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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噶尔盆地中侏罗世斯卡布勒果（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一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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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白杨河地区中侏罗世西山窑组首次发现的松柏类斯卡布勒果属 （Ｓｃａｒ
ｂｕｒｇｉａ）的一个新种—白杨河斯卡布勒果 （新种）。新种以果穗附属物 （大孢子叶）紧密螺旋状排列、

大孢子叶柄以宽角从轴上伸出、卵圆形种鳞的鳞片的顶端上卷、并具一短尖头等特征区别于斯卡布勒

果属已知种。由于斯卡布勒果属以往在中国发现较少且时代大多为早白垩世，当前新种的发现是中国

侏罗纪斯卡布勒果属化石的新记录。

关键词：白杨河斯卡布勒果 （新种）；中侏罗世；西山窑组；准噶尔盆地；白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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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斯卡布勒果属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是 Ｈａｒｒｉｓ［１］根据
在英国约克郡斯卡布勒镇 （Ｓｃａｒｂｕｒｏｕｇｈ）海边早

中侏罗世地层发现的标本建立，其模式种为希尔斯

卡布勒果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ｈｉｌｌｉｉ）。该属代表了一类伸
长的松柏类雌性球果，轴细弱；大孢子叶螺旋状稀

疏排列在轴上，由短柄延伸成一个具尖三角形的果



鳞组成，单一的圆形种子着生在鳞片的上表面并被

鳞片局部覆盖，钝尖的珠孔外露，珠被薄。根据其

珠被表皮附近发现含有 Ｐｉｔｙａｎｔｈｕｓ型花粉以及布拉
克准柏 （Ｃｙｐａｒｉｓｓｉｄｉｕｍｂｌａｃｋｉｉ）小枝化石与该属伴
生，Ｈａｒｒｉｓ认为该属可能属于布拉克准柏的雌性球
果，应归入松柏类罗汉松科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１］。

在中国，有关斯卡布勒果属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化
石的报道较少，且主要见于早白垩世地层。以往发

现的化石仅包括：辽宁阜新的 Ｓ．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２］、
内蒙古海拉尔的 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ｓ［３］、内蒙古平庄—元
宝山盆地的 Ｓ．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４］及辽宁北票的 Ｓ．
ｈｉｌｌｉｉ［５］等。

中国新疆地区中生代陆相地层十分发育，其中

侏罗世西山窑组 （Ｊ２ｘ）是新疆地区主要含煤地层，
富含古生物化石以及石油、煤、天然气等重要的沉

积矿产资源，近年来一直是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

矿产勘探等科学研究和生产部门关注的重要研究目

标之一［６１６］。西山窑组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白杨河

一带为一套河流沼泽相沉积，目前已查明植物化
石至少有２７属４２种，富含蕨类、茨康类、银杏类
及松柏类，少见苏铁类，为典型的内陆型温带、暖

温带植物群［１７２２］。２０１５年，笔者首次在白杨河地
区西山窑组中发现了斯卡布勒果化石，并采集了一

批与其相伴生的植物化石，这对丰富白杨河植物群

的组合面貌，研究斯卡布果的分类演化及恢复古气

候等提供了新的化石材料和证据。

图１　化石产地及交通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ｔｅ

１　 化石描述

裸子植物Ｇｙｍｎｏｓｐｅｒｍａｅ
　松柏类Ｃｏｎｉｆｅｒａｌｅｓ
　　罗汉松科？（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ｃｅａｅ？）
　　　斯卡布勒果属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７９

白杨河斯卡布勒果 （新种）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
　　　　ｂａｉｙａｎｇｈ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

（图版，图１４）

模式标本：正模 （ｈｏｌｏｔｙｐｅ）：ＸＢＸ８Ｆ８；副
模 （ｐａｒａｔｙｐｅ）：ＸＢＸ１０１２６

产地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新疆克拉玛依市额敏县白杨
河

层位 （ｈｏｒｉｚｏｎ）：中侏罗统西山窑组 （Ｊ２ｘ）
词源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ｙ）：种名源于新种产地白杨河

（ｂａｉｙａｎｇｈｅ）地名
标本保存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当前标本共 １３件，

均保存在辽宁省古生物博物馆 （ＰＭＯＬ，沈阳）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ｅｅ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ｎｅｅｌｏｎｇａｔ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ｅ

ａｐｐｅｎｄａｇｅｓ（ｍｅｇａｓｐ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ｈｅｌｉｃａｌｌｙ，
ｅａｃｈ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ａｓｈｏｒｔｓｔａｌｋ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ｖａｔｅｓｃａｌｅ，ｓｔａｌｋ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ａｘｉｓａｔａｗｉｄｅａｎｇｌｅ，
ｃｕｒｖｅｄｕｐｎｅａｒｔｈｅａｐｅｘ，ａ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ｕｎｄｅｄｏｒｏｖａｔｅ
ｓｅｅｄｂｏｒｎｅｏｎｕｐｐ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ｌｙ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ｓｃａｌｅｔｉｓｓｕｅ．

特征：雌球果穗，近长圆柱形，长大于７ｃｍ，
宽１～１５ｃｍ，中轴宽０８～１ｍｍ，具不规则纵纹，
下部较粗，向顶部逐渐变窄，附属物 （大孢子叶）

呈螺旋状着生于轴上，排列较紧密，柄长 ３～４
ｍｍ，宽约１ｍｍ，以宽角从轴上伸出，在接近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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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向上卷曲。顶端为卵圆形种鳞，鳞片长 ４～５
ｍｍ，最宽处约２～２５ｍｍ，具一短尖头，鳞片中
部着生圆形或椭圆形种子，直径约１５～２５ｍｍ。

比较与讨论：当前标本根据雌性附属物 （大孢

子叶）螺旋排列于轴上、其顶端分别为卵圆形种

子及其鳞片等特征可将其归入斯卡布勒果属，并以

其大孢子叶排列紧密、鳞片顶端卷曲、鳞片具短尖

头等特征区别于其他已知种。

与英国约克郡的模式种 Ｓ．ｈｉｌｌｉｉ相比，模式种
附属物 （大孢子叶）排列稀疏，且与轴交角较大，

与当前新种区别明显。与辽宁阜新的 Ｓ．ｔｒｉａｎｇｕ

ｌａｒｉｓ相比，后者在果穗大小及大孢子叶鳞片上卷等
特征上与本种较为相似，但后者鳞片在与柄相交处

向下形成一个突出的刺，且种子较大，多为等腰三

角形，可与当前新种区别。与内蒙古海拉尔地区的

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ｓ相比，后者种子为圆形且形体较大，
而当前新种鳞片多为弧形且具一短尖头，种子较

小。邓胜徽等［３］描述的、采自内蒙古海拉尔地区

一斯卡布勒果属 （未定种） （Ｓ．ｓｐ．），其鳞片和
种子形态特征与当前新种较为相似，但海拉尔标本

的附属物 （大孢子叶）着生方式与当前新种区别

较大 （表１）。

表１　当前标本与斯卡布勒果属标本特征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ｏｓｓｉ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

种名 长度 排列方式 鳞片 种子 文献

Ｓ．ｈｉｌｌｉｉ ４～５ｃｍ 较疏松 近宽三角形至菱形 圆形或椭圆形 ［１］、［５］

Ｓ．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８ｃｍ 具一向下突出的刺 较大，等腰三角形 ［２］

Ｓ．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ｓ ＞５ｃｍ 圆形 较大，圆形 ［３］

Ｓ．ｓｐ． ３ｃｍ 椭圆形 椭圆形 ［３］

Ｓ．ｂａｉｙａｎｇｈｅ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 ＞７ｃｍ 较紧密 具一短尖头 较小，圆形或椭圆形 本文

　

　　以往中国有关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属文献中的中译名均
为 “斯卡布果”，但经笔者详细查阅 Ｈａｒｒｉｓ［１］关于
本属命名词源是取自化石模式产地—英国约克郡东

部的斯卡布勒 （Ｓｃａｒｂｕｒｏｕｇｈ）镇附近海滨，因此
提出本属中译名最好以 “斯卡布勒果”更为贴切

于本属创立者Ｈａｒｒｉｓ原意。

２　 古地理与古环境意义

迄今新疆准噶尔盆地白杨河地区中侏罗世西山

窑组 （Ｊ２ｘ）发现的化石共有２７属４２种，白杨河
地区发现的松柏类化石已知有６属１１种，除本文
描述的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外，还有 Ｐｏｄｏｚａｍｉｔｅｓ，Ｆｅｒｇａｎｉｅｌ
ｌａ等。后两个属在中国晚三叠世南方型植物群
（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Ｃｌａ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ｉｓＦｌｏｒａ）中曾大量出现，
在中亚地区也有广泛出露［２３］，反映了至少为炎热、

潮湿的暖温带亚热带气候；当前的 Ｓｃａｒｂｕｒｇｉａ也
不能排除属于常绿松柏类的可能。但鉴于当前白杨

河中侏罗世植物群含有大量茨康类及银杏类等落叶

植物的出现，反映了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征，因

此，当前植物群的古气候可能为内陆型温带暖温
带气候。与此同时，鉴于有大量有节类、真蕨类等

喜湿植物伴生及大量煤层的出现，中侏罗世早期的

新疆白杨河地区的古地理环境可能总体上处于水体

丰富、森林密布、气候温暖湿润的环境。

致谢　本文描述的化石及其野外工作是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由孙革教授率领的课题组在新疆白杨河地区开

展。化石采集及野外地质工作得到沈阳师范大学梁

飞、杨玉国、于鹏等大力协助。本文初稿完成后曾

得到孙革教授审阅及指导。本论文还得到了国土资

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和辽宁省古生物

演化与古环境变迁重点实验室项目支持，在此一并

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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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１－４　示果穗化石形态，大孢子叶（附属物）呈紧密螺旋状着生于果穗轴上，ＸＢＸ１０１８，ＸＢＸ１０１２６，ＸＢＸ１０１２７Ｂ，ＸＢＸ８Ｆ
１，ｂａｒ＝１ｃｍ

５　示种鳞及其上着生的卵圆形种子；鳞片向上卷曲并具短尖头（箭头所示），ＸＢＸ８Ｆ８，ｂａｒ＝１ｃ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