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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的地理分布

胡自强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长沙 $)""&)）

摘要：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整理得出，中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计有 #& 种，隶属于双壳纲（*+,-.,+-）! 科 )/
属，其中主要是蚌科（01+21+3-4）的种类（)% 属 #/ 种）。我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的组成和区系成分，以东

洋界华中区的种类占绝对优势，仅有少数种类渗透到古北界；特有种在我国 )% 个省有分布，但主要集中

分布于江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五省。双壳类特有种的形成和保存可能与我国古地理环境及其生活

的水域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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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双壳类广泛分布于江河、湖泊、水库、

溪流、池塘等水域中，绝大多数可供人们食用，

或作为家禽、家畜的饲料及水产养殖的饵料。

三 角 帆 蚌（ 40*#(:&#& 3)6#$/## ）、褶 纹 冠 蚌

（!*#&9+*#+ :,#3+9+）是培育淡水珍珠的优良蚌种，

丽蚌（1+6:*(9),+）是珍珠养殖中制造珠核必不

可少的原料。关于中国淡水双壳类软体动物的

调查，前人已做过大量的工作，但对双壳类特有

种仍缺乏系统、完整的资料。作者通过查阅有

关文献，经系统整理，获得了中国淡水双壳类特

有种名录及地理分布等方面的资料，现报道如

下。

? 特有种名录及地理分布

?@? 种类组成 通过查阅有关文献［) ’ !"］，经系

统整理，初步确定，中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共计

#& 种（表 )），隶 属 ! 科 )/ 属，其 中 贻 贝 科

（WH=+.+3-4）)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X/Y；蚌科

（01+21+3-4）)% 属 #/ 种，占总种数的 6&X(Y。由

!!!!!!!!!!!!!!!!!!!!!!!!!!!!!!!!!!!!!!!!!!!!!!!!!!!!!!!!!!

此可见，我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主要是蚌科的



种类。在蚌科中，各属内特有种以种数递减的

顺序排列为：丽蚌属 !" 种，尖嵴蚌属、楔蚌属和

无齿蚌属各为 # 种，蛏蚌属 $ 种，珠蚌属、裂脊

蚌属、扭蚌属、矛蚌属、糙蚌属、拟齿蚌属、鳞皮

蚌属和冠蚌属各为 % 种，帆蚌属、尖锄蚌属、雕

刻蚌属各为 ! 种。

表 ! 中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名录及地理分布

种类名称 地理分布

贻贝科 &’()*)+,-
股蛤属 !"#$%&’($)

!. 湖沼股蛤 ! / *)+,-.("- 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

蚌科 01)21)+,-
珠蚌属 /$"%

%. 雕刻珠蚌 / / &’(-+,*&.) 江西、湖南

$. 卵形珠蚌 / / %0).,- 贵州

尖嵴蚌属 1+,."+%-.)
3. 中国尖嵴蚌 1 / +2"$’$-"-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4. 卵形尖嵴蚌 1 / %0).)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三槽尖嵴蚌 1 / .("-,*+).) 安徽、江西

". 勇士尖嵴蚌 1 / (’.")(") 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5. 三角尖嵴蚌 1 / .(")$3,*) 湖南

6. 四川尖嵴蚌 1 / -"+2,)$"+) 四川

裂脊蚌属 4+2"-.%5’-#,-
!7. 射线裂脊蚌 4 / *)#&(’6)$,-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棘裂脊蚌 4 / -&"$%-,- 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扭蚌属 1(+%$)")
!%. 扭蚌 1 / *)$+’%*).)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反扭蚌 1 / #,."+) 江西、湖南

楔蚌属 7,$’%&-"-
!3. 圆头楔蚌 7 / 2’,5’"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4. 矛形楔蚌 7 / +’*."8%(#"- 江西、湖南

!#. 鱼尾楔蚌 7 / &"-+"+,*,-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巨首楔蚌 7 / +)&".).)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5. 江西楔蚌 7 / 9")$3-"’$-"- 江西

!6. 微红楔蚌 7 / (,8’-+’$- 江西、湖南

矛蚌属 !)$+’%*)(")
%7. 三型矛蚌 ! / .("8%(#"- 安徽、江西、湖南

%!. 真柱矛蚌 ! / ’,+6*"$5("+) 浙江、江西

糙蚌属 4+):"’-
%%. 中国糙蚌 4 / +2"$’$-"- 广东

%$. 长糙蚌 4 / *%$3).) 广东

帆蚌属 ;6("%&-"-
%3. 三角帆蚌 ; / +,#"$3""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尖锄蚌属 <.6+2%(26+2,-
%4. 尖锄蚌 < / &8"-.’(" 江苏、安徽、湖南

拟齿蚌属 <-’,5%5%$
%#. 偏侧拟齿蚌 < / -’+,$5,- 安徽、江西

%". 南京拟齿蚌 < / $)$9"$3’$-"- 江苏

丽蚌属 !)#&(%.,*)
%5. 洞穴丽蚌 ! / +)0’).)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6. 巴氏丽蚌 ! / :)="$" 江西、湖南

$7. 刻裂丽蚌 ! / -+("&.) 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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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类名称 地理分布

"!# 环带丽蚌 ! $ "#$%&% 浙江、安徽、江西

"%# 猪耳丽蚌 ! $ ’#()*()#+%’&,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多瘤丽蚌 ! $ -#./0&,(&% 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 三巨瘤丽蚌 ! $ &’,(.%1% 江苏、浙江、江西、湖南

"’# 失衡丽蚌 ! $ &#’&+#0% 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天津丽蚌 ! $ &,*$&0,$*$0,0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 绢丝丽蚌 ! $ 2,3’#0%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角月丽蚌 ! $ 4#’$++5+ .+$%* 河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 长丽蚌 ! $ *.#$6%&% 江苏、浙江

&-# 多肋丽蚌 ! $ -%0()%.,0 浙江、湖南

&!# 拟丽蚌 ! $ 0-+’,% 河北、江西、湖南

&%# 细瘤丽蚌 ! $ 5,(’#0&,(&% 湖南

&"# 薄壳丽蚌 ! $ .*.*(, 江苏、浙江、湖南

&&# 近似丽蚌 ! $ 0,5,.%’,0 江西

雕刻蚌属 7%’’*/0,%
&’# 金黄雕刻蚌 7 $ %+’#’% 安徽、江西、湖南

鳞皮蚌属 !*-,8#8*05%
&(# 高顶鳞皮蚌 ! $ .%$6+,.%&,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 翼鳞皮蚌 ! $ %.,6*’% 江苏

蛏蚌属 9#.*$%,%
&*# 橄榄蛏蚌 9 $ #.*,1#’% 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

&,# 龙骨蛏蚌 9 $ (%’,$%&+0 江西

’-# 三角蛏蚌 9 $ &’,%$6+.%’,0 安徽

无齿蚌属 :$#8#$&%
’!# 球形无齿蚌 : $ 6.#3#0+.% 河南、安徽、江西、湖南

’%# 光滑无齿蚌 : $ .+(,8% 江西、湖南

’"# 瓢形无齿蚌 : $ ;#’*&, 浙江

’&# 滇池无齿蚌 : $ 2*$#+,.,, 云南

’’# 具角无齿蚌 : $ %$6+.% 浙江、湖南

’(# 河无齿蚌 : $ 2.+5,$*% 河北、江苏、浙江、安徽

冠蚌属 4’,0&%’,%
’)# 贝尔冠蚌 4 $ 3*,’*$0,0 内蒙

’*# 双齿冠蚌 4 $ 8,0(#,8*0 浙江

!"# 区系成分 本次整理报道的我国 ’* 种淡

水双壳类特有种，经分析，属于华中区分布的有

", 种，占分布种的 ()#%.；属于华北区和华中

区分布的有 !" 种，占分布种的 %%#&.；属于西

南区、华南区分布的各 % 种，分别占分布种的

"#&.；属于 蒙 新 区 分 布 的 ! 种，占 分 布 种 的

!#).；属于华北区、华中区和华南区分布的 !
种，占分布种的 !#).。由此可见，我国淡水双

壳类特有种的组成和区系成分，以东洋界华中

区的种类占绝对优势，只有少数种类渗透到古

北界的华北区。

# 特有种在各省的分布概况

经整理统计，中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在各

省的分布概况见表 %。从表 % 可见，我国淡水

双壳类特有种在 !( 个省内有分布，但主要集中

分布于华中区，其中尤以江西（", 种）、湖南（"*
种）、安徽（"! 种）、浙江（%, 种）和江苏（%’ 种）’
省种类最多，分别占我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总

种 类 的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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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在各省的分布概况

省份 特有种数 占特有种总种数的比例（!）

内蒙 " "#$
河北 % "&#’
河南 $ "(#"
山省 ) *#%
江苏 () +’#"
浙江 (, )&#&
安徽 ’" )’#+
江西 ’, %$#(
湖北 "+ (+#"
湖南 ’* %)#)
四川 ( ’#+
贵州 " "#$
云南 " "#$
福建 " "#$
广东 ’ )#(
广西 " "#$

" 特有种形成的古地理环境分析

我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如此丰富，与我国

古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地理研究表

明，从第三纪晚期上新世到第四纪初期，全球气

温有过明显降低的趋向，这一世界性气候的变

化，导致全北界冰川期的到来。冰期的发生对

环境的影响直接威胁到动物的生存。然而，第

四纪以来，我国并未遭受到像欧亚大陆北部那

样广泛的大陆冰川的覆盖（我国冰川主要发生

在青藏高原、西北高山和东部局部山地），动物

区系的变化，不像欧亚北部那么剧烈［(&］；加之

双壳类生活在水域环境，受冰期的影响自然比

陆栖动物要小得多。因此，我国保存了较多的

淡水双壳类特有种类。特别是我国东洋界华中

区东部丘陵平原亚区（长江流域一带），不仅受

第四纪冰川的影响较小，而且水域辽阔，为淡水

双壳类免遭冰川的袭击提供了“避难所”，良好

的自然环境有利于特有种的形成和保存，这可

能是我国淡水双壳类特有种集中分布于华中区

东部丘陵平原亚区的主要外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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