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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动物帘蛤科的蛤仔属 Genus Ruditapes 在中国近海发现有两种。 一种是菲律宾

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et Reeve)，另一种是杂色蛤仔 R. variegata (Sowe

rhy)。菲律宾蛤仔在我国沿海分布广，天然产量很大，是我国水产捕捞和养殖的重要贝类。

十多年来，国内对这两种蛤仔的鉴别以及属名、种名的采用都存在混乱现象。归纳起

来有以下三个问题: L 我国的蛤仔，特别是黄渤海沿岸的蛤仔是一种还是两种; 2、菲律

宾蛤仔和杂色蛤仔在我国的分布情况怎样; 3. 这两种蛤仔的外部和内部形态有什么区

别。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我们从外部和内部(组织切片)形态学的研究，对菲律宾蛤仔和杂

色蛤仔进行比较，搞清了这两种蛤仔的主要区别和它们在我国沿海的分布情况。

我们检查了我所历年来在我国沿海采到的共 325 号 3730 个标本。切片材料，菲律宾

蛤仔采自青岛，杂色蛤仔采自海南岛三亚，各自在软体部的相同部位取材，用 70% 酒精、

10% 福尔马林或波恩 (Bouin) 氏液固定，石蜡包埋，切片厚度 8一12μ。 Ehr1ich 氏苏木

精-伊红 (H. E.) 染色法或 Mallory 氏染色法染色。

蛤仔属 Genus Ruditapes Chiamenti, 1900 

Riv. Ital. Sci. Nat. Siena , 20, p. 13. Type (SD Dà l1, 1902): Venus decrmata Linnaeus, 1758. 

Amygdala Römεr， 1857 , Krit. Unters. Venus , p. 16 (non Gray, 1825). Type (M): Veiius âectlSsai~ Lin-

naeus, 1758. 

蛤仔属和缀锦蛤属 (Genus Tapes Mühlfeldt)、石蛤属 (Genus Venerupis Lamarck) 的

亲缘关系很近。 100 多年来这三个属，←属下种的归属问题一直十分混乱。 Ruditapes 和

Venerupis 属下的种，绝大部分都曾置于 Tapes 属下。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大部分种的归属

问题逐渐朗确了，但 R. philippinarum 和 R. variegata 的归属问题还一直较为混乱，早期
分类学者把它们列入 Venus 属，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大部分人把它归于 Tapes 属，

以后又有不少人把它置于 Venerupis 属下。本文所用的 Ruditapes 是 Chiamenti 在 1900

年建立的 9它的模式种 Vènus decussata Linnaeus 是 1902 年 Dall 后指定的。在 1971 年以

前 Rudit叩ω 一直是作为 Tapes 的亚属;与 Ruditapes 亚属位置相当的还有 Amygdala

Rδmer 1857，模式种也是 Venus decussata Linnaeuso Ruditapes 和 Amygdala 在文献中作

为 Tapes 或 Venerupis 的亚属反复交叉出现。 Keen (1951) 在《帘蛤科分类大纲》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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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Ruditapes 作为 Tapes 的亚属，在 1969 年把 Amygdala 作为 Ruditapes 的同物异名。

1971 年 Fischer-Piette 和 Métivier 系统研究了缀锦蛤亚科 Tapetinae。对这一亚科各个属

较合部主齿板的形态进行比较后，把 Ruditapes 提升为属，并指出 Amygdala 这一名称已

为棘皮动物先占，因此，把 At叼gdala Rδmer 作为 Ruditapes Chiamenti 属的同物异名，分

清了混乱 100 多年的三个亲缘属的界限.根据他们的系统，本文叙述的 philippinarum 和

variegata 两个种应当是 Ruditapes 属下的种。以住国内的文献把 Venerupis 译为蛤仔属，

考虑到这一名称沿用已久，因此本文把这两种改隶于 Ruditapes 属后，仍然译为蛤仔属，

以免造成混乱。 Venerupis (新译石蛤属)的种类目前国内尚未发现。

下:

现将石蛤属 Venerupis、缀锦蛤属 Tapes 和蛤仔属 Ruditapes 较合部的形态比较如

石蛤属
Genus V cncrupis Lamarck 

缀锦蛤属
Genus Tapcs Mühlfeldt 

蛤仔属
Genus Rt~ditape s οhiamenti 

1.饺合部主齿板不大。 1.饺合部主齿板大。 1.钱合部主齿板较长。

2. 三个主齿排列较紧，彼此几乎等

距离，顶部间隙大。

2. 三个主齿斜向排列，距离不

等，顶部间隙小。

2. 三个主齿斜排列，从中央主齿向

两侧对称斜分开，顶部间隙小。

3. 主齿板下部弯曲明显。 3. 主齿板下部较豆。 3. 主齿板下部略弯曲。

4. 左壳中央主齿狭，轻微双分叉。 4. 左壳中央主齿大，ι 明显双分

又。

4. 左壳中央主齿r:Þ.等大小，明显

双分叉。

5. 右壳中央主齿和后主齿之间的

间隙很小。

5. 右壳中央主齿和后主齿之间

的间隙大，三角形。

5. 右壳中央主齿和后主齿之间的

间隙中等-

63. 

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αrum (Adams et Reeve) 

V Cntts philippina俨t~m Adams et Reeve, 1850: i9, pl. 22. fig. 10. 

Tapcs dcnticulata Sowerby, 1852: 694, pl. 150, fig. 114; Deshayes, 1853: li8; Reeve , 1864, pl. XII, fig. 

Tapcs iaponica Deshayes (non Gmeli吟， 1853: 10; 滤庸， 1960: pl. 32. n. 6. 

Tapes philippinamm Adams ~~ Reeye, Deshayes, 1853: liO; Reeve, 1864: pl. , XI , fig. .56; Dunker,' 1882: 

20i; Pilsbry, 1895: 130; Lynge, 1909: 239; 张签等， 1936: 37。

Tapcs semidccttssata Deshayes, MS, Reeve, 1864: pl. XIII,fig. 6i. 

P,aphia philippinarttm Adams et Reeve. Tomlin, 1923: 31.0. 

Tapes varicgaía Hanley, Grabau and King, 1928: li8, pl. V, flg. 35. 张室主等， 1936: 37, pl. i , fig. 1. 

Ve叩'ùpis semidccttssata Reeve, Kuroda and Habe, 1952: 34; Sagâra, 1952: 133; 李嘉袜等， ， 1962: 侣。

Vcnerupis (Amygdala) philippinarum (Adarñs et Reeve), Nomuia, 1940: 9i; 张经等， 1960 (部汾采集地

part , in locality): 157, fig. 130; 李嘉融等 196号: 43; 庄启谦， 1964 (部分采集地 part ,in lO,cality): 97, pl. IX' 

fig.6-7; 李明杰， 1966: 169。

Vencrttpis va'riegata (Sówerby). 张笠等， 1955: 纱， pl. XVI, fig. 5-i; 1960 (部1分产地 part.in locality): 

158; 庄窟谦， 1964'(部分采集地 part in locality): 9i. 

R_ttditapcs philippinarum Adams et Reeve, Fischer-Piett~ et Métivie~， 1971: 32, pl. VH, fig. 10 à 16 et 

pl. VIII, fig. 1 à 7;' 设部忠重， 1977: 264 , pl. 55, fig. 5-6. 

标本采集地和地理分布 辽宁省庄河、石城岛、大孤山、海洋岛、小长山、皮口、金县、大‘连、长兴
岛、熊岳、盖县、葫芦岛、兴城、菊花岛了河北省北戴河、秦皇岛;[lJ东省掖县(虎头崖)、庙岛、蓬莱、烟台、摸

娜岛、威海可荣成、但岛、裆岛、石岛、海阳、乳'山、金口、青岛、日照、石臼所;江苏省连云港7 浙江省舟山

(普陀山)、睐山、四礁、宁海、石埔、玉环、坎|丁、平阳;福建省霞浦、连江、长乐、福帚J平潭、也厦口;东在liw

台湾省;广东省南澳、海门、高石、汕尾、平海、上川岛、闸坡、雷东、响洲岛;以及香港 4英占)。国外分布于

苏联鄂霍次克海南部、萨哈林岛(库页岛);日本南、北沿岸;朝鲜马山;菲律宾;巴基斯坦卡拉奇;印度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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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斯里兰卡;遥罗湾;印度尼西亚爪哇、安汶。引种养疆后新分布于美国夏威夷和北美沿岸。

讨论

(1) 菲律宾蛤仔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黄海、渤海，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居多，往南分

布到广东大陆沿岸的雷州半岛。这一种蛤仔从潮间带一直到浅海都有分布，是广温、广

盐、广分布种。

(2) 关于这一种的种名，世界各国以至国内一直使用较乱。 Adams and Reeve 1850 

发表了 Venus philippinarum; Sowerby 1852 发表 T叩es denticulata; Deshayes 1853 的手稿

中使用了 T'apes 阳nidecussata ， 因为手稿不符合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以后许多学者把 Reeve

1864 作为这一种的订名人，同年(18 5 3) Deshayes 还发表了 1'. japonica。但这四个种名

指的都是同一种， philippinarum 的名称发表最早，根据优先权原则应采用这个名称，其余

三个种名都是它的同物异名。

(3) 菲律宾蛤仔有两个生态类型。在潮间带中、上部，特别在有砾石、粗砂的海滩生

活的，贝壳较厚i高度和长度大致相等，放射肋粗而隆起，壳内面后部常呈紫色;生活在潮

间带下部和浅海的，贝壳较薄，长度明显地大于高度，放射肋较细、平，壳内面多呈白色。

这两种类型的标本虽然在壳形上有较大的差别，但放射肋的数目、水管形态、精子以至内

部的细微构造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可能是生活于不同环境的生态型 (ecological fortp.) , 
关于菲律宾蛤仔的种下问题，以后男作讨论。

杂色蛤仔 Ruditapes vαriegata (Sòwerby) 

Tápei variegät,í Sowerby, 1852: 696, pl. 151 , fig. 133__:138; Reúe, 1864~ p\. xn; fig: 61; Lischke, ÍS69: 

118; 18il: 108; 18ï4: ï9; 

二ζTåpes (Rttdit咐.i)辛万元gata~-Hå:ñrey，" Lyngê; 1909:- 240. 

Paphia (A，ηygdahl) varicgata Sowerby, Prashad, 1932: 241. 

Vcnerr,pis varicga.t哩 Sowerby，-且abe， 1951: 183.. 

Vcncrrtpis. (A，町gdala) variegata (Sowerby)，张经等， 1960: 1裂， Jfl. 131; 庄启谦， 1964: 97 (部分采集地

part in locality) pl. IX, fig. 2. 

Ruditapes variegata Sowerby, Fischer-Piette et M缸ivier， 19i1: 34-36, pl. VIII, fig. 8 à 10; 波部忠重，

1977: 264。

:标本采集地和地理分布· 福建省平潭、崇武、厦门、东山;广东省南澳、海门、龟龄岛、遮浪、东平、

澳头、宝安、闹坡、乌石、徐闻、响洲岛，海南岛的海口、新英、新村、崖县;广西酒洲岛、北海、防城(企沙)。

国外分布于日本相模湾、能登半岛以南;菲律宾;墨吉群岛;遣罗湾;越南芒街;巴基斯坦卡拉奇;斯里兰

卡;新加坡;北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爪哇;马来西亚马式甲;斐济;萨摩亚群岛;澳犬利亚; ~卑斯麦群岛，

新喀里多尼亚岛，社会群岛和塔希堤岛。

讨论

: ;(1).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这一种在我国分布的北限在福建平潭，往南除广东大陆

沿岸外还分布到北部湾和海南岛南端。和上一种比较，在国外更多地分布在印度太平洋

热带水域。

(2) 杂色蛤仔有一个近似种 R. bruguieri Hanley，产于斯里兰卡、印度马德拉斯、日

本和澳大利亚。 Fiscl四'-Piette 等指出这一种的放射肋较多，贝壳前后很不等，暖缘和背缘

直、几乎成直线，外套窦长、几乎到达贝壳中央。我们检查了杂色蛤仔的许多标本，发现这

一种和菲律宾蛤仔在壳形的变化上都是比较大的。大多数桥本高度和长度大致相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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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肋较粗，背腹缘都较圃，但也有少数标本高度大于长度，形成贝壳前后很不等，放射肋较

细，背腹缘平，几乎成直线，这些特征都和 R. bruguieri 相近似，不同的是壳内面的外套窦

较短，达不到贝壳中央。因此我们仍然把这些标本作为杂色蛤仔的变异个体处理。-

菲律宾蛤仔和杂色蛤仔的形态比较

1.贝壳

菲律宾蛤仔的贝壳较宽(见表 1)，壳表面放射肋和生长线交叉形成的布目格通常呈

长方形。放射肋较细密，隆起成脊(图版 1: 2, 4)，数目约 97-107 条。壳内面多为灰

白色或淡黄色，较合部白色，在潮间带上部生活的壳后部常呈紫蓝色。壳内面肌藏不甚清

楚，外套窦较深。

表 1

F主〈类 菲律宾蛤仔 杂色蛤仔

R",ditapes philippinarnm R. va:γiegata 

{ J zt M 长 38 33 28 37.5 32.5 27.5 

% 古U 高 26.5 22.2 19.4 26、 2 23 19.2 

7去2 宽 18 15 12 15.2 13 10.5 

杂色蛤仔贝壳不宽(见表 1)，壳表面的放射肋和生长线交叉形成的布目格一般呈扁

长方形或方形。放射肋一般宽而扁平(图版 1: 1, 3)，数目较少，约 53-70 条。壳内面

常呈桃红或橙黄色，较合部除 3 个主齿外，其余部分通常呈蓝紫色。尧内面肌痕清楚，外

套窦较浅。

2. 外套与外套愈着

菲律宾蛤仔的外套缘比杂色蛤仔肥厚，肌纤维较不丰富(图版 II: 7, 8)。菲律宾蛤仔

外套缘咱外裙粗而短，杂色蛤仔的细而长，其内亚上皮腺甚多[2飞几乎充满整个外槽，这种

亚上皮腺在菲律宾蛤仔外套缘的外套裙中并不多。

菲律宾蛤仔和杂色蛤仔外套膜缘第二愈着点的两外套缘的榴愈着情况不同。菲律宾

蛤仔的第二愈着点是左右外套缘的内槽愈着，其余的左右内中裙、外中福和外裙都不愈着

(图版 II: 吟，属于 Yonge (1957)l29l 的 A型:杂色蛤仔除了左右外中裙的内裙愈着外，

连内中福也愈着，余下左右外中槽的外禧不愈着〈图版 II: 吟，属于 Yonge (1957) 的 B

型。杂色蛤仔外套膜腹缘具有触手的一层向后延伸，仅到人水管的腹下方，这是由于长有

触手的内中榴巳在第二愈着点愈着的缘故:菲律宾蛤仔的外套膜腹缘具有触手的二层向

后延伸，约到入水管中部两腹侧处，这也说明其外套缘的内中榴不在第二愈着点愈着。

3. 鲤瓣

菲律宾蛤仔锦的外形见图 1。内鲤瓣腹缘较直，外鲤瓣大，腹缘差不多达到内鲤瓣的

腹缘。内、夕陆目瓣厚薄相差不多，夕~!\!.t瓣的禧稍浅(图版 III: 吟，内、外媳瓣的福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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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段的榴最深，向两端逐渐变浅。在内鲤瓣的最前端有一平坦无槽的区域，称为三角区[啕

(triangular area)，伸展到同侧两唇瓣基部之间，这个三角区范围较大，其腹缘不呈鸟曝

状。

图 1 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et Reeve) 左鲤外形

杂色蛤仔鱼臣的外形见图 2。内鲤瓣腹缘弯曲，外鲸瓣小，腹缘仅达到内跑瓣的 1/2 处。

内、外鲤瓣厚薄相差悬殊，外跑瓣很薄，榴很浅，几乎是平的，其上行鲸板的轴上延伸部分
呈透明薄膜状;内媳瓣则较厚，榴很深(图版 III: 10) ，鲤瓣后半段的禧最深，向前则急剧

变浅。内媳瓣前端的三角区范围较小，其腹缘呈鸟曝状。

图 2 杂色蛤仔 Ruditapes variegata (Sowerby) 左媳外形

此外，在同等大小的个体中，这两个种鲤瓣的福数和每个鲤的鲍丝数目(包括主螺丝〉

也很不相同。从表 2 可以看出，外鲍瓣的裙数和每禧鲍丝数，是菲律宾蛤仔比杂色蛤{子
多，而在内鲤瓣，则是杂色蛤仔比菲律宾蛤仔多。

4. 唇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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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蛤{子的唇瓣大而薄，脊较浅(图版 III: 11)，每个唇瓣脊的数目平均 95 条:杂

色蛤仔的唐瓣小而厚，脊较深、约比菲律宾蛤仔深一倍(图版 III: 12) ，但脊的数目较少，
平均 50 条，约比菲律宾蛤仔少一半。

表 2

外 绍、 瓣 内 鲤、 瓣

种 类 每福的媳丝数(包括主媳丝〉 每福的!\\\、丝数〈包括主媳丝〉
裙数 裙数

最多 最少 平均 最多 最少 平均

R. P菲h律ilí宾pp蛤tn仔旷自m 46 40 20 33 48 69 26 49 

杂色蛤仔 14 32 12 22 60 76 28 61 R. variegata 

5. 水营和精子

菲律宾蛤仔的出人水管基部愈着、先端小部分分离，入水管口缘触手不分叉;杂色蛤

仔的出入水管基部完全分离，人水管口缘触手分叉，这一特征是区别两种蛤仔最简易的方

法。我们用相差显微镜观察精子的形态，菲律宾蛤仔精子头部呈弯锥形，杂色蛤仔精子头

部呈懈果形。这两种蛤仔水管和精子的观察结果和 Sagara (1952) 相一致。 Sagara 文章

中指的半叉蛤仔 Venerupis semidecussata ， 也就是本文所述的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

pznaru1η 。

小结

(1) 菲律宾蛤仔和杂色蛤仔主要形态比较如下:

表 3

ι江三
菲律宾蛤仔 杂色蛤仔

Rttditapes philippinarum R. variegata 

贝壳较宽，放射肋隆起的脊细密，数目约 贝壳不宽，放射肋扁平，数目约 50-70

贝壳 90-100 条。 条。

壳内一般白色，肌痕不甚清楚。 完内一般桃红色或橙黄色，肌痕清楚。

水管 基部愈着，先端小部分分离，入水管口缘触 从基部起完全分离，入水管口缘触手分

手不分叉。 叉。

(2) 从图 3 可以看出两种蛤仔在我国的分布情况:

菲律宾蛤仔从渤海、黄海往南一直到广东大陆沿岸的雷州半岛(北部湾和海南岛尚未

发现)，杂色蛤仔从平潭往南(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都有分布。从现有资料看来，平潭以

北只有菲律宾蛤仔一个种。平潭以南的福建沿岸和广东大陆沿岸两种蛤仔都有，而海南

岛只有杂色蛤仔一个种。以往文献所报告的分布在平潭以北、特别是黄、渤海的杂色蛤仔

都应当是菲律宾蛤仔3应予修正。

(3) 福建省连江、福清一带养殖的"花蛤n 颇负盛名，市场上见到的多是二龄的小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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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面花纹变化很多，花蛤名称由此而来，以往许多文章都把它误订为杂色蛤仔。作者在连

江养殖场采到许多二龄到四龄的贝壳，观察其贝壳、水管和触手的形态，均和我国北部沿

海产的菲律宾蛤仔完全一致。

(4) 李嘉咏等 (1962)l2J 在"胶州湾两种习见帘蛤的生殖周期"一文中把原来订名为『

杂色蛤的改为半叉蛤 v. semidecussata; 另一种订为蛤仔。他们研究了这两种蛤仔的性腺

发育周期后发现，"半叉蛤和蛤仔雌性腺发育周期的形态学过程彼此完全没有什么差别:

两者雌性腺体的发育也有同样表现"。 这一研究结果对胶州湾只有一种菲律宾蛤仔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的论点提供了组织学和细胞学的根据。

图 3 菲律宾蛤仔 •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Adams et Reeve)，杂色蛤仔 • Ruditapes 

variegata (Sowerby) 在我国沿海的分布

附录:图版及插图缩写字母说明

cp. 鲤、福顶部; fif. 外套缘内裙愈合 (Type A); fml if. 外套缘内福和内中裙愈合 (Type B); g. 亚上皮腺:

gr. 唇瓣沟; ib. 内媳瓣 lep. 内唇瓣的内上反; if. 外套缘内福; ilj. 板间联结; 1m. 纵外套肌;m1 外套缘内中槽;

mz 外套缘外中褐 ; ob. 外饵、瓣; of. 外套缘外福 ;p. 角质层; pn. 环外套神经; f. 唇瓣脊; rm. 放射外套肌; sae. 

外媳瓣的轴上延伸， sbc. 鲸上腔; ta. 三角区; wt. 烧、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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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ECIES OF THE GENUS RUDITAPES (MOLLUSCA, 
LAMELLIBRA:NCHIA, VENERIDAE) OFF CHINA COAST* 

Zhnang Qiqian Li丑 Huiqiong and IJiang Xianyuan 

(Instit创e of Oceanology啕 Acaàemia Sinica) 

ABSTRAOT 

Two species of the genus Ruditαpcs (Mollusca, Immellibran巳hia， Ve丑巳ridae) viz寸 R.

philippinαrnm (Adams et Reeve) and R. vα1"iegatα(Sowerby) are found off China 
巳oa吼， the former species being very abundant and wide1y distributed in our coast日， and 
is a1so an important 日pecies for culture. 

For many years, there has been some confusion with regard to the taxonomic dis
tinction betweeIi these two species in our 巳ountry. With an aim of clearing up su巳h
a 巳onfusion， we re-exal1lined a total of 3,730 specimens. A carefu1 study is made not 
on1y 0丑 the differen巳e in exte1'nal she11 m01'pho10gy, but also on the differen巳e of the 
l1lantle and l1lant1e fusion , outer and inne1' del1lib1'anch 日， labial palp, siphon, and the 
shape of the s.pe1'm of these two species. The compa1'ative mo1'phological stru巳tur巳 of

these two spe巳ies (P1ate 1-II1) c1ear1y show that they a1'e two distinct species 

Thes巳 two species a1so have diffe1'ent 1imits of di画t1'ibution. Ruditα:pes philip
pi'饥αntrn is found as north as the Bohai Sea, its south巳rn 1imit is in the Guangdong 
co且tinental 巳oast in the South Chil1a Sea, but it is noticeab1y absel1t in Hainan 1s1a丑d

and the Beibu Gulf. R. vαriegatαhas its no1'thern limit of distribution in Pingtan 
(Fujia丑 P1'ovince)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has a southward dist1'ibution extending 
to the southe1'n tip of Hainan 1s1and and to the Beibu Gulf. 

公Contribution No. 526 f l'om the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Academia Sini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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