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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东部早泥盆世总鳍鱼类的原始代表

张 弥 曼 于 小 波
(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摘 要

本文记述 了云南东部早泥盆世总鳍鱼类的原始代 表— 先驱 杨氏 鱼 (新属新

种 )
.

它有两个外鼻孔
、

脑颅腹面具有被鼻间脊分开的鼻间窝和小的腹侧孔等
,

和孔

鳞鱼类很相似 ;但在侧吻骨膜质间突
、

颅顶前部膜质骨表面具有供伸向皮肤感觉器的

神经通过的孔群
,

副蝶骨延伸 到筛区之下等方面又和骨鳞鱼类相近
.

在其特有的特

征方面 (如眶下感觉管及筛联合感觉管位于前上领骨后背方的骨缝中
,

头部内骨骼组

织被一 些小管形成的纲状结构穿过等 )
,

它和加拿大北极地区早泥盆世早期的 尸口留 i
-

动 ht 厂 颇为一致
.

近廿年来
,

我所在云南省东部曲靖附近采集了大量总鳍鱼类化石
.

本文记述的四个标本

是 19 7 9 年采集的总鳍鱼类标本的一部分
,

其中一个是比较完整的脑颅前部 (古脊推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标本编 号 v 6 1 8 0 )
,

两个是不完整的脑颅前部 ( v 6 1 8 ;1 V 6 1 82 )
,

另一个是顶甲 ( aP
-

众 alt his d d
,

v 6 1 8 3 )
.

文中引用了前一作者于 19 6 6 年至 19 67 年在瑞典 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作

总鳍鱼类脑颅连续磨片的部分资料 (标本编 号 V 6 1夕9 )
.

本文描述的总鳍鱼类标本既具有孔鳞鱼 目 ( oP or leP ifo
r m es ) 的 特 点

,

又 具 有骨鳞 鱼 目

(O set ole ifn or m es) 的特点
.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
,

在它所特有的特征方面
,

它和加拿大北极地区

威尔士王子岛早泥盆世早期海相地层中的 oP 洲 i `加勿 ; t h or set 动、 口
砂 l] 十分相似

,

是总鳍鱼类的

一个很有意义的原始代表
.

我们选取脑颅前部保存比较完整的 v 6 1 8 0 号标本作为正型标本
,

建立新属新种— 先驱

杨氏鱼 ( Y ou gn ol 印i ,

rP ae ` ur so
;

)
,

属
、

种名称献给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 杨钟健 教 授
.

v6 18 1 和 v 6 18 2 两个标本也属于这一种
.

v 6 1 83 号标本是一个分离的顶甲
,

无法与正型标本

进行直接的比较
.

用作磨片的 v 6 1 7 9 号标本虽然是一个保存完整的脑颅
,

但因腹面全部包埋

在围岩中
,

在磨片全部做完之前还不能轻易地确定它的归属
.

但可以肯 定
,

上述标本都属于同

一个较小的分类单元
.

为对它们所属的类群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

并更好地表明某些特征
,

我们在文中也采用了后两个标本的资料
.

标本的产地是云南省曲靖县西冲
,

层位是翠峰山组
,

时代是早泥盆世团
.

本文 1 9 80 年 3 月 1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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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描 述

1
。

特征 (主要根据正型标本 )

吻部宽短
,

除独立的前上领骨外
,

额筛甲 (f or n ot 一 ct h m o i da l s ih el d) 其余部分均被连续的整

列层 (c os m in e
la ye )r 所覆盖

,

后部没有独立的膜质蝶耳骨
,

无松果孔
.

前上领骨中部及眶上

感觉管两侧的膜质骨表面有供伸向皮肤感觉器的神经通过的孔群 ( gr ou p of op er s fo r C ut an co us

se sn o yr or ga n s)
.

前后外鼻孔开 口于颅顶前侧方或前腹侧方
,

从颅顶看不到鼻孔
.

有较小的侧

吻骨膜质 I司突 ( p or c e s s u s de lrn i n et r m e di u s o f l a et ar l or s
atr l ) 及前鼻顶盖骨突 ( p r o c e s s of et e加 l )

.

眶 下感觉管及筛联合感觉管位于前上颇骨及其后背方膜质骨之间的骨缝中
.

鼻间窝 i( n et m a -

s a l e a v i yt )较小
,

位于二鼻囊之间的鼻间壁 ( i n et rn a sa l w a l l ) 中
,

左
、

右鼻间窝被鼻间脊 ( in t e r n a s al

idr ge ) 分开
.

锄骨
、

副蝶骨宽大
,

占据了筛区底部的绝大部分地区
,

左
、

右二锄骨前部不在中线

图 1 正型标本额筛甲背视 (
a

)
、

左侧视 ( b )
、

前视 (
。

) 及 v 61 83 号标本顶甲背视 (
。

l) 草图

ó.lP前
( aP lt

,

顶一间颗骨 : p二 x ,

前上领骨 ; R
.

、 ,

中吻骨 ; 匀
,

上颗骨 ;

g r户
.

川
,

供伸向皮肤感觉器的神经 通过的孔群 ; i。 户
,

眶下感觉管开孔 丁

F , ,

额骨凹线 ; 砂
.

oP
.

p a ,

顶骨后斜凹线 : 砂
.

tr
.

p 。 ,

顶骨横凹线 :

上领骨外
、

内行齿 ; : 。
p

,

眶上感觉管开孔〕

f e
·

。 x 。 ,

前外鼻孔 ;

o 。 ,

眶孔缘 二

P用 x 粉
, P , )? x 公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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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接
,

无后突
·

有小的腹侧孔 ( f e n e s t r a V e n t r o 一 l a et r al is )
.

鼻后壁 ( Po s t n a s a l w a l l ) 中腹部有轮

廓分明的愕方骨顶突关节区 ( a r` ic u l a r a r e a f o r p r o C e s s u s a Pi e a li s )
,

此区侧方有三又神经深眼

支中支管道开口 ( m ed ial P r of ” ” d us
c “

an l )
.

内骨骼组织被一些小管形成的网状结构穿过
.

2
.

脑颅背面

脑颅较宽短 (图版 H , l )
,

前部背面略隆起
,

前方及前侧方向下弯曲
,

构成宽钝的吻部
.

前

外鼻孔 ( ej
.

ex
: ,

图版 I , 3 和 七 图版 H ,

2一叙 图 l b
,

;c Zb) 略呈卵圆形
,

开向前侧方或前

腹侧方
,

从颅顶看不到鼻孔
.

泪骨复压区之前
,

膜质骨边缘有一个小的切迹
,

可能是后外鼻孔

的前缘
.

眼孔 o( m ,

图版 I
,

1
,

3
,

4 ; 图版 H
,

1 ; 图 l a
一O 位置靠前

.

脑颅前部膜质骨如孔鳞鱼 ( oP or leP i,) 中那样
,

几乎全被一层连续的整列层覆盖
,

仅正型

标本后部中央有一纵向裂纹
,

不能肯定是否为二额骨间的骨缝
,

额筛甲后部没有分离的膜质蝶

耳骨
.

但口 缘具齿的前上领骨却是一个独立的骨片
,

它和颅顶其余部分之间的骨缝清晰可见

印 , : ,

图版 I
,

2一斗 ; 图版 11 , 2一 5 ; 图 l a
一

e ; Z a ,

b )
.

这一骨缝同时也构成中吻骨 ( R
.

m
.

,

图

lc )和侧吻骨的前缘
.

在 v 6 1夕9 号标本上
,

看不到额筛甲和顶甲之间的骨缝
.

v 6 1 8 3 号顶甲标本的前缘两侧向

前明显突出
,

和 尸。 州 i动 t人厂 的顶 甲加上
“

膜质蝶耳骨
” 的情况很相似

.

不同的只是
,

在 儿。 i
-

动 ht 厂 中
“

膜质蝶耳骨
”
是一块独立的骨片

,

而在 V 6 1 8 3 号标本上
,

可能相 当于上述骨片的成分

和顶甲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被连续的整列层覆盖
,

使它与顶甲其他部分连成一个整体
,

因此额

筛甲和顶甲之间的界线成为中部较直而两侧向前凸出的一条曲折的线
.

J es s e n

在描述 尸。 留 i
-

动ht y
,

时
,

认为它的额筛甲和顶甲之间的骨缝向侧方受到
“

膜质蝶耳骨
”
的阻拦

。

因此二甲之间

。 `
.

品。 p砚 、 z o e

户
。 二 。 尸六动沉

图 2 v 6 1丁9 号标本连续磨片
“ ·

连续磨片 N o
.

22
,

经过眶上 感觉管 与筛联合感觉管 主接处的横切面 ; b
.

连续磨片 付。
.

38
,

经过

鼻腔的演切面
.

( p脚 x ,

前上领骨 ;
: .

0
.

lat
,

侧线神经眼支管道 ; 。 、
.

二
,

鼻腔 ;
。 ,

. `二 m
,

筛联 合感觉管 : 加
.

ex
。

,

前外鼻孔 : ioc
,

眶下 感觉管 ; 钾
.

d t二
,

侧吻骨膜质间突 ; 灯
·

了 e ,

前

鼻顶盖骨突 ; ` : p ,

眶上感觉管开孔: 刃
c ,

眶上感觉管 : 即
.

切
,

鼻间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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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是
“

不完全的
” ,

并基于这种
“

不完全的
”

分离对颅中接合器 i( n
atr

c ar n ial uj cn ut er aP 钾*ar

ut s) 〔31 的存在提出了疑问
.

在 v 6 1 83 号标本上
,

和 eJ ss en 所谓的
“

膜质蝶耳骨
” 可能相当的成

分
,

显然和顶甲其余部分愈合
,

形成前面提到过的额筛甲和顶甲之间的曲折界线
.

这种曲折的

分界会在何等程度上影响到眶颗区 o( br iot et m oP alr egr ion ) 和耳枕区 ( ot ic oc ic iP at l r eg ion ) 之

间的活动能力
,

在对标本的全部解剖结构了解清楚之前
,

我们还不能作出结论
.

正型标本上没有松果孔
,

其他脑颅前部标本松果孔的部位都没有保存
.

眶上感觉管 ( , oc
,

图 2a
,

b) 约起始于前上领骨最高处
,

以一系列圆形或长形小孔 。 cP
,

图
-

版 I , 1 ; 图版 H
,

玖 图 la 一
c

; 图 Zb) 开 口于颅顶整列层表面
,

向后形成明显的 s 状弯曲
,

一直

延续到额骨凹线 ( fr on alt itP
一

h en
,

PI
.

rF
,

图版 I , 1 ; 图 la ) 前侧方
.

从磨片 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
,

眶下感觉管 i( oc
,

图 2a ) 及筛联合感觉管 (e ,
.

co m
,

图 2a ) 即位于颅顶前部唯一的骨缝—
前上领骨与颅顶其余部分之间的骨缝中

,

它和外界相通的孔道 (￡cP
,

图 10 也在骨缝中
.

前上

领骨中部及眶上感觉管外侧有供伸向皮肤感觉器的神经通过的孔群 ( g rP
.

so
,

图 la
,

c)
.

这种

孔群曾被 J
a r v i k 「̀

1
, 〕 ( 19 6 6

,

夕7页 ; 29 7 2 , 1 5 5 页 )认为是骨鳞鱼 目所特有的一种特征
,

但后来

J
e s s e n t̀ ,

在他归入孔鳞鱼 目的 尸。 留 i c h t人y ,
中也发现了孔群

,

并在斯匹次卑尔根 ( S p i t s be
gr e n )

早泥盆世的孔鳞鱼中与 oP o i hc t
仰

,
相应的部位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孔群

.

V 6 1 8 3 号顶 甲标本由前中部愈 合 的顶一间 颗 骨 ( p a r i e t o in et
r et m po r a l

,

p a l t ,

图版 11 , 6 ;

图 l d) 和后侧方分离的上颗骨 (s uP ar et m po alr
,

st
,

图版 11
,

6 ; 图 l d) 构成
.

顶甲中央有一纵

向骨缝分开左
、

右顶一间颗骨
.

愈合的顶一间颗骨也是孔鳞鱼目的特征之一阂 ( 14 4 页 )
.

顶
’

骨横凹线 ( t r a n s v e r s e p a r ie t a l p i -t l in e沪 1
.

, r
.

p a ,

图版 11
,

l
,

6 ; 图 l d ) 和顶骨后斜凹线 ( p o s et r io r ,

o b l i q u e p a r i e `a l p i`
一

l in e ,

户l
·

户
。 ·

p a ,

图版 11 , l , 6 : 图 l d ) 清晰可见
.

但没有看到任何小孔或

其他痕迹
,

借以确定眶下感觉管耳区部分及耳后部分的位置
.

.3 脑颅前部腹面

脑颅腹面前缘可见前上领骨 口 缘的牙齿
,

由内侧一行较大的牙齿 ( p m xt , ,

图 I C) 和外侧一

行较小的牙齿 如 m x , 。 ,

插图 l e

) 组成
,

与真掌鳍鱼 ( E u s动 e o o 夕, e r o , ) 中的情形相似
t` , ( 4 6 0页

,

图 5 6 )
.

很窄的前上领骨愕面 ( p al at al la m in a ) 盖住内颅筛区腹面最前缘
.

筛区腹面两 侧 相

当大的区域 为锄骨附着区 (。
.

V o ,

图版 I , 2 ; 图版 11 , 2 )
,

这一区域表面很不平整
,

由大 小不

等
、

形状不同的隆起及其间的凹沟构成
.

过去采获的大量脑颅前部标本上
,

锄骨都没有保存
,

这种构造特殊的锄骨附着区曾使我们对锄骨的形状
、

大小产生过各种推测
.

十分幸运的是
,

去

年我们相继采到了两个保存有锄骨的脑颅前部 (编号
: v 6 1 8 1

,

V 6 1 8 2 )
,

其中 v 6 1 81 号标本右

面的锄骨 ( 犷。 ,

图版 11
,

2一 4) 保存得相当完整
,

为较厚
、

较大
、

前窄后宽的三角形骨片
,

后中部

骨片较低
,

前侧部骨片较高
,

后中部前方保存了一个很大的牙齿 (
。 ot ,

图版 H
,

2 )
,

齿冠有很深

的褶皱
,

后方为供替换齿生长的凹坑
.

前侧部相当宽的区域布满细齿
,

前侧面以薄骨突和前上

领骨愕面相接
.

左
、

右二锄骨不象骨鳞鱼类中那样在中线相遇
,

也没有沿副蝶骨两侧向后延

伸的后突
,

其后中缘靠近副蝶骨侧缘
,

但由于标本受到挤压
,

不能辨别它是否确与副蝶骨相接
.

副蝶骨 护
,

图版 I
,

2一七 图版 11
,

2 ,

约 较宽
、

较长
,

前面有相当长的一部分位于筛区之下
,

前

端较窄
,

向后渐增宽
.

腹面两侧略隆起
,

前中部呈凹槽状
,

表面布满牙齿
,

两侧的牙齿较粗大
,

向中部及前部逐渐变细
.

由于锄骨
、

副蝶骨都很宽大
,

并占据了筛区腹面的绝大部分地区
,

副蝶骨之前
、

_

二锄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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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对的弃间窝 (a c扒 川
,

图版 J
·

2夕很小
,

它的长度约只相当于锄骨 践度的三分之一
,

但鼻间

窝仍较深
,

位于左
、

右鼻囊之间的鼻间壁中
,

左
、

右鼻间窝被鼻间脊 令1
.

动
,

图版 H
,

2、 分开
.

锄骨区后侧方筛区后侧角有小的腹侧孔 (介
,

川
,

图版 I
,

2 ; 图版 H
:

2 )
.

脑颅腹面还可以

看到
,

鼻后壁中腹部
、

眶间壁 i( n et or br iat l w all ) 前腹方有一个轮廓分明的椭圆形凹陷 ( ar `
·

ap
,

图版 ! , 2 )
,

朝向后腹方
,

和真掌鳍鱼相应位置上与愕方骨顶突 ( ocrP
cs su s ap i ca ils

O f aP lat oq “ a -

dar et ) 相接的关节区【6] ( 4 55 页
,

图 5劝 十分相似
.

4
.

吻部的内部构造

吻部宽短
,

V 6 1 81 号标本吻部宽与高之比约为 1。 : 5
,

宽与长之比约为 1。 : 4
.

3
,

从磨片中看
。

鼻间壁 ( in te r n a s a l w a l一, 留
.

1二 ,

图 Z b ) 较宽
,

鼻囊 (
。 。 ,

图 Z b ) 宽略大于高
.

虽然前外鼻孔较小
,

仍能看到膜质间突 (粼
·

成。
,

图 2的 从侧吻骨伸人鼻腔
.

从磨片中看起

来
,

膜质间突表面给八一种布满小齿的印象
.

前鼻顶盖骨突 ( rP
.

eT
,

图 b2 ) 在鼻腔后部也似

乎存在
.

不过这些突起比真掌鳍鱼的要小得多
.

侧吻骨膜质间突曾被看作骨鳞鱼 目吻部最重

要的构造之一
,

而孔鳞鱼类中被认为是没有相应的构造的
〔
代 73 页和 7 5 页 )

,

鳄方骨顶突关节区侧方
,

鼻后壁上有一个开向后侧方的大孔
,

可能是三叉神经深眼支 中支

管道的开 口
.

此孔侧面鼻后壁上还有几个较小的孔
,

可能是深眼支侧支管的开口
.

磨片中眶

上感觉管之下可以看到侧线神经眼支 (
。 .

口
.

la , ,

图 Z b ) 的通道
.

磨片中还可以看到
,

头部内骨骼组织被一些小管形成的网状构造穿过 (图 2)
.

二
、

讨 论

刀
、

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到
,

我们的标本具有许多过去在孔鳞鱼类和骨鳞鱼类中描述过的

特征
,

特别是同时具有一些过去认为只局限于孔鳞鱼 目或只局限于骨鳞鱼 目的特征
,

同时它也

具有一些在上述鱼类中没有描述过的特有的特征
.

1
.

与孔鳞鱼类相同的特征
:

吻部宽钝 ;额筛甲后部无分离的膜质蝶耳骨 ;顶甲由愈合的顶一间颗骨和分离的上颗骨构

成 ;无松果孔 ;前
、

后外鼻孔均开 口于颅顶前侧面
:
眼眶位置靠前 ;锄骨前部不在中线相接

,

无后

突 ;筛区前腹面有位于鼻间壁中的鼻间窝
,

左
、

右鼻间窝由鼻间脊隔开 : 筛区腹侧角有小的腹侧

孔
.

上述特点虽然都曾发现在孔鳞鱼 目中
,

但也有过一些例外
,

其中波罗的海地区中泥盆世的

骨鳞鱼科鱼类 T旅二 llt
、 。 了l on i cu

、
的吻部构造和孔鳞鱼类有

一

很多相似的地方 : 如鼻囊较小
,

贴

近筛区前壁
,

鼻间区较宽
,

鼻前区缺如 ;前愕窝 ( fle p e
朋

。 。 H o 6aH 。 。 、 a) 位于鼻间区
,

前部被内

颅底部的一个脊分为两部 ;锄骨相距很远
,

后突不发育 ;副蝶骨前部不伸达筛区 ;由于侧吻骨膜

质间突不很发达
,

鼻腔实际上不分化等等
〔7 “ ( 12夕一 1 2 、 页

,

图 3
,

2 5)
.

另外
,

松果孔在泥盆纪以

后的骨鳞鱼类 对eg all 动
t抑

,

及一些其他骨鳞鱼类中也是闭合的 4[]
.

2
.

与骨鳞鱼类相同的特 征
:

独立的前上领骨不包括侧吻骨的成分
,

其口 缘牙齿由内行较大的牙齿和外行小齿组成 : 颅

顶前部膜质骨表面有供伸向皮肤感觉器的神经通过的孔群 ;膜质间突从侧吻骨伸人前外鼻孔
,

可能有前鼻顶盖骨突
: 副蝶骨长

,

向前延伸到筛区之下 ; 鼻后壁中腹部有轮廓分明的鳄方骨顶

突关节区
.

以上特点中
,

虽然有一些已在孔鳞鱼类中发现 ( 如孔群 )
,

但有些特征却是骨鳞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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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特有的 (如侧吻骨膜质间突
,

前鼻顶盖骨突
,

等 )
.

由于杨氏鱼既具有孔鳞鱼 目特征
,

又具有骨鳞鱼目特征
,

目前我们尚无法确定它究竟属于

哪一个目
,

但这种兼具二目特征的情况
,

肯定将为长期争论的孔鳞鱼 目和骨鳞鱼 目之间的关

系
,

提供重要资料
.

3
.

标本所具有的独特特征
:

例如
,

眶下感觉管及筛联合感觉管位于前上领骨及其后背方膜质骨之间的骨缝中
,

头部

内骨骼组织被 由小管构成的网状结构穿过
.

这些特点也是 seJ se n
描述的 oP 留i动 ,h厂 所特有

的
.

杨氏鱼和 oP 留 i hc
t
hy

:
还共有大量上面提到的孔鳞鱼 目和骨鳞鱼 目的特征

,

但在以下几

个方面它们有较大的区别 : oP 留 i c加h州 具有松果孔
,

而我们的正型标本上松果孔是闭合的 ;

p 口。 ic kt 妙 ,
前外鼻孔没有侧吻骨膜质间突及前鼻顶盖骨突

,

我们标本上的膜质间突虽然较小
,

但它的存在却是十分肯定的
,

前鼻顶盖骨突也很可能存在
.

前面描述中提到的我们标本上的

锄骨
、

副蝶骨的构造以及愕方骨顶突关节区等等
,

当时可能在 oP o ihc 动声 中还没有修理出来
,

在 eJ ~ 的文章中没有提到
,

eJ sse
n
文中描述的鼻腔中的眶一吻道 ( or ib ot

一

or st alr aP s s a g e ) 等结

构
,

由于我们的标本没有完全修理
,

无法观察
,

这些特点现在都还不能进行对比
.

总之
,

杨氏鱼和 oP 即i c人t h声 应是系统关系十分接近的种类
.

三
、

结 论

1
.

云南东部早泥盆世的杨氏鱼是一个原始的总鳍鱼类
,

它同时具有许多孔鳞鱼 目和骨鳞

鱼目的特征
.

这一情况将为上述二 目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用的证据
.

2
.

杨氏鱼和加拿大北极地区威尔士王子岛的 oP o ihc t勺 ,
最为相近

.

3
.

云南东部早泥盆世的无领类
f s] 、

胭甲类 t,] 地方性很强而总鳍鱼类与地理上相距甚远的加

拿大极地种类如此相近
,

可能与这些鱼类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不同的行动方式
、

迁徙能

力有关
.

大量的标本仍在修理 中
,

连续磨片的工作正由本文前一作者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缪

进行
.

云南东部早泥盆世总鳍鱼类的系统位置及有关间题的探讨
,

需在上述工作结束后才徘

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

本文承伍献文教授审阅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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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曼等
:云 南东部早泥盆世总鳍鱼类的原始代表 图版I

先驱杨氏鱼 (新属
、

新种 )
,

正型标本 (编号 v 61 80
,

约 2
.

4 x )

1
.

背视
, 2

.

腹视
, 3

.

前视
, 4

.

左侧视
.

( p ,

副蝶骨 ; p州 x ,

前上领骨 ; 。
.

犷口 ,

锄骨附着区 ; , t
.

o p
,

愕方骨顶突关节区 ;

。 a ,
.

1二
,

鼻间窝 ; 了。
.

e x a ,

前外鼻孔 : j o
.

, l ,

腹侧孔 : o 。 ,

眶孔缘 : 户1
.

F r ,

额骨凹

线 : ct P
,

眶上感觉管开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