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潭头盆地大章组的非海栖

    软体动物化石

李  云 通

NON-MARINE MOLLUSCA FROM THE DAIZHANG FORMATION
                    OF TANTOU BASIN. HF.NAN PROVINCE

    潭头盆地位于河南省蒿县和栾川县境内，是一小型山间盆地，呈东西向展布，长约 30

千米，宽lo千米。其中沉积了上千米厚的中、新生代地层。原地质部 中南地质研究所张仁

杰等，1973年在栾川县潭头镇东部的猪头坡一窑上一带详细地测制了下第三系的剖面，并

将这套地层统称为潭头群，进一步分为四组，其时代定为始新世一渐新世。1977年，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童永生等在该盆地又进行 了野外工作，他们在上述地层

中发现了一批哺乳类化石，并将张仁杰等划分的潭头群 I，Ⅱ和 Ⅲ组分别命 名 为 高 峪沟

组大章组和潭头组 。 由于在高峪沟组 中发现了胁 嬲 切 曲如 （阶齿兽）和 Mesonichidae（中

兽类）化石，在大章组 中发现了Pastoraledontidae（牧 兽 类 和Pseudictopidae （假古猬

类）化石，在潭头组中发现了Archaeolambdidae （古脊齿兽类）和Prodinoceratidae（原

恐角兽类）等哺乳类化石，将上述各组的时代依次定为中古新世、晚古新世和早始新世。据

张仁杰等的资料，大章组在猪头坡一窑上的剖面中，其与下伏的高峪沟组和上覆的潭头组

均为整合接触，为一套灰褐色、棕红色，黄绿色及灰绿色的细砂岩和泥岩，并夹有米黄色

的薄层泥灰岩，总厚为375米左右。

    本文所记述的软体动物化石是笔者于1981年 4月采 自上述剖面大章组之泥灰岩和泥岩

中，这些化石的壳体一般很小，保存相 当好。总计有11种，隶属 2纲、 6科、 8属。其 中

包括 6个新种：Micro缈 停 砖 co，，绷觚 (sp．nov．)，Parhydrobia 饼钟，-4(sp．nov．)，A∥ 一

cxa’Io"’螂缮s Li，Physa raris Li，Physa 8x删 -sita (sp．nov．>，P丙少龆 D夕砌Ⅵ(sp．nov．)，

一P̂ ys4 sp．，？一Pu f>oides．多，D6厶""口翻活“s  (sp．nov．)，？ 一PZ一cfD≯哆嘱Di露辱s sp．，Assiminea

，d雪o乡哆，p"氏l Wang和五k夕甜4 办毒帕仃馆一住sls(sp．nov．)。

    从上列化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淡水生和陆生属种相混生的且以淡水生属种 占绝对优

势的软体动物组合，这表明化石的产出地层是形成于浅水湖泊环境。而极少数的陆生属种

的出现，可能是 由水流将它们从周围陆地带入湖泊，或者当时它们就生活在潮湿的湖边。

    这个软体动物组合中的腹 足类 仅 有Ploctof>ylo 船 Yen和Pupo 嚣 Pfeiffer为陆生

属，余者皆为淡水生属，并分属于前鳃亚纲的水螺科和肺螺亚纲的滴螺科。虽然在采集过

程中曾发现了它们的大量个体，但其属种数 目却比较单一，组 合中属水螺科的Micr of>yr-

肛s Coynuta属，从前仅发现过一个 种，即d舭 ，．o妙 ，．酗 s仍伽讲讲们 (Meek et Hayden)，

它见于美国达科他州古新世的Fort．Unio组和犹他州古新世的FJagstaff组，列入这一 科的



另一个属P4，幻drobia Cossmann有较长的地质历程，但在欧亚及北美大陆它主要见于下
第三系中下部。组合中的Parhydrobia macra(sp．nov．)之壳体及壳口特征与产于苏北盆

地的晚古新世的阜宁群二一四组的Parhydrobia嬲础删 4 Yu十分相近，属滴螺科的Ph-

ysa Draparnaud属，不论是个体数目还是种的数目都在这个软体动物组合中均占优势。
这是迄今在我国发现该属种数较多的一个动物群。其中壳体最小的Physa，．钟 s Li最早发
现于灵宝盆地项城群下部的古新统，在那里它亦与Par hydr obia属的一些种共生。Physa

exqwisita (sp．nov．)Physa o∥，M (sp．nov．)可分别与产于美国犹他州Flagstaff组的Phy一

sacf．rhomboidea Meek和达科他州Fort Unio组的Physa，，肋砌 oidea Meek相比较。这个
组中4 plexa  nor malis最早见于山东昌乐早始新世五图组，后来又发现于山东平邑的冀官庄

组”。组合中的陆生腹足类? P似．爹oides j>ro堋矾cus (sp．nov．)属的归宿尚有存疑，因其
壳口内还发育了一枚腭褶，与其有相似的壳形、壳饰和相同的壳口内部构造的标本笔者曾

见于湖北省宜都始新世的洋溪组中。As，砌 ea rcto．缈 cula Wang是一种腹足类 口盖化
石。据王惠基研究，该种广泛地分布于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的古新统和始新统。

这个软体动物群中仅有的一种双壳类是勘如馏 加懈脚耐s(sp．nov.)，它的壳体小而薄，

是生活于平静水体中的属种。在早第三纪时，E咖 ra曾大量繁衍于欧洲 和北美，在我国
它曾见于山西垣曲盆地晚始新世的河堤组中。据报道，近年来在安徽来安相当于苏北阜宁
群第二一四组的层位及广东三水盆地古新统的旆心组之中部亦相继发现过该属的代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个软体动物群中的大部分属种与国内外古新统或下始新统所产
属种相同或相关，可以肯定它的时代不会晚于早始新世。由于化石产出的大章组内曾发现

了晚古新世的一些哺乳类化石，因此其时代可能应为古新世。

    属 种 描 述

    腹足纲  Gastropoda
    前鳃亚纲 Prosobranchia

    中腹足目  Mesogastr．opoda

    水螺科  Hydrobiidae
    微塔螺属  Microp yrgu,  Meek，1866

    具角微塔螺 （新种）Microp咄啪 cornutu8 (sp．IIOY．)
    (图版I -1-8)

    描述：壳小，右旋，塔锥形，具 6个螺环，每个螺环均规则增长。螺塔较高，几乎相

当于壳体高度之半。早期的3个螺环之周缘微凸，而其余螺环则近于平直，它们的最大宽
度大致位于其下方，因而侧视其断面近于梯形。缝合线深凹而清晰，其上具一明显的肩。

体螺环宽大，但不膨凸，其周缘为钝角状。壳口近等边菱形或近卵圆形，其上 端为亚角
状，口缘连续。外唇薄而简单。无脐孔。壳面仅有生长纹。

    比较：新种与该属属型种 Micropyrgus 耐嬲玩砌s(Meek et Hayden, Meek，

1876，p575，pl. 43，figs．18a,b)的区别在于后者壳体窄长，螺环数目略 多 (7-8个)而



    壳 的 度 量 （毫米）

M∞●urementi of Micropyrltus cornutn8Lj(in mm)

且壳口较窄。

    近水螺属 Parhydrobia Cos8mann，1913
    细长近水螺（新种） Parhydrobia macra (sp．nov．)

    (图版I -9-14)

    描述：壳小，窄长塔锥形，具8-9个螺环，各螺环增长缓慢而均匀。它们的周缘微微

外凸。缝合线深凹且近于平直。螺塔较高，其高度几乎比体螺环高两倍。体螺环不膨凸，

其下部具一不明显的脊。壳口斜卵圆形，上下两端均宽圆，外唇薄，圆弧形，轴唇短，微

倾斜。无脐隙。壳面仅有细的生长纹。

    壳 的 度 量 （毫米）
    Meaiuremenb of Parhydrodia maeroL萱(in mm)

    比较；新种与产于江苏苏北盆地阜宁群第二一三组的Parhydrobia'懈础粥勉 YU(余
汶等，1977，第19页，图版Ⅱ，图9a-11b)较为相近，区别在于后者壳体宽度较大，体螺环

高而且其下部无脊，新种和产于巴黎盆地中一上始新统的P口矿厅ydrolvia sublata (Deshay-
es) (Cossmann et Pissarro，1910，Taf．XIV，fig．68-3)的不同在于法国的标本壳体略高
且其螺环周缘的凸度较大。

    肺螺亚纲 Pulmonata
    基眼且 Bassommatophora
    滴螺科  Physidae

    单饰螺属  Aplexa Fleming 1820

    端正单饰螺 Aplexa normalis Li
    (图版I -23-26)

    李云通，19.85，第242页，图版1，图24-25。

    本种最早发现于山东昌乐下始新统五图组，产于大章组的标本之基本特点与本种之正

型标本大致相同，两地标本的微小差别在于前者壳口宽度略小。成年壳体之壳高为15毫



米，壳宽7.5毫米，壳口高 9毫米，壳口宽4.5毫米。

    滴螺属  Physa Draparnaud 1801

    珍奇滴螺 Phy8a rari8 Li

    (图版I - 15-20)

    李云通，1983,第13-14页，图版 2,图23-28。

    描述：壳很小，尖卵圆形，具31/2个螺环，壳顶钝。螺塔很矮。体螺环高大 而 膨凸。

壳口近弯角形，上端窄尖，下端窄圆弧形，外唇薄，宽弧形，轴唇近直立。壳 面 具 细 生长

纹。壳高3.1毫米，壳宽2.4毫米，壳口高1,7毫米，壳口宽 1毫米。

    当前的标本与产于河南灵宝盆地项城群下部的该种之典型标本特征相同。

    丰满滴螺 （新种）Phy8a opima (sp．nov．)

    (图版I-31、32)

    描述：壳中等大小，卵锥形，具 5个螺环，螺塔窄锥状，各螺环增长均匀，它们的周

缘微外凸。壳顶较尖，壳顶角约60度。体螺环高大而显著膨凸，自其中部向基部方向迅速

收缩，它的高度占壳体高的3/4。缝合线适度深。壳口较宽，上端角状，下端窄圆弧 形，

外唇薄，其中部切状或近于平直。轴缘短，近于直立，无扭曲现象。壳面仅见有很细的生

长线。壳高10毫米，壳宽6.0毫米，壳口高6,1毫米，壳口宽4.2毫米。

    比较：该种具狭窄而高尖的螺塔和显著膨凸的体螺环，依此可区别于 后 述 的 Physa

exquisita (sp．nov．)．该种的壳体轮廓与产于美国达科他州古新统 Fort Unio组的 Physa

rltomboidea Meek et Hayden (Meek，1876，p．524，pl. 43 fig. 17)较相似，差别在于后

者壳体较小 （高 6毫米），螺塔略短而且其轴唇略扭曲。

    精细滴螺 （新种） Phy8a exqui8ita (sp．nov．)

    (图版I - 27-30)

    描述：壳中等大小，侧视近菱形，具4-41/2个螺环，早期的11/2个螺环增 长 缓 慢，其

    壳 的 度 量 （毫米）
    MeaJurements of Phy8a exqukitaLi(in mm)

余的螺环增长迅速，各螺环之周缘均圆凸，缝合线浅但相当清晰。体螺环高大而膨凸，其

最大宽度位于其中部，由此向基部方向逐渐收缩，其高度几乎等于壳体高度 的5/6。壳口

较窄，近新月形，上端尖角状，下端窄弧形。外唇薄，宽圆弧形，轴唇略外斜并微外卷。
壳面仅有细的生长线。

    比较：新种壳体形态和螺环的增长情况与产于美国犹他州 (Utah)中部古新统弗拉格



他夫灰 岩 的Physa cf．rhomboidea Meek et Hayden (Rocque．1960，p．41，p1·3，fig．

36-38)相似，不同点在于后者壳体略小而且壳宽与壳高之比例比前者略大。新种与李官

桥盆地玉皇顶组的Physa secitula Li不同点在于后者螺塔相对较短，而且体螺环略窄长．

    滴螺未定种 P̂ y阳 sp．
    (图版I -21-22)

    描述。壳中等大小，具 4个螺环，螺塔矮。体螺环高大，其高度约占壳体 高 的6/7,其

最大宽度位于其中部，并由此向基部方向缓慢收缩，壳口近瓜子形，上 端 尖，下 端 圆弧

形，其宽度较大，外唇缘的中上部近直或微弱外凸，轴唇短且近于直立。壳高10,7毫米，

壳宽5*7毫米，壳口高6.8毫米，壳口宽3.5毫米。

    柄眼目  Stylommatophora

    蛹螺科 Pupillidae

    拟蛹螺属 Pupoide8 Pfeiffer，l854

    疑问拟蛹螺 （新种）? Pupoide8 problerna舶 ¨ (8p．nov．1

    (图版I -36-37)

    描述t壳中等大小，长卵锥形，具5个螺环。壳顶较钝，壳顶角约75度。螺塔较高，

但尚不足壳体高度之半。各螺环增长均匀，它们的外缘均外凸。缝合线深而平直。体螺环

不膨凸。壳口近马蹄形，壁唇缘较直，它们与宽弧形的外唇缘以锐角相交而与略内凹的轴唇

缘以钝角相交。壳口内具一短而粗壮的腭褶，它位于腭部的上方并近以水平方向向壳轴方

向延伸。除胎壳外，其余各螺环上均有很清楚的生长肋。壳高3.3毫米，壳宽1,6毫米，壳

口高1,2毫米，壳口宽8.5毫米。

    根据壳形和壳饰将该种暂置入Pu poides属中，但其壳口内尚具一枚腭褶，这与壳口内

无褶而且往往仅有角瘤的P“夕oides-属有一定区别。在蛹螺科中与该种有相近壳体形态的

如P咖 a和Micr ostela等属一般具有角瘤而且壳口内亦有轴褶和壁唇褶或者 完 全 无褶，

但未见它们仅有腭褶的现象。据笔者资料，与当前的标本有相类似的壳形及壳饰和完全相

同的壳口内部构造的标本还被发现于湖北宜都县始新世的洋溪组中，看来它们有可能代表

蛹螺科中之一新属。

    瞳孔蜗牛科Corillidae

    类扭口螺属Plectopyloides Yen，1969

    7类扭口螺未定种？ PlectopyLoide, sp．

    (图版I -33-35)

    描述：壳中等大小，近透镜状，具 7个螺环，螺塔短，壳顶钝，壳顶 角 约140度。早

期的五个螺环增长缓慢而均匀。体螺环近壳口处显著下降。壳口半月形。壁唇区具较厚的

加厚壳质。口缘连续而且略外卷。脐孔宽大，其宽度大于壳体宽度的1/3。壳面上 具 细的

生长线。壳高+6.5毫米，壳宽10.5毫米，壳口高3.5毫米，壳口宽3.5毫米。

    该种仅由一个略受挤压的标本所代表，从其壳体特征来看它与类扭口螺属大致相同，



但 目前尚无法搞清其壳口内是否有该属那种相当复杂的壳 口内部构造。关于它 的属的归宿

问题只好待将来有了更多的材料再进一步研究。

    瓣鳃纲  Lamellibranchia

    异齿 目  Heterodonta

    豆蚬科  Pinidiidae

    环蚬属 E．upera Bourgugnat，1854
    河南环蚬 （新种）￡．upera henanen8i8 (sp．nov．)

    (图版 I -40-42)

    描述：壳小而薄，近方圆形，两侧不等，壳顶微凸出于绞边之上，且偏于壳体之前
侧，大致位于距壳前端壳长的i/4处。壳的凸度较小，最大凸度位于壳体中部。绞 合 缘较

直。后背角略显，后腹角圆角状，壳面具微细的生长线，成年壳体在近腹缘处常见几条生

长带。外韧带，后韧式。左壳前后 各具一短 的侧齿，在它们的上方各有一条长而弯曲的侧

齿槽。主齿不清。
    比较：当前的标本与产于巴黎盆地斯派尔 那 阶 的 点．“ era d彻饥 i.iseri (Boisy)

Cossmann et Pissarro，1904-1906，pl. XV，fig．6卜2）较相似 ，区别在于法国的标本壳长

与壳宽的比例较小，其前缘明显收缩，而且其后缘近韧状。山西垣曲盆地 河 堤 组 所产的

Eupera si'nensis Odbner与本种的区别在于前者后背缘直而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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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MARINE MOLLUSCA FROM THE
     DAIZHANG FORMATION OF TANTOU

          BASIN,HENAN PROVINCE

                            Li Yuntong

    Abitract

     Noninarine moJlusca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were ccdlectecl  by the

 author in May of 1981 from the Daizhang Formation of Tantou Basin in He-

 nan Province. They contain 11 species representing 8 genera in two cJasses,

 of which 6 species are newly erected. They are the Gastropoda:Micropyrgus

 cornutus (sp.  nov.), Parhydrobia  macra (sp. nov.), Physa  taris  Li, Physa

 exquisita (sp. nov.), Physa opima (sp. nov.>, P1'ysa sp., Aplexa nonndis Li,

 ?Pttpoitles probtematiurs (sp. nov.), ?Plectopyloides sp. and Assi,ninca retoper-

 ctda Wang (percula), and Bivalves:E"pcra henanensis (sp. nov.).

     Among the above listed mollusca the aquatic specics of (;astropffila arc

 absolutcJy superior in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individulity and the abun-

 dant occurrence of them and Eupera implies that tlic fossiliferous rocks arc

 probably shallow-lacustrine deposits.Because the most species of this mollu-

 scan fauna resemble closeJy those related species of Paleocene or EarJy

  Eocene  in  China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Jd. In addition, some   mam-

 malia fossils, such as Pastoraledontidae and Pseuictopidae were colleted from

 the same formation,the geological age of this molluscan fauna is believed to

 belong to the Paie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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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版  I

  1-8．具角微塔螺 （新种）Micropyrgru corrutlus (sp.nov.)

    1-2．口视和背视，×7●登记号l GTT1001J 3-4．口视和背视，×7，登记号lGTT1003*5-6．口视和背视

    （幼年体），×7,登记号l GTT10041 7-8．口视和背视，×7'登记号l GTT1002。
9-14．细长近水螺 （新种）Parh ydi obia  rnacra   (sp. nov.)

    9-10．口视和背视，×5，登记号，GTT2001}11-12．口视和背视，x 5,登记号●GT'r2002;13-14.

    口视和背视．x 5,登记号I GTT2004。

15-20．珍奇滴螺Phy,a raris Li

    15-16．口视和背视，×9J登记号l GTT3003d7-1B．白视和背视，x9●登记号I CTT3002119-20,
    口视和背视．x 9 I登记号IGTT3001。

21- 22．滴螺未定种Pb，口。t'．

    口视和背视，x 3 I登记号l G1“l'3051,

23-26．端正单饰螺 （新种）Aplexa，”rm拼，(sp. nov．)

    23-24．口视和背视，x2．B●登记号I CT'r4001125-26,口视和背视，×3·2I登记号I G1”l'4003．

27-30．精细糟螺 <新种)  Phyn"和蒯，4(sp. nov．)

    2'I-28,口视和背视，x 3-登记号I GTT30221 29-30．口视和背视，×3·7●登记号I G'I'T3021．

31- 32．丰满滴螺 <新种）Physa opimrl  (sp. nov．)

    背视和口视，x3．●，登记号I GTT3011.

33-35．类扭口螺未定种Plcciopyloides sp.

    口视，底视和顶视，×2,登记号l GTT6001·

36-37．疑问拟蛹螺 （新种）tPnpoidcs∥。跏蒯啪甜 (sp. nov．)

    口视和背视，x 9，登记号I5001。

38-39．网盖拟沼螺Assiminea rcto如惴妇 Wang

背视，×9J登记号-GTT7001，GTT'1002。

40-42．河南环蚬 <新种）Eupcra hcn,inensis (sp. nov．)

40- 41．左壳内侧视和外侧视，×4·5I登记号IPTT1001142．右壳外侧视．X4·5，登记号I Pl'T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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