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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要 本文根据 1 9B8一l 989年在福建湄洲湾调查的资料，研究了该湾多毛类的种类组成与数量分 

布特点。结果，共鉴定多毛类 73种，以暖水性种类占优势；平均栖息密度为 57个 ，平均生物量为 

3 3 5克／m ；数量分布不均匀，与底质环境密切相关。 

多毛类 (Polychaeta) 是海洋底栖无脊椎 

动物的主要类群之一，是海洋鱼类的重要饵料， 

许多种类(如中蚓虫 (Mediomassu~callfornle— 

nsis)、异蚓虫 (Heteromastus tiliformis) 和 

双齿围沙蚕 (Perlnereis aibuhitensis)等)还可 

作为环境污染的指示生物 。因此 ，进行多毛类 

的调查研究．对渔业生产和环境保护具有现实 

意义。 

湄洲湾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天然良港。但是， 

田 1 调查站位置分布 

关于泪洲湾多毛类的调查研究 ，至今尚未见报 

道。本文根据调查资料的分析 ，阐述了该港湾 

多毛类的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的生态特点。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系根据国家海洋局第三海 洋 研 究 所 

1988年 9月和 1989年 1月在福建泪洲湾 进行 

的底栖动物调查所获得的多毛类样品及底质等 

环境资料整理而成。 调查站位布设如图 1所 

示。 

样品采集使用面积为 0 05 的 。大洋 5O 

型 采泥器，每站连续取样四次。用网耳为1ram 

的过筛器分选出动物标本。标本处理按我国海 

洋调查规范(国家海洋局，1975年)进行。 

二 、 结 果 

(一)种类组成 泪洲湾多毛 类种类较多， 

本调查共鉴定 73种，隶属 31科 53属。种类名 

录如下： 

蕾捌 jI参 毛羹种 娄名曩 

锥 头虫科 

+育囊尖锥虫 

尖锥虫 

亚洲矛毛虫 

单指虫科 

·足刺异单指虫 

海稚虫科 

1)参加海上调查的有棘惠州、黄心光、杨全兴和廖水木等，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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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指虫 Laonice“rr t4 

饫手 虫科 Magelo~idae 

‘长手 沙蚕 jlfagelon f Ff口 

丝鳃 虫科 Cirratulidae 

刚 鳃虫 c~aeto*o P． 

’丝鳃 虫 cittatul l clrra~~I 

多丝丝鳃虫 c．]i i~ormis 

‘弦鳃独毛虫 Tharyx]ilib r ia 

小头虫科 Capitelljdae 

小头虫 Capi F 4 P． 

中蝠I血 Medi ： 4fiforni~ s j 

瓦背蚓虫 Notoma~f 口tericeus Sar$ 

背蚓虫 Ⅳ．。p． 

异蚓虫 Hetero aStus lilito rmir 

缩头虫科 MaIdanidae 

持真节虫 Fuel，辨f 州  datei 

小谍节虫 M'icrovl f P． 

似节虫 Praxill etlu praetermitsa 

海 埔科 0phellidle 

大海蛹 Oghetina grandi# 

多手鳞秒蠢科 Polynoidae 

背鳞 虫 Lepido 。； i P． 

鳞沙蚕科 Aphrodiddac 

哈鳞虫 Harmotk⋯ p． 

多齿鳞虫科 Polyodoa【idae 

’黑斑多齿麟虫 Polyodosces辨 f 日。t I 

锡蛉虫科 Sigajionidae 

日本 强鳞虫 Sthenolepix，uponica 

海虫科 Hesionidae 

蒋女虫 Hesione P． 

‘中华结海虫 L~ocrates ĉi eH i， 

白毛虫科 Pjlargiidae 

‘自合 甲虫 3ynelmit albini 

沙蚕科 Nereidae 

刺沙蚕 Pleanlh~~sp． 

锐足全刺沙蚕 N l。川  l̂ oxypoda 

抄 蚕 Nerels。p． 

吻沙蚕科 Glyceridae 

长吻沙蚕 GtFe~r cMrori 

角吻抄蚕稃 Goniadidae 

角吻沙蚕 Goniada sP． 

齿吻沙蚕科 NephtyidBe 

’中华内卷齿蚕 ．4gJaophamus  ̂ ， 

‘双鳃内卷齿蚕 ．dibra~chis 

内卷齿蚕 ．*pp． 

多鳃齿吻沙蚕 Ncp~tys p 憎 f · 

齿吻沙蚕 Ⅳ． P． 

仙虫科 Amphln0mldae 

、瘤犹帝虫 Eurythoe P盯 Ⅲ ， 如l4 

‘蒋毛虫 CMoei4，laoa 

欧努菲虫科 Onuphld~e 

利波巢沙蚕 Diopatra neagotitaga 

。 l ‘ 

欧努菲虫 0 外 i Ⅲ i；· 

矶 沙蚕科 l~unicldae 

‘滑指矶沙蚕 îce indiva 

矾 沙蚕 ．sP． 

毡毛岩 虫 Marp~yta ， g 昔 

岩 M ． gu m  

’特矶抄蚕 Euniphy：a cul 10 

索沙蚕科 Lumbrineridae 

回头素沙蚕 Lumbrine rf  ̈l 

’西奈索沙蚕 L． f̂ oi 

异足索沙蚕 L．heteropod 

‘短叶索沙蚕 L．ta*reitli 

索沙蚕 L． pP． 

花索沙蚕科 Arabe!lidae 

’线涉蚕 Dril。月eris f ，～ 

不倒翁虫科 Sternaspldae 

不倒翁虫 Stern 坤 tc*tat# 

扇 科 Flsb ellig㈨ida 

有盾海赢虫 Pherum parmⅡ；4 

羽毛海扇虫 P．plu osa 

海赢虫 P．0P． 

’绒毛肾赢虫 Brada vilto：a 

帚毛虫科 Sabellariidle 

‘键头帚毛虫 Ly 口辨 giardl 

笔帽虫科 Pe~tinarildae 

乳头笔帽虫 Pevtinaria pupHIo#*t 

垫龙介虫科 Tetebellidle 

树栉虫 Samyt~a 0p． 

树蛰虫 Pi：t~cri：ta*4 

树蛰虫 P． P． 

单蛰虫 LFxJIla sp． 

扁 蛰虫 Loirai f 朋 

拟蛰虫 f̈ 口ttll 4，t 

日本棱蛰虫 $c~onelta，apoMca 

毛鳃虫科 T richob ranchida~ 

梳鳃虫 Tcrebell d f，；，0f fi 

缨鳃虫科 SabelHdae 

‘泽光樱虫 SabellatI4rff fhuensis 

龙舟虫科 Serpulld北 ． 

’白色盘管虫 Hydroldef biceps 

膏 巾 H ．s0 

注： 为艘水性种类。 

在种类组成中，以暖永性种类占优势，从 

已鉴定到种的 49种中，初步统计有 32种 ，占 

65 3移。 

根据各种类的栖息密度及出现 频 率 的 大 

小 ，本区多毛 类优势种有 6种，依次为特矶沙 

蚕 、索沙蚕 (Lumbrineris sp．1)、似垫虫、线 

沙蚕、泽光樱虫和梳鳃虫。优势种的优势度不 

高，栖息密度占多毛类总栖息密度的47．4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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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占38．8 。 其它主要种类还有 日本 强 鳞 

虫、中华内卷齿蚕、双鳃内卷齿蚕、圆头索沙蚕 、 

短叶索沙蚕和有盾海扇虫等。 

(二)数量分布 本调查多毛 类的平 均 栖 

息密度为 57个／m ，平均生物量为 3．35克／m 。 

两次调查数量的差别较小，1988年 9月的平均 

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54个／m 和3．31克／ 

， 1 989年 1月分别为 59个／m ，和3 38克／ 

。 

数量的分布不均匀，总趋势是湾内较高，湾 

口较低(图 2)。 栖息密度最高为 92个／m ，最 

低为 l2个／m ；生物量最高为 5．94克／m ，最 

低为 O．33克／m：。 

图 2 多毛莞 平均 栖息 密凄 的分 布 

优势种的数量分布各有所异 ，但是它们都 

仅分布于湾内，湾口的 2-个测站均未出现 (图 

3)。 

三、 讨 论 

1．湄洲湾多毛类组成以暖水性种类 占 优 

势，主要是受南海水影响较大的缘故 。 

2．本调查所获多毛类的种类较多(73种)， 

匿 3 优 势种 栖且 密厦的分 布 

但数量不大 (平均栖息密度为 57个／m ，平均 

生物量为 3 3 5克，m )，反映了我国南方海 区动 

物种类和数量组成的一 般特点。 

3．多毛类的数量分布不均匀，这与本调查 

区底质较复杂有关。 本区底质可分为粉 砂 质 

泥、砂质泥、泥质砂、贝壳砂和岩石五种类型。多 

毛 类在不 同底质类型中的平均数量分布 为：粉 

砂 质 泥 (74个， ， 4．59克／m )> 砂 质 足 

(64个／ ，4．17克／ )> 泥质砂 (63个，m ， 

3．5 0克／m )> 贝壳砂 (55个／m ，3．28克，m ) 

> 岩石(19个， ，O．59克／m )o 多毛类数量 

分布与底质颗粒大小呈反比的关系和底质中营 

养物质的多寡密切相关。粉砂质呢的底质，有 

机质含量最丰富，给潜居底内生活的多毛类提 

供了足够的营养，有利于动物的生长和繁殖。随 

着底质颗粒组成的增大，有机质含量随之减少， 

多毛类数量也随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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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寿 螺 的 形 态 构 造 

胡 自 强 胡 运 瑾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长沙 4l ooo6) 

摘要 本文对 引进我国的一种大型羧水养殖螺类——福寿螺(大瓶螺)的外部形态、内部构造进行 

了描述一其中内部构造部分为国内首次系统报道，并附有形态解剖图。在解剖中我们发现，福寿螺有一 

些特殊的洁构：(1)栉状鳃着生于外套腔的右侧，这与所属的中腹足目及瓶螺科的特征(鳃位于外套腔 

的左侧 )明显不同o(2)再的内壁有许多列隆起 ，其上有害状齿，用以磨碎食物；胃腔凹面的底部有一呈 

倒U型的 胃楣。(3)大动脉的基部膨大成副心脏，这在腹足纲动 物中很少见。(4)雄性生殖器有前列 

晾囊 ，囊内的前列铱呈缸丝状 ，长可迭 ，0毫米。 

疆寿螺 (Ampullaria gigas)，又 称 大 瓶 

螺、苹 果螺 、金宝螺，在分类学上属中腹足目、瓶 

螺科 、瓶螺属。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这 

种螺具有适应性强，生长繁殖快，饲料来源广 ， 

易于养殖的特点。螺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髓． 

台有多种维生素及无机盐的优质营养食品。因 

此 日本和台湾先后引进，广东省中山县 1 981年 

从台湾5I进该螺 ，很快在全国许多省、市推广养 

殖，成为我国淡水养殖的一种大型螺类 。 它 

对改善人们的食品结构和解决家禽 、家畜、鱼 

类、龟 、鳖等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具有较大的经 

济 葱义 。 

作者经过几年的井殖观寮，井结合特种水 

产专业班的教学，对福寿螺的形态构造进行了 

多次较为详缅的解剖，现将观察结果介绍如下。 

(一)外部形态 

1．贝壳 福寿螺的贝壳为一大型的 螺 旋 

形 贝壳，右旋。成体壳高可达 55毫米 ，壳宽 43 

毫米。壳质较厚而坚固，外形呈卵圆球形。有 

5—6个螺层，均外凸，螺层在宽度上增长m速。 

螺旋部低矮。体螺层极膨大，其高度占全部壳高 

的 5／6—6，7。各螺层上部呈肩状，体螺层肩挪 

更明显。缝合线深，凹人。壳面光滑，有光泽， 

呈绿色或黄绿色。壳口大，近卵圆形，周缘简 

单，内唇上方贴覆于体螺层上，形成薄的胼胝。 

脐孔大而深，略被轴缘遮盖。 厣为角质的黄褐 

色薄片 ．具有同心圆的生长线，并内凹．但雄性 

成体在厣的近外侧中部隆起，外缘向壳口内折 

翻，以此可与雌体相区别 厣核偏于内侧中部o 

(见图 A)。 

’幅詹蠕均养殖与温度有着密切茏系，但由于盲目，的引 

进，我国台湾、广东等地区造成 长作劫的严重虚害 刘 

中丽等根据福寿螺的生长发育对温赛的要求，将 我国 

螺的养殖区铷舟为 s个区：1禁止养殖区为福建 南部、 

广东、广西 、云南甫韶及甫蒋诸岛， z．控锚发展养殖 

区为渐江、江西、龃北、谰南、福建曲西北部、云贵高原 

及四川盆地 ， 3．太力推广养殖区为河 托，山柬．江 

苏、安徽 、河南、山西及跌西南部， ’·基本螽宜养殖 

区为吉林中南部 、辽宁大部 河北北部 山丽 陕西大 

部、宁夏及甘肃南部， 5·不适宜养疆区为黑龙讧、内 

蒙古、吉林大部、甘肃及宁夏北部、新墓及青藏高原、四 

川西部山区。根据螺的生物学特性严格控制 养 殖 区， 

可避免螺进^农田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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