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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文蛤属分类研究进展

孔令锋，王晓璇，松隈明彦，李　琪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０３）

摘　要：　文蛤属贝类的贝壳花纹及颜色变化较大，种与种之间形态差异较小，单纯依靠形态学特征对其进行分类较困难，

长期以来，中国沿海文蛤属的分类存在很大争议。本文概述了文蛤属分类研究的现状，总结了目前国内文献记载的文蛤属

物种：文蛤（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ｍｅｒｅｔｒｉｘ）、短文蛤（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丽文 蛤（Ｍ．ｌｕｓｏｒｉａ）、琴 文 蛤（Ｍ．ｌｙｒａｔａ）、小 文 蛤（Ｍ．ｐｌａｎｉｓｕｌ－
ｃａｔａ）、紫文蛤（Ｍ．ｃａｓｔａ）与斧文蛤（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在物种分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对文蛤属分类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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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蛤 属（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７９９）隶 属 于 软 体 动

物门（Ｍｏｌｌｕｓｃａ）双壳纲（Ｂｉｖａｌｖｉａ），帘蛤目（Ｖｅｎｅｒｏｉｄａ）
帘蛤科（Ｖｅｎｅｒｉｄａｅ），起源于早第三纪，广泛分布于西太

平洋（中国、朝 鲜 半 岛、日 本 和 东 南 亚）和 印 度 洋（亚 丁

湾和阿曼湾）海域［１］，主要栖息于河口及有淡水注入的

内湾附近。文 蛤 属 的 物 种 在 中 国 从 南 到 北 均 有 分 布，
是我国十分 重 要 的 海 洋 经 济 贝 类。然 而，由 于 文 蛤 属

种类贝壳花纹 及 颜 色 变 化 较 大，不 同 的 学 者 对 其 分 类

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造成了文蛤属分类混乱的现象，
在分类历 史 上，大 约 有３０个 种 类 被 命 名 和 描 述，如：

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Ｍ．ｌｕｓｏｒｉａ
（Ｒｄｉｎｇ，１７９８）、Ｍ．ｃａｓｔａ（Ｇｍｅｌｉｎ，１７９１）、Ｍ．ｌａｂｉｏｓａ
（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０１）、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

Ｍ．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Ｍ．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
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Ｍ．ｉｍｐｕｄｉｃａ（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Ｍ．ｚｏ－
ｎａｒｉａ（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Ｍ．ｍｏｐｈｉｎａ （Ｌａｍａｒｃｋ，

１８１８）、Ｍ．ｚｏｎａｌｉｓ（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Ｍ．ｌｙｒａｔａ（Ｓｏｗ－
ｅｒｂｙ，１８５１）、Ｍ．ｏｖｕｍ （Ｈａｎｌｅｙ，１８４５）、Ｍ．ｐｌａｎｉｓｕｌ－
ｃａｔａ （Ｓｏｗｅｒｂｙ，１８５１）、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Ｄｅｓｈａｙｅｓ，

１８５３）、Ｍ．ｅｘｉｌｉｓ（Ｒｍｅｒ，１８６５）等［２］。

１　中国沿海文蛤属分类研究概述

中 国 沿 海 文 蛤 属 分 类 的 研 究 始 于 ２０世 纪 初。

１９０４年，Ｊｏｎｅｓ和Ｐｒｅｓｔｏｎ［３］记 载 了 Ｍ．ｚｏｎａｒｉａ （Ｌａ－
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标本采自山东沿岸。１９０５年，Ｄａｕｔｚｅｎ－
ｂｅｒｇ和Ｆｉｓｃｈｅｒ［４］对 北 部 湾 的 贝 类 叙 述 时，报 道 了 Ｍ．
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１９２８ 年，Ｇｒａｂａｕ 和

Ｋｉｎｇ［５］在《Ｓｈｅｌｌｓ　ｏｆ　Ｐｅｉｔａｉｈｏ》（《北 戴 河 贝 类》）一 书 中

描述了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８１８）。１９５５年，张

玺、齐钟彦和李洁民［６］合著的《中国北部海产经济软体

动物》描 述 了 文 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１９６０年，张玺等［７］在《南 海 的 双 壳 类 软 体 动 物》描 述 了

文蛤和丽文蛤（Ｍ．ｌｕｓｏｒｉａ（Ｒｄｉｎｇ，１７９８））２个 种 类。

１９６２年，张 玺 等［８］主 编 的《中 国 经 济 动 物 志－海 产 软 体

动物》一书，由 于 仅 报 道 一 些 经 济 价 值 较 大 的 种 类，文

蛤属中只包含了文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一个物种。１９６４年，庄启谦［９］发表的“中国近海帘蛤科

的研究”专题 论 文 中 对 中 国 近 海 的 帘 蛤 科 做 了 详 细 的

修订，认为我国 沿 海 文 蛤 属 包 含３个 物 种：文 蛤、丽 文

蛤和 斧 文 蛤（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Ｄｅｓｈａｙｅｓ，１８５３））。１９８８
年，王如才［１０］在《中国水生贝类原色图鉴》一 书 中 记 述

了文 蛤 属２个 种 类：文 蛤 和 丽 文 蛤。１９９７年，徐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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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１１］在《中国海双壳类软体动物》一书中记录了文蛤属

５个种类：文 蛤、丽 文 蛤、皮 特 文 蛤（短 文 蛤（Ｍ．ｐｅｔｅ－
ｃｈｉａｌｉｓ））、斧 文 蛤 和 琴 文 蛤 （Ｍ．ｌｙｒａｔａ（Ｓｏｗｅｒｂｙ，

１８５１））。２００１年，庄启谦［１２］在《中 国 动 物 志· 软 体 动

物门· 双壳纲· 帘 蛤 科》一 书 沿 袭 了 他 本 人１９６４年

的观点，即中国沿海文蛤属仅包含文蛤、丽文蛤和斧文

蛤３个种 类。２００８年，张 素 萍［１３］编 著 的《中 国 海 洋 贝

类图鉴》一书 中，在 庄 启 谦 的 基 础 上 又 增 加 了 短 文 蛤。
同年，徐凤山和张素萍［１４］在《中国海产双 壳 类 图 志》一

书 中 又 新 增 加 了 琴 文 蛤、小 文 蛤（Ｍ．ｐｌａｎｉｓｕｌｃａｔａ
（Ｓｏｗｅｒｂｙ，１８５１））和 紫 文 蛤 （Ｍ．ｃａｓｔａ（Ｇｍｅｌｉｎ，

１７９１））。
随着分子系 统 学 的 发 展，现 代 分 子 标 记 技 术 已 经

越来越多的应 用 到 文 蛤 属 分 类 的 研 究 中，并 取 得 了 显

著的成果。例如，２００６年，潘宝平等［１５］利用１６ＳｒＲＮＡ
和ＩＴＳ１两个基因对文蛤属进行了系统学研究，认为琴

文蛤和斧文蛤应作为独立的物种，而“文蛤”（样品采自

山东青岛、河 北 北 戴 河，从 采 样 地 点 和１６ＳｒＲＮＡ基 因

序列上分析应 为 短 文 蛤）和 丽 文 蛤 应 作 为 同 一 物 种 的

不同 地 理 亚 种。２０１１年，Ｗａｎｇ［１６］等 对 比 了 采 自 浙 江

和海南的斧文 蛤 的 线 粒 体 全 序 列，结 果 表 明 两 个 体 相

似度高达９９％，因此将斧文蛤 的 分 布 范 围 向 北 移 至 了

浙江沿岸。２０１２年，张素萍等［１］利用比较形态学和 分

子生物学技术（ＣＯＩ基因）对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本

馆采自中国沿 海 的 文 蛤 属 标 本 进 行 了 鉴 定，研 究 表 明

中国沿海文蛤属共有５个种：文蛤、丽文蛤、斧文蛤、短
文蛤、琴文蛤。利 用 分 子 生 物 学 技 术 开 展 的 研 究 修 订

了以经典形态 学 特 征 为 依 据 的 分 类 系 统，解 决 了 中 国

沿海文蛤属分 类 的 部 分 疑 难 问 题，显 示 出 了 其 在 分 类

应用中的优势，如 目 前 已 经 公 认 中 国 北 方 沿 海 重 要 的

文蛤属养殖种类是短文蛤（（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Ｌａｍａｒｃｋ，

１８１８）），而 不 是 以 前 一 直 认 为 的 文 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然而文蛤属的种类广泛分布于印

度－西太平洋海域，上述研究仅分析了中国沿海的文 蛤

属样品，研究尺 度 的 大 小 可 能 会 对 结 果 产 生 重 要 的 影

响。另外，形态 分 类 学 最 重 要 的 研 究 基 础 是 模 式 标 本

的考证，但文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作 为

文蛤属的模式种，其模式标本保存地点不清楚，这也是

文蛤属种类分类学争议产生的根源。本文将对中国沿

海文蛤属物种 的 分 类 地 位、地 理 分 布 仍 然 存 在 的 争 议

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希望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２　中国沿海文蛤属分类的争议问题

２．１文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选模（ｌｅｃｔｏｔｙｐｅ）的指定

文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是在文蛤属分类历史上争议最

大的一个种。１７５８年，Ｌｉｎｎａｅｕｓ记载了第一个文蛤，并

将 其 命 名 为 Ｖｅｎｕｓ　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１７］。

１７８０年—１７９５年，Ｃｈｅｍｎｉｔｚ描 述 了６个 个 体 作 为Ｖ．
ｍｅｒｅｔｒｉｘ的变种，然而，这６个个体间形态具有明显的

差异［１８］。１８１８年，Ｌａｍａｒｃｋ［１９］提出，和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被

认为是同一 个 种 的Ｃｙｔｈｅｒｅａ　ｉｍｐｕｄｉｃａ，Ｃ．ｃａｓｔａｎｅａ和

Ｃ．ｚｏｎａｌｉｓ应 该 为 不 同 的 物 种。１８４７—１８８７年，Ｓｏｗｅ－
ｒｂｙ［２０－２１］不赞同Ｌａｍａｒｃｋ的观点，他认为Ｌａｍａｒｃｋ用贝

壳颜色来区分Ｃ．ｍｅｒｅｔｒｉｘ和Ｃ．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是不可取

的，而且，他 和 Ｈａｎｌｅｙ［２２］都 倾 向 于 将 他 列 出 的 其 他８
个 种 类 全 部 归 为Ｃ．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的 同 物 异 名。１９０５—

１９０６年，Ｄａｕｔｚｅｎｂｅｒｇ和Ｆｉｓｃｈｅｒ［４，２３］主 张 将 Ｍ．ｔｙｐｉ－
ｃａ、Ｍ．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Ｍ．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都 归 为

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１９１４年，Ｊｕｋｅｓ－Ｂｒｏｗｎｅ［２４］认 为Ｍ．ｍｅｒｅ－
ｔｒｉｘ、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Ｍ．ｌｕｓｏｒｉａ（等 同 于 Ｍ．ｆｏｒｍｏ－
ｓａ）、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Ｍ．ｌｙｒａｔａ和Ｍ．ｅｘｉｌｉｓ都应作为独

立的种。１９３２年，Ｐｒａｓｈａｄ［２５］提出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种内变

异较大，过去学者误将其分为多个种，并进一步提出了

Ｍ．ｌｕｓｏｒｉａ、Ｍ．ｌａｂｉｏｓａ、Ｍ．ｉｍｐｕｄｉｎａ、Ｍ．ｚｏｎａｒｉａ、

Ｍ．ｍｏｒｐｈｉｎａ都应该是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的观点。１９４１年，

Ｆｉｓｃｈｅｒ－Ｐｉｅｔｔｅ［２］发表了“法国自然博物馆文蛤属Ｍｅｒｅ－
ｔｒｉｘ的订正”一文，把Ｍ．ｌｕｓｏｒｉａ和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并

入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１９７６年，他在“加尔各答采集的帘蛤科

未定种”一 文 中 将 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也 并 入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种中，而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被看作是独

立的物种［２６］。１９７７年，Ｈａｂｅ［２７］在《日本产软体动物分

类学》一书中，将文蛤属Ｍｅｒｅｔｒｉｘ分为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Ｍ．
ｌｕｓｏｒｉａ、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和 Ｍ．ｌｙｒａｔａ这５
个种。２００１年，庄 启 谦［１２］将 中 国 沿 海 的 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和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作为同一个种。因此，确立一个正确

的选模对于文蛤属的分类至关重要。

１７５８年，参 照 Ｄ’Ａｒｇｅｎｖｉｌｌｅ（１７４２，ｐｌ．２４，ｆｉｇ．
Ｆ）［２８］的记录，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描述了第一个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将其命名为Ｖｅｎｕｓ　ｍｅｒｅｔｒｉｘ，采集地点为印度洋。虽然

由Ｄ’Ａｒｇｅｎｖｉｌｌｅ所 描 述 的 个 体 可 以 作 为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
模式系列的一部分，但是其保存地点不清楚，无法用作

选模。伦敦林奈学会（Ｔｈｅ　Ｌｉｎｎ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将收藏的林奈命名的贝类的模式标本照片展示于其官

方网站上（ｈｔｔｐ：／／ｌｉｎｎｅａｎ－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ｓｈｅｌｌｓ．ｈｔｍｌ），十

分遗憾的是并没有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的标本［２２，２９］。

１７６４年，林 奈［３０］在“Ｍｕｓｅｕｍ　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ｅ　Ｕｌｒｉｃａｅ”

的叙录中又重新描述了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因为这篇叙录的

手稿在１７５３年 就 完 成 了，所 以，林 奈 在 撰 写“Ｓｙｓｔｅｍａ
Ｎａｔｕｒａｅ，ｅｄ．１０”时 知 道 并 辨 识 了 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ｅ　Ｕｌｒｉｃａｅ
博物馆里保存的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标 本［３１］。依据国际动物

命名法 规（ＩＣＺＮ　Ａｒｔ．７２．４．１）［３２］，在Ｌｕｄｏｖｉｃａｅ　Ｕｌｒｉｃａｅ
博物馆 里 保 存 的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标 本 也 应 该 作 为 模 式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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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一部分。Ｌｏｖｉｓａ　Ｕｌｒｉｋａ的 孙 子Ｇｕｓｔａｖ　ＩＶ　Ａｄｏｌｆ又

将这 些 标 本 赠 送 给 了 乌 普 萨 拉 大 学。根 据 Ｗａｌｌｉｎ［３１］

在“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４．Ｌｉｎｎａｅａｎ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中的描 述，在 乌 普 萨 拉 大 学 进 化 博 物 馆（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Ｕｐｐｓａ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Ｖ．ｍｅｒｅｔｒｉｘ一共有

４号标本，编号分别为 ＵＵＺＭ ＃４２４，＃１３６３，＃１３７６
和 ＃１３７７。因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的选模可以从这４号标

本中指定。

２．２文 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和 短 文 蛤（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的

分类地位及地理分布

　　在以往的 研 究 中，许 多 报 道 称 文 蛤 在 中 国 沿 海 从

南 到 北 均 有 分 布，北 自 辽 宁 庄 河，南 至 海 南 三

亚［８－１２，３３－３４］。其中，庄启谦［１２］将短文蛤作为文蛤的同物

异名，徐凤山［１１］记载的短文蛤分布在台湾、广东和海南

等地。２００４年，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３５］提 出 短 文 蛤 广 泛 分 布 于

中国四大海区。２０１２年，张素萍等［１］通过对文蛤和 短

文蛤的形态比较和分子生物学鉴定（ＣＯＩ），证明了２个

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应该作为２个独立的物种，且对

其在我国海域 的 地 理 分 布 进 行 了 准 确 的 修 订：文 蛤 主

要分布于台湾 和 广 东 以 南 沿 海，而 短 文 蛤 从 北 到 南 均

有分布，是我国北方沿海大规模养殖的种类。

２．３丽文蛤（Ｍ．ｌｕｓｏｒｉａ）与短文蛤（Ｍ．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ｉｓ）的

分类地位

　　丽文蛤和 短 文 蛤 是 否 为 同 一 个 种，是 文 蛤 分 类 史

上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丽文蛤和短文蛤的生态

习性相同，均 生 活 在 河 口 附 近 的 泥 砂 质 海 底。从 地 理

分布来看，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等［３５］认为丽文蛤是日本（除了北

海道和琉球群岛）和韩国南部海域的地方物种，而短文

蛤则广阔分布于韩国半岛西部，中国沿海和越南海域。
由于丽 文 蛤 在 日 本 的 产 量 急 剧 下 降，在２０１２年，日 本

环境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将丽文

蛤列为濒危物种，并从中国和韩国沿岸引进短文蛤，以

此缓解丽文蛤产量减少而引起的市场压力［３６］。根据传

统的形态学分 类，丽 文 蛤 和 短 文 蛤 的 稚 贝 外 形 非 常 相

似，成贝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丽文蛤的后背缘较直，而短

文蛤有些弯曲，而且 丽 文 蛤 的 壳 顶 位 置 更 靠 前［３７］。通

过形态学分析，Ｋａｗａｓｅ［３８］在日本发现了疑似丽文蛤与

短文蛤的杂交后代。运用分子手段，Ｔｏｒｒｉ［３９］等将形态

学和分子标记（ＣＯＩ和ＩＴＳ－１）相结合，对日本和韩国的

短文蛤和丽文 蛤 进 行 分 析，认 为 短 文 蛤 和 丽 文 蛤 在 韩

国南部的Ｇａｎｇｊｉｎ　Ｂａｙ有杂交现象，并不能作为２个有

效种，而是同一个物种的２个的地理亚种。Ｙａｍａｋａｗａ
和Ｉｍａｉ［３７］利用ＲＦＬＰ技术和ＡＮＴ基因对日本的短文

蛤和 丽 文 蛤 进 行 分 析，在Ｃｈｉｃｈｉｂｕｇａｈａｍａ和 Ｋａｎｏｎｊｉ
两地也发 现 了 杂 交 后 代。Ｐａｒｋ等［４０］对 丽 文 蛤 和 短 文

蛤进行了核型 分 析，丽 文 蛤 和 短 文 蛤 虽 具 有 相 同 的 染

色体数，但具有 不 同 的 核 型 公 式，由 此，他 们 认 为 短 文

蛤和丽文蛤应作为２个独立的物种。

２．４丽文蛤（Ｍ．ｌｕｓｏｒｉａ）的地理分布

在过去的研 究 中，大 部 分 研 究 人 员 认 为 丽 文 蛤 为

我国南部 海 域 的 常 见 种 类。庄 启 谦［１２］、张 素 萍［１３］、徐

凤山和张素萍［１４］、蔡英亚和谢绍河［４１］认为丽文蛤最北

分布于江苏沿岸，但是，２０１２年，张素萍等［１］检查了 中

国科学院海洋 生 物 标 本 馆 历 年 来 采 集 的 文 蛤 属 标 本，
并没有发现采自江苏和浙江沿海的丽文蛤标本，由此，
他们推测过去 的 报 道 可 能 有 误，并 将 丽 文 蛤 的 分 布 的

北界 定 为 了 福 建。此 外，张 玺 等［７］、王 如 才［１０］、齐 钟

彦［３３］、潘 宝 平 等［１５］、杨 文 等［４２］、王 鹏 等［４３］和 王 海 艳

等［４４］均认为在我国沿海有丽文蛤分布。日本学者Ｙａ－
ｍａｓｈｉｔａ等［３５］认为丽文蛤是日本（除了北海道和琉球群

岛）和韩国南部海域的本地物种，在亚洲大陆仅分布在

韩国的南部海域。１９２５年，丽 文 蛤 从 日 本 熊 本 县 和 佐

贺县引进到台湾并被大规模的养殖［４５－４６］，因此，大规模

养殖和野生的台湾文蛤都被认为是从日本引进的丽文

蛤。然而，Ｙａｍａｋａｗａ等［４７］通过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

丽文蛤群体的等位酶分析显示来自日本和台湾丽文蛤

之间差异较大，应为不同的种，Ｙａｍａｋａｗａ等认为１９２５
年从日本引进的丽文蛤可能由于栖息地和气候的因素

没有存活下来，如 今 大 规 模 养 殖 的 种 类 应 为 日 本 丽 文

蛤 的 近 缘 种 或 者 隐 存 种。２０１３ 年，Ｙａｍａｋａｗａ 和

Ｉｍａｉ［３６］对日本、韩国、中国的文蛤样品进行ＰＣＲ－ＲＦＬＰ
和ＣＯＩ序列分析，再次印证了台湾文蛤和短文蛤、日本

丽 文 蛤 有 明 显 的 区 别。我 们 比 较 了 Ｙａｍａｋａｗａ和

Ｉｍａｉ［３６］和张素萍等［１］２篇文献中发表的文蛤属种类的

ＣＯＩ序列，发现台湾“丽文蛤”与福建、广西和海南沿海

采集的“丽文 蛤”是 同 一 种 类，但 与 日 本 丽 文 蛤 存 在 明

显的遗传差异，二者的 Ｋｉｍｕｒａ－２遗传距离为８．８％～
９．６％。另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学博物馆保存有

丽文蛤的模式标本，产 地 为 日 本［４８］，由 此，我 们 推 测 之

前的研究中分布在中国沿海的“丽文蛤”可能为短文蛤

或丽文蛤的近缘种或隐存种。

２．５琴文蛤（Ｍ．ｌｙｒａｔａ）、小文蛤（Ｍ．ｐｌａｎｉｓｕｌｃａｔａ）、紫
文蛤（Ｍ．ｃａｓｔａ）与斧文蛤（Ｍ．ｌａｍａｒｃｋｉｉ）的分类地位

　　１８５１年，Ｓｏｗｅｒｂｙ［２０］在“Ｅ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ｎ－
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Ｖｅｎｅｒｉｄａｅ”一 文 中 首 次 描 述 命 名 了 琴 文 蛤

和小文蛤。我 国 琴 文 蛤 的 记 载 最 早 出 现 于１９９７年 徐

凤山［１１］主编的《中国海双壳类软体动物》一 书，琴 文 蛤

被认为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海域（广西、海南、台湾、香

港），为十分重要的经济种［１］。琴文蛤因壳面具有同心

肋这一明显形 态 特 征，因 此 其 分 类 在 国 内 外 均 没 有 争

议。
中国沿海小 文 蛤 的 描 述 最 早 见 于２００８年 徐 凤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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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素萍主编的《中国海产双壳类图 志》［１４］，其 标 本 采

自广东电白水 东，在 我 国 比 较 少 见，在 泰 国 湾 有 分 布，
并被当地居民用作食物。Ｃｈｅｎ等［４９］利用ＤＮＡ条形码

技术鉴定出了 采 自 广 西 的 小 文 蛤 个 体，但 是 作 者 指 出

这些小文 蛤 样 品 与 典 型 的 小 文 蛤 有 着 较 为 明 显 的 区

别，比如采自广西的小文蛤与典型的小文蛤［２０，５０］相比，

前后壳 明 显 不 等、壳 后 缘 后 端 窄、绞 合 部 较 宽，由 此

Ｃｈｅｎ等推测采自广西的文蛤样品有可能是文蛤属内未

被描述的新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１７９１年，紫文蛤被Ｇｍｅｌｉｎ［５１］描述命 名，在 泰 国 南

部河口处有大量分布［５０］，在中国报道较少，仅在徐凤山

和张素萍 编 撰 的《中 国 海 产 双 壳 类 图 志》一 书 中 有 记

载［１４］，但是，２０１２年 张 素 萍 等［１］通 过 形 态 与 分 子 生 物

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发现徐 凤 山 和 张 素 萍［１３］所 记 述

的紫文蛤，是短文蛤的颜色变异，并非是紫文蛤，因此，
将其进行了修订。而且利用现代分子标记技术开展的

研究中未见有紫文蛤的报道，由此可见，紫文蛤在中国

沿海并没有分布。
一直以来，斧 文 蛤 的 分 类 争 议 较 少，除 了Ｆｉｓｃｈｅｒ－

Ｐｉｅｔｔｅ将其归入了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斧

文蛤应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斧文蛤在中国沿海的地

理分布情况一直在不断的修订完善。根据庄启谦［１２］的

记载，斧文蛤分布于广东以南沿海，但是张素萍等［１］对

其观察的斧文蛤的标本提出 了 质 疑，认 为 庄 启 谦［１２］将

表面具黄褐色 同 心 花 纹 的 文 蛤 误 定 为 了 斧 文 蛤，因 此

地理分布也是错误的，并结合 Ｗａｎｇ［１６］等的研究结果，

将斧文蛤在中国沿海的分布范围重新修订为浙江南部

以南沿海。

３　文蛤属分类研究展望

由于文蛤属 个 体 形 态 变 化 较 大，单 纯 依 据 形 态 学

的传统分类具 有 局 限 性，造 成 了 文 蛤 属 分 类 混 乱 的 现

象。随着分子 系 统 学 的 发 展，应 用 现 代 分 子 标 记 技 术

加强了对文蛤属分类鉴定、系统发生等方面的研究，解

决了部分形态 学 分 类 产 生 的 争 议，更 正 了 部 分 文 蛤 属

分类错误的观点。
对于文蛤（Ｍ．ｍｅｒｅｔｒｉｘ）选模的指定问题，应仔细

观察乌普萨拉 大 学 进 化 博 物 馆 的 四 号 标 本，掌 握 采 集

地点等信息，并与文蛤属各个种的模式标本相比较，从

而指定合适的选模；对于解决短文蛤、丽文蛤和文蛤的

分类地位及地 理 分 布 的 争 议，应 在 中 国、日 本、韩 国 沿

岸海域重新采样，加大采样密度，加强国内学者之间以

及与国外学者 之 间 的 交 流 合 作；对 于 中 国 沿 海 采 集 的

小文蛤，应与模式标本以及泰国小文蛤相比较，确定正

确的分类地 位。在 未 来 的 研 究 中，应 将 形 态 学 特 征 和

分子技术相结合，利用多基因片段的分析方法，最终解

决文蛤属的分类混淆，从而对文蛤的养殖、遗传育种以

及种质资源保护等相关工作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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