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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 ll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的

双壳类动物群

苟宗海
(成都理工 学院 )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四 川盆地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中丰富的双壳类化石新资料的研究
,

划分出

了两个双壳类化石组合带
,

并对其组合特征
、

地 区分布和沉积环境进行了讨咋仑
,

还描述 5 个新

种
,

刊出了主要化石图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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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内晚三叠世中晚期地层须家河组 (包括原小塘子组 )
,

层序清楚
,

分布广泛
,

并

具有工业煤层
。

该地层中埋藏了一套海相一半咸水的以B “ r l,t se i。
一

肠 oP llo ar (C os t o t or ia )
-

uY ;;l
: 。 n

op h。 ur 卜 eP mr oP llo ur s一

we 勿 au ,le all 为代表的双壳类 动物群
。

化石 已有一些零星资

料
。

最早报道须家河组 中的双壳类是陈楚震等
f̀

’ ,

描述了产于广元
、

江油
、

绵竹
、

荣经
、

峨眉

等地的双壳类 15 属近 20 种
;此后有徐济凡 〔“ 研究了四川威远葫芦口须家河组中双壳类化石

6 属 15 种 (包括亚种 ) ;
段威武闭

、

周喜裕
L̀ 〕对四川盆地须家河组 (包括小塘子组 ) 的双壳类 20

属 2 0 多种作了记述 (但未 见其图版 ) ; “ 四川盆地陆相中生代地层与古生物
’
,f2 〕一书中 ( 1 9 8 2)

分别对广元
、

成都
、

峨眉
、

合川
、

万县等地层分区内的须家河组双壳类也作了一些介绍
;笔

者
〔卜

’ 〕曾在四川峨眉龙池和垮洪洞
、

绵竹汉旺
、

江油马鞍塘
、

天全
、

芦山
、

宝兴
、

都江堰市
、

彭

州市
、

什郁等地区内
,

因进行科研及 1
:
5 万区调填图的同时

,

在上述各地的多条地层剖面上

的须家河组内采集了丰富的双壳类化石
.

本文将根据多年来野外实际工作所获取的地层和

化石新资料
,

对四川盆地晚三叠世中晚期的双壳类进行总结研究
,

讨论这一时期双壳类组 合

带的划分
、

组 合特征
、

地区分布与沉积环境概述
;
描述 了 5 个新种

,

刊出主要双壳类化石图

版
。

它的研究对了解古地理环境
、

生物群面貌
、

地理分区及须家河组地层的划分对比
,

以及找

寻煤资源和浅层天然气均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
。

1 双壳类组合带的划分及特征

须家河组源于广元市城北的须家河
,

地层一般划分为 1一 6 段
, 1 9 7 4 年西南中生代地层

会议组将该地层一段分出另命名为小塘子组
; 19 9 5 年西南大区地层清理 (辜学达

、

刘啸虎等

人 )[ 创将小塘子组取消仍归并于须家河组下部
;
本文所使用的须家河组包含有小塘子组

。

0 本文 1 ,。 7年 8 月 2 6 日收稿
, 1 9 9 7 年 1 2 月 2 9 日收修改稿

.

. 本文为 1 9 9 7 年地层古生物学术研究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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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现须家河组中的双壳化石 05 余属 100 多种
,

据化石分布地区
、

产出层位
、

组台特

征 可划分为两个 双壳类组合带 (表 1 )
,

即第一双壳类组 合带 ( B “ r m ” i “ iI ar t 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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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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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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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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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动。 , n加 i d a l i s a s s e m b l a g e

z o n e )

表 1 四川盆地上三盛统须家河组划分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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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合带即第一双 壳类组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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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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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合带的双壳类分布于须家河组的下部层位 (表 l
,

系指原须家河组一
、

二段 )
,

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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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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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i s c a
等3 6属近 9 0 种 (包括比较种 )

,

其

组合特征是
:

( 1 )该组合中的双壳类主要为缅甸蛤科 ( B u r m e s i id a e )
,

褶翅蛤科 (M y o p h o r iid a e )
,

厚心

蛤科 ( P a e h y e a r d i id a e )
,

栗蛤科 ( N u e u l d a e )
,

梳齿蛤科 ( C t e n o d o n t id a e )
,

似 架 蛤科 ( N u u -

l a n id a e )
,

鸟蛤科 ( C a r d i id a e )
,

花蛤科 ( A s t 。 r t id a e )
,

心蛤科 ( C a r d i t id a e )
,

翼蛤科 ( P t e r i id a e )
,

卡息安蛤科 ( C a s s i a n e l lid a e )
,

海浪蛤科 ( P o s id o : 、 i id a e )
,

海燕蛤科 ( H a l o b iid a e )
,

褶蛤科 ( P l i
-

e a t u l id a e )
,

锉蛤科 ( L im id a e )
,

壳菜蛤科 ( M y t i l ld a e )
,

柏加密蛤科 ( P e r g a m id iid a e )
,

封卜蛤科

(P in in da
e )

,

色雷斯蛤科 ( T h ar iic d a e )等
,

以海相双壳类为主要分子
.

该组合带相当于陈楚

震 〔 9〕
所称的小塘子段的 B u r m e s i a l i r a t a 组合

。

( 2) 双壳类主要分布于广元须家河
,

汪苍立溪崖
,

江油马鞍塘
,

绵竹汉旺
,

什郁金河及恭

华乡光棍岭
,

彭州市大宝乡的龙槽沟
、

九云桥
,

白鹿乡玉梁关
,

都江堰市九甸坪
,

峨眉荷叶湾

和龙门洞等地
。

但在彭州及都江堰市一带 l0[
皿
未发现B u r m es ia 而产大量 的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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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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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今后注意
。

( s ) 同双壳类共生化石有腕足类乙i ,: g u l a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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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 l i , , i a 等
,

未见菊石化石报道
。

此外该段地

层中夹有薄煤层
,

产少量植物和饱粉化石
。

( 4 )岩石地层特征在彭州
、

都江堰市和大邑雾中山
「̀ , 〕一带

,

须家河组下部地层 (相当于

原
“

须一
、

二段
”
)厚达 2 0 o 0 m 以上

,

为深灰一灰黑色薄至 中层钙岩屑砂岩
、

钙微屑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并夹有 5~ 6 层含泥
、

砂质同生砾岩
。

该地层底部有厚约 10 一 3 c0 m 的海相生物

碎屑微晶灰岩层
,

属于前三角洲亚相
,

产腕足和双壳类
; 到峨眉地区厚度 减薄到 70 o m ;

再 向

北东至江油
、

广元沉积厚度仅 30 0m
,

岩性为灰 白色石英砂岩
、

灰褐 色厚层块状细一中粒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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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与灰黑色泥岩
、

页岩
、

砂质泥岩夹粉砂岩
,

底部的纯石英砂岩曾作为一个 区域地层对 比

的标志层
。

后来发现在安县滩水
、

绵竹汉旺
、

什郁金河和荣华光棍岭
、

彭州
、

都江堰市一带
.

底

部夹薄层灰岩或介壳灰岩透镜体
,

缺乏较纯净的石英砂岩
,

代表典型的三角洲相沉积 (表 2 )
。

总之由于沉积环境变化较大
,

所以各地在此时所含的双壳类化石差异也较明显
。

表 2 须家河组沉积相划分特征简表
(以龙门山中段地区崇州

、

彭州
、

都江堰市
、

什郁等地为例 )

T a bl e 2 C la s s主f i e a t盖o n o f t h e s e d im e n ta r y f a e i e s i n t h e X u j i a h e F o r m a t i o n i n th e s t u d y a r e a

( e x a m P le ` f r o m C b o n g z h o u .

P e n g动 o u ,

D u
j i a n g y

a n a n d S h i f a n g d is t r i e ts i n t h e e e n t r a l

组组组 段段 相相 亚 相相 徽 相相 岩 性 及 沉 积 构 造造 环 境 解 释释

须须
---

四四 扇扇 扇三角角 湖 沼沼 粉砂 岩与粉砂 质泥岩
、

碳 质页岩夹煤 层不等厚互 层
,,

水下沙质浅 滩
、

浅湖湖

家家家 段段 角角 洲前缘缘缘 夹 岩屑石英砂岩
、

钙岩屑砂岩
; 具交错层理

、

平行 层层 低能环境
,

植物镶盛盛

河河河河 洲洲 亚相相相 理
、

水平层理
、

微波状 层理
、

沙纹 层理
,

产植物化石 及及 形成沼泽 化而成煤煤
组组组组 相相相相 双壳类类类

段段段段段段 河口 坝坝 长 石石 英砂岩
、

含砾砂岩
、

粉砂岩
; 块 状层理

、

大型 文文 分流河 口堆 积体
,

沉沉

错错错错错错错层理
、

斜层理理 积速率快快

扇扇扇扇扇三角角角 岩屑中
、

细砾岩
、

长 石石英砂岩
、

岩屑砂岩
;板块斜层层 洪泛沉 积

、

河道砂砾砾

洲洲洲洲洲平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 理
、

文错层理
、

平行层理
、

部分砾岩显亚瓦构造造 岩
、

冲积扇砾岩交替替
亚亚亚亚亚相相 辫耳人网 退勺 僻僻僻 出现现

屑屑屑屑屑屑流砾岩文替替替替

段段段段 角角 三角洲洲 平原湖沼与与 上部砾岩
、

岩屑石英砂岩
、

钙岩屑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河床滞留砾岩
、

河道道
洲洲洲洲洲 水上平平 分流河道交替替 碳质页岩夹煤 层 ;

斜层理
、

水平纹理
、

沙纹 层理
、

底冲冲 砂岩
、

河流之 间低洼洼

相相相相相 原亚相相相 刷明显
、

砾岩具登瓦构造
,

产大量植物化石石
_

处植物繁盛 形成湖湖

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沼成煤煤{{{{{{{{{{{{{{{
硅质长石岩屑砂岩

、

岩 、 石英砂岩
、

块状 层理
、

平行 层层层

段段段段段段段 ! 理理理

三三三三三角洲洲 分流间掩与与 粉砂岩
、

泥岩
、

泥灰岩
、

碳质页岩夹煤线
,

同生砾岩
、

岩岩 分 流河 道 之 间的低低

水水水水水下平平 水下河道交替替 屑长石砂岩
、

岩屑石英砂岩
;
水平纹碑

、

波状纹 层
、

沙沙 洼地与海 相通与陆陆

原原原原原亚相相相 纹 层理
、

波痕及条带状 构造
;
大型板状斜层理

、

交 错层层 地相连 ; 同生砾岩形形

理理理理理理理
、

平行层理
、

变形层理
.

产双壳类及植物化石石 成 于水下 河 道侧 向向
侵侵侵侵侵侵侵侵蚀蚀

三三三三三角洲洲 河 口坝坝 长石岩屑砂岩
、

硅质岩屑砂岩
、

细砂岩 夹少量粉砂岩
,,

河流与湖湾交汇处
、、

前前前前前缘缘缘 发育斜层理
、

平行层理
、

底冲刷刷 砂体
、

砂坝坝

亚亚亚亚亚相相相相相

前前前前前三角角 海 湾湾 微 晶骨 屑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泥 灰岩
、

钙泥 微屑 云云 形成于 浅 海 潮下低低
洲洲洲洲洲亚相相相 岩

、

粉砂岩
;
水平层理

、

条带状构造
。

产海相双壳类
、

腕腕 能 环境或中等能 量量

足足足足足足足
、

棘皮骨屑等等 的骨屑滩滩

( 5) 关于须家河组下部地层的时代归属
,

陈楚震
t . 〕
根据 B “

mr .ec ia il ar at 组 合与缅甸那责

动物群 比较
,

并同中国西南地区
、

越南
、

印度尼西亚
、

阿曼
、

前苏联亚美尼亚等国的 lB ` : ,
, ,l’ “

动物群中所产菊石化石时代对 比
.

认为
“

小塘子段 (须家河组下部 )所产瓣鳃类化石群属于

B “ er s t’a 左ar at 组合
,

它的时代是诺利期
” 。

笔者在
“
四川江油马鞍塘地 区晚三叠世双壳类动

物群 ” 〕一文中也论述了这一双壳类组合 (小塘子期 )代表诺利中期
。

1
.

2 第二双壳类组合带
,

即物
n n o n

即 h o ur s 吞a o
ix

n g e n s i s
一

八mr 即几
o ur s 。 m e i e n s i s

一

we iy u a n e z
-

la r h o m b o id a
ils

a s s e m b l a g e z o n e
.

第二双壳类组合带中的双壳类主要出现于须家河组中上部地层 (表 1
,

系指原须家河组 3

~ 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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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 3 0 属 1 0 0 多种 (包

括比较种 )
,

其主要特征
:

( l )组合带中的主要分子属于厚心蛤科 ( P a e h y e a r d iid a e )
,

肋饰蛤科 ( P e r m p h o r id a e )
,

等

盘蛤科 ( I s o g n o m o : 、 i id a e )
,

花蛤科 ( A s t a r t id a e )
,

壳菜蛤科 (M y t i l id a e )
,

鸟蛤科 ( C a r d i id a e )
,

色雷斯蛤科 ( T h r a e i id a e )
,

铰蛤科 ( C a r d i n i id a e )
,

矛头蛤科 ( C u s p id a r id a 。 )
,

贝荚蛤科 ( B a k e v -

e l l i id a e )
,

翼蛤科 ( P t e r i id a e )
,

缨边 蛤科 ( F im b r iid a 。 )
,

珠蚌科 ( U n i o n i d a e )
,

费尔干蚌科

( F e r g a n o e o n e h id a e )
,

珍珠蚌科 (M a r g a r i t i f e r id a e )等 1 5 科
〔 , ’ · ` , 〕 ,

尤 以厚心蛤科 ( 7 属 )
、

肋饰

蛤科 l( 属多种 )
、

等盘蛤科 (2 属 )
、

壳菜蛤科 (3 属 )最丰富
。

但与第一组 合带 比较
,

科与属都

相 对减少 了
,

主 要 为半咸 水 很单 调 的种类
,

而且 有些属 种 ( Y “ , : , : “ )

,’ol, 儿
。 ur : ,

oM id olt
` 、 ,

场
t l’lu

: ,

hT ar c l’a
,

晒oP llo
r

l’oP l’.s
· ·

… )是第一组 合中的上延分子
,

但双壳类总体面貌仍有明显

的区别
。

(2 )淡水双 壳类
,

如 费尔干蚌科
、

珠蚌科
、

珍珠蚌科等 3 科 7 属 及厚心蛤科的假铰蚌

( P se “ d ` a r id ,il
a )出现较多

,

主要分布于马边嘉阴
、

沐川大窝由
、

威远连介场
、

达县铁山一线
,

位于盆地的中东部
。

但在龙门山前缘的大邑雾中山也有少量分子产出
。

它们均出现于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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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组的顶部地层中
,

均为一些有疑问的属种
,

而大量的淡水双壳类一般繁盛于侏罗纪
。

( 3 )该组合带中的威远蛤属 (We iy u a ,: 。 ll a )是徐济凡
〔 ,」
根据 ? U n i o ” i r尸: 尸z zl’P t i c u 、

J
.

e h e n

的 模式种 修定 后 而 改建的一 新 属 (郭福 祥川
飞

将? U in o n it e : 一 属 改 定 为 印支 蛤 属

〔知d os 动 io , )
,

他发表时间晚于徐氏 )
。

它广泛分布于广元
、

彭州
、

都江堰市
、

大邑
、

宝兴
、

芦山
、

天全
、

峨眉龙池
、

合川等地的须家河组 中上部地层中
,

又以W
.

?.( U,
:
io)

,
l’et 、 ) llr 。 ,

肋 io d al i、
,

w
.

?( U
.

) e m丙。 。 l’., 两种为典型分子
,

很具有区域代表性
。

因此第二双壳类组 合带 中除 h
` ,卜

an
n
op llo ur , 和 p er m op h or su 的特征分子外

,

还应 加入W
e妙ua ,1e ll a 属

,

才真正具有区域性 特

点
。

( 4 )与双壳类共生的生物有叶肢介 E u es t h e r i。 m i , , u t“ ,

五
.

而
z u e ,: 515

,

￡
,

i动 i , gl a o g e , , 5 1、
,

p a la eo lt’ m护a d i a s u bt r l’a , , g u la ir s ,

p
·

11
, ,

“
u a ” e , , 5 15

,

p
·

b a o x i n少
, ` s t’s

,

p
·

i , , t e r m de l’a
,

p
·

h o u -

户
尸;ls i , 等已知种

「’ 」,

以及 oL x o m e

ga g勺沪t。
,

A yn ua o st h e

rt’a 的许多新种
; 还有介形类和 昆虫

等
。

( 5) 须家河组中上部地层岩性主要为深灰色
、

灰色中厚层长石石英砂岩
、

岩屑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不等厚互层
,

间夹煤层
,

含大量的菱铁矿结核
,

在盆地的中西部夹多层砾岩层
,

为一套三角洲相至河湖相沉积 (表 2 )
。

此地层相当于陈楚震
〔 , 〕
所划分的须家河组川主庙段

。

地层厚度变化较大
,

在大邑
、

彭州
、

都江堰市一带厚达 3 0 0 0 m l0[ 」
,

峨眉一带 厚约 6 00 m
,

向江

油
、

广元一带厚度薄至 2 0 0一 3 0 0 m
。

( 6) 关于第二双壳类组合带的时限
,

陈楚震 ( 1 9 7 9 )认为
“

川主庙段的半咸水瓣鳃类组合

在 含B ur m es l’a il ar at 组合的正常海相瓣鳃化石群之上
,

这个顺序不仅在四川
,

而且在黔滇
、

青藏地区都得到了证实
,

因此把它的时代确定为晚诺利期
” 。

笔者通过对各地须家河组上部

地层中的双壳类研究
,

结合前人的一些资料认为
:

①第二双壳类组合带中有一些侏 罗系很繁

盛的先驱分子淡水双壳类p s e u d OC
a
dr i n ,.a

,

p s i zu ,l i。
,

s s bi er c o n c 几a ,

? 几f`叮
。 ; i t ife ar

,

e u , : e
妒

-

5 15
,

? U
,: 10 ,

? F e r g a n oc 。 : cll a ,

? U t s cll a l,l i s ell
a
等

.

饶荣标 ( 1 9 5 0 ) o 曾将 u t s c入a m i衬 al 组 合确

定为瑞替克期
;②须家河组上部地层植物化石很丰富

,

在彭州
、

都江堰市
、

宝兴
、

灵关
、

峨眉龙

池等地
,

发 现有 3 0 多属 10 0 多种
,

与广元 须家河 组 植物群 面貌 一致
,

以 D ic yt oP 丙刃 lu lll
-

C l a t入orP 扮
r t’s 为代表的植物群

,

时代应为诺利期一瑞替期
,

与李佩娟
「̀ ” 研究须家河组植物群

时代结论相一致
;③杨季楷 〔“ 皿

曾在彭州新兴乡狮子山的大白禾炭煤层中采有co ,il op t er l’s 勺
-

m e,l op 勺 oll id es
,

B ia e ar m “ lt t’P a rt it a ,

材泛ar it oP sl’s s p
.

等早侏罗世常见化石
,

同层产出的双壳

类有We iy u a , :可 l a hr o m bo i d a l i s
,

W
.

e m e l’e , , s t’s
,

W
.

` ll I’P t -lc u : ,

W
.

da m d u 尸 , : 5 1:
,

W
.

、 a , :
m u 。 , , s行

,

T ir go 肋du
、

等 {’ 川
.

双壳类主要反映晚三叠世中晚期的面貌
,

因此 c o , I ioP t er is 的出现是否可

作为先驱分子考虑
,

或者该区的沉积 已跨时于罗侏纪了
;④须家河组的上部地层作了电子 自

旋共振测年测试
,

其年龄值为 2 06 M a ’̀ “ 里 ,

属瑞替期
。

由上述情况看
,

第二双壳类组 合带的时

限至少是诺利晚期一瑞替期是比较妥当的
.

2 新种描述

2
.

1 厚心蛤科 p a e h y e a r d i i d a e C o x ,

1 9 6 1

1
.

云南蛤属Y u n o a , :
OP h o r u s e h e n ,

1 9 6 2

O 饶荣标
,

19 80
, “

西南地 区地层总结— 三盛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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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白水河云南蛤 (新种 ) Y u n ,: a ,:
oP 几

o r u s
.

b。 i s h u i h e e n s i s s p
.

n o v
.

(图版 I
,

图 i ~ 4 )

两块左右壳相连结的标本 (其中一块有挤压 )
,

一块左壳和一右壳
。

壳狭长楔形
,

长 4 5一 5 4m m
,

高 8一 1 1m m
,

两壳凸度 5 ~ 6m m
,

壳长约为壳高的 5一 6
.

5 倍
。

壳顶宽
、

低
,

不明显
,

位于壳长 1/ 4 的前部
。

前缘近尖 圆形
,

后部长
,

向后端缓慢收缩
,

后端亚

圆形或变尖
。

背边直
,

腹缘微内凹
。

壳面偶见少许同心脊
,

生长线不明显
,

后部可见同心皱
。

比较 当前标本壳形近似于 Y u n 。 。 ,
妒几

o r u : P尸 lr o , : g u : G u 。 (郭福祥
「’ `二 ,

1 9 5 5
,

1 5 5 页
,

图

版 28
,

图 4 )
,

但后者壳长约为壳高的 4 倍
,

腹缘近直
,

壳顶座落于壳长约 l 5/ 处
,

后壳顶脊发育

较好
,

两者易于区别
。

产地层位 彭州市白水河镇九云桥
、

龙槽沟和白鹿乡玉梁关
。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下部
。

( 2 )峨眉云南蛤 (新种 ) Y u ,: n a , :

OP h o r u s e
m e i产 n s i s s p

.

n o v
.

(图版 I
,

图 5
,

6 )

两块右壳标本
。

壳长楔形
,

长 20 ~ 36 m m
,

高 10 一 15 m m
,

壳长约为壳高的 2一 2
.

5 倍
。

壳前

缘半圆形
,

背边短直
、

后背边斜切
,

后缘亚圆形
,

腹边缘微向外凸
。

壳顶尖略突击于铰缘之上
,

壳嚎向内曲
,

位于壳长 1/ 3 的前方
。

后壳顶脊明显
。

壳面饰有规则的同心脊约 13 ~ 15 圈
,

脊

顶圆棱脊状
,

壳体中前部脊间沟窄深
,

到后背部脊间沟变宽
。

比较 新种壳形与介
,: 。 a n

op 人
o r u : z 尸 l o i d尸5 G u o (郭福祥

〔川
,

1 9 5 5
,

1 8 8 页
,

图版 2 8
,

图 1
,

2) 相似
,

但后者壳很小
,

壳嚎位于壳长 1 5/ 的前方
,

同心脊于肩面处呈
“
之

”

字形折曲
,

两者 易

于区别
。

产地层位 峨眉龙池地区
。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中部
。

( 3 )彭州云南蛤 (新种 ) Y u , : n a n
oP 入

o r u : p e , : 9 2儿。 u e , : 5 .15 s p
.

n o v
.

(图版 I
,

图7一 1 1 )

多块左右壳相连结的标本
。

壳长楔形
,

长 3 6一 s l m m
,

高 1 0一 1 2m m
,

两壳 凸度 4~ 6m m
,

长高之比为 3 : 1一 4 : 1
。

前端宽圆
,

后端狭圆
。

壳背边凸曲
,

腹边缘微内曲
.

壳顶部隆起 微

突 出于铰边之上
,

位于壳长 1 6/ 一 1 7/ 的壳前部
。

壳咏尖内曲前转
,

心月面明显
.

后壳顶脊粗

圆明显凸起
,

由壳顶抵达后腹角
,

此脊下方壳面显浅凹陷
。

壳顶周围至壳体中部同心脊细密

规则
,

壳体中后部仅为不明显的生长纹或同心皱
。

在后壳顶脊的前侧面同心脊与腹边缘平

行
,

在壳顶脊的后面与背边斜交
。

比较 新种壳形特征与Y “ , 。 n
oP h or “ : 加 “

lle’ (P
a tt e ) (中国的瓣鳃类化石 [”

「 ,

58 页
,

图

版 23
,

图 17 一 2 2) 相似
,

但后者壳顶位于壳长 1 4/ 的前方
,

壳顶区无 明显的同心脊
,

而其余壳

面同心脊清楚明显
,

两者区别显著
。

产地层位 彭州市白鹿乡玉梁关
,

白水河镇龙槽沟
。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下部
。

2
.

蚌形蛤属 U
, ; so n i t e : W i s s m a n n ,

1 8 4 1

( l )杨村蚌形蛤 (新种 ) U n i o , : ,’t e s 少 a n g c u ,: e , : 5 15 s p
.

n o v
.

( 图版 I
,

图 3 6一 4 1 )

多块左右壳相连结的完整标本
。

壳横卵形
,

中等膨凸
。

长 34 ~ 40 m m
,

高 14 ~ 23 m m
,

两壳

凸度 14 一 1 5m m
。

等壳不等侧
.

壳顶低宽
,

靠前
,

位近前端约为壳长 1 5/ 一 1 6/ 处
,

壳咏尖细微

前转
。

前端狭圆
,

后腹角钝圆
,

后背缘微斜切
,

腹边宽缓凸曲
,

后背边短与腹边近于平行
。

铰

线长而微曲
,

约为壳长的 4 5/
,

两壳最大凸度在壳体中后部
。

壳顶区有规则的清晰的同心脊约

13 一 15 圈
,

组成显著的梯环
,

每脊的背坡陡
,

腹坡较缓
,

有少数同心脊在壳体前或后部并合
。

脊间沟窄而明显
。

其余壳面为细疏的生长线并形成生长片层
,

逐渐到腹边减弱
。

心月面小而

明显
,

盾纹面不显
。

前后闭肌痕卵圆形
,

近等
。

两壳可见假主齿及弱的片状齿
。

比较 新种的壳体大及壳饰特征相似于u ;it o, , t’t se g r t’e s ab hc i ( iB t ne r )( 中国的瓣鳃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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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2[1 〕
,

1 97 6
,

54 页
,

图版 22
,

图 10 一 1 6 )
,

但后者壳腹边很圆
,

壳顶略突出
,

铰边位于中央
,

壳面

显示弱的同心圈
,

两者又有明显区别
。

当前标本曾将它归属于 ? S of 。 。 m o
rP lla (苟宗海

,

1 98 1
,

81 页
,

图版 l
,

图 13 一 1 8
,

成都地

质学院学报
,

内刊 )
,

现据清楚的壳形
、

壳表装饰与内部齿系构造
,

无疑应是厚心蛤科的蚌形

蛤属
。

产地层位 峨眉龙池地区
。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中部
.

2
.

2 壳菜蛤科M y t i l id a e R a f i n e s q u e ,

1 8 15

1
.

偏顶蛤属几肠J -ot l u :

aL m a cr k
,

1 7 7 9 9

( l )皱偏顶蛤 (新种 )几肠J io zu : ; u

即
s u : s p

.

n o v
.

(图版 I
,

图 4 2
,

4 3 )

两块左壳标本
。

壳亚三角形
,

倾斜
,

小到中等大小
,

长高近等
。

壳体前部尖
,

迅速向后扩

张
,

前侧缘斜直
.

后背角宽弧形
,

后腹缘狭圆
,

壳顶钝圆
,

凸出
,

位于前端
。

壳顶脊在壳体 2/ 3

的前部明显隆起
。

前坡陡
,

后坡缓
,

无明显界限
。

壳面覆以粗强的不规则的同心皱
,

局部可见

瘤状凸起
。

比较 新种以粗强的不规则的同心皱而 区别于材
。 id of us w e妙“ a en o l’s G u (中国的瓣鳃

类化石 〔 , ’ 〕
,

1 9 7 6
,

2 50 页
,

图版 4 1
,

图一5
,

2 4 ~ 2 6 )
。

产地层位 天全沙坪
。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中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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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丙o r u ` 石a ì 石u若人己刀 51 5 s P
.

n o ,
.

,

5
,

6 :
Y u n n a 冲

oP 丙o r u ` 尸州
尸矛尸月 5 1 5 s P

.

n o v
.

布

7 ~ 1 1
:
Y u n ” a 刀 o

P丙
哎)r u , 户e月 g动。 “ 心 n s i s s p

.

n o v , .

1 2
,

1 3 :
Y u 月 n a ” ` ,

户h or “ s

厂
a r il “ C h e n e t C h a n g .

14 ,

1 5
:

uY
n n a 月

助h伴 ,’ s 肠 u沁注 ( P a t t e ) ;

16
:

物
n 月 a 刀
妒 ho r “ J e f

.

ot n沦i摊心 n s i s

etn
u

ilo
n g u s G u o ;

17
:

介
月月 a 月

妒h o r u s 加盯扬尹
刀 5 15 G o u ,

Z卜o a e t S h i ;

1 8
:
Y “ 月冲 a ”

妒六
o r u , c f

.

s r r ia r“ 5 G u o ;

1 9 :

场
,

妒 h b irn (面切九
〕厂动 b

硬,

户碑尸口 I a C h e n ,

2 0 :

场 oP 几or ia ( oC
,护a ,o r ia ) , a , s

卿矛R e e d ;

2 1 :
P a l a .

, u t u l a s t r i g i l a r a o u rt i fo r 阴 i : G o u ;

2 2 : P a
la 亡。 刀 u e “ l a ` t八 g il a t a ( G o ld fu s s ) `

2 3 :
N u e u la n a t i脚 o r 亡 n s i s ( K

r u m b e e d ) ;

24
:
N

u e u l口 n a s P ;

2 5
:
P 口 l a

~
e i l o P r口 , a c u r口 ( K l i p s t e in ) ;

2` :
T h r

渝 i a 。 f
.

P
r ` s 。 。

H
o a

l e y -

2 7
:
T h r a c `a 户r i s r 。

撇
a 、吧 y 、

2 8
:

W e
iy ua n 廿 l l a c f

.

印” e e丹 r ir ` a (M oo
r e ) ;

图版 I

2 9
:

W , iy u a n 尸

laI
e f

.

, a o m u o n s i , ( R e o d ) ;

3 0 :
乙!

月
io
刀 it 亡 5 c f

.

t ar P亡: o id a l i
s
(入l a 们 s u y ) ,

3 1 :
[厂n沁 。 i t 。` a sc ia e fo r m i s ( A l b e r t i ) ;

3 2
: 〔厂n io 月 i r e s s P

.

;

3 3 :
P or toc

a r
d ia j ia n c h u a n , n , 15 C h e n ;

3 4 :
P
`于11 咨户“ a r 碑i t a e f

.

l’l n g ” o

尹
” 5 15 W

e n e t L a川

3 5
:
P i n n 口 夕“ 刀 ” 口 n` 粉 51 5 C h e n ,

36一 4 1
: 〔厂刀 ion i纪 s

担
刀 g c u n 亡 n ` 15 s p

.

n o v
.

;

42 ,
P o `万刁浏 ia e f

.

户沃勿 , 1 S m i t h ,

4 3 :
P 此 i而

月蔺a e f
.

岁幼脚
e ll “ 阳 i ( L o r e n 笼。 ) ;

4 4 :
B u r阴亡 s i a l i ar t a H e a l e y ;

4 5
:
P t e r i a e f

.

无。是e n i (W o l
l r nr a n n ) ;

4 6
:
D 日 t t o o s c i ll a r i s H e a l e y ;

4 7
:
B a k e优 ll ia e f

.

P r a o c u r s o r ( Q
u e n ` t e d t ) ;

4 8
:
? B a 乏门心11艺a s P

.

4 9 :

汤
5 5矛a 。 心 l l a e f

.

6吧夕r滚。h i B i t t n e r l

5 0 :
H a l o b应a e吸

.

fa 之止
a 二 M o卜、、 vo 飞

e s ;

l :
P a l a战

a

dr i t口 m a 冲 s

叮 1 R e e d ,

2 ; j

喊乡
l
)P h o r

ioP
i s a卿

, u ;
L i u ;

3 : J

斌》 oP h
,
ir 叻 i , e f

.

。 、产h o , n i oB
u e .

4 :

yM妒
h o r

ioP
i s o p

.

;

5~ 7 :

场
从
沪 h or ioP

矛: 11 , 9 9 `
n , , s八 G o u ,

Z h a o e t sl
、
i ,

8 : J

场
的户or ioP i s

泥e “ P
, r i o a ( Q

u e n s t o d e ) ,

9 :
凡卜O P丙o r i o户15 认 c ar s sa at M 。 , t e r ;

1 0 : p e r g a m I’d 抽 ` “ 用 , n , a 而阅 i n

岁
n s i s J

,

C h e n ;

1 1 :
P 尸r g a 功应才̀口

s p
.

:

1 2 ;
P

a `
,

丙夕 c a r d i a 5 1`伪翻 ” 心” 5 1̀ G o u ,

Z h a o e t S h i :

13
,

1 4 :
P 亡 r阴 o P几o r u s l o n群 h i e ” 51 , G o u 各

1 5
.

16
:
P 心

r m `
功丙o r u s e , n 己 i己 n s i s s uc o i n c r u s G o u ,

1 7
,

1 8 : P er 功 oP h o r u s e m e i产 n s i s C h e n ;

1 9一 2 3 :
P e r功叻 h o r u s t i a ” q u a 刀 r n ` i ` G o u ,

Z h “ 0 e t 5 1
11冬

24 :
P e r m oP ho r u s 叮u a d ar t a C h e n ;

2 5 :
P

e r 脚妒 h o阴` c f
.

t ia ” , au
月 e n s“ G o u ,

Z h a o e t S h i ;

26
,

2 7 : ? 石沼衍岁赵
a o P二

2 8
,

2 9 :

W亡iy u a n 己 l君` hr 师加刁
“ l 艺s ( C ll e n e t C h o n g ) ;

3 0 :

W亡妙u a n `

lla
e l l矛户t ’’c 。 : ( J

.

C h e n ) ;

3 1
;

W e iy o n o l l a e f
.

r h o m b厉d o l i : ( C h e o e t C h
a n g ) ,

3 2 :

w 巴 iy如
n ` zl a e f

.

e a

dr i iJ与
r
m行 ( J

.

C h e n ) ;

图版 I

3 3 :

W , iy “ a n o l la e m 。了, , 5 15 ( C l、 e o e t C h a o g ) 。

3 4 :

W ,妙u 口 n , l l a e f
.

e , e i。 , s行 ( C l l e n e t C h a n g ) ;

3 5
:

W护iy u a n o

lla 丙u , e r i r砂 , u 。 ( G u o ) ,

3 6
:

W a 口
岁

,

op
,。 a e f

.

P , r n 欢 fo r m i s Z h ;: n g ;

3 7
.

W a o g亡 ” ,1P
亡阴 a

御 t il o i d亡 5 2卜
a ”它 ;

3 8
: ? W a a

即
n

妒
e r n a t r

ia 刀 g u衍
r i s ( K o b

a y a , I
、
1 e t I’, I

、 i ik
苍。 w 是一 ) ;

39 :

W a 。 度。 月` )P , r n a r u功 ida G o u ,

Z h a o e t S hi卜

4 0 :

W “ 口g 巴 ”

oP
e r ” 口 厂 i a o P i n ge

扮 , 15 W a n g e t X i o n g ;

4 1
: `F “ a

岁
”
妒

亡 r 刀 a e f
.

脚
r
llo ,?I 日 5 2卜a n g ;

4 2
.

4 3 :
几爪祝了i o l u s r 打 9 0̀ u s s p

.

n o v .

;

4 4 :

M
` ,
d i o z u s P z丽

u s Y i n ;

4 5 :
几才。 J 万。 l u s e f

.

w
e

妙ua
n 广 , 51 5 G u ;

4 6
:

Mod i o l u s c f
.

少u 心l泣刀 a

gP i刀 g 尸” 5 15 G u o ;

4 7 :

习。 J i时 u s s “
分

a
or

n a i J
.

C卜e n ;

4 8
:

对。 d i口 l “ 5 e f
,

P l a n “ 5 Y in ;

49 :

材
。
J io l u :

fr
u 召i ( H

e a
l
e y ) ;

50
:

刀山才了ol 公 e f
.

少u n n a e 粉 ` i ` C h e n ;

5 1 :

材。减动才。 a ff
.

P a or n a

ifo
r m行 ( K o b

.

e t Ie 卜
.

) ;

52
,

5 3
:
? 几石冠 f o l u s s P

.

:

5 4 ,

55
:
T r i即

”
喇

u s s 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