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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昌鱼是最接近脊椎动物直接祖先的现生动物，在脊椎动物起源与演化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

置。近年来，对文昌鱼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兴趣，然而作为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这类动物

的分类学研究相对滞后。依据已有的中国文昌鱼资源调查资料，中国沿海文昌鱼的分布应当十分广泛，即只要

有适合文昌鱼栖息的沙滩，均有文昌鱼分布的可能。根据目前的分类学研究成果和动物命名法中的优先权原

则，建议将产于青岛等地的文昌鱼种名 !"#$%&’()*(+$ ,-.%&-"’ *)’#/*$0-#)- 订正为 ! 1 2$3(#’%0)，南方的文昌鱼保

留其原种名 ! 1 ,-.%&-"’。由此，目前分布在中国沿海的鳃口文昌鱼属（!"$#%&’()*(+$）至少有 " 种，侧殖文昌

鱼属（43’/(#’%&*&5)）有 ! ’ # 种，漂浮文昌鱼（6+3&’(7’8-) 3-.$/’%0)）! 种。()* 分子标记技术在文昌鱼分类

学研究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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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索动物亚门（N=34;?6>46DH;<;）的动物通常

统称为文昌鱼（*23456789 或 W;A>=?=<）。早在前寒

武纪地层中即已发现这类动物的化石（N4=A =< ;?，
!,,,），这一古老生物类群的现存种类已不多，却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温带和热带海洋。虽然经历

了 & 亿多年的漫长历史，但这类动物的形态特征却

没有 发 生 多 大 改 变， 终 生 都 具 有 脊 索 动 物 门

（N46DH;<;）的三大主要特征———背神经管、脊索和

咽鳃 裂。在 分 类 学 上，文 昌 鱼 与 尾 索 动 物 亚 门

（XD6>46DH;<;）、脊椎动物亚门（Y=D<=ED;<;）共同构

! 收稿日期："%%& 1 %$ 1 !/；接受日期："%%& 1 %. 1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厦门市科技计划项目

（#&%"Z"%%0"%!&）

" 通讯作者（N6DD=936AH5AB ;8<46D），[F2;5?：K;ABGQ\728 - =H8 - >A



成脊索动物门。此外，文昌鱼还有许多其他器官与

脊椎动物同源，如可以搏动的腹大动脉、动脉弓以

及肝盲囊等，呈现出脊椎动物器官发育的早期状

态，是研究脊椎动物器官系统发育的理想模式生物

（!"##$%& ’( $#，)**+）。在基因组水平上，文昌鱼基

因组 长 度 大 约 只 有 高 等 脊 椎 动 物 基 因 组 的 ,-.
（!"##$%&，)**/）。在脊椎动物出现前不久，脊索动

物中的一个分支曾出现过基因组加倍，后来这一分

支进化发展为现今的脊椎动物。头索动物是这种加

倍发生前分化出来的另一支，其基因组反映了脊椎

动物祖先的基因组结构特征（0’12342’ ’( $#，,556；

0$%"7"2#"2 ’( $#，)**/），是研究脊椎动物起源与演化

的关键类群（8’’，,55+；9$:$##;，)**,，)**+）。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学者对文昌鱼的生物

学、胚胎发育和生殖生理等进行过非常深入的研

究。但目前人们较为熟知的只是厦门和青岛两地的

文昌鱼，这对我国文昌鱼资源和物种分布状况的了

解显然是不够的。近年来，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目光投向这一动物类群，文昌

鱼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作为实验动物正日益显现出其

独特作用。本文从头索动物的发现和分类系统入

手，对我国文昌鱼资源及近期的分类学研究进展作

一综述。

! 文昌鱼研究的再度兴起

早在达尔文时期人们即已认识到文昌鱼在追溯

脊椎动物起源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除

了一般教科书在论述动物进化和发育时会提到文昌

鱼外，直接关于文昌鱼研究的报道却逐渐减少。其

主要原因是由于头索动物种类少，没有明显的经济

价值；直接从事这类动物研究的科学家不多。随着

近代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在

内的多种模式动物（如果蝇、线虫、斑马鱼和小鼠

等）基因组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在对生命

本质的研究中，仅用现有这些常用的模式动物还远

远不够，需要拓展一些躯体结构既相对简单，又在

个体发育和系统发生上与人类及其他脊椎动物有较

好同源性的物种作为模式动物，这种新型模式动物

既要有与人等复杂高等生物有较强的可比性（同源

性高），同时又要有像线虫那样结构简单、便于研

究的特点。文昌鱼在进化上的地位及其躯体结构特

征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此外，它个体小，躯体半透

明状，体外受精发育，这些都是作为实验动物的有

利条件。因此，文昌鱼是一种作为进化发育生物学

和比较与功能基因组学等研究的非常理想的模式动

物（!"##$%& < !"##$%&，)**,；!"##$%& ’( $#，)**+）。

最早引起人们从基因组角度再次关注文昌鱼的

是 8$=:;$>?’=%$%&’@ 等人（,55+）的一项研究成果。

他们在 !"#$%&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文昌鱼 ’() 基因

簇组织结构（A’%’ "=A$%;@$(;"%）的论文，有力地证

明了关于脊椎动物起源时基因组发生重大变化的

“)B 假说” （CD7"(C’3;3 "% (E">="2%& &27#;:$(;"% "F
A’%"G’，即 基 因 组 曾 发 生 过 两 次 整 体 加 倍）。从

021H’& 检索得知：,55* 年以前，涉及到文昌鱼的

论文年平均仅有 ) I / 篇；,55, I ,55- 年，年平均

仅 - I 6 篇；,556 I )**, 年，年平均 )- I )6 篇；近

几年来平均每年达 +* I J* 篇。这些论文涉及的学

科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多数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

平。)**/ 年，8;13"%>K="E% 等还向美国能源部提出

以佛罗里达文昌鱼（*%"+,-.(/#(0" 12(%.3"&）为材料

的全基因组研究计划。同样，文昌鱼的研究也倍受

国内学者的关注，发表的论文数逐年递增。此外，

以文昌鱼为实验材料，在进化、发育、基因功能等

领域的研究也正在国内逐步展开。但作为一个重要

的动物类群，其分类学研究却显得十分不够。

" 头索动物亚门的发现与分类系统

" #! 文昌鱼的早期发现与命名

全世界现存头索动物亚门的种类并不多，迄今

报道过的仅有数十种。,--+ 年，德国动物学家 0$#>
#$3 在英国南部海岸首次采获文昌鱼，当时误以为

是软体动物门的一种肺螺类动物，故命名为 4.0")
2"+,&(2"+#$0；直至 ,6/+ 年，L"3($ 在意大利的那不

勒斯海岸不远处，再次采到文昌鱼，他以为是一新

物种，并误将其口须当作这种动物的鳃，故命名为

*%"+,-.(/#(0" 2$5%.,$0；两年后 M$==’## 在地中海沿

岸再次发现文昌鱼，由于 M$==’## 只知道 0$##$3 关于

文昌鱼的描述，不知道 L"3($ 的命名，同时他认为

0$##$3 将其作为一种软体动物是错误的，这种动物

有许多类似脊椎动物的特征，因此，重新将其命名

为 607-.()$/ 2"+,&(2"+#$0，保留了 0$##$3 定的种名

（N$((’=3$##，,5*/）。但根据命名法的优先性原则，

这一物种的 有 效 种 名 应 该 为 *%"+,-.(/#(0" 2"+,&8
(2"+#$0，主要分布在欧洲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

通常又称之为大西洋文昌鱼或欧洲文昌鱼。

" #" 分 布 于 西 太 平 洋 的 文 昌 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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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类学研究

另一种分布广泛、研究较多的文昌鱼是分布于

西太平洋的白氏文昌鱼（!"#$%&’()*(+# ,-.%&-"’）。

!"#$ 年，%&’( 描述了采自马来西亚 )*&+,*（婆罗

洲，现为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的文昌鱼标本，并

将其定名为新种 !"#$%&’()*(+# ,-.%&-"’；直到 !"-.
年，/+0&,12 获得 3 尾采自日本福冈附近的文昌鱼，

经过鉴定认为可能也是 ! / ,-.%&-"’；但后来 4566,(
认为 /+0&,12 描 述 的 日 本 产 文 昌 鱼 应 作 为 ! /
,-.%&-"’ 的 变 种，将 其 种 名 写 成 ! / ,-.%&-"’ 7’& 8
0#1($’%2)（4566,(，!"-$）。实际上，!"-$ 年 9’:’;
<’1’ 也观察了 #= 余尾采自日本鹿儿岛县御所浦

（%*2>*<’1’&’）和天草（/?’:@2’）的标本，并发

现这些标本与所有的已知文昌鱼不同，由于缺少足

够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把它定为新种（952>5:’1’，

!-"!）。虽然后来 A*&0’+ 和 B+(0,&（!-=!）把采自

日本小!代湾（C*’D5&* )’(）和御崎（E52’:5）的

标本以及 /+0&,12 和 9’:’<’1’ 描述的标本定为新

种 ! / $#3#4#5#-，但 很 快 又 被 FG++H,&<（!-=!）

发现，是 ! / ,-.%&-"’ 0#1($’%2) 的同物异名。然而，

I’JJ,&2’66（!-=K）比较了日本文昌鱼与采自斯里兰

卡的 ! / ,-.%&-"’ 后认为两者无明显区别，日本文昌

鱼也应为 ! / ,-.%&-"’。此后日本的文昌鱼种名在文

献中的使用较混乱，有人用 ! / ,-.%&-"’；也有人用

! / 0#1($’%2+。直到 !-"! 年，952>5:’1’ 根据对日

本文昌鱼多年的系统研究结果，认为除了产于日本

有明 海（/&5’:, B,’） 和 天 草 群 岛（/?’:@2’ L2;
6’+02）的文昌鱼，在形态上介于 ! / ,-.%&-"’ *)’$46
*#2-$)- 和 ! / ,-.%&-"’（实际上是指名亚种）之间，

其他各地产的文昌鱼均与青岛文昌鱼十分相似，前

者是一中间类型（ 5+J,&?,05’J, M*&?），后者为 ! /
,-.%&-"’ *)’$4*#2-$)-。此后，研究者一般均把日本的

文昌鱼当作 ! / ,-.%&-"’ *)’$4*#2-$)- 对待。

! "# 头索动物的分类系统

文昌鱼的发现虽然很早，多数种类命名于 !-
世纪下半叶至 N= 世纪 K= 年代。此后有关文昌鱼的

分类学研究论文逐渐减少，从事文昌鱼采集分类研

究的学者也逐渐减少。这表明文昌鱼分类学问题已

不再吸引动物学研究者的兴趣。这类世界性分布的

小型海洋动物在形态上缺乏易于区分的鉴别特征，

其分类系统不稳定，给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也是研

究兴趣减弱的一个原因。

关于 头 索 动 物 的 分 类 系 统，)5<,6*1 ,J ’6

（!-#"）认为头索动物亚门只有 /?O>5*P5M*&?,2 一

个目，包括 K 个科：鳃口文昌鱼科（)&’Q>5*2J*?’J5;
0’,）、侧殖文昌鱼科（RO5<*+5Q>J>(50’,）和浮游文

昌鱼科（/?O>5*P5050’,）。其中浮游文昌鱼科的种

类不同于其他营底栖钻沙生活的文昌鱼成体，而是

在大洋中营浮游生活。这个类群的分类地位目前仍

有很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文昌鱼的一个类

群，终生营浮游生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可能是某

种文昌鱼的幼体，因漂浮到大洋中找不到合适的沙

质海床，故保持幼体状态，是一种“幼体持续”，

甚至能够性腺发育，呈现“幼体成熟”现象，不应

作为独 立 的 物 种。9,62*+（!-"#）在 7’)&-) (8 *&-
9(".: 第 N 版中也采用 )5<,6*1 关于头索动物分为

/?O>5*P5M*&?,2 一个目的分类系统，但仅保留了鳃

口文昌鱼科和侧殖文昌鱼科两个科，由于怀疑浮游

文昌鱼的存在而没有采纳浮游文昌鱼科。!--# 年，

9,62*+ 在 7’)&-) (8 *&- 9(".: 第 # 版中，又将侧殖文

昌鱼科撤消，把原先隶属于该科的侧殖文昌鱼属

（;1’4($’%&*&）并入鳃口文昌鱼科，原鳃口文昌鱼

科的种类则归并在鳃口文昌鱼属（!"#$%&’()*(+#），

这样头索动物亚门只有 ! 目 ! 科 N 属 NN 种，即鳃

口文 昌 鱼 属 和 侧 殖 文 昌 鱼 属。!--3 年，S*22 T
)*2Q>@+< 系统地整理了全世界已发表的文昌鱼分类

学文献和各地馆藏的 ! $N# 件文昌鱼类标本后发

现，在全部已命名的 .= 个文昌鱼种名中，只有鳃

口文昌鱼属 NN 种和侧殖文昌鱼属 $ 种为有效种，

其余（#NU）为同物异名；把曾经用过的长吻文昌

鱼属（<(.’%&("&=$%&2)）并入鳃口文昌鱼属，偏殖

文昌鱼属（>)=++-*"($）并入侧殖文昌鱼属，而且

也不承认浮游文昌鱼的存在。虽然 /+0&,12 于 !"-K
年定 名 鲁 卡 偏 殖 文 昌 鱼（ >)=++-*"($ .2%#=#$2+）

时所建立的属名被 9,62*+、S*22 等认为是无效属

名，但最近 952>5:’1’（N==#）认为应恢复偏殖文昌

鱼属，并发表了采自鹿儿岛西南 N== 多米深海中的

一个新种 >)=++-*"($ ’$8-"2+，随后还进一步提供

了 ?JV9/ 序列分析数据支持这一结论（9*>’&’ ,J
’6，N==.’）。如果这一新种最终得到公认，将是偏

殖文昌鱼属的第二个种。

# 我国文昌鱼的早期记载与分类

# "$ 我国文昌鱼的发现和定名

福建厦门沿海渔民自古就有捕捞文昌鱼的传

统。早在 !-K3 年，陈子英先生就在《厦大海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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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研究场报告》中发表过“福建南部厦门文昌鱼的

历史”。虽然我们无法获得该文的原文，但在金德

祥（!"##）《厦门文昌鱼的生物学》一文中曾详细

转述过该文中许多关于文昌鱼的民间传说，其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有关于我国沿海文昌鱼的正

式科学报道，最早是美国学者 $%&’(（!")*）在厦

门大学生物系任教时于 +,%-.,- 上发表的 ! 篇论文，

报道了当时厦门大学附近的海滨有大量文昌鱼资

源，描述了当地渔民捕捞文昌鱼使用的工具和生产

活动情况，估计了该地区文昌鱼的年产量，并认为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文昌鱼渔场。$%&’( 的报道使世

人了解到厦门海域有全世界最为丰富的文昌鱼资

源，但他没有对厦门的文昌鱼作进一步的分类学研

究。直到 !"*) 年，/01%.& 比较了厦门的文昌鱼与

欧洲、美国的文昌鱼标本的形态学特征，认为厦门

产的文昌鱼与 2134 描述的马来西亚婆罗洲文昌鱼

为同一种，即 !"#$%&’()*(+# ,-.%&-"’，这一种名一

直沿用至今。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昌鱼分类学

研究论文。

! "# 分布于我国的 !"#$%&’()*(+# ,-.%&-"’ 的分类

学研究

!"*5 年，6,’3.& 7 800 在青岛附近的胶州湾

采得大量文昌鱼标本，经过与产自厦门的文昌鱼标

本比较，发现这些标本在身体大小、口须数、缘膜

触手数、生殖腺数和鳃杆数等方面均与厦门文昌鱼

非常相似，但在肌节数、鳍室数等方面有一定的差

异，认为产自胶州湾的文昌鱼为一新变种，并将其

定名 为 ! / ,-.%&-"’ 931 : *)’$0*#1-$)- （6,’3.& 7
800，!"*5；!"*;）。!"<! 年金德祥又再次报道了

厦门产文昌鱼的生物学和分类学特征，及金门文昌

鱼渔场的发现（=’%.，!"<!），但未作更详细的分

类学研究。!"># 年 ?’0@ 比较了产自海南、厦门、

青岛和烟台的文昌鱼标本后，赞同 6,’3.& 7 800 先

生的观点，认为厦门、海南产的文昌鱼与青岛、烟

台产的文昌鱼有较显著差异，南方与北方的标本出

现了明显的分化，前两者应为白氏文昌鱼指名亚

种，后两者同属白氏文昌鱼青岛亚种。此后，学术

界将产自胶州湾及其邻近海域的北方文昌鱼作为青

岛亚种 ! / ,-.%&-"’ *)’$0*#1-$)-，而其他产区的文昌

鱼仍 被 称 为 ! / ,-.%&-"’。后 来 =30 -( 3A（!"";，

)BB!）在河北秦皇岛也发现文昌鱼；当比较了产自

厦门、青岛和秦皇岛文昌鱼标本的形态特征后，发

现三地所产文昌鱼之间均有一定的差异，但由于缺

乏足够的数据，仍然同意 6,’3.& 7 800 关于青岛亚

种的划分。而 $%.（)BB!）比较研究了青岛、厦门、

金门、马祖和台湾本岛附近的一些文昌鱼后发现，

青岛产文昌鱼与厦门、金门产文昌鱼没有区别，认

为青岛亚种实际上不存在，这些文昌鱼都是同一

种，即 ! / ,-.%&-"’。
我们最近的研究说明，在厦门海滨至少有两种

鳃口文昌鱼属（!"#$%&’()*(+#）的种类存在。这两

种文昌鱼在形态上非常相似，我们借助 CDE 分子

标记技术，将不同的文昌鱼分开后，再进行细致的

形态学观察、测量和统计分析，最后在形态学特征

上也可以清楚地将这两种原来混在一起的文昌鱼区

别开来；进一步比较两种厦门产的文昌鱼与青岛文

昌鱼的形态学和 F(CDE 序列数据后，认为原青岛

亚种 应 提 升 为 种， 即 !"#$%&’()*(+# *)’$0*#1-$)-
（G3.& -( 3A，)BB<；H@ -( 3A，)BB>）。目前对这两

种文昌鱼进行室内养殖观察发现，< 月份 ! / *)’$02
*#1-$)- 的性腺已发育相当完好，肉眼即可区分雌

雄，而同时养殖的 ! / ,-.%&-"’ 的性腺此时刚开始发

育，即使在体视显微镜下也无法辨认雌雄，估计两

者的繁殖季节不同。最近，I3. -( 3A（)BB>）对产

于秦皇岛、青岛和厦门欧厝的文昌鱼的形态学特征

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厦门欧厝的文昌鱼与另两个

产地的文昌鱼有较大的差异，这一结果支持了将原

来的 ! / ,-.%&-"’ *)’$0*#1-$)- 作为不同的物种与 ! /
,-.%&-"’ 分开的观点。

厦门产的文昌鱼中有一种为白氏文昌鱼（ ! /
,-.%&-"’）。按照我们最近的研究结果，青岛的文昌

鱼是不同于白氏文昌鱼的另一物种，应将其原来的

亚种 名 ! / ,-.%&-"’ *)’$0*#1-$)- 更 正 为 ! / *)’$02
*#1-$)-（G3.& -( 3A，)BB<；H@ -( 3A，)BB>）。但

D%J’%K3L3（!"#!）的研究结果认为，日本（除 E1%M
3K- +-3 和 EF3K@J3 NJA3.OJ 外）产的文昌鱼与青岛

产的文昌鱼同属一个亚种。进一步考查这一亚种的

命名时间发现，G%AA-4 于 !#"; 年已将日本产的这

一亚种命名为 ! / ,-.%&-"’ 931 : 3#4($’%1)，而 6,’3.&
7 800 的命名时间是在 !"*5 年，较 G%AA-4 晚，根

据动物命名法规的优先性原则，青岛的文昌鱼亚种

名 ! / ,-.%&-"’ 931 : *)’$0*#1-$)- 为无效亚种。考虑

到将原青岛文昌鱼分类地位提升为种的建议，那么

原来白氏文昌鱼青岛亚种 ! / ,-.%&-"’ 931 : *)’$02
*#1-$)- 的种名应更正为 ! / 3#4($’%1)，该种目前已

知的分布区包括日本大部分海区和中国的青岛、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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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岛、烟台以及厦门。目前厦门海域产的两种鳃口

文昌鱼属的种类应分别为白氏文昌鱼（! " #$%&’$()
*）和日本文昌鱼（! " +,-./*&01）。

! "! 我国沿海的其他文昌鱼种类

除了鳃口文昌鱼属外，!"#$%&（’()*）首次在

中国的南海发现了短刀偏文昌鱼（21344$5(./ &0%)
5$%%01），后来在台湾海峡南端和汕头等地也发现了

短刀 偏 文 昌 鱼（+$%& , -.，’((/；-. , +$%&，

’((0）。但 12345%（’((6）、7544 , 854"#9%&（’(()）

将偏文昌鱼属（ 21344$5(./）并入侧殖文昌鱼 属

（6-*7./*&’5’31），这样，该物种的有效种名则成为

短刀 侧 殖 文 昌 鱼 ［ 6-*7./*&’5’31 &0%5$%%01 （ -:%，

*//’）］。近来 1:4#:;$<$（*//6）又提出恢复偏文

昌鱼属名，可见目前这一物种的有效种名仍然存在

争议。此外，-:%（*//’）报道在台湾周边海域采到

了鲁卡侧殖文昌鱼（ 6-*7./*&’5’31 %0&,3,/01）、马

尔代夫文昌鱼（ 6-*7./*&’5’31 4,%8*9$/1*1）和漂浮

文昌鱼（24-’*.:*8$1 -$%,7*&01），关于这些新的采

集记录和种名鉴定，除了 =%>?2<4（’@(A）在菲律

宾采到过鲁卡侧殖文昌鱼，1:4#:;$<$（’(@/）描述

过采自日本的鲁卡侧殖文昌鱼和马尔代夫文昌鱼

外，尚无来自其他方面报道的佐证。

# 我国文昌鱼资源及分子系统学研究展望

# "$ 我国文昌鱼资源和分布状况

我国的文昌鱼最早发现于厦门，这里也是全世

界文昌鱼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曾形成世界上唯一具

有商业捕捞价值的文昌鱼渔场，年产量高达几十

吨，甚至有过年产量几百吨的报道。近年来，由于

环境破坏和过度捕捞等原因，虽已失去商业捕捞价

值，但该地区仍是我国文昌鱼资源最丰富的产地；

另外，继厦门的文昌鱼首次报道 ’A 年之后，在胶

州湾 又 发 现 新 的 文 昌 鱼 产 地 （!"#$%& , B55，

’(A)）。*/ 世纪 C/ 年代，我国科学家对中国沿海海

洋生物资源进行过多次调查，先后在海南、北部

湾、汕头、金门、烟台等地采到文昌鱼（D#:% ,
E95，’(CA；F#59，’(C@；!"#$%&，’()*）；*/ 世纪

@/ 年代，厦门地区的文昌鱼产量急剧下降，福建

海洋研究所和福建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对我国东南沿

海的文昌鱼资源进行调查，发现广西合浦、广东遂

溪和南澳、福建沿海大部分地区都有文昌鱼的分布

（D$: 2G $3，’(@)；H$%& 2G $3，’(@($，I；+2%& ,
F#9，’((C；-. , +$%&，’((0）；’((0 年，又有河

北昌黎有文昌鱼的分布报道（D$5 2G $3，’((0）；近

年又 在 莱 州 湾 和 威 海 发 现 了 文 昌 鱼（E$5 2G $3，
*///；F#9 2G $3，*//A）；此外，在台湾的金门、马

祖、南湾和基隆附近的野柳、龙洞等地也有文昌鱼

分布（-:%，*//’）。由此可见，我国文昌鱼资源非

常丰富，从南到北的广大海域中，只要有合适的沙

质海滩，均有文昌鱼分布的可能。相信随着文昌鱼

研究的深入，还将有更多的文昌鱼产地被发现。

然而，我国文昌鱼的分类学研究却很不够。除

了 !"#$%& 先生把青岛产的文昌鱼定名为青岛亚种

（ ! " #$%&’$(* 15*/75,0$/1*1 ） 外 （ !"#$%& , B55，

’(A)），多年来，其他各地的文昌鱼一直被认为都

是 ! " #$%&’$(*。但这种分类是否正确？目前这一种

名下是否有隐种存在？不同海区的文昌鱼间是否出

现了种（群）的分化？各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状况如

何等均尚不得而知。

# "% 文昌鱼分类研究展望

分类学研究是生命科学各项研究的重要基础。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文昌鱼在动物进化史上重

要地位的重新认识，在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领

域，如基因组学、发育生物学、基因功能与调控

等，以文昌鱼为实验材料进行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

多。然而，作为科学研究的模式生物，掌握可靠的

分类学研究资料和正确的种名鉴定十分重要。不同

的研究者或同一研究者先后使用不同的研究个体，

如没有正确的种名鉴定，有时会得到令人费解或相

互矛盾的结果，如厦门海域产的文昌鱼，其分类学

没有足够深入的研究，长期以来，该地区文昌鱼一

直沿用 85?:%& 定的种名，致使多年来不同的研究人

员在对厦门文昌鱼繁殖季节和产卵次数的研究中得

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方面的争论已持续多年。最

近发现该地区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昌鱼，这种

由于实验材料的鉴定问题或研究物种鉴定的不正

确，不仅会导致研究结果间没有可比性，甚至可能

得出错误结论。由于头索动物的分类学研究基础薄

弱，一些不是从事分类学研究的生物学家，其研究

目的不是文昌鱼的分类学问题，对怎样正确鉴定一

个文昌鱼标本更是无从下手，导致他们在用文昌鱼

作为实验材料时，往往只能根据标本的来源地，确

定所用的是何种文昌鱼。因此，对文昌鱼进行深入

的分类学和系统学研究十分必要，这是一项紧密结

合当今生命科学发展前沿的重要基础性研究，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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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昌鱼种类的鉴定主要依据肌节数、鳍室

数、口须、轮器等外部形态特征。然而，绝大多数

文昌鱼个体发育中都存在浮游幼体和钻沙生活成体

的两个阶段：幼体浮游生活；成体潜入沙中，口笠

在外，滤食生活。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使得种

间的形态差别非常模糊。常用的一些数量特征，如

肌节数、鳍室数、口须和一些体形量度数据等在同

种内个体间的变化较大，但在不同种间又有很大的

重叠（!" #$ %&，’(()）。这给物种鉴定和文昌鱼的

系统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被称之为“文昌鱼

难题（*+,-./0.1#2 ,3/4&#+）”（5%62，7889）］，这

一难题长期以来一直困绕着文昌鱼分类学研究者。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引入，动物分子系统学

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技术的应用必将在文昌鱼分类

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者先后完成了产于法

国的 文 昌 鱼 ! " #$%&’(#$)*+ （:,3";$ #$ %&，788<；

=/-%3% #$ %&，’(()4）、产于佛罗里达的文昌鱼 ! "
,#(-./$’（>//3# #$ %&，7888）、产于日本的文昌鱼

（5#6>%6? *@@#22./6 =/ A：=B C ((D)EF）+$G=* 全序

列的测序工作。最近又有侧殖文昌鱼属（ 01.2(3
%.&4)456）两个种（=/-%3% #$ %&，’(()%）和鳃口文

鱼属（!-$%&4.(6)(+$）的一个种的 +$G=* 全序列

完成并提交 5#6>%6?（*@@#22./6 =/ A：*H8E’<’)）。

这些前期性的工作，为用分子标记辅助鉴定文昌鱼

类动物和进行分子系统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但由于

文昌鱼在脊椎动物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些年来

发表的论文主要是用文昌鱼的相关基因比较研究脊

椎动物某些基因或基因家族的演化，或讨论脊索动

物门内的大类群间的系统学关系（=%;&/3 I >3/J6，

788<；=/-%3% #$ %&，’((D），而探讨头索动物亚门

内各种文昌鱼的分类学与系统演化的问题并不多。

而文昌鱼这种在世界各大洋中广泛分布的古老生物

类群，除了短暂的浮游期外，扩散能力非常有限，

这样远距离且长期的地理隔离，必然有不同程度的

物种（亚种）分化，G=* 分子标记技术可以为解

决“文昌鱼难题”提供有力的工具，将在头索动物

的物种鉴定和系统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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