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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7 

ARB REHEAT ASR BE Ht AE BF AC A BW RI 
态 \ 内 部 构造 ,分 布 规律 ,采集 和 处 理 方法 ,演化 趋向 和 有 柔和 统 分 类 等 问题 。 

书 中 并 对 若 鲜 虫 化 石 的 主要 科 、 属 的 形态 特征 及 地 质地 理 分 布 也 作 了 
简要 的 叙述 。 妇 中 附 有 插图 194 ie. 

本 书 便于 和 学 者 自修 ,野外 地 质 工 作者 可 据 此 对 化 石 作 和 步 钨 定 , 对 地 
质 院 校 师 生 也 有 一 定 贿 考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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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ll 前 

苦 伦 虫 是 一 种 垂体 动物 ,也 是 微 体 古生物 之 一 ,解放 前 在 我 国 很 少 

有 人 了 研究。 解放 之 后 , 租 国 地 质 事 业 一 日 千里 ,野外 地 质 工 作 人 员 对 兰 

Ree BRAGA AE ies ESI, fee TE IR RAR Sy AEE EE (REM RE 

HE Aa 7 PES i) we HS FAS CB BNC SR RMA , A BA EER 

PeRAMM A ASANRAKT HA, 在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盾 古 生 

物 研究 所 领导 的 支持 与 鼓励 下 ,我 们 篇 写 了 这 本 小 册子 。 

本 书 内 容 包 括 从 音信 虫 的 野外 乐 集 到 室内 鉴定 的 研究 过 程 ; 对 兰 

全 虫 的 内 部 构造 以 及 现代 音信 虫 生物 尾 的 形态 特征 也 作 了 简要 介 略 。 

为 了 便于 读者 掌握 ， 故 多 用 插图 琢 明 音信 虫 各 部 分 构造 以 及 各 个 属 的 

特征 。 这 里 所 介 蜀 的 都 是 世界 上 常见 的 属 , 其 中 大 部 分 在 中 国 已 释 发 

现 。 

这 本 小 册子 辐 写 后 ,由 于 时 间 关 系 , ARES ela aie, DN Ae 

7K -P 7G BR ,难免 存在 缺点 和 钳 谈 , 布 望 芒 者 提出 批评 ,以 求 改进 。 

本 书 中 的 部 分 播 图 由 徐 宝 瑞 同 志 代 纵 , 严 纪 明 同 志 帮 助 笠 写 文 稿 ， 

均 此 致谢 。 

“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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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ryozoa 或 Moss animal) 这 -一 名 称 是 1831 年 德国 爱 伦 伯 

(C. G. Ehrenberg) ll 89, 因 其 外 形象 苦 信 植物 (Moss) 而 得 名 。 英 国 

陶 木 森 (J. B. Thompson) 于 1830 4EPRIX FHA WAZ H (Polyzoa), 因为 

CESK. 在 此 以 前 , 研究 这 些 生 物 的 工作 人 员 称 写 为 象 动物 的 

植物 (Zoophytes 一 animal-like plants), MAA ERR, LRA. 

森森 和 爱 伦 伯 一 个 在 英国 ,一 个 在 德国 , 几乎 同时 得 到 同样 的 辐 果 , 都 

发 现 这 种 垂体 生物 的 每 个 个 体 都 有 一 套 完整 的 洽 化 系 航 , BO. A. 

ALPS, Abt, 就 上 衣 定 写 是 动物 而 不 是 植物 。 但 两 人 所 取 的 名 称 不 同 ， 

— ABH, —-TASHE, 何去何从 长 期 未 定 , 直到 现在 英国 的 动物 

学 家 及 古生物 学 家 称 之 为 重 虫 ， 而 欧洲 大 陆 和 其 他 各 国 的 学 者 都 称 之 

AH iF Bo | 
昔 伦 虫 都 生活 在 水 里 ,其 中 大 部 分 生活 在 海水 里 ,只 有 很 少 一 部 分 

生活 在 淡水 里 。 生 活 在 海水 中 的 昔 蓄 虫 可 附着 在 其 他 生物 的 外 碗 及 骨 

fob, URSA AL; 生活 在 淡水 里 的 都 附着 在 岩石 、 叶 片 、 朽 木 

或 某 些 动物 的 具 壳 上 。 这 样 看 来 所 有 昔 伦 虫 都 是 以 营 谍 栖 定 居 生 活 为 

主 ; 也 可 随 着 其 他 生物 一 起 球 光 或 移动 。 昔 伦 虫 适应 环境 的 能 力 很 强 ， 

不 葡 深 海 或 浅海 都 能 生活 , 自 海 岸 线 起 直到 深 达 35.500 米 的 海区 都 有 分 

布 , 在 热带 .温带 和 较 寒 疮 的 地 方 都 能 生存 。 但 以 比较 温暖 、 洁 静 或 稍 

带 泥 质 、 微 微 流 动 的 浅海 区 最 为 繁盛 。 淡水 里 的 苦 伦 虫 都 生活 在 江 、 

) 、 庆 泊 中 ,无 坚固 的 外 壳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次 侠 虫 都 是 由 个 体 组 成 的 生体 ， 所 有 个 体 都 是 由 无 性 分 裂 的 方式 

生成 的 ， 每 一 垂体 中 只 有 第 一 个 个 体 一 一 幼虫 一 一 才 是 由 有 性 生殖 的 

KAR ARBAB, BER BS 1 毫米 ,但 生体 的 大 小 不 

定 , 大 者 可 达 数 百 毫 米 , 小 者 只 有 1 一 2 BK 

将 侠 虫 在 生物 界 中 的 分 类 位 置 介 竺 花 很 久 , 长 期 未 得 解决 。 有 些 

学 者 [如 苏联 雅 可 甫 列 夫 (H. H. 多 koBreB)] WA A ae ASH eA 

. 2" te 



类 相似 ,应 属 蠕 形 动 物 门 ;有 的 学 者 [如 德国 捷 腹 尔 ( 区 . A. Zittel, 1894)] 

AA Bee MEISE eS FE RA. EK ASA KASS: 

WAADAA SR MSEES ATER EAT, AES A, x 

CRABS DM PRASZA—-ARERAD OMAN, BESRS 

者 都 认为 它 应 该 是 一 个 独立 的 门 , 至 于 和 蠕虫 类 PLR, MURS 

石 的 杀 符 关系 ,值得 今后 深入 研究 。 

GRE DPA RS AE BF (Fenestellidae ) Fil Fi) #2 & AE HF Acantho- 

cladiidae) WMA, FERIA Fenestella 和 树 形 笔 石 容易 混淆 。 但 笔 

石 的 每 一 梳 上 只 有 一 行 胞 管 、 枝 的 构造 简单 ， 始 部 常 具 蔡 及 根 状 构造 ， 

横 邦 很 少 或 完全 缺失。 而 窗 格 苦 信 虫 科 及 刺 板 苦 伦 虫 科 每 一 枝 上 和 至少 

有 两 行 虫 室 , 校 上 常 具 奉 线 、 毛 组 管 、 和 结核 或 附加 和 孔 等 构造 。 这 些 组 答 

不 其 在 枝 的 正面 或 反面 都 能 找到 。 枝 可 分 叉 , 又 能 合 代 ,在 分 叉 合 并 的 

地 区 常 加 粗 , 有 时 在 顶部 加 粗 。 一 般 横 枝 的 分 布 密 而 规则 , BA a Sa 
圆 形 、 圆 形 或 花 办 状 ,很 少 呈 四 方形 。 

部 分 枝 状 变 口 目 (Trepostomata) 和 床板 珊瑚 很 难 区 别 , 但 一 般 瑞 珊 

的 垂体 及 个 体 寺 大 ,个 体 的 形状 及 构造 变化 显著 , 体 壁 上 常 具 刺 和 乌 板 

等 组 徐 , 个 体 问 总 有 附属 器 官 。 而 昔 信 虫 的 垂体 及 个 体 较 小 ,个体 的 形 

状 及 构造 单一 , 体 壁 上 无 刺 , 和 鲜 板 相似 的 泡 状 板 很 少见 ;, 郎 使 存在 也 只 

有 一 行 , 且 常 分 布 在 虫 管 的 一 侧 。 个 体 闽 有 问 降 孔 及 刺 孔 等 附属 露 官 。 

枝 状 环 口 目 (《Cyclostomata) ANF HHI, 但 管 营 的 每 一 个 体 

Ab Sie ER HSS), REE, 构造 简单 ,开口 的 一 端 呈 圆 形 ,有 时 一 

个 管 葵 在 两 端 开 口 。 而 昔 伦 虫 的 虫 管 常 呈 绝 形 ， 粗 组 可 变 ， 其 中 常 具 

横 板 , 体 壁 有 厚薄 变化 ,常见 气孔 ,开口 一 端的 构造 比 管 莹 复杂 。 
ESE BAR ERE AE, BRE RAS ie EPI Ze Sl, GT A 

ARTE ASHEN, EA FE PERE ie BEI EPI AFF 

& me oh FE BASES 4 Hh BL, Fp A BY A SE , BI AEA 

AAT BERK HB, 中 生 代 起 又 出 现 了 一 个 新 目 。 现代 还 有 三 个 目 生 

活着 , 这 些 类 型 移 大 部 分 是 从 白垩 纪 开 始 形成 的 。 已 经 描写 过 的 苦 售 

虫 多 有 六 于 五 百 余 种 ,其 中 古生代 的 多 有 二 于 五 百 余 种 ,中 生 代 和 欧 有 一 

于 五 百 余 种 ,新 生 代 (包括 目前 还 生存 着 的 ) 区 有 二 千 五 百 余 种 。 



=, BRASS 

昔 华 虫 的 研究 已 有 四 百 多 年 的 历史 ,根据 过 去 的 研究 套 料 ,其 发 展 

过程 大 和 致 可 以 分 为 四 个 阶段 : 1554 年 到 1829 年 作为 第 一 阶段 ,在 这 二 

百 多 年 中 ,有 关 昔 入 虫 的 研究 春 料 很 少 , 所 知道 的 种 属 不 多 ; 第 二 阶段 
是 1830 年 至 1889 年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 先后 发 表 的 葵 广 很多， 有 一 些 重 

Rac; 第 三 阶段 从 1890 年 到 1927 年 ， 这 个 阶段 的 研究 方法 有 了 疏 

进 , 不 仅 注 意 邓 体外 形 , 而 且 还 研究 其 内 部 构造 , 研究 的 套 料 也 比较 系 

Ee; 1928 年 到 现在 为 第 四 阶段 ;本 阶段 研究 方法 变化 很 大 ,资料 的 系 黎 

性 很 强 , 在 研究 过 程 中 除 注意 内 部 和 外 部 构造 外 ,对 微 组 构造 和 种 间 关 

系 亦 特别 重 砚 。 

这 样 来 划分 研究 将令 虫 的 历史 阶段 是 以 一 些 重要 文献 的 出 版 作为 

依据 的 。 在 1830 年 以 前 , SHR SRE, 是 动物 还 是 植物 也 不 
清楚 。 自 陶 木 森 41830) 和 爱 伦 伯 (1831) 的 研究 成 果 出 版 之 后 , 才 确 定 

它 是 动物 。1890 年 划 为 第 三 阶段 的 开始 ,是 由 于 欧 瑞 克 (E. O. Ulrich) 

RBI RARE BB» SS, fh Fl Ae ae AAA SER ES 

BM ARH, MA Re SSR RAE, 1927 Ee SER 

(B. Il. HexopormeB) 的 < 古生代 窗 格 苦 令 虫 科 的 发 育 史 > 一 文 的 发 表 , 在 
研究 方法 上 又 有 了 新 的 发 展 ， 他 在 当时 已 注意 到 此 科 的 演化 趋向 和 属 

间 关 系 ,并 深入 分 析 生 活 环境 对 动物 性 的 影响 以 及 此 科 灭 亡 的 原因 , 故 

作为 第 四 阶段 的 开始 。 

兹 将 各 个 阶段 的 研究 情况 ,分 别 简要 的 氢 述 如 下 : 

第 一 阶段 (1554 一 1829) 

第 一 个 描写 蔡伦 虫 的 是 法 国医 生 朗 伐 菜 (Rondelet，1554)， 当 时 

她 将 一 种 在 现代 海洋 中 分 布 甚 广 的 Retepora 误 认 为 植物 ， 工 定名 为 

Giroflade, JAK, 依 姆 波 拉 托 (Imperato，1599) 在 其 < 自然 史 分 类 > 一 文 

FB 除 描述 了 Retepora 之 外 ,还 介绍 了 Frondipora, 当时 他 认为 这 些 生 

和 3 . 



OEM, AK, KABWMC/. Ellis, 1755) 发 表 < 坛 葵 现 瑚 > 时 也 讨 葵 
过 苦 花 虫 , 她 庆 为 这 是 一 种 植物 , 但 具有 动物 性 ,因此 , KASD’. 

是 介 于 动物 与 植物 之 间 的 一 种 生物 。 油 拉 斯 (Pallas，1766) 在 分 析 这 

些 生 物 时 ,也 同意 爱丽 和 的 观点 ,他 描述 了 两 类 昔 琵 虫 : 一 类 是 分 布 很 

广 的 Szy1oromzza， 另 一 类 是 生活 在 现代 海水 里 的 Escharag KEBRS 

收集 在 林 奈 (LinnE，1758) 的 < 自然 系 航 六 第 十 版 ) 一 书 中 。 

进入 十 九 世 和 纪 之 后 ,研究 苦 俯 虫 的 人 逐 洁 增多 ,如 弗 菜 明 CJ. Fle- 

ming)、 布 菜 和 维尔 (Blainville) 、 葛 尔 特 往 斯 (Goldfuss) 和 拉 姆 和 希 克 斯 CLa- 

mouroux) 等 在 1801 一 1829 年 间 先 后 都 便 描 述 过 许多 音信 虫 。 但 在 十 

Auth = + EZ, APRA DSH ERAS SHR A, 

xP Be) SEA SRR AEN eNO 

第 二 阶段 (1830 一 1889 ) 

在 陶 木 森 和 爱 伦 伯 先后 确定 这 类 生物 是 动物 之 后 ， 对 苦 伦 虫 的 分 

类 和 地 层 上 的 分 布 等 三 面 的 研究 就 有 了 很 大 的 发 展 ， 研 究 人 员 亦 大 有 

增加 ,有 成 就 的 专家 前 后 有 20 名 之 多 。 

英国 当时 以 勃 斯 克 (G. Busk) 和 万 因 (G. R. Vine) MARBK, BW 

斯 克 在 1852 一 1854 年 间 从 事 现代 昔 谷 虫 的 研究 ， 很 少 涉及 古代 的 标 

AX, tO A CCtenostomata) , $A E (Cyclostomata) #l/= O & (Cheilosto- 

mata) 这 三 个 名 称 就 是 他 建立 的 。 万 因 研 罕 英 国 石炭 纪 的 材料 (1881 一 

1890) ,描述 的 新 种 新 属 亦 很 多 ， 插 创建 隐 口 目 (Cryptostomata ) 一 名 。 

这 一 阶段 美国 研究 苦 蓄 虫 的 古生物 学 家 有 郝 尔 (J._ Hall) 和 欧 瑞 克 

So MARTE 1847 一 1887 年 间 前 后 发 表 了 十 八 篇 有 关 美 国 泥 从 纪 昔 谷 

Rac, Winds FE 1882 一 1884 连续 出 版 了 三 篇 “北美 古生代 昔 侮 

虫 >, 除 创建 了 许多 新 科 、 新 属 外 , 双 在 1882 年 提出 了 变 口 目 CTreposto- 

mata ) 一 名 。 

法 国 当 时 有 奥 别 尼 (A. D. d’Orbigny), 他 以 现代 环 口 目 作 为 主要 

研究 对 象 , 描述 的 春 料 (1847 一 1854) 几 平 占 环 口 目 总 属 数 的 1/4, 其 中 

有 新 属 85 个 。 

Fifi CW. Waagen，1885，1887) 是 最 早 研 究 亚洲 地 区 苦 伦 虫 的 学 

者 ;, 写 的 标本 都 乐 自 盐 岭 地 区 (Salt-Range) 的 石炭 系 及 二 泛 系 中 。 效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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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星 散 , 描 述 也 较 粗 略 ; 但 由 于 这 些 生物 生 的 区 域 性 特征 较 强 , 在 研究 

中 国 古 生 代 音信 虫 时 ,还 有 一 定 的 参考 价值 。 

在 此 期 间 俄 国 研究 苦 作 虫 的 有 开 士 林 (KeisepmaHr，1846)、 受 克 华 

ARE 〈9ixBarbx，1860) 、 戴 宝 斯 基 (〈Jy6ocgr 首 ，1879) Flee A AK 

(A. A. HUITYKea6epr，1886) 等 ;先后 研究 过 苏联 欧洲 部 分 蜀 古 生 代 的 

Se WRN BRS. 

第 三 阶段 (1890 一 1927 ) 

这 个 时 期 美国 的 学 者 作 了 不 少 工 作 ， 其 中 以 欧 瑞 克 的 贡献 最 大 。 

ts ESE «GA (CS AE TE 1890 年 出 版 ,当时 他 已 利用 苦 兢 虫 的 内 部 
构造 作为 鉴定 种 、 属 的 主要 依据 ,对 体 辟 上 的 部 分 微细 构造 浆 给 予 应 有 

的 注意 。 访 书 在 分 类 上 还 币 正 了 很 多 前 人 所 持 的 错误 观点 , ERR 

FEE hee AEH SE LEZ —o 

HES, S4244-(G. B. Simpson, 1894) 加 明 (E. R. Cumings, 1905, 

1915). 巴 斯 勒 (R. S. Bassler, 1906, 1911, 1923) EX MEM SeB 

TBA. SARAH SE, AREER EBD PRE SE TER KY 

分 布 规律 和 功能 等 都 做 了 不 少 研究 。 

在 英国 有 李 (G. W. Lee, 1912) FPG (S. F. Harmar, 1915, 

1923) 两 人 ,分 别 研 究 石 痰 纪 的 变 口 上 月 和 现代 海洋 中 的 展 口 目 。 瑞 典 的 

巴 格 (F. Borg，1926) 是 第 一 个 系 艇 研究 环 口 目 个 体 发 育 史 和 对 体 成 长 

规律 的 学 者 , 他 对 环 口 目 体 壁 的 微 组 构造 也 进行 了 研究 。 德国 捷 觅 尔 

(1894) $A EB MARE LRA ARNE 

Pr /ASE S ee ESA Lk i EE SE CM. A. ForxoBHdqHoBa ， 

1915、1926)、 阿 勃 利 可 索 夫 CC. T. A6puxocos, 1924), ME RK 

《1926)、 尼 基 福 洛 娃 (A. VW. Hggr 中 opoga，1926，1927) 和 利 哈 烈 夫 

(B. K. Jluxapes, 1926) 对 苏联 欧洲 部 分 晚 古 生 代 昔 全 虫 的 研究 都 有 

所 页 献 。 

第 四 阶段 (1928 一 现在 ) 

这 个 时 期 苦 叙 虫 的 研究 在 苏联 是 比较 活跃 的 。1928 EHEB MB RE 

虫 学 家 日 起 罗 了 晓 夫 的 “古生代 窗 格 苦 叙 虫 科 的 发 育 史 > 问世 ,之 后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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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著作 < 利用 微 组 构造 研究 窗 格 苦 玉 里 科 的 方法 %1933) 以 及 每 里 卡 - 

瘟 斯 切 连 科 (M. VW. Liyapra—Hectepeuko) 的 <“ 窗 格 昔 人 蕉 虫 科 的 演化 关 

系 > (1949) 和 “ 苦 太 虫 骨骼 微细 构造 的 功能 及 其 在 演化 和 地 层 上 的 意 

SL» (1949) SSF (EER HR SK RICHER AWE LAS SRS 

MAA Bis SANA al, eS ae LEE) STR 

在 这 个 阶段 研究 苦 蓄 虫 的 人 员 进 行 了 分 工 ， 有 的 专 站 研究 下 部 古 

生 界 的 材料 ,有 的 以 泥 丛 纪 苦 信 虫 作为 主要 研究 对 象 ,有 的 对 苏联 石 痰 

ACPI RACH AREER. 在 这 个 期 间 对 生态 学 、 形 态 学 和 分 类 学 

等 方面 都 提供 了 许多 可 贵 的 春 料 ， 昔 售 虫 的 地 层 价 值 随 着 研究 方法 的 

改进 也 大 大 地 提高 了 。 此 外 , 阿 斯 特 洛 娃 ([. 工 _ AcTpoga，1948,1959) 

和 莫 洛 佐 娃 ( 鳌 . II Moposopa, 1959, 1961) SH BRRMPREN S— 

些 和 修正 意见 。 

在 这 一 阶段 里 美国 巴 斯 勤 发 表 了 一 些 其 文 ,其 中 以 < 帝 旋 (Timor) 二 

友和 杞 将 鲜 虫 ?> 一 文 比 较 重 要 ， 另 外 他 还 作 了 一 些 辐 著 索 引 和 修正 工作 。 

此 外 ,邓肯 (H. Duncan, 1939), Mw (C. F. Deiss, 1932) MER it 

(A. H. McNair, 1937) GS BVtAweSe Hh, EAR. C. Moore, 1930, 

1944, 1953), Sanh (CM. K. Elias, 1944, 1945) Filet (CG. E. 

Condra, 1944, 1945) SERB ARMHNARRTE SASL. 值得 注 

ek A Ae BB PA REAL (1956 APA REAY «<FE RE TIN (Texas) PE ABoIK 

FAM) Fenestella>, SEAS Ree AMTH Ut J \+A RAZA. OO Fenestella 

AYA AS RHE ST ARB 418 P18 A A SRA EG EB 
WAX AIL AE US AE (J. Crockford) 91941 年 起 ,前 后 也 发 表 了 

Jie AKG # 3c, ie PAR ROKER WSD 

BAR LIGK RINK RAROKCSR RNA. 

PRR RAR St 

APE See MABE ea 1883 2 AEA (V. Rich- 

thofen) AY “中国 > 一 书 中 ， 标 本 经 开赛 尔 描 述 。 之 后 在 1913, 1920, 

1930, 1931 及 1933 年 虽然 陆 绪 有 些 报导 ,但 春 料 星 散 ,没有 系 航 。 由 于 

上 日 中 国 科学 事业 的 落后 ,这 些 春 料 纸 大 部 分 是 外 国人 和 采集 和 鉴定 的 。 只 

有 1933 年 所 报导 的 春 料 是 我 国 古生物 工作 者 乐 森 环 教 授 描 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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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 我 国 昔 信 虫 的 研究 工作 在 解放 前 可 以 谣 基 本 上 次 有 开展 。 解放 后 

随 着 大 规模 地 质 项 探 工作 的 开展 ,在 许多 地 区 , 如 黑龙 江 黑 台 、 广 西 横 

县 、 湖 南 郝 阳 新疆 、 甘 肃 和 青海 等 地 , 都 先后 发 现 了 很 多 苦 作 虫 化 石 ， 

POM ERM ERE, Baa ST RR 了 一 部 

To ERR Tc ait Aa i SH SH Ra BRL 



=. BRR 

(一 ) 个 体 的 形状 和 构造 

ge th SA AR (Bryozooid, Polyzooid 或 zooid )#4 BQ, —-“ 

个 体 都 包括 虫 体 (Polypide) 及 虫 室 (autopore BY zooecium) 两 部 分 。 虫 体 

是 个 体 有 生命 的 部 分 ,全 为 软体 。 各 类 蔡伦 虫 的 虫 体 的 构造 差别 不 大 。 

虫 室 是 个 体 的 骨骼 部 分 ,由 虫 体 分 泌 的 、 分 布 在 虫 体 的 外 围 ， 类别 不 同 

其 形状 和 构造 亦 不 一 样 , 它 在 分 类 学 上 的 价值 很 大 。 由 于 软体 不 能 保 

存 为 化 石 ， 所 以 古生物 工作 者 只 能 利用 由 鳃 质 组 成 的 虫 室 来 太 究 古代 

HN BF BB o 

WA EEL BR EATER AE BUT HT Po 

图 1. Bugula YATE RE 

(> Bik Say) 

|e: ee 

DARERIE MARTE, 

包括 各 类 功能 不 同 、 形 态 

复杂 的 嚣 官 〈 图 1 2)5 一 

般 大 小 都 不 超过 1 毫米 ; 

分 布 在 虫 体 中 央 上 方 的 洽 

化 器 官 是 最 重要 的 组 答 。 

消化 器 官 呈 U 形 ， 包 括 口 

(mouth), & 34#(esophagus), 

Fi (stomach) ,f# Cintestine) 

和 肛门 (anus)。 口 和 肛门 

的 位 置 非常 邻近 ， 分 布 于 

虫 体 的 顶端 ， 回 外 开口 o 

Amer, mre 

央 ， 在 胃壁 下 部 有 索 肌 



图 2. 虫 体内 和 缩 后 的 个 体 构 造 
〈 抄 自 波 洛 堆 ) 

图 3. Lophopus 个 体 顶 端的 构造 
( 抄 自 阿尔 受 ) 

a. 触手 ，b. 2820, c. HFK, d. iB, ec. 内 塞 壁 ，f. 

神 轻 节 ， g. 和 触手 环 相 接 的 神经 杆 雁 ，h. SRE 
手 环 的 肌 秆 维 ，i. 肛门 ，!. RMR AEAL, k. 口 

(funicles) 和 虫 体 的 体 壁 相 

连接 。 OGRA We 

Clip 或 epistome) 的 保护 组 

FBX o 

FE BSE Fl ae —- BY 
FE ESTE YY th F tentacle, 图 

1—4 ) PTE, PhRFpzs, 

FAR TEA BE Abe TR HEL a HS 

成 ， 表 面 有 外 和 组 胞 层 ， 形 

(DiI. TESA RRR 

面 还 有 很 多 组 长 的 好 毛 

(cilia)o 一 当 虫 体 上 方 出 露 

在 虫 体外 部 时 ， 铀 手 在 水 

中 不 断 运动 ， 而 轩 毛 的 振 

动 比 钥 手 更 快 ， 促 使 很 小 

MAE My ARE SS SHE 

内 作为 食料 。 如 不 需 食料 

或 遇 外 敌 时 ， 虫 体 上 方 即 

完全 纶 到 虫 室 里 面 。 有 隐 

wee RF AY GAR FS eR fa =F BR 
(tentacle sheath) #5 HAE 

(cavity sheath) 7 FA BAIA 

ves= 

WwW 

YIN lies 

4. 鲁 手 的 构造 

( 抄 自 辛 普 生 ) 



端 表面 的 膜 状 壁 组 成 的 。 伍 手 除 摆 取 食物 和 扫除 停滞 在 口 和 肛门 附近 

的 浴 泥 外 ,还 能 驱逐 外 敌 。 皮 膜 状 的 触手 上 有 无 数 气孔 可 作 呼 吸 器 官 。 

因此 ,和 钥 手 有 保护 作用 ,同时 也 有 了 呼吸 作用 。 

fo F JES BB Fl 2B PK PRIS FAS Lei HES Uk SRA A, 称 触手 

环 (lophophore)。 钥 手 环 实际 上 就 是 蚀 手 的 底盘 , SERS RT fe 

手 环 呈 马 踊 形 的 若虫 都 生活 在 淡水 里 ,骨骼 不 具 硬 壳 ,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口 位 于 钥 手 环 的 中 央 , 肛 门 分 布 在 鲁 手 环 的 内 部 或 外 面 。 

SEDAAV RABE S , 但 有 相当 简单 的 神经 组 绫 。 在 口 和 
肛门 之 间 、 虫 体 顶 端 体 壁 的 下 面 有 一 很 小 的 、 呈 砍 球形 的 神经 节 (nerve 
ganglin ,图 3f) ,从 神经 节 上 分 出 很 多 竹 和 线形 的 神经 轩 维 (nerve filament, 

图 3g)。 这 些 神 经 秆 和 维 分 别 和 所 有 的 鲁 手 底部 以 及 各 种 肌肉 等 组 徐 相 

连接 。 通过 神经 节 及 神经 轩 维 来 调节 各 类 肌肉 , 使 其 伸 纵 或 使 杀手 活 

动 , 是 控制 虫 体 活动 的 唯一 中 枢机 构 。 

虫 体 中 有 上 比 静 发 育 的 肌肉 组 徐 ( 图 1 一 3)o。 MIB BSBA AES 

壁 之 间 的 一 对 人 字形 肌肉 , 称 索 肌 , 非常 粗壮 , 其 功能 是 推动 虫 体 的 上 

方 外 伸 ;, 故 属 伸 长 肌 。 在 口 和 底 壁 之 间 一 般 有 两 对 肌肉 ,是 虫 体 中 最 长 

的 肌肉 , 它 的 功能 是 收缩 虫 体 的 外 伸 部 分 , 故 称 适 肌 (retractor muscles), 

除 这 两 类 肌肉 之 外 ,其 他 肌肉 都 很 短小 ,全 部 分 布 在 口 的 附近 。 

FA ARERR, AR 72 7K BE (compensatrix, compensa- 

tion sac 或 ascus, 图 5) IWR. SPIER, RAO. FO aie FT 

和 虫 室 的 室 口 合 在 一 起 , 亦 可 分 布 在 室 口 的 后 方 。 平衡 水 喜 的 下 部 有 

DO ERK 
20h i wee uo 

图 5. 小 孔 亚 目的 个 体 构 造 ( 包 括 4 SSE) “〈 抄 自 巴 斯 勒 ) 



无 数 肌 秆 和 维 , 和 鞘 腔 的 体 壁 相连 接 。 当 平 衡水 赛 充 满 海 水 时 即 挤 压 虫 

体 上 方 外 伸 , 当 虫 体 内 缩 后 ,平衡 水 宫 中 的 水 即 破 排出 。 因此 , ERA 

能 和 索 肌 一 样 ,是 推动 虫 体 上 方 外 伸 的 一 类 组 徐 。 

虫 体 体 腔 中 的 空隙 部 分 ， 充 满 着 无 色 液 体 ， 称 体腔 液 〈Perigastric 

fluid)s 体腔 液 中 还 有 一 些 粒 状 钥 徐 , 是 将 太 虫 的 循环 需 官 。 这 些 液体 

在 体腔 中 不 断 流 动 , 进 行 新 陈 代谢 作用 。 

昔 入 虫 有 有 性 生殖 和 无 性 生殖 的 区 别 ;, 两 性 可 以 生 在 同一 体内 ,也 

可 生 在 不 同 的 个 体 里 。 每 一 个 体 在 索 肌 的 中 央 部 分 都 有 移 丸 (testis ) ， 

种 聚 成 葡萄 状 。 如 果 是 雌雄 同体 ， 卵 梨 (ovary) 就 分 布 在 虫 体 中 央 部 分 

的 体 壁 上 , 亦 就 是 在 胃壁 膨大 部 分 的 附近 。 当 精 和 胞 成 熟 后 离开 索 肌 ， 
随 体 腔 液 流动 , 遇 着 卵细胞 即 受 精 。 受 精 卵 在 母体 中 发 育 形 成 幼虫 后 ， 

才 离 开 母 体 自行 生长 和 活动 。 如 果 是 雌雄 异体 ， 卵 梨 期 分 布 于 卵 胞 

Covicell 或 ooecium ) 或 卵 赛 (gonoecium 或 gonozooecium) 中 (图 1,5), 

当 个 体 中 的 精子 成 熟 后 ,自行 离开 母体 ,在 卵 胞 的 贱 卵 室 中 发 育成 长 。 

KEK EDA Gee BE TAKAKO it 

HB, Hh (RAD Jee] HARE AE (periodic degenera- 

tion) 现象 , KAI Mee R a. 

TB ART AT BEATA ERE 

FUG AE ATS, JSR RYE Bh AN BB BES 

Sze, AAs aoe Be HK 

PRED BAR PY FL, SRLS SE FlK 

PRBS IS TS Sty, WR HB £4 (KR (brown AOFOWE 6. BHF RRER Bh 
body, 图 6)。 神 色 体 呈 团 块 状 、 葡 萄 状 或 道 附 近 的 神色 体 (B 为 A 的 反面 ) 

霄 状 , 常 两 两 相聚 , 成 对 生长 , 有 时 亦 可 GDB Fire) 

以 有 很 多 神色 体 聚 在 一 起 。 化 石 标 本 中 亦 能 见 到 神色 体 , 但 机 会 很 少 ， 

只 在 个 别 类 型 中 偶尔 存在 (图 12b)。 

Zr 

虫 室 双 名 虫 房 (zooecial chamber), 因 常 呈 管 状 , 亦 称 虫 管 (zooecial 

tube)。 虫 室 除 管状 者 外 , TI AHAIE RIG ERE SS, ARRIBA, 直径 

. 7 



所 , 亦 是 软体 的 外 壳 部 分 。 虫 室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一般 都 可 分 为 未 成 熟 期 ， 

(immature stage) FI EQ2AHA (mature stage) 两 个 阶段 。 这 两 个 阶段 所 形 

成 的 体 壁 的 构造 及 虫 室 的 形状 有 所 不 同 , 所 以 容易 区 别 。 

体 壁 (zooccial wall) 的 租 徐 和 种 类 虫 室 的 壁 称 体 壁 ;有 钙 质 的 、 
角质 的 或 几 丁 质 的 ， 在 大 部 分 种 属 中 这 三 种 成 分 同时 存在 ， 少 数 类 型 

则 人 缺乏 俩 质 。 体 壁 一 般 可 分 为 四 层 〈 图 7): 最 外 面 的 一 层 称 角 质 表 皮 

(culticle) , 此 层 极 薄 , 一 般 不 易 保 存 为 化 石 , 只 

分 布 在 临近 对 体 表 面 的 虫 室 之 表面 。 在 虫 室 

和 虫 室 之 间 的 体 壁 上 没有 这 层 体 壁 ， 都 是 生 

体 壁 。 分 布 在 角质 表皮 内 部 的 是 辆 质 层 (cal- 

careous layer) ,这 是 虫 室 最 主要 的 、 也 是 最 厚 

的 一 层 体 壁 ,能 成 个 体 体 壁 , 亦 能 成 雁 休 体 壁 ， 
一 般 能 保存 为 化 石 的 也 只 有 这 一 层 。 它 由 多 

状 钙 质 体 加 角质 颗粒 胶 知 而 成 迭 复 的 网 格 

图 7. 麦 示 体 壁 的 组 织 “” 状 。 本 文 以 后 讨 葵 各 种 体 壁 的 组 徐 及 形状 都 

(PRA SHRM) 。 指 这 层 体 壁 而 言 。 第 三 层 称 外 表层 (ectodermj*， 
ES AJL) BHM, 但 每 一 几 丁 质 颗粒 的 中 心 都 有 俩 质 核心 。 外 表层 

只 一 层 ， 不 散 从 虫 室 的 锥 切面 或 横 切 面 上 观察 都 呈 串 珠 状 。 第 四 层 称 

中 表层 (mesoderm)， 和 虫 体 紧 密 相 连 ， 由 很 RE 

WA, ABA ka PORES A A——__ PRE 

组 胞 (mesoderm cell) Fl f§ TERR ARETE 

由 于 外 表层 和 中 表层 都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内 部 ， 

紧邻 虫 体 , 所 以 是 个 体 体 壁 。 这 两 层 体 壁 的 成 

分 以 角质 为 主 , 贸 质 灵 之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体 壁 在 虫 室 的 不 同 部 分 ， 写 的 形状 和 构 

造 也 是 不 同 的 。 分 布 于 虫 室 前 端 部 分 的 体 辟 
称 前 壁 (anterior wall 或 frontal wall ) ,位 于 虫 

室 底 部 的 称 底 壁 (proximal wall) ,分 布 在 虫 室 

顶端 的 称 顶 壁 \distal wall), 虫 室 之 间 的 称 问 

壁 (intermediate wall), 其 中 以 顶 壁 和 间 壁 较 薄 、 图 8. 虫 室 体 壁 的 名 称 

* 生物 学 上 称 外 胚层 ,中 胚层 。 

©» 12. 



构造 简单 ,前 壁 和 底 壁 较 厚 ,构造 复杂 (图 8)。 

RABOO 220 

‘ Sr a ee ae, GOEL EE a 
pat Roshan e RSE 
ESS ene OO 

th 9. SoORK 

=O (aperture, 图 9,10) 是 

囊 室 的 开口 部 分 ， 亦 是 虫 体 册 人 的 

通道 。 一 般 位 于 虫 室 的 顶端 或 前 

方 ; 大 部 呈 贺 形 至 多 边 形 ,形状 比 虫 

Ste Bh. FEO aA REE 

上 ,有 时 见 月 牙 形 的 月 牙 构 造 (luna- 

rium), 月 牙 构 造 的 厚度 可 以 和 室 

日 其 他 部 分 的 体 壁 厚薄 一 致 ， 有 时 

也 本 加 厚 , 能 微微 突出 于 室 口 表面 ， 

亦 可 和 室 口 壁 的 厚度 完全 一 致 。 当 

AAR AN, FP BNA 

室内 部 形成 假 隔 板 (pseudoseptum ) , 

将 虫 室 分 为 三 支 。 月 牙 构 造 只 在 古 

生 代 立信 虫 里 才能 找到 ， 它 的 功能 

ERR 月 条 过 

af ERS hy 

图 10. SORE 

还 不 清楚 ,可 能 和 钥 手 的 运动 有 关 。 在 室 口 的 外 围 ; 有 时 有 一 印 质 的 环 状 

和 组 徐 , 称 口 围 (peristome)。 写 可 微微 突出 于 硬 体 表面 ， 亦 可 微 癌 内 止 ， 

是 加 固 室 口 的 一 类 附属 组 徐 , 可 以 和 月 牙 构 造 共 生 , 但 分 布 范围 比 月 牙 

构造 更 为 广泛 。 口 围 上 偶尔 有 刺 , 称 口 刺 (peristomic spine)， 有 时 亦 有 

e 13 。 



— 

和 结核 , 称 口 围 和 结核 (peristomic node, HF Jaut), ARO BAAS © 

保护 器 官 。 口 刺 大 部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只 在 其 生长 的 地 方 留 有 痕迹 。 
室 口 的 形状 和 构造 从 分 类 来 属 , 是 定 目的 主要 依据 。 虫 室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分 布 规律 及 其 附属 构造 (月 牙 构造 、 口 围 、 口 围 缚 核 ) 又 是 决定 
种 、 属 的 主要 因素 。 

口 善 (operculum, Fj 11) 由 口 盖 肌 和 虫 室 相 连 ， 分 布 在 室 口 

的 表面 , 亦 可 微 向 内 伟 。 各 属 苦 花 虫口 
O Q C\ sernenx reer, ame 

TR ROPE. HBR S , 横 切 

© O HAR Sasser (AFA SM SERA 9 

“Tf 口 盖 钙 质 或 角质 ,中 心 和 常 有 黑色 斑点 ， 

内 Sa Mrs 很 少 有 穿孔 的 。 口 盖 上 有 时 有 隔 板 ， 

\ NY 

BRERA A Gh Hh eo 

=} 

隔 板 的 数量 不 同 , 多 时 可 达 15 个 , 少 

时 为 2 一 3 个 , 亦 可 完全 缺失 。 在 隔 板 

之 间 常 有 气孔 ， 其 形状 和 体 壁 上 的 一 

致 。 当 虫 体 藏 于 虫 室 中 口 盖 闭合 时 ， 

Y Q VEL Kh ar'E TE Ao 

408 (aa See aA ae, (AO 
AABORRARE. KOBATRE 

较 长 , 虫 体内 和 缩 时 ,表面 有 顶 膜 〈distal 

membranacea 或 terminal membranacea, 

图 31, 52) 保 护 , 故 一 般 都 无 口 盖 。 动 

物 死亡 后 , 口 盖 肌 腐烂 , 口 盖 与 虫 室 容 

BAA, 不 能 同时 保存 为 化 石 。 当 两 

PR ne ery 者 生 在 一 起 时 ,有 一 定 的 分 类 价值 。 
横 板 (diaphragm, A] 12d, d’) Fi — PPT BRD AT BATE 

TRADE FUP TAs HOFER AA AERA LID KELR. EMBO Ra 

FE— Ag es LP Al oR Se BR BE AEB (A LR ETE A SE 

35 A 1A, FIRE TE 2 , OR PY BESS ; AT, 亦 可 略 向 内 或 向 外 弯曲 , 是 长 

PR i LAR, PIER NRA PRM RA 

ee 14 。 



一 

方式 。 这 些 特 殊 横 板 称 欢 生 横 板 (heterophragm, 图 13): 包括 穿孔 横 板 

(perforated-diaphragm ), "fH 

(hemiphragm) 和 漏斗 形 横 板 
(funeral-diaphragm) =Fh, 

孔 横 板 是 在 横 板 的 中 央 部 分 有 

一 孔 , 故 名 。 如 和 穿孔 横 板 的 中 
克 向 内 四 形成 漏斗 状 时 朗 称 漏 
千 形 横 板 。 如 横 板 不 完整 只 发 

育 了 一 部 分 则 称 咎 横 板 。 横 板 

AIK AeA AEG ARS EB 

的 虫 管 中 才 有 ， 其 功能 还 不 清 

楚 。 它 只 分 布 在 管状 虫 室 中 ， 

在 很 短 的 或 梨 形 虫 管 中 很 少见 

到 。 iE DPRK, FRE 

多 ; 体 壁 念 厚 , TARR ; 在 体 

壁 加 厚 的 地 方 , 横 板 特别 集中 。 

在 两 相 邻 横 板 之 间 的 虫 管 中 侦 

图 12. SOR BS Shae Me xX 52) 

〈 抄 自 加 明 与 盖 洛 威 ) 
p 泡 状 板 ，d 及 d 横 板 ，b 神色 体 ，ml 虫 室 始 映 

尔 还 能 见 到 神色 体 。 有 人 根据 这 些 壮 料 截 为 横 板 是 虫 体 的 炮 时 底板 。 

虫 体 的 底 壁 都 临时 固 千 在 最 顶部 的 一 个 横 板 上 。 虫 室 中 多 一 个 横 板 ， 

即 发 明 虫 体 多 了 一 个 发 育 阶段 。 横 板 的 发 育 程 度 和 分 布 规律 可 作 定 种 

的 参考 , 灵 生 横 板 的 特性 是 鉴定 种 、 属 的 主要 依据 。 

个 横 板 穿孔 横 板 漏斗 横 板 

图 13.” 变 口 目 虫 管 中 的 各 种 次 生 横 板 

泡 状 板 (cystiphragm ,图 12p) 。 这 种 租 伶 只 在 少数 古生代 兰花 昌 
se。 15 。 



中 才能 找到 ， 有 有 时 只 | 

图 14. ZO BERRA 

(SU x 65) 

(2B MWS RAR) 

壁 上 ,有 时 虫 管 的 两 便 都 有 ,一 般 只 

—AT , BGR , THAR, Be oe 

板 。 泡 状 板 的 功能 还 不 请 楚 , 有 人 (如 

欧 瑞 克 ) 於 为 这 是 一 种 卵 胞 ,但 因 泡 状 

板 上 无 孔 , 大 小 和 形状 变化 很 大 ;数量 

很 多 ,是 卵 胞 的 可 能 性 很 少 ;很 多 人 赤 

为 这 是 一 类 支撑 构造 。 因 为 虫 室 在 进 

入 成 熟 期 后 ,生长 速度 加 快 , 生 长 空 疝 

立 妇 扩大 ， 而 成 年 期 虫 体 双 能 大 量 分 

泌 钙 质 , 故 以 这 类 和 粗 线 来 充填 空降 ; 支 

撑 虫 体 。 

泡 状 板 在 分 类 上 的 价值 也 是 很 大 

的 ， 它 的 存在 与 否 可 作 定 科 的 侠 据 。 
ERT, KARA ESE 

种 、 属 的 一 个 依据 。 
Ri] (spine, Al 14 #15) 在 部 分 

os Hef AS a a A TD oh 
AEA, AMER EARS RSE PEA, PRP at Bo 

<P [ti (hemiseptum) 

分 上 和 盾 隔 板 Csuperior hemi- 

septum) 和 下 和 牛 隔 板 (inferior 

hemiseptum) 都 分 布 在 梨 形 虫 

室 的 室 口 附近 (图 16). EF 

隔 板 自体 壁 向 上 生长 ; 下 后 

隔 板 自体 壁 向 下 生长 ; 和 体 

壁 多 直 交 ， 是 许多 隐 口 目 份 

子 的 特征 。 盾 隅 板 的 功能 还 

不 清楚 。 上 个 隅 板 可 能 是 一 

SE Pe Hie fh SF HP AY Fa PS 

道 。 因 为 隐 口 目次 有 平衡 水 

» 16 ° 

shout X 287 

Ais. 变 口 目 虫 管 中 的 刺 

(> B mW SA RO 

横 切 面 X 287 



堵 和 柔软 的 前 膜 , 钥 手 运动 依靠 两 组 短 的 肌肉 。 这 些 肌 肉 的 一 端 很 可 

能 即 固 千 在 上 第 隔 板 上 。 下 牛 隔 板 可 能 是 和 口 盖 相连 的 部 分 , 也 是 固 
定 口 盖 肌 的 地 方 。 在 一 般 情况 下 ,下 千 隔 板 比 上 盾 隔 板 常见 ,但 亦 可 共 

生 。 它 的 存在 与 否 及 发 育 过 程 可 作 定 种 的 参考 。 

外 室 (vestibule, 图 16v) 。 是 室 口 顶 疯 的 延伸 部 分 , 呈 空 管状 ,长 
GARE, fe) SBE 

SII. “ERMTERARK/ ME 

一 般 情 况 下 和 宝 口 完全 一 

KX. Alb, HEAR 

面 的 开口 常 称 假 室 口 。 外 

宇 是 苦 群 虫 中 很 常见 的 一 

类 和 组 徐 ,但 不 是 所 有 的 种 、 

属 都 很 显著 。 短 梨 形 的 虫 

坚 ,其 外 室 比较 发 育 ,长 管 ”。 图 16. Rhinidictya HE, FERRE 

RAAB, BEN CS ap. #01, fap. SO, v. 外 室 ，z. HS, 

ft, PSE PEE OOM ERIE ir es ee ee 
SESE PRE AE HH FAT ZR 

外 室 可 作为 虫 室 的 一 部 分 看 待 ,是 个 体 进入 老年 期 后 的 保护 器 官 ， 

在 动物 活动 期 间 , 其 中 并 无 任何 软体 组 徐 , 只 是 加 长 了 虫 体 和 硬 体 表面 

PER ES FDO) 了 虫 室 的 坚强 性 , 以 免 虫 体 遭 受 外 敌 的 侵 痿 。 有 些 种 、 

属 的 外 室 特 别 发 育 , 最 后 可 将 虫 室 的 开口 客 全 封闭 , 虫 体 在 其 中 由 休眠 

状态 趋向 死亡 ,尸体 不 致 破 其 他 生物 所 吞食 。 

(=) 次 生 虫 二 的 构造 和 特征 

营 侠 虫 的 垂体 除 由 许多 个 体 组 成 之 处 ， 其 中 还 有 一 些 具 有 特殊 功 

能 的 变态 人 个体, 这些 变态 个 体 的 骨骼 称 欢 生 虫 室 (heterozooecium )。 Fk 

据 人 千里 卡 - 章 斯 切 连 科 的 意见 , 欢 生 虫 室 可 分 为 三 类 : 

fall #2 38 (nanozooecium ) ,构造 和 虫 室 相 似 , aE HH SS AB BCA, FES PR 

中 的 数量 可 多 可 少 , 亦 可 和 虫 室 的 数目 一 致 , 比 虫 室 的 形状 矮小 ,微克 

构造 也 比较 简单 。 副 虫 室 的 功能 还 不 清楚 ,但 不 是 性 器 官 , 成 营养 器 官 

的 机 会 也 不 多 。 



再 生 虫 室 (rezooecium)， 由 副 虫 室 释 续 发 育 而 成 ， 其 中 疙 有 任何 堪 

官 ,形状 和 虫 室 相似 ,大 概 是 保护 圳 官 。 

新 虫 室 (kenozooecium )， 是 一 类 室内 无 肌肉 、 室 口上 无 口 凑 的 变态 

虫 室 ,在 现代 环 口 目 中 最 常见 ,可 能 亦 是 保护 才 官 。 

昔 任 虫 的 次 生 虫 室 类 型 很 多 ,功能 各 异 , 不 拟 一 一 人 诈 述 。 仅 就 最 和 

见 的 几 种 欢 生 虫 室 介 各 如 下 : 

fai Bi FL (mesopore, 图 17 ) fei BR SL 2K al Se ,在 古生代 的 标 

ZR SL, AH SACRA 

形 , 形状 比 虫 室 小 。 体 壁 的 构造 

基本 上 和 虫 室 一 致 ， 但 片 状 组 稚 

RASS, BMRB 

发 育 。 间 降 孔 中 可 具 横 板 , 数量 

常 比 虫 室 多 。 对 体 中 间隙 孔 的 数 

量 可 多 可 少 , 亦 可 和 虫 室 数 一 致 ， 

常 分 布 在 虫 室 之 间 ， 在 虫 室 的 交 

角 附 近 比 较 集 中 ， 大 部 在 生体 进 

及 成 年 期 后 才 开 始 形成 ， 在 未 成 

图 17. 熟 期 偶尔 也 可 出 现 。 
kn 下 xO Se RM he BRL 

Sh, BBE, 形状 和 大 小 与 变 口 目的 刺 孔 相仿 。 因 此 , 许多 专家 在 

过 去 很 长 一 段 时 期 里 都 误 於 作 刺 孔 。 如 Phaenopora (Kl 18a) 和 Stzre- 

blotrypa (El 18b) 都 有 这 类 特殊 的 构造 , 呈 

锥 向 分 布 在 两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 i 

we iil iegeSL 

| a 

BAC me ABZ A SL, Alt, ERY 

功能 还 不 清楚 。 很 多 专家 座 为 环 口 目 和 变 i 
Fal | 

DB Af Be FL a SR AC FA AY Be wl OP 

胞 ， 隐 口 目的 间隙 孔 旭 为 孵 胞 或 保护 器 官 站 se ay 
BEE 从 , CEO 

(E45 0 Bb Ay RCA AY ob ne uh Sai x Ais. 隆 口 目的 间隙 乱 E 有 时 和 间隙 孔 很 难 分 辨 ， 但 两 者 确实 不 。 ph gwen guMnBeT 
同 。 AS BCFA AY Hh SS RA FR AD 形状 和 虫 室 b.- Streblotrypa 的 室 口 和 间隙 妃 

°e 18 e 

CN ee - 



初期 阶段 形成 的 横 切 面 是 一 致 的 , 且 在 生体 中 的 数量 很 少 ,而 这 些 特征 

在 间隙 孔 中 是 相当 少见 的 。 

半 降 和 孔 的 形状 、 大 小 及 分 布 规律 是 鉴定 种 、 属 的 主要 傅 据 ,如 上 所 

it Phaenopora 和 Sireplotzypa， 就 是 根据 间隙 孔 的 分 布 特征 从 其 他 属 

中 分 出 来 的 。 

刺 孔 (acanthopore， 图 17) 也 是 一 类 副 虫 室 ， 形 状 比 间 降 孔 小 ， 

在 隐 口 目 和 变 口 目 中 最 为 常见 , 呈 中 空 图 管状 或 黑色 斑点 状 , 只 分 布 在 
成 熟 带 的 体 壁 上, 常 分 布 在 虫 室 或 间 降 和 孔 的 交角 附近 。 IFLR Ae 

板 ;, 亦 无 其 他 附属 组 徐 , 体 壁 大 都 呈 显 著 的 片 状 , 常 突出 于 虫 室 表 面 。 有 

时 在 同一 标本 上 有 两 种 不 同 大 小 的 刺 孔 ， 称 大 刺 孔 (megacanthopore) 和 

小 刺 孔 (micracanthopore)。 刺 孔 的 功能 也 不 清楚 ,可 能 是 刺 、 也 可 能 是 

和 筷 头 器 或 鞭 器 等 组 徐 相 当 的 器 官 匹 迹 。 刺 孔 的 形状 、 大 小 及 分 布 规 

律 是 定 种 的 依据 之 一 :有 时 亦 可 作为 定 属 的 参考 (如 Megacanthopora 和 

Micracanthopora 等 )。 

Rusk ar (avicularium, FJ 19) 分 布 在 虫 室 之 间或 虫 室 上 面 的 小 

支架 上 。 形 状 极 似 和 饥 头 , 比 虫 室 小 , 体 壁 除 局 部 可 有 和 合 质 组 成 外 , 均 为 

膜 状 体 ,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仅 在 其 生长 处 有 央 刺 状 小 孔 羽 留 ( 图 41,42)， 

图 19. BA kasi 

( 抄 自 舒 洛克 与 童 豪 富 ) 

A. tRH#tA DH BLE. OB. Secrupocellaria Kh BA. C 一 F. 且 口 羡 的 虫 室 

变 成 龟头 器 的 进化 示意 图 。 G.Bzcel1laxza 的 高 头 器 。 

e 19 e 



4 

这 些小 孔 的 形状 和 变 口 目 及 隐 口 目的 刺 孔 相似 。 

岛 头 器 从 事 营 养 加 工 且 有 保护 作用 ,由 红 骨 (mandible)、 鸣 部 (bealk)、 

“ER (head) RAZA (penducle ) ArH. 主 房 是 马 头 喜 最 主要 的 部 分 , 底 

部 有 肉 苍 和 虫 室 相连 接 , ANAARK, 主 房 底部 直 靶 固 和 糊 在 虫 室 上 。 

主 房 体腔 中 有 两 对 肌肉 称 虹 骨 肌 , 其 中 一 对 为 顷 肌 , AMAL; 

这 两 对 肌肉 都 呈 圆 锥 状 , 志 宽 大 的 一 端 固 知 在 主 房 的 前 壁 上 , 收 敏 的 一 

Yio AUF SA A Be, FAR EO MMe a, BASE ERY 

FTA, AERA MSAFE KARE EG IMP EBD  e 

室 口 前 壁 的 变态 嚣 官 。 篇 头 器 也 有 角质 或 钙 盾 的 前 膜 , 内 部 还 有 部 分 

AR AVE Siar BSR, 因此 筷 头 器 是 由 苦 谷 虫 个 体 变 成 的 。 由 

于 局 头 器 内 还 有 部 分 营养 器 官 ， 所 以 除 持 取 食 料 外 ， 还 能 洽 化 部 分 食 

Bo UES, BABAR EAM REA. 它 能 抓 住 和 驱逐 邻近 时 

体 顶 端的 小 生物 〈 如 里 壳 虫 .胭脂 虫 )。 PE has EAS 

造 差 别 不 大 ,但 疆 骨 的 类 型 很 多 (图 20)， 它 在 鉴定 种 、 属 时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价值 。 此 外 , 纪 头 器 的 分 布 规律 在 分 类 上 也 有 很 高 的 价值 。 

图 20: BA BABHN ABA 

(Pa wy) 
A. Saricornaria, B—D. 各 类 Retepora, E,F. 两 种 Flustramorpha, G—J. $ 

GE HATE BS eA BSLSEAGA. «OK, L. Adeona, M—Q. 数 种 Cellepora, 

Whar (vibracula , 图 21) 体 壁 角质 或 钙 质 ， 成 长 组 带 状 ,体腔 内 

Ware AS R(t, 但 遗 形 器 官 偶 尔 还 能 见 及 。 由 肌肉 使 其 作 超 伏 运 

ee 20 。 



动 ， 吓 退 或 扫除 临近 对 体 表面 各 部 ， 

分 的 动物 , 故 属 保护 器 官 。 ED 

保存 为 化 石 ， 只 在 其 生长 的 地 方才 

有 痕迹 可 寻 。 一 般 可 作 定 种 的 标 

准 , 个 别 情 况 下 可 作 定 属 的 依据 (如 

JiBrcace11c )。 

HD Be Ray Al PRP 网 (carinal node 

或 keel node 和 superstruture, 

32) FH RE RK eR HR AY BE 

余 构 造 , 其 功能 和 刺 一 致 ;但 写 的 构 

造 比 一 般 刺 孔 复杂 。 中 息 和 结核 的 大 eae ae 

小 在 生长 过 程 中 常 是 逐步 增 大 ， 形 站 图 21. sree 
状 一 般 亦 由 简单 趋向 复杂 。 横 切 面 ( 抄 自 杏 克 斯 ) 

呈 转 管状 、 瘤 状 、 属 豆 状 、 透 镁 状 或 A. Scrupocellaria MBER, B,C. AE 

BR, FREER RAL A RIFLE ”长 在 Marstigophora RERS Lise 
著 , SG Ree PSNR, AERA AB RA AIEY 

cos p ity AY RR rH (carina 或 kell, 

将 于 后 述 ) Eo ER 

形状 、 大 小 及 分 布 规 

tye wee 

Se: 
> 

了 大 了 rn 

ees Te 
Sm 

3x -_ C4 i LA 

bw TS Mi MY EAN ee) 

ayy be 0 Se 

Wy a) 要 依据。 
c]q WY ¥ hOB ARES 

| ude ae BS Bie AS IE 
图 22. BERS RAUERIEA fe BT A if 
a Ra Ape”) 附 有 一 层 网 格 状 骨 

骼 。 从 表面 看 ,这 层 骨 骼 很 象 虫 室 的 体 壁 ,其 中 的 空 管 很 似 虫 室 。 辐 内 

延伸 这 类 空 管 的 形状 逐步 变 小 ， 其 更 深 处 有 中 入 和 结核 或 中 科 ; 也 就 是 

瑶 , 这 种 网 状 组 线 由 中 毯 及 中 毯 和 结核 支撑 着 。 硬 体 中 的 其 他 器 官 , 包 括 

Hh BK SER RUE PT Bie, EAS DEAS EMA, 

PREADRRRAWKEF RIE. BAESCA eA eB 

ATR. RETAKE BAS BAR AEE AR EPR IPE, 所 以 称 保 

2 BA ; CHa AS ZS, Eh Be RAY LE EB te EH SE 

° 21 e 



口 围 结 核 (图 23) 0 旦 中 空 图 管状 , 直径 一 般 仅 数 微米 , 最 大 不 
超过 25 微米 ,分 布 在 室 口 的 口 _ 

Ae 围 上 , I PARER(RH. 其 功能 

6° ”和 刺 一 致 ,也 是 一 类 保护 嚣 官 ; 
当 虫 体内 缩 、 口 盖 合 于 时 , 口 围 

图 23. 隆 口 目的 口 围 结 楼 知 核 突出 ， 可 避免 浴 泥 等 物质 

(DASE BSD RES OAM BK 

口 围 千 核 的 构造 比 刺 孔 简 单 ;和 毛 组 管 相似 ,是 定 种 的 依据 之 一 。 

瘤 状 畏 核 (swelling node, 图 24) 是 一 类 后 球 形 的 新 虫 室 , 突出 

于 隐 口 目 网 格 状 妊 体 的 反面 。 其 功能 还 不 清楚 , 可 能 和 脑 足 类 长 身上 内 

的 刺 相 仿 , 也 是 一 类 支撑 构造 。 在 

BRIM BHN WAZ, KA 

Key, PSBARMMSRES 

造 能 从 事 新 陈 代谢 和 呼吸 作用 。 

TOO 
YY eT | 

ita, 

图 24. “和 硬 体 反面 

( 抄 自 舒 里 卡 -三 斯 切 连 科 ) 过 

YAR HL Aik vesicles, 图 25) 图 25. 

是 否 为 虫 室 的 变态 才 官 还 不 清楚 。 A. HORM, B. AOA 

这 类 和 组 身分 布 在 部 分 古生代 苦 攻 由 aS So Bee 
Ay PR th Ss , SE ERI. EPI MTE RA ABTS A 

WAM RR WIR, RGR, SAE BEG NIE ARERR S LE, A 

BS FRA oe SE ta AB eK, Ra ERA, MORAY PRE 

be rh SE A, IE AY PSE, HRA EE, MR RT A Se 

° 2? 3 



BC, IRF] EMEA RAIMA BPA, MA BHR ATES 

BREMS, 在 硬 体 表 面 不 见 。 泡 状 组 徐 的 有 无 在 分 类 LEAD EH 

的 依据 。 其 大 小 .形状 和 数量 的 多 少 双 常 作为 鉴定 种 、 属 的 参考 。 欧 珊 

克 认 为 泡 状 组 徐 是 生殖 器 官 , 但 多 数学 者 认为 亡 和 泡 状 板 一 样 , 亦 是 一 

类 支撑 构造 。 

卵 胞 是 苦 克 虫 中 常见 的 器 官 。 在 环 口 目 中 写 是 由 正常 的 个 体 变态 

而 形成 的 ; 在 唇 口 目 中 是 虫 室 的 附属 器 官 ， 呈 球形 、 砍 球状 、 赛 状 或 管 

R; Eh RRA ASAE,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中 心 或 边缘 部 分 有 

NAR HAL, 在 驮 体 有 节 的 地 方 最 易 见 到 。 ERED 

质 表 皮 、 俩 质 层 、 外 表层 和 中 表层 四 层 组 成 。 当 很 多 卯 胞 聚 在 一 起 时 ， 

Ri A — BFA Be BPR OPREE (gonocyst), “ERI EBA IE Ho 

SPAAFF OO AYEE RAB Coeciopore 或 ovicell orifice), FI BAS OA 

似 , 但 常 比 室 口 大 。 胞 口 的 口 围 称 胞 口 围 《〈《oeciostome)， 其 上 偶尔 可 具 

AREER Fo 

Sane, KNMERESHHAR, BARBARA BPS 

— fie he eK, BO A eh he A OB ABR BIA 

4¢— SAA AAs (A 1): Bim ae ROP A Ae He 

i , PROP ES 5 am FOE AR, 是 供应 胚胎 养 料 的 部 分 。 二 者 之 间 常 

有 陋 板 分 开 。 央 卵 室 虽 小 ,但 为 卵 胞 的 主要 部 分 。 

久 胞 在 分 类 上 是 决定 目 及 科 的 依据 之 一 , 也 是 鉴定 种 、 属 应 注意 的 

因素 。 层 口 目 的 卵 胞 构造 非常 复杂 ,在 分 类 上 所 超 的 作用 更 大 。 

(=) 至 体 的 发 育 和 形状 

l. 24M REVE 

受精 卵 在 虫 室 或 卵 胞 中 发 育成 长 ,形成 幼虫 [MAA (embryo), 

图 26 A—F] 后 才 离 开 母体 , 在 水 中 游泳 。 这 是 昔 伦 虫 生 活 史 中 唯一 的 

一 个 自由 活动 期 , 狗 一 天 左右 之 后 , 序 利 用 幼虫 底部 的 定居 器 官 一 一 吸 

# (suction disk) 和 其 他 物体 相 固 知 。 

幼虫 的 骨骼 部 分 称 原 虫 室 (protoecium, 图 27), AR SAAR. AT 

以 亦 称 转盘 (circular disk)。 写 是 生体 的 第 一 个 个 体 , 但 形状 和 后 期 生 

s。 23 。 



i Be Of ry . 

PRESS. S 
= ea Ss 
SN eS 

Ey. ROSS Mirren SS CS ; 
OP i> 

图 26. Tubulipora (SRO FB) RGN REA RAE 

〈 抄 自 童 豪 富 与 舒 洛克 ) 
4 一 F: 胚胎 的 发 育 过 程 。 G 一 了 自由 游泳 期 的 幼虫 (了 是 G 的 切面 图 , J I 
的 切面 图 )。 K: 幼虫 的 外 形 。 L,M: 租 虫 室 的 形成 。 N 一 Q: 生体 形成 的 和 
期 阶段 。 or. Hadt , ab. MAF, bd. JR RSS, z: MH SE, b. Faw, pol. 虫 体 ， 
g. PAE, tn. 底板 ， Cc. 外 表层 ， Ip Iss I, 2 表示 第 一 ,第 二 次 形成 之 虫 室 。 

成 的 虫 室 不 同 , 常 分 布 在 恒 体 的 中 心 或 底部 。 好 体 的 形状 不 受 原虫 室 
的 控制 。 有 些 动物 再, 如 Tubulipora 的 原虫 室 ,在 驮 体 的 整个 生活 期 间 
始 狗 存在 。 而 另 一 些 类 型 在 后 期 会 彼 娃 体 其 他 部 分 的 器 官 所 代替 或 自 
己 退 化 。 因 此 ,即使 在 标本 保存 极为 完整 的 情况 下 , 亦 不 是 所 有 昔 态 由 
部 能 见 到 原虫 室 的 。 

二 和 



Crisia Prasopora (480 8) 
( 环 口 目 ) 

Le I 
er. / 

bat hose PGE Y a 
oo ja 二 宇 

Stomatopora Rete pora Fenestella 

GRO AD CEM HD (en A) 
图 27. BANKRATE 

(PRBRE SHB) 

原虫 室内 的 幼虫 构造 比较 复杂 , 体腔 内 有 原始 的 肠 、 胃 粗 徐 ,但 无 
完整 的 营养 器 官 。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软体 部 分 自行 退化 ,退化 的 软体 可 成 
为 褐色 体 。 在 幼虫 的 表面 有 一 开口 端 ,是 中 表层 体 壁 的 外 伸 部 分 ,也 是 
吸盘 的 所 在 地 。 在 吸盘 的 反面 亦 朗 幼虫 的 顶端 有 一 很 狂 的 圆 形 板 , Be 
#2 (retractor disk), #idt LE MAKE, EORMUTKBE, 45h 
定居 以 后 序 自 行 退 化 。 缩 盘 是 幼虫 的 一 部 分 , 也 是 第 一 个 后 生 个 体 的 
原始 底板 。 第 一 个 后 生 个 体 的 骨骼 部 分 称 祖 虫 室 (ancestrula), “ERR 
虫 室 变 态 之 后 造成 的 , 亦 是 等 正 具 无 性 分 裂 作 用 的 第 一 个 个 体 。 ERY 
形状 和 以 后 生长 的 个 体 一 样 , 虫 体 的 构造 也 很 完整 ,消化 系 攻 是 由 幼虫 
PIATRA, “MATAR ASSOLE [ 即 虫 室 的 前 膜 (frontal membrana- 

cea) ] RAW RAL, BTR. | 
TH AD SIR, ERK, HERAT 

(septum)。 此 隔 板 和 祖 虫 室 的 顶端 匀 交 , 隔 板 不 断 发 育 , 就 将 个 体腔 分 
二 部 分 : 新 个 体 ( 其 中 双开 始 发 育 隔 板 ) 和 老 个 体 〈 开 始 形成 各 类 专 
门 回 官 )。 这 个 新 个 体 就 是 由 祖 虫 室 经 无 性 分 裂 的 方式 所 造成 的 ; 它 也 
有 繁殖 能 力 ,分 布 在 祖 虫 室 钙 持 前 壁 上 (图 26 N 一 Q,27)。 有 些 类 型 的 

e 25 e 



WE HB SE, 第 一 次 出 芽 繁 殖 就 造成 了 三 个 新 个 体 ( 如 Electra), 每 个 新 个 

KRAFT AME, Alb ea eRe, BREEAM 

多 ,一般 都 无 法 计算 ， 哈 莫 尔 (1931) SHB —-RK SIR, Hsp 
Membranipora, KE, EAB SATA HK 

2. 硬 体 的 形状 

王 体 的 骨骼 部 分 称 硬 体 〈zoarium)。 硬 体 由 许多 虫 室 和 次 生 虫 室 

组 成 。 此 外 ,在 硬 体 的 表面 淋 有 一 些 附 属 组 答 。 

硬 体 的 形状 很 多 (图 28，29)， 有 球形 、 牛 球形 、 块 状 \ 枝 状 . 中 罕 枝 

状 . 叶 状 . 二 时 型 (bifoliate)、 薄 层 状 、 蓝 生 状 、 双 叶 对 称 状 、 漏 斗 状 、 网 格 

TRAP PEAR ARR AR (pinnate ) FUERTE Fo 

(RS BARR GBR, FRKRAPERRKVS MH, ERATE 

中 都 有 底 膜 (proximal membranacea), HAFCRE BAA EATER AB 

分 布 在 底 腊 上。 这 层 底 膜 一 般 都 称 为 外 皮 (epitheca)。 这 是 一 类 和 其 他 

物体 相 固 知 的 铬 质 薄 膜 。 如 果 硬 体 呈 双 层 对 称 状 , 中 间 这 一 层 钻 盾 薄 

膜 即 称 中 板 (mesotheca BY median lamina, 图 25c)。 有 时 硬 体 呈 辐 射 对 

称 状 ,中 央 和 线 绞 状 或 组 柱状 的 俩 质 体 , 朗 称 中 管 (median tubule), HE 

有 时 由 无 数 很 组 的 雏形 管 迭 复 而 成 。 中 板 .中 管 是 虫 室 关 的 支撑 构造 ， 

功能 和 外 皮 不 同 。 

中 管 、 中 板 及 外 皮 是 在 生体 发 育 过 程 中 由 老 虫 室 分 刻 钙 质 而 逐步 

形成 的 。 它 们 和 对 体 的 形状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由 于 它们 的 高 低 不 平 也 能 

影响 虫 室 的 形状 。 分 布 在 底 膜 福 争 线 上 的 以 及 较 平 地 区 的 虫 室 发 育 完 

整 ， 虫 管 较 长 ; 位 于 底 膜 凹陷 部 分 的 虫 室 一 般 较 短 , 发 育 不 全 。 所 以 

SARA RAL MARIE ARASH JAR eae fH A, 在 分 类 上 只 

能 作 定 种 的 参考 。 而 中 板 及 中 管 可 作 定 种 、 偶 尔 可 作 定 属 或 科 的 傅 

扼 。 

{RA PQ ALAR Fl Hin BE PRATER Eb ede PR, PRTC SE 彼此 相 

隅 较 远 ,都 直立 生长 ,分 布 在 无 任何 组 徐 的 、 呈 币 钾 生长 的 外 葵 (stolon ) 

上 。 旬 人 圣 为 钙 质 或 角质 , 钙 质 的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但 只 能 找 见 外 葵 。 生 长 

Hh 38 AA HBS Fs BS A ILC 121)。 

网 状 硬 体 由 直立 生长 的 枝 (branch) 和 横向 分 布 的 横 枝 (dissepiment) 

e。 26 。 



图 28. 硬 体 的 形状 

PD Ree Be MM. BLA, PPE, PREM RMR, 

Apa AE DCA PARAS, PRE FL Cfenestrule), Zi FLHABARIGA BE HOR 

构造 。 网 状 硬 体 有 正 、 反面 之 分 , 有 虫 室 的 一 面 称 正面 , 无 虫 室 者 称 反 

面 (图 30)。 

虫 室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可 分 幼年 期 和 成 年 期 两 个 阶段 : 在 幼年 期 形成 

° 27 e 



图 30. Fenestella 硬 体 正 面 的 构造 

的 硬 体 称 未 成 熟 带 〈immature 

zone), 成 年 期 形成 的 硬 体 称 成 

#47#(mature zone)o 枝 状 硬 体 的 

AS CAV Fs DLR AY FBO, 

Pr eR (axial 

region); 成 熟 带 常 位 于 硬 体 的 

图 29。  Bugula 的 合体 形状 边 乡 ， 所 以 又 称 边缘 带 或 边 称 
( 丛 树 状 ) ,长 狗 2 一 3 叶 (peripheral region), ABCA 

The PRE TE, REE A SL, CRATE AR ES FT ARO 

有 些 变 口 目的 体 壁 在 成 熟 带 呈 哈 珠 状 , 故 称 珠 状 壁 〈beaded-wall)。 

有 些 体 壁 在 成 熟 带 披 此 融合 在 一 起 ;, 故 称 融 合体 壁 (fused-wall), 这 些 

PEEK RARE. 可 能 是 在 动物 活动 期 间 , ARK 

作用 形成 ,以 加 固体 壁 。 

硬 体 表 面 常 有 装饰 构造 ,突出 高 的 称 尖 窜 (monticule) , 低 的 称 突起 

(maculae) , 平 的 或 比 表 面 低 的 称 斑点 (cluster)。 其 形状 有 园 形 、 椭 园 形 、 

星 形 或 不 规则 状 等 。 这 些 装 饰 构造 可 由 正常 的 虫 室 组 成 , 但 大 部 都 由 

BAMRE 〈 很 多 学 者 认为 这 种 大 虫 室 是 卵 胞 )、 间 隙 孔 、 示 成熟 的 虫 
室 、 刺 孔 或 泡 状 组 徐 等 所 形成 ,分 布 规则 或 不 规则 ,可 作 鉴 定 种 、 属 的 参 

Bo 

有 些 类 型 〈 唇 口 目 、 环 口 目 ) 的 硬 体 有 节 , 称 室 间 节 Goint, 图 54). 

室 间 节 成 珠 状 或 管状 , 由 虫 室 和 虫 室 之 间 的 骨骼 和 组成, 一 般 都 为 角质 ， 

是 一 种 支撑 构造 。 室 间 节 将 硬 体 分 为 若干 段 , 每 毁 包 括 数 个 平行 或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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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 体形 状 在 分 类 上 的 价值 

硬 体 〈zoarium ) 的 形状 有 无 分 类 价值 是 野外 地 质 人 员 极 为 关 它 的 

半 题 ,这 个 于 题 等 其 已 久 , 迄今 尚未 完全 解决 。 在 十 九 世纪 末 时 之 前 ， 

由 于 研究 方法 还 比较 原始 ,人 们 对 将 途 虫 的 内 部 构造 ,特别 是 微 组 构造 

还 不 够 重视 ,一 般 都 习惯 于 依据 硬 体外 形 来 鉴定 种 、 属 。 这 样 鉴定 的 

种 、 属 ， 春 大 部 分 不 符合 于 自然 分 类 的 规律 , BR BMRB RE Beh 

理 得 非常 混乱 和 复杂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就 不 能 充分 利用 昔 人 青虫 化 石 来 

进行 地 层 分 层 和 对 比 ， 使 这 类 化 石 在 鉴定 地 层 的 时 代 上 不 能 起 其 应 起 

的 作用 。 

音信 虫 的 硬 体形 状 ,除了 取决 于 遗传 因素 之 外 ;客观 环境 的 影响 也 

很 大 。 正 如 日 霍 罗 晓 夫 (1932) 所 和 属 的 “ 硬 体外 形 不 会 永恒 不 变 , 只 有 其 

实际 功能 不 变 。 同一 种 的 硬 体 形状 由 于 生活 环境 的 不 同 是 可 以 略 有 变 

化 的 。 我 们 认为 硬 体形 状 可 作为 分 类 的 依据 , 但 必须 注意 外 界 环 境 对 

它 的 影响 。 有 些 属 的 硬 体形 状 固定 不 变 ， 如 环 口 目的 Stomatopora (A 
59), Lichenotrypa (Fi 81), BRA BAW Lyrocladia (VFA 37), Archimedes 

(Al 129)FlBO AM Retepora (A186), KEE WMBNAAECRES 

上 是 种 虽 不 同 ( 属 同 ), HEBAN RA IAE RMN, AEM KK 

ae (HEF HEA, 1938), 如 果 在 这 些 类 型 里 发 现 了 新 的 形状 和 构 

造 ; 就 可 另 立 新 种 、 新 属 甚至 新 科 。 有 些 硬 体 的 形状 (如 网 状 、 枝 状 和 薄 

层 状 等 ) 在 许多 属 、 科 甚至 不 同 的 目 内 都 能 见 到 ， 写 在 分 类 上 的 价值 就 

值得 戎 虑 。 

斯 达 克 (Stach，1935) 认为 硬 体形 状 和 外 界 环 境 有 密切 的 关系 ,， 同 

一 种 生物 短 由 于 水 的 深度 ` 温度 .压力 以 及 其 他 因素 (如 盐 度 、 化 学 成 分 

的 变化 ) 而 发 生变 异 , 即 使 同一 标本 也 可 由 于 外 因 的 变化 而 影响 了 硬 体 

的 形状 。 如 在 杭州 下 二 兴 艇 栖霞 组 中 技 见 的 一 种 Sebzopora， 同 一 块 标 

本 的 形状 ,一 牛 非常 规则 , 另 一 后 就 不 规划。 因此, 利用 硬 体外 形 来 鉴 

EF} UAW, 要 注意 各 方面 的 因素 , 尤 需 注 意 引 起 形状 变化 的 原 

因 。 在 一 般 情 驶 下 , 硬 体形 状 及 装饰 构造 可 作为 定 种 的 依据 ,偶尔 也 可 

作 定 属 ( 如 Archimedes 及 Stomatopora) KRALVIUK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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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种 构造 的 特性 和 功能 

PANS ”是 指 那些 能 衣 明 苦 入 虫 的 骨骼 各 个 部 分 的 构造 的 总 
Fl, 写 是 研究 体 壁 的 组 徐 、 成 分 、 和 结构 以 及 体 壁 上 的 各 类 气孔 的 形状 大 

小 、 相 互 关 系 和 排 烈 灵 序 的 一 门 科 学 。 这 些 构造 在 薄片 中 当 放 大 时 能 

看 得 很 清楚 ,有 其 一 定 的 分 布 和 成 长 规律 。 

微 组 构造 的 类 型 很 多 ,每 一 种 微 组 构造 都 有 写 存 在 的 原因 ; E PB 

物 的 生活 史 、 骨 骼 的 组 徐 学 都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和 擎 握 了 这 些 构造 的 特性 

和 分 布 规律 之 后 ,就 可 以 解决 很 多 实际 问题 (如 分 类 、 演 化 、 生 态 和 动物 

RFS ) 0 

欧 瑞 克 在 1890 EA SSE PERE BK, hie elke 

Bets Se BER BEM (capillary pore， 将 于 后 述 ) 称 为 小 管 

(minute tubule) ,但 他 疙 有 注意 这 些 气孔 的 功能 和 分 布 规律 。 加 明和 盖 

洛 维 (I. I. Galloway, 1915) 在 分 析 变 口 目的 个 体 发 育 史 时 ,也 很 注意 

体 壁 的 组 徐 , 和 工 讨 基 了 分 布 在 体 壁 中 的 连 孔 (communication pore) 的 类 

型 和 用 途 。 巴 格 对 环 口 目 体 壁 的 微 组 构造 也 作 过 三 究 。 苏联 学 者 从 

1926 年 开始 注意 微 组 构造 , FERRIES +S EARS BNR 

专家 都 很 强调 微细 构造 的 重要 性 。 ANA ESR (1928), AFB Re 

斯 切 连 科 《〈1941,1949) 对 隐 口 目 微 组 构造 的 研究 , 阿 斯 特 洛 娃 〈《1940， 

1959), BLY AE 1959) PSE A Go ANE AA FE SE 
7G fee AES RE a -MA BTW, Ee 2 SBT BY 

Ay BEBE Cendocyst )¥E(T. FEB ARAN RRA TACHA RRS, 形 

BCMA BETH , AS MABE, PREEMI AA RRL BEA, 其 中 气孔 很 少 , BSB 

Tea, BABA A, Tw RA Se On, RAE RS, 粗 

ak He Be FR, BE HBAS Si PPAR SR A VSL, 可 形成 个 体 壁 , 亦 可 形 

Bir, FEGREBMTAREA EH, RAVEA RA at RASS 

泌 钙 盾 , 这 一 特性 是 动物 界 中 比较 常见 的 现象 。 

鲁 质 体 壁 由 线 纹 状 鳃 质 体 和 角质 颗粒 胶 竺 而 成 ， 互 相 兴 复 成 网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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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网 状 组 众 在 放大 倍数 不 高 的 情况 下 不 易 见 到 。 从 外 形 观 察 , 根 据 体 
壁 棚 徐 的 致 斋 程度 ,可 分 为 片 状 壁 和 粒状 壁 两 类 : FOR REEL EBC, 
为 逐 层 生长 而 成 ,是 苦 攻 虫 骨 骼 中 主要 的 体 壁 类 型 ;粒状 体 壁 的 组 筱 比 
较 极 松 , 没 有 显著 的 界线 , 体 壁 中 气孔 一 般 比 片 状 壁 发 育 。 

有 些 专家 (HF BRODY DAE RENE BS 
SEV 7A fa KAY, te PTS Ef BK RD AER KDR OBE _L, 1K 
4A BB ARR 

(ESE DARED AAI, 类 别 不 同 , 其 形状 和 构造 亦 不 一 样 ,一 
KAA RARER, 经 过 很 多 专家 长 期 努力 , 目前 基本 上 已 掌握 了 
LEE. 各 种 气孔 的 形状 、 大 小 及 分 布 规律 在 分 类 工作 中 具 
有 一 定 的 价值 , 尤其 在 定 种 时 更 需 重 向 。 (RAS Meee 
似 或 相同 时 , 微 组 构造 很 可 能 完全 不 同 。 

现 将 各 目 苦 侨 虫 骨骼 中 微 粗 构造 的 特征 分 述 如 下 : 

(—) WH A REA A RA FLAME 

环 口 目的 体 壁 由 角质 表皮 、 钙 质 层 、 外 表层 和 中 表层 组成 , 外 体 壁 
和 内 体 壁 一 般 无 显著 分 界 , 成 熟 带 和 未 成 熟 带 的 界线 不 十 分 清楚 。 
环 口 目 化 石 的 体 壁 构造 可 以 腾 孔 苦 蓄 虫 科 (Ceramoperidae) FS 

ie th FA} (Fistuliporidae) 为 代表 。 这 两 科 的 体 壁 厚薄 变化 不 大 , 成 分 简 
单 ; 呈 不 规则 的 薄 层 状 或 粒状 租 徐 ,其 中 有 大 小 不 同 的 气孔 。 

环 口 目 体 壁 中 比较 常见 的 一 类 气孔 称 伪 孔 JR 
(pseudopore, 图 31)。 伪 孔 不 葵 在 古代 或 现代 的 
PRA ADT AB), LB RES BD 
每 一 虫 室 中 所 舍 伪 孔 的 数目 不 多 ， 主 要 集中 在 
室 口 附近 , 未 成 热带 中 没有 这 类 气孔 。 伪 孔 的 3 
FER ES HG BUDE, MIRA BRI =20- 
RA; MAHABRSME, WAM I—20 wa. HOB 
微米 之 间 。 伪 孔 外 面 的 角质 层 比 其 他 部 分 的 角 顶端 的 构造 
BBW. AIOE BBE, 形似 小 丘 。 现代 昔 太 虫 的 伪 孔 中 
还 充填 着 间 充 细胞 或 变形 交 胞 。 

环 口 目的 伪 孔 由 于 分 布 位 置 的 不 同 ， 其 功能 亦 略 有 出 入， 如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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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ipora 和 Stomatopora 的 伪 孔 主要 集中 在 硬 体 的 底 壁 上 ,其 功能 和 一 

般 的 伪 孔 应 该 不 同 。 写 的 存在 和 虫 体 体 腔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基本 上 是 一 

类 呼吸 器 官 。 虫 体 流质 部 分 的 气体 交换 (新 陈 代谢 ),， 就 是 通过 这 些 气 

孔 进 行 的 。 

伤 孔 是 环 口 目 体 壁 所 特 具 的 一 种 组 徐 , 但 角 苦 伦 虫 科 (Horneridae) 

Fle Ae BE Hh A} (Lichenoporidae ) SWZ AIR Ao 

fh SEE MMKS EDEMA EER, SEER, KS 

Fil TPR Ph LK BE $5 SE RU (RAE (hornerids wall). 硬 体 琢 

HM CAA, ARSSHORE, BREA PAR ABE NATE, 中 

间 镶 有 两 层 外 囊 壁 (ectocyst)。 这 些 特 殊 的 体 壁 构造 在 其 他 环 口 目标 本 

中 很 少见 到 。 

部 分 环 口 目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的 体 壁 上 ,有 一 种 很 小 的 圆 形 气孔 ,把 相 

邻 虫 室 的 体腔 连接 起 来 。 这 种 小 孔 称 连 孔 。 直径 一 般 在 5 微米 上 下 ， 

比 伪 孔 还 小 ,从 硬 体 的 蓄 切 面 看 呈 圆 形 , 锥 切面 看 呈 罗 线形 , 横向 分 布 

在 体 壁 上 。 其 形状 、 大 小 及 分 布 与 伪 孔 容易 区 别 。 巴 格 讨 为 环 口 目的 

连 孔 比 硬 体 呈 花 办 状 或 薄 层 状 的 层 口 目的 类 似 气孔 要 多 ， 但 次 有 变 口 

目 那 么 发 育 。 连 孔 是 相 邻 虫 体 中 的 流质 和 营养 质 互 通 有 无 的 通道 ， A 

分 布 于 成 熟 带 。 AARC KER, 流质 和 营养 质 可 直接 通过 薪 层 

体 壁 进行 交换 ,所 以 不 需要 这 些 气 孔 。 

环 口 目 都 无 口 盖 , 虫 体 缩 入 虫 室 之 后 , 室 口 上 有 一 层 极 薄 的 角 盾 薄 

膜 , 称 顶 膜 (图 31)。 顶 膜 由 虫 体 的 表皮 和 区 胞 所 钥 成 。 顶 膜 的 外 表 贡 禄 

BERS HITS RMA BRS. RAEN ae 

伟 的 部 分 就 是 外 室 。 中 间 的 伪 孔 称 顶 孔 (distal pore, A131). TARA 

盖 一 样 ,是 一 类 保护 组 徐 。 顶 孔 是 虫 体 缩 入 虫 室 后 的 呼吸 器 官 。 

大 霍 罗 晓 夫 和 千里 卡 -看 斯 切 连 科 等 於 为 环 口 目的 角 盾 顶 脆 和 导 

口 目 的 裸 囊 壁 (gymnocyst) 相 当 。 而 钙 盾 内 壁 则 和 隐 圳 壁 (cryptocyst) 相 

当 , 都 是 同 源 器 官 。 但 唇 口 目的 裸 囊 壁 和 隐 囊 壁 都 已 发 育成 独立 的 响 

官 ; 彼 此 的 形状 自然 不 同 。 

(=) 变 口 目 体 蔷 的 组 织 及 气孔 的 生 征 

关于 变 口 目 体 壁 的 组 纵 和 气孔 的 特征 ,已 有 很 多 专家 研究 过 ,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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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K AE iy BB REE, 虽然 可 以 利用 薄片 加 以 分 析 , 但 对 其 骨骼 组 稚 
的 一 般 规 律 仍 不 易 掌握 。 渤 今 还 有 很 多 器 官 的 功能 未 搞 清 楚 。 
a BA SPSL KR, KS th SIE, DAR, Bk 
RIVA BED, 两 者 体 壁 的 形态 和 构造 差别 很 大 。 按照 相 
邻 虫 室 间 体 壁 构造 的 不 同 , 可 将 变 口 目 分 为 合 壁 (amalgamata) 和 分 壁 

(integrata) 两 类 :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的 体 壁 ， 没 有 分 界线 的 就 称 合 壁 ;两 相 
邻 体 壁 之 间 有 一 条 清楚 的 、 呈 石化 色彩 的 、 深 色 或 小 色 的 分 界线 就 称 分 
壁 。 很 多 专家 都 认为 变 口 目 各 个 虫 室 的 体 壁 都 是 独立 的 , 只 是 区 别 于 
相 邻 虫 室 的 体 壁 间 有 无 请 楚 的 界线 而 已 。 

由 于 体 壁 的 厚薄 有 变化 ， 在 个 体 发 育 史 中 也 影响 到 虫 室 的 形状 和 
大 小 的 变化 ， 如 以 一 种 Sze- 

nopora (Fl 32) 为 例 , ABCHA 
带 虫 室 呈 五 边 形 或 大 边 形 ， 
(AEG; 而 成 熟 带 虫 室 就 呈 
圆 形 或 区 圆 形 ， 体 壁 比 未 成 
玖 带 增 厚 一 倍 、 甚 至 一 倍 以 
by RAE EAA TERIA 
带 中 。 ARBRE, Tit 
成 熟 带 位 成 合 壁 ， 亦 是 此 类 
生物 生 的 特殊 构造 。 aR ME 

75 1 BREED RRL 
徐 最 为 常见 ， 粒 状 体 壁 朗 使 
存在 ， 也 只 是 分 隔 相 邻 虫 室 Bt 32. Ptenopora aaa Hel 
体 壁 间 的 那 一 层 。 但 有 少数 特殊 类 型 ;如 Dianulites (图 111) 和 Hexa- 

porites 的 体 壁 , 全 为 粒状 钥 徐 ,和 一 般 都 呈 片 状 组 徐 的 其 他 变 口 目 标本 
BURA [A EAA AFILIRAG RE 我 们 知道 Dianulites 和 Hexa- 

porites 上 的 连 孔 是 非常 发 至 的。 
呈 哈 珠 状 或 融合 现象 的 体 壁 只 在 少数 变 口 目 标本 中 才能 见 到 ， 可 

能 是 裕 生 加 厚 作用 的 产物 。 因为 软 生 加 厚 现 象 在 变 口 目 中 常见 ， 具 哈 
珠 状 构造 或 融合 现象 的 变 口 目 在 个 体 进 大 成 熟 期 后 ， 体 壁 一 般 都 能 大 
量 分 沁 钙 质 。 但 这 些 构造 形成 的 原因 以 及 写 在 动物 活动 期 间 所 起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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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还 不 清楚 。 
EFL (33) 。 是 变 口 目 体 壁 中 常见 的 一 类 气孔 ,在 很 多 标本 中 
都 能 见 到 , 形状 及 大 小 和 环 口 目 的 连 孔 相仿 , BAER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较 薄 ,一 般 只 有 一 层 , 故 不 见 连 孔 。 

区 af 

横 切 面 X 287 横 切 面 X 287 SU) TH X 287 

图 33.， 变 口 目 虫 室 体 壁 上 的 连 筷 

( 抄 自 加 明 与 盖 洛 维 ) 

在 少数 变 口 目标 本 中 可 以 见 到 较 大 的 连 孔 , 直径 大 于 5 微米 。 在 

硬 体 的 锥 切面 上 微 呈 弯曲 的 组 线 状 。 在 外 体 壁 内 部 开始 形成 , BIE 

状 体 壁 ,而 在 分 隔 相 邻 虫 室 体 壁 之 间 的 粒状 壁 芝 兴 灭 , 所 以 它 不 能 直接 

沟通 相 邻 虫 室 的 体腔 , 只 在 某 种 情况 下 , 由 于 体 壁 石化 后 颜色 的 变化 关 

系 ; 有 时 似乎 能 穿 过 粒状 冰 壁 , 互相 连接 。 

变 口 目 有 无 伪 孔 还 不 清楚 ;但 有 一 些 和 环 口 目的 念 孔 相似 的 气孔 ， 

NILA IL”, 和 环 口 目 一 样 , KARIERRE 

带 , 大 小 在 15 一 20 微米 间 , 和 硬 体 表 面 的 体 壁 直 交 ,在 硬 体 芯 切面 上 皇 

圆 形 ,向 内 则 微 呈 弯曲 ， 和 环 口 目的 伪 孔 不 同 ， 它 主 要 分 布 在 间 降 孔 和 

刺 孔 周围 (图 32); 亦 就 是 发 , 变 口 目 的 “ 伪 孔 ”主要 分 布 在 灵 生 虫 室 的 

顶端 附近 , 而 环 口 目 的 仿 孔 是 生长 在 虫 室 的 顶端 。 

(=) fF BREEN pe tk Be FLEE 

a0 BAKERIES RBA ARRAS 

i. FEI A SO RRA, BS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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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口 目的 体 壁 分 为 内 体 壁 和 外 体 壁 两 层 : 内 体 壁 很 薄 ， 一 般 比 较 

模糊 ,没有 清楚 的 界线 , 但 当 它 呈 深 色 和 线 纹 状 时 亦 可 显得 很 清楚 ， 和 虫 

体 的 外 膜 紧 密 相 接 , 属 个体 壁 ; 外 体 壁 较 厚 , HOR FR, 其 

中 含有 很 多 不 同形 态 的 气孔 , BS REE 34), 
SPREE AS Ba HR AHL fe AL PARNER 

成 ,生长 方向 和 硬 体 表面 平行 。 
内 体 壁 有 片 状 组 徐 ， 亦 有 粒状 

fie, WBS SRE RAIA 
SEEIROH IR, RPS AAD 

布 方向 和 虫 体 体腔 垂直 。 因 
th, BRA RPA AREER 

外 体 壁 彼此 是 垂直 分 布 的 。 内 

AEB, RUG AA 这 

种 现象 和 变 口 目的 未 成 熟 带 相 毛细 管 

仿 。 图 34. Fenestella 一 个 枝 的 横 切 面 

FEE 18 Ge BE BALAN PY REE RAK HOLMES RAVES 

和 外 体 壁 之 间 ， 还 有 一 层 粒 状 Wai 
闻 壁 〈granular intermediate wall )。 这 层 体 壁 组 线 疏 松 , 气孔 较 多 ,是 毛 

WES FB RARE ASSES, 故 双 称 毛细 管 通道 (capillary canal), 粒状 间 

Rte MSA AE, Tam Ze abt 

TAU , FE HB SE YY JEG BB BES, PA) BAT BUSA 

UAE OBA, A ABOK I BE ABFE 

PTA, BOSC BRAD FS BE BOR BERS 

每 一 凸 起 部 分 都 是 毛细 管 的 根部 所 在 

Hh, 所 以 这 个 地 点 又 称 毛 组 管 始 端 (cap- 

illary proximal, 图 35), 

从 粒状 体 壁 的 顶端 分 出 无 数 毛 和 

图 35. “SANE RCSA ” 管 , 在 硬 体 表面 各 处 都 能 见 到 ,发 育 程度 
CORSE RTE) 和 体 壁 的 厚薄 以 及 生物 的 进化 程度 有 

关 , 体 壁 合 厚 的 地 方 , 毛 组 管 念 集中 。 Abt, BARRE EMEAR 

分 布 的 地 区 。 Archimedes (El 36) 的 毛 组 管 主 要 集中 在 螺旋 轴 或 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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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SPAR ABE ; Lyrocladia (A 37) 的 毛 组 管 大 量 分 布 在 硬 体 反面 

人 ia ee 
A 36. Archimedes Tf 

RAS 
GB FE K-eT BA) 

Ys Be 

SN 
— 2 3 Es 

—_— = 

3 Yo 了 7 ° OS Sot OTeP Lek So Yo 93QD 
Se, ; of 

© £9 o0 #098 8 2 90 ce0 0 06 

ee le 

SS RLS Ro FswWw oP ocaee ee op 8 W t& 

Fl 37. Lyrocladia 的 

=e 
GPA af BK EA) 
+. 硬 体 反面 下 . ti 
a. ANE, k. 毛 锈 管 通道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可 能 是 

行 呼吸 作用 。 
很 多 窗 格 昔 太 虫 科 的 硬 体 正 、 反 

BREA WTA Im; FERRE AS RS ee A 

HB, ABSA BREE EQ 

=e Me Pe Rint, AMS 

1K, tO ETE, AY Fee Se RES 

体 , PMS EME, 偶尔 可 旦 局 豆 状 或 星 形 。 

毛细管 有 时 还 能 分 叉 〈 图 34), 直径 都 在 1 一 20 

微米 间 , 有 时 亦 可 再 大 一 些 ( 如 ZEyxroc1adia)o 它 

的 大 小 和 分 布 规律 是 定 种 的 一 个 依据 ， 有 时 可 

作 定 属 的 参考 (如 Archimedes, Lyrocladia), 在 

一 块 标 本 上 有 时 毛细 管 有 两 种 大 小 ;对 种 、 属 的 

确定 意义 很 大 。 
cmc We 

RAUNT, B- GDB ge ges 
类 呼吸 器 官 。 空 气 径 ”4 多 a 
过 毛 相 管 、 粒 状 间 辟 7/50 oF 
(EAE seis) A Pak a. i84L 
壁 的 层 关 罕 阶 进入 体 和 
REALE Be TIF eax 图 38. fA BAL 
一 路 线 排 出 。 由 于 隐 meen 
口 目 的 外 体 壁 一 般 很 6©6= @B ER TD 

厚 , 故 毛细 管 的 数量 亦 比 环 口 目的 伤 孔 多 。 

窗 格 苦 帮 虫 科 的 体 壁 上 除了 有 很 丰富 的 毛 

组 管 外 ,在 少数 硬 体 的 正面 ,偶尔 亦 可 见 到 连 和 孔 

《图 38)。 写 都 
laben| ' | oa 分 布 在 虫 室 之 0% . MAN Wo 

| oO: 

1 O : 

协助 毛 租 管 进 yee Mi 
a rs) 

F939. Polypora 的 圆 形 附加 乱 
GP BF hae SD) 

Tl, Ac FU Ay x AY AC BK PL , AZ — ZED a. 看 体 正 面 b. 硬 体 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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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形状 模糊 ,多 粒状 , 属 个 体 壁 ;外 

形 附 加 孔 (circular accessory pore， 图 39). HEU Fenestella 反面 的 横 

枝 上 ,有 一 对 卯 形 空调 (caverna, 图 40)。 这 些 构 造 的 功能 还 不 清楚 。 

FPS we th F+-(Rhabdomesidae) 的 

体 壁 亦 为 两 层 : ACKEEYE, th cit 

体 壁 厚 而 清楚 ， 呈 片 状 ， 全 属 生体 
壁 。 此 科 硬 体 的 珊 心 部 分 常 有 中 板 
或 中 管 ， 室 口 附近 常见 上 、 下 牛 隔 
板 ,外 室 较 长 。 ahd : 

FEE mE ch HK AE gS ah he 
BRS, 其 中 以 刺 孔 最 为 发 育 。 体 RLY 

壁 中 亦 有 毛竹 管 ,偶尔 可 见 少 量 连 孔 。 连 孔 在 外 室 附 近 比 较 集中 。 

(四 ) 展 口 目 体 艾 的 租 线 及 气孔 的 特征 

层 口 目 是 最 进化 的 一 类 昔 入 虫 。 写 的 微 组 构造 比 环 口 目 、 变 口 且 

及 隐 口 目 都 复杂 ,形状 亦 不 同 〈 部 分 和 隐 口 目 相 似 )。 唇 口 目 是 现代 还 - 

生活 着 的 生物 ,因此 ,有 关 此 目的 各 种 微 租 构造 的 组 众 和 性 能 吏 比 较 容 

易 掌 握 。 这 些 构 造 也 是 研究 古代 类 型 同 产 器 官 时 的 参考 春 料 。 

唇 口 目 有 两 层 膜 状 

人 PEE : Py BEBE ASL ERE 
PEPERE (Se ESE) Y= Py PERE (RM, 紧 贴 虫 体 ， 

Af} — tetene 和 虫 体 之 间 有 一 层 间 叶 
[is te aS (mesenchyme); 外 宫 壁 

区 下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最 外 面 。 
yee By FASE aE FY BEBE 

Aes 再 生 虫 室 fe RABE te ee Oe 

INU] SRS ” 室 的 主要 体 壁 ， 大 都 为 

裸 吉 壁 ( 沙 壁 层 ) “石灰 盾 ， 亦 有 部 分 为 角 

Sie JB APR , IFA 

图 41。 膜 苦 藤 虫 科 的 形状 aS Pr iP are 
(4 Be) 的 体 壁 一 般 可 分 为 三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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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ic 

i ABU 1 Waka A, ailing — sap os yA aly 
好 ee7"a8 BB 

Mi) | Bas tea 337327. HM é 

Peer PEER — rte 
图 42. 刺 丝 苦 巷 虫 科 的 形状 

Ga ELS) 

(图 41,42): 最 内 部 一 层 

称 薄 壁 层 (olocyst), 非 常平 

Ya; 外 面 的 一 层 称 二 壁 层 

(tremocyst), 此 层 全 为 鲁 质 ， 

是 层 口 目 虫 室 中 最 重要 的 

体 壁 ,其 上 有 许多 气孔 ;第 

三 层 称 侧 壁 层 (pleurocyst)， 

一 般 呈 粒状 ， 有 时 只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两 侧 ， 其 上 亦 有 

=U tS 

0) (prog =a a eae 

BE AI—EKA SE, OKA 

FE SL EB HI EB REE PROP SE 

# DEO RRB ANWADPREALAN—-BRE. AN it 

Be ONG TE— de, NBER RC TIERS REE, FERS E TE IN 

面 。 

唇 口 目的 气孔 类 型 很 多 (图 42, 43), 主要 的 就 是 分 布 在 毒 喜 上 的 

GEIL (tremopore)。 其 功能 和 毛 组 管 一 致 , 亦 是 一 类 呼吸 器 官 。 分 布 在 

图 43. 展品 目 虫 室 前 便 部 分 的 壁 孔 和 墙 孔 

1. Cheilopora sincera Smitt PO fit, 2. 复 壁 孔 的 放大 。 3. Hippodina 

fegeensis (Busk) fQfilji, 4. Ehcharoides prestans (Hincks), 5. Ellisina 

levata (Hincks), 6. Callopora lineata (Linné), 7. Cauloramphus spinifer 

(Johnston), 8. Trypostega venusta (N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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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壁 边 糙 部 分 的 壶 孔 称 侧 壁 孔 (areole)。 达 孔 及 侧 壁 孔 大 部 呈 圆 管状 ， 

[BAR IF PY SBR ASE 

BOB OAH SL, 但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复 壁 孔 (mnultiporous septula) 

中 。 

在 唇 口 目 室 口 附近 常见 一 图 透 钼 状 或 四 边 形 气孔 , 称 墙 孔 〈dietel- 

la), E Hee B EDWSOETE RANE 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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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若 萝 虫 的 地 层 价 值 及 它 在 中 国 地 层 上 的 分 布 

(—) Hh JE tr 18 

25 6 ob MASE EIA, TA ROE KEE EE 
属 的 重要 材料 。 因 此 , 当 其 他 化 石 很 少 或 非常 破碎 不 能 鉴定 时 ,在 一 般 
情况 下 , 只 要 利用 很 小 的 一 块 苦 储 虫 碎片 也 可 决定 种 、 属 , 并 能 鉴定 出 
相当 准确 的 地 质 时 代 。 由 于 苦 任 虫 具备 这 些 特 殊 的 有 利 条 件 , TERE 
在 地 层 分 层 和 对 比 工作 中 ,日 釜 受 到 广大 地 质 人 员 的 重 向 ,特别 在 石油 
地 质 方面 意义 更 大 ,是 重要 化 石 之 一 。 

| ee ee 2° 

Ath Sa ho B KOR .eOR 

和 隐 口 目 等 四 目 ， 其 中 变 口 目 和 隐 口 目 基本 上 只 

限于 古生代 , 它们 的 科 、 属 , 特别 是 种 在 地 层 上 都 

有 一 定 的 分 布 规律 。 棋 口 目 中 只 有 分 节 亚 目 分 布 

在 吉 生 代 , 但 地 层 意 义 不 大 。 KO BRL 

(CERAMOPOROIDEA ) Fil ##V% A CHEDERELL- 

OIDEA) 之 外 ,还 有 部 分 有 节 亚 目 (ARTICULATA) 

和 管 孔 亚 目 (TUBULIPORINA) , 其 中 以 睫 孔 亚 目 

Ril ek REL BAS HEB OMI Bo 

FETR ACA Tce eB LEIE FB FERA PTH 

(Elias，1954) 在 北美 找到 一 种 Cambroporella (图 

44)， 虽 然 爱 丽 阿 斯 衣 定 这 是 最 古老 的 昔 碎 虫 , 但 

很 多 人 都 於 为 这 是 一 种 管 织 。 在 波罗的海 附近 技 

SAO EB Marcusodictyon (图 123)， 巴 斯 勤 原 

图 4 Cambroporeita FAAKALBRRE, CMETRMMRLER, A 
的 形状 AR PB HELL (Fritz, 1947) 在 加 拿 大 找到 两 种 晚 寒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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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的 drcpacotypa (图 72)， 才 有 属 苦 全 虫 的 可 能 。 因为 这 一 和 珊瑚 

Crepipora 相似 的 生物 姑 可 以 和 早 奥 陶 世 的 苦 群 虫 进 行 比较 ,是 否 是 将 

ae BITE AE A Ea aT it PS BE 

IEW SA DEMS LN, 在 这 个 时 期 内 , HHO BY 

环 口 目 、 变 口 目 和 隐 口 目 都 有 了 代表 ， 但 大 量 发 现 还 是 从 中 奥 陶 世 开 

始 。 由 于 种 类 繁多 ,数量 丰富 , 进化 很 快 , 好 多 属 都 是 这 一 时 期 的 标准 

化 石 , 故 地 层 价值 很 高 。 竹 憾 的 是 ,分 布 范围 不 很 广泛 ,只 在 加 拿 大 、 美 

国 及 苏联 波罗的海 附近 等 地 区 比 过 富 集 , 其 他 地 区 的 套 料 比较 替 星 ,不 

够 系统 ,地 层 价 值 较 差 。 

MCN a ROBOA RRA, 其 他 三 个 目 过 少 。 变 口 目的 九 

个 科 有 从 个 科 在 这 个 时 期 已 经 形成 ,尤其 是 尖 擎 苦 鲜 虫 科 (Monticulipo- 

ridac), & 4: 4&4 HF (Batostomellidae ) , HAE BF (Heterotrypidae) 以 

及 星 苦 信 虫 科 (Constellaridae) 在 奥 陶 纪 形 成 的 种 、 属 极 多 。 其 中 有 四 十 

多 属 , 几 占 变 口 目 总 属 数 之 年, 者 分布 在 这 个 时 期 ,尤其 是 Dianulites, 

Nicholsonella 和 Batostoma 等 属 在 北美 洲 、. 亚 洲 及 欧洲 都 有 分 布 ,地 层 

价值 很 高 。 

奥 陶 纪 的 环 口 目 种 类 很 少 ,分 布 范 围 不 广 , 只 有 管 孔 亚 目 及 有 瞄 孔 亚 

目的 个 别 成 员 可 以 找到 。 

隐 口 目 在 奥 陶 纪 已 大 量 出 现 ,尤其 是 恤 网 苦 鲜 虫 科 (Ptilodictyidae)、 

EU DA ee 1} Rhinidictyidae) FI AMEME GF HE HAF (Stictoporellidae) 都 很 

SES, (1 Ba tS ee A ER EE Be Bi) HE ELI KO 

Tis Ba AOE a AE PU AR Ee EB RO SB EN), ee 

FSH ACME AVR, BM SAR RNAS I, 但 隐 

OBES APRs TREKS, AA ESHER SVR AS 

水 中 发 育 。 而 变 口 目 则 喜欢 生活 在 比较 洁净 的 海水 中 。 
RAE BS, SM AH PE Ba RE EPS Bec, (AAR 

类 BS Bt AVE Fl AG 3 OR Ee LP ACAD ERA. HUR UMB FIZ A 

和 那么 大 。 

基 口 目 中 的 窗 格 苦 入 虫 科 各 大 部 分 的 属 都 是 在 志 留 纪 开 始 形 成 

的 。 此 外 , 隆 口 目 中 的 另 一 大 科 一 一 刺 板 昔 入 虫 科 (Acnathocladiidae ) ih, 

是 从 志 留 筷 开 始 出 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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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口 目的 有 节 亚 目 从 志 留 纪 开 始 形成 ， 而 瞄 孔 亚 目的 香 苦 华 虫 科 

是 进入 志 留 筷 之 后 才 开 始 大 量 繁殖 的 。 故 志 留 纪 的 环 口 目 比 奥 陶 纪 的 

发 育 。 

从 泥 盆 纪 开 始 , 苦 蓄 虫 在 世界 各 地 的 分 布 范 围 有 所 扩大 ,种 类 及 数 

量 亦 很 丰富 。 这 个 时 期 是 古生代 昔 入 虫 发 育 史 中 的 重要 转折 期 。 很 多 

SP ACF ae RE, SO AMAR RHA, SERA, & 
Be 2S a th $4( Atactotoechidae) , Fil SAE F+CAmplexoporidae) , SARAH 

AL FRG AR EG BF CHalloporidae), fk HF BDA ARE BA 〈Arthro- 

stylidac) , BiH Ae A ASE S AE AL (Rhinoporidae) ARIK BAS 
ILS ee BA, Bl STUER RAE KE; MALES A CRAY, 如 环 

OAMABS BBA (Hexagonellidae), AAA EF CGoniocladiidae), 

20 BY Bae A (Stenoporidae) RB HAMAS eR a 

全 虫 科 (Sulcoreteporidae) 又 都 是 从 泥 丛 纪 才 开始 形成 的 。 因 此 , vemetc 

的 苦 叙 虫 在 地 层 、 演 化 及 生态 等 方面 的 价值 都 很 大 。 

泥 盆 筷 的 变 口 目 以 变 壁 苦 殖 下 和 的 地 层 价值 最 大 ， 此 科 契 大 部 分 
的 种 、 属 都 局 限于 泥 盆 和 纪 。 环 口 目 仍 以 移 音信 虫 科 为 主 。 隐 口 目 的 窗 

格 苔 从 虫 科 比 志 留 筷 叉 有 了 发 展 ， 属 的 地 层 价 值 亦 比 志 留 多大 ， 除 

Fenestella 及 Polypora 之 外 ,Semazcosci71ztt712 、LU1Nttypa、Tsot yp 及 Lo- 

culipora 在 世界 各 地 的 泥 贫 筷 地层 中 都 很 常见 。 杆 苦 人 蓄 虫 科 也 是 隐 口 

目的 一 个 大 科 , 个 别 较 原始 的 类 型 都 局 限于 泥 爸 筷 。 

时 石炭 世 的 兰 帮 虫 亦 相当 发 青 ,分 布 范围 比 泥 盆 纪 广 ,其 中 以 隐 日 
目的 窗 格 昔 镶 虫 科 最 为 突出 。 早 石 谈 世 是 此 科 发 育 史 上 的 易 盛 时 期 。 

Fenestella, Polypora 和 Archimedes 在 世界 各 地 都 常见 到 ,种 类 及 数量 

亦 非 常 丰富 。 刺 板 苦 太 虫 科 和 杆 苦 青虫 科 在 志 留 纪 及 泥 答 纪 虽 已 分 别 

形成 ,但 约 大 部 分 的 成 员 都 在 石炭 纪 开 始 发 育 。 由 于 种 类 繁多 、 分 布 广 

泛 .演化 很 快 ,故地 层 价值 亦 很 高 。 华 生 氏 昔 伦 虫 科 (Weorthenoporidae)、 

Dx & ae FC Cycloporidae) FIA HT & ae 2 FF (Actinotrypidae) 的 生存 时 

1h eo BR TAR A ett 1A A Sh A EASE, FH K ARG TA ee 

MAEVE GS ae BE A eR EEK 0 

早 石 痰 世 的 变 口 目 以 窄 管 苦 信 虫 科比 较 浓 见 ， 其 中 以 Teapr1zpora， 

Stenocladia 和 Dyscritella $7) Fp ye ALR) Rie eS a BEY Pre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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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atostomella, 5% # BFLWY Leioclema 和 Paralioclema | BHF AR 

世 地 层 中 亦 常 见 及 。 

环 口 目 仍 以 笛 昔 入 虫 科 及 六 角 苦 储 虫 科 为 主 , 比 较 常 见 的 有 Fistu- 

lipora, Dybowskiella, Cheilotrypa, il Meekopora 等 四 属 。 其 中 Chei- 

lotrypa 只 分 布 在 早 石 痰 世 ，Meekopora 的 地 质 历程 虽 长 〈《 志 留 筷 至 二 

SAAC ) ,但 移 大 部 分 的 种 亦 都 局 限于 早 石 痰 世 。 

中 、 晚 石 误 世 的 兰花 虫 和 二 兴 纪 的 基本 上 是 一 致 的 ( 属 大 部 相同 )， 

总 的 趋势 是 不 断 训 退 ,中 石 痰 世 比 较 常 见 的 还 有 五 十 多 属 , 到 了 晚 二 和 迭 

世 只 有 15 BT. 

中 、 晚 石炭 世 和 二 法 各 的 苦 蓄 虫 仍 以 隐 口 目 为 主 , 其 中 还 以 窗 格 苦 
合 虫 科 、 刺 板 苦 饼 虫 科 和 杆 苦 从 虫 科 比较 多 。 窗 格 苦 储 虫 科 以 Femreste!- 

la 及 Polypora 最 为 常见 ， 刺 板 昔 鲜 虫 科 和 杆 苦 鲜 虫 科 分 布 范 围 很 厂 ， 

地 层 价 值 很 高 。 

这 个 时 期 环 口 目 及 变 口 目的 发 育 情 况 和 早 石 谈 世 基本 是 一 致 的 ， 

比较 常见 的 属 都 是 由 早 石 痰 世 延 绫 而 来 ， 但 数量 和 类 型 都 比 早 石 痰 世 

有 所 沽 少 ,分 布 范围 亦 不 如 早 石 效 世 那 样 广泛 。 

2 中 生 代 和 新 生 代 

古生代 的 昔 伦 虫 进入 中 生 代 之 后 ,几乎 已 经 全 部 灭绝 , 代 之 而 起 的 

EEO RBURA—-BAROR, MOA AKHTAR A. 

SIRI oF Bie S ARTHAS REA ase 

a ee DELAY Dyscritella (图 45),/}ESREREAY Batostomella 及 围 

‘a he BAA Monotrypella, 前 两 者 和 采 自 苏联 西伯 利 亚 , 后 者 条 自 新 西 

兰 。 另 两 种 属于 隐 口 目 窗 格 苦 蓄 虫 科 的 Fenestella 及 Polypora, 775!) 

在 新 西 兰 及 匈牙利 采 获 。 这 是 一 个 非常 值得 注意 的 现象 。 如 果 三 迭 系 
SILAS BME, BRR AMAR RTS HED 

SURE TERR, Alt, GREKMSRENS HRB 

律 是 长 期 注意 的 问题 。 变 口 目 及 隐 口 目 在 古生代 末期 已 大 量 衰亡 ， 上 

述 数 种 可 能 都 是 写 们 的 子 遗 ; 层 口 目 在 当时 可 能 还 未 形成 ; 环 口 目的 扩 

Ge me BF} Diastoporidae) RE FH RE HA} CTubuliporidae) 中 的 许多 属 ， 

从 奥 陶 纪 一 直 可 以 延长 到 现代 。 但 在 三 泛 纪 却 未 找到 这 两 科 的 成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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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泛 纪 的 Dyscritella 

这 是 难于 理解 的 。 根据 上 述 情 驶 推测 , 三 迭 纪 的 普 华 虫 可 能 以 环 口 目 

AE; 只 是 由 于 三 兴 纪 的 环 口 目 ,包括 扩张 苦 信 虫 科 及 管 苦 全 虫 科 在 

内 ,没有 外 壳 或 无 俩 质 外 壳 ,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所 以 现在 见 不 到 它 介 的 

遗迹 。 

RA ACA ee ee BE I Be IE ABAD AG BR), 由 于 演化 很 快 , 地 层 

(MAR ZERBDILFSAEAOB, 包括 有 节 亚 目 、 管 孔 亚 目 、 

格 状 亚 目 《CANCELLATA) 、 蜂 房 亚 目 (CERIOPORINA) 和 喇 吸 亚 目 

(SALPINGINA) 等 。 此 外 , 桥 口 目 中 的 分 节 亚 目 (STOLONIEFERAJ) 的 

个 别 种 、 属 在 侏 罗 纪 亦 可 见 到 。 

FER BRS CPR MSE OB. 属 无 赛 亚 目 (ANASCA) ,是 

目前 这 一 目 中 的 最 老成 员 。 

白垩 纪 的 音信 虫 极 为 发 育 ， 不 葵 数 量 和 种 类 都 是 苦 售 虫 发育 史 中 

的 易 盛 时 期 ， 比 较 常 见 的 有 三 百 多 属 ， 其 中 锡 近 牛 数 都 只 局 限于 自 垩 

纪 ;, 故 地 层 价值 很 高 。 

以 环 口 目 来 发, 侏 罗 纪 的 各 个 亚 目 进入 白 醒 和 纪 之 后 ,都 获得 了 发 育 

的 机 会 ,其 中 以 格子 亚 目 的 花 办 昔 礁 虫 科 〈Petaloporidae)、 喇 吸 亚 目的 

牛 裂 其 入 虫 科 (Semiceidae) Fl AAW SAE BAY (Eleidae) 等 的 地 层 价 值 

最 高 。 而 德 形 亚 目 (RECTANGULATAJ) 是 在 白垩 纪 形 成 的 ,数量 很 多 ， 

大 部 可 用 来 作 地 层 分 层 及 对 比 的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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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 口 目 自白 垩 筷 初 期 形成 之 后 ,不 葵 种 类 数量 及 分 布 范围 很 快 就 
超过 了 环 口 目 , 其 中 以 无 于 亚 目 为 主 ,常见 的 有 25 科 , 其 中 10 FY, HP 

 # th F-(Rhacheoporidae ) Fil 4 FF fee 12 #1 ( Calpidoporidae ) FAS AMRF A 

垩 纪 。 小 孔 亚 目 4ASCOPHORA) 出 现 的 时 代 比 无 赛 亚 目 略 晚 , 在 白垩 

FRA LIA 16 科 , 其 中 平 腔 昔 令 虫 科 (Platyglenidae) , BEIGE KF 

th #4}-(Fusicellariidae) Fl FF BF CNephroporidae) AIRF A BH. 

Wot AE TCA ee BU ARIZ A ACA E RA 但 种 类 及 数量 仍 

然 不 少 , 在 世界 各 洲 的 海 相 地 层 中 亦 常 见 之 。 这 个 时 期 的 音信 虫 以 唇 

DAWA, EW PMA SG ae BAY (Steginoporellidae) , IAA 

th F#+CScrupocellariidae) FIRS KE BE (Farciminallidae) 是 在 新 生 代 形成 

之 外 , Soh eA ABE A SE RC RER TMK, ep ARR A ae BE CMembra- 

niporidae ) , 9a, iit! F AF HF} ( Crisiidae ) Fil HA & AF BF} ( Calloporidae) fx NK 

育 。 小 孔 亚 目 在 进入 新 生 代 之 后 双 有 了 发 展 ,较为 常见 的 狗 三 十 科 , 其 

HAG et FT (Porinidae ) , MIA ae BFF (Bitectiporidae) 在 进入 新 生 代 

BAKBAA, WME See fA CMicroporellidae), HAA RE 虫 科 

(Tubucellariidae ) , ji 2 #é EY ( Adeonidae ) 都 是 在 新 生 代 形成 的 。 

环 口 目 从 新 生 代 开始 即 逐 步 衷 亡 ， 所 剩 下 的 多 牛 是 从 白垩 纪 址 留 

下 来 的 , ABZ RE BR SMES GS ae FY (Heteroporidae) 7} BFE 

EAC RARF AC ERIE RM, 但 绝 大 部 分 的 种 、 属 都 分 布 在 新 生 代 及 现代 。 

此 外 , $44 RE FC Horneriidae) Fil JAN & A¥ WF} (Terviidae) FE HEA $f 

FEAR JRA TER, EPMA Aye IF {RT YZ 

(=) PE 24 eB A9sth e 

PEA ae BAHAR AR A HES ER, BP ba Re 

RES, PEARS, AK Ree, 发 现 它 的 机 会 不 

So Sua a REP RA AHR RMA iL Teo: 

1 奥 陶 AE 

早 奥 陶 世 EB Eel ie FLA ae LEAL CIA Re BS 

YOR, 因 保存 不 好 无 法 鉴定 种 、 属 , 但 知道 它 属 隐 口 目 。 在 陕西 南 郑 

梁山 附近 扬子 具 层 中 找 见 Tzrepocryptopora 二 种 和 Nicholsonell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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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Nicholsonella 是 奥 陶 纪 和 常见 的 化 石 ; 在 世界 各 地 分 布 其 广 ,湖北 宜 

都 汾 少 一 带 的 下 奥 陶 和 攻 中 亦 便 发 现 此 属 。 

中 奥 陶 世 HB Pa Eh FE BLAIR, ESR AT 

RAE (1954) 于 1950 年 在 辽宁 本 滩 附 近 的 马 家 沟 对 中 条 获 Dianulites, 

Nicholsonella 和 Batostoma 各 一 种 。 在 此 之 前 ， 尾 崎 金 在 卫 门 〈 开 . 

Ozaki, 1936) fE#RIE4AD AG 同一 地 层 中 全 条 获 Dianulites 和 Batostoma 

各 一 种 。PDiazzlites 和 Batostoma 者 是 奥 陶 纪 常 见 的 化 石 , 前 一 属 最 近 在 

甘肃 玉 门 航 脏 沟 妖魔 山竹 中 技 到 。 此 外 ;矢部 长 克 及 早 板 一 郎 (I. Yabe 

和 I. Hayasaka) fEW#IE a EB PAM AHR Batostomella 一 种 。 

2. 志 BH 

ee ACAI AE AREA. FERS ASA A FF 

A AGA RRR Ropalonaria, 到 目前 为 止 这 是 我 国 唯一 

的 一 块 棋 口 目标 本 ,标本 附着 在 腕 足 类 的 具 壳 上 。 中 、 晚 志 留 世 只 在 西 

南 和 西北 有 一 些 星 散 的 套 料 。 在 四 川 广元 中 志 留 和 统 罗 惹 坪 组 中 全 找到 

Fenestella —FH}, Orbignyella 两 种 。 Orbignyella 在 北美 等 地 都 出 现在 

质 陶 纪 及 志 留 纪 , 我 国 只 在 志 留 纪 找 到 。 此 外 ,在 四 川 广元 的 罗 攻 坪 和 组 

中 有 Fistulipora, 云南 志 留 系 中 条 获 Monticulipora 及 Fenestella 各 一 

种 。 最近 在 新 疆 柯 坪 的 柯 坪 塔 克 对 中 条 获 的 Hallopora 和 Ceramopora, | 

具体 层 位 还 不 清楚。 

3. 泥 盆 # 

中 国 泥 盆 纪 昔 太 虫 是 比较 多 的 。 (AYERS, 渤 

今 尚未 发 现 。 中 包 多 世 的 苦 姨 虫 在 广西 .贵州 .云南 和 黑龙 江 等 地 都 有 

分 布 , Vk, PR: 下 和 组 以 广西 横 县 的 郁 江 和 组 为 代表 ， 和 欧洲 的 爱 

菲 尔 阶 〈Eifelian) 相当 ; 上 组 可 以 广西 象 州 的 东 岗 岭 组 及 黑龙 江 密 山 县 

的 黑 台 和 粗 为 代表 ,和 欧洲 的 基 维 阶 (Gevitian ) 相 当 。 

ABATE ILA 4 属 10 种 ,以 Fistulipora 为 最 丰富 ,Biao- 
trypa, Leptotrypella 和 Fenestella 六 各 找到 一 种 。 有 szrx1zpoxe 和 Fene- 

stella 的 地 质 历 程 很 长 。Letbtotrybella 在 世界 各 地 都 出 现在 中 泥 丛 世 ， 

Eridotrypa 在 欧美 二 洲 都 出 现在 奥 陶 纪 , 在 我 国 却 生 存 到 泥 和 从 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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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MS ee BIERR O & 28 种 ,以 Fistulipora 和 Leioclema 最 

多 ,其 次 是 Semicoscinium, Unitrypa 和 Hemitrypa, 2 Dybowskieila, 

Fenestella, Polypora 和 Orthopora #6 R4R5L— FH Semicoscinium, Uni- 

trypa, Hemitrypa 和 Orthopora 等 四 属 的 分 布 时 代 是 从 志 留 纪 到 泥 贫 

匈 ， 而 以 泥 贫 纪 较 多 。 Dybowskiella 在 其 他 地 区 多 出 现在 石 痰 和 纪 和 二 

AAC, ERE PVA ARAB 

FEB IN Sh LU AB A. AAT ER REM A Fistulipora, Dy- 
bowskiella, Fenestella 和 Atactotoechus 等 。 此 外 , 在 广西 象 县 东 册 岭 

HF ARS Bae FCN RA VEER 

BRUCE S ae EARS SBS .部 阳 、 邵 阳 以 及 新 疆 的 库 鲁 区 塔 

克 等 地 都 有 发 现 ,保存 也 比较 完整 ,都 出 现在 晚 泥 盆 世 早期 ;和 西欧 的 弗 

打 那 阶 (Fransnian ) 相 当 。 零 陵 .部 阳 一 带 有 Azactotoechus, Diplotrypa, 

Monotrypa 和 Rhombopora 等 4 属 。 Atactotoechus 在 欧美 等 地 都 出 现 

在 中 RAVES, EE ASEM EKA, west, 在 湖北 长 阳 所 产 

之 Anomalotoechus 和 Rbpozzpopore,， 足 州 独 册 所 产 之 Fistulipora, AF 

BY (CASE BPA RIK ECFA © 

Pm Swen G eBay EPA, ROS Seat A 

Monotrypa, Schulgina, Anomalotoechus, Minussina, Eridotrypella, Fil 

Rhombopora 等 6 JR, Schulgina FEF WEAF IRCA, Atactotoechus, 

Anomalotoechus, Eridotrypella 和 Rhombopora EF, HRUE TH AS FLAY 

化 石 。 Minussina FEF RVC AR PIA RRL 

在 大 兴安 岭 中 南部 哈 拉 哈 河 上 游 的 大 民 山 组 中 也 技 到 一 些 昔 蕉 

虫 ,但 和 淋 未 进行 研究 , 初步 鉴定 知道 有 Fistulipora, Leioclema 等 类 型 。 

生存 时 代 可 能 和 西欧 的 法 门 那 阶 \(Famenian ) 相 当 。 

4. 石 ke #2 

中 国 石 痰 纪 的 将 信 虫 也 是 非常 发 育 的 ;主要 集中 在 西北 部 ,华南 及 

西南 等 地 只 有 少量 星 散 的 春 料 。 如 以 时 代 来 看 , FARE RMR ARE 

的 奏 料 比 中 石 痰 世 的 要 丰富 ;如 以 分 布 范 围 来 改 , BUA Ae ih ee 

沁 。 由 于 过 去 研究 很 少 , 还 很 难 用 它们 来 进行 分 层 分 带 。 

早 石 痰 世 早期 ( 岩 关 期 ) 的 苦 人 蓄 虫 目前 只 在 贵州 独 山 及 青海 德 合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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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地 找到 ,主要 是 Fenestella, tie, EA Fistulipora 及 Polyporay 

EAR AHR OR) 的 地 层 在 华南 和 西北 分 布 都 相当 广泛 ,但 

ve ee 8 0 ACFE SE LK PB SC HE, 其 他 地 区 的 状 料 都 很 

星 散 ; TBE LU Ae RAE A, NE, ER, Feb A 

秦 , 青 海 的 天 上 贱 及 德 介 哈 均 有 发 现 , 径 鉴定 共计 29 属 120 余 种 ,其 中 以 
Fenestella, Polypora, Fistulipora, Tabulipora 及 Meekopora 为 最 多 。 

Tabulipora 是 石 谈 纪 的 标准 化 石 之 一 ， 在 世界 各 地 以 早 石 痰 世 的 春 料 

为 最 多 ; Meekopora 虽 从 志 留 纪 开 始 出 现 , 一 直到 二 兴 纪 末期 才 灭 亡 ， 

但 它 在 世界 各 国都 以 早 石 痰 世 最 发 育 。 
在 壮 南 安 化 、 涟 源 这 一 时 代 的 地 层 中 找到 Hunanopora, Sinotabu- 

lipora, Fistulipora 和 Meekopora 4 属 ， 前 两 属 都 是 新 属 。 湖南 的 

Meekopora 和 并 连 上 山 的 为 同一 种 。 

中 石 痰 世 在 华南 大 部 分 为 这 海 相 这 积 , 不 适合 昔 倒 虫 的 生长 ,目前 

仅 在 江苏 龙潭 找 见 一 种 Polyporay 华北 的 本 滩 配 按 岩 石 性 质 来 看 , 似 

乎 适合 苦 伦 动物 的 生长 ,但 到 目前 为 止 , 知道 的 春 料 还 很 少 , Atel 

ASA Fl PY Se HERG ARIK BIE Fenestella, Hib K AAR A. Fen 

南 坡 的 中 石炭 生 中 共 找 见 三 种 Tabulipora 和 一 种 Fenestella (Minilya) 

晚 石 效 世 的 苦 伦 虫 在 华北 及 西北 等 地 发 现 很 多 ， 尤 其 近年 来 在 新 

疆 地 区 , 由 于 开展 了 地 质 普 查 工 作 , 找到 了 很 多 标本 , 其 中 以 中 天 山南 

花 的 柯 坪 及 普 昌 山区 的 材料 最 多 ， 据 初步 鉴定 已 有 Fistulipora, Fene- 

stella, Eridopora, Sulcoretepora, Rhombopora, Polypora, Synocladia 

和 Septopora 等 属 。 UES, FESTHEAR BAIA Bie ae BC A IPAR 

多 。 
华北 太原 王 中 也 有 许多 昔 奋 虫 ， 在 山西 太原 、 灵 石 及 囊 垣 都 条 得 

Fenestella, Polypora 和 Penniretepora 等 。 在 甘肃 天 向 和 采 获 Fistulipora, 

T abulipora 和 Fenestella, AFAR BSE AR Septopora, Po- 

lypora, Fenestella 和 Stenopora 等 。 

‘ers HK FER A AT RE — A AS ee IE, TRE! 

的 不 多 ,目前 仅 在 贵州 水 城 乐 得 一 种 Ascoporan TEPER E APE BK 
到 | Fenestella, Polypora 和 Ramipora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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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 & # 

我 国 二 泛 纪 地 层 分 布 很 广 , 但 在 华北 地 区 都 系 陆 相 沉 积 ,发 现 交角 

虫 的 可 能 性 很 少 , 华南 及 西北 地 区 有 一 些 零星 报导 。 化 石 主要 集中 在 

星 二 和 迭 世 , 晚 二 迭 世 较 少 。 

FR TELA ee ESSE LL BAK LB ESE DB HK WE Tt 

FAPEMAREE (AIGA EY FE 0 

TUS Se LL ey 3 eB ERI, Ra SE i 

富 ,其 中 以 早 二 兴 世 晚期 比较 丰富 ,共计 8 属 16 FPS RA 

一 些 无 法 鉴定 的 Fenestella 小 碎片 。 早 二 兴 世 晚期 的 成 员 以 Po1yztore 及 
Fistulipora 最 多 ,其 次 是 Leioclema, Stenodiscus 和 Septopora, {ii} Fe- 

nestella, Dybowskiella 和 Pseudobatostomella 都 只 找到 一 种 。 这 8 个 

属 ,尤其 是 Po1ytpora 和 Fistulipora 的 各 个 种 都 具 导 二 兴 世 的 特征 ,和 

华南 同期 的 春 料 比较 接近 或 完全 一 致 

新 疆 柯 坪 及 普 昌 山区 的 早 二 迭 世 昔 人 里 也 非常 丰富 ， 但 人 尚未 进行 

APRA, I SEARO RAE, 变 口 目 及 环 口 目 不 多 , 分 属 窗 

Wis GS ae BARR ae I A, FE a A PE 

Fo 

‘Pra HK RS ae 4) IZ, JURA 

SF FAAP ERR. WN: Fistulipora, Dybowskiella, Fene- 

stella, Polypora, Septopora, Leioclema 和 Stenodiscus 等 。 

Ws — STE: Se TI SRE YZ, EL Be A 

ANTE BIN Bt Pa ESS HAIL KM RRA IRE Ah, HAY 

青海 的 春 料 为 最 多 ,经 鉴定 共有 12 属 29 种 , 计 : Fenestella 7 FP, Poly- 

pora,Stenodiscus 和 Dyscritella 4=fh, Dybowskiella, Pseudobatosto- 

mella, Stenopora, Penniretepora 和 Synocladia #4}, Fistulipora, 

Septopora 和 Acanthocladia 各 一 种 。 

在 湖北 长 阳 找 见 的 Fistulipora, 广西 来 宾 条 获 的 Synocladia 以 及 

EIN EE LAY Penniretepora, Fenestella 和 Polypora #bHEWROIATE AS 

Do 

此 外 , 在 云南 的 大 理 及 和 龟 南 ,黑龙 江 的 玉泉 及 上 河 屯 的 二 兴 系 中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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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少数 Fenestella, Stenodiscus 和 Ramipora 等 ,但 这 些 标 本 系 属 早 

SRE EA SRE AR Bo 

6. 中 、 新生 代 

HEH TERM BANS ee Pita, AEBS TAK 

从 野外 队 寄 来 的 标本 中 , 已 陆续 积累 了 一 些 材 料 。 在 云南 路 南 及 四 川 

江油 分 别 找到 的 几 块 碎片 ,都 是 中 三 迭 世 的 产物 , PRR REE, BS 

层 状 ， 只 知 属 变 口 目 。 BREN, 产 有 你 有 罗 纪 及 和 白垩 纪 的 兰 父 

h Sb DUEO AWE, OARS. PEER, 最 近 在 新 疆 和 
苏 北 已 经 发 现 , 主 要 是 Memprazzjpoxra 和 Crista 二 属 的 成 员 , 具 体 层 位 

倚 不 请 楚 。 

a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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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和 有 采集、 加工 处 理 和 度量 

(一 ) BARR 

在 野外 和 采集 之 前 ,应 该 首先 熟悉 苦 信 虫 的 形态 和 生态 ,这 对 条 集 标 

本 是 有 帮助 的 。 这 类 生物 的 硬 体形 状 花 样 很 多 ,有 些 如 螺旋 状 、 丛 树 状 

BANNER ,.ALABCWUAA ARAN RRSRE ARAM, Kips 

SAPSGHIS, 但 有 的 直径 只 有 1 毫米 左右 ,肉眼 难于 看 到 , 需要 用 放大 

GWAR, 标本 露 在 外 面容 易 破 发现, 当 写 镶嵌 在 围 岩 中 只 有 很 薄 的 一 

便 露 出 时 也 容易 破 忽 现 。 因 此 ,只 有 和 掌握 了 硬 体形 状 和 表面 特征 之 后 ， 

才能 知道 在 野外 如 何 注意 和 怎样 采集 。 

昔 群 虫 性 喜 惰 居 ， 能 成 礁 体 。 一 般 改 来 古生代 的 标本 和 经常 和 腕 足 

类 MASE AE FES AA BER REMAP RRS; 中 、 新 生 代 的 标本 

RE Fs Dt as FE EE A ok Alb, FERC AMAA be BARE BE 

28 SCA , Pi RE RAIZ A SG et aE EY ee At 

RETR ACA AS ae ERR LAP ae BRR, SB RAS 

Fa Bits 2 ACE RF ER ARE, KRADWS AD AES 

相 地 层 中 ;除了 砂岩 , 尤其 是 厚 层 砂岩 之 外 , 其 他 海 相 地 层 中 几乎 都 能 

找到 。 但 以 石灰 岩 及 页 岩 为 主 , EMR RABRERVRAKSAY ES 

富 。 介 于 两 厚 层 石灰 岩 之 间 的 或 在 厚 层 石 灰 肉 上 部 或 下 部 的 钙 质 真 兰 

以 及 薄 层 泥 质 石 灰 岩 里 这 类 化 石 最 丰富 。 一 般 属 来 , 硬 体 呈 薄 层 状 、 网 

TRA KR SCA E RS FRR BURR RAKE, 呈 

困 块 状 、 角 柱状 , 牛 球 形 的 多 牛 分 布 在 石灰 岩 中 。 因此 , ESVARS 

的 地 层 中 ,应 该 多 注意 隐 口 目 和 层 口 目 ,在 含 钙 质 较 多 的 地 层 中 应 该 多 

注意 变 口 目 和 环 口 目 。 

he DRE ATER IR , 但 同一 形状 不 一 定 是 同一 种 或 同一 属 。 A 

此 ,在 野外 应 尽量 多 和 采集 标本 ,研究 材料 才能 比较 系 芋 和 全 面 。 

很 小 的 标本 需 用 放大 偿 观 察 ， 隐 藏 在 岩石 中 的 化 石 就 需要 击破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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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新 鲜 面 上 油 以 少许 水 分 才 比 较 容 易 寻 找 。 标本 条 到 后 一 定 要 阁 

甸 亡 下 化 石 的 产地 、 层 位 、 围 内 性 质 、 化 石 产 状 以 及 共生 化 石 的 名 称 , 工 

KAA Bis, 通 各 情况 下 都 是 每 层 一 个 总 号 ,每 块 标 本 一 个 分 号 , 工 

将 标 答 和 标本 包装 在 一 起 ,每 个 号 码 都 需 标 在 素描 图 或 柱状 图 上 , 这 样 

上 下 层 位 不 致 搞 乱 ,室内 整理 时 束 很 有 条 理 。 

(=) wn TT kh 

野外 采集 的 标本 ,表面 常 附着 泥土 、 灰 尘 或 岩石 碎 块 ， 有 时 甚至 完 

全 镶嵌 在 围 岩 中 ,为 了 观察 硬 体 的 外 形 及 装饰 构造 , 回 到 室内 后 必须 先 

进行 清洗 和 彻 步 分 类 。 如 果 标 本 为 自由 体 , 只 需 用 水 洗 潍 ,把 表面 所 附 

着 的 泥土 去 掉 ; 如 泥 质 坚硬 不 易 去 掉 ， 可 加 热 珊 沸 ; 如 再 不 能 去 掉 可 放 

过 氧化 钢 一 起 加 热 ， 也 可 用 苛 性 钾 复 于 泥 质 部 分 ， 数 小 时 后 再 用 水 训 

洗 , 这 样 亦 可 把 围 岩 鲁 去 。 如 标本 嵌 在 石灰 岩 中 ,需要 齐 离 围 岩 观 罕 表 

面 构造 时 , 可 将 标本 放 在 浓度 为 3 多 的 稀 盐 酸 溶液 中 浸泡 数 小 时 或 用 小 

刀 修 理 来 获得 完整 的 硬 体 标 本 。 

把 标本 洗 次 清洁 之 后 , 再 在 每 块 标 本 上 补 上 号 码 。 号 码 最 好 写 在 

硬 体 旁边 的 围 岩 上 或 者 不 太 

重要 的 部 位 ， 如 能 先 涂 以 白 

Ba E> WG Bt Fo 然 

a, ARAB LASE MAR 

硬 体外 形 , 注 意 虫 室 、 次 生 虫 

室 、 体 壁 等 特征 ,进行 初步 分 

类 ， 工 将 保存 完整 需 切 泗 片 

的 标本 摄影 留 底 ， 因 为 在 观 

察 内 部 构造 时 都 需 麻 制 薄 

片 , 完 整 的 硬 体 就 不 复 存在 ， 

OBEY BY FAVE Ae iil 

HOUSES o 

Fane A ae i Fe WS 

平 , 不 易 获得 清楚 的 相片 , 摄 

RADY FARA Z. IFA 



二手 盐酸 和 一 瓶 氨 氧化 氨 扎 在 一 起 (图 46) , 轻 轻 将 此 液体 歇 在 标本 上 。 

径 过 这 些 方法 处 理 之 后 , 硬 体 表面 蒙 上 一 层 白色 晶体 ,由 于 硬 体 表面 人 

着 晶体 的 厚 短 不 同 ,所 显示 的 色彩 亦 不 一 样 , 较 厚 的 地 方 显 浅 蓝 色 , 很 

毒 的 地 方 为 牙 白 色 ,致使 硬 体 表面 的 构造 请 楚 地 显露 出 来 便于 摄影 。 
Wer Bae oh A BE 

属 主要 决定 于 硬 体 的 内 rise er te 
aE, BOAR ye Seep gee ee, 
研究 工作 中 相当 重要 的 由 es ears | | 
as, ee Bb ee 

状 的 不 同 ， 沿 什么 方向 
切 制 短 片 ， 每 块 标本 需 
要 几 张 薄片 也 不 相同 ， 
一 般 可 归 生 为 下 列 数 
种 。 

BEAK B BOR G a | 

bape BSH CA 

47) :一 张 为 平行 硬 体 表 

面 的 弦 切 面 (tangential 

section ) ， 这 是 研究 硬 体 

表面 特征 的 切面 ， 因 为 

直接 在 硬 体 表 面 观察 各 
类 和 组 徐 的 形状 .大 小 .分 弧 # 面 

布 规 律 及 彼此 的 相互 关 叶 出 ube 
系 比 较 困 难 ， 也 不 易 度 
量 ; FAW HE eB 

下 观察 和 测量 就 比较 容 B47. BORDON 

BAAS EAH th BTA KA HD Clongitudial 

section), 3 @K Tai fe: HU MLAS AR BE A RAEI A PRR SEE 

化 规律 ， 同 时 也 能 观察 灵 生 虫 室 与 虫 室 的 相互 关系 ; 第 三 张 是 横 切 面 

(transverse section) ,和 硬 体 的 生长 方向 垂直 ,可 以 看 未 成 熟 带 虫 室 的 形 

状 和 虫 室 间 有 无 灵 生 虫 室 和 附属 构造 。 困 块 状 或 圆 球 状 硬 体 可 以 不 切 

仿古 



横 切 面 ,只 切 藤 切 面 和 炸 切 面 。 
蒲 层 状 或 网 格 状 的 硬 体 , 所 需 薄 片 的 数量 一 般 是 2 一 4 张 : 一 张 玫 

示 硬 体 正面 , 另 一 张 是 表示 硬 体 反 面 。 此 类 标本 极 萍 , 且 常 不 成 一 个 四 
正 的 平面 ， 在 一 般 情 驶 下 ， 正 面 和 反面 的 特征 在 一 个 薄片 上 面 都 能 见 
到 。 所 以 ,一 张 薄片 可 以 观察 两 面 的 构造 。 另 一 张 为 横 切 面 , 它 和 硬 体 
表面 及 硬 体 的 生长 方向 直 交 ,但 和 虫 室 的 生长 方向 平行 ,这 一 切面 可 以 
观察 虫 室 横 切面 的 形状 , 体 壁 的 厚薄 变化 及 微 组 构造 等 。 另 一 张 是 和 
硬 体 表 面 直 交 和 虫 室 及 体 壁 的 生长 方向 平行 的 狼 切 面 ， 从 其 中 可 看 出 
MARE IB, 新 , 老 个 体 的 生长 关系 以 及 底 膜 的 发 育 情况 , REE 
一 般 情 况 下 可 以 省 略 。 

磨 片 是 需要 一 定 的 和 经验 和 技术 的 。 先 将 所 需要 的 部 分 用 切片 机 或 
TDG PAR, TO ERE, 再 在 毛 玻璃 板 上 以 2000 一 3000 号 金 钢 砂 磨 
平 打 光 ,或 用 氧化 铬 放 在 关 布 板 上 打 光 ( 打 光 后 需 用 肥皂 水 冲洗 )。 清 
洗 干 兆 后 利用 加 拿 大 树胶 将 这 一 光 面 固 竺 在 玻璃 片上 。 待 胶 千 之 后 ， 
把 另 一 面 以 同一 方法 磨 薄 ， 待 构造 清晰 后 打 光 再 以 加 拿 大 树胶 放 上 盖 
玻璃 片 ,切片 过 程序 算 完成 。 

对 切片 的 要 求 是 构造 清楚 、 厚 薄 均 匀 ,方向 准确 , 加 拿 大 树胶 加 热 
适当 。 如 果 加 热 太 久 , KAR, 在 天 气 寒 疮 时 加 拿 大 树胶 易于 脆 裂 ， 
如 烤 得 时 间 太 短 , 火 力 不 足 , 在 天 气 转 暖 后 则 会 有 流 性 , 这 都 会 影响 薄 
片 的 保存 期 限 。 

有 些 标本 由 于 克 化 关系 无 法 获得 理想 的 薄片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可 先 
将 标本 放 在 硝酸 银 洲 液 中 涯 泡 数 小 时 之 后 再 切 薄 片 。 轻 过 这 样 处 理 之 
后 的 标本 , 体 壁 显 银灰 色 , 构 造 比较 清楚 ,观察 起 来 比较 容易 。 

ee) fe ee 

有 了 切片 之 后 ,通过 度量 , 了 解 各 类 构造 的 形状 、 大 小 及 分 布 关 系 
等 。 度 量 是 鉴定 苦 甫 虫 比 较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工作 。 特 别 对 决定 种 更 有 重 
要 意义 。 度量 通常 在 显 微 镭 下 进行 , 单位 一 般 用 毫米 ,微细 构造 用 微 
米 。 科 、 属 不 同 ,度量 的 要 求 亦 不 同 。 

硬 体 呈 枝 状 的 苦 靛 虫 需 量 其 直径 及 长 度 ， 中 空 枝 状 的 量 其 内 外 站 
径 , 薄 层 状 、 网 状 及 双 叶 形 的 只 需 厚 度 , 牛 球 形 的 要 测 底部 的 直径 及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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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团 块 状 及 不 规则 状 的 长 、 寅 、 高 都 需 度量 。 硬 体 表 面 上 的 装饰 构造 
除 测 直径 之 外 ,还 要 量 彼此 分 布 的 距离 , 朗 相 邻 两 装饰 构造 的 中 心 之 间 
的 距离 。 
室 口 的 大 小 以 直径 的 长 短 表示 ,直径 有 时 稳定 一 臻 ,有 时 有 长 短 之 

分 , 在 长 短 不 一 致 时 要 量 最 长 的 和 最 短 的 。 度量 时 口 围 及 月 牙 构造 的 
厚度 不 计 在 内 , 但 应 包括 体 壁 的 厚度 。 月 牙 构 造 的 长 . 袖 、 厚 都 以 最 大 
的 计算 。 口 围 结 核 厚薄 不 匀 时 , 需 同时 调 量 最 实 及 最 窗 处 的 。 口 围 上 
如 有 和 结核 , 除 度量 其 直径 外 ,每 一 口 围 上 有 多 少 精 核 亦 需 糙 计 。 

环 口 目 , 变 口 目 需 测 室 口 之 间 的 距离 或 室 口 的 中 心 相 距 , 2 毫米 的 
长 度 或 4 平方 毫米 的 面积 内 室 口 的 数量 。 横 板 的 分 布 有 二 种 度量 方 
法 ,一 种 以 横 板 间距 和 虫 管 寅 度 的 比例 计 , 如 相距 为 1/2 管 径 , Ne 

Pe 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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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10 毫 米内 的 枝 数 (4 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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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a. Fenestella 的 放量 方法 



相当 虫 管 的 真 度 内 有 二 条 横 板 , 另 一 种 以 1 毫米 内 有 多 少 横 板 计 。 环 

口 目的 泡 状 组 徐 在 弦 切 面 上 需 量 其 直径 , 室 口 间 的 行 数 , 在 热切 面 上 划 

六 计 其 在 1 毫米 内 的 数量 。 变 口 目 的 间隙 孔 和 刺 孔 除 直径 需 度量 外 ， 

还 得 和 统计 在 每 一 室 口 外 围 的 数量 。 

硬 体 呈 网 格 状 的 隐 口 目 , 所 测 的 数据 较 多 , 包括 枝 的 实 度 及 厚度 ， 

PA 5 BE. EE, 窗 孔 的 大 小 , 中 毯 和 结核 、 间 降 孔 等 器 官 及 微细 构造 

《 毛 和 组 管 . 连 孔 等 ) 的 大 小 ,个 体 壁 及 生体 壁 的 厚度 , 虫 室 的 宽度 及 深度 ， 

HREM it BERS BE 10 毫米 内 的 枝 数 及 窗 孔 数 《〈 后 者 沿 窗 孔 长 轴 度 

=), 5 毫米 内 的 虫 室 及 中 毯 竺 核 数 以 及 1 毫米 内 毛 组 管 的 数量 等 等 。 

呈 枚 状 的 隐 口 目 , 度 量 构造 的 要 求 和 环 口 目 或 变 口 目的 一 致 
度量 出 来 的 很 多 具体 数字 , 用 文字 描述 时 ,必须 氢 述 出 来 , 以便 得 

出 各 类 构造 的 大 小 及 相互 关系 的 概念 。 为 方便 起 见 , 各 国 研究 苦 令 虫 

的 工作 人 员 正 在 摸索 乐 用 表格 代替 文字 描述 ， 目 前 较为 通用 的 只 Fe- 

nestella 及 Polypora 二 属 , 在 各 个 数字 间 划 以 和 斜 线 表 示 ， 如 一 个 Fene- 

stella 为 15 一 17/16 一 17//18 一 20/10, 表 示 10 毫米 内 有 5 一 17 枝 ,16 一 

17 个 窗 孔 ，5 豪 米 内 有 18 一 20 +} HE, 10 SRK. 一 Polypora 
为 6 一 7/10 一 12//18 一 20/3 一 4， 表 示 10 毫米 内 有 6 一 7 枝 ，10 一 12 个 

GL, 5 毫米 内 有 18 一 20 >} RS, Bie LA 3 一 4 行 虫 室 。 这 种 表示 称 

网 格 公 式 。 



七 、 分 类 及 重要 科 属 的 特征 

1869 年 胡 特 希 (Nitsche) 根据 音信 虫 肛门 开口 的 位 置 将 苦 久 虫 划 

5y FI A ALL FS CENTOPROCTA ) FYE ALL FY CECTOPROCTA ) PRE , F# 

PAM AE (Allman, 1856) Are EB (PHYLACTOLAEMATA) fil 

EH (GYMNOLAEMATA) 都 属 外 肛 亚 门 ， 对 苦 伦 虫 的 分 类 初步 质 

定 了 基础 。 后 来 勃 斯 克 〈1852)、 欧 瑞 克 (1882) 和 万 因 (1883) 等 把 

裸 层 网 双 分 为 五 个 目 : MORBLROB, SOR, BOBREOB, 
% (Borg, 1926) RE WRB (CR. R. Shrock & W. H. Twenho- 

fel, 1953) JBRORASOR ARS MPs He BIA, PAS 

(STENOLAEMATA)( I 48), 

ARLE ,一 外 肛 亚 门 - 

#5 i 现 生 BK 

e 6 GS 
Gog i305 #08 BOA HOH 

A438. FRSyHWDBREA 

( 抄 自 舒 洛克 与 童 豪 富 ) 

关于 目 以 下 的 亚 目 和 科 的 分 类 闭 题 , 捷 觅 尔 (1880) 、 欧 瑞 克 (1889) 

和 巴 斯 勤 (1937,1953) 都 先后 讨论 过 。 苏 联 古生物 工作 者 阿 斯 特 洛 娃 

《1957)、 莫 洛 查 娃 (1959)、 舒 里 卡 - 章 斯 切 连 科 (1960) FRE PBA 

. ae % 



《1960) 近 年 来 也 作 了 不 少 修改 和 补充 。 我 们 参照 这 些 学 者 的 意见 , 把 

2 个 亚 门 、3 个 和 网 、5 个 目 媒 选择 35 个 科 及 138 SBE Be 

如 下 : 

2 hes FY BRYOZOA Ehrenberg, 1831 

内 肛 亚 门 ENTOPROCTA Nitsche, 1869 

肛门 位 于 鲁 手 环 里 面 , 鲁 手 环 呈 圆 形 , BATES REE, 每 一 虫 体 

SLA BRA, 故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这 一 亚 目 完全 生活 在 谈 

水 里 面 , 三 体形 状 变化 不 大 , 每 一 垂体 所 含 的 个 体 不 多 , 生体 大 小 一 般 

不 超过 5 BK «EMA PRAIA (sulk), 肉 众 附着 在 底盘 

(basal disk ) 或 外 蕉 上 。 以 伴生 的 方式 形成 王 体 ;有 时 先生 侧枝 ,在 侧 术 

上 再 生 个 体 ,未 成 玖 的 个 体 可 称 芽 胞 。 个 体 都 无 体 肥 , 内 胜 和 体 壁 之 疝 

有 柔软 的 细胞 组 徐 。 钥 手 不 能 收缩 , 但 能 逢 起来 隐 入 体内 。 Se TEGAN Hah 

FAB ABT mo ERAHA—M IRE (protonephridia) FIA ERIE 

管 (trochospheric larva)。 纺 虫 以 开口 的 一 端 和 其 他 物体 固 结 ,再 发 育 形 

成 成 虫 。 虫 体 在 生长 过 程 中 没有 JA REE 现象 。 

这 一 亚 门 包括 2 科 8 属 ,以 Pedicellina (图 49) 和 Loxosoma 最 为 

触手 收 弦 时 之 史 体 

YA A 

生发 顶端 ait | qe OF 
图 49. Pedicellina cernua Pallas (现代 ) 

外 肛 亚 门 ECTOPROCTA Nistche, 1869 

肛门 开口 在 钥 手 环 的 外 面 。 鲁 手 环 呈 园 形 或 马 踊 形 。 个 体 都 有 体 

肥 , 其 中 有 各 类 专门 器 官 , 空 障 中 充满 体腔 液 。 体 壁 钙 质 或 几 丁 质 。 负 

ss 58 e 



手 都 能 缩 入 体内 ,并 为 触手 蔓 所 包围 。 个 体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都 有 “周期 蛤 

aE" CE SAP, AAA RE 

护 唇 网 PHYLACTOLAEMATA Allman, 1856 

3X — MAB TIA OK BEB PRP, FC AY Ae, HL FICHE A o 

MARRY JAS ih , SLBEBE FH ERK AY. FESS RATA, PSR 

括 肌肉 层 和 中 空 表 皮 两 部 

分 。 季 体 呈 块 状 或 丛 树 状 ， 

个 体 彼 此 平行 ,底部 有 苑 。 

PS a AB 7A PR AR SF 

(statoblast, 图 50), Rik 

是 一 类 内 生 的 幼虫 个 体 ， 

也 是 幼虫 的 栖息 所 ， 在 生 

活 环 境 不 利 的 条 件 下 也 能 

生存 。 按 形态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休眠 芽 的 芽 体 上 有 一 

Pia (equatorial ring), 

TP TR FP CE UY 

AAA ee, PETE RAR SF 

PIF Sh ARF 图 50. 各 类 休眠 芽 的 形状 

SRI PRER SF BUC FF 7K JES (PAAR) 

RRR WEGLEE IS ee MB Pee ban Anal mn 
此 移 有 一 科 - 9 属 ， 以 C71U- fungosa. H, 1. Lophopus crystallinus J. Plumatella 

statella (图 51) 最 常见 。 rebpe25， 由 休 眼 芽 发 育 形成 的 个 体 。 

AMBER. 

72 = 4] STENOLAEMATA Shrock et Twenhoful, 1953 

1X — FM ABAE TE FES TK EASA RR, 虫 室 都 呈 围 

FETE BHR, REPS, 虫 室 始 端 尖 细 , BOAT. PFA 

形 。 有 比 虫 室 大 的 孵 胞 。 虫 室 彼此 紧密 相 接 , 亦 可 相距 甚 远 。 MEARS 

丛 树 状 、 枝 状 至 团 块 状 。 奥 陶 纪 至 现代 。 

ee。 5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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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51.. Cristatella 

环 口 目 CYCLOSTOMATA Busk, 1852 

环 口 目的 虫 室 ( 图 52) SAK, RRS, JK 

或 弯曲 成 绝 形 ; 室 口 圆 形 或 顶风 形 ; 在 成 长 过 程 中 体 壁 的 成 分 、 租 丛 和 

厚薄 以 及 虫 室 的 形状 很 少 变 化 , 室 口 又 无 显著 的 收敛 或 放大 现象 , 故 称 

KO AROFAAYAIA BR) 
环 口 目 的 硬 体形 状 很 多 ,以 蔓 状 、 丛 树 状 、 薄 层 状 、 团 块 状 玉 枝 状 最 

常见 。 很 多 硬 体 具 室 闻 节 , 室 间 节 系 角质 体 ， 呈 球状 或 管状 , 将 硬 体 分 

为 数 节 。 部 分 古生代 环 口 目的 硬 体 表面 可 见 装饰 构造 , 由 间 降 和 孔 或 泡 

状 组 徐 组 成 , 亦 可 充填 钙 质 。 底部 有 时 具 外 皮 , 个 别 科 、 属 的 硬 体内 部 

fA PARE Eo 

环 口 目 室 口 的 形状 及 构造 (图 52) HAE A fe BAO Be, 
室 口 上 可 见 口 围 , 疫 有 口 围 千 核 及 口 盖 ,月 牙 构 造 亦 只 在 个 别 古 生 代 类 

型 中 才能 见 到 。 虫 室 在 形成 的 初期 大 部 和 底 壁 接触 ,平展 成 负 甸 状 , 进 

及 成 熟 期 后 才 直 接 向 外 开口 ;有 时 只 在 硬 体 的 一 方 开 口 [ 称 正 面 (obverse 

或 celluliferous face) 或 前 面 , 另 一 面 称 反面 (back，noncelluliferous face 

或 reverse) 和 底面 ]， 有 时 在 硬 体 的 四 周 开 口 。 体 壁 的 构造 浆 很 简单 ， 

es。 60 。 



JASL J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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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c ERAGE ES 
Ni KN 连接 带 N N 

环 状 系统 -由 IK 8! IN Sif, | N 

RII) 

fat 

环 口 目 虫 室 的 构造 

《摘自 巴 格 ) 

AUB SRSA, Ra RES, 两 者 借 不 共生 , 构造 单一 。 体 壁 中 常 

具 巡 孔 及 伪 孔 ,在 室 口 附近 最 发 育 。 

卵 胞 是 环 口 目 最 重要 的 变态 个 体 , 大 部 分 科 、 属 内 都 可 见 到 ,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中 央 或 底部 ,少数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两 侧 ;, 在 硬 体 有 的 地 方 最 党 

见 。 数 量 多 少 不 定 ,一 般 少 于 虫 室 。 卵 胞 呈 宫 状 或 灵 管 状 , 比 虫 室 大 ; 

它 开口 的 一 端 称 胞 口 。 胞 口 亦 可 具 口 围 称 胞 口 围 , 胞 口 位 于 孵 胞 的 顶 

端 . 前方 或 侧 部 。 卵 胞 的 形状 、 大小、 构造 .数量 及 分 布 规律 等 都 是 分 类 

上 非常 重要 的 材料 。 

部 分 古生代 环 口 目的 虫 室 之 间 有 间隙 孔 或 泡 状 组 徐 ， 两 者 人 并 不 共 

生 , 和 虫 管 可 以 同时 形成 , 亦 可 在 虫 室 进入 成 熟 期 后 才 开 始 发 育 。 有 些 

e 6h 



Se HUGE sh ES HG A) LRA 
环 口 目 都 没有 刺 孔 。 (ATA BREST Ae, 成 
长 是 形 小 孔 ; 它 和 变 口 目 及 隐 口 目的 刺 孔 很 相似 。 

FRO BA SAAS A PR KARR RIOR SE 
徐 , 横 板 只 在 个 别 古 生 代 类 型 中 才能 见 到 。 写 只 分 布 在 长 管状 虫 室 中 ， 
于 距 很 远 , 体 壁 薄 而 直 。 人 后 横 板 只 分 布 在 个 别 的 属 内 。 

环 口 目 始 见 于 早 奥 陶 世 ， 到 古生代 末期 称 芯 亚 目 和 几 孔 亚 目 就 全 
部 稻 灭 ;从 中 生 代 开 始 , 除 有 节 亚 目 和 管状 亚 目 还 炎 续 发 育 外 , 双 出 现 
了 许多 新 的 亚 目 , 白 醒 纪 是 环 口 目 最 繁盛 的 时 期 ; 进 太 新 生 代 之 后 又 大 
批 趋向 灭亡 ,目前 还 存在 的 只 剩 下 50 余 属 。 环 口 目 共 有 8 个 亚 目 〈 在 
巴 斯 勒 的 < 古生物 学 基础 > 一 书 中 包括 9 个 亚 目 ) 34( 或 35) 科 330 余 属 。 
奥 陶 筷 至 现代 。 

有 节 亚 目 ARIICULATA Busk，1895 

特性 : 硬 体 大 部 有 区 , 室 寺 节 由 底部 的 虫 室 组 成 。 虫 室 管状 ,彼此 

独立 生长 ;排列 稀 芒 ,有 外 层 肌 , 体 壁 钙 质 。 和 履 胞 分 布 于 硬 体 的 中 央 。 

时 代 : 志和 留 纪 到 现代 。 
oe 

[ AMSRRS 
é |i CRISIIDAE Johnston, 1847 

ay 硬 体 直立 ， 分 枝 从 生 状 ， 大 部 有 
| 。 节 ,， 有 节 的 地 方 由 角 盾 连接 。 虫 室 管 
te 状 , 有 单行 与 双 行 之 分 ,只 在 硬 体 的 一 

| JJ/ IE, SPN, SHER Ae 
© FN 孵 胞 的 顶端 , 彼此 分 开 , 和 虫 管 平 行 。 
\ ( WH whe ¢ 

. \ oa i/ y) WY, 白垩 纪 到 现代 。 

| | APSR 
: Crisia Lamouroux, 1812 

(图 53) 

图 53. Crisia eburnea (Linné) 属 型 : Sertularia eburnea Linné 

. G2 * 



1785 

特征 : MARSH, BT LON ABS 2 个 或 3 个 ,多 时 旭 

有 5 个 以 上 。 卵 胞 很 大 , 常 分 布 在 室 间 节 附 近 。 胞 口 的 形状 、 大 小 有 及 

构造 与 室 口 的 相似 。 

分 布 : 欧洲 大 西洋、 太平 洋 等 地 ;中 新 世 到 现代 。 

束 管 若 花 虫 科 
PHACELOPORIDAE Miller, 1889 © JW) 

REAATE IL, ABSEK 7A 2 个 

或 2 个 以 上 的 虫 室 。 MER, 始 端 

多 而 顶端 粗 , BEC A A ABE; SEO EIT, 

AR 7h, ETA tins ACP 

fA FOZ VEE AC 

Phacelopora Ulrich, 1889 WUT x 25 1 
和 

6B 2%) 外 形 X 25 

属 型 : Phacelopora pertenuis Ulrich, 图 54. Phacelopora pertenuis 
1889 Ulrich 

特征 : 和 科 性 一 致 ,每 节 内 只 有 虫 室 二 个 。 

分 布 : IES SBA. 

管 孔 亚 目 TUBULIPORINA Milne-Edwards, 1838 

特性 : 硬 体 枝 状 、 薄 层 状 . 草 状 或 块 状 , 无 室 间 节 。 虫 室 管状 , 室 口 

圆 形 。 除 扩张 苦 蓄 虫 科 之 外 ,其 他 科 的 卵 胞 都 很 大 , 胞 口 大 而 清楚 , 位 

于 卵 胞 的 顶端 或 前 侧 。 

时 代 : 奥 陶 纪 至 现代 。 

tk Sa hE DIASTOPORIDAE Gregory, 1899 

硬 体 薄 层 状 、 叶 状 、 双 层 对 称 状 、 块 状 或 枝 状 。 虫 室 管 状 :构造 简 

单 , 彼 此 排 烈 成行 。 此 科 有 无 卵 胞 还 不 清楚 。 奥 陶 纪 至 现代 。 

°° 63 。 



eK EH Diastopora Lamouroux，1821 

(图 55) 

属 型 . Diastopora foliacez Lamouroux, 1821 

特征 : 硬 体 双 层 状 ,直立 生长 。 虫 管 短 柱 形 , 室 口 圆 形 或 酉 圆 形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侏 罗 和 纪 至 现代 。 

69， 和 ALLE JJ 7 @ oe 

ye gests a) Reade e! WA xu a 2 
aoe SS [4 

Bll i x 10 
" sey a

e 2 

RH Xx 10 

图 55。 Diastopora foliacea Lamouroux 

#282 Corynotrypa Bassler, 1911 

(FA 56) 

B22. Hippothoa delicatula James, 1879 

特征 : DESIR, sh SCARY 
形 ; 新 虫 室 都 分 布 在 老 虫 室 的 顶端 。 各 枝 之 

Mima WIG. 标准 类 型 未 见 卵 胞 ， 少 数 

“中生代 标本 中 可 见 大 卵 胞 。 
156. corset delice. 分 布 : 北美 及 西欧 ; 奥 陶 各 至 白 于 纪 , 主 
tula (James) 硬 体形 态 x25 ”要 集中 在 奥 陶 纪 及 志 留 纪 。 

mot Reticulipora d’Orbigny, 1849 

《图 57) 

属 型 : Apsendesia dianthus Michelin, 1847 

特征 : 硬 体 枝 状 ,外 表 呈 规则 的 网 格 状 。 虫 室 短 管状 , 排列 规则 ， 

新 虫 室 都 分 布 在 老 虫 室 的 顶端 , 室 口 开 口 在 枝 的 边缘 ,这 些 边 煌 部 分 短 

而 凸 出 ,互相 连接 成 波浪 形 。 

分 布 : CU RF A Bic 

es。 64 。 



“~ 

filid x 25 
图 57. Reticulipora dianthus (Michelin) 

= ¢¢th Sagenella Hall, 1851 

〈 图 58) 

属 型 : Sagenella membranacea Hall, 1851 

th Ss SERA BIR, EARS Ga LR SE 

硕 体 正面 x 15 
图 5358. Sagenella Consimilis (Lomsdale) 



口 贺 形 或 枉 圆 形 。 表 面 虫 室 行 数 很 多 ,彼此 紧密 相 接 , BITRATE 

Rill, 

nae R 
Stomatopora Bronn, 1825 

(图 59) 

属 型 . Alecto dichotoma La- 

mouroux, 1821 

特征 : BEAKER, BKK 

ob Ss HM 5 BEAR AAT BSE, AK 

之 间 常 于 成 多 边 形 。 标 准 类 型 无 
= zs tHe x 25 As 

图 59 . Faia dichotoma DAR. FACE A & GK = wh 

(Lamouroux ) , Té EMH A KSB 

分 布 : ASE REIN; BMAF. 

G@AEhE TUBULIPORIDAE Johnston, 1838 

BRE, IRR, BEKER; BORG, 比 虫 室 的 面积 略 

有 和 顷 小 ;每 束 虫 室 都 平行 排 烈 , 室 口 突出 。 儿 胞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前 侧 ， 分 

布 方向 党 和 虫 室 的 长 轴 方 向 平行 。 泥 贫 纪 到 现代 。 

@B3HoER Tubulipora Lamarck, 1816 

(AY 60) 

属 型 Millepora liliacea Pallas, 1766 

特征 : MATE RK, DRIER BIE 

AeA, TEI AESS, SU RUBE AHR 
BOR. JRRATEIRABLAN, 7 FEB HR 

室 的 外 围 , 胞 口 小 于 室 口 。 

分 布 : 北美 .欧洲 及 大 西洋 ; 始 新 世 

到 现在 。 

图 60. Tubulipora liliacea (Pallas) 

* 66 ¢ 



小 克 神 苔 薛 虫 Crisinella Hall, 1883 

《图 61) 

属 型 . Cyisizzc2 scrobiculata Hall, 1883 

特征 : PEABOK, ZAG, 口 围 发 育 ， 只 在 

一 面 和 开口， 斜 向 分 布 成 行 。 硬 体 反 面 有 多 线 纹 。 

OPA A is DUAR Fo 

分 布 : JESS WU M VERA 

格 状 亚 目 CONCELLATA Gregory, 1896 

特性 : 硬 体 以 区 圆 桩 形 为 主 ， 相 互 速 楼 成 从 iv ee 20 
树 状 ,个 别 属 可 呈 园 盘 状 , 体 壁 格子 状 。 Ay 
时 代 : AS BRK scrobiculata (Hall) 

ASE RE HORNERIDAE Gregory, 1899 

硬 体 呈 直立 生长 的 树枝 状 , 各 枝 在 底部 互相 连接 。 硬 体 各 部 都 有 

和 细 长 的 空 管 ,这 是 一 类 新 虫 室 。 室 口 在 硬 体 的 前 侧 分 布 规则 或 不 规则 。 

虫 室 的 体 壁 呈 片 状 或 鳞片 状 。 饰 胞 很 大 , 呈 塞 状 , 均 与 地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反面 , 胞 口 都 分 布 于 卵 胞 的 边缘 部 分 。 中 新 世 至 现代 。 

fas Hornera Lamouroux，1821 

《图 62) 

属 型 : Hornera frondiculata Lamouroux, 1821 

特征 : 硬 体 正 、 反 面 都 具 细 长 的 空 管 , PFOA, BURAK 

其 他 特性 和 科 一 致 。 

分 布 : 北美 .大 西洋 和 地 中 海 ; 中 新 世 到 现代 。 

7EMSE RE PETALOPORIDAE Gregory, 1899 

硬 体 丛 树 状 , 直 立 生 长 。 室 口 在 硬 体 的 一 面 或 各 面 开 口 。 体 壁 上 

气孔 很 多 。 SPAM, (OME, 一 般 分 布 在 硬 体 中 央 。 和 白垩 

纪 , 现 代 (?) 

e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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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Hornera frondiculata Lamouroux 

PRA Si x 10 

FA 63. Petalopora costata d’Orbigny 



JEM BER Petalopora Lonsdale, 1850 

(图 63) 

属 型 : Chrysaora pulchella Roemer, 1840 

特征 : PEABO, BOAHES HD MRILRS MAS HES 

Filo SMKX. 
时 代 : 白垩 筷 

蜂 帘 亚 目 CERIOPORINA Hagenow, 1851 

特性 : 硬 体 大 部 呈 枝 状 , 亦 有 显 层 状 或 块 状 的 。 虫 室 圆 柱状 ,其 中 

有 水 平分 布 的 横 板 。 常 见 间隙 孔 。 表 面 有 分 布 规 则 的 尖 守 ,但 不 显著 。 

这 些 构造 都 和 变 口 目 相 似 , 但 亡 有 泡 状 组 徐 。 团 胞 发 育 , 和 虫 室 直 交 。 

时 代 : 第 三 纪 至 现代 。 

SS3S# RE HETEROPORIDAE Waters, 1880 

硬 体形 状 很 多 ,以 球形 及 枝 状 者 最 常见 。 体 壁 上 具 伪 孔 ;, 其 他 特性 

和 亚 目 一 致 。 第 三 和 纪 到 现代 。 

ESHA Heteropora Blainville，1830 

《图 64) 

JR#!: Ceriopora cryptopora Goldfuss, 1827 

特征 : 硬 体 丛 树 状 , 各 枝 直 立 生长 , 表面 平滑 。 虫 管 很 长 , SAE 

FERRER, 虫 室 完 全 彼 间 降 孔 分 开 , 间 降 孔 体 壁 萍 。 此 属 有 无 卵 胞 向 

| 
KOH X 2 硬 体外 形 原 大 PA TH X 25 

图 64. Hoteropora cryptopora (Goldf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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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明了。 

分 布 : 西欧 及 北美 ;第 三 纪 到 现代 。 

RISABBR Acanthopora d’Orbigny, 1849 

《图 65) 

kB: Chrysaora spinosa Michelin, 1843 

特征 : 硬 体 棍棒 状 或 柱状 ,表面 有 脉 状 线 纹 , 由 坚固 的 体 管 组 成 。 

虫 室 沿 轴 心 向 外 呈 放 射 状 分 布 。 室 口 多 边 形 , 口 围 寅 , 具 贺 锥 状 小 刺 。 

分 布 : 1c KF AFB. 

看 体外 形 原 大 ERR TT X 25 

图 65.° Acanthopora spinosa (Michelin) 

= Se Ceriopora Goldfuss, 1827 

(图 66) 

属 型 : Ceriopora micropora Gold- 

fuss, 1927 

特征 : 和 Heteropora 很 相似 ;但 

无 间 隐 孔 。 虫 管 的 粗 组 可 以 变化 , BE 

列 不 规则 。 横 板 多 少 不 定 。 

AZ2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白垩 
i x 10 纪 和 到 中 新 世 。 

图 66. Ceriopora micropora Goldf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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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17 H RECTANGULATA Waters, 1887 

特性 : FEAR TRESS we, Whe Zhi. BAD 

布 成 螺旋 状 , 每 一 圈 虫 室 的 外 围 都 有 刺 瘤 状 小 孔 (alveolus)o。 

-时代 : AMEE 

HRB RE LICHENOPORIDAE Smitt, 1866 

AEP Se ALAM ARAM RR AAS SEK EER 

的 顶部 , #2 — RATES ABA RRR FREE LLL. ASE 

到 现代 。 

ibARSHR Lichenopora Defrance, 1823 

(EI 67, 68) 

属 型 . Lichenopora turbinata Defrance, 1823 

特征 : 硬 体 由 一 束 或 多 束 虫 室 组 成 , 分 布 成 螺旋 状 。 BADE 

REPRASTA SB ARR SAK, PLB AHR 

分 布 : 欧洲 ;三 泛 筷 至 现代 。 

图 67. Lichenopora turbinata 图 68. Lichenopora radiata 

Defrance, X 10 Audouin, X 10 

喇叭 亚 目 SALPINGINA Hagenow, 1851 

特性 : 虫 室 呈 管状 多 面体 ;有 卵 胞 ,和 一 般 环 口 目 相 似 。 但 又 有 篇 

SAU AA 

时 代 : AS SBA Bi. 

PE 4 



Sioa RE ELEIDAE d’Orbigny, 1852 

MABCR IIAzAK, BRK ER, Aim BOWIE, REE LATO 

SPRBAARTE, I FA OTA tie, PURER TASB AY a SSA, Bk aay Beh 
KRTE, PRREFL Celeocellarium) , 侏 罗 有 纪 至 白垩 筷 。 

爱丽 亚 苦 蕉 虫 Elea d’Orbigny, 1853 

(图 69) 

B®: Bidiastopora lamellosa d’Orbigny, 1850 

表面 X 5 表面 X 10 few x 10 

图 69. Elea lamellosa d’Orbigny 

特征 : 硬 体 细 枝 状 ,中 央 向 内 凹 ， 虫 室 短 , SAMAK, SKE 

BA BD Fis o 

分 布 : 西欧 ; 晚 白垩 世 。 

* we I B 
HEDERELLOIDEA Bassler, 1939 

特性 : 硬 体 草 状 、 薄 层 状 、 和 细 枝 状 或 块 状 。 

虫 室 管状 。 体 壁 多 孔 , 在 顶端 附近 最 发 育 。 新 

个 体 都 自 老 个 体 顶 端的 边 糙 分 出 。 EH 

7G. TAB SAAT Ko 

时 代 : GRRE Kit 

NEFA BE 

REPTARIIDAE Simpson, 1897 

图 70。 Hederella _pili- 虫 室 长 管状 ， 室 口 椭圆 形 ， 大 小 和 虫 管 一 

pormis (Billings) Ke, Ape AL Ae, WAM BICK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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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hb Hederella Hall, 1883 

(图 70) 

属 型 : Alecto canadensis Nicholson, 1874 

STE: 硬 体 蔓 状 , 附 着 生长 , PRA—-KMNS AYE, Bae 

Be. WERE REE LA AEBS. BO 

yi FE BEATA in, SHALL. 

分 布 : 北美 大洋洲 、 欧 洲 和 亚洲 ; 志 留 纪 至 二 兴 纪 。 

i418 CERAMOPOROIDEA Bassler, 1913 

特性 : BERMTE RRS, (REE GSA A BUR RAR 

和 粗 成 ,; AIRS AFL AS FLRGEEFL) 9 BBA ALANA BCFA TE A CHAT FE 

清楚 ,少数 标本 内 可 见 卵 胞 。 

时 代 : 晚 寒 武 世 (?), 奥 陶 纪 至 二 兴 纪 。 

ZSA8 2 Ft CERAMOPORIDAE Bassler, 1913 

硬 体 以 薄 层 状 、 枝 状 和 块 状 者 最 常见 ,表面 有 分 布 规则 的 尖 笃 或 突 

KE, A SSR SLA RRR, ka PA, 成 熟 带 虫 管 和 硬 体 

表面 直 交 或 斜 诡 , 横 板 不 多 。 室 口 圆 形 至 卵 形 。 在 室 口 后 方 体 壁 上 可 

见 月 牙 构造 。 晚 塞 武 世 (\?), 奥 陶 纪 至 泥 从 纪 。 

i=B36% Ceramopora Hall, 1851 

(71) 

属 型 : Ceramopora imbricata Hall, 1851 

特征 : EAA ARERR, BOK BRAS, CARS 

SRA; AA AREA BABAR AR FREER RRO, HILK, kk 

虫 室 之 间 都 无 清楚 的 边界 线 。 间 隙 孔 很 大 ,形状 不 规则 。 

分 布 : 北美 ,东欧 及 苏联 西伯 利 亚 等 地 ; 负 陶 纪 至 泥 从 纪 。 

2S BHR ?ArcAaeotrypa Fritz, 1947 

《图 72) 

Bez. ? Archaeotrypa prima Fritz, 1947 



b. 看 体外 形 原 大 

U rele! 

Ce Mp ILM I x 20 
FY 71. Ceramopora imbricata Hall 

特征 : 硬 体 小 而 局 平 , 虫 室 多 边 形 , 月 牙 构 造 不 清楚 , 体 辟 薄 , 常 
锅 齿 状 , 横 板 很 多 。 He Fe Hee AAS aE TR RAE 

分 布 : 北美 ; 晚 寒 武 世 。 

弦 切 面 X 10 

纵 切 面 X 10 

图 72. ? Archaeotrypa prima F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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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唇 管 苔 薛 贝 Cheiloporella Ulrich, 1882 

CI 73) 

RH": Fistulipora flabellata Ulrich, 1879 

特征 : MEK SRPMRR. BEEK, BRRANK 

壁 呈 层 状 , 很 厚 。 室 口 卵 形 ,月牙 构 造 显著 ， 突 出 于 虫 室 表 面 。 间 降 和 孔 

小 而 多 。 

分 布 : 北美 及 西欧 ; 奥 陶 纪 。 

图 73. Cheileporella nicholsoni (James) 

左 sxU)H x 20, A MY X 20 

e328 Favositella Etheridge et Foord, 1884 

(fd 74) 

属 型 .  Favosites interpuncta Quenstedt, 1881 

特征 : 硬 体 块 状 或 薄 层 状 。 月 政 构造 发 育 。 KR, 间 隐 孔 

多 , 横 板 薄 。 体 壁 呈 不 规则 的 波浪 形 , 连 和 孔 多 。 

分 布 : 北美 及 东欧 ; 奥 陶 纪 至 志 留 纪 。 

SBF FISTULIPORIDAE Ulrich, 1882 

REPRE PARED Be Fe PIE AB Fe GE A 1B SE 

Ai Bip» FC AB RA RT FE ZR FL RATE A A a Se TR 

PA PRA C, A APSE AI RE, «FERC HER AH Ay SLOP HE AERA 

HARB RAYA ACER 



APRS BS 

SRR 

= am 

oe 

3 | : bs < hs 8: A 

ER 

De ae 

7 = 

Bey TRE Rs 

be ; 3 入 

O° tg eee te 

oe . eo: 

图 74. Favositella laxata (Ulrich) 

BER Fistulipora McCoy, 1850 
《图 75) 

属 型 . Fistulipora minor McCoy, 1850 

特征 : 硬 体 层 状 、 块 状 、 球 状 、 守 球状 或 枝 状 ;表面 一 般 有 分 布 规则 

cat is 3 ee. 
BS PAD 

弦 切 面 X 25 

BAW TH X 20 

图 75. Fistulipora minor McCoy 

的 尖 竺 或 突起 。 虫 管 圆柱 形 ; 体 壁 薄 , ER AE, SO > 

e 76 。 



形 或 软 圆 形 , 口 围 常见 。 月 牙 构造 一 般 清楚 ,但 未 成 假 隔 板 。 颗 管 间 有 

泡 状 组 徐 一 行 至 多 行 不 等 。 此 属 有 150 多 种 。 

分 布 : WAG. 大洋 洲 、 北 非 和 北美 ; 志 留 筷 到 二 浴 纪 。 

Ea Cheilotrypa Ulrich, 1884 

《图 76) 

B®: Cheilotrypa hispida Ulrich, 1884 

图 76. Cheilotrypa hispida Ulrich 

a. PUM, b. 硬 体外 形 原 大 ，c. 横 切面 x 20, d. xy x 20 

特征 : BERMAN. BARGER, Bb BAA 

空 管 。 空 管 时 粗 时 和 细 ， 变 化 不 定 ， 管 壁 就 是 硬 体 的 外 皮 。 横 板 少 或 缺 

失 。 泡 状 组 答 只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始 端 , 硬 体 表 面 彼 俩 质 充 填 。 室 口 孵 形 ， 

其 后 方 有 加 厚 突 起 现象 ,但 未 成 月 牙 构造 。 

分 布 : 南美 .北美 ,中 国 及 苏联 ; 志 留 纪 至 二 兴 纪 。 

绞 切 面 X 20 PA TAT x 20 

F977. Dybowskiella grandis Waagen et Wentzel 

°3z ° 



戴 宝 斯 基 氏 若 苏 虫 Dybowskiella Waagen et Wentzel, 1886 

《图 77) 

属 型 : Dybowskiella grandis Waagen et Wentzel, 1886 

特征 : 此 属 和 Fistulipora 非常 相似 ,但 月 牙 构 造 特别 发 育 , 形 成 假 

隅 板 , 将 虫 室 分 成 三 支 。 

分 布 : WINN; Vem KIC, 

$6 SHR Eofistulotrypa Morozova, 1959 

(图 78) 

PAU TH X 25 

属 型 . Eofistulotrypa manifesta 

Morozova, 1959 

特征 : 硬 体 枝 状 ; DAA RA 

AMD FTE. BOA mB 

形 ; 月 牙 构造 小 而 不 显著 。 体 壁 往 ， 

泡 状 组 徐 只 分 布 在 成 熟 带 。 横 板 在 
i W 要 到 BONES ABD BLE. 

F478. Eofistulotrypa manifesta 分 布 : Dy HK PERLE oh R ca $e HB ; 

Morozova ie Veet, 

$tGBHR Eridopora Ulrich, 1882 

(图 79) 

RZ!: Eridopora macrostoma Ulrich, 1882 

特征 : PEATE RR, BORK, SKEVERWALC. AAA hee 

AT. RRS RAR HPS, 月 牙 构造 发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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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 切 面 X 20 

Eridopora macrostoma Ulrich 

分 布 : 1632 AEE WWW RRM, VORA SiR Co 

HU TH x 20 

HRB Fistuliramus Astrova, 1960 

〈 图 80) 

属 型 Fistuliramus sinensis Astrova, 1960 

特征 : PEAR, RAMA S ARE, ZOPCKAL: 7 

. 

bis is IVP yw 
Beto Freee Deh SS as 7. fhe 7.4 ALO \ LX >'% 

GR, Hr Or PAST 
ga: woh (ee-3 

图 80. Fistuliramus sinensis Astrova 



月 牙 构造 的 大 小 和 形状 不 稳定 。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钥 徐 小 , 其 中 和 缉 大 部 分 

或 完全 彼 钙 质 掩 盖 。 未 成 施 带 的 泡 状 租 徐 大 ,部 分 和 虫 管 很 难 区 别 。 

分 布 : TR BARR BIER eH, PS RLM BR; 

WKABER 
Lichenotrypa Ulrich, 1886 

(图 81) 

BE! : Lichenotrypa cavernosa Ulrich, 

1886 

特征 : 在 硬 体形 成 的 初期 和 Fistw- 

lipora 非常 相似 ,但 成 熟 带 的 体 壁 上 有 许 
sx i] x 10 

AA 81. Lichenotrypa longispina SRR FL. HAIER, REE 0 

(Hall) 此 属 有 刺 孔 ， 这 一 特征 在 环 口 目 中 极为 

少见 。 

分 布 : IESE VERA 

7ASH RE HEXAGONELLIDAE Crockford, 1947 

FEA EDAD, (REAR SCOR, APP, 表面 有 

EE, FTG RSMAS, CARMI MFR MAR 

起 都 彼 很 组 的 六 边 形 兰 状 线 纹 分 开 。 虫 室 圆 管状, 在 未 成 熟 带 直立 生 

长 ， 和 中 管 近乎 平行 , 在 成 熟 带 直接 向 外 开口 。 月 牙 构 造 不 显著 。 有 

BR DERE Za OER, 表面 破 钙 质 体 封 开 。 苏联 有 

ARE AAR OB Vem KACO 

六 角 苔 证 虫 Hexagonella Waagen et Wentzel, 1886 

(图 82) 

属 型 : Hexagonella ramosa Waagen et Wentzel, 1886 

特征 : BEARER, RMA MMA, 连接 成 六 边 形 。 六 边 形 

AAFP RA HAH, ARRIOLA RT BA AAR 

清楚 或 不 存在 。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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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Hexagonella ramosa Waagen et Wentzel 

ZRH X5, 中 硬 体外 形 原 大 ， 右 KO x 25 

分 布 : She HOEK ; HAC, 

KE REE R Meekopora Ulrich, 1889 

(图 83) 

属 型 . Meekopora eximia Ulrich, 1890 } 

特征 : 硬 体 薄 板 状 ， 有 中 板 ; 虫 管 由 中 板 向 两 侧 生 长 ， 两 面 开 口 。 

室 口 圆 形 至 孵 形 ， 月 牙 构 造 发 育 。 WR RAN AD ERA SB, 

表面 有 清楚 的 突起 。 

BH: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志 留 纪 到 二 兴 纪 ; 我 国 分 布 于 早 石 训 

世 。 

sx Xx 20 稚 切 面 X 10 

图 83. Meekopora eximia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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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H Scalaripora Hall, 1883 

(图 84) 

属 型 : Scalaripora scalariformis Hall, 1883 

特征 : BABS AERK, RHARADHHFE, 硬 体 分 叉 形 成 

三 角形 ,在 硬 体 横 切面 上 可 见 三 条 中 板 ,彼此 相交 成 120", 虫 管 都 沿 中 

板 问 外 发 育 。 其 他 构造 和 科 一 致 。 

分 布 : 北美 和 我 国 东北 ;中 泥 盆 世 。 

图 84. Scalaripora scalariformis Hall 

a. RB X 5, b. 硬 体外 形 原 大 ，“. PTR Xx 5 

408 TREPOSTOMATA Ulrich, 1882 

变 口 目的 虫 室 都 呈 长 管状 , 直 或 弯曲 成 绝 形 ;在 发 育 过 程 中 由 未 成 
谎 期 进入 成 熟 期 之 后 体 壁 的 成 分 、 租 徐 及 厚薄 都 有 变化 ， 有 时 差别 很 
大 ; 虫 管 形状 亦 有 变化 , 故 称 变 口 目 。 

变 口 目 硬 体 的 形状 , DATE BR OR BOR eR, REBAR 
最 多 ,但 未 见 网 状 者 , CE, BARBARA, Rieke eS 
饰 构造 。 装 饰 构造 可 由 大 虫 室 间隙 孔 或 刺 孔 组 成 , 亦 可 由 正常 的 虫 室 
组 成 。 底 部 有 时 具 外 皮 ;, 牛 球状 或 困 块 状 硬 体 的 外 皮 常 成 同心 线 纹 状 ， 
称 同心 层 底 膜 (coenolasma), 部 分 薄板 状 或 枝 状 硬 体 的 内 部 可 具 中 板 
或 中 管 。 

e189. We 



BOR MSO SIP AG, SOs EMER, 横 切 面 比 虫 室 的 略 

小 ;在 部 分 类 型 的 室 口 上 可 见 口 围 , 但 疫 有 口 围 千 核 及 月 牙 构造 ; 口 盖 

TRAE BIB PY (Rhomborrypella, Hallopora 等 ) 见 到 。 间隙 孔 和 和 刺 孔 

是 变 口 目 内 常见 的 灵 生 虫 室 ; 和 间 降 孔 相 似 的 未 成 熟 虫 室 亦 只 在 变 口 

目 中 才能 见 到 。 变 口 目的 体 壁 呈 片 状 或 粒状 , 前 者 称 片 状 壁 Clamellate 

wall) 后 者 称 粒状 壁 (granulosa wall), 成 熟 带 以 片 状 壁 为 主 , 分 隔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的 体 壁 常 为 粒状 ,只 有 Dianulites 和 Hexaporites 等 少数 类 型 成 

熟 带 的 体 壁 呈 粒 状 。 示 成熟 带 的 体 壁 呈 片 状 , 亦 可 呈 粒 状 ,但 无 共生 现 

象 。 成 训 带 体 壁 有 时 形似 哈 珠 状 ， 有 时 呈 融 合 现象 ， 两 者 也 可 同时 存 

在 。 常 有 砍 生 加 厚 现 象 。 横 板 是 变 口 目 虫 管内 最 常见 的 附属 构造 ; ; 

状 板 砍 生 横 板 和 刺 等 在 部 分 虫 管 中 也 能 见 到 。 

欧 瑞 克 和 巴 斯 勤 在 1904 年 售 将 变 口 目 分 为 合 壁 亚 目 和 分 壁 亚 目 

两 类 , AAS FESS BSE ZN AREIRZAD FE, MARER MBA, HER 

RA SERA AE BRL LES aE BE, BORG RE DPA Bae DLS 

Jas F828 Se PRE ZA NR ARRAN RM, We aa 

BL, BAR GG me DA BE BSE ER HES EMA 

国 古 生物 工作 者 所 采用。 后 来 , EE SRRAMN Tabulipora, Steno- 

discus 和 Stenopora, 458E BRE BELAY Atactotoechus 的 体 壁 中 央 都 发 现 

有 分 界线 ,有 些 stezobporz《〈 图 32) 未 成 熟 带 的 体 壁 是 合 壁 , 而 成 熟 带 是 

分 壁 , 有 些 类 型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呈 粒 状 , 成 熟 带 体 壁 又 呈 片 状 。 这 谣 明 根 

据 体 壁 中 央 有 无 线 纹 作为 划分 亚 目 是 值得 商 梭 的 ; 每 里 卡 一 前 斯 切 连 

科 在 1949 年 已 经 指出 变 口 目 每 个 虫 室 的 体 壁 都 是 独立 的 ,只 是 彼此 的 

分 界线 显著 与 否 的 问题 ; 故 将 变 口 目 分 为 合 壁 亚 目 及 分 壁 亚 目 显然 是 

人 为 的 。 有 关 变 口 目 的 大 分 类 《〈 亚 目 或 超 科 ) 何 未 进行 全 面 研 究 , 现 在 

不 拟 讨 花 。 

此 目 最 早出 现 于 早 奥 陶 世 , 以 中 奥 陶 世 最 发 育 , 进 入 志 留 纪 后 序 大 

mim D> Vem SRE, BARA BRC, 至 古生代 末期 几 

FRBKE , SKM AAT SIFT. WEARS 9 FH, #4) 110 属 。 

REA EE MONTICULIPORIDAE Nicholson, 1881 

DoT A SE RAP TIE Ee RAR AR , BEAR 7 BAAS 

es 83 e 



S, 硬 体 呈 牛 球状 、 块 状 、 球 状 、 薄 层 状 . 叶 片 状 或 双 层 状 。 BASH 

形 ,少数 呈 圆 形 至 花 办 状 ; 横 板 发 育 。 问 隙 孔 多 边 形 ,数量 不 定 ; 横 板 更 

多 。 体 壁 厚薄 稳定 , 成 熟 带 及 未 成 熟 带 一 般 可 分 开 。 刺 孔 常 呈 同心 线 

级 状 。 奥 陶 筷 至 泥 丛 世 。 

4:2 36% Monticulipora d’Orbigny, 1850 

《图 85) 

属 型 : Monticulipora mammulata d’Orbigny, 1850 

特征 : BERSERK RAR, CDRERBERRITAR AAA 

突出 ， 分 布 规划 。 室 口 多 边 形 ， 体 壁 薄 , 常 呈 粒状 。 成 熟 带 和 未 成 熟 

带 都 有 横 板 和 泡 状 板 。 间 降 孔 少 或 缺失 ， 其 中 横 板 雯 多 。 刺 孔 小 而 

多 。 

分 布 : 欧洲 .亚洲 及 北美 洲 ; AAC BEB A 

图 85. Monticulipora mammulata d’Orbigny 

a. 外 形 原 大 ， b. KUM x50, c. MR X 25, d. MM x 25 



; 

"pian. 

MOSH Atactoporella Ulrich, 1883 

(图 86) 

属 型 : Aractoporella typicalis Ulrich, 1883 

特征 : BEAKER RAE, 偶 呈 枝 状 或 块 状 。 BAPE. HE 

很 大 的 、 呈 多 边 形 的 间 降 孔 分 开 ; 体 壁 薄 、 呈 片 状 ; 横 板 和 泡 状 板 多 。 刺 

LAA, SHER GABA. 

He ii x 20 

FE] 86. Atactoporella typicalis Ulrich 

fel S22 Homotrypa Ulrich, 1882 

《图 87) 

属 型 : Homotrypa curvata Ulrich, 1882 

4 é 2 oe 3 , oe pe 区 ce F Be 

‘es i Ca Pot Bs 4 和 2 

eh a 

ey, 4 Se 2 
Pg ee ee} a ss Beige WS CoB 
OTT Stay SS 
0 

Cae 
arfine oo$ Rea Ege 

Siac Segre. 20 
部 iy wee 

a? eee Pita % 六 》 

ees ee oe Oe. ee a 

2 Fee apes 
Ane dere x 人 办 carat if Vere Ee 

ed ia ee? hy obehes Be ae ti he 
go apo wae ati 

to <2 = 党 «< 

aii X 25 具 大 刺 孔 级 切面 x 20 看 体外 表 X 20 

图 87. Homotrypa curvata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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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泡 状 板 只 分 布 在 成 熟 带 。 间 隙 孔 少 或 马 失 ,只 分 布 在 斑点 附近 。 刺 
孔 很 多 。 

分 布 : 北美 .波罗的海 附近 以 及 格陵兰 ; 奥 陶 筷 至 志 留 筷 。 

%S@% Prasopora Nicholson et Etheridge, 1877 

《图 88) 

属 型 : Prasopora grayae Nicholson et Etheridge, 1877 

特征 : 硬 体 圆锥 状 或 牛 球状 。 室 口 圆 形 至 圆 角 多 边 形 , 秆 很 小 的 、 

呈 多 边 形 的 间 孙 和 孔 分 开 ; 体 壁 薄 , 呈 片 状 ; 横 板 少 , 泡 状 板 多 。 刺 孔 小 而 

分 布 : 欧洲 美洲 及 非洲 ; 奥 陶 纪 。 

绞 切 面 X 25 PA HM x 25 

FA 88. Prasopora grayae Nicholson et Etheridge 

=3B RH HETEROTRYPIDAE Nicholson, 1890 

此 科 主 要 特征 是 : HSL APR FLIR A BK, BORA TH RES , PR BE 

中 央 有 和 线 纹 , 常 见 融 合 现象 。 硬 体 呈 薪 板 状 、 块 状 或 枝 状 。 室 口 多 边 形 

至 转 形 ; 横 板 直 , 集 中 在 成 熟 带 , 无 泡 状 板 。 Mi #0 BRAC, 

FBAHR Heterotrypa Nicholson, 1879 

《图 89) 

属 型 . Monticulipora frondosa d’Orbigny, 1850 

特征 : BEAT AOR RRR, ZAXKACEXKAUE. G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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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少 ,形状 和 数量 不 定 。 刺 孔 多 , BEE Ro BERR, HSE PERCHA 

He, ADDR IL RAYA EE & , (BEE 体 壁 具 线 纹 , 有 融合 现象 。 

分 布 : 欧洲 及 北美 洲 ; 奥 陶 纪 。 

wT Ss 

Wit) Til x 
20 

ys 站 

sx x 25 

Heterotrypa frondosa (d’Orbigny ) 图 89. 

BRS R Dekayella Ulrich, 1882 

(EI 99) 

属 型 : Dekayella obscura Ulrich，1883 

REG. 硬 体 枝 状 ;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 OAD. PRR ASL 

¥ 

gx i X 20 

190. Dekayella obscura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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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育 ， 刺 孔 有 两 种 大 小 。 横 板 发 育 。 

分 布 : MUA RAGS; AAC, 

StESHR Leioclema Ulrich, 1882 

CI 91) 

属 型 : Callopora punctata Hall, 1858 

特征 : BEABOR GORGE RK BRA SSL. 

口 罗 圆 形 、 多 边 形 或 花 办 状 。 间 隙 孔 大 小 不 等 ,数量 很 多 , 常 分 隔 虫 室 。 

刺 孔 大 而 多 。 横 板 多 集中 在 间隙 孔 中 。 刺 孔 体 壁 的 片 状 组 徐 显 著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训 , 奥 陶 纪 至 二 迭 纪 ;我 国 在 泥 爸 纪 发 现 很 

多 。 

5X TH x 20 MOU i X 20- 

图 91. Leioclema punctata (Hall) 

fenywa@R BR Nicholsonella Ulrich, 1889 

(I 92) 

属 型 : Nicholsonella ponderosa Ulrich, 1890 

特征 : PEARRREER ZOACEKEE.ANRA, Rm 

钙 质 或 中 空 的 、 呈 多 边 形 的 间 降 孔 分 开 。 横 板 集中 在 成 熟 带 。 刺 孔 小 

而 多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奥 陶 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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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 Be 
a as ‘ 

x a ye > @: oy 

2 = 8 * ae 

Kage Gee. 
fake Qo 7 . 

图 92. Nicholsonella ponderosa Ulrich 

a. RAIA, b. 锥 切面 X20 c. RRA xX 10, d. ai x 20 

BISte SHR Paralioclema Morozova, 1961 

CAI 93) 

B®: Paralioclema ninae Morozova, 

1961 

特征 : 此 属 和 Letoclema 的 主要 差别 是 

刺 孔 发 育 , 和 并 有 两 种 大 小 ,个 别 大 刺 孔 近似 室 

口 ，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显著 , 借 略 有 厚薄 变化 。 

硬 体 枝 状 ， 偶 旦 块 状 或 从 树 状 。 室 口 多 边 形 ae 
BIE] i ie. fH Ba FL DAES 93. Paralioclema ninae 

分 布 : HK: PRR VES Moana 

#A8#w® Stigmatella Ulrich et Bassler, 1904 

《图 94) 

属 型 : Stigmatella crenulata Ulrich et Bassler, 1904 

特征 : 体 壁 扭曲 不 直 , 成 熟 带 增 厚 ,并 显 粗 组 变化 。 硬 体 以 枝 状 为 

es 89 e 



主 。 室 口 艾 圆 形 多边形 或 花瓣 状 。 横 板 竹 ,集中 在 成 熟 带 。 间 隙 孔 发 
育 。 刺 孔 小 而 多 。 
分 布 : 欧 亚 大陆 及 北美 洲 ; 奥 陶 筷 至 泥 盆 各 。 

和 ~ > a 人 ees aaa 让 

St) i x 20 

FA GD) TE CA Tir Ps BE 
的 构造 X 50 

图 94. Stigmatella crenulata Ulrich et Bassler 

ase See hE ATACTOTOECHIDAE Duncan, 1939 

2S BE ee HE ATi RE AD TEE HC, 但 不 成 哈 珠 状 。 无 

FMR IL. BEARBOR ARM R SERA BHM, BOSWB. te 

ART AAS HH, 在 成 熟 带 很 多 。 泡 状 板 在 个 别 类 型 中 存在 。 刺 孔 有 斑点 

状 及 圆 管 状 两 种 , 常 很 发 育 , BRA, PAVERS 

aF&=SREtR Atactotoechus Duncan, 1939 

《图 95) 

Bz: Atactotoechus typicus Duncan, 1939 

特征 : 硬 体 块 状 或 枝 状 ,斑点 由 大 虫 室 组 成 。 室 口 多 边 形 , 体 壁 上 

有 时 可 见 深 色 线 纹 。 无 间 降 孔 , 偶 见 小 虫 室 。 刺 孔 小 而 少 ,只 分 布 在 斑 . 

点 及 大 虫 室 附 近 , 亦 可 完全 缺失 。 成 熟 带 体 壁 厚 , RBH, 厚薄 变化 

相当 显著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薄 , 组 徐 比 较 芍 松 。 横 板 很 多 , 在 成 熟 带 尤其 

BE BAS th RRR BKM.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中 MRVEFE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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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xty x 50 

axt x 20 纵 切 面 x 20 

图 95 . Atactotoechus typicus Duncan 

26622345 Anomalotoechus Duncan, 1939 

《图 96) 

属 型 : Anomalotoechus typicus Duncan，1939 

特征 ， 和 Atactotoechus 不 同 之 处 是 在 虫 室 的 交角 处 常见 大 而 显著 

的 刺 孔 ,未 见 泡 状 板 及 弯曲 横 板 。 

分 布 : 亚洲 及 北美 洲 ; 中 、 晚 氟 给 世 。 

PO x 50 x x 20 

F396. Anomalotoechus typicus Dun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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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ESHR Leptotrypella Vinassa et Rogny, 1920 

《图 97) 

JRE": Chaetetes barrandei Nicholson, 1874 

特征 : 硬 体 枝 状 ; RRA RAKES ZOXCSAW 

形 , 大 小 和 分 布 都 不 规则 , 偶 见 小 虫 室 。 刺 孔 很 多 , 横 切 面 都 呈 辐 心绪 

敏 状 。 檬 板 完 整 ,集中 在 成 熟 带 。 

分 布 : 美 训 和 亚洲 ; VERA. 

5X i X 50 

PU Ta x 20 

图 97. Leptotrypella barrandei (Nicholson) 

BAERBSea® Orbignyella Ulrich et Bassler, 1904 

CFE 98) 

属 型 . Orbignyella sublamellosa Ulrich et Bassler, 1904 

弦 切 面 X 50 

弱 切 面 X 25 BAU A X 25 

图 98. Orbignyella sublamellosa Ulrich et Ba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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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BEAK, 偶 呈 块 状 , 表面 有 分 布 规划 的 尖 守 ,底部 有 外 

皮 。 室 口 多 边 形 ,无 癌 障 孔 , 但 有 少数 未 成 熟 虫 室 分 布 在 尖 敌 附近 。 刺 

孔 发 育 , 呈 管状 。 成 熟 带 体 壁 时 断 时 绪 , 有 厚薄 变化 。 虫 管 较 直 。 横 板 

直 或 弯曲 ,未 见 泡 状 板 。 

分 布 : 北美 及 亚洲 ; 奥 陶 纪 。 中 国 分 布 在 志 留 纪 。 

SERB Schulgina Morozova，1957 

CH 99) 

属 型 : Schulgina nesterenkoae Morozova, 1957 

特征 : 硬 体 以 枝 状 及 块 状 为 主 。 体 壁 厚薄 变化 显著 , 在 成 熟 带 成 

小 珠 状 或 泡 球 状 。 横 板 发 育 , 泡 状 板 很 少 。 刺 孔 大 而 多 。 

分 布 : 苏联 库 兹 涅 茨 克 和 哈 节 克 斯 坦 ,我 国 新 疆 ; 晚 泥 盆 世 。 

CC 人 

AAA oe, Ym a 

Acutanaane 
it Ta X 40 PAY) TE X 12 

图 99. Schulgina nesterenkoae Morozova 

st 5 HE BATOSTOMELLIDAE Miller, 1889 

DOL ATi PRESS SE, FER RLGHLR, HAG SL, IFAT HRA 

硬 体 枝 状 或 块 状 。 室 口 多 边 形 或 圆 形 。 间 隙 和 孔 少 或 缺失 。 和 刺 孔 数量 不 

FE SAP) AC AVC AE AC , TP SAI AE TR Bl = 3K AC 

et AHe Batostomella Ulrich, 1882 

(图 100) 

属 型 : Chaetetes gracilis Nicholson, 1874 

特征 : MERA, TAR, REP BROKING, 7 
° 93 。 



BAB AEA BTS ROR ILS , 常 成 花 办 状 , 分 布 在 相 邻 两 虫 室 的 长 地 

之 间 。 和 刺 孔 都 呈 斑 点 状 , 数 量 很 多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体 壁 间 有 时 

色 线 纹 , 横 板 直 或 微 向 内 止 ,数量 不 多 ,主要 集中 在 过 滤 带 。 

分 布 : 北美 及 欧 亚 地 区 ， 奥 陶 纪 一 三 迭 纪 ,主要 分 布 在 旱 古 生 

代 。 

PY) TH X 20 SY TE X 50 

图 100. Batostomella gracilis (Nicholson) 

ESSERE STENOPORIDAE Waagen et Wentzel, 1886 

WAL CRATES AR BE YS JEL YE SE 16 be SE BE AE ES, ABE Bes 

FR. TORAH TEMA KAT. 刺 孔 常 有 两 种 大 小 。 硬 体 

草 状 、 枝 状 或 块 状 。 室 口 多 边 形 至 圆 形 。 成 熟 带 体 壁 呈 片 状 ， 有 融合 

现象 。 间 障 孔 很 少 ， 亦 可 完全 缺失， 其 中 横 板 不 多 。 VeRMBaK 

筷 。 

72E2SHHR Stenopora Lonsdale, 1844 

(Aq 101) 

属 型 : Stenopora tasmaniensis Lonsdale, 1844 

特征 : PEAKRBOR POR HBR BREAK, RAAMEB, 

ABBE. ABATE REET , BORAT BES, 呈 哈 珠 状 。 刺 孔 很 

多 ,有 大 小 两 种 。 间 隐 孔 少 。 虫 管 和 间 隐 孔 中 都 无 槛 板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 北 美 及 大 洋 洲 ; 石 痰 纪 和 二 和 迭 纪 。 

9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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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O x 20 

F101. Stenopora tasmaniensis Lonsdale 

)QNESHR Amphiporella Girty, 1911 

《图 102) 

kB: Amphiporella maculosa Gitty, 1911 

特征 : 硬 体 呈 局 平 的 寅 柱状 。 室 口 次 圆 形 至 多 边 形 。 BEEK 

壁 常 呈 喧 珠 状 。 竺 孔 横 板 的 孔 其 大 ,很 象 对 生 的 咎 横 板 。 间 隙 孔 很 多 ， 

大 小 易 变 , 常 分 隅 虫 室 。 刺 孔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分 布 : 北美 ; 早 石 痰 世 。 

弱 切 面 X 20 纵 切 面 X 20 

图 102. <Amphiporella maculosa Girty 

Seve Ste Dyscritella Girty, 1911 

(图 103) 

Bz. Dyscritella robusta Girty,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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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硬 体 枝 状 、 块 状 或 蔓 状 。 ZOXIMEGAERR. WRIT 

刺 孔 发 育 。 成 熟 带 体 壁 很 厚 ， 只 有 厚薄 变化 但 不 旦 哈 珠 状 ， 具 融合 现 

象 。 无 横 板 。 

分 布 : seitaaik i iain 

MAW TH X 20 

sx X 25 

FA 103. Dyscritella robusta Girty 

湖南 苦 侠 虫 Hunanopora Yang, 1950 

(图 104) 

属 型 : Hunanopora sinensis Yang, 1950 

特征 : 硬 体 呈 局 平 的 枝 状 , 有 中 板 把 硬 体 分 为 两 叶 , 斑点 不 清楚 。 

5x) TH x 20 PAY TH X 10 

F104. Hunanopora sinensis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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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口 软 多 边 形 , 体 壁 薄 , PRARERE. MRLs, 2xXAes 

多 边 形 。 刺 孔 清 晰 ,位 于 虫 室 交 角 处 。 有 后 横 板 。 

分 布 : HAPS > FARES 

HESNSHR Rhombotrypella Nikiforova, 1933 

(图 105) 

BZ. Rhombotrypella astragaloides Nikiforova, 1933 

特征 : PEASODMR KR. ZAOKPBCESUG, 呈 斜 向 交替 排列 

无 间 降 孔 。 刺 孔 发 育 , 有 大 小 两 类 ,几乎 过 续 成 线 , 包围 虫 室 。 成 熟 带 

体 壁 厚 , 呈 喧 珠 状 ,融合 现象 亦 显 著 。 ADR Lie, 数量 都 很 

少 。 示 成熟 带 虫 室 的 横 切 面 呈 方形 或 帮 形 , 体 壁 钴 。 

分 布 : 苏联 及 美国 ; ARC. 

< > S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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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St TAT X 20 

F105. Rhombotrypella astragaloides Nikiforova 

hte Sa Sinotabulipora Yang, 1950 

(图 106) 

属 型 : Sinotabulipora chaoi Yang, 1950 

特征 : 硬 体 圆柱 状 。 体 壁 厚 时 室 口 孵 形 , SNEEZE. MR 

孔 很 多 , 几乎 完全 把 虫 室 分 开 。 刺 孔 很 多 ,有 大 小 两 类 。 成 熟 带 体 壁 

呈 哈 珠 状 。 有 和 穿孔 横 板 ， 和 Tabulipora 很 相似 ， 但 间 际 孔 增 和 多。 和 

Amphiporella 的 差别 是 刺 孔 有 大 小 两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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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WARS ; A HEHE, 
# 2 a :y oo. 

Be egy eB . 

efi i - 

sZt Xx 20 

图 106. Sinotabulipora chaoi Yang 

FRSH HR Stenocladia Girty, 191 

(图 107) 

BH!-  Stenocladia frondosa Girty, 1911 

特征 : 和 Leioclema 的 构造 相似 ,但 硬 体 薪 层 状 , 有 中 板 , eh Ye 
板 问 两 侧 生 长 ,无 横 板 。 

图 107. Stenocladia frondosa Girty 

-FiSe wR Stencdiscus Crockford, 1945 

CB 108) 

属 型 : Stenodiscus montliformis Crockford, 1945 

特征 : 和 Stenopora 相似 ,但 虫 管 中 都 有 完整 的 横 板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 澳 大 利 亚 及 北美 洲 ;: 二 泛 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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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 

ax x 20 PT X 20 

A108. Stenodiscus moniliformis Crockford 

‘2382 Tabulipora Young, 1883 

: (图 109) 

属 型 : Tabulipora scotica Lee, 1912 

特征 : 硬 体 大 部 呈 枝 状 , DRERR ZOKADCERIMG. Fl 

孔 有 两 种 大 小 。 无 间隙 孔 。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攻 ,成 熟 带 体 壁 厚 , 局 部 发 育 

成 哈 珠 状 。 和 Stenopora 相似 ;但 虫 管 中 有 穿孔 横 板 。 和 Amphiporella 

A FIZ RSL 

分 布 : 北美 .亚洲 及 苏联 ,石炭 纪 ; 我 国 西北 部 ,石炭 纪 和 二 友和 纪 。 

Um x 20 横 切 面 X 20 

图 109. Tabulipora scotica Lee 

24%: CONSTELLARIDAE Ulrich, 1890 

HORE (k 32 1 BOE BSE SK, AS LA PREEE, Sit 

松 的 粒状 ;常见 弯曲 横 板 。 硬 体 蒲 层 状 . 片 状 . 叶 状 、 草 状 或 梳 状 。 至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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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形 至 多 边 形 。 问 阶 孔 及 刺 孔 常 彼 粒状 代替 ,前 者 横 板 很 多 ,后 者 有 加 
管状 和 黑色 斑点 状 之 分 。 奥 陶 纪 至 志 留 筷 。 

#2382 Constellaria Dana, 1846 

(图 110) 

属 型 : Ceriopora constellata Van Cleve, 1846 

特征 : MEA BCR IK, 星 状 斑点 由 间 降 孔 及 刺 孔 组 成 。 室 口 周 

形 至 贺 角 多 边 形 。 横 板 发 育 。 间 降 孔 集中 在 斑点 上 。 刺 孔 不 显著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和 北美 洲 ; 奥 陶 纪 。 

PAY) i x 20 

F110. Constellarta constellata (Van Cleve) 

HoitSews Dianulites Eichwald, 1829 

(图 111) | 

属 型 : Dianulites fastigiatus Eichwald, 1829 

特征 : BEAR RKP, KMANK, ZARWBRMAWE. 

间隙 孔 大 而 多 , 呈 多 边 形 。 无 刺 孔 。 虫 管 直 , 体 壁 厚薄 变化 不 大 , 组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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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 松 , 呈 粒 状 ;成 熟 带 和 未 成 熟 带 区 别 不 大 。 有 少量 横 板 。 

分 布 : 北美 及 亚洲 , 奥 陶 纪 ; 欧 洲 , 奥 陶 纪 至 志 留 纪 。 

MAT TT X 10 

图 111. Dianulites fastigiatus Eichwald 

围 若 花 虫 科 AMPLEXOPORIDAE Miller, 1889 

此 科 成 熟 带 体 壁 的 中 央 具 深 色 和 线 纹 ; 无 间隙 孔 ， 偶 见 未 成 熟 的 虫 

室 。 硬 体 枝 状 、 块 状 、 盘 状 , 偶 呈 双 层 对 称 状 。 室 口 多边 形 或 图 角 多 边 

形 。 横 板 多 。 刺 孔 多 或 缺失 。 奥 陶 纪 至 石 训 纪 。 

围 苔 巷 虫 Amplexopora Ulrich, 1882 

(Pg 112) 

BH: <Amplexopora cingulata Ulrich, 1882 

特征 : BER, ARR, ZOXKAVAAAS AB. 刺 孔 

Spe cr ARAB BOA AEIS, PRA ERE, 横 板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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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 HBR ARCA REET, BEAD 
分 布 : 北美 及 苏联 ; 奥 陶 筷 至 泥 从 各 

2 入 se 
Be 3 Sa Pe Be Sito Sy ab ort 5 
hee 人 ed a Ry oS 54% 

¥ Bi NN Nt ie C5 Bee *, IR $ 
ee : 2 ees a ee «Sets Fee 95h Bee ts é 

<2 : % Pat a gee Sone © Rare 

ety yee See: 
oS cae 4 2 区 

ee Scag «, Pe. 5 RS A he 
ee. 4 See G7 % 

x a 人 多 
GE, eo ow 

FESS, WF ce 

5x tT X 50 

PD TH X 20 
图 112. Amplexopora cingulata Ulrich 

BB Monotrypa Nicholson, 1875 

(EJ 113) 

属 型 : Chaetetes undulatus Nicholson, 1879 

弦 切 面 X 20 AMT X 20 
图 113. Monotrypa undulatus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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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BEKO, BR, FARRAR, 室 口 多 边 形 。 虫 管 

直 , 呈 长 柱状 ; 体 壁 薄 ,无 厚薄 变化 , 但 常 手 曲 。 横 板 数量 不 定 ,分布 均 

。 匀 。 无 刺 孔 及 间隙 孔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 大洋洲 及 北美 洲 ; RM BEA. RA), 

湖南 .新疆 ; VERE AC 0 

蔡 穴 苔 薛 虫 Rhombotrypa Ulrich et Bassler, 1904 

(图 114) 

属 型 . Chaetetes quadratus Rominger, 1866 

特征 : 硬 体 枝 状 。 室 口 灵 多 边 形 至 卵 形 。 成 熟 带 体 壁 厚 , 体 壁 中 

央 的 深 色 和 线 纹 很 显著 。 横 板 大 部 弯曲 。 刺 孔 小 。 无 间 障 孔 。 未 成 玖 癌 

bz he Dh BAIA 

AA +68 

(hd NS 只 9” oe be ’ 9,» RRA SS 起 
四 9 PEARL | 
ach, + » 

e ‘ 
多 eat: 

KH X 20 横 切面 X 5 

PATA X 50 aXU TM x 50 WE HE PTE IRA 

图 114。 Rhombotrypa quadratus (Romin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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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北美 及 亚洲 ; 奥 陶 纪 至 泥 盆 纪 。 

mrRRSH RE HALLOPORIDAE Bassler, 1911 

LOAM SLAF RA, 常 把 虫 室 分 开 ,， 刺 孔 完 全 缺失 。 BERK 

状 、 块 状 . 叶 状 、 层 状 或 牛 球状 。 室 口 圆 形 至 多 边 形 。 体 壁 薄 ,但 成 熟 带 

FURS UB. PRAEPEDE WH, ANA RA, Rit BVe Ric. 

iS -RE SHR Hallopora Bassler, 1911 

Cy 115) 

属 型 : Callopora elegantula Hall, 1852 

特征 : PEABOR, VARRMAR, RAADPMAMMAZME 

起 。 宝 口 多 边 形 至 贺 角 多 边 形 , RTA RIL. 无 刺 孔 。 成 

玖 带 始 端的 横 板 发 育 , 在 间 降 孔 中 更 密集 。 

分 布 : PB ACS FEU 大洋洲、 欧洲 ; 抽 陶 纪 至 泥 贫 纪 。 

BRR ZH TH Xx 20 

PA 115. Hallepora elegantula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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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w Diplotrypa Nicholson, 1879 

(图 116) 
| 
4 

. 属 型 . Favosites petropolitanus Pander, 1830 

特征 : 和 Monotrypa FIA, (EARS FLO 

分 布 : 欧洲 、 北 美洲 , 奥 陶 纪 ; 我 国 在 泥 盆 纪 地 层 中 技 到 。 

Th 
waa sat Diy 
A | 

a 

id 

sx HX 20 PY x 20 硬 体 外 形 原 大 

图 116. Diplotrypa petropolitanus (Pander) 

#32 TREMATOPORIDAE Miller, 1889 

oA AS 2B AR CATE A CATH Je, PREERRSA IBIS, PREE FR OR 

RRA. HRILAS, 其 中 充填 钙 质 。 硬 体温 状 、. 叶 状 、 块 状 或 

校 状 。 宝 口 圆 形 或 多 边 形 。 横 板 及 刺 孔 的 数量 不 定 。 中 奥 陶 世 至 二 兴 

Fo 

ASH Trematopora Hall, 1851 

〈 图 117) 

属 型 : Trematopora tuberculosa Hall, 1851 

特征 : HASRR,. RHARBHMARE, ZODCEXA.OB 

发 育 。 刺 孔 小 。 间 降 和 孔 很 多 , TERA RBI, (REET. HARTER RIL 

BES , 虫 管 中 较 少 ,只 分 布 在 成 熟 带 。 

分 布 : 欧洲 ,非洲 及 北美 ; 奥 陶 纪 圣 泥 贫 纪 。 



x ma 

oe z 2 

aes j 

oe ue 
了 2 

SON x20 XU X 20 

硕 体外 形 原 大 yeeg 
2 

PRE X 20 

图 117. Trematopora tuberculosa Hall 

skS#h Batostoma Ulrich, 1882 

(图 118, 119) 

属 型 : Monticulipora implicata Nicholson, 1881 

特征 : BAW KERAE, Reo i SL. BA OPEB EMER, 

KDMABABA, FRIAS, 刺 孔 大 而 多 。 体 壁 中 央 有 显著 的 深 

ECC, BAA EMA BAA PAIRS, ANAS th, 主要 集中 在 成 
OEE 

Pee Di ape 
Se Pata BP ie 

‘yin x 25 — 

图 118. Batostoma implicata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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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奥 陶 筷 至 志 留 筷 。 

aX tT Xx 50 

弱 切 面 X 20 硬 体外 形 原 大 

图 119. Batostoma minnesotense Ulrich 

SS aE oy Eridotrypa Ulrich, 1893 

CEA 120) 

BH: Eridotrypa mutabilis Ulrich, 1893 

特征 : 硬 体 组 枝 状 , TIN, ZBOKRACAZWE. MILE 

状 . 大 小 和 分 布 不 定 ,一 般 不 发 育 。 刺 孔 小 而 少 或 完全 缺失。 成 熟 带 虫 

管 短 , 和 硬 体 表 面 铬 交 ; 体 壁 极 厚 , 有 时 有 深 色 和 线 纹 。 横 板 很 多 , 部 分 形 

似 泡 状 板 ,集中 在 过 波 带 及 成 熟 带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中 抽 陶 世 至 中 泥 盆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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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x 50 

PAD TE X 20 

图 120. Eridotrypa mutabilis Ulrich 

#4] GYMNOLAEMATA Allman, 1856 

这 一 网 都 生活 在 海水 里 。 虫 室 呈 梨 形 或 盒 状 , SRERMCRE 

柱状 ; 体 壁 以 石灰 质 者 为 主 , 亦 有 角质 或 膜 状 者 。 虫 室 的 构造 比 窒 唇 移 

BAe, BORAT BRT MAR, 偶尔 亦 可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顶端 ,有 单 

一 的 附属 器 官 。 虫 室 彼 此 分 布 玩 稀 , 只 少数 排列 紧密 ,所 租 成 的 硬 体形 

状 很 多 。 

#10 8 CTENOSTOMATA Busk, 1852 

fe FL ae Stee bee A BR ae a A SZ Ja, 

TA ta AB A Ha AK RE, ee Prt Ao 

个 体 都 呈 长 梨 形 , 体 壁 角质 或 膜 状 , RASS, 故 不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室 口 位 于 虫 室 的 顶端 , 有 角 盾 口 盖 , FRR RE La LET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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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 SM EMMA AA, AAP BEME RNB b, DSi Aw 

有 肉 共 及 外 茎 ,个 体 直 接 据 和 孔 而 居 。 和 角 区 的 粗 组 有 时 均一 ,有 时 变化 很 

-大 ,形似 喧 珠 状 ;彼此 锥 、 横 交叉 , 组 成 圆 格 状 、 漏 斗 状 、 浦 困 状 、 丛 树 状 

和 杆 状 等 不 同 的 形状 ; 由 角质 或 钙 质 组 成 。 因 此 , 棋 口 目标 本 只 有 甸 众 

才能 保存 为 化 石 ， 个 体 和 和 角 苍 交接 的 地 区 有 和 孔 发 留 。 这 些 孔 都 分 布 在 

SAM PR, 当 甸 葵 粗 组 变化 很 大 时 则 分 布 在 膨大 部 分 的 中 央 或 顶端 。 

UG AiR ASE AS THA, DBI RK 

fe 1 BASE Pa HP ee HL, — Tee ERS ISL TC, 而 现代 类 型 比 古 代 

还 多 。 共 计 有 4 个 亚 目 、16 SF, 40 余 属 。 地 层 价值 不 大 。， 

47 #1328 STOLONIFERA Ehlers, 1876 

特性 : 硬 体 由 旬 蔡 分 双 经 芽 生 繁殖 而 成 , DRAPE, 虫 室 
BOE K, AE, REM SOREN ARATE 

时 代 : 负 陶 筷 到 现代 。 

RSH REL ROPALONARIIDAE Bassler, 1953 

BEtk DMB BAER RRR, SAA RTE, 
Hh SS 3) 7p FES LE ZE HEAI EBD MARIE RE, RMPBCRE, 

#233822 Ropalonaria Ulrich, 1879 

《图 121) 

BAW X 25 WE HB St FZ aK 

A121. Ropalonaria venosa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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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型 :. Ropalonaria venosa Ulrich, 1879 

特征 : FURPE—EC, APPS GI RE A AE EM EO 

分 布 : 北美 及 欧 亚 大 陆 ; Ahi Ac FIR 

ABRKRSHREH VINELLIDAE 

Ulrich et Bassler, 1904 

DARA REEBOK, PABA 

象 。 甸 苍 粗 组 比较 均匀 。 每 一 外 共有 小 扎 一 

行 , 有 节 者 在 和 结 节 之 间 小 孔 很 多 。 BBE 

AT Ast BAS. 

ARKSAHR Vinella Ulrich, 1890 

(#122) 

属 型 . Vinella repens Ulrich, 1890 

特征 : 甸 苍 脆弱 , 粗 组 变化 不 大 , 呈 放 射 

状 分 布 。 每 一 外 共有 一 行 小 孔 , 系 虫 室 生 长 

WBE LE 0 
图 122. ° Vinella 

repens Ulrich 分 布 : JES RRKYH; HRB 

$l S&F Marcusodictyon Bassler, 1952 

CM 123) 

10 BAW. xX 25 
F123. Marcusodictyon priscum (Bas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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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Bw: Meta. priscum Bassler, 1911 

特征 : PAL HRHAME RRS MK, BRAD th 

SOCK, BEEK RHBBOMLAN Bt, RAT. 

分 布 : REVERSE; Ibs AMARA TRH. 

s 

O08 CRYPTOSTOMATA Vine, 1883 

此 目 虫 室 的 顶端 都 有 很 发 育 的 外 室 。 硬 体 的 表面 开口 , 实际 是 外 

室 的 室 口 , 亦 郎 假 室 口 〈false aperture) ， 而 等 正 的 室 口 都 隐藏 在 硬 体 的 

内 部 , 所 以 称 隐 口 目 。 BS 

口 的 形状 及 构造 基本 上 和 假 

=O — 3c, FEVER , — iF 

不 作 严 格 的 区 别 。 

隐 口 目的 硬 体外 形 移 大 

部 分 都 显 网 格 状 ( 图 30)， 以 

漏斗 形 和 局 形 者 最 常见 ， 少 

数 呈 梳 状 或 螺旋 状 。 除 网 状 

的 硬 体 之 外 ,和 细 枝 状 ( 图 124) 

及 改 状 也 很 多 ， 时 状 或 块 状 

者 比较 少 。 部 分 硬 体 中 央 有 

中 板 ， 虫 管 沿 中 板 向 两 侧 生 

长 。 中 板 一 般 比 变 口 目 和 环 

口 目的 厚 , 构造 也 复杂 。 从 

硬 体 的 稚 、 横 切面 看 ,中 板 似 

由 许多 和 组 管 兴 复 而 成 。 aye 

RAINE KRAN AB IN peor 

REBUM BIE, Hw, K ig UT oe G eA a 
BHR, Deh fe } AAS y i 

组成， 和 环 口 目的 室 间 节 相 1 

仿 。 孔 有 时 分 布 在 硬 体 的 各 nt Go 

个 部 分 ， 有 时 人 分 布 在 便 体 A. 看 体外 形 , X 10 ，” B. 硬 体 上 部 ，X 40 
的 底部 。 此 目 一 般 次 有 外 C. 维 切 面 、 弱 切面 及 横 切 面 的 一 部 分 , x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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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 只 有 少数 是 例外 。 硬 体 表面 偶 有 转 形 斑点 、 突 超 或 尖 守 ,被 钙 质 充 
填 或 由 砍 生 虫 室 组 成 

SZOAML ACAI, Bk EK, SHRM, OB 
厚 , 常 突出 于 硬 体 表 面 。 月 牙 构 造 发 育 , 常 有 加 厚 突 超 现象 , 假 隔 板 极 
少 。 常 见 口 围 绩 核 。 口 盖 的 类 型 很 多 ,构造 复杂 ,如 能 和 虫 室 同 时 保存 
在 一 起 ,可 作 鉴 定 种 、 属 的 依据 。 室 口 的 排列 比 环 口 目 和 变 口 目 规则， 
AMA, SSB IRR ROK RE (HR BOE 
$8) ,将 室 口 分 隔 开 来 。 

Hh EAR BAEK TE; ADRS, ROMA BK, 
长 管状 虫 室 直 , 亦 可 弯曲 成 弧 形 。 未 成 熟 带 虫 室 短 , 体 壁 萍 , 彼此 紧密 
HABE; 成熟 带 体 壁 又 然 加 厚 , 间距 加 寅 ; 两 者 的 分 界 相当 清楚。 虫 室 在 
成 长 过 程 中 形状 变化 很 大 ,有 时 一 个 虫 室 可 显 三 种 或 四 种 不 同 的 形状 。 
虫 管 中 最 常见 的 附属 器 官 是 咎 隔 板 , 尤 以 下 守 隔 板 最 发 育 ; 横 板 只 在 个 
别 长 管状 虫 室 中 才能 见 到 ,都 是 直 而 薄 的 全 横 板 ,数量 少 , 分 布 稀 。 无 
灵 生 横 板 、 刺 、 泡 状 板 和 弯曲 横 板 等 。 

隐 口 目的 间隙 孔 不 及 变 口 目 发 育 , SHRINE, 有 时 很 小 ;和 变 
品目 的 刺 孔 相 仿 ,数量 很 少 , BOSE OM, WILE, SOS 
ik BEAR SORE, 可 锥 向 分 布 在 室 口 间 , 包 围 室 口 , 亦 可 分 布 
在 各 类 线 纹 上。 WORMS BO BEI, 只 分 布 在 硬 体 具 中 板 的 内 
部 ,在 硬 体 表面 见 不 到 这 种 构造 。 CADSR ERE, 局 豆 状 或 星 
形 ;数量 一 般 不 多 , 有 一 定 的 分 布 规律 , 在 网 状 硬 体 的 正面 和 到 面 都 可 
见 到 。 

隐 口 目的 体 壁 大 部 呈 片 状 ， 只 有 窗 格 苦 蓄 虫 科 的 体 壁 及 部 分 类 型 
的 内 体 壁 呈 粒 状 。 外 体 壁 很 厚 ,其 中 布 满 了 毛 组 管 。 连 孔 常 见 , 但 不 及 
SEAVER Ti EEA BED AOE OPS PR RET Ee et 
气孔 。 

隐 口 目 初 见 于 早 奥 陶 世 , 泥 盆 纪 及 早 石 炭 世 是 它 的 繁盛 时 期 ,中 石 
痰 世 开 始 大 量 衷 亡 ,至 二 渤 纪 末期 几乎 已 经 全 部 灭亡 ,三 失 筷 只 有 个 别 
Fit, LEA) 140 属 。 

根据 苏联 < 古生物 学 基础 >(1960) 一 书 , 隐 口 目 共有 11 科 , 分 别 属 
于 3 个 亚 上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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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格 亚 目 (FENESTELLOIDEA): BEAR HAR, OMAP 
LER aE AL ee a hE A 
2 杆 状 亚 目 (RHABDOMESOIDEA): TEPR ABER, PRGA, 
We oR ROH A FS, UIE EE A 
ss 44K A (PTILODICTYOIDEA): 硬 体 具 中 板 ， 虫 管 长 短 不 一 ， 

SOM AMEE: OIE RRS BE, DEERME, HORE 
ee EL, Ya SRE BL (SE LE SEA 

+e ee PHYLLOPORINIDAE Ulrich, 1890 

BECK PUR , 4A HE MEI NEA Canastomosing) 形状 ; 

hs AA AMIER IFO REAP A BK, BOBBIN. 0H 

突出 , 偶尔 还 有 口 围 结 核 及 月 牙 构 造 ; 每 枝 有 虫 室 2 一 8 行 。 虫 室 长 管 

状 , 向 上 生长 , 常 弯 曲 成 绝 形 ; 盾 隔 板 不 发 育 , 常 缺失 ; 未 成 熟 带 可 具 横 

板 ， 过 小 带 及 成 熟 带 的 虫 管 之 间 有 泡 状 组 徐 。 内 体 壁 蒲 ， 上 古生代 的 

种 、 属 其 内 体 壁 由 二 层 或 三 层 合 成 。 在 成 熟 带 中 常见 刺 孔 ; 间隙 孔 偶尔 

可 见 , 其 中 横 板 很 多 。 下 古生代 的 类 型 毛细 管 大 而 少 , 上 古生代 的 则 小 

而 多 。 外 形象 隐 口 目 , 内 部 构造 象 变 口 目 。 奥 陶 纪 至 二 兴 纪 。 

叶 营 功 虫 Phylloporina Ulrich, 1887 

《图 125) 

硬 体 表面 X 10 硬 体 正 面 X 10 
23125. Phylloporina sublaxa (Nich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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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看 体 叶 状 , 各 枝 分 又 接合 组 成 网 状 王 体 。 每 枝 之 上 有 虫 室 

4 一 8 行 。 颗 室 之 间 有 间 降 孔 。 间 孙 孔 中 有 很 多 横 板 。 

分 布 : 北美 .亚洲 及 欧洲 ; AP ACE AC. 

巴 什 基 尔 若 苗 虫 Bashkirella Nikiforova, 1939 
(图 126) 

属 型 . Bashkirella ornata Nikiforova, 1939 

特征 : 硬 体 粗 网 状 , 各 枝 呈 分 叉 接 合 状 。 室 口 的 口 围 突出 很 高 ,无 

口 围 结 核 及 月 牙 构 造 。 室 口 间 有 锥 向 分 布 的 波浪 形 疹 线 。 毛 组 管 大 而 

Bo ASL RSLo 

分 布 : CUNARSS AWN PEALE; AR ACS 

xB x 5 
F127. Chasmatopora tenellae- 

formis Nekhoroshey 

24% k Chasmatopora Eichwald, 1860 

(图 127) 

属 型 Retepora tenella Eichwald, 1842 

特征 : 和 Phylloporina 的 差别 是 硬 体 组 网 状 , 枝 上 只 有 2 行 虫 室 ， 

7A (Re BX SE NT BR 

分 布 : 北美 .亚洲 及 欧洲 ;中 奥 陶 世 到 中 志和 留 世 。 

窗 格 苔 薛 虫 科 FENESTELLIDAE King, 1850 

硬 体 网 格 状 ,大 部 为 局 形 或 漏斗 形 , 偶 呈 螺旋 状 ; 由 直立 生长 的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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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横向 分 布 的 横 枝 相互 速 接 而 成 , ABA ARM, 室 口 圆 形 或 
卵 形 ,少数 可 旦 句 齿 状 或 花 锥 状 ; 口 围 发 至, 常 具 口 盖 、 口 围 千 核 及 月 牙 
”构造 。 室 口 只 分 布 在 硬 体 正面 的 枝 上 , 横 枝 上 很 少 ,但 横 枝 上 有 时 有 大 
虫 窒 ; 每 枝 之 上 有 虫 室 两 行 至 十 多 行 不 等 , 分 布 规划 ; 室 口 半 有 航向 分 
布 的 \ 直 的 、 波 浪 形 的 或 锯齿 状 的 奉 状 线 纹 。 如 有 虫 室 2 行 , BORDER 
hE; 其 上 有 时 具 和 结核 。 间隙 孔 、 刺 孔 及 千 核 都 向 分 布 在 室 口 之 
EEE RE REI MRSS Ie Owe sw 
TE ANSI MT. KORTE EMER 虫 管 中 没 有 横 板 。 SEU 
在 外 室 和 虫 室 间 常 具 上 、 下 个 隔 板 。 内 体 壁 王 而 外 体 壁 厚 , 两 者 都 呈 片 
状 , 艇 粒状 关 辟 所 分 开 。 在 外 体 壁 上 有 很 多 毛 和 管 。 连 孔 只 分 布 在 室 
口 附近 。 在 硬 体 反面 常见 线 敏 及 精 核 ,偶尔 还 有 中 毯 和 园 形 附加 孔 。 奥 
陶 各 至 二 友和 纪 ,(?) 三 法 筷 。 

窗 格 苔 蔡 虫 Fenestella Lonsdale, 1839 

(fg 128) 

Bz: Fenestella subantiqua d’Orbigny, 1849 

特征 : 硬 体 局 形 或 漏斗 形 ， 碎 片 都 呈 规 旭 的 
窗 格 状 , 由 枝 和 横 枝 合成 。 室 口 两 行 ,分 布 在 枝 的 
ER HRA, ANAT CA 3 一 4 行 ,分 布 规 
则 。 中 毯 有 时 具 和 结核 或 瘤 状 突起 。 在 横 枝 附近 的 
室 口 旁 或 锥 向 分 布 的 二 室 口 之 间 常 见 圆 形 小 间 阶 
孔 。 体 壁 一 般 较 厚 , 毛 组 管 发 育 。 此 属 已 描述 的 
有 将 近 五 百 种 。 / 

分 布 : 世界 各 地 都 有 ; MMBC.) ios. renesiella 
SK subantiqua Lonsdale 

_G 

TPRS 

> a! - 
一 7 

nl 

V8 Aye 

一- 

peice she R Archimedes Owen, 1838 

《图 129) 

属 型 : Fenestella (Archimedes) wortheni Hall, 1857 

特征 : 此 属 和 Fenestella 相似 ;但 硬 体 呈 曙 旋 状 ; 硬 体 中 心 有 曙 旋 

Hh, 网 状 部 分 治 螺旋 轴 旋 转 , 形 状 特殊 。 此 外 ,drchzzredes 的 毛 组 管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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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黎 格 音 蓄 虫 科 的 其 他 属 大 ， 直径 狗 二 十 五 微米 。 
分 布 : 北美 大洋洲 、 非 洲 、 欧洲 及 亚洲 ;五 PRICE TRAD 

局 部 碎片 原 大 -看 体外 形 原 大 
- sublaxa Ulrich; 

图 129. 

FSH R Hemitrypa Phillips, 1841 

(图 130) 

属 型 . Hemitrypa oculata Phillips, 1841 

特征 : 硬 体 特 征 和 Fenestella 相似 ， 但 中 毯 上 有 由 刺 形成 的 保护 ”其 网 孔 位 置 和 数目 都 和 下 面 虫 室 的 位 置 和 数目 相当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洲 ; 志 ABR, 

WER IE TT X 5 
Al130. #&, Hemitrypa proutona Ulrich #7, H.oculata Phillips 

es LILI6。 



SHR Isotrypa Hall, 1885 

CAM 131) 

B®: Fenestella (Hemitrypa) conjunctiva Hall, 1883 

特征 : 硬 体 呈 规则 的 网 状 ,构造 和 Fenestella 相似 ,但 枝 成 规划 的 

波 当 形 , 横 枝 短 , 中 筷 高 ;中 入 侧 面 破 横 存 连接, 形成 保护 网 , 使 硬 体 的 

正面 和 反面 看 起 来 元 全 一 样 。 反 面 横 枢 上 或 横 枝 附近 有 园 形 附加 和 扎 。 

分 布 : 东欧 北美 ,阿尔 泰 地 区 及 蒙古 ; 泥 从 纪 。 

> 项 : “) 户 
og t 

中 nO: OF: 

+ 和 y | i 
he WAS A 

ly z 中 re 

MAEM X5 MR x5 

AQ 131. Tsotrypa conjunctiva (Hall) 

Rk SER Loculipora Hall, 1885 

《图 132) 

属 型 : Fenestella perforata Hall, 1884 

特征 : BEARER RB, REBAR, ABS 2, IEMA 

Bei BCA BEA ASABE FR REA K , is BR ie Se BA BY BN 
Af cal 

A j 4 Pa NV 
“Ny Ay ys ff 
¥ i = eal 4 

二 r . y — 77 / 
A we} SN GZ “a i | 

人 q Y | \ 
} Yc Xp f A) 4 | 

4 WA, S8Z HY ZN 和 f 
办 < 

+ / . ij ， 

Zi { ) = ‘a. = 

REPRE X 5 WEA THT X 5 
图 132. Loculipora perforata (Hall) 

e117 ° 



形 , PEER REMI Eh, BBS} 口 很 象 分 布 在 横 枝 上 ,正面 和 反面 不 易 区 分 。 

分 布 : TG TR PTR BOG BE oe JOH a SYR Ae, 

SILSH®R Polypora McCoy, 1844 

(图 133) 

Bz. Polypora dendroides McCoy, 1844 
特征 : 和 Fenestella 的 差别 是 每 一 枝 有 虫 室 

3 8 行 ， 最 多 时 可 达 12 行 。 Bo Td ABM De Ap 
的 时 波浪 形 的 线 纹 ， 其 上 有 时 还 有 小 结核 。 体 壁 
RBS, BAER tee LICR, Bat MWA Ath, : 

F1133. Polypore 分 布 : 世界 各 地 , 奥 陶 纪 至 二 泛 筷 ;大 部 分 布 dendroides McCoy FEA RAC AK, 

45 SAE Protoretepora Dekon, 1876 
(图 134) 

属 型 : Fenestella ampla Lonsdale, 1844 
特征 : 此 属 和 Polypora YE Bl EE tg Hh Ss 1—2 4F, 

Vi: Qievngee 
teow 

06, o.0 0 § 

ia mi aes ay, <a 

硬 体外 形 原 大 TEE IE TT X 20 硬 体 正 面 X 10 
184... Fe Protoretepora chrenbergi (Geinitz) Fenestella ampla Lons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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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北美 ; ARACHIS 

(23h BeER Pseudounitrypa 

Nekhoroshev, 1926 

《图 135) 

属 型 : Pseudounitrypa sibirica Nek- 

horoshey, 1926 

特征 : 硬 体 特 征 和 Fenestella 相似 ， 

但 有 保护 网 。 保护 网 由 中 毯 和 结核 形成 。 

此 属 和 Hemitrypa 的 差别 是 保护 网 不 及 

Hemitrypa 规则 ， 每 一 网 孔 〈 再 生 虫 室 ) 

的 下 部 不 是 室 口 所 在 地 ， 两 者 的 数量 刘 fy , 

不 同 。 图 135. Pseudountirypa 

分 布 : 苏联 亚洲 部 分 : 石 痰 纪 。 sibirica Nekhoroshev, X0.6 

“pees eER Semicoscinium Prout, 1859 

〈 图 136) 

属 型 : Semicoscinium rhomboideum Prout, 1859 

aL ded | 特征 : 硬 体 漏 斗 状 。 室 口 分 布 

EATS 在 硬 休 里 面 。 BLM, BUETTE. 
横 枝 短 而 宽 , 窗 孔 长 凌 形 或 长 孵 形 ， 

枝 在 反面 有 合共 现象 。 每 枝 有 平行 

分 布 的 虫 室 二 行 ， 彼 高 而 顶端 膨大 

LAE Bo 
MEET Xx 5 % 

FY 136. Semicoscinium rhomboideum 分 布 : 世界 各 地 ; 志 留 纪 至 是 

Prout A Kt 

#ABER Thamniscus King, 1849 

(FI 137) 

属 型 : Keratophytes dubius Schlotheim, 1820 

特征 : BEARD, BO, BAIS HR, RA 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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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三 行 以 上 ,和 Polypora 相似 ,但 横 枝 少 , 甚 至 完全 缺失 。 

分 布 : 亚洲 东欧 及 北美 洲 ; 志 留 纪 至 二 兴 纪 。 大 部 分 布 在 石炭 可 

Rao 

BS tay Ws Ml 

看 体 正 面 X 10 硬 体 反 面 X 5 

图 137。 Thamniscus ramulosus Ulrich Aj 138. Unitrypa lata (Hall) 

AhBER Unitrypa Hall, 1885 

(图 138) 

属 型 : Fenestella (Hemitrypa) lata Hall, 1883 

特征 : FEAL AIM PR, GRABS OT, Fil Semicoscinium 相 

(OL AE BEEBE. HASG HEE SAYA HU, AEA, 
鳞片 数量 和 虫 室 相等。 
分 布 : “北美 .北非 和 欧 亚 大 陆 ; 志 留 纪 至 泥 盆 纪 。 主 要 分 布 在 泥 

FAD o 

Riser ACANTHOCLADIDAE Zittel, 1880 

REA SAAR BYR, FR RAE C7 HH A, FASB HE BKB] AR KX AY 

ABBE AR , tHE RR AAA RAR A SE AZ 

RIP A eC th PE A tS ee BEE, TRAC ROK 

Ree AewR Acanthocladia King, 1849 

《图 139) 

属 型 : Keratophytes anceps Schlotheim,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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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ee 

Cus ke 

RK = MAUI TT ~X 20 

图 139. Acanlhocladia anceps (Schlotheim) 

特征 : TERIA, ERO, 如 同一 标本 有 数 条 主 枝 时 , 彼 
此 都 星 角度 相交 :分 枝 短 而 租 , 分 布 在 主 枝 的 两 侧 ， 同 侧 的 分 枝 彼此 平 
行 , 问 距 规则 ,和 主 枝 斜 交 ; 分 枝 之 间 一 般 无 横 枝 。 每 棱 有 虫 室 三 行 或 
三 行 以 上 , 主 枝 的 虫 室 行 数 比分 枝 多 。 室 口 园 形 至 卵 形 , 口 围 发 育 ,有 
时 有 口 围 精 核 及 月 牙 构造 。 室 口 闭 有 娄 向 分 布 的 波浪 形 线 狗 。 虫 管内 
部 的 特征 及 体 壁 的 构造 和 Polypora 一 致 。 
分 布 : 南美 ,北美 .大洋洲 .亚洲 及 北欧 等 地 ;中 石炭 世 至 二 兴 筷 。 

从 

WASH Penniretepora Al! 

d’Orbigny, 1849 | 

(图 140) 

属 型 : Retepora pluma Phillips, 1836 

特征 : BEPKTAIK, PHM MAS , OP TH FE 

主 枝 的 两 侧 ， 以 一 定 的 角度 和 距离 由 主 枝 

分 出 , 排 烈 整齐 。 分 枝 之 间 无 横 枝 。 主 枝 

和 分 枝 都 有 虫 室 二 行 。 主 枝 常 具 中 毯 。 毛 

组 管 发 育 。 

分 布 : 亚洲 西欧 .北美 、 痪 大 利 亚 及 
看 体 正 面 x 20 

JEFEOH 5 Ve AC BK ACO F140. Retepora pluma 

(Phillips ) 

ef2Zt e 



BSARh Ptylopora McCoy, 1844 
(图 141) 

vQ z Tip yy 
属 型 . Ptylopora plu- 本 总 WL: ma McCoy, 1844 

WP cA 特征 : 硬 体 羽 状 ， 外 a | a J: 
FE Fn Penniretepora 相似 ， 1 ye Le 但 分 枝 之 问 有 横 枝 ， 横 枝 WY Ai FESR BU, 和 分 枝 直 交 , 其 Kg b GAP ”上 无 虫 室 ， 虫 室 间 有 站 中 2 mien > PR Lava 

er 1% ed 
核 一 行 。 

+ a 分 布 : RR fi sae 11, 硬 体 正面 x 10 受 尔 兰 ; Vise BOR 图 141. Prylopora pluma McCoy #2, 

Pt ZS BE Septepora Prout, 1859 

(CX 142) 

属 型 . Septopora cestriensis Prout, 1859 

FFE: 硬 体 网 状 ， 部 分 短 分 枝 很 象 横 枝 。 主 枝 及 分 枝 都 有 虫 室 二 行 ,有 中 毯 ,中 毯 上 可 见 千 核 。 毛细 管 一 般 发 育 。 硬 体 反面 有 突出 的 线 

硬 体外 形 原 大 

图 142. Septopora cestriensis P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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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时 具 附 加 和 孔 。 | 

分 布 : CWA. 大洋 洲 及 北美 洲 ; BRAC RK 

HRB R Synocladia King, 1849 

(图 143) 

属 型 . Retepora virgulacea Phillips, 1829 

特征 : 此 属 和 Septopora 的 差别 是 主 枝 较 寅 ,有 虫 室 3 行 或 3 行 以 

上 ;分 枝 上 的 虫 室 行 数 不 定 ,一 般 有 1 一 2 行 。 

Sh: 西欧 ,苏联 饥 打 尔 , 我 国 下 连 山 以 及 资 大利 亚 ; ARCA 

NN . 
AS hal et rh | 

ae 
eu 

BS 6 

AS 
NS SC 
% 

A143. Synocladia virgulacea (Phillips) 

4¢ S22 EF RHABDOMESIDAE Vine, 1883 

PERE R, DAR, FCB. BOP WER; ERARA 

FM, BAA BAT, 都 位 于 硬 体 的 凸 出 部 分 。 这 些 凸 出 部 分 常 显 凌 形 。 

虫 室 管状 或 和 棱 柱状 ,弯曲 成 绝 形 , 横 切 面 鞭 形 至 六 边 形 ; AR BHAT PR BE 

薄 而 成 熟 带 增 厚 ,两 者 分 界 清楚 。 全 隔 板 发 育 程度 不 同 ,， 亦 可 宪 全 缺 

失 。 毛 和 组 管 发 育 。 刺 孔 很 多 , 常 有 两 种 大 小 。 第 见闻 降 孔 。 Biss 

o-b23,¢ 



二 兴 纪 。 

杆 若 苏 虫 Rhabdomeson Young et Young, 1874 

(图 144) 

属 型 : Millepora gracilis Phillips, 1841 

特征 : BEAR AAR, ERMAN. ZONE. RB RIFL 

有 大 小 两 类 , FER FL AR BCAHY HA a, FU BESS, PR BETS ; HORA 

FUER RM ES REE, 横 板 少 或 缺失 , 咎 隔 板 发 育 。 在 室 口交 角 处 

毛 组 管 很 多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ALUN MRA AL 5 BRAC BTA 

AS 弦 切 面 x 20 
硬 体 表面 X 20 AAD Ta x 20 

图 144. Rhabdomeson gracilis (Phillips) 

S258 Ascopora Trautschold, 1876 

(图 145) 

属 型 : Millepora rhombifera Phillips, 1836 

KE 
Oy 

横 切 面 X 10 MAY TH X 10 
24145. Ascopora rhombifera (Phil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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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Pee 

特征 : FATS aE OM TCa EK, A A RPE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 石 痰 纪 及 二 浴 筷 。 

<8 ah 238E Nemataxis Hall, 1886 

(图 146) 

属 型 Nemataxis fibrosus Hall, 1886 

特征 : PEAK, RHARAAHNMAE, ZANE MASH 

BAT. “ARIFURA. BE APRA FORA. BORAT REESE, 未 

BOAT AREETE 0» FSR Ro 

分 布 : ALS; VER. 

sx x 20 wens xe 
Si. a ae 

R146. Nemataxts fibrosus Hall 

exe RERSHR Nicklesopora Bassler, 1952 

(图 147) 

属 型 : Rhombopora elegantula Ulrich, 1884 

锥 切面 x 20 seul > x £20 

图 147. Nicklesopora elegantula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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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和 Rhombopora 非常 

每 一 室 口 外 围 有 一 行 小 刺 孔 。 

分 布 : IE, HR BBR: AH, 

相似 , 但 无 横 板 、 牛 隔 板 以 及 大 刺 孔 。 

尼 基 往 洛 娃 氏 苦 巷 虫 Nikiforovella Nekhoroshev，1956 
(图 148) 

Bz. Nikiforovella alternata Nekhoroshev, 1956 : 
ps 特征 : GREER, ha ry 4 Goer AL 1] 22 i OPERA. Fee 

SC FAR. AIRF ARI ILA Ch AB, 
=A, 前 者 管状 ， 后 者 实心 , 延 8 (ER, ABA Se mI BID ABT. 

You 虫 管 及 间隙 孔 中 都 无 横 板 。 
sim x 30 横 切 面 x 20 分 布 : 北美 ,西欧 ,中 亚 及 苏 
图 148. Nikiforovella alternata 联 ; 大 部 产 在 早 石 痰 世 , 个 别 为 早 

Nekhoroshev ee SL ee 

JES# Orthopora Hall, 1886 

(图 149) 

属 型 . Trematopora regularis Hall, 1874 

特征 : 

wm: okey 

体外 形 X 20 MY i x 20 5X) i X 20 
图 149. #3 Orthopora regularis (Hall) ; HHL, O. rhombifera (Hall) 

e 126° 



的 差别 是 室 口 之 间 有 证 多 这 色 和 结核 状 突起 , 扒 向 过 接 成 行 。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及 北美 ; MARV 

FERC o 

SthSkHe Rhombocladia 

Rogers, 1900 

《图 150) 

属 型 : Rhombocladia delicata Rogers, 

1900 

特征 : BEARCREEK, fh 

AMR MERITOFRAEE: 反面 平 aes 
Ye 27 Bs, Heb ue A Rhombopora 相 ee ol 

-一 KOH x20 tm x 20 

同 。 A150. Rhombocladia 

分 布 : toes 中 国 及 东南 亚 x Al or tHe Se delicata Rogers 

HRA o 

=S%% Rhombopora Meek, 1872 

(图 151) 

属 型 : Rhombopora lepidodendroides Meck, 1872 

特征 : 硬 体 组 枝 状 , TAIN, ZORA, 狱 、 斜 分 布 成 行 。 

关 孙 和 孔 少 或 缺失 。 刺 孔 可 分 大 小 两 种 。 未 成 熟 带 虫 管 窗 , SRR Z 

形 , 体 壁 薄 , 在 横 切 面 上 常 排列 成 螺旋 状 。 成 训 带 虫 管 加 宰 , 体 壁 增 厚 。 

BAY i X 20 axt fy x 20 横 切 面 X 20 

图 151. Rhombopora lepidodendroides Meek 



IRS FARRAR 3812S 5b FS SEE Be HAR A ; 
分 布 : 欧 亚 大陆 、 澳 大 利 亚 和 北美 洲 ; 泥 盆 纪 至 二 潜 筷 。 

HSE Streblascopora Bassler, 1952 

CB] 152) 

属 型 . Streblotrypa fasciculata Bassler, 1929 

Ss 
=. 
we 

ez Z 

SU X 20 — SAD x 20 
图 152. Streblascopora fasciculata (Bassler) 

特征 : 硬 体 特 征 和 Streblotrypa 相位 。 HKG Aa ES, 管内 
有 平行 组 管 。 

分 布 : WY; 3k #8, 

I 

Fim SHR Streblotrypa 

Vine, 1885 

(FA 153) 

属 型 : Streblotrypa nicklest Vine, 

1885 

特征 : 和 Rhombopora FALL, {AM 
iF 癌 观 察 ， 每 两 个 相 邻 室 口 之 间 都 有 数 个 

Mii x20 amt x 20 E/N KEL. 

F153. Sereblotrypa 分 布 : 北美 、 南美 大洋洲、 亚洲 及 
苏联 欧洲 部 分 ; 泥 贫 纪 至 二 潜 筷 。 

nicklesi 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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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RE ARTHROSTYLIDAE Ulrich, 1888 

! REARTATR BCR, 枝 间 有 较 大 的 节 。 BAe a RCD Te] 22 Td 7 

SUR, SP (BRA A el — FY, A CH, RAM 

BRR. BOIPB. RMON 7 Bl, ERA AA BT, BE 

ALAS; SO Zea. 间 降 孔 和 刺 孔 一 般 不 发 育 。 虫 管 

中 横 板 少 ,无 个 陋 板 。 体 璧 上 毛 组 管 很 多 。 奥 陶 纪 至 泥 贫 和 纪 。 

节 枝 苔 坪 虫 Arthrostylus Ulrich, 1888 

(图 154) 

属 型 : Helopora tenuis James, 1878 

特征 : BEAKER ERI BY 

RAMS KEAG BOMB, OM i 

Cn; SZOZHMRAE. ARIF 

分 布 : 北美 .格陵兰 和 波罗的海 沿岸 ; 

FPG FAFA 2 S siscriyiar deat 
( James ) 

ss 

$7448 Glauconomella Bassler, 1952 

(图 155) 

kz. Glauconome disticha Goldfuss, 1836 

特征 : BEPARTAIR, AAR, MAERFLZC, 

has AEIEMIFO, ERARCA HH BS 

ih 行 。 

和 分 布 : 波罗的海 沿岸 ; 奥 陶 筷 ; 巴 尔 干 牛 久 
3155. Glauconomella PAM» AC; Tews hoe, Ib, Vea 

disticha (Goldfuss) tao 

48256) Nematopora Ulrich, 1888 

Cf 156) 

Re: Trematopora minuta Hall,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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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硬 体 枝 状 ， 两 分 枝 法 ， 始 端 有 节 。 虫 室 围 绕 在 枝 的 四 周 生 

长 。 室 口 长 孵 形 , 室 口 之 间 有 很 多 圆 形 小 间 降 孔 。 虫 管 直 ;成熟 带 体 壁 

厚 , 未 成 熟 带 的 萍 。 横 板 少 , 只 分 布 于 成 融 带 。 

分 布 : 北美 ,苏联 及 巴尔 干 牛 马 ; RACER, 大 部 出 现在 

BA Pi) AC Be EA #00 

| 

avs 

© OW 
看 体 表 面 X 10 _ BYU xX 20 St) fH] X 20 

图 156. Nematopora minuta (Hall) 

MHSSE RH STICTOPORELLIDAE 

Nickles et Bassler, 1900 

VO FR BY ee Se ATC, FRA A, PP RAR 

偶尔 可 见 , 有 间隙 孔 FORRAR. BAP AOR AA eM 

MHESER Stictoporella Ulrich, 1882 

(图 157) 

属 型 : Stictoporella interstincta Ulrich, 1882 

特征 : BEAK, SAHARA RR, ZOAKRBAMETE, Fs 

Coin; MRA A, SKARRAAUIR REER, OTA RB, AR BGA 

带 虫 管 直 立 生 长 ， 和 中 柱 近 平平 行 , 体 壁 薄 , 但 成 熟 带 的 虫 管 和 中 柱 近 

平 直 交 , 体 壁 又 然 增 厚 。 

分 布 : 西欧 波罗的海 沿岸 及 北美 ; 奥 陶 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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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体 表 面 x 20 硬 体 外 形 原 大 

Stictoporella cribrosa Ulrich 

4+) Al X 25 
ayia x 25 

图 157 . Stictoporella flexuosa (James) 

变 隐 苔 侠 虫 Trepocryp
topora Yang, 1957 

(图 158) 

属 型 : Trepocryptopora 
dichotomata Yang, 1957 

特征 : BEATE ER, APR. RMR ss 1 AALBLIE . Bh 

行 ; 彼此 间 几 乎 完全 秘 孵 形 至 
多 边 形 的 问 降 孔 唱 下 未 见 刺 孔 。 虫 管

 

短 直 ,和 中 板 及 硬 体 表面 都 直 
女 ， 有 很 多 浴 复 模板 ， ACA FAR CRA ti 

FLEA Fo 其 他 特征 和 隐 口 月 dee B
ue: PMS EE we AH Ud» LEV 

aE BBB REA Ste Ko 

分 布 : 我 国 陕西 南 郑 梁山 ; 早 奥 陶 世 晚期 。 

e 3 



oe Tae rf *t 
OO na 的 Sy 

rt ih py 
<4? 

‘<x 10 

MW x 10 

图 158. Trepocryptopora dichotomata Yang 

= ASH RE PTILODICTYIDAE Zittel, 1880 

«EAM EMR, APR, SAMA HEALER, 表面 有 寅 大 
MLE, OPERA, SAN LSHE, A BART; O 
BL CAME hE OT, HER IE, RRO RENE, 
热带 的 极 厚 ; LE FEBRRE, EMEATIS, CORR, BSBA 
PAIL. AMIR. 

B@ABSew Ptilodictya Lonsdale, 1839 

(图 159) 

BH). Flustra lanceolata Goldfuss, 1826 

特征 : BEARISH BOK. MAA BOTs BETZ MPA 

APR, PERIZE TS BB, AR BGA BE Me, 和 中 板 近 乎 平行 。 成 

熟 带 的 虫 管 和 中 板 及 便 体 表面 都 呈 斜 交 , 体 壁 增 厚 。 和 后 隅 板 不 太 请 楚 。 

分 布 : 西欧 巴尔干 牛马 .波罗的海 沿岸 和 北美 ; 奥 陶 纪 至 泥 贫 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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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 x 20 

F159. Ptilodictya expans@ Hall 

RSS R Escharopora Hall, 1847 

(图 160) 

属 型 : Escharopora recta Hall，1847 

性 征 ， 和 Prilodictya 相似 ,但 罕 口 园 形 或 孵 形 , 向 内 伸 为 凌 形 \ 六 

边 形 或 芋 条 状 ; 排 烈 规 则 ， BRL A
ACE Ro 硬 体 基 部 很 大 。 

硬 体 外 形 原 大 

图 160. AVA, Escharopora recta Hall; 中 E. angularis Ul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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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北美 .波罗的海 沿岸 、 格 陵 兰 和 新 地 岛 , BMA; 加 拿 大 ; 石 

RG 

884% Phaenopora Hall, 1851 ; 

(图 161) 

kB2!: Phaenopora explanata Hall, 1852 

特征 : 硬 体 常 呈 角 柱状 , 室 口 长 孵 形 , 狼 向 分 布 成 行 。 和 Prilodictya 

很 相似 ,但 在 相 邻 两 室 口 的 稚 向 线 上 有 一 对 贺 角 三 边 形 小 间隙 孔 。 

分 布 : 瑞典 ,波罗的海 沿岸 ,阿尔 泰 地 区 ,苏联 西伯 利 亚 、 士 志 自 治 

44 AC; RAB. 

iss is | te is a7 

20 5X il X 20 PEA TH X 20 

A161. ZE1, Phaenopora explanata Hall 72,3, P. constellata 

Hall; 74,5, P. lirata Hall 

Se 2H RHINIDICTYIDAE Ulrich, 1895 

硬 体 组 枝 状 ;二 叶 形 或 三 叶 形 ,都 具 粗 直 的 中 板 ， 和 环 口 目的 Sca- 

laripora 相似 。 室 口 圆 形 、 卵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口 围 不 发 育 , 未 见 月 牙 构 

PAH BUT. 室 口 间 偶 见 锥 向 直 大 和 线 和 瘤 状 刺 孔 。 虫 室 的 槛 截 

面 呈 灵 方 形 , 常 具 横 板 但 无 下 后 隔 板 。 无 间 降 孔 ,部 分 属 在 虫 管 之 间 有 

泡 状 组 徐 , 硬 体外 表 和 破 钙 盾 封闭 。 奥 陶 纪 至 石 次 纪 。 

Bee Rhinidictya Ulrich, 1882 

(图 162) 

属 型 : Rhinidictya nicholsoni Ulrich, 1882 

特征 : REAR BIG ABR, JER IRA, Avie A > Aik, 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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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向 两 侧 生 长 。 室 口 卵 形 , 稚 向 分 布 成 行 , 破 波 浪 形 奉 线 分 开 。 中 板 上 
xz” “有 很 多 圆 形 小 突起 。 虫 管 中 有 横 板 , 上 咎 隔 板 发 育 ,无 下 牛 隔 板 。 毛 细 
管 很 大 。 
分 布 : 苏联 西伯 利 亚 和 波罗的海 沿岸 .新 地 岛 和 北美 ; 奥 陶 筷 至 志 

留 纪 。 

WERK THT X.20 aX X 20 

A162. Rhinidictya nicholsoni Ulrich 

=AMSBH®R Trigonodictya Ulrich, 1893 

CX 163) 

FRE! Pachydictya conciliatrix Ulrich, 1886 

硬 体外 形 原 大 横 切 面 x 20 

图 163. Trigonodictya conciliatrix. (Ulrich) 



特征 ; 硬 体 短 柱状 ,向 三 面 分 枝 , 中 板 三 条 , 互 成 120? 角 ; 表面 党 
FLEW MORSE, SOKA, Aaa, eA 
有 泡 状 组 稚 。 虫 管 短 直 , 具 请 楚 的 直 横 板 ,无 牛 隔 板 。 

fa: 北美 洲 、 亚 洲 ; 奥 陶 纪 至 志 留 筷 。 

AWARE SULCORETEPORIDAE Bassler, 1935 

BE ACTH REIT , OF PY Sk RTE BK, APR, He eh HE o 

室 口 圆 形 至 孵 形 ， 有 很 发 育 的 口 围 及 月 牙 构造 ; 在 硬 体 表面 常 锥 癌 分 

布 成 行 ， 破 直 兰 和 线 分 隔 。 虫 管内 偶 具 横 板 ， 牛 隅 板 仅 在 个 别 属 中 可 以 

WE), PE MABKH RM, 但 在 硬 体 表 面 破 狠 质 充填 。 Yomi Bo 

纪 。 

AMAA Sulcoretepora d'Orbigny，1849 

(图 164) 

属 型 . Frsrtrz parallela Phillips, 1836 

特征 : 硬 体 组 带 状 ， 有 砍 平 行 分 布 的 分 枝 , 枝 的 边缘 部 分 无 虫 室 。 

室 口 圆 形 至 卵 形 ,有 相当 发 育 的 口 围 和 月 牙 构造 ,在 硬 体 表 面 室 口 锥 辣 

分 布 成 行 ,有 和 线 纹 状 构造 , 线 纹 直 或 呈 波 浪 形 。 虫 管 中 有 不 发 育 的 千 隔 

板 。 

Si: 西欧 巴尔干 牛 岛 .苏联 和 北美 ; 泥 盆 纪 至 二 迭 筷 。 

SAL kh 

5x) il X 20 维 切 面 X 20 

图 164. Sulcoretepora gilberti (M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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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E RE GONIOCLADIIDAE Nikiforova, 1938 

PE PRAM BOR , te DIESER, BPR, cB EP HB AIF) Bs BAL Es BR 

RMA SAR BOB PBEM, 第 具 月 政 构 造 ; 斜 问 分 布 比 

Res A, MIG BRAS aA Phat | 虫 管 间 有 泡 状 组 徐 , 但 只 

FY A FEE PR IAS CAA, BOT ARES FCI ARI RKC 

FatRBBR Goniocladia Etheridge, 1876 

CE 165) 

属 型 : Carinella cellulifera Etteridge, 1873 

特征 : 硬 体 表 面 旦 网 状 , 具 多 边 形 窗 孔 。 室 口 圆 形 至 花 办 有 状 , 具 月 
AR FARA, SBA ZA LAR, RR Fenestella WHR, 

他 构造 和 科 一 致 

分 布 : 南美 .北美 .澳大利亚 .亚洲 西欧 ; 晚 泥 和 盆 世 至 早 二 泛 世 。 

业 [这 hell shy 
| il eg a

 | 

. fi ss, 
ci i 

i ie ii heh 

RARE] X20 

A 165. Goniocladia cellulifera (Etheridge ) 

Sa bE RHINOPORIDAE Miller, 1889 

RABOR HR, BOR RK; 中 板 可 有 可 无 。 室 口 圆 形 至 多 边 

形 ,分 布 河 规则 ; 室 口 间 无 刺 孔 及 间隙 孔 , DRTC ZEAE, 表面 平滑 。 

在 外 室外 围 可 具 泡 状 组 线 , 表面 充 十 钙 质 。 CE ECAR ARS Bl 

状 生长 ,成 熟 带 体 壁 厚 , 示 成熟 带 的 很 薄 。 不 具 横 板 。 牛 隔 板 不 发 育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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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R, Hid. 

Gi #2 Rhinopora Hall, 1852 

(图 166) 

JB@: Rhinopora verrucosa Hall, 1852 

特征 : PBAMEK APR, PPR MAK, RAS, 

RARE, BZBAEAAKKKE LEAL, BRRSER, K-HABABBI 

MN, EKA DBM RAID ARSE o 

分 布 : Jb EAC, 

有 狂 状 构造 部 分 之 硕 体 表面 X 2 硬 体 表面 原 大 

图 166. Rhinopora verrucosa Hall 

OB CHEILOSTOMATA Busk, 1852 

OB eine BAAS ee SA RS, ZO SA 

一 似 唇 的 保护 器 官 , 故 称 唇 口 目 。 

硬 体 的 类 型 很 多 ,有 皮膜 状 、 薄 层 状 、 板 状 、 网 格 状 、 人 处 生 状 、 贺 科 

TR ACR AOR, 其 中 以 薄 层 状 者 最 常见 ， 有 单 层 \, 双 层 和 多 层 之 分 。 

底部 常 具 外 皮 , 虫 室 紧 贴 外 皮 币 久生 长。 表面 疫 有 装饰 构造 。 硬 体内 

部 没有 中 板 、 中 管 及 市 等 组 徐 。 

室 口 呈 圆 形 、 椭 圆 形 、 孵 形 、 牛 园 形 、 新 月 形 或 其 他 不 规则 的 形状 

《图 9), 比 虫 室 的 横 切 面 小 。 口 围 发 育 , 常 呈 环 状 , 具 各 种 气孔 和 刺 , 但 

未 见 月 牙 构 造 。 口 盖 小 ,由 儿 丁 质 组 成 ,形状 及 构造 变化 很 大 《图 11)e 

小 孔 亚 目的 口 盖 略 大 , 构造 比 无 囊 亚 目 复杂 。 室 口 大 部 分 布 在 虫 室 前 

例 的 始 端 或 中 央 , 少 数 可 位 于 虫 室 的 顶端 或 两 侧 的 上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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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e lee | 

th 3 (RG, BAIL, IERIE RE, 未 见 呈 管状 及 长 管状 

者 。 大 部 都 在 硬 体 的 一 面 开 口 , 在 两 面 开 口 的 比较 少 。 AN he 

.紧密 相 接 ， 粗 成 迭 丈 状 ， 有 时 新 虫 室 的 始 端 分 布 在 老 虫 室 的 顶端 或 前 

便 , 排 烈 规则 ; 常 检 、 斜 成 行 。 在 硬 体 的 正 、 反 面 , 虫 室 的 外 形 显 长 方形 、 
AE SIGMA, 中 央 常 鼓 起 , MRSA, REPAY 
楚 的 边界 。 虫 室内 部 没有 横 板 、 泡 状 板 、 刺 等 附属 器 官 , 无 法 划分 未 成 
熟 带 及 成 熟 带 ;但 体 壁 的 成 分 ,构造 以 及 虫 室 表面 的 附属 器 官 都 相当 复 
杂 ; 今 分 述 如 下 。 

层 口 目的 体 壁 只 有 两 层 呈 膜 状 ,其 中 邻近 虫 体 的 一 层 称 内 训 壁 , 写 
和 虫 体 之 间 只 有 一 层 极 蒲 的 间 叶 分 隔 ， 内 襄 壁 大 致 相当 于 环 口 目的 外 
表层 及 中 表层 之 和 ,全 系 个 体 壁 。 另 一 层 膜 状 体 壁 称 外 圳 壁 ,分 布 在 生 
体 的 最 外 面 。 界 于 内 襄 壁 和 外 襄 壁 之 间 的 体 壁 就 是 通常 所 指 的 骨骼 部 
Fy, 由 钙 质 或 角质 组 成 , BER, RRS AAO WKB: 紧 贴 
内 圳 壁 的 称 薄 壁 层 ,此 层 体 壁 薄 而 平滑 ;全 系 钙 质 , DARED WOR, 
其 中 常见 一 些 很 小 的 圆 形 气孔 一 一 壶 孔 。 分 布 在 薄 壁 层 外 围 的 称 壶 壁 
层 ,是 虫 室 中 最 厚 也 是 最 重要 的 一 层 钙 质 体 壁 ,其 中 的 壹 孔 比 薄 壁 层 上 
的 大 而 显著 。 在 壶 壁 层 之 外 还 有 一 层 侧 壁 层 ; HERR, Seok 
中 气孔 很 多 , 称 侧 壁 孔 ; 侧 壁 层 在 虫 室 的 外 表 基 本 上 都 可 见 到 , ATE 
壁 内 部 第 一 层 钙 质 蒲 膜 ， 但 在 无 囊 亚 目 中 它 却 只 分 布 于 对 体 边 糙 部 分 
的 虫 室 的 外 表 , 因 此 , 便 壁 层 加 外 襄 壁 和 环 口 目的 角质 表皮 相当 。 

在 虫 室 的 前 侧 , 室 口外 围 体 壁 的 成 分 及 构造 和 上 述 情 况 完全 不 同 。 
这 一 地 区 的 体 壁 有 时 全 为 钙 质 , 称 钙 质 前 壁 ,有 时 全 系 膜 状 , 称 前 膜 , 有 
时 在 前 膜 的 边 称 又 镶嵌 合 质 。 前 壁 及 前 膜 上 的 气孔 非常 多 , 其 中 以 壁 
孔 (Cseptula) 和 墙 孔 (图 43) 最 为 常见 。 壁 孔 有 单 壁 孔 (uniporous septula) 
和 复 壁 孔 之 分 ， 复 壁 孔 是 由 许多 连 孔 合成 的 ， 连 孔 问 充填 很 多 奸 维 间 
叶 。 在 前 膜 或 前 壁 的 下 方 , 亦 朗 是 室 口 和 虫 室 始 端 之 间 的 钙 质 和 角质 
体 壁 称 裸 囊 壁 。 裸 囊 壁 表面 没有 外 囊 壁 ,直接 出 露 在 生体 的 表面 ,其 中 
AM WA TETL, 边 糙 常见 一 列 很 长 的 币 。 在 无 训 亚 目前 膜 的 内 部 都 有 
一 层 隐 圳 壁 , 隐 囊 壁 一 般 微 向 内 凹 , 但 当 室 口 突 起 其 高 时 , 就 凸 出 呈 放 
射 状 , 故 称 辐射 肋 (costule 图 179) , 由 数 层 厚 度 不 同 的 、 错 综 复 杂 的 钙 质 
畦 维 组 成 ;辐射 肋 上 还 有 许多 小 刺 , 称 肋 刺 (costa)。 隐 囊 壁 上 有 两 个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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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称 隐 壁 孔 (opesiule, 图 168) ,是 腔 壁 肌 的 通道 , 和 壁 孔 、 墙 孔 不 同 , 不 

作 呼 吸 器 官 。 前 壁 或 前 膜 是 唇 口 目 虫 室 中 最 重要 的 组成 部 分 , 但 一 般 

只 有 裸 囊 壁 和 隐 于 壁 才能 保存 为 化 石 。 

BOB BAM HEA ATR: 一 种 依靠 分 布 在 前 壁 内 部 的 盏 衡 

水 圳 (小 孔 亚 目 ), 另 一 类 没有 平衡 水 宫 ( 无 改 亚 目 ), 完 全 由 肌肉 控制 下 

体 的 活动 ,当前 膜 下 陷 即 推动 虫 体外 伸 , 反 之 郎 逢 和信 室内。 

卵 胞 是 唇 口 目 虫 室 中 最 重要 的 附属 器 官 , SARI BRM, OD 

小 于 虫 室 , 许 多 标本 都 有 ,只 有 少数 科 、 属 其 发 育 情 驶 还 不 清楚 , 由 于 生 

长 方式 很 多 ,分 类 价值 很 高 , 一 般 可 作 鉴 定 科 、 属 的 主要 依据 。 根 据 卵 

图 167. 各 类 展 口 目的 卵 胞 形态 

la—d ASN, 2a 一 g 38 ESN 3a, b AMINA 4a, b OSH HS 
5a, b 横 队 卵 胞 〈 和 缩小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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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和 虫 室 的 关系 以 及 写 们 的 分 布 位 置 可 分 下 列 五 类 : 

1. 室内 饰 胞 (endozooecial ovicell, 167 ,1a 一 4) “是 一 类 比较 常 

见 的 类 型 , 写 分 布 于 虫 室内 部 。 
2. 3 _E¥P Aa Chyperstomial ovicell, 图 167,2a—g) 那 胞 突 册 在 虫 室 

的 外 部 ,这 种 类 型 也 很 背 见 。 

3. 内 陷 孵 胞 Cendotoichal ovicell, 图 167,3a,b) INES 

的 始 端 郎 已 分 出 , 室 口 和 胞 口 分 布 在 同一 地 区 ,两 者 之 间 有 一 咖 覃 。 

4. 口 围 卵 胞 Cperistomial ovicell, 图 167, 4a,b) 是 一 种 比较 特殊 

的 类 型 ,在 Tubuliporella 属 中 季 见 ,分 布 于 口 围 上 。 

5. tx PADMA (recumbent ovicell, 图 167, 5a,b) 分布 在 虫 室 的 顶 

端 , 这 种 类 型 比较 少见 。 

饲 头 器 和 凌 器 是 唇 口 目 最 常见 的 变态 个 体 ， 两 者 都 不 易 保 存 为 化 

A, 但 在 其 生长 的 地 方 有 和 孔 玖 留 。 篇 头 器 仕 留 的 孔 一 般 呈 长 条 状 , 一 

端 贺 而 另 一 端 尖 (图 41,42), PRA Pat PRA BETH Cavicularium 

pivot), Aya ehA ce BA BSR EB AS ay TF BD ae A BEATA in 

BOB PRS EK, PRS FAS PAA 

Hh, PS[Me CHS BNW, SEE 30048. 包括 二 亚 

El, 82 科 , 630 余 属 及 17 亚 属 。 

无 圳 亚 目 ANASCA Levinsen, 1909 

《图 168) 

特性 : 虫 室 分 布 成 行 ,室内 无 水 塞 , 但 在 外 奢 壁 和 隐 圳 壁 之 间 有 下 

复 层 (hypostege) ,推动 虫 体外 伸 是 依靠 角质 或 膜 状 的 肌肉 ,这 些 肌肉 分 

布 在 虫 室 顶 端的 边缘 部 分 之 前 壁 上 , 微微 突起 。 此 亚 目 其 些 科 的 塞外 

壁 破 拱 形 多 和 孔 的 吉 凹 壁 (pericyst) 所 履 盖 ,使 室 口 无 法 外 露 , 只 在 前 壁 见 

有 小 孔 (ascopore )。 

Bt: 中 侏 罗 世 (?), 白垩 纪 至 现代 。 

RES MEMBRANIPORIDAE Busk, 1854 

WEAR ATE RAE, SEREMERKMSER. FMA, RMAGEIL, B 

头 器 一 般 亦 缺失 。 虫 室 背 部 的 边线 大 都 呈 长 方形 。 前 膜 是 儿 丁 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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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8. 无 襄 亚 目的 个 体 简 图 

A—C: Membranipora BOTA .NI. Bi; D—F: Micropora 的 顶 、 SR 

(# Bg , 1930) 

7A {RDA E45 ER SERE , SE AQT Copesial space) #74 —7 OR Na BEBE AT 

jp ABBR 

f2 BGR Membranipora Blainville, 1830 

(图 169) 

属 型 : Flustra membranacea 

Linné, 1767 

特征 : BEATE BIR, IFAS 

双 层 对 称 状 ， 在 前 膜 的 交角 部 分 

A FY BRIE BCE NI BEA 

布 于 虫 室 前 膜 的 上 方 , 无 壁 孔 。 

ht BERE— AL IRA, FOR PAA SP 

cS a 胞 ,此 属 已 描述 的 有 600 多 种 。 
图 Mg sd 9 MO ne ean 分 布 : 欧 亚 大 陆 , 北 美洲 、 太 

Bosc; #7, M. membranacea (Linné) AREE RK; 白垩 和 纪 至 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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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 若 巷 虫 科 ELECTRIDAE Lagaaij, 1952 

De Pe a ae BBA Ze SEAT RES PG, ARTERY EA DLT 

| RAE RARER 72 Th. FOR ASS SAAS IL. RAAB A AE 

36 AYE Bl, AP OP Ss FE A BE) EAC EIBLN 

HPI AeR Electra Lamouroux, 1816 

(图 170) 

RH: Flustra verticillata Ellis et Solander, 1786 

特征 : AMER, BOMB, 778 MM PERIR TT BAR 

上 有 一 平 少 的 裸 襄 壁 。 在 室 口 的 上 方 以 及 硬 体 的 两 侧 有 刺 及 鞭 器 。 

分 布 : 西欧 及 北大 西洋 ;中 新 世 到 现代 。 

\ \\ 用 册 Uy 

SS AE Oe Al 个 体形 态 X 25 

A AS Fe THX 25 

图 170. &, Electra verticillata (Ellis et Solander); 7G, E. Pilosa (Linné) 

Boe RE} CALLOPORIDAE Norman, 1903 

BEATE BR PRSERE (RUN, BA SERE RO 7 FERS NN BB; SP 

布 在 虫 室 的 边缘 、 属 室 上 孵 胞 。 和 白垩 纪 到 现代 。 

丽 苦 均 虫 Callopora Gray, 1848 

《图 171) 

属 型 . Flustra lineata Linné, 1758 

特征 : WERE BOR, SSO IR A, SER 

(RAE WA ATER RDA, EIT a Copan 
BYE SA lineata (Linn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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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欧洲 和 北大 西洋 ; 白垩 纪 到 现代 。 

RIAA Acanthoporella Davis, 1934 

(图 172) 

属 型 : Cauloramphus triangularis Canu et Bassler, 1923 

特征 : EATER RR BZBOKPCEKINGE; 虫 室 斜 向 分 布 成 行 。 

SOBA HMR, LARS AVA RKO 

分 布 : 北美 ;更 新 世 至 现代 。 
se: 
. i 
x = Ties 
bs A 

3 
i. 

8: 

图 172. <Acanthoporella 图 173. Membraniporidra 

triangularis (Canu et Bassler) trigemma Canu et Bassler 

Whie Bet Membraniporidra Canu et Bassler, 1917 

(173) 

属 型 : Membraniporidra porecta Canu et Bassler, 1917 

特征 : 硬 体 自由 生长 .二 叶 形 或 呈 薄 层 状 , 附着 在 其 他 物体 上 , 也 

WERE. BURRS th, RACH ARAB FCHEFL. PAB 

深 埋 在 内 。 无 墙 孔 。 

分 布 : 美洲 ; 白垩 纪 到 现代 。 

Mes Ee hE MICROPORIDAE Hincks, 1880 

ABE Ay OP AG AY, FCRR BEBE , AA BCI) PY [LA a he RE, AT ASE ALS 

Peo ABE LAS A — ia El AB TE SEAT») ABS PRB AS Conychoc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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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um)。 吃 部 很 大 呈 翅 状 ,前 端 有 印痕 ,有 壁 孔 , 无 钙 质 体 壁 。 虫 室 前 壁 

口 (opesium ) = “FEE. 白垩 筷 到 现代 。， \ SN ni (i Pz Z 

GSAEBR Micropora Gray, 1848 

(图 174) 

属 型 . Microtpoxre coriacea Gray, 1848 

特征 : BEATE BK, RRMA 

FERS ON, ARETE A DW Be BEBE , Be BEBE 

相当 清楚 。 RAB, OFS hatin Le SN 

ABABA HI Reo Wh th Va 
Ji >» x M25 

分 布 : KU ALA SH; BAC eR AB Re 

现代 。 coriacea (Esper) 

AH Nematoporella Canu et Bassler, 

1927 

CEI 175) 

属 型 : Nematopora ovata Duvergier, 1921 

BYE 特征 : BEART ERK, BBO/MA. Rika 

KI) 175. Nematoporella Rp BS A RAE, 

ovata (Duvergier), X 25 分 布 . 法 国 ; 中 新 世 。 

Rinse RE MEMBRANICELLARIIDAE Levinsen, 1909 

硬 体 双 层 对 称 状 , 竟 窒 不 定 , 直 立 生长 。 室 口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中 央 或 

BU Yin, 35 fal el eRe Bek, AR ARRAADRR AR. A LE, 

aPC IRAN SLB HL (BE Seem ABA BBLLS 

RiP BAER Membranicellaria Levinsen, 1909 

(图 176) 

属 型 . Melicerita dubia Busk, 1885 

特征 : EkasA nt PSA, hea MA—EO 

分 布 : 大 西 详 东南 部 ;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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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图 176. Memberanicellaria dubia (Busk) 

EAE Elinella Canu et Bassler, 1927 

(图 177) 

属 型 : Erina patagonica Canu, 1908 

特征 : 形状 和 Membranicellaria 相同 , 但 有 不 

Ai i SREB KB 

A177. Erinella 4) Fh: 阿根廷 ;中 新 世 。 

patagonica (Canu), 

x 25 

fETRS ERE BUGULIDAE Gray, 1848 

AERTS IL, 70 ,都 系 单 层 。 体 壁 几 丁 质 。 虫 室 灵 长 方形 , 都 向 前 

FF REE DRA, UMA HERS LA, Bs ES. BABA 

ZF as Ro PIB BRAT MR. APSE HS 

JEFRE HR Bugula Oken, 1815 

(图 178) 

B#!- Sertularia neritina Linné,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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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EGE. BECKER (29), BE2ZARMSA AAR BKE 
有 肉 苍 , 都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侧面 。 

分 布 : 大 西洋 区 ;现代 。 

RS 5! a ; : | NEE ae 

/ Res 六 ae i$ 3 
> “a ° Oe as 

ey 

Roca 

F178. Bugula neritina Linné 

小 孔 亚 目 ASCOPHORA Levinsen, 1909 

〈 图 179) 

特性 : 虫 室 有 合 质 的 前 壁 , 其 下 具 平 衡水 囊 ;, 水 囊 开 日 的 一 端 和 宝 

口 非 常 接 近 , 具 共同 的 口 盖 , 口 盖 两 侧 有 齿 ;, 称 口 盖 此 (cardelles)。 前 辟 

图 179. ， 小 孔 亚 目的 个 体 简 图 

( 抄 自 哈 曼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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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小 孔 (ascopore) ,和 水 襄 相 通 , 故 称 小 孔 亚 目 。 

时 代 : 白垩 纪 至 现代 。 

ABE RE PORINIDAE d’Orbigny, 1852 

硬 体 直 立 ， 自 由 生长 ， 呈 轩 柱 形 或 双 层 对 称 形 。 Be 

廓 ,前 壁 厚 , 其 前 端 有 小 孔 , 小 孔 开 口 在 室 口 口 盖 的 下 部 。 口 围 很 长 , 儿 

胞 分 布 在 虫 室外 部 , FERPA RMR Ae EKER 

ko AE #cBaaertt 

RAHBR Porina d’Orbigny, 1852 

《图 180) 

Bz). Eschara gracilis Lamarck, 1816 

特征 : PEK. BIrtK, APERT EEDA Y aeeE BRIS, 

上 有 大 而 多 的 管状 壶 孔 。 壁 上 有 小 孔 。 饥 头 器 分 布 在 口 围 上 。 
分 布 ， 阿拉斯加 ; BEARS 

图 180. Porina saillans (Caru A181. Gastropella ventricosa 

et Bassler), x 25 Canu et Bassler, X 25 

fs S#% Gastropella Canu et Bassler, 1917 

(图 181) 

属 型 : Gastropella ventricosa Canu et Bassler, 1917 

特征 : 和 Porina WERE FLEK, FEA BEE SLO 

分 布 : 北美 ; 古 新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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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 2 GIGANTOPORIDAE Bassler, 1935 

 EAAILAK, SPER DERM EEKR. Sate BEM 

部 , 胞 口 位 于 室 口 的 上 方 。 口 围 上 有 大 孔 (spiraman) , 当 口 盖 于 合 时 ,水 

寺中 的 水 邹 通 过 这 类 大 和 孔 作 适 当 的 调整 。 有 一 对 饲 头 器 , BRS 

口 。 白 于 筷 至 现代 。 

ES#:% Gigantopora Ridley, 1881 

(图 182) 

属 型 . Gigaztopora lyncoides Canu 

et Bassler, 1917 

特征 : 硬 体 薄 层 状 至 直立 圆柱 状 。 

琢 壁 上 亦 有 注 壁 层 。 前 壁 孔 的 大 小 和 室 

口 相仿 。 室 口上 有 小 裂 降 。 

分 布 : 西欧 及 大 西洋 ; 白垩 纪 到 现 图 182. Gigantopora pupa 

{Xo Jullien, X25 

细微 管 若 芯 虫 科 MICROPORELLIDAE Hincks, 1880 

BGR RMB. ZO, 具有 很 完整 的 边缘 。 Iie 

分 布 于 虫 室 之 外 , 破 口 盖 环 伐 。 小 孔 、. 壁 孔 、 水 襄 孔 请 楚 地 位 于 室 口 之 

— Sito Tt 

MmSABe Microporella 

Hincks, 1887 

(图 183 ) 

属 型 . Eschara ciliata Pallas, 1766 

特征 : BEPRTE BK, BBE ch ae BE XM, 

FIL, PAHFEBA MMM RAIA 

pw 长 线 。 室 口 牛 月 牙 形 , 口 围 牛 椭圆 形 ,有 刺 。 

图 183. Microporella (Dipor- BA: 欧洲 及 大 西洋 区 ;中 新 世 至 现代 。 

ula) Verrucosa (Peach), 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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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平 请 的 侧 壁 层 上 有 兰 线 , 呈 粒 状 的 侧 壁 层 上 没有 兰 线 ; 气孔 只 分 布 

于 前 壁 的 边 弥 部 分 。 OR ERA ELAR, AS EP, 分布 于 时 

室 顶 奖 , 开 口 在 室 口 的 口 围 上 。 室 口 旁 的 保护 器 官 可 深入 水 宫 , 也 可 分 

布 在 口 围 上 。 握 垩 纪 到 现代 。 

RRESE RE MUCROMELLIDAE Levinsen, 1902 

PERE ER, RRMA KS 前 壁 的 类 型 很 多 , 常 有 侧 壁 层 租 

刺 斑 苔 苏 虫 Mucronella Hincks, 1880 

(图 184) 

属 型 . Lepralia peachi Johnston, 1847 

特征 : 硬 体 薄 层 状 , 前 壁 有 一 粒状 或 星 形 侧 壁 层 , 侧 壁 层 上 有 侧 壁 

孔 或 壶 孔 。 室 口 边 上 的 中 本 只 在 马 头 器 上 见 到 。 卵 胞 上 有 和 孔 。 忆 头 喜 

分 布 在 虫 室 中 央 。 

分 布 : 大 西洋 东部 ? 现代 。 

图 184. Mucronella peachi 图 185. Vibraculina cont 

(Johnston), X 35 Neviani, X25 

32838 Vibraculina Neviani, 1895 

(图 185) 

属 型 . Vibraculina conti Neviani, 1895 

特征 : 硬 体 杆 状 , BERK, 龟头 器 都 分 布 于 虫 室 中 央 。 

分 布 : 意大利 ;第 三 纪 。 



NEBR RETEPORIDAE Smitt，1867 

硬 体 一 般 为 枝 状 或 网 状 ,无 节 。 虫 室 形 状 很 多 ,排列 规则 。 前 壁 带 

AREF, OHARA, AM, 有 饲 头 器 和 刺 ， 筷 头 器 生长 在 室 口 附近 ， 

属 室 上 卵 胞 ,分 布 在 虫 室 的 顶端 附近 ,凹陷 于 内 部 ; 胞 口 临 近 室 口 ,形状 

很 大 , 口 围 上 有 痕 。 白 垩 纪 到 现代 。 

PIZSBEw Retepora Lamarck, 1801 

(图 186) 

B2!: Millepora cellulosa Linné, 1767 

特征 : BEAR, ROM EARN 
AMUKAZAEHDE, SOOR_LA—(RERORE. OD 
胞 上 有 一 简单 的 沟 。 

分 布 : 大 西洋 北部 及 欧洲 等 地 ; 始 新 世 至 现 TRS. Betepore 
cellulosa (Linné), 

伐 5 x 25 

#BSE RE CHEILOPORINIDAE Bassler, 1936 

PATS BRBEMERS AEG, AR aeIL; ZOCOR, sae 

4 Oe (cardelles) FFF, RSA, GEM BBO 

4483828 Cheiloporina Canu et Bassler, 1923 

(图 187) 

属 型 .  Hippoporina circumcincta Neviani, 

1896 

图 187. Cheiloporina TEE: 看 体 短 层 状 ， 室 口上 有 口 盖 此 和 一 对 
haddoni (Bee ”小 的 聚合 的 饲 头 器 。 卵 胞 的 胞 口 较 大 。 

X 25 分 布 : 北美 及 大 西洋 西南 部 ; 始 新 世 至 现代 。 



\, BRAM eitey 

FE ATRL BUEIRZ AS BS ie ERS, Pi 

Fath ERT SIE BPS URE XD BIE FET, DA EB Ge 

Hh A Ye TC ESTA] o 

aM ACO TSE ROR OUI ARE, PRPS ACA HEE * 

iH) , FEB A A EA ER RK MRIS EE; A ERIE NA we 

VARS AR 4B 56 eZ A ES PS, BA RD, 分 布 不 广 ; 未 能 保存 为 

化 石 。 所 以 有 关 苦 入 虫 的 起 源 、 初 期 阶段 的 演化 趋向 以 及 各 目 之 间 的 

关系 向 无 法 查 明 (图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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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 普 盏 动物 各 目 闻 的 关系 及 其 地 层 分 布 ( 抄 自 舒 治 克 与 童 察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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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d See 

Coe) 5: Fea, EL ci 

桥 口 目 自 奥 陶 筷 开始 出 现 一 直 延 长 到 现在 ， 变 化 不 大 ， 只 是 最 早 

《 旱 奥 陶 世 ) 出 现 的 ,如 万 因 氏 昔 蓄 虫 科 , AAS MAHER, 变化 

‘RA MA HEN, WR A DARE SA BR (Ascodictyidae ) , 

HMAREZRAR, PMADHES—-AB MAM Rakai, Peer 

Ao Ab RPS AAEARMARKFA RAMA, A DEH STH 

AA Ree A Ae ee PPT HA ch A Ae ZR, 

CF) BE JT aie ihe 

变 口 目的 内 部 构造 变化 很 大 ， 是 研究 演化 哆 的 主要 依据 ， 匹 其 是 
成 熟 带 体 壁 的 变化 似 有 一 定 的 价 向 。 比较 原始 的 变 口 目 , BORA 
成 芍 带 的 体 壁 及 其 他 构造 一 般 差 别 不 大 。 而 比较 进化 的 类 型 , BRAY 
上 比 未 成 芍 带 的 体 壁 增 厚 ,构造 比较 复杂 。 此 外 , 变 口 目的 硬 体形 状 在 演 
化 过 程 中 变化 很 大 ,一 般 改 来 呈 湖 层 状 、 自 由 生长 状 或 块 状 的 硬 体 都 是 
比较 原始 的 类 型 ， 而 和 枝 状 和 双 层 状 
RULE. ROR, SUE 
状 的 变 口 目 是 由 自由 生长 状 或 块 状 的 
硬 休 演变 而 来 。 因此 , 在 分 析 变 口 目 
的 演化 关系 时 ， 硬 你 形状 的 变化 也 是 
相当 重要 的 资料 。 间 阶 孔 和 刺 孔 的 演 
化 程度 也 是 比较 重要 的 碍 料 。 在 同一 
演化 支 中 ， 刺 孔 和 间隙 孔 少 者 是 比较 
原始 的 ,多 的 是 比较 进化 的 。 

BRE ALY hE BIE, 
间 阶 孔 。 在 演化 过 程 中 硬 体 由 薄 层 状 
或 自由 生长 状 逐 步 变 为 块 状 、 厚 层 状 wer ns 
SUA RMIT ase «Sy erase ger trmresreen 
步 趋 癌 复 杂 ， 但 体 辟 中央 的 深 色 和 线 纹 1.。Discotrypey 2. Monotrypa; 3. 
REREAEHE : 部 分 类 型 的 小 刺 孔 从 无 到 Monotrypella; 4. Rhombotrypa; 

5. Amplexopora; 6. Discotry pina; 

有 ,最 后 很 发 育 。 此 科 共 计 7 属 ;, 可 分 7. Amplexopo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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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scotrypa-—> Monotrypa 支 这 两 属 虫 室 的 构造 都 很 简单 。 前 

者 的 硬 体 呈 薄 层 状 或 自由 生长 状 ,在 晚 奥 陶 世 彼 找 到 ;后 一 属 的 硬 体 呈 

厚 层 状 或 块 状 ,在 早 奥 陶 世 已 经 形成 。 目 前 虽然 在 早 、. 中 奥 陶 世 还 未 发 

现 Disrcotrybea, 但 根据 硬 体形 状 推测 , 写 应 雯 是 Mozotrypa BIKA 

2. Monotrypa 一 Monotrypella 一 Rhombotrypa 支 Monotrypella 

Kil Rhombotrypa 都 呈 枝 状 , 不 呈 块 状 或 厚 层 状 , 在 演化 过 程 中 成 熟 带 体 

壁 略 有 增 厚 ,构造 亦 较 复杂 , 写 们 的 成 熟 带 体 壁 和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已 经 能 

够 分 开 。 裔 明 体 壁 有 自 简单 变 为 复杂 的 趋向 。 

3. Amplexopora— Discotrypina— Amplexoporella 支 这 一 支 的 

成 员 之 硬 体 都 呈 组 枝 状 , 室 口 间 有 刺 孔 ; 其 中 出 现 最 时 的 为 Amplexo- 

pora 是 围 苦 蓄 虫 科 最 标准 的 成 员 。 最 初 形 成 的 Amplexopora 的 内 部 

构造 和 Monotrypa 很 相似 ,因此 ,了 写 无 疑 亦 是 由 Mozotyta 演变 而 成 ; 
teethpipggi 和 pihtsatpnoio 

kA SE ~Monotrypa BA MRA 

两 属 为 Discotrypina 和 Amplexopo- 

rella, ASH Amploxopella 分 出 ,这 

两 属 和 Amplexopora 亦 很 相似 , 但 

SR FLEA RA HES ERA SL 

a le 

变 多 ， 成 熟 带 体 壁 有 癌 复 杂 化 演变 

的 趋势 。 此 科 有 5 属 , 包括 两 个 泪 

化 支 ( 图 190)。 
2] SSS Se Sse Re 

从 无 到 有 ,由 少 到 多 的 趋向 。 
Se Sc Se ae AGAR GES EAL PR BE 
dO OB | MEHL; BERLE, 1 
ro a HATE BL A RAB SPOR A 

| lk 状 ,在 演化 过 程 中 ,间隙 孔 一 般 由 少 

图 190. MRAM EHX 
邓 及 演化 规律 (摘自 阿 斯 特 治 娃 ) 1 Soe 

1, Calloporella; °22 Diplotry pa; 包括 Calloporella 和 Diplotrypa 两 
3. Hallopora; 4. Halloporina; 属 。 过 去 人 们 都 认为 Diplotrypa 由 

5. Mesotrypella. ; 
‘ ir Monotrypa 演变 而 成 ,但 Monotry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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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a 

ZAR IL, GAAEBH Diplotrypa 更 接近 于 Calloporella; Calloporella 

的 硬 体 呈 薄 层 状 到 块 状 ， 而 Diplorrypa SARKREB ER Blk, 

Diplotrypa 是 由 Calloporella 演化 而 来 ， 而 不 是 由 Mozotzryztpa {RAEK 

的 。 

2. Diplotrypa 一 Hallopora 一 Halloporina (及 Mesotrypella) 支 , 后 

三 属 的 硬 体 都 呈 枝 状 ,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 和 未 成 熟 带 的 界线 已 很 清楚 。 

室 口 逐步 由 多 边 形 转化 为 圆 形 ; 关 降 孔 在 演化 过 程 中 逐步 增多 。 

REBREREIA Monticulipora HERE, ER) BER Diplotrypa 演 

变 而 成 。 因 为 这 两 属 的 硬 体 都 以 团 块 状 为 主 ,内 部 构造 也 很 相似 , 且 虫 

i ZARA RSL, 只 是 Monticulipora 虫 管 中 已 开始 形成 泡 状 板 , 构 

造 更 为 复杂 。 此 科 共 12 属 , 包 括 四 个 演化 支 。 

1. Monticulipora— Homotrypa (和 Gotanipora) —.Homotrypella 支 ， 

出 现 最 早 的 Monticulipora 其 硬 体 以 团 块 状 为 主 , 出 现 较 晚 的 其 他 属 大 

部 呈 枝 状 。 钨 状 板 在 演化 过 程 中 和 逐步 向 成 熟 带 积聚 , 其 他 构造 并 无 多 

大 变化 。 
2. 此 支 包 括 Prasopora, Prasoporina, Aspidopora 和 Atactoporella 

四 属 ; 其 中 以 Preropora 出 现 最 早 , 只 有 Aspidopora WAFERS te; 

此 支 的 硬 体形 状 、 内 部 构造 和 泡 状 板 的 分 布 规律 在 演化 过 程 中 都 无 显 

著 的 变化 ,但 间隙 孔 及 刺 孔 都 有 逐步 增多 变 大 的 趋势 。 

3. 此 支 由 Peronopora 和 Peronoporella 和 组成 , 亦 是 由 Monticulipora 

分 出 , 硬 体 都 旦 双 层 对 称 状 。 硬 体 由 块 状 到 双 层 对 称 状 , 属 明 块 状 者 比 

表 原 始 , 双 层 对 称 状 者 比较 进化 。 

4. 包括 Mesotrypa 和 Diazipora 两 属 , 关 系 还 不 清楚 。 

SAAC, 其 虫 管 中 偶 有 泡 状 板 。 此 科 在 演化 
过 程 中 成 熟 带 体 壁 的 构造 变化 较 大 ;比较 原始 的 类 型 ,成 笋 带 的 体 壁 常 

断 先 出 喜 , 微 显 厚薄 变化 ; 出 现 较 晚 的 属 , BOAR EE BY Ue SE Sk ae 

显著 ,最 后 形成 的 属 , 体 壁 具 哈 珠 状 构造 。 BARKER, Ame 

长 状 或 块 状 逐 步 变 为 细 枝 状 、 双 层 状 。 此 科 共 有 9 Je, SES 

《图 191)， 其 中 以 Orbignyella 出 现 较 早 。 此 属 的 外 形 及 内 部 构造 和 

Monotrypa 很 相似 ,只 是 成 熟 带 体 壁 已 略 有 厚 竹 变化 , “ERY BEE Mono- 

trypa (a 35 TM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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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 变 壁 苔 从 虫 科 的 属 闻 关 系 及 演化 趋向 (摘自 莫 治 佐 娃 ) 
1. Orbignyella; 2. Cyphotrypa: 3. Atactotoechus; 

4. Schulgina; 5. Leptotrypella; 6. Anomalotoechus; 

7. Stereotoechus; 8. Leptotrypa; 9. Atactopora. 

1. Orbignyella > Cyphotrypa — Atactotoechus 一 Schulgina X , VEX 

CECE AR PEA HSE BR, BF RARELY EW RR, 
Baa tH REE 7a RAG SE A (EAB AF 0 , 

2. Orbignyella— Anomalotoechus > Leptotrypella (Fl Stereotoechus ) 

XX, Orbignyella 在 志 留 纪 末 期 已 经 灭亡 ， 而 后 三 属 在 中 泥 爸 世 才 开始 

形成 ,中 间 缺 失 早 泥 盆 世 的 成 员 。 后 三 属 的 硬 体 都 呈 组 校 状 , 而 部 分 出 

BEAR AY Stereotoechus 已 成 双 层 状 , 演化 趋同 和 第 一 支 不 同 之 点 只 是 

成 熟 带 体 壁 有 不 断 增 厚 的 趋势 。 

3. Orbignyella— Leptotrypa— Atactopora 支 , 在 演化 过 程 中 硬 体形 

状 不 变 ,但 成 芍 带 体 壁 逐步 增 厚 , 刺 孔 变 大 , 横 板 减少 。 

异 苦 奉 虫 科 的 成 熟 带 体 壁 在 演化 过 程 中 亦 有 加 厚 现象 ; 刺 孔 不 断 

增多 加 大 ,个 别 出 现 较 晚 的 属 , 刺 孔 已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大 小 ; 间隙 和 孔 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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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大 的 趋势 。 此 科 包 括 6 属 ,演化 关系 如 图 192 所 示 。 
_ Nichelsonella 是 异 昔 蓄 虫 科 中 出 现 最 早 的 一 属 ， 写 的 特征 是 : = 

- 口 砍 圆 形 , 横 板 多 少 不 定 ,分 布 均 与 , 体 壁 不 清楚 ; 间 障 孔 和 刺 孔 小 , 分 

布 不 规则 ,其 中 充 十 钙 质 。 这 些 都 是 此 科比 静 古 老 而 原始 的 形态 特征 。 

在 早 奥 陶 世 晚期 从 ”Nicpo1so- 
nella 中 分 出 Stigmatella 和 

Dekayella FAR. 这 两 属 的 构 

je bE Nicholsonella 复杂 ， 体 壁 

AD SFE HR, BOAT I SF OS; 

Stigmatella BQH (A EERE 

WE, RP ATR IL 
ial] FL AB EE Nicholsonella 大 而 

多 。 Dekayella 的 刺 孔 已 分 化 

成 大 小 两 种 ,而 Stigmatella 由 

于 刺 孔 及 间隙 孔 特别 发 育 ， 部 

分 室 口 已 成 花 办 有 状 。 

在 进入 中 奥 陶 世 之 后 ， 从 

Stigmatella 中 又 分 出 Hetero- 

“trypa, Dekayia 和 Letoclema = 

属 , 这 三 属 初期 形成 的 生物 对 、 

形态 特征 和 Sigmate1c 差 别 不 

大 :但 出 现 较 晚 的 ,其 成 熟 带 体 

壁 的 厚度 及 构造 , 刺 孔 、 间 隙 和 孔 

的 大 小 及 数量 和 Stigmatella # 

BARK. Leioclema EHS KB 

PPA A — le, /A FR BB te 

KZ ia, BIR 

灭亡 。 写 在 演化 过 程 中 硬 体 由 A192. FeRAM BH KA 
自由 体 、 块 状 逐 步 变 为 组 枝 状 ， 及 省 化 规律 ( 抄 自 莫 洛 佐 娃 ) 
成 熟 带 体 壁 逐步 加 厚 ， FE BA FL 1. Nicholsonella; 2. Dekayella; 3. He- 

terotrypa; 4. Dekayia; 5. Stigmatella; 
和 刺 孔 不 断 加 大 增多 ， 个 别 出 6. Letoclema; 7. Paraliocl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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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 A Zeiocemzza， 刺 孔 亦 可 有 大 小 之 别 。 从 Leioclema 中 分 出 的 

Paralioclema 是 此 科 -出 现 最 上 晚 .也 是 最 进化 的 一 属 , 刺 孔 极为 发 育 ， 景 

大 的 和 室 口 近似 ,但 小 刺 孔 依然 存在 ,大 、 小 刺 孔 的 分 化 最 为 显著 。 

(=),,ft.. Al - A 

隆 口 目 的 演化 方式 和 变 口 目 不 同 , 硬 体形 状 很 少 变 化 ,但 各 类 器 官 

变化 很 大 。 因此 , 根据 各 类 器 官 的 变化 情况 来 探讨 隐 口 目的 演化 趋 癌 

比 注 意 硬 体形 状 的 变化 更 为 重要 。 一 般 属 来 , 在 演化 过 程 中 变化 最 显 

著 的 是 虫 室 的 形状 . 室 口 的 构造 ,次 生 虫 室 的 性 质 以 及 体 壁 微 交 构造 的 

复杂 程度 。 这 些 变化 在 隐 口 目的 许多 科 、 属 中 大 概 是 一 致 的 。 如 窗 格 

G a BEAL RIARE BE, Fenestella 和 Polypora 等 其 演化 方式 都 有 

非常 相似 的 地 方 。 现 分 别 介 络 如 下 : 

虫 室 的 演化 隐 口 目的 虫 室 以 梨 形 及 管状 为 至 ， 这 两 种 形状 在 

奥 陶 纪 都 已 形成 , 梨 形 的 可 能 由 管状 的 演化 而 来 。 ARCHURBES 

入 虫 科 为 代表 ,比较 复杂 ; 而 管状 虫 室 以 叶 昔 入 虫 科 为 代表 ,比较 简单 ， 

AY, HELA Cee PARE RSE, (EHR 

板 ,; 和 变 口 目 相似 ,是 隐 口 目 中 比较 原始 的 一 科 。 

在 介 加 隐 口 目 的 特点 时 已 经 注意 到 虫 室 横 切面 的 形状 变化 很 大 ， 

同一 虫 室 在 成 疾 过 程 中 一 般 都 有 变化 。 根据 窗 格 苦 钱 虫 科 、 刺 板 苦 从 

虫 科 以 及 杆 苦 令 虫 科 的 特征 知道 , 横 切 面 呈 四边 形 、 凌 形 或 孵 形 的 虫 室 

一 般 是 比较 原始 的 , =I Te, AWE READ eRe 

形 的 演变 而 成 ,而 长 孵 形 或 花 办 状 的 可 能 由 九 形 的 演变 而 成 。 每 一 虫 

室 在 成 长 初期 要 显 出 原始 的 形态 ,因此 ,根据 虫 室 的 个 体 发 育 史 能 找 出 

种 间或 属 间 的 演化 线索 。 

虫 室 的 分 布 方 式 在 演化 过 程 中 也 有 变异 。 例 如 Fezeste1e( 图 193)， 

静 为 原始 的 类 型 , 虫 室 的 排列 无 交互 现象 ,两 行 虫 室 之 间 的 体 壁 始 儿 是 

和 让 的 ,但 在 进化 过 程 中 逐步 形成 交互 现象 , 虫 室 的 间 壁 变 成 波浪 形 或 锅 

齿 状 。 最 进化 的 成 员 其 虫 室 在 初期 成 一 行 , 在 成 长 过 程 中 逐步 变 为 两 

行 。 所 以 根据 虫 室 的 排列 方式 ,可 以 得 出 Fenestella 的 演化 趋 问 。 

室 口 的 演化 ， 隐 口 目 室 口 的 构造 在 演化 过 程 中 变化 很 大 。 一 般 

改 来 比较 进化 的 其 室 口 形状 常 比 原始 的 小 而 规划 ， 园 形 室 口 在 特殊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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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Fenestella BEBRR A HCE (ARE EB) 

$e PR) ASA eRe. | 比较 原始 的 其 室 口 的 构造 相当 简单 ， 
口 凑 的 形状 及 和 组 徐 单 一 。 但 出 现 静 晚 的 ,其 室 口 常 具 实 而 突出 的 口 围 ， 
口 围 上 常 有 圆 形 或 星 形 畏 核 , 有 时 车 核 很 多 很 大 , 将 室 口 挤 成 花 办 状 ; 

月 牙 构造 亦 很 发 育 , 口 盖 呈 凸 镭 状 . 凹 任 状 、 车 翰 状 或 花 办 状 , 口 盖 上 布 

三 毛 和 组 管 及 隔 板 ,构造 复杂 。 根 据 室 口 的 简单 或 复杂 的 情况 ,可 以 找 出 

隐 口 目的 演化 趋向 。 

窗 格 苦 入 虫 科 和 刺 板 苦 信 虫 科 都 有 和 精 核 及 中 毯 和 结核。 这 类 器 官 从 

泥 移 纪 才 开始 形成 , 比较 原始 的 千 核 及 中 毯 和 结核 都 呈 圆 形 , ANS, 

FEHR, ARSENE, 构造 简单 , 在 演化 过 程 中 可 逐步 转化 为 透 锚 状 甚至 

星 形 , 有 时 大 小 两 类 同时 存在 , 且 能 不 断 向 硬 体内 部 及 外 表 延 伸 , (KBE 

不 断 增 厚 , 有 时 星 形 和 结核 的 外 围 又 呈 圆 形 ,其 中 偶尔 还 有 毛 组 管 。 构 造 
比较 复杂 的 都 是 从 石炭 纪 才 开始 形成 的 。 和 精 核 都 锥 向 分 布 在 室 口 间 ， 
彼此 独立 生长 ;比较 原始 的 中 毯 和 结核 基本 上 都 排列 在 一 直线 上 ,之 后 可 

逐步 变 为 波浪 形 , 甚 致 形成 两 行 。 从 结核 的 形状 和 分 布 规律 也 可 裔 明 
生化 趋 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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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租 构造 的 变化 ”微细 构造 指 的 是 体 壁 的 组 人身 .厚薄 及 毛 绷 管 等 
器 官 。 一 般 情 驶 下 老 而 原始 的 虫 室 都 和 小 而 多 、 形 状 单一 的 毛竹 管 密 
切 共 生 ; TLR MER, UBER BEER, ES 
纪 至 泥 贫 纪 的 成 员 其 毛 组 管 小 而 多 , 分 布 规 则 ,大 小 均匀 , aR 
较 单 一 ;石炭 各 至 二 兴 纪 的 类 型 , 毛 组 管 的 大 小 分 化 显著 , 除 圆 形 外 , 偶 
尔 还 有 局 豆 状 或 星 形 ;数量 一 般 增 多 ;分 布 规 旭 或 不 规划 。 一 般 的 演化 
趋向 都 是 如 此 ,但 也 有 例外 ,要 全 面 观 察 才 能 得 到 符合 事实 的 和 结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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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中 文笔 划 顺 序 

画 

ER 26 

=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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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刺 孔 Cmicracanthopore )……………………- 19 

人 小管 Cminute tubule)………… ee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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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刺 孔 Cmegacanthopore)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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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cardelle)--------------- 0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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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管 (median tubula ) 26 
同和 21 

rh REKEAZ Ccarinal node, keel node)--- 21 

AAR BSE Conychocellarium)------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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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体 Cpolypide)  -+err++seeeeeeeeeeeeeeeeeee 8 

HB Czooecial chamber)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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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 (mature zone)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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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 (gonoecium, gonozooecium)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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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盘 Csuction disk) --+-+-++++-+++eeeeeeeeee 23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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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ocyst (APRERE) ---+-sereeceeeceeeeeee eens 32 

ectoderm 【外 表层 ) oveeeeeecereereeseeeeees 12 

eleocellarium: (REFL) ---+-+e--+--ee 2200s 72 

embryo (PAAR) cocerseeeeeeee ees ee ree eee ecees 23 

endocyst (fYRERE)  ---eeeereeeeeeee eee eeeee 30 

endotoichal ovicell (Py KA SN ff)--------- 141 

endozooecial ovicell (SA Spi) ------ 141 

epistome (PG) .0 9 

epitheca (外 度 ) 26 

equatorial ring (PRIM) oo veerr eer 59 

esophagus (#34) piu e aldeeia te wen Ws cn nbiteaen 8 

false aperture 〔〈 假 宇 口 ) es 111 

fenestrule (@FL) cerrreeteeseet errors eects 27 

{rontal wall (前 壁 ) ay cecahnibnebnn’ imaenee 12 

frontal membranacea (pif) ………… 25 

funeral-diaphragm (漏斗 形 横 板 ) ……- 15 

funicles CAL) de 8 

Suscdi-wall “CAAA BR) ->-+---¢ ahha de ees 28 
gonocyst (Si) SERE) ---eceecereeeeereeec eres 23 

gonoecium (基层 ) cvercecrereeeseeeeeseree 1l 

gonozooecium (Ilj¥B)-----+ererseee errors 11 

granular intermediate wall( 粒 状 闻 壁 )… 35 

granulose wall (粒状 壁 )…………………… 83 

gymnocyst (FRE) 于 下 下 32 

head (+E) i atintas cicnsngstas\ans ship nanG aes 20 

hemiphragm (人 持 横 板 ) error eee ee eee 15 

hemiseptum (个 隔 板 ) crereeeeereee cee eee ee 16 

heterophragm (2KAERRAZ) ccerrer sere eres 15 

heterozooecium (242 HAS) …………… 17 

hornerids-wall (443 @¥ HAVA PEE) --- 32 

hyperstomial ovicell (38_E Uff) ------ 141 

hypostege (REE EB) -pp 141 

immature stage (FEAR ZAHA) oversee eee 12 

immature zone (FEM RAAF) ……………- 28 

inferior hemiseptum (4 [¥§4Z) -……- 16 

integrata (分 壁 ) 2 不 Seaamaai 33 

intermediate wall ([HJ) RE) …………………- 12 

intestine (fH)  crerrereeeeeeceeeeeteeseeeee ee 8 

joint CBS[RYT) -0 28 

Lol (CER), inonnaiee kell afta ES nn 21 
keel node CHR) eke a SP te ne ie 21 

kenozooecium (of HLS) ………… 18 

lamellate wall ( 片 状 壁 ) errors 83 

lip @ => ee eo 9 

longitudinal section ( 稚 切 面 ) …………- 53 

lophophore Chit) opacshh doh deapseasce 10 

lunarium 〈 月 牙 构 造 ) 0 13 

maculae (3e #2) RE dk cpntaen se aanee ben 28 

mandible (Fae) quintt wens dale ben a0 ve nesin 20 

mature stage 〔〈 成 熟 期 )  ----eer-eeeee reese 12 

mature zone (成 熟 带 ) … 和 0 28 

median lamina (FHA) -serer sere er reese 26 

median tubula (中 管 )  vrereeererseeneeee 26 

megacanthopore (AJ FL) …………… 19 



mesenchyme 〈 冰 时 7) 28 

mesoderm (FARRER errr rer eer eeeceeres sense 12 

mesoderm cell (中 表层 交 胞 )………………- 12 

mesopore (fIBRFL) -pp 18 

mesotheca (HIP)  ceereerceeeeeceeeeseeeee 26 

micracanthopore (人 小 刺 孔 ) ………………………… 19 

minute tubule (〈 人 小 管 ) -+-+eeeeeeeeeeee ee 30 

monticule (AC) pp 28 

的 和 寞 且 和 1 

moss animal (25@Es1)  -ceceeeeer eee eeeee 1 

mouth (A) So LE s eee ies oeckeastes =dentheere 8 

multiporous septula (42 BEFL) ………… 39 

nanozooecium (fil) HAS) …………………………- 17 

nerve filament (jfHRSAFHE) ……………- 10 

nerve ganglin (〈 和 神经 节 ) ---++---eee ee ee eee 10 

noncelluliferous face (无 交 胞 的 一 面 即 反 

ER)” erevacevsncussetedegi We te -suceteuedel 60 

obverse (正面 ) eiia'slols de aabuic’s b¥s seshocsseeebe 60 

cecipore ( 胞 口 ) crerceereeceeerereeeeereees 23 

oeciostome (fi, Fl) ……………………… 23 

olocyst (JEBEEE) crescceeeeeeeeeee serene ee 38 

ooecium (HNL) vsserreseceeeeeree ress eeee 11 

operculum (PRE)  ceceeeeereesereeeeeeeeee 14 

opesial space ( 室 口 前 端 ) ……………- 142 

opesiule ( [RQ REEE)<-+------eeeee ees eec eee eeee 140 

opesium (Pip BED) )er-++e-reeeeeeee cere eee eres 145 

orychocellarium (不 名 称 鱼 冻 器 ) ……- 144 

ovary (GNBL)  -vereeceececeeeereeceereeeeeee 11 

Syicell: (SHIA) weareeeeees-oe-=- Leth Deis 11 

ovicell orifice 〔 胞 口 ) 23 

penducle (BSL#E AA) …… eee 20 

perforated-diaphragm (穿孔 横 板 )……- 15 

pericyst 〈 圳 四 壁 ) eee eee eee eeeee 141 

perigastric fluid (体腔 液 ) ………………- 11 

periodic degeneration (J) HAIGaE) --- 11 

peripheral region (UHR) …………- 8 

peristome (Ga Fal) 0 13 

peristomial ovicell (FH FA SN if) --------- 141 

peristomic node 〔〈 口 围 烤 核 ) ……………- 22 

peristomic spine (1 jiil]) …………… 14 

pinnate (AAR) pp 26 

pleurocyst〔〈 便 壁 层 ) --e-reteeeeeeeereeeee 38 

polypide ( 虫 体 ) 0 8 

polyzon (ith , WS REHL) cece eeeeeeeeee eee 1 

polyzooid (2k HAN fit) s--e+eereeceeeee reese 8 

* 168° 

protoecium (JRA SS) ……… 23 

-protonephridia (JA BER )v--e--+ sere 20-2 -+ +58 

proximal disk (ERE) -o-rrrreeerer sooo 58 

proximal membranacea ( 底 膜 ) …… 26 

proximal wall ( 底 壁 ) ……… eee 12 

pseudopore ( 擅 孔 -0 31 

pseudoseptum 〈 假 隔 板 ) -…………………… 13 

recumbent ovicell (AREA SHAM) …………- 141 

retractor disk (4EPf) ……… 和 0 25 

retractor muscles (4g)  --er--er ee --*=- 10 

reverse 〔 反 面 ) coceresceseeescereesesseeeeeee 60 

rezooecium (FEAL HU RR) -……… 和 0 18 

septula (BEFL) -pp 139 

septum ( 隔 板 ) 本 下 个 二 寺村 这、 25 

spine (fil]) e-se-ceseereec eee ee eer eceeeeeeeeceee 16 

spiraman CKFL) ocleccccccccccsescccccocacse 149 _ 

stalk (ABR) creceeeseetereee eee eeeeereeeeenee 20 

statoblast (fKAR SE) ……… recor eer eee sense 59 

stolon (a4) wa'vecbvctecebennes-tdewee aemee 26 

stomach \( Bf )-s+-0e+-2eeeet- Rpaatbaateeeetae 8 

suction disk (WYf) -0 23 

superior hemiseptum (上 全 隔 板 ) --- 16 

superstructure (保护 网 ) -………-…………… 21 

swelling node (JgIRGERZ) -………………“ 22 

tangential section (4X) [M}) -……………- 53 

tentacle (fii)  -+eseeteeeseeeeeeeeeereeeee 9 

tentacle sheath (fiSPBA)  --e-ceeeeeeeeee 9 

terminal membranacea (JAf&) --------- 14 

testis (ZB PL) creecerceeeeeeeeeteeeneeteeeeeees 11 

transverse section (〈( 横 切面 ) ……………。 53 

tremopore Cae FL) soon 38 

tremocyst (Gp iE EA) crereeereeeersersneceees 38 

trochospheric larva (AE¥B IE) -- 58 

uniporous septula (PABEFL) …………… 139 

vesicles ( 泡 状 粗 织 ) onsocgnp cqusnsaaleagents 22 

vestibule (APRS) -pp 17 

vibracula (HEB) ob tbeste cds apraube oe yuces Oe 20 

zoarium ( 硬 体 ) 2 26 

zooecial chamber (HUH) ………………… 11 

zooecial tube (HHP) crersersereersereeeee 11 

zooecial wall CfA BE) …… 和 0 12 

zooecium (HS) 二 8 

Zoold (个 体 ) 人 8 

zoophytes 〔( 动 植物 ) -…… 1 



十 一 、 科 属 索 引 

(一 ) FRY SCE BIR 

= 画 

=AMSREH CTrigonodictya) --------- 135 

AMES CAmphiporella) --------- 95 

AS RE CHomotrypella) -----+----- 155 

AN Fe TRS EB (Crisinella) 让 67 

ABR GB RE CDekeyella) ………… 87 

pigs CMonotrypella) --++-++-++* 154 

A) Rl FLAS BE HA CM icracanthopora)------ 19 

JERSE H CLeptotrypella) -----+-- 92 

J BE SREH (Cheiloporella) --------- 75 

A BRS RE CMesotrypella) --------- 155 

/) BAS RE (Batostomella) --+--+--+--- 93 

7)» S835 BE HA (Batostomellidae) ------ 93 

RARIFLSREH (CMegacanthopora) ------ 19 

HABER (Stomatopora)----------++++---- 66 

Fi ARGS RE (Vinella) ------+-+-- 2+ 22+ 110 

FRG EAL CVinellidae)------------ 110 

画 

AASB (Hexagonella)  -++-++--+-+ 80 

Af SHEA (Hexagonellidae) ------ 80 
Aes RE CHexaporites) --+-+-++++++++- 33 

WS RE CDiplotrypa) ---+-------+e+0+ 105 

WLS BE (Diazipora) --------0--00--0+ 158 

rp4eg ss RE (Sinotabulipora) ------ 97 

ES GE (El1zzpe11e 146 
EL4TZER BRE CBashkirella) -……… 114 

五 画 

(DAB CP Archaeotrypa) -…………- 73 

Pres BE (Dizeazzztl1ztey) 100 

7S fe SEHR} (Platyglenidae) ---+++--- 45 
FER GS RE CNicholsonella) -++-++ 88 

JExER RB RE CNicklesopora) ……- 125 

PE Reis YB tee GS EH (Ni kiforovella)--- 126 

ES Bet (Gigantopora)  -ssresses+eees 149 

Es aE rh RL CGigantoporidae) ………… 149 

mP3s BE CPhylloporina)  -+++++++e2+ee+- 113 

nts REAL (Phylloporiidae) -------++--- 113 

Ants Beth CHemitry pa)  -ssrrsrseseeeeeees 116 

A fii SRE CSemicoscinum) --++++++++*- 119 

APPEASE RE rH AL (Semiceidae) ……………- 44 

IES eH (Or thopora) BUS ENGI. sdaeodo wes 126 

RAS BE (Porina) -0 148 

RIS RE (Porinidae) --++++++++++++++++ 148 

RES RE CArthrostylus)--+-+++-+-++* 129 

FES REA CArthrostylidae) --------- 129 

和 5 

BFL BER (Poly pora) -++--++-++-+re00e0 118 
SAE CHomotry pa) ---r+e+-essereeeee 85 

HK GEIR RE (Meekopora) …………。 81 

SBS AEBS EE tH (Minussina )… 
47 

JERR SS BER (Lezoclez20) +208 38 

See RE CMonticulipora) --+-++++-+-- 34 

Az me eS BE HH FI (Monticuliporidae) -……- 83 

ARE BE HH 〈《8zy1otomztg ee 4 

AEFE RS BE CSynocladia) --++++++++++++- 123 

AAS BE CPennirete pora) -+++++++++++++ 121 

4B He GS REA CWorthenoporidae)--- 42 

HHA SS REF (Loxoso7z20 )-……… 58 

HSER RE CStreblascopora) ……… 128 

GRAS RE (Diastopora) 四 64 

fy 9k 3S BE AL (Diastoporidae) ………… 63 

PSS BE CRetepord) ---sseseer-eseereeeee 151 

Do] 23 EH CReteporidae) --+--+++-+--++- 151 

HAE TCHS MEH CLichenotry pa) -+++++--- 80 

HOA ES RE CLichenopora)  --+++++++++- 71 

HaAC Ss BE HR CLichenoporidae) ------ 71 

SEISRER (Heterotry pa) --++++-esr eee eee 86 

SS REA CHeterotrypidae)--------+-++ 86 



SB AREH (Heteropora) -++rseserseres 69 

HES HA (Heteroporidae) -----+--- 69 

七 画 

WE MRES REA (Crisia) -+ce-sesessecseccnnee 62 

Fens REAL (Crisiidae) -0 62 
aes RE (Eschara) en 4 

Tee GRE CEscharopora)  --++-e+++++ 133 

RR BER (Phacelopora)  -++-++++0++- 63 

RES HR (Phaceloporidae) ------ 63 

ARG BRE (Dekayia)  -+++++++ere0e- 157 
扭曲 苔 醉 虫 (SireZ1otryppa7)-… 128 

FAA BE (Goniocladia) --+-+++-++++-++ 137 
FR i SE ch BY (Goniocladidae) --------- 137 

$8 3 Eh (Hornera) Sa 67 

i 3 RE Hh (Horneridae) 人 于 67 

YD EH (Sulcoretepora) --+++++++++ 136 

GWE A (Sulcoreteporidae) -on 136 

FAS BER CAmplexopora) -5 101 

FAS ae A (Amplexoporidae) 0 101 

TUS RE (Membraniporidra) -+++++ 144 

八 

AN BER CCallopora) -+s+-e+eeereeeeeeeees 143 

AN EH At CCalloporidae) ------------ 143 

ANAS RE (Lyrocladia) -++++e++seree- 29 

BAS BER CPhaenopora) -………… 134 

Ay SS BE rh (Tabulipora) cesactebeod variates 99 

BLAH (Pedicellina) -----+- es 58 
FABRE (Monotry pa) ----ceeceeeeeceeee 102 

FERS AEH (Bugula) --------ecceeeeeecens 146 

EERE EA (Bugulidae)……………-- 146 
FEHR BER CPetalopora) --s+++++eee000s 69 

ACHES BE Hh A (Petaloporidae) ae 67 

RAR BE (Acanthocladia) --++++++00+4 120 

RAL EAL CAcanthocladidae) «+--+ 120 
WISE RE (Mucronella) -+++sc0eeeeeee 150 

RSE BEA CMucronellidae)  ……- 150 

Wp) eS SE oh (Acanthopora) -++++++++++ 70 

KE DA EH (Protoretepora) -+++++++00++ 118 
he th ee (Eofistulotry pa) Sci 78 

拟 郝 尔 氏 若 醉 虫 CHalloporina) 104 

DERE RE (Rhombotrypella) -……- 97 
Ye Se HA (Cycloporidae) odecvacse 42 

AS IS ge rh (Atactopora) éulve Parts eudwaltte 156 

e 170° 

AR RE 2S AE th (Trepocry ptopora) -++++++++ 131 

AR ae 3 2 rh (Atactotoechus) -+++++++0+++ 90 

IE RE AE AL (Atactotoechidac) ……- 90 

FL 

FUSE (Ramipora) --+-ss-seeecesecrsors 48 

EE HA CCalpidoporidae) ………-- 45 

We RES CTrematopora) -:++++++++-e0++ 105 

de] BE HA} CTrematoporidae) -----+--- 105 

JR BRE CAspidopora) -0 155 

FEB BER (Constellaria) ++s++++-+++e0-00-e 100 

2S aE HA CConstellaridae) -------+---- 99 
BIS RE (Frondipora) -0 3 

Shs BE (Unitry pa) ----e-ceeeseeeeree 120 

Wet 3 BE CPeronopora) -+++-+++s+e0++0 155 

BREA RE (Anomalotoechus) -++-++-+ 91 

HASEB RE (Gotanipora) -++-++-+++++ 155 

IBAR EGS EH (Bell1opozra) 104 

WARK SER A CHalloporidae) ------ 104 

19 画 

MM4tBRE RA (Reptariidae) -………………- 72 
Pa AE th (Sagenella) «+--seeseesereoesnees 65 

FEAR RE (Stenodiscus) -+++++++++004+ 98 

FEAR RE (Stenocladia) -++-++++++++++ 98 

FE SRE (Stenopora)  -++r++e+ereeeee 94 

722 FRE HAL (Stenoporidae) …………- 94 

ETB RE CStigmatella) -0 89 
ESBEH (Cheilotry pa) -seseersereesoees 77 

HES BE (Cheiloporina) -++++++++-++ 151 

HE SE BY (Cheiloporinidae) --++-- 151 

HEAT RE CDiscotry pina) -…… 154 

HEZE ES BEA (Prasoporina) -……… 155 

oe 

TAA RE HBL (Terviidae) -----eeceereeee 45 

fe SA RE dt (Pseudobatostomella)--- 49 

(IRS AEH CPseudounitry pa) -++-++++- 119 

FEE BER CCristatella)  -+e+serseeseeeeeee 59 
FAAS BEA (Elea) -rerreeeseseneeeeeees 72 
SEAN SBE AL (Eleidac) .se。 72 

PARE RE (Fzstzzlzyrazj2tl8) 79 

fH RE CPistulipora) -pp 75 

fi EAL CFistuliporidae) --++++++++-- 75 

RES GER CRhabdomeson) -++++e+ceereees 124 

Ee REA CRhabdomesidae)  ++++-++++ 123 

— SESS 



MAN 2S EHH (Calloporella) beoeteinnely 154 

Sms Hs BE CAtactoporella) pp 
85 

MAES AE Hy CAcanthoporella) 
…… 144 

STP ES Ec (Stictoporella) -++*++*"* 130 

Het 2s RE HAY (Stictoporellidae) --- 130 

HHS AEH CNematoporella)-----*--+-" 
145 

SRE CAmplexoporella) --+--+*- 154 

Se eS RE (Microporella) -++r**-*- 149 

Snes BE RL (Microporellidae) --- 149 

ony eae ak BL HH FL (Steginoporellidae)--- 45 

BIStRS (Paralioclema) pp 89 

FESR (Discotry pa) RS 
154 

Bh ES aE oH (Eridoiry pa) p wligapeacien sarsenyA 107 

gsi Ate eae th (Eridopora) -pp 
78 

Rie SS EH (Scaralipora) 和 
82 

FAS RE (Loculipora) pp 117 

$e A EHR CRhombocladia) pp 127 

BRS eH (Rhombotry pa) Ps lec ais penis 103 

eS ae (Rhombopora) pp 
127 

mh 清关 

fs FS BE (Corynotry pa)---r7etterr etree 64 

REPS BERL CRopalonaria)  -s-r+erreeeee 109 

#E 2S AEH A 〈Ropalonariidae) 
109 

fil RS AE (Mesotrypa) 二 
155 

WA Rg RE (Hunanopora) paidebe as cb woela's 96 

PEI SS ASH (Electra) Pau eadiecs swe esjae 143 

VES AERA (Electridac) -----+---+re+-- 143 

Fe Be (Prasopora) Seiereecerscesycceswe 86 

Paks BE CFenestella)  --+--+--+--**" 114 

eS EMR 9 (Fenestella 

“Minilya”) ---eeereseecereeeeenerceeeeee eee 48 

Bree SBE AL (Fenestellidae) ………… 114 

Sts oS AY (Isotry pa) Bi dee oUss Udenuse acess 117 

BESS Er (Stereotoechus) --+-++*++*** 156 

BET ee HH (Cambroporella)-+++-++++
++- 40 

apie pes ee dh (Schulgina)  ---+++--- 93 

fees RE Ha CRhacheoporidae) ………… 45 

Wats EH CSeptopora) pp 122 

Tye’! 醒 

hee BS HS RE (Favositella) | 
75 

HEROS RE (Ceriopora) PP 70 

FES BEH CCastropella) e-errs+-+rseereres 148 

BB 3 RE HR (Fasciminallidae) ………… 45 

Ge SS RS (Micropora) ee 
145 

| “a nes aE Hh A (Microporida
e) ………… 144 

we A BE  (Ceramopora) pp 
73 

wes eS BE Hh (Ceramoporidae ) ERE 73 

PENS BE HA CScrupocellariidae )------ 45 

PRISER COrbignyella) -------- 92 

BAe HA (Nephroporidae )-++--++++** 45 

7 画 

Aa tee ch (Tubulipora) --srrrtrrttr 66 

ap ae ch FA (Tubuliporidae) PP 66 

Ee eS Re (Cyphotrypa) street 156 

$874 BE (Glauconomella) -+----- 129 

sii ai rh (Nemataxis) pp 
125 

ioe th Be th (Nemaatobozg] pp 
129 

eS See (Reticulipora) Aa ee 
居 64 

BABE (Chasmatopora) pp 
114 

满 苔 蘑 虫 科 CAdeonidae) --ersereereee+ 45 

FR BE HH (Membranipora) —-++--+0++7" 142 

fats QE Ha FI CMembraniporidae) 
…… 141 

RAHA BE HR (Membranicellaria) +--+ 145 

ety, 2S BE He  (Membranicellaridae)--- 145 

Bees Met CDyscritella) pp 
95 

Fs gees = 

MEPS BE (Hederella) ---r---1-1r008* 73 

$4 Dy] BS BE HR CRhinidictya) 
-++r+++++ee8""* 134 

gus EAL CRhinidictyidae) …… 134 

gu tear (Rhinopora) seers 137 

guy oh ee HF CRhinoporidae) --+r++++++ 137 

ae | 

RES RE CLeptoirypa) sorrrerrerere 156 

SERS EH (Marcusodictyon) -+-*+**** 110 

aarp See (Dybowskiella) … 77 

BESS MEH, (Prilodictya) -++0+++++++++++ 132 

ELS aE HAL (Ptilodictyidae) ………… 132 

BRASH Beh (Ptylopora) --e-+e+ereeree* 122 

HS Tie ee (Archimedes) -+ss+er+ss+2"°" 115 

Fi Ohne 

RAS BE 《FiBrace11eD 21 

RBS SS RE (Vibraculina) ) 
150 

tt Fac 

Beth ae hy (Batostoma) sserreresessereres 106 



See 

机 
| 

SE fy SBE AL (Fusicellariidae) -+------- 45 

廿 

VEARBRE HH (Thamniscus) -:errerseeteee 119 

| 下 

FEXREH (Ascopora) -oceanntcaesssaas 124 

SE SBE AL (CAscodictyidae) +-+++++-- 153 

(=) 按 拉 丁字 母 顺 序 

Acanthocladia ( 刺 板 苔 鲜 虫 ) eee 120 

Acanthocladiidae (fg eh FI )------ 120 

Acanthopora (BEB EE)  crereee eee 70 

Acanthoporella (ARB) +++ 144 

Adeonidae (#2 BERL) creeeereere eee 45 

Amphiporella (>I BE) oversee 95 

Amplexopora (PRS BE) vrereereere eee 101 

Amplexoporella (#8 FA EH) --+-++--- 154 

Amplexoporidae (fj 4 HAY) -……… 101 

Anomalotoechus (SBE BEA) oeeee ee 91 

2 Archaeotrypa (2? BBE) crereerr ee 73 

Archimedes (REFERS RE HL) creereeeeer eee 115 

Arthrostylidae (fi#k 3 BE HA) -………- 129 

Arthrostylus ( 节 枝 苔 猴 虫 ) eee ee eee .129 

Ascodictyidae (EIB REBAR) ………… 153 
Ascopora (SES EE) ccecrercersereeeeeeee 124 

Aspidopora (JR BERL) crereerseeeeee eres 155 

Atactopora (AS2S EL) -cerceeeer eee eeee 156 

Atactoporella (#HAES BE) creer eee eee 85 

Atactotoechidae (48e¢# G2 #}) ------ 90 

Atactotoechus (ABER GE HL) -rereeee eee 90 

Batostoma (BRE BE) ceerreeseeeeeeeeee 106 

Batostomella (/)SB#BBEH)  creeeeeeeeee 93 

Batostomellidae (p22 SRE HF) ------ 93 

Bashkirella (FAAP REAR BEL) crore eee 114 

Bugula (ESR BERL) creeceeeeeeeeeeeeeee 146 

Bugulidae (JEBRES BE BAY) crore ee reece eee 146 

Callopora (Bi BERL) ceecceeeeeseeeeee 143 

Calloporella ($ARN EH )-rereeee ee eee 154 

Calloporidae (AN REH AL) …………… 143 

Calpidoporidae (#F#SRE HAL) ………… 45 

Cambroporella (SERB BEB )creerere eee 40 

Ceramopora (HFRS BE HL) creceeeeee scene 73 

Ceramoporidae (RS @ARER FR) …… 73 

Ceriopora (Wee FES GE AL) -eeeeee rere eeeee ee 70 

Chasmatopora (Su 75 GE Hh) -rereereee ners 114 

Cheiloporella (/)RA GEHL) -……………- 75 

Cheiloporina (4ER A BE) ……………- 151 

° 172° 

Cheiloporinidae (YE RARER A) ------ 151 

Cheilotry pa (JERS BEA) -rersereeeseeeeees 77 

Constellaria (32 SEH) -cerceeeeeeeeeee ee 100 

Constellaridae (3 SBE HA) -……………- 99 

Corynotry pa ( 棒 苔 苹 虫 ) ser eeeee 64 

Crisia (FE FES BE Hy) --eeeee eee ee sere ersenee 62 

Crisiidae (3i jth REBAR) ………………… 62 

Crisinella (| 3h, BE HL) -vee+ eee eeeee ee 67 

Cristatella (GES BERL) -+eeeeeeeeeeneeeee 59 

Cycloporidae (FABRE HR) ………- 42 

Cyphotry pa (BE 2 RE HL) -reererneneeeee 156 
Dekayella (/)4K Fe KE SEE HB aren sere eeee 87 

Dekayia (SK FEI SRE) crercereereeeee 157 

Dianulites (Gy iia Zs BE Bh) --eeeeeeee ee ee eee 100 

Diastopora (FAKE BE HL) ccercersereeeee 64 

Diastoporidae (f° 3K BEB) -………- 63 

Diazipora (TLR BE) vreceereeeeeeee 155 

Diplotrypa (JLESBE AL) creceercereereeeee 105 

Discotrypa (FEES BERL) -rereeceeeeereeees 154 

Discotry pina (4ERE BBE) creceeeree ee 154 

Dybowskiella (RRB RBRH) --- 77 

Dyscritella (EEE BE) -0 95 

Flea (SEGHIS€E AL) <-eeeeeeeeeeeeeeneeee 72 
Electra (383A BEAL) creeceeeeeeee rere eee 143 

Electridae (gE SBE BL) creeeeeeee ee 143 

Eleidae (29h We BE BAY) …………………… 72 

Elinella (623 HR HY )--------or cone ennennenne 146 
Eofistulotrypa Ch i SRE) erereeeeeeee 78 

Eridopora (4 ES BE HL )erereeeeeeeeeeeeee 78 

Eridotry pa (4238 BE AL) cserceeseeseeeeeee 107 

Eridotrypella (A443 REAL) veers seers 77 

Eschara (Fe 2S QE AL) ccenceeeeceeeeeeeeeee ee 4 

Escharopora (eR AS QE HL) -ceeeeeeee reese 133 

Fasciminallidae ({R2S@E HA) …………- 45 

Favositella (BS REA) ccereeerereeree 75 

Fenestalla (PERK PS BE) rere ee eeee eee eree 114 

Fenestella “Minilya” (§&RSRARBWL 
|) ee 48 

. 

—s. -hlU 

i __ 



Fenestellidae (#76 SRE RR) ………… 114 

Fistulipora (fi 2S@E HR) veeceereeeeee eee 76 

Fistuliporidae Cf SRE HAY) ……………- 75 

‘Fistuliramus (QAR RE) cere ee eee eee 79 

Fusicellariidae (HEAP BRERBR) ------ 45 

Frondipora (fii) BEA) creecercerseee eee 3 

Gastropella (RPS REAL) -----eeeeeeeeeee ee 148 

Gigantopora (ELSE HT )-seceercee seen eee 149 

Gigantoporidae (ES AER FL) ………………- 149 

Glauconomella ($874 REHL)  ceeereee 129 

Goniocladia (f4 ARBRE) -eereeeeer eee 137 

Goniocladiidae (AAA BREHF) …… 137 

Gortanipora (BFKJERRER) verre 155 

Hallopora (SAR IG BE HH) ecer rene ee eee 46 

Halloporidae ( 郝 尔 氏 FS BE HBL) ……- 104 

Halloporina (DUR/RIGEWER) ……。 104 
Hederella (#47 BE Wh) -reec eee eee ee cere 73 

Hemitrypa (4228 RE) cceceeeeeereeeeeee 116 

Heteropora 〔〈 蜡 管 苦 狼 虫 ) 69 

Heteroporidae (Sp BE HR) -………- 69 

Heterotrypa (SES GEH) -rerceeeereee reese 86 

Heterotrypidae (AREF) …………- 86 

Hexagonella (Fof4 BBE) -ce--ee eee eee 80 

Hexagonellidae (AfR BREF) ……- 80 

Hexaporites (Fo4P RS BE HL) wreeeeeeee eee 33 

Homotrypa (ml SEH) --eeeeee ee eee eee ee 80 

Homotrypella (/}\lAJ SRE) --ereee eee 155 

Hornera (FAR BEN) -ceeceeeeeeee eee eeeee 67; 

Horneridae (f44S#E HAL) -0 67 

Hunanopora (ii Pg EH) cee ee eee 96 

Isotrypa (SETS REAL) -eeeeeeseesees eres 117 

Leioclema (Ie ARES BE HY )--0- eee eee eeee eee 88 

Leptotrypa (iif EAS @E IL) -…… 156 
Leptotrypella (7 ARBRE) -----e--- 92 

Lichenopora (YNZ ES BE Hy )--eeceeeeeeeeee y i 

Lichenoporidae (HUA RE HF) ……- 71 

Lichenotrypa (HOFER BEE) …………- 80 

Loculipora (FAURE GEHL) ……………………- 117 

Loxosoma (ti P ES BE HY) --e-e eee eee ee eeee 58 

Lyrocladia (RR2E ES BE HL) ………………- 29 

Marcusodicryon (GN PS RE HH) -………- 110 

Meekopora (He FE FR RE HL) -………………- 81 

Megacanthopora (KRIFLA AEH) ------ 19 

Membranicellaria (ASS RE) ……- 145 

Membranicellaridae (fafa a Hh F)--- 145 

Membranipora (fa BE H )--ee-ee rene eres 141 

Membraniporidae (JA @e HH FL) ……- 141 

Membraniporidra (ARBRE) …… 144 

Mesotrypa (RRR RE HY )ene-sere ee eee ene 155 

Mesotrypella (BRE RE HR) … 155 
Micracanthopora (/}Rl|\FLB RE )---- 19 

Micropora (GHA RE RL) -0 144 

Microporella (AWGK BRE) ………- 149 

Microporellidae (4hjx BRE HF) --- 149 

Microporidae (fA RE RL) -………- 144 

Minussina (St 3222 BS EE HH) -- ee eeee eee ee ee 47 

Monotrypa (2B SRE) -0 102 

Monotrypella ()>MBRER) oreeeeee eee 154 

Monticulipora (Gomme EE HL) cree eee eee 84 

Monticuliporidae (RRB HF) --- 83 

Mucronella (PERS BE A) -rereeeeeeeee ee 150 

Mucronellidae (PEE th Ft )--------- 150 

Nemataxis (43S BE) -----0--2- +e 125 

Nematopora (4875 BE H1) --ereeeeeeeeee eee 129 

Nematoporella (HES EE Hy )----- eee eee 145 

Nephroporidae (B25 @ Ht Pl )-----+- +--+ 45 

Nicholsonella (JE, Ry ARE) ----- 88 

Nicklesopora CES /RR BER) «+ 125 
Nikiforovella( JE sim Bie IGA RE H)--- 126 

Orbignyella (SAS JERR RE) -------- 92 
Orthopora (TE 2S REA )-e++eeseeeeeveeeeees 126 

Paralioclema 〈 副 光 枝 苔 本 虫 ) ……………- 89 

Pedicellina (BUS BE HL) -+seceeeeeeeeeeeee 58 

Penniretepora (ARBRE HL) -e--eeeeeeeeee 121 

Peronopora (HASTE) -pe 155 
Petalopora (AEMEES BEA) --e--ee eee eeeee 69 

Petaloporidae (ZEIRAAE HF) -………- 67 

Phacelopora (GRRE BERL) -seeeeeeeeee 63 

Phaceloporidae (RARER) -……- 63 

Phaenopora (BAP BE HL) ---+-eereeeeeeeeee 134 

Phylloporiidae (it PS @ Hh F})-------- +e 113 

Phylloporina (OP PS@E HL) cseeceeeeeeeeee 113 

Platyglenidae (45PEs gem AL) -………- 45 

Polypora (A FLISGEAY) <eseceeeeenseeeee 118 
Porina (REBEL) -cesceeceeceeseeeeeeeees 148 

Porinidae C7UES RE HAL) -…………… eee 148 

Prasopora (BRE BE HL) --ereeerersereeeeeeee 86 

Prasoporina (YEAS RE HL) weer eee eee eeee 155 

Protoretepora (UPS REAL) ……………- 118 

Pseudobatostomella RAS RH)--- 49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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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untirypa 〔〈 假 独 苔 枚 虫 ) …………- 119 

Ptilodictya (SERV BE) -+eeeee seen 132 

Ptilodictyidae (AMAR HAL) -………- 132 
Ptylopora (BARBER) --ceeeeeeeeeeee ee 121 

Ramipora (AUS BE HL) --+eceeeeeeee eee e eee 48 

Reptariidae ((R47ABERA) -------- eee 72 

Retepora (RUS BE) ccceeeeeeeeeeceeeeeee 151 

Reteporidae (fp S gE ti FA) …………………- 151 

Reticulipora (FRR BEH)  -reeceeeeeeeeee 64 

Rhabdomesidae (FF BREW AL) -………- 123 

Rhabdomeson ( 杆 苔 醉 虫 ) 123 

Rhacheoporidae (@RBRE HAL) --------- 45 

Rhinidictya (GPP BE HL) ore-- eee eee eee 134 

Rhinidictyidae (G4) ----- 134 
Rhinopora (GEIS BEH)  -ceeeeeeeeceseeeee 137 

Rhinoporidae (GE BRE HAL) -…………- 137 

Rhombocladia (GERBER) o-oo eee 127 

Rhombopora (ZEBRE HR) ceereeeeeeeeeee 127 

Rhombotrypa (GER BRE) --eeceee eee 103 

Rhombotrypella (HEX BEH) ------ 97 

Ropalonaria (REFS BE) ceeeseteeeeeeee 109 

Ropalonaridae (#225 di FA) -------- ee 109 

Saganella CBB) denbedddessdaveeraded 65 

Scalaripora (RRP BE HL) -…………………- 82 

Schulgina ($#BEGBREH)  -------- 93 

Scrupocellariidae (#E/MBREH FA) --- 45 

Semiceidac (4PALA AEH BL) ……………- 44 
Semicoscinum (4 fi SBE AL) --eeeeeeeeee 119 

Septopora Came mh) asventecsducurce 122 

Stnotabulipora (rp4B AR BE dh )--------- 97 

Steginoporellidae @URSRBEAA)--- 45 

Stenocladia (FEtKB BE H) -+e--eceee--0ee 98 

Stenodiscus (FEW BEH) — -see eee - eee 98 

Stenopora (FES BEA) --sceeeeeeeeeee 94 

Stenoporidae (BRERA) «+--+ 94 

Stereotoechus (RBEBEE H) ---+-+--0--. 156 

Stictoporella (SHZt@ SBE) --e- eee 130 

Stictoporellidae (4H S+@BEwA) --- 130 

Stigmatella 〔〈 针 苔 功 虫 ) eens 89 

Stomatopora (〔( 口 苔 酬 虫 )…… eee enee 66 

Streblascopora (HIE GE )--++-0----- 128 

Streblotrypa (FABRA BE) --ee-eeeeeee 128 

Stylotoma (GOB BE Hy ) +--+ see eeeeceeeeee 4 

Sulcoretepora (YaR SBE) -----+--0--- 136 

Sulcoreteporidae (USE h FI) ------ 136 
Synocladia (AEFRBBE A) -5 123 

Tabulipora (ARB BE) -receeeceeeeeeeeee 99 

Terviidae (TAA 252e Ht BY) --2-0e-2e- eee 45 

Thamniscus GEA EE) orereeeeer eee ee 119 

Trematopora (jl SBE) -5 105 

Trematoporidae (fa S@e Ap) -……-…- 105 

Trepocryptopora (ABRBREH)  --+--- 131. 

Trigonodictya (=f4PAS EE) -------- 135 
Tubulipora ( 管 若 酬 虫 ) 66 

Tubuliporidae (PR BE RR) -…………- 66 

Unitry pa (SBE) -0 120 

Vibracella 〈 凌 胞 若 梅 虫 )………… eee ee 21 

Vibraculina ( 甘 器 苦 鲜 由 ) nese 150 

7zze11a〈 万 因 氏 若 苹 虫 ) 110 
Vinellidae C7 ELGAR A) -----+- 110 
Worthenoporidae (464: ESAEHF)---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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