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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鞘目化石在中国陕西首次发现
（昆虫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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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上发现的舌鞘目化石很稀少，已知仅 3 科、+& 属、&3 种。本文记述了中三叠世舌鞘目昆虫的 * 个新属

种，系铜川昆虫组合的新成员（也是陕西生物群的一种类别）。根据铜川组舌鞘化石和其他昆虫以及动、植物化石

的研究结果，铜川组的时代相当于欧洲中三叠世的拉丁尼期（或阶）。根据舌鞘目和其他昆虫化石的性质，作者提

出冈瓦纳大陆与欧亚大陆裂离时代可能提前到中三叠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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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与 +444 , &’’) 年间，笔者和郭新荣副

教授先后在中国陕西铜川地区铜川组发现舌鞘目化

石。到目前为止，经系统整理与研究至少确定有 * 个

新属 * 个新种，它们在科的分类位置上归属于乌斯卡

特舌鞘科（YOT"FA8<F#7C"A），进一步充实了该目的分类

系统，本文记述报道如下。这些新物种都属于陕西昆

虫群新成员，也是陕西动物群和陕西生物群的一个

化石门类，舌鞘目化石在世界上发现很少，此次所发

现的该目化石不多，但很珍贵，首次填补了世界上中

三叠世舌鞘目化石的空白，也填补了该目在中国的空

白。根据新发现的舌鞘目化石在内的陕西昆虫群的

性质与冈瓦纳大陆昆虫群对比之后，从昆虫群的角

度，对冈瓦纳大陆与欧亚大陆裂离的时代进行了讨

论。模式标本保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

< 世界舌鞘目化石研究历史和分类

系统

舌鞘目（J89OOA8<F#9CA"）是一个绝灭目，在世界上

发现的很少，种类不多且分散于世界各地。据文献

记载，舌鞘目为 @? V ? Q788<"#C（+4&&）在澳大利亚昆

士兰 晚 三 叠 世 地 层 中 首 次 发 现，并 建 立 + 属

-’).".#/))$ Q788<"#C，+4&&（含 + 种），当时尚未建立舌

鞘目 而 归 入 脉 翅 目（0A=#9EFA#"）。+4&4 年，!? Z?
["88AOOT< 在俄罗斯库兹涅茨克盆地（\+）发现舌鞘目

+ 科 V=#7:7C"A ["88AOOT<，+4&4，及其 + 属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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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 在美国堪萨斯早二叠世地层中发

现该目化石，建立 + 科 ,-)./0-)/12%*(- $%&&’()*，+345，

及其 5 属：!"#$%&"#%’() 和 *+,’-%&+"..)。+346 年，7"
8" 9()1’:/;（+346(，0）研究前苏联二叠纪昆虫时始

建立舌鞘目（<&/==-&’1)/*-(），自此，舌鞘目首次问世，

并将上述的科、属、种统归入该目。此后，又有许多

昆虫研究者先后发现和不同程度地研究该目化石，

并新建立许多科、属、种，如 9()1’:/;(（+3>5，+3>6，

+3?+，+3?5），!%-@（+3>4，+3>>），,/:/.()-:@/（+366），

A()B-:1-)（+3C4，+335），!/== 和 #()D-.0/-=@（+334），

!(=:%=’: 和 EF%G@（5HH5）及 #-&&（5HHC）。

根据上述各研究者的资料，以 I" 9" 9()1’:/;(
（+3>5，+3>6，+3?5）和 J" 9" A()B-:1-)（+335）等为

主，按该目的分类系统归纳如下。

!"! #$%&’($%’)*+,-$ .+//0-%,，!123
!"#$%&"#%’() $%&&’()*，+345：产自美国堪萨斯，

,+，+ 属 5 种（+335 年，J" 9" A()B-:1-) 将 *+,’-%&+"..)
$%&&’()*，+34K 归入本属）。

!"#$%&"#%’("..) !%-@，+3>4：产自澳大利亚昆士

兰，,5，+ 属 + 种。

!"3 4%5*’6/’77’8)$%+,-$ 9-%)0:’;-，!1<=
/#,(%0.%11%2’#%3 9()&’:/;(，+3>6：产自俄罗斯库

兹涅茨克盆地，,+，+ 属 + 种。

!"2 >?%+:+,-$ @-//$7A0，!131
45#+3) L(&-=@’，+353（+335 年，J" 9" A()B-:1-)

将 /3%#’(%3"5#) 9()1’:/;，+346 归入本属）：产自俄

罗斯库兹涅茨克盆地、中亚吉尔吉斯和澳大利亚昆

士兰，,5，+ 属 + 种。

6%0.%11".-’#%3 9()1’:/;(，+3>5：产自俄罗斯库兹

涅茨克盆地，,5，+ 属 6 种。

75#+8%9) 9()1’:/;(，+3>6：产自俄罗斯库兹涅茨

克盆地，,5，+ 属 + 种。

!#%’%85#+3) 9()1’:/;(，+3>6：产自俄罗斯库兹涅

茨克盆地，,5，+ 属 C 种。

!"B #’/050)$//+,-$ 9-%)0&’;-，!1<3
!%.-,-’"..) $%&&’()*，+355：产自澳大 利 亚 昆 士

兰；$)4，+ 属 + 种。

:%30%.%85#+3) ,/:/.()-:@/，+366：产自 蒙 古 戈

壁阿尔泰，#5 或 #4 未定（根据原文资料），+ 属 + 种。

!"< C7A-)$/0)%+,-$ 9-%)0:’;-，!1<3
;19)’".-’#%3 9()1’:/;(，+3>5：产自俄罗斯库兹

涅茨克盆地，,5，+ 属 + 种。

:"1%85#+3) 9()1’:/;(，+3C4：产 自 中 亚 吉 尔 吉

斯，$)4，+ 属 + 种。

7+3%0.%11".-’#%3 M-:" :/;"：产自中国陕西，$)5，+
属 + 种。

7())3<+0.%11".-’#%3 M-:" :/;"：产 自 中 国 陕 西，

$)5，+ 属 + 种。

=)>+3%0.%11".-’#%3 M-:" :/;"：产 自 中 国 陕 西，

$)5，+ 属 + 种。

!"D E/’77$/0)%+,-$ 9-%)0:’;，!12=
?.%11".-’#%3 9()1’:/;，+346：产自俄罗斯库兹涅

茨克盆地，,5，+ 属 + 种。

关 于 中 亚 吉 尔 吉 斯 :"1%85#+3) 1%05’"31+1
9()1’:/;(，+3C4 的时代问题，I" 9" 9()1’:/;( 于 +3C4
年根据中亚吉尔吉斯 N/MOF1( 地区煤层页岩中的舌

鞘目化石确定时代为侏罗纪。至 +3?5 年，她在总结

前苏联舌鞘目昆虫化石时，将中亚同上产地、同层

位、同属种的时代修改为晚三叠世。但在 +335 年，

J" 9" A()B-:1-) 在其他世界性昆虫化石总结专著

中，仍引用 I" 9" 9()1’:/;( 在 +3C4 年定的侏罗纪时

代。此次，本文采用原作者 I" 9" 9()1’:/;( 于 +3?5
年修改后的时代意见即晚三叠世（$)4）。

上述已知的资料表明，舌鞘目化石主要分布于

北半球，其中以俄罗斯库兹涅茨克盆地二叠纪种类

为多，次为中国陕西铜川地区中三叠世，再次为中亚

吉尔吉斯晚三叠世，以及少量种类见于美国堪萨斯

二叠纪，蒙古国侏罗纪；南半球见于澳大利亚昆士

兰早二叠世和晚三叠世。这些化石比较集中的反映

当时舌鞘目昆虫处于亚热至热带地区，属亚热带P热
带型的昆虫。在地质时代分布上比较短暂，仅见于

古生代晚期二叠纪至中生代侏罗纪。由于该目昆虫

在地层时代中生存的短暂，且各层位的种类各具特

色，常常形成各自地方性的标志化石，对地层划分与

对比起到一定重要的作用。

3 分类描述

昆虫纲 Q:=-G1( R%::-，+K>6
舌鞘目 <&/==-&’1)/*-( 9()1’:/;，+346
乌斯卡特舌鞘科 S=@(1-&’1)%*(- 9()1’:/;(，+3>5

科征：前翅前区（B)-G/=1(& ()-(）有 + 支亚前缘脉

（NG）；!= 带 5 T C 支脉；97 与 9, 分离宽，不 像

#F)%:%*(- 科的 97 与 9, 互相紧靠与平行；前区短于

臀区。

分布：俄罗斯库兹涅茨克盆地（,5 ），中国陕西

（$)5），中亚吉尔吉斯（$)4）；晚二叠世P晚三叠世（,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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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舌鞘属，新属 !"#$%&$’’(&)*+$# $%&’ &()’
词源：属名来自 $%&’()中国，和希文 *+,--)舌与

(+./",&)鞘组成。

模式种：!"#$%&$’’(&)*+$# ,"’-."-((#’"’ -01 &,21
属征：前翅膜质（非革质）；前区（0"(3,-/’+ ’"(’）

隆起呈三角形，其上有数条脉；4 与 $3 各自独立斜

行到前缘；5- 带 6 支，端部合并成一柄，柄不长，5-
主干稍短于支脉；478 不分支；翅面横脉较密集；

所有纵脉均呈小曲折状，使翅室呈多角形；前缘区

（3,-/’+ ’"(’）前段的横脉有时分叉，不规则，后段横脉

排列比较规则。

性质：新属兼并晚二叠世 /’01*(&)*+$# 属的横脉

多，又出现晚三叠世 2(’$3.+"#1 属的 5- 分 6 支，478
不分支的特点，使新属形成上述两属之间一个崭新

的中间类群。

主要脉序结构性质：主要脉序结构可以划分 6
个系统：（9）5- 与 :8 汇合后又与 5 合并形成 5- ;
5 ; :8 系统；（6）:< 与 478 汇合后，又与 47< 合并

形成系统的特征。

科分类位置：根据新属的翅脉特征，如：5- 分 6
支；:8、478 脉端几乎伸近翅缘；:8 与 :< 之间分

离宽，与其他脉分布距离较宽的正常特征一样，它不

像 =7"%&%>’( 的 :8 与 :< 两脉互相紧靠，平行；并且

5- 与 :8 汇合后又与 5 合并形成 5 ; 5- ; :8 系

统；:< 与 478 汇合后，又与 47< 合并又形成系统的

特 征； 前 区 短 于 臀 区 等 特 征。 这 些 特 征 与

?-@’/(+./"%>’( 相同，因此，在分类位置上，新属应归

入 ?-@’/(+./"%>’( 科合理。

属间特征比较：9AB6 年，C1 :1 :’"/.&,2’ 建立

两 个 科： ?-@’/(+./"%>’( :’"/.&,2’， 9AB6 和

<,+.3./(++%>’( :’"/.&,2’，9AB6，前 者 仅 有 9 个 属

/’01*(&)*+$# :’"/.&,2’，9AB6，产于俄罗斯库兹涅茨克

盆地（<6），后者有 6 个属：4$&)5)*(&&1 !%++.’">，9A66，

产于澳大利亚昆士兰（!"# ）；2(’$3.+"#1 :’"/.&,2’，

9ADE，产于中亚吉尔吉斯（!"#）。

9AEE 年，81 F1 <,&,G’"(&@, 在蒙古戈壁阿尔泰

地区发现舌鞘目 9 属 2$#%$&$3.+"#1，含 9 种，也归入

<,+.3(-/(++%>’( :’"/.&,2’ 科，并同该科原有的 9 个模

式属种 4$&)5)*(&&1 *+"1’"51 !%++.’">，9A66（!"#），共 6 个

属。

9AA6 年，H1 :1 4’"0(&/(" 对 上 述 ?-@’/(+./"%>’(

和 <,+.3./(++%>’( 两科的分类位置进行了调整，保留

?-@’/(+./"%>’( 科，取消 <,+.3./(++%>’( 科，并将该科原

有 6 个 属 作 了 调 整，其 中 将 2(’$3.+"#1 属 转 移 到

?-@’/(+./"%>’( 科，4$&)5)*(&&1 属置于科位置不明予处

理，这样，?-@’/(+./"%>’( 科包含 6 个属：/’01*(&)*+$#
和 2(’$3.+"#1。

根据新属的翅脉特征，与上述 6 属特征比较如

下：

新属与 /’01*(&)*+$# 属比较：这个属的前翅脉密

且多，:8 与 :< 不互相紧靠与平行，而是两脉相距

宽的特征与新属有共同特点，但两属仍然有本质的

区别：

（9）该属 5- 分支多达 D 支，末端不合并；新属

仅有 6 支，并且端部合并成一柄，柄不长。

（6）该属 478 分支多达 D 支，这是很少见的重

要特征；新属 478 仅单支，不分支。仅上述两点特

征，两属足以区别。

（#）其次，该属前缘区的横脉密集，排列规则；

新属前缘区的横脉分前、后两段，前段的横脉排列较

稀，横脉有时分叉，后段的横脉排列规则，两属不同。

（D）由于该属的翅面的横脉规则，排列有序，使

翅室规则多呈长方形；新属翅面的横脉虽多，但不

如该属密集且多，翅室呈多角形，两者翅室形状完全

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新属与该属有本质上的区别，不

宜归入该属。

新属与 2(’$3.+"#1 属比较：经比较，新属与该属

也有共同点，如前区短于臀区，5- 分 6 支，除此之

外，两属并无相同之处。

（9）重要的区别特征是，该属的 5- 所分出 6 支

脉的末端不再合并形成共柄；新属与此相反 5- 支

脉的末端合并形成一段共柄，两者出现各自的特点。

（6）其次，该属翅面的横脉普遍稀少，翅室大，多

呈长 方 形，少 数 呈 正 方 形；新 属 翅 面 的 横 脉 较

/’01*(&)*+$# 属为稀，较 2(’$3.+"#1 属为密。在这点

上，新属横脉密与稀程度是间于上述两属之间，形成

各自的特征。

（#）2(’$3.+"#1 和 /’01*(&)*+$# 两属的纵脉光滑伸

出（即不曲折），使翅室多呈长方形；新属与此相反，

所有纵脉呈小曲折状伸出，使翅室呈多角形，两者明

显区别。

三个属翅脉结构与其所在地史分布关系：从上

述三属的脉序结构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

/’01*(&)*+$# 属的翅脉最为密集，时代出现于库兹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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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克盆地晚二叠世（!" ），次为 !"#$%&$’’(&)*+$# #$%&
%’(& 的 脉 翅 脉 繁 简 程 度 间 于 ,’-.*(&)*+$# 属

/(’$01+"#. 属之间，时代出现于中国铜川中三叠世

（)*"），再次之为 /(’$01+"#. 属的翅脉最为稀少，简

单，时代出现于中亚吉尔吉斯晚三叠世（)*+）。由此

看来，上述三属的翅脉繁简的发展方向分别与在地

史中由老到新所反映出来的三属由复杂到简单的演

化方向完全吻合，从这个角度，三属出现于不同的

地质时代，分别建立三属是合理的。

分布：中国陕西省铜川市；中三叠世（)*"）。

组分：, 个新种。

漆水河中国舌鞘，新种 !"#$%&$’’(&)*+$# ,"’-."-((#’"’
!" & #$% &（图 , - .）

正模（/’0’123$）：4")/56,7",8；副模（!9*9123$）：

4")/,6,7:""。

词源：种名来自 ;<=>?<>$6漆水河，为化石产地。

材料：" 个前翅标本，正模标本的前区（3*$@’=190
9*$9）和臀区（9%90 9*$9）保存不全，但翅脉保存很清

晰。副模标本的臀区保存较好，轮廓呈三角形，但翅

面翅脉保存不如正模标本，两者互相补遗。

描述：前翅膜质，长舌形；翅前缘平，至前区突

然窿起，继之向前向下倾斜且直；翅端圆形过渡；

前区仅见上半部，呈三角形，隆起，其上约有 . 条脉，

估计达 5 支脉，脉间有较多的横脉；A、B@ 脉斜直，各

自独立，平行伸达翅前缘；C、DE 与 A?! 三支脉明

显粗于其他脉；C 与翅前缘几乎等度弯曲与倾斜，

伸达近翅顶；前缘区（@’=190 9*$9）前段的横脉分布

不规则，有时分叉，后段在翅中点稍后至翅顶，横脉

正常排列，规则，但疏密不完全一致，使翅室宽窄不

同，及至翅端部有 + 个翅室明显变窄，由于所有的

纵脉呈小曲折状，使翅室呈多角形；C= 近翅基向下

与 DE 汇合之后，向后伸至翅中点稍前处分 " 支脉

C=, F "和 C=+ F .，两脉端部又合并为一小段的共柄，曲

折伸达近翅顶；C= 主干稍短于支脉长；DE 粗显，与

C= 汇合后又与 C 合并，形成 C= F C F DE 系统；DE
向后伸至翅顶中点；D! 与 DE 几乎等度弯曲，但与

之远离，不互相靠近与平行，两脉之间在翅基或端部

窄，在中间宽，在远离翅基处与 A?E 合并，合并脉近

翅基处又与 A?! 合并，形成 D! F A?E F A?! 系统。

这样，翅面的纵脉形成两个脉系，即 C= F C F DE 和

D! F A?E F A?! 两个脉系各自形成系统。爪缝和臀

区保存不全，按保存的臀区，大致可见到 + 支臀脉，

E, 保存稍好，E"、E+ 不甚清晰，其上横脉也不清晰。

翅面 各 脉 区 横 脉 多，但 较 ,’-.*(&)*+$# 属 为 稀，较

/(’’$01+"#. 属为密，间于这 " 个属之间；前区短于臀

区。在副模标本翅下方保存两支不完整的足，足上

有刺的特征，是否属于这个种的足，还不清楚，有待

发现完整的虫体之后才能确定。

应当提到，本种的正模标本前翅脉序与副模标

本多少有些区别，如：（,）D! 与 A?E 汇 合 点 远 离

C=, F "与 C=+ F .的分离点，大约在 C= 主干中点稍前处；

（"）C= 的主干长，其支脉稍短；（+）前缘区的翅室形

状基本相同；（.）翅面的翅室稍密。

量度：正模标本：前翅长 5G" HH，宽 "GI HH&
副模标本：前翅长 J HH，宽 "G5 HH。

产地和层位：陕西省铜川市；中三叠统铜川组

（)*"1）下段上部灰绿色泥页岩第一化石层。

&’& 陕 西 舌 鞘 属，新 属 !-//#0"%&$’’(&)*+$# ()#*
#$%*

模式种：!2..#3"%&$’’(&)*+$# &$#%.*. =3& %’(&
词源：属名来自 B>99%K<6陕西，以示化石产自陕

西境内。

属征：A 与 B@ 各自独立；C= 带 . 支，C=+ 又分

叉；C= 共柄与其支脉长几乎等长；前区有 I - 5 支

脉；臀脉 + 支；纵脉不如 !"#$%&$’’(&)*+$# #$%& %’(&
有明显的小曲折，翅室多呈长方形和小量多角形。

科分类位置：根据新属的前翅有 , 支亚前缘脉

B@，并与 A 各自独立伸达翅缘；C= 带 . 支脉；前区

微短于臀区等的重要特征系 L=M91$021*<N9$ 科的科征

范围，在科的分类上应属于 L=M91$021*<N9$ D9*12%’(9，
,8I"。

属 间 特 征 比 较： 过 去 本 科 仅 有 " 个 属：

,’-.*(&)*+$# D9*12%’(9，,8I"，/(’$01+"#. D9*12%’(9，
,8.+。新属与它们的特征比较如下：

新属与 ,’-.*(&)*+$# 属比较：新属前翅的横脉和

翅室比较多的与该属比较接近，但其他特征各不相

同。

（,）从 C= 的支脉数量与分布形式来看：两属 C=
均带 . 支具共同相近的特征，但该属 C= 的 . 支支脉

很长，依次发出呈梳形排列；新属 C= 的 . 支支脉很

短，并且 C=+ 又分叉，支脉不呈梳形排列，各具特色。

（"）从 C= 共柄与其支脉的长短来看：该属的 C=
共柄极短，支脉极长，胜长于共柄长之 4 倍；新属 C=
共柄与支脉几乎等长。

（+）从 D! 有无支脉来看：该属的 D! 分 . 支支

脉呈梳形排列，使翅面的纵脉明显增多；新属 D! 只

.J" 昆虫学报 45*. 6#*$7$&$%"5. !"#"5. I: 卷



图 ! " # 漆水河中国舌鞘新种

$%&’( ! ) # !"#$%&$’’(&)*+$# ,"’-."-((#’"’ ’*( +,-(
!：正模 .,/,01*2：345.67!84!9；化石照片 $,’’%/ *:,0,，;，!9(<=；4：副模 >?@?01*2：345.!7!8=44；化石照片 $,’’%/ *:,0,，;，!A( !#；<：

前翅脉序性质 B:?@?C02@ ,D D,@2 E%+& -2+?0%,+，正模标本 .,/,01*2；#：前翅脉序性质 B:?@?C02@ ,D D,@2 E%+& -2+?0%,+，副模标本 >?@?01*2( B：

前缘脉 B,’0?；FC：亚前缘脉 FGHC,’0?；I：径脉 I?J%G’；I’：径分脉 I?J%,’2C0,@；I’! K 4、I’< K #：径分脉的前、后支 L+02@%,@ ?+J *,’02@%,@

H@?+C:2’ ,D I?J%,’2C0,@；ML、M>：中脉前、后支 L+02@%,@ ?+J *,’02@%,@ ,D 0:2 M2J%?；BGL、BG>：肘脉前、后支 L+02@%,@ ?+J *,’02@%,@ H@?+C:2’ ,D

0:2 BGH%0G’；L!7L<：臀脉第 ! " < 支 !’07<@J ,D 0:2 ?+?/ -2%+；F-：亚缘脉 FGHC,’0?/ N?@&%+?/ -2%+；B’：爪缝 B/?E ’G0G@2；>C：前区 >@2C,’0?/

?@2?；FC K I K ML：亚前缘脉、径脉和中脉前支合并脉 M2@&2J -2%+ ,D FGHC,’0?，I?J%G’ ?+J ?+02@%,@ H@?+C: ,D M%J%?；M> K BGL：中脉后支

和前肘脉合并脉 M2@&2J -2%+ ,D 0:2 *,’02@%,@ H@?+C: ,D M2J%? ?+J ?+02@%,@ H@?+C: ,D BGH%0G’；比例尺：! NN（’C?/2 H?@：! NN）（下同，5:2

’?N2 H2/,E）(

有单支，使翅面的纵脉明显减少，两者明显区别。

（#）从纵脉与横脉密与稀来看：总体来看，该属

的纵脉多（约 !4 支）横脉密集；新属的纵脉少（仅 9
支），横脉排列较稀（仅 A 支），使两属纵脉的数量和

横脉排列疏密明显不同。

新属与 /(’$0.+"#1 属比较：该属 I’ 仅分 4 支，

纵脉少，仅 A 支，横脉稀疏，使翅面脉纹结构相对简

单；新属的 I’ 带 # 支，纵脉多达 9 支，横脉稍多，两

者特征完全不同，可以区别。

新属与本区产的 !"#$%&$’’(&)*+$# 属比较：有以

下不同特征：

（!）该属 I’ 仅分 4 支，之后又合并；新属 I’ 带 #
支，I’< 又分叉，所有支脉不再合并，各自伸达翅缘。

（4）该属前区略小，支脉排列不规则；新属前区

OA4< 期 洪友崇：舌鞘目化石在中国陕西首次发现



大，支脉多，排列规则。

（!）该属前缘区前段的横脉分叉，不规则排列，

后段横脉排列规则；新属的前缘区不分前、后段，所

有的横脉排列比较规则，两者各不相同。

分布：中国陕西铜川市；中三叠世（"#$）。

组份：% 个新种。

长形陕西舌鞘，新种 !"##$%&’()**+(,-.)$ ()$’#-# !" &
#$% &（图 ’ ( )）

图 ’ ( ) 长形陕西舌鞘新种

*+,-& ’ . ) !"##$%&’(#))*(+,-.$ (.$’#,# -/& 012&
’：正模标本 314156/7：8$"3%9%:;!89%，<，%! & 8’，化石照片 *1--+4 /=151；>：反面标本 ?1@057#/A#5：8$"3%9%:;!89$，<，%$&%!；)：前翅脉

序性质 ?=A#AB57# 1C C1#7 D+0, 270A5+10&

词源：种名来自拉文 410,A5A9长形。

正模（314156/7）：8$"3%9%:;!89%，9$ &
材料：% 个前翅标本，正、反面，翅形及其翅脉保

存好，脉清楚。

描述：前翅膜质，明显长形，前翅端部稍宽于翅

基部，前区明显弓形，支脉较多，’ ( > 支，排列向上，

斜伸达前缘，脉间的横脉多；?、EB 各自独立伸向前

缘；F、GH 与 ?@I 三支脉明显粗于其他脉；F 前段

与 EB 几乎平行，后段与翅前缘几乎等度弯曲，伸达

翅顶；前缘区的横脉少；F- 基部曲向 GH 延伸至翅

中点稍后处分 J 支，第 ! 支（F-!）又分叉，J 支脉各自

伸向翅缘，不合并，F- 主干呈小曲状，使翅室呈多角

形；F- 主干稍长于支脉；G 粗显，几乎位于翅上下

之间，直伸末端稍为曲折，直伸近翅顶；F- 与 GH 合

并后又与 F 合并，形成 F K GH 脉系统；GI 与 ?@H

合并迟，几乎近翅基处又与 ?@I 合并形成 GI K ?@H
K ?@I 系统，合并脉的基部略呈弓形，之后，三支脉

各自向后倾斜，端部向上弯曲，伸达翅缘；爪缝明

显，斜直；前区略短于臀区；臀区带 ! 支臀脉 H% (

H!，臀脉排列互相靠近，平行，脉间有较多的横脉；

前区宽约臀区 $ 倍。横脉分布较 !&$.’(.))*(+,-.$ 属

为稀，端部更少，使翅室较宽大；在翅中部，由于 F-
与 GH 两脉多少呈小曲折，使翅室呈多角形，其他纵

脉直，翅室呈现长方形。

量度：前翅长 8 LL，宽 $M’ LL。

产地和层位：陕西省铜川市；中三叠统铜川组

（"#$5）下段上部灰绿色泥页岩第一化石层。

&’( 拉丁尼舌鞘属，新属 /#0&$)’()**+(,-.)$ )*#+ #$%+
词源：NAO+0+A09词头来自希文中三叠世的一个地

质时期 NAO+0+A0 -5A,7，和希文 ,41--9舌与 7465109鞘共同

组成新属名。

模式种：/#0&$.’(.))*(+,-.$ 1#-,+$.2#* -/& 012&
属征：前翅膜质（非革质），宽短；前缘明显弓

形，至端部急速弯曲，呈圆形过度；? 与 EB 在翅基各

自独立斜行，继之两脉迅速合并，形成 ? K EB 合并

脉，并伸达翅前缘；F- 带 $ 支脉，末端不合并成柄，

而是各自伸达翅缘；GH 宽，与 F 和 ?@I 一样宽，经

>)$ 昆虫学报 34,# 5$,.1.(.’&4# !&$&4# ’; 卷



反复查对，这支脉，并非 !" 与 !# 两脉紧靠之脉，

而是只有 !" 一支脉；!# 与 $%" 两脉合并，形成

!#& $%" 合并脉，并伸达翅缘，这是十分特殊的特

征；翅面横脉较稀，排列规则，有时分叉或不规则；

翅室稍大；纵脉多呈小曲折状，使翅室呈多角形。

图 ’ ( ) 马氏拉丁尼舌鞘新种

*+,-. ’ / ) !"#$%&’(&))*(+,-&% ."-,+%&/"* -0. 123.
’：正模标本 42526708：’9:4;<9=>??，@，?A.B;，化石照片 *2--+5 0C262；)：前翅脉序性质 $CDEDF68E 2G G2E8 H+1, 381D6+21.

科分类位置：根据新属的翅脉特征，如 I- 分 9
支，I- 与 !" 汇合后又与 I 合并形成 I & I- & !"
系统，并 且 前 区 短 于 臀 区 等 特 征，这 些 特 征 与

J-KD68576E+LD8 相同，因此，在分类位置上，新属应归

入 J-KD68576E+LD8 科比较合理。

属间特征比较：过去 J-KD68576E+LD8 科有 9 个属

0)1",*(+,-&% 和 2*)&34-$%"，并同本区 ; 个新属现共 A
个属。新属的 $ 和 MF 两脉在近翅基分开，之后两

脉迅速合并形成 $ & MF 合并脉，并伸达翅前缘。这

点，也是本科内其他属不具备的特征，成为新属独有

的特征与其他属区别。

分布：中国陕西省铜川市；中三叠世（:E9）。

组分：? 个新种。

马氏拉丁尼舌鞘，新种 !"#$%&’(&))*(+,-&% ."-,+%&/"*
!" . #$% .（图 ’，)）

词源：!DE67123D<种名敬赠已故著名的俄国老一

代古昆虫专家 N. !. !DE67123D 老师。

正模（42526708）：’9:4;<9=??<?，<9。

材料：? 个前翅的正、反面，除翅端部失落，后

部 $%# 和后缘无保存、臀区保存不全外，其他部位

的纵脉和横脉保存清晰。

描述：前翅膜质，翅宽短，前缘明显呈弓形，向

前方下倾且长，向后方急速呈圆形过渡；翅前区保

存不全，但在基部可见 $ 和 MF 两脉倾斜，继之急速

合并成 $ & MF 合并脉；I 和翅前缘一样明显呈弓

形；I、!" 与 $%# 特别粗显于其他脉；I- 远离翅基

与 !" 合并，之后，向后伸至约翅长 ?=; 弱处分前、

后两支脉 I-? & 9、I-; & B 在正面标本中的翅端无保存，

但在反面标本，见到两脉各自伸达翅端缘；!" 几乎

位于翅上下方之中间，斜直，伸达翅顶；!# 与 $%"
合并，形成 !# & $%" 合并脉；$%# 脉中有一小段保

存完好；臀区保存不全，可见臀区稍长于前区，臀脉

数支，但保存好；翅面纵脉 I- 及其支脉和 !# & $%"
呈小曲折状；脉间的横脉分布较稀，规则，翅面有时

有少量横脉分叉或排列不规则；由于纵脉的曲折，

确使翅室呈多角形；翅室较大，较稀。

量度：前翅长 OPA QQ，宽 9PA QQ。

产地和层位：陕西省铜川市；中三叠统铜川组

（:E96）下段上部灰绿色泥页岩第二化石层。

& 舌鞘目时代分布与冈瓦纳大陆裂离

关系讨论

&’( 时代分布

从世界舌鞘目化石在不同地区和各个地质时代

OO9; 期 洪友崇：舌鞘目化石在中国陕西首次发现



的分布情况来看，已知世界上舌鞘目化石共有 ! 科

（也有认为是 " 科）#" 属 $% 种，它们在不同地区和各

个地质时代的分布情况分述如下（由老到新）：

（#）二叠纪（&）舌鞘目化石分布于俄罗斯有 ’
科，( 属，$# 种，澳大利亚 # 科，# 属 # 种，美国堪萨斯

# 科 # 属 # 种，三处该目化石共有 " 科，% 属，$) 种，

占舌鞘目种的总数 (%*)+。

（$）中三叠世（,-$ ）舌鞘目化石分布于中国陕

西，# 科，) 属，) 种，占舌鞘目种的总数 #. /’.+。

（)）晚三叠世（,-)）舌鞘目化石分布于澳大利亚

昆土兰；中亚吉尔吉斯，共 # 科，# 属，$ 种，占舌鞘

目种的总数 !*0+。

（’）中或晚侏罗世（1$ 或 1)）舌鞘目分布于蒙古

戈壁 阿 尔 泰，# 科 # 属 # 种，占 舌 鞘 目 的 种 总 数

)*"+。

其中二叠纪舌鞘目化石最多，分布较广，占种的

总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舌鞘目化石在

这个时期突然爆发，形成繁盛期，其中，以俄罗斯库

兹涅 茨 克 盆 地 舌 鞘 目 化 石 占 主 导 地 位，占 总 数

($*’+；中、晚三叠世该目仅有 ’ 属 " 种和中（或晚）

侏罗世只有 # 属 # 种，占种的总数 !*0+ 2 )*"+，并

绝灭于侏罗纪。实际材料反映了二叠纪时期，澳大

利亚处于冈瓦纳大陆和欧亚大陆已形成的联合大陆

之中，舌鞘目昆虫随着这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而迅

速繁殖与发展。然而，随着古生代末期华力西运动

的爆发，出现了世界性的生物大绝灭，舌鞘目昆虫也

难以幸免随之大量绝灭，至中生代早期，尤其是早三

叠世生物界又处于复苏与生长时期，迄今尚未见该

目化石的报道。至中三叠世中国陕西爆发出大量的

多样性的昆虫，成为中生代第一个昆虫繁盛期，称陕

西昆虫群（3456，#%%0），伴随着昆虫的大量出现，植

物群更加繁荣与茂盛，多门类无脊椎动物群和脊椎

动物群也随之出现，然而，在这个时期舌鞘目昆虫被

发现的仍然很少，已知见于中国陕西铜川地区中三

叠世 ) 属 ) 种，而原先的冈瓦纳大陆在这个时代的

舌鞘目昆虫未见报道，至晚三叠世冈瓦纳大陆的澳

大利 亚 板 块 才 零 星 的 出 现 舌 鞘 目 # 属 # 种，如

!"#$%&’(##) ,7889:-;，#%$$，但此期之后，迄今未见该目

昆虫的报道。

根据上述化石的出现与绝灭，给人们带来诸多

思考。为什么在欧亚大陆的陕西中三叠世出现了包

含舌鞘目昆虫在内的大量种类的陕西昆虫群，而在

冈瓦纳大陆内均未曾出现包含舌鞘目昆虫在内的陕

西昆虫群？如果中三叠世冈瓦纳大陆尚未从联合大

陆裂离出去仍同一个联合大陆，为什么同一个联合

大陆内两地的昆虫在二叠纪时普遍出现舌鞘目化石

在内昆虫群的共同特点，但在中三叠世冈瓦纳大陆

与欧亚大陆昆虫的数量、种类与性质截然不同？根

据现有已知的化石材料，可能是由于冈瓦纳大陆和

欧亚大陆多种因素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明显差别所

致。那么，是什么巨大力量造成这样大的差别呢？

本文推测，可能是冈瓦纳大陆并非在侏罗纪才开始

与联合大陆裂离，而是提前到在中三叠世之前裂离

完成，在冈瓦纳大陆分离漂移期间，产生与欧亚大陆

两种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导致昆虫繁殖、生态与发

展受到制约，因而冈瓦纳大陆昆虫的类别和性质在

此期间与欧亚大陆昆虫不同，同时欧亚大陆在此期

间的昆虫群在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继续生存

与发展，使中国陕西中三叠世与以后中亚吉尔吉斯

晚三叠世产的舌鞘目昆虫的连续出现，恰好反映这

一观点。

!"# 昆虫群特征对比与演化关系

陕西中三叠世所发现的陕西昆虫群中的舌鞘

目， 如 *+,"$#"--(#&’.",， */)),0+$#"--(#&’.", 和

1)2+,"$#"--(#&’.", 三属及其 ) 种的特征，与冈瓦纳大

陆二叠纪 !(.3"4(.)’/(##) <7=>，#%") 和晚三叠世的

!"#&%&%(##) ,7889:-;，#%$$ 特有的特征完全无可比性，

相反，与欧亚大陆晚二叠世俄罗斯库兹涅茨克盆地

的昆虫群如 5-6)’(#&’.", ?:-@954A:，#%"$ 和晚三叠世

中亚吉尔吉斯产的昆虫群如 7(-"89.+,) ?:-@954A:，
#%’) 的特征有密切的可比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这种特点与冈瓦纳大陆二叠纪有明显的区分，包

含舌鞘目在内的陕西昆虫群与冈瓦纳大陆二叠纪，

乃至于三叠纪的昆虫群并无直接的关系。从演化的

关系来看，上述种种事实，又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包含

舌 鞘 目 *+,"$#"--(#&’.",， */)),0+$#"--(#&’.", 和

1)2+,"$#"--(#&’.", 三个属在内的昆虫继承了二叠纪联

合 大 陆 的 昆 虫，尤 其 是 与 欧 亚 大 陆 的 昆 虫 如

5-6)’(#&’.", 属的某些特征相近；进入三叠纪之后更

是如此，仅仅与欧亚大陆吉尔吉斯晚三叠世产的舌

鞘目昆虫 7(-"89.+,) 属相近或相同之处，而与冈瓦

纳大陆晚三叠世的舌鞘目昆虫 !"#&%&’(##) 属在内的

昆虫群并无相近之点。这样从演化的观点可以看

出，以中国陕西昆虫群的 *+,"$#"--(#&’.", 属为代表的

舌鞘目昆虫成为间于晚二叠世的 5-6)’(#&’.", 与晚三

叠世的 7(-"89.+,) 两属之间一个崭新的中间类群，

但它们与冈瓦纳大陆的昆虫群并无联系。

上述现象，同样也反映在本区陕西昆虫群中其

0($ 昆虫学报 :%’) ;,’"3"#"$+%) *+,+%) ". 卷



他类别的昆虫，如长翅目化石，已知有二叠蝎蛉科

（!"#$%&’%#()*(+,"）、小蝎蛉科（-,..%&’%#()*(+,"）、新直

脉 蝎 蛉 科（ -"%#*’%/’0"1((+,"） 等，以 及 直 翅 目

（2#*’%/*"#, ）、 同 翅 目 （ 3%$%/*"#, ）、 鞘 翅 目

（4%0"%/*"#,）、蜚蠊目（50,**(+,）等（包含若干绝灭的属

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生代早期这些昆虫是继承

了古生代末期同一个联合大陆（即冈瓦纳大陆与欧

亚大陆联合大陆）的昆虫发展而来，然而，至中三叠

世所出现的包含上述的种类在内的陕西昆虫群，除

少数属与二叠纪相同外，其他属与冈瓦纳大陆的昆

虫，尤其是与澳大利亚板块的昆虫群明显不同（6"00，
7889），相反地，本区的昆虫类群却与欧亚大陆晚三

叠世昆虫群的发展方向基本一致。从这个角度来

看，根据昆虫群出现的特点，反映冈瓦纳大陆从侏

罗纪提前到中三叠世之前与欧亚大陆裂离的可能。

!"! 中国大陆地质构造基本轮廓

笔者参阅了有关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的资

料（张文佑，:;<;；黄汲清，:;=8；黄汲清等，:;=<，

:;>>；任纪舜等，:;?8，:;;;；任纪舜，:;?9；肖序常

和汤耀天，:;;:）。可以看出，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

轮廓，尤其古生代晚期它是位于冈瓦纳大陆与欧亚

大陆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两者之间地壳不稳定碰

撞的边缘地带，但此时两个大陆尚未完全裂离，两个

大陆的生物群仍然可以通过未裂离地带迁移繁衍，

从这个角度，中三叠世在此两个大陆内，如果发现

相同的无脊椎或脊椎动物的物种是自然的事，但同

时，还要看到在同时代的联合大陆的东缘，冈瓦纳大

陆已经与其裂离，生物群被古海洋隔离而形成两地

隔离的不同生物群，包含着不同性质的种类和不同

时代的类群也很自然，也是易于理解的。这样，似

乎不应当以此而认为，两个大陆局部地区存在着相

同的物种而统统断定冈瓦纳大陆与欧亚大陆仍是一

个完整未裂离的说法。实际上，冈瓦纳大陆与欧亚

大陆裂离并非各地都是同步发生，应当有先后之分，

先后裂离就是发生在不同的时段，这就出现裂离有

先后地质时代之分，笔者认为东边出现冈瓦纳大陆

与欧亚大陆裂离较早，西边较迟的说法是比较合理

的。因此，文中初次提出冈瓦纳大陆与欧亚大陆裂

离时间是从侏罗纪提前到中三叠世之前就已经完成

的观点，这与上述提到的昆虫出现与绝灭及其不同

地区昆虫群的对比结果是吻合的。

致谢 本文化石照片承蒙北京自然博物馆王文利研

究馆员热心帮助拍摄，笔者在此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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