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化石分布特征及生物地层

辽西地区义县组昆虫化石产出丰富、分布广泛，是热河昆虫

群 " !，#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义县地区的老公沟层、业南沟层、砖城

子层和大康堡层、朱家沟层、金刚山层，北票上园地区陆家屯层

&四合屯层 ’、下土来沟层和尖山沟层及凌源地区的大新房子层，

建昌地区的要路沟层罗家沟层、是义县组主要含化石沉积层 %
北票地区的 ( 个层与义县地区前 ( 层对比，要路沟层相当于业

南沟层，大新房子层、罗家沟层相当于尖山沟层 " (，) $ % 义县组昆

虫化石主要产于其中的 * 层 &见表 ! ’ % #+ 世纪 *+ 年代林启彬报

道了 , 属 * 种 " -，, $ % 进入 .+ 年代以来，伴随着鸟、被子植物等珍

稀化石的不断发现，热河生物群的研究不断升温，任东、张俊峰、

张海春等分别多次报道北票地区义县组尖山沟层的昆虫化石，

发现了大量新属种 " * / #) $ % 近期笔者在义县、北票地区义县组的

几个沉积层内 &尤其是砖城子层 ’中也采集到大量化石 %
从表中可以看出0 辽西地区义县组昆虫化石共有 !# 目 ).

科 1( 属 !++ 余种0 其中绝大部分为地方性属种0 主要分布于北

票、义县地区0 以热河昆虫群代表分子为最多、最广 % 首先为

!"#$$%&"’(’ )%(’$)*+(’0 其次有 ,(-*$’.#-(/(* .*-.$++&’* 0 1&")&.+*2*
+&-3("&/*0 4$’&+53*$6’ +*(5*-3$-’(’0 1#(%&-&7*")$%* 3%$3*%(* 等 %
!"#$7$%&"’(’ )%(’$)*+(’0 1&")&.+*2* +&-3("&/* 二种不仅在义县组内

广泛分布，也为大北沟组、九佛堂组所共有；,(-*$’.#-(/(* .*-.$+8
+&’* 仅广泛分布于研究区义县组主要沉积层内且个体数量较

多；4$’&+53*$6’ +*(5*-3$-’(’0 1#(%&-&7*")$%* 3%$3*%(* 在大北沟组

没有发现，但在义县组、九佛堂组广泛分布且数量很多 9 综上所

述 ， 将 义 县 组 的 昆 虫 化 石 组 合 在 生 物 地 层 单 位 上 称 为

!"#$7$%&"’(’ )%(’$)*+(’8,(-*$’.#-(/(* .*-.$++&’* 组合 %
相比之下，北票地区尖山沟层化石最为丰富且内容独特，尤

其蛇蛉目、双翅目及膜翅目非常发育，蛇蛉目更为其所特有，具

有独特的生物地层学特征，故将尖山沟层昆虫生物地层单位归

纳为 :++&%*"#(/(*8;+&%(-$7$’)%(6’8:-3*%(/5$+* 亚组合 % 义县地区

以砖城子层化石最为丰富，包括蜉蝣目、蜻蜒目、竹节石目、蜚蠊

目、同翅目、异翅目、鞘翅目、脉翅目等近 (+ 个属种 % 双翅目、膜

翅目亦有发现，因时间及资料问题未能鉴定到属种，拟以后另文

发表 % 但未见蛇蛉目化石，这可能与其生存的特殊环境有关 " !* $ %
砖城子层绝大部分种属在尖山沟层中出现，可与其对比 % 义县

地区义县组其他几个沉积层化石较少，尤其是金刚山层，只见有

!"#$7$%&"’(’ )%(’$)*+(’0 1&")&.+*2* +&-3("&/*% 凌源地区大新房子

层见有 1 属 1 种，而罗家沟层仅见有 !"#$7$%&"’(’ )%(’$)*+(’0 1&"8
)&.+*2* +&-3("&/*0 这可能与研究程度有关 %

冀北地区义县组 &包括原大北沟组二段 ’ 昆虫化石也很丰

富 " !，#- $，但除 !"#$7$%&"’(’ )%(’$)*+(’0 1&")&.+*2* +&-3("&/* 和 1#(8
%&-&7*")$%* 3%$3*%(* 外，其他均为地方性属种，与辽西地区存在

明显区别 %
!"#$7$%&"’(’ )%(’$)*+(’ 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九佛堂组 % 但北

票 2 义县地区九佛堂组除任东 "#, $最近报道的发现于义县地区破

台子北山的昼蜓科一新属种 & :<%&#$7$%&’.&"6’ 7$-3( ’外，至今未

发现其他昆虫化石 % 喀左见有 #+ 属 #( 种 ",，#*，#1 $，其中蜉蝣目：

!"#$7$%&"’(’ )%(’$)*+(’；蜻蜒目：,(-*$’.#-(/(* #$(’#*-=&>$-’(’；异

翅目：4$’&+53*$6’ +*(5*-3$-’(’，?(*&@(* +&-3*，A$B6&.&%(’ +(*&-(-8
3$-’(’，1&%(&(/$’ C&%)6’，19 3 +&-36’；鞘翅目： ,(-&.6"$’ 45 9 ，1&"8
)&.+*2* +&-3("&/*，1#$-3/$.6"$’ =$B6&$-’，,6-&.*%*<6’ <%6--$6’，

4$(+$5(-3(* ’"(-&’*，?(%*<6’ 3%*-6+*)6’，D$&)%6"&(/$’ =$B6&$-’(’；蛇

蛉目6 E6%*"#(/(* +(*&@($-’(’，E9 =$B6&$-’(’，,6-&%*"#(/(* +(*&-(-8
3$-’(’；双翅目6 1#(%&-&7*")$%* 3%$3*%(*，1#9 %&<6’)6’，,(-&’.(&"#(8
+* 7$(+$5(-3B($-’(’，?(*&@(C6-3(2&%* ’(7"+(.(’，;6-3(&(/$’ 5*-3(；膜

翅目： ,(-&"%&+5/* 7$(+$5(-3B($-’(’9 上述昆虫化石中产于梅勒营

子剖面0 与 ?5.&")$%* 共生 "#. / (! $ % 洪友崇 " ! $ 根据冀北地区九佛堂

组 &南店组 ’ 的昆虫化石，组建九佛堂组昆虫组合——— ,(-&’(%$@
3(3*-)$*8F%6--$*$’.#-(/(* G(6H*-$-’(’8;$-3-(-3(* "6-.)*)* 组合，代

表这个时期昆虫的特色 %
冀北地区大北沟组 &含 I$’)&%(*8A$%*)$’)#$%(* 组合的原大北

沟组下部 " #- $ ’ 仅见有 !"#$7$%&"’(’ )%(’$)*+(’，1&")&.+*2* +&-3("&/*

789%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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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基础地质·

文章编号：!,*! 2 !.)* &#++- ’+# 2 ++1! 2 +, 中图分类号：?.!-% 1!.；@-()% -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 2 +( 2 #1% 张哲编辑 %
基金项目：“辽西珍稀化石精细分布与层位研究”项目资助 %

摘 要：作为热河昆虫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辽西地区义县组昆虫化石内容独特、丰富，共有 ). 科 1( 属，明显区别于同属热河

昆虫群的大北沟组和九佛堂组，生物地层单位称为 !"#$$%&"’(’ )%(’$)*+(’8,(-*$’.#-(/(* .*-.$++&’* 组合，时代为晚侏罗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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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蝣目

六族蜉蝣科 !"#$%"&’()$"
!"#$%$&’"()( *&)($*+,)( *(+,-$.)/ 0123

蜻蜒目

古蜓科 4"5+,&()(()$"
-).+$(/#.)0)+ /+./$,,’(+ 6"&/ 0772

蜒科 4"5,&()$"
120)+$(/#.+ ,)%.’3)+ 6"&/ 0773

箭蜒科 89:;,()$"
4)’5’%"#2( 6)7)+.$.()( 6"&/ 0773

伪蜒科 <9.)=>(()$"
8$(’/’&02,)+ 3’&$+,+ 6"&/ 0773

里阿斯箭蜒科 ?($559%9:;,()$"
9#&6(’5’%"#2( 3$)"+’$.()( 6"&/ 077@

竹节石目

神滫科!$%(;,$5:$’()$"
:+5)"#+(%+ "+&+0’7+ 6"&/ 077A

蜚蠊目

中生蜚蠊科 B"59C>$’’(&()$"
;)""’.’3,+**+ +/$&3+ 6"&/ 0772
1#)")0’3,+**).+ 0$/’&)( ?(&/ 07A1
1#)")0’3,+**).+ ,+*$&.’<’&%+ ?(&/ 07A1
1#)")0’3,+**).+ 5;D
=+&+*+>’3,+**+ <’&%’(+ 6"&/ 0772

小蠊科 E>$’’=>()$"
?,+**2,+ 5;D

同翅目

古蝉科 F$>$"9&’(&9()$"
4)+’/’((2( 3$)")+’$.()( 6"&/ 0771
4)+’/’((2( #2) 6"&/ 0771
4)+’/’((2( 5;D

原沫蝉科 F.9+".+9;()$"
@.*#’(/6*).+ +"#*#’(+ 6"&/ 0771
@.’%’(/6*).+ +.’%+,+ 6"&/ 0771

菱蜡蝉科 <(#(()$"
4+")/)7)2( 0$/’&2( 6"&/ 0771

异翅目

中蝽科 B"59>G%$"()$"
8$(’,65+$2( ,+)6+.5$.()( F(&%/ 07H1

划蝽科 <9.(#()$"
=+&+*+>)$,,+ "’.*’<’&%+ ?(&/ 07A3
I =+&+*+>)$,,+ 5;D

鞘翅目

裂尾甲科 <9;’9+>$J()$"
9’"*’/,+>+ ,’.5)0’"+ F(&%/ 07H1

长扁甲科 <=;()$"
A$*&+"#+,$&2( ,+$*2( ?(&/ 07A3
-).’/2"$( >+,)02( ?(&/ 07A3

金龟子科 K+$.$C$"()$"
B$’*&2"’)0$( 5;D

步甲科 <$.$C()$"
C&’*’&+32( 5;D
@$*#’/+&+32( ,$>)5+*+ 6"&/ 0772

叩头虫科 *>"’.()$"
D$.5.).5)+ 5;D

辽西花蚤科 ?($9#(:9.)">>()$"

表 0 辽西地区义县组昆虫化石分布表

!"#$% & ’()*+(, ",- -*./)*#0/*(, (1 1(..*$ *,.%2/. 1)(3 4*5*", 6()3"/*(, *, 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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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县 建 昌凌 源北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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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脉翅目

丽脉科 (#))*%#++#,*-#.
.$/+$-’#&&# /#/"*"$,#0)# /.$0 !&&1
.$/+$-’#&&# /*)0$/+*)1"# /.$0 !&&1
.$/+$-’#&&# )20#**# /.$0 !&&1
3#**"-’#&&# *"#$,",-),4"4 /.$0 !&&1

翼蛉科 23+4)*-#.
!#4"$&5*24 ,)6* /.$0 !&&1

鳞蛉科 5.67,8*-#.
7*$1)’$8+# 4","0# /.$0 !&&1

草蛉科 986437:*-#.
!)&1$0+’54# &","402*# /.$0 !&&1
!)&1$0+’54# /$*5,)2’# /.$0 !&&1

蚁蛉科 ;46+.).7$,*-#.
9+$’$&5’&)*)$, $8+,)"24 /.+ !&&1

长角蛉科 <3=#)#:8*-#.
:)4#40#*#/+24 5#,-" /.$0 !&&>

蚁蛉总科 ;46+.).7$,7*-#.
.","/+)4 ()*"0#8)4 /.$0 ?@@?

长翅目

蚁蝎蛉科 5*,,#=*-#.
:)-#1"88#024 0$*$44)24 /.$0 !&&A
:)-#1"88#024 1)"/"#$),4"4 /.$0 !&&A
."1"’$1"88#024 #8#*24 /.$0 !&&A

直脉蝎蛉科 26,87:8).B**-#.
7’8+$/+*)1"# *"#$,",-),4"4 /.$0 !&&A
;#’#0+$’"48# &"’"4 C*$0 !&A1

蛇蛉目

巴依萨蛇蛉科 5#*337:,.6*-#.
<#"44$/8)’# -’#,("4 /.$0 !&&>
<#"44$/8)’# )2,)2’# /.$0 !&&A
=2("’#/+"("# *"#$,",-),4"4 D/.$ E 0 !&&F
."1$/)’# >$’,"0#8# D /.$ E 0 !&&F

中蛇蛉科 ;.376#:8*-**-#.
;+"’#("# &5’"$,)2’# /.$0 !&&A
:)4$’#/+"("# +)8)’$,)2’# /.$0 !&&A
:)4$’#/+"("# 4","0# /.$0 !&&A
:)4$’#/+"("# #&$),# /.$0 !&&A

异蛇蛉科 <))76#:8*-**-#.
?5,$’#/+"("# 4+#,-52#,),4"4 D /.$ E 0 !&&F
?5,$’#/+"("# /$*5/+*)1"4 D /.$ E 0 !&&F
@**$’#/+"("# $1*"A2"B),#8"0# /.$0 !&&F
@**$’#/+"("# #,$&#*# /.$0 !&&A
@**$’#/+"("# *$,-"48"-&$4# /.$0 !&&F
9#*$’#/+"("# -*$44$/+5**# /.$0 !&&A

双翅目

騽虻科 G#B#$*-#.
;#*#)/#,-$,"24 )2/8)’24 /.$0 !&&H
C$/#,-$,"24 /*)824 /.$0 !&&H
@**$&5"# ’2()’#*"4 /.$0 !&&H

虻科 /8#%*7$*-#.
7’4$1’#0+50)’$, 0+",),4"4 /.$0 !&&H
7"$1’#0+50)’$, *"&,$-),24 /.$0 !&&H
;#2’$&5"# $’)41"# /.$0 !&&H

网翅虻科 I.+.3,6*$*-#.
;’$8$,)&)48’"24 1)"/"#$),4"4 /.$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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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 "#$% !&&’
./#")%&’&($")*( 0*/-1&"")’*( "#$% !&&’

原棘虻科 ()*+,-.*/#).0,#
!"#$,0)#-&", ’&2)($, "#$% !&&’
!"#$,0)#-&", )(-13", "#$% !&&’

独须虻科 1)#2*/3,#+.0,#
4&0$&"&’#-1,&$*( /)$1#&-)*( "#$% !&&’
5//&"&’#%#’*( 6)%2) "#$% !&&4
5//&"&’#%#’*( /),#%)%2&%()( "#$% !&&4

原舞虻科 ()*+#2-.0,#
!"#$&’0)( ’)%*$, "#$% !&&’
7&/&’0)( 3)6),%&%()( "#$% !&&’
7&/&’0)( &*-,//, "#$% !&&’

幽蚊科 53,*6*).0,#
81)"#%#’,$&", 2"&2,"), 7 8),6,9 : % !&;<

膜翅目

古尾蜂科 (,)*)=>>.0,#
!,"#"3((*( (*(0&-$*( ?.$% !&@A

细蜂科 B#)-3.0,#
9*:,%#$"*0&( ($#/);*( C3,$D #+ C3,$D% ;EE!
9*:,%#$"*0&( &6)2**( C3,$D #+ C3,$D% ;EE!
9*:,%#$"*0&( /),#%)%2&%()( C3,$D #+ C3,$D% ;EEE
4),#(&"01*( 0&"","*( C3,$D #+ C3,$D% ;EE!
5//#(&"01*( (,6#(*( C3,$D #+ C3,$D% ;EE!
<-,/0"#2,($&" =#(()/)( C3,$D #+ C3,$D% ;EE!
<$&/&#(&"01*( >&)0),#&%()( C3,$D #+ C3,$D% ;EE!
<,*-"#$"*0&( ;&-#"#(*( C3,$D #+ C3,$D% ;EE!
?-%#(&"01*( (-*/0$*( C3,$D #+ C3,$D% ;EE!

柄腹细蜂科 F#G*).0,#
!"#$#-3"$*( :,/);*( C3,$D #+ C3,$D% ;EE!
<01&"#2,($&" -#"#%,$, C3,$D #+ C3,$D% ;EE!

窄腹细蜂科 "*-)*$..0,#
4),#"#0"#%), /&#%)%, C3,$D #+ C3,$D% ;EE!
4),#"#0"#%), "&2), C3,$D #+ C3,$D% ;EE!

原举腹蜂科 (),#,9G,/.0,#
<)%#@&($",$), -#’’*%)-,$, C3,$D #+ C3,$D% ;EEE

白垩旗腹姬蜂科 5)#+#H,$..0,#
!"#-"&$&:,%), 0")($)%, C3,$D #+ C3,$D% ;EEE

长节锯蜂科 I=#G.0,#
5%2,");3&/, "#>*($, C3,$D #+ C3,$D% ;EEE
5%2,");3&/, &6-*/0$, C3,$D #+ C3,$D% ;EEE
5%2,");3&/, (*(0&-$, C3,$D #+ C3,$D% ;EEE
5%2,");3&/, &%;&’)-, C3,$D #+ C3,$D% ;EEE
4&$1#63&/, &6-*":, C3,$D #+ C3,$D% ;EEE
4&$1#63&/, :*/2,$, C3,$D #+ C3,$D% ;EEE
8&",$#63&/, ;&-#"#(, C3,$D #+ C3,$D% ;EEE
4),#63&/, ,%$)A*, C3,$D #+ C3,$D% ;EEE
7&$&"#63&/, )2%#$, C3,$D #+ C3,$D% ;EEE
<)%#63&/, :)")#(, C3,$D #+ C3,$D% ;EEE
B(#63&/, "*;)( C3,$D #+ C3,$D% ;EEE
C3&/)$&( /)%23*,%&%()( C3,$D #+ C3,$D% ;EEE

长节叶蜂科 I=#G.0,#
5//#63&/*/, /)%23*,%&%(), "#$% !&&4

短鞭叶蜂科 I=#G*+*2.0,#
4),#$#’, /)%&,")( "#$% !&&4

葬茎蜂科 B#-9G/.0,#
D"&’,$#$1#",-#);&( /),#%)%2&%()( C3,$D #+ C3,$D % ;EE!

地 质 与 资 源 ;EE4 年’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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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属种 !
可见" 辽西地区义县组昆虫化石群具有独特的组合特征，明

显不同于同属热河昆虫群的大北沟组和九佛堂组 !
有关义县组时代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昆虫化石的时代也同

样如此 ! 昆虫是陆生生物中最早能飞行的动物，在迁移上较其

他生物更为有利，在洲际陆相地层对比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义县组昆虫化石虽然绝大多数属种为土著分子，但也有部分属

种 见 于 国 外 相 当 地 层 中 ! 分 布 很 广 泛 的 多 室 中 国 蜓

# !"#$%&’(#")"$ ’$#’%**+&$ $ %& ’，张俊峰称其为衍蜒 # ,%&’(#")"-.
(%"&($#/+0%#&% $，认为二者为同物异名 %(& ’，洪友崇、任东认为

,%&’(#")"-.! 与 !"#$%&’(#")"$ 为两个不同的属 % &，(( ’ ! 但无论如何

不能否认上述大型蜒类与索伦霍芬组 # )*+,-*./, $ #下提唐阶 $ 的

,%&’(#")"-. )%#&-. 有 一 定 的 可 比 性 ! “,%&’(#")"-. (%"&1
($#/+0%#&%”是由 ,%&’(#")"-. )%#&-. 迁移至东亚所形成的一个

特定的种群 % (& ’，相当一部分属可与中亚哈萨克斯坦卡拉套地区

上侏罗统所产的昆虫相对比，如 2$3$4$5+6*$44$， 2$**"73$..$，

!"6"3+6"44$’-&，83+4+#%.%&43"-& 等 % &，0(，01，02 ’；9(4:&+7+.;(-& 为里阿

斯蜓科的成员 % &，2 ’，该科已知属种时代为晚侏罗世中期 ! 综上所

述，义县组昆虫化石的时代应属晚侏罗世晚期，但也不能排除进

入早白垩世的可能 ! “热河动物群的昆虫面貌、特征与上覆早白

垩世的昆虫，如与蒙古、外贝加尔区早白垩世昆虫等无法区分，

相反与下伏晚侏罗世的昆虫面貌、特征迥然不同”% (( ’，如 !"#+01
%&43$4"$ ’+..-#"’$4$ 所属的白垩细腹蜂亚科，仅分布于俄罗斯外

贝加尔、蒙古国和澳大利亚的下白垩统 % && ’，所以义县组昆虫化石

组合的时代以晚侏罗世晚期—早白垩世早期为宜 !

& 昆虫群落古生态和古环境分析

辽西地区义县组的昆虫化石群可分为陆生和水生、半水生

#幼虫阶段生活在水中成虫上岸 $两大类 !
蜉蝣目和蜻蜓目的幼虫为水生，成虫在水边和陆地上飞翔 !

<;(%.%3+;&"& 43"&%4$*"& 是浮游动物，生活于较清澈的水中，游泳能

力不强，一生大部分时间为幼虫状态，成虫一经孵化后很快死

亡，所以该类化石所见大部分为幼虫 ! 双翅目的长角亚目幼虫

大 部 分 都 是 水 生 的 ， 幼 虫 为 异 翅 目 =%&+*:7$%-& *$":$#7%#&"&，

2$3$4$5"%**$ 等蝽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 9+;4+’*$5$ *+#7";+)$
由于具有明显庞大的虫体，强壮的捕捉式前足和能够快速泳动

的桨状中、后足，它们很可能更喜欢捕捉泳动中的各种蝽类，主

要以莱阳蝽作为食物来源 !
陆生种类占昆虫群的大部 ! 蜚蠊目通常生活在潮湿的腐朽

物质和碎石之下或穿梭于植物之间，适于温带潮湿的气候 ! 同

翅目的古蝉科、原沫蝉科，鞘翅目的金龟子科等为食植性、生活

于温带森林沼泽环境的昆虫类型 ! 以裸子植物的叶片和树皮为

主要食物来源的竹节石目则生活于气候温暖甚至是热带的森林

中 %3 ’ ! 膜翅目的长节锯蜂科生活在远离湖岸的气候温和、干旱的

高山微环境中 % &( ’ ! 捕食性的昆虫也有很多，如鞘翅目的长扁甲

科、长翅目的蝎蛉类、脉翅目的丽蛉科及蛇蛉目等 ! 蜻蜒目的成

虫，飞行能力很强，生活在沼泽和湖岸，捕食弱小的昆虫 ! 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北票炒米甸子义县组尖山沟层大量出现的蛇蛉化

石是高山生活的种类，表明该处当时系陆地高山环境，从化石保

存较为完好的特点判断，高山就在湖盆附近不远处，虫体死亡后

由山间溪流搬运到湖盆中埋藏 %04，(1 ’!
不同种类的昆虫代表不同的气候环境，这说明当时在辽西

地区有因地形而形成的不同的小气候存在 ! 推测当时北票、义

县地区均有较大的古湖盆，湖边环绕着喜湿的植物，近岸为沼泽

地带，温暖且潮湿 ! 离岸不远的坡地上是乔木和灌木混生的丛

林，喜热的竹节石目生活在其中，再远处高山上生长着松柏类等

裸子植物，气候温和而干旱，膜翅目的长节锯蜂科等昆虫生活于

这片森林中 ! 北票地区地形起伏较大，离湖盆不远处高山可能

达 255 6 &555 7，气候温和但偏凉，因而有大量的蛇蛉目昆虫生

活于此 !

参考文献 8
% 0 ’洪友崇 ! 中国北方昆虫群的建立与演化序列 % 9 ’ ! 地质学报，0332，

4& #0 $：0—05!
% & ’ 任东，卢立伍，郭子光，等 ! 北京与邻区侏罗 : 白垩纪动物群及其地

层 %; ’ ! 北京：地震出版社，033<!
% ( ’ 季强，陈文，王五力，等 ! 中国辽西中生代热河生物群 %; ’ ! 北京：地

质出版社，&551!
% 1 ’ 王五力，张立君，郑少林，等 ! 义县 : 北票地区义县阶标准地层剖面

及其生物地层学研究 % 9 ’ ! 地质学报，&551，42 #1 $：1((—114!
% < ’ 林启彬 ! 中国的蜚蠊目昆虫化石 % 9 ’ ! 昆虫学报，0342，&0 #( $：((<—

(1&!
% = ’林启彬 ! 辽西侏罗系的昆虫化石 % 9 ’ ! 古生物学报，034=，0< # 0 $ ：34

—00=!
% 4 ’>?@ A*,B，CDE FGHBIJ,B! K-L// ,/M B/,/LJ J,N O-L// ,/M PQGRG/P *.

ALJB*,.+G/P .L*7 O-/ SJO/ 9ILJPPGR *. @*LO-/JPO T-G,J # U,GP*QO/LJ：U/P-H

,GNJ/，C*7Q-GNJ/，T*LNI+GGNJ/ $ % 9 ’ ! ?,O*7*+*BGJ )G,GRJ，033= " ( # & $ ：

3<—05<!
% 2 ’ 任东 ! 辽宁晚侏罗世里阿斯箭蜒科一新属 #昆虫纲，蜻蜒目 $ % 9 ’ ! 现

代地质，0331，2 #( $：&<1—&<2!
% 3 ’>?@ A*,B! VGLPO L/R*LN *. .*PPG+ POGRWHG,P/ROP .L*7 T-G,J MGO- J,J+XP/P *.

P*7/ QJ+/*YG*+*BGRJ+ ./JOIL/P # Z-JP7JO*N/J：[JBGQ-JP7JOGNJ/ .J7! ,*\! $

% 9 ’ ! UROJ F**OJ]*,*7GRJ )G,GRJ，0334，&& #( $：&=2—&20!
% 05 ’>?@ A*,B，̂ _@ 9GHRJG，AED ‘/,H]GI! @/M Q+J,O-*QQ/LP J,N .L*B-*QQ/LP

.L*7 O-/ SJO/ 9ILJPPGR *. @*LO-/JPO T-G,J! #[*7*QO/LJ：UIR-/,*LL-X,R-J $

% 9 ’ ! UROJ F**OJ]*,*7GRJ )G,GRJ，0332，&( #( $：&20—&22!
% 00 ’吴启成 ! 辽宁古生物化石珍品 %; ’ ! 北京：地质出版社，&55&!
% 0& ’王文利! 辽西侏罗系鞘翅目辽西花蚤科的研究 % 9 ’ ! 地质学报，033(，

=4 #0 $：2= : 3(!
% 0( ’>?@ A*,B，CDE FGHBIJ,B ! E, O-/ ,/M .*PPG+ B/,/LJ J,N PQ/RG/P *.

@/IL*QO/LJ # _,P/ROJ $ .L*7 O-/ SJO/ 9ILJPPGR *. @*LO-/JPO T-G,J % 9 ’ ! UROJ

F**OJ]*,*7GRJ )G,GRJ，033=，&0 #1 $：1=0—143!
% 01 ’ >?@ A*,B! )OING/P *, SJO/ 9ILJPPGR PR*LQG*,H.+G/P .L*7 @*LO-/JPO T-G,J

% 9 ’ ! UROJ F**OJ]*,*7GRJ )G,GRJ" 0334" && #0 $ 8 4<—2<!
% 0< ’王五力 ! 东北地区古生物图册 #二 $ #昆虫纲 $ % ; ’ ! 北京：地质出

版社，0325! 0(5—0<(!
% 0= ’任东 ! 中国中生代晚期蛇蛉化石研究 #蛇蛉目：巴依萨蛉科，中蛇

2<第 & 期



蛉科，异蛇蛉科 ! " # $ 动物分类学报，%&&’，(( )( *：%’(—%++$
! %’ # 任东 $ 辽宁北票晚侏罗世蛇蛉化石 )昆虫纲 * 的新发现 ! , # $ 见：地

层古生物论文集 ) (- 辑 * ! . # $ 北京：地质出版社，%&&/$ %0%—%/1$
! %+ # 234 5678$ 9:;< "=>:??@A B>:ACDA<>: E>6F 46>;C<:?;<>7 .C@7: ) G7?<A;:：

5@H;<>: * ! " # $ ,A;: I66;:J676F@A: K@7@A:，%&&+，(0 )% *：L-—+0$
! %& #234 5678，MNO I@P8=:78 $ , 7<Q 8<7=? :7R ;Q6 7<Q ?H<A@<? 6E

KC6>;PS6>7<R TU@<? 6E NHH<> "=>:??@A E>6F 46>;C<:?; .C@7:!"# $ 37;6F6U68@:

K@7:A:，%&&-，( )/ *：011—01’$
! (1 # 张海春，张俊峰 $ 辽西义县组细蜂总科 )昆虫纲，膜翅目 * 昆虫化石

! " # $ 微体古生物学报，(11%，%+ )% *：%%—(+$
! (% #张海春，张俊峰 $ 北票尖山沟义县组下部两种膜翅目昆虫化石 ! " # $

微体古生物学报，(111，%’ )0 *：(+L—(&1$
! (( # 张海春，张俊峰 $ 原举腹蜂科 )昆虫纲膜翅目 * 化石在我国的发现

及意义 ! " # $ 微体古生物学报，(111，%’ )/ * V /%L—/(%$
! (0 # 张海春，张俊峰 $ 辽西义县阶长节锯蜂科 )昆虫纲，膜翅目 * 昆虫化

石 ! " # $ 古生物学报，(111，0& )/ * V /’L—/&($
! (/ # 张海春，张俊峰，魏东涛 $ 陷胸茎蜂亚科 )昆虫纲 * 化石在我国辽西

上侏罗统的发现及其系统演化 ! " # $ 古生物学报，(11%，/1 )( *：((/—((+$
! (- # 洪友崇 $ 华北地区古生物图册 )二 * 昆虫纲 $ 中生代分册 !W # $ 北

京：地质出版社，%&+/$ %(+—%+-$

! (L #234 5678，9GN "@7PD=:7，.S34M X@:6PR678 $ , 7<Q C<F<>6?A6H@R

R>:867EUD E>6F ;C< 96Q<> .><;:A<6=? 6E 46>;C<:?; .C@7: ) OR67:;: ：

S<F<>6?A6H@R:< * ! " # $ ,A;: 37;6F6U68@A: K@7@A:，(110，/L )- *：L((—L(+$
! (’ #洪友崇 $ 辽 西 喀左 早 白 垩 世昆 虫 化 石 的研 究 ——— 蜻蜒 、异 翅 、鞘

翅、膜翅目 ! , # $ 见：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 %+ 辑 * ! . # $ 北京：地质出版

社，%&+’$ ’L—+’$
! (+ # 洪友崇 $ 辽西喀左早白垩世鞘翅目、蛇蛉目、双翅目化石 )昆虫纲 *

的研究 ! " # $ 甘肃地质学报，%&&(，% )% *：%—%%$
! (&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 $ 辽宁省区域地质志 !W#$ 北京：地质出版社，%&+&$
! 01 # 金帆 $ 辽宁西部晚中生代地层研究之进展及存在问题——— 辽宁西

部晚中生代地层和鱼群研究之四 ! " # $ 古脊椎动物学报，%&&L，0/ )( *：

%1(—%(($
! 0% # 王五力，郑少林，张立君，等 $ 辽宁西部中生代地层古生物 !W # $ 北

京：地质出版社，%&+&$
! 0( #张俊峰 $ 衍蜒类昆虫化石的再研究 ! " # $ Y:U:<6Q6>URZ %&&&Z ) %% * V

%-1—%’/$
! 00 #洪友崇 $ 古昆虫学的发展、存在问题与展望 ! " # $ 地质通报，(110，

(( )( *：’%—+L$
! 0/ # 任东，卢立伍，姬书安，等 $ 燕辽地区晚中生代动物群及其古生态

和古地理意义 ! " # $ 地球学报，%&&L，%’ )增刊 *：%/+—%-/$

!"##$% $&#’()# !*"+ ,$-$.& !"*+.)$"& $& /’#)’*& %$."&$&0，(1$&.：

234567863978:;3<8= 8>? :8=@4@<4=493<8= 539>3A3<8><@5

IS34M [=<P\=:7
) !"#$%&$’ ($)*+*,*# -. /#-0-’% &$1 2+$#3&0 4#5-,3)#)6 !"#$%&$’ %%1100Z 7"+$& *

!"#$%&’$：]:>@6=? =7@^=< E6??@U @7?<A;?Z @7AU=R@78 +0 8<7<>: 6E /& E:F@U@<?Z QC@AC :>< ;C< F6?; @FH6>;:7; F<F_<>? 6E ;C<
"<C6U 37;6F6E:=7:<Z C:‘< _<<7 A6UU<A;<R E>6F [@J@:7 T6>F:;@67 @7 Q<?;<>7 9@:67@78 Y>6‘@7A<Z .C@7:$ B@6?;>:;@8>:HC@A:UUDZ
;C< E6??@U @7?<A;? :>< ><H><?<7;<R _D ;C< 89"#:#3-9)+) *3+)#*&0+);!+$&#)5"$+1+& 5&$5#00-)& ,??<F_:U8<Z QC6?< :8< @? R<E@7<R
:? ;C< U:;< 9:;< "=>:??@AP<:>UD 3:>UD .><;:A<6=? :7R 6_‘@6=?UD R@EE<><7; E>6F ;C:; 6E ;C< "@=E6;:78 T6>F:;@67 :7R 5:_<@86=
T6>F:;@67 QC@AC :>< :U?6 :??@87<R ;6 ;C< "<C6U 37;6F6E:=7:< @7 46>;C<>7 S<_<@ :7R a<?;<>7 9@:67@78$ bC<?< ?:QEU@<? A:7
H>6‘@R< @7E6>F:;@67 :_6=; : Q:>F :7R C=F@R <7‘@>67F<7; :7R @7R@A:;< ;C:; R@EE<><7; F@A>6AU@F:;<? <J@?;<R :; ;C< ;@F<Z
H>6_:_UD A:=?<R _D ;6H68>:HC@A R@EE<><7A<?$
()* +,%-#：a<?;<>7 9@:67@78c E6??@U @7?<A;c U:;< 9:;< "=>:??@AP<:>UD 3:>UD .><;:A<6=?c Q:>F :7R C=F@R F@A>6AU@F:;<

作者简介：郑月娟 ) %&L/— *，女，硕士，副研究员，%&++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层古生物专业，一直从事东北、内蒙古地区地

层古生物研究工作，通讯地址 沈阳市北陵大街 (- 号，邮政编码 %%1100$

地 质 与 资 源 (11- 年+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