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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群在陕西神木的发现

熊 存 卫

�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院地质勘探分妈朴

前
�

纷『习

榆林
、

神木
、

府谷煤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

北缘
。 ����至 ����年本单位陕北中生代课题

组对该煤 田区开展了多方面的煤 田地质 工 作
。

笔者在测制考考乌素沟剖面时于延安组第二段

中部采得大量双壳纲化石
，
经鉴定为 �“

�����
�

��一�������，��
���

���夕
�

叮�
�
�动物群

。
计有 �

属 �� 种
，
这个动物群在我国北方神木地区为首

次发现
，
对于我国南北方下侏罗统的划分对比

、

陕北地区延安组生物组合的建立以及我国早侏

罗世双壳纲动物地理分区的研究均提供了新的

材料
。

地层剖面概况及双壳纲动物群

考考乌素沟位于神木县城至中鸡公路马家

盖 �公路里程碑 �����至宁条塔 �公路里程碑

���� 加 �����左侧
。
延安组在公路两侧出露

好
，
岩层产状基本为水平

。
延安组厚度 ���

�

��

�
。
自上而下划分为 �

上覆地层� 中侏罗统直罗组

褐黄
、
浅灰色中砂岩

、

底部含隧石砾
。

� � �

一假 整 合
� � �

一

延安组第四段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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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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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
、

灰
、

深灰色细至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

长石砂岩
、

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互层及薄煤

层
。
含抱粉

、

植物化石 ������

延安组第三段 ���一�� 层��

灰
、

深灰
、

绿灰色粉砂岩
、

泥考
、

细砂岩及煤
� 、

层
。
含大量植物和形粉化石 �斗

·

知�

延安组第二段 临 �一�� 层��

灰
、

浅灰
、

绿灰色细粒长石砂岩
、

粉砂岩
、
泥

岩互层及薄煤层
。
含大量双壳类

、

植物
、
抱

粉化石
。

双壳纲化石有����“ 。 ��� ” �人� ‘ ��矛犷云��

����������
，
�

�
� “ �了� �������������

，
�

�

亡‘ 子人亡�

�����
��，萝， ������，���

，
�

�

��������
����， �� ，

尸
�

�� ‘ 公��。 刀�� � � ， �
� ‘ ��胡对

亡月刀 ‘萝了 �� ，
�

�

，“ ��。 ，�，���， ����������
，
��。 夕����。����夕

�二���

。 ，矛� ��
� �� ����

，
�����������

���“ ，�� ����
，

��，�‘ �����
。 ，�

���，
������ �“ �二，矛。 ‘�。 。 。 ��‘

����� �� �
���

，

�
�

��
�

�叮�夕���，。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 互 �
���

，

�
�

�，。 二
��
��五�。 。 ，�了 ����� ��

�
�� �，

�
�

�八�夕�����刀了�� ����� ���
���

，

�
�

��，�口 ����� �� �
���，

�
�

�子�� 。 梦�
�����

����� �之 �
���，

�
�

尸����产�‘ � �
�

���� ��� � ，

�
�

�。 口，万，，，，，，��， ����� �� �
���，

�
�

‘ “ ����万�“ �动
了 ����� �仁 �

��� ���
�

���

延安组第一段 ���一�层�
�

灰
、

灰白
、

绿灰
、

黑色细至中粒石英砂岩
，
长

石砂岩
、

粉砂岩
、

炭质泥岩及煤层
。

含植物
、

抱粉化石
，

��
·

���

� �

一假 整 合
� ��

一

下伏地层� 上三叠统延长群

灰绿色厚层块状细砂岩
。

考考乌素沟剖面延安组第二段中部已知含

双壳纲化石 �层 �剖面 ��
、
��

、
��层�

。
其中

月，，�， 。��。
，

�
。 ��。 ������

��
����

������ 两 属

在数量和分布上是最常见 分 子
。

�洲
�。 “ 。 �

�
。 ��。 ������

��
����

������动物群系华南地区

���������� ��，�� �， ��， 组合和 ����
，����� ���

。 。 �，�一万，， 。 ， ���。 �����
����，，��组合中重要的组

成分子 �熊存卫
、

王赛仪
，
�����

。
��� �� ����

和 �
���������

���
����

������的发现和建立应

追溯到 ����年
，
当时

，

我门在测制湖南祁阳县

观音滩剖面于观音滩组采得十分丰富的双壳纲

化石
，
经系统研究建立了 � “ 。 。 “ 。

属
，

描述

了 �种 ����， ����
，

多����落。 ��， 。 。 ���
，
�

�

�，��

�� ，
�

�

��������
�����

，
万

� ，������������，
，
�

�

��，�� 和万
·
��

�

�
，
同时描述了 �

� ��������
���

���，
������属的 �种 ��

。 ��。 ������
。 �。 。�，。 ，窟。 �

����
，

�
·

�������，�。 。 ，���
，

�
�

��
� 。
嗣后

，
我们

在湖南浏阳
、

湘潭杨家桥
，

江西新余花鼓山
、

宜

丰棠浦
、

万载四里亭
、

高安灰浦造上组
，

粤北
、

南

岭地区
“
金鸡组

”
底部

、，
福建长汀新桥

、

南靖乌石

山新桥组
。
湖南醋陵高家店

、

浏阳施家坝
、

怀化

花桥门 口 山组
，
安仁龙海

、

资兴三都茅仙岭组
，

兰山园竹
、

江华沱江
、

衡阳洲市观音滩组
，
江西

萍乡枫桥门口 山组
，
万载鹅岭多江组

，
广西钟山

西湾
、

恭城高洲
、

富川小田大岭组
，

广东曲江桥

源
、

紫金青溪
、

九和赤凹
、

河源黄村
、

五华长市
、

惠来葵潭桥源组
，
湖北兴山姊归沙镇溪

、

远安易

家桥香溪组
，

蒲沂车埠武昌组相继发现这一动

物群�熊存卫
、

王赛仪
，
����， �����

。 ����年

我们在总结南方 �省中生代含煤地层工作中又

描述了 ��� �� ���� 留 。 ，方
�扔�亡

。 ，�了
，

�
�

�人�
�

。 �占“ ����’ �，
�

�

交听，����万，， ，�
� ，左����乡�口，了�，

，

�� ��沁洲����’� 和 �
，
石�可“ 巾 �熊存卫

、

王赛

仪
，
�����

。 ����年陈金华等在湖南西南部进

行专题研究
，
建立了 ��’�����’ 。

属描述 �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叮�����伪������
，

同时描

述了 �，，�� ���� 石��，。 �
，
�

�

���蓄�一��� �陈金

华
、

许玉明
，
�����

，

并报道四川古蔺
、

宣汉
、

贵

州仁怀
、

毕节
、

息峰自流井组珍珠冲段
，
皖南休

宁象山群月潭组
，

福建永泰
、

大田
、

南靖梨山组
，

湖北大冶金山店组 �������’ 。
属也有分布

，

描

述有 �
�

���，���� �滚�
，

�
�

��������� � 和 �
�

������‘� �陈金华
、

肖伟民
，
�����

，
�

������，��
��

��
����

������
�，�，��� ������马其鸿

，
�����

，

���
�，��� 甘���，，万� 和 �

�

� ��� ��，����� �徐

家荣
，
�����

，
与此同时

，
他们提出 �，��� �����

���
�

��沁 代表我国南方早侏罗世晚期双壳纲组

合 �陈金华
， �����

。
综上所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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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介尹‘
��矛，

‘ ” ��‘
�动物群在陕西神木的发现

�
����������

���
����

������两属至今已描述 ��

种
，
它们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下侏罗统

，

从早侏

罗世早期出现至早侏罗世中晚期繁盛
。
因此

，

我们将这一动物群划分出两个双壳 纲 化 石 组

合
，
即早侏罗世早期的 �奋�������� �亩，�“ �” ‘泣‘ 组

合
，

早侏罗世中晚期 ����。 ����� �“ ” ��‘�一�“ �

，�� ���� �人���’ �去���万�
组合 �熊存卫

，
王赛仪

，

���夕�
，

它对华南地区中生代含煤地层层 序 的

建立
、

区域地层对比及成煤期的确定
、

聚煤规律

的探讨
，

古地理的恢复
，
上三叠统与下侏罗统的

分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本文报道陕西神木地区也发现 �
“ 仰。 ���

材
。 ��。 �����

��。
���夕

������动物群
，
除少数地

区性分子外
，

多数是 ����
������ �“ � ‘ �‘�一�“ ���

， 。��。 �人���
�石��， ��， 组合的主要分子 �熊存卫

、

王赛仪
，
�����

。
前人将陕北地区延安组地质

时代定为早侏罗世 �斯行健
、

周志炎
，
�����和

中侏罗世�于著珊
、

张仁杰
，
�����

。
六十年代

初期华保钦曾对陕甘宁盆地北起绥德
，
南止麟

游西到宁夏武灵晚三叠世延长群的双壳纲化石

进行了专题研究
，

确认这些双壳纲化石产出层

位为上三叠统�即延长层
、

瓦窑堡组��华保钦
，

�����
，
经刘本培

、

李子舜对该区双壳纲化石再

次研究
，

建立了和尚沟组
、

二马营组
、

铜川组
、

延

长组 �个双壳纲化石组合
，

并对华保钦建立的

延长群双壳纲动物群中的部分种属作了适当的

修订�刘本培
、

李子舜
，
�����

。
于著珊

、

张仁杰

������对陕甘宁盆地延安组双壳纲化石 也 作

了研究
，

并建立了两个双壳纲化石组合
� �� 延

安组下部 �
����������

���一����一�‘ ���������人�

组合
，
��延安组上部 ���������“ ���一��� “ ” ��

���
动

�一�站��。 ‘ �， 。 人。
组合

，

产出层位为中侏罗

统�于著珊
、

张仁杰
，
�����

。
笔者观察神木考

考乌素沟剖面时发现这两个双壳纲化石组合特

征在延安组不明显
，
而化石层中种属的垂直分

带发育特征尚很清楚
。
譬如剖面 �� 层厚 ��

��
，

下 ���� 含 �
����������

��
����

�，�‘�� ���
· ，

局部见化石埋藏具规律特征
，
中上部 �义� 含

����� ���� ���
， ，
�����，������� ���

�

等种属

而不含 �
������，��

���
�����

，��’ �
�

���
� ，

在垂

直分布上往往富集丰度大
，
而沿岩层走向上变

化剧烈
，
从丰富一少量一个别�或罕见�

，
反映出

非海相生物群与古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
。
我们

对该岩层在走向上岩性变化同作了 �� 与 �� 之

比值的测定
，

其值都小于 �
�

�
，
显示出他们的沉

积环境为淡水湖泊相
。
因此

，
�仰 。 ����一���

�����’��’ ���� ��������’ �
�动物群在本区的发现

，

揭示神木地区延安组与湖南祁阳地区上观音滩

组双壳纲化石组合基本相似
，
应属早侏罗世中

晚期
。

部分属种描述

珍珠蚌科 ����涵��������� ��。 ，
����

珍珠蚌属 ��
��� ������亡����

��

�����
�����

，
����

珍珠蚌�祁阳蚌 �亚属 �����
��。

�����������
�� �令��昭�“ �

�
�

���� �� ��
，
����

模式种 �矛�
�，舒� ����，�

�

���� ����
，
����

比较和讨论 鉴别本属的重要标志仍然是

它的齿式排列特征以及壳面纹饰
。
�������

�
属

的齿式为� 左壳假主齿二
，
�� 呈近三角锥瘤

状
，
尖端指向上方偏前

，
�� 成锥形

，

较小
，
两个

假主齿以锐角相交
，
后片状齿二

，
���厚强片板

状
，
���短而细

。
右壳假主齿 �� 呈锥瘤状

，
后

片状齿 ���� 厚强片板状
，

有时其下方具弱短的

雏型片状齿 ��
，

两壳假主齿侧均有斜向沟纹
，

后侧齿有时可见横沟纹
。
壳面发育显著的双钩

状同心脊�陈金华
、

许玉明
，
���。�

。
由于作者

描述的标本保存欠佳
，

据我们在同一剖面点采

集的标本
，
该属除模式种外

，

铰齿特征应作如下

的补充� 左壳假主齿 ��
，

��
，

呈斜锥状并成上

下互错状
，

�� 稍小
，

�� 与 �� 之间为三角状一

齿窝
，
后侧齿 ���厚强板状

，

��� 比 ���弱片板

状
，
右壳假主齿 �� 呈三角锥瘤状

，

后侧齿 ����

呈厚板状
，
侧齿上横沟纹不发育

，
壳面具同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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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脊
、

双钩状同心脊自壳顶向腹部逐渐减弱�熊

存卫
、
王赛仪

，
����

，
图版 ��

，

图 �
，
��图版 ��

，

图 ���
。
同样

，
不可忽视 �����������

��
����

��

����
�的齿态风 化残 迹假 象 �陈金 华

、

许 玉

明
， ����，

图版 �，
图 �

， �
，
��� 熊存卫

、

王赛

仪
，
����

，
图版 ��

，
图 �

，
��

。
本 文 描述 的

�寸
����沂�

���
����

�，���
�

���
�

的齿式和肌

痕特征与湖南祁阳观音滩观音滩组 ����
�����

�

��
�� ����夕�二��， 。 ，��� �熊存卫

、

王赛仪
，
�����

的内部构造一致
。
除在神木瑶镇活鸡兔延安组

岩芯标本见到 � ���������
���

����
�����

�
��

�

壳面发育显著的双钩状同心脊外
，
考考乌素沟

剖面延安组的 ��，���玄��尹��� ����
������

���
�

均为内模保存
。

����
������建立 ���������������� 科时

认为两壳假主齿片状
，
后侧齿成片状和不发育

。

壳顶区具双钩状同心褶脊
。 ��� ������ 认为

代表本科齿式特征的 ���������� 。 �� 属广泛分

布于欧洲
、

北美
、

小亚细亚晚白奎世至第三纪地

层 ��
�� �

�������� ��
� ，
�����

。
所以

，
人们怀

疑下侏罗统 �����������
�
属的存在

， 《中国的

瓣鳃类》 编写小组 ������ 确认我国中侏罗世

� “
��

“ ��时��
“
属繁盛

，

其齿式特征为左壳前假

主齿二
，

右壳前假主齿一
，
均短

，
后部片状齿较

短而粗圆
，
与 ����

������建立 �����������
�

����
�
科的齿式特征并无特别的差异

。
������

�

��� 科与 ���������������� 科的主要区别� 前

者假主齿粗大
，

多呈锥三角状
，
具不规则的沟

棱
，
�� 和 �很小和不发育

，

后侧齿狭长片状
，
壳

顶饰有时为似双钩状和不规则的锯齿状 褶 脊
。

后者的假主齿不如前者粗大
，

不具沟棱
，
仅侧面

时有射纹
，
后部片状齿呈厚强板状

，
闭肌痕上具

树枝状沟纹
，

壳面具强的同心状钩脊和双钩状

同心脊�《中国的瓣鳃类》编写小组
，
�����

。
因

此
，

本属特征更接近于 ���������������� 科
。
我

国北方 ���������’� 。 ��
属的已知种多为内模

，

产出层位为中侏罗统至下白奎统
。
据统计

，
归

入 ��夕
�����

属的 ��种
，
除 �

�

����� �
·

����

。 � ��
的齿态因保存关系有变态

，
双钩状同心

脊显著外
，

其它种的齿式和内部构造及壳面纹

饰与 �����������
��
属较相似

。
马其鸿 ������

按照 �
�
��

。 叮�����。 属已知材料的壳面纹饰和

齿态及其产出层位
，
分出下侏罗统的 �������

�

��’�” �
�认����’ 。

� 和下侏罗统至中白至统 的

����������
���

��
���尸。 ，口�����，��亡��� �马 其

鸿
，
�����

，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 �����������

��

属的资料
，
马其鸿 ������的认识比较符合实

际
。
��’� �，���

属作为 �����������，� 一个亚

属应归人 ���������������� 科
。

观音滩珍珠蚌�祁阳蚌� 月了“
���������

�。

�李少�叮�
�����二，����，���� �����

���
���，

����

�图版 ��， 图 �一��

���� �
�，�����叮

‘ �� ��‘�。 夕����� ‘ �
访 ��� �� �� �

� ��， 《
湘

赣地区中生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页

，
图版 �� ，

图 �，

�， �一 ��。

描述 壳大呈近矩形和梯形
，
壳质厚重

。

壳

顶位于 ���至 ���前部
。
内模壳面可见双钩状

同心脊雏印迹
。
左壳假主齿 ��

，

��
，

斜锥状
，

�� 比 �� 大
，
成上下互错状

，
�� 与 �� 之间为一

齿窝
，

后片状齿 ���和 ���
，
���比 ��� 粗强呈

厚板状
，
右壳假主齿 �� 呈三角锥状

，

后片状齿

����厚 板状
。
前闭肌痕肾状其上具树枝状沟

纹
，
它的后方具一撑铰器痕

，
后上方具两个深的

足肌痕
。

该 种 与 ������������
� �� �即�

���。 。 。 ��了

��
”
��

“ � �
�
�� 相似

。
剖面采集标本均为内

模保存
，

钻孔岩芯可见壳面具双钩状同心脊
，
与

原种模不同之点是个体稍大一些
。

产地层位 陕西神木县喇嘛寺 � 下侏罗统

延安组第二段中部
。

祁阳珍珠蚌�祁阳蚌�月了�
�

��衬����
��

�����叮亡
����少。 。����’ ����� ��

����

�图版 ��， 图 ��

�，��万
�，·

�������。 ，� 叮矛��刀�七汀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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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 �。 ，� ��公，
�” ��‘ �动物群在陕西神木的发现

武湘赣地区中生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页

，
图版 ��，

图 �
�

�

图版 ��，
图 ��。

描述 壳大
，

横长形
，
长高之比约为 ���。

壳顶位于壳长 ���前部
。
前部短而凸圆

，
后部

伸长略张开
，
背缘弧形

，
腹缘中部内曲与近于

斜切的后缘构成向下拖澳的三角形后腹角
。
内

模表面可见双钩状同心脊雏印迹
。
内部构造与

����������
��� �， �������， �，石� ������� �

���

相同
。

产地层位 同前
。

该种壳后端拖泄呈圆舌状
，
后背角显著约���

。 ，

与其它种相区别
。

产地层位 同前
。

新中齿蛤科 ��
�
而

��������� �����
，
����

湖南始属 ����� �。 。 �能��� 儿
���

���
���，

����

酸陵珍珠蚌�祁阳蚌�

�����������
�。 �伍�。 ，�亡��

�������朋�
。 �������

�图版 ��， 图��

胜����矛�‘ ���� ������‘ ” ‘��，
陈金华等

， ���页
，
图版 �， 图 ��一

���

通��� ��������衬
��� ����，�。 。 ��， ��� �� �� �

���， ��
湘赣地

区中生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页

，
图版 ��，

图 �一 ��

图版 ��，
图 ��， ��。

已��� ����������
亡�“

���夕
�介�该�����‘” �

亡” �‘、 �二 ， 《 四川盆地

陆相中生代地层古生物
》 ， ��� 页

，
图版，，

图 ��一��
。

描述 壳大至巨大
，
横长�本区最大标本壳

长 ��
�

���
，
壳高 ����

，

长高之比约为 ���
，
背

缘与腹缘近于平行
，
后腹缘与斜切的后缘呈尖

神状
，
构成锐角状的后腹角

。
内模表面可见双

钩状同心脊雏印迹
。
内部构 造 与 ���������

�

了
��� �，�，，��，�� ��万， ����� �� �

��� 相似
。

产地层位 同前
。

神木珍珠蚌�祁阳蚌��新种�

��，�����奋��
�。 �印少“

叮亩��

�������������
��

�

���
�

�图版 ��， 图�
，��

描述 壳大
，

横梯形
，
厚重

。
厚为长的���

，

长高之比约为 ���。 壳顶位于壳长 ��� 前部
，

狭而突略突出背缘
。
前部宽阔而圆

，

后部横向

伸长
，
明显地向后下方拖泄呈圆舌状

，
后背缘

与腹缘近于平行
，
后背角约 ���“ 。

内模表面可

见双钩同心脊雏印迹
。
内部构造与 ��

�����，��

��
�� �，�，��，��， ��万� ����� �� �

� �� 一致
。

棋式种 �， 。 ������ �，�，�����” 。 ，，矛‘ �����

�� �
���

，
����

比较讨论 本属是我们������于湖南祁阳

观音滩观音滩组采集的标本进行系统研究后建

立的�熊存卫
、

王赛仪
，
�����

。
��������� 属壳

小至中等大小
，
壳形轮廓多变

，
壳面为发育或不

规则的同心纹饰�因此
，
以前常将此类化石鉴

定为 ���，���������� ���
�

或 ��’ ��

���
���� ���

� ，

����，��。 � ���
�

和 �夕���������’ � ���
�

等
。
我

们的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后
，

分歧仍然存在
。
我

们建立 �������
�
属时齿式特征描述为� 两

壳主齿各一
，
多�， 斗�呈棒状

，
右壳前后侧 齿 各

二 ���
，
����

，
��

，
�����

，

左壳前后侧齿各一

���
，
��潭�

，

前后侧齿均长并随壳形变化而异
，

延伸至前后闭肌痕
，

其上具发育的横沟脊
，
前侧

齿 ��
，
�川 和 ���于壳顶之下显板状加厚

，
他

们的加厚情况随壳形不同而异
。
后韧片发育

。

前闭肌痕肾状而深其上方
，

具一缩足肌痕
，
后闭

肌痕大而浅
，
呈卵形

，
外套线简单

。
陕西神木考

考乌素沟延安组的 �。 。 。 �� 属与湖南祁阳

观音滩观音滩组 ��，口。 �� 属特征一致 。
由

于 �“ “ 。 �� 属前侧齿在壳顶之下有显板状

加厚
、

随壳形不同而异的特点
，

各作者对它认

识不一致
，
甚至把它的形态变化 列 出 不 同 的

齿式
，
建立了不同的属 �陈金华等 ����。�认为

����日坛 属两壳假主齿各二
，
将 ���或 者

�����
，
��� 壳顶下板状加厚部分划分为 ��或

者 ���
，
��

，

使 �“ ，�。 。��� 属的齿式描述产生

了异议�陈金华
、

许玉明
， �����

。
吴顺宝 ������

将 ����于壳顶之下加厚部分划为 ��
，
于壳顶

之前下加厚部分划为 ��
，

其二者完全相连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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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 �川 相连
，
同样 ���于壳顶之下加厚部分

划分为 ��
，
��

，
因此

，
认为两壳主齿各三与本

属相区别建立了 �����’ 。 ‘ 五。 厉�
属 �吴顺 宝

，

�����
。
刘协章������将四川盆地自流井组发育

的此类双壳纲动物群化石
，
根据前侧齿的板状

加厚特征确立的齿式建立 了 ���印�� ‘ 。 ���’ ��’ 。

属
，
它的齿式特征先后有两种描述 ��种描述为

左壳主齿 �� 呈短棒状
，

前后侧齿各一
，
右壳无

主齿
，

前后侧齿各二
，
侧齿均长

，

其上具横沟脊

�蔡绍英
、

刘协章
，
�����

。
但是

，
我们从模式标

本上可以见到右壳主齿 �� 呈棒状�蔡绍英
、

刘

协章
，
����

，

图版 ���
，

图 ��
，
��

，
夕��刘协章

，

����
，

图版 �，
图 �

，
���

，
��

，
���

。
另一种描

述为� 右壳前侧齿 ��
，
���于壳顶下板状加厚

部分划出�
，
��

，

左壳前侧省 �� 于壳顶下板

状加厚部分划出 ��
，
��

。

两壳主齿各三
，
即 �，

��
，
��

，
��

，
��

，
���刘协章

，
�����

。
我国华南地

区早侏罗世发育 的 �‘�������� ，

不
。 �“ 。��� 两

属
，
它们的外形特殊

，
据陈金华等������描述其

齿式为� 两壳假主齿各二 ���
，
��

，
��

，
���

，

而

��
，

�� 为 ��
，
��� 于壳顶之下加粗部分

，

并认

为 �，� ������ 与 ��’��������
，

��’ ，�“ 。��� 两属

齿式相似�陈金华
，

许玉明
，
�����

。
综上所述

，

�“ 。 �� ���� 与 ������’������� ，
����二��

�����’ ���
，

����，�����
，
����，���� 的共同点是 � 两壳主齿

��
，
��发育呈棒状�或者称片状�并与后侧齿完

全分开
，

右壳前后侧齿各二
，

左壳前后侧齿各

一
，
侧齿均长

，

其上具发育的横沟脊
，

前侧齿

��
，
��� 和 �� 于壳顶之下均显板状加厚

。
因

此
，
它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侧齿于壳顶之下

加厚部分
，

有人把它划分为 �
，
��

，
��

，
��

，
��

，

但是
，

它们均与前侧齿完全没有分化而相连
，

并

且它们之间也无明显的鉴别界线
。
假如

，
我们

将这些种属的模式标本�陈金华等
，
����

，

图版

川
，

图 �一 ���熊存卫等
，
����

，

图版 ��
，

图 �
，

��
，
一�

，

图版 ��
，

图 ��
，
��� 吴顺宝

，
����

，

图

版 �
，
图 �

，
���刘协章

，
����

，
图版 �

，
图 �一�

，

�
，
��

， �����
，
���的齿式排列观察对比后

，
发

现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
仅仅是不同作者对前侧

齿加厚部分认识的不统一
。
关于他们的分类位

置通常归人 ����������������� 科
，
�������� “

�����
，
�����和 ��� ��������

� ���
，
��� ���

“ ��
� ，
����� 认为该科的齿式特征为

“ 无主齿
，

具前后侧齿
” 。

������
�
属后主齿发育并与

始于后韧片之后下方延伸至后背缘的后侧齿完

全分离
，

前侧齿子壳顶前下部分膨大加粗
，
它的

齿式排列具有异齿型原始结构
。
所以

，
�“ ，口�

，���‘ 属归 人 ����� ������建立的具有
“
主齿

完全�无锯齿�
”
和

“
侧齿长

”
的 ��������������

科 ��
� ���

，
������ �� ��

� ，
��石��更为合适

。

七十年代后期
，

刘本培等 ������ 对陕甘宁盆地

中生代双壳纲化石再次进行了系统研究
，
他们

对华保钦 ������ 的成果作了适当的修改 �三叠

系至下侏罗统建立了 “ “ 二��。 “ �� 属 �刘本

培
、

李子舜
，
�����

，
中侏罗统建立了 ����，����

，�人。 属�于著珊
、

张仁杰
，
�����

。
我们认为北

京西山门头沟组双壳纲动物群 中 的 ���“ ����
��

�

交
�����

�
���
咬�

。 ， ‘�， ������� 和 �����口��，�人夕

��
�

�
。 ，�，��了。 �，�� ������� �刘本培

、

于著珊
、

杨

守 仁
，
����

，
���页

，
图 版 �，

图 �
， 一

�
，
��与

���。 ����“ ����������，�� ����� �� �
��� 外形

特征一致
，

其产出层位应与延安组相当
。
于著

珊等 ������建立的 ��，�，���，�人� 属时认为该

属两壳无主齿
，
神木西南部横山麒麟沟西延安

组的 ����，��� ���� ����了��。 。 。 ��、 �于著珊
、

张仁杰
，
����

，
��一��页

，

图版 ���
，
图 ��

，��，

��� 可见后主齿 ��
，
��

，

右壳前后侧齿各二
，

左

壳前后侧齿各一
，

前侧齿 ��
，

���� 和 ���于壳

顶之下加粗
，

后侧齿 ��
，

��� 和 �� �始于后韧片

之后下方
，
齿式排列特征与 �“

��“ ��� 属十分
相似

。
张仁杰 ������对河南南召马市坪剖面

采集的类似此双壳纲动 物 群 化 石 并 描 述 为

叮�、 ���，�����
，
������������

，
�“ �二 ���� 等属的几

个新种
，
产出层位的地质时代定为晚三叠世

。
但

是
，
它们的外形特征与 �

��������
一

�
���������

��‘

��砂娜����动物群的一些分子相似
，

他们的产

出层位也应该与延安组相当
，

地质时代应为早

侏罗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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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动物群在陕西神木的发现

乡一�
。

观音滩湖南蛤 月‘ 。 �，��� ��� ” 少奋” �“
�

������ ����� ���
���

�图版 �， 图 �， ��

���� 月，‘��。 。 ��� ��‘ � 。 夕‘” ��“ 。 ��万‘ ����� �� �
���

， 《
湘赣

地区中生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页

，
图版 ��，

图 �，�，

���

���� 万“ � 。 ， ���。 �，‘ �，夕����， 。 ����
，

陈金华等
， ���页

，
图版

川
，

图 �一�
。

描述 壳小呈椭圆形
，

长高之比约为 ���
，

前后部略近等
，

呈方圆形
，

膨凸强
，
最大高度在

壳顶之后
。
壳顶宽大曲卷前转

、

耸出铰缘
，

位于

中部靠前
，
背缘短于壳长与腹缘近于平行

。
壳

面具同心线
。
内部构造保存不佳

。

产地层位 同前
。

描述 壳小呈圆三角形
，
膨凸强

。
壳顶耸

出铰缘
，
内曲前转

，

位于前部
，

前缘宽圆
，

后缘呈

弧形
，

内模表面具同心线
。
内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卵形湖南蛤 月血介。 ，“ 。

�� �犷压��

�口��“

�图版 �
，

图 �一��

椭圆形湖南蛤 矛云盆二。 。 ���“ ���泥��奋
�。

�
。

���� �� ��

���� �“ � �。 。 ��� �，��� ��� �� �� �
���， 《 湘赣地区中生

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页 ，图版 ��，

图 �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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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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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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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版 �
，

图 ��

���� “ ，‘ 。 �� ���。 。 ���户�泣� 。 ，

陈金华等
， ���页

，
图版 ���

，

图
��一 ��

�

描述 壳小呈横椭圆形
，

略凸
，

前部窄圆
，

后部放宽
，
壳顶狭小

，

位于中部靠前
，
突出铰缘

。

后背缘与腹缘近于平行
。
内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描述 壳小至中等
，
呈卵形

，

膨凸
，
壳顶突

出铰缘
，

位于壳长 ���前部
。
前部宽圆

，

后部略

收缩
，

内模表面具同心线
。

内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施家坝湖南蛤 产血。 �����。
，入���。 石。 �二�亡，

����� ���
压��

长型湖南蛤 衬‘ ，。 ����� ��姐。

����� �� �
���

�图版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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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湘赣地区中生代含煤 地 层 化 石

�二�
》 ， ��一��页

，
图版 ��，

图 ��一�，。

�图版 �
，

图 �， ���

���� ������ ���口 �� ��� ��� �� �� �
���

， 《
湘赣地区中生

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犯 页

，
图版 ��，

图 ��， �，一���

描述 壳小横长型
，

壳长为壳高的 �倍以

上
。
壳顶小而凸

，
内曲前转

，

位于壳长 ���前

部
。
前部狭圆

，

后部横伸略收缩
，

后背缘长而斜

直
，

后缘斜切
，
后壳顶脊圆脊状

。
内模表面具同

心线
。
内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描述 壳小呈卵圆三角形
，

膨凸
。
前部甚

短而狭圆
，

后部伸长自壳顶之后逐渐尖楔
。
壳

顶似嚎尖小内卷前转
，

耸出铰缘
，

位于壳长 ���

或最前端
，

后壳顶脊圆脊状
，

后腹角尖圆或不明

显
。
内模表面见规则同心线

。
内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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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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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中生代含煤地层化石�二�
》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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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
图 ��，

描述 壳小呈近圆形
，

长高近等
，

膨凸
，

最

大凸度在壳的中上部
。
壳顶大而圆凸

，

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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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缘
，

位于中部靠前
。
内模表面具同心线

。
内

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文家市湖南蛤 矛匆，。 ��“ �

脚球
。 ���口����

����� �� ����

�图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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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湘赣地区中生代

含煤地层化石�二》 ，
�� 页

，
图版 ��，

图 ��，�七 图版 ��
，

图 �， �， ��， ��， ��。

描述 壳小至中等大小
，
呈长卵形

，
适度膨

凸
，

壳长约为壳高的 �倍
，
前部宽圆

，

左壳后部

延长略收缩
，
右壳后部显扩张

。
壳顶小

，

位于壳

长 ���或 ���前部
，
后壳顶脊不达后腹角就消

失了
。
内模表面具同心线

。
内部构造同属

。

产地层位 同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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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侏罗世延安组第二段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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