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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下寒武统的吐卓虫 （Ｔｕｚｏｉａ）新资料
陈贵英１，２，韩乃仁２，张家志２

（１中国地质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２桂林工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系，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对采自云南昆明下寒武统沧浪铺阶乌龙箐组黄色泥岩中的４块 Ｔｕｚｏｉａ标本进行了研
究，确定一个新种：Ｔｕｚｏｉａ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新种个体较大，壳面网格清晰，后缘刺保存
完好．而其区别于其他种的最主要特征是具５枚基本均匀分布于背缘的背刺．文章简要讨论
了Ｔｕｚｏｉａ的分类位置，认为在软体、附肢还未发现或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将其指定到科和
科级以上的分类单位并无实际意义．
关键词：吐卓虫；Ｔｕｚｏｉａ；沧浪铺阶；下寒武统；昆明；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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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ｚｏｉａ作为无腹双瓣壳节肢动物的一属，报道
并不多见．尤其在中国，仅见于辽宁、云南、贵州等
地．２００３年，张家志副教授在云南昆明采集到几块
Ｔｕｚｏｉａ标本，其中一块较完整，但缺失前部（图版Ⅱ
１ａ）．另有３块破损标本（图版Ⅱ２，３，４）．与其共生
的化石有：Ｐａｌａｅｏｌｅｎｕｓｓｐ．（Ｍａｎｓｕｙ）（图版Ⅱ１ｂ，
２ｂ），故其时代应为下寒武统沧浪铺阶．

Ｔｕｚｏｉａ一属由著名古生物学家 Ｗａｌｃｏｔｔ教授于
１９１２年创立，其属型为 ＴｕｚｏｉａｒｅｔｉｆｅｒａＷａｌｃｏｔｔ．通常
认为，该属属于节肢动物门，但其准确分类位置却

有不同看法．Ｂｒｏｏｋｓ等在文献［１］中，将其放到叶虾
类，科未定的范围中，理由是 Ｔｕｚｏｉａ并没有发现腹
节和尾叉．Ｒｏｂｉｓｏｎ等［２］则将其放入 Ｐｒｏｔｏｃａｒｉｄｉｄａｅ
科等．侯先光［３］、袁金良、赵元龙［４］认为在软体、附
肢还未发现或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将其指定到科

和科级以上的分类单位，并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通

称甲壳类．笔者认为，Ｔｕｚｏｉａ具两瓣壳是所有著作都
同意的，属于叶虾类也是大多数作者的意见，至于

属什么科，还有待腹部及尾部的发现才能确定，过

早定科依据不足．到目前为止，已报道的 Ｔｕｚｏｉａ有
１９个种，其总体特征为：双瓣壳（但多为单瓣保
存），有直的铰合线，铰合线两端有铰突起，壳面有

网状壳饰，中腹部有横脊（或称侧脊），腹缘常具

刺［４］．本文所描述的新种除有上述特征外，最显著
的特点是背缘具至少５枚明显的刺，且分布均匀．
在Ｔｕｚｏｉａ的报道中，有明显背刺的并不多见，仅 Ｔ．
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ｎｏｄｏｓａ，Ｔ．ｂｕｒｇｅｓｓｅｎｓｉｓ［５］，Ｔ．ｍａｇｎａ［４］以及
罗惠麟等描述的 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６］等有明显背刺，其中：
Ｔ．ｂｕｒｇｅｓｓｅｎｓｉｓ和Ｔ．ｍａｇｎａ均仅有２枚背刺，Ｔ．ｐｏｌｌｅ
ｎｉ和Ｔ．ｎｏｄｏｓａ虽有多枚背刺，但其背刺分布及特点
均与新种不同，而罗惠麟等描述的 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笔者
认为并非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而与本文所描述的新种为同一
种．

１ 化石描述

节肢动物门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ａ
甲壳纲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
叶虾超目　ＰｈｙｌｌｏｃａｒｉｄａＰａｃｋａｒｄ，１８７９
科未定

吐卓虫　ＴｕｚｏｉａＷａｌｃｏｔｔ，１９１２
昆明吐卓虫（新种）　Ｔｕｚｏｉａ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ｓｐ．
ｎｏｖ．Ｃｈｅｎ，Ｈａｎ＆Ｚｈａｎｇ

（图版Ⅱ１ａ，２ａ，３）

　　１９９２Ｔｕｚｏｉａｓｉｎｅｓｉｓ罗惠麟，胡世学，陈良忠等，昆明地区

早寒武世澄江动物群，６７页，图版３２，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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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模　ＫＭＴ１－１（ＴＵ００１，图版Ⅱ１ａ；图１）．
材料　３件，图版Ⅱ１ａ，２ａ，３（ＫＭＴ１－１，ＫＭＴ１

－４，ＫＭＴ１－３）．
名称来源　标本采自昆明（Ｋｕｎｍｉｎｇ）．
主要特征　个体大，背部具５枚背刺，边缘刺

大而清晰．

图１　Ｔｕｚｏｉａ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构造
Ｆｉｇ１　Ｔｕｚｏｉａ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描述　正模标本为一部分损坏的左壳，壳较大，
呈亚椭圆形，高５５ｍｍ，长约８０ｍｍ（因前部缺失，此
为估计值）．铰合线直，后铰突起呈小三角形，基本沿
铰合线平伸．５枚背刺较均匀地分布于背缘，自前向
后各刺间距离分别为９５，１１８，１２８及９９ｍｍ．前２
个刺基本垂直于铰合线，后３个刺略向后指，且愈后
面的刺愈后指．最前方的背刺见一向前的小叉刺，自
前向后第４个背刺与最后一个背刺之间有一不甚明
显的小刺．壳中腹部有明显中脊，中脊呈微向腹部凸
的弧形，并在近后边缘处明显上翘．中脊离腹部略近，
在中线位置，中脊至腹缘距离为２２０ｍｍ，而离背缘
距离为３３０ｍｍ．壳面布满网状纹饰，网格较大，多呈
四边形到六边形，但不太规则．网格跨径最大约７
ｍｍ，最小约１～２ｍｍ，多为４～５ｍｍ，但在中脊附近
明显变小．网状纹饰中的网线略比网眼突出，风化后，
网线、网眼有颜色的差异，也可认为网线是壳略厚的

部分．壳后缘及腹缘弧形，后缘见３枚完整脊刺和１
枚断刺，其中靠上部的刺短粗，呈三角形，中间及下部

的刺则较细长，约为６５ｍｍ，断刺在最下部，清晰可
辨（图版Ⅱ１ａ）．由于标本不太完整，前腹部及前边缘
是否具有更多脊刺以及分布如何不得而知，尚需进

一步研究．
图版Ⅱ４为一右壳，保存了壳的前半部分和后

边缘，后边缘刺及腹刺也保存较好．受来自背缘方
向应力的作用，中脊向腹边缘挫动并形成腹褶．从

壳的大小形态看，该标本与新种Ｔｕｚｏｉａ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比较相似，但因未发现明显背刺，未敢贸然定Ｔｕｚｏｉａ
ｋｕｎ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副本中，图版Ⅱ２ａ为一部分右壳，缺失前部；图
版Ⅱ３为一部分左壳，缺失前部及腹部．

２ 比　较

就标本的外形及后缘脊刺看，新种与加拿大布

尔吉斯页岩所产 ＴｕｚｏｉａｒｅｔｉｆｅｒａＷａｌｃｏｔｔ十分相似
（Ｂｒｏｏｋｓ１９６９，Ｆｉｇ．１５２６）［１］，所不同的是，新种背
缘具５枚较大的背刺，Ｔ．ｒｅｔｉｆｅｒａ则仅在前方见２枚
短小的背刺，新种个体也较Ｔｒｅｔｉｆｅｒａ略小．此外，新
种中脊处网眼虽小，但与主壳面网眼呈过渡状，不

似Ｔ．ｒｅｔｉｆｅｒａ那么突变．
Ｂｒｏｏｋｓ等在Ｔｒｅａｔｉｓｅ中列出的Ｔｕｚｏｉａ的种为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ｅｎｓｉｓ，而不是 Ｔｒｅｔｉｆｅｒａ［１］．按一般规则，在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刊出的种应为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而 Ｂｒｏｏｋｓ却列为
Ｔｂｕｒｇｅｓｓｅｎｓｉｓ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２９．Ｒｏｂｉｓｏｎ等认为，Ｔｕｚｏｉａ
ｂｕｒｇｅｓｓｅｎｓｉｓ和Ｔ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两种是模式种 Ｔｒｅｔｉｆｅｒａ
的晚出异名，并将该两种名废掉［２］．笔者同意此意
见，因此与 Ｔｒｅｔｉｆｅｒａ的比较，实际上用的是 Ｂｒｏｏｋｓ
Ｆｉｇ１５２６的图示［１］．

从壳外形、背刺、边缘刺的发育以及中脊的形

状、位置等综合特征看，与新种最相似的是Ｔｐｏｌｌｅｎｉ
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２９及ＴｎｏｄｏｓａＲｅｓｓｅｒ，１９２９．Ｔｐｏｌｌｅｎｉ的其
中一个副本（Ｐａｒａｔｙｐｅ）见４枚细长的背刺，但背刺
仅分布于背缘的前１／２，后１／３甚至更大范围则并
未见背刺［５］，且该标本仅为Ｐａｒａｔｙｐｅ，其Ｈｏｌｏｔｙｐｅ则
仅见１枚较钝的背刺，故与新种５枚背刺基本均匀
分布于背缘可明显区别．至于 Ｒｅｓｓｅｒ为何将仅具１
枚较钝背刺的个体定为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具４枚背刺且左
右壳瓣合一的个体却定为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则不得而知．同
时，作者也对该两个体是否确为同一种表示存疑，

因除背刺发育情况相差甚远外，其个体大小也相去

甚远，被定为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的个体仅为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个体的
约一半大小，而 Ｒｅｓｓｅｒ文中对此并无特别说明．
Ｔｎｏｄｏｓａ有４枚粗壮的背刺，背刺基部互联强烈以
至于背铰合线已不成直线，与新种背刺差异较大．
此外，Ｔｎｏｄｏｓａ个体甚小，相对高度较大，中脊离腹
缘很近等特征也与新种颇不相同．

昆明标本与潘江［７］描述的 ＴｓｉｎｅｓｉｓＰａｎ产出
层位大致相同，即 Ｐａｌａｅｏｌｅｎｕｓ带．但潘的标本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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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背刺细短不发育而腹部短刺却甚发育，网纹

细小而清晰，新种与之较易区别．
罗惠麟等曾描述了２块Ｔｕｚｏｉａ标本［６］，认为是

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但从图版看，罗惠麟等的标本特征与潘江
的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并不相同．潘江的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腹刺、边缘
刺细密，背刺则并不明显；而罗惠麟等的标本则相反，

腹刺边缘刺不明显，却可见清晰的背刺，且二者个体

大小差异较大，罗惠麟等的标本较大，潘江的标本则

比较小，故笔者认为罗惠麟等的标本并不是

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罗惠麟等的标本与本文所定新种产自同一
地区同一地层，文献［６］中图５与本文新种特征十分
相似，两者大小形状接近，背刺发育且分布均匀，故笔

者认为罗惠麟等的标本与本文新种为同一种．
１９９９年，袁金良等［４］描述了发现于贵州中寒

武世凯里组的２个 Ｔｕｚｏｉａ新种，分别为 Ｔ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及Ｔｍａｇｎａ．新种与 Ｔ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的外形、中脊及边
缘刺均较相似，但后者没有背刺，此为最大区别．此
外，后者壳较小，网纹较新种细密．Ｔｍａｇｎａ虽有背
刺，但只在前１／３处见２枚背刺，且中脊不发育，与
新种极易区别．

产地层位　云南省昆明市龙泉路，原昆明地质
学校后山；下寒武统沧浪铺阶乌龙箐组．

在资料收集中，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彭金兰

副研究员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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