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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近海共有海牛亚目（,-./01231）软体动物 )(* 种，隶属于 !( 科 $’ 属，主要分布在浙江以南的热

带、亚热带海区，有些种类向北可以分布到黄、渤海，少数种类仅分布于黄、渤海，属于印度4西太平洋区

的中国4日本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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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牛亚目（,-./01231）软体动物主要分布于

热带、亚热带海区，有些种类向北可以分布到达

温带海区，有些类群仅分布于暖温带海区。

对于我国海牛亚目软体动物的研究，已故

的林光宇教授做过大量报道［) & ’］，其他作者也

有一些记录［)" & )#］，目前在我国分布的这类动物

共有 )(* 种，在黄渤海发现有 !) 种，约占总种

数的 )#6$[，其余均见于浙江以南沿海，而且

向南随着温度的增高，动物的种类及数量逐渐

增加，尤以海南岛、西沙群岛等海区的种类最为

丰富。

本文主要是根据全国海洋普查、海岸带调

查、海岛调查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历年来

在我国沿海进行贝类调查采集所得到的标本，

并参阅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福建海

洋研究所、上海自然博物馆、宁波大学等单位收

集的标本，参考了作者及国内外学者所报道的

产于我国近海、台湾、香港等地的资料撰写而

成［)* & !!］。该类动物的区系与分布分析如下。

9 海牛亚目软体动物在我国近海的分

布及与邻近海区的比较

这类动物在我国近海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

分布情况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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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近海海牛亚目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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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六鳃 !"#$%&$’()*+ ,$&-.’$/*+ # # # # # # # # # # # # #
$"血红六鳃 ! " +$’-*.’"*+ # # #
%"福氏多角海牛 0123("&$ 4*5./$. # # # #
&"日本多角海牛 0 " 5$61’.($ # #
’"被鞘鳃 7)"($("&$ 6"’’.-"&$ # # # # # # # # #
("绒毛背叶鳃 8"-.&"+ 9.221+*+ # # # # # #
)"粟隅海牛 :1’.1;1&.+ ($+/$’"$ # # # # # #
*"疹斑隅海牛 : " -2$%&$ # #
+"灰白隅海牛 : " 4"2.+ # #
!,"萨氏小脊海牛 :1’.1;1&.;"22$ +$9.-’3. # # # #
!!"多毛禾庆海牛 !16<.’+.$ 6.21+$ # #
!$"红禾庆海牛 ! " ).&1. # #
!%"巴氏脊突海牛 =<"’.$（ >;$2."22$）%$&’"&;. # #
!&"日本脊突海牛 = "（=<"’.$）5$61’.($ # # #
!’"凹幕脊突海牛 =<"’.$（=<"’.$）16*’/.$ # # #
!("扁脊突海牛 = "（= "）62$’$ # # # #
!)"日本镰海牛 7&$6$’.$ 5$61’.($ # # #
!*"网纹镰海牛 7 " /1;;. # #
!+"金黄镰海牛 7 " $*&$/$ # #
$,"达氏镰海牛 7 " ;$&9"22. #
$!"毛棘海牛 8($’/)1;1&.+ 6.21+$ # # # # #
$$"米氏强棘海牛 ?.$6)1&1;1&.+ ,./+*.. # #
$%"华美奥卡海牛 =<$;$.$ "2"-$’+ # # # #
$&"多疣海牛 ?1&.+ 9"&&*(1+$ # # # # # # #
$’"装饰法官海牛 @$;.’"22$ 1&’$/.++., # # # # # # #
$("三叶突尾海牛 @"&$/1+1,$ /&.21%$/*, # # # # # # # # # #
$)"雪白心海牛 A1*,"$ ’.9$2.+ # # # #
$*"细纹多形海牛 ?.9"&+.;1&.+ $*&$’/.1’1;*21+$ # # #
$+"多瘤铬色海牛 B"#.()&1,.+ ,*2/./*%"&(*2$/$ # # # # #
%,"节庆铬色海牛 B " 4"+/.9$ # # #
%!"维尔海牛 C"&(1’.$ 9"&(1’.+ # #
%$"坚硬雷海牛 D.+%"(.$ /&31’. # # # # #
%%"布氏高海牛 !36+"21;1&.+ %*221(<.. # # # #
%&"黄斑高海牛 ! " .’4*($/$ # # # # # #
%’"青高海牛 ! " 4"+/.9$ # # # # # #
%("滨海高海牛 ! " ,$&./.,$ # # # #
%)"杏蓝斑高海牛 ! " <$’-$ # # #
%*"莫氏高海牛 ! " ,1*$(. # # # # # #
%+"斑点高海牛 ! " ,$(*21+$ # # # # # # #
&,"相模高海牛 ! " +$-$,."’+.+ # #
&!"蓝斑高海牛 ! " 62$(.;$ # #
&$"色斑高海牛 !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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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边舌尾海牛 !"#$$#%#&’$ ()&#*(&+’,()( % % % % % % % % % % % % % %
""$环带舌尾海牛 ! $ -’,-)( % % % % % %
"&$桔边舌尾海牛 ! $ &./#*(&+’,()( % % % % % %
"’$素色舌尾海牛 ! $ *’$(0’,#$’1#+(2 % % % % % % %
"($信实多彩海牛 34&#*#%#&’$ /’%2"’$ % % % % % % % %
")$红缘多彩海牛 3 $ &.1&#-#&,()( % % % %
"*$中华多彩海牛 3 $ $’,2,$’$ % % % %
&+$隆线多彩海牛 3 $ ).*."’/2&( % % % % %
&!$柯氏多彩海牛 3 $ -#""’,+5##%$ % % %
&,$黄紫多彩海牛 3 $ (.&2#6.&6.&2( % % % % %
&#$东方多彩海牛 3 $ #&’2,)("’$ % % % % % % % %
&"$溅斑多彩海牛 3 $ ($62&$( % % % % % % % % %
&&$色斑多彩海牛 3 $ -&#$$2’ % % %
&’$条纹多彩海牛 3 $ "’,2#"()( % % % % % % % % %
&($细纹多彩海牛 3 $ $)&’()2""( % % % % % %
&)$网纹多彩海牛 3 $ )’,-)#&’( % % % % % % %
&*$残线多彩海牛 3 $ #1$#"2)( % %
’+$地母多彩海牛 3 $ +2#*2)&’-( % % % %
’!$伊利多彩海牛 3 $ 2"’$(12)4’,( % % % % % % % %
’,$装饰多彩海牛 3 $ %2-#&( % % % %
’#$日本卡海牛 3(%"’,( 7(6#,’-( % %
’"$相模卡海牛 3 $ $(+(*’2,$’$ % %
’&$日本车轮海牛 8-)’,#-9-".$ 7(6#,’-( % %
’’$柯氏颗粒海牛 8"%’$( $(,+.’,2( -##62& % % %
’($东方叉棘海牛 :#$)(,+( #&’2,)("’$ % % % % % % %
’)$红叉棘海牛 : $ &.1( % % % %
’*$齿尖叉棘海牛 : $ %2,)(-.$ % %
(+$双歧叉棘海牛 : $ 1’/.&-()( % % % %
(!$桔色栉海牛 3)2,#%#&’$ (.&(,)’(-( % %
(,$绿栉海牛 3 $ ;’&’%’$ % % %
(#$整齐盘海牛 <’$-#%#&’$ -#,-’,,( % % % % %
("$纤弱盘海牛 < $ /&(+’"’$ % % %
(&$圆盘海牛 < $ *(.&’)’(,( % % %
(’$双斑轮海牛 =4#&%’$( ;’""#$( % % % % % % %
(($华丽盾海牛 >2")#%#&’$ -. $ (.&2( % %
()$毛利盾海牛 > $ *(.&’)’(,( % % % % %
(*$红斑刺海牛 ?2,)&#%#&’$ &.12$2,$ % % % % % % % %
)+$黑斑围鳃海牛 @#&.,,( /.,21&’$ % % % % % % % %
)!$围鳃海牛 @ $ )#*2,)#$( % % % % % % %
),$革质扁海牛 8&+.$ $62-’#$.$ % % % % % %
)#$粟斑扁海牛 8 $ )(1."().$ % % % % % % % %
)"$薄片扁海牛 8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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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糙扁海牛 ! $ "#$%&$ % % % % % % % % % % %
"&$褐斑扁海牛 ! $ ’"$()) % % %
"’$血斑扁海牛 ! $ #&*’+,*" % % % % %
""$无饰裸海牛 -./+010&)" )+0&+$,$ % % % % %
"($条纹裸海牛 - $ ",&)$,$ % % % % % %
()$桔黄裸海牛 - $ #),&)$+$ % % % % % % % % % % %
(!$白裸海牛 - $ $2%$ % % % % % % %
(*$琉球裸海牛 - $ 0()+$3’$ % %
(+$黑色裸海牛 - $ +)4&)#020& % % % %
(,$红疹裸海牛 - $ &*%&05$5*20"$ % % % %
(#$微黄裸海牛 - $ "*%62$7$ % %
(&$裸瓣鳃 8$/’22$+$ 4./+0,$ %
(’$亲缘绣边海牛 9$/%:$ $66)+)" % % %
("$蓝纹绣边海牛 9 $ /0&0"$ % % %
(($条凸卷足海牛 ;’/%&0,<$ (*%$&.$/$ % % %
!))$鸡冠卷足海牛 ; $ #&)",$,$ % % %
!)!$线卷足海牛 ; $ 2)+’02$,$ % % % %
!)*$日本石磺海牛 =0/0)010&)" :$50+)#$ % % % % %
!)+$奥氏邻海牛 -’),010&)" 0("<)/$) % % % % %
!),$颗粒邻海牛 - $ 4&$+*2$,$ %
!)#$被球片海牛 9&)55$ )+,$#,$ % % % % % % % % % %
!)&$海绵球片海牛 9 $ "50+4)0"$ % %
!)’$多枝卷发海牛 >$20520#$/*" &$/0"*" % % % % % % % %
!)"$尖锐卷发海牛 > $ $#*,*" % % % %
!)($尾脊卷毛海牛 ?20#$/05<0&*" ,)2’")) % % % % % % % %
!!)$锡兰卷毛海牛 ? $ #’.20+)#*" % % % % % % %
!!!$喀林加海牛 @$2)+4$ 0&+$,$ % % % % % % % % % % % %
!!*$黑枝鳃海牛 A’+1&010&)" +)4&$ % % % % % % % % % % % % % % % %
!!+$瘤枝鳃海牛 A $ ,*%’&#*2$,$ % % % % % % % %
!!,$长枝鳃海牛 A $ ’20+4$,$ % %
!!#$网窝枝鳃海牛 A $ $&’02$,$ % % % %
!!&$芽枝鳃海牛 A $ 1’+)"0+) % % % % % % % %
!!’$红枝鳃海牛 A $ &*%$ % % % % % % % % % % %
!!"$小枝鳃海牛 A $ /)+)$,$ % % %
!!($瘤斑枝鳃海牛 A $ 4*,,$, % % %
!*)$草皮星背海牛 !",’&0+0,*" #’$5),0"*" % % % % % % % % % % % % %
!*!$西沙瘤背海牛 =$24’&1$ B)"<$’+")" %
!**$日本瘤背海牛 = $ :$50+)#$ % % %
!*+$红瘤背海牛 = $ &*%)#*+1$ % %
!*,$东方瘤背海牛 = $ 0&)’+,$2)" %
!*#$瘤突硬皮海牛 C#2’&010&)" -. $ "*%’&#*2$,$ % % % %
!*&$叶海牛 ?<.22)1)$ 7$&)#0"$ % % % % % % % % % % % % % %
!*’$天青叶海牛 ? $ #0’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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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斑叶海牛 ! $ "#$%%&’& % % % % %
!"&$丘凸叶海牛 ! $ ()*’)%"*& % % % % % % % % % % % % %
!’($华贵叶海牛 ! $ +",-%-* % % % % % % % % % %
!’!$颗粒叶海牛 ! $ ."+%"+- % % % %
!’"$单瘤叶海牛 ! $ *$/$+- % % %
!’’$圆顶叶海牛 ! $ /"’)+0& % % %
!’)$华美叶海牛 ! $ $%$1&+* % % % % % % %
!’*$芽瘤叶海牛 ! $ 1$22&’& %
!’+$西沙叶海牛 ! $ 3-*.&$+*-* %

! 区系分析

黄、渤海区：属于北太平洋温带区，水温相

对较低，而且周年变化较大，如青岛沿岸，夏、秋

季水温经常保持在 "(,以上，接近于亚热带水

平，一些暖水性稍弱的种类可以到达，如：福氏

多角 海 牛（ !"%4#$/& 5)6-’&-）、凹 幕 脊 突 海 牛

（ 78$+-&（ 78$+-& ） "()+’-& ）、华 美 奥 卡 海 牛

（78&0&-& $%$1&+*）、尾脊卷毛海牛（!%"#&2"(."/)*
’-%$*--）、草皮星背海牛（9*’$/"+"’)* #$&(-’"*)*）等。渤

海以及黄海北部，冬季水温常保持在 - " . - /,，

接近于亚寒带的水温，一些冷水性较强的种类

可以到达，如：日本多角海牛（! $ 6&("+-#&）、粟隅

海牛（ :"+-"0"/-* #&*’&+$&）、扁 脊 突 海 牛（ 7 $
（7 $）(%&+&）、红叉棘海牛（;"*’&+1& /),&）、多枝

卷发海牛（<&%"(%"#&2)* /&2"*)*）等。黄海南部

水温较高，达到亚热带水平，出现了一些起源于

热带、亚热带的暖水性种类，如：东方叉棘海牛

（;"*’&+1& "/-$+’&%-*）、桔 黄 裸 海 牛（ :42+"0"/-*
#-’/-&+&）、锡兰卷毛海牛（! $ #$4%"+-#)*）等。其

中有 / 种在我国目前仅见于黄渤海，如：被鞘鳃

（=.$#&#$/& ($++-1$/&）、粟 隅 海 牛、红 禾 庆 海 牛

（>"(8-+*-& .-/"- ）、扁 脊 突 海 牛、毛 棘 海 牛

（ 9#&+’."0"/-* (-%"*& ）、日 本 卡 海 牛（ <&0%-+&
6&("+-#&）、柯 氏 颗 粒 海 牛（ 9%0-*& *&+1)-+$&
#""($/）等。在黄渤海发现的 "! 种中以温带种

为主要成分。中0日共有种 !# 种。

东海区：渤海、黄海的冷水团分布到东海时

因受长江径流所阻已很弱，作用很小，又受到台

湾暖流和黑潮暖流分支的影响，夏季沿岸水温通

常高达 ’(,左右，因而出现了沿西太平洋广泛

分布的暖水种和印度0西太平洋广泛分布的热

带、亚热带种类，但绝大多数种类向北分布不超

过长江口一线，如：多疣海牛（?"/-* @$//)#"*&）、雪

白 心 海 牛（ A")2$& +-@&%-* ）、青 高 海 牛

（>4(*$%"0"/-* 5$*’-@&）、黄紫多彩海牛（<./"2"0"/-*
&)/$"()/()/$&）、网纹多彩海牛（< $ ’-+#’"/-&）等。

还 出 现 了 环 热 带 种，如：黑 边 舌 尾 海 牛

（:%"**"0"/-* &’/"2&/1-+&’&）、喀林加海牛（B&%-+1&
"/+&’&）、黑枝鳃海牛（?$+0/"0"/-* +-1/&）、红枝鳃

海牛（? $ /),&）、叶海牛（!.4%%-0-& @&/-#"*&）等。

此外，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的暖温带种向南分

布也可达到这 里，如：奥 氏 邻 海 牛（ :$-’"0"/-*
"8*.-2&-）等。东海区共出现 )# 种，以暖水性种

类为主，温带种的比例较小。在这些种类中，仅

分布于台湾，大陆沿海尚未发现的有 + 种：血红

六鳃（>$3&,/&+#.)* *&+1)-+$)*）、残线多彩海牛

（< $ ",*"%$’&）、地母多彩海牛（< $ 1$"2$’/-#&）、红

斑刺海牛（B$+’/"0"/-* /),$*$+*）、亲缘绣边海牛

（=&2,6& &55-+-*）、蓝纹绣边海牛（= $ 2"/"*&）。在

国内分布仅见于东海的有 / 种，如：血红六鳃、维

尔海牛（C$/#"+-& @$/#"+-*）、残线多彩海牛、地母多

彩海牛、红斑刺海牛、亲缘绣边海牛、蓝纹绣边海

牛等。仅分布于中国和日本的有 ) 种：日本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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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牛（! !（! !）"#$%&’(#）雪白心海牛、蓝斑高海牛

（) ! $*#(’+#）、日本瘤背海牛（)#*,-.+# "#$%&’(#）。

中"日共有种 #$ 种。

南海区：水温高，长年在 %&’以上，水域广

阔，区系性质为热带、亚热带特征。主要是一些

热带太平洋和印度"西太平洋的热带、亚热带种

类，共有 (($ 种。如：缘六鳃（) ! /#.,’&#012）、多

瘤铬色海牛（3-4’(5.%/’2 /1*0’016-.(1*#0#）、莫氏

高 海 牛 （ ) ! /%1#(’ ）、条 纹 多 彩 海 牛（ 7 !
*’&-%*#0#）、绿栉海牛（70-&%+%.’2 8’.’+’2）、圆盘海

牛（ 9’2(%+%.’2 /#1.’0’#&#）、粟 斑 扁 海 牛（ :.,12
0#61*#012）、条纹裸海牛（; ! 20.’#0#）、线卷足海牛

（<-/6.%05# *’&-%*#0# ）、被 球 片 海 牛（ =.’$$#
’&0#(0#）、网窝枝鳃海牛（9 ! #.-%*#0#）、红瘤背海

牛（ )#*,-.+# .16’(1&+# ）、颗 粒 叶 海 牛（ > !
5%&*%&’）等。温带种的成分极少。其中仅分布

于中国和日本的有 () 种，如：疹斑隅海牛（; !
,*#6.#）、灰白隅海牛（ ; ! ?-*’2）、巴氏脊突海牛

（ ! !（ @+#*’-**# ） 6#.&-.+’ ）、米 氏 强 棘 海 牛

（ 9’#$5%.%+%.’2 /’021’’ ）、相 模 高 海 牛 （ ) !
2#,#/’-&2’2）、相模卡海牛（7#+*’&# 2#,#/’-&2’2）、

桔色栉海牛（ 7 ! #1.#&0’#(#）、微黄裸海牛（ ; !
216?*#8#）、长枝鳃海牛（9 ! -*%&,#0#）、红瘤背海

牛等。中 国 特 有 种 * 种：裸 瓣 鳃（ A#/-**#&#
,B/&%0#）、西沙瘤背海牛（) ! 4’25#-&2’2）、东方瘤

背 海 牛（ ) ! %.’-&0#*’2 ）、芽 瘤 叶 海 牛（ > !
,-//#0#）、西沙叶海牛（> ! 4’25#-&2’2）。中"日共

有种 +% 种。

在我国分布的这类动物的 (#, 种中，大多

数分布于日本、太平洋诸岛及澳大利亚等海域，

其 中 有 与 日 本 共 有 种 )* 种，占 总 种 数 的

,%-*.，与太平洋诸岛共有种 *& 种，占总种数

的 #,-).，与澳大利亚共有种 ,$ 种，占总种数

的 $+-(.。由此可见，我国海牛亚目软体动物

的区系特征与日本最为接近，属于印度"西太平

洋区的中国"日本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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