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雕饰叶肢介!"#$%&’(&)*$)属广泛分布于辽宁西

部建昌、朝阳、凌源、北票等地“义县组”下部，壳瓣以

较大的网格装饰为主，并具美丽的“滨生长线瘤”构

造，极具特色，易于辨认。但在冀北相当层位中一直未

能发现此属，给冀北—辽西该时期的地层对比与衔接

带来困难。!""!年#月，在系统采集和深入研究冀北滦

平盆地大店子组叶肢介化石时，于滦平县火斗山乡张

家沟上营剖面大店子组上部（$%#段）首次发现了广泛

分布于辽宁西部“义县组”下部的重要分子网雕饰叶

肢介!"#$%&’(&)*$)属。在该剖面，该属化石层数多，个

体数量大，种的分异度高，自下而上贯穿整个大店子

组$%#段，是该时期占绝对优势的类群和极具标志的

化石。现将化石产出层位、!"#$%&’(&)*$)属的含义、共

生化石组合和地质意义等讨论如下。

& 化石产出层位

化石产于滦平县火斗山乡张家沟上营大店子

组$%#段，地层剖面图与剖面位置见参考文献［&］。现

将剖面描述如下。

上覆地层：西瓜园组灰白色砾岩

——— 整 合 ———

大店子组#段： 厚’()*$ +
$#)灰黄、灰绿色泥页岩夹灰岩，产鱼、介形类和叶肢介化石：

!"#$%&’(&)*$) +$&#)&#+（,-)./0)），,’+-+$%-&#) ,-)，.#-+$%-&#)
,-)，/)0+%)0#) ,-) &()1’ +

$$)深灰色页岩夹#%*层泥灰岩，产叶肢介：!"#$%&’(&)*$) +$&#1
)&#+（,-)./0)），/)0+%)0#) 2)3-#(’4-0+#+，/5 +4364)2&)$)

&!)"’ +
$!)深灰色页岩夹泥灰岩透镜体，产鱼、双壳类、腹足类、介形

类、叶肢介：!"#$%&’(&)*$) +$&#)&#+（,-)./0)），,’+-+$%-&#)
"#0(74)0-0+#+，.#-+$%-&#) ,-) &#)*1 +

$&)灰色泥页岩和中薄层泥灰岩、粉砂岩互层，产介形类、叶

肢介：!"#$%&’(&)*$) +$&#)&#+（,-)./0)），/)0+%)0#) 2)3-#(’41
-0+#+，,’+-+$%-&#) ,-)，.#-+$%-&#) ,-) &#)#( +

$")浅灰色钙质泥质细砂岩、粉砂岩夹泥页岩，产叶肢介：

!"#$%&’(&)*$) (48#)"#0(-0+#+，/)0+%)0#) 2)3-#(’4-0+#+，

/5+4364)2&)$) ()## +

冀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中网雕饰叶肢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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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深入研究滦平盆地大店子组叶肢介化石时，于该组上部首次发现了网雕饰叶肢介!"#$%&’(&)*$)属，产出层数

多，个体数量大，种的分异度高，为冀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的地层划分与对比，正确建立冀北—辽西陆相侏罗—白垩

系的地层格架，提供了关键而有力的古生物证据。根据这一发现和大北沟组至西瓜园组叶肢介化石组合序列，本区

大店子组上部（$%#段）可与辽西建昌盆地“义县组”下部（原大新房子组）对比；证明辽西地区缺失相当于本区的大店

子组下部（&%!段）地层，西瓜园组大体相当于辽西的义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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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合 ———

大店子组#段： 厚$%&#’ (
!$&深灰色页岩、油页岩，产叶肢介./012/03/ 4/56378960131，

.: 195;9/4</=/ !’&)* (
!)&灰色泥页岩夹薄层灰岩，产叶肢介./012/03/ 4/56378960131

’’&#$ (
!+&深灰色泥页岩与灰色薄层灰岩互层，产昆虫、介形类、叶

肢介：&>3=2<87</?=/ 79@3/>30760131，"8161=26<3/ ,-&，A361=26<3/
,-& #&%# (

!*&深灰、灰黄色泥页岩、钙质页岩与泥灰岩互层，产叶肢介：

&>3=26<87</?=/ 79@3/>30760131，&: B>8<8C/>C/<31（,-&./0&），&:
1=<3/<31（,-&./0&） %&’’ (

!%&黄褐、土黄、深灰色钙质页岩与泥灰岩互层，产叶肢介：

"8161=26<3/ >307D9/060131 ’+&1* (
!1&深灰、灰褐、灰色粉砂质泥岩，产叶肢介：&>3=2<87</?=/

79@3/>30760131，&: B>8<8C/>C/<31（,-&./0&），&: 1=<3/<31（,-&./0&）
!#&+1 (

!#&深灰、黄褐、灰色薄层粉砂岩、粉砂质泥页岩互层，夹细

砂岩，产介形类、双壳类、叶肢介：&>3=2<87</?=/ 79@3/>30E
760131，&: B>8<8C/>C/<31（,-&./0&），"8161=26<3/ ,-&，A37</?=/
F2/07@378960131（23.& 34 ,-&./0&），A: >9/0?30760131（23.&
34 ,-& ./0&） %&!) (

!!&灰、深灰、黄褐色薄层中细砂岩、砂质泥质粉砂岩，产介

形类、双壳类、叶肢介：&>3=2<87</?=/ 79@3/>30760131，&:
?8>D<6=3G9>/=/ #&$) (

!’&黄褐色中厚层中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夹黄绿色粉砂质

泥岩 #&$* (
——— 整 合 ———

下伏地层：大店子组’5!段（’5!"层）砂砾岩与泥页岩夹泥

灰岩，产介形类、双壳类、腹足类、鱼、叶肢介等化石

根据岩石组合、沉积旋回、上下地层接触关系

和叶肢介化石组合特征，大店子东沟剖面安山岩及

其以上近’"(厚的泥页岩与泥灰岩可能只相当于上

营剖面大店子组#51段的最大湖泛期的沉积。

! 对&>3=2<87</?=/属征的补充与修订

该属最早根据辽宁西部建昌、朝阳、凌源“义县

组”中的标本所建［!］，其属征是：个体中等至大。生长

带 上 以 较 大 的 网 格 装 饰 为 主 ， 网 径 一 般 为"&"15
"&’ ((。在前后腹部，可以出现由网格拉长或过渡而

成的线脊装饰。属型种&>3=2<87</?=/ 79@3/>30760131壳
卵圆形至长椭圆形，最大线距网径"&"%5"&"+ ((。

&:？?8>D<6=3G9>/=/个体较小，卵圆形。生长带上主要为

较正规的六边形网格装饰，线距网径"&"15"&"+ ((，

个别可达"&"+5"&’%((［!］。特别是&:？?8>D<6=3G9>/=/的

壳 瓣 具 有 清 楚 而 美 丽 的“滨 生 长 线 瘤 ”构 造 ，沿 生

长线上缘呈锯齿状排列，极为美观，原作者当初未

能识别出这一极为重要的特征［!］。’$$$年，陈丕基

在研究辽宁北票尖山沟层标本时明确指出：模式

种&:79@3/>30760131 6&67.2［!］具有清楚的滨生长线

瘤构造［#］。笔者根据大量保存完美的标本同意这一

意见，该属不但以较大的网格装饰为主，而且普遍具

有美丽的“滨生长线瘤”构造。这是该属得以建立的

最主要特征，应予补充。

另外，该属除以网格装饰为主的类型如&>3=2<8E
7</?=/ 79@3/>30760131，&: B>8<8C/>C/<31（,-&./0&），&:
?8>D<6=3G9>/=/等外，还出现较多以线脊装饰为主的类

型，如&>3=2<87</?=/ 1=<3/<3/（,-&./0&）等，以及介于两

者之间的类型。它们也具有清楚而美丽的“滨生长线

瘤”构造而应置于该属内。因此，网雕饰叶肢介

&>3=2<87</?=/属以具有“滨生长线瘤”构造为共同特

征，包括了以上#种类型，其定义应修订为：个体中等

到大，生长带上或以网格装饰为主，或以线脊装饰为

主，或介于两者之间，网格与线脊为逐渐过渡关系。

线距网径中等到大，"&"15"&’ ((，个别可达"&! ((。

它们都具有清楚而美丽的“滨生长线瘤”构造。“滨生

长线瘤”沿生长线上缘呈锯齿状排列，印在外模上，

形成一排排三角形的凹坑，极为美观。网雕饰叶肢介

属除具有东方叶肢介的装饰特征外，还具有“滨生长

线瘤”构造，这是该属得以建立的主要特征，以区别

于东方叶肢介等属群。

# 网雕饰叶肢介&>3=2<87</?=/属的

共生化石及其组合特征

大店子组#51段均产&>3=2<87</?=/属。其中，#段

以&>3=2<87</?=/ 79@3/>30760131，&: ?8>D<6=3G9>/=/，&:
B>8<8C/>C/<31（,-&./0&）等为主，即 以 网 格 装 饰 为 主 的

类型占绝对优势，同时，也出现少量以线脊装饰为主

的类型，以及两者之间的类型。其中，又以&: 79E
@3/>30760131，&: B>8<8C/>C/<31（,-&./0&）两种层数多，数

量大，仅少量可延续到1段。故大店子组#段可称为&:
79@3/>30760131H&: B>8<8C/>C/<31组合（带）。大店子组1
段则以线脊装饰为主的类型占优势，又以&:1=<3/<31，
&: >306/<31（89）的层数最多。大店子组1段可称为

&: 1=<3/<31H&: >306/<31组合（带）。

与该属共生的叶肢介化石有"8161=26<3/ >307D9/E
060131， "8161=26<3/: ,-&， A361=26<3/ ,-&， ./012/03/

$*



第 !! 卷 第 ! 期

!"#$%&’($)*%*，+, *(#-("!."/"等 ， 属 东 方 叶 肢 介

0’*$*/1$.%" 群 。 共 生 的 还 有 双 壳 类 ：2.&()%$33"
3%)&4(")$)*%*，2, 4")*1")$)*%*； 介 形 类 ：546.%!$"
*(37"/"，5"#$" 71$)&!$)*%*，+")*1")%)" $3’)&"/"，+,
6’*/%/.()7/"，+, *(#’8"/"，9".:%)(3" 7’)/."7/"，9,
3$&(;%)$33"，<%;%.%"*$8%" %&"，=47’6/$.’746.%* %&"；昆

虫：061$;$.’6*%* /.%*$/"3%*；鱼：=47’6/$." !"8%!%等!，

属典型的热河生物群。以53%/1.’&."6/"属为代表的这

一叶肢介动物群为热河生物群中东方叶肢介0’*$*>
/1$.%"群的早期群落。

’ 东方叶肢介0’*$*/1$.%"群早期群落

的叶肢介化石组合序列

冀北滦平盆地 陆 相 侏 罗—白 垩 纪 临 近 地 层 自

下 而 上 为 张 家 口 组 、大 北 沟 组 、大 店 子 组 、西 瓜 园

组、花吉营组和下店组。大北沟组属尼斯托叶肢介

?$*/’.%"群，可初步划分为下部?$*/’.%"@A%#$%3%;)"!%"
组合（带）和上部?$*/’.%"@B$."/$*/1$.%"组合（带）［’］。

大店子组至下店组属东方叶肢介0’*$*/1$.%"群。大

店子组()!段的叶肢介 以0’*$*/1$.%" !’)&&’($)*%*，
0, #$33"，0, &%##"，0, .";(3’*"［*］等 为 主 ，可 称 为

0’*$*/1$.%" !’)&&’($)*%*@0, #$33"组合。大店子组+)
’ 段 如 上 述 ， 为 53%/1.’&."6/" &(C%"3%)&$)*%* @5,
D3’.’8"38".%*@5, */.%".%*组合。大店子组之上的西瓜园

组 底 部 所 产 叶 肢 介 有0’*$*/1$.%" 3%)&4(")$)*%*，0,
’8"/"，9%$*/1$.%" %&"等，它们是辽宁北票尖山层中的

典 型 分 子［+］，可 暂 时 称 为0’*$*/1$.%" 3%)&4(")$)*%*@
0, ’8"/"组合。从而在滦平盆地，在一个连续的地层

剖面上［,］初步识别出*个叶肢介化石组合，初步树立

起陆相侏罗—白垩纪叶肢介化石组合序列的对比

标准，为中国北方陆相侏罗—白垩纪的地层划分与

对比提供了有力的古生物证据。

* 网雕饰叶肢介53%/1.’&."6/"属在冀

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发现的意义

*"( 沉积盆地的扩大与叶肢介动物群的迁徙

大店子组()’段，由砾岩、砂岩、泥页岩夹泥灰

岩，从粗到细，形成!个完整的沉积旋回。其中，+)’段

是大店子组沉积时期最大湖泛期的沉积［,］。网雕饰

叶肢介53%/1.’&."6/"自大店子组!段上部出现后，在

最大湖泛期的+)’段达到极繁盛的程度。随着沉积盆

地逐渐由西向东的不断扩大，网雕饰叶肢介53%/1.’>
&."6/"等属群也由滦平盆地向东迁移。辽西建昌盆地

谷家岭-上湖仙沟剖面“义县组”(段［.］即原大新房子

组富产网雕饰叶肢介53%/1.’&."6/"等可能就是这一

沉积盆地的扩大和叶肢介动物群的迁移在辽西建昌

盆地的产物。网雕饰叶肢介53%/1.’&."6/"属在冀北滦

平盆地大店子组上部的发现，证实了这一沉积盆地的

转移和叶肢介动物群迁移的存在，具有古生物学、生

物地理学、沉积学和构造地质学的重要意义。

*"! 冀北—辽西陆相侏罗—白垩纪临近地层

的对比与衔接

冀北陆相侏罗—白垩纪临近地层自下而上为张

家口组至下店组。辽西北票-朝阳-建昌盆地、金-羊

盆地、阜新-义县盆地自下而上为义县组至九佛堂

组［.］。冀北—辽西上述地层如何对比与衔接，长期以

来众说纷纭，是目前尚未彻底解决的难题之一。

网雕饰叶肢介53%/1.’&."6/"属 最 早 产 于 辽 宁 西

部建昌、凌源、朝阳、北票等地。其中，以建昌谷家

岭-上 胡 仙 沟 剖 面 最 具 代 表 性 。 该 剖 面“义 县 组 ”

分 为(段砂砾岩段（原大新房子组）和!段火山岩段

（原建昌组），其下不整合在土城组之上，上被九佛

堂组覆盖［.］。(段以砂页岩为主夹砾岩和火山岩，厚

( .*+ /，为一套近陆源区的河湖相沉积。在所夹多

层灰黑色页岩中可见+层叶肢介化石，有53%/1.’&."6>
/" &(C%"3%)&$)*%*，E%3%&."6/" /"%6%)&&’($)*%*，9%D’.;’>
&."6/"（00’*$*/1$.%"）&’)&4%)&F%$)*%*等［.］。 根 据 叶 肢

介化石组合，这里的“义县组”(段大体可以与滦平盆

地大店子组+)’段对比，是滦平盆地大店子组+)’段

最大湖泛期［,］在辽西建昌地区的超覆产物。沉积盆

地的扩大与转移和网雕饰叶肢介动物群的迁徙与

辐射，将冀北滦平盆地的大店子组上部同辽西建

昌盆地的“义县组”下部联系了起来。据此，并综合

考虑地层层序、接触关系、同位素年龄和叶肢介组

合序列，笔者初步提出两地上侏罗统—下白垩统

的 对 比 意 见 如 表(。 目 前 ， 对 冀 北—辽 西 陆 相 侏

罗—白垩系的界线划分尚有不同意见［!，+，.，1］。特别

是 从 叶 肢 介 化 石 组 合 特 征 上 如 何 探 讨 这 一 界 线 ，

笔者将另文讨论。

目 前 ， 大 店 子 组()!段 所 产0’*$*/1$.%" !’)&>

! 鱼化石由卢立伍研究员鉴定；昆虫由任东教授鉴定。

牛绍武等：冀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中网雕饰叶肢介 53%/1.’&."6/" 属的发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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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35"671889叶肢介化石组合尚未在辽西“义县

组”下部见到，辽西地区可能缺失该期沉积。辽西

“ 义 县 组 ” 下 部 尖 山 沟 层 的 重 要 分 子"/313:;1<49
842.=092123435"6/>9:9组合在滦平盆地西瓜园组底部

被找到，北票盆地“义县组”可能相当于本区的西瓜

园组。滦平、丰宁、围场、平泉、隆化等地西瓜园组中

上部和花吉营组火山岩的沉积岩夹层中所产"/313?
:;1<49 $%& ’8/2.9:9，"6 842@492.12343，"6 3;92.3;4A4?
912343，"6 $%& B1<3C08B:9，"6 $%& D4EE12E/<F44，"6
G42.G09212343，"6 3/2.=42.12343，"6 <1:4C089:9，"6 D4?
2/<，"6 :9H1C;1212343，"& $%& C;44，"6 8/2.4G09E<9:9，

"6F12.242.12343，"6 ;13;92../012343，I413:;1<49 =4A4?
9212343，I6 />9:9，I6 8/2.42G09，I6 307/78/2.9，I6 .4?
.92:19，*912413:;1<49 G42.G09212343等叶肢介化石［(，)］

也都是辽西义县组大康堡层至金刚山层中的分子

或类似的分子，而不同于下店组或九佛堂组的叶肢

介面貌，进一步证明本区的西瓜园组 * 花吉营组与

辽西的义县组是相当的。

网雕饰叶肢介&84:;</.<9B:9属在滦 平 盆 地 大 店

子组中的发现，使大店子组#+,段与辽西建昌盆地

原大新房子组较好地进行了对比。根据本区上述叶

肢介化石组合序列，辽西缺失大北沟组至大店子组

-+!段的叶肢介化石组合。西瓜园组 * 花吉营组叶肢

介化石面貌与辽西尖山沟层至金刚山层基本是一

致的，西瓜园组 * 花吉营组大体相当于辽西的原建

昌组或义县组。这样，笔者根据叶肢介化石及其组

合序列，初步解决了冀北—辽西陆相侏罗—白垩纪

临近地层的对比与衔接问题。特别是网雕饰叶肢介

&84:;</.<9B:9属在冀北地区的发现，在这一对比衔接

中起到了承下启上的关键作用；同样，滦平盆地大北

沟组—西瓜园组的叶肢介组合序列的确定及与辽西

对比的结果，表明东方叶肢介"/313:;1<49群归属于

白垩纪更为合理。从而在冀北—辽西陆相侏罗—白

垩纪临近地层的划分与对比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具有重要的地层意义。

. 化石描述

介甲目!"#$%"&’()$)# *)(&，+,-.

刺尾亚目*/0#0$)12)’) 30#24(，+567

光滑叶肢介超科30"4&’%4(0"024) 8)9:"#2，+56-

东方叶肢介科;"&4&’%4(002)4 <%)#= 4’ !%4#，+5.-

网雕饰叶肢介属!"#$%&’(&)*$) >?>)#=，+5,.

4:4#2?@01

壳瓣中等到大，长椭圆形、椭圆形、卵圆形、斜卵

圆形和近圆形。生长带或宽平而少，或窄而多。其上

或以较大的网格装饰为主，或以线脊装饰为主，或介

于两者之间。壳瓣前部或背部为网格装饰，向后部或

腹部，网格逐渐过渡为线脊装饰。线距网径或较大到

大，或中等大小，一般为"&"#+"&( //，最大可达"&".+
"&- //，个别可达"&! //。在线脊、网格基部与生长

线交汇处，形成清楚而美丽的“滨生长线瘤”构造。

“滨生长线瘤”沿生长线上缘呈锯齿状排列，印在外

表- 冀北—辽西陆相侏罗—白垩系对比

A)BC4 + *’()’0=()/%0$ $"((4C)’0"# "D $"#’0#4#’)C E1()&&0$F!(4’)$4"1&
0# #"(’%4(# G4B40FH4&’4(# 30)"#0#=

地 层

下

白

垩

统

上侏罗统

冀 北 辽 西

滦 平 盆 地 建昌盆地（谷家岭0上湖仙沟剖面）

下 店 组 九 佛 堂 组

西瓜园组 花吉营组

"/313:;1<49 !"6 D4EE12E/<F445
"6 />9:9 组合

建 昌 组

大

店

子

组

#+,段 &84:;</.<9B:9 .0@49842.123435
&6 3:<49<43组合

大新房子组 &84:;</.<9B:9 .0@49842.123435
,484.<9B:9 :94B42../012343组合

-+!段

"/313:;1<49 E/2../0123435"6 71889组合

张 家 口 组

大北沟组+13:/<49叶肢介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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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上，形成一排排三角形的凹坑，极为美观。

比较与讨论：该属个体中等到大，具有逐渐过

渡的网线装饰，与东方叶肢介!"#$#%&$’()属基本一

致。但是，后者未见“滨生长线瘤”构造，两者可以区

别。该属具清楚而美丽的“滨生长线瘤”构造，与优美

叶肢介*+’$#%&$’()，瘤优美叶肢介,-.)+’$#%&$’()，丰

宁叶肢介/$-0-(-00’)1%)和似东方叶肢介!"#$#%&$’(2
"1#(#相同［"#$$］ 。但是，后%个属的壳瓣多中等偏小到

小，一般不超过$& ’’。如!"#$#%&$’("1#(#壳瓣(#)
’’，个别可达$& ’’；*+’$#%&$’()壳瓣*+,#(+! ’’，

个 别 达, ’’；,-.)+’$#%&$’()壳 瓣*+!#, ’’；/$-0-2
(-00’)1%)壳瓣%+)#(+) ’’。它们与早白垩世后期的

,’%&$#%&$’()（壳长!#(+- ’’），,’%&$#%&$’("1#(#（壳 长

%+!#- ’’）等 属 都 属 于 小 个 体 的 叶 肢 介 类 ，!"#$#2
%&$’("1#(# 3*+’$#%&$’() 3/$-0-(-00’)1%) 3,’%&$#%&$’()
等可能形成一个演化系列。45(%&’"0’)1%)属壳瓣中等

到大，属于大个体的叶肢介类，与东方叶肢介!"#$#2
%&$’()属关系密切，而与上述(属没有直接的演化关

系。至于该属也具有“滨生长线瘤”构造，很可能是

一种趋同现象。原作者仅将以网格装饰的类型置于

该属内。根据笔者在大店子组中采集的大量标本，

该属还应当包括以线脊装饰为主的类型以及介于

两者之间的类型。故推测，辽西所产/(5(0’)1%) %)(12
(-00"6$-#(#，/7 8()-#&)-0"6，/7 1&)5"#)-)，9(:"’;"2
0’)1%)（.!"#$#%&$’()）0"-0<(-0=($-#(# 等 可 能 也 具 有

“滨生长线瘤”构造而应置于该属内。

属型种：!"#$%&’(&)*$) (+,#)"#-(.-/#/
!"!#$%，&’()

分布与时代：中国辽宁、河北，早白垩世。

/$0谷家岭网雕饰叶肢介!"#$%&’(&)*$)
(+,#)"#-(.-/#/ !"!#$%，&’()

（图版!1$#-）

$")- 45(%&’"0’)1%) 068()5(-0$-#(# 2+2345，辽宁西部中

生代地层古生物（三），$,!页，图版-1%#(；图版"1$#*。

$""" !"#$#%&$’("1#(# 068()5(-0$-#(#（2+2345），热河生物

群，$$"页，图版"1)#$!。

壳瓣大，椭圆形至宽卵圆形。标本678!,9&!!$)，

&!!$"，&!!!*的长与高依次为$! : - ’’，$%+- : ) ’’，

$$+* : -+( ’’。长高比为$+(#$+)%。背缘直长，后背角略

显；胎壳位于近前端。前后缘对称拱曲或后缘略圆缩，

前后高近等。生长带宽平，近腹缘变窄，!&#*&条。壳瓣

前部主要为较大的网格装饰，网格较均匀，最大网径

&+&%#&+&, ’’，向前缘和腹缘，网格过渡为线脊。线

脊较规则，偶有分叉，最大线矩&+&%#&+&, ’’。壳瓣

后部为线脊装饰。线脊略弯曲，可分叉，最大线距

&+&%#&+&(( ’’。壳瓣具有清楚而美丽的“滨生长线

瘤”构造，印在外模上，形成一排排三角形凹坑。

比较与讨论：壳瓣中等偏大到大，椭圆形至宽卵

圆形；壳长与高之比与该种模式标本$+,*#$+-基本一

致。生长带上以较大的网格装饰为主，最大线距网径

&+&%#&+&,’’，与该种模式标本也基本一致。当前标

本以网格装饰为主，与45(%&’"0’)1%) 1"5<’$%(.65)%)，47
:5"’">)5>)’(#最相似。前者壳瓣近圆形；后者网格巨

大，与模式种可以区别。

产地与层位：滦平火斗山乡张家沟上营；大店子

组*#%段。

/!0多网网雕饰叶肢介!"#$%&’(&)*$)
*’"0&.$#1+")$) !"!#$%，&’()

（图版!1)#$&）

壳瓣中等，近圆形，长与高为"+( ’’ : ) ’’。背

缘短，略拱突；前、腹、后缘圆形拱曲，前后高近等。生

长带宽平，腹缘变窄，约$(条。生长带以大的网格装

饰为主。网格大小均匀，近六边形，最大网径&+&(#&+&
-’’，个别达&+$ ’’。前缘和后缘有少量线装饰。线

脊较规则，偶有分叉，线距&+&%#&+&, ’’。壳瓣前腹

部见清楚的“滨生长线瘤”构造，印在外模上，为三角

形的凹坑。

比较与讨论：壳瓣以较大网格装饰为主，与模式

种 45(%&’"0’)1%) 068()5(-0$-#(#8 和 47:5"’">)5>)’(#（8;+
4<=+）相类似。但是，该种壳形和大小与后两种区别

较大，网格大小介于两者之间，与它们可以区别。壳

瓣中等大小，近圆形；以较大的网格装饰为主，网格

为较规则的近六边形，与辽宁朝阳“义县组”下部所

产该种模式标本基本一致。当前标本可见清楚的“滨

生长线瘤”构造，进一步证明该种模式标本应具有

“滨生长线瘤”构造。另外，通过度量，原定有疑问的

45(%&’"0’)1%)？1"5<’$%(.65)%)正模标本长与高为$&’’ :
) ’’；副 模 为-+%’’ : ,+( ’’，个 体 不 是 很 小 ，有 清

楚的“滨生长线瘤”构造，置于该属似无疑问。

产地与层位：产地同上；大店子组*段。

/*0花瓣网雕饰叶肢介（新种）!"#$%&’(&)*$)
2"’&’3)"3)&#/ *+,（-."$/0）

（图版#1$#,）

壳瓣大，宽椭圆形至宽卵圆形，略后斜。正模长

牛绍武等：冀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中网雕饰叶肢介 45(%&’"0’)1%) 属的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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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宽为$%&! ’’ ( $! ’’；副模$)&* ’’ ( $#&* ’’。背

缘略短，略拱突，胎壳位于近前端。前缘近直，后缘

宽圆，腹缘宽缓圆突，前高小于后高。生长带宽平，

近腹缘变窄，#"+,"条。壳瓣前部为大的网格装饰。中

背部网格中等大小，较规则均匀，"&"*+"&"% ’’；中

至腹部网格巨大，多纵向拉长，不规则多边形，网径

达"&"-+"&$* ’’，个别可达"&! ’’。向前后缘，网格

逐渐过渡为线脊装饰。线脊较规则，偶有分叉，最大

线距"&"*+"&"-’’，个别可达"&$ ’’。壳瓣后背缘线

脊较密集，"&"#+"&"* ’’。网格线脊基部三角状膨

大，在生长线上缘形成三角形的“滨生长线瘤”构

造。“滨生长线瘤”沿生长线上缘呈锯齿状排列，印

在外模上，形成一排排三角形的凹坑，极为美观。由

于“滨生长线瘤”间距较大，连同网格印在外模上形

成美丽的花瓣状，故名。

比较与讨论：新种以网格装饰为主，与模式种&.
/0123425/65727和&. 894:;6<2=043<3一致。但该种网格巨

大，线脊宽疏，可与后两种区别。新种网格巨大，连

同“滨生长线瘤”一起，印在外模上，形成花瓣状构

造，极为美观，是属内各种所没有的，极易识别。

产地与层位：同上。

.,/线纹网雕饰叶肢介（新种）!"#$%&’(&)*$)
+$&#)&#+ !"#（$%&’()&）

（图版!0)+1）

壳瓣大，椭圆形至卵圆形，长与高为$! ’’ ( )&)
’’（正模）和$) ’’ ( $"&* ’’（副模）。背缘直长，胎

壳近前端。前后缘对称拱曲，前高等于后高。生长带

或宽平，或较窄，!*+,"条，其上以线脊装饰为主。线

脊排列较规则，梳状，偶有分叉，向后部略弯曲。副

模标本线脊多有分叉，可不达生长带上缘。线距

"&"#*+"&"* ’’。近胎壳似有小网格装饰，但保存不

好。壳瓣前部见清楚的“滨生长线瘤”构造，印在外

模上，为一排排三角形的凹坑，极为美观。

比较与讨论：新种具有清楚而美丽的“滨生长

线瘤”构造，与属内各种一致。但壳瓣以线脊装饰为

主，可与其他种区别。

产地与层位：产地同上；大店子组#+,段。

.*/双雕饰叶肢介属（新属）,#(&)*$) !"#（*+’&’()&）
壳瓣中等到大，椭圆形、短椭圆形至宽卵圆形。

壳瓣背部为东方叶肢介型的装饰，腹部为细而密的

线脊装饰，两装饰区为突变关系，其间有!+#条极窄

的生长带将两区分开，形成明显的双雕饰的装饰特

点。背部东方叶肢介型装饰以网格为主。网格较规

则，大小较均匀，网径"&"!+"&",’’。向前后缘，网格

逐渐过渡为线脊装饰，线距同网径。腹部线脊细而

密，均布满整个生长带，线距"&"!+"&",’’。

比较与讨论：新属以网线装饰为特点，特别是背

部为东方叶肢介型装饰，与"9767<>6;23属基本一致。

但后者网线为逐渐过渡的，而新属明显分为背部网

格区和腹部线脊区，两区之间为突变的，可以相区

别。新属背部为东方叶肢介型装饰，腹部为线脊装

饰，与朝阳叶肢介&>39:35/67<>6;23 2&2345，$1-)最

相似［!］。但后者线距网径要大得多，并在窄生长带长

线脊之间还有短线脊，新属没有这些特点。特别是新

属腹半部线脊细而密，多在"&"# ’’以下，两者明显

不同。新属背半部为东方叶肢介型装饰，腹半部为线

脊 装 饰 ，两 区 为 突 变 关 系 ，与+62?95/9467<>6;23 2&
2345，$1)%，@2A6267<>6;23 678，$1-,，B6>67<>6;23
678，$1-#都很相似［*，$!，$#］。但后#个属腹半部线脊多

不达生长带上缘，且时有叠饰物，而新属没有这些特

点，可与它们区别。网格区与线脊区为突变关系，新

属与C760D9/;38<3相似。但后者网格大，生长线脊状

突起，两属可以区别。

属型种：,#(&)*$) -%).(/#)(’01.+#+ !"#
分布与时代：中国河北；早白垩世。

.$/张家沟双雕饰叶肢介（新属、新种）,#(&)*$)
-%).(/#)(’01.+#+ !"#（*+’& +, $%&’()&）

（图版"0$+%）

壳瓣大，宽卵圆形；长与宽为$! ’’ ( - ’’（正

模），$! ’’ ( )&) ’’，$"&- ’’ ( ) ’’（副模），长宽比

为$&*+$&%#。背缘短，略拱突，约为壳长的$ ( !；胎壳近

前端。前后缘对称拱曲，前高略小于后高。背半部生长

带宽平，$"+$*条，其上以网格装饰为主。网格大小均

匀，不规则多边形。向前后缘，网格过渡为线脊装饰。

线脊较规则，偶有分叉。最大线距网径"&"#+"&",’’。

腹半部生长带较窄，约$*+!"条，其上均为线脊装饰。

线脊细而密，可分叉、斜接，线距"&"!’’。背半部东

方叶肢介型装饰区与腹半部线脊装饰区之间有!+#
条极窄的生长带相隔，其上或光滑无饰，或具纤维状

线脊。背半部网格区与腹半部线脊区约各占$ ( !。

比较与讨论：新种网格装饰区与线脊装饰区约

各占$ ( !，而E2/;38<3 4035825/65727网格区仅占壳高

的$ ( #，可以区别。

产地与层位：产地同上；大店子组#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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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1 "-# #"/+"*"$.+$’
"+ -,’ !.1".+2" 3%(4.-"%+5 60.+7"+/ 8.#"+，+%(-,’(+ 9’8’"

"#$ %&’()*+， ,# -./0/’1!， 2#3" %&*4’14!， -3"5 6/7/148， ,#$ 9(147/14!
（+:!"#$%"$ &$’("()(* +, -*+.+/0 #$1 2"$*3#. 4*’+)35*’，!"#$%"$，8;;+<;，67"$#；

!:&$’("()(* +, -*+.+/0，67"$*’* 85#1*90 +, -*+.+/"5#. :5"*$5*’，;*"%"$/ +;;;8<，67"$#；

8::7"%"#<7)#$/ =$">*3’"(0 +, ?5+$+9"5’，:7"%"#<7)#$/ ;=;;8+，@*A*"，67"$#）

:8#-(.$-： #1 ’1 /1>.1?/@. ?>*AB (C C(??/D E(1E&(?>F’E’1? CF(G >&. ,().F HF.>’E.(*? I’A/’1J/ K(FG’>/(1 /1
>&. ,*’1L/14 M’?/1， 1(F>&.F1 N.M./， >&. ’*>&(F? C(*1A >&. 4.1*? 6."(73+/3#B(# OP O’14， +QR< /1 >&.
*LL.F L’F> (C >&/? C(FG’>/(1P #> /? E&’F’E>.F/J.A MB (EE*FF.1E. /1 G’1B M.A?， D’F4. 1*GM.F? (C /1A/@/A*’D?
’1A ’ &/4& A/@.F?/>B (C ?L.E/.?P 2&/? A/?E(@.FB LF(@/A.? S.B ’1A ?>F(14 L’D.(1>(D(4/E’D .@/A.1E. C(F >&.
?>F’>/4F’L&/E A/@/?/(1 ’1A E(FF.D’>/(1 /1 >&. ,().F HF.>’E.(*? I’A/’1J/ K(FG’>/(1 /1 >&. ,*’1L/14 M’?/1，

1(F>&.F1 N.M./ ’1A >&. E(FF.E> .?>’MD/?&G.1> (C >&. E(1>/1.1>’D T*F’??/EUHF.>’E.(*? ?>F’>/4F’L&/E CF’G.)(FS
/1 1(F>&.F1 N.M./U).?>.F1 ,/’(1/14P 3EE(FA/14 >( >&/? A/?E(@.FB ’1A >&. E(1E&(?>F’E’1 ’??.GMD’4. ?.V
7*.1E. /1 >&. I’M./4(* K(FG’>/(1 ’1A W/4*’B*’1 K(FG’>/(1， >&. *LL.F L’F>（8FA ’1A X>& Y.GM.F?）(C
>&. I’A/’1J/ K(FG’>/(1 /1 >&. ’F.’ G’B M. E(FF.D’>.A )/>& >&. D().F L’F>（(F/4/1’D I’0/1C’14J/ K(FG’>/(1）

(C >&. Z9/0/’1 K(FG’>/(1Z /1 >&. T/’1E&’14 M’?/1， ).?>.F1 ,/’(1/14， ?*44.?>/14 >&’> >&. D().F L’F>（+?>
’1A !1A Y.GM.F?） (C >&. I’A/’1J/ K(FG’>/(1 (C >&. ’F.’ /? ’M?.1> /1 ).?>.F1 ,/’(1/14； >&. W/4*’B*’1
K(FG’>/(1 /? D’F4.DB .7*/@’D.1> >( >&. 9/0/’1 K(FG’>/(1 (C ).?>.F1 ,/’(1/14P
;’) <%(1#：6."(73+/3#B(#；1(F>&.F1 N.M./；,*’1L/14 M’?/1；I’A/’1J/ K(FG’>/(1

[!\滦平双雕饰叶肢介（新属、新种）+#(&)*$)
",)-*#-(.-/#/ ="0（/’+> ’- #7> +%&>）

（图版!U图 <]+;）

壳瓣大，椭圆形到短椭圆形，长高比为+^P= GG _
+;P8 GG‘+P（̂正模），+8P^ GG _ QGG‘+P=（副模）。背

缘直长，胎壳近前端。前后缘较拱突，前高等于后

高。近背部生长带略宽，约+=条。其上以网格装饰为

主。网格较小，不规则多边形，网径;P;!];P;8GG。向

前后缘，可见少量线脊。向中腹部，生长带较均匀，

!;]!=条，其上均为线脊装饰。线脊细长，较规则，略

弯曲，可分叉和斜接，线距;P;!];P;8GG。壳后部，线

脊加密，;P;!GG。网格区与线脊区之间有+]!条较窄

的生长带相隔。网格区仅占壳高的+ _ 8，而壳面的! _ 8
均为线脊区。

比较与讨论：新种网格区仅占壳高的+ _ 8，可与

属内各种区别。

产地与层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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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25605 478/5./94:9;/;：)*!-左瓣外模，登记号./0!12"!!)3，./0!12"!!#!，4!,5，示雄性个体；#,右瓣外模，

登记号./0!12"!!!#，4!,5，示雌性个体；6,图)前腹缘线脊与“滨生长线瘤”构造，41#；5,同一标本中腹部网格，

46+,!5；1,同一标本后腹缘线脊，46+,!5；+,图!前腹缘线脊与“滨生长线瘤”构造，46+,!5,
3*)",&./0123425605 63.<2:0/=7.50573,右瓣外模，登记号./0!!2"!)58，4!,5；8,同一标本前缘大网，46)；)",同一标本中腹缘线

脊与“滨生长线瘤”构造，46+,!5,9以上化石产地与层位：滦平县火斗山乡张家沟上营；大店子组#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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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模，左瓣外模，登记号+,&!$-.!!!/，0!%1，示雄性个体；!%副模，右瓣与左瓣外模，

登记号+,&!$-.!!!1，0!%1，示雌性个体；2%图"中部大网，0/3%!1；/%同一标本中腹部大网与“滨生长线瘤”构造，0/3%!1；

1%另一标本右瓣，登记号+,&!$-.!!!3，前缘大网与“滨生长线瘤”构造，0$2；$%图!中后部大网，02"%1%
3#4%!"#$%&’(&)*$) -$&#)&#-（&’%()*%）：3%正模，右瓣外模，登记号+,&!$-.!!23，0!%1；5%同一标本前部线脊与“滨生长线瘤”

构造，0/3%!1；4%同一标本中腹部线脊，0/3%!1%6以上化石产地与层位：滦平县火斗山乡张家沟上营；大店子组2段7

图版! 89:;<!

牛绍武等：冀北滦平盆地大店子组中网雕饰叶肢介 !"#$%&’(&)*$) 属的发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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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

)*+,./012342 562708/209:;7</<（-(., (’ /0, .12,）：),正模，右瓣外模，登记号34/!#5"!)6789!,+，示雌性个体；!,同一标本中

前部网格:突变带:线脊，9+),!；#,同一标本前腹缘线脊，9;7,!+；;,副模，左瓣外模，登记号34/!#5"!)6"，9!,+，

示雄性个体；+,同一标本中部网格:突变带:线脊，9;7,!+,
<*)",./012342 =:273/70;7</<（-(., (’ /0, .12,）：<,正模，左瓣，登记号34/!#5"!)7+89!,+，雄性个体；7,副模，右瓣外模，

登记号34/!#5"!)7789!,+，雌性个体；6,图<背部网格:突变带:线脊，9;7,!+；=,同一标本前腹缘线脊，9;7,!+；

)",图7背部网格:突变:线脊，9<#,>以上化石产地与层位：滦平县火斗山乡张家沟上营；大店子组#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