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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中新世的姻亚科 �鲤科�化石

及新生代晚期东亚淡水鱼类区系的演替
‘�

张弥曼
�

陈宜瑜
“
同号文

，

�中国科学院占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仪�州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别冲刀�

摘要 本文记述了细亚科的一个化石新属新种 及 〕义��口

呷��� ����
，

标本产于黑龙江省桦南县

附近的中新世地层中
。

它与现生姻亚科鱼类的区别是� 头长大于体高
，
日端位

，

鳃盖长大

十高
，

背鳍起点至吻端距较其至尾鳍基距为大
，

臀鳍起点至腹鳍起点的距离小十其至尾鳍

基的距离
。

对新生代晚期东亚淡水鱼类特征分析的结果表明
，

从中新世到上新世东亚大陆

和 日本列岛存在一个相同的淡水鱼类区系
。

这一区系在中国东部一直延续到现在
，

而在 日

本自更新世中期以后却发生过较大的演替
。

关键词 黑龙江
，

中新世
，

姻亚科
，

鱼类区系

一
、

目日 舀

姻亚科鱼类是我国东部广布的鲤科鱼类
，

它们主要生活在北起黑龙江南到珠江的平

原地区
，

栖息在江河
、

湖泊等较宽阔的水域中
，

海南和台湾也有它们的踪迹
，

有少数种

类出现在西南部的云南
、

四川等地 �杨干荣
，
����� 李思忠

，

������ 图 ��
。

在我国 的

邻近国家中
，

仅见于越南河内盆地红河流域
。 一

与我国相连的朝鲜半岛和隔海相望的日本

却没有它们的记录 �肠�
���

，
�����

。

我国已知的姻亚科鱼类化石地点全都座落在现生细亚科鱼类的分布范围内 �图 �
，

表 ��
。

完整的化石发现在山西榆社盆地上新世早期高庄组中
，

是现生细属 ��������
�的

的一个化石种 一
一榆社蛔 ��� 应���脉�刘宪亭

、

苏德造
，

�����
，

在这一地区中新世晚期

马会组采集的为筛选小哺乳动物牙齿化石的砂样中也曾见到绷类咽齿化石 �据周家健告

知�
。

山东济阳坳陷中新世馆陶组及上新世明化镇组 �张弥曼等
，

����
�
李玲俐等

，

�����
，

江苏泅洪县
、

淮阴县早中新世晚期下草湾组
、

丰县中新世到上新世
、

淮安县上

新世地层中都曾发现大量细类的咽齿 �张弥曼等
，

�����
。

此外
，

内蒙通古尔中中新世

晚期地层中也发现了姻类的咽齿 �据周家健告知�
。

可见姻亚科鱼类化石不仅在上新世

而且中新世在中国东部分布都是很广的
。

�� 本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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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东亚地区姻类化石产地分布图 �日本资料据 ������等
，
����� ����订� ������

斜线部分代表现生细类的分布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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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中国之外的地区
，

姻类化石迄今只在 口本发现过
，

分布亦甚广 �图 �
，

表 ��
。

本文描述的姻类化石
，

最早的少数标本 ����� 年�是由地矿部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苏养正和黑龙江省地质三大队倪春林提供
，

采 自桦南县东北四方台村以北二公里砂金

表 � 已报道的姻类化石地点及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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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地 区区 地 点点 层 位位 化石材料料 报道者者
��������� ���������� ���������� 几�������������� ���������

�����西省省 榆社盆地武乡乡 上新世早期高庄组组
曰

长” 硬涅〕岁瓜 �扮劝翻����� 刘宪亭
，

苏德造造

����������� ����� �����
，，

��������� ��
���

��� ������ ��������

������������� �明����� ��
�

���
�

�������

中中中中新世晚期马会组组 �����
��������� 罗�

���

据周家健健

����������� ��
�

��
�

������ ����
�

������
�����

山山东省省 济阳坳陷陷 上新世明化镇组组 �����
��������� 罗�

���

张弥曼等��������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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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玲俐等��叨����

��������������� 中新世馆陶组组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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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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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省省 泅洪
、

淮阴县县 中新世晚期下草湾组组 �����
��������� 罗�

���

张弥曼等 ��������

五五���那��� ������ ������ ���������� ��
���

����
�

�����
�����

������������� ��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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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丰丰丰县县 中新世 一 上新世世 �������������� 罗������

������
����
���� ���� 一���

�

��� ����
�

�����
�����

淮淮淮安县县 上新世世 �����
��������� 罗�

�����

������
�和�分��� ����

�

��� �� ��
�

�����
�����

内内蒙古古 通古尔尔 中中新世晚期期 �����
��������� 罗�

���

据周家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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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黑龙江省省 桦南县县 中新世中晚期期 且斌破”
￡叉�岁��� ����� 本文文

������������ ���】����� 道台桥组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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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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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国国 歧阜县谣坂坂 早中新世瑞浪群群
�

长列记汉〕岁附 ��
���

杉之原
，

上野野

��������� 可倪盆地地 ���山�������
�

��
�

���
���

��五��‘祀�� 。 或万泣��
���

�������

��������� 中村组组组 ���。 上�等 ��������

���������乏川���� ���
�������

帷帷帷帷子组组 �������������� 罗���� ������ ��������

�������������� ����
���

�� ��
�

�����
���

�‘司��� �����

蜂蜂蜂蜂屋组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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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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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京京都丹后半岛岛 中新世早期鄂 冈组组 �������������� 罗�
���

�����〔吐王等 ��������

宫宫宫津市木子子 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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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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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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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州西北对马海海 早中新世晚期期 无劝�记翅〕夕��� ����� ������等 ��������

峡峡峡中的壹歧岛岛 长者原硅藻土组组 � 户���阴廊廊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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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第 �井 �图��
。

次年
，

古脊椎所同号文
、

张宏专程到该化石地点进行实地考察
，

在

第 �
、

�
、

�井中采集了大量鱼类及植物化石
，

二者均产于 中新世
“

道台桥组
”

�黑龙江

省区域地层表编写组
，
����� 黄绿色粘土层

，

偶有采于灰白色粘土中
。

其下的含金砂砾

层中产扼齿象�啥
口�������。 ��

�

�齐陶
，

�����
。

植物化石经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李

浩敏鉴定
，

至少 有 �� 科 �� 属 �� 余种
，

其 中以桦 木科 ������������ 和 壳斗科

����������为主
，

她认为根据植物组合
，

化石产出层位的时代可能是中新世中晚期
。

桦南县的这批化石是除榆社之外保存最完整
、

而时代要比榆社早的细类化石
。

和榆

社不同的是
，

这一地点的鱼类区系结构单一
，

采到的数十个鱼化石标本以及大量由于太

破碎而没有采集的材料几乎都是姻类
。

鱼体因埋藏时挤压而产生的变形不大
，

由于石化

程度不高
，

围岩不够坚实
，

标本均采用机械方法修理
。

保留的白色骨片比较疏松破碎
，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根据印痕来辨别骨片的形状
。

由于构成咽齿的珐琅质比较坚固
，

在

许多标本上都保存了完整或不完整的咽齿
，

有时咽齿尽管破碎
，

却仍整排地与下咽骨连

接在一起
，

成为鉴定细类的最可靠依据
。

文中所引有关地层时代的意见据邱 占祥 ���� ，
�一�

，

����� 及邱占祥
、

邱铸鼎

������
。

二
、

标 本 描 述

骨缥超目 ��详������ 价����������

鲤形目 ���
�� �������������

鲤亚目 �������� �����������

鲤科 ����������������
鱼固亚科 ����

������ ��
����少������

始姻属 �新属�五炸翻代印��� ���
�

���
�

属征 体型较小的姻亚科鱼类
，
口端位

，

吻钝
，
口裂斜

，

头长大于体高
，

鳃盖长大

于高
，

背鳍起点至吻端距较其至尾鳍基距为大
，

臀鳍起点至腹鳍起点距离较其至尾鳍基

距离为近
。

属型种 �� ����’ ，

仅有种
。

释名 �� 一
，

希腊文
，

早期的� ���口�〕岁���，

蝴亚科的科型属
，

种名 ���� 赠予为我

国鱼化石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刘宪亭先生
。

刘氏始姻 �新属
、

新种�石叮翻理即廊 俪 ���
�

�� ��
�

���
�

�图版 � ��� 图 �
，

��

种征 同属征
。

正型标本 一条近于完整的鱼
，

仅尾鳍后部缺失
，

体长 ��
�

�
�

。

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标本编号 ������
�

�
。

其它材料 计有近于完整的鱼体 �尾 ������
�

�一 �
，
�

，
�

，

���
，

保存了部分鱼体或

重要零散骨片的标本 �� 余枚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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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及层位 黑龙江省桦南县城东北四方台村北二公里砂金矿
，

中新世
“

道台桥

组
” 。

描述 一种小型鱼类
，

已采得标本体长约在 �� 至 ���� 之间
，

较一般现生姻亚科

鱼类为小 �现生细类的成体体长 通常为 �� 一�����
，

杨干荣
，

�����
。

体狭长
，

侧

扁
，

最大体高位于背鳍起点处或稍前
。

头长明显大于体高 �图版 �
，
�一�� 图版 ��

，

��
，

体长为头长的 �一�
�

�倍
，

为体高的 �
�

�一�
�

�倍 �����“
�

�
，
����“

�

�
，
������

�

��
，

为

尾柄长的 ���一���倍
，

尾柄高的 ��� 一 �� 倍
。

体高为尾柄高的 ��� 一��� 倍
。

口端位

�图版 �
，
�一��

。

吻短而钝
，

吻长略大于眶径
，

头长为吻长的 ���一���倍
，

为眶径的

�
�

�一���倍
。

眶后距远大于吻长
，

在保存较完整的标本中分别为吻长的 �
�

�和 �
�

�倍

�������
�

�
，
������

�

��
。

头长为尾柄长的 �
�

�一�
�

�倍
，

尾柄高的 ���一�
�

�倍
。

以上身

体各部分的比例
，

除头长显著大于体高外
，

均在现生细亚科各属种以及榆社姻的变异范

围之内
。

表 � 刘氏始姻化石测量数据 �单位� 毫米�

���一� � 旅
���������� ��正�戈��。 。 ，月� ���� ���

�

�� ��
�

���
�

��� ���

标本号 体 长 体 高 头 长 头 高 眼 径 眶前距 眶后距

��么�闷
�

� ��� ��
�

� ��
�

� ���
�

� �
�

� �
�

� ��
�

�

��么义闷
�

� ��月 ��
�

� ��� ��
�

� �
�

� �
�

� ��
�

�

��么�礴
�

� 约 �� � 约 ��� � �
�

� 约 � ��

��么义闷
�

� ��� ��
�

� 约 �� ��石 � � �石

���〔延�� ��
�

� �� ��
�

� ��
�

� �
，

� �
�

� �
�

�

���仅讲
�

�� ��
�

� ��� �� ��刀 � � �

标本号 尾柄长 尾柄高 背鳍条 背鳍刺长 臀鳍条 躯 椎 尾 椎

�八︸

�����������
�����
了�，

�������
︸�︸��
。

�
。

亡、���，﹄︸、︸气‘���，乙��
，
�

��
，
�

��

��

���
，
� ��

���
，

��

�

� ��

�� �从��，���，

�����，八��
‘�‘��工尹叮

了勺‘��︸、��，︸���众从��
‘

�
，且�����胜�‘

�������碑
�

�

��么�闷
，

�

��么兀碑
�

�

���伙刃
�

�

��入贬礴
�

�

��么义闷
�

��

头部骨骼中鳃盖系统保存较好
，

鳃盖骨为一不等边四边形
，

前缘及下缘长
，

形成向

前方突伸的前下角
，

使鳃盖骨长大于高
，

后下缘浑圆 �图版 �
，
�� 图版 ��

，
�

，

图��
。

前

鳃盖骨外缘相交近直角
，

背
、

腹枝约等长
。

下鳃盖骨和间鳃盖骨都和其它鲤科鱼类相

同
。

下领骨 �齿骨 � 隅关节骨�短
，

十分倾斜
，

与方骨关节处很靠前
，

约在眼眶前缘

下方
，

因此 口裂很小 �图版 �
，
�一��

。

在许多标本上都保存了咽齿
，

虽均较破碎
，

但仍能辨别它们的形状
。

所见齿均较

大
，

十分侧扁
，

侧面宽阔
、

光滑
，

咀嚼面窄条状
，

上端尖
，

但不成钩状
，

与细亚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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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一�

�� ��� � � ���
�

一
�」

图� 左侧鳃盖骨外模

���
�

� ���� ���������
， ����� ����������

图� 尾骨右侧视

���
�

� ��������������
， ����� ����

类主行咽齿非常相似
。

������
�

�� 号标本 �图版 �
，

�� 保存了下咽骨及在原位的一排约 �

个咽齿
， 「咽骨较短宽

，

������
�

�� 号标本上的 「咽骨虽然很不完整
，

但与它相连的一

排咽齿却仍在原位
，

数目大约也是 �个 �图版 �
，

��
。

这 �个一排的咽齿看来应该是主

行咽齿
，

在任何标本上都没有看到其它类型或在其它位置上的咽齿
，

但由于标本十分破

碎
，

目前还不能断言是否不存在第二或第三行咽齿
。

从主行咽齿的数量
、

形状等特点来

看
，

无疑是细亚科类型 的咽齿
。

从它们的形状和长度来说
，

似与加
�����口诫刀忍和

����������� ���������������更接近 ���
� ，
�����

。

肩带中仅能观察到的完整骨片为匙骨 �图版 ��
，

��
，

形状与一般鲤科鱼类中所见无

背鳍起点与腹鳍起点相对
，

稍前或稍后
，

至吻端的距离较其至尾鳍基的距离为大
。

胸鳍不达腹鳍
。

腹鳍起点恰位于胸鳍起点至臀鳍起点间距离的中点
。

臀鳍起点距腹鳍起

点较距尾鳍基为近
。

在少数标本中背鳍条为 ���
，
�

，

而在大多数标本中能够观察到的只

有 ��
，
�

，

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根不分叉鳍条很短小
，

常常不容易保存而未被发现的缘

故
。

最后一根不分叉鳍条为粗壮的光滑硬刺 �图版 �
，
�一��

，

后缘无锯齿
，

头长为硬

刺长度的 �
�

�一 �
�

�倍
。

背鳍支持骨 �� 枚
。

臀鳍条���
，

��
，

支持骨 �� 枚
。

胸鳍条 �
，

巧
。

腹鳍条 �
，
�

。

尾鳍叉形
，

长鳍条 �
，
�一�

，
�

。

在现生姻类中除背鳍起点距吻端较距尾鳍

基为近
，

臀鳍起点距腹鳍起点较距尾鳍基为近外
，

各鳍相对位置及鳍条数
，

特别是背鳍

第三根鳍条为粗壮的光滑硬刺
，

与本文所描述的新属种的情况都很相似
。

尾椎 ��������������保存完整
，

共 ��个
。

由于最前儿个躯椎 �����������������

通常保存很差
，

只能数出大约 �� 个保存较好的躯椎
，

估计最前面保存较差的躯椎约有

�一�个
，

脊椎的总数应该在 �� 一�� 个左右
，

也在现生姻亚科鱼类的变异范围之 内
。

尾骨结构 与大部分鲤科鱼类中的情况相似 �图版 ��
，
�� 图 ��

，

第一尾前椎 ���
�，

���������和第一
、

二末端尾椎 ��
�， ��， ����������� � ��� ��愈合

，

与此复合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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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愈合的尾杆骨 ���
，

�����州 向后上方延伸
，

尾下骨六枚 ��
，��
�

，

与尾鳍下叶鳍条

连接的第一尾 下骨��
�， ������� ��近端与复合尾椎愈合

，

第二尾下骨��
�
�和副尾下骨���

，

���场������ 近端与复合尾椎连接
，

第三至六尾下骨 ��
�一��

�近端与尾杆骨腹缘相

连
，

复合尾椎背面尾杆骨前方有一个短的
、

不完全的神经棘 ����
，

尾杆骨背侧有一

个细长的尾上骨 ���
， �������

，

未见膜质尾骨 ��������
���

。

鳞片未保存
。

三
、

讨 论

�
�

比较

新属种��二
�口‘�尸��� ����和姻亚科鱼类有许多相同的特征

，

如咽齿较大
，

侧扁
，

侧

面宽大
，

平滑
，

咀嚼面狭长
，

上端尖但不呈钩状
，

主列咽齿 �枚� 背鳍条 ���
，
�

，

第三

根不分叉鳍条为粗壮的光滑硬刺
，

后缘无锯齿
，

臀鳍条 ���
，

��
，

胸鳍条 �
，
巧

，

腹鳍条�
，

�� 背鳍与腹鳍大致相对
，

胸鳍不达腹鳍
，

腹鳍起点在胸鳍起点至臀鳍起点间距离的中

点
，

归人姻亚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

但它和姻亚科的多数成员包括榆社姻之间存在几个

显著的差别� 个体相对较小
，

头长显著大于体高� 吻钝
，

口裂小
，
口端位� 背鳍起点至

吻端距较其至尾鳍基距为大
，

臀鳍起点至腹鳍起点的距离较至尾鳍基距离为近
口

根据刘

氏始姻的特有特征
，

我们认为难以将其归人任何现生属中
，

只能确立一个新属
。

虽然 日

本的细类化石材料大多为咽齿
，

但也不乏完整或比较完整的鱼体
，

如壹岐岛
、

平户岛
、

丹后半岛
、

山形县
、

岐阜县等地的中新世地层中都有较好的材料
。

其中的一些
，

据研究

者的意见
，

和现生姻类可能有属级的差异
，

但是并没有建立新的类元 �������
，

�����
。

从他们的描述中看起来
，

这些化石和刘氏始姻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

例如壹岐岛被鉴定

为榆社姻相似种 �����呷廊 ��
�

�汤����司 的标本
，

具 有端位而 不 是 下 位 的 口

����
���等

，
�����

，

岐阜县的材料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和 ������
，
�����

。

因

为缺少更详细的资料
，

对于刘氏始姻和日本中新世姻类的关系还无法作出更加肯定的结论
。

陈宜瑜 ������所建立 的产于广西钦州的姻亚科 的一个现生新 属 种小似细

��������
������

、 ���������
，

以及后来他和黄宏金描述的产于广西龙州的同一个属的另一个

新种棱似细 ��
� 。 �
�������

，

罗云林等
，

�����
，

和姻亚科其它种类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

虽然其亚上位的口
，

和刘氏始姻相似
，

但它们个体很小
，

体长仅 �� 一���
，

背鳍无

硬刺
，

脊椎数目较少 ��� 一���
，

又和刘氏始姻以及所有现生姻类都不同
。

它们的体侧

纵列鳞 ��� 一���远少于现生细类
，

而且没有侧线
，

与现生细类各种差别较大
�

陈宜

瑜指出
，

小似姻的外形与细螂属 ���彻�” 心�有儿分相似
，

但齿型却近似姻属

��������心�
。

因此似姻属的置于姻亚科主要是根据咽齿的结构
。

看来似姻属的确立
，

或将拓宽细亚科的范围
，

或者
，

似姻属的分类位置连同有关亚科的划分
，

还值得重新

考虑
。

�
�

东亚新生代晚期淡水鱼类区系及姻亚科鱼类的时空分布

迄今已知中国境内的新生代晚期鱼化石地点主要的有两个
，

山东临胸山旺早中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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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山旺组硅藻土层和山西榆社中新世晚期马会组及上新世早期高庄组泥岩 �图 �
，

表 �
。

山东临胸山旺的化石曾由杨钟健
、

张春霖 ������ 和 ������
，
����� 研究并鉴定为

儿个现生属的化石种 ������� ���������台
，

������
������

，

������������� ������印����
，

此����
�� �����������

。

这一地点的化石最近经周家健 ������ 重新采集和研究
，

她和前

人一致的意见是
，

这一鱼群主要由现代这一地区十分繁盛的鲤科鱼类组成
。

但她的研究

结果表明
，

现有标本中除峋 亚科的领须狗 �������
口��� 外

，

并无其它可归入现生属的

种类
，

而是一些新的化石属
，

可分别归人鲤亚科 ������������ 鲁鲤 �����欣。 、

扁鲤

�������������
、

齐鲤 ��〕，������
、

雅罗鱼亚科 ������������
�

似雅罗鱼 刀‘ 占������姚���

以及担尼鱼亚科 �����������
�

弥河鱼 材动�������
��，�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山旺发现和采

集的众多标本中尚未发现姻类化石
，

不过
，

时代略早于山旺组的江苏泅洪下草湾组中已

发现过姻类咽齿化石
。

山旺的鱼群
，

除未发现姻亚科鱼类外
，

和 日本本州
、

北海道 日本

海沿岸中新世早期的一些化石地点 �如京都
、

福井
、

岐阜
、

石川
、

山形
、

北海道南部等

地�所产的鱼群非常相似 �������等
，

����� ������
，
�����

，

其中有些种类甚至被定

为相同的属
，

如 ��������。 在山旺
、

福井
、

岐阜
、

石川
、

北海道等地都有发现 �周家

健
，

����
� ������ ，

�����
。

因此
，

中国东部和 日本中新世早期的鱼群看来应属同一个

鱼类区系
。

这个区系和当今东亚的淡水鱼类区系很不相同
，

它的绝大部分种类均非现生

属
，

更没有现生种
。

它的组成以鲤科鱼类为主
，

其中又以鲤亚科
、

雅罗鱼亚科鱼类占主

导地位
，

虽然 日本的鱼群中姻类也是很重要的成分
。

日本学者曾多次指出
，

日本早中新

世的淡水鱼类 区系和东亚大陆的现生鱼类 区系相近
，

但和 日本现生鱼类区系不 同

�������
，
���� 等�

。

值得提到的是
，

一些研究哺乳动物的中国和 日本学者新近也陆续

发现
，

中
、

日两地中新世地层共有一些相同属种的哺乳动物
，

如同时产于山东山旺组
、

江苏泅洪下草湾组及长崎佐世保盆地野岛群 ������� ����
�� �����

��� 组 ������
���

����
������的山东硅藻鼠 �五坑���哪

� �������岁��。 ������ 和 ������
，
�����

，

以及同

时产于下草湾组及岐阜瑞浪盆地 ���� 褐煤层 ����� ������� ���������
，

与可儿盆地中

村组相当�的中国杨氏河狸 ���
���可�’��� ���������������

� ��� ���������
，

�����
，

邱

占祥等 ������也曾发现
，

山旺组和可儿盆地平牧组 ��������� ����������共有矢木

氏近摸 ����������二 ������
。

以上作者根据早中新世晚期两地相同的哺乳动物化石
，

都作出了当时两地在动物地理方面关系较近的结论
。

这和我们根据鱼类化石得出的结论

是很一致的
。

山西的标本曾由刘宪亭
、

苏德造 ������ 研究
，

鱼群中的鲤科鱼类都可 以归人现生

属或甚 至 现 生 种
，

如 自岁����� ������
，

��������
、 �������

，
几为

，
�����勺竹�口��� ������

，

��������厂�刀�口���
�������等

，

其中只有不到半数被定为新的化石种
。

除鲤科鱼类外
，

这

一鱼群还包括鳃形目 ��������������鳃科 �����������的����
�����

������ �现生种 �
，

妒 形目 �������������鱼旨科 ������山����的�����
���� 姗

��
哪���� �化石种 �和鳍形

目 ��������������������鳄科 �����������������的�����
�印人���� 。 馆�� �现生种 �

。

这一鱼群中鲤科鱼类的组成和 日本琵琶湖地区同时期伊贺组大山田粘土层的鱼群在亚科

的水平 仁十分一致
，

包括鲤 亚科 ������������
、

姻亚科 ����������������
、

拍 亚科

�����������
、

峋亚科 ������������
、

雅罗鱼亚科 �������������等 �刘宪亭
、

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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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
� ��������

，

�����
。

日本的材料虽然丰富
，

但多为咽齿
、

鳞片及零散骨片
，

很

难与山西的种类作进一步的 比较
。

除鲤科鱼类外
，

日本的鱼群中也发现 了鳃科的

�������
�

二 以及同一 目的婉科 ����������鱼类的残余 ����
���

，
�����

。

研究古琵琶

湖鱼类化石的 日本学者多将这一鱼群与榆社的鱼群对比 ����
���

，
����

，
����

，
����

，

���卜 ��������
，

�����
。

这两个组成十分相似的鱼群表明
，

中国大陆东部和 日本在上新

世也属于同一个淡水鱼类区系
。

这个区系的鲤科鱼类包含了现生鲤科鱼类的若干亚科
，

它的组成中已几乎全为现生属
，

且半数以上是现生种
。

除鲤科鱼类外
，

还有鳃形 目
、

妒 形 目和鳄形 目的鱼类
。

总的看来
，

上新世鱼类区系的组成已和中国大陆东部现今的

淡水鱼类区系很相近
，

可见亚洲东部淡水鱼类区系自上新世早期已初步确立
，

并一直繁

衍发展至今
。

值得特别提出讨论的是对马海峡中的壹岐岛早中新世晚期长者原硅藻土所产的鱼

群
，

其中除有许多完整的姻类被鉴定为榆社细相似种 ��������廊 ��� �汤������� 外
，

还 有 一 些 鉴 定 为 现 生 属
、

种 的 鲤 科 鱼 类
，

如 自岁����� ������
，
�动��口�刀�����

，

注����理�入��������
，

价��������
，

甚至还有鲡鱼 ���少
���� �������等

，

����� 孔�
���等

，

����
，
����� ������������������ ���

即 ���知 �������
，
����� �������

，

�����
，

它与日

本其它同时期地点的鱼化石组成大不相同
，

而与榆社的上新世鱼群却有几分相似
。

这一

事实已由安野胜敏 �������，
����� 指出

。

对长者原硅藻土的时代过去曾有过争论

�������等
，

�����
，

其中的鱼化石尚需进一步研究
，

待两方面的工作有了定论
，

才能探

讨壹岐岛鱼群的性质和归属问题
。

从化石资料看
，

姻类是中新世在 日本淡水鱼群中占主导地位的鱼类之一
，

它们大多

被发现在现今 日本海沿岸的湖相沉积中
。

它们在 日本一直生存到更新世中期
，

但在现生

淡水鱼类区系中却已消失
。

一些 日本鱼类学家 ����
���

，
����� �冰�����

，
����� 根据

这一情况
，

并根据当时中国大陆仅知的姻类化石产自上新世地层的事实
，

得出结论说
，

姻类是中新世早期在亚洲大陆边缘 �即日本列岛现今所在地�起源
，

中新世中
、

晚期自

大陆边缘向内陆扩散
，

从此在大陆繁衍生息
，

而在 日本却步向绝灭
。

但是上文提到的许

多中国大陆的中新世姻类化石 �张弥曼等
，

����� 李玲俐等
，

���� 及周家健告知�以及

本文描述的也属于中新世的劲�������瓜 ����都表明
，

中新世姻类在中国大陆也是相当

繁盛的
。

这说明中国东部和 日本列岛晚新生代应属同一个鱼类区系
。

关于更新世中期以

后细类在 日本的绝灭原因
，

日本学者已作了许多探讨
，

至今尚无定论
。

但显然是 日本列

岛与东亚大陆阻隔后
，

环境变迁和区系分衍的结果
。

四
、

结 论

�
�

黑龙江省桦南县中新世道台桥组所产的������������ ����是蝴亚科的一个和现生

属
、

种不同的化石新属新种
。

�
�

中新世时姻类在中国大陆即已相当繁盛
，

并非如 日本学者过去所推测
，

在中新

世中晚期由大陆边缘
，

即现今 日本列岛
，

扩散到内陆
。

�
�

根据中国东部及 日本晚新生代包括姻类在内的淡水鱼类化石的研究
，

中国东部



�期 张弥曼等�黑龙江中新世的姻亚科�鲤科�化石及新生代晚期东亚淡水鱼类区系的演替 ���

和 日本列岛中新世和上新世很可能都属于同一鱼类区系
。

这一鱼类区系在中国大陆一直

延续到现代
，

而在 日本列岛从更新世中期以后则发生较大的演替
。

�
�

东亚地区中新世的鱼类区系虽以这一地区现今大量繁盛的鲤科鱼类为主
，

但和

现代鱼类区系不同的是
，

绝大多数都是化石属种
。

上新世的鱼类区系中现生属种才占了

优势
，

并一直繁衍发展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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