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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札达盆地腹足类组合及生物地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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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藏札达盆地古格组第四岩性段发现大量腹足类化石：Adelinella regularis Yti(规则小隐螺)、

Velutinopsis spiralis Yo(旋纹似天鹅绒螺)、砌拙zandaensis sp．nov．(札达萝卜螺)、Hippeutis cf minor(Ping)(微

小圆扁卷螺)，称为小隐螺一似天鹅绒螺组合。根据这些腹足类化石在西藏西南部的分布特征，认为它们是分

布于北喜马拉雅山间断隆盆地的一个腹足类组合，介于西藏犀类化石与杜氏珠蚌．河北珠蚌层之间，时代处

于晚上新世一早更新世之间。对比现生种属研究认为，札达盆地腹足类应生活于近岸的浅湖环境。孢粉分析

认为化石层形成时为温暖潮湿的森林．草原环境，化石层下部的三趾马生活在温暖而显干旱的灌丛草原环境，

可知札达盆地由托林组至古格组，古气候经历了由温暖于旱向温暖潮湿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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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Bio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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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umber of gastropod fossil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4th lithologic member of Guge Formation within

Zanda basin of Tibet，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all assemblage of Adelinella regularis．Velutinopsi which comprises

Adelinella regularis Yti，Velutinopsis spiralis Yii，Radix zandaensis sp．nov and Hippeutis cf．minor(Ping)．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gastropod fossils in SOUthwest Tibet．the authors regardS them as a

biological assemblage located in the intermontane fault basin in northera Himalayas，between the Rhino fossils

layer and Unio douglasiae Giiffithet Pidgeon-Unio tschiliensis Sturany layer and with a paleomagnetic age of late

Pliocene—Early Pleistocene．Based on a comparison with the existing species of gastropod。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gastropod in the fossil strata in Zanda basin might have lived in a shallow littoral lake environment．The

sporopollen reveals that the place where the gastropod in the fossil strata lived was an environment of wal'in and

moist forest—grasslands．Hipparion in the lower gastropods fossil layer in Zanda basin indicates a warm and arid

shrub-grassland environment．Consequently，the paleo-climate during the deposition of the Tuolin Formation and

Guge Formation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a warm and dry environment to a warm and humid environment．

Key words：Tibet；Zanda basin；gastropod fossils assemblage；Guge Formation；Pliocene—early P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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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及其北面支脉阿伊拉Et居之间，为一晚新生代断

陷盆地。盆地呈Nw—sE向展布，长约240 km，宽

约50 km，海拔在4000～4500 m之间，属高原地带，

盆地的基底为侏罗纪灰岩、砂岩和浅变质岩，其上不

整合堆积了近千米厚的新近纪河湖相沉积地层。

2003--2005年，我们在札达盆地进行野外调查

时，在古格剖面采集到了大量的腹足类化石。腹足

类是软体动物门中分布最广、属种最多的一纲(余汶，

1982)，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最早报道见于1975年，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札达县札达

农场三队剖面的青灰色泥岩中采集到淡水腹足类化

石(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1983)，化

石保存完好，数量较多但属种单调，只有

Velutinopsis spiralis Yii一种，本次工作采集了55块

化石，经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子舜研究员

鉴定，可鉴定出4种腹足类化石。

1札达盆地河湖相地层的重新厘定与划分

札达盆地河湖相沉积地层自1981年张青松等

(张青松等，1981)首次研究至今，许多学者对其进行

了各种研究(钱方等，1982；钱方，1999；李建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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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地质及化石位置图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showing fossil location

2001a，b；王维亮等，2004；朱大岗等，2004a，b，2005，

2008；孟宪刚等，2004；邵兆刚等，2006；Meng et a1．，

2008；韩建恩等，2009)。张青松等将札达县香孜农场

内一套含三趾马、古小长颈鹿、孢粉及腹足类的半

胶结一松散状泥岩、粉砂岩、砂岩、砂砾岩及砾岩组

合命名为札达群(N2Q1z)，钱方将札达县城南托林贡

巴沟内一套灰色、灰绿色、青灰色河湖相沉积砾岩、

砂岩及粘土质岩石命名为托林组(N2f)，而将整合于

托林组之上的一套河湖相砾岩、砂岩、粘土岩、粉

砂岩地层命名为香孜组(Q】z)。2003--2005年，笔者

首先对这套河湖相地层进行了多次野外测勘，选择

地层厚度大，出露好的地点测制了地层剖面，总共

测制了5条剖面，对于每条剖面的厚度用水平地层

出露的海拔高程来进行对照和校正，剖面之间根据

地层标志层进行对接，最后计算出该套河湖相地层

总厚度为906．5 m。

根据沉积岩性、不整合面、所含化石、固结程

度和岩相的变化，我们将这套水平产出、原顶底和

接触关系不明的新近系上新统一第四系下更新统河
湖相地层，从新到老重新划分为第四系下更新统香

孜鲑t(Qp卜1工)、新近系上新统古格组(N229)和上新统

托林组(N21f)(表1)，其中香孜组厚约250 m，古格组

厚约656．5 m，托林组厚约130 m。古格组为我们新

建的岩石地层单位名称，与前人所建的托林组或札

达组上段基本相当，但前人认为它们与上覆的香孜

组呈过渡关系。现古格组与香孜组之问的关系已被

查明，二者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因这一接触关系首

次在古格附近找到，故命名为古格组(朱大岗等，

2004a，b，2005，2008)。

2实测剖面与腹足类化石产出的地层层位

古格组剖面位于札达县西多几东沟，剖面起止

点大体由山梁上垂直到山脚，地层厚约526．4 m，水

平层理发育，多呈薄层状，属于湖相沉积(图2)。剖

面起点坐标：北纬31。28’11”，东经79。44’16”，海拔

3771 m(GPS测量)。根据野外观察，按其岩性特征，

将地层由上到下划分1—35层(表2)：

在25、26层中采集到55件腹足类化石，经过

标本修复、编号登记、特征观察和记录三步，选出

了P2H2—1至P2H2—24，P2H6．1至P2H6—2l，P2H6G．1至P2H6．5

及1CH一1至1CH．5共55件标本，作了鉴定、对比及

分析研究(图版I、图版II)，化石鉴定由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子舜研究员完成，化石均保存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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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西藏阿里札达盆地地层划分对比沿革(朱大岗等，2005)
Table 1 Variation of stratigraphic division in Zanda Basin，Ngari area，Tibet(after ZHU Da-gang et a1．，2005)

朱大岗等，地层 张青松等，
钱方，1983 1991端翟大克幅，’

“11986’4
2005时代 1981

赵政章等，2001

下更新统 香孜组
香孜组 札 香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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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札达县西多几东沟古格组实测剖面岩性特征表
Table 2 Lithology of the measured section of Guge Formation in Duojidong,Zand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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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Stratigraphic section of Guge Formation

in Duojidong，Zanda County

3腹足类化石鉴定结果

3．1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种属鉴定

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经鉴定含4种肺螺类：

A比砌已fla regularis Yti(d、隐螺)、Velutinopsis Yti(似

天鹅绒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札达萝卜螺)、

Hippeutis sp．(圆扁卷螺)，各标本的鉴定部位及结果

见表3。我们将札达盆地上新世古格组河湖相地层

中的这类腹足类称为小隐螺．似天鹅绒螺组合，主要

是由椎实螺类、膀胱螺类和扁卷螺类组成的肺螺群

体。其中包括现生属萝卜螺(Radix)、圆扁卷螺

(Hippeutis)和近于现生属椎实螺(Lymnaea)的小隐螺

(Adelinella)、似天鹅绒螺(Velutinopsis)的种类。

3．2札达盆地古格组腹足类系统分类

札达盆地古格组地层中发现的腹足类化石属于

腹足纲肺螺亚纲下的3个科中的4个属的4个种。

其中规则小隐螺属于小隐螺属，旋纹似天鹅绒螺属

于似天鹅绒螺属，小隐螺属和似天鹅绒螺属同属于

椎实螺科；札达萝卜螺属于膀胱螺科中的萝卜螺属；

微小圆扁卷螺比较种属于扁卷螺科中的圆扁卷螺属，

系统的分类如下(图3)：

椎实螺科(Lymnaeidae)

小隐螺属(Adelinella Wenz，1 922)

规则小隐螺(Adelinella regularis Yti)

描述：壳体中等大小，螺塔呈锥形，壳顶尖细，

具4～5个螺环，末螺环高大，约占壳高的一半以上，

末螺环迅速胀大，周缘呈圆弧形，壳面饰有生长线

和横肋(图版I．1)。

比较与讨论：当前标本的壳形特征与属形种

Adelina elegans Cantraine相似，壳体形状、大小、壳

饰特征均与西藏聂聂雄拉南坡上新统达涕组的

Adelinella regularis Yti几乎完全相同，应是同一

种。

产地层位：西藏札达盆地，上新统古格组。

椎实螺科(Lymnaeidae)

似天鹅绒螺属(Velutinopsis Sandberger，1875)

旋纹似天鹅绒螺(Velutinopsis spiralis YO)

描述：壳体中等大小，壳质粗厚，螺塔低平，

具3～4个螺环，末螺环极为胀大，几乎占壳体的整

个高度。壳体上侧面宽圆，缝合线深陷，周缘圆凸。

末螺环上的生长线逐渐增粗，还见有旋线和旋脊，

壳口口缘粗厚，光滑，完整，外唇急剧翻卷且扩大，

椎实螺科{三三未!二：天鹅绒螺
膀胱螺科{二二二二二≮_小嘲扁卷螺比较种
?卷螺科{_扁卷螺属弋i

图3札达盆地腹足类系统分类图

Fig．3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gastropod fossils

in Zand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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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缘可见多层壳质(图版I．9、I．8、I．4、I一5、

I．6、II一1、II一2、II一3)。

比较与讨论：当前标本从壳体形状、大小、壳

饰特征与西藏札达盆地札达农场上新统发现的

Velutinopsis spiralis Yfi(余汶，1982)完全相同，而且发

现地属于同一盆地，应属同一种。

产地层位：西藏札达盆地，上新统古格组。

膀胱螺科(Physidae)

萝I、螺属(Radix Montfort，18lO)

札达萝I、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

描述：壳体小，4～8 mln，螺塔低平、小，壳质粗

厚，具4个螺环，体环大，末螺环极胀大，几乎占壳体

的整个高度。缝合线明显。壳口大，外唇厚，呈显著的

弧形。壳体上见生长横纹，口缘处见多层壳质(图版

I-7、I．2、1-3、II-7)。

比较与讨论：此新种的一般壳形特征与属型种

Helix auricularia Linne相似，它与Radix gra—

baui(Ping)(余汶等，1963)相似，但螺塔明显低于后

者和壳体上见细密的生长横纹与其易于区别。

产地层位：西藏札达盆地，上新统古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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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卷螺科(Planorbiidae)

圆扁卷螺属(Hippeatis Charpentier，1837)

微小圆扁卷螺比较种(Hippeutis cf．minor(Ping))

描述：壳体小，平凹型。螺塔低平，具3个螺环，

末螺环极为胀大，螺环面圆且光滑，整个壳顶呈平

状(图版II一4)。螺塔顶没有保存。

比较与讨论：当前标本保存一壳体末螺环，螺

塔顶缺失，从壳体形状、大小来看，它与内蒙古通古

尔，中新统通古尔组Hippeutis minatus(Ping)比较相

似，但其壳饰、生长纹等保存不完整。

产地层位：西藏札达盆地，上新统古格组。

3．3腹足类化石组合的地层时代

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产于上新统古格组(N22譬)

第四岩性段中的灰、灰黄色粉砂岩、泥岩中，主要

是一些繁盛于古近纪一新近纪的椎实螺(Lymnaea)、膀

胱螺(Physa)、萝卜螺(Radix)、小圆扁螺(Hippeutis)

等。组合分子大多数从特征上看可以同上新世、晚

上新世的东欧或亚洲的种类对比，如Radix zan．

daensis sp．nov．相似于贝加尔湖上新世的Radix

teilhardi var．minima Martinson(Fuch，1 877)，Ade,

linella regularis Yn近似于希腊新近纪的Adelinella

bicarinata Fuchs，而Adelinella属主要分布于黑海、

黑海地区晚上新世的莱万丁期(Lveantian)地层中。据

上述资料认为札达盆地腹足类组合时代应属上新世

中晚期。

札达盆地古格组腹足类化石层之下的托林组地

层中产额鼻角犀亚科(Dicerorhininae)第三趾骨化石‘

(孟宪刚等，2004)，该化石层的古地磁极性序列可和

古地磁年表中的第6极性时上部、第5极性时及吉

尔伯特时相对比(图4)，因此可确定其时代约为

6．15 Ma B．E～3．4 Ma B．P．。在聂聂雄拉以南的达涕

古湖盆的达涕组(N2力下部的化石层(75～59层)中产

小隐螺、斯塔扎螺及隆起土星介、疑湖浪介，该处

固然嘲田黜‰囤蓦糯蚓。。圈徽慧。川圈蕊篓夏。⋯。
图4札达盆地古格组地层中腹足类化石层位及其古地磁年代(据Meng et a1．，2008修改)

Fig．4 Horizon of gastropod fossils in Guge Formation of Zanda Basinand its paleomagnetie age

(modified after Meng et a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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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足类化石与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相似，表明小隐

螺．似天鹅绒螺组合并非局限于札达盆地。根据这些

腹足类化石在西藏西南部的分布特征，认为它们是

分布于北喜马拉雅山山间断陷盆地的一个腹足类组

合，这与前人(黄赐璇等，1980)认为是分布于北喜马

拉雅山间断陷盆地的一个生物带相类似。这一化石

层之上有下更新世珠蚌(杜氏珠蚌Unio douglasiae

Giiffith et Pidgeon，河北珠蚌Unio tschiliensis

Sturany)化石层(75～55层，75～56层)。札达盆地与

达涕盆地同属藏南谷地晚新生代盆地，均是因为喜

马拉雅山隆起而形成的山间断陷盆地，其盆地形成

和演化有相似之处，将这两个盆地的生物地层联系

起来，可以认为札达组的腹足类化石层介于犀类化

石与杜氏珠蚌一河北珠蚌层之间，结合古地磁测年结

果(Meng et a1．，2008)，可以确定其时代处于晚上新

世一早更新世之间。

4札达盆地腹足类群的生态环境

古格组腹足类群是由椎实螺类、膀胱螺类和扁

卷螺类组成的肺螺群体。其中包括现生属萝卜螺

(Radix)、圆扁卷螺(Hippeutis)及近于现生属椎实螺

(Lymnaea)的小隐螺(Adelinella)、似天鹅绒螺

(Velutinopsi)的种类。这些现生腹足类属类的生活在

浅湖、滨湖及溪流环境中，在湖泊中分布较狭，仅分

布在湖泊几米至几十米内，少数见于稍深湖(贝加尔

湖350 m)中(张玺等，1975)。古格组腹足类产于两个

化石层(编号为P2H26和P6H2)中，P6H2层仅见一种即

Radix zandaensis sp．nov．，其共生的生物遗体、遗迹

很少，而且壳体多成碎片埋藏。P2Hz6层产多种肺螺

类，有保存完好的旋转似天鹅绒螺、规则小隐螺、

圆扁螺等，同时有丰富的介形虫、多种遗迹化石及

少量植物叶片碎片。可见旋转似天鹅绒螺呈席状埋

藏于一个层面、许多小个体(2～4 mm)肺螺类顺层

理排列现象。由上述P2H26层及P6H2层肺螺类埋藏

状况判断：P2H26层是动荡的浅湖环境、P6H2层则是

近岸静湖沉积。

古格组腹足类群由灭绝种组成，我们难以从这

个种群的生活习性判断它生存的古气候状况，也不

能根据相同属的现生种的适温度去判断它的古气候

状况。例如，不能只根据现生的静水椎实螺

(Lymnaea stagnalis)的适温度20％就断定札达组腹

足类群生活在温湿气候中。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不

同区域的同一种化石来对比其生存环境，如萝卜螺

广泛见于我国的南方亚热带地区，还见于多煤层的

邕宁组中(张玺等，1975)，由此可能证明札达组腹足

类群在湿热条件下生存。

对古格组腹足类化石层的古气候可以参照该地

层中孢粉进行分析(图5)，孢粉鉴定由中国地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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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札达盆地上新统古格组常见孢粉类型的百分含量变化图式

Fig．5 Spore-pollen percentage of the Gug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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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童国榜研究员完成。在

腹足类化石层中采集了8个孢粉样品(剖面深度

276～290 m，图中阴影部分)，该段孢粉浓度达

200粒／克以上，最高达2000粒／克，为整个剖面孢粉

浓度最大值区段。孢粉中以乔木植物花粉占优势，

一般含量大于40％，达剖面最高值，孢粉组合以乔

木花粉为主(43％～72％)，草本花粉次之(15％～

18％)、蕨类孢子又次之(1％～9％)，灌木花粉最少

(1％～5．6％)。腹足类化石层所在区段孢粉的特点是

松(Pinus)、云杉(Picea)、水龙骨单缝孢子

(Polypodiaceaesporites)及三沟粉(Tricolpopollenites)

经常大量出现，同时胡桃(Juglans)、常绿栎

(Cyclobalanopsis)等亚热带成分也大量出现，代表干

旱的蒿属(Artemisia)数量相对减少，表明腹足类化

石形成时该地为山地暖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植被环境，

气候温暖潮湿。与该层可对比的达涕古湖盆的达涕

组79。59层的孢粉组合特征是：乔木花粉占优势，

其中雪松属占70．9％，也反映了温暖潮湿的亚热带

山地环境(黄赐璇等，1980)。该层下部的三趾马层孢

粉组合以草木花粉为主(40％)、乔木花粉次之(16％)、

灌木又次之(4％一7％)，为草原一森林植被(徐钰林，

1990；李凤麟等，1990)，反映三趾马生活在温暖而

显干旱的灌丛草原(或草原一森林)环境。由此可知，

札达盆地由三趾马层(托林组)至腹足类化石层(古格

组)，古气候经历了由温暖干旱向温暖潮湿的转变。

在古格组湖相沉积剖面内，对沉积物粒度、磁

化率和碳酸盐含量进行了分析测试，整个剖面测试

了184个样品，全部样品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第四纪实验室完成。古格组剖面的中值粒

径的变化范围在5．9—31．9 lam之间，磁化率在(0．9～

350．9)X 10‘6 SI之间，碳酸盐含量变幅在0．08％～

58．4％之间(图6阴影部分为腹足类化石所在层位)。

腹足类化石所在层位有8个样品，粒度中值粒径的

变化范围在5．9～14．4 gtm之间，磁化率在(8．1～38．7)

X 10’6 SI之间，碳酸盐含量变幅在10．8％～42．2％之

间(表4)。沉积物粒度的大小代表了沉积时期的水动

力条件，粒度增大代表水动力条件逐渐增强(陈敬安

等，1999)；碳酸盐含量的变化则受制于湖区的气候

变化，当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湖水中的ca2+离子出

现过饱和状态，湖水咸化，碳酸盐开始结晶沉淀，

沉积物中碳酸盐含量升高，反之，湖水淡化，沉积

物碳酸盐含量降低(卢演俦，1981；王建等，1996)。沉

积物粒度在腹足类化石所在层位总体表现为逐步上

升，期间出现1次粒度的低值，磁化率呈现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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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西藏札达盆地古格组湖相沉积物粒度、碳酸盐

和磁化率分析结果

Fig．6 Grain sizes，carbonate and susceptibility analyses of

sediments in Guge Formation，Zanda Basin，Tibet

的低值区特征，碳酸盐含量在该层位也表现为由高

到低的趋势，但在期间出现1次碳酸岩含量的高值，

该高值对应中值粒径的低值。这些特征说明该时期，

札达盆地入湖水量逐步增加，水动力条件增强，气

候变的比较湿润，但在总体湿润的背景下有1次干

旱事件的发生。

5有关结论与讨论

1)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产于古格组第四岩性段

的上部和下部的粉砂岩和泥岩中，大部分化石见于

下部层位。腹足类化石可鉴定出Adelinella regularis

YU(d、隐螺)、Velutinopsis YO(似天鹅绒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札达萝卜螺)、Hippeutis sp．(圆扁

卷螺)4种，主要是由肺螺类的椎实螺类、膀胱螺类

和扁卷螺类组成，可称为小隐螺一似天鹅绒螺组合；

2)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组合不仅仅局限于札达

盆地，而是分布于北喜马拉雅山间断陷盆地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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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札达盆地古格组含腹足类化石层位样品的磁化率、碳酸盐和中值粒径分析结果表
Table 4 Grain-sizes，susceptibility analyses and carbonate of lacustrine sediments in horizon of gastropod fossils

in Guge Formation of Zanda Basin，Tibet

注：样品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田国强、刘莉测试。

腹足类组合，该化石层介于犀类化石与杜氏珠蚌．河

北珠蚌层之间，组合中的大多数分子可以同上新

世、晚上新世的东欧或亚洲的种类对比，结合古地

磁测年结果，认为札达盆地腹足类组合时代应处于

晚上新世．早更新世之间。

3)札达盆地腹足类化石种属通过与其现生种属

对比，应生活于近岸的浅湖环境。结合化石层中孢

粉样品的分析，化石层形成时为温暖潮湿的森林．草

原环境，化石层下部的三趾马生活在温暖而显干旱

的灌丛草原(或草原一森林)环境，可知札达盆地由托

林组至古格组，古气候经历了由温暖干旱向温暖潮

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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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版I Plate I

1．规则小隐螺Adelinella regularis Y Ii，背视，×10，采集号

PzH26．or；

2-卡L达萝h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背视，×4．5，采集号

P2H26．5；

3一札达萝h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背视，×7，采集号

P2H26．6；

4一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口视，×3．2，采集

号P2H26一l；

5一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顶视，×1 1。采集号

P2H26．2；

6一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成年体铸形，×4．4，

采集号P2H26．GM；

7一札达萝h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口视，×4．5，采集号

P2H26—5；

8一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口视，×1．65，采集

号P2H26．1；

9-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El视，×3．2，采集

号P2H26_22

1-Adelinella regularis Yti，back view，x10，Collection No．P2H26．o r；

2-Radix zandaensis sp．nov．，back view，x4．5，Collection

No．P2H26—5；

3-Radix zandaensis sp．nov．，back view，x7，Collection No．P2H26—6；

4一Veletinopsis spiralis Yfi，mouth view，x3．2，Collection

No．P2一H26．1；

5-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top view，xll，Collection No．P2一H26—2；

6-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adult body casting form，x4．4，Collec—

tion No．P2H26一GM；

7-Radix zandaensis sp．nov．，mouth view，x4．5，Collection

No．P2H26．5；

8-Veletinopsis

No．P2H26．1；

9-Veletinopsis

No．P2H26—22

spiralis Yti，mouth view，x1．65，Collection

spiralis Yii，mouth view，x3．2，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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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II PlateⅡ

1．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席状壳层，多为口视，

约为原大之2／3，×1．65，采集号P2H26-22；

2一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成年体口视，×3．2，

采集号P2H26-22；

3一旋纹似天鹅绒螺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成年体背视，×2．4，

采集号P2H26_2；

4一圆扁卷螺Hippeut妇sp．顶视，×22，采集号P2H26．6；

5一土蜗?Galba?sp．不完整的体螺环I=l视，×20，采集号P2H26—3；

6．土蜗Galba sp．体螺环内模，背视，×18，采集号P6H2．3；

7井L达萝卜螺Radix zandaensis sp．nov．成年体内模背视，×4，

采集号P6H2-13；

8．土蜗Galba sp．内模，背视，×18，采集号P6H2d；

9一土蜗Galba sp．内模，背视，×18，采集号P6H2一l

1-Veletinopsis spiralis YiJ，sheetlike shell bed，almost mouth view，

×1．65，Collection No．P2H26—22；

2-Veletinopsis spiralis Yii．adult body mouth view，×3．2，Collection

No．P2H26—22；

3-Veletinopsis spiralis Yti．adult body back view，×2．4，Collection

No．P2H26．2；

4-Hippeutis sp．top view，x22，Collection No．P2H26．6；

5-Galba?sp．mouth view of partial shell，x20，Collection No．

P2H26．3；

6-Galba sp．internal mold of shell，back view，x18，Collection No·

P6H2．3；

7-Radix zandaensis sp．nov．back view of adult body internal mold，

x4．Collection No．P6H2一13；

8-Galba sp．internal mold，back view，x18，Collection No．P6H2．1；

9-Galba sp．internal mold，back view，×18，Collection No．P6H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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