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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筍螺是外型長得像竹筍的新腹足目筍螺科螺類，因長期潛行在沙中

生活而較少得到研究者的關注，目前臺灣記錄約有60種筍螺，分布於

臺灣沿海及包含東沙、南沙等周邊離島；本文介紹筍螺的分類、行為生

態、生殖和應用潛力。

前言

臺灣有著多樣化的海島沿岸地形，由於位處熱帶及亞熱帶交界，且

有黑潮流經，在海洋生物多樣性上，約占了全球的十分之一，其中也包

含了許多特有物種。但是，目前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或是休閒觀光上，大

眾對海洋生物的焦點，普遍著重在色彩鮮豔的珊瑚礁生物、可食用的

魚類、或是體型巨大的海洋哺乳動物等等，其實，除了礁岩之外，海裡

也有跟陸地相似的大片沙漠地形，而這些在海底綿延無盡的沙地，就

相對平凡無趣嗎? 也許大家會訝異的發現，這些貧脊的區塊，仍有許多

海洋生物樂於以此為家，它們白天隱藏了真面目，化身「潛行者」在沙

下爬動，直到夜晚來臨，才會悄悄現身，其中相當特別且鮮為人知的一

群，就是─筍螺（Auger shells）（圖1）。

顧名思義，筍螺外型長得像我們吃的竹筍，它們的外形修長、殼頂尖

細、底部膨大；但色彩和大小就極為多元，有著各式斑點條紋和色塊，

甚至具有網狀刻痕的外殼，在體型上，臺灣最大的筍螺─大筍螺 

（Terebra maculate）體長可達到25cm，而一些體型較小的物種如堅實筍

螺（Hastula solida）只有2-3cm，僅如

小拇指一般；在外觀及色彩上，如紅

筍螺（Terebra dimidiata）具有鮮豔的

紅底色及錯綜的白線條，外殼完全平

滑，而玉帶筍螺（Terebra amanda）雖

然是相對簡單的乳白色，但外殼就具

有許多螺旋花紋及網狀刻痕（圖2）。圖1 在沙中潛行的筍螺 a.百眼筍螺 b.長矛筍螺 （莊筱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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筍螺的分類

筍螺屬於筍螺科，和我們常吃的鳳螺、燒酒螺同屬軟體動物新腹足

目（Neogastropoda）的一員，但若要談到更進一步的分類，則必須開啟

一篇複雜又混亂的故事。筍螺和芋螺科（Conidae）及捲管螺科（Turridae） 

為同屬芋螺超科（Conoidea）的親戚 （圖3），但筍螺的種類為三者中最少

的，全世界約只有300~400種，且其中有許多尚未命名的深海種。以往

圖2 各式各樣的筍螺。 （莊筱芸攝） 

芋螺超科 Conoidea

芋螺科Conidae 筍螺科Terebridae 捲管螺科Turridae

圖3 芋螺超科的成員（莊筱芸、賴政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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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筍螺外型特徵示意圖，以珍筍螺 （Terebra pretiosa）為例。（莊筱芸攝）

受到科技的限制，人們僅能用原始的外型和切開來的解剖構造當作分

類依據，花紋或器官相似的即被歸在同一屬，相異的即被歸在不同屬，

Bruguiere（1789）為著手這個工作來替筍螺分類的第一人，他建立了筍

螺最大的屬─筍螺屬（Terebra），爾後筍螺的分類開始眾說紛紜，某些

學者鑑定了超過300種筍螺後，將筍螺科分為15個或更多的屬，但立刻

又被其它學者推翻改分為4屬，甚至Bouchet and Rocroi （2005）的研究

將筍螺又分出了兩個亞科，使得筍螺的分類進入混沌不清的黑暗期。   

但花紋殼型類似的筍螺，其內部解剖構造卻可能完全不同，例如褐

斑筍螺（Terebra areolata）及黑斑筍螺（Terebra subulata）其外觀極為相

似，但黑斑筍螺有毒腺而褐斑筍螺卻完全缺乏，所以學者開始發現，僅

依外觀來將筍螺分類是很不精確的。所幸現在科技日新月異，拜分子

技術的進步所賜，研究人員轉以粒腺體DNA 12S、16S、COI等分子標記

當作分類依據，在綜合比較外型、解剖構造和基因序列的差異後，目前

將筍螺科分為5個屬（Holford et al., 2009）（圖4、圖5），分別為：

榴彈筍螺屬（Oxymeris）: 殼型偏圓錐型，殼表通常光滑無刻紋或肋。

筍螺屬（Terebra）: 殼大而細長，也有較小的個體，螺層大多有明顯縫

合線。

花筍螺屬（Hastula）: 殼面光滑具光澤，螺殼較腫脹，縫合線下方的細

鋸齒狀或細肋逐漸消失在螺層外，螺層通常延伸使殼口較長。

鼠尾筍螺屬（Myurella）: 體型小，殼型側面平直，有顯著的縫合線，螺

層通常具有明顯縱肋，殼口外唇為棕色。

火焰筍螺屬（Pellifronia）: 縫合線下及螺層的周緣有橫帶，各螺層有

顯著的縱肋而缺乏刻痕。

目前臺灣與筍螺相關的研究僅有Chang et al.（2007）記錄臺灣有57種

筍螺，邵（2008）記錄有60種，都有4個屬的物種，顯示臺灣的筍螺資源

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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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筍螺科各屬的筍螺 （莊筱芸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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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和生態

即使是沙中的潛行著，筍螺還是要面對吃喝拉撒等生存大事，筍螺

的獵食多發生在夜晚，食物為多毛類（polychaetes）如釣魚常用的沙蠶，

或半索動物（hemichordates）如柱頭蟲（acorn worms），攝食方式和它的

親戚芋螺類似，像筍螺屬和花筍螺屬的物種，會由毒腺分泌毒液填裝

入中空、如箭矢一般的齒舌中，再射出齒舌毒殺獵物，等待獵物麻痺

後，再以膨大的吻部將獵物吸取食用。但並不是所有的筍螺都用齒舌

和毒腺吃東西，沒有齒舌和毒腺的筍螺，要如何獵食呢? 別擔心，大自

然演化的奧秘，自然給這些生物一條出路，研究人員推測，有唾液腺的

筍螺（如榴彈筍螺屬物種），還是可由唾液腺分泌毒液毒死獵物，沒有唾

液腺也沒有齒舌的筍螺（如鼠尾筍螺屬物種），則靠著敏銳的嗅覺偵測

獵物，再快速膨大吻部將獵物吸入（Puillandre & Holforf 2010）。神奇的

是，其實筍螺的祖先都有齒舌，但在演化的過程中，有些筍螺的齒舌就

消失了，而齒舌在芋螺身上，被認為是造成物種數較多的一個要素之

一，相同的，具有齒舌的筍螺屬和花筍螺屬也自然成為物類數較多的

兩群。

筍螺的分佈侷限於熱帶及亞熱帶地區，大部分棲息於水深5-20公尺

的乾淨珊瑚沙，但有少數種類可分佈至超過100公尺的深海泥沙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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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不同種筍螺爬行的痕跡 a.百眼筍螺 b.火炬
筍螺c.紅磚筍螺 （賴政任攝）

圖8 筍螺的帆船行為（sail effect）示意圖（改繪自Miller, 1979）圖7 伸出水管的筍螺 a.黑斑筍螺 b.玉帶筍螺 （莊筱芸攝）

灣在東北角、墾丁、小琉球、綠島、蘭嶼、東沙等地區皆有紀錄到筍螺

的蹤跡。筍螺靠著腹足伸縮運動，在沙下緩慢爬行，而俗話說「凡走過

必留下痕跡」，筍螺爬行時，往往會在沙上留下因種類而異、大小粗細

不一的凹痕（圖6）。潛水時若經過沙地，看到沙上有長條形或不規則的

痕跡時，試著在凹痕前後兩端撥開沙子，也許就能發現這奇妙的生物，

正露出水管探測周圍的環境（圖7）。有趣的是，有些筍螺不甘於這種緩

慢的爬行，它們想出了讓自己更有效率移動的方式，像夏威夷筍螺

（Hastula inconstans）偶爾會從沙中冒險爬出，把自己的腹足舉得高高

的，像「帆」一樣，讓水流或海浪將它們快速拖行（圖8），這種帆船行為

（sail effect）在筍螺發現附近有食物或有異性時更容易看到，爾後，陸

續發現多種花筍螺屬的物種都有帆船行為，不過，這種行為並沒有在

其它屬的筍螺發現 （Miller, 1979；MacLachlan & Brown 2006）。

各位也許好奇，筍螺神神秘秘的躲在沙中不輕易見人，又有堅硬的

外殼，想必是沒有天敵，天不怕地不怕吧?但一物剋一物，筍螺如果碰

到有螯足的饅頭蟹，或是有硬嘴喙的頭足類如章魚、烏賊等，還是只能

無奈被夾破，成為天敵的美食，如果運氣更不好碰上會鑽孔攝食的玉

螺或骨螺，難逃魔掌的筍螺就只能坐以待斃了。

生殖

筍螺的傳宗接代一樣是在沙底完成，它們為雌雄異體物種，完成體

內受精後，雌螺會產下卵團，卵團外形像花束，由多個卵囊組成，一個

卵囊就像一朵花，內有8-10顆受精卵，這花束就附著在珊瑚或沙礫上

（圖9），卵在30-35天後會直接孵出帶殼的小螺，這些小螺一出生即面臨

大海的險惡，而他們也很聰明的，立刻鑽入沙中自保，重新開始它們在

沙中的一生。

筍螺並沒有明顯的生殖季，任何時候都可能在沙上發現交配中的筍

螺。雄螺會循著雌螺的爬行痕跡，跟在它後面，直到碰觸到對方的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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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然後就快速轉向雌螺的右上

方，並將膨脹的陰莖插入雌螺外

套腔內的陰道口，完成交配，偶

有交配中的筍螺雙雙被浪打得在

沙 上 滾 來 滾 去（ M i l l e r , 

1975,1979），但平常過著獨行俠生

活的筍螺，究竟是如何在茫茫大

海中，找尋另一半呢? 研究人員

認為雄筍螺，應可辨識同種雌性

爬行時的黏液，而被吸引前來，

此行為在玉黍螺（Littorina sp.）上已被證實（Johannesson et al., 2010），而

芋螺交配時，會有很多個體聚集在一起，還有雄芋螺也會有伸出陰莖

「試探」另一半的行為，蚵岩螺也會大量聚集在一起產卵，這些動作都顯

示軟體動物用我們看不見的性費洛蒙，在向異性招手呢! 

應用

喜愛居住在沙裡的筍螺，看似和人類的生活圈毫不相干，但事實上

它們可是人類醫學研究上的好幫手喔!筍螺的親戚芋螺，毒素已被運用

在人類臨床使用的止痛藥上，筍螺的毒素看起來也具有龐大潛力，卻

一直未被仔細的分析開發，直至最近才有研究人員從花斑筍螺身上分

離出第一個筍螺毒素Tv1 （Anand et al., 2014），令人振奮的是，Tv1的構

造是具有很多雙硫鍵的胜肽蛋白，這和已被開發的芋螺毒素之蛋白質

結構完全不同，這未知的領域或許可以替醫學帶來另一線曙光，也因

此，科學家對於筍螺的精確分類就顯得更重要了!

結語

海洋中的沙地，雖然沒有珊瑚礁來得繽紛並引人注目，但這樣的棲地，

是筍螺這個另類生物不可或缺的家。它們就像沙地中絢麗的寶石，默默

潛行著，用自己的方式寫下精彩的生活紀錄。近期世界各地研究人員又

陸續在巴拿馬發表4個筍螺的新種，在印度西太平洋更發現許多未命名

的種類，顯示筍螺的世界還有許多謎團，等著我們去發掘。是否它們長

得像竹筍是有特殊意義呢?為什麼要這麼多色彩和不同刻紋呢?就讓它

們爬行的線索，引領著我們這些好奇的人類跟著它們一探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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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筍螺卵團示意圖。（改繪自Miller,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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