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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篇 ,其 主要 内 容 不 但 涉及 各 不 所 同 地 质 年 代 内 的 各 种 生物 门类 ， 同时 质 
筹 在 各 篇 中 的 一 不 中 心 史 题 是 用 证 生态 学 方法 阐明 生物 和 环境 之 天 的 相互 

-关系 ;也 是 同 盖 格 尔 致 授 所 车“ 证 生态 学 指南 >? 和“ 古 生态 学 研 党 方法 (已 在 - 
RANMA RAMEE. 本 书 可 作为 古生物 学 和 吉 生 春 学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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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一 

二 RIAN ee eee TT Se 
3, SCRA VATE ERS, 其 中 有 些 文章 研究 个 别 门 类 化 石 的 十 
| Be, BAER WAN MSA ROGER, 
”三 些 是 指明 十 生态 学 研究 方法 及 其 对 于 各 种 生物 问题 和 地 质问 题 
“欧美 系 ;也 有 一 些 仅 涉及 有 关 海洋 无 看 椎 动物 的 某 些 类 别 , 是 生态 
方面 的 具体 资料 , 最 后 还 包括 关于 古 海洋 和 现代 海洋 的 造 矶 间 
F Hi, - 全 : 

Cort Se Fi A AIO : 
。 代 的 顺序 排列 的 。 

本 交集 第 二 篇 以 是. H. 雅 可 甫 列 夫 的 韵文 开始 ,简要 关 明 作者 

对 四 射 现 瑚 形态 发 生 的 许多 研究 成 果 。 这 篇 文章 和 柔 摘 自 H.W. He 

BE Ces be Mead 15 FR? (PRA EL EH ALT 1958 年 

ee vee 

4 A), HAKAN A RA 村 
。 高 拉 尔 地 醒 区 海洋 微 古 生物 〈 介 形 虫 与 放射 虫 ) ,以 壳 的 功能 分 
”为 基础 , 研究 它们 对 岩 相 的 适应 关系 。 sah atm ep 
REAR AEM, ALU RRA B. B 
WERLAK A — ae 

WE. 
et Te FI: “SARE SCH PR LIBR VERIO A He 

; FN AAG NER, 但 与 上 述 各 篇 不 同 的 是 分 析 读 时 期 生活 
Ve 

= | WO ABNER SRE DN HEI FSB RH EE 
AAU EAT BH ANG A As APT HY SPE SCE 

eK — M. A. feRBeeeaeeet T. 沙里 
契 娃 从 事 石 迪 和 的 腕 足 动 物 研究 。 所 逃 的 内 容 是 某 些 石炭 弓 早 期 

。 长 身上 员 类 的 功能 分 析 和 生态 问题 。 接 下 去 是 E. A. 伊 万 讲 娃 的 
三 篇 文章 , 内容 为 研究 俄 罗斯 地 台中 上 石炭 起 的 至 动 物 玫 分析 。 

四 1 



ee eer et Ze 7 
SCR RB (EIB ALTE ROSSA 
He PO TEE ER LAPSE 

HEBD EU LEAR RE TE BE 不 充分 的 情况 下 
”对比 地 层 常常 发 生 错 误 的 原因 。 “i 

| CB. SRIENSCER A. Hc Seaboket—te eI 
ois SAR eee es ee 

: VIET BA — HL — Re ARLE EAD 
和 ee 

属于 中 生 代 的 前 女 共 有 两 篇 : B，A， 顾 斯 托 米 索 夫 的 文章 介 
QT RSH GEE Oa HE So ARE RI 
P. D. SEHK ARS — RE BORLA T 7 CEPA BE ABS 
HH RE OBA RY SPE Or Se Ay Miner 

| EOE EN EE i ee 全 全 和 
和 结论 图 表 插 在 这 里 可 以 表明 古 生 态 学 研究 全 面 分 析 的 举例 。 

© SHEERS RAV ADCER ORC, SOO 
蒂 -里 海区 软体 动物 的 生态 和 演化 问题 。 P. JI 米尔 克 林 的 二 篇 
介绍 了 研究 中 新 世 辩 鳄 动物 生态 分 析 所 采用 的 方法 作者 利用 现 

_ 实 主义 的 对 比 ; 正 确 地 确定 了 生物 天 的 生活 条 件 。 an ee 
«BURSA eEE AY  A Re 
ARBITER REL, 在 发 RARER EIR 
| 律 所 表示 的 方法 。 几 .II: Use Sb Bt a 
”动物 在 演化 发 展 上 的 一 般 规 律 。K: Me 苏 尔 丹 诗 夫 和 了 M. BO 
根 金 两 篇 文章 介绍 了 其 他 种 类 的 辩 钙 动物 和 环境 的 关系 。 a 

Sy ee TET EL JUMESCHE A. VRS EAHA” 
AEDT FE ah ARG AT PEN “ALR” OER ARS 
(PRI HAS NRRESE 1657 2 Bley seen 

， 用 和 当时 占 优 势 的 大 地 构造 条 件 的 关系 。 在 古生物 学 家 MT. ee 

拉 列 娃 和 岩石 学 家 -区 . KARR AE CHIN 
伯 利 亚 下 塞 武 杞 十 标 类 和 渡 类 造成 的 生物 初期 礁 体 (GEGTePxD 成 

7) ii. + a ; 



一 

«awesome, 7. 4. symm BA、 伊 娃 尼 亚 的 一 入 
“全 BEB VE AC aI es AS Ra it Se 
的 方法 。 属 于 造 确 问 题 一 类 的 最 后 两 篇 一 B. 0. 考 列 斯 尼 科 
RAM. KK. 珂 洛 留 柯 的 文章 , 系 研 究 苏联 欧洲 部 分 南方 第 三 权 后 
| MRE Aint ATER Pe 
最 后 一 篇 系 P. . TT ak ere) 

RAD ak re RE ee, A 
”的 研 窒 必 须 在 生态 学 的 研究 基础 上 进行 ,才能 解决 。 

| 本 交集 上 述 材料 是 我 在 1957 年 12 月 在 中 国 科学 院 古生物 学 
ee ee 由 我 的 助手 杨 式 清和 其 他 同 
ePIC, MEM A WEE GHA PAT BAG Ea Be, 

por onOm ak O-F ee AIR Lee T MIME eee Wa HO 
RETR, 因此 对 原文 在 篇 幅 上 作 了 和 缩 简 , 同时 为 了 使 读者 易于 明 
BAIS LET EEK, ROWE, TR 
. ‘ PDR ATE 古生物 学 指 南 - 和 古 生 态 学 指南 “已 经 经 成 中 文 ) 

ue 人 

Bo: wo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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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li e 





a 
1, RBG P.O. Mi REO 
mt , PERE PAE 容 分 成 两 个 部 分 : (1) 古 生 态 学 的 研究 方法 ; (2) 苏联 . 

2 ， 现代 古 生 态 学 研究 的 具体 实例 。 前 者 具体 表现 在 上 D. BER 

-教授 所 著 “ 古 生态 学 概论 ”一 书 内 ,后 者 就 是 现在 所 译 出 的 二 十 五 “ 

篇 不 同 著 者 的 "上古 生态 学 参考 资料 "。 “”- ees 

2, HUMES BLE BB GE 学 概论 ”_ 书 而 昔 , 本 ; 

ee OREN TUE SA. 
3, 二 十 五 篇 参考 资料 是 由 -P. 四. HEH IRAE IR Dea 

的 容 上 加 以 精简 。 其 
文章 排列 也 是 按照 在 中 国 科学 院 古生物 研究 所 教授 独 课 的 顺序 ， 

ED: 第 一 部 分 姥 十 从 篇 ; 按 地 质 时 代 包 括 苏联 不 同时 代 , 不 同 地 区 
进行 二 生态 学 研究 的 实例 ; BoM LARA ALE EG 
人 和 和 fet AEA ABO 
FERIA FR BE WE HOEE 

苏联 研究 古 

Bee iy: 所 有 的 文章 尽管 著者 不 同 , 时 代 不 同 , 地 区 不 同 ,研究 的 十 
三 生物 类 别 不 同 , 但 总 的 方向 是 一 样 ,所 有 女 章 都 是 致力 天明 十 生态 
一 一 生物 和 周围 无 机 界 的 关系 ;更 正 ee A A, 

态 学 

地 的 沉积 环境 。 

了 FA AOE FRA AE SHR AIRY AT 

WLR SHE ,以 备 将 求 再 版 时 修改 。 | — 
6. 潮 的 过 程 南 二 生物 研 兴 所 全 昌 民 及 梁 希 洛 同志 历 助 参加 ， 

ERDAS Ln bie ete BRAT He PASE HE Bee Be AA 
帮助 和 指正 。 

Be. 者 : 





ee, hex eA. 
urs 

o abe 8B 有 ET Ga 
: ERIE 5 Wee | ote 0 H. H. HEMT AIF 1) 

WBA SRE HR An ETE RAE ITE Boe ae 
se BM esa ge ee eee Cates E. He. yess rH ( 14) 

ae ; 伏尔加 - anne Fe Re KA FL she AUN PS - 
Bik ASS EATS EA ATA 

Se ROVE ade sS oc cole srbecacpcevidbecseciccccncccesvoces i. B. 8 FERE ( 19) 

; i ee B. B. 条 里 天 金 人 25), 
ae HES AC METER AL Ta WINER A THOSE 全 aoc 

下 sean ceneenccenseessecenecenssertenseeerensens T+H. BAR BARE ( 28) 

er ee ee 
DURE T ER RAL Giga dels ose’ nen fae hr’ M. A. fy Je TE Ste > Stel ( i 

站 semana nie a SE 生态 和 演化 vests 
人 beak: “yp HSE ( 40 ) 

BUR Me REINS HMA WER eee EL AL BTEC 44) 
SORA aah Lee EA. 伊 万 讲 娃 ( 51 ) 
eC a TESLA TE RB RE 

Lhd a's ose cignt Saige cabs ade anes .E. A. (tHE 61 ) 

Ban CBR baer oe 
Vat weeoreeee C. B. SEAT PG REAL A. YW. SAE ese (67 ) 

: BOM W AB LAF B. A. BUYER (78 ) 
| RALPH CPE eee P. ®, 盖 格 尔 ( 84 
， 弯 牢 饥 上 部 塔 尔 汉 (Spirialis) 泥 责 岩 软体 动物 的 十 生态 

ee Siete OES CR PEG RS ecaint P. 本 .米尔 吉林 (686) 

同 生 示意 图 '… “iB. Il. $5 Fay, EAT, EP. D. 盖 格 尔 重组 (90 ) 
| IRE MRR Lt i a SEAR ROO 6 i Nahe 

PA Oe ae uhe J. IJ. 383 E96 ) 

ee yii 。- 



[ase FE SAR A Hb arti Lap hh Att aa--- K. M. i AR PP FeC 99 ) 
4 ES WE KALA RB 下， M. Bae (104) 

| BURA FE AEDT Sere eee eee i 拉 维 考 维 奇 (106) 
现代 再现 确 的 形态 和 生态 (以 澳大利亚 大 歼 提 为 例 )… 

deead eccenvcccccvccdscccccenstevsecesoesseas A. WH. sie CAML) 

A ER ct Penis t sc esecneseceeeneceeceens 

ssceetececsceseescoveeee A, T. ord REA K. K. ‘REAR 

HEMT Ef LYE BR FL aa fib senteyh en dee ate 

diate thas 和 别 尔 斯 卡 雅 和 B. A. eerewC2) 

We oR BEEP Ra hop kes ae De sodgeshasatebeebetaeueae 

Ger ee aisenita Degas ble ried arene hoes B. I. RUN FEARC27) 

Uk SAR HEAR HR Be AR 本 W.-K: 考 洛 留 柯 (132) 

化 石 遗 跳 学 (CHIareeaxHonoraa) 问题 和 环 里 动物 的 地 盾 
oS Soe AS ies Pat ated. whe da - @. 盖 格 尔 (142) 

辅助 佐 考 资料 
在 米 丘 林学 褒 启 示 下 论 全 下 石 迪生 期 其 全 Lithostrotion . 

的 形态 发 生 … Ce TA. Ash est) 
| A AUR AR A aes et oe oy is 

-C. B. Fis Hi SeRET A. M. AmB) 

s Vili ‘ ‘ : igh zt oat 



4. 8 

论 形 态 发 生 的 因素 ” 

HOH. #WAAK ie aah 

| PERERA S AUN By —_ BANE Bh, TT EMRE TIE 
”成 的 因素 。 PE PT Ha RA A, Se Et BE FA, HL 

“起 租 粹 较 高 等 的 动物 如 蠕虫 、 软 体 类 、 人 

可 能 的 。 可 以 把 淡水 水 昕 讨 为 是 腔 肠 动物 的 简单 类 型 。 这 个 小 动 

Wyte, £R ELD REET EI 

BR, 而 其 口 部 指 着 相反 的 方向 。 
BURR HEATER HY SEBS ae EN MK EA; 48 ae Ae, 

| "ELEM IEPS BH FEN UTI RI 这 些 隔 膜 由 简 状 体 壁 向 中 心 
REA ALR AR ARAB) >, BERGE RUE PEAT Bi 
i. MMAR AMES Re NR 
-_ 骨骼 构造 。 这 种 具有 骨骼 的 腔 肠 动 物 称 为 现 瑚 虫 它 全 的 骨骼 保 

| 存 为 化 石 称 为 现 瑚 体 。 
未 妨 友 海 痊 优生 其 软体 体 台 的 阴风 作用 具有 仅仅 丛 明 的 .局 

“部 移动 的 能 力 。 现 瑚 经 常 固定 于 海底 或 其 它 物体 上 ， 缺乏 移动 的 
FE, 永 媚 的 亲 穆 水 母 乃 是 由 水 昕 所 派生 , 它们 的 身体 为 具有 口 
部 朝 下 的 伸 形 ,因此 水 母 很 自然 地 同 水 昕 相反 ,可 以 支持 在 海水 表 

TE, 同时 傅 靠 体 壁 的 收缩 而 游泳 。 但 是 水 母 的 游泳 能 广 借 不 特别 
好 ; 字 不 可 能 湖 流 适 浪 ,而 是 经 常 受 海流 及 波浪 的 影响 。 
“不论 永 昕 或 水 母 ,它们 的 特征 在 于 具有 放射 对 称 的 构造 ， 这 种 
PARMA BMH MESSE TAME 能 力 。 
同 膀 甩 动物 相 类 似 的 ;有 球 皮 动物 ,如 海 百 含 和 海星 也 具有 放射 性 
对 称 。 适 应 于 块 速 移动 的 生物 具有 两 侧 对 称 (例如 电 虫 \ 节 肢 动物 

* ” 原 妈 发 表 于 苏联 upnpona (自然 2) 9 期，1946。 
¢ ‘Sh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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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判 椎 动物 )。 

腔 朋 动 物 看 起 来 是 简单 和 清楚 的 组 炽 ， free = 
GUS PROG, (Rugosé) GORE ARR, PRG 
面 的 意见 ， 正 象 德国 名 十 生物 学 家 叶 盖 尔 Jackel) 所 壕 : mat 
UA ER EY ETE AEE | 

下 面 将 看 到 ;我 们 可 能 得 出 这 个 合理 的 解释 ; 同时 也 可 能 着 明 ， 
PIERRE Ze Re A 0a SY NAT OUT RA EAE , BES PSST Fe 
fee 又 当 "EAT AS ALB SS — A i PE Je A 
物 。 
9 PAE RPE 

内 部 构造 | | a 

四 身 开 戎 外 部 形态 上 的 两 全 对 称 

BUS BLA ae EAE BAS HG IR heen 1889) 难道 不 是 第 一 ; m 

Sr RL DIA ANE Sh SB 形态 上 的 两 侧 对 称 咀 ? AIH 
当 把 四 射 现 瑚 体 讨 作 雏 体 ， BARR BE AER 
Fe Hit FEZ OP EE 

PEATE MR, 我 由 “seats Fane BIN awe = 
ARR aR APT Rta ie GER MERIe, 190 和 ;而 在 1910 

“年 我 定 出 四 射 再现 体 以 侧 部 固着 的 事实 (图 1, 2), EOSMRIRD 
部 固着 而 不 是 像 中 生 代 、 新 生 代 多 射 现 形 的 六 射 现 现 那 样 用 基部 
固着 ,而 这 种 基部 固着 全 经 被 错 避 地 拿 来 解 有 释 四 射 现 瑚 。 对 我 来 7 

BURGE AE UAC RTs ETE TS HA, 
BUR LIUES LA IGE a Bee MOVPE ATO RAN 

OF MPA ET PH Sy HL ae 
* PERE, DOIN AIAN Al ABE Se DE ,* 
ZA IMATE TARPS AT AOE 

Se tel Se SLADE HB tps FE DUB LFS AT TEP SEAT 
PRNEL , HET AEA AIL 29 Batt, ah ot RFE Ss LR ae 

NB re A A A Be 
rg 

od 



4 an 4 et ae foe , 一 四 
« ‘ ; ‘ 站 mm = 

er pr , wy? - = : 
月 te < meg ty ae, ; ; 

. 站 > . 

， 的 BE AVE DIZ AMD BRAT PRE 二 

YR, 数学 式 规则 的 雏形 珊瑚 休 可 能 并 不 是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到 的 。 SMEAR AAA, BUMS 

站 —_ ° . 4 nm - ‘ ‘Ae ™ . 

, wi eee ea Petraia. Permiana Netch, DHE FE : aS ta 

hee Strophalosia 7 EC: 1) 

bs” FA2 Wi A ba (Oaninia vernesili Stuck) ABE, G 

eh @ Fs, 5K Se TATA) Ta ELIT — + OB IR AA a 

_ €io4)* . 

A ’ ,) ~ 2 3 ¢ 条 



是 正 象 实用 机 械 学 一 样 , 在 2: RRA SERRE SEA 
的 修正 ;但 尽管 如 此 ， 理 葵 还 可 作为 卷 虑 的 出 发 点 。 

当 研 窒 保 存 好 的 33 个 外 同一 地 点 采集 的 泥 盆 和 再 蛮 Cyatho. - ° 

phyllum ceralites i} ,XYHMBIE IIE Lb eA KM RRR 
RANE, LTE T AREAS BM 

- 瑚 体 西 起 的 一 面 , 几乎 大 多 是 在 便 部 表面 , 同时 常常 靠近 西 面 : 
BRD Wate De Pe See MH BB Ze i +t BASS ES 

Ce Hh FURS ARG DH SU LF PS I 的 一 面 上 , 例如 

24 SALA As EL PS EEE, ea 

部 向 上 而 生长 。 HFRAIEMKE RBH, BEE 
面 的 单 体现 瑚 就 能 够 稍为 向 下 弯曲 , 也 不 会 遭受 洪 泥 的 威胁 。 因 
此 , 盛 德 福 (Schindewolt，1930) QE RIED Hie, AM 
同样 地 可 以 发 生 在 任何 方面 。 介 经 看 到 四 射 现 珊 弯曲 的 锥 体 不 是 

~ 

iS SB PT RRO RE en We Ae PE AIR Se 
掉 了 固着 能 方 , 但 却 保存 了 防止 学 入 浴 泥 中 的 弯曲 性 。 

诲 曲 的 现象 是 现 瑚 壁 在 一 个 方面 占 优势 生长 的 戎 果 5 四 射 
贡 再 体 从 便 向 于 一 方面 占 优势 的 墙壁 增长 , 也 在 ALARA (如 
【Paleocyclzs， 0 的 特点 上 表现 出 来 。 这 种 平 盘 状 的 特点 

正 象 在 六 射 现 瑚 中 Deltocyathus 和 Stephanophyllia 各 属 一 样 ; 同 时 

成 为 在 松软 海底 上 支持 珊瑚 体 不 致 沉 入 于 浴 泥 办 的 先决 条 件 , 但 
是 我 在 1910 年 全 经 指出 EARN 射 盘 状 珊瑚 体 之 间 有 着 关 
Sl, AAA EMRE LMA ORK (3-1), 
ST AR EA LAR, 然而 RAE 
中 心 而 是 偏心 位 置 (图 3-2)。 SL, ANTE 
线 间 的 距离 到 处 是 一 样 的 > 而 四 SPH PY 距离 大 于 另 一 

. 个 半径 ， 也 就 是 属 现 瑚 体 癌 一 方 生长 的 多 。 3 这 一 现象 在 较 早 未 被 
意 (AS ARAMA Paleocyclus, Microcyclus 等 属 的 生长 点 不 正确 地 ~ 

被 亩 成 位 于 中 心 )。 这 就 表明 了 盘 状 四 射 现形 得 到 的 这 种 形状 是 
， 姑 生 的 。 它 个 租 先 的 原始 形态 是 弯曲 的 铁 状 。 虽 然 盘 状 现 期 因为 

“位 于 松软 的 海底 上 这 种 外 形 退 化 了 , 但 保存 了 钥 先 的 价 向 一 面具 

$y aioce 



we - 

yeoman, SNP EMEMERELT, “seams 

© apa ma: 性 。 

_ 两 侧 对 称 保存 并 出 现在 自 

ree ate Spt 3 BH, 

”中 例如 ， Calceola sandaisna (#8 

_ Baie) , 它 的 形状 是 容 

dh IE Se ch dn WSC He 

. BE, Pi FSA DUS ZEON Ta 

| EEL. 有 时 这 种 属 平 仅仅 shen 
”是 在 便 方 的 中 部 , 例如 Holo- 2 一 一 四 射 珊 瑚 

| phragma calceoloides, DS a 2 OE Galecble A 

”有 特别 的 盖 ， 盖 同 局 平一 面 的 直线 匀 边 相 联接 。 Holophragma 没 

。 有 这 种 盖 ， 属 平 仅仅 是 在 侧 方 中 部 ,这 毫 无 问题 是 适应 于 稳固 地 爷 

图 3 ， 慢 状 珊瑚 生 长 敌 的 排列 

” 队 在 海底 的 烙 果 。 扼 鞋 状 的 再 瑚 媚 然 是 由 具有 两 侧 对 称 的 四 射 再 
«RIT, PA 2 22 7 PA BT RN PE, 

.还 在 1910 ) EAR TL AT AL AY BB A BREF SEI. 

| ERE A RA, AR 98 SEAR TY LAT AE AD 
HE, URS, 便 部 固着 间 
.时 也 是 因为 四 射 瑾 现在 古生代 浅海 地 带 所 必需 的 。 正 象 现 时 的 单 

ASIN E EEE —PE CEPT ATRIA, 1910)。 . 
直 于 这 种 考虑 ; eT a 5 3 WEA BA UE ME A: 

活 ; 我 在 :1914 年 提出 四 

- 射 再 瑚 应 当 是 生长 为 凸 起 ” 
“的 一 面 朝 向 海浪 ， 因为 在 
这 种 情形 下 受到 波浪 击 坏 
的 程度 最 小 (图 4)。 这 个 
ELE BR PLER(B. 10. 
Yepxecos, 1935) 的 观察 中 

”图 车 波浪 对 于 四 射 遇 瑚 体 的 作用 万 的 钱 是 
Mi-=M, 有 效 的 分 力 n 垂直 于 珊瑚 体 ‘. 
a, FERTILE A AMA | PGT ESE, ABS HL 

Oe aid Sale cea 和 刊印 出 单 体 四 射 现 现 分 
人 



ort” 

| HERR ARS EL METRE RR 
特点 ;证明 现 瑚 佛经 以 凸 起 的 面 朝向 着 海浪 。 最 好 的 客观 事实 是 较 

-晚期 的 一 一 石炭 纪 的 现 瑚 旦 枉 圆 形 横 切 面 ,长 珊 位 于 对 称 面 上 上, 同 
时 早期 地 持 时 代 中 四 射 现 瑚 体 的 横 切 面 为 圆 形 。 这 种 椭圆 切面 ,， | 

SEAT HEAL SADE FB PREETI 

"PASTA ADIOS YL RE Pi 

APRS PS POY BE che 
: (fossulae ) 的 钥 成 上 。 

谈 到 隔壁 , 它们 往往 有 两 级 ， ek RRO ye = 
体 的 尖端 开始 生长 ; EWG RE Ye CEO, HPAL TERE BETA, 
JAE SBE DO «BG REIN SR Se Fi 
的 称 为 主 隔壁 (图 .5 H) , SA 7 4E GEA Be wt BE (GY; 
此 外 ，, 两 个 原生 便 隔壁 (S) 分 布 在 对 称 面 之 苏 现 瑚 的 侧 部 。 oe 

AAG ETE EBAY RDO 2 IR, PR AB EAA - 
-对 部 是 按 主 、 对 隔壁 的 分 布 而 确定 的 。 砍 生 隔壁 发 生 在 原生 隔壁 - 
之 后 ,从 其 出 现 顺序 分 别 以 数字 (1, 2, 3,455) 求 相 应 的 表示 (图 
5 "EAE SIA SR ACAI OI Hit HH LTE SE aS WB PE ， 
”部 两 个 等 等 。 

新 的 次 生 隔 壁 在 这 种 情 交 下 发 生 于 继 体 的 越 来 越 高 起 部 分 
弯 锥 形 更 现 体 的 口 部 垂直 于 四 进 面 , 或 至 少 与 四 面 所 成 角度 比较 
对 上 西 面 所 成 角度 更 大 。 ALMA ARATE aT ARK 这 样 生长 
RRS SIE (图 0 ， + 
‘RARE OAK, ABUSE ARIOORER. 

fT. OK PERLE RBA TED AES CORA 
供 食用 的 微生物 。 

庆生 隔 台 和 让 于 口 部 的 排列 可 能 仅仅 出 现在 对 部 。 在 主 部 志 
生 隔 壁 不 可 能 采取 这 种 排列 ,因为 原生 侧 隔 壁 (S) BPE 
次 生 隔 壁 在 这 里 可 以 达到 最 大 的 接近 上 述 的 垂直 , 那 就 是 发 波 才 
ASEH MRR LAT FOURIER, LOPE ASTRA 

2 6 Sar = 

* 



三 a 7! C 

R 

= ie 

. BS PUOSERIKMSRGE Ses “图 6 四 射 珊瑚 的 功 年 体 在 各 部 具 
a - Rise RAlaAR, 1928) 1 — pa A —ARETA RE ERE 

> aay DARREL 隔壁 的 疫 EMCEE I, HF 
~ $s; 2——_ igs HG, S, =m EAOIIABE S, HBAS - 
壁 ,对 隔壁 和 合 隔 壁 ; 1—5 aee - 

eb; F— WW Cfossula) 

“位 平行 于 三 种 原生 隔壁 ,这 三 种 原生 隔壁 的 基部 位 于 四 面 (G, 5 和 
二 S)。 由 于 锥 体 的 侧 部 在 图 上 各 部 位 为 三 角形 所 以 灵 生 隔壁 在 图 上 
| 平行 于 三 角形 一 个 边 , 具有 一 定 的 角度 或 者 届 是 对 另 一 边 呈 羽 状 
«eas wR HE BE 在 对 部 次 生 隔壁 对 于 原生 侧 隔 壁 S 的 关系 是 呈现 
| RG MAE 下 的 关系 也 是 呈 列 状 。 在 对 部 次 生 隔 
。 壁 的 分 布 和 对 隔壁 平行 而 和 侧 隔 壁 成 一 定 的 角度 ,而 在 主 部 同 倒 . 
上 硬 辟 平行 , 但 和 主 隔壁 成 一 定 的 角度 ; 这 是 区 别 四 射 更 瑚 的 特征 
”和 醒 宛 具有 清楚 的 两 侧 对 称 性 ;这 就 呈 做 孔 德 (Kyar) 定律 。 

| ARPA GUT He EAS BMS TA MY 称 性 相 违 肯 ; 因此 对 
许多 研究 者 形成 为 无 法 解释 的 死 意 。 叶 盖 尔 (Jackel) 仅 解释 为 四 
射 现 瑚 发 生 于 具有 两 侧 对 称 的 更 高 级 动物 的 退化 .CrerparatHaD) ， 

“就 是 发 发 生 于 环 虫 类 。 某 些 动物 学 家 也 货 讨 为 腔 肠 动物 一般 如 
- 4 



RAE DUR RNA AAR EDI Hh 
a Esmee LE Fy TSE DS SHS 9S UT HR 没有 必要 改 

ALAM MRT, RM LAE, ABR 
BREE ela SOUS Ee EAH TAO, BB 分 布 的 特性 不 过 
是 弯曲 的 结果 。  . - 

Fe 2 0 SY Pe 的 排列 ， ee we 
AERREE NA HBR EE HIE Ae 

du 5 FE LES Ho SHE Fy Be ER, o/b — 7 09 
BUTE PS, ID STA EEK HIE T RP RRR, BRA 

” -切面 直径 增 大 时 , 才 有 需要 和 可 能 增添 新 隔壁 ; 当 闭 现 现 体 保持 一 
” 定 直径 时 ， 隔 壁 的 数目 成 为 固定 的 , 他 何在 大 水上 是 整齐 的 ;和 工分 
布 为 不 是 两 侧 对 称 的 辐射 。 这 种 情形 表现 为 辜 怕 形 瑚 的 一 般 规 
BEARS MEE AB ETE Ts BA, 外 于 出 医生 殖 而 
形成 柱状 个 体 的 分 村 这 样 按 上 述 的 更 瑚 体 的 变 花 ， 就 形成 为 接 “ 

ARM, 
SANs RROD Poe AeA, WTR RAISE 

5 Hh (09 SSR A ET, CRRA SN FSA BY SPAR PTY, oe ce | 
aS AE EAE ARE RR 
5) HERG TESE ASE (H) SEAS 9 LG , ESET CURE (S) 
上 比较 微弱 。 生 隔 壁 位 于 主 隔壁 的 内 沟 部 , 便 隔壁 由 主 部 两 侧 来 限 ” 
APN, 当 着 内 沟 出 现时 ， 主 隔壁 的 发 展 往往 受到 限制 而 在 辐 
射 未 端 缩 短 。 这 种 特性 的 解释 是 :在 主 部 由 于 詹 体 的 生长 ,靠近 主 ”“ 
WBE ART ARR, TEE wy JY SCRE ERE A 
6) 9 FABER LGR LIF hp Ae iN AE LTE EM, 
RDNA PR PH awe, 也 会 多 少 挤 紧 。 这 些 软 体 和 外国 着 
骨骼 ， 但 并 不 和 骨 骨 生 长 成 一 体 。- 由 原生 隔壁 旋 面 所 拉 着 的 软 … 
IRM ITA RAE ED, HERA 
fa) (AeA) 的 生长 ,因而 也 就 成 为 原生 隔壁 附近 的 两 二 
沟 。 当 次 生 隔 壁 挤 紧 时 , EPIRUS Ein A 5-2 所 示 , SB 
产生 的 隔壁 上 。 ESAT » SE SE AN Pa A, 



于 在 这 个 部 分 坎 体 压力 特别 大 ， 因 为 在 这 里 比 起 其 它 靠近 侧 孝 的 ， 
“原生 隔壁 内 海 来 是 两 倍 ， 同 时 产 生 在 对 称 面 上 两 个 部 位 的 接 多 

.在 现 瑚 凹面 软体 的 下 垂 应 当 是 特别 强烈 ， 有 时 可 以 观察 到 在 : 
不 同 的 地 质 时 代 里 的 更 现在 凸 面 有 原生 隔壁 加 厚 的 情形 ， 主 部 中 ， 
”- 这 种 隔壁 加 厚 (PREC RB MB) FES 28 A PACH 2 HH 

- RF, ,例如 Caninia \ 天 资 现 否 )， 同时 也 存在 某 些 志 禄 和 和 的 再 
ict” i eae : 

: ERIS FHI, URNA HUREE ( A: Maso. 
mao6osa 1943) FRE, Caninia 的 租 先 没有 这 种 加 厚 ,也 没有 象 
”Cozizia: 的 规则 的 弯曲 的 珊瑚 体 。 当 着 更 瑚 体 均匀 地 这 曲 时 , 吓 起 
”的 墙 三 是 均匀 地 谢 砷 ,软体 下 垂 状 比较 不 规则 ,弯曲 的 情形 更 长 和 
二 没有 间断 ， 这 就 可 以 解 杰 Coninia 及 其 它 现 瑚 的 墙 和 隔壁 加 厚 的 
i eee ea 

: (ae pee aeeweegdethtend 
| APRIL 其 个 人 _ 后 来 变 
成 为 柱 体 ， ra inet 也 会 失掉 两 侧 对 称 的 特 性 而 变 

“成 放 射 状 的 排 烈 。 这 种 情形 在 现 现 的 历史 演化 中 篆 径 发 生 。 四 身 
” 现 现 在 十 从 代 末期 失去 隔壁 固着 的 和 鹤 曲 的 趋向 ， FEE REET 

。 再 瑚 体 ， 隔壁 也 排 成 象 古生代 以 后 的 坟 射 再 瑚 ,特别 是 单 体 的 天 身 

。 弄 玩 , 正 象 对 于 现代 生活 在 深水 中 的 天 射 单 体现 瑚 的 代表 -一样 , 很 
自然 地 在 深水 的 情形 下 不 需要 珊 固 的 侧 部 固着 。 古 生 代 和 中 生 代 
之 交 的 特点 是 给 烈 的 造山 作用 和 上 从 大 陆 向 海洋 搬运 大 量 的 粗 砂 沉 

Re SSR AT AY AE an NCO SE HASAR ei SEE 9 a PE A RSE 

原因 。 洒 状 上 述 造 山 运 动 结束 时 ， 粗 石 碎 导 沉积 会 减少 ， aD Z, FAFA 

可 以 重新 在 浅海 地 带 分 布 ， EAL, "EMITE Be AEH % 
BRAS TMAH, 
BRE, Po Se SOT AL AIT — FH POTS AL I 首 

。 先 便 部 固着 生长 的 珊瑚 体 是 对 于 泊 泥 进 太 你 内 的 反应 一 现 瑚 体 - 
的 口 部 远离 开 海 底 ,因而 弯 成 牛角 状 。 那 未 现 瑚 体 排 烈 方 向 与 波浪 

Ae ihe 



_ 

"Bra WUSE HAT DURDERSR IPRS "EB aT A PT TD 

gre, HLS WI AL PRET RAORER ARETE PE SLE IEE 

A, SMW, Pe Wee a eee 

FRR MERINO ATEOT AC MTCC FICS i EBTVETERS, 原 | 

生 和 次 生 隔壁 之 间 的 关系 表现 为 形体 曲 科 相互 关系 的 千 果 。 AA 

徇 造 发 展 的 出 发 点 是 外 界 环境 : 部 淡水 带 的 生活 条 件 。 这 种 生活 

未 境 的 改变 给 予 癌 深水 渤 移 以 推动 力 ， 而 且 和 这 种 改变 相 适应 的 。， 

“是 组 粮 的 改变 ,首先 是 便 部 生长 的 走失 =。 “ Ge ee, 

DSLR, SSSR PE, HE A ST 

.产生 的 时 代 , 根 据 魏 西 尔 曼 所 做 的 图 解 ， 在 某 些 二 达 乞 的 现 瑚 (是 

指 那些 被 认为 产生 六 射 再 瑚 的 四 射 再
 瑚 一 一 Gertjiai Plerophyl-  。 

Trin 26 , FAPEL 7) SAWP EDS Do BB RE RL RAR I “3 

iw, Sn Le Ce HE 0 I, ETA oe 

3 1. 
- Naes 

厅 G73 ‘* < : 1 m4 ¢ ol 

图 7 1. Plerophyllum (1:1) 和 2. Polycoelia (4:1) AVEC Tis fe ; 

_” 兰 个 过 期 的 隔壁 未 端的 加 类 Ge Gerth, 1921) a3.4 
和 

基部 疫 有。 这 种 特征 很 可 能 是 当 从 四 射 再 瑚 迅速 向 天 射 更 现 和 

… 变 过 程 所 产生 的 , 是 当 es
 os cc 

pete Reet, Ha -F SE SEI RE AA 3 | ROY, DIE AEA 包 

- -起 隔壁 向 放射 状 生长 到 一 定 长 度 的 生长 荷 东 营 ， 由 =F EET RE 

Sg eh FIG FEI EVER» HEIR AE REA STR TR UU 

fe Lie BAH SSRI TL MLA LTO as 

- 10° oF te i c 



1 
. - 

要 W 分 沁 和 和 石 大 质 的 这 积 训 以 自动 汕 。 Lak 
-的 沉积 也 就 消失 。 
2 因此; 决定 四 射 现 瑚 形态 租 成 因素 是 , 生活 在 浅海 多 浪 地 融 ， 

a 1B EE AL SRE A LA 趋向 性 ,自然 选择 
“和 荷尔蒙 的 影响 。 

BPRS ELL IRIE 
于 或 考区 得 于 每 代 个 体 的 问题 ,后 者 似乎 是 正确 的 。 但 是 需要 指出 ， 

， “ 直 于 保存 便 部 生长 特征 的 惰性 , 即便 是 在 早期 形成 生长 的 原因 便 
部 加 着 之 后 ,这 种 全 性 仍 得 保持 。 

二 淡水 水 曝 的 食物 一 样 ; EERIE 的 小 孔 对 于 这 些 食 牺 是 不 合适 

的 , 腔 朋 动物 的 食 品 开始 经 过 口 孔 而 进 大 与 此 相应 的 囊 状 体腔 办， 
“这 是 和 大 部 分 吉 标 类 不 同 的 特征 。 

PORE SE SRE OK PIER BSE SOLER 
d 5 tera a PE, REE IE Do EOE, HO WAS 
«RSS 

SpA Nicer Tie Lecee. Micee vist LoRTASE te | 
_ EI, PI BE LATA TL BRIAR Be EK BT A RO 
Bee AAA SHINY, SEER TE NEM, SMALE 

， ， 侧 部 固着 于 海底 HEMT HEI; 1910), BRA LMT Ae T A SIERO 
SRILA Ke, DL SHIA AIR ORE BS THT A x 称 ,也 就 答 

. anes 

A 己 招 至 隔壁 两 侧 对 称 的 发 展 ， 成 Fa APT BSF IE CHEM EAI, 
1904), “ | : 

必须 指出 ， 某 些 四 射 贡 现 也 象 古 标 类 _ 样 具有 隔壁 孔 ， BUN 

| “arsine teint 8 JWT SH He EY IR IE Kiaero- 
wk phylium HY LASER ALE PERI CE Kiaerophyllum 隔壁 上 的 不 规则 的 

KA; AD es IE EH NTL TEA TAY, 

RPG AZMELAR RASA, BRE 

心 固 羊 一 一 序 以 雏 体 顶尖 固着 ,但 是 STAAL ROME, 因为 正 象 沃 罗 

He (ALT. Bosior 4H ) 所 说 明 的 一 样 ， 固着 是 靠 倒 部 脚跟 状 突 

起 的 辅助 。 

se。 TL-。 



PBR ERE AT OS ES 
SM FASE 32 BE Dy ASB ES, 因为 脚跟 状 突起 位 于 现 瑚 匆 体 下 部 的 侧 

_ % (42), A TE fe UR A A. T. RRR AH 
图 一 样 (1934， $8253 图 ,e ) ,固着 发 生 在 大 量 脚跟 状 突起 的 情 ” 
驶 下 ,这些 突 起 是 由 清楚 的 各 种 平行 板 所 形成 ， i 
YA 
SUAS HORBIL EL ASE 人 and Shrock, 1935) 的 

村 标 类 复原 图 是 中 平行 板 形成 的 完全 对 称 的 基底 构造 { 图 分 ;这 
“个 基底 旺角 纵 状 , 象 是 在 其 中 生长 古 标 类 骨骼 本 部 5 同一 图 于 是 
RL ABA NTE ARGAR (Archaeocyathus profundus) , HEEB th 08 Ta) 
四 射 现 瑚 相似 。， saa 
沃 罗 格 金 在 253 图 上 所 示 ， NE AOA, 似乎 是 标 i. 

| MRS RRR (EKA AAR 

papper 图 (2565 f) 上 所 示 Archacocyathus 

jacilis 的 横 切 面 * 具 有 夫 个 隔壁 , 这 可 以 认为 是 现 瑚 网 的 原 姑 疯 和 
_ 相 应 数目 的 隔壁。 SC TET mc RRR SER Al, (| 

HRB eT MER RRR . 

因此 , 我 认为 四 射 现 瑚 可 能 是 由 十 标 类 的 一 族 (很 可 能 是 由 
HK 科 Archaeocyathidae” 演变 来 的 。 这 种 演变 发 生 在 下 寄 武 和 

以 至 生生 代 未 ,正如 蕉 塞 尔 米 (Weissermel, 1927) Yaa SC BRT HH AY 

— PE, HOHE TY AR MPRA 7 坟 射 更 瑚 的 产生 。 因 

此, 由 四 射 珊瑚 的 侧 部 固着 。 进 到 丙 心 固着 或 者 以 钴 体 拓 端 固着 ， = 

”如 作者 售 解 释 过 的 Balanophyllia CHET] PRIS, 19106), 或 者 发 “ 

至 成 板 状 钥 积 在 现 瑚 体 底 部 如 戴 勤 所 解释 过 的 一 样 。 AM 
PRR FBIZE AYR Thecopsmmia socialis, Pourtales (Twenhofel 

1》 Tr ee pen As BEEN Ke LAM Re AS, SAS rh Bh 
=F A ALR (CDuerden, 1902) Fre BA BH CFaurot, 1909) 研究 过 。 根 : 

87 al AE BEA A Fla DL, DACA — BA SE 
次 (Actinia), FERNS AR SE AEH DUR EGA — Reese, MBAR 

- 却 认 为 是 另 一 类 。 1 AAU AESER SERA PLA — FP oe 
类 按 其 体形 是 和 四 射 珊瑚 相似 的 。 

e 12 « 



ay 

bate al oss 
. 3 » f 

, 了 and Shrock, L935) ES Balanophyllia 有 亲属 的 关系 。 

AH BN Ja EE EAE CINTA, BONE ACHE HC 
“Si, RAAT EM BRAKES, DRRRNTT HERP ， 
已。 在 第 二 种 情况 下 一 般 不 同 海浪 遭遇 。 PPL TP AMIR AN 

人 天- 

”四 射 现 瑚 的 区 别 主要 是 有 孔 -可 能 NANT BH REE DLR HP 
- -# 

| 
pls Hib J A OAL AY HCH, EVEL TH Zaphirentiade (PIP MIBIA) 

i Plerophylium A Sochkineophyllum mie, 

-同样 ， HRKRERRE RE, 0 A 的 ffl 先 卖 示 是 由 

- Archaeocyathidae BRIO 

Ho EAR AS SP A A HE BRE, 自然 预期 的 息 四 其 

sail haere 

和 

“生物 与 环境 二 书 的 第 六 < 篇 女 章 一 - 论 形 态 发 生 的 因素 得 由 狗 式 证 织 , 杨 遵 仪 等 

se, Fe 1958 年 科学 出版 社 出 版 。 为 了 使 本 书 成 一 系统 ， 将 REESE AR A 
maaan NBL. — BE 

o> $87 ¢ 



RBA EAR RMR RRO 
Es He Be Re coe 

某 些 介 形 虫 同 崇 相 联系 的 资料 2 
_ “在 研究 CVE AG Hh ES PINE he Th hE, of UIA 

FE Ha [a] PRS A A BL ATR a o 

第 一 、 首 先 注意 到 在 泥 质 石灰 贿 内 HATE MAAR TELE 

2: RDB PS 的 缺失 。 

第 二 、 SITE ICA TE A A 

SAK, 

在 泥 盾 岩石 BRED 的 介 形 上 总 是 有 极其 不 同 的 类 型 以 及 

一 大量 的 浴 集 。 对 介 形 虫 发 育 最 有 利 的 条 件 是 在 其 中 沉积 着 夏 酸 慎 ， 

AURA, Bilin VEE PRE LER RIAA (Cra 
poockOIEcKH) FR, BIKA be (Cemunyxexnit) RAIIK # i B (Bo. 

poHexcKzi) 层 等 ;在 泥岩 内 含有 较 少 量 的 碳酸 质 成 份 也 就 有 少量 

的 介 形 虫 ,但 是 在 砂 质 的 泥岩 里 和 经常 完全 不 含有 介 形 虫 。 

Al PRA IER $M 
a. Knoxites menneri Egor. x50 Toke 

6. Milanovskya bicornis Gleb. et Zasp. x 50 
im 

SF ETE a ME GR EG RTL / 

* 本 题目 为 原 书 中 一 章 的 题名 。 

ie oT ve 



. 

fe oun LSAT bi I SO 关 单 位 ,其 中 
“ema acRa RE, ite’ 

Paes 2 FARRER OS 
: ' a. Bairdia zigulensis Pol. x50 

b. Acratio evlanensis Egor. x 50 

: AIRE ADE BIN 情形 ， we LE CEM EEA A BI 

杂质 的 灰 岩 中 。 例如 分 布 在 节 马 尔 (Camapcxou) 河 湾 上 和 希 格 洛 

(ARE, AA TEVER AC RE ELEN DLE (EpanoscKo) 层 

5 ”及 大 部 分 利 温 层 (JIupenckuli) i REPS 这 些 类 型 的 代表 都 有 规 

A: fsMA AMM MTET, FAIR RCH » 经 常 具有 边 饰 和 小 刺 为 特 

点 ;主要 是 Bairdiidae # Ft (Bardia, Bairdiocypris, Acratia 4% JB ) 和 - 

Cavellininae 科 (Cavellina JB), 在 稀有 的 情况 下 见 到 Graviinae W 

科 和 Buregiidae PLAY DBR Bo x ie aaNet: GRAAL 

<i BAAS 



| RA PRE) Bede Ese LA 外 街 出 现 有 Kloedenellidae Ah. 

有 的 代表 :在 强烈 泥 化 的 灰 岩 中 例如 : IAS REA 、 
部 介 形 类 出 避 的 类 型 和 在 碳酸 质 泥岩 内 的 类 型 相似 。 在 这 里 需要 

指出 Drepanellidae 科 的 分 布 仅 限于 泥 丑 沉积 中 ， AH. 很 少 在 强烈 

VEOH 7K PRI, 

， 徐 研究 的 材料 诈 明 了 ， 在 同时 代 的 但 是 不 同 的 岩 相 的 沉积 中 
| 含有 极其 不 同 的 介 形 类 ， 虽 然 其 中 也 经 常 遇 到 Graviinae，Kloede- 
nellidae，Buregiidae 和 Bairdiidas 各 科 的 共同 种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在 
Vis PICEA IK aa PS BA M4 Se SLAY. Graviinae, Buregiidae 和 

_ Kloedenellidae: 科 的 代表 。 出 现在 泥岩 里 的 Bairdiidae ALAA Kast ’ 

中 相同 ,例如 在 旧 斯 笠 尔 和 日 维特 层 上 部 , we He eA 

‘BS, PIZNEMRAARE. 

PSEA EME EAR SLES SE 
3 Clomanun) 极其 特殊 欧 沉 积 内 ， 仅  URIERLY Eotomi- 
dae 科 的 类 型 ,同时 在 其 中 完 全 没有 其 他 的 介 形 类 出 更。 

在 研究 现代 海 生 介 形 类 生活 状态 的 基础 上 确定 了 GABAA 

O. Klofson 1940—1941) EAD MINE Bh EAL YB ERATE ， 

-在 海底 的 表面 或 考 外 入 其 中 ,运动 方式 是 爬行 ， 跳跃 和 游泳 。 海底 

- 的 特点 ， “E Ay IE RE, Ber B CHE DA BA Be BEEN a 

UR EMENE Le has eX. 
REEE (Pratije, 1931) TARR IRR (Snobcox) eee 

”对 介 形 虫 生存 最 有 利 的 是 濮 泥 海底 , 普 拉 捧 并 全 指出 最 好 的 条 件 

“是 海底 含有 18 一 45 和 HWE RES SIE 
AWA EPS i RH, 这 二 六 沾 基于 cs. 
NEA, LAS HATES BL IES Eb FT 

Sc RUMOR 8 a EA REI 

BTS ARE SE 

1) ZC F HTS» 2 ufadaw.m +a : 
BRR G KM A a — ae = WK, DEAT a EH aH a . 
i cc ei AeA RL A ha aE satin 

5 16 . 、 ~s 



PRIESTS EDA T ANI sh WIE AR ASP TERS TM A CH 
7 的 类 型 是 和 生活 条 件 有 关 ， 主要 是 对 于 软 浴 泥 海底 , 壳 表面 的 突起 

“会 使 介 形 虫 不 至 于 沉 太 软 洪 泥 海底 内 。 光滑 的 类 型 是 和 各 种 不 同 

”的 环境 有 联系 它们 繁荣 在 各 种 海底 上 ， 其 中 也 包括 介 这 经 受 着 相 

_ 当 大 的 机 械 作用 的 环境 一 一 碎 沉 和 础 带 。( 据 爱 拉夫 攻 )。 
根据 这 样 的 基础 ;可 以 认为 介 形 虫 如 果 在 壳 上 具有 各 种 不 

bs 同 的 突起 ， 小 刺 ， Bye Fn Bi F 象 Acronotellidae, Drepaneilidae, 

Hollinidae, Eurychilininae, Beyrichiidae 45 A} BRE AL TE TERK YA VE 

海 的 表面 ， 局 部 的 钻 太 士 中 。 这 种 壳 形 构造 特性 指明 了 运动 的 特 
“性 最 多 不 过 怜 行 而 并 非 游 泳 。 

”具有 光滑 壳 子 的 类 型 例如 : 4craria， 清 楚 的 表明 是 营 游 泳 生 
85 HAD EPO FEI Ae RE (EY ETE) , HEB 
EE hs BLE A ERS, 几乎 没有 其 他 物 盾 的 石 
FAA, LGA) Acratia 共同 出 现 的 也 有 其 他 的 

Baiidiidae 科 的 代表 ,和 贫乏 的 食物 也 表明 了 它们 并 没有 紧密 地 同 底 
层 有 关 ,极其 可 能 的 是 它 佰 具有 上 比较 主动 的 游泳 性 能 ( 扒 然 是 一 部 
ee OE SE AAS eA 
更 ,可 以 认为 它们 游 到 距 海 底 不 远 的 地 方 。 

属于 游泳 类 型 的 也 可 以 把 相当 大 的 dean ABSA 

| BR AME EK (Kummeroy, 1940)’ 鲁 经 指明 过 ,他 信 
MS, HHI BREE, HRT 
aS Fi EL ARE SAMA BRE RAW 

«FEMA PARLE EAC AN SERMES RRS . 
内 Entomidae FHF) Ure SHITE BILAL, : 

 AUERUOTEEAM INO, 可 以 区 别 出 三 种 生活 方 、 
款 的 类 型 , 底 醒 的 类 型 是 同 泥 盾 沉积 相 联 系 (本 文 便 经 描述 的 大 部 
”分 种 ) ， 靠 近海 底 游 泳 的 类 型 同 碳酸 质 沉 积 相 联 系 (Bairdiidae 科 ) 
和 距离 海底 相当 距离 的 游泳 类 型 (Entomidae 科 )。 

- 尽管 崔 相 环境 在 介 形 虫 化 石 奉 上 留 下 了 深刻 的 烙印 ,但 是 这 
FEARING EB: LAME. WORE Be 

e 17 。 



JIG MC BRT RRM, EI — ANSE, 
«SORE EE AR PTaE we Hee At He EG Je eS a 
*. Entomidae 为 特征 ， 在 其 他 沉积 中 芹 时 还 没有 发 现 宅 ETS, 但 是 这 二 51 

.类 也 就 在 这 个 岩 相 的 界限 以 内 具有 互 大 的 地 层 意义 SRR 
” 拉 和 尔 西部 巴 什 基 尔 和 蔡 组 的 多 局 尼克 岩 相 - Entomidae PERLE 
造 下 部 有 共有 相同 的 种 ; 这 些 种 的 组 成 是 同 多 马 尼 克 兰 相 内 囊 兰 建 、 
造 的 土 部 和 法 门 建造 的 下 部 种 的 组 成 有 区 别 的 。 除 此 之 让 在 多 马 
尼克 相 内 拥有 广 半 的 水 平分 布 的 - Entomidae #}, 使 可 能 与 极 远 的 

沉积 区 域 对 比 ， 例如 把 高 拉 尔 区 同 伏尔加 = “Ry HARE, YRA—H e 

面 同 德国 和 其 他 地 区 进行 比较 。 
RP 2A BRAM BA 

种 :的 “和 名-- 称 
Hoilinella 全 从 Egor. - 

Limbatula symmetrica Zasp. 

te =~ 

sa DE ® HE 

Bie oh bP Exx dx x10 “i 

Schweyerina normalis Zasp. 

Gravia (Gravia) aculeata Pol.. 
Gravia (Selebratina) legibilis Pol. 
Gravia (Selebratina) dentata-Pol. | 
Gipsella evlanensis Egor. + 

-Mennerites evldnensis Egor. — 

-Kloedenellitina botalinae Egor. 

Evlanella incognita Egor. 

Knoxites cornutus Egor. 

; Evlanovia tichonovitchi Egor. 

‘Knoxiella konensis Egor. 

Buregia krestounikovi Pol. 

Bairdia accurata Pol. 

B. retrorsa Pol. 
B. zigulensis Pol. 

B. syzranensis Pol. 

B. guarziana Egor. 

Acratia evlanensis Egor; 

A, silincula Pol. 

A. supina Pol. 
Famenella? evlanensis Pol. te 

X 一 一 少量 的 种 . 口头 训 的 种 i . %, - 

[本 文系 E. H. IIoreHoBa 1953 SEE Octpakonts neBOH- 

_CKHX OTJIOXKeHHU CHT paJIbHOrO JI@BOHCKOrO NOAH cpeguero 

noBonkna 一 者 中 的 一 章 ，: 原 韦 第 134 真 至 138 页 ， 并 经 
pemnsis feat Lob AFH TA lo 

+18 - Rulon te Ne eugene 

\ 

\ A 

ee eee Nee oer 



伏尔加-- 饲 拉 尔 区 和 泥 合 和 中 央 区 * 
有 我 忠 和 放射 由 的 研究 历史 地 层 分 布 、 

. 古 生 态 特点 和 古 地 理 分 布 特性 

BB. a 考 过 

研究 AE Pc ARIE A E227 HNO 
BAECS HP EEA RUE ASE, BRU 
aM RSL BEAR BE Ee eS VR HSE 
ee RENEE RLM SRE ee 
VERA PRE BH, - | 
AREER A 导致 建立 饥 拉 尔 西 玻 同 泥 丛 入 

_ 让 吹 区 互相 不 同 的 地 层 划分 ,以 及 相伴 随 的 微 体 化 石 特征 上 的 不 
isa ae, he | | 
PATER AC HPI Hh OAS FL 2S ET-AAS ER ， 
方向 上 。 其 中 有 和 现代 HT ; EAL WIA FL th (Semitexeularia, 

Pseudopalmula, Cremsia) 固着 类 型 (Evlania, Liturella) , 聚 生 类 is 

me (Saccammina) AHH He -F-0 $ hy AS CEL 的 类 型 

相似 。 EAA IRA RE WA A 型 永明 着 他 个 都 

入 营 海底 底 楼 生活 太 式 。 

woe URTICACEAE ES 一 种 面貌 。-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例如 Archaesphaera 属 具有 规则 球 状 的 单 房 室 壳 。 

在 其 帝 表 生 出 无 数 竹 而 中 空 的 小 刺 。 这 些小 刺 是 由 透亮 的 壳 外 玫 ， 

Be, 可 BEES) SL LE Ss ARE A a, FA He Fa) pa EH Be 

的 刺 一 样 常常 不 保存 于 化 石 状态 。 Parathurammina 属 为 球形 音 
B76, TED ME, Wee BBN TKD H WIZ FE, 根据 Archae- 

 * Rae RE REE 2 LSM RRB, PR RB of 5 
7 -区 是 因为 近 荔 联 政治 中 心 OmKgE), 

Seal 4 , F 、 » 19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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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二 

reba 和 Parathurammia (FCI KE Bi 某 些 老 的 放射 下 (5 pumel- 

aria) RSL, Se PRR STEREO RT IR 
AY Ail ; 这 种 相 似 就 使 KES 24 9 Archaesphaera 和 PT 

同族 射 齐 一 样 佛 营 淋 流 生活 方式 。 看 求 Biskphacra 同样 也 是 淋 
游 的 有 孔 虫 虽然 他 们 并 没有 刺 。 FAB EP ZK A PEAR 

” 态 不 是 依靠 刺 的 形成 或 者 是 扩大 动物 体 壳 子 的 表面 , 而 可 能 是 在 
闫 生 实 内核 里 包含 有 很 多 黏液 或 气体 的 泡 等 等 , 正如 现在 漂 游 的 . 

‘i i “6 
¥ ‘2 iy 

my 

TES «2 SHE aR 3 
F, 1. Acanthosphaera australis Hinde, x330. D3} - 

a es 2. Trilonche vetusta Hinde, x330. D} 



oi? 

AURA PR, DERE Bisphacra BANE 
3 还 可 以 提出 前 是 他 们 往往 和 Archaesphaera Fil Parathurammina - 

” 共同 和 容 发 现 。 同 时 ， 他 全 的 分 布 同 上 述 各 属 的 分 布 有 同样 的 规律 。 2 

ERAN RACs 
某 些 底 楼 的 属 。 ne 
SUVA TL eA IAA PRI 

海水 面 上 有 巨大 的 数量 。 抱 球 虫 软 泥 复 盖 着 离 岸 一 定 距离 的 海洋 ， 
底部 ,这 让 明 现代 漂 游 的 有 和 孔 虫 类 对 于 正常 盐分 的 适应 性 。 
Wehr C.-M. Crpaxos, 1951) 言 葵 到 碳酸 盐 沉 积 形 ” 

成 条 件 闫 题 时 , 鲁 经 说 过 :有 和 孔 虫 类 经 常 分 布 在 离 岸 某 些 距离 是 同 
淡水 和 陆 习 物 持 的 注入 有 关 。 海 水 淡化 增加 壳 子 的 碳酸 盐 深 解 
性 , TORS EI, 这 些 意见 解释 了 泥 贫 匈 漂 游 有 筷 
SAR RTA E NES, HB RUA ea 
REBEL, vidi 

. mysttte(B. A. Jloren,1951) OREO TL 
PERE, AAU AL, RO 
TEMG TK VERA A AL RW SL, ZH 
JIA TRH KB REIS BHR EE RD ap OL. B. 拉 
利夫 金 (A. B. Hanwnmnn) IAEA AE 
=. a A 

glee = sen an itogr akin NATL MLR RR EA 
变 生存 到 现在 〈 据 H.M. CyOoormma, 1952) FPA IL SEA 
Fi (30) UR KAMAE MATA RE, 也 “ 
TEER in Jb, MESA (K. Bunep) 4G SM: EMAL. 

| ASABE OMG MR RNS AE Hh AA MURR | 
VE (1934 42) Ste SS PRI FE AEE 有 拨 虫 时 期 写成 的 ， 在 近 

4p Ma CyOOoruna 天明 .(1952) 漂 游 类 型 的 有 和 孔 虫 也 有 地 层 
意义 。 但 是 对 泥 盆 存 地 层 内 的 漂 游 有 孔 虫 类 维 省 尔 的 意见 却 是 正 “- 

WBS, Archasphaera, Bisphaera 和 Parathurammina 各 属 所 有 的 种 ae 

”根据 现 研 究 的 阶段 似乎 是 有 广泛 的 垂直 分 布 。 在 削 面 内 他 们 从 中 - 

6 22 : 号 



| RACH MI—O DL UE AREAL, AE PA 
ROFL POHL, 这 就 降低 了 他 们 的 地 层 价值 。 APICES PA > a 4b fi 
ee een te 

Ar AL oe Ae TLR fe A EK 
HOE ES , Me PTE EF PY UAE CERRO PE 

| PARA ALAR AO TR, 特别 是 其 中 很 多 都 具有 短暂 的 垂直 
© 苏 布 形成 为 某 些 地 层 的 标准 化 石 。 伏 尔 加 -高 拉 尔 区 和 总 拉 尔 西 坡 
二 融 兰 组 的 多 到 尼克 层 不 含有 和 孔 虫 类 ,而 却 以 放射 虫 为 特征 aE 
多 到 尼克 崇 层 含有 砂 质 夹层 , 同 这 些 夹 层 相应 的 是 产生 大 量 放射 
FEATHER Ao 35 FOE PU sh PR FE BE 
EEE EE PRS EER ETE BE RR, TE 
RE SIH RNA SM EE RAAT, SAE ， 
RN BON he RR | 
二 在 现代 海洋 内 放射 虫 比较 漂 游 的 有 孔 虫 具有 较 少 的 分 布 ( 抱 
RATER TR ETENY 29 乞 。 而 放射 下 坎 泥 仅 占 3.4.90) ， KK 
前 都 访 为 放射 虫 公分 布 在 深水 地 带 ,现代 根据 放射 虫 化 石 证 明 他 

| PL Hy CATES ER BTL, EP HS eh 
8 AKER BEEK 2 OR et 
| SAPCHER Ik PO KR EEE Pk LL HR, 与 此 相关 的 是 放 

， 射 正 化 石 常常 在 有 火山 岩层 办 的 夹层 中 牧 找 到 。 但 是 水 内 砂 质 的 
RA AHN? He Se De XE 
BRR, e 

漂 游 的 有 孔 虫 和 放射 虫 的 分 布 ,是 同 现代 存在 ,又 认为 是 扁 拉 
于 办 泥 盆 乞 海区 具有 着 正常 盐 份 的 开关 的 海 侈 地 的 意见 很 好 的 相 联 
， 系 着 。 泥 盆 乞 中 央 区 没有 漂 游 的 有 孔 虫 类 只 有 底 楼 有 孔 虫 类 禾 解 
释 为 泥 丛 狗 中 央 区 的 契 大 部 分 沉积 物 是 在 浅海 近 岸 地 带 沉积 的 ， 

“而 且 章 面 的 革 些 部 分 彼 丽 为 是 大 陆 淡水 沉积 物 。 漂 游 的 有 孔 虫 在 - 
泥 签 友 地 层 内 ,在 各 区 域 的 秘 发 现 ; 臣 明了 当 埋 藏 它们 的 沉积 物 形 

”成 时 期 在 骇 地 为 具有 正常 盐分 的 开关 的 海洋 。 Seep 
» 23. 



REBATE PIE AY EIR PS, PURE ROSE , PT 
AGAR Sw AAG WERE RP GAL, HEMI 
RIERA AMAR RENAE, MERE 
Archaesphaera Bia Bisphaera RAE CRA IE RA Tie ARR | 

是 Parathurammina A, BAT EEA. Plante 、 
饲 拉 尔 74 FURS HB 的 阿克苏 和 白 夫 (Axcy6aeB) 区 Archaesphaera BAI 

” Bisphaera RBRBUE SE Hex OKuvetcwne) $1, PEREZE2E EAT 

BURST AS, ECE YER (Tensosxn) De SOE TS a aD 
地 层 等 等 ec 

°° 24e & ; wt 



as SERS EAMONN 

PRM Ek 8 

从 在 启 拉 尔 及 高 拉 尔 附近 中 上 泥 盆 和 沉积 多 表 尼 克 相 " 的 化 石 
3A Pterochaenia Ail Buchiola 二 属 的 代表 分 布 甚 广 。 有 些 情 况 

下 在 某 些 小 层 的 钻 心 表面 上 往往 秆 Prerochaenia 化 石 密 集 地 复 

， 普 着 ,这 些 化 石 中 分 布 最 广 的 是 Pterochaenta fragilis (Hal) 及 其 变 

Ali, BAPE Prerochacnia 壳 体 的 埋藏 条 件 得 出 的 千 其 是 这 一 属 的 生 
。 活 条 件 以 假 漂 游 为 主 。 这 种 籍 其 是 根据 以 下 各 点 得 出 来 的 。1) 此 

属 各 个 种 的 帝 体 总 是 以 分 散 的 状态 埋藏 着 ， 在 同一 晨 面 上 总 是 左 

“He AMEMBED), 2) 即 是 洛 双 成 年 体 的 标本 直径 大 小 也 仅 到 
; 见 个 毫米 (最 大 至 .10 SK), 并 保存 有 极 幼年 的 个 体 ， EAA Tet Ex 

FPA 0.2 BK, 3) BR FRM CRE 0.05 Sk) 极 小 , 但- 

”保存 却 航 好 。 4) 前 恤 特 别 发 达 和 帝 的 输 廓 如 Avicula 形 ,此 点 
“对 于 我 们 的 千 葵 特别 重要 。 5) 在 一 起 发 现 涛 瀛 类 型 的 动物 一 一 

。 多 戎 蛇 和 竹 节 石 ,经 常 没有 底 楼 生物 化 石 。 
Be SALARY Be PE dn L. EAE Le REE 
AREA AS ED ME A, 指出 他 个 经 过 转移 但 不 是 
“水平 的 而 是 垂 让 的 转移 。 垂直 的 转运 也 可 以 由 这 子 保存 好 (虽然 
MRM) KNEW, 2. 壳 子 的 极其 站 微 ( 它 佰 比 香烟 纸 还 要 
8, 甚至 在 化 石 状态 下 也 是 透明 的 )， 可 能 只 是 同 在 海水 环境 中 漂 
渗 的 生存 有 关 。 底 楼 动物 的 充 较 厚 大 和 不 透明 。 3, Avicula 形 

ERALRERKE 
四 

定 在 漂洗 的 翘 类 上 ,这 种 水 类 在 多 天 尼克 页 内 内 留 有 印痕 。 
1) 多 天 尼 克 相 是 特殊 的 符 相 为 晨 色 沉积 物 及 可 燃 性 页 贿 只 含有 漂 游 生物 。- 强 

所 

Hie) 

/ 

« 25 。 



ee 

AE [F) BERBEIR PTY HE by ace ne ee 

Buchiola BWIK#, {HL Buchiola STH OSAMA MAI : 

A-— EME RNa eR EL, 二 正 象 现代 的 

Pisidium 属 的 代表 一 样 。 he : 

Pian 和 Buchiola 一 届 帝 的 构造 上 有 很 多 共同 点 。 二 者 

ABE EES, ERAN (Pisidium 3 
EMIT REE 2 毫米 )。 Vote re, ae 

fH 1 Buchiola 和 Pterochaenia FEB PHP ia 

A—Buchiola B—Pteroc hiaenia 

aft 1932 年 B. B. eae os ee 
iE Ee AOR SEI, 1 REPRE 

二 同意 这 种 见解 .首先 这 和 Prerochaenia IEA Avicula 状 相 矛盾 。 i 

(By ek —— AVE, 至 于 谈 到 . Avicula CETERA 
- Buchiola AAR ROE EEL 发 育 很 好 的 而 对 于 fe 

; Buchiola SRR RFE Fs ER AT KX "E PY AY 壳 子 经 常 仅 有 几 Si 

BEM ; 但 都 有 PAS ABTA ARTE A ALAR 

. 相 联 系 。 

1) . 冰 H3Hp rpecHEIX Bo CCCP 1940 erp. 82. 

5 26 * ;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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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2% Ay 

Bi 了 带 着 特殊 的 猎 角 

pa ae 
=e 

A 
rh: 
a. 

ai ie 

4, 

St, 



 SRERRMRRR EMER 

4 Ls TA Aaa 

LRAT MIM NTE MEER SELIO TE 
… 地 西北 部 上 泥 贫 绝地 层 沿 托 姆 河 、 贫 纳 河 及 其 支流 分 布 ， ELIS eH 

PRR Be SN HES HH OE MELE SITE 1K EAE 
rea OL LTC ROR, 35 Pe ae 
”中 泥 盆 组 地 层 之 上 。 
ea eee ee eee 

SEMA WUE REWO, JRA LAME 
章 面 的 构造 非常 复杂 ,可 以 看 到 由 完全 是 (或 者 几乎 客人 至 是 ) 近 岸 
lA KAM LAR ERR OZ RE ~ 
ARR a 尔 山 东北 部 剖面 ) VPS BISE Awe 
SUP BELEN (REPRE ESB), Sn 

- eve He Pl RFRA ANAT) (图 1). 
eianpraninliyniiineeapyop 

HAE HALVES EK D5 SP AD AE BN 1) SSE ERA 

fi 2) 弗 兰 期 海水 最 三 分 布 ; 3) 芒 兰 后 期 开始 的 海区 面积 缩 

hs 4) 缆 兰 后 期 海区 扩张 ; 5 法门 期 开始 ,海区 革 些 加 寓 ; OEP ct 
eggs ais eg tak 
TRAE, HENCE 

分 带 和 分 相 图 载 不 以 备 参 郑 。 
库 益 这 类 贫 地 泥 盆 和 海区 在 早期 弗 兰 建造 的 后 从 磺 向 过 和 

向 北 扩展 最 远 (图 ;红色 岩 系 仅 分 布 在 盆地 东北 部 ;在 靠近 库 慈 天 
欧 阿 拉 套 出 林 北部 ,在 法 门 建造 的 初期 海区 分 布 最 广 ;和 在 东南 边 . ve 

LUCE EAT BAF PELs LDA AE 

"AY Casiamp Gar 56° set 89° )eeeat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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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N AR TTR ATE RD 
ini Asleep 

La y 
Ne om ee 二 

oot 

7 ES Sree ee 
== . 

图 2 时 期 弗 兰 建造 后 牛 段 D's Anathyris 本 和 Cyrtospirlter achmet A 

BKEKAWENERES | Sere. 
1. 具有 天 量 冲 剧 物 的 成 层 陆 地 ; A 低 记 由 陆地 ; 
3。 假 巩 的 界线 红色 闫 系 ; 4. ARMOR: 
5。 近 岸 砾石 . 砂 和 含有 狂 层 物 的 沉积 ,碳酸 岩 ; 

6. HAP. Fe RUAVE BEI LUSH | 6a We 

{8 7A 7. 较 深水 泥 质 MARR; 

8. bia; 9 观察 点 。 

生活 在 当地 的 生物 系 由 各 种 和 所 和 组成 出 现 

有 小 口 人 HAR; DR Anathyris phalaena as 

430 ti. 

4 



区 由 天体， lL i Rt 1 
DAR ALR DIY TIE } fs 

| FER HORS ER FORE ES Se 
ee eet 

 PEASOERRS REL , APUG TE Ba SB LWT HB 2 ae 告示 期 沉积 物 也 变 的 

BS ; 显 粒 较 知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生物 生存 , 仅 在 弗 兰 建造 
卖 期 搬运 来 的 沉积 物 厦 重 又 增加 ， 出 现 大 粒 的 碎 屑 物质 并 且 生 物 
双 清 楚 地 变 为 和 贫乏。 南部 剖面 的 生物 天 并 没有 表明 存在 过 淡化 的 
BR, MRI es TL RR 
ERAS ee, | 

Asia EMOTE 石灰 质 沉 积 物 ， 含有 丰富 的 

CKO AB Sey = AES 
BK, SAIC — Ser ALAM LATCH ML 
Hh, 因此 在 这 里 深度 增 大 ，, 并 出 现 相 对 较 深 水 的 沉积 粗 成 的 环境 。-， 
FC REL HO MER RD +B ADS Bien, BS 
较为 变 黑色 泥 竺 页 岩 ; 以 及 和 8 粒 泥 质 石灰 软 泥 。 这 种 沉积 物 中 几乎 
没有 生物 天 生存 ， 从 一 方面 这 可 以 解释 为 海底 有 层 夭 着 性 ， 另 一 方 “ 

面 可 以 讨 为 这 个 海底 地 段 佛经 是 非 正 常 的 气体 环境 (例如 ;底层 水 

ASK AUCW) ETT HE 
带 信 较 粗 砾 度 的 俯 导 物质 。 在 罗 泥 质 沉 积 物 之 间 出 现 砂 及 粉 砂 ， 

这 些 沉积 物 在 后 期 红 兰 建造 的 开始 成 为 最 广 关 分 布 的 沉积 类 型 。 
。 收 基建 渤 前 期 各 种 生物 基本 类 涯 在 康 慈 涅 获 盆地 海区 的 分 布 

如 图 3a, HA4A RE RRMA Peete te 

地 盾 时 期 生物 三 分 带 和 分 相 的 划分 图 。 
”特别 有 趣 地 是 Cyrtospirifer 一 属 的 分 布 ,在 整个 丛 地 东部 区 

内 佛经 分 布 过 “Cyrtospirifer schclonicus Nal. FE BRR AZ 有 这 

， 种 化 石 ; 而 在 海区 西部 主要 是 Cyrtospirifer achmet Nal. ease y 

布 在 盆地 南部 和 东南 部 ， 问 北 此 种 分 布 达 到 克拉 皮 温 〈KpamgeBH- 

ci 前 吉 年 代 宕 地 ,在 该 地 区 海 相 地 层 剖 面 的 上 部 此 种 甚 多 。Cyr 
tospirifer achmet E-We Bie Ye I0:3H AY BRUEPE , EPO ET RE 

ea ace te, Toe Sek 。 31° 



村 后 新 克 ， 

图 3. 时 期 弗 兰 建造 后 中 Be (D3) ae ES DLE SYM DR NA 
型 的 属 和 种 的 分 布 图 cS aa 于 

1.- KEG; 2、 相 带 界 线 ; 3: LEAMA; 4. Euryspiri- — 
fer cheehiel (Kou); 5. Cyrtospirifer, achmet Nal.; 6.-C. seh- 

clonicus Nal.y7. C.rectangularis (Peets) fil Cs subanossogi Kzons > 

‘ 8. Mucrospirifer alos (Khaif); 9. M. novosibiricus (Toll) ARN 

10. Atrypa waterlooensis Webst.” 11. #aRth Atrypas ‘12, Anathy-.. j 

ris phalaena (Phill); re Nudirostra Isopoma 和 其 他 ; 

14. Retzia, Rhynchospira: . PAIK; 16. RRA RAE 

(Lioclema) 17. SATE Gras 18, PASTEUR I fe LIRR; Beg 
19, =n}, FL RABIN. 符号 大 小 帮 示 化 石 数量 多 少 。 7 

A TRE HARI AE SSR 

由 西北 西方 向 《和 其 在 金地 西部 出 现 相 联 系 ) Fi SPRL Ps IG: 

zs 32 2 所 5 

- 



ay 

_ 
天 

f 
A ’ 
4 

= : 

a <i < 

£5 

SS ee a eS 医 : 
— 2 sen De aes ee @s Ys Sr Oe Ts Bs Oe 

(02 S# O8 Os gu OF Ge on "Zw gn . 
. B+ BeBe APR ME BR AMR KAI 

ea ae Dey SB. D2? Hy 

°K; UL. —Seveye; II. 一 一 小 海岸; IV., 一 一 远离 海岸 带 . 
1. 陵 地 2. 低 高 巾 (? ) 耳 地 3. 砾石 “4- 卵石 砂 和 其 他 冰 色 碎 屠 岩 5. 近 岸 海 
HBAAAREAOR 6. CRACHMRABKERR EA 8. 泥 质 灰 质 沉 
积 9. 粗 泥 质 称 有 的 情况 下 灰 泥 厦 帝 积 7. 石 灰质 沉积 和 屋 水 沉积 井 含 很 多 小 礁 体 “: 
10. PUSIAPHRRS HR 11. 12.0 ee «13. RPGR 14. 层 孔 虫 

15. RRB 16. Ae 17. 网 状 若 蓄 虫 ，18. 海 豆芽 ”19. 石 燕 20. 
FRA 21.4458 22. Athyris 23. Anathyris 24. Strophomena 25. 

Camarotoechia 26. Reizia 和 Rhynchospira 27。 海 百合 28. 三 叶 虫 29: 介 

形 各 “30. 邓 节 石 、31. 陆 生 社 物化 石 - << 

WBA EMI ADR WIA IAL DL, (EAR REBAR AL 
司 (Bapsaccxui) K, 同时 土著 Sunemuyupie 类 型 的 Cyrtospirifer 

“ 雇 
- 里 

 barzassensis Tyzhu {242 EL ZRALB Kes, Cyrtospwifer. 属 的 完 

| AER — RA FHMC. subanossofi Pzon 和 C. rectangalaris Fi] 

在 远离 海岸 的 地 区 分 布 。 EAT NERL WIT, DAR AMAR 
中 - 9 人 人 

“ 



wer. 

” - 
大 四 一 < am 

低 基 面 ， 看 求 这 些 Cyrtospir ifer 在 水 流动 性 不 大 时 Davee cy 

-着 的 沉积 Ly ， Ag Cyctospitifer achmet 或 者 Gyrtospirijfer sche- 

— lonicus AVE PARE SE ABE 3 

| Euryspirifer’ cheehiel Kon.) Si E=” OKuserexf i 5 

~ 分 布 最 广 的 种 之 一 ,在 早期 绅 兰 建造 时 不 多 数量 的 种 也 信和 被 副 到 

主要 是 在 其 东北 部 。 Mucrospirifer (9) mesacostalis (Hall) -几乎 分 

” 布 各 处 。 此 属 的 另 一 种 Mucrospirifer ales (Khall) YARIS , vii 

横 疝 伸延 ， 为 浅水 地 带 最 多 ， 但 也 在 远离 海岸 处 遇 到 ， 然而 小 个 体 、 

的 Mucrospirifer novosibiricus (Toll) 却 局 限于 比较 深水 地 带 。 在 

水 流 不 大 的 环境 下 沉积 的 条 粒 沉积 物 中 只 出 现 有 小 个体 的 Coa-， 
rotoechia 类 

(Schnur) 及 其 他 。 FTE HER Bie Atrypa (Atrypa waterlooensis 、 

Webst.) 仅 生存 在 近 岸 浅水 地 带 ， “EE ate Ha S20 Pa iS Bie Tae YT 
Be NTE AR Bi IE A PRA EBLE AY Atrypa ex. gr, reticularis 

L. aig 主要 是 Anathyris phalaena (Phill). -几乎 在 到 处 找到 EAS 

EP ae Re SL EH KY TRA, «| -Retzia 和 Rhynchospira =B 

0 特别 大 量 的 彼 发 现 于 东部 靠 岸 边 

.和 地 市 , 笋 尾 地 寓 可 能 形成 盐 份 的 某 些 降低 。 a 

| ete eee ees 在 海区 某 些 远 

Hy ig AEBS, fe MAIL A Ha (0 Sa 小 形 单 体 珊瑚 (Barraxzxdeo- 4 

phyllum (2) sp.) SLEIGH Phillipsastraea - sedgwicki (M.-E. 

et H.) RAM RAR, FEI A 
AAR, FE LUE Be I a EES 
HARE, (EARS ERI eH EBL 
#1 Be HEA WBS Sb'By URIS , ARYA , TE 2 ERR ER aD 
AAR SE , ARN SY ES KE PEE SE WY HE TE BE BE, TR 

ET I ROO, + Ft a 

Isopoma lummatoniensis (Day.) Nadirostra formosa 

1) 3HeMHGHPIe 在 地 理 分 布 上 限 在 较 小 区 域 的 。 Tee — EB 

(73). | ~ 

ee 34 。 



KAREN, 但 层 孔 虫 仅 能 生存 在 清水 办 ,在 流水 地 带 内 
“所 决定 的 是 具体 的 生存 条 件 一 一 水 的 流动 性 ， 水 的 清洗 或 滩 浊 以 
及 底层 的 黏 千 性 等 等 ,而 决定 着 单 体 和 替 体 现 瑚 的 生存 ,本 体 的 特 
性 二 一 块 状 或 枝 状 基本 上 艇 水 的 流动 性 所 控制 。 
于 BAR Fl AICRIR Sy ME (Lioclema) JURE / 

HR ERA AE ERIS SE SEER 
| FURL, ERSTE EET, ASAP REDE LAE RAE 

: (Penesvella pionert Krasn., Reteporidra stellata Krasn. EF) o 

: 在 图 5 上 表示 着 在 法 门 建造 SNE SRR 

WA. 

% 

« 35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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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WRANRERAKEROES. 
Se 

ac) Voltas eneane 

Bandy 在 实际 资料 的 基础 上 推 根 Gigantella (隐身 内 ) 生 汪 状 态 的 
模式 图 如 下 : (图 1) 
ei Gigantella tulensis Bolkh. “4 FESR CE 和 人 由 可 能 ， 

是 在 Heanuyuas 期 ) 固着 阶段 ; 直 于 营 出 现 过 开口 的 三 角 孔 可 以 

MOTE MS REA es, 1 Rei a OOD 过 
”的 统称 上 生长 着 一 排 ( 有 时 是 两 排 ) 浊 x Ber FIBRIL ERIE So 
| STAR MA LIP LCE RAS, 同时 痪 的 
‘fT RE ! l-a, 6), aig teas 

” 混 沉 积 环境 所 引起 的 。- 
| 随 着 壳 的 释 炉 堆 长 ,导致 帝 脱离 开 固着 点 ， Pine Aen 0 

_ 落 到 海底 上 (1-8) , 当 着 生物 感到 处 于 这 稳 地 位 时 ,很 自然 地 在 
”环境 的 影响 下 ， RA ARS TENE, AMAR Li, 
MORTEBARAES TN RAR ps FOC 
OUT are] tees (Al 1-r)。 

- FEMA BALE, ye aere eres 1-n)) 
Bian, FIX AR DUR EP TR I 向 前 方 人 
KA TY CESAR HC BLA) Ue Be BE TE em HE Gigani tella 

PE ea 族 的 Giganiella prigorouskyi 种 上 ,也 清楚 的 表现 在 这 个 种 

下 的 第 二 种 特性 ， 就 是 当 着 两 侧 导 向 上 昌之 后 ， 两 便 立 刻 变 的 组、 
#2, 葡 秋 变 竺 者 分 Hh (ELE: SAK NE I DR 
时 ; 把 俩 在 沉积 物 上 起 着 帝 子 的 支持 作用 | 由 于 在 前 部 延长 的 关 

A WOME, 使 具 壳 在 开始 时 以 互 大 的 角度 倾 匀 ;, MARES 
泥 内 ;以 致使 生 多 导致 死 亡 。、 .可 以 推测 帝 子 在 淡 泥 内 所 下 沉 的 程 

Phe he wees” oe ye ©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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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 RICKS 内 类 的 形态 生态 和 演化 、 
plan Oe 

Dictyoclostus, ‘Pugilis 和 人 属 ) 

BURA EET BINT RR EEN, PLL 
MN RIESE M, ARS AEA Le Sa! 

SPER ATED IL , BA EIR WR GD BEE TEBE APY, FIR AL SP BR 
| TENA BD) LES BI BS 特 
_ 别 是 这 种 现象 大 量 iM) PEER ESE WY §=Dictyoclostus, _Pugilis 和 

Antiquatonia Bp KBAR LAWS, BEAM 
TEAM WIE ER TEKS AEE meg ta 
SRB CN SS a as 

24 BIO BK wire eS, S204 See A EA a 
MAMI AARIRS RNS, AKER WME ， 
AUBERT 1 SE RIL PS EBS ; 有 和 全 "EA a 3 

本 占据 着 不 同 的 生态 地 区 。 Sf 
外 当 研究 这 些 生物 的 生活 方式 问题 时 ， ee 

IAA EET TA TRA 
HER RSLS SEM ERED. BIULL DA 
Brak, Ss aR UE th, ARK TBD TTR 
KMEIEHRB SRR. 
SCHEER KS KF Fil ie MEE: 在 下 种 进程 期 间 

长 身 具 类 货 屡 次 改变 其 生活 方式 ， 井 由 一 种 生态 类 型 过 滤 到 另 二 
种 类 型 (图 1), 从 生物 发 青 游泳 的 阶段 开始 ,然后 过 小 到 底 萎 轩 闭 指 
类 型 ,最 初 是 以 肉 昔 ,后 来 是 以 顶部 的 以 及 辅助 的 支持 刺 阶 着 在 海 - 
底 上 。 除 此 以 外 ,还 局 部 闭 地 ,最 后 当 壳 子 的 个 体 和 西 度 增 医 以后 
这 种 固定 的 特性 已 径 不 能 再 支持 动物 体 ， ‘BH ae ae 

和 40 + 



RERRASTER, atk A fu Io AEC SC | 
RMA, RA PMS ER LAE, 
可 以 举 由 天 长 埋 具 Giganiella BIRR REGS APT 

图 十  ercumenone 

| NS Neots A—A 海底 平面 .. } ¥ 

DA |W _Choneres ae ERIE (b) 
Ti. DReBREBA EI Co) $e See Lia sel AE 

Semireticulatus KF 册 类 在 海底 的 位 置 不 仅 堆 重心 所 决定 ， FF 

| BSD TE LIER 的 协助 调节 和 国 着 。ZPzczyoclc- 

saix 的 种 (图 2 太 ) 在 成 年 体 主 要 支 掌 刺 是 两 村 上 上 的 长 刺 和 腹 交 上 ;前 

i TRUER» on dental 人 

eens, sei BOE wees HASTE. 1 

BK LER BE MNT Bor PE eA 

a 看 来 Antiquatonia 属 沉 大 和 到 底层 内 较 深 。 eta ee 

| FATAL, 例如 Antiquatonia insculpta BEA Anti qua- 

_ tonia costata (2B). EBS, RRA LATE, 

RR LO, Ree API ETCH ESE 
TAA, BOCAS IAI BL, IRE EB, 井 且 部 
Ay HORT Py HVE 5 PPB AE IPT St FEB EE OH g 

1 PIER LGA, FANE EA A FOR 
Bob Se a pe uel eee | 

R SR APRES Tete Tes PURO BENE OK i Ree, 

Jaen 

N 



图 2 mk Ae KR Ee he ik 
1 

A—— Dictyoclostus, B Antiquatonia 



a At 了 

2 

Ss ned Lusexewe, wIaReRee 
PUP AREDA , AEP 1 SRE HES ETC A, 有 
REIL IER ° : 他 

| Dictyoclastus FTE eh D. pinguis a LSE AE Ag Antiqua- 

oo 的 类 型 的 4. costata 或 A. khimenkovi 腹 壳 前 排 的 刺 位 于 
| 距 边 称 其 远 的 位 置 ， 更 不 用 改 比 起 A. serenemsis 一 种 来 , PME 

| ML RRA eS FETT RITAR Sk AEWA FEA Dictyoclostus 

SEWER Antiquatonia Bed hin AUER. 这 同时 可 以 由 下 现 

”事实 加 以 证 朋 ， D. pinguis 往往 是 产 在 沉积 时 代表 现 较 硬 海底 的 

” 粗 粒 碎 导 海 百合 灰 岩 相 ， TE VED Si AR UE UA PS SESS 

: we Antiquatonia, 

*- 

e 43 «6 



ee) ae 
EAL PARE 

在 1948 Je bh @ eth bia 5 9h Ja AT ELI ABR CPE 

的 ) AS AE EJP A BE 
SRS SIT TET eA ROR, AA 

REEL RE RRA 22 fe ALE — WO EH BREA Fs As : 

eee SEARLE SCG HAE as 38 STAT OS eT . 

不 够 。 

有 构造 SAAS AAO EES SS) SAU IB OL 7 Ae ee HE nH A TR 

孤立 地 企图 建立 地 球 历 史 的 现象 都 不 过 是 地 球 上 地 盾 和 有 机 生命 

笠 一 发 展 过 程 的 各 个 不 同方 面 之 一 。 只 有 读 哉 到 他 何必 展 上 的 对 ， 
立 和 将 一 才 可 以 解释 这 个 过 程 的 韵 实 进程 和 获得 更 洁 善 的 研究 方 - 
法 。 实 际 上 地 壳 上 任何 的 变化 ,不 花 是 造 出 和 造 陆运 动 3 竹 能 破坏 
TASRERLM NERS: ee 
WitBaR A APE Bk £8 HSE CIEE PK. 

.生物 体 的 改变 是 经 常 变化 着 的 环境 同 生物 互相 作用 的 ik, | 

BERL AT Dh Be i LPS ABW SE ANH ES SBR EE 
| ey ES WUC TE OE EBT AR ee 

FEEL AEN ESE De TRIES IOP EIA 
的 相似 类 型 的 闭 石 辨别 的 客观 范畴 。 虽然 无 疑 地 岩石 发 生 史 在 历 
史上 也 是 象 生命 发 展 史 一 样 不 重复 。 

研究 oe AERIS Ae Fe — OO ALAA ACR 
“i An Ee EA TE BH ARAL, TR 

RIE RT IIE BAC A EAR 
© 44 « 

十 生物 学 的 (也 喜 是 生物 学 的 ) J ANCA A er E 

isin 乏 , 和 在 研究 地 球 及 生物 发 展 之 间 缺 乏 辩 起 的 方法 所 有 这 些 隔 征 



ivi RA 4 BO 0 
Asie tee IE TL) ROAM AE 

OV RAT RTE RE Sie Ft, 
BAT ATRIA EEE 划分 出 莫斯科 丛 地 中 上 石炭 

和 攀 抽 地 层 掉 线 ， 其 中 主要 是 秩 研 究 生物 的 个 体 发 生 上 的 变化 和 个 ， 
人 体 大 小 变化 ;并 解释 蕊 合同 环境 变化 互相 之 关 的 历史 发 展 。 

忽略 上 述 研 究 化 石 BA EARS i AN TY SRE ELS Sa SHAR 其 中 

RRR, eR Tem ER NTI 
引起 的 化 石 分 类 单位 不 正确 的 铀 定 。 
的 乓 放 

最 后 在 化 石 研究 上 必须 的 第 三 方面 是 确定 种 族 发 展 的 关系 ， 
五 就 是 化 石 成 员 的 历史 发 展 关 系 。 ee 

305 JIA) YA Ay BB hee HE 各 果 在 空间 和 时 间 以 外 ;也 就 是 用 
离开 生活 环境 用 其 变化 , 觅 离开 地 质 历 史 去 进行 研究 ,将 不 会 是 完 
付 有 价值 疯 。 其 中 应 当 特 别 注意 的 是 在 发 展 上 对 立 面 的 揭露 一 
不 莉 是 处 部 的 (生物 同 环境 之 间 ) ;或 者 是 内 部 的 (生物 遗传 基础 和 
对 存 环境 影响 所 发 生 的 变化 ) 的 关系 ,因此 研究 莫斯科 从 地 的 第 二 
人 重 要 坟 面 就 是 同 盆地 化 石 研究 紧 客 联 系 的 生物 生存 条 件 和 盆地 ， 
_ 历史 竹 节 的 再 造 ， 这 一 切 都 是 同 岩 石 学 家 区 B. ppthveke (HM. B. 

- Xpoposa) 共同 进行 的 。 - 
ZAM Het LS ARE MVR. Sem 

这 些 分 带 局 相应 的 岩 相 以 及 由 海洋 一 般 特 征 所 控制 。 
， 在 时 间 上 我 们 研究 盆地 的 历史 ， 表明 在 不 同时 间 和 地 段 上 在 

一 个 带 , 友 映 着 相应 的 相 的 重复 。 每 : 一 个 相 沉 积 形 成 的 物理 -地 

See 《D 和 盆地 相对 的 深度 ; (2) 相 应 的 盐分 ; (3) 气 体系 萄 ; (4) 

~ 水 前 流动 性 ; (5) 海 底 圣 征 ， 反 映 在 三 个 基本 的 沉积 单元 上 ;也 就 
”有 是:(D 和 的 岩 性 成 份 ; (2) 化 石 进 藏 的 特征 ;(3) 生 物 硬 的 生态 租 

Bro 所 有 这 些 单元 都 应 当 烷 合 研究 ,有 联系 的 看 待 ,因为 孤立 地 去 
.三 窒 不 可 能 得 出 沉积 形成 条 件 的 美 实 图 解 。 
ssn cat aa abc 类 型 ,也 就 

ee, 1 45 ， 



= 

elite 
= 

是 各 种 生物 的 生态 类 别 (例如 并 楼 的 ， 游泳 的 ， 漂 省 的 等 ) 的 数量 关 

系 ; 和 (2) 每 一 区 代表 的 生态 特征 ， 也 就 是 其 内 部 的 适应 特性 s 

” 当 分 析 各 个 生态 组 从 时 必需 记 住 除去 普 先 开 姑 的 工种 也 就 
AAR ADL, Tt ARS eH ZA 
律 所 决定 的 。 例如 很 可 能 许多 自由 生活 的 小 有 孔 上 全 狠 在 浅海 地 
带 生活 过 ， 但 是 它们 不 可 能 哥 存在 这 种 水 经 常 运动 的 地 莫 。 因 此 
LF BR READER RAMA ES) EIN, INR AE 
RABI MAH BA AAA RSER ANGE 

这 是 因为 生存 环境 的 共同 性 所 致 。 “Es PS BS Ta AE 
一 个 地 盾 时 期 居住 在 不 同 地 带 的 邻近 生物 的 特点 更 多 。 

但 是 , .尽管 如 此 不 同年 代 同 一 VAR AE Se WREAKED 
FLAS EE LRA, EPMA 
Es, APSR RS EH, EMRE RRR, BRN 
FLAY REAR, (BES LEP Se A — 

历史 发 展 进程 的 特征 相 联系 的 。 
” 作为 本 质 的 例子 举 出 两 个 发 生 在 远 距 裔 ， 但 序 度 狗 10..15 米 

的 石灰 内 沉积 根据 化 石 的 说 和 对 比 。 二 开始 比较 这 两 个 地 层 的 化 ， 
ALAM AREER, ee 

现在 不 同 的 地 慎 年 代 ,而 不 是 相 的 不 同 。 
第 二 个 地 层 的 化 石 同 第 一 个 地 层 的 化 石 存在 有 不同 。 鞭 意 侧 

“- 消 所 有 蚤 轻 在 第 一 个 地 层 内 和 苦 束 了 生存 的 从 个 种 。 基 有 Choristi- 
tes radiculosus A. et FE. Ivan EG, EA TESA Hap aE A 

MRR HAALTMP SEE, RPP 
Bi AIPM Hi EEE SAE SETA 30—33 个 种 的 数目 ， 
VISA FHLB BSA TTD RAIA EE — PS ae 
TEAR HE LAVA BM AER, TRIM LIA 
DhAnwee hance, ceane ee 
地 北 导出 现 的 某 些 新 种 是 盆地 南 恤 同 一 地 层 内 所 没有 前 。 例如 
Chonetes lotesinuatus Schellw., Paeckelinannia vara Ivan. Avonia 

echidniformis Grab. et Chao, Choristites jigulinoides Stuck, Levicamera 

« 46 « - = 



ie 7 .— 

2 “noviiikensis E. Ivan. 

Bris TUR eI eA 
eee eee BETES EAL A = 4 hE ee BS — 

BE ee has canes cnenmennncas 

i fed RAR 
| AE PE See LE RPE LR Se an 
Re EAA, 3 
Be FF LCR, 7A RL A 另 
三 德 面 比较 同一 种 贮 相 不 同 地 盾 年 代 的 岩层 ,这 就 使 我 们 划分 出 
蔓 型 的 主要 生物 笃 以 及 区 域 的 和 其 共生 的 生物 。 那 些 生 活 在 整个 
多 地 和 的 各 种 不 同 岩 相 内 的 生物 春 的 种 ， 可 以 被 认为 是 对 于 划分 芒 

- 地 层 单位 的 主要 的 标准 化 石 。 
| “Bes LS —WeRRDUVE, Ce Pa RLS ee eA 
RISER "PTB SET TE Ae PP AY) ,或 表现 在 地 理 的 
CBI MER Heo HT He A Ap FIR RE eT 

URE HE Be A HER IE SES SOTA eg Aci 
EE RRA EERO, FT SN A 

A ARAR 2 DADs He RLS BUR 
| DERBI Fe lk NU SRS AC ALA ATE RR 
RBEGREOMRALUR, SURE oe LSA 
“的 加 以 应 用 。 当 对 化 石 涯 及 其 相 联系 的 岩 相 进行 研究 Hl soy 
Se WATERS RE, 
3 $8 — BAC OR LAE PE PS SRR, 其 中 
FEED: (1) 种族 的 演化 发 展 ; (2) 生物 各 类 是 随 环境 而 变化 

| 的 与 地 质 发 展 史 有 联系 的 ,其 分 布 的 方向 正 是 因为 某 物 娠 的 存在 ， 
PERMUTED. SRR, LARUE 
AURAL AE ESE CATE a FUE HH Ee FE bE TH 

HS, OER EA HEEL OD 
eee HOTA SE TSE LL Ae Se EF 
BEER , OAL UC PIT, FH 

e 47 « 



«Blea 
7 

ee ee ee PEERS 
ALMA, SR 
HE PENI E (LL, BRB sp LAS ERE, BRDLE ax 有 按照 包 

舍 在 便 凶 面 上 部 及 下 部 岩石 办 的 化 石 二 变化 的 特征 ;， 当 研究 生物 
发 展 时 可 以 指出 该 侵 鲁 于 断 是 否 区 域 性 的 ， 例 如 宅 是 和 否 仅 二 有 南 三 
翼 或 者 是 复 广 大 的 区 域 分 布 ， 这 个 问题 在 个 别 剂 面 内 只 石 资料 是 

ABBE FARA 5 A SEM Lae 时 很 少 变化 (例如 三 角 济 

沉积 六 局 部 的 变化 对 于 化 石 举 的 改变 影响 是 不 天 的 。 

在 剖面 中 对 于 全 部 化 石 洗 的 演化 进程 发 生 相 当 五 天 变化 是 在 | 
大 的 砾 岩层 上 部 ， 这 个 砾 岩 层 按 其 岩石 成 份 同 让 年 尔 ce Kamp. 

cKui ropusonT PYAR BRA 7 My ABE bn I LB a 
WAG RAH TRAM, MALS REL BIR - 
但 可 作为 划分 卡 什 尔 组 和 波多 尔 ， (Moyomscxui) RAISER ETE 

APA RABE PEAR ORR, SEK | 

““- 域内 原生 自 云 岩 的 沉积 完全 告 以 千 束 。 也 正 是 这 种 多 地 的 环境 广 
泛 的 变化 影响 到 各 门类 生物 种 族 演化 发 展 进程 上 的 改变 。 就 是 这 

“Ph, CET AR RT CR RIESE 
sige uence 

| SPOR AA LAR RS ASE, 在 中 上 上 石 “ 

“ 炭 彼 之 交 。 同 莫斯科 盆地 相当 激烈 的 变化 相 联系 ， DT ae | 

研究 究 各 门类 生物 演化 发 展 进程 上 不 小 的 变化 : (1) 粗大 都 分 的 类 型 ， 

EIR TER AE PUT RUE FALL DLN ， 或 者 是 稍稍 越 

HORE: (2) 发 生 了 一 系列 新 的 种 属 : 他 们 在 以 后 得 到 了 繁 著 的 发 ” 
育 : (Quasi fusulina, Triticites, Buxtonia subpunctata Nik. Choristites + 

supramosquensis Nik. 租 及 其 他 ) ; (3) 最 后 第 三 HELM TE PH ” 

ea HIT aE th: Sei LRT RENO TE 
GUIDHRA, F-HHEAPEMMANM, 一 
， ESATA Ay te EAE AR EG IE MG, SPN 
Pi SALA A MASTER APEC, APT 

at Be 



rey; t) T a Se Poy = * : 3 >) aes! Se ’ ; ; 

Ay eG, oe ee . ; Se } ? - LA ase 2 k 
人 

ys * a . _ ‘ ¢ bad ae / v _- 4 了 Ys ‘ 
Bs 

Dee idee SCA ee eee ae 
的 不 间断 性 (这 些 生物 在 各 门类 都 便 发 现 ) 指 明了 同 世界 海洋 相 联 、 
系 的 莫斯科 釜 地 尽管 径 受 了 极 大 的 变化 ， 但 盆地 炎 续 下 求 在 中 上 
石 痰 各 之 交 海 洋 并 未 离开 莫斯科 近郊 低地 ， 同时 这 里 井 未 形成 大 
“Big 
2 Sera eaE 联系 Hye cect Ae RSAC 党 

同类 的 演化 速度 是 不 同 的 ， 在 所 研究 的 海盆 地 中 反映 生存 条 件 变 
化 最 快 的 是 有 和 孔 虫 类 ， 腕 足 类 同 营 储 虫 同时 经 过 变化 ， 人 本 - 

ARDEA ae 
ee ae ha ona were toca 

各 困 类 以 内 的 变化 发 生 于 不 同 的 速度 。 oe 

SARE HAE BL LT A EL, 虽 

“多 关 紫 新 种 甚至 发 生 在 某 些 沉积 变化 并 不 激烈 ， 因 而 还 有 旧 生 物 ， 
ERA TEETH i AO FBT DAA te aoe Hl BE Me 

| AATALAR HB , LA RAHI FERRE | Choristites mosquensis 

TRE LG RCA BEA PK, 这 是 由 于 当地 沉 
“ 积 曾 特征 同 趾 厂 痰 纪 未 相似 的 关系 。。  - 

因 匹 与 地 质 发 展 史 相 联系 的 ， 各 门类 生物 演化 发 展 进 程 强 烈 、 

的 改变 可 以 作为 划分 大 地 层 单 位 界线 的 准 狠 。 这 里 重要 的 事实 井 
不 是 新 种 的 出 现 ; 因 为 新 种 出 现 可 能 同 迁 徙 或 岩 当 相 有 关系 ;而 重要 a 
的 却 是 生 驳 各 类 演化 进程 的 变化 。 

“ 当 着 靠 化 石 对 比 整 个 盆地 各 个 邱 段 的 地 层 时 ， AYRE 
不 同方 面 股 离 了 。 FER At REWR NE, 24 PETTY 
未 同 盆地 内 的 地 层 时 ,这 一 准 剧 仍旧 完 表 有效; 因 死 进行 比较 的 不 

是 化 石 名 称 ， 而 比较 的 却 是 同 彼 比 较 的 盆地 总 的 地 盾 发 展 史 有 联 
AM, SARLORRAAUA REE, Sot ， 
:在 我 们 之 中 还 常常 有 人 企图 把 有 时 是 完全 另 一 一 种 委 地 类 型 的 西欧 
地 区 所 划分 的 地 层 加 以 下 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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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AP LAR Roa. - 
1， 生 石炭 犯 地 层 ; 2. 中 石炭 和 地 层 ; 
3。 王 石炭 绝地 层 ; 4. 未 划分 的 中 下 石炭 拖 地 层 。 

所 



Ws 

«RR LER 
ae ie AEE 

aOR 具有 其 自己 发 展 进程 的 生物 界 时 ， 不 应 当 股 高 
生存 环境 ,不 应 当 脱 离 生物 彼此 的 相互 影响 。 也 就 是 脱 不 应 当 在 
生 畅 省 化 发 展 的 生态 特性 以 外 去 研究 。 当 进 行 这 种 研究 时 ,首先 
确定 的 问题 是 生物 分 布 的 数量 。 

对 于 任何 地 层 的 生态 不 特征 来 豚 仅 知道 化 石 种 的 成 员 还 是 不 名 
_ 的。 除去 表 费 在 种 名 一 览 表 上 的 化 石 数 量 特征 以 外 。 还 必须 有 关 、 
于 每 个 种 的 个 体 数量 的 概念 。 生 物 成 员 的 数量 特征 在 极 大 程度 上 
取决 手 生物 习性 ， 因 此 在 同一 类 种 的 成 员 内 可 以 有 非常 不 同 的 数 

HA”, 为 了 实现 这 个 任务 ,我 们 鲁 经 应 用 过 对 每 个 种 的 分 布 上 
的 相对 数量 的 计算 法 。 在 腕 足 动 物 方面 这 种 计算 法 开始 应 用 到 一 

AS Ea PY ATS RAHI AL 《ropsoaT)2 内 。 后 来 这 种 计算 
雾 法 秆 广泛 采用 到 不 同 区 域 的 对 比 上 。 徐 运用 到 各 粗 内 各 个 层 位 ， 
的 耸 布 上 。 其 千 果 ,一 方面 在 各 别 种 的 地 理 分 布 上 , 另 一 方面 在 其 
“地层 分 布 上 都 得 到 了 有 趣 的 客观 资料 。 

“ 普 先 谈 到 的 是 广泛 分 布 和 大 量 遇 到 的 种 。 ent 
RABE) As» AA RB 2 VCE SE ASH 

位 内 。。 

ee Saale RAE ORM en, 或 者 是 在 远 
距 宛 内 同一 个 层 位 按 化 石 进行 对 比 时 形成 主要 前 困难 。 为 了 解 交 
每 个 种 的 分 布 是 同 某 些 规律 有 关系 的 必然 性 ， 促 使 我 们 从 生物 发 
展 前 观点 ,从 生物 的 生存 条 件 上 来 分 析 化 石 的 分 布 。 

1) 可 参考 P. 四 . Tekken ¥, HERBY PSS ORK”, BaF 
2) TopHsoHT 一 一 可 着 识 为 层 (地 质 用 语 )， 但 在 地 层 学 上 ， 特别 是 莫斯科 石 央 绝地 

， 层 划分 上 原作 者 是 把 TopEsoHT .等 于 apic ( 必 钥 或 建造 )。 届 者 起 

>: Sav 



对 于 各 万 面 进行 分 析 ; REREAD 
: 分布 ， 我 试 为 我 们 可 以 关 明 这 个 半 题 的 多 方面 ， Rowe le | 

来 是 不 能 解决 的 很 多 问题 。 Sar 

ALAR RAS EE PA spf J: BS EJB WEE EAL ROA 

活 应 的 一 定 盎 相 有 联系 。 有 时 这 种 适应 性 ,不 仅 玫 现 在 三 个 种 上 ，” 

也 表现 在 同一 属 的 相近 的 某 些 种 上 ， 例 如 适应 于 中 五 交友 属 于 盐 、 
se de ee PEACH Se TE 经 常 有 Linoproductus Bo 

a (L. starizensis Ivan. L.. simensis Tschern. S)?, 4 时 间 Linopro- Sg 

ductus 属 在 一 起 有 和 全 Meekella 人 : 

Choristites FRAT TB BS) (HAL PD) : 

可 能 指明 并 不 是 Linoproductus anna 1 x 

ZEB ATE A WEIS OVE SAAS SRAM, 而 Choristi-— 

tes 属 的 代表 却 是 经 受 不 起 的 。 这 种 意见 的 证 明 是 Linoproductus 

eth + Choristites Bie BARK ATAN, AA Choristites + 

BERR RM RED ARPES T HWA, 由 于 这 种 情形 当 ” 
BMF Linoproductas 各 别 的 种 作 相 的 适应 评价 时 ,这 和 并 不 是 毛尖 
应 于 固定 的 相 , 也 大 不 是 它 仿 好 于 爸 地 内 具有 盐 份 升 高 的 特殊 相 ， 

TA EAE AT BE HES NLS A BEBE 
\ 

ERGMEECRRMN. 一定 的 相 适 应 性 也 和 并 不 是 一 成 未 
变 的 种 的 特征 。 有 时 在 其 地 质 分 布 时 期 内 常常 有 所 改变 。 例如 

Chonetes carboniferus Keys. 是 标准 的 中 五 RASA AHA 

E-SERIES RAR EEER (Bepelickul) B 
”就 立刻 形成 为 大 量 的 分 布 "。 在 最 初 发 展 时 Chonetes carboniferus 

Keys. .主要 分 布 于 泥 灰 岩 相 内 。 ERAN VE, (在 其 他 了 
APY E MIA BD) OE AS HEE RRA 

YU RWED) (4 PARKS AUS CAR RRO 
Hi 7K WERE —— MER (Bepeiicnuit) 4, +t 4K (Kammpcexnii) Fa 
多 和 尔 (Hloxoucxnit) HH (Ci; C2, C3), 大 兔 在 木 牙科 夫 (Msuxos- 

xu) HY (Ch) HOFF AGE TAPER TES APD, ELAR 

1) 2) BSP. 中 .Texkkep Wwe MERAH 21 PPAR 
e 52 + 



Pee oe eee ee 而 我 们 仅 

_ 在 泥 艾 内 内 重新 又 发 现 Chonetes’ carboniferus Keys; JG EEE 

EE 在 莫斯科 石 SERIE BS (Omcbanorpoxos) Fy ELK 

wa Hath SAREE PTE APS AS PRE OIE? RAT 
PRE ACLU NO AIR TR RE 种 如 何 发 

| AWE? WF A AEE ERE AT 时 的 生存 条 件 ; 首 先是 最 适 

合 于 此 种 相 。 所 以 在 演化 一 开 站 雯 生物 对 于 相 条 件 的 改变 反应 极 . 

全 

人 * 7 区 

SRE cH a 3 TERE Site Cr 

se) cad RORE 

fs 

S 
Sti 
1 

are artis > 
: iS 

1 ity . 人 ~ vargastrata ; 
: ust |p Z sea Ur urifa 

ch | | | vats 

Ras: 5 ee q ie es (eran J nae Sin t 

ae ie 1) vy \ Ch. 2 % 
“* oo | ly | RE 记 ae 
. 1 CA ai < < 二 
4 " | il Rn 半 - Le us Chu, rrrrz 名 

1s (remeron } Livorachensis 

moe bas he i- 1 fobus Sia 

‘ | | i | | 

=. | Ri IS 1 ”| 

i RS Ae 
5 a ty i i 
3 | iy! | iy 
; Sees bese ; 

YL users: s ty! ah + Linsutus' } nee | RED, ST = pee 

i: weak dieses | lat: : ae ccc70G Pe ted Sh e. Lpemustttatus, 个 ， : = 

7 , iS , ar. Robe 
. re £simensis, 1 oar 

Sara Gee Bg Z10 valis_| | 
oa =) 站 7 PE 

2 LS iar 
C1. Bo tom 3 ee = 

: 1° SCR PARSE, 上 上 石炭 纪 ~Chonetes 和 LIS CR OAS: 

好 夭 必 的 地 层 和 相 的 分 布 图 。 
十 _ + - 

: 1, BS; 2. EKS; Sy Aas; 7. Bik: a} to 

Bi RS MEEK SRA SL, 

ores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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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ERBAT—iH, BRATS RETR TEASER | 
同 相 的 该 种 。 这 样 一直 炎 德 到 还 没有 任何 新 生物 在 其 生存 前 主要 
AB AXE E MLIBEBE I tk: AUER Bl Chonetes carboniferus Keys. | 

SPHERES RAEN TSAR, ER MF 
Rh RARE SUSE, AE HS TBH, 这 

Lose phe OO ‘Chonetes .carboniferus Keys. EM TARVERIE SA ; ¥ 

RERRBEVKE SIAN, 最 JSR Ue Bhs A PS Be Hh Be 

Chonetes mesolobus Norw et Pratt 种 排 莘 了 于 出 二 二 xt 

bY GR EH) DAT HG Ze (Camap. 
; CKHU)” Choristites ND TEBE OL SBD RO MRE. 

已 知 撒 马 尔 Choristites #8. (Choristites trautscholdi Stuck.) 72 : 

出 现在 波多 尔 中 期 , 井 迅 速达 到 了 繁 业 阶段 ,然而 当 未 雅 考 天 期 的 ， 
到 来 ， 他 们 就 完全 灭 契 一 一 在 此 期 沉积 内 没有 一 个 靶 狂 的 种 售 罗 、 
-再 出 现 过 。 当 公 古 里 费 林 (Teryancbepunosuit) 期 时 在 南 要 天 量 的 
HUSIR Choristites LER, ROT ERMA, Ui 
GROMER aT BR, ERA AK 
人 Choristites ME RRR, AB. 

德 维 箱 (Teaga) WAL MMATES RE ADAIR. Ke 。 
one RLM AR 
RASTA AAS LEMS ES RMR, A 
JETER BATES ITS , 搬 马 尔 Choristites FORE, 以 及 重新 出 

现在 较 新 的 公 二 里 费 林 层 的 现象 可 以 作 如 下 的 解释 : feet - 

4S AB Choristites 狙 的 代
表 当 KS REAM

 A 

PO HE BYERS EY Bh EH KESRMFREBSE - 

有 过 激烈 的 相 变 。 写 售 不 能 生存 在 新 的 条 件 下 ;因而 灭亡 ;但 在 北 

部 ， 在 奥 克 司 克 - 青 长 垣 地 带 这 种 在 森雅 考 夫 期 开始 的 激烈 的 相 变 | 

FEAR YAR, 所 尽 搬 局 尔 Choristites 的 代表 在 这 里 郴 德 生存 下 来 并 3 

AT, Ma BRS, ee RT 

1) Risk RA ARI AFR I _L ARES RRR, BLA, HH LEBER Hy 

~ 

nec. te 



¢ weet oH Lie Se 
<> ty the 

~~ 
- 

-了 &% 

同 波多 尔 期 海 相 相近 似 的 环境 , 因而 撒 马 尔 Choristites 重新 双 迁 
移 芭 南 必 来 ,然而 这 种 重 现 (PekyppeHrHaa) MARE MAE TE 
羽 前 原 有 的 种 的 成 员 , 因 为 当 它 在 南 去 没有 出 现 的 期 间 , 忆 便 经 过 

TRE, VAIN An NAH BUR Ee A TH LA 
| BURG LR Ita 

莫斯科 盆地 中 石 诺 和 纪 上 部 标准 的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HLA LAO, 3 — AL HLT SILER ER EW 
tag 并 在 波多 和 尔 未 期 达到 了 繁荣 阶段 ， ee Choristites — 

_ priscds Eichw。 随 着 森雅 考 夫 期 的 转变 它 还 秋 德 生存 下 来 多 数 的 
种 ， ATEB RAS Se ocean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His 某 些 变 种 。 但 是 是 当 公 十 里 费 林 期 的 到 采 ， 

Ek AMSA RET RAH AMET PR, FARMS 

BRC ETAL BS TAL SB REE IS TT HK SCS FAIS SS 的 
相 变 ?， 所 以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甚至 于 标准 的 种 都 是 

当时 的 环境 而 转移 到 华 古 里 费 林 层 内 。 但 是 这 种 事实 并 不 能 - 

如， 总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作为 中 石 次 绝 标 准 化 石 的 意义 有 | 

减少 在 德 维 策 河 地 区 的 北部 上 上 石 央 弦 的 条 件 下 它们 至 多 不 过 是 
LE (Cynepetutosas ) 3S ANE 7 Hb ERE RPA REIL - 

作用。 在 这 里 再 强调 一 艾 当 鳃 定 地 层 年 代 时 稻 不 能 以 任何 一 个 种 

platen ee RES ee 
iy ~ 

tages 

4 

| 很 自然 地 会 产生 这 样 的 问题 ， oe Cae toe ae 
(ropasoHTED 地 层 是 怎样 彼 确定 的 。 为 完成 此 种 任务 重用 过 那些 

”标准 ? 当 确 立 各 个 组 时 ， 主要 的 标准 就 是 化 石 玫 演 化 发 展 一 般 的 

”进程 。 特别 是 Choristites, 

例如 党 着 德 共 纳 河 的 北部 在 剖面 较 下 部 找到 的 是 Choristites 

- priscus Eichw. 种 的 稀少 的 代表 同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4. 

SEI FER UR Choristites trautscholdt Stuck. FAT SY BSE . 

Bo 这 个 Chosistites WMH THREES RARE, ， 
问 上 的 层 位 内 Choristites priscus AA RABE! A KF CAPA , 在 此 

» S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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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站 2 

了 ae ed Ee, ae “ae 

时 Choices adstulensis S-OCLIE MESHED 

~ trautscholdi MLZ ME ERE AE 8 

同 时 Choristises 

一 

CUorisizes trautscholdi ‘MNBL By Fl 的 相 变 药 情形 

x, BUPULYE Choristites mosquensis 租 的 发 展 阶段 ,有 充分 的 根据 
ASE PA OES ASE 
FARE ATR ATR HELE > 我们 在 此 地 层 内 看 到 新 阶 - 
BAD: Choristites trautscholdt Stuck TER MRE, 但 是 继续 

年 存 下 来 的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f£3X BAIA F AT 

AL RUT GE RW Ee Be o ARTE: Choristites 

iB 的 发 展 所 得 到 的 材料 ， 同 腕 足 动物 其 他 类 别 的 发展 全 PIA a 

“对 比 。 

1 
ANNE AG EIS RBS HSE AE, A DHE ETHER ARN EE) PTL IE 

Ast PARROT ANE Hs 而 井 未 带 来 局 或 者 更 大 的 分 类 、 

人 (在 水 平方 向 )。 
在 相似 的 和 的 条 件 下 化 石 具有 相似 的 面 吻 ， 例 如 莫斯科 钴 地 

的 波多 尔 租 和 公 十 里 费 林 组 ;虽然 现今 我 们 大 不 总 总 能 解释 各 种 特 - 

FEEL, BRAM MERE MRA ARES, 
| BPR BA, HRA RUSS 
. + AHASRHA-RMTAM, RETA MLAS 
EBA ESE ASEH, OME LER ALAA 。 
， 的 地 层 时 ,成 为 极 大 的 困难 。 例如 在 莫斯科 盆地 内 主要 是 在 中 石 
| 火 犯 地 晨 内 ,从 波多 尔 建造 开始 遇 到 在 夹层 丙 的 和 足 类 - 腹 足 动物 - 
_ 驳 岩 相 ; 夹 层 往往 完全 由 此 三 种 生物 所 构成 。 ANE PAE A 
er ae 

“在 竟 源 和 近郊 的 中 ， 上 石 交 种 内 刀 平 在 各 类 占 主要 地 位 的 腕 

是 动 靳 引 都 具有 “种 形成 的 加 强 ” 时 期 ， 当 此 时 期 遇 到 的 是 拥有 易 “一 
变 特 征 的 极其 大 量 的 个 体 。 在 这 些 大 量 的 个 体内 可 以 分 出 某 些 极 
相近 的 类 型 ,但 是 总 会 发 现在 其 差别 方面 的 过 渡 类 型 ,在 这 种 情形 
下 形成 如 达尔 文 所 就 的 "种 徐 ”( IIyqka Banos”) 在 这 里 自然 界 替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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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s eo © , ig mae Pete 

-我 何 保 存 种 形成 的 各 个 过 程 x Me ECE DR ERT DRE | 

SPER RTE RIERA OS SL ANIC 

bas fe HAIN ACH AIR ATA OE Ch Choristites 

= : 

Y - 
ae 

= 

a A Z 
总 

一 

ts 5a : Y vee 

5 |sx 多 

A} Ss 多 A 

e188) TF 骨 y 
- : fe 2G = “4 7 一 Zi Y Ps 

2 cf OLol=/=—/ 外 =/28 : 
$ a WY 三 ”和 yi Y= y = 

(8s AG See Beg > 
a : < ~ 至 名 三 A == fo > 

工 Ss. in — A =v= 六 此 
= # 

六 人 上 9 Sy ey 
| 全 Ve YY Eevee g Reet - 

RS 一 =/=6/ QE 
: svi 一 = == Z 2% 三 

sts rpyanasis OBA 
“ee 2 Cy. Mosguens:s 7 OY Ks 

Q. 
é se bp See —— YY f 

r 

; rpynna = 
‘Ch pristus ~ 

anes ZA = eas aE 7 

w3 IRR Br Ea pekS Choristités Fisch tees Choristites” na 

* mosquensis #49 Choristites priscus SH fy SE RFU 有 

nee ES ESSA KM; I. AD Rallies) Wl. a 

wears WW. BRE Regen oo 

1—Choristites loczyi Ercksem, Chaos 2—Ch. 人 Ercksem ‘Chiio, ” ee 

“ var. transversalis.. A. et E. Iyan.; 3-Ch. _tashenkensis A. et E. Ivan.; 

2 4—Ch. mosquensis Fisch.; 5—Ch. Mosquensis Fisch. var. solida A. 

et E. Ivan.; 6—Ch. mosquensis - Fisch. var.. longiuscula AL et E. 

Ivan. 7_Ch. sowerbyi Fisch.; 8—Ch. densicostatus Ivan.; 5 9h. 和 

radiculosus A. et _E.Ivan.; . 10:=Ch. 0: “sp. ~2; -. 11—EA: priscus 

‘ Richw.; 12-—-Ch. uralicus Leb. var. breuicula A. et E.. Ivan. 

摘自 E. A. Viparosoli 1949 6 的 著作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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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 

ze Oe Fb she. 卡 什 尔 期 的 和 priscus Eichw. ,及 波多 尔 期 的 

= 

_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gch. 和 Choristites trautscholdi Stuck. DRE 

. 木 雅 考 夫 期 王 部 第 二 次 HES AY Choristites mosquensis Fisch. Py 向 后 

oe Po Ah LMT, 我 所 谈 到 过 的 j 这 种 种 禾 是 同 大量 的 个 体 相 

BRAM, EEE PAGE ABAD EB RACHID Chonetes carboniferus 

_ Keys 一 类 也 是 如 此 ?。 和 

可 以 指出 这 种 强化 的 发 青 阶段 在 各 类 生物 中 是 不 相 一 — KA, 

EXAR MEMRAM LHR, Tein C. Poabecraa 研 
帘 所 指明 的 : Triscites 属 在 森雅 郑 夫 期 仅 有 个 别 的 代表 ， 其 三 泛 

A J AL TE i RE 3X — JB YG hh Ae BEE ar FE 莫 A - 

BE BER ENTE RE GAN AT MDA 3 
fil 

a mt scene ee, 正如 工 "KS Tlospomocona HBR 
> 

3 RREBA , Bees BE PK Bh SS HUSA TR) ACES I ET 

”其 至 于 还 稍 有 答 乏 。 NMP ER, ， 
| RAUL EMD GRANTS, OSI 
升 高 20 2K, 因此 地 层 界线 是 生物 县 不 断 的 活化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人 

”为 的 划分 ,应当 是 有 条 件 的 被 采用 。 因为 生物 娠 在 条 件 的 变化 下 
有 不同 的 区 域 性 ， 拟 以 在 各 类 生物 发 展 的 各 个 阶段 上 当然 也 不 会 
一 和 致 。 如 果 想 在 不 同 种 类 生物 的 发 展 基础 上 去 寻找 共同 的 地 层 界 

_ 相 这 将 会 是 徒劳 的 。 只 有 当 海 相 沉积 岩 系 具有 间断 的 情形 下 这 才 
二 会 是 可 能 的 。 莫斯科 答 地 中 、 下 石炭 纪 的 界线 是 很 好 的 例子 。 最 
| BAUM RP 《有 算 各 种 类 生物 演化 进程 的 中 断 所 指明 。 在 
这 种 情形 下 地 层 学 学 和 岩石 学 的 研究 可 能 是 不 充分 的 。 
BAER LOMA SOE BLE 

学 对 于 地 项 学 家 是 多 么 有 利 的 武器 。 FERPA aa A Bh Bee AS 

: 地 层 对 志 的 可 能 性 是 建筑 在 条 部 化 石 覃 上 ， Pte Eee 

4) 参考 P. 9， Petts 二 生态 学 松花 图 2% GumaaeeaE 
2) cae 21. EA A ee a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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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右上 ， Er NRERILE ie | pie een 

_ {iy RRESE SEE ORR, AAT. 

BOURNE RA SE JN2Y EEA SIDES ALE - 

存 环境 的 方向 上 去 * — EOE Ca) 方面 和 生物 的 : 

(ARS) 方面 。 si Mab i RE A RSE CEST) | 

了 深 坟 的 研究 。 
AEA. 

- RSE oe dtp Ran SCH FT DUP si AE ARATE, A 

pe EA MAT EERE RIEL, BAT 

”不 是 总 称 其 为 演化 的 方法 。 
号 当 革 知道 了 生物 发 展 的 进程 ， 我 们 于 可 甬 在 寺中 高 册 对 

cma eRe ARMAGH, IRE ASEAN 

ANS SORES ECS ase | 

Z 要 om . > 

¢ 3 ; ” e > Cs 

P te pe 
$ 

' 

区 
= i 

« 60 © 时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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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生 物 界 演化 阶段 同 地 过 
' REHEMRRAB —- 

oo 

现存 地 厦 年 代表 为 划分 地 球 历史 ,是 运用 生物 蛋 演 化 的 阶段 。 

: 稻 据 斯 特 拉 霍 天 (H. M. Crpaxos) 的 意见 BA EAD AEB BE 

FATE EE PB ERATOR, ALIEN 
WA, EMI e SORE, 
村 一 直到 现在 还 是 不 清楚 的 ， 虽然 这 个 问题 久 经 讨 葛 其 中 也 包括 第 

二 从 届 国际 地 盾 学 会 ?很 多 人 认为 这 种 相符 合 的 关系 se anh 

也 不 会 有 的 。 9 
Ain Ass WS BL TH 

PIB) LOAD ie BES EO LE A 
| BE ea TEE oh eA SEI OR. 例如 海 
PSE RE, UAE TL ATE Be Bilt ek LPR Be FER SEE, 

A RERE LARS HG, TERROR 
PDT He PIL ET T HER AE ER EAE, 
“日 夭 往 计 为 生物 界 在 发 展 上 的 爆发 同 造山 作用 没有 直接 的 联系 2。 
这 些 学 者 中 的 很 多 人 并 不 否 就 由 于 地 充 变 动 的 影响 使 海 下 面 的 降 
上 具有 重要 的 意 
二 义 ,其 至 可 以 作为 局 部 地 区 某 些 类 别 超 灭 的 原因 。 由 于 这 种 方式 

， 所 解放 出来 的 条 态 区 域 彼 新 的 生物 所 占据 因而 产生 强烈 的 辐射 更” 
a 

1) H. M. Pension. OcHOBPL ACTopHuecko reonormn, 1948. _. 
. 2) Earth movements and Organic Evolution, 1950: Proc. ‘of section-L. Inlter- 

-_ nat. Geol. Congress. Report "of the 18 Session Great Britain, 1948. 

- 3) L. G. Henbest, G. G.’Simpson, et al., J. Paleont., 26, No.3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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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RP MAP, LARA OnE MA 
SAA aE BE FERED) ASE He LE TE HCHO 问题 ， 下 面 简 壕 这 + 
ees je et Fs 

SM RRMA Re 
活 条 件 发 生变 更 时 ， 当 确定 新 种 出 现 的 时 间 时 我 们 工 没 有 同 从 前 
所 定 出 的 地 层 界线 相 联系 : ES ERNE, BUI 

AES, RRB 
AALS SLI 
ASP 
EE, ARR 
ARTERY BE EHH AR 
«BRA LAR ， 
CAWERELED 
HAA TE 
态 形成 因素 是 受 地 质 - 
历史 上 环境 变化 的 各 
种 特征 所 控制 〈 昂 第 
Dee Sak? 
ger ay aaa 
存 条 件 的 变化 是 在 空 

. 间 内 也 就 是 在 同一 个 一 
- 地质 时 期 内 ;由 一 个 : 
“ 相 带 过 渡 到 另 一 个 相 。 
带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形 
态 形成 仅 发 生 于 各 别 - 
的 生物 代表 。 在 某 些 
情形 下 当 着 条 件 重复 
人 

1 B. Xeoposa, Tp. TIMH AH CCCP, 43 1953”. 
2) EA. Heanona, VY. B. Xpoposa, Tp. TWH AH CCCP, 53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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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o£ VA, ey 

~ PRADA MOTE as EAL, (APE CHER A Bh A, Al VS 
Hl Botkrophyllum 属 的 一 些 种 。 当 生存 在 特殊 的 自然 环境 内 时 其 

骨 散 构造 简化 2 第 开 租 因素 是 当 着 在 莫斯科 丛 地 海 的 历史 上 ,在 
相当 天 的 距离 上 ， 产生 井 长 期 存在 过 新 的 相 环境 时 。 在 这 种 时 期 

两 形态 形成 发 生 在 生物 的 不 同门 类 并 且 也 会 发 生 在 同 生物 雁 落 五 

AZAR AAAI, Pil kn WIT AS TE ee SEES A HEY, 

“特别 是 在 森雅 考 夫 世 初 期 当 广 人 在 

此 以 前 这 里 全 经 长 入 是 深水 地 段 。 

FG AE LSP LE PAS BEBE 的 各 天 类 中 CFL, FS 

Sa WEE PH PE A) eB — AK 烈 的 新 种 (和 新 属 )。 这 

-种 类 形 前 形态 形成 使 我 们 可 以 发 见 某 些 新 种 的 典型 的 适应 特点 ， 

每 一 类 生物 都 找到 他 全 同 环 卉 在 变化 上 的 解决 途 卉 。 Fy Tt Ae 

| 些 我 俏 把 产生 在 流水 条 件 下 的 新 种 属 的 形态 特征 ， 与 信和 经 生存 在 

其 他 环境 的 其 他 租 先 特征 加 以 比较 ; 如 腕 足 动物 Teguliferina 属 发 . 

ARIE, Fe EA FE I ETE AE 点 上 (Te miatschkovensis 

Ivan. Al Oxovensis E. Ivan. ERE) oF ae IE LT BR ae 

i (Archimedes peskensis Sch.-Nest ` 同 A . tenuato Sch. Nest pg 

5 PS MAA SE ee A (B. conicum Trd, 

mip B. _pseudoconicum Dobr.; Amygdalophylloides ivanovi Dobr. 同 

Az monoseptatus -Dobr. He Lewy) See, | 

eT AL Ae BS IL FTE ASE HEH, 

以 及 百 大 地 质 历史 阶段 相 联系 ， 形态 形成 与 此 种 因素 相 联系 因 而 

。 思 现 在 所 有 各 门类 生物 并 出 现在 各 种 生存 地 点 。 FER SEE Oia 

过 下 由 于 生物 的 遗传 基础 不 一 。 所 以 会 有 不 同 的 反映 。 卉 表现 出 演 

化 - 上 的 不 同类 型 和 方向 。 有 个 共同 的 特征 是 在 这 tie F OBL 

Hi, 在 其 些 情 驶 下 新 种 的 出 现 是 在 新 相 环境 来 到 之 前 ， 而 不 是 来 
DZS, 也 就 是 人 兴 在 先前 的 沉积 循环 的 时 间 办 ， 这 现象 可 以 在 靠 
和 近 卡 什 尔 和 波多 尔 二 建造 之 间或 波多 尔 同 木 雅 考 夫 二 建造 之 间 发 
Bho 常常 首先 最 早出 现 的 是 有 孔 虫 类 ， 各 门类 新 种 属 出 现在 不 同 

“的 时 间 内 是 同 这 些 生物 特 EA Ke eA 的 形成 经常 是 

sa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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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下 部 建造 的 ,先期 沉积 循环 的 一 、 =H ari SN 
FERIA 4 

Kf PO ER” 2h ty HA A BB 

—— #6, Bilan: A FL BAe RY Prorrizicites 同 Ouasifusulina HSH FE EG 

RAID TREORMALSREED, SHAN ARMED 

- HE hy eh Marginifera narnidlita Schell Fe Ae Marginifera | 

_ borealis Iyan., 由 Linoproductus cora- -lineatus Ivan. 发 生 : Linoprodu- A 

ctus tschernyschwei Ivan.) 重要 地 指 轴 这 种 标 读 上 着 开始 阶段 改 i 

SSA ty —— Foie BEAM TE LA RAM BEAN 
(每 一 个 建造 开始 之 前 7 新 生物 成 份 的 出 现 根据 彼 观 察 的 沉积 条 件 

是 发 生 在 当 答 地 条 件 相 近 的 前 一 个 时 期 及 其 在 畏 束 的 沉 积 阶 段 。 

“例如 根据 形成 条 件 木 雅 考 夫 末 期 的 沉积 ， 同 中 石炭 友 相应 的 海洋 

地 带 其 他 沉积 并 无 不 同 ; 在 此 时 期 内 俄罗斯 地 侣 上 芽 未 发 秆 在 何 - 

“下 大 的 二 地理 变化 ， 此 时 期 眠 不 符合 于 地 这 变动 时 期 ， 也 知 不 是 、 
在 地 壳 变 动 之 后 ， 而 却 是 在 变动 以 前 。 同 着 大 面积 的 十 地 理 变化 

相 联系 的 ， 受 相当 大 的 造 上 作用 所 控制 的 吾 天 的 海洋 盆地 环境 的 ， 

改变 是 在 梭 罗 斯 地 台 上 发 生 在 上 石炭 纪 海 相生 物 新 种 出 现 稍 后 时 

2 发 生 在 波多 尔 期 和 森雅 者 夫 初期 海洋 爸 地 比较 大 的 改变 也 是 

比 新 种 出 现时 期 稍 晚 。， 
“在 栈 有 罗斯 地 台 上 石炭 灶 海 相生 物 侍 新 种 出 现 比 盆地 内 沉积 条 

件 改变 较 早 前 现象 并 不 是 仅 有 的 例外 。 用 这 种 观点 来 研究 整个 地 ， 

。 对 上 生物 发 展 的 历史 ,我 们 可 以 找到 很 多 类 似 指 例子 ， 也 正 是 以 这 - 

种 现象 来 解释 所 谓 存 在 于 地 盾 AZ MIN “aye” UR 

Hh BA or RA RRSP LORE REMI REO 

TSE ROE, 但 这 种 沉积 也 常常 伴随 着 残留 的 过 渡 。 

在 很 多 情况 下 当 后 来 深 太 和 攻 致 的 研究 化 石 时 ， WA WS RE 

* SU AER 井 且 按 岩 石 性 质 同 下 面 地 层 相近 ， 化 - 

石 奉 成 份 却 属于 上 部 的 , 较 新 时 期 的 。 例子 可 以 举 出 我 何 的 马列 

RH ATLAS OD I Oe BS 
KA BRE; PUA LR BR EM ERO 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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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r Ge a 

下 LMA STRESS, BFR ARN - 
“Schwagerina 2”, (iB SEAS NA MSR Bt ALS 0G AE 

FERRIC AAT ALI, Lee EMER ZO 
HET 

: LGU T CER Dak PANU ECLA, PINT 

et eas mags succes ese omy scien 
“现象 下 止 一 区 的 彼 观 察 到 。 这 种 现象 是 不 会 同 局 部 地 区 的 原因 有 
ee ee eN RMSE Se 人 
区 。 

， 已 章 入 合体 的 改 挛 ,同一 般 流行 的 意见 正 相 反 , 近 种 变化 的 开 负 并 
* 不 是 地 壳 变动 以 及 跟随 而 水 的 海水 进退 的 千 果 ， 而 是 在 上 述 现 旬 
“过 前 ， 据 我 想 应 当 是 同一 个 因素 朋 作 用 于 地 这 生命 也 作用 于 有 机 

界 , 在 此 情况 下 有 机 体 可 以 同 环境 变化 同时 有 所 反应 ， 但 是 我 们 还 - 

下 会 分 辩 吉 沉积 物 上 所 表现 的 是 那 种 环境 变化 ? 

很 据 二 个 现代 的 假 裔 一 一 决定 地 帝 发 展 的 深 处 的 作用 是 同 放 ， 

射 性 原 素 向 地 帮 迁 移 以 及 写 们 不 同 程度 的 聚集 有 联系 ", 放射 性 原 
” 秦 的 影响 街 在 彼 宅 们 引起 地 壳 节 动 之 前 就 能 够 找到 有 机 界 一 一 这 
个 极 易 感觉 的 反映 体 , 井 且 引起 它们 演化 发 展 上 的 变更 ,这 种 放射 ， 
AE RF AD) ,或 者 某 些 其 他 的 物理 因素 的 影响 是 否 全 经 存在 ， 
我 们 所 知道 的 消 且 不 够 ， 但 是 引起 地 这 变动 的 强烈 的 因素 不 能 不 

“对 生物 界 发 展 上 有 所 影响 。 

-二 天 内 部 的 作用 表现 越 天 那么 同时 反映 着 生物 界 必 展 上 的 

。 变化 也 吉 会 在 更 广 的 地 区 出 现 。 在 各 别 的 地 质 历史 时 期 内 这 些 因 
RADI SRE AL, -但 是 HTS FE CUR AL MTSE 

— RONGR FETE HINA AE ESR PEI 5, | 
ek EA I, i i 导 到 了 回 
es 

1) B. B. Besoycos, Ocuopanie BOUpOCH reOTeKTOHHKH, 1954. 4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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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 地 球 历史 的 转折 点 生物 演化 方向 变化 较 强 eB TP 
弱 , 这 是 同 深 处 作用 的 闫 度 有 关 ， 并 且 表 现在 后 求 的 造山 作用 哉 度 ” 

“上 ; 井 可 以 解释 在 “平行 ”发 展 的 过 程 当 生存 在 相近 似 前 环境 下 的 
有 亲 移 关系 的 生物 类 别 ， 攻 只 有 在 共同 前 因素 一 一 放射 性 影响 下 会 “ 
形成 相似 的 而 彼此 互相 独立 无 关 ， 同 时 也 找到 对 于 很 多 生 季 类 地 
在 稻 灭 之 前 极度 繁荣 的 解释 ,以 及 在 某 些 时 间 内 互 天 的 个 体 , 可 ” 
“能 是 同 造 山 相 联 系 。 最 后 在 地 球 历史 内 每 灵 造 山 时 期 可 能 是 本 盾 ， 
上 不 同 的 放射 性 的 (物理 的 ) 因素 鲁 经 有 过 作用 ， ETRE EAS 
物 的 反应 不 同 , 因 此 生物 在 每 个 地 质 历史 内 也 有 其 自己 的 特征 。 

“Best sha art bce DE AT FE 
ec HAVRE MTSE (6, SEER SE EES, — 1 BEM AES 
EBBRMES | RDA DR  Le, Sb SREB * 
还 有 放射 性 的 影响 。 — me EE a 当 研究 
生物 界 演化 时 我 人 不 能 年 之 不 理 。 

唱 f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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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S E RRM ERO 

十 生态 学 研究 的 远 验 

CC. B. HTERE AH. aR 

EPI HN ECRIEN (IOpasaB) 区 海 相 沉积 岩 系 的 基本 
“特点 是; 《1) 区 大 的 厚度 (超过 玉 百 米 ); (2) EMT BURA IL: 
PRAAKE; 3) 极其 贫乏 的 生物 本 特别 是 底 楼 的 生物 震 ; (4) 
”单调 的 生物 对 有 宕 不 多 的 种 ; 这 些 种 属于 两 个 一 一 荡 石 PEGE 5 

C3) By LVEF TEE 

EE SR 9 9 Fe — Bae (C. B. 

| iter wim (EH 1) sR weR BAT eA 
; 楷 石 类 型 是 和 一 定 的 岩 性 休戚 相关 的 ; AA GREE AMEE Shy an 

”处 都 与 泥 贰 岩石 相关 ， Tia eas a Eh, EET A BEE Sh iy FO 
SAE NER AES, A SEVEARA ES, BLD 
AER | 

bata i ae SERRA T Hl La —ae an 

| HER SEBS), EAT TEW PIE Ee ABT AS nS Ae 
PHBA, SHA PR HLS BeOS, 
REAM EMAAR AER, RMI ERIE ， 
REREAD EB 

,. << 

AER Se SE 然后 是 具有 复 理 式 现象 的 带 , 最 

i -后 ABTA 泥 其 岩 带 。 
: 

我 何 可 以 根据 H. M. 斯 特 拉 霍 夫 (Crpaxos) 和 C.C. Bagi. 

j 波 夫 (Ocu6os, 1935 年 ) 的 材料 来 炎 绪 饮 复 这 个 沉积 带 ， 他 个 指 

RT, 海 米 泥 灰 岩 转变 为 富 含 各 种 化 石 琴 的 乌 菲 姆 Sr ee yer 

的 纯 有 机 艾 岩 带 < 

ae 一 ,57 。 



复 理 式 带 技 其 重要 姓 依 交 划分 下 烈 雯 个 炭 相 : CUED TINE 
A: QAP OA; (3) 砂 质 粉 砂岩 相 , 其 中 常 有 菊 石 和 鹦 欧 嵘 
的 进 葛 重 ;(4) 泥 质 - 碳 酸 盐 质 淤 泥 相 ; (5) BND RAGA, 
Ai GRE, QTL A HEL PSR; (6) 清 层 的 泥 。 

Pz, 
i i i 
i (| it 

dl 
} = @ 

5 3 » SS 
een (=I 

= _ 

5 
’ 本 

— 

1 JERE 
he A Te, AL IE 
Cree saa 

RUAVEAR , 2 35H Pa AE By ILA ALA EN 

符号 : - 1. RR BS 
2. BRA RA — RA ALIA 的 FRE 
SLED, TERE BRAY PiSs BESET 
Zeeman ay; 3.A444G; 4. 合 块 状 - 
SAH RE; 5. 石灰 质 角 砾 ， 
内 和 砾石 质 石 苯 灰 人 6. RAAB. - 

7. 具 块 状 的 Linoproductus cora 的 

石灰岩; SURAT AB; 9: 阿 
SEA avabcxan BER, Rie RA 
层 的 源 青 质 的 有 机 碎 丑 盾 灰 内 六 10、 
Tlupwatne, ABRAKRE; 1L. 石 

一 在 ; 128; 1 RRS 
Db. BH; 16.0  - 

. Bo BES: Pi Si—Schwagerina 

14.6 Fi; 

层 下 部 ,Pl Sa—Schwagerinag RES, — 

Py Ss. SEMEN He Piai 一 斯 帖 利 塔 ” 

马克 系 , Pa as_y 一 布尔 条 去 系 ，Pi al 
一 具 块 状 Psedofusulina lutuginif’y — 

伊 尔 金 层 , ARRAN E OE 
时 根据 岩 些 特点 分 出 的 众 别 地 层 的 - 
Ait, 基于 准确 的 动物 化 石 分 出 的 和 - 
其 余 岩 系 一 样 的 整个 华 系 的 对 比 。 es < BAS, 

x 

‘ 

到 
> 

- 

~ 



“OCR LDLRRHORO TERRA I 3eAeAE, orem 
AOE HERAT Rah es. 两 个 带 
FPA LL RC UAE IE STL ALI 
MRAM. | 
re er ee . 

iP eR i BO ITT 3, Hes 
: “AU EIA LAS SAGE He SRT AOE DE UB IEA BS BD AEH: 
PE LAGE HI, AMG ARURAET An LT YEAR DINU ARIDLAGIT BUR. te 
ee Rear Ste TEr NASR, GREE eM, 

“ 春 在 过 具有 正常 盐分 和 气体 的 开关 海洋 。 Ys 
| 条 部 下 所 了 比较 不 袖 的 地 带 并 和 年 轻 的 RL ik AH BE fa 
H M. 斯 特 拉 霍 夫 和 C: C. 奥 背 波 夫 “1935" 认 为 这 个 地 带 是 尘 
地 的 隆 盾 ,从 出 脉 上 带 来 了 大 量 的 物质 堆 集 在 其 中 。- 他 个 并 且 指 
遇 这 个 泻 地 的 地 形 是 极其 复杂 的 ， 其 中 存在 过 海底 的 山脉 有 时 产 ， 
ARG, ARTA BK ASHER (kaparay)。 东部 地 带 的 沉积 主要 
LAO RAO R MIT RSD were REA 
PAZ : 

EDPRSUICA Pe FE RDIN ESL, TERMS LATER eC 
特殊 的 沉积 物 和 生物 可 以 把 黑海 做 例子 。 人 Pit” 

PORTA | 
: De eet soe mee aie cose 4 (Ae 

) fa eaeucen: wu H. M. Crpaxos) ‘ “1938” BG SLES REE TT 过 分 

wi, 确定 卫 厚 层 泥 盾 沉积， 基本 上 发 育 于 靠近 强烈 侵 急 的 克 里 米 ， 

OW, GEG MN SAO ST BF RE a ‘ 

A AERA REBECA NG DER CLD Hh 
| Pee), 壳 埋 集 厚 度 不 大 主要 原因 和 并 不 是 底 栖 生物 不 

| 丰富 的 原因 ,而 是 雁 导 物质 携带 的 不 生 。 类 似 的 图 画 我 们 在 高 拉 尔 
“上 部 古生代 研究 区 域 看 到 。 在 贫 地 东部 河流 从 年 轻 的 高 拉 尔 由 及 
。 流出, 携带 着 大 量 的 碎 导 沉积 物质 。 研 究 区 域 是 饥 拉 尔 上 部 古生代 
， 而 前 目 陷 区 海底 具有 复杂 的 构造 ， 这 里 佛经 存在 过 岛屿 和 海底 出 ， 
T4 : a h,0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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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GISELE, STORET 
SSCA SALTER Sa YL TR A, 3 

KP UKALEA,, Rife LIA Bis LTDA A UR 
OURS EWR, BU AE IME Fe BE Aes AB ASE 

FAT DAL By aH HSB AE Se Se a BA, eB gS 
AMA BEES RES BK CERI 办 就 沉积 了 近 
五 自 米 的 沉积 物 )， 很 清楚 的 发 朋 了 淡水 的 注入 是 和 当 百 大 前 。 A 

Ste EES PY, FE FT HE AONB EL OR, RR 
ACY LARA BA A BI TR, (EEE EB hy ee 
-动物 淡化 的 因素 并 不 站 8 起 决定 的 作用 。 因为 它 何其 中 的 某 些 代表 

可 以 很 好 地 过 渡 到 含有 非 正常 盐分 的 水 内 。 细 洪 泥 海 底 使 很 多 生 

_ 物 不 能 生存 ,但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都 不 能 生存 。 然而 被 我 何 研 究 的 沉 “ 
积 物 ,在 其 中 所 缺乏 的 是 所 有 底 楼 动物 ,不 论 是 那 二 帮 或 那 二 目 或 ” 
者 是 适应 于 不 同 海底 特性 的 动物 。 因而 ,在 这 里 发 生 过 作用 前 是 
某 种 综合 性 的 原因 ， AFCA BIT OS 
影响 。 7 

ARSC RNA RA 的 生物 生存 地 | 
sao ho 

FeAL ans AB ALA SE MOOR AUD, DL 
Sian ah AL, JP aA At. ES AD ae 3 
硫化 氨 所 感染 。 

"HW ACHROSUE Ree we RN SSNS AFD 
33 ELBA HEBD i OA AOE ALTRRREAR 

- 积 的 碎 习 岩 系 内 成 了 阻碍 底 楼 生物 发 育 的 普通 原因 。 
=A RR ARLENE AWM, AS 

岩 性 都 表明 闭 在 崇 石 内 起 着 决定 作用 的 是 生物 化 石 ， 石 诡 岩 类 型 
BE SSR LSAT BU, BH SRC I A, Lae 
HA aE S , JSP ta eA TB 860 2K 
LE MIA Ore ROE BUND, SNA 
的 岩石 是 泥 质 有 机 雁 导 石灰岩 微 于 的 夹层 : 其 余 的 都 是 确 忆 沉积 ; 
el Pe ‘ 



“在 其 中 化 石 也 没有 任何 意义 。 化 石 的 贫乏 性 在 这 里 不 仅 是 和 对 的 ， 
“ 丙 饲 非 姆 高原 求 比较 ,并 且 也 是 契 对 的 贫乏 。 在 第 一 次 碎 导 沉 积 央 
ee ERRNO ES 
RERUN aR AES RE ah og Seige: 
EWTN R 
eh eral 

这 种 不 含 化 石 性 “ 
os 
_ 布 在 高 菲 姆 高 原 的 自 
然 地 形 上 ， 这 种 地 形 
WAAR 

天 厚度 要 比 同年 代 的 

五 获 内 超过 三 倍 以 
Le, BANTER ALS ， 

RUREREASE 
BAMEE, LTT 

积 堆积 速度 迅速 的 意 

8 RET SE ho 

nie Rea 
AB, Pan A tt Fe 

BEM NES RR 

ASR 

BME HELE Ls 
生物 化 石 所 和 组 成 计算 
在 内 的 话 ; 那么 二 者 

沉积 速度 上 的 差别 将 
-会 更 大 二 “ 

RIE BIEN 
高 原 的 剖面 同 西 姆 向 
等 的 剖面 ， 我 们 总 结 

F 

[TD HH th tH 
5 ee 

tn 

Apt 

= 
z 
3S 

=f 

iS 

ih 

M i 

| 二 wt 99 OO %YGQG dy 

Bi 

MB w+ 
2 PRR 

ES 无 化 石 的 或 寺 代 
 FUMARS “ 

”中 PRATT 
- 故 B Br 

| 地 质 友 号 20 
me eeeR Ur 
eee OIv” ag 

° 7]-s 

ey TER OS MRT 
EB 只 动物 化 石 的 石灰 兰 

/ 



A 

AMAUEEMOTAHEA, REPRO RSA ARES 
主要 作用 ,并 含有 极其 丰富 的 化 石 。 MESHUKEMRAOR 
AERC IME, CARLA ZS SIM, BRB 

| ARETE NGM RR a ET 
@, ROS. @. Oe a 8 | es 8 Ot, 6. aero es e@ @ 

ODE UL oF ,这 些 沉 积 物质 窒息 Teh Meee NAY 
ASD x 

"EEC BU HERA NRA BS AUR LTR IE TID A 
RZ o EB CAA BEE FEAT BE 就 形成 

% 

了 薄 层 的 汝 泥 堆 积 , HOSBERER MILA GAMER - 

” REE, RARE OREO 
动物 (0 和 Derbya 与 答 足 动物 Lichea, Cyrtodontarca. 各， 

' 属 。 所 以 当 沉 积 物质 有 贵 而 远 速 地 沉积 时 底 楼 生物 楼 居 在 泥 质 汽 ” 
泥 相 内 ,这 表明 无 论 是 海底 或 者 是 气体 条 件 都 是 极其 有 竺 的 ， 经 党 

在 类 似 的 岩 相 所 生物 是 会 有 不 同 程度 困难 的 。 35 AIG EE MUU 

MEA DREMEL EMEX BRE TERMAD, BE 
“在 洪 泥 内 总 有 着 丰富 的 动 植物 碎 习 ; UVERPAiee 

“表明 了 在 这 里 缺乏 气 土 类 型 的 生物 。 

在 无 层 理 的 泥 质 洪 泥 内 局 部 便 经 居住 过 革 种 气 主 的 迁 易 。 A 

HEE DIE Ba NEBL TY LIGA Dy BE Te CE Heer | 
其 骨 噩 构造 属于 放射 虫 类 。 - 

.在 饲 屿 上 升 区 及 丛 地 西部 地 域 ， ic Bs RSIA IED, ase, 
AE WARRANTED T SRR HOTNESS OAR 

Si HERS WER SD AED OB 
Mish BM AES Che EHD . 96 8 Bh FER) RT 

Be 107i PRAY A B19 SPACE D4 SECT DU le I HB 

BARMERA AREM AT OBI 

- XARA ER | 

3 泥 质 沉积 物 的 大量 出 现 丽 天 稻 大 部 分 底 流 的 水 流动 性 售 纸 是 

: RIMS. WERT FO ee ER 
的 地 带 有 nT VAC TACIL 5 7 ET AR LA RA see 

72° 
= 

 ” ， 盾 的 水 办 ;并 位 于 底层 沉积 的 上 部 。 CETTE ARE RB 



] 

AER, BBR 
“的 深度 是 在 有 机 - 雁 导 石灰 

活动 的 水 流 形 成 了 复杂 的 透 F 
” 仁 状 的 沉积 物质 有 时 频繁 的 

HOSS, PECK IETS * 

oman TE HPT ARIAT BY, ee De A ACT RRR 
AAD REIE IA Be tr BAHU aM ACH Bae Xe 

ERM ATR AR Pee 

有 些 时 期 可 以 见 到 极其 

都 破坏 了 刚刚 形成 的 沉积 

DM, HRT HSA 

- 屠 所 造成 的 同 生 角 砾 岩 ， tf 

Bee 

Zee 9 EAB IK YEE 

 2ULBU, ERK 多 
py %. 1 ; 000 0 

办 海浪 已 经 不 起 干扰 作用 ， 加 = ih Eee]! 

”在 这 里 生活 了 了 圣 体现 现 并 沉 “图 : FRAO SRB REY aE 

RTM RAW. ZH 
- CXapaxtepupie coo6uyecTBa) 

左上 方 一 Keco Kamusa (Pia 4%) 的 生物 灰 
FRA YR BEE (fa (ES FER 3352 bE —Oxcyapl ily [ese ART. Carpa) 

s bap EE, 在 复 理 石 沉 积 物 内 Pi1Si SIME RST PB 
Fe, Pi Si BH AF 5 RE (SB 

| ; 波 痕 的 发 现 可 以 发 想 当 沉 积 ee, PS HK). HS: 

地 区 

本 Pes ; 1. 2m; 2. HREM; 3. mee; - 
(Sionelpdulesien Bo Ag case 5. Sabms 6. pate; 

“ 复 理 石 性 质 的 沉积 带 和 深水 - 7. 腹 足 类 ; 8. meek; 9. 2575; 

2 ee 

ee ee ie err ae 
aan: Ft LAR I EAE ERB EE BS IR 
© FAO FEI , Se Ae AS A AOE PY AB BCH EER 
去 共有 Ramet EEYB tila ah 含 化 石 为 特征 。 

+ 73° 



AFR TB SAT CRT AR DUR. ieee 
系 的 部 分 ,这 种 联系 使 我 们 能 够 对 比 和 研究 ;就 是 在 百 天 厚度 的 碎 
习 岩 系 内 偶而 含有 石灰 崔 夹 层 ， 夹 层 是 炉 约 虫 灰 岩 含 有 各 种 天 动 
CRBC. RPE BIG REEL 
灰 岩 夹层 内 ;在 两 个 类 型 内 都 发 现 有 共同 的 种 。 特别 是 当 着 一 些 ” 
-种 能 够 对 比 出 夹层 的 地 层 位 置 ， 井 且 漫 有 见 到 把 戟 老 地 层 琴 的 化 

五 重新 沉积 进来 的 特点 ,常常 见于 石灰 岩 相 内 的 化 石竹 5 FEO 

岩 系 的 剖面 内 每 一 个 石灰 盎 的 夹层 都 是 有 规律 的 出 更。 但 是 这 些 、 
石灰 岩 的 组 秩 特 性 使 他 个 能 够 看 出 携带 有 化 石 的 底 流 和 由 其 他 贫 
地 地 段 所 带 来 的 特性 ,(1) 岩石 中 含有 较 少 滨 动 的 石 藉 崔 砾石 其 天 

小 从 几 个 毫米 到 三 个 厘米 ，(2) SPAS RAR SD 
OF EGS is, LE SOR ee 
AMECAS CAME, HEA — MRR eh 、 

RDA TET A A AR A AE GB 
S— RM. FRAT 

30, Wm RARASR AE 

Ar ESE 藏 过 程 将 是 属于 腕 足 

未 遇 到 。 

IS RR 
泛 分 布 的 埋藏 条 件 的 原因 。 

图 4 ee rt oe 所 A. 4M. 

‘L.A; 2.7L; 3. 阿 尔 金 
粗 上 部 陆 忆 地 层 志 4. 阿尔 金 租 涯 青 质 泥 灰 . 积 的 各 种 菊 石 的 种 :同时 在 

St: 5 阿尔 金 钥 下 部 陛 展 地层， 搬 克 马尔 这 一 喜 头 的 其 他 部 分 也 鲁 经 、 
狠 ; 包 括 复 理 式 类 型 ,以 攻 上 石炭 乞 ; 6. 阿 此 
IRR RAG ». TEE EA bag ah hs LEIP IE TE EAE BAS 
7.}t LAPEER 石 的 种 。 换 句 话 谣 ;在 水 的 强 

9 74 » 

以 外 的 类 型 。 然 而 在 这 里 并 

我 们 讨 为 这 个 明显 的 矛 - 

_ BRERA 

ByDy- Sm -PiE “ 
二 

bet 
Ocnuopa (fifi{E). TRH 5 PAS SH FURR EPTUL * 



oe See 
r Serer 

1 

res (iene) Ast te CERI Pat Aen 1 和 

。. 极 短期 间 办 在 其 生活 着 的 区 域内 被 破坏 ; 彼 移 动 彼 翻滚 , 彼 重 新 沉 

re ee 

* gmarman mans kiemn LAT 
的 5 :在 研究 区 内 构造 运动 形成 了 水 文 条 件 的 变化 (可 能 是 减弱 )， 
荐 烈 的 海流 带 来 了 在 海平 面 以 下 ， 由 上 升 运动 所 形成 的 碎 丑 物 质 

_ 井 没有 欠 予 较 和 物质 沉积 的 可 能 性 。 在 这 种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坚硬 - 

的 海底 ,沉积 速度 的 不 大 ) 开始 繁 青 着 各 种 底 栖 动 物 。 水 的 活动 性 

“对 稚 活 着 的 动物 有 好 处 ; 根据 顾 良 诺 夫 ， 村 过 萨 和 局 水 关 夫 (E， 
工 ypsavrea， Vi; 3akea 和 - (1. YimaKkgB) 1930” AE Se 5 RACE 

een 2 一 3 倍 可 以 移动 找 何 ADIN SRA BORA, tA : 

泽 仅 是 青 定 的 作用 并 是 适合 生存 的 。 但 是 散布 在 海底 主 的 生物 

en eR NSAI APH 
me 

asl 

ER 的 耽 是 动物 - Te spiel Aye FA TSE th BLE A TK 

Be BS, 其 解释 是 这 些 夹 层 表现 岩石 沉积 条 件 的 改变 时 期 以 及 

“对 底 本 动物 有 利 的 生态 环境 的 到 来 ; 其 中 也 包括 了 这 个 时 期 内 带 - 

。 来 的 碎 户 物质 数量 在 减少 ° 

BA, MMR MBM, We BALE RB 
TeLERAM, KOREA HOME ENR ad 

- 

(LAE REBUT BATE Fi Li AE, WAR 

Ba AEE AUPE A BUI AY FET LUMIX HK ,我 们 可 以 从 生 . 

| 物 者 的 观点 上 把 研 究 区 内 的 雁 导 沉积 命名 为 菊 石 相 的 沉积 。 在 同 、 
， 样 的 意义 上 亦 应 把 石灰 岩 称 为 腕 足 动物 - 熏 约 虫 - 苦 人 蓄 虫 相 ， 或 者 

为 了 简便 起 见 称 为 腕 足 动物 相 。 

BAAN EA Ae SA TE eH PI a WFR, ERIE - 

| SORA ULE ea EP Co LA LO PIE TE 
HE RET RRR Se a BH 
ii 
ae ¢ a 



ee RL Wa eee ae es 
SR aR De TEP RITE CH A 
ROBERTA A | 
te ee ee ee 

年 代 和 不 同 地 区 的 沉积 物 内 都 货 经 重复 出 现 过 ， 例 如 在 澳 天 利 亚 
西部 沿 着 费 花 拉 (Puupa) MAMAS LVM 
办 可 看 到 海里 (runmpaKraHoaxHble) 的 礁 体 (澳大利亚 地 质 学 家 称 
VERE’) RI ER RT EE OE 
By, MUSES , ERE AR FY BBE AVEO, 其 中 的 : 

AAA LAP RE rh 5 PRL FEI) RS CHE 
PRs EE FP REE BR) Bis Hal I Pe (Teichert, (1943) 6: 在 石灰 岩礁 体内 nS 

RPBD BALA, Ems aM Ss IEG RAR RRA 

yA BE AE PIS ATS EBL AE Uk UE SBE (Kerenwo- 、 
Caugomupckui) yah, 在 这 里 我 们 可 看 到 类 似 的 情景 ; (Oo6oules, 

FOC AR AA AA ATE 

BB. 

(TSHR a7 MLE RINE, DUR 
PR A (1) WHET AS Ue 
环境 并 未 售 远 游 ; (2) BALLOU LBH MRR, Eo 
BEAT ESE: SCs 全 生 和 
境 以 外 所 形成 的 沉积 饮 内 发 现 它们 是 相反 的 。 

本 文系 C. B. Maxcumosa_u A. UW. Ocunosa Brae, ar 

HaJIeO95KOJIOTHqeCKOTO HCCJeKOBaHHJ BeDXHe TaJleO30HCKUX _ TCDP- 

‘« 76° 

| 1909) He DEE FUSS 09 PENCE RL SA) , 陆 “ 

Weer a ee SK 
性 ;表现 着 相似 的 地 持 环 境 或 更 正确 些 是 大 地 构造 环境 的 重 现 ; 这 -“ 
EU ER. BAI EEE LIRA 

+ BE ft BANA AMY PS, KBE RSA 
ie B, Se eal neh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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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俄罗斯 地 台 傈 罗 和 上 部 苗 
= ~ 

人 B.A. 要 关头 天 AR 

r z - ewe A 

| ere cree oe APR EIB IR (Hetivatip 关于 - 
二 部 你 罗 和 入 石 分 布 的 气候 带 所 作 的 千 询 到 现代 经 过 某 坚 改变 但 
其 主要 思想 在 后 期 却 得 到 着 实 。- > 

Pe 在 表明 箭 石 各 类 代表 产地 的 世界 图 上 可 以 看 到 2 

-和 Cylindroteuthis 二 属 限于 北方 区 地 带 。 这 些 属 前 代表 从 未 穿 
及 到 热带 和 亚热带 。 在 上 述 两 区 内 : Hibdolites 和 Beleminopsis 35 

FES. GNI EAL AH LAER 8 hh BB WA 
- MAB. 上 述 分 布 的 规律 性 ， 很 好 地 仅 和 温度 因素 相 协 剧 ， 可 

“网 Hibolites# Belemnopsis BABB AD, Me Farka 和 - 

| “Cylindrotéuthis 4 LEE TE HRI 的 水 内 。 

7 Cylindroteuthis 和 Pachyteuthis 在 苏联 欧洲 部 分 的 分 ; 

布 是 这 方面 有 效 的 证 明 。 可 以 大 致 划分 为 下 烈 各 带 : 

A. AGB ie ALAR a be) BEE Cylindroteuthis 和 Pachyteuthis 属 

_ WR. Holcobeloides 亚 属 所 起 作用 不 大 ; 完全 没有 Hibolites. 

2 RR GORE RRS AT ERA ah) Pachyeeuthis 
和 Cylindroteuthis KER, 其 中 也 有 H olcobeloides 二 

_Hibolites 少量 出 现 。 MG 

3: 南方 带 〈 布 良 省 ， 斯 大 林 格 勤 省 和 是 巴 斯 地 区 主要 是 小 形 - 
-Epolztes 一 部 分 Cylindroteuthis (Holcobeloides), 人 

的 其 他 部 分 和 Pachyreuthis REBE-DWITEIA Rag de te e* 

4. 5 HK. MRA Cylindroteuthis 和 ee Hebo- 3 

— 

é 

lithes aa SLe | Sree 
< 73 . . | ° . ; ; f : : 3 . 7 



> Hibolizes 在 地 台 上 和 在 克 里 米 亚 高 加 索 以 及 其 他 南方 区 域 相 
。 反 , 都 星 小 形 个 体 ; 可 能 是 同 温 度 因素 的 作用 有 关系 。 和 在 西欧 同 
5 ERNE HL, 相对 的 俄罗斯 地 人 台 上 有 小 形 个 体 的 Hib- 

olithes. A Dat Ae hk BLA A Bes es Sn 

etn ota wT Le Ht FLA: e 
Sh 南方 类 型 全 部 无 例外 (HZo1izpes Belemnospsis 等 ) VA BIE 

| | SUR ty TEL P58; 2. RAK Mpa SBR TA OR; 3. 具 最 
FBI AM A RA ATA 正好 是 出 现在 最 北方 的 类 型 。* 

_- FAURE FREREAARRRA Ko EAE AE 7A AE A 2 

_ RAI. | 
1 Ze BARU RBLA Megateuthis 前 代表 ， “eA ROTEL 

LEON; 2. FED RE RBPach yteuthis lateralis (Phill) 的 变种 

具有 特别 仿 oT J; 3. 温 北 部 的 Cyli ndroteuthis 和 Pachyteuthis 

GE PRE, BABI SH) RE AAA 
ESET AR CR DAR A A BITE BR AS PTE dint Be 

a base G) 
aR 图 1 Cylindroteuthis Fil Pachyteuthis 49 Bb A A TR PEE So af 

bi 1 一 4 Cylindroteuthis 5—7 Pachyteuthis 

| 1. C. puzosi (Orb.) _ 5, P. panderi (Orb.) 

; 2. C. Beaumonti (Orb.) x 6. P. lateralis (Phill) 

3.C. necopinus sp. nov. 7. 2P. russiensis (Orb.) 

es 4.C. notabilis sp. nov. 

4 : 4 7 



PRAT, ee 
Yin Be SEK PD) o . 

生活 方式 作者 作 盾 下 面 的 结论 是 根 据 . 
Geo E MIRNA (ERRATUM: 

2. HATA PR HEEIE; 3. PUBL TABS IE Shy ALE Be AE 
BRD RIES 1, ~2 类 型 (C. obeliscoides (Pavl.)), P. panderi a8 

(or.) FARSI REPU, FETTER 
_ 办 得 到 最 大 的 发 展 , SAPP, BANG ER 3 
种 类 型 (V. volgensis (Orb.), €. beaumonti (Orb.); Ate TEBE BET . 

Tee MEAS KERRET HAS TRE ARBAB. Rela BH 3 

Ph EL Fy SEB ig ZB BE (P. russiensis (Orb. )) ， P: nected 3 

| (Phill) £783 22 EIA AA 5 EK EE 浅海 近 岸 的 环境 。 

O. (FEAR RAR Sie @ ALIS ER paren ge oa 

. ” 意 阿 拜 尔 所 证 朋 在 础 岩 地 层 内 遇 末 前 箭 石 较 少 ,和 反 的 在 上 部 富 、 

加 尔 组 (Apyc) PLEDANE aA 的 新 P. russiensis (Orb. «oe | 

P. lateralis(Phill), C. ee oaks oe 尔 加 组 的 砂岩 地 “ 

eee mR 
RR, KR HENS RCO LR A 

局 形 ， 和 腹 侧 平整 的 类 型 ， FAC Oia aes RE 

AT RURM She (ambBeoa) ANA HR , 

FIER » 两 侧 局 平 腹 侧 规划 的 箭 石 ; Te ET NIA 

2, Sa AT FE el BD 

Ro 
Shy 26 MUTA WR FTI Ay; 't Enna 5 RATA ian 

位 于 近 正 中 央 位 置 。 后 期 稍 石 转 信 底 栖 生活 ; 革 部 在 此 时 的 增长 稍 - 

稍 改变 其 方 同 ; 因而 顶 角 芒 形成 弯曲 弧 形 5 善于 游泳 的 类 型 在 一 

Abr ALD Fg ER ALE, ARAN Hh WE A ORAS 
AEP BY AE ee oe 告 首 先是 同 运 - 

180 2 > - 四 * s 一 

- s . FS . < 

See 

Bf SE AL i SM 4 

+) 



F oie 2 和 Cylindroreuthis, Pachyteuthis, Spantoteuthis , nae 

Megateuthis %i WA MRE 

_ 1. Cylindroteuthis 人 puzosi (Orb.) 

” 2. Pachyteuthis (Pachyteuthis) NE (Krimh) 

3, Spanioteuthis okschovi sp.nov. 

Pa Megateuthis (Paramegateuthit) ischmensis sp. nov. 

_ 动 方式 有 关 ， EM ALA HHO, 因此 需要 研究 不 同 种 的 
HSE. RHE AE 0. 阿 拜 尔 的 下 列 意 见 一 一 他 认为 , 海 
底 进 行 挖掘 藻 是 萌 的 主要 功用 。 正 好 是 兖 些 生活 在 沪 海 地 带 的 箭 
石 ; 绾 经营 底 栖 生活 者 ;自然 应 当 希 望 是 挖掘 生活 方式 最 发 至 的 类 
型 ,但 并 没有 对 海底 抛 掘 的 特点 ;他 们 的 萌 部 粗 厚 并 具 尖端 合 。 

OO. 阿 拜 尔 庆 为 箭 石 用 萌 控 掘 过 海底 的 证 据 之 一 就 是 观察 
ARUP BATE HARI. MATE RTH SL 
: 能 够 见 到 多 部 生长 特性 的 堆 切 面 ， ZEW APRA ARE EE 9s 
MAK RVAERAN IS IM ALK aL we RR 

“aL eaa RIANA PCH REE: 3: 
 -NEDISM ARN SERA SBIR Sen TT A, ER OL 
(RAR A, EL, EE Le 、 
Danan, SS Meena yee? “a5 aa Soon 



Se ASSLAR TH AB A TP: 

Wiis —1. 34S 22TH fe eS (Pheagmocone) 
| EFL 7) i EEA Li PRE 
了 衡 作 用 )。 

?在 前 进 运动 中 尖 创 水 流 图 力 《 底 条 法 型 此 作 
FRE) : eae 

“保护 功能 一 -3. 保护 渤 锥 。 ， 
大 量 生活 时 期 的 伤痕 : ROTM LPR PRB 

HERBIER 在 三 千 个 研究 的 个 体内 玫 明 有 103 80 oo 
3.4% 有 伤痕 。 

契 大 多 数 的 伤痕 (90 多 ) BEAR, ei ves aie | 
的 伤 味 , 疗 痕 和 擦 伤 往往 是 单条 或 成 东 。 ”无 葵 那 一 种 都 主要 是 出 “ 
REX MW BORER. AMAR AE 
REEL RPRAD. AHL, GACT 。 
都 有 。 PEIRCE AIL AH OED RTC BS 
也 可 以 来 自 后 方 。 
MAA EEA A AAD Hs Be 
A PLS 

| CoAT Li GE SCRA ERIN, TT 
RAGE DART AA RT Sey 

= 食 食肉 类 侵 变 个 同 的 种 ， 无 葵 是 小 个 体 的 Prassiensi5 is (Orb: ee 

: 是 天 个 体 的 (C: puzosi (Orb. )) HEEL AMAR C.ingens(Krimh) is 

由 此 和 钊 断食 肉 类 应 当 是 大 个 体 和 具有 坚强 的 牙 区 5 
在 16 个 种 办 发 现 有 次 伤 ， 有 趣 地 是 萌 部 伤 最 多 的 是 P. russt- : 

. 

= ensis (Orb. 站 占 7.5% ， 然 而 在 _P. panderi (Orb. ) BR PS BRS TPR 

Ba P.-russtensis (Orb.) 一 样 多 的 个 体 ， 却 仅 发 现 一 个 受伤 畏 ; 占 

(0.5%) 0 很 自然 地 是 不 大 移动 的 类 型 要 比 积极 游泳 的 往往 更 多 ， 
一 的 成 为 食肉 类 的 困 竹 品 , 因 此 才 有 上 述 关 系 。 = 
wee CTE), (AHS BORE RIC) 

Oy gees speiehabiaettbbe cle 
如 

© 82 





raTAY 
7 

id 

4
,
6
 

= 



Seen eten a: oe ee ee 
Rideshare emma, 伍 

“是 无 条 作 的 可 以 应 用 到 地 层 的 说 笨 划 分 上 ， 当 材料 在 够 时 可 以 借 
。 助 种 的 组 合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可 以 确定 亚 组 (nomapyc)。 | ae 

2. iB I GANIC EN ORT TE, 在 目前 不 能 不 进 一 
| PMMA RR. 
3 RR LR RATE ROTH ccigiek ani. 
BER. APTI STEAL BURT, | 
| pia al arty 

Mmm 8 aoe : 

ne ig ees : Bows ~~ 

° 83 。 



REE SAE CREM 
oe 盖 检 a 

_ SERRE MAT BEE Te, Mm 
丰富 的 高 等 动 植物 化 石 就 更 为 稀 见 。 所 以 极 有 趣 的 是 哈萨克 卡拉 

_ RELA RE BARES A BAPE MR. ee hl 
WK « : 
FASE SDA A RASS BE, Bate 

XB RWS . RICA iE Re 
HL Ae, Hk — se EAE a. BTA Re 
eas esis VISA FZ AE LYE A Pe 2 1)。 PRE EE BEE 
JARI FH RESCH =F 5 CEPI FEVER SER SE 
PIPE I —7T Ea Fi. 观察 包括 有 (JJ 卡拉 
BAH ETT, (2) BH PSY eC, fa, PIO, BRS 
Sy) (3) bi Babi (GAR ER). RAT 
看 到 其 中 有 大 部 分 是 埋藏 的 碍 料 。 千 葵 包 括 下 烈 各 方面 (1) 气 候 ， 
(2) 卡 拉 套 盆地 情况 和 其 岸 部 特点 ，(3) 河流 的 作用 ， (4) 求 拉 套 的 “ 
沉积 ,(5) 盆 地 水 文 状况 。 在 麦 内 共 移 125 条 狂 狼 “从 观察 资料 引 “ 
[aie , 特别 是 各 种 结 花 建筑 在 不 同 数目 的 观察 上 ; 各 种 不 同 数 “， 
FLAS LG A MR, AA SR A 
A BBL DADS BEE AO aE LI | 

oe HG BCH LENS PY ATT DUALS ASE TAR 
间 一 行 千 葵 有 希望 的 指示 42 RA 21, 怨 为 1 SHRED 2 BASH 

物 7 :植物 24, 昆 虫 为 16。 Ha PEL Ao aon PURSES: AE 
ABE 9 5 sits ——~ 14 REI RAISER HE 点 一 一 28 Pst So | 
9 Sh AB IA IR es 

eb OCB A, wr, ABA 

+ 8he | ; 



ae 

Rey er ee 

 RMetwteaieeR paw DIOR, fe FR Sea, ferric 

ABA HITESCRE. : 
“eR AE RAR UTS RIEHL MN 

RIFLE ZA AT SEAR Ht: EL SPT AR BAD FRE — ， 
peut Feat syhaebo ni ER o 

° 85 © 



刘 赤 中高 上 部 塔 尔 汉 (Spiriali) RES 

KRDO LSRS 

PI RARR ae 

ee 
eRe HS SAO LAR eh EE 

aT MP BGA PHLER LARE R 
PEK, VIE SF TG a BR She E, RHRBKM E 

义 。 虽 然 这 个 演 层 在 克 里 米 亚 -高 加 索 全 区 广泛 的 分 布 着 ;但 是 由 
于 其 化 石生 较 少 和 似乎 是 种 类 不 多 以 及 径 常 保存 不 好 停留 到 近 ， 
几 年 来 姑 区 很 少 丢 研 究 的 状态 中 

Se 
(100 KEW PEE aay = 

FER RAFU Spirialis Te FUE PSOE IL BE ce 
BNL SUP RE: Leda (Jupiteria) subfragilis R. ‘Hoern. 

var. -bosporica n. var. z (Jupiteria) subfragilis H1. War, Sabb o~ 

sporica n. var.,-L. (Jupiteria) tenuivalva Andrus. Cia coll.), 1 (Je- 

piteria) fragilis Chemn., L: (Jupiteria) fragilis Ch. var. raricostata 

n. var., L. (Lembulus) pella L. var. magna Bajar.; BE (Lembulus) 

pella L. vat. tarchanica n. vat.; Modiolus (Modiolus) hoernesi 3 

| - Reuss, Musculus (Musculus) conditus Mayer, M. (mM. conditus M. 

vat. concinna n. var., M. (M.) naviculus Dub., Chlamys (Aequi- 

pecten tarchanicus n. sp., Lima (Mantellum) skeliensis n. sp.,~ 

Thyasira flexuosa Mont. var. laevis Zhizh., Th. flexuosa M. var: 

subtriangula n. var., Lutetia (Davidaschvilia) -intermedia Andrus. — 

- var. praecedens n. vat., Cardium (Parvicardium) Jiverovskayae hn, 

» 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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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 (Acanthocardia) _impar - Dhizh. «Seal ye (4.) centumpanium 

Andrus:, Aéra parabilis Zhizh. var. attalica n. var., A. parabilis 

ee Wari afflicta Nn. var., bentieties papyraceus Reuss, C. probus n. 

ps. .， | Cuspidaria cuspidata Ol., Aloidis (Aloidis) gibba Ol. var. 

curta Loc., | Saxicava arctica L.; Xylophaga dorsalis Turt., Nassa 

| yestitutiana Font., Ervilia sp.» Barnea sp., Mactra sp., Calytraea 

~ SPs shes SPs Spirialis pl. sp. (CALERA ee ie : 

化 五。 

。 下 个 化石 草 二 生 态 学 的 分 析 有 可 能 广泛 的 采用 现实 主义 的 广 

法 ; 是 有 利 的 研究 条 件 。 -因为 几乎 至 部 Stjrialis 泥 页 岩 内 的 软体 

动物 都 属于 现代 的 属 -(14 个 属 的 化 石 中 有 13 个 是 现代 属 ) HB 
有 些 种 同 现代 的 种 完 公 相同 (7 个 种 ) 。 MERE SKK By EAE 
运动 的 底 栖 动物 , 旋 倍 仅 分 布 于 与 环境 因素 紧密 联系 的 地 区 ;这 就 
使 旋 变 成 为 非常 好 的 水 文 条 件 的 指示 者 。 这 是 狼 蚀 动物 的 指示 特 _ 
性 ;很 早 就 鹤 吉 生物 学 家 利用 来 解释 二 代 地 盾 环境 。 但 可 展业 是 
EARP DZ BORER ABD yA EA ESE 

| 到 的 现代 种 属 生 态 和 生理 的 材料 来 解释 ， 特 别 注意 到 生存 到 现代 
因此 为 了 进行 化 石 琴 生态 分 析 , 便 引用 在 Spiialis TERE Pe 

IAEA. TEARS TIE Pb HE Hh RHEE BE Ue HE IE BE 
“ 体 动 物 属 香 生态 区 的 基本 因素 一 一 盐分 ,海底 层 ,温度 ,水 流 ; 深 度 
和 气体 环境 。 -例如 Leda 的 生态 特点 为 正常 的 盐分 (不 低 于 28 一 
29%) 坎 海底 ( 泥 盾 或 泥 砂 质 ) , 没有 强烈 的 底 流 ， 深 度 低 于 潮汐 带 
SRM, TO Sk pre AA, 相反 的 是 Cima 它 
是 底 流 内 氧气 供 欠 顺 利 的 较 有 把 握 的 指示 者 ， 但 同样 也 仅 分 布 在 
正常 盐分 的 海水 办。 但 是 有 的 类 型 分 布 在 生态 因素 变动 吴 为 广泛 
的 生态 区 内， 可 以 是 重要 的 环境 恢复 者 。 例如 Adore 可 以 在 相当 

a 

淡化 的 ;温度 变动 的 水 内 ,及 不 同 深 度 和 含 氧 量 不 同 的 水 内 均 可 生 
是 活 。 这 是 生存 适应 性 极 大 的 类 型 ,从 且 繁殖 十 分 远 速 。 
是 自然 ;我 们 材料 中 最 多 的 是 从 中 新 世 生 活 到 现代 的 种 的 生态 。 
时 可惜 的 是 其 中 大 多 数 仅 有 次 要 意义 ,而 且 是 生存 于 生态 环境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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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 的 生态 区 内 ;， STEARATE IARI OR 
间 之 内 ?5 人 并且 以 下 各 种 仅 生 存在 现代 正常 盐分 前 海水 内 : Leda 

fragilis Chemn,. Cuspidaria cuspidata Ol., Thyasira flexuosa Mont., 

_ Saxicava arctica L,: Xylophaga dorsalis Turt. 及 其 他 等 。 as 

Aes ty Sia GE RPC RA PRBS be CIE AE TE BTL 

| NAD BEER FEAR L OP BY LAE HY Ay Se FT 5 DR GR 

"BLL Arh ATI AMEE Fen, (A 
AMC BR AAT RH AER, AYE EDT BIL 
过程 中 有 过 时 间 上 的 间断 。 尽管 如 此 ,在 综合 恢复 时 ,对 二 和 丛 地 海 

底 上 的 有 关 年 存 Sef BBY IO oe 全 解答 的 。 我 休 称 其 Ai aie 

IIaneomeaoa) 的 名 称 , 表示 保存 成 化 石 状态 的 一 租 彼 复 原 的 生物 

同 生活 场所 (外 界 环 境 纤 合 因素 ) 联 系 成 答 一 体 。 古琴 落 主要 以 属 
“, 壹 为 特征 (例如 Leda-Abra 4 AY) 划 可 以 划分 出 附属 硬 (Accou- 

_Hanaa) 来 ; 附属 奉 乃 是 古 树 落 由 于 环境 因素 变化 所 划分 的 较 小 单 
fo MRBIULERECMMNVER AUN. HER 
中 部 根据 其 种 的 作用 可 分 为 主要 的 (个 体 数量 超过 50% 以 上 ) , 特 

| 有 的 (余人 和 体 数量 25—50% ) ,伴生 的 (个 体 数量 10 一 25 儿 ) 和 偶然 的 
《全 个 依 )。 附 局 玫 是 以 主要 的 和 特有 的 种 玉 全 名。 

依靠 古 生 态 方法 和 外 界 岩 性 研究 的 帮助 ， 化 石 汪 虽然 单调 的 
Spiral VERE MEW FY DL a 二 地 发 展 的 复杂 历史 。 

» 89 «a 



of £ mB ic eee 

BTL AURA AEP. ©. ae 

“ 考 列 斯 尼 柯 夫 同 生 示 意图 是 用 特殊 形式 由 种 系 演化 数 和 小 比 “ 
例 尺 的 问 地 理 图 组 成 。 考 列 斯 尼 柯 夫 是 研究 黑海 一 二 里 海区 新 第 — 
三 元 软 体 动物 特别 是 撒 尔 马 特 动物 奉 有 名 的 专家 ;和 并 在 其 自己 的 

”图 表 内 极其 广泛 和 竹 致 地 研究 了 这 些 资料 。 我 俩 来 研究 玫 个 考 列 ， 
斯 尼 柯 夫 同 生 示 意图 ， 因 为 这 些 图 显明 玫 示 出 苏联 峙 第 三 和 坎 体 ， 
WWREEES LAG MERLE LIRA, BO 
DASE EG EAP SE, EEE MU Fe Ie 2 
ES — PAS = BARR ES Ae 
MMM Daweh. HAM RRA 
TEPER (HEE Bs 下 部 ,中 部 和 上 部 撒 尔 马 特 ) 在 水平 方面 为 二 
海底 三 个 主要 分 带 -- 一 近 岸 带 , 注 水 带 和 深水 带 2。 , t3 

为 了 解释 某 些 熟知 的 种 及 其 分 布 特性 ， 因 还 考区 斯 尼 柯 天 在 

“其 种 系 演 化 图 上 也 划 有 十 地 理 图 ,在 图 上 表示 出 : 工 新 种 是 初 开 始 “ 
发 展 的 区 域 ; 2. ETD ANUS ES (用 箭头 表示 )，3. EEE BRED 
Ai» 4. 子 遭 (PenmxTeD) 等 等 。 同 生 示 意图 可 以 释 明 这 种 种 的 历史 
发 展 特性 ,这 种 特性 在 过 去 是 不 彼 注 意 的 。 OR a 
AER SEX MEER MARE, SR 

SENARRTE RE ER PAL MMMM, 这 种 图 在 二 
ff AER AGE PF UREA SEE AT ZS ZB 
PARE L,ESaIPT BON A DEER AER SEH 
什么 关系 。- 

各 个 种 在 图 上 用 叶片 形状 玉 表 示 。 在 资料 研究 充分 的 情况 下 ， 

。 了 在 广 半 的 海洋 内 近 岸 带 浅水 带 和 一 部 分 深 术 带 相当 于 亚 讲 带 ， Pea rae 

WAS BR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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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 PAR ST EE RB, Gilde Macera 
- eichwaldi Task( 图 1) 可 以 分 成 某 些 变种 (202223;29 :每 一 个 变种 
的 帝 形 也 有 不 同 的 形状 表 Bee: 
示 ， 还 可 以 作出 更 小 的 图 形 
分 划 。 这 样 可 以 用 图 划 出 种 . 
-的 畏 构 ， 宪 无 葵 是 对 理论 方 ， 
， 面 ， 或 是 对 地 层 和 十 地 理 方 

_ 面 都 是 重要 的 。 在 撒 尔 马 特 
“软体 动物 发 展 上 ， 巨 大 于 塞 
贫 地 在 地 理 上 的 隔 契 具有 显 
MEN. BURBS) |__| ieee 
RAR REAIRIET «= 图 1 Mactra cichwaldi Lask $150) 
RMU NN TAS TE ALA BK 变种 : 2 一 不 大 的 壳 体 》 极 似 

M. basteroti Lask 

卉 的 改变 ， 同 时 也 决定 于 生 oa 

ER 
”辐射 情况 下 ， 亲 系 种 间 的 斗 

”和 皇 常 常 转变 为 共生 关系 ， 因 9 “2 相当 太 的 个 体 ， 认 为 是 向 
Se abreand d’Or > SHY, 

而 导致 第 筷 理 的 隔离 和 新 种 CO NAR 
的 租 成 。 灭 和 生 物 之 间 相 互 关系 的 问题 对 于 古生物 学 家 是 最 困难 

。 的 问题 之 一 ;因此 它们 能 借 同 生 示 意图 求 关 明 是 很 重要 的 。 
”， 考 列 斯 尼 柯 夫 为 了 创制 新 的 同 生 示 意图 ， 有 意 的 逃 择 了 搬 尔 
电 特 沉积 和 软体 动物 从 为 材料 。 这 种 材料 有 以 下 特点 :1. 保存 好 ; 

2 具有 上 比 志 不 太 大 的 分 布 ( 由 阿尔 乍 斯 到 阿拉 伯 海 )，3. 研究 已 有 
基础 。 除 死 之 外 有 可 能 看 到 软体 动物 在 改 展 上 由 海 相 类 型 侵入 到 
BARA HIS TITRE ASE SLE RAE A OE CAE Te 

AG REBEDE HE 5 BIE, AEE APE WE (Tk PERE OEE 
«WRAL AAN EH, RATS BER A te FR} ——_ rs 
PLA NGA IN RBH a ES 

_ 考 列 斯 尼 柯 夫 区 分 出 下 列 三 种 情况 : 
个 别 的 生物 或 生物 大 进 大 到 较 不 利 的 生 

e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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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OR BE Hyérobia 同 生 示意 图 ， 

A. 地 层 和 古代 海洋 深度 分 布 图 。 1; erage 
1. H. uiratamensis Koles. 2. H. elongata (Eichw.), 

3. H. substriatula Sinz., 4. H. deere a Sinz. 

ax cH. enikalensis Koles. 

B. H. uiratamensis Koles. (1) AF HURGRINS Ns 

”C. JUAN AER ei lo y 
‘1. H. uiratamensis Koles. 分 布 区 ， 2. H. elongata (Richw.) AK, > 

3. (XiRPERUHE H. substriatula Sinz. 4. H. enikalensis Koles. 分 布 区 Pa 

' 5. H. pseudocaspia Sinz. 24K. 

活 环境 。 这 个 过 程 进 行 焰 慢 ， 并 经常 伴随 着 种 的 斗 等 和 种 的 显著 

Ne CARRE Rae ee 

重要 。 

eat A. CE eal hee HR 

SSRN, 2 5185 et REA SIC FUMIE. 这 
个 过 程 进行 远 速 并 不 引起 种 的 五 大 变化 。 | 

3. XEGE (Marparag) 一 一 当 生 活 环 卉 变化 较 小 时 ， 由 于 环境 的 

变迁 引起 的 迁移 。， 

为 了 解释 某 一 个 类 沽 的 发 展 历史 ， 主要 是 依据 广泛 分 布 的 各 

来 分 析 ， 因 为 分 布 不 广 的 种 占据 入 治 的 可 能 性 是 极 少 的 ， 特别 是 
1) 在 撒 尔 马 特 海内 一. 当 和 平 共 处 的 关系 估 优 势 时 , 斗 委 状态 估 优 势 就 毒 证 位 

« 92 « 



_ APRN TE Ps ALTE REHASH — 
”化 。 在 转变 过 程 中 分 布 不 广 的 种 更 少 能 够 排挤 掉 广 泛 分 布 的 种 。 
” 考 列 斯 尼 柯 夫 指 轴 :不 应 当 把 为 占据 欧 治 而 斗 等 同 为 生存 而 

THRO, HHA TS ORE WEIR 
二。 深水 类 型 无 疑 地 产生 于 屋 水 类 型 ， 这 种 现象 由 很 多 同 生 示意 
图 加 以 证明， 因为 在 深 处 居住 下 求 应 当 经 常 是 在 同居 岩 同 侵 大 者 

bipennate he” 

: 图 3 40K ee Mactridae [rj 生 示 意图 。 

AAA.* 种 的 地 层 和 古 海 洋 识 度 分 布 图 。 

be 7-M 一 一 近 岸 地 层 ， M—— 8 7xs0E, 
| FA. —-: _K—RRE. 

五 一 一 下 撤 尔 马 特 层 ， C 一 一 中 搬 尔 马 特 层 ， 
B—— LR BEE. 

B- 在 下 搬 尔 马 特 期 和 中 撤 尔 马 特 初期 四 种 的 分 布 图 。 
; 1—-M. eichwaldi Lask 分 布 区 

2 一 一 下 撒 尔 马 特 类 型 至 进 大 到 深水 带 
baa: J “3——M. fabreana (Orb. 最 初 发 展区 ( 卡 里 捷 斯 基 海 湾 ) 

.4 一 一 上 还 一 种 的 分 布 路 悉 
C. 中 撒 尔 马 特 类 型 分 布 图 。 ”_- 

1 M. fabreana d’Orb. 分 布 区 

2 一 一 深水 类 型 分 布 区 che 
3——-M. subvitaliana Koles 最 初 发 展区 ( 波 利 斯 基 海 湾 ) 

4— EX— PMD Ai ee x 
3—-M. pallasi (Baily) (Saxacnué) 最 初 发 展区 
6—— _Lk— HD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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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S, 和 直 不 ARPS SLR, 自然 地 出 理 条 件 的 
局 部 改变 刺激 以 及 同 区 城 环境 变 征 相 联 系 ， AT SENET 

-适应 往往 发 生 在 两 地 带 之 击 的 边 烁 区 。 
由 B. TL. 考 列 斯 尼 柯 天 所 制 的 同 生 示 意图 并 未 才 明 雪 坊 不 利 

的 地 带 转变 到 较 有 利 地 带 的 情形 。 当 着 转 双 到 不 利 交 凶 带 时 ,天 
多 数 生 物 灭 移 ;, 只 有 某 些 少数 进入 到 较 深 地 区 ， 后 者 之 中 仅 有 某 些 

-年 物 在 新 条 件 下 为 加 寅 其 生存 区 面积 所 进行 的 斗 等 是 成 荔 的 。 
同 生 示 意图 表明 ， 如 果 由 于 为 占据 料 治 而 进行 辣 等 和 转 果 而 发 ”， 

生 种 的 分 化 ;那么 种 的 分 布 必 表 示 在 舌 状 叶片 的 主 部 ;这 种 类 型 的 ， 

i shoal BASES RAYE BRAC RAT 为 

图 4 OK BS Cardium 属 Plicatiformis Aa 

A. 种 的 地 层 分 布 和 十 海洋 深度 分 布 图 。 
1 一 一 C. pracplicatum Hilb. 2——C:- gracile Pusch. - 

3- 一 一 C. kasihkehse Kole’. 4 一 一 C. Subjittoni Andrus 

5——C. plicaformi Sinz. 6——C. fittoni d’Orb. 

”了 B. FERRO 
1—_C. Subdfittoni Andrus 分 布 区 。 226i kasihkehse Koles 初期 发 展 图 

< ee gracile-Pusch wi REA, 4-——Lit—PyteEhe. . 

Cc. 在 撒 尔 马 特 中 期 种 的 分 布 图 。 3 

Orb. BAK  2——c. 风光 Sinz。 最 初 发 展 图 

3_ sey OER 4——C. Subfittoni Andrus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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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CHETEeEeTHEeCKaR CXemMa C3DM3aTCKHX Nassidae. 

PRR BOATS BEA BIS, HE 且 特别 
emis ASDA IE RAFT A BAR 局 特 的 Nassidae 科 同 生 

示意 图 才 示 如 上 ( 上 只 图 5) - 

适应 邻接 地 带 的 条 件 ， 那么 各 的 分 布 才 示 在 叶片 的 下 部 。 这 些 种 
对 母 型 并 不 排挤 而 是 占据 母 型 着 未 占据 的 地 区 。 母 型 或 疮 续 生 存 
二 来 ,或 彼 坑 带 素 称 类 型 或 生态 相近 的 类 型 排 挤 。 

图 Sea Hydro bia 在 占据 航 治 地 位 过 程 中 种 的 分 化 碎 及 母 型 
MRSC. PLEAD RETA AMER 
和 某 些 其 他 生物 大 成 员 的 区 域内 ， 这 就 表明 对 于 侵入 的 种 以 后 所 
具有 的 自然 选择 方向 的 影响 ， 和 并 导 指 新 种 在 新 区 的 不 同 地 点 上 由 

- 埠 产 生 分 化 。- 所 产生 的 类 型 拥有 某 些 优点 ,使 其 能 够 排挤 母 型 并 
.能 在 其 间 进 行 斗 等 。 新 种 的 一 部 分 分 布 广泛 , 另 一 部 分 分 布局 限 ， 

随后 开始 的 淡水 引 趣 人 部 搬 尔 局 特 Hydrobia AIRE, A 有 一 个 种 

“的 小 部 分 在 短暂 的 时 间 内 俏 能 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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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R EMEA SEITE 

JI. II RRL 

图 1 表示 海 相 中 新 世 自 康 克 租 到 中 搬 尔 后 将 租 是 重要 的 属 

Mactra 演化 发 展 的 关系 ,包括 .M: bastorott ( 海 相 中 新 世 )M. eich- 

waldi vat. buglovensi Lask. (HE ¥E #4) , M. eichwaldi Taek: typus ~ 

(下 部 搬 尔 局 特 )， M. vitaliane. d’Orb. (BERR) > 
Fy Tapes modestus (#578 BAH) [A T. vitalianus d’Orb. ffl T. 

gregarius Partsch 所 URAL ATR HOAD AR FIR A Cardium BIULL 枝 都 

有 类 似 的 型 ; 在 康 克 钥 以 小 形 个 体 开始 3 到 中 搬 尔 马 特 租 越 来 变 成 

越 大 的 个 体 ; 在 这 些小 化 分 枝 之 间 特 别 有 趣 的 是 Cardium rutheni- 

cum Hilb. ( 康 克 和 下 部 搬 尔 马 特 组 ) 和 C. protractum Eichw.( 下 部 

搬 尔 马 特 ); 由 后 者 派生 出 C. sarmaticum Barb. (图 1 中 搬 尔 马 特 “ 

的 C. loweni Sinz. 及 C， laevi gatolowsni Koles MBA. RAE 

的 是 分 枝 C. praeplicatum Lask. (HEFL AL, TT BBR IGF) C. gracicle | : 

Push. (下 部 搬 尔 马 特 )， 至 C. plicatofittoni ‘Sas: C, fittoni d’Orb. | 

也 表现 同样 的 图 象 。 总 的 看 来 ， 中 撒 尔 马 特 的 类 型 比 其 下 部 撒 尔 

忆 特 的 租 先 较 大 ;而 后 者 又 比 产 自 康 克 租 的 租 先 个 体 志 大 ;但 是 很 
自然 地 ;在 竹 大 多 数 中 搬 尔 马 特 大 个 体 的 Cordixm 之 中 ;有 革 些 化 
石 尺 小 个 体 为 特点 :例如 C. bajarunasi Koles., C. gatuevi Roles: * 

_. C. acerbum Koles., C. venustum Koles. So 在 某 些 情况 下 ;小 形 个 ， 

体 可 能 适应 于 深 泥 海底 ( 合 Cardium cryptomactra 的 沉积 ) 的 生活 。 

因此 我 们 看 到 和 经受 过 盐分 变化 的 那些 软体 动物 ;很 好 地 适应 “ 
新 的 条 件 ， 并 经 受 异常 迅速 的 各 种 演化 , 有 时 演化 为 多 方向 ,其 千 ， 
果 产 生 的 类 型 总 是 较 其 生存 在 少 变化 环境 的 租 先 个 体 较 大 ; 这 种 

st ee cere ee ;1936 47, att Texxep 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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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Mactra RRR ) 图 2 HL Cardium 种 系 演 花 关系 图 3 

1.Mactra basteroti.2. M. -eichwaldi 1,2. Cardium ruthenicum Hilb. 3. €. 

Lask. var. buglovensis Lask. 3..M.  ~protractum Eichw. 4,5. C. sarmaticum 

eichwaldi Lask typus. 4. M. vitali- , Barb.; 6. C. quad. ripartitum Koles., 

ana Ord: - 7. C. laeuigato-loweni Koles., 8. C, 

I. 海 相 中 新 世 ， ll. loweni Sinz. 

Il 80K SEF BS l-ReM TL. SAR EL 下 部 

TV . 撒 尔 马 特 和 钥 中 部 7 aOR eee ; 

— (Beta) Sr, (Seat) 

AE FY hy FR FSS HEA Oncophora, Spatiodenectis;” Ervilia, Tapes, 

Mactra 和 很 多 Cardiidae 科 的 代表 ;以 及 撒 尔 马 特 的 Trochus. mR 

BRAY Trochidae 类 就 是 在 撒 尔 马 特 中 部 遇 到 的 。 例 如 Trochoidae. 

科 的 Trochus ( Barbotella) omaliusst d’?Orb. 和 Trochus papilla 

Bichw., 在 周围 环境 变化 下 这 些 类 型 不 仅 能 生活 下 来 ;和 并且 很 好 地 
适应 周围 环境 能 广泛 分 布 和 经 受 迅 速 地 导向 极 不 同 的 演化 发 展 。 
和 别 的 类 型 相 比 ; 别 的 类 型 或 者 灭 筷 或 者 不 经 过 适应 辐射 地 保存 
下 求 间 经常 分 布 不 广 。 -前 面 一 些 类 型 常常 达到 互 大 的 个 体 , 有 时 
成 伟 形 〈 例 如 乔 克 拉克 层 和 搬 尔 马 特 下 部 特别 是 撒 尔 马 特 中 部 的 

1) 图 2. BRI D.d、 盖 格 尔 堵 十 生态 学 概论 图 23。 兽 者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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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vilia; 及 Tapes, Mactra), PE 38 BRIA HUI’ MAA Hp, 总 “ 
还 有 某 些 不 大 的 个 体 , 这 往往 是 由 于 适应 辐射 所 决定 。 因为 有 这 - 
种 类 梁 关 系 ， 我 们 就 不 可 能 发 所 有 的 系 谢 省 化 分 枝 都 增 天 个 体 。 

SLAB BEE BEI Ay, LORCA RAC MASE” 
Bk, Mia S 4X LEMIRE EREDAR, SH 
ABNER, FRESE LE BAH A Te 

7 BZ, dear PEPE APT BS TEL ABE EN STAD 
ARAN? RAD KEMEARRE ES ENS AAE 
ARIE ERA XP SL SAR FT ab Bh (FAST ASE A a 9 
OPA SEG LAIR EAE BAR IG BRIA 
ASAE” UAT ALTE SOK AR BERD BS LP SK. 在 后 面 
这 种 情况 下 ， Nees ee 
作用 于 一 
10 fy COSA. epi st SRE 
iyo Rn a> seh ASL BEE, CTT BO UE A eA 
意见 ;是 墨 奥 基 建造 的 海 相 软 体 动物 。 INL aR - 
是 非常 小 的 代表 Arca, Modiola, Fane. Dosinia, Mactra, Trochus, is 

~  Nassa 等 等 。 ; 

: S— EAS BAR a AS NEL ed 

KK I ESE) PEAK ASS 0 

在 一 种 情形 下 ;软体 动物 大 量 的 个 体 同 时 沽 小 ;在 另 -种 情形 

下 几乎 都 增 大 个 体 , 如 彼 庆 为 是 适应 于 自然 选择 的 变种 的 车 果 ,对 
我 是 难以 理解 的 。 我 认为 这 种 解释 不 足以 相信 的 理由 ,是 这 种 个 
体 大 小 的 变化 并 不 是 海 相 软体 动物 的 个 别 类 震 ; 而 是 整个 谷地 两 
全 部 动物 恒 完 全 变化 ， 虽 然 在 丛 地 不 同 的 部 分 鲁 释 生存 于 极其 不 
同 的 生态 条 件 之 下 。 因 之 得 出 糙 论 是 ;这 种 类 似 的 减 步 或 增 天 个 “ 
体 的 变化 ,是 直 于 外 部 条 件 直接 作用 于 生物 所 引起 的 。 
种 精 论 是 完全 不 可 避免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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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PHL ane BIOL 
Pie Ee Me KN A 

0 Pholas Tinne AUC OIE. Pholas dactylus 

aa 大 西洋 、 地 中 海 和 黑海 是 已 经 知道 的 事实 。 但 在 亚 速 海 并 未 . 

BR, 在 亚 速 海 生 活着 的 是 这 一 科 的 另 一 种 代表 一 一 Barnea 属 ,这 

皇 属 甚至 手 生 活 在 江河 口 湾 处 。K. O. mse emert (K. O. Ma 
jaimeaad)(1916) 生 经 指出 过 ,此 属 旨 现在 顿 河 河口 。 上 述 两 属 在 : 

现在 海洋 中 已 知 出 现在 亚 潮 带 上 部 ， Re 

动物 ,生活 在 孔洞 内 ， 这 些 孔 洞 丢 钻 羡 在 闪 石 和 汽 二 上 。 

SREB Pholas BME AAD] 24 厘米 深 。 Barnea 属 的 

| HiME: $C IAB 14 厘米 ,而 Petricola 孔洞 更 短 其 长 度 为 2 厘 

米 。 洞 的 最 寅 部 分 (孔洞 的 于 部 ) 按照 上 述 软 体 动 物 的 次 序 将 是 

25s15 和 13 毫 米 。 
_ Pholas 出 现在 康 克 (Konckait) 层 ， 它们 是 在 近 上 岸 浅 水 区 秆 发 

现 : 在 搬 尔 马 特 层 下 部 此 属 倚 未 发 现 ,而 在 撒 尔 马 特 中 部 此 属 的 代 
RRL SEH ICE (GR KomecHHkoB, 1935)。 很 多 Pholas BE 
发 现 于 连 科 兰 (JIeHKkopafckHi) 区 。 生 在 含 Cryptomactra ty (Kpun- : 

TOMAKTPOBEIX) VEE BREVREH P Pholas, -这些 Pholas 的 过 已 经 经 - 

过 强烈 的 变化 ， 就 是 :寺前 后 张 开 的 现象 完全 消失 , 这 证 明了 在 撒 

尔 局 特 釜 地 的 Pholas 属 ， 看 来 已 经 改变 了 生活 方式 。 

、 搬 尔 马 特 层 Pholas 属 的 这 些 特 性 和 这 一 属 现 代 的 代表 极其 不 

4 同 ， 因而 把 搬 尔 扎 特 层 含 有 的 类 型 划分 为 独立 的 亚 局， Aime 

为 Laphos 亚 属 。 
二 这 一 亚 属 典型 的 代表 种 是 Pholas (Laphos) sinzovi Kolesnikov 

x 此 种 双 划 分 为 两 个 变种 一 一 P4. (L.) sinzovi Koles. var. mamegza- 

: gei noy. var. 和 - Pk. (L.) sinzovi Koles. var. zardabii nov.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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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AVTERE AME, “MALIK, ERB LP AKI (sumo- 
une), SEARS, SAMA ER, PWR FS LA 

EFT ERAT EE BC BD FF IE 
aes oe ee, 

“Ny 

ARENA TORR AR MRI REFER AE TERE 
ELIE, BRIER AE HS ERB ROTATE Dl o 
AMR, ERR, ANUS, JS 

- 肌 痕 明显 ,外 套 膜 线 宽 但 表现 微弱 ; FEU TE ALAS 供 足 肌 附着 HORE 

突起 。 

appor 化 石 仅 在 Pla rm HUE FB BE 、 

WNL EL Ze Bt 
WH a ta at SS ot 二 <= FE — 区 

V7 fA. ; ee se" 

V1. 图 1,2. Pholas (Laphos) sincovi Koles. var. mamedzadei nov. var. 

: MERBSEG Cryptomactra 层 图 10 放大 3 倍 

* 3,4. Pholas(Laphos) zardabic nov. sp. 

立 陶 连 省 Cryptomacira 层 图 13 放 天 7 4 

5,6, Pholas (Laphos) alizadei nov. sp. . 

~ MERRIER Cryptomactra 层 Ais hkR4A 

mK 马 特 An 1s 
EX 

0.55 70 
oy eg a a 

75 8085 70 505560 70 

2 MFR CBRL pH 值 的 关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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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Daas) HERE Cryptomactra 层 ， 这 就 有 可 能 指 

A, “BU BR Pe RY Pholas 族 类 具有 另外 的 生态 条 件 ， 或 者 

是 Cryptomactra. BHFEREGOMBILR o 看 来 第 一 个 意见 比较 正 

ws, Ay HERAT | Fo EE LN Ppolar 化 石 具 有 极 长 

药 天 不 不 等 的 ; 水 而 脆弱 的 帝 , 除 此 之 外 , 这 些 化 石 被 发 现 于 带 称 
色 坚 固 的 泥 灰 崖 内， FORA 发 现 其 他 软体 动物 ,很 可 能 Pholas 

BHA 同 其 他 软体 动物 共生 。 ‘Pholas 属 是 当 着 海洋 渡 没 了 陆地 

普 先 居住 在 这 种 海洋 新 地 段 的 生物 ， 因此 宅 全 天 量 地 出 现在 疙 有 

其 他 软体 动物 的 地 方 这 个 意见 可 用 现代 的 Pholas 属 的 代表 来 静 

BAHL Ei HEAR o A 为 我 们 找到 特别 多 的 现代 类 型 也 没有 其 他 软体 

动物 的 属 共生 在 一 起 。 

SHER, 撒 尔 马 特 层 Pholas RRB AEH fie iis BT 

_ EB Cryptomactra 层 深 水 泥 闪 内， 可 以 得 出 笠 花 是 蕊 们 的 生活 条 件 同 ， 

- 康 克 层 这 一 属 的 代表 有 所 不 同 。 源 自 康 克 层 的 Pholas 与 现代 的 

-Pholas 极其 相近 。 MBAR FRB BE BE CE PRE HO PET Ht 

:改变 了 自己 的 生态 。 ， 

分 析 搬 尔 所 特 层 化 石 寺 eo eta FL) , 

. 现 基 本 上 三 种 类 型 ,1. PHC EK EL 

由 下 撒 尔 马 特 发 展 来 的 中 撤 尔 启 特 化 石 玫 并 具 有 大 量 不 同 的 

Fh; 3. 筑 乏 的 上 部 撤 尔 马 特 化 石 一 ; 中 撒 尔 马 特 化 石 王 除去 Meactri- 

dace FRE MBS KOS, SK 

SMTA GER RM E), 动物 酝 在 一 个 世 内 轻 受 了 ， 

WANE RET, PHU BHAA R MRE CREEL 
很 多 原因 有 联系 ,关于 这 方面 现在 很 难 讨论 。 某 些 十 生物 学 家 企 - 
图 去 发 更 解决 这 个 具有 重要 的 理 葵 和 实践 意义 的 问题 。 已 经 知道 
无 葵 是 降低 和 提高 水 中 的 盐分 ， 很 多 海 生动 物 就 要 死亡 。 b. Il. 

)KvrKaenKo (1937) 在 研究 客 中 新 世 中 部 化 石 洗 生态 环境 时 也 全 经 天 

"FAAS TAR IS A RAAT A BS LAB 
WBBM CUR Mactra 的 保留 到 萨 尔 马 特 组 :上 部 , 讽 为 与 适应 

， 搬 尔 马 特 粗 后 期 盆地 的 谈 化 有 关 。 但 是 这 位 作者 并 未 解释 为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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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tra (ASSIST NZS, MIME NER AD FH, Olin Cardium - 
， 却 反而 不 能 适应 ARS a A GHt) BURR ER 
: GAR IS Abas LALIT Wo OSL AES IR me 盐分 、 

Bt tin Be. WA SREP pH 值 等 等 。 

由 于 看 到 现代 水 区 内 的 有 机 界 同 pH 的 天 小 紧 闭 联系 ， 我 们 

尝试 着 来 研究 pH 值 对 于 生物 化 石 的 影响 。 ESC, 研 
帘 pH 值 及 其 在 水 生生 物 中 的 影响 对 有 机 物 生活 过 程 具有 重 夫 的 
BM. MH Aor RET EM pH 值 环 境 里 ,根据 有 
机 物 同 水 中 pH 值 相互 联系 的 关系 可 以 划分 为 于 区 各 类 型 三 一 中 
和 至 礁 性 环境 里 生活 的 生物 ， ebsites si 

pH 值 其 有 相当 变化 的 环境 里 。 

经 过 确定 ， 在 初期 搬 尔 马 特 丛 地 存 有 af Zl i 性 反应 的 水 
CH>7)。 THAR iS 特 中 期 是 撒 尔 马 特 生物 繁 莱 期 。 表明 pH 值 - 

X25 » 4 FY AG BUR IS A Be sais 7 A479 a 

ERD AAS AH. 

EJS BRIS PP pH (i 下 降 汉 5.2—6.9, SxmWT | 

UI RA HAE CEE EB IE PETE HS PS IO ARAL pH 
(i WG Se 7 ATR IS PE (Ce EAR, AE RE 

. 性 的 环境 对 于 当时 的 生物 是 不 利 的 ， 在 中 上 搬 隶 马 特 层 的 界限 上 

pH 值 缀 过 了 变化 ,也 就 是 盆地 从 中 期 撒 尔 马 特 的 让 性 至 礁 性 转变 ， 
为 中 和 至 酸性 。 搬 尔 霹 特 后 期 倪 地 的 给 烈 痰 化 ,可 以 由 岩石 的 PH 
值 减 弱 ( 从 52 一 6.6) 得 到 让 明 。 大 部 分 中 搬 尔 马 特 的 软体 动物 不 : 
能 透 应 于 这 种 pH SEL ae 4 ITB Se ;但 某 些 种 的 代表 (Maczr5 praccas- ‘ s 

pia Koles., M. naviculata Baily, M. subvitaliana Koles.) PSbo hiss 

上 搬 尔 马 特 的 上 部 标准 化 石 是 Mactra caspia Eichw., M. — 
erarsico1is Sina., M. bulgarica Toula $e RAF pH 值 6.2—6:6 Ay 

石 里 ,但 是 其 中 一 个 也 不 能 发 现 于 pH 值 等 于 5.2 一 5.9 的 岩石 网 ， a 
这 个 pH 值 对 于 Mactra 是 不 利 的 。 

这 里 产生 一 个 问题 ,为 什么 中 搬 尔 马 特 的 Cardiidae， Trochidae 

等 科 的 各 种 也 不 能 达到 士 部 搬 尔 马 特 ， Oe Mactri 的 种 可 

。IL102。 
人 

italia Shak Cale ida, Tee sae 



以 大 到? 上 搬 尔 局 特 下 部 的 Macera 还 在 中 搬 尔 马 特 未 期 就 保留 
了 王 来 (了 KourecHHKOB， 1935), 中 搬 尔 马 特 的 Mactra 对 于 pH 值 变 

化 的 反应 各 有 不 同 s 其 中 一 部 分 生存 下 来 并 到 达 上 搬 尔 马 特 上 部 
的 早期 而 另外 一 些 (Mactra fabreana d’Orb., M. pallasti Baily, M. 

vitaliana d’Ord., ARS HAM AEH) AUB T RHEL LAR EC. 
A. 接 尔 庄 夫 〈C. A. Sepuos 1934) 在 现代 水 区 内 的 观察 加 以 证 
Wo 他 认为 同一 个 属相 近 的 种 ,有 的 可 以 生活 在 酸性 中 和 另 一 些 、 
可 以 生活 在 中 性 内 。 可 以 发 我 何 的 大 多 数 中 搬 尔 马 特 Maczra 可 以 
仅 生 活 在 答 性 的 环境 ,而 另外 -一些 (保留 下 求 的 ) 可 以 过 滤 到 酸性 
的 环境 ;使 它 仙 有 可 能 从 中 搬 尔 扎 特 过 滤 到 上 搬 尔 马 特 。 BER 
到 Cardiidae 和 Trochidae 科 , 那 么 它们 不 可 能 适应 酸 隆 的 环境 , 因 

此 在 中 上 撒 尔 马 特 的 界限 上 死 契 。 
ta ee TAI IO Be, ARUN 
特 后 期 叫做 酸性 反应 。 

在 研究 丛 地 革 些 时 代 中 便 经 存在 的 pH 全 
ahs Heavy ois. 水 中 的 盐分 ,温度 ,CO, 和 O, 的 数量 以 
及 屁 何在 海底 各 个 地 带 的 变化 。 例 如 已 经 知道 在 现代 盆地 内 最 高 
-的 PH 值 在 最 高 的 温度 下 最 有 意义 ( 据 3epioB, 1934) .- 

在 这 里 作者 第 一 次 尝试 着 解释 了 化 石生 物 对 pH 值 的 关系 ， 
因此 还 很 难 讨 花 有 关于 这 种 关系 的 站 节 , 然 而 这 个 初步 的 结果 ,已 “ 

经 锥 予 我 何 可 能 指出 ,今后 在 这 方面 深信 的 研究 ,将 会 对 于 研究 早 
期 存在 于 答 地 办 的 生存 条 件 AF BUA RS 

HE: FAACHE K. M. 站 crpaturpadaa aw 由 ayH8 BeDpXHero MEOIIeHa 
jaocrosoro Aselip6Oamxana 论文， 1953 年 。 作者 是 苏联 阿 塞 拜 杆 科学院 地 质 研 究 所 
oe 

} 

- 
7 



格鲁吉亚 康 克 钥 软体 动物 化 石 的 发 展 
BM He 全 prey 

— 

Pholadidae #231 —S eae 史 

在 中 新 世 中 期 康 克 和 粗 的 下 部 所 讲 利克 五 利 特 维 里 i Keapreemt- 

cKui) 层 Pholadidae 科 中 出 现 的 仅 有 Barnea Bo 它 的 生活 状态 5 和 

近海 岩石 上 处 孔 的 Pholas 属 是 不 同 的 。 

康 克 和 组 Pholadidae 科 的 发 生 可 以 作 如 下 的 解 椅 :， 

“从 前 很 多 人 庆 为 Pholar 属 是 当 康 区 爸 地 早期 直 处 海 渤 移 而 、 
Se, FEE DIMAS, 很 快 地 定居 下 求 , 并 且 适 应 了 生态 
的 辐 散 (趋同 )。 但 这 是 和 以 下 情形 相 矛 盾 的 ;在 卡拉 于 (Kaparan- 

cKHit) 1) 2 Hh 已 经 生活 过 Barnea ujratamica Andrus 具有 发 育 很 好 

AY Foe) RAVER BA BEE Barnea usljurtensis Eichw. 壳 面 几乎 是 光滑 . 

的 钻 孔 种 类 :上述 二 者 很 少 与 康 殉 组 的 该 种 有 所 区 别 。 EME AL 

FEB TRARRAKB HES. AvERe ee Pholas 属 不 是 一 

“Sh 来 者 ”， 而 属于 大 量 的 卡拉 于 层 特有 的 化 石 二 (Spaniodontella) Ee 

ER LARS STAR LEER AAT 7 
F GEAR E) EAT SRF EHDA 

HEEL Pholas 种 类 的 消灭 是 在 后 来 搬 尔 塔 二 (CaprarWcKa) 
期 的 开始 ,由 于 盆地 内 盐分 的 正常 化 , 固定 盐 度 化 石 辜 出现 , 康 克 
和 组 的 Pholadidae 科 完 全 焰 灭 , 其 原因 极其 可 能 是 从 地 盐分 的 迅速 

而 相当 大 的 改变 (这 种 关系 在 里 海盆 地 的 其 他 地 质 时 期 内 SAR 

一 次 地 发 生 过 )。 

内 前 研究 和 绥 定 康 过 组 Pholadidae 利 时 ， 主要 依据 壳 的 蒋 饰 
(放射 履带 刺 的 性 盾 ) 井 且 根据 壳 前 端 出 现 的 放射 线 数 目 ， 划 为 不 

-卡拉 干 盆地 上 比 康 克 盆 地 存在 较 早 。- 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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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同 的 种 。 但 是 根据 作者 的 意见 於 为 : Barnea 属 的 纹饰 是 不 固定 的 ， 

-因而 也 就 是 不 可 靠 的 特征 。 原因 是 康 克 租 Pholadidae(Barnea) MAE 

活 状态 经 过 了 改变 ， EPA SHI a HY (Pholas ) #9 38 BSE FLAT (Barnea) 

AAA TROT EOE, EUROS) 
— WnPiiBe REAS SE SURPE FE TE HOTA TOA ETE EBD Bh ATE 
(oo enables 

~ Altes ze Barnea Pee tere ee 帝 的 外 形 

DURES aK 3 HF (Susuna) ts Af DAS HB ( 钻 泥 生活 适应 

“地 程 中 的 新 获得 的 特征 )5 刺 不 断 的 退化 并 增加 同心 线 ， 以 及 很 少 

形成 天 刺 三 一 形成 为 小 结 节 或 者 是 低 矮 的 小 瘤 ,这 些 瘤 节 ,已 轻 不 

能 很 好 地 适应 外 玄 特 性 ， 看 来 是 营 作 其 他 功用 增强 了 微薄 到 . 

“ 九 乎 透明 的 碗 子 。 

当 卡 拉 于 时 已 经 发 生 了 的 Pholas 属 对 于 芯 检 地基 适应 的 作用 

， 在 康 克 世 的 早期 变 得 更 加 过 速 。Burzee 属 在 这 个 时 期 占据 了 各 种 、 
不 同 的 生态 环境 并 且 生 活 在 所 有 能 吏 生 活 软 体 动物 的 地 方 〈 可 能 

仅 在 最 天 的 深度 除外 )。 它 们 帝 体 的 堆 集 充 满 了 岩层 ,局 部 可 以 达 

«SLB OK, FE AE BH Berzea 属 的 生 芒 特性 是 同 无 葵 在 外 -: 

_ 形 上 和 在 壳 饰 上 葡 烈 的 变化 相关 (难于 划分 各 独立 的 种 )， 因 而 引 
起 了 省 化 远 速 提高 。 形 成 了 很 多 新 种 ,例如 仅 限于 此 时 期 的 Barnea 

pseudoustjurtensis, ‘B. kubanika Zhizh., B. scrinium Bog., B. sinzowi 

— Ossip 和 B. rustaviensis n. sp. 3X PHS Dv BS Ae Ci I) ) PER (ESL FETZ 

“-ASFEG EE , Fe in ea EA EY EE EM TE 

Fo AER BAP IE th HDI EPIRA De 
BRR eR (B. 0. Konecnaxos) SMR ER PAC AMES 

”软体 动物 举 出 同样 的 例子 ， 他 指出 当 生存 条 件 改变 时 生物 对 于 环 
。 卉 适应 以 及 在 此 情形 下 形成 为 和 其 和 棚 先 非常 不 同 的 新 种 ， 同 时 他 

”而 独 负 在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常常 是 没有 敌对 者 ) 尖 应 塌 
二 散 ( 竭 同 ) 非 党 广泛 的 得 到 了 发 展 。 

BLM. DKrenra 副 和 博士 的 诊 让 ,1957 年 ,，“ 格 但 吉 亚 康 克 缚 软体 动 饮 化 石 的 发 
| BR’, H88 P. 中 .Tekkep PRAT LET BA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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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48 05 $0 fk 0 Ho HE 

A.W. Baa RH 

eer ree 
BIO A PEDERI, WESC RE EAE ee BD DP 

bee Ae, SOFC REP PTE. 
| BENS 7; SEP EES, ODA ROR AL Fd Ea 

SH, AIRHEAD 动 交 学 二 

(rapqunep 等 ) Beh, 也 不能 网 明生 多 开罗 汪 这 是 汪 和 
SPM: RAR EPR OH. 

所 以 ,地 沉 运 动 的 方向 往往 吉 决 定 了 生物 克 构 千 的 历史 ， =) ae 
要 在 造 礁 者 的 存在 和 气候 条 件 的 适宜 时 。: 

我 们 始 浆 庆 为 成 确 作 用 的 特点 是 由 地 帝 的 构造 以 及 控制 讨 地 
HEME BREN, HARA PAS AN MISA 
例子 进行 对 比 也 是 可 能 的 。 人 然而 在 应 用 现实 主义 原则 时 。 即 对 比 
化 石 的 和 现代 的 生物 确 时 应 当 相当 寻 民 的 给 十 生 物 确 做 千 葵 5 生 
物 惫 不 管 是 由 何 种 生物 造成 的 ,时 代 意 久远 ; 则 我 休 知 道 的 十 生物- 
礁 的 租 成 条 件 和 构造 的 正确 事实 也 就 意 小 ; 意 近 则 意 多 。 
”最 平静 的 地 帝 运 动 是 在 十 稳定 地 台 上 ， 这 儿 表 现 前 主要 是 地 ， 
微 的 震 强 运动 ， 其 特点 是 下 沉 和 上 升 的 幅度 都 很 小 。 复 痰 在 各 地 
盾 时 代 地 训 上 的 海 ， 海 底 地 形 的 特点 是 同样 的 ， 相 对 的 深度 是 波 
fey, SEPA ARR AC ME TP, VERA 
FI T PR GEE EAE PIT 0 AEA 
PA SEER WY SER ATW DR IB HP AB) AE SG A 
中 发 展 繁 青 Pa CES ik AY A, By eS 
的 1 SAC eo TELA BE) CBS ES SE 
ee 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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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rede de wanes at arctic se wink Ph wae By AABN IK 
© PRUALA GBB AD WT IRI MARE, BBE 

BE AIRE F ETE He ALC EB) PREM, CED 
_ 状 硬 体 为 特点 的 现 瑚 (todboxemn) , FALE T SEPP AME HE A ， 

«FORT motboxermaa FAS, ME LEER ERM RAMA 
紫色 的 其 他 天 射 现 瑚 虫 体 。 水 母 水 昕 体 定居 在 滩 的 表面 上 ， 雪 和 白 

-的 或 紫色 的 蠕虫 生活 在 罗 佛 敦 更 瑚 至 体 上 ,吞食 腐败 有 机 玖 惟 的 
SMB, EA AU eT BS 

“在 石头 地 区 定居 着 以 足 固着 在 其 上 的 腕 足 类 。 
这 幅 生 活 图 使 我 们 回忆 起 中 石炭 纪 莫 斯 科 海 底 上 的 生活 。 但 

不 过 在 大 革 代 海中 分 泌 石灰 质 的 生物 比 现在 在 北海 中 的 分 布 更 广 
Bo RAV RMBM EAE AREER ES 二 

二 地 省 海中 前 生物 确 永 远 不 能 转变 成 现代 的 提 礁 ， 即 不 可 能 变 
成 厚度 天 .和 烙 造 多 样 化 为 特征 的 坦 礁 ， 当 然 也 不 可 能 变 成 环 确 ;二 
簿 提供 葵 我 们 的 是 最 简单 的 生物 确 的 例子 。 

在 遭 到 断层 位 移 的 地 各 处 生长 的 生物 碳 旭 是 另外 二 幅 景 色 。 
地 吝 区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具有 较 大 的 活动 性 。 往 往 这 种 地 方 产生 过 注 
注 永 的 地 亏 , 变 成 海湾 。 不 入 前 形成 的 红海 可 以 作为 这 样 例子 ,在 
旗 的 沿岸 过 去 和 现在 都 发 生 过 上 岸 礁 。 我 们 知道 在 这 个 区 域内 的 不 

“ 同 高 度 上 存在 着 一 系列 上 升 起 来 的 第 三 杞 和 第 四 包 的 生物 克 。 这 
RENT RNA, (ERA TTR TENA 
PEE EPS LISA LIP, KERR 
RIMMED IEMEHE, LARA TET 
“断层 处 引起 的 。 所 以 该 地 区 生物 碟 的 发 展 普 通 是 不 稳定 的 ， 是 由 
FRA FES BELA, SRT AAI HERA A Ay HE DR 
Fe Wirth ETP AYR AEM), A ERE Pa FS 

| ABIORT — RAB SRN AE, 分 布 在 不 同 的 水 平面 上 ;大 、 
- 体 王 彼此 互相 平行 ,并 与 二 海岸 平行 。 

环绕 西欧 稳定 十 陆 一 一 法 国 中 央 高 地 、 去 菲 尔 地 块 等 一 -的 
TREE AA LEED MIL Hs ATO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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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E Anh E PA Be A eT, 
BUSA ESS SL FE LE EP 
UE FANS ke e. SAPERIEE A  E EY Beak e 
HI AR GAARA RECREATE), FREE 
ERR RE KPA LM ATE bP, LIP 

CPLA DME , AMIEL ATER. RM, AMA 
长 的 速度 超过 波浪 破坏 的 力量 时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也 可 以 形成 和 网 
HEE a 
SUCH R EE ARRE ER OE EN, SO RAR TR 

EK LSB TEM DATE, (CA RRND SHIT ， 
_ 有 的 那 种 又 规划 双 复 杂 的 构造 

“地 下 边 称 发 生 四 陷 的 地 区 ， eer 因 之 其 
特征 也 是 活动 性 不 大 。 所 以 发 生 在 地 训 目 陷 部 分 目的 生物 芍 不 会 
有 大 的 厚度 ,这 样 的 建筑 物 可 以 用 喀 尔 巴 耳 的 第 三 相符 物 礁 做 例 ， 

山 前 洼地 条 件 下 形成 的 坦克 ,其 特点 是 样式 繁多 ; 发 至 旺盛。 
它 个 的 特点 是 各 种 类 型 的 建筑 物 都 有 (除去 现代 的 环 克 )》 EIRP 
的 “丛林 ” 和 卫 礁 到 成 熟 了 的 生物 礁 岛 同 都 有 。 由 于 居住 条 件 的 多 . 

样 性 ,各 种 生物 可 以 巧妙 的 适应 周围 的 环境 ,因此 革命 干 分 才 富 5 
位 于 古生代 澳大利亚 十 陆 彼 渡 部 分 土 的 澳大利亚 大 提 礁 是 这 ” 

种 生物 克 在 现代 环境 中 的 例子 。 在 这 里 已 查 明 其 走向 几乎 与 现代 
海岸 线 平 行 。 生 物 克 受 太平洋 岛屿 活动 地 区 的 乡 制 : ERO 
有 地 村 发 青 的 面貌 《年 青 的 、 i= ATI EES Pat 
用 ,明显 的 反映 出 地 壳 的 波动 )。 
”现在 剩 下 来 需要 圾 明 的 是 在 地 槽 中 成 礁 作 用 的 队 点 ; 在 地 槽 
海 的 浅水 处 甚至 是 滨海 处 的 沉积 物 可 以 在 深水 沉积 物 的 近 过 堆 
积 。 但 是 这 种 关系 往往 由 于 地 醒 海 的 历史 过 长 而 稚 破 坏 ， 和 大 县 这 

JUBA RE Big ;发 生 过 海 乾 ,而 在 最 深 处 升 起 过 出 脉 饲 。 RE 
是 由 于 福 敏 的 升 高 或 火山 喷发 形成 的 。 当 饲 屿 四 周 气 候 条 件 运 宜 

OH SPE MMAR RAT. 4Rl TN, I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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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pie ee, 陆 二 消失 处 变 起 党 湖 。 

所 以 要 形成 环 克 必 须 具备 两 个 主要 条 件 : 海岛 的 存在 和 海底 
的 持 扩 下 降 作 用 。 从 打 在 现代 环 确 上 的 一 切 外 孔 来 看 ， 再 瑚 灰 岩 ， 

“有 下 天 的 厚度 (有 的 地 方 超过 800 米 ) 。 这 是 生长 环 状 生物 隧 地 区 
恬 期 下 沉 的 鲜明 证 据 , 兹 促使 生物 克 向 上 不 停 的 增长 。 

， “ 马 来 二 馈 的 环 状 确 是 现代 地 本 型 环 确 的 最 好 的 例子 。 马 求生 
“总 区 位 置 在 地 楼 海 的 条 件 下 。: 在 这 个 地 区 中 的 渤 地 , 深度 达到 
5,000 米 太 上 ,洼地 近 是 升 起 来 的 出 脉 岛 或 浅海 区 。 活 的 或 熄 死 的 
ee ee tee ie eal bene Ea 

= EDIE LF AY 生物 磋 。 

正如 以 上 所 指 的 ， EA A HAW ASAE TED AR i EAE 
FBR Mes CW. FPN HER DLOTAS 
HBS PEMA CE. FEB A Bs AER 
在 现代 是 处 于 百 大 的 下 沉 状 态 。 关 于 这 种 下 沉 的 起 明 是 有 无 数 的 
UNREAD LIN ACT IRE TL 

2 ieee 
: ee te eee es 正好 象 地 醒 海 的 
升降 运动 吏 那 样 。 便 项 环 克 人 繁 革 生长 的 是 维 慢 的 下 沉 作 用 ， 但 疤 
覃 的 下 降 可 以 变 为 上 升 或 迅速 下 沉 的 作用 。 无 花 是 那 一 种 情况 环 
EMBRAER, HREM LAR, ERPS 

fy SEEN FGI SULA ATLL SEN” ET, BF 
SRE ATL EAE Ha FES Bh MSR Fy FBG 

ABERRANT a LTH 
殊 的 地 位 上 ， 洋 底 的 特征 是 在 广大 的 空间 上 深度 都 是 很 大 。 这 种 

ee ene, BETA 

| FLFR 

Dc cawna_tundex. noneund 

”在 至 少 有 2;000 RO HK PE Pe. 在 太平 洋 的 西北 部 

《夏威夷 和 马绍尔 震 岛 之 间 的 北面 ) 存 在 着 非常 原始 的 形式 。 在 这 

思 2;000 米 深度 处 出 现 一 些 山 。 其 特征 是 顶部 好 象 彼 制 平 了 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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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REZP ID, HAAR AKERAT MK Pw eE: Pls 
BREEN, ASNT, APRESS 
TAA, SES ETE OR TT 
DAE R ATER, HSL ERS 
”沉降 作用 。. 

照例 环 兢 的 形式 在 化 石 状态 中 是 不 能 保存 下 求 的 。 球 形 生 觅 
磋 存 在 的 标 庄 是 由 造 伴 者 和 喜 矶 动物 的 遗 骨 堆 积 成 的 下 厚 的 石灰 ， 
岩 透 钥 体 。 环 礁 灰 岩 的 周围 是 多 层 的 浅水 沉积 物 ， 浅 水 沉积 物 之 - 
外 立 列 变 为 深水 沉积 ， 只 有 在 非常 特殊 的 情况 下 才 保 在 有 海 湖 沉 
积 物 。 在 块 状 石灰 岩 透 镭 体 发 育 的 地 区 最 容易 找到 的 是 表明 火 田 
FETE NT GEEKS RMLs hee ee 
ABVAMERRMEPHEN, EVAN AE BALA 
河 的 东 坡 。 在 三 迭 邦 的 是 在 阿尔 第 斯 等 地 。 而 在 现代 凡是 出 现 生 ， 
长 环 确 的 地 方 ,于 里 往往 也 发 生火 山 的 喷发 。 

现在 我 们 可 以 做 出 成 兢 作 用 在 地 更 中 的 几 个 _ 般 区 的 糊 葵 。 
首先 礁 的 生长 并 非 仅 现代 才 有 ,这 是 十 分 明显 的 ,生物 礁 从 地 史上 时 
期 中 自从 开始 有 化 石 却 录 的 时 代 起 ， 即 从 元 古代 起 序 可 非常 稳 父 
地 追溯 到 ,虽然 成 柳 作用 由 最 十 的 时 代 起 就 没有 中 止 过 ;但 旋 们 的 

“发 生 显然 是 不 均衡 的 ,没有 充分 的 化 石生 物 榴 的 研究 是 不 能 断 导 
在 何 种 时 期 发 生 过 特别 强大 的 成 厂 作 用 。 

~ 

A. Vi. Papnxorny 1954 463%, 4:natt——-BiR———R ARS ee Enh 4B : 
SHES, ARR, 在 1957 ARAL HR, ARB 126—131 页 的 原 
Fx, aT AHA Boh — AA HEEL CA IY POORER IIS SLE 列 大 。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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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mmoneoss 
ay CARAFE A HE 91) 
Tena ACH. BABS 

ee ia TERs HARRIET Ch 
点 。 这 里 在 不 大 的 区 域内 沉积 有 卵石 砾石. 砂 和 软 氟 ， 生 长 有 喜 
。 欢 千 爆 的 植 饮 和 热带 红 树 ,到 处 生活 有 篇 类 及 昆虫。 SA ht 
物 沉 积 物 。 

7 FEHR LIT BUSI HEAT DL eH AKER 
BORA IAL. ARENA I LB ; 
RAT ABE EF —— paaen 风 的 一 面 ， 因 此 带 来 的 是 较 
PEE oe Bee 

二 3 成 年 礁 体 生态 的 多 种 多 样 是 由 海底 构造 同 潮汐 水 准 的 变动 
所 引起 的。 可 以 用 图 表 式 的 划分 成 三 个 区 ， 在 这 些 区 内 还 可 以 根 
据 更 水 的 外 部 条 件 的 变化 划分 为 二 级 生态 带 : 
8, 第 一 生态 区 包括 的 地 方 是 潮水 渡 不 到 或 在 潮水 非常 高 时 才 
-能 湾 到 的 地 带 。 在 这 些 地 层 上 生长 有 干燥 性 植物 繁殖 着 昆虫 和 
飞 来 高 类 ( 沙 调和 某 种 海湾 区 )。 

bh OAS EM ABI. ERAS, (tT 
CRW) AMER AON. EAR OK SEOBEIL 

| BB , x EAE Hy T SRE AS Jes HEB HE PD IR 
ABLE LI, TES wae Dk PY We RR SEM ARAL 
ES eae 

Se Wes AiO LESNAR EF IBLE ZBI 以 极 丰 
TREE Seco AEE MT SB OHA Be 上 ( 停 铺 区 和 自 
。 然 科 坡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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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ATE MRIS MINE MERA, BED HALE A RE 
IZ BAT, AK ARSESL ARAL KBE, oe 

NBO DA FREE 0 

. ; 

4 
4 

OIE ARAB TE PIE IS PETER, LOIRE TE RMIT 
FER AULIR AEE 0 nt SEMEL IRS Ay 35% 。 Hh eee. 

iit EDUC MRE EE RE EAE Ao 

FAR Ge ESE ASE SEK aa 至 多 不 过 是 生存 有 不 同类 

cts, sae coe aon Li es) oe 
5 ETRE NR SRS A A, 现 

SY ATMEL ICA AE LBA SLED a Al, (ECE Dk EEE A 
PULAU, IT BAT AS TIS 
样 成 年 阶段 。 

entero nr mrer mre 
PT DU A) — Hee CR SAS JL 
钥 合 

-自然 地 理 和 构造 条 件 芒 内 的 。 

6. EPR Ae Rua, ete (TARO, eR tEAM . 

rn Te ye 
RUBLE, SIC ORE RET ES 
#8; Bil20 7S WA, a Ree 

把 形成 在 类 似 构造 te FSH RA, ARAL 
建造 人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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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 

击剑 河 杂 色 涯 系 OE th A HE HE 

eT: ‘gate K. RRB X 

“条 色 岩 系 的 小 礁 体 和 其 沿 剖 面 的 变化 * 

sO GR Ha RH eA, 几乎 在 泰 色 岩 系 所 有 出 

喜 的 沿 勤 倍 河 岸上 都 便 被 发 现 。 
APRESS AGE NO AES PK YEE AT Ae Dy 小 礁 体 有 可 能 划分 出 

PEPFAR, XK EES Ae SL] — Ee Me ae Oe 性 ， 

ANTI KSEE AN Epiphton BES 7E A AAR AN. 

第 一 一 种 业 型 的 生物 小 确 体 ， 被 发 现在 勤 拿 河上 由 大 楚 兰 〈3y- 

pau)? WER OKypa) 河 的 对 部 距离 内 。 这 种 类 型 的 生物 

TATE BABAR BE BRA 厚度 由 10 一 15 到 40—45 厘米 CB 

有 1 一 15 米 ) ,长 达 I 一 3 2K, EY 40 一 50 厘米 , 偶 达 1 OR 

种 小 克 休 彼此 距离 16 一 20 KB AEA MM BLL. Ay) te 
Ae ERO MICS A. ERED A BoE RS 
Wye. WEA KAKA BM, ARC 
Para RRMA a eR SEER, SRARAE KG, 

ee Fai BE tL. 这 种 现象 很 明显 地 是 同 带 进 来 的 岩石 中 主要 

MATERA, TE MERA BSS VER RS 

它 的 各 别 部 分 。 同时 震 标 类 的 骨骼 构造 在 内 俱 墙 之 间 稚 白色 方 解 

AFM, it PSEA SAR PLEA ARBRE. 
ERA 7S ie BB 2 1 的 十 标 类 是 Archaeolynthus, Nochorot- 

cyathus, Ajacicyathus, Archaeocyathus 各 Bo FEIRBARAA OL 

3% Baorepm At Ae Pe aah) se BER AORTA 

TR eA TERR AIS BE 
1) Jlena 河 在 西伯 利 亚 北 糠 7 HE 二 

由 



©1146 

aes BS D 

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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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IPE EN 
GAS ih: WE) NNN 了 Ka 

e. MCC R- BRAKE 
> > 4 

一 

Pa i charm RRA. “jf 1:1000 — 

Break ih op — st det aA a. nee ROR 

br IRN — Fh aeRO FURS 4: in eS 

含 十 杯 类 -党 类 第 三 种 礁 体 - e. FAZER 

Sri RMON UR SEBO} REAR 2 泥 质 -白云 持 灰 岩 
wee Oe MR MVE R-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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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EF 

64 ee CS 
RS CS 

7 和 “Af 

TA? aw RRO — Ha ee la 
a. WHS 6. 3826 Renalcis. B 

JER) RAERLELAMBA Hyolithes 化 石 。 : ; 
ERA MRM E AK BRAUER TS tS 
EB ARREARS ARA RNAS, BERK BWA 
(3 05-1 Ko MF LMMTRASE tk, FARM EA 
HER SRRAD BKENMCRAR EE A BERMAN - 
质 仅 仅 稍稍 超过 同时 代 的 地 层 。 共 在 生物 散 夹 层 上 的 上 部 泥 质 大 
兰 已 经 从 于 完全 平坦 的 位 置 。 ORO" Se 
BALHAM AD MEK, RATER B-ieE 〈Oi-My- 

pawl) YAU AE (Myxara) yo 11 , Hh ALORS — AAA. TE 
AALS SL A)_EDRE(] , 但 其 范围 较 大 ; 在 奥 - 姆 兰 附近 寅 12 一 
B25 米 , 厚 工 米 多 , 同 生物 小 确 体 共生 并 相 穿 插 的 是 经 常 合 有 很 多 泥 
BERRA —_ WEAN RRR, Bi BA LO. 
20°, SAAR IER Ht HS — PRES BER FRB HB 
BUDA B) mMVERT Awe BB 20—30RM 
PERMA HER HARD LA ME, BA ee BKB = 

= 
“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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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 LOR Ue 
在 第 二 种 类 型 的 生物 小 碳 休 内蒙 类 (Renaleis 属 ) 稚 遇 到 的 

较 第 一 种 类 型 为 少 。 但 古 宗 类 却 是 经 常 具 厚 墙 的 较 大 的 个 体 。 Jee 

有 一 些 是 另 一 一 种 类 型 的 生物 王 租 合 。 例 如 单 墙 的 Archaeolynthus: - 

在 这 里 几乎 完 侍 不 鲁 遇 到 .相反 地 是 A jacicyathus 和 Cosinocyathus 

转变 成 主要 类 娠 。 有 趣 的 是 在 较 老 较 小 的 生物 小 确 体内 完 公 没有 

出 现 过 Erthmophyllum, 在 这 里 已 经 非常 稀少 的 出 现 个 别 个 体 e = 了 

femme | S69 ae 

4 

3\2 4 

4 4 4 

Sod “4%, som = 7 一 

ee ES 
3 SSS SS SSS SS SSS 5 ee 

» 10M 

FA 3 含 十 杯 类 第 二 种 类 型 生物 小 玲 体 

Eee mA 

SERS LW TE KA ES, Dy TE BYE Epiphyton FF 

(REEMA, PBS RERRAEK RIK 152K ME, 

直径 达 15 一 30 IK, AKIRA MEA PE 
Hk, TEAMS PEE HE, RRL EE EA 
WR SUED Sm Ze RE, ELC AY_EUF 2.5 BS BR REPR 
组成 生物 小 碘 体 的 主要 部 分 ,高 达 1 一 12 米 ;柱状 体 之 间 前 距离 在 
不 同 地 段 上 宽度 不 一 ; 井 有 击 标 类 化 石 。 

OMAR At REIS PERALTA 
EB Ajacicyathus, Coscinocyathus, Archaeocyathus, N ‘idhenbizne: ' 

thus, 并 且 还 有 生 在 一 起 的 具有 复杂 构造 的 十 标 类 属于 Tegerocya- 

thus, Ethmophyllum 和 Thalamocyathus 8, 他 们 在 这 里 出 现 比 

， 前 较 多 数量 并 多 为 新 种 。 振 发 现 有 新 属 Democyatjais 

第 四 种 类 型 的 生物 小 芋 体 在 章 面 上 出 现 层 位 更 高 ， 旦 现在 平 
WELW BEA, RRO, MEA RAE Epiphoton MHS, 
在 上 部 互相 联系 起 来 。  IASA S I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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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型 小 礁 体 — 
一 一 
一 一 图 4 RR rE 

ER 
[Es 

yee 4 
| , SS A 

/ SE 

3 GOVE VV S 

v Py 功 

ry Y wy PY vey 43 

ee 

ASE 

VY ‘By, 

wy yey 
vv 

a | 

3 
WY Wa Py wt y 
7 vYyry 

vy" 

PRA SS PY BPS WER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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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 Xk, FETE Hh Ey NER PO BORLA TIE. AD BOA He 

BG, RELL ALD bie EASE PS BR A 的 古 杯 类 

«SVE, TEX PRANTL Bikmophyllum 和 Tha- 
- lamocyathus RAB SS. Coscinocyathus, A jactcyathus 二 属 和 从 - 

前 一 样 。 AR RA HE BL Carinocyathus , . es 

BABS EDR Fs RAE A RK “HE (0) A AS RA 7 
每 一 种 类 ， 都 和 一 定 类 型 的 古 杯 类 租 合 相 联系 ;并 胃 现 在 一 定 的 地 

层 层 位 上 。 a 

ere err 
| ISSA Athy IRR, BHT NIRS hE SE —” 

PORTIA Ne BPS LSID AS SR A IR BO 
Fa TUTE HEAR 22 FH SY Be Papykosy4, 1954) ; . 

FRASER NO RA 8 
BAPE RTS TE TE BE FOE ED ER 

3K, 7 - 5 oe ee ms 4 

BARE MEET EREDAR ER, HARE 
AE AEE Be 04 AC — Fee DE CE 
藻类 、` 三 叶 虫 ) 或 者 是 漂 游 的 Hyolites, LTC AE AURIS 人 

PAMELA BD, TET EH SESE 、 
。 物 发 育 适 宜 的 气体 和 盐 份 条 件 。 换 句 话 必 是 正常 的 (对 下 寒 武 筷 

- 时 期 ) 开 关 海 的 沉积 物 。 不 同 程度 泥 质 的 岩石 安 互 层 表明 定期 带 ，。， 
入 绝地 内 的 陆 源 碎 屑 物质 ,这 些 碎 习 物质 几乎 全 是 (98 允 ) 秋 泥 质 。 

这 个 然 地 某 些 和 对 深度 的 指示 可 以 根据 Epiphyton MERAH 

Fs, BER MERLE HH ty AR EE 
PATE RARATBLIGA IE, TOBEMAONLIESE ME Se, BEG BE PAL 
ee ee et one ee 
SAAS PVR BASE, TERE PULP RIAL TEI PO 

> gestae BLA Ami LSE —BcHN APRA ALAR PE, UEC 
sie AE ZI) PAL A eit FTA HT SPE 深度 在 30 一 

7118+ 



so Res SAS EAE BET 
， 流 微弱 和 大 量 带 太 陆 源 碎 导 物质 。 
Re 

。 积 期 间 。 但 当 泥 质 自 云 盾 石灰 泊 泥 沉积 期 生物 小 确 体 或 是 -一般 的 
RT RE, a. FAS ES EAP ES 
Eh (5 IE) AK, SRAERAT 4SAERASRARMEIT 

aay ranenernaen, xm 
AMT RLHA NILA RMR Ss, Bi EKO 
: 变 为 某 些 不 大 的 偏差 。 HZ RAY HH TE ee BE 

”期 的 沉积 ， 这 些 因素 那 一 个 是 起 主要 作用 的 集 难 悦 表 ， 可 能 其 中 每 

个 因素 都 佛 起 过 其 作用 。 
陆 源 艾 居多 质 的 来 源 委 可 能 条 求 上 西伯 利 亚 南部 。 喜 地 在 当 

”时 根据 B. A， 奥 勃 鲁 契 夫 〈O6pyaee，1936) MAE RAS 
岛 类 型 的 陆地 '”。B. A. 奥 勃 鲁 女 夫 鲁 肯定 的 指出 在 靠近 古 标 类 生 

Wy RRC EK SUE Dy MESSE CA, 6; 东 12) 中 白 托 姆 ( 北 6; 东 12) ， 
“区 和 阿尔 赃 ( 北 6; 东 13) 高 原 ( 自 阿尔 丹 河 流域 向 南 ) ,红色 沉积 物 
ef BL A. DE RAAE RAE ROVE PIR AC E G 上 为 第 
干燥 气候 。 

LROREN CREE RRICHE LAPEER RENN 

” 泛 剖 面向 上 递 灭 关联 带 着 厚度 减 小 ,而 后 泥 质 白云 盾 石灰 层 完 双 
再 不 出 现 。 在 这 种 改变 的 基础 上 也 发生 着 生物 小 确 体 类 型 的 改 

aS, HELE A EB it eS ASAT HE A ER, BeBe 
AREA CRS, HLTA PERE IM T ME 2S 

Epiphton, 这 些 藻 类 在 岩 系 底部 完全 丢 古 标 类 所 排挤 出 去 ,然后 指 
出 如 果 在 岩 系 底部 主要 出 现 的 是 水 斗 构 办 的 古 标 类 个 体 ， 那 次 在 
里 系 上 部 (尤其 是 鲍 托 姆 河上 泪 类 生物 小 确 体 ), 丁 标 类 轻 常 死 亡 在 
垂直 的 原生 状态 。 所 有 一 切 都 表明 海区 水 渐 加 深 和 汝 渡 着 供 答 簿 
色 泥 质 的 陆地。 后 考 舍 可 以 从 另 一 事实 加 以 刘 明 朗 在 岩 系 顶部 完 
圣 没 有 了 秆 色 , 插 且 杂 色 岩 系 沉 积 物质 转变 为 较 深 水 的 沉积 岩层 。 
很 可 能 正 是 因为 体 愉 物 盾 的 减少 ; 成 为 Epiphton tak (Fy RE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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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LL RRM — Be 
T. A. Baap eea B.A. PEER 

“1951 ERIE ESET HATA SRT A AE OR 
7B. (Tpomoryx) LUMA ROCA. DCS Se te Semen 
BRD REWER, KTR TER PIS A. B. 
WRASSE ATL EREE (3apyGaHckai) 灰 岩 按 他 的 表 属 与 
.中 泥 丛 码 上 都 很 相似 ;但 是 对 它 的 准确 年 代 旭 仍 赴 以 问号 。 
FELT ARR HS, RIAL DR 

| FABER EVE AAC QE BBAE RE TAD) HOR 因为 在 其 中 找 - 
”到 本 如 Megaphyllum paschiense Soshk. 和 Phillipsas straea sad gwicks 

GM. &. ce HS amen Lee, 一 : | 
| Pe ee ee eee ee : 

Shoham (Pe 5 SSR 5 ARAL 的 种 )。 在 这 里 

< 从 四 射 更 瑚 中 找到 了 Phillipsastraca sedgwicki (M. E, et H.) 和 - 

Phillipsastraea sp. -等 等 ; 从 床板 现 现 中 找到 了 Thamnopora bolo- 

Spina Ful ‘Alveolites suborbicularis Lam., Heliolitida, 42 BFL 

th AFR BI 人 Clathrodictyon 和 ‘Stromatoporella, 以 

Ee. Amphipora 等 属 的 新 种 。 除 此 之 外 ， 3 jes Fl) EF ee HB aA 

rs EE SPN ABE AK = : | 

BARIATRIC SE 
RASA SH Bw, 同时 也 不 形成 完整 的 吉 B&, Ait, 

”就 不 能 制 断 袍 曲 的 性 质 。 

南 玫 产 状 确定 的 困难 因此 各 地 盾 学 家 对 这 一 地 段 的 构造 关系 
产生 不 同 交 看 法 。 德 日 讲 夫 (TepkHop) Hy AER TY Pat 

Reith SARE th A A I Fy Ie we Hh FEE FE HUN Sh ee 

CADRE, Pe (TE WS PUR Kae Hh ST TE 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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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的 大 地 构造 起 性 质 具有 重要 的 意 

我 倍 的 工作 证 明了 。 当 注意 研究 二 

PRAIA, 各 种 生物 的 相互 关系 和 埋藏 特性 ,就 有 可 能 比较 - 

简单 地 利 断 这 种 岩层 的 产 状 ( 其 中 亦 包 括 对 息 硒 顶 板 底 的 确定 ) wg 

SMES ATH IE ER EERE D ( BAB 

PE AEBS AED) HAL Sac adaties she os 

pan if, s/f DY 

4 5 了 < sl = 

人 fava oo a 6 Faget Poe : 

> x FT 713 ea Seay ees Ue —s 

co Ee: so a 2B ~ 

图 1 A. 二 

vif. 2. ane; 3. ROL BCS, BE Thamnopora 

seit; 4 SK, 主要 是 腕 足 类 的 ; 5. ©. fA: 

7. 四 射 琳 瑚 ;) 8. Baw; 9. Alveolites; 10. Thamnopora; — 

«AL. ze pesmsig; © 12. pa 2K; «13. ER; 14. RE aoa 
wy Sw >be 

B. 第 五 层 上 部 的 石灰 内 的 结构 。 

1, posi; 2. Alveolites; 3. Thamnopora; +. 7AM 

瑚 ; 5. BAR (ARHACO” SRE). 

‘ -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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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易 看 到 四 射 再 瑚 的 辜 体 往往 是 在 一 个 方 
向 王 被 层 孔 虫 包围 起 求 。 这 个 方向 毫 无 疑问 地 是 指向 岩层 的 上 
“都 ， 因 为 腔 肠 动 物 的 幼虫 是 不 可 能 定居 在 紧 贴 基 岩 震 体 及 其 碎片 
“下面 的 包围 的 方向 亦 有 向 着 TUazmzopora 淹 体 的 顶部 :- AR 

SLA, TT RE PU MT DS Ey BS LP EP HA SBF i) 
SBOE MAE LEST BIL BAS WIL AES 

et Se ere Rnb 
FERRET , PRPS TB 988 2 (2) 
了 壮 层 上 下 层 相对 位 置 的 同样 看 法 。 

AEP I ORE TA TD ,岩层 的 上 部 向 西北 人 5 te 
eI ne, 因此 神曲 是 背 儿 构造 

-人 - 

oe os 

. - 

pas Sass sre so 
NS ad “wn be ~ my 

Stee - peers = RRS i ? 
wk: =" +95 eee o eee 5 ~<— 

DER Rescate tree act Hes see Sa ee . woe Slew S Me ehe tats SO > 一 
oe a ieee: erases SS 

' Pe PPoreses 

e 

i Pores 0 

图 2 i areas emesis 

AERP, 在 看 到 的 露头 上 (图 1 ARERR 
BEB -KAKEREWMNET ASL AR, KATIE 
Ai). BDA AIS HY, OS ST A Be TE A 
He Ft SAS, ME ARETE AE AEH Bh A J 
SE A CSE BCR (SH 1A, B 2 2 和 图 2) 。 然 后 
FMB ICSAC VER Mee (Cumanctare npamasku) 和 大 量 的 
动物 化 石 一 BAL, BRATS REE PBEM ABE 

束 的 员 帝 等 等 (图 1A, 层 3 和 图 3)。 
石灰 岩 中 的 砂 质 混合 物 向 上 迅速 减少 ， 井 在 碳 盾 层 之 上 覆 有 - 

基本 上 是 由 了 崇 足 类 壳 体 组 成 的 石灰 兰 ( 图 1A; 层 人 )。 由 于 石灰 学 
“相当 坚硬 ， 工 且 帝 体 保存 的 也 不 好 ， 故 未 能 正确 狂 定 这 些 腕 足 动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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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gs Bible Phillipsastraca 

(RST, ARBRE 
so ma 

- KABA, 

| : TERA AES, 在 
-图 3. STEAL RTL ae és PEE Bb KS BY 

BS BAINES RAG Z ARDS HELLA 
_Thamnoporas 

el ear peices es oe 

为 减少 ， 灰 兰 基 本 上 已 由 Thamuopora 80% (很 可 能 是 全 和 后， 

cornis (Blainv.)) , Fira WSIS BAe, ESRB SERA 
MR, EPRI Thamnopora — HRB BALM MHS Ct 
”有 Amphipora) , Alveolites, PN 

Bh Wai Ee Bh PETE AE A TE Thamnopora 灰 岩 底部 狗 5 来 

高 处 出现 有 大 量 的 层 孔 虫 ， 在 痢 面 中 ee Hk i SS BEtK, ZEA iy 

, 情况 下 亦 成 后 圆 形 。 EDP OBER IEEE EERO S 

va Thamnopora AHEM , 这 可 能 表明 层 孔 虫 活动 性 比 起 其 

造 确 的 腔 肠 动物 求 发 更 能 生活 在 流动 性 较 大 的 水 审 ， 因 为 他 何 、 

ne -在 晨 孔 虫 者 体 之 问 可 找到 不 ， 

天 的 太阳 现 瑚 的 天 体 ， 它 倩 的 成 长 显然 是 受到 了 层 孔 点 的 抑 压 ， 人 

: HST Gs Fy Eh DEAD 2—2.5 厘米 ; 除 此 之 外 还 可 温 到 互 大 的 主 

ie BIE 4 0 SP FADS SR (Phillipsastraeq), Si Se Sees a By oe 

另外 一 些 很 可 能 位 于 原生 状态 (图 4)。 个 别 涯 体 可 达 Levey St ay 

#52 EAE SAD Fe FL a WOT Hy 5 FEV I AN, PS 
wih Aa, BRM LPSREH EAB 
A TRS te ae 5 主要 是 Alveolites suborbicularis, -很 少 是 Tham- 5 ! 

- popora Falowien sis, AB Po HP MAAR ;太阳 珊瑚 亦 遇 到 很 清楚 五 可 以 q 

AARLASE ONES Eee 

ve AB IRA: SSB EAD 22 PR" 和 

HEIR ZL FE AEA RATER se 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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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 Rb 全 的 本 各 ae es 
PAE NED AACE, LST DE RARE LE 
VERA SATE et Bea BAPE LL OK 8 

250w . 

图 4 BALe PCS hy 4 SS te (MEST) 
RAY ATES RY EBB 

"ETE RI a Ae rt 00-4. EAL 
机 
嵌 因 石灰 质 的 逐渐 增加 以 及 沿 剖 面 开 始 为 砂岩 而 后 为 纯 亦 岩 GE 
ALAR BDC) AE, HER a ey PR EL, A 
BAe PEE RA ITE KI E, ay AY AE HK 
HATO HAA EBA, Sh AS). WAAL 
ARDEA EA TRE BARK. WILKE 
流动 性 相当 大 的 水 流 条 件 下 形成 的 ， 还 可 由 合 量 不 多 的 租 小 的 生 
DORE BRITE BLE Be 得 到 发 明 。 HELE Deer BY 

ARAB, | | 
> SCRATEA-PUB TER ATE et FA A AL EJ 

成 了 有 利 的 条 件 ， 它 全 的 化 石 组 成 了 岩层 的 上 部 。 这 些 生物 的 生 
长 是 在 深度 不 大 的 而 水 的 流动 性 比 起 形成 腕 足 类 藉 岩 来 是 更 大 的 
条 往 下 形成 的 。 正 是 因为 水 的 流动 性 是 较 大 的 ， 所 以 在 灰 岩 中 所 
卑 完全 缺失 碳 质 颗粒 以 及 有 机 物 骨 骼 的 碎 恨 。 关 于 这 一 点 亦 可 由 - 
-四 射 现 现 完 至 发 育成 吾 大 的 块 体 (完全 缺失 枝 状 政 体 和 单 体 类 

型 )。 其 中 有 许多 并 且 是 经 过 转动 的 以 层 孔 虫 \ 床 板 现 瑚 和 太阳 再 
rae } +1256 >— 



«a: 

— SARE RRRS RRM, MTL RAR 
AUER AMA, SIRE AEM — ones 
BEG AMEE LRAT ALAN RON BSB | 
SS TMS RATE AOE ALP ARs, FERRI A 
以 生长 有 Thamnopora 和 Alveclites, 6 最 有 利 的 

地 位 (图 1, B)。 
UTI POC 155 A 100989 

一 

“126， 



a ee ee 

B. TI. RIB 

ss REREAD ERS LLR TRS Be OR 局 
| (Capmarexuti) 2 bapa eR Se Lb Eee (Mooun. - 
yeckHit) 下 部 之 间 的 过 渡 层 。 柯 列 斯 尼 柯 夫 (KazrecHagoB) 主要 

-以 向 地 理 特 征 为 根据 ,把 它 归 大 麦 奥 齐 斯 层 。 
HREH, (Membranipora) A IRATE RATER FY WBS BOE 

te HELPS SA ZEA AST hes Membranipora BR 

EL ATARI EL Bae So 

ae Menbrani pora ie tk 
Menbranipora RS 

=o. 
xi RL aR TF RC eK 1911) | 3 
AAD HCE, CE aR SEAR) Membra- 

_ -nipora lapidosa Pall RP Ae, SB Hydrobia 和 Staja 

要 - 具 壳 和 其 在 一 起 共生 ， 这 两 类 化 石 分 布 在 克 体 中 或 各 礁 体 之 间 ; 常 

第 成 各 种 生物 碎 诊 岩 。 JHB RRR We 层 所 构成 ,下 

Bae BCE NA IKE ERSELA KBD (Sphenia cimmeria An- 

drus) Bre M5 > 上 层 由 虫 室 呈 洲 屋 状 的 Membranipora © incrustans 

Andros 所 组成。 这 些 若 玖 虫 的 硬 体 有 乳头 状 、 PERIZ RCA BEB AY 
> 

一 

“人 



BERK AR LARA NM Spirorbis AHH. ELBE 
能 遇 到 一 些 其 他 的 麦 奥 齐 斯 期 的 具 壳 。 

人 

Menbraniopora speriobis tet 
==] Menbragiopora speriobis RePER TED 
区 汉人 Menbraniopora 礁 体 ae 
El pe EY 
ETS £h# . 

图 2， 礁 体 上 部 特征 (Ze7p- exe 1909) 

呈 皮 帝 状 和 组织 的 岩层 和 
Membranipora-Spirorbis 

Ie ke . 

类 似 , PRS FE BE BESET I FFE HIE BIE, LACH A 

向 

MOWER, MRE BERRI RS 
TERR MELA K ERB - 

如 不 戎 虑 Membranipora, 而 以 其 他 极 沙 的 化 石 (Staja, Hydro. 

bia, Phoca, (CAT) DI EME RSE PROVES 
题 是 很 困难 的 。 在 Membranipora 确 的 上 部 (在 研究 的 露头 上 ) 位 有 

属于 麦 奥 齐 斯 层 中 部 的 岩层 [ 据 阿 尔 汉 盖 斯 基 (A.O. Apxairerp- 
cKE 首 -1530) ] ,部 分 礁 体 属 上 撒 尔 马 特 层 , 部 分 则 属 麦 粤 齐 斯 层 。 

_ 礁 体 之 间或 互相 连 系 或 彼此 分 开 。 旋 们 形成 为 特殊 的 波状 水、 
- 丘 ;, 明 显 地 突出 在 现代 的 喀 赤 和 塔 曼 趾 马上 。 由 Membranipora i 

DR HT Be BY oS FAP FE BE EP AES A a ;在 面 、 
OM SIE TP ERE, EAT A AR, 
AEP ATARI 30 

多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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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FR FY AE AIMS PE, BET SEEK PRT, AKAM. lapidosa 
FREE TRAE 7, BUH y , BRE DCEL Ae ak 屯 就 
是 深度 较 大 的 海中 或 能 防御 风浪 的 海湾 内 。 后 求 (1909 一 1912) 妆 
德 鲁 索 夫 又 写 道 ， 分 布 于 亚 速 海 (Azoscruit Mope)y 中 的 现代 Mem- = 

branipora AYEACHES- Lk, BILE SEUCUEIM , XC FU_LMLAL TE REEF 

SRB, RUE REAP Membranipora fi, MEIN JE 
RTT Se BALD TUL TT | 

Membrantpora SMB |) "ee AT RC A 

MRK, BURR, BOREAL Iy RE ,而 是 由 
HERE RRR IRUCE , SLANE PEI EBC we 
VAP, A SATA RARE BC TARE 
AA [ 据 卡 查 基 (Ka3auTun) |, 

MONTE AUD ALN T TEBE OTPIRLUN, WET REE 

AP hey BPE RSE ERIE A. eR SF I IS Tg 
TR TEE EH Ee a 2 
Re TRA AA E REE, Da OE BI RRS ee 
“cB oe pha mp EO etek OR AE, 其 他 地 区 除 - 
库 班 (KyGarmD) 低地 己 外 , MEK HAS, SRO ATH OR HES 
的 发 育 不 仅 决 定 于 上 述 的 海底 特性 ,而 和 其 区 域 性 有 关 [ 壶 钠 齐 斯 
期 业 尼 加 尔 (EaakarnH) 海湾 ]。 EMRE BR (Kpemcuit) 

PB RUDE Beh A 09 os MK (Kawxascenit) Pee Mi 显然 河流 对 
Membranipora TEAM AAAI, By 

HW) 48th ~=Membranipora He HEUE HP LAOS eR < 

马 特 后 期 的 海 浸 并 姑 前 形成 于 闭塞 的 痰 水 丛 地 办。 动物 覃 和 盐水 
的 一 起 到 来 ， 又 同时 迁 到 新 的 条 件 下 ， 这 些 动物 获得 新 前 形态 条 : 
件 ; 即 称 麦 奥 齐 斯 期 。 盐 爸 地 首先 使 生活 在 其 中 的 搬 尔 马 特 后 期 
的 动物 对 死亡 ;这 些 化 石 在 麦 奥 齐 斯 层 里 完全 浊 有 找 上 内。 然后 有 
Membranipora, Hydrobia, Staja Phoca AEH CAE SE ESR ; 

” PERU IS BE EAA) 
ERIE ALO DS, SA TRIR —FURIRUCER, a 

2% 13°" = = 



me UE 的 主要 形态 都 有 繁荣 的 发 展 ， 例如 卡拉 于 海 (Kaparauckuii 

¥s mope) 中 的 Spaniodontella, Eves: (Kouxcxuit mope) 中 的 Pholas 

和 搬 尔 忆 特 后 期 海中 Ay. Mactra, 

RNAS HRS ZETE, TRENT MENA 
Membranipora 的 营养 物质 的 缺乏 ， FED AT FARE (Kepren) Fi iS 

FATE CAnmcKat) 区 〈 在 高 加 索 ) TEPC A we 5 BATE 
ae OKemeaxoo6pa3unie) 的 堆积 里 这 种 现象 亦 能 起 很 显著 的 作用 。 

人 B. Il. Konecuunos ja xo 

‘e131 



A 

dns 
. K. aH eee 

(EAI T PB LSTEANTHER, SONS) 
TE EERIE LAZAR, Rv MEE eRe” 

其 好 (有 时 在 采 石 场 露头 狗 500%), THVT RAGA Ss 

SRK SET SERRA RUSE ET He. .在 石油 \ 天 然 气 和 俩 研 十 的 产 
_ 地 常常 出 现 有 各 种 不 同 的 确 体 。 同 时 在 克 体 的 内 部 构造 有 很 多 间 

题 是 同一 定 区 域 的 地 质 构 造 有 关 ， 到 目前 为 止 矶 体 的 形成 条 件 千 

未 关 明 。 z 

托 尔 起 地 带 有 着 显著 的 地 理 分 布 托 尔 二 自 布 德 (Epona) a 
DRED DREGE SERS mR, SS eI 
(BeccapaSua) , #7E RAIS LEE A SE, CEMA 

ERP UMAR GRE, ET AHR, 除 此 之 外 ， eS 
PRR ASS HDL, A EBA HI, 

TREK ROR LARA E,, pe te 
年 代 基 本 上 被. A. O. 米 险 依 尔 斯 基 (A. O. Muxanscxnii) 确定 ， 

他 解释 了 上 述 托 尔 屯 地 带 的 范围 ， 米 哈 作 尔 斯 基 并 确定 主要 的 礁 
体 租 合 是 第 一 个 地 中 海 ， 伴 随 磺 体 的 沉积 年 代 是 搬 尔 马 苦 下 部 。 
磋 体 形成 考 是 撒 尔 局 特 初 期 的 蠕 贝 虫 管 和 苦 寿 虫 。 在 配 体 主 要 部 “ 
-分 合 丢 他 正确 的 旨 关 指出 ,是 常常 彼 忽略 的 Fermetws 及 其 建造 的 “ 

: 作用 。 但 也 管 经 犯 过 钳 误 ， 就 是 没有 正确 的 估价 过 Lithothamnium 

ir BOE FAA BB LA BL A, x) SERS we _B. Hr 

RAZ CB. HR FATE , See He MP a Lithothamnium 

有 头等 的 意 fe 

. 4.58 FB AO ATO (0) ie 1952, we we 可 
P.D. 盖 格 尔 数 授 少 加 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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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eRRER RON aETE, Pit Li taba pees) RAS. 
。” 所 有 其 他 部 分 由 有 机 岩 构 成 3 原 地 骨骼 构造 埋藏 未 经 搬运 的 山 奉 ， 
夹层 包 舍 在 成 层 凑 内 ;与 成 层 岩石 相 异 的 沉积 。 作者 应 用 安 得 鲁 
索 夫 (1915 年 7 的 命名 , 称 其 为 左 块 体 。TepwaH GuorepM (Kymunr 
和 :IIpog 1929 eA IRE HER) 名 辞 和 克 块 体 名 辞 为 同 义 语 ， 
Se VERE ER EME AM TEA: 
故 应 留 下 来 ， RIVA IRE 

fea, HEAR AEE 由 两 种 不 同年 代 IRA 构成 的 一 一 
» wy Lithothamnium tele DK 1h SF (Serpula)— 2S 8 By -PEFEDIR AE 

; 体形 成 。 Lithothamniutn HEORHS 51s IKE BE TE TED AR 

FRR RE NS, | AI SEE a BY OR IR 
分 布 成 窗 长 的 带 , 租 成 托 尔 屯 主要 山 奉 , 称 为 美 多 波 尔 。 美 多 波 尔 
Seer tere ers Ter ee te 
e-em EN LE PBS, AED IBS AK _ 

© AAR CE HE, Fr I HE RS ELS 
RARE SHO HEURERAR 在 相当 大 的 面积 上 ， © 

” 按 其 天 小 来 司 井 不 比 藻类 克 体 属于 次 要 地 位 。 在 托 尔 屯 区 的 北部 
”及 中 部 ( 即 在 藻类 机 体 发 育 区 内 ) 灰 质 虫 管 = 若 奏 动 物 - 碎 壳 块 状 克 
和 体 , 构 成 美 多 波 尔 的 西部 。 它们 或 组 成 不 大 的 山岭 经 常 发 生 弯曲 ，， 
RACK, 在 遇 到 的 托 尔 志 地 带 办 带 寅 度 变 动 在 2 一 3 公里 
到 巧 公 里 之 内 。 托 尔 屯 分 布 在 这 个 地 带 因 很 不 平均 一 -在 某 些 

地 方形 成 不 同 的 块 状 体 堆 集 , 在 另 一 些 地 十 在 很 大 的 距离 内 缺失 。 
在 南 动 营 类 礁 体 未 端 Flee 3 BYES AY Lithothamnium BORE 

FMAM ALI NREL ERE AK, BE re | 
PRAISE LEI LABFEAR I 

FED Ae Hem eRe Ee a EA ANA A BE 
hy PEAR ISTE EERE I RE, 有 些 区 域 
WTA BHT TRAM, EAE SRI RUC AR A me 
:天 陆 。 这 些 地 带 互 相 之 间 形 成 交替 

在 紧 接 确 体形 成 直接 的 前 一 时 斯; 序 在 当时 形成 矶 体 生长 必 

。133。 



ERI ARCER SEERA TTF: poe ne 
| HOGaRTLGte AMIN EAR LRN, CEMEMRE 
积 物 性 质 非 常 相 近 的 情况 分 布 有 Lithothamnium 寅 三 的 地 带 。 在 - 

SACRA, XZ RT Ry ED REE 
Lithothamnium (U7, HEE HBA, 在 这 个 东 坡 开始 了 

” 碎 帝 堆 集 , 属 于 最 有 兴 SLT SB Ee TF B78 Es 

在 更 东方 的 岩 相 重新 分 布 有 Lithothamnium Wi" SCHR 在 靠近 | 

i) (ESE EA UES BE TEU PE VEU AO bee 

FACES DA EROS BE UT 积 E EE) 
ALTE AER ee) 泛 分 布 的 是 Lithothamnium 的 从 征地 

_ 带 ! ARE, TE 
—— BERK Lithothamnium 相 ; 分 枝 状 Lithothamnium, FARR 

类 相 。 这 些 不 同 的 相 常常 沿 走向 互相 变化 ,在 时 间 上 五 和 交替。 
在 这 个 a rhs PS) se es BR SJ SORT Lithothamnium, trp, | 

Ar AG Lithothamnium, Lithophyhlium, Archaelithothamnium BN) 

ARR, FE EMAC TE BUA a RK, 天 小 变化 在 2 3 到 
9 一 11 EDK SRA RIOR DABS, TE LE 
物 和 泥 质 物 为 量 不 多 。 在 这 种 岩 相 条 件 下 沉积 的 Lithothamnium — 

RRR BR PAI AD MER 〔BaorepwHpiii) 4, ee AFT 
有 征 由 蓉 类 和 遗体 的 原生 地 堆 藏 烙 果 形成 的 。 同 它们 一 起 共生 的 永远 
Be eee Chlamys elegans Andru. Cie 见 的 种 ) 这 

cochlear Poli 人 偶 有 Vermotus sp. 

在 现代 海洋 中 类 似 的 岩 相 ， 知道 分 布 相当 广泛 ， TRAE Lge 

“yom BATE 30—50 米 深度 内 (Basintep 1885, Bedep-Ban—Bomte | 

. 1904) 在 这 个 地 区 内 伴随 有 相当 丰富 的 生物 浴 。 HARTER RDC 

ARAMA 同 现代 类 型 相 比较 是 因为 现代 类 型 含有 大 Es Ve 

(2 : 

同 现 让 类 型 组 积 进 行 比 较 ， 可 以 庆 为 球状 Lithothamanium sae 

成 在 水 流 迅 速 条 任 下 ， 带 来 泥 质 物 很 少 。 

在 天 量 泥 质 的 环境 内 形成 的 Lithothamnium 其 形状 是 另外 的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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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 RARE, eB, HIRT TEI 
; coe 在 其 中 起 主导 作用 的 已 经 是 Lithothamnium Ris FER JB 5 

FES RAPS SR RRO ARE cS FER SL 
| BAUR, KTP EAA 1-3 公里 , 在 
KEER RE 40 公里 ;而 全 带 长 度 达到 100 AB, 在 这 里 岩 相 
“ 玲 积 厚度 到 60 米 。 在 邻接 地 区 最 大 的 沉积 厚度 网 10 米 。 这 个 
HLS (0.5—2 毫米 ) BURA OLA OSL a 
RAGLAN RL, KBB Lithothamnium VE 
” 屠 构 成 ; 极 梢 数 是 由 软体 动物 碎 帝 破裂 的 千 果 。 AER MIRE 
BO 2 HME (Osten digitalina Dub. 和 O. cochlmar Poli) | 

. Chlamys (Ch. elegans Andrz. Gh. mulzistriatus Poli) ,稀少 的 情况 

: Pigzl Venus, Pectunculus, Vanes: 各 属 的 代表 ， [El FZ aad 若 租 动物 

二 体 ,海胆 刺 以及 相当 丰富 的 有 孔 虫 。 最 有 趣 的 是 在 一 定期 间 特 
WEEE TERE AUER BEES, 后 者 为 局 
部 的 特性 ， 因 此 并 不 在 同一 时 间 办 盖 满 天 面积 的 克 旭 Lizpozpem- 
大 zx 玉 省 主要 供给 形成 芍 昌 的 破碎 物质; 在 其 上 未 找到 完整 的 娠 体 。 
UIE ERE RA BB) Lichothamnium HB, CARO 
ESR HBSS LAER AA THR RS, HUSA PWR 
ARIAS Lithothamnitim 生长 体 。 

REBAR SRI J 
“ 符 奉 有 限 的 地 带 , 这 个 地 带 很 快 地 会 表明 地 形 起 伏 情 况 。 | 看 来 这 
种 情形 屯 健 猎 表 现在 正常 研究 情况 下 。 就 在 这 种 高 起 部 分 时 常 能 
形成 Lithothamnium 生长 有 利 的 条 件 。 有 时 表明 在 克 带 盎 系 内 有 
.成 层 的 或 夹层 的 球状 灰 岩 钥 各 。 可 能 这 种 现象 也 常 在 现代 海洋 内 
观察 到 ， 表 明了 本 Lithothamnium 的 生长 贫 经 限制 在 浅滩 外 部 狭 窜 

”的 地 带 内 。 在 浅滩 本 身 以 内 产生 丢 破 坏 的 外 部 边 称 Lithothamnium 

_ 长 所 地 带 的 Livhoshamninm BD, TEFBK IEA S HORE AD 
下 产生 了 Lithothamnium “生长 的 至 部 破坏 ， FER a HE BPE 

来 ;类 似 的 现象 是 珊瑚 砂 的 堆 集 ,可 以 在 现代 现 现 确 的 附近 浅滩， 
Ail kes Hj_E PRA ARS] (Kuenen, Stephenson, Spen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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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 Pe 

Se AM J Pe KH HE SS 9 LT RE 
SHE Tt REE DCR IR) RE RT, 这 、 
ASAT EDE IS, SCRE MTB, “ 
lepine ALTE A CATE, -但 因为 是 

ScRer ban em aE HA, $M 
FAAS ARMAS — 9 SEALS AC AE TT 
[al HE AE, Arg 

“EAE Am AGE AE DCI AP 
内 。 ARSE SUE CK DER, NS IME Litho. 
thamnium 能 生存 的 理 葵 水 平 。  ALUTEDCATE BB ALE 
BSE. Alt, BAM PERERA ERROR), 
a ATU LIE ES REDE AER EER RPE HERETO 
Ft SCHL LER ML EE HE AD FR OR 
SEES AN EM, TERE Se HE. 
AAPA A SEPA DCS, Bea TEA ae 
ATRIA, EKA AMEE BRERA, HIRE 

` 集 有 泥 盾 极 多 的 Lithothamnium, WULERRS ARMS 

和 it Fete by PE CALA. Hy Lithothamnium 沉积 向 砂 - 帝 沉 积 的 塌 

ABUSE SLE TE ESE A A AAT Jl 

A ER Be A BB. 22 En ETRE ABI RAM Lithotham- | é 

nium 作用 的 减少 。 ALPE, AER 
.所 研究 的 海底 售 茎 是 浅水 近 岸 地 带 的 沉积 地 带 ， 这 圣 对 于 兹 类 - 
Lithothamnium .的 竺 活 一 直 是 不 利 的， 井 可 能 在 此 不 天 的 地 区 有 过 <5 

TRA, ISX ER Aa AGT 
“水 (Phacoides borealis L. 2 一 2.5 毫米 ) OTH galas bt- ce 

carinata Eichw. 【小 五 倍 )。 ec: ce 

SESH ARE OR ICMR RABE” 
的 建造 者 是 藻类 Lichochamnium (4 AR A) AOR APY) SE 

serene: JOR RS Ck 500 23K), 野外 观察 和 在 500 RAR y 

7136" | a Sa 



“大 面积 上 从 0 Bi LPR TIA HS Ye, ERIL Lithothamnium 
二 在 这 里 比 起 成 层 岩 相 内 化 石 为 另 一 种 类 型 ， 其 中 以 包 帮 体 形 的 藻 
-类 生长 占 主要 ， 这 芽 不 是 偶然 的 现象 。 也 正 是 这 种 现象 不 仅 是 对 
“于 所 有 Lithothamnium 为 标准 型 ; 而 且 是 苏联 北海 上 部 亚 潮 带 和 
潮汐 带 的 典型 。 在 秦 体 岩层 建造 中 蠕虫 附着 的 Vermetus Fe 

着 很 大 的 作用 ， 或 聚 在 一 起 或 大 部 份 分 开 居住 ;或 在 Lithothamnium 

er 之 间 形 成 单独 的 个 体 。 和 并 常常 开始 形成 为 Lithothamnium Vermet 

tue ee, BM AME NG en TE we A, 虽然 在 体积 沪 
WAR SRE HHA Siderastrea sp. Orbicella sp. 建成 不 大 的 

构造 【厚度 达 10—15 厘米 )。 _ 玫 个 在 生长 上 和 井 不 和 Lithothamnium 
一 样 。 同样 比 省 类 生长 较 慢 的 有 : SRD Cheilostomata, 在 藻类 
Lithothamnium 表面 形成 壳 皮 ， 在 膝 片 上 可 以 看 到 : er 

生长 较 快 ; Ft Fle 3 RE sh HB) 

EAA OER AE OSL - Lithophaga sp., Jo- 
uannetia Semicandata des Moue., Solen sp. EEG (二 种 内 模 ) 

FHA CTR RIBS, 除 此 之 外 在 这 
种 号 层 内 常 遏 到 Haliotis volhynica Eichw. 和 组成” “ER AEEE” 也 就 是 

BECASUE LIC ELITES THER, Fa Any ATG HE HE 
岩 的 裂隙 内 ; 卉 埋藏 在 当地 ， WAAR RAE AAU BEA, HAH 
FEE AER Se BHA BIE ATUL ERE He SIE TR Be 
— ASA BE WE 894 BE —— Conus dujuardini L., Lima L., 

; Chlamys multistriatus Poli, Ch. glortamaris Dub., Ch. elegans Andrz., ; 
Spondylus sp., Ostrea digitalina Dub., O. grypbandes var. gingensis 

Schloth., Chama gryphoides,, 也. hassle? borealis, L. venus cincta 
Eichw., eran sp.， Modiola SPs Bs Ahad orientalis Com: Ceri- 

thium sp. si 

FESR SIMMER RRE, HR st ceReN Rien 
Ba Vermetus WT , SoH ERB KA A HMES Ho 

FRASER TR A A IK ERA PAM 52 ED 有 
fm TAR HOT, FALSE TEAL BAI , 其 和 结果, 使 

*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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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Beacon 30 — 45 5K, mon a ee) a, 
30 — 80°57 

表面 Cee Cae er 搬 录 局 圣 沉积 物 。 

x_i 
一 

在 芍 系 内 层 理 玫 现 十 分 清楚 ,但 有 不 同 的 特点 ;人 纶 麦 现 :Zizo- 
thamnium 夹层 条 其 的 同心 状 。 全 部 藻类 晨 系 划分 成 雷 几 个 所 三 4) 

FLD RM ABO, AL RSE BG) 0.5—1 SR) RIB FR 
EBAY , RAT AESRAR SA EL GR EAS 2 一 3 米 。- ETE BIS 
Pee BSR LI —4P, TES SIDE ERE Bh I 
ARVERBRAB, BREA LF EMR IER A 
一 一 小 瘤 状 、 轩 维 状 ,其 厚度 变动 于 2 一 3 RBI 0.5 2K. 

| 这 一 岩 性 另 一 个 有 趣 的 组 织 特 性 是 它 合 垂直 地 分 开 5 全 部 确 ” 
系 彼 一 系列 的 泥 质 夹层 臂 开 。 KSEE 0.1 B05 8, 
有 时 谢 太 有 时 分 开 。 在 这 些 泥 关内 找到 搬 尔 马 特 层 微 体 花石 这 ” 
些 泥 盾 层 的 发 生 应 当 同 营 类 礁 原 生 划 分 的 狭 容 理 障 相 联系 FIDL 

上 

的 情况 常 在 现代 现 瑚 榴 Lichorhamnium 带 见 到 。 这 些 敢 阶 在 搬 尔 ， 
马 特 期 一 开始 便 BOAR Mo eS Hal HE FER 1 Ba RT AI 

mB 

-4EIRWL Lithothamnium senna a 
LE By FSH CRESS BA ESE BURZI Lithothamnium 

By Bh SCAT) SINE (1) SER CABS RE 
EP Ppa SE; (2) Lithothamnium pelea sm AE 《3) fi 

PARTE, Lithothamnium 在 除去 印度 尼 西亚 以 外 已 在 各 种 天 洋 i, 

AM LMR SS), RENMEI EERE 

EPH. bik —vek a RARE ERE aL 
水 流速 度 大， 也 就 是 在 最 天 的 冲刷 浸 触 地 带 。 SERPS APOE ; 
-的 特点 是 : ee 

| 1, Lithothamnium. 构造 成 皮 壳 状 ， Tek TF SE EUR 、 : 

EMESIS He Se BCE HAR LA EAT BEI ' 
2, 租 成 有 机 构造 的 厚度 非常 不 大 一 一 开始 为 九 十 米 。 
3. Lithothamnium 无 区 别 的 对 待 海底 特 狂 ， 居住 在 其 呈 出 部 

+ 138 + - 



eps i nfs He RO, fence veA Til | 
着 上 是 在 硬 坚 的 方形 石 亦 岩 上 。 

2 Lithothamnium 相 建 造 党 常温 有 不 多 Ay FA 

. 5, Lithothamnium te HEAR 内 主要 地 发 育成 同心 状 ， 极 少 的 情 

区 FF ORR, LESS 2 EVE PE BEEIA BED ARS | 

; ABRAM Lithothamnium- 相 的 特性 同 更 瑚 比较 是 更 能 适应 

海浪 地 带 的 生活 。 再 瑚 虽然 也 是 海浪 地 带 的 生活 者 ,但 并 非 经 党 
”直接 遭受 波浪 打击 。 -- 

过 

如果 我 们 把 波多 尔 攻 类 确 休 癌 现代 的 作 上 比较 就 可 以 看 出 ， 二 

。 个 是 典型 的 这 种 造 礁 建 SEA A LU ae Pe ah a Wl) HEA 
> 有 上 述 现 代 类 似 的 特性 。 

在 托 尔 记 区 域内 发育 的 第 二 种 矶 体 组 合 ， 同 上 这 丝 类 确 体 有 

人 
可 以 称 为 礁 匡 佐 , 除 此 之 外 对 旋 何 周 围 的 岩 相 ,这 些 胡 合 是 同 显著 

” 侵 邹 性 相 联系 ,这 些 确 块 体 的 形成 是 同 小 的 Sérpula OHkoan 上 
生 有 大 量 的 Serpula 及 碎 这 灰 岩 相 联系 ， 这 些 组 积 的 特点 在 建造 

”和 帮 和 粒 其 岩 的 构造 上 起 着 主要 的 作用 。 这 些 灰 岩 完全 是 由 上 述 有 机 
的 GOaxoan 之 间 的 过 渡 怕 格 成 , 除 此 之 外 在 大 块 体内 部 有 时 是 五 ， 
”天 的 殊 立 地 息 。 这 个 微 晶 质 庆 岩 主 要 是 二 碳酸 盾 方解石 的 化 学 作 、 
用 和 直 藻 类 破坏 成 的 极 租 小 的 机 械 蛙 粒 所 形成 ; 在 这 些 灰 岩 内 究 
人 至 缺 乏 典 型 礁 体 的 组 合 ( 灾 汐 带 的 生物 奉 和 钻 孔 类 型 )。 
WARS Rei PA RABY ACHE (Bl 30 米 ) ,但 为 不 规 
SUMSTEHERR, 它们 具有 不 天 的 个 别 椎 体 堆积 ,有 类 顶端 和 陡坡 ， 
或 成 春 状 ,有 时 弯曲 并 划分 成 单 狐 的 个 体 。 CO ES 

， 都 ;这 是 同 由 西部 山 春 带 来 碎 居 物 分 不 开 的 , 并 和 不 平均 的 、 变 化 
强烈 的 水 文 环境 分 不 开 ， 在 这 里 是 西部 近 处 和 克 体 山脉 之 间 一 多 

” 侨 地 带 ， 适合 动 植物 寿 的 腐 做 分 散 。 人 HILAR Mot 

HE DRY Ai EGR ZU BE Eg - 

SEAL WHE BS DS Pee cee a tse :都 这 党 

。 发 青 在 海洋 内 地 台 上 ,并 具有 大 量 的 陆 源 沉积 。 
人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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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a ice (Raneonxnonorna) 问题 : 
-和 环 虫 动物 的 地 质量 又“ 

Po. : Be : 

‘BB wh 

FES 时 代 的 沉积 中 经 党 歇 到 各 种 蠕虫 活动 的 现象 

这 些 蠕 虫 是 属于 多 毛 网 《omxeTbD) 或 属于 其 他 各 类 的 蠕虫 一 -- 

我 们 扼要 的 来 研究 生物 化 石 BEBE, ABER A LA BI # 又 

划 归 所 请 有 问题 (Problematic) BUHAY, 

作为 二 生物 学 的 一 部 分 ， 从 事 于 研究 es ee 
hy AE FES Da Bey Ay (ESR: (lateouxuonorua); + 

APAURK EI MLAS, ZUR 
无 机 和 有 机 办 前 底层 上 或 底层 内 CPAs RIK BEE WRB, Wax 

Se), DURES EDEL EL Wa Ry IE 
BE WETS OD BY AN eS) Ie Ae A PAK BI TPR 因此 必须 分 、 

清 开 竹 体 化 石 ,2. 生物 体 印 痕 ， 3. 生活 遗 踊 , 4. 各 种 标 诗 ( 指 无 机 

界 自然 力 所 形 成 的 。 一 一 译 者 )。: 由 于 各 种 刺激 活动 ( 姑 向 光 性 :- 

趋 地 性 ,导电 性 等 现象 ) AYR DY Ps PS 印 下 各 种 生活 遗 踊 。 

ARERR & 有 在 生物 学 和 地 质 学 互 和 窗 切 的 配合 研究 下 才 “ 
能 收 到 效果 。 同 时 现代 活着 的 动物 遗 跻 (包括 某 些 植物 例如 渡 类 ) 
也 并 未 得 到 广泛 的 关 明 ,因为 对 于 动 植物 学 家 是 消 有 兴趣 的 。 

NESE TRA. sep aio ake 
HARE ALA AEB As a A OT SE 
a Ae 和 意义 对 于 各 种 生物 类 别 和 对 于 各 地 质 时 期 是 一 样 的 。 正 因为 
如 此 ， 化 石 遗 味 学 可 以 利用 对 现代 生物 各 种 活动 所 留 下 的 痕 踏 的 

观察 收 到 互 大 的 效果 。 为 了 解释 化 石 遗 中 我 们 也 可 以 利用 现代 生 
，142 。 



oe 

APSARA, (SEBO — 定 要 利用 现实 生 义 的 方法 。 在 
这 乱 法 某 些 吉 生 物 学 家 和 地 盾 学 家 售 径 很 早 就 以 现代 生物 来 “ 比 
BCE” 并 且 成 功 有 效 的 研究 HOUR TEE eras | 
海洋 无 符 椎 动物 的 遗 中 ?>。 ie 

Ta PeEStLB TSAR AeA Bh HCR EENROLAE TT LT MR 
BA ASEM TE eA A AP 更 重要 的 是 也 了 
” 解 它们 前 生态 和 生理 ， 以 及 能 够 遗留 下 生活 痕 味 的 环境 , 极 少 的 情 

二 驶 下 动物 化 石和 旋 们 的 遗 中 才能 共同 保存 下 求 CTA AC 
EMRE Limulus BBR IAB) « 因此 唯一 的 五 法 
是 遗 味 的 互相 比较 。 同时 也 必须 承 献 在 现代 我 们 所 能 观察 到 的 仅 

PIES MILA, IER LA | 
Bb, WAR BBE Sn FC HE By te A LS BB PY aE 
Bak EDU RAS FH BB i A as FAA A AE EH AS 
XA E YAH AAD GAs LES AES. | 

ESRF SUR HSE TE Ay (ER i BK PR By FB 5 By FEA PA 
、 类 ) BR, HEADER AIR A DINE FRI, 1. 棣 属于 不 
| PAE Ha 4s Ph Ey FT DR RARER, FRA ROR 
SLA PTE ADL Ass AVAL A Ay EIS Mas 2. TE — ALA AT 
 DUAEAR AAR EBA Ie A eS Se Ee PE 
Bk; 3. SEERA aA AER, GLAST) AAS . 
系 也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形状 。 因 此 当 着 关 明 化 石 的 生活 遗 中 时 无 花 是 “、 

“ 琅 下 遗 味 的 生物 体 构造 ， 它 们 的 生态 特征 以 及 沉积 物 的 自然 条 件 
都 有 着 同等 的 意义 。 
”主要 由 机 生物 学 家 们 观察 和 进行 研究 的 现代 海洋 动物 和 何 

“BEF Wie le Sen eH PURSE SORELY LIE, 特别 是 证 明 
ce ee Ree EA WY 

1) aie Harroper Al Ppsnon 的 著作 。 

2) 参见 Pyg, Pxurep, Beiirensr, Tegruexp 和 Tebep 等 的 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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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是 蠕虫 所 遗留 的 。 
A FBS ARSE 
FSA ey Sr 、 
虫 、 十足 虾 等 ), 软体 动 
ty (办 解 类 、 腹 足 类 ) 和 
其 他 动物 的 遗 踊 。- 
“保存 清楚 的 生活 遗 
味 往往 同化 五 实体 同等 
NSF AY, 1B 

、 是 他 们 在 大 多 数 情 形 下 “ 
+ 仅仅 有 名 称 术 项 《 不 是 
分 类 学 7 的 意义 。 EB 
时 代 分 类 和 命名 的 半 置 、 
LEMAR EMF 

6 

“了 REI 
和 概念 的 黎 正 ， 特别 是 “: 

yo IRS SEMEL 
=. ARE, 7 
= KE ER TRA 
站 | 访 些 构造 的 其 实 自然 意 、 
了 r Mo 3 ED oe hae Aa 

FA 1 Lithostrotion 和 Lowsaalnas FRIAS fe BY ARTES 的 合理 分 

类 斌 能 仅 只 建立 在 生态 各 部 分 构造 

| A. Lithostrotion fyi; = ve ay 
B. Lithostrotion WE ; = 5 . ASAP 

5 Bs Eotdaleia Wie) i 的 基础 上 ; FB 到 分 
I. Lonsdaleia 的 多 切面 。 类 将 包括 在 各 种 生物 前 

垂直 党 咒 要 素 钥 成 部 分 : a. SE; 6. SH 
- SHARES 2, 中 柱 ; .0. 中 轴 周 性 体 ; e. SPAR ATT, Win yaaa RES 6 

板 ; | Ac. 放射 板 。 KF PRR: 5. MLE Rh; 1. BAK; xc. 中 二 床板 。 _- + (Ichnogenus) #1 42 2s BR 

1) He BEAR IRS A: Sa ER A WER EDI HE A Lede 
(例如 Fucoides, Chondrite Caulerpites), Ste 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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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inospeciés) eB WRT FIRS Hah HAM RENE o ERE 

FPS EBLE ED, 例如 里 类 (Limulus), 0 

_ 管 中 等 等 以 外 ， MEF RABID EM SES Hh ZB 

HAE BRR 1 ASU BI EK A AE A, BEE ST 
| ELDER Eas A BB, | 

+ BUR TCA ME Dy 1 BY TD IA DE (RE FH os BBE A PS) ， 
fee A. fe hripk (Seilacher 1953) 完成 的 , 他 把 生活 遗 踊 划分 为 以 

a 下 各 大 类 别 ( 图 1) 1. Cubichnia( {iF ) SSK VE ZB I FEES 时 

所 形成 的 。 2. Domichnia (2 SiRF) 形成 水 浅井 借以 得 到 食物 的 

”牢固 着 生物 ， 长 期 居住 的 生活 遗址 。3. Fodinichnia REDRAW 

“ 猜 化 后 排 泪 物 的 建造 ， 和 借 供 牢固 着 生物 同 时 可 居住 又 可 捕 会 eae Soames 

Pascichnia (WF Zh RE RILBP) 4 FEVERS TREE ALA 及 寻找 食 

yi Wt AWS. 5. Repichnia (JR) 7 AEF JAG AE BY (BG 

企 固定 的 生物 7 前 进 的 运动 。 

让 环 虫 动物 的 历史 和 地 大曲 义 
“天 部 分 到 达 我 们 现代 的 生活 遗 味 可 能 是 属于 环 虫 动物 的 。 这 

一 类 生物 具有 悠久 的 地 盾 历史 , 环 虫 动物 在 前 寒 武 妃 发 展 起 来 , 井 
_ 且 形成 为 现代 的 Annelida, 和 Arthropoda. 和 Mollusca 

”各 分 支 EFS 

在 而 拿 天 寒 武 筷 所 发 现 的 Annelida 化 石 证 明了 他 们 在 十 生 

代 的 开 妇 就 已 经 具有 多 样 性 和 有 了 很 好 的 分 化 。 中 寒 武 杷 的 某 些 ， 
“Annelida 和 现代 活着 的 极其 相似 。 由 塞 武 乞 到 现代 发 现 的 仅仅 是 

ORAM HE EERO A) ASR BK a 8 BCE eG ESS 

APRN TAL A sh BR ERA DLE UE HF 
FRA EL Sa 的 AY Gin Platysolenites) 和 几 丁 质 的 

Ga Sabellidizes) > FER ad AC BEG DRI sh ED =| tidied (如 

Spirorbis 等 )。 -一 

二 管 很 少 引 起 洁 生 物 学 家 和 地 项 学 家 的 注意， 因为 它们 非常 

类 小， 不 美观 并 其 有 较 少 的 特征 。 和 且 交 们 对 钙 定 地 质 年 代 的 意义 

bes ; | eB Sle +145 + 



AT AMRIP WTI TEAL BATE TO oe HERD Ree: Bh IE 2 BSE 
Bh 有 关 现 代 的 和 化 石 的 蠕虫 及 其 遗 中 分 散 于 各 种 不 同 的 出 版 

5 REMI ABURS, 这 种 情况 也 使 十 生物 学 家 馆 略 这 站 动 
。 物 。 直 到 今天 极其 不 同 的 虫 管 仍 破 简单 的 命名 为 “S2rpuijass 各 种 

”在 分 类 上 不 同 的 蠕虫 活动 遗 踊 ， 在 焰 大 多 数 的 情况 于 仅仅 以 极 简 
短 的 所 谓 " 虫 中 "加 以 解释 。 同时 比较 竹 臻 地 研究 虫 管 化 看 证 明 - 
了 ,正和 象 不 止 一 次 地 研究 被 抛 秦 的 其 他 各 动 植物 门类 一 样 ;他 俩 的 
多 样 复杂 性 和 地 层 意 义 都 有 其 地 位 。 谈 到 无 数 的 蠕虫 活动 遗 味 ， 

对 于 地 盾 学 家 和 古生物 学 家 ,就 具有 多 方面 的 地 质 意义 b 2 ， 
蠕虫 活动 遗 味 在 多 数 情 况 下 对 于 整个 地 层 极 少 是 有 用 的 。 A 

yt PS RTE AE ETEK, AR RR REVERT. 
正 因为 如 此 ， 同一 种 生活 遗 中 的 面貌 , 除 少数 例外 ,都 具有 长 时 间 “ 
的 地 质 分 布 。 尽 管 如 此 ,根据 严格 的 适应 性 和 大 量 的 发 现 ， eB ana : 
活 遗 中 可 以 很 好 的 供 作 近 区 域 的 剖面 对 比 的 根据 。 

对 于 岩 相 分 析 和 和 至 的 吉 地 理 再 造 ， 蠕 虫 遗 中 有 相当 天 的 意 “ 
MX, APRS BRAS Ste SEP HY PH BB we eH I 

| BREESE EK HORA LR RA TE : 
常 海 ， 威 水 和 淡水 沉积 物 和 各 种 不 同 的 生物 居住 场所 都 有 各 种 不 
AMARA, REESE RUE RD ABS “ 
PEAR TF PS AE AS I SEB RR : 

if oh Ee PASE PRIS AI RF _L P 因为 | 
- 在 上 下 表面 止 他 们 往往 表现 的 不 同 。 这 对 于 当 着 区 域 工 作 中 常 有 

构造 变化 时 是 重要 的 。 虫 味 常 常 清楚 的 指明 沉积 物 的 原生 状态 
BERS, WERE) , 们 硬化 的 速度 和 成 岩 过 程 等 等 。。 

_ 禾 过 环 虫 动物 的 消化 道 ， 对 于 海洋 沉积 和 大 陆 土壤 复 盖 屋 在 
地 质 时 期 进行 过 相当 大 的 和 现时 代 正 在 进行 着 瑟 大 的 地 质 开 作 。 
全 经 计算 有 关 现 代 生 活 在 砂 持 潮汐 带 的 砂 虫 drezzcola marina, 在 

砂 内 外 成 U 形 虫 管 达 0.6 米 深 ;完全 穿 透 这 个 地 层 , 排 泪 物 通过 消 ， 
化 道 并 在 两 年 时 间 内 重新 上 升 到 地 表 上 。 环 虫 在 其 生存 的 地 质 时 

_ 期 也 鲁 如 此 ,如 Afenicolites EIR DAI Arenicola ABALL FEE B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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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泥 釜 克 及 其 以 后 的 地 层 内 。 实 际 上 当 着 在 海 相 砂岩 风化 很 厉害 
”的 条 件 下 可 以 见 到 充满 这 种 蠕虫 外 北 的 通 孔 。 在 某 些 情况 下 秘 发 
BLAS EBA BS A Se CAYO ae a SAI TE 
| DES AMR AR TT HEIR SE EE) A AS eA 
 WARATTC PR A tk Fe STL TH te AY, TEE 
ARTE DUC RE ALACRA, SOC BRT 
hs ck me ag la AS BED 
RMA By 317 
IBS A LSE TL Ayes, Pilg Polydora BY. Trypanises CS 

AEP RAGE NSE a ce STL LES 
物 相 等 的 下 大 破坏 作用 。 
BIRR IE (Serpula) 有 RIERA HOHE SE, 这 种 情形 鲁 径 

在 别 尔 穆 得 (Bepmyzcxuit) PBS, BR hE 

FA Serpula MERC, WAN CPD SEAR PARAM 
Serpula 颗 管 局 部 堆 集 ,有 时 具有 造 痊 意义 

末 文 系 午 未 出 县 的 “苏联 古生物 学 基础 " 中 的 一 个 部 分 、 
HaIeOKXHOqOrHS P. 中. = 3 Jp Bhd oy HE 1957, 

21476 



“辅助 参考 资料 ， 

在 米 丘 林学 悦 启 示 下 葡 下 石炭 缉 现 天、 
Lonsdaleia 利 、 Lithostrotion 的 形态 发 和 东 

TL A. 262 ie 

”有 关 自 然 科 学 2 上 的 基本 问题 的 任何 发 更 ， 通 常 不 局 陷 隆 加 
科学 ,而 是 推广 到 与 本 门 科学 相近 的 甚至 不 相近 的 专 亲 科学 ,同时 、 
用 这 种 新 发 现 的 观点 来 修正 以 往 所 有 已 存在 的 概念 。 这 些 和 已 为 
米 丘 宁 所 发 现 的 植物 有 机 体 异 质 性 有 联系 的 ， 而 且 和 植物 的 种 的 、 
形成 是 有 关 的 。 李 森 科 写 道 :" 人 外 界 环 境 的 条 件 变 化 ,对 于 每 二 有 机 
体 的 特性 很 重要 ,早晚 要 改变 种 的 特性 郎 一 个 种 产生 了 允 一 个 种 。 
一 个 物体 的 异性 盾 或 考 植物 有 机 体 的 异 质 性 的 特点 是 有 许多 不 局 

”的 种 * 在 有 些 情 况 下 可 用 肉眼 观察 得 到 的 "。 DUS: 
“在 种 的 形成 问题 上 所 得 到 的 材料 ,涉及 的 只 仅仅 是 植物 界 。 在 动 
牺 界 关于 释 的 形成 过 程 ,还 没有 切实 的 实际 证 据 。 但 是 能 坚信 ,本 ” 

_ 物 学 上 米 正 林学 届 的 发 展 很 快 地 输 子 可 能 性 亦 序 半 昭 动物 学 的 由 
的 物 ,积累 与 植物 界 相 似 的 资料 ”。 rd 

形态 发 生 (PopmooOpasorauue, Morphogenesis REACT ; 

BEB TER) LARRY ey A Re 
AR TALBOT AS 5 DKA LAR ADF A A aE, TAS AES RE 。 

FEMME LORIE, TORR ERT RA 
Sy EBS 2—, KREME A “ 

_ 的 发 现 ， 在 解决 发 生 在 过 去 时 代 的 形态 发 生 的 复杂 问题 葵 予 古本 了 
. 物 学 很 大 的 帮助 。 无 疑 地 ,和 经过 古生物 学 对 于 形态 发 生 的 新 的 提 本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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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 es EL 9 a fet BO 
| RHA, RRR RA EARS A LO ABR 
SATU BARES, IRR OESERI ENR EUEGT 
的 形态 发 生 过 程 的 途径 。 FATES TL A, wee Ee 
eee Teme. 这 个 规律 同样 应 用 指示 近代 有 机 体 

的 形成 。 
3 FAC NE RAI, “APES 
SAH C, "E DRL MOTEL ANTE SR Ata i LHR IE 
AEB, HUB, ESN os LE TE A AE A 
“ 程 的 软体 时 ,同时 从 自由 游泳 生活 的 幼虫 固着 时 开始 ;变化 就 产生 
Fo 因此 当 其 界 环 境 改变 时 形 铸 有 机 体 的 原始 部 分 容易 起 变化 。 

但 官 的 变化 和 扎 的 形态 发 生 规律 能 否 观察 得 到 ? 当 现 瑚 的 研 
ARRAS DPE. (Ey Ape R FM ERATE 
ERAN, LB—h REF SE, Ao SE 
RE, DAS MEW ERE IOUS OES, TORE IRIERE 1 OP 
OPE WE RID) RE EEN, BSE, Bb 
AEE ERTS Le AE, Fe AREA BS TI FET SE - 
ORAS PELE, AP SIYLE PS Dae EK 9 HR SE HS A PE RAP EE 
时 间 性 ;而 这 些 种 存在 的 时 间 和 其 所 在 地 层 的 沉积 是 相应 的 。 莫 
斯 科 近 郊 答 地 沉积 喧 的 仔 帮 研究 ， 指 示 出 有 些 章 位 时 间 的 动物 化 
石 盖 不 多 没有 变化 ,同时 又 能 观察 到 其 些 情形 ,部 有 时 动物 化 石 有 

-可 证 产生 新 个 体 和 急剧 变化 的 特点 。 在 地 质 痢 面 内 , 带 有 大 量 的 化 石 
“而 厚度 下 天 ,不 超过 20 到 :30 厘米 的 岩层 是 符合 于 上 壕 情形 的 。 当 
, 研 帘 厚度 药 地 质 剖 面 时 ,地 质 学 家 径 常 忽略 了 这 些 厚度 小 的 岩层 ， 
同时 和 氮 略 了 在 较 晚 的 沉积 岩 内 新 种 的 出 现 ， 常 解释 为 和 雯 贫 地 相 
通 的 其 他 答 地 内 居住 的 另外 一 些 动 物 廷 移 来 的 。 和 但 是 甚至 在 有 些 

_ 情形 下 丛 地 过 间 的 联通 趴 的 存在 ， 可 能 也 不 会 引起 动物 的 迁移 ， 
而 仅仅 是 改变 了 居住 在 盆地 内 的 动物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 
-一 有 兴趣 的 看 出 , 在 最 初 ， 现 瑚 就 有 强烈 的 变化 ,它们 的 数目 大 

PBN BAIA, 居住 在 移 地 的 底部 ， 在 那里 有 不 少 的 珊瑚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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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TA 2H , RE 条 是 成 单一 的 器 层 。 在 这 些 岩 层 中 可 以 得 $x 

BE RATT 亦 有 时 本 得 时 到 千 甘 的 标本 ， 这 样 玲 积 的 现 瑚 通 - cs 

HARA Wy, TOS EAE ES BS, I DEE 
MOP ERAS PR EE TE. an EES BRA LR 

《例如 在 莫斯科 近郊 盆地 下 石炭 纪 的 2 RWS Cremen. - 
cxou 层 )， 那 么 , 现 瑚 的 最 初 变化 阶段 和 最 后 阶段 ,不 会 在 同 二 岩层 ” 
内 遇见 ;最 初 和 稍 晚 的 变化 阶段 ,在 下 部 地 层 内 发 现 。 以 后 和 最 后 
的 变化 阶段 在 上 部 地 层 内 上 发现 。 在 现 瑚 体 给 慢 的 变化 情形 下 ; 当 

比较 上 部 和 下 部 现 现 疡 层 中 的 动物 化 石 时 ， 变化 的 方向 是 可 以 得 
“到 的 ,同时 形态 发 生 的 规律 很 明显 地 表现 出 来 。 

和 已 了 解 的 情形 比较 时 ,有 些 形 态 发 生 的 过 程 进 行 得 快 ; 而 有 : 

时 进行 得 慢 。 如 果 形 态 发 生 很 快 地 和 结束 ,而且 现 瑚 岩层 的 厚度 不 ‘ 
大 (20 一 30 JER), RUSE PSION BR AS BFS ANE E — 
起 ,而 在 地 层 内 没有 分 散 。 在 这 桩 的 情形 下 , BRM 
FA RAL EMLT EE OUREWLBEMTRE) 的 动物 
ACPI AR. FY UR, TBR USE Hae PSB 
REVMEAEA, MERTMOMEN LER 
的 b- 造成 这 样 极 器 的 形态 是 容易 明白 的 ， 如 此 变化 的 过 程 亦 就 是 

， 反 意 形 态 发 生 的 过 程 , 同 样 是 形态 发 生 规律 的 一 部 分 。， 但 是 在 很 
多 情形 下 ,在 上 下 岩层 内 AMR DBS BECAME 
全 没有 暴露 出 来 。 那 时 变化 的 方向 是 难 建立 的 而且 有 时 不 可 能 。 

| 当 形 态 发 生 过 程 比较 检 慢 时 ， 很 容易 研究 eat 
时 , ZeAB SOAR I) GB a9 MORRELL RABE, 
PETITE TA BI SE (EA EBEON Bk LHR TR 

”标准 化 石 。 
A ue LEE ARE 的 现 贡 的 形态 发 生地 程 是 有 不 同 速度 的 : 

_ 有 时 快 (在 地 质 上 理解 ) 同时 很 快 地 千 束 ;类 型 形成 的 过 程 能 沟 过 
LV, WAH ERAS ILE JLT RES ILE 

Pra PURE NE, BRA EMRE RAE, 在 地 盾 4 
| EBEAESBUE Ay) (HALF SMU HAAR ITS OIE 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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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S aR: 是 否 如 有 些 地 盾 学 家 和 古生物 
”学 家 所 试 为 的 ， 即 同时 代 是 在 相似 的 动物 而 在 不 同 区 域 动物 所 处 

.的 沉积 相 不 同 的 基础 上 ,那么 一 个 属 或 一 个 种 的 形态 发 生 过 程 ,是 
” 震 在 至 地球 几 乎 是 同时 的 9 或 者 是 否 形态 发 生 的 过 程 在 同一 盆地 
因 前 各 部 分 是 同时 的 ? 是 否 在 不 同 的 时 间 而 且 在 盆地 的 不 同 部 分 
带 有 不 同 的 速度 进行 的 ? | 

SAAT TRAMP, ELE AT DL Sa 
， 黄 斯 各 近郊 盆地 是 代表 一 种 海盆 地 的 沉积 ,盆地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 
ERHARDT EAR. ORAS ,在 都 拉 区 , 米 哈 伊 洛 . 
， 夫 区 , 尔 普 埠 天 区 和 其 他 区 域 (在 莫斯科 近郊 盆地 的 南方 ) 的 下 石 
PRAM ETRE MARA RA | 

同时 ， 釜 地 的 另 一 部 份 分 布 在 从 莫斯科 各 西北 ， FAI ILE HE ren 

SPAR GUANA). ZR LOR 
“变动 的 ,因此 在 这 种 区 域 的 沉积 物 ,一 方面 为 具有 各 种 不 同 的 海 相 

动物 的 石灰 兰 所 表现 出 来 , 另 -方面 为 无 动物 化 石 的 近海 相 ( 陆 海 
栅 和 三 角 济 和 的 砂 质 粘 士 质 的 沉积 岩 所 表现 出 来 。 有 时 海水 退 
却 急 天 ;在 天 陆 上 生成 了 沼泽 地 ,而 且 冲 去 了 已 有 的 以 前 海 相 沉积 
By. ; P F ey 和 

无 疑 的 ,珊瑚 体 居住 的 条 件 , 在 如 此 动 强 的 近海 (Hi) 环境 
Pj, 因 紫 年 活 在 签 地 的 各 个 不 同 区 域 的 现 瑚 体 比 超 在 大 海内 生活 
的 再 现 体 是 各 种 各 样 的 , 这 些 再 瑚 体 万 许 自身 的 变化 ; 形态 发 生 ， 

划 至 种 的 形成 的 意义 可 以 是 不 同 的 。 
FESR IS Ste CPS ,我 所 叙 壕 的 仅仅 是 举 体 现 瑚 内 的 二 个 属 ,是 在 

SAMI AH BRT 内 分 布 广泛 的 Litkostroti- 

ons Fil Lonsdaleias. "EASE RMSE NLA ,化石 中 某 些 种 ,可 以 比较 
MME SNe ,能 作为 鼓 层 的 标准 化 石 。 此 二 属 大 狗 

”具有 同一 的 垂直 和 水 平方 向 的 分 布 。 在 莫斯科 近郊 贫 地 内 ;从 下 “ 
` 五 用 乞 初 期 到 未 期 , 宛 们 都 出 现 的 。 除 去 莫斯科 近郊 盆地 以 外 , 写 
MASEL. ARI TACT 如 在 苏联 、 西 欧 、 亚 
IN WAAL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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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pascinam, are 克 生 得 很 多 ， 二 

AT ERE, bee Pi A OE 

形态 + R 
léskiincsion 和 Lonsdaleia BBW. Pace ee eae 

“ 状 ( 丛 状 ) 和 块 状 的 ,同时 具有 不 同 大 小 的 直径 ,从 用 厘 米 到 05 洲 。 
RABBI Lithostrotion AUST ELE) IE BY 直径 

不 大 ; 随 种 的 不 同 而 变化 ;直径 常 为 3 毫米 至 10 毫米 。 EE 
体现 瑚 范围 内 的 成 年 个 体 的 直径 ,大 狗 是 相同 的 。 处 状 的 Lonsda- 
leia 药理 现 个 体 在 下 部 为 狭小 的 圆 雏 状 ， 向 上 为 比较 小 前 圆 简 状 ，“ 
不 同 种 的 成 年 期 的 直径 变化 ,从 11 毫 米 至 23 毫 米 。 HESS 

“条 中 的 个 条; 在 所 有 个 体 之 间 自 身 延 伸 联 结 ， 因而 在 横 切 面 上 成 多 ， 
角 状 的 形式 ( 常 为 五 边 形 或 大 边 形 )， 莫斯科 近郊 公 地 办 交 Lithos- 

trotion 的 成 年 再 瑚 个 体 的 直径 大 小 ,不 超过 6 BER, 而 种 类 不 同 的 
Lonsdaleia 的 直径 变化 是 从 10 ZEKE] 38. 毫米 (图 de my. 

Fete BIDAR AORTA , EAE — FD LAB 
FEF Se DR RS , SBA th SE EPS, A se MIR 
泌 自 身 的 底部 和 外 骨骼 ( 现 瑚 个 体 ) 的 畏 构 ,这 种 现 瑚 个 体 的 不 同 “ 
种 有 不 同 的 辕 构 。. 更 瑚 个 体 是 由 直 的 和 横 的 SHARMA | 

的 。 OME, ARCS EAI OM PEELE Ra 

oan Coe oe eee et ae oe ee 
“是 短 隔 壁 ， ae Lithostrotion - BUR BEA Lonsdaleia Ma ee 

ALABASTER TEAS. YaTR ALAR, 床板 和 Lonsdaleia Ay 

FR POAT FRR EZ, SELF ROHR | 
eic 

FESO eS LE, AOR SRS DU 
“Wa EREK, SMAI PO ARS BARE PS RS 
化 , UTR BLE MSM Ag Re Et, LEST 
BEDI L, LETRA. i ane tk A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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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Perret tte. Be 

Lithostrotion 的 现 瑚 个 体 的 千 构 本 质 . 上 不 同 于 Lonsdaleia Ff 

更 个 体 的 转 构 。 02 的 特点 是 : (CD 有 和 外 壁 相连 的 第 一 

HAL a. OP b. stemuaTB “ 以 食 造 窗 遗 跌  d. WERNER ”< RUE 

an KE (2) BIRO MPR, ST Lonsdaleia 的 特 尽 

2. (1) 420 DORE, TEA SUES (2) 由 中 板 ， 放 射 板 和 

床板 组 成 的 复杂 构造 的 Haiti, Lithostrotion 和 Lonsdaleia AY) FA 

不 体 的 甚 余 组 成 部 分 的 不 一 致 和 已 指出 的 不 同 是 相 适 合 的 。 关 于 - 

Lithostrotion 的 床板 是 横 过 个 体 的 公 部 体腔 ,其 界线 是 从 外 侧 的 泡 

TRALARIF RA, OL IOTR MLAB A, UI IMUFF I. Lonsdaieia HFK 
ve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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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2, Lithostrotion 的 一 部 分 处 

PRMLBL, Lonsdateia 的 泡 半 组 积 由 大 的 泡沫 粗 成 它们 径 常 中 断 隔 - 

HEAP MODE IR LAA Hh RE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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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He Ha Lithostrotion 最 大 特点 ， 面 中 加 

“。154。 



* 更 ~~ s 

sv 的 贺 锥 体 的 中 下 是 Lonsdaleia 的 特点 。 从 志 留 纪 就 存在 的 四 射 珀 

， 瑚 的 漫长 的 历史 中 ,这些 中 珊 形态 在 下 石炭 各 的 初期 出 现 ,这 就 证 
“有 明 珈 瑚 体 进 太 新 的 比较 高 的 发 展 阶段 。 所 有 Lithostrotion ti) ti 
。 和 所 有 Lonsdaleia 的 中 四 圆柱 体 的 二 状 形态 的 相似 发 明 租 替 体 ， 
“证 的 每 一 个 现 瑚 体 的 源 地 是 近似 的 。 按 照 这 些 特 点 届 明 珊瑚 体 在 
过 去 是 芍 一 在 同一 属 闪 的 。  ~  : 

-在 每 一 属 的 范围 内 ,按照 现 珊 体 的 相近 源 地 ,和 按照 再 珊 体 本 
， 贰 上 特殊 的 特点 和 相近 的 其 他 一 些 特点 ,最 后 分 成 很 多 种 ,这 些 种 
“互相 区 别 于 本 身 之 间 的 个 别 骨骼 要 素 的 大小、 数目. 形状 等 ， 在 不 
。 . 同 种 的 现 瑚 个 体 的 扒 痢 面 和 横 剖 面 上 能 看 到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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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态 发 生 - 
形态 发 生 过 程 JURE Lishostrosion 属 的 所 有 种 和 Lonsdaleia : 

的 很 多 种 能 观察 得 到 。 在 盆地 的 不 同 部 分 ， 形 态 发 生 的 过 程 是 不- 
一 致 的 ; 某 些 种 的 个 体 发 育 的 过 程 特别 明显 ,这些 种 提供 出 很 多 的 
标本 ， 在 某 些 情形 下 个 体 发 声 的 过 程 只 由 个 别 至 体 的 一 些 千 所 胡 

“BL, ae | | has ga 
由 属 的 和 种 的 意义 (特性 ) 的 个 体 发 育 来 区 别 两 车 属 -一 

Lithostrotion 和 Lonsdaleia, 再 瑚 体 的 较 大 的 变化 是 表现 在 属 前 
特性 的 变化 , 此 特性 是 属 的 所 有 种 的 公共 (一般 ) 特征 , 在 南部 的 “ 
Lithostrotion 是 比较 明显 地 表现 属 的 特性 的 变化 此 属 乏 源 变 为 另 - 

和 外 一 属 Diphyphylium (图 和 。 关 于 Lonsdaleia 属 的 特性 变化 , 仅 

仅 于 三 个 种 上 表现 出 来 :一 个 种 在 平 砂 效 绝 丛 地 的 南都 ;二 个 种 在 
PHRMA EBS 

“大 部 分 的 生 牺 学 家 玫 示 有 
怀疑 , 属 的 特性 能 如 此 的 改变 , 
此 特性 亦 是 属 所 有 种 的 公共 特 ， 

SR 性 是 明显 的 , 刘 是 重要 的 特性 ，， 
图 4 Diphyphyllum A eG, “可 是 种 的 很 小 特性 是 没有 变 或 ” 
RSE EER, EERE 

MOPAR SEE, PPR BED ee 
上 号 道 "按照 一 系列 的 特性 ,特别 按照 种 子 的 形态 ,天 小 和 重量 ;以 
及 按照 生长 期 的 长 短 ， 这 种 来 草 非常 相似 以 至 滨 豆 形态 欧 准 混乱 
vores? BRAT ELBA PEE, HORE BE ERE LARD 
-性质 , Ba RUE in SERIE RE, 但 是 比较 重要 前 属性 变 了 ， 
MEERTRH, Sate eek cae 

每 一 属 ， 甚 至 属 的 个 别 种 所 表现 的 形态 发 生 途 径 是 不 同 的 。 
以 下 我 通过 Lithostfation 和 Lonsdaleia 的 属 的 特点 变化 的 个 体 

发 育 的 叙述 ,随后 再 叙述 在 种 的 特性 的 变化 时 的 形态 发 本。 二 
关于 Lithosirotion 属 的 形态 发 生 是 中 柱 的 减弱 到 完全 消失 了 



Fhwee, HRMS, KTM BRERA 
SHE PSE , WSIS Hwee) ly ALN ADI AA, FA A 

“Bef MRS L. junceum (FS) AES FA RACH, ET 
a emia Bh wiles cet HES 

图 5 Lithostrotion junceum “FF7eooz ing eA = 

体 的 连续 变化 

Ais BOM, X3.3; Bos Hwa, ¥ x3.35 

AiBi BABE EE AH FR AcBe SAK 

gE ERMA; - AsBs BLA rR ESE ERIS 

fe; Aub RAH FEATSS(ERUHIBEI A PR, 

‘BS -ARIE RANT, RT RR 
TOE, NET 
EMMA, RNB, FARRAR MRT SK, 
PSPS TTA RRB FH i M, 
AERTS SR PE EW LOR AEE, TERE BER 
-变化 的 种 ; APPEAR PS LA ER, TEES 
PLB — LE Tes FFE YB ASE 9 A, PY CHE 

— RUA) RM A RAP T 
FAS AAS, AB EBLE ERPS BP OR YE BR 

Ho PARE ENS MEAT , AEs I Ss NA A 
1. RAIA NN, 2. MARR EE, Be MRS 
进行 得 很 快 ， 则 娃 体 再 瑚 内 包含 了 写 自 己 一 系列 地 一 芙 变化 的 基 

”要 类 型 的 再 瑚 个 体 ， 有 时 到 振东 阶段 个 体 的 中 柱 消失 了 。 在 这 些 
° 157 。 



kh ame newman vem RI ESA 

B,) , MWY FhEEC 5 A, B,), BrBRAT FRRECA 5 A, B) ASE 
柱 的 (图 5 A, By), BEY ORR, POLAR MAE 

化 引起 了 中 柱 前 变 弱 或 消失 ， 这 此 与 隔 板 和 床板 的 收 纵 是 有 关 。， 
亦 序 隔 板 是 逐渐 收 缔 而 床板 向 两 侧 平 仲 。 

在 南部 的 了 ostrotioz HLA HEE TL, 表现 在 外 界 球 访 的 任何 

因素 的 连续 影响 ,到 Pi BABI 这 些 影响 的 逐渐 增加 达到 最 大 限度 ， 

那 时 Lizhostrotion 的 所 有 种 消失 了 或 者 几乎 消失 了 中 柱 。 
在 西北 部 的 每 一 层 石灰 岩 内 ,从 老 的 灰 岩 本 身 开 始 , Lithotero- — 

tion 浴 体 现 瑚 是 由 无 论 变 化 的 或 者 不 变化 的 再 现 个 体 钥 成 的 得 
-是 变化 的 最 后 阶段 的 珊瑚 个 体 ( 没 有 中 杜 ) 很 少 遇 上 册 。 因此 特殊 的 

(BRAY) Lithostrotion 在 这 里 比 起 南部 来 富 得 多 。 

Lonsdeleis 属 的 相 伺 形态 皮 生 带 有 属 的 意义 和 怠 性 的 变 楷 
是 很 学 观察 到 的 。Lomsdaleia 的 变化 同样 经 过 了 再 珊 个 体 欧 中 二 
形态 序 中 四 圆 柱 体 的 减弱 方向 ， 亦 序 现 戎 个 体 的 中 板 是 匹 留 了 下 ” 
Kk, RIAA, Ti Ba PRA, ME 
一 些 水 平 状 的 床板 遗留 了 下 来 。 带 有 这 样 变 化 的 Lonsdaleia (OBR 

”有 种 是 具 豚 简单 构造 的 中 加 圆柱 体 。 从 许多 变化 的 种 中 其 中 之 

ee ee 包含 着 片 状 的 FP AE 这 和 Lithostrotion BAY Se Ye 

个 体 很 相 象 ， 还 有 2A eee 

| SEBIBA HP ET 5B Thysanophyllum 属 - 

很 相似 (图 6)。 在 莫斯科 近郊 盆地 下 五， 
PRICUL PRP Lizhostrotionella Fil Thy- 

 sanophyllum 疫 有 上 发 生 。 在 这 里 Lithostro- 

图 6 324k89 Lousdaleia, ° Pn 是 相当 fp AS) pe es, SPAR ee 

mrt | - 4) Mauxobexom 74] | Li 
a. FAERIE 个 体 ; 的 rs M 层 有 很 多 的 thostrotio 

6. Thysanophyllum 类 ~~ nella, AERC HY FG SACHS BB DLAR ， 

型 的 已 变化 的 珊 再 个 体 。 hy —— kT ~Thysanophyllum. > 

Senet nk nee 

BROMO HO RAE EO 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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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 ， 这 在 另外 一 些 
形态 中 能 观察 得 到 。 
”这 个 种 是 相当 广泛 的 
分布 在 南部 的 斯 估 雪 | - 

_ 3@(Cremescxom) 5, 

RAED ERE 

Be CEM MEMS 

Aj — Phe AS SEF ho 
WB 本 所 有 其 

“ 季 的 种 一 样 在 曹 内 的 
| OTR LRRD PY AE 
(AD. 另 一 类 型 的 

«SFP TE SE SLA ARSE 

FIA RAL ES 
. et CA 8), EK 

发 育 的 再 瑚 个 体 如 同 
母体 一 样 的 ， 或 者 是 

sanophyllid 结构 代替 

了 了 仅 有 和 煌 的 片 状 中 柱 “- 
的 中 于 = 

加 7 块 状 的 Lousdaleiax#S X7 

a. BAW; 6. MECHA i. 

BLAZE SF AHN, PSE EB AM ark 
HORA HBL, MLN Awa OM + RA 1. 正 

， 常 的 ， FRAN; 2. 包含 着 代替 中 轴 圆 柱 体 的 租 片 中 柱 的 
Thysanophyllum; 3.56 全 是 另 一 种 车 构 的 小 的 珊瑚 个 体 , "EERE 

(DJ Lonsdaleta 也 不 相似 Thysanophyllum (A 8) 6 3 BE MARIE AT 

泡沫 租 粹 ,而 隔壁 直接 连 到 外 辟 ; 有 时 在 中 心 有 小 的 中 柱 。 有 些 个 
， 休 是 不 长 的 ， 这 不 长 指出 现 瑚 个 体 的 生存 是 短 时 的 。 另 外 在 整个 
午 体 上 考察 很 明显 的 是 长 时 间 的 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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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生物 学 家 假定 ， ILM WORE, i SAS ei 

_ 瑚 个 体 的 初期 ， 这 些 幼虫 散布 在 .Lozxsdaleif 涉 体 的 不 休 乏 间 。 

这 些 幼虫 可 以 属于 这 一 层 ， 亦 可 属于 另 一 层 。 但 是 这 种 假定 是 流 
有 基础 的 RAHI Thy-anophyllim 属 在 莫斯科 近 殖 爸 地 没 

ARBRE, SE MNBL PLA MOE EEA 

ee (ot gs | 2 ae 

图 :8 SRR bani x2 

a ERE; 6. FAME STEED Fi. 

Fs Eisdhicesciei det 或 者 是 AR ee ee 

从 简单 构造 en ee 
BRAT MAME Disunophyllum TERRE), EAE 
在 同一 - 层 ,在 下 石炭 引 地 层 内 可 以 看 到 ,是 具有 复 素 构造 的 中 桂圆 

RETR, <i MA RIB T 中 轴 圆 柱 体 则 变 成 Caninia JR. 

Caninia 属 的 代表 者 在 中 心 部 分 不 包含 垂直 骨骼 革 位 要 素 的 。 ie 

然 在 南部 区 域 下 五 关外 盆地 的 条 件 是 不 利于 带 有 凸 出 在 曹 再 的 中 

RT AY Dibunophyllum 属 的 现 瑚 体 。 % 

FAIA , Teak PE RE RAY SE PEROT AS SE, 在 英 斯 “ 

科 近郊 答 地 的 比较 新 的 地 层 中 ， TS EE RAC OM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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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 VBL, EAM Lithostrotion AMBRE TED OR 
AT Pen fi BAY PEE, 3x LEA PPA MR: WS 
Lithostrotionella 局 的 特殊 构造 的 个 体 ， Aa FIFRA Lonsdateia 属 的 

构造 的 个 体 。 
这 样 地 ， Tait Lithostrosion 和 Lonsdaleia rT) ‘Lithostro- 

5 tionella 在 莉 体 内 的 个 体 是 带 有 堵 属 的 正常 构造 ;而 且 亦 带 有 另 一 

属 的 特殊 构造 个 体 出 现 。 
导 。 区 忆 知 的 情 疹 于 莫 斯 和 有 近郊 盆地 ， 有 如 此 的 变化 的 种 天 移 昌 
Lithostrotion 很 多 种 和 Lonsdaleia BAYS RAL, | 

“二 BP EL BENT NOAE ANTE LM RA EAR 
”的 。 至 于 Lithostrotion 和 Lonsdaleia 种 的 意义 及 形态 发 生 是 不 

| BAS 在 莫斯科 近 大 盆地 的 Lithostrotion 属 缺 乏 这 些 种 ; BS 

SRI AR VE AE MD Ai, 在 西北 部 的 
-种 特别 少 ;在 那里 仅仅 产生 三 个 比较 分 布 广 的 种 。 显 然 Lithostro- 
siom 种 的 发 青 在 其 他 区 域 的 任何 地 方 都 进行 过 。 
相反 地 Lonsdaleia 属 在 莫斯科 近郊 丛 下 出现 了 很 多 的 种 , 特 

别 在 西北 部 (有 22 个 种 ) , 而且 大 部 分 种 的 分 布 仅 限于 此 范围 。 夫 - 
概 ;特别 纤 烈 (变化 ) 的 种 的 形成 是 在 这 里 完成 的 这 就 是 随后 要 了 研 
宪 的 。 重 是 条 的 形成 仍然 是 几乎 没有 研究 或 者 仅 在 一 部 性 质 开 的 . 
理解 5 在 某 区 不 同 种 的 震 体 中 可 以 有 另外 种 的 个 体 出 现 , 有 时 可 有 
STREAMS, KARAM BAEK hoe 
ORS, IIR A RRALTE Lonsdaleia BRM ERIS HY 
HERA, AMR AR HMR, UBM HEAR LT 
fy Ye Ahn IFO RENS Diphyphyllum 从 Lithostrotion RAF , TEED 

RAR MT ERR, DURBIN MAN BEE 
WGI, MINE T HAH seh AMIE RT SR 

© BR ef) 2a Sat Ga Bs EAN HR ER, FA IZ 
态 用 和 的 经 历 是 不 同 的 :在 盆地 的 南部 所 有 的 :Mostroiaoiz 2S 
的 属 的 性 质变 化 了 。 此 性 盾 亦 是 所 有 种 的 公共 性 质 ; 而 在 下 石炭 
匈 的 末期 Lithostrotion 恋 为 另 一 属 。 在 丛 地 的 西北 部 Lithos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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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是 同一 方向 变化 的 ， 但 是 有 些 种 保持 了 属 的 特殊 形态 ;而 
多 地 的 南部 Lithostrotion 有 时 是 不 存在 的 。 Lonsdaleia 和 

- 体 是 改变 了 种 的 小 特性 的 主要 形态 > WH Lonsdaleia 几乎 仅 在 经， 

地 的 西北 部 。 但 是 形态 发 生 的 规 侍 _- 般 就, 到 外 都 是 _ 样 的 : 洒 的 
PR EBM AD ITKAM TERT REO RAR SAR 
RR BMH , ENEMA, 此 新 的 构造 作为 新 局 、 种 或 
濡 仅仅 几 个 种 的 特点 。 A atts 

Lithostrotion witiexin aioe 
| Lithostrotion 7EWGA PEED Fa ny3Ek, HAE 1900-1925 年 之 ” 

内 丢 英 国 的 十 生物 学 家 一 系列 的 到 载 过 。 最 近 Smith 和 Lang 
(1930) 鲁 描述 了 Fleming 所 采集 的 石炭 各 再 惑 ， 赂 苯 开 研究 了 
2 属 和 Diphyphyllum while PORE TE 

Lithostrotion 和 nen ae eee ee ‘a is ; 

phyphyllum 不 是 独立 的 属 而 仅仅 是 作为 .工友 ogtro 龙 oO 属 的 形态 构 

造 的 特点 ,按照 以 前 Diphyphyllum 过 去 的 命名 ， 这 种 构造 形态 彼 称 3 - 

“为 同 源 异形 。 根 据 他 们 的 研究 同 源 异 形 的 者 体 在 Lichostrotion 的 
公 部 发 展 过 程 能 允 到 , 但 是 最 初出 现 的 凌 正 幼年 期 的 柱状 Lithos 

totion 不 多 。 按 他 何 的 意见 , 这 些 早期 的 变种 大 概 是 表示 EM 
trotion 本 身 的 原始 (最 初 ) 阶段 ， 而 以 后 回复 到 属 的 发 青 方向 。 

Smith 和 Lang 扩大 了 Lithostrotion 的 范围 ; 把 Diphyphyllum & : 

的 所 有 代表 者 包 括 在 Lithostrotion BA. Hall (1934) 在 澳大利亚 ; ne] 

做 关于 下 石炭 纪 现 瑚 的 工作 时 ,同样 指出 Lichoserotion 蕴 易 变性 
这 种 变化 使 属 的 界线 模糊 。 她 假 届 : 此 属 所 有 的 各 部 分 相 碎 具有 ，“ 
潘 在 的 能 力 " 在 这 种 力 的 影响 之 下 Lithostrotion 属 随 -一 定 的 方向 

发育。 她 指出 这 属 的 某 些 变化 方向 ;在 变化 方向 之 内 ;部 讨 为 在 开 ， 
。 始 阶 段 此 属 有 同 源 异形 的 。 对 于 变化 的 方向 ,地 提出 二 点 注意 点 : 

1 很 多 的 情形 还 未 确定 郎中 柱 形态 的 珊 于 是 可 不 产生 无 柱 形态 的 

个 体 ;相反 地 2. 无 柱 个 体 在 属 的 每 一 种 内 都 能 发 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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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已 被 列举 的 研究 者 没有 涉及 Lithostrotion 的 变化 为 同 源 
“ 肢 形 的 车 果 ;是 在 怎样 的 条 件 下 而 且 没有 指出 这 些 变化 原因 的 

在 美国 的 近代 十 生物 学 家 发 现 属 的 消灭 是 在 如 此 千 构 的 个 体 
轴 现 在 另 一 属 的 邓 体 内 (Mak-Rapeh，1949) 。 在 美国 发 现 了 块 状 

Byes ibs) Lithostrotion A ae 片 ， 这 种 PETA Re 除去 特殊 的 个 

体 以 外 还 包括 带 有 Lithostrotionella All Thysanophyllum — Bt 

HMA, RSE GADERMRA, RAT ROB, WHE Li- 
| thostrotion 属 的 一 般 形态 (JeHoMopaMH)。 eee 
| RRB ta Lonsdaleia, 因为 具有 Lonsdaleia 属 的 构造 

| 个体, 在 带 有 Lithostrotionella fil Thysanophyllum Paneer 

JOR DO IRAE, Wa RRA, AAT AA 
AB i Ah ay) Re, TAR, BP stele 

的 发 生 一 样 的 。 如 了 芭 又 体现 瑚 的 分 类 是 符合 系 花 分 类 的 要 求 ， 但 

“ 竺 至 溉 有 符合 事实 的 实际 情况 。 除去 这 些 以 外 ， 必 须 如 何 定名 所 

有 这 些 常 定居 在 一 定 层 位 和 区 域 的 各 种 不 同 的 形态 ， 和 而 以 后 把 写 

AHA. as 

‘REMERE TES Lithostrotion a] 

Lonsdaleia 的 形态 发 生 

于 现 体 的 话 和 研究 使 研究 者 在 个 别 形态 交 系 入 关 采 会 处 于 极 
困难 的 情况 下 5。 如 果 生 物 学 上 的 米 丘 林学 属 没 有 关 明 和 栽培 植物 
很 近 的 形态 发 生 的 方式 ， 那 么 研究 形态 的 系 租 关系 就 无 法 进行 。 
栽培 植物 的 形态 发 生 就 是 别 种 的 小 种 子 。 甚 至 穆 的 种 子 。 出 现在 
二 个 小 种 的 贸 内 。 因 此 在 有 些 年 份 的 山 前 地 区 条 件 的 穆 子 能 汲 了 _ 
HE, eh Fl BE EI EH BB Lithostrotion #5 

READ, AAT PRE HOSS} BRE ESR TAS AS EY SO 
MR. HSE, BUCH FRAT AE CEE A ACS EAE Bh Dy 
FN, ABP, (BBR, POE MM MRR BER 
A, EAA EK Bi), FE BASE BSR TES 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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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S SEF 4e BARGE RE WEEE, CERNE ME 
PUL, RIL ERED, RRMA, peboke a 
“FRSA, — Fe TPH TE aS A SIE SCS ETOH 3 — 
TE 5 RAE FINRA TY Bh BATE AS eA BY SIE AT SL FARR, sess oe 

的 个 列 阶段 在 地 层 上 没有 分 布 。 

在 每 一 学 说 中 ， 当 对 于 莉 体 班 尖 的 形态 发 生 描 通 时 ， were ; 
VERA ARARM, 事实 上 外 界 条 件 是 原因 。 莫 斯 科 近 郊 釜 地 ” 

-的 南部 和 西北 部 现 瑚 体 的 变化 特点 不 同 ， 和 相应 于 盆地 各 部 分 
的 自然 地 理 条 件 的 不 同 是 有 联系 的 。 现 瑚 体 是 任何 条 件 的 指示 
物 , 同 时 能 说 明 旋 们 发 生 的 时 间 ,和 发 明 在 盆地 不 同 部 分 ;个 体 变 ” 
RE, BBR RRL RAREST RA 
KE LEAH, LOLA ORE, SN 
人 这 里 有 -问题 ， 
和 外界 环境 在 何 种 情况 下 能 使 再 现 体 进行 形态 发 生 ， 当 然 从 事 些 工 

es aa ce WATURPEERRKMEBA ” 
” ABASER, ILA wb EE A AE, BOE 

PAS BAR Ete 1 BLE SPA Ss a RET eg HE ee 

WAY YE FB aT HB ACA HERS AY BY, 

关于 近代 有 机 体 的 形态 发 生 的 研究 “7 
A: We IEA OSL, SEA AA AO cul 
$= APU A 

EDS RTE AEP, aes SOE , 疼 可 并 明 Pee 
第 一 个 问题 ， 亦 序 建立 过 程 进行 的 途径 。 产 生 在 地 质 年 代 长 从 的 
自然 条 侍 下 形态 发 生 铬 组 研究 烙 果 ， 能 粉 研究 现代 材料 的 村 物 学 “ 
家 有 很 多 的 补充 知 证 ， 这 些 知 哉 启发 研究 目的 物 的 形态 发 年 过程“ 
的 理解 。 除 此 以 外 ， 过 去 动物 的 形态 发 生 能 明显 的 具有 群 帮 的 说 “本 
pee RAH Seb, SF SRA, INO | 
看 形态 发 生 是 不 清楚 的 。 

研究 第 二 问题 是 发 明 形态 发 生 过 程 的 条 件 的 解释 是 很 困 难 _ 
的 ， 应 芒 由 古生物 学 家 和 十 生 碍 学 家 一 起 进行 工作 。 这 样 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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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在 知道 的 程度 内 )， 只 OE RAIA FI 

的 材料 没有 能 够 答 实 验 所 得 的 可 能 ， 注 。 $288) 

RAMEE SRAM NEE eth ETE 

a: fs 

| a: 仿 

| “Sep KT Lithostrotion All Lonsdaleia 二 局 的 形态 发 生 过 

程 的 某 些 特 点 在 这 葵 妇 PY Best ry Ss Be Ay 下 面 几 点 : 

EE es Fe BOER A HE FY 99 Lithostrotion WIG2S RANA 

> DA ESE LES FES WEE AR SS 

AZHES 答 撕 理 条 件 是 不 FA, A He itciots peta aN 同一 时 

PEAT 
2, SF Lonsdaleia 的 形态 发 生 是 由 不 同 的 方向 进行 了 的 ; 有 借 
种 的 特性 的 变化 ,少数 的 是 借 属 的 特性 的 变化 ,而 且 主 要 是 在 从 地 

的 西北 部 进行 的 。 
3. Fez#e Lithostrotion 或 Ne i edie oe ee CORED 

对 于 所 有 种 的 公共 属 HE) ;产生 新 属 和 新 种 ， 而 当 种 的 特性 变化 时 ， 

产生 新 种 

有 全 带 有 新 的 构 过 的 个 你 在 涩 穆 风 测 “ 
岳 随 着 出 新 的 村 构 个 体 纵 加 ， 同 时 开膛 各 有 老 的 构 和 的 现 瑚 
个 体 。 
IRMA SLI CC HE RI 
ae 

es 人 
的 过 程 ,不 仅 是 在 现在 ,而 且 在 过 去 亦 能 解 朋 。 以 往 知 道 的 古生物 
“材料 ;以 过 去 存在 伊 述 的 观点 来 看 是 不 能 得 到 解释 ,这 种 伐 述 是 模 
类 了 有 机 鼻 发 展 的 情况 要 得 到 理解 是 要 用 米 丘 林 的 学 说 。 目 前 
“来 襄 明 来 丘 林 学 发 的 全 部 精 共 用 于 古生物 是 困难 的 ， 因 为 ， 实 际 
.和 料 料 用 新 观点 的 研究 仅仅 开始 。 但 是 现在 ,已 经 很 明显 , 米 丘 林学 
吉 的 真 献 ,对 于 和 上 古生物 实际 有 关 的 地 层 是 具有 很 大 的 意义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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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leita Rote 大 学 研究 的 经 验 

C.B. ANB & ALM. Raitt 

os sone ASB, 3575 Fup oe Bb, CO LA 
“EE AMESR ERM LEA REE, MAYORAL 
“的 速记 是 很 大 的 ， 同时 也 秘 岩 石 矿物 的 租 禄 特性 自明 (长 石 的 新 鲜 
AUPE ARES) 

fetes 17, Whe TARTS EATS HT OER WRIA TEN 
Hes SALE — FE EAE A 5 3 RR AEB YF 

RAB SVE A ABS, TH HRB SAE th EET AY EE By A 
“AFIS RAK, MAMTA. - 

8. LotR, SMART SOA eR 
EAR CSEREURE SE). PTET SEK a BB HG ge at A 
BAUR BEBE, BAA TR AIL 
CMMAREREMERRBRMAWEA, RPE RIB 
SAVER ARE, KARR MAT AGAR MTRS 
HATS — HERR, MIA RABBI 

‘ ie SERVE - 

= “BUA DUR RIAL (Cxpaxon) 和 奥 兰 波 娃 (OcaGona) 
二 1055 年 ) 的 材料 求 半生 划 分 这 个 沉积 带 ,他 们 指出 了 , 海 粮 泥 灰 岩 
是 富 舍 各 种 化 石 琴 的 饲 菲 姆 (ydz) 高 原 的 生 有 机 灰 岩 带 所 代替 。 

_ EAB Schwagerina 层 的 沉积 完全 未 烈 填 在 引用 的 沉积 带 内 ,研究 这 
， 套 沉 积 可 以 看 到 不 拉 山 Kapa-ray) 的 上 升 及 其 由 于 频繁 的 大 地 
构 迁 运 忒 所 时 杂 化 贫 地 内 的 这 一 部 分 地 形 ， 强 烈 地 改变 了 沉积 类 
型 和 疙 何 的 分 布 。 在 较 妮 的 程度 上 卡拉 山 的 上 升 亦 表现 在 其 他 的 
时 间 内 ， PLB ae il HH St BF te J Db aH (Cuca) fy 

SRR TUB Hy RULER M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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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复 理 式 带 按 其 意义 的 重要 性 分 别 划分 下 列 天 个 因 相 :DJ 、 
泥 质 的 洪 泥 相 ; (2) 泥 质 粉 砂岩 和 ;〔3) 砂 质 粉 砂岩 相 :这 里 常 埋 藏 ” 

oA 
| ASA AUR RAR; (4) VERTAAL EAN; (5) 7 RID BB 

Fike, ra Sif EET A EAE th LS BR CODE 
Bie Aiea, S356 RR eR LAE, 
41. APE EE) BS PRR 

- 洪 特 征 ， St kz OPM AR, ce 

| AP RS 

12. = Mi BOCA CONTA SOL oe 
FETT BE LUC BRE MIE, 

13, MESA TE DORE A RY eer Be 
.与 携带 确 导 物质 的 洪流 减弱 的 时 期 有 关 ， 人 
KARA AE BU 之 间 以 及 第 二 套 硫 导 沉 积 之 上 。 

vere 前 经 指出 ,从 上 石炭 弓 开始 丛 地 的 东部 就 和 西部 (高 菲 姆 ， a 

高 原 ) 有 着 另 二 特性 。 在 西部 保存 了 和 上 石炭 纪 以 前 类 似 的 沉积 

-条件 。 在 西部 锥 敌 沉 积 了 石灰 兰 iinet ec 
。 就 是 鲁 驾 存在 过 具有 正常 盐 份 和 气体 开关 的 海洋 ， 东部 占据 了 比 ” 

较 不 寅 的 地 带 并 和 年 轻 的 和 饥 拉 山脉 相 接 鲁 ; 斯 特 拉 霍 夫 (CTpaxoB) _ 

和 奥 英 波 娃 (Oca6osa)(1935) 计 为 这 个 地 带 是 洼地 ; IIR LAGI 

TARR HE ESE, APA BIS H-NET 

复杂 的 ,其 中 存在 过 海底 的 由 脉 有 时 产生 岛屿 ， APSA BA AE 

ff (Kapa-tay), ZR BB HY AO UU Se BE EV DF VETS 

> BUS BBA , Ay RL 

pe 
有 着 极其 特殊 的 沉积 和 生 牺 , 那 么 可 以 举 出 黑海 做 例子 s 在 黑海 

的 北部 具有 陆 训 的 性 质 而 其 他 部 分 具有 地 祥 性 质 。 “ 

极其 有 趣 的 材料 有 关于 黑海 不 同 地 外 的 沉积 岩 形 成 过 程 ; A 
- TL. 阿尔 汉 格 尔 斯 基 (Apxegre apr H. M. :斯 特 拉 霍 夫 (Crp- a 
_axoB) (1938) 合 经 进行 过 的 。 注 两 位 学 者 分 折 了 黑海 人 地 的 沉 
积 关 型 的 分 布 ,确定 了 厚 层 泥 盾 沉积 基本 上 发 至 于 昌 近 高 肛 ， 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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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n ee 
RANA, PERE ARCH HE SEE IA) Ae BB AIR ARIE HR UL 
LAPPAMN AK, MRE KNEE AARE READ | 
丰富 的 产量 而 是 碎 丑 物质 携带 的 不 足 。 类 似 的 图 画 我 们 在 饲 拉 尔 
正 孝 舌 生 代 研 究 区 域 看 到 。 在 盆地 东部 的 河流 从 车 轻 的 饲 拉 尔 山 

。 承 流 轴 ,携带 着 大 量 的 砍 忆 沉积 ,因此 碎 居 物质 的 沉积 厚度 比 同年 ， 
| ohn tolehaheialliiea aca atta lee : 

在 釜 地 东部 沉积 岩 可 能 

。 已 椭 大 的 速度 沉积 下 来 ， 因 
为 在 数 百 米 的 厚度 内 化 石 剧 
变化 很 小 , 特别 是 象 已 经 知 
De 
< -类 型 。 

te Fee be Bei RUIBCH 
MERMAID 

Meme, 
Pi yank boy HF 2e Epesauck wi 

RNAS Habe C. B. BEA 
西 莫 娃 (MIakcHMOBa) 得 出 

Pate HES BETAS AE 
， 存 条 件 鲁 经 是 不 利 的 。 上 比较 
BR RRA 
RETA BL BEAK PS 
， 海 生物 大 极其 相似 。 淡 化 内 
海 和 天 洋 的 沟通 是 不 蝎 的 。 

fee E=S2 Gb E46 Bee 

人 6 —~7 8 30 HA 

«LL eC Re 

en ee een ner ee 
Ree BCH CE TE IS Wy FUE Le, YS yw ALL OL 
TRAM HRs, MCE RR IE eR ES 

MISOTPE RE ASARI, AER Dee F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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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这 种 互 大 的 痰 水 dali OFX we fis 用 物质 at ae 
积 。 

因此 沉积 物 维 积 的 最 天 合 度 和 淡化 就 决定 了 外 地 东 都 生 牺 二 

BRE er | ae 
CK TERME HOSEA EPICA BAR 

PR RRS AE A PRT A 
是 动物 Chonetes 和 Derbya :与 答 是 动物 Licbea, Cyrtodontarca, - | 

所 以 当 沉 积 物质 有 嘎 而 迅速 地 沉积 时 ， 底 楼 生物 楼 居 在 泥 盾 淡 泥 
AAS, XR CRIS AAR ERAS OER 

”的 叭 相 中 是 会 有 不 同 程度 困难 的 。 东 石生 活 在 针 洽 泥 的 崖 家 内 可 
能 的 解释 是 旋 们 在 这 里 找到 了 丰富 的 食物 ,已 经 知道 在 淡 泥 内 总 
AE Ea Rs - 浴 泥 位 于 含 胶体 或 者 其 他 末 质 前 永 办 并 
位 于 底层 沉积 的 上 部 。 -在 洪 氟 内 保存 有 灿 致 的 层 理 表明 了 在 这 里 
缺乏 掘 土 类 型 的 生物 。 

在 无 野 理 的 泥 质 洪 泥 内 局 部 售 经 居住 过 时 种 握 寺 的 生 移 ,要 
沁 攻 条 活 动 的 疹 吕 我 们 可 以 认为 是 存在 过 蠕虫。 在 漂 游 的 动物 机 
其 骨骼 构造 属于 放射 虫 类 。 
ee ee eT 

ERLE T AL HU eR 
ty ite RS PE SAE ae 

| AT LLG TMU RMR SOMBER ATE 
PEA VAVEUURR, i CALA EA) 

“ket SSR RL (RA SLAMS 
DTP TK AU A, RTE 
Fe RAK NY RAUL EAB OAK RAED iia 
IB Nae UL BUTE IB ae 

水 的 流动 ee Ce ae 
RITE. TORT FRU, 
a te ee ee 

ADT AMADIS Heo COSC TOP BT MUTE Bs , BB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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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 TRIES Fi HEL oh ak es HE Rt 
EDR FUDAN AS UPVC BLA Bases 

FERED NOLIN LL ADR IL Bh KTR T Se EK 
ACPA TEM APSE, (Crepnuramaxcxoe) 和 布 利 也 夫 

《Bypaeaockoe) 时 期 内 冰川 的 地 震 ， 炎 秆 不 断 的 海水 激动 都 破坏 
TPR CAR OC a AT a 
3 PEE. | . 

侈 地 的 深度 在 盆地 的 西 坡 水 深 变 化 在 用 十 米 之 内， 谷地 最 

法 的 深度 是 在 有 机 - 碎 导 石 藉 岩 沉积 的 时 期 ， 在 大 深度 内 海浪 已 
PREP RIE, KAIST BAMA ST Me KB 

， 玖 地 东部 的 深度 变化 肖 停 留 在 未 知 阶段 ， 在 复 理 石 沉 积 物 内 
淡 痕 的 发 现 可 以 发 想 当 着 沉积 时 期 未 必 能 超过 100 米 。 复 理 厂 
性 质 前 沉积 带 和 深水 的 碳酸 浴 泥 带 分 布 于 稍 深 的 底 区 。 
ee .. 稚 错 述 岩 条 的 基本 特点 是 :(1) 互 大 的 厚度 (超过 800 米 ); 
overt BOUT a PHB JLRS 5 RE; (3) 极其 平凡 的 生物 替 特 

_ 别 是 底 楼 的 ; 人 
“5) 动 物 恒 受 排斥 的 特性 。 

一 作 石 的 一 般 数 量 也 是 极其 明显 的 ,在 Br +E fi] Yaryras-Cai 
WAS PE — AAR AE BEE 7 BE 520 4.3944, t2 BB DKuap-tay 

PEAR BABE ME, ne 
BA AB AWAD WS FBIM 400 个 ,这 些 数 Fee 
THEA ERE AR AIM 
Edit Ae py Sa Be HS Ae ARTE FE PE TE EG IE 
有 了 相当 天 的 差别 时 才 会 产生 ; 当 外 部 环境 某 些 因素 数量 变化 极 
天 或 者 极 小时 大 多 数 的 生物 就 不 能 够 再 炎 生 下 去 。 
ee 换 句 英 届 ， 我 们 的 辕 论 是 在 盆 sb A PR 

eo # © @ 

©... & ct .96@ ose ere “6. 6 60-6. &» Se, G8 es € 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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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LI MAT RE Ri ee 
EERIE, 在 何 种 程度 上 能 表现 本 区 域 的 - 般 
特点 ? 

屋 卫 完 的 古 丛 地 的 地 段 内 成 为 相当 孤立 的 状况 。 

从 现代 一 ~ AIM RE MRAM LOO 
SOG PBL, - 

Be Sere ws caer ta 7 ie 
| BESTE BAT HK FH) 18 EI RPE Fy 

ssooee PAS ERNE el TE HE BPE RPE oe 很 可 能 
这 是 直 互 天 的 河流 注 太 并 控制 的 痰 水 盆地 。 关 于 河水 注 太 前 这 二 
事实 ， 不 其 是 由 陆地 上 河流 中 携带 的 沉积 物质 所 沉积 于 海底 的 成 二 

份 上 看 或 者 是 从 陆地 植物 的 化 石和 植物 碎片 存在 从 种 类 型 的 兰 石 
中 看 都 足以 属 明 。 带 到 海湾 内 的 碎 习 物 质数 量 货 轻 是 角 当 互 大 的 “” 
(在 短期 间 内 就 沉积 了 近 500 米内 的 沉积 物 )， 很 清楚 地 改 明 子 痰 。 
水 的 注入 旦 相当 互 大 的 。 ee 
引起 盐 份 

sen 容易 的 可 以 指出 这 是 痰 化 的 原因 ， 虽 然 淡化 可 以 解释 “ 
ancien. (LENTILS MM EPCRA 
FATE NEA, BN ESCH ASEH ST CIR 
VEDIZEIE TS Gk A. 

a8 SSWAYE REI EIR ty KABA, ee oe 
REAL, RTBU aT, AZ a 
iit Sy We, Ree Paks A 
ABE REPAIRED, TG ERA 
AAEM PRIOR A 

如 果 我 们 转 人 现代 水 区 可 以 看 到 有 特殊 的 非常 贫乏 的 生物 地 
带 : 这 些 地 带 分 布 在 迅速 沉积 的 沉积 物 上 。 

eer ee 于 
述 侈 地 的 地 段 相似 几乎 没有 生物 ,在 这 些 每 地 内 底 流 的 水 丢 破 化 本 
氮 所 感染 。 工 _B. 尼 科 里 斯 基 (CHHKOTPCKH 首 1940) Bid: ARER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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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 ft ht 4s tna AE Bln Ma Sk BPN ISA 
De ie Dues Re See dc, eae ea ee 
BARA AIH SEES FET PP AE SE GRO 
WUE wR) Aisne de as Co 1 A aD HE 
DE, WREM AMS SER, LUCE 
BIRR ERE TAREE PS 
ae 

sem, AJM AI — aes OMRNTC,. AMIRI: 
AHA ee aR te Er PERE EE Ai 

: | PSA RC BAT FDA BS BL HE DES AE HE, 

RHE, 玫 乎 由 生物 化 石 租 成 了 整个 860 KK 

BR, 在 CiMcga iy Pt Pes AREA te TAR PEI 
| SGA iy ALR PT FETE A UE iD TIC, 其 余 的 
都 是 碎 忆 沉积 ;在 其 中 化 石 也 没有 任何 意义 。 在 前 面 我 们 已 经 知道 
化 石 的 从 过 性 在 这 里 不 仅 是 相对 的 同 饲 菲 姆 高 原来 比较 。 井 且 也 
| BM MAS, 在 第 一 次 碎 忆 沉积 岩 系 因 ; 在 115 涨 的 岩石 露头 中 
RARE 13 二 15 KALA. EERE UAE HK FE. 

BE 200 KHBEARA7 RAIA, CHT EAE 
了 比例 下 天 概 如 此 。 在 其 些 岩 层 内 化 石 发 现 得 稍 多 些 , 在 另外 一 些 比 
BD MERA ES SH RAE 
RAPA BMA AE SIS RM RE, ATRIA 
| PUA BAS 2 BE He AE RS AD ER 9 EE 
BEAU EAE AMR APH RAMRE, WE BIE 
BE BREE RA ERIS: ey Ae ARSE PG BE, BZ. 
SATUS LENS 

BRIE SIEM RAE 辣 西 姆 (Cavexaii) abel 
我 们 总 精 为 在 前 者 以 友 慢 的 沉积 为 特点 ， 碎 翌 物 质 的 沉积 完全 没 
:有 或 者 不 起 主要 作用 逢 含有 极其 丰富 的 化 石 。 而 后 者 却 以 大 量 的 
VOB AME Ho HAE AEH REA EH BEES, 自然 

PHATE OTE CHNcKE ip ahi Rey Ree Ath 

|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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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原因 是 沉积 物 迅 速 沉 积 的 影响 ， ALCON Ta 
”小 的 底 楼 动物 。 he 

SE Gs be RY rT EA FA i 4S 和 的 岩石 性 质 是 极其 不 局 
的 :在 这 里 出 现 有 砂 盾 岩 系 (PiS;) 和 泥 盾 岩 系 (PiSD) ,也 出 现 有 在 碎 
肩 物 质 内 具有 大 量 的 碳酸 项 胶 千 物 ， 几 乎 完全 汽 有 碳酸 质 胶 智 物 

WELDS A ALAM SRS HEIR. 
| TREE EME, 水 混浊 的 程度 , REM RAS 
AVAL SAAR EARL, TE TE Ree ME ASE 
4 ORLA ROE AS PRE 

-SVAPEEALIA) Si DIA, GE LIF HE Ba URE 
的 山脉 有 关 。 这 个 特性 应 当 是 各 种 不 同年 代 的 和 地 理 位 置 王 前 形 
BAER TOP. HAUS DED 
AE SMRAMMRA, Stix bik RAE TAME 
ARAM, PARKLAND MRVLIEAREM 
AHO ME, PRA ART ERS He HR ALT 
阿尔 汉 格 尔 斯 基 (ApxaHrerbcKHi) 划 归 为 “深水 ”沉积 的 : Cdoxpag- 

CKHEE) 属 。 es 

-0 FORT Re A REA RIAU ee 
的 部 份 , 这 种 联系 使 我 们 能 够 对 比 和 研究 他 们 ,这 种 联系 就 是 在 五 
AUB MESES PURI EA ADA, ICRA eRe 
有 各 种 化 石 MADWRARE, 在 两 个 类 型 内 都 发 现 有 共同 的 
ft, Tete SAB OLA LEOE ER REL A 
是 当 着 一 些 种 能 够 对 比 出 夹层 的 地 层 位 置 ,并且 没有 见 到 有 抢 较 

， 老 地 层 内 指 化 石 重 新 沉积 的 特点 ;这 种 特性 常常 见于 石 丈 岩 相 两 汪 二 
在 碎 导 岩 系 的 剖面 内 每 一 个 石 藉 崔 的 夹层 都 是 有 规律 的 由 现 s 得 
是 这 些 石灰 岩 的 组 碘 特 性 使 得 能 够 看 出 携带 有 化 石 的 底 党 和 其 他 

” 贫 地 地 段 所 带 来 的 特性 : (DS APE ARDEA 
大 小 从 几 人 毫米 到 三 个 厘米 ,(2) 所 合 化 石 多 系 碎 导 其 大 小 自 底 层 
向 顶层 逐渐 缩小 ,同时 岩石 的 碎 屠 也 在 减少 。 在 这 里 产生 矛盾 :区 
KETENE, AES — 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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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LTEM NSARM, LOA A IE E 
对 二 样 的 5 FZAEH EMBERS OA BARS, 
果 有 混 丈 其 中 的 化 石 在 堆 藏 过 程 将 是 属于 腕 足 动物 - - 苦 侮 虫 - 纺 和 绎 

和 ARIAL o SAME BHAI, eee ; 

SIP IB FRA RE AY 

RRMA THERM, RM SWRA, Re 

; vat hE Narre > 

“和 徐 重 新 沉积 的 各 种 菊 石 的 种 ， 同 时 在 这 一 露头 的 其 他 部 份 也 全 

经 观察 到 保存 非常 好 的 这 些 薄 石 的 种 , 换 句 话 发 ,在 水 的 强烈 循环 
的 条 件 下 《〈 底 流 和 波浪 ) 生活 在 这 种 环境 内 的 生物 化 石 , 并 在 极 短 

期 间 内 在 其 生活 着 的 区 域 办 丢 破 坏 , 彼 移动 被 翻 滚 ， 被 重新 沉积 的 
a 生物 化 石 由 的 堆积 是 由 生活 在 当 地 或 者 是 附近 的 生物 化 石 所 租 成 。 

(A ES i BUR Seb se LI Ee 
二 的 ,在 研究 区 内 构造 运动 形成 了 水 女 条 件 的 变化 (可 能 是 减弱 ), 强 、 
， 更 前 海流 带 来 了 在 海平 面 以 下 由 上 升 运动 所 形成 的 碎 座 物质 ，# 并 

没有 和 给予 较 香 物质 沉积 的 可 能 性 。 在 这 种 有 利 的 条 件 下 (坚硬 的 

海底 ;沉积 速度 的 不 大 ) 开 始 繁育 着 各 种 底 楼 动物 。 对 生活 着 的 动 

“ 物 水 的 活动 性 只 有 好 处 ; 根据 E.TyppaHrBa, W. 村 克 (Saxe) 和 
TL. ie (Y Takos) (1930) 的 意见 ; 当 底 流速 度 增加 2 一 3 倍 是 
二 以 移动 夏 藉 状 中 的 下 砾 时 , 则 对 生物 举 的 繁育 是 适合 的 ,但 是 散布 
在 海底 上 的 生物 簿 过 在 海水 的 强烈 移动 地 带 将 会 遭 到 破坏 和 转移 

《 原 为 平静 的 水 经 强 烈 的 水 流 推 动 则 生物 遗 帝 是 会 遭 到 搬运 的 )。 
这样 正常 的 腕 足 动物 - 苦 奏 虫 - 纺 毋 虫 生物 愉 有 规律 的 出 

| BETES, SCARE ube IRE T A LOL Bae 

hitiniiistaniriesbiiia 
tates. HEU, FEA ES Be GH PBS BE A TE BL, th 

erry te Ti IE JLSPAB BK, 
FH, PUB UU NORE LSC rp BP BIE 

Fis GRA AAA EAE AIRE 09, SEL 3, 
| BUTT AN Ay EL LASTS PRE BUR,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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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B, FERRER Lot SOAR Te RO IE A 
A WT PRR RABA ST. 

ANRMLY AAR Rane RIAA, Ted 
姆 高 原 (Amburearp) EA INEST ECE BRI 
Di) PSP SESAR RG DR ARAB TEA IES , Ae PSS AE ， 
ASR, 西 姆 向 圣人 镶 经 是 往 各 方面 彼 高 地 围 线 的 海湾 ;其间 都 
丢 菊 石 相 占据 ， 因此 合 荡 五 的 砂 泥 盾 沉 积 占 据 了 靠近 海岸 的 凹陷 ， 

ODER AE ITE TE EE 

岛 上 晤 附近 并 钥 成 碳酸 质 崔 石 。 : 
moines ARF HELE Ae IAL LE ESPORTS E 

AAMERWRAME MTR MOOS, Pl 
— FAL PI RTH (Puupa) a] BH A ALI LYE /区 

的 沉积 内 可 看 到 海 鞭 (TarboacTHHOHHEIGJ 的 礁 体 ( 按 澳大利亚 地 hee 

BERGA LAA) , 围 生 着 环 确 带 和 在 其 中 发 青 了 才 富 
HE, WES, AMD TSE MOREIRA 
带 , 其 中 的 化 石 草 几乎 只 是 由 东 石 和 婴 欧 螺 租 成 ;再 向 东 粗 大 前 近 
岸 的 砾 兰 标语 出 升 起 的 陆地 的 海岸 贸 (Teichert, 1943), HEAD 

AAR DHE, En PES SRE RRR 
(DLR Ay EY EBS AE SEI TK 98 BL TE. Keeuxo-Cangommp- 
ca 二 (AEB aR AE DIA (CoGomes, 1909) MEARE 
岩 具 有 丰富 的 多 样 性 的 化 石 春 WEDD, LRU 

PRR, SERRA A EEA ERS AORTA AI 
yj (Ay BEE Asoscxo-Tononmpenu Had) , 

"SIRF ASD MEST APE EO LAA Be 
He, SEBUM ADL AY He IE TEA RACH, 
这 些 环境 决定 着 盆地 的 特性 。 RATES LFF 
强烈 侵 怨 的 陆 十 相 邻 的 凹陷 区 内 ， 这 些 地 区 承受 下 携 大 前 天 量 碎 
TBA, HEP AS HS SA PR RPS IC 

丰富 的 , 底 楼 动物 。 

Ais. AS — eS AE A 

> 一 

/ Us a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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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与 环境 H.H. 雅 可 南 列 夫 

! 

| 
未 书 收集 苏联 科学 院 通讯 院士 、 名 古生物 学 家 HH. | 

FET) BAK 50 多 年 来 发 表 的 有 关 古 生态 学 的 文章 , 共 17 

篇 ,包括 腕 足 动物 、 四 射 现 瑚 及 海 百合 等 的 生态 问题 , 而 海 | 
4 

百合 方面 的 研究 占 了 一 牛 以 上 的 篇 幅 。 | 

定价 : 0.85 元 
<> (OLD () a () Ca () ED ( 

AaB Rita Tt se BA AEE BURA TAR A te 

WRE . AAA EEE A A ist ee Ae BE Ae Oh 

构造 、 ER SESS, — ZA KS NO 

， 
水 兴 

= De A.V. Fre HEAT Se | SBP ERE ) 

4 

4 
j 
5 ep: 0.907 

. 一 
Go a ee) pa ee) ee Oe (Am OD OED) ERED) CD () ED() <0 <r (9% 

w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