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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五中为贝壳求名字
他们的“贝壳文化展厅”里有两种奇怪的贝壳，大家都不知叫啥名

□通讯员 陈文良
□记者 李楠楠 报道

本报3月25日讯 50多斤的贝
壳不稀罕，指甲盖大小的贝壳不显
小……3月初，烟台五中建立了首
个校园“贝壳文化展厅”，里面有不
少奇怪的贝壳，让学生们大开眼
界。

“我喜欢这个高帽钟螺，多像
一串珍珠！”初三5班的赵妙新说。
一下课，烟台五中的不少学生跑到
教学楼三楼的贝壳文化展厅观赏
贝壳。

“我喜欢这个海鸥蛤，它像一
只海鸥。”初三学生陈裕辉说。“我
更喜欢这种金色的扇贝，就像金叶
子。”一旁的迟翰潇补充道。

贝壳文化展厅陈列了160多种
具有代表性的贝壳，有展翅欲飞的

“天使之翼海鸥蛤”、洁白如玉的
“白铅螺”、金光灿灿的“黄金宝
贝”、色彩绚丽的“澳洲海扇蛤”、形
似眼睛的“猫眼蝾螺”、还有著名的
活化石“鹦鹉螺”……这些形形色
色、千姿百态的贝壳在阳光的映衬
下仿佛一件件来自海洋深处的艺
术珍品。

“目前一共有13个展柜6块展
板，大概投入了2万多元。”烟台五
中副校长张传涛说，烟台是个美丽
的海滨城市，早在7000多年前，就在
白石村发现了大量的蚌壳、螺壳，
白石村遗址是独具特色的贝丘文
化遗址。

“我们建立贝壳展厅，就是要
弘扬海洋文化，培养学生的兴趣爱
好，增长见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张传涛说，“很多贝壳老
师也不认识，你看上百种贝壳标
本，贝壳大小不一，大的砗磲有50

多斤重，小的只有小指甲盖大。”

两种“无名”贝壳

学校望你赐教

烟台五中的师生将贝壳分类整
理，并跟鲁东大学生物系老师进行
交流，现在已经清楚大部分贝壳的
俗名和学名，但有两种贝壳，怎么也
查不到名字。

张传涛拿出了一个贝壳，“你
看这个贝壳单看没什么特别，但
合起来看多像一双绣花鞋，有人

就叫它鞋螺，但就是查不到学名
是啥？

张传涛又拿出一个“宝贝”，长
约20厘米，成柱状，中间镂空，晶莹
剔透，咋一看有点像塑料或者人工
制作的丝网。“他们都叫它网螺，我
们觉得应该是俗名，希望有懂行的
专家能够赐教。”

有些标本

大学里都没有

别看展厅刚刚成立，但宝贝真
不少，有的标本还很珍贵。在展厅正
中央有个最大的圆形展柜，里面有
四种珍贵的珊瑚标本。

“这个圆形的大白球，细看它的
纹路很像大脑。”张传涛说，它叫扁脑
珊瑚，买的时候花了2000多元，现在这
种品相很少见了，前段时间鲁东大学
生物系出去买，已经买不到了。

贝壳中最珍贵当然是四大名螺

了，其中“鹦鹉螺”整个螺旋形外壳
光滑如圆盘状，形似鹦鹉嘴，已经在
地球上经历了数亿年的演变，但外
形、习性等变化很小，被称作海洋中
的“活化石”。

作为烟台首家校园贝壳展厅，
虽然刚落成但已名声在外了。“世回
尧中学的校长来过好几次，说让我
们好好办，他到时候要带着全校学
生要来现场参观。”张传涛笑着说。

白石村一期遗址距今7000年，发
现说明胶东地区人类活动并不比中原
晚。在白石村发现了大量的蚌壳、螺壳
和鱼骨的堆积，是我国独具特色的贝
丘文化遗址。这说明中国的史前经济
不仅仅是以农、猎为主的黄土经济，而
且具有以海为生的渔业经济或曰海洋
经济，是极具学术价值的发现。

学生们看到奇形怪状的贝壳都感到很新奇。 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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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鞋螺的贝壳，你知道学名叫啥吗？

暂时被称为网螺的
贝壳，谁知道它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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