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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rr lle (a 马尔三叶形虫 )在中国台江的发现
`

赵元龙
`
袁金 良“ 朱茂炎“ 杨兴莲

`
彭 进

`

贵州工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

贵阳 5 5 0 0 03
; 2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南京 21 0 0 08

摘要 近期凯里生物群 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

一 些澄江 生物群及布尔吉斯页岩 生物群 的重要分

子陆续被发现
.

其中外形奇特的八么
Z r er Zla 就是一个原 先仅产于加拿大哥伦比亚省 中寒武世早中期

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的一个重要的节肢动物化石
.

它的发现使 儿玉z r er Zla 的产地扩展至劳亚大陆之

外
,

地层时代下延到中寒武世早早期
,

对于早期后生生物 的演化
、

古地理环境的恢复研究有 重要

意义
.

随着凯里生物群 中包括 A肠 r er zla 在 内的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分子的增多
,

凯里生物群 的意

义更显重要并将取代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的一些演化作用
.

文中描述 了 M d
r
er l la

— 未定种
.

关键词 中寒武世早期 中国台江 凯里生物群

凯里生物群是继全球著名的澄江生物群之后
,

我国发 现 的 又一 个重 要 的布尔吉斯页岩型 生 物

群〔` 一 ’ ]
.

近期的采集及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

动

物化石属超过 100 属
,

组成及规模上仅次于布尔吉

斯页岩生物群及澄江生物群 6[] 许多澄江生物群及

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的重 要分子如 aP lae os co lex
,

几五之o t ia n hs a n i a
,

M 艺c r o d i c t脚 n ,

M dl l i so n ia
,

O t
-

t o i a
,

N d ar o i a
,

几以不) 5 ,

M晚r er l l a
,

A n o m a lo e a r id s

等被发现
,

其中 M d
r
er Zal (马尔三叶形虫 )就是仅见

于布尔吉斯页岩生物 群中的一个重要 的三 叶形虫

属
.

从 19 9 9 年至今已采集到 15 件标本
,

这些标本

均产自台江八郎村乌溜
一

曾家崖剖面之北 1
.

2 km 的

苗板坡剖面紧靠中
一

下寒武统界线之上的一个采石坑

中
,

为该剖面第 8 一 9 层 ( G T B M
一

8 至 G T BM
一

9)
,

距

该剖面凯里组底 25
.

14 一 33
.

35 m 处 v[]
.

围岩为灰

绿色粉砂质泥岩
,

岩石比较坚硬
,

矿化程度高
.

1 基本形态特征及分类学描述

M O r
er l za w a l e o t t

,

1 9 12 是著名 的布 尔吉斯页

岩生物群发现者及早期主要研究者
、

杰出的古生物

学家 W al co tt 为 纪念 他英 国剑桥 Jho sn 学 院的朋 友

Jho
n E M ar :

博士而命名的 8j[
.

该属外形奇特
,

头

部有具 2 对头刺的坚硬头 甲 ( C ar ap ac
e )及 2 对分节

并具刚毛的触角 ( an t en n a)
.

分类学描述

三叶形虫亚门 T r i lo b i t o m o r ph a

三叶形虫纲 T r i lo b i t o i d e a tS 6mr
e r ,

19 5 9

马尔三叶形虫目 M a r r e l lid a R a y
mo

n d
,

1 9 3 5

马尔三叶形虫科 M a r r e l lid a e w a l e o t t
,

1 9 1 2

马尔三叶形虫属 几汤 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19 12

19 12 M泛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W
a le o t t

,

P
.

19 2
,

1 9 2 0 入玉Z 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R a y m o n d
,

P
.

1 1 5一 1 1 6

19 2 1 M d 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W
a le o t t

,

P
.

3 7 5 一 3 7 6
,

19 3 1 M d 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W
a l e o t t

,

p
.

2 8 一 3 7
,

1 9 3 9 M晚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S t o

mr
e r ,

P
.

2 3 2 一 2 3 4
,

1 9 4 4 M晚r er l la W
a le o t t

,

S t o

mr
e r ,

p
.

9 5 一 9 8
,

1 9 5 9 M反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S t 6 rm e r ,

I n M oo r e e t a l
. ,

p
·

0 2 9
,

1 9 6 2 M晚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S im o n e t t a ,

P
.

1 7 2 一 1 8 5
,

1 9 7 1 a M d r
er l l a W

a le o t t
,

W h i t t i n g t o n ,

P
.

1 1 7 0
,

19 7 1 b M d
r
er l l a W

a l e o t t
,

Wh i t t in g t o n ,

P
.

4

1 9 9 4 加肠 r er l l a W
a lco t t

,

B r ig g s e t a l
. ,

p
.

1 4 2

2 0 02
一

0 3
一

0 5敏稿
,

20 0 2
一

0 6
一

0 3 收修改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
:

4 9 7 7 2 0 85
、

4 0 16 2 0 0 2)
、

国家攀登计划 (9 5
一

专
一

1
一

1
一

6)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基金
、

贵州省重点基础基金
、

贵

州省省长基金及贵州省科技基金资助项目

E
一

~ l
:

2 11。。 y l@ Pub li e
.

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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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M `
err lal Ps len d̀ n s

w al
c to t

,
1 9 1 2 背视构造复原图

(据 w ` tt i n g t o n ,
i , 7 1 )

alr 一右第一对触角
,

吻一右第二对触角
, : 1一右侧头刺

,

~
右中头刺

,

场一左第一对触角
,

域一左第二对触角
,

u一左侧头刺
,

坛r 左中头刺
,

卜一鳃叶(后缀表示第二触角后关节的数量或体节的数量 )
,

卜尾节
,

~ 腿 (后缀数代表第二触角后体节的数量
,

代表第二触角后腿的数量 )

模式种 儿如
r
re zl a sP l e n

de
n :

W
a l e o t t

,

1 9 12

特征 个体较小
,

长 2
.

5 一 19 m m
.

外形 近似

椭圆形
.

有背
、

腹和头
、

胸
、

尾之分 (图 1)
.

头 甲

前部楔形
,

背部次方形
.

具有两对弯曲的粗角状头

刺
:

一对两侧平伸后 向后弯曲伸展称侧头刺 ; 另一

对 由头 甲后伸展至第一对体节处 向后分成两枝
,

向

后伸展
,

长度 已超过体长称为中头刺
.

第一对头刺

与背甲交汇线前端有一对无柄的眼
,

头部腹面前部

有两对触角 ; 第一对分节多达 30 节
,

第二对具 6 节

远侧的分节长有刚毛
.

第 2 触角之后
,

有 24 一 26 个

体节
,

每个体节具有双肢型附肢及鳃叶
.

最后 的体

节为尾
,

小
,

缺失附肢
.

头甲腹面具有后唇瓣
,

整

个腹部见有消化系统管道
.

讨论 aM
r
er ll 。

的基本构造 已经清楚 9[]
,

但消

化系统
,

腹部上的黑点
、

黑斑尚未有清楚的结论
.

凯里标本 (图 2 ( b) )腹面上部亦有大片黑色条带
,

是

否与肌痕存在有关
,

尚须深入研究
.

与 M` r
er zza 相 似的 有 从 m e t a s t e r B ir e n h e id e

19 71 9[ 一 “ 〕
,

它们均具有具头刺的头甲
、

触角
、

内外

附肢
,

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后者个体短宽 ; 头 甲多边

形
,

具有 3 对不弯曲的头刺
,

无复眼 ; 触角粗大
,

分节少
,

区别明显
.

材料 共 巧 件材料
,

其中比较完整的腹视标本

2 件 ( G l l 3M
-

9
一

5
一

1 0 7 5 ; G刀3M
es

g
一

3
一

37 4 )及头 甲标本 3

件 ( G T BM
-

9
一

3
一

3 97
,

G T B M
一

9
一

3
一

15 0 2
,

G T BM
es

g
一

4
-

13 5 6)
,

但未见触角保存
.

描述 小型三叶形虫
,

长度为 6
.

4 一 12 m m
,

虫

体近于椭圆形
,

头甲次方形 (图 2( a) )
,

具有 2 对头

刺
,

一对从头甲两侧伸出的侧头刺
,

与头甲相交

图 2 几度a

err lla sP
.

a) 背视
,

可见头甲及角刺 GBT M
一

9
一

4
一

1 3 5 6
, X 3 (b ) 腹视

,

可见体节
、

腿及鳃叶 G T B M
一

9
一

5
一

1 075
, 义 4

.

5

l卜左侧头刺
,

:

卜右侧头刺
,

rl 一右侧头刺
,

n一左侧头刺
,

阮一左中头刺
,

rm一右中头刺
,

b一鳃叶
,

~ 腿
,

一体节



一
一一一- 一- - 一- ~ ~ ~ ~ -

12 18 .f1 鱿并手恋瓜 第 。 2 卷 第 。: 期 : 00 2 年 。 : 月

的缝合线清楚
,

前缘未见眼保存 ; 另一对为后 甲后

部伸出的中头刺
.

腹部未见触角保存
.

头部之后具

2 0 多节体节
.

体节较宽
,

第 8 一 10 体节见有附肢

(图 2 ( b) )
.

右侧可见明显的鳃叶印痕 ; 虫体腹部

(图 2 ( b ) )上部可见黑色条带
,

可能与肌痕或附肢有

关
.

比较 与 八夕晚r er zla 的模式 种 M
,

slP o de ns

w
a l e o t t

,

19 12仁“ 〕相似
,

均具有次方形头 甲及 2 对头

刺
、

体节
、

鳃叶印痕
,

区别是个体偏小
,

偏宽
,

头

甲下部偏宽
.

由于凯里生物群中 几玉之r er Zla 完整标本

少
,

未见触角
,

有些构造尚不清楚
,

目前难以详细

比较
,

暂作未定种处理
.

产地及层位 贵州台江八郎苗板坡中
一

下寒武统

凯里组中下部 (中寒武统下部 )
.

2 M O r er “ a 分类位置讨论

191 2 年 w al co tt 建属时
,

认为 人血 r

elr la 近似于

三叶虫
,

置 于 甲壳纲 三叶虫 亚 纲阁
,

R ue de m an
n

( 1 9 3 1 )根据 w a l e o t t 19 1 2 年建属模式标本的头甲
、

唇瓣
,

头刺等与三叶虫比较
,

认为 加坛 r er l al 就是三

叶虫 〔̀幻
.

同年 w al co tt 将其与三 叶虫详细对比
,

认

为腼
r er ll a

也具有与腹边缘相连的唇瓣及附肢
,

两

者是一致或近于一致的 ; 但胸部无背甲
、

触角关节

结合位置 不同又有差异
.

为此
,

他仍没有将 儿玉z r -

er lla 置 于三 叶虫纲
,

仅作为三 叶虫的祖先
,

而将

腼err lla 及 B u 乓粥 s s ia
,

aN ht 口sr it a 置 于 另 一 类

型 13[ 〕
.

st 6
mr

e r
研 究 几盛z r er “ a

及其相 关 的属 种

时 [` 4, ` 5〕
,

将 腼
r
er ll a ,

Na ar or ia 一类的非三叶虫

划归于新建的三叶形虫纲 〔̀ ” 〕
,

并得到公认 9[, ’ 6一 ` 7〕

但也有人认为 M泛 r

elr al 属于原始的节肢动物 〔̀ “ 〕
.

作者认为 M改err
ll a
虫体可分头

、

躯干 (体节 )
、

小尾及具有无柄的眼
、

唇瓣
,

这些构造均与三叶虫

极为相似
,

但 M d r er u a
仅头部具背甲

,

不具胸节而

具体节
,

尾小
,

触角关节结合位置也不相同
,

是与

三叶虫最为相似又有差异的一类节肢动物
,

tS 6mr er

将其置于与三叶虫纲同一亚门的三叶形虫纲是正确

的
,

加肠 r er “ a
也应是典型的三叶形虫纲的代表

.

3 台江 M d err “ a 的研究意义

贵州台江中寒武世早早期凯里生物群 M改r er l la

的发现
,

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

( 1) 地层学意义
:

作者等一直认为凯里生物群

的时代为中寒武世早早期 〔̀
,

2
,

6 〕
,

不仅早于布尔吉斯

页岩 生 物 群
,

也 早 于 美 国 犹 他 州 斯番 塞 生 物

群 〔“
,

“
,

`9 〕
,

co
n w ay Mo irr

, 也持这一观点【4 ]
,

早于布

尔吉斯页岩生物群 2 个多节三叶虫带 ( A zbe er “ a 2
.

及 lG os s
oP le u ar 2

.

)
,

早于斯番塞生物群 1 个多节三

叶虫带即 A zbe er ll a 2
.

〔̀ “ 〕
.

凯里生物群 中 M ` : er zal

的发现
,

使 叼d r er ll a
的时代由中寒武世早中期下延

至中寒武世早早期
.

( 2) 古生物学及古地理学意义
:

与另一三 叶形

虫 Na ar io a 一样
,

腼
: er ll a

是加拿大早中寒武世布

尔吉斯页岩生物群中重要的化石 〔“
,

9
,

` ,
,

“ ” 〕
.

1 91 2 年

发现并命名至 1 9 7 5 年
,

一共采集到 1 5 0 0 0 多件标

本 9[]
.

除了产于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外
,

至

今还没有产于其他地 区的报道
,

贵州台江是全球第

二个 产 地
,

具有一 定 的 古 地 理 意 义
.

很 可能
,

几玉z r er lla 起源于中国台江
,

至中寒武世早中期才辐

射至加拿大并繁衍生存
.

( 3 ) 生态学意义
:

w
a le o t t ( 1 9 3 1 ) 仁̀ , ]及 s im o n e t t a

( 1 9 6 2 ) [2` ]均认为 人空改r

elr z。 具有 2 对相对应于三叶

虫活动颊的角刺
,

判断 左伍 r er l la 是游泳的
.

w hi t
-

it gn ot n
等则认为布尔吉斯页岩中成千上万的 腼

: -

er ll a
化石是由于风暴沉积快速覆盖而形成

,

如是游

泳的则很难形 成
,

况且 M d r
er ll a

有发育的步行 的

腿
,

认为 aM
r
er l la 为底栖的动物 9[, 16

,

22]
.

加加 r er “ a
头甲上 2 对强壮的角刺相当于三叶虫

的活动颊
,

它发育的鳃叶及外肢
、

体轻
,

可推断其

具有一定的游泳能力
.

在外陆棚环境 [“ 3〕的凯里生物

群中 M d r er ll a
的出现

,

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 ; 从

人夕泛r er ll a
具有步行的腿

,

八寸晚r er “ a
应是既有游泳又

有爬行能力的三叶形虫
.

M 泛r er “ a 和其他近期发现的布 尔吉斯页岩生物

群及澄江生物群分子如 Na ar o ￡a ,

O t t o ￡a ,

oM
zz i s o

-

in
a ,

A on m a lo ca ir d s
等

,

组成了凯里生物群的新面

貌
.

新面貌的凯里生物群是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第 3

个重要证据或第 3 幕 2[’ 〕
,

也是中寒武世生物多样化

的窗 口 ; 在澄江生物群至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的演化

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61[
,

有着重要意义
.

致谢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邓东

兴为本文摄像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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