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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西部晚 中生代鱼群

—辽宁西部晚中生代地层和鱼群研究之三
‘�

金 帆 张江永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 。 。���

摘要 文中主要依据辽宁西部凌源
、

建昌
、
喀左

、
朝阳

、

北票
、
义县和阜新七个市县 �� 个鱼化石

点的新材料
，
对首次发现于辽西晚中生代地层中的古鳍类未定种

、

师氏中华弓鳍鱼
、
中华狼鳍

鱼
、

三裸榆树狼鳍鱼
、
华夏鱼

、
副狼鳍鱼

、
聂尔库鱼和真骨鱼类未定种做了简单记述 � 对辽西已

知的戴氏狼鳍鱼和室井氏狼鳍鱼的部分形态特征做了较详细的补充描述和订 正
。
目 前 能 较

肯定地归人狼鳍鱼科的有狼鳍鱼
、
吉南鱼和固阳鱼三个属

。
亚洲鱼属与狼鳍鱼属仅在尾上骨

的有无及尾鳍分叉鳍条的数目上有差异
。
狼鳍鱼属在辽西包含四个种—戴氏

、

室井氏
、

中华

和三裸榆树狼鳍鱼
。
辽西的德永氏狼鳍鱼应为戴氏狼鳍鱼的同物异名

。
常氏鱼和 辽 西 鱼 均

为吉南鱼的晚出异名
。
副狼鳍鱼的形态特征已与骨舌鱼科的现生种类很相近

，
可将其归入该

科
。
山东的宁家沟谭氏鱼是张氏副狼鳍鱼的同物异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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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西部的鱼化石研究始于上世纪下叶
，
����

��� ������研究了采自中国北方�应为

凌源大新房子一带�的一种鱼类化石
，

认为属鳍科鱼类
，
定为一新种—��

口������ �。 沂��
，

即现在的戴氏狼鳍鱼
。
这是本区乃至中国境内最早按林奈 分 类 系 统 记 载 的 鱼 化 石

。

� �����
������在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论著— 《中国地层》中

，

记述了热河狼鳍鱼 ��夕
������� 少

����������和热河狼鳍鱼小型变种 ��
�

�
��������� ���

�

。 �����
。 ����� ������较全面地描述了戴氏狼鳍鱼

，

并认为 ������ 的热河狼鳍鱼小型

变种即热河狼鳍鱼的同物异名
，

后者则可能为戴氏狼鳍鱼的异名
。
����

。
还建立了德永

氏狼鳍鱼 ��
�

�。 反����
�
��

。
��
��� ���斗��系统记述了东亚中生代的狼鳍鱼类化石

，
并

以中华狼鳍鱼为属型种建立了亚洲鱼属 ��
���，。 ����

�
�
。
��
���同时还记载了一新种—

室井氏亚洲鱼 ��
�

���
口���

。

研究辽西鱼 化石的中国学者首推刘宪亭和苏德造等人
。
刘

宪亭等������在 《华北的狼鳍鱼化石 》一书中
，

记有五种产自辽西的狼鳍鱼属化石
，
包括新

种长头狼鳍鱼 ��
�

�� ，
沙

‘ 亡����坛
�
�

。
刘宪亭和周家健������记述了中国的第一个鳃类化

石—潘氏北票鳃 �������
。 。 亡�，� �。

瓜�
。
刘宪亭等������对辽西晚中生代鱼化石的分布

�� 本课题曾分别得到 ����年度古脊推所所长基金和 ����年度中科院古生物与古人类学特别支持费的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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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做了简单介绍
，

并新建了海州鱼属�但原标本采集人常征路面告笔者
，
刘等据以建立海

州鱼的标本并非采自辽西�
。
马凤珍������对戴氏狼鳍重新做了研究

。
苏德造 ������为

长头狼鳍鱼另建立了辽西鱼属 �乙�
�������，����

。
近来

，

卢立伍������和金帆等������分

别记述了两种新的鳃类化石—刘氏原 白 妇 �������
����“ �“ � ����� 及 长 背 鳍 燕 鳃

��
���，，��， ��，�����，�����

。
此外

，
国外学者如 ���� ������

、
只��邸兜 ������

、
�������

������
、
��������� ������和 �������

�一����等的研究工作中均涉及到辽西的狼鳍

鱼类化石
。

辽西的鱼化石研究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
但与其它门类化石的研究程度相比

，

则显得

零散缺乏系统性
。
为此

，

自 ����年以来笔者即着手
“
辽宁西部晚中生代地层和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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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辽宁西部晚中生代鱼化石地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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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
。
隆德鱼和长头狼鳍鱼的研究业已完成发表�金帆等 ����

，
张江永等 �����

，

鳃类

化石�长背鳍燕鳃
、

潘氏北票鳃和刘氏原白鳃等�的补充描述和系统关系分析及有关地层

问题的讨论将另文发表
，
本文则为鱼群研究的系统报告

。

文中主要依据辽宁西部凌源
、

建昌
、

喀左
、

朝阳
、

北票
、

义县和阜新七个市县 �� 个鱼化

石地点�图 �
，
表 �� 的新材料

，
对首次发现于辽西地区的古鳝类未定种

、

师氏中华弓鳍鱼
、

中华狼鳍鱼
、

三棵榆树狼鳍鱼
、

华夏鱼
、

副狼鳍鱼
、

聂尔库鱼和真骨鱼类未定种做了记述 �

并对戴氏狼鳍鱼和室井氏狼鳍鱼的形态特征做了较详细的补充描述和订正
。
文中还就狼

鳍鱼科的组成
，

亚洲鱼
、

常氏鱼
、

辽西鱼
、

谭氏鱼
、

德永氏狼鳍鱼及长头吉南鱼等已建鱼化

石属种的有效性做了讨论
。

系 统 描 述

古彗 目未定种 ��������������

��
。 �����

�

�图版 �，��

标本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标本编号� ������
�

�一�
，
������

�

�一�。

产地和层位 义县煤矿九井 ��������
，

阜新哈拉哈 ��������� 沙海组
。

描述 古鳍类标本仅包括零散的上领骨
、

齿骨和前鳃盖骨
。
上领骨呈典型的菜刀形

�图版 �
，
��

，

前部刀柄细长
，

后部刀身表面有密集的瘤状小突
。
齿骨细长条形

，

前端尖
，

中

部略粗
，
后端圆钝

，

表面亦有瘤状突起 �������
�

��
。
上

、

下领 口缘交叉密集生长着大小两

种尖锥形牙齿
。
前鳃盖骨片状

，
仅略有弯曲

，

并不明显分为水平枝和腹枝两部分
，

其上有

感觉管通过 �������
�

�一斗�
。

讨论 辽西的零散古鳝类化石与甘肃发现的玉门粒鳞 鱼 〔��“ 口口����
�
�� 。 。 ， 。 ，�行

���
�
��的相应骨片很相似

，
但前鳃盖骨的形状似有所不同

，
玉门粒鳞鱼的前鳃盖骨弯曲

度大
，

明显分为前后两枝�刘东生 ����
，

马凤珍 �����
。
由于当前标本太少

，
辽西这一类古

鳍鱼的形态特征和系统位置有待更多的材料去补充确定
。

弓鳍鱼 目 ��五�����
。

中华弓鳍鱼科 �����”��� ���� �，��

中华弓鳍鱼属 �����遥� ����成� ����

师氏中华弓鳍鱼 ������� �����几������公� ����

�图版 �，��

标本 ���� ����斗�
，
������

。

产地和层位 朝阳波罗赤 ��������
，
阜新八家子 ��������� 九佛堂组

。

描述 现有标本中
，

仅 ������ 较完整�体长 ������
，
����斗� 为零散鳞片

。

体呈长梭形
。

头长大于体高
，

约为体长的 ���
。
额骨

、

顶骨和膜质翼耳骨在唯一的较

完整标本中保存尚好
，

其形态特征与师氏中华弓鳍鱼的完全相同�参见 ������� ����
，
刘

东生等 �����
，

愈合的单块顶骨前端略插人一对额骨的后部中央�图版 �
，
��

。
下颇齿尖锥

形
，

较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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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
、

神经棘
、

脉棘和肋骨的骨化程度较高
。
脊椎总数超过 �� 枚

，
尾部椎体中未见双

椎结构
。

鳞片菱形
，
表面覆有硬鳞质

。
身体前部的鳞片较高

�
往后渐变细长

。
躯干部部分鳞片

后缘有锯齿
，

所有鳞片具有同心生长环线
。

讨论 笔者在辽西的野外工作中
，

曾在个体化石收藏者手中见到无疑属中华弓鳍鱼

类的化石
，

分别采自凌源大新房子和北票炒米甸子的义县组地层
，
说明中华弓鳍鱼类在辽

西的义县和九佛堂组地层中广泛分布
，

但数量较少
。

骨舌鱼超目 �����������������

骨舌鱼目 ��������‘ �����
�

背鳍鱼亚 目 ������������������ ��������� �� ����� ����

狼鳍鱼科 ������������ ����������，��

模式属

讨论

狼鳍鱼属 �，��户���� ������ ����
。

除狼鳍鱼属外
，
先后曾被归人狼鳍鱼科的还有中鱿鱼 �����

“ �。 。 ���� ��

��� 、

满洲鱼 ��，���������夕� �����
、

松花鱼 �“ ���������夕� �����
、

新狼鳍鱼 ����夕
�

���，��� ��������
、

中国狼鳍鱼 ��， ��、 ������� ��������
、

副狼鳍鱼 ������������� �����

。 � ����
、

亚洲鱼 述���������了 �����
、

同心鱼 �������������� �� 、

常氏鱼 ������������

�� 和辽西鱼 ����������勺
了 �� 共十个属

。

这些所谓的狼鳍鱼科化石中
，

中鳞鱼
、

满洲鱼

和松花鱼肯定不属骨舌鱼目�参见张弥曼 ���
，

张弥曼和刘智成 ������ 新狼鳍鱼和中国

狼鳍鱼的标本保存状况均不好
，

难以断定是否与狼鳍鱼有关
，
但目前所知确定的狼鳍鱼类

仅分布于俄罗斯外贝加尔
、

蒙古
、

朝鲜
、

中国甘肃北山以东和秦岭以北的区域
，
为东北亚地

区特有的淡水鱼类
，

因此远处南美洲阿根廷的新狼鳍鱼似不大可能属狼鳍鱼科 �其余五个

属确为骨舌鱼类化石
，
但副狼鳍鱼应归人骨舌鱼科

，

常氏鱼和辽西鱼均为吉南鱼的晚出异

名
，
同心鱼与狼鳍鱼显著有别

，
可能亦非狼鳍鱼科的成员

，

亚洲鱼则与狼鳍鱼很相象
，

目前

尚难确认是否为狼鳍鱼的同物异名�详见下文�
。

笔者在研究辽宁西部的狼鳍鱼类化石过程中
，

亦观察了吉林
、

河北
、

山东
、

陕西
、

甘肃
、

宁夏和内蒙等省区的相关标本
，
发现吉南鱼 ��， �����，��� �� �� ��� 和固阳鱼 尺“ ����

�

�����厂 ��
� �� ��

�

与狼鳍鱼颇为相似
，
它们普遍具有下列特征� 鼻骨管状

，

位于中筛骨

两侧
。
脑颅后侧部有颖窗

。
前上领骨小

，

有一短小的升突 �上领骨大
，

辅上颇骨一块
。
下

领由齿骨
、

愈合关节骨一隅骨和后关节骨组成
，

后关节骨不参与下领关节面的构成
。
有

喉板骨
。

舌领骨前下角伸长成一突起
。
眶前骨半圆形 �眶下骨 �一�块 � 眶上骨缺如

。
鳃

条骨 �一�� 对
。
胸鳍内侧缘有一粗大的不分叉鳍条

。
第一尾前椎上有一完整的神 经 棘 �

尾上骨不多于一块 �尾下骨 �一�块
，

偶见 �块 �尾神经骨 �一�根
，

其中前 �根前伸超过第

二末端尾椎
�

圆鳞
，

同心生长环线细密
，

基区有辐射沟
。
因此

，
笔者倾向于将吉南鱼和固

阳鱼归人狼鳍鱼科
。
由于目前各种狼鳍鱼 �大约有 �� 个已命名的种�以及吉南鱼和固阳

鱼的标本大多未能很好修理和描述
，

严格的系统关系分析更是不足
，
因而严谨的狼鳍鱼科

修订特征仍有待更广泛和深人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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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了

�了��才��亡���

�����

狼鳍鱼属 �少������� �“ ���� ����

���一���

� � � �� �
，
���一���

模式种 ����户，��� �������������位��
�� ����

。

讨论 �����������曾以中华狼鳍鱼 乙�������� �������� 为模式种
，

命名了亚洲鱼

属 ��
�����������

。
刘宪亭等������指出 �����据以建属的特征是错误的

，
把被 �����归

入亚洲鱼的五个种重新划人狼鳍鱼
。
张弥曼和周家健 ������认为中华狼鳍鱼可能无颗

窗
，

尾鳍分叉鳍条 �� 根或更少
，
从而再次确立了亚洲鱼

，

进而推测亚洲鱼可能为骨舌鱼亚

目的代表
。
李国青������

、

马凤珍������
、

马凤珍和孙嘉儒������均赞同确立亚洲鱼
，

并

在中华狼鳍鱼中找 出更多认为是不同于狼鳍鱼的特征� 较大的第三和第四眶下骨
，
无眶

上骨
，

第一末端尾推上有完整的神经棘
，
无尾上骨

，
尾下骨 �个

，
尾上叶分叉鳍条不多于

�根等等
。

笔者观察了大量狼鳍鱼和被归人亚洲鱼的各种标本
，
发现两属的各个种普遍

具有颗窗
，

无眶上骨
，

第三和第四眶下骨在成体中均较大 �但神经棘
，
尾上骨

，

尾下骨

和尾鳍分叉鳍条数 目在狼鳍鱼和亚洲鱼标本中的分布概率确有所不同
。
中华狼鳍鱼的已

知标本第一末端尾椎上均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无尾上骨

，
尾下骨 �个

，
尾鳍分叉鳍条不

多于 巧 根 � 戴氏狼鳍鱼仅有 ���的标本第一末端尾推上有完整的神经棘
，

个别标本�如

�����
�

�均 无尾上骨
，

且尾鳍上叶的分叉鳍条 �根 � 室井氏亚洲鱼的绝大多数标本第一

末端尾椎上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无尾上骨
，

尾鳍分叉鳍条不多于 �� 根
，

但均有 �个尾下

骨 �三棵榆树亚洲鱼的代表标本不多
，
现有标本的第一末端尾椎上有完整的神经棘

，

未见

尾上骨
，
尾下骨 �一�个

，
尾鳍分叉鳍条 巧 根

。
因此

，
如将戴氏狼鳍鱼个别标本无尾上骨

和尾鳍上叶分叉鳍条 �根视为个体变异
，

狼鳍鱼和亚洲鱼在尾上骨的有无及尾鳍分又鳍

条的数目上可以相互区分
。
但第一末端尾椎上有完整的神经棘和尾下骨的数目则不能作

为亚洲鱼的特征
。
然这一问题涉及所有的已知狼鳍鱼扩限于本文篇幅只能留待今后进一

步讨论
。
本文暂将中华狼鳍鱼等归入狼鳍鱼属一并叙述

。

狼鳍鱼属可在下列特征上区别于吉南鱼和固阳鱼� 额骨前端圆钝
，
不参与分开鼻骨

。

第一眶下骨前端不明显膨大
，

第三眶下骨近方形
。
口裂较大

，

常达眼眶后缘
。

辅上领骨

小
。
前鳃盖骨下枝宽短

�

鳞片的核大
。

戴氏狼鳍鱼 �夕������� ������������罗�����

����加��������
亡�亡刃君�亡��川川���������口口��口�‘‘‘‘‘‘‘�矛��

矛

��
‘
�护��������

����

����

����

����

����

����

����

����

����

����

�图版 �一��

�������� ‘ ��夕������ � ���
，
��

�

���一���

�夕����亡��

�夕���了亡��

��夕��������
，
��

��
天
� � ���� �����

，

图版 �，�一��

��
�

���� �一�

�一��

��
�

��一�

�� 夕���

�� 夕���

�����
，
��

�一 ��
，
���

�

��
·

��一 ��
，

�

���一���

��� 亡才 ��
� ，
��

�

��一��
，
��

�

�

��天
� � ������� �� ��

� ，
��

�

��一��
，
��

�

��

�� 粉����������
，
��

�

�一��
，
��

�

�一 ��

水 ���亡��������
��������

，
��

�

���一���

�� 粉��� ��� ��� �，
��

�

��一��

�� 夕��� 入下�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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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标本 一完整的个体
，
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编号� ����� ����一

��一��
。
������� ������ 认为 ������� 研究的正型标本 已 遗 失

，

故 从 由 德 日 进

��
�

�������� �� ��������带回法国的标本中另选了新型
。
新型标本很可能采自凌源大

新房子义县组
。

标本 ���� �����
�

�一�� 及一百余块未编号的标本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一�
。

产地和层位 凌源大新房子 �������
，
二十里堡 ��������

，
苏子沟 ��一������朝

阳梅勒营子黄花沟 ��������
、

邓成行沟 ��������
，

米家杖子 ������一�� 义县组
。

修订种征 体呈梭形
，
背缘常平直

。

头长
、

头高和体高近相等
。
齿骨无明显冠状突 。

背鳍起点相对或略后于臀鳍起点
。
尾鳍分叉鳍条多为 �� 根

，

常有一个尾上骨
。

补充描述 戴氏狼鳍鱼已为许多车者所描述或补充订正�如 ����
� ����

，
��

��� ����
，

刘宪亭等 ����
，
������� ����

，
��������� ����

，
������� ����

，
马凤珍 �����

，
是狼

丫
鳍鱼属中了解最详的一个种

。
在此

，
仅对其围

眶骨骼
、

下领
、

舌领骨
、

尾骨骼和尾鳍条数目等

部分特征予以追记和修正
�

戴氏狼鳍鱼体呈梭形
，

背缘多平直 �图版
，
�一��

。

头长
、

头高和体高三者近相等
，

但身

体各部比例在不同的种群中变化较大
。

由于标本保存原因
，

以往的研究者对戴氏

狼鳍鱼围眶骨骼中有无眶上骨及眶下骨的数目

和形状存有不同的认识
。
笔者观察了二百多个

采自凌源大新房子和其它地点的戴氏狼鳍鱼个

体
，

其中不少标本保存相当完好
，

然均未发现肯

定为眶上骨的骨片
。
狼鳍鱼类的额骨外侧眶缘

部分较宽大
，
表面常有生长纹

，
加之与眶蝶骨等

挤压保存
，

部分作者因此可能误将额骨眶缘部

分认作眶上骨
。
戴氏狼鳍鱼的部分标本上确如

马凤珍������ 图 ��所示
，

保存有五块眶下骨
，

骨
，

其中眼下缘的两块窄长
，
眼后缘的两块宽大

，

区�图 �
，
������

�

��
。

�
�盆����� ，

图 � 戴氏狼鳍鱼的眶前和眶下骨

������
�

���

���
�

� �� �� ��������������� ��������� � �

�� ����户，。 �� �� ���� ��
�� � ����

������

���� ���‘ �� ‘ � ��� ‘ ��� ������一 ��

但笔者发现更多的标本上仅有四块眶下

已基本覆盖眼后缘至前鳃盖骨前缘的烦

戴氏狼鳍鱼的齿骨往后缓缓上升
，
无明显的冠状突

。
隅骨和关节骨在众多的标本上

均已愈合
。
后关节骨虽保存不好

，
但可以肯定为一独立的小骨片

，

并不参与下领关节面的

组成�图 ���
。
戴氏狼鳍鱼和其它狼鳍鱼类的下领组成方式显然不同于现生舌齿鱼类

，

舌

齿鱼的隅骨
、

关节骨和后关节骨彼此分离
，

或隅骨和后关节骨互相愈合 ��
������ ����

，

��“ ����� � ����� �����
。

戴氏狼鳍鱼舌颇骨的前下方有一突起结构 �图 ��
，
������

�

��
，
与长头吉南鱼和 小

齿固阳鱼的相应突起十分相似�参见张江永等 ����� 图 ��
、
��

。
据笔者观察

，

舌领骨前下

角突起普遍见于已知狼鳍鱼类�同心鱼除外�
，
因此这一结构可作为狼鳍鱼科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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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 �

，
���

·

��

叭 ���
�

���
盆 �

图 �

��下领左侧视 �据 ������
·

�� 略复原�� ��示舌领骨前下角突起 ������
�

����

��间鳃盖骨左侧视 �������
·

����
�

��下鳃盖骨内侧视 �����，�
�

����

���
�

� ���� �������� � �� �，��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征
。

戴氏狼鳍鱼的下鳃盖骨很小
，

前上角显著伸长 �间鳃盖骨宽大�图 ��一��
。

戴氏狼鳍鱼的稚体数目变化较大
，
总数为 ��一�� 枚

，
其中尾部椎体�末端尾椎计两

枚���一��枚
。
肋骨 ��一��对

。

戴氏狼鳍鱼的胸鳍长大
，

部分标本上的胸鳍条可伸达腹鳍的起点
，

胸鳍条 �一�根
，

此

外内
、

外侧各有一根不分叉的粗大鳍条
。
腹鳍起点近居胸鳍和臀鳍起点之中

，

腹鳍条包括

一短小的不分叉鳍条和 �一�根分叉鳍条
。
背鳍起点相对或略后于臀鳍起点

，

共 有 �一�

根辅助鳍条和 �一�根分叉鳍条
，

支鳍骨 �一�� 根
。
臀鳍有 �一�根辅助鳍条和 ��一巧 根

分叉鳍条
，

支鳍骨 ��一�� 根
，

偶见 �� 根
。

戴氏狼鳍鱼尾骨骼中的第一尾前稚上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尾神经骨 �一�根

，

其中前

三根前伸超过第二末端尾推
，

尾上骨 �个和尾下骨 �个
，
以及尾鳍分叉鳍条 �� 根 等 特

征一度几乎成为狼鳍鱼属的模式 ��
�������� ����

，
��������� � �� ��� ����

，
马凤珍

�����
。
但是

，

据笔者观察戴氏狼鳍鱼的尾骨骼特征和尾鳍条数目多有变异
，

如约有 ���

的标本除第一尾前推上有一完整的神经棘外
，

末端尾椎 �主，上可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且末端

尾椎 �上亦有一对左右未愈 合或已愈合的神经弧 �图 ��
。
另约有 ���标本的尾鳍分叉鳍

条数目为 �� 或 �� 根
，

且上叶或下叶均可能仅有 �根分叉鳍条�图 �� 为下叶 �根
，

图��

一��
������ � � � �����������

�

�����依据来源
，
把人们已熟知的 ����� � ��� ������� 和

������ � �����������

�源自 � ������ ����
，
�� ������� �����细分为

� ��� ������� �
、 � ��� ������� �

、 … �并认为狠绪鱼的
原 ����� � ��� ��� ���� 田 � ��� ������ �� � 组成

， ������ � ��� ������� 包括
� ��������� ���

。
张

弥曼和周家健 ������曾把 �����
、 ���� �� � ��� ������� 译为第一

、
第二末端尾推

，
笔者建议依法将

���� ‘ ������ �
、
�

、 …译为末端尾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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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卜卜
尹尹二之之

图 � 戴氏狼鳍鱼的尾骨骼 ��
、 � 分别依据 �����

�

� 和 �����
�

���

���
�

� ������ ��������� �� ����户，，�� ��，��‘ ��
�� � ����

��
��� � ����� �����

�

� � �����
�

�� ������‘������

为上叶 �根�
。
此外在个别标本上还可观察到 �根尾神经骨

，

并可能无尾上骨�图 ����亦

可偶见末端尾椎 �一�上均有神经弧 �������
�

��
，
尾鳍上叶或尾鳍上

、

下叶分叉鳍条外

侧有两根不分叉的主鳍条 �������
�

�
，
�����，

�

��
。

讨论 只���淤� ������和 ��������� ������等都曾认为戴氏狼鳍鱼是米氏狼鳍

鱼的同物异名
，
马凤珍������亦基本赞同这种观点

。
然笔者认为米氏狼鳍鱼的头骨显然

较戴氏狼鳍鱼的长而尖�参见 ���� ����� 图表 ��
。
只���淤� ����� 表 �一��把狼鳍鱼

属的大多种类归人米氏狼鳍鱼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

并有碍狼鳍鱼属其它种类与模式种

的深人比较
。
因此

，

在与米氏狼鳍鱼正型标本的比较研究之前
，

以保留中国已建化石种名

为宜
。

����� ������曾依据两块采自热河的标本
，

建立了德永氏狼鳍鱼 ���
�口��。 ，。 ，口友

��

， �����
。
����

。
认为德永氏狼鳍鱼以其细长的身体

，

较小的头及臀鳍起点肯定位于背鳍起

点以前
，

可与狼鳍鱼属其它种类相区别
。
��
���������虽承认 ����

�
指出的德永氏种与

其它狼鳍鱼的几点差异
，

但却将其视为戴氏狼鳍鱼的同物异名
。
刘宪亭等������

，
马凤珍

������则赞同把德永氏狼鳍鱼作为一个独立的种
，

并补充提出德永氏种的胸鳍长
，

向后平

伸几达腹鳍
，

脊椎和臀鳍条数目略多等特征有别于戴氏种
。

����。
未指出模式标本的具体产地和层位

，
但从其图版所示标本的特征推测

，

模式标

本很可能产自凌源境内的义县组地层
。
中加热河动物群考察队和笔者先后在凌源二十里

堡和苏子沟各采得一些标本
，

其特征与 ����
。 的模式标本几乎完全一致

。
就凌源的这些

标本而言
，

笔者亦可能因其细长的身体�体高约为体长的 ����
，

脊椎 ��一�� 枚
，

其中尾

部椎体 ��一�� 枚
，

胸鳍向后伸达腹鳍起点
，
臀鳍条多为 ��一����一�� 根等特征�图版

�
，��

，
明显不同于大新房子戴氏狼鳍鱼的大多数标本�比较刘宪亭等 ���

，
马凤珍 �����

，

从而把它们归人德永氏狼鳍鱼
。
然而

，
笔者近年来从朝阳几个新地点采集的标本则更多

地显示出德永氏和戴氏狼鳍鱼的过渡性特征
，
如米家杖子的标本体高多为体长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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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脊椎 ��一�� 枚

，
胸鳍向后不达腹鳍起点

，
臀鳍条 川一����一�� 根�图版 �

，
���黄花

沟的标本体高约为体长的 ���
， ’

脊椎 �� 枚
，

胸鳍条后伸可达腹鳍起点
，
但背

、

臀鳍起点近

相对
，
臀鳍条为 �一���� 根

。
此外

，

凌源大新房子确为戴氏狼鳍鱼的标本中
，
少数个体

的身体亦较细长�如 �����
�

��
，
尾部椎体总数可达 �� 枚 ������

�

���
，

胸鳍条近伸达腹

鳍起点 ������
�

斗�
。
因此

，

若将不同地点和层位的标本综合考虑
，

德永氏和戴氏狼鳍鱼之

间不再有较稳定的特征差异
。

故而笔者认为与其建立几个彼此很难区分的新种
，
不如将

德永氏狼鳍鱼视为戴氏狼鳍鱼的晚出异名
。
辽西一带在狼鳍鱼生存的时代

，

地壳活动剧

烈
，
火山喷发频繁

，
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或隔离可能造成了同种鱼类不同种群之间较大的

形态差异
。
张江永等������的研究表明

，

与戴氏狼鳍鱼同时代的长头吉南鱼亦显示了较

大的形态变异
。

室井氏狼鳍鱼 ��������� �����������������

�图 �一��图版 ��， ��

����

����

����

才 ‘�� ���亡��了 � � ���� �����

������亡��

�夕����君��

�� ‘ ��������

仁��

��
�

� � ������� 亡了 ��

�

���一���
，
��

�

���� ��

��� �
，
� ��

�

�� �一�
，
�一 ��

��
�

��一��
，
��

�

�� �一�

正型标本 一散乱但基本完整的个体 ��
���������图版 ����

，
���

。
�����未指定

正型标本
，
但这一个体是唯一指定为室井氏

“
亚洲鱼

”
并有图版照片的标本

。
原文中记载

该标本产自阜新盆地阜新系
，

未有详细地点和标本编号
。
这一标本保存于 日本东京帝国

大学地质研究所
。

标本 ���� ������
�

�一��
。

产地和层位 义县金刚山�义县组
。

修订种征 体呈纺锤形
，

略侧扁
。
头短

，

头长小于体高
。
额骨宽短

。
齿骨冠状突较昵

图 ， 室井氏狼鳍鱼的头骨复原图

�比例尺依 ������
�

��

�二�
�

� ����� ����� ������ �� ��������� 优 � ����

��
������

����� ������� ‘ � ������
�

��

显
。
口缘及 口 内的尖锥形牙齿硕大

。

脊

椎 ��一�� 枚
，

其中尾部椎体 �� 枚
。

背

鳍起点略前于臀鳍起点
。
尾鳍分叉鳍条

不多于 �� 根
，
无尾上骨

。
鳞片较厚大

。

补充描述 室井氏狼鳍鱼是一个特

征含混
，
形态描述有 不 少 谬 误 的 种

，

�����据以建立新种的主要标本������

图版 ����
，
���保存差

，

并已明显散乱

错位 � 此外
，
��
���一方面可能将产自

凌源等地的其他狼鳍鱼混同描述为室井

氏种
，
另一方面却把应归人该种的标本

二

如采自义县枣茨山的鱼化石 ������ 图

版 川
，

�� 鉴定为戴氏狼鳍鱼
。
刘宪亭

·

等������依据采自义县金刚山村东鱼石

梁的标本 �������
，
对室井氏种重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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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描述
。
但是

，
刘宪亭等的记述与所依据的标本亦有出入

。
笔者认真比较了 �����命名

室井氏
“
亚洲鱼

”
所依据的唯一有图版的标本和所有采自义县金刚山�金刚山含鱼化石层

位于金刚山和枣茨山两村之间
，

故而不同作者对这一化石产地的记载常不一致�的标本
，

未发现明显的形态差异
，

因而可基本认定金刚山的标本应属室井氏狼鳍鱼
。

室井氏狼鳍鱼体呈纺锤形
，
略侧扁�图版 � ，��

。
头短

，

头长与头高近相等
，
但小于体

高 �全长约为头长的 �
�

�一�倍
，
体长为体高的 �一�

�

�倍 �尾柄细而短
，

长与高之比为 �
�

�一

�
�

�
�

图 � 室井氏狼鳍鱼的头骨顶视 �������
，

���

���
�

� ����� �� ����户，。 �� � � ������
�����

，
�� �� ��� � �� ‘ ��� ��

尸�
�‘
�������

�

���

室井氏狼鳍鱼头部骨骼的形态特征与戴氏狼鳍鱼的很相似�参见图 �一��
，

两者之间

较明显的差异包括� 室井氏种的 口缘及 口内各骨片 �包括前上领骨
、

上颇骨
、

齿骨
、

愕

骨
、

外翼骨
、
内翼骨

、

基舌骨和副蝶骨�上着生的牙齿远比戴氏种的大�比较本文图 �与

������� ����� 图 �和马凤珍 ����� 图 ���室井氏种的额骨宽短
，

长宽之比约为 �
�

�
，
因

而头部显得较短�图 ��
，

戴氏种的额骨相对较长
，

其长可达宽的两倍以上 �此外
，
室井氏种

的上
、

下领亦较短
，
齿骨冠状突明显

，
戴氏种的领长

，
齿骨无明显的冠状突�比较图 �� 与

图 ���
。
刘宪亭等������对室井氏狼鳍鱼头骨的描述与实际情况略有出人

，

如眶前骨�即

刘等的侧筛骨�应为半圆形 �鳃盖骨近肾形
，
四周圆钝 � 下鳃盖骨为一近似弯月形的小骨

片 �间鳃盖骨较下鳃盖骨宽大
，

近呈三角形
，

但前
、

后角圆钝 �鳃条骨 �� 对�图 �一��
。

室井氏狼鳍鱼的脊柱由 ��一�� 枚脊椎组成
，
而非刘等������记述的 ��一�� 个 �尾部

稚体�包括两个末端尾椎�较稳定为 �� 枚 �肋骨 ��一�� 对
。

室井氏狼鳍鱼各鳍的特征与刘等������的描述基本一致
。
笔者在此对各鳍鳍条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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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

� �

一

图 � 室井氏狼鳍鱼的部分头骨及肩带骨骼

��齿骨内侧视 �� ��“ �
�

���� ��眶前骨
，
鳃盖骨

，
颇弓

、
舌弓和肩带部分骨片

外侧视 �� �����
�

���� ��舌领骨内侧视 �� �����
�

��� 公�鳃盖系统部分骨片

内侧视 ����‘��
�

���
���

�

� ���� ��� ����� ��� ������ ��������� �� 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郎����� ������ �� ���� ������� ����

�������
�

���
� ���，

����������� �� �� � �� ���� �����召�
�

��
� �� ���� ��

��� ������ ������ �� ����� ���� �������
�

���

鳍骨数目等略加补充或订正� 胸鳍分叉鳍条有 �根
，
此外内

、

外侧各有一根粗大不分叉的

�，��

图 � 室井氏浪鳍鱼的尾骨骼 �� �����
�

��

���
�

� ������ ������� � �� �夕����亡�� 功 � ����

��
������� 一����

�

��

鳍条�腹鳍鳍条约为 �一�根
，
主要的支

鳍骨骼为一对细长三角形的无名骨 � 背

鳍有 �一�根分叉鳍条
，

前侧并 有 �一�

根往后依次加长的辅助鳍条
，

支鳍骨数

目 �一�� 根 � 臀鳍起点略居背鳍起点之

后 �两者起点约差一个推体长的距离�
，

臀鳍分叉鳍条 �一� 根
，

辅助鳍条 �一�

根
，

支鳍骨 ��一�� 根
。

室井氏狼鳍鱼的尾骨骼与前述的戴

氏狼鳍鱼的基本相似
，
如大多数全长在

���� 以下的标本末端尾稚 �和 �未 愈

合
，

所有标本的第一尾前椎上有一完整

的神经棘
，
尾神经骨 �一�根

，

尾下骨 �

个
。
但在室井氏狼鳍鱼中

，
绝大多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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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末端尾推 �上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且末端尾椎 �上也有细而短的神经棘�图 ���然亦

有个别标本末端尾椎 �上仅有一对左右未愈合的神经弧和短小的神经棘�������
�

��
。
在

现有标本中
，

未观察到尾上骨
。
室井氏狼鳍鱼的尾鳍分叉鳍条多为 巧 根

，

其中上叶 �根
，

下叶 �根 �少数标本中上叶只有 �根
，

下叶 �根�如 ������
�

���
。
此外

，

在尾鳍上
、

下叶基

部各有十余根���一 ���辅助鳍条
。

室井氏狼鳍鱼的鳞片圆形
，

较厚大
。
鳞片的核大

，

偏于顶区
，

同心生长环线细密
，

基区

约有 �� 条辐射沟
。

中华狼鳍鱼 与
������� ，������� �

������� ����

�图版 ��，��

标本 ���� ������
�

�一 ��
。

产地和层位 北票炒米甸子尖山子沟 �� �����
�

�一���和黄半吉沟 �� �����
�

��一

���� 义县组
。

描述 体呈纺锤形
。
头长

、

头高和体高三者近相等
，
全长为头长的 �一�倍

，
体长为体

高的 �一�倍
，

尾柄长与高之比约为 �
�

，。

北票炒米甸子的狼鳍鱼在头骨形态特征上与戴氏狼鳍鱼等基本相似
。
目前由于标本

少
，

头部骨骼保存差
，

仅观察到新标本的上领骨 口缘平直 �������
�

�
，
���

，

确与戴氏和

室井氏狼鳍鱼略拱曲的上领骨有所不同
。

新标本的脊柱由 ��一�� 枚脊椎组成
，

其中尾部稚体�含两个末端尾推���一�� 枚
。
肋

骨 ��一�� 对
。

新标本的胸鳍有 �一�根分叉鳍条
，

内
、

外侧亦各有一根不分又的粗大鳍条
。
背鳍起

点同室井氏狼鳍鱼
，

略前于臀鳍起点 �背鳍有 �一�根不分叉的辅助鳍条和 �一 �根分叉鳍

条
，
支鳍骨 �一�� 根

。
臀鳍有 �一�根不分叉的辅助鳍条和 ��一�� 根分叉鳍条

，

支鳍骨

��一 ��根
。

新标本的尾骨骼亦有较大的变异范围
，

其中多数标本的第一尾前椎和末端尾椎 �上

均有完整的神经棘
，
但少量标本�如 ������

�

�
，
���末端尾椎 �上仅有一短小的神经棘

。

此外
，
在 ������

�

�� 号标本的第一尾前推和末端尾椎 �上均无完整的神经棘
。
第一尾前

椎上无完整的神经棘在狼鳍鱼属已知种类中十分罕见
，
应属个体变异

。
在当前标本的尾

骨骼中未见尾上骨
，
尾下骨保存有 �个

。
尾鳍分叉鳍条上叶有 �根

，
下叶 �根

。

鳞片圆形
，
鳞焦近居中央

，
基区有较多的辐射沟

。

讨论 北票炒米甸子的狼鳍鱼与山东莱阳的中华狼鳍鱼在体型
、

身体各部比例
、

头骨

形态�尤其是领部�
、

椎体和肋骨数目
、

各鳍的位置及鳍条和支鳍骨的数目
、

无尾上骨
、

尾下

骨 �个等特征上完全一致
，

两者略有差异的是山东莱阳的已知标本 ������第一尾前椎

和末端尾椎 �上均较稳定地有完整的神经棘
，

而辽宁北票的部分标本末端尾椎 �上仅有

一短小的神经棘
。
笔者认为狼鳍鱼属已知种类的尾骨骼特征

，
尤其是末端尾椎 �上的神

经棘的发育程度变异范围很大
，

如前述的戴氏和室井氏狼鳍鱼末端尾椎 �上可以有完整

的神经棘
，

也可能仅有一短小的神经棘
，

差异不过是不同的种两种情形出现的几率有大有

小
。
因此

，

把北票炒米甸子的狼鳍鱼归人中华狼鳍鱼似无太大疑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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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裸楠树狼鳍鱼 ��������� 召���即���“ ���亩。 ��� �� ��������

�图版 ��，��

标本 ���� ������
�

�一�
。

产地和层位 建昌喇嘛洞 �九佛堂组
。

描述 体呈纺锤形
。

头长略大于头高
，

与体高近相等
。

全长约为头长的 ，倍
，

体长为

体高的 �倍
，

尾柄长与高之比约为 �
�

��图版 �
，
��

。

喇嘛洞标本的额骨窄长
，

其长度在成体中可达宽的两倍以上
。
头后侧部具有 颗 窗

。

上
、

下领长
。
上颇骨 口缘平直

，

后端略弯曲
，

其上覆有辅上领骨
。
齿骨低平

，
无冠状突

。
除

前上领骨外
，
口缘及 口内各骨片上着生的牙齿较狼鳍鱼其它种类细小

。
在当前标本上

，

头

部其它骨片与戴氏狼鳍鱼等的非常相似
。

脊推总数 ��一�� 枚
，

其中尾部稚体 ��一�� 枚
。
肋骨 ��一�� 对

。

嘛喇洞标本的胸鳍长大
，

向后平伸近达腹鳍起点
，

具有 �根分叉鳍条
，
且内

、

外侧各有

一根不分叉的粗大鳍条
。
腹鳍约有 �根分叉鳍条 �� ��“ �

�

��
。
背鳍起点稍后于臀鳍 起

点
，

两者至多可差约两个半脊椎的距离 �������
�

��
。
背鳍有三根辅助鳍条和 �根分叉鳍

条
，

支鳍骨 �� 根
。

臀鳍有 �根辅助鳍条和 ��一�� 根分叉鳍条
，
支鳍骨 ��一�� 根

。

尾骨骼中末端尾推 �和 �多未愈合� 第一尾前推和末端尾椎 �在现有标本中均有一

完整的神经棘 �尾神经骨 �一�根 �未见尾上骨 � 尾下骨 �一�个
。
尾鳍分叉鳍条上叶有 �

根
，
下叶 �根

，

鳍条分叉较密集
。

圆鳞
，

鳞焦位居中央
，
基区有微弱的辐射沟

。

讨论 喇嘛洞的标本与产于吉林通化下桦皮甸子组的三棵榆树狼鳍鱼 �马凤珍和孙

嘉儒 �����极为相近
，

两者在头部骨骼
、

脊稚总数
、

各鳍的位置
、

鳍条和支鳍骨的数目
、

尾

骨骼等特征上完全一致
，

除了在尾部椎体数目上前者可能比后者多 �一�枚 ���一�� 枚比

��一�� 枚�
，

目前未发现两者之间有任何其它显著的形态差异
。
鉴于狼鳍鱼其它种类 的

尾部椎体数目常有较大的变异范围
，

笔者认为可将喇嘛洞的标本归人三棵榆树狼鳍鱼
。

吉南鱼属 五���犯��勺
� �� ����� ����

���� �夕����亡�� ��� 亡� ��
� ，
��

�

��一��
，
��

�

�一��

���� ��摊 � ” �����夕‘ � � � ���
，
��

�

���一���

���� ���月���人���‘ ��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一�

模式种 ��������� �����������，� ��� 。 � ��
�

�����

讨论 马凤珍和孙嘉儒������依据采自吉林通化的标本 ����� �����
，
��斗��

�

�一

�
，
�����

，
�����

�

��
，

建立了吉南鱼属 ���
� �，��������

。
苏德造������根据辽宁中部黑

山的标本 ������
�

�一��
，

建立了常氏鱼属 ���
������������并于次年竺������以长头狼

鳍鱼的正型标本 ������
�

�� 和辽西建昌的一些标本 �����，
�

�
，
������为依据

，

建立

了辽西鱼属 ���
。 口���‘ ����，�

。
张江永等������主要根据辽西建昌牛角沟和喀左九佛堂的

标本 �������
�

�一��
，
������

�

一��
，
������

�

一��
，
对吉南鱼属的形态特征做�详细

补充和订正
，

确认长头吉南鱼即为长头狼鳍鱼
，

吉南鱼属明显有别于狼鳍鱼属�并认为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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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辽西鱼属和吉南鱼属之间的差别并不存在
，

前者应为后者的同物异名
。
张

等同时认为吉南鱼在舌领骨
、

前鳃盖骨的形状
、

齿骨冠状突
、
口裂

、
口缘牙齿等特征上与固

阳鱼 ��
，�������，�，� ��� �， ��

�

�����相似而不同于狼鳍鱼
，

从而把吉南鱼属归人固阳

鱼科
。
本文第一作者仔细观察了从苏 ������建立常氏鱼的模式地点�黑山县新立屯镇双

山子�采集的标本
，
发现苏由于原标本过于破碎

，
错把正型标本的顶骨认作顶骨和上枕骨

，

后翼骨当做很大的第三和第四眶下骨
，

椭圆形的鳃盖骨因变形而描述为半圆形
，

上
、

下颇

及副蝶骨上细小的牙齿因保存不好而鉴定为无牙齿等� 同时笔者未能找出常氏鱼与吉南

鱼之间较肯定的形态差异
，
因而初步认定常氏鱼亦为吉南鱼的同物异名

。
此外

，
本文第一

作者对张等������将吉南鱼归人固阳鱼科亦有保留意见
。
张等所列吉南鱼与固阳鱼之间

相似的几点特征狼鳍鱼各已知种基本上都具有
，
如戴氏和室井氏狼鳍鱼已有舌领骨前下

角突起 �本文图 ��
，
���

，
伍氏狼鳍鱼的前鳃盖骨下枝亦较长

，
室井氏狼鳍鱼的齿骨冠状

突较显著�本文图 ���
，

三棵榆树狼鳍鱼的 口缘牙齿亦很细小�图版 ��
，��

。
因此

，
笔者认

为吉南鱼仍应为狼鳍鱼科的成员
。
刘宪亭等������所提出的固阳鱼科的特征大多意义不

明或为狼鳍鱼科的成员所共有
，
因而本文第一作者认为固阳鱼亦很有可能属狼鳍鱼科

。

吉南鱼的额骨窄长
、

前端插入鼻骨之间
，

第一眶下骨前腹部明显突出
、

第三眶下骨近

半圆形
，
口裂不达眼眶后缘

，

辅上领骨很大
，

前鳃盖骨上
、

下枝近等长 �图 ��
，
与狼鳍鱼各

种易于区别
。

图 � 长头吉南鱼的头骨复原图

��
�

� ����� ����� ����� � �� ��， �，苦��，��， �� ��‘� 。户���� � ���
� 。 ， ��

�

�

� ����� ����� � � ������
�

�
， �一�一��

�

��
，
����呼�

�

�� ��� ������
�

�
�

����� ������� �� ����峪�
�

��

长头吉南鱼 ���������勺
� ������������ 。 ����

�� ��
�

� ����

�图 ��图版 ��
，
��

标本 ���� � �����
�

�一�
，
� ����一�一��

， � �����
�

�一�
， � 一����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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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产地和层位 建昌要路沟 �� ������� 义县组
。
建昌立 新 �� ������

，
冰 沟 ��

������� 朝阳梅勒营子西沟
、

南炉
、

黄花沟 ��������
，

波罗赤 ��������� 义县皮夹沟

��������
，

长山子 ��������
，
北砖城子 ���������阜新八家子 ���������辽中黑山

县新立屯镇双山子 �����，��� 九佛堂组
。
义县地震台 ���������沙海组

。

讨论 刘宪亭等������曾把朝阳波罗赤的标本�������归人脆弱狼鳍鱼 ���
‘ 口�����

�������
� ���������

。
笔者在同一产地采集了许多保存完好的标本

，
无疑应属长头吉南鱼

�图 �
，
图版 ��

，
��

。
��������������据以建立脆弱狼鳍鱼的同模标本非常破碎

，

难以与

之仔细比较
�

然而从 �����
���的描述和图版所示的标本看

，
脆弱狼鳍鱼的头较长

，

吻

尖
，
背鳍位置明显靠前

，
与长头吉南鱼很相似且无明显差异

。
因此

，
脆弱狼鳍鱼有可能属

吉南鱼
，

并为长头吉南鱼的早出异名
。

华夏鱼亚 目 �������������
��� �，，�

华夏鱼科 �����五��
� ����� ������ �，��

华夏鱼属 月������ ����� �� ���� ����

未定种 月云����� ��
�

�图版 ���
，
��

标本 ���� ������
�

�一 ��。

产地和层位 建昌冰沟�九佛堂组
。

描述 现有标本仅为一些零散骨片
，

其中形态较清楚的有额骨
、

第三眶下骨
、

齿骨
、

舌

领骨
、

角舌骨
、

鳃盖骨和乌嚎骨
。
大多骨片的形态特征相似于华夏鱼科的已知成员—华

夏鱼和昆都仑鱼
，

有些骨片则与华夏鱼更为相近
，
如鳃盖骨长椭圆形

，

高为宽的两倍
，

乌嚎

骨长条形
，
因此辽西的这些零散骨片应归人华夏鱼

，

但为秀丽抑或董氏华夏鱼则难以确

定
。
此外

，

在 ������
�

� 号标本上保存有一块喉板骨
，
呈椭圆形

，
表面有同心生长纹

。
喉

板骨在已知华夏鱼类中未见记载
。

骨舌鱼亚 目 �������������������� ������ �� ���� ����

骨舌鱼科 ��������城��
� ��������� ����

副狼鳍鱼属 ����妙������� ����� �� ���� ����

未定种 ����勺������� ��
�

�图版 ���
，

�一��

标本 ���� ������
�

�一�，
� �����

�

�一��

产地和层位 义县煤矿九井 ��������
，

阜新哈拉哈 ����“ ���沙海组
。

描述 辽西的副狼鳍鱼化石包括一个已散乱个体的身体前段及一些零散的舌 领 骨
、

鳃盖骨和鳞片
。
在身体前段标本 ����“ �

�

�� 中
，
可辨认出副蝶骨

、

上下领
、

第三和第四

眶下骨
、

角舌骨
、

鳃盖骨
、

前鳃盖骨和匙骨鲁骨骼�图版 �
，��

。

副蝶骨仅保存了中部
，

但仍可观察到发达的基翼突
，

近水平地向两侧伸出� 副蝶骨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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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粗大的牙齿 �现标本基翼突前保存有七个牙齿脱落后留下的大齿孔�
。
上领骨细长

，

口缘平直
，
后端略往后上方弯曲 �齿骨硕壮

，
无明显冠状突 �当前标本中齿骨后上方保存的

小骨片可能为前上领骨
。
上下领 口缘密集着生有较大的尖锥形牙齿

，

并可能不止一列
。
第

三和第四眶下骨很大
，
在现标本中近与鳃盖骨等宽

。
舌领骨�图版 ���

，
��与脑颅的关节突

可能有前后两个关节面 �舌领骨主干前的薄骨片翼宽短
，

并不明显向前下方延伸
。

角舌骨

形如哑铃
，
较为宽短

。
鳃盖骨 ����“ �

�

��近呈肾形
，
高约为宽的两倍 � 表面有以鳃盖关

节窝为中心向周缘放射的浅沟及细密的小突起
。
前鳃盖骨下枝很短

。
前鳃盖感觉管在下

枝后一下方有 �个分支
。
匙骨硕大

，
上下枝近等长

。
在 ���“ �

�

� 号标本上亦可见到一

些零乱保存的肋骨和胸鳍条
，
均较粗大

。

鳞片�图版 川
，
�� ����“

�

�� 为圆鳞
，
侧基角明显

。
细密的同心生长纹在顶区大多

中断
，
仅留十余条彼此间隔很大的环线

。
基区发育有为数不等的辐射沟�不多于 �� 条��

顶区有明显的网状结构
，
并有稀疏分布的瘤状小突 �������

�

��
。
基

、

顶区交界为鳞片的
�

薄弱面
，

鳞片常在此一分为二保存 �������
�

�
，
������

�

��
。

讨论 辽西沙海组中发现的这一类鱼化石虽数量不多
，

保存亦欠佳
，
但从其保存下

来的骨骼形态特征看
，
无疑应属副狼鳍鱼 �参见张弥曼和周家健 ����

，

马凤珍和孙嘉儒

�����
。
副狼鳍鱼已知有两个种 �伍氏副狼鳍鱼��

������������ 。 “ ������ �� �����和张

氏副狼鳍鱼��
� ‘ ����

。 。 �� � � �� ����
，

两者之间较显著的区别是张氏种较伍氏种的脊椎

数目多臀鳍小�马凤珍和孙嘉儒 �����
。
辽西的副狼鳍鱼目前尚无头后骨骼的资料

，
因而

无从归人上述已知种或另立一新种
。
张弥曼和周家健 ������最初将副狼鳍鱼置人狼鳍鱼

科
，
但已明确指出副狼鳍鱼比狼鳍鱼更接近骨舌鱼

。
笔者认为副狼鳍鱼的 口裂大

，
明显向

前上方倾斜
，
口缘及 口 内各骨片上有密集粗大的尖锥形牙齿

，
眼眶后两块眶下骨很大

，

鳃

盖骨高而窄
，

前鳃盖骨下枝极为宽短
，
鳞片顶区已有网状结构等

，

与现生骨舌鱼科的成

员 �如 ����。 ���� �����
，
������������ ������

，
����������� �位� �����已很接近 �参见

������� ����
，
�����

，

可将其归人该科
。

金帆�����
，�����曾依据采自山东西部新泰蒙阴组的一批鱼化石标本

，
建立了一新属

新种—宁家沟谭氏鱼 ��
�， ������ ������

�����，����
，

并将其归入舌齿鱼科
。
本文第一

作者在研究辽西副狼鳍鱼的过程中
，
重新观察了谭氏鱼的标本

，
发现当年的记述存有一些

谬误
，
在此加以修正

。
鲁西的标本具有颗窗

，
尾鳍分叉鳍条 �� 根曾是笔者另立谭氏鱼属

并将其归人舌齿鱼科的主要依据
。
经仔细修理化石后发现 �����

�

�� 顶骨内侧后 下 部

的孔状结构并非由顶骨内凹而成
，
鲁西标本的头颅后侧部并无颗窗� 尾鳍分 叉 鳍 条 在

�����
�

� 号标本上确有 ��根
，
但 �����

�

�� 号标本为 ��根
，
�����

�

�� 号标本则仅 有

�� 根
，
故而尾鳍分叉鳍条 �� 根亦非鲁西标本的稳定特征

。
另一明显错误是将末端尾 椎

�上的神经棘当成尾上骨 ������
�

���
，

其实鲁西标本的第一尾前椎和末端尾 椎 �上 均

有完整的神经棘
。
笔者还发现鲁西的标本有辅上领骨

，
鳞片顶区的生长环线亦大多中断

������
�

��
。
修订后的宁家沟谭氏鱼与张氏副狼鳍鱼无明显差别

，
实为后者的晚出异名

，

��张氏副狼鳍鱼 ��
� ���夕������� ��� ���� � �� �� � �����的种名

������取自张弥曼教授的姓
，
其构成

显然有违国际动物命名法规 ��记 � �� ��
�

�����的条款 �������
�
一个种级名称

，
假如是直接由一个现代人

名构成的属格名词
，… �如果是一个女性的

，
�必须在字干后�用

一��。
在此按条款 �����订正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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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废弃
。

亚 目和科未定 �������� �� ��面�� �����
�

�获尔库鱼属 ���
�������� �� ����

�图版 ���
，
��

标本 ���� ������
，
������

。

产地和层位 建昌冰沟 ��������� 九佛堂组
。

阜新哈拉哈 ��������� 沙海组
。

讨论 这类化石仅为两个塔形的鳃盖骨所代表
，
其形状与辽宁东部聂尔库鱼的鳃盖

骨非常相似�参见苏德造 ���� � 图 ，�
，
故暂将其归人该属

。

图 �� 真骨鱼类未定种的头骨 ��������

���一 � ����� �� ������� ��
�

��������

�骨鱼类未定种 �������日 �����

�图 ��一���图版 ���
，
��

标本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
�一����

。

产地和层位 义县煤矿九井 ���������阜新清河门 ��������
，

哈拉哈 ��������
，

第 ���号钻孔 ���� 深处 ����石����沙海组
。
海州露天矿 ���������阜新组

描述 除 �” 号钻孔的 ������ 号标本及海州露天矿的 ������ 号标本的头 骨 较

完整外
，
其余均为零散骨片

。
������ 号标本体呈纺锤形

，
体长 ����

，

头长与体高近相

等
。

颅顶骨骼在现有标本中保存较好�图 ��
，
����

，

额骨窄长
，

长为宽的两倍左右�顶骨近

呈方形 �左右额骨
、

顶骨及额一顶骨之间均以直线相接
。
眶上感觉管终止于顶骨中部

。
上

枕骨不分开顶骨后缘
，
上枕骨棘小

。
脑颅后一侧部无颗窗

。
副蝶骨细长

，
无基翼突

，
升突

基部有较大的伪鳃输出动脉孔
。
副蝶骨腹面未见牙齿 �图 ����

。
围眶骨骼中保存有眶前

骨
、

第一和第三眶下骨及膜质蝶耳骨�图 ��
， ���一��

，

眶前骨半圆形
，
与狼鳍鱼类的很相

似 �第一眶下骨细长
，

前端略膨大 �第三眶下骨大
，
见有两个感觉管分支� 膜质蝶耳骨近三

角形
，
后缘有感觉管通过

。
现有标本中未观察到眶上骨

。 口裂小
，
下领与方骨的关节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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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真骨鱼类未定种的部分头骨

��上枕骨 �������
�

��
� ��副蝶骨 �������

·

��� ��第一眶下骨 �������
·
���

��第三眶下骨 �������
�

��� ��上领骨 �������
�

��
� ��齿骨 �������

�

���

��隅骨一关节骨一后关节骨 �����，�
·

��
� ��舌颁骨 �����，�

·

��� ��角舌骨

�����，�
�

��
� ��鳃盖骨 �������

�

��
� ��下鳃盖骨 �������

�

��� ��间鳃盖

骨 �����，�
�

�� �角舌骨和间鳃盖骨为右侧骨片�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眼眶后缘
。
前上领骨小 �上领骨大

，
口缘略拱曲

。
在 ������ 号标本的前上领骨和上领

骨上保存有细小的牙齿�图版 ���
，
��图 ��

，
����

。
齿骨具有明显的冠状突 �下颇后部三块

骨片�隅骨
、

关节骨和后关节骨�彼此愈合情况及由哪些骨片组成下领关节面观察不清�图

���一��
。
内翼骨宽大

，

其上似无牙齿着生
。
舌领骨以单头与脑颅相关节

，

前下角未见突

起�图 ����
。

角舌骨状如哑铃�图 ����
。

鳃盖骨椭圆形
，
下部较上部略宽 �前鳃盖骨上

、

下枝等长
，
两枝以直角相交�下鳃盖骨前上角突伸较长 �间鳃盖骨为长三角形骨片�图 ��

，

���一��
。

������ 号标本约有 �� 枚脊椎
，

其中尾部椎体 ��枚
。
肋骨 �� 对

。
有上神经棘和上

髓弓小骨
。
胸鳍位低

，

约有 �� 根鳍条
，

内侧缘无粗大的不分叉鳍条
。

腹鳍距臀鳍较胸鳍

为近
，
约有 �根鳍条

。
背鳍起点约前于臀鳍起点五个椎体的距离

。
背鳍和臀鳍大小相若

，

各有 �一�根辅助鳍条和 ��一�� 根主鳍条
，

支鳍骨均有 �� 根
。
尾骨骼在 � ����� 号 标

本上部分保存
，

第一尾前稚
、

两个末端尾椎及尾下骨之间界线清楚
，
未见彼此愈合现象�第

一尾前椎上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其后有一尾上骨
。
鳞为圆鳞

，
有侧一基角

，
基区和顶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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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辐射沟
。

讨论 辽西新发现的这种鱼总体上与狼鳍鱼类
，
尤其与固阳鱼较为相似�参见刘宪亭

等 ����� 图 ���
。
但是

，
它不具有固阳鱼及其它狼鳍鱼类所共有的特征

，
如脑颅后一侧部

的颗窗
，
副蝶骨上有牙齿

，

舌领骨前下角突起
，

胸鳍内侧缘粗大不分叉的鳍条
，
因而不能归

人狼鳍鱼类
。

然而
，
这种鱼的眶前骨半圆形

，

所有围眶骨骼估计不超过六块
，
尾骨骼中未

有愈合现象
，
第一尾前椎上有一完整的神经棘

，
尾上骨一根等

，
表明它在真骨鱼类中

，
应与

骨舌鱼超 目最为接近
。
惜当前标本太少

，
许多特征无从了解

，
在此暂将其作为真骨鱼类未

定种
，

留待今后进一步工作
。

结 论

辽西晚中生代鱼群包括古鳍类未定种
、

长背鳍燕鳃
、

潘氏北票鳃
、

刘氏原白鳃
、

师氏中

华弓鳍鱼
、

戴氏狼鳍鱼
、

室井氏狼鳍鱼
、

中华狼鳍鱼
、

三棵榆树狼鳍鱼
、

长头吉南鱼
、

华夏

鱼
、

副狼鳍鱼
、

聂尔库鱼
，
罗家峡隆德鱼和真骨鱼类未定种

，
共计十五种鱼类化石

。
除潘氏

北票鳃
、

戴氏狼鳍鱼
、

室井氏狼鳍鱼和长头吉南鱼外
，

长背鳍燕鳃和刘氏原白鳃无疑为新

的化石类元
，

其余种类则首次发现于辽西地区
。

分属古鳍类和真骨鱼类的两个未定种类目前标本少
，
且多为零散骨片

，
因而难以确认

为已知属种抑或新种类
。

然已知特征表明前者与粒鳞鱼相近
，
后者与狼鳍鱼类

，
尤其与固

阳鱼总体上较为相似
，
可能属骨舌鱼类

。
师氏中华弓鳍鱼

、

中华狼鳍鱼
、

三棵榆树狼鳍

鱼
、

华夏鱼
、

副狼鳍鱼和聂尔库鱼虽然代表标本也不多
，
但鉴定特征明确

，
可较肯定地归入

已知属
，
甚至归人已知种

。

狼鳍鱼科的成员普遍具有管状鼻骨
、

颗窗
、

舌领骨前下角伸长成一突起
、

眶前骨半圆

形
、
�一�块眶下骨

、

眶上骨缺如
、

胸鳍内侧有一粗大的不分又鳍条
、

第一尾前椎上有一完

整的神经棘
、

尾上骨不多于一块
、

尾下骨 �一�块
、

尾神经骨 �一�根和圆鳞等特征
。
固阳

鱼科因其特征与狼鳍鱼属各个种镶嵌具有
，
难以成立

。
固阳鱼

、

吉南鱼和狼鳍鱼均属狼鳍

鱼科
。
狼鳍鱼和吉南鱼在额骨

、

第一和第三眶下骨
、
口裂

、

辅上领骨
、

前鳃盖骨和鳞片等的

形态特征上明显不同
�

曾被认为是亚洲鱼属的特征中
，
只有无尾上骨和尾鳍分叉鳍条不多于 巧 根可能确为

亚洲鱼所特有
。

辽西发现的各种狼鳍鱼
，
尤其是戴氏狼鳍鱼和室井氏狼鳍鱼的尾骨骼特征�如末端尾

椎上的神经棘
、

尾神经骨和尾下骨的数目�和分叉尾鳍条的数目多有变异
。
文中侧重对戴

氏狼鳍鱼和室井氏狼鳍鱼的部分形态特征做了较详细的修订和补充
。

德永氏狼鳍鱼的特征�身体细长
、

头较小
、

胸鳍长几达腹鳍
、

臀鳍起点肯定位于背鳍起

点之前及脊椎和臀鳍条数 目略多�在辽西几个新地点采集的代表不同种群的标本中
，

显示

了很大的变异范围
，
以至与戴氏狼鳍鱼之间不再有较稳定的特征差异

，
故而很可能是戴氏

狼鳍鱼的晚出异名
。

常氏鱼和辽西鱼均为吉南鱼的同物异名
。

副狼鳍鱼的 口裂大
，
明显向前上方倾斜

，
口缘及 口内各骨片上有密集粗大的尖锥形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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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
，
眼眶后两块眶下骨很大

，
鳃盖骨高而窄

，

前鳃盖骨下枝极为宽短
，
鳞片顶区已有网状结

构等
，
与现生骨舌鱼科的成员已很接近

，
可将其归人该科

。
宁家沟谭氏鱼是张氏副狼鳍鱼

的同物异名
，
应予废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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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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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和本文第一作者�所采集
，
建昌喇嘛洞的 �

、

����，
�

�号标本由马凤珍老师采集
，

朝阳梅勒营子黄花沟的 ������
�

�一� 号标本由董枝明和陈王基教授提供
，
义县地震台编

号为 � ����� 的部分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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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钻孔标本 � ����� 和海州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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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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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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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脊推所张弥曼教授

、

加拿大国立自然博物馆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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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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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美国堪萨斯大学的 �
�

������� 教授以及加拿大艾伯塔

大学的李国青博士都为初稿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批评 �本文第一作者曾应 �
�

�������

博士和德国侏罗博物馆的 �
�

�����博士之邀
，
并得到德国研究社团的经费资助

，
参加了

����年在德国 ������数� 举行的中生代鱼类系统学和古生态学学术讨论会
，
对本文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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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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