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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容 简 介 

本 号 < 集刊 > 发表 论文 两 篇 , 即 : “云南 沾 益 龙华 山 泥 盆 纪 小 孢子 及 其 地 

层 意 义 > 及 < 鄂 西 香 溪 群 一 了 晚 三 叙 世 及 早 ,中 侏 罗 世 植 物化 石 >。 第 一 篇 文 

章 描述 早 、 中 泥 盆 世 小 孢子 43 属 97 种 (其 中 2 新 属 33 新 种 )， DAW 

子 组 合 , 讨 论 组 合 的 特征 及 其 地 层 意义 。 第 二 篇 文章 描述 沙 镇 溪 组 (Ts) 植 物 

化 石 19 属 25 种 , 香 溪 组 (Ji+*) 植 物化 石 32 属 67 种 。 讨 论 该 两 组 植物 群 的 

不 同 面貌 ,前 者 属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HME, ABR Ptilophyllum— 

Coniopteris 植物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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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沾 益 龙 华山 泥 盆 纪 小 孢子 
及 其 地 层 意义 
有 

《中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摘 要 

本 文系 统 描 述 了 龙华 山 剖 面 两 个 不 同 的 小 孢子 组 合 : 1) .下 部 组 合 包括 13 属 、22 种 ,其 
中 6 个 新 种 、2 个 未 定 种 ,，! AAEM AD, EB Retusotriletes, Apiculiretusispora, Verru- 

ciretusispora 和 Tholisporiletes 等 属 的 分 子 组 成 , 它们 约 占 该 组 合 的 78 .7 一 86.35%; 同时 Em- 

phanisporites 属 的 分 子 也 有 出 现 ; 其 地 质 时 代 当 属 早 泥 盆 世 晚期 (Emsian)。 2) 上 部 组 合 ， 除 
大 孢子 外 ， 共 计 有 30 个 属 、75 个 种 ， 其 中 2 个 新 属 CBN Peroretisporites gen. nov. 和 Reti 

zonospora gen. nov.) 和 27 个 新 种 ,此 组 合 主要 由 Retusotriletes, Apiculiretusispora, Verruciretu 

sispora, Archaeozonotriletes 和 Chelinospora 等 属 的 分 子 组 成 ,它们 约 占 该 组 合 的 67.0 一 88.650; 

同时 4rcjacoperisaccur 属 的 分 子 也 有 存在 ;其 地 质 时 代为 中 泥 盆 世 晚期 (Givetian)。 

云南 沾 益 龙华 山 泥 盆 系 剖面 包括 下 统 徐 家 冲 组 和 中 统 海口 组 ,出 露 均 欠 完整 ,以 往 

对 其 地 质 时 代 多 按 赫 勒 \1927) HRMS EAR hea, AERP. 1972 

年 我 们 从 这 一 剖面 共 采集 孢 粉 样品 29 KR, 经 选 样 分 析 , 在 其 中 的 5 块 样品 中 发 现 较 丰 富 

和 保存 良好 的 大 小 孢 于 。 本 文 是 研究 龙华 山 整个 剖面 的 小 孢子 化 石 的 初步 成 果 。 关 于 该 
剖面 的 位 置 、 岩 性 、 分 层 \ 厚 度 及 其 所 产 的 主要 化 石 等 ( 见 卢 礼 昌 、 欧 阳 舒 ,1978), 这 里 从 

上 略 ; 时 代 讨 论 等 也 从 简 。 

本 文 材料 由 莫 春 华 同 志 浸 解 、 制 片 ,标本 由 毛 继 良 同志 照相 ,图 表 由 杨 荣 庆 、 周 实 义 两 
同志 清 绘 ， 外 文 打 字 承 吴 同 甲 同志 热情 协助 。 张 璐 瑾 、 尹 舌 明 同志 提出 了 宝贵 的 修改 意 

见 , 欧 阳 舒 同志 在 写作 中 了 予以 具体 的 帮助 ,在 此 表示 玄 心 感谢 。 

一 、 抱 子 系统 描述 

本 文采 用 人 为 分 类 系统 。 为 节省 篇 幅 , 现 将 属 以 上 的 分 类 单位 和 属 种 名 称 罗列 如 下 

《此 后 属 以 上 的 分 类 单位 在 属 种 描述 时 不 再 重复 ): 
工 .化 石 孢 子 大 类 Anteturma Sporites H. Potonié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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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无 环 三 颖 孢 类 Turma Triletes Reinsch 1891 

1.11 CB=4HWHMWA Suprasubturma Acameratitriletes Neves & Owens 1966 

1.111 GAHA=AWWA Subturma Azonorriletes Luber 1935 

1.1111 36K Iofraturma Laevigati (Bennie & Kidston’) Potonié et Kremp 1954 

1. Leiotriletes (Naum.) Pot. et Kr. 

(1) L. cf. adnatoides Pot. et Kr. 

(2) *L. crassus sp. nov. 

(3) *L. flexuosus sp. nov. 

2. Punctatisporites (Ibr.) Pot. et Kr. 

(4) P. laevigatus (Naum.) comb. nov. 

(5) P. perforatus,sp. nov. 

3. Calamospora S., W. et B. 

(6) C. pannucea Rich. 

4. Retusotriletes (Naum.) Str. 

(7) **R. simplex Naum. 

(8) **R. pychoviti Naum. 

(9) R. confossus (Rich.) Lu et Ouyang 

(10) R. semizonalis McGr. 

(11) **R. triangulatus (Str.) Str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12) **R. triangulatus (Str.) Str. cf. var. major Lu et Ouyang 

(13) *R. rugulatus Riegel 

(14) *R. delicatus sp. nov. 

(15) *R. cf. delicatus sp. nov. 

(16) 

(17) 

(18) 

(19) 

(20) 

(21) 
(22) R. minor sp. nov. 

1.1112 刺 粒 面 系 Infraturma Apiculati (Bennie et Kidston) Pot. 1956 

. levidensus sp. noy. 

。 glossatus sp. nov. 

。 scabratus sp. nov. 

- Stratus Sp. nov. 

。 Crassus Sp. noy. 

mam mm wD DW - impressus sp. nov. 

5. Granulatisporites (Ibr.) Pot. et Kr. 

(23)*G. planiusculus (Luber) Playford 

6. Cyclogranisporites Pot. et Kr. 

(24) Cyc. delicatus sp. nov. 

7- Apiculatisporis Pot. et Kr. 

(25) Ap. aculeatus (Ibr.) Pot. et Kr. 

(26) Apiculatisporis sp. 

8. Anapiculatisporites Pot. et Kr. 

”代表 下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 ** 代表 上 ,下 两 个 组 合共 有 的 分 子 ;无 该 星 号 者 代表 上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 因 此 在 描述 时 
产地 及 时 代 ? 一 概 省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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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n. minutus Lu et Ouyang 

(28) An. dilutus sp. nov. 

9. Verrucosisporites (Ibr-) Pot. et Kr. 

(29) V. confertus Owens 

10. Apiculiretusispora (Str.) Str. 

(30) Ap. minuta Lu et Ouyang 

(31) *Ap. granulata Owens 

(32) *Ap. cf. granulata Owebs 

(33) Ap. microverrucosa (Bharad. et al.) comb. nov. 

(34) Ap. crassa sp. nov. . 

(35) Ap. pseudozonalis sp. nov. 

(36) Apiculiretusispora sp. 

11. Verruciretusispora Owens 

(37) V. pallida (McGr.) Owens 

(38) *V. megaplatyverruca Lu et Ouyang 

(39) V.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Owens 

12. Emphanisporites McGr. 

(40) *Em. epicautus Rich. et List. 

13. Hystricosporites McGr. ; 

(41) H. cf. microancyreus Riegel 

(42) H. sp. 1 

(43) H. sp. 2 

(44) H. sp. 3 , 

Infraturna Murornati Pot. et Kr. 

14. Dictyotriletes (Naum.) Pot. et Kr. 

(45) D. destudineus sp. nov. 

1.12 @KB=2 iW Suprasubturma Cameratitriletes Neves et Owens 1966 

1.121 BE=4e74W2 Subturma Solutitriletes Neves et Owens 1966 

ks 具 饰 系 Infraturma Decorati Neves et Owens 1966 

15. Rhabdosporites Rich. 

(46) RA. cf. dymatine Allen 

(47) Rh. zonatus sp. nov. 

1.122 FRR=4MWA Subturma Membranatitriletes Neves et Owens 1966 

1.1221 连 缘 腔 系 Infraturma Continuati Neves et Owens 1966 

16. Geminospora Balme 

(48) G. punctata Owens 

1.13 ARe=4e fot WA Suprasubturma Perinotriletes Erdtman 1947 

17. Perotrilites (Erdtman) Couper 1957 

(49) G. verrucosa Owens 

(50) *P. laevigatus sp. nov. 

(51) P. conicus sp. nov. 

(52) Perotrilite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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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eroretisporites gen. nov. 

(53) P. distalis gen. et sp. nov. 

1.2 @H=S4eAA Turma Zonales (Bennie et Kidston) Pot. et Kr. 1954 

1.21 ##R=4e FAW Subturma Zonotriletes Waltz 1935 

1.211 带 环 系 Infraturma Cingulati Potonié et Klaus 1954 

19. Stenozonotriletes (Naum.) Potonié | 

(54) St. clarus Isch. 

(55) St. inspissatus Owens 

(56) *St. interbaculus sp. nov. . 

20. Densosporites (Berry) Pot. et Kr. 

(57) Densosporites sp. 

21. Camarozonotriletes (Naum.) Pot. 

(58) Camarozonotriletes sp. 

22. Retizonospora gen. nov. 

(59) Ret. puncicoida gen. et sp. nov. 

1.212 盾 环 系 Infraturma Crassiti Bharad. et Venkat. 1961 

23. Streelispora Rich. et List. 

(60) *St. zhangyiensis sp. nov. 

24. Synorisporites Rich. et List. 

(61) Syn. verrucatus Rich. et List. 

1.213 膜 环 系 Infraturma Zonati Pot. et Kr. 1954 

25. Samarisporites Rich. 

(62) Sam. concinnus Owens 

(63) Sam. triangulatus Allen 

(64) Sam. heteroverrucosus sp. nov. 

(65) Samarisporites sp. 1 

(66) *Samarisporites sp. 2 

26. Ancyrospora (Rich.) Rich. a 

(67) Anc. aff. incisa (Naum.) comb. nov. ; 

(68) Anc. dentata (Naum.) ‘comb. nov. 

(69) Anc. arguta (Naum.) comb. nov. 

(70) Anc. acuminata sp. nov. 

(71) Anc. subcircularis sp. nov. 

1.214 BRIA Infraturma Patinati Butt. et Will. 1958 

27. Tholisporites Butt. et Will. 

(72) *Th. chulus (Cram.) McGr. var. chulus (Rich. et List.) McGr. 

(73) Th. densus McGr. 

(74) Th. punctatus McGr. 

28. Archaeozonotriletes (Naum) Allen 

(75) Ar. variabilis Naum. 

(76) Ar. lageniformis sp. nov. 

(77) Ar. auritus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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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ymbosporites Allen 

(78) Cym. cyathus Allen 

(79) Cym. dentatus sp. nov. 

(80) *Cymbosporites sp. 

30. Chelinospora Allen 

(81) Ch. ligurata Allen 

(82) Ch. rarireticulata sp. nov. 

(83) Ch. irregulata sp. nov. 

(84) Ch. multireticulata sp. nov. 

(85) Ch. cf. multireticulata sp. nov. 

(86) Ch. ochyrosa sp. nov. 

(87) Ch. cf. ochyrosa sp. nov. 

(88) Chelinospora sp. 

1.3 BASe7y28 Turma Monoletes Ibrahim 1933 

1.31 CABAAHWA Subturma Azonomonoletes Luber 1935 

1.311 % MBSA Infraturma Psilamonoleti Van der Hammen 

31. Latosporites Pot. et Kr. 

(89) Latosporites sp. 

1.312 具 饰 单 篷 孢 系 Infraturma Sculptatomonoletes Dybova et Jachowicz 1957 

32. Thymospora (Knox) Wil. et Venk. 

(90) Thymospora sp. 

1.32 @RBASAWWA Subturma Zonomonoletes Luber 1935 

33. Archaeoperisaccus (Naum.) McGr. 

(91) Arch. cf. scabratus Owens 

未 定名 孢子 类 型 -1 
(92) Unidentified Spore type-1 

+= Leiotriletes (Naumova) Potonié et Kremp 1954 

模式 种 Leiotriletes sphaerotriangulus (Loose) Pot. et Kr. 1954 

拟 厚 顶 光 面 三 缝 孢 〈 比 较 种 ) Leiotriletes cf. adnatoides Pot. et Kr. 

(ANE I, 图 1)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大 小 38 MK RIM): 三 射线 顶部 加 厚 显著 开裂 、 其 长 

约 与 和 钨 于 半径 相等 ;外 壁 薄 \ 表 面 光 滑 ; 浅 棕 黄 色 。 

厚 唇 光 面 三 缝 孢 (sf) Leiotriletes crassus sp. nov. 

〈 图 版 和 , 图 1) 

ATE ”赤道 轮廓 三 角形 ,三 边 多 少 凸 出 , 角 部 圆 凸 , 大 小 72 一 83 微米 ( 量 3 粒 ), 全 模 

标本 72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层 站 发 育 , 略 微 隆起 ,但 不 覆盖 射线 ,厚度 相当 均匀 ， 全 宽 1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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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微米 ,接近 或 伸 达 赤道 边缘 ; 外 壁 厚实 , 约 5 微米 ,表面 光滑 ;小 棕色 。 
比较 ”以 三 射 唇 很 发 育 和 外 壁 厚实 而 区 别 于 Leiorrilerer 属 其 他 各 已 知 种 。 此 种 与 加 

” 拿 大 早 石炭 世 的 Gulisporites torpidus Playford (1963，8 页 ) 有 些 近 似 ， 但 后 者 唇 常 覆 盖 

射线 ,并 于 赤道 处 最 宽 。 

曲 缝 光 面 三 缝 孢 (新 种 ) ZLeiotrzletes flexuosus sp. nov. 

(图 版 和 X, 图 2) 

HE ”全 模 标 本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大 小 52 微米 ; 三 射线 清楚 、 简 单 ， Sh 
1/3 射线 长 ); 其 余部 分 直 , 并 伸 达 赤 道 ;外 壁 表 面 光 滑 ,厚度 不 可 量 , 三 射线 顶部 区 似 较 薄 

《 较 亮 ); 标 色 。 
比较 ”孢子 较 少 ,以 其 射线 顶部 弯曲 为 特征 而 与 Feiotrilexer 属 其 他 已 知 种 明显 不 同 s = 

圆 形 光 面 孢 属 _Punctatzsporites (Ibrahim) Pot. et Kr. 1954 

模式 种 ”Przmctatzsjpoxrztey punctatus Ibrahim 1933 1 

平滑 圆 形 光 面 孢 (新 组 合 ) Punctatisporites laevigatus (Naum.) comb. nov. 

(图 版 ID 图 2, 3) 

1953 Stenozonotriletes laevigatus Naumova, 70 页 ,图 版 10, 图 9、10。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大 小 45 一 76 微米 ( 量 30 粒 ) ,平均 53.0 微米 ; 近 极 和 
远 极 同样 强烈 凸 出 : 三 射线 清楚 、 简 单 、 多 半 直 、 UR, AN ASK,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2/3—7/9, EMBRAER REX, SEI RAR THA ARERR, 
厚 2.5 一 3.5 BOK, UL 4. 

讨论 ”从 原作 者 的 描 图 (Naumova，1953， 图 版 10, 图 9、10) 来 看 ) 很 像 外 壁 厚实 
的 分 子 , 因 此 将 其 归 和 人 Punctatisporites 属 中 ; 同时 ,从 我 们 观察 当前 标示 表明 : 厚实 的 外 
壁 , 在 极 面 压缩 情况 下 ,是 容易 与 窗 环 混淆 的 。 

此 外 , 某 些 个 体 略 小 ,外 壁 较 厚 的 孢子 ,其 三 射线 往往 甚 弱 或 仅见 微细 印痕 , 犯 壁 内 缘 
界限 不 完全 清楚 , 呈 红 棕色 。 这 类 分 子 可 能 为 “幼年 孢子 。 

孔 壁 圆 形 光 面 孢 〈( 新 种 ) Punctatisporites perforatus sp. nov. 

(Am I > 图 4—6) 

PE ”赤道 轮廓 和 子午 轮廓 均 为 圆 形 , 大 小 44 一 60 OK Ck 5 AL), 平均 51.6 HK, 

全 模 标 本 49 微米 ;三 射线 多 半 清 楚 , A. MASK, 长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3/5 一 2/13; 

外 壁 一 层 , 厚 实 , 细 孔 状 或 点 穴 状 结构 显著 , 分 布 致密 , 穴 径 小 于 0.5 微米 , 穿 过 整个 外 壁 

FCPS 6 最 明显 ), 因 此 外 壁 又 呈 细 小 均匀 的 内 棒状 结构 ;外 壁 内 缘 界限 不 分 明 ,表面 光滑 ， 

厚 3 一 5.5 微米 ; 标 褐色 。 
HeS% 9 Geminospora punctata (Owens, 1970) 的 外 壁 ( 外 层 ) 结构 近似 当前 标本 ,但 呈 

PERIZ 《patinate)， 两 层 之 间或 多 或 少 分 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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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 木 孢 属 Calarmospora Schopf, Wilson et Bentall 1944 

模式 种 Calamospora hartungiana Schopf 1944 

42# 223 Calamospora pannucea Richardson 

A (Am, A 9) 

1965 Calamospora pannucea Richardson, 563 页 ,图 版 88, 图 3。 
1973 Galomospora pannucea Richardson; in MeGregor, 14:71, EK 15 EL 2. 

. 描述 ”赤道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65 微米 ;三 射线 略 长 于 孢子 半径 的 1/2， 顶 部 加 厚 区 小 

于 射线 长 度 的 1/2, 不 开裂 ;外 壁 厚 约 工 微米 , 具 少 数 福 皱 ,表面 光滑 ;小 棕色 。 

比较 “标本 发 现 较 少 ,其 特征 与 加 拿 大 早 泥 盆 世 晚期 至 中 泥 盆 世 早期 的 “Cal1emrosvoxra 
pannucea Richardson (McGregor, 1973) 蚂 接近 ,只 是 后 者 个 体 较 大 ( 约 108 微米 )3; SAR 

标本 《Richardson，1965, 563 页 ) 的 不 同 在 于 三 射线 顶部 区 的 外 壁 是 加 厚 而 不 是 变 薄 。 

54318 Retusotriletes (Naum.) Streel 1964 

模式 种 O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ova 1953 (Potonié 1958 选 定 ) 

jj 42549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 

(图 版 1, A 12, 13; 图 版 X,. A 3, 4) 

1953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ova, 29], 图 版 2, 图 9; 图 版 15 , A 14, 

1968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ova; in Lanninger, 111 页 ,图 版 20, 图 20, 

1969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ova; in Lele et Streel, 93 页 ,图 版 1, 图 9 一 11。 

1973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ova; in McGregor, 19], Ahk 2, A 2, 

1976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ova， 卢 礼 昌 欧阳 和 舒 ，25 页 ,图 版 1, All, 12,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 亚 圆 形 , 大 小 51 一 68 微米 ( 量 12 粒 ), 平 均 61.3 微米 ; 三 射线 

简单 , 约 3/4 一 4/5 孢子 半径 长 , 不 完全 清楚 ; 弓形 兰 大 多 数 微 弱 或 仅 射线 未 端 两 侧 可 见 ， 

“并 强烈 内 凹 、 罕 ;接触 区 常 不 清楚 ;外 壁 厚 约 3 微米 。 表 面 光 滑 ; 接 触 区 外 壁 通常 无 分 异 现 
象 ; 浅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较 曲 靖 潜 峰 山下 泥 盆 统 徐 家 冲 组 〈 卢 礼 昌 、 欧 阳 舒 , 1976,， 25 页 ) 定 

为 这 个 种 的 标本 略 大 (平均 51.4 微米 )、 外壁 略 厚 ; 与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ova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马 形 疹 在 赤道 部 位 加 厚 并 常 与 赤道 重 倒 。 

RERS#ii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 1953 

CAR 1, 图 14, 15; 图 版 X, AS, 6) 

1953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ova, 88 页 ,图 版 14, A 15; 123 页 ,图 版 18, 图 18, 19, 

1968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ova; in Lanninger, 110 页 ,图 版 20, 图 18。 

1973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ova; in McGregor, 20 页 ,图 版 20, 图 4。 

1976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ova, 卢 礼 昌 、 欧 阳 舒 ，26 页 ,图 版 1, 图 13, 15。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大 小 29 一 71 微米 ( 量 15 粒 ), 平 均 41.3 ACK: 三 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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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 有 时 具 唇 , 伸 达 赤道 附近 ;弓形 养 完 全 清楚 、 多 少 加 厚 , 在 射线 末端 两 侧 尤其 显著 ; 

外 壁 厚 3 一 5 微米 ,表面 光滑 , 偶 见 福 皱 ; 浅 棕 至 棕色 。 
比较 ”弓形 状 加 厚 不 如 曲靖 于 峰 山下 泥 盆 统 徐 家 冲 组 分 子 的 显著 ,因此 ,外 壁 在 赤道 

不 具 罕 环 状 构造 。 

K#15#31 Retusotriletes confossus (Richardson) Lu et Ouyang 

(图 版 I, 图 16 一 18) 

1965 Punctatisporites confossus Richardson, 516 页 ,图 版 88, 图 2。 
1976 Retusotriletes confossus (Rich.) Lu et Ouyang, 26 页 ,图 版 1, A 20, 21,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大 小 45—90 微米 ( 量 86 粒 ), 平 均 67.1 微米 ; BRR 

近 半 圆 球形 , 近 极 微 凸 ;三 射线 清楚 、\ 直 多 半 微 具 层 ,末端 与 弓形 疹 连 结 ,射线 长 约 抱 子 半 

径 的 3/4; SBA DBAS. BA 1 一 2.5 WK, FERGAL, SBA HAAR 

端 处 强烈 内 凹 ,而 在 两 两 射线 间 , 则 强烈 外 凸 呈 半圆 弧 形 〈 见 图 16); 接触 区 界限 清楚 , 其 

表面 覆 以 小 颗粒 - 锥 刺 状 纹饰 ,分 布 致密 ,但 基部 很 少 相互 接触 , 基 宽 常 小 于 1 微米 , 略 大 

于 高 ;接触 区 中 央 具 三 角形 深 色 加 厚 区 , 其 角 部 位 于 射线 末端 , 加 厚 区 与 其 周围 的 界限 一 

般 为 渐变 关系 ; 接触 区 以 外 的 外 壁 表 面 光滑 , PSS, AN BR; 远 极 外 壁 或 较 近 极 外 壁 

《加 厚 部 分 除外 ) 稍 厚 ; 浅 棕 至 棕色 。 

比较 ”曲靖 徐 家 冲 的 同 种 标本 ,其 三 角形 加 厚 区 不 如 当前 标本 之 大 和 明显 ,但 其 他 特 

征 均 相 同 。 

Met S43 Retusotriletes semizonalis McGregor 

(Ahk I, A 20, 21) 

1968 Retusotriletes semizonalis McGregor; in Lanninger, 110 页 , 图 版 20, A 19,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直 径 57 一 62 KCK 3M) HHRAE, BRA. 顶部 微 

高 起 ,末端 略 罕 , 一 般 宽 3 一 5 微米 ,射线 等 于 孢子 半径 长 ;弓形 疹 发 育 完全 \ 位 置 接近 并 平 

行 于 赤道 ; 接触 区 内 无 特 化 现象 ; MESH 1 微米 , 表面 光滑 , 或 具 内 点 状 至 内 颗粒 状 结 

构 ; 浅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以 其 唇 较 发 育 , 马 形状 平 行 赤道 和 接触 区 内 无 特 化 现象 为 特征 , 而 
区 别 于 本 文 所 描述 的 Retusorrileres 属 各 种 ; 西 德 早 泥 盆 世 (Emsian) ve Retusotriletes semi- 

zonalis McGregor (Lanninger, 1968) 可 比较 。 

B=ASti )\=AtH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eel) Str.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Fak I, 19; AR X, A7) 

1976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28 页 , 图 版 2, 图 5 一 8。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大 小 40—63 微米 ( 量 15 粒 ), 平 均 50.4 微米 ; 三 射线 

有 时 略 具 唇 、 微 弯曲 ,长 略 接近 孢子 半径 ;弓形 养 微 弱 , 几 乎 位 于 赤道 ,因此 ,在 极 压 标本 上 

往往 不 很 清楚 ; 接触 区 常 不 明显 , 具 三 角形 深 色 加 厚 区 或 不 明显 ; 外 壁 厚 约 工 微米 ,多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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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原 全 模 标 本 《同上 , 图 版 2, 图 5) 的 特征 几乎 完全 相符 ,仅仅 加 厚 
区 略 大 或 不 很 明显 ; Retusotriletes semizonalis McGregor 和 Retusotriletes communis Naum. 

的 某 些 特征 (如 外 壁 结构 等 ) 近 似 ,但 后 两 种 的 孢子 接触 区 中 央 不 具 三 角形 加 厚 区 , 且 外 辟 

DBR ) | 

B=EASFWABSH( LRSM)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 Str. cf. var. major Lu et Ouyang 

〈 图 版 1, A10, 11; A xX, A8, 9)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直 径 77 一 123 微米 〈 量 12 粒 ) 平均 89.5 微米 ; 三 射 

线 在 加 厚 区 清楚 (长 度 常 超过 1/2 射线 ), 在 加 厚 区 以 外 , 则 很 微弱 或 模糊 不 清 , 射 线 长 约 
AMF ¥EN 4/5—7/8; 弓形 脊 微弱 或 不 完全 ;接触 区 一 般 不 清楚 , 但 加 厚 区 显著 , SB 

三 角形 带 状 ,中 部 较 亮 ,外 部 较 暗 , 且 厚 于 外 壁 其 余部 份 ; 外 壁 较 薄 , 具 大 型 带 状 袜 皱 ;多 呈 

深 棕色 。 

比较 ” 原 全 模 标 本 个 体 较 大 (平均 107 微米 ), 加 厚 区 较 小 , 常 不 超过 孢子 半径 的 172。 
外 壁 较 厚 ( 约 3 微米 ), 所 以 ,在 此 作 了 保留 。 

RSH Retusotriletes rugulatus Riegel 

(Al X, 10, 11) 

1971 Retusotriletes rugulatus Riegel, 82] 图 版 10, 图 2 一 5。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圆 三 角形 , 大 小 87 一 114 微米 ( 量 4 AL), FH 97.5 微米 ;三 射 

Rifai PSS. 顶部 区 加 厚 或 不 明显 ,长 约 为 孢子 半径 的 5/7 一 3/4; 马 形 宥 罕 、 完 全 清楚。 

位 于 近 极 面 或 赤道 边缘 ; 接触 区 清楚 ,表面 具 不 规则 细 网 脉 状 纹饰 ”网 脉 ” 很 罕 , 约 0.5 微 

米 ;法 触 区 以 外 的 外 壁 无 纹饰 , 具 内 点 状 结构 , 厚 约 工 微米 , 福 皱 少见 ;棕色 。 
比较 “与 西 德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的 Retusotriletes rugulatus Riegel (1973, 82 页 ) 稍 不 同 的 

是 ,后 者 较 小 《平均 68.3 微米 )、 外 壁 较 厚 〈2 一 4 微米 ) 和 顶部 加 厚 明 显 ; 其 他 特征 基本 相 

同 。 

HSH (HH) Retusotriletes ee sp. nov. 

(图 版 X， 图 13) 

ATE ”赤道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81 一 139 OK Ge 20 粒 )， 平 均 104.5 微米 ， 全 模 标 本 
139 微米 ;三 射线 常 清楚 \ 简 单 , 长 度 接近 孢子 半径 ; 马 形 糊 柔弱, 但 完全 ,几乎 全 部 位 于 未 

道 ( 除 射 线 未 端 很 小 部 分 外 ); 接触 区 几乎 等 于 近 极 面 ; 外 壁 一 般 厚 2.5 一 6 微米 ， 表 面 光 

疹 , 内 点 状 结构 在 接触 区 更 明显 ;浅黄 棕 至 浅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与 英国 中 老 红 砂 贿 (中 泥 盆 世 ) 的 Retusotriletes distinctus Richardson 

《1965, 565 页 ) 的 区 别 在 于 : 后 者 个 体 较 大 (113 一 218 HOR), SARE SERIE (6— 
15 微米 );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 晚 泥 盆 世 COwens, 1971) 的 R. distinctus Richardson 三 射 

线 顶部 具 三 角形 加 厚 区 ,这 与 原 全 模 标本 〈Richardson，1965， 图 版 88, 图 7 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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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430 (比较 种 ) Retusotriletes cf. delicatus Lu 

(图 版 X， 图 12)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直径 83 一 96 微米 ( 量 6 粒 ), 平 均 88.8 微米 ; SHR ， 
接近 孢子 半径 ;弓形 糊 柔弱 、 完 全 ,几乎 全 部 位 于 赤道 ;外 壁 厚 约 2 微米 ,表面 光滑 。 

比较 ”与 R. delicatus 相 比 ,个 体 较 小 .外壁 较 薄 ,因此 保留 地 放 人 该 种 名 下 。 

BKS#3(H*) Retusotriletes glossatus sp. nov. — 

(Am, Al, 2) 

种 征 ” 赤道 轮 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大 小 63 一 70 微米 ,全 模 标 本 70 微米 ; 在 舌 形 较 薄 区 

内 三 射线 清楚 ,出 该 区 以 外 的 延长 部 分 则 不 清楚 〈 约 占 射线 长 的 1/6 一 1/5)， 射 线 长 约 苑 

子 半径 的 3/4 一 4/5; SRA eS ARR RE, 宽 往 往 不 足 1 微米 , HAAS 

部 分 常常 位 于 赤道 ;接触 区 一 般 清 楚 , 区 内 沿 三 射线 具 舌 形变 薄 区 ,其 界限 清楚 , 两 侧 略 平 

行 于 三 射线 , 末端 略微 钝 尖 , 约 为 射线 长 的 4/5 一 5/6, 宽 约 为 其 长 的 3/10 一 2/5。 与 周围 

外 壁 为 突变 关系 ;外 壁 厚 约 2 一 2.5 微米 , 表面 光滑 , 具 内 点 状 结构 ;小 棕色 。 
比较 见 SR. levidensus sp. nov.o 

BINSAia MH) Retusotriletes levidensus sp. nov. 

(Aik 1, A 22, 23) 

ATE PER RWABEAL, 大 小 58 一 83 微米 ( 量 9 粒 ), 平 均 71.3 微米 ， 全 模 标 

本 7.2 微米 ; 远 极 面 半 圆 球形 , 近 极 面 平 凸 , 极 区 微微 内 凹 ;三 射线 直 \ 不 完全 清楚 《于 薄 三 

角 区 内 清楚 ) ,微微 开裂 并 或 多 或 少 具 唇 ,超越 该 区 的 延长 部 分 不 清楚 或 微弱 ,全 长 约 为 苑 

子 半 径 的 273 一 4/5〈 不 清楚 部 分 约 占 射 线 长 度 的 17/5 一 1/4); SBA AS. SES, SH 

分 常常 位 于 赤道 ; 以 弓形 糊 为 界 的 接触 区 在 极 压 标 本 上 不 完全 清楚 ， 顶 部 为 三 角形 变 薄 

区 ,三 边界 限 显著 微微 内 凹 , 角 部 锐 尖 , 约 延 至 射线 长 度 的 3/4 一 4/5 处 ; 外 壁 肉 点 状 , 表 

面 光滑 ;有 的 标本 局 部 具 几 颗 锥 刺 状 纹饰 , 除 三 角形 变 薄 区 外 , 外 壁 厚 3 一 4 微米 , 2D 

皱 ; 浅 棕 色 。 

比较 OR. glossatus sp. nov. 的 极 区 外 壁 虽然 亦 变 薄 , 但 呈 舌 形 ， 而 不 是 三 角形 ; BA 

兰 上 老 红 砂岩 CHiggs, 1975) AY Retusotriletes loptocentrum Higgs， 虽 具 三 角形 变 薄 区 ,但 

范围 较 大 , 角 部 宽 圆 , 射线 在 该 区 以 外 部 分 反而 更 清楚 ,外 壁 较 薄 〈1 一 2.5 微米 ) 等 特征 而 
有 区 别 ; 曲 靖 尉 峰山 早 泥 盆 世 (了 晚期) 的 R. triangulatus (Str..) Streel var. triangulatus 与 当 

前 新 种 恰恰 相反 , 极 区 是 呈 三 角形 加 厚 , 而 不 是 变 薄 。 

416 S Hi SH) Retusotriletes scabratus sp. nov. 

(图 版 IJ， 图 3,，4) 

AT AER RA EWA, XK) 58—78 ACK CM 3 AL), 全 模 标 本 58 微米 ;三 射 

线 仅 在 三 角形 加 厚 区 内 铺 楚 , AARP LEBEN 2/3—4/5; SBAMB. Ce, LFS 

位 于 赤道 ;接触 区 在 极 压 标本 上 不 请 楚 , 其 中 央 区 多 少 呈 三 角形 加 厚 , 加 厚 程度 和 延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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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的 大 小 变化 不 一 , 一 般 向 三 射线 末端 方向 延伸 至 射线 长 度 的 2/3 一 3/4 处 , 与 其 余 外 辟 

。 界限 为 突变 或 渐变 关系 ; 外 壁 厚 约 1.5 微米 , 表面 相当 粗糙 常 具 1 一 2 条 大 型 带 状 福 皱 、 

不 规则 ; 色 棕 黄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以 其 外 壁 相当 粗糙 而 区 别 于 与 其 类 似 的 Retusotrzleter 属 各 已 知 种 。 

BES st) Retusotriletes stratus sp. nov. 

(图 版 1, 图 5 一 8) 

种 征 ” 极 面 观 圆 形 , 子 午 面 观 , 远 极 面 半圆 球形 , 近 极 面 明 显 隆起 , REAM, ATE 

” 径 为 70 二 80 微米 ( 量 4 粒 ), 全 模 标本 72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POUT ERA, KER 
孢 予 半径 或 为 其 长 度 的 4/5, 末端 与 弓形 关 连 结 ;外 壁 两 层 ,内 层 与 外 层 不 同 程度 地 分 离 ， 

通常 在 赤道 部 位 较 明 显 , 向 两 极 逐 渐 减 弱 , 至 极 区 则 总 是 紧 贴 ; 内 层 一 般 较 外 层 略 厚 ， 约 

1.5 一 2.5 微米 , 外 层 内 点 状 至 内 颗粒 状 结构 显著 , 远 极 厚 1 一 2 OK PEM HLA SBAAT 

在 而 显得 略 厚 , 近 极 极 区 则 较 薄 ,表面 光 请 ;弓形 崖 清楚、 完全 , 除 射 线 末端 小 部 分 外 ,大 部 

分 位 于 或 略 超出 赤道 并 呈 兰 状 凸 起 〈 见 图 7),， 高 约 3 微米 , 宽 一 般 为 2 一 4 微米 ; 接触 区 

约 等 于 近 极 面 ,中 央 区 微微 内 凹 ; 浅 棕 至 棕色 。 
比较 见 R. crassus sp. nov.o 

EB45#30(31#) Retusotriletes crassus sp. nov. 

(Am I, A 9—11) 

AE AMWAY, 子午 面 观 宽 肾 形 , 大 小 70 一 91 微米 ( 量 3 粒 ), 全 模 标本 70 
WA; 三 射线 清楚 、 未 端 两 分 又 , 具 唇 ,单个 宽 1.5 一 2.5 微米 ,射线 末端 两 侧 最 宽 , HSS 

形 兰 汇 合 ,等 于 或 接近 于 孢子 半径 长 ;弓形 兰 清 楚 、 完 全 、 宽 厚 , 明 显 超出 赤道 , 呈 不 规则 带 

| 环 状 ,在 射线 末端 两 侧 因 与 唇 (?) 重合 而 显得 最 厚 , 达 7 一 11 ACK, 并 与 射线 构成 “Y” 形 

沟 状 结构 4 见 图 11), 5VA—-RRA 4.5 一 7 微米 ;接触 区 与 近 极 面 等 , 微 内 凹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与 外 层 不 同 程度 地 分 离 ,通常 在 赤道 部 位 较 明 显 , 而 在 两 极 区 则 紧 贴 , 因此 未 见 在 极 

端的 情况 下 所 形成 的 “中 孢 体 ”; 内 层 厚 3 一 4 微米 , 同 质 , 外 层 厚 3.5 一 4:5 ACK, AA 

内 点 状 结构 ; 棕 至 褐 棕色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与 Rszratws sp. nov. 的 特征 颇 为 类 似 ， 但 后 者 三 射线 末端 不 分 又 、 
不 具 “Y>” 形 沟 状 结构 ,和 外 壁 较 薄 等 ; Retusotriletes distinctus Richardson NSCA BAH 

相当 宽厚 ,但 外 壁 仅 一 层 , 孢 子 较 大 。 

印痕 弓 背 孢 (新 种 ) Retusotriletes impressus sp. nov. 

(Ag UW, 图 12) 

ATE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圆 形 ,大 小 53 一 70 微米 ,全 模 标 本 70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简 

单 , 长 约 为 钨 子 半径 的 4/5,[ 项 部 具 三 角形 带 状 加 厚 ;外壁 较 薄 、 多 福 皱 多 印痕 〈?); 印痕 

不 规则 : 弧 形 的 、 笔 直 的 三 放射 状 的 〈 犹 如 三 射线 ) 等 等 ,但 以 弧 形 印痕 为 主 ;这 种 外 壁 

,构造 "的 成 因 尚 不 明 膀 ,但 从 这 类 分 子 多 以 “孢子 堆 ” 形式 出 现 来 看 ;或 与 孢子 彼此 堆 受 、 
压 印 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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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特征 如 同 R. triangulatus var. triangulatus 

比较 ”当前 新 种 以 其 外 壁 具 印痕 (?) 为 特征 而 区 别 于 Retusotrileress 属 的 各 已 知 种 ;与 

加 拿 大 早 石 炭 世 (Playford, 1963) Dictyotriletes admirabilis Playford 的 宽 网 纹 有 些 相 似 , 但 

不 具 己 形状 和 三 角形 加 厚 。 

)\@543( 4) Retusotriletes minor sp. nov. 

(Akg I, 图 13) 

ATE PHBA, K/ 25 一 38 微米 ( 量 5 粒 ), 平 均 31.8 微米 ,全 模 标 本 28 微米 ; 

三 射线 清楚 、 微 具 唇 或 开裂 ,长 度 接 近 孢 子 半径 或 稍 短 ; 弓形 着 微弱 ,但 完全 ,位 于 赤道 附 

.和 近 ; 接 触 区 不 太 清 楚 , 但 常见 三 个 略微 内 凹 和 大 小 近乎 相等 的 小 区 ， 的 

外 壁 同 质 ,. 中 等 厚 , 表 面 光 滑 , 很 少 裙 皱 ; 棕 至 小 棕色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与 Retusorriletes 属 各 已 知 种 最 突出 的 区 别 在 于 个 体 较 小 ; 与 Apicu- 
liretusispora minuta Lu et Ouyang (1976, 29 页 ) 有 某 些 近似 , 但 不 具 纹 饰 ; R. triangulatu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1976, 29 页 ) 顶 部 具 三 角形 加 厚 。 

三 角形 粒 面 孢 属 Granulatisporites (Ibr.) Pot. et Kr. 1954 

模式 种 Granulatisporites granulatus Ibrahim 1933 

<9 ls i di Granulatisporites ff ai (Luber) Playford 

(图 版 XI, 12, 13) 

1955 Filicitriletes planiusculus Luber, 60], Ah 3, 图 71。 

1962 Granulatisporites planiusculus (Luber) Playford, 583 页 ,图 版 79, A 18, 

1968 Granulatisporites planiusculus (Luber) Playford; in Lanninger, 118 页 ,图 版 21， A 14, 

fit PARR A=AT. ADEA, =WOW.K) 45—63 微米 ( 量 6 粒 ), 平均 52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唇 粗壮 ,一 般 宽 4 一 6 微米 ,接近 或 伸 达 赤道 边缘 ; 近 极 面 无 纹饰 , 远 极 

面 复 以 颗粒 ;颗粒 鳄 状 、 多 半圆 、 密度 中 等 ,分 布 均匀 ,基部 多 不 相连 , 呈 负 网 状 结构 , 粒 径 

约 0.5—1 微米 , 低 夸 ,在 孢子 轮廓 线 上 反映 微弱 ;外 壁 薄 , 约 1 WOKE, 射线 未 端 或 赤道 附 

近 偶 具 带 状 裙 皱 ; 浅 标 黄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原 全 模 标 本 〈Luber，1955) AAW, (ESP Ye Ze et ee 
(Lanninger, 1968) AY G. planiusculus Playford 最 为 接近 。 

AR*LHIZR Cyclogranisporites Pot. et Kr. 1954 

模式 种 Cyclogranisporites leopoldi (Kr.) Pot. et Kr. 1954 

柔弱 圆 形 粒 面 孢 (新 种 ) Cyclogranisporites delicatus sp. nov. 

〈 图 版 I， 图 7，8) 

ATE PBA, A 72—81 微米 ( 量 3 粒 ), 全 模 标本 81 PORK; =H RMB 

FAK, 伸 达 赤道 附近 ; 外 壁 复 以 细 颗 粒 一 锥 刺 状 纹饰 , 分 布 致密 均匀 、 呈 负 网 状 结构 ,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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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 ,轮廓 线 上 反映 甚 弱 ,基部 直径 不 足 0.5 微米 ; 外壁 很 薄 , 厚 约 0.5 LK, SAR KR Eo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三 射线 柔弱 、 细 长 、 外 壁 很 薄 、 多 皱 为 特征 而 区 别 于 Cyclograni- 
sporites 属 各 已 知 种 ;与 本 文 描述 的 Calamospora pannucea Richardson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无 纹 

饰 , 三 射线 较 短 ,顶部 加 厚 。 

EZ RI30R Apiculatisporis Pot. et Kr. 1956 

模式 种 Apiculatisporis (al. Apiculatisporites) aculeatus (Ibr.) Pot. et Kr. 1956 

模式 圆 形 锥 刺 孢 Apiculatisporis aculeatus (Ibr.) Pot. et Kr. 

(图 版 II， 图 19—22) 

1955 Apiculatisporites aculeatus Ibrahim; in Potonié et Kremp, 78 页 ,图 版 14, A 235, 236, 241, 

1956 Apiculatisporis aculeatus Cibr.). Pot. et Kr.,.p. 94.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大 小 41—70 微米 ( 量 9 粒 ) ,平均 49.4 微米 ; 三 射线 可 见 或 

不 清楚 ,不 等 长 , 其 长 度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172 一 3/5; 外 壁 纹饰 绝 大 多 数 为 锥 刺 , 分 布 不 

均匀 , 大 小 不 相同 , 一 般 基 宽 约 2 微米 〈 略 小 于 高 )， 基 部 彼此 通常 不 接触 ， 轮 廓 线 上 约 

24 一 45 粒 ; 某 些 标本 在 三 射线 区 域内 纹饰 较 稀 且 小 ;外 壁 常 不 可 量 ,很 少 裙 皱 ; 黄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除 少 许 标本 锥 刺 较 大 、 较 稀 外 ， 其 他 特征 与 Apiculatisporis aculeatus 

(Ibr.) Pot. et Kr。 颇 接近 。 

圆 形 锥 刺 孢 (未 定 种 ) 2 sp. 

(Aim Iv, 3, 4)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直径 35 一 46 微米 ;三 射线 不 清楚 或 可 识别 ;外 壁 纹饰 多 为 锥 

刺 , 大 小 不 一 , 基 宽 多 数 小 于 2 微米 ,分 布 致密 ， 基部 或 相互 连结 呈 不 规则 网 状 ; 外 壁 厚度 
不 可 量 。 

背 刺 三 缝 犯 属 Anapiculatisporites Pot. et Kr. 1955 

模式 种 Anapiculatisporites isselburgensis Pot. et Kr. 1955 

小 背 刺 孢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Lu et Ouyang 

(AK IV, Al, 2; 图 版 XI, B11)! 

1976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Lu et Ouyang, 31 页 ,图 版 3, A 9, 10, 

，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圆 形 , 大 小 18 一 31 微米 ( 量 27 粒 ) ,平均 23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直 、 具 唇 , 顶 部 常 具 小 三 角形 加 厚 或 开裂 , 长 度 约 为 孢子 半径 的 2/3 或 稍 长 ; LRA 

FE ,纹饰 限 于 远 极 面 ,以 锥 刺 或 颗粒 - 锥 刺 状 纹饰 为 主 , 基 宽 约 0.5 微米 ,并 略 大 于 高 ,分布 

FA ORI HBR EA 20 一 23 粒 ; 外 壁 厚 约 1.5 微米 , 禄 皱 少 ;小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到 峰 山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同 种 标本 十 分 近 做 ,只 是 后 者 较 小 (13 一 20 

微米 )、 纹 饰 较 稀 《〈 少 则 数 枚 ,多 则 16 枚 左右 ); 与 Apiculiretusispora minuta Lu et Ouyang 

(1976, 29 页 ) 的 特征 有 某 些 相似 ,但 后 者 具 马 形 峭 ,代表 不 同 的 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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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ei =44 (SH) Anapiculatisporites dilutus sp. nov. 

(图 版 IT， 图 23—27) 

AE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三 边 或 平 直 、 或 微微 内 止 , 角 部 宽 圆 ,大 小 27 一 3 

微米 ( 量 26 粒 ) ,平均 31.4 微米 ,全 模 标 本 38 OK; =H RAS BMRA. RAS, 长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或 3/5 半径 ; 近 极 面 或 多 或 少 平滑 , 远 极 面 具 颗 粒 一 刺 状 纹饰 ,致密 、 低 

EHR 1 一 1.5 微米 , 刺 高 约 1 微米 ,顶端 近 圆 或 尖 , 基 部 彼此 多 不 接触 ,多 少 呈 负 网 状 结 

构 ; 某 些 标本 角 部 纹饰 较 小 、 较 稀 ; 赤 道 轮 廓 线 在 三 角 部 多 半 和 平滑 ;而 三 边 ( 中 段 ) 则 呈 微 齿 

状 至 微波 状 (图 26、27); 外 壁 一 般 厚 约 1 微米 ,于 三 射线 区 间 较 厚实 , 福 皱 少 ; 棕 黄 至 浅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与 本 文 的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Lu et Ouyang 区 别 在 于 : 后 者 

个 体 较 小 、 三 边 明 显 凸 出 ,纹饰 较 稀 并 以 锥 刺 为 主 ,同时 在 角 部 无 减少 与 变 小 现象 。 

圆 形 块 瘤 孢 属 Verrucosisporites (Ibr.) Pot. et Kr. 1954 

模式 种 Verrucosisporites verrucosus Ibr. 1932 

稠密 圆 形 块 瘤 犯 Verrucosisporites confertus Owens 

(图 版 IV， 图 7) 

1971 Verrucosisporites confertus Owens, 19 页 ,图 版 4, 图 3 一 6。 

描述 ”赤道 轮廓 近 圆 形 ,直径 62 一 74 微米 ( 量 4 粒 ); 三 射线 常 因 纹饰 拥挤 而 不 铺 楚 ; 

外 壁 复 以 致密 的 块 瘤 , 基 部 轮廓 多 角形 或 不 规则 ,顶部 平 圆 ,或 彼此 被 窍 沟 隔 开 、 或 多 少 接 : 

触 , 基 部 大 小 多 为 4.5 一 7 微米 ,高 约 2 一 3.5 微米 ;外 壁 厚度 不 可 量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 晚 泥 盆 世 〈Owens，1971) 的 同 种 标本 基本 相 

同 ,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较 圆 ,射线 清楚 、 在 较 大 的 纹饰 成 分 之 间 具 较 小 的 圆 瘤 。 

Pee eo Apiculiretusispora (Streel) Stree] 1967 

模式 种 Apiculiretusispora brandtii Streel 1964 

)\ BAGS #3 Apiculiretusispora minuta Lu et Ouyang 

(Ali Il, 图 14) 

1976 Apiculiretusispora minuta Lu et Ouyang, 29 7A, 2; B 21—24,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大 小 22 一 28 微米 〈 量 3 粒 ) 三 射线 长 约 为 273 

或 接近 孢子 半径 ,顶部 具 小 三 角形 加 厚 , 角 部 延至 射线 末端 ; SBA SS, RSE 

末端 连结 的 小 部 分 外 ,几乎 全 部 位 于 赤道 ;接触 区 显著 ,三 个 小 区 近乎 相等 , 微微 内 目 , 表 

面 光 诊 或 纹饰 显著 减弱 ;接触 区 以 外 的 外 壁 复 以 短 刺 或 锥 刺 状 纹饰 , 分 布 致密 , 基 宽 常 不 

足 荆 微米 ,并 略 大 于 高 ;外 壁 厚 约 0.5 微米 , 近 极 外 壁 略 薄 ; 棕 色 。 

比较 ”标本 发 现 较 少 ,但 特征 与 曲靖 翟 峰山 早 泥 盆 世 晚期 的 同 种 标本 相同 ;加 拿 大 旱 

Pex HWE HA (McGregor, 1973) 的 Apiculiretusispora minor McGregor 接触 区 内 不 具 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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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 加 厚 。 

颗粒 具 饰 弓 背 孢 Apiculiretusispora granulata Owens 

(图 版 XI， 1—5, 9) 

1968 Rezusotriletes granulatus Lanninger，113 页 ,图 版 20, 图 3 . 

1971 Apiculiretusispora granulata Owens，15 页 ,图 版 3, 图 2、3、6、8。 

1975 Apiculiretusispora granulata Owens; in Higgs, 图 版 1, 图 26。 

1976 Apiculiretusispora plicata (Allen) Streel; in Lu et Ouyang, 297], A U, 18—20, 

aE PH SA, 50 一 94 微米 量 70 粒 ) ,平均 73.6 微米 ; 三 射线 
清楚 或 可 识别 ,或 具 唇 ,其 长 约 为 钨 子 半径 长 的 2/3 一 4/5; SUSE BOE MK SH 
清楚 ;表面 无 纹饰 或 微 粗糙 ;接触 区 以 外 的 外 壁 表 面具 颗粒 状 纹饰 ,分 布 密集 ,基部 多 不 连 
结 , 粒 径 一 般 约 1 微米 , 远 极 区 粒 径 较 大 ( 约 1.5 BOR) 或 不 规则 、 较 密 , 基 部 有 时 接触 ; 外 
BE 1 一 2 微米 , 薄 者 多 皱 ; 浅 棕 黄 至 棕色 。 

比较 ”当前 种 与 Apiculiretusispora plicata (Allen) Streel 实际 上 难以 区 分 , 因此 ,本 

” 文 描 述 的 _4. granulae 种 中 包括 笔者 等 《1976) BAA A. plicata 种 名 下 的 分 子 在 内 。 

颗粒 具 饰 弓 关 孢 (比较 种 ) Apicaliretusispora cf. granulata Owens 

(All XI, 图 6 一 8) 

描述 ”赤道 轮 廊 圆 形 至 近 圆 形 , 直径 32 一 48 微米 ; 三 射线 多 数 清楚 ,简单 或 多 少 具 

iS, 3/4 至 接近 孢子 半径 长 ;弓形 兰 完 全 、 穿 、 或 在 射线 末端 两 侧 最 清楚 ;接触 区 外 壁 略 薄 ， 
表面 无 纹饰 ;接触 区 以 外 的 外 壁 具 细 颗 粒状 纹饰 ,致密 或 密度 中 等 。 粒 径 常 小 于 0.5 微米 ， 
并 略 大 于 高 ,轮廓 线 上 大 多 几乎 无 显示 ; 远 极 外 壁 较 厚 , 约 1 一 2 OK RE), BRS 

见 ; 涛 棕 至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个 体 较 小 ,颗粒 较 细 ， 保 留 地 放 在 该 种 名 下 。 

细 瘤 具 饰 弓 背 孢 (新 组 合 ) Apiculiretusispora microverrucosa 

(Bharadwaj, Tiwari et Venkatachala) comb. nov. 

(图 版 Ul, A 9, 10, 14—18) 

1971 Cymbosporites microverrucosa Bharadwaj et al., 157 页 ,图 版 2, 图 37—43,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亚 三 角形 ,子午 轮 廓 半圆 球形 ， 大 小 25 一 40 微米 〈 量 120 

AL), 平均 31.2 HK SHWRS RUE. SDR, 等 于 或 接近 孢子 半径 长 , 末端 与 弓形 俏 

连结 ; 弓形 糊 通 常 清楚 完全、 加 厚 并 呈 不 规则 的 赤道 环 状 构造 ,其 近 极 部 分 表面 光滑 (图 

9) ,一般 宽 约 4 微米 ;接触 区 多 半 显 著 , 表 面 无 纹饰 ,其 外 壁 较 远 极 略 薄 ; 远 极 表面 具 细 颗 

粒 、 粗 颗粒 一 小 瘤 状 纹饰 等 , 分 布 不 致密 , 大 小 不 均匀 ， 基部 或 连结 , 一 般 基 宽 1 一 1.5 ik 

米 , 赤 道 轮廓 线 呈 微波 状 或 微 锯齿 状 ; 黄 棕 至 棕色 。 
讨论 ”当前 标本 数量 较 多 , 约 占 上 部 组 合 的 12.75—58.22%; 纹饰 成 分 也 较 “ 杂 ; 是 

己 形 养 加 厚 还 是 外 壁 在 赤道 部 位 的 加 厚 ,抑或 两 者 并 存 ? 尚 待 进一步 观察 。 然 而 ,存在 写 
形状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因此 ,笔者 认为 , 归 人 Apiculiretusispora RREZVAA Cymbosporites 属 

更 为 适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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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AMS#F#ia(sFM) Apiculiretusispora crassa sp. nov. 

(FARR IL, 图 17, 18) 

TE ABH MAL ,直径 94 一 111 微米 ( 量 8 粒 ), 平 均 100.4 微米 , 全 模 标 本 94 HK ， 

米 ; 三 射线 清楚 、 直 或 微微 弯曲 , 唇 低压 、 宽 1.5 一 4 微米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273 一 4/5， 来 

端 与 弓形 糊 连结 ;弓形 将 清楚 、 完 全、 或 多 或 少 加 厚 , 外 缘 界 限 通常 较 内 缘 清 楚 ; ASB 

为 界 的 接触 区 近 于 圆 形 , 区 内 外 壁 较 孢 子 其 余部 分 不 是 减 薄 而 是 略 略 加 厚 , 但 纹饰 部 分 却 

减弱 ; 近 极 面 的 其 余部 分 和 整个 远 极 面 具 颗 粒 纹饰 , BMAF 0.5 微米 , ME 

赤道 边缘 (突起 ) 反 映 微弱 ;外 壁 厚 约 1 微米 , 常 具 大 型 带 状 福 皱 ,向 两 头 逐 渐变 尖 , 多 数 标 

本 的 福 皱 似乎 限于 远 极 面 或 赤道 部 位 \ 并 略 平行 于 赤道 ; 黄 棕 至 棕色 。 

比较 ”与 本 文 描述 的 A. granulata Owens 恰恰 相反 ， 其 接触 区 外 壁 较 苞 子 其 余部 分 

略 薄 ,同时 赤道 外 壁 较 厚 ,不 具 大 型 带 状 禄 皱 ; 新 种 A. pseudozonalis sp. nov. SBA 

”赤道 ,并 加 厚 而 构成 一 界限 不 清楚 的 “ 带 环 ”, 个 体 也 小 (42 一 58 OK) 0 

假 环 具 饰 弓 背 孢 GH) Apiculiretusispora pseudozonalis sp. nov. 

(图 版 .IIT， 图 11--13) 

ATE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圆 三 角形 ,子午 轮廓 半圆 形 , 大 小 42 一 58 微米 ( 量 5 A) 

均 50.6 微米 , 全 模 标 本 52 WK HHA SORE, 向 赤道 逐渐 加 宽 和 隆起 , 一 般 宽 

1 一 2.5 微米 , 末端 与 加 厚 的 弓形 峭 合并, 射线 长 等 于 孢子 半径 ; SAITO. 常 因 加 

厚 而 略微 超出 赤道 、 或 构成 一 界限 不 清楚 的 “ 带 环 ”, 假 环 与 近 极 外 壁 多 为 渐变 关系 ， 宽 

约 5 一 6 微米 ;三 个 小 接触 区 明显 内 凹 ,其 总 面积 不 小 于 近 极 面 , 表面 光滑 ; BRB 

颗粒 ,大 小 均匀 、 分 布 致密 ,直径 约 0.5 微米 , 低 矮 ,基部 有 时 相互 接触 ;外 壁 薄 , BL SRS 

浅 棕 色 。 

比较 ”本文 描述 的 A. granulata Owens 三 射线 较 短 (孢子 半径 的 2/3 一 4/5)， 弓形 着 

较 窗 、 纹 饰 大 小 不 均匀 。 

AffSHtif( KEP) Apiculiretusispora sp. 

(图 版 II, 图 15， 16) 

描述 ”赤道 轮廓 三 角形 ,大 小 36 微米 ; 三 射线 接近 孢子 半径 长 , 顶部 具 三 角形 加 厚 ; 

弓形 脊 穿 , 不 完全 清楚 ;接触 区 表面 无 纹饰 ; 远 极 外 壁 复 以 颗粒 ,致密 ,均匀 ,基部 多 半 互 不 

接触 , 粒 径 1 一 1.5 微米 , 略 大 于 高 ;外 壁 厚 约 1 微米 ; 浅 棕 色 。 

#0 S832 Verruciretusispora Owens 1971 

模式 种 OVerruciretusispora robusta Owens 1971 

2AM SH#38 Verruciretusispora pallida (McGregor) Owens 

(ARG WL, 图 19—21; 图 版 IT, 图 4) 
1960 Lycospora pallida McGregor, 36 页 ,图 版 12 , 图 11 和 图 版 13 ,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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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Verruciretusispora pallida (McGregor) Owens，24 页 ,图 版 6, 图 1 一 4。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近 极 面 微 凸 , 远 极 面 半 圆 球形 ,大 小 39 一 63 微米 ( 量 29 粒 )， 
平均 57.2 微米 ;三 射线 绝 大 多 数 清楚 , 或 多 或 少 具 唇 和 隆起 ,向 赤道 逐渐 变 罕 、 变 低 ; 一 般 
#225 1.5 微米 ,接近 孢子 半径 长 ; 弓形 峭 明 显 、 厚 实 , 表面 光滑 (图 4), eT RRR 
道 边缘 ,与 近 极 外 壁 为 渐变 关系 ;接触 区 明显 ,表面 多 半 无 纹饰 ,赤道 部 位 和 整个 远 极 外 壁 
复 粗 颗粒 状 或 小 瘤 状 纹饰 ,基部 轮廓 多 为 近 圆 形 , 彼 此 较 少 接触 , 宽 略 大 于 高 , 一 般 约 1 一 

1.5 微米 ,顶端 或 具 小 刺 ; 标 黄 至 浅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本 文 描述 的 Verruciretusispora magnifica (McGregor) var. magnifica 

Owens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纹饰 为 块 瘤 \ 且 大 得 多 ; 而 欧文 斯 《Owens，1971) 描述 的 Verru- 

ciyetalsijpo1j0 robusta 纹饰 为 圆 瘤 , 较 大 (1.5 一 9.2 ROK) Be (2 一 4 微米 )、 分布 稀 散 。 

AFBBH SHH Verruciretusispora megaplatyverruca Lu et Ouyang 

(A XI, 10) 

1976 Verruciretusispora megaplatyverruca Lu et Ouyang, 31 页 ,图 版 3, 图 3 一 6。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直径 90 一 189 微米 ( 量 8 粒 ) ,平均 125.3 微米 ; 三 射 

线 常 因 纹饰 稠密 和 大 型 裙 皱 而 不 清楚 MUS RAIA ER 3/4 一 4/5; SBA 

弱 或 甚 穿 ; 接触 区 通常 仅 在 较 小 的 标本 上 可 见 ， 表面 无 纹饰 ; 接触 区 以 外 的 外 壁 具 平 瘤 纹 

” 饰 , 低 狼 .频密 \ 而 互 不 接触 ,因此 常 呈 不 规则 负 网 状 结构 ,基部 形状 不 规则 或 多 角形 ,一 般 
大 小 约 3 微米 ,高 常 小 于 1 微米 ,顶端 多 少 平 圆 或 具 不 规则 突起 ;外 壁 厚 约 3 微米 , 常 具 不 

规则 大 型 带 状 裙 皱 ; 棕 色 。 
比较 ”当前 种 与 本 文 描述 的 让. pallida (McGregor) Owens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弓形 糊 

HAS BS; V.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Owens 纹饰 为 块 瘤 ， a 吉成 

粗 蠕虫 状 。 

ABM SHIWAZH Verruciretusispora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Owens 

(图 版 IE， 图 1 一 3、5 一 8) 
1960 Lycospora magnifica McGregor, 35 页 ,图 版 12, 图 5、 图 版 13, 图 2 一 4。 
1971 Verruciretusispora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in Owens，22 页 ,图 版 5, 图 1 一 6。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 侧 面 观 近 极 面 多 半 平 或 徽 四 凸 ， 远 极 面 半圆 球 

形 , 大 小 62—94 微米 ( 量 104 AE), EY 74.5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多 少 具 层 , 微 弯曲 , 宽 2 一 6 

微米 , 伸 达 赤道 边缘 ; 号 形 峭 位 于 赤道 并 加 厚 呈 一 假 环 状 构造 , 其 内 缘 与 近 极 外 壁 为 渐变 

关系 ,表面 光 请 (图 3),， 外 缘 或 与 赤道 重 倒 ;接触 区 等 于 近 极 面 , 外 壁 ( 马 形 峭 加 厚 除 外 ) 较 

远 极 略 薄 ,表面 无 纹饰 或 微 粗 糙 ; 远 极 复 以 块 瘤 纹 饰 ,致密 , 基部 轮廓 不 规则 ， 常 彼 此 连结 

Dorie HK, 基 宽 2 一 5 WOK, 高 1 一 2 WOK, 很 少 高 过 2 微米 , 纹饰 顶部 在 远 极 区 多 为 平 

圆 ,而 在 赤道 区 则 圆 至 钝 从 , 尖 者 顶端 常 具 一 小 刺 , 其 高 约 0.5 微米 ;在 某 些 标本 上 CA 6、 

7)， 远 极 极 区 常 具 一 加 厚 区 , 其 外 缘 与 孢子 轮廓 基本 一 致 ， 界 眼 有 时 清楚 , 约 伸 至 1/2 fa 

子 半径 处 ,因此 在 极 面 标本 上 , 于 环 状 马 形状 与 极 区 之 间 具 一 较 亮 的 环 带 区 ; 外 壁 厚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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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 ERE 
讨论  V.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Owens 和 V. pallida (McGr.) Owens | 

FEAXAFAAKAH HARMAN; 两 种 之 间 看 起 来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但 严格 地 说 ， 

又 无 截然 不 同 的 界限 ,仅仅 是 以 纹饰 的 大 小 和 性 质 等 作为 划分 种 的 依据 ,如 本 文 描述 的 这 

两 种 的 标本 , 前 者 是 块 瘤 状 纹饰 , 基部 轮廓 不 规则 ,多 连结 ; 后 者 是 粗 颗粒 状 或 小 瘤 状 纹 

饰 , 基 部 轮廓 多 为 近 圆 形 、 彼 此 接触 较 少 。 i 

另外 ， 当 前 标本 与 原 全 模 标本 (McGregor, 1960, AK 12, 5) 和 Owens 的 标本 

(1971, 图 版 5, 图 2、4) 也 有 微细 差别 : 后 两 者 的 标本 其 近 极 面 粗糙 ， 远 极 面 在 块 瘤 之 间 

常 夹 杂 着 小 锥 刺 和 颗粒 。 

434) 3334 Emphanisporites McGregor 1961 

属 征 ” 三 给 无 环 * 小 "孢子 , 近 极 面具 发 育 良好 的 辐射 状 的 肋 纹 ; AT, KA 

颗粒 \ 锥 刺 、 块 瘤 状 纹饰 ,或 具 一 远 极 环 状 加 厚 。 

比较 ”本 属 以 其 辐射 状 的 肋 纹 限 于 近 极 面 为 特征 而 不 同 于 其 他 三 颖 钨 各 属 。 Hystri- 

cosporites 属 的 某 些 种 也 显示 这 种 特征 ,但 具 末 端 两 分 又 的 锚 刺 状 纹饰 。 
模式 种 Emphanisporites rotatus McGregor 1961 

DHA ”世界 各 国 ,主要 为 泥 盆 纪 。 

$Pynteee S #3 Emphanisporites epicautus Richardson et Lister 

(图 版 XI, 21,22) 

1969... Emphanisporizes epicautus Richardson ét Lister, 223 1, 38, A] 13—15,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直 径 63—78 微米 〈 量 5 粒 ), 平均 70.4 微米 ; 三 射线 

清楚 、\ 简单、 顶部 币 具 三 角形 带 状 加 厚 RT KER: SRA SEEM , 绝 大 部 分 位 于 

赤道 ;接触 区 略 等 于 近 极 面 , 表 面具 辐射 状 肋 纹 ̀ 柔 弱 , 宽 略 大 于 高 , 约 0.5 微米 , 每 两 两 射 

线 间 约 10 一 15 条 肋 纹 , 伸 达 马 形状 ;有 时 微微 弯曲 并 分 又 ; 远 极 面 无 纹饰 ; 外 壁 厚 1 一 1.5 

微米 , 常 具 带 状 裙 皱 ; 黄 至 浅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英国 早 泥 盆 世 早期 (Gedinnian) 的 Emphanisporites epicautus Rich. 

et List. (1969, 223 页 ) 颇 接 近 , 只 是 后 者 个 体 较 小 (25—40 HOCK); 本 文 描述 的 Rezuso- 

triletes rugulatus Riegel 为 不 规则 的 细 网 脉 状 纹饰 ,个体 也 较 大 (平均 97.5 微米 )。 

锚 刺 孢 属 Hystricosporites McGregor 1960 

属 征 ” 三 颖 小 孢子 或 大 孢子 ， 赤 道 轮 廓 亚 圆 形 ; 孢子 近 极 面 和 远 极 面具 类 长 的 附属 

物 ; 附 属 物 彼此 分 离 , 从 基部 向 顶端 逐渐 变 尖 ,末端 锁 状 两 分 又 。 
比较 Nikitinsporites (Chaloner 1959) Lu et Ouyang 1976 和 Ancyrospora (Richard- 

son 1960) Richardson 1962 都 具 类 似 附 属 物 “〈 即 锁 刺 状 纹饰 )， 但 ”Nakzzzsporzter JRW 

大 孢子 属 ， 且 近 极 面 无 纹饰 ,同时 三 射 唇 相当 发 育 、 或 强烈 隆起 并 几乎 占据 整个 近 极 面 ; 

Ancyrospora 属实 际 上 常用 于 小 孢子 ,并 具 赤 道 环 或 假 环 。 
模式 种 Hystricosporites delectabilis McGregor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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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时 代 HEN ACE ER Hh SR 3 Aah 

细 锚 锚 刺 孢 (比较 种 ) Hystricosporites cf. microancyreus Riegel 

(Al Iv, Ay 14, 15)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大 小 5—92 微米 ; 三 射线 强烈 隆起 ,或 多 或 少 呈 有 颈 状 凸 起 ， 

几乎 占据 整个 近 极 面 ,高 达 20 一 24 微米 ,表面 微 粗 糙 ̀ 或 近似 海绵 状 ; 远 极 面 强烈 凸 出 , 略 

旦 半圆 球形 ,其 表面 和 赤道 区 复 以 锚 刺 状 纹饰 ,分 布 较 密 或 较 稀 ,， 刺 长 15 一 20 微米 , 表面 

光滑 ,向 末端 逐渐 变 尖 ,顶端 两 分 叉 极 小 \. 常 脱落 ;外 壁 厚度 不 可 量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德国 早 泥 盆 世 晚期 (Riegel 1973) 的 H. microancyreus Riegel 的 

特征 较 接 近 , 但 因 仅见 郊 两 粒 且 保 存 人 佳 ， 所 以 保留 地 归 人 该 种 名 下 。 

SRF 未 定 种 1) Aystricosporites sp. 1 

(图 版 IV， 图 17) 

描述 “一 粒 侧面 标本 ,三 射 层 从 赤道 向 顶端 强烈 隆起 ,高 达 52 微米 ,并 略 大 于 孢子 远 
” 极 半 球 极 高 (45 微米 )， 表面 光滑 ; 远 极 具 刺 状 纹饰 , 较 稀 并 多 半 断 落 。 

$4 #1 3( FE RP 2) Hystricosporites sp. 2 

(Al Iv, & 18) 

描述 抱 子 本 体 赤 道 轮廓 略 呈 三 角形 ,不 透 光 ,大 小 约 80 微米 ; 锚 刺 粗壮 , 由 基部 向 

顶端 逐步 变 穿 , 至 末端 两 分 又 ( 绝 大 多 数 脱落 ); 刺 长 28 一 42 微米 , 基 宽 10 一 14 微米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本 文 描述 的 Hystricosporites sp. 1 的 区 别 在 于 刺 较 大 ,未 见 强 烈 隆 

N= HB. 

$5 83 (F A} 3) Hystricosporites sp. 3 

(Ahk Iv, A 16)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亚 三 角形 ,大 小 ( 除 刺 外 ) 93 微米 ; 近 极 面 光滑 , 远 极 面 和 赤 

道 区 具 锚 刺 状 纹饰 ;形状 略 似 喇叭 : 基部 脱 大 , 往 上 逐渐 变 罕 至 (2/3 或 4/5 刺 长 ) 近 末端 

BARR, mA XL, BH WU? 字形; 锚 刺 表面 光滑 , 基 宽 10 一 16 微米 , 刺 长 18 一 22 

微米 ,小 分 叉 长 3 一 5 微米 ;本 体 不 透明 。 

比较 ”本 文 描述 的 Hystricosporites sp. 2 刺 较 长 (28 一 42 微米 )、 末 端 分 又 不 呈 “U?” 

字形 ;与 Hystricosporites sp. 1 的 区 别 在 于 无 强烈 隆起 的 三 射 唇 。 

平 网 孢 属 Dictyotriletes (Naumova, 1937) Potonié et Kremp 1954, 1955 

属 征 ”三 颖 "小 “孢子 ,赤道 轮廓 三 角形 至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长 短 不 一 ;外 壁 网 状 纹饰 ,网 

BH ,网 穴 浅 平 , 直 径 较 大 ;轮廓 相当 平 谓 , 微 呈 不 规则 波状 或 钝 齿 状 ; 无 连接 网 峭 的 膜 
(Haute) 

bee = Reticulatisporites (Ibr. 1933) Pot. et Kr. 1954 HRA RH, WAS mAla Ale, * 

模式 种 Dictyotriletes bireticulatus (Ibr.) Pot. et Kr. 1955 



20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14 号 

SHAR HRS MAAR 

SAK M3 (新 种 ) Dictyotriletes destudineus sp. nov. 

(Alm Iv, 5, 6) 

种 征 “ 全 模 标 本 赤道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37 微 米 ; 三 射线 简单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273; 

” 除 三 射线 区 域外 ,外 壁 复 以 网 状 纹饰 ,网 穴 较 规则 、\ 多 为 六 边 形 , AE ,高 不 足 1 微 米 ， 
基 宽 约 工 微米 ,顶端 钝 尖 ;, 圆 突 浅 平 ,直径 7 一 9 微米 ;外 壁 厚 约 1 微米 ; MBAR, SB 

宽 微 波状 ; 浅 棕 色 。( 图 6 标本 归 和 人 本 属 种 作 了 保留 )。。 

比较 ”西班牙 早 泥 盆 世 的 Dictyotriletes gorgoneus (Cramer, 1966) 的 网 穴 主 要 为 不 

规则 五 边 形 ,网 穴 较 小 (2 一 3 BOK) 孢子 较 小 (16 一 20 微米 )s 

#: Hj Rhabdosporites Richardson 1960 

RE NK HRPEAT. AEMARPERDYDAVACERAL ,前 者 完 

SORAB FFRABA (limbus), ， 后 者 膜 状 ,光滑 ;气囊 表面 由 棒 (rod) 状 纹饰 组 成 ,分 
布 均匀 、 稠 密 ; 棒 两 边 平 行 ， 顶 部 平 截 ; 抱 子 原 为 圆 球形 或 接近 圆 球形 ， 本 体贴 附着 近 极 

面 。 

比较 ”本 属 与 Gomorpora 和 Remysporites Butterworth et Williams 1958 的 区 别 在 

于 : Glomospora 的 纹饰 由 螺旋 状 的 或 平行 的 状 〈ridges) 所 组 成 ,而 Remysporites 的 气 诈 

Ith SAARI 

模式 种 Rhabdosporites langi (Eisenack) Richardson 1960 

SANE 中国、 英国 等 , 泥 盆 纪 。 

on 

波状 棒 面 孢 ( 比 较 种 ) Rhabdosporites cf. cymatilus Allen 

(图 版 IV， 图 8，9)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内 层 轮廓 与 其 基本 一 致 ,大 小 64 微米 ( 仅 3 粒 )3; 三 射 

线 通 常 不 清楚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2/3 一 3/4; DRBUAKBER, BRADHS ERA 
则 , 仅 在 赤道 部 位 略 呈 辐射 状 分 布 , 宽 1.8 一 3 微米 ,高 约 2 微米 ,表面 光滑 ; 外 壁 表面 多 少 

粗糙 至 内 颗粒 状 结构 , 厚 约 2 一 4 微米 ; 浅 棕 色 。 

rR SRA (Allen, 1965) 将 状 裙 皱 较 规则 , 波状 多少 呈 辐射 状 ; 当前 标本 
的 福 皱 不 如 前 者 规则 ,标本 发 现 也 少 , 所 以 保留 地 归 人 该 种 名 下 。 

有 具 环 棒 面 孢 (新 种 ) Rhabdosporites zonatus sp. nov. 

(图 版 IJV， 图 10) 

种 征 ， 钨 子 赤道 轮廓 和 本 体 轮廓 均 为 圆 三 角形 ,大 小 54 一 60 微米 ,全 模 标 本 60 微米 

《本 体 46 微米 ); 三 射线 可 见 或 清楚 , 具 唇 向 赤道 逐渐 增 宽 , 最 宽 达 3 微米 ,等 于 孢子 半径 

长 ;中 央 本 体 清 楚 , 沿 轮廓 线 具 一 环 状 加 厚 〈(?)， 宽 约 7 微米 ,表面 粗糙 ;外 壁 厚度 不 可 量 ， 

“表面 具 颗 粒状 纹饰 ,致密 ̀ 细 小 。 

ree SAAR AR AK SRK, BF RA. cymatilus Allen 和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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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mmus Allen; 同时 ,后 者 远 极 面 通常 有 三 条 辐射 状 袜 皱 , 并 恰好 位 于 相当 三 射线 之 间 的 

部 位 。 

F453 Geminospora Balme 1962 

FARM Geminospora lemurata Balme 1962 

TIRE eR} Geminospora punctata Owens © 

(图 版 V， 图 12—16) 

1971 Geminospora punctata Owens，61 页 ,图 版 19, 图 1 一 ?9。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直 径 54 一 72 微米 ( 量 8 粒 ), 平均 69.7 微米 ; 三 射线 
通常 清楚 简单，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2/3 一 4/5; HERE, 内 层 薄 ,与 外 层 一 般 无 明显 的 

分 离 ; 外 层 栎 状 ,在 远 极 区 最 厚 , 约 7 一 9 WK, 赤道 区 次 厚 , 约 3 一 6 微米 , 向 近 极 区 逐渐 

减 薄 ,至 三 射线 区 明显 变 薄 ;表面 穴 状 致密 , 穴 径 约 1 微米 ,由 表 及 里 逐渐 扩大 ,贯穿 整个 

外 层 , 究 与 穴 之 间 呈 内 棒状 结构 ,在 极 压 标本 上 尤为 显著 “ 棒 头 ”直径 略 大 于 穴 口 直径 ;在 

某 些 标本 上 ,外 壁 表面 (或 局 部 ) 粘 有 不 规则 的 囊 状 物 (?) ,不 成 层 , 但 在 三 射线 区 域内 微弱 

或 缺失 ; 橙 褐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晚 泥 盆 世 〈Owens，1971) 的 标本 相当 接近 ,只 是 

内 层 与 外 层 无 明显 分 离 现象 ,但 从 该 作者 的 部 分 图 照 (图 版 19, 图 1 一 4) 上 看 去 , 又 几乎 

是 没有 多 少 差别 ;本文 描述 的 G. verrucosa Owens 具 不 规则 块 瘤 状 纹饰 。 

瘤 面 腔 标 孢 Geminospora verrucosa Owens 

(图 版 V， 图 17,，18) 

1971 Geminospora verrucosa Owens, 63 页 ,图 版 19, 图 10 一 12。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亚 三 角形 ,大 小 49 一 72 微米 〈 量 BL), 平均 58 微米 ;三 射 

线 大 多 清楚 ,简单 ,等 于 内 孢 体 半径 长 ;外 记 两 层 ,彼此 无 明显 分 离 ;外 层 栎 状 , 近 极 一 赤道 

部 位 和 整个 远 极 面 覆 以 不 规则 块 瘤 状 或 (少数 ) 锥 瘤 状 纹饰 , 块 疤 顶端 多 半 平 或 圆 ,基部 彼 

此 连接 , 呈 不 规则 网 状 , 纹 饰 成 分 大 小 3 一 5.5 微米 ,高 约 3 微米 , 近 极 面 纹饰 显著 减弱 ; 外 

层 于 远 极 最 厚 约 6 一 9 微米 ,于 赤道 区 3 一 4.5 微米 ;外 壁 不 具 内 结构 ; 橙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晚 泥 急 世 的 标本 (全 模 标 本 ) (Owens, 1971, Ah 
19, 图 10) 较 为 近似 ,两 层 无 明显 分 离 , 外 层 不 具 点 穴 状 结构 。 

J}230)R Perotrilites (Erdtman 1947) Couper 1953 

属 征 =4AT ASR PRAAKPEHR-AVAEAL ,被 一 明显 的 周 壁 所 包 国 ; 

中 央 本 体 和 周 壁 或 光 面 或 具 纹饰 ?大 小 ( 周 壁 除外 ) 小 于 200 微米 ,全 模 标 本 60 微米 。 
模式 种 ”Perotrzlztes granulatus Couper 1953 

SH HASSE A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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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 Perotrilites laevigatus sp. nov. 

(Ail XI, A 23, 24) 

AE 中央 本 体 赤 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圆 形 , 直径 38 一 48 微米 〈 量 8 粒 )， 平 均 45.1 微 

米 , 全 模 标 本 45 微米 ; 三 射线 清楚 简单 , 约 为 钨 子 半径 长 的 2/3 或 稍 短 ; 外 壁 表面 光滑 ， 

或 局 部 微 粗糙 , 厚 约 1.5 GOK, LS, 被 一 明显 的 周 壁 所 包围 ; 浅 棕色 。 周 壁 明 显 , 光 

滑 , 多 裙 皱 并 在 某 些 标本 上 多 少 呈 辐射 状 排列 , 色 浅 黄 。 
比较 ”本 文 描述 的 另 一 新 种 _P. conicus sp. nov. 远 极 外 壁 具 锥 刺 ; P. ergatus Allen 

(1965, 731 页 ) 较 大 (71 一 124 微米 )。 - 

锥 刺 周 壁 孢 (新 种 ) Perotrilites conicus sp. nov. 

(图 版 IX, 1-3) 

种 征 ”中 央 本 体 赤 道 轮 廓 亚 圆 形 ,直径 67 一 72 微米 ,全 模 标本 72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简单 \ 直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2/3; 远 极 外 壁 具 锥 刺 , Mio. (KR, 基 宽 略 大 于 刺 高 (2 一 3 

微米 ); 近 极 外 壁 无 纹饰 或 微 粗糙 ;赤道 外 壁 厚 约 4.5 微米 ;完全 被 周 壁 所 包围 。 周 壁 明 显 ， 

具 细 内 颗粒 状 结构 ,表面 具 刺 至 锥 刺 状 纹饰 , ORB, 较 中 央 本 体 的 纹饰 略 小 或 不 甚 明 

显 , 常 有 破损 。 
比较 ”斯 瓦 巴 德 群岛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Perorrilites ergatus Allen (1965, 731 页 ) HR 

本 体 不 具 纹饰 ,外 壁 不 等 厚 , 周 壁 于 近 极 面 通常 具 三 放射 状 福 皱 , 并 伸 达 赤道 边缘 , 远 极 面 

fi RAAB; Perotrilites eximius Allen《〈 同 上 ) 外 壁 为 三 层 , 多 数 锥 刺 顶 端 带 有 小 刺 

或 两 分 又。 

周 壁 孢 (未 定 种 ) Perotrites sp. 

(图版 区 ， 图 和 | 

描述 ”中 央 本 体 赤 道 轮廓 近 圆 形 ,直径 47 微米 (仅见 一 粒 ); 三 射线 简单 1/2 A 

半径 长 ;外 壁 厚 约 2.5 微米 , 细 内 颗粒 状 或 微 粗 糙 ; 周 壁 明 显 , 表 面 光 滑 ,破碎 。 

网 面 周 壁 孢 属 (新 属 ) Peroretisporites gen. nov. 

BE ”辐射 对 称 三 颖 孢子 。 中 央 本 体 赤 道 轮廓 亚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全 模 标 本 大 小 ( 周 
壁 除外 ) 132 微米 ;网 状 纹饰 限于 本 体 远 极 面 , 近 极 面 无 纹饰 ; 外 壁 厚实 。 周 壁 明显 , 表面 
光滑 或 具 纹饰 

比较 ”本 新 属 因 具 明显 的 周 壁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各 网 纹 孢 属 ; 又 因 远 极 外 壁 具 网 纹 而 不 
同 于 其 他 各 周 壁 孢 属 。 

FAK  Peroretisporites distalis gen. et sp. nov, 

分 布 时 代 ”云南 沾 益 ,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Givetian)。 

远 极 网 面 周 壁 孢 (新 属 、 新 种 ) Peroretisporites distalis gen. et sp. nov. 

(图 版 IX, 图 5 一 7; 插图 1) 

特征 ”中 央 本 体 亦 道 轮廓 亚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前 者 常 是 一 角 钝 从 , 二 角 钝 圆 , 三 边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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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1 Peroycetzstpoyzitey distalis gen. et sp. nov. 

(SRAM Ix, A 6) 

出 ;大 小 ( 除 周 壁 外 ) 105—132 微米 ,全 模 标 本 132 WKH HRB. SPR A 

AEE JRE ,一 般 宽 和 高 9 一 16 微米 ; 中 央 本 体 近 极 面 无 纹饰 , 远 极 面 具 网 状 纹饰 ， 

网 究 多 为 四 边 形 五 边 形 或 不 规则 , 穴 径 较 大 , 一 般 10 一 20 HK, 大 者 可 达 30 一 40 微米 ， 
RA Be JE 4 PKL BRAMAN. BRA 10 一 15 微米 (赤道 区 略 高 ); 本 

体外 壁 厚实 , 约 6 一 10 微米 ,表面 光滑 ， 具 细 内 颗粒 状 至 海绵 状 结构 , 完全 被 周 壁 所 包围 ; 
JARDA, FSR Sm RAK, RAC See LER OLA). 细 内 颗粒 状 结构 清 

> aD 

标本 虽 较 少见 ,但 特征 明显 ,与 众 有 别 , 故 另 立 新 属 种 。 

ERB Stenozonotriletes (Naum.) Pot. 1958 

模式 种 Stenozonotriletes conformis Naum. 1953 

SHREW Stenozonotriletes clarus Ischenko . 

(图 版 VI, 1) 

1968 Stenozonotriletes clarus Ischenko; in Lanniger, 139 页 ,图 版 24, A5,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亚 三 角形 ,大 小 41 一 56 WOK GE 14 AL), 平均 49.9 微米 ; 

SHRA ARMM, AARP EAR 4/5 或 更 长 ; 带 环 帘 约 2.5 一 4 微米 ; ThE 

光亮 平滑 或 具 内 点 状 结构 ;多 为 浅 棕 色 。 

加 厚 宏 环 孢 Stenozonotriletes inspissatus Owens 

(图 版 VI， 图 2、3) 

1971 -Stenozonotriletes inspissatus Owens, 37 页 ,图 版 10, 图 3, 6, 10, 

fk PHA, Be 58 一 72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且 直 , 末端 或 微 两 分 又 , 夹 角 锐 

(<20°), 又 直 , 长 约 2.5 微米 ;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薄 ， 点 状 结构 清楚 ;外 层 于 赤道 部 位 强烈 

加 厚 , 形 成 一 赤道 环 , 环 厚 和 宽 基 本 均匀 , 宽 约 5 一 6.5 微米 , 同 质 ,表面 光滑 ; 橙 棕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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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本 文 描述 的 Se. clarus Ischenko 的 区 别 在 于 环 略 宽 、 外 壁 同 质 ， 赤 

道 轮廓 较 圆 直径 略 大 ,但 数量 较 少 。 与 原作 者 (Owens, 1971, 37 页 ) 描述 略 不 同 的 是 三 

射线 末端 具 小 分 又, 而 外 层 表 面 不 具 难 以 察觉 的 小 颗粒 状 纹饰 。 

内 棒 罕 环 孢 (新 种 ) Stenozonotriletes interbaculus sp nov. 

(图 版 XI, 16, 17) 

ATE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 大 小 43 一 81 微米 〈 量 4 粒 ), 平均 60.3 微米 , 全 

模 标本 70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且 直 多 少 具 唇 ,至 少 伸 达 环 内 缘 , 环 帘 5 一 10 微米 ;外 壁 厚度 

不 可 量 , 具 致密 的 内 棒状 结构 ,表面 微 粗 糙 至 细 鲜 点 状 ;小 棕 至 棕色 。 
比较 ”本文 描 述 的 St. inspissatus Owens 和 Geminospora punctata Owens Ail AB 

厚 , 但 外 壁 不 具 内 棒状 结构 ; RA BRANR RA, BRM MBARKWE. 

#479 Densosporites (Berry 1937) Pot. et Kr. 1954 

模式 种 ”Dezsorborziter covensis Berry 1937 

套 环 孢 (未 定 种 ) Densosporites sp. 

(AR VIL, 4)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 角 部 钝 圆 , 三 边 或 多 或 少 凸 出 ,大 小 63 WK MM); = 

射线 可 见 , 伴 有 突起 并 弯曲 的 福 皱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5/7; 外 壁 两 层 , AB, BA 1 

米 ,形成 一 亚 圆 形 的 内 孢 体 ,直径 约 25 BOK; 外 层 于 赤道 加 厚 , 呈 一 带 环 , 宽 10 一 15 微米 
〈 角 部 ), 内 颗粒 状 结构 显著 ,边缘 不 完全 平滑 。 

比较 ”与 苏格兰 早 石炭 世 的 D. spongeosus Butterworth et Williams en 380 页 ) 比 

较 接 近 , 但 因 标本 甚 少 , 故 未 定 种 。 

具 饰 橡 环 孢 属 Camorozonotriletes (Naum.) R. Potonié 1958 

模式 种 ”Camorozxozotyzleter devonicus Naumova 1953 

县 饰 模 环 孢 (未 定 种 ) Camorozonotriletes sp. 

(图 版 VII， 图 11)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 大 小 52 微米 (仅见 一 粒 ); 三 射线 清楚 、 直 、 接 近 本 体 半 ， 
径 长 ; 中 央 本 体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部 钝 尖 ; 外 壁 两 层 ， 相 互 紧 贴 ;内 层 薄 ,表面 光滑 ， 外 层 

在 赤道 延伸 呈 赤 道 带 环 ， 带 环 在 三 射线 末端 前 显著 变 窗 ; 带 环 宽度 不 均一 : 三 边 中 部 最 

宽 , 约 6 一 8 微米 , 三 角 部 最 穿 , 约 4 微米 ; 近 极 表面 无 纹饰 ; 远 极 表面 具 粗 颗粒 状 至 小 瘤 状 

纹饰 ,直径 2 一 3 微米 ,彼此 多 不 接触 ; 带 环 表面 呈 不 规则 细 皱 纹 状 突起 ,其 边缘 也 略 有 反 
BR. 

网 环 孢 属 (新 属 ) Retizonospora gen. nov. 

属 征 ” 辐射 对 称 、 网 环 三 颖 小 孢子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三 射线 清楚 至 可 识别 、\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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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 网 纹 限 于 近 极 面 、 在 赤道 区 尤其 发 育 ,并 构成 一 网 环 ; 外 壁 远 极 较 近 极 厚 实 得 多 , 表面 

无 纹饰 。 

比较 ”本 新 属 以 其 网 纹 带 环 为 特征 而 区 别 其 他 具 环 诸 属 ; 与 Chelinospora Allen . 

(1965, 728 页 ) 恰 恰 相反 , 远 极 表面 无 网 纹 或 其 他 纹饰 成 分 ; 本 文 另 一 新 属 Peroretisporites 

gen. no. 无 环 , 具 周 壁 ,并 与 当前 新 属相 反 ，, 网 纹 仅 限 于 远 极 面 ， 且 个 体 较 大 《全 模 标 本 

132 微米 )。 
模式 种 Rezizomospora punicoida gen. et sp. nov, 

分 布 时 代 BAMA HIER HME 

石榴 网 环 孢 (新 属 、 新 种 ) Retzzomnospora punicoida gen. et sp. nov. 

(AR VI, 图 18, 19) ， 

特征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远 极 面 半 圆 球形 , 近 极 面 微微 内 凹 ; 赤道 直径 58 一 68 

微米 ,全 模 标 本 68 微米 , 副 模 标本 65 微米 ; 三 射线 可 见 至 清楚 且 直 \ 简单, 至 少 伸 达 环 之 

内 缘 ; 网 纹 限 于 近 极 面 和 赤道 区 , 并 在 赤道 区 最 发 育 , 形成 一 明显 的 网 纹 赤道 环 , 宽 10 一 

14 微米 ;网 突 多 角形 或 不 规则 ,一 般 大 小 7 一 10 微米 ; 圆 穴 多 半 平 、 或 微微 内 目 ; AAA 

2 微米 , 常 不 大 于 基 宽 ; 状 背 罕 , 网 峭 交 又 处 具 小 刺 或 小 锥 刺 状 凸 起 ,网 兰 间 无 网 膜 或 其 他 

附加 物 ; 网 纹 在 三 射线 区 域内 较 弱 或 不 清楚 ; 远 极 外 壁 较 近 极 外 壁 厚 得 多 ,厚度 均匀 ， #4 

4 一 5.5 微米 , 同 质 ,表面 光滑 ; 棕 至 次 棕色 。 
比较 “本文 描述 的 新 属 、 新 种 _Perorezsoxzter distalis gen. et sp. nov, RABE, ABW 

环 , 且 网 纹 限 于 远 极 面 , 而 不 是 近 极 面 ; Cpeizoxtora 属 各 种 的 外 壁 为 栎 状 构 造 。 

背 饰 盾 环 孢 属 Streelispora Richardson et Lister 1969 

Br BANK. HBT ,或 多 或 少 具 亦 道 盾 环 ;以 盾 环 为 界 的 接触 区 清楚 ;孢子 远 

极 面具 颗粒 、 锥 刺 ,长 刺 纹饰 或 双 型 纹饰 , 近 极 面 光 滑 , 或 在 辐 间 区 Cinterradial) RALAR 

西 起 或 多 种 纹饰 。 | 
' bet Cymbosporites Allen (1965, 725 页 ) 和 Geminospora Balme (1962, 4 页 ) 的 纹 

th, BABA F OE, ART 
模式 种 Streelispora newportensis (Chaloner et Streel ) Richardson et Lister 1969 

分 布 时 代 “ 中 国 \ 英 国 ,主要 见于 早 泥 盆 世 。 

沾 益 背 饰 盾 环 孢 (MM) Streelispora zhanyiensis sp. nov. 

(图 版 XI, A] 20) 

AT ”全 模 标 本 赤道 轮 廊 亚 圆 形 ;大 小 45 WK HHA EK, ZR PAG 

环 ; 盾 环 略 偏 近 极 , 宽 3 一 5 微米 ; 以 盾 环 内 缘 为 界 的 接触 区 表面 光滑 至 微 粗 糙 ; 近 极 一 赤 
道 区 和 整个 远 极 面 具 致密 颗粒 状 纹饰 ， 顶 端 平 圆 ， 基 部 或 许 彼 此 接触 ， 其 粒 径 约 0.5 一 1 

微米 ; 远 极 外 壁 约 1 一 1.5 微米 ; 棕 黄色 。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三 射线 波状 和 盾 环 略 偏向 近 极 为 特征 。 RE RBA RIN 

Streelispora granulata Richardson et Lister 〈《1969，231 页 )， 纹饰 虽 为 颗粒 ， 但 盾 环 位 于 



26 oo PES ESS Be Pe He FET ET 

| HH RSIS A A He 834 微米 )5 

ARTA Synorisporites Richardson et Lines 1969 

si AE. JE eT SMES. ax, 或 多 或 少 构成 一 赤道 盾 环 ; 接触 区 清 

4 OP BC TESA APLAR, MS ACI; DRAM BOW Scio 
比较 ”当前 属 与 Verruciretusispora 属 有 某 些 相似 ,但 后 者 不 具 赤 道 盾 环 ,接触 区 外 壁 

光滑 或 纹饰 退化 ; Streelispora 属 虽 亦 具 盾 环 ,但 远 极 面 为 颗粒 、 锥 刺 , 长 刺 或 双 型 纹饰 。 
模式 种 Synorisporites downtonensis Richardson et Lister 1969 

分 布 时 代 ” 中国、 英国 ; 泥 盆 纪 。 

瘤 面 杂 饰 盾 环 孢 .Symorisporztes verrucatus Richardson et Lister 

(图 版 IV， 图 11 一 13) 

1969 Synorisporites verrucatus Richardson et Lister, 233], A 40, 图 10—12, 

tet ER RA=ALBAWAL, XA) 50 一 54 微米 ( 量 3 粒 ); 远 极 面 半圆 球形 , 近 

极 面 微微 内 凹 ;三 射线 可 见 至 铺 楚 、 简 单 且 直 , 接 近 钨 子 半径 长 或 稍 短 ; SVAABE, 但 

侧面 标本 接触 区 清楚 ; 盾 环 可 识别 , 宽 约 3 一 6 微米 ; 近 极 外 壁 薄 、 表 面 微 粗 糙 , 近 极 一 赤道 

部 位 和 整个 远 极 面 履 以 块 瘤 状 纹饰 , 基部 轮廓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圆 形 , 顶部 近 圆 或 徽 微 凸 起 ， 

表面 光滑 , 块 瘤 或 彼此 相隔 ,或 基部 相互 连 生 呈 “ 块 瘤 堆 ? 状 , 大 小 4 一 ?7 微米 ; 处 壁 厚度 因 

纹饰 密 挤 而 不 可 量 , 但 可 见 远 极 外 壁 较 近 极 外 壁 厚 得 多 ; 红 棕 色 。 

tee 原 全 模 标 本 (Richardson et al.，1969， 图 版 40, 图 10) 较 小 (24X24 Wak). 

三 射线 具 展 ， 但 当前 标本 与 其 种 征 十 分 相近 。 

5c ie Ai Samarisporites Richardson 1965 

BE BHR RKHBAT. RiikTckh, HeEvVERARENR EM RBA 

成 ,顶端 常 带 有 锥 刺 或 短 刺 ; 纹饰 成 分 或 清楚 地 分 离 、 排 列 成 同心 图 案 或 互相 结合 呈 规 则 

的 行 或 组 、 或 结合 为 不 规则 的 蠕虫 状 组 堆 。 
比较 Verruciretusispora Owens (1971, 20 页 ) BBSRC 并 且 其 顶端 也 或 具 

锥 刺 或 刺 ,但 是 具 乌 形 糊 ,而 没有 带 环 。 
模式 种 Cristatirjpozriter orcadensis Richardson 1960. 

PEK 中国、 英国 加拿大 和 斯 瓦 巴 德 群岛 等 ;主要 为 中 \ 晚 泥 盆 世 。 

tl PARA Samurisporites concinnus Owens 

(图 版 VII， 图 17 ) 

1971 Samarisporites concinnus Owens, 45 页 ,图 版 12, 图 9 一 7 MAM 13, 图 1 一 3。 

描述 ”赤道 轮廓 近 三 角形 ,大 小 64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弯曲 \ 具 唇 , 宽 约 2.5 微米 ， 伸 

达 膜 环 边缘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构成 一 亚 三 角形 内 孢 体 ,其 界限 因 外 层 加 厚 和 纹饰 致密 而 不 

清楚 ;外 层 完全 包 庄 和 紧 贴 内 层 , 并 在 赤道 部 位 延伸 形成 膜 环 ; 远 极 外 层 〈 包 括 膜 环 部 分 ) 

具 密 集 的 锥 刺 状 纹饰 ,基部 彼此 不 接触 ;或 多 少 接触 ,在 膜 环 边缘 上 刺 高 和 基 宽 约 2 微 米 ， 



AE: 云南 活 益 龙 华山 泥 盆 纪 小 犯 子 及 其 地 层 意义 上 

近 极 外 层 无 明显 纹饰 ; 膜 环 内 侧 部 分 较 厚 , 宽 约 9 BOK, SMOURDZ BENE, HH) 11-13 BOR. 

三 角 冠 瘤 膜 环 孢 Samarisporztes triangulatus Allen 

hi (图 版 VII, 5, 10) | 

1965 Samarisporites triangulatus Allen, 7167 图 版 99, 图 .1 一 6。 

描述， 赤道 轮廓 三 角形 ,三 边 多 少 凸 出 或 目 信 ， 角 部 颇 尖 , 大 小 65 一 100 微米 ;( 量 3 
和 粒 ): 三 射线 通常 不 清楚 ,但 唇 很 醒目 .光滑 * 隆 起 , 宽 5 一 8 微米 , 伸 达 膜 环 边缘 ;外 壁 两 层 。 
相互 紧 贴 ;内 层 及 由 其 构成 的 内 孢 体 界限 常常 不 清楚 ;图 5 远 极 外 层 为 刺 状 纹饰 ,致密 \ 细 

小 , 刺 高 和 基 宽 约 1 微米; 近 极 外 层 光 滑 ; 膜 环 表面 为 细 颗 粒 一 小 刺 状 纹饰 , BER EBS 

不 相连 ; 膜 环 宽度 不 均匀 : 三 角 部 最 宽 , 约 26 微米 ,三 边 〈 中 部 ) REZ 6 一 10 We 

750 (Al 10) 远 极 面 为 粗 蠕 虫 状 纹饰 , 膜 环 为 细 颗 粒状 纹饰 。 
比较 与 挪威 西 斯 匹 次 卑 尔 根 岛 中 泥 盆 世 (Givetian) 的 站 triangulatus 

Allen (1965, 716 页 ) 特 征 最 接近 , 仅 后 者 个 体 一 般 较 小 (46 一 78 微米 )。 

异 瘤 冠 瘤 膜 环 孢 ( 新 种 ) Samarisporites heteroverrucosus sp. nov. 

(图 版 Vl, A 6, 8, 9) 

种 征 ” 赤道 轮廓 近 圆 形 至 圆 形 ; 远 极 面 半圆 球形 , 近 极 面 略 略 凸 起 或 呈 低 锥 形 , 直径 
90 一 139 微米 量 15 粒 ) ,平均 115.7 微米 ,全 模 标 本 94 BOK; 三 射线 通常 不 清楚 ,多少 具 
BAMA: EDIE: 内 层 常 因 外 层 纹饰 掩盖 而 不 清楚 ; 近 极 外 层 微 粗 糙 至 细 颗 
粒状 , 远 极 外 层 瘤 纹 多 变 , 极 区 为 不 规则 圆 瘤 至 块 瘤 ,基部 彼此 多 不 连结 , 宽 2 一 4 微米 , 顶 
部 略微 钝 凸 ,高 常 小 于 2 微米 , 极 区 以 外 (包括 膜 环 部 分 ) 的 纹饰 成 分 ,多 少 呈 辐射 状 连 结 。 
并 构成 不 规则 的 蠕虫 状 纹饰 ; 膜 环 于 射线 末端 部 分 或 多 或 少 增 宽 , 或 明显 突出 ， 而 在 加 间 
区 , 则 变 穿 , 一 般 宽 10 一 15 微米 ,其 近 极 表面 平 消 或 微 粗糙 。 |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远 极 面 瘤 纹 多 变 为 特征 。 本 文 描述 的 另外 两 种，3. 和 

Allen 为 刺 状 纹饰 ，$. concinnus Owens 为 锥 状 纹饰 。 

冠 瘤 膜 环 孢 〈 未 定 种 1) Samarisporites sp. 1 
(图 版 VII， 图 7)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大 小 75 微米 ;特征 与 图 9 近似 ,只 是 膜 环 宽度 较 均 匀 。 仅 人 岂 

一 粒 , 所 以 未 定 种 。 

冠 瘤 膜 环 孢 (KEP 2) Samarisporites sp. 2 

(Al XI, 18) 

fe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大 小 43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具 唇 , 伸 达 赤道 ; RH) 10 微 

AR, 近 极 面 无 纹饰 , 远 极 面具 细 兰 状 和 孤立 的 细 颗 粒状 纹饰 ; ARS AAR, 或 相互 交 

钳 ` 连 结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纹 。 

BY BRIjHR Ancyrospora (Richardson 1960) Richardson 1962 

RE MHNKHA ,赤道 轮廓 圆 形 、 亚 圆 形 、 三 角形 \ 亚 三 角形 至 扇形 ， 有 时 不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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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外 壁 外 层 在 赤道 边缘 伸展 为 一 厚 环 或 假 环 ; 外 层 具 刺 状 突起 、 末端 两 分 又 ; 外 壁 内 层 

多 变 。 
be 9H ystricosporites McGregor 1960 昌 具 类 似 纹 饰 ， 但 不 具 赤 道 环 或 假 环 。 Na8zz- 

nsporites AKT Bo ; 

注 1969 4F Richardson ZECfIRYE KIC) (CKAspects of Palynology) ,218 页 ) 有 关 泥 盆 、 

纪 犯 子 一 文中 , 又 将 本 属 作 了 如 下 描述 : “三 乡 ' 小 * 孢子 或 大 孢子 , 具 一 厚 的 赤道 环 或 假 
环 ( 后 者 由 刺 的 基部 融合 而 成 , 极 压 标 本 呈 赤 道 环 状 ), 外 壁 外 层 两 层 , 通 常 悍 , 颜 呈 “海绵 

状 " 结 构 ;外 壁 内 层 厚度 不 一 ;外 壁 外 层 具 刺 状 突起 \ 未 端 两 分 又 。 三 射 唇 常 高 起 为 一 顶部 

突起 物 ”。 
模式 种 Ancyrospora grandispinosa Richardson 1960 

分 布 时 代 “ 中国、 英国 、 苏 联 等 ;主要 为 中 、 晚 泥 盆 世 。 

MUAY BRI (亲近 种 .新 组 合 ) Ancyrospora aff. incisa 
CNaumova) comb. nov. 

(图 版 VI， 图 5 一 8) 

1953 Hymenozonotriletes incisus Naumova, 68 页 ,图 版 9, All, 

描述 ”孢子 赤道 轮廓 亚 三 角形 ,大 小 47 一 90 微米 ( 量 23 粒 ), 平 均 63.2 微米 ; 本 体 轮 

廓 圆 三 角形 至 近 圆 形 , 大 小 25 一 40 微米 ; 三 射线 常 不 清楚 、 具 唇 , 弯曲 , 宽 约 2.5 一 5.5 th 
米 , 伸 达 或 接近 赤道 ;个 别 标本 (图 8) 三 射线 (?) 在 外 壁 内 层 上 , 约 为 本 体 半径 长 的 1/3, 而 
三 射 唇 则 在 外 壁 外 层 上 ,超越 本 体 , 达 于 环 上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形成 一 本 体 , RICH, 厚 

约 1.5 微米 ; 外 层 在 近 极 面 和 远 极 面 都 与 本 体 紧 贴 ( 至 少 在 极 压 标本 上 是 这 样 ), 于 赤道 部 : 

位 明显 加 厚 , 并 朝 离心 方向 延伸 呈 一 厚 的 赤道 环 , 宽 10 一 18 微米 ( 刺 除外 ), 表 面 微 粗糙 至 ， 

贸 点 状 ;外 壁 外 层 在 近 极 区 较 薄 ( 较 亮 ), 界 限 较 清 楚 , 略 平行 环 的 外 缘 , 整 个 赤道 环 和 远 极 

面具 刺 状 突起 , 末端 两 分 又 极 小 或 不 明显 ; 赤道 环 上 的 刺 状 突起 较 远 极 面 上 的 似乎 略 大 、 

略 稀 , 刺 长 4 一 7 微米 , 基 宽 3.5 一 9 微米 , 基部 膨大 , 向 上 和 急 剧变 尖 ; 赤道 边缘 缺 刻 呈 不 规 

则 宽 “U” 字形 , 绕 周 边 约 20 一 25 个 刺 状 突起 。 
比较 ”俄罗斯 地 台 晚 泥 盆 世 的 Hymenozonorriletes incisus Naumova (1953, 68 页 ) 个 

体 较 大 (80 一 90 微米 ), 无 较 亮 中 央 区 ,边缘 呈 不 规则 “V” 字形, 但 其 他 特征 基本 一 致 ; 本 
文 描述 的 Ancyrospora dentata (Naum.) comb. nov, 的 刺 状 突起 较 矮 小 、 较 密集 ; Ancyro- 

spora arguta (Naum.) comb. nov. 赤道 环 内 侧 较 外 侧 厚 得 多 。 

BRAK Balia(M4hS) Ancyrospora dentata (Naum.) comb. nov. 

(AR VII, A 9 一 11) 

1953 Hymenozonotriletes dentatus Naumova, 68 页 ,图 版 9, 图 10,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不 规则 ,大 小 52 一 80 OK Cat 5 AL), 平均 65.8 微米 ; = 

有 裂 颖 常 不 清楚 、 细 长 弯曲 ,接近 伸 达 赤道 ,三 射 唇 显著 ,弯曲 , 向 赤道 逐渐 变 罕 , 伸 达 赤 道 

边缘 ,一 般 宽 2 一 5.5 WOK;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及 其 本 体 轮廓 均 不 清楚 ;外 层 向 赤道 延伸 呈 一 

宽 的 赤道 环 ,其 宽度 不 均一 ,一 般 宽 ( 刺 除外 ) 约 11 一 15 微米 , RAAKERAKAB,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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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参 差 不 齐 , 缺 刻 呈 不 规则 “V? SH; 近 极 外 壁 薄 , 但 中 央 较 亮 区 不 明显 , 表面 无 明显 的 

刺 状 突起 ; 环 边 缘 部 位 和 整个 远 极 面 具 刺 状 突起 , AGY—, THR, AMR, 29 

4 一 9 微米 , 高 小 于 基 宽 , 约 2.5 一 4.5 微米 , 顶端 具 一 小 针 状 物 或 微小 两 分 又 , 但 常 易 脱 落 

不 见 。 
比较 ， 刺 的 形状 与 Ancyrospora aff. incica (Naum.) comb. nov. 的 相似 , (A PERF, tk 

刻 为 “V?” 字 形 , 中 央 较 亮 区 不 明显 ,其 界限 也 不 清楚 。 

锯 刺 有 具 环 锚 刺 孢 (新 组 合 ) Ancyrospora arguta (Naum.) comb. nov. 

(图 版 .VI， 图 12, 13) 

1953 Hymenozonotriletes arguius Naumova，67 页 ,图 版 9, 图 9。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 亚 三 角形 ,大 小 81 一 105 微米 ( 量 6 粒 )， 平 均 88.7 微米 ; 

本 体 轮廓 圆 三 角形 ,大 小 48 一 62 微米 ;三 射线 至 少 有 两 条 清楚 可 见 , HRMS RAS, 伸 

达 或 接近 伸 达 环 的 边缘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形成 一 内 孢 体 , 轮 廓 清楚 , 表面 光滑 ; 外 层 紧 贴 内 

层 , 于 赤道 部 位 延伸 成 环 , 环 的 内 侧 较 外 侧 厚 得 多 ; 刺 状 突起 限于 远 极 面 和 环 边 缘 部 位 , 近 

极 面 无 纹饰 ; 远 极 面 上 的 刺 较 小 、 较 稀 , 基部 多 不 连结 , 环 上 的 刺 较 大 、 较 密 , 基部 相互 连 

结 , 顶端 具 一 微小 突起 (高 和 0.5 微米 ) 或 微微 脱 大 呈 两 分 又 状 , 但 常 脱 落 不 见 ; 刺 高 略 小 

于 基 宽 ,分 别 为 3 一 5 微米 和 4 一 7 微米 ;赤道 环 表面 光滑 , 具 内 点 状 结构 , 宽 不 大 于 本 体 半 

径 长 , 常 在 15 一 22 微米 ( 刺 除外 ) 之 间 ; 环 缘 为 不 规则 锯齿 状 , 缺 刻 多 为 不 规则 “U” 字 形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苏联 晚 泥 盆 世 的 Hymenozonotriletes argutus Naumova (1953, 67 

TSU, MARAE RAM MN, Rie). 

人 锐 刺 具 环 锚 刺 孢 (新 种 ) Ancyrospora acuminata sp. nov. 

(图 版 VI， 图 14—16) 

HE ”赤道 轮廓 亚 三 角形 至 圆 三 角形 ,大 小 81 一 139 BOK 〈 量 36 HL), 平均 102.2 微 
米 , 全 模 标 本 113 微米 ;本 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圆 形 , 大 小 47 一 52 微米 ;三 射线 有 时 清楚 、 细 

长 ,弯曲 , 伸 达 赤道 边缘 , 唇 发 育 , 顶部 常常 高 起 , 向 末端 逐渐 变 低 、 变 窗 , 一 般 宽 2 一 5 微 

米 , 常 稍 短 于 射线 ;外 壁 两 层 ,内 层 ( 内 体 ) 薄 ,表面 光滑 ,在 某 些 标本 上 ,于 赤道 部 位 与 外 层 

略 分 离 ;外 层 于 赤道 部 位 延伸 成 一 宽 的 赤道 环 , 近 极 外 层 较 远 极 薄 ,表面 (包括 环 的 部 分 ) 

纹饰 显著 减弱 ， 或 仅 微 粗糙 和 有 点 起 伏 不 平 ; 刺 状 突起 限于 远 极 面 和 环 的 远 极 一 赤道 表 

面 , 极 区 以 长 刺 为 主 , 顶端 具 一 两 分 又 不 明显 的 小 针 状 物 , 分 布 较 稀 , 基 部 较 罕 、 多 不 相连 ， 

长 (包括 “小 针 ”) 约 8 一 11 微米 ; 环 面 以 矮 锥 刺 为 主 , 分 布 较 密 ,基部 相连 , 宽 5.5 一 7 微米 ， 

高 3 一 8 微米 ; 顶端 小 针 状 物 易 脱落 ,高 约 2 一 3 微米 , 直径 <05 微米 ; 环 表 面 粗糙 , 边缘 

齿 状 ,不 规则 , 宽度 〈 刺 除外 ) 不 一 , 角 部 36 一 40 OK, 边 部 18 一 27 微米 ; 侧面 观 , KE 
11 一 16 微米 ; 环 的 远 极 表面 ,尤其 刺 的 表面 , 较 粗 糙 或 呈 鲜 点 状 结构 。 

比较 ”本 新 种 与 Archacotriletes langi Taugourdeau-Lantz (1961, 145 页 ) 及 Ancyro- 

spora langi (Taug.-Lantz) Allen (1965, 743 页 ) 有 些 近似 , 但 后 两 种 标本 的 刺 状 突起 较 粗 
壮 ， 末 端 两 分 又 较 明 显 ; Ancyrospora arguta (Naum.) comb. nov. 环 之 内 侧 较 外 侧 厚 得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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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圆 具 环 锚 刺 孢 (新 种 ) Ancyrospora subcircularis sp. nov. 

(图 版 VII， 图 1 一 4) 

种 征 ” 赤道 轮 廊 和 本 体 轮廓 均 为 近 圆 形 至 圆 形 , 孢 子 直径 91 一 134 微米 〈 量 22), 

平均 107.9 微米 ;全 模 标 本 .101 微米 〈 本 体 直径 38 微米 ); 本 体 较 小 , 其 半径 总 是 尘 于 环 

宽 , 直 径 34 一 45 微米 ;三 射线 可 见 , 或 多 或 少 具 层 , 几 乎 等 于 孢子 半径 长 ; 远 极 面 ( 包 括 环 ) 

具 刺 状 突起 ,或 稀 或 密 , 表面 微 粗 糙 或 具 饺 点 状 结构 , 长 8 一 12 微米 , 基部 宽 约 4 一 55 微 

米 , 往 上 逐渐 或 不 规则 变 罕 ,并 呈 小 针 状 延长 ( 约 2 微米 左右 )、 末 端 再 两 分 叉 , 分 又 甚 小 ， 

MEA 1 一 1.5 微米 ( 偶 见 一 顶端 具 两 个 小 分 叉 ), 但 小 针 状 突起 ,尤其 末端 小 分 又 , 常 易 脱 

落 ; 近 极 面 纹饰 显著 减弱 或 甚 微 ; 刺 状 突起 ,在 赤道 环 外 缘 , 其 基部 几乎 完全 融合 ， 仅见 尖 

顶 或 小 针 状 突起 , 在 赤道 轮廓 线 上 呈 小 锯齿 状 , 不 规则 ; 赤道 环 较 宽 , 常 在 25 一 46 微米 之 

闻 , 副 模 标本 环 帘 大 于 本 体 直径 长 。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本 体 半 径 总 是 小 于 环 帘 为 特征 而 区 别 于 Ancyrospora 属 的 各 已 知 

种 。 

膜 盖 栎 环 孢 属 Tholisporites Butterworth et Williams 1958 

FARE Tholisporites scoticus Butt. et Will. 1958 

ERRSEM ASH Tholisporites chulus (Cramer) McGregor 

var. chulus (Richardson et Lister) McGregor 

(AK XI, 14, 15) 
1966b Retusotriletes chulus Cramer, 74, Am 2, 图 14。 

1969 Archaeozonotriletes chulus (Cr.) Richardson et Lister var. chulus Rich. et List., 2357], 图 版 43 ,图 1 一 6。 

1973 Archaeozonotriletes chulus (Cr.) var. chulus Rich. et List.; in Richardson et Loannides, 280%, A - 

8, 图 7、8。 
1973 Tholisporites chulus (Cr.) McGr. var. chulus (Rich. et List.) McGr. 56 页 ,图 版 7, 图 13 一 15。 

1976 Tholisporites chulus (Cr.) McGr. var. chulus (Rich. et List.) McGr.; 见 卢 礼 昌 、 欧 阳 和 舒 ,33 页， 图 版 

3, 图 10—13, 15,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大 小 27 一 69 微米 ( 量 2.0 粒 ), 平 均 38.6 微米 ; 三 射线 通常 

清楚 , 具 唇 、 宽 2 一 3 微米 , 伸 达 环 内 缘 ; 外 壁 在 赤道 区 加 厚 最 强烈 , 宽 3 微米 左右 , 远 极 栎 
状 ; 近 极 外 壁 薄 、 透 亮 , 厚 小 于 1 微米 , 内 点 状 结构 清楚 , 表面 光滑 ， 偶 见 裙 皱 ; 黄 棕 至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曲靖 潜 峰 山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同 种 标本 〈 卢 礼 昌 等 ，1976， 图 版 3， 

图 10 一 13) 最 接近 ,只 是 唇 较 显 著 而 已 。 

致密 膜 盖 标 环 孢 TARolzsporites densus McGregor 

(图 版 V， 图 9, 10) 

1960 Tholisporites densus McGregor, 37 页 ,图 版 13, 图 6, 7。 

1967 Tholisporites densus McGregor; in McGregor，176 页 ,图 版 1, 图 17。 

描述 ”赤道 轮廓 贺 形 至 亚 圆 形 ,直径 38 一 52 MOK Clik 6 粒 )， 平 均 46.6 微米 ;三 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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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至 清楚 、 简 单 ,长 约 孢子 半径 的 3/5—4/5; 外 壁 在 赤道 区 厚 约 3 一 4.5 微米 , 近 极 区 最 
薄 , 但 未 见 透明 的 膜 盖 状 结构 ; 外壁 表 面 光 滑 , 某 些 标本 于 近 极 面具 一 半圆 弧 形 福 皱 ,并 略 

平行 赤道 ; 浅 至 深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较 原 全 模 标本 (McGregor, 1960, 37 页 ) 要 小 (69 微米 ), 也 未 见 膜 盖 
状 结构 , 其 他 特征 则 基本 相同 ; 本 文 描述 的 Tpholzstporztey punctatus McGregor 具 点 灾 状 结 

构 。 

Anke sew Tholisporites punctatus McGregor 

(Alm V, All) 

1960 Tholisporites punctatus McGregor, 38 页 ,图 版 13, 图 10。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 直径 56 一 72 微米 , 三 射线 简单 或 微微 具 唇 , 约 为 抱 子 半径 长 

A 4/5; 外 壁 在 远 极 面 最 厚 ， 向 赤道 ̀ . 近 极 - 赤 道 区 明显 变 薄 ， 其 厚度 分 别 为 : 5 一 5.5 微 

米 、3 一 4.5 微米 、2 微米 ;外 壁 内 点 状 结构 明显 ,表面 光滑 ;棕色 。 

_ #3 Archaeozonotriletes (Naumova) Allen 1965 

BE =4 f+, SERRA. WAREW-AB; 三 射线 往往 长 \ 简 单 或 伴 有 

辰 ; 外 壁 一 层 或 两 层 , 非 腔 状 ̀ 光 请 或 点 状 ; 远 极 呈 栎 状 加 厚 , 其 厚度 或 一 致 , 或 在 远 极 区 最 

厚 。 

比较 Tholisporites Butt. et Will. (1958, 381 页 ) 的 外 壁 加 厚 在 赤道 区 最 强烈 ; Cheli- 

nospora Allen’ (1965，728- 页 ) 具 网 状 或 穴 网 状 纹饰 ; Cymbosporites Allen (1965, 725 页 ) 

， 具 各 种 刺 ,粒状 纹饰 。 
iti Potonié (1958) 为 Archaeozonotriletes Naumova 1953 指定 了 模式 种 、 修 订 了 属 

征 ,， 并 将 其 归 入 带 环 系 (Potonié et Klaus 1954); 后 来 ，Allen (1965) 也 将 该 属 加 以 修 

订 ; 并 归 信 栎 形 系 〈Butt. et Will. 1958); 笔者 认为 ， 后 者 是 较 可 取 的 ， 但 根据 我 们 观察 

的 结果 ，4rcpecoxozotrzleter 属 ,其 外 壁 加 厚 的 厚度 多 半 不 均一 和 不 规则 , 也 并 非 在 远 极 区 

最 厚 , 而 是 多 变 的 、 且 党 偏离 中 心 。 
模式 种 ”drcpaceoxomotjzleter variabilis Naumova 1953, 30 页 ,图 版 2, A 12 (FH Potonié 

指定 的 )。 

分 布 时 代 中国、 加拿大 英国 和 苏联 等 ; 泥 盆 纪 。 

多 变 偏 标 孢 ArcAaeozom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图 版 V， 图 1 一 4) 

1953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30 页 ,图 版 2, 图 12、13 等 。 

1958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in Potonié, 28 页 ,图 版 2, 图 22。 

1965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in Allen，721 .页 ,图 版 100, 图 3 一 6。 

1971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in Owens, 38 页 ,图 版 10 ,图 4、7、8、11、12。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亚 三 角形 、 亚 四 边 形 至 不 定形 , 内 钨 体 多 为 圆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 孢 子 大 小 40 一 94 微米 〈 量 140 粒 ) ,平均 57.8 微米 , 本 体 大 小 25 一 47 微米 ; 三 射线 

有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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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清楚 且 直 、 简 单 RAL RT, 接近 或 等 于 孢子 半径 长 ; 外 壁 由 两 层 组 成 : AB 
薄 , 与 外 层 紧 贴 , 界限 清楚 ;外 层 近 极 薄 , 约 1 一 2.5 微米 , 近 极 -赤道 和 整个 远 极 加 厚 ， 呈 
炮 状 构造 ,形态 多 变 , 其 最 大 厚度 或 在 赤道 ,赤道 局 部 , 厚 5 一 31 微米 ,或 在 远 极 区 、 远 极 局 
部 ; 厚 8 一 45 微米 ,表面 多 半 平 滑 , 具 粗 点 状 至 细 内 颗粒 状 结构 , 某 些 标本 的 局 部 或 最 厚 处 
常常 具 锥 瘤 状 、 棒 瘤 状 、 牙 瘤 状 及 乳 头 状 等 纹饰 成 分 ; 浅黄 棕 至 褐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以 其 壁 厚 多 变 、 最 厚 部 位 不 定 和 某 些 标本 局 部 具 各 种 瘤 状 纹饰 而 与 
Allen (1965) 和 Owens (1971) 各 自 描 述 的 同 种 标本 略 有 不 同 。 

+ HRI ata) Archaeozonotriletes lageniformis sp. nov. 

(Ak V, AS, 6) 

ATE ”赤道 轮廓 长 颈 瓶 形 或 梨 形 ， 大 小 58X40 一 78X47 微米 〈 量 8 粒 )， 全 模 标 本 

78X47 微米 ;内 孢 体 亚 圆 形 , 直 径 34 一 40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直 、 简 单 或 微微 具 唇 , 约 为 孢 

子 半径 长 的 4/5; DERE: 内 层 薄 , 具 细 颗粒 状 结构 , 紧 贴 于 外 层 ， 界限 可 见 或 不 清楚 ; 

外 层 局 部 明显 加 厚 , 并 强烈 突出 ,致使 整个 孢子 呈 长 颈 瓶 形 或 梨 形 ,外 层 最 大 厚度 ( 即 突起 

高 ) 可 达 14 一 24 微米 ;此 外 , 尚 见 个 别 乳 头 状 及 锥 刺 状 突起 (图 6); 外 层 表 面 光滑 ， 具 内 点 - 

状 结构 , 近 极 -赤道 外 壁 外 层 厚 2.5 一 4 微米 ; 浅 棕 至 褐 棕色 。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轮 廊 呈 长 颈 瓶 形 或 梨 形 为 特征 ,而 区 别 于 本 文 描述 的 Archaeozono- 

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Allen 和 另 一 新 种 A. auritus sp. nov.o 

Bit ata) Archaeozonotriletes auritus sp. nov. 

(Am V, A7, 8) 

ATE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大 小 40 一 49 微米 ,全 模 标 本 40 微米 ; 三 射线 简单 ̀ \ 直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4/5; 外 壁 由 两 层 组 成 : 内 层 薄 , 外 层 表面 光滑 ,大 部 分 加 厚 不 显著 ,赤道 区 

一 般 约 2 一 3 HA, 于 一 射线 末端 前 强烈 加 厚 ， 呈 一 耳 状 突起 ， 顶 部 平 截 ， 其 宽 约 '14 一 16 

微米 ,高 约 7 一 9 BOK RAR A 
比较 ”仅见 两 粒 ;, 但 特征 明显 ,以 耳 状 突起 为 特征 而 与 Archacozonotriletes lageniformis 

sp. nov. 相 区 别 。 

#4305 Cymbosporites Allen 1965 

模式 种 Cymbosporites cyathus Allen 1965 

模式 杯 栎 孢 Cymbosporites cyathus Allen 

(图 版 V， 图 19 一 21) 

1965 Cymbosporites cyathus Allen, 725 页 ,图 版 101, 图 8—11,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 大 小 52 一 65 微米 ( 量 3 粒 ); 三 射线 可 见 或 不 清 

楚 , 伸 达 中 央 区 内 缘 ; 近 极 - 赤 道 和 远 极 外 壁 加 厚 呈 栎 形 ,在 近 极 一 赤道 部 位 厚 6 一 8 FICK, 

其 表面 覆 以 长 刺 和 小 锥 刺 纹饰 或 棒状 纹饰 ( 偶 见 块 瘤 状 纹饰 ), 分 布 致密 ， 基 部 相 联 或 不 

FR, 基 宽 1.5 一 3 微米 , 刺 高 略 略 大 于 基 宽 ; 近 极 外 壁 薄 , MAAR, 表面 光滑 或 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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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 显著 减弱 ; 标 至 褐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 刺 较 少 \ 较 小 ,这 点 与 以 锥 刺 为 主 的 原 模 式 种 (Allen, 1965, 725 页 ) 
略 不 相同 。 

Ks SH) Cymbosporites dentatus sp. nov. 

(Ag Iv, 图 19; 图 版 Vv, A 22—24) 

种 征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大 小 38 一 52 微米 , 全 模 标本 50 微米 ; PREAH 
廓 祖 楚 ,与 赤道 轮廓 一 致 ;三 射线 清楚 或 可 见 、 简 单 , 伸 达 中 央 区 边缘 ; 近 极 面 光 滑 , 至 少 无 
明显 纹饰 ,外 壁 厚 约 1 微米 ;赤道 和 整个 远 极 面 覆 以 瘤 状 纹饰 、 夹 杂 少 数 锥 刺 , 分 布 致密 ， 
基部 多 半 连 结 , 基 宽 1 一 4 微米 ,高 1.5 一 4.5 微米 ,顶端 钝 圆 至 钝 尖 、 或 刺 状 ,赤道 轮廓 线 呈 
不 规则 齿 状 或 钝 齿 状 ;赤道 和 远 极 具 栎 状 加 厚 , 于 赤道 厚 4 一 7 微米 ; 浅 橙 黄色 至 浅 棕 色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以 其 齿 状 纹饰 而 区 别 于 Cymbosporites 属 的 其 他 各 已 知 种 。 

HERI HEH) Cymbosporites sp. 

(图 版 XI, A 19)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大 小 45 微米 ;三 射线 清楚 、 具 唇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3/5; 
外 壁 外 层 在 赤道 和 远 极 强 烈 加 厚 , 表 面具 锥 刺 状 纹饰 , 稀 邪 \ 不 规则 ;赤道 外 层 与 内 层 多 少 

分 离 , 厚 约 6 微米 ; 近 极 外 壁 薄 , 表 面 光 滑 。 

网 标 孢 属 Chelinospora Allen 1965 

属 征 ” 三 颖 小 孢子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清楚 , 通常 长 ,简单 或 具 罕 的 

福 皱 。 外 壁 一 层 或 两 层 , 非 腔 状 , 近 极 薄 ,赤道 和 远 极 具 栎 状 加 厚 ， 其 厚度 或 均一 、 或 最 厚 

在 赤道 抑或 在 远 极 ; 栎 网 状 或 穴 网 状 ， 接 触 区 光 面 或 具 退 化 的 网 冰 (muri)、 枝 粒 和 锥 刺 

纹饰 。 

比较 当前 属 以 其 网 状 或 穴 -网 状 的 栎 形 加 厚 为 特征 而 区 别 其 他 栎 形 系 诸 属 。 
“模式 种 OChelinospora concinna Allen 1965 

SEHR “中国 .斯 瓦 巴 德 群岛 等 ;中 、 晚 泥 盆 世 。 

5 & Mein Chelinospora ligurata Allen 

(Ak vi, A 1—4) 

1965 Chelinospora ligurata Allen, 729 页 ,图 版 102, 图 1 一 7。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 子午 轮 廊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直径 56 一 96 WK Ge 30 粒 )， 平 均 

76.8 微米 ; 三 射线 通 肖 不 清楚 至 可 见 , 简单 、 约 为 钨 子 半径 长 的 517 一 3/4; 外 壁 在 三 射线 

KAR, 纹饰 显著 减弱 ; 近 极 -赤道 和 远 极 呈 栎 状 加 厚 ， 其 厚度 由 远 极 辐 赤 道 逐渐 变 

薄 , 在 远 极 区 最 厚 , 达 14 一 24 微米 (网 疹 在 内 ), 在 赤道 区 厚 为 10 一 18 微米 ,于 三 射线 区 显 

著 变 薄 , 约 .4 一 5.5 微米 ;网 状 宽 和 高 的 变化 与 外 壁 厚度 变化 一 致 ， 即 由 远 极 向 赤道 、 近 极 

MASSA: RAAB 5.5 一 7 微米 ,高 8 一 10 KE AA BE 2 一 3 微米 , 高 7 一 8 

微米 ` 而 近 极 面 网 兰 宽 仅 约 1 微米 ;高 3 一 4.5 微米 ; 三 射线 区 多 半 不 具 网 纹 ， 而 为 棒 刺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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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 所 代替 ,其 宽 约 1.5 微米 ,高 2 一 3.5 WOK: MARANA LR Rl, 分 布 颇 密 ,高 约 

1 微米 ;多 棕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原作 者 Allen (1965, 729 页 ) 描述 的 相当 一 致 ， 仅 后 者 个 体 较 小 

(平均 55 微米 ), 网 准 上 不 具 小 刺 , 以 及 外 壁 最 大 厚度 似乎 不 固定 。 

6) HE 3Q (新 种 ) Chelinospora rarireticulata sp. nov. 

CA VI, A5, 6) 

种 征 ” 赤道 轮 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直径 60 一 80 微米 ( 量 3 粒 ), 全 模 标 本 65 微米 ;三 射 

” 线 多 半 仅 可 见 ̀ \ 简 单 ， 约 为 孢子 半径 长 的 5/8 一 3/4; 远 极 具 栎 状 加 厚 、 较 薄 , 厚度 不 均匀 ， 

最 大 厚度 或 在 远 极 区 ,或 在 赤道 区 ,但 常 因 界限 不 清楚 而 不 可 量 , 一 般 厚 约 3 一 6 微米 ; 外 

壁 表面 网 纹 状 ,不 规则 ,其 最 大 特征 是 网 脊 低 \ 高 约 1.5 微米 人) 网 穴 大 (10 一 22 AR) 

平 \ 表 面 光滑 , 兰 背 这 圆 或 鳄 尖 ;网 纹 在 远 极 面 较 近 极 面 发 育 完 全 ,于 三 射线 区 域内 则 残缺 ， 
不 全 ;孢子 轮廓 线 上 约 11 一 15 个 网 穴 ; 浅 棕色 。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网 脊 低 室 、 网 穴 大 和 网 底 平 等 为 特征 而 不 同 于 Chelinospora 属 的 

其 他 已 知 种 。 

不 规则 网 标 孢 (新 种 ) ~Chelinospora irregulata sp. nov. 

(图 版 VI， 图 7 8) 

APE ”赤道 轮廓 亚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 内 孢 体 轮廓 钝 三 角形 至 圆 三 角形 ， 大 小 分 别 为 

32 一 47 微米 和 18 一 25 微米 ,全 模 标 本 47 微米 ; 三 射线 通常 清楚 简单 , 伸 达 内 孢 体 边缘 ;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薄 , 内 点 状 结构 颇 弱 ,与 外 层 紧 贴 ; 外 层 表 面 , 除 近 极 面 外 , 为 网 状 纹饰 , 但 

很 不 规则 、 很 不 完全 ,网 疹 宽 和 高 一 般 均 不 足 1 微 米 , 兰 背 尖 ,在 赤道 边缘 呈 小 刺 或 小 锥 刺 

状 ; 远 极 呈 栎 状 加 厚 , FESR, RAD, 最 大 厚度 或 在 赤道 区 、 或 在 某 一 局 部 ， 其 厚度 

往往 超过 内 孢 体 半径 长 , 约 9 一 19 微米 ,局 部 具 深 裂隙 ; 棕 至 褐 棕色 。 
比较 “标本 较 少 ， 但 特征 明显 。 以 其 网 纹 很 不 规则 、 很 不 完全 和 内 孢 体 较 小 等 而 与 

本 文 描述 的 另 一 新 种 CA. rarireticulata sp. nov. 不 同 ; 外 壁 栎 状 加 厚 及 其 特征 王 Chelino- 

pora concinna Allen 的 一 图 照 (1965， 图 版 101, 图 18) 较为 近似 , 但 文字 描述 各 和 不 相同 ; 
与 本 文 描 述 的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某 些 标本 近似 , 但 后 者 个 体 较 大 ，, 表面 

多 半 平 滑 。 

a Pi] HF) (3h) Chelinospora multireticulata sp. nov. 

(图 版 VI， 图 9, 10) 

HE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至 圆 形 ， 直 径 60 一 78 微米 ( 量 12 粒 ), 平均 64.3 微米 ;全 模 

标本 71 微米 ;三 射线 可 见 、 简 单 \ 直 、 细 ， AAP FER 3/4—5/65 近 极 外 壁 略 薄 ， 赤 

道 和 远 极 呈 栎 状 加 厚 ,其 最 大 厚度 或 在 赤道 , 约 7 一 11 WOK, 但 往往 在 三 射线 末端 部 位 显 

得 更 厚实 ;外 壁 表面 覆 以 网 纹 , 较 规则 ,多 为 五 边 形 ,网 将 低 , 高 1 一 2.5 OK, FE, 宽 约 工 微 

2K, BX), Ae 4 一 7 HK, EF SRAM AR Rata, Auk, WAH mA FS IK 

SEAS PRE HRN TA 5 PARE UTA ARK i 5 2 RAR TPs 赤道 轮廓 线 上 23 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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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AAS RE OCA. rarireticulata sp. nov. 的 区 别 在 于 网 穴 较 小 , 在 轮廓 线 

上 的 个 数 远 远 超过 了 11 一 15 的 范围 ;而 Ch. irregulata sp. nov. 则 以 其 网 纹 很 不 规则 、 很 

不 完全 : 栎 状 加 厚 多 变 和 个 体 较 小 等 为 特征 。 

密 网 网 标 孢 (比较 种 ) Chelinospora cf. multireticulata Lu 

(图 版 VI， 图 16, 17)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直径 56 一 58 WOK ER MAAK, MAM, WAASES; 

外 壁 栎 状 加 厚 不 很 明显 ;其 他 特征 同 Chelinospora multireticulata sp. nov.o 

坚实 网 标 孢 (新 种 ) Chelinospora ochyrosa sp. nov. 

(AR VI, 12, 13) 

HE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远 极 面 半 圆 球 形 , 近 极 面 平 凸 ,直径 56 一 78 微米 ( 量 18 粒 )， 

平均 68.3 微米 ,全 模 标本 76 微米 ; 内 孢 体 亚 圆 形 , 直径 47 一 68 微米 ; 三 射线 清楚 至 可 识 

别 , 直 、\ 简 单 或 微 具 展 , 约 为 内 孢 体 半 径 长 或 稍 短 ;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薄 , 具 内 点 状 结构 ,与 外 

层 紧 贴 或 不 等 程度 地 分 离 ; 外 层 近 极 薄 , 赤道 和 远 极 呈 栎 状 加 厚 \ 坚实 \ 厚 度 多 变 , RAE 

度 或 在 远 极 区 ,7 一 10 WOK, 或 在 赤道 区 某 一 局 部 , 约 2.5 一 12 微米 , 同 近 极 区 逐渐 变 薄 ， 

约 2 一 4 微米 ; 外 壁 表 面 圆 纹 状 ,网 穴 多 角形 ,不 规则 ,大 小 不 一 ,常见 直径 7 一 22 微米 ; 网 

PARE. A 1 一 2.5 微米 ,基部 宽 约 1.5 一 3 MK ABE MPRA LA SRA, 

网 安平 或 微 内 凹 ;网 纹 在 近 极 面 略 退 化 ;棕色 。 
比较 ”本 新 种 以 其 贺 栎 坚实 为 特征 而 与 上 述 CA. rarireticutata sp. nov， 等 三 新 种 不 . 

fal; 在 形态 特征 上 与 Allen (1965, 728 页 ) 描述 的 Chelinospora concinna 其 中 的 两 图 

《图 版 101, 图 15、16) 颇 接近 。 

He ee Be Sales cf. ochyrosa Lu 

(图 版 VI， 图 11) 

描述 “赤道 轮廓 亚 圆 形 , 直 径 81 微米 ; 外 壁 表面 不 规则 网 穴 状 , 穴 大 小 8 一 18 微米 ， 
外 壁 厚实 \ 不 可 量 , 孢子 轮廓 线 呈 不 规则 的 宽 平 波状 ; 外 壁 最 大 厚度 在 远 极 区 , 约 11 一 13 

微米 ;其 他 特征 同 Chelinospora ochyrosa sp. nov.o 

讨论 ，” 因 苑 壁 厚实 , 透 光 性 差 ,难以 观察 清楚 ,加 之 见 到 标本 较 少 ,所 以 种 的 鉴定 作 了 

保留 。 

PFI (FH) Chelinospora sp. 

(ABR VI, 图 14, 15) 

描述 ”赤道 轮廓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 直 径 42 一 56 微米 ( 量 15 粒 ), 平 均 49.5 微米 ; 三 射线 

通 稼 不 清楚 ; 外壁 表 面 覆 以 网 纹 , 不 规则 \ 不 完全 ,网 疹 低 拷 , 高 约 1 OR, AF ERE PC 

不 规则 多 角形 ,大 小 不 一 ,直径 3.5 一 9 GOK FEB BO AS Nb SA A, 大 小 

不 一 致 , 基 宽 2 一 7 微米 ,高 1.5 一 3.5 微米 ;外 壁 厚度 不 可 量 , 常 见 局 部 特 厚 , 其 余部 位 不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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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故 保留 地 将 其 上 妆 人 Chpejzzospora 属 。 

横 圆 光 面 单 缝 孢 属 Latosporites Pot. et Kr. 1954 

MERA Latosporites (Laevigatosporites) latus (Kosanke 1950) Pot. et Kr. 1954 

BAH S4ja(*AEM) Latosporites sp. 

(AR IX, 10) 

描述 ”赤道 轮廓 宽 椭圆 形 , 大 小 49 x 60 微米 ; BAER RB, 长 约 为 长 轴 的 273; 

近 极 面具 明显 的 接触 区 ;外 壁 厚 约 3 微米 , 同 质 , 光 面 。 

#3] 44474 Thymospora (Knox) Wilson et Venk. 1963 

模式 种 Thymospora (Laevigato-sporites) obscurus (Kosanke, 1950, Alii 16, 6) 

Wils. et Venk. 1963 

A437] (Axe) Thymospora sp. 

(图 版 1X, 11): 

描述 ”赤道 轮廓 卵 圆 形 ,大 小 31 X 45 微米 ; 单 颖 清楚 、 微 弯曲 , 约 为 长 轴 长 的 3/4; 
近 极 外 壁 薄 , 平 滑 , 厚 约 1 微 米 ; 远 极 面 和 赤道 区 具 瘤 状 纹饰 , 低 矮 ,高 约 0.5 微米 , 基部 多 
为 圆 形 ,直径 3 一 4 微米 , 顶端 圆 凸 ,赤道 轮廓 线 呈 宽 波 状 ; 远 极 -赤道 外 壁 稍 厚 , 约 2.5 一 3 

微米 ,外 壁 内 颗粒 状 结构 ,或 因 次 生 作 用 所 致 

古 周 囊 孢 属 Archnaeoperisaccrs (Naum., 1953) McGregor 1969 

属 征 单 颖 腔 状 〈camerate)“ 小 ”孢子 。 射 线 直 、 BCA, 或 被 近 极 外 壁 外 层 的 

福 疹 遮 盖 而 模糊 不 清 ;中 央 本 体 (? 外 壁 内 层 ) 光 请 .坚实 、 卵 圆 、 椭 圆 或 亚 圆 形 ,被 一 囊 状 外 

壁 (? 外 壁 外 层 ) 所 包围 。 该 囊 状 外 壁 在 赤道 区 膨胀 , BHT KR, 在 近 极 面 上 或 延伸 而 形 

Ka Cflap) 或 者 裙 皱 ;在 赤道 ， 朝 射线 两 端 方向 超出 本 体 边 缘 延 伸 , (BG 

则 延伸 较 穿 ,或 甚至 紧 贴 本 体 ; 在 近 极 ( 除 裙 皱 或 裙 背部 位 外 ), 紧 贴 本 体 , 并 在 远 极 区 也 紧 

贴 (? 连 生 ) 本 体 。 训 光滑 或 具 纹 饰 。 
比较 ”当前 属 与 三 到 纪 的 Aratrisporites (Leschik) Playford et Dettmann (1965) 形态 

有 某 些 近似 ,但 仍 存在 明显 的 区 别 : 襄 状 外 壁 多 为 海绵 状 , 表 面 粗糙 ,或 不 规则 的 细 网 状 ， 

BN 58 FLUKA i, HIRES, AA Aratrisporites 属 的 修长 ;同时 , 泥 盆 纪 的 标本 ， 长 轴 两 

端 形态 各 异 : 一 端 较 浑 圆 ,一端 较 尖 细 , 并 且 中 央 本 体 一 般 都 较 细 小 。 
讨论 ~~ BCE (Potonié, 1958) 兽 为 ”drcephacopexisaccz 属 指定 了 模式 种 并 修订 了 属 

(iE; BHT, RT BSH BAe (McGregor, 1969, 100 页 ) 修订 的 属 征 。 这 个 属 的 分 布 及 时 

代 , 国 外 的 报道 似乎 限于 北半球 , 并 主要 为 晚 泥 盆 世 早期 (Frasnian) 的 分 子 , 甚至 被 认为 

是 该 地 质 时 期 的 标准 分 子 。 据 我 们 近年 来 的 工作 结果 表明 : 在 我 国 云南 四川、 贵州 等 地 

区 的 泥 盆 系 中 均 含 有 大 量 Archacoperisaccus 属 的 分 子 , 从 其 孢子 组 合 面貌 来 看 , 其 地 质 时 

伐 或 许 更 倾向 于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Givet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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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 Archacoperisaccus menneri Naumova 1953 [由 Potonié (1958) 指定 的 ]。 

AoA CR) Archaeoperisaccus cf. scabratus Owens 

(Ak IX, 48,9) 

描述 ”赤道 轮廓 卵 圆 形 ， 中 央 本 体 椭圆 形 ， 大 小 分 别 为 81 X 54—102 X 63 微米 和 

52 X 34 一 60 X 34 微米 ; 单 矣 通常 被 外 层 灾 脊 所 遮盖 , 裙 脊 宽 6 一 10 微米 ; 向 长 轴 两 端 逐 

Maes, FRAT WA; 外 壁 两 层 : 内 层 薄 , AMI, 形成 一 界限 不 甚 清楚 的 中 央 本 

” 体 ; 外 层 在 赤道 区 与 内 层 完 全 分 离 , 并 近乎 等 距离 延伸 , 即 在 长 轴 两 端 方 向 无 更 强烈 的 延 

介 , 呈 一 卵 圆 形 环 状 ;外 层 薄 , 常 具 短 轴 方 向 的 福 皱 , 内 颗粒 状 结构 清楚 ,表面 微 粗 糙 , 在 轮 

廓 线 上 呈 极 小 的 颗粒 状 突起 (高 约 0.5 微米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晚 泥 盆 世 早期 (Erasnian) 的 Archacoperisaccus 

scabratus Owens《1971，69 页 ,图 版 21, 图 7 一 13) 最 接近 ， 只 是 中 央 本 体 界 限 不 甚 清楚 ， 

外 层 具 短 轴 方向 的 福 皱 而 略微 不 同 , 故 保留 地 归 人 该 种 名 下 ; 与 Archaeoperisaccus oblongus 

Owens (1971, 688 页 ) 区 别 显著 : 后 者 纹饰 较 明 显 ,， 本体 较 大 ， 外 层 在 长 轴 方 向 更 强烈 延 

伸 。 

未 定名 孢子 类 型 一 1 Unidentified Spore type 一 1 

(图 版 X， 图 14) 

描述 ”孢子 (?) 轮 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96—190 微米 ;射线 不 清楚 ; 壁 相当 厚实 ,但 不 可 量 ， 

表面 光滑 ,或 因 保存 不 好 ,而 显得 粗糙 。 

三 、 钨 子 组 合 及 其 地 层 意义 

《一 ) 组 合成 分 与 特征 

根据 当前 犯 子 的 特征 及 其 在 剖面 上 的 垂直 分 布 情况 《〈 见 表 1)， 龙 华山 剖面 具有 两 个 

互 不 相同 的 孢子 组 合 (根据 5 块 样品 中 统计 的 主要 孢子 属 种 的 结果 )。 

1. 下 部 (1 一 14 ws ”主要 由 ACE105 和 ACE114 两 块 样品 的 孢子 组 成 ,包括 13 

属 ,，22 种 ， 其 中 6 个 新 种 ,2 个 未 定 种 , 1 个 未 定名 孢子 类 型 〈 参 见 系 统 描 述 下 之 属 种 名 
单 , 注 * 号 者 )。 本 组 合 以 Retusotriletes, Apiculiretusispora, Verruciretusispora 和 Tholisporites 

等 各 属 的 分 子 为 主 ， 约 占 组 合 的 78.7—863%; 同时 ， 在 国外 常见 于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的 

_ Emphanisporitss 属 的 孢子 也 有 出 现 。 

2. 上 部 (15 一 17 层 ) 组 合 ” 主要 由 ACE122、ACE123 和 ACE127 等 三 块 样品 的 孢子 

组 成 , 除 大 孢子 外 ,共计 30 属 , 75 种 ,其 中 新 属 2 个 ,新 种 27 个 ,未 定 种 10 个 〈 见 系统 描 

述 之 下 属 种 名 单 ， 具 **# 号 者 为 上 、 下 两 组 合共 有 的 分 子 ); 网 Retusotriletes, Apiculiretusi- 

spora, Verruciretusispora, Archaeozonotriletes 和 Chelinospora 等 属 的 分 子 为 主 , 约 占 组 合 的 

67.0—88.6%; 同时 , 在 欧美 各 国 常 被 视 为 晚 泥 盆 世 指示 分 子 的 Archaeoperisaccus 属 也 见 

到 了 。 

上 述 两 个 组 合 的 共同 特征 是 ,从 整个 剖面 来 看 ,从 老 到 新 具 马 形 兰 的 孢子 〈 包 括 光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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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和 具 各 种 纹饰 成 分 的 ) 数量 最 多 。 BRR, Retusotriletes, Apiculiretusispora 和 

Verruciretusispora 等 三 属 的 分 子 , 分 别 占 下 部 和 上 部 组 合 的 49.3—77.8 2A 48.4—83.7 Do 

广义 地 讲 , 具 马 形 兰 的 孢子 ,是 整个 泥 盆 纪 组 合 的 特色 之 一 。 

除 上 述 的 共同 特征 外 ,， 二 个 组 合 还 具有 自己 的 不 同 特征 。 首 先 ， 下 部 组 合 都 是 三 颖 
4, AUR SEAS, HH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eel) Str.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占 0.75—21.56%, Apiculiretusispora granulata Owens 占 13.86—43.5%, Tho- 

lisporites chulus (Cramer) McGregor yar. chulus McGregor. 占 4.5—37.0%, +H 74K BB 

在 200 微米 以 下 ;其 次 , 近 极 面具 辐射 肋 纹 的 _Bmpianfsporixex 属 的 分 子 存在 ;第 三 , 约 2/3 
.和 钨 子 属 种 均 未 延伸 至 上 部 组 合 。 而 上 部 组 合 ， 除 大 量 三 颖 钨 外 ， 还 出 现 少量 的 单 颖 匈 

(Archaeoperisaccus scabratus, Thymospora sp. 和 Latosporites sp.); 其 次 , 除 小 孢子 外 , BRM 

.5 属 10 种 的 大 孢子 ; 最 后 ， 与 下 部 组 合 截然 不 同 的 是 还 出 现 相当 数量 的 Hystricosporites , 

Ancyrospora 等 末端 两 分 又 的 、 锚 刺 状 突起 纹饰 的 孢子 。 

《二 ) 组 合 对 比 及 其 地 质 时 代 的 讨论 

1. 下 部 组 合 ”本 组 合 与 球 峰 山下 泥 盆 统 徐 家 冲 组 组 合 〈 卢 礼 昌 、 欧 阳 舒 , 1976) 最 为 
接近 ,表现 在 : 1) 两 个 组 合 中 共有 的 分 子 达 5 属 9 种 之 多 ,它们 是 Retusotriletes simplex, 

R. pychovit, R. triangulatus var. microtriangulatus, R. triangulatus var. major, R. intergra- 

nulatus, Apiculiretusispora granulata, Verruciretusispora megaplatyverruca, Tholisporites chu- 

lus var. chulus 和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等 ,其 中 ,本 文 描述 的 Apiculiretusispora gra- 

nulata SRAHAS PTR Apiculiretusispora plicata —MS4RACABS, CHE; 

又 , 徐 家 冲 组 合 中 的 R. intergranulatus TP RAL FRAG CRRA ARTE), i Hix 

些 共 同属 种 的 含量 共 占 龙华 山下 部 组 合 的 63.8—86.2 %, 在 徐 家 冲 组 合 中 亦 占 颇 大 比重 。 
2) 相同 的 属 还 有 Leiotrletes, Punctatisporites. Calamospora 和 Cymbosporites 等 。3) AA fa 

子 都 小 于 200 微米 ; 此 外 , 产 两 个 组 合 的 相关 地 层 , 都 含有 以 Zosterophyllum-Drepanophy- 

ou 为 代表 的 早 泥 盆 世 植 物 群 。 Am, RMU AAU RHE SRB RA 

”组 应 当 是 时 代 天 致 相同 的 沉积 。 当 然 ,本 文 组 合 与 徐 家 溃 组 合 还 显示 出 一 定 的 差别 ,如 后 
一 组 合 中 Leiotriletes-Punctatisporites 含量 较 高 ;也 未 见 到 Emphanisporites 等 ,这 种 差别 或 

与 当时 植物 的 生态 以 及 沉积 与 保存 环境 有 关 ? BUR PATE BID A Raat ba eae BUI 

上 略 有 不 同 的 反映 。 

既 已 认为 这 两 个 组 合 出 自 大 致 相同 的 时 代 ( 早 泥 盆 世 Emsian 期 ), 那 么 , 时 代 讨 论 就 

无 须 多 说 了 ,因为 在 徐 家 冲 组 一 文中 已 陈述 了 理由 。 这 里 要 补充 的 是 , 本 文 的 组 合 中 , KR 
Emphanisporites epicautus 和 Tholisporites chulus var. chulus 出 现 较 早 ( 早 泥 盆 世 早期 ), 以 

及 Retusotriletes simplex 几乎 在 整个 泥 盆 纪 都 有 分 布 外 , 其 他 各 属 种 差不多 都 是 见于 早 泥 

盆 世 晚期 〈《Emsian) 的 ( 见 表 3)。 

。 因此 ,从 地 层 层 序 * 孢 粉 组 合 及 与 其 共生 的 植物 群 和 鱼 化 石 (仅见 于 慰 峰 罩 徐 家 冲 组 ) 
综合 地 考虑 ,我 们 认为 将 龙华 出 剖面 下 部 地 层 ( 即 李 星 学 等 1977 年 仍 用 的 “龙华 出 组 ”) 并 

同 徐 家 冲 组 的 时 代 定 为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是 比较 合理 的 。 

2. 上 部 组 合 ”本 组 合 的 30 属 (\ 包 括 2 新 属 ) 75 种 孢子 中 ,新 种 和 未 定 种 接近 一 半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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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龙华 山 剖 面 某 些 已 知 孢 子 属 种 在 世界 各 地 泥 岔 系 的 垂直 分 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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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porites Oensus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9 ste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Archaeoperisaccus scabratus 

Sfenozonotrilefes inspissatus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Verrucitelusispora magnifica Var magnifica oan jae 

V. pallida 加 盒 大 北极 群岛 

Geminospora punctata DUS AIARE B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BROOK MARES 

俄罗斯 地 人 台 

| 中 国 四 川 渡口 ， 

TS. 俄罗斯 地 台 

PAE SMBS 
BROOK Be AREER 

HORE ARES 

G. verrucosa 

Tholisporites punctatus 

Ancyrospora aff: /ncisa 

Hystricosporites cf. bucéinoides 

Stenozonofriletes clarus 

Archaeozonotrilefes variabilis 

Chelinospora liguraia 

Samarisporites friangulatus 

S. concinnus 加 拿 大 北 根 群岛 

Cymbospori les cyathus HADES ABE 

Retusotriletes simplex eateeete” 

if 中 国 云南 山 
ue joer. Re wes 
R. confossus PEI nfo ae Uy 

R. rugulatus Ae. 6 & 

tH me RR WwW 

Dah sew 
中 国 云南 . 加 会 大 此 利 
和 

R. triangu/atus yar. microtriangulates 

R. triangulatus yor. major 

A piculiretusispaea plicata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PBnm Sur Ww 

Verrucirefusispora megalalyverruvca | SB rwRIEW 

Apicu/irefusispora * granulata 西 德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Tholisporites chulus var. chulus 由 Bam Sit a 

Emphanisporiles epicautus RR 国 

* 表 中 斯 匹 次 备 尔 根 群岛 现 名 斯 瓦 巴 德 群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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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已 知 主要 属 种 在 世界 各 地 泥 盆 系 的 垂直 分 布 见 表 20 

从 表 2 可 以 看 到 ， 本 组 合 中 的 某 些 成 分 似 可 与 下 述 几 个 地 区 钨 子 组 合 中 的 某 些 分 子 
相 比较 ,虽然 组 合 之 间 总 的 面貌 区 别 较 大 : 

1) 挪威 斯 瓦 巴 德 群岛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某 些 分 子 〈Allen，19677， 除 表 2 上 列 4 种 ， 
即 Samarisporites triangulatus,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Chelinospora ligurata 和 Che- 

linospora cyathus 以 外 ,形态 特征 颇 为 近似 的 还 有 4 种 (包括 一 大 孢子 种 ): 

中 国 云南 龙华 山上 部 组 合 的 孢子 斯 瓦 巴 德 群岛 中 泥 盆 世 孢子 

Chelinospora ochyrosa sp. n. Chelinospora concinna Allen 〔〈 图 版 101, A 15, 16) 

Chelinospora irregulata sp. n. Chelinospora concinna Allen (图 版 101, A 18) 

Nikitinsporites cathaensis sp. n. Nikitinspora spitsbergensis Allen 

Ancyrospora acuminata sp. n. Ancyrospora langii (Taugourdeau-Lantz) Allen 

由 此 可 见 ， 本 组 合 中 共有 8 种 〈 约 占 整个 组 合 种 数 的 1/9) 与 该 群岛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Givetian) 组 合 的 某 些 成 分 相似 或 极 相似 ， 再 结合 一 些 共 同 的 属 (Granulatisporites 和 

Densosporites) 比较 ,如 打 芳 虑 到 两 处 纬度 相差 悬殊 , 则 这 些 共同 点 仍 给 人 以 深刻 印象 。 
2)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CThe Western Queen Elizabeth Islands) Hye4r th FRA vE a tt 

HAA (Owens, 1971) 中 ， 有 下 列 成 分 出 现 于 当前 组 合 中 , 即 Verruciretusispora pallida, 

V. magnifica var, magnifica, Geminospora punctata, G. verrucosa, Stenozonotriletes inspis- 

satus, Archac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Archaeoperisaccus scabratus 和 Samarisporites concinnus 

等 ,这 些 共同 的 成 分 ,显示 出 两 个 组 合 之 间 的 某 种 相似 性 ,但 除 最 后 一 种 外 ,其 余 7 种 都 限 
于 晚 泥 盆 世 ， 并 随同 出 现 了 较 多 的 假 囊 - 膜 环 分 子 〈 如 Hymenozonotriletes, Rhabdosporites 

等 ), 面 貌 较 新 ,这 又 显示 出 两 个 组 合 间 的 差异 性 。 

另外 ,在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的 梅 尔 维尔 岛 晚 泥 盆 世 晚期 至 早 石炭 世 早期 (?) 组 合 (Mc- 
Gregor, 1960) 中 ， 也 有 4 种 CVerruciretusispora pallida, V. magnifica var. magnifica 和 

Tholisporites densus, T. punctatus) 出 现 于 本 组 合 。 

根据 上 述 比较 ， 可 以 看 到 ， 龙 华山 剖面 上 部 的 孢子 组 合 中 一 方面 出 现 了 若干 斯 瓦 巴 

” 德 群岛 中 泥 金 世 晚 期 特有 的 分 子 ， 另 一 方面 也 存在 着 见于 加 拿 大 北极 群岛 晚 泥 盆 世 的 一 
EKA, 但 总 的 看 , 则 接近 前 者 的 程度 较为 强烈 ; 所 以 , 本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 以 定 为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Givetian)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CFrasnian) RAY, 倾向 于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 这 一 结论 我 们 在 大 苞 子 一 文 也 提 到 了 ， 当 时 还 列举 了 几 条 理由 : C1) AMF AK 

幅度 4380 一 450 微米 ) 可 与 国外 已 知 的 Givetian 期 的 幅度 比较 ;《2) 与 孢子 组 合共 生 的 植 
WALA Protolepidodendron scharyanum Krej& 和 Protopteridium minutum Halle 为 代表 ， 

这 两 个 种 ,一 般 被 认为 是 中 泥 盆 进 ( 甚 至 早期 ) 的 标准 分 子 ; 3) 虽然 剖面 上 部 仅 找到 一 种 

fil A #4 , 但 龙华 山 一带 相 当地 层 中 发 现 了 较 多 的 以 沟 鳞 鱼 〈Bozjyioleziz) 类 化 石 群 ,， 这 一 

鱼 化 石 群 在 我 国 主要 见于 中 泥 盆 统 。 综合 这 些 证 据 表明 , 小 孢子 组 合 所 显示 的 时 代 范 围 

遂 旋 余地 更 小 ,属于 Frasnian 期 的 可 能 性 是 不 大 的 。 

这 里 有 必要 再 提 一 下 Archacoperisaccus 属 的 问题 ， 该 属 一 向 被 视 为 北半球 Fras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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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 标准 分 子 , 出 现在 云南 龙华 山 剖 面 的 上 部 , 固然 一 方面 表明 色彩 较 新 ,其 时 代 不 可 能 

王 延 到 中 泥 盆 世 早期 〈《Eifelian)， 但 另 一 方面 , 也 不 能 以 这 个 属 作 唯 一 的 标准 ,将 其 定 为 

Frasnian 期 ,必须 综合 各 方面 的 证 据 。 何 况 与 Archacoperisaccus 属 产 自 相同 母体 植物 的 大 

fF Nikitinsporites 属 ， 虽 然 大 多 记录 是 限于 Frasnian 期 的 ， 但 在 斯 瓦 巴 德 群岛 亦 产 于 

Gevitain HA (Allen, 1965)。 FRAIE, Archacoperisaccus 属 将 来 出 现 于 国外 Givetian 期 

的 组 合 中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所 以 ， 从 这 方面 讲 ， 将 龙华 山 剖 面 上 部 组 合 定 为 中 泥 盆 世 晚期 

(Givetian ) 也 是 可 以 的 。 DT ae 

《三 ) 初步 结论 

1. 沾 益 龙华 山 泥 盆 系 剖 面 可 分 上 下 两 段 地 层 , 并 有 具 相应 的 两 个 抱 子 组 合 5 
2. 下 部 组 合 与 曲靖 法 峰 山 徐 家 冲 组 合 可 以 对 比 ， 其 地 质 时 代 也 应 属 早 泥 盆 世 晚期 

(CEmsian)， 相 当下 泥 盆 统 徐 家 冲 组 。 

3 十 部 组 合 , 则 当 属 于 中 泥 盆 世 晚期 《Givetian7， 相 当中 泥 盆 统 "海口 组 ”。 

4. 剖面 是 否 缺 失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Eifelian) 地 层 , 尚 待 进一步 研究 e 
5. 上 段 地 层 的 下 界 , 和 大 钨 子 一 文 所 说 一 样 , 仍 暂 定 15 层 底 砂 岩 为 界 s 4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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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IAN MIOSPORES FROM THE LONGHUASHAN SECTION 

IN ZHANYI OF YUNNAN AND THEIR STRATIGRAPHIC 

SIGNIFICANCE 

Lu Lichang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otology,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Devonian miospores from the Longhuashan section in 

Zhanyi of Yunnan (the megaspores from the same section were reported by Ouyang 

and the writer in 1978). 92 species assigned to 33 genera are here described, inclu- 

ding 2 new genera (Peroretisporites gen. nov. and Retizonospora gen nov.), 33 new 

species, and 14 indeterminable spec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se miospores, two 

distinct assemblages may be recognized in this section: 1) The lower assemblage is 

late Lower Devonian (Emsian) in age. It consists mainly of the spores of Retuso- 

triletes, Apiculiretusispora, Verruciretusispora and Tholisporites, which amount to 

78.7—86.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assemblage. Besides, some elements of Em- 

phamsporites commonly found in the Lower Devonian of Europe and America are 

also present within this assemblage. 2) The upper assemblage is late Middle Devonian 

(Givetian) in age.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spores of Retusotriletes, Apiculire- 

tusispora, Verruciretusispora, Archaeozonotriletes and Chelinospora, which amount to 

67.0—88.6%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assembl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se spores” 

are the elements of the genus Archaeoperisaccus, which are restricted to the late 

Upper Devonian (Frasian) in some localitie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two new genera are briefly given below: 

Genus Peroretisporites gen. nov. 

Type species Peroretisporites distalis gen. et sp. nov. 

Diagnosis Spores radial, trilete. Amb subtriangular to subcircular, enclosed 

by a distinct perispore; the proximal surface psilate, distal surface covered by reti- 

culate sculpture; trilete mark normally distinct; laesurae straight, extending to or 

almost to the margin of spore body, accompanied by lips; perispore surface smooth; 

exine thickened. 

Comparison The present new genus differs from all other known genera with 

perispore in having a reticulate ornamention; other genera covered with ‘reticulate 

sculpture have not perispore. 

| Occurrence The ‘‘Haickou Formation’’, Longhuashan in Zhanyi of eastern 

Yunnan, China; Middle Devonian (Givetian). 

Genus Reiizonospora gen. nov. 

Type species Retizonospora punicoida gen. et sp. nov. 

Diagnosis Spores radial, trilete, bearing reticulate zona. Amb circula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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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eircular; trilete mark distinct or traceable, laesurae simple, at least reaching to 

the inner margin of zona; the reticulate sculpture developed on proximal surface 

especially in equatorial area resulted in forming a zona; exine distally more thicker 

than proximally. 

Comparison This new genu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ticulate zona. Con- 
trarywise, in Peroretisporites gen. nov. bears perispore. and its reticulate sculpture is 

restricted to the distal surface rather than the proximal one. 

Occurrence The ‘‘Haickou Formation’’, Longhuashan in Zhanyi of eatern 

Yunnan, China; Middle Devonian (Give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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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iotriletes cf. adnatoides Pot. et Kr. 

近 极 面 观 ，ACE 123-1(1), 
2, 3. Punctatisporites laevigatus (Naum.) comb. nov. 

2. 极 面 观 ，ACE 123-41 (4); 

3. 极 面 观 ，ACE 123-6 (1), 

4 一 6。 Punctatisporites perforatus sp. nov. 

4. 全 模 标本 , 近 极 面 观 ，ACE 123-11(1); ， 
5. 斜 侧面 观 , 示 外 壁 厚实 ,表面 光滑 ，ACE 123-58 (3); 
6. 侧 面 观 , 示 外 壁 内 部 结构 ，ACE 123-30(3), 

7, 8. Cyclogranisporites delicatus sp. nov. 

7. 全 模 标 本 ，ACE 123-21 (11); 

8. 偏 极 面 观 ，ACE 123-55(6)。 

9. Calamospora pannucea Rich. 近 极 面 观 ，ACE 123-62(1). 

10, 11.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 Str cf. var. major Lu et Ouyang 

10. 极 面 观 ，ACE 123-15(1); 
11. 极 面 观 ，ACE 123-48 (8)。 

12, 13.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 

12.4% HW, ACE 123-36(6); / 

13.4% HM, ACE 123-35(3), : : 

14, 15. Retusotriletes pychovit Naum. 

14. 斜 侧面 观 ，ACE 123-(1); 

15. 偏 极 面 观 ，ACE 123-(2), 
16—18. Retusotriletes confossus (Rick.) Lu et Ouyang 

16. fRHM ROVA*+AML, ACE 123-32(2); 
17.24 HW, ACE 123-48 (6); - 

18. 近 极 面 观 , 示 接 触 区 表面 具 纹 饰 ，ACE 123-48 (9), 
19.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 Str.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极 面 观 ，ACE 120-2(1). 

20, 21. Retusotriletes semizonalis McGr. 

20. MiTRHM, RSBAL TRE, ACE 123-(3); 
21.4 HWM, ACE123-44(5), 

22, 23. Retusotriletes levidensus sp. nov. 

22. 全 模 标本 ，ACE 123-2(8);, 

23 ERM, R= MMAR ASA MAB, ACE 123_52(2)。 

£2 版 II 

1, 2. Retusotriletes glossatus sp. nov. 

1. 全 模 标 本 ，ACE123-59(1); 

2. 极 面 观 ，ACE123-21(16)。 

3, 4. Retusotriletes scabratus sp. nov. 

3. 全 模 标 本 ，ACE123-13(1); 

4. 极 面 观 ，ACE123-(4)。 

5—8. Retusotriletes stratus sp. nov. {| 

5 全 模 标 本 ，ACE123-27(1); 4 



6. UM, RSH ME, ACE123-30(1); 
7、8.- 分 别 为 极 面 观 和 侧面 观 ，ACE123-53(2)。 

9—11. Retusotriletes crassus sp. nov. 

9. 全 模 标本 ，ACE 123-62(2); 

10- RAM, RSCAB HRA, ACE123-54(2); 
11. UW, RHA AMIS) MIE “Y” 形 沟 状 结构 ，ACE123-19(3)。 

12. Retusotriletes impressus sp. nov. fA HE: a. SMARA, b. 侧 压 标本 ，ACE123-48(1)。 

13. Retusotriletes minor sp. nov. 

全 模 标本 ，ACE120-1(2)。 
14. Apiculiretusispora minuta Lu et Ouyang 

MW, ACE 127-5, 

15, 16. Apiculiretusispora sp. 

为 同一 标本 : 15\ 近 极 面 观 , 示 近 极 面 无 纹饰 和 16、 远 极 面 观 , 示 远 极 面 具 纹 饰 ，ACE127-57 (5), 
17, 18. Apiculiretusispora crassa sp. nov. 

17.4474, ACE123-37(3); 

18. 偏 极 面 观 , 示 接触 区 外 壁 略 有 加 厚 ，ACE123-36(4)。 
19—21. Verruciretusispora pallida (McGr.) Owens 

19. HM, ACE123-5(6); 
20. GREW, RSVR FA, ACE123~42(1); 
21. ARM, RSCG BME, ACE123-1(2), / 

版 Ill 

1 一 3. Verruciretustspora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Owens 

1.4 HW, ACE123-5(7); 

2.4 HW, ACE123-36 (8); 

3- 侧 面 观 , 示 接 触 区 外 壁 较 薄 , FCN Hh, TRIPE RES AAA SCA MS, RHIC, ACE123-39(8), 
4。 Verruciretusispora pallida (McGr.) Owens 

REM, ASCE, KG IK, ACE123-35 (12), 
5—8. Verruciretusispora magnifica (McGr.) var. magnifica Owens 

5. 四 孢 体 ，ACE123-42(3); 

6, 7. 远 极 面 观 , 示 远 极 极 区 加 厚 (?)，ACE123-15(4)、ACE123-7(3); 
8. 侧 面 观 ，ACE123-2(7 )。 

9, 10, 14—18. Apiculiretusispora microverrucosa (Bharad. et al.) comb. nov. 

9. RGM, RSCAR EI, ACE123-1(8); 
10. 极 面 观 ，ACE123-39(3); 
14. 远 极 面 观 ，ACE123-35(13); 

15. 极 面 观 ，ACE123-8(3); 
16. 孢 子 堆 ，ACE123-(5); 

17、18. 极 面 观 ，ACE123-31(1)、ACE123-(6)。 
11—13. Apiculiretusispora pseudozonalis sp. nov. 

1I. 全 模 标本 ，ACE123-26(8); 

12. 近 极 面 观 , 示 接 触 区 表面 光滑 ，ACE123-44(4); 
13. 四 孢 体 ，ACE123-45(4)。 

19—22. Apiculatisporis aculeatus (Ibr.) Pot. et Kr. 

19, 20. 44k ML, ACE123-2(6), ACE123-37(7); 
21. GW, AKIRA, ACE123-57(1); 
22.4 HW, ACE123-51(1), 

23—27. Anapiculatisporites dilutusssp. nov. 

23. 全 模 标 本 ，ACE123-5(5); 

24、25. 极 面 观 , 示 三 边 或 多 或 少 内 凹 ，ACE122-2(1)、ACE122-3(107); 

26- 远 极 面 观 , 示 远 极 面具 纹饰 ，ACE123-8(4) 
27. 极 面 观 , 示 三 边 中 部 微 齿 状 ，ACE123-5(11)。 

2 版 IV 

1, 2.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Lu et Ouyang 1 

1. 极 面 观 ，ACE12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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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 极 面 观 , 示 小 三 角形 加 厚 ，ACE123-1(10)。 
3, 4. Apiculatisporis sp., 
3. 偏 极 面 观 ，ACE123-3(4); 

4. 极 面 观 ，ACE122-2(2)。 

Dictyotriletes destudineus sp. nov. 

5. 全 模 标 本 ，ACE123-16(1); 
6. 近 极 面 观 , 示 三 射线 区 无 纹饰 ，ACE123-28(27。 
Verrucosisporites confertus Owens 

MW, ACE127-3(2), 

Rhabdosporites cf. cymatilus Allen 

8. 斜 侧面 观 ，ACE123-67(3); 

9. 极 面 观 ，ACE123-67(4)。 

Rhabdosporites zonatus sp. nov. 

全 横 标 本 ，ACE123-49(3)。 

Synorisporites verrucatus Rich. et List. 

‘11, 12. RW, ACE123-51(2), ACE123-19(8); 
13. 侧 面 观 , 示 盾 环 和 接触 区 表面 无 纹饰 ，ACE123-21(6)。 
Hystricosporites cf. microancyreus Riegel 

14. 94MM, ACE 123-43(1); 

15. 侧 面 观 , 示 三 射线 呈 颈 状 凸 起 ， ACE123-4(1),_ 
Hystricosporites sp. 3 

RMM, ACE123-2(3), 

Hystricosporites sp. 1 

侧面 观 ，ACE123-12(3)。 

Hystricosporites sp. 2 

MM, ACE123-15 (8), 

Cymbosporites dentatus sp. nov. 

MW, ACE123-25(4), 

B im vv 

Archaeozonotriletes variabilis Naum 

1. 偏 近 极 面 观 , 示 三 射线 微 具 唇 ， ACE123-18 (7); 
2. 近 极 面 观 , 示 外 壁 加 厚 形态 多 变 ，ACE123-(7); 
3. 极 面 观 ， ACE123-21(1); 

4-_ 极 面 观 , 示 最 厚 处 具 牙 瘤 状 等 纹饰 ，ACE123-18(2)。 - 
Archaeozonotriletes lageniformis sp. nov. 

5. 全 模 标 本 ，ACE127-2(2); 

6. 偏 极 面 观 ，ACE122-3(1 )。 

Archacozonotriletes auritus sp. nov. 

7.4: RA, ACE123-28(6); 

8.4 HM, ACE123-28(2), 

Tholisporites densus McGr. 

9. MM, ACE123-27(6); 

10. 极 面 观 ,部 分 外 壁 被 腐蚀 ，ACE123-49(4)。 
Tholisporites punctatus McGr. 

侧面 观 , 示 远 极 栎 状 ， ACE127-2(3)。 

Geminospora punctata Owens 

12,13. (a RGM, ARPIHE, ACE123-18(6), ACE123-24(4); 

14. PU, ANHAR SA HH, ACE123-32(1); 
15. iM, ACE123-21(4), 
16. 侧 面 观 , 示 外 壁 表面 具 厢 状 物 (?)，ACE123-23(6)。 
Geminospora verrucosa Owens 

17. Ma RIG, ACE123-21(10); 
18. 斜 侧面 观 , 示 栎 状 结构 ，ACE123-20(9)。 
Cymbosporites cyathus Allen 

19. ja GGL, ACE123-28(1); 
20. Fr RR A, ATE AK She, Sk, ACE123-57(3); 



21. 近 极 面 观 ，ACE123-47(14)。 
22—24. Cymbosporites dentatus sp. nov. 

22、23. 全 模 标本 ，ACE123 一 41(5)， 同 一 标本 ,分 别 示 近 极 和 远 极光 切面 ; 
24. 极 面 观 ，ACE123-49 (2), 

= 版  VI 

1—4. Chelinospora ligurata Allen 

1. RAW, RAF, ACE123-19(5); 

2. 侧 面 观 , 示 外 壁 在 远 极 最 厚 ，ACE123-18(17; 
3、4. 同 一 标本 ,偏远 极 面 观 , 示 网 纹 和 偏 近 极 面 观 , 示 网 纹 退 化 ，ACE123-(8)。 

5, 6. Chelinospora rarireticulata sp. nov. 

5. 全 模 标 本 ，ACE123-42(2); 

6. 偏 极 面 观 ，ACE123-46(1 )。 

7, 8. Chelinospora irregulata sp. nov. 

7. 全 模 标 本 ，ACE123-23 (13); 

8. 极 面 观 , 示 网 纹 不 规则 不 完全 ，ACE123-(9)。 
9,10. Chelinospora multireticulata sp. nov. 

9. 全 模 标本 ，ACE123-51 (3); 

10. 极 面 观 ，ACE123-44 (8), 

11. Chelinospora cf. ochyrosa Lu 

MM, ACE123-50 (1), 

12, 13. Chelinospora ochyrosa sp. nov. 

12. 全 模 标 本 ,ACE123-20 (8); 
13. 偏 极 面 观 , 示 栎 状 结构 ，ACE123-51 (6), 

14, 15. Chelinospora sp. 

14. 偏 极 面 观 ，ACE127-2 (1); 

15. 斜 侧面 观 ，ACE123-49 (5), 

16,17. Chelinospora cf. multireticulata Lu 

16, 17.4 AMMM, ACE123-41 (6) 和 ACE123-40 (1), 

18, 19. Retizonospora punicoida gen. et sp. nov. 

18. 全 模 标本 ，ACE127-3(1); 
19. 副 横 标 本 ，ACE123-27 (5), 

1. Stenozonotriletes clarus Isch。 

极 面 观 ，ACE123-37 (1), 
2, 3. Stenozonotriletes inspissatus Owens 

2. 偏 极 面 观 ，ACE123-23 (11); 
3. 近 极 面 观 , 示 内 点 状 结构 ，ACE123-(10)。 

4。 Densosporites sp. 

近 极 面 观 ，ACE123-19(2 )。 

5 一 8。 Ancyrospora aff. incisa (Naum.) comb. nov. 

5, 6.4 HW ARAM, ACE123-49(1), ACE123-37(6), 

7. 极 面 观 , 环 局 部 破损 , 示 本 体 ，ACE123-35(97; 
8. 极 面 观 , 示 内 层 上 三 射线 (?)，ACE123-41(17。 

9—11. Ancyrospora dentata (Naum.) comb. nov. 

9、10. 同 一 标本 : 近 极 面 观 , 示 近 极 面 不 具 刺 状 凸 起 和 远 极 面 观 面具 刺 状 凸 起 ，ACE123-38(4) 
11. 极 面 观 ，ACE123-12(4)。 

12, 13. Ancyrospora arguta (Naum.) comb. nov. 

全 12. 极 面 观 , 示 环 内侧 较 外 侧 厚 ，ACE123-44(2); 
¥ 13. 极 面 观 , 示 环 具 内 点 状 结构 ，ACE123-2(4)。 

14—16. Ancyrospora acuminata sp. nov. 

14. 全 模 标本 ，ACE123-15(6); 
15. 侧面 观 , 示 环 结构 和 刺 状 凸 起 限于 远 极 面 与 还 的 远 极 - 赤 道 面 ，ACE123-60(37 
16. 副 模 标本 , 示 本 体 ，ACE123-57(2)。 

17, Samarisporites concinnus Ow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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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2 全 模 标本 : 1. 近 极 面 观 ，2. 远 极 面 观 ,同一 标本 ，ACE123-69(2); 

3. 极 面 观 ，ACE123-36(3); 
fae 4. 副 模 标本 ， ACE123-18。 
«5, 10 Samarisporites triangulatus Allen 

5. 偏 极 面 观 ，ACE123-43(2); 
10. Mai WM, ACE123-209), _ 

6, 8, 9. Samarisporites heteroverrucosus sp. nov. 

6. 全 模 标 本 ，ACE123-2(1); 
8. 侧 面 观 ，ACE123-33(2); » a eee i 

9. RM, BEEK AT REAR, ACE123-(11), | Rae 有 和 

a 

‘3 
od 

te: Samarisporites sp. 1 j ‘4 Bis> Rie aes 

” 偏 极 面 观 ，ACE123-41(3)。 ? aS = aan 
a. ‘Camarozonotriletes sp. i Bb f 让 oh (ne 

+1 Ps RiMM, ACE123-66(1), Aree 
"aia 

* . Vk - 

“es ; 版 IX > ates ae 
tte ge . A Rae 

1-3 Perotrilites conicus sp. nov. ,tdg oo 

1. 全 模 标本 ，ACE123-56(1); Paes. 3 soe 
2. BMRA, ACE123-65(1); ny. 1 bie BE EA 
3. 极 面 观 , 示 周 壁 具 刺 ，ACE123-22(1)。 . : onal 

* Perotrilites sp. ; 

偏 极 面 观 ，ACE123-27(1)。 
, Peroretisporites distalis gen. et sp. nov. 

a) 

(5, 6.4 tA, ACE123-54(1): 5. ae RM, AE RM TOL, 6. we 7H e200, 全 1 
面 观 , 示 网 纹 限 于 远 极 面 ; im ve 人 eit 

7. (ai RGM, ACE123-19(1), % at Rye 
Archaco perisaccus cf. seabratus Owens ‘ : ; oye! K 

8. 极 面 观 ，ACE123-11(1); a 
9. 近 极 面 观 ，ACE123-5(3)。 we bs |, 

; 48, Latosporites sp. ‘ 

RGR, ACE123-47 (13), vis, 
ay is Thymospora sp. ; , "ih ole) 

A] WL, ACE122-3(2), Ae Si 
‘ oma, 

AL i: 4] os : ie eh 

图 版 xX sins 
‘ 2 } a ee ae Pelee 

| totriletes crassus sp. nov. pai yee pe 4. OF 
全 模 标本 ，ACE105-8(8)。 sah Wades, wt: 

2. Letotriletes flexuosus sp. nov. : . : ae 
全 模 标本 ”ACE114-2。 

3, 4. Retusotriletes simplex Naum. 

3. ia GAS HH HE, ACE114-7(1); 
4. 近 极 面 观 ，ACE114-1(9)。 

5, 6. Retusotriletes pychovii Naum. 

5. Ri WM, ACE105-1(5); 

6. ATM, ACE105-9(3), 

7.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 Str var. microtriangulatus Lu et Ouyang 
MMM, ACE114-6(2), 

8, 9. Retusotriletes triangulatus (Str.) Str var. major Lu et Ouyang 
8. ER MA SMB, ACE114-11(3), 
外 近 极 面 观 , 示 三 角形 加 厚 ，ACE114-4(1)。 

10, 11, Retusotriletes rugulatus R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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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4. 

10. 近 极 面 观 ，ACE114-11(2 ); 

11. 近 极 面 观 ，ACE105-6(3 )。 

。 Retusotriletes cf. delicatus Lu 

HREM, RS UA LF AAR, ACE105-7(1). 
. Retusotriletes delicatus sp. nov. 

全 模 标本 ，ACE105-1(2)。 
- Unidentified spore type-I 

ACE105-2(1), 

Apiculiretusispora granulata Owens 

1.4 AR ML, ACE105-6(1); 

2. 近 极 面 观 ，ACE114-6(1 ); 

3. 偏 极 面 观 , 示 颗 粒 基部 不 连结 ，ACE114-2(3); 
4. 近 极 面 观 , 示 三 射线 清楚 ，ACE105-9(1); 
5. 偏 极 面 观 , 示 远 极 颗粒 较 大 ，ACE105-11(1); 
9. 极 面 观 ，ACE105-3(1)。 

Apiculiretusispora cf. granulata Owens 

6. mM, ACEL14-6(3); 

7. 偏 极 面 观 ，ACE114-2(4); 

8. RGM, RSUASH, ACEI4-1(7), 
Verruciretusispora megaplatyverruca Lu et Ouyang 

偏 极 面 观 ，ACE105-14。 

Anapiculatisporites minutus Lu et Ouyang 

MMM, ACE10N5-7(6), 

Granulatisporites planiusculus (Luber) Playford 

12. 极 面 观 ，ACE114-1(1); 

13. 极 面 观 ，ACE114-1(3 )。 

Tholisporites chulus (Cramer) McGr. var. chulus (Rich. 

14. mm, ACE114-4(5); 

15. kf, ACE114-105), 

Stenozonotriletes interbaculus sp. nov. 

16.4 fRA, ACE105-9(2), 

17. RM OME A HA), ACEL05-12(1). 
。 Samarisporites sp. 

MMW, ACE114-10(1), 

Cymbosporites sp. 

mM, ACE114-3(1), 

Streel:spora zhangyiensis sp. nov. 

全 模 标本 ，ACE105-7C8)。 
Emphanisporites epicautus Rich. et List. 

21. 近 极 面 观 ，ACE114-9(1 ); 

22. 偏 极 面 观 ，ACE114-9(11 )。 

Perotrilites laevigatus sp. nov. 

23.48. A, ACEL05-1(6); 

24. 偏 极 面 观 ，ACE103-10(3 )。 

et List.) Mc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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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RH BeRS .中 
侏 罗 世 植物 化 石 
te. er.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摘 要 

本 文系 统 描 述 了 哪 西 各 归 \ 兴 山 等 地 区 ” 香 谋 群 ”的 植物 化 石 39 属 92 种 。 根据 植物 化 石 

把 原 “ 香 溪 群 ”分 成 沙 镇 溪 组 及 香 溪 组 两 个 部 分 ， 沙 镇 溪 组 含 植物 化 石 19 属 25 种 ， 香 溪 组 为 

32 属 67 种 。 文 中 讨论 了 这 两 个 组 植物 群 的 面 角 和 特点 ， 将 沙 镇 溪 组 植物 群 归于 我 国 南方 的 

所 谓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 定 其 时 代为 晚 三 受 世 ,同时 对 它 与 我 国 北方 晚 三 县 世 

Dana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的 关系 作 了 初步 探讨 ， 香 溪 组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属 早 \ HARP, 
， 然 其 中 仍 含 异 叶 藤 和 格子 蕨 等 双 扇 蕨 科 植 物 。 但 总 的 组 成 和 性 质 已 与 沙 镇 溪 组 植物 群 大 为 不 
fl, Ft A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植物 群 , 并 讨论 了 它 与 我 国 北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Corzopterzs- 
Phoentcopsts 植物 群 的 关系 。 

vy oy = =e 
x Al | as | 

““ 哇 西 “ 香 溪 群 "植物 化 石 的 采集 和 研究 历史 虽然 较 早 (Newberry 1865; Schenk 1883), 
但 因 材 料 零星 ,价值 不 大 。 比 较 系 统 的 研究 始 见于 解放 后 发 表 的 * 鄂 西 香 衣 煤 系 植物 化 石 ” 
《斯 行 健 , 1949), 不 过 该 文 将 香 溪 煤 系 的 时 代 定 为 早 侏 罗 世 ,对 我 国 地 质 界 产生 了 很 大 的 
影响 。 虽然 也 曾 有 定 其 下 部 为 晚 三 受 世 者 ( 赵 亚 曾 等 , 1925), 但 化 石 证 据 不 够 充分 而 未 
引起 人 们 的 重视 。 

由 于 “ 香 溪 群 * 这 一 地 层 名 称 被 广泛 引用 于 四 川 盆地 ,而 四 川 被 划 为 早 侏 罗 世 的 “ 香 溪 
群 ”, 随 着 近年 来 石油 煤田 勤 探 事业 的 发 展 , 大 量化 石 的 采集 和 鉴定 , 证 实 了 大 多 系 属 晚 
三 又 世 沉 积 。 因 此 ,从 生物 地 层 学 的 角度 弄 清 标准 地 区 “ 香 溪 群 ”的 划分 及 其 中 的 生物 组 
合 面貌 ,对 邻近 地 区 特别 是 四 川 盆 地 相关 地 层 的 对 比 显然 是 很 有 必要 的 。 为 此 ,我 所 西南 
R= RAAF 1972 年 夏 赴 哪 西 调查 ,在 湖北 稳 归 及 兴 山 一 带 测 制 了 五 条 剖面 并 系统 地 采 
集 和 初步 鉴定 了 各 门类 化 石 ， 这 五 条 剖面 是 : 〈1) 称 归 沙 镇 溪 剖 面 ; (2) HART AHA 
面 ; 3) 秘 归 香 溪 镇 小 学 东 沟 剖面 (此 剖面 与 隔 江 狮 子 包 剖面 可 视 为 连续 剖面 ); (47 兴 山 
耿 家 河 农机 厂 剖 面 ; (5) 兴 山 耿 家 河水 泥 厂 剖面 。 

此 外 ， Re epee eee 上 述 剖 面 
可 详 见 《西南 地 区 碳酸 盐 生 物 地 层 》 三 登 系 部 分 ,这 里 不 拟 重 述 。 通 过 这 一 工作 ,对 雷 西 
“ 香 谋 群 " 作 了 重新 划分 ( 表 1)。 

概括 地 说 ,以 往 的 “ 香 溪 群 * 包 括 上 煤 组 和 下 煤 组 。 下 煤 组 时 代 现 定 为 晚 三 倒 世 , 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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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生物 研究 所 
西南 队 分 层 〈1974) 

x. x + 佛 # 组 hk ew & 

= oe 香 溪 组 (狭义 ) 下 体 史 时 二 (中 煤 组 ) 

BF F # « 沙 镇 溪 组 (新 名 ) t= ae & 

a. | ey Sa. <— 2 | on 

“ 香 溪 群 "中 划分 出 来 , 另 命名 为 沙 镇 溪 组 , 标准 地 点 在 黎 归 县 长 江南 岸 沙 镇 溪 , RSE 
镇 约 15 公里 ;地 层 厚 度 138.6 米 , ARMM, 至 香 溪 为 36.6 米 , 到 兴 山 耿 家 河 仅 16.4 米 ， 

它 与 下 伏 巴 东 组 (T) 是 平行 不 整合 接触 ， 岩 性 在 下 部 以 黑色 、 灰色 泥岩 为 主 夹 砂岩 及 煤 
层 ; 上 部 为 灰色 薄 层 及 厚 层 石英 砂岩 夹 砂 质 页 岩 及 煤 线 , 其 中 除 植物 外 还 采 得 孢 粉 ; 瓣 鳃 
类 及 叶 肢 介 等 化 石 。 上 煤 组 (包括 后 来 又 分 出 的 中 煤 组 ) 属 中 下 侏 罗 统 , 即 本 文 狭义 的 香 
溪 组 ,其 底部 以 2 一 26.2 米 厚 的 砾 岩 为 界 与 下 伏地 层 沙 镇 溪 组 呈 平 行 不 整合 接触 , ELE 
渐 向 杂 色 地 层 千 佛 岩 组 过 渡 。 香 溪 组 厚 约 169.9 米 ， 由 砾 岩 、 粗 细 粒 长 石 砂岩 、 页 兰 和 煤 : 
层 ( 在 沙 镇 溪 等 地 可 供 开采 ) 所 组 成 ,含有 大 量 的 植物 、 孢 粉 . 介 形 虫 . 准 鲁 类 和 叶 肢 介 等 化 
石 。 关 于 沙 镇 溪 组 及 本 文 描述 的 香 溪 组 植物 化 石 名 单 及 其 分 布 详 见 本 节 表 2。 

R2 ， 沙 镇 溪 组 及 香 溪 组 植物 化 石 分 布 表 

naa a” a Wins &lwleim|slx 
属 种 名 音 Pak e/xlelalala 过 

= EE EE 一 一 | 一 一 一 

Annulariopsis sp. = 
Anomozamites sp. + Aa 

Baiera spp. + Aa 

Brachypyllum sp. + 

Carpolithus spp. + + 

Cladophlebis cf. denticulata (Brongn.) Fontaine + A 
Cladophlebis cf. raciborskti Zeiller A 
Cladophlebis sp. 1 

% 
Cladophlebis sp. 2 + 
Cladophlebis sp. 3 + 
Cladophlebis sp. 4 + 

Cladophlebis sp. 5 = i 
Clathropteris mongugaica Srebrodolskaja A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 oh 
Clathropteris sp. 1 

a 
Clathropteris sp. 2 十 
Coniopteris cf. hymenophylloides (Brongn.) Seward + + 
Contopteris cl. murrayana (Brongn.) Brongniart +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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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种 名 单 SN BE os> dit >] 

Contopteris sp. +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Nathorst A A 

Czekanowskia hartzi Harris 

?2Czekanowskia sp. Gi 

Dictyophyllum nathorsti Zeiller A 

Dre panozamites? sp. A 

Elatocladus sp. 1 

Elatocladus sp. 2 

Equtsetites koreanicus Kon’no 

+++ + 
+ 

Equtsetites sp. - _ 

Ferganiella cf. urjanchaica Neuberg A 上 
Ferganiella spp. + A 

Ferganiella? sp. / 十 

Ginkgoites tast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 + + 

Ginkgoites sp. 二 =5 

Gleichenites sp. 人 

?Hsiangchiphyllum trinerve Sze Fe 

z Ixostrobus magnificus Wu (sp. nov.) 一 5h 

Marattiopsis asiatica Kawasaki 

Neocalamites cf. nathorsti Erdtman 

Neocalamites spp. 。 

Nilssonia inouyet Yokoyama st 

Nilssonia orientalis Heer lie a Ga i 

b b 

Nilssonia cf. tenuinervis Seward == 

Nilssonia undulata Harris a 

Nilssonia sp. (sp. nov.) +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as =" 

Otozamites sp. 士 

Phlebopteris polypodioides Brongniart ae 

Phoenicopsis angustifolia Heer aia 

Phoenicopsis sp. 

Pityophyllum longifolium (Nath.) Moeller + +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L. & H.) Braun = 

Podozamites latior (Sze) Ye (comb. nov.) + -- 

区 Podozamites minutus Ye (sp. nov.) 十 

Podozamites aff. mucronatus Harris 5 

Podozamites sp. 1 上 十 十 

Podozamites sp. 2 + A A 

Podozamites sp. 3 + + 

Problematicum A 

Pulophyllum contiguum Sze + + 

Pulophyllum hsingshanense Wu (sp. nov.) a + + 

Pulophyllum cf. sokalense Doludenko => 

Pulophyllum sp. + 

Pterophyllum firmifolium Ye (sp. nov.)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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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2 

Rt 2 aa m |e |e] a] we] oS = ee end ee Wer Ln 

Prerophyllum sinense Lee P. C. A : 

Pterophyllum sp. A 

Sinoctenis calophylla Wu et Li A 

Sinoctenis shazhenxiensis Li (sp. nov.) A 

Sphenobaiera huangi (Sze) Hsi ae as 

Sphenozamites? drepanoides Li (sp. nov.) A 

Stenorachis sp. ae 

Strobilites sp. (sp. nov.?) 十 

Strobilites sp. A 

Swedenborgia cryptomeriotdes Nathorst 过 

Taeniopteris spp. A+ 

Thaumatopteris nipponica Oishi A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Zeiller) Oishi et Yamasita A 

Thaumatopteris sp. 十 

Todites princeps (Presl) Gothan + 于 =f: 

Todites sp. ne : 

Tyrmia nathorsti (Schenk) Ye (comb. nov.) + + 十 

Tyrmia latior Ye (sp. nov.) a> 

Tyrmia sp. 

+++ +4 Weltrichia sp. . ; 

A: 沙 镇 溪 组 ， +: SRA, 、 

必须 指出 的 是 《 鄂 西 香 溪 煤 系 植物 化 石 》( 斯 行 健 , 1949) 一 书 中 所 描述 的 植物 化 看 ， 
绝 大 部 分 是 采 自 上 煤 组 ( 即 本 文 的 香 溪 组 )。 关 于 该 书 所 描述 属 种 的 初步 棱 正 及 与 我 们 这 
次 采集 研究 属 种 的 对 比 , 详 见 本 文 表 3。 

本 文 共 描述 植物 化 石 39 属 92 Bh, 其 中 沙 镇 溪 组 19 属 25 种 , 有 4 个 属 和 12 个 种 在 
鄂 西 为 首次 记述 。 香 溪 组 32 属 67 种 , 仅 有 2 个 属 和 18 个 种 是 过 去 未 描述 的 。 未 文 根 据 
所 记载 的 哪 西 植物 化 石 , 计 约 45 属 120 种 (包括 斯 行 健 1949 年 描述 的 )* 讨 论 了 这 两 个 村 
物 群 的 特征 时代、 及 其 与 北方 相当 植物 群 的 关系 。 

本 文 种 属 描述 中 晚 三 又 世 部 分 由 厉 宝 贤 . 叶 美 娜 执笔 , 早 、 ee 
PEN Sz PUSS 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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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OR Ti 

(一 ) Wea Athi HURL 

蕨 类 植物 门 Pteridophyta 

木 贼 目 Equisetales 

新 芦 木 属 Genus Neocalamites Halle 

新 芦 木 (未 定数 种 ) Neocalamites spp. 

(图 版 IT， 图 1，2，3) 

破碎 的 有 节 类 茎 干 化 石 , 表 面具 明显 的 纵 状 和 纵 沟 MAMA ERAMA CA 

I, 图 1, 3)。 葵 干 上 保存 有 节 , 未 见 叶 痕 。 

我 们 定 当 前 这 样 的 标本 为 新 芦 木 ;但 它 与 某 些 保存 为 内 模 的 似 木 贼 化 石 也 很 相似 ;如 

西 德 Wiirttemberg 芦 草 砂岩 的 Equisetites arenaceus (Hirmer, 1927, 458 页 ,图 555) Cia 

加 索 和 土耳其 斯 坦 侏 罗 纪 植 物 》(Seward，1907) 一 文中 描述 为 Equisetites ferganensis 的 ， 

也 有 这 样 一 些 槛 部 石 核 的 图 影 ， 其 外 表 与 Neocalamitess 一 样 也 具有 四 凸 分 明 的 纵 脊 和 纵 

沟 , 但 后 来 有 人 【Harris，1961，23 页 ) 对 这 些 标本 是 否 属 于 E. ferganensis BUT HM, 

认为 这 些 带 纵 条 的 标本 没有 任何 一 块 是 和 无 .jergexezszs 的 外 部 特征 联系 在 一 起 的 , 它 不 
属 Equisetites. 而 很 可 能 是 属于 Neocalamits 的 。 在 英国 约克 都 的 标本 中 也 未 见 BE5zwzre- 

ites 的 中 心 柱 是 像 Neocalamites 的 ,我们 也 还 没有 找到 像 E. arenaceus 那样 的 标本 。 根 

担当 前 标本 的 外 部 形态 , 定 为 Neocalamites spp. 问题 不 大 。 

这 三 块 化 石 保存 的 茎 干 宽 度 不 一 样 , 纵 俏 和 纵 沟 的 粗细 也 有 差异 ,可 能 不 全 属 一 种 。 

| 

F 
P 

产地 HAW BUR: MUKA MA 

拟 轮 叶 属 Genus Annulariopsis Zeiller 

拟 轮 叶 ( 未 定 种 ) Annulariopsis sp. 

(KI, 图 4) a 

JAF SCM AIX — Bea ARR FT PB, SEH HED 7 MF, BS 

状 排列 ,中 部 的 叶 较 大 ,长 23 毫米 , 宽 3 毫米 ,两 边 的 叶 较 小 。 叶 的 顶端 没有 完全 保存 , 整 

个 叶 似 作 倒 披 针 形 ,最 宽 处 比较 接近 于 上 部 ,向 顶端 作 收 缩 状 , 向 基部 则 逐渐 变 罕 , 基 部 略 

略 相连 。 中 间 的 五 枚 叶子 基部 相连 约 有 4 毫米 , 两 侧 的 叶 相 连 约 为 2 毫米 。 单 脉 隐约 可 
见 。 

Annulariopsis 一 属 植物 分 布 颇 广 ,但 发 现 的 标本 仍然 不 多 ,能 鉴定 到 种 名 的 更 少 。 当 前 
的 标本 形态 与 被 斯 行 健 定 为 Annulariopsis sp. 的 新 疆 准 噶 尔 标本 (1956, 图 版 1, 图 1) 很 
相似 ， 只 是 后 者 叶 较 短 〈15 毫米 长 )， 顶 端 钝 尖 而 与 前 者 稍 有 不 同 。 这 一 标本 与 日 本 的 
Annulariopsis inopinata? (Oishi, 1932, Al 21, A 3) 也 很 相似 , 它们 的 叶子 大 小 几乎 一 

样 ,但 日 本 的 这 一 标本 太 破 碎 , 难 作 进 一 步 比 较 。 此 外 , 当前 标本 眼 越南 4. izotizat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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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小 型 的 标本 (Zeiller, 1902, FARK 35, Al 3, 5) 也 有 些 接近 ,但 越南 的 种 是 有 变化 的 ， 

一 般 看 来 , 叶 数 很 多 ,每 轮 叶 在 10 枚 以 上 ,最 多 可 达 17 个 左右 , 呈 扇 状 展开 ,长 40 毫米 左 

右 , 宽 5 毫米 左右 ,形状 为 匙 形 , 上 部 较 宽 。 

产地 ” 兴 山 郑 家 河 。 

真 蕨 目 Filicales 

里 白 科 Gleicheniaceae 

似 里 白 属 Genus Gleichenites Seward (non Goeppert) 

似 里 白 ( 未 定 种 ) Gleichenites sp. 

(图 版 I, 图 5 一 8, 29) 

一 些 植物 碎片 ,保存 状况 极 差 , 但 可 以 看 出 都 是 实 羽 片 化 石 。 羽 轴 颇 为 粗 强 , 轴 面 具 
细 纵 纹 。 小 羽 片 互相 紧 挤 ,以 整个 基部 着 生 于 羽 轴 的 两 侧 , 椭圆 形 或 圆锥 形 , 顶端 宽 圆 或 
略 收缩 作 钝 圆 状 。 中 脉 很 粗 , 以 近 90° 自 羽 轴 伸 出 , 直 或 略微 向 上 弯曲 地 延伸 至 小 羽 片 的 
顶端 , 侧 脉 由 于 孢子 训 群 的 隆起 而 显示 不 清 , 叶 膜 边缘 也 因 孢 子囊 群 的 隆起 而 成 圆 波状 。 
孢子 囊 群 着 生 于 小 羽 片 背面 中 脉 的 两 侧 , 详 细 情 况 不 明 。 

和 上 述 实 羽 片 化 石 一 起 发 现 的 图 版 I, 图 9 标本 , 仅 保 存 一 个 裸 羽 片 的 顶端 。 羽 轴 不 
”粗略 作 “SS ” 形 弯曲 ， 轴 面具 细 纵 纹 。 小 羽 片 作 宽 三 角形 或 鞭 形 ， 顶 端 作 镰 刀 状 弯曲 , BH 
圆 、 上 侧 边 的 基部 扩大 ,下 侧 边 稍 有 收缩 , 上、 下 小 羽 片 的 基部 略 有 相连 。 中 脉 偏 倚 于 小 羽 
片 下 侧 边 , 以 锐角 自 羽 轴 伸 出 , 稍 向 外 弯 ,与 轴 成 43, 侧 脉 分 又 一 次 ,基部 有 时 分 又 二 次 。 
从 小 羽 片 的 形态 看 ,这 块 裸 羽 片 化 石 与 实 羽 片 化 石 非常 相似 。 实 羽 片 的 侧 脉 虽然 不 清楚 ， 
但 在 个 别 地 方 似 乎 也 隐约 可 见 一 次 分 又 的 状态 。 这 一 裸 羽 片 标 本 和 那些 实 羽 片 标本 很 可 
能 是 属于 同一 个 种 ,只 是 裸 羽 片 的 羽 轴 和 中 脉 要 比 实 羽 片 细 和 柔 得 多 ,它们 可 能 代表 着 蕨 时 
的 不 同 部 位 。 为 受 当 起 见 , 暂 加 一 问号 将 此 标本 与 实 羽 片 标本 归于 一 种 。 

当前 标本 十 分 破碎 ,保存 太 差 , 孢 子囊 群 几乎 无 法 辨认 ,根据 叶 的 外 部 形态 ,和 产 于 云 
南 一 平 浪 组 的 Gleichenites yipinglangensis 〈 李 修 娟 等 , 1976) 甚 相 接近 ,但 是 没有 见 到 像 
G. yipinglangensis 小 羽 片 侧 脉 在 分 又 一 次 后 其 前 枝 再 分 又 一 次 的 特征 ， 更 重要 的 是 实 羽 
片 的 孢子 囊 群 详细 状况 不 清楚 ,与 后 者 不 能 作 进 一 步 的 比较 。 

Ph BIT. 

WRF Dipteridaceae 

5&1} & Genus Thaumatopteris (Goeppert) Nathorst 

日 本 异 叶 蕨 Thaumatopteris nipponica Oishi 

(Al U, A 2, 3) 

Pah 1 A 2 标本 保存 了 一 个 叶柄 的 顶端 ,叶柄 的 分 梳 很 短 , 作 Thaumatopteris Bi, 

接 从 叶柄 分 出 的 羽 片 有 4 枚 。 羽 片 基部 互相 分 离 , 自 下 而 上 迅速 增 宽 ,上 部 没有 保存 。 图 

版 A 3 所 示 标 本 也 只 保存 了 一 个 羽 片 的 一 部 分 ,形态 同 图 版 II 图 2, 这 一 个 羽 片 也 是 

从 基部 向 上 很 快 的 增 宽 , 似 作 伸 长 状 卵 形 , 羽 轴 纤 细 ， HH RAR A. WAS Rh 

一 宽 角 ,互生 至 亚 对 生 , 上 \、 下 小 羽 片 之 间 在 基部 有 3 一 4 毫米 宽 的 部 分 互相 连 合 。 羽 片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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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的 小 羽 片 呈 宽 三 角形 ,向 上 , 小 羽 片 很 快 作 伸 长 状 三 角形 , 微微 弯曲 呈 镰 刃 形 ， 顶 端 钝 

尖 ;边缘 或 多 或 少 作 波状 中脉 细弱 但 清晰 , 侧 脉 不 断 分 又 所 构成 的 多 角形 网 格 可 见 , 细 网 

不 清楚 。 

当前 的 标本 羽 片 虽然 保存 不 全 ,但 不 论 羽 片 或 小 羽 片 的 形状 大 小 ,小 羽 片 基部 互相 连 

合 的 状态 ,或 羽 片 在 叶柄 顶端 作 漏 斗 形 分 布 的 状态 都 与 日 本 成 羽 植物 群 的 TAhaxmaatopte1z5 

nipponica (Oishi, 1932, Ah 33, A 2, 3; 图 版 30, 图 6; 图 版 34, 图 17) 相 一 致 。 

正如 Oishi (1932, 294 页 ; 1940, 227 页 ) 所 述 ，74. nipponica 与 越南 鸿 基 植 物 群 的 

Th. remauryi 十 分 相似 ,因此 他 曾 把 日 本 的 标本 直接 定 为 Dicztyoppylizzz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Zeiller (Oishi, 1931, 6 页 )。 然 而 1932 年 他 又 根据 日 本 标本 叶 膜 基部 形态 4 即 叶 

柄 顶端 的 分 枝 状态 ) 属 于 Thaumatopteris 型 , 与 越南 的 标本 不 同 ， 而 另 立 新 种 ZA nippo- 

nica. 他 认为 越南 的 种 叶柄 分 枝 较 长 ， 分 枝 状 态 更 倾向 于 ”ZDictyopjpyllzmz 型 。 1936 年 

(Oishi et Yamasita，151 页 ) 他 却 根据 越南 标本 与 日 本 标本 相似 ,把 越南 的 种 又 从 Dictyo- 

phyllum 一 属 中 移 归 于 Thaumatopteris 一 属 中 ,他 怀疑 越南 的 种 是 否 确 有 像 Dictyophyllum 

那样 的 叶柄 分 枝 状 态 ,因为 具有 叶柄 的 标本 (Zeiller, 1903, AK 20, 图 2) 产 于 鸿 基 ; 与 

HEP FRE (Ke’bao) 的 羽 片 不 属 同一 产地 。 Oishi 在 这 里 把 他 自己 在 1932 年 建立 的 

新 种 TA. nipponica 并 与 Th. remauryi 区 分 的 唯一 理由 否定 了 , 直至 1940 年 227 页 ) 他 

才 说 明 越 南 与 日 本 的 标本 虽然 同 归 一 属 ,但 种 不 相同 ,前 者 小 羽 片 在 长 度 和 大 小 方面 变 寞 

很 大 ,而 后 者 比较 稳定 。 
Kilpper (1964, 32 页 ) 在 他 描述 为 Diczyoppyllzemmz (9) cf. bartholini Maller 的 三 块 伊 

朗 标本 中 ,把 越南 Dictyophyllum remauryi 的 一 部 分 标本 和 日 本 的 Thaumatopteris nipponica 

都 归 在 他 的 寞 名 表 中 ,他 认为 这 个 日 本 种 与 丹麦 的 Dictyophyllum bartholine 没有 区 别 , 而 
它们 究竟 属于 Dictyophyllum 或 Thaumatopteris 都 不 能 确定 。 

VENDA, RIGA BRIAR ETE A Th. nipponica 和 Th. remauryi 的 标本 都 出 

于 兴 山 耿 家 河 沙 镇 溪 组 的 同一 煤层 顶板 。 我 们 仔细 观察 对 照 了 这 两 个 种 的 标本 th 

了 日 本 和 越南 标本 的 图 影 , 认 为 日 本 和 越南 的 标本 除 大 小 上 的 差别 外 ,在 羽 片 和 水 羽 片 的 

形态 上 ，, 小 羽 片 互 相连 结 的 状态 以 及 叶脉 形态 等 方面 都 十 分 相似 。 可 以 注意 的 是 越南 的 

叶 体 均 较 大 《Zeiller，1903， 图 版 19; 图 版 20, 图 4; 图 版 21) 似乎 发 育 较为 成 获 。 它们 

的 小 羽 片 都 是 对 生 的 ， 特 别 是 在 对 生 的 中 脉 间 叶 膜 连结 部 份 上 都 有 一 条 比较 粗 显 的 对 生 

的 小 脉 出 现 , 仅 图 版 20, 图 3 羽 片 较 小 ,代表 着 一 个 羽 片 的 中 、 上 部 ,小 羽 片 由 羽 片 基 部 互 、 
生 癌 顶部 逐渐 错 动 为 亚 对 生 和 对 生 。 日 本 的 标本 (Oishi, 1932, 图 版 33, 图 3)， 小 羽 片 
互生 和 对 生 至 互生 的 情况 出 现在 同一 叶 的 两 个 不 同 羽 片上 ,与 越南 的 标本 (Zeiller, 1903, 
图 版 20, 图 3) 确 实 近似 ,几乎 无 可 区 别 。 我 们 定 为 74. remauryi 的 标本 与 越南 (Zeiller, 
1903， 图 版 20, 图 3; 图 版 21) 及 日 本 〈Oishi，1932, 图 版 34, 图 1) 的 标本 都 十 分 相似 ， 
其 大 小 形态 几乎 是 介 于 越南 和 日 本 的 标本 之 间 , 仅 仅 是 羽 轴 显 得 比较 纤细 而 已 ,水 羽 片 间 
也 没有 很 发 育 的 瓣 状 叶 膜 ( 越 南 的 标本 中 也 不 尽 有 这 样 的 形态 )。 而 我 们 定 为 .T 丰 22p5 
nica 的 标本 形态 较 小 ,小 羽 片 由 羽 片 基部 互生 ,向 上 错 动 为 对 生 。 但 这 两 类 标本 在 小 羽 片 
间 叶 膜 连结 部 分 都 具有 一 条 比较 粗 的 平行 于 中 脉 的 小 脉 , 因 此 ,我 们 定 为 两 个 不 同 种 名 的 
标本 很 可 能 是 属于 同一 个 种 , 日 本 的 、 越 南 的 标本 很 可 能 也 都 是 属于 同 二 个 种 , 只 是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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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标本 很 少 ,在 证 据 不 十 分 充分 的 情况 下 还 不 能 把 它们 合并 为 一 种 。 

,产地 兴 山 耿 家 河 。 

F 5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Zeiller) Oishi et Yamasita 

(Aik 1, 图 10; 图 版 I， 图 1) 

”这 两 块 标本 与 上 述 定 为 74. nipponica 的 标本 是 同时 发 现 的 ,保存 虽 不 完整 ,但 羽 片 

的 形态 特征 沿 清 楚 可 见 。 
羽 轴 纤细 , 宽 1 毫米 。 小 羽 片 近 于 对 生 ，, 顶端 不 全 , 标本 保存 长 度 为 7 厘米 , 宽度 为 

1.5 厘米 左右 ,上 \、 下 小 羽 片 之 间 在 羽 轴 边 缘 相 连 成 膜 状 。 小 羽 片 在 基部 稍 宽 , 向 前 端 很 组 
慢 地 收缩 ,两 边 大致 近 于 平行 ,边缘 成 波状 或 钝 齿 状 。 中 脉 细 , 明 显 , 侧 脉 一 般 目 中 脉 几 乎 

垂直 什 出 至 1 一 2 毫米 后 分 又 并 互相 连结 成 多 角形 网 格 。 
上 述 标 本 与 越南 上 晚 三 县 世 的 TA. remauryi (Zeiller, 1903, Ah 20, A 3, 4) 基本 一 

致 。Zeiller 认为 他 的 图 版 20, 图 3, 4 的 标本 系 代表 羽 片 的 顶部 ,图 版 19; 图 版 20, Al, 

2; AMIABLE. 如 果 是 这 样 ， 则 小 羽 片 系 随 所 在 部 位 的 不 同 而 有 变化 。 

中 \ 下 部 的 小 羽 片 要 大 得 多 ， 基 部 较 宽 ,和 疝 前 收缩 较 急 ， 上 下 小 羽 片 基部 相连 的 叶 膜 成 号 

状 。 DAB) BRK, PPR, BRERA. 当前 标本 与 越南 TA. 
remauryi 羽 片 的 顶部 标本 更 相 一 致 。 这 种 形态 与 日 本 被 定 为 7TA. nipponica (Oishi, 1932, 

图 版 30, 图 5, 6; 图 版 33, 图 2, 3; 图 版 34, 图 1; 图 版 39, 图 5B) 的 形态 很 难 区 别 。 关 
”于 越南 的 _7A.， remauryi, 日 本 的 Th. nipponica 以 及 中 国标 本 的 互相 关系 在 本 文 Th. 

nipponica 一 种 中 已 有 所 讨论 。 

产地 兴 山 耿 家 河 。 

网 叶 蕨 属 Genus Dictyophyllum Lindley & Hutton 

那托 斯 特 网 叶 蕨 Dictyophyllum nathorsti Zeiller 

(图 版 I, A 3) 

RAR UMAR, (AR TRE: 羽 片 分 裂 不 深 ， 小 羽 片 基部 大 部 分 相 

连 , 小 羽 片 作 三 角形 , 呈 镰 刀 状 弯曲 ,顶端 钝 类。 中 脉 清楚 ,在 小 羽 片 基部 略为 偏 下 的 部 位 
自 羽 轴 成 60? 伸 出 , 略 向 上 弯曲 地 伸 达 小 羽 片 的 顶端 , 侧 脉 分 又 连结 成 多 角形 的 网 格 。 

上 述 特征 与 越南 鸿 基 煤 系 的 D. nathorsi (Zeiller，1903， 图 版 23 一 26; 图 版 27, 图 

1) 基本 一 致 。 Dictyotppylltuxz nathorsi 在 羽 片 基部 没有 保存 的 情况 下 ， 与 西 德 、 瑞 典 的 

D. exile 很 难 区 别 ， 后 者 在 亚洲 目前 尚未 见 有 报道 ， Jongmans 1959—1960 年 对 于 云南 
坟 平 场 的 记录 显然 是 错误 的 。 Kilpper (1964, 291) 把 D. nathorsi 列 入 万 nilssoni 

(Brongniart ) 的 寞 名 表 中 ， 他 认为 这 一 种 与 Brongniart 原 定 为 Phlebopteris nilssoni (D. 

nilssoni ) 的 原始 标本 特征 一 致 。 

产地 ” 兴 山 耿 家 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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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子 蕨 属 Genus Clathropteris Brongniart 

蒙古 盖 格 子 蕨 Ciatjhropteris mongugaica Srebrodolskaja 

(图 版 Ul, Al, 2) 

被 选用 代表 这 个 种 的 两 块 标本 ,虽然 都 保存 不 全 ,但 根据 形态 和 叶脉 特征 是 可 以 衣 定 

的 归于 Cl. mongugaica 的 。 

羽 片 宽 5 BOK, FAAS, 为 2.5 一 3 厘米 ,边缘 呈 波状 或 钝 齿 形 。 中 脉 较 粗 ，15 一 2 

毫米 ,上 有 细 纵 纹 。 第 一 次 侧 脉 以 80" 左右 自 中 脉 伸 出 , 至 边缘 时 逐渐 癌 上 弯曲 , 终止 于 

锯齿 顶端 ,间距 4 一 5 毫米 ,第 二 次 以 上 的 侧 脉 分 又 后 连 成 多 角形 网 格 。 

这 一 个 种 与 云南 一 平 浪 的 C1，xzenzinerwiz Wu 〈 李 佩 娟 等 , 1976) 相似 。 关 于 它们 之 
间 的 区 别 , 李 佩 娟 等 (1976) 的 文章 中 已 有 详细 的 比较 和 讨论 ,本 文 不 予 效 述 。 

产地 ” 兴 山 耿 家 河 。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真 蕨 类 植物 

枝 脉 蕨 属 Genus Cladophlebis Brongniart 

细 齿 枝 脉 蕨 (相似 种 ) Cladophlebis cf. denticulata 

(Brongniart) Fontaine 

(图 版 II， 图 4) 

标本 仅 一 块 ,保存 为 一 个 羽 片 的 顶部 。 小 羽 片 镰刀 形 , 基部 略 略 相连 , 基部 的 上 边 扩 

张 ,下 边 稍 为 收缩 ,顶端 尖锐 ,前 端 边 缘 具 有 细 饥 齿 , 中 脉 直 达 小 羽 片 的 顶端 , 侧 脉 分 又 一 

Ko | 

上 述 标本 特征 基本 上 与 Todites denticulatus 的 寨 羽 片 相 符 ， 根 据 Harris (1961, 82 

TA), T. denticulatus 裸 小 羽 片 边缘 锯齿 常常 是 大 小 相间 的 。 所 有 保存 良好 的 标本 在 时 面 

上 都 具有 小 点 痕 , 有 时 上 轴 面 突起 成 脊 也 是 一 个 显著 的 特征 。 由 于 我 们 的 材料 太 少 ,标本 

破碎 ，Harris 所 述 这 些 特征 都 未 见 到 , 故 暂 持 保留 的 态度 定 为 细 齿 校 脉 蕨 相似 种 。 

然而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我 们 的 标本 与 格陵兰 鳞 羊 齿 带 的 Todites scoresbyensis Harris 也 

很 相似 ,我 国 四 川 须 家 河 组 也 有 此 种 植物 出 现 ( 李 佩 娟 , 1964, 116 页 ， 图 版 6, 图 1 一 3)。 
T. scoresbyensis 和 T. denticulatus 的 营养 羽 片 如 果 没 有 保存 比较 完整 或 比较 清楚 的 标本 

几乎 是 无 法 辨认 的 , 因此 我 们 的 标本 是 否 也 有 属于 T. scoresbyensis WARE, MARSA 
广泛 收集 标本 证 实 。 

产地 ” 兴 山 郑 家 河 。 

拉 契 波斯 基 枝 脉 蕨 (相似 种 ) Cladophlebis cf. raciborskii Zeiller 

(图 版 II， 图 5) 

羽 轴 宽 1 毫米 ,小 羽 片 较为 狭长 ,长 2.5 厘米 , 宽 5 毫米 , 基部 上 边 略 微 扩 张 , 下 边 略 

微 收 缩 , 两 侧 边 近乎 平行 , 伸延 至 顶部 逐渐 收缩 成 鳄 尖 状 , 全 缘 。 中 脉 明 显 , MKS) 
次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Zeiler 最 初 定 为 Cladophlebis raciborskii 的 原始 标本 图 影 相 比 ， 在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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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特 征 上 并 不 标准 。 后 者 小 羽 片 前 端 有 锯齿 ,而 我 们 的 未 见 饮 齿 , 故 暂 定 为 C1. cf. racibor- 

SRiio 

Oishi et Takahasi (1936,119TQ) 曾 根据 小 羽 片 全 缘 而 将 日 本 Nariwa JREH Ci. 

cf. raciborskii (NMRA, BU Oishi (1932) 的 图 版 26, 图 3 和 图 版 28, 图 3, 4, 另 立 为 
Cl. raciborskii KI—T 3 FAL f. integrag 根据 Oishi (1932, 287 页 ), 其 图 版 28, 图 3，1 

的 标本 是 有 锯齿 的 , 1940 年 Oishi 又 把 他 曾经 毫 无 保留 的 归于 Cl. raciborskii Win 
(1932, 287 页 ,图 版 28, 图 2) 也 归于 他 的 新 异型 。Oishi et Takahasi 所 谓 小 羽 片 全 缘 的 

integra, 在 其 原始 材料 中 却 包括 了 至 少 有 三 块 边 缘 具 锯齿 的 标本 ， 而 作为 这 个 新 异型 所 

留 下 的 唯一 的 一 块 标本 〈 即 图 版 26, 图 3) 小 羽 片 边缘 是 否 确实 不 具 饮 齿 ， 根据 图 影 还 值 

得 怀疑 。 因 此 ,我们 认为 integra 这 一 异型 的 建立 证 据 是 不 足 的 ,存在 的 问题 也 很 多 。 

Kimura 在 他 的 论文 中 (1959，, 19 页 ) 提 到 他 的 图 版 6, 图 1 定 为 integra 的 标本 是 典 

型 的 ， 但 在 他 同一 篇 文章 的 第 12 页 又 把 这 图 版 6, 图 1 列 在 他 的 一 个 新 种 Cladophilebis 
Clavatum sp. nov. 名 下 ,可见 integra 这 一 异型 种 在 日 本 所 存在 的 混乱 程度 。 

产地 ” 兴 山 耿 家 河 。 

裸子 植物 门 Gymnospermae 

TERA Cycadopsida 

本 内 苏铁 目 Bennetitales 

侧 羽 叶 属 Genus Pterophyllum Brongniart 

”中 国 侧 羽 叶 _Pteropjpyliurm sinense Lee P. C. 

(图 版 Ul, A 6,7) 

定 为 这 个 种 的 两 块 标本 都 只 保存 羽 叶 的 一 部 分 。 羽 轴 宽 1 毫米, 具 横 纹 。 有 裂片 排列 

紧密 ,整齐 ,线形 ,长 7 一 14 毫米 , 宽 1.5 毫米 ,顶端 钝 圆 或 略 人 类。 叶脉 保存 不 清楚 , 隐约 可 

见 每 一 裂片 有 脉 3 一 4 条 。 
当前 标本 尽管 保存 很 不 完整 ,表皮 构造 不 明 , 但 时 的 外 部 形态 和 特征 , 与 川北 须 家 河 

组 Pt. sinense 的 模式 标本 〈 李 佩 娟 , 1964, 122 页 ,图 版 4, A 1b; 图 12, 图 1 一 3,3a， 

4 一 7) 完 全 一 致 

 ， 根据 裂片 线形 ， 顶 端 钝 圆 和 排列 紧密 整齐 等 特征 ， 上 述 标 本 与 Pt.bavieri (Zeiller, 
1903, Ak 49, 图 1 一 3) 也 极为 相似 。 所 不 同 者 Pe.daviei 裂片 更 为 细 长 ， 长 度 比 宽度 

A 15 一 25 Fs 排列 也 更 为 紧 挤 ， 而 我 们 的 标本 裂片 长 大 于 宽 的 8 一 12 倍 , 与 Pe. sinense 

《长 大 于 宽 的 6 一 14 倍 )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 兴 山 耿 家 河 。 

MA (FEF) Pterophyllum sp. 

(Ag IE， 图 9) 

羽 族 的 一 部 分 , 轴 宽 2 SEK. HHT EAR LA 80° 着 生 于 轴 的 两 侧 ,对 生 ，, HE 

FGA ,间距 4 毫米 ,棍棒 形 ,长 3 厘米 ,基部 宽 2 毫米 ,同上 逐渐 增 宽 , 在 中 部 以 上 即 裂片 

四 分 之 三 的 部 位 宽 达 4 毫米 , 自 此 向 前 又 缓 缓 狭 缩 , 至 顶端 突然 收缩 , 两 角 钝 圆 , 顶端 截 



78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十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14 号 

形 。 叶 脉 平行 ,细密 ,在 近 基 部 约 15 条 ,中 部 有 20 条 以 上 。 

8S) as. AA SAUER NLS BULK Peerophytiom jong 
Pterophyllum longifolium Brongniart 相似 。 Pr. jaegeri (Leuthardt, 1903, 图 版 9, Al, 2) 

BERK, AME ET, BRAS CSE TFET Pt. longifolium 

(Seward, 1917, 459 页 ,图 610) S22 — ARB IRA BE. SEB APL Fe» AP 

KE A Pit 0 
当前 标本 或 多 或 少 还 可 与 四 川中 侏 罗 世 沉积 的 Zamzztesr hoheneggeri (Yokoyama, 1906, 

图 版 12, 图 1, la, 5a) 比较 ,后 者 羽 轴 也 具 细 纵 纹 , RA SHABER, 对 生 ， AEM, 

然而 它们 的 不 同 处 在 裂片 的 着 生 状 态 和 叶脉 的 形态 。 

产地 RWB. 

5H RR Genus Anomozamites Schimper 

RAH (KEMH) Anomozamites sp. = ae 

(图 版 M1, A 8) 

轴 细 ; 宽 I 毫米 左右 ,裂片 以 近 90° 着 生 于 轴 的 侧 边 ,互生 。 有 裂片 接近 宽 三 角形 ,基部 

扩张 ,向 前 端 较为 急速 地 收缩 作 钝 圆 状 。 上 侧 边 总 的 方向 与 轴 垂 直 , 但 以 极 微细 的 四 曲 向 

前 伸延 ;下 侧 边 除 基部 近 于 下 延 外 , 总 的 方向 与 轴 成 60° 向 前 斜 伸 , 至 前 端 则 以 一 较 大 的 

弧度 弯曲 向 上 与 上 侧 边 相 交 。 上 一 裂片 的 下 侧 边 与 下 一 腊 片 的 上 侧 边 构成 20? 左右 的 夹 

角 。 叶 脉 较 粗 .平行 ， Aaa] — BAS Fa EH BUA aT A 60° 弯 向 前 端 ， a 

中 部 分 又 一 次 或 不 分 又 ,每 厘米 有 脉 14 条 左右 。 
上 述 标 本 与 东 格 陵 兰 的 A. Aartzi (Harris, 1926, Aig 5, 图 3， 4a, 5) 有 些 相似 ,但 

Ce 表皮 构造 特征 清楚 。 

产地 兴 出 耿 家 河 。 

th El Atm Genus Sinoctenis Sze 

美 叶 中 国 算 羽 叶 Sinoctenis calophylla Wu et Li 

(图 版 II， 图 10, 11) 

归 人 这 个 种 的 两 块 标本 虽然 破碎 ,但 裂片 形态 和 叶脉 保存 非常 清楚 。 轴 粗 强 , 宽 4 毫 
米 , 轴 面具 横 纹 。 裂 片 以 整个 基部 着 生 于 轴 的 腹面 ,与 轴 构 成 80? 左右 的 角 , 互 生 RD 

片 基部 的 裂片 宽 短 , 向 上 和 裂片 逐渐 伸 长 为 寂 形 ,长 1.5 厘米 , 1 OK, 基部 扩张 EWR 

微 扩 张 呈 三 角形 突起 ,下 边 略 为 下 延 ,裂片 前 端 稍 向 上 弯 ,顶端 钝 圆 。 叶 脉 粗 ;多 数 于 裂片 
的 中 、 上 部 分 又 1 一 2 次 ,基部 扩张 处 的 叶脉 自 轴 上 延伸 与 侧 边 斜 交 , 其 它 叶 了 脉 平行 贫 延 直 
达 裂 片 顶端 。 

我 们 的 标本 在 外 形 上 或 多 或 少 与 Nilosonia 相近 , 但 Nilssonia 的 裂片 基部 不 具 耳 状 

突起 ,叶脉 在 裂片 基部 不 与 上 侧 边 相 交 ,一 般 叶 脉 不 分 又 或 很 少 分 又 。 
产地 ， 兴 山 郑 家 河 。 

as 

ee ee ee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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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bR RAH (MH) Sinoctenis shazhenxiensis Li (sp. nov.) 

(图 版 Iv, Al 1—2a) 

叶 的 全 殊 不 明 。 轴 粗 强 ， 宽 6 SOK, LAMAN, BALE ERSAT OK 
面 ,覆盖 着 轴 面 的 一 部 分 ,互生 , 紧 靠 , 呈 镰 刀 形 弯曲 ,顶端 没有 保存 , 宽 1.9 厘米 ,长 3.5 厘 
米 以 上 ,基部 不 对 称 ,上 边 呈 明显 的 三 角形 耳 状 突起 ,下 边 似 作 收缩 状 ,但 为 下 裂片 的 耳 状 
突起 部 份 所 覆盖 。 叶 脉 清晰 ,细密 ,多 分 又 一 次 以 上 ,在 有 裂片 中 、 上 部 每 厘米 为 35 一 45 条 ， 
人 靠 下 侧 边 的 叶脉 沿 下 侧 边 平行 伸延 ;最近 边 的 在 平行 伸延 一 疏 距 离 后 ,以 极 小 的 角度 与 侧 
边 相交 , 靠 上 侧 边 的 叶脉 呈 放 射 状 与 上 侧 边 斜 交 ,在 耳 状 突起 部 分 的 叶脉 经 多 次 分 又 后 几 
乎 与 上 侧 边 垂 直 相 交 。 

本 种 标本 虽然 破碎 ,但 特征 清楚 和 Sinoctenis 的 各 已 知 种 均 不 相同 。 
就 目前 所 知 ，Sizocxemizi 一 属 仅 有 生 种 ， 均 产 于 我 国 南方 晚 三 受 世 沉积 中 ， 根 据 裂片 

的 叶脉 和 基部 着 生 状 态 似乎 有 这 样 两 种 类 型 : (1) 盈 片 的 叶脉 粗 ,, 基 部 下 边 不 收缩 或 可 能 
略为 下 延 ， 如 S. grabauiana, S. anlungensis, S. calophylla; (2) 裂片 的 叶脉 细密 ， 基 部 下 

边 收缩 ,如 S. venulosa 这 两 种 类 型 如 果 有 它 一 定 的 稳定 性 ， 则 说 明 它 们 有 可 能 属于 不 同 
的 属 , 有 待 以 后 收集 更 多 材料 作 进 一 步 的 研究 。 当 前 的 种 , 叶脉 细密 ,下边 基部 作 明显 收 
缩 , 属 于 后 一 种 类 型 , 唯一 能 相 比 较 的 种 是 8. zemzxlore。 但 是 后 者 裂片 为 长 矩形 , 基部 上 - 
边 的 耳 状 突起 和 基部 下 边 的 收缩 均 较 弱 而 与 本 种 不 同 。 ， 

本 属 形态 与 Otozamixes 其 为 相似 , 但 可 以 裂片 的 着 生 及 脉 型 来 区 别 ， 前 者 裂片 以 整 
个 基部 着 生 于 轴 , 后 者 裂片 以 基部 的 一 部 分 或 二 点 着 生 ; 前 者 叶脉 大 部 作 平 行 伸 出 , 后 者 
叶脉 大 部 作 放射 状 伸 出 。 

Fah BAB. 

分 类 位 置 不 明之 苏铁 类 植物 
#27 Genus Sphenozamites Brongniart 

Miko AH eH) Sphenozamites? drepanoides Li (sp. nov.) 

(图 版 IV, 图 3, 4, 4a) 

羽 轴 约 1 一 2 毫米 宽 , 具 细 纵 纹 。 有 裂片 对 生 至 亚 对 生 ，, BAIL, 全 缘 , 宽 1.5 BK, 长 
4.5 厘米 ,顶端 不 明 , 可 能 为 尖 或 钝 尖 , 基 部 收缩 , 以 下 边 1 一 2 毫米 的 宽度 着 生 于 轴 上 , 并 

有 一 加 厚 的 硬结 物 ( 腾 且 体 )。 叶脉 细密 ,每 厘米 约 33 条 , 自 着 生 点 放射 伸 出 ， 分 又 , 靠近 

Beh PAAR Swi», EWA A FEMI 

于 述 标本 有 裂片 的 形态 与 Sphenozamites, Otozamites 和 Drepanozamites AA ATAU. A 

此 对 于 它 的 归属 我 们 曾经 反复 考虑 。 ARNE, Otozamites 的 裂片 在 轴 上 交错 着 生 〈 互 

He), ZEMUC4E AA Drepanozamites 的 裂片 是 以 基部 下 基 角 ' 一 部 分 着 生 于 轴 的 两 侧 ， 基 

部 下 边 下 延 ， 而 我 们 的 标本 裂片 基部 突然 收缩 并 具 一 硬结 物 着 生 于 轴 面 ， 不 具 耳 ， 叶 脉 

形态 也 与 Sphénozamits 更 接近 。 由 于 有 裂片 基部 的 柄 状 物 不 清楚 ， 我 们 宁 加 以 问号 置 于 

Sphenozamites 一 属 名 下 ;并 以 裂片 形态 与 Drepazogamziter 相似 而 定 其 种 名 为 drepanoides, 

根据 记载 ,在 稳 归 游 家 河 ( 谢 家 荣 , 赵 亚 曾 , 1925) 和 南 阐 东 巩 孙 家 湾 〈 斯 行 健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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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当 层 位 中 也 曾 发 现 过 这 类 化 石 , 但 未 见 图 片 和 描述 ,斯 行 健 1956 年 《45 页 ) 指出 ， 秘 

归 游 家 河和 南 漳 的 化 石 “完全 相同 是 可 能 的 ……。 香 溪 系 的 种 ,其 羽 片 是 比较 多 成 斜 方形 

的 。 因 此 , 香 溪 系 的 种 也 很 可 能 是 代表 一 个 特别 的 种 的 ”。 由 此 看 来 , 当前 的 标本 和 它们 

是 无 法 相 比 的 ,显然 是 代表 “ 香 溪 煤 系 "的 另 一 个 种 。 

Pm HAW AR. 

i 7)7t+ BR Genus Drepanozamites Harris 

TAH: (HEH) Drepanozamites? sp. 

(Am U, A 4) 

仅 保存 一 个 裂片 的 碎片 ,顶部 和 基部 虽 未 保存 ,但 可 以 看 出 其 向 顶端 逐渐 狭 缩 叶脉 
细密 , 自 基部 向 前 作 不 对 称 的 放射 状 伸 出 ,分 又 数 次 交 于 侧 边 ,靠近 有 片 的 下 边 叶 脉 近 于 
AT DR BEY FAS Mah FAR ,而 靠近 裂片 上 边 的 叶脉 则 与 侧 边 成 45? 左右 的 角 斜 交 。 

从 上 述 形态 看 ， 当 前 的 标本 似 接 近 于 Drepanozamits, HERAWERRARE: @ . 
生 状 况 不 明 ,只 能 加 一 问号 暂 归 于 此 属 ， 因 这 样 的 叶脉 形式 属于 Otozamites 或 Sphenoza- 

mites 也 不 是 没有 可 能 的 。 

产地 RAM BR. 

银杏 纲 Ginkgopsida 

银杏 目 Ginkgoales 

拜 拉 属 Genus Baiera (Braun) Florin 

Fh (ATH) Baiera sp. 

(图 版 V, A 1 一 3) os 

AK V, 图 1，2 标本 叶 较 小 , BRIE, 最 外 两 个 裂片 所 成 的 交角 为 70? 左右 。 柄 宽 1.5 

毫米 ,保存 的 长 度 为 4 毫米 。 叶 片 先 自 中 间 深 裂 成 两 半 ,每 半 再 深 裂 1 一 2 o 各 半 的 最 后 

RA RADAS, WARKV, 图 1, 每 半 有 4 个 ， 则 叶片 的 最 后 裂片 数 为 8 个 。 但 叶片 各 
半 的 有 裂 片 数 也 可 以 不 相等 ,如 图 版 V, 图 2, 其 中 有 一 半 为 4 个 , 另 一 半 为 3 £ 则 叶片 的 
最 后 裂片 数 为 7 个 。 最 后 有 裂片 的 宽度 1.5 毫米 , 以 钝 圆 的 顶端 部 分 为 裂片 的 最 宽 处 , 往 基 
部 逐渐 收缩 ， 含 叶脉 1 一 2 条 。 和 图 版 V, 图 1, 2 标本 共生 在 一 起 的 图 版 V, 图 3 所 示 的 
标本 只 保存 为 叶 的 干部 , 叶 稍 大 ,叶片 的 分 裂 次 数 至 少 可 达 5 次 。 

当前 标本 除了 叶子 较 小 外 与 越南 被 定 为 B.gwi2jaximz 碟 (Zeiller, 
1903, 205 页 ,图 版 50, 图 16 一 19) 的 标本 非常 相似 。 据 Zeiller 的 记录 ,这 个 种 的 叶片 在 
Be RIG asserts omen semirecriam rT onneseene 
定 ; 如 Zeiller 的 图 版 50, 图 19 右边 的 一 个 叶片 两 半 均 分 裂 成 6 个 相对 等 的 裂片 ,而 图 版 
50, 图 16, 19 为 保存 比较 完整 的 标本 ， 其 裂片 的 顶部 就 不 是 裂片 的 最 宽 处 。 因 此 ;Zeiller 
的 这 个 种 的 涵义 不 是 很 清楚 的 。 我 们 的 标本 虽然 与 越南 的 标本 很 相像 , 但 权 且 定 为 未 定 
种 ,以 待 日 后 作 进 一 步 的 研究 。 

产地 BY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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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44 Coniferopsida 

苏铁 杉 目 Podozamitales 

准 苏铁 杉 果 属 Genus Cycadocarpidium Nathorst 

Ss SERRE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Nathorst 

(Allg Iv, 图 5—7a) 

归于 这 个 种 名 下 的 标本 有 三 块 , 图 版 IV, 图 5 标本 保存 非常 清楚 ,区 鳞 长 卵 形 ,长 12 

毫米 , 宽 4 毫 米 ,有 .6 条 纵 行 不 分 叉 的 脉 ; 短 柄 长 3.5 SK, 两 侧 各 有 一 枚 呈 明 显 的 三 角形 

的 不 育 鳞片 ,其 内 侧 着 生 种 子 ,种 子 倒 悬 呈 倒 三 角形 ,上 端 宽 钝 ,向 下 逐渐 收缩 至 底 端 突然 

收缩 成 亚 尖 ,长 2 毫米 , 宽 1 SK, 表面 有 一 突起 的 脊 。 图 版 IV, 图 7 MARKET Bt 

部 分 ,区 鳞 长 12 毫米 , 宽 3 毫米 , 纵 行 脉 5 条 。 
下 述 标本 所 显示 的 特征 均 与 Cycadocaxrzzdizzza erdmanni 一 致 。 但 关于 Cy. erdmanni 

5 Cy. swabii 两 个 种 ，Harris (1935, 100—106 页 ) 认为 是 无 法 进行 严格 区 分 的 。 一 般 

的 说 ,前 者 苞 鳞 小 (不 超过 13 X 6 毫米 ), 纵 行 脉 少 (一 般 为 4 一 6 条 ,不 超过 7 条 ), 不 育 鳞 

片 大 ;后 者 萄 鳞 长 大 ,至 少 为 23 X 5 毫米 以 上 , 纵 行 脉 多 《7 一 10 条 )， 不 育 鳞片 极 小 甚至 

不 见 。 根 据 格陵兰 数 以 百 计 的 标本 来 看 ,这 两 个 种 的 大 小 常常 互相 过 渡 , BR Cy. swabii 

的 纵 行 脉 较 多 , 以 及 Cy. eramanmi 的 不 育 鳞片 较 大 而 显著 的 特征 有 相对 的 稳定 性 ,但 有 

的 标本 形体 大 小 等 形态 完全 与 Cy. erdmanm 一 致 ， 而 仅仅 不 育 鳞片 甚 小 又 接近 于 Cy. 

swabii,y Harris 用 ”Sensu lato” 表示 这 两 个 种 名 涵义 广泛 ,他 把 这 两 个 种 名 均 视 为 集合 种 

名 ,包含 着 若干 个 不 同 的 种 。 

近年 来 , 在 我 国 南方 晚 三 倒 世 沉积 中 陆续 有 Cycadocarpidium 一 属 植物 发 现 , 所 见 形 

体 均 甚 细小 , 不 育 鳞片 显著 , 当 属 于 Cy. erdmanni, AIRE) Harris 所 说 的 那 种 鉴定 上 

的 困难 。 

不 过 ,值得 注意 的 是 日 本 Yemaguchi 的 Carnic 期 沉积 中 发 现 的 大 量 Cycadocarpidium 

《Kon no，1961)， 其 中 大 部 分 新 种 为 三 胚珠 生 的 〈trivulate) ， 即 所 谓 种 鳞 的 末端 分 成 三 
个 有 裂 汐 每 一 裂 锥 具 种 子 一 枚 。 Kon’no (1961, 201 页 ) 因 此 修订 了 Cycadocarpidium 一 属 

的 涵义 , 大 意 如 下 : 雌性 球 果 圆柱 状 , 宽松 , 轴 具 螺旋 排列 的 果 鳞 , RRA SA 

鳞 ; 种 鳞 紧 密 附着 于 区 片 近 轴 面 的 基部 。 不 育 苞 片 大 ,叶片 状 , 卵 形 至 披 针 形 , 具 若干 纵 行 

脉 ; 脉 聚合 于 基部 下 延 的 柄 ;种 鳞 小 , 作 二 或 三 裂 咨 分 ,每 一 裂 狼 有 一 枚 胚珠 ( 即 种 子 ) 紧 附 

于 椭圆 形 胚珠 座 内 。 关 于 Cycadocarpidium 一 属 ,其 果 鳞 具有 三 、 四 枚 种 子 的 记载 尚 可 追 

调 至 1940 年 苏联 发 现 于 乌拉 尔 蜀 三 县 世 沉 积 中 的 Cy. zzicarbuma 和 Cy. quadricarpum 

(Prynada, 1940; Florin, 1953). 这 一 记录 虽 由 于 材料 不 足 而 未 予 确认 , 但 也 引起 了 人 们 

的 高 度 注 视 , 加 强 了 Florin 对 于 Cycadocarpidium 果 鳞 形态 的 推断 , 即 果 鳞 并 非 如 苏铁 植 

物 那样 的 多 心 皮 ,胚珠 作 羽 状 排列 ,而 是 由 苞 鳞 和 腋生 的 生殖 短 枝 或 种 鳞 复 合体 构成 如 松 

亚 科 那样 的 植物 。 Kon?no (1961) 的 研究 肯定 了 Florin AYHEWTIM Cycadocarpidium 一 

属 提升 为 科 Cycadocarpaceae， 并 肯定 的 置 于 松柏 类 中 。 

产地 MUKA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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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铁 杉 属 Genus Podozamites Braun 

苏铁 杉 (未 定 种 1) Podozamites sp. 1 

(图 版 V, 图 4) 

oan, 叶 较 狭 瘦 , 长 5 厘米 , 中 部 最 宽 为 5 毫米 左右 , 往 两 端 逐渐 狭 缩 ， 基部 不 成 

状 ， 顶 端 尖 细 。 叶 脉 平行 , 在 叶 的 最 宽 处 有 10 条 左右 ,至 中 部 以 上 以 极 锐 的 角度 与 边 相 

交 。 
这 一 标本 叶 的 形体 较为 狭 细 , 叶 脉 在 叶 的 中 部 以 上 开始 与 边 相 交 , 与 苏铁 杉 一 般 种 的 

形态 不 甚 相 同 , 由 于 标本 破碎 暂 定 为 苏铁 杉 未 定 种 。 
此 种 与 Podozamites schenki 相似 ,但 是 后 者 叶 更 狭 细 , 并 且 最 宽 处 接近 基部 

产地 兴 山 耿 家 河 。 

苏铁 杉 (未 定 种 2) Podozamites sp. 2 

(图 版 V， 图 5，6) 

-图 版 V, 图 5 所 示 标 本 仅 保存 三 个 破碎 的 叶片 ,从 它们 的 形态 一 致 可 以 看 出 是 属于 同 

一 个 种 的 。 叶 为 带 形 或 披 针 形 ,长 7.3 厘米 以 上 , 宽 约 1.3 厘米 ,向 上 逐渐 收缩 成 钝 圆 的 顶 

端 , 从 叶 的 一 个 侧 边 微微 作 弧 形 弯 曲 , 可 以 推测 叶 的 下 端 也 是 逐渐 收缩 的 。 叶 脉 每 厘米 约 

为 16 条 ,平行 ,在 顶端 作 收 聚 状 。 从 叶 的 形状 大 小 及 叶脉 在 顶端 作 收敛 状态 ,当前 的 标本 
45 Podozamiter latior 〈 斯 行 健 等 ,1963，292 页 ， 图 版 97, BOA; 图 版 99, 3,4) 

相似 , 唯 叶脉 较为 稀 蔓 而 迎 异 。 由 于 标本 保存 过 于 破碎 , 以 不 定 种 名 为 宜 。 图 版 Y; 图 5 

所 示 标 本 , 叶 更 宽 , 约 1.6 厘米 ,可 能 与 上 述 标本 同属 一 种 。 

产地 秘 归 沙 镇 溪 , 兴 山 耿 家 河 。 

费 尔 干 杉 属 Genus Ferganiella Prynada，1936 ， 

乌 梁 海 费 尔 于 杉 (相似 种 ) Fergamziella cf. urjanchaica Neuberg 

(图 版 v, 图 8， 9) 

在 当前 材料 中 代表 这 一 个 种 的 标本 很 多 ,并且 多 为 具 叶 的 小 枝 化 石 。 

枝 细 。 叶 子 螺 旋 状 着 生 , 狭 披 针 形 ,长 5 厘米 ,最 宽 处 靠近 叶 的 下 部 , 宽 6 毫米 ， 顶 稍 _ 

尖 , 叶 柄 不 明显 。 叶 脉 自 叶 基 部 伸 出 ,立即 分 又, 在 叶 最 宽 处 有 9 一 10 AR, 平行 , 随 着 叶 的 

两 侧 逐 渐 狭 缩 , 叶 脉 继 以 极 尖 锐 的 角度 交 于 侧 边 , 只 有 中 间 3 一 4 条 脉 伸 达 顶端 。 

我 们 的 标本 不 论 叶 的 大 小 ,形状 或 叶脉 数目 以 及 与 侧 边 相交 的 状况 都 和 F. urjanchai- 
ca 的 模式 图 影 相 一 致 (Neuberg ，1936,， 151 页 , 图 版 4, 图 5, 5a)。Neuberg 仅 根 据 产 自 

蒙古 乌 梁 海地 区 侏 罗 纪 地 层 中 单独 保存 的 一 枚 叶子 命名 , 叶 基部 的 短 柄 较 明 显 ; 因 此 对 于 

当前 的 标本 无 疑 的 定 为 乌 梁 海 的 种 是 须 加 保留 的 ， 但 是 我 们 仍然 相信 它们 可 能 属于 同 种 

植物 .苏联 北 吉尔 言 斯 伊 塞 克 一 库 耳 斯 克 盆 地 的 一 枚 被 定 为 FAzrghisica (AF (Tenxa- 
Ha, 1966, 118 页 ,图 版 59, 图 14) 45 F. arjanchaica 也 是 无 法 区 别 的 。 

像 我 国 湖北 兴 山 、 apiseganes EW Ferganiella 的 叶子 ， 

与 以 往 许 多 地 区 的 Podozamites 标本 是 一 致 的 。 如 日 本 被 定 为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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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L (Oishi, 1932, 13 页 , 播 图 1) 和 我 们 当前 的 标本 也 极为 相似 , 特别 是 叶 具 有 明显 的 

_ 柄 与 苏联 的 标本 更 为 相近 。 可 是 关于 Podozamites 与 Ferganiella 这 两 属 的 邓 义 至 今 仍 较 

混乱 ,在 实际 应 用 上 也 各 持 所 见 。 
产地 ” 兴 山 耿 家 河 、\ 郑 家 谭 。 

费 尔 二 杉 ( 未 定 种 ) Ferganiella sp. 
(图 版 V, 图 7) 

这 一 块 标本 形态 异常 特殊 , 叶片 比较 短 宽 , BRATHAN ROE Zl, 长 3.5 厘 

米 , 基 部 最 宽 处 为 2.1 厘米 ,向 下 基部 虽 未 保存 ,但 可 看 出 其 收缩 急 焉 作 钝 圆 状 ; 向 上 其 上 

半 部 也 作 急 下 收缩 状 ,顶端 尖锐 。 叶 脉 于 基部 微 作 放射 状 伸 出 , 有 的 分 又 一 次 , 其 靠边 的 

叶脉 沿边 弯曲 ,从 基部 最 宽 处 随 叶 片 的 收缩 而 与 侧 边 不 断 相 交 。 叶 脉 于 叶 基 部 最 密 , 随 叶 

” 片 的 向 上 扩张 叶脉 每 厘米 为 18 条 左右 。 

当前 的 标本 可 与 苏联 北 吉尔 吉 斯 里 阿 斯 的 F.ovalis Turut.-Ketova 和 F.elongata Turut. 

-Ket. (€Hospie BHIPIL.》，1960，110 一 111 页 ,图 版 21, 图 10) 相 比较 , 但 是 苏联 的 标本 时 

的 形状 为 椭圆 形 或 长 椭圆 形 ,顶部 不 那么 尖 , 基部 收缩 也 不 那么 急 下 更 明显 的 是 它们 的 

叶脉 旦 放射状 和 基部 具 明 显 的 短 柄 与 当前 标本 不 同 。 

根据 时 的 大 小 及 叶脉 与 侧 边 相 交 的 形态 ， 我 们 的 标本 还 可 与 日 本 Shitako PAA tH 
地 层 被 定 为 Podozamites griesbachi 的 标本 (〈Oishi，1932，12 页 ,图 版 3, 图 12) 相 比 较 ， 

“ 唯 日 本 标本 叶 的 形状 作 长 卵 形 与 我 们 的 标本 不 相同 ， 并 且 基 部 明显 的 作 短 柄 状 而 更 接近 
于 F.ovalis (《HoBple BHIEI》，1960， 图 版 21, 图 10) 与 F. elongata («Hosbie Buel), 

1960, 图 版 21, 图 11, 12), 日 本 的 标本 根据 叶脉 与 叶 基 部 作 柄 状 的 特征 ,无疑 可 移 归 于 

Ferganiella 一 属 。 

产地 KLARA. 

裸子 植物 花 果 

{AB Genus Strobilites Lindley & Hutton 

WE KEM) Strobilites sp. 

(AR V, A 11 一 12a) 

当前 材料 中 有 两 块 长 椭圆 形 的 似 果 穗 化 石 。 图 版 V, 图 12,，12a 标本 ,长 2 厘米 ， 宽 

0.7 厘米 , 轴 宽 0.5 毫米 ,周围 有 许多 短 柄 (这 些 短 柄 也 很 可 能 是 鳞片 状 的 )， 顶 部 膨大 。 

he V, 图 11 的 似 果 穗 较 小 ,长 1.2 BOK, 宽 3 毫米 。 由 于 标本 保存 不 好 , 特别 是 短 柄 顶端 

膨大 的 “附属 物 ” 情 况 不 明 , 难 以 作 进一步 的 讨论 和 比较 。 

产地 BAY BE.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形态 属 

带 羊 齿 属 Genus Taemnziopteris Brongniart 

带 羊 齿 (未 定 种 ) Taeniopteris sp. 

(AR V, 图 10, 10a) 

标本 保存 为 一 个 带 柄 的 叶 之 基部 。 柄 相当 粗 厚 , 4 毫米 , 长 仅 1.9 毫米 , 未 端 微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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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大 3? 叶柄 向 上 延伸 为 叶 轴 ，, 渐 细 , EU EY 3 毫米 ; 轴 面 中 央 具 微微 隆起 的 肋 ， 
肋 之 两 侧 略 为 底 陷 , 但 在 轴 的 上 部 , 保存 为 肋 的 岩石 部 分 剥落 而 形成 一 纵向 的 圆 形 四 槽 ， 

槽 的 两 侧 边缘 隆起 成 背 , 轴 面 并 具 很 多 细 的 纵 纹 。 
ARS, ,微微 拱 起 , 似 向 后 作 卷曲 状 ， FET Se 

尖 灭 ,而 其 各 侧 较 左 侧 略 宽 , 微 作 不 对 称 状 。 
叶脉 较 粗 , 自 轴 以 极 锐角 度 伸 出 后 徐徐 转 为 43", 继 以 50 一 55” 伸 达 侧 边 , 分 又 1—2 

次 或 不 分 又, 通常 在 基部 离 轴 处 即行 分 又 一 次 ,其 中 的 一 支脉 至 中 部 再 分 又 一 次 或 不 再 分 

叉 。 上 述 标本 虽 保 存 极为 完好 的 叶 基 , 但 叶 的 全 貌 不 明 , 难 以 和 其 它 的 种 对 比 。 

产地 HAY BUR. 

疑问 化 石 Problematicum 

(Am U0, 图 5) 

一 种 奇特 的 植物 化 石 ,在 我 们 的 材料 中 仅 有 两 块 ,代表 着 正 负 两 面 。 

标本 比较 破碎, 形态 不 明 ,但 清楚 地 保存 有 两 排 上 下 间隔 为 8 毫米 的 种 子 状 物 突出 表 
面 , 每 排 四 枚 ,大 小 不 甚 均匀 ,排列 的 间隔 也 不 其 规则 ; 种 子 状 物 大 多 作 椭 圆 形 。 每 排 种 子 

状 物 的 上 边 有 一 道 低 四 的 槽 痕 , 槽 痕 不 甚 平整 , 沿 着 槽 痕 的 上 边 有 一 条 极 细 的 疹 。 表面 极 
不 平整 ,有 的 地 方 似 不 规则 地 分 布 着 若干 大 小 不 等 的 圆 坑 。 

我 们 查阅 了 很 多 文献 ,都 没有 找到 可 予以 比较 的 化 石 。 暂 定 为 疑问 化 石 。 
产地 HVA BUR. 

er 

(=) chek BHR Si 

蕨 类 植物 门 

ARE 

WAR Genus Equisetites Sternberg 
朝鲜 似 木 贼 下 guzsetites koreanicus Kon’no 

(图 版 vT,， 图 1, 2, 3: 插图 1) 

茎 较 粗 , 节 间 较 长 ,表面 光滑 或 部 分 具 无 数 小 点 痕 , 大 小 分 别 为 60 毫米 X 19 RK, 52 
毫米 x 38 毫米 , 40 毫米 x 25 毫米 , 36 毫米 X 23 毫米 ,最 粗 的 蔡 宽 达 50 毫 米 尚 保存 不 
全 (图 版 VI, 图 3b)。 关 节 较 平整 ,未 显 胱 大 或 缩小 。 叶 精 颇 长 , 叶 齿 宽 1 一 1.4 毫米 SEHD 
42 一 82 枚 (保存 在 一 平面 上 为 21 一 41 KO, PFI AE PE SERN PUL, “BRS 
(commissural furrow) 长 可 达 15 一 32 毫米 ,一 般 为 25 MOKA, “Sk” A Lita EH PR 
渐变 罕 以 至 尖 灭 。 
图 版 VI 图 3a 标本 宽度 不 明 ,长 度 仅 保存 50 毫米 ,保存 有 上 枚 折断 的 叶 齿 ,时下 长 不 

到 2 毫米 ,整个 叶 靖 约 32 毫米 长 ,可 以 看 到 两 个 妈 合 面 的 顶 缘 连 结 成 “U” SIE, ae 0.6 
毫米 ,与 叶 的 侧 边 构成 20。, 相互 连结 的 两 个 “缝合 面 > 的 外 侧 向 下 急速 延伸 至 3 毫米 长 即 
相聚 成 一 点 ,经 合 沟 "继续 伸 长 ,长 29 毫米 , 尖 灭 (插图 1, 为 图 版 VI, 图 3 的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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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标示 总 的 形态 看 , 即 茎 的 粗细 与 节 间 长 短 之 比 , 关节 与 节 间 的 较为 平整 ; 叶鞘 联合 

部 分 的 长 度 及 每 一 枚 叶 的 宽度 等 特征 与 朝鲜 种 瑟 、koreaxicws Kon no (1962, Ab 11, 图 

1,2, 3, 11; 图 版 15, 图 1，3) 是 相 一 致 的 5 根 

#8 Kon’no (1962, 36 页 ) 的 报道 ,这 一 个 种 最 主要 

的 特征 是 具有 特别 长 的 叶鞘 ， 其 长 可 达 70 训 米 

2, 鞘 简 可 为 叶鞘 总 长 的 1/3 ,而 在 我 们 的 标本 中 

”还 未 找到 Kon’no 所 述 延 伸 很 长 的 鞘 齿 ,在 Kon no 

”的 描述 中 ,也 并 未 提 到 关于 这 一 个 种 “经 合 面 ”的 

形态 特征 以 及 是 否 具 有 小 点 痕 ， 但 我 们 仍然 相信 

我 们 的 标本 与 Kon?no 的 标本 是 属于 同一 个 种 的 。 
WTA Equisetites cf. sarrani (1949, 

图 版 15 ,图 也 2) 的 香 溪 标 本 和 我 们 的 标本 很 相 

似 ;有 可 能 属于 同一 个 种 。 
Fw HPIABRYW HR. 

N 外 

PU 

ne A OTLEY 

WARK (KEM) Equisetites sp. 

(i VI, 图 4 一 9 插图 1 AMARA Eauisetites 

标本 三 块 ,保存 为 四 个 形态 基本 相同 的 叶 稍 ， cat alae a a 
HH 10-17 毫米 ,长 6 一 10 毫米 ,由 11 一 16 AM HAA MAA OMAR. MPR, Fe 
7 一 40 毫米; 为 4.5 一 7.0 毫米 长 的 颖 合 沟 所 连结 , 自 基 部 向 顶端 逐渐 狭 缩 。 鞘 齿 分 离 ， 
15—3 SKK, RA, 缝合 沟 宽 , 自 顶 缘 向 基部 逐渐 狭 缩 收 聚 成 一 点 , 或 自 此 点 再 延续 为 

线 直至 尖 灭 ,缝合 沟 顶 缘 与 鞘 齿 侧 边 成 45 一 60?; 顶 缘 的 宽度 大 于 鞘 齿 (在 同一 平面 上 ) 的 

宽度 。 

图 版 VI, 图 5 的 标本 在 两 个 叶鞘 间 还 保存 有 20 毫米 长 的 破裂 茎 于 ,上 面 的 一 个 节 部 

似 膨大 ,下 面 的 保存 不 够 清楚 ,在 紧 靠 上 一 节 部 的 下 面 有 一 直径 为 4 SKA, 
ERRABA SHB“ RA? (Thaumatopteris zone) 的 已. doratodon (Harris, 

1932, 16, Abe 3, Al, 2, 4,5, 6,9, 11, 13, 14, 16, 18) RAW, BMA Harris 

1932 年 \16 页 ) 所 建立 , 1937 4th OH CAH Fee = BLA Bh Equisetites sarrani 中 。 
正如 他 1926 年 (54 页 ) 所 曾经 处 理 过 的 那样 ， | 我 们 认为 E. doratodon 和 E. sarrani 能 否 

归并 为 一 种 是 有 疑问 的 。 从 Zeiller 的 13 个 图 影 看 ,很 难 肯 定 它们 都 属于 同一 个 种 , 仅仅 

是 其 中 图 7 一 13 与 格陵兰 的 种 似乎 是 相近 的 ,但 前 者 叶鞘 狭小 ,时 数 多 ,排列 紧密 , 节 间 细 

长 ,与 葵 粗 短 , 叶 数 稀少 ( 仅 为 前 者 之 半数 ) 的 格陵兰 种 看 来 还 是 有 区 别 的 ,为 此 ,我 们 很 难 

作出 确切 的 判断 。 而 且 Haris 本 人 在 对 待 这 个 种 的 问题 上 曾经 是 那样 的 动摇 不 定 ， 因 

此 ;我 们 暂 把 当前 的 标本 定 为 Equisetites sp.。 
另外 ,我 们 的 图 版 VI, 图 6 与 费 尔 干 的 E. ferganensis Seward (1907, 图 版 2, 图 27) 

也 有 所 相似 。 但 从 Seward (1907) 的 图 版 2, 图 23 一 31; 图 版 3, 图 G 一 本 看 ,似乎 包括 了 

三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正如 Harris (1961，22，23 页 ) 曾经 指出 的 ,其 中 有 一 部 分 植物 应 该 是 
属于 新 芦 木 的 共和 干 ,图 版 IT 图 25，26 的 叶 炎 形 态 虽 保存 不 全 ,也 可 看 出 其 形态 大 不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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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 盘 也 未 见 相 似 ,究竟 那 一 个 图 影 是 E. ferganensis 的 模式 标本 ，Seward 并 未 指明 ,其 

CREA HAMAR. 再 从 Seward 往 后 (1911,，1912) 所 描述 的 B. ferganensis 和 图 影 

看 , 也 使 人 感到 不 可 捉摸 。 我 们 相信 E. ferganensis 这 个 种 是 存在 的 , 但 需要 在 对 厌 标 本 

及 该 地 层 所 产 的 大 量 标本 详细 观察 的 基础 上 进行 整理 和 修订 。 

产地 HAG. 

新 芦 木 属 Genus Neocalamites Halle 

少 叶 新 芦 木 (相似 种 ) Neocalamites cf. nathorsti Erdtman 

(A VI, 图 7，7a; 插图 2) 

标本 仅 一 块 , 苓 宽 2.5 BK, 其 上 保存 着 一 个 略 略 膨 大 的 关节 , XH LOR 

长 20 毫米 , 似 已 有 叶 伸 出 ,但 不 甚 清 想 ,关节 

以 下 的 一 段 节 间 长 24 毫米 ,于 其 尽头 似 有 两 

个 直径 0.5 毫米 的 圆 形 时 痕 《?)。 RH 

具有 比较 微弱 的 纵 状 和 沟 ， 兰 上 具有 若干 纵 

长 细 纹 和 小 点 痕 。 有 6. 7 枚 叶 自 节 部 什 出 ， 

叶 基 部 渐渐 狭 缩 ,彼此 分 离 , 左 侧 有 两 枚 叶 粘 

连 (插图 2), 每 枚 叶 宽 1.2 一 1.5 BK, 长 最 少 . 

为 36 毫米 , 保存 未 全 , 叶 面 在 靠近 基部 处 微 

微 向 背面 卷曲 ,中 肋 特 别 宽 , 约 占 叶 宽 的 1/3 
强 至 1/2, 中 肋 两 边 有 时 保存 有 很 深 \ 很 细 的 

沟 , 肋 部 略 略 突起 或 下 陷 ， ray 4 一 7 条 

或 更 多 细 纵 纹 。 

当前 标本 的 苍 或 叶 的 形态 与 英国 约克 
BS Whitby fk SHAY Neocalamites nathorsti — 

Erdtman (1921, 4 页， 图 版 1, 图 9—14) 极 

为 相似 ， 此 种 以 植物 体 较 小 《6 一 8 厘米 长 ， 

0.13 一 2.2 厘米 宽 ) 及 节 间 表面 肋 ( 维 管束 ) 旺 
示 微 弱 而 与 本 属 其 它 各 种 相 区 别 。 我 们 的 标 

本 除 上 面 描述 的 保存 有 比较 完整 的 茎 和 于 外 ， 
还 有 一 些 零星 的 茎 干 印痕 , REA eis 3. 

Lp oa 4 毫米 , 这 可 能 说 明 此 种 的 荃 干 不 大 。 此 处 ， 
人 葵 干 表面 的 特征 也 极 相似 ,根据 Harris(1947， 

1961) 所 描述 ,该 种 最 重要 的 特征 为 茎 干 表面 

所 示 纵 养 并非 维 管束 ， 而 是 叶子 在 葵 干 上 的 延续 ， 数 目 与 叶 的 数目 相等 〈 维 管束 数 约 2 

倍 于 叶 数 ), 在 节 下 紧 接 节 处 较 明 显 地 可 见 叶 下 延 成 为 共 干 上 的 纵 脊 , 而 在 节 以 上 紧 接 节 

处 则 有 更 多 更 密 的 细 纵 脊 ,这 些 才 是 代表 着 维 管束 的 ,它们 在 整个 节 上 显示 很 微弱 。 根 据 

这 种 特征 ,对 照 我 们 的 标本 , 从 节 上 直接 伸 出 的 叶 仅 有 6、?7 枚 , 有 的 叶 已 经 脱落 , 可 见 近 

DB PAA BE MA DH 5 条 ,靠边 的 两 条 (各 边 一 条 ) 似乎 可 见 其 背 是 从 叶子 延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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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的 ,并 且 叶 中 肋 上 面 的 细 纵 纹 似乎 与 状 上 的 细 纵 纹 也 是 相 吻 合 的 ,在 这 些 背 圭 还 有 无 数 
未 点 痕 , 仅 在 关节 下 至 1/3 处 节 间 可 见 , 维 管束 在 紧 靠 节 以 上 的 地 方 也 可 以 看 到 , 但 不 如 
Harris (1947， 插 图 1; 1961, 插图 47) 所 示 那 样 规 则 (平均 数 约 多 于 叶 数 的 一 倍 )。 

关于 叶 的 形态 ,从 我 们 的 标本 看 也 颇具 特征 , 标本 上 保存 着 分 散 的 叶 很 多 , 有 的 单独 
保存 , 有 的 为 2、3 枚 粘 并 在 一 起 , 叶 的 宽度 有 的 可 达 2 毫米 ， 特 征 也 与 Harris 所 描述 的 
RTE 2X0 

综 上 所 述 , 我 们 理应 毫 无 疑问 的 把 当前 的 标本 定 为 Neocalamites nathorsti, (APA IH 
标本 还 大 少 ， 且 缺乏 其 它 方面 形态 的 证 实 ， 例 如 Harris 所 描述 的 比较 宽 的 苓 还 未 发 现 ， 
从 整个 植物 体 上 也 无 法 证 实 是 否 有 分 枝 稀少 或 不 分 枝 的 特征 。 此 外 我 们 的 标本 保存 不 其 
完好 ;因此 暂 取保 留 态度 。 

。 产地 种 归 沙 镇 溪 。 

BRE Filicales 

SBF Marattiaceae 

$B REB Genus Marattiopsis Schimper 

亚洲 拟 合 囊 蕨 Marattiopsis asiatica Kawasaki 

(图版 Vi, A 1 一 4a) 

了 到 63， Marattiopsis orientalis Chow et Yeh， 斯 行 健 等 , 57 页 ,图 版 14, 图 10。 

在 当前 材料 中 ,有 几 块 拟 合 圳 蕨 式 的 实 羽 片 标本 , BRE, 但 保存 尚 为 细致 。 最 长 
的 一 个 羽 片 可 能 代表 着 羽 片 的 下 部 至 接近 顶部 的 一 段 ( 图 版 VI 图 1) ,长 15.5 厘米 , 下 部 

宽 2.2 厘米 ,接近 顶部 则 为 1.2 厘米 ,整个 羽 片 从 下 部 向 上 逐渐 变 罕 。 羽 片 全 缘 , 有 时 可 能 
因 和 保存 关系 而 作 钝 齿 状 。 玖 轴 粗 壮 ,下 部 宽 2 毫米 , 向 上 逐渐 变 细 为 1 SK, MRA 

第 以 一 极 锐 的 角度 伸 出 , 而 后 急剧 地 转折 成 90", 平 直 地 向 羽 片 侧 边 伸展 , 多 在 基部 分 又 

一次 ;有 时 再 分 又 一 次 或 其 上 一 支脉 再 分 又 一 次 。 每 两 条 叶脉 间 有 一 条 倒 行 脉 (图 版 VI， 

a Fl4,4a)o 倒 行 脉 粗 显 ,其 宽度 一 般 仅 次 于 侧 脉 , 有 时 与 侧 脉 几乎 不 能 区 分 ， 甚 至 在 羽 片 

是 ”下 部 有 的 倒 行 脉 还 可 粗 于 叶脉 而 呈 兰 状 。 叶 脉 密度 在 同一 羽 片上 上 自 下 部 至 靠近 顶部 有 变 
异 , 羽 片 下 部 每 厘米 有 脉 '12 条 ,在 接近 顶部 处 为 16 条 。 

Ra BAH BEF MU A, 长 度 因 羽 片 部 位 不 同 而 异 , 羽 片 下 部 聚合 襄 长 6 训 
米 , 为 叶 宽 的 1/3.6, 中 部 长 5 毫米 ,为 叶 宽 的 1/4, 顶 端 长 2 毫米 ,为 叶 宽 的 1/6.5。 RGB 

KK 6 BKWARA BA BS 32 对 (未 见 孢 子囊 ) ,长 2 毫米 的 聚合 囊 则 有 10 对 。 

另 有 两 块 标 本 ,一块 为 靠近 羽 片 基部 的 部 位 (图 版 VI, 图 2), 可 以 看 出 其 两 侧 边 在 最 

宽 的 部 位 向 上 缓慢 变 罕 ,向 下 则 有 略 作 收 缩 的 状态 ,两 侧 边 的 叶脉 向 下 弯 成 绝 形 。 羽 轴 宽 

达 4 毫米 , 羽 片 宽 25 毫米 ,聚合 襄 长 8 BK, 约 为 叶 宽 的 1/3。 另 一 块 标本 很 破碎 , 但 其 

特征 却 很 能 说 明 问 题 ,特别 是 它 保存 了 明晰 的 叶脉 和 倒 行 脉 。 聚 合 训 保 存 长 度 为 4 BK, 

但 边缘 破碎 不 全 。 叶脉 每 厘米 有 16 条 , 侧 脉 自 羽 轴 成 一 锐角 伸 出 , 急剧 地 弯 成 90? [a] Wy 
片 边 缘 伸 展 。 倒 行 脉 较 细 , 通 常 不 像 侧 脉 那样 直接 从 羽 轴 伸 出 ,与 羽 轴 接 触 的 地 方 总 是 比 

较 模糊 ,在 分 叉 叶脉 间 的 倒 行 脉 似乎 弯 向 上 一 支脉 (图 版 VIL, 图 4, 44)， 很 象 是 这 一 支脉 
的 又 一 次 分 又 ,但 仔细 观察 , 它 与 支脉 并 不 直接 发 生 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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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行 脉 (venulae recurrentes) 在 蕨 类 植物 系统 分 类 方面 颇 有 意义 , 所 谓 倒 行 脉 ， 并 不 

是 真正 的 叶脉 , 称 为 “ 假 脉 ” 似 更 明确 ,因为 它 没有 维 管束 ,而 内 部 构造 却 和 叶 缘 的 构造 一 

致 , 说 明 这 种 植物 很 可 能 是 从 羽 状 分 裂 的 叶片 演变 而 来 。 倒 行 脉 在 现代 蕨 类 植物 的 分 类 

中 被 作为 一 种 分 类 依据 对 待 CLundblad, 1950, 17). 但 Harris. (1961) ANG Marat- 

tiopsis 用 现代 属 名 Marattia 代替 ， 认 为 倒 行 脉 的 有 无 不 足以 作为 一 个 属 的 区 分 依据 ; A 
为 类 似 的 “ 脉 在 ”4mgiotxermz 一 属 中 有 的 种 有 ， 有 的 种 就 没有 。 RIAA, TEM Haris 
《1961) 自 己 指 出 的 ,大 部 分 的 化 石 种 (Maratiopsis) 都 有 倒 行 脉 , MARE (Marattia) 则 

没有 。 这 正 说明 Marattia 和 Marattiopsis 在 蕨 类 植物 系统 发 育 上 有 密切 的 亲缘 关系 # 不 
能 全 然 肯 定 Marattiopsis 就 是 Marattia, Ba ABPIPAA, PULA Eu-Angiopteris PAAR 

有 倒 行 脉 而 在 4zgiopxexz ,一 属 中 被 分 别 作为 一 个 “组 ”(section) 处 理 ; 何况 距 今 一 亿 六 

于 多 万 年 前 的 Marattiopsis 与 现代 的 Marattia 并 不 像 Harris 所 说 的 ,就 已 知 构造 来 讲 没 

有 什么 区 别 。 其 聚合 囊 所 含 孢 子囊 数 及 聚合 囊 着 生 部 位 都 还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何况 倒 行 脉 

的 存在 与 否 也 决 不 是 一 种 偶然 现象 (尽管 某 些 Marattiotii 的 标本 其 倒 行 脉 不 一 定 能 保存 
下 来 )， 这 些 差异 对 于 一 个 半 自 然 属 或 谓 器 官 属 的 化 石 属 Maratzotpszz 与 现代 属 Marattia 

来 讲 , 应 该 是 一 种 重要 的 区 别 。 Ales 

从 以 上 所 描述 的 羽 片 特 征 及 各 方面 形态 看 ， 当 前 的 标本 无 疑 与 越南 的 Taeniopteris 

(Marattia) miinsteri (Zeiller, 1903) 是 一 致 的 。 Harris 在 1931 年 就 已 指出 ， 越 南 的 标本 

叶脉 较 密 与 欧洲 的 种 不 一 样 ,可 能 代表 着 一 个 不 同 的 种 。1939 年 Kawasaki (507) 便 将 “ 
越南 的 标本 另 立 新 名 M. esietica， 并 把 朝鲜 、 日 本 定 为 M. minsteri 的 标本 都 归于 这 一 

新 种 ,认为 这 一 亚洲 种 的 脉 较 欧洲 Goeppert 的 种 为 密 ( 每 厘米 12 一 18 4), RAM 
较 长 〈2.5 一 7 毫米 )。 Kilpper (1964, 24, 251) 在 讨论 Marattia intermedia (Minster) 

iomb. n. 一 种 时 认为 这 一 种 植物 (他 把 M. méinsteri, M. hoerensis, M. anglica 都 合并 在 

cntermedia 一 个 种 名 之 下 ) 叶 脉 的 密度 随 叶 的 年 龄 增长 而 变化 , 较 老 而 较 大 的 叶片 ,叶脉 较 
密 ; 聚 合 诈 的 长 度 也 以 其 发 育成 熟 或 生长 部 位 不 同 而 异 〈M. intermedia 叶脉 密度 为 每 厘 ， 
A 8 一 16 He, RABE 2 一 10 毫米 ); 他 认为 M. asiatica  M. intermedia 的 区 别 仅 在 

M. intermedia 叶脉 的 一 次 分 又 只 限于 羽 片 的 下 部 和 上 部 ， 羽 片 中 部 的 叶脉 都 不 分 又 ;而 
M. asiatica 羽 片 中 部 的 叶脉 则 有 分 又 ,其 它 的 特征 则 均 在 M. imtermediz- 这 个 种 的 形态 变 
完 范 围 之 内 。 因 此 ,他 认为 M. asiatica 最 好 作为 .M. intermedia 的 异型 变种 Cf. var.) 来 4 | 

Wo 

我 们 姑且 不 讨论 M. mansteri 以 及 M. hoerensis 等 种 是 否 应 独立 存在 ， 也 不 讨论 这 
个 亚洲 种 是 否 应 作为 M. intermedia 的 一 个 异型 。 我 们 认为 M。 asiatica 与 欧洲 的 M. 

mitnsteri 在 形态 上 确 为 相似 ,特别 是 叶脉 从 羽 轴 伸 出 的 状态 , 分 又 的 状态 以 及 倒 行 脉 的 保 
存 状 况 及 形态 等 ,简直 难以 区 分 , 而 亚洲 种 的 叶脉 数 也 不 一 定 总 是 比较 密 的 ,日 本 Tango, 
Shitaka 的 标本 叶脉 每 厘米 仅 12 条 , (HARA MERE, Type Kawasaki 归于 此 种 。 我 们 的 标 
本 在 羽 片 下 部 或 中 \ 下 部 每 厘米 也 仅 有 12 条 叶脉 ,只 是 在 中 、 上 部 才 出 现 有 :16 条 的 情况 : 
聚合 训 则 一 般 较 长 ,在 羽 片 中 部 可 长 5 一 6 毫米 。 因 之 ,根据 我 们 的 观察 (包括 对 越南 标 未 
FAW), M. mansteri 与 当前 种 的 重要 区 别 应 在 于 : 前 者 聚合 圳 自 羽 片 下 部 至 上 部 长 度 恋 
化 不 大 ,一 般 不 超过 2 一 4 毫米 (参看 Schimper, 1869, AK 38, 图 1 一 6); 而 亚洲 种 的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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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囊 长 度 变 化 较 大 , 随 羽 片 宽度 自 下 而 上 的 狭 缩 而 相应 递减 (8 一 2 毫米 )。 
当前 的 标本 在 羽 片 形 态 及 聚合 囊 的 长 短 上 与 定 为 M. hoerensis (Schimper) 的 格陵兰 

标本 (Harris, 1932, 60 页 ,插图 22) 也 有 极 大 的 相似 性 , 不 同 在 于 格陵兰 的 标本 羽 片上 部 
的 叶脉 不 分 叉 , 我 们 的 标本 羽 片 中 、 上 部 直至 顶部 的 叶脉 大 部 分 作 一 次 分 又 ,其 上 一 支脉 
与 羽 轴 所 成 的 角度 常常 小 于 下 一 支脉 ,弯曲 度 也 大 。 

现 试 将 亚洲 拟 合 囊 蕨 之 特征 综述 于 下 : 
叶 可 能 为 一 次 羽 状 分 裂 , 羽 轴 粗 壮 * 下 部 宽 可 达 ,4 毫米 ,向 上 逐渐 收缩 变 细 为 工 毫 米 。 

叶 宽 12 一 35 毫米 ,长 至 少 20 厘米 , 带 状 披 针 形 , 自 基 部 向 上 逐渐 变 狭 ,至 顶部 突然 收缩 作 

钝 尖 状 ;全 缘 或 边缘 有 时 作 钝 齿 状 或 波状 ,基部 无 柄 ,突然 收缩 作 圆 状 。 侧 脉 下 延 , 目 羽 轴 
以 一 极 锐 的 角 〈20* 一 30?) 伸 出 ,而 后 急剧 地 转折 约 成 90", 平 直 地 向 羽 片 侧 边 伸展 ,多 在 
基部 分 又 一 次 ; 少 不 分 又 ,偶尔 为 两 次 分 又 或 在 一 次 分 又 后 , 其 上 一 支脉 再 分 又 一 次 。 每 

两 条 叶脉 间 有 一 条 倒 行 脉 , 倒 行 脉 粗 显 ,其 粗 度 仅 次 于 侧 脉 , 自 羽 片 边缘 直 伸 至 羽 轴 边 , 叶 

脉 密度 自 羽 片 下 部 至 上 部 有 不 同 , 羽 片 中 \ 下 部 叶脉 每 厘米 12 条 ,中 \ 上 部 16 条 。 
RGBALE IK, 着 生 于 叶脉 末端 或 直 伸 达 每 一 钝 齿 中 ,长度 自 羽 片 下 部 至 顶部 

为 8 毫米 至 2 毫米 , 长 度 与 羽 片 宽度 之 比 为 1:3 至 1:6 左右 , 每 一 聚合 衷 含 10 一 40 WR 

隔 。 
斯 行 健 定 为 M. minsteri 的 鄂 西 标本 (1949，7 页 ,图 版 12, 图 3) peas sR Oty 

标本 相同 ,应 归属 于 同一 个 种 。 
Ph BARE. XAOS 

EE Osmundaceae 

似 托 第 蕨 属 Genus Todites Seward 

首要 似 托 第 蕨 Todites princeps (Presl) Gothan 

CA VII, 图 1 一 4a; 图 版 以 ,图 1 一 5) 

在 当前 材料 中 ,有 相当 数量 保存 不 全 ,但 形态 别致 叶脉 典型 的 标本 ,与 Harris (1961) 

重新 修订 过 的 广 布 于 欧洲 里 阿 斯 CLias) 早期 的 Todites princeps 形态 特征 完全 一 致 。 尽 

管 小 羽 片 形 态 颇 有 变异 ,但 小 羽 片 、 裂 片 及 脉 型 均 为 上 行 先 出 的 特征 总 是 比较 稳定 并 易于 

BAN. 
现 将 我 们 的 标本 综合 描述 于 下 : 
保存 为 二 次 羽 状 分 裂 的 叶 , 不 全 。 巩 片 通常 作对 生 状 ， 剑 形 或 披 针 形 ,与 轴 成 70°— 

90°, ATA, 边缘 要 状 , 轴 面 具 毛 , 呈 细 刺 状 , 或 毛 物 脱落 留 下 小 点 痕 。 DH 
近 对 生 , 上 行 先 出 ( 即 上 行 第 一 枚 小 羽 片 较 下 行 第 一 枚 小 羽 片 先行 伸 出 ), SRE 
一 枚 小 羽 片 常 部 分 地 覆盖 在 主轴 面 上 ;下 行 第 一 要 小 羽 片 常 较 大 。 小 羽 片 对 称 或 不 对 称 ， 
RATE ORIG , 深 裂 成 卵 形 裂 片 或 沪 裂 为 齿 状 , 缺 刻 状 。 叶 脉 羽 状 ,中 脉 下 延 于 轴 , 常 偏 

倚 于 小 羽 片 下 边 〈 构 成 小 羽 片 不 对 称 状 )， 以 一 极 锐 的 角 自 轴 伸 出 后 即 很 快 地 转折 为 近 

90"， 稍 稍 曲折 地 向 前 延伸 ,有 时 向 前 微 作 倒转 状 ( 即 小 羽 片 前 端 微 向 下 弯 )。 小 羽 片 基部 

侧 脉 作 对 生 状 , 亦 为 上 行 先 出 ,逐渐 变 为 互生 , 分 又 1 一 3 次 , 分 又 次 数 因 小 羽 片 形体 大 小 

Alaa apical MAS, BAAR) ABA RUA] Pp REM, 亦 作 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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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出 。 

部 分 标本 保存 为 实 羽 片 〈《 图 版 VIIL, 图 3; AIX, 图 4)， se I as Sm 

RAG FRET) DA Ho 
和 上 述 羽 片 一 起 保存 的 还 有 一 些 单 独 的 茎 干 印痕 ,很 粗 , 达 4 一 5 毫米 , 茎 干 面 主 同样 

具有 无 数 细 刺 状 或 点 状 印 痕 ， RAE RE ee 

AAR BT LRA CAR IX, A 5) 

通过 长 期 争论 ，Rhaetic-Lias AY Todites princeps 和 Oolitic 的 Sphenopteris modesta 

是 否 属于 同 种 的 问题 已 有 所 证 实 ，Harris (1961，96 页 ) 认为 根据 格陵兰 Liss 的 标本 

RAVE Oolitic 标本 的 研究 可 以 说 这 些 标本 的 一 一 致 性 充分 体现 在 已 知 各 方面 的 特征 上 

如 果 二 者 必须 分 开 , 除 非 是 它们 不 同 的 特征 还 未 被 发 现 。 
从 当前 标本 观察 , 我 们 认为 这 种 植物 的 形态 变异 较 大 ， 比较 稳定 的 特征 有 如 下 开赴; 

1) 羽 片 或 小 羽 片 多 作对 生 状 ， 着 生 于 轴 的 角度 比较 平 直 或 为 倒 向 ; 2) 小 羽 片 、 BR 

脉 均 作 上 行 先 出 ; 3) HRT RL, WERK, HRA. Be); 4) peas 

形态 基本 同 裸 水 羽 片 , 且 同时 具有 上 列 三 个 特征 。 

当前 实 羽 片 化 石 的 发 现 具 有 一 定 意义 ;使 我 们 不 但 从 裸 羽 片 的 形态 证 实 它 与 Todites | 

princeps HI— Sct, th SSR IERE MWB. WET RIE BRR ACI, 
8 页 ,图 版 1, 图 1 一 3; 图 版 8, 图 7; 图 版 13, 图 8) EW Sphenopreris modesta 的 重要 理 
由 之 一 就 是 因为 没有 找到 孢子 圳 ,不 能 证 明 它 是 Toditer riacezx*， 经 对 标示 的 重新 观察 
鉴定 ,斯 行 健 所 定 Sppemopteris modesta 的 形态 与 我 们 的 标本 形态 完全 一 致 , 毫 无 疑 允 的 当 

PLA Todites princeps. 

Ph PITA WEE. 

似 托 第 蕨 (未 定 种 ) Todites sp. 
《图 版 VII， 图 5 一 6a) 

图 版 VII ,图 5，5a 为 裸 羽 片 标 本 。 小 羽 片 叶 膜 薄 ,叶脉 清晰 ,中 脉 不 明显 ,基部 上 边 第 
三 支 侧 脉 作 三 次 分 又 ,向 小 羽 片 前 端 逐 渐 减 少 为 2 一 1 次 分 又 。 孢 子 襄 密 布 于 水 羽 片 背面 

《图 版 VII, 图 6, 6a)。 根 据 叶 膜 的 型 式 , 上 述 标本 接近 于 越南 被 定 为 Claaopjiebis (Todea) 
roesserti, 后 改 为 Todites goeppertianus 的 一 些 标本 (Zeiller，1903， 图 版 2, 图 6，6a 6b), 

但 实 羽 片 形态 不 同 。 

产地 : BAY AR. 

马 通 蕨 科 Matoniaceae 

异 脉 蕨 属 Genus Phiepopteris Brongniart, 

emend. Hirmer et Hoerhammer 

水 龙骨 型 异 脉 蕨 _ Phiepopteris polypodioides Brongniart 

(Alm X， 图 1 一 7) 

Am XA 1, 3 羽 片 形态 不 明 , 羽 轴 纤 细 , 宽 不 到 1 毫米 , 具 肋 。 小 羽 片 近 垂直 着 和 于 
轴 ， 排 列 紧 靠 ， 相 邻 小 羽 片 基部 约 有 1 毫米 的 部 分 相连 。 小 羽 片 线形 , 长 20 毫米 左右 , 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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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 毫 米 ,全 缘 或 偶 于 前 端 作 波 状 , PEPER KR ALL, OU A SS ak ad 

出 即行 分 又 并 作 下 行 螺 形 又 轴 式 分 核 〈descending helicoide dichopodium) 〈 参 见 斯 行 健 等 ， 

1963, 44 页 ); 侧 脉 间 由 进行 连续 分 又 的 支脉 沿 着 中 脉 构成 “ 伴 网 眼 ”, 而 不 断 伸 达 小 羽 片 

边缘 的 支脉 有 时 再 分 又 一 次 并 偶尔 与 邻近 的 小 脉 相交 。 

与 止 述 标本 一 起 发 现 的 还 有 一 些 Phlebopteris 实 小 羽 片 的 碎片 《图 版 X, 图 4)， 有 的 
叶脉 尚 隐约 可 见 ;, 形 同上 述 ,孢子 囊 群 作 梅花 状 , 成 单行 排列 于 中 脉 两 侧 ,着 生 于 * 伴 网 眼 ” ，. 

MIB RZ Eo 

这 一 种 植物 的 重要 特征 是 : 1) 具有 较为 特殊 的 下 行 螺 形 又 轴 式 脉 型 ,“ 伴 网 眼 ? 位 于 

极 近 中 脉 处 , 常 沿 中 脉 作 伸 长 形 , 宽度 大 于 高 度 , 无 言 脉 ; 2) 孢子 囊 群 比较 固定 地 着 生 在 

中 脉 两 侧 构 成 “ 伴 网 眼 ” 弧 形 脉 之 上 ,或 偶尔 在 最 靠近 ”“ 伴 网 眼 ” 之 上 的 一 根 小 脉 上 。 

孢子 襄 群 在 叶脉 上 着 生 的 位 置 常 因 孢 子囊 群 的 覆盖 而 不 易 看 请 , 据 我 们 观察 ,小 羽 片 

伴 贺 眼 ( 即 弧 形 脉 ) 常 位 于 中 脉 至 小 羽 片 边缘 的 1/3 或 M4 处 ， 而 孢子 囊 群 的 中 心 点 也 常 

处 手 这 样 的 位 置 ,至 于 下 行 螺 形 又 轴 式 脉 型 , 正 与 异 脉 蕨 属 或 现代 的 Matonia pectinata BR 

叶 的 分 又 状态 是 一 致 的 。 

根据 Harris (1961, 104 页 ) 的 描述 , 除 上 述 重 要 特征 外 , 介 于 二 小 羽 片 间 , 沿 羽 轴 两 

侧 尚 有 长 2 一 3 毫米 的 网 格 ， 它 所 分 出 的 小 脉 都 向 两 小 羽 片 之 间 连 合 的 “ 弧 弯 ”的 中 点 聚 

合 。 此 外 ,在 羽 轴 或 小 羽 片 中 脉 的 下 表面 ( 即 背 面 ) 均 具有 细毛 ,上 表面 则 近 于 光滑 。 关 于 

Harris 所 描述 的 这 两 个 特征 《后 一 特征 ，Harris 认为 可 能 是 比较 典型 的 ), 由 于 我 们 的 标 

本 太 少 及 保存 状况 所 限 无 法 看 清 , 但 根据 前 述 的 两 个 特征 , 我 们 的 标本 无 疑 可 定 为 Phle- 

bopteris polypodioides, 

SAMARIA Phlebopteris bra ， 两 者 都 具有 简单 的 羽 状 网 脉 。 除 了 过 去 

的 文献 中 提 到 的 这 两 个 种 的 小 羽 片 形 态 有 区 别 外 ， 我 们 认为 更 重要 的 区 别 在 于 叶脉 的 分 

又 状态 ;前 者 具 “ 伴 网 眼 ”, 相 邻 侧 脉 的 前 后 支脉 所 构成 的 弧 形 脉 与 中 脉 大 致 平行 , 侧 脉 的 

分 又 角度 较 大 , 侧 脉 分 又 后 ,前 一 支脉 连续 分 又 ; 后 者 无 明显 的 " 伴 网 眼 ”, 侧 脉 分 又 角度 较 

小 , 侧 脉 分 又 后 ,后 一 支脉 进行 连续 分 又 〈Hirmer et Hérhammer, 1936, 32 页 , 揪 图 5)。 

产地 BIA. 

i = fF Dicksoniaceae 

锥 叶 蕨 属 Genus Coniopteris Brongniart 

本 属 在 香 溪 所 见 不 多 ,所 有 的 实 羽 片 和 裸 羽 片 都 极为 破碎 , 但 经 仔细 观察 , 勉强 可 以 

鉴别 出 几 种 不 同 的 类 型 ,其 中 大 部 分 系 与 Coniopteris murrayana 相似 的 类 型 , 最 著名 而 常 

见 的 种 一 -一 膜 蕨 型 锥 时 蕨 〈Comzopteri hymenophylloides Brongniart) 在 这 里 出 现 的 仅 是 一 

Lope HY 

iS e+ RABE) Coniopteris cf. hymenophylloides 

(Brongniart) Seward 

(Al IX, A 6) 

一 块 破碎 的 裸 羽 片 化 石 ,两 侧 大 致 平行 ,小羽 片 紧 靠 或 徽 有 覆盖 , 凌 形 至 长 卵 形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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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 44) BY MRR HEB RE FR AE) DA BE BR ZED OF 

CHEER, SPR). Pika FP» FE BUN TA BARTER 侧 脉 对 生 ， Am 

脉 成 一 锐角 伸 出 。 
根据 Harris (1961, 153 页 ) Coniopteris hymenophylloides 2: L/S 

1) 羽 片 基部 的 变态 叶 总 是 存在 ( 除 有 时 为 羽 轴 所 履 盖 外 ); 2) ANA EBAA B 
生 , 下 边 基 部 的 第 一 枚 裂片 小 于 相对 的 上 边 的 裂片 ; 3) SHARE IB 
轴 边 总 保留 有 一 定 的 叶 膜 。 我 们 的 标本 形态 基本 符合 上 述 第 二 个 特征 , -) A ee 

作 下 对 称 状 ,与 Harris 描述 的 约克 郡 标本 也 是 一 致 的 。 鉴 于 上 述 更 重要 的 第 一 个 和 第 三 

个 特征 未 予 保存 , 暂 把 我 们 的 标本 定 为 膜 蕨 型 锥 叶 蕨 相似 种 。 

膜 蕨 型 锥 叶 蕨 与 Comiotpxerx murrayana 非常 相似 ， 过 去 常 混 为 一 种 ， 有 关 问 题 将 在 
Coriopteris murrayana 一 种 中 讨论 (74、75 页 )。 

斯 行 健 1949 的 图 版 13 图 3、4 的 标本 经 重新 观察 HES Todites princeps ren 

致 ,应 改定 为 Todites princeps. 这 种 化 石 为 我 国 晚 三 受 世 至 中 侏 罗 世 沉积 中 常见 ,其 裸 羽 

片 易 误 定 为 Comiopterzxr hymenophylloides, (ASAE. - CT 

产地 RIAA. 

墨 累 锥 叶 蕨 (相似 种 ) Coniopteris cf. murrayana (Brongniart) Brongniart 

(图 版 VI, 8—10; 图 版 vil, I-75 Ag xX, 图 8， HS 图 版 XI， 5—8) ‘ 

裸 羽 片 化 石 ,与 前 述 C. hymenophylloides 羽 片 形态 不 同 。 图 版 XI, 图 5 标本 保存 为 

两 个 并 列 的 末 二 次 羽 片 ,彼此 紧 靠 、 覆 盖 、 很 可 能 出 自 同一 羽 轴 , 因 而 这 一 植物 蔡 少 是 三 次 

羽 状 分 裂 的 。 轴 0.5 毫米 宽 , 具 愤 , 末 二 次 羽 片 形 态 不 明 , ARDEA, PRE, DAK 

靠 或 覆盖 ,狭长 三 角形 , 羽 片 基部 上 边 第 一 枚 小 羽 片 发 育 较 甚 , 相对 的 一 枚 小 羽 片 发 育 较 

为 弱小 ,其 基部 下 延 于 轴 ， ERAN RA Rs 羽 轴 两 侧 的 其 它 小 羽 片 大 小 平 衔 和 小羽 

片 萎 形 至 长 卵 形 , 顶 端 钝 ,基部 下 延 , 边 缘分 裂 为 瓣 状 ,中 脉 居中 ,两 侧 对 称 ,变态 叶 未 见 。 

有 几 个 非常 破碎 的 实 羽 片 标 本 ， 暂 归 本 种 ， 如 图 版 VII 图 7 (为 图 版 XI 图 6 的 放大 ) 

根据 它 不 甚 退缩 的 叶 膜 , 能 看 出 小 羽 片 的 两 侧 对 称 性 ,孢子 圳 群 甚 小 , 与 Harris (1961) — 

图 56A, B, F 酷似 。 其 它 的 标本 ,如 图 版 VI 图 8 (Ahk VI, 图 6 为 放大 图 ); 图 版 VI 
5 与 裸 羽 片 图 版 X 图 9 , 图 版 XI 图 7 均 出 自 香 溪 同一 层 位 , 相信 它们 很 可 能 是 属于 同一 

种 植物 的 。 
Coniopteris murrayana 广泛 分 布 于 英国 约克 郡 中 侏 罗 统 下 部 ,是 Brongniart 建立 

Coniopteris 一 属 的 模式 种 〈Brongniart，1828，358 页 , 图 版 126, 图 1 一 5; Tympanophora 

racemosa Lindley & Hutton，1835, 58 页 ,图 版 170B) ,过 去 此 种 一 直 被 忽视 ,甚至 无 形 中 被 

PEFR, Seward (1900) 曾 把 这 一 横 式 种 的 部 分 标本 , 即 Brongniart (1828) 的 图 版 126,48 

3, AKA Tympanophora racemosa YA Coniopteris hymenophylloides a 其 余部 

分 都 置 于 形态 属 Sphenopteris —%,2 °F (Sphenopteris murrayana), 他 提出 :过 去 很 多 被 定 

为 5C. murrayana 等 等 名 称 的 标本 应 该 是 Coniopteris hymenophylloides 的 同 义 名 ,随后 大 量 

的 C. murrayana 也 就 被 Comiobteris hymenophylloides 一 名 所 代替 ,并 导致 了 C。jyzzezo- 

phylloides 这 一 名 称 在 涵义 上 的 混乱 。 Harris (1961, 158 页 ) 经 过 对 约克 和 郡 标本 的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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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T Coniopteris murrayana 一 名 ,重新 确定 Brongniart (1828) 的 图 版 126, 图 1 一 4( 图 

5 除外) 为 其 模式 ,他 修订 了 这 个 种 的 特征 ， 并 指出 曾 被 Brongniart 作为 此 种 实 羽 片 的 模 
式 标 本 Tympanophora racemosa L. & H. 应 属于 另 一 个 种 Coniopteris simplex. 

现 根据 Harris (1961, 163 页 ) Wit, KH C. murrayana 与 C. hymenophylloides 简 

单 区 别 如 下 : 

C. murrayana 

叶 达 40 厘米 宽 , 宽 三 角形 ; 

C. hymenophylloides 

AE 8—12 厘米 宽 , 长 披 针 形 ; 

基部 小 羽 片 变态 叶 位 于 末次 羽 片 的 下 边 基部 小 羽 片 变态 叶 位 于 末 二 次 羽 片 的 上 
( 远 轴 面 ); 边 ,( 近 轴 面 ); 
基部 小 羽 片 近 于 对 称 ; 基部 下 边 的 小 羽 片 退缩 较 其 上 边 对 称 的 

小 羽 片 要 小 ; 是 

实 羽 片 强烈 退缩 实 羽 片 略 有 退缩 
MEH 1 毫米 宽 , 具 柄 。 囊 群 约 0.5 毫米 宽 , 下 陷于 叶 膜 。 

此 外 ，Harris 还 提 到 C. hymenophylloides 1\\ VW PA MMAR Ms Pl tid Fs bo Bee EE 

FEBUR HERB bh AA F Pa fC. murrayana 小 羽 片 两 侧 对 称 , 中 

KE, AWAIT AS 

根据 上 述 特征 ,我 们 的 标本 与 Brongniart，《〈1828)， .图 版 126， 图 1 一 4 以 及 Harris 

(1961) 插图 55, 56 标本 形态 甚 相 一 致 ,但 因 标本 比较 破碎 ,又 没有 保存 变态 时, 因此 在 鉴 
定 土 暂 取保 留 态度 。 

产地 牧 归 香 溪 , 兴 山 回 龙 寺 \ 大 峡 口 。 

锥 叶 蕨 (未 定 种 ) Coniopteris sp. 

(Al X1, AY, 9a; 图 版 XXV， 图 10, 11) 

Pah XXV 图 10, 11 为 两 个 裸 羽 片 的 碎片 , 轴 纤 细 ， 上 有 纵 纹 。 小 羽 片 体 积 较 大 ,长 

0.7 厘米 , 宽 0.3 厘米 ,基部 收缩 ,与 轴 成 70°, BA HEP EMS ,边缘 深 裂 成 5 个 裂片 , 每 个 

Fr in MIRA KOT DAA AK PRE, 侧 脉 分 又 一 次 , 每 个 裂片 接受 一 条 侧 脉 ， 

侧 脉 自 中 脉 伟 出 不 久 即行 一 次 分 又 ,分 别 交 于 小 裂片 的 顶端 。 

图 版 XI 图 9, 9a 为 两 个 实 羽 片 化 石 , 可 能 与 上 述 标本 属于 同一 种 植物 。 

产地 “ 秘 归 沙 镇 溪 。 

双 扇 蕨 科 Dipteridaceae 

异 叶 蕨 属 Genus Thaumatopteris (Goeppert) Nathorst 

异 叶 蕨 (未 定 种 ) Thaumatopteris sp. 

(ARK XI, 图 3, 3a) 

一 个 不 完整 的 裂片 ,基部 较 宽 ,向 上 逐渐 变 罕 , 边 缘 作 波状 起 伏 。 中 脉 纵 贯 整个 裂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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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脉 不 明显 , 自 中 脉 成 直角 伸 出 后 在 裂片 中 间 即 分 又 消 失 ， a? Re 

多 角形 网 格 ,大 的 网 格 内 又 有 小 的 网 格 ,小 网 格 内 具 谨 脉 。 

Pm MILAM AR. 

格子 蕨 属 Genus Clathropteris Brongniart 

5992453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图 版 XI, All, 2; 图 版 XI. 图 3， 6) 

图 版 XI 图 6 的 标本 为 幼 叶 的 基部 ,可 见 5 个 羽 片 自 叶柄 的 顶端 伸 出 ， 羽 片 基部 1 一 、 
1.8 厘米 的 距离 是 相连 的 ， 往 上 才 彼 此 分 离 。 图 版 XT 图 1 和 图 XI 图 5 的 标本 为 羽 片 的 
中 上部, 分别 保存 了 两 个 不 完全 的 \、 彼 此 分 离 的 羽 片 , 叶 膜 极 薄 ， 边缘 深 裂 成 长 三 角形 锯 

Bio ik, 侧 脉 自 中 脉 成 锐角 伸 出 ， 终止 于 羽 片 边缘 每 一 锯齿 的 顶端 ;第 三 次 脉 形成 

大 致 作 长 方形 的 网 格 ,网 格 内 具 多 角形 的 网 格 和 讲 脉 。 
EIR PRARIIGA-S BARS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1932, 291 页 ,图 版 XXX (XID, 

图 2; 图 版 XXXII (XIV), 图 1) 基本 相同 ,只 是 羽 片上 部 没有 日 本 的 宽 ， 但 这 点 差别 不 足 
以 将 我 们 的 标本 和 日 本 的 标本 分 开 。 

斯 行 健 定 为 Clathropteris meniscioides Brongn. 的 香 溪 标 本 (1949, 6 页 ， 图 版 1， 图 53 

图 版 4, 图 1) ,不 论 羽 片 的 形状 , 羽 片 边缘 深 裂 的 锯齿 ， 以 及 叶脉 的 型 式 等 等 ， 

Cl. obovata 基本 相同 ,应 归 人 这 个 种 中 。 
Cl. obovata 与 模式 种 Cl. meniscioides 极 易 区 别 , 主要 不 同 在 前 者 羽 片 为 倒卵形 , 呼 

BA DR AEH LAME ETN NA, RA, 
次 脉 为 规则 的 长 方形 。 

产地 : 秘 归 香 溪 , 兴 山大 峡 口 。 

格子 蕨 (HEH 1) Clathropteris sp. 1 

(图 版 X， 图 4) 

羽 片 的 破片 , 宽 4 厘米 , 顶 底 端 没 有 保存 。 羽 片 边缘 分 裂 成 像 Dictyopjpyllumz nathorsti 
那样 的 三 角形 裂片 。 中 脉 纤细 , 侧 脉 更 细 , (APE BEBE HAC 1.4 厘米 ), 自 中 脉 以 约 80° (EH 
至 距 中 脉 约 0.5 厘米 处 即 向 上 弯 AE FRA, PH RACERS HEM, 网 格 内 、 
又 形成 更 小 的 网 格 。 

上 述 标本 羽 片 边 缘分 裂 成 三 角形 的 裂片 MUKA PERE HE, = INTE RIES 
FEES Clathropteris pekingensis Lee et Shen 〈 斯 行 健 等 ， 1963, 86, Ah 27, 图 3; 图 

版 28, 图 3; 图 版 29, 图 5) 相 似 ， 特别 与 其 图 版 27, 图 3 标本 更 为 相近 ， amen R I 
pa desea Clathropteris Sp.o 

产地 : 兴 山 大 峡 口 。 

格子 蕨 (KEM 2) Clathropteris sp. 2 

(图 版 IX, 7) 

羽 片 的 破片 * 预 底 端 及 边缘 均 未 保存 。 侧 脉 自 中脉 约 成 40。 长 出 ,第 三 次 脉 大 致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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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方形 网 格 , 从 这 一 点 看 ,属于 Clathropreris 是 没有 问题 的 ,由 于 标本 保存 太 破碎 ,进一步 

鉴定 较 困 难 , 且 无 意义 。 

产地 ” 兴 山 大 峡 口 。 

分 类 位 置 不 明之 真 蕨 类 植物 
枝 脉 蕨 属 Genus Cladophlebis Brongniart 

细 齿 枝 脉 蕨 (相似 种 ) Cladophlebis cf. denticulata (Brongniart) Fontaine 

‘ (图 版 XI, A 8; 图 版 XI, A 1) 

一 个 单独 保存 的 羽 片 的 破片 |) Tr RITE ,边缘 似 为 全 缘 , 侧 脉 作 一 次 分 又 。 

产地 BABE. 

枝 脉 藏 〈 未 定 种 1) Cladophlebis sp. 1 

(图 版 XI， 图 7) 

一 个 二 次 羽 状 分 裂 的 蕨 叶 的 顶端 , 轴 纤 细 ，, 羽 片 线形 , BA, 与 轴 成 锐角 。 小 羽 片 互 

生 , 与 轴 所 成 角度 也 为 锐角 ,三 角形 ,小 , 作 镰 刀 状 弯曲 ,全 缘 。 小 羽 片 基部 侧 脉 分 又 一 次 ， 

中 ,上 部 侧 脉 不 分 又 。 

产地 湖北 兴 山 回 龙 寺 。 

枝 脉 蕨 (未 定 种 2) Cladophlebis sp. 2 

(Am XI, A 4) 

AAA Fr BS BBR Fr PY Be Nr PAUSE TT , 顶端 尖锐 , 镰刀 状 弯曲 不 

明显 。 叶 脉 清晰 ,中 脉 略 略 下 延 , 侧 脉 分 又 1 一 2 次 , 下 面 的 几 个 小 羽 片 在 中 、 下 部 侧 脉 作 

二 次 分 又 ( 侧 脉 自 中 脉 长 出 后 即 分 叉 一 次 , 伸 达 叶 缘 前 , 前 面 的 一 条 支脉 又 分 叉 一 次 ), MH 

端 则 作 一 次 分 又 ,靠近 顶端 的 小 羽 片 , 侧 脉 仅 分 又 一 次 。 

产地 RARER. 

枝 脉 蕨 (未 定 种 3) Cladophlebis sp. 3 

(图 版 XI, A 1—3: 图 版 xm， 图 4) 

几 个 单独 保存 的 羽 片 , 轴 粗 细 不 一 ,小 羽 片 与 轴 所 成 角度 也 不 一 ,小 羽 片 紧 靠 ,基部 稍 

相连 , 两 侧 略 向 上 弯 , 顶端 钝 圆 〈 图 版 XII 图 1, 1a 的 标本 左 侧 下 边 二 枚 小 羽 片 顶端 极 尖 

锐 ,但 其 上 的 一 枚 小 羽 片 则 为 钝 圆 , 看 来 此 二 枚 小 羽 片 顶端 形状 并 非 正常 , 可 能 为 形成 化 

石 时 所 受 压力 方向 不 同 所 致 ), 侧 脉 多 为 二 次 分 又 ,从 中 脉 长 出 后 即 分 又 一 次 ,在 中 脉 至 叶 

缘 的 1/2 或 超过 1/2 处 ,第 一 次 分 又 形成 的 二 条 侧 脉 各 再 分 又 一 次 ;个 别 情况 下 二 侧 脉 中 

的 一 条 不 作 第 二 次 分 又 ,而 直达 叶 缘 ,小 羽 片 顶端 侧 脉 仅 作 一 次 分 又 。 

产地 PUB. 

枝 脉 蕨 -未定 种 4) Cladophlebis sp. 4 

(图 版 XII， 图 5, 5a 6) 

图 版 XII 图 5 标本 保存 为 二 个 并 列 的 羽 片 ， 羽 片 长 披 针 形 , 11.5 厘米 ， 羽 轴 尚 粗 



96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14 号 
ENE EDEL DAD Pas 8 tata ed eset RE RET SE TYR 

壮 , 宽 工 毫米 多 , ARP AER. DAR KR 11 毫米 , 宽 5 KR 

对 生 , 与 轴 成 90。, 基部 下 边 作 收缩 状 , 上 边 呈 耳 状 覆 盖 于 上 一 小 羽 片 的 下 边 前 端 微 同 十 

恋 。 叶 脉 清楚 ,中 脉 细弱 ,基部 偏 集 于 小 羽 片 的 下 边 并 微微 下 延 ;与 轴 成 70—80° 4A Trl 

前 延展 ,至 距 项 端 1/3 或 1/4 处 即 因 分 叉 而 消散 。 侧 脉 自 中 脉 成 一 极 锐 的 角 ， 伸 出 后 即 微 

微 弯 向 侧 边 ,第 一 、 二 对 或 第 三 对 侧 脉 几 乎 是 对 生 ,但 仍 为 下 行 先 出 ,第 一 对 侧 脉 常 作 三 次 

分 又 ,上 边 一 对 有 时 分 又 四 次 ,其它 则 为 两 次 分 又 ,或 依次 递减 为 一 次 。， 

上 述 标本 ， 小 羽 片 作 镰刀 状 弯曲 及 有 略为 清晰 的 中 脉 ， 近 似 于 T odites ‘setltenidom | 

(Brongniart) Seward (Brongniart; 1834, 324, Ali 110, A 1 一 2)， 但 侧 脉 着 生 角 度 更 

小 ,分 又 较 频 每, 又 与 Todaites williamsoni 不 全 相同 。 

产地 HABE. 
Hs = 

枝 脉 蕨 (未 定 种 5) Cladophlebis sp. 5 

(图 版 XIN, 2, 22, 3) 

小 羽 片 直 , 顶 端 尖 削 , 中 脉 弱 , 但 还 能 辨认 , 侧 脉 与 前 述 Cladophlebis sp. 4 类 同 ， 根 
据 小 羽 片 形态 及 侧 脉 自 下 而 上 分 别 为 3、2、 1 次 分 又 等 情况 ， 接 近 于 山东 的 Cladophlebis 
fangrzwensis Sze (HGF, 1933, 35 页 ,图 版 3, 图 3, 4), 但 保存 的 是 幼 叶 ,形态 不 稳定 ， 
标本 又 嫌 破 碎 ,是 否 属 Cl. fangtzuensis 尚 难 肯定 。 

产地 : WALI. 

裸子 植物 门 Gymnospermae 
苏铁 纲 Cycadopsida 

本 内 苏铁 目 Bennetitales 

侧 羽 叶 属 Genus Pterophyllum Brongniart 

硬 叶 侧 羽 叶 (新 种 ) Pterophyllum firmifolium Ye (sp. nov.) 

(图 版 XV， 图 2 一 4; 图 版 XXXIV, A 1 一 3; 图 版 XXXV。 图 7) 

图 版 XIV 图 2 一 4 所 示 标 本 给 大 以 裂片 极为 细 长 ， 叶 质 坚硬 之 感 。 综合 其 特征 为 轴 

宽 1 一 1.5 EK MAMA. RAHM GCA, 间距 0.8 一 1.5 毫米 ,以 60° 或 近 于 90° 着 生 

于 轴 的 两 侧 , 线 形 , 坚 直 , 顶 端 尖 锐 , 基部 上 侧 边 向 上 微微 扩张 , 下 侧 边 则 较为 急速 地 扩大 

作 拖 延 状 与 下 一 裂片 的 上 侧 边 叶 膜 相连 ,两 侧 边 自 此 平行 向 前 伸延 , 直 趋 裂片 的 顶端 o 员 

脉 稍 粗 ; 有 时 隆起 或 深 陷 ,每 一 裂片 有 脉 4 一 6 条 或 稍 多 ,不 分 又 或 在 中 部 分 又 一 次 s 

RATER AAR XIV 图 3 标本 RRS, 气孔 器 本 内 苏铁 型 。 上 表皮 不 其 气孔 

细胞 均 为 比较 规则 的 长 矩形 ,以 其 长 轴 边 垂直 于 叶 轴 ,排列 整齐 ,细胞 壁 颇 为 弯曲 ,特别 是 

其 长 轴 边 弯曲 更 甚 , 细胞 表面 有 不 规则 加 厚 , 偶 见 圆 形 树脂 体 。 下 表皮 除 两 侧 沿边 有 三 
五 行 细胞 形态 同上 表皮 作 横 向 规则 排列 外 ,不 见 脉 路 ,其 它 细 胞 均 作 不 规则 矩形、 梯形 ̀ 三 

角形 或 圆 角 多 角形 等 ,细胞 壁 弯曲 , 细胞 表面 作 不 规则 加 厚 , 气孔 器 比较 均匀 地 散布 于 其 

间 , 孔 颖 横向 (与 轴 的 延伸 方向 垂直 )。 保 卫 细 胞 略 加 角质 增 厚 。 副 卫 细胞 轮廓 不 甚 清楚 ， 
部 分 边缘 为 保卫 细胞 角质 增 厚 所 掩盖 。 

本 新 种 以 妥 片 细 长 ` 坚 直 \ 基 部 扩张 , 叶 膜 相 连 , 轴 面具 横 纹 为 特征 。 与 本 种 最 相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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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Pterophyllum angustum (Brongn.), MEAAPRA RA AK ;如 图 版 XIV 图 2 所 示 裂 片 长 

司 大 33 毫米 ， 宽 仅 为 1.8 毫米 ， 长 宽 比 为 19:1， 而 Pe. angustum 则 裂片 较 短 CGothan 

1914, 图 版 26, 图 3; Antevs，1919， 图 版 4, 图 3 一 7)。 PARSRIPARY Pe. angustum 标本 

《Yabe et Oishi、1929， 图 版 18, 图 5; 图 版 19, 图 5, 5a, 6) 与 本 种 更 为 接近 ，, (RRA 

稍 带 弯曲 ,不 如 本 种 坚 直 。 
当前 的 标本 曾 一 度 被 视 为 Nilssomiza mosserayi (Stockmans et mathieu，1941，45 页 , 图 

m5, 图 1、 1a), 两 者 形态 确 是 相近 ,但 经 炭 质 叶 膜 的 浸 解 处 理 ， 表 皮 构 造 确 属 本 内 苏铁 
#5 Nilssonia 不 同 。 

Stockmans et mathieu (45 页 ) 认为 ,大同 的 这 一 块 标本 与 Pzzloppyllzxzza pecten 相似 ;, 因 

RAB ERSAB EMAAR AE ,说 明 这 一 标本 是 否 确 属 Nilssonia 还 有 疑问 。 当 前 的 标 

本 根据 盈 片 的 着 生 状 况 和 表皮 构造 特征 ,归于 Prerophyllum 一 属 自 无 疑问 ， 兹 暂 定 为 新 

种 以 示 区 别 。 

产地 : HABE. 

5H Genus Anomozamites Schimper 

BBY (KEM) Anomozamites sp. 

(图 版 XIV, Al, la) 

羽 叶 的 破片 。 RAGE 90° 着 生 于 羽 轴 两 侧 ， 互 生 , 间距 约 工 毫米 。 RAR, 长 

略 大 于 宽 ， 大 小 变化 不 大 ， 顶 端 钝 圆 ， 顶 端 上 下 二 角 对 称 。 叶 脉 平行 。 裂 上 族 形状 近似 于 
Gothan 定 为 A. gracilis 的 西 德 纽伦堡 标本 (1914，132 页 ， 图 版 23, 图 2 一 4; 图 版 24 ， 

3)o 

产地 : WALA AE. 

耳 羽 叶 属 Genus Otozamites Braun 

GiZAAWH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Am XIV, 5; AR XV, 图 1 一 2a; AR XVI, 图 2 一 5; 图 版 XVO, 图 4 一 6; Al XXIV, Al 7a,8) 

1949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18 页 ,图 版 5， 图 3; 图 版 8, 图 3, 4' 图 版 9, 图 1。 

1949 Otozamites tangyangensis Sze, 19 页 ,图 版 14, 图 12, 13, 

1954 Otozamites tangyangensis Sze: Hsi, 59 页 ,图 版 52, 图 4。 

1963 Otozamites tangyangensis Sze: Sze et al.，168 页 ,图 版 64, 图 4, 4a。 

AM EVER IAS R-MASATRAMMES , 均 见 于 香 溪 组 上 部 。 几乎 在 所 有 

的 标本 中 ，* 轴 均 不 甚 粗 强 , 深 陷 并 被 裂片 所 掩 履 , 表 面 平滑 ,或 略 带 细 纵 纹 。 时 颇 大 , 长 可 

达 16 厘米 以 上 ,顶端 略 作 伸 长 形 , 逐 渐 收缩 变 尖 , 基 部 逐渐 狭 缩 , 具 柄 , 1.5 BORK, 不 全 。 

叶 的 中 间 部 分 最 宽 , 可 达 7 厘米 ,甚至 超过 8 厘米 ,但 最 小 者 不 到 3 厘米 。 

RAS Hs wk 70—80° BA, 仅 叶 顶 部 的 裂片 着 生 角 度 较 小 。 RA EM PBIB i 

of, tb. PRAM ARE AMMBE, ZEA. ERG, ER RMA RD Bo 

片 的 大 小 形态 , 依 所 在 部 位 不 同 而 不 同 : EPPA ABAS SSFP 3.2 OK x 0.8 OK, 一般 作 伸 

TRAY = FAT? Be RII 5 顶端 尖锐 ,基部 宽 , 其 上 缘 角 扩大 成 耳 (或 称 耳 基 ) ,高 2.5 一 3.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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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的 高 度 系 基部 边缘 总 长 度 减 去 裂片 着 生 部 分 的 长 度 及 一 个 下 缘 角 的 长 度 所 得 7 2B 

角 状 圆 形 或 钝 圆 形 , 下 缘 角 亦 微微 收缩 成 圆 形 直角 状 圆 形 或 成 一 微弱 的 耳 状 ; 叶 上 部 的 

”和 盈 片 , 自 叶 中 部 以 上 即 开 始 逐 渐变 短 而 狭窄 , 耳 部 亦 变 得 不 甚 发 育 ; 叶 下 部 的 裂片 则 向 平 

逐渐 变 短 , 但 宽度 不 减 或 略 增 宽 , 裂片 顶端 钝 圆 或 宽 圆 ， BRPRAANRARB RA 

以 基部 的 下 半 部 着 生 于 轴 ,着 生 部 分 占 下 半 部 的 2/3 或 强 。 整 个 基部 边缘 呈 极 微弱 的 ， S 

形 或 几乎 是 直 的 ,与 轴 的 延伸 方向 平行 。 耳 基 微 微 偏 离 轴 的 中 线 或 向 对 方 倾 覆 , 仅 仅 突 过 

于 轴 的 中 线 。 在 叶 的 下 部 ,特别 是 叶 的 基部 , 裂片 的 耳 基 较 发 育 , 常常 会 突 过 轴 的 中 线 而 

' 达 轴 的 边缘 。 

叶脉 颅 粗 ,每 毫米 2 一 4 条 。 有 6 一 8 条 叶脉 自 裂 片 的 着 生 部 分 平行 伸 出 ， 但 脉 的 基部 

下 延 ,在 与 轴 构 成 一 极 细 锐 的 角度 伸 出 后 , 即 急 巡 折 转 为 70" 一 80", 不 断 分 又 向 裂片 的 各 

个 方向 伸展 ,第 一 条 叶脉 经 急速 分 又 5 一 6 次 而 作 不 同 程度 的 弯曲 伸 向 上 缘 角 《〈 丁 部 为 但 

其 中 最 靠 轴 边 的 一 条 支脉 与 轴 几 乎 是 平行 的 ,中 间 的 叶脉 则 以 极 细 锐 的 角 , 经 连续 分 又 扩 

散 而 伸 向 裂片 的 顶端 ,最 下 边 的 叶脉 分 又 数 次 后 则 与 下 缘 角 和 侧 边 相交 AREAS 

从 当前 的 标本 及 斯 行 健 (1949) 研究 的 标本 看 ,这 个 种 的 裂片 形态 尽管 因 着 生 部 位 或 

发 育 程 度 不 同 有 较 大 的 变异 ,但 有 这 样 几 个 比较 稳定 的 特征 : 1) RA SET RBS 

是 在 裂片 的 下 半 部 ,并 占 其 下 部 的 2/3 或 强 ; 2) 裂片 常 作 匀 刀 状 弯曲 ,其 两 侧 边 均 以 同样 
的 弧度 弯曲 向 上 ,基部 边缘 几乎 平行 于 轴 ， 上 缘 角 微微 扩大 成 耳 , 仅仅 突 过 轴 部 的 中 线 ; 

3) 叶脉 自 轴 的 伸 出 数目 及 伸展 状态 等 。 

， 鉴于 上 述 稳定 特征 , 我 们 的 标本 大 部 分 裂片 虽 较 斯 行 健 (1949) 所 描述 的 狭长 ， 但 所 ， 

示 特 征 仍 不 失 为 同 种 的 。 有 的 标本 (如 图 版 XVI， A 4) 尽管 裂片 较 大 ,裂片 的 上 侧 边 诸 曲 
度 较 差 , 但 从 有 裂片 的 着 生 、 耳 部 形态 以 及 叶脉 数 、 叶 脉 的 伸展 状态 都 与 香 溪 种 难以 区 别 5 

图 版 XIV 图 5 代表 一 幼 叶 的 顶部 , 它 也 显示 了 香 溪 种 的 稳定 特征 , 仅 裂 片 较 小 ,排列 紧 挤 ， 

说 明 可 能 为 年 幼 期 , 尚 有 继续 生长 的 可 能 性 。 

本 种 与 耳 羽 叶 的 很 多 种 相似 ,其 中 与 Otoxamiter graphicus ee & Hutton, 1835, 

图 版 132; Leckenby, 1864, 图 版 8, 图 5; Seward, 1900, A 1, 图 2， 图 版 2， Ao; 

Harris，1969， 插 图 6—7), Otozamites decorus (Saporta, 1875, 图 版 110, 图 1, APR 111, 

图 1) 最 为 接近 。 从 整个 叶 的 形态 ， 包 括 有 裂片 在 叶 上 中、 下 各 部 位 的 排列 和 形态 上 的 变 
寞 ,本 种 和 O. graphicus 确 是 十 分 相像 的 (参考 Harris, 1969, 17 页 )。 在 斯 行 健 《〈1949 
19 页 ) 所 描述 的 “ 当 阳 种 ”(《O. sangyangensis) 中 ,就 讨论 到 这 一 种 与 0. graphicus KA 

相似 。 而 斯 行 健 所 谓 的 “ 当 阳 种 ?在 我 们 的 材料 中 也 有 (图 版 XXIV, 图 8)。 我 们 也 仔细 
观察 了 斯 行 健 (1949, 图 版 14, 图 12) 的 模式 标本 ,认为 这 个 “ 当 阳 种 ”裂片 的 着 生 状态 , 盈 
片 基部 的 形态 以 及 叶脉 的 伸 出 ,分 叉 状态 都 与 香 溪 种 一 致 , 他 所 谓 的 裂片 较为 细小 ， 镰刀 
状 弯曲 度 较 弱 ,基部 的 上 和 角 强 烈 作 圆 形 ,并 向 前 伸延 ,裂片 排列 紧 挤 等 等 ,都 包括 在 香 溪 种 
的 变异 范围 之 内 ,其 间 有 很 多 过 渡 形态 ,很 难 划 出 一 条 界线 ,区 分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因此 未 
文 拟 将 其 归并 为 一 种 。 但 本 种 (包括 “ 当 阳 种 ”) 与 0. graphicus 毕竟 还 是 有 区 别 的 , 即 后 
者 耳 基 更 为 圆 突 ,裂片 基部 边缘 与 轴 所 成 角度 较 大 , 不 似 前 者 那样 近 于 平行 , eb eh 
不 甚 相 同 。 香 溪 种 的 叶脉 颇具 特征 , 其 中 但 的 几 条 叶脉 总 是 近 于 平行 地 伸延 一 段 上 距离 后 
才 土 问 侧 边 , 而 这 部 分 叶脉 的 分 叉 角 也 极为 细 锐 ,用 肉眼 观察 它们 似 隐 约 地 集中 成 一 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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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的 样子 ,这 种 情况 在 Otozamites graphicus 中 则 不 存在 。 

ARS Otozamites decorus 也 极为 相似 , 特别 是 Saporta (1875) 的 图 版 111, 8189 

止 部 有 裂片 与 我 们 的 图 版 XVI 图 4 Sh, 二 者 几乎 无 可 区 别 ， 但 其 基部 盈 片 的 形态 却 与 我 

HIB AAA Lalo 

产地 : 秘 归 香 溪 ;, 泄 滩 。 

混 型 耳 羽 叶 ( 新 种 ) Otozamites mixomorphus Ye (sp. nov. ) 

(图 版 XIv, A 6 一 8) 

1949 Otozamites bengalensis Oldham & Morris, Sze, 17 页 ;图 版 4, 图 3b; 图 版 11, 图 4 
1963 Otozamites bengalensis (Old. et Morr.), 斯 行 健 等 , 167 页 ， 图 版 64, 7 C= Sze 1949， 图 版 11, 图 4 

部 分 )。 

此 种 标本 最 初 由 斯 行 健 描述 为 Otozamites bengalensis Oldham und Morris (Sze, 1949, 

7 页 ,图 版 4; 图 3b; 图 版 11, 图 4), 经 重新 研究 , 我 们 认为 : 1) 香 溪 的 标本 与 印度 的 标 * 
本 不 同 ， 应 另 立 种 名 ; 2) Otozamites bengalensis Oldham & Morris, Otozamites bengalensi 

(Oldh. & Morris). Schimper 等 等 名 称 上 的 错误 引证 ,造成 的 混乱 ， 影 响 甚 广 , WP 

和 纠正 。 

我 们 不 妨 先 就 印度 标本 的 名 称 引证 问题 提出 一 些 意 见 。 
斯 行 健 (1949， 17 页 ) 所 引述 印度 Rajmahal 所 谓 Osozamites bengalensis (Oldham und 

Morris) 一 名 ,显然 是 指 Oldham & Morris (1863) «Fossil Flora of the Rajmahal Hills》 一 文中 

的 图 版 19, 图 1, 2, 2a, 2b, 6 所 示 标 本 , 这 些 标本 最 初 由 Oldham (27 页 ) 命名 为 Palaco- 
zamia bengalensis Oldham n. sp., 并 置 于 Palaeozamia 属 名 下 的 一 个 组 《section ) Prilophyllum 

HH, 1870 年 Schimper (166 页 ) 将 Section Ptilophyllum 提升 为 属 , 并 直接 将 Oldham 的 标 

本 定名 为 Pzloppyllzzz bengalensis (Oldham) Schimper, 1877 年 Feistmantel 又 认为 Oldham 

的 种 应 隶 归 于 Otozamites 一 属 ,但 Otozamites bengalensis 一 名 已 被 Schimper (1870 ,172 

页 ) MASA ReX Palacozamia (Otozamites) brevifolius (Braun) Oldham (Oldham & 

Morris, 1863, 图 版 9, 图 4) 的 另 一 种 标本 ， Feistmantel 即 为 Oldham 的 标本 立 一 新 名 

Otozamites abbreviatus Feistmantel ， 因 此 上 述 所 谓 Otozamites bengalensis Oldham & Morris, 

Otozamites bengalensis (Oldham & Morris) Schimper 等 名 称 引 证 都 是 查 无 实 握 的 。 合法 而 

正确 的 名 称 应 为 Pzzlopjpyllzuma bengalensis(Oldham) Schimper 或 Otozamites abbreviatus Feist- 

mantal (Kilpper, 1968, 129 页 ) [ZERR: Feistmantel (1879, 21 页 ) :描述 为 -Oxozxemazzes 

abbreviatus Feistmantee 的 标本 (图 版 7, 图 9; Ai 8,8 6,7: 图 版 9, 图 3, 12) 5 Oldham 

的 原 标 本 〈Oldham & Morris, 1863， 图 版 19, 图 1, 2, 2a, 2b, 6) 形态 很 不 相同 ]。 至 于 

Oldham 的 标本 究竟 应 隶 归 于 何 属 Puilophyllum 抑或 Otoxamitexr， 尚 有 很 大 争议 ,本 文 

不 拟 探讨 。 现 将 香 溪 标 本 是 否 属 印度 种 的 问题 , 试 述 意 见 如 下 : 

1) 从 印度 标本 绘 影 来 看 , 保存 的 全 系 叶 的 背面 , 裂片 真正 着 生 于 羽 片 乃 面 的 情况 未 

见 ,尽管 作者 〈Oldham & Morris, 1863, 28 页 ) 提 到 仅 有 一 、 二 块 标本 保存 为 叶 的 腹面 , 它 

是 以 腊 片 的 大 部 分 着 生 于 轴 , 并 具 一 微弱 的 耳 , 至 于 鉴别 种 的 重要 特征 方面 作者 既 不 详 加 

描述 又 未 予 图 示 , 我 们 因此 无 法 进行 可 靠 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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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 某 些 叶 的 形态 特征 , 香 溪 标 本 与 印度 标本 确实 十 分 相似 ;但 仔细 观察 ; 它们 的 

叶脉 形态 还 是 很 不 相同 : 印度 标本 的 叶脉 较 密 ， 中 间 部 分 叶脉 因 分 又 角度 小 而 集聚 ， 隐 

约 形 同 中 脉 ,靠近 两 侧 边 的 叶脉 比较 弯曲 地 与 侧 边 斜 交 ; 香 溪 标本 叶脉 比较 稀世 ;分 叉 均 

匀 , 中 间 部 分 叶脉 不 作 集聚 状 ,两 侧 边 的 叶脉 直 伸 向 两 侧 , 与 人 出 边 斜 交 ; 其 次 5 前 者 裂片 大 

多 比较 宽 短 , 呈 短 的 斜 菱形 ,后 者 裂片 大 多 比较 狭长 , 呈 宽 线形 或 长 舌 形 。 a 

鉴于 上 述 意见 ,我 们 认为 香 溪 的 标本 以 不 定 印 度 的 种 名 为 好 ， 但 目前 我 们 也 没有 找到 

其 它 可 予以 比较 或 形态 相 一 致 的 种 ; 故 另 立 种 名 : Otozamites mixomorphus sp. nov. (TL 

版 XIV, 图 6 一 8, 即 斯 行 健 1949, 图 版 11, 图 4 标本 部 分 放大 )。 现 将 特征 描述 如 下 : 

叶 线 状 披 针 形 , 中 部 宽 1.5 一 1.8 BK, 自 中 ,下 部 徐徐 向 基部 狭 缩 , 长 度 可 达 15 厘米 

区 上。 私 片 以 基部 的 大 部 分 或 几乎 全 部 着 生 于 轴 面 , 近 垂 直 并 仅 于 裂片 的 前 端 微 向 上 指 ; 

排列 紧密 而 互相 稍稍 掩 覆 ， 宽 线形 或 长 舌 形 微 呈 镰刀 状 弯曲 , 长 6 一 8 SK, W253 

米 , 上 边 略 弯 或 近 于 平 直 , 下 边 稍 稍 弯 曲 至 前 端 突然 以 一 较 小 的 驳 度 弯曲 向 上 ;与 王 边 相 

交 成 钝 圆 或 略 带 尖锐 的 顶端 ， 基 部 上 边 圆 形 ， 其 耳 仅 在 叶 的 下 部 或 近 基 部 的 裂片 上 有 所 

呈现 ,基部 下 边 略 收缩 或 平 直 。 叶 脉 中 粗 \ 明 显 ; 自 裂片 基部 平行 伸 出 , 但 微 作 放射 状 ; SE 

近 上 边 或 下 边 的 叶脉 分 别 与 侧 边 相 交 , 大 部 分 叶脉 交 于 有 裂片 的 顶端 ,分 又 1 一 2 

部 位 在 有 裂 片 的 下 部 和 上 部 ,每 毫米 有 脉 3 一 4 条 。 

从 上 述 特征 可 以 看 到 这 一 个 种 无 论 隶 归于 Prilophyllum 或 Otozamites 都 有 很 大 的 
困难 ,正如 英国 的 Osrozamites falsus Harris, Otozamites mimetes Harris 及 埃及 的 Ptilophyllum 

khargaense Kilpper —#¥ (Harris, 1969; Kilpper, 1965) 根据 : 1) RA WBGERRAPHR 

基部 的 下 半 部 ; 2) 叶 中 部 有 裂片 的 耳 几 乎 只 代表 一 种 残余 迹象 ; 3) 叶脉 亦 不 作 典 型 的 放射 

状 等 形态 ,此 种 归于 耳 羽 叶 属 是 勉强 的 ,因此 也 正 是 这 些 特 征 更 使 人 倾向 于 将 其 归于 毛 鸡 

叶 属 。 关 于 毛 羽 叶 和 耳 羽 叶 两 属 的 区 别 ,目前 一 般 承 认 Halle 所 提出 的 界限 , 即 毛 羽 叶 与 

耳 羽 叶 间 ,除了 耳 存 在 与 否 外 , 前 者 裂片 基部 下 边 下 延 , 后 者 下 边 收缩 。Harris (1969, 56 

页 ) 也 曾 提 到 ,他 观察 的 约克 郡 的 很 多 Prilophyllum 标本 ， 几 乎 所 有 的 裂片 基部 都 是 下 延 

的 , 仅 有 Baloppyl11zma pectinioides 中 的 少数 标本 裂片 基部 是 直 的 , 其 中 极 少 部 分 基部 微微 

收缩 。 对 于 我 们 的 种 来 讲 , 裂 片 基 部 收缩 的 这 一 现象 ; 几乎 在 羽 片 的 任何 部 分 都 存在 ; FE 

往 由 于 有 裂 片 的 互相 掩 覆 而 形成 基部 王 延 的 假象 。 看 来 基部 收缩 的 这 一 形态 在 我 们 标示 中 

并 不 是 偶然 现象 ,而 是 属于 一 个 种 的 稳定 特征 s 因此 ,上 面 所 说 的 那 种 归于 毛 羽 叶 的 倾向 

性 又 被 基部 收缩 这 一 特征 的 稳定 性 所 排斥 ,我 们 不 得 不 仍 将 其 归于 耳 羽 叶 。 此 外 ,归于 耳 

羽 叶 的 另 一 佐证 是 : 耳 羽 叶 一 属 羽 叶 下 部 和 基部 有 裂片 的 耳 较 中 部 和 上 部 的 发 育 或 强烈 发 

育 〈《 参 看 本 文 79 页 )。 当前 标本 的 很 多 羽 叶 是 符合 此 种 特征 的 ， 叶 下 部 和 基部 的 裂片 二 

边 具 微弱 的 耳 , 而 中 部 裂片 耳 消失 。 叶 脉 在 叶 基部 和 下 部 裂片 上 放射 状 较 明 显 ,向 主 逐 渐 

变 弱 。 尽 管 叶 中 部 裂片 似 已 脱离 耳 羽 叶 的 大 部 性 状 , 仅 保留 基部 收缩 的 特征 ,但 由 于 吁 下 

部 和 基部 孚 片 形态 的 稳定 性 ， 特 别 是 具 耳 的 稳定 性 〈 这 与 一 般 耳 羽 时 在 叶 下 部 和 基部 有 

片 多 变 和 特征 不 稳定 正 相 反 ), 因 此 仍 将 其 归于 耳 羽 叶 一 属 中 。 上 述 这 些 现 象 使 我 们 联想 
到 Otozamites 和 Prilophyllum 二 属 之 间 在 形态 上 有 趣 的 联系 ,甚至 也 联想 到 Zamites, 我 

们 也 曾经 考虑 过 这 一 种 植物 有 归于 -Zaizes 的 可 能 , 唯 Zamites 裂片 基部 收缩 为 对 称 , 而 

我 们 的 标本 ,裂片 基部 微微 不 对 称 , 在 有 的 裂片 上 这 种 不 对 称 也 几乎 不 被 察觉 。 由 于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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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是 一 种 更 稳定 现象 , 而 对 称 却 是 一 种 不 稳定 现象 , 因此 也 就 排斥 了 这 个 种 归于 Zamites 
的 可 能 性 。 
Fh “WSS. Baw. HIS. 

BAW (KEM) Otozamites sp. 

(Al XVI, Al7, 7a) 

2A EH eR LIKES, E—-RA PEPFAR EM. RA 

(0.9 BK X 1.5 厘米 ), 呈 镰刀 形 。 叶 脉 作 放射 状 。 
产地 : PAU HED 

毛 羽 叶 属 Genus Ptilophyllam Morris 

RH AH Ptilophyllam contiguum Sze 

(A XVI 7; 图 版 XVI 图 1 一 3; 图 版 XVII 图 1—4a; 
图 版 XIX, 图 4 一 8; Ali XX, 图 1, 2a, 3 一 6) 

1949 Ptilophyllum contiguum Sze，22 页 :图 版 11, 图 2, 3。 

1949 Pztilophyllum pecten (Phillips) Harris，Sze，21 页 ， 图 版 10, 图 4， 图 版 11， 图 1; 图 版 12, 图 2;:? 图 版 

13, A 15a. 

这 一 种 植物 根据 斯 行 健 (1949, 22 页 ) 所 述 在 香 溪 仅 发 现 一 块 标 本 ,但 我 们 在 香 溪 的 

香 溪 组 上 部 却 见 有 大 量 标 林 , 羽 片 宽 度 大 者 可 达 3.5 厘米 ,小 的 仅 为 0.7 厘米 (斯 行 健 的 模 

式 标 本 约 为 1.5 厘米 ), 从 叶 的 形态 .裂片 的 排列 着 生 状 态 以 及 有 裂片 形态 , 特别 是 基部 形态 

和 叶脉 都 无 不 与 斯 行 健 的 模式 标本 (1949, 图 版 11, 图 2) 一 致 。 实 际 上 ,在 斯 行 健 所 研究 

的 材料 中 ,在 他 的 图 版 2, 图 5 标本 的 左上 角 ( 见 本 文 图 版 XX A 2a, 这 一 标本 的 产地 和 岩 

性 与 模式 标本 完全 一 致 ) 还 保存 了 一 个 Pzlopjyllum 的 碎片 ， 裂 片 比 模式 标本 略 见 宽大 ， 

但 形态 特征 却 完全 相同 。 不 仅 如 此 ， 我 们 还 观察 了 斯 行 健 定 为 Piziloppy1lzm pecten 的 标 
本 ,其 中 绝 大 部 分 形态 也 与 P51oppy1lzz2 contiguum 的 一 致 (1949, 图 版 10, 图 4; Shell, 

图 135 图 版 12, 图 2; 图 版 14, 图 16) ,我 们 认为 这 些 标本 都 应 无 疑 地 归于 同一 个 种 。 

根据 对 上 述 所 有 标本 的 重新 观察 和 研究 ，Pwlotppylium contiguum 的 特征 宜 补充 修订 
为 : 

叶 作 什 长 披 针 形 , 中 部 宽 0.7 一 3.8 厘米 ,两 侧 平行 , 向 两 端 逐 渐 收缩 变 细 ， 顶端 尖锐 。 

BF Ra 50—80° 伸 出 ,排列 一 般 紧 挤 并 依 所 在 部 位 不 同 而 作 不 同 程度 的 受 履 .裂片 线 

形 , 直 或 有 时 作 镰 刀 状 弯曲 ;长 6 一 20 毫米 , 宽 0.8 一 2.5 毫米 ,裂片 的 长 度 向 羽 叶 的 两 端 递 

减 , 宽 度 不 变 , 羽 叶 中 段 宽度 为 长 度 的 1/8—1/10. RAMP TK, LMWbSwmRALE 

的 相交 或 略 略 向 上 挠 曲 构成 一 极 微弱 的 耳 状 ,下 侧 边 与 轴 成 60", 直 而 微微 扩张 并 为 下 面 

一 个 有 片 的 上 角 所 覆盖 。 有 裂片 顶端 钝 或 微 尖 ,上 侧 边 平 直 或 略 略 向 上 弯曲 ;下 侧 边 作 弥 形 

弯曲 ;向 上 与 上 侧 边 成 一 锐角 或 圆 形 直 角 相 交 。 

叶脉 细 而 请 晰 ,平行 ,每 一 裂片 有 6 一 8 条 , 自 轴 直接 伸 出 者 仅 2 一 4 FAA (A 

上 而 下 ) 在 有 片 的 下 半 部 以 一 极 细 锐 的 角度 从 轴 伸 出 后 即 连续 分 又 2 一 3 次 ,其 支脉 与 轴 
几乎 也 是 平行 地 向 有 裂片 的 上 半 部 延伸 ,然后 迅速 地 转折 向 前 方 伸 展 , 并 在 侧 边 靠 近 下 部 处 
斜 交 ;其 余 的 叶脉 在 基部 分 又 一 次 ;至 中 部 可 再 分 叉 一 次 ;或 在 基部 不 分 又 ,在 中 部 分 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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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偶尔 在 上 半 部 再 分 又 一 次 ) 直 交 xz 于 裂片 的 前 部 侧 边 或 顶端 。 羽 轴 比 较 狭 细 ， 宽 仅 3 

米 左 右 , 轴 面具 细 纵 纹 。 

这 个 种 以 裂片 基部 直 而 微微 扩张 的 形态 、 盈 片 的 互相 倒 履 以 及 叶脉 分 又 状态 为 主要 

特征 ,但 必须 注意 的 是 : 1) 有 裂片 基部 扩张 的 形态 总 为 裂片 的 互相 堆 覆 所 掩盖 ， 并 给 大 以 

2 ZEA PN WU KAMER ,被 覆盖 的 部 分 叶脉 往往 是 模糊 的 〈 见 图 版 XX, 图 1); 2) 叶 

脉 在 基部 顺 轴 延伸 并 转折 的 形态 一 般 也 易 被 忽略 ,因为 保存 通常 不 清 ,而 所 见 叶 脉 似 呈 自 

轴 成 较 大 角度 平行 伸 出 的 状态 。 

AFP Prilophyllum acutifolium 形态 十 分 相似 ， 但 后 者 基部 上 侧 边 与 轴 成 弧 形 或 圆 

形 相 交 , 上 基 角 比较 圆滑 ,下 侧 边 下 延 , 有 片 顶端 尖锐 ,可 以 和 我 们 的 种 相 区 别 。 轩 导 
”关于 Puilophyllum acutifolium 和 Pt. cutchense 这 两 个 比较 著名 的 印度 种 (前 者 为 模式 

种 ) 根 据 Bose & Kasat (1972, 116 页 ) 的 研究 , 其 模式 标本 保存 很 差 , 种 的 形态 描述 粗略 ，， 

曾 归 于 这 两 个 种 名 之 下 的 大 量 标本 , 经 表皮 构造 的 研究 大 部 分 已 分 别 归于 不 同 的 种 。 他 

们 的 意见 是 这 两 个 种 名 只 能 限 用 于 一 些 印痕 化 石 , 意 即 只 能 当 作 两 个 集合 种 名 来 看 待 ,他 

们 修订 了 这 两 个 种 的 特征 ,把 Prilophyllum acutifolium (haan Te 叶 

宽 在 4 一 10.5 厘米 这 个 范围 内 。 
产地 ， 称 归 香 溪 , 兴 山 郑 家 河 。 

REBZAYH (AU) Ptilophyllum cf. sokalanse Doludenko 

(A XIX, 图 1 一 3) 

当前 的 标本 给 人 以 有 裂片 宽厚 之 感 。 轴 颇 粗 实 , 轴 面 上 具 横 纹 , 叶 可 能 为 线 状 披 儿 形 
叶 的 中 部 两 侧 平行 ,在 上 端 始 逐渐 狭 缩 , 至 顶端 则 比较 急速 地 收缩 变 兴 , 叶 的 下 部 也 比较 
缓慢 地 收缩 变 狭 。 裂 片 以 50°—60° 着 生 在 轴 面 上 ,排列 紧 靠 或 互相 登 覆 , 宽 线 形 或 伸 长 
和 矩形 , 约 12 SKK, 3 毫米 宽 , 顶 端 二 角 不 甚 对 称 , 下 角 钝 圆 , 上 角 微 圆 带 尖 ;或 三 角 对 称 六 
顶 缘 略 带 平 截 ,基部 上 边 收缩 为 圆 形 , 下边 微微 拖延 。 叶脉 平行 , 自 基 部 下 半 部 因 分 又 而 
略 作 放射 状 伸 出 ， 有 的 向 前 伸延 与 侧 边 余 交 , 大 部 分 作 平 行 伸展 直 趋 裂片 顶端 有 的 叶脉 
在 顶端 还 分 又 一 次 。 
根据 上 述 形态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苏联 西 乌克兰 中 、 晚 侏 罗 世 的 “Pzilopjy1zumm sokalense 

Duludenko (1963, 798 页 ， 图 版 1, 图 1 一 13) 十 分 相像 。 虽 然 这 一 种 的 特征 未 经 作者 详 
细 描 述 , 但 从 它 的 图 影 观察 , 其 裂片 的 着 生 、 形 态 以 及 叶脉 等 ， 除 了 肥 片 更 为 长 大 处 (不 
包括 图 5) 无 一 不 与 我 们 的 标本 相似 ,其 轴 面 上 亦 具有 同样 的 横 纹 ， 只 是 我 们 的 标 未 裂片 
不 如 其 肥厚 , TEAR, 并 且 没有 保存 炭 质 叶 膜 ,表皮 构造 不 明 , BE 4 Prilophyllum cf. 
sokalense , 

当前 的 标本 与 印度 的 Pwlopjpy1lum cutchense 亦 有 所 相似 ， 特 别 是 与 被 鉴定 为 这 不 种 
的 天 山 标本 CTurutanova-Ketova, 1930, 144 页 ,图 版 2, 图 14 一 17; 图 版 3, A 22, 23) 

乎 无 可 区 分 ; 但 已 如 前 述 (84 页 )，Pzilopjyllum cuschense 是 一 个 尚 不 明确 的 种 ， 昌 然 这 
一 种 名 经 Bose & Kasat (1972, 116 页 ) 重 新 厘定 ,但 其 涵义 广泛 ,形态 多 样 ,反映 不 了 我 们 
当前 标本 的 形态 特征 。 我 们 认为 很 可 能 天 山 的 标 未 和 我 们 的 标本 同属 一 种 ， 并 与 P 吕 co: 
phyllum sokalense 可 能 毫 不 相干 ,由 于 标本 太 少 ,保存 又 不 甚 理想 ,只 能 暂 定 为 ,P2opjy1 太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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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sokalense Doludenko, 

HAIER 4d Prtilophyllum khargaense Kilpper (1966, 75 页 ,图 版 30, 图 1 一 9) 和 

”我 们 的 标本 形态 也 很 相似 ， 可 惜 作者 只 “出示 了 一 个 叶 方 基部 的 图 影 ， 无 法 作 进 一 步 的 比 

Bo 

本 种 与 斯 行 健 所 定 Govan bengalensis (Oldham & Morris) 亦 可 比较 ， 关 于 此 种 ， 

详 见 本 文 第 81 页 。 
ae PAB Ro 

兴 山 毛 羽 叶 ( 新 种 ) Ptilophyllum ee Wu te nov.) 

(图 版 XV, 图 3 一 5; 图 XVI, 图 1; 图 XIX, 图 9 一 10a; 图 XX, 图 7; A XXL, 图 5, 6) 

二 时 作 羽 状 分 裂 ,线形 , 大 的 叶 长 达 15 厘米 还 保存 不 全 , 中 部 宽 仅 1.9 厘米 ， 顶 底 端 宽 
庆 更 小 (图 版 XXI, 5). BROS RSET OM, Bz, SHE 00°, 排列 
整齐 而 紧密 ) 大 叶 中 部 的 裂片 长 1.5 BOK, 宽 0.3 OK, MAA Beh. BER be 
微微 突起 旦 耳 状 ,下 端 略 扩 大 作 拖 延 状 , 但 往往 被 下 一 裂片 的 上 端 基部 所 履 盖 , 这 在 比较 
全 水 的 羽 叶 基 部 尤为 明显 ;此 部 位 的 裂片 呈 三 角形 ,基部 最 宽 , 顶 端 尖 锐 ,裂片 排列 也 较 朴 
HS (BRR XV, 4,5). EH, ba Be, ,两 侧 平行 ,在 靠近 顶端 处 ;下 侧 边 急 速 
向 主 收 缩 , 下 角 钝 圆 ， 上 有 尖锐 , 顶 缘 略 带 平 截 。 叶 脉 自 裂 片 基部 以 较 小 角度 伸 出 后 即 商 
处 弯 ,分 别 交 于 异 片 的 两 侧 及 顶端 , 叶脉 可 自 裂 片 的 基部 至 顶部 分 又 多 次 , 主要 在 基部 和 

“ 平 部 分 叉 1 一 2 次 ,至 上 部 和 顶部 再 分 又 1 一 2 ve CAM XIX, 图 9a, 10a), RH RMAK 
5 一 8 条 。 

ARP Ptilophyllum contiguum 不 同 ,裂片 较为 宽 短 ,与 轴 成 较 小 角度 ,裂片 自 基 部 至 
顶端 宽度 不 变 , 只 在 顶端 , 异 片 下 侧 突然 向 上 收缩 ,使 顶端 形成 刀口 状 , 这 与 紧 挤 毛 羽 叶 最 
易 区 别 。 些 外 ;叶脉 自 裂 片 基部 的 各 个 部 位 长 出 , MARS, 每 个 裂片 基部 有 脉 5 一 8 条 ， 

自 基部 长 出 后 即 分 又 并 在 肥 片 的 上 部 再 分 又 1 一 2 次 ,也 与 紧 挤 毛 羽 叶 不 同 。 
产地 Ne, AE RK. 

毛 羽 叶 ( 未 定 种 ) Ptilophyllum sp. 

(图 版 XXI, 图 车 

有 几 抉 接近 于 羽 叶 顶 部 的 标本 和 一 块 羽 叶 中 间 部 分 的 碎片 ， 它 们 的 形态 似 与 其 它 的 

| Pulophyllum AA, BARS MARA RS), 大 多 排列 比较 臣 松 , AR AY 

Prilophyllum 那样 整齐 规则 。 有 裂片 近 于 长 三 角形 ,基部 很 宽 , 其 上 边 略 为 扩张 , 下 边 下 延 ， 

两 边 徐徐 向 前 收 到 , 顶端 钝 圆 。 叶 脉 不 甚 清楚 ,平行 ,每 毫米 约 为 4 条 。 
这 些 标 本 在 裂片 排列 、 大 小 和 形态 上 均 与 Prilophyllum pecten (Phillips) 其 为 相似 。 

这 个 著名 的 英国 种 ,由 于 应 用 上 的 混乱 ,使 人 们 误 认 它 是 一 个 分 布 极 广 的 种 。Harris\19697 

根据 表皮 构造 和 外 部 形态 把 历来 混同 于 Pzzroppylizurz pecten (Phillips) (Cycaties pecten 

Phillips，1829， 图 版 7, 图 22) 的 Pulophyllum pectinoides (Phillips) CCycadites pectinoides 

Phillips, 图 版 10, 图 4) 区 别 开 , 他 认为 过 去 往往 被 称 为 Pzlopiyltum pecten 的 标 杰 实际 上 
是 Ptilophyllum pectizoiaer， 而 Ptilophyllum pecten 应 该 被 视 为 分 布 较为 局 限 的 一 个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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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标本 从 外 形 上 看 更 接近 于 Prilophyllum pecten 而 不 接近 Pulophyllum pectinoides, 

由 于 标本 破碎 和 缺乏 表皮 构造 ,只 能 暂 定 为 Pilotppyllrrmz sp., 

产地 ，” 秘 归 沙 镇 溪 。 

特 尔 马 属 Genus Tyrmia Prynada 

模式 种 Tyrmia tyrmiensis Prynada 

通过 野外 观察 和 室内 对 大 量化 石 的 对 比 、 研 究 〈 包 括 斯 行 健 1949 年 描述 过 定名 为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的 标本 )， 我 们 注意 到 这 一 侏 罗 纪 常见 种 ， 除 了 保存 为 叶 背 

面 印 痕 的 标本 与 Schenk (1883) 的 图 版 54, 图 5 一 7 形态 完全 一 致 外 ,有 很 多 保存 羽 叶 腹 

面 的 标本 裂片 是 覆盖 在 羽 轴 的 腹面 上 ,但 总 是 没有 覆盖 着 羽 轴 的 全 部 , 裂 请 仅仅 着 生 在 羽 

轴 面 的 边缘 或 靠近 中 部 , 轴 面 的 中 央 总 是 有 一 条 空隙 的 条 带 。 这 些 植 物 不 管 裂 片 形 态 有 

多 大 的 变异 ,但 叶片 总 作 线形 ,或 条 带 状 披 针 形 , 裂片 的 排列 总 是 比较 规则 ̀  整 齐 ， 其 周转 

通常 有 一 圈 加 厚 的 边缘 。 鉴 于 上 述 稳定 特征 , RIUAAXHADS Prerophyllum 还 是 有 

一 定 差别 的 ,与 Prynada (1956, 241 页 ) 所 创立 的 Tyrmza 一 属 植物 特征 却 完 全 符合 。 

| Tyrmia 一 属 植物 在 苏联 分 布 于 乌兹别克 哈萨克 、 土 尔 明 尼 亚 \ 布 列 亚 \ 雅 库 特 等 地 侏 

罗 纪 早期 至 白垩 纪 早 期 的 沉积 中 ,所 发 现 的 大 部 分 是 印痕 化 石 , 只 有 极 少数 标本 保存 了 庆 

质 叶 膜 。 重要 的 是 这 些 央 质 叶 膜 的 内 部 构造 证 实 了 这 一 类 植物 属于 本 内 苏铁 目 与 叶片 

全 部 覆盖 着 轴 面 并 具有 苏铁 型 表皮 构造 的 兢 羽 叶 过 然 不 同 。 但 对 于 侧 羽 叶 来 说 ,表皮 构 
造 同 样 属于 本 内 苏铁 目 ， 而 其 中 的 一 些 种 ， 如 Pt. thomsoni Harris, Pt. cycadites Harris & 

Rest (Harris, 1969), Pt. xiphipterum Harris (1932) 等 ， 有 裂片 明显 的 也 是 长 在 羽 轴 面 土 

的 ， 这 就 关系 到 Tyrmia 一 属 能 否 成 立 以 及 是 否 有 必要 与 侧 羽 叶 分 别 作为 两 个 不 同 的 属 “ 

来 对 待 的 问题 。Harris (1969, 2 页 ,92 页 ) 对 侧 羽 叶 一 属 涵义 作 了 重要 修正 , 他 指出 侧 鸡 
叶 等 这 一 类 老 的 属 名 本 身 所 包含 的 内 容 就 是 相当 庞杂 的 ， 因 在 这 一 叶 部 形态 名 称 下 不 同 

种 的 叶 常 发 现 与 形态 结构 很 不 相同 的 花 联 系 在 一 起 ,是 超出 3 种 的 界限 的 se 我们 认为 耳 羽 

叶 , 毛 羽 叶 , 腹 羽 叶 等 属 也 都 是 根据 叶 的 着 生 及 外 部 形态 的 不 同 而 建立 起 来 的 ,而 Dyr7ziz 

一 属 植物 在 形态 上 既 有 如 上 的 一 些 稳定 特征 ,为 什么 不 能 从 侧 羽 叶 独 立 出 来 ,而 一 定 要 把 
它 包括 在 这 个 庞杂 的 属 名 之 中 呢 ? 再 说 ， 从 我 们 所 发 现 的 标本 来 看 ， 这 一 类 植物 在 我 国 “ 

侏 罗 纪 沉 积 中 ,特别 是 南方 ,分 布 相当 广泛 , 确 属 一 种 常见 并 具有 一 定 稳 定 特征 的 植物 ;而 

这 种 特征 也 不 是 一 个 “种 ”的 涵义 所 能 包含 的 ,因此 我 们 认为 Prynada 所 建立 的 ,Tyxrzziz 这 

一 属 名 还 是 可 以 成 立 的 。 

根据 本 文 材料 以 及 斯 行 健 〈1949) 所 研究 的 标本 ， 我 们 认为 。，Przeropjpyzzuzz nathorsti 
Schenk 应 改 归 于 Tyrmia 属 。 

那托 斯 特 尔 马 叶 (KS) Tyrmia nathorsti (Schenk)Ye (comb. nov.) 

(图 版 XXI， 图 1 一 11) 

1883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261 页 ,图 版 53, 图 5, 7。 

1883 Prerophyllum contiguum Schenk, 262 页 ,图 版 53, 6 页 。 

1883 Pterophyllum compta Schenk, 262 页 ,图 版 54, 图 2b。 

1949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Sze，14 页 ,图 版 2, 图 1 一 3; 图 版 3, 图 2: 图 版 9, 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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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Perophyllum portali Zeiller, Sze, 13 页 ,图 版 6, 图 6。 
1963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斯 行 健 等 , 156 页 ,图 版 61 , 图 5。 

以 下 各 标本 不 属于 本 种 : 
1930 Pr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Chang, 4 页 ,图 版 1, 图 19,，20。 

1931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Sze，9 页 ,图 版 1, 图 4—6a, 

1933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Sze, 25 页 ， 图 版 4, A 8, 

1952 Pterophyllum nathorsu Schenk， 斯 行 健 和 李 星 学 , 9 页 ,图 版 6, 图 6。 

关于 这 一 个 种 ,需要 说 明 的 是 ， ee Ciba are eH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的 标本 ,包含 了 两 种 不 全 相同 的 类 型 。 一 种 是 宽 短 型 : RAL, 顶端 钝 圆 , x Schenk 

(1883) 的 原型 标本 形态 一 致 〈Sze,1949， 图 版 2, 图 1 一 3; 图 版 3, 图 2); 另 一 种 类 型 为 

细 长 型 , 裂片 线形 , 顶端 略 带 尖锐 〈Sze，1949， 图 版 1, 图 4; 图 版 3, 图 1)。 我 们 把 前 一 
类 型 确定 为 Schenk 的 种 ,包括 Schenk 所 定 的 Pt. contiguum (Ake 53, 图 6) 等 ,后 一 种 

则 另 立 种 名 : 较 宽 特 尔 马 叶 Tyrmia latior Ye (sp. nov.) 儿 见 87 页 )。 

现 将 本 种 特征 重 加 修订 如 下 : 

轴 坚 直 、 粗 厚 , 轴 面具 横 纹 。 叶 片 带 状 或 带 状 披 针 形 , 分 裂 为 规则 而 整齐 的 裂片 。 裂 
片 垂 直 或 近 于 垂直 地 着 生 于 轴 的 腹面 边缘 或 靠近 轴 的 中 部 , 不 覆盖 轴 的 全 部 。 裂片 之 间 

互相 紧 靠 或 常常 略 有 间隔 ， 大 小 为 5 毫米 X.2 毫米 一 14 BK x 5 BK, 以 叶 的 中 部 计 ， 

其 长 . 寅 之 比 为 2.1:1 一 3:1, 不 超过 4:1, 矩形 至 略为 伟 长 的 矩形 ， MAD A, 两 侧 边 比 

较 平 直 地 向 前 平行 伸延 ， 至 前 端 下 侧 边 规则 地 作 一 绝 形 弯曲 ， 向 上 与 上 侧 边 约 成 80。 相 

交 : 故 下 角 角 度 不 明显 ,而 作 圆 形 或 宽 驱 形 ， KAMAE, RRR, 其 叶 面 常 微 微 凸 

起 ,边缘 低 陷 为 0.2 一 0.4 毫米 宽 的 条 带 。 MRD EK 2 一 3 条 , 平行 , 不 分 又 或 少数 

于 裂片 的 中 :下 部 或 上 部 分 又 一 次 。 
此 种 裂片 排列 一 般 比 较 整齐 规则 ， 大 小 也 比较 均 义 ， 偶 有 宽 穿 不 等 的 现象 〈 如 图 版 

XXII 图 11 中 间 的 一 枚 叶片 所 示 )， 但 从 保存 在 同一 块 标 本 上 的 其 它 几 个 可 以 确定 为 那托 

斯 种 的 叶片 来 看 ,它们 的 形态 大 体 一 致 , 使 我 们 很 难 相信 它 科 之 间 可 以 区 分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 我 们 认为 图 版 XXII 图 11 中 间 一 枚 叶片 所 代表 的 是 叶 的 下 面部 分 〈 包 括 基部 ) ,在 这 

样 一 个 部 位 上 ， 盈 片 出 现 一 些 寞 常 状态 是 可 能 的 ， 因 此 我 们 无 可 置疑 地 把 它 一 并 归于 本 
种。 关于 此 种 与 Tyrmza latior sp. nov. eure 87 To 

产地 ” 穆 归 香 溪 \ 沙 镇 溪 ;, 兴 山 郑 家 河 \ 回 龙 寺 。 

RE eR SH) Tyrmia latior Ye (sp. nov.) 

(Al XXII, A] 1 一 6; A XXIV, A5,6 7b) 

1949 Pt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Sze，14 页 ,图 版 2, 图 4; 图 版 3, 图 1;? 图 版 8, 图 2。 

?31954 Prerophyllum nathorsti Schenk， 徐 仁 ， 58 页 ,图 版 48, 图 2 (一 Sze 1949， 图 版 8, 图 2)。 

如 前 所 述 ， 当 前 新 种 是 以 其 叶 的 形态 与 Tyrmia nathorsti (Schenk) 存在 一 定 区 别 而 

建立 的 。 这 个 新 种 的 叶片 相当 宽 , 可 达 5.5 厘米 (长 度 不 明 ) ,裂片 其 为 细 长 ,长 18 一 30 & 

米 , 宽 3 一 4 ERK, 长 宽 之 比 一 般 为 ,5.5:1 一 7.5:1。 虽然 它 与 那托 斯 特 尔 马 叶 同样 也 具有 

有 片 下 侧 边 在 末端 向 上 作 形 弯曲 与 上 侧 边 在 上 角 相 交 的 特点 ， 但 与 上 侧 边 相交 的 这 一 

个 角 约 为 40? 左右 , 略 带 尖锐 而 不 如 那托 斯 特 尔 马 叶 的 钝 圆 。 
斯 行 健 描述 为 Prerophyllum nathorsti 的 部 分 标本 (1949, 图 版 2， 4; 图 版 3,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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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我 们 当前 的 标本 形态 一 致 ,也 应 与 那托 斯 特 尔 马 叶 区 别 开 。 另 外 在 斯 行 健 (1949) 的 图 

版 2 图 4 所 示 标 本 的 左上 角 ( 见 本 文 图 版 XXII, 图 6) 有 一 叶片 明显 地 保存 为 叶 腹 面 的 

印痕 ,其 轴 面 具 横 纹 , 宽度 可 以 从 轴 部 隆起 的 印痕 量 得 ,4 毫米 ， 轴 腹面 未 被 妥 片 覆盖 的 空 

RAHA 1 毫米 。 叶 片 及 裂片 的 形态 与 我 们 的 图 版 XXIV 图 65, 7b 所 示 标 本 无 可 区 别 ; 当 

属 本 种 无 疑 。 

斯 行 健 (1949) 的 图 版 8 图 2 所 示 标 本 ， 腊 片 间 的 间隔 较 大 , 宽 牵 也 不 甚 规则 (这 种 情 

况 在 那托 斯 种 中 是 存在 的 ), 其 基部 似 作 扩大 状 , 可 能 是 由 于 边缘 卷曲 历 致 :总 的 看 来 ,这 

种 形态 的 叶片 无 论 归于 本 种 或 那托 斯 种 都 会 使 人 产生 怀疑 。 但 根据 妥 片 太 小 及 长 席 比 

例 , 以 及 裂片 下 缘 伸 延 状 态 〈 包 括 有 裂片 的 顶端 形态 ) 更 接近 于 本 种 。 内 此 本 文 暂 加 间 号 将 

其 归于 本 种 名 下 。. 
本 种 与 苏联 布 列 英 盆 地 晚 侏 罗 世 的 模式 种 Tyrmazze tyrmiensis Prynada Ce 图 版 

42, 图 2) 形 态 非常 相似 ,几乎 无 可 区 分 ,只 是 根据 Prynada 的 描述 ， yA RAMS 

HAS BH Be Fy ae Fs BH So HA — AR PR PRA TG 5 BA AE Ut AR PR ho iu 

产地 MAHAR. Xe 

特 尔 马 叶 (未 定 种 ) Tyrmia sp. 
(图 版 XXL 图 7) 

标本 只 有 一 块 ,只 保存 了 数 对 裂片 ,大 部 分 裂片 残缺 不 全 ， 但 仍 清楚 地 保留 了 了 Tyrmi 
一 属 的 特征 。 轴 宽 8 SK HAA 3 一 4 毫米 宽 条 带 未 被 裂片 覆盖 ， 轴 面 上 布 满 波浪 状 横 
纹 并 夹杂 着 极 细微 的 瘤 状 突起 。 肥 片 排列 规则 紧密 ,以 80° 着 生 于 轴 的 腹面 ,长 20 毫米 ， 

宽 5 一 6 Kis PAH. EBA AE FURIES Eas. Be 
边 , 但 不 其 明显 ,叶脉 每 毫米 约 3 一 4 条 , 细 ,不 分 又 或 在 不 等 部 位 偶尔 分 又 一 次 。 
这 一 碎片 以 裂片 宽大 , 轴 异 常 粗 壮 , 轴 面 具 波 状 横 纹 及 冯 状 突起 为 特征 ,很 可 能 为 一 ， 

新 种 ,目前 还 未 找到 可 予以 比较 者 。 但 因 标本 过 于 破碎 ， kh 
定 种 。 

产地 HABER. 

韦 尔 奇 花 属 Weltrichia Braun emend. 

MAE (AEM) Weltrichia sp. 

(Alm XXIII, A 8) 

一 枚 保存 不 全 的 本 内 苏铁 雄花 , 杯 状 ̀ 下 部 联合 约 20 毫米 长 ,上 部 作 放 射 状 分 裂 约 为 
5 个 有 裂 淤 ( 在 一 个 面 上 )， 人 长 20 毫米 , 基部 约 9 毫米 宽 ， 向 上 收缩 为 尖锐 的 
顶端 。 

标本 上 未 见 可 靠 的 花粉 囊 , 但 在 表面 可 见 纵 贯 于 裂 次 上 凹 凸 不 平 的 条 带 , 在 条 带 正 役 
6、7 个 ) 椭圆 形 突出 物 以 及 无 数 的 细 纵 纹 。 

一 标本 虽 未 见 有 确切 的 花粉 囊 ， 但 根据 其 外 形 及 表面 状态 与 很 多 本 内 苏铁 雄花 形 
态 的 ye ,我 们 相信 它 还 是 可 归于 Weltrichia 一 属 的 。 

Weltrichia 这 一 属 名 被 Harris (1969, 158 页 )p 展 用 于 本 内 苏铁 雄花 ， Williamsoni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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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则 限 用 于 本 内 苏铁 的 肉 花 。 

Pe HAR. 

JER Nilssoniales 

#74 Genus Nilssonia Brongniart 

+LEAH Nilssonia inouyei Yokoyama 

(图 版 XX, 图 8, 9; AiR XXIV, 图 3, 4; 图 版 XXV, 图 7; 8) 

。 叶 线 状 披 针 形 ,全 缘 或 边缘 偶 作 不 规则 波状 。 叶 长 至 少 为 17 厘米 ,中 间 部 分 宽 约 15 

厘米 或 略 宽 , 但 不 超过 1.8 厘米 。 叶 的 最 宽 部 分 在 中 间 ， 两 侧 平 行 , 向 两 端 非常 缓慢 地 变 _ 

罕 , 基 部 可 延伸 很 长 (图 版 XXIV, 图 3; 图 版 XXV，, 图 7) 而 不 见 柄 ,顶部 作 伸 长 形 , 极端 
未 保存 。 叶 轴 坚 直 , 隆 起 , 宽 1 一 2 SK MAAR Bm PARR) AH OM 
脉 自 轴 以 一 极 小 角度 伸 出 即 急 下 折 转 成 近 于 垂直 方向 伸延 ， 平 直 或 微微 弯 伏 至 叶 边 又 迅 
速 地 向 上 弯曲 ,大 部 分 不 分 又 或 有 时 自 中 状 即 作 一 次 分 又 。 叶 脉 清晰 ,一 般 每 厘米 24 条 ， 

靠近 基部 的 叶脉 稀 蕊 ,每 厘米 约 为 17 条 ,至 中 ̀\ 上 部 密度 增加 ,少数 可 达 每 厘米 30 条 。 
这 一 植物 比较 集中 地 出 现 于 沙 镇 溪 的 香 溪 组 下 部 ， 在 否 溪 及 兴 山 的 相当 层 位 也 有 发 

现 。 植 物 形体 颇 为 稳定 ,就 叶片 大 小 \ 形 状 及 叶脉 形态 看 , 这 一 种 植物 与 日 本 长 门 上 三 难 
AAW Nilssonia inowyei (Yokoyama，1905，9 页 ,图 版 1, 图 4; 图 版 2, 图 4) 很 难 区 别 , 与 

“是 本 成 羽 群 的 另 一 种 植物 NW. simplex (Oishi, 334 页 ， 图 版 26 ,图 7 一 9; A 27, 图 1 一 

4) 也 很 相似 。 根 据 Oishi, 1932, 336 页 )。N. simplex 叶脉 简单 ,多 不 分 又 或 在 近 轴 处 ( 偶 
尔 在 靠近 时 的 边缘 ) 分 又 一 次 , 叶脉 大 体 上 与 轴 近 于 垂直 , 但 轴 面 具 一 细 的 纵 槽 ,叶脉 的 

基部 在 伸 人 纵 楼 之 前 突然 向 下 倾斜 ，Oishi 认为 N. inouyer 不 具 这 一 重要 特征 ， 此 外 ， 

UN. ipoxyei 的 叶脉 多 简单 且 不 分 又 。 仔 细 观 察 我 们 的 标本 ,有 的 标本 中 装 明 显 ( 与 日 本 标 
本 的 纵 槽 相当) 叶脉 清晰 地 显示 了 Oishi 强调 的 这 一 重要 特征 。 有 的 标本 却 和 Yokoyama 

所 图 示 的 N. zizoxye 一 样 , RAPHE. ERO RAH, 我 们 的 标本 也 存 

在 着 两 种 状态 ， 即 在 同一 叶片 上 叶脉 绝 大 部 分 不 分 又 ， 但 在 某 一 局 部 又 可 连续 出 现 一 次 

分 又 ;因此 我 们 怀 括 日 本 的 N. ;izoxye: 和 N. simplex 很 可 能 是 属于 同一 种 植物 ,何况 它 

们 也 出 现 于 同一 时 代 和 同一 产地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日 本 的 标本 唯一 不 甚 相 同 之 处 是 叶脉 似 

较 纤细 * 且 本 的 叶脉 显得 比较 粗糙 ;可 能 是 属于 一 种 保存 状态 。 
N. inouyei +3 N. elegans (Arber, 1917,， 图 版 2, 图 8; 图 版 3， 图 2， 3) ， Ne obtusa 

《Harris，1932， 图 版 3, 图 5, 10, 13, 插图 24) DRAW, ME ON. elegans 的 多 缺 裂 - 

N. obtusa 则 叶片 为 线形 ,顶端 极 短 且 钝 ,叶脉 从 不 分 又 。 

产地 ” 穆 归 香 溪 、 沙 镇 溪 。 

KABAH Milssonia orientalis Heer 

(Ak XXIV, A 1, 2; 图 版 XXV, AS, 6) 

这 种 标本 在 我 们 的 材料 中 所 见 不 多 s 根据 记载 , 定 为 此 种 的 标本 ,在 叶片 形体 ,大 小 、 

叶脉 臣 密 等 变化 范围 甚大 ,其 分 布 范围 亦 甚 为 广泛 ;因此 这 一 种 在 标本 鉴定 上 存在 的 问题 

较 多 ， 种 名 的 应 用 亦 甚 为 混乱 。- Harris〈1964) 把 此 种 作为 一 个 表皮 构造 不 明 的 集合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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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看 待 。 根 据 较 多 的 记载 , 我 们 认为 此 种 特征 除 叶 项 端 作 “V” 形 缺 刻 外 。 叶 片 的 处 形 也 
是 一 重要 特征 。 此 种 名 应 只 限于 那些 叶片 具有 倒卵形 或 伸 长 倒 旷 形 , 全 缘 或 边缘 有 时 作 

不 规则 缺 刻 等 形态 特征 的 谷 羽 叶 。 | 
在 我 们 的 材料 中 ,有 两 块 标本 (图 版 XXIV, 图 1, 2) 其 叶 的 顶端 突然 收缩 为 钝 圆 状 ， 

并 具 “V” 形 缺 刻 。 另 外 两 块 标本 (图 版 XXV, 图 5，6) 虽 然 保存 不 全 ,但 也 可 看 出 其 叶 的 

两 侧 边 不 是 平行 作 线 形 而 是 弯曲 趋 于 作 倒 旷 形 的 ， 与 图 版 XXIV, Al, 2 所 未 标本 一 
样 , 其 叶脉 从 轴 伸 出 和 继续 延伸 的 状态 以 及 叶脉 数 (每 厘米 30 一 40 条 ) 等 贡生 9 和 村 

叶 特 征 相 一 致 , 当 属 本 种 无 疑 。 

Pah PARE AWK. 

Sake AH (48) Nilssonia cf. tenuinervis Seward ee 

(图 版 XXvV, All, la) 14 

标本 仅 保 存 一 个 叶 的 片断 , 轴 突 起 , 宽 2 毫米 , 叶 覆 盖 于 轴 的 腹面 ,长 5.8 厘米 ， a 1. 6 

厘米 , 叶 的 两 侧 边 平行 为 线形 ,边缘 低 陷 ,全 缘 , 不 作 波状 起 伏 , 因 保存 挤 压 所 致 而 有 凹 缺 

叶脉 细密 ,每 厘米 40 条 ,和 目 轴 近 90° 伸 出 , 微 有 起 伏地 向 前 延展 ， ae ee 

叶 边 约 成 70?” 相交 ,不 分 又 或 偶尔 在 离 轴 时 分 又 一 次 。 

标本 虽然 只 有 一 块 , 但 根据 叶 形 \ 叶 缘 低 陷 ， 叶脉 细密 以 及 叶脉 自 轴 伸 出 至 叶 这 搓 井 
的 状态 与 Harris (1965,54 页 ) AH Nilssonia tenuinervis 的 标本 (插图 13) 极 为 相似 , 只 

是 还 不 能 看 清 脉 间 是 否 有 小 点 痕 《树脂 体 )， 也 没有 保存 角质 层 ， 太古 怎 二 生生 各 各 于 

似 种 。 

当前 的 标本 与 W。izowye- 也 十 分 相似 , 仅 其 叶脉 较 密 而 不 同 。 

Pw NUE. 

JRKKRAYH Nilssonia undulata Harris 

CAA XXV, A 3, 4) 

叶 条 带 状 ， 全 缘 , 宽 仅 2.1 厘米 , 长 度 不 明 。 叶 表 面 作 波 状 起 伏 , 叶脉 自 轴 近 90° 伟 
出 ,到 达 叶 缘 前 略 向 上 弯 ,不 分 又, 每 厘米 有 脉 22 一 26 条 。 

上 述 标本 叶 表 面 作 波状 起 伏 ， ant 叶脉 不 分 又 等 特点 与 东 格 陵 兰 的 Nilssonia undu- 
lata Harris (1932, 41 页 ,图 版 3, 图 3,，11) 极为 相位 ,虽然 表皮 构造 不 明 ， feta 
形态 特征 明显 ,我 们 相信 这 样 的 鉴定 问题 不 大 。 

产地 湖北 黎 归 泄 滩 。 

RAY (AEH) (HH) Milssonia sp. (sp. nov.) 

(图 版 XXV, 图 2，2a) 

标本 只 有 一 块 , 虽 然 保存 破碎 , 仅仅 是 叶片 的 一 小 部 分 , 但 可 以 看 出 是 属于 一 种 形态 
比较 特异 的 人 乱 羽 叶 。 叶 片 很 小 , 叶 膜 很 厚 全 缘 , 宽 仅 8 毫米 ,长 20 毫米 ,顶端 逐渐 收缩 为 
钝 尖 状 ,小 尖 头 为 轴 的 延伸 部 分 ,突出 2 毫米 于 叶 的 顶端 , 叶 缘 低 陷 而 形成 一 条 细 边 , 轴 颅 
为 粗 实 ,目下 而 上 宽 1.5 一 0.8 毫米 ,由 延伸 在 轴 面 上 的 叶脉 印痕 可 以 看 出 叶片 是 着 生 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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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上 的 。 叶 脉 粗 而 紧密 ;每 厘米 达 50 条 ,不 分 又 , 自 轴 成 90” 伸 出 , 直 直 地 疝 前 延伸 ,至 叶 
边 则 突然 向 上 弯 曲 ,与 叶 边 形成 一 极 细 的 锐角 相交 。 

这 一 种 植物 形态 比较 奇特 ,根据 它 形 体 小 , 叶 膜 质 厚 , 顶端 尖 突 , 叶脉 粗 密 等 特征 , 目 

前 尚未 找到 可 予以 比较 的 属 种 。 但 因 标 本 太 少 ， 保 存 又 不 完整 ， 拟 暂 定 为 花 羽 叶 未 定 种 

《新 种 )o 
产地 BAM BR. 

分 类 不 明之 苏铁 类 植物 
香 溪 叶 属 Genus Hsiangchiphyllum Sze 

2 三 脉 香 溪 叶 ?Hsiangchiphyllum trinerve Sze 

(图 版 XX, 图 7) 

几 枚 并 排 的 叶 ,左边 可 见 一 迅速 收缩 的 叶 基 ,和 三 条 明显 而 几乎 平行 的 叶脉 , 其 中 两 

侧 叶 脉 各 有 几 条 细 而 平行 的 间 细 脉 。 从 叶脉 的 状况 看 ,当前 这 块 破碎 的 标本 与 Hsiangchi- 
phyllum trinerve Sze(1949, 28 页 ， 图 版 7, 图 6; 图 版 8， 图 1; 斯 行 健 等 ,1963，209 页 ， 

”图 版 70， 图 8;《 西 南 地 层 古 生物 手册 》, 1974, 377 页 ,图 版 200, 图 4) 相像 , 但 标本 太 破 

RE NDE. | 
£ Pik HIS R. 

$8254 Ginkgopsida 

银杏 目 Ginkgoales 

似 银 杏 属 Genus Ginkgoites Florin 

”大 峡 口 似 银杏 〈 新 种 ) Ginkgoites tasi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图 版 XXVI,， 图 1 一 6; 图 版 XXVI， 图 ? la—3, 4, 5; 图 版 XXXIV， 图 ?4 一 6 ,7; 
图 版 XXXV, 图 1,? 2 一 6:， 图 版 XXXVIU, A? 1 一 2) 

叶 具 一 细 长 的 柄 ,扇形 ,或 为 纵 伸 的 半 椭 圆 形 至 半圆 形 。 叶片 分 型 的 夹 角 甚 小 , 彼此 

互相 近 靠 ,外 侧 两 边 的 裂片 左右 开展 成 一 直线 , 构成 近 180° 的 交角 。 叶片 中 间 深 裂 为 两 

半 , 每 半 又 分 裂 为 4 枚 主要 有 裂片 。 外 侧 的 两 枚 主要 有 裂片 发 育 较 强 , 宽 短 , 常 占据 半 个 时 的 

1/2 强 至 3/5 的 位 置 ,并 进一步 深 裂 为 4 枚 桨 形 的 最 后 裂片 。 最 后 裂 族 桨 形 或 接近 线形 ， 

其 最 大 宽度 靠近 顶部 处 , 向 上 略 略 收缩 作 钝 圆 并 常 具 一 微小 的 缺 刻 。 内 侧 的 两 枚 主要 盈 

片 则 纵 伸 作 瘦 长 槐 形 ,顶端 钝 圆 ,分 裂 不 深 , 最 后 裂 放 形态 不 明显 。 IMU RA 

FANCBN PS M282 Fr 0.5 一 1.0 厘米 。 叶 脉 频 为 细弱 ,不 甚 明 显 , 但 常 因 脉 间 叶 膜 隆起 而 有 所 衬 

托 。 每 一 最 后 裂片 有 脉 3 一 5 条 以 上 ,偶尔 为 3 条 。 
上 下 表皮 略 有 不 同 。 上 表皮 脉 路 不 甚 明显 ,表皮 细胞 多 角形 ,辐射 壁 微 微 弯 曲 或 不 规 

则 增 厚 , 表 壁 具 不 规则 或 近 圆 形 增 厚 。 气 孔 器 散 生 ,保卫 细胞 下 陷 , 5 一 6 个 副 卫 细胞 排列 
成 环 状 ,其 表 壁 及 辐射 壁 均 具 强烈 的 角质 增 厚 , 有 的 形成 乳头 状 突起 有 时 周围 细胞 也 排列 
成 环 状 而 构成 复 环 式 。 下 表皮 脉 路 清楚 ， 由 6 一 7 TR RK. AL 
aro 脉 间 细胞 呈 多 角形 , 表 壁 角质 增 厚 不 明显 ,辐射 壁 微 弯 或 不 规则 角质 增 厚 。 气 孔 器 散 

布 于 脉 间 细胞 之 间 , 多 于 上 表皮 ,和 孔 颖 多 平行 于 脉 路 , 偶 有 不 定向 ,其 构造 与 上 表皮 相同 。 

— Oe A ee ee Pee 

“\ trey z 

EE Scns? RL le ge eh) aa i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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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的 标本 采 自 泄洪 和 大 峡 口 的 香 溪 组 ， 虽 然 仅 有 大 峡 口 的 标本 保存 了 很 好 的 次 质 

叶 膜 ,表皮 构造 清楚 ,但 从 外 形 上 很 难 将 这 两 个 相近 产地 的 标本 区 分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8 它 

们 的 基本 形态 一 致 ;并 具有 以 下 特征 : 1) 叶片 分 裂 夹 角 极 小 ;裂片 间 互相 近 靠 ,外 侧 两 边 

的 裂片 左右 开展 成 一 直线 ; 2) 外 侧 裂 片 通常 比 中 间 裂 片 短 0.5 一 1.0 BOK, RR, AR 

2, PErHlAA A RE — AS 3) 最 后 裂片 最 宽 处 接近 顶端 ， 自 最 宽 处 至 顶端 略 收 育 为 钝 圆 状 ; 

顶端 分 裂 为 一 小 缺 刻 ; 4) 叶脉 细弱 ,但 脉 间 叶 膜 隆起 作 粗 脉 状 。 有 

从 叶 的 形状 大 小 及 叶脉 等 特征 ,本 种 与 四 川 巴 县 一 品 场 被 定 为 Baiera cf. elegans GH 

行 健 和 李 星 学 , 1952, 图 版 8， 2, 2a, 3, 5; 图 版 9, 图 4，4a， 6), B. multipartita ( 同 

上 ,图 版 9", 图 1 一 ?7) 和 广元 须 家 河 被 定 为 B. cf. elegex*〈 李 佩 娟 ，1964， 图 版 19, 图 1 一 

4), Ginkgoites sp.〈 同 上 ， 图 版 19, 图 9, 10), cf. G. sibiricus 〈 同 上 ,图 版 19, 图 7，8) 

的 标本 十 分 相似 ,但 这 些 标 本 叶片 外 侧 两 枚 恤 片 左右 开展 不 构成 一 直线 ;而 是 微微 弯曲 成 

弧 形 ,构成 约 140°—160° 的 交角 。 有 裂片 发 育 比 较 均衡 ,外 侧 裂 片 不 强 于 中 间 裂 片 ， 和 

端 加 宽 作 截 形 ,并 深 裂 为 尖 齿 状 , 每 一 齿 内 具 一 条 叶脉 直 伸 人 人 齿 尖 。 
从 外 形 看 ,本 种 与 格陵兰 Lepidopteris 带 的 Ginkgoites acosmia 或 多 或 少 相似 但 后 

者 叶片 分 裂 不 其 规则， 和 肥 片 顶端 亦 以 截 形 为 主 ， 上 表皮 气孔 很 少 或 不 具 气 孔 而 不 同和 于 本 ， 
” 种。 伊朗 厄 尔 布 士 山 瑞 替 克 一 里 阿 斯 期 的 Ginkgoites iranicus (Kilpper, 1971, 93 TW, 图 

版 25, 图 4; 图 版 28, 图 1 一 3; 插图 5, 6) 无 论 叶 的 外 形 或 表皮 构造 与 本 种 都 比较 相似 ， 

但 伊朗 标本 甚 为 破碎 ,难于 进行 比较 。 

在 当前 标本 中 ,如 图 版 XXVI 图 la, 2 所 示 : 叶 形 较 大 ,要 片 更 为 狭 瘦 , 叶脉 较 粗 , 脉 
间 不 隆起 ， 但 表面 有 细 裙 皱 或 极 细小 的 不 规则 突起 。 表 皮 细 胞 宽大 ， 表 壁 上 具 明 显 的 乳 

头 状 突起 (图 版 XXXV, 图 3 一 5; A XXXVI, 图 1, 2) 与 本 种 有 一 定 的 差异 。 另 外 图 
版 XXVII 图 3 标本 ,表皮 构造 特征 一 致 ,但 外 形 却 很 不 相同 ,对 于 这 些 标本 ,我 们 采取 保留 
的 态度 , 暂 加 以 问号 置 于 本 种 名 下 。 

关于 Ginkgoites 一 属 名 称 ， 近 年 来 已 逐渐 趋 于 废弃 ，Harris〈1974，2 页 ) 认为 这 一 
属 多 涵义 不 清 , 似 乎 没有 必要 存在 ,在 其 《约克 郡 侏 罗 纪 植物 群 》(IV) 一 书 中 已 完 克 废弃 

了 这 一 属 名 。 为 此 , 我 们 分 析 了 一 些 现代 银杏 的 表皮 ,其 上 表皮 的 气孔 器 分 布 很 不 规则 ， 

有 的 叶 面 没有 气孔 器 ;有 的 却 集中 在 叶 面 的 某 一 个 局 部 , 气孔 器 均 为 不 定向 , SRNR | 
本 气孔 器 多 为 定向 ,分 布 较为 规则 有 一 定 的 差别 。 我 们 考虑 Florin 1936 年 所 确立 的 涵义 “ 
与 现代 银 查 虽 然 没有 一 个 确切 的 界线 ， 但 就 我 人 LS 和 
来 看 ,目前 仍 取保 留 态度 为 好 。 

产地 Nil AMO, HAG Re. 

WER (AER) Ginkgoites sp. 

《图 版 XXVIII, Al 8, 9; 图 版 XXVI， 图 1b) 

图 版 XXVIII 图 8 所 示 标 本 , 叶 具 长 柄 , 叶 的 轮廓 大 致 为 等 边 的 倒 三 角形 或 槐 形 寺 预 

端 宽 圆 , 癌 下 逐渐 收缩 , 外 缘 两 侧 在 基部 汇合 作 90"。 MPRA OR, 右边 的 一 半 继 

续 分 虱 为 两 个 狭长 倒卵形 的 裂片 ,最 宽 处 位 于 上 端 , 向 基部 逐渐 狭 缩 ; 顶端 则 较 快 地 收缩 
作 钝 圆 。 左边 的 一 半 作 倒卵形 , 仅 于 上 端 1/5 处 分 裂 , 裂 瘀 顶端 亦 收缩 作 钝 圆 状 。 叶 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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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裂片 的 中 上 部 每 厘米 为 13 条 左右 。 

图 版 XXVI 图 1b, 图 版 XXVIII 图 9 PARAM RE KAR, (ACMI Oe, 

有 裂片 以 及 叶脉 形态 看 与 图 版 XXVIII 图 8 都 是 一 致 的 〈 比 较 图 版 XXVIII 图 8 左边 裂片 

SA XXV0 A lb 右边 裂片 以 及 图 版 XXVII 图 9) ,只 是 图 版 XXVII 图 9 的 标本 ,其 叶 

脉 间 尚 见 无 数 横 络 纹 。 
当前 标本 与 新 疆 准噶尔 盆地 的 Ginkgoites obrutschewi (Seward, 1911, 46M, AK 

3, 图 44; 1919, 26 页 ,图 -642A) 相似 ,但 后 者 叶 的 轮廓 开展 作 遍 形 , RAE RA, RA 

多 作 椭 圆 形 。 特 别 是 G. obrutschewi 叶脉 间 具 纵 行 短线 ,在 我 们 的 标本 中 未 见 。 此 外 ,图 

版 XXVI 图 1b 所 示 标 本 亦 保存 了 少许 炭 质 时 膜 , AR, RAR RRA, 构造 虽 
不 清楚 ,但 与 Gizkgoiter obrutschewi 亦 很 不 相同 。 

-我 们 的 标本 很 可 能 属 一 新 种 ,但 材料 尚 嫌 不 足 ,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KWAK BABE. 

拜 拉 属 -Genus Baiera Florin 

HATH) Baiera sp. 

(Aah XXVIII, 6; 图 版 XXXVI, A 5, 6; 图 版 XXXVI, A 3, 4) 

标本 仅 保存 时 的 下 半 部 。 具 柄 ;* 宽 2 毫米 , 叶 最 外 侧 的 两 枚 裂片 左右 开展 成 180"。 叶 

片 分 裂 很 深 , 裂片 间距 大 ， 所 构成 的 夹 角 甚 大 。 肥 片 似 作 宽 线形 , 上 端 形 态 不 明 , 叶脉 较 

粗 ;每 一 裂片 有 脉 两 条 。 

| 角质 层 颇 厚 ,有 树脂 体 , 上 、 下 表皮 构造 不 同 。 上 表皮 脉 路 宽 , 脉 路 上 的 表皮 细胞 狭长 
形 ; 细 胞 壁 直 , 宽 厚 , 细 胞 两 端 辐射 壁 加 厚 隆 起 作 瘤 状 , 表 壁 亦 作 不 规则 加 厚 。 脉 间 细 胞 什 

长 形 , 纵 行 两 气孔 间 细胞 为 矩形 , 方形 或 多 角形 , 细胞 辐射 壁 或 表 壁 常 有 不 规则 加 厚 。 气 

也 器 大 致 成 纵 行 散布 于 脉 间 〈14 个 /毫米 2, 保卫 细胞 下 陷 ,为 4 一 6 个 表面 加 厚 或 内 侧 壁 

作 乳 头 突起 的 副 卫 细胞 所 有 覆盖 , 副 卫 细 胞 排列 成 环 状 ,内壁 加 厚 有 时 构成 一 连续 的 环 边 。 

下 表皮 脉 路 不 明显 ,细胞 大 部 分 为 不 规则 多 角形 , 胞 壁 直 , 辐 射 壁 不 甚 加 厚 , 上 表面 多 

为 中 心 加 厚 或 微 呈 乳头 状 突起 。 气 孔 器 散布 于 宽阔 的 脉 间 条 带 (20 个 /毫米 2 和 孔 颖 开启 ， 

纵向 ,或 偶 为 横向 , 副 卫 细胞 同上 表皮 ,周围 细胞 有 时 分 化 也 构成 环 状 。 

当前 的 标本 仅 根 据 叶 下 部 的 分 裂 状 态 与 Bazera gracilis, B. miinsteriana 其 难 区 别 ; 但 

从 其 表皮 具 树 脂 体 和 表皮 细胞 形态 .气孔 器 排列 状态 ̀ 副 卫 细胞 具 乳 头 突起 以 及 角质 加 厚 
等 看 却 相似 (比较 Black, 1929, 422 页 ， 图 9 一 12; Harris, 1944, 678 页 ), 而 主要 区 别 

在 于 B. gracilis 上 \、 下 表皮 气孔 器 数 相差 较为 悬殊 (ERE 10 个 /毫米 *， 下 表皮 35 个 / 

毫米 7; 多 为 横向 或 不 定向 ,下 表皮 气孔 器 上 、 下 之 间 的 细胞 多 为 横向 的 多 角形 或 矩形 , 气 

Fla BK 5 OB. minsteriana 比较 则 二 者 凶 然 相 异 。 

产地 HBR 

拜 拉 ( 未 定数 种 ) Barzera spp. 

(图 版 XXVII， 图 3 一 7. 图 版 XXXVII， 图 7, 8: 图 版 XXXVII， 图 6) 

这 些 标本 系 采 上 自 同一 产地 的 不 同 层 位 ,其 中 没有 一 个 叶子 是 比较 完整 的 ,但 根据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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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显示 的 特征 , 叶 的 分 裂 以 及 基部 收缩 的 状态 ,特别 是 其 中 的 图 版 XXVII 图 3，4 保存 有 

一 细 长 的 柄 , 归 为 Buiera 一 属 问题 不 大 。 至 于 是 否 均 属 一 种 ， ME 玉生 
一 定 差 异 的 。 

图 版 XXVII 图 3 RAT REA RIT, ARE, 表皮 极为 破碎 ， 上 上 表皮 脉 路 

宽 ,细胞 狭长 ,为 不 规则 矩形 或 伸 长 形 , 脉 间 表 皮 细 胞 较为 宽 短 , 亦 为 不 规则 抢 形 ; 伸 长 形 

或 多 边 形 , 胞 壁 直 ,细胞 表面 有 不 规则 角质 增 厚 。 气 孔 排 列 稀 蕊 ,气孔 器 同 下 表 度 5 
下 表皮 更 为 破碎 ,看 不 到 脉 路 ,只 是 边缘 有 数 行 排列 比较 整齐 的 伸 长 形 细胞 。 脉 间 条 

带 很 宽 ,细胞 比 上 表皮 更 为 宽大 。 气 孔 器 散 生 , 约 20 个 /毫米 ?, 孔 颖 纵向 , 保卫 细胞 下 陷 ， 
副 卫 细胞 5 一 6 SCBA 7 个 ) 作 环形 , 其 内 侧 壁 及 左右 两 侧 壁 均 作 强 烈 角 质 增 厚 ;， 并 互相 

连结 构成 一 星 形 增 厚 ,覆盖 于 保卫 细胞 之 上 ， 副 卫 细胞 的 上 表面 靠 外 缘 辟 亦 作 强烈 角质 增 
厚 , 互 相连 结构 成 一 连续 的 环 边 包 围 着 内 圈 的 星 状 增 厚 。 

产地 PBK. 

#241 Genus Sphenobaiera Florin 

黄 氏 株 拜 拉 Sphenobaiera huangi (Sze) Hsii 

(图 版 XXVIIT， 图 .1, 2; 图 版 XXXVI, A 6; 图 版 ZXVI， 图 ] 一 3; 图 版 XXXVIIT 图 5) 

叶 不 具 明 显 的 柄 ,大 ,长 株 形 ,两 侧 边 缓慢 地 向 基部 收取 成 30" 角 。 深 裂 一 次 HOW 

的 角度 极 小 (8°—10°), RH HAR, BH 1.2 一 2 厘米 ,长 至 少 为 12 厘米 ,顶部 未 保存 。 叶 脉 

E22 Fr rH BB 4 OK 14 条 左右 ， 间 细 脉 仅 在 叶 的 基部 可 见 , 自 基 部 向 上 逐渐 变 为 不 明显 以 

至 消失 。 

表皮 角质 层 颇 厚 , 荆 \ 下 表皮 略 有 不 同 , 上 表皮 气孔 器 稀 朴 , 为 3 一 9 ARB, 下 表皮 
A 11—17 4/2’ 

上 表皮 脉 路 较 宽 ,细胞 长 矩形 ,排列 整齐 , 脉 间 条 带 狭 罕 ， 细胞 多 芳 方 形 : GRE Ia 
形 , 壁 直 \ 表 面 有 时 有 角质 增 厚 或 瘤 状 突起 。 气孔 器 分 布 在 脉 间 成 单行 纵 列 或 分 散 排列 ， 
也 偶 见 于 脉 路 上 ,气孔 器 形态 同 下 表皮 。 下 表皮 脉络 不 甚 明 显 , HIER, 细胞 多 为 矩形 
或 伸 长 形 ,辐射 壁 直 ,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角质 增 厚 , 表 壁 也 有 不 同 程度 的 角质 增 厚 ;有 的 呈 瘤 状 
突起 或 疹 状 增 厚 。 气 孔 器 成 纵 行 分 布 于 脉 间 条 带 , 孔 锋 纵向 或 偶 有 不 规则 。 脉 间 条 带宽 
罕 不 一 ,在 狭窄 的 条 带 内 气孔 器 纵 行 排列 明显 , 在 较 宽 的 条 带 中 不 明显 , 细胞 为 短 的 多 角 
形 , 方 形 或 写 形 ,辐射 壁 及 表面 状态 与 脉 路 细胞 相同 。 保 卫 细胞 下 陷 , 副 卫 细 胞 5 二 7 不 围 
绕 成 圆 形 ( 单 环 式 ), 辐 射 壁 及 表 壁 强烈 增 厚 构 成 一 连续 完整 的 环 边 ;有 时 则 作 乳 头 状 突起 
覆盖 于 气孔 之 上 ,成 不 连续 环 状 。 

上 述 标本 在 叶 的 外 形 或 叶脉 细节 方面 与 命名 为 Buiera huangi (BRR CRATE, 
1949, 图 版 7, 图 1 一 4; 徐 仁 ， 1954 62 页 ,图 版 56, 图 2 改 归 为 Sphenobaiera huangi) 完 

全 一 致 ,但 在 斯 行 健 原 来 的 描述 中 “ 间 细 脉 未 见 ”(32 页 ) , SRA DARUEMERK ES 
我 们 仔细 观察 了 斯 行 健 当年 所 研究 的 材料 ,其间 细 脉 情况 与 我 们 的 标本 一 样 , 都 只 是 在 叶 
的 上 部 不 明显 而 已 ， 虽 然 斯 行 健 的 标本 未 保存 有 炭 质 叶 膜 ， 不 能 从 表皮 构造 方面 加 以 证 
实 , 但 我 们 的 标本 归于 此 种 应 是 毫 无 疑问 的 。 

在 外 形 上 与 本 种 比较 相似 的 是 西伯 利 亚 的 Sph. pulchella (Heer, 1876, 图 版 28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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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b, 3c) 特别 是 它 具 有 间 细 脉 〈 在 叶 的 基部 尤为 显著 ) ,但 由 于 其 标本 保存 很 不 全 , 缺 

乏 表 皮 构 造 ， 与 本 种 的 关系 无 法 进一步 探讨 。 瑞典 的 Sphenobaiera spectabillis. (Nathorst, 

1908; 5 页 ， 图 版 1, 图 1, 2; Johanson，1922,，45 页 ， 图 版 8 ， 1,2; Florin, 1936, 38 

页 ,图 版 5 图 1 一 4) 和 我 们 的 种 也 可 比较 ,表皮 构造 尤其 相似 ， 几 乎 无 法 区 别 ， 很 可 能 

同属 一 种 。 但 我 们 的 标本 不 论 叶 子 大 小 都 恒 为 一 次 分 又 ,瑞典 的 标本 则 常 为 二 次 以 上 分 

又 。 叶 的 顶端 形态 也 有 不 同 , 前 者 急 递 收缩 作 钝 圆 后 音 绥 慢 收缩 多 呈 渐 尖 闪 ， 因而 暂 以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来 看 待 。 

产地 秘 归 香 溪 、 沙 镇 谋 。 

茨 康 叶 属 Genus Czekanowskia Heer 

ize RWH Czekanowskia hartzi Harris 

. (图 版 XXIX, Al; 图 版 XXXvI, A 1 一 5; 图 版 XXXVII， 图 4) 

标本 仅 一 块 ， 分 别 保 存 有 三 束 细 线 形 的 叶 ， 每 束 不 超过 10 枚 。 叶 的 宽度 仅 为 0.6 一 

0.7 毫米 ,长 度 不 明 , 分 又 ,叶脉 不 清楚 , 似 为 1 或 2 条 。 

.角质 层 薄 ,上 、 下 表皮 构造 大 致 相同 , 仅 上 表皮 气孔 少 于 二 表皮。 表皮 细胞 极为 狭长 ; 

胞 壁 直 , 表 面 平 , 表皮 细胞 狭长 形 的 与 略为 宽 短 的 伸 长 形 或 多 角形 的 相间 成 行 , 后 者 规则 

地 纵 行 排列 着 气孔 器 。 气 孔 器 很 小 ,很 不 明显 ,单列 或 双 列 ̀ 孔 颖 纵向 , 副 卫 细胞 与 表皮 细 

胞 色泽 大 致 一 样 , 但 略为 短小 , 表面 不 具 角 质 增 厚 ， CAEN AMER, 有 

4 一 5 个 作 伸 长 方向 排列 , 不 构成 明显 的 环 状 。 
根据 Harris (1926, 105 页 ; 1935, 38 页 ), 这 一 广泛 分 布 于 格陵兰 Thaumatoptris HF 

上 部 的 种 在 所 有 标本 中 都 可 以 看 到 这 样 一 种 高 度 稳定 的 特征 , 即 气 孔 器 极 不 明显 , 副 卫 细 

胞 和 其 它 表 皮 细 胞 一 样 不 具 角 质 增 厚 (内 壁 除外 )。 我 们 的 标本 ,表皮 构造 也 清楚 地 显示 了 

这 一 特征 ,而 叶 的 外 形 、 宽 度 也 与 格陵兰 的 种 相 一 致 ,我 们 认为 当前 的 标本 应 属 此 种 无 疑 。 

Cz. jartzi 与 Cz. nathorsti HAMM. 据 Harris， 其 主要 区 别 为 : 前 者 副 卫 细胞 同 
其 它 细胞 ,表面 不 具 角 质 增 厚 , 后 者 副 卫 细胞 不 同 于 其 它 细胞 色 深 而 质 厚 , 前 者 副 卫 细胞 

较 后 者 为 小 , 孔 颖 也 小 ; Cz. hartzi 时 狭 细 , 一 般 仅 宽 0.7 毫米 ,每 往 短 核 有 时 8 一 10 枚 ; 
Cz. nathorsti 时 宽 11 毫米 ,每 一 短 枝 有 时 12—16 KK, 

Ph MAMA. 

2 茨 康 叶 (未 定 种 ) 2?Czekanowskia sp. 

(图 版 XXX, 图 1) 

一 些 保存 零散 或 交错 重 受 的 线形 时 , 宽 仅 0.5 毫米 左右 , 不 能 肯定 叶 是否 分 又 ， 顶 底 

端 均 未 保存 。 叶 具有 一 条 浅 浅 的 中 楼 或 并 , 有 时 不 明显 ,或 为 2 一 3 条 不 规则 纵 纹 , 不 能 肯 

FE IX ES HE ARE AH ko 

这 些 线形 时 与 Czekanowskia 最 为 相似 ， 但 未 见 确 切 的 分 又 。 Czekanowskia “5 Sole- 

nites 非常 相似 , 区 别 仅 在 前 者 时 分 又 ,后 者 时 绝 不 分 叉 “〈 见 Harris, 1974), Solenites 属 

迄今 为 止 仅 有 一 种 , 除 分 布 于 英国 约克 郡 中 侏 罗 世 沉积 外 , 尚 不 见 十 分 可 靠 的 记载 。 我 国 

定 为 Solenites cf. murrayana 的 标本 (斯 行 健 等 ,1963，260 页 ,图 版 87, 图 9=Yok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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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图 版 10, 图 1; 图 版 88, 图 1) ,根据 Yokoyama (1906, 31 页 ) Mids A “ASP 

又 >, 叶脉 涂抹 不 清 , 因 此 可 以 肯定 不 能 归于 此 属 ,即使 如 斯 行 健 等 (19637 所 述 “ 叶 片 没有 

分 又 现象 ”, 而 根据 叶 的 宽度 ,该 标本 属于 Phoenicopsis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 至 于 大 同 云 岗 群 的 

标本 〈 斯 行 健 等 , 1963, 图 版 88, 图 1), 仅仅 保存 了 若干 簇 短 枝叶 的 下 部 , 不 能 肯定 其 叶 

向 上 延伸 一 定 没 有 分 又 。Czekanrowsrkia 一 属 在 北半球 侏 罗 纪 分 布 颇 为 广泛 ， 当前 标本 有 
可 能 属于 Czekamrowskiao 

产地 BAY BE. 

+)) Ri] z= Genus Phoenicopsis Heer 

狼 叶 拟 刺 蔡 Phoenicopsis angustifolia Heer 

(图 版 XXX, 图 2) 

叶 条 带 状 , 不 分 又 , 宽 5 训 米 左右 (2 一 5.5 毫米 ), 顶 底 端 没 有 保存 , 叶脉 平行 ， 

有 脉 9—12 条 ,没有 间 细 脉 。 

根据 叶 的 宽度 ， Aa SK eats gis et 上 述 标本 与 1 

angustifolia Heer (1876, 51 页 ,图 版 1, 图 ld, 图 版 2, 图 3b; 113 页 ,图 版 31, 图 7, 8) 相 同 。 

产地 HABE. 
二 

拟 刺 蓝 ( 未 定 种 ) Phoenicopsis sp. 
(图 版 XXIX,， 图 2) 

叶 狭 长 ,线形 , 宽 2 一 5 毫米 ,一 般 为 3 毫米 左右 ,基部 及 顶端 都 没有 保存 。 叶脉 平行 ， 

每 一 叶 有 脉 4 一 7 条 ,未 见 间 细 对 ， 脉 问 有 很 多 极 细 的 纵 纹 。 

上 述 标 本 在 没有 间 细 脉 方面 与 Phphoemicoprir angustifolia Heer #EVt , (AMPERA, 每 枚 叶 

所 含 的 叶脉 数 较 少 与 后 者 不 同 。 

当前 标本 可 能 系 一 新 种 ,由 于 保存 不 够 完整 , 暂 作 未 定 种 看 待 。 

` 产地 ” 兴 山 大 峡 口 。 

粘 胶 球 穗 属 Genus fxostropus Raciborski 

美丽 粘 胶 球 穗 (新 种 ) fxostropus magnificus Wu (sp. nov.) 

(图 版 XXXII， 图 2，2a，3) 

EVE TERR, FE 16 毫米 ,两 侧 近 平 行 , 顶 端 钝 圆 , 长 50 毫米 , 保存 不 全 , 下 部 形态 不 明 。 

轴 不 到 2 毫米 宽 , 瘦 弱 , 小 孢子 叶 螺旋 状 着 生 于 轴 , 斜 生 约 构成 60", 不 甚 密集 ,长 7 一 9 毫 

米 , 其 柄 的 基部 膨大 约 1 毫米 , 向 上 逐渐 狭 缩 至 末端 又 略 略 膨大 ， 上 面 着 生长 近 2 毫米 的 

孵 形 花粉 囊 , 可 见 者 2 一 3 枚 。 
这 一 新 种 的 标本 虽 保存 不 完整 ,但 根据 其 小 孢子 叶 着 生 于 轴 的 角度 较 小 , 作 螺 旋 状 排 

Fil, RAM RA TIS Ixostrobus 已 知 各 种 均 不 甚 相同 。 仅 西伯 利 亚 的 Ixostrobus heeri 

Prynada 与 本 种 十 分 相近 , 但 西伯 利 亚 种 的 花 穗 较 细小 , 小 孢子 叶 的 螺旋 着 生 多 旦 两 列 状 

排列 ， 及 叶 与 轴 近 垂直 着 生 而 可 相 区 别 。 Heer (1876) 定 为 Ginkgo sibirica Masinlichen 

Bliitenkatzchen CHEV: VETER) 的 图 版 11, 图 10 与 本 种 形态 也 甚 为 相似 ， 如 放大 一 倍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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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本 种 几乎 无 可 区 别 , 因 其 花 穗 个 体 甚 小 而 暂 视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种 。 

产地 NARA, 

¥) | 狭 轴 穗 属 Genus Stenorachis Saporta 

Roh P(E FP) Stenorachis sp. 

(图 版 XXVI, 图 7) 

.标本 为 一 果穗 状 物 ,破碎 , AREA BEI. A, IA 2.7 厘米 ,中 轴 粗 SSK, 附属 物 似 

为 螺旋 状 着 生 而 呈 不 甚 规则 的 两 列 状 排列 ,下 部 柄 状 , 长 至 少 为 8 SOK, 基部 狭 细 向 上 逐 

渐 加 宽 , 至 顶端 分 裂 为 两 个 裂 淤 , 裂 瓣 向 前 伸展 或 略 下 垂 , 种 子 状 物 不 清楚 。 

这 一 标本 的 形态 和 大 小 与 瑞典 瑞 替 克 期 和 里 阿 斯 期 定 为 Stenorachis scanicus 的 标本 

十 分 相似 (Nathorst, 1902, 16 页 , 图 版 1, 图 16, 17), 由 于 标本 保存 太 差 ,只 能 定 未 定 种 名 。 
1 产地 ， 秘 归 香 溪 。 

#34944 Coniferopsida 

#3498 Coniferae 

松 型 叶 属 Pityophyllum Nathorst 

长 叶 松 型 叶 _ 记 tyopApyllura longifoliaum (Nath.) Moeller 

(图 版 XXXI, 图 1, 2) 

叶 划 质 , 边缘 卷曲 ,宽度 1.5 一 4 毫米 , 时 长 度 不 全 ,最 长 为 75 毫米 ,每 枚 叶 有 中 脉 一 

条 。 
根据 叶 较 宽 及 边缘 卷曲 等 特点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Pizyoppyliuma nordenskioildii Heer (斯 

行 健 ,1949, 34 页 ,图 版 15, 图 7, 8) 标本 基本 相同 。 斯 行 健 标本 已 移 置 已 7omrgzjfojzzmn 

中 (斯 行 健 等 , 1963，279 页 )。 

产地 PIAS HE, 

苏铁 杉 目 Podozamitales 

苏铁 杉 属 Genus Podozamites Braun 

披 针 苏铁 杉 _Podozarmnzites lanceolatus (L. & H.) Braun 

(All XXXI， 图 5) 

当前 的 标本 从 外 形 上 看 ， 与 英国 约克 郡 〈Scarbourough MYIT) pie Podozamites 

lanocolatus (Seward, 1900, 244 页 ,插图 447) 的 标本 极为 相似 ,几乎 无 可 区 别 。 我 们 的 标本 

RF AA, HEM 1 毫米 ,时 披 针 形 , 宽 约 1 厘米, 长 7.5 厘米 左右 《保存 不 全 ), 最 宽 处 在 基 

部 稍 上 处 。 基 部 自 最 宽 处 急速 收缩 , 约 有 2 毫米 拖延 作 栖 状 ,向 上 则 逐渐 狭 缩 , 至 上 部 更 

为 狭 细 作 渐 尖 状 , 顶端 微 尖 。 叶 脉 于 基部 分 又 ,平行 ,中 间 的 叶脉 直 伸 至 叶 的 顶端 ,两 侧 的 

叶脉 在 叶 的 中 部 以 上 以 极 细 锐 的 角度 与 侧 边 相 交 , 叶 脉 较 粗 ,在 叶 的 中 部 有 脉 约 16 条 , 脉 

间 有 若干 不 铺 楚 的 细 纵 纹 。 

根据 Seward (1900, 244 页 )，Scarbourough 的 这 块 标 本 (插图 44) 与 Haiburn Wyke 

的 模式 标本 (Lindley & Hutton, 1837, 图 版 194) 在 叶 的 大 小 和 形态 上 微 有 差异 , 但 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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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正 说 明了 一 个 种 本 身 的 变异 ,还 不 足以 分 为 不 同 的 种 。 RA Dc 

目前 由 于 我 们 的 标本 太 少 , 叶 的 保存 也 还 不 够 完整 ,暂时 仍 置 于 此 一 “集合 种 阁下 。 
当前 的 标本 与 格陵兰 Thaumatopteris 带 的 Podozamites punctatus 也 十 分 相似 ， laisse 

种 叶脉 较 密 (26 条 /厘米 ), 通 过 透射 光 尚 可 见 脉 间 具 有 圆 形 树脂 体 。 

产地 RFR. 

短 尖 头 苏铁 杉 〈 亲 近 种 ) Podozamites aff. mucronatus Harris 

(图 版 XXX, 5: 图 版 XXXI, A 3 一 4b, 6) 

标本 保存 为 七 、 八 个 分 散 的 叶片 ， 它 们 的 大 小 分 别 是 4 x 1.1 OK, 5 & 0. 8 厘米 ， 

4.5 % 0.7 厘米 等 ,最 宽 处 位 于 叶 的 中 \、 下 部 ,基部 收缩 似 成 柄 状 物 , 但 保存 不 全 ,顶部 钝 圆 

或 钝 从 ( 见 图 版 XXXI, Al 4, 4b), 印 圆 的 顶部 突然 收缩 作 一 小 尖 头 。 叶 脉 于 基部 分 又 , 平 

行 ,最 外 的 两 条 叶脉 在 叶 的 上 部 以 极 细 锐 的 角度 与 叶 边 相交 而 尖 灭 ,其 余 的 叶脉 钧 于 叶 项 

部 的 小 尖 头 聚敛 。 叶 脉 在 叶 的 中 部 为 每 厘米 17 条 左右 , 细 \ 清晰 ,有 时 隆起 或 深 陷 , 脉 间 

具有 极 细 的 纵 纹 ,局 部 可 见 无 数 小 点 痕 ( 见 图 版 XXXI, 图 6)。 
当前 的 标本 从 叶 项 部 的 小 尖 头 ,叶脉 清晰 隆起 以 及 基部 分 又 , 顶部 聚敛 的 状态 来 看 无 : 

一 不 与 格陵兰 的 P. mucronatus 相 一 致 ,所 不 同 的 仅仅 是 叶脉 的 密度 较 小 (格陵兰 的 种 每 

厘米 为 30 条 )。 此 外 ,格陵兰 的 标本 脉 间 未 见 小 点 痕 。 很 可 能 我 们 的 标 林 为 一 新 种 ,由 于 
材料 不 足 , 暂 定 为 P. aff. zxcrozatxir。 可 与 我 们 的 标本 相 比 较 的 有 P. lanceolatus eichwaldi 

(Heer, 1876, 109 页 ,图 版 26, 图 2、3、9; 图 版 27, 图 -1), 二 者 叶 的 外 形 甚 为 相似 8 唯 后 

者 叶 的 两 侧 边 较 为 平行 , 叶 顶 不 具 小 尖 头 , 脉 间 无 小 点 痕 。 

产地 HABE. 

较 宽 苏铁 杉 (新 联合 ) Podozamites latior (Sze) Ye (comb. nov.) 5 

(图 版 XXXI, 图 1 一 2) 

标本 仅 为 两 块 , 但 看 来 还 是 我 国 所 有 记载 中 保存 最 完整 的 。 枝 2 一 2.5 毫米 宽 ， 叶 作 
螺旋 状 排列 ,大 \ 带 状 披 针 形 ,长 9 一 9.5 BK, 自 中 ,上 部 至 下 部 约 有 3 厘米 长 的 两 侧 边 几 

乎 是 平行 的 , 叶 的 最 宽 部 分 为 1.3 一 1.5 厘米 , 自 中 、 上 部 向 顶部 逐渐 狭 缩 作 钝 圆 状 , 向 下 则 

收缩 较 快 ,基部 柄 状 。 叶 脉 显 著 , 除 少数 叶脉 在 接近 顶部 处 与 侧 边 斜 交 外 , 大 部 分 于 顶端 

聚敛 ,中 部 叶脉 每 厘米 约 20 条 , 脉 间 局 部 可 见 1、2 条 间 细 脉 。 

我 国 的 标本 大 部 分 未 保存 顶端 ， 但 从 其 它 保留 部 分 可 看 到 这 些 标 本 叶 的 形态 的 一 臻 

性 ， 因 此 斯 行 健 历 命名 的 这 一 类 型 植物 看 来 是 存在 的 ， 并 且 特 征 稳 定 ， 与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不 甚 相同 ,我 们 认为 这 一 类 型 植物 应 从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一 种 站 分 出 独立 

成 种 ,以 名 Podozamites latior (Sze) 为 宜 。 

Fw MARZ WAR. 

极 小 苏铁 杉 (新 种 ) Podozamites minutus Ye (sp. nov.) 

(图 版 XXX,， 图 3; 图 版 XXXCXI， 图 3) 

BAH 1K 0.5 毫米 宽 , 叶 小 ,螺旋 状 着 生 呈 两 列 状 排列 ， 披 针 形 ， 长 2.8 一 3.2 EDK,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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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 5 毫米 , 叶 的 最 宽 部 位 在 中 部 (1/2 处 ) 以 下 , 自 此 向 两 端 狭 缩 , 顶端 微 尖 而 钝 。 叶 脉 较 

粗 , 不 明显 , 基部 伸 出 一 条 叶脉 ， 紧 接着 便 分 又 为 2 条 , 然后 经 连续 分 又 至 最 宽 部 分 达 12 

条 左右 ;有 1 一 2 条 叶脉 在 叶 的 上 部 即 与 侧 边 相 交 , 其 它 叶 脉 均 延 伸 至 顶端 相交 ,但 不 甚 作 

IKFETK 6 
标本 虽 仅 一 块 ,保存 为 一 小 枝 的 顶部 , 但 叶 的 特征 比较 清楚 , BRIA ILM ARAB 

“ 态 与 之 相同 的 种 , 故 试 立 以 新 种 。 
与 当前 的 新 种 可 相 比 较 的 有 西伯 利 亚 的 Podozamites minor (Schenk) Heer (Heer,1876， 

110 页 ,图 版 27, 图 5a, b, 6 一 8), 二 者 甚 为 相似 ,但 后 者 时 较 大 ,为 线 状 披 针 形 , 自 中 部 向 

” 王 逐 渐 收 缩 变 细 , 顶 端 尖锐 ,与 本 种 叶 较 小 、 宽 短 ,尖端 钝 而 有 所 区 别 。 其 次 , 二 者 基部 形 
态 亦 不 甚 相 同 , 前 者 逐渐 收缩 变 细作 伸 长 状 ,后 者 基部 宽 、 作 突然 收缩 状 。 FAME Bt 

的 Podozamites agardhianus var. acuminata Kon’ no (1961, 209 页 ， 图 版 22, 图 21a; 图 版 

”24, 图 7,，7a) 与 本 种 亦 有 所 相似 , 唯 该 异型 种 的 叶 在 中 部 以 上 狭 缩 作 伸 长 状 , 顶端 甚 为 尖 

削 而 可 相 区 别 。 

产地 HAM BK. 

苏铁 杉 ( 未 定 种 1) Podozamites sp. 1 

(图 版 XXVII， 图 10; 图 版 XXIX， 图 3; 图 版 XXXIX， 图 1 一 4) 

“ 梳 宽 2.2 毫米 ,上 有 纵 纹 。 叶 大 , 宽 2 厘米 ,最 宽 处 位 于 基部 2 厘米 处 ,长 度 不 明 。 叶 
_ 脉 平行 于 叶 缘 ,很 粗 , 叶 最 宽 处 有 脉 26 条 。 上 表皮 较 厚 ,细胞 多 角形 , 胞 壁 微 弯 ,有 角质 加 
厚 ,' 有 些 细胞 表面 有 乳头 状 突起 。 下 表皮 较 薄 ,有 脉 路 和 脉 路 间 气 孔 带 之 分 , 脉 路 细胞 呈 

长 矩形 , 胞 壁 角质 化 较 强 , 脉 闻 细 胞 为 多 和 角形。 气孔 器 不 定向 ;不 规则 排列 , 副 卫 细胞 强烈 

角质 加 厚 履 盖 于 保卫 细胞 之 上 。 

上 述 标本 叶子 较 大 ,近似 于 前 面 定 为 Podozamites latior Sze 的 标本 , 但 叶子 更 宽 ,， 基 

部 收缩 较 急 速 ,叶脉 数目 较 多 ,与 前 者 不 尽 相同 。 由 于 标本 保存 不 完整 , 叶 形态 还 不 全 明 
JT, 832% Podozamites sp.o 

Fe KAKA eS 

苏铁 杉 (未 定 种 2) Podozamites sp. 2 

(图 版 XXX, 4, 4a, 4b) 

一 块 比 较 破 碎 的 标本 , 轴 宽 不 到 1 毫米 , 轴 面 具 若 干 条 细 肋 或 细 纵 纹 。 轴 上 保存 有 4 

枚 叶 ; 左 侧 一 枚 , 右 侧 三 枚 ,螺旋 状 着 生 似 为 两 列 状 排列 。 下 面 第 一 枚 叶 甚 小 , 为 圆 卵 形 ， 

仅 8 毫米 长 , 5 毫米 宽 , 其 最 宽 处 在 上 部 , 自 此 向 顶端 突然 收缩 为 圆 形 , 并 具 一 小 尖 头 , 其 

下 部 相对 收缩 缓慢 ,叶脉 为 12 条 。 第 二 枚 叶 位 于 轴 的 左 侧 ,长 卵 形 ,长 10 EK, 宽 4.5 训 

米 , 最 宽 处 仍 在 上 部 ,顶端 同 第 一 枚 叶 , 亦 具有 一 小 尖 头 , 下 部 较 第 一 枚 叶 略 为 伸 长 ; 自 最 

宽 处 向 下 逐渐 狭 缩 , 叶 脉 为 14 条 。 第 三 枚 叶 位 于 第 一 枚 叶 同 侧 之 上 , 长 20 毫米 , 7S 

米 , 较 其 下 二 枚 叶 作 突 然 长 大 状 , BAIA RINE, 基部 形态 仍 同 第 二 枚 , 但 上 部 形态 伸 

长 ,顶部 未 保存 ,叶脉 仍 为 14 条 。 第 三 枚 同 侧 以 上 的 一 枚 叶 , MRE, 但 可 看 出 其 形 

态 大 小 基本 同 第 三 枚 叶 ， 叶脉 为 15 条 。 上 述 所 有 叶 的 叶脉 均 甚 显著 突出 于 平面 , 两 侧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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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俱 作 纸 形 弯曲 ,聚敛 于 顶 , 脉 间 具 无 数 小 点 痕 。 +. 

此 标本 似 属 于 一 个 枝 的 基部 ,下 面 叶 较 小 , 上 面 的 叶 突然 长 大 , 并 非 异 常 状态 。 AK 
uy CYamaguchi) i= Att Podozamites distans (Presl) var. osawae Kon’no (1961, 207 

页 ,图 版 22, 图 1 一 3), 即 有 此 种 状态 ,其 植物 形态 与 我 们 的 标本 甚 为 相似 , 唯 后 者 叶 较 为 

宽 短 ,叶脉 较 密 而 不 同 。 

当前 标本 从 叶脉 的 分 叉 隆 起 ,叶脉 密度 , 脉 间 具 小 点 痕 以 及 叶 顶 端 具 小 尖 头 等 形态 来 

B 55 LIRA Podozamites aff. mucronatus 的 图 版 31, 图 3、4 标本 甚 相 一 致 。 我 们 曾经 

怀疑 它们 属于 同一 种 植物 ,由 于 时 的 外 形 很 不 相同 ,我 们 暂 以 不 同 的 种 分 别 描述 。 

根据 时 的 外 形 ， 这 一 标本 还 可 使 我 们 联想 到 Podozamites mucronatus 格陵兰 标本 

(Harris，1935， 图 版 16, 图 12) 以 及 瑞典 Palsj5 AY Podozamites ovalis Nathorst (1876, 

图 版 13, 图 5)， 但 它们 都 不 具 小 点 痕 , 而 且 格 陵 兰 的 种 叶脉 要 密 得 多 。 

Ph HSK, 
Prt (KEM 3) Podozamites sp. 3 

(图 版 XXIX， 图 4 一 6) 

图 版 XXIX, 图 5、6 所 示 两 块 标本 ,形态 颇 为 一 致 , 图 版 XXIX, 图 5 略 见 完整 , 叶 披 
针 形 ,长 6.8 厘米 ,以 距 基 端 1 一 2 厘米 部 分 为 最 宽 , 宽 1.2 厘米 , 自 此 处 向 下 二 侧 边 非常 组 
慢 地 作 红 形 收 聚 ,至 基 端 则 突然 聚 交 为 钝 从 , 向 上 则 叶 渐渐 狭 缩 ,顶端 尖锐 。 叶 脉 自 最 宽 
部 分 以 上 为 19 条 ,平行 , 聚 交 于 顶端 。 iit 

产地 PASR WAR. 

费 尔 干 杉 属 Genus Ferganiella Prynada 

费 尔 干 杉 ( 未 定 种 ) Ferganiella sp. 
(图 版 XIV， 图 9) 

一 个 不 完全 的 时; 大致 为 披 针 形 ,基部 尖 缩 , 最 宽 处 为 1.8 厘米 , 在 距 基部 约 15 EDK 
处 :向 上 迅速 收缩 ,顶端 未 保存 。 叶 基部 两 侧 脉 微 呈 放射 状 伸 出 后 即 直 接 交 于 叶 缘 , iad) 

的 叶脉 则 径直 向 前 伸延 ,最 后 可 能 交 于 叶 的 顶端 。 叶 最 宽 处 有 脉 25 KH, 脉 间 具 无 数 水 点 

痕 。 

根据 叶 两 侧 的 脉 自 基部 伸 出 后 直接 交 于 叶 缘 不 同 部 位 的 特点 ,我们 的 标本 应 归 人 大， 
Ferganiella 一 属 。 

上 述 标本 外 形 近 似 于 苏联 费 尔 干 上 里 阿 斯 的 Ferganiella lanceolata Brick (PamdqeHKo，， 

1960, 109 页 ,图 版 21, 图 6) 但 苏联 的 标本 叶 基 部 收缩 成 柄 状 , 叶 较 宽 , 最 宽 处 在 紧 接 呼 
“ 柄 ”处 , 自 最 宽 处 向 上 收缩 也 较 和 急速, 而且 叶 脉 作 放射 状 的 情况 也 比 我 们 的 标本 明显 :两 
者 应 为 不 同 的 种 。 由 于 我 们 的 标本 较 破 碎 , 暂 作 未 定 种 处 理 。 

产地 HAY RE. 

RMF? (AEH) Ferganiella? sp. 
(图 版 XVII, 图 5) 

叶 的 破片 , 宽 1.6 厘米 ,长度 不 明 。 叶 脉 似 为 放射 状 , 自 叶 基部 两 侧 伸 出 的 叶脉 直接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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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于 叶 的 边缘 , 叶 最 宽 处 有 脉 20 条 。 
fth HBR. 

史 威 登 堡 果 属 Genus Swedenborgia Nathorst 

42 BP RSE Swedenborgia cryptomerioides Nathorst 

(图 版 XXXII, — 4—6) 

保存 为 几 个 单独 的 果 鳞 , 均 不 甚 完 整 ;, 但 形态 一 致 ,如 图 版 XXXIII, A 4, 4a 所 示 , 果 … 

MAK 5 毫米 ,下 宽 工 毫米 ,向 上 逐渐 增 粗 为 1.5 毫米 左右 , 表面 具有 若干 纵 肋 或 细 纵 纹 。 

裂片 5 枚 , 披 针 形 ,基部 宽 1 毫米 ,长 5 毫米 ,顶端 尖锐 。 图 版 XXXII, 图 5 AER 

AW PRM REA BIE EUR. 

RiERRMNBAA), ERRAS Hee S. cryptomerioides 的 模式 标本 图 影 (Nathors, 
1876, 图 版 16, 图 6 一 12) 以 及 格陵兰 Thaumatopteris 带 的 标本 (Harris, 1935, Al 18, 

A 8, 10 一 18) 完 全 一 致 , 当 属 S. cryptomerioides 无 疑 。 

S. cryptomerioides 在 我 国 多 见于 晚 三 示 世 ， 而 我 们 这 几 块 标本 则 出 现 于 秘 归 沙 镇 溪 

香 溪 组 的 下 部 。 

产地 RAY BER.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松柏 类 植物 Conifers incertae sedis 

枞 型 枝 属 Genus Elatocladus Halle — 

枞 型 枝 (未 定 种 1) Elatocladus sp. 1 

《图 版 XXX, Al 4,5; 图 版 XOX, A 7—11; 图 版 XXXIx, #5, 6) 

一 些 针 时 的 碎片 , 宽 1 一 2.8 EK, KE A. Bik RAK 
这 些 针 叶 大 部 分 出 自 同一 产地 和 层 位 , 形态 上 没有 多 大 的 差别 。 其 中 有 部 分 尚 保存 

有 次 质 叶 膜 , 经 浸 解 处 理 , 由 于 细胞 表面 为 多 角形 物 〈 可 能 为 腊 质 ) 所 履 盖 ,仅见 脉 路 细胞 

为 纵 伸 的 长 抵 形 ,气孔 带 细胞 及 气孔 器 不 清楚 。 

PAB VAR 

枞 型 枝 (未 定 种 2) Elatocladus sp. 2 

(图 版 XXV,， 图 9) 

枝叶 化 石 ; 叶 曙 旋 状 着 生 , 似 作 两 列 状 排列 , 披 针 形 , 单 脉 , 脉 中 间 隆 起 呈 养 状 ,两 边 深 

陷 为 沟 。 标 本 保存 太 差 ,不 能 作 进一步 的 描述 和 鉴定 。 

产地 HABER. 

短 叶 杉 属 Genus Brachyphyllum Brongniart 

短 叶 杉 (未 定 种 ) Brachyphyllum sp. 

(图 版 XVI,， 图 6，6a) 

一 块 极为 破碎 的 枝叶 印痕 , 叶 鳞 片 状 , 螺 旋 排 列 , 与 枝 紧 贴 。 叶 质 厚 , 上 有 多 数 平行 的 

纵 条 纹 , 纵 条 纹 间 还 有 无 数 纵向 排列 的 小 点 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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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BIA AUR. 

裸子 植物 花 果 和 种 子 化石 Fructus et Semina 

似 果 穗 属 Genus Strobilites Lindley & Hutton 

似 果穗 (未 定 种 )( 新 种 ?) Strobilites sp. (sp. nov.?) 

(图 版 XXI, A 8, 8a, 9) 

果穗 可 能 为 圆柱 形 , 较 大 ; 宽 2 厘米 ,长 达 7 厘米 , 未 见 顶 底 。 轴 近 3 SRB, HE 

有 多 条 交错 断 续 的 纵 背 ， 鳞 片 可 能 为 螺旋 状 着 生 。 鳞 片 的 形态 保存 不 够 清楚 ， 但 在 图 路 

XXI, 图 8 右边 顶 上 可 见 一 枚 倒转 的 "种子 "腋生 。 

这 一 标本 从 外 形 上 看 与 瑞典 里 阿 斯 期 Comizer sp. (Antevs, 1919, 52, Ak 6, 图 
8,9) 相似 ， 也 可 与 日 本 的 Nagatostrobus naitoi Kon’no (1962, 图 版 5， 1 一 4; 图 版 6， 

图 4 一 9) 相 比较 ,由 于 果穗 的 详细 构造 不 十 分 清楚 ,整个 形态 不 明 , 我 们 暂 未 定 种 名 。 

产地 RAY RE. 

44532 Genus Carpolithus Wallerius 

化 石 果 (未 定数 种 ) Carpolithus spp. 

(图 版 XV,， 图 6; 图 版 XXVII， 图 7 一 10) 

形态 略 有 不 同 的 几 个 种 子 化 石 。 图 版 XXVII, 图 7, 8， 种 子 作 包 圆 形 ， 大 小 分 别 为 

1.2 厘米 X 1 厘米 及 0.5 厘米 X 0.5 BK, 图 版 27, 图 9 PAPER, 形似 现代 松 籽 ， 

长 1.1 厘米 ， 宽 0.5 BOK, AMPA ,顶端 尖锐 。 这 些 标本 与 本 文 Batocladxwr sp. 1 (101 

页 ,图 版 32, 图 4, 5; 图 版 33, 图 ?一 11) 的 标本 同 层 出 现 , 可 能 有 所 联系 。 图 版 15, 图 
6 所 示 种 子 较为 肥大 ,表面 具 若干 条 纵 背 。 

产地 RARER RE.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形态 属 
带 羊 齿 属 Genus Taeniopteris Brongniart 

带 羊 齿 (未 定 种 ) Taeniopteris sp. 

(图 版 XXXII, 79 1, 1a) 

一 个 叶 的 破片 , 宽 约 4 厘米, 轴 粗 约 为 4 毫米 宽 , 侧 脉 自 轴 垂 直 伸 出 ,在 叶 缘 处 分 又 一 

次 ; 叶 缘 每 厘米 有 脉 24 条 。 叶 膜 的 裙 皱 和 不 平整 可 能 为 叶 膜 质 较 柔 软 所 致 。 
产地 RAY AR. 

三 、 结 语 一 植物 群 的 特点 及 时 代 

(一 ) RURAL HR 

本 文 描述 的 沙 镇 溪 组 植物 化 石 采 自 湖 北 兴 山 耿 家 河 、 郑 家 河 及 黎 归 沙 镇 溪 三 处 ， 共 

19 属 25 种 ,名 单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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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AB], 
木 贼 目 . Neocalamites spp. 

7 , _Annulariopsis oa 

AKA 
BAF: Gleichenites sp. 

WERE: Thaumaropteris nipponica Oishi 

Th. remauryi (Zeiller ) Gishi et Yawasiea 

‘Dictyophyllum nathorsti Zeiller 

Clathropteris 是 大生 你 Srebrodolskaja 

分 类 位 置 不 明之 真 蕨 类 植物 : Cladophlebis ck. denticulata (Brongniart) Fontaine, Cl. cf. sya 

Zeiller 

裸子 植物 门 

TEA 
A AGRA: Pterophyllum sinense Lee. P. C. 

Pterophyllum sp. 

Anomozamites sp. 

Sinoctenis calophylla Wu et Li 

S. shazhenxiensis Li (sp. nov.) 

分 类 位 置 不 明之 苏铁 类 植物 ， Sphenozamites? drepanoides Li (sp. nov.), Drepanozamites? sp. 

RAR 
银杏 目 ; Baiera sp. ) 

松柏 纲 
苏铁 杉 目 : Podozamites sp. 1 

Psp. 2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Nathorst 

Ferganiella cf. urjanchaica Neuberg 

Ferganiella sp. (sp. nov.?) 

裸子 植物 花 果 : Strobilites sp.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形态 属 ， Teezzozzexis sp. 

疑问 的 化 石 : Problematicum 

上 列 植 物化 石 中 ，PDizczyoppyl1lzza nathorsi 是 我 国 南方 晚 三 县 世 的 和 常见 分 子 ; CLezpyozt- 

teris mongugaica 在 国外 见于 苏联 滨海 区 上 蒙古 盖 组 〈 中 Keuper)、 亚 美 尼 亚 《〈 中 Keuper) 

及 越南 鸿 基 植 物 群 ( 诺 利克 期 ) ,在 我 国 见 于 着 中 的 祥云 组 、 四 川 会 理 的 白果 湾 组 、 旺 苍 及 

彭 县 的 须 家 河 组 2; Thaumatoptris nipponica 原 是 日 本 成 羽 植物 群 〈 诺 利克 期 ) 的 分 于，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则 为 越南 鸿 基 植 物 群 的 分 子 ; Cladophlebis raciborskii 首 现 于 越南 

We, HREM TMB RL; Prerophyllum sinense 曾 见于 川北 须 家 河 组 

及 云南 一 平 浪 组 ; Sinoctenis 一 属 为 我 国 南方 晚 三 簿 世 植物 群 特有 分 子 ， 分 布 于 湘 闽 地 区 

1) 须 家 河 组 : 须 家 河 组 一 名 原 为 川北 的 地 层 名 称 , 指 川北 晚 三 码 世 含 煤 地 层 , 因 四 川 原来 的 “ 香 溪 群 ? 均 属 晚 三 登 
世 , 与 川北 须 家 河 组 大 致 相当 ， 故 不 用 “ 香 溪 群 ?” 一 名 ， 而 用 须 家 河 组 取代 之 〈k 西 南 地 区 地 层 古 生物 手册 > 
1974)。 鄂 西 的 “ 香 溪 群 ? 已 分 为 晚 三 倒 世 沙 镇 溪 组 及 早 , 中 侏 罗 世 香 溪 组 两 个 部 分 〈* 西 南 地 区 碳酸 盐 生 物 地 
层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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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安 源 组 、 贵 州 安 龙 的 二 桥 组 、 汗 中 的 祥云 组 和 四 川 彭 县 的 须 家 河 组 ;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S RMA ate, MOPAR RAR NE aN aes 

地 的 须 家 河 组 ; 至 于 Sphenozamites WMP RS ALM = BK. Danacopsis~Bernoullia 植 

物 群 ,也 曾 见 于 湖南 浏阳 的 安 源 组 及 湖北 南 漳 的 “ 香 溪 群 "。 沙 镇 溪 组 就 是 原来 的 “下 香 溪 

系 ”, 过 去 由 于 采 获 的 植物 化 石 很 少 , 没 有 发 现 晚 三 叙 世 标准 分 子 ， 而 与 “上 香 溪 系 ?或 香 溪 - 

群 上 部 (斯 行 健 , 周 志 炎 ,1962), 即 本 文 所 称 香 溪 组 的 植物 群 一 起 被 笼统 地 划 人 早 侏 罗 世 

《斯 行 健 ，1949)。 上 面 列举 的 这 些 植物 化 石 大 部 产 于 兴 山 的 沙 镇 溪 组 ， 仅 Sinoctenis sha- 

zhenxiensis Li (sp. nov.) 及 Sphenozamites? drepanoides Li (sp. nov.) 系 产 于 标准 地 点 

黎 归 沙 镇 溪 的 沙 镇 溪 组 中 。 沙 镇 梁 组 植物 群 总 的 看 系 属 ibaa _ 
和 群 的 面貌 。 

关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的 时 代 问 题 , 斯 行 健 (1956) accom 

长 层 植物 群 》 中 已 有 所 论述 ， si 下 和 

如 下 : 

植物 群 地 质 建造 ” 地 质 时 代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FR 门头沟 煤 系 及 其 相当 地 层 ( 相 当 于 大“ ”下 部 至 中 部 侏 罗 纪 ; 

同 煤 系 及 瓦 窗 堡 煤 系 ) (Liassic-Dogger) —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系 安 源 煤 系 及 其 相当 地 层 ( 相 当 于 民 吸 ， 上 三 和 登 纪 顶部 至 下 

只 一 平 浪 及 东京 煤 系 , 哪 西 的 香 溪 系 侏 罗 纪 《Rhaetic- 

确 属于 下 侏 罗 纪 ) Liassic) "SOPH 
Danaeopsis—Bernoullia 系 延长 层 ( 陕 西北 部 .甘肃 东部 ,西部 ) b= Be FRE if , 

部 的 Keuper—Rhaetic) . 

1962 年 , IATA aR OODLE WATE T EMIS, FECHA ae 
晚 白垩 世 分 为 五 个 植物 群 ， 相 关 的 如 下 : sing 

EM BRT SS HY BE 早 侏 罗 世 一 中 侏 罗 世 
(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 

网 叶 蕨 -格子 蕨 植物 群 晚 三 登 世 ( 晚 期 2) 一 早 侏 罗 世 ;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 Yih BH 

WALTER AR RE Me PI 
( Danaecopsis—Bernoullia) 

LAME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HAMAS 75 We = At Bi So) LR Bt, erat 
蒜 的 安 源 组 广东 和 湖南 南部 的 小 坪 组 ,贵州 的 二 桥 组 等 植物 群 ， 全 全 于 全 机 和 全 人 
群 上 部 及 苏 , 皖 象山 群 植物 群 等 。 

我 国 南 方 产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Ts eee ee . 
坪 组 ,云南 的 一 平 浪 组 、 祥 云 组 贵州 的 二 桥 组 , 四 川 的 须 家 河 组 , ME WA LS wee. 
川 双 县 一 品 场 及 威 远 矮 山子 植物 化 石 斯 行 健 及 李 星 学 (1952) 归 为 早 侏 罗 世 的 也 属 晚 三 又 5 
世 。 李 佩 娟 (1964) 指 出 巴 县 一 品 场 及 斤 山 子 “ 香 溪 群 ” 植物 绝 大 部 分 是 属于 须 家 河 组 的 ， 
其 时 代 可 能 和 须 家 河 组 相当 。 周 志 炎 (19657 则 定 威 远 新 场 一 连 界 场 “ 香 溪 群 ”为 晚 洗 释 
世 ， 并 将 产 植物 化 石 的 地 层 与 广元 须 家 河 组 对 比 。1972 ERG ERI FH“ Sa 
面 项 部 还 采 到 晚 三 释 世 标准 分 子 Pterophyllum ptilum 和 Baiera multipartita Vk Be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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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 Nechalantives: currerei 和 Dictyophyllum nathorsi }, TRA AS AE’ ABBE. 

巴 县 一 品 场 植物 化 石 从 组 成 看 也 反映 晚 三 屋 世 的 面貌 ,首先 发 现 于 此 处 的 种 Baiera multi- 

partita Sze et Li 经 常 出 现 于 我 国 南方 晚 三 释 世 地 层 中 。 与 这 两 个 产地 的 情况 相似 ， 川 中 

大 足 \ 广 安 ̀ 合 川 及 川西 \ 川 西南 的 编 竹 ; 彭 县 ,大 邑 \ 天 全 \ 茉 经 和 峨眉 等 地 产 Dicryophyllum- 

Clazobtejz -植物 群 的 这 套 地 层 , 应 该 与 会 理 的 白果 湾 组 和 川北 广元 \ 旺 苍 、 万 源 一 带 的 须 

家 河 组 以 及 哪 西 的 沙 镇 溪 组 大 臻 对比， 而 与 鄂 西 的 香 溪 组 不 相当 。 四 川 可 与 鄂 西 香 谋 组 

大 致 对 比 的 地 层 和 植物 群 是 川北 广元 \ 昭 化 \ 旺 苍 及 万 源 一 带 的 白田 坝 组 及 其 植物 群 。 

过 去 所 描述 的 哪 西 香 溪 植 物 群 ( 斯 行 健 ，1949) 主要 采 自 “上 香 溪 系 ”( 即 本 文 的 香 

溪 组 ), 其 组 成 与 安 源 煤 系 及 其 相当 地 层 植 物 群 不 同 ,本 文 主张 把 前 人 (斯 行 健 ,1956) 所 指 

BURA RE SHER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r 植物 群 限 定 于 晚 三 王 世 ， 而 把 香 溪 

植物 群 及 其 相当 的 植物 群 从 原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中 分 出 来 成 为 一 个 单独 

的 植物 群 ( 见 本 文 第 109 页 )。 

关于 上 面 限定 的 这 个 我 国 南方 晚 三 便 世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与 北方 蜀 

=tHAY Dana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究竟 是 先后 的 关系 ， 还 是 平行 的 关系 ， 李 佩 娟 等 
《1976) 从 对 云南 一 平 浪 植物 群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 与 陕 北 延长 植物 群 

(Dana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 组 成 分 子 异 同 的 对 比 中 , 得 出 这 两 个 植物 群 既 有 一 定 的 关 

系 , 又 有 了 明显 的 差别 的 看 法 ,同时 指出 这 种 差别 主要 表现 为 “植物 区 域 ”的 不 同 ,它们 代表 

着 我 国 南北 方 中 生 代 早 期 不 同 况 积 和 和 气候 条 件 下 大 致 平行 发 展 的 两 个 植物 群 ， bagi: 
这 一 看 法 FHM PICT TH EEF RT © 

“从 植物 的 地 理 分 布 看 : =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分 布 于 我 国 南方 江西 、 湖 

“ 南 ̀ 广 东 \ 广 西 、 福 建 、 云 南 \ 贵 州 、 四 川 , 还 有 青海 南部 \ 西 藏 昌都 地 区 、 陕 西南 部 以 及 湖北 
西部 ;而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则 分 布 于 我 国 北方 新 疆 、 甘 肃 、 青 海 东 北部 、 陕 西宁 

夏 \ 山 西 及 河南 等 ,根据 最 近 的 资料 ,湖北 西北 南 漳 “ 香 诅 煤 系 ” 下 煤 组 也 有 这 个 植物 群 的 

一 些 常见 分 子 发 现 。 虽然 Dana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的 一 些 重要 分 子 也 出 现 于 南方 的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中 ,如 Danaeopsis fecunda 在 广东 云南 、 川 中 及 贵州 晚 

SARWAN, AR Todites shensienis 在 南方 晚 三 倒 世 地 层 多 处 出 现 等 ， 并 没有 改 

ABIX OBEY = BE AE 

MEDEA KA: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EFA RRR RRA DARE 

为 主 , 还 有 莲座 蕨 科 及 马 通 蕨 科 等 。 现 代 苏 铁 分 布 于 南北 两 半球 的 热带 或 亚热带 地 区 。 双 
扇 蕨 科 繁 盛 于 中 生 代 ,现代 仅 有 双 扇 蕨 属 (Dipterx) ,分布 于 东南 亚 。 至 于 鞍 座 蕨 科 及 马 通 

蕨 科 在 现代 又 仅 分 布 于 亚热带 。 将 今 论 古 ,我 们 推测 晚 三 到 世 时 上 述 植物 繁盛 的 地 区 也 大 

致 为 暖 热 和 湿润 的 热带 (或 热带 一 亚热带 ) 气 候 。Deneceotpszs-Berzoxllia 植物 群 与 Dictyo- 

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比较 ,裸子 植物 的 苏铁 类 相对 的 要 少 些 , 蕨 类 的 双 扇 蕨 科 没 有 

出 现 , 然 而 银杏 类 植物 却 比较 多 。 银 杏 类 繁盛 于 中 生 代 侏 罗 纪 ，, 现代 仅 一 属 一 种 (Ginkgo 
biloba L.) ;分 布 于 我 国 中 部 西部 和 上 日本。 总 的 看 ，Deamacopsir-Berzoxllza 植物 群 反 映 的 气 

候 要 比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温 和 些 ,大致 为 亚热带 (或 亚热带 -温带 ) 气 候 。 

从 古 地 理 看 : 晚 三 受 世 时 我 国 南 方 地 处 古 地 中 海 之 少 或 靠近 环 太平 洋 地 槽 ， 有 海 相 

或 海陆 交替 相 和 陆 相 沉积 ,应 属 海洋 性 气候 , 而 北方 则 为 内 陆 , 当 属 大 陆 性 气候 。 这 也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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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了 上 述 两 个 植物 群 组 成 的 不 同和 在 地 理 上 的 南北 带 状 分 布 。 

再 从 这 两 个 植物 群 的 地 质 时 代 看 : 从 这 两 个 植物 群 几 个 重要 的 ,共有 分 子 的 分 布 看 ， 
Bernoullia zeilleri 及 Todites shensiensis E4345 Danacopsis—Bernoullia MMF ,也 分 布 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BS FRE EB KEAFRMAR—F RTS RA). BD 
Fo FREE. Dana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的 另 一 重要 分 了 于 Danacopsis fecunda 

则 分 布 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的 上 半 部 。 此 外 ,分 布 于 Dicztyopjpyllazz=-C1z- 

thropteris 植物 群 下 部 至 上 部 的 重要 分 子 Lepidopteris ottonia 则 见于 新 疆 的 晚 三 登 世 地 层 

及 河南 济源 的 延长 群 。 因 此 , 这 两 个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很 可 能 大 体 相同 。 再 从 动物 化 石 的 证 

据 看 ,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多 处 发 现 有 卡 尼克 - 诺 利 克 期 海 相 瓣 鳃 动物 混 

生 的 事实 (中 国 云南 贵州. 四 川 ,苏联 及 中 亚 滨海 区 ,日 本 成 羽 ， dnt) ie 

先后 来 解释 这 两 个 植物 群 的 不 同 是 不 合适 的 。 
根据 上 述 理由 , 我 们 认为 Dicztyoppyllzma-Clatjzropteriz 植物 群 与 CS 

植物 群 是 两 个 并 行 的 植物 群 ， 分 别 代表 我 国 南方 和 北方 晚 三 倒 世 时 在 地 理 上 和 气候 上 不 

相同 的 两 个 植物 群 。Diczyophiyllum-Clariropreris 植物 群 代表 我 国 南方 晚 三 受 世 时 热带 (或 
热带 至 亚热带 ) 海 洋 性 暖 热 如 润 气候 条 件 下 的 植物 群 。 Deneeotpszs-Berzoxllia 植物 群 代表 

我 国 北方 (主要 是 西北 ) 晚 三 倒 世 时 亚热带 大 陆 性 干 热气 候 条 件 下 的 植物 群 。 这 两 个 植物 

群 之 间 组 成 分 子 的 不 同 , 不 是 地 质 时 代 的 先后 引起 的 ,主要 是 同一 时 代 植 物 区 系 的 差异 s 

关于 这 两 个 植物 群 与 世界 上 相应 的 植物 群 的 对 比 问题 , 即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与 苏联 西 哈萨克 的 库 拉 沙 萨 依 组 CKypatuacalicxaa cBHTra) 和 库 拉 依 林 组 CKypalimancKaa 
cBHTa) 植物 群 ,以 及 北美 的 Virginia-Keuper 等 植物 群 的 对 比 , 还 有 Dictyophyllum-Clathrop- 

tris 植物 群 与 格陵兰 东部 、 瑞 典 及 德国 瑞 蔡 克 期 植物 群 ,越南 鸿 基 植物 群 、 日 本 成 羽 植物 
群 和 苏联 南 滨海 地 区 的 蒙古 盖 植 物 群 等 等 的 对 比 问 题 ; 前 人 已 有 多 次 讨论 (斯 行 健 ,19493 

斯 行 健 及 周志 炎 ，1962; EPA, 1964), 这 里 不 再 丈 述 。 有 一 点 要 补充 的 是 上 述 分 布 于 

现代 不 同 的 地 理 位 置 、 纬 度 和 气候 带 的 组 成 相近 的 植物 群 ,在 晚 三 玲 世 时 可 能 是 位 于 相同 

气候 带 的 。 即 我 国 北方 Danae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与 世界 上 相应 的 植物 群 ,在 上 晚 三 登 世 

时 是 处 于 同一 气候 带 的 ， 而 我 国 南方 Dietyophyltum-Clashropseris: Ne ieee ea 

植物 群 在 晚 三 倒 世 则 是 处 于 另 一 相同 气候 带 的 。 

(二 ) 香 溪 组 植物 群 

这 里 描述 的 香 溪 组 植物 化 石 有 下 列 属 种 : 

RRED I 
AWK A: Equisetites koreanicus Kon’no 

E. sp. Neocalamites cf. nathorsti Erdtman 

HRA 
4: MEW: Marattiopsis asiatica Kawasaki 

REAL: Todites princeps (Presl) Gothan 

T.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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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通 蕨 科 : PAlebopreris polypodioides Brongniart 

HE FERRE: Coniopteris cf. hymenophylloides (Brongniart) C. cf. murrayana (Brongniart) 

Brongniart C. sp. 

双 扇 蕨 科 : Thaumatopteris sp.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Ch.c'sps 1 

Cl. sp. 2 

HRLERAL RAY 
Cladophlebis cf. denticulata (Brongniart) Fontaine 

Gre spat 

Cl. sp. 2 

Cl. sp. 3 

Cl. sp. 4 

: EL.isps 5 

裸子 植物 门 

苏铁 纲 
AARRE: Pterophyllum firmifolium Ye (sp. nov.) 

Anomozamites sp.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O. mixomorphus Ye (sp. nov.) 

O. sp. 

Ptilophyllum contiguum Sze 

Pt. cf. sokalanse Doludenko 

Pt. hsingshanense Wu (sp. nov.) 

Pt. sp. 

Tyrmia nathorsti (Schenk) Ye (comb nov.) 

T. latior Ye (sp. nov.) 

Deespe 

Weltrichia sp. 

JERE: Néilssonia inouyei Yokoyama 

| N. orientalis Heer . 

N. cf. tenuinervis Seward 

N. undulata Harris 

N. sp. (n. sp.) 

分 类 位 置 不 明之 苏铁 类 植物 
2 Hsiangchiphyllum trinerve Sze 

BAA 
RAS: Ginkgoites tasi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G. sp. 

Baiera sp. 

B. spp. 

Sphenobaiera huangi (Sze)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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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kanowskia hartzi Harris 

?Cz. sp. 

Phoenicopsis angustifolia Heer 

Ph. sp. 

Stenorachis sp. 

Ixostrobus magnificus Wu (sp. nov.) 

松柏 纲 
苏铁 杉 目 :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L. & H-) 

P. aff. mucronatus Harris 

P. latior Sze 

P. minutus Ye (sp. nov.) 

P.. ap.) 1 

P. sp. 2 

P. sp. 3 

Ferganiella sp. 过 Oe 

F.? sp. 

Swedenborgia cryptomerioides Nathorst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松柏 类 植物 
, Eladocladus sp. 1 

E. sp.'2 

EB. sp.3 

Brachyphyllum sp. 

裸子 植物 花 果 和 种 子 化 石 
Strobilites sp. (sp. nov.?) 

Carpolithus spp. ,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形态 属 
Taeniopteris sp. 

上 列 植 物化 石 共 32 IR, 67 Fh CRAM), HAMA 23, RATT 
种 ,苏铁 纲 8 属 19 RAM 7 11 种 ,松柏 纲 5 属 14 种 ,其 它 3 属 3 种 。 从 数量 看 , 苏 
铁 类 和 了 蕨 类 仍 占 较 大 比重 ,这 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近似 ,但 内 容 不 同 。 苏 

铁 类 8 属 19 Rich, Prilophyllum, Tyrmia 及 Nilssonia 共 占 12 个 种 ，Oxosamiter 也 有 3 个 — 

Bi, Anomozamites 1 “SF, Pterophyllum, Weltrichia 及 Hsiangchiphyllum 各 一 个 种 。Pzzc- 

phyllum 显得 较为 突出 ,种 类 和 数量 较 多 , 但 这 个 属 在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中 却 没 有 出 现 。 Otozamites 的 种 类 及 数量 也 比 在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中 为 

多 。 相 反 的 ,在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中 较为 丰富 的 Pterophyllum 及 Anomo- 

zamites 却 极 少 出 现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 至 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中 的 一 些 

标准 属 , 如 Drepanozamites, Sinoctenis 及 Anthrophyopsis 等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也 不 见 踪 迹 。 

真 蕨 类 方面 ， Dictyobppylium-Cletpropteris 植物 群 中 的 主要 角色 双 扇 蕨 科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虽 有 发 现 ， 但 不 论 种 类 或 数量 都 很 贫乏 。 FAR,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的 主角 蚌 

FERALNY Coniopteris 则 在 香 溪 组 中 经 常见 到 , 它 是 从 未 发 现 于 我 国 南北 较 老 地 层 中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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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重要 标志 植物 。 SRAXCTADRPMPRRRRRERE LEB KTR: Riz 

类 ,得 相差 不 悬殊 ， 且 比 Dictyophyli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丰 富 得 多 4 松柏 类 方面 ，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中 的 主要 成 员 之 大 的 Brachyphyllum 已 出 现在 这 个 植物 群 

tH, Podozamites 的 种 类 及 数量 都 比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为 多 。 银杏 类 方 

Tl,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的 另 一 主角 Phoenicopsis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已 经 露面 ， 

Ginkgoites, Baiera, Sphenobaiera 及 Czekanowskia 等 等 也 先后 出 现 , 显示 出 银杏 类 植物 开 

te SIN. ANRERE EE AM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的 多 ， 特 别 是 ， 
呈 。 Neocalamites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已 较 少 出 现 。 种 子 蕨 ,特别 是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 

物 群 中 的 标准 分 子 Prilozamites 及 Lepidopteris 等 则 已 无 影 无 踪 。 

从 以 上 对 这 个 植物 群 组 成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它 在 某 些 方面 继续 保持 了 我 国 南 方 晚 三 

Bit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的 特点 ,又 显示 出 我 国 北 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Comzopze- 

____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的 若干 特点 ,并 有 自己 的 特色 。 

HAAG YAK Ae OE ie FR = BLN BDF)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及 北方 Danae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的 中 间 地 带 , 早 、 中 侏 罗 世 时 这 种 情况 没有 很 大 改 

变 ， 在 植物 组 成 上 就 具有 了 南北 两 个 不 同 气 候 条 件 的 特性 。 较 多 苏铁 类 植物 在 香 溪 组 植 

物 群 中 的 出 现 ,说 明 它 继承 了 南方 晚 三 私 世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的 某 些 特 

性 ;植物 种 类 的 不 同 , 说 明 这 两 个 植物 群 的 地 质 时 代 可 能 不 同 。 北 方 时 ,中 侏 罗 世 Coniop- 

“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主要 组 成 分 子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的 出 现 ， 说 明 它 们 的 地 质 时 代 是 
PEIN. Prilophyllum 是 这 个 植物 群 具 有 特色 的 成 分 , 而 Coniopris 则 具有 较 重 要 的 时 代 

意义 ,同时 也 是 与 我 国 北方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共有 的 角色 。 因 此 ， 我 们 主张 
OS RKA WE MIB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分 出 来 , 另 立 Pulophyllum—Coniop- 

reris 植物 群 以 代表 之 。 川 北 的 白田 坝 组 植物 群 ， 苏 皖 地 区 的 象山 群 植物 群 及 江西 的 门口 

山 组 植物 群 等 都 是 属于 这 一 个 植物 群 的 。 

关于 香 溪 组 植物 群 的 时 代 问 题 ; 斯 行 健 《〈1949) HR SRE DIALER. 

阻 ` 南 立 一 带 香 溪 煤 系 植物 化 石 72 种 后 指出 : “此 72 种 植物 ， 实 无 一 种 为 瑞 替 克之 标准 

化 石 , 而 全 属 下 侏 罗 纪 。” 这 一 意见 他 在 1956 年 再 次 强调 , 历年 来 也 为 国内 地 质 工 作者 所 

YEA. MAPA ,通过 我 们 1972 年 在 稳 归 、 兴 山地 区 的 工作 ,已 将 产 晚 三 丢 世 植物 代表 分 

子 的 沙 镇 深 组 ( 即 过 去 的 下 香 误 煤 系 ) 单 独 划分 出 来 。 从 我 们 采集 的 香 溪 组 《 即 过 去 的 上 

” 香 溪 煤 系 ) 植 物化 石 可 以 看 出 ,斯 行 健 研究 过 的 材料 可 能 主要 来 自 这 个 组 ， 其 中 却 没有 什 

委 瑞 替 克 期 标准 化 石 ,尽管 还 有 一 些 见于 晚 三 肥 世 的 分 子 混杂 于 其 中 。 

现 将 本 文 材 料及 斯 行 健 发 表 的 材料 可 以 比较 的 情况 择 要 列表 如 下 ( 见 下 页 ): 
斯 行 健 描述 的 Neocalamites carrerei, Anomozamites cf. major, Pterophyllum decurrens, 

Pt. tietzi, Taeniopteris richthofeni, T. cf. tenuinervis 有 可 能 出 自 沙 镇 溪 组 。 

本 文 新 创 的 Prilophyllum-Coniopterisk A EES Ati ARF tt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已 知 的 共有 植物 有 : Coniopteris cf. hymenophylloides, Phoenicopsis ‘angustifolia, Podo- 

zamites lanceolatus, P. latior’ = P. lanceolatus f. latior)., 

与 国外 的 植物 群 对 比 ， 和 香 溪 组 植物 群 最 相 接 近 的 植物 群 要 算 英 国 的 约克 和 郡 中 侏 罗 

世 植 物 群 , 两 者 的 组 成 大 体 相 同 ， 都 以 苏铁 类 为 主 ， 其 中 尤 以 _Pzlopjpyliumr，Nilssomzi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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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 香 溪 组 ) 

Equtsetites koreanicus 

斯 行 健 (1949， 香 溪 群 ) 

Equtsetites cf. sarrani 

Marattiopsis asiatica Marattiopsis miinsteri 

Todites princeps Sphenopteris modesta 

Laccopteris cf. polypodioides 

Clathropteris meniscioides 〈 部 分 ) 

Phlebopteris polypodioides 

Clathropteris obovata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i 

O. tangyanensis , 

Ptilophyllum contiguum Pulophyllum contiguum 

Pt. pecten 

Pterophyllum nathorsti (24>) 

Pt. portali 

Pterophyllum nathorsti (PS4>) ， 

Hsiangchiphyllum trinerve 

Tyrmia nathorsti 

Tyrmia latior sp. nov. 

?Hstangchiphyllum trinerve 

Sphenobaiera huangi Baiera huangi 

Otozamites SRAKH. RRAPRERNLA Coniopteris 一 属 ; 马 通 蕨 科 及 双 扇 蕨 科 
都 有 代表 。 不 同 的 是 我 们 的 植物 群 中 出 现 了 Phoenicopsis 属 ，Podozaomiter 属 也 比较 丰 ， 
富 ,约克 郡 植物 群 中 却 缺失 前 一 属 代 表 , 后 一 属 也 很 少见 。 相 反 的 ,在 我 国 北方 早 \ 中 侏 胺 
TERY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中 这 几 个 属 却 经 常 出 现 , 在 西伯 利 亚 区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BaxpaMeeg，1964) 情况 也 类 同 。 x; 

香 溪 组 植物 群 与 约克 郡 中 侏 罗 世 植 物 群 有 如 下 相同 的 属 种 : Neocalamites nathorsti, 
Phlebopteris polypodioides, Clathropteris obovata, Todites princeps, Coniopteris hymenophylloi- 

des, C. murrayana,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 

RAW MILGH , Coniopteris, Ptilophyllum, Phoenicopsis, Czekanowskia, Brachyphyl- 

lum 等 都 是 侏 罗 纪 的 分 子 。 带 有 较 老 色彩 的 分 子 仅 有 Equisetites koreanicus, Marattiopsis 
asiatica, Todites princeps 及 Clathropteris obovata 等 几 种 Me LAMVR=SBtReeABees 

现 , 分 布 时 限 较 长 。 

从 上 面 罗列 的 情况 看 ， 当 前 这 个 植物 群 反 映 的 是 早 \. 中 侏 罗 世 的 面 角 。 我 国 南北 早 $ 
中 侏 罗 世 的 划分 在 目前 来 说 还 是 尚 待 解决 的 问题 。 关 于 鄂 西 地 区 早 、. 中 侏 罗 世 的 划分 5 就 
我 们 目前 研究 的 情况 来 说 也 还 不 足以 解决 。 从 植物 组 成 看 , 香 溪 组 植物 群 大 致 可 分 成 上 & 
下 二 个 部 分 。 下 部 以 Equisetites, Dictyophyllum, Clathropteris, Phlebopteris, Todites, Coniop- 
teris (/), Phoenicopsis, Sphenobaiera, Ginkgoites, Baiera, Podozamites 等 为 主 ， 上 部 则 以 
Coniopteris (8%), Prilophyllum, Otozamites, Nilssonia, Tyrmia 等 为 主 。 下 部 的 一 些 主 
要 分 子 如 Equisetites, Phlebopteris, Clathropteris, Todites, Baiera, Podozamites 也 分 布 于 上 

部 地 层 中 ,然而 上 部 的 主要 分 子 却 没有 在 下 部 地 层 中 出 现 。 两 者 在 地 层 上 是 连续 关系 , 植 
物 的 组 成 大 致 有 以 上 差别 ,但 截然 把 两 者 分 开 来 还 是 有 困难 的 , 故 根据 上 述 对 这 个 植物 群 
组 成 的 分 析 和 对 比 , 暂 把 其 时 代 笼 统 的 定 为 早 \ 中 侏 罗 世 。 由 于 所 含 植物 化 石 与 沙 镇 溪 组 
明显 不 同 ,推测 此 处 晚 三 和 恤 世 顶部 及 早 侏 罗 世 底 部 地 层 可 能 缺失 。 从 沙 镇 溪 组 与 香 溪 组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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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 层 砾 岩 分 开 ,也 说 明 沉 积 间断 的 存在 。 

SEU WEEN LL Prilophyllum—Coniopteris 植物 群 与 英国 约克 群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很 相近 ( 见 本 文 109 页 );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则 与 BaxpaMeeB (1964) 划分 的 西伯 

利 亚 区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相近 ,这 两 个 植物 群 中 苏铁 植物 都 极 不 发 育 ,银杏 类 却 比 较 丰 富 。 
最 后 ,关于 Prlophyllum-Coniopteris (]4¥9#¢-5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的 关系 

问题 ;如 前 所 述 , 这 两 个 植物 群 降 有 其 相同 的 地 方 ,又 有 其 不 同 之 处 ,但 相同 是 主要 的 。 反 

上 映 植物 组 成 不 同 的 原因 ,主要 为 植物 区 系 的 不 同 。 总 之 ,我 们 认为 Pzloppylizma-Comiopxerz5 

KEES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也 是 两 个 并 行 的 植物 群 ,分 别 代表 我 国 南方 和 北 

方 旱 .中 侏 罗 世 时 不 同 地 理 环 境 下 的 两 个 不 尽 相同 的 植物 群 ,它们 所 反映 的 气候 条 件 也 与 

晚 三 县 世 时 大 致 相近 ,由 于 银杏 类 的 繁盛 ,气温 可 能 比 蜀 三 等 世 时 略 低 ,湿度 也 要 小 些 。 川 
北 中 侏 罗 世 的 千 佛 岩 组 产 Coniopteris, Ptilophyllum, Brachyphyllum 等 植物 化 石 ， 似 可 暂 

置 于 Ptilophyllum-Coniopreris 植物 群 。 但 香 溪 组 植物 群 的 许多 分 子 没 有 出 现 , 还 有 差别 。 

Ay, 采集 的 地 点 和 数量 都 还 嫌 太 少 ， 尚 需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划分 。 综 上 所 述 ， 这 里 我 们 可 

以 把 斯 行 健 划 分 中 国 中 生 代 陆 相 建造 表 中 的 蜀 三 倒 世 至 早 \. 中 侏 罗 世 部 分 〈 包 括 斯 行 健 ， 

1956; 斯 行 健 及 周志 炎 ，1962 意见 ) 作 如 下 修改 补充 : 

二 

a ea eee Se ae ee woe Se a 

a » # 地 质 、 地 理 分 布 

4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AA: 华北 门头沟 煤 系 

及 其 相当 地 层 

早 、 中 侏 罗 世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Danaeopsis—Bernoullia 

+ SE een 8 Fae 

ao a 

298. ee tt. § 
Dictyoph yllum-Clathropteris 

- 区 en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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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TRIASSIC AND LOWER AND MIDDLE JURASSIC 

PLANTS FROM THE HSIANGCHI GROUP, 

WESTERN HUBEI 

Wu Shunging, Ye Meina, Li Baoxian*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 

The Hsingchi Coal Series in Western Hubei has long been known for its Meso- 
zoic Flora by the previous works,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published 
by Sze (1949). In his memoir, Sze made a description of 72 species and 36 genera 
of fossil plants and drew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al series is early Jurassic in age.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made in re- 
cent years, it is now agreed that the ‘‘Hsiangchi Coal Series’’ is, in fact, composed 
of two biostratigraphie units: the Shazhenxi Formation (a newly named unit) below, 
and the Hsiangchi Formation (sensu stricto) above. 

* Formerly Wu Shunching, Yeh Meina; Lih Bao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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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paper, 92 species assigned to 39 genera of fossil plants collected from the 

Ziqui (Tzekwei) and the Xingshan districts etc., Western Hubei, are described syste- 

matically. Among them 9 species are new. Emendations for some species are also 

given herein. The Shazhenxi Formation yields 25 species belonging to 19 genera of 

fossil plants and the Hsiangchi Formation 67 species in 32 genera. 

According to the aspe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floras, 

_ the Shazhenxi Flora assigned to the so-called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Series’’ 

of South China should be of late Triassic in 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flora and the late Triassic ‘‘ Danaecopsis-Bernoullia Series’’ of North China is also 

briefly discussed. The Hsiangchi Flora (s. s.) should belong to the early-middle 

Jurassic in ag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awmatopteris and Clathropteris of Dip- 

- teridaceae are still observable. This flora is, as a whole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Shazhenxi Flora in its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fore it’s named as 

the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Flor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zhenxi Flora 

and the early-middle Jurassic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Flora’’ of North China has 

also been noted. 



1—2a. 

。 新 芦 木 ( 未 定数 种 ) Neocalazzztes spp. 

。 矛 异 叶 蕨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Zeiller) Oishi et Yamasita it BAS 

- EMH Prerophyllum sinense Lee. P. C. 

图 版 说 明 

(图 版 上 未 注 明 倍数 的 均 为 原 大 ,标本 均 保 存在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图 版 IV 
. 晚 三 又 世 沙 镇 溪 组 植物 ,图 版 VI 一 XXXIX 早 , 中 侏 罗 世 香 溪 组 植物 ) 

ri : 

版 | 

1. AD AR; 野外 号 : ACG-226; 登记 号 : PB6669. 2. 兴 山 耿 家 河 ; BIS: ACG-160; 登记 号 : 
PB6670. 3. 兴 山 郑 家 河 ; 野外 号 ， ACG-140; Sigs: PB6671。 ‘E 

。 拟 轮 叶 (未 定 种 ) Annulariopsis sp. woes 

1 兴 山 郑 家 河 ; 妓 外 号 : ACG-142; 登记 号 : PB6672。 ee 
- 29. UMBACKEA) Gleichenites sp. Nh aera 

PAD AR: SHS: ACG-228; 登记 号 : PB6673 一 6677。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50; 登记 号 : PB6678。 

m i 

- #RMKR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Zeiller) Oishi et Yamasita 机 

兴 山 耿 家 河 ;野外 号 : ACG-150; 登记 号 : PB6679。 
。 日 本 异 叶 蕨 Thaumatopteris nipponica Oishi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50; 登记 号 : PB6680 一 6681。 
- RIT? CREF) Drepanozamites? sp. cer, | 

PAW AR: FS: ACG-221; Bids: PB6682。 
。 疑 问 化 石 Problematicum 

牧 归 沙 镇 溪 ; 墅 外 号 : ACG-221; 登记 号 : PB6683。 

版 II 

- BARKBTLRM Clathropteris mongugaica Srebrodolskaja 

兴 山 耿 家 河 ;野外 号 : ACG-150; 登记 号 : PB6684—6685, 
。 那 托 斯 特 网 叶 蕨 Dictyophyllum nathorsti Zeiller 

兴 山 耿 家 河 ;野外 号 : ACG-162; 登记 号 : PB6686。 
。 细 齿 枝 脉 蕨 (相似 种 ) Cladophlebis cf. denticulata (Brongn.) Fontaine 

兴 山 郑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42; Bids: PB6687。 ‘ 
。 拉 契 波 斯 基 枝 脉 蕨 (相似 种 ) CladZotppriepzr cf. raciborskii Zeiller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53; 登记 号 : PB6688。 

兴 山 耿 家 河 ; BIS: ACG-162; Bids; PB6689 一 6690。 
。 异 羽 叶 (未 定 种 ) Anomozamites sp.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62; Bids: PB6691。 
- WOHCAERM) Prerophyllum sp. 

秘 归 沙 镇 溪 ; 野 外 号 : ACG-229; Bids: PB6692。 
。 美 叶 中 国 香 羽 叶 Sinoctenis calophylla Wu et Li 

兴 山 郑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40; Bids: PB6693 一 6694。 

图 mm IV 

ORR HH (Ha) Sinoctents shazhenxtensis Li (sp. nov.) 

AAC HAW WR HFS: ACG-221; Bids; PB66IS—6696, (A 1, 正 型 标本 ) 



3—4a. SHIR? HOD CGF) Sphenozamites? drepanoides Li (sp. nov.) 

WIL HAW A: Ibs: ACG-221; 登记 号 : PB6697-6698, (A 4, 正 型 标本 ) 
5 一 7a。 爱 尔 特 曼 准 苏铁 杉 果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Nathorst 

5,5a, 6.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 外 号 : pegs sin 登记 号 : PB6699-6700, 7, 7a. 兴 山 郑 家 河 ; 野外 号 : ACG-142; 

登记 号 ，PB6701。 

ese 

1 一 3。 拜 拉 (未 定 种 ) Bezera sp. 

RAW BER; FS: ACG-221; Sits: PB6702-6704。 
4. FRE CREF 1) Podozamites sp. 1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63; 登记 号 : PB6705。 
5，6。 苏 铁 杉 (未 定 种 2) Podozamites sp. 2 

+. FIAWAR;: HS: ACG-221; sabia PB6706, 6.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外 号 : ACG-162; 登记 号 : 
PB6707。 

7。 费 尔 干 杉 ( 未 定 种 ) Fergezze11a sp. 

湖北 兴 山 郑 家 河 ;野外 号 : ACG-140; 登记 号 : PB6708。 
8,9. 乌 标 海 费 尔 干 杉 ( 相 似 种 ) Ferganiella cf. urjanchaica Neuberg 

兴 山 郑 家 河 ; BS: ACG-140; 登记 号 : PB6709. 9. 兴 山 耿 家 河 ; 野外 号 : ACG-162; 登记 号 : 
PB6710. 

10, 10a. 带 羊 齿 ( 未 定 种 ) Teezzozptexzs sp. 

PMB: FS: ACG-221; 登记 号 ;: PB6711。 
11—12a. 似 果 穗 ( 未 定 种 ) Szropzlztes sp. 

BAW BR: FS: ACG-221; 登记 号 : PB6712-6713。 

52 版 VI 

1 一 3. 朝鲜 似 木 贼 Equtsetites koreanicus Kon’no 

1, 2. 秘 归 香 溪 ; 野外 号 : ACG-109; 登记 号 : PB6714-6715, 3. 牧 归 沙 镇 溪 ; ”野外 号 : ACG-232; 登 
记号 : PB6716。 

4—6. WUAICREPM) Equisetites sp. 

4. PARE; 野外 号 : ACG-117; 登记 号 : PB6717.5. HBR, HIS:ACG-118; 登记 号 : PBO718, 

6. HBR: APS: ACG-112; 登记 号 : PB6719。 f 
7, 7a。 少 时 新 芦 木 (相似 种 ) Neocalamites cf. nathorsti Erdtman 

HAW AR; FSS: ACG-237; 登记 号 : PB6720。 
8—10. BREN RCW) Coniopteris cf. murrayana (Brongn.) Brongniart 

8. PIABER;: 野外 号 : ACG-123; 登记 号 : PB6721, 9.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ACG-149; 登记 号 : PB6722, 
10. FIBA, HAS: ACG-123; 登记 号 : PB6723。 

版  VII 

1—4a. 亚洲 拟 合 囊 蕨 Marattiopsis asiatica Kawasaki 

1 一 3a. HAWAII: HIS: ACG-234; 登记 号 : PB6724-6726。4，4a。 兴 山大 峡 口 ;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727。 

5 一 7。 墨 累 锥 叶 蕨 (相似 种 ) Coniopteris cf. murrayana (Brongn.) Brongn. 

5. 牧 归 香 溪 ; 野 外 号 : ACG-123; Sid's: PB6728。6. 为 图 版 VI 图 8 X5, 7. 为 图 版 XI 图 6 X3。 

图 版 VIII 

1 一 4a. 首要 似 托 第 蕨 Todites princeps (Presl) Gothan 

工 .为 图 版 IV 图 2 X3。2:. 为 图 版 IX 图 3 X3, 3. ABR FHS: ACG-117; 登记 号 : PB6729。4,，4a。 

BAD BR; FHS: ACG-236; Bids: PB6730。 
5—6a. 似 托 第 蕨 (未 定 种 ) Todztes sp. 

RAW BER: FS: ACG-233; Sid's: PB6731-6732。 



。 水 龙骨 型 异 脉 蕨 PAlebopteris polypodioides Brongniart 

Pz 版 IX 

。 首 要 似 托 第 蕨 Todites princeps (Presl) Gothan 

1, la. HIIHR: HHS: ACG-117; 登记 号 :PB6733。2. HAMM, BS: ACG-206; Bids: PB6736, 
3. BIDAR, BIS; ACG-236; 登记 号 : PBO737, 4, 5. HIAGM, HS; ACG-112; Sigs: 
PB6734-6735, 

。 膜 蕨 型 锥 叶 蕨 (相似 种 ) Contopteris cf. hymenophylloides (Brongn.) Seward 

PYAR: HHS: ACG-128; Sic S: PB6738。 
- KERMA EF 2) Clathroptreis sp. 2 ;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739。 AR 

x | a 4 

1—4. HIISR: FHS: ACG-122;4j2=: PB6740, 6742-6744,5, 5a. 穆 归 香 溪 ; 野外 号 ; ACG-125; 登 
记号 : PB6745, 6, 7. 黎 归 香 诅 ;野外 号 : ACG-122; Bids: PB6741，6912。 MS 

- 墨 累 锥 叶 蕨 (相似 种 ) Contopteris cf. murrayana (Brongn.) Brongn. 

8. 兴 山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O746, 9. 与 图 版 VI 图 10 为 同一 标本 。 

SS -@ os 

. AIRKH TM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1. 兴 山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747, 2. PIABR; Sid's: PBO748, Yel 
- HRC KER) Thaumatopteris sp. 

PAW BR: FS: ACG-233; 登记 号 : PB6749, 
- BPRCKEF 1) Clathropteris sp. 1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750, 
。 墨 累 锥 叶 蕨 (相似 种 ) Coniopteris cf. murrayana (Brongn.) Brongn. 

5. 兴 山 回 龙 寺 ; BIS: ACG-168; 登记 号 : PB6751。6。 兴 山大 峡 口 ;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752。7. 称 归 香 溪 ; 野 外 号 : ACG-123; Bigs: PB6753。8. 为 图 版 VT 图 9 X3。 : 

9, 9a. 锥 时 蕨 (未 定 种 ) Coniopteris sp. 

PAW AR: GIS: ACG-238; Bigs: PB6754。 “a 

62 版 XII 

。 枝 脉 茧 (未定 种 3) Cladophlebis sp. 3 

1. IIR 野外 号 : ACG-122; 登记 号 : PB6755。2 .为 图 版 XIII 图 4 x3, 3. 为 图 版 XXV 图 12 X3o 
KARR EH 2) Cladophlebis sp. 2 

黎 归 香 溪 ; 野 外 号 : ACG-107; 登记 号 : PB6756, 
。 WIRKK EM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HIER: BIS: ACG-107; 登记 号 ;: PB6757-6758, 
， 枝 脉 蕨 (未 定 种 1) Cladophiebis sp. 1 

兴 山 回 龙 寺 ; 野 外 号 : ACG-168; 登记 号 : PB6759。 
- FARK RCA AP) ~Cladophlebis cf. 机 (Brongn.) Fontaine 

为 图 版 XII 图 1 X35 

四 

- 细 齿 枝 脉 蕨 (相似 种 ) Clzdoppiepir cf. denticulats (Brongn.) Fontaine 

BNAFR: HS; ACG-108; id's; PB6760。 
3. BIKAR 5) Cladophlebis sp. 5 

BVIFR: ids: PB6761-6762, 

- ERC AEH 3) Cladophlebis sp。3 

黎 归 香 课 ;登记 号 : PB6763。 

6. RKUKRCA LA 4) Clidophlebis s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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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 FHS: ACG-124; 登记 号 : PB6764-6765, 

; 版 XIV 

。 蜡 羽 叶 (未 定 种 ) Anomozamites sp. 

BAAR: FS: ACG-243; 登记 号 : PB6766。 
。 硬 叶 侧 羽 叶 ( 新 种 ) Pterophyllum firmifolium Ye (sp. nov.) 

HUSK: HIS: ACG-122; 登记 号 : PB6767-6769。( 图 3, 正 型 标本 ) 
。 香 溪 耳 羽 吁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ICH ABR: FAS: ACG-124; 登记 号 : PB6770。 
- BRAVA GH) Otozamites mixomorphus Ye (sp. nov.) 

斯 行 健 (1949) 图 版 XI 图 4 标本 的 部 分 放大 。 
: 费 尔 干 杉 (未 定 种 ) Fergeazze1La sp. 
HAP: IS: ACG-234; 登记 号 : PB6771。 

wm 8 860XV 

. 香 溪 耳 羽 叶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BVIBER: HIS: ACG-124; 登记 号 : PB6772—6773, 
。 兴 山 毛 羽 叶 (新 种 ) Pelophyllum hsingshanense Wu (sp. nov.) 

3. 黎 归 沙 镇 溪 ; HIS: ACG-236; 登记 号 : PB6774. 4,5. 兴 山 回 龙 寺 ; 野外 号 ;， ACG-168; 登记 号 : 
PB6775—6776, 

- KBRRERE) Carpolithus spp. 

PAW AR: FS: ACG-233; 登记 号 : PB6777。 

版 8=s XVI 

- MLE OH CHR) Pulophyllum hsingshanense Wu (sp. nov.) 

PAW BE: FS: ACG-236; 登记 号 : PB6778, (EMMA) 
。 香 溪 耳 羽 叶 Otozamites hstangchiensis Sze 

2, 3. PALM IAB: BIS: ACG-124;. 登记 号 : PB6779-6780, 4. HACIA: 枝 外 号 ; ACG-210; 
登记 号 : PB6781, 5. HIG: HS: ACG-124; 登记 号 : PB6782。 

- BHECREM) Brachyphyllum sp. 

秘 归 沙 镇 溪 : 野 外 号 : ACG-237; 登记 号 ，PB6783。 
- 紧 挤 毛 羽 叶 Prilophyllum contiguum Sze 

PIAS: AIS: ACG-237; 登记 号 : PB6784。 

1 一 4a. 

WwW 

版 XVII 

。 紧 挤 毛 羽 叶 Prilophyllum contiguum Sze 

1. IAB: BIS: ACG-122; 登记 号 : PB6785。2. PIB: BE: ACG-128; 登记 号 :PB6786。3- 

BABE: FHS: ACG-127; 登记 号 : PB6787。 
。 香 溪 耳 羽 叶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PIAS: FHS: ACG-124; 登记 号 : PB6788-6790, 
- BUA CKRER) Otozamites sp. 

PATE; BF Sb-S: ACG-206; 登记 号 : PB6791。 

多 版 XVIII 

紧 挤 毛 羽 叶 Prilophyllum contiguum Sze 

1. HABA: HIS: ACG-128; Bids: PBO7I2, 2. HIABK: HHS: ACG-122; Bigs: PB6793, 
3, 4. HIB: PE: ACG-128; Sjg=: PB6794-6795, 

. 费 尔 干 杉 ? (KEM) Ferganiella? sp. 
PBR: SS: ACG-107; 登记 号 : PB6796. 

图 版 XIX 

- BERL GWA) Prilophyllum cf. sokalense Doludenko 



9—10a. 

1, 2a, 3—6. RHE Ptlophyllum contiguum Sze 

~“ 

8,:8a,9 。 似 果穗 (未 定 种 )( 新 种 ? ) Strobilites sp. (sp. nov.?) 

1 一 11. 

. BRED Pulophyllum contiguum Sze 

» SUB GA) Pulophyllum ERS eed, Wu (sp. nov.) 

- FERED Nilssonia inouyei Yokoyama 

- SVH(RKEM) Pulophyllum sp. 

- XE) Ptilophyllum hsingshanense Wu (sp. nov.) 

- RRR SHH) Tyrmia lator Ye (sp. nov.) 

-? 三 脉 香 溪 叶 PMHsiangchiphyllum trinervis Sze 

- BRATECAER) Weltrichia sp. 

- RARMDMH Nilssonia orientalis Heer 

穆 归 香 溪 : 野 外 号 : ACG-128; 登记 号 : PB6797-6799, 

4. 稳 归 香 溪 ， HHS: ACG-128; Bids: 6800, 5.H)IBR: BIS: ACG-127; 登记 号 : PBs, 

6。 称 归 香 溪 ; WHS: ACG-122; 登记 号 : PB6802。7, 8. HYIBR; 野外 号 : ACC-128; = 

PB6803-6804, 

My EHH) Ptilophyllum hsingshanense Wu (sp. nov.) 

9. Xu Glee; BIS: ACG-168; Bids: PB6805。 10. HYawtre; 野外 号 : ACG-211; 登记 号 ; 

PB6806, 

图 Mm XX 

1. 为 图 版 XVII 图 1 X5。2a. 为 斯 行 健 1949, BRU AS. 。2b. 较 大 异 羽 叶 ( 相 似 种 ) Anomozamites ch. 

major Brongn。3。 称 归 香 溪 ; 野 外 号 ; ACG-128; 登记 号 : PB6807。4. 秘 归 香 溪 ; 野 外 号 : ACG-122; 登 

记号 ， PB6808。5。 兴 山 郑 家 河 ; EIS: ACG-147; 登记 号 : PB6809。6. 为 斯 行 健 1949， hg XI 2, 

部 分 X2, 

兴 山 回 龙 寺 ;野外 号 ，ACG-168; 登记 号 : PB6810。 

湖北 秘 归 沙 镇 溪 ; 野 外 号 : ACG-234; 登记 号 : PB6811, 6812, 

版  XXI 

1 一 3. 黎 归 沙 镇 溪 ; HS: ACG-236; 登记 号 : PB6813-6815。4 与 3 为 同一 标本 。 

NUD FAS: ACG-168; 登记 号 : PB6816-6817。 
特 尔 马 叶 (未 定 种 ) Tyrmia sp. 
称 归 香 溪 ; 登 记号 ;: PB6818。 

穆 归 阔 镇 溪 ; 野 外 号 : ACG-232, 登记 号 : PB6819-6820。 

B 版  XXIl 

那托 斯 特 尔 SH RE) Tyrmia nathorsti' (Schenk) Ye (comb. n.) 

1 .为 斯 行 健 1949, BRU 1. 2.X ee HS: ACG-168; 登记 号 : PB6821。3.。 兴 山 郑 家 河 ; 野外 
号 : ACG-147; 登记 号 : PB6822, 4. 秘 归 香 溪 ;野外 号 : ACG-128; 登记 号 : PB6823。5. 兴 山 郑 家 河 ; 墅 

外 号 ; ACG-147; 登记 号 ，PB6824. 6. BIAY>HUR: BIS: ACG-234; 登记 号 ; PBS. 7. Haw 
Stee ners 登记 号 : PB6826, 8. HIYABR: HIS: ACG-127; 登记 号 : PB6827, 9. AM 
行 WA2. 。10. 兴 山 郑 家 河 ; 野 外 号 : ACG-147; 登记 号 : PB6828。11. 兴 寺 ; 
号 : ACG-168; 登记 号 ，PB6829。 wad a ids) 

版  XXIII 

oh 2. 湖 北 兴 山 回 龙 寺 ;野外 号 ; ACG-168; 登记 号 :, PB6830-6831. 3. HNSBR; 野外 号 : ACG-128; | 
记号 : PB6832, 4. 兴 山 回 龙 寺 ;野外 号 : ACG-168; 登记 号 : PB6833, (图 1 一 4, GMA) 5。 斯 行 健 

1949, Bl) , 庙 县 曹 家 窗 ;登记 号 : PB6834, 6. 斯 行 健 1949, AKU, 图 4。 

BBR; HS: ACG-123; Bids: PB6835, 

BFR: HS: ACG-127; 登记 号 : PB6836。 

版 XXXIV 

BAW WR: FS: ACG-234; 登记 号 ，PB6837-6838。 



Ser See oe eS ee a ee, 

3, As 

5, 6,7b. 

7a. 

。 香 溪 耳 羽 叶 Otozamites hsiangchiensis Sze 

10, 11. 

Pl as\,22, 

10. 

F¢ LEAH Nilssonia inouyei Yokoyama 

Hsy A: FHS: ACG-234; 登记 号 : PB6839-6840, 

较 宽 特 尔 马 叶 (新 种 ) Tyrmia latior Ye (sp. noy.) 

PAB: IS: ACG-124; 登记 号 : PB6841-6843。 
香 溪 耳 羽 叶 Otiozazzztesy hsiangchiensis Sze 

PIUABE; FS: ACG-127; 登记 号 : PB6843a。 

版 XXV- 

- RADA CAAA) Nilssonia cf. tenuinervis Seward 

Nw AF: BIS: ACG-168; 登记 号 : PB6844。 
- BUM REM GAH) Nilssonia sp. (sp. nov.) 

PIAA; FS: ACG-233; 登记 号 : PB6845。 
- BRAVA Nilssonia undulata Harris 

BAH; 4S: ACG-210; 登记 号 : PB6846-6847, 
- RAB Nilssonia orientalis Heer 

兴 山 回 龙 寺 ; 野 外 号 : ACG-168; 登记 号 : PB6848-6849, 
- F¢-ERDH Nilssonia inouyei Yokoyama 

7. MBE: FS: ACG-234; 登记 号 : PB6850. 8. HABE: ators: ACG-124; 登记 号 : PB6851, 

。 枞 型 枝 ( 未 定 种 2) Elatocladus, sp. 2 

称 归 香 溪 ; 墅 外 号 : ACG-128; 登记 号 : PB6852。 
锥 叶 蕨 (未 定 种 ) Coniopteris sp. 

Hay BE: BspS: ACG-238; 登记 号 : PB6869a，6869b。 

。 枝 脉 蕨 (未 定 种 3) Cladophlebis sp. 3 

秘 归 香 溪 ; 登 记号 : PB6911。 

于 版 XXVI 

AKO WHRAGTH) Ginkgoites tasi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1. HAW; FS: ACG-206; 登记 号 : PB6853, 2.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854。 
3,4. Spat: Sh S: ACG-206; 登记 号 : PB6855-6856。5，6. 兴 山 大 峡 口 ;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 PB6857-6858。( 图 2, 3, 合 型 标本 ) 

。 狭 轴 穗 (未 定 种 ) Stenorachis sp. 

PIAA: FS: ACG-100; 登记 号 : PB6859。 

人 版 XXVII 

23,4,5. ”大 峡 口 似 银 杏 ( 新 种 ) Ginkgoites tasiakquensis Wu et Li (sp. nov.) 

la, 3. 兴 山 大 峡 口 ; BsbS: ACG-149; 登记 号 : PB6860, 6862. lb. (WA (KER) Ginkgottes sp. 

2. PIABE: IS: ACG-113; 登记 号 : PB6861, 4,5. AAI: BSS: ACG-206; 登记 号 : PB6863 
— 6864, 局 

。 拜 拉 ( 未 定 种 ) Barera sp. 

PGR AHS: ACG-113; 登记 号 : PB6865。 
.化 石 果 ( 未 定数 种 ) Carbo1ithzx spp. 
黎 归 香 溪 ;野外 号 : ACG-111, 108; 登记 号 ;: PB6866-6868，6870。 

版 :XXVII 
- BERR Sphenobaiera huangi (Sze) Hsia 

1. ABRs FHS ACG-108; 登记 号 : PB6871。2、 秘 归 沙 镇 溪 ; 野外 号 : AGRE 登记 号 ; PB6872, 
- FELCAERP) Baier: spp. 

3, 6, 7. BUBB: FH S ACG-127; 登记 号 : PB6873, 6876-6877, 4, 5. HIABR: 野外 号 : ACG- 

129, 登记 号 : PB6874-6875, 

. 似 银杏 (未 定 种 ) Gimkgoites sp. 
8. 湖北 兴 山 大 峡 口 ; BS: ACG-149; Bids: PB6878。 9. MIBK: BS: ACG-108; 登记 
号 : PB6879, 

苏铁 杉 ( 未 定 种 1) Podozamites sp. 1 



湖北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880。 

版  XXIX 

1. 了 哈 兹 茨 康 叶 Czekanowskia hartzi Harris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登记 号 : PB6881。 
2. WRECKER) Phoenicopsis sp.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Fics; PB6882, 
3。 苏铁 杉 (未定 种 1) Podozamites sp. 1 5 

兴 山 回 龙 寺 ;: 野 外 号 : ACG-167; Bid S: PB6883, Bit 

4—6. 苏铁 杉 ( 未 定 种 3) Podozamites sp. 3 : 

4, 5. BAGM: 野外 号 : ACG-108, 登记 号 ;， PB6884-6885。6. 湖北 称 归 沙 镇 溪 ; HIS: ACG-234; 
登记 号 ， PB6886, 

> 

he = XXX 

1. RBH? (KEP) 2Czekanowskia sp. 

HAMAR: FS: ACG-238; 登记 号 : PB6887。 
2. 狭 时 拟 刺 葵 Phoenicopsis angustifolia Heer 

HABER: FHS: ACG-102; Fics: PB6888。 
3. 极 小 苏铁 杉 ( 新 种 ) Podozamites minutus Ye (sp. nov.) 

WIL HAW BUR; FHS: ACG-237; 登记 号 : PB6889.〈 正 型 标本 )s 
4, 4a, 4b. 苏铁 杉 ( 未 定 种 2) Podozamites sp. 2 

秘 归 香 溪 ; 登 记号 : PB6890. 
5。 短 尖 头 苏铁 杉 ( 亲 近 种 ) Podozamites aff. mucronatus Harris 和 

HSER; HHS: ACG-119; 登记 号 : PB6891。 we 5: : 

版 XXXI 

1, 2. 长 叶 松 型 时 Pityophyllum longifolium (Nath.) Moeller ; 

1. 称 归 泄 滩 ; 野 外 号 : ACG-211; 登记 号 : PB6I2, 2. HIABR:HFIS: ACG-108; Bigs: PBs, ， 
3—4b, 6. ” 短 尖 头 苏铁 杉 ( 亲 近 种 ) Podozamites aff. mucronatus Harris 

3. 黎 归 香 溪 ; 登 记号 : PB6894.4，6. 牧 归 香 溪 ; 野外 号 : ACG-119; 登记 号 : PB6895. 
5. 披 针 苏铁 杉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L. et H.) Braun 

PIABR: HS: ACG-102; 登记 号 : PB6896。 

图 版 XXXII 

], la, 2. 较 宽 苏铁 杉 ( 新 联合 ) Podozamites latior (Sze) Ye (comb. nov.) 

1. HAW HR: FHS: ACG-233; 登记 号 : PB6897。2. 秘 归 香 溪 ;野外 号 ;， ACG-124; 登记 号 ，PB6898。 
3. BAND MGR) Podozamites minutus Ye (sp. nov.) 

为 图 版 XXX 图 3 X2, 
4，5。 枞 型 枝 (未定 种 1) Elatocladus sp. 1 

HIAGR: HB: ACG-111; id=; PB6899-6900, 

图 版 XXXII 

1, las 带 羊 齿 ( 未 定 种 ) Tacniopteris sp. 

HA OUR: IS: ACG-237; 登记 号 : PB6901。 
2, 2a, 3. 美丽 粘 胶 球 穗 ( 新 种 ) Ixzostropgrus magnificus Wu (sp. nov.) 

兴 山 大 峡 口 ;野外 号 : ACG-149; Bias: PB6902-6903。( 图 3， 正 型 标本 ) 
4 一 5a。 柳 杉 型 史 威 登 堡 果 Swendenborgia cryptomerioides Nathorst 

秘 归 沙 镇 溪 ; 野 外 号 : ACG-233; Bid: PB6904-6905。 
6—10. 枞 型 枝 (未 定 种 1) Eladocladus sp. 1 

8, 9, 11. JAGR; HS: ACG-111; Bids: PB6IV6, 6908-6909, 7, 10. IIHR: BPS: 
ACG-232; %j2#: PB6907, 6910, 



1—3. 

版 XXXIV 

硬 叶 侧 羽 叶 (新 种 ) Prerophyllum firmifolium Ye (sp. nov.) 

表示 表皮 细胞 构造 , 系 取 自 图 版 XIV 图 3 标本 的 角质 层 : 1. 示 上 表皮 ; 2. 示 下 表皮 ; 3. 系 图 2 下 表皮 气孔 。 
24,25,26,7. AKIKO WBAGH) Ginkgoites tasi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1,22—6. 

“I 

al, 22. 

表示 表皮 细胞 构造 ; 4,5, 6.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I 图 3 标本 的 角质 层 ; 4. REAR, 5. 示 下 表皮 ; 6. 示 
下 表皮 的 气孔 。7.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 图 2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下 表皮 。 

图 版 XXXV 

Ailk FEB A GHA) Ginkgottes tasi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表示 表皮 细胞 构造 ，1.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 图 5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下 表皮 ; 2. RAM XXXIV 图 4 标本 上 
表皮 气孔 ; 3, 4.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I 图 2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上 ,下 表皮 ; 5. 系 图 3 上 表皮 气孔 ; 6. 系 图 4 

下 表皮 气孔 。 
。 FEM E+ CR) Pterophyllum firmifolium Ye (sp. nov.) 

系 图 版 XXXIV 图 2 下 表皮 气孔 。 

版 XXXVI 

- RBH Czekanowskia hartzi Harris 

表示 表皮 细胞 构造 , 取 自 图 版 XXIX 图 1 标本 的 角质 层 。 图 1. 示 上 下 表皮 , 左 为 上 表皮 , 右 为 下 表皮 ; 2.4 
下 表皮 ; 3 一 2- 示 下 表皮 气孔 。 

。 黄 氏 株 拜 拉 Sphenobaieru huang: (Sze) Hsi 

系 图 版 XXXVI 图 2 下 表皮 气孔 。 

版 XXXVII 

。 黄 氏 栋 拜 拉 Sphenobaiera huangi (Sze) HSsi 

表示 表皮 细胞 构造 ，1，2. 取 自 图 版 XXVIII 图 1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上 \、 下 表皮 。3. 系 图 2 下 表皮 气孔 。 
。 哈 兹 茨 康 时 Czekanowskia hartzi Harris 

系 图 版 XXXVI 图 1 右 下 表皮 气孔 。 
. FEALCK EF) Baiera sp. 

5-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I A 6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上 表皮 细胞 构造 ; 6. 系 图 版 XXXVII 图 3 下 表皮 气孔 。 
.和 拜 拉 ( 未 定数 种 ) Baiera spp. 

7. RAAM XXVIII 图 3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下 表皮 细胞 构造 。8. 系 图 7 下 表皮 气孔 。 

图 版 XXXVIII 

Auk UAH) Ginkgoites tasiakouensis Wu et Li (sp. nov.)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I Al 标本 的 角质 层 , 表 示 上 表皮 和 下 表皮 的 细胞 构造 。 
。 拜 拉 ( 未 定 种 ) Bauzera sp. 

3， 取 自 图 版 XXVII 图 6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下 表皮 细胞 构造 ; +. 系 图 版 XXXVII 图 ; 上 表皮 气孔 。 
。 黄 氏 槐 拜 拉 Sphenobaicra huangi (Sze) HSsi 

系 图 版 XXXVII 图 2 下 表皮 气孔 。 
- 拜 拉 (未 定数 种 ) Baiera spp. 
系 取 自 图 版 XXVIII 图 3 标本 的 角质 层 , 示 上 表皮 细胞 构造 。 

图 版 XXXIX 

- DER CREF 1) Podozamites sp. 1 

取 自 图 版 XXVIII 图 10 标本 的 角质 层 ,图 1, 2 为 上 表皮 ;图 3 示 下 表皮 ;图 4 示 下 表皮 气孔 。 
。 枞 型 枝 (未 定 种 1) Eladocladus sp. 1 

取 自 图 版 XXXII 图 4 标本 角质 层 ; 图 5 为 下 表皮 ;图 6 RL, P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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