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

!

("&

!!

地
!

质
!

学
!

报
!!

*+,*-./0/-1+*2131+*

! !

4567!"357#$%&'

*

8

97(!&

!

("&

注!本文为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编号
$%&:&&%($

'

&$&$%&&&$&&%:

'

&$&$%&&&$%&#:

#资助的成果%

收稿日期!

$%&:;%";&!

&改回日期!

$%&#;%';$:

&责任编辑!黄敏%

作者简介!曾庆銮'男'研究员%

&"(#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层古生物专业'一直从事奥陶纪$志留纪地层和腕足类研究%

.<=>6

!

QKE

O

>̂E

O

6J=E&%&"

"AA

7B5<

%

宜昌地区早志留世$

D43)C(E*;-3)

%腕足类

一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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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意义

曾庆銮!张淼!李志宏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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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腕足类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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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R5EKI>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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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宜昌地区志留系兰多维列统罗惹坪组下段中部"上

埃隆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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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T5E

O

'

MJKIW=E

O

"

&")#

#和
$

@

0/+1&11%

"

O

KE7E5a7

#两个属'以及一个属$种未定的分类

单元的基础上%新科成员仅有从腹壳喙部伸出一根直的腹喙刺'这与
+R5EKI5>DK=

超科内的
2I95

8

R5BR5EKI>D=K

科

以及
+R5EKCI95

8

R>>D=K

科众成员的铰合缘刺都是从腹壳铰合缘上伸出来的有着本质差别%另外'本文还对

$

@

0/+2;+/&#&3

以及它的属型种
$G/+#%#%T5E

O

'

MJKIW=E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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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重要图解和补充描述%与此同时'对

$

@

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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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7E5a

#'以及
$G60/8#%

"

O

KE7KIC

8

7E5a7

#进行系统描述和对比%据目前所知'新科成员只分布于

我国鄂西$黔东北$陕南和川北等地'属于上扬子台地的土族居民%因为
2

8

>E5BR5EKI>D=K

"

]=<7E5a7

#属于腕足类

独特的一个类型'演化快'贝体极小'保存精美'因此具有分类学$地层对比'以及恢复古环境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腕足类&新科和新属&早志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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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扬子台地&宜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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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属是戎嘉余$许汉奎和杨学长

于
&")#

年以仅从腹喙部伸出一根长刺为特征而建

立的"西南地区地层古生物手册'

$%:

页#'先后归于

+R5EKI>D=KY95EE

"

&!($

#"曾 庆 銮'

&"))

#或 者

2I95

8

R5BR5EKI>E=GJ>9;N55D

"

&"($

#"戎嘉余等'

&"!&

#和
2I95

8

R5BR5EKI>D=K GJ>9;N555D

"

&"($

#

"杨 学 长 等'

&"!$

#%但 以 往 各 研 究 者 由 于

$

@

0/+2;+/&#&3

的贝体极小'保存又欠佳'因此对该

属的内部构造几乎没有描述或者描述很少'甚至有

误%目前我们获得很多$保存又很好的标本'深感很

有必要对
$

@

0/+2;+/&#&3T5E

O

'

MJKIW=E

O

"

&")#

#

的属征加以充实%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有些

文献将
$

@

0/+2;+/&#&3T5E

O

'

MJKIW=E

O

"

&")#

#的

建立者写成为
0>JKIMJ

"

&")#

#'如曾庆銮"

&"))

'

($

页#'戎嘉余和杨学长"

&"!&

'

&)(

页#'杨学长和戎嘉

余"

&"!$

'

#$(

!

#$)

页#'这些都是有误的'应予以修

正%

此外'目前我们还获得很多贝体极小$保存很

好'也是仅从腹喙部伸出一根短刺的另一类型新属

$

@

0/+1&11%

"

O

KE7E5a7

#%因此作者认为'仅有一根

腹喙刺的族群应归于腕足类独特的一个分枝'与

+R5EKI5>DK= Y95EE

"

&!($

# 超 科 内 的

2I95

8

R5BR5EKI>D=K

科以及
+R5E5CI95

8

R>>D=K

科的

铰合缘刺都是从腹后铰合缘上伸出来的有着本质差

别'应另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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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R5EKI>D=K

"

]=<7E5a7

#新科%据

目前所知'

2

8

>E5BR5EKI>D=K

新科成员仅分布在我国

湖北西部$贵州北部$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等地区志

留系兰多维列统埃隆阶上部至特列奇阶"

J

88

K9

*K95E>=EI5,K6

P

BR>=E

#'属于上扬子区的土著居

民%更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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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成员的贝体极小'保存很好'尤其是杨家

湾罗惹坪组下段中部保存着许多两壳张开而又连接

在一起的个体"图版
#

'图
&

&图版
$

'图
)

'

"

'

&:

#'极

长的腹喙刺"图版
1

'图
(

#都未被折断'表明这些化

石为原地埋藏%上述这些重要特点'为恢复古环境

提供很有价值的证据%

&

!

化石产出层位及其时代

宜昌地区志留系广泛出露在黄陵背斜东$西两

翼'其中以东翼宜昌王家湾$杨家湾和分乡三个剖面

最为典型"图
&

#'尤其是王家湾剖面早已被视为我

国南方志留系的标准之一%自从谢家荣$赵亚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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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地区交通位置和简化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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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湾剖面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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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对宜昌地区罗惹坪"大中

坝#附近志留系进行研究'并认为其时代为早志留世

以来'各研究者对其时代就争论不休%首先是孙云

铸"

&"#:

#根据地层沉积旋的特点'把罗惹坪地区

的志留系划分上$中$下三个统%尹赞勋"

&"#"

#沿用

孙氏三分的划分方案%孙云铸$常安之$洪友崇$易

庸恩"

&"')

#'尤其是洪友崇"

&"'!

#在罗惹坪一带志

留系发现了所谓晚志留世的笔石群'他们更进一步

肯定了宜昌地区志留系三个统的存在%此结论为穆

恩之"

&"($

#所引用%然后'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

#对宜昌大中坝"罗惹坪#志留系进行研究'认

为只存在下志留统和中志留统下部%湖北省地质局

三峡地层研究组"

&")!

#在研究分乡志留系剖面时'

更进一步指出'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建立

的$归于中志留世的石屋子组也应为早志留世%倪

寓南"

&")!

#对宜昌大中坝志留纪笔石群的研究'进

一步肯定了石屋子组应归于早志留世'并认为西南

地区古生物手册"

&")#

#狭义的纱帽组属于中志留

统%葛治洲$戎嘉余等"

&")"

#将中$下志留统的界线

划在纱帽组中$上部之间'这一界线与倪寓南"

&")!

#

或湖北省地质局三峡地层研究组"

&")!

#的中$下志

留统界线基本一致%汪啸风等"

&"!)

#也沿用此界

线'将纱帽组第四段的时代划归中志留世早期%之

后'随着研究精度不断深入'陈旭等"

&""(

#$戎嘉余

等"

T5E

O

d>=

P

JKI=67

'

$%%'

'

$%%)

#$王成源等"

$%&%

#

更进一步认为宜昌地区志留系只存在
06=ED5aK9

P

统'而且还未到达特列奇阶"

,K6

P

BR>=E

#之顶%

至于宜昌地区志留纪地层的划分'各研究者的

方案也不尽相同'其中以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

#和汪啸风等"

&"!)

#的两个划分方案较具代表

性'其具体对比详见"图
$

#%由于宜昌地区志留系

含多门类化石'而且各门类化石的时代结论不尽相

同'往往有争议%但是'志留系兰多维列统三个阶的

国际对比标准是以笔石带演化系列作为对比依据'

其它各门类化石作为参考%然而罗惹坪组上段和下

段主要为介壳相地层'这给
#8,,0281%#83

带底界的

确定'以及为
*K95E>=E

与
,K6

P

BR>=E

两个阶界线的

划分带来困难%笔者通过前人"倪寓南'

&")!

&汪啸

风'

&"!)

&陈旭等'

&""&

#对笔石系列研究结果的分

析'认为戎嘉余等"

&""%

#关于彭家院组与罗惹坪组

"南古所
&")#

的含义#之间对比的第
&

个划分方案

是较为合理的'把彭家院组
%,28%#%

带的顶界与国

际标 准
3&4

:

H02I00

带 顶 界 对 比'即 把 埃 隆 阶

"

*K95E>=E

#与特列奇阶"

,K6

P

BR>=E

#之间的界线划

在
%,28%#%

带顶界"图
$

#%而这个顶界也暗示为国

际标准
#8,,0281%#83

带的底界%

根 据 上 述 结 论'

%,28%#%

带 的 顶 界 既 是

3&4

:

H02I00

带的顶界'也是
#8,,0281%#83

带的底界%

因此罗惹坪组下段下部至中部应归埃隆阶上部

"

6=IK*K95E>=E

#'而罗惹坪组下段上部则为特列奇

阶下部"

K=96

P

,K6

P

BR>=E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

能排除
#8,,0281%#83

带的下界有可能要对比到

%,28%#%

带中部的某一部位"可能在罗惹坪组下段底

部附近#%理由是!最近我们在宜昌杨家湾剖面罗惹

坪组下段中部"

%,28%##%

带中部偏上一点#发现新的

腕足动物群'主要为褶脊贝类$戟贝类和正形贝类

"除本文描述的'拟另文发表#%它们的分异度中等$

化石丰富$保存好'为原地埋藏%其贝体极小'壳宽

以
$<<

左右为多'稍微大者'其壳宽也只有
:

!

'

<<

'同时还保存着许多两壳张开而又连接在一起

的内模"图版
#

'图
&

&图版
$

'图
)

'

"

'

&:

#'甚至极长

的腹喙刺"详见图版
1

'图
(

#都未被折断%表明当时

生存时的水体深'水能量很低'海底很安宁%其生态

底域位置起码应相当于
Y5JB5I

"

&")'

#和戎嘉余

"

&"!(

#的底栖组合
#

至底栖组合
'

"

Y*#;Y*'

#%从

龙马溪组上段上部极浅水"

Y*&

#到罗惹坪组下段中

部深水"

Y*#;Y*'

#"详见魏运许等(

'

$%&&

年分乡

幅
&j'

万区调报告手稿#的演变过程与埃隆期晚期

上扬子海在黔渝川边区所发生的海退'以及在

#8,,0281%#83

带初期所发生的大海侵"戎嘉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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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足类一新科
2

8

>E5BR5EKI>D=K

"

]=<7E5a7

#及其意义

图
$

!

宜昌地区志留纪地层划分沿革以及剌戟贝新科的地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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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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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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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BR5EKI>D=K

"

]=<7E5a7

#

>EW>BR=E

O

=9K=

$%&$

#的过程是相吻合的%因此笔者推断'整个上扬

子海在埃隆期晚期所发生的大海退'以及在特列奇

期早期所发生的大海侵应该是同步的%若这个推断

无误的话'那么在罗惹坪组下段底部 "相当于

%,28%#%

带中部#或更低一些层位就已经进入

,K6

P

BR>=E

早期"即进入
#8,,0281%#83

带初期#%但

这个推断是否正确还有待于今后在
%,28%#%

带内'

特别是在罗惹坪组下段下部仔细寻找
#8,,0281%#83

这种笔石予以证实%

$

!

古生物系统描述

长 身 贝 目
/9DK9 X95DJBI>D= 2=9

P

IBRKa= KI

25H56CH=

P

=

'

&"'"

戟贝亚目
2JU59DK9+R5EKI>D>E=GJ>9;N55D

'

&"''

戟贝超科
2J

8

K9]=<>6

P

+R5EKI5>DK=Y95EE

'

&!($

刺戟贝科 $新科%

Z=<>6

P

2

8

>E5BR5EKI>D=KQKE

O

'

QR=E

O

KI0>

$

]=<7E5a7

%

模式属
!

$

@

0/+2;+/&#&3T5E

O

'

MJKIW=E

O

'

&")#

词源
!

建立在
$

@

0/+2;+/&#&3

模式属基础上%

特征
!

贝体很小'侧视轻微凹凸型&从腹壳喙部

伸出一根直腹喙刺%壳表饰放射纹'有时具加粗中

央壳线'有时腹壳两侧区的放射纹极微弱'或接近于

光滑%

腹肌痕面大'前缘具围脊'但有时发育不全&有的

腹肌痕面呈双叶型%背中隔脊后端与一对侧隔脊后

端汇合'将背肌痕面分成前$后两对&但有的背肌痕面

深凹'呈纵椭圆形&背中隔板位于背肌痕面之前%

讨论
!

2

8

>E5BR5EKI>D=K

"

]=<7E5a7

#新科成员

仅从腹壳喙部伸出一根直腹喙刺'这在
+R5EKI5>DK=

Y95EE

"

&!($

#超科内是属于很独特的一种类型'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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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I95

8

R5BR5EKI>D=K GJ>9;N55D

"

&"($

# 科 和

+R5E5CI95

8

R>>D=KGJ>9;N55D

"

&"($

#科众成员的铰

合缘刺都是从腹壳后铰合缘上伸出来的有着本质差

别%因此'以
$

@

0/+2;+/&#&3 T5E

O

'

MJKI W=E

O

"

&")#

#为模式属'在
+R5EKI5>DK=

超科内建立一个

新科%目前这个新科仅包含
$

@

0/+2;+/&#&3T5E

O

'

MJKIW=E

O

"

&")#

#和
$

@

0/+1&11%

"

O

KE7E5a7

#两个

属'以及一个属$种未定的分类单元%

时代
!

志留纪兰多维列世"

06=ED5aK9>=E

#%

刺戟贝属
-KEJC$

@

0/+2;+/&#&3T5E

O

'

MJKIW=E

O

'

&")#

&")#$

@

0/+2;+/&#&3T5E

O

'

MJKIW=E

O

'西南地区地层古

生物手册'

$%:

页%

&"))$

@

0/+2;+/&#&30>JKIMJ

'曾庆銮'中南地区古生物

图册"一#'

($

页%

&")!$;0

J

0%/&11%M>=E

'西南地区古生物图册'贵州分册

"一#'

$)$

页%

&"!&$

@

0/+2;+/&#&30>JKIMJ

'戎嘉余和杨学长'西南地

区早志留世中$晚期腕足动物群'

&)(

页%

&"!$?&

:

%3

@

0/+2;+/&#&3W=E

O

KIT5E

O

'古生物学报'

$&

"

#

#'

#$)

页%

&""($

@

0/+2;+/&#&3T5E

O

'

MJKIW=E

O

'戎嘉余$

G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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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体很小'侧视轻微凹凸型&仅

从腹壳喙部伸出一根直$很长$垂直的腹喙刺%壳表

饰放射纹'有时腹壳具一根加粗中央壳线%

腹肌痕面大$横宽'呈扇形'前缘具围脊'但有时

发育不全%铰窝脊宽而长'前部向内弯曲在后对闭

肌痕面两后侧&背中隔脊后端与一对侧隔脊后端相

汇合'将背肌痕面分成前$后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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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轮廓近横方或近半椭圆形&侧视轻微凹凸型&腹

壳凸度平缓'仅在喙部前方稍微隆起&背壳微凹或几

乎平坦&背$腹铰合面都很低&铰合线直'近等于壳

宽&主端近直角状&仅从腹壳喙部伸出一根直$很长$

垂直的腹喙刺'其长度可大于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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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描述
!

贝体很小'通常壳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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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近横方形或近

半椭圆形&铰合线直'近等于壳宽&主端近直角状&

背$腹铰合面都很低&侧视轻微凹凸型&腹壳微凸'仅

在喙部前方稍微隆起&背壳轻微凹下'或近于平坦&

仅从腹壳喙部伸出一根直$很长$垂直的腹喙刺'其

长度可达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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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体极小'侧视轻微凹凸型&仅从腹壳喙

部伸出一根垂直于铰合线的短刺%腹壳表中区饰强

的疏型放射纹'但在两侧区接近光滑%

腹肌痕面双叶状&肌隔短粗%铰窝小'内铰窝脊

强烈异向展伸&背肌痕面深凹'呈纵坑状&具一对低$

宽侧隔脊&背中隔板短'位背肌痕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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