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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喜马拉雅山区富产侏罗、白垩纪菊石，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就有一些外国地质学家 

进行了研究，尤为著名的是乌利克 (UhUg 1903-1910)，对喜马拉雅山区西段的侏罗、白 

垩纪菊石，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研究和描述，为喜马拉雅山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聂拉木地区的侏罗、白垩纪地层及菊石群，由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于1966— 

1的8年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对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980—1981年间地质矿产 

部髙原地质调査大队，在该区进行了系统的工作。纠整了前人的工作误差，对地层做了重 

新划分。

1M 1— 1982年作者和王思恩、姚建新同志，随中、法地质科学考察队，实测了古错地 

区的地层剖面，系统采集了化石。我们发现该区存在晚株罗世最晚期的地层及可与法国东 

南部J a co b i带相对比的菊石群，也发现了早白垩世伯利亚斯期至阿尔比期 （ Berriasian— 

A1U  m) 的地层及动物群。

本文描述的标本照相和绘图工作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陈殿丰和李红同志完 

成，作者表示深切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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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ca lity  o f th e  Section



二、地 层

(一）地层筒述（自上而下）《

下白垩统K
古错五组（A ptian~ A l b i a n )黃绿色、灰绿色细砂岩及灰色、灰黑色页岩、砂质 

页岩夹灰岩透镜体，含铁质结核（上部未见顶 ) 。上部产丰富的菊石：

canthoplites xizangense C h ao , H 0 spat hi D eu terte , H  % anthulai K u sa n sk y , 

s p .  1 , 扑a s  挪從（BQ se)，等。中部产：

Procheloniceras pachisiephanwn XJhlig， Parahoplites s p • 等 9 

古错四组（Barrem ian)

上部为灰、灰绿色、灰黑色泥岩及页岩，夹黃绿色细砂岩及泥灰岩。产丰富的双 

壳类。

下部为黑色、灰绿色、黃绿色页岩夹褐黃色砂岩，在铁质结核中含丰富菊石， 

底部为黃绿色中厚层细砂岩。菊石 1 c f .Z w w W  (A n d erso n )，C .

xizangense C h ao , C * s p * ,  d ’  O rb ign y , c f • AW-

tneri G erh ard t, P .  c f # rolloti R o sch en 9 P 〇veleziensis H y a tt ,  P.of.veleziensis  

H y att9 P 9 ouache7：sis(Coquand) f P m s p # 9 K arsfen ia c f .  collinsi R osch en , 

Aconeceras flexuoum (^p . n o v , ) 9A m s p .^〇 

古错三组（V alangin ian— H autenV ian) 灰色粉砂质泥岩夹少量灰色、黃绿色细砂岩， 

上部砂岩增多。底部产菊石： (A n d erso n )， c f .  

stip p i (A n derson) , Thurmanniceras^ s p #

古错二组 (B en ria sian )灰色、深灰色钙质页岩夹砂岩。上部产丰富的菊石及双壳类。

菊石：Berriasella  cf • grandis M azen ot, B .  c f .  berthei IV Ia z e n o t ,万• s p p , ,

s p • 下部为黄绿色薄层细砂岩，灰黑色页岩，含少M:双売类。

上侏罗统（心)

古错一组 (T h e  m o s f to p  o f  U .T i th o n ia n )灰黑色、灰色、资绿色页岩，含大量耗 

质结核，富产菊石：说 Ja c M / M azenot，B .  〇外^ / “ K i l ia n )，B •似 

L e  H e g a ra t, B 0 chomeracensis (T ou cas) 9 B m subcallisto (Toucan) f B m oxycostata 

( Ja c o b )  , B .  privasensis{V\ctei:) 9 B 0 elmii L e  H e g a ra t, B # moreti M a z e n o t,B . c f  # 

sabatasi L e  H e g a ra t, B . berthei (Toners) 9 B .m in u ta  ( s p # n o v , ) 9 B 0 besairiei 

CoWigr\ou9B %tuberculata H uan g, B .  gucuoensis ( s p # n ov# ) 9 B % suni ( s p # n o v . ) 9 

B m xizangensis ( s p # n o v # ) uhligi ( s p # n o v . ) , B # irregu laria (^ p 9nov9 ) , B .  tin  

n ov〇) , B .  pow“ c a (R e to w s k i)，万• s p ,

lyB lan ford iceras wallichi (G ray) , B l. 〇[ 9wallichi (G ray) 9 B l. l a t i d o ^ n u s , 

B l . boehmi ( U l i l ig ) , B l% acuticosta(\Jh \i^) 9B l0 middlemissi (U h lig )  9 B l% nobile 

( s p .  n o v . ) 9 B l .  roUindidomzim{\}h\ig) yB l .  s p # l 9B l9 sp 02 9B l9 s p # 39H im alay i-  

tes cortazari K i l ia n ,  Corongocer as xizangensis ( s p .n o v . ) ， C Spiticer as

m greli (M a th e ro n ) , S.robustus  ( ^ p .n o v . ) , S t sp p #, Haplophylloceras s tr ig ih
( B l a n f . )等。

门卡墩组上部（M , — U_ T ith on 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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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为灰绿色块状石英砂岩（石英岩），中部为灰至深灰色及黑色页岩，富 
含铁质、钙质结核，产丰富菊石及双壳类<•菊石：& 沙 和邛加Kuf，
Pterolytoceras exoticum (O ppeV)， Aulacosphincioides cf* hundesianus(JJh\ig) ，

Virgatosphinctes c f # pcympeckji U h l i g , 7 # ku tianus  U h l i g , F # frequens(O ppel) 9

下部为灰色钙质页岩，薄至厚层灰岩及泥灰岩（未见底）。 厚> 2 6 3 . 2m

(二）菊石群及地层时代讨论与对比（表 1)

本文共描述了 19个属,81个种，其中有 7 个未定种,13个新种。依据这些材料对该区地 

层时代及菊石群讨论如下：

表 1 西藏喜马拉雅区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菊石层、带对比表

上侏罗统

特提斯地区的侏罗系三分（自上而下)：Tithonian, Kimmeridgian，Oxfordian，而其 

提唐阶发育完好的地区，以西特提斯区的法国东南部，由L e H e g a m t (1971)对该区的 

菊石带做了详细划分（见下表）

Tithonina

根据古错地区属上侏罗统提唐阶的古错一组和门卡燉组上部所含菊石群而貌，分别可 

与上提唐阶的各化石带对比。其下提唐阶该区未发现可靠化石，暂不做讨论。现将上提唐 

阶各化石带分别讨论如下。

门卡墩组上部

1. Transitorius 带

在 古 错 剖 面 中 含 有 丰 富 的 以 Zos多/— 咖 s 菊石群：有F V̂^t^ os多M w ifes々撕心娜s 

U h l i g , F 。/ V 叫 w e w s(o p p e l ) ，F . c f . 夕o w 夕 U h i i g , F . a f f . U h j i g , F . a f f .

subquadfatus Uhlig, Aulacosphinctoides c f. hundesianus (U hlig) , Haplophylloceras
>

"灼仍紹R u f, a s 找論七痛《(0口961)等。但未发现该菊石带的典型分子FeV^ Wos-

和 狀 k s , 按菊石群的层位似属Transitorins带。喜马拉雅山西段斯匹提页岩 

中 组 （齐达木组）中亦含有丰富的菊石及箭石。菊石： （据 U hlig(1903— 1910)的资料） 

Pterolytoceras, Paraboliceras, Kossmatia,Uhligites, Hildglochiceras, Virgaiosphincies, 
如 從 等 ，这个组包括吉米里和提唐阶的一部分，其上部肯定可和 

s{/«:wcks 如 带 对 比 。

2 .  间隔带

古锩地区相当这一间隔带的层位，为一套灰白色石英砂岩或■石英岩，含稀少的化石 

(地矿部髙原调査大队的工作中，曾获得双壳类化石)。这一套地层在西藏南部分布稳定》



餘古错地区外，还有江孜、羊卓雍错等地区，均有稳定的石英砂岩层分布，但未发现化 

石，虽不能建立化石带，但这一空间位置是存在的。

古错一组

B .Beryiasella Jacobi 苟

这个化石带位于石英砂岩之上，为一套灰色钙质页岩夹粉砂岩，含有丰富的钙质结 

梭，在结核中售产鬼石•• Berriasella jacobi, B . o p p d i，B . aurousei， chomeracensis， 

B . subcallisto, B . oxycostata, B . elm ii, B . privasensis, B . moreti, B . c i, sabatasi, B . 

berlhei, B . besairiei, B . tuberculata, B . c f, pontica, B . minuta (sp. nov. ), B . gucuoe- 

wsis(sp. nov. ), B . suni(sp. nov. ), B . xizangensisisp. nov. ), B . u h lig i(.s >̂. nov. ) ,B . 

irregularia{s >̂. nov. ), B . tingriensis(sp. nov. ), B . nyalamensisisp. rx〇v . ), B la n f or- 

diceras wallichi, B l. latidomus,B l. boehmi, B l.acuticosta, B l.middlemissi, B l. rohm di- 

domum, B l. nobile (sp. nov. ), Himalayites cortazari, Corongoceras sp. 1, C .xizang- 

ensis ŝp. nov. ) , Spiticeras negreli, S . robustus{sp. nov. ) ,Raplophylloceras strigile 

等。其 属 中 除 了 该 区 特 有 的 种 （新种）外，绝大多数种是法国东南部上侏罗统 

提唐阶/ 從 带 的 典 型 分 子 。说明了当时是处于与西特提斯地区属同一海区，弁具有相同 

的古地理环境。但不同的是，我们的工作区除了含有与法国东南部和共有的万 

外，还含有丰富的喜马拉雅山西段，也 就 是 东 特 提 斯 地 区 所 繁 盛 的 万 动 物  

群。但在喜马拉雅山西段及东段的江孜、羊卓雍错等地所繁盛的S 和 從  

在该区却非常稀少，这些现象说明了这个地区，当时是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既有西特提 

斯区的特点，又具有东特提斯区的特点，属于两者之间的类型。这一发现对完善晚侏罗世 

的地层、动物群，及古地理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解决这个地区的侏罗白垩系界线 

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下白垩统

古错地区的下白垩统佘光明、徐 钰 林 （198 3 )曾称为古错村组。1981— 1982年间我们 

对下白垩统又做了详细的划分（自上而下）称古错五组、古错四组、古错三组及古错二 

组。

该区的下白垩统虽发育完整，化石较丰富，但分布不均，多集中于古错二组、古错四 

组和古错五组中，其它组化石稀少，工作也较粗略，下白垩统建立化石带遇到困难，故本 

文对下白垩统只能按组、阶进行讨论和对比。

古错二组

1 .伯利亚斯阶（Berriasian)

L e H egarat (1971)! P .D o n ze et L e H egarat (1972)将伯利亚斯阶划分为三个带

BerrTiasian



错二组中的灰色钙质页岩及粉砂岩中发现了丰富的菊石及双壳类。菊石5你/^1^- 

lla c f. gvandis Mazenot, B . c f. berthei Mazenot, B . spp. , Neocomites sp•等，化石

虽丰富但保存欠佳，从其特征看，与 法 国 东 南 部 带 的 菊 石 面 貌 相 似 ， 

但其种类远不如法国东南部的繁多，其属种比较单一，而双壳类化石却比较繁盛，种类繁 

多。喜马拉雅山的其它地区，如江孜，羊卓雍错，喜马拉雅山西段，却发育着与之不同的 

另一个动物群；江孜地区含有丰富的S和以cmzs s和仏 wse (B lan f. )，S . sp. ，iVeocosmo- 

紐这， 如 /̂/Zocmzs s如‘g说 (B lan f。）等。羊卓雍错地区含有丰富的S夕i - 

阶你这s s办 辦 你 UhJig, S . on• 伽 K 沿 ■, S . c f. cows你y伽s UhJig，等。喜马拉雅山西段 

词祥也含有羊售啓}Spitic&ras，Neocosmoceras， Beryiasella op p sli，Himalayites，H aplo- 

户 知 以 娜 办 ^ 等 。这些地区尽管含有丰富的菊石群，但未能发现Gr臟 ^带 的 典 型  

分 子 万 你 gnm而s只在古错地区发现了这个分子，但菊石群相互间是可以对比的。 

由此可见，喜马拉雅山区伯利亚斯阶的存在是无疑的。但由于工作不够深入，除了能识别 

带之外，其它二个带的化石保存不好，未发现Occ你mica带和S o is s k h带的典型分 

子，这二个带的碓立还比较困难，这些不足尚待进一步工作。

古错三组

2 .凡 兰 吟 阶 （Valanginian)

古错地区这一地层不同于江孜，羊卓雍错，喜马拉雅山西段等地。古错地区在凡兰吟 

期化石稀少，属种单调，仅有几块保存不完整的标本如：

(^.5“表 ^，2^似俯娜财\^似？8?.等。与此相反， 羊卓雍错和江孜地区却产丰富的凡兰吟 

期的菊石： 瓜办y c/肌 （Uhlig)，C'. c f. 办外々.似（Uhiig)，C . c“瓜如夕-

chits (Uhlig) , Neocomites theodorfi (Oppel) ,N . montanus Uhlig, N . indomontanus 

Uh\ig，N . c i. sim ilis Spath， KUianella roubaudi 6/〇Tbigny， Thurmanniceyasc ci.k in g i 

(U hlig), Sarasinella ct. subspinosa \Jhlig， Neocosmoceras oct.agonus Strax ĥ y—Blan- 

ford, iV《ocosmoc" 似 (UhJig), iV.. a ff。^ ysi5Wco以wm (Uhjig), iV. a ff. la

touchei (Uhlig) , N . a ff. hundesianum(Uhlig), Phylloceras sertim Oppel, Olcostephanus 

〇【，5你6/鑛^5 39&也，^^淑 ^财 如 5,5(7(^_说 5等 。喜马拉雅山西段也具有同样丰富的 

菊石群。除此之外，在印度、巴基斯坦的盐岑地区也产类似的菊石群。上述特点都说明了 

喜马拉雅山区在凡兰吟期是一个广泛的海浸期，而且是一个环境稳定广阔的浅海。虽然这 

些地区都产有丰富、保存完好的菊石群，但受工作程度的限制，使建立化石带的工作遇到 

困难。 <

在巴基斯坦北部相当斯匹提页岩的地层也有另星分布，法特米 (Fatm ii 1972)根据所 

产菊石群，将其分为上凡兰吟阶和下凡兰吟阶：

下凡兰吟|价 （ Low er Valanginian) Thurmanniceras, Sarasinalla, Neocomites

(N . ), N . (.Parandiceras), Uhligites, K ilianella, Neohoploceras,

上凡兰吟阶 （ Upper Valanginian) 含有丰富的（9Zco?彡以>/?im财 （(9/eĉ 5^£2：漏 s)，(9. 

{Rogersites), Neohoploceras, Leopoldia, Distoloceras^\\Lyticoceras
法特米将这些菊石的研究，又结合盐岭等地区的凡兰吟期的鲁希瓦尔组 （ Lumshiwai 

Formation) S p ath(1939)的研究， 自上而下划分为三个菊石带：

3) 0/cos如 夕 如 娜 带 ，含较多的(9Zco咖如w簡 s 和少数的：



iotcce.yas, Lyticoce.ras， tenpoldia 等。

2) Neocomites iOdontodiscoceras) simiUs 带，含 有 •• Neocomites QParandice.yas) 
theodoHi， Kilianella asiatica，K . leptos'Ma，Callipiychoceras， Neokoploceras

1) Sarasinella u h l ig i ^ ,  Sarasinella siibspinosa, Thurmanniceras, Neocomites 

等。

其 （1 )、（ 2 )带 相 当 于 下 凡 兰 吟 阶 的 舰 办 a獅 带 ，第 （3 ) 带相当于 

上 凡 兰 吟 阶 的 带 。y你m e卩sm w带。从巴基斯坦北部菊石群的面貌看，有部分 

属种与江孜、羊卓雍错地区类似，尤 ^下凡兰吟阶的菊石更为相近，上凡兰吟阶的汉⑶- 

只在羊卓雍错地区发现，但远不如巴基斯坦北部的丰富。其它属种尚未发现。 

西藏地区应做进一步的工作，以便更详细的划分和对比。

3 .欧特里夫阶（H auterivian)

在古错地区，未发现欧特里夫期的化石，但在地层层序上未见到任何间断的迹像，其 

岩性为一套较粗的灰绿色砂岩夹页岩，表示当时的沉积环境比较动荡，环境不适合于生 

物的生存。但在羊卓雍错地区，却发现了欧特里夫期的动物群，其中菊石和法国典型地区 

的欧特里夫期的分子相类似，如〇纟0^^^^5 0丨，/0^^(3&1：]^1')等，还有丰富的腕足 

类：户狀哎，以说a wm版似fiw a k (Lam arck)，它是典型古地中海区的生物群？不仅限于 

古地中海区，在北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的中生代地层中也有发现。

上述情况说明了在喜马拉雅山区，无疑存在着相当发育的古地中海区欧特里夫期的地 

层。这一进展弥补了西藏地区曾被认为欧特里夫期缺失的空白。

4 .巴 列姆阶（Barrem ian)

前人曾认为在喜马拉雅山区缺失巴列姆期和欧特里夫期沉积。这次在古错地区发现了 

丰富的巴列姆期的菊石群。含有 ： m  Chao, C ..c f, Zm>wW(Andei:- 

son), C . sp. , Pulchellia compressissima cVOrbigny, P . c f. heiineri Gorhardt, P . c f. 

■ rolloti Roschen, P . veleziensis H y a tt, P . c f. veleziensis H y a tt, P 。 ouachensis iCoqu- 

and), P . sp. , Karstenia c f. collinsi Roscb.en, Aconeceras flexuoum (sp. nov. ) , A . sp. 

等。在这个菊石群中是以乃心々成“占优势。该 区 所 发 现 的 cow多m ^ ss〖•議：， 

_P . c f. /»端财y，_P . roH偷•，P . 如w i c f. co识财纟等，可与南美的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秘鲁等地的属种相对比。这些属种在南美地区非常丰富，古错地区也具有类似 

愔况。这个发现对研究巴列姆期古地理特征十分重要。P W M —  ww— s 产于苏联髙 

加索地区的巴列姆期。其它种在西南欧、西北欧等地均有分布，但在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秘鲁等地更加丰富。在喜马拉雅山区中的其它地区就未曾见到这一菊石群的报导。

这一萄石群中， 彡，C . 以二个种比较丰富， 其程度仅次

于乃心/衫瓜心(：7:如仏從似在西欧等地产于阿尔比期（八丨1̂ 11), 1976年赵金科教授所描述的 

C. clm o是产于阿尔比期的下伏地层中，它被定为阿普弟阶。这次在古错地

区所获的标本和赵氏所描述的C k o 供似5特征基本相同。但古错地区的标本却 

与 共 生 ，其上覆地层产有阿普弟期的菊石，故这个种属巴列姆阶为宜。;除此之 

外，在这 -苟石群中还有少量的也〇财 _ / 7 咖 鄉 m  (sp.nov. ) 及也〇财“ ms sp•等， 

均 与 共 生 。ic o 敝 奶 桃 的 特 征 与 Oppelidae中的(?夕知 

細如外似 /«/c她 伽 及 Zco臟 挪 似 祕 等 的 壳 体 特 征 极 为 相 似 ，尤 与 顺 财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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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淑 志 更 为 近 似 ，但这些种是属阿尔比阶的分子。我 们 所 获 得 的 / / 幻 加 -  

〇?娜 却 与 的 菊 石 群 共 生 ，其层位是在产阿普弟期菊石 iV 〇cMowic0r«s 户你/^知- 

，如_ ：w U tJig, 私 {/“你 sp.，之下，它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种应属巴列姆阶。

在喜马拉雅山西段及西藏的江孜地区，没发现巴列姆期的菊石，在羊卓雍错地区也未 

能发现典型的巴列姆期的分子，总起来说这个地区巴列姆期菊石稀少，仅发现一些保存不 

完整的Ps热 如 如 £^ / ^〇£^ as,说明该区存在巴列姆期的地层；由于地层含桂质较 

高，说明当时的海水较深，不利于菊石生存，故菊石稀少，远不如古错地区发育。

古错五组

5 . 阿普弟阶（Aptian)

古错地区的阿普弟期，含少量的菊石： 加 : Uhj.ig，/^- 

〜 如 和 sp.这些分子与分布在苏联西伯利亚，高加索等地阿普弟阶的厲种相同，说明 

这个地区存在阿普弟期地层无疑。

除古错地区外，江孜地区未发现阿普弟期的菊石，羊卓雍错地区含菊石也较少，有： 

Acrioceras sp. , Parahopliies sp. , Pseudohaploceras sp. , Cheloniceras {Ch. ) nagar-

沉贴/s (sP . nov. ) 等。不仅在西藏南部，在拉萨地区以及西藏北部的纳木湖西部地区，也 

产 丰 富 的 阿 普 弟 期 菊 石 s sp.，？7/办公沿《 sp.， sp•等。说明阿 

普弟期在西藏地区又是一个广泛的海浸期。

6 .阿 尔比阶（Albian)

古错地区的阿尔比期含有丰富的菊石群，但厲种比较单调，多保存较差。含 

thoplites xizangense Chao, H . spathi Deutei'te, H . c f. anihidcii Kusansky, H . spp. , 

吵以oc狀u s a f f. c以/m伯办奶似3 (Bdse) 等。 这些分子在世界上广泛分布于阿尔比期 

的地层中，也是典型的阿尔比阶的分子。古错地区由于工作不够深入，化石采集不够系 

统，故对阿尔阶的进一步划分和对比及建带工作都是比较困难的，尚待今后更深入的工 

作。

西藏南‘部阿尔比期的地层除古错地区有出露外，江孜、羊卓雍错等地，都有广泛的分 

布，也产有丰富的菊石群。但江孜地区菊石比较稀少，仅见有：乃〇 w«w - 

如mw (Sc /々o认.），Z). 抓 L iu, S 如 如 浓 sp.等，而在羊卓雍错地区却 

产有丰富的菊石，包 括 扣 如 办 / 3^/〖 （ Parona and 

BorareJli), Leymsriella sp. , Handies (.H . ) sp. , ? Pseudoh^licoceras sp. , Oxytropi- 

doceras m u ltifid u m (D〇ngla,ss) , 0, a ff. crassicosiai'um Zb.ang, Ven^zoiiceras a ff. vene- 

zolanum Stieler, F . a ff. chichuahusnss (36s^), Moj^isoviczia vsnianillonsis (Gabb), 

M 。a ff•心/丨欲泌i (d/ Orbigny), Desw飢•沉fls(Z). )sp•等。 除此之外，定日地区也产有丰 

富而典型的阿尔比期的菊石群， 有： 仏”的 , 如 游 肪 (d 'Orbigny)，（9. 

miilti f  idum Douglass, Dipoloceras cvistatum (Dslu.g), D . xizangense Q ^ao, D . tingri 

em;3 Chao, D . aUennatnm Chao, D . crisiaium (De'r.g), D . siibodclany-i vSpath, D . 

varicor^a'Aim Chao,7J . robn^Him Chao, Tingriceras chanaense Chao, Ch:inaceras oxyno- 

him Chao, Turrilii^e c f. w ajoW 历，m.q d 'O fbigny-等。

上述情况说明了在西藏地区的阿尔比期为一个广泛的海侵期，也是^卩:!垩世末期菊石 

动物群的繁盛时期。这些菊石群的发现对研究西藏地区阿尔比期的地层划分和对比，都是



+ 分重要的。

三、关于侏罗白垩系界线讨论

关于侏罗、白垩系的界线，在国际上长期来是有争论的。关建的是指伯利亚斯阶(B e r- 

riasian) 的存在与否，以及关于它的归属问题。有人主张将它归入上侏罗统，另有人则主 

张把它归入下白垩统。有的学者主张伯利亚斯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应是上侏罗统提 

唐阶的亚阶，而有的学者认为应是下白垩统瓦浪吟阶的亚阶。1973年在法国里昂召开的侏 

罗白垩系界线会议上，还是众说不一，但是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伯利亚斯阶是一个独立的 

阶，并认为应归入下白垩统，做为白垩纪的开始，也就是把侏罗白垩系的界线置于上侏罗统 

提唐阶与下白垩统的伯利亚斯阶之间。但有少数学者仍坚持伯利亚斯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 

的阶，应归于上侏罗统提唐阶中，以瓦浪吟阶做为白垩纪的开始，即把侏罗，白垩系界线置 

于瓦浪吟阶与上侏罗统提唐阶之间。 ,

1971、1972年L e H e g a r a t在 Mazenot (1939)工作的基础上，又对法国东南部的侏 

罗白垩系进行了更为详细和系统的工作。将上侏罗统提唐阶分为三个带，把伯利亚斯阶归入 

白垩纪，也分为三个带(见表)：

{； Ciliata Zone
&
a -------------------------

在提唐阶和伯利亚斯阶中均含有丰富的菊石群，并以此建立了菊石带，在这个基础上 

将侏罗白垩系界线置于上侏罗统提唐阶的J a co b i带和下白垩统伯利亚斯阶的G randis带 

之间,有许多的学者采用了这种划分意见。但也有少数学者如：Yeg〇y a n V *L . (1973)， 

对于带的划分意见基本词意，但其侏罗白垩系界线的具体位置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其界 

线应置于提唐阶的Transitorius带和下■白垩统伯利亚斯阶的Grandis带之间。Grandis带包 

括 了 （自上而下）Grandis亚带、C h ap eri亚带、 D dphinensis亚带、 后两个亚带相当于 

Ja c o b i带和末知带的位置(见表2 )。他认为 T ransitorius带碓属上侏罗系提唐阶 。 Grandis



带的菊石也同样是有力的证据.属伯利亚斯阶。

关于喜马拉雅山区侏罗白垩系界线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这次工作中，在古错地区发现了 

一个完整的侏罗白垩系的地层层序，尤其晚侏罗世晚期的晚提唐期在该区发育完整并含有 

丰富的菊石群。这一菊石群与西特提斯区的法国东南部的菊石群面貌相似，不仅如此，还可 

与喜马拉雅山西段的斯匹提页岩中组和上组的菊石面貌对比。这一发现对解决侏罗白垩系 

界线十分有利。该区的伯利亚斯阶中也含有丰富的菊石和双壳类。其岩性为钙质页岩、粉 

砂岩，未含钙质结核，故化石多保存不好，因而对菊石的建带工作及对白垩系的划分均带 

来了不利的因素。尽管如此，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也对今后的工作打下 

了有利的基础。

上述情况说明了该区既发现了上侏罗统提唐阶的J a c o b i带的菊石群。又发现了下白 

垩统伯利亚斯阶的 Grandis带的菊石群。这两个菊石群均可与西特提斯地区的标准地点 

一法国东南部相对比。故该区的侏罗白垩系界线应置于Jacobi带和Grandis带之间，即古 

错一组和古错二组之间。

至于西藏的其它地区如江孜、羊卓雍错等地，虽然其菊石群的面貌不尽相同，各具不 

同的特色，但其地层特征是相似的。位于 J a c o b i带之下的地层在古错、江 孜 、羊卓雍 

错等地，均为一套稳定的石英砂岩或石英岩，其层位均可对比，如古错地区的侏罗白垩系 

界线得到解决，有利于其它地区的划分。具体地说；江孜地区的侏罗白垩系界线应置于石 

英砂岩之上的加不拉群的下组之中，在 含 有 和 的 地 层 之  

间。在羊卓雍错地区应置于石英砂岩之上的卡东组之中，即含有丰富的*5和 似 的 地 层  

做为伯利亚斯阶的开始。

虽然在古错地区发现了Jacobi带、G randis带及巴列姆阶的地层和动物群，这对研究 

喜马拉雅区的地层及地质发展史都是十分重要的。

化石描述

叶菊石科 PhyH oceratidae Z itte l, 1884 

叶 菊 石 属 户 A j///o cer“ s Suess, 1865

属型： 如你〇如yZ/ws Sow erby，1820

刷 形 筒 叶 菊 石 " a p /opA j^/oceras s fr/g^ / ^ B lan f，）

(图版 1 ，图 3a.b,4a.b,5.)

1903 Ph ylloceras s t r ig ile  Uhltg, p .  6 ,  p i .  1 ,  f ig s , l>  p i .  3 ,  f ig *  6 

1962 H aplophylloceras s t r ig i le 9 W . Ruf, p .  319 , p i .  1 ,  f igs*  1,2 

1975 / /印 /0 /^ > ^ /〇“ ^ « / / / * / 《/7<?，（̂1 〇,5 1 2贸，图版1，图1〇， 11 

1983 似 ，/r/g77e, U u ， 136页 ，图版X n ，图 l a . b .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具古错上侏罗统古错一组。属 提 唐 阶 带 。登记号: 

5076, 5053, 5070。



I巴 厚 筒 叶 菊 石 /w’ngae k u f

(图版 1 ，图 la，b，2a,b>

1962 H aplophylloceras pinqtie R u f .  , p .3 2 I  , P l .  I ,  f i g .4 j  P l# 2, f igs*  I一3

1975 H 外•叫從，Chao, 512贸，图版1，图1 2 ; 图版2，图1，2，13， 14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具古错上侏罗统门卡墩组。属 提 唐 阶 似 带 。登记 

号：4001，4004。

驰菊石科 L ytoceratid ae N eum ayr，1875 

羽驰菊石属戶 ^•o^ y fo c e r a s S p a th，1927

属型：Zmmcw•細议你’cms Oppel, 1883

外来羽她菊石 P fe r o /j »focerc!s exoficam  (O ppel)

( 图 版 1 , 图 6 )

1903 Lytoccras exoticum U hltg, p # 14, p i. 1, f ig s* 3,4

1927 Pterolytoccras exotic urn 9 Spath, p .64

1975 ~ " 〇/>̂ 〇«：<?/*以炫0//-(«讲，〇12〇，1̂ 13页，图版2，图17， 18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〇〇5，40〇6 .

奥 倍 尔 菊 石 种 〇PPeI〗 〗dae BtmareH;，1891 

短 矛 菊 石 属 "AconecerGs H yatt, 1303

属型： 似.sms d/Orbigny，1841

弯曲短矛菊石（新种） Aco/ieceras f/exuotim Liu (sp . n o v. )

( 图 版 8 ,图 1 0、 11)

有数个保存不太完整的标本，但特征比较清楚。

壳内卷，呈薄饼状，脐小，腹部尖具有小而尖的腹脊。旋环高，两侧扁平，其最大厚 

度位于脐缘处。表面以侧部中央为界分为两种肋纹；中央内侧具有起自脐缘向前斜伸的排 

列密集的细纹，这种纹至中央处急速地向后折曲并变成粗的或呈束状的新月形弯曲的强 

肋，至腹部向前迅速地弯曲，直至腹脊两侧变弱而终止。在侧部中央的细纹和粗的新月形 

肋交接处，有一明显的接触线。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与 V . Koenen (1902)所 描 述 的 sc«/«/^(P . 54, pi. X L V ，f ig . 8)

非常相近，但 s從 桃 的 内 侧 细 纹 稀 少 ，向前的倾斜度小于该种。

如m外侧新月形弯曲的肋，间距较大，其弯曲度也较该种明显。该 种又与 nynnoB (I958) 

所图示的 X⑶ 鱗 《m d s(如W j(sinzow)(P .l〇9，P l .L l，fig. 1)特征极为相似，但后者 

的助纹较稀疏，其外侧肋的弯曲度也较该种大。该 种 与 共 生 。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具古错下白垩统占错四组。属巴列姆阶。登记号：130〇5，1加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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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矛菊石（未定种> A c〇n e c e ra ssP .

' ’ （图版 8 ,图 12)

壳呈薄扃饼状，腹部具有小而尖的腹脊，旋环高，两侧扁平，其最大厚度位于脐缘 

处。表面饰有两种肋纹，以侧部中央为界；内侧为细密的向前斜伸的细肋纹，在中央急速 

地折成新月形弯曲的束状肋，至腹脊两侧变弱并急速地向前弯曲而终止。两种肋纹转折处 

形成明显沿旋转方向的旋线。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所具有的薄而扁平的壳体，尖的腹部，以及在侧面具有两种肋纹等特 

点，与也挪咖 ms / fe w 邮桃相似，但该种的内侧肋纹粗于后者，而外侧的束状肋却弱于 

后者。从 其 该 种 表 面 肋 纹 特 征 看 与 乂 ⑶ 财 撕 很 相 近 ，但后者肋的弯曲度大 

于前者。由于标本破碎不能确切鉴定。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〇4, 13010

旋菊石科 Perisph〗nctidae Steinm am j，1890 

拟 沟 旋 菊 石 属 •̂ *̂ <zcos/>M ncfo/c/es S p ath，1923

羼聖 ： AulacospkincUs infundibulus Uhlig，

洪底斯拟沟旋菊石（比较种）A u /acosp/^/icfwWes 

cf. Atmcfesf«/iJ2s (Uhlig)

(图版 2 ，图 4、13)

1903  P eris phi t id e s  (A ulaco split notes) cf • 似, Uhlig, P .  374, Pi .6 6 ,  fip* 4a—c

壳体较大，外卷，壳厚，旋环增长缓慢，包围度小。脐宽，脐壁呈陡的倾斜，脐为漏 

斗状。两侧凸而窄，腹部宽圆，具有不明显的腹中沟。旋环低，其宽度远大于高度，横切面 

呈扁的长圆形。

壳面饰有强而分裂深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偏内二分支。分支点突起并呈发 

育的棱状瘤。偶有单一肋插入，肋间沟宽于横肋的宽度，所有肋均越过腹部。

缝合线保存不好。但可见到宽矮的腹鞍及窄小的腹支叶，外鞍宽而高，第一侧叶短 

小。肋叶比较发育。

比较：当前描述的标本与UhJig (1903)所 图 示 的 c f. A繼办对^ ws相 

似。唯它具有低而扁的旋环、粗壮的横肋以及宽的肋间沟 

anus W . 374. P1. 71, f ig . 3a— c) 。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具古错上侏罗统门卡墩组。属 提 唐 阶 带 。登 

记号：4007.

束肋旋菊石属 VVrg^ fospW /tcfes U h lig, 1910

属型： 夕 < Douville, 1912

庞佩克束肋旋菊石（比较种）

cf. p o m p eck ji UhJig

(图版2 ,图 5a. b)
c f ,  1910 V irgatosph inctes potnpccliji U h l ig ,P .3 2 1 ,P l .6 5 , f i i ： #l a 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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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体大，呈薄圆盘状。娇壁短，呈陡的倾斜，脐缘不明显。两侧扁平，但在近内部旎 

环处两侧弯圆，并向腹部急速收敛。腹部窄圆，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上，其高度远远 

大于宽度，横切面为长方形。但在近内部旋环的部分，两侧凸，腹部扁圆，旋环的高度与 

宽度几乎相等，横切面近圆形。 v
壳面饰有细密的向前斜伸的横肋，肋起自脐缘至两侧中央偏外缘处分支成2 — 3 个支 

肋，多数为二分支的肋，三分支肋较少，偶有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部变粗并越过腹 

部。缝合线保存欠佳，特征不清楚。

比较：该标本与Uli：Ug(1910)所 描 述 的 多 靖 具 有 扁 的 旋 环 ， 

横切面长方形以及向前斜伸二分支肋的特征相似。但该标本还具有少数三分支助，窄圆的 

腹部，小的脐区别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008, 4009.

庞佩克束助旋菊石(亲近种）

aff. pompeckji Uhlig

(图  3 ，图  3 a . b )

a f f .  1910 Virgatosphlnctes pom pec\ji U h lig ,P i .6 5 , f i g . l a 一c

该标本最大特点是具有细密的二分支肋，向前斜伸角度较大，另标本上未见到三分支 

的肋，与Uhlig (m o ) 所 描 述 的 ] ^ 供 細 咖 s 如 目 似 。旋环髙度大于厚度， 

腹部窄圆，横切面呈圆长方形，不 同 于 《.由于标本保存差，不能碓切对比。 

缝合线不详。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013.

库蒂束肋旋菊石 V^rg^ fosp/ifncfes 厶uffc:?ias Uhlig

(图 版 2 ，图 3)

1910 Virgatosphinctes \u tian us  U h lig ,P .329 ,P l .6 0 , f ig .2 a—d| P l .7 6 , f ig » la一 c

个本大，壳较厚，脐壁圆斜，脐缘不明显。两侧微凸，腹部圆，旋环高度略大于厚 

度，最厚处位于脐肩上，横切面呈楔形。壳面饰有粗壮的横肋，助起自脐缘，呈单一助向 

前弯曲，行至两侧中部向后倾斜，并分为 3 〜 4 个支肋形成束状。所有肋横越腹部。缝合 

线不详。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与Uhig (1910)图 示 的 切 物 々 你 ’伽 嫩 特征基本相 

似。唯旋环的宽度略大于后者。与UWig图示的F . 心m’也很相像，但后者肋较细密而

不同。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010.

常见束助旋菊石 W j'g'fltfospWnefes /Veguens (O p p ely

(图版 2 , 图 1)

1910 Virgatosphinctes frequens Uhlig, P.325, P i .7 5 A ,f i g . l a一 cj P l .7 5 , f ig * l a一 ci P .63 ,  £igs»la—c, 2 ,3a— .c

壳大，两侧扁平，旋环最大厚度位于脐肩处，向外侧逐渐收缩，近腹部快速收敛，腹 

部圆。旋环高度大于宽度，横切面呈圆梯形。

壳面饰有粗壮的向前斜伸的横肋，呈单一肋起自脐缘，至两侧中部或偏外缘处肋分支

12



成朿状，为 3 — 5 个不等呈放射状分布。肋均越过腹部。当前标本上可见到一条收缩沟。 

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标本的特征与Uhlig (m o )所 描 述 的 7 > % 财 似 极 为 相 似 ,  

唯该标本的旋环高度大于宽度而区别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〇11

亚方形束肋旋菊石（比较种）

cf.subquadratus Uhlig

(图版3 ，图2 a , b )

c f.V irg a to sp h in c te s  m bqtiadratus Uhlig,  P .3 3 8 ,  P i . 6 8 , f i g * l a 一c

壳体中等大小，脐大而浅，脐壁陡斜，脐缘不明显。旋环包围度为1/2弱，两侧凸圆, 

腹部宽圆，旋环的高度与宽度几乎相等，横切面为圆形。

壳面饰有向前倾斜粗而密的横肋，肋起自脐缘，至两侧中央偏外缘处分为2 — 3 个支 

肋，主肋略有弯曲，支肋向前斜伸丼越过腹部。缝合线保存不好，但可见宽而低的腹鞍， 

较细长的腹支叶，第一侧叶短小并有侧支，外鞍宽而高。

比较：由于标本略有变形，从部分特征看与U h lig图示的 

很相似，尤为细密向前倾斜的横肋更为相近。但后者主肋近口部处弯曲较大而不同 

于该标本。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〇12。

大型束肋旋菊石（新种）

giganieus Liu (sp . n o v . )

(图版3 ，图 la，b)

一块保存较完整的标本。但略有变形。

标 本 度 量 * (mm)

标 本 号 D H W U

4014 约 124 75 50 90

壳大，外卷，呈薄圆盘状。脐大而浅，脐壁短而陡斜，脐缘圆而不明显。最外旋环增 

长快，其包围度约为1/2 — 1/3之间。两侧扁平，腹部窄圆。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处， 

其高度远大于宽度，横切面呈高的长卵圆形。

表面饰有强而向前斜伸的粗肋，粗肋间沟的宽度远大于肋的宽度。肋起自脐缘，至两 

侧中央变的最粗并再分支，形成束状，为 4 一 55个支助，在住室的前端，每个长肋之间有 

8 — 9 个短肋，所有肋在腹部变粗并越过腹部。内旋环肋细而密，均为二分支。在整个旋 

环中未见到收缩沟。缝合线特征不清楚。

比较：该种最大特点是壳体大，呈薄圆盘状，旋环横切面呈高的卵圆形，区别于其它 

种。其表面肋纹特征与U hlig(1910)描述的F .y V 印w w s相似，但当前描述的标本，在住室

_ * D= 直径，H = 旋坏高度，W = 旋环宽度，U= 脐的大小，下同。



的前端由主肋分支成 4 〜 5 个支肋，在长肋之间有8 — 9 个短肋。旋环横切面呈髙卵圆 

形，区别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4014 (正型）

伯利亚斯菊石科 BerH ase!l;d a e S p s ith，1922 

怕 利 亚 期 菊 石 属 忍 UhHg, 〗905

属型：Ammon咖 s privasmsis Pictes，1857

雅各帝伯利亚斯菊石 B errfase//a /aco&f M azenot

(图版 6 , 图 la.b，2a.b，4a.b, 5 ; 图版 7,图 7)

1939 B erriase lla  jaco b i Mazenot, P .5 4 ,  P I . IV ,  f ig s»1— 5

1971 B e rria se lla  {B err ia se lla ) )acobi9 Le H e g a r a t ,P .5 6 ,  P l , 6 , f i g , 9 i  Pi # 38, f igs*  3 , 6 P 7

壳小至中等大小，外卷，壳薄平，呈薄圆盘状。脐中等大小，微凹，脐壁倾斜，脐缘 

圆。外旋环增长较快，旋环包围度为1/3至大于1/3，内部旋环大于外部旋坏的包围度。腹 

部窄平，具有窄而深的腹中沟，在较小的个体中尤为明显，而在较大的个体中略宽。两侧 

扁平，于侧媵处微凸。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处。横切面为高的卵圆形。表面饰有细密 

向前斜伸并略有弯曲的横肋，内旋环肋较密。肋起自脐缘，至两侧中央偏外处二分支，并有 

少数单一肋插入，呈不规律分布。有少数个体的旋环上偶见有1 一 2 条收缩沟，但其基本 

特 征 与 知 : 〖相同，故归于该种。所有肋至腹部中断，并略有膨胀。

缝合线保存不好。可见有宽而低的腹中鞍，腹支叶短小，第一侧叶发育，底部宽，末 

端变的窄而尖，侧支对称。第二侧叶短小微斜。

比较：标本数量多，壳体的总特征与 Mazenot (1939)和 L e H e g a ra t (1971)所描 

述 的 的 特 征 相 同 。但本文描述的标本中，有的具有更密而弯曲的横肋， 

它又近于J5. 如但当前标本的腹部具有明显的腹中沟，肋在腹沟两侧中断区别之。

另外。在个别标本的旋环上具有1 一 2 条收缩沟，但其它特征与该种相同。又有少数标本 

的旋环包围度略小于Mazenot、H e g a r a t所 描 述 与 J5.似 乂 相 似 ，但其肋 

的分支点比后者更近于内侧缘而相区别。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上侏罗统古错一组。属 提 唐 阶 带 。登记号： 

5144, 5003, 5104, 5119, 5135, 5150〇



图 1 • 5外以•“從 IVlazenot，no,5150 ,  X6

雅各布伯利亚斯菊石（比较种）& rn?GSe//<i

cf. Jacobi M azenot

一  .. (图 版  6 ， 图  3 a .  b )

c f.1939 Berriasella jacobi Mazenot, P .54, P i.IV , figs*  1 一 5

壳略厚，脐中等大小，脐缘圆，脐壁倾斜。腹部较宽，具有一较窄而深的腹中沟。两 

侧扁平于中央微凸。表面饰有密的呈放射状向前倾斜的肋，肋起自脐缘，在两侧中央或更近 

于内侧二分支，有不规则的单一肋插入。肋至腹沟两侧中断略有膨胀，但未成瘤。缝合线不 

详。

比较：标本较差，旋环特征的变化不清楚。但表面具有密的二分支助，分支点位置较 

髙，腹 部 具 有 腹 中 沟 等 特 征 与 ⑶ &相 似 ，仅壳体略厚而区别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73.

乔梅尔伯利亚斯菊石 jBerWase.//oi c六omerecensz’s (T oucas)

(图版  6 , 图 7 a . b ，8 a . b ，l l a . b ，1 2 a . b )

1939 Berriasclla chomeracensis,M azcnot,P .62,P i.V I,f ig s• 2一7

1971 Berriasella {Pictcticeras)chomcracensis9Le H e g a r a t ,P, 7 0 , P i . 7 . f i g * 3一 5> P l .3 9 , f i g * 1 2

标 本 度 量 （̂m)

标 本 号 D H W U

5123 约 51 约 18 约 15 20

5124

5145

46

39

16

14

13

13

17

15

有较多的标本，完整者较少。壳由小至中等大小，最大者可达68ram，外卷呈圆盘 

形，旋环包围度为1/3弱，脐壁倾斜，脐缘圆。腹部圆具有窄浅的腹沟。两侧面凸，旋环
I  V * I ' i I • i  . • -  I ： y ■ I I . . ,* > - . . • *• ' 1 1



6勺最大厚度位于两侧腰，旋环高度略大于宽度，横切面方圆形。表面饰有放射状向前斜伸 

的肋，肋起自脐缘，在两侧1/2至外缘1/3处二分支，分支点位置各有不一。有的分支点膨 

胀成刺状。有许多单一肋插入呈不规则分布，肋略有弯曲。所有肋终止于腹部膨胀形成突 

起的小结节，其中有的较弱，近口部结节渐弱，有的肋隐约通过腹部。缝合线保存不好， 

可见有粗大发育的第一侧叶，第二侧叶短而倾斜。

比较：该种与M azenot(l 939)和L e H egarat(l 97 l )所 描 述 的 说 獻  

特征相似。唯缝合线在Mazenot描述中认为第一侧叶不很发育，而当前描述的标本中第一 

侧叶发育，可能由于描述的标本受侵蚀太甚所致。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22—5124，5145

乔梅尔伯利亚斯菊石（比较种） B e r r & Se//a 

cf. chomeretcensis (T oucas)

(图版6 , 图 10a. b)

仅有一段旋环。壳外卷，脐壁缓倾斜，脐缘圆，腹部平圆，腹沟较宽而深。两侧面扁 

平，旋环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横切面为长方形。

壳面饰有向前倾斜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处二分支，并略有弯曲，有单 

一肋插入，肋较稀，有的在二分支肋中间有二个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 

缝合线保存不佳，特^£不清楚。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在旋环及肋的变化方面无法进行讨论，但仅在壳面上肋的分布与 

5 從 c b w e fw m s is相似，但两侧面扁平，旋环的横切面为长方形而不同于该种。 

由于标本少，暂归于该种。

产地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58

尖 肋 怕 利 亚 斯 菊 石 〇jej»co sf<*f a _(Jacob)

(图版8 , 图 4 、13)

1939  B erriase lla  oxycostata9 Mazcnot, P #51, P l . I I I , f ig :#9a一 j

1971 B errtase lla  (^pi etc t ic  eras) 〇xycostataf Le Hegarat, P, 78, PI. 8, f igs*  4—6; Pi .40, figs *2 —4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H W U

5156 38 14 11 14

5069 ? 49 19 12 19

壳体小，外 卷 ，呈圆盘状，旋环的包围度约 1/4一 1/3弱。脐凹、开阔，脐壁陡，腹 

部较平，有一明显的腹沟，直至壳体最后。两侧面较平，在两侧中央微凸，旋环横切面呈 

高的长方形。

壳面饰有尖棱状的放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斜伸至外侧缘弯曲并二分支，分支点约在 

两侧中央到外缘的1/3之间处。肋间距大，并有许多的单一肋呈不规律的插入其中。肋均

至腹沟两侧而终止膨胀形成高的小刺状瘤。但也偶见有两条主肋或支肋在腹侧相交形成小
•  ̂ - ： ： ■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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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状瘤。缝合线不译。 . 一 .. . ..

比较：所描述标本多受磨损，对其鉴走的准碓性有一定影响。但根据其骤然下凹的挤 

壁，腹部具有窄的腹沟；旋环的 a 围度小于 i/ 3 ;横切面呈高的长方形；尤具有尖棱状的 

肋并在腹沟两侧形成显著的小刺状瘤等特征，符 (1939)和L e H e g a ia t(19n ) 

所 描 述 的 说 和 (P W 你'c你《s) 无疑。故将其中几个保存

不好的标本也归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〇69, 5156

奥 劳 斯 伯 利 亚 斯 菊 石 aur〇MSe*‘ Le H egarat

(图 版 6 , 图 6 a .  b，9 a .  b )

1971 Barriasella {Picteticcras)auronset9 Le H egarat, P.67, P i.7, f ig s. 1—2 j p!. 39, f ig .3,6.

标 本 度 量 （m m )

标 本 号 D H W U

5105

5072

38 15

12

10

8

12

壳小，最大个体的直径为43mm，壳外卷、平而薄，呈薄扁饼状，旋环包围度约 1/6。 

脐凹5 脐壁先缓斜后骤然陡斜，脐缘光滑不明显。腹部窄，中具有窄而深的腹沟。两侧面 

扁乎，两侧腰m 凸，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两侧 

中央，横切面呈髙的亚长方形。

壳面饰有强而直呈辐射状的肋，肋起自脐 

缘，向外至1/2到 1/3处二分支，并有不规则分 

布的单一肋插入， 肋尖， 肋间沟大于肋的宽 

度， 主肋为放射状， 分支后的短支肋变为弯 

曲， 所有肋在腹沟两侧终止形成突起的小结  

节。个别标本不显著。

缝合线：腹鞍宽而高，腹支叶窄而短，外 图 2 aurousei L e  H egaratf

鞍被一小叶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发 5095X5. 4

育，底部宽至未端变窄、尖，近对称的分支，第一侧鞍较窄，第二侧叶短而倾斜，第二侧 

鞍被一倾斜的小叶分为不对称的两部分；外部大于内侧部。助叶不清楚。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具有壳平、呈薄扁盘妆，尤为旋环包围度小，肋间距大，旋环横 

切面呈亚长方形等特点与L e Hegarat ( 1 9 7 " 1 ) 所 描 述 的 说 (P 啦 你 ‘c你似）tjwow- 

相同。个别的个体也具有薄扁盘状的壳体，包围度小，脐壁骤然下凹等特点与该种相 

同，但在这种个体的壳面上饰有较细密的肋，不同于该种。但由于标本较少，又保存较 

差，将此只能暂归于该种。该种与 Mazenot (1939) 所描述的 7 ? 价‘/ 邮 相  

近，但后者旋环包围度大，约为 1 / 3 ,并在腹沟两侧呈刺状小瘤，以区別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〇72, 5015, 5〇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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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軸尔伯利亚斯菊石忍 e rr/c2se//a o/?pe/i (K 出an)

(图版7 , 图 la.b—如,b>
1939 Bcrriasclla op pel i , M azcnot, P . 4 9, P i. 3, f igs • 1 一8

1971 Bcrriasella {.Bcrriasclla) oppcliy Lc H cgarat, P. 58, P I. 5 1 —2 j P i. 38, f ig s.4一5

1976 咖//汉 op/^",C hao,页 530，图版 12，图5，6> 图版 13 图 1, 2,

标 本 度 量  (nun)

标 本 号 D H W U

5141

5159

47

56

17

21

约 14 

15

16

19

5116

5114

53

49

20

18

15

14

19

18

本文描述标本的特征与Mazenot和L e H egarat所 描 述 的 吵 户 心 ' 特 征 相 同 。 

与Chao (197 6)描述的丑•〇，# / ‘/ ( 图版13，图 1,2)特征相似，但与（图版12，图 5, 6) 

中 的 乃 肋 的 密 度 较 小 ，单一肋也较多。

缝合线：由于标本受侵蚀使特征不够清楚。但可见有宽而高的腹鞍，腹支叶小，外鞍 

被一小叶分为等宽的两部分。 第一侧叶发育， 长而底部宽及尖的尾部， 对称的侧支， 第 

二侧叶较短倾斜。第一侧鞍和第二侧鞍较窄。助线系简单。

产地及层位：伺前一种。登记号：5114, 5116, 5141, 5159

埃 尔 米 伯 利 亚 斯 菊 石 ■5 errfa se //a  Le H egarat

( 图 版 7 , 图 10a ,b )

1971 Bcrria Sflla (̂ P tele tic eras) e lm ii9 Le I le g a ra t, P . 71, ̂ 1.7, f ig s .̂ 6 一9,13,14; P I. 39, figs .4—5

标 本 度 量 （™m)

标 本 号 D H W U

5137 53 20 14 19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圆盘状，旋环的包围度约1 / 5 - l /6, 但最后的旋环增长较快。 

脐中等大小，脐壁较缓的倾斜，脐缘圆而不明显，腹部窄，有较宽而深的腹沟，两侧面扁 

平，两侧腰微凸，在外侧缘向腹部收敛，旋环最大厚度位于两侧中央，横切面为长椭圆

形。

表面饰有大小均匀呈辐射状的向前斜伸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的 I/2—外侧缘 

的 1/3处二分支，分支点的位量不均在同一位置上，并有的分支点略有膨胀，在内侧缘上主 

肋直而向前斜伸，支肋多弯曲，偶有单一肋插入，肋间沟大于肋的宽度，所有肋至腹沟两 

侧中断，并略有膨胀，未形成节瘤，

缝合线不详，

比较：本 文 所 描 述 之 ’财说《 以与Le H egarat (I N I ) 所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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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肪） 的正型标本特征相同，而与Mazenot ( I939) 所 描 述 之 sp. 

ind. (PI. 2, f ig，7a ，b) 相比，该种壳体薄，两侧更为扁平而与后者区别之，另该种的表 

面肋纹分布均匀，两侧较平，腹 部 较 窄 等 特 征 与 万 纟 相 近 ，但前者的包围度 

为 1/5〜1/6，而 5. 必’的包围度仅有1/3，并肋的分支点的位置不同， 也区别于凡 

oppeli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37

亚美伯利亚斯菊石 (Toueas)

(图版 5 , 图 9a. b，10、h，11)
1890 H o p lites v a llis to  v a r .su b c a llisto , T 〇ucl*.s , P .6 0 1 ,  PI . X V  II, f i g . 4

1939  B erriase lla  / .v^ ^ // / / /o ,M aze n〇t , P . 5 3 ,  ^1 .3 ,  f i ^ s . l l n / b ,  14a ,b

1968 B e rria se lla  sub a l l i s t o , \^  Heg：arat ct Rc n.-iiie,P.24, P ! .5 ,  f i g . 4

1971 B erriase lla  {B err ia se lla ) su b ca llisto , l.c Heffarat, P .6 6 ,  P* .6 ,  3 — ^1.39 ,  f t g . 2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H W

5091

5129

5130

54

39

31

23

15

13

16

约 12 

10

20

14

11

共有六块标本，多保存不够完整，

壳体由小到中等大小，外卷，呈圆盘状，旋环包围度为 1/3 — 1 / 4 ,跻微凹，中等大 

小，脐壁倾斜，跻缘不清楚。腹部圆，中有一微凹的腹沟，两侧面微凸，在外侧缘向腹部 

收敛，旋环横切面为亚长方形，壳表面饰有细,密而弯曲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外侧缘 

的 1/3处二分支，偶有单一肋插入，主肋在未分支前略弯，二分支后支肋明显地向后弯曲， 

所有肋至腹沟两侧中断并膨胀，但未形成明显的小结节。所有肋大小极均匀，粗细中等。

缝合线；仅能见到二分的侧鞍和发育的第一侧叶，其具有宽的底部，尖的末端，侧支 

呈对称的分支，其它部分不详，

比较：这些标本的特征与M azenot(1939)和 ；Le H egarat(1971)所描述的及

的特征相同，但 其 旋 环 的 包 围 度 为 1/3〜1/4，略大于Mazenot (1939)所描 

述 的 S .m & a你‘sto旋 环 包 围 度 （不大于 1 / 4 ) ,另肋在腹部终止时略有膨胀，也不同于 

Mazenot所描述的特征，该种与Mazenot (1939)所 描 述 的 ：；•■)& (PI. 4，figs， 

1 一5 ) 具有细密的肋及有相近的壳体形状，但后者旋环包围度大于该种，在肋的分支点 

也高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91，5130、5129

披利伯利亚新菊石沒 eyrfaseZ/a (p ictet)

(图 版 8 , 图 5 、 9 )

1890 H  opl ites pri va sen si s, T  〇 ucas, P . 59 9, P I. X V 11, f i g . 1 

1939 Berriasella p r/V^̂ v /;̂ /V,：vIazcu〇t,P.45, W.2, fig 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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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Berriasdla (Berriasetta) privuscnsis, Le Hegarat, P.61, Pi.5, figs. 3—9| Pl*38f ftg.S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平的圆盘状，旋环包围度约 1 / 3 ,脐大而浅，脐壁缓斜，脐缘 

光滑而不明显，腹部中等宽度，具有窄而浅的腹沟，两侧较扁平，在近于脐缘处微凸，旋 

环的最大厚度位于两侧中央，旋环的横切面为高的椭圆形，表面饰有直而强的呈辖射状的 

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的1/2处二分支，但是随旋环的增长而肋的分支点越近脐部, 

并有呈不规律分布的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中断，并略有增厚，但未形成小结 

节，

缝合线保存不完整，腹鞍宽而高，腹支叶短小，侧叶宽而长，侧支呈不对称的分支， 

末端为三分支，并具有一个纸长的尾枝，外鞍宽被一小叶片分为两对称的部分，第一侧鞍 

较窄，其助线系不清楚，

比较：本文所描述的标本中 5161与1'〇 11.:^(1890)所描述的汾》/仏5夕心似挪对’5 

(PL X V II，tig* 1—2)相 同 ，尤其是具冇直斜的横肋，及其肋的分支点的高度更为相近。 

但在旋环的厚度上大于Mazenot (1939)所 描 述 的 及 以 似 成 这 训 sis (PI. 2,fig-5)， 

其横肋较弯曲，不同于该标本，而在5〇4〇的标本中，其基本特征与Mazenot (1939)所图 

7K的 辦.sj's (PI. 2, fig» 8 )基本相似，而L e H egarat (1971)所图示的万。{ Wy-

肪 伽 士 （P L 5,figs*3—9,; P L 38，fig* 9 )横肋多弯曲，旋环的厚度也小于本文所描述的 

标本，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40，5161 

玻利怕利亚斯菊石（亲近种） 狩//a a f f. pri-yase/i s z s 、pictet)

(图版8 ,图 7a,b)

1910 î oplilesiBerriaselL;) ̂ tsi),\iid9aff»prî se/isis,Vhlig,P,lS4, Pl.XC, fig#2a#b 
1962 HcrriaseLLa i d i 9p rivase?isis9 Collig-noii, P I .CLXXV I, 766

仅有一段旋环，壳外卷，旋环厚，脐墙较陡，脐缘圆，不明显，腹部较宽，有一深而 

宽的腹中抅，两侧扁平，侧腰处微凸，旋环高度大于厚度，其横切面为圆形，

壳表面饰有呈放射状向前倾斜的肋，肋起自脐缘至两侧中央或近外侧二分支，分支 

点略突起，另有单一肋插入，并偶可见三分支的肋，这种现象两侧面不对称，在三分支肋 

前有收缩沟出现，所有肋行至腹沟两侧终止，并略有膨胀而突起，

缝合线不详，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与Uhiig (1910)所规示的增 m • 似 a ff.夕n’ws办m's (P1..X C , 

f i g d a ，b) 同样具有宽而深的腹沟以及二分支的横肋并偶见三分支的肋，其旋环厚度较大 

等特征，UbJig认为应属一新种，但由于标本保存差而定为•城從似 ^的亲近种，本文所 

描述的标本也为类似情况，但也不具备定新种的条件，

该种与Col..Ugno:n (1962) 所图示的马达加斯加地区产于Berriasian的B m 7?:舰;//« a ff. 

夕 的 特 征 相 近 ，但层位有异，本文描述的标本是产于晚T ithonian阶的/ 咖况带  

中，与7々 m •似必《 挪 等 梅 共 生 ，

产 地 及 层 同 前 一 种 。登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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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尔特伯利亚斯菊石 ^ erI***ase" a  morefz_ Mazenofc

(图版 8 , 图 1 ; 图版 9 » 图 l a ，b，）
1399 B errtase lla  wor^/? ,M azenot, P .6 1 ,  i>I. V , f i g s . 2, 3

1971 B err ta se lla  {B6yria se ll a )  m oreti9 H e g a ia t , P .5 7 ,  Pi . 4 ,  f ig s .  4—6

只有三块比较破碎的标本。

壳体大，外卷，呈圆盘状。最外旋环的增长较快，旋环包围度小于1/3。 脐壁较陡， 

脐缘清楚，腹部宽平，有一明显凹的腹中沟，沟较浅而窄，两侧扁平，在两侧腰处微凸， 

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处，其横切面为高的椭圆形。表面饰有放射状向前斜伸的直肋， 

具有宽的肋间沟，肋起自脓缘，向外至两侧腰至外侧缘的1/3处二分支，偶有单一肋插入。 

有的标本的横肋于两侧的1/2至外侧缘的1/3处向前弯曲，所有肋至腹沟两侧终止并膨胀， 

但未形成小结节。缝合线保存不佳。

比较：虽然标本保存差，但基本特征比较清楚。据其壳体大，肋间沟宽,较厚的壳体， 

以及具有高摘圆形的横切面等特彳正与Mazenot(1939)所 描 述 的 万 (P . 81， 

P L . 5, fig. 1—3 ) 相同。但有的标本肋较密而直以及具有略宽的腹沟，与后者有所不同。 

该种的特征与L e H egarat (1971)所描述的万 .woy你•相似。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84,5092

萨巴塔斯怕利亚斯菊石（比较种） cf. 
sabatasl Le H egarat

(图版  8 ， 图 3 a，b ,  6 a，b )  

cf .1939  B errtase lla  wor<f//,Mazcn〇t ,P .6 1 ,  l5! .  V , f i g . l

cf .1971 B errtase lla  {Berriti se ll j ) s jb a L is i, Lc H egarat,  r ) .6 3 ,P I .6 , f i g .7 f  P i . 38, f i g . 10

二块保存不.完整的标本，但特征清楚。壳体大，外卷，呈扁圆盘状。脐大，约占売直 

径的 i /3,脐墙缓斜，脐缘丨M1，不明显。旋环包围度为1/3。腹部窄圆，腹中沟较宽。两侧 

扁平，于两侧腰处微凸，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其横切面为椭圆形。表面饰有细 

密的向前斜伸并略弯曲的肋，内旋环肋的密度大于外旋环。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中央 

或外侧缘的]./3处二分支，仅有少数单一肋插入，呈不规律分布，肋至腹沟两侧中断丼略冇 

膨胀而突起，但未形成小瘤。缝合线不 i奉。

比较:所描述的二块标本的特征也不尽相同;5 1 3 3旋环较薄，两侧面较扁平，而5134的 

两侧较凸。但其主要特征两者相似，故归为一个种。该 种 与 L e H egarat 1 9 7 1所描述的 

BerriaseLla sabati 特征相近，但前者肋的分支点近于两侧中央至外侧缘的1/3处。 

旋环横切面为椭圆形，腹部窄圆区别于后者。但由于标本破碎，不能另建新种而归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33, 5134

怕塞伯利亚斯菊石忍 ei*打•咖6仏 2 (T o u cas)

(图版10，图 2a,b)
1890 R o P lite s  ca lltsto  var .i»(?r /^tr/,T o u cas, P .601, P l#X V II,f i^ s .6—7 

1939 Herriasclla berthei, M azenot, P .48, Pi .2 ,  f ig s-9— 10

1971 D clph in ella berthci^U ： H egarat,  P .9 9 ,  P I . 13 ,  f ig s .  3— 5> PI .4 2 ,  f ig s ,  11— 12

21



仅有一块保存不完整的标本，并受挤压变形，但外形特征清楚。壳体中等大小，呈 

盘形。脐中等大小，约占壳径的1 / 3 ,脐壁直，脐缘清楚。旋环包围度为1/3— 1/4之间。腹 

部圆，具有明显的腹中沟。两侧扁平，于两侧腰处微凸，旋环横切面为卵圆形。

壳面饰有细的向前斜伸的横肋，在内部旋环上的横肋尤为细密。肋起自脐缘处，大多; 

数肋向外至1/2处二分支，少数肋分支点更近于内侧，另有少数的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 

腹沟两侧而终止，并膨胀而突起，呈小刺状。

缝合线保存不好，但可见到侧叶似对称的分支。

比较：该标本与 Toucas (189〇 ) 描 述 的 細 以 咖 var. 6奶 5如 /以及 Mazenot 

(1939)描 述 的 的 特 征 相 似 。从外部旋环上肋的分布特点看近于 

Mazenot (1939)图 示 的 • 咖 似 6你你 i (P L I I , fig. 10)。而从其内部旋环具有细密的 

横肋看，却 近 于 Toucas (1890)图 示 的 片 你 s 彡〇 var.如你5“ （PI. X V II, fig.

6 ) 0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25

怕 塞 怕 利 亚 斯 菊 石 （比 较 种 ） 丑的 * » * 1 \ 2 5 6 / / « 1 〇£：. 6 6 > * ^ 6 * * ( 1 ' 〇如理8 )

(图版 1 0 , 图 5 — 7 )

c f .1890  H o p lite s ca llis to  v a r .  ^<?r//;«?/,T〇ucas, P .6 01 , P i .  XV II,  f i g s . 6 ,7  

c£.1939  B e rria se lla  berth ei9 Mazenot, P .4 8 ,  P l.H ^ f i g s . 9 —12.

cf .1971 D elph inella  b e r t h e t H e g a r a t ,p .9 9 , p i .  1 3 , f / g s .3 — 5; p l .4 2 , f i g：s . l l  —12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圆盘状。脐中等大小，约占壳径的1/3。壳面饰有向前斜谉并 

略有弯曲的横肋，在内部旋环上肋较细密，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面的中央偏内缘处 

二分支并略有弯曲。腹部特征不清楚。

比较：由于标本受挤压，特征不够明显，但从旋环特征及壳表面上所具有近于内侧二 

分支并略弯曲的横肋特征来看，本文所描述的标本与Mazenot( 1939)所描述的 

berthei (PI. 2, f ig . 11—1 2 )及L e H egarat (1971)所描述£^/夕如•财//« 6你 认 (PL 42, 

fig. 11—2 1 ) 相似。但该种的肋间距较夭，肋略有弯曲，而不同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二组。属伯利亚斯阶G ra n d isS9

登记号，1001，1022，1021。

小伯利 i £斯 菊 石 （新种） 及erW ase//a /ninufa Liu (sp .nov.)

(图版 7 ，图 9)

标 本 度 量 （m m 〉

标 本 号 D H W U

5107 (正型） 32 11 10 11

只有一块仅保存了气壳部分的标本。

壳小，薄而平，呈薄圆盘状。旋环增长均匀，旋环包围度为 1/4。脐大，占壳直径的 

1/3强，脐墙缓斜，脐缘浑圆，但不明显。腹部圆，有一明显的浅腹中沟。两侧扁平，于 

两侧腰处微凸 .旋环横切面为圆形，但高度略大于厚度<»壳面饰有细、密向前斜伸而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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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的潢肋，肋起 I自脐缘，向外至外侧缘的1/3处二分支，并向前弯曲。在内部旋环上二分支 

的肋及描入的单-肋呈交替出现，丼 IV规体的分布。在外部旋环上肋的变化较多；有少数 

肋在脐缘处二分支后又至外侧缘的1/3 |

迚，其中的一个肋再行二分支，插入的 i
单一肋多呈不规律的分布，并时有收缩 

沟的出现。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并 

略有增厚，但未形成节、瘤。

缝合线保存不够完整。腹鞍及腹支 

叶不清楚。外鞍较宽，被一个小的叶片 

分为两个对称的部分，第一侧鞍较外鞍 

窄，同样被一个小叶片所分割。第一侧 

叶长，末端三分> 第二侧叶短而窄。助 

线系较简单，向外倾斜。 （见插图）

比较：该种壳面饰有细密的肋以及 

增长均匀的旋环、旋环包围度小等特点

与 Mazenot (1939)所 描 述 的 设 m .a如 sp. ind. g r. de 万. (JP1. 1， fig。9 ) 相 

似，但肋分支不尽相同，M azenot描述的种具有较多三分支肋，并较细密，腹沟不明显并 

肋隐约越过腹部，旋环厚度也较大。缝合线也不尽相同。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上侏罗统门卡墩组。属 提 唐 阶 以 带 。登记号：

5107

贝萨尔伯利亚斯菊石忍 e rric?ss//a B esairie CoSHgnon

(图版 7 ，图 6a,b，8a.h)

1962 B erriase lla  b e sa ir ie i,C 〇m g n o n ,P .Z,VY. C I^ X V I l , f i j - .7 6 9

外卷，壳较厚，呈厚圆盘状。脐壁较陡，脐缘圆。腹部宽具有宽的腹中沟。两侧扁 

平，脐肩之上微凸，旋环横切面为长方圆形。壳面饰有强呈放射状略有弯曲的横肋，肋自脐 

缘至外侧1/3处二分支，有少数单一肋插入，肋分布均匀，有的标本肋较密而弯曲度较大， 

所有肋终止于腹沟两侧，略有膨胀。

缝合线保存较好，腹中鞍宽而高呈稀少的锯齿状。腹支叶小，并呈小的叶片状，末端 

尖。外鞍宽被一小叶片分为二个对称的部分。第一侧鞍较外鞍窄，也被一小W 片二分，但 

不对称。第二侧叶窄而倾斜。助线系较弱。

比较：当前描述的标本，具有宽而深的腹沟、较厚的旋环区别于 Uhlig (19 1〇)所描 

述 的 说 m ’财成a c f•介h a s谢ss's。横肋呈均匀的分布又相似于Mazenot (J_939) 描述的  

以，但缝合线中粗大的侧叶而不同。该标本的壳体特征与Collignon (I962)所描  

述 的 6似w V W 相同。但后者属于早白垩世Betriasian。而我们具有的标本却

oxycostaia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18, 5019 .
» • —.-v  ̂* '.



图 4 〇3!如11〇11，11〇.5019,父5。6

贝萨尔伯利亚斯菊石（亲近种）忍e rr ja se//c2 a f f. &esmVi?sj ColKgn'on
•：■ ■ •* -. - . . . .

(图版7 ,图 5 )

a f f .1 9 6 2  B crria sc lla  Collignon, P .5 ,  CLXXVII, f ig .769

该种从壳的大小，外卷以及具有倾斜的脐壁，圆的脐缘以及长方圆形的横切面，两侧 

扁平，具 有 宽 的 腹 沟 等 特 点 看 与 相 近 。但表面横肋却不尽相同，该 

种横肋较密，弯 曲 度 也 大 于 及 ，并其肋的分支点位于外侧缘的1/3处， 

但有的肋位于两侧的1/2处，单一肋也较少，都不同于后者。该种缝合线侵蚀较甚，不十 

分清楚，但 从 其 保 存 部 分 看 与 说 咖 / / « 的特征相似。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98

小瘤伯利亚斯菊石忍 errfase//a f ii6e rc«i/arfa Huang

(图版10,图 3 )

1983 夂 如 汉 / “ ，H u an g，页 189，图版 IV，图6 a .b

本文描述的标本基本特征与Huang (I983) 描 述 的 万 . 如 知 切 相 同 。唯我们标本 

保存缝合线。

缝合线保存较差，腹鞍较高，腹支叶短小，外鞍被一小叶片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第一 

侧叶宽而长，但末端较窄，第一侧鞍较窄，被一小叶片所分割，第二侧叶短向外斜.勒线 

系不清楚。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5〇郎



小瘤伯利亚斯菊石（比较种）忍 c f . H u a n g

(图版 10,图 8a. b，12)
c f .1983  /"办饮加心切, H u a n g ,页 189，图版 IV，图6 a .b

壳较小，呈圆饼状。脐大而浅，脐壁呈陡的倾斜，脐缘圆。两侧面扁平，近腹部处较 

快地向腹部收敛。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高大于宽，横切面为长圆形。腹部窄， 

具有一个浅的腹沟。壳表面饰有呈放射状的强而直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处，向外至两侧的 

1/2—外侧缘的1/3处二分支。分支点为突出的小瘤，偶有单一肋插入。所有的肋在腹沟两 

侧终止并形成小瘤，瘤的大小不一，大瘤多为两支肋交汇而成，有的为主肋和支肋交汇而 

成，呈不规律的分布。肋间沟比较均匀。

缝合线保存不佳。

比较：该 种 的 肋 及 腹 侧 瘤 的 分 布 与 相 似 。但其旋环略厚，旋 

环的高度略大于宽度。另横肋的分支点处增厚并略有突起，这些特点而不同于

⑶ 。由于标本保存差，对其旋环的特征变化不淸楚，也无法进行更确切的对比， 

而只能暂归为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07, 5010

古错伯利亚斯菊石（新种）忍 釣 U *3 ( SP. nov.)

(图版 8 、图 2a, b)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H W V

5117 (正型） 45 16 14 18

壳小、薄，呈圆盘状。旋环增长均匀，其包围度为1/4。脐大，约占直径的1/2弱，脐 

壁呈陡的倾斜，脐缘圆而不清楚。腹部圆，中有一浅沟。两侧面扁平，但两侧腰处微凸， 

这种现象在内旋环不明显而越至外旋环越明 

显，两侧缘至腹部较快地收敛。旋环横切面为圆 

形。

壳面饰有细、密的横肋，内部旋环肋的分

布匀律性强，而在住室部分开始出现几条收缩 

沟，使横肋的分布不十分规律，尤使肋间沟的 

宽度变化不一，并使横肋向前弯曲。肋均起自 

脐缘，向外至外侧的1/3处二分支， 并向前倾 

斜，偶见有的肋在胳緣处分支， 另有极少数单 屆\ 5 Berviasella gucuonensis

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馏而终止并略有膨 LiW sp.nov.h n o . S m  (正型） X 5.2

胀，但未形成小瘤。

缝合线：保存不太好。腹鞍宽，腹支叶短，外鞍宽，被一小叶片分裂为两个相等的部 

分，第一侧叶宽大而长，末端三分支，尾部尖长。第一侧鞍较外鞍窄，被一小叶片分为两部



分，第二侧叶短小向外倾斜。助线系简单，鞍叶清楚，佝分裂度很小。

比较：本文所描述的标本从肋的分布上与Mazenot (1939)所图示的

C P L l 3, f ig. 4 ) 相近，但肋由脐缘处二分支至外侧再分支的现象在我们的标 

本中偶见，而后者却较为普遍，尤其是前者在住室部分有收缩沟的出现及其肋的弯而曲不 

同于后者。该 种 与 L e H egarat (1971)所 描 述 的 B你ri•似彡(朽咖W的 (PI. 

7, figs. 6—9 ;PL 39, figs. 4—5 ) 在内部旋环上肋的分布，以及扁平的两侧面极为相似， 

但在其住室部分，后者肋较稀并略向前弯曲，并无收缩沟，同时旋环的增长速度较大，区 

别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17 (正型）

怕利亚斯菊石（未 定 种 1.) iBerriase/^i s p . l

( 图 版 8 , 图 8a .b )

标 本 度 量 （m m )

标 本 号 D H W U

5153 44 16 13 17

壳小、薄，呈薄圆盘状。外部旋环增长较快，其包围度约1/4。脐大而浅，脐壁为陡的 

倾斜，脐缘圆而不明显。腹部具有一浅的腹沟。两侧面扁平，于两侧腰处微凸，在住室部 

分凸度比内部旋环大，但逐渐丨⑴腹部收敛。旋环横切面为长的方圓形。

在内部旋环的壳面上饰有细密的呈放射状略有弯曲的横肋，在住室部分横肋变的稀疏 

而直。肋间沟均匀，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外侧的1/3处二分支。仅在气壳部分偶见单一肋 

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并略有膨胀，但未形成瘤》

缝合线保存不好，从侵蚀的残缺部分可见到腹鞍宽而高，腹支叶短小，外鞍被一小叶 

片分裂成两个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宽而长，底部宽，为三分支，尾部长。第一侧鞍窄， 

也被一小叶片所分裂，第二侧叶短小向外倾斜。助线系不清楚。

比较：该种以宽而浅的腹沟，气壳和住室两部分的横肋明显的不同为特征而不同其它 

种。但只从住室部分的特征看，与 Mazenot (1939)所 图 示 的 5 d m ■ 似 sp. ind. (gr 

. de 5 •灿说 i ?) (PI. 2, fig. 7a , b ) 极为相似，后者内部旋环的特征不清楚，无法进行详 

细对比。由于标本保存欠佳定新种的依据不够充足，只能暂归为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53

孙氏怕利亚斯菊石（新种 ） ^ err>!Gse" a  U P . nov.)

( 图 版 9 ，图  3 a . b ，6 , 8 a . b ,10n.b )

転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H W U

5143

5081 X正型 >
5035
5144 (副型）

47
51
44
45

17
19
17
17

13
14 
14 
12

17
20
17
17



壳体中等大小，薄，呈薄圆盘状。脐中等大小，约占壳径的 i /3强，脐壁倾斜， 脐缘 

圆，但不清楚。旋环增长速度适中，其包围度约1/3 — 1/4。腹部宽，具有一个宽的腹中 

沟，直至住房部分，但近口部时变的不清楚。两侧面扁平，于两侧腰处微凸，旋环横切面 

呈长方形。

壳表面饰有向前弯曲的横肋，肋在内部旋环上较密，在外部旋环上变的较稀，尤在住 

室部分更为显著。肋起自脐缘，至两侧 

中央二分支，在外部旋环的最外部其分 

支点接近于内侧，其肋的弯曲度更大。

肋分支点増厚而突起。在旋环上偶见有 

单一肋插入，肋间沟均勻，但近口部有 

收缩沟出现，肋间沟加深。所有肋至腹 

沟两侧终止突起成刺状，尤为住室部分 

更为明显。

缝合线： 保存比较差。 腹鞍矮而 

窄，腹支叶小，外鞍宽被一小叶片分为 

两个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宽而长，底

部二分支，尾部尖。第一■侧鞍与外較同 6 Berriasella suni (sp. nov. ) ,no. 5035» X 6

但较窄。第二侧叶短并向外倾斜。助线系简单，不太淸楚。

比较：该种具有宽的腹沟，较稀疏而弯曲的横肋以及腹沟两侧具有刺状突起，并具有 

大的丨济，区别于 Mazeiiot (1039)所 描 述 的 ^ 從 〇以 。从腹沟两侧的刺状突起 

看，与Mazenot (1939)所 描 述 的 挪 //a 《相近，但我们的标本横肋弯曲，

并具有宽的腹沟，而区别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81 (正型），5144 (副型），5143, 5035

西藏怡利亚斯菊石（新种）忍err£orse//a U u  (sp . n o v .)

( 图 版 1 1 , 图 6a . b )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W H W

5140(正型） 59 16 22 19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薄圆盘状。最后一个旋环增长快，旋环包围度为1/3。脐中等大 

小，约占直径的1 / 3 ,脐壁缓斜，脐缘圆但不明显。两侧面扁平，旋环的高度明显的大于厚 

度，其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横切面为高的长方形。腹部具有浅的腹沟。

壳面饰有细的向前倾斜分布均匀的横肋，肋间沟宽度均勻。在内部旋环上，肋较细密, 

到注室部分变稀并向前倾斜。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外侧的1/3处二分支，分支点的位置始 

终是一致的。偶见有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增厚呈小突起状，越近口部 

越明显。缝合线保存不好。

阼较：该种横肋的分布特征与Mazenot(1939)描述的说 m i s 必《 成 (PI. 3, figs.

27Si V



1 一 3)极为相似，但 本 文 所 描 述 的 标 本 在 内 部 旋 环 上 的 横 肋 比 细 密 ，旋环横切面f  
者为卵圆形，也不相同。另这个新种内部旋环具杳细密横肋的特征与Mazenot (1039)描 

述 的 B•麵冰 i (P1. 5, fig. 1 ) 相似，但在外部旋环上的特征却不相同。又 爾作^个  

体较大，横切面为髙卵形，而区别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M0 (正型）

怕利亚斯菊石（未 定 种 2 . ) 忍e rr;ase//a sp . 2

( 图版9 , 图 2)

壳中等大小，呈薄圆盘状。外卷，旋环包围度约1/4。脐较大而浅，约占売径的1/3强，’ 

脐壁呈陡的倾斜，脐缘圆不清楚。两侧面扁平，旋环横切面为长方形。腹部具苻一明显的 

腹沟。表面饰有向前倾斜略有弯曲的横肋， 肋较密， 尤为内旋环。 肋起自脐缘， 向外至 

1/2〜外侧的1/3处之间二分支，支肋向前弯曲，有少数的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 

终止，并膨胀呈叶片状突起。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在横肋的分布上与Mazenot (1939)所描述的 5 5 " /肌彳//̂  (P1.

2, f ig . 1 0 ) 比较近似。但是我们所描述的标本的单一肋较多，而且肋较密，还略有弯曲，

另在腹沟两侧为卩彳片状突起，而区别于 M azenot所描述的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5085

乌里格伯利亚斯菊石（新种）忍erW<zse//a uA/i— (s p .nov.)

(图版 9 , 图 4 , 7a,b， 9)

标 本 度 量  （m m )

标 本 号 D H W U

5100 (正型〉 

5096 (副型)

约 42 

63

约 17 

23

12

20

15

23

壳外卷，呈圆盘状。旋环为有节制的增长，其包围度为1/3。脐中等大小，约占壳径 

的 1 / 3 ,脐浅，脐壁呈较陡的倾斜，脐缘不清楚呈浑圆状。旋环两侧较扁平，在两侧腰处 

略凸，旋环横切面呈卵圆形。腹部较宽，具有一宽而浅的腹中沟。

壳面饰有呈放射状的直而略向前倾斜的横肋，在 5100的个体中肋较密。肋均起自脐 

缘，向外到1/2处至外脷的1/3处二分支。而其分支点越近外旋环就越靠近两侧腰处。有少 

数的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终止膨胀形成叶片状突起和瘤。两者的分布并无规律。 

在内部旋环上均为叶片状突起和瘤呈不规律的相间出现；瘤多为主肋及支肋交汇而成，或 

是两条都是主肋及两条都是支肋交汇而成，少数为单一的主肋或支肋或单一肋至腹部膨胀 

而成瘤状或刺状。但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内部旋环上，到外部旋环上几乎不存在瘤和1H片状 

突起相间出现的现象，而是以 tH片状突起为主，却偶见有主肋或支肋至腹沟两侧呈瘤状突 

起的现象。腹侧瘤的特征在外部旋环上以(5096)的个体表示的比较明显，而在内部旋环上 

是以(5100)个体表示的比较清楚。收缩沟仅在外部旋环上出现。

If



i 合线：侵蚀太甚保存不佳， 但其主要特征还清楚。 腹鞍低而窄， 腹支叶小， 外鞍 

宽，中央被一小叶片分割成二个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粗大，尾部三分支，而且长。第一 

侧鞍较外鞍窄，同样被一小叶片所分割。第二侧叶窄而短，向外倾斜。助线系已分裂成鞍 

和叶。其缝合线特征与属型特征基本相同。

讨论：该种在内部旋环的腹沟两侧具有瘤和叶片状突起的特征与Huang (1983)所描 

述 的 说 (PI. IV . fig. 6a , b ) 特征相近， 但后者横肋稀疏， 壳体较 

薄，腹沟两侧的瘤并不限于在内部旋环上，故M上述特点K 别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00 (正型）5096 (副型)，5101

不规则伯利亚斯菊石（新种） Liu (sp.nov. 〉

( 图 版 1 0 , 图 l a .  b )

有一块保存不够完整的标本，为气壳部分。壳较大，外卷、呈厚盘状，外部旋环增长 

较快，旋环的包围度约为1/3。脐较深，约占壳径的1 / 3 ,脐壁陡，近于直立，脐缘圆，不明 

显。两侧扁平，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其高明显的大于厚，横切面为长方形。腹 

部宽平，具有宽而浅的腹沟。

売面饰有呈放射状的强而密略向前弯曲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略偏外二分 

支，分支点略增厚；但有的较为明显，有的却不太明显。在保存的旋环中，未见单一肋插 

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均膨胀构成小瘤状突起，并间有呈不规律分布的大结瘤， 

这种瘤是由二条肋交汇而成。

缝合线：具有宽而高的腹鞍，窄而细长的腹支叶，外鞍宽大，被一个细长多分支的 

小叶片分割成两对称的部分。具有一个粗大而长的第一侧叶，尾部细长。第一侧鞍较外鞍 

窄，也被一小叶片分为二部分，第二侧叶短小，而向内倾斜。助线系不清楚。缝合线特征 

同 干 Be^riaseU a属型

图 7 说 州 ' 似 6 " » 1 > 作 於 心 》̂ 1 ^ 1 1 ( 3 ? « 1 3 0 7 。），1 1 0 . 5 1 1 3 (正 型 ）， \ 5 . 7



比较：该种主要的特征为扁平的两侧面，以及结瘤为不藏律的分布而E 紐于萁也# 。' 

从其表面肋的特征看，与 M a zeiio t(1939)所 描 述 的 说 m •肪如《 細作衫(H .V , f ig . 3a， 

b ) 相同。但后者无腹侧瘤，其旋环的两侧腰凸，腹部也较窄，与该种不同。从其横肋的 

分布及其扁平的两侧面的特征看，与 Mazenot ( I939)所描述的

I X , Hg. 4—S)相似，但前者具有较宽而平的腹部及宽而浅的腹沟，尤为具有呈不规律分布 

的腹侧瘤与后者相区别。另万 . 你s“具有短粗的第一侧叶也与该种不同。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5113 (正型）

不规则伯利亚斯菊石（比较种）忍erW assl/c? c f. ir r e发uloirfa Liu

(图版 1 0 ,图 4 a .b.)

壳体较小，外卷，呈平盘状。最外旋环增长较快，其旋环包围度为1/3。脐较小，具有 

较陡的脐壁，脐缘圆而不明显。两侧面扁平，但在两侧腰处微凸，到腹侧缘处快速地收敛。 

旋环的高度略大于宽度，其横切面呈长的卵圆形。腹部具有宽而浅的腹沟。

壳面饰有密的向前弯曲的强肋；主肋向前倾斜，支肋弯曲，肋起自脐缘，向外到两侧 

腰略偏外处二分支，分支点略有增厚，但各分支点增厚的程度各有不同。所有肋为二分支， 

未见革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增厚而突起，有的呈瘤状,是两条肋交汇而成， 

呈不规律的分布。

缝合线：由于侵蚀过甚而保存不佳，但 其 基 本 特 征 仍 属 干 型 ；具有宽而 

髙的腹中鞍，窄小的腹支叶。侧鞍宽大，被一小片分为两相等的部分。特别是具荷一粗大 

的第一侧叶及短小的第二侧叶。助线系具有一个叶和一个鞍。

比较：该 种 肋 的 分 布 及 腹 侧 瘤 的 特 征 与 其 ^ 相 似 ，其缝合线也 

基本相同。唯该种两侧面不如后者扁平，而是两侧面微凸，其旋环的高还略大于厚，与后 

者的不同之处。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38

定曰伯利亚斯菊石（新种）忍ei*riase//«2 .Liu (s p .nov.)

(图 版 10，图 9a. b)

壳体中等大小，外卷，呈厚盘状。最外旋环增长速度较快，旋环的包围度为1/3强。脐 

中等大小，约为壳径的1/.V 跻壁陡，脐缘圆不明显。两侧面平，于两侧腰处微凸向腹部 

较快地收敛。旋环横切面呈卵圆形。腹部具有一宽而深的腹沟。

壳面饰有密的呈放射状的横肋，在内部旋环上尤为细密，外部旋环上略稀。肋起自脐 

缘向外到两侧的1/2〜外侧的1/3之间处二分支，偶有三分支。分支点位置不一，有个别的 

肋在近脐缘处二分支。偶有单一肋插入。该种横肋在两侧面的分布特点是不对称的，这一 

特征是该种与其它种重要的不同之处。所有肋至腹侧沟处终止并略有增厚，但未形成瘤。

缝合线保存不佳，特征不清楚。

比较：该种以具备了肥厚的壳体，横肋在旋环两侧面的分布不对称，及肋的分支点位 

置不一等特征而区别于其它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 ^登记号：5142 (正型）

3〇



甚拉木伯利亚斯菊石（新种）总 U u (*p .n o v.>

(图版 10，图 l 〇a.b，l l a .b，13a.b)

共有五块标本，其中三块比较完整。

标 本 度 量 （mra)

标 本 号 D W H U

5008 (正型） 40 11 17 13

5013 (副型） 

5012

38 11

14

15

19

11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薄圆盘状。最外旋环增长速度较快，其包围度为1/4。脐较小， 

小于直径的1 / 3 ,脐壁较陡，脐缘不明显。两侧面扁平，于两侧腰处微凸，旋环横切面为 

长方形。腹部窄平，具有浅的腹中沟。

壳面饰有强的向前斜伸的横肋，.在正型标本中横肋向前斜伸，但在其它标本中横肋略 

有弯曲，但在内旋环上肋是直而强。肋起自脐缘，向外到外侧的1/3处二分支，但有的标 

本肋的分支点略近于两侧腰处。多数肋分布有规律，肋间沟均匀，而在有的标本上肋间沟 

宽度不一，而且肋弯曲较大。在旋环上偶见有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终止并增 

厚，呈突起状或呈瘤状。二者为有规律的相间分布。在内部旋环上是两个结瘤之间有一条 

肋，向外部旋环变成在两个结瘤之间有二条肋，互相之间为有规律的分布。其结瘤多为主 

肋和支肋交汇而成，也有的是由前肋和后肋交汇而成，也偶有单一肋增厚而成瘤。结瘤有 

规律的排列是该种最为突出的特征。

缝合线4 由于侵蚀过甚，特征不太明显。但可见到宽而高的腹中鞍和窄小的腹支叶。 

宽 大 的 外 鞍 和 粗 长 的 第 一 侧 叶 等 基 本 特 征 属 于 型 。

比较：该 种 与 Chao (1975) 所描述的 P w 以 CH.18，fig. 

15, IS) 在肋的特征上相似，但腹侧瘤不同，后者是所有的肋在腹沟两侧增厚成瘤状，以 

此区别之。与 Huang (1983)所 描 述 的 彡 的 横 肋 特 征 相 近 。但本 

文所描述的标本在腹沟两侧无明显的叶片状突起，是以瘤为主并有规律的分布而不同于后 

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QS (正型），5013 (副型），5012

庞蒂伯利亚斯菊石（比较种）忍erWc?se//a c f. ponf/ca (R etow ski)

(图版9 , 图 5)

cf .1939  Berriasclla pontica9 Mazenot, P .131 , PI .X X I ,  f i g .9 a . b

cf.1971 Vscudosubplanites po?iticusf H cgarat ,  P. 42, PI .1 ,  f ig s#6 —7; 1)1.38, f ig .  1

仅有一段旋环的破碎标本。

売体较大，外卷，壳体较薄。脐壁缓斜，脐缘圆，但不清楚。旋环两侧面扁平，其最 

大厚度位于脐肩上，旋环的髙远远大于厚，横切面为高的长方形。腹部平，具有一个腹中

H



沟。壳表面饰有粗社的略向前弯曲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处二分支，有的肋的分’ 

支点更近于脐缘，肋的分支点不尽一致。有少数的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膨胀形 

成叶片状突起，并隐约地通过腹部。缝合线不清楚。

比较：该种只保存了一段住室的旋环，故对其内部旋环特征不清楚，只能依据这段旋 

环的特征可与 Mazenot (1939)和 L e Hegaras (1971 ) 所 描 述 的 说 说 0 

和 ‘彡d s彡〇财 的 最 外 部 旋 环 上 肋 的 分 布 及 具 有 高 的 旋 坏 、横切面为高 

的长方形等特征相近，但从后者两种在内部旋环上具有较细密的肋是不相同的。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63

格兰德怕利亚斯菊石（比较种）忍枕1*1〇!86//〇! c f. gT〇rnĉ _s M azenot

(图版 12，图 1，3 — 5 )

cf.1939  B erriase lla  g ra n d is9 Mazcnot, P .1 3 3 ,  Pi .X X II ,  f ig s .  S a b ,6 a b #

cf.1971 Psendosubplanites g ra n d is9\ ^  H egarat,  P .3 8 ,  P i . 2, figs.3 , 4 j P l .37,fift ：.9

标本较多，但均为破碎的印模，多挤压而变形。壳体较大，外卷，呈圆盘形。旋环的 

最外圈增长速度快。脐较小，约占壳径的1/3。腹部特征不清楚。

表面饰有粗壮、稀疏的二分支横肋，肋在两侧腰处变的弯曲并向前斜伸，内部旋环横 

肋较外部旋环细密。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中央变粗并二分支，偶见有单一肋插入。肋 

在腹部的情况，大多数作本中没有保存，仅在个别的标本中见到横肋越过腹部。

比较：该种具有较大的个体，旋环增长速度快，表而具有略弯曲并向前斜伸的二分支 

肋，并横越腹部等特征，与 Mazenot ( I939) 和 Lo H egaiat (1971 )所描述的及

狀撕石s 相似，但由于标本保存差，详细对比比较困难。另在所描述的标本中，有 

的个体较小，但其基本特征相类似，故均归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二组。属 伯 利 亚 斯 阶 办 s 带。 登 

记号：1006， 1010，1011，1014

布 兰 福 德 菊 石 属 识 咖 出 certzs cossmaran, 1907

属型 舰'fes 猶瓜 cA G：L’a y ， 1832

沃利希帝兰福德菊石■^Gy3̂ >o r^ ce rc!s 如“讲 cAf (G r a y)

(图版4 图 la .b，2a.b ; 图 版 5 图 3a .b〉
1910 H o p lite s {B la n fo rd ia )u /a llic h i9 U hlig, P .1 8 6 ,  P i . 29 ,  f i g s . 1 —3> P I . 30 ,  f i g . l a —ci P l .3 1 ,  f i g s . l a —c, 2

具有丰富的标本，但多数仅保存一段旋环。壳外卷，呈厚盘状，最外旋环增长较快， 

旋环包围度为1/3—1/4。具有宽的脐部，脐壁呈陡的倾斜，脐缘圆但不明显。腹部宽、具 

有一浅而宽的光滑带，但在外部旋环上变的不明显。两侧面微凸，旋环的宽度和高度几乎 

相等，其横切面为方圆形。

壳而饰有强而向前斜伸的横助， 助起自脐缘， 向外至两侧脛处二分支， 有的肋略偏 

外侧处二分支，其分支点各具不一，在分支点上略有增厚，在分支助之间，有少数的单一 

肋插入，所有肋在腹沟两侧中断并略有膨胀， 在外部旋环上变的_不明显，有的肋越过腹 

部。缝合线保存不好，特征不清楚。



比较：本文所描述的标本所具有肥厚的壳，宽的脐，以及向前斜伸并二分支的横肋主 

要征特与 Uhlig (1910)所描述的丑〇彡“•細（历挪 / 时晶?）廳 识 c如基本一致、唯有的标本 

肋纹较密，旋环的高度略大，而区別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上侏罗统古错一组，属提唐阶Jacobi带。

登记号：5108、5055、5112

宽房布兰福德菊石所咖产〇»'山•cerots /afic/o/rms (Uhliig)

(图版 5 ，图2 a .b，5a.b)
1910 H oplites (^Blanfordia') latidom us9\}hl\g9 P l .3 5 ,f ig #l a —c

有几块保存一段旋环的标本。其主要特征清楚。

壳呈厚盘状，旋环厚度略大于高度，有的标本两者几乎相等，横切面呈方形。脐壁呈 

陡的倾斜，脐缘不明显。两侧面穹圆。腹部扁平，具有宽的光滑带。壳面饰有呈放射状微 

向前斜伸的强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中央或近于脐缘处变成低而长的瘤，再由此分 

为二个支肋，肋略呈弓形并向前斜伸。另有少数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部光滑带两侧终 

止而膨胀，形成叶片状的长瘤。

缝合线：腹鞍呈锯齿状，腹支叶分裂呈细支状与第一侧叶具有相当的高度。外鞍被一 

细长的小叶分为两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粗大而长，具有细长的尾支和两側支，外部侧支 

比内部更为发育。第一侧鞍较外鞍•窄小，也被一小叶片分为两个部分。第二侧叶短小。有 

二个助叶。

讨论：本文所描述的标本与UbJig (彳9丨0 ) 所描述的历挪/〇：油•辟似 ^:似讓财（P1. 

3S, fig. l a - c) 特征基本相似。其缝合线特征与 UhJig ( 1 9 1 0 )所 描 述 的 说 /城細w 

P - 2〇0, PL 35, fig. 2a—b) 相近，怛其外部特征有別0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42、5043

贝姆布兰福德菊石 iB/a /iA >rc?2_cercfs feoeAmf (U hlig)

(图版 4，图 3 a .b，4a .b )
1910 H oplites CBlanfordia") U h lig ,P .l 95, P !.3 4 ,f i g . l a 一d

壳体大，呈厚盘状。 脐壁陡斜，脐缘较圆但不太明显。两侧面穹圆，在近腹部处较 

快速地收敛。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两侧腰处，横切面为方圆形，腹部微凹，具有一宽的光 

滑带。

壳面饰有放射状的粗肋，肋起自脐缘处，向外延伸至两侧腰偏脐缘处变粗，形成瘤状长 

肋。在侧面外部由长肋再分成2 — 3 个支助，并有少数的单一肋插入，所有劭至腹侧中断， 

肋的末端膨胀增厚，但未形成瘤。

缝合线：腹中鞍窄而高，呈锯齿状。腹支叶窄而尖，与第一侧叶处在同一个位置上，外 

鞍被一细长的小叶片分割成两相等部分。第一侧叶具有宽而大的主支和发育的侧支，近脐 

缘处的侧支比近腹部的侧支要长些，尾支长而尖。助线系不太清楚。

比较：该 #与 UhJ.ig (1910)所 描 述 的 丑 〇 多 ^ • 細 195, PI. 34, f ig . 

la—d ) 的正型标本的壳体特征及缝合线特征基本相同。唯前者在横肋中具明显的单一肋, 

两且多于后考。由于标本保存不好，旋环上的特征变化不清楚，无法更详细的进行对比a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57, 506S

尖 助 布 兰 福 德 菊 石 (U hKg)

(图版5 ，图 8s,b)
1910 Hcpli/r (̂ Blanfordia ) acun'cosra,VhligfV,201, P] .37, fig,2ci一c 
1960 Bijnfordiceras acnticostay Collignon,Pi.CLXVI,figs.682—683

有三块标本，但仅有一块保存较完整。

标 本 度 量  （m m 〉

标 本 号 D H W U

5109 46 16 15 15

壳体小，呈厚盘状。最外一个旋环增长较快，旋环的包围度为V 3。脐大而深，哜壁呈 

陡的倾斜，脐缘圆而不明显。旋环两侧面穹圆，近腹部处急速地向腹部收敛，横切面为方 

圆形。腹部宽，具有一浅而宽的光滑带或称腹沟。壳面饰有细而强的呈放射状的横肋，肋 

起自脐缘，向外延伸至两侧腰处或更近于脐部突起变成小瘤，在内部旋环上瘤较外部旋环发 

育，瘤处在同一旋线上。肋从瘤处分支成二分或三分支，但多数为二分支，三分支肋中的一 

条肋呈单一肋插入的形状，其它二条肋为二分支的肋。除此，还有插入的单一肋存在，所冇肋 

至腹沟两侧而中断并形成瘤状突起。肋在外部旋环上变的弯曲度大于内部旋环，肋的分支 

点也变的高低不一，主肋和支肋的关系也变的更为不明显。并有收缩沟的出现。

缝合线：腹鞍低，鞍顶二分，腹支叶短小，外鞍被一小叶分为两个扪等的部分，第一 

侧叶宽大而长，底部三分支，尾支长。第一侧鞍被分为两不相等的部分，第二侧叶短小并 

向外倾斜。助线系不清。

比较：该种与Uhiig(1910)所图示的丑(?如办s (历餅/or忍 你 知 （PI. 37, f ig . 

2a — c) 基本特征相近。唯在两侧瘤的发育程度上，前者较后者更为发育，尤其在内部 

旋环上更为明显，而在后者是不明显的。该种与Collignon (1960)所图示的万/咖/_而0 - 

也⑶你z (PLCJLXVI，figs.682—6 8 3 )除了其外形及肋的分布特征相一致外，尤是 

侧瘤的发育程度更为相近。可惜的是在内部旋环中侧瘤的发育状况在图示中是不清楚的， 

两者无法进行对比。但其缝合线特征两者是一致的。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09

朱 新 布 兰 福 德 菊 石 茲 出 c e r a s  mfc/rf/em丨ss/ (U hilg)

(图版5 ， 图 4a.b )
1910 H oplites CBliuifordia') rnzddUmissi ,Vhl ig9P , Pi .3 7 , f i g . l a 一 c

有一块仅保存了一段旋环的破碎标本。

壳体小，肥厚， 具有低而厚的旋环。脐宽且深，脐壁陡斜， 脐缘不明显。两侧面穹 

圆，向腹部急速收敛，而向内缘渐浙弯曲形成脐壁。壳的最厚处位于两侧腰，旋环横切面 

呈扁而低的椭圆形。腹部略呈穹圆形，具有一个萆而_的腹中沟（或光滑带）9



売面上饰有间距宽的、粗壮的放射状肋，肋起自脐缘，向外延伸至两侧腰处膨胀呈 

瘤，由主肋再分为二个支肋，所有肋至腹沟两侧中断并形成瘤。缝合线保存不好，特征 

不清楚。

比较：该 种 与 U M g (1910)所 图 示 的 ( 攻 辦 / 冰 办 《) 膨 • 以 如 （P ，197, 

Pi. 37， f ig . la — c ) 在内部旋上的特征相一致，故定为该种。但因标本未保存外部旋 

环，其特征不能对比。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103

精美布兰福德菊石（新种）B ia n /b rt/i_ceras yio&Ye Liu (s p . n o v. )

(图版 5，图6a，b,c)

只有一块标本，特征清楚。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〇

W U

5048 (正型） 22 21 .5 23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厚盘状。外部旋环增长诀，其包围度为1/4。脐宽而较深，脐壁 

陡斜，脐缘不明显，两侧面较平，向内缘急速地弯曲形成跻壁，而向腹部呈缓的收敛，形 

成穹圆形的腹。横切面呈方圆形。腹部窄平，具有宽而浅的光滑带。

壳面饰有精致的向前斜伸较密的横肋，肋呈棱牧并起自脐缘，向外延伸至内侧缘的 

1/3处膨胀形成长的棱状突起，主肋由此向外二分支，并有少数单一肋插入，主肋和支肋 

均向前斜伸，行至腹侧中断增厚，但未形成瘤。在内部旋环上肋在两侧腰二分支，分布均 

勻，呈棱状。

缝合线：腹鞍高，鞍顶被一小的凹槽分为两部分，腹支叶窄略高于第一侧叶的尾端。 

外鞍宽而高，被一细长的小叶片分为两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宽而长，底部三分支，尾支

图 $ B lan for^ iceras nobile L iu (sp # nova ) ,  no. 5048， X 3 , 25



细长，第一侧鞍窄于外鞍， 被二个小叶所分割。飨二侧叶短小。助线系不清楚。

比较：该种具有方圆形的横切面，宽而平的腹沟及缝合线的特征与U hlig (1910)所 

描 述 的 丑 识 c/W (P . 188, P1. 31, figs, l a —c , 2 ;P1. 29, figs.

1 一 3 ;PL 30, f ig . l a — c ) 近似，但表面肋呈棱状向前斜伸，其 分 支 点 近 脐 缘 的 处 ，肋 

密精细而分布均匀及陡的脐壁等区別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48 (正型）

圆体布i兰福德菊石财 an fo rd Y eera® (U hlig)

(图版5、图 7a,b)
1910 Hoplitcs{Blanfordia)rotundidoma9\3h\\s9V. 189,?1. LXXXIII,figs. 1 一2.

壳体较薄，外卷、呈盘状。脐大，脐壁短呈陡的倾斜，肪缘不明显。两侧面平，两侧腰 

处微凸，但较快地向腹部收敛。腹部窄平，具有一窄而浅的光滑带。旋环的高度明显地大 

于厚度 ； H = 22mm, W =17mm。横切面为卵圆形。

壳表面饰有稀疏的向前斜伸呈放射状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延伸至两侧腰处主肋变 

成棱状突起，肋由此二分支，支肋略向后呈弓形。另有少数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侧膨 

胀而中断至腹中带变弱，有少数肋隐弱地通过腹部与其另一侧面相对应的肋相交。缝合线 

不详。

讨论：由于标本具有薄的旋环，卵圆形的横切面、稀疏的横肋等特征与Uhlig (1910) 

所图示的历冰咖 s _ 娜 石 相 似 。其薄的旋环及旋环高度明显地人•于厚

度的特点与5 属相近，但就其所具有稀疏的横肋来看，二者还是容易区分的。由 

于标本保存不好只能暂归为该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5017

布兰福德菊石（未 定 种 1.) sp. 1

(图版5 ,图 1)

壳外卷，呈厚盘状，旋环宽度大于高度；H = 20 ram，W = 2 4 mra，脐壁缓斜，脐缘 

不明显。两侧面穹圆，向脐部快地倾斜而形成脐壁，向腹部却较缓地收敛。腹部扁平，有 

一不明显的凹带。旋环的横切面呈略低的椭圆形。

壳面饰有双凹 （ biconcave ) 形弯曲的粗肋。肋间沟宽，肋起自脐缘，向外延伸，多数 

肋为不分支，而有的肋至两侧腰处二分支并弯曲。所有肋至腹凹带两侧膨胀肋变的最粗， 

呈棱状突起，但在腹凹带中却变弱并穿越凹带。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具有明显的稀疏的粗肋，以及为数甚多的单一肋，并成 biconcave形的弯 

曲为特点，区别于其它种。由于标本少保存差，不能做进一步的精确鉴定，有待今后进一 

步的采集和鉴定。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52

.->、 布兰福德菊石(未 定 种 2. ) B /anA>r</fceras s p . 2

(图版2 ,图 2a.b)

壳大，呈厚盘状。脐壁倾斜，脐缘不明显，两侧面扁平，向腹部成缓的收敛。旋环的最



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横切面呈亚梯形。膻部平，具有一宽而浅的腹中沟。堯面饰有放射 

状的粗而稀的肋，肋呈棱状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处肋呈长棱状突起，由此二分支。有 

少数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膨胀，但末形成瘤。

缝合线：腹中鞍高而较宽，腹支叶窄小，外鞍宽大被一次生叶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第 

一侧叶粗大而长，底部为三分支，外侧较内侧发育，尾支又再分支，细而长。第一侧鞍较外 

鞍窄，但略髙于外鞍，被一小叶片分为不相等的二部分。第二侧叶窄小而倾斜。助叶不清 

楚。

讨论:该种缝合线与执挪/你办從M S 肌?瓜>知相似。唯前者具有亚梯形横切面及粗壮 

的横肋与5 . 而识 cW区别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5054

壳体大，厚、脐壁陡斜，脐缘不明显。腹部窄平，具有一浅的光滑带，两侧面扁平， 

向腹部较快地收敛。旋环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横切面为梯形。表面饰有粗壮的向前斜 

伸密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处二分支。主肋和支肋均向前斜伸，并略有弯曲。 

有少数单一肋插入。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膨胀而中断。近口部处横肋越过腹部，这一现象越 

近口部越明显。缝合线不详。

讨论：该 种 与 die印as sp. 2 都具有粗壮的肋及梯形的横断面，但前者具有较 

密而向前斜伸的肋，肋的粗壮程度也弱于后者。该种所具有梯形的横断面也同于说娜/你- 

必 撕 但 其 斜 伸 的 肋 又 区 别 于 后 者 。

产地及层位：同 前 一 种 登 记 号 ： 5060

插图 9 B lan  fo r  dice r  as sp. 2?no# 5054 X 2. 8

布兰福德菊石（未 定 种 3. ) ■^an fort/feeras s p . 3

(图版 4，图 5a. b)



挖 欧 兖 姆 菊 石 屬 况 ‘丨 U k ilg, 19〇S

属型 Zwwcw'/ks 财〇c〇«?i 辦ss’s d’O rbiguy, 1841

尼欧克姆菊石（未定种）Weocom/£es sp .

(图版 12,图 2、6、8、）

有数块标本，但均是破碎的印模标本。壳小，半外卷，呈圆盘状，脐较小，约占壳径的 

1/3弱，壳面饰有细密微弯曲的二分支肋，肋起自脐缘，由脐缘处二分支向外至两侧中央再 

行分支，肋在内部旋环上更为细密，但在外部旋环上明显的变得比较稀疏并略有弯曲。

讨论：本文所描述的标本虽保存差，但从其半外卷的壳形，细密的横肋（尤在内部旋 

环上更为细密）， 肋在脐缘处二分支至两侧中央再行分支，这 些 特 点 与 属 相 一  

致。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二组。属伯利亚斯阶，登记号：1〇〇2、 

1020、 1017

? 尼欧克姆菊石： （未定种）？ sp.

(图 版 12，图 7)

只有一块破碎标本。売中等大小，半外卷，壳表面饰有密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在脐 

缘处二分支，并向前弯曲。基于半外卷的壳形及细密而弯曲的横肋，并以脐缘处二分支等 

特点，暂 归 于 属 。另基于所描述的标本旋环上具有细密而弯曲的横肋以及肋分 

支于挤缘处的特征，近于Mazenot (1939)所描述的 iVeoco齡7'e s s p .a f f. iV. 挪sis

(P i. X X X V , f ig . 3ab) 的特征，但其它特征不清楚，无法进一步对比。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1013、

喜马拉验菊石属 G enus U W ig, 1904

属 型 迅 由 s 25m 必  UltUg，1904
、

科 泰 扎 喜 马 拉 雜 菊 石 co rfa zcm ' KiHan

(图 版 11，图 4)

1960 Himalayites cortazari, C ollignon ,  P i . C LX X III, fig .7 4 4

仅有一块破碎标本。

个体较小，壳厚，外卷，旋环包围度小约为1/4。脐宽，脐壁陡，脐缘圆。腹部穹圆,具有很 

不明显的腹中带。两侧面凸、其旋环横切面为圆形。

表面饰有粗壮的直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处二分支，另有单一肋插入。在内部 

旋环上插入的单一肋较多，在肋的分支点上具有发育的侧瘤，两侧瘤之间有单一肋插入，数 

量不一。在外部旋环上，侧瘤较发育，由侧瘤处分为二个支肋，两侧瘤之间也有单一肋插 

入。而在旋环的最外部，侧瘤变少而弱，肋多为二分支，单一肋变少，肋至腹部隐约可见 

变弱，这种现象外部旋环较内部旋环明显。

缝合线保存不好，怛可见具有宽的腹鞍和外鞍。第一侧鞍宽并较高3 第一侧叶较发育，



真有多分支。

讨论：本文所描述的标本，从其壳形、肋和侧瘤的分布以及横切面的形状与Cdlignon 

(1960)所 图 示 的 说 s c o 冰m r i 特征相似，但后者个体较小。从其缝合线特 

征，在内部旋环上侧瘤的分布，两侧瘤之间有1 一 2 条单一肋插入以及其横切面的形状， 

归 为 属 无 疑 。但从其外部旋环侧瘤不发育，肋多为二分支，与该属有所差 

异。尽管如此，从上述特征只能归为该种。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上侏罗统古错一组属提唐阶Jacobi带。登记号:5022

王冠角菊石属 Gem is Corong'ocercts Spafch, 1325

属型 Conm茗 Zo此 财 辦 Spath，1925

西藏王冠角菊石(新种 ) C orongoceras xiza n g en sis Liu (sp. nov. )

( 图 版 11， 图 2 a .b )

共有二块标本，但仅有一块保存较好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H W U

5036 约 63 约 22 24 24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厚盘状。旋环均匀增长， 其包围度为 1/3。 脐大、脐壁陡斜， 

脐缘不明显。旋环厚度略大于高度，腹部穹圆，具有一宽而浅的腹中沟。旋环横切面为亚 

圆形。

壳表面饰有强壮呈放射状的横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两侧腰处变成明显的梭状瘤，它 

自内部旋环到外部旋环均呈有规律的分布，这种瘤有的呈刺状，自瘤向外分成2 — 3 个呈放

39



射状的支肋，所有肋至腹沟两侧而中断，有的肋膨胀成瘤状，但有的肋耒形成瘤状;两者在腹 

沟两侧呈规律性分布。瘤呈结节状或呈剌状，其瘤是由两个支肋交汇而成，或是由主肋和 

支肋交汇而成。两个瘤之间多是一条肋插入，也有少数的两瘤之间为二条支肋插入。

缝合线：腹鞍宽而高，腹支叶窄小，但和第一侧叶处于同一高度。外鞍宽而髙，被一 

小叶片所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粗而长，有三个大的侧支，尾支长且尖，第二侧 

叶窄小，也具有不对称的侧支。第一侧鞍，较外鞍窄，也被一小叶片所分割。助线系不清楚。

讨论：该种具有明显的侧瘤和腹瘤以及具有强壮的横肋等特点，符合该属型特征。从 

腹部特征看，腹沟两侧瘤的分布特征与CoIligno:a (l 96{))所 描 述 的 〇 0吨 〇 物 ^5/办 ^- 

如m(P l. C L X IX，figs. 703, 704)的腹部特征极为相似，但唯有两侧面的肋及两侧瘤均较后 

者强。另旋环的厚度也大于后者。该 种 与 Mazenot (1939)所描述的 B 

(P . 96, PL X II, fig. 1 ) 的外形特征极为相似，但后者的侧瘤及腹侧瘤均不如该种发育。 

但 该 种 的 缝 合 线 特 征 与 和 ； 两属的缝合线特征相似。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上侏罗统古错一组。属 提唐阶 J a c o b i带。登记号： 

5036 (正型)

王冠角菊石（未 定 种 1 ) C orong'oceras sp. 1

(图版1 1 , 图 la,b)

有二块保存不完整的标本。

壳中等大小，外卷，呈厚盘状，最外旋环增长较快，其包围度为1/3。脐开阔，较浅，脐壁 

缓斜，脐缘不清楚。两侧面微凸，向腹部较快地收敛，腹部窄平，具有明显的宽而浅的腹 

中沟。旋环横切面为卵圆形。

壳面饰有粗壮的向前斜伸的横肋，肋间沟宽， 自内部旋坏到外部旋环均不变。肋起自 

脐缘，向外呈两侧腰或近外侧1/3处二分支，分支点突起呈瘤状，偶有单一肋插入。所有 

肋至腹沟两侧而终止，由肋相交而成瘤:有的是主肋与支肋相交，有的为两个支肋相交而成 

扣状瘤。这些瘤呈规则的分布于腹沟两侧；多数是两瘤之间有一条肋相间。这种特征自内 

部旋环至外部旋环均有规律分布。其相间的肋在腹沟两侧也略有膨胀，但未形成瘤。

缝合线保存不够完整。腹鞍低，腹支叶尖长，外鞍宽、被一小叶片分割成二个相等的 

部分，第一侧叶粗大而特别发育，并具有多分的侧支，尾支宽长。第一侧鞍窄，第二侧叶 

短小。助线系不清楚。

比较：该种具有发育的有规律分布的腹侧瘤，与 相 同 ，但 

该种侧瘤不如后者发育，肋间距也大于后者。缝合线的第一侧叶粗大，但尾支宽而长不同 

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 0 0 6 , .

瑟 曼 菊 石 属 而 ’e s r a s Cossm ann, 1901

属 型  规〇财■私s 炫 Mfw这 财 P ic te t  e t C am p ich e , 1858— 1880

Thurm anniceras  jen k in si (Anderson) 

(图版 1 2 , 图 l 〇a,b)



1938 N eoco?nites jen ^ in s i, A nderson9 P .165 ,  P i . 29 ,  f i g . 1 

I960 T htirm anniccras jtrn\insi9\m\ay9? m215 P l . 4 0 , f i g s . l , 2

有数块不完整的标本，但仅有一块保存较好，特征清楚。

壳内卷，呈圆盘状，壳径约40mm。脐小，约 10mm, 约占壳径的1/4,脐壁急斜。腹部 

穹圆光滑。旋环较肥厚，高度为20mm，宽度为13mm,横切面为高的椭圆形。表面饰奋密 

的弯曲肋，肋起自脐缘，并略有膨胀，多数肋由脐缘向外二分支，分支点在内侧的1/3至 

两侧腰处，偶可见单一肋插入，所有肋在两侧腰处变的弯曲，到腹部变弱并终止。但在近 

口部处肋隐约地横越腹部。有的标本在旋环上有弱的收缩沟出现。但有的标本未见及。缝 

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的主要特征与Im lay ( 1 9 6 0 )所描述的TAw靡 财 靡 • 節 ：（P1. 4〇, 

figs. I ，2)相 同 。但该标本二分支的肋较多，单一肋稀少，与后者有所差异。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三组属凡兰吟阶。 登记号：1102,

斯蒂普瑟曼菊石（比较种）7"Aurm am afceras c f. s£i p /w‘

(A n d erson)

(图版 12，图 11、12〉

c f .1960  T hu rm au n iceras  ///^p/,Im!ay,P.216,Pl.39 ,f ig#5

只有二块破碎标本。

壳薄，内卷，脐小、脐壁陡。腹部窄圆而光滑。两侧面扁平，旋环高度大于宽度，旋 

环横切面为扁的椭圆形。壳面饰有细密的弯曲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内侧的1/3处二分 

支，偶有单一肋插入，肋至腹侧终止并变弱，隐约的通过腹部。旋环上有收缩沟出现，但 

有的标本不太明显。缝合线不详。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壳体薄，肋细密，腹部较窄：而区别于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1105、 1106

? 瑟曼菊 石 （未种定）？ sp.

(图版 12， 图 16a,b)

有一块破碎标本，但表面特征清楚，

壳大，薄、呈圆盘状。脐中等大小，约占壳径的 1 / 3 弱。内 部 旋 环 不 详 。腹部窄 

圆，中部光滑。两侧面扁平，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内侧的 1 / 3 处， 其横切面为髙的椭圆 

形。壳表面饰有略弯曲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外侧的 1/3处二分支，但也有少数肋是在 

内侧的1/4处二分支，多数肋是不分支的肋。肋在气壳部分比较密而至住室部分变的稀疏和 

比较粗壮。所有肋至腹部变弱而终止。缝合线保存不好，特征不清楚。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具有窄圆光滑的腹部，髙的椭圆形的横切面，中等大小的脐部等特 

点 与 属 相 同 。但该标本的肋较少而粗至侧面外围变弱而后终止。这一特 

征 似 但 该 标 本 腹 中 部 圆 而 光 滑 ，无 腹 中 沟 区 别 于 缝 合 线 保 存 不  

好，但可见比较简单，也可能由于侵蚀所致。据上述特征暂归于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101

41



今句冠菊石科 6lcostepha;nidae M aug, 1 白1() 

斯匹提菊石属 5p fH Ce r a s  UhHg, 1303

属型 ^ 4 w w cw .k ss_ ^ » w sfsB la iifo rd ,l863

尼格雷尔斯匹提菊石Sp ff/ ce ra s  negre// (M ath ero n〉

( 图版  1 1， 图  3 a . b ，5a .b )

1890 H olcostephantis n cgre li9T 〇 ucasf P . 596, p / . X V , f ig s .1 7一 18

有二块破碎标本。

壳体中等大小，外卷、呈厚盘状。脐壁呈陡的倾斜，脐缘不清楚，但具有肋状瘤。两 

侧面穹圆，渐向腹部收缩，腹部呈圆弧形。旋环髙度小于宽度，其横切面呈扁椭圆形。

壳面饰有细密的横肋，从脐瘤处分出2 — 3 个横肋，多数为三个肋，肋均向前斜伸， 

并在腹部向前弯曲与另一侧而的肋相遇，成一个小角度。在内部旋环上更为明显。在旋环 

上具有明显的宽而深的收缩沟。缝合线保存不好，特征不清楚。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具有较细的肋和较弱的脐瘤，肋纹在腹部呈小角度相交，并具有发 

育的收缩沟与Toucas (1890)所图示的 /foko咖 抑 w.切 •你相似。但标本保存较差， 

内部旋环不清楚，其特征无法对比。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上侏罗统古错一组提唐阶/ 此9况带。登记号:5〇74、5〇87

厚型斯匹提菊石（新种）S p ^ fc e r c s  Lhi (sp . n o v .)

( 图 版 11， 图 8 a .b )
只有一块保存完整的本。

标 本 度 量  （mm)

标 本 号 D H W U

5086 ( 正 型 ） 44 18 22 16

壳小，外卷、呈厚盘状。有六个有规律增长的旋环，其包围度为2 / 3。脐宽而深，呈 

圆锥形下凹，脐壁陡、脐缘圆。腹部宽，呈扁的穹圆形。两侧面窄而穹圆，旋环的最大厚 

度位于脐瘤处，横切面近扁椭圆形。

表面饰有束状的横肋。在脐缘分布着粗壮的棱状瘤，而越近外部越明显，由梭状瘤向 

外至离脐缘 1/3处分出2 — 3 个支肋并呈束状向前斜伸，至腹部两侧横肋呈较平的角度相 

交；略成人字形并变得较粗壮。在一个旋环上具有2 个深而宽并向前斜伸的收缩沟，但它 

被前后肋所限制。

缝合线保存不好，特征不清楚，但可见到比较发育的腹支叶，宽的外鞍及窄小的第一 

侧叶，并具有不发育的侧支。

讨论：从其脐瘤及肋纹的分布以及缝合线的特征看，属 于 印 似 属 的 特 征 。上述 

特征与 Touca5 (1890)所图示的 《獅 s 你 饮 必 （P . 596，P1. X V ，f ig s . 17—

1 8 ) 相似，但所不同的是后者的横肋较前者细密，其腹部略窄于前者。收缩沟在后者是 I•刀 

割了肋纹而前者是受了肋纹的控制而区别之。从该种具有扁而宽的腹部以及旋环的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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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Ulilig (1910) 所 图 示 的 獅 s ( 5 ^•心奶?：s〉 h 办c似 （H .X ，f ig . 3 ) 相似， 

但在内部旋环上棱状瘤后者不发育，号支肋呈束状，由 4 个支肋组成，而区别之。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〇86 (正型）

斯匹提菊石（未定种 ） S p fr ic e ra s sp.

(图版11，图 7a. b)

#一块保存不完整的标本。壳体大、厚、最外旋环增长快，其包围度约大于 I/2 。脐 

宽，脐壁陡，脐缘圆。旋环的高和宽几乎相等。腹部穹圆，两侧面平但微凸，旋环的最大 

厚度位于脐瘤处， 横切面近于圆形。 表面饰有显著的脐瘤， 自脐瘤分出3 个粗而直的向 

前斜伸的支肋至腹部相交，角度较大。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与Uhilg (1910)所 描 述 的 丑 娜 s sw&c伽设 >  (pi.

X III，fig. l a , b ;P l. X II，f ig . 2a , b) 相似，但后者肋较弯曲，脐瘤突出，旋环包围度约 

为外侧的1 / 3 ,与该种不同。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5064

蹄菊石科 HopHtidae H . D ouvllle，1890 

香花菊石属 C /eom°ceras Parona et B o n e l，1898

属型：Z w w tw•的必ow d’Orbigny, l 85〇

西藏香花菊石 C7e〇7K.ceras x fz a /ig'eyjse C hao

( 图版  1 3， 图  1 4 a . b ，1 5 a . b)

1976 Ch:i〇, 538页，图版  17，图 15— 19

有较多的标本，多数保存差。本文描述标本的壳体待征及壳面肋纹和缝合线特征与

Chao所描述的 相

同。该属在欧州产于阿尔比期(Albian)

的地层中，而 赵 金 科 （1976)所描述的 

C . 狀wse却产于西藏定日县尤江和 

乃龙之间下白垩统岗巴群的中上部，厲 

阿普弟阶（Aptian)， 在古错地区却与 

丰 富 的 相 共 生 ， 该属为典 

型的下白垩统巴列阶（Barrem ian) 的 

分子。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  

下白垩统古错四组。属巴列姆阶。 登记 

号：13003， 13037

莱 康 泰 香 花 菊 石 （比较种）C /e o T x fe e ra sc f. feco/ife.f (Anderson)

(图版  1 3 , 图  11 a . h ，1 2 a . b)

cf.1938 AiideTsun,P.107—198, I’ l.3 8 , fig .4 ; ( ^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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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较小，内卷。两侧扁平，为薄饼状。脐部窄小，脐壁陡立，脐缘明显。腹部窄圆而先1 

滑，旋环高，表面饰有弯曲细密的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内侧部多数肋二分支，少数肋三分 

支呈亚束状并向前弯曲，另侧面中外围有较短的肋插入，肋间沟宽，并偶见肋间沟加宽和 

加深的现象，所有肋均在腹部变弱而终止，缝合线不详。

讨论：该区有较多的标本，其特征与Anderson (1938)所 描 述 的 的 嫩 Z似w - 

此‘特征相近似。但该种在北美加里福尼亚是出现在阿尔比期（Albian) 的地层中。古错 

地区的标本却与巴列姆阶（Barrem ian) 的 共 生 。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02、 13033

香 花 菊 石 （未定种） sp.

(图 版 1 3 ,图 9a. b)

壳体厚，腹部宽圆而光滑，两侧面微凸，旋环较高。壳表面饰有弯曲较强壮的肋，起自 

脐缘，多数为二分支，少数肋不分支，在侧面中外围常有较短的肋插入， 所有肋在腹部 

变弱并终止。肋间沟较宽，偶有肋间沟加宽、深的现象。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的表面肋纹与⑶娜’的 相 似 ，但该种壳体较厚，腹部较宽圆，

肋纹较强，区别于其它种。在 古 错 地 区 与 相 共 生 。

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36

美菊石科 Pulchelliidae H y att, 1903 

美菊石属

属 型 ： Z 柳 娜 w •物 以 Z邮 von B u c h , 1839

Pulchellia compressissima d ^ r b ig n y

(图版 12，图 9a. b，13a. b，14a. b, 17a. b)

1898 Pulchellia  com pressissim a  d ,O rb ig n y ,P . 140— 1 4 2 ,P l . I I I , f i g . l  

1903 P u lch e llia  com pressissim a  d ,O r b ig n y ,P .l42一1 4 3 ,P i .1 7 , f i g s .9 —12 

1929 P u lch e llia  co m pressissim a9R osch en ,P .20 , P i. I I , f i g s .3 一10

有较多的标本，多保存了住室部分。

壳内卷，呈扁盘状，脐窄小且深，脐缘明显，脐壁陡立。腹部有一窄而平的腹沟，侧面

扁平，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之上，横切面为长橢圆 

形。表面具有放射状的向前倾斜的粗肋，在近口部处更 

为显著，肋起自脐缘并略有膨胀，向外二分支，分支点 

的位置各有不同；有的略近内侧，有的略近两侧腰处， 

除此外常有单一肋插入。肋在内围较窄，但由内向外迅 

速地变宽，肋在侧面的外围具有两排瘤； 侧瘤及腹侧 

瘤， 而旦侧瘤比腹侧瘤弱。 肋至腹部终止形成了明显 

的沿着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并延伸了整个肋的宽度的 

S  12 Pulchellia compressissima 腹侧瘤， 同时肋在两排瘤之间迅速地加宽并急速地向

d’Orbigny，uo. 13018X5 前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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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合线仅在内部旋环上保存了倒鞍和侧叶，均比较简难；第一侧鞍宽圆，被一显著的 

锯齿状小叶分割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第一侧叶比较长，它比宽度约大1 / 3 ,呈锯齿状。 

其它鞍叶不清楚。

比较：该标本所具有的扁平两侧面，薄的壳体，高的椭圆形横切面以及缝合线的特征可 

与Roschen (1929)所图示的_P .⑶挪知嫩?:ss';麵 ：（P1. II，figs. 3—1 0 )相似，但后者肋较 

宽，侧瘤也较发育。与 Roschen所图示的P . c f.如伽 W  (PI. II，figs. 11— 1 4 ) 表面肋的 

特征相近，但后者旋环略厚，两侧较凸，缝合线侧叶细长，以此区别之。另与 R o sd ien所 

图示的 P .sW阳 (P1.III, figs. 5 , 6 )的扁平的两侧及高的长椭圆形的旋环横切面和一个 

窄、凹的腹相近，但后者具有宽的侧鞍及少齿的侧叶，而与 P . 的肋及瘤的特征

相同，但后者壳体较厚，旋环横切面为亚方形而不同于该种。

产地及层位：西藏聶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四组。属巴列姆阶

登记号：13014、13016、13018、13040、

赫特纳美菊石（比较科）朽 cL AeffneW Gerhardt

(图版 1 3、图 4 a .  b ，5、 b )

1929 P u lchellia  c f .  hettn eri, R.'schcn, P .33, p i . II, f i g s .11 一14

有二块仅保存了一段旋环的标本，但特征清楚。

壳小，内卷，呈薄盘状。脐窄而深，脐壁陡立。腹部有一窄而平的腹沟，侧部扁平， 

在两侧中央微凸，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上。在外部旋环的高度是宽度的一倍半，在内 

部旋环的高度略大于宽度。

表面具有放射状的向前倾斜的粗肋，肋起自脐缘并略苻膨胀，向外呈内侧的1/3处二 

分支，在标本的外部旋环上未见到插入的单一肋，在内部旋环上却有少数的单一肋插入。肋 

在内侧较窄， 向外逐渐变宽， 肋上具有二排瘤， 在侧面的外围比较明显，但比腹侧瘤 

弱，肋至腹部终止形成显著的腹侧瘤，并沿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占具了整个肋的宽度，肋 

在二排瘤之间迅速地加宽，并急速地向前倾斜，在腹侧形成人字形排列。

缝合线保存不好。腹叶和外鞍隐约地看到被一偶生叶分为两部分。第一侧叶为三分 

支。其它部分不清楚。

比较：被描述的标本从肋的分布及壳体特征看与Rosclien (19 2 9)所图示的

相似，尤缝合线的第一侧叶的特征更为相近，但壳体略厚，肋也较粗于该标 

本。与Gerhardt (1898)所描述的■PWc/衫以k 如彡狄你；较老标本的壳体较薄同于该种，但 

肋比该标本宽。从壳表面肋的宽度，瘤的形状及两侧扁平的特征，颇 似 (1903) 

所描述的•MWoieocdr似 細 • （ PL X IV ，figs. 1— 4, 11一 13). _的幼年体，只是壳体略厚， 

但其缝合线特征两者完全不同，该 标 本 的 缝 合 线 特 征 是 型 的 。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13〇15、 lS〇3l

罗洛特美菊石（比较种） jPu/cAe//纟a  c f. roZ/off Roschen

(图版 1 3 ，图 l a .  b ， 2 a。b ， 3 a .  b )  

cf.1929  P u lchellia  R o sc h c n ,P .3 1 ,P l.IV ,fig s .5一7

有数块仅保存一段旋环的标本。



壳体较厚，内卷，脐窄而深，脐壁陡，腹部较宽，中有一窄而平的腹沟。两侧面略圆， 

但较快地向腹部收敛，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两侧中央，横切面为扁椭胆丨形。

壳表面具有放射状向前斜伸的肋，肋起自脐缘并略有膨胀，自脐缘向外1 / 3处二分 

支，常有短肋插入。有的二分支的短肋逐渐地从长支肋中独立出来，成为自由的单一肋。 

肋在两侧腰上比较窄，而向外逐渐地变宽。肋至腹部终止膨胀形成一排腹侧瘤，瘤薄并沿 

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并占具了整个肋的宽度，在腹侧瘤的内侧还有一排小的突起，至旋环 

的前部有所减弱。在两排瘤之间肋迅速地加宽并急速地向前弯曲。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具有略圆的两侧，宽的腹部及扁椭圆形的横切面等特点，与R〇schen(1929) 

所 描 述 的 嘁 相 似 ，但后者的侧瘤弱，仅在内旋环上有突起的痕迹，至外部 

旋环消失。这种现象在该种的标本上无法观察到，不能进一步对比。就其现有的标本特征 

看，侧瘤均为明显的突起，仅有一块标本在外部旋环的近口部处侧瘤不明显、另表面肋在该 

种是窄而密，但后者仅在内旋环上数目较多，到外旋环上肋变宽，肋的数目相应减少。单从 

该种肋的特征看与 Rosclien (1929) 所 描 述 的  P . (P i. I I，figs. 11— I4) 相

似，佤后者的旋环横切面与之不同，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脐肩处，并其侧瘤也比较发育。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〇〇7、13020、13〇32

贝菜斯美菊石 H yatt

(图版1 3 ,图 10a, 幻

1898 V ulchellia  J / ^ y / ,G c r h a T d t ,P .1 4 5 ,P l .I I I , f i g #4

1924 P u lch e llia  y e lezien sisy C olle t, P P . 490一491, Pi #X V , f ig .  11

1929 P u lch e llia  \e le z ic n sis9 Roschen, P .3 8一41, PI• V , f ig s .1 — 4

有二块破碎标本。壳体较大， 较肥厚，中等内卷， 脐较深，脐壁不太陡。 腹部中等 

宽，具有一宽而平的腹沟。两侧扁平，在外侧较快地向腹部收敛，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内 

侧 1/3处，其横切面为亚椭圆形或近于方形。

表面饰有放射状向前倾斜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1/3处二分支，短支肋逐渐地从主肋 

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短肋。除外还有单一肋起自脐缘不分支。各种肋均由内向外逐渐 

地变宽至腹侧终止。每条肋上具有二排瘤，侧瘤较弱，腹侧瘤较强并明显地沿旋环的旋转 

方向拉长，占具了肋的宽度，在两排瘤之间肋迅速地加宽并急速地向前弯曲。肋间沟较深 

和腹沟相沟通。缝合线不详。

比较：本文所描述的标本，具有较大的壳体，扁平的侧面及亚椭圆形的横切面和窄的 

肋，与 Roschen (1929 ) 所 描 述 的 夕 伽 s'/s 相近。以上特征可与 Roschen 

(1929)所 描 述 的 " / 似 始 相 区 别 。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13017

贝莱斯美菊石（比较种） c f . H yatt

(图版13，图 6«. 6 )

c f #1929 P ulchellia  R o sch cn ,P .38— 4 1 ,P i .V , f ig s • 1 一4

有一块仅保存了住室部分的碎破标本。

壳较大，内卷，呈厚盘状。肪小，脐壁呈缓倾斜，无明显的肪缘。腹部宽，中央具有一宽



平带，但微凹。两侧面扁平，在外侧向腹部收敛，近腹部酪圆。

売面饰有呈放射状的横肋，肋起 D 脐缘，肋在脐缘周围比较弱，肋从脐缘向外二分支> 

分支点约在内缘的1/3处。短支肋逐渐地从主肋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短肋。另有单一 

肋起自脐缘不分支。肋较窄，由内向外侧逐渐加宽，肋间沟宽而深，与腹部沟通。肋上具有 

二排瘤，均较弱，但侧瘤更弱，腹侧瘤沿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两排瘤之间的肋加宽，并 

急速地向前弯曲。缝合‘线不详。

比较：由于标本比较破碎，旋环的全貌不清楚，肋的变化也无法观察，但从已保存的部 

分 特 征 应 属 。该种所具有扁平的侧面，亚椭圆形的横切面及宽的腹部与 

识《 相似，但肋较细，脐缘不明显，脐壁缓斜，肋上的两排瘤较弱，而不同于后

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25

瓦琴美菊石 ©MaeAe?jSi’s (Coquand)

(图版 12，图 18n.b)

1952 P u lchellia  o/iac/2^r2sis,Jiyun〇 B 9p 9190f P! .IV , f ig . l a ,  b

壳小而薄，内卷，呈薄饼状。壳径约2Sram。脐小约为6mm，脐壁陡，脐缘显者。腹部 

窄，有较宽的腹沟，两侧面几乎为平的。表面具有放射状向前倾斜的粗肋，肋起自脐缘并 

膨胀，向外约 1/3处二分支，有的支肋逐渐地从主肋中独立出来插入其中，肋由脐部向腹 

部逐渐地变宽。肋上具有两排瘤，两者沿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占具了肋的整个宽度，但 

瘤较薄，侧瘤比腹侧瘤弱。在两排瘤之间的肋迅速地加宽，并很快地向前弯曲。缝合线不 

详。

比较：该标本具有蒲的売体，窄的腹部及明显的两排瘤等特征与J iy illlO B  (1952) 

所描述的PW c如识a 0獅 C為伽对'S相同0 与尺〇3〇3̂ .11( I929) 质 描 述 的 CCW知從抑.卜 

w a 的外形特征相近，但后者壳体较厚，侧瘤较弱。另该种与Roschen (1929)所描述的 

P 滅如识《 c f. 的壳饰相同，但后者壳体较肥厚。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13030

美 菊 石 （未 定 种 1.) P u /cAeZ/ia sp«1

(图版 12，图 15a. b)

只有一块碎破标本。特征不够明显。但从这一段旋环中可见到壳中等大小，内卷，脐壁 

缓斜，脐缘不甚明显。腹部窄，中具有窄而浅的腹中沟。 两侧面微凸，向股部较快地收 

敛。横切面为长的椭圆形，表面具有向前斜伸的窄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内侧的 I/3 一两 

侧腰处二分支。有的支肋逐渐地变成独立的短肋，肋上具有两排瘤，侧瘤较弱，仅仅是一 

个不太明显的突起， 而腹侧瘤较强， 沿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 占具了整个肋的宽度， 在 

两排瘤之间肋迅速的加宽，并急速地向前弯曲。缝合线不详。

比较:该种肋窄而少，具有长椭圆形的横切面区别于其它种。该种与Koschen (1929) 

所 描 述 的 比 较 相 近 ，但后者两侧扁平，腹部较宽，旋环横切面为长 

方 形 （或亚椭圆形）而区别之。

产坶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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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絲斯卡斯顿菊石（比较种）欠咖对6«心2 c f. 纟HoseKon

(图 版 1 3 , 图 8 a ,b )

cf.1929  Karstenia Roschen, P #55 一 56, Pi .I I I ,  figs. 9 ,10

有一块不完整的标本。其特征为壳小，内卷。脐小，脐壁陡，腹部宽，中间有一不明 

显的腹中沟。壳体两侧面略凸，旋环横切面为亚正方形。壳表面饰有向前斜伸但略弯曲的 

细肋，肋起自脐缘，并略有膨胀至内侧的1/3处二分支，有少数单一肋插入，.肋由内向外逐 

渐地加宽。肋上具有两排不明显的瘤，侧瘤为弱的突起，腹侧瘤沿旋环的旋转方向拉长而 

占具肋的宽度。肋在两排瘤之间加宽并急速地向前弯曲。肋间沟深而宽与腹中沟相沟通。

比较：该种壳体肥厚,腹部宽，表面具有细肋，脐瘤不明显等特征与R〇schen(1929)所 

描 述 的 相 似 。但肋上的两排瘤不如后者发育，两侧面也略平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08

属、种 （未定）Gen. et 8p. ind.

( 图 版 1 3 , 图 7 a .  b )

壳形可见部分似松卷，外旋环几乎没有重叠内旋环。壳厚，腹部宽，腹侧缘明显。两 

惻面较平， 旋环的宽度略大于厚度， 其最大厚度位于脐肩处，横切面为扁方形。 壳表西 

具有粗壮的肋，肋起自脐缘，多不分支，但中间有较弱的肋插入，肋均通过腹部，并变的 

更加粗壮，而至腹部体管处变弱,略显凹。该标本与PWdWWk相共生，由于标本少，保存差， 

不能详细鉴定，有待今后进一步工作。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3024

道结尔菊石科 DoiavSlleiceratldae Parona ©!: IBouareMi 1897 
少刺蹄菊石属 / / paean f es Spa£h , 13 2 3

属型： Ammonites m illetianus vox. j>lesioiypisMs F v ite\，

西藏少刺蹄菊石 Chao

(图 版  1 3 , 图 1 7 a .  b ，1 9 %  b )

1976 K y阶 w 以 ：r/2^哎 tf« iV，C hao, 537贞，图版 1 7 , 图 12—14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五组。属阿尔比阶。登记号： 1905、

= 906

黯帕思少刺蹄菊石 D euterte

(图 1 3，图  2 1 )

1958 H ypacan thoplites sp ath i, J iy n n o B , P .1 0 3 , P l ,X L V II ,f ig .8

有数块标本，多保存差，仅有一段旋环。

壳外卷，呈扁盘状。脐较宽，腹部宽平,为亚棱角形的腹侧缘。两侧扁平，旋环的最大 

厚度位于脐肩处，横切面呈高的长方形。壳面饰有放射状弯曲的横肋,在脐缘处结为结节， 

从结节处向外分出2 — 3 个较细的弯曲的肋，并常有单一肋插入，两种肋均横越腹部，在



腹面上变的较为粗壮。缝合线不洋。

比较：所描述的标本与刀:y nnOB ( 1 9 5 8 )所图示的办加 C伽 认 咖 s s加你•（PI. X L  

V II,fig. 8 )的表面特征相一致。而 与 切 sa;&伽 的 特 征 相 近 ，但前者 

在脐缘处的结节小于后者。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913、

安苏利少刺蹄菊石（比较种）Z/^ypaca/ifAop/ffes c f. Kusansky

(图版 1 3 ,图 13 a。b )

cf.1960  Hypacanthoplites H p y r u n n a  H M .I l .K y S p H B H e B a ,P .3 3 4 ,P l .X V ,f ig .8

壳外卷，腹部宽平，腹侧缘为亚棱角形。有的标本受压腹部变形。两侧面扁平，旋环 

横切面呈高的长方形。壳表面呈放射状横肋，在脐缘外结为中等大小的结节。从结节上向 

外分出3 〜 4 个细密的，弯曲的肋，肋间常有单一肋插入。肋均横越腹部，并在腹面变的

更为粗壮。缝合线不清楚。

比较：该标本与C h ao.(1976 ) 所 描 述 的 咖 s 和

7 ^ >辦如 s如伽_ 相近。但 与 ▲〇：»炉ws»'s的区别在于该种肋较细密， 脐缘处的结节较 

小，而 比 伽 的 结 节 略 大 。肋也较细密。 与 B .B . APymHua ( 1 9 6 0 )所图示的

的内旋环上肋及结节特征相似。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 1S02

少刺蹄菊石（未定种 1.) H j7>acanfA op/ife sp .l，

(图版 13,图 18、22)

売外卷，脐较宽，腹部平，由 于 标 本 受 挤 特 征 不 够 明 显 。两侧面扁平，旋环的最 

大厚度位于脐缘处，横切面为高的长方形。表面具有放射状的肋，在脐缘处结成不大的结 

节，从结节处向外分成3 — 4 个细密而弯曲的肋，另有单一肋插入，均横越腹部。

比较：该 种 肋 的 特 征 与 满 — 抑 物 相 似 ，两者均较细密而弯曲，但 

是该种在细密和弯曲的程度上更大些，另结节较小，以区别于后者和其它种。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904, 1916

厚冠前龟头菊石  Procheloniceras pacchistephanum,  Uhlig

(图版 13,图 16«,W
1960 P rochelon iceras pachistcphanum ,JX ^ya^-m a. H K y ^p H B q eB a, P .3 3 6 , Pi .X V I I ,f ig - .l i  P l.X IX ,fif i：. l a , b

壳体厚，外卷，标本多挤压腹部变形。两侧面凸，旋环的最大厚度位于两侧中央。壳 

面饰有粗壮的肋，肋起自脐缘并不分支，但有较弱的短肋插入， 两者相间出现并越过腹 

部，在腹部变的最粗壮。肋和肋间沟为等宽分布。

缝合线虽保存不好，但从标本上看比较简单，其第一侧叶细长，第二侧叶较短，约为 

第一侧叶长度的一半。

比 较 : 这 一 标 本 的 特 征 基 本 上 与 苏 联 西 伯 利 亚 地 区 的 加 cWsk抑柳  

相同，虽标本腹部受挤压变形，但腹部特征仍可显示出该种的特征。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五组。属下阿普梯阶。登记号：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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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1J蹄 菊 石 （未定种）^ a »*«^op/^ es *ii.

(图版1 3 ,图 20〉

壳较外卷，脐中等大小，约占壳经的1/3弱。壳面饰有较强的放射肋，肋起自脐缘处 

并略膨胀，肋向外分成2 — 3 个直的支肋，多数为二分支，少数为三分支。腹部情况不淸 

楚。根据表面肋的特征与Jacob (1905)所 图 示 的 咖 s (P . 4〇9，P l.

X III，f ig . 2)和北高加索，克里木亚地区由B . B . flpym im a h M. n . KyflpsiBixeBa ( I960) 

所 图 示 的 (P . 318, PI. V ，f ig , 1 ) 相近。但因标本保存差，对旋 

环及表面纹饰的变化不清楚，尤对腹部特征不清，只能暂归于该属。

产地及层位：同前一种。登记号：1802 .

刺菊石超科 A can th o cerataceae H y a tt, 1900 

勃朗克菊石科 B rancoceratidae S p a th , 1933 

尖脊菊石属 S tie ler，1920，

属型 Jwmow咖 s r〇»'ssjy伽ws d ’Orbigny，1841

奇瓦瓦尖脊菊石（亲近种）〇尤 a f f. chihim lm ense (Bfise)

(图版13，图 23)

1930  Oxytroptdoceras .chihtialuicnsis9Spath P , .5 8 ,P I . I X , f ig .3

该种旋环高，腹部呈尖棱状，具有尖而高的腹脊。两侧面近扁平。壳表面饰有镰刀状宽 

肋，肋起自脐缘。向外至侧部外围迅速地向前倾斜，在腹脊两侧终止。

比 较 该 标 本 的 特 征 与 Spath (1930)所图示的他 )办 〇 少 以 〇的 似 cA认 相 

似。但前者的腹脊要更髙些。

产地及层位：西藏聂拉木县古错下白垩统古错五组。属阿尔比阶。登记号：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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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JURASSIC AND EARLY CRETACEOUS 

AMMONITES FROM NYALAM  

GUCUO AREA XIZANG (TIBET)

Liu Guifang

{Institute o f  Geology , CAGS)

Abstract

L a te  Ju ra s s ic  and E a r ly  C retaceou s am m on ites d escribed  in  th is  paper 

com prise 19 g en era  an b  81 sp ecies, am ong w hich  13 sp ecies a re  new .

A ccord ing to  th e  am m on ite  fau n as, som e new know ledge ab o u t th e  L a te  

Ju ra s s ic  and E a r ly  C retaceou s b io s tra tig ra p h y  in th e  Gucuo a re a , X izan g  

(T ib e t )  o f t h e  H im alay as h a s  aquired  as follow s： (see  ta b le  1 )

1 . U pper Jurassic
T h e  la te  T ith o n ia n  of U pper Ju r a s s ic  w as d iscovered in th e  Gucuo a re a , 

which, con ta in s an  abundance of am m on ite  assem blages, w h ich  can  b e  co rre la 

te d  w ith  th o se  in  F ra n c e  an b  th e  w estern  segm ent of th e  H im a la y a s . T h e  

T ith o n ia n  of L a te  Ju ra s s ic  w as d iv ited  b y  L e  H e g a ra t (1 9 7 2 )

Bcrriasian Grandis zone

Tithonian

Upper

Jacobi zone

?

Lowct

Transitorius zone

Ciliata zone

Contiguus zone

Now discussion on th e  T ith o n ia n  s ta g e  in th e  Gucuo a re a  is  as  follow s：

M enkatun F o rm a tio n  

T R A N S IT O R IU S  ZON E

T h is  sectio n  co n ta in s an  abu ndance o f am m on ites： H aplophy lloceras pinque  
R u f. , pterolytoceras exoticum COp-pel), Aulac〇sphinclr〇ides ci> hundesianus (.Uhlig 

)»  V iygatosphincles  c f .  p o m p eck ji  UTilig, V . a f f .  p o m p eck ji  U h lig , V . kutianus 
U lilig , V . Jtequsyis  (O p p e l) , F .  a f f .  subquadyatus e tg . T h e  s tra t ig ra p h ic  ho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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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th e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corresponds to  th e  upper p a r t o f  th e  m iddle 

sp iti sh a le  (C h id am u  b ed s) in th e  S p it i  a re a  in  th e  W estern  segm en t o f th e 

H im a la y a s , w h ich  m a y  b e  assigned to  th e  T ith o n ia n  stag e  ( L a te  J u r a s s ic ) . 

A ccord ing to  its  s tra t ig ra p h ic  h orizon  th e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should belong 

to th e  T ran sito riu s  Z one.

Gucuo I  .Form ation  

JA C O B I ZO N E

In  th e  se c tio n  is d iscovered  an  abundance o f th.e am m on ite  fau nas o f  th e  

Ja c o b i  zone o f th e  Gucuo a re a . T h e y  a r e： Beyyiasella jacob i M azenot, B . op p eli  
(K i l ia n ) , B . autousei L e  H e g a ra t , B . chomeracensis (T o n c a s ) , B - oxycostata  ( J a 

cob) , privasensis  ( p i c t e t ) , e lm ii  L e  H e g a ra t , B . moyeli M azenot, B .  c f . 

sabatasi L e  H e g a ra t , B . beythei (T o u c a s ) , B. subcallisto  (T o u c a s ) , B- c f . ponUca 
(R e to w s k i) , B . minuba (sp . nov. ) ,  B .  besairiei C ollignon, B- tub&yculaia (sp . 

nov. ) B ,  . gucuoensis (sp . nov . ) ,  B . suni (s p . nov. ) ,  B . xizangensis  (sp . n o v . ) ,  

B. u h lig i  (sp . nov. ) ,  B . iryegu laria  (sp . nov. ) ,  B- tin griensis  (sp . nov. ) ,  B- 

nyalam ensis  (sp . nov- ) ,  B l-an f ordiceyas w allich i  ( G r a y ) , B l. w allich i v a r . I , B l-  
w allich i v a r . I I ,  B l .  latidom ua  (U h lig ) , B l. boehmi (U W ig ), B l. acuiicosta  

(U h lig )» B l. m iddlem issi (U h lig ) , B l. nobile (sp . nov. ) ,  B l. rotundidomum  

(U U ig ) , 方夂 sp . I 。B l.  sp- 2 , B K s p . 3 , K ilia n , Corongoceras
xizangensis  (sp . n o v .〉，C. sp . I ,  S 彡各» 办汉5 negyeli (M a th e ro n ) , S .  robustu s(sp . 

n ov . ) ,  S .  sp . , H aplophy lloceyas siy ig ile  (B la n f .  )  e tc -  B u t  only  a  few  pieces 

o f  b ro k en  specim ens o f B erriasella  a re  av a ilab le  in  th e  U pper sp iti sh a (e (L o -  

ch am b el B e d s ) in  th e  w estern  segm en t o f th e  H im alay as t h a t  can  b e  c o r r e 

la ted  with, th e  s tra tig ra p h ic  h orizon  o f t liis  fossil zone. T h e  upper sp iti sh ale  

is rich, in H im a lay ites , S p it iceras , B la n f  ordiceyas, H ap lop h y lloceras  e t c . , 

w hereas tb,e Gucuo a re a  is n o t only  r ic h  in B err ia se lia ,b v ±  also in  B la n f  oydi- 
ceras, R ap lop h y llo c era s  s tr ig ile  and a  few S p it iceras , H im a lay ites . So  in th is  

a rea  th e re  are  both. th.e m em bers o f th e  Ja co b i  zone in  S o u th e a ste rn  F ra n c e  

and o f th e  upper sp iti sh a le  in th e  w estern  segm en t o f th e  H im alay as. T h is  

in d icates th a t  th e  a sp e ct o f  th,e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in th e  described  area  

belongs to  an in term ed ia te  ty p e  betw een th e  w estern  H im a la y a n  reg ion  and 

so u th eastern  F r a n c e . So th e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is of g re a t s ig n ifica n ce  to 

th e  stu d y  o f  th e  division of th e  Ju ra s s ic  and its  p aleogeograp h y .

2. L ow er C retaceous

In  th e  G ucuo a re a  a re  found E a r ly  C retaceou s sequences ja e ld i g r ic h  

b io ta , w h ich  is discussed as follow s：

Gucuo I I  F o rm a tio n

B e rr ia s ia n  s ta g e

T h e  B e rr ia s ia n  s ta g e  w as d iv ited  in to  tJ ire e  zones b y  L e  H e g a ra t(1 9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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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 Donze et Le Hegarat (1972)

Grajidis zone

In  th e  sectio n  a re  found abundant am m onites and bivalves, am m on ites： 

B ern asella  c f .  gyandis M azen〇t ,  B .  c f .  berihei (T o u c a s ) , B .  sp p . , N eocomites spp. 

e tc . Xh.ey can  b e  co rre la ted  w iti. th ese  fossils o f th e  Gyandis zone in  so u th e

astern  F r a n c e . T h e  d iscovery  o f t l ie  am m onite assem blage is o f  g re a t s ig n ifi

can ce  to  stu d y  o f th e  L ow er C retaceou s and th e  division o f  th e  Ju ra s s ic一  

C reatceous bQtm dary.

Gucuo I I I  F o rm a tio n

V alan gin ian — H au teriv ian

In  th e  b ase  o f th e  s t r a ta  a re  found a few am m on ites： Thw m anniceyas 
jen kin si (A n d e rso n ), T h . c f .  s t ip p i  (A n d erso n ), T h . ? sp . e tc .  T h e y  a re  th.e sam e 

as th e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in  V alan g in ian  o f  th,e p a c ific  co ast s ta te s .

T h e  H au teriv ian  in  Gucuo a re a  is devoid o f am m on ites, b u t th e  Y am zhe 

Yuraco area  is r ic h  in  am m on ites and b ra ch io p o d s, am m on ites： C noceraiiiss  

c f . lo r y i , e tc . , b racliio p o d s： peyegrinslla m uhicarinaba  e tc  T h ese  faunas are  

ty p ica l m em bers o f  th e  H au teriv ian  in th e  w estern  T e th y s . So  i t  is undoubted 

th a t  th e  H au teriv ian  s t ra ta  a re  p resen t in  th e  H im alay as.

Gucuo W F o rm a tio n

B a rre m ia n

In  th e  s t r a ta  o f t i .e  B a rre m ia n  a re  d iscovered abu nd an t am m on ite  faunas 

such as P u lch e llia  com pressissim a  d ^ r b ig n y ,  P .  c f .  hettneri G e rh a rd t. P .  c f . 

rolloti R o sch e n , P . velezicnsis H y a t t ,  P .  c f . velsziensis H y a t t ,  P . ouachensis (Co- 

q u a n d ), P .  sp . , Cleonicetas  c f .  leconteyi (A n d erso n ), C . xizangense C h a o , K arste-  

n ia  c f .  colln isi R o sc lie ii, Aconecetas flex u ou m  (s p . nov. ) ,  e tc .

Th .s species o f  P u lch e llia — th e  ty p ic a l m em bers o f th e  B a rre m ia n  can  be 

c o rre la te d  w ith  th ose  in  F ra n c e  and C olum bia, E cu a d o r , P eru  o f So u th  A m e

r ic a  and N orth w est C aucasus. T lie  above-m en tion ed  d iscovery  in  t l ie  am m onite 

assem blage in d ica te s  th a t  undoubtedly  th e  s t r a ta  o f  th e  B a rre m ia n  e x is t  in 

Gucuo a re a . I t  h a s  com pleted  th e  B a rre m ia n  succession and filled  up th e  fo r 

m er s tra tig ra p h ic a l b lan k  o f  th e  H im alay as. So th is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is 

o f g re a t s ig n ifico n ce  to  th e  stu d y  on p aleogeograp hy o f  tlie  H im alay as.

G ucuo V F o rm a tio n

A p tian — A lbian

The lower part of the strata yields a few ammonites： P?〇chdonicera^ p a -  
chis'lephamim, U hlig, P a ia h op lites  sp. T h ey are tike sara^ as tjiose fossil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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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tian in  Caucasus O f th e  U . S .  S .  R .  So th is  level is equivalent to  th e  A p ti

an s tra tu m  in  th e  Gucuo a re a .

T lte  u p p er p a r t o f th e  s t r a ta  b ears abu nd an t am m on ites： Oxytyopidoce^as 
a.ff. cbihuahuense ( B o s e ) . Hy-pacanthopHtes xizangense C h ao , H . spath i D eu- 

te r te , H . c f .  anthitlai K u san sk y , H . sp . I .  H . sp . 2, H . sp . 3, e tc .  , tliose  genera 

a re  all im p o rta n t m em bers o f th e  A lb ian .

3 。 Discussion on £be Jurassic—CreSacemis boimdary
T h e  problem  o f th e  Ju ra s s ic — C retaceou s boundary h a s  been disputed 

sin ce th e  p a st la s t cen tu ry . T h e  B e rr ia s ia n  is tlie  p o in t a t  issue. Som e consider 

th a t  i t  is  a  sep ara te  stag e  belonging to  low er C retaceou s, som e consider th.at 

it is n o t a  se p a ra te  s ta g e  wh,ic3i belongs to  a  su bstage o f V alangin ian  and 

som e consid er t h a t  it  belongs to  a  su bstage o f th e  upper T ith o n ia n  in  la te  

Ju ra s s ic . In  1973  a t  t i ie  Ju r a s s ic — C retaceou s CoHoquium (L y o n ) , ta e r e  w as a 

d ifferen ce  in  op in ion , b u t a  g re a t num ber of sc lio la rs  considered th e  B e rria s ia n  

to  b e  a  se p a ra te  s ta g e , re fe rre d  to  as low er C retaceou s. So th e  Ju ra s s ic — C re

taceo u s boundary  w as draw n detw een th e  B e rria s ia n  and T ith o iu a ij. B u t a few 

sch o la rs  d id n ^  tlxink th a t  th e  B e rria s ia n  would b e  a sep ara te  s ta g e , belonging 

to  th e  T ith o n ia n  o f L a te  Ju ra s s ic  o r  th.e V alangin ian  o f th e  E a r ly  C retaceou s, 

and. put th e  Ju r a s s ic — C retaceou s boundary betw een th e  V alanginian and 

T ith o n ian .

L e  H eg a ra t surveyed th e  Ju ra s s ic  and C retaceou s strata- in sou th eastern  

F ra n c e  during 1971— 1973 , and m ade a  sy ste m a tic  stud y o f th e  am m onite 

assem blage. Th.e T ith o n ia n  was divided in to  five fossil zones and th e  B e r r ia -  

sian  w as divided in to  th r e e  zon es. T h e y  a re：

K .

V alanginian

BerriasiaD

Boissieri zone

Occitanicn zone

Giiindis zor.e

J .
Tithonian

Uppci

Jacobi zone

?

Lowd

Trausitorius zone

Ciliura zone

Contiguus zone

T h e  Ju r a s s ic — C retaceous boun dary  w as placed betw een th e  Grcrndh zone 

and Ja co b i  zo n e, and m an y  sch o lars  accep ted  th is  op in ion , (see tsJole 2 ) .

T lie  am m on ite  faunas o f  th e  Ja co b i  zone a t  th e  to p  o f th e  T ith o n ia n  and 

th e  Gyandis zone a t  th e  base o f  th e  B e rria s ia n  h av e  discovered  in th e  Gucuo 

a r e a , th is  a sp e ct resem bles t i ia t  o f  th e  am m on ite  assem blage in so u th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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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a n c e . A ccord ing to  th e  division in s o u f i-e a s te r n  F r a n c e , th e  Ju ra s s ic — C re

taceous boun dary  is draw n betw een th.e Gycmdis zone and Ja co b i  zone in th e

In  o th e r  areas o f  X iz a n g , such, as G yangze and yum gze Y u taco  a re a s , th e  

faunas are  d iffe re n tia te d , th e  c h a ra c te r is t ic s  o f th,e ro ck s a re  th e  sam e as in 

th e  Gucuo a re a . B u t th e  G yangze a re a  is r ic h  in R im alay ites  and less S p i i i -  

ceras, th e  Y am zlie  Y um co a re a  is r ich  in  SpiU ceras, H ap lop h y llocsras  s in  g ile  
and less R ia m ala y ites  and th e  Gucuo ar^a n ot only  is r ic h  in B ern ase lla ,  but 

also in B lan  f  ordiceras, H aplophylloc^ ras sly ig ile  and a few S p iticeras , H im a- 

lay ites . T hou gh th e  am m on ite  fau nas a re  d iffe re n tia te d  in th ese  a re a , th e  

s tra ta  could be co rre la ted  w ith  e a ch  o il ie r . I t  is obvious th a t  d ifin in g  th e  J u 

rassic— C retaceou s boundary  in Cucuo will in e v itab 'y  lead to  th e  exten sio n  of 

such re sea rch  to  o th e r areas in X iza iig  ( T ib e t ) .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pecies  
Aconeceras flexuoum  Liu (sp. n o v . )

(Plate 8, figs. l 〇* 11)

T h is  new species resem bles Oxynoiic^yas fa lc^ tu m  (V - Koenen 1902, PI. 

X L V , fig s . 7 ,8 )  and Aconscsyas trauischoldi ( J l 5rm i〇B 1958 , P I . L I ,  f ig . 1) in th e  

c h a ra c te r  of th e  sh ell and th e  ornam entation  of th e  w horl, b u t i t  d iffe rs  

from  th e  la te r  in th e  m o re  dsnse and m ore fa lca te  r ib s . T h is  new species 

and p u lch e llia  a re  in teigrow th ..

L o c a lity  and H orizon： Gucuo o f N yalam , Low er C retaceou s Cucuo IV 

F o rm a tio n , n o . 13005 , (H o lo ty p e)

Virgatosphinctes giganteus Liu (sp . n o v .)

(Plate 3, fig . la , b)

T h is  new species resem bles V irgatosphincies frequ en s  (U h lig  .1910) in th e  

c h a ja c te r  and o jn a m e n ta tio n  of th e  w h o rl, bu t it d iffe rs  from  th e  la tte r  m 

th e  la rg er  s iz e , f la t  sid es. T h e  vvhoil se c tio n  is h ig h e r  oval and th e re  are  8 

to  9 s h o r t  ribs betw een  th e  tw o  longer l ib s .

L o c a lity  and H o iiz o n： Gucuo o f N y alam , U pper Ju ra s s ic  T ith 〇niau , th e  

upper p a rt o f  th e  M enkatun F o rm a tio n , n o . 4041 (H o lo ty p e )

Berriasella minuta Liu (sp. nov. )

(Plate 7, fig . 9)

T h e  shell is sm all, th in , com pressed  and d isco id , th e  um bilicn^ is larg er 

with, slow slope w all. T h e  v en ter rounded h aving  a  sliallow  m id -v e n tra l g ro - 

pve, th e  w horl sectio n  is roi^uded,



Tlze ribs are  fine and dense, forw ord and sinuoir?. T h e y  b ifu rc a te  from  

th e  low er  th ird  o f th e  flank  and som e rib s  b ifu rca te  from  tTae u m bilical sh ou l

d er. One o f th e m  b ra n d ie s  again  a t th e  low er th ird  o f t h e  flan k  and som e 

ribs rem ain  sim p le. T K ere  a re  co n stric tio n s on th e  w h orl.

L o c a lity  and H o iiz o n： Gucuo o f N yalam , U pper Ju ra s s ic  th e  m ost top o f 

T ith o n ia n , Gucuo I F o rm a tio n , n o . 5107 (H o lo ty p e )

Berriasella gucuoensis Liu (sp. n o v .)

./ (Plate 8, fig . 2a, b)

T h e  sh ell is sm aller axid th in  d isco id , w ith  la rg er  um bilicus and steep  

u m bilical w all, com pressed  sid es, venter rounded having  a  shallow  m id -v en tra l 

g roove, th e  w horl sectio n  is rounded.

T h e  species m u ch  resem bles Beyyiasella carp aih ica  (M azenot 1939 , P I. 13 , 

f ig . 4 ) in t h e  o rn am en tation  o f th e  ribs on th e  w h o rl, bu t i t  d iffe rs  from  th e  

la t te r  b y  t i .e  a few  ribs b ifu rc a te  fro m  th e  u m bilical tu b ercles and branches 

again  a t  th e  low er p a r t  o f  th.e fla n k , w hich, a re  sinuous. T h e re  are  c o n s tr ic t

ions on th e  w h orl,

L o c a lity  and H orizon： Id em . no. 5117 (H o lo ty p e )

Berriasella suni Liu (sp . n o v . )

(Plate 9, figs. 3a, h, 6, 8a. b, 10a. b)

T h is  new species is ch a ra c te riz e d  b h aving  a la rg er  u m bilicu s, less dense 

and sinuous r ib s , w ith  a  w ide m id -v e n tra l groove and th e  v en tro la tera l tu b e 

rcles are  spines fo rm . T h e y  d if fe r  fro m  th e  o th e r  sp ecies.

L o c a lity  and H orizon- idem . n o . 5081 (H o lo ty p e ) , n o . 5114 (P a ra ty p e )

Berriasella xizangensis Liu (sp. n o v . )

(Plate 11, fig . 6a, b)

T h is  new sp ecies is v ery  s im ila r  to  B erriasella  o p p e l i  (M azen ot 1939 , P I. 

3 , fig s. 1— 3 ) ,  b u t th e  rib s  o f new species a re  fin e  and dense on th e  inner 

w h o rl, th e  w horl se c tio n  is Kigh. sq u are , th e y  d iffe r  fro m  th e  la te r .

L o c a lity  and H o rizo n； idem . n o . 5140 (H o lo ty p e )

Berrisella uhligi Liu (sp. n o v . )

(Plate 9, figs. 4 , 7a, b, 9)

T h e  shell is evolute and d isco id , w ith  m o d erate ly  um bilicus and steep  

•umbilical w all。 V en ter h aving  a  w ide m id -v e n tra l groove. T h e  w horl section  

is oval.

T h e  rib s  are  rad ia l fo rw ard s, o rig in atin g  a t  th e  u m bilical ed ge, and Ipi-



fu rcate  from  th e  m iddle o f th e  flank  and th e  low er th ird  o f  th e  fla n k , w ith  

a  few single rib s. All rib s  are  in terru p ted  on th e  edge o f th e  v en te r. T h e y  

swell into spines and tu b ercles o d  t l ie  inner w h o rl. On th e  o u ter wh,〇rl th .0  

constrictions are  p resen t.

L o ca lity  and H orizo n： idem n o . 5100 (H o lo ty p e ) , n o . 5098  (P a ra ty p e )  

Berriasella irregularia Liu (sp . n o v . )

(Plate 10, fig . l a ,  b)

T h e shell is evolute and th ic k  d iscoid , um bilicus deep , and steep  um bilical 

wal]. V enter wide tu bu late  having  a  wide and shallow  m id -v en tra l g roove, th e  

w horl section' is h ig h  square.

O rnam enting rad ia l, s to u t, dense and sinuous r ib s , which, b ifu rc a te  from  

th e  low er p a rt o f th e  flan k , t l ie  poin t o f  th e  b ifu tc a tio n  slig h t sw ell. A13 ribs 

are  in terru pted  on sides o f v en ter. T h e y  swell in to  sm all tu b ercles . T h e  joint 

of tw o rib s  becom e into la rg er nobes. both, are  p resen t a lte rn a te ly  and are 

irregularis.

L o ca lity  and H orizon : idem . no. 5113 . (H o lo ty p e )

Berriasella tingriensis Liu (sp . u o v . )

(Plate 10, fig . 9a, b)

T h e  shell is evolute and th ic k  d isco id , w ith  m o d era te ly  um bilicus and 

steep um bilicaJ wall , sides f la t ,  v en ter rounded w ith  a  w ide and deep 

m id-ventral groove. T lie  w horl se c tio n  is oval.

O rnam enting dense and rad ia l r ib s . T h e  com m onest b ifu rc a te  from  th e  

middle of th e  flank  and th e  low er th ird  o f  th e  fla n k , a  few rib s  bifixrcate 

from  th e  um bilical tu b e rc le s , h av in g  single rib s  once in a  w hile on th e  outer 

w horl and th e  rib s  a re  n ot sy m m e trica l on th e  sides o f th e  w horl. T h e  ribs 

are fine and dense on  t l ie  inner w horl.

L o ca lity  and H orizon： idem . no. 5142 (H o lo ty p e )

忍errftzse" a  Liu (sp. n o v . )

(Plate 10, figs. 10a. b, 11a. b, 13a. b)

T h is new species closely  resem b ers P araboliceratoidss ir reg u la r is  CChao 

1975 , PI. 18 , figs. 15 , 16) in th e  o rn am en tation  o f th e  r ib s , but i t  d iffe r：； from  

th e  la tter in th e  regularis ventral tu b e rc le s , w ith  th e  sm all tu bercles and 

larger nodes being presen t a lte rn a te ly .

L o ca iity  and H orizon； idem . 5003 (H o lo ty p e ) , no, 5013  (p a ra ty p e )



B l a n f o r d i c e r a s  n o b i l e  L i u  ( s p .  n o v . )

、 (Plate 5, f ig .6 a .b .c .)

T h e  species is ch a ra c te r iz e d  b y  h aving  a  evolute shell and th ic k  d iscoid , 

um bilicus wide and m o re  d eep , w itu  steep  u m b ilica l w ail. V en ter narrow  tu bu - 

la te ， a  wide and shallow  m id -v en ter sm o o th  bu nd, th e  w horl sectio n  is roun

ded.

O rnam ent regu larly  forw ard  oblique and m ore dense r ib s , tjh.e com m onest 

rib s  b ifu rc a te  from  upper p a r t  th ird  o f th e  f la n k , a  few rib s  a re  sim ple. B u t 

th e  ribs b ifu rc a te  fro m  t i ie  m iddle o f th.e flan k  on th e  inn er w horl. A ll ribs 

are  in terru p ted  on v e n tra la te r  and do n o t sw ell in to  tu b ercles .

L o c a lity  and H o rizo n： idem . no. 5048  (H o lo ty p e )

Spiticeras robustus LAa (sp. n o v .)

(Plate 11, fig . 8a. b .)

T h e  shell is sm all in s iz e , evo lu te , um bilicus is la rg er  and deep with, 

steep  u m bilical w all, th e  w horl m ay  b e  w id e, having a  widely rounded 

v en ter. T h e  w horl sectio n  is e llip tica l.

T h e  ribs s lig h tly  p ro rs ira d ia te  and cro ss th e  v e n te r , h av in g  a forw ard 

sw ing, and are  bundled ra th e r  regu larly  a t prom in ent u m bilical tu b e rc le s , th e  

rib^ b ra n ch  2 to  3 from  th e  u m bilica l tu b e rc le s . 2 deep and wide inclined 

tow ard co n stric tio n s p ara lle l to  t l ie  rib s  a re  p resen t.

L o c a lity  and H orizo n； id em . no. 5088 (H o lo ty p e )

CToro/ig^oceras xfzan裒e/isfs Liu (sp. n o v .)

(plate 11, fig . 2a.b)

T h is  new species resem bles Corongoceras fib u la tu m  (C ollignon 1960, P I. 

C L X I X ,  fig s . 703 ,  704)  in c h a ra c te r  o f v en te r, b u t i t  d iffe rs  fro m  th e  la tte r  

in th e  s to u t r ib ,  developed la tera l tu b erc les  and v en tro la ter  tu b ercles.

Locality and H orizon- idem . n o . 5036 (H o lo ty p e )



( 标 本 存 地 旷 部 地 质 博 物 馆 。 图 片 除 注 明 倍 数 外 ，均 为 原 大 。 ）

图 版 1

l a * b 92 a«b f H aplop h ylloceras pinqtie Ruf.

l a .侧视 X 0 .7 ,  lb•腹视 X 0 .7 ，登记号，4004, 2 a•侧视 x 〇. 7 ,  2b•腹视 X 〇, 7 ，登记号 ： 4001 

3 a .b f 4 a ,b .5 , . H aploph ylloceras s t r ig i lc  (B lan fo rd )

3a侧视，3b• 腹视，登记号：5053 , 4 a • 侧视，4 b .腹视，登记号 •  5070 , 5 • 侧视，登记号 i  5076 

6 # p ter oly toe eras cxotictim  <O ppeI)

侧视X 0 . 7 , 登记夸 i  4007

图 版 2

\ %V irgatosphinctes frequens (O p p cI) •

侧视，登记号 ， 4011 

2a#b . B lan ford iceras sp . 2 .

2 a .侧视, 2 b .腹视，，登记号 | 5054 

3« V irgatosphincies kjittanus Uhlig 

侧视，登记号《 4010

4a« b, A ujacosphinctoides c f .  hundcsianui CUhlig)

4 a .侧视，4 b .正视，登记号 ： 4007 

5a，b, V irgatosphtnctes c f . pompeef^ji Uhlig

5 a • 侧视X 0 .7 ,  5 b .腹视 x  0 .7 ，登记号 ， 4008

图 版 3

la *  b， V irgatosphtnctes ^ igantcus  Ltu ( s p . n o v - )

l a • 侧视 x 〇. 47 , l b .腹视 x 〇. 4 7 , 登记号：4014, 正型 

2a. b, V irgatosphinctes c f , subquadratus Uhlig 

2 a .侧视，2 b .腹视，登记号 ： 4012 

3a. b, V trgatosphinctes a f f  • pom psck it Uhlig ， -

3 a .侧视，3 b .腹视，登记号 , <i〇13

图 版 4

l a . b 92 a .b ,  B lan j or d ice r a s  w all i  chi (G ra y )

l a •侧视， l b • 腹视，登记号：5055, 2 a • 侧视， 2b• 腹视，登记号 ,5 1 0 8  

3 a .b ,4 a « b , Blanfordiceras boehmi (Uhli|>)

3 a .侧视，3b• 腹视，登记号，5057, 4 a • 侧.视， 4b• 腹视，登记号 ： 5068 

5a# b9 B lan ford iceras  sp . 3*

5 a .侧视，5 b .腹视，登记号 , 5 0 6 0

图 版 5

1# hlanfordicerus sp . 1#

侧视，登记号《 5052



^ a . b , 5.i. bf blanjordtccras iatidomus (U M ig)

2 a .侧视，2 b .腹视， 登记号：5042, 5a•侧视,5 b • 腹视,登记号 •  5043 

3 a • b , Blanfordiceras w allichi (G ra y )

3 a ,侧视， 3 b .腹视，登记号 ： 5112 

4 a . b, blanfordiceras m iddlem issi (U h lig )

4a• 侧视，41).腹视，登记号 * 5103 

6 a * b , c Blanfordiceras 7iobile Liu Csp. n o v .)

6 a .侧视，6 b .腹视，6 c .正视，登记号 ： 5048 

7 a . b , Blanfordiceras rotund'tdoma (U h lig )

7 a .侧视， 7 b .腹视，登记号 ， 5017

8 a . b, Blanfordiceras acuticosta (U h lig ) 一

8 a .侧视，8 b .腹视，登记号 ， 5109 

9a- l 〇a .  b , 11 , stibcallisto (T o u c a s)

9 a，侧视 ,9 b • 阪视 , 登记号 :5 1 3 0 ,1 0 a .侧视 .1 0 b .腹视，登记号 :5 1 2 9 ,1 1 .侧视 , 登记号 ,5 0 9 1 .

图 版 8

l a .  b ,2 a ,b ,  4 a .b , 5 . Bcrriasclla jacobi Mazenot

l a . 侧视，l b .腹视，登记号 : 5 l4 4 ,2 a .M 视 , 2 b .腹现，登记号 :5 0 0 3 ,4 2 .侧视 ,4 1 ^腹视 , 登记号 :5 1 0 4 ,5 .侧视,登记 

号 ,5119 .

8 a . b, Berriasella c i ,  jacobi Mazenot 

3 a .侧视 ,3 1 ).腹视，登记号：5073,

6 a . b ,9 a .b ,  Berriasella aurousei Le I-IegaTaf

6 a . 侧视 , 6 b .腹视，登记号，5 1 0 5 ,9 a • 侧视 , 9 b .腹视，登记号 ,5 0 7 2 .

7 a .b ,8 a «  b , 11a. bt 1 2 a .b , Berriasella chomeraasnsis (T ou cn s)

7 a .侧视，7 b .腹现，登记号：5123 , 8 a .侧视，8 b .腹视， 登记号， 5122, l l a , 侧视， l i b . 腹视，登记号， 

5124, 1 2 a .侧视， 1 2 b .腹视，登记号 ： 5145 

l 〇a ,b , Berriasella c f .  chomeraccnsis (T o u c a s) 

l 〇a . 侧视， 〗0 b .腹视，登记号 • 5158

图 版 7

l a .  b— 4a» b , Berriasella oppeli (K ilia n )

l a . 侧视， l b .腹视，登记号，5159 , 2 a .侧视， 2 b .腹视， 登记号 •  5116 , 3 a .侧视，3b• 腹视 , 登记号 •  5114,

4 a .侧视，4 b .腹视，登记号 ： 5141 

5# Berriasella a f f .  besairici C ollignon 

侧视，登记号 i 5098

6 a .  b , 8 a . b , Berriasella besairici Collignon ,

6 a .侧视，6 b .腹视，登记号，5018, 8 a • 侧视， 8b • 腹视，登记号 •  5019 

7 .  Berriasella jacobi M azcuot 

侧视，登记号 ： 5135 

9 .  Berriasella minuta Liu ( s p .  n o v .)

侧视，登记号 * 5107,正型 

l 〇a #b, Berriasella clm ii H cgarat

l 〇a . 侧视， 1 0 b .腹视，登记号 •  5137

； 图 版 8

1 .  Berriasella moreti M azc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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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i，费记粤：5〇3i
2a .b , B erriase lla  ：^uocuocnsis Liu ( s p % nov,>

2 a .侧视， 2 b .腹视，登记号： 5 1 1 7 ,正型 

3 a .b ,6 a #b, BerriaselLa c i# sabatasi Le Hegarai

3 a .侧视， 3 b .腹视， 登记号： 5134, 6 a •侧视， 6 b .腹视，登记号， 5133 

4 ,1 3 . Berriasella oxycostata ( Ja c o b )

4 ,  侧视，登记号：5069， 1 3 .侧视，登记号 • 5156 

5 ,9 .  Berriasella privasens'ts (P ictet)

5 ,  侧视，登记号：5161 , 9 • 侧视，登记号 • 5040 

7a# b , Berriasella a f f .  privasens'ts (P ictet)

7a•侧视，7 b .腹视，登记号 , 5 0 0 2  

8 a #b, Berriasella sp . 1 .

8 a .侧视，8 b .腹视，登记号 ， 5153 

10 ,11 . Aconeceras flexuoum  Liu  < sp . n o v .)

1 0 .侧视，登记号 t 1 3 0 0 5 ,正型 .1 1 • 侧视，登记号 ， 13009 

12, Aconeceras sp.

侧视，登记号 ： 13010

图 版 3

l a .b ,  Berriasella moreti M azenot

l a . 侧视，l b .腹视，登记号 ， 5084

2, Berriasella sp. 2,

侧视，登记号 ： 5085

3a#b ,6 .8 n .b ,lO a .b , Berriasella sunt Liu  ( s p .  n o v .)

如，侧视，3 b .腹视，登记号：5 0 8 1 ,正型。6 .侧现，登记号：5035, 8 a•侧观，8b•腹视，登记号， 5143, 

l 〇L 侧视，1 0 b .腹视，登记号：5 1 4 4 ,副型。

4 ,7 a .b ,9 .  Berriasella uhlig i Liu ( s p .n o v .)

4•侧视，登记号 * 5 0 9 (5 ,副型。7 a .侧视，7 b .腹视，登记号 , 5 1 0 0 , 正型。9 • 侧现， 盆记号 * 5101 

5 , Berriasella ci.p on ticu s  (Eotowski)

侧视，登记号 ： 5063

图 版 10

l a .b .  Berriasella trregularia Liu ( s p .  n o v .)

l a •侧视，l b .腹视，登记号，5113, 正型〇 

2 a .b , berriasella berthei (T o u c a s)

2 a .侧视，2 b .腹视，登记号 * 5025

3. Berriasella tuberculata H uang 

侧视，登记号 ： 5088

4 a .b , Berriasella c f e irregttlaria Liu

4 a • 侧视，4 b .腹视，登记号 ， 5038 

5— 7_ Berriasella c f . berthei (T o u ca s)

5 • 侧视，登记号，1022, 6 • 侧视，登记号， 1001, 7 • 侧视，登记号 ： 1021 

S'l. b. ] 2 9 Berriasella c f # tuberculata H u an s

切 • 侧视，8b•腹视，登记号：5010 , 12•侧视，登记号 * 5007 

Berriasella tingriensis Liu ( s p .  n o v .)

9 a•侧视.x 1 .1，9 b .腹视，登记号》5 1 4 2 ,正型。



10a. b, l l a .b ,  13a. b, berriaselln  n\rat-tmsnsis T.iu dsp. nov.)

10a•侧视，10b.腹视，轻 ^号：5008，正型。l.l a .侧视，l i b •腹视，登记号, 5012, 13a•侧视，1 3 b .腹视, 

登记号，5013,副型。

图 版 H  •

l a #b, Corongoceras sp. 1#

l a .侧视，lb•腹视，登记号：500fi 
2a#b, Corongoceras xiza?i ênsis Liu (sj、"”v.>

2a .侧视，2b.腫视，登记号：5036,正型0 

3a . b, 5a #b, Spitireras negrell (Matheion)

3a .侧视，3b.腹视，登记号：5087, 5a.侧视，5b.腹视，登记号| 5074

4. Himalayit^s cortazari KiIiaD 

侧视，登记号：5022.

Ŝi, by Berrtasella xizangensis Liu (sp.nov.)

6a .侧视，6b.腹视，登记号t 5140，正塑 

7a . b, Spiticeras sp.

7a.侧视，7b•腹视，登记号，5064 

8Q#b, Spiticeras robustus Liu (sp. nov.)

8a•侧视，8b•腹视，登记号，5086,正型。

图 版 12

I, 3-5 Bcrrtasella cf. grandis Mazenoi
1•侧视，登记号》1010, 3•腹视， g 记号：1014，1•侧视，登记号：1011，5•侧视，登记号，1003 

2,6,8 Ncocomites sp.
2•侧视，登记号：IOI7, <5•侧视， 登记号《 1002, 8•侧视，登记号，1020

7 . ?  sp .

侧视，登记号：1013

9a # bf 13a # b, 14a . b, iz a .b  , puLchellia cornpressissima d/Orbigny
9a .侧视,9b.腹视，登记号：13040, 13a.侧视，13b•腹视，登记号,13016, 14a•侧视，U b•腹视，登记号， 

13018.17a•侧视，17b•腹视，登记号：13014 

\^ h ^ ,T h u rm a n n ic e ra s  lenf^insi (AiuJctsod)

l 〇a.侧视，10b•腹视，登记号：1102
I I . H cf. “/pp/ (AndersorO

11.侧视，登记号：1106, 12•侧视，登记号■ 1105，

15a .b, pulchellia sp. 1,

15a.侧视，15b.腹视，登记号：13022 

16a . b, 1 Thurmanniceras sp.
16a.侧视，16b.腹视，登记号，1101 

18B.b, Pulchellia otiachansis (Coquand)

18a•侧视，18b•腹现，登记号：13030

图 版 1S

la.b, 2a .b, 3a.b, pulchellia c.̂  rolloti Roschcn

la •侧视，lb•腹视，登记号：13032, 2a •侧视，2b•腹视，登记号：13007, 3a•侧视，3b•腹视，登记号霍 

13020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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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b, 5 .a ,b ,  pulchellia  cf. hcttnr.ri Gerhardt

4a•侧视，4b•腹视，登记号，13015丨5a•侧视， 5b•脫视，登记号• 13031,

6a .b, pulchellia ci^veleziensis Hyari

6 a•侧视，6 b .腹视，登记号， 13025 

7 a .b , Gen. ei sp . icd ,

7 a•侧视， 7b•腹视， 登记号 * 13024 

8a .b , Karstcnia cf. co llin si Roschcn

8a•侧视， 8b•腹视， 登记号 • 13008 

9a. b, Cleoniceras sp.

9a•侧视，9b•腹视，登记号• 13033 

10a . b, pulchellia veleziensis Hyatt

l 〇a •侧视， 10b•腹视，登记号, 13017 

11 a .b , 12a. b, Cleoniceras c f .  lecontei (Anderson)

l l a , 侧视， l i b •腹视， 登记号 • 13002, 12a•侧视，12b•腹视，登记号 I 13033 

13a,b, Hypacanthoplites c f# anthulai Kusansky 

13a•侧视， 13b•腹视，登记号、 1902 

4a. b, 15a. b, Cleoniceras xizangense Chao

14a •侧视，14b•腹视，登记号■ 13037, 15a •侧视• 15b•腹视，登记号• 13003 

16a,b, procheloniceras pachistephantis Uhlig 

16a •侧视，16b.腹视，登记号• 1801 

17a.b, 19a# b, Hypacanthoplites xizangensis Chao

•17a•侧视， 17b•腹视， 登记号 • 1905, 19a•侧视， 19b•腹视， 登记号 t 1906 

18,22. Hypacanthoplites s p . l .

18•侧视， 登记号 • 1904, 22•侧视，登 记 号 , 1916 

20m parahoplites sp

侧视，登记号： 1802 

21. Hypacanthoplites spathi Deuterts 

侧视，登记号： 1913

23. Oxytropidocm n chihitahuensc (Bdse>

侧视，登记号：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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