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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分 布 广泛 ,种 类 繁多 ， 既 有 厚 壳 类 型 又 有 薄 壳 类 型 ,于 不 同 相 区 中 
均 有 分 布 。 近 十 年 来 ,经 穆 西南 、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 鲜 思 远 \ 白 顺 良 等 人 研究 ,已 经 有 了 一 定 
的 基础 ， 但 仍 有 许多 问题 需要 进一步 研究 和 探讨 。1978 年 我 们 在 完成 广西 削 丹 多 富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 一 文 后 ,继续 对 广西 境内 主要 泥 盆 系 剖面 所 产 竹 节 石 进行 研究 。 本 文 共 描 述 

”了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16 个 属 和 亚 属 ( 其 中 2 个 新 属 和 新 亚 属 ),142 个 种 (包括 64 个 新 种 
和 新 亚 种 、24 个 未 定 种 和 5 个 比较 种 ), 绝 大 多 数 为 南 丹 型 下 泥 盆 统 中 、 上 部 和 中 泥 盆 统 
的 珠 胚 类 的 分 子 , 其 它 时 代 的 分 子 和 厚 壳 类 型 以 及 等 环节 石 的 分 子 ,我 们 将 另 文 描述 。 这 
些 标本 主要 产 自 广西 西部 和 中 部 的 泥 盆 系 剖面 。 其 中 产 自 广西 南 丹 罗 富 泥 盆 系 剖面 的 标 ， 
本 , 凡 已 在 4 广西 南 丹 罗 富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江 称道 成、 阮 亦 萍 ，1983b) 一 文中 描述 者 ,本文 不 
再 重新 描述 。 具 体 剖面 如 下 : 

1.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EE 一 一 剖面 代号 ,下 同 ); 
2. 崇 左 县 那 艺 剖 面 (Zn); 

“3. 那 坡 县 三 又 河 冲 面 (Sn，Ns); 
AL 德 保 县 钦 甲 多 文 剖面 《1D; 

天 5. 德 保 县 钦 甲 枯 求 剖 面 (Cu); 
6. 南宁 大 联 村 剖面 (Nd); 
7. 横 县 六 景 剖 面 (HL)。 

量 下 外 疝 有 少数 标本 产 自 其 它 剖 面 和 地 点 ;如 : 德 保 县 都 安 , 德 保 县 上 敏 , 百 色 县 巴 平 ; 
上 BARES ,永福 县 和 平 ,玉林 县 清水 雯 等 地 。 本 文 所 描述 的 竹 节 石 种 类 只 是 广西 泥 盆 纪 
季节 五 的 王 示 部 从 。 因 此 ,本文 标 题 虽 冠 以 “广西 ”二 字 ? 但 仅 表明 这 些 标本 散布 于 广西 境 
内 ,而 决 无 襄 括 之 意 。 
EBLE, JERKS EHH ES EA ARIA PR, BR EASE 

RISC ESS NU BRU STES , 1G AO ER EE A 5) RA AY 5 A BR HATS 
EME AE RES EES Shs 毛 继 良 、 邓 东兴 为 标本 照相 ;绘图 室 各 
倍 同 赤 清 绘图 件 ,在 此 二 并 向 他 们 致 以 衷心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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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齐 面 简介 

(二 让 南 由 县 罗 宫 齐 面 |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的 岩 性 描述 参见 廖 卫 华 等 〈1979,221 一 249 页 )， 鲜 思 远 等 《1980 ， 
11 一 13 页 ), 穆 道成 、 阮 亦 藻 (1983a, 308—309 页 ;1983b，35 一 37 页 ) 和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1983a，2 一 8 页 ) 的 论文 。 该 剖面 中 所 产 的 竹 节 石 及 竹 节 石 带 的 划分 亦 经 上 述 各 作者 的 

研究 ， 有 了 比较 详细 的 了 解 。 此 剖面 中 竹 节 石 分 带 的 修订 和 讨论 将 在 下 面 另行 叙述 。 本 

文 描述 的 竹 节 石 的 野外 编号 和 分 层 与 笔者 以 前 的 文章 ( 穆 道成、 阮 亦 萍 ，1983b，35 一 37 

页 ) 相 同 。 

本 剖面 产 以 下 的 竹 节 石 : | 

Nowakia (Nowakia) micra (Xian) (Lf6d)”, N. (N.) sporada sp. nov. (Lf6c), 

N. (N.) cf. acutanulata Alberti (L£45), N. (N.) albertii sp. nov. (L445), Viria- 

tellina sinensis Xian (Lf£4), V. lirata sp. nov. (Lf£4), V. minima sp. nov. (Lf4, 6a): 

V. filaris sp. nov. (Lf6a), V. crebra sp. nov. (Lf6a), V. salva sp. nov, (L#48), V 

migada sp. nov. (Lf 45), Nowakia (Sulcatonowaki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Lf 

42),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Lf14), Nowakia (Nowakia) ‘praemaureri 

sp. nov, (Lf28), Costulatostyliolina minor (Mu et Ruan) (L£30), Metastyliolina de- 

flexa(Bouéek) (L£75), Nowakia (Nowakia) minor sp. nov. (Li6d) She 

(=) 崇 左 县 堪 州 公社 那 艺 剖 面 中 

此 剖面 的 岩 性 和 化 石 已 为 白 顺 良 等 (1979a，106 一 109 页 ; 1982， 17 二 21 THE, K 

MBAR THAT PRAMS. 在 分 层 和 地 层 名 称 方面 ， SERS (1979 

a,b) 有 所 不 同 ( 见 插图 1, 2 及 表 1)。 

此 剖面 产 如 下 的 竹 节 石 : Ee 、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Zn11，12)，Normakia (Nowakia) raricosta sp. 

nov, (Zn11, 12, 13, 14), N.(N.)huananensis (Xian) (Zn12, 13), N. (V.) multicostata . 

Xian (Zn27), N. (N.) maureri Zagora (Zn27, 28), N. (N.) guangxiensis Xian (Zn. 

27), N. (N.) otomari Bouzek et Prantl (Zn37, 38,40), N. (N.) barrandei- Boutek 

et Prantl (Zn15,16, 17, 18,19), N. (N.) richteri Boutek (Zn23, 25), N. (N.) ele- 

gans (Barrande) (Zn19, 20), N. (N.) cancellata (Richter) (Zn21, 22), N. (N.) 

nayiensis sp. noy. (Zn33),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Zn18), N. (N.) albertié 

sp. nov. (Zn33), N. (N.) sp. E. (Zn34), N. chongewoensis sp. nov. (Zn19), N.(Le- 

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Zn22, 23), Viriatellina discordans sp. 

nov. (Zn15), V.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Znl1,15), V. conica SP. nov, 

1) 本 章 在 种 名 前 后 所 列 的 符号 ,如 Lf, Zn18, Bb Il, HSO-4280, Cu8 等 ,代表 标本 采集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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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15), V. cf. gracilistria (Hall) (Zn23), V. conula sp. nov. (Zn36), V. guangxi- 

ensis Mu et Ruan (Zn34, 36),V. Razanlensis (Ljaschenko) (Zn37), V. sp. A (Zn23), 

V. chongzuoensis sp. nov. (Zn 30,33), V. minuta Mu et Mu (Zn40), V. sp. C (Zn 

23), V. bouceki (Zagora) (Zn30), V. percussa sp. nov. (Zn19), Costulatostyliolina 

cf. roemeri (Boutéek) (Zn27), C. minor (Mu et Ruan) (Zn11), C. peneaui (Bou- 

zek) (Zn27), C. parapeneaui sp. nov. (Zn20), C. crassa sp. nov. (Zn24), C. ornata 

sp. nov. (Zn40),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grueti Lardeux (Zn18), M. trichina tri- 

china Mu et Ruan (Zn20, 22), M. trichina nayiensis sp. nov. (Zn 20,22), M. para- — 

trichina sp. nov, (Zn38), M. decurtata sp. nov. (Zn20, 23), M. sP- (Zn18),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Zn22, 23,37), St. glabra Lardeux (Zn23), St. paranandanensis sp. — 

nov. (Zn33), Homoctenus sp- (Zn2), 

该 剖面 还 产 有 表 2 中 所 列 的 其 它 几 个 种 。 " 

(=) 那 坡 县 坡 荷 公社 三 又 河 剖 面 at 

Bi (1980, 18—21 页 ) 描 述 了 此 剖面 的 岩 性 顺序 。 穆 道成 等 《1982，294 一 301 
页 ) 也 描述 了 这 一 剖面 ,并 对 其 生物 地 层 作 了 详细 的 讨论 。 本 文 对 穆 道成 等 《1982) 所 列 

的 竹 节 石 名 单 作 了 较 多 的 修订 。 为 便于 叙述 ,重新 描述 三 又 河 剖 面 如 下 : 
ve zi 548i A 

18. FRAPPR RAD ERRRERK Ra, 产 牙 形 刺 (Sn82—86) Palmatolepis foliacea 
Youngquist, P.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 P.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P. xylus 

Stauffer, Ancyrodella sp.: 下 部 灰 褐 色 薄 层 硅 质 岩 与 黑色 薄 层 锰 质 条 带 互 层 《Sn 80, 
81)， 产 竹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regularis Mu et Ruan, Stériatostyliolina raristriata 

sp. nov., Styliolina sp. 和 介 形 类 Bertilonella sp. 

(AKA) 
Se Le 

中 泥 盆 统 

分 水 岭 组 aa 
17. 薄 层 硅 质 岩 夹 薄 层 硅 质 泥 岩 (Sn78, 79)， 产 竹 节 石 Nowakia (N.) otomari Bouzek 

et Prantl, Costulatostyliolina sp., Nowakia (N.) globulosa Sauerland 4, © 40m 

坡 折 落 组 
16. 灰 黑色 薄 到 中 层 灰 岩 夹 薄 层 泥 质 包 右 的 疙 效 状 灰 岩 (Sn72 一 77)。 产 牙 形 刺 Poty- 

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P. costatus partitus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 

va, P. aff. ¢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Neoprioniodus sp., Icriodus sp.; {ita 

Viriatellina sp., Styliolina sp., 23.8m 

' 深 灰 到 灰 黑 色 薄 层 到 中 层 灰 岩 与 薄 层 硅 质 灰 岩 互 层 (Sn64 一 71)J。 Pepa No- 
wakia CN.) maureri Zagora, Styliolina sp.;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 

一 NA 

de, P. linguiformis cooperi Klapper, P. serotinus Telford, P. cf. trigonicus Bis- 

choff,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Belodella triangularis (Stauf- 

fer), Ozarkodina sp. 等 。 13.7m 

14. 薄 层 硅 质 灰 岩 夹 薄 层 硅 质 泥岩 及 少量 薄 层 灰 岩 (Sn63)。 产 竹 节 石 Nowakia (N.) 



A 阮 迹 萍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狂 节 石 2 

maureri Zagora, Styliolina sp。 等 ; 牙 形 刺 Hindeodella equidentata Rhodes, Belo_ 

. della sp., Ozarkodina sp., 9m 

13. 黑 到 灰 黑 色 厚 层 ( 单 层 厚 20 一 40cm) 夹 薄 层 灰 岩 , 间 夹 薄 层 硅 质 条 带 , 碳 质 成 分 
较 高 (Sn61,62 )。 产 竹 节 石 Nowakia (N.) maureri Zagora, Nowakia (N.) mul- 

ticostata Xian, Styliolina sp. 等 ;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P. lingu- 

iformis Hinde, Panderodus triatus triatus (Stauffer), Belodella sp., Hindeodella 

sp., Ozarkodina sp., 59m 

12. 灰 至 深 灰 色 中 厚 层 层 状 含 白云 质 灰 岩 ， 间 夹 灰 白色 薄 层 灰 岩 〈$n52 一 60)。 产 竹 
节 石 Nowakia (N.) richteri richteri Boutek et Prantl, N. (N.) richteri nana 

Xian, N. (N.) pseudocancellata Xian, N. (N.) aciformis sp. nov., N. (N.) isan- 

nulata sp. nov., N. (N.) karpinskii (Ljaschenko), N. (N.) sp. G, N. cf. hanusi 

(Bouéek), Gonioviriatellina hexacarinata sp. nov., Viriatellina irregularis Bouéek, 

V. minor sp. nov.; FIER]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P. inversus Klapper et 

. Johnson,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Belodella sp., Spathognathodus sp., Ozarkodina sp., 17.4m 

11. RARKAHBERSAZRAKS (Sn49—51), Pep Styliolina cf. minuta 

Boutek, Nowakia (N.) richteri nana Xian, N. (N.) pararichteri sp. nov., N. (N.) 

pseudocancellata Xian, N. (N.) cancellata (Richter), N. (N.) sp. F, Viriatellina 

poheensis sp. nov., 17.4m 

(10. RERKEPRRARR eK ERAR i (Sn45—48), PAA Nowakia 
(N.) elegans (Barrande),N.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N. (N.) sp. D, N. 

(Sulcatonowakia) napoensis sp. nov., Spinonowakia nodula sp. nov., Viriatellina 

Diekdoneinitxices armoricana Lardeux, V. rotunda sp. nov.;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Panderodus sp., ' 

Belodella SPro 2.9m 

下 泥 盆 绕 

AA | 
9. REAM EKS WKBRRAB (Sn 39-44), PTA Nowakia (N.) barran- 

dei Boutex et Prantl, N. (N.) cf. praecursor Boucek,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 

nitziana Boutck; 45 Anetoceras (A.) elegantulum Shen, Mimosphinctes bi par- 

titus Eichenberg;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 im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 

te et Mehl), Spathognathodus sp.; BYRORRIAS Guangxinoceras sp., ? Arkonoceras sp. 

f 等 5 7m 

e 8. 灰 到 灰 黑 色 薄 层 灰 岩 (Sn31 一 38)。 Pep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条 3 Nowzkia (N.) raricosta sp. nov., N. (N.) sp. C,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zek， 
r= 

V.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nitziana Boutck; 3944 Anetoceras (A. )elegantulum 

Shen;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chl), 

Trichonodella sp., 30m 

7. 灰 黑色 薄 到 中 层 状 含 碳 质 灰 岩 (Sn28—30), PPA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Nowakia (N.) raricosta sp. nov., N. (N.) bamboides sp. noves FR 



Cn 

Vw 

So .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ape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Spathognathodus sp., 

. 灰 黑 色 薄 到 中 层 状 灰 岩 夹 薄 层 泥 质 条 带 (Sa27)。 产 竹 节 石 Zeravshanella Tonglin- 

ensis (Xian), Nowakia (N.) bamboides sp. nov., Vitiatdlies sp. D;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 深 灰 色 灰 岩 , 间 夹 薄 层 泥 质 条 带 * 中 ,下 部 为 中 层 状 灰 岩 , 质 较 纯 , 向 上 部 渐变 为 薄 ， 
层 且 泥 质 增多 (Sn15—26), FRA Zeravshanellalonglinensis (Xian), Nowakia 

(N.) bamboides sp. nov., Viriatellina crebra sp. nov., V. midcancellata sp. nov., 

V. elegantula sp. nov., V. percussa sp. nov., V. sp. B, V. sp. E, Nowakia CN.) 

raricosta sp. nov. N. (N.) poheensis sp. nov。 菊 石 Anetoceras (A. ) elegantulum 

Shen; @IR98% Gyronaedyceras validum (Hall), Spyroceras sp., Sp. cf. anellus (Con- 

rad), Arkonoceras arkonense (Kiteavas), Buchanoceras sp.;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 

bonus (Philip), P.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 

fer), Spathognathodus optimus Mashkova, Belodella resima (Philip), © 

ensis (Xian); PESEAS Spinatrypa sp.; 珊瑚 Heterophrentis angusta Yu, Fi (Sn 

12,13) #£3§4 Mimosphinctes bi partitus Eichenberg; 珊瑚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Yu, Liao et Deng; FIZ Rl] 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Spashognatho- 

dus exiguus Philip, Sp. optimus Mashkova 等 。 : 

坡 脚 组 

3. 灰 黑色 至 黄色 钙 质 泥岩 ， 含 灰 岩 团 块 〈Sn11)。 产 大量 腕 足 类 Acrospirifer sp., 

A HITE % 216 Bie (1980, 201—204 页 ) 和 鲜 思 远 (1980,31 一 即 页 ) 作 了 详细 : 

Dicoelostrophia annamitica (Mansuy),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we 珊瑚 、 

Calceola sp., Microcyclus sp. 等 。 

rum (Barrande) 和 珊瑚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Yu, Liao et Deng 等 。 

et Jackson, Spathognathodus exiguus Philip 等 。 

《未 见 底 ) 

(四 ) ORL a mh 

的 介绍 ,本 文 不 再 重 述 。 在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剖 面 上 ,我 们 采 得 如 下 的 竹 节 石 : 
Nowakia (N.) huananensis Xian (112-1), N. (N.) sp. B (II2- 5), N 

Mu (II4-2/3), G. quadracarinata sp. nov, (112-3), G. sp. B (112-3), 

AVERIA: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II 2-3,2-4,2-5), P.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II4-3)。 

其 中 开 代 表 10 一 27 RAMA(S MRI. BM, 1980, 202 7,1), I 
代表 大 层 , 12 相当 于 14 层 , II4 相当 于 17 层 。 

第 26 号 

54.3m 

深 灰 色 中 到 厚 层 状 含 白云 质 灰 岩 。 上 部 (S014) 产 竹 节 石 Zeravshanella longline — 

“30. ‘Sm 

10.8m 

2. 黑 色 中 层 泥 灰 岩 , 呈 瘤 状 , 间 夹 钙 质 泥岩 (Sn9,10)。 产 鹦 璐 螺 类 Spyroceras residu- 

17.4m 
1. 灰 黑色 中 层 状 瘤 状 泥 质 灰 岩 夹 泥 灰 岩 〈Snl 一 8)。 产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dehiscens sca 

HAN.) led 
pida Mu (II2-la), N. (N.) scabrota sp, nov. (114-2), Gonionowakia portensa sp. nov, 

(112-3),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Ruan et Mu (114-2), G. cancellosa Ruan et 

后 的 数字 

16m 

3m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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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剖面 岩 性 相当 于 20 一 25 层 的 地 层 中 采 获 如 下 的 竹 节 石 : 

Cul Nowakia (N.) polannulata sp. nov.,Gonioviriatellina polycarinata sp. nov., 

G. robusta sp. nov., G.? trudalis sp. nov., G. sp.. A,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éek, 

V. caelata sp. nov., V. ginjiaensis sp. nov., V. debaoensis sp. nov., V. conulella sp. 

nov., Styliolina sp., Homoctenus? ginjiaensis sp. nov.; 

Cu3 Viriatellina conulella sp. nov.; 

Cu4 Costulatostyliolina guangxiensis sp. nov.; 

Cu5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Cu6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Ruan et Mu, G.° cancellosa Ruan et Mu, G. 

parundulata sp. nov., G. parasulcata Ruan et Mu, G. kimi (Koren et Klishevich), 

G. debaoensis sp. nov.; 

Cu9 Styliolina sp. A, St. sP- B, Goniostyliolina sp. 

SM Cu3 和 Cu9 分 析出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德 保 钦 甲 的 上 述 竹 节 石 多 为 新 种 ， 难 以 决定 其 时 代 。 根 据 共 生 的 牙 形 刺 和 竹 节 石 的 

发 育 特 征 , 112 大 致 相 当 N. praecursor 带 上 部 ; II4 大 致 相当 N. cancellata 带 ; Cul 一 

Cu9 由 于 存在 _P. verotizar， 其 层 位 大 致 在 NW， richteri HUE 值得 注意 的 是 ，C. 

kimi 在 苏联 撒 马 尔 罕 的 :下 omrora-Kyprag HHS ON. richteri ANB. Alt, 本 

文 把 Cul 一 Cu9 JAF N. richteri FH, 

(五 ) 南宁 市 南郊 大 联 村 剖面 

此 剖面 邦 江 组 顶部 六 景 眉 产 竹 节 石 Nowakia (N.) cf. praecursor Bouéek, N.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Homoctenus sp. A, H. sp. B。 郁 江 组 以 上 的 岩 性 顺 

序 已 为 鲜 思 远 (1980,28 页 ) 所 描述 。 紧 覆 于 邦 江 组 之 上 的 硅 质 岩 的 底部 产 竹 节 石 No- 
wakia(N.)barrandei Boutek et Prantl,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tek 和 菊 石 4ze- 

toceras(A.) elegantulum Shen 等 。10 层 产 Nowakia (N.) cancellata (Richter), 6 

层 和 7 泌 富 含 Nowakia (N.)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六 ) KEN HAP Ht 

1. 玉林 县 樟 木 公社 青草 塘 
| Nowakia (N.) acxaric (Richter) (HSO-4280), Gwerichina sp. (HSO-4280), 

Nowakia (N.) fimbriata sp. nov. (HSO-4284), Nowakia (N.) yulinensis sp. nov. 

(HSO-4616-a). 

2. 隆 林 县 含山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F36-76)。 

以 上 两 处 属 N. acuaria HR G. xizangensis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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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色 县 巴 平 

BbII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Z. bapingensis sp. nov., N. (N.) no- 

dusa Xian, N. (N.) retiformis sp. nov., N. (N.) huananensis Xian, N. (Sulcato- 

nowakia) boseensis sp. nov.,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BbII-5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Z. bapingensis sp. nov., N. (N.) 

huananensis Xian; 

BbII-6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BbII-7 Goniostyliolina conica Xian; 

BbII-10 Nowakia (N.) cancellata (Richter), 

其 中 BuII-5 一 7 属 N. praecursor 带 ，BuII-10 R N. cancellata to 

4. KBB EARN 

Nowakia (N.) sp. A, N. (Lepidonowakia) micrannulata subgen. et sp. nov., 

Viriatellina anomalis sp. nov., Costul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ouéek), Jefray 
- 

相当 于 ON. richteri 带 到 N. maureri Ho : 

5. BRA ERM (8058) 

Nowakia (N.) praemaureri sp. nov., N. (N.) richteri nana Xian, Gonionowa- 

kia hexagona Ruan et Mu , G. hexaprismatoides sp. nov., G. quadragona Ruan et 

Mu, BT N. richteri 带 的 下 部 到 N. praemaureri Ho 

6. 德 保 县 都 安 〈Da5-2) 

Nowakia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 

N. barrandei 带 。 

上 述 竹 市 石 的 地 层 分 布 见 表 2. 

三 、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纪 人 竹 节 石 带 的 划分 和 对 比 
经 过 近 十 年 来 的 研究 ,中国 南方 初步 建立 了 较 系 统 的 泥 盆 纪 狂 节 石 带 序列 ,这 对 于 划 

分 和 对 比 华 南 南 丹 型 帮 至 其 它 相 型 的 泥 盆 纪 地 层 起 着 重大 的 作用 。 另 一 方面 ;对 于 中 国 

南方 竹 节 石 带 序列 和 分 带 也 还 存在 一 些 不 同 的 看 法 ( 表 3)， 一 些 带 与 带 之 间 的 关系 还 不 

清楚 。 为 了 便于 叙述 ,本 文 暂 以 欧洲 的 年 代 地 层 单 位 为 序 ， 自 布拉格 阶 到 中 泥 盆 统 顶 止 ， 

分 别 讨 论 如 下 : 

1. 洛 赫 柯 夫 阶 (Lochkovian) 

目前 已 知 在 广西 南部 的 钦州 -玉林 地 区 和 云南 西部 的 丽江 \ 保 山 一 带 有 相当 于 洛 赫 柯 

夫 阶 的 地 层 。 在 云南 西部 丽江 \ 保 山 一带 , 蒋 志文 (1980,505 一 510 页 ) 兽 描述 丽江 县 吵 音 
地 区 山 江 组 中 的 竹 节 石 数 种 ,包括 Paranowakia intermedia (Barrande), Zeravshanella 

bohemica (Bouéek), Z. obuti (Bouzek)，Z，geizitziaza(Richter) 等 建立 了 Zerav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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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a bohemica 带 和 Paranowakia intermedia 带 ， 分 别 与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希 米 亚 的 洛 

赫 柯 夫 阶 中 部 及 上 部 的 两 个 同名 竹 节 石 带 对 比 ; 白 顺 良 等 (1982,71 一 72 页 ) 也 描述 了 施 旬 

县 向 阳 寺 的 Z. bohemica, 在 广西 南部 钦州 -玉林 地 区 下 泥 盆 统 底部 富 产 薄 壳 竹 节 石 ,但 

目前 尚未 见 详 细 的 化 石 描述 及 图 影 。 白 顺 良 等 (1982,30 页) 曾 提 及 在 钦州 县 那 丽 公 社 的 

大 岭 组 中 产 2Z. bohemica, 5%4 Neomonograptus 大 ercyziczy， 一 起 构成 Z. bohemi- 

ca-N. hercynicus 带 。 穆 恩 之 等 〈1983, 62 页 ) 也 报道 了 钦州 、 玉 林地 区 钦州 组 下 部 
Zeravshanella bohemica [4B Neomonograptus hercynicus 2H, WT Z.bo- 

hemica 带 。 另 一 方面 ， 目前 对 于 下 泥 盆 统 下 部 及 其 竹 节 石 群 的 研究 尚 属 初步 ,有 关 此 段 地 

层 的 确切 层 序 及 竹 节 石 群 的 性 质 和 内 容 了 解 较 少 ,它们 不 在 本 文 的 研究 范围 , 故 不 乾 述 。 

2. 布拉格 阶 (Pragian) 
本 阶 含 竹 节 石 地 层 在 华南 较 洛 赫 柯 夫 期 地 层 的 分 布 广泛 ， 且 研究 也 较为 详细 。 除 云 

南西 部 的 丽江 、\ 保 山 一 带 和 广西 南部 的 钦州 -玉林 地 区 外 ， 西 藏 南部 的 珠穆朗玛 峰 北 坡 和 

西藏 北部 的 串扰 地 区 四 川北 部 的 龙门 山 \ 广 东西 部 的 云浮 等 地 均 有 发 现 。 目前 ， 研 究 较 

详细 的 当 推 西藏 南部 肢 拉 木 县 甲村 的 凉 泉 组 , 穆 西 南 (1975) 描述 了 产 自 该 组 的 多 种 竹 节 
石 , 划 分 为 下 部 的 Nowakia acuaria 带 和 上 部 的 Guerichina xizangensis 带 , 分 别 与 欧 

洲 、\ 非 洲 北部 的 N. acuaria HA G. straz8gulata 带 对 比 。 在 云南 西部 , 蒋 志 文 (1980, 
505,509 页 ) 描 述 了 丽江 县 鸣 音 地 区 阿 冷 初 组 底部 的 :Nowakia (N.) acuaria (Richter), 

此 种 也 产 于 四 川北 部 北川 县 甘 溪 剖面 的 白 柳 坪 组 及 广西 云浮 县 “钦州 组 "中 。 在 广西 南部 
钦州 = 玉林 地 区 的 钦州 组 中 , 产 有 大 量 的 珠 坯 类 竹 节 石 。 下 文 描述 的 产 于 玉林 县 樟 木 公 社 
钦州 组 的 N. (N.) acuaria (Richter) s. str., N. (N.) yulinensis sp. nov. 和 Gue- 

richina sp., 其 中 N. (N.) acuaria 为 布拉格 阶 的 标准 化 石 ，N.，(N.) yulinensis 与 产 

于 澳大利亚 东南 部 布拉格 阶 的 N.*GCN;) maltockiensis (Chapman) (1904) 十 分 类 似 ， 

Guerichina 是 限于 布拉格 阶 顶 部 的 一 个 竹 节 石 属 。 上 述 竹 节 石 种 的 出 现 , 可 以 证 实 该 地 

区 钦州 组 至 少 包含 了 布拉格 期 晚期 的 沉积 。 穆 恩 之 等 (1983,62 页 ) 分 别 建立 了 钦州 组 中 
部 的 竹 节 五 Nowakia acuaria 带 和 Guerichina strangulata 带 。 

在 广西 象 州 型 地 层 分 布 区 的 那 高 岭 组 及 其 相当 层 位 中 常见 有 多 量 的 厚 壳 竹 节 石 类 。 

鞠 亦 荐 等 (1979)s、 鲜 思 远 等 (1980) 和 百 顺 良 等 (19827) 分 别 报道 了 广西 横 县 六 景 剖 面 那 

高 岭 组 中 部 厚 壳 竹 节 石 类 Tentaculites lucasi Lardeux, Volynites sp. 等 ,它们 与 牙 形 

Rll Eognathodus sulcatus Philip, Spathognathodus linearis postlineatus Wang et 

Wang;*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等 共生 ,其 层 位 大 致 也 可 与 布拉格 阶 对 比 。 

侠 思 远 《〈1980) 认为 华南 布拉格 阶 的 竹 节 石 可 以 划分 为 下 部 的 W. acuaria 带 和 上 

部 的 “N.”1omglizezsi5 带 。 对 于 N. acuaria 带 ， 他 未 作 详 细 的 论述 。 上 部 的 “N.” 

longlinensis #2 BREA, PRED TE “N.” longlinensis 和 “N. filiformiyo 鲜 思 远 将 该 

带 与 布拉格 阶 上 部 对 比 的 主要 根据 显然 是 认为 上 述 两 种 属于 V. ccxaria 类 群 中 稀 环 类 型 

(P 型 )(T980,44 页 )。 我 们 认为 ,Zeraz5pazel1a longlinensis 为 ARMA, Nowakia 

longlinensis Xian 和 N. filiformis Xian 应 为 它 的 同 义 名 。 它 与 NW. (N.) acuaria s. 

str. 并 无 直接 的 亲缘 关系 ( 详 见 本 文 关 于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的 描述 部 分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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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linensis 产 出 的 层 位 不 相当 于 布拉格 阶 上 部 ， 而 在 效 利 霍 夫 阶 ':(Zlichovian)，V. 
praccursor 带 中 根据 鲜 思 远 等 (1980) 的 描述 和 我 们 的 观察 结果 ,与 _Z. longlinensis 共 
生 的 化 石 中 并 未 发 现 有 布拉格 阶 的 标准 分 子 。 相 反 ,- 在 那 坡 县 三 叉 河 剖 面 、 隆 林 含山 剖 
面 和 德 保 钦 甲 剖面 上 ,许多 标准 的 效 利 霍 夫 阶 的 分 子 , :如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P. gronbergi Klapper et Johnson， 菊 石 

Anetoceras (Nandanoceras) rareplicatum, V{7i4q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 

55 .Z. longlinensis t+ (Biz, 1980), EWS Z. longlinensis 共生 的 化 石 出 现 证 明 ， 

其 层 位 当 在 N. zlichovensis 带 之 上 ,， 但 Z longlinensis 均 产 于 N. barrandei 带 之 

Fo Hit, RUTHER 2. longlinensis 产 于 兹 利 霍 夫 阶 中 部 的 N, ha bi 而 不 属 

于 布拉格 阶 的 土 部 。 

Aim ps (1979,1982) 也 提 到 了 XN， CN) acuaria 的 其 它 一 些 产地 ， 如 广西 象 放 

县 大 乐 剖面 的 同 庚 段 顶部 、 崇 左 县 那 艺 剖面 郁 江 组 (1979 年 称 N. acuaria, 1980 年 称 

N, acuaria morph. a): 钦州 小 董 和 云南 宁 菠 县 红 崖 子 。 白 顺 良 等 《1979，1982 站 没有 
提供 标本 的 详细 描述 ， 根 据 所 显示 的 图 影 来 判断 ， 象 州 大 乐 和 崇 左 那 艺 的 标本 显然 不 属 
N.-(N.) acuaria 类 型 , 宁 菠 红 崖 子 的 标本 似乎 也 不 是 :V. (NMN.) aczxaria s. str.o 关于 

N.(N.) acuaria 的 地 质 历程 ， 白 顺 良 等 〈1982，72: 页 ) 认为 可 延伸 到 兹 利 霍 夫 阶 NV. 
zlichovensis 带 下 部 。 但 是 ,在 云南 宁 菠 红 岩 子 (SJ5274-1,2)， 此 种 与 N. (N.) prae- 

cursor, N, (N.) 2lichovensis, N. (N.) lepida 共生 ,在 钦州 小 董 ( 董 2), 它 也 与 N. 

(N.) zlichovensis,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SHA, 上 述 两 剖面 的 竹 节 

石 名 单 中 ;用 种 分 别 为 不 同 的 竹 节 石 带 的 标准 分 子 ， 出 现 于 同一 化 石 号 中 ， 这 是 由 于 化 
石 鉴定 不 确切 所 造成 的 , 其 中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产 于 NV. barrandei 带 下 部 ( 详 

WAX’ Sp. orientalis 的 描述 部 分 .NI CN.) zlichovensis 3239\N.(N:) barrandeic 

所 称 的 N. CN.) acxaria， 壳 体 较 小 ， 纵 肋 不 多 , 未 见 端 刺 。 对 它们 的 鉴定 是 有 疑 冯 的 ， 

因为 ,华南 和 国外 一 样 ， 也 没有 找到 N. (N.) acuaria, 上 延 到 兹 利 霍 夫 阶 的 证 据 。 根据 

Chlupaé,(1982) 的 研究 , 在 波 希 米 亚 布拉格 阶 的 层 型 剖面 上 ， 布 拉 格 阶 也 包括 两 不 全 球 
VERS AIG RI. Eognathodus sulcatus sulcatus 带 和 E. sulcatus kindlei 带 。 Pol yg- 

nathus dehiscens 带 的 底 紧 接 布 拉 格 阶 上 界 以 下 (4 3.8m), fwTA AYN. acuaria 带 ， 

ides ail Guerichina strangulata 亚 带 。 根 据 这 一 定义 ， 白 顺 良 等 (1979, eee) 

思 远 等 (1980) 将 布拉格 阶 之 顶 界 对 比 到 "“ 帮 江 阶 ” 中 部 似乎 偏 高 。 

Ra 记 卫 华 等 (1978) 曾 报道 在 云南 广 南 县 坡 松 冲 的 坡 脚 组 上 部 发 现 WN. CN. ) acu- 
aria, — Bete S th SARI (Eh Se A DAY AS Hp HOt LEAVES 经 对 该 标本 

观察 ,发 现 它 不 是 N. CN.) scxwaric， 而 是 保存 很 差 的 厚 壳 竹 节 石 。 : 

3. 224) HRM (Zlichovian) 

本 阶 竹 节 石 带 在 欧洲 包括 4 个 竹 节 石 带 ( 自 下 而 上 六 N. zlichovensis ##\N. prae- 

cursor ‘tz, N. barrandei 带 和 N. elegans 带 。 其 中 LMA CN. barrandei 带 

ALN. elegans 带 ) 的 标准 分 子 易于 识别 ， 在 世界 范围 内 的 对 比 已 取得 基本 一 致 的 认识 s 
至 于 下 部 的 N. zlichovensis 带 和 -NT75c287707 带 1 尚 存 在 三 些 问 题 有 待 解 商 其 一 3; 



阮 亦 萍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23 

在 欧洲 和 非洲 北部 的 兹 利 霍 夫 阶 底 界 至 N. slichovensis 带 底 界 之 间 至 少 有 数 米 至 十 余 

米 厚 不 含 塔 节 石 类 标准 分 子 的 地 层 间 隔 (Alberti, 1981e, $123); Hi, HSK TE AAs N 

(N.) praecursor 的 始 部 也 无 环 , 它 与 NI (N.) zlichovensis 的 某 些 标示 不 易 区 分 (AL 

berti, 1982c,，S.455)。 因 此 ,Alberti (1981, S. 23) {ila No CN.) praeccursor He VE 

% N. ‘zlichovensis. 带 的 一 个 亚 带 ， 但 Chlupaé (1982) ERK N. een le ial 

个 独立 的 带 。 从 

a 许多 必 者 已 多 次 论述 了 了 我国 南方 Ni alichovensis 带 及 其 相当 的 从 节 石 带 的 存在 和 
对 比 关 系 。 称道 成 (1978) 首 先 提出 我 国 南方 在 捕 汀 组 及 其 相当 层 位 中 存在 N. zlichoo- 

ensis tz, PS RWHA SH eth HAE a FE (1979), BES (1979) 文 。 

白 顺 良 等 也 认为 我 国 南方 存在 N zlichovensis # (Lib ir tT “MLA EEA 

RS, 19823403 和 ;72” 页 )。 阮 亦 薄 、 穆 道成 (19797 认为 以 往 鉴 定 为 WR.、 ziachovez5 的 

”标本 ! 渡 非 属于 此 种 ,并 发 现在 N: praccursor 带 之 平 的 地 层 中 有 N.(N.) subtilisMu 
et Ruan 等 多 外 新 种 ,从 而 建立 N. subtilis 带 , 而 与 欧洲 的 N 2lichovensis 带 可 作 近 

WHITE (SB WL CIS HES, 1979; 玉成 源 等 , 1979;j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1983a; 阮 亦 萍 、 穆 道 

Be, 1983b), 鲜 思 远 等 (1980) 显然 考虑 到 ,原先 在 南 凡 县 罗 富 剖面 的 标示 并 非 六 :zz2- 

opez5 而 是 Nv HE ‘Xian, 1980, 从 而 建立 :NosgremditDzro #7, 并 与 欧 

PNA N. zlichovensis 带 对 比 。 

WE RIM RABY ON. elichovensis aeRO RE RMN TICS 

RRA, AOA N. (N.) zlichovensis 的 产地 在 我 国 南方 确 有 分 布 , 但 不 多 见 。 
EY BAS. Pew EW N. (N.) zlichovensis 标本 ;与 不 体 众 多 的 NGN.) prac: 
CUT5O7TTNS (N.) huananensis (Xian), N.? praesulcata Alberti 及 菊 石 Anetoceras 

(Nandanoceras): multicostatum Ruan Fil Teicherticeras nandanense Shen 等 共生 。 这 

STEED N. praccursor #ASF RCE Alberti; 198le, S. 25), N. 2lic- 

hovensis 的 称 未 地 见于 软 州 县 小 董 地 区 ,但 该 地 的 她 层 顺序 予 解 不 详 。 此 外 ,云南 西部 及 

甘肃 迭 部 县 可 能 也 产 N. (N.) zl1icpovez9iy， 但 竹 节 石 标本 尚未 详细 鉴定 。 云南 广 南 县 
 BEBWAH, REA N. (N.) elichovensis 的 实 为 W， (N.) praccursor (BBG 

a 

= Sg ss 

Be, 1982530) T)o No (N.) subtilis Mu et Ruan 在 南 丹 罗 富 剖 面 的 塘 丁 组 下 部 个 ( 体 

十分 多 位 于 ON. praecursor 带 之 下 ,作为 No subtilis 带 的 标准 分 子 ( 参 见 阮 亦 萍 、 称 道 

成 ， 1983,9 页 )。 此 种 在 钦州 -玉林 地 区 及 证 西 也 有 发 现 ; SN. CN.) subtilis 共生 的 

其 它 种 标准 分 子 有 N, (N.) conula Mu et Ruan, N. (N.) parazlichovensis Mu et 

Ruan, N. (N.) parasubtilis Mu et Ruan, Nw (N.) acuminata Mu et Ruan ee 其 中 

N.(N.) parazlichovensis 的 模式 标本 原先 兽 定 为 NW;， cf. zlichovensis (EGR. Boa 

成 ,1974) 或 2V. zlichovensis ( 穆 道成 ，1977,1978)，[ 而 被 鲜 轧 远 等 (1980,72 页 ) IA 

FN. granditubera, Xian。 白 顺 良 等 (1982) ARAB TIBN Nowakia acuaria (图 版 

XI, 5—10), 近似 N. (N.) conula Mu et Ruan, (Ra) REPEF ON. subtilis HFo | 
ON. (N.) subtilis 及 N. (N.) parazlichovensis 位 于 N. praecursor tH2F,A 5 

形 、 肋 饰 及 纵 肪 数 非常 近似 于 N. (N.) clichovensis, 因此 ; NV subtilis 带 显然 可 以 
与 欧洲 的 N. zlichovensis 带 对 比 。 我 们 采用 N. subtilis HH, MARA N. zlich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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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is H2R,ERF N. (N.) subtilis BIEATEAM, DHR Z, mi N. iit alich- 

ozyez518 较 少 见 , 且 已 知 产地 的 确切 层 位 对 比 尚 不 够 清楚 。 

笔者 认为 ,，N. subtilis 带 在 南 丹 罗 富 剖面 中 ， 位 于 益 兰 组 和 擅 丁 组 下 部 关于 益 兰 

组 的 时 代 和 对 比 目 前 仍 存在 不 同 看 法 8。 益 兰 组 含有 大 量 的 珠 胚 节 石 类 标本 ,多 数 为 ; Wo- 

wakia, Viriatellina 属 和 ;39triatost1y1zo1izzdae 科 的 分 子 ， 保 存 较 差 ws PICHIA Vi- 

riatellina sinensis Xian, V. lirata sp. nov., V. minima sp. nov., 对 于 确定 ,该 组 -的 

时 代目 前 尚 无 明显 的 价值 ， 众 其 中 所 含 的 Nowekia 的 分 子 来 看 , 除 N. (N.)ock. 5zpr- 

lis 外 ， 其 它 的 一 些 标本 不 能 确切 定 种 "但 根据 它们 具 强 壮 且 尖锐 的 横 环 来 看 ,具有 了 明显 

的 效 利 霍 夫 期 竹 节 石 类 的 面貌 。 对 此 ,我 们 倾向 于 将 益 兰 组 的 竹 节 石 也 作为 Sapbzi0i5 

带 的 一 部 分 。Alberti 于 1980 年 参观 南 丹 罗 富 剖 面 时 ， 在 塘 丁 组 底部 (相当 元 和 6) 采 得 一 

些 风化 强烈 的 竹 节 石 标本 ， 其 中 一 些 表面 似 有 微 环 ;他 认为 可 能 为 "Cuericpiza 2 sp. 或 
Sogdina > aff. infundibulum (Richter), RII XM 了 上 述 标本 ,认为 土 述 标本 的 表面 

起 伏 可 能 系 风化 所 致 ,而 同 层 位 中 产 N. CN.) micra (Xian), 应 属 效 利 霍 夫 期 沉积 5 

迄今 为 止 , 华 南 还 没有 发 现 一 条 既 含 布拉格 期 标准 竹 节 石 种 类 [如 NCW.) aeuaria, 
Caericzizaji， 又 含 兹 利 霍 夫 早期 标准 竹 节 石 分 子 [如 FN. CN.) subtilis; NCNM.) 2li- 

chovensis, NGCOVi)5zperozlicpovez5i5] 的 连续 的 海 相 地 层 剖 面 s :在 钦州 -玉林 地 区 ,由 于 

断裂 和 福 皱 以 及 大 面积 新 地 层 的 覆盖 ,难以 找到 一 个 理想 的 剖面 , 而 在 广西 的 其 它 地 区 以 

及 汗 东 南 , 郁 江 组 (或 坡 脚 组 ) 的 下 部 及 其 下 的 部 分 层 眉 * 均 发 育 不 含 竹 节 石 类 的 滨海 碎 属 

岩 类 。 由 于 上 述 情况 /我 们 还 不 了 解 布拉格 阶 \ 效 利 霍 夫 阶 的 界线 ， 以 及 Ny subtilis 带 

(RN. zlichovensis 带 ) 的 界线 应 对 比 到 那 一 个 层 段 内 ,但 是 ,根据 南 丹 罗 富 剖面 益 兰 组 
:和 横 县 闪 景 剖面 郁 江 组 下 部 层 眉 中 发 现 的 竹 节 石 的 面貌 来 看 ; 似 应 归于 N. subtilis tr. 

fee Foc (1980) BI f Nowekia granditubera 带 , 与 欧洲 的 Ne zlichovensis, AX 

the 认为 此 带 在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的 位 置 相当 于 穆 道成 Cl978) 的 N. zlichovensis HH 

层 位 。 但 是 , 鲜 思 远 V. granditubera Xian 的 正 模 、 副 模 标 本 产 于 大 新 县 槛 圩 剖面 5 显 
然 是 N. (N.) barrandei Bougek et Prantl 的 同 义 名 (参见 本 文 关 于 NAN.) barrandei 

的 描述 部 分 ); 而 产 于 罗 富 的 标本 已 属 NW.(V.) parazlichovensis Mu et Ruan, 性 覃 二 
的 标本 显然 不 是 同 种 的 “根据 鲜 思 远 ,@1980) 的 研究 “Noxwafiovgroxndirzberasy 在 那 坡 时 
县 三 又 河 与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菊 石 Anetoceras. 等 共生 ， SERIE th q 

为 兹 利 堆 夫 阶 上 部 N. barrande Afi | dq | 

» ABR SS (198254,41,72 页 ) 认 为 ;华南 Nizlichovensis 带 的 位 置 在 “ 1 

EB. (AE, EMME BE) NN. zlichovensis 产 于 “ 郁 江 阶 ? 的 证 据 是 林 敏 基 、 曹 致 申 在 

汗 东 南 、 邱 北 等 地 的 观察 结果 。 除 此 之 处 ; 白 顺 良 等 (1982371 页 ) 所 列 的 广西 钦州 小 董 、 
wT ALF (SF 5274-1,2) 的 化 石和 名 单 中 yV. zlichovensis 5 SN. praecursor, 

N. acuaria, Ni acuaria morph, '\N. orientalis” 等 化 石 共 上 生 。 就 图 示 来 看 六 小 董 的 标 

本 似 应 为 , VCN.) barrandeio BLS BRR, VILE MEERA 时 
王 述 竹 节 石 属 郁 江 阶 上 部”", 因 为 同一 号 中 ,混杂 了 不 同 的 竹 节 石 带 的 标准 分 子 5 同 时 8 全 时 

LARPS ABIL 9 Fe SCC ER Gy 1982, 4 页 ) 来 确定 土 述 产地 的 层 位 是 否 为 “ 郁 江 阶 ” 
1) #8 G. Alberti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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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 。 ERABMAAM, AIRS (1982) 并 未 在 郁 江 组 "中 找到 N. (CN.) zlicphoze- 

consis, TAME” 崇 左 组 -底部 找到 N. zlichovensis 与 N. praecursor 共生 。 其 中 ， 称 为 

N. zlichovensis 的 标本 似 应 妆 人 N. (N.) mana Mu et Ruan, APF ON. subtilis 

- 带 , 也 可 延伸 至 N. praecursor #7 FX, 

4: 相当 于 N. praecursor 带 的 含 竹 节 石 地 层 较 广 , 广 西 全 境 \ 滇 东南、 汗 西 等 几乎 南 丹 

型 下 泥 盆 统 分 布 区 都 有 分 布 (参见 穆 道成 , 1978; 阮 亦 萍 等 ,1979; ERIS, 1979; 鲜 思 

WE, 1980;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 1983;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1983a) 以 往 认 为 这 一 带 竹 节 石 类 型 
单调 (Bouzek，1964; Lardeux, 1969;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1983) , 我 们 认为 NW. praecursor 

. 带 的 竹 节 石 群 种 类 多 样 ,与 其 上 下 相 邻 的 带 比 较 ; 有 其 特殊 面貌 。 发 育 于 N. praecursor 

带 的 种 类 ,通常 具有 狭长 的 壳 体 , 较 缓 或 较 低 窄 的 稀 朴 横 环 及 少数 较 强 的 纵 肋 。 主 要 有 如 
下 几 种 类 型 : (1) N. CN.) praecursor 种 组 ; (2) Zeravshanella 属 ; (3) N.CN.) 

huananensis 种 组 ; (4) N. (N.) bamboides 种 组 ; (5) N. (N-) zlichovensis-N.(N.) 

barrandei FP 44; (6) Gonionowakiidae #}; (7). Striatostyliolinidae FL. N.(N.) 

proecursor 种 组 的 横 环 较 低 缓 , 始 部 通常 无 环 。 最 重要 的 是 W. (N.) praecursor, EF 

于 塘 可 组 中 部 、 郁 江 组 上 部 ̀ 达 莲塘 组 下 部 及 其 相当 的 地 层 中 。N. (N.) porabraecxrsor 

Alberti， 亦 曾 见 于 崇 左 那 艺 剖 面 的 达 莲 塘 组 N. praecursor HH, Ab, Zeravshanella 

BN. preecursor 带 的 出 现 十 分 引 人 人 注目, 此 属 具 长 卵 形 的 初 房 和 长 管状 端 刺 , 它 的 模 
SRA Z. bohemica BAW Z. geinitziana,Z. obuti RBBWAIAT Paranowakia 属 , 均 为 

| FRE FBS MAY tr EH Paranowakia BR Zeravshanella 属 的 上 限 不 超过 布 
拉 格 阶 的 下 部 ,而 Zeravshanellalonglinensis( Xian) Re WMH Biz (1980)RKA Nowakia 

- longlinensis, 并 作为 :IN longlinensis WE WILLA. BELL, M Z. longlinensis 及 

Z. bapingensis 的 壳 形 、 初 房 、 横 环 和 纵 肋 等 各 种 标志 来 看 显然 与 Zeravshanella boh- 

emica 十 分 接近 ， 既 不 同 于 Paranowakia 属 ， 又 明显 有 别 于 NomwcoAia 属 , 可 视 为 早 泥 

盆 世 上 长 卵 形 初 房 及 长 管状 端 刺 的 最 晚期 分 地。2Z. longlinensis 及 Z. bapingensis 大 

量 产 于 广西 西部 达 莲塘 组 下 部 含 碳 质 和 岩 届 的 泥 晶 灰 岩 中 ， 与 Gonionowakiidae AK 
N. (N.) huananensis 种 组 的 分 子 共 生 ,， 显示 其 生态 环境 与 常常 几 存 于 泥 才 和 泥 灰 岩 中 

AYN. (CN.) praecursor 种 组 有 所 不 同 , 如 前 所 述 ，QZ. longlinensis 及 2 bapingensis 

产 此 的 层 位 应 在 N. praccursor 带 。 但 是 ， 在 广西 西部 达 莲 雯 组 底部 的 竹 节 石 保存 很 
| 姜 ; 坡 脚 组 内 还 没有 找到 塔 节 石 类 分 子 , 目 前 ;还 不 能 确定 Z. longlinensis (Ie Z. bapi- 
ngensis) 分 布 的 下 限 。 因 此 ,我 们 认为 , NW. longlinensis HRIAMS TN. praecursor 

= 带 , 有 目前 仍 采 用 .Nbraecxrsor 带 名 为 宜 。N:，(CV.) huananensis 种 组 以 横 环 稀 臣 、 罕 

而 低 和 纵 肋 少 而 强 为 特点 ,在 灰 岩 相 带 的 N. proecursor 带 内 大 量 产 出 ， 如 N. WW.) 

huananensis (Xian), N. (N.) retiformis sp. nov VCN.) -nmodusa Xian, N. (N.) 

_ raricosta sp. nov. 等 。N. (N.) bamboides PARA RE, A+ 7A). AWA er 

在 N. praecursor 带 中 ， 如 N. (N.) bamboides sp, nov., N. (N.) micra Xian, N. 

(N.) minor sp. nov. 等 ， 有 些 种 的 时 限 延 续 可 能 稍 长 。 N， (CN;: ) barrande: 种 组 的 横 

环 较 粗 强 , 壳 体 粗大 ,中 部 及 底部 多 呈 柱 状 , 纵 肋 较 多 ,如 从 N. subtilis tH LEB Ue FP 

部 的 W. (N.) mana Mu et Ruan 等 。Gonionowakiidae 科 以 壳 体 呈 多 角 锥 ( 柱 ) 状 、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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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小 呈 长 卵 形 、 具 端 刺 及 少 而 十 分 粗 强 的 纵 肋 为 特征 。 此 带 的 分 子 , 如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G. cancellosa Ruan et Mu, G. debaoensis, 也 分 布 于 富 葵 

岩 导 和 碳 质 的 泥 晶 灰 岩 的 W.， proecursor 带 内 。 白 顺 良 等 (1979, 1982) 描 述 象 州 县 大 乐 

的 Nowakia praecursor 标本 ， 其 鉴定 及 时 代 归 属 值得 商 枫 。 它们 可 能 不 是 塔 节 石 类 而 
是 厚 壳 竹 节 石 类 ,”“ 咏 呵 亚 段 ? 已 属 牙 形 刺 Polygzatpaur inversus #,ARWS N. praecur- 

sor tz Xbb 

我 国 南方 的 N. praecursor 带 与 欧洲 、 非洲 北部 的 同名 竹 节 石 带 对 比 的 证 握 , AW 

有 N. (N.) praecursor 的 出 现 , 还 有 Viriatellina? fuchsi (Kutscher) [= V. gemu- 

endina (Runzheimer)]0。 在 崇 堪 县 那 艺 , 那 坡 县 三 又 河 的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均 有 产 出 。 近 来 
在 南 丹 县 罗 宣 塘 丁 组 中 部 发 现 Nowakia? kabylica Alberti, 1980”, V.2 fuchsi Fa N. 

kabylica, 它们 均 为 欧洲 、 非 济 北 部 N. praecursor Se 三 于 和 ee 1981d, 

S. 211; 1981e,°S. 25, 26). MATA ges 

N. barrandei HERAMAWD ABAD, CRERB TOT N. ov) 6 barran- 
dei Bougek et Prantl 更 为 常见 ， 且 特征 较 易 识别 。 自 NW. (N.) barrandei FR, Aidt 

N CN.) elegans 和 N. (N.) cancellata 到 N. (N.) richteri 构成 了 一 个 明显 的 站 

化 系 刻 (参见 称道 成、 阮 亦 萍 ，1983a，41 页 )。 这 一 系列 的 土 述 四 个 种 通常 在 剖面 中 连 

SASHA, Akt MHRA LAL MORRO 丰 研 : 

N. (N.) barrandei HMA EWE, RABI TRAPP RB 

环 的 变化 后 发 现 , 此 种 的 纵 肪 数 通常 为 ,20 一 30， 少 数 可 多 达 35—38 Oe, MARE 

常 呈 组 波状 ， 少 数 标本 在 始 端 05mm 左右 的 长 度 内 无 环 或 环 甚 弱 。 正 述 标本 多 数 产 于 
N. barrandei 带 的 中 下 部 。 部 分 标本 在 始 端 已 出 现 较 明 显 的 横 环 ,它们 多 产 于 Nb5arr- 

andei 带 的 中 上 部 ,但 这 些 变异 还 不 能 找到 确切 的 规律 UEGh, Hemipsila tongdingen-— 
sis Mu et Mu, H. elongata Mu et Ruan,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Styliono- 

wakia semiannulata Mu et Ruan,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nitziana 

Boutek, V.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V. hercynica Boutek, Spinono- 

wakia orientalis (Baier 01.) 等 也 是 此 带 重 要 的 竹 节 石 分 子 。 根 据 广 西 境内 一 些 剖 面 出 

现 的 一 些 种 的 研究 ,可 以 区 分 出 N,. :parranrdei 带 的 下 \. 中 、 上 三 个 不 同 部 位 ; N. barran- 
dei 带 下 部 的 N. (N.) barrandes 标本 ,以 始 部 无 横 环 或 仅 有 微弱 横 环 为 特征 3S2izo- 
nowakia orientalis 〔〈( 可 能 还 有 Hemipsila tangdingensis) LRAF KML N. (N.) 

praecursor 的 少量 个 体 , 可 以 产 于 N. barrandei 带 下 部 ,但 迄今 未 见 Zeravshanella kk 

的 分 子 。 推 测 具 长 卵 形 小 初 房 和 端 刺 类 型 的 塔 节 石 科 的 种 类 在 NW， barrandes He FRE 

经 绝 灭 。N. barrandei 带 中 部 的 标准 分 子 主要 为 N.(N.) barrandeio 在 N. barran- 

dei 带 上 部 , 除 N. (N.) barrandei WILT RS NTE ARIA AO BRI, NON.) 
subbarrandei sp. nov. (= Viriatellina orientalis Mu et Ruan, 1983) 是 此 部 位 的 特 

1) 此 种 被 Boutek (1964) 作为 Viriatelline gemuendina ffl &%,Lardeux(1969), Alberti(1981, 1982) 

WA V+? fuchsi., Zagora(1964)PRH N. fuwchsi。 根 据 横 环 的 形状 ;我 们 认为 归于 Nowskico RAH. | 
2) 最 初 Alberti (1980) 称 此 种 为 Nowakia? Kabyl1ica， 并 认为 与 Zeravshanella geinitziana (Richter) 

十 分 接近 不 能 排除 作为 它 的 一 个 亚 种 的 可 能 性 ?>。 以 后 《1981d，1981e); 他 认为 这 一 看 法 是 不 正确 的 ， 将 

此 种 作为 N. CN.) praccursor 种 组 的 分 子 。 我 们 认为 NW.? kabylica 的 原始 描述 过 于 简单 ?并 未 提 及 初 房 
的 性 质 。 从 图 示 来 看 ,此 种 的 初 房 极 小 (w<0.05mm)， 有 可 能 归 Zeravshanel1la 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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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5 在 Ne barrandei 带 的 顶部 ,出 现 了 与 典型 的 ,NW; (N.) cancellata 难以 区 分 

的 标本 在 此 之 上 出 现 典型 的 N. (CN.) elegaxzs， 再 上 始 出 现 典型 的 W，(MN.) cance- 
Uatan 下 述 现 象 较 普 遍地 出 现在 以 灰 岩 为 主 的 广西 西部 的 一 些 剖面 中 ， 如 那 坡 县 三 叉 河 

剖面 弛 络 林 县 含山 剖面 , 德 保 县 钦 甲 剖面 及 崇 左 县 那 艺 剖面 。 这 些 标本 ， 由 于 近来 找到 特 

征 的 标志 故 有 别 于 典型 的 N. (Ns) cancellata, SAMBA, HB (1980, 58, 

59 页 ,图 版 20, 图 8 一 13) 称 它们 为 Nowakia cf. ferula (Richter)。Alberti 曾 告 笔者 ,化 

亦 曾 在 非洲 北部 的 摩洛哥 发 现 类 似 的 现象 可 以 认为 ,上 述 标本 可 以 作为 N. barrandet 

带 顶 部 的 守 外 标志 。 如 前 所 述 , 鲜 思 远 (1980) 建立 的 Nowakia granditubera 2% N. 
OO 

ion 

(N.) barrandet IJ—-F AHA N. granditubera 带 也 是 N. barrandei 带 的 同 义 

Bo RRs Ena, HRA N. longlinensis HA N. alae cand 带 
分 别 是 其 上 的 LV, praecursor 带 和 N. barrandei 带 的 重复 。 

中) 我 们 主张 Ne elegans 带 应 置 于 塘 乡 组 (或 称 纳 标 组 ) 或 坡 折 落 组 的 底部 ;标准 分 子 

是 .NOCNJ)Begczrs (Barrande)o 其 它 的 OF, W Metastyliolina trichina triching 

; ‘Mu et Ruan, M: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nov., M. memoides Mu et Ruan 等 ， 则 

; ARKMN Rs SIA BNE, EE RMS ARR RAN Bt RAIA, 

 RAWIES Crassilinidae 科 为 主 的 珠 胚 节 石 科 的 分 子 , 如 Sogdina spp. nov., Variella 

sp. 等 5 与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F394 Anetoceras (A.) sp. 等 共生 ;大 致 要 

| 当 手 效 利 霍 夫 阶 土 部 的 N. praecursor 带 或 N. barrandei iio 

4, AUT (Dalejan) } | 

a “ROME AEB. 云南 和 贵州 南部 的 南 丹 型 地 层 中 。 在 欧洲 及 非洲 北部 > 

AABN, 通常 划分 为 〈 自 下 而 上 ): N. cancellata iz, N. richtert ir fl N. 

r maureri io Alberti (19822, S. 326; 1982b, 334) 认为 ,在 N. maureri 带 上 半 部 可 建 
有 N. hol yocera Wir fe N. sulcate He at N. sulcata antigua 亚 带 ， 位 于 N. sul- 

cata. sulcata WHS k. MEA AEAR LY 区 Wetteldorf Richtschnitt 下 -中 泥 

| 盆 统 界线 层 型 剖面 的 材料 ， UX N. holyocera 亚 带 与 NW, procera 带 的 界线 和 N. su- 

eeta antiqua 亚 带 与 N. sulcata sulcata 亚 带 的 界线 接近 于 艾 菲 尔 阶 的 底 界 (Pol y— 

_ ~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Hi ZRF )o (Ad, Chupat (1982, S. 89) 根 据 波 和 希 米 亚 地 区 

”Prostav quarry 下 -= 中 泥 盆 统 界线 层 型 剖面 ， 确 定 _ Polygzcatpas costatus partitus 囊 的 

” 底 界 在 N. maureri 带 中 间 通 过 。 
在 中 国 南 方 ,达到 耶 期 的 含 竹 节 石 地 层 分 布 范围 较 兹 利 霍 夫 期 地 层 分 布 更 广泛 , 除 广 

西 和 云南 以 外 ,贵州 南部 也 有 分 布 。 
FH Ne cancellata 带 的 标准 分 子 N. (N.) cancellata (Richter) 个 体 丰 富 ， 分 

布 广泛 和 易于 识别 ,所 以 很 容易 决定 其 范围 和 进行 不 同 区 域 的 对 比 。 

RYE ON. richteri HOESMRED ST N. (N.) richterit ECAR, AYR 

1) Viriatellina orientalis Mu et Ruan 4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WAM A> V. suborientalis 

Mu et Ruan 4 WN. (N.) barrandei 的 同 义 名 。 详 见 本 文中 N. CN.) subbarrandei 和 Ns CN.) barr- 

andei 的 描述 ,但 阮 亦 藻 等 (1979); 称道 成 等 (1982)298》299 页 ) 认 为 V. swborientalis 的 标 未 应 定 为 NW.CN.》 
subbarran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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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为 两 个 亚 带 : 平 部 为 N. richteri nana Wi, N. (N.)richteri nana’ Xian, 1980 

YEE EHO RBA RSS, SAMOA SAMAR; EAN. richteri — 

richteri 亚 带 ， 其 标准 种 N. CN.) richteri richteri Boutek et Prantl 具 规 则 的 横 环 ， 

且 横 环 与 纵 肋 相交 形成 规则 的 网 格 状 。 在 _N. richteri 带 ， 个 体 众 多 的 另 一 个 种 是 ,5 

riatellina irregularis Boutek, (AJbRPIEULT N. cancellata iene etre 

到 其 上 的 竹 节 石 带 。 OS FLEA 

EB ER= TTA ABLE, AAR ON. maureri sey LCL ERR ANS 

JARABE AOD ERTER ON. (N.) maureri| Zagora EEA Mi ESE 

中 往往 将 Ne (N.) maureri Zagora, No(N.) guangxiensis Xian, Ne CN.) holyo) 

cera Alberti, N. (N.) multicostata Xian 等 种 的 标本 归于 此 种 5。 N,N. maareri 

SHEA N. richteri 带 之 间 的 衔接 关系 还 不 甚 清楚 。 在 地 层 分 布 上 NICN rich 
teri si str. 55 N. (N.) maureri ASE ZBL BLD EA EE BN SS 

见 Chiupaé; 1982, S. 89) 和 非洲 北部 (参见 Alberti, 1980, S. '589). + FEAR Ag. AL 

berti (1982a,b) 提出 ,把 N: GN.) maureri 种 组 的 次 化 系列 和 Ni\( Sal coronBaiekia) 

sulcata BOYLE RU Ad BIN AEP AG BIA FUT a AE, RAE NO CN.) 

maureri 种 组 内 ,通过 N. (N.) maureri—>N. (N:) hol yocera>—>N. (Maurerina) 

procera 及 N. (S.) sulcata ,种 内 从 N. (S.) -sulcata antigua—>N.(S:) sulcata 

sulcata—>N. (S.) sulcata postsulcata Alberti5( 未 描述 >》 的 次 化 来 实现 了 通过 近年 来 

对 广西 一 些 南 丹 型 泥 盆 系 剖面 的 研究 表明 ，N. CN.) maureri 种 组 紧 接 三 请 0 人 22 

带 以 上 的 达 列 耶 晚 期 地 层 中 ， 形成 了 一 个 明显 的 种 的 直线 演化 系列 ， BUDA NV. CN.) rae- 

maureri sp. nov. 一 > 人 和. (N.) multicostata—>N. (N.) maureri Ne OD ho-. 

lyocera [及 N. (N.) acutannulata]—+>N. (Maurerina) procera ABEL NW) ] 

praemaureri sp. nov. (=Nowakia sp. A aff. holynensis sensu in Alberti)? oper : 

Ae SBE, PBK HTS MONE Mans. & SURI IR, cert aa mA | 
eS. LR/W = 20-300 AEM NES BAL ST PN. Wr richteri 
richteri 层 之 上 Im 处 ,在 崇 左 县 那 艺 也 产 于 同 二 层 位 。 N. (CN.) inulifcobvata 紧 接 
N. (N.) praemaureri 之 上 出 现 ， 但 两 者 可 稍微 重 欠 (overlap)o N. (N.) 0 

始 部 已 呈 锥 状 ,中 部 和 未 部 呈 回 柱状; 始 部 缓坡 状 横 环 区 缩短 , 近 中 部 发 育 男 状 闫 楼 闲 ,市 
部 和 林 部 发 育 强烈 的 高 低 相 错 的 尖 硝 状 横 环 , 纵 肋 细密 , 纵 肋 数 L/W —= 4065 oa 
的 地 层 大致 相 当 于 以 往 的 N. maureri 带 下 部 的 大 部 分 或 Viriatellina subresiculara 

1) Alberti: 多 次 提 及 此 标本 及 欧洲 ,非洲 北部 所 产 的 近似 的 标 未。 他 认为 此 标本 不 同 于 Ne maure ris ; 而 可 能 与 
“Tentaculites conicus Roemer” 或 “Temtacx1iter minimus Roemer, 1866” [al 种 (Alberti, 1970c, S. 

374, footnote), 后 来 认为 N. maureri (GPIRAET N. sp. A, aff. Aolynensis sensu Alberti) 4 Ne 

conica (Roemer), 1852 (fal X% (Alberti, 1981b, S. 87, footnote 3), EK MIAH.N. mamreri aifie — 

% N. subcochleata (Sandberger) 的 同 义 名 ， 产 于 Nowakia holynensis holynensis s..1 之 下 (Alb- 

erti, 1982b, $.334, Fig. 1),.N. subcochleata 和 N. conica ,在 一 百 多 年 前 仅 作 简 单 描述 ;对 关 们 的 特征 ¥ 

了 解 不 够 ， 此 后 它们 的 名 称 又 鲜 见 于 地 质 文献 中 原始 标本 已 经 遗失 。 所 以 认为 .N. (Ns )emawrerii Ne 
sp, A, aff. holynensis 与 它们 之 一 等 同 , 这 显然 根据 不 足 y 同 时 N. sp. A, aff. holynensis sensu, Albe- 

ri 与 N。(N.) maurei 也 不 应 归于 同一 种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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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t (bch HE Si BK, 1983a)%o 349% Anarcestes (Latanarcestes) noe ggerati (Buch), 

_ Gyroceratites gracilis Bronn 在 此 带 也 较 常 出 现 。 接 着 出 现 N， CN.) maureri s. str, 

Roe oo ee 

CH BR ARK, PRR ESSER, BRESES RAR, BEM 
 ARABGEHED, HE. TAZ , LR/W=20—30. Alberti(1980c, S. 584, 585; 1981c， 

S. 19;°1982b, S. 334) iA, N. CN.) maureri S. 1. 不 延伸 到 艾 非 尔 阶 ,我 们 在 广西 
见 个 剖面 的 观察 发 现 ，N. CN.) mawreri 可 上 延 到 艾 非 尔 期 地 层 的 中 部 ,这 与 Chlupat 

(1982, S. 89, Fig. 1) 的 看 法 相同 。 但 是 ， 在 达 列 耶 期 地 层 的 最 上 部 ,出 现 了 N. CN.) 
_ holyocéra Alberti 和 N. (N.) acutannulata Albertio 此 两 种 的 横 环 更 为 高 强 , 环 间 面 

| 增 宽 , 纵 肋 减弱 ,sER/W 一 15 一 20。, 此 两 种 近来 已 在 南 丹 县 罗 富 剖 面 塘 乡 组 ( 纳 标 组 ) 中 
和 部 及 崇 左 县 那 艺 剖面 坡 折 落 组 中 部 ,1 一 2m 厚 的 地 层 内 找到 ,但 个 体 稀少 ， 多 共生 。 有 大 
BAY Styliolina’sp. 个 体 。 紧 接 此 层 之 上 ,出 现 了 NormeAie (Maurerina) procera, 其 

和 纵 肪 消失 ,高 横 环 间 的 低 环 消失 ; 壳 表 仅 饰 有 高 而 尖 的 稀 耻 横 环 。 典 型 的 Nowakia (Sul- 
‘catonowakia) sulcata antiqua 和 ,N. (S.) sulcata sulcata 仅 在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的 两 

个 不 连续 层 位 中 找到 。 Na (S.)sulcata antiqua 产 于 N. CN.) holyocera 的 层 位 稍 下 

WN. (8) sulcata sulcata 与 N..(M.) procera 相当 。 根 据 以 上 的 材料 ,我 们 认为 华南 

AN. richteri 带 以 上 的 达 列 耶 晚期 地 层 可 以 建立 以 下 的 竹 节 石 带 [N. CN.) maureri 
种 组 系列]. N. praemaureri #. N. multicostata 带 \N， maureri 和 N. holyocera 

| 带 。 FEOND CS.) sulcata 种 内 系列 ,又 可 分 出 .N. sulcata antiqua Wit, HN. ho- 

yocero 再 和 N. sulicata antique 亚 带 分 别 相 当 于 Alberti (1982) 的 同名 带 ， 而 . N. 

_ praemaureri #5. N. multicostata #770 Ni maureri 带 之 总 和 相当 于 欧洲 、 非 洲 北 部 

AYN. maureri 带 (sensu Alberti, 1982)。 达 列 耶 阶 的 顶 界 , 即 艾 非 尔 阶 的 底 界 , 可 根据 

ATER)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 的 首次 出 现 确 

‘ (Bo WHR APAE AT RAEI, ERLE Alberti (1982) 的 研究 。 确 定 在 近似 
NY sulcata antiqua 亚 带 与 N. sulcata sulcata Wit zilal, Be N. hol yocera ws N. 

procera HS To 

2 5. 艾 菲 尔 阶 (Eifelian) 

Bs 竹 节 看 以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和 崇 左 县 那 艺 剖 面 发 育 较 好 ， 广 西西 部 和 云南 东南 部 南 丹 

和 型 地 层 的 艾 非 尔 期 地 层 主要 为 硅 质 岩 或 碳 质 泥岩 其中， ts saci 且 主 要 为 Styli- 
olinidae 科 分 子 ,缺少 标准 的 塔 节 石 分 子 。 

以 往 欧洲 和 非洲 北部 的 菇 非 汞 阶 的 竹 节 石 带 仅 有 Niszlcata 带 , 近 年 来 ;经 Alberti 

 €1979, 1981a,c,d, 1982a,b) 的 研究 ,认为 可 以 划分 如 下 的 竹 节 石 带 :V: sul cata sul cata 

Wit N. procera 带 ，N. pumilio 带 和 N. chlupaciana iy, 如 前 所 述 ，N sul- 

cata sulcata Wet N. procera 带 分 别 与 达 列 耶 阶 顶 部 的 .N. sulcata antiqua Witt 

Al N. holyocera 带 相 衔接 ,两 者 近 于 同期 。NV. pumilio 带 位 于 艾 非 尔 阶 的 中 部 下 至 

1) BEAR, BR (1983 a) 把 N。 maureri 带 分 为 Tiriareliina subreticulaca 亚 带 和 V. reticulaca 亚 
带 。 本文 将 其 建 带 种 改 归 Gonioviriatelling B(BMAKAK Gonioviriatellina 的 描述 ) Vs subreti- 

culata 亚 带 大 致 相当 N. mulzicostata #7, V. reticulata With N. maureri #5. N. holyocera i 

RN. procera 带 的 下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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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 于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Hy _|- Sl Tortodus kockelianus australis 

#5 N. chlupaciana 带 位 于 艾 非 尔 阶 顶部 。 其 中 ，V。 pumilio 带 和 N. chlupaciana 

带 的 分 界 和 范围 均 不 甚 明确 。 应 该 指出 。N. pwmiilial 带 的 建 带 种 Ne pumilio’ Alberti. 
1978 实 为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19745 的 同 义 名 ， 此 带 的 标准 种 应 称 为 ，XN . 

(N.) albertii sp. nov. (人 参见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1983a RAW N. ee albertii wa 

述 部 分 )。 
近来 的 观察 证 明 ，Norzakizc Wi procera (Mausead ae 

阶 王 部 的 地 层 中 最 易 识 别 的 标准 种 。 在 南 丹 罗 富 剖面 , 与 之 共生 的 尚 有 大 量 的 ;Gowiowi- 

riatellina reticulata (Mu et Ruan), 1983(=Viriatellina reticulata Mu et Ruan) 

Styliolina sp. 等 。JV. (Sulcatonowaki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标本 在 华南 所 见 

不 多 [参见 本 文 W. (S.) sulcara 的 描述 ]。 在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 它 与 V。(M) 坟 rocerc 
共生 ,显示 的 N. sulcata sulcata 亚 带 大 致 与 NV. proceFd 带 相当 UN CN.) albertiz 

sp. nov. 在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见于 塘 乡 组 ( 纳 标 组 ) 上 部 ;在 崇 左 县 那 艺 ; 官 产 于 坡 折 落 组 的 

顶部 。 oath, .称道 成 (1983) , 建立 Viriatellina guangxiensis 带 将 它 置 于 塘 乡 组 

〈 纳 标 组 ) 或 坡 折 落 组 的 顶部 ,并 认为 它 大 致 相当 于 .Alberti 的 N. pumilio Ho. 近来 ,我 

们 在 南 丹 有 罗 富 、 崇 左 那 艺 等 地 发 现 ，F.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首次 出 现 的 层 位 要 高 
于 N..CN.) albertit sp. nov.o Alt, RUAN V. guangxiensis txt N. pumilio 

tr, N. (N.) albertit 可 上 XE BV. guangxiensis 带 下 部 。 在 V. guangxiensis Hr 

内 , 除 以 上 两 种 外 ,还 大 量 产 出 N. (CN.) nayiensis sp. .nov., Viriatellina chongzuoe- 

nsis sp. nov. 等 小 型 的 塔 节 石 类 ， 可 以 认为 是 了 .gzxuazgxiez510 带 的 又 一 类 标准 分 

Fo ur Sian oY abe 司 

6. 吉 维 阶 〈Givetian) AN | 

按照 Alberti 的 研究 ， 欧洲 和 非洲 北部 吉 维 阶 竹 节 石 带 可 以 划 分 为 两 带 (979, 
1982a) 或 三 带 (1981d, S. 212)o PRR ARIE N. oromari 带 ( 下 ) 和 N. bianulifera 带 

《上 ), 三 个 带 指 在 上 述 两 带 之 间 尚 有 N. postotomari 带 。 

称道 成 ,所 亦 萍 〈( 见 王 成 源 等 。1979) 将 华南 吉 维 期 地 层 罗 富 组 及 其 相当 记忆 帅 的 行 
节 石 划分 为 三 个 带 ( 自 下 而 上 ) N. otomari #7. V. minuta 带 和 V. multicostata 带 。 

N. otomari ty) N. (N.) otomari Bouzek et Prantl 的 大 量 发 育 为 特征 ,以 N， CN ) 

otomari s.1.0 的 始 现 为 此 界 之 下 界 ， 以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的 始 现 为 上 

Fr ,此 带 下 部 仍 产 Viriatellina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Ax Wl N.CN.) nayiensis 

和 V. chongzuocnsis sp. nov.o 此 带 上 部 N. (N.) otomari 十 分 丰富 ， V. guangxi- 

ensis CAI K V. minute 带 的 建 带 分 子 在 广西 分 布 广泛 ,个 体 数量 较 多 。 近 来 注 南 

宁 五 象 岭 组 的 V. minute 带 中 也 发 现 了 N. (N.) postotomari Alberti A. N、(CN 

globulosa Saterland， 后 者 也 见于 那 坡 县 三 叉 河 的 分 水 岭 组 。 以 止 两 种 是 联邦 德国 吉 维 

1) N. eb otomari s. str. AA RANA (L = 5mm+), JOU 5) ea ea AS ER EA A» 始 端 
横 环 较 明 显 。 但 在 此 类 狂 节 石 之 前 ,普遍 有 一 段 地 层 产 N.。 CN.) otomari 种 组 中 原始 的 种 类 其 始 端 或 多 或 
少 不 横 环 或 横 环 微弱 ,全 壳 横 环 分 布 不 均匀 ， 环 较 低 而 稍 宽 , 纵 肋 稍 少 而 强 , 可 能 为 一 新 种 ?或 许 以 此 可 建 
一 新 带 ( 或 亚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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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审 部 的 特征 分 子 (Alberti und Salah, 1980; Sauerland, 1983)o V. multicostata 带 

的 主要 分 子 是 Viriatellina multicostata Mu et Mue 通常 此 带 不 厚 ， 其 它 常 见 分 子 有 

_V. kazanlensis (Ljaschenko), Striatostyliolina philippovae (Ljaschenko) 及 N. (N.) 

cf. otomari 等 。 

FON, otomari 带 和 V. minute 带 中 存在 相同 的 标准 分 子 ， 所 以 可 以 分 别 与 欧 
测 、 非 洲 北 部 的 N. otomari FFA N. postotomari 带 进 行 对 比 , 但 V. multicostata 带 

与 欧洲 、 非 洲 北部 的 N. bianulifera 带 之 间 尚 未 发 现 相 同 的 标准 分 子 , 故 暂 不 能 进行 确 

， 切 的 对 比 。 根 据 其 上 的 .N. regularis 带 与 牙 形 刺 和 浮游 介 形 类 的 关系 , 可 推测 了 .mwl- 
CO51010 带 相 当 于 牙 形 刺 P. varcus 带 上 部 ud Spathognathodus hermanni-Polygna- 

3 thus cristatus Fo 

. 应 该 指出 ， 目 前 对 于 欧洲 吉 维 阶 下 界 还 未 取得 一 致 的 意见 。 在 这 一 界线 附近 地 层 中 

的 稚 节 石 群 与 其 它 门 类 的 标准 类 群 , 如 牙 形 刺 、 菊 石和 脑 足 类 (特别 是 Strimrgoceppalzs) 

莉 的 相互 关系 仍 未 进行 详细 研究 。 有 关 华 南 罗 富 组 ， 东 岗 岭 组 及 其 相当 地 层 的 底 界 与 吉 维 

量 阶 底 界 对 比 的 问题 ,我 们 将 另 文 讨论 。 本 文 所 称 的 华南 吉 维 期 地 层 的 竹 节 石 带 , 实 指 罗 富 

lela al a 

7. ERAS we 
i" 

于 _ 上 泥 盆 统 的 从 节 石 分 带 ， 目前 还 处 于 探索 阶段 。JIameako (1965) 曾经 根据 俄罗斯 

量 地 全 和 南 乌拉 尔 地 区 的 材料 ;建立 了 11 个 狂 节 石 带 ,这 些 竹 节 石 还 未 证 明 其 具有 实用 意 
| Mo Zagora (1976) 将 图 林 根 地 区 的 上 泥 盆 绕 竹 节 石 划分 为 5 个 区 段 。Sauerland (1983) 

| HRT RSA Adorf 阶 的 珠 胚 节 石 类 和 等 环节 石 类 ,对 它们 在 地 层 上 的 分 布 

1 与 标准 的 浮游 介 形 类 带 , 作 了 详细 的 对 比 ,但 她 没有 建 带 。 

在 华南 ,一些 作 者 曾 对 上 泥 盆 统 竹 节 石 进行 分 带 \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 见 王 成 源 等 ,1979) 
将 南 丹 县 罗 富 剖面 榴 江 组 (一 响 水 洞 组 ) 底 部 的 竹 节 石 称 为 Striatostyliolina luofuensis- 

Metastyliolina nohaensis 组合。 FR (19832), 由 于 在 其 中 发 现 了 大 量 的 NW. (N.) 

regularig Mu et Ruan， 因 而 改称 N. regularis 带 , 与 菊 石 Probeloceras applanatum 

ATER Palmarolepis disparilis 带 和 介 形 类 Ungerella zorley 带 大 致 相 当 5 鲜 思 

旺 远 (1980) 则 建立 Uniconus glcper 带 。 

|) 通过 最 近 对 广西 上 泥人 统一 些 剖面 的 观察 ， 我 们 发 现 上 泥 贫 统 竹 节 石 分 布 有 明显 的 
规律 ,干部 仍 称 N. regularis 带 , 除 N. (N.) regularis Muet Ruan 外 ;, 尚 有 N. CN.) 

fata Mu et Ruan, N. (N.) parotomari Mu et Ruan, N. (N.) nandanensis 

Mu et Ruan, Viriatellina paramulticostata Mu et Ruan, Striatostyliolina menchiko- 

ffi Lardeux, Styliolina domanicense Ljaschenko 等 。 此 带 与 其 它 门类 化 石 带 的 对 比 表 

AR LAMBA MELE P. disparilis 带 或 U. torleyi 带 下 部 。 按 照 国 际 泥 盆 纪 地 层 委员 
会 最 近 的 决议 ,中 上 统 界线 在 下 Po. asymmetricus 带 之 底 ，N. regularis 市 的 大 部 分 

当 置 于 中 泥 盆 统 顶 部 , 仅 其 上 部 为 上 泥 盆 统 底 部 。 在 N. reguloris 带 之 上 的 地 层 主要 以 

产 Homoctenus, Polycylindrites, Styliolina 和 Striatostyliolina 为 主 。 其 中 大 致 可 

! 分 为 两 部 分 ,其 下 部 以 Homoctenus acutus Lijaschenko, H. krestovnikovi Ljas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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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enuicinctus tenuicinctus( Roemer), H. tenuicinctus neglectus Sauerland, Stria- 

tostyliolina- striata (Richter), Str. grandis (Ljaschenko), Styliolina domanicense 

Ljaschenko, Viriatellina sp. 等 为 主 ; 上 部 产 Homoctenus ultimus ultimus® Zagora, 

H. ultimus derkaouaensis Lardeux,Polycylindrites mennert Ljaschenko, ‘Striatosty- 

liolina striata (Richter), Styliolina domanicense Ljaschenko 等 5 就 我 们 所 知 ， WAT 

石 发 育 的 最 高 层 位 在 相当 于 介 形 类 Ungerelle splendens 带 内 3 即 不 延伸 火 法 门 阶 。 鲜 
思 远 (1980) 鉴定 为 Uniconus glaber (Trautschold) ASMA SIMA, SA Homo- | 

ctenus tenuicinctus tenuicinctus(Roemer), At, Uniconus “a pect np 

四 、 竹 节 石 的 分 布 与 相 的 关系 ， sei 

竹 节 五 类 的 分 布 与 相 有 密切 关系 。 POST WHO RRA . 

HT REEL AE SWS AOR. 1 2 于 寺 下 

1. HSB HV BA vo mena 
AEN ACHANE BSE HEA RYE BREE EH 布 明显 不 

同 。 厚 壳 竹 节 石 类 集中 分 布 在 莱茵 相 或 象 州 型 的 地 层 中 , 常 与 丰富 的 底 粕 生 牺 炸 添 征 ; 代 
表 了 内 陆 棚 带 的 沉积 环境 。 自 此 向 滨海 带 ; 悍 壳 竹 节 石 类 明显 减少 AS AN 
石 类 主要 产 于 波 希 米 亚 相 或 南 丹 型 的 地 层 中 ， 与 菊 石 \ 薄 壳 腕 足 类 等 共生 ;代表 也 外 陆 缘 - 

及 海盆 的 沉积 环境 。 介 于 这 两 者 之 间 的 地 带 ， EA 

1H Es ZIPS BE CE SPR TB Pa SOLDER He 2K RRR TT 278 

2. 竹 节 石 不 同 种 类 的 分 布 ape ig 

许多 人 曾经 认为 , 薄 壳 竹 节 石 在 远洋 相 内 是 广 布 的 ， pnb sey ae 

切 。 其 实 不然 。Alberti (1979, S. 225) WAT RMHITARS SHARMA 

子 : ZAR WMIGASSERLH) (Tafilalt), 一 些 Nowakia 属 的 种 ,如 N. UN.) tichteri; Ne 

(N.) maureri 和 N. (M.) procera 等 只 产 于 海 百合 灰 岩 或 细 晶 灰 岩 中 , BEER SH 
只 含 光 壳 节 五 类 (styliolinids)， 而 没有 Nowakia: WK, No (S.) sulcata 在 该 地 仅 

产 于 细 晶 的 光 壳 竹 节 石 - 海 百合 灰 岩 中 ， 夹 于 其 中 的 瘤 状 灰 兰 或 条 带 状 头 足 类 灰 装 基 不 
含 N. (8.) szlcata， 而 产 数 种 Viriatellina 和 丰富 的 Styliolinag 因此 ;他 得 出 结论 ， 

Nowakiidae 科 的 大 多 数 分 子 显 然 与 相 有 关 ; 它 们 的 生活 环境 显然 不 是 远洋 的 汪 而 是 较 汐 
Wes MK; FAM, Styliolina 类 和 少数 Viriatelline 的 分 子 可 能 适合 远洋 fy ER 
境 。 4 afi iy 

在 华南 , 薄 壳 竹 节 石 类 与 岩 相 的 依赖 关系 的 例子 不 胜 枚 举 。 在 南 丹 型 的 三 不 相 带 中 
泥岩 相 带 珠 胚 节 石 类 的 个 体 十 分 丰富 ,种 类 繁多 , 灰 岩 相 带 内 珠 胚 节 石 类 在 个 体 和 数量 四 
均 有 明显 减少 。 在 灰 岩 中 , 随 着 泥 质 含量 的 减少 和 硅 质 比 重 的 增加 ,常常 导致 珠 胚 节 石 类 的 

种 类 单调 , 塔 节 石 科 的 分 子 逐 渐 消 失 , 渐 次 为 光 壳 节 石 类 的 分 子 所 取代 ;在 硅 质 岩 相 带 ; 三 
般 说 来 , 珠 胚 节 石 类 比较 单调 , 塔 节 石 类 种 类 不 多 ;- 主要 为 光 壳 节 石 类 上 述 现象 有 时 忆 



Fs 

; Baste. IRS: RABE 33 

| 可 在 同一 个 剖面 中 见 到 ,例如 那 坡 三 又 河 剖 面 \ 达 基 塘 组 和 坡 折 落 组 以 塔 节 石 类 为 主 ， 分 
水 岭 组 则 以 光 壳 节 石 居 多 。  ，，，，- 

在 岩 性 基本 一 致 的 不 同 岩 层 或 同一 岩层 的 不 同 部 位 ; 所 含 竹 节 石 的 种 类 也 会 有 明显 
和 的 不 同 。 例 如 ,在 南 丹 罗 富 剖面 的 塘 丁 组 和 塘 乡 组 , 相 邻 的 两 薄 层 泥岩 ， 往 往 其 中 一 层 含 
。” 有 种 类 多 样 的 Nowo 丰 25， 和 而 另 蔚 AUT EA AS MEA RSF ER = A 
| BRAD NowckiohRALS EO MRHLAE R, MEAP MBMLA RS 
= HAPE LEEKS SRR R 
”个 证 据 。 

OS8I . mis 

oo ER m—lgidaa 

下 3 当 我 们 在 分 析 和 研究 相 时 ， ee ere oe ae 
, id Ue ebanss heen rs neh, 而 且 共 生 于 过 湾 相 区 中 ,也 间 
| LSU AER HAO Hh. 例如 在 象 州 型 的 典型 地 层 一 一 象 州 大 乐 剖面 的 大 乐 组 产 Nowz- 

hia 人 CN) 元 Rei ote Fl N. (N.) maureri; Ze FAA A PS FD  —— BA Bd 

上 的 广 乡 给 下 部 产 有 :22iozr。 上 述 化 石 的 存在 ， 并 不 降低 这 些 相 型 的 典型 性 。 另 一 方面 ， 
生理 于 不 同 生态 类 更 的 化 石 在 不 同 相 区 中 的 出 更， 因此 需要 分 析 不 同 生态 类 型 化 石 的 比例 
8 RA: 以 决定 相 的 类 型 。 下 面试 以 郁 江 组 上 部 及 其 相当 地 层 为 例 讨论 之 。 
> ARTA ;大江 型 上 部 及 其 相当 地 晨 可 以 与 N. proccursor HM ERNE BR 
BAR TARA REDE BWIA, J RAE SHILPA Nowskia (N.) 
i praecursor 和 Eosophragmophorao 在 横 县 六 景 剖 面 、 Abie = 又 河 剖 面 和 广 南 达 莲 塘 剖 

面 还 有 Heterophrentis angxste。 在 罗 富 剖面 这 段 地 层 中 , 底 栖 的 腕 足 类 罕见 。 珠 胚 节 石 
类 占 绝对 优势 ,无 疑 为 典型 的 南 丹 型 ;六 景 剖 面部 江 组 上 部 , 珠 胚 节 石 类 常见 ,这 不 同 于 郁 
江 组 下 部 ; 租 底 栖 生 物 类 型 仍然 十 分 丰富 ,占有 主导 地 位 ， 因 此 仍然 属于 象 州 型 。 在 大 联 
村 剖面 的 郁 江 组 上 部 , 珠 胚 节 石 在 地 层 中 的 比例 明显 增 大 ， 底 栖 生 物 类 型 中 ,小 型 腕 足 类 
me, AM RRRELRONMMRD, SSU44YHRRNA OER LERE 
副 面 的 该 朋 地 层 利 珠 胚 节 石 类 较 底 栖 生物 稍 多 。 RAB Eosophragmophora, GR 
蔬 为 过 渡 齐 郧 但 忆 近 于 南 丹 型 了 。 那 坡 三 又 河 剖面 和 广 南 达 莲 塘 剖 面 的 这 一 段 地 层 在 岩 
性 及 生物 群 等 方面 均 十 分 接近 ;以 珠 胚 节 石 类 占 优势 ,上 部 还 大 量 出 现 原始 菊 石 类 ， 底 栖 

| AME REM, S RUE _Eoropjragmoppore， 四 射 珊瑚 稀少 。 显 然 , 这 两 个 剖面 上 的 这 
”县 地 层 属 南 丹 型 。 

通过 对 上 述 剖面 孝 江 组 及 其 相当 层 位 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 尽管 在 这 _ 疏 地 层 中 ， 各 剖面 
罩 可 以 存在 相同 的 化 石 , 但 基本 上 可 以 分 为 四 种 相 带 ， 即 南 丹 型 泥岩 相 带 ( 南 丹 罗 富 剖面 )， 
BANKS (AEE RES NAA) ,过 渡 型 (南宁 大 联 村 剖面 和 崇 左 那 
艺 剖 面 ) 和 象 州 型 ( 横 县 六 景 剖 面 )。 对 于 这 一 段 地 层 名称 , 在 横 县 六 景 剖面 称 郁 江 组 土 部 
地 层 ; 在 南 丹 罗 富 剖 面 归 塘 丁 组 ,在 广 南 达 莲 塘 剖 面 归 达 莲 塘 组 意见 显然 一 致 。 对 于 那 坡 
三 又 河 剖面 的 相当 层 位 ， 我 们 认为 也 应 归于 达 莲 塘 组 ， 称 邦 江 组 上 部 或 另 立新 名 是 不 妥 
的 。 南宁 大 联 村 剖面 尚 能 用 邦 江 组 名 称 ， 但 对 崇 左 那 艺 剖面 ,用 达 莲 塘 组 名 称 当 比 用 郁 江 

了 AT 二 = 

组 之 名 更 好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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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 、 系 统 ih 述 vias | 

竹 节 石 纲 Tentaculitoidea Ljaschenko, 1959 _ 

竹 节 石 目 Tentaculitida Ljaschenko, 1957 _ 

竹 节 五 科 Tentaculitidae Walcott, 1886 44 

竹 节 五 属 Tentacualites Schlotheim, 1820 

模式 种 Tentaculites scalaris Schlotheim, 1820, emend. Zagora, 1969 械 开 人 一 

特征 ” 壳 体 中 等 到 大 ， 长 度 一 般 为 10 一 40mmo。 壳 体 呈 锥 状 ， AHO #8 — ME 
6°—13°, AKABEWSH ABH 1°—S5°, MBA, LER. MRBREK, SRK 
逐渐 过 渡 。 壳 体 表面 具 明显 的 横 环 ， 与 纵 轴 垂直 或 稍微 倾斜 。 横 环 由 始 部 至 末 部 在 大 小 
和 间距 上 逐渐 增 大 。 微 环 分 布 在 环 间 面 及 横 环 的 口 方 一 侧 斜坡 上 。 规 则 而 明显 。 具 细 纵 
纹 。 壳 体内 部 在 始 端 具 横 向 隔壁 ,密集 排列 ,彼此 互 不 接触 ， 在 未 部 连接 成 内 锥 ，(endo- 
cones)。 有 时 隔壁 全 部 连接 为 内 锥 。 住 室 长 ， FER AH ART (ennular 
shelves) o 

分 布 及 时 代 全球 性 分 布 ， 中 志 留 世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全国 的 向 引 民 中 人 

现 , 疑 为 此 属 的 标本 。 ‘and 

卢 卡 斯 竹 节 石 Tentaculites lucasi Lardems, 机 Bi be 

(图 版 1， 图 2,9) 

1969 Tentaculites lucasi aaeew pp. 40—42, pl. 18, figs. 1, 2; texte 24, 

1979 Tentaculites lucasi, Bc7R#S, 225 页 。 

1980 Tentaculites lucasiy # Bic, 79 页 ;图 版 1, Am 79; 插图 49550.” 

描述 ”二 块 壳 体 中 段 的 标本 , 壳 皮 部 分 已 剥离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 旺 获 长 的 直 加 简 形 ， 

均匀 扩大 ,生长 角 为 4"。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的 分 布 不 甚 均 匀 , 一 般 较 稀 蕊 ;不 对 称 交 始 方 

的 一 侧 缓 倾 , 口 方 的 另 一 侧 陡 斜 。 它 们 在 近 始 方 较 低 而 平 , 向 口 方 逐 渐变 高 而 宽 a Het 

BUSWRAK. BRAMAN, FAS—-THAMLA 2-6 Ve. 

ER” 

— WwW 一 一 标本 最 大 宽度 ; P4185 Re hee sage w 一 一 初 房 宽度 ;〗 DR 一 一 横 环 ; 
ARAN KEA RHA; LR/V 项 角 及 生长 角 。 若 在 同一 栏 内 时 

有 了 两 个 数 : hae [者 表示 口 方 ( 末 部 )? 后 者 代表 始 部 ; Rare fee HL Same” 。 度 量 单位 : mmo FP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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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当前 的 两 块 标本 由 于 壳 皮 已 没有 保存 ， 上 述 的 横 环 形状 反映 了 壳 表 内 表面 的 
形态 。 由 于 Tentaculizes 是 厚 壳 的 类 型 , 壳 表 的 横 环形 状 比 壳 皮 内 表面 的 形状 要 显著 得 
多 ,它们 在 壳 体 的 形状 、 横 环 和 微 环 的 形状 和 分 布 等 方面 , 与 T. lucasi Eardeux 的 基本 特 
征 相符 。 : ) 

q T. lucasi 5 T. straeleni Mallieux 和 T. striatus Gueranger 最 相似 ， 但 后 两 个 

， 条 的 壳 体 粗大, 微 环 出 现 较 早 。 
产地 及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中 部 。 

竹 节 石 ( 未 定 种 ) Tentaculites sp. 

od Se Se (Am 1, A 3) 

> ae 一 块 壳 体 标本 ,长 度 为 3.8mm 壳 体 在 始 方 一 半 呈 圆锥 状 ,生长 角 65; 口 方 的 
略 。 另 一 半 呈 加 简 状 。 初 房 没 有 保存 。 横 环 呈 尖 背 状 不 对 称 ， 始 方 的 一 侧 较 口 方 的 一 侧 为 

缓 ; 环 轴 面 倾向 口 方 , 壳 体 在 始 方 1.5mm 的 长 度 内 具 两 种 横 环 。 大 的 横 环 间 有 1 一 2 个 
稍 窗 而 从 的 微 环 ;吕方 一 半 壳 表 的 横 环 大 小 近 于 相等 ;3 横 环 分 布 不 规则 , 环 间 面 的 宽度 为 
环 帘 的 1 一 2 倍 。 在 环 间 面 上 分 布 十 分 细密 的 纵 纹 , 但 难于 确切 统计 数目 。 
二、 次 人 

HH Tentaculites 属 内 - 横 环 的 排列 和 组 合 多 变 , 在 同一 标本 不 同 的 部 位 上 ， 横 环 
里 。 的 徘 列 和 组 从 也 是 不 同 的 。 虽 然 标 本 的 表面 壳 饰 清晰 ,但 不 完整 , 故 暂 不 定 种 名 。 
二 “当前 的 标本 与 产 于 加 拿 大 西 北部 Whittaker 背 斜 的 Tentaculites sp. (Chatterton 

| and Perry, 1978, p. 38, pl. 2, fig. 28)， 在 壳 体 大 小 、 分 散 角 、 横 环 和 微 环 的 形状 和 分 
布 等 才 面 稻 同 , 产 遇 的 层 位 也 近 于 相同 (后 者 产 于 Polygnathus serotinus 带 ), 可 能 为 同 
一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永福 和 平 ， 塘 乡 "组 下 部 。 

等 环节 五 目 Homoctenida Boucek，1964 

等 环节 五 科 Homoctenidae Ljaschenko, 1955 

等 环节 石 属 _ omocterus Ljaschenko，1955 

模式 种 Tentaculites krestovnikovi Ljaschenko, 1957 

特征 “ 壳 体 小 到 中 等 , 呈 狭 长 的 圆 简 状 ， 始 部 直 或 稍 弯 , 中 部 和 末 部 直 。 顶 角 小 。 壳 

表 由 许多 近 等 的 尖锐 横 环 组 成 ， 一 般 无 纵 纹 。 壳 体内 部 在 始 端 常 具 少 数 隔壁 ， 初 房 尖 锥 

状 。 

分 布 及 时 代 欧洲 ` 非 洲 北部 ,亚洲 \ 北 美洲 , 泥 盆 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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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甲 等 环节 石 ? (新 种 ) Homoctenus? ginjiaensis sp. nov. 

(图 版 1 图 8; 插 图 327 

Hae AKA, KE 2.7mm. .全 壳 直 , 呈 罕 锥 状 , 均 匀 向 口 方 扩 大 , 顶 角 为 3.5 一 
5.5?。 始 端 壳 径 为 0.05mmes 横 环 分 布 十 分 均匀 as 自 始 端 向 口 方 ， 

环 间距 稍 有 增 大 ，, 平均 在 Imm 长 度 内 有 22 Po MARES 
前 后 两 侧 坡 对 称 。 各 环 几乎 同样 大 小 ， 环 间 面 深 锯 页 与 环 究 近 于 
相等 。 

比较 “此 种 与 产 于 加 拿 大 西北 部 Polygnathus serotinus 牙 

形 刺 带 的 ~Homoctenus caldwelli Chatterton et Perry 的 正 模 标 

本 (p. 38, pl. 2, fig. 27, non figs. 24—26, 29) 干 分 类 人 其 但 

后 者 壳 体 较 粗 三 , 横 环 稍 密 。 SEPALS IR SH rly 

产地 及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中 部 。 wot 

等 环节 五 (未 定 种 A) Homoctenus sp. A 
(图 版 ty Bl)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描述 “ 壳 体 较 大 ,长 度 为 5mm SAME, es 
， 大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均 为 5.5"。 初 房 及 始 端 没 有 保存 。 横 环 容 而 高 , 球 
ARM SARE SH AWAY 4 个 环 间 面 较 宽 , 约 为 环 帘 
的 2 倍 。 横 环 的 大 小 及 间距 自 始 方向 口 部 略 有 增 大 o 在 始 部 slmm 
长 度 内 有 14 个 横 环 ,在 中 部 为 1 +, ZETA.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9 个 环 。 未 见 纵 纹 。 

度量 ’ : jy? al A ae ° 0 

jiaensissp. nov。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542，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比较 本 标本 在 壳 体 大 小 \ 横 环 的 形状 和 横 环 的 密度 方面 与 

eR Chatterton 和 Perry (1978) 描述 为 H. caldwelli f9— BIH 

nov., 66542, holotype) 本 (pl. ve fig. 29, UA2003) 最 为 类 似 ， 但 是 后 者 具有 较 大 的 顶 

1) 本 文化 石 插图 中 比例 尺 长 度 为 Imm; 少数 比例 尺 长 度 为 0.5mm 者 ?在 插图 中 另 有 表示 。 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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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 , 

:产地 及 层 位 “南宁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六 景 段 。 

等 环节 五 (未 定 种 B) Homoctenus sp. B 

(Alm 1; 4) 

ME AK), 稍 受 压 , 长 度 为 2.5mm, 22K, SERWMAY 9°, DRAM. 

BAAD HA, BEAK, KWHAALM, 较 横 环 稍 宽 ， 在 lmm KEAA 15-16 个 

横 环 。 

比较 当前 标本 的 倾角 类 似 OH. tihkyi Ljaschenko,1959 和 H. krestovnikovi 工 ja- 

schenko, 1959, 但 壳 体 较 小 , 横 环 较 低 而 圆 。 因 保存 不 甚 好 , 暂 不 定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珠 胚 节 石 目 Dacryoconarida Fisher, 1962 

塔 节 石 超 科 Nowakiacea Bouéek et Prantl, 1960 

_ 塔 节 石 科 Nowakiidae Bouéek et Prantl, 1960 

塔 节 石 属 Nowakia Giirich，1896 

模式 种 Tentaculites elegans Barrande, 1867 

特征 ” 壳 体 直 , 小 到 中 等 ,圆锥 形 , 未 部 常 呈 圆 简 形 。 壳 表 全 部 或 大 部 具 横 环 , 环 疹 尖 

锐 或 近 撩 , 纵 肋 常 贯穿 全 壳 。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与 壳 体 分 界 通常 明显 ， 有 时 在 初 房 的 下 端 有 

端 刺 。 
讨论 ”在 珠 胚 节 石 目 中 ，Noxwcekia 是 最 重要 的 一 个 属 ,其 中 许多 种 演化 迅速 ， 分 布 

广泛 ,被 视 为 氟 盆 纪 竹 节 石 带 的 建 带 种 。 
HERS Zeravshanella Ljaschenko 和 Viriatellina Boutek 十 分 类 似 e。。 但 Zerav- 

shanella 的 初 房 细 长 ， 在 下 端 具 长 的 管 刺 ，Firiare11ina 的 横 环 低 而 圆 。 上 述 特 征 可 与 

未 属 区 别 5 事实 十 ?在 这 些 属 之 间 , 存 在 着 一 些 中 间 类 型 的 种 类 ;如 某 些 种 的 横 环 在 始 部 

和 中 下 部 呈 组 波状 ,于 末 部 呈 锐 着 状 ;一 些 种 的 横 环 形状 介 于 圆 和 人 尖 之 间 等 。 

根据 横 环 的 形态 和 组 合 方式 ,此 属 包 括 如 下 的 亚 属 : 

. 塔 节 石 亚 属 Nowakia (Nowakia) Giirich，1896 

RGR Nowakia (Sulcatonowakia) Alberti, 1979 

小 阿 列 克 赛 节 石 亚 属 NWormaAia (Alexiella) Ljaschenko, 1969 

毛 雷 尔 节 石 亚 属 Nowakia (Maurerina) Alberti, 1981 

壮 塔 节 石 亚 属 Nowakia (Virianowakia) Alberti,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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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 WIR (GHW) Nowakia (Lepidonowakia) subgen. nov. 

分 布 及 时 代 WH BAN AE AES RA AL AG Se. Pe ae ho 个 别 可 延伸 到 

Reve Za tt $i Ar Ho 

塔 节 石 亚 属 Newakia (Nowakia) Girich, 1896 (—Novakia 

Giirich, 1899, non Novakia Strobel, 1883) ci 

模式 种 同属 的 模式 种 。 

454E Nowskia 属 中 仅 具 粗 大 横 环 的 亚 属 。 

分 布 及 时 代 同属。 
~ 

尖锐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ckia) acuaria (Richter), 1854 

(图 版 2， 图 2) 

1854 Tentaculites acuarius Richter, S. 285,.Taf. 3, Fig. 3—9, 

1964 Nowakia acuaria,Boutek, pp. 60—69, pl. 1, figs. 1—7; pl. 2, figs. 1—8; pl. 3, figs. 1—6; pl.4, 

figs. 1—4; textfigs. 10, 11, 13—17, 

1964 Nowakia acuaria, Zagora, p. 1227, pl.1, fig. 1—10; pl. 2, figs. 1, 2; pl. 9, fig. 2. 

1969 Nowakia acuaria, Lardeux, pp. 91—96, pl. 30, figs. 1—3; pl. 31, figs. 1—8; pl. 32, figs. 1—4; 

textfigs. 64—66, 

1970 Nowakia acuaria, Churkin and Carter, p. 62, pl. 16, figs. 1—8, 

1970 Nowakia. acuaria, Alberti, S. 162, Taf. 20, Fig. 1—6, 

1972 Turkestanella acuaria, Ludvigsen, pp. 309—312, pl. 13, figs. 1—3, 

1975 Nowakia acuaria, Pap, 395, 396M, Am 1, 1—8, 

1977 Nowakia acuaria, Al-Rawi, S. 49, 50, Taf. 1, Fig. 4, 

1978 Nowakia acuaria, BK 272 页 图 版 16, 1。 

1978 Nowakia (Turkestanella) acuaria, JidrBuHexko, KopeXb ux KmHIIeBH9 (B COKOTOB，1978)，Ta6T 

63, dur- 1—5, 

non 1979 Nowakia acuaria, 白 顺 良 等 ， 70, 71m, Bm 6, A 1,2. 

? 1982 Nowakia acucria, AIRS, 74>, Am 11, 图 5 一 10。 ot ba Mt 

1982 Nowakia acuaria, Luke’, pp. 74, 75, pl. 2, figs. 1—6, 

描述 “ 壳 体 长 ,一 般 大 于 5mm， 直 锥 状 。 压 扁 后 的 顶 角 约 13 一 15"。 中 部 生长 角 变 
小 。 末 部 几 呈 亚 简 形 。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明显 , 环 峭 锋 锐 。 环 间 面 平坦 , 较 环 略 宽 。 横 环 由 “ 
始 部 向 末 部 稍 增 大 ,其 间距 亦 均匀 地 向 口 方 缓慢 增 大。 在 lmm 长 度 内 , 始 部 为 10 不 环 ， 
中 部 和 末 部 约 5.5 一 7 个 环 。 纵 肋 明显 ,分 布 均匀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6 条 ,在 未 
部 半圆 壳 圈 内 有 30 条 左右 。 

Wie Richter (1854) 在 描述 此 种 时 ， 没 有 指定 正 模 标本 。 目 前 , 许多 作者 对 于 此 

种 的 描述 有 一 个 相当 大 的 变化 范围 ， 主 要 是 半 周 纵 肋 数 ， 可 以 为 密 而 多 ， 也 可 以 较 稀 而 

Vo 上 述 的 变化 范围 大 致 可 以 包括 在 N. (N.) acuaria 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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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ek (1964) 指定 Richter (1854) 描述 的 图 版 3， 图 8 的 标本 为 选 模 。 同年 

Zagora 又 选择 Richter (1854) 的 另 一 个 标本 (Taf. 1, Fig. 1) 为 新 模 。 但 是 ,无 论 从 

上 述 两 种 模式 标本 的 任何 一 个 来 看 ,此 种 的 含义 当 指 横 环 不 甚 密 , 然 而 分 布 均匀 、 纵 肋 不 
甚 多 (LR/W = 20 一 30) 的 类 型 。 不 同 于 此 类 型 的 一 些 标本 , 或 许可 以 归于 它 的 亚 种 或 

舅 建新 种 , 籍 此 能 更 准确 地 划分 地 层 。 

产地 及 层 位 “玉林 樟 木 清 草 塘 ,钦州 组 。 

玉林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yulinensis sp. nov. 

; CAR 25 5, 6; 插图 4) 

描述 ”多 块 标本 , 选 其 中 2 个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偏 小 ,长 度 小 于 3mm， 壳 体 均匀 扩大 ， 

| 呈 锥 状 , 顶 角 为 12"。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容 而 高 , 环 峭 其 为 锋 锐 。 横 环 在 始 部 密 ， 向 口 方 逐 

YA DE io 在 Imm, 长 度 内 , 始 部 有 26—30 4K, 末 部 减少 至 115-13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 , 其 宽度 为 环 帘 的 1 一 2 倍 。 纵 肋 细密 ,未 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5 Ko 

度量 

比较 “新 种 与 典型 的 V.(N.) acuaria 十 分 类 似 , 但 它 的 壳 体 较 小 ， 横 环 较 密 ， 纵 
助 也 较 密 ， 可 与 后 者 区 别 。 在 较 密 的 横 环 方面 ,本 亚 种 也 与 N. (N.) malsockiensis 
《Chapman) 类 似 , 但 后 者 壳 体 较 大 , 纵 肋 较 多 。 

产地 及 层 位 ”玉林 樟 木 清 草 塘 , 钦 州 组 。 

纤 肋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fimbriata sp. nov. 

| | (图 版 1 图 5 一 7; 插图 5) 

| 描述 ;众多 标本 ,多 数 被 压 扁 , 现 仅 选 其 中 5 块 描述 。 壳 体 较 大 ,长度 可 达 Smmo 壳 

体 在 始 部 和 中 部 均匀 扩大 ，, 呈 圆锥 形 ， 压 扁 后 的 顶 角 为 15 一 16 ， 推 测 原始 顶 角 10 一 

12° FAs AMP ARE. ZAK MRA. RED HEM OE EA) OR 

度量 

P 

标本 号 L Ww a DR LR/W 
l Ww 

66544 5.1 1.2* 16°* 二 一 40 56 
66545 4.7 1.5* 15°* — 一 39 52 

66546 2.7 0.8 13°* 一 一 27 之 40 
66547 Bey. 1.1* 16°* — 一 17 45 

66548 1.9 0.54 13° 一 一 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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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Ait 

24 th 

s 

: 
‘ae 

é GRRE RAH 
插图 4 Nowakia (Nowakia)yulinensis sp. nov. aA 5 Nowebia (Nowakia)fimbriasa Sp.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49 , 正 模 标本 [Diagram- TAKE RA iA 66544, 1E Me A[Diagram-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 

yulinensis sp. nov., 66549, holoty pe | kia) fimbriata sp. nov., 66544, holotype } 

RATA ARB BERS) RRR. RELA SALAD RE BAS 在 lmm 的 
KEEL , 始 部 可 达 17-25 个 ,中 部 仅 为 4 一 5 个 ,在 未 部 为 6 一 8 个 , 且 横 环 的 强度 和 间 
距 很 不 均匀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在 始 部 和 未 部 为 环 帘 的 2 一 4 倍 ,在 中 部 可 为 环 帘 的 O—8 fo 
纵 肋 细弱 ， 十 分 密集 ，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可 有 8 一 10 条 。 在 未 部 半 周 过 图 内 可 过 56 
条 。 

比较 ”此 新 种 的 壳 形 与 W。(N.) acuaria 相似 ， 但 纵 肪 十 分 纤细 而 区 汪 | oT 
APL 45 CHE PAD RA+S MR, SERBIA. Betis is 

FMB Bi EMMA EI, HINA 

先驱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praecursor Bouéek, 1964 

(Ak 2, A 8) 

1964 Nowakia praecursor Boutek, pp. 73, 74, pl. 5, figs. 6—9, 

1969 Nowakia praecursor, Lardeux, pp. 106—108, pl. 35, fig. 1; pl. 36, fig. 5; textfig. 77, 

1974 Nowakia praecursor, Liitke, S. 314, 315, Abb. 6, Fig. 5, Tab. 2. 

1977 Nowakia praecursor, 穆 道成 ，583 页 ， 图 版 219, A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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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Nowakia praecursor, AM, 274M, Algl7, 1—3, 

1979 Nowakia praecursor, Alberti, S. 227, Abb. 1 (pars), 

1979 Nowakia praecursor, Liitke, S. 282, Abb. 2 (pars), 

non. 1979..Nowakia praecursor, Alli > 71> AM 657,9—I1, 
1980 Nowakia praecursor, ®% Hic, 51 页 ;图 版 8， 5 一 11。 

2 1982 § Nowakia praecursor, Alm, 76 页 ;图 版 13， 图 5 一 7。 

1982c Nowakia praecursor, Alberti, S. 454, 455, Taf. 1, Fig. 1 一 6: Taf. 2, Fig. 8, 9; Abb. 5, 
1983b Nowakia praecursor, BRR IPM, 46, 470 RK 2, A 1 一 6。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 呈 直 圆锥 形 , 顶 角 均 8", 近 未 部 的 生长 角 稍 小 。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AAA AK AER, HRM, HAMA 1.5 倍 ,在 lmm 长 度 内 有 -11 

Ro 

纵 肋 明 显 ,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6 条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5 Ko 

讨论 Boutek (1964, pp. 73 一 74) 根据 产 于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希 米 亚 地 区 的 几 个 不 

完整 的 标本 建立 了 Nowakia praeczryor， 并 给 以 较 宽 的 定义 ， 如 顶 角 为 5°—7°, el 

达 10°—15°, Imm 长 度 内 有 横 环 5 一 8 个 ; 半 周 纵 肋 数 平均 为 14 一 15， 但 多 的 可 达 

17 一 18。 以 后 > Alberti (1982) 图 示 了 N. CN.) praecursor 的 一 个 地 模 (topotype) 

PRA HAN. (N.) praecursor & N. (N.) zlichovensis 具有 近似 的 环 饰 及 始 部 无 环 

或 仅 具 微弱 的 波状 环 的 性 质 。 这 两 个 种 在 地 层 分 布 上 也 几乎 是 同期 的 ， 两 者 的 主要 不 同 

FEN. (N.) praecursor 的 始 部 无 环 部 分 较 短 , 中 部 和 末 部 常 呈 柱状 且 较 狭长 , 纵 肋 数 较 

少 ，LR/W = 12 一 16， 而 N. (N.) zlichovensis 的 始 部 无 环 区 长 达 全 壳 长 的 1/3， 未 

四 纵 肋 数 多 ，LR/W. 盖 25 一 30。 在 通常 情况 下 ， 近 兹 利 霍 夫 阶 底部 
N. (N.) zlichovensis 的 标本 居多 ,向 上 至 兹 利 霍 夫 阶 中 部 N，(CM.) praecursor 的 标 

on 

N.. (N.) praecursor 与 N. (N.) parapraecursor Alberti, 1982 也 十 分 类 似 ， 但 

后 者 的 壳 体 更 为 细 长 , 纵 肋 数 少 ，LR/W 一 9 一 12。 

白 顺 良 等 〈1979，1982) 描述 的 产 于 象 州 大 乐 落 脉 组 的 标本 〈1979。, 图 版 6, A 10, 

11; 1982, 图 版 13, 图 7a,b) 和 字 菠 下 泥 盆 统 的 标本 (1982, 图 版 13, 图 5) 都 不 应 归于 此 

种 。 - 

产地 及 层 位 “武宣 二 彤 ,二 塘 组 下 部 。 
密 肋 塔 节 石 ”NowaAia (Nowakia)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1978 

(图 版 3 图 1) 

1978 Nowakia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JlorBuHeHKOo (B COKOTOB， 1978), crp- 43, Ta6n. 72, cur 6. 

描述 “” 壳 体 大 ,长 度 可 达 5.7mm, BH, BHR. MAW 10°, MSRM. RIAA 

尖 ; 分 布 均 杂 ，1lmm 的 长 度 内 有 8 一 9 个 。 环 间 面 平 ,其 宽度 稍 大 于 环 帘 。 纵 肋 较 强 , 中 



42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6 号 

度量 

LU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66564 

TERRA” ‘ 

1) 此 种 的 正 模 标 杰 (20/80) 仅 有 图 影 而 未 被 描述 。 上述 数据 为 笔者 从 Jorsunenko (hl C.xonos, 1978) 所 作 ， 

的 图 影 度量 而 来 。 

比较 ON. (N.) densannulata 的 正 模 标 本 产 于 中 亚 Ca 三 地 区 的 gb th 

Zo Jlorpuxenxo (Jf, Coxonon, 1978) 仅 有 此 标本 的 图 影 * 但 未 作 任 何 描述 e BA 

adi A nica oarlp item tid a Folk 3 

. (N.) densannulata 与 上 述 Zeravshanella bapingensis 的 壳 形 很 相近 , 但 前 者 

Piers (LR/W = 11—12), KORA). ABT AME. 可 与 vist Ho 

产地 及 层 位 “南宁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六 景 段 e 

二， | 一 -一 | 一 | 一 — | 

SRSA MH) Nowakia (Nowakia) polannulata sp. nov. 

(图 版 3， 图 5,63 插图 6) 

描述 “ 壳 体 小 型 ,长 度 小 于 ,15mmo 始 部 和 中 部 呈 狭 锥 状 ; Th fA 12°—13°; — 

大 缓慢 , 呈 亚 简 状 ,生长 角 为 5°. Oe) BRAK, KEMREBA 0.05mm, | 与 这 体 

以 明显 的 收缩 沟 分 界 。 LW tu 

BUDHADD. BE KAZE WA OAMAWA, £ lmm: ewe 20425 

“Ro WA ZE, HERDS RE M 

UDA TERT BI BE ELA 7 KASEI 9 Ao 

比较 ”此 新 种 的 壳 形 和 壳 饰 类 似 前 述 的 W， (N.) densannulata, (A/S 

密 ,不同 于 后 者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Y richteri AF, 

等 环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isannulata sp. nov. 

〈 图 版 3， 图 10511; 插图 7)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小 于 3.5mm, 始 方 的 113 壳 体 呈 直 锥 状 ; 顶 角 约 '9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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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AMWAASAMKR. WHR MEER, BUI,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O13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坦 ,其 宽度 与 环 帘 相等 或 稍 大 。 纵 肋 细弱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6 条 , 半 膨 壳 圈 内 有 13 一 14 条 。 
1 

FEA 6 Nowakia (Nowakia) polannulata sp. nov.- 插图 7 Nowakia (Nowakia) isannulata sp.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65, ERA [Diagram-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67， 正 模 标 本 
matic——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po- [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lannulata sp. nov., 66565, holoty pe | (Nowakia) isannulata sp. nov.,66567, holo- 

ty pe } 

a, 

比较 ”就 均匀 而 密集 的 横 环 而 言 ， 此 新 种 与 Zeravshanella bapingensis, N.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 N. (N.) polannulata sp. nov. BW, 但 它 的 中 部 和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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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的 老 体 明显 地 呈 直 简 形 ， 这 有 别 于 后 三 个 种 。 此 外 ，N. (N.) densannulata 和 Ze- 
ravshanella bapingensis 的 壳 体 大 ,出 现 的 层 位 较 低 3V. 和 git 和 

密 ， 壳 体 小 ;也 与 此 新 种 不 同 。 

新 种 的 壳 形 和 横 环 的 分 布 与 N. (N.)? hanusi (Bouéek) 关 似 , 但 Fae nia 
a (LR/W = 30—40, LR/0.2mm 一 10)， 易 于 与 此 新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微小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micra Kent 1980 

(Ak 3, A 8; 插图 8) 

1980 Viriatellina micra Xian, #¢ Bit, 73,74m; 图 版 2， 9 一 11。 

1983b Stylionowakia lanceolata Mu et Ruan, BWR HIM, 65,5 66 页 ， 图 版 14， 图 6;7。 

描述 “ 壳 体 小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2mm。 始 部 及 中 部 为 直 圆锥 形 ; 顶 条 为 106 二 126; 未 

— 1 bbs sca 
8 
a 

a 

+f Ht 

4678 8 Nowakia (Nowokia) micra (Xian) 壳 体 插图 9 Nomwahkra (Nowakia) subtilss Mu et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53230[ Diagrammatic represen- Ruan 壳 体 复原 图 , 握 标 本 53100[Diagram- 

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micra (Xian),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 

53230 | wakia) subtilis Mu et Ruan, 531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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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扩大 变 慢 , 近 简 状 ,宽度 约 为 0.4mm。 初 房 小 , 滴 珠 状 。 横 环 相当 低 而 窄 ,但 非常 明显 ， 

开平 旦 粗 肋 状 , 始 部 和 末端 的 横 环 稍 密 , 中 部 十 分 稀 朴 , 在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约 1.5 个 环 。 
环 间 面 宽 且 平 ,在 始 部 和 末端 为 环 帘 的 1 一 3 倍 ,在 中 部 为 环 帘 的 4 一 6 倍 。 纵 肋 细密 ,分 

布 均匀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7 条 ;在 末端 半 周 壳 圈 中 有 13 条 。 

讨论 ” 鲜 思 远 (1980) RMAF Viriatelling BA, 5 V. irregularis 和 V. 

pseudogeinitziana 作 比 较 。 我 们 认为 ,此 种 的 横 环 虽 很 低 而 穿 , 但 仍 为 明显 的 锐角 状 , 应 

属 Nowckia, 其 中 ,图 版 2, 图 7( 鲜 思 远 ，1980) 的 标本 与 正 模 标 本 明显 不 同 ,应 为 下 述 

AY N. (CN.) minor sp. nov.o 

称道 成 和 阮 亦 萍 (1983b) 描述 了 产 于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组 下 部 N. subsilis HH AY 

本 ,命名 为 Stylionowakia lanceolata Mu et Ruan sp. nov.， 应 为 此 种 的 同 义 名 。 

URS N. (N.) subtilis Mu et Ruan (插图 9) 类 似 , 但 是 后 者 壳 体 较 大 , 横 环 较 高 

而 宽 , 环 间距 稍 小 以 及 纵 肋 较 多 ,而 与 此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有 罗 富 塘 丁 , 塘 丁 组 下 部 N. subtilis i, 

小 型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minor sp. nov. 

(图 版 3， 图 7; 插图 10) 

1980 Viriatellina micra Xian, # Bit, 73,74 页 ?图 版 2， 70 

1983b Stylionowakia tangdingensis Mu et Ruan, BAK GM, 66 Wi Am 14+, A 8. 

描述 “” 壳 体 十 分 小 , 直 ,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1.5mm。 始 部 的 一 半 壳 体 呈 圆锥 状 , 顶 角 15°; 

口 方 的 另 一 半 壳 体 扩大 缓慢 ,生长 角 约 为 5", REN 04mm, 初 房 小 , 呈 滴 珠 状 ,与 壳 体 

分 春明 显 。 横 环 十 分 细弱 而 罕 、 几 乎 呈 粗 肋 状 。 环 并 尖 ,分 布 比较 均匀 ,在 lmm 的 长 度 

ANA 10 一 12 个 , 仅 在 未 部 稍 密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约 为 环 帘 的 2 一 3 倍 。 纵 肋 细 而 密 ,但 
很 清晰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1 条 。 

比较 ， 穆 道成. 阮 亦 基 (1983b) Meet Stylionowakia tangdingensis 一 种 ,经 重新 

观察 ,发 现 其 始 部 及 中 部 均 有 粗 肋 状 横 环 ,应 归于 Nowakia 属 。 但 N. (N.) tang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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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is 种 名 已 被 占用 ,因此 本 文 改 用 新 名 代替 。 

当前 的 新 种 与 前 述 的 N. (N.) micra (Xian) 十 分 类 似 。 两 者 均 具 粗 肋 状 横 环 纤 

细 的 纵 肋 及 近似 的 壳 形 。 但 是 ， 本 新 种 以 横 环 密度 较 大 (DR/W 一 3)， 壳 体 较 小 ; 纵 肋 ， 

较 少 ,以 及 壳 体 的 中 部 和 上 部 较 早 地 近 柱 状 , 而 与 后 者 区 别 。 据 此 ;， 鲜 思 远 61980) 描 述 为 

N. (N.) micra 的 其 中 一 块 标本 (图 版 2, 图 7) 当归 此 种 。 =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 一 一 

AKI HA (MH) Nowakia (Nowakia) bamboides sp. nov. 

(Ak 3, A 13,14; 插图 11)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长 度 , 直 。 一 般 长 可 达 Imm, MBEREK, WHA 9°—10°; 未 

部 缓慢 扩大 , 近 简 状 。 横 环 低 而 稍 罕 , 环 峭 近 尖 , 环 间距 大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仅 有 一 个 横 

HT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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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10 Nowakia (Nowakia) minor sp. nov. 插图 11 Nowakia (Nowakia)bamboides sp.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71 [Diagrammatic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72, 正 模 标 本 ;66573 副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minor sp. 模 标 本 [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 

nov., 66571, paratype | wakia (Nowakia) bamboides sp. noy., 66572, 

holotype; 66573, para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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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为 环 帘 的 57 倍 。 纵 肪 细 而 明显 ,分布 稀 臣 ， 其 密度 (LR/0.2mm) 

— RAMA (LR/W) 由 始 部 向 末 部 逐渐 增 大 和 增多 。 在 末 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时 条 , 半 周 壳 团 有 14 条 。 

比较 ARMAS N. (N.) tersa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均 有 类 似 的 壳 形 和 稀 

蕊 的 横 环 ,但 后 者 的 纵 肋 较 少 , 始 部 有 较 长 部 分 无 环 , 与 本 新 种 不 同 。 本 新 种 也 与 N.CV.) 

micra 在 壳 形 和 壳 饰 上 相似 , 但 后 者 的 横 环 细弱 ， 壳 体 较 小 以 及 纵 肋 密度 (LR/0.2mm) 

， 在 全 壳 近 于 相等 ,而 与 本 新 种 不 同 。N. (N.) praccursor 的 横 环 较 本 种 密 且 强 ， 纵 肋 较 

粗 , 亦 与 本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W. praecursor 带 。 

瘤 粒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nodusa Xian, 1980 

(Alm 3, Al 12; 插图 12) 

1980 Nowakia nodusa Xian， 鲜 思 远 ，64;65 页 ,图 版 15， 图 1;2;7 一 10; 插图 34 一 38。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保存 长 度 2.7mm。 壳 体 直 , 均 匀 扩 大 , 顶 角 7"。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明显 , 环 状 近 尖 , 其 分 布 及 强度 不 均匀 ， 一 般 较 粗 强 且 较 稀 蓝 ， Imm 长 度 内 有 7 个 
环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约 为 环 帘 的 2 一 4 倍 。 有 时 在 两 横 环 间 尚 有 较 低 而 弱 的 次 级 环 。 纵 

肋 稀 臣 ,但 相当 粗 强 ; 纵 肋 的 密度 自 始 至 末 变化 不 明显 ，0.2mm 宽度 内 有 2 条 ，, 始 部 半 周 

壳 圈 上 仅 3 条 , 末 部 则 增加 至 6 条 。 纵 肋 与 横 环 相交 ， 构 成 较 规 则 的 长 方形 ,其 交会 处 在 

末 部 常 呈 现 低 的 纵 瘤 。 

讨论 ” 鲜 思 远 (1980) 最 初 描述 此 种 时 ,认为 它 是 W.， (CMV.) cancellata 的 先驱 。 他 

还 认为 Lardeux (1969) 描述 为 N. cancellata 的 标本 (p1]. 34，fig.8; pl. 35, fig. 3) 

和 N. aff. cancellata 的 标本 (pl. 35, figs. 4,8), LLB Kopeg 等 ( 见 Coxonos, 1978) 

AARA Viriatellina sp. 的 标本 (p1. 69, figs. 7,8) 是 属于 此 种 的 ,并 注 骨 此 种 产 出 的 层 位 

是 德 保 钦 甲 的 平 恩 组 。 但 在 他 的 剖面 描述 和 图 版 说 明 中 ,此 种 实际 上 产 于 ̀ 三叉 河 组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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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共生 ， 因 此 当归 N. praecursor tH. Bway Lard- 

eux〔〈1969) 描 述 的 几 个 标本 为 小 型 壳 体 , 具 粗 强 的 横 环 , 显然 是 NW. (N.) cancellata 的 

较 进 化 类 型 ， 有 的 标本 甚至 更 近 于 N. (N.) richterip. 因此 ， 其 产 出 的 层 位 也 应 在 N. 

cancellata 带 上 部 或 稍 高 。 它们 不 应 是 W.(N.) nodusa 的 同 义 名 。Kopeap (i, Coxo- 

JOB，1978) 描述 为 Viriatellina sp. 的 标本 , 壳 体 为 多 边 形 ， YD BARBER. DR 

应 归于 下 文 的 Gonioviriatellina, AMIAF LLR 

现 已 有 较 充 分 的 证 据 表 明 ，N. (N.) cancellata 是 N. barrandei-N. richteri 演 

化 谱系 中 的 一 个 种 ,在 此 演化 谱系 中 , 纵 肋 数 逐 渐 减 少 ,由 无 瘤 的 类 型 演变 为 具 瘤 的 种 类 。 

据 此 ， 我 们 认为 N，(N.) nodusa 不 可 能 是 N。 cancellara 的 先驱 。 目 前 , 我 们 暂 朋 于 
N. (N.) praecursor 种 组 内 。 a Cy ae ee PO. a OR 

产地 及 层 位 ”百色 巴 平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 praecursor iH. | \ 
. : oH 

插图 12 Nowakia (Nowakia) nodusa Xian Fe lk 插图 13 Nowakia (Nowakia)retiformis sp. nov,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74 [Diagrammatic represen-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75, 正 模 标本 [Diagram- 

tation of Nowaskia (Nowakia) nodusa Xian,66574 |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retiformis sp. noy., 66575,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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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形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retiformis sp. nov. 

(Am 4， 图 2--5; 插图 :137) 

| 1980 Nowakia cf ferula, # Bi, 58,59 页 ,图 版 20， 图 8 一 13。 

TR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小 于 4mme 始 部 及 中 部 呈 狭 长 的 圆锥 形 , 顶 角 ?89 一 9?; 

未 部 增 大 缓慢 ,生长 角 约 为 .2 一 3"。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高 而 窗 ; 环 背 尖 锐 * 分 布 较为 均匀 ,在 

Imm 长度 内 有 6 一 7 环 。 环 间 面 平 ,为 环 帘 的 2 一 3 倍 。 纵 肋 粗 强 ,稀疏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2 一 3 条 ， 纵 肋 与 横 环 相交 , 呈 规 则 的 方 格 状 。 末 端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5 条 。 

比较 ”这 二 新 种 与 NW.，(N.) nodusa Xian 十 分 相似 ,但 此 种 的 横 环 分 布 较 均 匀 ， 壳 
量 ” 体 较 粗 壮 , 纵 肋 与 横 环 相交 旺 方 格 状 ,可 与 后 者 区 别 。 
| fe FA 761980) Hak Nowakia cf. ferula 的 标本 应 归于 此 种 。 

HEARSE RAB. th N. (N.) cancellata 和 N. (N.) lepida 
_  -Mu, 1975 类 似 。 {8 N. (N.) cancellata 的 横 环 粗大 ， 瘤 大 ; N. (N.) lepida HAH 

上 ”多 , 横 环 比较 粗 强 ,可 与 此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稀 肋 塔 节 石 (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raricosta sp. nov. 

(图 版 4， 图 1，6 一 9; 图 版 18， 图 1; 插图 14) 

描述 壳 体 大 , 直 , 长 度 可 达 5mm 以 上 。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圆 锥 状 。 顶 角 9”, 末端 

FAME. 4°. DE) SHARK. BNE, ERM HASH. HERR. 

度量 

一 EP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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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壳 径 长 度 内 小 于 或 等 于 一 个 横 环 间距 。 自 此 向 口 方 ， 横 环 逐 渐变 尖 , 环 距 相 对 变 小 ,在 

末端 ,相当 一 个 壳 径 长 度 内 有 4 一 5 个 环 , 或 lmm 长 度 内 有 9 个 环 e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约 为 

环 帘 的 1.5 一 4 倍 。 纵 肋 较 明 显 , 分 布 稀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3 条 ,未 端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Ko 

纵 肋 与 横 环 相交 处 的 未 端 具 很 弱 的 瘤 状 。 1p hippie 

比较 oN. (N.) raricosta sp. nov. 与 N. (N.) praecursor, N. (N.)retiformis sp. 

nov., N. (N.) nodusa Xian 和 N. (N.) bamboides sp. nov. 分 别 有 某 些 类 似 之 处 ,但 

又 有 明显 区 别 。 它 与 N.(N.) praccursor 有 类 似 的 壳 形 和 横 环 的 强度 ;得 始 部 横 环 稀 。 
纵 肋 少 和 未 部 有 小 瘤 而 不 同 于 。 它 与 N。(N.) retiformis 有 相似 的 壳 形 及 纵 肋 ; (2B 
环 在 始 部 较 低 而 宽 , 较 稀 , 壳 饰 不 呈 方 格 状 。N，(N.) nodusa Rh ABRAM 
及 小 瘤 ;- 但 横 环 较 罕 尖 罗 纵 肋 在 始 部 更 少 ; 壳 体 较 细 长 ， 可 与 此 种 区 别 5 最 后 Nv (N.) 

ba dant BS 
eee 

bap G38" as a 

eg 4 

= decent 

插图 14 Nowakia (Nowakia) raricosta Sp._ nov. 捅 图 15 Nowakia(Nowakia)huananensis(Xian)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79， 正 模 标 本 [Diagram-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85 [Diagramma-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ra- 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ricosta sp. nov., 66579, holotype huananensis (Xian), 6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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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ides 的 横 环 较 稀 ， 壳 形 相似 ， 但 纵 肋 和 横 环 细弱 ， 无 小 瘤 ， 也 与 当前 新 种 

不 同 。 ri 
FRREM RAANMBS,. AERA MN. praccursor 带 。 

华南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huananensis (Xian), 1980 

(Am 5, A 7,8; 插图 15) 

1978 Nowakia ex gt. cancellata (Richter), Kum (B Coxonos, 1978), crp. 43, Ta6M. 72, dur. 1. 
1980 Viriatellina huananensis Xian, # Fic, 74 页 ;图 版 19， 图 9,10; 插图 47548,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 直 , 均 与 扩大 ,长 度 可 大 于 4mmoe 始 部 和 中 部 至 获 长 的 锥 状 ; 顶 
其 9; 未 部 扩大 较 慢 ， 生 长 角 约 4 一 3。 初 房 长 卵 形 ; BK. 横 环 具 两 种 形态 。 始 部 
及 让 部 的 环 较 高 而 明显 ， REL, SRR, Imm 长 度 内 有 5 一 6 环 , 环 间 面 宽 而 
SB, AHH 2—3 An MA BA, HAN REG AA, ME BK 
度 内 有 7 个 左右 的 横 环 。 纵 肋 粗 强 , 较 稀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2.5 至 3 条 ; 7S A 
BBO 7 条 。 纵 肋 与 横 环 交会 处 具 瘤 粒 ， Auld Ace SESE EAS Do | 

Hee (1980) MILA Viriatellinag 属 , 并 认为 始 端 1Imm 无 环 。 我 

们 认为 即使 在 正 模 标本 上 , 始 端 Imm 的 壳 面 上 也 能 见 到 明显 的 低 而 粗 的 稀 琉 横 环 , 壳 面 

绷 显 有 瘤 粒 。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在 主要 的 标志 上 与 它 完 全 相同 ,应 是 同 种 的 。 

_ Kem (@ Coxonos, 1978) 的 图 影 中 有 产 于 中 亚 CaMapKaHX 地 区 的 一 个 标本 (ra6a。 

22, par. 1), BH Nowakia ex gr. cancellatag 该 标本 不 应 归于 N. (N.) cancel- 

data, 而 应 归于 此 种 ， 与 它 共 生 的 牙 形 刺 为 Polygnathus dehiscens- P. gronbergi, 这 

从 产 出 的 层 位 也 得 到 证 明 。 
N. (N.) huananensis 的 过 形 和 壳 饰 与 W.(N.) nodusa Xian, 1980 和 N. CV.) 

raricosta sp. nov. 非常 接近 ， 但 N. (N.) nodusa 的 始 部 和 中 部 纵 肋 少 而 粗 强 , 环 分 布 

不 规则 未 部 横 环 加 密 不 显著 ; -V.(MV.)_raricoxta_ 在 末端 横 环 仍然 较 均匀 分 布 ,， 环 不 变 

小 ,以 此 可 与 此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百色 巴 平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W. praecursor 市 。 

精致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lepida Mu, 1975 

(图 版 5， 图 1-3; Abe 9 图 1) 

1975 Nowakia lepida Mu， 穆 西南 ，397 页 ， 图 版 2， 图 16 一 18。 

mon 1982 Nowakia ct，1ezidc， 白 顺 良 等 ，75;76 页 ?图 版 13)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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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 A si 

P . 
标本 号 L Wasnt i RE Ries DRy 4 | @LR/wW 

w 二 

66587 eh og Ge REA)) BGRGON DMP yge TADLFOVA | 中 计 请 二 ay 
66588 4.3 0.9 (cL Wag 34 11 

比较 ON. (CNMN.) lepida Mu NM.) Cawcalinen 和 N.(N. ) resiformis. sp. nov. 

均 很 类 似 。 BN. (N.) cancellata 的 不 同 是 : RB, BABB, 出 现 于 

N. praecursor 带 ; 与 3 ON. CV.) cali chins 的 区 别 是 ; WW BS, 瘤 较 明 显 snore 

则 的 方 格 状 。 

N. (N.) lepida, Mu 5 N. CN) praecursor 的 区 别 不 仅 在 于 后 者 术 环 较 乞 这 ,而 

且 还 在 于 不 具 瘤 状 壳 饰 。 

讨论 N. (CN.) lepide 的 正 模 标本 产 于 西藏 受 拉 木 县 甲村 的 凉 泉 组 上 部 ， 穆 西南 

《1975)- 认 为 是 布拉格 阶 凸 部 5-1979- 年 ?我 所 西藏 伏 在 甲村 附近 剖面 的 " 凉 泉 组 士 部 "发 
现 了 Anetoceras (A.)- sp. il P. perbonus, 因此 可 以 肯定 ， 甲村 附近 也 出 露 兹 利 霍 夫 

期 的 地 层 。 考 虑 到 当前 描述 的 该 种 标本 产 于 N. praecursor 带 ， 我 们 推测 ， 产 于 西藏 的 

此 种 标本 有 可 能 产 于 效 利 霍 夫 期 的 地 层 中 。 

thats mara sid hha 钦 甲 组 上 部 N. praecursor Wo” 
Eee nas ATO ER ee em 

AMEE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pare sp. nov. 

(AR 550 4 一 6; 插图 16) te Oe rH Sesh hg 

描述 “ 壳 体 大 ,长 度 可 达 5mm, 始 部 和 中 部 呈 直 锥 形 ， 预 角 和 ROT AE 
慢 , 呈 直 简 状 。 初 房 较 大 , 呈 泣 珠 状 ;与 党 体 以 明显 的 收缩 沟 为 春 。 横 环 的 强 弱 4 宽度 和 分 
布 很 不 规则 。 一 般 始 部 横 环 低 而 圆 ， 环 间 面 较 环 稍 宽 ，1lmm KEAA 10 RAS He 
横 环 相当 宽 而 圆 , 环 间 面 与 环 等 宽 或 稍 宽 , 横 环 分 布 稀 芷 ， Imm 长 度 内 有 46 :不 环 ;来 
PAB E . AAI KORER SEAS HARE, SALES, Imm 前 
长 度 内 有 10 一 14 个 环 ， 外 肪 与 横 环 交 会 处 尚 有 很 弱 的 交 。 纵 肋 粗 强 , 分 布 稀 , 0.2ibam 帘 
度 内 有 2 条 。 7 soaps yo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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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PER HEPA — A ETE RA 49 45 + RON. (N.) huananensis (Xian), 1980, 
但 它 的 横 环 低 而 圆 , 环 间 面 浅 凹 , 横 环 分 布 很 不 规则 。 上 述 诸 方面 均 与 后 者 易于 区 别 。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德 保 组 .V. cancellata 带 。 
y PO Em = 

. - 

f 

«G16 Nowakia (Nowakia) scabrota sp. nov. 插图 17 Nowakia (Nowakia) sporada sp. nov. 

— (CFR BA 66591， 正 模 标本 [Diagram- FABRA, HA 66596, 正 模 标本 [Diagram-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Nowakia) sc-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1 abrota sp. nov., 66591, holotype } sporada sp. nov., 66596, holotype | 

= 稀 环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sporada sp. nov. 

Ri (Aik 6, Al 2; 插图 17)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偏 小 ,长 度 约 3mm, HKBUT XK, SHARE, 项 角 和 生长 角 均 为 

12 ， 初 房 小 , 呈 滴 珠 状 ,与 壳 体 分 界 明 显 。 横 环 罕 ， 但 相当 明显 ， 环 峭 尖锐 , 分 布 相当 稀 

蕊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仅 有 一 环 ，lmim 的 长 度 内 有 .2.2 一 2.5 环 , 仅 在 末端 数 环 较 密 。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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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面 十 分 宽 而 平坦 * 均 为 环 帘 的 4 一 6 fo AAA AH, 0.2mm a 

条 。 末 端 半圆 壳 圈 内 有 10 条 。 

比较 ”此 新 种 具有 稀 下 的 横 环 , 仅 就 此 点 而 论 , 新 种 与 W，(CN.) bamboides sp. nov., 
N. (N.) micra (Xian), N. (N.) praecursor 和 N. (N.) raricosta sp. nov. 相似 ,但 

N. (N.) bamboides 和 N. (N.) micra 的 横 环 十 分 窗 而 低 , 壳 体 顶 角 较 小 ,未 部 近 圆 简 
状 ; N. (N.) praecursor 的 环 疹 近 圆 , 横 环比 此 种 密 ， 壳 体 顶 角 一 般 较 小 以 及 末 部 常 呈 

亚 简 状 ; N. (N.) raricosta 的 壳 体 顶 角 较 小 , 纵 肋 较 粗 强 ， 

过 面具 小 瘤 。 根 据 上 述 标志 ,后 四 个 种 均 与 此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塘 丁 组 下 部 N. subtilis HF 

下 部 。 

亚 巴 朗 德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suDpDarrardei sp. nov. 

(图 版 6， 图 1; 插图 18) 

1969 Nowakia cf. zlichovensis, Lardeux, p.110, pl.33, fig. 5. 

1983b Viriatellina orientalis, BRR IM, 59 页 ,图 版 15, A 1 一 4。 

«RE 壳 体 大 ， 长 度 可 达 5.5mm, 始 方 壳 体 的 2/5 呈 

直 圆 锥 状 , 顶 角 15"; 中 部 和 末 部 的 索 体 呈 直 简 状 ,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始 部 呈 锥 状 的 壳 体 不 具 横 环 ， 其 余 的 中 部 和 末 部 壳 体 

具 显 著 的 横 环 。 环 的 分 布 较 均匀 ，1lma 长 度 内 接近 4 个 ;或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2 个 。 环 不 宽 , 环 稍 在 壳 体 中 部 稍 圆 ,在 

壳 体 未 部 近 尖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约 为 环 帘 的 3 一 4 Fo AH 

贯通 全 壳 , 细 密 ,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9 条 。 

度量 

插图 18 Nowakia (Nowakia) 53181 

subbarrandei sp. nov. 壳 体 复 66601 

原 图 , 据 标 本 66601, 正 模 标本 66602 

[ Diagrammatic re presenta- 

tion of Nowakia (Nowckia) 1) PAB EK LAH, 1983558 页 。 

subbarrandei sp. nov., 66601, 

bch ra 讨论 ”此 种 的 标本 被 穆 道成. 阮 亦 萍 (1983by 54 页) 定 ， 



BPP RE AL 

PEEK RRMA A, iN. (N.) Rarpinskii 的 壳 体 在 锥 状 部 分 的 未 部 也 具 环 , 产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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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iriatellina oricezta1i5， 洲 虑 到 它 具 有 伙 锐 的 横 环 ,本 文 改 归 Nowakia 属 。 

Dardeux (1969) 描述 了 产 于 法 国 Le Calcaire de la Grange 的 二 块 标 未 ,! 鉴定 为 

N. cf. zlicpovezsig， 它 有 较 长 的 无 环 的 始 部 : 较 少 的 纵 肋 (LD/W = 18 一 20) BRK 

的 壳 体 ,似乎 应 归 此 种 。 
此 种 的 许多 标志 类 似 NW. (N.) slichovensis 和 N. (N.) karpinskii (Ljaschenko), 

EAN. (N.) zlichovensis 的 不 同 在 于 纵 肋 一 般 较 少 , 壳 体 较 大 ， 锥 状 的 壳 体 部 分 无 环 
N. barrandei tH; 5 N.(N.) karpinshii 的 不 同 是 它 的 无 环 部 

于 更 高 层 位 的 NW. richteri 带 和 N. maureri 带 。 此 新 种 与 N. (N.) barrandei 的 主 

要 不 同 是 它 的 始 端 无 环 区 甚 长 ,而 N. (N.) barrandei 各 通常 仅 达 

” 始 端 锥 状 区 的 中 部 。 
FURE BRA AE N. berrandei 带 。 

卡尔 宾 斯 基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karpinskii (Ljaschenko), 1959 

be (图 版 6， 图 6 一 8) 
_1959: Norakia hit pink Liaschenko, JIameHxKo,cTp.116,117, ta6JI]- 7, 25, dur- 455% 

”描述 AHSAN RAKE TIA 5mmo 壳 体 直 ,均匀 扩大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约 15°— 
3199o 初 房 未 见 。 始 部 0.5 一 lmm 长 度 内 横 环 微弱 或 无 环 ， 其 余 壳 表 具 不 规则 分 布 的 横 
KBR RB 1mm 长 度 内 有 6 个 。 每 一 横 环 低 而 宽 ， 环 着 近 圆 , 仅 在 未 端的 横 

| FER 环 间 面 平 ,为 环 帘 的 ,1 一 3 倍 。 纵 肋 较 密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6 KR, KA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3 一 26 条 。 

讨论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其 顶 角 较 N. WN.) Rarpinskit 的 正 模 标 本 略 大 , 但 主要 的 

鉴定 标志 相同 ,因此 仍 归 于 此 种 。 

N. (N.) karpinskii 5 N. (N.) barrandei 和 N. (N.) maureri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两 者 壳 体 的 中 部 和 末 部 呈 亚 简 状 。 此 外 ，N. (N.) maureri 的 始 部 具 明 显 的 横 环 ,而 此 

HA SAAR OM 0.5mm 至 lmm 长 度 内 无 环 。 
Alberti (1977, S.265; 1979, S.239) 把 此 种 归于 V. maureri 种 组 ，Liitke(1979 ) 

则 认为 此 种 不 属于 NW. (N.) maureri 谱系 ;而 是 独立 的 N. (CN.) Rarpinskii 谱系 。 由 

FN. (N.) subbarrandei (HRB N. (N.) clichovensis 通过 N.(N.) subbarran- 

dei HALA N. (N.) karpinskii 的 推测 较为 合理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市 于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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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e (比较 种 ) Nowakia (Nowakia) cf. acutanalata Alberti, 1979 
(图 版 6) 图 359510) 

1979 seins acutanulata Alberti, S. 255, 256, Abb. 4.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大 于 3mm, BHP AR. SHH, 顶 角 约 149 一 16。; 中 

部 和 未 部 扩大 缓慢 , 呈 亚 简 状 ,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sw MALS, ABA, 分 
布 不 甚 规则 ,一 般 始 部 稍 密 , 中 部 较 稀 且 较 均匀 ，1lmm 长 度 内 有 6 一 7 Ho AWRY, 

i ease YW AAD WSS,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6 条 ， 

RAH 16 一 21 Ko 

度量 

15 

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 RIS ERE ANP A Gh 5 A: ayer 

(1979) 对 此 种 所 作 的 定义 ,因此 归于 此 种 加 
Alberti(1980c，S.584,585) 建 立 了 Nowakia holyocera 新 种 ; 并 于 1981b 4 (S. 86, 

87) 作 了 描述 和 讨论 ,认为 W. (N.) acutanulata BRE N.-holyocera ;种 范围 内 的 边 

缘 变 异 , 但 又 认为 W. (N.) acutanulata 的 形态 特征 了 解 不 详 ， 与 NW. holyocera 种 的 关 

alin 在 当前 ;我 们 暂 作 两 个 独立 的 种 。 和 汪 

. (N.) acutanulata 与 N. (N.) maureri ARR RTA, 

Fo 环 不 甚 尖 , 此 外 不 有 具 细 环 , 可 与 此 种 区 别 。 | 

此 种 在 国外 产 于 莱茵 山区 BR AK ML A EG HOA ON. sulcata 带 ， ele 

为 首次 报道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塘 乡 组 中 部 N. maureri He. amet SE = 

毛 雷 尔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mauareri sy 1962 Siti 

(Am 7, A 3—6) 

1962 Nowakia maureri Zagora, S. 549,550; Abb. 1,2. 

1964 Nowakia maureri, Zagota, S. 1241, Taf. 3, Fig. 455; Taf. 9, Fig. 4. 

1964 Nowakia holynensis Boutéek, pp.83—88, pl. 13, figs. 1—7; pl.14, figs. 1—73 pl. Gs pat tetas 

textfigs. 21—23. 

1969 Nowakia holynensis, Lardeux; pp. 105,106, pl. 3, fig. 6. 

1977 Nowakia holynensis, Bi R, 583TH >, A220, 8,9 

1977 Nowakia holynensis, Luke’, pp.24,25, pl. VI, figs. 8—11; textfig. 2. 

1977 Nowakia maureri, Al-Rawi, S.46, Taf. 2, Fig. 15, 16. 

1979 Nowakia maureri maureri, Liitke, P. 286. 

1979 Nowekia barrandei, SiR, 71> 图 版 VI， 图 12。 

1980 Nowakia holynensis, 鲜 思 远 》54355 页 ,图 版 12， 图 3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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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Nowekia holynensis, 白 顺 良 等 777 页 ;图 版 XV, 图 3。 -一 一 一 有 
982 Nowakia barrandei vel holynensisy AMES, 76,77 LK xIV, E 7% 

1983b, Nowakia holynensis, BHR KIM, 51,52 页 ) 图 版 V, A 4 一 75 

MB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最 大 长 度 可 达 5mm 以 上 。 始 部 狭长 ， 顶 角 为 13°—14°, 

部 和 未 部 近 柱 状 。 横 环 明显 ; 自 始 部 起 已 呈现 近 尖 的 环 峭 ;分 布 不 甚 规则 ， 一 般 在 始 部 和 

末 部 较 密 ， 中 部 较 稀 。 环 间 面 深 凹 ,其 宽度 与 环 宽 相 等 或 稍 充 。 纵 肋 较 密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6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9 一 20 条 。 
et As —— ~ 一 sa- ~ ae Se ee ee we vemm 一 一 一 可 

度量 eae 
于 + P 

Rae L Ww a 7 DR LR/W 
1 w 

66612 2.7 0.52 13° BE sas 18 20 
66613 , 2.96 0.64 13° LE 2 19 

66614 3.57 0.71 14° a an ne 20 
66615 “4.34 0.4 13° & om Rig 20 
66616 2.14, 0.75 2 ri: 到 2 20 

4h 讨论 aes, N. tbofvactent Bautek, 1964 之 间 的 关系 还 有 待 于 证 清 。 Bouéek 

ig (1964). 在 建立 N. hol ynensis, 时 ， 认为 N. (N.) maureri 的 横 环 密度 (DR/1mm 一 7) 

| 3 以 及 始 部 较 细 长 的 特征 与 ， N. holynensis 不 同 。 但 在 描述 时 ,认为 Nolymensis 的 横 

Pt tmp, 长度 内 有 3-8 hm 10°25" RAY, 15°—20°)e BE, Se 
也 包括 了 N. (N.) maureri 的 标本 在 内 。 

‘Alberti (1977, 8.265; 1979, S.229) 以 N. holynensis s. str. ye # 提出 

N. holynensis, 种 组 ， 包括 了 N. maureri Zagora, N.. holynensis Bouéek, N. kar pin- 

skii (Liaschenko), N.subcochleata (G. et F. Sandberger) 及 其 它 新 的 亚 种 。 Liitke 

(1979) WAX N. holynensis 应 是 N.maureri 的 亚 种 ，N， holynensis 营 确 切 地 说 应 

A. N. maureri hol ynensis tio, RUAN, N. (N.) maureri Fil N. hol ynensis 的 正 

模 标本 之 间 昌 存在 一 些 差异 ， 但 属于 同 种 范围 之 内 的 变化 。 它们 应 为 同 义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maureri 带 。 

Bhi 西塔 节 石 Nowakia ae aie guangxtensis ‘Xian, 19890 

(图 版 -8 图 145 82-19) 

1980 Nowekia guangeiensis Xian, ®EBGE> 35 HAR 12, A 1,23 AR 13, 图 1 一 5。 
1983b Nowakia paraholynensis Mu et Ruan, P34 K HIM, 52,53 页 ?图 版 4 图 1,256. 

1983b Nowakia ssenoconula Mu et Ruan，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 56 TA VI, 图 455580 

Hk KA. KET 5mme, MERE, NAA 15°—22°; i SW ffi 

Ko 初 房 旺 滴 珠 状 ,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 横 环 在 始 端 0.5 一 Imm 的 长 度 内 微弱 或 无 。 其 上 

发 育 明显 的 横 环 ,分 布 不 甚 均 匀 , 在 中 部 lum KEANE 475 环 s 环 中 等 宽度 , 环 疹 近 尖 ， 

环 间 面 平 ， 为 环 帘 的 :2 倍 。 纵 肋 细密 ，0.2mz 宽度 内 有 7 一 8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9 条 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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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66619 4.6 1.39% 7—32°% a se Btn 
66618 4.39 1.36 5°—16° 一 

0°—22° 

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与 鲜 思 远 《〈1980) 描述 的 标本 主 

Se FF TE Al (AERA BH KK (L = 9—10mm), HY Be 

在 描述 中 ;统计 该 种 半 周 纵 肋 30 一 37 条 , (A 0.2mm 宽度 

公有 3 一 条 ;显然 后 -数字 是 不 准确 的 。 
. (N.)T multicostata Xian, 1980 在 壳 形 、 壳 体 大 小 、 

HR sag as 8) 3 #45 N. (N.) guangricn- 

sis 十 分 类 似 。 我 们 统计 了 近 千 个 标本 ， 发 现 N. (N.) maz1t- 
icostata 的 半 周 纵 肋 数 为 40 一 70 条 , 通常 为 .45 一 55 KiB 

端的 横 环 不 发 育 或 呈 缓 波状 ， 产 出 的 层 位 在 N. richteeri HF 
之 土 ， 而 低 于 含 W. CN.) maureri Zagora 的 地 层 3 Ak, 
N. filiformis Mu et Ruan, 1983(non N. filiformis Xian, 

eae 2) ed 

DC 
(es 

NT (us at a 

人 

二 

wht 

yn 3 ( 
ANNAN 

at Wiz’ 

a) nn 
tt 

Le 
SUE! 

Tog 

ba 

me 
aia 

ensis Mu et Ruan, 1983 和 N. microcancellata Mu et 

Ruan 49% N. (N.) multicostata 的 同 义 名 4 布 N. (N. ) 

multicostata 的 上 述 特点 可 以 区 别 于 N: (N. ) guangxiensiso 

. N. paraholynensis Mu et Ruan 和 和. stenoconula Mu 

‘et Ruan RAE N. (N.) ENGR ECAR my fer 的 同 义 
y 5 Bio : j 

此 种 的 壳 形 和 壳 饰 与 N. CN.) maureri 和 Mer, (N.) 
插图 19 Nowakia (Nowakia) otomari 十 分 类 似 。 它 与 前 一 个 种 的 区 别 是 其 较 多 的 纵 肋 ; ; 疡 
suangxtensis Xian 壳 体 复原 “与 后 一 种 的 不 同 是 横 环 分 布 较 不 均匀 ， 壳 体 未 部 旦 往 效 以 及 
图 , 据 标 本 53149 [Diagram_ 
matic—represtatation of No~ 始 端 05 一 Imms 内 无 环 或 环 很 弱 。 iin 
wakia (Nowakia) guangxiensis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崇 左 县 左 州 公社 那 艺 , 坡 

Xian, 53149] 折 沙 组 N. multicostata 带 和 N. maureri Ho 

奥 托 马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图 版 8, 图 5—8; 图 版 13》 图 7) 

1964 Nowakia otomari，Bouzek，pp.91 一 pl. 8, fig. 53 pl. 15, figs: 1—43 textfig. 25. ng. 

1974 Nowakia otomari, FMM, 233 页 ,图 版 14, A 5,10. 

1977 _ Nowakia otomari, PA Re, 584 she 219, AA 10511, 

1978 Nowakia otomari, F834, 275 页 ,图 版 20， 图 1 一 4。 

1980 Nowakia otomari, ## Bic, 59 页 ;图 版 12， 图 8; 图 版 14, Al. 

1980), N. densicostata Mu et Ruan, 1983, N. tangxiang— 

和 
% 

, 

ae Pa 



鞠 亦 萍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59 

1982 Nowakia otomari, HIRE 4, 77,78 页 ;图 版 XV, AS 

1983b Nowekia otomari, BAK. GM, 57 TAMIA 6; 图 版 XX, ey 

19832 Nowakia otomari, 称道 成、 阮 亦 萍 ，310 页 ,图 版 1， A 1,2. 

度量 

0 30 

66622 4.9 1.53* = =e 20 35 

66623 5.54 1.21* _ “ 23 35 

66624-a 4.1 0.86* = - 22 30 

66624-b 4.0 0.86* = = 20 30 

66625 > 4.0 0.7 =e 二 22 30 

66626 5.18 1.43* a = 26° 36 

讨论 Boutek (1964) 认为 此 种 的 横 环 分 布 十 分 规则 ,没有 多 大 的 变化 ; Alberti 和 

Salah (1980) 认为 此 种 限于 吉 维 阶 下 部 , 它 通 过 横 环 稍微 加 宽 和 纵 肋 减少 ， 演 变 为 吉 维 
阶 中 部 的 N. (N.) postotomari Alberti, 1980(LR/W 一 12 一 18)。 然 而 鲜 思 远 (1980) 

认为 “该 种 的 重要 特征 之 一 是 环 的 密度 由 始 端 向 末端 方向 逐渐 变 稀 ”笔者 认为 ,此 种 的 主 
要 特征 是 分 布 比较 均匀 的 横 环 和 众多 且 十 分 纤细 的 纵 肋 。 在 罗 富 等 地 ， 罗 富 组 顶部 仍 产 
ASM N. (N.) otomari 相似 的 种 类 ;其 横 环 分 布 或 规则 或 不 规则 , 这些 类 型 本 文 
仍 电 于 此 种 。 因此 N. CN.) otomari 显然 可 延续 到 吉 维 阶 的 中 部 和 上 部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 

巴 朗 德 塔 节 厂 Nowakia (Nowakia)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图 版 10, A 7—10) 

1964 Nowakia barrandei, Boutek, pp.74—77, pl. 7, fig. 1; pl. 8, figs. 1—4; pl. 16, figs. 1—3; text- 

fig. 18. 

1967 Nowakia barrandei, Ruchholz, S. 1104—1110, Taf. 1, Fig. 3; Taf. 2, Fig. 1 一 63 Taf. 3, Fig.l, 

25 Abb. 2. 
1969 Nowakia barrandei, Lardeux, pp. 96—99, pl. 33, figs. 1 一 4 textfigs. 67, 68. 

1970 Nowakia barrandei, Alberti, S. 203—255, Taf. 1, Fig. 1—6. 
1971 Nowakia bariaades, Alberti, S.101—106, Abb. 3,4. 

1974 Nowakia barrandei, Litke, S. 318—320, Abb. 6, Fig. 6—11; Abb. 7; Fig. 1. 

1974 Nowakia parrcazadei， 穆 西南 ? 穆 道成 ，232 页 ?图 版 113， 图 7 一 )。 

1976 Nowakia barrandei, Salah, S.20—28, Taf. 1, Fig. 1—8. 

1977. Nowakia barrandei, Luke, p.20, pl. 1, fig. 1; pl. II, figs. 1—5. 

1977 Nowakia cf.barrandei, LukeS, pp.103,104, pl. 1, fig. 4. 

1977 Nowakia barrandei, 34M, 583 oA 219, A 2. 
1978 Nowakia barrandei, HK, 274 页 图 版 17, A 4 一 7; 图 版 19, A 1,20 

1978 Nowakia barrandei, Kopenb (B Coxonos, 1978), ta6n- 70, dur- 1,2. 

non 1979 Nowakia barrandei, SIMRS, 71 页 ;图 版 6， A 12(=N. CN.) maureri Zagora). 

1980 Nowakia granditubera Xian, # Bie, 45—47 Am 5, A 1 一 4; 图 版 6， 图 1， 插 图 15516, 

1980 Nowakia barrandeci, ti Bic, 47,48 页 图 版 7， 图 1 一 )。 

1980 NomwaAie striatula Xian， 鲜 思 远 ，50;51 页 ;图 版 8， 图 1 一 4。 

1982 Nowakia barrandei, 白 顺 良 等 ，76 页 ?图 版 14， 图 lo 
non 1982 Nowakia barrandei vel holynensis, AMR, 76577 页 ?图 版 14， 图 2。 

1982c Nowakia barrandei. Alberti, S. 452, Ab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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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b Nowakia barrandei, M3BR oI, 47,48 页 ;图 版 1， 图 1 一 5。 

讨论 ”此 种 与 W， (N.) mawreri 的 比较 已 如 前 述 。 此 种 与 NW (N.) elegans 的 

比较 见 后 一 种 的 描述 部 分 。 

鲜 思 远 (1980) 在 描述 N. CN.) barrandei 的 同时 ,也 描述 了 N. cf. barrandei, 并 

建立 了 N. granditubera 和 N. striatula Xian 两 新 种 。 他 认为 W. (CN.) barrandei 

的 横 环 为 两 端 密 \ 中 间 稀 ， 且 密 环 的 壳 体 与 稀 环 的 壳 体 各 占 老 长 之 半 ; N. granditubera 

的 始 部 Imm 内 无 横 环 ,末端 无 次 级 环 ， 环 在 壳 体 上 的 分 布 无 明显 的 两 端 密 中 间 稀 的 现 

象 , 旦 纵 肋 不 断 揪 大 而 不 同 于 N. CN.) barrandei; N. striatula, A N. aff. holyn- 

ensis (Alberti, 1970a, Abb.1—4), N. (N.) zlichovensis 可 以 比较 。 我 们 认为 上 述 标本 

应 同属 W. (N.) barrandeip 其 理由 如 下 : (1) 大 多 数 Nowskia 属 的 种 ， 纵 肋 是 不 断 

FEAR IX N. (CN.) barrandei 内 也 是 如 此 ; (2) N. (N.) barrandei 的 一 个 特征 是 

横 环 分 布 很 不 规则 ,“ 几 乎 没有 两 个 壳 体 有 同样 发 育 的 横 环 (Boutek, 1964, p.75), 一 

般 地 讲 , 环 在 壳 体 两 端 较 密 ,中 间 较 稀 ， 但 也 有 环 的 分 布 比较 规则 或 中 间 较 密 者 “同上 引 

文 ); (3) 始 端 光 滑 , 环 开始 时 低 而 不 明显 ， 以 后 变 得 明显 ， 这 是 较 稳 定 的 一 个 特征 ”, 这 

在 Bouzek(1964) 图 示 的 所 有 标本 中 几乎 都 能 见 到 。 根 据 以 上 几 点 特征 ， 日 顺 良 等 (1979) 

描述 为 W. barrandei 的 标本 不 应 归于 此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德 保 都 安 , 达 莲 塘 组 N. barrandei 带 ; 那 坡 坡 荷 公社 

= Mir], ALESHA N. barrandei 带 和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带 ; 南 宁 大 联 村 ， La 
江 组 的 硅 质 岩层 底部 N. barrandei 带 。 

精美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elegans (Barrande)，1867 

(图 版 10， 1—4) 

1867 Tentaculites elegans Barrande, pp.131,132, pl.14, figs.20—27. 

1959 Nowakia elegans, Troger, S.753, Abb. 8,9. 

1964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Bouéek, pp.77—82(pars) pl. 9, fig. 1(ex cet.). 

1964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Zagora, S. 123851239. 

1971 Nowakia elegans (Barrande), Alberti, S. 103—105, Taf. 1, Fig. 3—7. 

1974 Nowakia barrandei-Nowakia cancellata, Liitke, $. 321—324, Abb. 7, Fig. 2—5. 

1974 Nowakia cancellata, #/Ghi MM, 232 WD) AM 114, A 2. 

1976 Nowakia elegans, Salah, S. 29—39, Taf. 2, Fi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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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Nowakia elegans, LukeS, pp. 20 一 23，pl.1，fig。2; pl. II, figs. 6,73 pl. III, figs. 1—9; pl. IV, 

figs. 1—5; textfig. 1. 

1977 Nowakia cf. elegans, Luke’, p.104, pl. 1, figs. 5,63; pl. II, fig. 1. 

1978 Nowakia cancellata, #838, AhK 19, 7586 

1980 Nowakia elegans, # Bit, 65,66 Ak 9, A 3 一 7。 

1980b Nowakia elegans, Alberti, $.285,286, Abb. 1. 

1982 Nowakia elegans, 白 顺 良 等 ，76 页 ,图 版 14, 3, 

1983b Nowakia elegans, BGK. StI, 49,50 页 ;图 版 7， 图 3—5,7. 

) —_— | 一 一 | | 

7°—30°* 

66638 7°.330% 12 

‘ 66642 27—22°% 

66641 2°—18° 

66639 0°—18° 

0°—20°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堪 左 州 那 艺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下 部 N. elegans 市 。 

格子 塔 节 石 Nowakia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1854 
(图 版 9, A 4555 Am 10, A 5,6) 

‘1854 Tentaculites cancellatus Richter, $.285, Taf. 3, Fig. 10—13. 

1964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Boutek, pp.77—82 (pars), pl. 9, fig. 15 pl.10, fig.. 113 plaglls 

224。 

1964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Zagora, S. 1238,1239(pars), Taf. 2, Fig. 3—6; Taf. 9, Fig.6. 

1966 Nowakia cancellata, Zagora, S.703,704, Taf. I, Fig-1—5. 

(1969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Lardeux, pp. 99—102 (pars), pl. 34, figs. 2—4; pl. 35, fig. 35 

- textfig. 70(non } pl. 35, fig. 2;textfig. 69) 

1970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Alberti, Taf. 1, Fig. 12, 14. 

1971a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Alberti, S.106—108, Taf. 2, Fig, 9—20. 

/1971b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Alberti, S. 379—381, Taf. 1, Fig.4. 

1974 Nowekia cancellata (Richter), 穆 西南 \ 穆 道成 ，233 页 ?图 版 114， 15 

1974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Litke, $.97,98, Taf. 1, Fig. 2 一 3 

1976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Salah, S.40—48, Taf3, Fig. 1—10. 

1977 Nowakia cazceIIara， 穆 道成 ，583 页 ?图 版 219， as 

1977 Nowakia ricjpzeri， 穆 道成 ， 583 页 图 版 219， 6575 

人 

1977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Luke’, pp.23,24, pl. 1, fig. 3; pl. 5, figs. 1—7; pl. 6, figs. 1— 

: 3. 

1978 Nowakia cancellata, AK, 274 页 图 版 16, A 8; A 19, A 556. 

1978 Nowekia richteri, BK, 274 页 ;图 版 18, A 5 一 7。 

(1978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Kopenb (8B COKOTOB， 1978), ta6n- 71, dur. 7—9. 

non 1978 Nowakia ex gr. cancellata (Richter), KopeHP (B CoKosos, 1978), Ta6u- 72, pur. 1. 

2 1979 Nowekia cancellata (Richter), 白 顺 良 等 ，71;72 页 ?图 版 6; 图 8a,8b, 

1980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 Biz» 60—62 页 图 版 10, A 3 一 14; 图 版 11， 图 1 一 5。 

1980 Nowakia elegazr， 鲜 思 远 ;图 版 9， :图 1520 

1982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Hie, 77 页 ?图 版 14> Al. 4—7. 

1983b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Aaj GcIPM, 50,51 页 ， 图 版 13, A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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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ees ee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那 坡 县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ta io 

袖珍 塔 节 石 被 珍 亚 种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Ak 11, 1,3—7; 图 版 22， 图 6) 

1964 Nowakia richteri, Bouzek，pp.82 一 84，p1. 12, figs. 1—33 textfig. 20. 

1964 Nowakia richteri, Zagora, S.1239, Taf. 3, Fig. 2, 3; Taf. 9, Fig. 9. 

1974 Nowakia richteri, Al-Rawi, S. 64, Taf. 2, Fig. 4. _ oY 

1976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Salah, S. 49—55, Taf. 4, Fig. 1—10. ory a. 
1977 Nowakia richteri, LukeS, p.24, pl. VI, figs.4—7. 

1978 Nowakia richteri, Kopetb H ap. (B Coxonos, 1978), ta6n- 72, dur. 2. 

non 1979 Nowekia richteri, 白 顺 良 等 ，72 页 ;图 版 6， A 455. 

1980 Norekia richterii 鲜 思 远 六 58 页 ,图 版 16, A 6 一 125 #4 ¥ 

1982 Nowakia richteriy 白 顺 良 等 ，77 页 ?图 版 15， 图 1,2. 
1983b Nowakia richteri, BARK GM, 51 页 ;图 版 8， 6 一 9)。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W. richteri 带 上 部 。 

袖珍 塔 节 石 矮 小 亚 种 WowaRia (Nowakia) richteri nana Xian, 1980 

《图 版 11， 图 11 一 13; 图 版 20, 图 11; 插图 20) 

1971b Nowakia richteri Alberti, $.380, 381, Taf. 1, Fig.4. 

1980 Nowakia nana Xian, 鲜 思 远 ， 49,50 页 ;图 版 25 A 8512513, 

描述 ” 壳 体 小 ,长 度 小 于 2mm, 始 部 呈 尖 锥 状 , 顶 角 约 10° KDILFATA, BO 

亚 简 状 。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长 0.12mm， 宽 0.1mm， 与 壳 体 分 界 明 显 。 BREE, HAE” 

尖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环 的 间距 和 大 小 均 不 规则 ， 侦 见 在 两 环 间 有 次 级 环 。 纵 肋 低 而 粗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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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布 稀 臣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4 一 5 条 。 纵 肋 与 横 环 相交 成 方 格 状 , 其 交会 处 有 明显 的 交 。 
oe 

x | P 
标本 号 L W a DR LR/W 

66656 1.78 0.32 10 0.12 0.1 22 5 
66657 1.65 0.35 10 0.12 0.1 10 4 
66658 1.85 0.35 10° 0.13 0.1 18 re 
66660 1.53 0.25 10° ce = 15 4， 
66661 1.63 0.3 10。 ms = 15 5 
66662 1.37 0.25 10° ast = “19 4 
66663 3 0.3 10° 0.12 0.1 16 5 
66664 1.7 0.35 10° im “E44 14 4 
66665 1.8 0.32 10° a poy 11 4 

比较 ” 鲜 思 远 《1980) 认为 此 亚 种 以 较 大 的 顶 角 〈8。 一 11?) 和 和 较 稀 的 横 环 (8 一 11 
” 环 /lmm， 中 部 ) 而 不 同 于 _N. (N.) richteri ricpteri 但 这 两 点 难以 区 别 这 两 者 。 我 们 认 

为 它们 之 间 的 主要 区 别 是 此 亚 种 的 横 环 分 布 和 大 小 均 不 规则 ， 具 有 次 级 环 ， 而 NAN.) 
上 7icjzeri richteri 的 横 环 分 布 和 大 小 均 较 均匀 。 此 外 ， 此 亚 种 出 现 于 ON. richteri 带 下 
部 , 壳 体 一 般 稍 大 。 据 此 可 以 区 分 这 两 个 亚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1 

假 格子 塔 节 石 NowaRia (Nowakia) pseudocancellata Xian, 1980 

(图 版 11， 图 2,8—10, #6 21) 

1980 Nowakia pseudocancellata Xian， 鲜 思 远 ，62 一 64 页 ， 图 版 2， 6; 图 版 5， 图 5 一 12; 图 版 6， 

23 插图 29—33, 

se SK) KE 2mm 左右 。 始 部 呈 尖 锥 状 , 顶 角 约 10"。 未 部 近 柱 状 。 初 房 

| 小 , 呈 滴 珠 状 。 横 环 高 而 窗 , 环 背 尖 ,分 布 较 密 ,但 不 甚 均匀 。 纵 肋 稀 朴 , 较 弱 , 半 周 壳 圈 内 

国 有 5 一 6 条 , 纵 肋 在 穿 过 横 环 时 弱 ,因此 环 与 肋 的 交会 点 的 瘤 不 发 育 。 

讨论 ”此 种 的 横 环 强 而 纵 肋 弱 的 壳 饰 类 型 被 鲜 思 远 称 为 房 檐 状 构造 。 此 种 的 一 些 标 

志 类 似 于 N.CN.) richteri richteri 和 N.(N.) cazcel1atca， 但 环 和 肋 的 构造 可 以 与 后 

两 者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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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图 20 Nowakta (Nowakia) richteri nana Xian 播 图 21 Nowakia (Nowakia) pseudocancellata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656 [Diagrammatic Te- Xian 壳 体 复原 图 ， 握 标本 66666 [Diagrammatic 

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nana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pseudo- 

Xian, 66656] cancellata Xian, 66666] 

思 远 (1980) 认 为 “此 种 在 广西 西部 地 区 分 布 非常 广泛 ,多 半 产 于 Nowakia barran- 
det 带 的 底部 或 更 低 的 层 位 。 因 此 判断 , 它 很 可 能 是 N. CN.) cancellata 的 祖先 ， 并 把 ， 

它 与 国外 某 些 作者 描述 为 NW. CN.) cancellata 的 一 些 标本 作 比 较 。 

目前 比较 肯定 的 看 法 是 W. (N.) elegans 是 W. (N.) cancellata 的 先驱 ， 而 不 

可 能 是 N. (CN.) nodusa 或 N. (N.) pseudocancellata,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Wh SHB (HH) Nowakia (Nowakia) pararichteri sp. nov. 

〈 图 版 20, A 13; 插图 22) 

描述 ” 壳 体 小 , 呈 细 长 的 圆锥 形 , 长 度 约 Limm, HEH 0.2mm, MRSBRR.S 
壳 体 分 界 明显 , 宽 约 0.05mm, Wey 8。。 》 

壳 表 布 有 明晰 和 较 锋 锐 的 横 环 。 环 从 初 房 以 上 即 开始 发 育 ， 在 始 部 较 密 ， 向 吕方 渐 最 
KIM. FEM 0.2mm 长 度 内 有 7 个 环 ,在 末端 0.2mm 长 度 内 仅 有 4 个 环 。 壳 表 纵 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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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甚 明显 。 半 周 壳 圈 内 约 5 条 。 环 与 肋 交会 处 也 仅 构成 不 甚 明显 的 瘤 状 突起 。 

比较 新 种 与 W. CN.) richteri richteri 和 N. (N.) pseudocancellata Xian, 

1980 相近 。 与 NW，(N.) richteri ricpteri 的 区 别 在 于 此 种 横 环 由 始 部 向 末端 渐次 加 
密 , 且 不 具 醒 目的 瘤 状 突起 ,与 N. (N.) pséudocancellata 的 区 别 在 于 该 种 横 环 由 始 部 

”向 未 端 渐次 加 粗 , 方 格 状 构造 不 明显 , 壳 体 亦 较 小 。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N. richteri 带 下 部 。 

播 图 22 Nowakia (Nowakia) pararichteri sp. 插图 23 Nowakia (Nowakia) -albertii | sp. nov. 

nov。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672, 正 模 标 本 (Di- tk BRE TERA 66673, 副 模 标 本 [Diagram-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wakia) pararichteri sp.nov., 66672; holoty pe) albertii sp. nov., 66673, paraty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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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 贝 蓝 塔 节 五 (新 种 ) Nowckia (NowaRic) albertii sp. nov. 

(图 版 12， 图 1,23 插图 237 1 

1978 Nowakia pumilio Alberti，S.264 (pars), 

1979 Nowakia pumilio, Alberti, S.234,235, Abb.2. 

描述 ” 壳 体 微小 ;长度 lmmo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直 的 圆锥 形 , 顶 角 约 14° DERE 

不 清晰 , 较 大 , 呈 滴 珠 状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 横 环 明显 ， 分 布 均匀 ， 环 脊 锋 锐 , 环 间 面 较 横 

环 略 宽 。 在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15 环 。 纵 肋 相 对 较 粗 ,稀少 ,， 半 有 周 壳 圈 内 有 5 A. BAS 

交会 处 有 小 瘤 。 ve 

比较 ”此 新 种 与 NW. CN.) richteri richteri 和 N.(N.) chlupaciana Alberti, 1979 

十 分 类 似 ,但 NUN.) richteri MRR +S AK, ABR. DBR; N.(CN.) chlu 
paciana FkKigm@AARA DEES, W— 般 不 穿 过 横 环 和 无 瘤 饰 ， eee 

Blo 

讨论 Alberti (1978,1979) 认为 产 于 中 国 南 方 罗 富 组 中 部 的 二 minuta 

Mu et Mu, 1974 为 Nowakia 属 之 一 种 ， 因 此 此 种 便 成 为 W. (N.) minuta (Ludvig- 

sen), 1972 的 异物 同名 ,被 更 名 为 Woxakia pumilio, HAP RMP SADMRBE 

典型 产地 和 型 典 地 层 ，Alberti 并 认为 罗 富 组 应 相当 于 艾 非 尔 阶 上 部 (1978, p. 264)。 ， 

以 后 ,他 报道 在 哈 尔 欧 山区、 莱茵 山区 和 摩洛哥 的 东南 部 的 艾 非 尔 阶 士 部 也 产 有 此 种 的 标 

本 。 根 据 产 自 莱茵 山区 的 标本 ,他 作 了 描述 和 图 示 , 并 以 它 为 标准 种 ,建立 了 N。 pumilio © 
带 , 置 于 艾 非 尔 阶 上 部 。1981 年 ，Alberti (1981b) 在 建立 Nowokia (Virianowakia) WZ 
属 时 ,同时 将 N.(Z.) pumilio Alberti, 1978 和 N. (V.) minuta minuta Mu et Mu, 

1974 置 于 该 亚 属 内 。 这 说 明 他 承认 了 Tiriarellina minuta Mu et Mu BARB 
据 动 物 命名 法 ，Noxakic pumilio Alberti, 1978 应 为 Tiriafe11ixza minuta Muet Mu, 

1974 的 同 义 名 而 废弃 。 

通过 对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1974 原始 标本 的 重新 观察 ,肯定 它 属 于 典 

型 的 Viriatellinas 它们 与 Alberti 描述 和 图 示 为 N. pumilio 的 产 于 欧洲 和 非洲 北部 

的 标本 明显 不 同 : 了 .mizzxta ROMA RK, DA, ORR), KTS SA Se) 量 
的 中 上 部 ， 上 述 特征 很 易 与 欧洲 的 炊 为 N，pxmilio 的 标本 区 别 ,它们 应 分 归 两 个 不 同 里 
的 种 。 基 于 N. pumilio 之 名 ,在 原始 指定 时 已 用 作 产 自 南 丹 罗 富 的 罗 富 组 中 .7. minute 国 
Mu et Mu, 1974 之 标本 ,因此 , 产 自 欧洲 的 所 谓 “N. zxrilio” 的 标本 应 另 立新 名 ,来 
文 力 称 NW.(CN,.) albertii sp. 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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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标本 在 南 丹 罗 富 塘 乡 组 上 部 的 发 现 ， 为 中 国 和 欧洲 的 同期 地 层 对 比 提供 了 依 二 al 

| 关 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塘 乡 组 上 部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上 部 。 

上 BERTH) Nowakia (Nowakia) neyiensis sp. nov. 
2 (Alm 12, A 10 一 15; 插图 24) 

于 sam 7 KE RRARAOMMRTE 0.2—-0.4mm 之 加 直 
”部 呈 圆 锥 状 ， 扩大 较 快 , 压 扁 标本 的 顶 角 16" 一 24"， 未 压 扁 标本 的 顶 角 约 13°—-15% 

” 端 近 柱 状 。 初 房 中 等 大 小 ， 呈 贺 球状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 横 环 穿 而 不 高 ,但 相当 明显 ,分 布 

”均匀 ， 0.5mm 的 长 度 内 有 8 一 9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 , 为 环 帘 的 1.5 倍 。 纵 肋 细弱 ， 分 布 均 

4, BAA 8 一 9 条 ,与 横 环 的 交会 处 不 具 瘤 状 突起 。 

ownowow 昌 oO 

ERR 在 索 体 大 小 、 横 环 的 排列 和 纵 肋 数 等 方面 ,此 新 种 与 W，(N.) albertii sp. nov. 
和 _N-_(N.) -chlupaciana Alberti 颇 为 相似 ， 但 此 种 以 横 环 稍 密 , 纵 肋 较 多 且 密 * 以 及 初 
BRAS N. (N.) albertii Alo GN. (CN.) chlupaciana 相 比 ， 此 种 的 横 环 发 育 于 

三 壳 , 纵 肋 较 多 且 密 , 初 房 较 大 。 
目 富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堪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上 部 N， albertii 带 。 
ie 

«ae EBA (Wt) Nowakia( Nowe kia prcementers sp. nov. 
(图 版 ?7， 图 152; 插图 25) 

1970 Nowekia sp. A aff. holynensis, Alberti, $.374, Abb. 1—4, 

描述 过 体 中 等 到 大 KEAN 3 一 4.5mm ， 始 部 和 中 部 扩大 较 快 , 呈 圆 锥 状 ， 顶 角 

为 15。 一 16。 未 部 扩大 缓慢 , 近 圆 简 状 ,生长 角 约 2 一 3"。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 横 环 分 布 稀 朴 且 不 甚 均匀 ， 仅 在 末端 变 密 。 横 环 由 始 端 向 末端 渐次 由 波状 环 变 为 

锐 状 环 s 大致 在 近 始 方 的 1/3 HKRH, RARE WAKA; PRAHA KHASAF 

状 ;未 部 环 穹 , 环 冰 锋 锐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纵 肋 的 粗细 和 强 弱 均 不 其 规则 下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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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24 Nowakia (Nowakia) nayiensis sp. nov. 播 图 25 Nowakia (Nowakia) praemaureri sp.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678, BIA [Diagram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599， 正 模 标本 [Dia-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nay- 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 

iensis sp. nov., 66678, paraty pe | kia) praemaureri sp. nov., 66599, holoty pe } 

20 条 。 

比较 ”此 新 种 与 N.CN.) barrandei Bouzek et Prantl 最 为 相似 ,两 者 的 横 环 在 始 部 

均 呈 组 波状 , 纵 肋 数 相近 。 唯 此 种 的 横 环 分 布 稀疏 ,波状 环 分 布 较 长 以 及 纵 肋 数 略 参 ， 可 

与 后 者 区 别 。 

此 种 也 与 N. (N.) karpinskii (Liaschenko), 1959 在 过 体形 和 肪 饰 方 面相 似 ,但 它 

的 横 环 由 始 端的 组 波状 渐变 至 末端 的 锐 冰 状 , 环 间距 较 大 , 环 数 较 少 ,也 与 后 者 不 同 。 

FRR BRERA ON. (CN.) praemaurei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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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球 形 塔 节 石 NowaRia (Nowakia) globulosa Sauerland, 1983 

(图 版 11， 图 14 一 16; 插图 26) 

1983 Nowakia globulosa Sauerland, S.40, Abb. 8,10; Taf.3, Fig. 9,10; Taf.7, Fig.33, 

1983 Nowakia vicina Sauerland, S.41, Abb.8,10; Taf.3, Fig. 7,8; Taf.7, Fig.20, 21, 

He ” 壳 体 小 型 ,长 度 小 于 2mm。 壳 体 呈 圆锥 状 , 始 部 和 中 部 的 顶 角 较 大 ,在 压缩 标 

— 本 上 约 为 16" 一 22"， 佑 计 原 始 的 顶 角 为 10* 一 12*， 末 部 者 体 扩大 减 慢 。 初 房 小 ， 滴 珠 

_ 

状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长 度 和 宽度 均 为 0.10mm 左右 。 RAEMHAE KER BDH, 

Imm KEAA 14 一 16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 , 较 横 环 为 宽 。 纵 肋 细 而 明显 , 半 有 周 壳 圈 内 有 10 

量 ”条 。 纵 肋 与 横 环 相交 ,形成 规则 的 方 格 状 ,它们 的 交会 处 具 小 瘤 。 

度量 > 

ii Sauerland(1983,S8.40)A- N.(N.) globulosa 的 特征 如 下 : “很 小 的 Nowakia 

(4 2mm)， 具 近 球 形 的 初 房 和 短 的 端 刺 , 紧 接 初 房 的 壳 体 即 具 尖锐 的 横 环 。 项 角 10" 一 

155， 它 在 口 部 几乎 不 减 小 ”同时 ， 他 又 建立 了 N. vicina Sauerland (S.41)， 以 口 部 的 
生长 角 变 小 ( 欧 6") 和 林 部 的 纵 肋 较 稀 而 不 同 于 N. (N.) globxlosooe 事实 上 ，N. vicina 
未 部 的 纵 肋 数 (LR/W = 12 一 14) SN. (CN.) globulosa 的 未 部 纵 肋 数 (LR/W = 11 

一 15) 没有 明显 差别 ,而 N. vicing 口 部 因 保存 不 完整 而 似乎 呈现 生长 角 的 “ 减 小 “。 为 

此, 本文 将 N. vicina 作为 W. (N.) globulosa 的 同 义 名 。 

N. (N.) globulosa Sauerland 的 壳 形 和 壳 饰 与 W. (N.) cancellata, N. (N.) ps- 

eudocancellata, N. (N.) albertii 和 N. (N.) chlupaciana 非常 相似 。 它 与 前 两 个 种 

的 区 别 是 : BAR), RRA. BRS; 它 与 后 两 种 的 不 同 是 : 纵 肋 较 多 。 并 以 较 小 

| 的 初 房 不 同 于 N. (N.) albertii, WARNS N. (N.) chlupaciana 区 别 。 重 要 的 是 ， 

Kae See, 与 N. (N.) oromari 共生 ， 在 地 层 层 位 上 ， 远 高 于 上 述 4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分 水 岭 组 了 .minzxta 带 。 

针 状 塔 节 五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aciformis sp. nov. 

(图 版 12, 16,17; 插图 27) 

描述 “ 壳 体 十 分 细 长 ,长 度 可 达 5mm 以 上 。 全 壳 逐 渐 扩 大 , 呈 针 状 , 顶 角 为 3"。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低 平 , 环 冰 呈 龙骨 状 , 分 布 稀 朴 , 自 始 部 向 末 部 逐渐 均匀 变 稀 , 在 相当 壳 径 长 

EAA 1 一 1.2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 , 约 为 环 帘 的 2 倍 。 纵 肋 十 分 细弱 , RE, 在 半 周 壳 径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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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新 种 以 十 分 细 长 的 壳 体 ， 较 低 而 稀 的 横 环 及 细密 的 纵 
肪 ,很 易 与 同属 的 其 它 种 区 别 。 

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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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26 Nowakia (Nowakia) globulosa Sauer- 插图 27 Nowakia (Nowakia) aciformis sp. 

land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本 66696 [Diagram nov. Fi tk Si HEA 66697; 正 模 标本 [Dia-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wakia) 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No- 7 

globulosa Sauerland, 66696 | wakia) aciformis sp. nov., 66697, hototy pe}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W. richteri 带 上 部 。 1 
人 

哈 努 斯 塔 节 石 (? )( 比 较 种 ) Nowakia ? cf. hanusi (Bouéek) 1964 

(图 版 12， 9) 

1964 Homoctegus? hanusi Boutek, pp. 144—146, pl.40, figs. 1—3, 2) 

HE THAARK RK 1.3mm, BREDA, BERT A 8° BM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细 而 密 , 环 疹 罕 尖 。 环 均匀 分 布 ，lmam :长度 内 可 达 26 个 环 。 环 间 面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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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几 乎 等 宽 。 纵 肋 细密 , 半 周 壳 图 内 的 纵 肋 数 超过 35 Ho 

ER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以 较 慢 扩 大 的 壳 体 ， 十 分 细密 的 纵 肋 和 密集 的 尖 兰 状 环 ,类 
— WW Nowakia ? hanusi 〈(Bouzek)，1964， 但 横 环 十 分 密集 , 壳 体 小 , 与 典型 的 W,， ? ho- 

asi 有 所 不 同 ,因此 定 为 它 的 比较 种 。 
N. ?hanusi 的 分 关 地 位 还 有 待 确定 ， Boutek (1964) 将 它 存疑 归于 Homoctenus 

鉴于 它 有 较 明 显 的 纵 肋 ,我 们 暂 归 于 Nowakia 属 内 。 |’ 
4 -产地 及 层 位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Sana _ 崇 堪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Nowakia) 
chongzuoensis sp. nov. 

〈 图 版 ala 图 5,65 $88 28) 

tf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约 3mmo MBSR, WAY 
上 14 一 16 中 部 和 末 部 呈 亚 简 形 。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与 壳 体 分 

| ” 界 明显 。 壳 表 发 育 有 清晰 的 横 环 和 纵 肋 。 横 环 较 低 平 ， 两 全 
| 未 对 称 , 向 始 方 的 一 仙 陡 ,而 向 口 方 的 一 侧 缓 ， 致 使 每 一 环 间 
面 呈 侄 瓦 状 排 列 。 横 环 一 般 较 稀 , 分 布 不 规则 , 环 疹 窗 圆 ， 环 
EF. Wiha, KABA 15 条 。 3 

:5 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新 种 ,在 壳 形 、 横 环 的 形状 和 分 布 及 纵 
肋 等 方面 ， 与 W. (N.) praecursor 和 N. (N.) bamboides 

sp. nov， 颇 为 类 似 ， 但 它 的 壳 体 呈 又 瓦 状 ， 可 以 与 后 二 种 区 
别 插图 28 Nowakia (Nowakia) 

. 局 chongsuoensis sp nov。 过 体 复 

此 种 的 伍 瓦 状 壳 体 在 Woxwahkia 属 内 也 是 十 分 特殊 的 ,很 ”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02， 正 模 标 

可 能 代表 一 个 亚 属 的 特征 。 ae dee ie 
“FMBE LEE NMS WH RIN. elegans ‘pre oencn ap new., cords, 

HT o holoty pe | 

国定 Fw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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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荷 塔 节 五 (新 种 ) Nowakia poheensis sp. nov. 

(Ahk 12, 354) / 

描述 ” 老 体 小 到 中 等 ,长 度 约 3mm, SARK HAADTK,MAA 105°, Oe 

未 见 。 横 环 明 显 的 不 对 称 , 始 方 一 侧 很 陡 , 口 方 一 侧 很 缓 ， 致 使 相 邻 环 间 面 的 壳 径 明显 不 

同 , 壳 体 呈 县 瓦 状 , 环 很 稀 而 不 规则 。 纵 肋 细密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2 一 14 Fo 

度量 

RAS 

66704 

66705 

比较 ”此 新 种 具有 登 瓦 状 的 壳 体 ， 可 以 与 近似 的 W， (N.) bamboides sp. nov, 和 N. 

(N.) praecursor 区 别 。 此 种 的 顶 角 较 小 , 末 部 不 呈 亚 简 形 ,也 与 NAW) 和 

sp. nov.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达 莲 塘 组 N. preecursor tio 

塔 节 石 (未 定 种 A) Nowakia (Nowakia) sp. A 

(Am 3， 图 4)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为 2.8mm。 始 部 和 中 部 扩大 较 快 ， 呈 罕 锥 状 , 顶 角 9°s 未 
部 增 大 减 慢 , 亚 简 状 , 生 长 角 为 4。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高 而 粗 强 , 环 背 锋 锐 ; 环 间 面 深思 ,与 
横 环 几乎 等 宽 。 横 环 均匀 分 布 ，lmm 长 度 内 有 15 个 环 。 纵 肋 保存 不 清晰 ,但 仍 可 辨认 ， 
EBAY 25-30 条 纵 肋 。 

比较 ”这 一 标本 的 壳 形 和 横 环 与 W.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1978 if 

似 , 但 后 者 的 壳 体 大 , 壳 体 增 大 较 快 (2 = 10°)0 此 标本 也 近似 N' ? hanusi (Boutek), 

1964 ， 但 纵 肋 较 稀 , 因 保存 较 差 ,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永福 和 平 ， 塘 乡 组 "下 部 。 

塔 节 石 (未 定 种 B) Nowakia (Nowakia) sp. B 

(图 版 6， 图 4,5) 

描述 “” 壳 体 小 型 ,长 度 小 于 2mm。 壳 体 均匀 扩大 ， 顶 角 为 13" 一 15"。 初 房 的 形状 不 

Ho MAHAN SE HAR WARM, AHURA 2 一 3 倍 。 横 环 分 布 比较 均匀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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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稀 ,在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6 一 7 4H MRAM, 0.2mm 内 有 3 条 ， 半 有 周 壳 圈 内 

史 7 条 ; 纵 肋 与 环 相交 不 呈 瘤 状 。 

=“ 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两 块 标本 ,以 较 小 的 壳 体 , 稀少 的 纵 肋 和 强 的 横 环 ,近似 N. (N.) 

cancellata (AKA th, RAR, 顶 角 大 ,全 壳 明 显 呈 锥 状 , 易 于 和 N.(N.)cancellata 

区 别 。 因 标本 不 甚 完 整 , 暂 不 定 种 名 。 

天 产地 及 层 位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N. praecursor 带 。 

塔 节 五 (未 定 种 C) Nowakia (Nowakia) sp. C 
(图 版 7， 9) 

描述 “保存 索 体 的 中 部 和 近 口 部 ; 保存 部 分 长 2.3mm , 壳 体 增 大 较 快 ,标本 的 生长 角 
略为 20"，, 初 房 及 始 部 不 详 。 横 环 明显 , 环 疹 近 尖 , 环 间 面 平 , 较 横 环 稍 宽 。 横 环 的 分 布 密 而 
| 849,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7 个 环 。 纵 肋 明 显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6 

条 。 

比较 ”此 标本 具有 较 均 匀 和 密集 的 横 环 和 较 多 的 纵 肋 , 有 些 类 似 N， CW.) proecurs- 

or ,但 后 者 的 顶 角 较 小 , 横 环 稍 稀 。 此 标本 也 类 似 于 .N:(MN,.) ecxaria 但 项 角 较 大 , 产 出 的 

BARE CN. praccursor 带 ), 而 与 N. (N.) acuaria 不 同 。 因 标本 不 完整 ,，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NW， praecursor 带 。 

人 ”” 塔 节 石 (未 定 种 D) Nowakia sp. D 

Y (图 版 12, A 7,8) 

描述 ” 壳 体 十 分 细 长 , 壳 体 部 分 保存 长 度 达 1.6mm, 估计 全 壳 长 度 不 小 于 3mmo 5 

Fi 0.13mm。 壳 体 增长 缓慢 ,生长 角 3°, BER MRA RHA, BARAK KH 

间 面 平 而 宽 , 约 为 环 帘 的 2 倍 。 横 环 分 布 较 均匀 ,相当 稀 ，1lmm 长 度 内 有 9 THs 

径 长 度 内 约 1 个 环 s 纵 肋 不 明显 , 半 周 壳 图 内 有 8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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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2 块 标 本 酷似 NW. (N.) aciformis sp. nov., 但 在 大 致 相同 的 壳 径 

上 ,两 者 的 纵 肋 数 不 同 ， 前 者 LR/W 一 8。 后 者 为 10, 前 者 产 于 N. cancellata tito -后 

者 见于 N.ricptei 带 上 部 o 此 外 ， 尚 不 能 肯定 当前 标本 是 下 是 成 年 壳 体 ; 故 本 文 暂 不 定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ta tio. | Re Tite 

塔 节 石 (未 定 种 E) Nowakia (Nowakia) sp. E 
(Ei 7; 图 7;8) 

描述 ”此 类 的 标本 数量 甚 多 ;保存 于 紫色 泥 质 粉 砂岩 中 ,多 为 压 扁 标本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约 4mmoe。 始 部 和 中 部 呈 圆 锥 形 ; 压 扁 后 的 顶 角 为 31°—34°; 末 部 几乎 为 圆 简 形 。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显 著 , 环 疹 近 尖 , 环 间 面 平 , 比 环 稍 宽 。 横 环 分 布 密 而 均匀 ，lmmi: 长 度 内 

有 8 一 9 .个 环 。 纵 肋 十 分 细密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8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0 条 oj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在 密集 的 纵 肋 方面 ,类 似 N. CN.) otomari, 但 横 环 十 分 密集 ; 顶 
角 显 然 也 较 大 。 

产地 及 层 位 ”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下 都。 

塔 节 石 (未 定 种 F) Nowakia (Nowakia) sp. gat 

(Aim 3, A 9) 

BR ” 壳 体 不 完整 ,保存 长 度 为 l.lmm, kX 0.24mm, 壳 直 ,大 部 呈 圆 锥 状 ， 末 

mB IK, AKA 8 。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容 而 尖锐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 为 环 帘 的 

1 一 3 倍 ,未 端 横 环 稍 密 。 纵 肋 细 而 稀 疲 ,在 半 周 壳 轿 内 有 .8 条 。 
度量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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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此 标本 与 N.，(N.) proecursor Bouzek +4}, (LBA RPEURD 0 HRA 
: 保存 不 完整 , 故 未 定 种 。 但 此 标本 产 于 ON. camcel1lata 带 ; 比 至 今 已 知 的 W. CN.) prae- 

cursor 发 现 的 层 位 要 高 ,这 对 于 了 解 N. praecursor 的 演变 是 非常 有 用 的 。 

| 
| 

入 

PURE MR AR Ni, RIT RAT A N. cancellata 带 。 

塔 节 石 (未 定 种 G) Nowakia (Nowakia) sp. G 

(AIK 2, B 9) 

描述 “保存 中 部 的 一 段 过 体 , 长 2.3mme。 显 然 壳 体 较 大 ， 最 宽 为 0.53mm， 直 , 亚 简 

， 形 。 横 环 穿 而 高 , 环 脊 呈 罕 圆 形 , 环 的 分 布 不 规则 ,在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1 一 2 个 环 。 环 

独 面 宽 且 平 , 约 为 环 帘 的 1 一 3 倍 。 在 每 一 环 间 面 上 , 尚 可 辨认 2 一 3 个 十 分 低 而 弱 的 细 

Ro 纵 肋 细密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7 条 ; 半 周 壳 图 内 有 19 Ko 

讨论 此 标本 保存 不 完整 ， 其 壳 体 形状 及 壳 饰 十 分 类 似 N.-CN.) praecursor Bou- 

<ek， 但 它 的 纵 肋 较 密 以 及 有 细 环 而 与 典型 的 W.， (NM.) praccursor 不 同 ， 且 产 出 的 层 位 

AN. richteri 带 ) 高 于 后 者 。 

2 Alberti 〈1981a) HRT N. (Sulcatonowakia) sulcata/ antique, "TRAE X& 

SERUM RA ERT, 5 ON. maureri 共生 ， 此 种 具 较 多 而 明显 的 细 环 ， 半 周 纵 
WR 15—22(22) Ho HUH N. (Sulcatonowakia) sulcara 的 先驱 。 当 前 标 

AABN. (S.) sulcata antique, (AMABMD ACME ir 较 低 ， 或 许 是 -.V. 
{N.) praecursor 到 N. (S.) sulcata 之 间 的 一 个 过 渡 类 型 。 

产地 及 层 位 ABH a = SL, HRT N. richteri yo 

槽 塔 节 石 亚 属 4 取信 用 全 (Sulcatonowakja) Alberti, 1979 

“模式 种 Tentaculites nate Roemer, 1843 

RTE . 壳 体 小 到 中 等 。 占 全 索 长 度 1/3 2 1/4 HeRAHRRABHRKER, 

Hee 1/8 的 末端 无 环 或 有 很 弱 的 横 环 ,其 余 的 壳 体 上 有 稀 疲 、 低 、 近 尖 的 横 环 ， 分 布 比 

较 规 则 。 环 间 面 宽 , 常 为 环 帘 的 3 一 5 倍 。 环 间 有 细 环 , 尤 以 末 部 常见 。 

ER WER, RADU RARKADEE MMS Nowakia (Nowa- 
中) 亚 属 有 别 。 事 实 上 ,此 亚 属 的 其 中 任何 一 个 特征 可 以 单独 或 两 两 一 起 出 现在 Nowe 
kia (Nowskia) 亚 属 中 ,因此 两 者 之 间 可 能 有 较 多 的 中 间 类 型 的 种 类 。 



76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6 号 

除 亚 属 的 模式 种 外 ，NoxwaAia bella Logwinenko, 1978, Viriatella tarchanensis 

Ljaschenko, 1959 和 本 文 描述 的 N. (S.) napoensis sp. nov., N. (S.) boseensis SP- nov. 

也 归于 此 亚 属 。 

分 布 及 时 代 “亚洲 < 欧洲 * 非 洲 北部 ,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至 中 泥 盆 世 。 

有 模 模 塔 节 石 有 模 亚 种 Nowakja (Sulcatonowakj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1843 

(图 版 13, A 4) 

1843 Tentaculites sulcatus Roemer, S. 37, Taf. 10, Fig. 14, 15. 

1964 Nowakia sulcata (Roemer), Boutek, pp. 88—91, pl. 6, figs. 5,7;textfig.e 24. | 

1964 Nowakia sulcata (Roemer), Zagora, S. 1240—1241, Taf. 3, Fig. 6—8;Taf. 9, Fig. 7. 

non 1978 Nowakia sulcata 〔(Roemer)， 穆 道成 ,275 页 图 版 19, A 9 : 
non 1979 Nowakia sulcata (Roemer), AIRS, 72 页 ?图 版 6 图 3. 

non 1980 Nowakia sulcata (Roemer), # Hi, 55,56 页 图 版 15, A a4 12, 

non 1980 Nowakia cf. sulcata (Roemer), # Ei, 56,57 页 图 版 20， 图 I1—6; 插图 24—26, 

1979 Nowakia (Sulcatonowaki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Alberti, s. 237, 238, Abb. 2. 

1982b Nowaki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Alberti, S. 333—336. >: 

non 1982 Nowakia sulcata (Roemer), AiMRS, 77 页 ;图 版 15, 图 4. 

1983b Nowakia sulcata (Roemer), BRAK. PM, 53 页 ;图 版 8; 图 3 一 5; Am 9 A 5。 

描述 ” 壳 体 直 ,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约 3mm。 始 部 扩大 较 明 显 , 呈 圆锥 形 , 顶 角 9 ; 末 部 
扩大 减 慢 , 呈 亚 简 状 ,生长 角 为 4"。 初 房 未 保存 。 始 部 在 长 度 0.8mm 内 横 环 不 发 育 。 其 

余 的 壳 表 具 不 高 的 横 环 , 横 环 低 而 罕 , 呈 圆锥 状 , 分 布 不 甚 均匀 ， 较 稀 朴 ，lmm 长 度 内 有 

10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 , 约 有 环 宽 的 2 倍 。 壳 体 中 部 未 见 有 细 环 ， 未 部 每 一 环 问 面 有 1 一 Bet 

细 环 。 纵 肋 蕊 , 低 而 圆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7 条 。 

比较 和 讨论 Alberti (1979) ZEW. (S.) sulcata 种 内 建立 了 NMN. (S.) sulcata 

antiqua, HPF LIRR. ES N. (S.) sulcata sulcaa 的 不 同 在 于 半 有 周 纵 

肋 数 较 多 (LR/W = 15 一 20)。 对 于 N. (8.) sulcata sulcata 的 半 周 纵 肋 数 (LR/W), 

他 规定 为 8 一 12。 本 文 的 标本 与 此 数字 相符 。 1 

N. (S.) sulcata sulcata 在 华南 常 有 报道 ， 但 缺乏 准确 的 鉴定 。 ein (1979) 

图 示 的 标本 ,长度 小 于 0.7mm, ATLA AAM, BORA BER, AM, BE 
N. (S.) sulcata 是 不 可 靠 的 。 鲜 轧 远 等 (1980) 鉴定 为 此 种 的 标本 , 壳 体 大 , 环 较 强 , 纵 

肪 也 较 明 显 ; 他 鉴定 为 此 种 比较 种 的 标本 , 横 环 粗 圆 , 纵 肋 甚 强 ， 无 细 环 ,因此 不 应 归于 些 届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塘 乡 组 上 部 N. sulcata sulcata 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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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坡 模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Ria (Suleatonowakia) napoensjs sp. nov. 

(Ag 13, A 3; 插图 29) 

Hit ” 壳 体 直 , 小 型 , 长 度 小 于 1.5mm。 始 部 扩大 较 快 ， 呈 圆锥 形 , 顶 角 为 10。; 中 
部 和 未 部 呈 亚 简 形 。 未 端 宽 0.2mmo。 初 房 小 , 呈 长 卵 形 ,长 度 为 0.Imm。 宽 度 为 0.9mm, 
初 房 以 上 的 始 端 在 0.3mm 的 长 度 内 无 横 环 。 其 余 的 壳 表 具 两 种 横 环 。 大 的 横 环 容 而 明 

| 显 , 呈 龙 骨 状 ,分 布 不 甚 规则 ,一 般 较 稀疏 。 环 间 面 宽 而 平 ,为 环 帘 的 3 一 4 倍 。 环 间 面 具 
| =A AKA, LEAR. SMA 1 一 2 个 细 环 。 在 未 部 细 助 增多 ， 每 一 环 间 
| 面 可 达 4 个 以 上 。 纵 肋 稀少 , 低 而 宽 圆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4 条 。 

比较 ”新 种 的 壳 体 细小 , 纵 肋 甚 少 ,与 W. (8.) sxlcete 易于 识别 。 与 此 种 颇 为 近似 
， 的 是 N. (S.) bella Logwinenko，1978， 但 后 者 壳 体 均匀 扩大 ， 横 环 也 随 之 向 口 方 增 大 

而 与 此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ta 带 。 

百色 楂 塔 节 石 (新 种 ) Nowakia (Sulcatonowakja) boseensjs sp. nov. 

: ” (图 版 13， 图 1,2; 插图 30) 

描述 “ 老 体 直 ,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为 3 一 4mme。 始 部 和 中 部 均匀 扩大 ， 呈 穿 圆 锥 形 ， 顶 

角 为 7°; 未 部 扩大 稍 慢 ,生长 角 为 5"。 初 房 未 保存 。 始 端 约 0.7 一 0.8mm 的 长 度 内 无 环 

或 仅 有 极 弱 的 环 , 壳 体 的 其 余部 分 横 环 明显 。 横 环 很 罕 而 稍 高 ， 环 背 近 尖 , 分 布 和 大 小 均 

不 规则 , 一 般 在 Imm 长 度 内 有 7 一 9 个 环 。 环 间 面 宽 ， 为 环 帘 的 2 一 3 倍 。 细 环 分 布 

,在 环 间 面 上 , 甚 低 而 平 ,每 一 环 间 面 上 通常 有 1 一 2 个 细 环 。 纵 肋 较 明显 ， 稀 而 低 贺 ，0.2 

mm 宽度 内 有 2 一 2.5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6 一 7 条 。 

比较 ”此 种 横 环 分 布 较 密 且 不 规则 , 壳 体 呈 锥 形 ,与 N.〈$.) sulcata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百色 巴 平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 praecursor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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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29 Nowakia (Sulcatonowakia) napoensis sp. 插图 30 Nowakia (Sulcato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本 667074 正 模 标本 [Dingram- sp. nov. JE(KSLIRIS IBAA 66708, TERRA 

ri: 

‘ae RRS SE . 

a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 (Sulcatonowa- {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Nowakia(Sul-— 

' kia) napoensis sp. nov., 66707, holoty pe | catonowakia) boseensis sp. nov. 66708, holoty pe] _ 

L * 

PR 

SHEER) Nowakia (Lepidonowakia) subgen: nov. 

FAK Nowakia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 

特征 ” 壳 体 直 , 横 环 呈 册 肋 状 , 十 分 密集 ,均匀 分 布 , 纵 肋 众多 。 
比较 ”此 亚 属 不 同 于 Nowekia 属 内 的 其 它 亚 属 的 原因 在 于 横 环 均一 致 地 盏 细 : 助 昌 

状 , 密 集 , 环 脊 尖锐 。 粗 看 起 来 ,此 亚 属 的 横 环 似乎 近 似 Szy1iolina 属 或 Metastyliolina 

属 壳 表 的 生长 纹 ,但 两 者 有 明显 不 同 。 此 亚 属 的 横 环 较 高 , 环 疹 尖 , 环 的 两 侧 对 称 ; 后 两 属 

的 生长 线 呈 层 状 ;明显 不 对 称 , 顶 脊 不 尖 。 Pr 

分 布 及 时 代 PRT. Peet Me AE tt I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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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苇 茎 鳞 塔 节 石 (新 亚 属 .新 种 ) Nowakja (Le 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图 版 3， 图 5;6; 图 版 23， 图 2b; 插图 31)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约 为 4mm。 始 部 扩大 快 , 呈 圆 锥 形 , 顶 角 为 12。， 末 部 扩 

， 大 稍 慢 ,生长 角 约 , 7" 一 8"。 初 房 巨大 , 顶端 钝 尖 ， 宽 度 和 长 度 均 为 0.2mm， 与 壳 体 分 界 
| AR. BATS, SMM, RHR, BRS 

匀 ? 十 分 密集 ， Imm 长 度 内 有 16 个 环 , 末 部 分 布 较 稀 。 环 间 

U 面 较 宽 而 平 。 纵 肋 的 大 小 及 密度 近似 横 环 ， 两 者 相交 旦 细 格 
状 , 半 周 壳 轩 内 有 20 条 。 

wen oe? 

ant 
ae +] 
age! 

Ht He | 1 国 | ry geese es 

RHEE 
SN 度量 ， RE SS 

iT tH : 
5 = : ) R aot 7 Te 六 让 AS Ae |, | Ba 

- RAR [| HH 
$$ ay HH} | ITs 

二 多 一 Se 

Nuit if 

sti 

“See 

比较 fi Nowakia 属 内 ， 与 之 比较 近似 的 是 W，(N-.) 

上 ferxle (Richter), 1866, (AEA WM WD HH, RR 

(DR/imm = 7 一 9) 且 较 粗 强 ,可 与 此 新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ireri 带 

和 N. cancellata #7, 
插图 31 Nowakia (Lepidono- 

bl ba tac ate, , 4 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 细 环 鲜 塔 节 石 (新 亚 属 ,新 种 ) Nowakia (Lepido- 2") Pcie sheen 全 
nowakia) micrannulata subgen. et sp. nov. 66710, 正 模 标 未 [Diagramma- 

(图 版 14， 图 7) xis 
kia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P+. 描述 过 体 直 , 小 型 ,长 2.1mme 全 壳 均 义 扩 大， ial subgen. et sp. nov.,66710, ho- 

| 形 , 压 扁 后 的 顶 角 为 15"， 示 部 在 压 扁 后 的 宽度 0.65mmo 初 机 
|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十 分 细密 , 自 始 端 至 末端 环 间 上 距 稍 有 扩大 ,在 Imm 长 度 内 有 23 一 26 个 

representation of Nowa- 

| KBE WHEE, BORER RMA RN, WIRIBESY 2 SRL BE 
| 的 2 们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6 条 。 

比较 “此 种 与 前 述 的 N. CL.) paraferula 颇 为 类 似 , 但 壳 体 较 小 , 壳 管 较 细 ，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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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罕 且 尖 , 可 与 NW. (L.) paraferula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永福 和 平 , 塘 乡 组 下 部 。 

RIOR Spinonowakia Ruan et Mu, 1985 : 

模式 种 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1982 j Z 

BE HKA BALE HAERRITR. AA ABHAD, AWD SMR IL 

显 的 刺 瘤 , 细 肋 在 粗 肋 之 间 , 其 上 不 具 刺 瘤 ,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比较 ”此 种 类 似 具 瘤 饰 的 Nowskia 属 ,但 具 稳定 的 粗 、 细 两 种 肋 ， 粗 肋 上 具 刺 瘤 。 

Nowakia 属 的 某 些 种 在 壳 体 末 部 有 时 也 插 人 细 肋 , 但 此 种 细 肋 不 出 现在 全 壳 ， 通常 不 具 

刺 瘤 。 

此 属 虽 然 与 Nowskia 属 十 分 相似 ,但 与 后 后 者 没有 任何 演化 上 的 联系 ,此 属 的 模 起 种 

PF ON. barrandei 带 下 部 ,在 更 老 的 地 层 中 (N. subtilis 带 ), 笔 者 曾 见 到 具 刺 瘤 的 壳 

体 , 因 此 推测 此 属 的 始 现 当 更 早 。 

分 布 及 时 代 亚洲、 欧洲 (?), 旺 泥 盆 世 。 

东方 刺 塔 节 石 Spinonowakia orjentalis (Bai et al.), 1982 

(Am 13, A 8,9; 插图 32) | 

1982 Nowe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A\MRS, 75 页 ;图 版 XIL, 图 4 一 6。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一 般 为 3 一 5mmo 始 部 扩大 快 , 呈 圆 锥 形 , 顶 角 15°—22°, 

末 部 扩大 减缓 , 呈 亚 简 状 。 初 房 小 , 呈 滴 珠 状 ， 与 壳 体 分 界 比较 明显 。 始 端 0.4mm 的 长 

度 内 无 环 , 仅 有 平缓 的 横向 波状 起 伏 。 稍 上 , 横 环 渐次 明显 。 中 部 和 未 部 的 横 环 粗 强 ， 环 

HAR OMAY, Imm 长 度 内 有 6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坦 , 约 为 环 帘 的 两 倍 。 具 粗 、 细 两 

种 纵 肋 ,它们 纵 贯 全 壳 。 粗 肋 分 布 较 稀 ， 十 分 显著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条 。 每 条 粗 肋 与 横 ， 
AS ERA AAT RVR. BMD HEA Dial, RSA, 通常 两 粗 肋 

间 有 2 条 细 肋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6 A AR BD Sa BARI BT AS DAL FC FR Hh 0 

讨论 ”此 种 最 初 被 白 顺 良 等 (1982,75 页 ) 称 为 Nomwakia orientalis, iE, Blea 

FB PON“ FERS” ita Nowakia zlichovensis, N. acuaria, N. acuaria alpha 1 

morphotype, N. infundibulum 等 种 与 之 共生 (71 页 )。 白 顺 良 等 把 产 于 上 述 竹 节 石 

种 的 层 段 归于 N. proccursor 带 中 部 〈73 页 )。 从 白 顺 良 等 显示 的 图 影 来 看 ， 我 们 认为 
“N. zlichovensis” (al fg N. (N.) barrandei; “N. infundibulum” 可 能 是 N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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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kia (Lepidonowakia)2—Fh. Itoh, 根据 图 影 中 其 他 地 点 的 标本 判断 ，N. ocuaria 和 
_ N. acuaria alpha morphotype 的 鉴定 也 是 十 分 可 疑 的 。 笔者 等 在 南 丹 罗 富 剖面 的 雯 丁 
| 组 紧 接 N. praecursor 带 之 上 的 地 层 中 采 获 了 大 量 的 此 种 标本 ,共生 的 化 石 为 N. CN.) 
2arrazdei  Anetoceras (A.) elegantulum, 7+ N. barrandei tf? FEB o 

PURE BAS BT TA N. barrandei 带 下 部 。 

MTT 
( Banna 

| mi 
Mh —= 

—= 一 

败 一 人 

= 

插图 32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r al.) 插图 33 Spinonowakia nodula sp. nov. 壳 体 复 

帝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714 [Diagrammatic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16，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Wepresentation of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representation of Spinonowakia nodula sp. 

et al.), 66714] nov., 66716, holotype) 

多 瘤 刺 塔 节 石 (新 种 ) Spinonowakia nodula sp. nov. 

(图 版 13， 图 10;11; 插图 33)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约 为 .3mm。 始 部 扩大 迅速 , 呈 圆 锥 形 ,在 稍 有 压 扁 的 标本 

对 正 ， 顶 角 为 23。 一 26"， 估 计 原 始 的 顶 角 为 21" 一 24; KABLER, AK fH 4" 一 

5 。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相当 粗 强 ， 在 始 端 即 开始 发 育 ， 环 峭 窄 圆 。 环 间 面 平 ， 为 环 宽 的 

1 一 3 倍 。 横 环 的 分 布 不 规则 , 蕊 密 变 化 较 大 。 纵 肋 分 粗 肋 和 细 肋 两 种 。 粗 肋 稀 而 粗 强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条 ,在 穿越 环 疹 时 ,形成 长 卵 形 的 纵 瘤 。 每 两 粗 肋 间 有 1 条 细 肋 ， 在 始 部 和 

1 OD AAS MAA A BI, (EAM AN 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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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此 种 与 Sp. orientalis (Bai er al.) 颇 为 类 似 ， 但 瘤 较 大 ， 横 环 分 布 不 规则 ， 
和 纵 肋 较 少 ,易于 与 后 者 区 别 。 

此 种 的 瘤 饰 类 似 N. CN.) cancellara, (HAD.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塘 组 顶部 N. barrandei Ho 1 

EMG Zeravshanella Ljaschenko, 1969 (—Béhemina 
Ljaschenko, 1969; Homoctonowakia Alberti, 1984) 

模式 种 Zeravshanella asiatica Liaschenko, 1969 

特征 “ 壳 体 呈 直 锥 形 、 初 房 小 , 略 膨大 呈 长 卵 形 ， Fin ARR 壳 表 有 具 明显 的 

FE MRA BH, Ala FRA Wo 

讨论 ”此 属 的 一 些 种 曾 归 于 PerczoxwcAia BW. 1969 年 Jiantenko 在 同一 论文 中 
建立 了 Zeravshanella 属 和 Bohemina 属 ,这 两 属 均 具 有 小 的 长 卵 形 初 房 ， 长 的 管状 端 

刺 明 显 的 纵 肋 和 状 状 横 环 。 它 们 的 主要 不 同 是 : Zeravshanella 属 的 横 环 在 始 部 密集 ,于 

ARS Gt, i Boheming 属 的 横 环 在 全 过 上 分 布 比较 均匀 ,我 们 讽 为 这 两 者 的 差异 , 不 足 

以 构成 属 的 区 别 ,它们 显然 是 同 义 名 , 因 Zeravshanella 属 的 描述 在 _Bopemiiza 属 之 前 ， 

我 们 采用 Zeravshanella 属 作为 有 效 属 名 ,而 以 Bohenina 属 为 它 的 同 义 名 。 

Zeravshanella 属 与 Paranowakia 属 最 为 类 似 , 但 后 者 的 横 环 呈 缓 波状 而 不 呈 尖 着 

状 。Nomwakia 属 内 的 一 些 种 也 具有 初 房 端 刺 ,但 它 的 初 房 较 大 ， 也 具有 了 明显 的 冰 状 横 环 
及 纵 肋 , 其 中 一 些 种 [如 N. CN.) acxeric] 是 滴 珠 状 , 且 端 刺 较 短 , 易 与 本 属 区 别 。， 

长 期 以 来 ,在 塔 节 石 科 内 具有 长 卵 形 初 房 和 长 管状 端 刺 的 种 类 ,如 Zeravshanella 属 

及 Paranowakia 属 均 产 于 早 泥 盆 世 初期 的 洛 赫 柯 夫 期 地 层 中 。 实际 上 上 ， 这 三 类 的 化 石 
也 见于 稍 晚 的 布拉格 期 的 地 层 中 ， 如 Bouzek (1964) 描述 的 Nowakia (N.) acxaric 
的 部 分 标本 〈P1. 2, fig. 7; Pl. 3, fig. 3)o 在 广西 西部 ,相当 于 早 泥 盆 世 晚期 兹 利 霍 夫 

期 的 灰 岩 相 南 丹 型 沉积 中 , 产 有 丰富 的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和 Z. bapin- 

gensis sp. nov, 它们 也 具有 小 的 长 卵 形 初 房 和 细 长 的 管状 端 刺 。 无 疑 ， Zeraysjpaze17E 
属 的 地 质 历程 可 延续 到 北 利 霍 夫 期 。 

分 布 及 时 代 ”欧洲 \ 亚 洲 及 非洲 北部 , 早 泥 盆 世 。 

隆 林 泽 拉 夫 善 节 石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1980 量 

(图 版 2， 图 1,35457; 插图 34,35) 上 

1978 Nowakia (Turkestanella) acuaria (Richter), KopeHb H Krumesuy (B Corbn6oB， 1978), crp. 41> 

Ta6n- 68, dur. 1—3,5: He 中 Hr。4。 



阮 亦 萍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83 

1980 Nowekia longlinensis Xian， 鲜 思 远 ，42 一 44 页 ,图 版 3， 图 1 一 5、7 一 9; 插图 10 一 12。 
91980 Nowakia cf. LongIizeniis， 鲜 思 远 ，44)45 页 ,图 版 2， 图 1 一 5; 插图 13514, 

«4980 Nowakia filiformis Xian， 鲜 思 远 ，66 一 67 页 ;图 版 4) 图 1 一 8; 插图 39,40, 

1980 Nowakia sp。A， 鲜 思 远 ，67 页 ,图 版 15， 图 3 一 6; 插图 _ 41 一 43。 
4980 Nowakia sp. B, # Bz, 67,68 页 ;图 版 1， 图 12, 

we AKEK RKB 5mm。 始 部 及 中 部 呈 狭 长 的 圆锥 形 ， 顶 角 为 6 一 8"; 
。 未 部 成 亚 简 形 ， 初 房 细 长 ,长 卵 形 ， 其 顶端 具 细 长 的 管状 端 币 。 横 环 明显 , 环 宵 穿 而 高 凸 ， 
| 但 不 甚 尖锐 。 环 间 面 宽 而 较 平 ， 其 宽度 约 为 环 帘 的 1.5 一 3 倍 , 横 环 分 布 较 稀 疏 而 均匀 ， 
但 局 部 也 可 分 布 稍 密 。 在 不 同 的 标本 中 , 横 环 的 密度 稍 有 差异 。 密 者 (66553) 在 lmm 的 
其 度 内 达 10 个 ; 稀 者 (66555) 仅 为 6 个 。 纵 肋 明 显 , 中 等 密度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插图 34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5% 插图 35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RY 

| «4K EVRA RRA 66553 [ Diagrammatic rep- AY, X17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Ze- 

_ resentation of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X17] 

6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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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条 ,在 末端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2 一 18 Ko 

讨论 鲜 思 远 (1980,42 一 44 页 ) 建 立 了 Nowakia longlinensis, 指出 它 的 特征 是 : 壳 

体 为 窗 锥 状 , 横 环 较 罕 ,而 环 间 面 较 宽 , 半 周 内 纵 肋 数 一 般 少 于 20%, BRA. KM 

或 接近 滴 珠 形 ,长 约 lmm， 宽 0.4mm。 他 将 此 种 归于 Nowakia acuaria 类 群 中 横 环 窗 

BERR BCAA BH (PW), AIF N. acucria 类 群 中 具有 密 环 的 类 型 (D 型 )。 同时， 鲜 
思 远 也 描述 了 Nowakia cf. longlinensis, N. filiformis Xian, N. sp. A 和 N. sp- 

Bo 

他 认为 N. cf. longlinensis 的 初 房 较 小 , 呈 圆 球形 , 横 环 较 低 缓 ,不 同 于 N. longl- 

inensis s. stt.o N. filiformis 的 壳 体 更 细 长 , 纵 肋 更 微弱 ,大 部 分 标本 形成 两 个 并 列 的 
分 校 ” ,有 别 于 N. longlinensis Xian。N. sp. A 具 两 侧 不 对 称 的 斜 环 ，N. sp.B 的 纵 肪 

微细 且 具 斜 环 ,也 不 同 于 N. longlinensis Xiang 

我 们 在 鲜 思 远 描述 的 数 种 的 原 产 地 一 一 广西 隆 林 县 含山 剖面 、 百 色 县 巴 平 剖面 和 德 

保 县 钦 甲 剖面 的 三叉 河 组 ”( 即 本 文 之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 也 采集 了 大 量 的 标本 ， 切 制 了 许多 

标本 的 薄 切 面 , 并 研究 了 鲜 思 远 的 描述 和 图 影 。 我 们 发 现 所 有 标本 的 始 端 均 很 细小 , 初 房 

微小 , 呈 长 卵 形 ,共有 细 长 的 端 刺 , 初 房 与 端 刺 并 无 明显 的 界线 ,而 是 逐渐 过 渡 的 。 而 鲜 思 

远 (1980) 对 于 N. longlinensis, N. cf. longlinensis, N. filiformis 初 房 的 图 示 过 于 

简略 。 事 实 上 ,他 图 示 的 N. longlinensis 的 " 初 房 *( 插 图 12; 图 版 3, 图 5) HREM 

房 ,而 是 壳 体 的 始 部 ,证 据 是 明显 的 : 〈1) 在 “ 初 房 " 的 表面 尚 有 横 环 ; (2) 在 他 所 图 示 和 7 

统计 的 未 具 初 房 的 标本 上 , 始 端 宽度 多 在 0.15 一 0.20mm ， 远 小 于 “ 初 房 的 领口 2 宽度 (0.3 

mm)o 同样 ,在 N. cf. longlinensis 中 ， 正 型 标本 ”( 图 版 2, 图 1; 插图 13) HARD 国 

房 。 我 们 认为 Nowakia longlinensis 的 初 房 当 为 Zeravshanella 的 初 房 类 型 。 此 种 当 

JAF Zeravshanella, 

其 次 , 鲜 思 远 描述 的 Nowakia filiformis 的 标本 “形成 两 个 并 列 的 分 枝 ”, AE 
壳 体 受 挤 压 的 结果 ，Nowakia sp. A 和 N. spP. B 的 倾斜 横 环 也 是 由 于 挤 压 变形 之 故 , 它 
们 当 为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的 同 义 名 。 

关于 Zeravshanella 7 的 产 出 层 位 , 鲜 思 远 据 此 种 建立 NM. longlinensis — 

带 , 置 于 N. acuaria 带 之 上 ,与 布拉格 阶 上 部 对 比 , 它 产 于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 即 鲜 思 远 所 称 

的 三 叉 河 组 ”)。 据 鲜 思 远 所 述 , 在 那 坡 三 叉 河 剖面 , 它 与 Tiriatr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Bouéek, FIL Polygnathus gronbergi 共生 (1980,49 页 ); 在 隆 林 含山 剖面 , 较 下 部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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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 与 菊 石 Anetoceras (Nandanoceras) rareplicatum Ruan et He MATE Rl Pol ygna- 

thus dehiscens FLA, 稍 上 部 与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erbonus 和 菊 石 Anetoceras(A.) 

国 sp 共生 (1980,21 页 ) ;在 德 保 钦 甲 ， 它 也 与 牙 形 刺 Potygnatjxs perbonus 共生 5 而 上 
— 述 共 生 的 菊 石 、 牙 形 刺 和 狂 节 石 无 疑 是 兹 利 霍 夫 期 的 标准 分 子 。 

产 于 苏联 中 亚 地 区 3aasnzmp6a 层 中 被 称 为 Nowakia(Turkestanella)acuaria (Rich- 

ter) 的 标本 [Kopegb Ba KomarreBnqg ( 见 Coxonos, 1978), ra6m. 68, dur. 1 一 3,5] 不 仅 

| 在 壳 形 、 横 环 的 形状 和 密度 上 ,而 且 在 纵 肋 的 强度 和 密度 上 均 与 当前 标本 相同 ， 可 能 归于 
此 种 。 

此 种 与 Alberti (1980c) 描述 的 产 于 阿尔 及 利 亚 Ougarta 山脉 的 Nowakia ougar. 

)  tensis Alberti 具有 相似 的 壳 形 、 环 饰 和 纵 肋 数 ， 但 后 者 始 端 ( 壳 长 的 1/5) 80K, BD 
” 房 的 形状 未 被 详细 描述 , 与 此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百色 巴 平 , 隆 林 含山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 

巴 平 泽 拉夫 善 节 石 (新 种 ) Zeravzsharella 

bapingensis sp. nov. 

Bt eh: (EMR 35 Bl 2,3: 插图 36) 
1980 Nowakia longline nsis Xian, 鲜 思 远 ，42 一 44 C4), 图 版 3， 

6。 

。 描述 ”根据 许多 块 标 本 , 壳 休 最 大 长 度 达 5mm， 最 大 宽 
BEA 0.9mm, 壳 体 呈 直 圆锥 状 , 均匀 扩大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均 

A 9 一 11"。 初 房 微 小 , 呈 长 卵 形 , 具 管 状 端 刺 ， 与 壳 体 始 端 

分 界 不 明显 。 横 环 高 而 罕 ， 环 俏 相 当 尖 锐 ， 分 布 较 均 匀 而 密 

集 ， 环 间距 由 始 部 向 口 部 稍 有 增 大 ， 平 均 在 lmm 长 度 内 约 

7 一 8 +H, WERE, 与 横 环 几乎 等 宽 。 纵 肋 纤 细 

而 密集 ,但 相当 明显 。 在 0.2mm 的 宽度 内 约 有 5 一 6 KO OK 

tn ATA RAs aA 21 一 23 条 以 上 。 

ERE 此 种 在 壳 体形 状 、 横 环 的 密度 和 纵 肋 的 密度 等 方 
#8455 Lardeux (1969) 描述 为 Nowakia acuaria (Rich- 1 31s - Ranieescati et Reatletto- 

ter) 的 部 分 标本 (pl. 30, fig.’ Zs.pl. Sh, fig. 2; pl. 32,fig. sis sp.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1) +4)26 W118 Lardeux (1969) 的 标本 以 具有 较 粗 强 的 横 a mb ee arrange 
环 和 较 多 的 纵 肋 数 (LR/W 过 28—30) 而 不 同 于 此 新 种 。 la bapingensis sp. nov., 66562, 

此 新 种 与 Z. longlinensis (Xian) 具有 同样 的 过 体形 holoty 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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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E READE LEYS) is BoE AST No 抽 和 
Z. longlinensis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百色 巴 平 ， SEE Tm N. praecursor iio 

准 低 环 节 石 属 Viriatellina Bouéek, 1964 

模式 种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éek, 1964 

特征 “ 壳 体 通 带 细 长 , 横 环 呈 波 状 , 具 纵 肋 。 

比较 ”此 属 与 Nowakie 属 的 主要 不 同 是 横 环 呈 波状 ,而 不 呈 锐 养 状 。 这 一 鉴定 标志 

对 于 属 级 来 说, 似乎 还 不 充分 ,但 目前 我 们 仍 按 惯例 沿用 。 

分 布 及 时 代 ”亚洲 \ 欧 洲 \ 非 洲 北部 \ 大 洋 洲 \ 北 美洲 ， 早 ,中 泥 盆 世 ， 可 能 在 晚 泥 盆 世 

初期 也 存在 。 

条 纹 准 低 环 节 石 (新 种 ) Yiriatellzrma ieee Sp. nov. 

(图 版 14， 图 .53 37)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约 3mmy ;全 壳 迅 速 扩 大 ,， 呈 

宽 锥 状 , 顶 角 为 20?"。 末 部 口 宽 0.9mmo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呈 

波状 起 伏 , 分 布 及 强 弱 均 不 规则 。 环 间 面 圆 凹 ,其 宽度 也 很 不 

规则 。 纵 肋 相 当 明 显 ， 其 粗细 及 密度 不 甚 沟 匀 ， ect tn 3 布 

17 条 。 

比较 ”此 新 种 的 顶 角 很 大 ,全 壳 呈 宽 锥 状 , 在 同属 的 种 中 
很 有 特征 。 此 外 , 横 环 的 大 小 和 分 布 很 不 规则 ,这 也 是 一 个 识 、 轩 

别 的 标志 

产地 及 层 位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益 兰 组 中 部 。 

矮小 准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Viriatellina minima sp. nov. 
插图 37 Firicte10imra lirata sp. (图 版 14， 图 6) 

a's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18,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描述 壳 体 微小 ， 长 度 不 到 lmm， 始 部 虽 圆 锥 形 ,扩大 

~represcntaion of Viviaellix 迅速 , 稍 有 压 扁 的 顶 角 为 23*， 原 始 的 顶 角 为 18” 左右 o 来 
”部 扩大 缓慢 , 近 亚 简 状 ,生长 角 为 4 一 5"。 初 房 微小 ; 旦 长 归 

形 , 长 度 为 0.07mm， 宽 度 为 0.05mm， 与 壳 体 分 界 明 显 。 横 

环 低 缓 ; 较 稀 , 始 部 很 弱 , 中 部 和 未 部 较 明 显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有 27, MRM, B 
横 环 稍 宽 。 纵 肋 分 布 均匀 , 较 明 显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6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0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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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笔者 曾 怀疑 代表 此 新 种 的 标本 是 壳 体 的 始 部 ,经 鉴定 大 量 标本 后 ,发 现 几乎 所 
_ 有 标本 都 是 同样 大 小 和 具 不 多 的 环 , 于 是 认为 代表 稳定 的 种 类 。 

此 新 种 与 了 .gec1izae Boutek, 1964 有 些 类 似 ， 但 后 者 壳 体 较 大 ， 半 周 纵 肋 数 较 少 
CER/ 双 一 6 一 7)o。 在 顶 角 大 小 和 半 周 纵 肋 数 方面 ,新 种 也 可 与 V. dalejensis Boutek, 1964 

比较 ,但 后 者 壳 体 大 而 粗壮 , 横 环 也 更 密 而 多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线 状 肋 准 低 环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filaris sp. nov. 
《图 版 14, 10,11; 插图 38) . 

HE AEN KEY 25mm, SSDI, THY 18°—20°, 
PAR, SAD AAS, SORE RR ORL HM FREE G2 个 环 。 环 

) 间 面 夯 目 ,几乎 与 环 等 宽 。 纵 肋 细密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6 一 7 AERA 22— 
25 Re 

比较 ”新 种 的 锥 状 壳 体 , 较 大 的 顶 角 和 较 稀 的 横 环 , 与 前 述 的 了 7. lirata sp. nov. 3 

似 ; 得 它 的 横 环 均匀 ;分 布 规则 ; 纵 肋 细 而 密 , 则 可 与 后 者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益 兰 组 中 部 和 塘 丁 组 底部 。 

密 肋 淮 低 环节 石 ( 新 种 ) Viriatellina crebra sp. nov. 

(图 版 14， 图 8,9; 插图 39) 

描述 ”过 体 较 大 ,长 度 可 达 45mm,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直 圆锥 形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均 为 

10°—12°, WE) SRAR. BARE Kms, SAAD, (HR, Imm 长 度 内 

- 有 三 4 个 环 。 环 间 面 宽 , 较 平坦 ， 宽 度 为 环 帘 的 4 一 6 倍 。 纵 肋 分 布 均匀 ， 相 当 清 晰 ， 

0.2mm 宽度 内 在 末端 为 5 条 肋 ， 而 在 近 始 端 可 多 达 8 条 以 上 上， 末端 半 ' 周 壳 圈 有 25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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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 
Va. 

: 
44 

播 图 38 «=(Viriatellina filaris sp. nov. 壳 体 复 播 图 39 Viriatellina crebra sp. nov.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21，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23，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fellina filaris sp.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crebra sp. nov., 

noy., 66721, holoty pe) 66723, holoty pe) wipe 

比较 ”此 新 种 的 横 环 形态 介 于 Nowakia R45 Viriatelling 属 之 间 ， 但 更 接近 于 后 

者 。 在 Viriatellinag 属 内 ， 其 较 罕 的 横 环 、 较 大 的 顶 角 和 较 多 的 纵 肋 ,易于 与 及 lirata 

sp. nov， 和 V. filaris sp. nov. 区 别 。 除 了 较 低 而 平 的 横 环 外 ,此 种 以 较 大 的 壳 体 和 较 



阮 亦 萍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89 

了 大 的 顶 角 也 易 与 Nowakia (N.) bamboides sp. nov. 区 别 。 

ra 志和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塘 丁 组 底部 N. subeilis WF; PD = MA, AER 
组 N. praecursor 带 。 

不 规则 准 低 环节 石 Viriatellira irregularis Bontpr: 1964 

(Al 14, A 2—4) 

j 1964 Viriatellina irregularis Boutcek, pp. 101, 102, pl. 20, figs. 1—4; pl. 21. 

1974 Viriatellina irregularis, 7G, Bem, 233 页 图 版 115 ， ll, 

1983 Viriatellina irregularis, FAK OAM, 60 页 ;图 版 14, A 10, 

比较 “在 Viriarelline 属 内 ,此 种 以 其 较 大 的 始 部 无 环 区 以 及 横 环 不 规则 分 布 , 很 易 
与 其 它 种 区 别 。 与 此 相反 ,此 种 与 Nowakia RH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和 

N. (N.) karpinskii (Liaschenko) 倒 易 于 混淆 ， 因 为 后 两 者 在 始 部 也 有 较 长 的 无 环 区 、 

且 有 类 似 的 壳 形 及 近似 的 纵 肋 数 。 通 常 此 种 以 横 环 环 疹 较 圆 ， 分 布 十 分 不 规则 以 及 更 长 
的 无 环 部 分 ,可 以 与 后 两 种 区 别 。 

此 种 在 中 国 南方 和 欧洲 、\ 非 洲 北 部 等 地 ,是 NW. richteri 带 至 NV. maureri 带 下 部 的 

常见 分 子 。 
_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不 等 肋 准 低 环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discordans sp. nov. 

〈 图 版 15, A 7; 插图 40) 

Hist FAK. KEM 6mm， 始 方 的 1/3 HAT AR, SARK, MAHA20°; 中 

部 和 未 部 几乎 不 扩大 , 呈 圆 简 状 。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粗壮 , 低 而 圆 。 始 方 一 半 壳 表 的 横 环 

| 大 小 及 分 布 均 较 均匀 ，lmam 长 度 内 有 4 个 环 ;在 末 部 的 另 一 半 壳 表 上 ， 横 环 较 密 而 小 ,分 

| AAEM, Imm 长 度 内 有 6 一 7 环 。 环 间 面 圆 中 ,与 横 环 等 宽 或 略 大 。 纵 肋 在 始 方 一 
rm LMR, 0.2mm 宽度 内 有 3 一 4 条 ， 在 壳 体 中 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4 条 。 自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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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口 方 , 纵 肋 增 多 且 变 细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6: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3 Ko 
比较 ”此 种 壳 形 和 壳 饰 若 仅 从 始 方 一 半 来 看 ,酷似 V. hercynica Botgekj 1964， 但 

FRA 40 FiriatelL1imna discor- 

dans sp.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730, 正 模 标本 (Diagram-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 

riatellina discordans sp. nov., 

66730, holoty pe) 

它 在 口 方 一 半 纵 肋 十 分 细密 ， 则 又 与 后 者 不 同 5 此 新 种 的 壳 

形 各 纵 肋 排列 方式 也 与 V. |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1969 类 似 ,但 后 者 在 口 方 纵 肋 加 密 不 明显 , BAD 
较 少 (LR/W = 20 一 25)。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达 莲 墙 组 N. Zarrandci 
带 。 EL 

海 西 准 低 环 节 石 Virictellinra hercynica Bouéek, 1964 

(Alm 15, A 4 一 6) 

1964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tek, pp. 95, 96, pl. 17, figs. 3—7, 

textfig. 26. - er 

1966 Nowakia (Viriatellina) hercynica, Zagora, Taf. Il, Fig. 1. 

1969 Viriatellina hercynica, Lardeux, p. 126, pl. 41, figs. 1—5; pl.43, 

fig. 3; textfigs. 95—98. , 

1970b Viriatellina hercynica, Alberti, Taf. 28, Fig. 8. a 

1974 Viriatellina hercynica hercynica, Liitke, S. 401—405, Abb. 1,2, 

Abb. 4, Fig. 1—9; Abb. 5, Fig. 1—4. POP wa: ore Ras 

1978 Viriatellina hercynica JlorsuHeHko (B Coxonos, 1978), cmp. 42> 

Ta61. 69, dur. 4. Any 

1980 Viriatellina hercynica, #36, 71,72 页 图 版 19, 图 1 二 3. 一 
non 1982 Virtatellina Acercyzica 白 顺 良 等 ;78 页 ?图 版 XII， 图 2。 - 

度量 

标本 号 I Ww a 

66733 6.0 0.9 11° 

66734 3.5 0.8 11° 

66735 3.2 0.45 10° 

66739 2.3 0.46 6° 

比较 Bouzek (1964) 认为 此 种 与 有 pseudogeinitziana 

Bouéek, 1964 十 分 类 似 ， 但 后 者 纵 肋 较 多 (LR/W de We 

20)， 横 环 分 布 很 不 规则 。 以 后 ，Liitke (1974) 对 此 种 的 定 
义 作 了 如 下 的 修正 ; 顶 角 10°—13°, 半 周 壳 圈 的 纵 肋 数 11 一 

12 条 ,少数 可 达 17 条 , 横 环 常 常 有 些 不 对 称 。 他 认为 了 .percymwica 与 V. pseudogeini- 

tziaza 的 主要 区 别 是 : 前 者 的 纵 肋 增加 与 过 宽 成 正比 ,后 者 纵 肋 多 数 在 狭 罕 的 壳 体 上 出 

现 ;此 外 ,前 者 的 横 环 常 均匀 分 布 * 而 后 者 的 横 环 稍 呈 韵律 性 变化 。 wp 

产地 及 层 位 ”南宁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以 上 的 硅 质 岩 (CN. barrandei 带 ); BRR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N. barrandet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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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 

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1969 

CA 15, A 2,3) 
3) ‘ : 

5 1969- Vit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pp. 136—138, pl.62, fig. 3; textfig. 103. 

5 ae,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 Bic, 74,75 WA 17, A 1 一 3。 

比较 Lardeux (1969) 建立 此 亚 种 时 ， 认 为 它 与 了 .psexdogeizitziaza s. str. 的 

横 环 发 育 形式 和 有 维 肋 数 相 同 ， 但 它 的 顶 角 较 大 , 纵 肋 稍 多 ， 在 始 端 1 一 1.5mm 长 度 内 横 
环 不 大 发 育 , 与 V.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nitziana Boutek 不 同 。 

HEWES V. hollardi Lardeux, 1969 十 分 类 似 ,但 后 者 柱状 的 中 部 和 末 部 较 长 , 环 

BE. 可 以 此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AA HMA LB N. praecursor 带 及 N. barran- 

dei sore 

IG ERI (MF) Viriatellina conica sp. nov. 

(图 版 15, A 1; 插图 41)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天 小 ,长 度 大 于 3mm。 始 部 和 中 部 扩大 迅速 , 呈 圆 锥 形 , 顶 角 22°, 

未 部 笃 长 角 为 135。 初 房 细 小 , 呈 长 卵 形 ,与 考 体 分 界 明显 。 横 环 罕 而 明显 , 环 疹 浑圆 。 环 
的 天 水 和 分 布 甚 不 均匀 。 环 间 面 浅 目 ， 较 横 环 为 宽 。 始 端 35mm 长 度 内 环 不 发 育 。 纵 

WEE RE, 0.2mm 宽度 内 有 5 条 ,在 未 部 同样 宽度 内 仅 有 3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3 条 。 

| 

’ i —— | 

bee TPE OV.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1969， 但 仔细 察 

看 ,两 者 有 明显 不 同 , 此 种 索 体 明显 呈 锥 状 , 纵 肋 的 密度 在 始 部 大 而 末 部 小 ， 纵 肋 数 (LR/W 

= 13) - 较 少 ;后 者 中 部 和 未 部 明显 呈 亚 简 状 , 纵 肋 密 度 由 始 部 向 末 部 仅 有 微弱 减少 ，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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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E. ，， ms iespecentaln : 

”7 tumida Xian 有 近似 于 此 种 的 环 饰 和 相同 的 纵 肋 数 ,但 纵 肋 密度 自 始 至 未 近 于 不 
变 , 索 体 末 部 呈 亚 简 状 ,也 与 本 种 不 同 。 

Ludvigsen (1972, pp. 307, 308, pl. 3, figs. 1,6) 描述 为 ，NoxweAia sp.nov. 的 

标本 与 此 种 的 壳 形 十 分 近似 , 纵 肋 数 及 横 环 的 分 布 也 相同 ,但 它 的 横 环 较 尖 ; 顶 角 较 小 ;有 

别 于 本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一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达 莲 塘 组 N. barrandet 带 o 

a ol. SH 

hi 

i Gf MPRA 
My ; erat Wek 
Pa = ’ 

a. 6 283.2 Past 

Teter ae 

插图 41 Viriatellina conica sp。nov。 壳 体 复原 插图 42 FiriateL1iza salva sp. nov. 者 体 复原 图 

图 , 据 标本 66740，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据 标 本 66741，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conica sp. nov., resentation of Viriafelling salva sp, nov.，66741 

66740, holoty pe) holoty pe) te 

Te Oa 

完好 淮 低 环节 石 (新 种 ) Viriaetellina salve sp. nov. ve 

. (图 版 16， 图 .6 一 83 -插图 42) -一 一 

描述 ” 壳 体 较 小 ,长 度 小 于 3mm, 全 壳 呈 圆锥 状 。 EBM ABR TR 
16?; 未 部 扩大 稍 慢 , 生 长 角 为 5" 一 7?。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甚 明 显 。 横 环 低 而 

于 

圆 , 呈 波状 起 伏 ,排列 较 密 ， 但 不 甚 均匀 ，lmm 长 度 内 有 9 一 11 IK, HR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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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新 种 的 壳 形 和 环 饰 类 似 V. galinae Boutek 1964， 但 纵 肋 数 较 后 者 多 。 
L Bouéek (1964, pp. 99—101, pl. 19) 鉴定 为 了 .gracilistria (Hall) (non sensu 

| in Hall, 1874) 的 标本 具有 与 此 种 近似 的 壳 形 和 纵 肋 数 ， 但 顶 角 较 小 (ec = 10°), BH 

| Bt CDR/Imm 一 4 一 5)， 亦 与 此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墙 乡 组 上 部 。 

he 圆锥 形 准 低 环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conula sp. nov. 

Ca (图 版 17， 图 13,14)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偏 小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4mm。 壳 体 均 匀 扩 大 , 呈 规 则 的 圆锥 形 , 顶 角 和 

: 生长 角 为 12° FA. BAK. KA. SERA, Imm 长 度 内 有 5 个 环 , 环 间 面 浅 凹 ， 

| 与 横 环 几乎 等 宽 。 

DBR 新 种 与 前 述 的 V. salva sp. nov， 颇 为 相似 ,但 纵 肋 多 而 横 环 较 稀 , 可 与 后 者 
La。 

此 种 也 与 BotuzeKk (1964) 描述 为 V. gracilistria (mon sensu in Hall, 1874) 的 

级 标 本 十 分 类 同 ,主要 的 区 别 是 : 此 种 横 环 低 而 宽 圆 , 顶 角 较 大 ; Boutek (1964) 的 标本 即 

时 使 在 压 扁 的 条 件 下 ,也 可 看 出 横 环 较 高 , 环 宵 呈 龙 骨 状 , 顶 角 小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分 水 岭 组 N. otomari i F Bo 

广西 准 低 环 节 石 Viriatel1ina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1983 

(图 版 16， 图 9 一 11; 插图 43) 

1983b Viriatellina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穆 道成 , 阮 亦 基 ，61 MWA 14, A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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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该 种 的 壳 形 和 环 饰 与 了 . multicostata Mu et Mu, 1974 Ga 44) 接近 ， 但 了 

后 者 纵 肋 数 很 多 (LR/W = 50)， 壳 体 大 和 环 更 密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Nguangrieniir 带 。 下 

插图 43 .PiriarelLlina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53190, 正 模 标 本 (Diagram- 
matic 

ensis Mu ct Ruan, 53190, holoty pe )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guangxi- 

Ishuod 5 

Cm (tt8E-NsH at @ 
| ; 

= ech \ Ad) a2 t Bok bag i 

( Wi 
\ Mi vy 

"> " Rn 

id tF ult itt o mi Le 和 
MiLAN 

mi hh mui Ht 

| SS 
aang 
TT ae 
Aan 
ii a 有 
el 
i 

a 
i NG 1 

hn Sa 
WU 

插图 44 Viriatellina multicostata Mu et Mu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22797， 正 模 标本 《Diagram<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multicos~ — 

tata Mu et Mu, 22797, holoty pe) | 



q 阮 亦 薄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95 

; 卡 赞 尔 准 低 环节 五 Viriatellina kazanlensis (Ljaschenkc)，1959 

} 人 (All 17， 图 16; 插图 45) 

| 1959 Viriatella kazanlensis Ljaschenko，JJIqrreHKo，cTD。122，Ta6m。 27， 中 Hr。5 一 7。 

HE KB, KEY 2.7mm, KG 0.7mme SH 

BOP K, SARE. Wiss 165° Meh. MAR, 组 
| 3,446. HG SHSH Imm 长 度 内 有 7 一 8 个 环 。 

， 纵 肋 十 分 细密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4 条 肋 。 

度量 fh 

RAS | LS Ww eh jah Pde 2 2) DRE ELR Aw e 

66749 | 2.7. | 0.7 16.594 (ey a 2 34 

比较 ”此 种 的 正 模 标本 产 于 俄罗斯 地 台 吉 维 期 的 地 层 
| 中 。JImneako (1959, crp. 121, 122) 描述 它 的 顶 角 为 7.5?， 

| 得 根据 第 的 标示 图 影 ， 量 得 顶 角 应 天 于 -IT6"。 当 前 描述 的 标 
本 在 主要 标志 午 。 都 与 此 种 的 正 模 标 本 相同 。 

此 种 与 V.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1983 很 相似 ， 但 

后 者 顶 角 较 小 , 环 较 明 显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细 线 准 低 环 节 石 (比较 种 ) Viriatellina 

‘a ef. gracilistria (Hall), 1879 

-一 -- 一 (图 版 7, B 9) 
插图 45 §6Viriatellina kazanlen- 

1964 Viriatellina gracilirtria，Bouzcek，pp。99 一 101，p1， 19. sis (Ljaschenko) 壳 体 复原 图 ， 

攻 由 1 描述， 壳 体 较 水 ,长 约 L5mm， 宽 约 0.4mm。 SHB B HHA 66749 [Diagrammatic 
PRT, WBA. SAT RS BORE TD feesteone Cisco 
波状 ,分 布 不 规则 ，1lmm KEANE 10 个 。 纵 肋 细 ， BAS 66794] 

圈 内 约 有 14 4. 

度量 

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与 “Bouzek (1964) 描述 为 了. gracilistria (Hall) 的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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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只 是 壳 体 较 小 , 横 环 细密 。 
目前 已 知 ,Bouzek (1964) 对 此 种 的 理解 与 典型 的 了 5 和风 Ao 未 文公 以 

Boutek (1964) 的 含义 作 比较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 

不 等 环 准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Viriatellina anomalis sp. Nov. 

(图 版 16, A 1 一 4; 插图 46) 

1980 Nowokia cf。suIcora， 鲜 思 远 ，56;57 页 ,图 版 14， 图 9% AT 

描述 “” 老 体 较 小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3mmo。 GHENT XK, SAK. 顶 角 为 11"。 褐 房 

细小 , 呈 长 卵 形 , 长 度 为 0.07mm， 宽 度 为 0.06mm，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横 环 干 分 粗壮 ， 其 

宽度 和 分 布 均 不 规则 。 一 般 在 始 部 宽 而 低 , 中 部 粗大 而 圆 , 未 部 罕 而 较 高 有 些 环 近 尖 s 在 

中 部 和 始 部 ，lmm 长 度 内 有 4 一 5 个 环 ， 在 未 部 变 密 ，0.5mm 的 长 度 内 可 有 3 个 环 。 

Ala] HAR 其 宽度 通常 大 于 相 邻 的 横 环 宽度 s 纵 肋 细弱 ， 分 布 较 稀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条 。 
， 5) Oe <a 

度量 

P Cae ‘edie 

标本 号 L Ww a - RAR 
1 w rf . x ot 

66751 1.8 0.3 14° os es 12 SR ASE at 
66752 z.5,-| 0.4 11° 0.07 0.06 Vite ere aa 

\ re. o 四 

66753 1.6 0.33 11。 & 3 14 8 

66754 1.6 0.33 11° = 24 Va 8 
‘ Trt VW “ AE 对 iF iS 

66755 1.5 0.3 11° on es 1 ring 

66756 1.6 0.3 1° 2 tial 4 12° 8 

比较 ”此 种 的 横 环 相当 粗壮 ， 壳 体 呈 狭长 的 锥 形 。 与 此 种 最 为 近似 的 种 是 产 插 加 拿 
矿 育 空地 区 Michell 组 中 的 V. michellensis Ludvigsen, 1972, Saabs 7 (L= 

3.8mm), 72% (W=0.7mm), ABMs (4-6 &/0.25mm)o OR: DR 这 

鲜 思 远 (1980) 描 述 为 Nowakia cf. sulcata 的 一 块 标本 (Ag 14, 图 9) 显然 不 是 

NomwoAia， 可 能 应 归于 此 种 。 

PURE KAD SRSA” PR 

圆 环 准 低 环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rotunda sp. nov. 

(图 版 17， 图 12; 插图 47) 

描述 “” 壳 体 小 型 ,长 度 小 于 2mm。 始 部 的 一 半 壳 体 扩大 迅速 , 呈 圆 锥 状 ; 顶 朋 20°; 7 
DAWA-KRAILPALP A, SHR MWR). MAY DS, RAB MRA, 
较 密 , 未 部 较 稀 , 相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2TH MAHAR. WHER. KA 
有 4 条 。 肋 与 环 相交 构成 规则 的 方 格 状 ,其 交会 处 似 有 微弱 的 小 瘤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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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 图 46 Viriatellina anomalis Sp。nov。 壳 体 复 插图 47 Viriatellina rotunda sp. nov. Stk SJR 

JRA, HARA 66572, AMARA (Diagrammatic 图 , 据 标 本 66758，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re 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g gnomalis Sp.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g rotunda sp. nov., 

nov., 66572, paratype) 66758, holoty pe) 

a 

RE ERE RA BR RED HOA TT TT BEAR ATS AY Viriatel i- 
"na _minuta Al-Rawi, 1977 (S. 558, Taf. 4, Fig. 31,32)” 比较 ， 但 后 者 的 壳 体 细 长 ， 

误 体 均匀 扩大 而 呈 狭 长 的 锥 状 。 

一 乍 看 起 来 ,此 种 酷似 Womakie (N.) richteri, 但 它 的 末 部 壳 体 较 宽 ， 环 较 圆 ; A ih 
很 弱 , 很 易 与 后 者 区 别 。 

1) *Al-Rawi (1977) 的 这 一 种 名 ,显然 为 了 。mziwwta Mu et Mu, 1974 的 异物 同名 ,应 予 废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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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tro 

崇 左 准 低 环节 石 (HH) Viriatellina chongzuoensjs sp. nov. 

(Alb 17, A 1 一 3; 插图 48) 

描述 ” 壳 体 小 型 ,长 度 小 于 2mm, Fk MIGHT A, SER: 顶 角 大 《 压 扁 
后 顶 角 为 159 一 19"， 原 始 顶 角 约 为 12°—15°); OW HERAT AM, ERY 
5?。 初 房 小 , 呈 滴 珠 状 ,长 度 和 宽度 约 为 0.08mm， 与 壳 体 分 界 较 明 显 。 横 环 明显 ， 宽 而 
圆 ， 分 布 较 均匀 ，lmm 长 度 内 有 STK. HE, SSMS ANNE 
稀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条 ,穿越 横 环 时 不 具 任 何 瘤 饰 。 

比较 ”新 种 为 小 型 壳 体 、 锥 一 柱 形 ， 具 稀 的 纵 肋 ,这些 特征 与 V. galinae Boutek, 
.1964 类 似 ， 但 后 者 横 环 低 缓 , 纵 肋 较 少 (LR/W 一 6 一 7) iis’ 且 产 于 较 低层 位 (asi 
格 阶 )。 

此 种 的 壳 形 及 本 环 大 小 和 分 布 也 与 前 述 的 V. rotunda sp. nov. 类 似 ,但 纵 肋 多 ， Tt 
角 较 小 ,有 别 于 后 者 。 

产地 及 层 位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顶 顶部 。 rom Si AF BD 

微小 准 低 环 节 五 (新 种 ) Viriatellina minor sp. nov. xt 

(图 版 17， 图 6,7; 插图 49) poh ats 

描述 ” 壳 体 微小 ,长 度 稍 大 于 0.5mmo 壳 体 始 部 呈 圆 锥 形 ， 顶 角 约 12°, 未 部 为 加 条 

形 ; 壳 宽 约 -0:1mme 初 房 较 大 * 呈 卵 圆 形 ;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长 约 008mm, 2 005mm, 

壳 表 具有 均匀 分 布 的 横 环 和 不 甚 明 显 的 纵 肋 。 横 环 醒目 , 宽 缓 , 呈 波 状 。 全 壳 有 8 一 9 4 

HK, Mal AL, 与 环 帘 几 乎 相等 。 环 的 分 布 不 均匀 ， 在 相当 壳 宽 的 长 度 内 有 1 一 2 te 

纵 肋 稀 ， 半 周 充 圈 岂 有 4 条 。 这 VD 

度量 

P 
标本 号 L W a DR LR/w ~ 

] W tay 

66762 0.5 0.1%) - ||) 3°+12° 0.08 0.05 8 4 | 

66763 0.53 0.11 2°—12° 0.08 0.05 9 ERA 

比较 ”本 种 的 主 妥 特征 是 壳 体 微小 , 横 环 帘 缓 和 纵 肋 数 少 。 在 同属 的 已 知 种 中 , 这 是 和 



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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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图 48 Ti7iate11iza chongzuoensis sp. nov. 过 插图 49 Viriatellina minor sp. nov. 壳 体 复原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759， 正 模 标本 (Diagramm- 图 ， 据 标本 66762，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re 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chongzuoe-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minor sp. nov., 
msis sp. nov., 66759, holotype) 66762, holoty pe) 

q 最 小 的 一 个 种 。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和 V. paraminuta Mu et Ruan, 1983 

的 壳 体 虽然 也 很 小 ;但 长 度 都 在 1mm A > Fok th BRA EK, BHR 

FMRB APH a= WARE N. praecursor #5 AHR ELA ON. richteri 

带 下 部 。 
小型 准 低 环节 石 Virj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1974 

(Alm 17, A 8; 插图 50) 

1974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Ruan， 穆 西南 \ 穆 道成 ，233 WAR 113, A 6 

1977 Nowakia pumilio Alberti, S. 264. 

non 1977 Viriatellina minuta Al-Rawi, S. 55, Taf. 4, Fig. 31, 32. 
1979 Nowakia pumilio Alberti, S. 234 (pars), non Abb. 2. 

"1983 Viriate!lina minusa, 称道 成 , 阮 亦 萍 ，314，315 TCH). 1, A 8 CHER 6,7). 
1983b Viriateliina minuta, MR bIRM, 63,64 页 ;图 版 15, AS. 

”度量 

了 7 P 

v 标本 号 L Ww a DR LR/w 
1 w 

66764 1.0 0.27* 16°* 一 一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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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 : si 

比较 “如 前 所 述 ，Nozakia pumilio Alberti, 1979 esp 而 Vérierel- 

lina minuta Al-Rawi, 1977 则 是 它 的 同 种 异 名 。 

此 种 与 Nowakia (N.) albertii 的 不 同 不 仅 在 于 后 Renee EEK. 也 在 于 
后 者 产 于 艾 非 尔 阶 上 部 ,而 此 种 则 见于 吉 维 阶 中 部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分 水 岭 组 。 

包 契 克 准 低 环节 石 Viriatellina 

bouceki (Zagora), 1964 

(图 版 17， 图 4,53 插图 51) 

1964 Nowakia bouceki Zagora, S. 1243, Taf. 5, Fig 

1—3*; Taf. 5). Pip. 9。 

1969 Nowakia cf. ferula, Lardeux, pp. 103—105, pl. 

34, fig. 6; textfig. 72.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可 达 5mm。 始 

部 扩大 较 快 , 呈 狭 长 的 圆锥 形 , 项 角 为 8 ; 末 部 

扩大 缓慢 , 呈 亚 简 状 ， 生 长 角 约 2°—3°. ME 
未 保存 。 横 环 低 缓 , 呈 波 状 , 环 俏 浑圆 。 环 间 面 

播 图 50 Viriatellina minuta Mu ct Mu 元 体 复 原 插图 51 

图 ， 据 标本 22784。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22784, holoty pe) 

Viriatellina bouceki (Zagora)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66 [Diagrammatic represcn- 

tation of Viriatellina bouceki (Zagora), 66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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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四 ,与 环 几乎 等 宽 。 横 环 分 布 甚 密 ,不 甚 均匀 ， 相 当 壳 宽 的 长 度 内 有 3-7 个 环 ，ltnm 
长 度 内 有 7 个 环 。 纵 肋 粗 强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2 Ro 

: 比较 “此 种 最 初 归于 Nowokia 属 内 , 正 模 标 本 产 于 东 图 林 根 的 N. richteri 带 。 它 
时 ”具有 低 圆 的 密集 横 环 ,显然 应 为 Firiote11ina 属 之 一 种 。 纵 肋 数 中 等 (LR/W 一 12) 和 
量 ” 较 强 , 帝 体 呈 锥 一 柱状 ,很 易 与 同属 的 其 它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上 部 。 

中 方 格 准 低 环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midcancellata sp. nov. 

(图 版 17， 图 15; 插图 52) 

描述 ” 壳 体 申 等 大 小 ,由 始 端 向 末端 渐次 增 宽 , SARC. HK 264mm, AHF 
% 0.5mmo WAH 10° 左右 。 初 房 未 保存 。 壳 表 发 育 有 醒目 的 横 环 和 纵 肋 。 横 环 在 始 

部 基本 上 没有 发 育 ; 在 中 部 最 为 明显 ， 低 而 较 窄 ， 环 背 近 尖 , 在 05mm 的 长 度 内 有 7 个 
环 , 且 与 纵 肋 构成 醒目 的 方 格 形 ;在 未 部 , 横 环 变 穿 而 细小 ， 呈 纤细 的 横 肋 状 ，lmm KBE 

| 内 约 4 个 环 。 纵 肪 清晰 。 在 半 周 壳 圈 内 ,于 始 部 为 6 条 ， 中 部 约 有 9 条 ， 末 部 约 为 14 一 

18 条 。 

DR/1mm LR/W 

7 猎 较 三 此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中 部 发 育 醒目 的 方 格 状 横 环 和 纵 肋 。 此 一 特征 可 区 别 于 同 

属 的 已 知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N. praecursor 带 。 

本 精致 准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Viriatellina elegantula sp. nov. 

(图 版 18, A 253; 插图 53) 

He tk hE, KET 4mm, MBHOT AK, SARE, WAN 105°; 

部 扩大 稍 慢 。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 长 约 016mm, HH 0.09mm, Sock Bhim Ban aa A 

界 。 横 环 很 罕 旦 低 , 环 冰 近 尖 , 十 分 稀疏 ,在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不 到 1 PRA, Imm KE 

内 约 3 一 3.5 个 环 , 环 间 面 平 ,十 分 宽 , 约 为 环 帘 的 6 一 10 倍 。 纵 肋 清 晰 ;密集 ，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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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 D4 ot he hb 
. ev RP AY Sse 让 

(ree BS A LS 

PRE ,Aa-Pe PI 

a 

时 

- 本 Ri hts PI 

SEP ae 2 

1 = 24 Ses ——s 

= = E 

于 二 一 上 

es) 
GA 52° Viriatellina midcancellata’sp. nov. Fe ~~ FRAY 53 Viriatellina elegantulc sp nov. “Fe (K SS 

体 复原 图 , 据 标本 66770， 正 模 标 本 (Diagram- JRL IBAA 66773。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4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midcancel- re 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elegantula Sp. nov., 

lata sp. nov., 66770, holoty pe) 66773, holotype)  ， MSs EEDA SFC 
Gen? } Hy oc 

Se ee es 

宽度 内 有 7-8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5-17 条 。 

比较 和 讨论 ”此 种 的 横 环形 态 介 于 Nowakie 和 Viriatellina 之 间 , 我 们 认为 它 更 遇 

近 于 后 者 。 此 种 的 特征 是 壳 体 呈 狭 锥 状 , 横 环 细弱 且 稀 芍 ， 纵 肪 细密 。 在 上 述 交 个 方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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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它 们 之 间 的 主要 区 别 是 :W. (N.) micre 的 横 环 较为 粗 强 , 环 较 密 ; N. (N.) bam- 

boides 的 横 环 粗 强 , 纵 肋 较 细 , 可 以 与 此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近 尖 淮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WiriatelLina percussa sp. nov. 

〈 图 版 18， 图 4 一 6; 插图 54)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到 大 ,长 度 可 达 4.5mm。 全 过 均匀 扩大 , 呈 圆 锥 状 , 顶 角 为 10.5?"。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长 0.14mm， 宽 约 0.1mm， 与 壳 体 以 宽 而 浅 的 收缩 沟 分 界 。 横 环 十 分 低 平 ， 

RAG ROMA ,分布 稀 臣 , 一 般 相当 壳 径 长 度 内 仅 一 个 横 环 。 环 间 面 十 分 宽 而 平 ， 它 

与 横 环 无 明显 分 界 。 纵 肋 粗 强 , 较 密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2 一 14 条 。 

度量 

LR/W 

66774 1.86 0.35 12 

66775 1.5 0.3 12 

66776 1.57 0.32 12 

66777 4.42 0.57 14 

iy 比较 ”此 新 种 与 上 述 的 了 . elegantula sp. nov. 有 类 似 的 特征 ， 但 纵 肋 粗 强 且 较 稀 

四 Bit. ARE BAF teal V. elegantula 区 别 。 

| 此 种 与 Nowakia (N.) bamboides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横 环 较 高 而 显著 , 纵 肋 更 稀少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混杂 准 低 环 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migada sp. nov. 

won (图 版 18, 12; 插图 55) 

BA AADSA), KERB 3mm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圆锥 状 , 压 扁 标本 的 顶 

| 角 为 13", 原 始 的 顶 角 约 为 11" 一 12"。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HH 0.13mm， 长 0.14mm， 与 壳 
| 体 分 春明 显 。 横 环 罕 而 低 , 环 背 浑 圆 ,分 布 不 均匀 但 十 分 密集 , 尤 以 末端 为 甚 ,在 相当 壳 径 

上 的 长 度 内 多 达 12 个 环 。 在 壳 体 中 部 ，lmm 长 度 内 有 15 一 17 个 环 。 环 间 面 浅 四 ,很 罕 
纵 肋 具 粗 细 两 种 形态 ,彼此 相间 分 布 ,在 未 端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0 条 。 

| 

度量 

标本 号 L ae a Toy ue eee DR LR/W 

66778 © hea) v7" 13°* 0.14 0.13 39 20 

比较 ”此 种 的 壳 形 和 纵 肋 数 类 似 VV.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1983, 但 它 的 横 环 
细密 , 具 不 均匀 的 纵 肋 ， 易 于 与 后 者 区 别 。 此 种 的 密集 而 细弱 的 横 环 也 类 似 V. bouc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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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g be ae 
mT 
5 
+ Be 

捅 图 54 = «(Viriatellina percussa sp. nov。 壳 体 复原 插图 55 Firiatellina migada sp. nov. 壳 体 复原 

Als 握 标 本 66774，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图 , 据 标 本 66778， 正 模 标 本 (Diserapmps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percussa sp. nov.,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migada Spe DOV.) 

66774, holoty pe) 66778, holotype)! ST 

(Zagora)，1964， 但 顶 角 较 大 , 纵 肋 较 多 。 此 种 也 近似 N. (N.) ferula (Richter), am 

环 低 圆 ; 具 两 种 肋 饰 以 及 环 、 肋 更 密 而 不 同 。 ib RS LL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墙 乡 组 上 部 。 

er 

钦 甲 准 低 环 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ginjiaensis sp. nov. 

〈 图 版 18， 图 7 一 9; 插图 56) 

描述 “” 老 体 小 型 ,长度 小 于 2mm, 全 壳 呈 狭长 的 圆锥 形 。 始 部 扩大 稍 快 ， 顶 和 855 
未 部 扩 夫 了 略 慢 5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 长 度 约 0.8mm， 宽 度 约 0.7mmi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5 横 环 斧 
平 , 很 窗 , 相 当 密 集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约 有 6 个 环 , 环 的 大 小 及 分 布 很 不 规则 。 环 间 面 小 罩 
四 ,与 环 几乎 等 宽 。 纵 肋 低 平 ,不 甚 明显 , 较 稀 疏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7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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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56 Viriatellina qginpraensis SP Ov. 壳 体 复 插图 57 Viriatellina debaoensis sp, nov. 壳 体 

原 图 , 据 标 本 66779，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782， EK APA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ginjiaensis sp. nOv.,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debaoensis sp. 
66779, holoty pe) nov., 66782, holoty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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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nov. MOTE AAs POKER th EAM SRA Same ”村 避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德 保 准 低 环 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depacoensis sp. nov. 

(图 版 18， 图 11; 插图 57) 

描述 ”小 型 沉 体 ,长度 小 于 2mm. 壳 体 在 始 方 的 一 半 旦 狭长 的 圆锥 形 ， we os 
末 部 的 另 一 半 壳 体 几 乎 不 扩大 ; 且 简 状 s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长 度 为 -032mms 与 壳 体 以 宽 浅 的 

横 沟 为 界 。 横 环 不 明显 , 低 缓 , BRK BEM ARRAY, £ 05mm HPREANA 

6 个 环 , 相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稍 多 于 2 个 环 ， 末 部 横 环 稍 密 。 环 间 面 浅 而 穿 , 约 为 相 邻 横 环 

宽度 之 半 。 纵 肋 不 明显 , 较 低 平 ,分 布 较 稀 ， Mii 

度量 

ia 

_ DR/w | LR/w 

ss | |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比较 ”此 种 与 上 述 的 了 .dimjiaensir sp. nov， 颅 为 类 似 ,但 横 环 帘 圆 ， 壳 体 未 部 明 
GEOR TS HARB). HAVA MIAMI V. bouceki (Zagora), 1964, {AID 
弱 而 少 , 加 之 壳 体 小 ;也 与 了 .boxce 驴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小 锥 淮 低 环 节 石 (新 种 ) Viriatellina conulella sp. nov. 

《图 版 18, A 13,15; 插图 58) 

He FM, KEVF Immo SWI K, BIKMBBE, TAH 9°— 

10"。 初 房 中 等 大 小 , 呈 长 卵 形 ,长 度 为 0.12mm， 宽 度 为 0.08mm 与 壳 体 以 一 宽 浅 的 横 “ 
ei SEUMKT 7E. KAZ A 27 Bim BRS, 05mm 的 长 度 内 有 7—10 个 

。 末 部 相当 壳 径 长 度 内 有 4TH WARM, READ MDB » 但 仍 明 显 , 半 周 
ae 9 Ko 

比较 ”此 种 与 前 述 的 了 .qimjiaensir sp. nov. #1 V. debaoensis sp. nov. 颇 为 类 四 

似 。 它 与 V. debaoensis sp. nov. 的 区 别 是 : 全 壳 呈 锥 状 , 横 环 更 为 细密 ; 纵 肋 数 较 多 有 
E45 V. qinjiaensis HARE: WARK AR SRY,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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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 

插图 58 Viriatellina conulella sp. nov. 壳 体 复 

TRA A 66783, iF HEA (Diaerammatic 
'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conulella sp. nov., 

66783, holotype) © 

107 

as 

= TOR 
Fe: 

GRE 

择 图 .59 Viriatellina poheensis sp，nov。|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本 66785， 正 模 标本 (Diagrammktic 
representation of Viriatellina poheensis sp. 

66785, holoty pe) 

nov., 

te PEMA (SH) Viriatellina poheensjs sp. nov. 

(图 版 18, Al 14; 插图 59) | 

描述 ”小 型 壳 体 ,长 度 不 到 lomm, KEMP AMR, SER, 顶 角 9°; 未 部 

几乎 不 扩大 , 呈 圆 简 状 。 初 房 相对 显得 巨大 , 呈 滴 珠 状 ,宽度 和 长 度 均 为 0.1mm， 壳 体 始 

端 仅 0.7mm 宽 WAADADH. BHA, HFA, HAMM, REA. K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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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不 甚 均匀 ,在 末 部 相当 壳 径 长 度 内 有 4 个 环 , 在 中 部 仅 有 3 个 环 。 纵 肋 不 明显 , 较 稀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5 条。 

比较 ”此 种 壳 形 . 横 环 的 大 小 和 数目 及 纵 肋 数 , RL V. debaoensis sp. nov., 
初 房 大 , 呈 圆 珠 状 , 明 显 与 壳 体 分 界 , 此 外 , 壳 体 稍 小 ,可 以 与 后 者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和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W. cancellata 

刻 痕 准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Viriatellina 

caelata sp. nov. 

(Alm 18, 16,17; 插图 60) 

描述 ” 壳 体 小 ,长 度 小 于 1.5mmoe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狭 

长 的 圆锥 状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均 为 7°. 初 房 相对 较 大 , 呈 亚 球 ” 
状 ， 长 度 和 宽度 约 为 0.09mm， 与 壳 体 分 界 明 显 。 始 端 宽 度 “ 

为 0.06mm。 横 环 的 分 布 比较 均匀 ， 窜 而 圆 , 呈 低 的 圆 脊 状 , 
环 间 面 浅 凹 ,与 环 帘 几 乎 相等 。 相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3 Tio 
纵 肋 不 明显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6 条 。 

DR/w | LR/w 

rae HSE SARA V~. poheensis SP. ‘nov. 

相同 ,尤其 是 两 者 均 具 大 的 亚 球 形 的 初 房 。 但 此 种 全 壳 呈 狭 

长 的 锥 形 , 始 端 较 细 , 顶 角 较 小 ; 横 环 分 布 较 均匀 和 环 较 罕 可 
5 OV. poheensis 区 别 。 本 

PREM RR RAK, GRA ON. richteri Ho 
iG 8 60 Viriatellina caelata ‘ | 

sp. nov. 7k 握 标 本 4 hide . i e ‘ ‘i 

66786，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 中 华 准 低 环节 五 Viriatelljna sinensis Xian, 1980 

Pe) 
re presentation of Viriatel- 《图 版 14, A 1) 

lina caelata sp. nov., 66786, 

tic 

1980 Viriatellina sinensis Xian, ®Bye, 71,72 页 ,图 版 "19, 图 1-3; & 

holoty pe) 图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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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3.4mm。 全 壳 近 均匀 扩大 , 呈 圆 锥 形 , 顶 和 角 15°. MRR 

| F. BARE. ZSER WHR. Imm 长 度 内 有 3 个 环 。 纵 肋 较 细密 , 半 周 壳 圈 内 
HIT 

“比较 ”此 种 以 肥大 的 壳 体 和 宽 缓 的 横 环 为 特征 。 根 据 上 述 特征 ,很 易 与 V~ hercyni- 
ca MV. pseudogeinitziana s. St 区别 7 此 种 的 索 形 和 壳 饰 与 -下 .Ti7raza sp nov. 和 

__V, filaris sp. nov. 颇 近似 。 但 纵 肋 较 稀 ,不 同 于 了. filaris; 横 环 低 而 宽 缓 ， 又 有 别 于 
Vz. liratao 

鲜 思 远 (1980) 报 道 此 种 产 于 大 新 榄 圩 < 平 恩 组 下 段 "。 由 于 他 没有 描述 或 图 示 大 新 榄 
圩 剖面 ;加 之 他 对 * 平 思 组 下 段 " 作 了 两 种 相互 矛盾 的 解释 ， 因此 此 种 正 模 标 本 产 出 的 确切 

«BARAT REPS’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产 于 益 兰 组 ， 显然 稍 你 于 正 模 标本 的 产 出 层 位 。 

sia a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益 兰 组 。 

” 淮 低 环节 石 ( 未 定 种 A) Viriatellina sp. A 
(Am 16, 图 5) 

多 描述 壳 体 大 , 呈 圆 锥 形 。 保存 壳 体 中 段 ,长 度 达 4.5mm， 壳 宽大 于 Immo WPA 

11?。 初 房 未 保存 。 壳 表 具 有 明显 的 纵 肋 和 低 缓 的 横 环 。 横 环 呈 缓 波状 起 伏 ，lmm KE 

内 有 江 个 环 。 环 间 面 窜 凹 ， 纵 肋 十 分 稀疏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3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约 16 

Bo -一 

比较 ”该 标本 保存 不 完整 , 虽 具 特殊 的 横 环 及 宽 而 稀 的 纵 肋 ,但 暂 不 拟定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市 。 

1) 鲜 思 远 (1980) 对 “ 平 扰 组 2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解释 。 其 一 ;* 平 恩 组 下 段 ?包括 N. granditubera 带 和 N. praecur- 

sor #2 N. elegans # (19 页 ，45 页 ，51 WH); H-,“~ERAFR’REE N. barrandei 7H N. 

elegans #5(35 Ty 3471/35 页 之 间 的 对 比 表 )。 在 平 恩 组 下 部 产 有 一 些 种 ,如 N. praceursor, N. grandi- 
tubera, N. micra (Xian), 1980 等 ,显然 属 六 ,praecwT7307 带 和 N。 barrandei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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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低 环节 五 (未 定 种 B) Viriatellina sp. B 

(Am 18， 图 10)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偏 小 ,长 度 为 2.6mm,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圆 锥 状 , 顶 角 为 10% BK 
壳 宽 为 0.05mm。 初 房 未 保 在 。 横 环 呈 波状 ， 其 大 小 及 分 布 很 不 规则 ,一 般 在 中 部 甚 密 
MRR KRSM. 级 及 稀少 ) 平 周 壳 圈 内 有 了 条 。 

比较 ”此 标本 以 中 部 具 细 密 横 环 ， 壳 休 锥 状 及 维 助 数 为 7 gis oy) bhi =p. 

nov. FAW, (HEA Ai Re RAK, PERE ARXK, 与 后 者 不 同 。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达 茵 塘 组 N. praecursor 带 。 bake 

ARAB (KEM C) Viriatellina sp. C 

(图 版 17, A 17) 

描述 ”一块 不 完整 的 壳 体 标本 ， 实 长 24mm, 壳 体 均匀 扩大 ， samen, 证 长 角 

约 :955 末端 宽 0.55mmo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十 分 低 缓 ， 呈 波 状 起 伏 ， 1mm 长 度 内 有 5 个 

环 。 环 间 面 缓 止 。 纵 肋 稀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9 条 。 

比较 ”这 个 标本 具有 与 V. boucehi (Zagora)，1964- 类 似 的 壳 形 及 纵 助 数 ;但 它 的 
横 环 及 纵 肋 均 始 见于 壳 体 中 部 而 与 后 者 不 同 。 此 壳 体 也 与 Lardeux (1969, p.103, pl.34, 
fig.1; textfig.73) 描述 的 产 于 法 国 La Grange 灰 岩 中 的 Nowakia cf. ferula 的 标本 

十 分 相似 ,但 后 者 横 环 较 密 。 Ar fee 
FWREH LEEW WS RA No rickier? B,C ee 

准 低 环节 石 (未 定 种 D) Viriatellina sp. D 

CA 17, 11) 

描述 ， 壳 体 较 小 ,长 度 约 15mm, HEY 0.4mm。 全 壳 呈 圆锥 形 , 顶 角 约 8°. RS 
Rio BHAA BAM SR CARH. KRM, RARE. ORM 

清晰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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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此 标本 很 不 完整 ,具有 稀 的 纵 肋 和 低 缓 的 横 环 , 横 环 少 , 始 部 无 环 , 与 同属 的 已 

知 种 均 不 相似 , 暂 不 定 种 名 。 

FUREM ARAVA, AeA NW. praecursor 带 。 

准 低 环节 石 ( 未 定 种 下 ) Viriatellina sp. E 
(图 版 17， 10) 

ME FEIN, BEHIR, KE) 158mm, 未 端 宽 为 0.18mm。 始 方 的 2154 壳 体 
BRAY 10°; 中 部 和 未 部 扩大 缓慢 ， 呈 亚 简 状 ， 生 长 角 约 4 一 6"。 初 房 呈 滴 珠 
Re KH O.1l4mm, HH 0.09mm, 其 宽度 明显 地 大 于 壳 体 始 端的 宽度 。 横 环 较 明 显 ; 圆 
凸 。 自 始 方向 口 方 , 环 的 强度 和 间距 渐次 增 大 ， 粗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2 Ro RBM, 
始 部 1/3 壳 体 未 见 纵 肋 。 中 部 和 未 部 纵 肋 明 显 , 稀 朴 而 较 强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5 条 。 or 

比较 ”此 种 壳 体 虽 小 5 但 特征 明显 s; 纵 肋 稀少 , 初 房 较 粗 大 3 横 环 较 粗 圆 且 均匀 分 布 。 

此 标本 十 分 类 似 Bouzek (1964) 描述 的 产 于 联邦 德国 Hunsriick MBA V. gemuen- 

dina, {AAR Bo 

{ais Peneauiidae Lardeux, 1969 

居 里 希 节 石 属 Guerichina Bouéek et Prantl, 1961 

RH. Guerichina strangulata Bouzek et Prantl, 1961 

EE 壳 体 较 小 ; 罕 锥 状 , 直 或 稍 弯 。 壳 表 具 两 种 横 环 ,大 的 横 环 帘 大 、 缓 凸 , 呈 波 状 

起 伏 , 细 环 遍 布 全 壳 , 罕 小 而 数量 很 多 。 初 房 滴 珠 状 , 壳 壁 薄 。 

SAG RO 亚洲、 欧洲 、 非 洲 北部 ; 早 泥 盆 世 布 拉 格 晚期 ;在 俄罗斯 地 台 也 见于 吉 维 

期 地 层 。 

居 里 希 节 石 ( 未 定 种 ) Guerichina sp. 

(图 版 20, A 1) 

描述 ” 仅 有 一 个 压 扁 的 保存 较 差 的 标本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约 .3.6mme ; 始 部 呈 圆 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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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压 扁 后 的 顶 角 为 14"。 示 部 呈 圆 简 形 。 末 端 压 扁 后 的 宽度 为 0.95mmo。 初 房 未 保存 8 

横 环 有 两 种 类 型 ,大 的 横 环 帘 而 稀 ,由 于 壳 体 被 压 扁 ,其 起 伏 程度 已 较 模 糊 , 大 致 可 以 辨认 

出 横 环 分 布 较 均 久 ，1mm ‘va 4 一 5 个 环 。 全 壳 覆 有 细密 的 微 环 ， di Mikes a 

长 度 内 有 22 个 ,两 环 之 间 有 4 一 5 个 。 始 部 尚 可 见 细 的 生长 纹 

度量 

中 SS eas Ri 

mm | DR/Imm 
wee ats 

66789 45 

bese | AFH AOR AK CE BEI A A EA) 4 7, 5 Gurerichina strangulara 

Boutek et Prantl, 1961 相似 。 后 者 的 横 环 呈 宽 波状 起 伏 ， minutiae deat cach 
DHRU, RARE Mo. ema T Cue 

PURE EMA. RNA ut Tha 

条 纹 节 石 科 Striatostyliolinidae Bouzek 1964 __ Sea 
1 mh 

GE 壳 壁 薄 。 壳 体 大 小 不 同 ， 直 或 稍 弯 ， 窦 锥 或 针 状 。 壳 表 具有 级 向 的 肪 往 或 
MIURA KN. 无 横 环 ， 仅 有 微弱 的 横 皱 或 横 沟 。。 MRM BIRR BK OK 

形 。 | 
分 布 及 时 代 ”世界 范围 ; 早 泥 盆 世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 ~~ om - 一 ee mr 

肋 壳 节 石 局 Costulatostyliolina Lardeux, 1969 — ae <2) 

WR Stri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outek, 1964 ae 和 ne 

特征 “ 壳 体 直 或 稍 弯 , 纵 肋 纵 贯 全 壳 , 初 房 旺 滴 珠 状 。 pail co as ews 
比较 ”此 属 与 Striatostyliolina Bouéek et Prantl, 1961 和 Metastytiolina’ Bou- 

éek et Prantl, 1961 斗 分 近似 。 在 Lardeux (1969) 建立 此 属 以 前 ， 下 

Striatostyliolina 属 内 。 

此 属 与 Striatostyliolina 属 的 不 同 是 : 前 者 纵 饰 为 肋 ， BEA OSH LE, 在 

实际 鉴定 中 ,两 者 不 易 明 显 区 别 。 原 因 之 一 是 槽 和 肋 在 一 些 标本 中 不 易 辨 别 ; 鞭 次 是 肋 饰 

各 槽 饰 之 间 本 身 存在 中 间 类 型 , 即 在 某 些 种 类 中 , 凸 饰 与 凹 饰 的 比例 接近 相等 时 刀 PEA 4 

断 它 是 肋 饰 还 是 槽 饰 。 | 让 
此 属 与 Metastyliolina 属 也 十 分 类 似 , 两 者 均 具 肋 饰 。Lardeux (1969) AHRS 

的 帝 体 较 大 , 始 部 细 长 , 纵 肋 细 而 多 以 及 初 房 小 而 尖 , 而 与 此 属 不 同 。 但 是 ,上 述 几 点 区 别 

并 非 总 是 有 机 的 联系 在 一 起 ,相反 ,有 时 却 是 矛盾 的 组 合 ， 例 如 壳 体 粗 短 而 纵 肋 多 等 。 根 二 
TERA IER RA, Metastyliolinag 属 的 表面 , 除 纵 肋 外 , 疝 有 低 平 的 波状 起 伏 ， RIT 7 
认为 这 一 标志 可 用 于 区 别 Mezrasty1ioliza RR Costulatostyliolina 属 。 

ARATE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部 , 早 . 中 泥 盆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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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W Costulatostyliolina paacicostata (Bouéek), 1964 

(Alm 20, Al 4,5) 

1964 Stri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outek, pp.138, 139, pl.36, figs.1—4. 

1969 Costul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outéek), Lardeux, p.117, textfig.141. 

1974 Striatostyliolina bczcicostara， 移 西南 、 穆 道成 ，234 页 ;图 版 115, 6)7。 

1983b Stri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IB GoM, 73,74 页 ;图 版 17， 14,15, 

度量 

产地 及 层 位 永福 和 平 八 淄 ， 塘 乡 组 下 部 。 

佩 诺 肋 壳 节 石 Costalatostyliolina peneaui (Bouéek), 1964 

(图 版 29, 图 3; 插图 61) 

1964 Striatostyliolina peneani Boutek, pp.137, 138, pl.36, figs.5—83 textfig.61. 

1969 Costulatostyliolina peneaui (Boutéek), Lardeux, p.178, textfig. 138. 

cf. 1977 Striatostyliolina cf. peneaui, Al-Rawi, $.43—45, Taf.3,Fig.28.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小 于 4mm, 始 部 壳 体 扩大 较 快 * 呈 圆锥 形 , 顶 角 10°. HH 

部 和 末 部 壳 体 不 扩大 , 呈 圆 简 状 。 壳 口 宽 0.3mm。 初 房 较 大 , 呈 滴 珠 状 , 长 度 和 宽度 均 约 
| 0.23mm， 与 壳 体 以 宽 流 的 横向 收缩 为 界 , 但 不 甚 明显 。 纵 肋 明显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8 条 。 

。 度量 

907 mes -de nas 

比较 “此 种 和 前 述 的 _C._pexcicorrere (Bougek), 1964- 壳 形 十 分 类 似 ;但 纵 肋 密 得 

Bo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multicostata iio 

似 佩 诺 肋 壳 节 石 (新 种 ) Costulatostyliolina parapeneaui sp. nov. 

(图 版 19， 图 3 一 3578; 插图 62)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度 为 3.5 一 4.5mme 始 部 和 中 部 扩大 较 快 ; 微 弯 ， 顶 角 8" 一 

9° ,未 部 近 桶 状 。 初 房 较 小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甚 明显 。 纵 肋 细 密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6 一 7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6 一 19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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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信人 ve 关 下 人 让 “Oy OD rn sf ster 

Fat 

cr. 

SE eee tee 

mr 
fRA 61 “Costulatostyliolina peneaui (Boutek) Fe FGA 62 Costulatostyliolina parapeneaui sp. nov.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本 66798 [Diagrammatic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799, TER A (Diagram 
representation of Costulatostyliolina peneaui (Bou-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ostulatostyliolina para 

cek), 66798] peneaui sp. nov., 667995 holotype)  —_— 
‘3 et 

比较 无 论 在 壳 形 还 是 纵 肋 的 密度 和 纵 肋 数 方面 ,此 新 种 均 与 C. peneaui (Boutek), 



1964 十 分 类 似 ， 但 此 种 的 初 房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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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部 和 中 部 微 弯 以 及 始 部 和 中 部 逐渐 扩大 与 C.z5 届 
di 未 同 。 此 新 种 与 C. roemeri armoricana Latdeux, 1969 也 十 分 类 同 ， 但 后 者 全 壳 扩 

大 ; 始 部 和 中 部 直 。 

Or (Mu et Ruan), 1983 E 

~ 

本 的 末端 宽 和 始 部 呈 圆 锥 形 ， 稍 有 压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W， elegans 带 。 

‘Phils Mp4 Costul atostyliolina 

(图 版 19， 图 7; 插图 63) | 

1983b Striatostyliolina minor Mu et Ruan， 称 道成 阮 ti 

亦 羡 ;75 页 ,图 版 17， 图 6. oY | 

描述 “ 壳 休 小型, 长度 为 1.6mm， 压 扁 标 

扁 的 顶 角 为 TI4e。 未 端 呈 亚 简 状 ,几乎 不 扩大 。 

Siw seach 12 a reheat 
ry ate 5 is 

站 «3 ir - 
r PE 

Ht i i 

en 
| | t 

A. A,| | 
| 

e 1, it 
; a, } 

| | 

s 

插图 63 Costulatostyliolina minor (Mu et Ruan ) 插图 64 «© Costulatostyliolina guangxiensis sp.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53256， 正 模 标 本 [Diagram-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04， TERA (Dia-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ostulatostyliolina mi- 

nor (Mu et Ruan), 53256, holotype] 

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ostulatostyliolina 

guangxiensis Sp. nove, 668045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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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03 

53256 CIE) 

Beatie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 

es rae Costul atostyliolina guangxiensis 8 sp. nov. 4s 

(图 版 19, A 1525 插图 64) ; 

描述 ” 壳 体 长 大 ,长 度 可 达 5.5mm, 始 部 呈 直 圆锥 状 ， re ue, eT 

Ro ME) SKIN, HEH 0.1mm， 与 壳 体 分 界 很 不 明显 。 纵 肋 窜 而 高 , 肋 项 ; 尖 ， 

肋 间 面 宽 。 始 端 1.2mm 长 度 内 无 肋 饰 ,其 余部 分 肋 饰 明显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2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a Ph Wo 

比较 “此 新 种 具 称 朴 的 纵 肋 ,此 标志 与 C，povcicorrore (Boukek), 1964 类 似 , 但 
此 种 的 纵 肋 数 较 多 , 壳 体 长 大 , 始 端 无 肋 饰 , 初 房 小 而 呈 长 卵 形 ,这 些 标志 均 很 易于 王后 者 
区 分 。 和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richzeri 带 。 

rae si ha abba Costulatostyliolina ornata sp. nov. 

(Al 20, A 6 一 9)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略 偏 小 。 始 部 壳 体 呈 尖 锥 状 , 未 部 呈 圆 简 状 。 长 度 约 23mm, 未 

端 宽度 约 0.4 一 0.6mm。 项 角 为 14°—-18°, 初 房 旺 长 卵 形 /长度 约 0.18mm, HEA 

0.11mm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甚 明显 。 壳 表 具 有 劲 直 的 纵 肋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6 一 8 条 , 半 | 

周 壳 圈 内 约 有 12 一 15 条 。 此 外 ， 本 种 还 有 一 显著 特点 ， 即 壳 表 布 有 细密 的 横向 生长 
纹 o \ 

be ZFS C. roemeri roemeri (Boutek) BTA, AA C. roemeri roemert 5 

体 不 具 明 显 的 生长 纹 , 纵 肋 数 较 多 而 易于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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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ko YP WY LH 
ee wee oe . . 

粗壮 肋 壹 节 石 Costulatostyliolina crassa (Mu et Ruan), 1983 

(图 版 19, A 6) 

1983b S#riatostyliolina crassa Mu ect Ruan, BAR bP, 72 页 ,图 版 16, A 11 一 13。 

度量 

LR/0.2mm | LR/W 

66813 24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带 。 

勒 默 尔 肋 壳 节 五 (比较 种 ) Costulatostyliolina cf. roemeri (Bouéek), 1964 

(图 版 19， 图 9—12) 

Cf. 1964 Striatostyliolina roemeri Bouéek, pp.134—136, pl.37, figs.2,3. 

1969 Costulatostyliolina roemeri (Bouéek), Lardeux, p. 175, textfig. 139, 

1983b Striatostyliolina rocemieri，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72;73 页 ?图 版 XVIL A2, 3. 

描述 “ 壳 体 大 ,长度 可 达 55mm, ARE 0.9mm, HOM, 呈 圆 锥 形 , 顶 角 
为 10* 一 14*， 未 部 扩 大 不 明显 。 初 房 不 大 *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纵 肋 保存 不 清晰 ， 尚 可 
辨认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0 一 21 条 。 

度量 

P 

RAS L W a SA UTES Re a aE er DR LR/W 
l w 

66793 5.39 0.82 1 一 一 20 

66794 Ppt Q.89 14° 一 -一 一 21 

66795 3.83 0.68 HI? 一 一 一 20 

66796 了 0.64 10° 一 一 一 20 

66797 Hae 0.68 rt = 一 = 22 

讨论 C. roemeri 的 正 模 标本 系 一 压 扁 的 壳 体 , 顶 角 20°. Boutek (1964) 指出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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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T DRE NES. LHRARKW DB imo ia eo ROR 

类 似 此 种 的 正 模 标本 ， 但 初 房 小 得 多 , 故 仅 作 比 较 种 描述 。 

产地 及 层 位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multicostata 带 。 

肋 壳 节 石 (未 定 种 ) Costulatostyliolina sp. 

《图 版 20， 图 2) any | 4 

描述 “保存 的 标本 可 能 代表 壳 体 的 始 部 和 中 部 。 cde eae 5 向 re 
I IST HK 9s MRRRE MOB RE, ~ AMAA 9 条 。 189 

Le “MATHURA, BEAUTE OMA, SATIRA C. guangeiensis sp. 
nov. + FRO, LEVBMAM, WRB, RATE—Mo “ESC. paucicostata 
(Boutek), 1964 AIK BRIE BRIS AOR AAR |， 
产地 及 层 位 ”南宁 大 联 村 ,上 歼 于 郁 江 组 的 硅 质 岩 NV. barrande’ Hig 

ri RAO 

WKAR Metastyliolina Bouéek et Ptantl, 1961. 一 一 一 一 一 : 
AEX 

XH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Bouéek et Prantl, 1961 SLAB 

特征 HO ihe RI. OR SE: BA 
No WER) 

比较 见 Costulatostyliolina 属 的 描述 部 分 。 有 

分 布 及 时 代 WINRAR, Pea eat ho ro 

条 纹 亚 光 壳 节 石 格律 埃 亚 种 Metastyliolina = £‘* 

striatissima grueti Lardeux, 1969 _ i. oe 

(图 版 20, FA 10,12) LT a2 

1969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grueti Lardeux, pp. 172, 173, pl.50, fig.7; textfig. 135. 

SESE TEC BER BEAT snes — BCH ET 0.7mm —eseao ese 
KANE B IK HOBIEE, LAGOA 12°, RUGTIRZ) 10°, 中 部 和 未 部 是 



多 

讨论 Bouzek (1964) 根据 产 于 波 希 米 亚 地 区 的 Srbosk 
层 【与 .人 GN otomari #4) Ai 20 块 压 扁 了 的 标本 建 iN | 

WS UGRPAS RPK Striatostyliolina deflexa, 他 的 度量 数据 3 1" lu 

为 : a = 25°, °LR/0:2mm = 7—9; LR/W = 25—30, (A | | i 

提 及 横向 的 波状 起 伏 。 我 们 根据 季 的 图 示 观 察 ， 此 种 的 需 角 人 Nu 

阮 亦 萍 等 : 广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119 

ARR MB) BENE SHADAARAG HAE. YAREAA 24 Ko ARAM 

有 不 明显 的 波状 横 环 。 
比较 此 亚 种 与 M. striatissima striatissima Bouzek et Prantl, 1961 十分 相似 。 

唯 后 者 的 顶 角 较 小 〈5?“ 一 9") , 纵 肋 较 多 (LR/W 一 25—35),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达 莲塘 组 NW. barrandei tro 

SHLARS Metastyliolina deflexa sti esas 1964 

h 【图 版 21, A 154,55 插图 65) 

1964 Striatostyliolina Deriead Bouéek, p.136, pl.37, figs.6,7. 

描述 “ 壳 体 小 到 中 等 KEE 25—35mm Zl MBAS. SAK , 顶 角 为 15°— 

16"o 中 部 和 末 部 直 ,扩大 缓慢 , 呈 亚 简 形 ,生长 角 约 为 3 初 房 呈 滴 珠 状 ,长 度 为 0.Imm， 

宽度 为 0.09mm，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纵 助 极为 细弱 ,在 保存 完好 的 标本 上 可 见 , 半 周 壳 

IAA 20 一 23. 条 。 壳 表 尚 有 十 分 微弱 但 请 晰 的 波状 皱纹 ， 分 布 不 规则 ， 尤 以 末 部 较为 明 

显 。 

a a 
os 

4A 14 一 17” 之 间 ， 并 显然 具有 横向 皱纹 。 基 于 以 上 两 个 

标志 以 及 始 部 弯曲 性 质 ,当前 的 标本 鉴定 为 此 种 ,并 把 此 种 改 

IFA Metastyliolina 属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罗 富 纳 哈 , 罗 富 组 了 .zzzztUta iti 

毛发 亚 光 壳 节 石 毛 发 亚 种 Metastyliolina 

trichina trichina Mu et Ruan, 1983 HE 65 Metastyliolina defle- 
(Re 215 912 xa (Boutck)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21; ) 本 66817 [Diagrammatic 

1983b Mesastyliolina trichina Mu et Ruan， 穆 道成 . 阮 亦 萍 ， 76;77 页 ,图 IcePIesentation of Mevastyliolina 
18, A-3—6, deflexa (Boutek), 66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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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mE ENB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带 。 

毛发 亚 光 壳 节 石 那 艺 亚 种 (新 亚 种 ) Metastyliolina . spat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nov. td : 和 

(图 版 22， 图 7;8) mimeo.d 3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约 2.5—3.5mm, AE 0.6—0.8mm, 全 壳 均 匀 增 天 , 呈 
直 圆 锥 形 , 顶 角 14。 一 15。 初 房 小 , 呈 滴 珠 状 ，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纵 肋 纤细 如 毛发 状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4 一 25 条 。 壳 表 尚 具 清晰 而 细密 的 横向 生长 纹 , 0.2mm 的 长 度 内 有 5 条。 

ee 一 

比较 此 亚 种 的 壳 体 形状 和 纵 肋 的 细密 程度 与 前 述 的 7 无 异 ， 

但 它 的 纵 肋 数 较 少 ,生长 纹 细密 3 显著 而 与 后 者 不 同 。 od Bey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W. elegans 带 和 Ni cancellata tf.) | 

条 纹 亚 光 壳 节 五 条 纹 亚 种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 

striatissima Bouéek et Prantl, 1961 +1 cineita pape Sh 

(图 版 21, A 253; 图 版 22， 图 11) leone 

1961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Boutek et Prantl, p- 387, pl. 1, figs. 5,6. : ; a> 

1964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Boutek, pp. 142,143, pl. 37, figs. 8, 93_pl. 39, figs. Las 

it WE 

标本 号 W ‘a PT wrens Hyp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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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Knumesuy (B Coxonos, 1978), crp. 43, Ta6m- 72, dur. 7. 

1980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ce, # EWC, 76,77 TA 19, A 5 一 8。 

21982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Q|m@RS, 80 页 ;图 版 XV. As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TEM RELENPE, 坡 折 
落 组 N. multicostata HH, 

AREARHE HH) Metastyliolina decurtata sp. nov. 

CA 21, A 6 一 8; 插图 66) 

描述 “者 体 较 大 ,长 度 可 达 55mm, 压 扁 标 本 的 未 端 宽 为 0.8 一 1mm。 全 壳 扩 大 较 
快 , 呈 宽 锥 形 , 顶 角 为 14" 一 16"。 初 房 旺 长 孵 形 ，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纵 肋 细 密 而 请 晰 ， 
0.2mm 的 宽度 内 约 有 6 一 8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6 一 28 Ro 沉 表 尚 发 育 有 不 甚 明显 的 生 

长 横 纹 。 

度量 

” 标本 号 

66829 

66830a 

66831 

比较 该 种 的 纵 肪 数 近似 前 述 的 M. striatissima 517r1011551720。， 但 壳 体 较 粗 短 而 

Reo ES M.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nov. 无 论 从 索 形 还 是 从 纵 肋 数 方面 看 均 无 明显 

区 别 , 唯 后 者 的 生长 纹 细密 而 明显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带 和 N. richteri 带 。 

1 拟 毛 发 亚 光 壳 节 石 (新 种 ) Metastyliolina paratrichina sp. nov. 

A (图 版 22， 图 1 一 4; 插图 67) i a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小 于 4mm。 壳 由 始 端 向 未 端 渐次 加 宽 , 呈 直 圆锥 形 , 顶 角 
约 17" 一 18?"。 在 受 压 的 标本 上 ， 示 端 壳 宽 0.6 一 0.85mm。 初 房 较 小 ，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 

So 纵 肋 不 甚 明显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5 一 一 7 HA RMAS 18-20 AM, KR 

很 密 。: 

标本 号 L Ww oe ne ee eae 
1 w 

66832 3.57 0.82* 18°* -一 0.08 5 19 

66833 3.3 0.8* 179% ae 0.07 5 20 
66834 2.8 0.75* 18°* es bas 6 18 
66835 27 0.65* 1g°* -一 一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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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66 . Memsiplivlinn decurtite yp. nov. 党 体 ， “插图 567， Metanyliatinoyp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29，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325, 
——~-t¢preseatarion of 人 人 Sp. tic——representation of 

< nov.，66829， wt 7, eae china sp. nov., 6683: 
° * 

: } TOR Se 

HER BEAR ALI ACHUJEIA DA AAD, (R&R M. decurtata sp. 1 
且 密 集 , 纵 肪 较 少 ,与 后 者 不 同 。 此 种 与 M.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a ve 

壳 形 和 项 角 , 以 及 较 明 显 的 生长 纹 ， 但 后 者 纵 肋 数 较 多 ， 全 人 也 可 与 

二 产地 及 层 位 -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5 5 一 一 

亚 光 壹 节 石 (未 定 种 ) Metastyliolina sp. 

(图 版 225 图 5) ae 
描述 ” 壳 体 较 大 ,长 度 为 5.Imm， 宽 约 Imm, COO DIE. TAH 15%. 
WRB, KH 0.Imm， 与 过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纵 肋 均匀 而 纤细 , 0.2mm AOR 
有 .4 条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18 条 。 w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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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 

LR/0.2mm 

66836 Sul 

比较 ”此 标本 的 壳 形 和 纵 肋 数 酷 似 M. decurtata sp. nov,， 但 纵 肋 很 细 ， 加 之 壳 体 

始 部 弯曲 ,又 与 后 者 不 同 。 因 标本 保存 不 甚 理想 , 故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达 莲塘 组 NW. barrandei 带 。 

条 纹 节 石 属 Striatostyliolina 

! Boucek et Prantl, 1961 

FR Styliola striatula Novak, 1881 

BE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 直 或 稍 弯 。 全 壳 呈 锥 状 或 末 部 呈 

亚 桶 形 。 壳 表 发 育 纵 槽 。 初 房 滴 珠 状 。 

分 布 及 时 代 ”亚洲 \ 欧 洲 及 非洲 北部 ; 早 泥 盆 世 至 晚 泥 盆 

世 早 期 。 

稀 肋 条 纹 节 石 (新 种 ) Striatosty- 
0 raristriata sp. nov. 

(Am 22, 9,10; 插图 68) 

描述 ” 壳 体 偏 小 ,长 度 小 于 3mme。 壳 体 自 始 端 向 末端 均 

Qt XK, 呈 直 的 圆锥 形 , 顶 角 为 13 "一 14"。 初 房 未 见 。 纵 模 宽 
MAW, RAG, 0.2mm 的 宽度 内 有 24,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7 

条 。 

ta 68 Striatostyliolina ra- 

比较 ”此 新 种 壳 体 不 大 , 具 稀 少 的 纵 槽 , 产 于 上 泥 盆 统 下 ,iszriara sp.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部 ， 这 几 点 与 Ser. striata (Richter), 1854 十 分 类 似 ， 唯 据 标本 66838 , 正 模 标 本 (Di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后 者 壳 体 更 小 (L= 1—1.7mm), 顶 角 较 小 (c= 9°), AM of Striatostyliolina raristriata 

更 少 (LR/W —5) 和 细弱 , 故 两 者 易于 区 别 。 sp. nove, 66838,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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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榴 江 组 底部 。 

SHAH Styliolinidae Ljaschenko, 1955 

特征 ” 壳 壁 薄 。 壳 体 由 小 型 到 巨大 , 直 或 稍 弯 曲 ,圆锥 形 或 细 针 形 。 壳 表 平 滑 ， 仅 有 
生长 纹 。 初 房 滴 珠 状 或 锥 状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甚 明显 。 下 端 间或 有 端 币 。， 
分 布 及 时 代 ”世界 性 分 布 , 泥 盆 纪 。 

-en ee 一 

ri 天 
壳 节 石 属 Styliolina Karpinskij, 1884 $8 5} 

模式 种 Styliolina nucleata Karpinskij, 1884 ik 

TE “ 见 科 的 特征 。 
+) Se 

分 布 及 时 代 同 科 。 

分 裂 光 壳 节 五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1843 
(Am 23, 1,2a, 3—6; 插图 69) 5 PF 

1843 Tentaculites fissurella Hall, p. 182, textfig. 71/10. ip ee 

1964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Bouéek, pp. 127—131, pl. 31, figs. 1,2; pl. 32, figs. 3 ey: : 

1969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Lardeux, p. 119, pl. 48, fig. 3; textfig. 123. 

1977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Al-Rawi, Taf. 3, Fig.26, 28. i tof x a te 

1980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 Hi, 78 页 ;图 版 21， 图 1。 ad 

a 

比较 «Hall (1843) 据 以 建立 此 种 的 标本 系 压 扁 的 壳 体 标本 ,它们 具 以 下 的 特征 : 壳 
体 较 大 , 始 部 扩大 快 ,未 部 扩大 缓慢 ,长 卵 形 的 小 型 初 房 。 据 Bouzek (1964) 统计 ,此 种 广 
布 世界 各 地 的 艾 非 尔 阶 和 吉 维 阶 。 当前 标本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 但 各 项 标志 均 与 此 种 相符 ; 故 ， 
归于 此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W. richteri HH, N. cancellata 带 和 分 水 岭 | 

组 N. otomari 带 。 

FRAG Styliolina glabra Lardeux, 1969 

(图 版 23， 图 7; 插图 70) 

1969 Styliolina glabra Lardeux, pp. 162—163. pl. 48, figs. 4,5; pl. 49, fig.6; textfigs. 125,126. 

1983b Styliolina glabra, BUR GM, 78 页 ,图 版 19， 图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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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69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壳 体 复原 插图 70 Styliolina glabra Lardeux 壳 体 复原 图 
图 ; 握 标 本 66846 [ Diagrammatic representa-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Styliolina gla- 

tion of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66846] bra Lardeux, 66850) 

bese «tha St. decurtata Boutek, 1964 颇 为 接近 , 但 后 者 在 始 端 之 上 迅速 变 为 

简 状 壳 体 , 初 房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甚 明显 ,可 以 与 此 种 区 别 。 此 种 在 欧洲 和 北非 产 于 布拉格 阶 

至 艾 非 尔 阶 的 地 层 中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W.， richteri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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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初 房 光 壳 节 石 (新 种 ) Styliolina megalocula sp. nov. . 

(图 版 23， 图 8,9; 插图 71) 

描述 ” 索 体 微小 ， 长 度 为 0.8smm， 末 端 宽度 约 0.22mmo。 全 壳 呈 直 圆 锥 形 。 顶 角 

10"。 初 房 相 对 较 大 , 呈 滴 珠 状 , KEW 0.15mm， 宽 度 为 0.12mm， 与 壳 体 分 界 清 楚 。 壳 

表 光 滑 无 饰 。 

fr 

Soe i iii betes 

vou hE siustit sn te Pte cet anny 2 

Ah SU PES 

插图 71 Styliolina megalocula sp. nov. 壳 体 复 插图 72 Styliolina paranandanensis sp. nov. 5G 

原 图 ， 据 标本 66851，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853 ,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 
——representation of Styliolina megalocula sp. tic representation of Styliolina paranandanen- 

nov., 66851, holotype) sis sp. nov., 66853,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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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此 种 与 St. nandanensis Mu et Mu, 1974 颇 为 相似 , 唯 后 者 壳 体 较 大 ，, 初 房 

较 小 ,可 与 本 种 区 别 。 本 种 也 近似 于 St. paranandanensis sp. nov,, 但 初 房 大 , AAR, 

且 全 壳 呈 直 圆 锥 形 而 不 同 于 后 者 。 

产地 及 层 位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顶部 。 

拟 南 丹 光 壳 节 石 (新 种 ) Styliolina paranandanensis sp. nov. 

(图 版 28， 图 8; 插图 72) 

描述 “ 壳 体 微小 ， KEAN 0.8mm, ABREM 0.15mmo。 壳 体 始 方 2/3 增 大 显 

SAC. MAN 12°; 末端 1/3 则 明显 呈 圆 简 形 。 初 房 较 小 ,长 约 008mm, A 

0.06mm， 呈 长 卵 形 ,与 壳 体 分 界 清楚 。 壳 表 平 滑 , 未 见 有 其 它 纹饰 。 

比较 “与 本 种 近似 的 种 , 除 St. megalocula sp. nov. 4p, HA St. nandanensis Mu 

et Mu, 1974 和 St. domanicense Ljaschenko，1959。 与 前 者 比较 ,本 种 壳 体 微小 , 始 部 

锥 体 部 分 达 壳 体 的 2/3; 与 后 二 者 比较 ,本 种 壳 体 微小 和 顶 角 较 大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小 型 光 壳 节 石 (比较 种 ) Styliolina cf. minuta Boucek，1964 

(Alm 23, Al 10,11) 

1964 Styliolina minuta Boutek, pp. 125, 126, pl. 32, figs. 10—13, pl. 33, figs. 1—3. 

1980 Styliolina minuto, Bi, 78 WAR 21, A 3,5—7, 

we AB), KA 1.2mm, HA 0.3mm, TAAK, MSAK, MAN 

6", 壳 体 的 其 余 4/5 以 上 均 呈 圆 简 形 。 初 房 小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壳 表 平 滑 无 饰 。 

比较 ”此 标本 与 典型 的 St. minute 在 壳 体 形状 、 初 房 形 态 和 顶 角 大 小 方面 都 基本 相 

同 ,但 此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故 作 它 的 比较 种 描述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沙 组 NW。cazcellata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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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壳 节 石 (未 定 种 A) Styliolina sp. A 

(Aah 23, A 12) ; Ext 

ik HAT), KEAHY lmmo。 全 壳 呈 圆锥 形 ， 顶 角 8°. Dei 长 

0.075mm， 宽 0.07mm, 与 壳 体 分 界 很 不 明显 。 p 

度量 

P i +m}. 

3 一 -一 一 一 
标本 号 iL WwW a Ps 

1 而 [三 

66856 0.76 0387" 

66857 0.76 0.07 

“reat mo ee ere 一 一 

比较 ”当前 标本 虽 稍 有 侵蚀 ,但 推测 其 壳 表 应 是 平滑 的 。 在 .Sty1ioziza BH, LA 

St. devoniana Ljaschenko, 1959 与 当前 标本 比较 近似 , 但 此 种 壳 体 稍 大 人 

顶 角 较 小 (a 一 4 一 6 )， 且 产 于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显然 与 当前 标本 不 同 。 

FUR RR ARK RA ON. richteri 带 。 

KAPPA KEM B) Styliolina sp. B 

(图 版 28， 图 7)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为 3mmo。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狭 长 的 圆锥 形 。 项 角 ,Ze。 ie 

端 宽 0.4mm, WREKIN, K 0.1mm, # 0.08mm, SHAD RABE 壳 表 平一 

清 , 末 端 似 有 模糊 的 横 线 。 

比较 ”此 标本 与 St. fissurella (Hall), 1843 鼎 为 相似 ,但 后 后 者 的 未 部 近 简 形 ， 当前 
标本 的 末 部 仍 为 锥 形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 

角 塔 节 石 科 Gonionowakiidae Ruan et Mu, 1983 

特征 ” 壳 体 呈 多 角 锥 状 或 多 角 柱 状 。 始 端 通常 平滑 。 壳 饰 有 少数 强 的 纵 肋 ， 常 具 横 
ry 肪 问 面 平 坦 ， 使 壹 体 呈 多 角 状 。 横 环 尖锐 或 呈 波 形 ， 通 常 环 的 两 侧 不 对 称 。 WORSE 
\; 呈 长 卵 形 或 尖 锥 形 。 老 壁 薄 。 

分 布 及 时 代 亚洲 欧洲 及 非洲 北部 , 早 \ 中 泥 盆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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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塔 节 石 属 Gonionowakia Ruan et Mu, 1983 

模式 种 Gomiozomakizia hexagona Ruan et Mu, 1983 

特征 ” 壳 体 小 到 中 等 , 呈 多 角 锥 状 或 多 角 柱 状 。 壳 表 具 极 强 的 纵 肋 和 明显 的 横 环 。 纵 

| 肋 不 多 , 肋 间 面 平坦 。 横 环 的 环 疹 尖 锐 。 初 房 小 , 呈 长 卵 形 ,与 壳 体 分 界 通常 不 明显 。 
比较 ”此 属 的 外 形似 Nowakia 属 ， 但 它 的 壳 体 呈 多 面体 ， 横 环 党 不 对 称 ， 易 与 后 

者 区 别 。 此 外 ， 此 属 除 产 于 中 国 南 方 外 ， 也 产 于 国外 一 些 地 区 ， 如 中 亚 撒 马 尔 汗 地 区 的 

Nowakia kimi Koren et Klishevich,1978,N. richteri ordinata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和 描述 为 NW. aff. cancellata (Richter) 的 标本 , 均 应 归于 此 属 。 

SARE “中 国 及 苏联 ; 早 \ 中 泥 盆 世 。 

六 方 角 塔 节 石 Gonionowakia hexagona Ruan et Mu, 1983 

(Alig 24, Al 6,7; 插图 73) 

1978 Nowakia aff. cancellata (Richter), JlorBuHexxo (B Coxosos, 1978), crp- 42, Ta6u. 705 dur. 8, 

1983b Gonionowakia hexagona Ruan et Mu， 阮 亦 若 \ 穆 道成 ，176 页 ;图 版 I1， 图 7;8。 

描述 ” 老 体 小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2mm. 始 部 呈 锥 形 ,项 角 约 20*。 末 部 几乎 不 扩大 , 呈 
角 柱 形 。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长 度 大 于 宽度 ,与 壳 体 分 界 比较 明显 。 横 环 高 凸 且 较 窗 集 ， 宽 度 

和 分 布 很 不 均匀 ,平均 在 lmm 长 度 内 有 7 个 环 。 环 宥 高 个 ,相当 尖锐 ; 环 间 面 深 止 ,明显 

地 较 环 为 窗 。 纵 肋 明 显 , 与 环 俏 相交 处 有 不 明显 的 小 瘤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 条 。 肋 间 面 十 分 

宽 而 平坦 。 

- 了 要 

比较 JIorBHHeHKO (J), Coxonos, 1978) 兽 图 示 产 于 中 亚 撒 马尔 汗 地 区 Doxaye 

层 中 的 一 块 标本 ,鉴定 为 Nowakia aff. cancellata, BAMWIAF ILM.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上 敏 , 坡 折 落 组 NW. richteri iH, 

六 棱柱 角 塔 节 石 (新 种 ) Gonionowakia hexaprismatoides sp. nov. 

(图 版 24， 图 9-12; 插图 74) 

1978 Nowakia aff. cancellata (Richter), JlorBuHeHko (B COoKOTOB，1978)，cTP。42，Ta6J。 70, cbur-7. 

描述 壳 体 小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2mm, 始 部 扩大 较 快 , 呈 锥 状 , 顶 角 约 12"， 中 部 和 末 

部 扩大 稍 慢 , 生 长 角 为 5"， 呈 角 柱 状 。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 与 壹 体 分 界 比 较 明 显 。 横 环 十 分 

显著 ,高 凸 而 不 宽 ， 环 背 尖 锐 。 环 间 面 深 凹 , 较 横 环 容 。 横 环 的 宽度 及 间距 自 始 部 向 末 部 

有 微弱 而 均匀 的 增长 ，lmm 长 度 内 有 12 一 13 +H. AHR. KARA 3A. 

间 面 宽 而 平 。 肋 在 环 脊 处 呈 小 瘤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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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73 Gonionowakia hexagona Ruan ct Mu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59, 正 模 标本 (Diagram-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nowakia he- 

xagona Ruan et Mu, 66859, holotype) 

TAPS 74 Gonionowakia hexaprismatoides sp. 

nov. FAS A A 66862， 正 模 标本 (Di-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nowahia 

hexaprismatoides sp. nov., 66862, holotype) 

比较 ”此 种 与 前 述 的 CG. hexagona Ruan et Mu, 

小 ,中 部 和 末 部 更 近 柱 状 , 横 环 较 均 匀 以 及 壳 体 稍 穿 , 可 与 后 者 区 别 。 

Jiorenaetko ( 见 Coxonos, 1978) 描述 的 产 于 中 亚 撤 马 尔 汗 地 区 JUxaye rex, 
为 Nowakia aff. cancellata 的 另 一 块 标 本 (标本 号 ;， 1—16/77) 显然 归于 此 种 。 

1983 非常 相似 ， 唯 它 的 顶 角 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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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四 角 角 塔 节 石 Gonionowakia quadragona Ruan et Mu, 1983 

(Ali 24, A 8; 插图 75) 

1983b 二 quadragona Ruan et Mu，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177 页 ,图 版 II 图 4。 

描述 ” 壳 体 微小 ,长 度 不 超过 lmm。 始 部 呈 锥 状 , 顶 角 27°, KBP ABE, 2k: 
K, ERAN 7”。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 长 约 0.15mm, #2 0.08mm, v3 FERRE FE BH 29 
Fo BKERME 环 疹 锋 锐 , 其 分 布 及 宽度 均 不 甚 规则。 初 
房 忆 上 的 始 端 0.2mm 长 度 内 横 环 十 分 微 绊 ， 稍 向 口 方 ， 环 
较 密 而 窗 。 自 此 向 未 端 , 环 的 高 度 、 强 度 及 间距 逐渐 加 大 。 环 
间 面 深 目 , 约 与 环 帘 相等 。 纵 肋 甚 强 而 稀 ， 及 问 面 宽 而 平 。 “4 
ARBAA 2 2, 即 壳 体 呈 四 棱锥 状 。 

> BES 

. 

| 

TAR CERNE 2, 

“ae 
SA LE 
一 . 

hs 

£69 75 Gonionowakia quadragona Ruan et Mu 插图 76 Gonionowakia portentosa sp. nov。 壳 体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本 66866 (Diagrammatic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67， 正 模 标本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nowakia quadiagona Ruan representation of Gonionowakia portentosa sp. 

et Mu, 66866) nov-, 66867,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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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此 种 以 壳 体 微小 及 旦 四 棱锥 体 为 特点 。 前 述 的 G. hexagona Ruan et Mu, 
1983 虽 具 有 与 此 种 相似 的 壳 形 及 环 饰 ， 但 壳 体 为 六 面 锥 体 ， 可 与 此 种 区 别 ， 产 于 中 亚 ， 
撒 马 尔 汗 地 区 Hgayt erp RRY “Nowakia” richtert ordinata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的 标本 ,也 具 四 棱柱 体 和 与 此 种 相似 的 环 饰 ， 但 顶 角 小 * 壳 体 细 长 ， 也 容易 与 本 种 区 
别 。 mp 3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ie! 

£3 iE (HH) Gonionowakia portentosa sp. nov. 

(图 版 24， 图 1; 插图 76) 二 

描述 ， 壳 体 较 长 大 ,长 度 大 于 5mms 壳 体 在 始 部 呈 锥 状 ， 顶 有 角 约 10° aes 
扩大 不 明显 , 呈 亚 柱状 。 初 房 细 长 呈 长 卵 形 , 宽 007mm, KA 0.2mm, SRRKDAGR 

明显 。 始 端 其 细 ， 宽 度 小 于 0.04mm， 壳 体 始 端 0.7mm 的 长 度 内 无 环 或 仅 有 十分 微弱 ， 
的 横 环 。 自 此 以 上 , 横 环 渐次 由 组 波状 变 为 圆 疹 状 。 在 壳 体 的 中 部 和 未 部 ， 横 环 明显 ; 环 
脊 近 尖 。 横 环 的 宽度 、 大 小 以 及 分 布 十 分 不 均匀 。 一 般 在 始 部 环 较 宽 圆 而 对 称 ， 环 间 面 
平 ,其 宽度 大 于 环 帘 。 中 部 的 横 环 窦 而 尖 , 始 方 的 一 侧 较 平缓 , 口 方 的 另 三 侧 较 陡 倾 , 环 间 
面 的 宽度 为 环 帘 的 2 倍 左右 。 未 部 横 环 在 近 口 方 多 数 与 中 轴 稍 有 倾斜 ， 未 端 横 环 变 密 而 
窗 小 , 较 低 ;有 些 几 近 生长 线 状 。 纵 肋 粗 强 ,在 始 端 0.8mm 长 度 内 不 发 育 ， 其 后 开始 发 生 
低 冰 的 肋 , 在 壳 体 中 部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 条 ， FRET ae 

比较 ”此 种 的 不 规则 横 环 和 较 大 的 壳 体 ， 很 易 与 同属 的 种 识别 。 它 的 壳 形 和 禾 规 则 ， 
横 环 很 类 似 Gonioviriatellina parundulata sp. nov., Lith =a 

尖 , 也 易于 和 后 者 相 区 别 。 | 
FUREM BRAS KAA N. praecursor 带 。 

角 塔 节 石 (KEM) Gonionowakia sp. 

(图 版 24， 图 5) 

描述 壳 体 小 ;长 1.46mmo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直 锥 状 ， 顶 角 为 1 承 初 房 未 见 。 Be 

KE MER. MM RMF, HARA 3 一 4 倍 。 横 环 均匀 分 布 二 相当 壳 移 的 奖 度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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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5 个 环 。 纵 肋 粗 而 较 低 , 肋 间 面 宽 而 平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5 条 。 

比较 ”此 标本 以 锥 状 壳 体 ,大 的 顶 角 和 较 多 的 纵 肋 ,可 以 区 别 于 同属 的 其 它 种 。 因 保 

存 不 完整 ,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ta 带 。 

角 淮 低 环 节 石 属 Gonioviriatellina Ruan et Mu, 1983 

模式 种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1983 

特征 ” 壳 体 不 同 大 小 , 锥 状 或 柱状 。 横 环 呈 波状 起 伏 , 常 不 对 称 。 纵 肪 粗 强 ， 肋 间 面 

平 , 致 使 壳 体 呈 多 面体 。 初 房 长 卵 形 , 常 具 端 刺 ,与 壳 体 分 界 明显 或 不 明显 。 

分 布 及 时 代 亚洲 \ 欧 洲 及 非洲 北部 (?); 早 \. 中 泥 丛 世 。 

波形 环 角 淮 低 环 节 石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1983 

(图 版 24， 图 135143 插图 77) 

1983b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178 页 ,图 版 D 图 6;9; 插图 5。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度 可 达 5mm。 全 壳 呈 狭长 的 直 锥 状 ， 由 始 端 向 末端 均匀 扩 

K, MAA 9°—10°, Ws 2 KONE, 0.07mm, KA) 0.2lmm, 顶端 尚 有 不 大 的 中 空 

的 端 刺 。 初 房 与 壳 体 以 一 条 宽 的 横 沟 为 界 。 始 端 宽 0.06mm。 始 端 约 1.2mm 的 长 度 内 

壳 体 表面 无 横 环 及 纵 肋 ， 其 后 几乎 同时 出 现 横 环 和 纵 肋 。 横 环 低 ， 呈 缓 波状。 环 间 面 浅 

凹 , 较 横 环 略 宽 。 环 的 分 布 及 强 弱 不 规则 。 环 的 两 侧 不 对 称 , 前 坡 较 陡 ， 后 坡 较 缓 。 纵 肋 

， 十 分 粗 强 , 肋 间 面 平坦 , 较 宽 。 壳 表 肋 饰 较 环 饰 明 显 。 

比较 ”此 新 种 类 似 下 述 的 G. polycarinata sp. nov.， 但 纵 肋 较 少 。 

PURE BRR ARK RA ON. richteri ‘tr 

拟 波 形 环 角 准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Gonioviriatellina parundulata ‘Sp. nov. 

(Al 24, A 2 一 4; 插图 78)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偏 小 ,长 度 小 于 3.5mm。 壳 体 在 始 方 一 半 均 匀 扩 大 , SEEK, 顶 角 

为 8"。 口 方 的 一 半 壳 体 扩 大 很 慢 ， 呈 柱状 ， 初 房 未 见 。 始 端 约 1.5 一 2.0mm 内 壳 表 平 

滑 ; 无 横 环 和 纵 肋 , 自 此 向 口 方 ， 横 环 和 纵 肋 均 较 明显 。 横 环 较 平 缓 ， 环 脊 圆 。 横 环 的 强 

弱 、` 宽 度 及 密度 均 不 规则 。 一 般 在 近 始 部 横 环 较 低 而 弱 ， 分 布 稍 密 。 中 部 横 环 较 高 而 宽 ， 

分 布 稀 蕊 。 末 部 的 横 环 容 而 低 , 十 分 密集 , 呈 圆 脊 状 ， 相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8 个 环 。 纵 肋 

粗 强 ,在 壳 面 较 横 环 更 为 醒目 。 肋 间 面 宽 而 平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6 条 , 体 壳 体 呈 12 面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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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77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ct Mu 插图 78 Gonioviriatellina parundulata Sp. nov.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69, 正 模 标本 (Diagram- fk 4g PS YEA 66872, ie BPR AR(Diagram-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viriatellina undu-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 Gonioviriatellina 

lata Ruan et Mu, 66869, holotype) parundulata sp. nov., 66872, seit 

“s S maa 

度量 

比较 新 种 在 纵 肋 数 、 环 的 不 规则 分 布 和 壳 体 始 部 的 性 质 等 方面 , 革 前 述 的 G 汉 友 到 
Jara Ruan et Mu, 1983 相同 ,但 它 的 未 部 呈 柱 状 ， 横 环 在 未 部 密 而 细 罕 ,以 及 纵 肋 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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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弱 ,可 以 与 后 一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网 饰 角 淮 低 环 节 石 Gonioviatellina reticularis Ruan et Mu, 1983 

(图 版 25, A 1—4; 插图 79) z 

1983b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Ruan et Mu，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180 oR, 图 3; 插图 6。 

描述 “” 壳 体 长 且 大 ,长 度 可 达 5mme。 始 方 的 1/3 壳 体 均匀 扩大 ，, 呈 锥 形 。 中 部 和 末 

部 扩大 很 慢 , 呈 柱状 , 初 房 保 存 不 清晰 。 初 房 以 上 1 一 2mm 的 长 度 内 , 壳 表 不 具 横 环 和 纵 

助 , 此 段 壳 体 呈 圆锥 状 。 壳 体 的 其 余部 分 饰 有 横 环 和 纵 肋 ， 壳 体 呈 多 角 柱 状 。 横 环 较 穿 ， 

呈 波 状 , 环 的 两 侧 明 显 不 对 称 ,前 坡 陡 ,后 坡 平缓 。 环 的 强度 和 分 布 比较 均匀 ，lmm KE 

内 有 10 个 环 。 环 间 面 浅 凹 ， 较 横 环 稍 宽 ， 末 端 横 环 稍 有 加 密 。 纵 肋 与 横 环 几乎 同时 出 

现 。 肋 粗 强 ， 肋 间 面 平坦 。 肋 的 间距 与 横 环 间距 大 致 相等 。 因 此 壳 表 旺 比较 规则 的 网 状 

壳 饰 。 环 和 肋 的 交会 处 具 小 瘤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6 条 肋 。 

rR 秆 一 看 ,此 种 似乎 与 Womwekia (N.) retiformis sp. nov. 无 重大 差别 ， 进 一 

步 观 察 便 会 发 现 两 者 有 了 明显 的 差别 : 此 种 呈 十 二 面 柱 体 ， 环 呈 波 状 且 两 侧 不 对 称 ， 始 端 

I 一 2mm 长 度 内 无 环 饰 和 肋 饰 ,与 后 者 不 同 。 
此 新 种 以 其 十 二 面 柱 体 及 中 部 规则 的 网 状 壳 饰 ， 也 可 以 与 近似 的 GC. parundulata 

ps. nov. 相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W. ricpteri 带 ;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N.、 can- 

cellata 带 。 

一 属 子 状 角 淮 低 环节 石 Gonioviriatellina cancellosa Ruan et Mu, 1983 

(图 版 9， 图 .2;3?778; 图 版 25， 图 5 一 8; 插图 80) 

1978 Véiriatellina sp.，JJIOrBHHeHKO (B COKOJIOB，1978)，cTP。 42，Ta6JI。69， 中 HT.8. 

1983b Gonioviriatellina cancellosa Ruan et Mu, 鞠 灰 理 - 种 道成 六 178 页 :图 县 I, A 556,10.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到 大 ,长 度 可 达 5mm。 壳 体 均匀 扩大 ， 呈 狭长 的 锥 状 , 顶 角 为 8 "一 

10"。 初 房 小 , 呈 长 卵 形 ,长 度 为 0.l6mm, HEA 0.07mm，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初 房 顶 

端 具 小 的 端 刺 。 始 端 约 1.2mm 的 长 度 内 平滑 ， 无 横 环 和 纵 肋 。 碗 体 的 其 余部 分 具 明 显 

的 环 饰 和 肋 饰 。 横 环 低 而 弱 , 呈 波状 起 伏 , 两 侧 不 对 称 ,前 侧 稍 陡 ,后 侧 缓 倾 , 环 疹 罕 圆 。 环 

的 分 布 尚 称 均 匀 ,通常 在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7 一 8 个 环 。 环 间 面 很 宽 , 浅 凹 。 纵 肋 的 始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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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79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Ruan et Mu 播 图 80 Gonioviriatellina cancellosa Ruan et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75, IERARA (Diagram- = Mu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本 66879, 正 模 标本 -(Di- 
representation of Gontoviriatellina reticu-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viriatellina 

laris Ruan et Mu, 66875, holotype) cancellosa Ruan et Mu, 66879, holotype) 

ROME CRKES Ht AME MITE. 7AM 5 条 。 助 与 
AH Se SEB SE AU DGAR 5 E IIE Se eh FAA BA 1 sete 

matic 

度量 

标本 号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 

66879 4.2 0.6 5 
66880 3.7 0.55 5 
66881 3.2 0.55 5 
66882 3.6 0.44 5 

66883 yy) 0.45 5 

66885 4.3 0.65 5 

66886 4.5 0.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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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比 种 与 前 述 的 G. reticularis Ruan et Mu, 1983 最 为 相似 ,主要 的 不 同 是 : 

此 种 壳 体 呈 锥 状 , 半 周 壳 圈 纵 肋 数 较 少 (十 面 锥 体 ), 网 饰 较 大 而 与 后 者 不 同 。 
JJIoreBnHeHKO ( 见 CoKkomrogB，1978) 鉴 定 为 Firiate10iza sp. 的 标本 (1—1/3) 似 应 归 

于 此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多 棱角 准 低 环节 五 (新 种 ) Gomnioziriatellina Polycarinata sp. nov. 

ry (图 版 26， 1—5, 8; 插图 81) 

描述 “ 壳 体 长 大 ,长 度 可 达 5mm。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锥 形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均 为 10°— 

插图 81 Gonioviriatellina polycarinata sp. nov. RX 82 Gontoviriatellina retsculata (Mu _ et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87， 正 模 标本 (Diagram- Ruan)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53198，, 正 模 标本 [Di- 
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viriatellina poly-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toviriatellina 

carinata sp. nov., 66887, holotype) reticulata (Mu et Ruan), 53198,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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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EKIN KEY 015mm, HEH 0.07mm 与 壳 体 以 宽 而 浅 的 横 沟 药 界 。 初 
Imm 长 度 内 的 始 端 壳 表 平滑 ,无 环 饰 和 肋 饰 ,其 余 壳 表 具 横 环 和 纵 肪 呈 横 环 相 ， 

当 微 弱 , 低 而 平 , 呈 组 波状 , 稍 不 对 称 s。 环 间 面 宽阔 、 浅 止 。 环 的 分 布 比较 均 色 Smnm 长 

度 内 有 . 4 一 5 个 环 。 末 端 横 环 稍 密 。 纵 肋 粗 强 , 较 多 。 肋 间 面 较 宽 ,平坦 。 末 端 半 周 壳 围 

内 有 8 一 9 条 。 UPA A 

比较 ”此 种 的 特点 是 : 顶 角 较 大 , 纵 肋 众多 且 粗 强 , 横 环 低 而 弱 ， RA 
光照 角 下 往往 不 易 看 清楚 横 环 的 形态 
ILA AL Ae ROSAS G.reticulata (Mu et Ruan), 1983 (插图 82), G. 

subreticulata (Mu et Ruan), 1983 (插图 83) 和 G. parareticulata (Mu et Ruan), 

1983， 但 此 种 顶 角 较 大  RARMAMADRS ,可 与 后 三 个 种 区 别 。 At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 

似 有 槽 角 淮 低 环 节 石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1983 

CA 26, A 6,7; 图 版 27， 1,2; 插图 84) 

1964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éek, pl. 17, fig. 3 (ex cet.). 

1983b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阮 亦 若 、 穆 道成 ，179 页 ， 图 版 il, 图 152. 

描述 ” 壳 体 大 ,长 度 可 达 5mm。 始 部 均匀 扩大 , 呈 尖 锥 状 ,项 角 为 9 一 105; 未 部 扩 
KANG, TER ARAN 3°—5°, WA SKIN, KY 0.18mm， 宽 为 0.07mm, 与 
壳 体 以 宽 浅 的 横 沟 为 界 。 初 房 之 上 约 12mm 长 度 的 始 部 壳 表 无 肋 饰 和 环 饰 ， 其 余 的 表 
面 有 明显 的 纵 肪 和 横 环 。 横 环 低 平 ， 呈 缓 波 状 。 环 的 两 侧 坡 不 对 称 ， 前 坡 稍 陡 ， 后 坡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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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y rth AL VLE ER TES aera ee EP TAs ailea at ars y 

播 图 83 Gonioviriatellina subreticulata (Mu et 插图 84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Ruan)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53213 , 正 模 标 本 [Di- Mu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893， 正 模 标本 (Di-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viriatellina 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toviriatellina 

subreticulata (Mu et Ruan), 53213, holotype | parasulcata Ruan et Mu, 66893, holotype) 

缓 。 环 间 面 较 宽 而 缓 凹 。 中 部 横 环 相当 稀疏 ， 相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仅 有 一 个 环 。 末 部 的 横 

环 变 密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3 一 4 个 环 。 纵 肋 粗 强 ， 但 稀 而 少 ,其 强度 自 始 部 至 末 部 渐 

次 增强 。 在 未 部 纵 肋 与 加 密 了 的 横 环 组 成 网 格 状 壳 饰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5 一 6 条 。 

比较 “此 种 的 中 部 横 环 稀 蕊 、 末 部 横 环 较 密 ， 纵 肋 较 少 , AW N. (S.) sulcata sul- 
cata 和 N. (N.) tersa Koren etKlishevich，1978， 但 N. (S.) sulcata sulcata 的 横 环 

较 密 , 横 环 间 尚 有 细 环 ， 纵 肋 细弱 而 密 ; N. CV.) tersa 的 纵 肋 较 多 (LR/W = 8—9), 

据 此 可 与 本 种 区 别 。 此 外 ,上 述 两 种 壳 体 呈 圆 简 状 ,而 此 种 壳 体 呈 多 面 柱 状 ， 它 们 易于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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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别 。 

Boutek (1964) 在 描述 Viriatellina hercynica 时 ,图 示 了 一 块 标本 (P1.17, fig.3, 

NM-L6210)。 它 具 稀 牙 而 窄 圆 的 横 环 、 窄 锥 形 的 壳 体 和 较 强 的 纵 肋 ,与 Ve hercynica 的 

正 模 标 本 明显 不 同 ,而 与 当前 种 的 特征 相同 ,很 可 能 应 归于 当前 的 这 一 种 se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ricpzeri 带 ; ee AA ON. prae- 

cursor 带 。 

a 

Ae 2 
ety 

po 

* 

mel E 

1 con 

CN A 

ff 

插图 85 Gonioviriatellina robusta sp. nov。 壳 体 插图 86 Gonioviriatellina kimi (Koren et Kli- 

复原 图 ， 据 标本 66898, [ERA (Diagrammatic shevich) 壳 体 复原 图 , 据 标 本 66901[Diagramma- 

representation of Gontoviriatellina robusta sp. tic representation of Gonioviriatellina — kim# 

Nov., 66898 holotype) (Koren et Klishevich), 66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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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壮 角 淮 低 环 节 石 (新 种 ) Gonioviriatellina robusta sp. nov. 

(Al 27, A 7 一 9; 插图 85) 

1978 Viriatellina sp., JlorBuHeHKO (B CoKoTOB，1978)，cTPp。42，Ta6J.，69， 中 Hr，7.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 长 度 可 达 4mm,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顶 角 和 生长 角 均 为 10°— 

12"。 初 房 没有 保存 。 始 端 Imm 长 度 内 平滑 无 饰 , 者 体 呈 圆 锥 状 ;其 余 的 壳 表 具 显 著 的 

纵 肋 和 横 环 , 壳 体 呈 多 角 锥 体 。 横 环 较 密 而 均匀 分 布 , 旦 微弱 的 缓 波状 ， 在 个 别 的 标本 上 

(66900) 须 仔 细 观 察 方 能 辨认 。 纵 肋 十 分 粗 强 , 较 横 环 更 醒目 。 肋 间 面 宽 而 平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 6 一 7 Ro 

度量 

比较 一 些 种 以 较 大 的 顶 角 、 锥 形 和 较 多 的 纵 肋 为 特征 , 土 述 特征 近似 G. polycarina- 

za， 但 前 者 壳 体 较 粗 壮 ， 纵 肋 较 少 ,可 与 后 一 种 区 别 。 此 种 也 与 G. cancellosa 近似 ,但 

后 者 顶 角 较 少 , 纵 肋 少 , 横 环 较 明 显 , 亦 与 此 种 不 同 。 
JJIorBHHeHKO (Jf, Coxonos, 1978) 鉴定 为 Viriatellina sp. 的 一 块 标 本 (1 一 1/5) 似 

应 归于 此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t tH. 

基 姆 角 准 低 环节 石 Gonioviriatellina kimi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图 版 27， 6; 插图 86) 

1978 Nowakia kimi Koren et Klishevich, Kopen u KmHIIeBHq (8 Coxonos, 1978), crp. 42, gta6n- 71, 

dur-2, He dur.3—6.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长 度 为 3.4mm， 始 部 均匀 扩大 ， 顶 角 9°, ROT AME. 初 房 保 

存 不 完整 。 横 环 呈 组 波状, 环 的 两 侧 不 对 称 , 前 坡 较 陡 ,后 坡 平缓 , 环 间 面 宽 。 环 的 分 布 不 

BH, Imm 的 长 度 内 有 6 个 环 。 横 环 自 始 部 向 末端 渐变 显著 。 始 端 有 0.5 一 0.8mm 

1) KopeH 和 Kaumesny (B CorkonoB，1978) 建立 此 种 时 ,没有 文字 描述 , 仅 图 示 了 其 中 4 块 标本 ? 亦 没有 指 

定 正 模 标 本 。 其 中 1 一 30 号 标本 较 完 整 , 我 们 指定 为 后 选 模 。 表 内 数值 系 根据 他 们 的 图 影 量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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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4B Je seo A RBBB, 半 周 壳 圈 上 有 .3 Ho PTR Ta 

锥 体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Py Yes 

二 楼 角 准 低 环节 石 (新 入) Gonioviriatellina Fexacarinata ‘tp nov. 

(Alm 27, A 4; 插图 87) '° Ate 

描述 ， 壳 体 较 小 ,长 度 小 于 2.5mm， 始 部 呈 锥 状 , 顶 角 9?; ae R DARD 
BRINE. RENT 0.07mm。 始 部 的 锥 状 壳 体 表面 无 明显 的 环 饰 和 肋 饰 ， 横 环 和 纵 肋 仅 

分 布 在 末 部 的 柱状 壳 体 表面 。 横 环 低 而 平缓 , 呈 缓 波状 。 环 的 两 侧 不 对 称 。 环 间 面 较 宽 aa 

横 环 较 密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3 一 5 个 环 。 纵 肋 明显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 条 让 一 一 一 一 

度量 

标本 号 

2.36 66902 

比较 本 种 的 纵 肋 数 (LR/W = 3) BARE G. 
kimi 相同 ;但 壳 形 及 横 环 的 分 布 明 显 不 同 。 SO 

JA a RO A A 
别 。 iS ot ge 

产地 及 层 位 met RB, RIN richteri 带 

本 mM SE 

好 eh. debaoensis sp. nov. 

(图 版 .9 图 695105 图 版 28, 图 16 tea ait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偏 小 ,长 度 一 般 小 于 3mm, 始 部 扩大 较 
RL BAIR, Wifi) 9 一 10"。 未 部 扩大 较 慢 ， 生 长 角 2°— 

II o 一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明显 ， 顶端 尚 有 端 刺 。 始 端 0.7mm 长 度 肉 

壳 表 平滑 ， 无 横 环 和 纵 肋 。 其 余部 分 的 壳 表 具 明 显 的 横 环 和 
插图 87 Gomioviriate11zza2 he- 

xdcarinata sp. nov. 壳 体 复原 纵 肋 。 横 环 低 而 穿 , 呈 组 波状 。 环 的 两 侧 不 对 称 ,前 坡 陡 ， 后 

图 , 据 标 本 66902， 正 模 标本 坡 较 缓 。 环 间 面 浅 凹 。 在 中 部 和 未 部 的 近 始 方 壳 体 ， 横 环 分 . 
(Diagrammatic representa- 布 较 密 而 均匀 ,相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2 个 环 。 KURA. 
tion of Gontoviriatellina hexa- 

carinata sp. nov-, 66902,holo. MH IUENKENA 6 SH. 纵 肋 明显 ， 肋 间 面 宽 而 平 5 半 

type) 周 壳 圈 内 有 9 条 纵 肋 。 

人 Conidcinintel lanes Ve eRe 

5°, BWHRK, 初 房 呈 长 ING, KH 012mm, HH 0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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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中 直上 上 vvmwmwvm AU 

比较 此 种 的 壳 形 和 纵 肪 数 及 口 部 横 环 形态 等 ;很 接近 G. par esitware, 人 

RA DEAEAITEER HEA FLAS, G. parasulcata 区 别 。 

,此 种 的 壳 形 和 横 环 分 布 也 与 前 述 的 G. hexacarinata 站 但 纵 肋 较 多 ， 壳 体 也 较 

ene 

PURE BRR AR. RAL ON. richteri #; 南 丹 罗 富 墙 丁 ， 内 组 人 sub- 
tilis Si 

. RRR EATER) Gonioviriatellina quadracarinat}b i nov. 

) 《图 版 28, Al 9,105 插图 88) 

描述 Bethe eh 3mm, 始 部 呈 锥 状 。 THF 8° 未 部 近 柱状 。 初 房 小 ， = 

KORE SAD RAS BAPE, SR. 环 的 两 侧 坡 不 对 称 ,前 坡 陡 ,后 坡 缓 。 中 

BREET Bit TAS SEE AREA A 1 个 环 ; 末 部 稍 密 ， 相 当 壳 径 长 度 内 有 2 个 环 。 纵 肋 

HR GLA A SCRIAA 2 AS. Wa aA. sek SPREE bbe fieel 

比较 ”此 种 和 SG. Rimi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同 具 四 棱柱 体 的 壳 体 ， 个 体 

小 ,但 此 种 横 环 较 密 , 末 部 更 近 柱 状 , 可 与 后 者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N. praecursor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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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AERA? (HR) Gonioviriatellina? trudalis sp. nov. 

(Am 28, A 12) 

描述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长 3.9mm。 全 壳 均 匀 扩 大 , 呈 锥 状 , 顶 角 8"。 初 房 呈 长 卵 形 ， 

长 度 约 -0.2inm， 宽 度 为 0.07mm， 与 壳 体 以 宽 而 浅 的 横 沟 为 界 。 始 端 15mm 的 长 度 内 

不 具 壳 饰 。 横 环 十 分 低 而 弱 , 几 乎 难以 辨认 , 仅 显 示 为 极 缓 的 波状 起 伏 , 分 布 不 均匀 * 在 末 

插图 88 Gonioviriatellina 
quadracarinata sp. nov. 壳 体 复 

原 图 , 据 标 本 66913， 正 模 标 本 
(Diagrammatic 

tion of Gontoviriatellina quac- 

racarinaia sp. nov. ,66913,holo- 

ty pe ) 

representa- 

端 较 明 显 , 相 当 壳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2 个 环 。 纵 肋 低 而 十 分 粗 强 ， 

肋 间 面 平坦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6 Ko 

比较 ”此 种 的 壳 形 和 较 多 的 纵 肋 , 近 似 G. polycarinata, 

但 它 的 横 环 十 分 低 弱 , 纵 肋 数 较 少 ,不 同 于 G. polycarinata, 

由 于 此 种 横 环 很 不 发 育 , 所 以 暂时 归于 Gonioviriatellina 属 

内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角 淮 低 环节 五 (未 定 种 A) Gonioviriatelitae sp. A ; 

(A 27, A 3) 

描述 ” 壳 体 不 大 ， 保 存 长 度 为 2.1mm 的 始 部 和 中 部 壳 
体 。 始 部 呈 锥 状 ， 顶 角 10?。 中 部 近 柱 状 。 初 房 未 保存 。 横 

环 低 而 弱 , 呈 缓 波状 , 较 稀 ,lmm 长 度 内 有 5 个 环 。 环 间 面 较 

宽 而 平 。 纵 肋 粗 强 , 肋 间 面 平 , 分 壳 体 成 多 角 柱 体 。 在 始 部 纵 

肋 不 密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3 一 4 条 。 中 部 壳 体 上 纵 肋 增多 且 加 

密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8 Ko 

比较 ”当前 描述 的 标本 ， 按 它 的 较 多 的 纵 肋 及 较 不 明显 时 

的 横 环 而 论 ,近似 G.? trudalis sp. nov. 和 G. polycarina- 7 

ta sp. nov., 但 它 在 中 部 纵 肋 加 密 ， 且 壳 体 在 中 部 起 呈 柱 状 ， 

又 可 与 后 两 种 区 别 。 因 标本 不 完整 , 暂 不 定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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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角 淮 低 环 节 石 (未 定 种 B) Gonioviriatellina sp. B 

(图 版 27， 图 10) 

描述 ”一块 不 完整 的 壳 体 , 仅 保 存 末 部 。 壳 体 长 2.2mm， 最 宽 0.55mm， 生 长 角 为 

9"。 初 房 未 见 。 横 环 较 密 , 呈 缓 波状 , 环 的 两 侧 明 显 不 对 称 , 口 方 一 侧 陡 , 始 方 一 侧 缓 。 纵 

肋 粗 强 , 肋 间 面 平坦 而 宽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4 条 纵 肋 ,使 索 体 呈 八 面 锥 体 。 

比较 ”此 标本 的 壳 形 和 纵 肋 数 类 似 G. debaoensis sp. nov. 和 G. parasulcata, 但 

横 环 甚 为 低 弱 ,与 后 两 种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NW. praecursor 带 。 

角 光 壳 节 石 属 Goniost yliolina Ruan et Mu, 1983 

WR Costulatostyliolina conica Xian, 1980 

特征 ” 壳 体 小 到 中 等 ， 尖 锥 形 。 壳 体 被 少数 纵 肋 划分 为 多 面 锥 体 。 肋 间 面 平 。 无 横 

Ko MEK NERA EE wv), SHAD ARAL 

bee wR Costulatostylioling 属 ,但 后 者 的 壳 体 呈 圆 柱 形 或 圆锥 形 ， 初 房 为 滴 

珠 状 或 较 大 的 长 卵 形 ;而 此 属 的 壳 体 呈 多 面 锥 体 , 初 房 小 ,多 为 窄 长 的 长 卵 形 或 尖 锥 形 。 由 

此 可 以 区 别 两 个 属 。 
此 属 与 同 科 的 Gonionowakia 属 和 Gonioviriatelling 属 的 区 别 是 此 属 无 环 饰 ， 后 

两 属 具 环 饰 。 

分 布 及 时 代 “中国 南 方 , 早 ,中 泥 盆 世 。 

锥 形 角 光 壳 节 石 Gomniostyliolinra conica (Xian), 1980 

(图 版 28， 图 11; 插图 89) 

1980 Costulatostyliolina conica Xian， 鲜 思 远 ，77，78 页 图 版 20， 14 一 16。 

1983b Goniostyliolina conica (Xian)， 阮 亦 萍 、 称 道成 ，181 页 ， 图 版 I 图 3; 插图 6。 

iw KIB), KEEN 2mm， 末 端 宽度 为 0.2mm。 壳 体 在 始 方 的 1/3 BEER, 

顶 角 为 8", 中 部 和 末 部 扩大 缓慢 ,生长 角 约 2 左右 。 初 房 细小 , 呈 长 卵 形 ,长 约 0.18mm， 

宽 约 0.06mm， 与 壳 体 分 界 不 甚 明 显 。 顶 端 有 不 长 的 端 刺 。 壳 体 按 纵 肋 的 存在 分 为 两 部 

分 , 始 方 的 一 半 壳 体 无 任何 壳 饰 , 呈 圆 锥 状 。 口 方 的 另 一 半 壳 体 具 强壮 的 纵 肋 ， 肋 间 面 宽 

而 平 。 半 周 壳 圈 内 有 2 条 ,致使 才 体 呈 明 显 的 四 校 柱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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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最 初 为 鲜 思 远 〈1980) 描述 为 Coseulatostyliolina conica Xian, 1980， BK 

I—1.5mm, HEMADAREE. 4RNRARK, BRE 
标志 相同 ,应 是 同一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百色 巴 平 , 达 莲 塘 组 N。 prascurser 带 。 

角 光 壳 节 五 (未 定 种 ) Goniost yliolina sp. 
(图 版 7， 图 5) 

描述 ” 壳 休 小， 长度 为 2.1mm, res 预 角 
11。。 未 部 呈 五 方 柱 形 。 初 房 未 见 。 始 部 无 任何 壳 饰 ， 中 部 起 

出 现 纵 肋 。 纵 肋 粗 强 , 且 间 面 平坦 而 宽 。 在 壳 表 ,一 条 纵 肋 几 
乎 位 于 壳 体 中 心 线 上 , 另 一 条 纵 肋 则 近 于 帝 边 缘 ， ee 
体 当 为 五 角 棱 状 。 aa 

产地 及 层 位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ME. 
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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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pirifer sp. 

Anarcestes (Latanarcestes) noeggerati (Buch) 

Ancyrodella sp. 

Anetoceras Schindewolf 

A. (Anetoceras) elegantulum Shen 

A. (Ae) Sp. 

A. (Nandanoceras) multicostatum Ruan 

A. (N.) rareplicatum Ruan et He 

Arkonoceras arkonensis (Niteavas) 

? A. Sp. 

Belodella resima (Philip) 

B. triangularis (Stauffer) 

B. sp. 

Bertillonella sp. 

Bohemina Liaschenko 

Buchanoceras sp. 

Convoluticeras discordans Erben 

Costulatostyliolina Lardeux 

C. chongzuoensis sp. noy. 

C. conica Xian 

C. crassa (Mu et Ruan) 

C. guangxiensis sp. noy. 

C. minor (Mu et Ruan) 

C. ornata sp. Noy. 

C. parapeneaui sp. noy. 

C. paucicostata (Boutek) 

C. peneaui (Boutek) 

C. roemeri (Bouéek) 

C. cf. roemeri (Bouéck) 

C. roemeri armoricana Lardeux 

C. roemert roemert (Boutek) 

C. sp. 

Crassilinidae Ljaschenko 

Dacryoconarida Fisher 

Dicoelostrophia anamitica (Mansuy) 

Eognathodus sulcatus Philip 

Eosophragmophora Wang 

E. sinensis Wang 

Gonionowakia Ruan et Mu 

Gn. hexagona Ruan et Mu 

Gn. hexaprismatoides sp. noy. 

Gn. portentosa sp. noy. 

Gn. quadragona Ruan et Mu 

Gn. sp. 

Gonionowakiidae Ruan et Mu 

Goniostyliolina Ruan et Mu 

Gs. conica (Xian) 

Gs. Sp. 

Gontoviriatellina Ruan et Mu 

Gv. cancellosa Ruan et Mu 

种 属 拉丁 文 名 称 

Gv. debaoensis sp. nov。 

Gv. hexacarinata sp. nov. 

Gv. Rimi (Koren et Klisheyich) 

Gv. parareticulata (Mu et Ruan) — 
Gv. parasulcata Ruan et Mu 

Gv. parundulata sp. noy. 

Gv. polycarinata sp. nov. 

Gv. quadracarinata sp. nov. 
Gv. reticularis Ruan et Mu 

Gu. reticulata (Mu et Ruan) 

Gu. robusta sp. nov. 

Gu. subreticulata (Mu et Ruan), © 

Gv.? trudalis sp. nov. 

Gv. undulata Ruan et Mu ioe 

' Go. sp. A teat 
Gu. sp. B e 

Guangxinoceras sp. 

Guerichina Bouéek et Prantl — 

G. strangulata Bouéek et Prantl — 

G. sp. 

G.? sp. 

Gyroceratites gracilis Bronn 
Gyronaedyceras validum (Hall) 

Hemipsila tangdingensis Mu et Mu > 
H. elongata Mu et Ruan, ， 

Heterophrentis angusta Yu ef 

Hindeodella equidentata Rhodes 

H. sp. ORL» 

Homoctenowakia Alberti ata 

Homoctenus Liaschenko — 

H. acutus Liaschenko 

H. caldwelli Chatterton et Perry 网 

H.? hanusi Bouéek 

H. krestovnikovi Liaschenko 

H.? qinjiaensis sp. nov. 

. tikhyi Liaschenko 

. ultimus derkaouaensis Lardeux mo mom 
H. ultimus ultimus Zagora 

H. sp. A 

AS sp. 3 

Icriodus sp. 

Metastyliolina Bouéek et Prantl 

M. decurtata sp. noy. 

M. deflexa (Bouéek) 

M. nemoides Mu et Ruan 

M. paratrichina sp. noy. 

M. Sstriatissima Bouéek et Prantl 

M. striatissima grueti Lardeux 

7) 
ye 

. tenuicinctus neglectus Sauerland — 

tenuicinctus tenuicinctus (Roem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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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triatissima striatissima Bouéek et Prantl 

M. trichina Mu et Ruan 

M.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noy. 

M. trichina trichina Mu et Ruan 

M. sp. 

Microcyclus sp. 

Mimosphinctes bipartitus Eichenberg 

Neonomograptus hercynicus (Perner)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N. sp. 

Novakia Girich 

Novakia Stobel 

Nowakia Giirich 

N. acuaria (Richter) 

N. acuaria morph. @ 

N. acutanulata Alberti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N. cf. barrandet Bouégek et Prantl 

N. barrandei>N.cancellata, Litke 

N. barrandei vel holynensis 

N. bella Logwinenko 

N. bouceki Zagora 

N. cancellata (Richter) 

N. aff. cancellata (Richter) 

N. ex gr. cancellata (Richter) 

N. chongzuoensis sp. nov. 

N. conica Roemer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N. densicostata Mu et Ruan 

N. elegans (Barrande) 

N. cf. elegans (Barrande) 

N. cf. ferula (Richter) 

N. filiformis Mu et Ruan 

N. filiformis Xian . 

N. fuchsi (Kutscher) 

N. globulosa Sauerland 

N. granditubera Xian 

N. guangxiensis Xian 

N.? hanusi (Boutéek) 

N.? cf. hanusi (Boutek) 

N. holynensis Bouzek 

N. cf. holynensis Bouzek 

N. aff. holynensis Boutek 

N. holyocera Alberti 

N. infundibulum (Richter) 

N.? kabylica Alberti 

N. karpinskii (Liaschenko) 

N. Rimi Koren et Klishevich 

N. lepida Mu 

N. cf. lepida Mu 

N. longlinensis Xian 

。 cf. longlinensis Xian 

- maureri Zagora 

- maureri maureri Zagora 

- micra Xian 

22246 。 microcancellata Mu et Ruan 

eee oo © e 

a ee ee ee ee ee 

. minuta (Ludyigsen) 

. nana Xian 

. nodusa Xian 

. orientalis Bai et al. 

.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ougartensis Alberti 

. paraholynensis Mu et Ruan 

poheensis sp. noy. 

praccursor Bouéek 

praecursor morph. 

. cf. praecursor Bouéek 

- procera (Maurer) 

. pseudocancellata Xian 

. pumilio Alberti 

.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 richteri ordinata Koren et Klishevich 

. Stenoconula Mu et Ruan 

. Striatula Xian 

. subcochleata (G. et F. Sandberger) 

sulcata (Roemer) 

cf. sulcata (Roemer) 

. sulcata antiqua Alberti 

. sulcata sulcata (Roemer) 

. tangxiangensis Mu et Ruan 

vicina Sauerland 

. zlichovensis Bouéek 

. cf. zlichovensis Bouéek 

Sp. ‘A 

sp. B 

sp. D 

sp. A aff. holynensis Bouéek 

n. sp., Ludvigsen 

. (Alexiella) Ljaschenko 

(Le pidonowakia) subgen. nov. 

(L.) micrannulata subgen. et sp. nov. 

(L.)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Maurerina) Alberti 

(M.) procera (Maurer) 

. (Nowakia) Giirich 
(N.) aciformis sp. nov. 

(N.) acuaria (Richter) 

(N.) acuminata Mu et Ruan 

(N.) acutanulata Alberti 

(N.) cf. acutanulata Alberti 

(N.) albertii sp. nov. 

(N.) bamboides sp. noy.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N.) cancellata (Richter) 

(N.) cancellatoides sp. nov. 

(N.) chlupaciana Alberti 

(N.) chongzuoensis sp. noy. 

. (N.) conula Mu et Ruan 

.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 (N.) densicostata Mu et Ruan 

. (N.) elegans (Barrande) 

. (N.) ferula (Ri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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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fimbriata sp. nov. 

. (N.) globulosa Sauerland 

(N.) guangxiensis Xian 

. (N.)? hanusi (Bouéek) 

(N.) holyocera Alberti 

(N.) huananensis Xian 

(N.) isannulata sp. noy. 

. (N.) Kar pinskii (Liaschenko) 

- (N.) lepida Mu 

. (N.) maltockiensis (Chapman) 

(N.) mana Mu et Ruan 

(N.) maureri Zagora 

(N.) micra Xian 

(N.) minor sp. nov. 

(N.) minuta (Ludyigsen) 

CN.) multicostata Xian 

(N.) nandanensis Mu et Ruan 

(N.) nayiensis sp. nov. 

(N.) nodusa Xian. 

(N.)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N.) cf. otomari Bougéek et Prantl 

- CN.) parapraecursor Alberti 

(N.) pararichteri sp. noy. 

- CN.) parasubtilis Mu et Ruan 

(N.) parazlichovensis Mu et Ruan 

CN.) parotomari Mu et Ruan 

(N.) polannulata sp. noy. 

- CN.) postotomari Alberti et Salah 

- CN.) praecursor Bouéek 

- (N.) aff. praecursor Bouéek 

(N.) cf. praecursor Bouéek 

(N.) praemaureri sp. noy. 

(N.)? praesulcata Alberti 

(N.) pseudocancellata Xian 

(N.) rarannulata Mu et Ruan 

- CN.) raricosta sp. noy. 

- (N.) regularis Mu et Ruan 

- CN.) retiformis sp. noy. 

. CN.)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CN.) richteri nana Xian 

(N.) richteri richteri Boutek et Prantl 

(N.) scabrota sp. noy. 

(N.) sporada sp. noy. 

- CN.) subbarrandei sp. nov. 

- (N.) suborientalis (Mu et Ruan) 

- CN.) subtilis Mu et Ruan 

(N.) cf. subtilis Mu et Ruan 

. (N.) tangdingensis Mu et Ruan 

(N.) tersa Koren et Klishevich 

(N.) yulinensis sp. noy. ‘ 

(N.) zlichovensis Bouéek 

- (N.) sp. A 

- (N.) sp. B 

nN.) sp. C 

- (N.) sp. D 

. CN.) sp..E 

- CN.) sp. F 

(N.) sp. G iy & b 

- (S.) bella Logwinenko 

(S.) suleata (Roemer) 

(S.) sulcata postsulcata Alberti 

(S.) sulcata sulcata (Roemer) ~ 

. (Virionowakia) Alberti 

(V.) nimuta minuta Mu et Mu ， 

- (V.) pumilio Alberti ty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Ou 8B: 

) % 

Se et Sh ee oe 

P. foliacea Youngquist 

P.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0 

P. xylus Stauffer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Bs sips THEL YT 

Paranowakia Bouéek at bn 

. (Sulcatonowakia) Alberti wn 

. (S.) sulcata antiqua Alberti. 

a. ¥ Ravi 

Palmatolepis delicatus clecki nes Tt 

. (S.) boseensis sp. noy. if awhy 

(S.) napoensis sp. Doy.. is 

了 aah 

708 1099 M 

P. intermedia (Barrande) ， 一 ;1 weqeot 

Peneauiidae Lardeux 

Polycylindrites Ljaschenko AAS RAR 

P. menneri Lijaschenko ，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 dehiscens- P. gronbergi 

.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 

. linguiformis Hinde 

- aff. perbonus (Philip) = «, 有 

Vy yD VD WDD . cf. trigonicus Bischoff et Singlets T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Mansuy) ， 

Sogdina ? aff. infundibulum (Richter) 

S. spp. noy. 

Spathognathodus exiguus Philip” 

S. linearis postlinearis Wang et Weng 

S. optimus Mashkoya 

S. sp. 

i 

Spinatrypa sp. 

Spinonowakia Ruan et Mu 

S. nodula sp. nov. 

S. orientalis (Bai et al.) 

Spyroceras cf. anellum (Conrad) 

S. residurum (Barrande) 

S。8p。 

Striatostyliolina Bouéek et Prantl 

S. crassa Mu et Ruan 

~ 分， j » | ， 

.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人 

wledst 5 

. gronbergi Klapper et Johnson 1 ， - 

linguiformis cooperi Klapper. — 

. perbonus (Philip) iz wiih 

. Serotinus Telford is3u08) ume 

DLA 

ou oh 

(Turkestanella) acuaria (Richter) 

-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tek 



ts. deflexa Bouéek 

S. grandis (Ljaschenko) 

S. menchikoffi Lardeux 

S. minor Mu et Ruan 

S. paucicostata Boutek 

S. peneaui Boutek 

‘S. cf. peneaui Boutek 

S. phillipovae (Ljaschenko) 

S. raristriata sp. nov. 

S. roemeri Bouéek 

'S. striata (Richter) 

Striatostyliolinidae. 

Stringocephalus Defrance 

Styliolina Karpinsij 

S. decurtata Bouéek 

8S. devoniana Ljaschenko 

S. domanicense Ljaschenko 

S. fissurella (Hall) 

S. glabra Lardeux 

‘S. megalocula sp. noy. 

S. minuta Bouéek 

S. cf. minuta Bouéek 

SS. nandanensis Mu et Mu 

S. nucleata Karpinskij 

S. paranandanensis sp. noy. 

S. striatula Novak 

S. sp. A 

S. sp. B 

S. sp. 

Stylionowakia lanceolata Mu et Ruan 

S. semiannulata Mu et Ruan 

‘S. tangdingensis Mu et Ruan 

Teicherticeras nandanense Shen 

Tentaculites Schlotheim 

‘T. acuarius Richter 

1. cancellatus Richter 

T. conicus Roemer 

. elegans Barrande 

. fissurellus Hall 

. lucasi Lardeux 

- minumus Roemer 

. scalaris Schlotheim 

- Straeleni Mallieux 

. Striatus Gueranger 

T. sulcatus Roemer 

im. sp. 

Tentaculitida Ljaschenko 

Tentaculitidae Walcott 

Tentaculitoidea Ljaschenko 

Trichonodella sp. 

Turkestanella acuaria (Richter) 

Uniconus glabra (Tratschold) 

Variella sp. 

Viriatella kazanlensis Liaschenko 

Viriatellina Bouéek 

V. anomalis sp. noy. 

SSS ae 总 

V. 

V. 

. bouceki (Zagora) 

- eaelata sp. no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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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ngzuoensis sp. noy. 

。 COnica Sp. Noy. 

- conula sp. Noy. 

。 conulella sp. noy. 

. crebra sp. noy. 

- dalejensis Boutéek 

. debaoensis sp. nov. ; 

. discordans sp. Noy. 

elegantula sp. noy. 

filaris sp. nov. 

V.? fuchsi (Kutscher) 

V. 

Swuuzus 

- gemuendina (Runzheimer) 

. gracilistria (Hall) 

. cf. gracilistria (Hall) 

SN NNSNSNS SSS WS 8 SSeS SSS SS SSS Se 和 

galinae Boucek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 hercynica Bouéek 

. hercynica hercynica Bouéek 

hollardi Lardeux 

. huananensis Xian 

. trregularis Bouéek 

. Razanlensis (Liaschenko) 

. lirata sp. Noy. 

. michellensis Ludvigsen 

micra Xian 

. midcancellata sp. nov. 

. migada sp. noy. 

. minima sp. noy. 

minor Sp. Noy. 

. minuta Mu et Mu 

. multicostata Mu et Mu 

. orientalis Mu et Ruan 

paraminuta Mu et Ruan 

paramulticostata Mu et Ruan 

percussa sp. nov. 

. poheensis sp. nov. 

. pseudogeinitziana Boutek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nitziana Boutek 

. ginjiansis sp. nov. 

. reticulata Mu et Ruan 

rotunda sp. nov. 

. salva sp. noy. 

. sinensis Xian 

. suborientalis Mu et Ruan 

. tarchanensis Ljaschenko 

. tumida Xian 

sp. A 

sp. B 

sp. C 

sp. D 

sp. E 

sp. 

Volynites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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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IAN TENTACULITOIDS FROM GUANGXI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I. INTRODUCTION | 

Devonian tentaculitoids are widespread and extremely varied in Guangxi. Consi- 

derab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subject over the past decade (Mu Xinan and 

Mu Daocheng, 1974; Mu Daocheng, 1977, 1978; Bai Shunliang, 1979a,b, 1982; Xian 

Siyuan et al., 1980; Mu Daocheng and Ruan Yiping, 1983a, b; and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a, b), in addition to the works in which Mu Xinan (1975) 

described some Pragian dacryoconarids from the Liangquan Formation in southern Xi- 

zang, and Jiang Zhiwen (1980) recorded the Lochkovian—Pragian dacryoconarids 

from the Sanjiang and Alengcu Formations in western Yunna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investigated and solved. Having finished the papers on 

“Devonian Tentaculits from Luofu of Nandan, North Guangxi” and “Devonian Strata 

of the Nandan Type at Nandan of northern Guangxi,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lank- 

tonic and Nektonic Faunas”, the present writers investigated the Devonian tentacu- 

litoid specimens from several sections of Guangxiexcept those from the Luofu sec- 

tion of Nandan which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papers. The speci- 

mens described here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middle and upper parts of the Lower 

Devonian and the Middle Devonian strata at the following section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Guangxi: 

. Luofu section of Nandan County (Shortened as Lf, the same below); 

Liujing section of Hengxian County (HL); 

Daliancun section, southern suburb of Nanning City (Nd); 

Nayi section of Chongzuo County (Zn); 

. Sanchahe section of Napo County (Sn, NS); 

. Duowen section,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II); 

. Kugqiu section,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Cu). NNW UU Wb =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sections, a few specimens came from other localities, 

such as Duan (Dd) and Shangmin of Debao County; Baping (Bb) of Bose County; 

Hanshan of Longlin County; Heping of Youngfu County and Qingcaotang of Yulin 

County. 

As a result of this investigation, 16 genera (and subgenera) and 142 species(and 

subspecies)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one new genus, one new subge- 

nus and 64 new species (and subspecies). Among them, most belong to Dacryocona- 

rida, only a few to the orders Homoctenida and Tentaculitida. 

Our sincere thanks are due to Wu Yi, Kuang Guodun, Yin Baoan, Wang -Cheng- 

xian, Zhang Lin and Wei Renyan, of the Geological Bureau of Guangxi, who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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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ously provided their own field data and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s 

used in this paper, and to Yu Changmin,Shi Congguang, Wang Shangqi, Chen Ting- 

en, Wang Zhihao and Yang Fangxing, of our Institute for their taking part in 
“wie 

the working parties with us. 

II. BRIEF DESCRIPTION OF SOME IMPORTANT SECTIONS 

1. Luofu section of Nandan County, northern Guangxi 

This section, the type section of the pelagic Nandan type in South China, has 

been described by Liao Weihua et al. (1979, pp. 221—249, in Chinese, the same 

below), Xian Siyuan et al., (1980, pp. 11—13), Mu Daocheng and Ruan Yiping — 

(1983a, pp. 308, 309; 1983b, pp. 35—37) and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 

(1983a, pp. 2—8). The Devonian strata there may be subdivided into one group and — 

six formations, i. e., the Danlin Group, and the Yilan, Tangding, Tangxiang (Na 

biao),Luofu, Xiangshuidong and Daihua Formations in ascending order. All formati- 

ons, which comprise abundant nektonic and planktonic fossils, especially dacryocona | 

rids, are composed mainly of mudstones, siliceous shales and lenticular limestones 

referable to the pelagic Nandan type except the littoral Danlin Group and the neri 

tic Yilan Formation. 

The dacryoconarid species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re listed as 和 

Nowakia (Nowakia) micra (Xian) (Lf6d), N. (N.) minor sp. nov. (Lf6d), 

N. (N.) sporada sp. nov. (Lf6c), N. (N.) cf. Bites 4. Alberti (L£45), N. (N. 

multicostata Xian (L£36), N. (Sulcatonowaki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Li42)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Lf£14), Viriatellina sinensis Xian (Lf4), V 

lirata sp. nov. (L{4), V. minima sp. nov. (Lf4,6a), V. filaris sp. nov. (Lf6a), V 

crebra sp. nov. (Lf6a), V. migada Sp- nov. (L£45), V. salva sp. nov. (L£48), Gonio- 

viriatellina debaoensis sp. nov. (Lf10), Gostulatostyliolina minor (Mu et Ruan’ 

(L£30), Metastyliolina deflexa (Bouéek) (Lf75). - 

A complete dacryoconarid zonal sequence from the lower Zlichovian N. subtilis 

Zone up to the lower Frasnian N. reguralis Zone can be seen in this section. 

2. Nayi section of Chongzuo County, western Guangxi 

One group and six formations are exposed in ascending order in this section, 

namely, the Lianhuashan Group, the Pochiao, the Daliancun, Pozheluo, Fengshui 

ling, Liukiang and Daihua Formations. Among them, the Lianhuashan Group consist 

of littoral sediments, such as sandstones and purple shales; the Pochiao Formation i 

composed of neritic limestones with predominant benthic brachiopods and a few ten- 

taculitoids; the Daihua Formation is lithologically made of lenticular limestones with- 

abundant conodonts and entomozoe, representing a typical pelagic carbonatite; anc 

the rest between the Pochiao Formation below and the Daihua Formation above con= 
sist of micritic limestones and siliceous shales, yielding a large number of dacryoco= 

narids and other pelagic forms, such as ammonoids, conodonts, thin-valved brachio= 

pods, bivalves and trilobites, ! 

The dacryoconarids derived from this section are list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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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Znll, 12), Nowakia (Nowakia) raricosta 

sp. nov. (Zn12,13,14), N. (N.) huananensis (Xian) (Zn12,13), N. (N.) maureri 

Zagora (Zn27,28), N. (N.) guangxiensis Xian (Zn27), N. (N.) otomari Bouxek et 

Prantl (Zn37,38,40), N.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Zn18,19), N. (N.) ele- 

gans (Barrande) (Zn19,20),N. (N.) canceliata (Richter) (Zn21,22),N.(N.) rich- 

teri Boutek (Zn23, 25), N. (N.) nayiensis sp. nov. (Zn33), N. (N.) albertii sp. 

nov. (Zn33), N. (N.) subbarrandei sp. nov.(Zn18), N. (N.) chongzuoensis SP. nov. 

(Zn19), N.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Zn22, 23), Viriatelli- 

na discordans SP. nov. (Zn15), V.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Zn11, 

15), V. conica sp. nov. (Zn15), V. cf. gracilistria (Hall) in sense of Bouték (1964) 

(Zn23), V. conula sp. nov. (Zn36), V.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Zn32, 36), 

V. kazanlensis (Ljaschenko) (Zn37), V. sp. A (Zn23), V. chongzuoensis sp. nov. 

(Zn33,30), V. minuta Mu et Mu (Zn40), V. sp. C (Zn23), V. bouceki (Zagora) 

(Zn30), V. percussa SP. nov. (Zn19), Costulatostyliolina cf. roemeri- (Boutek) (Zn 

27), C. minor (Mu et Ruan) (Zn11), C. peneaui (Bougek) (Zn27), C. parapene- 

aui SP. nov. (Zn20), C. crassa Mu et Ruan (Zn24), C. ornata sp. nov. (Zn40), Me- 

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grueti Lardeux (Zn18), M. trichina trichina Mu et Ruan 

(Zn20,22), M. trichina nayiensis SP. nov. (Zn20,22) M. paratrichina sp. nov. (Zn 

38), M. decurtata sp. nov. (Zn20,23), M. sp. (Zn18),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Zn22, 23, 37), St. glabra Lardeux (Zn23), St. paranandanensis sp. nov, (Zn33), 

Homoctenus sp. (Zn2). 

3. Sanchahe section of Napo County, western Guangxi 

The Sanchahe section, near the border of Napo—Jingxi Counties, was for the 

first time introduced by Xian Siyuan et al. (1980, pp. 18—20). Subsequently Mu 

Daocheng et al. (1982, pp. 294—301) described its biostratigraphic succession in 

detail. Now, the present writers have revised the tentaculitoid list of this s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lithostratigraphic subdivision given by Mu et al. (1982) and redes- 

cribed this section as follows (in descending order): 

Tiukiang Formation 

18. Upper part: yellowish pink or dark grey medium-bedded lenticular limestones ($n82— 

86) containing conodont Palmatolepis foliacea Youngquist, P.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 P.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P. xylus Stauffer and Ancyrodella sp.; Lower part: dark 

brown thin-bedded siliceous shales interbedded with black thin-bedded maganic strips- 

(Sn80, 81), yield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owakia) regularis Mu et Ruan, Striato- 

styliolina raristriata sp. nov. Styliolinasp.and entomozoid Bertilonella sp. 

Fengshuiling Formation 

17. Thin-bedded silicevus shales with intercalation of thin-bedded siliceous mudstones (Sn78, 

79), containing dacryoconarids N. (N.)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Costulatostyliolina sp. 

and Styliolina sp. ca. 40m 

了 ozheluo Formation 

16. Dark grey thin- to medium-bedded limestones with some intercalated beds of argillace- 

ous nodular limestones(Sn72-77), yielding conodonts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 

per, P. costatus partitus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P. aff. trigonicus Bischoft et Zieg- 

ler, Neoprioniodus sp., Icriodus sp. and dacryoconarids Viriatellina sp. and Styliolina 

Sp. 23.8m 

15. Dark grey to black thin- to medium-bedded limestones interbedded with thin-bedded si- 

.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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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3. 

12. 

ll. 

10. 

liceous limestones (Sn64—71), with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maureri Zagora, Styli- 

olina sp.,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P. linguiformis 

cooperi Klapper, P. serotinus Telfort, P. cf. trigonicus Bischoff,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Belodella triangularis (Stauffer) and Ozarkodina sp. 

Thin-bedded siliceous lime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siliceous mudstones and a few layers 

of thin-bedded limestones (Sn63), with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maureri Zagora, 

Styliolina sp., and conodonts Hindeodella equidentata Rhodes, Belodella sp. and Ozar- 

kodina sp. 

Black and dark grey thick-bedded limestones with intercalated beds of thin-bedded lime- 

stones and siliceous strips (Sn61, 62), contain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maureri 

Zagora, N. (N.)multicostata Xian and Styliolina sp. and conodont Hindeodella equiden- 

tata Rhodes, Belodella sp. and Ozarkodina sp. 

Grey to dark grey medium-bedded dolomitic limestones with intercalated beds of light 

grey thin-bedded limestones ($n52—6C), yield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richteri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N. (N.) richteri nana Xian, N. (N.) pseudocancellata Xian, 

N. (N.) aciformis sp. nov., N. (N.) isannulata sp. nov., N. (N.) karpinskii (Lijaschen- 

ko), N. cf. hanusi (Boutek),Gonioviriatellina hexacarinata sp. nov., Viriatellina irregu- 

laris Bouéek, V. minor sp. noy., Metastyliolina undulata sp. nov. Styliolino sp.,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t, P.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Belodella SP.> 

Spathognathodus sp. and Ozarkodina sp. 

Grey to dark grey medium-bedded dolomitic limestones (Sn49—51), with dacryoconarids | 

Nowakia (N.) richteri nana Xian, N. (N.) pararichteri sp. nov., N. (N.) pseudocancel- 

lata Xian and N. (N.) cancellata (Richter). 

Grey to dark grey medium-bedded fine-grained lime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thin-bedded 

chert strips (Sn45—48), contain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elegans (Barrande),N. . 

(N.) sp. F, N. (Sulcatonowakia) napoensis sp. nov., Spinonowakia nodula gen. et sp. 

nov.,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V. rotunda sp. noy., and co- 

nodonts Polygnathus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Pan- 

derodus sp. and Belodella sp. 

Daliantang Formation 

9, 

8. 

7. 

6. 

Dark grey thin-bedded limestones with some intercalated beds of thin-bedded cherts (Sn 

39—44), yield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barrandei Boutek et Prantl, N. (N.) pr- 

aecursor Boutek,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Viriatellina pseudogelinitziana pseu- 

dogeinitziana Boutek,Styliolina sp.;ammonoids Erbenoceras elegantulum Shen and Mim- 

osphinctes bipartitus Eichenberg,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perbonus(Philip),P. aff. per- 

bonus (Philip), P.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Spathognathodus sp. and nautiloid Guangxi- 

noceras sp. and? Arkonoceras sp. 

Grey and dark grey thin-bedded limestones (Sn31—38), containing dacryoconarids No- 

wakia (N.) praecursor Boutek, N. (N.) raricoata sp. noy., N. sp. C, Viriatellina her- 

cynica Boutck, V.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nitziana Boutek, ammonoid Erbenoceras 

elegantulum Shen,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Ozarkodina denckman- 

ni Ziegler,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Neoprioniodus bicurvatus (Branson et 

Mehl) and Trichonodella sp. 

Dark grey thin-bedded limestones with more or less carbon (Sn28—30), bearing dacryo- 

conarids Nowakia (N.) praecursor Boutek, N. (N.) raricosta sp. nov.,N.(N.) bamboides 

sp. nov.,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 

auffer),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and Spathognathodus sp. 

Dark grey thin-bedded lime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thin-bedded argillaceous strips (Sn- 

27), yield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praecursor Boutek, N. (N.) bamboides sp. 

nov., Viriatellina sp.,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o.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13.7m 

17.4m 
5 b 

Tm 

30.1m 

16m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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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rk grey limestones being medium-bedded at the lower ‘part and then becoming thin- 

bedded with argillaceous contents, intercalated with thin-bedded argillaceous strips (Sn 

17—26), bear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praecursor Boutek, N. (N.) bamboides 

' sp. nov., Viriatellina crebra sp. nov., V. midcancellata sp. nov., V. elegantula sp. nov., 

V. percussa sp. nov., V. sp. E and Nowakia (N.) raricosta sp. nov., ammonoid Erbeno- 

ceras elegantulum Shen, nautiloids Gyronaedyceras validum (Hall), Spyroceras sp. cf. 

anellum (Conrad), Arkonoceras arkonense (Hiteavas), Buchanoceras sp., 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o.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Panderodus striatus 

striatus (Stauffer), Spathognathodus optimus Mashkova, Belodella resima (Philip). ‘ 54,3m 

4. Dark grey medium- to thick-bedded dolomitic limestones. Its upper part (Sn14) bears 

dacryoconarid Nowakia (N.) praecursor Boutek, brachiopod Spinatrypa sp., and coral 

Heterophrentis angusta Yu; its lower part comprises ammonoid Mimosphinctes bipartitus 

Eichenberg,coral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Yu,Liao et Deng,a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Spathognathodus exiguus Philip and Sp. optimus Mashkova. 30.5m 

(Pochiao Formation 

“3. Dark grey to yellowish calcareous shales with limestone lumps (Snl1), yielding a large 

number of benthic brachiopods,such as Acrospirifer sp.,Dicoelostrophia annamitica (Man- 

suy),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Mansuy) and coral Calceola sp. and Microcyclus sp. 10:8m 

2. Black medium-bedded nodular marls with several intercalated beds of calcareous mud- 

stones (Sn9—10), containing nautiloid Spyroceras recidurum (Barrande),and coral Xystri- 

phylloides nobilis Yu, Liao et Deng 17.4m 

_ 1. Dark grey medium-bedded argillaceous nodular lime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marls (Snl 

—8), yielding conodonts 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Spathognathodus exi- 

guus Philip. (base not seen) 

The Pochiao Formation (bed no. 1—3) is predominated by benthic corals and 

brachiopods belonging to the lower assemblage of the so-called “tonkinensis fauna” ,i. 

e., the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coral assemblage and the Sinatrypa-Parachonetes 

brachiopod assemblage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Polygnathus de- 

hiscens and Mimosphinctes bipartitus, this formation is comparable with the lower 

part of the Yukiang Formation at Liujing of Hengxian County or with the Yilan For- 

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corresponding to the lower Zlichovian stage in Euro- 

pe.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bed no. 4—9) lithologically consists of dolomitic 

limestones in the lower part and thin-bedded limestones in the upper part, and bears 

predominant pelagic dacryoconarids and conodonts in association with some ammo- 

noids and nautiloids and a few brachiopods, belonging respectively to the N. prae- 

_eursor and the N. barrandei Zones of dacryoconarids, and to the upper part of the 

Pi dehiscens, the P. dehiscens, the 已 perbonus and part of the P. inversus Zones 

of conodonts in ascending order, and to the E. elegantulum Zone of ammonoids. 

Thus this formation is in accord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same name at Guang- 

nan of southeastern Yunnan, or corresponds to the middle and upper parts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The Pozheluo Formation (bed no. 10—16) is composed of thin- to medium-be- 

dded dolomitic limestones in the lower part and thin-bedded siliceous limestones in 

the upper part, bearing rich pelagic dacryoconarids and conodonts. Dacryoconarids 

may be grouped into the N. elegans, N. cancellata, N. richtert, N. multicostata 

and N. holynensis Zones, and conodonts into the middle and upper parts of the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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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sus, the P. serotinus, the P. c. partitus and the P. c. costatus Zones, ‘based 

on which this formation is correlated with the Tangxiang (Nabiao)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or with the Najiao Formation at Liujing of -Hengxian, also with 

both the Dalejan and the Eifelian stages in Europe. 

The Fengshuiling Formation (bed no. 17) consists of siliceous shales with badly 

preserved dacryoconarids. Based on the occurrence of N. (N.)otomari,this Form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Luofu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or to the Mintang For- 

mation at Liujing of Hengxian, or approximately to the Tungkangling seine in 

eastern Guangxi. 

4. Duowen section (II) and Kuqiu section,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Duowen section was introduced by Wu Yi and Yan 
Chengxian (1980, pp. 201—208)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n discussed at length by 

Xian Siyuan et al. (1980, pp. 31—34). In this section are included the Nahkaoling, 

Yukiang ( = Pochaio), Qinjia, Debao and Tungkangling Formations, of which the ~ 

upper part (II2) of the Qinjia Formation and the lowermost part (II4) of the Debao 

Formation bear the following dacryoconarid species: 

Nowakia (N.) huananensis Xian (II 2-1), N. (N.) sp. B cit 2-5), N. (N.)} 

lepida Mu (II 2-1a), N. (N.) scabrota sp. nov, (II 4-2), Gonionowakia portentosa — 

sp. nov, (II 2-3),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sP- nov. (II 4-2), G. cancellosa sp- 

nov. (II 4-2/3), G. quadracarinata sp. nov. (112-3), G. sp. B (12-3). In addition,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112,3,4,5) and Po. inversus Klapper and Johnson 

(114-3) have been sampled from this section. 7 eR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upper part of the Qinjia Formation is equal to the N. 

praecursor Zone or the Po. perbonus Zone of Zlichovian age, and the lowermost part — 

of the Debao Formation is comparable with the Po. inversus Zone, or nearly with 

the N. cancellata Zone. , 

Dacryoconarids in the Kuqiu section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lower part (Cu) of 

the Debao Formation, which is lithologically constituted by black thin-bedded argilla- J 

ceous limestones. A dacryoconarid list is given below: 

Cu 1 Nowakia (N.) polannulata sp. nov., Gonioviriatellina polycarinata sp. 
nov., G. robusta sp. nov., G.? trudalis sp. nov., G. sp. A, Viriatellina caelata-sp. 
nov., V. qinjtaensis sp. nov., V. debaoensis sp. nov., V. conulella sp. noVi Stylioling 
sp., Homoctenus? qinjiaensis sp. nov.; | 

Cu 3 Viriatellina conulella sp. nov.; 

Cu 4 Costulatostyliolina guangxiensis sp. nov.; 

Cu 5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Cu 6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sp. nov.,G. cancellosa Ruan et Mu,G. parun- 

dulata sp. nov., G. parasulcata Ruan et Mu, G. kimi (Koren et Klishevich), G. 
debaoensis sp. nov. 

Cu 9 ‘Styliolina sp. A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species, Polygnaths serotinus Telfolt ,has been g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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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intervals of Cu 3 to Cu 9. 

Gonioviriatellina kimi was first discovered from the Obisafit beds, together 

with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t and Nowakia(N.)richteri Bougek as it occurs in 

this section. Therefore; the lower part of the Debao Formation at the Kuqiu sec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N. richteri Zone or the P. serotinus Zone. 

5. Daliancun section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Nanning City 

The basal part of the Devonian strata at this section, assigned to the Yukiang 

Formation, is composed of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and marls, yield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praecursor Boutéek, N.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Homoctenus 

sp. A and H. sp. B. Then comes the exposed so-called “unnamed formation” (Ruan 

et al., 1979), lithologically consisting of dark grey thin-bedded cherts and siliceous 

shales with intercalated beds of siliceous dolomites and argillaceous siltstones and con- 

taining Nowakia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éek, 

V.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initziana Bouéek, N. (N.) cancellata (Richter), and 

Erbenoceras elegantulum Shen, Teicherticeras nantanense Shen,Convoluticeras lep- 

tum Ruan. The Givetian deposits here are represented by the Wuxianling Formation 

consisting of siliceous shales and yielding Nowakia (N.)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N (N.) postotomari G. Alberti, N. (N.) globulosa Sauerland and Viriatellina mi- 

nuta Mu et Mu. | 

6. Other localities 

a. Qingcaotang, near Zhangmo of Yulin County 

The Pragian Qinzhou Group, composed mainly of yellowish to brown thin-bed- 

ded shales, bears the following dacryoconarids: 

Nowakia (N.) acuaria (Richter) HSO-4280 

Guerichina sp. HSO-4280 

Nowakia (N.) fimbriata sp. nov. HSO-4284 

N. (N.) yulinensis sp. nov. HSO-4616-a 

b. Hanshan of Longlin County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has been collected from black thin-bedded 

limestones at the middle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ce. Baping of Bose County 

A lot of collections of dacryoconarids were derived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consisting of black thin-bedded micritic limestones. They are 

Bb Il Nowakia (N.) praecursor Bouéek, N. (N.) nodusa Xian, N. (N.) reti- 

fomis sp. nov., N. (N.) huananensis (Xian), N. (Sulcatonowakia) boseensis sp. nov., 

Zeravshanella longlinesis (Xian), Z. bapingensis sp. nov., Gonioviriatellina para- 

sulcata Ruan et Mu; 

Bb II-5 Nowakia (N.) tS Bouéek, N. (N.) huananensis (Xian), Zera- 

vshanella bapingensis sp. nov. 

Bb II-6 Nowakia (N.) Pi Stace Boué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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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II-7 Goniostyliolina conica (Xian); 

Bb II-10 Nowakia (N.) cancellata (Richter); . 

Bb II-12 Nowakia (N.) richteri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The last two numbers fall in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pozheluo Formation. 

d. Banong near Heping of Yongfu County 

The on dacryoconarids used in this paper were sample from ie 

assigned to the “Tangxiang Formation”: Nowakia (N.) sp. A, N. (Lepidonowakia) 

micrannulata subgen. et sp. nov., Costul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ouéek). 

The above dacryoconarid-bearing beds are believed to be of Dalejan age. ， 

e. Shangmin of Debao County . 

From the Pozheluo Forma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black medium-bedded mi- 

critic limestones, the following PR nee ag were collected: 

Nowakia (N.) praemaureri sp. nov., N. (N.) richteri nana Xian, Gonionowakia 

hexagona Ruan et Mu, G. Pani Ts ee sp. nov., G. gquadragona sp. nov.. 

f. Duan of Debao County 

Lithologically,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strata at Duan of Debao are quite si- 

milar to those at the Sanchahe section of Napo.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Dalian- 

tang Formation, we collected Nowakia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and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corresponding to those from the N. barrandei Zone. 

All of the tentaculitoid taxa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re shown in Table 

2 (see Chinese text). arr Pees 

Ill. DEVONIAN TENTACULITOID ZONES AND THEIR 

BIOSTRATIGRAPHIC SIGNIFICANCE i 

The stratigraphic importance of Bivens tentaculitoids, parila of Lower- 

Middle Devonian dacryoconarids, is more and more commonly and increasingly being 

recognized. An exact determination of the rang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acryoconarid 

species enables us to divide the Devonian strata bearing dacryoconarids into detailed 
biostratigraphic units. The occurrences of Devonian tentaculitoids in South China fa- 

ll within the interval of middle Lochkovian-lower Frasnian Stages. Twenty dacryoco- 

narid zones at least in this interval have been recognized, of which most are cosmo- 

politan and some are only known in South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ome proposals concerning the Devonian chronostratigra- 
phic ‘division of China at the stage level have been put forwatd by some authors. 
For example, Yang Shifu, Pan Jiang and Hou Hongfei (1979) divided the Devonian 
System of South China into the Lianhuashan, Nahkaoling, Yukiang, Tangding (Sce- 
pai), Nabiao (Yintang), Tungkangling, Shetianchiao and Shikuangshan Stages in asc- 
ending order; Bai Shunliang et al. (1979, 1982) and Hou Hongfei et al. (1982) 
divided the Devonian System of South China into the Lianhuashan, Nahkaoling, Yu- 
kiang,Scepai, Yintang, Tungkangling, Shetianchiao and Shikuangshan Stages.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at the meaning of some stages proposed by those authors is still 
ambiguous, even divergent from each other and that no universally accepted scale for 

& 



¢ 

Se. ee ee es 

“9 

ee WA 

—_ 

阮 亦 薄 等: RRA 163 

dividing the entire Devonian strata of South China .has been developed up to now.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entaculitoids are discussed generally in terms of the Euro- 

pean stages. 

1. Lochkovian Stage 
4 

The dacryoconarid-bearing strata corresponding to the Lochkovian cover a few 

restricted areas, as far as information goes, like Qinzhou-Yulin area of southern 

Guangxi and Li jiang-Baoshan belt of western Yunnan. Of the latter belt, Jiang Zhiwen 

(1980,pp. 505—510) described several dacryoconarid species from the Shanjiang For- 

mation in Mingyin district of Lijiang County, including Paranowakia bohemica Bou- 

tek, P. obuti. Bouégek, P. geinitziana (Richter) and P. intermedia Bouéek of which 

the first three are referred to the genus Zeravshanella Ljaschenko, and grouped 

them into the Z. bohemica zone below and the P. intermedia Zone above, equi- 

valent respectively to the counterparts of the middle-upper parts of the Lochkovian 

Stage in the Barrandian area; Bai Shunliang ez al. (1982, pp. 71—72) also described 

Zeravshanella bohemina Boucek from the base of Lower Devonian at Xiangyangshi 

near Shidian. In Qinzhou-Yulin area, the basal part of the Lower Devonian commonly 

and richly contains thin-walled dacryoconarids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studied in 

detail. Bai Shunliang ez al. (1982, pp. 30—31) mentioned Zeravshanella bohemica 

Bouzek from the Daling Formation at Nali of Qinzhou County together with grapto- 

lite Neomonograptus hercynicus Perner, and gave the assignment to the P. bohemi- 

ca-N. hercynicus Zone. Mu Enzhi et al. (1982, p. 62) reported the occurrence of Ze- 

ravshanella bohemica Bouéek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Qinzhou Formation in Qinzh- 

ou-Yulin area and eatablished the Z. bohemica Zon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unter- 

part of Europe. However, studies on the Lochkovian dacryoconarids in South China 

are still insuffcien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features, contents and their stratigr- 

aphical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2. Pragian Stage 

‘The dacryoconarid-bearing deposits corresponding to the Pragian Stage in South 

China are more prevalent and sufficient investigated than the former.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Lijiang-Baoshan belt and Qinzhou-Yulin area, Pragian dacryoco- 

narids have been documented from Jolmolungma area of southern Tibet, Xainza dis- 

trict of northern Tibet, Longmengshan area of northwestern Cichuan and Yunfu dis- 

trict of western Guangdong. Mu Xinan (1975) described for the first time Nowakia 

(N.) acuaria (Richter),N. (N.) lepida Mu, Guerichina xizangensis Mu, Viriatelli- 

na himalayaensis Mu, Styliolina cf. minuta Bouéek, etc. from the Lianquan Forma- 

tion at Jiacun of Nyalam County, southern Tibet, and divided them into the Nowa- 

kia acuaria Zone below and the Guerichina xizangensis Zone above, and correlated 

them with the N. acuaria Zone and the G. strangulata Zone in Europe respectively. 

Nowakia (N.) acuaria (Richter) was recorded by Jiang Zhiwen(1980, pp. 505, 509) 

from the basal part of the Alencu Formation in Mingyin district of Lijiang County, 

western Yunnan, and also collected by the writers from the Bailiuping Formation at 

Ganxi of Beichuan County, northwestern Sichuan, and from the “Qin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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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Yunfu County of Guangdong. 

The Qinzhou Formation in Qinzhou-Yulin area of southern. Guangxi comprises 

abundant dacryoconaride. Mu Enzhi et al. (1982, p. 62) correlated the middle part of 

the Qinzhou Formation with both the N. acuaria and G. straggulata Zones of Euro- 

pe. Some Pragian dacryoconarids described here came from the Qinzhou Formation at 

Zhangmu of Yulin County, such as Nowakia (N.) acuaria (Richter),N. (N.) yulin- 

ensis sp. nov., N. (N.)fimbriata sp. nov. and Guerichina sp., add to the information 

mentioned above. A 

In those areas where occur the Devonian deposits of the Xiangzhou type, the 

Nahkaoling and its equivalents often bear many thick-walled tentaculitids. Ruan Yi- 

ping et al. (1979), Xian Siyuan ez al. (1980) and Bai Shunliang ez al, (1982) re- 

ported one after another Tentaculites lucasi Lardeux and Volynites sp. in association 

with conodont Eognathodus sulcatus sulcatus Philip, Spathognathodus linearis post- 

chinalis Wang et Wang and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ahkaoling Formation at Liujing of Hengxian County, central Guangxi.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 fossil list,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ahkaoling Formation is possib- 

ly of Pragian age. ) 

Xian Siyuan ez al. (1980)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Pragian dacryoconarids 

in South China are separable into the Nowakia acuaria Zone below and the Nowakia 

donglinensis Zone above, The first zone was merely mentioned in one of their tables, 

whereas N. longlinensis Zone, which is typified with N. longlinensis Xian and N. 

filiformis Xian, was considered by Xian et al. (1980) as equivalent to the Gueri- 

china strangulata Zone of upper Pragian Stage in Europe. Both N. longlinensis 

and N. filiformis were believed to belong to the pattern with rare longitudinal 

ribbing (P-pattern) of N. acuaria group, different from another pattern with dense 

longitudinal ribbing (D-pattern) of the same group. It seems to us that Nowakia 

longlinensis Xian, counting N. filiformis Xian in ite synonym, should be refe- 

rred to the genus Zeravshanella Ljaschenko based on its general configuration, the 

tiny and long-oval initial bulb and sparse longitudinal ribs, wherea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 (N.) acuaria s. str. in phylogeny (see description of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below). The occurrenoe of Z. longlinensis(Xian)is confined within the 

Zlichovian N. praecursor Zone instead of the upper Pragian beds stated by Xian et 

al. (1980). In accordance with Xian’s description and our observation, the fossils co- 

existing with Z. long/inensis do not bear any index elements indicating the Pragian 

age. Contrarily, many Zlichovian index fossils are associated with Z. longlinensis. 

For instance, conodont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Po.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Po. groubergi Klapper et Johnson and ammonoid Anetoceras rareplicatum Ruan et 

He, which indicate the middle-late Zlichoyian age, appearin the Z. longlinensis-bea- 

ring layer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directly below the N. par- 

randei Zone, at the Sanchahe, Hdnshan and Qinjia sections of western Guangxi.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Z. longlinensis may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ndex spe- 

cies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in South China 

Bai Shunliang et al. (1979, 1982) recorded some layers bearing N. (N.) acuaria 

in South China, such as the top of the Tonggeng Member at the Dale section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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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zhou，the “Yukiang Formation” (=Pochiao Formation) at the Nayi section of 

Chongzuo[where the specimens were first assigned by Bai et al,(1979)to N.acuaria 

and then to N. acuaria morphotype w in 1982], the Qinzhou Formation at Xiaodong 

of Qinzhou and the Lower Devonian at Hongyazi of Ningla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pecimens referred by Bai ez al. to. N. (N.) acuaria is too insufficient to say 

anything about it. Judged from the. figures given by Bai et al. (1979, 1982), the 

specimens from Dale of Xiangzhou and from Nayi of Chongzuo are surely not refer- 

ted. to the N. (N.) acuaria group, whereas those from Hongyazi perhaps belong to 

rege species. On the other hand, Bai Shunliang ez al. (1982, p. 72) thought that 

N. (N.) acuaria may persist in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based 

on the coexistent species at one or two localities, such as N. (N.) praecursor, N. 

(N.) zlichovensis, N. (N.) lepida at Hongyazi of Ninglang (Ss 5247-1,2) and N. 
(N.) zlichovensis and N. orientalis(=Spinonowakia orientalis )at Xiaodong of Qin- 

zhou. Some contradictories are presented in the above list. For example, 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which is now assigned to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is confined 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barrandei Zone (see description of Sp. ori- 

entalis in this paper); the specimens referred by Bai et al. to N.(N.) zlichovensis 

are in ‘fact of N. (N.) barrandei and the assignment of the specimens to N. (N.) 

acuaria is doubtable. Thus, there is no proof to support the opinion that N. (N.) 

acuaria undoubtealy persists up into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in South China. Acco- 

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Chlupaé (1982), the Pragian Stage at the type 

locality in the Barrandian area comprises two cosmopolitan conodont zones; the Eogn- 

athodus sulcatus sulcatus Zone below and the E. sulcatus kindlei Zone above; the base 

of the Polygnathus dehiscens Zone is very closely below the Upper Prayian boundary; 

the first Po. dehiscens has been found closely below the Pragian-Zlichovian boundary 

(3. 8m’); the whole Pragian belongs to one major cosmopolitan zone, with Nowakia 

acuaria as its index, and Guerichina strangulata forming a cosmopolitan subzone in 

the uppermost Pragian. Considering the commom occurrence of some Zlichovian species 

(Po. dehiscens, P. perbonus, Ane toceras,N.(N.)raricosta and V. pseudogeinitziana) 

together with the upper assemblage of the “sonkinensis fauna”, the writers believe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the middle “Yukiang Stage” with the upper part of the Pra- 

gian Stage is on the low side. 

Besides, Liao Weihua et al. (1978) mentioned the discovery of N. (N.). acuaria 

from the Pochiao Formation at Posongchong of Guangnan County, southeastern Yun- 

nan, and subsequently this has been quoted by some writers. Having observed these 

originals, the present writers believe them to be of the badly preserved thick-walled 

tentaculitids. 

3; Zlichovian Stage 

In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the Zlichovian Stage embraces four dacryoconarid 

zones,; in ascending order, i. e., the N. zlichovensis, N. praecursor, N. barrandei 

and N. elegans Zones. Of them, the upper two zones are precisely correlated in the 

world, while as to the N. zlichovensis and N. praecursor Zones, there are still so- 

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Firstly, there exists an interval of several meter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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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of the Pragian Stage and the base of the lowermost Zlichovian N. zlicjpo- 

vensis Zone, from which no reliable dacryoconarid index has been found (Alberti, 

1981, S. 23). For this reason, it is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Pragian-Zlichovian boun-— 

dary or the base of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in the areas outside the Barrandian 

area. Secondly, the specific transition and the approximate contemporaneity between 

N. (N.) zlichovensis and N. (N.) praecursor are visible, as proved by Alberti 

(1982, S455). Therefore, Alberti was inclined to consider the interval with N. (N.) 

praecursor as a subzone of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whereas Chlupaé held it to be 

the N. praecursor Zone 

The occurrence of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in South China was expounded by 

some authors for many times. Mu Daocheng (1978) pointe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resence of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 

tion and its equivalents in South China, and compared this zone with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Considering that the specimens from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were not referred to N. (N.) 2lichovensis, Xian Siyuan et al. (1980) 

erected the N. granditubera Zone to replace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in the mea- 

ning of Mu Daocheng (1978) and to compare it with the European N. 2lichovensis 

Zone. Bai Shunliang et al. (1982) thought that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occurre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Yukiang Stage” in Guangxi. Recently,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79—1983)pointed out that the specimens assigned to N. (N.) zlichov- 

ensis in the past do not belong to this species and that the beds directly below the 

N. praecursor Zone yield N. (N.) subtilis Mu et Ruan. Thus, they have establi- 

shed the N. subtilis Zon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uropean N. zlichovensis Zone 

(see Ruan Yiping ez al., 1979; Wang Chengyuan et al., 1979; Mu Daocheng ez al.,. 

1982;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 Mu Daocheng and Ruan Yiping, 1983). 

The writers would like to give some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about this dacryo-- 

conarid-bearing beds corresponding to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as follows. 

As far as information goes, the specimens undoubtedly assigned to N. (N.) 

zlichovensis are indeed present in South China, but rather rare. A few of specimens. 

of this specie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at Luofu of Nandan County, together with N. (N.) praecursor Bougéek, N. (N.) 

huananensis (Xian), N.? praesulcata Alberti, Anetoceras multicostatum Ruan and 

Teicherticeras nandanense Shen (see Alberti, 1982, S. 25). Some specimens of N. 

(N.) zlichovensis were found at Xiaodong district of Qinzhou, though the stratigra- 

phic relation is hardly known. Besides, possible localities yielding this species are 

western Yunnan and Tewa of southern Gansu. N. (N.) subtilis Mu et Ruan, an in- 

dex element of the N. subtilis Zone, is abundant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immediately below the N. praecursor Zone at Luofu of Nandan, in Qin- 

zhou-Yulin area as well as in western Yunnan (see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 p. 9), coexistent with some other dacryoconarids, such as N. (N.) conula Mu 

et Ruan, N. (N.) parazlichovensis Mu et Ruan, N. (N.) parasubtilis Mu et Ruan, 

N. (N.) acuminata Mu et Ruan, of which the holotype of N. (N.) parazlichov- 

ensis was formerly referred to N. cf. zlichovensis by Mu Daocheng and Mu Xinar 

(1974), then to N. zlichovensis by Mu Daocheng (1977, 1978), or to N. grand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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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a Xian by Xian Siyuan et al. (1980). The forms figured by Bai Shunliang et al. 

- (1982, Pl. XI, figs. 5—10) as Nowakia acuaria morphotype @ are quite close to N. 

~(N.) conula Mu et Ruan and possibly occur in the N. subtilis Zone. Now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species commonly occur directly below the N. praecursor Zone, and 

some of them are quite similar to N. (N.) zlichovensis in configuration and longi- 

tudinal ribs, an approximate comparison of the N. subtilis Zone with the European 

__N. zlichovensis Zone may be made. 

Still unsettled is the age of the Yilan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which, 

过 together with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is considered by Ruan and 

Mu (1979) 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N. subtilis Zone. Abundant but badly preserved 

_ dacryoconarids belonging to Nowakia, Viriatellina and Striatostyliolinidae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it. Among them, Viriatellina sinensis Xian, V, lirata sp. nov. and V. 

minima SP- nov. are known to be of no evident significance for correlating the beds, 

and all finds of Nowakia except N. (N.) cf. subtilis can hardly be assigned to any 

precise species.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most of them have an aspect of Zlicho- 

vian dacryoconarids in terms of their configuration and ornaments on surface. As a 

result, the present writers are inclined to correlate the Yilan Formation with the lo- 

wer part of the N. subtilis Zone. Alberti collected some dacryoconarids from the Yi- 

lan Formation and the basal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when doing the field 

work on the Luofu section in 1980. Of his collections,he found that some badly wea- 

thered specimens with marked undulations from the basal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 

mation (Lf 6) were ornamented with micro-rings and assigned them to Gwerichi- 

na? SP-‘or to Sogdina? aff. infundibula. Thus, he correlated the basal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and the Yilan Formation) with the upper Pragian Stage. It 

seems that the samples collected by Alberti (1980)are too deep weathered to be pre- 

cisely assigned. Moreover, the coexistent brachiopods belong to the“tonkinensis fauna”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Zlichovian Age. 

‘Up to now, no continuous sections where occur the index dacryoconarid elements 

of both the Pragian and Zlichoving Stages [such as N. (N.) acuaria and Guerichi- 

na for the former, and N. (N.) zlichovensis, N. (N.) subtilis and. N. CN.) parazli- 

chovensis for the latter] are known in South China. In the Qinzhou-Yulin area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such a section due to common occurrences of faults and folds and 

piecemeal outcrops; and in the other areas of Guangxi and southern Yunnan,the inter- 

val adjacent to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Nahkaoling and Yukiang (or Pochiao) Fo- 

rmations is usually composed of littoral clastic sediments without any dacryoconarids. 

Therefore, we can not say anything of the exact level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Pra- 

gian-Zlichovian boundary or to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N. subzilis Zone (and N. 

zlichovensis Zone) in South China. 

/ Xian Siyuan et al. (1980) established the N. granditubera Zone to replace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in the meaning of Mu (1977, 1978) and compared it with the 

European N. zlichovensis Zone. In fact, Nowakia granditubere Xian is a younger 

synonym of N.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and the specimens from the 1o- 

wer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which were referred by 

Xian Siyuan (1980) to N. granditubera, belong to N. (N.) parazlichov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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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Shunliang ez al. (1982, pp. 4.41, 72) correlated the N. zlichovensis Zone 

with the upper part of the “Yukiang Stage”. Judged from the figures given by Bai et 

al. (1982), as stated above, the specimens from Xiaodong called N. zlichovensis seem 

to be referable to N. (N.) barrandei and N. orientalis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and only occurs with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barrandei Zone. Added to the abo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pper part of the “Yukiang Stage” and the beds with 

“N. zlichovensis” in the meaning of Bai et al. (1982) is doubtable, For example, 

the beds with “N. zlichovensis” at Nyai of Chongzuo belong to the N. praecursor 

zone, while the beds bearing “N. zlichovensis”(=N. barrandei)can 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upper part of the “Yukiang Stage” without any joint elements. 

The dacryoconarid-bearing beds. corresponding to the N. praecursor Zone are 

more widespread than the former one, widely covering the areas of the Nandan type 

in Guangxi, Yunnan and southern Tibet (see Mu Daocheng, 1978; Ruan Yiping et 

al., 1979; Wang Chengyuan ez al., 1979; Xian Siyuan et al., 1980;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 and Mu Daocheng and Ruan Yiping, 1983). The components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were thought to be rather monotoneous, only including N. 

(N.) parapraecursor Alberti, Viriatellina fuchsi, N.? praesulcata Alberti in addition 

to N. (N.) praecursor Bouéek (see Bougek, 1964; Lardeux, 1969; Alberti, 1980 一 

1982;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 The write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forms in the N. praecursor Zone are varied and present a peculiar appearance,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underlying and overlying zones. Broadly 

speaking, they possess slender shell with low and narrow tranverse rings and sparse 

longitudinal ribs, and may be split into the following groups: 1) N. (N.) praecursor 

Group; 2) Zeravshanella; 3) N. (N.) huananensis Group; 4) N. (N.) bamboides 

Group; 5) N. (N.) 2zlichovensis-N. (N.) barrandei Group; 6) Gonionowakiidae; 7) 

Styiatostyliolinidae. The N. (N.) praecursor Group is characterized by gently and 

widely arranged transverse rings except at the proximal part where the rings are ab- 

sent or faint, and by a moderate amount of longitudinal ribs. Of the N. (N.) prae- 

curaor Group,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is N. (N.) praecursor which has 

been known from the middle Tangding Formation in northern Guangxi,the upper Yi- 

kiang Formation in central Guangxi and the lower Daliantang Formation in western 

Guangxi and southeastern Yunnan, and another species is N. (N.) parapraecursor. 

Alberti, 1982, recently discovered from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at Nayi of Chong- 

zuo. The appearance of the genus Zeravshanella is very noticeable for its many spe- 

cies known were referred to the genus Paranowakia and regarded as index elements 

of the Lochkovian-lower Pragian for a long time.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which was originally assigned by Xian (1980) to Nowakia longlinensis Xian 

and considered as the index of the N. longlinensis Zone of the upper Pragian, pos- 

sesses slender tube, tiny long-oval initial bulb with a long projection on it,low trans- 

verse ring and a moderate amount of longitudinal ribs (LR/W=17—22), different 

obviously from Nowakia and Paranowakia as well. Z. longlinensis, together with 

Z. bapingensis occurs abundantly in the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of the lower Dalia- 

ntang Formation in western Guangxi,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some forms of Gonio- 

nowakiidae and of the N. (N.) Auananensis Group.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nviron- 

ment suitable to this group is more or less different from that suitable to the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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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ecursor Group. The N. (N.) huananensis Group is marked with low and widely 
- spaced transverse rings and rare striking May ty ribs, including N. (N.)huanan- 
-ensis (Xian), N. (N.) retiformis sp- nov., N. (N.) nodusa Xian and N. (N.)rarico- 
sta SP. noy.. It is common in the N. praecursor Zone in the carbonatite sediments of 

the Nandan type in western Guangxi. The N. (N.) bamboides Group is typified by 
"densely arranged longitudinal ribs and sparse and narrow transverse rings, contain- 
ing N. (N.) bamboides sp. nov.,.N. (N.) micra Xian and N. (N.) minor sp. nov., 
some of which may extent into the younger zones. The N. (N.) zlichovensis-N. 

_(N.)barrandei Group has a robust tube, strong and thick transverse rings, and den- 
se longitudinal ribs in the primitive forms, such as N. (N.) mana Muet Ruan ran- 

ging from the N. subtilis Zone 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The 

forms of Gonionowakiidae are characterized by polyhedral column(or cone), tiny Slone 

gated-oval initial bulb with a short, or long projection on it and several. very strong 

longitudunal ribs, such as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G. cancellosa 

Ruan et Mu, extremely enriched in the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together with Z. longlinesis in western Guangxi. 

In the opinion of the present writers, the specimens from the “Yukiang Stage” 

at Dale of Xiangzhou County, which were assigned by Bai Shunliang ez al. (1979, 

1982) to N. (N.) praecursor, are thick-walled tentaculitids, and the beds bearing 

the above specimens should not be equal to the N. praecursor Zone ow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Polygnathus inversus in the Luwei Member. 

本 Recently， Viriatellina ? fuchsi (Kutscher), 1931 (=V. gemuendina)” from the 

lower Daliantang Formation at Nayi of Chongzuo and Nowakia? kabylica Alberti” 

from the middle. Tangding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have respectively been 

found. They are also considered as the index fossils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in 

We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see Alberti, 1981, S. 211; 1982, S. 25—26). 

In short, a comparison of the N. praecursor Zone in South China with its co- 

unterpart in We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is certainly made. 

The N. barrandei Zone has a wide distribution in South China, especially com- 

mon is N. (N.) barrandei, of which the population shows a certain variability, 

for instance, the number of the longitudinal ribs is usually 20—30, sometimes more 

than 35—40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as a rule, transverse rings are proximally 

faint and undulate and distally sharp and, occasionally marked rings beginning at the 

proximal part close to constriction. Thus, as stated above, Nowakia granditubera 

‘Xian is a synonym of N.. (N.) barrandei. 

1) This species was referred by Bouéek (1964) to Viriatellina as a synonym of V. gemuendina, 

and assigned by Zagora (1964) to Nowakia fuchsi, then called by Lardeux (1969) and Alberti 

(1981, 1982) as Viriarellina ? fuchsi. In the writers, opinion, it is better to refer this species to 

Nowakia due to possessing sharp transverse rings. 

2) Alberti (1980) originally assigned this species to Nowakia? kabylica and stated thatit “is very 

close to Praranowakia geinitziana (Richter) mo rphologically, and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lili- 

ty that N.? kabylica is only subspecies of P. geinitziana”. Then he (1981, 1982) referred this 

species to the N. (N.) praecursor Group. The original description of this species is too 

simple to grasp its diagnosis.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is species may be ‘referred to Zeravsha- 

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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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following species appear in the N. barrandei Zone: Hemipsila 

tangdingensis Mu et Mu, H. elongata Mu et Ruan, N. (N.) subbarrandei sp. nov., 

Stylionowakia semiannulata Mu et Ruan,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pseudoges- 

nitziana Bouéek, V.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V. hercynica Bouéek,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etc. Based on the data derived from several 

sections in Guangxi, the N. barrandei Zone may be subdivided into three bands ac- 

cording to the appearance of some species. The lower b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and possibly Hemipsila tangdingensis Mu et Mu 

and by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N. (N.) barrandei. Besides, N. (N.) praecursor still 

survives in this band, but Zeravshanella disappears. The middle band is represented 

by the common occurrence of N. (N.) barrandei. In the upper band, N. (N.) bar- 

randei which usually has striking rings proximally is a common element, and N. | 

(N.) subbarrandei sP- nov. (=Viriatellina orientalis Mu et Ruan, 1983)" is pecu- 

liar to this band. At some sections of Guangxi, the specimens which are hardly dis- 

tinguished from the typical specimens of N. (N.) cancellata (Richter) appear in 

the upper band, along with N. (N.) elegans and N. (N.) cancellata successively. 

The present writers are inclined to place the N. elegans Zone in the basal part 

of the Tangxiang (or Nabiao) Formation. The chief index fossil of this zone is 

N. (N.) elegans, others are Metastyliolina trichina trichina Mu et Raun, M. tri- 人 

china nayiensis subsp. nov. and M. nemoides Mu et Ruan. 

Noticeble are the finds of dacryoconarids, predominated by thick-walled Crassili- 

nidae, such as Sogdina spp. and Varialla sP- in association with Polygnathus perbo-. 

nus and Erbenoceras SP-, from the uppermost part of the Lianquan Formation in 

Nyalam of southern Tibet, nearly correspoding to the N. praecursor Zone or the 

N. barrandet Zone. 

4. Dalejan Stage 

Usually, the Dalejan dacryoconarids in We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fall into — 

the N. cancellata, the N. richteri and the N. maureri Zones in ascending order. 

In recent years, B. Alberti (1981; 1982, S. 326, 334) has separated the N. holyoce- 

ra Subzone”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N. maureri Zone and the N. sulcata anti- 

qua Subzone from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sulcata Zone. Based on the data derived - 

from the stratotype of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at Wetteldorf Richtsch- 

mitt of the Eifel Hills in West Germany,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boundaries betwe- — 

en the N. holyocera Subzone and the N. procera Zone and between the subzones of 

N. sulcata antigua and N. sulcata sulcata are rather close to the Lower-Middle De- 

vonian boundary, i. e., the base of the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Zone. However, 

Chlupaé (1982, S. 89) compared the basal boundary of the Po. costatus partitus Zone — 

1) Viriatellina orientalis Mu et Ruan and V. suborientalis Mu et Ruan are synonyms of N. (N.) 

subbarrandei sp. noy. and N. (N.)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see the description of N. (N.) 

subbarrandei in this psper). The specimens called V. suborientalis by Ruan Yiping et al. (1979) 

and by Mu Daocheng ef al. (1982, pp. 298, 299) should be referred to N. (N.) subbarrandei. 

2) Albert (1981) assigned it to the N. holyocera Subzone, but then called it the N. holyocera Zone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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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n the N. maureri Zone in the light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parastratotype 

of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at Prostav Quarry of the Barrandian area. 

In South China, the Dalejan dacryoconarid-bearing deposits have a wide distri- 

bution, covering Guangxi, Yunnan and southern Guizhou as well. 

The N. cancellata Zone in South China is certainly comparable with the counterpart 

in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occurrence of N. (N.) cancellata. 

by oe (N.) richteri may be split into two subspecies; the one is N. (N.) richteri 

richteri with regularly spaced transverse rings and conspicuous trellis; and the other is 

N. (N.) richteri nana Xian with moderately irrgularly arranged rings and irregular 

trellis, Based on the occurrence of the above two subspecies, the N. richteri Zone is 

_ now subdivided into the N. richteri nana Subzone below andthe N. richteri richteri 

Subzone above. In addition, Viriatellina irregularis Bouéek is common in this zone, 

and can persist into the overlying zones of N. praemaureri and N. multicostata.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Dalejan Stage above the N. richteri Zone begin other 

zonal sequences predominated by the occurrence of the N. (N.)\maureri Group an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N. (Suleatonowakia) sulcata Group. Alberti (1982) gave an 

orthogenetic series of the N. (N.) maureri Group, i. e., N. (N.) maureri—N. 

(N.) holyocera——>N. (Maurerina) procera; And of the N. (S.) sulcata Group as 

follows: N. (S.) sulcata antiqua—>N. (S) sulcata sulcata—oN. (S.) postsulcata. 

Alberti 1982(nom. nud.). In the first orthogenetic series,the main evolutional trends 

embrace the decrease of longitudinal ribbing and the thickening of transverse rings. 

After examination of a lot of specimens of the N. (N.) maureri group from 

some section in Guangxi, the write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N. (N.) maureri s. 

str., which possesses robust tube with broadly conical proximal part, marked ring 

beginning at the part close to initial bulb and alternated with fainter ring distally, 

and pronouced and moderately sparse longitudinal ribs (LR/W = 20—35), is confined 

to the top of the Dalejan deposits. This means that there exists an interval between 

the N. richteri and the N. maureri Zones. In this interval, we have found two spe- 

cies of the N. (N.) maureri Group: the primitive one is N. (N.) praemaureri 

SP. nov. (2?=Nowakia sp. A, aff. N. holynensis Bouéek, in sensu of Alberti, 1970)” 

with 20—30 fine longitudinal ribs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and moderately striking 

rounded transverse rings appearing at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of the shell; and 

another slightly advanced species is N. (N.) multicostata Xian with 40—70 fine but 

1 Alberti (1970) described the specimens from the Wissenbach Shale at Hut-Taler Widerwaage of 

Oberharz area. He (1970, S. 374, footnote) pointed out that still open is whether N. sp. A,， 

aff. N. holynensis is probably identical with “Tenzaculites conicus Roemer 1852” or with*Tenta- 

culites minimus Roemer 1866” from the Wissenbach Shale. Then, he (1981, S. 87, footnote) 

mentioned that a new subspecies of N. sulcata appeared in Oberharz (Hut-Taler) together with 

N. cf. holynensis (?=N. conica Roemer, 1985), considering N. maureri Zagora as a younger 

Recently, he (1982, S. 334, fig. 1) regarded N. maureri as Synonym of N. conica) (Roemer). 

subcochleata which was placed by him in the horizon just a possible younger synonym of N. he 

below the N.vholynensis holynensis Zone. It seems to us that N. (N.) praemaureri is probably 

conspecific with N. subcochleata or with N. conica (or N. minima). As N. subcochleata and Ne 

conica (and N. minima) were simply described over one century ago and less recorded in de- 

tail in geological literalure, and their original specimens have been lost, the validity of the ab- 

Ove Species names is doub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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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d ribs and alternation of stronger and feebler rings beginning at the halfway of 

the conical proximal part. Thus the orthogenetic series of the N. (N.) maureri 

group may. be supplied as follows: N. (N.). praemaureri—-N. (N.) multicosta- 

ta—>N. (N.) maureri s. str.—>N. (N.) holyocera—-N. (M.) procera. N. (N.) 

praemaureri appears in the layer one meter above the top of the N. richteri Zone 

at Luofu of Nandan and Nayi of Chongzuo as well, and successively comes N. (N.) 

multicostata Xian with a little overlap with N. (N.)praemaureri and N. (N.) mau- 

reri s. . As a result, the N. maurert Zone currently known in South China may 

be sia sit, into the N. praemaureri. N. multicostata,N. maureri and N. holyo- 

cera Zones in ascending order, of which the first three zones are nearly equivalent 

to the N. holynensis holynensis Zone in the meaning of Alberti (1982); and both 

the N. praemaureri and the N. multicostata Zones are equal 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holynensis Zone in the meaning of Ruan and Mu (1983) or to the Viriatel- 

lina subreticulata Subzone erected by Ruan et Mu(1983)”. Anarcestes (Latanarcestes) 

noeggerati (Buch), Gyroceratites gracilis Bronn and some species of Phacops (such as 

Ph. guangxiensis, Ph. luofuensis and Ph. transversalis) and Plagiolaria nandanensis 

occur in the N. multicostata Zone. N. (N.) maureri s. str., in the opinion of 

the present writers, commonly yields in the N. maureri Zone, but continues existing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Eifelian Stage as pointed out by Chlupaé (1982, S. 89, 

fig. 1). Some specimens of N. (N.) holyocera and N. (N.). acutannulata Alberti, 

which possess more pronounced rings and less ribs (LR/W = 14—20) than those of. 

N. (N.) maureri s. str., occur in the interval With one or two meters of thickness — 

directly above the N. maureri Zone together with abundant individuals of Styliolina 

sp. at Luofu of Nanadan and Nayi of Chongzuo. Above this, a lot of apeR pens of N. 

(Maurerina) procera have been found. 

By the way, N. (N.) postholynensis, possibly derived from N. (N.) maurert 

s. str., represents another orthogenitic series of the N. (N.) maureri Group but has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in South China. 

In the orthogenetic series of the N. (S.) sulcata Group, two successive subspe- 

cies: N. (S.) sulcata antiqua Alberti and N. (S.) sulcata sulcata (Roemer),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South China. At Luofu of Nandan, N.’ (S.) sulcata antiqua is 

associated with N. (N.) holyocera, with only a few specimens of N. (S.) sulcata 

sulcata being found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N. procera Zone. However, no co- 

nodonts have been sampled from the above dacryoconarid zones. 

It should be stressed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observation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 holyocera Zone and the N. sulcata antiqua Subzone given by 

Alberi.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N. (S.) sulcata antiqua and N. 

(S.) sulcata sulcata may take place a little (2.33m) above the Lower-Middle Devo- 

nian boundary and the partitus boundary apparently falls in the ;“Hercynian facies” 

also within the youngest range of N. (S.) sulcata antiqua, whereas N. (S.) sulcata 

1)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 separated the N. holynensis Zone into the Véiriatellina 

subreticulata Subzone below and the V. reticulata Subzone above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ir zonenamed species, However, both V. reticulata and V. subreticulata have 

been referred to Gonioviriatellina. V.reticulata Subzone is nearly corresponding to the interval 

of the N. maureri Zone, the N. holyocera Zone and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procera-Zon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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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cata has its lowest occurrence in the “Hercynian facies” above the N. holyocera 

, Zone, within the overlap of N. (N.) holyocera and N. (N.) procera. This means 

that the upper boundaries of both the N. holyocera and the N. sulcata antiqua 

Zones(or Subzone)are rather approximate as shown by Alberti (1982, S. 334, Fig. 1). 

_ His another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is placed betwe- 

en the N. sulcata antiqua Subzone below and the N. holyocera Zone above as sta- 

ted fey him (1982, S. 326). Here the first abservation is ‘preferably accepted. 

) 5. Eifelian Stage 

_ The Eifelian dacryoconarid-bearing deposits widely occur in Guangxi, Yunnan 

and southern Guizhou. 

_ Formerly, only the N. sulcata Zone was known in the Eifelian Stage in We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In recent years, Alberti (1978—1982) has separated the 

Eifelian dacryoconarids into three zones (or subzones), in ascending order; the N. 

sulcata sulcata Subzone(and the N. procera Zone),the N. pumilio Zone and the N. 

chlupaciana Zone. As stated above, the N. sulcata sulcata Subzone and the N. pro- 

cera Zone are approximately contemporary, overlying respectively on the zones (or 

_ subzone) with N. (S.) sulcata antigua and N. (N.) holyocera. 

The N. pumilio Zone in the Alberti’s opinion is placed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Eifelian Stage in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corresponding to the upper part of the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Zone and the Tortodus kocklianus australis Zone, while 

the N. chlupaciana Zone is situated at the uppermost part of the Eifelian Stag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 pumilio Alberti, 1978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y- 

nonym of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1974, as it was originally erected for repla- 

cing the specific name of V. minuta Mu et Mu which has now been proved to be valid. 

For this reason, the present writers have established a new species of N. (N.) albertii 

and a new zone with N. (N.) albertii respectively to correspond to N. pumilio 

and the N. pumilio Zone [see the description of N. (N.) arbertii in this paper]. 

Recently, N. (N.) procera has been discovered from the lower part of the up- 

per Tangxiang (or Nabiao)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coexisted with Goniovi- 

riatellina reticulata (Mu et Ruan), Styliolina sp-, Foordites platypleura, F. occul- 

tus and Pinacites jugleri and a few individuals of N. (S.) sulcata sulcata; N. (N.) 

albertii occurs in the layers above the beds bearing N. (M.) procera at Luofu of 

Nandan, an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Pozheluo Formation at Nayi of Chongzuo in 

association with lots of Viriatellina SP. 

The Viriatellina guangxiensis Zone was erected by Ruan et Mu (1979) to be 

equivalent to the N. pumulio Zone in Europe. Recently, the writers have found V. 

guangxiensis together with Pinacites jugleri, N. (N.). nayiensis sp. nov, and V. 

chongzuoensis sp. nov. from a layer higher than the beds with N. (N.) albertii at 

some sections of Guangxi. There is an apparent overlap span of V. guangxiensis and 

the primitive form of N. (N.) otomari Bouzek et Prantl, where Pinmacites jugleri, 

N. (N.) nayiensis and V. chongzuoensis are extinct and Tortodus kocklianus koc- 

Rlianus 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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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added. One is ab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ifeli- 

an-Givetian boundary in South China. According to the data given by Struve (1982), 

the Eifelian-Givetian boundary is affirmed on the first entry of Stringocephalus, i. 

e., to fall within the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Zone at the Givetian stratotype in 

Belgium. Alberti (1982, S. 327) gave the following comparison: “Somewhat higher 

than 18/19 = Position of the Eifelian/Givetian Boundary”(18 = N. chlupaciana Zone, 

19=N. otomari Zone). Litke (1979) correlate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N. 

chlupaciana and the N. otomari Zones approximately with the base of the Po. xylus 

ensensis Zone,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Eifelian-Givetian boundary. 

In South China, the first appearrance of N. (N.) otomari is usually accepted 

as the base of the Luofu Formation (and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and its equi- 

valents which are entirely correlated with the Givetian Stage in Europe. The writers 

have found that the primitive form of N. (N.) otomari has its lower entry with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Po.kocklianus kocklianus Zone in association with Bornhard- 

tina, but without Stringocephalus at the pelagic sections of Guangxi. Obviously, 

the base of the Luofu Formation and its equivalents (such as the Mintang Formation 

at Liujing of Hengxian,the Fengshuiling Formation in western Guangxi and the Tung- 

kangling Formation in eastern Guangxi) is lower than the Eifelian-Givetian boun- 

dary in Europe. In other words, the Eifelian-Givetian boundary falls within the N. 

otomari Zone. 

The second one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 guangxiensis Zone in South 

China and the N. chlupaciana Zone in West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As we know, 

the range of N.(N.) chlupaciana is more or less undefined. We hesitate whether the 

V. guangxiensis Zone is comparable with the N. chlupaciana. Zone. 

6. Givetian Stage 

Alberti (1979, 1982) separated the Givetian dacryoconarids in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into two zones: the N. otomari Zone below and the N. bianulifera Zone 

above; sometimes he(1980, S. 400; 1981, S. 212) added the third one, the N. wae 

otomari, between the above-mentioned zones. 

Mu Daocheng and Ruan Yiping (in Wang Chengyuan et al., 1979) subdivided 

the Luofu Formation and its equivalents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dacryoconarid zo- 

nes in ascending order: the N. otomari, V. minuta and V. multicostata Zones. The 

N. otomari Zon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mon occurrence of N.(N.) otomari s.1. 

The primitive form of N.(N.) otomari is confined with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N. 

otomari Zone, characterized by possessing moderately small tube, a little thicker 

rings distally, fainter rings proximally and a medium amount of ribs, shortly over- 

lapped with V. guangxiensis; while N.(.N.) otomari s.str., which has a typififed 

larger tube (L >5mm), regularly arranged and thin-keeled ring, and tdensely spaced 

longitudinal ribs, appear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parts of this zone.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1974, the index species of the V. minuta Zone, 

occur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Luofu Formation and its equivalents at the pelagic sections 

in Guangxi, occasionall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dex species of the European Givetian 

stage, such as N.(N.) postotomari Alberti and N. (N.) globulosa Sauerland,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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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The V. multicostata Zone is placed in the uppermost part of the Luofu Formation 
(and Fengshuiling Formation), including Viriatellina kazanlensis (Ljaschenko), 
Striatostyliolina philippovae (Ljaschenko) and N. (N.) otomari Boutek et Prantl 
in ,addition to the rich occurrence of V. multicostata. 

In comparison of the above dacryoconarid zones in South China with those in 
_ Europe, the N. otomari Zone is equal to the European counterpart, and the V. mi- 

_ nuta Zone is also approximate to the European N. postotomari Zon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 multicostata Zone in South China and the 

N. bianulifera Zone in Europe without any joint components present in both areas. 

7. Upper Devonian 

Knowledge of the Upper Devonian zonation by means of tentaculitoids is not yet 

sufficient at the present time, though Ljaschenko (1959, 1965) established 11 tenta- 

culitoid zones for the Upper Devonian strata in the Russian platform and southern 

Ural area, Zagora separated the Ador Stufe in Thiiringen area into five parts (Be- 

reioh) and Sauerland (1983) made a detailed treatment for the Adorfian homoctenids 

from the Rhine area of West Germany. 

Some attempts were made to establish the Upper Devonian tentaculitoid sequence 

in South China. For instance, Mu Daocheng (1978) assigned the dacrioconarids from 

the lowermost part of the Xiangshuidong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to the Stri- 

atostyliolina luofuensis-Styliolina domanicense Assemblage; Mu Daocheng and Ruan 

Yiping (in Wang Chengyuan ez al., 1979) called the striatostyliolina luofuensis- 

Metastyliolina nahaensis sent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one;and recently, Ruan 

Yiping and Mu Daocheng (1983) established the N. regularis Zone for the lower- 

most part “of the Liukiang Formation and its equivalents in Guangxi. Besides, Xianr 

Siyuan et al. (1980) assigned the Uniconus glaber Zone to the Frasnian strata of 

Guangxi. In the opinion of the writers, information on Striatostyliolina luofuensis 

and Metastyliolina nahaensis is too insufficient to fit the zone-named species; and 

the specimens described by Xian et al. (1980) as Uniconus glaber (Trautschold) 

indeed belong to Homoctenus tenuicinctus tenuicinctus (Roemer), so the U. glaber 

Zone is not present in Guangxi. 

Some regularities of the strati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Upper Devonian tenta- 

culitoids in Guangxi may be seen. The lower part of the Xiangshuidong Formation 

(or the Liukiang Formation), is still attributed to the N. regularis Zone, containing 

N. (N.) regularis Mu et Ruan, N. (N.) rarannulata Mu et Ruan, N. (N.) paro- 

tomari Mu et Ruan, N. (N.) nandanesis Mu et Ruan, Viriatellina paramulticostata 

Mu et Ruan, Striatostyliolina menchikoffi Lardeux, Styliolina devoniana Ljaschenko 

and Homoctenus tenuicinctus tenuicinctus (Roemer). This zone is believed to be 

approximately correlatable with both the Palmazolepis disparilis Zone and the lower 

part of the Pa. asymmetricus Zone, or with the entomozoan Ungerella torlayi Zone,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the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N. regularis Zone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upper Middle De- 

vonian, only its upper part falling into the basal part of the Frasnian Stage. The 

rest of Frasnian strata above the N. regularis Zone yields a lot of tentaculit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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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ominated by Homoctenus, Polycylindrites, Styliolina and Striatostyliolina.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lower part is characterized by rich occurrence 

of Homoctenus acutus Ljaschenko, H. krestovnikovi Ljaschenko, H. tenuicinctus te- 

nuicinctus (Roemer), H. tenuicinctus neglectus Sauerland, Styliolina domanicense 

Ljaschenko, St. grandis Ljaschenko, St. devoniana Ljaschenko, Striatostyliolina striata 

(Richter)and Polycylindrites spp. The upper part is typified by Homoctenus ultimus 

ultimus Zagora, H. ultimus derkaouaensis Lardeux, Polycylindrites menneri Ljasch- 

enko, P. tenuigradatus Ljaschenko, P. nalivkini Ljaschenko and Striatostyliolina striata 

(Richter). So far as we know,the highest occurrence of tentaculitoids in South China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middle part of the Ungerella splendens Zone. 

A correlation of the dacryoconarid zonation between South China and Europe is 

given in Table 3. i a 

IV. TENTACULITOID DISTRIBUTION AND PRESERVATION 
BEING DEPENDENT ON FACIES. 

The tentaculitoid distribution and preservation have close links with, the given 

facies. Therefore,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m is an 本 全 全 means of Stud- 

ying biofacies. 

According to the as ih and structure of the shell wall, tentaculitoid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e thick-walled tentaculitoids and the thin-walled ones (dacryoco- 

narids and homoctenids). The thick- walled tentaculitoids mostly occur in ‘the Xiang- 

zhou type or the Rheinish facies development in association with dominant benthic 

brachiopods, corals, stromatoporids, bryozoan, ostrcods, bivalves, gastropods and so 

on, pointing to a shallower nearshore and neritic environment in an aerated water 

with higher energy. Concretely speaking, they are in the inner shelf: littoral or sub- 

tidal zones;whereas the thin-walled dacryoconarids and homoctenids are usually abun- 

dant in the Nandan type or the Bohemian (Hercynian) facies development, coexistent 

with dominant nektonic and planktonic fossils, such as conodonts, ammonoids, 

entomozoan, phacopids, and thin- shelled brachiopods and _ bivalves, pointing | to a 

deeper offshore and pelagic environment with lower energy and less oxygen. As treated 

by Alberti (1982), they “occur almost exclusirely in sediments of the shelf (outer 

shelf), of the transitional area between shelf and basins, and of the ‘basin proper”. 

With the changing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from the littoral zone’ through various 

transitional facies up to the deeper pelagic facies, th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ick-walled forms to the thin-walled ones take place, that is, ‘the thick-walled 

tentaculitoids are inclined to decrease from being dominant through less important to 

disappearance; and the thin-walled dacryoconarids and homoctenids, on the contrary, 

gradually to increase from nearly dying out in the littoral zone, then becoming the 

minority to the majority up to the almost whole components in the tentaculitoid com- 

munity. Thu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above two patterns 

of tentaculitoid wall permits of showing a situation of the tentaculitoid-bearing sedi- 

ments. For example, the yellowish shales and the dark grey limestone intercalation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ahkaoling Formation at Liujing of Hengxian are rich in 

tentaculitoids, of which all are thick-walled, pointing to a very shallow subtidal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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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the upper part of the Yukiang Formation at both Liujing and Daliancun contains 

the mixed thinand thick-walled patterns, indicating a transitional position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shelves. Moreover, a detailed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ntaculitoid wall patterns is different at one. place form another, ji. e., at 

Liujing, the ‘thick-walled pattern is more than the thin walled one, indicating a posi- 

tion moderately close to the seashore, and at Daliancun, the thin-walled pattern is 

dominant, indicating another position far from the seashore. é 

| Surface relief of tentaculitoids. It is a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ornaments on 

the tentaculitoid surface are important taxonomic marks at or under the level of fa- 

mily. The ornaments may be roughly grouped into the following types: smooth surf- 

ace, faint relief, conspicuous relief and strong relief. Generally speaking, the taxa 

with fainter ornaments have a wider distribution than those with stronger Ornaments. 

The forms with smooth surface such as Styliolina are widely distributed from the 

transitional areas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shelves to the basin, but dominant in 

the sediments of the basin proper, such as in silicious rocks and pelagic marls. The 

taxa with faint relief on surface, such as Metastyliolina, Costulatostyliolina, Striato- 

Styliolina and some species of Viriatellina, have a moderately wide distribution, 

_ from the outer shalf to the basin or so. The forms with conspicuous relief on surface, 

such as most of Viriatellina and part of Nowakia, Guerichina and Paranowakia, 

commonly occur in the sediments of outershlef and the transitional areas between 

shelf and basin. The taxa with strong surface ornaments, such as most of Nowakia, 

S pinonowakia, Goninowakiidae are rich in the sediments of outer shlef or so. The dis- 

tribution of tentaculitoids is controlled by certain factors in sea water, espacially water 

movement and water quality (gas and acidity). The ornament patterns of ten  taculi- 

toids seem to have a direct relation to water movement influencing their occurrence. 

| Preserving condition and arrangement of tentaculitoids. The tentaculitoid prese- 

vation and arrangement are only considered in original sedimentation, excluding the 

de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caused by diagenesis and tectonism. The preserving con- 

ditions are ‘related to water energy. A huge amount of preserved tentaculitoid pie- 
NT AW) 

cemeals indicate an environment with turbulent water near to the littoral or a very 

slidilow subtidal zone. A lot of well- preserved complete tentaculitoid individuals in 

the sediments show an environment in stagnant water with low energy. 
DrAD Ne » 

The directional and well-preserved arrangement of tentaculitoids in the bedding 

plane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a direct current. The general direction indicated dis- 

tally is in accord with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Otherwise, a promiscuous arrange- 

ment of tentaculitoids in the bedding plane indicate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tentacu- 

litoids under the environment without any strong directional currents. 

V. SYSTEMATIC PALAEONTOLOGY 

All specimen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re deposited in the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species selected for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are merely some of the new species, the rest are described only in Chi- 

nese. The synonymy and textfigures of species are all omitted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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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Homoctenida Bouéek, 1964 

Family Homoctenidae Ljaschenko, 1955 

Genus Homoctenus Ljaschenko, 1955 

Type species Homoctenus krestovnikovi Ljaschenko, 1955 

Homoctenus? qinjiaensis sp. nov. 

(P1.1, fig. 8; textfig. 4) 

Description Shell straight, medium-sized, narrowly conical, gradually widen- 

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 2.7mm, width Garrat 0.25 

mm. Apical angle small, about 5.5°.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Surface of the shell covered with marked and regularly arranged transverse rings 

with sharp ridges, on an average, 22 in 1 mm of length. Interrings as wide as rings. 

Remarks This species is quite similar to H. tenuicinctus tenuicinctus (Roe- 
mer), but may be disti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its small shell, dense transverse 

rings and its apparently lower occurrence stratigraphically. 

Occurrence. Kugqiu,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the Debao Formation (N. 

richteri Zone) together with Polygnathus serotinus. -4 

Order Dacryoconarida Fisher, 1962 

Superfamily Nowakiacea Bouéek et Prantl, 1960 
Family Nowakiidae Bouéek et Prantl, 1960 

Genus Nowakia Giirich, 1896 

Type species Tentaculites elegans Barrande, 1867 

Remarks Judged by its configuration and transverse rings, Nowakia is more 

or less similar to Paranowakia or to Viriatellina, especially when some species pos- 

sess undulate or faint ring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ntire length of tube, or the tran- 

sverse rings in other species appear somewhat equivocal morphology between undu- 

lations and sharp rings. In fact, some authors considered the latter two as subgenera 

of Nowakia, but the writers think that both Paranowakia and Viriatellina are 

not subgenera of Nowakia. From Nowakia, Paranowakia is differentiated by 1 narrow 

undulations, and Viriatellina-by undulations. 

Based on the patterns and combination of transverse rings, the genus Nowakia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subgenera: 

(Nowakia) Giirich, 1896 

(Sulcatonowakia) Alberti, 1979 

(Le pidonowakia) subgen. nov. 

(Variella) Liaschenko, 1969 

(Maurerina) Alberti 1981 

. (Virionowakia) Alberti, 1981 

Distribution Cosmopolitan; upper Lochkovian to lower Frasnian. 
A > ae 

Subgenus Nowakia (Nowakia) Giirich, 1896 

Type species Tentaculites elegans Barrande, 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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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 subgenus of Nowakia with highly prominent and sharp-edged tran- 
sverse rings. 

Distribution Same as the genus Nowakia. 

Nowakia (Nowakia) yalinensis sp. nov. 

(Pl. 2, figs. 5,6; textfig. 4) 

Description Several hundred flatttened specimens were derived from the yel- 

lowish .thin-bedded slates. Shell medium-sized. Length of specimens less, than 3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in the flattened specimens nearly 0.8mm. Tube conical, 

gradually widen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Apical angle in flattened specimens 

about 12°.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Transverse rings covering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tube, narrow but high, with 

acute ridges. Maximum number of rings in lmm of length 26—30 proximally and 

- 11—13 distally. Interrings gently concave, twice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ine and densely arranged, numbering 25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distally. 

Comparison A conspicuous similarity of the new species to N.(N.) acuaria 

(Richter) is visible in the configuration and number of ribs. The new species, however, 

is disti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the small-sized shell and densely spaced rings and ribs. 

Occurrence Qincaotang, near Zhangmu of Yulin County; Qinzhou Formation. 

Nowakia (Nowakia) fimbriata sp. nov. 

fide (Pl. 1, figs. 5-7; textfig. 5) 

Description Most deformed specimens completely flattened. Shell conical in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and subcylindrical in distal part, attaining an average 

length of ca. 5mm. Apical angle of the flattened specimens 11°—16°;apical angle in 

an undeformed tube nearly 10°—12°.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Obviously tiny ac- 

conding to the minute apex. 

Transverse rings narrow but distinct, about 40 on the entire shell, densely spa- 

ced in proximal part, 25—17 in number in Imm of length, scattered at the middle 

part, counting 4 一 5 in Imm, and slightly densified at apertural part, about 6 一 8 in 

the same length. Interrings 2 一 4 times as wide as rings in the proximal and aper- 

tural parts, and 6—8 times as wide as rings at the middle part. Longitudinal ribs 

very fine, quite densely spaced, numbering 8—10 in the breadth of 0.2nm, or 40— 

56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distally.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close to N. (N.) acwaria in configuration, but 

is easily disti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its extremely fine and denselyspaced longitu- 

dinal ribs and irregularly distributed rings with quite broad interrings. 

Occurrerice Qincaotang, near Zhangmu of Yulin County; Qinzhou Formation. 

Nowakia (Nowakia) polannulata sp. nov. 

(Pl. 3, figs. 5,6; textfig. 6) 

Description Shell minute, narrowly conical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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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pical angle of 12°—13°, beco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with a_ divergent 

angle Of 5°. Length of the specimen less than 1.5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0.2 

mm. Initial bulb tiny, drop-like, with a width of 0.05mm, as wide as long, sppara- 

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moderately marked constriction. 

Transverse rings regularly and densely spaced with narrowly rounded ridges. Den- 

sity of rings decreased toward aperture, generally 20—25 in 1mm. Longitudinal ribs 

observable, sparsely arranged, numbering 9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distally. 
: y :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close to N. (N.)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1978 in general configuration and ornaments, but the former possesses smaller tube 

and denser rings than the latter. . 

Occurrence Kugqiu,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the N. richteri Zone in the 

Debao Formation. * 

Nowakia (Nowakia) isannulata sp. nov. 

(Pl. 3; figs. 10, 11; textfig. ip : 

samo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straight conical in the first third of the who- 

le length of the tube with an apical angle of 9°, passing into cylindrical in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less than 3.5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about 0.4—0.45mm.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 i 

Transverse rings narrow and nearly sharp-ridged and regularly arranged. Average 

number in 1 mm of length 10—13. Interrings plane,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ine, numbering 5 一 6 in width of 0.2mm, or 13—14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 

distally. 

Remarks In dense rings, this species is similar to N. (N.) densannulata Log- 

winenko and N. (N.) polannulata sp. nov, However, i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two by its cylindrical tube in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Besides, this 

species has sparsely spaced rings, which differ from N. (N.) polannulata. 

Occurrence Sanchahe,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N. richteri Zone in the 

Pozheluo Formation. . 

Nowakia (Nowakia) minor sp. nov. 

(Pl. 3, fig. 7; textfig. 10) 

Description Shell minute and straight. Length of the specimen generally less 

than 1.5mm. First half of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tube conical with an apical angle 

of 15°, and in the another half slowly widening toward distal part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ca. 5°. Maximun width of the distal part ca. 0.4mm. Initial bulb tiny,drop- 

like with both length and width 0.05mm. A distinct constriction bridges the initial 

bulb with the proximal part. 

Transverse rings with acute ‘ridges quite narrow and low, like coarse ribs, regu- 

larly spaced on most of tube surface.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1 mm of length 

10—12, slightly densified in apertural part. Interrings widely plane, twice as wide as 

a he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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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ine and distinct, 11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distally. 

Remarks Mu and Ruan (1983) established a new species, Stylionowakia tang- 
dingensis, which is now referred to Nowakia (Nowakia). However, the name of 
N. (N.) tangdingensis has been preoccupied. Therefore, the specimens called Styli- 

onowakia tangdingensis are here renamed N. (N.) minor SP- nov, 

In respect to the rib-like transverse rings, aye fine longitudinal ribs and general 

shape of tubr, this species is approximate to N. (N.) micra Xian, 1980, but may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its Se rings (DR/W = 3), smaller shell 

= less longitudinal ribs. 

“Occurrence Tangding,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lower part of the Tang- 

ding ela (N. subtilis Zone) 

Nowakia (Nowakia) bamboides sp. nov. 

(Pl. 3, figs. 13, 143; textfig. 11) 

P.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9— 

10°,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generally attaining 4mm, maxi- 

mum width 0.45mm at apertural part. 

' Transverse rings low and moderately narrow, with nearly acute ridges, rather 

separately spaced. Average number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tube only one. Interrings 

plane, 5—7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ine and distinct, sparsely spa- 

ced. Both the total number and density, of ribs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apex to aper- 

ture. In distal part, ribs in the width of 0.2mm 5 in number, or 14—18 on the se- 

micircumference. 

Remarks This species is quite close to N. (N.) tersa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by its configuration and sparse rings. The latter is differentiated from this species by 

less ribs and the presence of rings in the proximal part. From N. (N.) micra Xian 

this species is easily distinguished by its larger tube and widely spaced rings. 

Oecurrence Sanchahé,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lower part of the Dalian- 

tang Formation (N. praecursor Zone) 

Nowakia (Nowakia) retiformis sp. nov. 

(Pl. 4, figs. 2—5; textfig. 13)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narrowly conical in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with apical angle of 8°—9°, slowly broadening distally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2°—3°.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4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0.45—0.57mm.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Transverse rings highly and narrowly prominent, regularly arranged.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Imm of length 6—7. Interrings plane, 2 一 3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rather coarse, sparsely spaced. Ribs in the breadth of 0.2mm, 

2—3 in average number, 5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distally. Regular trellis formed 

by the intersecting of rings and r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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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N. (N.) nodusa Xian, but distiguis- 

hed from the latter by its robust tube, regularly arranged rings and regular trellis 

on surface; from N. (N.) cancellata by the absence of striking nodes at the inters- 

ections and narrower rings. 

Occurrence Baping of Bose County; lower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N. praecursor Zone). 

Nowakia (Nawakia) raricosta sp. nov. 

(Pl. 4, figs. 1,6—9; Pl. 18, fig. 1; textfig. 14) ; 
| 

Description - Shell conical, gradually widen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9° in most of the entire length, and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4° in 

the distal part.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more than 5mm, width 0.52—0.61mm. at 

tial bulb small, drop-like. 

Transverse rings conspicuous. In the proximal part, rings low, broad with round- 

ed ridges, sparsely spaced, numbering one or less across the breadth of the tube; 

then becoming denser in the middle part with moderately acute ridges; in distal part, 

rings across the breadth of the tube 4 一 5 in number, or 9 in 1mm of length. Inter- 

rings widely plane, 1.5—4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distinct and wi- 

dely spaced, counting 3 in 0.2mm, or 8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Feeble nodes form- 

ed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ibs and rings.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approximate to N: (N.) retiformis sp nov, and 

N. (N.) nodusa Xian. From N. (N.) retiformis, it is differentiated by lower and 

sparser rings, espacially in proximal] part and by feeble node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ings and ribs; from N. (N.) nodusa by lower rings in proximal part and by more 

slender tube.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mey lower part of the Da- 

liantang Formation (N. praecursor Zone). 

Nowakia (Nowakia) scabrota sp. nov. Es ) 

(Pl. 5, figs. 4—6; textfig. 16) 

Description Shell moderately large-sized, conical in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with the apical angle of 9°—11°, beco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ca. 5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0.55—0.7mm.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Distribution and relief of rings generally very irregular. In proximal part, tran- 

sverse rings low with rounded crests; interrings a little wider than rings, counting 

about 10 in 1mm; in middle part, becoming thicker with rounded crests, widely spa- 

ced and the same as or wider thah rings, 4—6 in 1mm; in distal part, rings mode- 

rately narrow and dense, with nearly acute crests and interrings slightly concave with 

the same width as rings, the number of rings 10—14 in Imm. Longitudinal ribs 

robust, widely spaced, 6—7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Feeble nodules present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ibs with 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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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This species is rather close to N. (N.) hAuananensis (Xian) in the 

general configur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ings, but Proper from the latter 

by low rounded and irregularly arranged rings. 

Occurrence Duowen,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Qinjia Formation (N. can- 

cellata Zone). 

Nowakia (Nowakia) sporada sp. nov. 

(Pl. 65 fig. 2; textfig. 17)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conical in the entire tube. Apical angle ca. 

12°. Length of the preserved specimen attaining 3mm, width 0.64mm. Initial bulb 

minute, drop-like. A distinct constriction connecting the initial bulb with the prox- 

rasp part. 

"Transverse rings narrow and distinct, sparsely arranged, numbering only one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tube or 2.2—2.5 in 1mm except in the distal part where rings are 

a little denser. Crests of rings acute. Interrings quite wide and plane, 4—6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ine, widely spaced, 3 in 0.2mm or 10 on distal se- 

miciteumference. | 

_ Remarks According to ‘ty narrow and quite sparsely transverse rings, thjs spe- 

cies is somewhat similar to N. (N.) bamboides sP- nov, and N, (N.) micra (Xian), 

1980. However, the rings in ie latter two are quite low and narrow, ae the tube 

in the distal part is subcylindrical. , 

“Occurrence Tangding, 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lower part of the Tan- 

gding Formation (N. subtilis Zone). 

Nowakia (Nowakia) subbarrandei sp. nov. 

(P1..6, fig. 1; textfig. 18) 

‘Deseription Shell large-sized, conical in the first two-fifths of the whole 

length of tube from apex,and subcylindrical in the rest of tube. Length of the speci- 

mens ca. 6mm, width 0.7—0.9mm at the apertural part. Apical angle ca. 15°. Initial 

bulb drop-like. A marked constriction seen between the bulb and the proximal part. 

Transverse rings on the entire or most of the conical part absent; then appear- 

ing and gradually becoming sharper and stronger toward distal part; prominent,regu- 

larly arranged with moderately rounded edges at middle part and with sharp edges 

at distal part, counting 4 in Imm of length, or 2 in the length corresponding to the 

width of tube. Interrings moderately plane, 3—-4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Covering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tube, fine and pronounced, 19 on distal semi- 

circumference. 

Remarks This species was assigned by Mu and Ruan (1983) to Viriatellina 

orientalis. Considering that the transverse rings in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are 

sharp-edged, it is now referred to Nowakia (Nowakia). Because Nowakia orietalis 

has been preoccupied by Bai et al. (1982), the specimens called V. ortentalis Mu 

et Ruan, 1983 are renamed N. (N.) subbarrandet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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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eems that the specimens described by Lardeux (1969, p. 110, pl.33y fig. 5) 

as Nowakia cf. zlichovensis from Le Calcaire de la Grange is referable to this. spe- 

cies. 

The present species is distinguished from N. (N.) zlichovensis by its large-sized 

shell, generally less ribs, and from N. (N.) barrandei by longer conical proximal part, 

without conspicuous rings on it. 

Occurrence Duan of Debao County; top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upper 

part of the N. barrandei Zone). 

Nowakia (Nowakia) albertii sp. nov. ie soy] 2 

(Pl. 12, figs. 1,2; textfig. 23) roe 

Description Shell minute, evenly broadening from apex to distal part, conical 

with apical angle of ca. 14°.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only 1mm or sO, width at 

apertural part 0.2—0.26mmi. Initial bulb relatively large,drop- like,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distinct constriction. 

Transverse rings rather prominent, regularly arranged, with sharp ridges. Inter- 

rings slightly wider than rings.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1mm about 15. Longi- 

tudinal ribs comparatively robust, sparsely spaced, 5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Aeeld 

le nodules visible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ings and ribs. 

Remarks Alberti (1978,1979) erected the new species, Nowakia pumilio, to 

replace the name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1974 because he thought the latter 

was Nowakia and naturally a younger synonym of Nowakia minuta (Ludvigsen), 

1972. He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originals of V. minuta Mu et Mu must have 

come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Eifelian Stage instead of the Givetian beds. Conse- 

quently, he assigned respectively the Luofu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dan as the 

type stratum and type locality. In the meantime, he also referred the specimens from 

the upper Eifelian beds in Czechoslovakia and Germany to N. pumilio.. Now, it has 

been proyed that the originals of V. minuta Mu et Mu indeed belong to Vériatelli- 

na and they are derived from the Givetian Luofu Formation, as accepted by Alberti 

(1981). Thus, V. minuta Mu et Mu is valid and Nowakia pumilio Alberti is a sy-, 

nonym of V. minuta Mu et Mu, which should not be utilized for including the spe- 

cimens collected by Alberti from the upper Eifelian beds in Harz, the Rhine area and 

North Africa and for naming a specific zone. For this reason, the specimens from 
the Eifelian strata should be assigned to a new species which is now called N. Na 

albertii SP- nov. : 

N. (N.) albertii is differentiated from V. minuta Mu et Mu not only by its 

sharp-ridged rings and earlier occurrence, but also by possessing the feeble nodule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ings and ribs and the relatively large-sized initial bulb. The 

European specimens, referred to N. pumilio from the upper Eifelian stage, may be- 

long to this species. 

Occurrence Nabiao, 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upper part of the Tang- 

xiang Formation (Nabiao Formation) (N. albertii Zone), Nayi, near Zuozhou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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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zuo County; upper part of the Pozheluo Formetion. 

rate ii Nowakia (Nowakia) nayiensis sp. nov. 
aes | (Pl. 125 figs. 10—15; textfig. 24), 

section Shell minute, conical’ proximally, beeo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generally less than 1.5mm, width of the flattened specimens 
0.2—0.4mm distally; apical angle of these flattened specimens 16°—24°, it is esti- 
mated that the apical angle of the undeformed specimens is ca,, 13°—15°. Initial. bulb 
globoidal,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striking constriction. 

Transverse rings narrow but moderately prominent, regularly arranged, 8 一 9 in 
0. 5mm. Interrings plane, 1.5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ine, 8—9 
on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gee to its minute-sized shell and regularly arranged rings, this 
species is similar to N: (N.) albertii SP. nov. and N. (N.) chlupaciana Alberti. 
From N. W.) albertii, it is distinguished by more ribs, densely arranged rings and 
smaller initial bulb; from N. (N.) chlupaciana by more ribs and very dense. rings. 

a 中 oi ¥ 【人 了 UV - 

于 的 本、 Nowakia (Nowakia) praemaureri sp. nov. 

(Pl. 7, figs. 1,2; textfig. 25) 

+»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5°— 

16°, beco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2°—3°.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bout’ 3—4.5mm,width about 0.75mm_ distally. Initial bulb drop-like, dis- 

tinctly separated from proximal part by a wide constriction. 

- Transverse rings sparsely distributed and irregularly arranged except in distal 

part where the rings are slightly densified,gradually varying from undulations proxi- 

mally to sharp-ridged rings distally. Generally, the rings are low and undulate in 

the first third of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tube,then becoming highly prominent with 

narrowly rounded ridges in the middle. part, up to narrowly arranged with. rather 

acute ridges in the apertural part. Longitudinal ribs irregular in thickness,20.o0n dis- 

tal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At. first glance, this species seems to be identical with N. (N.) bar- 

randei. However, by its sparse rings, less ribs and younger occurrence, i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As stated above,this species may be regarded as an intermediate element between 

the N. richteri Zone below and the N. multicostata Zone above, and also as a pri- 

mitive member in the N. (N.) maureri Group. 

‘Occurrence Shangmin of Deba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at Luofu of Nan- 

dan County and Nayi of Chongzuo County, also confined to the N. premaureri Zone. 

Nowakia (Nowakia) aciformis sp. nov. 

(Pl. 12, figs.,16,175 textfig. 27) 

Description Shell rather slender, needle-lik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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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of the tube,becoming columnal in the rest.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over 5mm, 

width 0.23mm distally. Apical angle 3°.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Transverse rings relatively sparsely spaced and low keeled; rings in a length 

corresponding to the breadth of the tube 1—1.2 in number. Interrings rather plane, 

twice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very fine. and observable, densely spaced, 

counting 10 on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 

Remarks This 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a quite slender, tube, low and re- 
latively sparse rings and fine longitudinal ribs. By th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easily 

differentiated from any other species of Nowakia (Nowakia). 

Occurrence Sanchahe,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upper 

part of the N. richteri Zone). 

bo37A aM asicg7 
Nowakia (Nowakia) chongzuoensis sp. nov. 

(Pl. 12, figs. 5,6; textfig. 28)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4°— 

16°, beco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bout 3mm, width in 

the apertural part 0.57—0.64mm. Initial bulb app like, apparently separated from 

proximal part by a wide constriction. 

Transverse rings and longitudinal ribs conspicuous. Rings low, sparsely»-spaced. 

In lateral view, they appear asymmetrical, the side facing distal part lower and . 

gentle, the other side towards proximal part high and ‘steep, so that the tube appears, 

polycylindrical. Ridges of rings narrowly rounded. Interrings quite broad and plane. 

Longitudinal ribs fine and distinct, numbering 15 on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Comparison By its configur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oth rings and ribs,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N. (N.) bamboider sP- nov,,but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its asymmetrical rings and polycylindrical tube. .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N. elegans Zone). 

Subgenus Nowakia (Sulcatonowakia) Alberti, 1979 © 

Type species Tentaculites sulcatus Roemer, 1843 

Nowakia (Sulcatonowakia) napoensis sp. nov. 

(Pl. 13, fig. 3; textfig. 29) 

Description Shell minute, 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0°, beco- 

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 less, than 1.5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ca. 0.2mm. Initial bulb tiny, elongately oval, with 0.09mm in width 

and 0.1 mm in length. 

Proximal part in a distance of 0.3mm from apex smooth, then two kinds of 

transverse rings occurring. Coarse rings irregalarly arranged, narrow and pronounced, 

Ae ee ee or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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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keeled: edges, Interrings broadly plane, 3—4 times as wide as rings. Secondary 
rings, like coarse ribs, resting on the interrings, low with narrowly rounded edges, 
numbering one or two on an interring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and more 
than 4 at. the distal part. Lengitudinal ribs sparse, 4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 Sap This species is distinguished from N. (S.) sulcata sulcata by its 
minute shell and less ribs, from N. (S.) bella Logwinenko, 1978 by subcylindrical 
shape at distal part and by narrow rings. | 

Occurrence Sanchahe,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N. 
cancellata Zone). 

Ost i ! 

Nowakia (Sulcatonowakia). boseensis sp. nov. 

(Pl. 13, figs. 1,25 textfig. 30) 

Dissct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ne conical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with apical angle of 7°, slightly diverging distally,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5°.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ttaining 3 —4mm,, width. 0.5—0.56mm.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 Surface of the proximal part in a distance of 0.7—0.8mm from apex smooth or 

with faint transverse rings, the rest of the shell covered with distinct rings which 

are irregular in size and distribution, narrow, with acute ridges.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lmm 7—9. Interrings broad, 2—3 times as wide as rings. Secondary rings 

rather lew, 1—2 on each interring. Longitudinal ribs sparse and roundly ridged,num- 

bering 2—2.5 in 0.2mm, or 6—7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Comparison This néw species is differentiated from N. (S.) sulcata sulcata 

by conical shell and densely spaced rings. 从 

Occurrence Baping of Bose County; lower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_(N. praecursor Zone). 

Subgenus Nowakia (Lepidonowakia) subgen. nov. 

Type species Nowakia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Diagnosis A subgenus of the genus Nowakia. Transverse rings densified and 

regularly spaced with sharp ridges, and numerous longitudinal ribs. 

Remarks This subgenus may b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other subgenera of the 

genus Nowakia by very densified rings and numerous ribs. 

' At first glance, this subgenus seems to be similar to Styliolina or to Metastylio- 

lina, howerver, the transverse rings in this subgenus are pronounced and symmetrical 

with sharp ridges, while the growth lines in the latter two are asymmetrical and la- 

mellar. 

Distribution South China; late Early Devonian to early Middle Dev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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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kia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Pl. 13, figs. 5,6; Pl. 23, fig. 2b; textfig. 31)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fast widening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2°—13°, and slightly diverging distally, with divergent angle m3 798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ca. 4mm, width about 0.6—0.7mm. Initial bulb gigantic with obtuse 

peak, its length 0.2mm, the same as the’ width. A shallow constriction ASAE = the 

proximal part with the initial bulb. 

Transverse rings extremely narrow and low, like coarse ribs, very dense with 

acute edges.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in Imm about 

16, slightly scattered distally. Interrings plane and wider than re Longitudinal 

ribs feeble but visible, 20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N. 

richteri Zone). 

Genus Spinonowakia gen. nov. — 

Type species 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1982 

Diagnosis Shell conical. Transverse rings robust, sharp-ridged or so. Coarse 

longitudinal ribs alternated with fine ribs. Spines (or nodes) only occurring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coarse ribs and rings. Initial bulb drop-like. 

Remarks This genus is quite similar to Nowakia, but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stably possessing two kinds of longitudinal ribs and spines at the intersec- 

tions of the coarse ribs and rings. Although some species of. Nowakia also-are insert- 

ed with Secondary ribs and nodes, the secondary ribs only appear at the distal part, 

such as N. (N.) elegans. 

Distribution Asia; Early Devonian. 44 Son aaa 

_Spinonowakia nodula sp. nov. sydus 

(Pl. 13, fig. 10,11; textfig. 33)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conical proximally, peony neally dibtylia- 

drical distally. Width of the distal part in the depressed specimens 0.6—0.9mm, 

length about 3mm. Apical angle in the depressed specimens 23°—26°, and divergent — 

angle distally 4°—-5°. Apical angle in the undeformed specimens about 24°24°,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Transverse rings robust and irregularly arranged, first appearing at the proxima- 

ty of the shell. Interrings plane, 1—3 times as wide as ringe. Longitudinal ribs 

grouped into coarse and fine ribs. “Coarse ones striking and sparse, counting 8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Elongated-oval spines formed while the coarse ribs pass through 

transverse rings. Fine ribs alternated with the coarse ones, one on each interspace 

between two coarse ribs and without any nodes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fine ribs 

and ring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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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This species may be differentiated from Sp. orientalis by more 
0 spines and less fine ribs. 

‘ Oecurrence Sanchahe, tae Pohe of Napo County; top of the Daliantang For- 

mation (N. barrandei Zone). 

thre ae Genus Viriatellina Bouéek, 1964 
| Type species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zek，1964 

Viriatellina lirata sp. nov. 

: , (Pl. 14, fig. 5; textfig. 37)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evenly widen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broadly conical with apical angle of 20°.. Length of the specimen ca. 3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0.9mm.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Transverse rings undulate, irregularly arranged. Interrings roundly concave. Lon- 

gitudinal ribs | rather marked, irregularly spaced, 17 on the sewicircumference. 

. aa This species is close to V.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but is ea- 

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less longitudinal ribs and sparsely spaced rings. 

'. Occurrence Tangding, 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middle part of the Yilan 

’ Formation (N. subtilis Zone). 

3 Viriatellina filaris sp. nov. 

(Pl. 14, figs. 10,11; textfig. 38) 

_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conical, with apical angle of ca. 18°—20°.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ttaining ca. 2.5mm, width distally 0.7mm. Initial bulb 

drop-like, indistinctly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shallow constriction. 

“Shell surface covered by wide-spaced undulations,with 2 in the width correspon- 

ding to the diameter of the tube. Interring roundly broad, as wide as rings. - Lon- 

gitudinal ribs very close-spaced, counting 6—7 in 0.2mm or 22—25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In the conical shell, large apical angle and moderately sparsely spa- 

ced rings, this species is approximate to V. lirata SP. nov., but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in regularly arranged rings and close-spaced ribs. 

Occurrence Tangding, 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middle part of the Yilan 

Formation (N. subtilis Zone). 

Viriatelling crebra sp. nov. 

(Pl. 14, figs. 8,9; textfig. 39) 

Description Shell moderately large, with a length of ca. 4.5mm, evenly wi- 

dening from apex to distal part, with apical angle of 10°—12°. Initial bulb tiny, 

drop-like, with 0.08mm in length and 0.07mm in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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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verse rings very narrow, well-distributed, with rounded ridges, 3 一 4 in 

number in lmm of length. Interrings rather broad and moderately concave, 4—6 

times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distinct, well-distributed, numbering, 5 in 

0.2mm of breadth or 25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 

Remarks In the general feature of the transverse rings, this species is between 

Nowakia and Viriatellina, but closer to Viriatellina than to Nowakia. By narrow 

rings, smaller apical angle and more longitudinal ribs, this species may be distingui- 

shed from the approximate species, V. lirata sp. nov. and V. filaris SP. nov. 

Occurrence Tangding, 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the basal part of the 

Tangding Formation (N. subtilis Zone). Sanchahe,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lower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N. praecursor Zone). > 

Viriatellina conica sp. nov. 

(Pl. 15, fig. 1; textfig. 41)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quickly widening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with apical angle of 22°, and decreased to 13°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 

cimen more than 3mm, width distally 0.8mm. Initial bulb tiny, elongately oval, dis- ， 

tinctly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constriction. ser 

Proximal surface in a distance of 0.5mm from apex smooth, then covering thin 

and marked transverse rings, irregular in thickness and distribution, with rounded 

ridges. Interrings shallowly concave, wider than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modera- 

tely striking, densified proximally with 5 in 0.2mm of breadth, and scattered distally 

with 3 in the same breadth or 13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Comparison This species is quite similar to V. pseudogeinitziama armoricana 

Lardeux, 1969, but a signe from the latter by the conical shell and less eat 

tudinal ribs distally. 

V. tumida Xian, 1980 is also approximate to the present species in the outline 

of the rings and the number of ribs, but differs from this species in the denser ribs 

and subcylindrical tube distally. /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unty; upper’ part of the ale 

antang Formation (N. barrandei Zone). 

Viriatellina salva sp. nov. 

(Pl. 16, figs, 6—8; textfig. 42) 

Description Shell comparatively small-sized, conical.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less than 3mm, width ca. 0.5—0.6mm. Apical angle attaining 16° or so at the pro- 

ximal and middle parts, and divergent angle distally 5°—7°. Initial bulb elongately 

oval. ' 

Undulations low and rounded, relatively irregularly and closely spaced»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Imm of length 9 一 11. Interrings shallowly concave. Longitudi- 

nal ribs fine, counting 4 in 0.2mm of breadth or 11—12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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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This species is close to V. galinae Bougéek, 1964 in the general 
configuration and transverse rings, but it has more ribs than the latter. 

The specimens assigned by Boutéek (1964) to V. gracilistria(Hall) are different 

from this species in possessing an apical angle of 10°and sparser rings(DR/1mm=4—5). 

Occurrence Nabiao, near Luofu of Nandan County; upper part of the Tangxi- 

ang (Nabiao) Formation (N.. albertii Zone). 

2 bas Viriatellina chongzuoensis sp. nov. 

(Pl. 17, figs. 1—3;, textfig. 48) 

Description Shell minute. Width of the specimens distally 0.45—0.49mm, 

Jength less than 2mm, First half of the tube from apex quickly enlarging,conical,with 

apical angle of 15°—19° in the flattened specimens; original apical angle about 12°— 

eight the rest of the tube slowly widening,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ca. 5°, Initial 

bulb tiny, drop-like， 0. 08mm in length, as same as width. 

Transverse rings conspicuous, thick and rounded, regularly spaced, numbering 8 

“an lmm. Interrings roundly concave,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coarse and 

scattered, counting 8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In the minute shell and the general configuration of the tube, this 

species is close to V. galinae Bouéek, 1964, however, it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more or less distinct rings and a little more ribs. 

.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unty; the top ofthe Pozheluo 

Formation (N. guangxiensis Zone). 

Viriatellina minor sp. nov. 

(Pl. 17, figs. 6,7; textfig. 49) 

， Deseription Shell very minute, 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2°, 

‘becoming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 little more than 0.5mm, 

width at the apertural part ca. 0.1mm. Initial bulb relatively conspicuous, oval, with 

a width of 0.05mm and a length of 0.08mm. 

Sufface covered with well-distributed transverse rings and relatively marked lon- 

gitudinal ribs. Rings prominent and thick, gently undulate, totalling 8 or 9, one or 

two in number across the breadth of the tube. Longitudinal ribs scattered, 4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This 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very minute shell, gentle undualtions 

and a few longitudinal ribs. Though V. minuza Mu et Mu and V. paraminuta Mu 

‘et Ruan are small-sized,they are larger than this species,and possess moderately high 

transverse rings. 

Occurrence Sanchahe,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N. 

richteri nana Sub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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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 Zeravshanella Ljaschenko, 1969 (= Bohemina ~ 

Ljaschenko, 1969; Homoctonowakia Alberti, 1984) 

Type species Zeravshanella asiatica Ljaschenko, 1969 

Diagnosis Shell slender, conical. Initial bulb tiny, slightly swellon, elongately 

oval, with a long projection on it. Surface ormamented with narrow and sharp-ri- 

dged transverse rings and some longitudinal ribs. . 

Remarks Some species of this genus were referred to Paranowakia. 工 jasche- 

nko (1969) established the genera of Zeravschanella and Bohemina in the same pa- 

per,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possessing tiny and elongately oval initial bulb with a 

long projection on it and sharp-ridged rings, and more or less striking ribs. The ar- 

rangement of the transverse rings in the above two genera i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Zavschanella, the rings are densified proximally and scattered dista- 

lly, whereas in Bohemina they are more or less well-distributed. In the opinion of 

the writers, the above marks can not be utilizied to distinguish one from the other 

at the level of genus. Obviously, they are congeneric. As a result, Zeravshanella 

is here considered as a valid genus and Bohemina and Homoctonowakia as its syno- 

nyms. Zeravshanella may be distinguished from Paranowakia by sharp-ridged rings, 

and from Nowgkia by possessing tiny and slightly swellon oval initial bulb with a_ 

long projection on it, sometimes by its slender shell. 3 1 PORE D, 

In the past, such taxa in the family of Nowakiidae as Paranowakia and Zera- 

vshanella with tiny and slightly swellon initial bulb and a long projection, were me- 

rely known from the Lochkovian and Early Pragian strata. In fact, such a kind of 

Nowakiidae has been recorded from the Late Pragian beds (see Bouéek, 1964, Pl. 2, 

figs. 7, 8; Pl. 3, fig. 3). In Guangxi, both Z.longlinensis (Xian) and Z. baping- 

ensis are undoubtedly derived from the Zlichovian deposits, together with Erbeno- 

ceras elegantulum Shen, Nowakia (N.) praecursor and Polygnathus dehiscens. 

Distribution Europe, Asia, North Africa; Early Devonian. Seprepan ti 

Zeravshanella bapingensis sp. nov. 

(Pl. 3, figs. 2,3; textfig. 36) 

Description Shell moderately large-sized, conical, with apical angle of 9°— 

11°.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ttaining more than 5mm, width distally 0.9mm. Ini- 

tial bulb tiny, slightly swellon, gradually passing into the proximal part. A thin and 

long projection occurring at the end of the initial bulb. 

Transverse rings narrow, prominent and close-spaced, with rather sharp edges. 

Distance between two rings slightly enlarg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lmm 7—8. Interring plane,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conspicuous, numbering 20—23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Comparison This species is very similar to Z. longlinensis, from the latter it 

is distinguished by more longitudinal ribs and denser rings. 

S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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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pecies is also approximate to the specimens described by Lardeux (1969, 

Pl. 30, fig. 2; Pl. 31. fig. 2; Pl. 32, fig. 1) as Nowakia acuaria. WHowever, the 

latter have more ribs and sparsely spe rings. 

Occurrence Baping of Bose ‘Céuaty: lower part of the Daliantang Formation 

(N. “praecursor Zone). 

Family Stristostyliolinidae Bouéek, 1964 

Genus Costulatostyliolina Lardeux, 1969 

‘Type species Striatostyliolina paucicostata Boutek, 1964 

’ Costulatostyliolina parapeneaui sp. nov. 
6) Pek] (Pl. 19, figs. 3—5,8; textfig. 62)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slightly curved proximally and conical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with apical angle of 8°—9°, becoming subcylindrical dis- 

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3.5—4.5mm, width distally 0.55—0.75mm. Initial 

bulb relatively small, with a length of 0.15mm and a width of 0.12mm. E 

Longitudinal ribs quite densified, counting 6—7 in 0.2mm of breadth, or 16— 

19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According to its configuration of the tube and the number of longi- 

‘tudinal ribs, this species is approximate to C. peneaui (Boutek), 1964. However, 

it has smaller-sized initial bulb and slight curvature at the proximal and middle 

parts. C. roemeri armoricana Lardeux is straight and conical in the whole tube,thus 

different from this species. 

人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unty; Pozheluo Re 

cancellata Zone). 

Costulatost yliolina guangxiensis sp. nov. 

(P1. 19, figs. 1,2; textfig. 64) 

Description Shell large-sized, straight, conical proximally and subcylindrical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ttaining over 5.5mm, width distally about 0.55 

mm. Initial bulb small-sized, elongately oval, measuring 0.1mm in breadth. Length 

of initial bulb unmeasurable. 

Longitudinal ribs narrow, prominent with nearly acute ridges, wide-spaced, 2 in 

0.2mm of breadth or 8 一 9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Interribs wide. 

_.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its scattered longitudinal ribs, the present species is 

analogous to C. paucicoatata (Boutek), but the latter has a larger amount of ribs, 

larger shell and smaller elongately oval initial bulb. 

Occurrence Kugiu,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Debao Formation (N. rich- 

teri Zone). 

Genus Metast yliolina Bouéek et Prantl, 1961 

Type species Mer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Boutek et Prantl,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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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st yliolina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nov. 

(Pl. 22, figs. 7,8) 

Description Sh:1] medium-sized, straighty conical, evenly widening from. pro- 

ximally to dis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attaining 2.5—3.5mm, width distally 

0.6—0.8mm. Apical angle 14°—15°. Initial bulb small sized, indistinctly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shallow constriction. 

Longitudinal ribs quite tenuous, measuring 24—25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 

rence. In addition, some marked growth lamellae visible distally, 5 im /0.2mm. 

Comparison This subspecies is analogous to M. trichina trichina Mu et Ruan,by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by the ribs less and the growth lamellae denser,than the latter. 

Occurrence Nayi, near Zuozhou of Chongzuo County; Pozheluo Fromation 

(N. cancellata Zone). 
Ong Morey 

mii) 

Genus Striatost yliolina Bouéek et Prantl, 1961 

Type species Styliola striatula Novak, 1981 

Striatostyliolina raristriata sp. nov. 

(Pl. 22,.figs. 9,10; textfig. 68) 

Description Shell small-sized,conical, evenly enlarg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 

tally.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less than 3mm, width distally 0.6—0.75mm. Apical 

angle 13°—14°.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Longitudinal striae moderately deep and striking, widely spaced,measuring 7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Remarks In its small-sized shell and the rare longitudinal striae, this species 

is similar to Str. striata (Richter), 1854, but it has a slightly larger tube, broader 

apical angle and more longitudinal striae than Str. striata. 

Occurrence Sanchahe, near Pohe of Napo County; the basal part of the Liu- 

kiang Formation. 

Genus Gonionowakia Ruan et Mu, 1983 

Type species Gonionowakia hexagona Ruan et Mu, 1983 

Diagnosis Shell small-to medium-sized, polyeheral in section. Ornaments con- 

sisting of strong longitudinal ribs and conspicuous sharp-ridged transverse rings. Ini- 

tial bulb tiny, elongately oval with a projection on it. 

Remarks According to its configuration and ornaments, the present genus is 

similar to Nowakia,but it is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latter by possessing poly- 

hedral tube and asymmetrical rings. 

Both Nowakia kimi and N. richteri ordinata erected by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as well as the specimens assigned to Nowakia aff. cancellata (Richter)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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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Samarkand in USSR seem to belong to this genus. 

Distribution China and USSR; Lower-Middle Devonian. 

Gonionowakia hexaprismatoides sp. nov. 

(Pl. 24, figs, 9—12; textfig. 74) 

‘ Description Shell small-sized, 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ca. 12°, 

becoming nearly hexaprismatic at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with divergent angle 

of 5°. Length of tube less than 2mm, width distally less than 0.5mm. Initial bulb 

tinyl elongated oval, with a short projection on it.. A wide constriction separating 

the proximal part from initial bulb. 

' Transverse rings very prominent and moderately broad, with acute crests. Inter- 

rings deeply concave, narrower than rings. Breadth of both rings and interrings 

gradually increas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Imm 

12—13.° Longitudinal ribs very robust, being in accord with edges of the tube, 

countifig 3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Interspaces between ribs plane and wide. Faint 

nodules present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rings and ribs. 

站 Remarks The present species is analogous to G. hexagona Ruan et Mu, but 

it has narrower apical angle and more slender tube than the latter. 

Another specimen figured by Logwinenko (1978, Pl. 70, fig. 7) as Nowakia 

aff. cancellata (Richter) from the Dzhaus beds in Samarkand of USSR is possibly 

referred to this species. 

Occurrence Shangmin of Debao County; Pozheluo Formation (CN. richteri 

_ Zone). 

Gonionowakia portentosa sp. nov. 

(Pl. 24, fig. 1; textfig. 76) 

Description Shell relatively large, conical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0°, becoming octahedral at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Length of the specimen 

more than 5mm, width distally about 0.55mm. Initial bulb slender, a little swellon, 

with a length of 0.2mm and a width of 0.07mm,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shallow constriction. 

|. Transverse rings in a distance of 0.7mm from apex absent or rather faint, then 

becoming undulate, up to striking with nearly sharp ridges at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all irregularly arranged. Interrings shallowly concave, twice as wide as rings. 

Longitudinal ribs feeble proximally and rather conspicuous at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numbering 3 at the middle part and 4 at the distal part on the semicircumfe- 

rence. 

Remarks According to its irregularly arranged rings and large-sized shell, this 

species is readil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species of this genus. 

Occurrence Duowen,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Qinjia Formation. (N. prae- 

cursor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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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 Gonioviriatellina Ruan et Mu, 1983 

Type species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1983 

Diagnosis A genus of the family Gonionowakiidae with undulate trnsverse 

rings and robust longitudinal ribs. Shell wall thin. 

Distribution Asia, Europe and North Africa; Lower-Middle Devonian. > - 
| SHIIT 

Gonioviriatellina parundulata sp. nov. 

(Pl. 24, figs. 2-43 textfig. 78) 

Description Shell medium-sized, conical, gradually. widening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ube proxim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8°, becoming prismatic in the rest. of 

the tube.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less than 3.5mm, width distally. about. 0.5mm. 

Initial bulb not preserved. Neither transverse rings nor longitudinal ribs present in 

a distance of 1.5—2mm from apex, so that the tube there is rounded in section. The 

rest of the tube is covered with rings and ribs. Transverse rings undulate and ir- 

regularly arranged.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are denser and low proximally, more 

or less prominent and thick at the middle part, and numerous and densified "at the 

distal part, numbering 8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tube. Longitudinal ribs rather ro- 

bust, stronger than rings, 6 on the semicircumference. 94 Tad 

Comparison This species is distinguished from G. 大 Ruan’ et Mu a 

having prismatic shell at the middle and distal parts and densified ribs distally. 

Occurrence Kugiu,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Debao' Formation (N. richte- 

zi Zone). 

Gonioviriatellina polycarinata sp. nov. 

(Pl. 26, figs. 1—5,8; textfig. 81) 

Description Shell large-sized, conical, gradually enlarging from proximally to 

‘distally, with apical angle of 10°—-12°. Length of the specimens over 5mm, width 

distally about 0.8mm. Initial bulb slightly swellon, elongately oval, lwith a breadth 

of 0.07mm and a length of 0.15mm, separated from the proximal part by a broad 

and shallow constriction. A thin projection visible at the end of the initial bulb. 

The proximal surface in the length of 1mm next tothe initial bulb smooth, the 

rest of the surface ornamented with transverse rings and longitudinal ribs. Transver- 

se rings rather faint and undulate, a little asymmetrical laterally. Interrings broad 

and shallowly concave. Average number of rings in Imm of length 4—5.Longitu- 

dinal ribs rather bulky in accord with the edges of the prismatic tube , 8—9 on 

the distal semicircumference. Interspaces between ribs broad and plane. 

Comparison This species is read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species by its 

ratner faint undulations and more ribs. 

Occurrence Kugqiu, near Qinjia of Debao County; Qinjia Formation (N. rich- 

teri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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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CRIPT 

The writers complited this paper in 1982, and then gave some revisions and re- 

plenishments of it before sending it to press in 1983. Since then, many works on the 

Devonian tentaculitoids have been published. Among them, those related with the 

data from China are listed as follows: 

Huang Xiaomei, 1987: Late Devonian some Homoctenus (tentaculites) fossils in the 

Huanjiang, Guangxi Province. In: “Professional papers of petroleum stratigraphy 

and palaeontology”, 85—88.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Li Youxing, 1987: Devonian tentaculites at Shetianqiao of Shaodong County, 

Hunan. Acta Micropalaeontology Sinica, 4(1), 45—52. 

—and Hamada, T., 1986: Occurrence of tentaculites in the Up pe Devonian 

Daihua Formation of the Dachang area, Guangxi, China. Sci. Pap. Colege Arts 

& Sci., Univ. Tokyo, 36(2), 163—171. 

”了 Ruan Yiping， 1985: Some Devonian tentaculitoids from Xizang (Tibet). Acta Pal- 

aeontol. Sinica 24(1), 83—93. 

and Mu Daocheng, 1987: Tentaculitoidea. Science Press, Beijing (in Chinese). 

Xian and Wang Jinxing, 1986: Tentaculites. In: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 

dary in Maanshan of Xiangzhou, Guangxi”, 50—100. y Gpalogical Publishing Ho- 

uses Beijing (in Chinese). 

hie and 一 一 ， 1988: Tentacilitoid biostratigraphy. In: “Devonian stratigraphy, paleont- 

ology and sedimantary facies of Longmenshan, Sichuan”, 57—58. Geological: Pu- 

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Weng’? Si 1987: Some new Devonian dacryoconarids from Luofu,Guangxi and 

their stratigraphic significance. Professional papers of stratigraphy and palaeont- 

ology, (11), 83—94 (in Chinese). 

, 1988: Tentaculites: In: “Devonian stratigraphy, paleontology and sedime- 

ntary facies of Longmenshan, Sichuan”, 269—277.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in Chinese). 

Some new tentaculitoid taxa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ese works, such as Crona 

Wang, 1988, Ganxiconus Wang, 1988, Paradenticulites Xian et Wang, 1986, etc., 

‘and new opinions about tentaculitoid biostratigraphy expressed,such as the uppermost 

occurrence of tentaculitoids in the Famennian by Li Youxing and Hamada (1986) 

and Li Youxin (1987). Even though now, these writers believe that the main views 

on tentaculitoid taxa and biostratigraphy in this work are still s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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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1 

Homoctenus sp. A 

登记 号 : 66559°NaD), MTARASMTANRR © TOO RILEY 
Tentaculites lucasi Lardeux, 1969 . . P 

2. 登记 号 : 66540; 9. 登记 号 : 66541。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中 部 。 
Tentaculites sp. 40 . x » Soul 

登记 号 : 66539 (66-6059), 永福 和 平 3 塘 乡 组 "下 部 。 日 rHba 
Homoctenus sp. B 

登记 号 ; 66543(NaD), MTARA MILAARE 
Nowakia (Nowakia) fimbriata sp. nov. wlshs 

5。 登 记号 : 66546(HSO-4284)， 副 模 ;6。 登 记号; 66545(HSO-4284), BIR; 2. Bis: 66544(HSO- 

4284), IER. EMMA BRE RN. - 
Homoctenus ? qinjiaensis sp. noy. Jlotros 

Bids: 66542(Cul), FER,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sists 带 。 

图 m 2 
1 ns 

hil fig it iv fit .Vig® 

Wak Zeravshanella longlinensis (Xian), 1980 

55 6. 

.登记 号 : 66552(F 36-60), MASUR MA. 3. 登记 号: 66554(Bb | 11-5), X 153 2 汪汪 66555 
5); 7. Bid: 66553(BbII-S), X15, 天 色 巴 平 ; SMW N. proceursor He | 

Nowakia (Nowakia) acuaria (Richter), 1854 Ay 

登记 号 : 66551(HSO-4280), EMMAB AM RNA fr 
Nowakia (Nowakia) yulinensis sp. nov. H gitiderld 

登记 号 ; 66549(HSO-4616-a), ER; 6. Bids: 66550(HSO- 4616-a), al, Se tS 
NA. 
Nowakia (Nowakia) praecursor Boutek, 1964 

登记 号 : 66556(WL-14)。 武 宣 二 塘 ; 二 塘 组 下 部 。 
Nowakia (Nowakia) sp. G Mae 

登记 号 : 66561(NS20), Abpea = Ris MPT ws N. richteri 带 。 -3 

版 3 121 

Nowakia (Nowakia) densannulata Logwinenko, 1978 

Bids: 66564(NaD), BTARAS PLANAR. . 
as bapingensis sp. Noy. 

登记 号 ; 665634 54), RM; 3. Bids: 66562(BbII-6)， 正 模 。 百色 巴 平 ; AMAT MB ON. pracee 
Vibe 

Nowakia (Nowakia) sp. A 

登记 号 : 66569(G6-6226), X30, KMME “HSA” PB. 
. Nowakia (Nowakia) polannulata Sp. Nov. 

登记 号 : 66565(Cul), x30, TEM; 6. Bids: 66566(Cul), AIM,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Nowakia (Nowakia) minor sp. noy. 

登记 号 : 66571(Lf6d), AM, MAP RAMMT MTA PR N. subsilis 带 。 
Nowakia (Nowakia) micra (Xian), 1980 



le i i 

登记 号 : 66570(Lf6d), BAP RMT TAP N. subtilis 带 。 
Nowakia (Nowakia) sp. F 

登记 号 : 66560(NS18), K18, Ay f= Vise yp MRA PMB N. cancellata 带 。 

Nowakia (Nowakia) isannulata sp. noy. 

10. 登记 号 : 66567 (NS20), TEMS 11. 登记 号 : 66568(Sn54)， 副 横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zicpzeri 带 下 部 。 

Nowakia (Nowakia) nodusa (Xian), 1980 

登记 号 : 66574(BbIID。 百 色 巴 平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 praccursor 带 。 
Nowakia (Nowakia) bamboides sp. nov. 

13. Bigs: 66572(sn26), EM; 14. Bids: 66573(sn29), X30, AIM. RAWSON; we 
FRB ON. praecursor #7. 

版 4 

4,6—9. Nowakia (NoraAia) raricosta sp. noy. 

1。 登 记号 : 66579(Zn14), X17, EB; 6. 登记 号 : 66580(Zn12), X17.5, 副 模 ; 7. Bids: 66581 
(Zn12), X17.5, Bi; 8. 登记 号 : 66582(Zn12), Ail; 9. Bids: 66583(Zn12)，X17.5， 副 模 。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达 莲塘 组 下 部 N. praecursor 带 。 
2 一 5。 1 NozrvaAia (NormaAia) retiformis sp. nov. 

2. 登记 号 ; 66575(BbII)， 正 模 ; 3. 登记 号: 66576(BbII)， 副 模 ; 4。 登 记号 ; 66577(BbII)， 副 模 ; 5。 登 
记号 : 66578(BbII)， 副 模 。 百 色 巴 平 ; 达 莲塘 组 下 部 N. praccursor 带 。 

m 5 

Nowakia (Nowakia) lepida Mu, 1975 

4, BIBS: 66588(II2-1a); 2. Bigs; 66589(II2-1a); 3. 登记 号; 66587(II2-1a)。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N. praecursor 带 。 

4—6. Nowakia (Nowakia) scabrota sp. nov. 

“4, 登记 号 : 66591(114-2), FM; 5. BIAS: 66592(M14-2), BM; 6. Bids: 66593(II4-2)， 副 模 。 德 
ra 保 钦 甲 多 文 ; 德 保 组 N. 0 带 。 

7，8。 Nomakia (Nowakia) huananensis (Xian), 1980 

7. Bids: 66585(Bbll); 8. 登记 号 : 66586(BbII)。 百 色 巴 平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 praccursor iH, 

i] 

版 6 

三 ‘Nowakia (Nowakia) subbarrandei sp. nov. 

登记 号 : 66601(Dd5), EM, MRM: AHA N. barrandei HH. 
2. Nowakia (Nowakia) sporada sp. nov. 

4 Bigs: 66596(Lf6c), ER. BAP ST TAP N. swbiilis 带 下 部 。 

1 3。 ， ~Nowakia (Nowakia) cf. acutanulata Alberti, 1979 

BBS: 66606(LEH45), MAP SAMS ADM N. holyocera i. 
4,5.  Nowakia (Nowakia) sp. B 

4. Bigs: 66597(112-5), X30; 5. Bids: 66598(II2-5)，X30。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3 钦 甲 组 N. praecursor 

带 。 
6 一 8。 Nowakia (Nowakia) karpinskii (Ljaschenko), 1959 

6. 登 记号 ;: 66605(NS20); 7. Bids: 66604(NS20); 8. 登记 号 : 66603(NS20)。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_ 落 组 No richteri 带 下 部 。 

95 10. Nowakie (Nowokia) cf. acutanulata Alberti, 1979 

9, Big=: 66607(L£45); 10. Bids: 66608(L£45), BAS MAM SAPD N. holyocera 带 。 

eee ee eee ee 

- si iz 2 

e .. ~~ -~ 

1,2. Nowakia (Nowakia) praemaureri sp. nov. 

机 .登记 号 : 66599(8058), TER; 2. 登记 号 : 66600(8058)， 副 横 。 德 保 上 敏 : 坡 折 落 组 N. pracmawreri 

Hie 
3—6. Nowakia (Nowakia) maureri Zagora, 1962 

3. Bids: 66612(Zn27); 4. Bid 3: 66614(Zn27); 5 .登记 号 ， 66609(Z2Zn27), X17.53 6. B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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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 

253,7,8. 

45 5. 

6 ,9,10. 

1 一 4。 

55 6. 

7—10. 

1,3—7. 

2,8—10. 

11 一 13 。 

14--16. 

66610(Zn27),X17.5, BEBE WBS TRA N. maureri 带 。 
Nowakia (Nowakia) sp. E 
登记 号 ，66627(Zn34)，X .17.5; 8. Bigs; 66628(Zn34), X17 55。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分 水 岭 组 下 部 。 

Nowakia (Nowakia) sp. C 3 

登记 号 : 66629(Zn35), MRM =— Ns ABA N. praecursor Ho 

版 8 heey AI. 

Nowakia (Nowakia) guangxiensis Xian, 1980 , 

1. 登记 号 : 66617(Zn28)。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玻 折 落 组 N. maureri #7. 2. Bids: 66618(Sn61), x 18.55 
3。 登 } PS: 66619(Sn62),X16; 4. 登 记号 : 66620(Sn62),X16。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玻 独 落 组 -NI mawrerié 

带 。 
Nowakia (Nowakia) otomari Bouzek et Prantl, 1959 

登记 号 : 66621(Zn37); 6. 登记 号: 66622(Zn38), X17.5; 7. BiG: 66623(Zn40), X17; 8. Bid 
‘ @; 66624a(Zn40a), 66624b(Zn40b), X17.5, AMS; 分 水 岭 组 。 ns (hemos Oe 

版 9 
Nowakia (Nowakia) lepida Mu, 1975 和 

登记 号 : 66590(II2-1a)。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上 部 N. praccursor te | 3 
bay rie 948: cancellosa Ruan et Mu, 1983 Se 

登记 号 ;66886(II4-213)， 副 模 ; 3. Bid; 66885(114-2/3), 副 模 ; 8. Bids: 5 Bi 
ie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钦 甲 组 N. cancellata Hf. 7. 登记 号 : 66883(Cu6)， 副 模 。 BRK PRR, 德 保 组 . 
N. richteri #5, 

pp tate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1854 4 

BiG: 66646(NS18), X30; 5. BiG: 66645(NS18), X30, mat Xs N. cancel- 
nee 带 。 

Gonioviriatellina debaoensis sp. nov. ] asset Se aah 

6. 登 记号 : 66909(Cu6)， 副 模 ; 9。 登 记号 : 66910(Cus), AI; 10. 登记 号 : 66911(Cus), Hi. 
保 钦 甲村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Hy | oe af eae 

版 10 的 

geet ak (Nowakia) elegans (Barrande), 1867 

. 登记 号 ; 66637(Zn20); 2. BigS: 66638(Zn20), BENDA wy eA PAB N. elegans #, 3- 
ah 66639(Sn45), X17.5: 4. Bid: 66640(sn45), X17.5, DURE RA RUT TB 
Nowakia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1854 ) CIP RA 

5. 登记 号 : 66643(NS18), X30; 6. Bigs: 66644(sn50), X16. MYM = RA: ea N. cance- 
llata #5, 

Nowakia (Nowakia)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7. 登记 号 : 66630(Sn45), X17.5;8. Big: 66631(Sn45))X17.5。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eee N. ele- 
gans 带 。9. 登记 号 : 66632(Dd5)。 德 保 都 安 ; 达 莲塘 组 N. barrandei #7, 10. 登记 号 : 66633(Zn18),. 
X15, He Fe TBS SEE N. barrandei #5, Om. . : 

= 版 11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1。 登 记号: 66649(Sn59), X30; 3. Bids: 66650(Sn59), x30; 4. ics: 66651¢(Sn56), X30; 5. & 

记号 : 66652(Sn56),X303; 6. Bid: 66653(Sn59),X303 7. Bigs: 66654(sn56) »X 30, AMLTT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t 带 上 部 。 
Nowakia (Nowakia) pseudocancellata Xian, 1980 

2. 登记 号 : 66668(NS20), X30; 8. 登记 号: 66667(NS20), X30; 9. Bid: 66670(NS20), X30; 10. 
登记 号 : 66666(NS20),xX30, Abed fa = MV ml RPT RA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nana Xian, 1980 

ll. 登记 号 : 66657(Sn51a), X30; 66658(Sn51b),X303; 12. 登记 号 : 66656(Sn51),X30。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13。 登记 号 : 66659(8058)，X30。 德 保 上 敏 ; WATE N. richtert 
带 下 部 。 
Nowakia (Nowakia) globulosa Sauerland, 1983 



14. Bid: 66694(NSD), X30; 15. Bigs: 66692(NSD),X30; 16. Bid Ss 66693(NSD), X30, 3B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分 水 岭 组 Ve minuta 带 。 

MR 二 2 

Nowakia (Nowakia) albertii sp. nov. 

1. BicS: 66674(2n33), X30, EM. BAAN; 坡 折 落 组 N. albertii 带 。 2。 登 记号 ， 66673 

交大 

EX 

ae a 

《Lf45)， 副 模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塘 乡 组 上 部 N. albertii 带 。 
Nowakia poheensis sp. nov. 

3. 登记 号 ; 66705(Sn26),X17.5, Bl; 4. Sigs: 66704(Sn26), K16.5, EM, AAAS Wor: : 
莲塘 组 N. praecursor #5, : 下 

Nowakia (Nowakia) chongzuoensis sp. nov. 

9. 登记 号 ;: 66702(Zn19),X17.5, EM; 6. 登记 号 : 667034Zn19),X17.5， 副 模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A ON. elegans 带 。 

Nowakia sp. D 
7 登记 号 : 66699(sn45); 8， 登 记号 : 66700CNS18)。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ra #, 
Nowakia cf. hanusi (Bouéek), 1964 

登记 号 : 66701(NS20), X30, ABR = Rs MTA N. richteri 带 下 部 。 
Nowakia (Nowakia) nayiensis sp, noy. ’ 
10. Bigs: 66676(Zn33), BM; 11. Bis: 66675(Zn33), EB; 12。 登 记号: 66677(Zn33), BI: 
13. 登记 号 : 66678(Zn33), BM; 14. Bids: 66679(Zn33a), 66680(Zn33b), 66681(Zn33e), 66682 
(Zn33d), 66683(Zn33e), 66684(Zn33£), 66685(Zn33g), Fs 15. BIS: 66686(Zn33-1a), 66687 
(2n331b), AIK. ZEANMSs Rie BLM. 
Nowakia (Nowakia) aciformis sp. nov. 

16。 登 记号: 66698(Sn56),X15.5, Bs 17. 登记 号 : 66697(Sn56), X30, 正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TRA ON. richteri 带 上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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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Kkic (Sulcatonowakia) boseensis sp. nov. 

1. SidS: 66708(Bbll), F532. 登记 号 : 66709(BbII7, 副 模 。 AREY ASAP N. proecursor 
带 。 

Nowakia (Sulcatonowakia) napoensis sp. nov. 

登记 号 ; 66707(NS18)， 正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ra #7, 
Nowakia (Sulcatonowakia) sulcata sulcata (Roemer), 1843 

登记 号 : 66706(L £42), BAS BAS AEM ON. s. suleata 亚 带 。 
Nowakia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5. Bids: 66710(Zn23), ER; 6. Bids: 66711(Zn22), Ale. ZAAINASE Ww KA N. richteri 

#5. MIN cancellata #5, 

Nowakia (Nowakia) otomar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登记 号 66626(Zn38),X17.5。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分 水 岭 组 。 
Spinonowakia orientalis (Bai et al.), 1982 

8. 登记 号 ，66714(Lf14); 9。 登 记号 ;66715(Lft14)。 南 丹 罗 富 墙 丁 ; WTA N. parrandei ER, 
Spinonowakia nodula sp. nov. 

10. 登记 号: 66716(Sn44), X30, TEM; 11. 登记 号 : 66717(Sn44), X30, FM. APR ta = ial; ASE HH 
组 N. barrandei #5, 

AP: Senge 

Viriatellina sinensis Xian, 1980 

登记 号 : 66720(Lf4)。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益 兰 组 。 
Viriatellina irregularis Boucek，1961 

2. 登记 号 ，66726(Sn52),X 18; 3。 登 记号 : 66727(Sn52), X17; 4. 登记 号 : 66728(Sa53),xX17.5, FB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t 带 下 部 。 
Viriatellina lirata sp. nov. 

登记 号 : 66718(Lf4), ER. BAP ST sM=APH. 
Viriatellina minima sp. nov. 



8, 9. 

10, 11. 

1—4. 

9—11. 

13, 14. 

登记 号 : 66719(Lft4)， 正 模 。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益 兰 组 中 部 。 
Nowakia (Le pidonowakia) micrannulata subgen. et sp. nov. 

登记 号 : 66713(G6-6227), ER. KM/S HSA PR 
Viriazellina crebra sp. nov. 

登记 号 ; 66723(Lf6a), EM. BAP STs TA N. subtilis H 9. 登记 号 : 66724(Sn26), Gil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N. praecursor 带 。 
Viriatellina filaris sp. nov. 

10. 登记 号 : 66721(Lf6a), ER. BAP ST TA ON. subsilis 带 。 11. 登记 号 : 66722(L£4), Bl © 
模 。 南 丹 罗 富 塘 丁 ; 益 兰 组 中 部 。 

\ 

图 版 15 

q 

Viriatellina conica sp. nov. 

登记 号 : 66740(Zn15),X17.5, ER, ZEEMABS; AERA N. barrandei Ao 

Viriatellina pseudogeinitziana armoricana Lardeux, 1969 er 

2. .登记 号 : 66731(Zn15),X17.55 3. Bids: 66732(Zn11), ei MBE SEA. 

Viriatellina hercynica Bouéek, 1964 

4. Bids: 66733(NaD); 5. 登记 号 : 66734a, 66734b (NnD), sii bie “FRAY eA” eA N- 

barrandei #5, 6. 登记 号 : 66739(Cul), X30, RR PRR BRA ON. richteri #, : 

Viriatellina Bits oe date sp. Nov. 

登记 号 : 66730(Zn15), ER. REANME ASA N. barrandei HH, - 

版 16 

pea anomalis sp. nov. 

- Bids: 66752(G6- Ride X30, BS 2. 登记 号 : 66751(G6-6226), X30, ER; are 登记 号 : 66753 

He 6226), X30, BIB; 4. Bigs: 66754(G6-6226),%30, BM. AMAA “SA” FB 
Viriatellina sp. A 

登记 号 : 66757(Zn23)。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 said 
Viriatellina salva sp. nov. . 

登记 号 : 66742(LE48), BM; 7. Bids: 66741(LE48), EBs 8. 登记 号: 66743(Lf48)， 副 模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塘 乡 组 上 部 。 
Viriatellina guangxiensis Mu et Ruan, 1983 

9. 登记 号 : 66746(Zn36), X15; 10. 登记 号 : 66747(Zn36); 11. Bids: 66748(Zn36), HEINE 

艺 ; 分 水 岭 组 下 部 。 

版 17 

hae chongzuoensis sp. noy. 

. Bid Ss: 66760(Zn33)， 副 模 ; 2. Bids; 66759(Zn33), TER; 3. 登记 号 : 66761(Zn33), He, & 

eae 坡 折 落 组 顶部 。 
uinielline bouceki (Zagora), 1964 

TS: 66767(2n30); 5。 登 记号 ;66766(Zn30)。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这 组 上 部 。 
Vrntln minor sp. Noy. 

登记 号 : 66762(Sn53),X30, EM, MRM — Nis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项 下 部 7. Bids: 

dies a 5, HIM, ZEANWIBE; AEA N. praecursor 带 。 

Viriatellina minuta Mu et Mu, 1974 

GAAS: 66764(Zn40),X 17.5。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分 水 岭 组 。 
Virtatellina cf. gracilistria (Hall), 1879 

登记 号 ;: 66750(Zn23)。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 
Viriatellina sp. E 

登记 号 :; 66765(Sn25)X17.5。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达 莲 坑 组 N. praecursor 带 。 

Viriatellina sp. D 

Bids: 66769(Sn26》X17.5。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达 茵 坑 组 NW。 praccursor #7, 
Viriatellina rotunda sp。nov。 

登记 号 : 66758(Sn47), X30， 正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带 。 
Viriatellina conula sp. nov. 



15. 

16. 

Aj7. 

13. 登记 号; 66744(2n36), X15, TEM; 14. 登记 号 ; 66745(Zn36),X17.5， 副 模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下 部 。 
Viriatellina midcancellata sp. nov. 

BicS: 66770(Sn26)， 正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N. praecursor #, 
Viriatellina Rkazanlensis (Ljaschenko), 1959 

登记 号 : 66749(2n37), REE NBME KOA. 
Viriatellina sp. C. 

”登记 号 : 667682023), RLAMME RRA N. richteri #5, 

1. 

2, 3. 

4—6. 

10. 

, 版 18 

Nowakia (Nowakia) raricosta sp. nov. 

登记 号 : 66771(Zn13)， 副 模 。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达 莲 塘 组 下 部 N. barrandei 带 。 
Viriatellina elegantula sp. nov. 

2. 登记 号 : 66772(sn26), X17.5, 副 模 ; 3. Bids: 为 正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ASMA 
N. praecursor 带 。 

Viriatellina percussa sp. nov. 

4. 登记 号 : 66775(Sn26), Bs 5. 登记 号 : 66774(Sn25), EM; 6. 登记 号 : 66776(Sn26), X30, Bil 

模 。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塘 组 N. praecursor 带 。 
Viriatellino qginjiaensis sp. nov. 

7. Bids: 66781(Cul), X30, Bil; 8. Bids: 66780(Cul), X30, fil; 9. 登记 号 : 66779(Cul), 

X30, EM. BRR BRR RAN. richteri 带 。 
Viriatellinag sp. A 

ABS: 66788(Sn26)。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达 莲塘 组 N. praccursor 带 。 
11。 

12. 

13,15. 

14. 

+ 

16, 17. 

9—12. 

Viriatellina debaoensis sp. nov. 

登记 号 : 66782(Cul), X30, ER, BRR ERs MRA N。 richteri He 
Viriatellina migada sp. nov. 

登记 号 : 66778(Lt45)， 正 模 。 南 丹 罗 富 纳 标 ; 塘 乡 组 上 部 
Viriatellina conulella sp. nov. 

13.3105: 66783(Cu3) 正 模 ;15 .登记 号: 66784(Cul), Be. BRK RS BRA N. richteri Ho 
Viriatellina poheensis sp. nov. 

登记 号 : 66785(NS18), X30, Eo BPTI NA aT N. cancellata 带 。 
Viriatellina caelata sp. nov. 

16. 登记 号 : 66787(Cul), X30, Bil; 17. 登记 号 : 66786(Cul),X30,， 正 模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seri 带 。 

mm 19 

Costulatostyliolina guangxiensis sp. nov. 

1. 登记 号 : 66804(Cu4), EM; 2. Bids: 66805(Cut), BM.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BRAN. richteri 
带 。 

. Costulatostyliolina parapeneaui sp. nov. 

3。 登 记号 ; 66800(Zn20), BM; 4. 登记 号 : 66799(Zn20), TEM; 5. Bids: 66801(Zn20), Bil Ms 

8. 登记 号 ;: 66802(Zn20), AM. SREANMA MPSA N. elegans 带 。 

“Costulatostyliolina crassa (Mu er Ruan), 1983 

登记 号 : 66813(Zn20)。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带 。 

 Costulatostyliolina minor (Mu et Ruan), 1983 

登记 号 : 66803(Zn23), RELMME sir wA N. richteri io 

Costulatostyliolina cf. roemeri (Boutek), 1964 

登记 号 ; 66793(Zn27), X15; 10. 登记 号 : 66794(Zn27), X17.5; Il. jigs: 66795(Zn27), X15; 12 

登记 号 ，66796(Zn27),X17 .5。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3 坡 折 落 组 N. mulsicostata Ho 

版 20 

Guerichina sp. 

登记 号 ,66789(HSO-4280)。 玉 条 樟 木 青草 坑 $ 钦 州 组 。 
Costulatostyliolina sp. 



ida: 12. 

11. 

13. 

9—12. 

1—4. 

ll. 

ih eee paratrichina sp. nov. 

登记 号 : 66814(NnD7。 南 宁 大 联 村 ; 那 叫 组 "底部 硅 质 岩 N. barrandet 带 。 
Costulatostyliolina peneaui (Boucek), 1964 

登记 号 : 66798(Zn27),X17.5。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multicostata A, 

apt Nye oh paucicostata (Bouéek), 1964 

Bits: 66780(G6-6227); 5. Bids}: 66791(G6-6227), AHERN SS A” F HB 

和 ornata Sp. Noy. 

6. 登记 号 : 66806(Zn40a), X18, TER; 66807(Zn40b), X 18, ARs 7. Bids: 66808(Zn40), X17.5, 
副 模 ; 8. 登记 号 66809(Zn40), X17, Al; 9. Bids: 66810(Zn40), X17.5, 副 模 5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分 水 

岭 组 。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grueti Lardeux, 1969 

10。 有 登记 号 : 66816(Zn18), X12; 12. Bigs: 66815(Zn18), X12, SANA AEA N. barran- 
dei #5,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nana Xian, 1980 * oct 

登记 号 : 66661(NS20), X30。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下 部 1 了 
Nowakia (Nowakia) pararichteri sp. nov. 9 Ldveney 

Bids: 66672(Sn51), X30, ER. PRAMS VMs wR Ne richteri a oI 

RR 21 wen 

Metastyliolina dejlexa (Boutek), 1964 | <8 
1. 登记 号 : 66817(L£75a), 66818(L£75b); 4。 登 记号 : 66819(L£75); 5. Bigs: cit20C65)。 南 丹 罗 
BABE: SBA V. minute 带 。 : 2.014 

ae re striatissima stridtissima Boutek et Prantl, 1961 - 

登记 号 : 66828(Sn53),X17; 3. Bids: i ai tesla BS LAAN N. richteri 

| picks 9 
=a" Metastyliolina decurtata sp. nov. . 

6. 登记 号 : 66831(Zn23), Bile; 7. Bids: 66829(Zn20), X17. 5, IER; 8. Bids: 668300, 66830b 

(Zn20)， 副 模 。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elegans HAIN. richteri Ho Abad bb 忆 
Metastyliolina trichina trichina Mu et Ruan, 1983 17 

9. BidS: 66821(Zn20), X17.5; 10. Bid S: 66822(Zn20), X17.5; 11. Sigs: c6823(Z020), KIS; 

12. BidS: 66824(Zn20), LAWS see BA ON. elegans #5, 

图 版 22 Baie tines.) 

.登记 号 ; 66832(Zn40),X17.5， 正 模 ; 2. 登记 号: 66833(Zn38), BI; 3. Bids: 66834(Zn38), 
4. 登记 号 : 66835(Zn38)， 副 模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分 水 岭 组 。 

Metastyliolina sp. =) : 

登记 号 : 66836(Zn18),X17.5, ZEAWAE 3 KARA N. barrandei 带 。 

Nowakia (Nowakia) richteri richteri Bouéek et Prantl, 1959 : rnottikted | gh at 
登记 号 : 66842(Sn53),X30。 那 坡 坡 荷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N. richeeri BEM. as] gr 

Metastyliolina trichina nayiensis subsp. nov. 

7. Bids: 66826(Zn22), Bil; 8. Bids: yaa TER NRE N. elegans 

#5 (Zn20) 和 N. cancellasa #% (Zn22), - , : 

Striatostyliolina raristriata sp. nov. ; 

9。 登 记号 : 66838(Sn51k), X17.5, ER; 10a5 登 记号 : eee Spies 55 a)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FAL ALE Ho ry? 
Metastyliolina striatissima striatissima Boutek et Prantl, 1961 

SidS: 66837(Zn27)。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multicostata #7, 

图 版 23 
1,2a,3—6. Styliolina fissurella (Hall), 1843 

2b. 

l. 登记 号 : 66843(Zn23a), 66844(Zn23b); 2a. Bids: 66845(Zn22a);3. Bigs: 66847(Zn37); 
4。 登 记号 : 66846(Zn37), X17.5; 5。 登 记号 : 66848(Zn37); 6。 登 记号 : 66849(Zn37),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richpreri 带 (66843 一 66844)N. cancellata#s (66845 ) 和 分 水 岭 组 (66846 一 66849)。 
Nowakia (Lepidonowakia) paraferula subgen. et sp. nov. 



gle gy 

登记 号 : 66712(Zn22b)， 副 模 。 崇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ta 带 5 

Styliolina glabra Lardeux, 1969 

登记 号 : 66850(Zn23)。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N. richeeri 带 。 
Styliolina megalocula sp. noy. 

8. BicS: 66851(2n33), ER; 9. 登记 号 : 66852(Zn33)， 副 模 。 LLLINME; 坡 折 落 给 顶部 。 
Styliolina cf. minuta Bouzek，1964 

10. BidS: 66854(NS18), X30; 11. 登记 号 : 66855(NS18), X30,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on- 
cellata 带 。 

Styliolinag sp. A 

BLS: 66856(Cula), X30; 66857(Culb),X30。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We 8024 

Gonionowakia portentosa sp. noy. 

Gonioviriatellina parundulata sp. nov. 

2. Bids: 66872(Cu6), TER; 3. Bids: 66873(Cu6), giles 4. 

PRR MUR N. richeeri 带 。 
站 hy 

» * Gonionowakia sp. 

登记 号 :66867(II2-3)， 正 模 。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3 钦 甲 组 N. praccursor 带 。 

Bins: 66874(Cu6), 副 模 。 德 保 ， 

尖锐 +4 登记 号 : 66868(NS18), X30, 那 坡 坡 荷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N. cancellata 带 。 

4637- 

ds 

BIBS: 66866(8058), X30。 德 保 上 敏 ; 坡 折 落 组 N. richteri 带 。 
仙 

“Gonionwakia hexagona Ruan et Mu, 1983 

6. 登记 号 : 66860(8058), x30, fil; 7. 登记 号 : 66859(8058), X30, EM. BRL RRA N. 
_. richteri 带 。 

Gonionowakia quadragona Ruan et Mu, 1983 

Gonionowakia hexaprismatoides sp. nov. 
M9. BIBS: 66865(8058), x30, HM; 10. 登记 号 : 668638058), X30, 副 模 ; 11. 登记 号 : 66864(8058), 

x X30, Bs 12. 登记 号 : 66862(8058), X30, ER. BRERA BA N. richteri 带 。 
13, 14. Gonioviriatellina undulata Ruan et Mu, 1983 

13. Bigs: 66869(Cus), Ew; 14. 登记 号 : 66870(CuSa), HK; 66871¢CuSb), AIM. MRA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5, 

HA m 25 

Gonioviriatellina reticularis Ruan et Mu, 1983 

1. Bi@=: 66875(Cu6), TERS 2。 登 记号 : 66876(Cu6)， 副 模 ; 3. 登记 号 : 66877(Cu6)， 副 模 34。 登 
， 记号: 66878(II4-2)， 天 模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t 带 (66875 一 66877)。 德 保 钦 甲 多 文 ; KF 

5 一 8 . 

1—5,8. 

és Fe 

1,2. 

组 N. cancellata #§(66878)., 

Gonioviriatellina cancellosa Ruan et Mu, 1983 

5. 登记 号 : 66881(Cu6), Bil; 6. 登记 号 : 66880(Cu6)， 副 模 ; 7. 
记号 :66882CCu6)， 副 模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a 版 26 

Gonioviriatellina polycarinata sp. noy. 

1. Big=: 66890(Cul), Al; 2. 登记 号: 66892(Cul), Aw; 3. 

登记 号 : 66879(Cu6)， 正 模 ; 8 . 登 

登记 号 : 66887(Cu1)， 正 模 ; 4. 登 
记号 :66888(CCu17， 副 模 ; 5. 登记 号 : 66889(Cul)， 副 模 ; 8. 登记 号 : 66891(Cul), BM. MRAA 

枯 求 ; 德 保 组 NW. richtert 带 。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1983 

6. Bid=: 66893(Cus), EMS 7. 登记 号 : 66894(Cus), BM. MRAM RS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 

Bz] 版 27 

Gonioviriatellina parasulcata Ruan et Mu, 1983 

1. 登记 号 : 66895(Cu6), Al; 2. 登记 号 : 66896(Bb II)， 副 模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BRA N. richteri 

# (66895), BME CsA N. praeccursor Hy (66896), 



10. 

1—6. 

11. 

12. 

Gonioviriatellinag sp. A 

登记 号 : 66916(Cul), MRRP RBA ON. richteri #5, 

Gontoviriatellina hexacarinata sp. nov. 

登记 号 : 66902(Sn56), X15, EM. ARR w= RM RBA N. richreri iB 
Goniostyliolina sp. 

登记 号 : 66919(Cu9), BRR ARs BRA N. richteri 带 。 
Gonioviriatellina kimi (Koren et Klishevich), 1978 1a 

登记 号 : 66901(Cus), MRR AHR GRA N. richteri 带 。 itm 
Gonioviriatellina robusta sp. noy. 4 

登记 号 : 66899(Cu1l)， 副 模 ; 8. 登记 号 : 66898(Cu1)， 正 模 ; 9. 登记 号 : 66900(Cul), 副 模 。 德 保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t 带 。 

Gonioviriatellina sp. B 

登记 号 : 66917(112-2/3), BRAKAS XBR ON. praecursor 带 。 

版 28 )X5895 

1 下 aid 

Gonioviriatellina debaoensis sp. nov. yi 188d = BAG g . 

1. 登记 号 : 66904(Cu6)， 副 模 ; 2. Bis: 66905(Cus), Hs 3. Bids: 66906(L 10), BIB; 4. 
登记 号 : 66907(Lf10)， 副 模 ; 5. 登记 号 : 66908(Cub), RM; 6. 登记 号 ;: 66903(Cub), ER. BRB 
钦 甲 枯 求 ; 德 保 组 N: richteri 带 (66903—66905, 66908), 南 丹 罗 富 墙 丁 ; WTA N. subtilis 带 
(66906，66907)。 ve we titel 
Styliolina sp. B “1 

Bitsy 66858(Cu9), RR BRR RA ON. richteri 带 。 vite in 

Styliolina paranandanensis sp. noy. ny ’ ; 

登记 号 : 66853(Zn33)， 正 模 。 尝 左 左 州 那 艺 ; 坡 折 落 组 顶部 。 7 tee 
Gontoviriatellina quadracarinata sp. nov. 1 e 

9. BidS: 66914(112-3), 副 模 ; 10. 登记 号 : 66913(II2-2/3)， 正 模 。 人 人文 :组 N. Lite. 

cursor #8, - 

Gcsiduyiictiie conica (Xian), 1980 ba Sn Wisieks ae a). wel EI 

登记 号 : 66918(BbII-7)。 百 色 巴 平 ; 达 莲 墙 组 N. praceursor Ho 1 
Gonioviriatellina? trudalis sp. no'y. 

登记 号 : 66915(Cul), ER. MRRP MR BRA N. richter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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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4F 11 月 Mem. of Nanjing Inst. of Geol. & Palacont., Acad. Sinica Nov., 1989 

西北 部 泥 贫 纪 层 孔 虫 生物 群 
AVL KS Bie 

。 -一 新 该 区 泥 盆 系 的 分 布 和 沉积 古 地 理 
Et 源 EH ® 

CRBS bere ee HAE ST 《地 质 矿 产 部 成 都 地 质 矿 产 研究 所 ) 

周 怀 玲 KRM FAR BBE RAG 
《广西 石油 地 质 大 队 ) 

ee coke 
近年 来 , 随 着 基础 地 质 和 普查 找 矿 工作 的 深信 开展 ,广西 境内 的 泥 贫 系 研究 也 逐步 深 

| 人 起 来 了 。 研 究 证 实 广西 境内 生物 礁 和 滩 相 沉积 从 早 泥 盆 世 晚期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均 有 不 
同 程度 地 发 育 。 其 中 以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层 孔 虫 生物 礁 的 规 烧 较 大 ， 具有 一 定 的 代表 性 。 
1980 年 初 ,广西 第 七 地 质 队 通过 北山 地 区 的 普查 勘探 工作 ， 首 先 提出 了 “ 堤 确 * 控 矿 的 观 

时 点 。1981 年 至 1983 年 6 月 ,广西 石油 地 质 大 队 在 环 江 县 的 上 朝 ̀  驯 乐 \ 川 出 等 地 测 制 了 
。 9 条 礁 相 剖面 , 填 制 了 10km? 的 1:1 万 地 质 图 ,结合 两 个 钻 孔 的 资料 , 于 1983 年 7 月 编 
电 写 了 《广西 环 江 地 区 泥 盆 纪 生物 礁 研 究 报告 5 1985 年 ;广西 石油 地 质 大 队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是 南京 地 质 十 生物 研究 所 以 及 成 都 地 质 矿产 研究 所 合作 ,进行 “广西 北部 泥 盆 纪 层 孔 虫 生物 
| 群 和 环 江 丘 状 大 置 礁 一 一 兼 论 该 区 泥 盆 系 的 分 布 和 沉积 古 地 理 ” 课 题 的 研究 。 环 江北 山 
| 层 筷 晶 生 物 礁 的 研究 ;对 深 大 了 解 江南 古 陆 南 缘 的 礁 体 分 布 规律 和 邻近 碳酸 盐 岩 合 四 和 
| 全 沟 内 含油 气 岩 系 的 配套 关系 以 及 寻找 礁 相 油气 藏 和 多 金属 层 控 或 磺 控 矿床 等 部 具有 
ERIE. 
: ASR TILIA OAR HOHLR IRIN. Mk AIL RTT 
时 等 ;并 对 主要 造 礁 生物 层 孔 虫 生物 群 进行 了 详细 的 研究 ,共计 描述 22 属 87 种 ， 其 中 有 新 
上 种 2 个 .新 变种 1 个 "近似 种 8 个。 通过 层 孔 虫 生物 群 的 分 析 对 比 ,对 层 孔 虫 的 造 礁 作 
量 用 .生态 特征 和 沉积 环境 作 了 阐述 ,为 含 礁 层 位 的 时 代 对 比 提供 了 佐证 。 

未 文 各 章节 的 编写 分 工 如 下 : 前 言 一 一 董 得 源 ; 桂 北 地 区 泥 盆 系 的 分 布 和 含 礁 层 

位 荆 _ 张 振 贤 ; 桂 北 地 区 泥 盆 纪 的 沉积 古 地 理 一 一 张 振 贤 ; 环 江 上 朝 泥 盆 纪 丘 状 琶 置 礁 的 
剖析 二 周 杯 玲 、 罗 其 怀 ̀ 黄 天 个 ; 层 孔 虫 化 石 的 产地 和 层 位 一 董 得 源 、 传 静 华 ;- 层 孔 虫 
ARR MLL titic EGE; 属 种 描述 一 一 董 得 源 \ 王 树 碑 \ 傅 静 华 ; 结 论 

国外 文摘 要 < 参考 文献 ̀  图 版 说 明 等 均 由 董 得 源 完成 s 

二 和 

1) 本 文 发 表 的 新 种 ,新 变种 均 由 董 得 源 , 王 树 碑 \ 传 静坐 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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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野外 考察 和 室内 鉴定 与 技术 加 工 方面 ， 均 得 到 广西 石油 地 质 大 队 、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和 成 都 地 质 矿 产 研究 所 以 及 有 关 单 位 许多 同志 的 热 意 帮助 和 大 力 支 

持 。 标 本 的 制 片 由 广西 石 灌 地 质 大 队 实 验 室 承 担 ̀  全 部 图 件 也 由 该 队 绘图 组 清 绘 , 照片 由 

翟 占 槐 , 张 富田 、 王 树 碑 摄制 。 笔 者 说 致 囊 心 的 谢 忱 。 生 物 礁 的 研究 涉及 面 广 \ 综 合 性 强 ， 

限于 我 们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 对 本 文 的 缺点 错误 ,热切 希望 读者 批评 指正 。 

桂 北 地 区 泥 盆 系 的 分 布 和 含 礁 层 位 

位 于 江南 十 陆 南 缘 的 桂 北 地 区 , 泥 盆 纪 地 层 分 布 广泛 ,由 于 受 古 特 提 斯 海 和 大 平 洋 海 
的 控制 ,在 广西 或 华南 碳酸 盐 岩 地 层 中 占有 重要 地 位 。 地 层 厚 达 6 000m， 呈 明显 的 海 进 

© 柳州 市 
EE "tit 和 

| : ary 
@ AMIE AR 

播 图 1 和 桂 北 泥 盆 纪 层 孔 虫 和 生物 礁 分 布 图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Devonian stromatoporoids and bioherms in North Guangxi) 

AREER A wry RIO KE , ane, Yurmandlina 
labpivg] Actinastroma Verrucasum valltree /poca recta, P. quilingensis, io 

RR EE Oe eae A Cae LE Hea i Fe 
B. SYringocephalas piste hcbiastrom Crasspilatum , Trupetostroma prea 

95} Gerronastrom - cf. elega 

RRE PELE AEE RARE. S tringocephalus obesus 
ia et 2 seal Pena ai in fulongensis 

插图 2 桂 北 泥 盆 纪 层 孔 虫 礁 层 位 图 (Showing the stratigraphic 

position of the Devonian stromatoporoid reefs in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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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 自 南 而 北 , 由 老 至 新 依次 超 覆 。 由 于 陆地 边缘 复合 断裂 的 影响 ,海盆 分 割 变 异 较 大 ， 

使 古 陆 边 缘 形 成 指 状 海湾 ,控制 着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分 布 。 依 据 生物 相 的 差别 ,可 分 为 贺 县 型 

《 近 岸 相 冯 象 州 型 ( 底 栖 相 ) 和 南 丹 型 (浮游 相 ), 不 同 相 区 有 不 同 的 生物 序列 -但 基本 上 是 

可 以 对 比 的 ( 表 1)。 其 中 贺 县 型 系 指 早 \ 中 泥 盆 世 围绕 江南 古 陆 分 布 的 滨 岸 碎 层 岩 系 ; 南 

丹 型 系 指 远离 古 陆 ̀ 支 离 碳 酸 盐 人 台地 的 台 沟 沉积 ,以 含 菊 石 \ 三 叶 虫 、 薄 壳 竹 节 石 ̀  牙 形 刺 

等 浮游 生物 为 特征 的 泥岩 ` 泥 灰 岩 、 硅 质 岩 和 扁豆 状 灰 岩 ; RNA FEARS 

泥 盆 世 滨 岸 外 侧 , 以 含 底 栖 生物 为 主 的 碳酸 盐 合 地 沉积 。 人 台地 上 层 孔 虫 普 遍 分 布 , 有 的 构 

成 礁 滩 相 (插图 1)， 其 含 礁 层 位 见 插图 2, 

三 、 桂 北 地 区 泥 盆 纪 的 沉积 二 地理， 
1. 桂 北 地 区 泥 贫 纪 的 沉积 环境 

桂 北 地 区 泥 盆 纪 的 沉积 环境 ， 大 致 可 分 为 滨 岸 碎 导 岩 相 区 和 碳酸 盐 人 台地 相 区 。 前 者 

包括 河口 湾 ̀ \ 潮 坪 、 滨 岸 沪 湖 、 潮 下 带 一 半 局 限 盆 地 ;后 者 包括 局 限 一 半 局 限 人 台地、 开阔 台 

地 及 人 台 沟 ( 盆 ) 等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HAs 

0 XK) 
Xe Oy ye Mi 

WX x 

$ 
9 

Oy 

@ 柳 州 市 

59 象 州 

插图 3) 桂 北 早 泥 盆 世 四 排 期 岩 相 古 地 理 简 图 (Showing the Early Devonian 

lithological facies and palaeogeography of the Sipai age of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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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 陆地 边缘 的 河流 入 痢 口 ， 河 流 作 用 与 潮汐 作用 频繁 交替 。 兰 性 为 河床 粗 的 砂砾 
岩 与 测评 相 的 泥 质 粉 砂岩 ,泥岩 的 交 x 替 组 合 ,大 中 型 的 斜 层 理 和 交错 层 理发 育 。 
QQ) 潮 坪 

为 砂岩 \ 粉 砂岩 、 铁 质 粉 砂岩 ,泥岩 的 组 合 夹 泥 质 白云 岩 。 透 镜 状 \ 脉 状 、 鸡 状 等 各 种 
潮 坪 层 理发 育 , 垂 直 和 倾斜 虫 六 .生物 搅动 构造 以 及 泥 裂 等 均 较 普遍 。 

(3) RB 
以 铁 质 砂 泥岩 为 主 夹 师 状 赤 铁 矿 \ 含 凌 铁 矿 白 云 岩 \ 生 物 层 泥 晶 灰 岩 水 平 层 理发 育 ， 

局 部 具 小 型 斜 层 理 。 
(4) 潮 下 带 一 半 局 限 盆地 
岩 性 为 砂 记 岩 ̀ 泥 灰 岩 生物 灰 岩 等 。 具 水 平 层 理 、 平 行 层 理 及 各 种 交错 层 ， 水 平 虫 

— 穴 ; 生 物 搅动 构造 发 育 。 以 底 栖 生 物 为 主 , 混 有 少量 浮游 生物 ， 其 中 以 鹏 足 类 最 丰富 。 
(5) 局 限 一 半 局 限 台 地 
司 属 从 地 潮 坪 环境 , 岩 性 为 层 纹 石灰 岩 ( 白 云 岩 )、 su ye mB TURTLE 
eg 在 局 部 有 利 地 段 ， 符 别 是 台地 拓 临 台 沟 的 向 风 一 全 和 
ERROR TE. 
(6) 开阔 台地 
soon 

插图 4 桂 北 中 泥 盆 世 应 堂 期 岩 相 古 地 理 简 图 (Showing the Middle Devonian lithological 

facies and palaeogeography of the Donggangling age of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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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各 种 泥 粒 岩 和 生物 灰 岩 。 有 利 部 位 常 具 生 物 礁 或 滩 相 沉积 

(7) BIA) ie 

其 分 布 主要 受 古 地 形 和 同 生 断 裂 控制 。 岩 性 为 泥岩 、 泥 晶 灰 岩 、 扁 豆 状 灰 岩 夹 硅 质 
岩 。 以 浮游 生物 为 主 。 

2. 桂 北 地 区 泥 贫 纪 成 礁 期 

AMR BAALT RRR awe RA 3 一 6s 
(1) yea te po RE 
在 象 州 地 区 发 育 珊瑚 - 层 孔 虫 点 礁 滩 ; 贵 县 地 区 见 有 珊瑚 层 状 礁 5 - 
(2) PRAM ee 4 
在 南 丹 大 厂 一 带 有 珊瑚 - 层 孔 虫 圆 乒 礁 ,规模 较 大 。 
(3)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期 
由 于 广泛 的 海 侵 ,使 古 陆 被 夷 平 或 缩小 , 陆 源 物 大 大 减少 ， 全 区 转 为 以 碳酸 盐 岩 沉积 

为 主 , 是 生物 礁 和 滩 发 育 的 见 盛 时 期 。 由 于 北 东 、 北 西 * 东 西向 同期 断裂 的 活动 ,出 现 了 分 
枝 状 人 台 沟 割 切 台 地 的 现象 ， 而 且 人 台地 上 的 礁 、 滩 相 的 展 布 情况 与 台 沟 息息相关 ， 它 们 大 
多 发 育 于 台地 濒临 台 沟 的 向 风 一 侧 。 以 层 孔 虫 或 蓝 绿营 - 层 孔 虫 点 礁 群 及 丘 状 登 置 礁 为 主 

生物 滩 
/ ais se) 古 陆 

/ / yew 
Y bal ; 

AALS 桂 北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期 岩 相 古 地 理 简 图 (Showing the Middle Devonian 

lithological facies and palaecogeography of the Yingtang age of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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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规 模 大 小 不 一 。 诸 如 环 江 县 北山 的 丘 状 登 置 礁 ; 南 丹 县 六 寨 的 蓝 绿 藻 - 层 孔 虫 和 倒置 礁 ; 
罗 城 县 怀 群 \ 融 安 泗 顶 \ 古 当 的 层 孔 虫 点 礁 滩 ;桂林 唐 家 湾 的 卷 置 礁 滩 ; 钟 山 县 石 梯 层 孔 虫 

a FAT Fo 

(4) 晚 氟 盆 世 早期 
“由 于 同期 断 妥 活动 加 剧 , 海 盆 分 割 变异 愈加 明显 ， 出 现 了 沟 台 交错 的 古 地 理 格局 , 沉 

各 环境 动荡 不 定 ,台地 上 以 沉积 济贫 、 PR Rar =, RGA DARD, 仅 在 局 部 的 小 台地 边 
BARR Fo 

fe A HOD 4 WRT INE: Yn 4 AUG H.R KF RT AS DD BCR Bs RET 5 
: 我 国 贵州 \ 湖 南 以 及 比利时 加拿大 ̀ 澳 大 利 亚 等 地 的 层 孔 虫 礁 大 致 可 以 进行 对 比 , 具 有 一 
定 的 普遍 性 。 但 是 它们 又 各 具有 自己 的 地 方 特色 。 如 研究 区 内 的 造 依 生物 虽 以 层 孔 虫 和 
珊瑚 为 主 ， 但 隐 藻 类 起 着 极为 重要 的 辅助 造 礁 作用 。 层 孔 虫 和 珊瑚 的 块 状 群 体 共 骨 一 般 
都 不 大 , 除 少数 块 体 直径 可 达 lm 外 , 大 多 小 于 50cm, 这 样 它 自身 的 抗 浪 能 力 并 不 强 。 
但 在 隐 藻 类 的 作用 下 ,能 将 各 种 原生 的 、 倒 伏 的 造 礁 生 物 块 体 快速 的 捆 绕 粘 结 而 增强 其 抗 
浪 能 力 ,使 其 得 以 抵御 低 一 中 等 能 量 的 浪 击 而 保存 下 来 ,并 在 与 海盆 不 均衡 升降 的 斗争 过 
程 中 ， 多 次 旋回 性 的 发 育 生 长 ， 构成 了 复杂 的 礁 杂 岩 体 。 这 是 桂 北 泥 盆 纪 生物 礁 的 主要 特 

， 征 之 一 。 

ices 
© MH fi 

o KH 

插图 6 FEAL MATER HEM a 相 古 地 理 简 图 (Showing the Late Devonian 

lithological facies and palaeogeography of 24 Guilin age of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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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环 江上 朝 泥 盆 纪 丘 状 登 置 礁 ” 的 剖析 

礁 体位 于 环 江上 县 北山 上 朝 背 斜 的 东南 愤 (插图 7)， 出 露面 积 约 7.1km’*, BILE 
伸 , 长 约 6.1km， 已 控制 最 大 厚度 667m。 自 下 而 上 可 分 为 两 个 成 礁 期 ; FRAC. 属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早期 ;上 部 北山 期 , 属 东 岗 岭 晚期 一 晚 泥 盆 世 挂 林 早期 。 所 处 古 地 理 位 置 
是 江南 古 陆 西南 缘 滨 岸 台 地 上 受 同期 断 有 所 控制 的 近 于 南北 走向 水 下 隆起 的 南端 ， 

Fila 
“ai 0 10 km fini 
a Sr et 

: é. ee, < ve : 

eb MARS 
om Be! OV SL ° 

7923 

ie 

Eo 页 

插图 7 eA eA (Showing the site of reef in Beishan) 

(一 ) £EwRA WEED 
1. GRA 

FFL Be KAAS Bik AD, RICA RE. A) PEARL 2, RRR, 

球根 状 的 原生 骨架 和 板 状 的 原生 盖 伏 体 , 有 一 定 的 造 礁 能 力 ， 通 常 组 成 礁 的 主体 ; 皮 壳 状 
的 共 骨 也 可 参与 造 礁 , 常 在 礁 体 及 潮 沟 (或 潮 渠 通道 ) 中 见 及 。 这 些 形态 的 属 种 类 型 繁多 ， 
以 Trupetostroma, Atelodictyon, Actinostroma 等 属 最 为 发 育 。 短 粗 枝 状 层 孔 虫 呈 禾 从 

状 群体 参与 造 礁 ,这 类 层 孔 虫 大 多 生活 在 较 安 静 的 低能 环境 ， 于 礁 前 、 礁 体内 及 礁 坪 上 均 

有 发 育 , 且 多 出 现 于 成 礁 期 的 初始 阶段 和 球状 层 孔 虫 骨架 间 受 到 庇护 的 场所 ,一 般 被 折断 

1) 周 怀 玲 等 ，1983， 广 西 环 江 地 区 泥 盆 纪 生物 礁 研究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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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2 ， 环 江 县 北山 层 孔 虫 的 形态 .生态 及 属 群 (Shcwing the morphology, ecology and genera 
of stromatoporoids from the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North Guangxi) 

| | 一般 生态 规律 ”| 

js 本 ee 

高 10 一 89 

一 般 10 一 40 | < lom 较 高 能 

59 2) iF 

球根 高 3 一 15， 
we 

r 10—20m| 较 低 能 

Fe a. Baw 
C= ? == 

全 = 会: SS} HIO- 8 16 som 全 -中 等 

Trupetostroma jh Aftelodictyon ii 

Actinostroma 属 Clathrocoilona 属 

Ferestromatopora 属 Cerromosfroma 属 

Parallelopora jh = Hermatostroma Ja 

Hommatostroma 属  Idiostroma 属 

Anostylostroma 属  Clathrodictyon jm 

Stromatopora 属 Salairella 属 

Trenodictyon 属 

Siachyode5 属 ，5.5co5fu/afoj S.gigantens , S. huanjiangensis 

sp.nov., 5. insignis, S.rediati, S.gracilis var. kuznetskensis 

Amphipora tk , A. nonoxis, A.urulensis,A. fulongensis, A. 

sinensis, A.rudis, 4. corpulata , A.ct huaningensis, Faramphiporo 

充填 于 确 组 合 的 各 个 部 位 ， 以 Stachyodes 属 为 代表 。 细 枝 状 层 孔 虫 主要 生活 在 礁 后 比较 

闭塞 的 泡 湖 或 半 涡 湖 相 的 环境 里 ,多 呈 碎 属 状 。 以 Amphipora 和 Paramphipora 两 属 

为 代表 。 

“一 蓝 绿 藻类 中 的 绵 层 藻类 是 造 礁 的 重要 组 分 之 一 。 主 要 以 营 蔗 、 营 纹 层 、 藻 斑点 、 藻 包 
壳 和 泥 晶 套 等 生物 沉积 组 构 出 现 于 礁 主 体 和 礁 缘 ， 将 具 原 生 骨 架 的 和 倒伏 的 各 类 层 孔 虫 

块 体 快速 打 绕 粘 结 ; 构 成 以 粘 结 型 及 捆 结 型 为 主体 的 抗 浪 骨 架 。 此 外 ,与 礁 体 伴生 的 尚 有 
Rezalcir(〔( 肾 形 藻 )、 Frutexites (EAM). Epiphyton ( 表 附 党 )、 Ortonella (AA). 

Dasycladus (〈 粗 梳 藻 )、Ferzzibpore1la (iE FLHB). Girvanella ( 葛 万 藻 ) 等 。 

2. 附 确 生 物 

攻 “二 般 数 量 较 少 ,以 通 孔 珊瑚 、. 单 体 四 射 珊 瑚 为 主 ， 还 有 少量 笛 管 珊瑚 ， 常 与 层 孔 虫 共 
生 。 多 旦 碎 属 状 被 层 孔 虫 包 绕 ,零星 分 布 于 礁 体内 或 局 部 富 集 于 礁 坪 滩 相 中 ; 脑 足 类 多 为 
厚 壳 奖 , 消 量 为 薄 过 型 ,多 呈 碎 局 状 ,有 的 在 礁 坪 滩 相 较 富 集 ; 腹 足 类 以 厚 索 螺 为 主 , 礁 后 

| 评 最 发 青 ; 闲 皮 类 以 海 百合 碎 属 为 主 , 局 部 富 集 于 礁 坪 滩 相 ; 管 孔 荣 \ 伞 洛 ( 粗 梳 营 ) 零 星 出 
现 手 秦 相 及 滩 相 ;人 竹 节 石 \ 海 绵 骨 针 、 有 孔 虫 见于 礁 前 及 故 后 台 凹 中 ; 介 形 类 零星 分 布 于 确 
组 含 的 各 个 部 位 ; 牙 形 刺 见于 礁 前 、 礁 盖 , 侦 尔 在 礁 体 中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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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礁 相 组 合 特征 

礁 体 在 纵向 上 自 下 而 上 分 为 礁 基 、 礁 主体 、 礁 坪 、 礁 顶 、 礁 盖 等 。 在 平面 上 分 为 礁 主体 、 

礁 愤 、 礁 坪 或 礁 间 坪 、 礁 前 等 亚 相 。 礁 组 合 的 外 缘 有 礁 后 测 的 台 止 相 和 前 侧 的 台 沟 要 ( 揪 
图 8，9)。 现 分 述 如 下 : 

1. 礁 基 亚 相 

包括 亮 晶 生 物 砂 必 灰 岩 和 生物 屑 泥 晶 灰 岩 两 个 微 相 。 前 者 砂 导 含 量 高 达 60% , 磨 圆 
度 好 , 粒 径 0.1 一 0.5mm， 亮 晶 胶 结 ; 后 者 的 生物 含量 为 20 一 40% ， 以 枝 状 层 孔 晶 为 主 ， 
还 有 少量 腹 足 类 、 腕 足 类 、 棘 皮 动 物 等 化 石 , 常 成 层 聚 集 , 它 们 分 别 堆积 在 海底 隆起 上 , B 

成 砂 滩 和 生物 滩 ， 是 礁 体 的 发 育 基 础 。 

ESS uae  Esovirte Fae & 
Eee Ezanhims GOR «A. bea s Bal Rk WEL 
[S| EHn Ca wt REA PA wwe sex Ce ter aoe Comey. Se |. 

HOB. £408 RB Be. EE) tap Ceeeenl Tey = LT Reems | 

插图 8 广西 环 江 地 区 北山 礁 剖 面 图 (Showing the columnar section 

of the reef of Beishan in Huanjiang County，North Guangxi) 

Pm. aut hP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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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9 ERICH AGA MARTA (Showing the plan view of 
the bioherm of Beishan of in Huanjiang County, North Guangxi) 

2. 礁 主 体 亚 相 

, 礁 主 体 的 体积 约 占 整个 倒置 礁 组 合 的 20 和 ， 其 最 大 特点 是 随 着 海水 逐步 往 北 推进 ， 
海水 的 深浅 和 能 量 的 高 低 发 生变 化 ， 致 使 依 体 的 结构 和 厚度 也 相应 发 生变 化 ,而且 出 现 

”和 礁 相 和 礁 坪 相 (或 礁 滩 相 ) 的 频繁 交替 和 多 期 登 置 ,终于 构成 了 丘 状 登 置 礁 (插图 8; 图 版 
23, Al 1). 

C1) 礁 相 灰 岩 类 型 

礁 相 灰 岩 主要 由 骨架 、 障 积 、 粘 结 三 大 类 结构 组 合 而 成 。 可 以 进一步 划分 为 障 积 粘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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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 粘 结 、 盖 覆 粘 结 、 捆 结 和 粘 结 等 五 种 灰 岩 类 型 ,包括 藻 凝 块 层 孔 虫 粘 结 障 积 ( 或 障 积 粘 

结 ) 灰 岩 、 纺 层 营 层 孔 虫 捆 结 灰 岩 、 藻 凝 块 层 孔 虫 粘 结 骨 架 灰 内、 绵 层 藻 层 孔 虫 押 结 骨架 

《或 骨架 捆 结 ) 灰 岩 、 拟 核 形 石 藻 砂 属 层 孔 虫 粘 结 灰 岩 等 微 相 。 生 物 含 量 的 变化 在 30 一 

80 儿 之 间 , 以 层 孔 虫 为 主 , 伴 有 少量 珊瑚 、 腕 足 类 、 乃 足 类 等 化 石 。 各 类 型 灰 岩 的 主要 特征 

是 : 

1) 障 积 粘 结 (或 捆 结 障 积 ) 灰 岩 “包括 两 种 形态 : @ GARKHREILE, SE 

树丛 状 和 纵横 交错 的 盘 根 状 , 在 礁 基 生物 滩 的 基础 上 扎根 生长 , 紧 接 着 薄板 状 层 孔 虫 和 编 

层 藻 盖 覆 包 粘 构成 障 积 粘 结 或 障 积 捆 结 灰 岩 (图 版 23， 图 2 一 5)。 它 多 出 现在 礁 生长 的 

初始 阶段 一 一 定 殖 一 拓 殖 阶段 。@ 为 相互 分 离 \ 原 地 生长 (或 部 分 就 地 倒 斜 ) 的 球状 层 孔 

虫 被 隐 藻 粘 结 而 成 。 

2) 捆 结 灰 岩 ”通常 由 球状 \ 板 状 层 孔 虫 和 蓝 绿 莹 联合 组 成 ， 其 中 球状 层 孔 虫 一 般 

高 10 一 30cm， 多 相互 分 离 , 部 分 倾斜 倒伏 。 蓝 绿 藻 层 纹 往往 与 薄板 状 层 孔 虫 相互 交替 将 

球状 层 孔 虫 和 各 种 生物 屑 大 面积 的 经 结 包 绕 ,形成 各 种 登 层 构造 形态 的 障 积 捆 结 灰 岩 (图 

版 23， 图 6; 图 版 24， 图 1)。 稚 层 的 形态 完全 取决 于 所 包 绕 块 体 的 形态 ,有 时 绵 层 营 

层 纹 与 薄板 状 层 孔 虫 交 蔡 且 结 ,构成 明显 的 登 层 构造 (图 版 25。 图 5)。 此 类 灰 岩 以 洞 忙 ， 

礁 期 最 为 发 育 。 

3) 骨架 粘 结 (或 粘 结 骨架 ) RA ”主要 由 呈 原 生 状 态 的 球状 层 孔 虫 紧密 聚集 或 相 

互 登 置 构成 明显 的 生长 骨架 ,骨架 间 为 枝 状 层 孔 虫 局 和 少量 其 它 生 物 屑 充填 ,有 时 被 营 凝 

块 或 营 纹 层 粘 结 而 成 。 海 水 能 量 强 弱 的 变化 ,直接 影响 着 骨架 的 发 育 程 度 , 一 般 在 泛 殖 的 

初始 和 末期 阶段 ,能 量 较 低 ,骨架 矮小 且 分 离 , 一 般 高 仅 10 一 20cm (图 版 24， 图 2)o 在 

球状 层 孔 虫 的 某 些 骨 架 间 或 受 骨 架 遮 蔽 处 ， 部 分 穗 层 孔 虫 得 以 保持 其 低 矮 丛 状 的 原 地 生 

AS (图 版 24, 图 3), 这 也 反映 了 是 处 于 能 量 较 底 的 环境 。 在 能 量 较 高 (或 中 等 ) 的 礁 体 发 

育 的 最 繁盛 阶段 ( 泛 殖 阶段 的 中 期 )， 块 状 、 球状 层 孔 虫 的 共 骨 都 比较 大 ， 一 般 高 20 一 60 

cm 不 等 ,它们 大 多 相互 紧密 登 置 ,连续 的 登 置 骨架 可 以 从 0.3 一 25m 不 等 (图 版 24， 图 

4 一 6)。 这 类 灰 岩 主要 发 育 于 北山 礁 期 ,在 洞 忙 礁 期 的 某 些 部 位 的 层 人 段 中 也 有 发 育 。 

4) 盖 履 式 粘 结 灰 岩 ”主要 由 厚薄 不 等 的 板 状 层 孔 虫 ( 厚 2 一 13cm， 宽 10—86cm) 

层 层 登 积 ,将 其 它 层 孔 虫 层 或 倒伏 体 盖 履 并 被 蓝 绿 菠 粘 结 而 成 (图 版 25， 图 1). 

hake 绵 层 菠 以 蒲包 壳 的 形式 将 珊瑚 、 层 孔 虫 等 各 种 生物 届 包 右 ， 并 与 皮 

壳 状 层 孔 虫 交 互 包 绕 构成 拟 核 形 石 , 它 们 之 间 又 被 藻 凝 块 或 营 层 纹 经 绕 粘 结 ( 图 版 25,， 图 
2-4)。 

以 上 各 类 灰 岩 中 几乎 完全 没有 亮 晶 胶 结 物 。 

(2) 礁 相 生物 的 生态 特征 

造 礁 生物 以 层 孔 虫 为 主 , 占 绝对 优势 ,不 仅 数量 丰富 ， 而 且 属 种 繁多 。 其 中 具有 骨架 

生态 的 就 有 18 属 近 50 种 ,它们 之 间 既 共生 又 竞争 ,并 在 整个 生长 过 程 中 与 蓝 绿 薄 息 息 

相关 。 例 如 一 个 属 种 在 生长 期 间 被 菠 崎 盖 覆 后 ， 作 短暂 的 停歇 ， 立 即 被 另 一 局 种 占 居 空 

间 ， 并 以 其 为 基底 向 上 发 育 生长 (图 版 25, 图 6); 或 不 同 的 属 种 相互 包 绕 共同 生长 (图 版 

26, 图 1, 2); 或 是 一 个 属 种 在 另 一 属 种 的 死亡 共 骨 上 包 绕 生长 (图 版 26, 图 3)。 喜 礁 生 

物 , 如 单 体 四 射 珊瑚 ， 有 时 与 层 孔 虫 共 栖 ， 但 往往 又 被 层 孔 虫 经 绕 致 死 而 不 能 繁殖 (图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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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4; 图 版 27, 图 1); 枝 体 较 细 的 笛 管 融 瑚 ， 则 可 以 自由 地 分 布 在 层 孔 虫 共 骨 中 , 层 
各 昌 的 细 层 对 珊瑚 管 的 存在 似 无 反应 《图 版 27, 图 2)。 其 它 生 物 如 腹 足 类 、 腕 足 类 、 坏 皮 
动物 等 多 呈 碎 属 状 零星 充填 于 骨架 间 ， 有 的 被 皮 壳 状 层 孔 虫 和 纺 层 藻 作 为 核心 相互 包 绕 
《图 版 27, Al 3)。 

3. 礁 坪 亚 相 

礁 坪 亚 相 的 体积 占 礁 组 合 的 绝 大 部 分 。 以 生物 屑 灰 岩 、 生 物 属 泥 晶 灰 岩 和 粘 结 灰 崇 
为 主 ， 局 部 含有 障 积 或 骨架 粘 结 灰 岩 。 根 据 其 微 相 组 合 及 所 处 的 相对 位 置 可 以 进一步 划 
分 为 礁 辟 、 礁 坪 、 礁 后 疯 湖 、 潮 沟 等 。 

(1) RE RR) 
PAFRERVANWE, ARO REILRMAKE(SRE), ai 

BRASH. EMR 30 一 70 多 ,包括 块 状 \ 球 状 和 枝 状 层 孔 虫 。 前 者 数量 相对 较 多 ， 
也 倒伏 翻转 为 主 , 少 量 破碎 ,局 部 具 原 地 生态 。 枝 状 层 孔 虫 导 杂 乱 填 阶 其 间 ， 还 有 部 分 灰 
岩 砾 属 不 均匀 混杂 一 起 ,少量 其 它 生 物 碎 属 填 隙 。 多 被 藻 凝 块 和 泥 晶 方 解 石 粘 结 ORE 
缘 生 物 滩 。 

(2) 礁 坪 《 
相当 于 礁 间或 礁 后 的 宽阔 坪 台 ,分 布 很 广泛 ,与 礁 慨 为 过 渡 关 系 , 区 别 在 于 块 状 、 球 状 

层 孔 虫 的 数量 相对 减少 , 枝 状 层 孔 虫 居 逐 渐 增 多 。 包 括 含 螺 攻 凝 块 层 孔 虫 粘 结 灰 岩 、 藻 砂 
属 ( 砾 局 ) 枝 状 层 孔 虫 灰 岩 、 泥 晶 棘 导 灰 岩 、 含 介 层 泥 晶 灰 岩 等 微 相 。 其 主要 特征 是 : 

1) 生物 含量 10 一 70 狗 ,以 枝 状 层 孔 虫 局 为 主 ,多 平 销 登 积聚 集 呈 条 带 状 (图 版 27， 
图 4)。 从 礁 坪 前 侧 到 后 侧 ， 总 的 生物 含量 逐渐 减少 ,而 枝 状 类 型 的 双 孔 层 孔 虫 含量 逐步 
增多 。 

2) 长 条 形 的 砾 居 结 构 较 普 遍 。 砾 导 主 要 由 薄 凝 块 泥 晶 、 含 生物 团 粒 泥 晶 等 组 成 ,党 
旺 扁 平 长 条 形 、 椭 圆 形 、 肠 状 等 形态 ,多 平行 排列 似 竹 叶 状 ,其 间 为 枝 状 层 孔 虫 必 和 螺 壳 充 

。 盾 , 并 被 藻 凝 岂 \ 泥 晶 方 解 石 所 粘 结 (图 版 27, 图 5)。 这 反映 了 礁 坪 的 水 比较 浅 ， 原 先 沉 
积 的 物质 经 干裂 或 脱水 收缩 后 ,再 受潮 汐 的 冲刷 和 搬 动 ,最 后 被 藻类 和 灰 泥 粘 结 而 成 砾 属 
结构 。 

3) 球根 状 的 层 孔 虫 ; 有 的 呈 原 地 生态 , 常 以 低 矮 孤立 的 小 型 骨架 出 现 。 细 枝 状 层 孔 
晶 属 常 围绕 其 作 流线型 排列 ,类 似 现代 礁 坪 上 的 小 补丁 礁 (图 版 27, 图 6)。 

4) 韵律 层 理发 育 ,由 枝 状 层 孔 虫 局 泥 晶 层 与 砾 局 层 、 小 球根 状 层 孔 虫 层 频繁 交替 而 
形成 。 层 间 界 面 不 平整 (图 版 28, 图 1), 反映 了 间 歌 动荡 的 礁 坪 环境 。 

5) 泥 晶 坏 屑 灰 岩 、 介 层 泥 晶 灰 岩 虽 有 发 育 ， 但 为 数 不 多 。 这 些 岩 石 都 形成 于 局 部 水 

动力 条 件 稍 强 的 环境 。 
6) . 鸟 眼 构 造 . 窗 孔 构 造 . 蘑 状 孔 隙 (或 层 状 晶 洞 狼 示 底 构 造 等 均 有 发 育 。 
7) 普遍 发 生 不 均匀 的 白云 岩 化 。 
(3) 礁 后 沪 湖 
通常 指 礁 坪 后 侧 较 低洼 的 场所 ,环境 比较 宁静 和 闭塞 ,包含 下 列 微 相 : 

1) -和 硅 质 团 块 含 营 凝 块 双 孔 层 孔 虫 泥 晶 灰 岩 ， 生物 含量 20 多 左右 ;以 双 我 层 孔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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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拟 双 和 孔 层 孔 昌 为 主 ,其 枝 体 细 而 长 ， 平 卧 杂 乱 堆 积 (图 版 28, 图 2), 基本 上 属于 原 地 埋 

葬 。 此 外 , 尚 有 少量 珊瑚 、 腕 足 类 、 介 形 虫 \ 腹 足 类 、 nlaiemnindtiten eo oo oe 

匀 的 混杂 其 中 。 

2) 硅 质 团 块 生物 属 泥 晶 灰 内 ”生物 含量 25 匈 左右 ,以 萌 壳 竹 节 石 为 主 ,还 有 消 量 

枝 状 层 孔 虫 、 介 形 虫 、. 腕 足 类 等 碎 层 不 均匀 地 分 布 其 内 。 

3) 含 碳 硅 质 钙 质 泥岩 “水 平纹 层 发 育 , 方 解 石 呈 团 块 状 或 透镜 状 聚 集 ， 少 量 棘 皮 

动物 、 腕 足 类 \ 有 和 孔 虫 等 碎 层 顺 层 断 续 分 布 。 

(4) 潮 沟 

通常 为 潮 坪 上 的 潮汐 通道 ,能 量 较 高 ,主要 为 层 孔 虫 局 灰 岩 微 相 。 在 纵向 上 它们 呈 条 

带 或 薄 层 状 夹 于 粉 晶 灰 岩 中 ， 具 明显 的 底 冲 刷 。 生 物 主要 是 大 小 不 一 的 翻转 破碎 的 层 孔 

| 虫 碎 块 和 部 分 呈 原 地 生态 的 板 状 层 孔 虫 杂乱 堆积 在 一 起 ， apes 〈 图 版 28, A 

3)。 

4. 礁 前 塌 积 亚 相 

礁 前 塌 积 物 断 续 分 布 在 礁 体 的 南 侧 和 西 侧 边缘 。 由 层 孔 虫 砾 块 和 部 分 生物 灰 关 砾 层 

组 成 (图 版 28, 图 4)。 各 类 碎 导 总 含量 为 530 一 70 多 ， 多 旺 棱 角 一 次 棱角 状 ， 砾 径 0.2X 

0.2 一 30 X 40cm， 大 小 不 等 ,粗细 变化 很 大 ,堆积 非常 杂乱 ,， 毫 无 分 选 。 其 间 为 枝 状 层 孔 

虫 属 和 少量 琼 皮 动物 ,还 有 极 少 量 的 腕 足 类 、 腹 足 类 等 碎 屑 和 泥 晶 方解石 填 隙 。 其 分 布 范 

围 很 局 限 ， 在 短 距 离 内 就 过 渡 为 台 沟 边缘 斜坡 的 塌 积 角 砾 岩 〈 图 版 23, 图 5)。。 

5. 礁 顶 亚 相 

GRA Oh TR RARE ch OSH ER EHD AVE 

MRR RK eI RAK BERKEL REE Ka SRAkeaKa Ss. DT 

整个 倒置 礁 组 合 的 最 顶部 者 主要 是 一 套 穿 时 白云 岩 ， 其 层 位 越 往 北越 高 5 ABA 

中 晶 , 含 少量 残余 枝 状 层 孔 虫 屑 、 残 余 砂 必 和 残 余 砾 导 结 构 。 偶 见 纹 层 状 白云 岩 ， 具 生物 

搅动 构造 。 Method 

6. 礁 盖 亚 相 

泛 指 盖 覆 于 礁 群 组 合 顶 部 白云 岩 之 上 的 岩石 组 合 。 它 随 着 礁 体 发 育 终 止 期 的 变 延 而 

具有 不 同 的 微 相 ， 包 括 泥 灰 岩 \ 硅 质 条 带 灰 岩 、 泥 质 灰 兰 、 条 纹 状 泥 晶 含 泥 灰 岩 、 泥 晶 灰 岩 

等 微 相 。 含 有 少量 竹 节 石 、 菊 石 ̀ 介 形 虫 \ 坏 皮 动物 等 碎 层 。 

7. 台 止 相 

分 布 于 礁 相 区 的 东北 缘 ( 向 陆 一 侧 )， 为 泥 质 灰 岩 、 生 物 屑 灰 岩 夹 硅 质 条 带 灰 兰 的 组 

合 。 

8. 台 沟 相 ( 包 括 台 沟 边 缘 相 ) 

分 布 于 礁 相 区 的 西南 缘 (向 海 一 侧 ), 主 要 是 含 硅 质 条 带 灰 岩 \ 泥 灰 岩 组 合 。 产 薄 壳 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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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HS AE Ft A FE HS 5 PE AR P23 YS A GE A YE AE SEB CES, 
PPM SSB ER IRB RAS AIK SD HBS IRE ARI Ech BEI 
Ht 350 一 70 多 ,其 结构 类 型 复杂 ,大 小 不 一 , 粒 径 0.20 一 0.25cm AA, BEI B— yee 
状 , 部 分 为 棱角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常 混 人 少量 块 状 \ 球 状 层 孔 虫 砾 块 及 其 它 生物 悄 ， 局 部 见 
有 细小 的 碎 属 围绕 较 大 砾 悄 而 呈 流 线 型 排列 ,一 般 为 氟 晶 基质 。 在 台 沟 边缘 的 泥 质 灰 岩 、 
泥 灰 岩 中 见 有 重力 滑动 形成 的 卷曲 构造 (图 版 28, 图 6)。 

(=) 确 的 生长 序列 及 沉积 模式 

北山 生物 礁 自 下 而 上 可 以 划分 为 两 个 造 太 期 ， 

1. 第 一 造 礁 期 ( 洞 忙 期 ) 
”时 代为 东 岗 岭 时 期, 地面 出 露 不 全 。 根 据 钻 孔 资料 , 其 最 大 厚度 超过 348m, DUAR 

礁 和 巴 老 礁 为 代表 ,两 者 各 具 特 色 , 反 映 出 它们 是 处 于 不 同 环境 的 两 个 登 置 礁 体 。 
(1) 洞 忙 雁 
地 表 出 露 61m， 其 生长 序列 见 插图 10。 它 的 最 大 特点 是 蓝 绿 藻 参 与 造 太 的 作用 极 

其 显著 ,而 层 孔 虫 的 骨架 结构 不 甚 发 育 。 洞 忙 礁 的 主要 特征 如 下 ; 
1) 从 造 礁 生 物 组 合 看 , 它 属 于 蓝 绿 藻 层 孔 虫 礁 。 
2) 礁 相 灰 岩 类 型 以 障 积 粘 结 灰 岩 和 粘 积 灰 岩 为 主 。 由 于 藻类 的 作用 , 皮 壳 状 和 薄板 

状 层 孔 虫 的 生长 形态 往往 受 绵 层 营 结 构 形 态 的 控制 ,构成 各 种 波状 琶 层 、 柱 状 琶 层 和 核 形 
石 等 构造 。 个 别 球状 层 孔 虫 的 生长 由 于 藻 的 参与 作用 而 出 现 直径 达 60 一 90cm 的 共 骨 体 。 

3) 礁 灰 岩 为 块 状 层 理 , 没 有 明显 的 演化 分 异 现象 。 
4) 礁 顶 为 藻 凝 块 枝 状 层 也 虫 灰 岩 、\ 鸟 眼 纹 层 泥 晶 灰 岩 。 反 映 了 潮 坪 ( 礁 后 坪 ) 的 沉积 

特征 。 4 
5) 礁 盖 为 极 细 粒 石英 砂岩 。 

(2) B#R y=a 
巴 老 礁 的 厚度 为 186m ， 它 与 洞 忙 礁 特色 不 同 ， 反 映 了 其 能 量 相对 较 高 。 主 要 表现 

1) 虽然 属于 蓝 绿 菠 层 孔 虫 礁 ,但 礁 岩 类 型 以 骨架 粘 结 型 为 主 。 

2) 礁 灰 岩 为 块 状 层 理 , 具 骨架 捆 结 构造 , 且 有 礁 相 与 礁 坪 相 多 期 旋回 和 和 登 置 的 现象 ; 

每 个 旋回 都 是 礁 相 厚 度 较 大 , 自 2.9 一 30m， 礁 坪 相 厚度 为 1—9m, 

3) 珊瑚 、 腕 足 类 、 杯 皮 等 碎 导 要 比 洞 忙 礁 多 些 。 

4) 礁 顶 为 绵 层 菠 枝 状 层 孔 虫 粘 结 灰 岩 、 藻 砂 悄 生物 层 灰 岩 ̀ \ 泥 一 粉 晶 棘 丑 灰 兰 。 

5) 礁 盖 为 粉 砂 质 泥岩 、 细 粒 泥 质 石英 砂 石 。 

正 述 特征 表明 洞 忙 礁 是 在 水 浅 、 能 量 较 低 、 环 境 较 局 限 的 条 件 下 营造 起 来 的 蓝 绿 菠 - 

层 孔 虫 礁 群 。 受 海底 地 形 海流 、 波 浪 、 风 向 等 多 种 因素 的 影响 ,海水 能 量 在 不 同 的 部 位 和 

时 窄 上 都 是 不 均衡 的 ,因而 形成 性 质 不 尽 相同 的 礁 体 。 礁 发 育 的 后 期 ,很 快 转换 为 滩 和 讲 

坪 , 到 东 岗 岭 晚 期 时 ,由 于 十 陆地 表 运 流 作 用 的 加 剧 ,北部 驯 乐 河口 湾 发 育 , 陆 源 物质 输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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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海水 浑浊 ,致使 造 礁 生 物 窒息 死亡 ,引起 礁 体 生 长 的 暂时 中 断 。 

Bah. Waa ,底部 为 粉 唱 粒 忆 灰 岩 

BRERA wa 

BHEUSA Raa 

HRPRURELARE 

OSM RLHEN AIS 
SH BUBREIAH — RAILS 

AUREILAS-PREDARE 

RS RE HS IEE a SES 
PRR RHR -EIVS 

SRE HN — IRIE, RAR EAORES 
{UDR ALES 

tre Lb ESS — REIS 

BES PIANO ARS 

MRE RENAME — UATE 

2B PSF hase — BEFITS 

BES Pas 

SUH RUBIES 

#575 10 ” 洞 忙 礁 的 生长 序列 《Showing the growth sequence 

of the reef of Dongmang in Huanjiang County) 

2. 第 二 造 礁 期 (北山 期 ) 

时 代为 东 岗 岭 晚期 至 桂林 早期 。 由 于 断裂 和 剥蚀 ， 致 使 地 表 的 出 露 不 完全 ， 厚 度 为 

121m ， 钻 孔 资 料 的 最 大 厚度 为 319m。 其 主要 特征 是 : 

(1) 造 礁 生物 以 层 孔 虫 为 主体 ,原生 骨架 较 发 育 ， 蓝 绿 藻 辅助 造 依 ,但 其 数量 不 及 洞 

忙 礁 期 。 造 礁 作用 的 主要 形式 是 通过 藻 层 纹 与 球状 层 孔 虫 的 相互 包 绕 , 还 有 党 凝 块 ̀  演 包 

壳 对 层 孔 虫 骨架 和 架 间 碎 属 的 填 隙 粘 结 , 但 缺乏 大 面积 的 登 层 包 壳 构 造 。 

(2) 礁 岩 类 型 以 骨架 粘 结 岩 为 主 , 部 分 为 障 积 粘 结 岩 。 

(3) 礁 体 的 况 化 分 异 现象 显著 。 在 平面 上 具有 礁 主体 、 礁 要 、 礁 前 、 克 坪 的 分 异 ( 见 插 

va 9)， 纵 向 上 体现 出 层 孔 虫 的 一 定 演 化 规律 ,并 且 具 有 多 期 生长 倒置 的 特点 。 以 北山 确 

1 号 剖面 最 为 典型 (插图 11)。 剖 面 中 共 出 现 六 个 登 置 小 礁 体 ， 厚 2.6 一 6m， 其 间 的 确 

坪 厚 1.9 二 4.5m。 就 整个 礁 组 合 而 言 , 自 下 而 上 可 以 看 出 层 孔 虫 生 ` 兴 、 衰 的 演化 过 程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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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首先 是 得 粗 枝 状 的 层 孔 虫 在 礁 体 生 物 滩 上 定 殖 。 随 后 ,球状 层 孔 虫 逐步 出 现 ， 由 少 而 

多 、 由 小 到 大 , 达 10 一 12 层 , 这 是 繁盛 阶段 ,到 12 层 ， 达 到 发 育 项 峰 ， 球 状 层 孔 虫 多 而 密 

PRR ILE AS 

eae SMP SEE EI RAS 

es LADERA A REIL: 
a ese TERE RBIS 

HERA IS 

LapSeR Roa i) Eas 
Tabane tthe ae en 

SPREE AS 

Ey EHS — FS 

RWB HAS 
. 6| BEARERS 

AEC [24] ROE 

EHLERS 一 Bs 

SHEILA ELE E-s 

He PEELINE LR 

REID — PRI 

C-PEPBLK VEHARSS 

RPE LEP 

Nab ae RC SLBA Sel 

HARE Hh RES = REP 
SS 

SRE — HIE 
ean — ARS 

插图 11 北山 礁 的 生长 序列 (Showing the growth 

sequence of the reef of Beishan in Huanjiang County ) 

Me, HEE 12 层 以 上 , 块 状 *: 球 状 层 孔 虫 的 共 骨 逐渐 变 小 ,并 以 倒伏 的 为 主 ,少量 保持 
- 硕 好 生态。 而 板 状 层 孔 虫 相 对 增多 , 自 15 层 以 上 由 确 转 化 为 滩 并 逐渐 进入 潮 坪 , 礁 体 由 
此 彭 亡 。 这 样 的 演化 规律 即使 在 单一 的 小 确 体 上 也 有 表现 ,以 第 3 层 为 例 , 它 是 层 孔 虫 粘 
BUCH. 4.9m， 自 下 而 上 大 致 可 以 划分 为 五 个 结构 层 , 反映 了 确 生 长 过 程 的 不 同 
Bt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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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IR AY BOR Se FL TU FE ET ER 

2) 块 状 球状 层 孔 虫 与 穗 层 孔 虫 混 生 ,代表 拓 殖 阶段 ; 

3) 形体 比较 大 的 块 状 、 球 状 层 孔 虫 多 保持 原生 状态 ,代表 泛 殖 阶段 ; 

4) 形体 小 的 球状 层 孔 虫 多 倒伏 翻转 ,少量 破碎 ,反映 了 礁 生长 的 后 期 阶段 ; 

5) 枝 状 层 孔 下属 平 躺 堆 积 ， 少 量 球状 层 孔 虫 零星 分 布 或 呈 矮 小 孤立 的 骨架 ,代表 礁 

开始 浅滩 化 。， 

3 鸭 6 i he TR . ; 

Pra RAE Lt eee Loe sae 

Si rah 2 LH 
RUE MALY 

AAG : a 
TR Baits 4 pe ene ie .% 

ABE hie << 一 

关 获 煌 结 灰 岩 Te 
一 一 IT ee mn 一 

插图 12“” 环 江 县 北山 生物 礁 沉积 模式 图 (Showing the sedimentary model 

of the bioherm of Beishan in Huanjiang County,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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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礁 顶 为 泥 晶 层 孔 虫 营 砂 屑 灰 岩 、 残 余 粒 居中 一 粗 晶 白云 岩 , 局 部 为 纹 层 状 泥 质 白 
ae ae 

(5) MEHR RE. SAINT 
EAR Tb Le ZK RR, SRE, PARRA KR STE 

Ft (KASH HS) BEBE Z 1A NS PIAS, 5 AOI AER, Min RR. ETE 
生长 的 最 后 阶段 ,由 于 礁 体 接近 或 超出 海面 ， 在 拍 岸 浪 的 作用 下 ， 造 礁 层 孔 虫 多 倒伏 、 破 
碎 ! 后 期 海盆 上 升幅 度 较 大 ,海水 盐 度 变化 范围 较 广 , 除 棱 状 层 孔 虫 仍 得 以 大 量 繁殖 外 ,其 

” 它 造 礁 生 物 由 于 环境 的 改变 不 宜 造 礁 而 逐渐 死亡 , 礁 体 逐渐 浅滩 化 。 到 了 未 期 ,出 现 半 闭 

塞 的 潮 坪 环境 ， 礁 体 已 基本 停止 生长 。 随 后 ,到 桂林 早期 之 末 ， es 

终结 了 造 礁 作 用 的 历史 。 

5 通过 和 矿区 大 量 钻 孔 资料 的 分 析 和 对 比 ， 反 映 出 礁 顶 白云 岩 的 产 出 层 位 是 穿 时 的 。 其 

变化 规律 是 自 西 南 向 东北 , 层 位 由 低 到 高 时 代 逐 渐变 新 , 即 白 云 岩 的 顶板 时 代 由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中 期 逐渐 上 升 到 晚 泥 盆 世 挂 林 早 期 的 末期 ,说 明 礁 顶 的 迁移 方向 与 海 侵 方向 ( 自 南 
而 北 ) 基 本 一 致 。 尽 管 在 礁 群生 长 的 每 个 具体 阶段 和 部 位 ,海平 面 时 升 时 降 ,海水 活动 也 比 

较 频 繁 交 但 总 的 是 在 海 侵 过 程 中 发 育 生长 的 。 由 于 礁 体 的 生长 速度 总 的 来 说 低 于 海 侵 速 

EES lla ll ade BB He oF REP HS A HOMER TPL TREE 

历史 
va EWR, 北山 生物 礁 的 沉积 模式 如 插图 12 所 示 ， 它 是 发 育 在 水 下 隆起 所 控制 的 碳 

酸 盐 岩 半 局 限 人 台地 的 边缘 ,濒临 台 沟 的 向 风 一 侧 。 就 其 古 地 理 位 置 而 言 , 类 似 于 岸 礁 的 范 

Mo 它 是 由 一 系列 蓝 绿 菠 - 层 孔 虫 小 型 登 置 礁 和 点 礁 组 合 而 成 的 丘 状 登 置 礁 体 。 

五 、 层 孔 虫 化 石 的 产地 和 层 位 

~ C) AB EBsatil I 号 实测 剖面 (编号 : £247-A4—£247-A34; 层 位 : 中 泥 盆 统 东 
。 岗 败 组 思 含有 Actinodictyon sphaericum (Zukalova), Argostroma shangchaoense -sp. 

nov., Amphipora batschatensis Yavorsky, 

1 (2) AUB LBs IV 号 剖面 (编号 : £272-A1—f272-Al4; 层 位 :上 泥 盆 统 桂林 

44): 含 Parallelopora tuqiaoziensis Wang, Amphipora 1arebperforata Lecompte; 中 

YEAGER MISA: Stachyodes bifurca (Stearn), Ss insignis Yavorsky, 

(3)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VI 号 剖面 (编号 : £270-A4—f270-A26; 层 位 ; PPAR 
W4H):° Ae Actinodictyon huanjiangense sp.-nov., Atelodictyon tatitextum Wang,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Yang et Dong, T. cf. ruedemanni Lecompte, Stachyode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Yavorsky, S. radiata Lecompte, S. crassa (Lecompte), Am phi- 

pora simplex sp. nov., A. ramosa minor Riabinin, A. pinguis Yavorsky, A. sinensis 

Yang et Dong, A. cf. fidelis Yavorsky, 

(4) FUEL: II -号 剖面 (编号 : £264-A2—f264-A24; 层 位 :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WA): 含 Tienodictyon crassum Zukalova, Stromatopora teretiuscula Yang et Dong, 

Stachyodes fasciculata sp. nov., Amphipora uralens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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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ica Yavorsky, P. angusta Dong et Wang, 

(5)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剖 面 (编号 : £274-A4—£274-A27; Br: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 
含 Clathorcoilona spissa (Lecompte), Actinostroma maculatum sp. nov., Stromatopo- 

ra pertabulata sp. nov.,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Lecompte, S. insignis Yavo- 

rsky, S. boutovi Yavorsky, 

(6)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ZKS4 钻 孔 (编号 : 2 一 50 回 次 ; Bir: kiemoaeema): & 
Anost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Wang,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Klovan, H. 

katavense (Yavorsky), Actinostroma petrovi interruptum subsp. nov., Clathrostroma 

bifarium (Nicholson), Amphipora beishanensis sp. nov., A. laxe perforata Lecompte, 

A. amplevesiculos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v., 

编号 : 51-124 回 次 的 层 位 是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 含 Tienodictyon zonatum Yabe 

“t Sugiyama, Actinodictyon sphaericum spissa (Zukalova), Actinostroma beishanense 

sp. nov., A. petrovi Riabinin, A. crassepilatum Lecompte, A. formosum sp. nov., A, 

clathratum Nicholson, Stromatopora ertangensis Yang et Dong, S. paucipora Yang 

et Dong, Parallelopora flexuosa (Yavorsky), 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v., A. 

clavellata sp. nov., A. ramosa Phillips, A. pinguis izylensis Yavorsky, A. sinensis 

Yang et Dong, A. fidel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grossa sp. nov., P. mangkamensis 

Dong, P. guangxiensis Yang et Dong, P. angusta Donget Wang. 

(7) 环 江 县 北山 ZK8M2 钻 孔 (编号 : M2-A28, M3-A27; 层 位 : PyewmStA le 

组 ): 含 Hermatos roma schluteri Nicholson, Columndictyon regulare Dong et 

Wang, 

(8) 环 江 县 上 朝 ZK10B1 钻 孔 (编号 : ZK10B1-A32—A74; Bir: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 含 Hermatostroma cf. striatum Wang, Stachyodes costulata Lecompte, 

(9)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ZKS6 钻 孔 〈 编 号: ZKS6-A3—A11; 层 位 : PyBMSARRIR 

组 ): 含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Yang et Dong, Stachyodes cf. venusta Yavorsky, 

(10)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微 相 剖 面 〈 编 号 : £260-A7—f260-All; Eft: EVER Site 

组 ): 含 Actinodictyon hybridinum sp. nov., Actinostroma pansiense Dong et Wang, 

Trupetostroma laceratum Lecompte, 

C11) 环 江 县 上 铺 后 塘 剖 面 (编号 : £304-A33; Bir: PyeERSA RIA): & Tru pe- 
tostroma pingue Lecompte, ) 

(12) 环 江 县 驯 乐 竹 洞 路 线 剖面 (编号 : £313-A6; Eft: 上 泥 盆 统 桂林 组 ) & Cla- 
throdictyon obnorme Yang et Dong, Stachyode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Yavorsky, 

(13) 环 江 县 东兴 僧 洞 (编号 : £320-A3—f£320-A7; 层 位 : 上 泥 盆 统 桂林 组 ) & 

Atelodictyon fallax Lecompte, Paramphipora wenshanensis Dong et Wang, P. cf.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14) WILE PRA (Sis: £326-Al; Afr: HAAR): & 
Trupetostroma thomasi arduennense Lecompte, 

C15) 环 江 县 下 巴 路 线 剖面 (编号 : £331-A1—f331-A5; Afr: PAA 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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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nostroma expansum sp. nov., Parallelostroma sinense Yang et Dong, P. guang- 
xtense Yang et Dong, 

(16) 环 江 县 川 山路 线 剖面 (编号 : £337-A7; BR: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 含 Psexdo- 
actinodictyon juxi Fliigel, Stromatopora cf. maillieuxi (Lecompte), 

(17) 永福 县 军 屯 剖面 (编号 : £63-A9; 层 位 ; 上 泥 盆 统 桂林 组 ): 含 Param phipora 
aequalis (Yavorsky), 

(18) 罗 城 县 怀 群 路 线 剖 面 (编号 : 怀 5 一 16; Ber: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 含 Cla- 
_ throcoilona cf. abeona Yavorsky, Gerronostroma huanjiangense sp. nov., Parallelo- 

stroma cf. hengxianense Yang et Dong, 

(19) RBS AOHE RE SHS: f87-A2; 层 位 : 下 泥 盆 统 四 排 组 )。 & Trzzpeto- 
stroma doupenglingense Yang et Dong, 

(20) BABA aS: 12, £4, £12; 层 位 :中 泥 盆 统 高 峰 街 组 ): & Anostylostroma 
minutum Wang, Actinostroma dachangense sp. nov., A. expansum sp. nov., Trupeto- 

stroma nandanense sp. nov.,T. densatum sp. nov., Stromatopora elegans sp. nov., Sal- 

airella multicea Khalfina, S. guangxiensis sp. nov., 

和 从、 层 孔 虫 生物 群 的 分 析 对 比 和 时 代 讨 论 

广西 北部 泥 盆 纪 的 碳酸 盐 岩 地 层 内 含有 丰富 的 层 孔 生化 石 。 本 文 研究 的 材料 分 别 采 
自 环 江 和 永福 的 上 泥 盆 统 桂林 组 ; 环 江 和 罗 城 的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 环 江 下 巴 的 中 泥 盆 统 

”应 堂 组 和 南 丹 大 厂 的 高 峰 街 组 ; 另外 还 有 一 种 采 自 鹿寨 的 下 泥 盆 统 四 排 组 。 包 括 北 山 的 
钻 孔 资料 ; 误 计 描述 22 属 87 种 ， 其 中 有 21 新 种 1 新 变种 8 个 近似 种 5 个 变种 。 现 按时 
代 自 上 而 下 分 别 叙述 如 下 。 

1. 上 泥 贫 统 桂林 组 

: 层 孔 虫 化 石 分 布 在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驯 乐 竹 洞 ̀  东 兴 僧 洞 和 永福 县 的 军 屯 等 地 。 计 有 
Clathrodictyon obnorme Yang et Dong, Anost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Wanga 

Actinodictyon hybridinum sp. nov., Atelodictyon fallax Lecompte, Hammatostrom, 

delicatulum Klovan, H. katavense (Yavorsky), Actinostroma pansiense Dong et 

Wang, A. petrovi interruptum subsp. nov., Trupetostroma laceratum Lecompte, 

Clathrostroma bifarium (Nicholson), Parallelopora tuqiaoziensis Wang, Stachyode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Yavorsky, Amphipora beishanensis sp. nov,, A. laxe perforata 

Lecompte, A. amplevesiculos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v., P. 

wenshanensis Dong et Wang, P. cf.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P. aequwalis (Ya- 

vorsky) “¢ 12% 19 #h( Eich 3 AP 1 MAEM). Anost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首 见 

于 四 川北 川 县 甘 漆 上 泥 盆 绕 沙 窝 子 组 下 部 ;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的 分 布 非常 

广泛 ， 层 位 也 较 稳 定 ， 它 曾 见于 加 拿 大 艾 伯 塔 、 我 国 四 川北 川 县 甘 、 广 西 桂林 、 罗 城 

等 地 的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 Hammatostroma katavense 的 分 布 也 较 广 泛 ， 曾 见于 苏联 提 曼 、 



256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6 号 

乌拉 尔 ， 后 在 我 国 四 川北 川 县 的 沙 窝 子 组 也 找到 过 。Trzxztpetosrtrozzca laceratum 见于 比 

利 时 狄 南 岔 地 和 加 拿 大 等 地 的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 不 过 在 我 国 贵 州 独 山 的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也 找 

Zi. Clathrostroma bifarium 在 比利时 和 我 国 广西 横 县 均 产 自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而 在 意 

大 利和 联邦 德国 的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也 有 记载 。Parallelobora tugiaoziensis 见于 四 川 砂 咱 

BWW SFA. Amphipora laxeperforara 在 比利时 、 波 兰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等 地 均 见 于 上 

Vem Bt Fab, Paramphipora wenshanensis 首先 是 在 云南 文山 古木 街 的 上 泥 盆 统 马 革 组 

ARENA Paramphipora cf. guilingensis 见于 桂林 老人 山 的 桂林 组 。 从 上 述 各 种 的 时 

代 分 布 看 ， 共 有 9 个 种 仅见 于 各 地 的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还 有 一 些 种 ,如 Clathrodictyon 
obnorme, Actinodictyon hybridium, Atelodictyon fallax, Actinostroma pansiense, 

Stachyode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Am phi pora am plevesiculosis, Paramphipora ae- 

oqualis 等 主要 见于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个 别 的 可 延续 到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 

从 上 述 层 孔 虫 生物 群 的 面貌 来 看 ， 只 有 浓厚 的 中 泥 盆 世 蜡 期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的 色光 ， 
但 以 晚 泥 盆 世 早期 的 为 主 。 层 孔 虫 生物 群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H. katavense 

和 Amphipora laxeperforata 的 出 现 为 其 主要 特征 ,这 几 个 种 的 分 布 广泛 、 层 位 稳定 y* 似 

可 作为 区 内 晚 泥 盆 世 早期 层 孔 虫 化 石 的 组 合 特征 s 由 此 看 来 ， 研究 区 内 含 上 述 层 孔 虫 化 

石 的 地 层 时 代 应 属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2. 中 泥 盆 统 东 岗 岭 组 

这 个 时 期 的 层 孔 虫 化 石 在 区 内 特别 丰富 ,它们 主要 分 布 在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的  IV、 
Vl 号 剖面 与 洞 忙 的 II 号 剖面 、 上 铺 后 塘 剖 面 、 下 板 坡 和 川 山 路 线 剖 面 以 及 上 朝 的 巴 老 
剖面 ;还 有 ZKS4 钻 孔 的 51 一 124 回 次 、ZK8M2、 ZK10B1、2ZKS6 等 外 和 孔 资料 所 获得 

的 标本 ; 另外 在 罗 城 县 怀 群 路 线 剖面 中 也 有 一 些 标本 。 经 研究 共 描 述 17 属 56 种 〈 其 中 
12 HPP) LERB BAA :Atelodictyon latitextum,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T. tho- — 

mast arduennense, Stromatopora teretiuscula, S. ertangensis, S. paucipora, Para- 

llelopora flexuosa,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H. cf. striatum, Pseudoactinodictyon 

juxi, Clathrocoilona cf. abeona,Parallelostroma cf. hengxianense, Stachyodes insig- 

nis, S. cf. venusta, 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Amphipora ramosa, A.. ramosa mi- 

nor, A. sinensis, A. uralensis, Paramphipora mangkamensis, Columndictyon regulare 

S KH EEC PP Fea LM, Ra) i, Birth een : 

Amphipora rci050， 其 分 布 非常 广泛 ， 在 世界 各 地 的 许多 国家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均 有 报道 ， 

在 我 国 的 许多 地 区 也 是 这 样 ,说 明 它 分 布 的 层 位 是 稳定 的 ,可 以 作为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层 孔 虫 

生物 群 的 一 个 重要 分 子 。 瑟 ermatostroma schliteri 在 联邦 德国 .比利时 都 产 于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我 国 广西 武宣 二 塘 的 东 岗 岭 组 和 云南 盘 诅 的 华 宁 组 也 找到 过 此 种 Clathrocoilona 

cf. abeona 首 见于 苏联 的 库 北 涅 茨 克 盆地 的 中 泥 盆 统 吉 维 阶 , 后 来 在 美国 ,加 拿 大 等 地 以 

及 我 国 广西 武宣 的 东 岗 岭 组 内 部 有 报道 。Trzxpetosrtroma thomasi ardennensis 虽然 是 

个 变种 ;但 是 它 不 仅 首 见于 比利时 狄 南 盆 地 的 吉 维 阶 内 ,而 且 在 我 国 云南 文山 县 古木 街 的 

东 岗 岭 组 和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的 民 塘 组 内 也 找到 过 ， 说 明 它 的 分 布 是 广泛 而 稳定 的 。 区 内 的 

东 岗 岭 组 层 孔 虫 化 石 虽 然 很 多 ， 但 以 Amphipora ramosa, Hermatostroma schlat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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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petostroma thomasi ardennensis 最 为 重要 。 

区 内 东 岗 岭 组 的 层 孔 虫 不 仅 含 有 许多 仅 限 于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分 子 ， 还 有 不 少 既 见 于 

让 泥 盆 统 上 部 ,也 可 延续 至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的 分 子 , 如 Tienodictyon crassum, T. zonatum, 

Clathrocoilona spissa, Actinostroma crassepilatum, A. clathratum, Stromatopora cf. 

 maillieuzi, Trupetostroma pinguis, T. cf. ruedemanni, Stachyodes radiata,S. cras- 

sa, S. paralleloporoides S. costulata, Amphipora pinguis, A. fidelis 等 。 还 有 一 些 

种 在 以 往 记载 中 仅见 于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 这 次 在 广西 北部 的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东 岗 岭 组 也 有 发 
现 , 如 Actinodictyon sphaericum, A. sphaericum spissa, Actinostroma petrovi, Sta- 

chyodes boutovi, Amphipora pinguis izylensis, Paramphipora devonica, P. angusta, 

P. guangxiensis = AX), Amphipora batschatensis PF INR He RE Re AY PY 

$t FEE MB 
综 上 所 述 ， 区 内 东 岗 岭 组 内 的 层 孔 贝 ， 公 见 于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有 21 种 ,分 布 于 中 泥 盆 

绕 正 部 至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的 有 14 种 ,还 有 8 个 种 仅见 于 上 泥 盆 绕 下 部 。 从 其 分 布 情况 来 看 ， 

似 中 泥 釜 世 晚期 为 主 。 因 而 ,区 内 东 岗 岭 组 的 时 代 应 为 中 泥 盆 世 晚期 ,相当 于 吉 维 期 s 

3. 中 泥 岔 统 应 堂 组 

应 堂 组 的 标本 采 自 环 江 县 下 巴 路 线 齐 面 ， 仅 有 3 种 小 除 一 新 种 外 ，Parallelostroma 

guangxiense 产 自 武宣 二 塘 的 应 堂 组 (当时 对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的 一 套 地 层 未 予 命名 ， 此 种 正 

是 产 在 这 一 层 位 中 ,现在 看 来 应 为 应 堂 组 ); Parallelostroma_sizense: 发 现 于 横 县 六 景 的 
民 塘 组 。 前 一 种 在 对 比 和 确定 地 层 时 代 方 面 有 一 定 意义 。 
”另外 ,在 南 丹 县 大 厂 的 中 泥 盆 统 高 峰 街 组 内 采 获 5 属 ,8 种 层 孔 虫 。 除 :6 新 种 外 ，Sa- 

airella multicea 首 见于 苏联 萨 拉 伊 尔 的 中 泥 盆 统 艾 非 尔 阶 ,后 来 见于 我 国 广西 北 流 县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的 北 流 组 ; Anostylostroma minutum P7 AORN HRA Hye BE F 

部 养 马 坝 组 。 从 这 两 种 层 孔 虫 的 分 布 时 代 来 看 ,大 厂 高 峰 街 组 的 时 代 应 为 中 泥 盆 世 早期， 
相当 于 艾 非 尔 期 
EEE DO HERO RE OU FEA RHEL HK Traperostromi doupenglingense, 

此 各 最初 声 于 复 州 县 斗 奸 的 的 东 岗 雹 组 ,而 在 志 守 却 见 于 下 泥 盆 统 , 说 明 它 的 分 布 时 限 罗 

长 。 
通过 上 述 层 孔 虫 的 分 析 和 对 比 可 见 。. 在 区 内 出 现 了 许多 曾 在 国内 外 相当 层 位 中 产 出 

欧 相 似 分 子 , 尤 其 是 我 国 的 广西 中 东部 、 云 南 东 部 和 四 川北 部 以 及 苏联 乌拉 尔 、 库 兹 涅 欧 

ee 萨 拉 伊 东 蕉 地 和 比利时 的 狄 南 盆地 、 波 兰 、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等 ,还 有 少量 产 于 加 拿 大 的 相 

局 属 种 。 它 们 之 间 的 许多 属 种 完全 可 以 进行 对 比 ， 这 些 生物 地 层 内 容 为 区 内 确定 泥 盆 纪 

各 不 时 期 的 时 代 提 供 了 傣 证 。 

se et te 

(1)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泥 盆 纪 有 两 个 成 礁 期 ， 自 下 而 上 为 : 洞 忙 期 一 一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早 期 ;北山 期 一 一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晚期 至 晚 泥 盆 世 桂林 于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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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区 内 的 礁 相 组合 可 划分 为 : 礁 基 亚 相 、 礁 主体 亚 相 、 礁 坪 亚 相 \ 礁 后 将 湖 亚 
相 、 礁 前 塌 积 亚 相 、\ 礁 顶 亚 相 和 礁 盖 亚 相等 。 

(3)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期 是 区 内 生物 礁 、 滩 发 育 的 主要 时 期 。 北 山 生物 礁 就 是 处 于 碳 

酸 盐 岩 半 局 限 台 地 的 水 下 隆起 带 边 缘 、 濒 临 台 沟 的 向 风 一 侧 。 整 个 礁 体 是 由 层 孔 虫 \ 蓝 绿 

藻 共 同 营 造 起 来 的 中 一 低能 小 型 丘 状 登 置 礁 和 点 礁 群 组 合 而 成 。 礁 体 基 本 经 历 了 定 殖 、 拓 

殖 、 泛 殖 和 统 殖 四 个 阶段 间歇 式 的 发 育 生 长 。 由 于 礁 体 的 生长 速度 总 的 来 说 低 于 海 侵 速 

度 。 因 此 ,发 生 了 礁 体 向 陆 方向 的 迁移 ,最 终 因 较 深 海水 的 淹没 而 终结 了 成 礁 的 历史 。 

(4) 作为 主要 造 礁 生物 的 层 孔 虫 共 骨 形体 一 般 都 不 大 ,其 本 身 的 抗 浪 能 力 并 不 强 。 但 

是 在 隐 藻 类 的 作用 下 ,可 以 将 各 种 原生 的 、 倒 状 的 造 礁 生 物 块 体 快 速 的 捆 绕 粘 结 而 增强 其 

抗 浪 能 力 , 使 其 得 以 抵御 低 一 中 等 能 量 的 浪 击 而 保存 下 来 ,并 在 与 海盆 不 均衡 升降 的 斗争 

过 程 中 ,多 次 旋回 性 的 发 育 生长 ,形成 了 复杂 的 丘 状 登 置 礁 和 礁 杂 岩 系 。 这 是 广西 北部 泥 

盆 纪 生物 礁 的 主要 特征 之 一 。 

《5) 礁 顶 白云 岩 的 层 位 是 穿 时 的 ， 其 变化 规律 是 自 西南 向 东北 、 层 位 由 低 到 高 ， 即 白 

Bam RAR RI PAT SEM EH, RR TRACED A SBR 

基本 一 致 。 

八 、 属 种 描述 

网 格 层 孔 虫 目 Clathrodictyida Bogoyavlenskaya，1969 

网 格 层 孔 虫 科 Clathrodictyidae Kiihn，1927 

网 格 层 孔 虫 属 Clathrodict yon Nicholson et Murie, 1878 

异常 网 格 层 孔 虫 ClatAhrodictyom abnorme Yang et Dong 

(图 版 1, 图 la，1lb) 

1979 Clathrodictyon abnorme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18 页 图 版 1, 图 3，4。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产 自 北 流 县 的 此 种 正 模 标 本 相 比 ， 无 论 是 骨骼 的 大 小 和 排列 特征 

都 很 相似 。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组 织 中 共生 有 许多 笛 管 珊瑚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驯 乐 竹 洞 ,桂林 组 。 

上 柱 层 孔 虫 属 Anrostylostroma Parks, 1936 

龙门 山上 柱 层 孔 虫 4Anost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Wang 

(图 版 7， 3a，3b) 

1978 Anoss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Wang, ERT, 18 页 ;图 版 5， 图 3。 

特征 ” 细 层 平整 ,有 少量 致密 层 ， 有 的 含有 小 的 穿孔 。2mm 内 有 7-8 层 ， 每 层 厚 

0.03—0.05mm, XH, HA LBKE OER, AWD “Y” B, EMERD HA 

flo 2mm 内 有 9 一 10 个 ,每 个 宽 0.05—0.08mm, BAH. NB, SAB 002mm 的 

鳞 板 。 星 根 发 育 , 支 根 宽 0.28mm， 有 的 达 0.32mm。 纺 切面 上 的 支柱 表现 为 孤立 的 点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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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四 川北 川 县 甘 溪 的 标本 比较 ， 除 后 者 的 星 根 比 目 前 标本 中 的 粗 
大 外 ,其 它 特征 基本 一 致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桂林 组 。 

微小 上 柱 层 有 孔 虫 Anostylostroma minutam Wang 

(AR 7, A 4a, 4b) 
} 

1978 Anostylostroma minutum Wang， 王 树 碑 ，19 页 ;图 版 6, 2 

”特征 . 细 层 作 同 心 圆 状 排列 , 薄 而 清晰 ,时 有 中 断 。2mm 内 有 5 一 6 层 , 有 的 部 位 可 

7K 9-11 层 , 每 层 厚 0.02 一 0.03mmo 支 柱 短 , 向 上 加 厚 呈 倒 锥 状 或 分 叉 为 “Y” 形 2mm 

WA 9-10 个 ,每 个 宽 0.02 一 0.03mm， 少 数 为 0.05mm。 虫 室 为 方形 矩形， 少量 为 卵 

Ho 弦 切 面 上 支柱 呈 孤 立 的 点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有 的 可 以 相互 连接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四 川北 川 县 甘 溪 标本 的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支柱 稍 粗 壮 ， 而 其 它 特 

征 均 趋 一 致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大 三 ,高峰 街 组 。 

滇 层 孔 虫 科 Tienodictyidae Bogoyavlenskaya, 1965 

yg cE E35. Hammatostroma Stearn, 1961 

精美 缠 结 层 孔 虫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Klovan 

(图 版 1， 图 2a，2b) 

1966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Klovan, p- 12, pl. 35 fig. 2. 

1978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H, 22 页 ) 图 版 8. A 3. 

1979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R22, HBR, 23 页 ?图 版 5 A ls 2. 

1986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ERMtHS, 72 页 图 版 1， A la, 1b, 

比较 RIA SHARAN RRA T AAS OO MEMS 
DOM EAR, WH. TH SRA AE Fa 
细弱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桂林 组 。 

PERM Hammatostroma katavense (Yavorsky) 

(图 版 1, 图 3a, 3b) 

1930 Clathrodictyon katavense, Asopcxus, crp. 485, ta6n. 3, dur- 7, 8. 

1955 Clathrodictyon katavense, PaGunun, crp. 16, Ta6n. 9, pur. 1,2. 

1968 Hammatostroma katavense (Yavorsky), Fligel and E. K. Fliigel, p. 218. 

1978 Hammatostroma katavense, EH, 22 页 ,图 版 8, A 2. 

Si FRAREH AEM MASANXEAR. HEBER, PARAM 

密 层 , 厚 0.02 一 0.03mm， 上 下 为 浅 色 纤维 层 o2mm 内 有 3 一 4 ee 014—0.17mm, 

支 桂 蚤 倾斜 状 , 常 相 互 经 结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结构 ,一 般 在 2mm 内 有 4 一 6 个 ， 每 个 宽 

0.10—0.14mm, 了 弦 切 面 上 的 支柱 为 圆 点 状 、 弯 曲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大 小 为 0.12mma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我 国 四 川北 川 县 甘 溪 的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支柱 稍 发 育 ， 其 
它 特 征 均 趋 一 致 。 它 与 ~Hammatostroma guangxiense Yang et Dong (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 

1979, 23 页 ,图 版 5, 图 3,4.) 的 不 同 在 于 后 者 的 细 层 内 缺少 浅 色 层 ;而 且 含有 较 多 的 鳞 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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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桂 林 组 。 

滇 层 孔 虫 属 Tienodict yon Yabe et Sugiyama, 1941 - 

厚 滇 层 孔 虫 Tienrodictyom crassum Zukalova 

(图 版 2， 图 la, 1b) 

1971 Tienodictyon crassum Zukalova, p. 48, pl. 10, figs. 1—4. 
1978 Tienodictyon crassum, BH, 101 WAR 33, A 3. 

特征 ， 细 层 较 平整 ,中 间 含 有 黑色 致密 层 , 厚 002mm, -. PARRKANAHAR. 

2mm 内 有 细 层 3 一 4 层 , 每 层 厚 010mm, 支柱 多 局 限于 两 细 层 之 间 * 但 有 长 短 之 分 ,一 

般 在 2 个 长 支柱 之 间 夹 有 1 一 3 个 短 支 柱 ; 常 在 层 间 空隙 的 下 部 相互 连接 组 成 不 规则 的 两 

状 结构 ,一 般 在 2mm AA 6 一 7 个 ,每 个 宽 0.10 一 0.12mmo ae BRL FO tae 

状 或 弯曲 状 。 旺 根 缺 失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此 种 标本 相 比 ， 在 骨骼 的 排列 方式 上 是 非常 相似 的 ， 而 区 别 只 是 后 

者 的 细 层 较 薄 ,支柱 也 较 细弱 。 它 与 湖南 标本 的 不 同 在 于 后 者 的 层 间 内 含有 较 参 的 链 板 > 

细 层 也 较 薄 。 尽 管 它们 之 间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但 仍 属 同 种 c 7 rae 

FURER WALA. ARIAS tf 

层 带 滇 层 孔 虫 Tienodictyon zonatum Yabe et Sugiyama 

〈 图 版 2。 图 2a, 2b) 

1941 Tienodictyon zonatum Yabe et Sugiyama, p. 139, figs. 1—6. 

1965 Tienodictyon zonatum, BoroaBneHcKas, CTP. 38. 

1968 Tienodictyon zonatum, Fligel and E. K. Fligel, p. 492. 

1974 Tienodictyon zonatum, =i, 86 页 ,图 版 62, la, b, 

1982 Tienodictyon zonatum, Bij, 42 页 ) 图 版 11, A7> 8 »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云南 建 水 的 正 模 标 本 区 别 在 于 层 间 内 含有 较 多 的 鳞 板 ) 骨骼 也 . 

较 细弱 。 它 与 甘肃 迭 部 标本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细 层 较 薄 ,而 其 它 特 征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双 层 层 孔 虫 科 Diplostromatidae Stearn，1980 

空格 层 孔 虫 属 Clathrocoilona Yavorsky, 1931 

分 离 空 格 层 孔 虫 (近似 种 ) Clathrocoilona cf. abeona Yavorsky 

(Al 25 Al 3a, 3b) 

1931 Clathrocoilona abeona, ABopckui, ctp- 1395, ra6n- 1, dur. 9 一 11; Ta6n- 2, ure 1,2. 

1957 Clathrocoilona abeona, Galloway and St. Jean, p. 222, pl. 21, fig. 3. 

1960 \Clathrocoilona abeona, Galloway, p, 634, pl. 77, fig. 2. 

1979 Clathrocoilona cf. abeona, eth 7 MSR, 71 页 ;图 版 39， A 5s 6 

比较 ”当前 标本 中 的 细 层 和 支柱 上 含有 较 多 的 细 孔 和 从 毛 物 ， 骨 骼 也 较 粗 壮 。 广西 

二 塘 标 本 的 细 层 稍 薄 一 些 , 支 柱 和 细 层 的 分 异 现象 比 目 前 的 标本 清楚 ,双重 细 层 也 较 

明显 。 因 而 从 图 影 上 看 是 有 一 定 区 别 ， 但 不 影响 它们 属于 同一 个 种 。 

Fume PAK, AR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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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 空格 层 孔 虫 Clathrocoiiona spissa (Lecompte) 

CAR 25 图 4a, 4b) 

1951 Stromatoporella spissa Lecompte, p. 187, pl. 27, figs. 1—4. 
1961 Clathrocoilona cf. spissa (Lecompte) Stearn, p- 945, pl. 107, figs. 7—8. 
1968 Clathrocoilona spissa (Lecompte), Fliigel and E. K. vitgel, p- 399, 
1978 Clathrocoilona spissa, ERiRR, 36 页 ?图 版 18， 图 3, 

特征 ”骨骼 主要 由 双重 细 层 组 成 ,每 个 细 层 的 中 间 含 有 空 胞 状 的 穿孔 。 支 柱 粗大 , 常 
SEK SHRM, Ast ailaniacie ehh, ion tea a 下 部 常 相互 融合 在 
一 起 ;排列 无 一 定 规则 ，2mm 内 有 4 一 5 个 , 每 个 宽 0.20 一 一 0.25mm。 微 细 构 造 从 毛 状 。 
驴 切 面 上 的 支柱 和 细 层 常 融合 在 一 起 。 Ri MRA AIA 0.70—0.80mm,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比利时 狄 南 盆地 的 正 模 标 本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更 为 紧密 ; 
多 竹 没 有 分 异 现象 ,而 是 一 片 骨骼 组 织 , 虫 室 所 占 的 空间 也 很 少 。 它 与 四 川北 川 县 甘 溪 标 
本 的 特征 非常 相似 ,区 别 仅 在 于 目前 标本 中 的 支柱 更 为 清楚 。 

产地 及 层 位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东 岗 岭 组 。 

蜂 梨 层 孔 虫 科 Ecclimadictyidae Stearn, 1980 

射 网 层 孔 虫 属 Actinodict yon Parks, 1909 — 

een Actinodict yon huanjiangense sp. nov. 

(图 版 3, A la, 1b) 

-特征 骨骼 由 不 完整 的 细 层 和 长 而 连续 的 支柱 组 成 。 细 层 星 断 续 状 分 布 ， 有 的 可 以 
相互 交 台 ,未 形成 完整 的 水 平 细 层 ,有 的 被 鳞 板 所 代替 。 一 般 在 2mm 内 有 .6 一 7 层 ,每 层 
厚 0.05—0.08mm, 个 别 的 可 达 0.12mm。 支 柱 大 多 直立 分 布 , 粗 细 变 化 较 大 。 有 的 带 有 
横 突起 物 并 相互 结合 在 一 起 。 排 列 较 密 的 支柱 在 2mm 内 有 11 一 12 个 ;排列 稀 站 的 为 
6 一 7 个 ,每 个 宽 0.05—0.08mm, @AI% 0.10—0.12mm, he & SAH LON, 少数 为 不 

规则 状 , 天 小 约 0.12 一 0.15mm， 内 含 少量 横 板 。 弦 切面 上 的 支柱 多 相互 连接 成 串珠 状 ,中 
闻 常 有 细 筷 。 星 根 较 发 育 , 支 根 直 径 为 0.30 一 0.50mma 入 细 构 造 致密 状 * 合 有 回 形 央 孔 。 
“比较 “当前 新 种 的 特点 是 支柱 粗细 变化 很 大 ， 有 的 可 以 合并 ， 内 含 细 和 孔 等 。 它 与 

Actinodictyon hybridinum sp. nov. 比较 接近 , 但 后 者 的 细 层 较 清 楚 ， 支柱 的 分 布 均匀 ， 

粗细 变化 不 大 。 两 者 可 以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 东 岗 岭 组 。 

球状 射 网 层 孔 虫 Actinodictyon sphaericum (Zukalova) 

(图 版 3， 图 2a, 2b) 

天 2 Zukalovs, p. 41, pl. 8, figs. Ly 2. 

特征 ”骨骼 比较 粗大 ， 缺 乏 完 整 的 细 层 ,横向 骨 素 通 常 由 交 稚 的 宽 展 的 泡沫 板 组 成 ， 

2mm 内 有 5 一 6 层 , 每 层 厚 0.03 一 0.05mm。 在 其 些 部 位 也 见 有 较 厚 的 细 层 , 厚 达 0.11 一 

0.13mm。 支 柱 特别 发 育 ,长 而 连续 ，2mm 内 有 6 一 7 +, BPH 0.10 一 0.12mm， 个 别 

的 可 达 0.18mm， 人 少数 支柱 可 以 合并 。 由 于 横向 骨 素 多 由 袍 沫 板 组 成 ,* 有 的 虫 室 形状 如 同 

假 虫 管 ，2mm 内 有 6 个 ,每 个 宽 0.18—0.20mm, 弦 切 面 上 的 骨骼 大 多 相互 连接 ， 虫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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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呈 不 规则 状 , 仅 少 数 可 以 沟通 。 星 根 发 育 ， 中 根 直径 -0.40mm, 支 根 为 0.45mm。 微 细 
HER, SHAH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此 种 的 正 模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稍 紧密 ， 支 柱 较 前 者 
细弱 ， 而 其 它 特征 是 一 致 的 。 需 要 指出 的 是 ，Zukalova' 曾 将 此 种 置 于 dzetodictyoz 属 
内 ,然而 从 其 图 影 看 并 不 具备 Aselodictyon 属 的 主要 特征 ， 如 平整 的 细 层 和 较 不 发 育 的 
短 支 柱 等 。 根 据 正 模 和 目前 标本 的 特征 应 置 于 Actinodictyon 属 内 为 宜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 东 岗 岭 组 。 ， 

球状 射 网 层 孔 虫 ( 拥 挤 变种 ) Actinodict yon sphaericum spissa (Zakalova) 

(图 版 3， 图 3a, 3b) 

1971 <Atelodictyon sphaericum spissa Zukalova, p. 42, pl. 8, figs. 3—6. 

特征 “” 细 层 隐约 可 见 , 但 不 完整 , 常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rahi 2mm 内 有 4 一 5 

层 , 每 层 厚 0.08 一 0.10mm， 有 的 见 有 黑色 致密 层 ， 厚 0.03—0.04mm, 支柱 排列 密集 , 粗 

细 变 化 较 大 ,有 的 在 与 细 层 交接 处 加 厚 , 一 般 在 2mm 内 有 7 一 8 个 , BAR 0.10 一 0.12 

mm， 有 的 可 达 0.15mme 虫 室 多 呈 不 规则 的 卵 形 、 圆 形 。 弦 切 面 土 支柱 大 多 相互 连接 组 

KARUN AKAM. BRAA MBRAK, BEA 0.20 一 0:30mm， 有 的 为 0.40 一 0.50 

mm, 微细 构造 纤维 状 、 斑 状 , 含 有 细 孔 。， 

比较 ”此 变种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排列 比较 紧密 ， 常 拥挤 在 一 起 。 目前 的 标本 与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标本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更 为 紧密 ， 虫 室 所 占 的 空间 要 较 前 者 少 得 多 。 但 

是 从 整个 骨骼 排列 的 特征 来 看 ,它们 仍 为 同一 变种 ,只 是 Zukalova 曾 将 它 置 于 Atelodi- — 

ctyon 属 内 ,现在 看 来 是 不 妥当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佑 孔 , 东 岗 岭 组 。 

混 生 射 网 层 孔 虫 ( 新 种 ) Actinodict yon hybridinum sp. nov. 

(图 版 3， 图 4a,46) 

特征 ”横向 骨 素 较 清楚 ， 但 有 的 是 由 水 平 延 伸 的 泡沫 状 鳞 板 交 释 而 成 。 2mm 内 有 ” 

10 一 11 层 , 每 层 厚 0.04 一 0.06mm， 中 间 的 黑色 致密 板 厚 0.02mm。 支 柱 长 而 连续 ;少数 ”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2mm 内 有 6 一 7 个 ， 每 个 宽 0.10—0.12mm, 个 别 的 可 达 O1S5mmy 虫 ， 

室 多 呈 椭 圆 形 , 有 的 水 平 延伸 较 远 。 弦 切面 上 骨骼 大 多 相互 连接 ,也 有 的 呈 孤 立 的 不 规则 

点 状 。 虫 室 大 多 是 相互 连通 的 。 星 根 隐 约 可 见 , 支 根 宽 0.20 一 0.30mm。 微 细 构 造 纤 维 状 、 

斑 状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含有 部 分 较 完 整 的 细 层 和 断 续 分 布 的 长 支柱 。 从 纵 切 面 上 的 

特征 看 ,接近 于 Actinostroma 属 ,但 在 弦 切 面 上 没有 见 到 放射 状 突起 物 。 故 仍 置 于 Acti- 

nodictyon 属 内 ,并 定 一 新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桂林 组 。 

放射 层 孔 虫 目 Actinostromatida Bogoyavlenskaya，1969 

放射 层 孔 虫 科 Actinostromatidae Nicholson, 1886 

放射 层 孔 虫 属 Actinostroma Nicholson,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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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厂 放 射 层 孔 虫 (新 种 ) Actinostroma dachangense sp. nov. 

CAR 45 A la,tb) 

特征 AARPE. ANS ASU SER, 2mm HA 7-8 2, 每 层 
HB 0.05 一 0.07mm。 支 柱 长 而 连续 , TRUER, ESM EMMA, BA 
轴 状 。 2mm 内 有 9 一 10 个 ,每 个 宽 0.07 一 0.09mm。 虫 室 为 圆 形 、 卵 形 ， 常 被 房间 孔 所 
连通 ， 在 纵 切面 上 似 串 珠 状 。 一 般 宽 0.12 一 0.15mm， 不 含 鳞 板 。 星 根 隐约 可 见 ， 支 根 直 
径 为 0.18mm。 弦 切面 上 支柱 与 细 层 组 成 紧密 的 网 状 结构 。 
比较 ”当前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支柱 与 细 层 的 排列 非常 规则 ， 它 们 之 间 的 交接 处 加 厚 而 

BRAK, 虫 室 多 呈 圆 形 , 有 的 含 房间 孔 等 。 这 些 特征 在 此 属 的 其 它 种 内 很 少见 到 。 
大 地 及 层 位 南 丹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北山 放射 层 孔 虫 (新 种 ) Actinostroma beishanense sp. nov. 

(Ak 4, A 2a, 2b) 

RE FKES oH RRW KEN EAR, ABER A, Imm 内 有 6 一 
7 层 , 每 层 厚 0.04 一 0.06mm。 支 柱 很 粗壮 , 分 布 较 宽 松 ， 一 般 穿 过 3 一 4 BAB, 2mm 
内 有 5 一 6 个 ,每 个 宽 0.10 一 0.12mm。 虫 室 多 为 矩形 , KRSM. ROR LRH 

状 突起 物 相 互 连 接 ,组 成 尖 角 状 网 状 结构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细 层 和 支柱 的 排列 比较 宽松 ,支柱 粗壮 ,可 穿越 3 一 5 层 细 层 。 
E455 Clathrostroma liujingense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 1979, 30 页 ,图 版 8， 

图 5，6) 比较 接近 ,但 后 者 的 支柱 除 一 部 分 长 而 连续 的 以 外 、 还 有 一 些 局 限于 相 邻 两 细 

层 之 间 的 ， 而 且 缺 失 放 射 状 突起 物 ， 两 者 分 别 为 不 同 的 属 。 它 与 ,4czrizosrtroma petrovi 
Riabinin (1955, p. 10, pl. 2, figs. 4, 5; pl. 3, figs. 1 一 5; pl. 4, figs. 1, 2;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1979， 图 版 33 ,图 5,6) 也 很 相似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细 层 清楚 , 层 间 内 含 少 数 鳞 板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佩 特 罗 夫 放 射 层 孔 虫 Actinostroma petrovi Riabinin 

(图 版 4， 3a, 3b) 

1955 Actinostroma petrovi, Pa6unun, ctp. 10, ra6n. 2, cur. 4, 5; taba. 3,pur. 1—5;Ta6a. 4, dur. 1, 2, 

1978 Actinostroma petrovi, —- MH, 24 页 ;图 版 10， Ue 

1979 Actinostroma bcerroyi， 杨 敬之 董 得 源 ，33 页 ,图 版 9， 图 5，6。 

1982 Actinostroma pczirozi， 董 得 源 、 王 成 源 ，12 页 ?图 版 3， 图 5 一 8。 

比较 ”当前 标本 的 特征 与 横 县 六 景 的 同 种 标本 非常 相似 ， 除 去 后 者 的 细 层 稍 呈 断 续 

RSA, 其它 特 征 是 一 致 的 。 它 与 云南 东部 和 四 川北 川 甘 溪 标本 的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两 处 

”的 标本 中 骨骼 都 比较 细弱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厚 放 射 层 孔 虫 Actzrostromza rw 和 和 9 Lecompte 

(图 版 4， 图 4a, 4b) 

1951 Actinostroma crassepilatum Lecompte, p. 122, pl. 13, fig. 3. 

1958 Actinostroma crassepilatum, Zukalova, pp. 317, 335, pl. 1, fig. 1. 

1979 Actinostroma crassepilatum, HR2.RGR>, 32 页 图 版 105 A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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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正 模 标 本 非常 相似 ，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支柱 排列 稍 宽松 。 它 与 

横 县 六 景 标本 相 比 ,其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较 紧 密 ， 尤 其 是 细 层 ， 在 2mm 内 可 有 
12 一 14 层 。 支 柱 的 连续 性 也 较 差 ,两 者 有 一 定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美丽 放射 层 孔 虫 ( 新 种 ) Actinostroma formosum sp. nov. 

(Alm 55 图 la, 1b) 

STE ” 细 层 稍 作 波状 分 布 ,有 的 不 连续 而 呈 断 续 状 , 常 为 房间 孔 所 穿 过 s 2mm 内 有 

细 层 7 一 8 层 ,每 层 厚 0.07 一 0.10mm， 个 别 可 达 0.15mm。 支 柱 长 而 连续 ;可 穿越 整个 
共 骨 ，2mm 内 在 6 一 7 个 ， 每 个 宽 0.10 一 0.13mm， 少 部 分 达 0.16—0.18mm, 支柱 与 

saath NIE Les SBE, 少数 为 矩形 。 沪 切 面 上 支柱 的 放射 状 突起 物 

相互 连接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结构 。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支柱 和 细 层 的 排列 非常 规则 ， 虫 室 多 呈 圆 形 。 这 一 特征 与 

Actinosiroma formosum sp. nov. 比较 接近 ， 但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骨 骨 排列 比较 宽松 ， 支柱 

也 粗壮 得 多 。 两 者 之 间 是 可 以 区 分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格 放 射 层 孔 虫 Actinostroma 内 于 Nicholson 

(图 版 5， 图 2a, 2b) 了 

1886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Nicholson, p. 226, pl. 6, figs. 1—3. 

1930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Asopcxul, cp. 475, Ta6n- 1, 中 HT 1—10. 

1940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Chi, p. 309, pl. 2, fis. 2. 

1951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Lecompte, p. 77, pl. 1,'figs. 1 一 12. ‘ 

1957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Galloway and St. Jean, p. 149, pl. 10, fig. 4... 

1959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Fligel, p. 129, pl. 6, fig. 3. 
1963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Apopckul, crp- 26, Ta6n- 2, bur. 7—9. 

1966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Stearn, p. 47, pl. 13, figs. 4, 5; pl. 16, figs. 5 4. 

1971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Zukaloya, p. 31, pl. 3, figs. 3— 5% 

1974 Actinosiroma clathratum, —-WH, 88 页 ,图 版 63， 图 1。 

1979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m2. BER. 31 页 ;图 版 9， 图 1，2。 

1982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Bi. ERR, 12 页 ,图 版 73 图 1 一 4。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佩 特 罗 夫 放射 层 孔 虫 间断 变种 (新 变种 ) 
Actinostroma petrovi interruptum var. nov. 

(图 版 5， 图 3a, 3b) 

特征 细 层 不 平整 , 季 被 房间 孔 穿 过 而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在 纵向 上 看 形 如 串珠 状 寺 有 的 

被 薄 的 致密 层 所 连接 2mm 内 有 7 一 8 层 , 每 层 厚 0.04—0.06mm, 支柱 长 而 连续 ，2mm 

内 有 6 个 ,每 个 宽 0.09 一 0.13mm， 在 与 细 层 交接 处 常 加 厚 Bm RES SAB. 

卵 形 。 弦 切面 上 的 尖 角 状 网 状 结构 很 清楚。 

比较 ”新 变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细 层 多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笛 被 房间 孔 穿 过 ， 虫 室 多 呈 圆 形 

等 。 它 与 横 县 六 景 的 此 种 标本 相 比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宽松 ， 层 间距 离 较 宽大 ;支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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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 BREE.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桂 林 组 。 

| 斑 状 放射 层 孔 虫 (新 种 ) Actinostroma maculatum sp nov. 

(All 6, Al 2a, 2b) 

特征 二 层 作 波状 分 布 ，2mm 内 有 7 一 8 层 ;每 层 厚 0.03 一 0.05mm。 支 柱 长 而 连 
续 ;* 有 的 呈 线 轴 状 ，2mm 内 有 6 一 7 4,87 0.10—0.12mm. HEYA, HH 
场面 上 支柱 为 圆 点 状 , 大 多 具有 放射 状 突起 物 , 有 的 相互 连接 组 成 尖 角 状 网 状 结构 ， 有 的 
星 孤 立 的 尖 角 状 。 含 有 厚 层 构造 , 厚 0.40—0.50mmo 微细 构造 为 纤维 状 斑 状 ， 有 的 呈 从 
扎 状 并 有 少量 细 筷 。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细 层 薄 而 致密 ， 支柱 的 微细 构造 多 为 纤维 状 、 斑 状 , 这 种 微 
。 细 构造 特征 在 此 属 的 其 它 种 内 很 少见 到 。 不 过 骨骼 排列 以 及 支柱 上 具有 放射 状 突 起 物 的 
特征 ,说 明 它 应 归属 于 Actinostroma 属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2 脱 胀 放射 层 孔 虫 (新 种 ) Actinostroma expansum sp. nov. 

(图 版 6, A 3a, 3b) 

特征 ” 细 层 和 支柱 的 排列 很 均匀 ， 细 层 作 波状 分 布 ，2mm 内 有 8 一 9 B, 每 层 厚 

0.06—0.08mm, ANSZARBE,B 0.03mm。 支柱 粗壮 ， 连 续 穿 过 整个 共 骨 ，2mm 
WA 7-8 个 ,每 个 宽 0.12 一 0.15mm， 个别 可 达 0.18mm。 支 柱 的 骨骼 组 织 几乎 由 纵向 
平行 排列 的 更 状 组 织 组 成 。 虫 室 细小 ,一 般 为 卵 形 、 圆 形 。 弦 切面 上 的 支柱 大 多 具有 放射 
状 突起 物 , 并 相互 连接 组 成 网 状 结构 。 虫 室 多 呈 孤 立 的 圆 孔 状 ,少数 可 以 沟通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细 层 作 波状 分 布 ,支柱 长 而 粗壮 ,其 微细 构造 为 斑 状 、 纤 维 状 。 
它 的 骨骼 组 织 与 Actinostroma maculatum sp. nov. 相似 ,但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宽松 ,并 有 

厚 层 构造 ,两 者 可 以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下 巴 附近 ,应 堂 组 。 

盘 溪 放射 层 孔 虫 Actinostroma pansiense Dong et Wang 

(图 版 6， la, Ib) 

1982 Actinostroma pansiense, 董 得 源 、 王 成 源 ，11 页 ,图 版 2, 图 3?4。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云南 华 宁 的 正 模 标本 比较 ,除了 后 者 的 细 层 排列 更 为 紧密 外 ,其 它 

”特征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 上 泥 盆 统 桂 林 组 e 

不 全 网 层 孔 虫 属 Atelodictyon Lecompte, 1951 

虚假 不 全 网 层 孔 虫 Atelodictyon fallax Lecompte 

(Am 7, A la, 1b) 

1951 Atelodictyon fallax Lecompte, p. 125, pl. 15, figs. la—d. . 

1957 Atelodictyon jallax, Galloway and St. Jean, p. 122, pl: 6s. fg; 2. 

1979 Atelodictyon fallax, HiKZ. MEH» 22 TA +> A 1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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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骨骼 比较 细弱 ， CI a 

紧密 ，2mm 内 的 细 层 可 有 13 一 14 BH 9 一 10 个 。 其 它 特 征 帮 乎 一 致 8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东兴 僧 洞 ,桂林 组 。 

宽 不 全 网 层 孔 虫 Atelodictyor latitextum Wang 

(A 7, A 2a, 2b) 

1978 Atelodictyon latitextum, —=PtT#, 20 页 ?图 版 6, A 4。 

特征 ” 细 层 作 波 状 分 布 ，2mm 内 有 6 一 7 层 , 每 层 厚 0.05—0.08mm, 个 别 的 可 达 

0.12mm, 支柱 短 , 大 多 局 限于 每 个 层 间 内 ,少数 可 以 倒置 ，2mm 内 有 11 一 12 个 ,一般 

宽 0.05 一 0.08mm， 人 少数 达 0.10 一 0.12mm。 虫 室 多 为 卵 圆 形 ,大 小 为 :0.12 一 0.15mm。 了 弦 

切面 上 的 支柱 呈 密 集 的 点 状 , 大 多 连接 在 一 起 。 呈 根 发 育 ， TR EEA a 文 根 为 
0.30 一 0.50mm。 

比较 目前 标示 与 四 川北 川 甘 肖 的 正 模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分 异 现 象 更 明 

显 , 层 间 内 含有 较 多 的 鳞 板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 东 岗 岭 组 。 

HEWN RE Gerronostromatidae Bogoyavienskaya, 1969 

AHEILRE Gerronostroma Yavorsky, 1931 

RAiLABR EI (eH) Gerronostroma huanjiangense sp. nov. 

(图 版 6， 图 4a, 4b) 

特征 ” 细 层 作 波 状 分 布 ，2mm 内 有 9 一 10 层 ， 每 层 厚 0.04 一 0. 05mm。 支柱 长 而 

连续 ,可 穿 过 若干 细 层 ，2mm 内 有 7 一 8 个 ,每 个 宽 0.05 一 0.08mm。 虫 室 多 为 抢 形 。 支 

柱 在 弦 切 面 上 多 呈 孤 立 的 圆 点 状 , 有 的 中 央 为 中 空 状 , 似 有 黑色 外 边缘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支柱 为 孤立 的 圆 孔 状 ,这 一 特征 在 纵 切 面 上 并 不 明显 ,而 在 弦 

切面 上 很 清楚 。 从 纵 切 面 上 骨骼 的 排列 特征 看 ,具有 Actinostroma RWI, HIZO 

上 的 支柱 全 为 孤立 的 圆 孔 状 ,不 具备 放射 状 突起 物 的 特点 ， 因 而 置 于 Cerrozostroma 属 

内 。 它 所 具有 的 圆 孔 状 支柱 在 此 属 的 其 它 种 内 很 少见 到 , 故 定 为 新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有 罗 城 县 怀 群 , 东 岗 岭 组 。 

格 层 孔 虫 属 Clathrostroma Yavorsky, 1960 

双重 格 层 孔 虫 Catiprostroma bifariam (Nicholson) 

(图 版 5， 图 4a, 4b) 

1886 <Actinostroma bifarium Nicholson, p. 231, pl. 6, figs. 4, 5. 

1951 Actinostroma bifarium, Lecompte, p. 104, pl. 8, figs. 1—3. 

1959 Actinostroma (Actinostrama) bifarium, Fligel, p. 127, pl. 7, fig. 2. 

1979 Clathrostroma bifarium (Nicholson )， 杨 敬之 RSH, 30 WAR 8, A7> 8. 

比较 ”关于 此 种 的 归属 和 对 比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1979) 已 详细 讨论 过 。 目 前 的 标本 与 
横 县 六 景 标本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共 骨 中 ,长 而 连续 的 支柱 比较 少 ; 而 且 排 列 很 稀 朴 ， 这 可 
能 与 制 片 的 位 置 有 关 ， 而 其 它 特 征 几乎 一 致 。 再 就 是 当前 的 标本 保存 的 不 如 横 县 的 那样 
完好 ,但 它们 无 疑 是 属于 同一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桂林 组 s 

a a ee AAA S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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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射 网 层 孔 虫 属 Pseudoactinrodictyomr Fliigel，1958 

页 克 斯 假 射 网 层 孔 虫 Pseudoactinodictyor juxi Fliigel 

(图 版 10， 图 3a, 3b) 
1968 Pseudoactinodictyon juxi Fligel and E. K. Fligel, p. 137, pl. 1, fig. 1. 

1979 Pseudoactinodictyon juxi, HR MSR, 48 WAR 21, A 3, 4,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武宣 二 塘 的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有 较 明 显 的 乳头 状 突起 ， 细 层 
中 间 缺 失 浅 色 层 , 而 其 它 特 征 几乎 是 一 致 的 。 它 与 Trupetostroma scitulum Yang et Dong 

【《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1979，40 页 ,图 版 16， 5, 6) 也 较 相 似 ， 但 后 者 的 层 间 区 内 没有 

多 层 相 互 交 爱 的 鳞 板 。 这 是 属 与 属 之 间 的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川 山 ， 东 岗 岭 组 。 

小 层 孔 虫 目 Stromatoporellida Stearn, 1980 

SH#EILRH Hermatostromatidae Nestor, 1964 

花柱 层 孔 虫 属 Hermatostroma Nicholson, 1886 

施 吕 特 蕊 柱 层 孔 虫 ermatostroma schliteri Nicholson 

(图 版 8， 图 3a, 3b) 

1886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Nicholson, p. 105, pl. 3, figs. 1, 2. 

1892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Nicholson, p. 215, pl. 28, figs. 12, 13. 

1952 Hermatostroma schliiteri, Lecompte, p. 250, pl. 45, fig. 1. 

1957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Galloway and St. Jean, p. 218, pl. 21, fig. 1. 

1978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H, 33 页 "图 版 17， i 

1979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HikZ BER, 609 页 图 版 37， Al, 2. 

1982 Hermatostroma schliteri, BRL ERR, 23 页 图 版 13， 715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武宣 二 塘 的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前 者 的 星 根 较 粗大 ， 而 其 它 特征 几乎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ASHER GUE) Hermatostroma cf. striatum Wang 

(图 版 8， 图 4a, 4b) 
Cf. 1978 Hermatostroma striatum Wang， 王 树 碑 , 34 页 图 版 17， 图 2。 

特征 “骨骼 主要 由 排列 紧密 的 细 层 和 粗 支 柱 组 成 。 细 层 平 整 ，2mm 内 有 9 一 11 Be» 

每 层 厚 0.08 一 0.10mm， 边 缘 含有 光亮 的 细 孔 。 支柱 长 而 连续 ， 可 穿越 整个 共 骨 ，2mm 

内 有 5 个 ,每 个 宽 0.18 一 0.22mm， 边 缘 有 细 孔 。 虫 室 多 为 圆 形 , 卵 形 ， 大 小 约 0.15mmo 

面 上 支柱 为 点 状 , 有 的 连接 在 一 起 呈 链 状 , 均 具 有 光亮 的 外 边缘 。 星 根 发 育 ， 支 根 延 伸 很 

长 ,直径 为 0.25 一 0.30mm。 

比较 “目前 标本 与 四 川北 川 甘 诅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 其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细 层 和 支柱 都 具 

有 清晰 的 光亮 外 边缘 ,而 目前 的 标本 中 不 甚 明 显 。 此 外 ,骨骼 的 排列 较 后 者 紧密 ， 也 较 粗 

大 ， 故 将 当前 的 标本 定 为 近似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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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孔 层 孔 虫 属 Trupetostroma Parks, 1936 

南 丹 洞 孔 层 孔 虫 (新 种 ) Trazpetostroma nandanense sp. nov. 

(图 版 8, 图 la，1b) 

特征 ” 细 层 较 平 整 ，2mm 内 有 6 一 7 BE, SEE 0.06—0.08mm, 少数 可 达 0.10 

mm, 大 多 具有 光亮 的 浅 色 层 和 空 泡 层 。 支 柱 短 , 在 纵向 上 相互 登 置 似 连 续 穿 过 细 层 ，2 

mm 内 有 7 一 9 个 ,每 个 宽 0.05 一 0.08mm， 部 分 可 达 .0.15 一 0.18mme。 支 柱 内 党 有 空 泡 ， 

有 的 向 上 加 厚 并 分 又 。 虫 室 为 矩形 、 圆 形 , 大 小 约 0.12—0.15mm, 是 根 发 育 * 支 根 延 伸 很 

长 ,中 根 直径 为 0.55mm， 支 根 为 0.28mmo 弦 切面 上 支柱 为 孤立 的 点 状 , ASRS SI, 

直径 0.03 一 0.05mm， 个 别 为 0.07mm。 微 细 构 造 致密 状 、\ 空 泡 状 。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细 层 和 支柱 内 含有 较 多 的 空 抱 ， 常 形成 浅 色 层 和 光亮 的 中 
DES. EE Trupetostroma densatum sp. nov.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部 分 细 层 是 由 多 层 

的 空 抱 和 微细 层 组 成 ,支柱 几乎 全 部 伍 置 而 成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稠密 洞 孔 层 孔 虫 (新 种 ) Traupetostrornza deniatant Sp. NOV. 

(图 版 85 图 2 a, 2b) 

特征 ”骨骼 主要 由 规则 的 细 层 和 受 置 的 支柱 组 成 。 细 层 稍 作 波状 分 布 ， 基 本 上 有 两 

组 细 层 ,一 组 是 中 间 为 黑色 致密 层 , 厚 0.01—0.02mm, 上 、 下 为 浅 色 的 光亮 层 或 空 泡 层 ， 
各 厚 0.02 一 0.03mm; 另 一 组 是 由 多 层 的 微细 层 或 空 泡 层 组 成 ,致密 层 可 达 4 层 , SWE 

为 3 层 。 细 层 总 厚 为 0.10 一 0.12mm，2mm 内 有 5 一 6 Bo RESSEK, 在 与 细 层 交 

接 处 加 厚 并 呈 线 轴 状 ,加 厚 组 织 中 常 有 空 泡 ,有 的 形成 光亮 的 中 心 柱 , 宽 0.03 一 0.04mmo 
支柱 在 2mm 内 有 8 一 9 个 ,每 个 宽 0.08 一 0.10mm， 人 少数 可 达 0.18—0.20mm, BEH 

- 圆 形 、 卵 形 , 有 的 被 房间 孔 连 接 形 如 假 虫 管 ，2mm 内 有 8 个 , HA 0.10 一 0.12mm 内 含 

少数 鳞 板 。 星 根 发 育 , 中 根 直 径 0.35 一 0.40mm， 支 根 为 0.18 一 0.20mm， 个 别 可 达 0.40 

mm, 弦 切 面 上 支柱 多 呈 和 孤立 的 点 状 。 微 细 构 造 致密 状 ,\ 空 泡 状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有 两 组 细 层 ,支柱 多 呈 登 置 状 ,这 也 是 与 此 属 其 它 种 的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县 大 厂 ,高 峰 街 组 。 

SiS FILER Trupetostroma doupenglingense Yang et Dong 

(图 版 9， la, 1b) 

1979 Trupetostroma doupenglingense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RSH, 40 页 ,图 版 16， 75 8, 

1982 Trupetostroma doupenglingense, BRL ERRm> 14 页 ;图 版 5， 7% 8,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象 州 白石 良 的 正 模 标本 的 主要 区 别 是 目前 标本 中 的 骨骼 组 织 比较 

粗壮 ,而 其 它 特征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鹿 罕 县 四 排 鹿 马 ， 四 排 组 。 

精致 洞 孔 层 孔 虫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Yang et Dong 

(图 版 9%， 图 2a, 2b) 

1979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41 页 ,图 版 17， 图 1，2。 

比较 ”目前 标本 与 武宣 二 塘 的 正 模 标 本 相 比 ， 除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稍 紧 密 和 骨骼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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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托马斯 洞 孔 层 孔 虫 .阿尔 登 变 种 Trupetostroma 
thomasi var. arduennense Lecompte 

(图 版 9， 图 3a, 3b) 

1952 Tru petostroma thomasi var. arduennense Lecompte, p. 241, pl. 44, figs. 2, 3. 

1979 Trupetostroma thomasi vat. arduennense, Hy HGR, 44 页 ?图 版 19, A 5, 6, 

1982 ‘Trupetostroma thomasi vat. arduennense, RS LERR, 15 页 ;图 版 6， 55 6, 

比较 ”目前 标本 的 特征 与 横 县 六 景 的 标本 非常 接近 ， 主 要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组 

织 稍 细弱 ， 而 且 含 有 较 多 的 空 泡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下 板 坡 ， 东 岗 岭 组 。 

撕 裂 洞 孔 层 孔 虫 Trupetostroma laceratum Lecompte 

(图 版 9， 4a, 4b) 

1952 Trupetostroma laceratum Lecompte, p. 228, pl. 38, figs. la, lb. 

1963 Trupetostroma laceratum, HiKZ\BER, 156 页 ,图 版 7， 65 7, 

1966 Trupetostroma aff. laceratum, Kloyan, p. 22, pl. 6, fig. 5; pl. 7, figs. la. b.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贵州 独 山 的 标本 特征 非常 接近 ， 而 与 比利时 狄 南 盆地 的 正 模 标 本 

区 别 只 是 后 者 的 细 层 和 支柱 的 分 布 和 排列 比较 规则 ， 其 它 方 面 差 别 不 大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 桂 林 组 。 

午 这 曼 洞 孔 层 孔 虫 (近似 种 ) Trupetostroma cf. ruaedemanni Lecompte 

《图 版 10， 图 la, 1b) 

1952 Trupetostroma ruedemanni Lecompte, p. 243, pl. 39, figs. 45 5; pl. 40, figs. 1—3. 

1979 Trupetostroma rucdemanni,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42 页 图 版 18， 75.85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比利时 狄 南 盆地 的 正 模 标 本 以 及 我 国 横 县 六 景 标本 的 主要 差别 

是 ,后 三 者 的 骨骼 排列 较 紧密 , 细 层 由 三 部 分 组 成 , 空 泡 也 较 发 育 , 这 些 特 征 在 目前 的 标本 

中 并 不 显著 ， 故 将 它 定 为 近似 种 。 

FRE HOE, ARIAL 

IPE Trupetostroma pingue Lecompte 

(图 版 10, A 2a, 2b) 

1952 Trupetostroma pingue Lecompte, p. 230, pl. 38, fig. 2; pl. 39, figs. 1—3. 

1979 Trupetostroma pingue, HUAZ BRR, 42 页 ;图 版 18, a. Gs 

比较 “未 种 主要 特征 是 细 层 较 厚 ,支柱 不 太 发 育 , 虫 室 也 较 小 等 。 与 武宣 二 塘 标 本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支柱 较 发 育 ; 而 与 比利时 狄 南 盆 地 正 模 标 本 的 不 同 在 于 后 者 的 星 根 很 发 育 。 

PURE WIA LA, ARIAL. 

光亮 层 孔 虫 属 Argostroma Yang et Dong, 1979 

ERASE (MH) Argostroma shangchaoense sp. nov. 

(图 版 10, AA 4a,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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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骨骼 主要 由 同心 圆 状 排列 的 细 层 和 长 而 中 空 的 支柱 组 成 。 细 层 分 布 较 不 规则 ， 

有 的 带 有 小 裙 皱 ,时 有 中 断 ,中 间 为 光亮 的 浅 色 层 , 厚 .0.03 一 0.05mm， 上 、\ 焉 为 暗色 致密 

的 致密 层 , 各 厚 0.02mm。2mm 内 有 细 层 7 一 8 层 , 每 层 厚 0.09 一 0.11mm。 支 柱 长 而 连 

续 , 可 以 穿 过 若干 细 层 , 中 央 为 光亮 的 中 心 柱 ， 人 one 0.08mm， 两 边 为 黑色 
致密 组 织 , 各 厚 0.03mm。 支 柱 在 2mm 内 有 5 一 6 个 ， 每 个 宽 0.15—0.17mm, RES 

呈 圆 形 , 有 的 为 卵 形 或 不 规则 状 。 go AE ee: 中 央 空 ,具有 上 暗色 致密 

的 外 边缘 。 星 根 不 明显 。 |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中 空 状 的 细 层 不 甚 明显 ,分 布 也 不 规则 ;中 空 状 的 支柱 很 清 

楚 。 整 个 骨骼 的 排列 较 宽 松 。 它 与 Argostroma typicum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1979，45 页 ) 相 比 , 后 者 的 细 层 具有 了 明显 的 光亮 浅 色 层 , 它 与 支柱 的 中 空 层 是 连续 沟 

通 的 ,两 者 有 一 定 区 别 , 故 定 为 新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桂 林 组 。 

层 孔 虫 目 Stromatoporida Stearn, 1980 

层 孔 虫 科 Stromatoporidae Winchell, 1867 

'. 层 孔 虫 属 Stromatopora Goldfuss, 1826 

华丽 层 孔 虫 (新 种 ) StromatoPpora elegans sp. nov. 

CA 125 la. Jb) 

BE ”骨骼 以 纵向 骨 素 为 主 , 边 缘 常 参差 不 齐 , 有 的 呈 棒 状 、 刺 状 ; 有 的 相互 融合 而 呈 

板 状 。 微 细 构 造 细胞 状 , 排 列 有 一 定 规则 , 常 在 纵向 上 平行 排列 ， 但 未 形成 纵向 半生 排 列 

的 长 细 管 和 细 杆 。 在 2mm 内 有 纵向 骨 素 6 一 7 个 ,每 个 宽 0.12 一 0.15mam， 个 别 的 可 达 
0.18 一 0.20mm。 假 虫 管 很 发 育 , 大 多 作 纵向 分 布 ， 少 数 在 横向 上 是 连通 的 ， 一 般 在 2mm 

内 有 6 一 7 个 ,每 个 宽 0.12 一 0.14mm， 个 别 达 0.30mm， 也 有 的 呈 圆 孔 状 。 星 根 发 育 ,中 

根 直 径 为 030mm, 支 根 宽 约 0.20 一 0.35mm 。 葬 切面 上 纵向 骨 素 相互 连接 组 成 网 状 结 

构 。 假 虫 管 多 呈 孤 立 的 圆 形 ,少数 为 蠕虫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大 小 约 0.15mm， 人 和 生生 和 

形 空 泡 , 直 径 为 0.02—0.03mmo 旺 根 作 放射 状 分 布 。 | 

比较 ”此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的 纵向 骨 素 很 发 育 , 含 有 圆 形 的 细 孔 分布 有 一 定 规 
律 。 纵 向 骨 素 在 苞 切 面 上 大 多 是 相互 连接 的 。 ES Stromatopora paucipora huaning. 

ensis Dong et Wang ( 董 得 源 、 王 成 源 ，1982，19 页 ,图 版 11， 图 1，2) 比较 接近 ,区 

别 是 后 者 含有 乳头 状 突起 物 , 星 根 特别 发 育 ,而 且 含 有 黑色 致密 的 横向 骨 素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县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多 板 层 孔 虫 (新 种 ) Stromatopora pertabulata sp. nov. 

(图 版 12， 图 2a, 2b) 

特征 ”骨骼 主要 由 纵向 骨 素 和 多 而 密集 的 横 板 组 成 。 纵 向 骨 素 长 而 不 规则 ,大 多 被 横 

板 所 连接 ,骨骼 组 织 内 含有 许多 空 泡 和 由 空 泡 组 成 的 光亮 外 边缘 。2mm 内 有 纵向 骨 素 6 

个 ,每 个 宽 0.08 一 0.10mm ,个 别 增 厚 为 0.15 一 0.18mm。 假 虫 管 很 发 育 , 多 呈 纵 向 分 布 ，2? 

mm 内 有 5 一 6 个 ,每 个 宽 0.18 一 0.20mm 内 含 许 多 宽 而 平缓 的 横 板 ,有 的 相互 连接 呈 层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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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交警 分 布 , 厚 0.02mmo 星 根 发 育 , 内 含 许多 横 板 , 厚 0.02mm, 中 根 直 径 为 0.18 一 0.20mm， 
支 根 为 0.30 一 0.40mm。 弦 切面 上 纵向 骨 素 相互 连接 组 成 网 状 结构 , 假 虫 管 为 孤立 的 圆 孔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骨 骼 组 织 内 含有 许多 细 孔 和 具有 光亮 的 外 边缘 。 星 根 呈 放射 状 分 布 。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主要 由 纵向 骨 素 和 多 而 密集 的 横 板 组 成 。 骨 骼 组 织 中 
含有 许多 细 和 孔 , 并 有 光亮 的 外 边缘 ; 横 板 常 相互 连接 呈 水 平 状 分 布 。 星 根 特别 发 育 等 。 它 
的 某 些 特 征 接近 于 Trxterostroma 属 ,但 是 后 者 具有 明显 的 横向 骨 素 、 有 的 由 多 层 的 黑 

” 色 致 密 层 和 淡色 层 或 空 泡 层 组 成 。 它 与 Stromato pora elegans sp. nov.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假 虫 管内 缺少 多 而 密集 的 横 板 ， 星 根 也 不 及 此 种 发 育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东 岗 岭 组 。 

圆滑 层 孔 虫 Stromatopora teretiuscula Yang et Dong 

(图 版 11, 图 lay 1b) 

1979 Strometopora teretiuscula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50 页 ;图 版 25， 图 7，8。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此 种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骨骼 的 排列 方式 是 一 致 的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比较 粗壮 , 层 间 内 的 空隙 比较 狭窄 , 星 根 比较 粗大 。 两 地 的 标本 虽 有 一 定 区 别 ,但 

仍 属 同一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洞 忙 ， 东 岗 岭 组 。 

二 塘 层 孔 虫 Stromatopora ertangensis Yang et Dong 

(Alm 11, A 2a，2b) 

1979 Stromatopora ertangensis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曹 得 源 ，51 页 图 版 26， 图 7，8。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武宣 二 塘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无 论 是 骨骼 的 排列 方式 ,还 是 微细 构造 

的 特征 都 很 相似 。 其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假 虫 管 不 如 前 者 明显 ， 这 可 能 与 切片 位 置 有 关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上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PER Stromatopora paucijpora Yang et Dong 

CAR 11, 3a, 3b) 

1979 Stromatopora paucipora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49 页 ?图 版 24, A 7,8.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同 种 的 正 模 标本 特征 非常 相似 ， 尤 其 是 纵向 骨 素 和 假 虫 管 的 排 

列 和 大 小 以 及 它们 在 弦 切 面 上 所 反映 的 特征 ,区 别 仅 在 于 目前 标本 的 假 虫 管内 横 板 较 多 ， 

而 且 保存 也 差 一 些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迈 留 克 斯 层 孔 虫 (近似 种 ) Stromatopora cf. mailiieaxi (Lecompte) 

(图 版 12， 图 3a, 3b) 

1952 Trupetostroma maillieuxi Lecompte, p. 237, pl. 43， figs. 2,3. 

1960 Trupetostroma maillieuxt, Galloway, Pp. 626, pl. 73, fig. 3. 

1966 Hermatostroma maillieuxi, Stearn, p. 60, pl. 24, figs. 3,4. 

1979 Stromatopora cf. maillieuxis, RS. BSR. 56 WAM 27, A 7, 8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武宣 二 塘 的 标本 特征 非常 相近 ，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 素 中 含有 
隐约 可 见 的 横向 骨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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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川 山 ， 东 岗 岭 组 。 

平行 层 层 孔 虫 属 Parallelostroma Nestor, 1966 

中 国平 行 层 层 孔 虫 Puaralyelostroma sinense Yang et Dong 
(图 版 13， 图 1a，1b) 

1979 Parallelostroma sinense Yang et Dong,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73 页 ;图 版 41, Bl, 2.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产 自 横 县 六 景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主要 特征 是 一 致 的 ,不 同 之 处 仅 

在 于 后 者 骨 素 中 的 微细 层 不 及 目前 的 标本 那样 清楚, 星 根 也 较 发 育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下 巴 附 近 ， 东 岗 岭 组 。 

广西 平行 层 层 孔 虫 Parallelostroma guangxiense Yang et Dong 

(ERR 135 Bl 2a, 2b) : 

1979 Parallelostroma guangxiense Yang et Dong,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73 页 ;图 版 41, B 3, 40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武宣 二 塘 的 此 种 正 模 标本 相 比 ， 在 骨骼 的 排列 和 组 织 性 质 上 都 

很 相似 ,但 也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主 要 是 后 者 含有 由 横向 骨 素 向 上 拱 起 形成 的 乳头 状 突起 , 星 

根 分 布 其 上 。 而 目前 的 标本 中 ,横向 骨 素 较 平 整 ,并 共生 有 许多 笛 管 珊瑚 (Syringopora), 

但 这 些 差 别 并 不 影响 它们 属于 同一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下 巴 附 近 ， 东 岗 岭 组 。 

横 县 平行 层 层 孔 虫 (近似 种 ) Parallelostroma cf. hengxianense Yang et Dong 

(图 版 13， 图 '3a，3b) 
fc. 1979 Parallelostroma hengxianense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74 页 ;图 版 41, 图 5 6. 

比较 ”当前 标本 的 主要 特征 与 横 县 六 景 的 正 模 标本 是 相似 的 ， 但 也 有 一 定 区 别 。 主 

要 是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比较 规则 ,横向 骨 素 很 平整 ,但 是 层 间 内 短 而 粗 的 纵向 骨 素 不 及 目前 

的 标本 中 那样 明显 ,而 且 含 有 清楚 的 星 根 构造 。 说 明 两 者 之 间 有 一 定 区 别 $ 故 将 目前 的 标 
本 定 为 近似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有 罗 城 县 怀 群 ， 东 六 岭 组 。 

小 笛 管 层 孔 虫 科 Syringostromellidae Stearn, 1980 

平行 孔 层 孔 虫 属 _Purallelopora Bargatzky, 1881 

| Mth EGIL B35 Parallelopora flexuosa (Yavorsky) 

(图 版 14， 图 la, 1b) 

1955 Stromatopora flexuosa, Sipopckui, crp. 105, ta6n. 55, dur. 1—6. 

1968 Parallelopora flexuosa, Fliigel and E. K. Fligel, p. 163. 

1979 Parallelopora flexuosa, HRY. RGR, 63 页 ;图 版 34, A 35 4.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正 模 标 本 的 不 同 仅 在 于 微细 构造 较 不 清楚 ， 并 含有 非常 发 育 的 

星 根 构造 。 其 它 特 征 与 北 流 贵 塘 的 标本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土 桥 子平 行 孔 层 孔 虫 Parallelopora tugiaoziensis Wang 

(图 版 14， 图 2a, 2b) 
1978 Parallelopora tuqiaoziensis Wang， 王 树 碑 )，32 页 ,图 版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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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骨骼 组 织 中 以 纵向 骨 素 为 主 ， 横 向 骨 素 不 甚 发 育 ， 有 的 被 虫 室 穿越 而 呈 断 续 
RK, RE 2mm 内 有 7 一 8 层 ,每 层 厚 0.10 一 0.12mm。 支柱 长 而 连续 ,由 若干 纵向 平行 
排列 的 细 管 和 细 杆 组 成 ，2mm 内 有 支柱 7 一 8 个 ,每 个 宽 0.06—0.08mm, “HH 0.10 
mmo 虫 室 呈 圆 形 矩形 ,有 的 呈 倒 置 状 似 假 虫 管 。 有 是 根 , 支 根 直径 为 0.25—0.28mmo 

比较 ”目前 标本 与 四 川北 川 县 甘 溪 的 正 模 标 本 相 比 ， 后 者 的 细 层 和 支柱 的 分 异 现象 
较 明 显 ,骨骼 组 织 较 细弱 ,而 星 根 特别 发 育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竺 林 组 。 

萨 拉 伊 尔 层 孔 虫 属 Salaizrella Khalfina, 1960 

多 管 萨 拉 伊 尔 层 孔 虫 Salairella multicea Khajfina 

(图 版 14， 图 3a, 3b) 

1960 Salairella ztTHCcea，Xarl 中 HHa，cTD。331，Ta6J。5， 中 HT。3， 
1979 Salairella multicea, HL. RBH, 59 页 ,图 版 30， 图 3，4。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北 流标 本 的 区 别 仪 在 于 骨骼 组 织 保存 较 好 ， 并 含有 少数 黑色 致 
x，， 密 层 和 完整 的 星 根 构造 ,而 其 它 特征 是 一 致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县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广西 萨 拉 伊 尔 层 孔 虫 ( 新 种 ) Salairella guangxjensjs sp. nov. 

(图 版 14， 4a, 4b) 

特征 骨骼 主要 由 纵向 骨 素 组 成 ， 骨 素 边缘 较 平 整 ，2mm 内 有 8 一 9 个 ， 每 个 宽 

0.10 一 0.12mm， 个 别 达 0.15mm， 在 与 浅 色 层 交 接 处 稍 有 加 厚 。 假 虫 管 发 育 ，2mm 内 

有 8 一 9 个 ,每 个 宽 0.08 一 0.10mm。 有 星 根 ， 中 根 直径 为 0.10 一 0.12mm， 个 别 为 0.20 

mmo 弦 切 面 上 的 纵向 骨 素 相互 连接 组 成 网 状 结构 ， 假 虫 管 多 呈 孤 立 的 圆 孔 状 、 蠕 虫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有 的 可 以 相互 连通 。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组 织 中 含有 分 布 间距 不 规则 的 浅 色 层 ， 这 一 特征 在 此 
属 的 其 它 种 内 较 少 见 到 , 故 定 为 新 种 。 它 与 Salairella multicea Khalfina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细 层 为 黑色 致密 层 , 而 且 很 薄 , 而 当前 标本 中 的 横向 骨 素 为 较 厚 的 浅 色 层 ， 两 者 可 

以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南 丹 县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独 体 层 孔 虫 目 Idiostromatida Dong, 1986 

穗 层 孔 虫 科 Stachyoditidae Dong, 1986 

穗 层 孔 虫 属 Stachyodes Bargatzky，1881 

束 状 穗 层 孔 虫 (新 种 ) Stachyodes fasciculata sp. nov. 

(图 版 17， 图 2a, 2b) 

特征 ” 枝 状 共 骨 的 直径 为 15mm. 骨骼 组 织 中 横向 骨 素 不 发 育 ， 纵 稀 骨 素 多 由 斑 

状 细 纤维 和 细 管 组 成 ， 常 向 上 、 向 外 展开 分 布 。 向 枝 体 外 部 延伸 逐渐 呈 柬 状 分 布 ， 有 的 

表现 为 柱状 ，2mm 内 有 5 一 6 个 ,每 个 宽 0.20mm 左右 。 其 间 的 虫 管 也 很 清楚 ， 宽 约 
0.20 一 0.22mm， 常 被 黑色 碳化 物 所 充填 。 轴 管 发 育 ,直径 0.60—0.70mmo 



274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6 号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纵向 骨 素 在 枝 状 共 骨 的 外 部 呈 柬 状 , 并 向 上 向 外 展 布 延 伸 , 而 

横向 骨 素 不 发 育 。 它 与 Stachyodes caespitosa Lecompte (1952, p. 305) 有 点 相似 ,但 

后 者 的 骨骼 中 通常 有 一 片 斑 状 细 纤 维 组 成 ,骨骼 的 分 异 现象 不 明显 ， 尤其 是 束 状 的 支柱 构 

造 没 有 见 到 , 故 分 属于 不 同 的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洞 忙 ， 东 岗 岭 组 。 

风雅 穗 层 孔 虫 ( 近 似 种 ) Stachyodes cf. venusta Yavorsky 

(Alm 15, A la, 1b) 

Cf. 1961 Stachyodes venusta, Apopcexuii, ctp- 54, ta6n- 34, ut. 1—5. 

特征 LARK, AE 56mm 骨骼 的 分 异 现象 不 明显 , 常 融合 在 一 起 。 横 向 骨 

素 稍 呈 拱 形 分 布 , 厚 0.12 一 0.15mm。 虫 管 呈 蠕虫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宽 0.07 一 0.10mmo。 HE 

的 直径 为 0.35 一 0.40mm， 含 有 支管 , 直径 为 0.30 一 0.35mmo。 横 切 面 上 的 横向 骨 素 呈 同 

心 圆 状 分 布 ,纵向 骨 素 作 放 射 状 延 伸 。 微 细 构 造 纤维 状 、 斑 状 。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苏联 库 兹 涅 茨 克 盆地 的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轴 管 直径 比较 

Ko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6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平行 孔 穗 层 孔 虫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jdes oe 

(Am 15, 图 2a, 2b) 

1952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Lecompte, p. 308, pl. 63, fig. 3; pl. 64, rar Zz 

1959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Gogolczyk, p. 37, pl. 5, figs. 4, 5. 

1960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Galloway and Ehlers, p. 102, pl. 12, figs. 1,2. 

1971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Zukalova, p. 102, pl. 34, figs. 1, 2. 

1981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Bim, 109 页 图 版 5， 图 7，8。 

特征 BAHAY 5 一 6mme 骨骼 组 织 的 分 异 现象 较 明 显 ,横向 骨 素 旺 高 拱 形 分 布 ， 
中 间 含有 黑色 致密 层 , 厚 0.02 一 0.03mm，2mm 内 有 7 一 8 层 。 纵 向 骨 素 稍 呈 纤维 状 , 向 
上 向 外 展开 分 布 。 虫 管 稀少 ， 常 呈 不 规则 状 。 轴 管 发 育 ， 直 径 050mm, 有 的 含有 分 支 
管 。 横 切面 上 横向 骨 素 作 同 心 圆 状 排列 。 虫 管 为 蠕虫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比利时 同 种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 后 者 的 班 状 纤维 结构 更 为 清楚 ,但 黑 
色 致密 状 的 横向 骨 素 不 如 前 者 明显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桂林 组 。 

细 穗 层 孔 虫 、. 库 北 涅 欧 克 变种 Stachyodes gracilis var. kuznetskensis Yavorsky 

〈 图 版 15， 3a，3b; 图 版 17， 1a 一 1c) 

1957 Stachyodes gracilis var. kuznetskensis, Asopexnii, cTp- 59, Ta61- 30, dur. 5—8. 

1962 Stachyodes gracilis var. kuznetskensis, Jlecopaa H MKonHuxkoBa, cTp- 142, taba. 12, pur. 2. 

特征 ”柱状 共 骨 的 直径 为 6—6.5mm, 骨骼 组 织 常 融 混 在 一 起 ,有 点 象 Stromatopo- ; 

ra 属 的 特征 。 横 向 骨 素 隐约 可 见 ， 稍 向 上 作 拱 形 分 布 ，2mm 内 有 6 一 7 B, BEE 

0.15 一 0.18mm。 纵 向 骨 素 不 甚 明显 ,总 的 趋势 是 向 上 展开 分 布 ,每 个 骨 素 宽 0.30mm， 通 

常 由 斑 状 细 杆 和 细 管 或 细 和 孔 组 成 。 虫 管 的 形状 和 分 布 多 不 规则 ， 一 般 宽 0.12—0.15mm, 

轴 管 在 f270-A5-1 标本 中 见 及 , 直径 0.45 一 0.48mm， 但 在 £313-A30-b 标本 中 没有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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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横 切 面 中 的 骨骼 特征 与 纵 切 面 中 的 基本 相似 ,只 是 虫 管 呈 孤立 的 圆 孔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二 比较 在 骨骼 的 排列 和 虫 管 的 形状 、 分 布 以 及 微细 构造 等 特征 方面 ,当前 的 标 未 与 苏 联 库 兹 湿 获 克 盆 地 的 标本 都 非常 相似 。 区 别 仅 在 于 目前 的 标本 中 轴 管 不 明显 。 不 及 苏联 ， 标 本 中 那样 发 育 。 
1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 东 岗 岭 组 ; 环 江 县 驯 乐 竹 洞 ;桂林 组 。 

w ¢ 7! ; 和 二 : 

放射 穗 层 孔 虫 Stachyodes radiata Lecompte 
(图 版 15， 图 4a—4c) 

1952 Stachyodes radiata Lecompte, p. 307, pl. 61, figs. 2,3; pl. 63, figs. 15-2. 
1959 Stachyodes radiata, Gogolczyk, p. 368, pl. 3, figs. 1—4. 
1963 Stachyodes radiata, HRS. BSR, 159 页 ;图 版 8, 3 一 6。 
1966 Stachyodes radiata, Ferrari and Vai，p。395， pl. 54, fig. 1. 
1983 Stachyodes radiata, RGR, 44 页 ,图 版 13， Al 55 6,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比利时 正 模 标本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虫 管 和 轴 管 都 较 发 育 ; 与 我 
国 贵 州 和 甘南 标本 的 不 同 仅 在 于 后 者 有 较 细弱 的 轴 管 , 轴 管内 还 含有 横 板 。 但 是 ,它们 之 
闻 的 骨骼 排列 和 微细 构造 特征 是 一 致 的 。 苏联 学 者 Yavorsky 在 1961 年 命名 的 Sta- 
chyodes radiata Yavorsky (Asopexnii, 1961, crp. 54), 从 其 图 影 和 描述 内 容 来 看 ， 与 
Lecompte 早 在 1952 年 建立 的 新 种 Stachyodes radiata Lecompte 差别 很 大 , 完全 不 是 
—T Fh. Ait, Asopexnit 定 的 所 谓 Stachyodes radiata 应 重新 命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过关 次 双 叉 穗 层 孔 虫 Stachyodes bifurca (Stearn) 
Bho (图 版 16, PY 1a 一 1c) 
1962 Syringostrome lifurcum Stearn, p. 12, pl. 5, figs. 4,5; pl. 6, figs. 1, 2. 
1965 Syringostroma bifurcum, Loranger, p. 830. 

特征 ， 共 骨 为 枝 状 ,有 的 连 生 在 一 起 或 是 分 又 生长 ,直径 为 .7--8mm。 枝 体 中 含有 拱 
形 分 布 的 致密 层 , 厚 0.02 一 0.03mm。 玻 密 分 布 不 均 ,一般 在 拱 起 部 分 较 宽松 ,而 靠边 缘 部 
分 比较 紧密 。 纵 向 骨 素 呈 班 状 的 纤维 状 , 向 上 向 外 展开 分 布 。2mm 内 有 6—7 个 ,每 个 宽 
0.12—O.l6mmo 斑 状 纤维 和 浅 色 细 管 各 宽 0.02mm。 纵向 骨 素 之 间 也 常 分 布 有 班 状 细 纤 
维 5 虫 管 宽 , 0.13 一 0:16mm， 有 的 达 0.20—0.25mmo 轴 管 可 能 有 ,但 不 明显 ,直径 约 0.60 

瑟 示 。 横 切面 上 横向 骨 素 的 致密 层 作 同心 圆 状 排列 。 纵 向 骨 素 呈 孤立 的 不 规则 点 状 ,大 小 
自 0.12 二 0.15mm。 贝 管 的 空间 大 多 是 连通 的 。 

本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加 拿 大 的 正 模 标本 非常 相似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标本 保存 不 太 好 。 
和 而且 缺 失 完整 的 纵 切 面 图 影 。 这 些 不 足 之 处 在 当前 的 标本 中 得 到 了 补充 -需要 指出 的 是 。 

Stearn 当时 将 它 置 于 Syringostroma 属 内 ;现在 看 来 是 不 妥 的 ,首先 是 共 骨 外 形 为 核 状 。 
有 的 连年 或 分 又 ,再 者 ,其 骨骼 的 排列 和 微细 构造 完全 具备 Stachyodes 属 的 特征 。 因 此 
将 它 置 于 Stachyodes 属 内 较为 合适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 桂 林 组 。 

标明 穗 层 孔 虫 .StacAyodes insignis Yavorsky 

(A 16, A 2a 一 2c; 图 版 17, 图 4a 一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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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Stachyodes insignis, Apopcxuli, ctp- 77, ta6n- 27, bur. 1—3; ta6n- 28， 中 Hr。107 ra6m- 29， 中 HT。 7- 

特征 “ 共 骨 为 柱状 ， 直 径 大 小 变化 很 大 ,6 一 10mpme。 骨骼 中 含有 隐约 可 见 的 拱 形 细 

层 ，2mm WA 4 一 6 层 , SEE 0.03 一 0.05mmo。 纵向 骨 素 由 一 片 斑 状 纤维 的 细 杆 和 细 

管 组 成 。 通 常 向 上 向 外 作 喷 射 状 分 布 。 细 杆 在 2mm 内 达 17 一 18 +, H 002—0.03 

mn; 细 管 在 2mm 内 可 有 17 个 ,直径 :0.04mma 轴 管 在 纵 切 面 上 未 完全 显示 出 来 ， 可 

能 与 切片 位 置 有 关 。 横 切面 上 轴 管 至 圆 形 ,直径 为 0.8mm, 骨骼 的 排列 及 至 枝 体 外 围 的 分 

异 现象 明显 ,可 见 有 放射 状 排列 的 支柱 和 虫 管 ，2 瑟 赤 内 有 支柱 6—7 个 , 每 个 宽 0.17 一 
0.20mm， 虫 管 直径 为 0.08 一 0.10mmo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东 岗 岭 组 。 

肋 穗 层 孔 虫 StaceAhyodes costulata Lecompte 

(图 版 17， 图 3a, 3b) 4 # 
1952 Stachyodes costulata Lecompte, p. 309, pl. 64, fig. 3; pl. 65, figs. 1—4. 

1959 Stachyodes costulata, Gogolczyk, p. 372, pl. 4, fig. 3; pl. 5, figs. 1—3. 

1963. Stachyodes costulata, Stearn, p. 660, pl. 86, figs. 4, 5. 

1966 Stachyodes costulata, Klovan, p. 31, pl. 9, figs. 1—6. 

1970 Stachyodes costulata, Steatn-and Mehrotra, p. 18, pl. 4, figs. 3, 4. 

1971 Stachyodes costulata, Zukalova, p. 101, pl. 34, figs. 5,6. 

1979 Stachyodes costulata, HwRK2 曹 得 源 ，81 页 ?图 版 46, AY, 10, 

1981 Stachyodes costulata, B7iS8jfR, 109 页 ;图 版 55 A 55 6 

1984 Stachyodes costulata, Cockbain, p. 28, pl. 19, figs. a—d; pl. 20, fig. a.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上 述 同 义 名 表 中 所 列 的 各 地 标本 都 非常 相似 。 殉 其 是 与 省 大 利 
亚 的 更 为 类 同 ， 它 们 的 畏 管 都 不 甚 发 育 。 而 许多 地 区 的 同 种 标本 上 天 多 具有 较 发 育 的 加 

管 构造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10B1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布 托 夫 穗 层 孔 虫 Stachyodes boutovi Yavorshy Vs ee 

(图 版 18, la, 1b) ve MH eS 

1957 Stachyodes boutovi, ABopcxui, crp- 61, ta6n- 32, ur. 6 二 9， 

特征 “ 共 骨 为 枝 状 ,直径 3.2 一 3.7mme 骨骼 组 织 中 横向 骨 素 较 清 楚 ， peered 
2mm 内 有 8 一 9 BL, SEE 0.06—0.08mm, 有 的 含有 黑色 致密 层 ; 厚 002mm. Hae 

素 不 明显 , 常 限 于 横向 骨 素 之 间或 是 融 混 在 一 起 ， 排 列 的 趋势 是 向 上 向 外 展开 分 厦 , 一般， 

在 2mm 内 有 7 一 8 个 ,每 个 宽 0.07—0.10mmo RAHBRSAMM FAIS HB 

纤维 和 细 管 组 成 轴 管 发 育 , 但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直 径 0.38 一 0.50mmo Rs 

素 作 同 心 圆 状 分 布 ,纵向 骨 素 作 放 射 状 排列 。 

比较 ”此 种 主要 特征 是 纵向 骨 素 不 甚 发 育 ， 轴 管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目 前 的 标本 与 苏联 

库 兹 涅 茨 克 的 正 模 标本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枝 体 直径 较 大 ,而 横向 骨 素 不 如 前 者 那样 清楚 s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东 羡 岭 组 。 

MEA Stachyodes crassa (Lecompte) 

(图 版 18, PY 2a, 2b) 

1952 Idiostroma ctassa Lecompte, p. 318, pl. 66,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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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1957 Stachyodes crassa (Lecompte) Galloway and St. Jean, p. 248. 
1968 Stachyodes crassa (Lecompte), Fliigel and E. K. Fliigel, p. 112. 
1971 Stachyodes (Sphaerostroma) crassa (Lecompte), Zukalova, p.104, pl.35, figs. 1—3; pl. 37, fig. 6. 
1984 Stachyodes crassa (Lecompte), Cockbain, p. 30, pl. 20, fig. b; pl.21, figs. a—c. 

特征 ， 共 骨 为 枝 状 ,直径 3.4 一 4.8mm。 横向 骨 素 作 拱 形 分 布 ,厚度 变化 较 大 ,一 般 为 
0.16 一 019mm。 纵 向 骨 素 由 较 短 的 班 状 昏 杆 和 细 管 组 成 ,也 有 的 融 混在 直 ,但 总 的 趋势 
是 向 于 展开 分 布 。 纵 向 骨 素 一 般 宽 0.28 一 0.30mm。 虫 管 的 形状 和 分 布 均 不 规则 ,一 般 寓 
-TI 二 014mme 轴 管 发 育 ， 直 径 0.60mm ， 内 部 常 被 碳化 物 所 充填 。 横 切面 上 纵向 骨 素 
作 放 射 状 分 布 。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比利时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只 是 后 者 的 纵 切面 放大 倍数 大 小 , 骨 网 
的 排列 特征 和 微细 构造 未 能 如 实地 反映 出 来 。1984 年 Cockbain 描述 了 澳大利亚 坎 宁 
(Canning) 盆地 的 一 个 同 种 标本 ,从 其 纵 切 面 的 特征 来 看 ， 与 当前 的 标本 非常 相似 ,区 别 
仅 在 于 前 者 的 轴 管 较 发 育 ， 不 过 后 者 的 轴 管 内 含有 横 板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VI 号 剖面 , 东 岗 岭 组 。 

FI 双 孔 层 孔 虫 科 Amphiporidae Rakhin, 1938 

~ rok pee rtp 双 孔 层 孔 虫 属 Amphipora Schulz, 1883 

1 _ 环 江 双 孔 层 孔 虫 (新 种 ) 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v. 

A ahs aie re (图 版 19， 图 la, 1b) 

RTE 共 骨 常 呈 弯曲 的 枝 状 ,直径 为 3 一 3.5mmoe 骨骼 的 排列 较 规 则 ,分 异 现象 较 明 

Bo 横向 骨 素 旺 拱 形 分 布 ， 而 纵向 骨 素 向 上 向 外 展开 分 布 。 骨 素 一 般 宽 0.13 一 0.16mm， 
ANAK 0.20mm, 中 间 含 有 黑色 致密 层 , 厚 003mm, 骨 素 的 周围 大 多 含有 黑色 致密 的 

外 边缘 , 厚 ; 0.02mme。 虫 室 呈 孤立 的 圆 形 或 不 规则 状 ;, 大 小 约 0.09 一 0.12mme。 HERA, 
但 呈 断 续 状 弯曲 状 分 布 , 直 径 为 0.7 一 0.8mm， 最 宽 处 可 达 09mm, WRAKTRRA, 

宽 0.4 一 0.5mmo 

比较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排列 较 规则 ， 骨 素 的 周围 含有 黑色 致密 的 外 边缘 。 这 

一 特征 在 Amphipora 属 的 其 它 种 内 较 少 网 到 , 仅 于 广西 武宣 二 塘 的 .4mzppipora nonaxis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1979,，77 页 ) 中 见 到 , 但 两 者 之 间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缺少 轴 管 和 明显 的 边缘 泡沫 带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简单 双 孔 层 蕊 虫 (新 种 ) Amphipora simplex sp. nov. 

(Ahk 19, 图 6ay 6b) 

特 共 骨 为 枝 状 ,直径 变化 较 大 ，1.5 一 2.5mmo。 骨骼 较 粗壮 ， 排 列 无 一 定 规则 ,但 

比较 稀 臣 且 很 简单 , 并 以 纵向 骨 素 为 主 , 一 般 宽 0.15 一 0.18mm， 中 间 含 有 厚 002mm 的 

蝎 色 致密 层 。 虫 室 大 多 是 相互 连通 的 ,也 有 少数 呈 孤 立 的 圆 孔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大 小 与 骨 素 

相似 。 轴 管 缺失 , 边缘 泡沫 带 不 明 亚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较 粗 壮 , 排 列 简单 、 黎 葛 ， 轴 管 缺失 ， 边 缘 泡 沫 带 不 明显 

等 。 这 些 特征 与 Amphipora 属 的 其 它 种 易于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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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Vi 号 剖面 , 东 岗 岭 组 。 

棒 形 双 孔 层 孔 虫 ( 新 种 ) Amphipora clavellata sp. nov。 
(图 版 20， 图 1a, lb) 

特征 ， 共 骨 细 而 长 ,如 同 棒状 ,直径 2 一 2.5mmo PRR, 排列 也 很 紧密 ， 但 以 纵 

向 骨 素 为 主 , 常 向 上 向 外 展开 分 布 ,一 般 宽 . 0.15 一 0.18mm, 个 别 的 可 达 0.25mma 骨 素 中 

含有 黑色 致密 的 中 线 , 厚 0.02mmoe 骨 素 外 部 通常 含有 黑色 致密 的 外 边缘 , 宽 0.01—0.02 

mmo 虫 室 所 占 的 空间 很 少 , 常 呈 孤立 的 不 规则 状 。 轴 管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直 径 0.25 一 0.35 
mm， 内 含 横 板 , 厚 0.02mmo 边缘 泡沫 带 很 发 育 , 宽 0.30mmo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枝 状 共 骨 细 而 长 ,棒状 ,骨骼 粗 状 ， 排列 紧密 ,大 多 含有 电 色 到 

密 的 外 边缘 , 虫 室 很 不 发 育 等 。 这 些 特 征 在 Amphipora 属 的 其 它 种 内 较为 少见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北山 双 孔 层 孔 虫 (新 种 ) Amphipora beishanensis sp. nov. 
(图 版 20， 图 3a, 3b; 6a 一 6c) 

特征 “ 共 骨 为 枝 状 ,直径 变化 较 大 ，3.3 一 5mm。 BREN, ,分 异 现象 明显 ,并 以 纵 
向 骨 素 为 主 ， 大 多 向 上 向 外 展开 分 布 ， 相 互 之 间 常 被 横 突 起 物 所 连接 ，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Reh, BRE 0.10-0.13mm, 有 的 为 0.15mm， 中 间 含有 较 厚 的 黑色 致密 线 ， 厚 约 
0.03mm。 虫 室 的 大 小 变化 很 大 形状 多 不 规则 。 轴 管 发 育 , 直 径 为 0.9 一 1 oe 管 壁 边 
缘 常 参差 不 齐 。 和 边缘 泡沫 带 不 甚 发 育 。 

比较 ”当前 新 神主 要 特征 是 枝 体 直径 变化 较 大 ,骨骼 较 细弱 ， idee a 
HOC SR , Aiea PWR SS fe EE REAR UO IR, SHEER CES Amphipora 
ramosa Phillips 较 接 近 , 但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分 异 现象 不 及 当前 的 新 种 明显 ,而且 只 有 二 
分 发 育 的 边缘 泡沫 带 。 AE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和 桂林 组 。 

枝 状 双 孔 层 孔 虫 4Ampjiazipora ramosa Phillips 

(A 18, A 3a, 3b) | 

1841 Caunopora ramosa Phillips, p. 19, pl. 8, fig. 22, 

1883 Amphipora ramosa, Schulz, p. 90, pl. 22, figs. 5—7, 

1886 Amphipora ramosa, Nicholson, p. 109, pl. 9, figs. 1—4, ; ce 

1940 Amphipora ramosa, 7+ 3:#R, 312 Wo Am 5, Al, 2. 

1952 Amphipora ramosa, Lecompte, p. 325, pl. 67, fig. 3; pl. 68, figs. 1 

1955 Amphipora ramosa, Apopckulk, crp- 152, Tta6n- 82, dur. 1—6, 

1957 Amphipora ramosa, Galloway and St. Jean, p. 233, pl. 23, figs. 2—6, 

1961 Amphipora ramosa, Stearn, p. 946, pl. 107, figs. 9,10, 

1962 Amphipora ramosa, Jlecopan u MKouHuKosa, cTp- 144, ta6n- 14, dur. 1—3 

1963 Amphipora ramosa, Stearn, p. 663, pl. 87, fig. 2, 

1966 Amphipora ramosa, Stearn, p. 63, pl. 24, fig. 2, 

1967 Amphipora ramosa, Birkhead, p. 84, pl. 16, fig. 2, 

1968 Amphipora ramosa, Fligel and K. E. Fliigel, p. 342, 

1971 Amphipora ramosa, Zukaloya, p. 117, pl. 37, fig. 1; pl. 38, figs. 1—4; pl. 40, fig. 2. 

1979 Amphipora ramosa, HZ HG, 79 TAR 43, 7, 8 
1982 Amphipora ramosa, TKS, ERR, 26 页 ;图 版 16, A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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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s 

ARLE 小 变种 Amphipora ramosa var. minor Riabinin 

(Am 19, A 3a, 3b) 

1939. Amphipora ramosa vat. minor, Pa6unun, crp. 33, Tab. 10, cur. 1—3, 
1955 MA ramosa vat. minor, Apopcxuli, crp- 153, ra6n- 83, dur 2, 3; Tabs 87, cur. 6—10, 
1962, _Amphipora ramosa var. minor, Jlecopaa u IIKOHHHKOBa，cTD。144，Ta6m。14， 中 Hr。 4, 
1979 本 ieore ramosa vat. minor, KZ. HG, 80 页 ;图 版 46， 图 1，2， a5) Ge 

“比较 ”当前 标本 的 特征 与 苏联 乌拉 尔 的 同一 变种 相 比 ， 其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标示 保存 
条 饮 迁 。 划 本 的 纵向 则 未 向 上 向 外 展 的 特征 不 其 明显 ” 它 与 广西 宣 二 SOPRA 
BE TERE LABS PUA Ah 6 EAN RAR TR APOE ABS SL, LSP AH 
区 别 ,应 为 同一 变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Vi 号 剖面 , 东 岗 岭 组 s 

肥 双 孔 层 孔 虫 Amphipora pinguis Yavorsky 

(图 版 185 图 5a 一 4) 
1957 Amphipora pinguis, Apopcxuiis crp- 63, ta6n. 35, ur. 1—5, 4 
1961 Amphipora pinguis, Zukalova, p. 461, pl. 1, fig. 1, 

1971 Amphipora pinguis, Zukalova, p. 121, pl. 31, figs. 5,6, 

1982 Amphipora pinguis, BBRLERR, 26 WA 16, A 10, 11, 

RE BREA 25—3mmo BTA AR. ERMAN ERY, 
KE a LANA, — BH 0.10 一 0.12mm。 在 纵向 骨 素 之 间 常 被 横向 突起 物 所 连接 。 虫 
管 多 旺 不 规则 状 , 大 小 为 0.10 一 0.12mm。 有 的 达 0.15mm。 轴 管 很 发 育 , 上、 下 连通 ， 直 
径 为 0.8 一 1.0mm， 含 有 厚 0.01mm 的 横 板 ,有 边缘 泡沫 带 ,但 不 甚 明显 。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苏联 鸟 拉 尔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在 骨骼 的 大 小 和 排列 ,以 及 虫 管 的 
形状 竹 轴 管 等 特征 上 都 很 相似 ， 几 乎 没有 什么 区 别 。 而 与 云南 文山 古 未 街 的 标本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枝 体 直径 较 粗壮 ,但 其 它 特征 都 很 相似 ,应 为 同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和 VI 号 剖面 , 东 岗 岭 组 。 

1， 肥 双 孔 层 孔 虫 、 伊 茹 尔 变种 Amphipora pinguis var. izylensis Yavorsky 

(图 版 18， 图 4a 一 4c) 
1957 Amphipora pinguis var. izylensis, ABopcKul, crp. 64, Ta6n- 36, hur. 1—8, 

1962 Amphipora pinguis izylensis, Jlecopaa 1 IIKOHHHKOBa，CcTD。 142, Ta6n- 13, cur. 1, 

特征 ” 枝 状 共 骨 的 直径 为 3 一 3.5mmo。 骨骼 常 融 混 在 一 起 ， 只 是 到 校 体 边 缘 部 分 才 

向 上 商 外 展 布 。 骨 素 -一 般 宽 0.10—0.12mm, 少数 可 达 0.18 一 0.20mm， 中 间 的 黑色 致密 
BE 0.02mm。 虫 管 的 形状 多 不 规则 ， 大 小 变化 很 大 。 轴 管 发 育 ,直径 0.8—0.9mm, A 

含 少量 横 板 , 厚 0.02mm> BU ES SAB s 边缘 泡沫 带 较 清 楚 。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与 苏联 库 兹 湿 茨 克 的 标本 相 比 ,无 论 是 骨骼 的 排列 特征 和 大 小 ,还 

是 虫 管 的 形状 . 轴 管 等 都 很 相似 ;区 别 仅 在 于 前 者 的 边缘 泡沫 带 较 清楚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乌拉 尔 双 孔 层 孔 虫 Amphipora uralensis Yavorsky 

(图 版 18, 图 6a,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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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Amphipora uralensis, ABopcKui, cTp- 65, Ta6n. 36， 中 HF。 9, 10, 

特征 ， 共 骨 为 枝 状 ;直径 3.8mm， 含 有 分 枝 体 , 常 连 生 在 一 起 。 骨 骼 排列 较 和 杂乱 , 纵 、 

tS KAA, ie 0.18—0.20mm, AA 0.25mm, 中 间 的 黑色 致密 层 厚 002mm, 

虫 室 多 呈 孤 立 的 不 规则 状 , 大 小 约 0.08—0.10mmo 轴 管 发 育 , 直 径 0.9-1.0mm, NAR 

板 , 中 间 的 致密 板 厚 0.01mm， 两 边 有 纤维 组 织 , 共 厚 0.03mmo 边缘 泡沫 带 可 以 见 到 ， » 

约 0.5mmo > 

Hee TR AIOE REPEL, BOURSES RR TEL oR A SHE 
与 苏联 模式 标本 的 主要 区 别 。 后 者 的 标本 中 不 仅 没有 分 枝 , 而 且 枝 体 的 直径 变化 很 大 ,但 
这 些 区 别 并 不 影响 它们 同属 一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潮 洞 忙 II 号 剖面 , 东 岗 岭 组 。 

分 
宽 孔 双 孔 层 孔 虫 Amphipora laxeperforata wigan 3 

(图 版 195 ,图 2a—2e) 
1952 Amphipora 1axrebefrforata Lecompte, p. 330, pl. 70, figs. 1, 2, 

1955 Amphipora laxeperforata, Fontaine, p. 59, pl. 1, fig. 5 

1956 Amphipora laxe perforata, Gogolczyk, p. 230, fig. 5, 

1961 Amphipora laxe perforata, Zukalova, p. 461, Pls, 25-248 paes 

1966 Amphipora laxe perforata, Gunia, p. 307, pl. 7, figs. 8, 9. 

1971 Am phi pora laxe perforata, Zukalova, p. 125, pl. 40, figs. 4,5. 

特征 ， 枝 状 共 骨 的 直径 为 3 一 4mmo。 骨骼 的 排列 没有 一 定 规则 ， AS ER,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结构 。 骨 素 一 般 宽 0.12 一 0.15mmo。 轴 管 特别 发 育 , 直径 08-1, Omm, 有 

的 枝 体 轴 管内 含有 横 板 , 厚 0.02mmo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比利时 正 模 标本 的 主要 特征 非常 相似 ，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4% ) 轴 管 更 

为 粗 。 它 与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标本 的 不 同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排 列 较 稀 欧 , 虫 室 占有 较 的 空间 ， 

而 且 大 多 是 相互 连通 的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IV 号 剖面 和 北山 ZKS4 钻 孔 ,桂林 组 。 区 

3 中 国 双 孔 层 孔 虫 Amphipora sinensis Yang et Dong er 

(图 版 19， 图 4a, 4b) 

1979 Amphipora sinensis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HER, 77 页 ;图 版 43, A 9 10, Te 

比较 “目前 标本 与 武宣 二 扩 的 标本 相 比 ; 除 后 者 的 枝 体 共 骨 不 够 完整 外 其它 特征 有 

乎 是 一 致 的 。 ot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Vi 号 剖面 和 ZKS4 销 孔 , 东 岗 岭 组 。 

忠实 双 孔 层 孔 虫 Amppzipora fidelis Yavorsky 

(图 版 20， 图 4a 一 4c; 5a, 5b) 

1957 Amphipora fidelis, Apopckuu, ctp- 64, Ta6n- 35, cure 6—10, 

1962 Amphipora fidelis, Jlecopan 1 JIKoHHHKOBa， crtp- 143, ta6n- 13, dur 2. 

特征 ” 枝 状 共 骨 的 直径 为 2.5 二 3.0mm。 骨骼 较 粗壮 ,大 多 向 上 向 外 展 布 , AOE 
连接 或 是 融合 在 一 起 。 BRAM 0.13-0.15mm, 有 的 可 达 020mm. 虫 室 多 呈 不 规 
则 状 。 轴 管 发 育 ,直径 0.6mm， 内 窜 较 多 的 横 板 ， 厚 0.02mm。 边 缘 泡 沫 带 较 发 育 ， 宽 

ee ee Se een Eee 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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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一 0.50mm。 
比较 RRS RRA RAOR MMA MRNET PARAM AMES 2 

fe 
| RBA 永福 县 军 屯 ， 桂林 组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忠实 双 孔 层 孔 虫 (近似 种 ) Amphipora cf. fidelis Yevorshy 

(图 版 19, Al 5a, 5b) 

Cf. 1957 Amphipora fidelis, Apopcxul, crp. 64, Tabi 35, cur. 6—10, 
_ Cf. 1962 Amphipora fidelis, Jlecopaa u IIKOHHHKOBa，cTD。 143, ta6n- 13, cur. 2, 

He AAS EAE BAER, ba eR Bl, BREA 
SHOVE AER tnt PF LIN RO CK DEO, Hos AOR Se LA 
beget 环 江 县 北山 YI SR, AR BAe 

Pas ks 巴 茨 沙特 双 孔 层 孔 虫 Amphipora batschatensis erin, 

; (Ak 19, AY 7a—7d) 

on hive vote batschatensis, Apopexuh, crp- 154, ta6n- 84, dur. 1, 2, 

1983. Amphipora batschatensis, BAR, 44 WAR 13, A 3, 4. 

ERR “RAS REE REO ERRATER AW, KRIMEF RSS 
细弱 一 些 。 它 与 甘肃 南部 迭 部 的 标本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枝 体 直 径 较 小 ， 在 筑 切面 中 来 见 轴 
‘Bia, 需要 指出 的 是 ,苏联 和 我 国 甘肃 南部 的 标本 均 产 自 下 泥 盆 统 上 部 ,而 当前 的 标本 
则 在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东 岗 岭 组 。 

， 宽 泡 状 双 孔 层 孔 虫 Amphipora amplevesicalosis Yavorsky 

hic a CAM 21 图 9a—9e) 

1963, Amphipora amplevesiculosis, ABopcKuii, crp- 85, Tab. 26, pur. 5—7; ta6. 31, dure 11—13, 

特征 “ 枝 状 共 骨 的 直径 变化 很 大 ,， 25—-4mm. PRR, 在 某 些 部 分 相互 融 混 在 

- 主 起 ;有 的 分 异 现象 较 明 显 , 一 般 宽 0.25 一 0.30mm, 含有 黑色 致密 的 中 线 , 但 不 甚 明显 。 

果 室 的 形状 多 不 规则 。 轴 管 较 发 育 ,由 于 切面 位 置 不 正 , 仅 显露 一 部 分 ， 但 在 横 切 面 上 很 
清楚 ,直径 0.75—0.90mm. WRAKTAKA, KH 0.5mm 左右 。 

比较 ， 目 前 标本 与 苏联 中 亚 地 区 正 模 标本 的 区 别 在 于 前 者 的 骨骼 较为 粗壮 ， 并 有 较 

BAY WK TK Fo or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桂林 组 。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属 Paramphipora Yavorsky, 1955 

环 江 似 双 孔 层 双 虫 (新 种 ) Par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v. 

(图 版 21， 图 8a, 8b) 

特征 “ 枝 状 共 骨 的 直径 变化 较 大 光 2.5 一 3mmo 骨骼 较 细弱 ,一 般 宽 0.10 一 0.12mmo 

排列 不 规则 ， 常 相互 经 结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结构 。 虫 室 多 呈 怕 立 的 圆 形 或 不 规则 状 。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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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很 发 育 , 直 径 0.75 一 0.85mm。 边缘 泡 沫 带 仅 在 横 切 面 上 比较 清楚 。 

比较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骨骼 较 细弱 、 相 互 鲁 结 组 成 不 规则 的 网 状 结构 $ 轴 管 很 发 育 
等 。 它 与 Paramphipora angusta Dong et Wang 比较 接近 ，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排列 

比较 简单 ,并 以 纵向 骨 素 为 主 , 没有 形成 不 规则 的 钢 状 结构 , 轴 管 也 不 及 前 者 发 育 , 两 者 易 

于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桂林 组 。 
An 4 

厚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新 种 ) Paramphipora grossa sp. nov. 

CA 22, 图 la, Ib) 

特征 ” 梳 状 体 的 直径 较 宽 大 ,一 般 为 5mm， Laat ae ae 
排列 紧密 ， 常 以 纵向 骨 素 为 主 ， 有 的 相互 交叉 排列 ， 中 间 缺 失 黑 色 致密 的 申 线 。 骨 素 宽 
0.13 一 0.16mm， 个 别 的 可 达 0.20mm。 虫 室 多 呈 孤 立 的 圆 形 、 蠕 虫 状 或 不 规则 状 ， 宽 约 
0.09—0.12mmo SHAK, BE 0.7—-0.8mm, :最 宽 处 可 边 0.9mm WRHABKTRA BR, 

#4 0.4—0.5mmo 

比较 ”当前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是 枝 休 直径 较 大 ,骨骼 排列 很 紧密 也 较 粗壮 , 轴 管 和 边缘 
泡沫 带 均 较 发 育 等 。 它 与 Paramphipora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 杨 敬 之 ̀\ 董 得 源 ， 

1979, 75 页 ) 较 相似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枝 体 直径 变化 很 大 ， i BRP te LA (AHEDU FEB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泥 盆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Paramphzpora devonica Yavorsky 

(图 版 20， 图 2a, 2b) 

1957 Paramphipora devonica, Apopcxuu, ctp- 70, ta6n- 39， 中 Hr，19，20。 

TE SOR, AG toms 骨骼 排列 无 二 定 规律 ;大多 相互 融 混 在 一 起 ,几乎 没 

有 什么 分 异 现象 ,排列 也 很 紧凑 。 骨 素 宽 0.13 一 0.18mm， 人 少量 可 达 0.25mm， 中 间 未 见 

黑色 致密 的 中 线 。 虫 室 所 占 的 空间 很 少 , 多 呈 孤 立 的 不 规则 状 s 轴 管 呈 断 续 状 ， 0.60 

mm FE ASE 0.02mm 的 横 板 。 边 缘 泡 沫 带宽 约 0.3mmo 

比较 peta. rath, Cet 所 不 同 的 仅 在 于 后 才 

的 虫 室 所 占 的 空间 稍 大 一 

产地 及 层 位 II 号 剖面 ， 东 岗 只 组 。 

芒 康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Parumphipiia mang kamensis Dong — 

(图 版 21, Ala, 1b) 

1981 Paramphipora mangkamensis Dong， 和 董 得 源 ，110 TM, Am 5, A 9, 10. 

tR SAMA SP MER Ie aot T RAN IERATALL, FIC HAVES ， 

和 粗细 以 及 虫 室 的 形状 ， 还 是 轴 管 的 特征 等 都 很 相似 。 唯 : “的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核 状 体 

直径 较 细弱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S4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ie 

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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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bh Paramphipora guangxiensis Yang et Dong 

Rei (图 版 21, A 2a, 2b) 

1979 Paramphipora guangxiensis Yang et Dong, tik, HSI, 75 页 图 版 42， 图 1 ;2。 

比较 ”目前 的 标本 特征 与 桂林 的 正 模 标本 非常 相似 ， 尤其 是 融 混 的 骨骼 组 织 和 虫 室 

芍 形 状 以 及 宽大 的 轴 管 等 。 但 是 它们 之 间 也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主要 是 后 者 的 枝 体 直径 较 小 ， 

这 并 不 影响 它们 属于 同一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文山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_ ParampAzipora wenshanensis Dong et Wang 

(图 版 21， 图 3a, 3b) 

1982 Paramphipora wenshanensis Dong et Wang， 董 得 源 、 王 成 源 ，27 页 ,图 版 17， 图 152. 

三 比较 ”当前 标本 的 保存 不 如 正 模 标 本 那样 完好 ， HSB lage veal 轴 管 呈 断 续 状 分 

布 。 两 者 之 间 的 主要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梳 体 直径 较 大 一 些 , 纵 向 骨 素 向 上 展 布 的 现象 较 清 楚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东兴 僧 洞 ,桂林 组 。 

桂林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近似 种 ) Paramphipora cf.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图 版 21， 图 4a, 4b; 5a, 5b) 

Cf. 1979 Paramphipora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杨 敬之 , 董 得 源 ,75 页) 图 版 12.4 5,6, 

比较 ， 目 前 标本 与 桂林 出 现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 主 要 特征 是 相似 的 。 不 同 之 处 是 后 者 
有 鞠 枝 体 直 径 粗 细 变 化 很 大 ， at 故 将 当前 的 标本 定 为 近 

似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同上 种 。 

狭窄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Paramphipora angusta Dong et Wang 

(FAA 21,—8 6a, 6b; 7a, 7b) 

1982 Paramphipora angusta Dong et Wang, 董 得 源 、 王 成 源 ，27 页 ?图 版 17, 14 一 16。 

比较 沪 当 前 标本 与 云南 文山 十 未 街 的 正 模 标本 十 分 相似 ， 区 别 仅 在 于 目前 标本 的 梳 

4K BAAD Ho 它 与 其 它 种 的 比较 , 董 得 源 等 ; (1982) 在 建立 此 种 时 已 有 讨论 ,这 里 不 再 

-复述 。 

产地 及 层 位 WA LMM UM 号 剖面 和 北山 ,ZKS4 FE FL AR Pe Ao 

相似 似 双 孔 层 孔 虫 Paramphipora aequalis (Yavorsky) 

《图 版 22， 图 2a 一 2c; 3a—3d) 

4963 Amphipora aequalis, Seopcxuti, crp. 85, taba. 31, cur. 7 一 10 . 

TE IR SAAR ILRA. BHAHEMI LCRA AL, (HD A a HA Bal 

常 被 横 突起 物 所 连接 。 骨 素 一 般 宽 0.12—0.15mm, 中 间 未 见 ai eR 

KN RAMI ADSRREAS. MARA, 二 径 变化 较 大 ，0.4 一 0.7mms 

ASE 0.02mm 的 横 板 。 边 缘 泡沫 带 不 发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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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苏联 中 亚 地 区 的 正 模 标本 比较 ， 术 体 直径 的 大 水 和 骨 散 的 排列 

以 及 轴 管 等 都 很 相似 ,区 别 仅 在 于 后 者 的 骨骼 稍 粗壮 一 些 。 必 须 指 出 的 是 ，Yavorsky 在 

建立 此 种 时 ,将 它 置 于 Amphipors 属 内 ,但 从 其 图 影 上 看 , 骨 素 中 未 见 黑 色 致密 的 中 线 。 

宜 把 它 改 置 于 Paramphipora BANK 

产地 及 层 位 ， 永 福 县 军 屯 ,桂林 组 。 

独 体 层 孔 虫 科 Idiostromatidae Nicholson, 1886 — md 2 

柱 网 层 孔 虫 属 Columdictyor Dong et Wang, 1982.  . - 

7 

规则 柱 网 层 孔 虫 Columdictyor regulare Dong et Wang — 

(图 版 22， 图 4a 一 4c) 

1982 Columdictyon regulare Dong et Wang, 董 得 源 、 王 成 源 ，30 页 图 版 18， 图 1 一 4。 ， 

比较 “目前 标本 与 云南 文山 古木 街 的 正 模 标本 相 比 ， ie AA ONIN AER 
素 的 大 小 以 及 轴 管 的 特征 等 都 很 相似 ,相互 间 几 乎 没有 什么 区 别 。 > 
产地 及 层 位 “ 环 江 县 北山 ZK8 钻 孔 , 东 岗 岭 组 。 1036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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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IAN STROMATOPOROID BIOTA OF NORTHERN GUANGXI AND 
: MOUNTLIKE SUPERIMPOSED BIOHERM OF HUANJI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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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DIMENTARY PALEOGEOGRAPHY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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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7 

__ 1. Conclusions 

The Devonian ‘strata and bioherms and shoals are well developed in Guangxi, 

but’ they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in detail.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 

‘matic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ve bioherms from Beishan, Huanjiang County of nor- 

thern Guangxi is firstly undertaken in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bioherms, some views are expressed as follows: 

(1) There existed two reef-building periods during the Devonian in Beishan, 

Middle Devonian early Dong- 

Middle Devonian late Dongganglingian age to Late De- 

Shangchao of Huanjiang County: Dongmang age 

ganglingian age;Beishan age 

vonian early Guilinian age, with their growth sequence and sedimentary mode _ being 

recognized. 

(2) The reef facies under study within the area may be classified as: reef-base 

subfacies, reef-core subfacies, reef-flat subfacies, reef-back subfacies of lagoonal de- 

posits, reef-front subfacies of colluvial deposits, reef-crest subfacies and reef-cap 

subfaci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all the above subfacies are fully 

elaborated. 

(3) The Middle Devonian Dongganglingian age is an important developing period 

for the bioherms and shoals within the area, The Beishan bioherm is the edge of 

the underwater uplift on the semi-limited carbonate platform near the windward side 

of the trough. At the time of transgression, the entire bioherm is composed of the 

medium to low energy, mountlike, small-typed superimposed reefs and patch reefs, 

which were built up jointly by stromatoporoids and blue-green algae. Because the grow- 

th rate of the reef as a whole was lower than the transgressive rate, the bioherms 

moved landward. Finally, the story of reef building ended with the submerg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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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r sea water. 

(4) A brief account of reef-building and reef-binding organisms is given. since 

the coenosteum of stromatoporoids as the main reef builder is generally not large, 

the wave-resisting ability of its own is not great, but by the action of algae it may 

increase this ability by turning, round the primary and lodging reef builder blocks 

to withstand the tidal wave of low and medium energy and to make itself exist, 

and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uneven eustatic movement of the sea basin and through 

many-staged cycling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t formed complicated ‘mountlike 

superimposed bioherm and reef complex rock series, known as one of the main cha- 

racteristics of the Devonian bioherm in northern Guangxi. 

(5) The dolomite-rocks of the reef-crest are diachronous. They changed in direc- 

tion from southwest to northeast and in horizon from low to high, i. e. the dolom- 

jtic apical plate gradually ranged upward in age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Donggang- 

lingian into the early Guilinian, reflecting the fundament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gration direction of the reef-crest and transgressive direction. 

(6) An brief account and diagram are given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sedimentary 

paleogeography of the Devonian from northern Guangxi. | 

(7) An intensive study of the chief reef-building organism, stromatoporoids, has 

been made, in which are described 22 genera and 87 species, including 21 new spe- 

cies». Its reef-building aotion, ecologic feature,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distri- 

bution age are all deaer with. 

(8) A study of the Devonian bioherm from Beishan area, Fu 全 County, 

further shows that bioherms and shoal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Jiangnan Oldland under similar conditions. To find out the law of dis- 

tribution, the featurs of sedimentary facies and biofacie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cies and. zon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alculating the concealed reefs 

searching out reef facies oil and gas deposits and bed-controlled deposit. 

2. Horizon and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Stromatoporoids in Northern Guangxi. 

Stromatoporoid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calcareous rocks of the Devonian 

System in northern Guangxi. Here are described 87 species in 22 different genera, 

in which 21 new species” and 1 new variety are established. 

(1) Section I,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f£247-A4—f247- -A34): late 

Middle Devonian Donggangling Formation, containing Actinodictyon sphaericum 

(Zukalova), Argostroma shangchaoense sp. nov., Amphipora batschatensis Yavorsky. 

(2) Section IV,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272-Al—f272-Al14): 

early Late Devonian Guilin Formation, yielding Parallelopora tuqiaoziensis Wang 

and Amphipora laxeforate Lecompte; the late Middle Devonian Donggangling Forma- 

tion, containing Stachyodes bifurca (Stearn), S. insignis Yavorsky, 

(3) Section VI,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270-A4—f270-A26): 

late Middle Devonian Donggangling Form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forms: Actinodi- 

ctyon huanjiangense sp. nov., Atelodictyon latitextum Wang, Trupetostroma exquisi- 

1) The new species published in this paper are all named by Dong Deyuan, Wang Shubei and Fu 

J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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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m Yang et Dong, T. cf. ruedemanni Lecompte, Stachyode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 Yavorsky, S. radiata Lecompte, S. crassa (Lecompte), Amphipora simplex sp. nov., 

A, ramosa minor Riabinin, A. pinguis Yavorsky, A. sinensis Yang et Dong, A. cf. 

fidelis Yavorsky. 

(4) Section II, Dongmang of Shangchao from the aa County (Col. no. 

_ £264-A2—£262-A24): late Middle Devonian Donggangling Formation, yielding Tie- 

nodictyon crassum Zukalova, Stromatopora teretiuscula Yang et Dong,. Stachyodes 

fasciculata sp. nov., Amphipora uralens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devonica Yavor- 

sky and P.. an gusta apa et Wang. 

of (9), Balao,section, Shangchao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274-A4—f274- 

A27): the Donggangling Formation, containing Clathrocoilona spissa (Lecompte), Acti- 

nostroma maculatum sp. nov., Stromatopora pertabulata sp. nov., Stachyodes para- 

Lleloporoides Lecompte, S. insignis Yavorsky and’ S. boutovi De 

7 (6) Drill hole ZKS4, Beishan of Shangchao from the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2—50): the early Late Devonian Guilin Form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forms: 

Anost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Wang, Hammatostroma delicatulum Klovan, H. 

Ratavense (Yavorsky), Actinostroma pertrovi interruptum subsp. nov., Clathrostroma 

bifarium (Nicholson), Amphipora beishanensis Sp. nov., A. bebe fede p Lecompte, 

A. am plevesiculos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sedated sp. nov. 

Drill hole ZKS4 (Col. no. 51—124), the late Middle Devonian Donggangling 

Formation, yielding Tienodictyon zonatum Yabe et Sugiyama, Actinodictyon sphae- 

ricum spissa (Zukalova), Actinostroma beishanense sp. nov., A. petrovi Riabinin, 

A. crassepilatum Lecompte, A. formosum sp. nov., A. clathratum Nicholson, Stroma- 

sopora. ertangensis Yang et Dong, S. paucipora Yang et Dong, Parallelopora fle- 

xuosa CYavorsky), 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v., A. clavellata sp. nov., A. ramo- 

sa Phillips, A. pinguis izylensis Yavorsky, A. sinensis Yang et Dong, f fidelis 

Yavorsky, Paramphipora grossa sp. nov., P. mangkamensis Dong, P. guangxiensis 

Yang et Dong, P. angusta Dong et Wang. 

(7) Drill hole ZK8M2,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M2-A28, M3- 

A27), the Donggangling Formation, containing Hermatostroma schlutert. Nicholson, 

Columndictyon regulare Dong et Wang. 

(8) Drill hole ZK10B1,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A32— A74), 

Donggangling Formation, yielding Hermatostroma cf. striatum Wang and Seat Ps 

costulata Lecompte. 

(9) Drill hole ZKS6, Bei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A3—Al11), the 

Donggangling Formation, containing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Yang et Dong and 

Stachyodes cf. venusta Yavorsky. 

(10) Beishan section, Shangchao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260—A7-£260- 

All), the early Late Devonian Guilin Formation, containing Actinodictyon 

hybridinum Sp. nov., Actinostroma pansiense Dong et Wang and Trupetostroma 

laceratum Lecompte. 

(11) Houtang section, Shangpu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304-A33), 

Donggangling Formation with Trupetostroma pinguis Lecompte. 

(12) Zhudong section, Xunle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f313-A6), the Late 

Devonian Guilin Formation with Clathrodictyon obnorme Yang et Dong and Stach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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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gracilis kuznetskensis Yavorsky. 

(13) Sengdong section, Dongxing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320-A3, A4 ， 

A7), the Late Devonian Guilin Formation, containing Atelodic-tyon fallax Leco- 

mpte, Paramphipora wenshanensis Dong et Wang and P. cf.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14) Itinerary section, Kiabanpo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326-Al), the 

Donggangling Formation, yielding Trupetostroma thomasi arduennense Lecompte. 

(15) Itinerary section, Xiaba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331-Al—f331-A5), 

the early Middle Devonian Yingtang Formation, containing Actinostroma expansum 

sp. nov., Parallelostroma sinense Yang et Dong and P. guangxiense Yang - et Dong, 

(16) Itinerary section, Chuanshan of Huanjiang County (Col. no. “£334- ~A7) the 

Donggangling Formation, with Pseudoactinodictyon juxi Fliigel and Stromatopora cf- 

maillieuxit (Lecompte). 

(17) Itinerary section, Juntun of Rongfu County (Col. no. £63-A9), the Late 

Devonian Guilin Formation, with Paramphipora aequalis (Yavorsky). 

(18) Itinerary section, Huaiqun of Luocheng County (Col. no. 5, 11, 16), t 

Donggangling Formation, containing Clathrocoilona cf. abeona Yavorsky, Me 

stroma huanjiangense sp. nov., Parallelostroma cf. hengxianense Yang et Dong. 

(19) Luma section, Shipai of Luzhai County (Col. no. f87-A2), the Early De- 

vonian Shipai Formation, with Trupetostroma doupenglingense Yang et Dong. 

(20) Dachang of Nandan County (Col. no. f2, £4, £12), the early Middle Devo_ 

nian Gaofengjie Formation with the following forms: Anostylostroma minutum 

Wang, Actinostroma dachangense SP- nov., A. expansum SP. nov., Trupetostroma nan- 

danense SP. nov., T. densatum SP. nov., Stromatopora elegas sp. nov., Salairella 

multicea Khalfina and S. guangxiensis SP- no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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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AM, 2b. 弦 切 面 。 采 集 号 ; £270-Al7-1; 登记 号 : 97008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 Ai tials 
Anostylostroma longmenshanense Wang 

3a。 纵 切面 ，3b。 弦 切面 。 采 集 号 : ZKS4 FL 18a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09a—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桩 
林 组 。 
Anostylostroma minutum Wang 

4a. Bi, 4b. 弦 切 面 。 采 集 号 : fl12-A6; 登记 号 : 97010a 一 b。 南 丹 县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Bin Me Ou oe 

eee pa nandanense sp. Nov. 

- 纵 切 面 ， ,lb。 弦 切面 。 采 集 号 : f12-A8; 登记 号 : 9701la—b GEEK). MABAT >» 高 峰 街 组。 
pl al densatum Sp. Noy. 

2a. 纵 切面 ，2b。 弦 切面 。 采 集 号 ; fl12-A5; Bids: 97012a—b CEM). PME bo 
Hermatostroma schliiteri Nicholson 

3a. Ai, 3b. 弦 切 面 。 采 集 号 : M3-A28; 登记 号 : 97013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 东 岗 岭 组 。 
Hermatostroma cf. striatum Wang 

4a. YM, 4b. Ho RRS: ZK10B1 FFL A74; 登记 号 : 97014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图 版 9 
Trupetostroma doupenglingense Yang et Dong 

la. YAW i, lb. Yo RRS: f87-A2-2; 登记 号 : 97015a—b, FEE EP HE BE Sy PO HE HAL 
. Trupetostroma exquisitum Yang et Dong 

2ae 纵 切面 ，2b。 Mi. RRS: ZKS6 钻 孔 All; 登记 号 ; 970l6a—b, MBA LI Ps RH 



岭 组 。 
3a, 3b. Trupetostroma thomasi var. arduennense Lecompte 

3a* AW» 3b. HWM. RRS: £326-Al-b; 登记 号 : 97017a 一 b。 环 江 县 下 板 坡 , 东 岗 岭 组 。 
4a 4b. Truetostroma laceratum Lecompte 

4a. YUM» 4b. Mie RRS: f260-A9; 登记 号 ; 97018a—b, HILAL HAA, 

| 版 10 

la, lb. Trupetostroma cf. ruedemanni Lecompte 

2 las AM» lb. KRM. RRS: £270-A6; BIAS; 97019a—b, MIL Bd AWA. 
2a, 2b. Trupetostroma pingue Lecompte 

| 2a, 纵 切 面 ，2b。 弦 切 面 。 采 集 号 : £304-A33-b; 登记 号 ; 97020a—b, MILA LWA, 东 岗 岭 组 。 
3a, 3b. Pseudoactinodictyon juxi Fliigel 

3a. WMH, 3b. 了 弦 切 面 。 采 集 号 : f334-A7-a; 登记 号 ; 97021a 一 b。 环 江 县 川 山 ; 东 岗 岭 组 。 
a 4a, 4b. Argostroma shangchaoense sp. nove 

和。 纵 切 面 ，4b。 弦 切面 。 采 和 集 号 : f247-A34-b; 登 记号 : 97022a—b (EB). MILB LW At, HK 
组 。 

m 1 | 

la, lb. Stromatopora teretiuscula Yang et Dong 

la. AM, lb. HMM. RRH:£264-Al3; 登记 号 :97023a 一 b。 环 江 县 上 朝 洞 忙 , 东 岗 岭 组 下 段 。 
2aj 2b. Stromatopora ertangensis Yang et Dong 

2a. AM», 2b. HMM RRS: ZKS4 FL 83 回 次 ;登记 号 : 97024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3a, 3b. Stromatopora paucipora Yang et Dong 

3a- AMM» 3b. HMM. RRS: ZKS4 钻 孔 100 回 次 ;登记 号 : 97025a 一 b。 产 地 层 位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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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b. Stromatopora elegans sp. nov. ! 

la. AM, lb. HMR. RRS: fl2-A3; Bids: 97026a—b (EM). 南 丹 县 大 厂 ， 高 峰 街 组 。 
2a, 2b. Stromatopora pertabulata sp. nov. 

_ . © 2a. PUP, 2b. Me RRS: £274-A27; 登记 号 ; 97027a—b GEM).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东 岗 
岭 组 。 

3a, 3b. Stromatopora cf. maillieuxi (Lecompte) 

3a. WM», 3b. Mm. RRS: f334-A7-a?; 登记 号 ; 97028a 一 b。 环 江 县 川 山 ? 东 岗 岭 组 。 

图 mk 13 

da; lb. Parallelostroma sinense Yang et Dong 

la. AM, lb. HM. RS: £331-A5-O@;BidS: 97029a—b, 环 江 县 下 巴 附 近东 岗 岭 组 。 
2ay 2b. Parallelostroma guangxiense Yang et Dong 

2a. 纵 切面 ，2b。 Mimo RRS: £331-A4; Bids: 97030a 一 b。 产 地 层 位 同上 。 
3a, 3b. Parallelostroma cf. hengxianense Yang et Dong 

3a， 纵 切面 ，3b。 弦 切面 。 采 集 号 : 怀 11-A3; Bids: 97031a 一 b。 罗 城 县 怀 群 , 东 岗 岭 组 。 

图 版 14 

lay lb. Parallelopora flexuosa (Yavorsky) 

la. AM, lb. eho RBS: ZKS4 钻 孔 74 回 次 ;登记 号 : 97032a—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2a, 2b. Parallelopora tugiaoziensis Wang 

28a。 纵 切面 ，2b; HMM. RES: £272-A3; 登记 号 ; 97033a 一 b。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 ? 桂 林 组 。 

3ay 3b. Salairella multicea Khalfina 



4a, 4b. 

la, lb. 

2a, 2b. 

3a, 3b. 

4a 一 4c。 

la—lec. 

2a—2c. 

la—lc. 

2ay 2b. 

3a, 3b. 

4a—4c. 

la, 1b. 

2a, 2b. 

3a, 3b. 

4a—4c. 

Sa—Sd. 

3a. AMM, 3b. HMM RRS: f4-Al; Bids: 97034a 一 b。 南 丹 县 大 厂 高 峰 街 组 。 
Salatrella guangxiensis sp. nov. 

4a. AM, +b. HMM. RS: f12-Al; 登记 号 : 97035a—b (iE). 产地 层 位 同上 。 

宰 版 15 

Stachyodes cf. venusta Yavorsky 

la. AM, lb. MOH. RRS: ZKS6-A3-2; 登记 号 : 97036a—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Stachyodes paralleloporoides Lecompte 

2a. YB, 2b. HOE. RRS: £274-A26-b-1; Bids: 97037a—d,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0 桂林 组 。 
ECA gracilis var. kuznetskensis Yavorsky 

。 纵 切面 ，3b。 弦 切面 。 采 集 号 ; £270-A5-1; 登记 号 : 97038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 东 岗 的 组 。 
ph sc radiata Lecompte 

4a. BMH, 4b. YM, 4c. MYM RRS: ZKS4 FFL 83a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39a—c, HUB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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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hyodes bifurca (Stearn) 

la. AME, 1b. HM, le MYM. RKS: £272-Al2-65 登记 号 : 97040a 一 c。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桂林 组 。 
Stachyodes insignis Yayorsky 

2a. YM, 2b. MYM, 2c. MMH. RRS: £274-Al9-6; 登记 号 : 97041a 一 c。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东 岗 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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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hyodes gracilis var. Ruznetskensis Yayorsky 

la. AMM» 1b. 横 切面 ，1c. 横 切 面 。 RRS: £313-A30-65 登记 号 : 97042a—c, 环 江 县 驯 乐 竹 
洞 ? 桂 林 组 。 
Stachyodes fasciculata sp. nov. 

2a. AM», 2b. MAH RRS: £264-All; 登记 号 : 97043a—b (ER). 环 江 县 上 朝 洞 已 ， 东 岗 
IZA F Bee 
Stachyodes costulata Lecompte 3 

3a. AM, 3b. MMM. RRS: ZK10B1-A323; 登记 号 :97044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Stachyodes insignis Yavorsky 

4a. Yi, 4b. MOM, 4c. 横 切 面 。 采 集 号 :f272-Al11-6; 登记 号 ; 97045a—c,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东 岗 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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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hyodes boutovi Yavorsky 

la. AM i>, lb. MAM. RRS: £274-A26-b-23 Bids: 97037c—d, 环 江 县 上 朝 巴 老 ; 中 泥 盆 绕 

东 岗 岭 组 。 
Stachyodes crassa (Lecompte) 

2a. YM, 2b. MMM. RRS: £270-A5-3; 登记 号 : 97038c 一 d4。 环 江 县 北山 ， 东 岗 岭 组 。 
Amphipora ramosa Phillips : 

3a. YM» 3b. MMM. RES: ZKS4 FFL 101 回 次 ;登记 号 : 97046a—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Amphipora pinguis var. izylensis Yavorsky 

4a。 纵 切面 ，4b， 横 切面 ，4c* MMM RBS: ZKS4 FFL 101-2 回 次 ;登记 号 : 97046c—e, 产地 

层 位 同上 。 
Amphipora pinguis Yavorsky 

5a 一 5c。 纵 切面 ，5d. MMH. RBS: ZKS4 钻 孔 53 回 次 ;登记 号 : 97047a 一 4。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6a, 6b. Amphipora uralensis Yavorsky 
See 6b. HMM. RRS: £264-A20; 登记 号 : 97048a—b, WB LMM PERE 

图 版 “19 

la, 1b. 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y. 

la. YM», 1b. 横 切 面 。 采 集 号 : ZKS4 钻 孔 89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49a—b (ER). Se achaneen, CEM). 环 江 县 北山 

2a—2c. Amphipora laxe perforata Lecompte 

by da 2b. YM, 2c. MDM. RRS: £272-A5; Bigs: 97050a 一 c。 环 江 县 上 朝 北山 , 桂 

3a, 3b. Amphipora ramosa vat. minor Riabinin 

3a- AMM» 3b. MYM. RRS: £270-A26-1; 登记 号 : 97051a—b, AYES Eth RRMA. 
tt 4a, 4b. Amphipora sinensis Yang et Dong 

4a. AMM, +b. MYM. RRS: £270-Al0; 登记 号 : 97052a 一 b。 产 地 层 位 同上 。 
Say 5b. Amphipora cf. fidelis Yavorsky 

‘ Jae AMM, 5b. MYR. RRS: £270-A26-2; 登记 号 : 97051c 一 4。 产 地 层 位 同上 。 
6a, 6b. Amphipora simplex sp. nov. 

6a. AMM, 6b. MYM. RRS: £270-Al0-2; 登记 号 : 97052c 一 4 (EM). 产地 层 位 同上 。 
7a 一 7d。 Amphipora batschatensis Yavyorsky 

7a。 纵 切面 ，7b. 纵 切面 ，7c。 横 切面 ，7d。 横 切面 。 采 集 号 ; 人 247-A15; Bids: 97053a 一 4。 环 
江 县 上 朝 北 山东 岗 岭 组 。 

la, 1b. Amphipora clavellata sp. nov. 

la. AMM, lb. MMM. RRS: ZKS4 FFL 57a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54a—b (EM). ML Bt 
山 井 下 ， 东 岗 岭 组 。 

2a, 2b. Paramphipora devonica Yavorsky 

2a。 纵 切面 ，2b.。 RAM. RRS: £264-A24-15 登记 号 :97055a 一 b。 环 江 县 上 朝 洞 忙 ? 东 岗 岭 组 。 
3a, 3b, 6a—6c. Amphipora beishanensis sp. nov. 

3a。 纵 切面 ，3b . MAM. RRS: ZKS4 FFL 124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56a—b CHEM). 环 江 县 北 

AP PEAR RIA. 6a. AMM, 6b. AMM, bc. MYM. RRS: ZKS4 钻 孔 45 回 次 ; 登 
记号 : 97057a 一 c。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桂林 组 。 

4a—4c, 5a, 5b. Amphipora fidelis Yavorsky 

4a. WOR, 4b. WMH, 4c. BLED. 采集 号 : f63-A9-c-1; 登记 号 ; 97058a—c, AME HM, 
“ERA. Sa. AMM, 5d. MMH. RBS: ZKS4 钻 孔 65-1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59a—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岗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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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lb. Paramphipora mangkamensis Dong 

la. WO, 1b. MOM. RRS: ZKS4 SFL 75 回 次 ; Bids: 97060a 一 b。 环 江 县 北山 井下 ， 东 

岗 岭 组 。 
2a, 2b. Paramphipora guangxiensis Yang et Dong 

2a. HM, 2d. Mm. KS: ZKS4 FFL 101-3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46f 一 g。 产 地 层 位 同上 。 

3a, 3b. Paramphipora wenshanensis Dong et Wang 

3a. AM, 3b. MMM. RBS: £320-A4; 登记 号 : 97061a 一 b。 环 江 县 东兴 僧 洞 ? 桂 林 组 。 

4a, 4b, 5a, 5b. Paramphipora cf. guilingensis Yang et Dong 

4a。 纵 切面 ，4b 。 横 切面 ; 5a. AWM, Sb. 横 切 面 。 采 集 号 : £320-A7-1; 登记 号 : 97062a 一 4d。 产 

地 层 位 同上 。 
6a, 6b, 7a, 7b. Paramphipora angusta Dong et Wang 

6a. HY, 6b. HWM. RMS; £264-A24-25 登记 号 : 97055c 一 de 环 江 县 上 朝 洞 忙 , 东 岗 岭 组 。 

7a。 纵 切面 ，7b ， 横 切面 。 RRS: ZKS4 FFL 65-2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5%c 一 4。 环 江 县 北山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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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东 岗 岭 组 。 

8a, 8b. Paramphipora huanjiangensis sp. Noy. 

8a. AMM, 8b. MYM. RRS: ZKS4 钻 孔 4 回 次 ;登记 号 : 97063a—b 〈 正 模 )。 环 江 县 北山 井 
TF HRA. 

9a—9c. Amphipora amplevesiculosis Yayorsky 

9a. AMM, 9. MYM, 9. MYM. RRS: ZKS4 FFL 46 回 次 ;登记 号 ; 97064a—c, HLA 
北山 井下 ,桂林 组 。 

a 版 22 

la, lb. 有 sp. Noy. 

- AM, lb. MAH. RRS: ZKS4 FFL 98 回 次 ; 登记 号 : 97065a—b CiEBi)o aes a als 
oF 东 岗 岭 组 。 

2a—2c, 3a—3d. Paramphipora aequalis OF i voter 

2a. WM, 2b, 2c. MYM. RKS: f63-A9-c; 登记 号 : 97058d—f, AME, LIRR 
#1. 3a—3c. YM, 3d. MYM. RES: £63-All-c-2; 登记 号 : 97066a—c, 产地 层 位 同上 。 

4a—4c. Columdictyon regulare Dong et Wang 

4a. BMH, X2, 4b. HMM, X10, 4c. MMimM,X10, PHS: M2-A27; 登记 号 :. 97067a—b, 环 

WEA RRA 

I 版 23 

. 礁 主体 ( 块 状 的 层 孔 虫 骨架 灰 岩 ) 与 礁 坪 ( 层 理 清晰 的 枝 状 层 孔 虫 局 灰 岩 ) SSE RS RIOR 
- RAR Stachyodes RRA MURR 1-3 B)o 
。 Stachyodes EABRSORRELBRABREA RMR DKS (EAE 1-3 层 )。 
- Stachyodes SER TRAABR SRRREN BAS BBR tp I-3 
层 )。 

- 短 粗 枝 状 的 Stacpyodes 呈 灌 木 从 状 向 上 生长 ( 北 I-3 do 
。 薄板 状 层 孔 虫 与 绵 层 营 交 互 包 绕 生 长 ,构成 具有 登 层 构造 的 缠 结 型 礁 灰 岩 ( 洞 I-18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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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方 为 球状 层 孔 虫 ,\ 拟 核 形 石 ; 上 方 为 绵 层 菠 与 薄板 状 层 孔 虫 交替 包 绕 形成 的 障 积 缠 结 型 礁 灰 岩 《 洞 I-17 层 )。 
2. 球状 层 孔 虫 骨 架 短 小 而 分 离 ， 其 间 有 大 量 折断 的 Stac4yode: HM, 营 凝 块 和 富有 机 质 的 灰 泥 粘 结 ( 泛 殖 初始 阶 

An kK WOD mm 

ww = 

Brdt I-3 层 )。 
。 丛 枝 状 的 Stachyodes 发 育 于 球状 层 孔 虫 骨架 间 受 保护 莹 项 的 场所 ,上 面 为 球状 层 孔 虫 骨架 ( 北 17 层 )。 
层 孔 虫 骨 架 ( 北 I-12- 层 )。 

。 层 孔 虫 骨架 。 
。 层 孔 虫 骨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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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薄 不 等 的 板 状 层 孔 虫 层 层 和 登 积 ,将 其 它 生 物 悦 盖 覆 ,并 被 蓝 绿 蔬 粘 结构 成 盖 履 粘 结 型 礁 灰 岩 ( 北 I-14 层 )。 
“.“ 拟 核 形 石 2 由 薄 结 壳 状 层 孔 虫 与 营 层 纹 交 互 包 绕 而 成 ( 洞 I-20 Fe). 
结 壳 状 层 孔 虫 与 绵 层 营 以 生物 屠 为 中 心 交替 包 绕 构成 的 “ 拟 核 形 石 愉 北 VI-4 层 )。 

。 绵 层 蔬 以 珊瑚 居 为 中 心包 绕 形 成 的 核 形 石 ? 其 间 又 被 藻类 缠绕 粘 结构 成 绰 结 灰 岩 ( 洞 I-20 EB). 
- BARKS REE. 
« Clathrocoilona MARR, Trupetostroma FHELAK(X5S.2, B# I-23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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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estromatopora 与 Trupetostroma 互相 包 绕 (X5， 北 VI-6 层 )。 

« Salairella 与 Stromatopora 交互 生长 ;有 的 相互 寄生 (X5.1，f249-A28)。 

。8Stro1pdtobpora 在 Actinostroma 的 死亡 共 骨 上 包 绕 生长 ( 色 5.1，ZKS6-6 层 )。 

4. Actino stroma 围绕 单 体 四 射 珊瑚 生长 ,但 最 终 被 层 孔 虫 纺 绕 致死 (X5.1 ZK8M2-28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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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旦 原 地 生态 的 球状 层 孔 虫 ?将 附 在 其 上 的 珊瑚 包 绕 致 死 , 外 围 为 枝 状 层 孔 虫 屑 充填 ( 北 I-9 层 )。 
2. SAM (Syringopora) 与 肥 层 孔 虫 Ferestromatobora 共 栖 (X5.1)。 “ 

3. Trupetostroma 以 腕 足 类 碎 届 为 核心 包 绕 生 长 (X5， 巴 老 I-16 层 )。 
4. RREABBSRARRACE 1-9 层 )。 

。 5。 RBKRES WE. 
6. BREA BERK ABR RET SIR i a RS ee HE MICdt I-4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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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 。 莹 层 纹 凝 块 石 泥 日 结构 与 枝 状 层 孔 虫 导 条 带 以 及 小 球状 层 孔 虫 条 带 相间 构成 的 韵律 层 理 。 
”2. 枝 体 细 而 长 的 Am phipora 杂乱 分 布 , 属 原 地 埋 莫 (X0.37, 北 VI-5 层 )。 

3.。 滑 沟 相 的 层 孔 虫 居 灰 岩 呈 条 带 状 夹 于 粉 一 泥 晶 灰 岩 中 ( 北 I-13 层 )。 
4. 礁 届 角 砾 岩 , 角 砾 主要 由 层 孔 虫 砾 块 组 成 ,大 小 悬殊 , 呈 杂 乱 堆 积 (北山 化 达 沟 )。 

OS. BRAS ARH SARA BARC UAW). 
看 。 由 重力 滑坡 形成 的 卷曲 层 理 ( 北 V-16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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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得 源 等 : 广西 北部 泥 盆 纪 层 孔 虫 生物 群 和 环 江 丘 状 番 置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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