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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皮动物属高等无脊椎动物，在奥陶纪生命大

辐射期的海洋底栖生态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usich et al., 1982)，奥陶纪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化

与棘皮动物在各种生态空间的广泛适应性，使之在

丰度和属种多样性方面皆达到了古生代的鼎盛期

(Guensburg et al., 2001)。棘皮动物化石碎屑常见而

完整个体罕见，可资做系统古生物学和古生态学研

究的标本时空分布局限，多赋存于特定地点和层

位。固着是有柄类棘皮动物个体发育史中极为重要

的一环(Balser, 2002)。固着器本身的特化与基底条

件息息相关(Kesling, 1967)。固着点的选择则反映出

某些棘皮动物幼体对适生存的基底环境的要求。1 
2013年3月底在鄂西地区考察大湾组地层时发

现有柄类棘皮动物的固着器，这是在大湾组的首次

报道。以往国内的棘皮动物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有

柄类棘皮动物的萼部(Sun, 1936; 孙云铸，1957；
 陈重泰等，1993)，鲜有对其固着器报道过。文

中提及的棘皮动物固着器长在生物碎屑上。在野外

观察 102 个三叶虫（大壳虫 Megalaspides sp. 或是

光大壳虫 Liomegalaspides）尾甲化石中，仅找到一

个三叶虫标本（NIGP158508）上有一个棘皮动物固

着器（图 1A）以及在观察 35 个腕足动物（扬子贝

Yangtzeella sp.）完整标本中有发现三个固着器（图

1B）长在同一个腕足化石标本(NIGP158509)上。根

据同层位的化石显示这些棘皮动物固着器均出现

在富含扬子贝的大湾组上部地层（卢衍豪，1975）。 
这类棘皮动物固着器属于 Ubaghs (1978)的第

三类型。细分之下，属于 Lewis (1982)的第三类型。

其中，后者提到这有可能为海百合幼体的初期固着

器。相比较之下，在三叶虫尾甲上的固着器与在腕

足壳体上的固着器基本上皆为圆锥状，但大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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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前者的最大直径为 4.0mm，最小直径为 1.9mm。

后者的最大直径为 3.5mm，最小直径在 1.9~2.1mm
之间。在三叶虫尾甲上的外形近似圆形，但在腕足

壳体上的则外观不一，这点差异主要是受基底（在

此为生物碎片）表面弯曲度的影响而致。 

结论 

本文报道的棘皮动物固着器是长在生物碎屑

上的。这种基底的选择模式可追溯至寒武纪始海百

合（Lin et al., 2008; Lin, 2009），但寒武纪始海百合

与奥陶纪的有柄类棘皮动物有明显的建构差异。固

着器已从与萼部不可分开的小骨板群发展到与萼

部有明显区别的单一末端茎板（ terminal stem 
plate），为棘皮动物在奥陶纪生物大辐射中抢占海

底分层布置最高层位所衍化出的树根状固着器

（radix）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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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鄂西地区大湾组棘皮动物固着器 

Fig.1  Echinoderm holdfasts from the Dawan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Hubei Province, China 

标本 A 和 B 的编号分别为 NIGP158508 和 NIGP158509，它们标尺的最小刻度均代表 1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