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馬年的第一個月裡，筆者不免俗的要

來介紹在貝殼的世界裡，有哪些種類的名

字跟「馬」有關。

馬的品種不少，但在所有的「馬」當

中，應該是以身上條紋清楚的「斑馬」最

具特色，也最為人們所熟悉。因此，若有

貝類殼的花紋是條紋狀的話，就有被命以

「斑馬」名的可能。

在台灣產的峨螺科  Buccinidae 貝類當

中，就有四種「斑馬」，它們分別是斑馬

峨螺 Pusiostoma mendicaria（圖1）、小斑

馬峨螺 Enzinopsis lineate（圖2）、細小斑

馬峨螺Enzinopsis zepa（圖3）和正斑馬峨螺 

Enzinopsis zonalis（圖4）。

這四種峨螺都屬於小型的貝殼，其中

斑馬峨螺是恆春半島礁岩潮間帶常見的種

類，同時也是殼表條紋最為明顯，有規

則，體型也最大的一個。正斑馬峨螺在體

型上則次之，且其白色殼表上的紅褐色斑

則較不規則。

小斑馬峨螺的黑褐色螺肋較斑馬峨螺

細，至於，細小斑馬峨螺則是四種當中體

型最小的種類，在外觀上較近似小斑馬峨

螺，不過，細小斑馬峨螺的黑褐色螺肋不

連續，且呈結瘤狀突起。

貝殼世界裡的

「馬」
▲圖1 . 斑馬峨螺 SH 1 6 .0 mm。

▲圖2 . 小斑馬峨螺 SH 9 .5 mm。

▲圖4 . 正斑馬峨螺 SH 1 0 .2 mm。

▲圖9 . 線條東洋蝸牛 SH 7.0 mm。

▲圖8 . 大焰筆螺 SH 2 0 .0 mm。▲圖7. 斑馬渦螺 SH 4 0 .0 mm。

▲圖3 . 細小斑馬峨螺 SH 7.0 mm。

▲圖6 . 斑馬榧螺 SH 3 3 .0 mm。

▲圖5 . 斑馬法螺 SH 3 3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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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四種外，中文名有斑馬的還有

法螺科 Ranellidae 的斑馬翼法螺 Gyrineum 

gyrinum（圖5）、榧螺科 Olividae 的斑馬榧螺

Oliva rufula（圖6）和渦螺科 Volutidae 的斑馬

渦螺 Amoria zebra（圖7）。這三種貝殼不管是

縱向還是橫向，同樣有著「條理分明」的斑

紋，都屬於特徵明顯，容易鑑定的種類。

此外，斑馬渦螺的種名 zebra，正也是斑馬

的意思，想必當年的命名者 Leach，就是以

斑馬渦螺殼表上規則的縱向條紋為其命名依

據。另外，種名有 zebra 的貝類還有斑馬鶯

蛤 Pteria zebra、斑馬寶螺 Cypraea zebra、小

焰筆螺 Strigatella zebra（圖8）。其中，小焰筆

螺也是恆春半島潮間帶就可見到的種類。不

過，可惜的是，Strigatella zebra（小焰筆螺）是 

Strigatella paupercula（大焰筆螺）的同種異名，

是無效的學名。

至於，台灣產的蝸牛當中，線條東洋蝸

牛 Pilosphaera zebra（圖9）是唯一和「斑馬」

有關的種類。線條東洋蝸牛的殼小型，且很

薄，為稻黃色，殼表有紅褐色閃電狀紋，殼

皮發達，長有淡黃色的殼毛，是山蝸牛科 

Cyclophoridae 裡蠻特別的種類。

 除了「斑馬」之外，「馬蹄」也會被用來

命名，如：鐘螺科 Trochidae 馬蹄鐘螺 Tectus 

niloticus maximus（圖1 0），馬蹄鐘螺約呈三

角圓錐狀，殼表有紅白色相間的斜紋，是本

文裡體型最大的種類，因其外觀像「馬蹄」

一般，所以有馬蹄鐘螺之名。厚重的馬蹄鐘

螺因其殼底平坦，過去曾是製作鈕扣的材料

之一。

蜆科 Corbiculidae 的紅樹蜆 Geloina erosa

（圖1 1）有著發達的殼皮，且殼皮具光澤。殼

色從黃褐色、黃綠色到黑褐色都有，殼皮顏

色會有所不同，一般來說是與其棲息環境有

關。紅樹蜆目前在雲林沿海一帶有

人工養殖，漁民因其殼的形狀

而另稱之為馬蹄蛤。

【作者：陳文德 屏東市民生國小教師】

▲圖1 1 . 紅樹蜆(馬蹄蛤) SW 9 1 .2 mm。

▲圖1 0 . 馬蹄鐘螺 SH 1 0 5 .0 mm。

11

國
立
海
洋
生
物
博
物
館
　
　
館
訊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