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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藏 发现 的 旋 齿 鳖 一 新 种

张 弥 曼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1 9 7 5年珠峰登山科考队的 同志们在珠穆朗玛峰以北的高寒地区工作时
,

采到两件有

价值的脊椎动物化石标本
。

化石产自定 日县帕卓区曲布下三迭统底部白云质灰岩中
,

该

地海拔 4 8 8 0 米
,

是已知脊椎动物化石产地中最高的地点之一
。

经鉴定
,

这两件标本代表

古老的鳖鱼
,

属于海生的旋齿鳌科 ( H iel co rP i on 记 a e
)

,

说明这里当时原是一片汪洋大海
,

而

现在变成了
“

世界屋脊
” ,

这使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大自然的沧桑巨变
。

两个标本中的一个是由五个半牙齿组成的保存得相当好的一段齿列以及一个单独的

侧齿 ; 另一个标本是一个软骨颅的眶前部分
。

两个标本产于同一层面上
,

相距约 2一 3 公

分
,

这是珠峰考察中继西藏喜马拉雅鱼龙之后发现的第二批脊椎动物化石
,

并保存了在化

石中很少见的软骨颅的一部分
。

标 本 描 述

旋齿盆科 H el i e o p r i o n id a e

中国旋齿盆属 51 0 0 入e

ilC 叩
r勿。 L i u et C h a n g 1 9 6 3

珠峰中国旋齿鳌 (新种 ) 5
.

叮。巾 。坛 n g m a 。 p
.

n o v
.

特征 颅骨为表层钙化的软骨
,

眶前部长
,

向前变窄
,

腹面有一较深的纵沟
。

吻长
,

嗅

管短
,

鼻孔开向脑颅背侧方
。

齿列由割切型齿组成
,

齿冠切叶表面平滑
,

无磨蚀痕迹
,

前后

缘呈锯齿状
,

齿冠侧翼较短
,

呈宽条带状
,

略向前下方延伸
,

末端平直
,

不变窄变尖
,

侧翼前

后缘均有不规则的锯齿
,

各齿侧翼十分靠近
,

其间几乎没有
“

不被珐琅质层覆盖的间隙
” ,

齿根插人后 一齿的侧翼间
,

互相愈合
。

管状齿骨质层较发育
,

其下 为纤维状齿骨质层
,

分

布到齿冠切叶中
,

无明显的海绵状齿骨质层
。

齿列基底部的沟槽不深
。

侧齿齿冠中部升

起成一弧形钝脊
,

脊两侧的 齿冠表面不对称
,

唇缘褶皱
,

舌缘较平滑
。

正型标本 齿列的一段
,

保存有五个半牙齿
。

珠峰登 山科考队地质组标本编号 J VI F -

7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 v
.

斗夕5 2
.

2 。

产地及层位 西藏定 日县帕卓区曲布
,

下三迭统
。

描述 由于软骨颅眶前部和齿列保存在同一块岩石上
,

相距不过 2一 3 厘米
,

我们姑

且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
。

软骨颅眶前部— 软骨颅所以能保存下来
,

是因为软骨表层钙化
,

用肉眼或显微镜观

察时
,

在软骨表面和腔
、

管的表面都可以看见黑色的颗粒状构造
。

西藏标本上所保存的是

软骨颅的眶前部分
,

吻端缺失
,

保存部分约长 87 毫米
。

除腹面右侧暴露在岩石风化面上

外
,

其余部分或破损或埋在岩石中
,

因此
。

这一部分的结构也只能通过自然断面及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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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切面来了解
。

自然断面及切面的位置标明在图版图 1 上
。

为看得清楚起见
,

有些断

面略为磨光了一下
。

虽然几个断面和切面并不严格地互相平行
,

也不一定和软骨颅长轴

完全垂直
,

化石本身也由于挤压或其他原因有些变形
,

但仍能看出一个大概
。

从根据切面和暴露在表面的部分所作的复原来看
,

软骨颅眶前部分比较长
,

前部较

窄
,

形成一个相 当长的吻部
,

向后渐增宽
,

标本前端宽约 23
.

5 毫米
,

约于切面 4 处最宽 (大

于 47 毫米 )
,

向后又略变窄
,

切面 5a 处约宽 40
.

5 毫米
。

背面中部隆起
,

向两侧弯曲成弯窿

状
。

吻部腹壁亦向背方拱起
,

在腹面形成一个较深的纵沟 (图版 1 ,

图 2 )
,

自切面 3 以后沟

渐变浅
。

在 口闭住时
,

脑颅前腹部的这一深的纵沟可能即容纳了下领联合部齿列 ( fo w er

s y m p h y s i a l t e e th ) 的上端
。

从切面上还可以了解一些软骨颅眶前部分的内部结构
。

在切面 3b 上可以看到
,

软骨

颅背侧方的表面 向内凹人 (图版 1 ,

图 3 )
,

在 4 a 、

4b
、

5a 等几个切面上都可以看到左
、

右两

个很大的椭圆形腔
,

宽大于高
,

这两个腔的上
、

下
、

外侧壁可能都和软骨颅外壁合为一体

(图版 1 ,

图 4 ) 再向后
,

在切面 5b 上这两个腔已较前为小并十分贴近 (图版 1 ,

图 5 )
,

化石

末端保存得很不好
,

所以在 最后一个磨光面上可以看见的东西很少
,

但可以肯定
,

前面看见

的左
、

右两个腔之间的间隔在这里已经消失
,

很可能在这里已经合成一个腔
,

如果这种情

况属实
,

大脑的最前部可能即位于此腔中
,

前面的成对的腔可能包含了嗅叶
、

嗅管
、

嗅球及

鼻囊
,

通向背侧方的凹 口可能就是鼻孔
。

这两个腔的长度小于 36
.

7 毫米
,

可见嗅管较短
。

齿列— 保存的一段齿列略成弧形
,

上面有五个半牙齿
,

这几个牙齿大小几乎相等
,

看不出从一端到另一端有增大或变小的趋势 (图版 n 、

图 1 )
。

牙齿侧偏
,

左右对称
。

齿冠

切叶薄
,

侧视略呈三角形
,

高约 12 毫米
,

基部长约 10
.

3 毫米
。

齿尖略向前倾
,

前后缘均向

外突出成弧形
,

前缘较后缘短
,

顶端略圆
,

顶角约 5 0 “ 。

齿缘割切型
,

前后缘均有锯齿
,

锯

齿约与齿缘垂直
,

顶部较平
,

后缘锯齿数较前缘锯齿数略多
,

此种锯齿终止于齿冠切叶基

部二齿相接处
。

齿冠切叶表面平滑
,

无磨蚀痕迹
,

横切面呈凸透镜状
。

因为只有齿列的一

面暴露在岩石表面上
,

看不清齿冠切叶之间的复压关系
。

齿的侧翼较短
,

无法分成旋齿鳖属 ( H iel co rP i on ) 中侧翼的
“

中部
”
和

“

下部
” ,

呈宽条

带状
,

略向前下方延伸
,

末端宽平
,

仅略窄于上部
,

侧翼长度仅略大于齿冠切叶高度
。

前后

缘均有不规则的锯齿
。

相邻二齿侧翼十分靠近
,

仅以很窄的缝隔开
,

其间几乎没有旋齿鳌

属所特有的
“

不被珐琅质层覆盖的间隙
” 。

估计齿根可能向后伸
,

插入后一齿的侧翼间
,

完

全被后一齿的侧翼盖住
,

齿根可能愈合
。

未见齿列基部
。

齿冠切叶及侧翼表面均复有珐琅质
,

珐琅质表面有很多小孔
,

是齿质小管通到表面的

开 口
。

齿的纵切面为长等腰三角形
,

三角形的两边在切叶和侧翼连接处略向内凹入
,

在其

上及其下均略 向外突出成弧形
。

珐琅质层薄
,

其内的管状齿骨质层较发育
,

但厚度远较

长兴中国旋齿鳌 ( 51 0 011 币co rP f on 动召
gn 肠 f gn en iss ) 为小 ; 管状齿骨质层之内有纤维状齿骨

质层
,

在这一层中可以看见很多小管的横断面
,

由于管状齿骨质层不太厚
,

纤维状齿骨质

分布到齿冠切叶中
,

没有看到明显的海绵状齿骨质
。

齿列基底部的沟槽不很深 (图版 11 ,

图 2 )
。

因 为只保存了齿列的一段
,

和它相连的领骨并没有保存
,

很难判断这一段齿列是属于

上领还是下领
,

但软骨颅眶前部腹面具有较深的长纵沟
,

而在沟底又没有看见牙齿着生的



地 质 科 学 19 7 6年

痕迹
,

所以我们认为这里描述的齿列可能就是下领联合部齿列
。

侧齿— 在保存的齿列的前上方有一个单独的牙齿 (图版 I ,

图 6 )
,

齿冠中部升起成

一弧形钝横脊
,

把齿冠表面分为两个大小不等的不对称的部分
,

一部分较宽短
,

位置较水

平
,

另一部分较窄长
,

较直立
,

两部分之间在横脊处形成一个钝角
。

齿冠唇缘 ( lab ial m a r g -

in ) 有 6
、

7 个以上的褶皱
,

舌缘 ( il n g u al m a
gr i)n 较平滑

,

未见褶皱或锯齿
。

未见齿根
。

从

总的结构看来
,

这个牙齿不属于割切型而属于碾压型
,

它的左右不对称
,

因此不可能在上
、

下领联合处的齿列中
,

它和东格陵兰上二迭统的 F ad cn z’a 的某些较大的侧齿有些类似
,

我

们考虑它很可能是与上述齿列同属一种的侧齿
。

比较与讨论 上述软骨颅眶前部分的外形及内部结构和东格陵兰上二迭统的 sa cr ap
-

痴
, 。

da x 的软骨颅眶前部分很相似
。 5

.

de ax 是过去发现的旋齿鳌类中具有保存较好的

相当大的一部分头部内骨骼的唯一的种
,

iN els en ( 1 9 5 2 ) 曾根据这些材料作了它的头骨

前部的复原
。

它也有一个很长的吻部
,

软骨颅眶前部腹面也有一个较深的长纵沟
。

虽然

保存下来的
“

上领联合部齿列
”
的几个牙齿的位置离纵沟很远

,

沟的底部也没有看到牙齿

着生的痕迹
,

N i e l s e n
仍认为

,

上领联合部齿列 ( d o r s a l r o w o f s y m p h y s i a l t e e t h ) 即着生在此

沟底部
。

他并且认为
,

脑颅前部和它底下的愕方骨部分愈合
,

这一部分的腹壁侧部和侧壁

腹部有排列很密的浅坑
,

是侧齿根基部嵌入的地方
,

尽管在
,

.

de ax 中并没有看见过在原

位 ( l’n sl’t u) 的侧齿
,

它们散布在四周的围岩中
。

iN els en 根据这些材料及推论所作的复

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 ( iN els en
, 1 9 5 2 ,

插图 1 5 )
: 5

.

e d二 无法将 口完全闭住
,

也就

是说
,

上
、

下领的侧齿不能互相咬合
。

虽然 iN els en 认为 5
.

e d ax 的很小的侧齿可以看作

一种退化的现象
,

只能起到保护领的作用
,

并认为复原时还可以把下领联合部齿列的位置

降低
,

但恐怕并不能改变总的面貌
。

不过软骨颅眶前部腹面的长纵沟在闭 口时容纳了下领

联合部齿列的上端这种情况是不容置疑的了
。

虽然软骨颅眶前部保存较好的只有 5
. 。 d二

及本文描述的标本两种
,

较长的软骨颅眶前部及其腹面较深的长纵沟
,

在下颇联合部齿列

较高的旋齿鳖中
,

恐怕是一种普遍现象
。

上述齿列的构造和我国浙江省上二迭统上部长兴灰岩中的长兴中国旋齿鳖以及巴基

斯坦盐岭地区上二迭统上部上长身贝灰岩中的 H !el’ ca o Pod “ : 友吹en i 苏联外高加索 下三

迭统的 H
.

eg l on i 比较接近
,

其中尤与前者接近
,

齿列都具有割切型齿
,

齿冠切叶很薄
,

前

后缘都有锯齿
,

锯齿顶部平直
,

侧翼较短
,

不分成
“

中部
”
和

“
下部

” ,

前后缘有不规则的锯

齿
,

侧翼间几乎没有
“

不被珐琅质覆盖的间隙
” ,

齿列基底部的沟槽不深
,

从牙齿的纵切面

上都可以看到管状齿骨质层和纤维状齿骨质层
,

都没有看到明显的海绵状齿骨质层
。

它

也和长兴中国旋齿鳖一样
,

和 H iel ca o Pod “ , 反吹 en i 及 H
.

ge l on i 有如下差别
:
齿冠切叶

表面平滑
,

没有磨蚀面
,

侧翼末端宽平
,

不象 H iel ca m p口du
,
那样向末端变窄变尖

。

它和长

兴中国旋齿鳖的主要区别是
:
它的管状齿骨质层比后者的要薄

,

因此纤维状齿骨质层分

布到齿冠切叶中
,

它的牙齿以及整个齿列都比后者的要小
。

东格陵兰的 aP ar 人el ic
。 。 p od “ ;

助俞`石 是过去已知
,

除 H
.

eg l on f 以外延续到下三迭统的另一个旋齿鳌
,

由于化石保存得

不够好
,

无法和西藏的标本作详细的比较
,

它和西藏标本的区别是
:
齿冠切叶不很侧扁

,

侧翼和 H iel ca m 户口du
了
一样向前向下逐渐变窄变尖

,

仅前缘有很细的锯齿
,

后缘平滑
。
长

兴中国旋齿鳖
,

月
e l i c a m P

o d。 , 反
。
友

e o i
,

H
.

e g l o o i
,

p a ,
·

a 乃e l z’c a o P o d u , s P̀
r c

左i 的软骨颅眶前



4 期 张弥曼 : 西藏发现的旋齿鳌一新种

部和侧齿都没有保存
,

无法和西藏标本的相应部分进行比较
。

根据上面的比较
,

我们认为

西藏的化石应为中国旋齿鳌属的一新种
,

定名为珠峰中国旋齿鳌 ( is
,

oll el l’c oP 厅朗 qo , ol
-

a , g。 ` s p
.

n o v
.

)

旋齿鳖是石炭
、

二迭纪世界上广泛分布的一种化石
,

延续到三迭纪的
,

过去只发现过

东格陵兰的 aP ar 人el l’c o m p od 。 ,
种 1’c 砂 和苏联外高加索的 H ell’ ca o p do “ , 。

岁胡 i 两种
,

珠峰

中国旋齿鳖的发现为三迭纪的旋齿鳖类提供了新的资料
。

从早三迭世的 珠峰 中国 旋 齿

鳌
、
尸a r a乃e

il c a m户o du s 护` r c左萝
,

H
e l i c a m户o d u s 叮 10 , i 和晚二迭世的长兴中国旋齿鳖

、 S a r c o -

rP io , de ax 及 H戒 ca m oP 血
, 反口砂nt’ 的相似来看

,

旋齿鳌类从晚二迭世到早三迭世并没有

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

这和其他某些生物类群从晚二迭世到早三迭世的过渡性质是相

一致的
。

产珠峰中国旋齿鳖的地层时代
,

经登山科考队的同志根据 瓣鳃类和菊石等确定为早

三迭世
。

我们从图版 I 图 斗 (切面 s a
)

、

图 , (切面 s b) 中可以看到
,

右边的鼻腔中还有一

个小小的菊石
。

( 1 9 7 6 年 7 月 3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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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弥曼
: 西藏发现的旋齿鳖一新种

图版 J

。份义汽飘窝旧匆国
.

心。闪X爪八导福à州厄曰
.

内

。
闪又
卜

八幕提àq川旧尽
才X才

.

勺八哈入
,卜

产

.

叭
。闪义卜昌降四è次旧曰寸
。

岸毓!
口爪闪丫卜ǎ福寒à汉旧军

叭

啊创盆泡曰冲卜易贬月团
。
板温祠侧侧g团

叭

豁旧婴箭寝囚ó经取撰

9武
呀叭勺炸,,舜召



图版 11

张弥曼
: 西藏发现的旋齿鳖一新种

罐罐罐

馨馨馨

。的火

卜 ,

汉
卜甲

.

夕

旧多揉弓匆能姐姿场卜
.

产、 月

。
闪丫井

.

汉
卜丫

.

卜卜

露一马褥
卜

西gIT|际匆能如裔瞬卜
.

组组孔孔谓谓

……{{{蒸蒸

蒸蒸蒸

尸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