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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饰伪转叶肢介 ����
�

����“ �的特征是初

生壳大
，
背缘末端的后背角反弯曲

，
装饰为小

针网状
，
在壳的后腹部生长带上有叠网状装饰

。

新属与伪转叶肢介属 ����价���的区别就是具

有叠网状装饰
，

其他特征均相似
。

叠饰叶肢介科���
����������� ������������

是 ����年建立的
。
主要特征是在壳表面原有

的网
、

线和线网状装饰之上又叠覆一层更大的

网状物
，

称为
“
叠网状装饰

” ，
它主要分布在壳的

后腹部生长带上
。
本科包括叠饰叶肢介属 ���

�

。 ，�人。 ，�俘 ����
，
�����

，

新叠饰叶肢介属 ��
���

�

�‘ ，�人。 ，该召 ����
，
�����和似叠饰叶肢介属 ���

��

，�入。 ，���， ����� �� ����
，
�����三个属

。
后一

个属与前二者无任何亲缘关系
，
但都具有叠网

状装饰
。
叠网状装饰的成因以及与叶肢介的生

活环境和演化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
这

三个属分别有相近似的属�
����

�加
犷�’� 与 ���

�

。 ，，��，��
，
��������人���� 与 �����

。 ��人�，该�
，

��
�，�乃

�

��矛，�� 与 万���，人口示
�，，

每一对属中
，

前者除有叠

网状装饰外
，

其他特点均与后者一样
，
且共生在

一起
，

说明两者之间亲缘关系极为密切
。
而后

者却隶属于不同的科
，
东方叶肢介属 ��

。 、 对��

币
�
�和延吉叶肢介属 ��

�

呼
��一入。 ，���由于具

有线网状装饰
，

隶属于东方叶肢介科 ��������
�

������� ����� �� ����
，
�����

。
真瘤模叶肢介

属 ��
“ 。 �触���。 �的装饰为由瘤脊组成的线脊

状
，

隶属于瘤模叶肢介科 ��
������‘����� �����

�� ���� ，
�����

，
这六属出现在侏罗纪和白至纪

地层中
。

伪转叶肢介属 ��
�

肪���是 ����年 ��� 。 �

����
�
建立的

，

根据初生壳大的特点置人渔乡叶

肢介科 �������������中
。
但该属除了初生壳

较大外
，
背缘末端的后背角反弯曲

，

装饰为小针

网状
，
后面这些特点相似于古似渔乡叶肢介属

��
��浮。 ���，，������打�

，

所以笔者认为 ���‘
，�� 应

归人古似渔乡叶肢介超科 ����
����������������

�

����之中
。
此属出现在早三叠世地层中

。

���
���行�� ���

�

���
�

应属于那个科呢�这

就牵涉到叶肢介化石的分类基础问题
，
由于化

石叶肢介很少保存软体部分
，
又缺乏其他内部

构造
，
大部分古生物学家都以叶肢介的壳形特

征和装饰的不同进行分类
。
但不同的人

，
对某

些特征的重要性又有不同的看法
，

就有不同的

分类方案
。 ���

�

���’，�� ���
�

���
�

若根据有叠网

状装饰的特点
，
可以归属于叠饰叶肢介科中�若

根据初生壳大
，
又可以放入渔乡叶肢介科中�若

根据背缘末端的后背角有反弯曲的特点
，

应和

���示�� 一样
，

归属于 ���������������������� 超

科之中
。

叶肢介的初生壳大
，

有突起
，
背缘末端的后

背角反弯曲以及壳表面有瘤和脊等特点与生物

的生活环境和演化有什么关系
，
与软体功能有

什么内在的联系
，
乃是今后探讨的课题

，

所以叶

肢介化石的分类
，

人为成分是很大的
，

需要不断

地探讨和协商
，

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
。
笔者

认为
，

尽管大家的分类各有差异
，
但以叶肢介的

亲缘关系来划分则是基本的因素
。
若单纯根据

叠网状装饰这个特点
，
叠饰叶肢介科就应包括

新属 ���
��后

�� ，

但是它与 刃�������人。 ，�召
，
��’��

��人。 ，�� 和 ��
�，��亡，�’��，

之间却没有任何亲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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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所以放人叠饰叶肢介科似乎欠妥

。
�����示��

��“ ·

��
、 ·

和 ���后�� 亲缘关系极为密切
，
且共

生一起
，

把它们划在一个科内似乎更为妥 当
。

若这个划分原则可以成立
，
那么 压。 ������。 也

应和 石“ �，�人。价
�，
一样

，

隶属于 ������������� 科

之中
，
因为它们都具有由瘤脊组成的线脊状装

饰
。
而叠饰叶肢介科只剩下叠饰叶肢介属和新

叠饰叶肢介属了
。
当然叠网状装饰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特征
，
不仅侏罗纪和白至纪的叶肢介具

有
，
三叠纪也有

，

说明这种特征不是偶然的
，

是

具有一定演化上意义的
。
如能找出它们的规律

和内在联系
，
对叶肢介化石的分类是有意义的

。

标本为我所李佩贤同志赠送
，
照片是我所

照像室陈殿丰同志和扫描室杨安国同志拍 摄
，

陈巫基同志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表示感

谢
。

长
，

末端的后背角反弯曲
，
壳的后高略大于前

高
，

前缘斜圆
，
后缘宽圆

，

腹缘平行于背缘
。
装

饰为小针网状
，

扫描后可见均匀排列的多角形

网状
，
在后腹部生长带上叠覆一层大网状装饰

，

即叠网状装饰
。
生长线 ��一�� 条

，

分布不均

匀
，

腹部较密集
。

比较 新种以壳的后腹部生长带上有特殊

的叠网状装饰
，
区别于 ���后�� 所有各种

。

产地层位 新疆吉木萨尔大龙 口
，

早三叠

世锅底坑组顶部
。

大盛饰伪转叶肢介�新属
、

新种��亩几亡成
�
��

盯����� ���
�

�� ��
�

���
·

�图版 �， 图 ��

化 石 描 述

�饰伪转叶肢介属�新属������
�肠��

���
一

��甲
�

模式种 ���
“�后��

����脚
‘ ���

�
����

�

�
��

�

特征 壳为椭圆形
，

初生壳较大
，

背缘直而

长
，
末端的后背角反弯曲

，
装饰在光学显微镜下

观察为小针网状
，

扫描后可见为均匀排列的多

角形网状
。
在后腹部生长带上叠覆一层多角形

大网
，
即所谓叠网状装饰

。

分布时代 新疆
，

三叠纪
。

描述 壳为喇叭形
，
壳长 ���

，
高 �

�

���
。

背缘直而长
，

末端后背角反弯曲明显
。
初生壳

大
，

为半圆形
。
壳的后高大于前高

，
最大壳高位

于背缘近末端
。
生长线 �� 条

，

装饰为小针网

状
，
在后腹部生长带上有不规则网状的叠饰装

饰
。

比较 新种以大的初生壳
，
喇叭状壳形

，

较

少的生长线区别于模式种
。

产地层位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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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壳为长方形
，
壳长 �一 �����

，
壳高

�一 �
�

���
，
初生壳位于壳的前端

。
背缘直而

�����以��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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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月�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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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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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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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标本采自新疆吉木萨尔大龙口剖面早三叠世锅底坑组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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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壳
，又�， ��������

，
登记号� ��一�����

。

��
·

后腹部叠网状装饰
， 丫，��

�‘
·

后腹部蚕网状装饰
， 只�� �扫描�

。

说 明

保存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三室
。

��
�

前部小网状装饰
， 只��� �扫描�

。

��
�

后中部小网状装饰
， ���� �扫描�

。

�〔� 后腹部小网状装饰， 义��� �扫描��
��

�

左壳
， 义�， ��������

，

登记号� ��一�����

��
�

后腹部盈网状装饰
， 又�。 。

�
�

�����，�
��� �，���行 ���

� �� ��
� ���

·

左壳
，只 ��， 登记号�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