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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是环节动物多毛纲蛰龙介目中两个大科，种类多，形态和生活习性变化大，多样性高，

全为海生，从海滨至深海均有分布，尤其在潮间带和近岸环境种类异常繁多，地区性特点显著，是重要的底栖环

节动物，也是海洋底栖生态系的重要生物组成成分，具有重要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由于其系统演化的复

杂性和分类系统的混乱，造成大量属存在并系、多系现象，分类困难，系统发育关系不清，因此，对其生物多样性

和动物地理学研究将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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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双栉虫科（Ａｍｐｈａｒｅｔｉｄａｅ）和蛰龙介科（Ｔｅｒｅｂｅｌ-
ｌｉｄａｅ）隶 属 于 环 节 动 物 门 （Ａｎｎｅｌｉｄａ）多 毛 纲
（Ｐｏｌｙｃｈａｅｔａ）管栖触角亚纲（Ｃａｎａｌｉｐａｌｐａｔａ）蛰龙介目
（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ｉｄａ）蛰龙介亚目（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ｏｍｏｒｐｈａ）。双栉
虫科目前包括约 ６３ 个属，２３０ 个种，因其具有 ３７ 个
单种属［１～３］，是多毛纲中形态变化非常大的一个科；
蛰龙介科目前共描述 ７０ 多个属，５５０ 个种［３］。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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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学地位如下：

  蛰龙介目 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ｉｄａ
   蛰龙介亚目 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ｏｍｏｒｐｈａ
    阿尔文虫科Ａｌｖｉｎｅｌｌｉｄａｅ Ｄｅｓｂｒｕｙèｒｅｓ ＆

Ｌａｕｂｉｅｒ，１９８６
    双栉虫科 Ａｍｐｈａｒｅｔｉｄａｅ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１８６６
    笔帽虫科 Ｐｅｃｔｉｎａｒｉｉｄａｅ Ｑｕａｔｒｅｆａｇｅｓ，１８６６
    蛰龙介科 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ｉｄａｅ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１８４６
    毛鳃虫科Ｔｒｉｃｈｏ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

１８６６
  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的分类鉴定还有许多问题
亟待解决。双栉虫科（Ａｍｐｈａｒｅｔｉｄａｅ）生物是一类个
体较小的管栖多毛类，体长通常小于 ３０ ｍｍ，除少数
种类，如个体较大的米列虫属（Ｍｅｌｉｎｎａ ）有的种达

７０ ｍｍ。该科几乎所有的分类学特征都属于软性特
征，即数量上的分类特征较多，不同分类学工作者的
理解不同，对特征的把握有很大的差别，这给分类学
带来很大的困难。刚毛的形态是唯一可以用得上的
硬性特征，即不变的形态特征，但只通过此特征甚至
很难区分不同的属。如果标本保存不完整，最多只能
鉴定到属的水平。蛰龙介科生物也是管栖生活，它们
的口触手非常发达，尤其是进食时，口触手伸出栖管，
遍布在栖管四周，占据很大面积，因而很容易被认出。
但其固定液保存的标本，口触手或者收缩成一团，或
者掉了。个体较大的种类通常分布于近岸海域，尤其
是潮间带，深海种类往往个体较小。最早记录的蛰龙
介科生物是在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那时的描述简单，分
类学特性描述很少，很多属都没有确切的定义，这也
误导了许多经验较少的分类学家，导致蛰龙介科成为
环节动物多毛纲中最难做分类鉴定的一个类群。

１ 生物学特性

  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中，生活
环境复杂多样，分布广泛，在底栖生态系统中占有重
要地位。双栉虫科生物适应新环境能力较强，在海底
热液口都有分布，如 Ａｍｐｈｉｓａｍｙｔｈａ ｇａｌａｐａｇｅｎｓｉｓ
Ｚｏｔｔｏｌｉ， １９８３，其 它 一 些 种 类 如 Ａｍｐｈａｒｅｔｅ
ｆｉｎｍａｒｃｈｉｃａ （Ｍ．Ｓａｒｓ，１８６４），Ａｎｏｂｏｔｈｒｕ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１８６６）等都广泛分布于大西洋和太平洋。
此外，双栉虫科物种也是广盐性的，许多种类分布在
河口。在深海，双栉虫科经常会成为数量上的优势
种。双栉虫科物种食表层碎屑，它们身体前部伸出栖
管，利用口触手深入沉积物取食，沉积物通过口触手
进入其口中，比较大的沉积物颗粒在传输的过程中被
过滤掉［４］。当周围沉积环境改变时，它们会离开自己

的栖管到其它的地方去重新造一个栖管，或者简单的
将原来的栖管延长，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双栉虫科生
物的栖管通常比它们的身体长很多倍。

  蛰龙介科是典型的浅水多毛类，多生活在沿海及
大陆架环境。它们有的个体非常大，并且可以制造大
量的栖管，在潮间带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它们的生物
学特性在 １８ 世纪后期就开始被研究。多数种类是世
界性分布的，但 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５～ １ １］和 Ｇｌａｓｂｙ 关于澳大
利亚蛰龙介的研究表明，很多种类或许是由于鉴定错
误所致。深水蛰龙介科生物通常个体较小，密度也不
是很大，但种类很多。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是海洋底
栖生物群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底栖生物群落
食物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对
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研究与保护具有重要
的意义。

２ 分类学研究

  双栉虫科的分类学及动物地理学研究始于 １９ 世
纪，Ｓａｒｓ在 １８３５ 年最早记录了双栉虫科物种扇栉虫

Ａｍｐｈｉｃｔｅｉｓ ｇｕｎｎｅｒｉ （Ｓａｒｓ，１８３５），紧接着其它一些
物种相继被记录［１２～ １５］，但散放在多毛纲其它科中，直
到 １８６６ 年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 建立了双栉虫科。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在南北极与深海发现了许多新的种与属，

Ｈａｒｔｍａｎ［１ ６～２０］和 Ｆａｕｃｈａｌｄ［２１～２３］做出了巨大贡献。
迄今为止，双栉虫科的分类系统还有很多争议，许多
属都是单种属，尤其是对一些用于描述种与属的特征
的可变性知之甚少，且几乎所有的分类学特征都是以
数目来区分的（如比较重要的胸齿片刚节的数目）。
对于分类学者来说，这些特征非常适用于分类，但从
系统学来看，意义不大，因为如果一个属定义得太狭
隘，那么一个种有稍微的不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属。

Ｄａｙ［２４］是最早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他选择
了一些分类特征来建立一个更自然的分类系统。此
外，Ｈｅｓｓｌｅ［２５］和 Ｈｏｌｔｈｅ［２６］对双栉虫科种类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描述，但对系统进化描述甚少。Ｊｉｒｋｏｖ［２７］在
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认为一些更
为复杂的结构如口前叶、口触手、疣足的类型等结构
应具有更高价值的分类学意义，而一些只是数目的分
类学特性如胸齿片刚节的数目、鳃的数目等具有较低
的价值，从而将双栉虫科的属重新修订为 ２４ 个。不
过，他的工作还需等待更多国际同行们的认可。

  蛰龙介科的分类学及动物地理学研究始于 １８ 世
纪中期，蛰龙介属（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ａ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６７）和叶
蛰虫属（Ａｍｐｈｉｔｒｉｔｅ Ｍüｌｌｅｒ，１７７１）是最早被记录的
蛰龙介科生物。由于早期的描述较为简单，蛰龙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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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属都没有很好的定义，出现了很多的同物异名现
象。尤其是蛰龙介属，前后有 １００ 多个种被划分到其
它属中。到目前为止，蛰龙介属仍然有超过 ４０ 个有
效种。蛰龙介科的主要属是在 １８ 世纪才逐步建立
的，Ｍａｌｍｇｒｅｎ，Ｋｉｎｂｅｒｇ，Ｑｕａｔｒｅｆａｇｅｓ 等学者在 １９
世纪早期共建立了近 ４０ 个属。后来，属的定义越来
越明确，以前的很多属都被认为是同物异名，只有少
数几个属到现在仍在使用，国内有记录的有乳蛰虫属
（Ｔｈｅｌｅｐｕｓ Ｌｅｎｃｈａｒｔ， １８４９ ）、 多 须 蛰 虫 属

（Ｐｏｌｙｃｉｒｒｕｓ Ｇｒｕｂｅ，１８５０）和 树 蛰 虫 属 （Ｐｉｓｔａ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１８６６）、琴 蛰 虫 属 （Ｌａｎｉｃｅ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

１８６６）、扁蛰虫属（Ｌｏｉｍｉａ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１８６６）等。在
蛰龙介科属水平的分类学研究中贡献较大的有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ｓｓｌｅ，Ｓａｒｓ，Ｖｅｒｒｉｌｌ 和 Ｈｏｌｔｈｅ 等。自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超过 ３０ 个属被建立，其中

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 及其合作者自 １９７４ 年以来共建立了 １４
个属，详细地描述了澳大利亚的蛰龙介科物种。

Ｈｅｓｓｌｅ 在 １９１７ 年发表的著作被认为是蛰龙介科分
类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该研究集成了之前
所有多毛类分类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对蛰龙介科，
其划分的几个亚科到现在还在使用。在科、亚科和属
的分类学特征使用还不明确的时候，Ｈｅｓｓｌｅ 选择使
用一些解剖学特征，尤其是肾管作为补充的描述特
征，虽然在当时并未被多数分类学者所接受，但他在
形态学上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使其成果非常有价值，他
的一些观点也被后来的学者多次引用。Ｓａｐｈｒｏｎｏｖａ
重新总结描述了叶蛰虫亚科最复杂的一个属———树
蛰虫属（Ｐｉｓｔａ ），他认为通常使用的体前齿片具长柄
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属水平的分类特征，因为它是可
变的。同理，鳃的数目也是如此。同时他认为侧瓣的
大小、形状和分布与最发达的鳃的形状是更重要的分
类学特征。其后，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 等［５～ １ １］又对该属做了多

次修订。

  我国对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分类和区系的研究
起步较晚，多以种类记述为主，鲜有详细的形态描述。
杨德渐和孙瑞平［２８］记录并描述了在我国近岸水域双

栉虫科 ６ 属 ７ 种，蛰龙介科 ８ 属 １１ 种；国外学者

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６］记录并描述了中国香港蛰龙介科种类

１５ 种；孙道元等［２９］记录的台湾海峡多毛类中，双栉虫
科 ８ 种，蛰龙介科 ８ 种；孙道元［３０］还记录了黄海青岛

胶州湾分布的双栉虫科 ８ 种，蛰龙介科 ９ 种。此外，
杨德渐等［３１］在《中国北部海洋无脊椎动物》一书中记
述双栉虫科 ２ 属 ２ 种，蛰龙介科 ５ 属 ５ 种；黄宗国［３２］

在《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中记录双栉虫科 １０ 属

２３ 种，蛰龙介科 １７ 属 ４８ 种；刘瑞玉［３３］主编的《中国

海洋生物名录》中统计中国双栉虫科 １０ 属 ２３ 种，蛰
龙介科 １７ 属 ４９ 种。

３ 常用分类学性状

３．１ 双栉虫科常用分类学性状

  双栉虫科分类学研究中常用的分类学性状包括
口前叶、腺脊、口触手、稃刚毛、鳃（数目、排列、形状
等）、鳃后钩刚毛、变形疣足、背脊、胸齿片刚节数目、
腹齿片刚节数目等。对一些重要的分类学性状简述
如下。

  口前叶（Ｐｒｏｓｔｏｍｉｕｍ），大多数属口前叶被一个

Ｕ-型沟分成 ３ 裂瓣，比较典型的是双栉虫属，其中间
叶较圆（双栉虫型）。在扇栉虫属里，口前叶中间具 ２
个竖直的脊（扇栉虫型）。Ｕ-型叶下半部分通常被鳃
挡住，因此口前叶的形状通常被描述为三裂瓣，其实
它只是两部分。

  变形疣足和变形刚毛的类型（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ｔｏｐｏｄｉａ ａｎｄ ｎｏｔｏｐｏｄｉａｌ ｃｈａｅｔａｅ）主要分
两种类型，一是疣足本身形状不变，只是稍稍向背部
高举且有一环带相连，疣足刚毛稍微变长，这种类型
的变形主要是在沟栉虫属（Ａｎｏｂｏｔｈｒｕｓ Ｌｅｖｉｎｓｅｎ，

１８８４）。第 ２ 种 变 形 主 要 是 苏 栉 虫 属 （Ｓｏｓａｎｅ
Ｍａｌｍｇｒｅｎ，１８６６），其疣足和刚毛都与其它的不同，变
形疣足几乎横跨整个身体背部。

  口触手（Ｂｕｃｃａｌ ｔｅｎｔａｃｌｅｓ）通常有两种形状，光
滑或者具乳突，可以从口中伸出，也可缩入口中。口
触手的形状通常被认为是属水平的分类学特征，但现
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２６，３４］。原因是有的种，如

Ａｌｋｍａｒｉｊ ａ ｒｏｍｉｊｎｉ （Ｃａｚａｕｘ， １９８２ ） 和

Ａｍｐｈｙｓａｍｙｔｈａ ｇａｌａｐａｇｅｎｓｉｓ （Ｚｏｔｔｏｌｉ，１９８３），其幼
虫期和成虫期口触手形态是变化的，并且同一属内不
同 种 的 口 触 手 也 是 不 同 的，如 沟 栉 虫 属

（Ａｎｏｂｏｔｈｒｕｓ ）。

  稃刚毛（Ｐａｌｅａｅ），第 ３ 体节疣足背刚毛被称为稃
刚毛。与普通疣足背刚毛相比，稃刚毛可以很短，可
以相似，也可以很粗大。通常情况下，这个差距越大，
稃刚毛的形状在分类学上的意义就越大。个别情况
下同一个属内，稃刚毛的变化也会很大，如双栉虫属，
有的种无稃刚毛，有的种很小，还有的种非常大。现
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稃刚毛的有无不再是属水平

的分类特征［２］。

  胸齿片刚节数目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ｕｎ-
ｃｉｎｉｇｅｒｓ），传统意义上，该特征是双栉虫科属水平上
最基本的分类学特征之一。Ｈｉｌｂｉｇ［３５］也认为胸齿片
刚节的数目是双栉虫科属水平上最重要的分类学特

０６５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２ Ｎｏ.５，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征。但 Ｊｉｒｋｏｖ［３４］认为该特征作为属的分类学特征意
义不大，原因是在同一个种类中，约有 １％的标本胸
齿片刚节的数目与正常标本是不同的，这个数值很
低，因此至少要检查 ３００～４００ 个标本才能发现，但这
基本是不可行的。

  鳃的数目（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ｅ），鳃的
数目主要是在双栉虫亚科（Ａｍｐｈａｒｅｔｉｎａｅ）作为属水
平的分类学特征，并被广泛应用［２］。通常情况下，具
有 ４ 对鳃，每对鳃排列在一个体节上［３６］。但有的种
类体前部体节有愈合现象，就有可能出现 ２ 对或者 ３
对鳃排列在同一体节上的现象。

３．２ 蛰龙介科常用分类学性状

  常用的蛰龙介科分类学性状主要有口前叶和口
触手；鳃的数量，形状和排列方式；胸刚节的数目；刚
毛的分布，尤其是腹齿片的形状与分布等。下面对一
些具体的特征进行简单的描述。

  口触手（Ｂｕｃｃａｌ ｔｅｎｔａｃｌｅｓ），在大多数属中，口触
手为细长的须状，具凹槽，位于口触手叶。口触手可
以收缩，形状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多变的，因此口触
手并不是有效的分类特征，但它是不可或缺的描述
特征。

  口前叶（Ｐｒｏｓｔｏｍｉｕｍ），蛰龙介的口前叶特化成
触手叶，上具有沟的触手，但无乳突，也不能缩入口
中。在多须蛰虫亚科 Ｐｏｌｙｃｉｒｒｉｎａｅ，触手叶长而有褶
边，上具眼点；在乳蛰虫亚科 Ｔｈｅｌｅｐｏｄｉｎａｅ 和蛰龙介
亚科 Ｔｅｒｅｂｅｌｌｉｎａｅ，触手叶短、愈合成领状叶，其前腹
面具触手，背面具眼点。在吻蛰虫属还具有外伸的表
面具乳突的吻。

  侧瓣（Ｌａｔｅｒａｌ ｌａｐｐｅｔｓ），具侧瓣的属，侧瓣通常位
于第 ２～４ 体节两侧。树蛰虫属和扁蛰虫属侧瓣很
大。据说侧瓣能够分泌粘液，可以用来建造栖管。这
种特征不受环境的影响，不会发生变化，因而其大小
和排列方式在很多属中是很有价值的分类学特征。

  鳃（Ｂｒａｎｃｈｉａｅ），蛰龙介科通常具 ３ 对鳃，位于

２～４ 体节；有的属和种类仅具 １ 对或 ２ 对鳃，多须蛰
虫亚科无鳃。鳃在丢失后可以再生，因而鳃有时大小
不等。鳃通常为分枝状或树枝状，在乳蛰虫亚科鳃为
简单的丝状。不同的属，鳃的形态差别很大，树蛰虫
属的鳃具有很长的鳃柄和很短的鳃丝，而头蛰虫属具
较短的柄和较长的鳃丝。

  背刚毛（Ｎｏｔｏｓｅｔａｅ），蛰龙介科通常具 １７ 个具背
刚毛的胸刚节，称为胸区；腹区通常仅具腹齿片，在乳
蛰虫亚科，很多种类背刚毛分布在整个身体。在蛰龙
介亚科，背刚毛的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分类学特征。在
各属的检索表中，通常以背刚毛末端光滑或者具齿作

为重要的分类依据。

  腹刚毛（Ｎｅｕｒｏｓｅｔａｅ），蛰龙介科主要有 ３ 种腹刚
毛：足刺状，主要是在似蛰虫属；鸟嘴状，在大多数属
种类中；梳状，用来区分扁蛰虫属与其它属。梳状齿
片仅具数个小齿，单排排列。鸟嘴状齿片具一个大
齿，大齿上方具多排小齿，小齿的数量和排列方式是
重要的分类学特征，很多文献中用“齿式”来表达此特
征，如乳 ＭＦ：３：５ － ６：４ － ５ 表示主齿（ＭＦ：ｍａｉｎ
ｆａｎｇ）上方第一排具 ３ 个小齿，第 ２ 排具 ５～ ６ 个小
齿，第 ３ 排具 ４～５ 个小齿。

４ 展望

  目前，我国海域报道的双栉虫科 １０ 属 ２３ 种，其
中确定的有效种 ７ 种；蛰龙介科 １７ 属 ４９ 种，其中确
定的有效种 １８ 种。其它种或者仅列在名录中，没有
准确的分类学鉴定和描述；或者为国外学者采集记
录，国内没有标本。因此，我国海域的双栉虫科和蛰
龙介科急需系统的分类学和区系研究。笔者［３７］对中

科院海洋所历次调查采集的千余号采于我国各海域

的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标本进行了初步鉴定，确定中
国海双栉虫科 １３ 属 ２３ 种，其中包括 ４ 个中国海新记
录属，３ 个新种和 １０ 个中国海新记录种；蛰龙介科 ２０
种，分别隶属于 １２ 个属，包括 ２ 个新种和 ２ 个中国海
新纪录种；其中，２ 个新种和 ２ 个新记录种已经发
表［３８～４０］。这证明我国的双栉虫科和蛰龙介科种类丰
富，据已掌握的标本及采集的地区估计，考虑到南海
广阔海域的不充分调查，中国海区种数会更多，而且
已发现的尚未被描述报道的种（新种）和中国海域特
有种，在形态、栖息环境、分布范围上也体现出很高的
多样性。中国海域蛰龙介类区系在世界蛰龙介类区
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我国此方面研究却十分
薄弱。目前，中国海域的蛰龙介区系研究几乎为空
白，而世界蛰龙介类的起源、系统发育和演化、扩散等
方面的研究却急切需要中国海域蛰龙介种类的信息。
此外，双栉虫科种类的形态、习性及分布范围在蛰龙
介目中非常特别，在环节动物的系统演化上具有特殊
地位，需要对该类群作全面系统的系统发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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