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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中生代有尾两栖类化石的首次报导

口 高克勤 程政武 徐 星

蛛螺类属有尾两栖动物
,

共计 9 科 62 属 35 2 种
。

与其相关的蛙类和无足类相比
,

蛛螺类在形态

上更原始
、

更接近于现代两栖类理想祖先的构造
。

因此
,

研究早期蜂螺化石对了解两栖类的进化史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然而
,

世界各地中生代嵘螺类化石十分贫乏
,

且所知记录多以零碎材料为代

表
。

鉴于完整的嵘螺材料非常稀少
,

推进此类研究的水平赖于早期完美标本的发现
。

本文首次报导 中国中生代蜂螺类化石的发现
。

所记述的保存完整的化石标本是最近采自河北

凤山盆地晚侏罗世西瓜园组
。

该组属热河群下部产有闻名国内外的旦竺些三二色
一

且业塑经竺
~

召匕

些必竺塑 化石组合
。

因此
,

蛛螺化石产 出地层的时代应为晚侏罗世而不是早白至世〔王思恩
, 1 9 9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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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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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
,

中国最早

的嵘螺类化石记录以山东临胸中新世的中新原螺为代表 (杨钟健
,

1 9 6 5 年 )
。

河北凤山所产的蜂螺

化石将中国此类化石记录推前一亿三千万年左右
,

其代表中国乃至亚洲东部此类化石的最早记录
。

此外
,

这是继 1 9 7 8 年哈萨克斯坦发现卡罗螺 (K a ra u ru : )之后
,

世界上晚侏罗世完整嵘螺化石的第

二次记录
。

这一发现无论对了解两栖类的分类和进化
,

生物地理学研究
,

还是对全面了解中国北方

侏罗纪脊椎动物群面貌都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

一
、

标本记述

两栖纲 A m p hib ia L in n a e u s ,

1 7 5 8

滑体两栖亚纲 L is s a m p h ibia H a e e ke l
,

1 5 6 6

有尾 目 U r o d e la D u m e r il
,

1 8 0 6

未定科 F a m ily In e e r ta e S e d is

塘螺属 (新属 )La
c c ot ri t o n 史兰

. n o v
.

属型种 东方塘螺 (新种 )La
c e ot 汀to n : u占so za n u : s p

.

n o v
.

词源 L a e e o 一

池塘
,
t r it o n 一

蛛螺
, s u b s o la n u s ‘

东方
。

正型标本 一较完整头骨及头后骨架
。

标本存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
,

标本编号
:
G M V 1 602

。

参考标本 三个近于完整和半完整的标本 (B
,

G M V 1 6 o 3 ; C
,

G M V z 6 o 4 ; D
,

G M v l6 os )
。

产地与层位 河北凤山炮嶂沟
,

晚侏罗世西瓜园组
。

属及属型种特征 一宽头 圆吻嵘螟类
,

区别于所有幼年期性成熟的(ne ot en ic )蛛螺类包括鳗螺

类如下
:

上领骨及鼻骨发育
,

肩脾
一

乌嚎骨愈合成单一结构
,

肢骨完全骨化无退化现象
。

区别于进步

的隐鳃蜕类
、

鳗螺类及两栖统类
,

因其额骨无前侧突伸入鼻骨区
。

该种依其尾椎无椎间脊孔和具

2一 3一4一 3 前足指式区别于瓦尔多螺 (V al do trit on )
。

描述 河北凤山新发现的嵘螺类标本无外鳃结构且具完全骨化的肢骨
,

据此应代表一变态蜂

螺类
。

在体型大小方面
,

多数标本的吻一臀长度在 40 ~ 50 m m 之间
,

且其尾长近于与躯干长度相等

(见封四图版 )
。

头顶膜质骨缺失后顶骨
、

后眶骨
、

颧骨
、

棒骨和上颖骨
。

这些骨骼的退化缺失是蝶螺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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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乃至滑体两栖类所共有的特征 (G oo dr ic h
,

1 9 9 0 ; T ru eb
,

1 9 93 )
。

鼻骨
、

额骨和顶骨成对
,

三对膜质

骨鼻骨
、

额骨
、

顶骨呈直线排列构成头骨顶盖
。

与其它嵘螺类相同
,

由于眶后诸骨缺失
,

颖区完全开

放
。

一对前额骨发育
,

构成眶孔前缘
。

额骨中线明显
,

但无 囱窗发育
。

顶骨形成脑颅后区顶盖
,

且与

额骨一起构成眶孔内缘
。

与其他嵘鲸相似
,

东方塘螺的上领弓缺失颧骨和方颧骨
。

前领骨成对
,

其背突至少有小部分嵌

入两鼻骨之间
。

上领骨纤细
,

具很低的背突和一较长后突
。

在现生种类中
,

这一后突的纫带与翼骨

和方骨相连
。

头骨胯面保存完好
。

锄骨成对
,

呈板状复盖愕区前部
。

锄骨小齿发育
,

呈 弓形带状且

平行于上领齿列
。

与西班牙早白噩纪的瓦尔多鲸相似
,

东方塘螺的锄骨无明显后突伸于上领骨内侧

缘
。

锄骨后方无聘骨发育
,

因而腮区大部由一展宽的副蝶骨构成
。

副蝶骨呈矩形板状
,

但发育侧突

与前耳一外枕骨相关节
。

翼骨短
,

向前
、

侧
、

后三射延伸
。

外翼骨似不发育
。

头后骨骼大部保存完好
。

脊柱由一枢椎
,

15 个枢后一荐前堆
,

单一荐椎和至少 16 个尾椎构成
。

椎体短
,

双凹型
,

腹面无腹脊
。

除枢椎之外
,

所有荐前椎具短棒状肋骨关节
。

肋骨近端稍有展宽
,

似

为双头肋类型
。

肩带部分的肩脾骨与乌咏骨愈合成单一骨化单元
,

为有尾蛛螟类所共有特征
。

前肢骨骼骨化完

全
,

仅关节面部位为软骨成分
。

前肢远端的尺骨和挠骨短
,

约为肪骨全长的一半
。

前足四指
,

各具一

爪状远端骨节
。

前足指式为 2一 3一4一 2
,

以此区别于瓦尔多螟的 2一 2一 3一 2 指式
。

腰带部分的脆骨呈短刀状
,

与单一荐肋相关节
。

后肢股骨长度和粗状程度与胧骨相仿
,

其远端

胫
、

排二骨在 比例上与前肢尺
、

挠骨相似
,

亦为股骨长度之半
。

后足五趾保存较好但部分仍为岩石所

覆盖
,

所能观察到的趾式为 2一 3一 4一 4一 ?
。

二
、

讨论

以上标本描述表明河北凤山所产嵘螺化石代表一类肢骨骨化完全的有尾两栖类新属新种
。

东

方塘螟代表中国乃至亚洲东部蛛螺类化石的最早记录
。

此前该地区有尾两栖类的最早记录以山东

临胸中新统山旺组的中新原螺为代表
,

因而河北凤山的新发现将该地区有尾两栖类的进化史推前

了约一亿三千万年
。

这一发现为早期嵘螺类的分类和生物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化石

标本
。

进而言之
,

东方塘螟代表除哈萨克斯坦卡罗蟋以外的
,

另一侏罗纪有尾两栖类化石记录
。

目

前卡罗螟被视为最原始的有尾两栖类和狭义蛛螺类的外类群
。

在此意义上
,

东方塘螟应为狭义嵘螟

类的最早代表
。

这一发现表明中国北方侏罗系是早期嵘螺化石的重要产区在世界化石两栖类研究

上占有无可争议的重要位置
。

进一步发掘和系统研究该地区所产保存完好的蛛螺类化石
,

将大大推

进对现代滑体两栖类进化史的了解
。

致谢 原地质部河北第十一地质大队马克勤工程师提供化石产地和赠送部分标本
;
中国地质

博物馆季强馆长给予多方面大力支持
,

该馆陈志刚和靳悦高二位先生在野外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

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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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确规定
。

除按照国务院 1 9 9 4 年的规定
,

把

资源储量管理部门的职责由监督仲裁上升为审

批下达外
,

该规章仍适用我国现阶段矿业发展

水平
。

当前的任务是推进工业指标管理职能到

位
,

坚持法定程序
,

注重技术经济论证
,

拟定两

套指标体系和动态管理的可操作方案
。

四
、

定发展方向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的发展方向
,

首要的就

是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形势
。

以矿产资源储

量为基础的勘查业和矿业经济也处在重大调整

之 中
,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

矿政管理 (当然包括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必须适时地转变观念
,

不断

变革管理方式
,

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
,

才能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
。

地勘与矿业经济的根本性转

变主要体现在投资主体多渠道
,

经济成分多元

化
,

企业的重组
,

矿业权市场的建立以及矿业权

流转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关系和千差万

别的发展程式
,

这就要求矿政管理在坚持原则

性的基础上提高灵活性和针对性
。

矿产资源储

量管理要打好基础为整个矿政管理和地勘与矿

业经济发展服务
,

必须强化以下四个观念
。

一是全面管理观念
。

全面管理是适应多渠

道
、

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

例如
,

乡镇矿业已成为

我国矿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矿政管理

若忽视这一块
,

任何管理的目标都难以实现
。

因

此
,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必须彻底变革只管国有

矿业的传统
,

强化全面管理
,

无论是审批
、

统计
、

核算
、

分析等四个环节
,

还是规范
、

指标管理
,

都

必须全面覆盖多元多种各级各类矿业
。

二是全程管理观念
。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的

传统方式把管理重点局限在勘探与建矿的结合

部
,

这与当初大批矿山处于新建阶段和计划经

济体制下建矿模式单一有关
。

现在情势发生了

很大变化
,

一方面一大批矿山进入中老年阶段
,

另一方面矿产勘查开发程 式多样化
,

如分期勘

探
、

边采边探的广泛运用和矿业权流转的产生

等等
。

这就要求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强化全程管

理观念
,

把管理工作贯彻到勘查
、

建矿
、

开发
、

流

转
、

闭坑的各个阶段
,

实施全程监督
,

掌握动态
。

三是分类分级管理观念
。

为了适应地勘与

矿业的多样化
,

必须强化分类分级管理观念
。

不

同类型矿山要分别提出不同要求
,

采取不同的

管理方式
,

对不同层次的矿山
,

在管理内容和管

理权限上要有适当的管理层次
,

管理职责向下

延伸
,

合理划分事权
,

克服上下一般粗的倾向
。

四是依靠科技进步的观念
。

一方面积极支

持在矿产勘查和矿业开发过程中采用先进的科

技手段
,

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管理工作的科

技水平
,

如统计通报现代化等
。

此外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仍是委部双重领导体制
,

其发展方向应是一元

化管理
、

领导
。

(中国地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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