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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咸阳地热井新近纪岩心中的长短沟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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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蓝田地区是中国几个新生代古生物学、地
层学研究的经典地区之一ꎬ其中的古人类、古脊椎

动物化石研究闻名于世ꎮ 关于该区新近纪的软体

动物化石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李云通等 １ 有过较详细

的研究ꎬ２０１５ 年李智超等 ２ 报道了渭河地区游河组

腹足类口盖化石的新发现ꎮ 这些研究不但为相关

生物类群的起源与演化提供了珍贵的化石材料ꎬ而
且为研究区的古环境恢复、地层学分析提供了更多

的古生物证据ꎮ 但这些化石主要采集于渭河盆地

周边零星分布的新近纪地表露头ꎬ而盆地内部深埋

于地下的第四纪以前的地层情况ꎬ主要靠钻井岩心

来了解ꎬ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软体动物化石的报道ꎮ
２０１９ 年ꎬ笔者在渭河盆地鄂南原油科研开发大

楼 １ 号地热井的岩屑(松散的砂砾石层)中采集到

一些软体腹足类化石(图 １)ꎬ地层位置为蓝田—灞

河组ꎮ 化石简记如下(图 １ꎻ表 １)ꎮ

腹足纲 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
　 　 中腹足目 Ｍｅｓｏｇａｓｔｒｏｐｏｄａ

　 　 　 　 黑螺科 Ｍｅｌａｎｉｉｄａｅ

　 　 　 　 　 　 短沟蜷属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Ｂｏｅｔｔｇｅｒꎬ１８８６
　 　 　 　 　 　 　 　 长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Ｌｅｅ １９６６

材料:１８ 个完整程度不同的标本 ＮＷＵＩＶ１９ｘ００１~
０１８(西北大学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所无脊椎动物

标本编号)ꎮ
产地与层位:陕西咸阳中石化红河采油厂基地

地热井的岩屑(松散的砂砾石)中ꎬ蓝田—灞河组ꎮ
描述:初步观察ꎬ外形为塔圆锥形ꎬ最多可见 ７

个螺层ꎬ一般为 ５ ~ ６ 个螺层(图 １)ꎮ 缝合线明显ꎬ
有 １０ ~ １１ 条明显的螺肋ꎬ与横纹相交成瘤状ꎬ体螺

层周缘下有 ４ ~ ５ 条横向螺棱ꎬ壳口多破碎ꎬ大致呈

梨形ꎬ周缘不完整ꎮ 保留最大壳高 １２ ｍｍꎬ壳宽 ４.５
ｍｍ ( ＮＷＵＩＶ１９ｘ００１ )ꎬ 是一个缩小版的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ꎮ



图 １　 长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化石(Ａ－Ｄ 编号 ＮＷＵＩＶ１９ｘ００１~００４)

Ｆｉｇ. １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比较与讨论:李云通等 １ 在陕西渭南游河张家

坡剖面三门组中采集到长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化石ꎬ与之相比ꎬ咸阳的标本在螺层、螺肋、螺棱等

形态上较一致(表 １)ꎬ只是个体更小ꎮ 张家坡剖面

岩性包括上、下两部分ꎬ即上部的黄三门(Ｑ１)ꎬ下部

的绿三门(Ｎ２)ꎬ当时并未两分ꎬ统称为三门组ꎬ划分

为早更新世ꎬ其中的软体动物化石有 １３ 种ꎬ包括 ２
个新种ꎬ 长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和萝卜螺

Ｒａｄｉｘ ｓｐ.ꎮ 鱼及软体动物化石产于下部的灰绿色、
灰色砂粘土、细砂土和灰白色砂层中ꎮ 笔者 ２０１４ 年

在该剖面下部绿三门中采集到鱼类脊椎、腹足类口

盖和介形虫、轮藻等化石ꎬ但未见短沟蜷ꎮ
该种在陕西以外的化石记录仅见于北京地区

的早更新世沉积中 ３ ꎬ后出现同属的方格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ꎬ分布较广ꎬ在华北的中、晚更新

统均有记录 ３－４ ꎮ

　 　 按现代研究资料ꎬ其同属形态相近的种类见于

研究区附近的沣河流域(方格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  ５ ꎬ或浙江、安徽、东北等地(方格短沟蜷 Ｓ.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ꎬ多瘤短沟蜷 Ｓ.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ｏｒｕｍ ６－７ ꎮ 比较而言ꎬ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 的螺层数目较多ꎬ螺棱较少ꎬ而
Ｓ.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ｏｒｕｍ 的螺层、螺棱数目均较多(表 １)ꎮ

可以看出ꎬ咸阳的标本与渭南游河张家坡剖面

的化石长短沟蜷更接近ꎬ只是个体更小ꎮ 因此ꎬ将
这些标本归入该种: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ꎮ

灞河组、蓝田组多为河湖相交替ꎬ盆内深井多

已钻穿该层段ꎬ但井下地层不易划分ꎬ三普资料中

统称为“蓝田—灞河组”ꎮ 岩性中上部为棕黄色砂

岩、泥岩互层ꎬ含钙质结核层ꎬ下部为砂砾岩层ꎬ局
部含煤线ꎮ 根据化石产自“松散的砂砾石层”推测ꎬ
含化石层更可能属于灞河组ꎬ或灞河组下部ꎮ 灞河

组为上新世ꎬ年龄应为 ５.１ ~ ２.０ Ｍａꎬ灞河组的生物

表 １　 几种短沟蜷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ｍｍ　 　 　 　 　 　

名称 高 宽 螺层 螺肋 螺棱 时代 产地

长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 １２ ４.５ ７ １０~１１ ４~５ Ｎ１—Ｎ２ 咸阳

长短沟蜷 Ｓ.ｅｌｅｇａｎｓ １ １７ ７.５ ７~８ １２~１３ ４~７ Ｎ２ 渭南游河

方格短沟蜷 Ｓ.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 ５ ２６.５ １０ ８ ? ３ Ｑｈ 沣河

方格短沟蜷 Ｓ.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 ６ ２２.２６ ７.４４ １２ １２~１５ ３ Ｑｈ 浙江等

多瘤短沟蜷 Ｓ.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ｏｒｕｍ ６ ２５.１∗ １０.７８∗ ６~８ １５~１６ ７~１０ Ｑｈ 安徽

　 　 　 　 　 　 注:∗为平均值ꎻＮ１—中新世ꎻＮ２—上新世ꎻＱｈ—全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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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有少量介形类、鱼类、蚌类等ꎬ反映水体较浅ꎬ
为半干旱环境 ８ ꎮ

对比已有的资料可知ꎬ短沟蜷似乎有随着时间

的推移ꎬ个体逐步变大、螺层螺肋逐步增多的趋势

(表 １)ꎮ
根据分布于研究区附近、形态相近的同属种类

方格短沟蜷 Ｓｅｍｉｓｕｌｃｏｓｐｉｒａ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ａ ５ 资料ꎬ其分布生

境为淡水河溪、池塘、湖泊、稻田等地方ꎬ水流较缓ꎬ
水质清澈ꎬ水草丰盛ꎬ酸碱度在 ６ ~ ８ 之间ꎬ水底为沙

底、泥沙底或泥底的环境中ꎮ 动物为卵生种类ꎬ以
水生藻类及高等植物为食ꎬ常附着于水草上或在水

底爬行 ３ ꎮ
渭河盆地上新统蓝田—灞河组(Ｎ２ ｌ＋ｂ)为一套

砂泥岩交替沉积ꎬ已见最大厚度 ９８９.００ ｍꎮ 中上部

为棕红色、紫棕色泥岩、棕灰色粉砂质泥岩与浅灰

色粗、中砂岩不等厚互层ꎬ下部为灰白色、灰色粗、
中、粉砂岩与棕红色、棕色、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略

等厚互层ꎮ 蓝田—灞河组为河湖相沉积ꎮ
蓝田—灞河组砂岩分布稳定ꎬ厚度大ꎬ储层物

性及富水性好ꎬ是渭河盆地的主要热储层ꎬ该化石

的发现对渭河盆地热储层层位的确定及地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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