( Oh衍。?ω)ω四a.rylli8 Darwin, 1854 
18. Balanω (Ohi俨ona) te饵1âs Hoek. 1883 
19. Balan118 (Ch伽ona) cri8ta.tu8 n. sp. 
20. Bala饵U8 (Chiro饵a) 7crügeri Pilsbry, 1916棒

Subgenus SolidobαIαnus Hoek, 1913 

21. Bala.nus (Solidoba~a他ω) 8ociali8 Hoek, 1883特
22. Bala冗也s (Solidobalanus) c也liatu8 Hoek. 1913养
23. Balanus (Solidobalanus) cidaricola n. sp. 

Subgenus Armαtobαtαnus Hoek, 1913 

24. Bala饵世8 (A. r例。tobalanu8) alliu饥 Darwin. 1854赞

25. Balanus (A. rmatobalan1t8) cepa Darwin, 1854铸

Subgenus MembrαnobαIαnus Hoek, 1913 

26. Bala饨us (Membranobala.饵创) longir佣trum Hoek. 1913椿

Subgenus ConopeαSay， 1822 

27. Ba.lat/1/US (Oonopea.) calceolus Darwin, 1854恪

28. Bala侃也s (Oonorpeα) cymbifoγmis Darwin, 1854 
29. Balm饥18 (00施。pea) 到饵6现8Ï8 n. sp. 
30. Balanu8 (Oonopea) canaliωla.t时丑. sp. 
31. Balanu8 (Oonopea) 饵a.vicula Darw扭， 1854 

(骨 those marked with an asterisk are record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Chinese waters) 

II. Descriptions of new species 

191 

Balanus (Megabal例时) xishaensis n. sp. (Text-fig. 2; Pl. II, figs. 1-9) 

Holotype C80490.-1. C. R. ø: 26.5 mm. Shenhang dao, Xisha 1s., near low tide mark, on cora1 
recf. 1975. v. 16. Ren Xianqiu coll. 

Paratypes C80587-1, 2, 3. 3 specimens. Gaojianshi, Xisha 1s.，皿ear low tide marl!:, on rocks. 1975. 
iv. 10. SCSIOAS. 巳011.

Other materials examined: C80490-2. 6 shells. same as holotype. C80587-4. 2 specimens. same 
as para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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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conical, milk white 'or light grayish purple, with grayish purpl'e lon注itu

dinal stripes. Oompartments thick, with irregular longitudinal ribs and spine-shaped 
teeth 丑ear base.. Radiùs broad, transversely striat'巴d， summits level or slightly oblique. 
Ala thin, lead purple, summits oblique. Orifice obtusely triangular or rhomboidal. 
Scutum broad, white; growth ridges with small, sharp, hood-shaped points arranged 
in straight lines radiating from the apex. Tergum white, with distinct growth ridges; 
spur short, almost as long as broad or shorter, with median furrow op皂ned and broad; 
dista:nce from basiscutal angle to spur more or less than % spur width. Inner surface 
of spur with 2-4, rarely 5 teeth 0丑巳arinal half of distal edge, 1 or 2 teeth on distal 
end of a low longitudinal rib along the scutal edge of spur (Pl. 2, figs. 3-5; text
figs. 2:12• 16). 

I~abrum with 2 or 3 very blunt teeth on ea巳h side of the deep median notch. 
Ma丑dible with 5 sharp teeth, inferior angle with several spi丑剧. A series of curved 
sharp teeth 0丑 anterior border of segments of cirrus 3. 

This new sp'ecies closely resembles B. ti例切nαbulum occator Darwin in many as
pec饵，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and from all other species of the subgenus Megα切
lαnus， in having the spur toothed on the inner surface. 

Balαnus (Bα加州s) littorαlis n. sp. (Text-fig. 16; P l. V, figs. 7-17) 

Holotype 080557-1 (IOAS) , O. R. 四: 19.3 mm" Zhanjiang, Guangdong Province, 0丑巳ement pile_ 
1976.' vii. 23.. Rem. Xianqiu ooH. 

Paratypes 080557-2, 3 2. same as above. 080551-1, 2 2. Ohi-sha,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1955. i7. Ma Siutung 巳011.

Other mater切ls examined: More than 150 individua1s f l'om Dongha.idao and Ya叹ian， Gua丑gdong

Pl'ovince. On mangrove tree. 

Shell conical, surfa巳e smooth and shiny, light grayish brown to light grayish blu'e, 
with dark purple longitudi丑al stripes, i丑。 reasing in number towards basis, without 
transverse striae. Radius narrow, with oblique summits. Ala broad and thin, sum
mits roundly oblique. Parietes with longitudinal tubes, larger i丑 size and re巳tangu
lar in shape near base. Inner surfa巳'e of outer lamina with 0-4 ribs betwee丑 longi

tudinal septa. Orifi巳e pe丑tagonal， toothed. 
Scutum 丑arrow triangular, outer surface slightly c.onvex, smooth, light grayish 

purple, growth ridges not promine时， articular ridge % as long as tergal margin or 
slightly longer. Adductor ridge long, rèaching almost to basal margin in younger 
specímens. Tergum broad, carinal margin arcua饨， scutal margin straight or slightly 
arcua旬， growth ridges not prominent, median furrow broad and shallow, opened 
throughout; in'ner surface of the valve whitish, articular ridge müderately developed; 
the area inferior to trigonal apical lobe slightly co:ncave, with several low and short 
ribs; crests for lateral depressor muscle 4 or 5 i丑 number. Spur long，丑arrow and 
a巳ute in younger individuals, short, broad, and bluntly roundèd in older ones; dis
tance to basi-scutal ang}e less tha丑 spur width in younger specimens, more than half 
spur width in older individuals. 

Labrum with 3-4 teeth on each side of the deep median riotch. Mandible with 
5 blunt teeth. Lower part of cutti口g edg 'e of máxilla where the lower pair of large 
spines set on, slightly produced. Oirrus 3 without pectinate setae. Oi.rri 4-6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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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r 5 pairs of sètae on a丑terior margin of each segme丑t. Penis with basi-dorsa1 
poi丑t c'Overed by fine hairs. 

Balαm~s littorαlis sp. 丑ov. is very similar to Balαn饥Sαlbicostαtus Pilsbry in 
ge丑eral feature and colou,r , but may easily be distiriguished from the 1atter by the 
absence of ribs 0丑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compartmen饵， by the absence of small 
pits (the secondary tubes or pores) c10se to the basa1 edge of the wall of pariete, and 
by the absence of denticulate setae on the segments of cirrus 3. It a1so resemb1es B. 
uliginosus Utinomi in shape and in the patter丑 of the coloured stripes,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a broader a丑d shorter spur, an'd i丑 the basa1 margin oÎ 
tergum 0丑 either side of spur being straight. 

This 丑ew species is a1so similar to B. venustus obscurus Darwin in c'Olour and in 
structure of parietes; but the distance from basis巳utal angle to spur is more than V2 the 
spur length, differing apparently from a丑y other forms of the B. venustus group. 

This species is found in asso巳iation with Chthαmalus wi:thersi Pilsbry an'd Balanus 
αlbicostαtus Pilsbry. 

Bαtαnus (Chiro饥α ) cristαtus n. sp. 

(T'ext-fig. 23; P l. VII, figs. 16•] 9 ; P l. VIII, figs. 1-8) 

Holotype 080560-1 (IOAS) , O. R. ø: 21.0 mm, Shidao, Shalldong Pl'ovi丑ce， on l'ock. 1951. iv. 20. J. 
Y. Liu & Tsi Ohung-yen 001. 

Paratypes 080560-2, 3. 2. same as above. 080563-1. 1. S. coast of Shanclong Peninsu1a. 1951. vii. 
22. Ma Siu-tong 巳01. 080563-1 same as above.. 

Othel' matel'ia1s examined: 31 日pecimell日 from loealities along south coast of Shalldong PenÌllsu1a. 

Shell conica1 or 巳ylindrica1， white, with fragile yellowish epicuticle. Compart
ments thin, with indistinct 10ngitudina1 ribs. Orifi巳e very large, reetangular, toothed. 
Radius broad, with ob1ique summits and smooth latera1 margin. Scutum thick and 
broad, occlude丑:t margin not toothed; growth ridges distinct and broad; occasionally 
with feeble a丑d s}oender longitudina1 striae. Inner surfa巳e white; articu1ar ridge 
half as long as terga1 margi丑， high, reflexed towards tergal margin，巳ontinued as a 
10"1 ridge dow丑wards to lower 1/4-1/5 of the valve, upper end of articular ridge 
produc'ed as a pro巳ess projected out of the tergal margin. Adductor ridge long, with 
middle part promine丑t，巳rested an'd reflexed, overhanging the deep and narrow ad
ductor pit (Pl. 8, figs. 3，是， 6, 7) ; latera1 depressor pit shallow. Upp~r part of inner 
surface 'Of scutUll1 Îai丑tly striared 10ngitudinally, striatio丑s being finely granulated, 
gra丑u1es snow white in co1our. Tergum flattened externally, with 'distin'ct growth 
ridges; media丑 furrow very 丑arrow a丑d deep , opened near distal end of spur; i丑n'er

surface white, arti巳ular ridge prominent, articular groove shallow and narrow. Crests 
for lateral depressor ll1usc1e 8-12 in number, occupyi丑g carinal half of the va1ve and 
co丑tiriui丑g upwards as granu1ated 10w ridg咽， almost to apex of valve, striations so
ll1etill1es indistinct1y marked: Spur 10ng and narrow, twice as long as broad, alll10st 
1/4 th~ width of basa1 ll1argin, rounded distally. 

Basis thi丑 and solid, white, without tubes. 

Labrum with 2-4 teeth on each side of median notch. 

The present new species is a sub1ittoral form inhabiting Jhe Y，咆110w Sea. I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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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bles B. hαmeri (Ascanius) iIÌ s 'Ome aspec钮， but they differ fr 'Om each 'Other in the 
f 'Oll 'Owing features: 

B. hameri (Ascanius) B. cristattts n. sp. 

Shell smooth and shiny. rough, with longitudinal ribs. 

Scutum articular ridge occupying upper half of articular ridge high , obliquely .inclined to 
tergal margin, not prominent; articular tergal margin, occupying middle portion of 
groove narrow; adductor ridge feeble , up- valve; adductor ridge long and strong, 
per part meets articular ridge; adductor pit middle part prominent, ref1exed, overhang-
shallow and broad; upper part of valve ing adductor pit, separated by a narrow 
smooth, without longitúdinal striae. groove from articular ridge; adductor pit 

deep and narrow; upper part of valve with 
granulated longitudinal striae. 

Tergum external surface with feeble longitlldinal without longitudinal striae; articular ridge 
striae; articular ridge normal; distance from well deveIoped , forming a crest; distance 
basiscutal angle to spur more than or equals from basiscutal angle to spur less than or 
to width of spur. eqllals to width of spurl lateral depressor 

crest 8-12 , continuing upwards as granu-
lated, low ridges. 

This species is f 'Ound in ass 'Ociati 'On with Balanus uliginostts Utin 'Omi. 

Balαnus (Solidobalantts) cidaricolαn. sp. (Text-fig. 27; p l. IX, figs. 1-6) 

Holotype 080569.1. R. O. ø: 4.2 mm. East Ohilla Sea , 29 0 00 'N, 126 0 15 'E. 110 m depth, bottom 
巳oarse salld with mud. Aggassiz trawl. On thorn of cidarian echinoid. 1975，芷. 9. Tang Zhi巳'an
col. 

Paratypes 080569.2. 4. same as above. 
Other materials examined: 33 specimens from the same locality. 

She11 tubular (巳ylindrical) ， l 'Ow, s 'Olid , usually slightly c 'Ompressed, whitoe and 

shiny, s 'Ometimes with br 'Oad l'Ongitudinal ribs near base, transverse gr 'Owth line usually 
present. Radius br 'Oad, white 'Or light grayish purple, with traIÌsverse. striae, summits 
level 'Or slightly arched. S巳utum whitoe，丑arr'Ow， with median depressi 'On , upper parts 
with fine hairs; internally with 'Out addu巳t'Or ridge, basal margin sh 'Orter than tergal, 
arcua旬， with pr 'O jected blunt teeth. Tergum br 'Oad, scutal margin slightly arcua旬，
basal mar国n cleeply 巳O丑cave ， apex bluntly p 'Ointed, with fine hairs; spur sh 'Ort, br 'Oa
dly r 'Ounded. Basis thick an:d s 'Olid, with radiating gr 'O'Oves. 

Labruni with 3, 'OC巳asi'Onally 2 'Or 4, teeth '0丑 ea巳h side 'Of median n'Ot巳h. Mandi

ble with 5 teeth, inferi 'Or angle with 2 acu te spines. Maxilla with distinct n'Ot巳h 'On 
cutting edge, l 'Ower part 'Of the edge slightly 'Oblique. Cirri 4-6 with 4 'Or 5 pairs 
'Of setae 'On anteri 'Or margin 'Of ea巳h segme丑t. Penis l 'Ong and slender, with well de
vel'Oped basi-d 'Orsal p 'Oint c'Overed by fine hairs. 

8pecimens all attached t 'O the th 'Orns 'Of cidarian echin 'Oid Goniocidαris biserialis 
(Döderlein) . 

This 丑ew species cl'Osely resembles B. maldivensis B 'Orradaile, but they may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foll 'Owing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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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钟藤壶 Balantls (M egabalantls) tintinnabulu1Jl tintin1labulu1Il (Linnaeus) 

1.外形; 2 ， 5. 循板 3 ， 4. 背板。

刺藤壶 Balantls (Megabalant吵 volcano Pilsbry 

币.外形; 7 ， 10 ， 11 ， 12 ， 15. 背板; 8 ， 9 ， 13 ， 16. 桶板。

红藤壶 Balanlls (Megabala1.川S) 1'osa Pilsbry 

17. 外形; 18 ， 2 1.循板 19 ， 20. 背板。

图版 (Plate) 1 



íf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I.藤壶属

西ì1-'藤壶(新丰1') Bala1l11s (M ,-gabalatlus) xishaemis 11. sp. 

1.外形; 2. 幅部纵断而， :>.檐板和背板相关节; 4 ， 8. 背板:

5. ß巨侧面观; 6. Rê底面观 7 ， 9. 据板。
致密藤壶 Balatltls (Balatltls) i1l1 þrovisus Da l"win 

10. 外形; 11 , 14. 背板; 12 , 13. 榻板。
象牙藤壶 Bala1l11s (Balam吵 ebt川♂ttS Go川d

15. 外形; 16, 19. 循板; 17 , 18. 背板。

图版 (Plat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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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秋、刘j瑞王: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纹藤壶 Balamls (Bala1lttS) ampkit,.ite amphil1'it" Darwin 

1.外形; 2. 壁板底面观; 3 , ï , 9. 檐板; 4 ， 5 ， 6 ， 8. 背板。

泥藤壶 Balamts (Bala11t1s) uligillostlS Utinomi 

图版 (Plate) III 

10. 外形: 11.壁板底面观; 12. 壁板横切面; 13 , 14. 循板; 15 , 16. 背板。
自脊藤壶 Balalltls (Balantts) 'albicostatus Pilsbry 

17 , 18. 外形: 19. 壁板纵切面; 20. 壁板底面观; 21.蹬板横切面。



1f 先'tI(、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自脊藤壶 Balallus (BalamlS) albicostattts Pilsbry 

1.檐板; 2-7. 背板。

网纹藤壶 Balallus (Bala1lus) reticulatus Utinorni 

图版 (Plate) IV 

8. 夕|、形; 9. 壁板底面观; 10. 壁板横切面; 11 , 12. 背板; 13 , 14. 檐板。
糊斑藤壶 Balamls (Bala1lt1S) ci,.,.atus Darwin 

15. 外形; 17 , 18. 壁板纵切面; 19 ， 20. 壁板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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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I.藤壶属

糊斑藤壶 Balanω (Balam，s) cil'l'atus Darwi且

1 ， 2 ， 4. 据板; 3 ， 5 ， 6. 背板。
湖间藤壶(新种) Bala1ltls (Bala1ltlS) litto l'alis n. sp. 

国版 (Plate) V 

ï , 8. 外形; 9 ， 12 ， 13 ， 14. 背板; 10 , 11 , 15 檐板; 16, 1ï. 壁板横切面。
块斑藤壶 Bala1Jl1S (Balalllts) poecilotheca Krüger 

18. 外形: 19 ， 20. 背板; 21 ， 22. 循板。



1:f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I.藤壶属

三角藤壶 Balall时 (Balam/S) trigomts Darwin 

1.外形; 2 ， 5 ， 7. 循板; 3 ， 4 ， 6. 背板。
尖吻藤壶 B仙I1lttS (BalamlS) rostratu川'ostratωHoek

图版 (Plate) VI 

8. 外形; 9 ， 12 ， 13. 背板; 10 ， 11 ， 14. 榻板; 15. 吻板底面观; 16. 基底。

缺刻藤壶 Bala1llls (BalamlS) cre1latus Bruguière 

17 , 18. 外形; 19 ， 22. 据板 20 ， 2 1.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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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f 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高峰藤壶 Balalllls ( Chirolla) amllryllis Darwin 

L 外形; 2 ， 5. 循板; 3 ， 4. 背板。
薄壳藤壶 Bal1l1lllS ( Chirolla) tellllis Hoek 

6. 外形; 7, 10. 背板; 8 ， 9. 循板。

窄翼藤壶 Balall /l s ( Chirolla) I(rügeri Pihl叮

11.外7(;; 12 ， 15. 背板; 13 , 14. 循板。
高脊藤壶(新种) Bal阳tlS ( Chiro1Ja) cristattis Jl. sp. 

16. 外形; 17. 吻侧板内面观; 18. 背板; 19. 循板。

图版 (Plate) VII 



任先秋、刘j瑞玉: 中国近海的吏足类1.藤壶属

高脊藤壶(新种) Bal，阳g阳t屿s (Chμirona) c口'"川stωZωtS n. sp. 

1, 5, 8. 背板; 2 ， 3 ， 6. 据板; 4 ， 7. 据板底面观。
集群藤壶 Balalllls (Solidobalamts) socialis Hoek 

9. 外形; 10. 侧板 1 1.基底; 12 , 14. 背板; 13 , 15 ，据板。
玲珑藤壶 Balanus (Solidobalanus) ciliatus Hoek 

国 j民 (Plate) VIII 

16. 外形; 17. 峰侧板内面观; 18 ， 21 ， 23. 背板; 19 ， 20 ， 22. 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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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f 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海胆藤壶(新种) Bala1Jus (Solidobalalllts) cidaricòla n. sp. 

1.外形; 2汁， 7. 背板 3 ， 5 ， 6. 循板。

蒜形藤壶 Balanus (ArmatobalallltS) alliu1n Darwin 
8. 外形; 9, 12 , 13. 檐板; 10 ， 11 ， 14. 背板; 15. 壁板内面观。

葱头藤壶 Bal町'lUS (ArmatobalallllS) cepa DatwÌn 
16. 外形; 17. 峰{!i!~板内面观; 18 ， 21.背板; 19 ， 20. 檐板。
长吻藤壶 Balanus (Membrallobalalllu) IOllgirostrum Hoek 

22 ， 23. 外形; 24 ， 27. 循板; 25 ， 26. 背板。

图版 (Plate) IX 



lf 先秋、刘j瑞玉: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1.藤壶属

陀螺藤壶 Balanus (Conop~a) calc.'oltls Drawin 

1.外形; 2 ， 5. 桶板 3 ， 4. 背板。
梭形藤壶 Balamls (Collopea) cymbifo l'mis Drawin 

6 ， 7 ， 8. 外形; 9 ， 11 ， 14. 背板; 10 ， 12 ， 13. 桶板

中华藤壶(新种) Balamls (Collop"a) si" i' llsis ll. sp. 

15. 外形: 16. 侧极表团观: 17. 壁板横切面:

1日， 21.愤板: 19 ， 20. 背板。

图版 (Plat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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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先秋、刘瑞玉: 中国近海的重足类I.藤壶属 图版 (Pbte)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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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纹滕壶(新科1) Bal阳lIS ( Conop ,'a) cII1wlicIIlatlls ll. Sp. 

1.外形 2. 壁板内面观 3. 基底 4 ， 7. 背板 5 ， 6. 循板。
舟形藤壶 Bal盯IZIS ( Conopea) nalJ;c lIla Darwin 

8. 外形; 9. 基底外面观; 10 , 13. 循板; 11 , 12. 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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