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建昌县位于辽宁省西部，隶属于葫芦岛市管辖

（见图 1）. 近 20 几年，对辽西中生代生物群研究，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在建昌、凌源等地，先后发现了震惊中

外的早期鸟类、恐龙类、翼龙类、哺乳类、爬行类，以及

被子植物化石———辽宁古果［1］. 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

高度重视，同时，极大地丰富了辽西地区中生代生物

群研究内容. 建昌地区中生代各门类古生物化石极其

丰富，是研究中生代古生物化石群的理想地区之一.
2013 年 10 月，在建昌县进行古生物化石地质源

调查时，在建昌县大三家子北西九佛堂组下部浅灰

色（风化呈浅灰黄色）薄层粉砂质页岩中（JHP8 剖面

第 20 层），发现了壳体长 4.3 cm，高 1.6 cm 的特大类

型叶肢介化石. 2014 年 5 月，在大三家子重点工作区

内，大三家子村槽探施工过程中（DSTC4-1，DSTC4-5，

DSTC4-7），发现了同样类型的叶肢介化石.

张文堂等［2］曾叙述过 Eosestheriidae 壳体中等大

小或巨大，但未详细描述过这样的个体巨大的属种. 该

标本从壳面的装饰等特征来看，应该属于Eosestheriidae.
经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王五力鉴定，认为是Eosestheria
的新类型. 同时指出，特大类型极其罕见，世界少有，建

议另立新种，应予发表.

1 剖面描述

本文研究的叶肢介化石均出自喇嘛洞大三家子北

西半山腰处的九佛堂组二段（K1 jf 2）中的化石层，相当

于本次笔者测制的 JHP8 剖面［3］的 20 层. 本次研究将

该层定名为肖台子层，本组经作者实测如图 2. 剖面描

述如下.
未见顶：上覆第四系下全新统（Qh1alp）黄褐色亚砂土

........ 不整合覆盖 ........

九佛堂组（K1 jf）

A NEW SPECIES OF Eosestheria FROM LOWER CRETACEOUS JIUFOTANG
FORMATION IN JIANCHANG,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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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ning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Dalian 116100,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In the investigation for fossils in northwestern Dasanjiazi, Jianchang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the king sized
fossil of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lower part of Jiufotang Formation, Early Cretaceous. The
individual is 4.3 cm long and 1.6 cm high. The new species of Eosestheria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Jianchang, also rar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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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辽宁省建昌县古生物化石调查过程中，在建昌县大三家子西北下白垩统九佛堂组下部采集了个体长 4.3 cm，高 1.6 cm 的特

大类型 Eosestheria 新种———建昌东方叶肢介（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该新种在建昌县首次发现，世界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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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佛堂组三段（K1 jf 3） >153.5 m
30. 浅灰绿色中厚层含砾凝灰质中细粒长石砂岩 >9.00 m
29. 灰色粉砂质页岩 12.5 m
28. 灰绿色薄层凝灰质细砂岩与灰色粉砂质泥岩互层 10.1 m
27. 灰白色中厚层凝灰质胶结砂质细砾岩 16.4 m
26. 浅灰绿色中厚层沉玻屑凝灰岩夹灰绿色薄层粉砂质泥岩，两者比例

6∶1，凝灰岩中产硅化木、植物碎片等化石 22.4 m
25. 灰绿色薄层粉砂质泥岩夹灰色粉砂质页岩，两者比例 5∶1 36.1 m

24. 灰绿色薄—微薄层粉砂质泥岩 19.8 m
23. 灰绿色薄层粉砂质泥岩与灰色纸片状页岩互层 11 m
22. 灰绿色薄—微薄层凝灰质粉砂岩与灰绿色粉砂质泥岩互层，具球形

风化 13.3 m
21. 灰绿色薄—微薄层含粗砂凝灰质粉砂岩 2.9 m
九佛堂组二段（K1 jf 2） 71.3 m
20. 灰绿色薄层凝灰质粉砂岩与灰绿色纸片状页岩互层，见有多个化石

采坑，页岩中产鱼、介形类、植物碎片等化石. 该层即为本次工作所

图 1 建昌喇嘛洞九佛堂组剖面位置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Jiufotang Formation section at Lamadong, Jianchang County
Qh—全新统（Holocene）；K1f—阜新组（Fuxin fm.）；K1s—沙海组（Shahai fm.）；K1jf—九佛堂组（Jiufotang fm.）；K1y—义县组（Yixian fm.）；J3t—土城子组

（Tuchengzi fm.）；J2t—髫髻山组（Tiaojishan fm.）；T1h—红砬组（Hongla fm.）；O—奥陶系（Ordovician）；C—寒武系（Cambrian）；λπ—流纹斑岩（rhyolite
porphyry）；Kηγ—二长花岗岩（monzogranite）；JHP8—剖面位置（section）

图 2 辽宁省建昌县杨杖子－下五家子白垩系下统九佛堂组实测地层剖面（JHP8）
Fig. 2 The Yangzhangzi-Xiawujiazi section of Cretaceous Jiufotang Formation（JHP8）

Qh1
alp—下全新统（Lower Holocene）；K1jf 3—九佛堂组三段（3rd mem. of Jiufotang fm.）；K1jf 2—九佛堂组二段（2nd mem. of Jiufotang fm.）；K1jf 1—九佛堂组

一段（1st mem. of Jiufotang fm.）；a—植物（plant）；b—叶肢介（Estheria）；c—腹足类（gastropod）；d—鱼类（fish）；e—介形类（Ostrac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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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肖台子层，化石名单如下 鱼：Lycoptera sp.（狼鳍鱼未定种）；

介形类：Cypridea sp.（女星介未定种）;叶肢介：Eosestheria sp.以及本

次发现的新种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1.6 m
19. 灰白色中厚层凝灰质胶结含砾中细粒岩屑长石砂岩 39.5 m
18.灰绿色薄层凝灰质细砂岩夹灰绿色纸片状页岩，两者比例 5∶1 11.1 m
17. 黄绿色薄—中厚层含砾凝灰质胶结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7.1 m
16. 黄褐色中厚层凝灰质胶结含砾中粗粒岩屑长石砂岩，产硅化木化石

2 m
九佛堂组一段（K1 jf 1） 205.5 m
15. 灰绿色薄—微薄层凝灰质粉砂岩与灰绿色粉砂质页岩互层，见有化

石采坑，产鱼、腹足类、叶肢介、昆虫、植物等化石. 鱼：Lycoptera sp.
（狼鳍鱼未定种）；腹足类：Reesidella delicate（美丽里氏螺）；昆虫：

Ephemeropsis trisetalis（三尾拟蜉蝣）；介形类：Cypridea sp.（女星介未

定种） 6.2 m
14. 黄褐色中厚层含砾泥砂质胶结中粗粒长石砂岩 13.3 m
13. 黄褐色厚层泥砂质胶结中细砾复成分砾岩 22.2 m
12. 灰绿色薄—微薄层含粉砂质泥岩夹灰绿色纸片状页岩及黄褐色薄

层含砾中细砾岩屑砂岩，三者比例 7∶1∶1，见有化石采坑，产鱼、植物

等化石. 鱼：Lycoptera sp.（狼鳍鱼未定种）；植物：Czekanowskia rigida
Heer （坚直茨康诺斯基叶），Ginkgo sp.（指状银杏），Elatocladus
pinnatus Sun et Zheng.(羽状枞型枝)，Pityolepis ovatus Toyama et Oishi

（卵园形松型果鳞），Leptosthrobus sinensis Sun et Zheng（中华薄果

穗），Baiera valida Sun et Zheng（强劲拜拉），Baiera. cf. gracilis Bean Ms
Bunbury.（纤细拜拉比较种） 3.6 m

11. 灰绿色薄层粉砂质粉晶灰岩夹黄褐色中厚层泥砂质胶结中细砾复

成分砾岩，两者比例 4∶1，该层产植物化石 12.5 m
10. 灰紫色流纹质玻屑凝灰岩 11.9 m
9. 灰绿色流纹质含火山角砾玻屑凝灰岩 17.1 m
8. 黄褐色中厚层泥砂质胶结中细砾复成分砾岩与黄褐色中层泥质胶结

含砾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互层夹灰绿色薄层凝灰质胶结细粒长石岩

屑砂岩，三者比例 3∶3∶1 20.9 m
7. 黄褐色厚—巨厚层泥砂质胶结不等砾复成分砾岩 7.7 m
6. 黄褐色厚层含砾泥砂质胶结中细砾复成分砾岩夹灰绿色薄层含砾凝

灰质粉砂岩，两者按 6∶1 比例旋回性互层，组成向上砾岩减少的旋

回，共 4 个这样的旋回 27.6 m
5. 灰绿色薄层含泥质凝灰质粉砂岩，产叶肢介、植物化石碎片 4.7 m
4. 黄褐色中厚层凝灰质胶结含砾细砾岩夹黄褐色中厚层凝灰质胶结中

粗粒岩屑砂岩，两者旋回性互层，比例 3∶1 13.7 m
3. 黄褐色厚—中厚层泥砂质胶结中细粒复成分砾岩 1.5 m
2. 灰绿色厚—中厚层泥砂质胶结中粗粒复成分砾岩 35.2 m
1. 黄褐色薄—中厚层含砾铁质胶结中粗粒岩屑砂岩夹黄绿色薄层凝灰

质细砂岩 7.4 m
平行不整合

下伏地层：义县组五段（K1y5）
0. 浅灰紫色气孔杏仁状安山岩 >6.2 m

本文研究的叶肢介化石赋存岩性为粉砂岩及页

岩，该层产鱼、腹足类、叶肢介、昆虫植物等化石. 鱼：

Lycoptera sp.（狼 鳍 鱼 未 定 种）； 腹 足 类 ：Reesidella
delicate （美丽里氏螺）；昆虫：Ephemeropsis trisetalis

（三尾拟蜉蝣）；介形类：Cypridea sp.（女星介未定种）.

据前人资料［4］，在肖台子-大三家子一带该层位采集到

了大量的珍稀化 石 . 鸟 类 ：Jianchangornis microdonta
（小齿建昌鸟）［5］，Bohaiornis guoi （郭氏渤海鸟）［6］，

Schirooura lii （李氏叉尾 鸟）［7］，Jeholornis palmapenis
（棕榈热河鸟）［8］，Zhongornis haoae（郝氏中鸟）［9］；翼

龙：Moganopterus zhuiana（朱氏莫干翼龙）［10］；哺乳类：

Liaoconodon hui （胡 氏 辽 尖 齿 兽）［11］； 龟 鳖 类 ：

Liaochelys jianchangensis（建昌辽龟）［12］.

2 化石特征及形成环境

本次研究中采集到多件叶肢介化石，其中发现一

类个体巨大的叶肢介 （该化石受建昌县国土资源局委

托暂保存于辽宁省地质勘查院，以备建立化石馆所

用），对比以往的叶肢介化石，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该

叶肢介应订立新种. 现将该化石描述如下.
介甲目 Conchostraca，1867
瘤模叶肢介亚目 Eosestheria Kobayashi，1972
光滑叶肢介超科 Lioetherioidea Raymond，1946
东方叶肢介科 Eosestheriidae Zhang et Chen，1958
东方叶肢介属 Eosestheria Chen，1976
建昌东方叶肢介 （新种）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sp.
nov.

化石描述：壳瓣长椭圆形，个体巨大；长 4.2 cm ，

高 1.5 cm，背缘平直，腹缘微圆，生长带宽平，数目较

多，生长线较为粗壮；靠近背部或前腹缘区的生长带上

有不规则多边形网格状装饰，网底平浅，网孔大小不

一；靠近腹部的生长带主要为线脊装饰，线脊较粗且分

叉，由于化石保存不佳，生长带装饰较为模糊. 由于研

究条件限制，装饰未进行微观研究，仅以鉴定人描述为

准. 宏观形态见图 3［2］.
该种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个体巨大，其原

因，可能由两种因素造成：其一，建昌地区九佛堂期继

义县期火山期之后，为一套长期稳定的湖泊相沉积环

境，气候温暖潮湿，阳光充足，湖水中繁殖大量菌藻类

图 3 建昌东方叶肢介

Fig. 3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产地及层位：喇嘛洞大三家子九佛堂组肖台子层，模式标本. a—右视

（right view），×0.8 倍，登记号 H68- 1；b—左视（left view），×1.2 倍，登记

号 H6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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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生物，为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提供丰富食

物；其二，由于受燕山构造运动的影响造成地理隔离、
生殖隔离等因素，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演化成为

巨大的个体［1，3］.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层位比较稳定，分布范

围极其有限，仅分布在汤神庙盆地内的九佛堂组，说明

Eosestheria jianchangensis 具有浓厚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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