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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年间对温岭海区潮间带软体动物进行了初步调查，共采获标本($)号，经鉴定得：

多板纲*科*种、双壳纲$#科""种、腹足纲$"科"%种。还报道了该地海区潮间带软体动物的组成、地

理分布特点，并提出了经济利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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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位于浙江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达

"!&/0，沿 海 有&#多 个 岛 屿，总 面 积(!)
/0"［$］，软体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关于该海区潮

间带软体动物的种类及分布特点尚未见有关的

报道。作者于$%%&,%,!#!$#,*、$%%),’,*!
$&和$%%’,$,"%!",$#三次对该海区潮间带

软体动物进行初步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种类组成

三年来我们共采获标本($)号，经鉴定：多

板纲*科*种、双壳纲$#科"#种、腹足纲$"
科"%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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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浙江温岭海区潮间带多板纲（"#$%&$’(#&)#*’）的种类及分布

种类名称 当地俗名
地理分布

箬山 隔海山 乌屿

生态分布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隐板石鳖科 1234564789:;8<
红条毛肤石鳖!"#$%&’"&(%’$)*+)’,($-#%*. 草鞋 === === == === ==

甲石鳖科 >62:9:;8<
朝鲜鳞带石鳖/-0(1’2’$#"’)-#$("# 草鞋 = = = == =

锉石鳖科 ?@9AB69A:56B:;8<
花斑锉石鳖3."&$’"&(%’$"’40%*. 草鞋 == == === === ==

棘侧石鳖科 -98B5A647<C2:;8<
日本花棘石鳖/(’,’0&*)#5#0’$("# 草鞋 = = = == =

注：=,!$个／0"，==,$!"#个／0"，===,""#个／0" （下表同）

表+ 浙江温岭海区潮间带双壳纲（,-.’$.-’）的种类及分布

种类组成 当地俗名
地理分布

箬山 乌屿 隔海山 大扁屿

生态分布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蚶科-29:;8<
毛蚶6"#0&#)"#.*+")-$#%# == === ===
泥蚶7-8(,,#)"#8)#$’.# = == = ==
青蚶9#)+#%(#:()-."-$. === === === = === ===

蚶蜊科D73930<2:;8<
圆蚶蜊;,<"<4-)(.)’%*$1# = = ==

吻状蛤科EC9C7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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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组成 当地俗名
地理分布

箬山 乌屿 隔海山 大扁屿

生态分布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簿云母蛤!"#$%&’%(%#%’ !!! !! !!!
贻贝科 "#$%&%’()

毛贻贝)*%+,"(-&,%*’./&’ !! !! !!! !!
贻贝0-/%#.’1$.#%’ 乌金荚 !! !!! !! !!! !!
厚壳贻贝0-/%#.’+"*.’+.’ 乌金荚 !! !! !!!
条纹隔贻贝213/%41*5%*6&/.’ 乌金荚 !! !!! !!! !!

不等蛤科*+,-%%’()
盾形不等蛤78"(%&+-%1.( 狗肉蛎 !!! !!! !! !!! !!!
中国不等蛤78"(%&+,%818’%’ 狗肉蛎 !!! !!! !! !!! !!!

牡蛎科./$0)%’()
僧帽牡蛎9’/*1&+.+.##&/& ! !!! ! !! !!!
棘刺牡蛎9’/*1&1+,%8&/& !! !!! !! !! !!!

帘蛤科1)+)0%’()
岐脊加夫蛤:&4*&*%.($%5&*%+&/.( !! ! !! !!
文蛤01*1/*%;(1*1/*%; !!! !!! !!!
等边浅蛤:"(3,%8&5181*%4"*(%’ 沙蛤 !!! !!! !!!
青蛤<-+#%8&’%818’%’ !!! !!! !!!

蛤蜊科 "(2$0%’()
西施舌<"1#"(&+/*&&8/%=.&/& !!! !!! !!!
中国蛤蜊0&+/*&+,%818’%’ !!! !!! !!!

竹蛏科3,&)+%’()
缢蛏2%8"8"5&+.#&+"8’/*%+/& !!! !!! !!!
小荚蛏2%#%=.&(%8%(& !! !! !!

海笋科45,&(’%’()
大沽全海笋>&*81&$&5%$% !! !! !!
脆壳全海笋>&*81&(&8%#18’%’ ! !! !!

表" 浙江温岭海区潮间带腹足纲（#$%&’()(*$）的分类及分布

种类组成 当地俗名
地理分布

箬山 乌屿 隔海山 大扁屿

生态分布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帽贝科4($)&&%’()
嫁槭<1##&8&/"*1.(& 额头印 !!! !! !! !! !!! !!

笠贝科*2-()%’()
史氏背尖贝?"/"&+(1&’+,*18+@% 额头印 !! !! !! ! ! !!
矮拟帽贝A&/1##"%$&3-6(&1& 额头印 ! !!! !! !! !!! !!

马蹄螺科60,25%’()
丽口螺<&##%"’/"(&.8%+.( !! !! !!! ! !!!
单齿螺0"8"$"8/&#&B%" 环螺 !!! !! !!! !! !! !!!
拟蜒单齿螺0"8"$"8/&81*%/"%$1’ 环螺 !!! !! !!! ! !!! !!
黑凹螺<,#"*"’/"(&8%61**%(& 马蹄螺 !! !!! !! !!!
锈凹螺<,#"*"’/"(&*.’/%+.( 马蹄螺 !! !!! !! !!!
托氏鲳螺C(B"8%.(/,"(&’% 马蹄螺 ! !! !!

嵘螺科6708%+%’()
角嵘螺).*B"+"*8./.’ 独眼螺 ! !!! ! !!! !!!
粒花冠小月螺D.81##&+"*"8&6*&8.#&/& 独眼螺 ! !!! !! !!! !!!

蜒螺科9)0%$%’()
渔舟蜒螺?1*%/&&#B%+%##& 皮杓螺 !!! ! ! !!! !!!
齿纹蜒螺?1*%/&-"#$% 皮杓螺

滨螺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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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组成 当地俗名
地理分布

箬山 乌屿 隔海山 大扁屿

生态分布

高潮区 中潮区 低潮区

短滨螺!"##$%"&’(%)*"+,-’ ! ! ! ! !
粗糙滨螺!"##$%"&’.+’(%’ ! ! ! ! !
粒节结滨螺/$0"-"#$%"&’)1"2,’ ! !! ! ! !

玉螺科"#$%&%’#(
扁玉螺/)*)%"#’0"034’ !!! !!!
微黄镰玉螺!,&’#"’2"-%*’ 香螺 ! ! !!! !!!
斑玉螺/’#"+’#"2%"&’ 香螺 ! ! !!! !!!

鹑螺科)*++%’#(
沟鹑螺5$&&’.,-+$.’ !! !

骨螺科 ,-.%&%’#(
脉红螺6’7’&’*)&$.’ 角螺 !! !!
红螺6’7’&’()8$’% 角螺 !! !!
疣荔枝螺9,%7,%’+-’*"2)%’ 辣螺 !!! !! !! !! !!!
黄口荔枝螺9,%7,%’-,#)$.#$4’ 黄螺 !!! !!! ! !! !!!
瘤荔枝螺9,%7,%’(%$&&" 黄螺 !! !!! ! ! !!!

核螺科/0.(+%’#(
丽核螺9,%)&)()--’ !!! !!! !!! !!! !!!

织纹螺科"#11%’#(
西格织纹螺/’..’%",..":,"&;$%)&.". !!! !! !!! !!!
红带织纹螺/’..’%",..,++"&+#,. !!! !! !!! !!!

阿地螺科2$0%’#(
泥螺<,--’+#’)10’%’#’ !! !!! !!!

!浙江温岭市水产局3445年统计资料

" 分布特点

我们着重选择箬山、乌屿、大扁屿和隔海山

等四个点进行采集。箬山位于温岭市南海岸，

高、中潮区均为岩礁生态类型，低潮区为沙泥6
小砾石生态类型，红条毛肤石鳖、青蚶、盾形不

等蛤、单齿螺等分布丰富。隔海山位于温岭市

东海岸，高、中潮区的生态环境及软体动物分布

特点均与箬山相似，但低潮区为沙质生态类型，

等边浅蛤分布尤为丰富。乌屿是位于温岭市东

南海岸的一个孤岛，潮间带为岩礁生态类型，花

斑锉石鳖、青蚶、毛贻贝、粒花冠小月螺、黑凹螺

等软体动物分布均很丰富。大扁屿是位于温岭

市南海岸的一个孤岛，低潮区为泥质生态类型，

泥螺、毛蚶等分布丰富。

! 建 议

温岭市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中国农村综合

实力百强县。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三面濒海，气

候湿润，水产业十分发达，是该市支柱产业之

一。该市有适宜海产养殖的海涂约3789:;，海

产人工养殖资源十分丰富，前景非常广阔。虽

然，近几年人工养殖业发展迅速，但目前已利用

的也只有<7=9:;，利用率约8=>!。养殖品种

比较单一，软体动物还仅限于蛏子、泥蚶、文蛤

等少数几种。由于螺类必须生活在岩礁生态环

境，在人工养殖时，容易逃跑，加上其它一些技

术原因，所以，虽然有许多适宜螺类生长的岩

礁，但目前尚无螺类的人工养殖。许多软体动

物是食用佳品，经济价值很高，如黄口荔枝螺

（当地俗名黄螺）等市场售价达每千克4<多元。

因此，应该充分利用温岭丰富的天然条件，大力

发展经济贝类、螺类养殖业，如果能加强资源调

查，加强科技研究，解决经济贝类养殖的品种多

样问题，解决螺类养殖的技术问题，对养殖业是

一巨大推动，也是发展温岭经济的一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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