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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下二叠统茅口阶中旋齿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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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记述了在贵州省威宁县兔街乡海着村下二叠统茅口阶中发现的旋齿鲨类———!"#$#%&’()*%+,)%#-)$#.%#/’#0)0
（仙洞湖南旋齿鲨）并讨论了其牙列形态和牙组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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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知旋齿鲨类共!属R种，它们是长兴中

华旋齿鲨（7)#%&’()*%+,)%#*&$#/&0)#/’#0)0；刘宪亭

等，%&’#），珠峰中华旋齿鲨（7AB%4"(%#/4$；张弥

曼，%&S’），巨齿中华旋齿鲨（7A4$*,%.%#;"0；雷奕

振，%&T#）和 仙 洞 湖 南 旋 齿 鲨（!"#$#%&’()*%+,)%#
-)$#.%#/’#0)0；柳祖汉，%&&R）。本文记述的旋齿鲨

化石是%&&S年在贵州威宁兔街海着村茅口阶中发

现的，其牙列形态和牙组织结构特征与仙洞湖南旋

齿鲨!"#$#%&’()*%+,)%#-)$#.%#/’#0)0基本相同，虽

不为新的属种，但新的产地和层位以及保存完好的

牙组成物质和结构对说明旋齿鲨类的时空分布和进

化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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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一段有T枚牙的不完整牙列（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博物馆编号：#%"%!）

标本描述 有T枚牙的不完整牙列保存在致密

块状厚层黑色硅质灰岩中，后#枚牙失去大部分切

叶和部分侧翼，前(枚牙经修理侧视露出，保存比较

完整。牙的表面从顶至基部为灰黑色薄层（约"N#
GG厚）釉质所复盖，其内为白色细密的牙质。因风

化（后部#枚牙）和采集及修理时破损，牙外侧釉质

层几乎完全失去，仅在个别牙的切叶边缘保留了极

少一部分。T枚牙的牙列长约&"GG，弧形。牙为

切割型，高R"!R#GG，基部向上凹入成颇 深（S
GG）而宽阔（牙的二基部远端间距%!N!GG）的凹

槽，其紧密地嵌合在向上隆起的牙轴上。牙从顶至

底分为#部分，即切叶（上部），中部或侧翼和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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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叶相互分离、侧翼和基部前、后则部分的相互嵌合

叠压，即前一牙的侧翼和基部后边缘嵌在后一牙的

侧翼和基部前边缘之内。前、后相互紧密嵌合，无牙

间隙。切叶侧视为高的等腰三角形，顶角较尖锐，大

约!"#，三角形切叶高约$%&&，底边宽约%!&&，

左、右两侧中部平缓隆起，厚约’&&，前后缘刃状，

有小而细密且顶平的锯齿，%"&&内有锯齿约$(
枚，个别小锯齿的顶端中部有小的凹陷。中部或侧

翼宽带状，高度与切叶大致相等，为高大于宽（约%(
&&）的长方形，前缘有不规则的锯齿。牙的基部非

常短小，向下前方变尖细并斜向伸延在前一个牙的

基部之下。牙结构由外向内分为(层，表面为很薄

的灰黑色釉质层，内部的白色牙质，分内、外两层，外

层为管状牙质层，厚$!(&&，内层，即牙的中心部

分为海绵状骨性牙质层。

产地和层位 贵州省威宁县兔街乡海着村；下

二叠统茅口阶。

比较与鉴定 当前记述的产自贵州威宁兔街海

着村茅口阶中的旋齿鲨化石，其牙列和牙的形态和

组织结构特征与柳祖汉描述的产自湖南涟源仙洞栖

霞阶上部，或茅口阶下部黑色页岩段的!"#$#%&’(
)*+%,-*%#.*$#/%#0’#1*1基本相同，如切叶相对较高，

侧翼前缘有不规则锯齿和牙质管状和海绵状双层结

构等，因此，它们为同一属种。虽然当前的旋齿鲨牙

列和牙比!2.*$#/%#0’#1*1的模式标本在尺寸上

稍小一点，切叶前、后缘的锯齿数目也稍少一些，但

这些很小的不同只能视为个体的差异。此外，二者

的地质时代也是十分接近的。

讨论 关于!"#$#%&’)*+%,-*%#.*$#/%#0’#1*1
牙列的形态，原描述者推测可能是螺旋形的。从其

牙的侧翼宽带状，基部非常短小，前、后牙侧翼和基

部相互无牙间隙等特征来看，它与典型的旋齿鲨

!’)*+%,-*%#螺旋形的牙卷明显不同，而与中华旋齿

鲨3*#%&’)*+%,-*%#的牙列形态非常一致，因此，其牙

列形态可能也是弧形的（刘冠邦等，%))!）。关于

!"#$#%&’)*+%,-*%#.*$#/%#0’#1*1牙釉质层内明显

管状和海绵状两层结构的组成物质，原描述其为管

状齿骨质层和海绵状齿骨质层（柳祖汉，%))!）。从

当前归入!"#$#%&’)*+%,-*%#.*$#/%#0’#1*1之中的

贵州威宁标本牙釉质层内保存的物质纯白细密，管

状及海绵状结构清晰，及其与现代鱼类等高等脊椎

动物牙组织结构的解剖特征（*+,,-.，%)’$）比较来

看，!"#$#%&’)*+%,-*%#.*$#/%#0’#1*1牙釉质层内的

$层组成物质应分别是管状牙质层和海绵状骨性牙

质层。与!"#$#%&’)*+%,-*%#牙的形态和组织结构

相似的3*#%&’)*+%,-*%#，其牙表面釉质层内的组成

物质也应是牙质和骨性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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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保存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仙洞湖南旋齿鲨!"(
#$#%&’)*+%,-*%#.*$#/%#0’#1*1。8为一段有1枚牙的不完整牙列（8>

->L+&:,.9.7.>9-9-+>E-9519..95），侧视（,89.68,R-.E），Y%；A为示牙列

的隆起牙轴（B5+E->;95.BE.,,->;B58M9+M95.7.>9-9-+>），侧视（,89.68,

R-.E），Y%；L为牙和轴的断面，示牙和轴的相互嵌合关系（95.B.L9-+>

B5+E->;&+B8-L+M95.9++958>7B58M9.8L5+95.6），Y%；7为牙的切叶

放大，示其边缘锯齿（95.&8;->-M-.7L@99->;A,87.+M95.9..95，B5+E->;
-9B&86;->8,B.6689-+>），Y$；.为牙的横断面放大，示其内部的管状牙

质层和海绵状骨性牙质层（95..>,86;.7L6+BBCB.L9-+>+M95.9..95，

B5+E->;-9B9@A@,+7.>9->8,,8<.68>7B:+>;<+B9.+7.>9->8,,8<.6）；约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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