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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伟大 祖国 的 东部 ， 中 、 新 生 代 地 层 十 分 发 育 ， 不 仅 含有 丰富 的 化 石 ， 而 且 赋 有 重要 

的 矿藏 ， 如 石油 、 天 然 气 、 铁 、 煤 等 。 在 自 北 往 南 的 渤海 、 黄 海 、 东 海 和 南海 温 长 沿岸 

地 区 大 陆 扣 ， 更 以 油 、 气 矿藏 闻名 于 世 。 开 发 这 些 矿藏 的 地 质 工作 正在 蓬勃 开展 。 我 所 
编辑 《中 国 东部 中 、 新 生 代 十 生物 学 和 地 层 学 》 的 宗旨 ， 就 是 试图 通过 出 版 这 套 丛书 ， 

陆续 发 表 我 所 或 我 所 与 国内 外 其 他 单位 合 写 的 科学 研究 论文 ， 用 以 解决 地 质 实践 中 的 某 

些 问题 ， 有 助 于 推动 我 国 古生物 学 与 地 层 学 的 发 展 ， 提 高 我 国 对 中 、 新 生 代 地 层 、 古 生 

物 研 究 的 深度 和 广度 。 现 在 奉献 给 读者 的 著作 一 一 《东海 陆架 盆地 龙井 构造 带 新 生 代 苑 

粉 学 的 研究 》， 就 是 这 套 丛书 的 第 一 册 。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二 生物 研究 所 
1985,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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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8 介 

本 书 是 我 国 东海 陆架 盆地 第 三 系 三 口 钻井 孢 粉 研究 的 总 结 。 书 中 共 描 述 孢 型 ( Palynomorphs ) 

172 属 、443 种 ， 其 中 新 属 6 个 、 新 种 74 个 ;详细 论述 了 自 花 港 组 至 东海 群 7 个 孢 粉 组 合 的 特征 ， 并 对 各 

组 合 地 质 时 代 作 了 深入 的 讨论 ， 对 研究 区 古 植被 、 古 气候 和 古 环境 及 其 生 油 关系 等 也 进行 了 探讨 。 本 

书 系 我 国 东海 海域 地 区 第 三 纪 孢 粉 学 系统 研究 的 成 果 之 一 ， 对 石油 、 地 质 部 门 以 及 科研 、 教 学 都 有 一 

定 的 应 用 与 参考 价值 。 全 文 约 31 万 字 ，55 图 版 。 

东海 陆架 盆地 龙井 构造 带 

新 生 代 孢 粉 学 的 研究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编辑 

安徽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合肥 市 跃进 路 1 号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经 售 

芜湖 新 华 印刷 三 印刷 

* 

FA: 787X1092 1/16 HK: 13.5 HW: 28 字数 ， 314,000 

1985 年 7 月 第 1 版 1985 年 7 月 第 1 次 印刷 

印 数 : 1—1,700 

%— HH: 1320075 定价 ， 6.00 



at Pee i HTH os cmsers: 和 eeoriane bores eniiainetoaa 

ni 

ON PPE TF ip cop h Sabai dd LAT. plea hide Goda ok dabuods tas para) -Cd 

(161) 

ya 

站 

mC1) 
ese ) 

C4) 

e205) 

(29°) 

€ 29) 

C58 ) 

CT) 

C91) 

(165 ) 

(173) 



CONTENTS 

Te 

1.Brief account of stratigraphyep (2) 

2.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ages of sporo-pollen assemblages 

~C + 

3.Floras and their general aspects of physical geography………… 《 259 

4.Description of genera and speciessr::rrrsrcsetetteeteetteteeseessseeeees (29 ) 

C1) Algae 《29 ) 

(2) Bryophyta and Pteridophytars:::::e+steteeteressteeeeeeeseeeeeees (58 ) 

(3) Gymnospermac Ne (79 ) 

C4.) Angiospermae No CQ] ) 

References csrrsrssecesseesssceeceeesscacessceccesssseeeccsssesessssssesssesssseees (161 ) 

Sumnmaar 克 《165 ) 

Explanation of plates 和 (173 ) 



A Research on Cenozoic Palynology 

of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in the Shelf 

Basin of the East China Sea (Donghai) Region 

Song Zhi-chen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 

gy, Academia Sinica) 

Guan Xue-ting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Bohai Oil 

Corporation of CNOOC) 

Li Zeng-rui (Research Party of Marine Geology, Ministry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 

Zheng Ya-hui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Wang Wei-ming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Bohai Oil 

Corporation of CNOOC) 

Hu Zhong-heng (Research Party of Marine Geology, Ministry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1.3.40 



Cenozoic—Mesozoic Palaeontology and Stratigraphy 

of East China Series 1 

A Research on Cenozoic Palynology 

of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in the Shelf 

Basin of the East China Sea (Donghai) Region 

Research Party of Marine Geology, Ministry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Bohai Oil Corporation of 

CNOOC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 

ca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1985 



[中 前 

东海 陆架 盆地 是 我 国 沿海 陆架 沉积 规模 最 大 的 盆地 ， 面 积 为 28 万 平方 公里 。 龙 井 构 

造 带 就 位 于 盆地 东部 的 西湖 凹陷 之 北部 ， 即 浙江 省 杭州 湾 以 东 约 300 公里 海域 处 。 据 地 

震 资料 ， 东 海陆 架 盆地 的 新 生 代 沉积 厚度 超过 万 米 。 

自 1980 年 11 月 至 1982 年 8 月 ， 地 质 矿 产 部 先后 在 本 构造 带 打 了 龙井 一 井 和 龙井 二 

FF; 石油 工业 部 打 了 东海 一 井 。 在 这 项 研究 进行 之 前 ， 地 质 矿产 部 和 石油 工业 部 的 苞 粉 

工作 者 ， 已 对 这 三 口 石油 普查 井中 的 孢 粉 进行 了 大 量 的 分 析 ， 共 分 析 样 品 300 余 块 , 获 得 

了 许多 有 意义 的 孢 粉 资料 。 

龙井 构造 带 新 生 代 沉积 含 十 分 丰富 的 孢子 花粉 ， 并 含 许多 藻类 化 石 。 要 估价 此 构造 

带 的 含油 气 远景 ， 我 们 必须 先 对 其 地 层 进 行 详细 的 划分 和 对 比 ， 而 微 体 植物 化 石 却 可 

对 这 些 问题 的 解决 提供 依据 。 在 丰富 资料 的 基础 上 ， 对 龙井 构造 带 的 微 体 植物 化 石 进 一 

步 全 面 而 系统 地 整理 和 研究 ， 不 仅 对 东海 陆架 盆地 的 新 生 界 的 划分 、 对 比 及 其 地 层 时 代 

的 鉴定 有 非常 重要 的 意义 ， 而 且 对 我 国 南北 海域 陆架 新 生 界 的 划分 、 对 比 也 有 很 大 帮 

助 。 因 为 东海 陆架 盆地 正 处 于 我 国 黄海 和 南海 之 间 ， 其 孢 粉 组 合 及 植物 群 就 具有 南北 方 

之 间 过 渡 性 及 综合 性 的 特征 。 为 此 ， 地 质 矿产 部 海洋 地 质 综 合 研究 大 队 、 石 油 工 业 部 渤 

海 石 油 公司 研究 院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共 同 进行 了 东海 陆架 盆地 龙井 

构造 带 〈 简称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 新 生 代 孢 粉 学 研究 。 

本 书 除 对 三 口 钻 井 钻 遇 的 第 三 系 和 第 四 系 各 群 组 段 的 岩 性 作 了 扼要 介绍 外 ， 着 重 描 

述 了 大 量 的 孢子 花粉 ， 据 此 还 讨论 了 各 犯 粉 组 合 的 特征 及 其 地 质 时 代 。 在 具体 讨论 各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 前 ， 先 回顾 了 北半球 及 我 国 一 些 地 区 上 、 下 第 三 系 孢 粉 组 合 的 特征 及 其 区 

别 ， 同 时 结合 邻 区 的 有 关 资 料 ， 对 区 别 东 海地 区 早 、 晚 第 三 纪 的 孢 粉 组 合 提出 几 点 看 

法 ， 作 为 鉴定 其 地 质 时 代 的 依据 ， 此 外 还 探讨 了 当地 各 时 期 的 自然 地 理 环 境 ， 并 根据 有 

机 质 的 丰富 程度 ， 提 出 了 本 地 区 生 油 岩 系 形成 的 可 能 性 。 因 为 有 机 质 为 油 源 物质 ， 它 的 

丰富 程度 对 生 油 岩 系 的 形成 有 着 非常 重要 的 意义 。 本 书 鉴定 和 描述 的 孢 型 有 营 类 38 

属 、89 种 , 其 中 新 种 14 个 、 新 变种 1 个、 新 组 合 2 个; 孢子 31 属 、73 种 ， 其 中 新 属 2 个 
《Iscjpyomonofetes，OPychiumsporites)、 新 种 13 个 、 新 组 合 7 +; 裸子 植物 花粉 共 16 属 、 

钮 种 ,其 中 新 组 合 4 个 ;被子 植物 花粉 共 87 属 、240 种 ， 其 中 新 属 4 个 〈Euonymoipites， 
Nymphoideipites, Rhoipteapollis, Hydrocoltaepites), #f#P474++. PFA 9. 

本 书 各 章节 的 编写 分 工 是 : HA PL POSS 5 UY RE De Ah SR 

宋 之 琛 和 关 学 婷 负 责 ， 植 物 群 及 其 自然 地 理 概 况 由 宋 之 琛 执笔 ;藻类 化 石 由 宋 之 琛 描 

述 ， 萌 人 玫 植 物 和 茧 类 植物 孢子 由 李 增 瑞 和 胡 仲 衡 描述 ， 李 增 瑞 还 描述 了 裸子 植物 花粉 

被 子 植物 的 具 孔 类 花粉 由 关 学 婷 描述 ， 三 沟 类 花粉 由 王 伟 铭 描述 ， 三 孔 沟 类 花粉 由 郑 亚 

1 



SS ere 学 修改 。 最 后 ， 全 文 由 宋 之 

琛 负责 审定 。 

工作 期 间 ， 承 三 个 单位 的 领导 同志 大 力 支持 ， 我 们 十 分 感激 。 犯 粉 分 析 由 地 质 态 产 

部 海洋 地 质 综合 研究 大 队 徐 金 荣 、 备 其 林 ， 中 国 海洋 石油 总 公司 渤海 石油 公司 周 永 林 和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黄 凤 宝 等 同志 担任 ， 孢 粉 鉴定 和 统计 工作 除 作 者 外 ， 还 有 地 质 矿 

产 部 海洋 地 质 综合 研究 大 队 徐 金森 、 备 其 林 和 梅 鹏 飞 与 中 国 海洋 石油 总 公司 渤海 石油 公 

司 孙 新 华 等 同志 参加 ， 照相 工作 是 在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樊 小 界 同 志 协 助 下 进行 的 

图 件 的 清 绘 由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徐 宝 瑞 、 杨 荣 庆 两 同志 完成 。 对 他 们 的 帮助 ， 笔 者 

致 以 深切 谢意 。 

一 、 地 层 概 况 

东海 陆架 盆地 的 龙井 构造 带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进行 钻探 的 构造 单元 。 三 口 探 井 的 资料 表 

明 ， 本 构造 带 以 第 三 纪 沉 积 为 主 ， 厚 和 逾 3500 米 ， 其 中 有 晚 第 三 纪 沉 积 厚 2500 米 左右 ， 早 第 

三 纪 沉 积 ， 在 三 口 井 中 均 未 钻 透 。 

龙井 构造 带 新 生 代 地 层 ， 根 据 地 质 矿 产 部 建立 的 地 层 名 称 ， 自 下 而 上 为 : 花 港 组 、 

海龙 并 组 D) 、 玉 泉 组 .三 潭 组 和 东海 群 。 石 油 工业 部 在 本 构造 带 建立 的 相关 地 层 名 称 为 : 

杨 子 江 组 、 钱 塘 江 组 、 西 湖 组 、 东 海 组 和 第 四 系 。 本 文采 用 前 一 套 地 层 名 称 。 现 分 述 于 

Ja: 
i 

花 港 组 〈 厚 约 1000m， 未 见 底 ) 
FE: RK. RR, ae CEE GIR ND DE, SERED ED RBI KG 

青 质 煤层 。 

LE: 灰白 色 粉 细 砂 肉 、 含 砾 砂 容 、 砂 砾 岩 、 砾 岩 ， 严 深 灰 、 绿 灰 、 灰 黑色 泥 罕 、 沥 青 

质 煤 及 灰白 色 钙 质 粉 砂岩 。 

海龙 井 组 
FE CH 2? —700m ) 

上 部 ， 浅 灰 、 浅 灰 绿 色 泥 岩 段 。 

TR: maak. 

中 段 ( 厚 约 900m ) 

上 部 : 灰 、 深 灰色 泥 质 岩 ， 痰 质 页 岩 ， 深 灰色 页 内、 浅 灰 色 泥 质 粉 、 细 砂岩 。 

中 部 : 灰白 色 细 砂 肉 ， 含 砾 细 砂 岩 。 

下 部 ， 深 灰 、 灰 、 绿 灰 、 棕 红 、 褐 色 泥 质 砂岩 与 灰 、 浅 灰色 泥 质 粉 砂岩 、 灰 白色 粉 细 砂 

岩 ， 泥 质 细 砂岩 旺 等 厚 一 略 等 厚 互 层 。 

上 段 ( 厚 约 500m ) 

灰 、 深 灰 、 绿 灰色 泥 质 岩 与 浅 灰 色 泥 质 粉 砂岩 、 灰 白色 含 砾 粉 砂岩 旺 等 厚 一 略 等 厚 互 层 ， 见 

煤层 及 碳 质 页 岩 。 

1) 在 本 区 曾 称 龙井 组 。 



TE SRA 
次 黄 、 
砂岩 、 
BA 
FEE: 
上 段 ， 

( E24) 400—800m ) 

深 灰 、 绿 灰色 泥岩 夹 浅 灰 、 灰 黄 、 灰 白色 泥 质 粉 砂 肉 ， 粉 细 砂 岩 及 煤层 ， 底 部 为 灰白 色 粉 

浅 灰 色 泥 质 粉 砂岩 夹 灰色 泥岩 、 煤 及 碳 质 页 岩 。 

〈 厚 约 500m ) 

绿 灰 、 灰 棕 、 黄 灰色 泥岩 夹 黄 灰 、 灰 棕色 泥 质 粉 砂 岩 、 灰 白色 粗 中 砂 肉 、 含 砾 砂岩 。 

黄 灰 、 棕 灰色 粉 砂 质 粘 土屋 ， 黄 灰 、 绿 灰色 粘土 层 ， 灰 白色 细 、 中 粗 砂 层 及 含 砾 砂 状 。 硕 

部 泥 质 层 夹 生物 碎 屑 层 及 褐 煤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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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新 生 界 综合 柱状 前 画图 



东海 群 (4 400m) 

BK. KREWORKLSRKEHLADY. HLADAVER, KRAKABAHD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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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HERAM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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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钨 粉 组 合 的 区 别 ， 并 在 此 基础 上 ， 再 对 早 、 晚 第 三 纪 孢 粉 组 合 的 划分 提出 几 点 看 法 ， 

作为 确定 孢 粉 组 合 时 代 的 依据 ;同时 也 为 研究 本 区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划分 提供 类 有 意义 的 

孢 粉 学 佐证 。 | 

(一 ) 早 、 晚 第 三 纪 孢 粉 组 合 的 区 别 及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划分 

Leopold (1969,379K ) 在 讨论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的 特征 时 ， 提 出 了 WP ILA: D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在 任何 地 区 都 比 早 第 三 纪 的 单调 〈 类 型 较 不 丰富 ) ;2) 晚 第 三 纪 和 第 四 

纪 植 物 群 包含 的 现 生 属 (甚至 种 ) 比 早 第 三 纪 的 要 多 ，3) 在 北半球 广大 地 区 的 中 新 统 中 ， 

许多 草本 植物 花粉 被 首次 记录 ， 那 些 出 现 于 中 新 世 之 前 的 一 些 木 本 植物 直至 晚 第 三 纪 

才 出 现 众多 的 代表 。 因 此 ， 这 些 植物 的 花粉 可 作为 晚 新 生 代 植 物 群 的 代表 ， 4) 晚 第 三 纪 

植物 群 中 主要 的 属 目前 多 生长 于 化 石 产 地 附近 相反， 早 第 三 纪 的 植物 属 仅 少数 生长 于 

化 石 产地 或 化 石 产 地 所 处 的 现代 植物 省 区 内 ， 5) 晚 新 生 代 植 物 群 比 许多 晚 白垩 世 和 旺 第 

三 纪 的 植物 群 一 般 更 具有 地 方 特色 ， 在 中 中 新 世 以 后 的 植物 群 中 这 种 特色 更 为 突出 。 

Leopold(1969，381 一 382 页 ) 接着 又 提出 了 一 些 可 作为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代表 的 指 

示 分 子 ， 其 中 包括 演化 程度 高 的 科 ， 如 菊 科 、 其 他 草本 及 一 些 木 本 被 子 植 物 科 。 菊 科 兹 

粉 一 般 出 现 于 早 第 三 纪 晚 期 ， 较 为 零星 ， 直 至 中 新 世 才 在 世界 各 地 普遍 分 布 。 演 化 程度 

较 高 的 科 ， 主 要 是 草本 的 茅 膏 菜 科 、 花 葱 科 和 石 作 科 等 ， 它 们 主要 分 布 于 晚 第 三 纪 以 

后 ;还 有 禾 本 科 、 柳 叶 菜 科 和 东 草 科 等 ， 虽 出 现 较 早 ， 但 在 晚 第 三 纪 才 有 较 大 的 发 展 。 

另外 ,如 木 本 的 锦 荃 科 和 海 桑 科 ,在 早 第 三 纪 虽 有 记录 ， 但 大 发 展 还 是 在 晚 第 三 纪 以 后 。 

类 似 凌 属 的 花粉 在 苏联 渐 新 统 虽 有 发 现 ， 但 真正 可 信和 的 萎 属 花粉 及 其 果实 是 在 中 新 统 才 

找到 的 。 上 述 观 点 对 本 区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划分 具有 参考 意义 。 

对 我 国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划分 ， 侯 祈 堂 和 宋 之 琛 等 (1982 ) 曾 提出 看 法 。 依 据 孢 粉 和 

古 植 物资 料 ， 北 半球 气候 自 渐 新 世 末 向 中 新 世 初 逐渐 变 凉 ， 反 映 在 植物 群 中 有 如 下 的 特 

点 1) 早 第 三 纪 的 古老 分 子 和 喜 热 分 子 由 于 受气 候 变 凉 的 影响 ， 在 晚 第 三 纪 明 显 减 少 或 

消失 ， 在 我 国 东北 地 区 尤为 显著 ; 2) 晚 第 三 纪 的 属 种 与 当地 的 现代 植物 一 般 都 有 较 密 切 

的 关系 ， 几 乎 未 见 绝 灭 分 子 ，3)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一 般 更 具有 地 方 特色 ， 分 化 更 为 明显 ; 

4) 草 本 植物 有 更 大 的 发 展 。 这 些 看 法 和 Leopold 的 意见 基本 相似 。 

中 欧 地 区 对 第 三 纪 孢 粉 的 研究 较为 系统 ,资料 也 比较 齐全 。 从 早 第 三 纪 了 晚期 至 晚 第 三 

纪 早 期 , 钨 粉 组 合成 分 有 些 变化 : 1) 和 水 龙骨 科 等 有 关 的 单 颖 孢子 显著 增多 ;2) 和 松 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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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的 双 气 圳 花粉 的 类 型 和 数量 都 逐渐 增加 ， 3) 和 桦 科 有 关 的 各 属 、 榆 科 、 山 毛 样 属 和 要 

属 等 的 花粉 均 有 增多 ;4) 菊 科 和 其 它 草本 植物 花粉 的 类 型 及 数量 逐渐 增加 ;5) 和 山 毛 梯 科 
可 能 有 关 的 一 些 三 沟 及 三 孔 沟 类 花粉 的 数量 逐渐 或 明显 减少 ， 一 些 热带 及 亚热带 植物 的 

花粉 也 都 有 明显 减少 CThomson & Pflug,1953; Krutzsch,1957 ) 。Leopold (1969) 

认为 由 于 气候 在 中 渐 新 世 末 变 凉 ， 因 此 渐 新 世 和 早 中 新 世 时 欧洲 植物 群 中 的 热带 的 和 一 

些 亚热带 的 分 子 ( Mastixia, Palmae, Sapotaceae ) Arm 少 。 在 Chattian By Ay MT 

新 统 界限 处 ， 钨 粉 组 合 的 变化 主要 表现 在 数量 上 ， 虽 然 某 些 孢 粉 类 型 的 出 现 和 绝 灭 是 接 

近 这 一 界限 的 ， 但 其 它 类 型 的 有 意义 的 变化 一 般 都 在 晚 渐 新 世 或 早 中 新 世 时 期 。 

印度 阿 萨 姆 地 区 以 及 和 和 孟加拉 接壤 的 重 加 拉 湾 沿岸 地 区 ， 渐 新 世 的 孢 粉 组 合 是 以 小 

的 三 沟 、 三 孔 沟 和 三 孔 花 粉 的 丰富 ， 与 水 龙骨 科 可 能 有 关 的 瘤 面 及 光 面 单 缝 钨 的 适量 存 

在 ， 以 及 光 面 三 颖 犯 、 水 茧 孢子 和 苯 科 等 新 分 子 的 出 现 为 特征 ， 同 时 禾 本 科 、 菌 孢子 等 

也 有 存在 。 中 新 世 的 孢 粉 组 合 却 以 一 些 新 分 子 ， 碍 科 一 些 类 型 的 出 现 ， 小 的 三 沟 、 三 孔 

沟 和 三 孔 的 花粉 的 仍然 很 多 ， 以 及 与 棕榈 科 有 关 的 具 刺 单 沟 花 粉 的 存在 等 为 特征 ， 同 时 

水 蓝 属 孢子 仍 有 存在 (Baksi，1972 ) 。 两 个 组 合 中 的 小 三 沟 、 三 孔 沟 和 三 孔 花粉 都 很 

丰富 ， 它 们 所 代表 的 母体 植物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 但 花粉 形态 都 很 相似 ;另外 两 组 合 中 也 都 

见 有 和 水 蕨 属 有 关 的 孢子 以 及 其 他 三 颖 和 单 缝 钨 子 ， 所 以 两 组 合 在 很 多 方面 是 相像 的 ， 

只 是 根据 少数 分 子 的 出 现 或 绝 灭 来 区 别 的 ， 如 在 中 新 世 松柏 类 及 草本 植物 花粉 较 多 ， 棕 

榈 科 花 粉 常见 ; 渐 新 世 时 和 山 毛 样 科 可 能 有 关 的 小 三 沟 及 小 三 孔 沟 花粉 较 发 育 。 除 此 以 

外 ， 两 组 合 中 所 含 藻 类 化 石 也 有 一 定 的 差别 。 

亚洲 热带 地 区 (加 里 曼 丹 ) 的 苞 粉 组 合 , 从 所 列 的 图 表 来 看 , 如 Spinozonocolpites gro- 
up, Anacolosidites cf. lutesious, Striatricolpites catatumbus,Monoporites annulatus, 

Psilatricolporites vanwizhei, Verrucatosporites usmensis, Zonocostites ramonae, Ma-— 

gnastriatites howardi ( 7K BKK) HEE. FR=RIWA 5 Hf. {A Retistephancolporites 

williamsi, Perfotricolpites digitatus, Echiperiporites estelae, Psiladiporites mini-— 

mus, Crassoretitriletes vanraadshooveni, Echitricolporites spinosus 等 只 在 晚 第 = 2 

时 较 多 或 只 出 现 于 晚 第 三 纪 。 尤 其 Florscjrvetzia JRA PH LT BE A = 28 HS 时 

期 有 一 定 作 用 。 其 中 ，F.trilobata 虽然 在 渐 新 世 已 有 出 现 ， 但 这 一 属 仍 不 失 为 划分 早晚 

Baws. Ab, RHR -MS di THis tt (Germeraad, J.H., Hopping, 

C.A.et Muller，J. ，1968 ) 。 看 来 ， 早 晚 第 三 纪 依 然 是 根据 一 些 分 子 的 出 现 和 绝 灭 来 

确定 的 。 

日 本 第 三 纪 植物 群 表现 了 有 规律 的 变化 。 早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的 温带 树种 和 目前 中 国 长 

江河 谷 混合 中 生 植 物 森 林 的 相似 ， 常 绿 树 种 和 我 国 南部 的 相像 。 由 于 寒冷 气候 的 影响 ， 

中 了 晚 渐 新 世 植 物 群 主要 由 温带 落叶 树种 和 松柏 类 组 成 ， 常 绿 和 暖 温带 树种 减少 ,至 渐 

新 世 末 ， 常 绿 树 种 甚 少 ， 主 要 为 温带 型 植物 。 早 中 新 世 植物 群 显 示 温 带 甚至 寒 温 带 景 

象 。 但 由 于 暖流 的 影响 ， 中 中 新 世 植物 群 为 暖 温带 森林 ， 由 常 绿 和 落叶 树种 组 成 ， 其 成 

分 和 北美 西部 的 非常 相像 。 晚 中 新 世 植物 群 主要 是 由 温带 及 北极 第 三 纪 的 分 子 组 成 ， 其 

中 还 有 了 暖 温 带 的 子 遗 分 子 。 上 新 世 时 ， 北 极 第 三 纪 的 分 子 更 为 发 达 ， 直 至 第 四 纪 冰 期 气 

候 来 临 。 从 植物 群 的 演变 得 出 ， 北 半球 气候 自 早 第 三 纪 末 逐 渐变 凉 ， 至 早 中 新 世 早期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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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 AMA, BP PPAR, 后 又 逐渐 变 凉 而 至 第 四 纪 的 冰期 气候 (Tanai， 

1972, 了 40 一 243 页 ). 

上 述 资料 证 明 : 1) 在 早 第 三 纪 晚 期 至 晚 第 三 纪 早 期 这 一 段 时 间 内 ， 植 物 群 和 钨 粉 组 

合 的 成 分 是 逐渐 变化 的 ;许多 分 子 主要 是 数量 上 的 变化 ;一 些 分 子 的 出 现 或 绝 灭 也 是 有 
先后 不 同 的 ， 并 不 是 恰好 都 在 渐 新 统 和 中 新 统 的 界限 处 。2) 各 地 区 作为 划分 上 、 下 第 三 

” 系 界 限 所 采用 的 分 子 也 是 不 同 的 。 这 取决 于 它们 在 数量 上 的 变化 是 否 有 阶段 性 或 是 否 明 

显 ， 这 是 由 时 代 越 晚 植 物 群 的 分 区 越 明 显 和 越 复杂 的 规律 所 决定 的 。3) 北 半球 第 三 纪 的 

气候 变化 ， 在 各 地 的 抱 粉 组 合 及 植物 群 中 有 所 反映 ， 但 因 所 处 的 地 区 及 位 置 的 不 同 而 有 

强 弱 的 差异 。 例 如 松 科 及 反映 寒冷 气候 的 分 子 在 北半球 北部 比较 丰富 ， 在 南部 则 松 科 很 

少 , 而 桦 科 等 花粉 有 所 增加 ， 又 如 在 加 里 曼 凡 地 区 以 Florschuetzia 属 为 代表 的 组 合 在 北 

部 其 他 地 区 就 很 难 找到 。 所 以 我 们 认为 ， 本 区 陆 相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划分 ( 即 早 、 晚 第 三 

纪 的 确定 ) 只 能 根据 当地 的 具体 资料 ， SRE Saha 0 

变化 情况 加 以 确定 ， 不 能 简单 地 套用 。 

我 国 对 上 、 下 第 三 系 孢 粉 的 研究 在 江苏 北部 和 南海 北部 大 陆地 地 区 曾 进 行 过 。 江 苏 

北部 跪 渐 新 世 三 翅 组 二 段 的 孢 钞 组 合 以 一 些 体积 较 大 的 栋 粉 和 网 面 三 沟 粉 及 网 面 三 孔 沟 

粉 较 多 为 特征 ， 虽 然 栎 粉 属 和 栗 粉 属 等 也 占 一 定 份量 (在 盐城 群 一 组 中 也 有 一 定 的 份 

量 ) ， 但 与 以 松 科 花粉 和 水 蕨 孢子 较 发 达 的 盐城 群 一 组 比较 ， 还 是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虽 然 

三 霖 组 二 段 与 盐城 群 一 组 的 孢 粉 组 合 区 别 如 此 明显 ， 足 以 将 两 组 的 时 代 各 自 定 为 旱 、 晚 

第 三 纪 ， 但 犯 粉 组 合成 分 有 如 此 明显 的 变化 ， 正 好 说 明 其 间 地 层 的 全 失 ， Raat as 

某 些 分 子 演变 的 来 龙 去 脉 。 

南海 珠江 口 折 陷 的 珠海 组 ( 匡 s ) 和 珠江 组 CN.) 孢 粉 组 合 总 的 来 看 是 有 连续 性 的 ， 许 

多 分 子 ， 如 和 水 龙骨 科 等 有 关 的 各 类 单 颖 孢子 、 栗 粉 属 、 栎 粉 属 ， 以 及 和 棕榈 科 有 关 的 

Dicolpopollis cockelii 等 在 两 组 均 有 分 布 。 珠 海 组 〈 茵 榆 粉 属 和 栎 粉 属 组 合 ) Pe 

属 和 棺木 粉 属 的 数量 较 多 ; RIL MAAK BAS) 中 平 瘤 水 龙骨 犯 属 

丰富， 苗 榆 粉 属 和 松 科 花粉 减少 ， 丙 组 以 此 而 相互 区 别 。 

对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酒 洲 组 的 时 代 问 题 ， 一 直 有 争论 。 据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AVF > aR, HASAN HALA: 下 部 为 Magnastriatites howardi-Verrutri 

colporites pachydermus-Utricularipollis 亚 组 台 ， 除 特征 分 子 Verrutricolporites pachy— 

dermus “4, 18 J Hal ( Magnastriatites) 〈 即 水 茧 属 孢 子 ) 的 出 现 和 占 有 一 定 份 

量 为 其 显著 特征 ; 2% Pinuspollenites—Polypodiaceoisporites—Pediastrum WH 合 以 

松 科 花 粉 的 含量 较 高 为 特征 ， 粗 fd 仍 然 存 在 。 在 一 些 地 区 粗 网 孢 属 (Crassoretitr 记 

letes ) 的 数量 较 多 ， 此 属 在 下 洋 组 〈 中 新 世 ) 一 般 是 较 丰 富 的 ， 但 下 洋 组 却 缺 少 粗 胁 

孢 。 一 种 意见 认为 泗 洲 组 两 个 亚 组 合 的 成 分 总 的 来 看 和 欧 亚 大 陆 早 第 三 纪 的 较为 相似 ; 

一 些 重 要 类 型 与 加 里 曼 丹 等 地 渐 新 世 一 早 中 新 世 的 特征 相同 。 鉴 于 在 上 履 的 下 洋 组 发 现 

了 早 中 新 世 早期 的 有 和 孔 虫 Clobigerina ciperoensis， 所 以 洼 洲 组 的 时 代 应 归 渐 新 世 。 另 一 

种 意见 认为 润 洲 组 的 苞 粉 组 合 含有 多 量 的 水 茧 孢子 和 草本 植物 花粉 ， 而 水 茧 孢子 在 我 国 

陆 相 上 第 三 系 广 为 分 布 ， 草 本 植物 花粉 一 般 在 晚 第 三 纪 分 布 较为 广泛 ， 所 以 洱 洲 组 的 时 

代 不 可 能 属于 早 第 三 纪 ， 而 应 属 早 中 新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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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有 两 个 问题 需要 提出 ， 即 水 蕨 属 孢子 〈 粗 肋 孢 属 ) 的 众多 出 现 是 否 就 代表 晚 第 

三 纪 的 时 代 特 征 。 诚 然 ， 目 前 在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和 长 江 流 域 一 带 ， 水 茧 属 孢 子 一 般 只 

出 现 于 上 第 三 系 ， 甚 至 第 四 系 ， 如 馆 陶 组 、 盐 城 群 一 组 及 江浙 地 区 的 第 四 系 ， 下 第 三 系 

一 般 很 少 发 现 。 但 从 生物 生存 演化 的 规律 来 看 ， 某 类 生物 的 突然 繁盛 ， 除 偶然 因素 外 ， 

必 伴 有 发 生 、 发 展 、 繁 盛 及 衰落 这 一 过 程 。 由 于 地 质 记 录 不 完全 ， 没 有 反映 出 某 一 发 展 

阶段 ， 这 就 出 现 了 突然 繁盛 或 快速 绝 灭 的 现象 。 所 以 ， 我 们 认为 我 国 目前 温带 和 暖 温带 

地 区 下 第 三 系 水 蕨 属 孢 子 缺 乏 的 事实 很 可 能 和 地 质 记 录 不 全 有 关 ， 因 为 在 其 上 下 第 三 系 

(RAAT AL HRA IH) 之 间 均 为 不 整合 接触 ， 说 明了 地 层 的 缺失 ， 也 就 

失去 了 水 茧 属 初期 发 展 的 记录 。 另 外 ， 在 目前 的 热带 地 区 ， 水 蕨 属 孢 子 从 渐 新 世 经 过 中 

新 世 一 直 延 续 到 第 四 纪 的 事实 在 各 大 洲 均 有 记载 。 如 水 茧 属 的 Magnastriatites howardi 

在 美洲 加 勤 比 海地 区 及 非洲 尼日利亚 是 从 渐 新 世 初 期 一 直 延 续 到 第 四 纪 ， 在 亚洲 的 加 里 

曼 丹 地 区 则 从 晚 始 新 世 经 过 渐 新 世 和 中 新 世 一 直 延 续 到 第 四 纪 。 水 蕨 孢子 在 孟加拉 湾 沿 

岸 地 区 的 渐 新 世 和 中 新 世 犯 粉 组 合 中 均 有 发 现 。 渐 新 世 〈Burdwan 组 和 Memari 组 部 

分 ) 的 孢 粉 组 合 以 水 蕨 孢子 的 众多 和 一 些 草本 植物 花粉 的 存在 为 特征 。 中 新 世 时 水 茧 匈 

子 仍 有 存在 ， 草 本 植物 花粉 更 多 ( Baksi，1972，198 一 200 页 ) 。 我 们 初步 认为 ， 水 芯 

属 植物 可 能 起 源 于 亚洲 热带 地 区 始 新 世 晚 期 ) ， 渐 新 世 时 有 向 热带 地 区 扩展 而 后 再 向 

北 推进 的 趋势 。 这 样 ， 对 我 国 温 带 及 暖 温带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时 水 茧 孢子 缺少 ， 而 热带 地 区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洱 洲 组 中 存在 众多 的 水 蕨 孢子 的 现象 就 完全 可 以 理解 了 。 至 于 下 洋 组 等 

缺乏 水 茧 孢子 可 能 与 当地 的 生态 条 件 〈 海 侵 ) 有 关 。 总 之 ， 在 目前 热带 地 区 水 茧 孢子 

的 出 现 似乎 并 不 能 被 视 为 是 晚 第 三 纪 的 标志 。 其 次 是 关于 草本 植物 在 确定 早晚 第 三 纪 时 

代 方 面 的 作用 。 晚 第 三 纪 的 孢 粉 组 合 中 草本 植物 一 般 比 较 丰 富 ， 一 些 特殊 演化 类 型 ( 如 

菊 科 等 属 种 ) 的 出 现 有 时 确实 可 以 指明 地 质 时 代 。 但 总 的 说 来 ,由 于 三 沟 及 三 孔 沟 类 型 花 

粉 一 般 难 以 准确 鉴定 ,所 以 根据 草本 植物 总 的 比例 来 确定 上 下 第 三 系 的 界限 ,目前 尚 难 做 

到 。 由 于 生态 环境 的 不 同 ， 各 地 草本 植物 的 出 现 和 发 展 程度 往往 也 不 一 样 。 这 些 问 题 有 

待 继 续 研 究 。 总 之 ， 根 据 孢 粉 组 合 来 确定 早晚 第 三 纪 , 尤 其 是 其 界限 ,是 一 个 十 分 复杂 的 

问题 ， 涉 及 的 因素 很 多 。 我 们 根据 本 区 实际 情况 对 其 早 、 晚 第 三 纪 孢 粉 合 组 特征 综合 分 

析 如 下 : 

1. 古 老 类 型 的 孢 粉 (如 白垩 纪 和 早 第 三 纪 常 见 的 希 指 蕨 孢 属 、 克 拉 检 粉 属 、 山 龙眼 

粉 属 、 亚 三 孔 粉 属 、 江 苏 粉 属 和 江汉 粉 属 等 ) 在 早 第 三 纪 常 有 出 现 ， 晚 第 三 纪 缺 乏 。 

2 .松柏 类 主要 是 松 科 的 各 属 花 粉 从 早 第 三 纪 末 期 开始 增加 ， 到 晚 第 三 纪 早 期 增加 可 

能 更 明显 。 

3 .在 早晚 第 三 纪 过 渡 时 期 ， 由 于 气候 变 冷 的 影响 ， 反 映 寒 冷气 候 的 桦 科 花 粉 ， 如 柜 

木 粉 属 、 桦 粉 属 、 拟 桦 粉 属 和 苗 榆 粉 属 的 数量 都 有 所 增加 ， 其 中 有 些 还 占有 较 显 著 的 位 

置 。 

4. 和 水 龙骨 科 等 有 关 的 凸 瘤 水 龙骨 苞 属 、 平 瘤 水 龙骨 孢 属 和 水 龙骨 单 缝 孢 属 等 在 晚 

第 三 纪 都 有 较 多 或 明显 的 增加 。 

5. 和 水 生 的 水 茧 属 、 槐 叶 鞍 属 和 莞 属 等 有 关 的 孢 粉 在 早 第 三 纪 末 期 可 能 有 些 分 布 ， 

在 晚 第 三 纪 数量 明显 变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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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 早 第 三 纪 时 多 零星 出 现 或 缺乏 。 就 是 单子 叶 植 物 的 禾 本 科 、 莎 草 科 和 百合 科 等 的 花 

粉 ， 即 使 出 现 的 时 代 可 能 早 些 ， 但 发 展 时 期 也 在 晚 第 三 纪 。 

7. 晚 第 三 纪 犯 粉 的 母体 植物 目前 多 生长 于 化 石 产地 的 附近 ， 如 一 些 草本 植物 ， 以 及 
水 蔬 、 萎 等 植物 目前 在 邻近 本 研究 区 的 华东 地 区 均 有 生长 ， 它 们 的 多 量 出 现 是 晚 第 三 纪 

的 标志 。 

根据 上 述 多 方面 因素 ， 我 们 认为 东海 陆架 龙井 构造 带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界限 应 划 在 匈 

粉 组 合 1 和 2 之 间 ， 其 下 的 以 栎 粉 属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三 办 粉 属 为 特征 的 组 合 的 时 代为 早 
第 三 纪 ; 其 上 的 以 松 科 - 莹 粉 属 为 特征 的 组 合 属于 晚 第 三 纪 。 

(二 ) HPASCHERSN ARK (A 2 ) 

1.&PB-MB=a4REB-=HHSaBAS (The Quercoidites—Retitricolpites—Triloba— 

pollis Assemblage ) 

DHT EEA, AHILARF AR, KBR, HER RAHADSEA, 

藻类 分 子 0 一 42.9% 

Bohaidina 0—1.8% Dictyotidium 0—1.6% 

Cleistosphaeridium 0—1.6% Rugasphaera 0—1.8% 

Tenua 0—23.2% Granodiscus 0—1.6% 

Filisphaeridium 0—27.4% Leiosphaeridia 0—12.0% 

Deflandrea 0 一 十 _ Foveoinaperturites 0—4.0% 

Ovoidites 0 一 1.6% 

蕨 类 孢子 0 一 41.7% 

Osmundacidites 0—2.0% Magnastriatites 0—26.7% 

Lycopodiumsporites 0—1.6% Polypodiaceaesporites 0—36.1% 

Toroisporis 0 一 8.1% Crassoretitriletes 0—2. 8% 

裸子 植物 花粉 0—67.7% 

Ginkgo 0—1.6% Abietineaepollenites + 

Podocar pidites 0—2.7% Pinuspollenites 0—32.3% 

Cedripites 0—6% Taxodiaceaepollenites 0—15% 

被 子 植物 花粉 22.6—100.0% 

Salixipollenites 0—3.0% Ilexpollenites 9—1.5% 

Juglanspollenites 0—16.9% Aceripollenites 0—1.5% 

Caryapollenites 0—5. 4% Fraxinoipollenites 0- 一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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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nipoellenites 0—16.2% Operculunipotlis 0—1.3% 

Betulaceoipollenites 0—2.7% Retitricol pites ) 0—76.7% 

Betulaepollenites 0—2.0% Trilobapollis 0—12.6% 

Carpinipites 0—2.2% Tricol pites 0—5.2% 

Faguspollenites 0—1.2% Persicarioipollis 0—10.6% 

Quercoidites 0.9—60.6% Graminidites 0—11.0% 

Ulmipcllenites 0—3C.9% Chenopodipollis 0—1.5% 

Ulmoideipites 0—6.0% Fupingopollenites 0—3.6% 

Celtispollenites 0—0.7% Sporotrapoidites 0—8.8% 

Rhoipites 0—1.8% Tricolporopollenites 0—3.3% 

Symplocoipollenites 0—1.5% Tiliaepollenites 0—24.1% 

Rutaceoipollis 0—6.0% Proteacidites 0—I.2% 

Gothanipollis 0—1.0% Arecipites 0—1.6% 

Liquidambar pollenites 0—3.6% 

MAG WERE: 1) 被 子 植 物 花粉 为 主 ， 其 中 主要 是 三 沟 花 粉 ， 如 栎 粉 属 、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和 三 瓣 粉 属 等 ， 和 桦 科 及 榆 科 有 关 的 花粉 也 有 出 现 ， 但 数量 不 如 前 一 类 

Bs 2) 少 量 松柏 类 花粉 ， 主 要 为 松 科 ， 杉 科 在 某 些 层 位 有 一 定 含量 ;3) 孢 子 含量 总 的 来 

看 是 不 多 的 ， 水 龙骨 科 的 单 颖 孢子 在 少数 层 位 有 一 些 含量 ， 和 水 蕨 属 有 关 的 粗 肋 孢 也 有 

发 现 ， 但 含量 一 般 不 高 ， 平 均 不 超过 5 Ks 4D-HRAMD, MAAR. BHMRAS 

花粉 多 为 零星 出 现 ; 5) 出 现 和 蓉 属 有 关 的 花粉 ， 但 含量 很 低 ， 最 高 不 超过 10% (Talis 

fi); 6) 在 本 组 的 下 部 层 位 发 现 沟 鞭 菠 类 圳 孢 化 石 。 

当前 讨论 的 孢 粉 组 合 地质 时 代 属 于 早 第 三 纪 的 理由 : 1) 在 晚 第 三 纪 十 分 发 育 的 草本 

植物 花粉 在 本 组 中 不 多 ;， 2) 在 本 地 区 晚 第 三 纪 十 分 丰富 的 粗 肋 孢 和 菱 粉 在 本 组 合 中 甚 少 

或 不 占 重要 位 置 ，3) 栎 粉 属 中 主要 是 小 享 氏 栎 粉 (@uvercoidites microhenrici ) 和 小 栎 粉 

(2@.minutus ) ， 它 们 在 我 国 的 渐 新 统 较为 发 育 。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中 的 马 托 拉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matauraensis ) Fi kt 3 WW =} ( R.alveolatus ) 等 也 是 世界 各 地 早 

第 三 纪 分 子 ; 4) 三 办 粉 属 的 两 个 种 ， 即 Trilobapollis leptus, T.ellipticus 在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多 分 布 于 渐 新 统 ， 它 们 在 本 构造 带 以 上 的 组 合 中 从 未 出 现 或 只 零星 出 现 。 

和 本 组 合 大 致 可 以 对 比 的 组 合 有 渤海 沿岸 地 区 栎 粉 属 含量 高 的 小 亨氏 栎 粉 -小 榆 粉 

亚 组 合 和 小 享 氏 栎 粉 - 析 木 粉 属 - 伸 长 杉 粉 -水 龙骨 单 颖 孢 亚 组 合 。 它 们 的 共同 特征 是 :1) 

组 合 中 均 以 被 子 植物 为 主 ， 松 柏 类 和 和 孢子 都 不 多 ， 2) 被 子 植物 以 栎 粉 属 为 主 ， 小 亨氏 枚 

粉 的 数量 不 少 ; 榆 科 、 胡 桃 科 和 桦 科 的 花粉 均 占有 一 定 份量 ;3) 含 有 一 些 草 本 植物 花 

粉 ， 但 数量 不 多 ，4) 松 柏 类 主要 是 松 科 和 杉 科 的 花粉 ， 后 者 的 含量 有 时 不 低 !5) 和 孢子 

主要 是 水 龙骨 单 颖 孢 属 。 它 们 的 不 同 点 是 : 当前 组 合 中 的 网 面 三 沟 粉 的 数量 较 多 ， 粗 肋 

孢 和 尧 粉 的 存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组 合 中 的 麻黄 粉 类 型 较 多 ， 榆 粉 属 的 含量 也 较 高 。 这 些 

区 别 是 和 所 处 的 纬度 及 其 环境 的 不 同 有 关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的 Magnastriatites howardi-TrilobapolIis-Verrutricolporites pachy- 

dermus-Retitricolpites cf.matauraensis 组 合 ， 以 哈 氏 粗 肋 孢 大 量 出 现 ， 三 办 粉 和 马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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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网 面 三 沟 粉 的 含量 较 高 为 其 特征 ， 该 组 合 的 Magnastriatites howardi-Verrutricol po- 

rites pachydermus-Utriculariapollis 亚 组 合 ， 以 被 子 植物 中 小 享 氏 栎 粉 占 优 势 ， 三 凑 粉 

属 、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 检 本 粉 属 和 榆 粉 属 等 的 一 定量 的 存在 和 当前 讨论 的 组 合 可 以 比较 ， 

特别 是 三 瓣 粉 属 在 这 两 个 地 区 多 分 布 于 这 两 个 组 合 中 ， 说 明 这 两 个 组 合 是 可 以 对 比 的 。 

这 两 个 组 合 也 有 一 定 的 区 别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的 热带 及 亚热带 分 子 很 多 ,如 Utricularia- 

pollis, Florschuetzia, Myrtaceidites, Zonocostites 等 ， 这 些 分 子 在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的 组 

合 中 未 见 ， 前 者 孢 粉 组 合成 分 也 比 后 者 复杂 得 多 、 这 些 区 别 不 是 时 代 的 不 同 而 是 由 于 各 

地 的 自然 地 理 环境 的 差异 所 致 。 早 第 三 纪 中 晚期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正 处 于 比较 湿润 的 南亚 

热带 和 热带 的 南方 植物 群 区 内 ， 植 物 生长 茂盛 而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却 处 于 亚热带 的 中 部 

植物 群 区 内 ， 气 候 比 较 干 燥 ， 因 此 植物 的 生长 条 件 不 如 南方 区 ， 种 类 相对 比较 单调 。 这 

些 情 况 必 然 会 在 孢 粉 组 合 中 反映 出 来 。 

渤海 沿岸 地 区 小 享 氏 栎 粉 -小 答 粉 亚 组 合 和 小 享 氏 栎 粉 - 栏 木 粉 属 - 伸 长 杉 粉 -水 龙骨 

单 颖 孢 亚 组 合 的 时 代 经 研究 定 为 早 中 渐 新 世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的 上 述 孢 粉 组 合 的 时 代 
属于 中 晚 渐 新 世 ， 而 Magnastriatites howarid-Verrutricolporites pachydermus-Utricula- 

riapollis 亚 组 合 的 时 代 倾 向 于 中 渐 新 世 。 当 前 组 合 既 然 与 渤海 沿岸 地 区 和 南海 北部 大 陆 

架 的 可 以 比较 ,其 时 代 亦 应 大 致 相当 ,可 能 也 属于 中 渐 新 世 。 因 为 渐 新 世 晚 期 ， 北 半球 由 

于 气候 逐渐 变 凉 , 孢 粉 组 合 中 出 现 了 以 松 科 和 桦 科 花粉 占 显著 位 置 的 现象 , 这 在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地 区 的 孢 粉 组 合 中 有 所 反 瞻 。 如 在 酒 洲 组 上 部 的 Pinwspollenites-Polypodiaceoi 一 

sporites-Pediastrum 亚 组 合 中 ， 松 属 花粉 的 含量 高 达 40% , 还 有 其 他 松柏 类 花粉 ;珠江 口 

HMA AY ERHELA Ostryoipollenites—Quercoidites AAP, HHH BMA BSA Ly 20%. 

在 目前 讨论 的 龙井 构造 区 组 合 中 , 松 属 和 桦 科 花 粉 虽 有 存在 ,但 含量 不 高 ， 一 般 多 在 5 % 

以 下 《〈 个 别 层 位 可 达 32.3% 和 16.2% ) ， 反 比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的 要 低 。 这 多 少 说 明了 当 

前 组 合 的 时 代 较 晚 渐 新 世 为 早 ， 属 中 渐 新 世 。 

本 组 合 还 可 分 为 两 个 亚 组 合 : 下 部 亚 组 合 以 出 现 沟 鞭 藻 圳 孢 为 特征 ， 另 外 栎 粉 属 的 

含量 较 高 ， 草 本 植物 花粉 很 少 或 零星 分 布 ， 粗 肋 孢 和 蓉 粉 也 很 少 ; 上 部 亚 组 合 很 少 发 现 

WH, PAM WEDRAMH AMS, HMMA FE. 

PRB th OLAS RET TA: Bohaidina sp.， 相 同 标本 见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渐 新 

世 沙 河 街 组 三 段 ; Cordosphaeridium cf cantharellumi Wis iG PWR Swat ww 

街 组 三 段 出 现 过 ; Deflandrea sp. (cf. Deflandrea oebisfeldensis ) 标本 仅 保 存 侧面 ， 

种 不 易 准 确 鉴定 ， 从 外 形 看 其 形态 不 像 Deflandrea phosphoritica, 此 种 的 地 质 时 代 可 延 

伸 到 渐 新 世 ， 但 此 属 的 其 他 种 在 第 三 纪 多 分 布 于 古 新 世 和 始 新 世 ， 就 是 在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 本 属 的 种 也 只 分 布 于 沙河 街 组 四 段 ,在 三 段 就 很 少见 ,因而 沙河 街 组 四 段 的 地 质 时 

代 曾 被 定 为 晚 始 新 世 一 早 渐 新 世 。 和 当前 标本 可 以 比较 的 卫 . cebisfeldensis 分 布 于 德 国 

旱 第 三 纪 早 期 ,也 发 现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沙河 街 组 四 段 ; Fi1ispjhaeridium aspersum 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沙河 街 组 和 东营 组 均 有 分 布 ， 在 沙河 街 组 三 段 较 多 。 根 据 下 部 亚 组 合 中 沟 凌 漠 

圳 犯 的 地 质 时 代 大 多 为 早 渐 新 世 ， 个 别 的 属 种 或 可 更 老 的 情况 ， 将 这 一 亚 组 合 的 时 代 定 

为 晚 始 新 世 至 早 渐 新 世 可 能 较为 适当 。 

总 之 ， 栎 粉 属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三 瓣 粉 属 组 合 的 时 代为 中 渐 新 世 - 晚 始 新 世 ， 其 下 部 

im! 



亚 组 合 的 时 代为 晚 始 新 世 - 早 渐 新 世 ; 上 部 亚 组 合 的 时 代为 中 渐 新 世 。 

2 . 松 科 - 菱 粉 属 组 合 (The Pinaceae-Sporotrapoidites Assemblage ) 

分 布 于 以 海龙 井 组 下 段 为 主 的 层 段 ， 其 主要 属 种 的 百 分 含 量 如 下 ; 

藻类 分 子 0 一 14.1% 

Comasphaeridium 0—8.2% Pediastrum 0—7.8% 

Concentricystes 0—0.9% Leiosphaeridia 0—0.9% 

蕨 类 孢子 0—31.7% 

Lycopodiumsporites 0—3.0% Magnastriatites 0—-60.6% 

Deltoidospora 0—10% Salviniaspora 0—2.0% 

Osmundacidites 0—1.5% Polypodiaceaesporites 0—8.5% 

Pterisisporites 0—1.0% | 

裸子 植物 花粉 4. 一 46.8% 

Podocar pidites 0—4.0% Abietineaepollenites + Pinuspollentites 

0—56.0% 

Tsugaepollenites 0—7.0% ， Laricoidites 0—1.8% 

Cedripites 0—4.0% Taxodiaceaepollentites 0—15.0% 

Keteleeriaepollenites 0—1.9% T. hiatus 0—19.3% 

Piceaepollenites 0—2.8% Ephedripites 0—1.1% 

被 子 植物 花粉 ”24.0 一 91.8% 

Salixipollenites 0—6.2% Ilexpollenites 0—9.4% 

Juglanspollenites 0—19.2%  Aceripollenites 0—3.8% 

Pterocaryapollenites 0—1.8% Elaeangnacites 0—2.8% 

Caryapollenites 0—4.7% Symplocoipollenites 0—7.8% 

Alnipollonites 0 一 15.1%  Operculumpollis 0—9.1% 

Betulaceoipollenites 0—5.7% Oleoidearumpollenites 0—7.8% 

Momipites 0—4.5% Labitricol pites 0—5.0% 

Quercoidites 0—42.0% Fupingopollenites 0—7.8% 

Ulmipollenites 0—11.7%  Chenopodipollis 0—4.3% 

Ulmoideipites 0—4.0% Graminidites 0—25.0% 

Celtispollenites 0—2.5% Persicarioipollis 0—17.2% 

Rhoipites 0—2.8% Ranunculacidites 0—3.1% 

Rutaceoipollis 0 一 30.0% Potamogetonacidites 0—2.3% 

Liquidambar pollenites 0—33.0%  Sporotrapoidites 0—28.0% 

Retitricolpites 0—3.7% Tricol pites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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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iaepollenites 0—7.4% Tricol poropollenites 0—4.5% 

Proteacidites 0—2.1% Meliaceoidites 0—1.0% 

Lonicerapollis 0—1.5% 

本 组 合 最 主要 的 特征 是 : 1) 松 柏 类 〈 主要 是 松 科 ) 花粉 比 前 一 组 合 有 所 增长 ， 一 般 

下 20%， 有 时 达 50% 以 上 ， 为 第 三 纪 以 来 松柏 类 花粉 含量 最 高 的 层 段 ; 2) 萎 粉 属 的 数量 

急剧 增加 ， 在 本 组 合 显示 为 本 区 第 三 纪 以 来 的 最 高 值 眉 ; 3) 桦 科 花 粉 (棺木 粉 属 、 拟 桦 

粉 属 和 拟 榜 粉 属 等 ) 较 前 一 组 合 也 有 增加 ， 含 量 较为 明显 ;另外 榆 粉 属 、 栎 粉 属 、 胡 桃 

粉 属 和 枫 香 粉 属 等 均 有 一 定 的 含量 ;4) 草 本 植物 RE. BR. RRES) 花粉 普遍 出 

现 ， 其 含量 亦 较 前 一 组 合 增多 ，5) 粗 肋 孢 也 是 普遍 出 现 并 有 一 定 含量 ， 与 前 一 组 合 的 少 

量 出 现 或 时 有 时 无 的 情况 有 所 区 别 。 这 些 特征 显示 出 晚 第 三 纪 孢 粉 组 合 的 面 和 貌 。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群 在 日 本 研究 得 较为 详细 。 从 前 面 介绍 的 有 关 资 料 得 知 日 本 晚 第 三 纪 

植物 群 反映 了 如 下 的 气候 特征 : 早 中 新 世 时 主要 为 温带 型 ;中 中 新 世 时 为 暖 温带 一 亚热带 

型 ; 晚 中 新 世 时 为 暖 温带 型 ;上 新 世 时 为 温带 型 ;中 中 新 世 时 为 晚 第 三 纪 最 温暖 期 。 从 日 

本 北海 道中 新 世 各 期 的 孢 粉 研究 也 可 以 看 出 相似 的 气候 变化 特征 (Sato，.，1963 ) 。 

在 晚 第 三 纪 中 新 世 ， 气 候 的 变化 在 我 国 华东 地 区 也 得 到 证 明 。 早 中 新 世 孢 粉 组 合 

《以 山东 馆 陶 组 和 山西 汉 诺 坝 组 为 代表 ) 以 松 科 和 温带 被 子 植物 花粉 的 众多 为 特征 ， 还 

有 草本 植物 的 许多 花粉 ， 蔡 属 花粉 不 多 ， 水 蕨 孢子 有 时 不 少 。 中 中 新 世 孢 粉 组 合 〈 以 山 

旺 组 为 代表 ) 以 喜 暖 树种 的 花粉 及 水 蕨 孢子 比较 丰富 为 特征 ， 松 科 花 粉 比 早 中 新 世 的 要 

少 得 多 。 晚 中 新 世 的 孢 粉 组 合 和 中 中 新 世 的 有 许多 相似 之 处 ， 但 松 科 和 草本 植物 的 花粉 

数量 增加 〈 宋 之 琛 等 ，1981 ) 。 这 些 说 明 我 国 华东 地 区 在 早 中 新 世 时 为 带 有 暖 温带 色彩 

的 温带 气候， 中 中 新 世 时 为 晚 第 三 纪 最 温暖 的 气候 ， 属 亚热带 型 ， 晚 中 新 世 的 气候 较 中 

中 新 世 的 有 所 变 凉 和 变 干 ， 为 暖 温带 型 ( 即 北 亚热带 型 ) 。 

本 文 讨论 的 松 科 - 莎 粉 属 组 合 所 反映 的 气候 应 为 暖 温带 至 亚热带 型 , 比 下 面 将 要 讨论 

的 芸香 粉 属 -三 沟 粉 属 - 扁 三 沟 粉 属 组 合 所 反映 的 亚热带 气候 要 凉 一 些 。 根 据 前 面 介 绍 的 

资料 ， 东 亚 地 区 中 中 新 世 时 为 晚 第 三 纪 以 来 最 温暖 的 气候 ， 早 中 新 世 时 气候 要 比 中 中 新 

世 时 凉 。 因 此 我 们 认为 松 科 - 葵 粉 属 组 合 的 时 代为 早 中 新 世 ， 和 日 本 早 中 新 世相 浦 型 

《Ainoura type )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大 体 相当 。 

和 本 组 合 最 为 相像 的 组 合 是 南 黄海 盆地 晚 第 三 纪 的 松 科 -水 茧 属 孢 粉 组 合 。 后 一 组 

合 的 特征 是 :1) 松 科 花 粉 占 优 势 ， 其 含量 高 达 34-50%，2) 水 茧 属 孢 子 含量 较 多 ， 为 4.4- 
19.0% ;3) 被 子 植物 冰 叶 树种 花粉 ， 出 现 一 定数 量 的 榆 属 .胡桃 科 和 少量 桦 属 、 栎 属 和 栗 

属 等 ; 癌 暖 或 常 绿 树种 如 枫 香 属 、 山 核桃 属 , 木 兰 属 、 山 砚 属 和 檀 香 属 等 花粉 零星 出 现 ;4) 

陆 生 草本 植物 花粉 出 现 近 18 个 类 型 ,含量 约 为 15% ,主要 有 苔 属 .? 棱 子 芹 属 (?Pleurosper- 

MU ) 、 毛 葛 属 、 蔡 和 科 、 十 字 花 科 、 唐 松 草 属 和 车 前 草 属 等 〈 郑 亚 惠 等 ,1981,31 页 ) 。 

南 黄海 盆地 的 孢 粉 按 植物 自然 属 种 命名 ,在 松 科 -水 茧 属 组 合 中 提 到 的 植物 名 称 在 当前 讨 

论 的 组 合 中 多 有 出 现 , 尤 其 所 称 的 棱 子 芹 属 花粉 即 为 本 文 的 葵 粉 属 ， 其 含量 也 可 达 10%6 。 

若 此 ， 南 黄海 盆地 的 松 科 - 水 茧 属 组 合 和 东海 龙井 构造 区 的 松 科 - 葵 粉 属 组 合 则 更 为 相 

似 。 本 组 合 特征 与 南 黄海 盆地 早 中 新 世 松 科 - 水 茧 属 组 合 特征 如 此 相像 ， 地 理 位 置 又 相 
距 不 远 ， 其 地 质 时 代 也 应 该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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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ap th Sh — 2B A kK RBA CRC, 1981, 2350) 以 松 科 花粉 占 相 当 

数量 ， 水 芯 属 孢子 的 一 定 含量 ， 被 子 植物 花粉 占 优势 和 一 定量 的 草本 花粉 为 特征 ， 和 当 

前 的 组 合 也 可 比较 ;但 江苏 组 合 中 未 发 现 鞭 粉 属 分 子 ， 是 其 主要 区 别 之 一 。 

山西 天 镇 县 汉 诺 坝 组 ( 王 宪 曾 ，1978) 和 河北 围场 五 罗 贡 ( 甘 振 波 ，1982) AHA 

的 时 代 与 龙井 构造 区 所 讨论 的 组 合 时 代 相 当 ， 其 特征 也 有 相似 之 处 ， 如 松 科 和 草本 植物 

花粉 都 占 一 定 份量 。 但 山西 天 镇 县 和 河北 围场 县 的 地 理 位 置 比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偏 北约 

10 ,其 气候 自然 要 比 东 海龙 井 构造 带 的 冷 些 , 所 以 孢 粉 组 合 中 松 科 花 粉 会 更 多 ,阔叶树 种 

主要 是 温带 类 型 的 ， 亚 热带 分 子 较 少 。 这 是 由 于 所 处 的 纬度 及 自然 地 理 条 件 所 限定 的 。 

3. 共 香 粉 属 - 三 沟 粉 属 - 扁 三 沟 粉 属 组 合 (The Rutaceoipollis—Tricol popollenites— 

Tricolpites Assemblage ) 

分 布 于 海龙 井 组 中 、 上 段 。 这 一 组 合 分 布 较 广 泛 ， 其 主要 成 分 的 百分比 含量 为 : 

藻类 分 子 0 一 4.0% ， 

Comasphaeridium minutum 0—2.0% Pediastrum 0—0.9% 

C. spinatum 0—2.0% Schizosporis 0—0.9% 

Concentricystes 0—0.9% 

蕨 类 孢子 0—26.6% 

Magnastriatites 0—25.7% Lycopodiumsporites 0—1.2% 

Osmundacidites 0—0.9% Polypodiaceaesporites — 0-8.5% 

Pterisisporites 0—1.0% 

裸子 植物 花粉 7.3 一 46.8% 

Tsugaepollenites 0—4.4% Abietineaepollenites + Pinuspollenites 

0—45.0% 

Piceaepollenites 0—2.8% Laricoidites 0— 27 

Cedripites 0—8.0% Taxodiaceaepollenites 1—15:0% 

Abiespollenites 0—1.0% Ephedripites _ 0—1.1% 

Podocar pidites 0—2.9% 

被 子 植物 花粉 39.2—91.8% 

Juglanspollenites 0.9—19.5% Liquidambar pollenites 0—29.2% 

Caryapollenites 0—5.2% Tiliaepollenites 0—3..886 

Alnipollenites 0—14.3% Ilexpollenites 0—-7.5% 

Betulaceoipolleuites 0—3.1% Oleoidearumpollenites 0—5.1% 

Betulaepollenites 0—2.6% Symplocoipollenites 0—4.6% 

Quercoidites 0—33.0% Operculumpollis C—9.1% 

Cupuliferoipollenites 0—0.9% Labitricol pites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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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illaceaepollenites 0—3.0% Fupingopollenites 0—8.8% 

Ulmipollenites 0—9.3% Tricol popollenites 0—37.6% 

Ulmcideipites 0—1.5% Tricol pites 0—2.2% 

Celtispollenites 0—18.4% Tricol poropollenites 0—4.5% 

Rhoipites 0 一 4.3% — Chenopodipollis 0—4.9% 

Rutaceoipollis 0—30.0% Graminidites 0—25.0% 

Meliaceoidites 0—2.4% Ranunculacidites 0—3.8% 

Aceripollenites 0—2.9% Sporotrapoidites 0—27.4% 

Retitricol pites 0—3.0% Lonicerapollis 0—1.5% 

Euphorbiacites 0—0.9% Persicarioipollis 0—24.4% 

RAW BRIA: DPR ART BUD, —RALOKNEA, EBA. WH 

没 粉 属 、 油 杉 粉 属 等 ， 杉 科 花 粉 有 时 较 多 ;2) 疮 叶 树 的 栎 粉 属 、 枫 香 粉 属 和 胡桃 粉 属 等 

仍 有 一 定数 量 ， 和 桦 科 及 榆 科 有 关 的 花粉 数量 减少 ， 一 般 在 5 MU, MMB RSE 

缕 梅 科 等 有 关 的 花粉 ， 如 芸香 粉 属 、 栋 粉 属 、 局 三 沟 粉 属 和 栗 粉 属 等 的 数量 有 所 增加 。 

此 外 ， 可 能 与 山 毛 样 科 或 玄 参 科 有 关 的 扁 圆 三 沟 粉 〈Tricolpopollenites oblatus) 和 薄 壁 

三 沟 粉 〈T. mollis) 在 某 些 地 段 含量 很 高 。 这 些 三 沟 及 三 孔 沟 花 粉 在 本 段 晚 第 三 纪 痢 面 

上 最 为 发 育 ;，3) 草 本 植物 的 花粉 也 有 明显 增加 ， 主 要 是 蓝 科 和 禾 本 科 ， 萎 粉 属 的 数量 有 

所 减少 : 4) 孢 子 中 主要 为 粗 肋 孢 属 及 水 龙骨 单 颖 的 属 ， 数 量 均 不 大 。 

本 组 合 和 前 一 组 合 的 区 别 是 : 1) 松 科 花 粉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减少 2) 被 子 植物 中 喜 了 暖 类 

型 的 花粉 有 较 多 增加 ， 表 现在 本 组 合 的 三 沟 和 三 孔 沟 花粉 数量 超过 前 一 组 合 ; 3) 艺 科 和 

禾 本 科 花 粉 增多 ， 蔡 粉 属 有 所 减少 。 这 些 特 征 显示 了 本 组 合 所 代表 的 气候 比 前 一 组 合 

似乎 温暖 些 ， 所 以 松 科 和 桦 科 分 子 减 少 ， 而 喜 暖 分 子 芸香 科 、 金 缕 梅 科 、 栋 科 和 栗 亚 科 

等 数量 增加 ， 另 一 方面 也 表明 本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 较 前 一 组 合 晚 些 。 许 多 犯 粉 资 科 表 明 

《JIokpoBcKkag，1955; Krutzsch, 1957, 1962; Thomson & Pflug, 1953) , 中 中 新 

世 开 始 ， 陆 生 草 本 植物 在 北半球 广泛 发 展 ， 所 以 它们 的 分 子 在 孢 粉 组 合 中 占 较 高 的 百 分 

比 ， 而 本 组 合 也 出 现 较 多 的 陆 生 草 本 植物 花粉 。 这 个 反映 晚 第 三 纪 最 温暖 气候 而 又 含有 

一 定数 量 草 本 植物 花粉 的 孢 粉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 无 疑 是 属于 中 中 新 世 ， 和 日 本 中 新 世 中 期 

台 岛 型 (Daijima type) 植物 群 的 时 代 相 当 。 日 本 人 台 岛 型 植物 群 反映 了 亚热带 气候 ， 

比 早 中 新 世相 浦 型 植物 群 的 温带 气候 要 温暖 ， 代 表 晚 第 三 纪 时 最 暖和 的 气候 。 

台湾 中 新 统 十 分 发 育 ， 台湾 北部 其 厚度 超过 3000m, 因 有 海 相 层 及 丰富 的 动 物 

群 ， 时 代 的 鉴定 较为 可 靠 。 对 台湾 中 新 统 尚未 进行 系统 的 孢 粉 分 析 研 究 ， 从 中 中 新 统 石 

底 组 (Shihti Formation) 分 析出 的 孢 粉 组 合 特征 为 : 1) 具 圳 花粉 一 般 为 10%， 在 其 

中 部 有 泪 杉 属 花粉 ， 有 时 含量 高 达 30%;， 2) 被 子 植 物 枫 香 粉 属 和 扁 三 沟 粉 属 的 数量 最 

多 ,前 一 属 一 般 含 有 30% ， 在 上 部 可 达 50% ， 后 一 属 在 下 部 占 40% ， 至 上 部 则 降 至 20% ; 

另外 还 有 冬青 粉 、 杜 鹏 粉 等 ， 和 桦 科 有 关 的 花粉 很 少 ; 3 孢子 很 少 ， 一 般 为 单 射 线 的 分 

子 (Ling 了 sin-yi，1965)。 对 这 一 组 合 的 研究 并 不 详细 ， 但 从 其 简单 的 特征 仍 可 看 出 

其 所 反映 的 植物 群 是 亚热带 、 甚 至 南亚 热带 一 热带 性 质 的 ， 因 为 孢 粉 的 母体 植物 ， 如 机 

香 属 、 金 续 梅 科 、 冬 青 属 等 均 广 布 于 我 国 华 南 地 区 ， 尤 其 松柏 类 的 油 杉 属 更 是 南亚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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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分 布 的 植物 ， 他 们 反映 的 气候 是 相当 温暖 的 。 喜 凉 植物 花粉 〈 如 桦 科 和 榆 科 ) 几乎 缺 

乏 也 证 明 这 一 点 。 从 植物 群 及 其 气候 特征 来 看 ， 人 台湾 中 中 新 世 石 底 组 的 孢 粉 组 合 与 当前 

讨论 的 孢 粉 组 合 可 以 比较 。 
山东 山 旺 植物 群 的 孢 粉 组 合 以 被 子 植 物 花 粉 为 主 ， 松 科 花 粉 较 少 及 草本 植物 花粉 有 

一 定 份量 等 总 特征 与 当前 讨论 的 组 合 也 可 比较 。 但 山 旺 地 区 比 本 区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偏 北 6 

多 ,组 合 内 的 温带 分 子 数 量 较 多 ,如 柏 属 和 榆 属 的 花粉 比 海龙 井 组 组 合 的 多 得 多 ， 而 芸香 

科 和 人 金 缕 梅 科 等 花粉 数量 较 少 。 浙 东 嵊 县 玄武 岩 夹 层 的 孢 粉 组 合 为 山 毛 样 科 ( 主 要 为 栎 属 

PRBS) 花粉 较 多 ， 山 核 枫 、 枫 香 和 蔡 属 花粉 点 有 一 定 份量 及 松 科 的 云 杉 和 冷杉 花粉 

几乎 不 存在 〈 郑 亚 惠 ，1982 ) 。 这 个 组 合 特征 与 当前 研究 的 组 合 也 可 以 比较 ,但 前 一 组 合 

的 成 份 尚 不 够 充分 ， 还 有 待 继 续 补充 。 

山 旺 植物 群 的 时 代 ， 根 据 肴 推动 物 和 植物 化 石 《 包 括 孢 粉 组 合 ) ， 均 属 中 中 新 世 ， 

嵊 县 玄武 岩 的 时 代 ， 根 据 孢 粉 组 合 也 定 为 中 中 新 世 。 和 上 述 组 合 的 对 比 使 当前 的 芸香 粉 

属 -三 沟 粉 属 - 扁 三 沟 粉 属 组 合 的 时 代 归 入 中 中 新 世 更 为 可 靠 。 

4. 粗 肋 孢 属 - 枫 香 粉 属 组 合 (The Magnastriatites-Liquidambarpollenites Assemblage) 

分 布 于 玉泉 组 。 本 组 合 分 布 广泛 ,其 所 含 属 种 类 型 及 含量 在 各 处 都 比较 一 致 ， 各 类 化 

石 百 分 含 量 如 下 ， 

藻类 分 子 0—4.0% 

Pediastrum `” 0—0.9% Schizosporis 0—2.0% 

Foveoinaperturites 0—0.8% Ovoidites 0—1.8% 

蕨 类 孢子 3.5—66.9% 

Magnastriatites 0— 66.9% Polypodiaceaesporites 0—6.9% 

Pterisisporites 0—1.4% Lycopodiumsporites 0—2.8% 

Salviniaspora 0—1.0% Crassoretitriletes 0—4.8% 

Lygodiumsporites 0—1.0% Osmundacidites 0—0.9% 

裸子 植物 花粉 4.1—64.0% 

Podocar pidites 0—2.0% Abietineaepollenites + 

Pinuspollenites 0—44.8% 

Tsugaepollenites 0—2.0% Taxodiaceaepollenites 0—4.0% 

Cedripites 0—4.0% T. hiatus 0—8.1% 

Keteleeriaepollenites 0—4.0% Ephedripites 0—2.0% 

被 子 植 物 花 粉 20.8—100.0% 

Juglanspollenites 0—8.6% Retitricolpites 0—4.3% 

Caryapollenites 0—4.9% Liquidambar pollenites 0.8—48.2% 

Alnipollenites 0—30.0% Tiliaepollenites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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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ulaceoipollenites 0—2.0% Ilexpollenites 0—3.1% 

Betulaepollenites 0—2.0% Oleoidearumpollenites 0—2.1% 

Quercoidites 0—28.0% Symplocoipollenites 0—15.8% 

Cyrillaceaepollenites 0—2.0% Retimultiporopollenites 0—2.4% 

Cupuliferoipollenites 0—3.0% Fupingopollenites 0—8.9% 

Ulmipollenites 0—8.2% Chenopodipollis 0—6.0% 

Celtispollenites 0—2.1% Graminidites 0—19.9% 

Rhoipites 0—2.0% Ranunculacidites 0—2.0% 

Meliaceoidites 0—2.6% Persicarioipollis 1.8—30.6% 

Aceripollenites 0—5.4% Sporotrapoidites 0—1.3% 

本 组 合 的 主要 特征 是 ， 1) 被 子 植物 花粉 仍 占 多 数 ， 多 数 分 子 与 前 一 组 合 的 相同 ， 但 

含量 有 所 不 同 ， 如 枫 香 粉 属 的 含量 有 较 多 的 增加 ， 居 木 本 被 子 植物 之 首位 ; 其 次 为 栎 粉 

属 、 胡 桃 粉 属 、 榆 粉 属 、 山 核桃 粉 属 等 ;2) 茧 类 孢子 的 数量 也 有 明显 增加 ， 粗 肋 孢 尤其 

明显 ， 含 量 为 所 研究 剖面 的 最 高 值 段 。 此 外 还 有 粗 网 孢 和 水 龙骨 单 缝 钨 ， 但 数量 不 多 

3) 灌 木 和 草本 植物 花粉 又 有 增加 ， 主 要 是 画 粉 属 ， 局 部 地 区 有 一 定量 的 栏 木 粉 属 ，4) 在 

前 面 几 个 组 合 中 占 明 显 位 置 的 菱 粉 属 在 本 组 合 中 已 大 大 减少 ， 和 常常 只 少量 出 现 ; 5) 松 柏 

类 花粉 无 明显 变化 。 

本 组 合 和 前 一 组 合 的 区 别 是 1) 芸香 粉 、 三 沟 粉 和 扁 三 沟 粉 的 数量 明显 减少 或 缺 

乏 ， 前 一 组 合 的 被 子 植物 以 具 三 沟 和 三 孔 沟 的 花粉 为 多 ， 而 本 组 合 是 以 具 孔 类 花粉 为 

=; 2) 本 组 合 的 粗 肋 孢 有 明显 增加 ， 蔡 粉 只 是 零星 分 布 ， 而 前 一 组 合 的 尧 粉 还 有 一 定 的 

含量 ;3) 本 组 合 的 草本 和 灌木 植物 的 花粉 较 前 一 组 合 的 更 多 。 

前 面 已 提 及 ， 在 台湾 北部 中 中 新 统 石 底 组 最 上 部 的 孢 粉 组 合 中 ， 枫 香 粉 属 的 含量 高 

达 55% ， 其 他 还 有 扁 三 沟 粉 45% )、 DORM (8%). ZH (7%) 等 (Ling，1965)。 
台湾 中 北部 上 中 新 统 的 南庄 组 (Nanchuang Formation) 下 部 ( 即 等 于 Tungkeng 

Formation) 和 其 上 部 〈 即 等 于 Shangfuchi Formation) HAMA, BRHPAE 

统计 ， 但 所 含 成 分 和 当前 组 合 的 相像 ， 有 丰富 的 艺 属 和 枫 香 属 〈 近 30% ) 的 花粉 。 原 作 

者 (Canright, 1971) WA: 1) 更 属 花粉 在 Shangfuchi 砂岩 〈 接 近 上 中 新 统 顶部 ) 首 

次 明显 增加 ;2) 栅 香 属 和 泪 杉 属 在 台湾 中 北部 中 新 世 时 期 为 优势 分 子 。 

如 上 所 述 ， 本 组 合 的 特征 是 枫 香 粉 属 和 区 粉 属 的 数量 很 多 ， 这 和 台湾 中 北部 上 中 新 

统 孢 粉 组 合 可 以 比较 。 另 外 ， 本 组 合 中 的 三 沟 及 三 孔 沟 花粉 比 前 一 组 合 明 显 减 少 ， 而 

木 粉 属 却 有 一 定 增加 ， 这 显示 了 气候 向 温 凉 变化 的 趋势 。 因 此 ， 以 粗 肋 孢 属 和 枫 香 粉 属 

为 代表 的 孢 粉 组 合 是 属于 晚 中 新 世 ， 与 日 本 三 德 型 (Mitoku type) 植物 群 的 时 代 或 可 

对 比 ， 后 者 比 中 中 新 世 台 岛 型 植物 群 的 气候 要 凉 ， 时 代为 晚 中 新 世 。 

南 黄 海盆 地 水 茧 属 - 蒙 属 、 胡桃 属 孢 粉 组 合 的 上 部 以 水 蕨 属 的 含量 高 、 较 多 的 枫 香 

属 、 一 定量 的 草本 植物 (主要 为 划 科 、 旋 花 科 等 ) 及 较 少 的 松 科 等 特点 ( 郑 亚 惠 等 ，1981) 

与 当前 龙井 构造 这 一 组 合 大 体 可 以 比较 。 南 黄海 盆地 水 蕨 属 一 萎 属 、 胡 桃 属 组 合 的 时 代 

为 中 晚 中 新 世 ， 上 部 的 时 代 可 能 为 晚 中 新 世 ， 与 本 组 合 时 代 大 致 相当 。 

5. 蓝 粉 属 - 禾 本 粉 属 组 合 (The Persicarioipollis-Graminidites Assemblage) 



可 分 二 个 亚 组 合 ， 自 下 而 上 为 ; 

1) 蓝 粉 属 - 禾 本 粉 属 -网 面 多 孔 粉 属 亚 组 合 (The Persicarioipollis-Graminidites—Re- 

timultiporopollenites Subassemblage) 

分 布 于 三 潭 组 下 部 ， 其 各 类 型 的 百分数 为 : 

藻类 分 子 01.7% 

Comasphaeridium 0—0.8% Concentricystes 

Pediastrum 0—0.8% Psiloschizosporis 

BRAT 0.8—8.9% 

Lycopodiumsporites 0—1.9% Polypodiaceaesporites 

Pterisisporites 0—1.8% Polypodiisporites 

Magnasiriatites 0—5.4% 

裸子 植物 花粉 1.4—35.5% 

Tsugaepollenites 0—7.4% Taxodiaceaepollenites 

Abietineaepollenites + Ephedripites 

Pinuspollenites 0—12.2% Cedripites 

被 子 植物 花粉 61.2—98.1% 

Salixipollenites 0—6.7% Symplocoipollenites 

Juglanspollenites 1.4—10.0% Euphorbiacites 

Caryapollenites 0—9.7% Retimultiporopollenites 

Ainigollenites 0—5.0% Fupingopollenites 

Betulaceoipollenites 0—0.7% Liliacidites 

Betulaepollenites 0—3.3% Compositae 

Momipites — 0—2.9% Artemisiaepollis 

Faguspollenites 0—1.8% Umbelliferaepites 

Quercoidites 0.9—20.0% Tricol poropollenites 

Cupuliferoipollenites 0—1.9% Chenopcdipollis 

Ulmirollenites 3.3—22.4% Corsinipollenites 

Ulmoideipites 0—1.4% Graminidites 

Celtispollenites 0—0.9% Persicarioipollis 

Rhoipites 0—1.7% Ranunculacidites 

Meliaceoidites 0—1.7% Potamogetonacidites 

Aceripollenites 0—2.0% Sporotrapoidites 

Liguidambar pollenites 1.7—23.2% Ilexpollenites 

Tiliaepollenites 0—1.0% 

0—1.7% 

0—1.8% 

0.8—4.6% 

02.0% 

0—28.9% 

0—0.7% 

0—3.6% 

0—2.1% 

0—1.9% 

0—23.4% 

0—2.8% 

0—1.7% 

0—8.1% 

0—4.9% 

0—4.2% 

0—8.3% 

0—13.8% 

0—6.7% 

0.9—29.2% 

3.3—57.1% 

0—2.0% 

0—9.5% 

0—1.7% 

亚 组 合 的 特征 是 : 1) 草 本 植物 花粉 的 数量 大 增 ， 甚 至 超过 木 本 被 子 植物 花粉 。 草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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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EBZLAZ HWA, SHEA: 其 次 为 禾 本 粉 属 ， 还 有 菊 科 、 鸡 爪 勤 属 (? RBAS 

花粉 ; 2) 粗 肋 孢 属 的 数量 急剧 减少 ， 在 本 亚 组 合 的 下 部 尚 有 一 些 分 布 ， 问 上 则 为 零星 分 

布 ， 含 量 几 接近 单 颖 钨 类 ;3) 木 本 被 子 植物 中 ， 枫 香 粉 属 、 栎 粉 属 、 榆 粉 属 和 胡桃 粉 属 

RS, RAPESEED: 4) 蔡 粉 属 仅 零星 出 现 ; 5) 松 柏 类 中 ， 有 具 赛 花粉 的 数量 不 多 ， 

无 圳 的 分 子 占 一 定数 量 。 

本 亚 组 合 以 草本 植物 花粉 的 数量 超过 木 本 被 子 植 物 、 粗 肋 孢 急剧 减少 的 特征 与 前 述 

的 粗 肋 孢 属 -机 香 粉 属 组 合 容 易 区 别 。 组 合 具 如 此 不 同 的 特征 表明 了 两 者 的 地 质 时 代 应 

该 是 不 相同 的 。 

众所周知 ， 草 本 植物 自 中 新 世 中 晚期 有 了 较 明 显 发 展 后 ， 在 上 新 世 获 得 了 更 大 的 发 

展 ， 在 某 些 地 区 成 为 植被 的 主要 分 子 , 所 以 在 孢 粉 组 合 中 往往 占有 较 显 著 , 甚至 优势 位 置 

《JIokpoacKkag，1955; Krutzsch, 1957; Leopold，1969) 。 因 此 这 一 以 草本 植物 花粉 

占 优势 的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 无 疑 属于 上 新 世 。 

北半球 晚 第 三 纪 的 气候 ， 自 中 中 新 世 达 到 最 温暖 期 后 便 逐 渐变 凉 ， 直 至 上 新 世 晚 期 

至 第 四 纪 初 期 变 成 冰期 气候 。 所 以 上 新 世 晚 期 的 气候 比 早期 的 要 冷 得 多 。 当 前 讨论 的 亚 

组 合 ， 虽 然 草 本 植物 花粉 很 多 ， 但 木 本 的 被 子 植 物 花 粉 ， 如 机 香 粉 属 、 山 核桃 粉 属 及 其 

他 亚热带 分 子 还 占有 一 定 份量 ， 松 科 花 粉 含量 不 高 等 都 说 明 其 所 反映 的 气候 还 相当 温 

有 暖 ， 这 表明 它 的 时 代 要 比 晚 上 新 世 早 ， 属 于 早上 新 世 。 

ARBAB LHS Sw. 草本 植物 孢 粉 组 合 特征 为 : 1) 水 蕨 属 孢 子 已 明显 

减少 ， 并 问 上 继续 减少 而 至 消失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水 龙骨 科 的 孢子 ， 并 有 逐渐 增加 的 趋 

势 ;2) 松 科 花 粉 含量 不 高 ， 一 般 为 2.6---18.8%% ,以 松 属 为 主 ; 3) 被 子 植 物 的 温带 树种 主 

要 有 胡桃 科 、 榆 科 、 桦 科 和 山 毛 样 科 ， 亚 热带 成 员 还 有 朴 香 属 、 山 核桃 属 、 蜡 淤 花 属 

等 ， 偶 见 冬青 属 、 檀 香 属 和 木兰 属 等 个 别 分 子 ; 4) 草 本 植物 的 类 型 和 数量 均 大 大 增加 ， 

计 有 40 多 个 类 型 ， 含 量 为 32.5 一 60.0% ， 主 要 是 画 属 ， 划 属 、 旋 花 属 、 获 科 和 禾 本 科 等 

有 一 定 含量 ， 菊 科 花 粉 不 但 数量 增加 ， 而 且 出 现 许多 新 类 型 ( 郑 亚 惠 等 ，1981，42 页 )。 

这 些 特 征 和 当前 亚 组 合 是 完全 可 以 比较 的 ， 时 代 应 相当 ， 都 属于 上 新 世 。 

2) 获 粉 属 - 禾 本 粉 属 - 水 龙骨 单 终 孢 属 亚 组 合 (The Persicarioipollis-Graminidites- 

Polypodiaceaesporites Subassemblage) 

主要 分 布 在 三 漂 组 上 段 。 本 亚 组 合 分 布 广泛 ， 其 主要 属 种 百 分 含 量 为 : 

藻类 分 子 0 一 5.1% 

Hystrichosphaeridium 0—2.3% Foveoinaperturites 0—0.9% 

Granodiscus 0—0.8% Psiloschizosporis 0—1.9% 

蕨 类 孢子 14.7 一 235.7% 

Osmundacidites 0—8.3% Polypodiaceaesporites 2.6—20.0% 

Lygodiumsporites 0—0.9% Polypodiisporites 0—1.4% 

Pterisisporites 0—4.8% Polypodiaceoisporites ° 0—1.0% 

Deltoidospora 0—3.8% Gleicheniidites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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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astriatites 0—1.4% 

裸子 植物 花粉 9.1—32.4% 

Podocarpidites 0 一 1.0% Abietineaepollenites + Pinuspollenites 

Tsugaepollenites 0—1.4% 1.5—17.8% 

Piceaepollenites 0—1n9% Laricoidites 0—1.8% 

Cedripites 0—5.7% Taxodiaceaepollenites 0—10.1% 

Abiespollenites 0—1.4% Inaperturopollenites 0—3.7% 

Ephedripites 0—0.9% 

被 子 植物 花粉 ”49.5 一 68.2% 

Salixipollenites 0—3.9% Nyssapollenites 0—1.0% 

Juglanspollenites 0—5.0% Symplocoipollenites 0—0.9% 

Caryapollenites 0 一 3.8% Operculumpollis 0—0.9% 

Platycaryapollenites 0 二 500 Tiliaepollenites 0—0.9% 

Betulaceoipollenites 0—3.9% Liquidambar pollenites 1.5—10.1% 

Betulaepollenites 0—1.4% Ilexpollenites 0—8.3% 

Alnipollenites 0—10.0% Graminidites 1.4—14.9% 

Momipites 0.6—1.8% Retimultiporopollenites 0—1.9% 

Carpinipites 0—1.0% Persicarioipollis 2:2—16.5% 

Faguspollenites 0—0.8% Fupingopollenites 0—2.9% 

Quercoidites 1.7—12.4% Chenopodipollis 0—7.2% 

Cupuliferoipollenites 0—3.2% Ranunculacidites 0—2.8% 

Ulmipollenites 1.6—7.1% Tricol popollenites 0—0.6% 

Zelkovaepollenites 0—11.5% Tricol poropollenites 0—6.7% 

Celtispollenites 0—1.0% Umbelliferaepites 0—1.3% 

Rhoipites 0—0.8% Potamogetonacidites 0—0.7% 

Meliaceoidites 0—1.0% Compositae 0—2.2% 

本 亚 组 合 的 特征 和 前 一 亚 组 合 的 很 相似 ， 如 : 1) 草 本 植物 花粉 数量 超过 或 接近 木 本 

被 子 植物 的 ;2) 草 本 植物 中 主要 是 画 粉 属 、 禾 本 科 ， 还 有 蔡 科 和 菊 科 等 花粉 ;! 3) 狙 肋 匈 

零星 出 现 ; 4) 木 本 被 子 植物 仍 以 温带 成 分 为 主 ， 也 含 亚热带 分 子 ， 说 明 两 个 亚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 均 属 上 新 世 。 
但 当前 亚 组 合 与 前 一 亚 组 合 也 有 些 不 同 ， 如 : 1) 单 颖 孢 的 数量 明 显 增加 ，2) 松 科 

花粉 有 一 定 的 增加 ， 无 囊 的 松柏 类 花粉 也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增加 3) 木 本 被 子 植 物 的 榆 科 、 

胡桃 科 及 亚热带 一 些 分 子 的 花粉 数量 有 所 减少 ， 而 桦 科 花 粉 却 有 增加 4) 草木 植物 中 ， 

Bi. RAR EMEA BD, (LAA Hs 5) 在 其 最 上 部 出 现 管 球 菠 等 少数 
沟 鞭 菠 喜 孢 。 这 种 以 水 龙骨 单 颖 孢 占 显著 位 置 的 组 合 与 我 国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上 新 世 的 
Cupuliferoipollenites oviformis—Polypodiaceaesporites—Chenopodipollis microporatus 组 合 

20 



亦 多 少 可 以 比较 ， 虽 然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是 以 栗 粉 属 为 首要 分 子 ， 而 本 亚 组 合 则 以 栎 粉 属 

为 首要 分 子 ， 二 者 间 似 乎 有 些 差异 ， 但 这 种 差异 可 能 与 当地 的 植被 类 型 有 关 。 

考虑 到 含 本 亚 组 合 的 地 层 是 沉积 于 前 一 亚 组 合 之 上 ， 所 反映 的 气候 也 较 前 一 亚 组 合 

的 干 凉 些 ， 如 松 科 、 桦 科 和 获 科 花粉 的 增加 ， 所 以 它 的 时 代 属 于 晚上 新 世 的 可 能 性 很 

大 。 
6. 刺 甲 藻 属 -多 刺 薄 属 组 合 (The Spiniferites-Multispinula Assemblage) 

分 布 于 东海 群 底部 (或 包括 三 潭 组 顶部 ) ， 这 一 沟 凌 藻 及 疑 源 类 组 合 有 沟 鞭 菠 的 下 

列 各 种 类 : 
Spiniferitaceae 

Spiniferites bentori 

. bentori var. truncata 

cf. bulloides 

. cingulatus var. spinatus var. nov, 

. hyperacanthus 

cf. mirabilis 

cf. ramosus 

a unm uauea &@ & 

fe) Soe 

sp. 1 

. spv'2 

Lingulodiniaceae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L. machaerophorum subsp, filiforme 

L. machaerophorum subsp. megacanthus 

L. sp. 

Operculodinium giganteum 

O. israelianum 

Hystrichosphaeridaceae 

Hystrichosphaeridium sp. 1 

H.sp. 2 

Cleistosphaeridiaceae 

Cleistosphaeridium laxabaculum sp. nov. 

C. brevibaculus sp. nov. 

Florentiniaceae 

Callaiosphaeridium sp. 

Polysphaeridium zoharyi 

Areoligeraceae 

Cyclonephelium combibaculum sp. noy. 

C. 2? baculatum sp. noy. 

Lithodin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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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psoidictym? sp. 

Phthanoperidiniaceae 

Multispinula quanta 

M. sp. 

Palaeoperidiniaceae 

Aquadulcum? vermiculatum sp. nov. 

Pseudoceratiaceae 

Canningia sp. 

Ctenidodiniaceae 

Ctenidodinium sp. 

Gonyaulacystaceae 

Leptodinium sp. 

Apteodiniaceae 

Tectatodinium cf. pellitum 

£4 b@.i th 

Porspw 2 

疑 源 类 有 Leiosphaeridia ( 1 FHA 2 AERP), Dictyotidium ( 1 FP) Ff Baltisphaeri- 

dium (3 RE) |, 

另外 ， 本 组 合 还 包括 松 科 、 桦 科 及 草本 植物 的 一 些 花 粉 ， 但 不 占 重 要 位 置 。 

上 列 名 单 中 ，Sp 训 ijferites 有 9 种 之 多 ， 为 组 合 的 优势 分 子 ， 就 数 KA, Lingu- 
lodinium, Multispinula, Operculodinium 的 标本 较 多 。 除 Aquadulcwm 为 陆 相 淡水 环境 

(Harland &Sarjeant，1970，220 页 ) 外 ， 其 他 分 子 目前 只 有 海 相 记录 。 所 以 当前 藻类 

组 合 应 视 为 海 相 环境 的 产物 。 本 组 合 中 具 突 起 的 类 型 ， 其 突起 多 为 棒 刺 状 ， 宽 管状 的 分 

子 较 少 。 这 表明 了 当时 的 环境 可 能 不 很 平静 ， 不 适 于 具 大 管状 突起 的 囊 孢 存在 ， 进 一 步 

可 以 推测 这 一 营 类 组 合 当 时 是 处 于 近 岸 的 海洋 环境 。 

在 沟 鞭 藻类 中 ，Spiniferites bentori, S. mirabilis, S. hyperacanthus 分 布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及 美洲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 S. bentori var. truncata 产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区 第 

四 系 ; S. bulloideus 分 布 于 澳大利亚 的 始 新 统一 中 新 统 、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S. ramosus 

包括 许多 变种 ， 它 们 在 欧洲 等 地 的 下 白垩 统 至 第 四 系 有 分 布 。Stover 等 (1976) AHS. 

furcata 和 3. ramosus 是 同 物 异 名 ， 前 者 产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 岸 和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 $. 

cingulatus var. spinatus 昌 为 一 新 变种 ， 但 其 原 种 的 分 布 是 很 广泛 的 ， 如 欧洲 和 澳 大 利 

亚 的 下 白垩 统一 更 新 统 ， 所 以 这 一 新 变种 代表 较 新 的 时 代 是 完全 有 可 能 的 。 另 外 ，S. 

bentori, S. mirabilis, S. ramosus, S. spp. 的 囊 孢 在 大 西洋 及 其 邻近 海域 的 现代 表层 

中 也 有 分 布 (Harland，1983)， 可 见 它 们 的 时 代 之 新 。 

据 Williams & Bujak (1977), Polysphaeridium zoharyi 的 地 质 历程 是 很 长 的 ， 从 

始 新 世 直 至 更 新 世 ， 但 不 同 地 区 的 分 布 不 尽 相 同 ， 如 在 大 西洋 地 区 时 代为 始 新 世 至 更 新 

世 ， 在 Scotian Shelf 地 区 为 晚 始 新 世 至 早上 新 世 ， 在 Grand Banks 地 区 为 中 始 新 世 

至 渐 新 世 ， 目 前 在 大 西洋 表层 中 也 可 找到 。 工 识 8ulodiniurm machaerophorum 在 大 西洋 地 

22 



区 时 代 分 布 和 上 种 相同 ， 并 在 大 西洋 表层 中 也 找到 过 ， 但 在 Scotian Shelf, Grand 

Banks，Labrador 地 区 中 新 世 之 后 都 未 发 现 。 上 述 两 种 在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 原 定 再 ystr 记 

chosphaeridium zoharyi) 和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也 有 分 布 。 比 外 ，Lingu1odiniuma machae- 

rophorum subsp. filiforme 和 megacanthus, Operculodinium israelianum 诸 种 曾 出 现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第 四 系 ; Operculodinium giganteum, Tectatodinium pellitum, Lep- 

todinium sphaericum 均 为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的 产物 。O. israelianum, T. pellitum, 

Impagidinium (Leptodinium) sphaericum 也 在 大 西洋 及 其 邻近 海域 的 表层 中 找到 过 

(Harland, 1983)。 

这 就 不 难看 出 ， 虽 然 这 一 营 类 组 合 的 成 分 还 比较 复杂 ， 但 其 中 鉴定 有 种 名 的 分 子 多 

数 都 在 世界 各 地 的 第 四 纪 地 层 中 有 分 布 。 为 了 慎重 起 见 ， 当 前 研究 的 一 些 标 本 被 定 为 

比较 种 ， 但 从 总 体 上 判断 属于 第 四 纪 的 可 能 性 是 很 大 的 。 尤 其 Multispinuia quanta 

( = Protoperidinium conicum) (Harland，1982，384 页 ) 目前 仅 分 布 于 Moods's Hole, 

Massachusetts, Jamaica 海 、 阿 拉 伯 海 和 加 勤 比 海区 ， 以 及 英国 岛屿 周围 的 现代 海域 

(Bradford，1975，3070 页 )。 而 Aquadulcum 也 是 澳大利亚 陆 相 第 四 系 的 属 。 因 此 ， 当 

前 组 合 时 代 属 于 第 四 纪 是 完全 可 能 的 。 

和 当前 组 合 可 以 对 比 的 有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 加 勤 比 海区 等 第 四 系 的 营 类 组 合 。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Israel) 第 四 纪 菠 类 组 合 与 当前 组 合 相同 的 属 种 有 : Spiniferites bentori, S. 

bentori var. truncata, S. mirabilis, S. ramosus (=S. furcatus) PS cingulatus, 

Polysphaeridium zoharyi (JR Hystrichosphaeridium zoharyi) , Lingulodinium ma- 

chaerophorum (Ji 73 Baltisphaeridium machaerophorum), L. machaerophorum subsp. 

megacanthum 和 filiforme, Operculodinium israelianum ( 原 为 Baltisphaeridium israelia- 

num), Tectatodinium cf. pellitum (JR Leiosphaeridia serobiculats) , Hystrichosph- 

aeridium sp. 等 12 属 种 ( 见 Rossignol,1964)。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纪 藻 类 由 Wall(1967) 研 

究 , 和 当前 组 合 相同 的 属 种 有 : Spiniferites furcatus (=S.ramosus), S. hyperacanthus, 

S. bulloideus, S. bentori, S. mirabilis, Leptodinium sphaericum,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Polysphaeridium 〈 原 为 Hemicystodinium) zoharyi, Operculodinium 

israelianum, O. giganteum, Tectatodinium pellitum 等 11 种 。 尽 管 我 们 的 标本 有 些 被 

定 为 比较 种 ， 但 龙井 地 区 藻类 组 合 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和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纪 菠 类 组 合 如 此 

相似 ， 仍 可 证 明 当 前 组 合 的 时 代 属 第 四 纪 ， 并 为 海 相 环境 。 

日 本 姑 州 西部 发 现 有 第 四 纪 营 类 化 石 (Takahashi，1971)， 这 一 藻类 组 合 较 简 单 ， 

和 当前 组 合 相 同 的 分 子 仅 有 Spiniferites ramosus, Polysphaeridium 〈 原 为 Hemicysto- 

dinium) zoharyi 两 种 ; 可 作对 比 的 有 Hystrichosphaeridium sp., Baltisphaeridium sp.; 

此 处 还 有 百 ystricpnospphaeridirm cf. ferox, H. cf. tiara, Hystrichokibotium sp。 和 疑 

源 类 的 一 些 分 子 。 这 一 较 小 的 藻类 组 合 表 明了 生活 环境 可 能 更 靠近 陆地 ,或 为 洗 湖 相 。 日 
本 本 州 中 部 中 新 统 Fujiwara 群 的 藻类 化 石 是 比较 丰富 的 (Kazumi Matsuoka, 1974), 

和 当前 组 合 可 以 对 比 或 相同 的 分 子 有 : ~Hystrichosphaeridium sp. , Lingulodinium ma- 

chaerophorum, Operculodinium sp., Spiniferites mirabilis, S. ramosus, Tectatodinium 

sp. 等 。 日 本 组 合 中 的 Areoligera, Achomosphaera, Cannosphaeropsis, Cordasphaeri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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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strichokolpoma 以 及 Diphyes 等 在 本 组 合 中 未 发 现 ， 而 这 些 分 子 在 第 三 纪 的 藻类 组 合 

中 一 般 都 有 分 布 。 因 此 本 组 合 的 藻类 和 日 本 中 新 统 的 还 有 较 大 的 区 别 。 这 种 区 别 也 可 以 

用 来 证 明 当 前 组 合 的 时 代 属 于 第 四 纪 ， 而 属于 第 三 纪 的 可 能 性 较 小 。 
7. 水 龙骨 单 缝 孢 属 - 杉 科 - 菊 科 组 合 (The Polypodiaceaesporites-Taxodiaceae- 

Compositae Assemblage) 

分 布 于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组 合 主要 成 分 百 分 含 量 为 ， 

Concentricystes 

Comasphaeridium 

Sphagnumsporites 

Lycopodiumsporites 

Pterisisporites 

Gleicheniidites 

Podocar pidites 

Tsugaepollenites 

Abiespollenites 

Piceaepllenites 

Keteleeriaepollenites 

Cedripites 

Quercoidites 

Cupuliferoipollenites 

Faguspollenites 

Juglanspollenites 

Caryapollenites 

Pterocaryapollenites 

Betulaceoipollenites 

Alnipollenites 

Ilexpollenites 

Symplocoipollenites 

Liquidambar pollenites 

Chenopodipo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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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 分 子 0—28.8% 

0—1.0% 

0—28.8% 

Foveoinaperturites 

蕨 类 孢子 5.8—54.8% 

0—1.0% 

0—1.0% 

0—1.9% 

0—1.1% 

Osmundacidites 

Deltoidospora 

Polypodiaceaesporites 

裸子 植物 花粉 11.3—53.3% 

0—2.2% 

0—2.5% 

0—2.8% 

0—2.9% 

0—0.8% 

0—1.3% 

0—0.6% 

0—1.3% 

0—29.8% 

4.3—27.9% 

Abietineaepollenites + Pinuspollenites 

Laricoidites 

Taxodiaceaepollenites 

Inaperturopollenites 

Ephedripites 

被 子 植物 花粉 22.1—74.6% 

3.0—17.4% Carpinipites 

0—6.0% 

0—1.8% 

0—5.8% 

0—0.6% 

0—4.1% 

0—3.6% 

0—13.8% 

0—0.7% 

0—1.2% 

0—6.7% 

Momipites 

Ostryoipollenites 

Ulmipollenites 

Celtispollenites 

Salixipollenites 

Tiliaepollenites 

Elaeangnacites 

Potamogetonacidites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Cyperaceaepollis 

0.5—13.7% Artemisiaepollenites 

2.5—28.3% 

0—0.9% 

0—9.3% 

0—21.7% 

0—1.0% 

0—3.5% 

0—8.3% 

0—1.8% 

0.6—9.9% 

0—3.6% 

0—8.5% 

0—1.8% 

0—0.8% 

0—4.9% 

0—1.4% 

0—1.9% 

0.8—17.0% 



Liliacidites 0—5.7% Compositae 0 一 6.1% 

Persicarioipollis 0—2.9% Graminidites 0—5.3% 

本 组 合 与 第 5 4A BY BOR ARAN 7k JE EUR AA AES HH 1 之 处 ， 

如 : 1) 钨 子 中 以 单 颖 孢 为 主 ， 粗 肋 孢 消失 ，2) 松 柏 类 中 ， 松 科 和 无 口 器 粉 属 花 粉 含量 较 

高 ;3) 木 本 被 子 植 物 中 , 除 枫 香 粉 属 和 山 核桃 粉 属 有 一 定数 量 或 偶 有 出 现 外 ,其 他 全 是 榆 

A. HERS RR MOF; OFA SEM, ERB CS 

Aa SR) PRATER s 5) RPL—-LESE VRE De Ty ERE LA o 

本 组 合 和 第 5 组合 上 部 亚 组 合 的 区 别 主 要 有 : DAF PREAAAES, LHMM 

凤 尾 蕨 属 、 铁 线 蕨 属 和 蕨 属 等 有 关 的 三 颖 孢子 ， 类 型 多 样 ;2) 木 本 植物 中 ， 松 科 、 杉 科 

或 柏 科 和 桦 科 花粉 有 较 多 增加 ，3) 草 本 植物 中 ， 划 粉 属 和 禾 本 粉 属 的 数量 均 明 显 减 少 ， 

获 科 和 菊 科 花粉 占 显 著 位 置 ; 4 ) 疑 源 类 和 沟 鞭 藻类 经 常 出 现 。 

另外 ， 和 本 组 合 可 以 比较 的 孢 粉 组 合 有 江苏 及 南 黄海 盆地 的 东台 群 ， 其 特征 为 : 

1) 水 蕨 属 孢 子 完全 消失 ， 而 水 龙骨 科 和 三 叉 茧 科 等 的 单 缝 钨 却 有 所 增加 2) 松 科 花 粉 有 

所 增加 ， 含 量 为 8. 7 一 26.6%， 冷杉 属 和 云 杉 属 的 数量 虽 少 , 但 连 继 出 现 ; 3) 阔叶树 种 中 

有 一 定量 的 桦 科 、 碗 斗 科 ( 即 山 毛 样 科 ) 和 榆 科 等 花粉 ， 还 有 一 些 热 带 、 亚 热带 成 员 ， 如 

枫 香 属 等 ，4) 草 本 植物 比 前 有 所 减少 ， 占 22.9 一 39.4% ， 其 中 水 生 或 湿 生 草本 植物 花粉 
已 显著 减少 或 完全 消失 ， 区 属 花粉 只 个 别 出 现 ， 喜 干旱 和 耐 盐 碱 的 草本 植物 ， 如 殴 属 、 

菊 科 和 获 科 等 花粉 含量 有 所 增加 〈 郑 亚 惠 等 ，1981，43 页 ) 。 当 前 组 合 与 东台 群 组 合 很 

相近 ， 时 代 应 同属 第 四 纪 ， 并 有 同属 于 更 新 世 的 可 能 。 

总 之 ， 龙 井 构 造 带 的 新 生 界 包括 了 自 上 始 新 统 至 第 四 系 的 各 组 地 层 ; 从 孢 粉 组 合 来 

看 ， 渐 新 世 末 期 的 特征 不 很 明显 ， 是 否 存在 一 短期 的 沉积 间断 ， 这 个 问题 还 需 结 合 其 他 

手段 进行 深入 研究 方 能 解决 。 

三 、 植 物 群 及 其 自然 地 理 概 况 

本 节 根 据 各 孢 粉 组 合 的 特征 ， 对 有 关 植 物 群 、 古 气候 、 古 环境 及 其 生 油 等 问题 提出 
一 些 探讨 意见 。 

(—) 古 植 被 和 古 气 候 

1. 星 第 三 纪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属于 早 第 三 纪 的 孢 粉 组 合 有 栎 粉 属 -网 面 三 沟 粉 -三 辩 粉 属 组 合 。 

粉 属 与 现代 栎 属 等 有 关系 。 此 属 植物 有 常 绿 和 落叶 两 类 ,从 其 化 石花 粉 形态 来 看 , 属于 常 

绿 类 型 的 数量 较 多 。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涉及 的 现代 植物 较 广 ， 主 要 为 金 缕 梅 科 等 ， 多 为 落叶 

成 分 。 三 辩 粉 属 的 亲缘 关系 不 明 。 从 其 三 沟 的 特征 来 看 ， 属 于 落叶 树种 的 可 能 性 较 大 。 

还 有 与 桦 科 、 胡 桃 科 和 榆 科 以 及 枫 香 属 等 有 关 的 分 子 ， 除 后 一 属 植物 目前 在 我 国 分 布 于 

长 江 流域 以 南 ， 其 余 的 在 亚热带 至 温带 地 区 都 有 广泛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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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组 合 的 松柏 类 为 松 科 和 落 羽 杉 科 ， 前 者 主要 是 和 松 属 有 关 的 分 子 ， 目 前 广 布 于 北 
半球 各 气候 带 ， 后 一 科 多 为 亚热带 的 代表 。 特 别 要 提 到 的 是 目前 在 我 国 长 江 流域 及 其 以 
南 地 区 广泛 分 布 的 水 茧 属 的 孢子 和 次 属 的 花粉 在 本 组 合 也 有 出 现 ， 但 数量 不 很 多 。 其 他 
草本 类 型 零星 见 到 ， 似 乎 在 植被 中 没有 多 大 意义 。 

我 们 推 想 ， 早 第 三 纪 时 龙井 构造 带 生 长 了 以 落叶 树种 为 主 ， 挫 杂 常 绿 植物 的 阔 叶 莹 

林 或 林 块 植被 。 这 样 的 植被 类 型 可 能 反映 了 较 干 旱 的 亚热带 气候 。 
早 第 三 纪 时 ， 我 国 的 植物 地 理 区 大 体 上 分 为 北方 区 、 中 部 区 和 南方 区 三 区 ， 而 龙井 

构造 带 正好 处 于 中 部 区 。 此 区 孢 粉 组 合 的 特征 是 :一 方面 有 丰富 的 山 毛 样 科 、 答 科 、 赤 
桃 科 和 桦 科 的 分 子 ， 与 北方 区 的 颇 相 似 ， 另 一 方面 含有 较 多 的 亚热带 分 子 ， 码 与 南方 区 
接近 ， 些 外 还 有 许多 杉 科 和 柏 科 花粉 。 就 整体 而 言 ， 渐 新 世 时 我 国 中 部 区 的 气候 属于 暖 
温带 一 亚热带 型 ， 早 中 期 尚 较 湿 润 ， 至 晚期 渐 转 干 旱 〈 宋 之 琛 等 ，1983，172 一 173 页 ) 
龙井 构造 带 孢 粉 组 合成 分 单调 和 数量 不 很 丰富 的 事实 ， 表 明 目 前 东海 地 区 在 时 第 三 纪 晚 
期 时 气候 仍然 是 比较 干旱 的 ， 和 始 新 世 时 期 的 气候 有 些 相 象 。 

2. 中 新 世 
龙井 构造 带 的 玖 粉 组 合 有 早期 的 松 科 - 萎 粉 属 组 合 ， 中 期 的 芸香 粉 属 -三 沟 粉 属 - 扁 

三 沟 粉 属 组 合 和 了 晚期 的 粗 肋 孢 属 - 枫 香 粉 属 组 合 。 虽 然 各 孢 粉 组 合成 分 的 百 分 含 量 有 所 
不 同 ， 但 其 成 分 多 数 是 相同 的 。 

这 三 个 钨 粉 组 合成 分 的 母体 植物 目前 分 布 于 亚热带 一 热带 ( 即 长 江 流 域 以 南 ) 的 
A: 水 蕨 属 ( 粗 肋 孢 属 ) ， 杉 科 (无 口 器 粉 属 和 杉 粉 属 ) ， 杨 梅 属 〈 杨梅 粉 属 ) WP 
科 的 山 核桃 属 〈 山 核桃 粉 属 ) 、 枫 杨 属 〈 极 杨 粉 属 ) ， 山 龙眼 科 〈 山 龙 眼 粉 属 ? >, AR 
兰 属 (木兰 粉 属 ) ， 海 桐 花 属 〈 三 孔 沟 粉 属 ) ， 金 继 梅 科 〈 扁 三 沟 粉 属 ，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 
板 香 属 ( 枫 香 粉 属 ) ， 栋 科 ( 栋 粉 属 ) ， 栗 亚 科 〔( 栗 粉 属 ) ， 冬 青 属 (冬青 粉 属 ) ， 桃 
金 娘 科 〈 桃 金 娘 粉 属 、 高 腾 粉 属 ? ) ， 昆 栏 树 属 ( 具 盖 粉 属 ) ， 山 茱 英 科 ( 山 匠 莫 粉 属 )， 
ABE (ABBR. OBB) RC BHR), ESRC 蔡 香 粉 属 ) ， 豆 科 〈 三 孔 沟 粉 
属 、 网 面 三 孔 沟 粉 、 边 沟 孔 粉 属 等 ) 等 。 分 布 于 温带 和 咀 温 带 或 广泛 分 布 的 主要 有 : 山 
RAMEE CBR). WER CUE), ， 榆 科 的 榆 属 ( 榆 粉 属 ) 、 样 属 〈 梯 
粉 属 》 和 朴 属 〈 扑 粉 属 ) ， 胡 桃 科 的 胡桃 属 ( 胡 桃 粉 属 ) ， 桦 科 的 桦 属 ( HERS DLE 
BB). AUR CHR) . RR CRUE). DR CPR) ) ， 根 科 的 根 属 (要 
HB), BEE BEBB), BAN ( 忍冬 粉 属 ) ， 杨 柳 科 的 柳 属 〈 柳 粉 属 ) 以 及 许 
多 草本 植物 ， 如 川 续 断 科 Cs be), BH CMR), WAC MH KH 
BE), BE GHB) ATE (石竹 粉 属 ) , 禾 本 科 〈 禾 本 粉 属 ) MMP ( 落 草 粉 属 ) 
等 

上 面 到 举 的 植物 ， 尤 其 是 木 本 植物 大 多 是 目前 长 江 中 下 游 南 部 地 区 常见 的 树种 。 总 
的 看 来 ， 中 新 世 时 龙井 构造 带 植被 是 以 落叶 树种 为 主 ， 挨 杂 常 绿 分 子 的 阔 叶 林 。 在 其 林 
FP RMA, KBR. OER RR, KW, BEL RAB 
以 及 柳 叶 菜 科 植物 成 从 生长 。 这 样 的 植被 所 反映 的 气候 特征 与 目前 长 江 中 下 游 南岸 江 、 
浙 、 院 、 闵 和 韶 等 地 的 大 体 相 当 ， 气 候 为 中 亚热带 一 南亚 热带 型 。 

早 中 新 世 时 ， 北 半球 气候 总 的 来 说 比 中 中 新 世 时 期 凉 些 ， 所 以 在 研究 区 内 松 科 植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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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较为 广泛 ， 在 植被 中 占有 较 重 要 位 置 。 此 时 当地 植被 可 能 已 出 现 垂直 分 带 现象 ， 其 

地 带 性 植被 为 常 绿 树 种 较 多 的 阔 叶 林 ,其 上 为 桦 科 和 松 科 等 为 主 的 混交 林 。 中 中 新 世 时 ， 

北半球 的 气候 进一步 变 暖 (主要 受 暖 流 影响 )， 松 科 及 桦 科 等 植物 分 布 面积 缩小 ， 喜 温暖 

的 被 子 植 物 获得 了 晚 第 三 纪 时 期 最 广泛 的 发 展 ， 在 本 区 形成 常 绿 和 落叶 的 阔 叶 混交 人 林 ， 

垂直 分 带 现 象 不 明显 ， 气 候 当 为 南亚 热带 型 。 晚 中 新 世 时 的 植被 与 中 中 新 世 的 并 无 明显 

的 变化 ， 只 是 喜 暖 树种 有 所 减少 ， 草 原 植物 有 所 增加 ， 其 气候 特征 应 该 大 体 相 像 ， 或 略 

龙井 构造 带 在 中 新 世 时 ， 正 好 处 于 我 国 东部 季风 区 阀 叶 植物 区 系 南 部 南亚 热带 一 热 

带 植物 省 北 缘 , 因 此 植物 群 中 含 中 部 暖 温 带 及 亚热带 植物 省 的 成 分 还 很 多 , 这 些 成 分 主要 

为 楷 科 、 胡 桃 科 及 山 毛 样 科 ( 多 为 落叶 分 子 ) 等 。 中 部 暖 温带 及 亚热带 植物 省 的 代表 植物 

群 如 山 旺 植物 群 的 孢 粉 组 合 以 胡 属 、 栎 属 、 榆 属 和 山 核桃 属 为 被 子 植物 的 主体 ， 除 后 一 

属 目前 只 限于 亚热带 外 ， 其 他 三 属 均 为 温带 及 亚热带 广泛 分 布 的 分 子 。 龙 井 构造 带 中 新 

世 的 孢 粉 组 合 ， 被 子 植物 中 占 优 势 的 为 芸香 科 、 枫 香 科 、 金 缕 梅 科 、 栎 属 、 榆 属 和 胡桃 

科 等 木 本 植物 ， 因 此 与 山 旺 的 孢 粉 组 合 在 成 分 上 有 所 不 同 。 南 黄海 盆地 同时 期 的 孢 粉 组 

合 ， 被 子 植物 的 成 分 也 是 以 胡桃 科 、 桦 科 、 山 毛 样 科 和 榆 科 的 数量 为 多 ， 明 确 表明 了 和 

山 旺 植物 群 相 近 的 程度 大 大 超过 了 与 龙井 构造 带 的 组 合 ， 同 属于 中 部 暖 温 带 及 亚热带 植 

物 省 。 我 国 东部 季风 区 冰 叶 植物 区 系 的 中 部 暖 温 带 及 亚热带 植物 省 与 南部 南亚 热带 及 热 

带 植物 省 的 界限 正好 处 于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江 流 回 的 一 致 方向 上 ， 而 山 旺 及 南 黄海 盆地 与 

龙井 构造 带 各 处 于 不 同 的 植物 省 内 ， 所 以 孢 粉 组 合 的 主要 成 分 〈 被 子 植物 ) 自然 有 所 不 

同 。 

3. 上 新 世 

属于 这 一 时 期 的 孢 粉 组 合 为 艺 粉 属 - 禾 本 粉 属 组 合 (包括 两 个 亚 组 合 ) 。 这 个 组 合 的 

特征 是 草本 植物 花粉 在 数量 上 超过 了 木 本 被 子 植物 ,表示 了 草本 植物 的 进一步 发 展 , 并 在 

植被 中 起 着 重要 作用 。 草 本 植物 成 分 为 蓝 属 、 禾 本 科 、 旋 花 科 、 蔡 和 科 和 菊 科 等 以 及 水 生 分 

子 等 。 木 本 植物 主要 为 枫 香 属 、 栎 属 、. 榆 科 、 桦 科 以 及 冬青 属 ， 鸡 爪 勤 属 等 ， 显 示 当 地 的 

植被 可 能 是 落叶 阅 叶 林 一 草原 型 。 由 于 组 合 中 有 枫 香 属 、 冬 青 属 、 鸡 爪 勒 属 和 山 核桃 属 等 

目前 分 布 于 亚热带 地 区 的 分 子 ， 所 以 上 新 世 时 龙井 构造 带 的 气候 也 应 该 属 亚热带 ， 接 近 

北 亚热带 型 ， 中 新 世 时 十 分 发 育 的 水 蕨 属 孢 子 和 蔡 属 花粉 在 上 新 世 时 很 少见 到 ， 这 除了 

生态 环境 的 变化 外 ， 和 气候 的 变 凉 也 是 有 关系 的 ， 因 为 本 区 上 新 世 的 气候 比 中 新 世 的 凉 

些 。 另 外 ， 上 新 世 的 草原 植物 中 ， 获 科 和 菊 科 数量 都 有 不 同 程度 的 增加 ， 多 少 显 示 了 气 

候 干 旱 及 地 区 盐 碱 化 的 现象 。 总 之 ,上 新 世 龙 井 构造 带 生 长 了 落叶 阅 叶 林 一 草原 型 植被 ， 

气候 为 略 带 于 旱 的 北 亚 热带 型 ， 局 部 地 区 显示 盐 碱 化 。 

4. 第 四 纪 

此 时 期 的 组 合 有 刺 甲 藻 属 -多 刺 营 属 组 合 及 水 龙骨 单 缝 孢 属 - 杉 科 - 菊 科 组 合 。 前 一 

组 合 为 海 相 产物 ， 说 明 龙 井 构 造 带 于 第 四 纪 初 期 为 海水 所 覆盖 。 后 一 组 合 中 ， 草 本 植物 

仍然 很 多 ， 其 中 主要 是 喜 盐 碱 的 植物 ,如 菊 科 、 蔡 科 以 及 禾 本 科 等 , 晚 第 三 纪 时 的 很 多 厚 

属 此 时 则 大 大 减少 。 木 本 被 子 植物 中 仍 有 栎 属 、 桦 科 ( 机 木 属 较 多 )、 胡 桃 科 〈 胡桃 属 、 

枫 杨 属 等 ) 、 榆 科 和 枫 香 属 等 成 分 ， 有 些 并 占有 一 定位 置 。 松 柏 类 的 松 科 以 松 属 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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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有 铁 杉 属 、 云 杉 属 、 冷 杉 属 等 树种 。 因 此 ， 这 样 类 型 的 孢 粉 组 合 似乎 代表 了 草原 一 阔 

叶 沙 叶 林 块 或 针 闪 时 混 交 林 类 型 植被 ， 气 候 可 能 为 北 亚 热带 型 ， 自 然 地 理 概况 与 目前 我 

国 江苏 、 浙 江 沿海 地 区 的 情况 有 些 相似 。 由 于 第 四 纪 的 海 侵 ， 龙 井 构 造 带 在 更 新 世 时 似 

乎 处 于 近海 岸 区 ， 因 此 喜 盐 碱 植物 较为 发 育 。 

《二 ) 古 环境 及 其 生 油 关系 

石油 的 有 机 生成 已 为 科学 实践 所 证 明 ， 并 为 多 数学 者 所 接受 。 要 形成 石油 就 必须 要 

有 丰 刘 的 油 源 物质 以 及 促使 这 些 物质 转化 为 油 母 质 而 又 不 被 氧化 的 有 利 环境 。 本 节 只 从 

有 机 质 的 聚集 方面 探讨 生 油 岩 系 在 本 区 能 否 生 成 的 情况 。 

早 第 三 纪 时 ， 龙 井 构 造 带 为 阔 叶 芯 林 或 林 块 植被 ， 产 生 的 有 机 质 不 很 丰富 ， 在 陆 相 

湖泊 沉 积 中 即使 能 够 全 部 聚集 ， 数 量 也 不 可 能 很 多 ;再 加 上 气候 比较 干 热 ， 有 机 质 易于 

氧化 ， 因 此 ， 此 时 期 的 油 源 物质 并 不 十 分 充分 。 此 时 期 的 有 机 物 〈 包 括 孢 粉 ) 多 为 深 棕 

色 一 标 黑 色 ， 成 熟 度 较 高 ， 不 适 于 石油 的 形成 ， 至 多 只 能 形成 气田 。 但 在 晚 始 新 世 一 早 

渐 新 世 时 期 ， 由 于 半 咸 水 甚至 海 相 沟 鞭 藻 化 石 的 出 现 ， 表 明了 龙井 构造 带 的 近海 盆地 的 

特征 ， 海 水 侵入 会 带 来 丰富 的 浮游 生物 ， 只 要 有 适宜 的 沉积 环境 ， 都 能 促使 油 母 质 的 形 

成 。 因 此 ， 这 一 时 期 的 沉积 ， 有 可 能 形成 生 油 岩 系 。 

中 新 世 时 ， 龙 井 构造 带 为 陆 盆 环 境 ， 离 海区 可 能 较 远 ， 所 以 孢 粉 组 合 中 几 无 海 相 分 

子 的 痕迹 。 当 时 的 植被 为 阀 叶 林 类 型 ， 植 物 生 长 茂盛， 可 以 产生 大 量 的 有 机 质 ， 在 湖 盆 

中 充填 以 水 蕨 属 和 萎 属 为 主 的 水 生 植 物 ， 所 产生 的 有 机 质 及 搬运 来 的 有 机 质 均 可 良好 

地 保存 于 湖 盆 中 而 不 被 氧化 ， 便 逐步 转化 为 油 母 质 。 这 一 时 期 沉积 中 的 有 机 质 〈 包 括 抱 

i) 的 颜色 多 为 标 黄色 ， 成 熟 度 适 当 ， 所 以 有 可 能 形成 油 母 岩 系 。 

上 新 世 时 ， 由 于 植被 类 型 转变 为 草原 为 主 的 景观 ， 和 森林 可 能 在 环境 较 适 宜 的 局 部 湿 

润 地 区 生长 。 这 时 期 有 机 质 的 产量 是 远 不 如 中 新 世 时 期 的 。 再 加 草原 的 扩展 ， 广 大 地 区 

内 缺乏 有 机 质 聚 集 和 转化 的 良好 环境 ， 只 能 在 局 部 地 区 聚集 较 多 的 有 机 质 ， 为 转化 成 油 

母 岩 准 备 条 件 。 此 时 期 的 孢 粉 化 石 多 为 黄色 ， 成 熟 度 相对 较 差 。 但 从 有 机 质 转化 为 油 母 

质 的 角度 来 看 ， 草 本 的 有 机 质 可 能 往往 优 于 树干 等 有 机 质 ， 所 以 此 时 期 的 沉积 物 也 有 形 

成 油 母 岩 系 的 可 能 。 

第 四 纪 初 期 ， 龙 井 构造 带 一度 被 海水 淹没 ， 浮 游 生物 在 当地 有 大 量 的 发 展 和 保存 ; 

其 后 ， 在 钨 粉 组 合 中 常 有 沟 鞭 藻 圳 孢 发 现 ， 表 明 龙 井 构造 带 离 海区 不 远 ， 浮 游 生 物 随时 

可 随 海 水 侵入 本 区 。 所 以 本 区 可 有 丰富 的 油 源 物 质 ， 但 因 成 熟 度 极 差 ， 生 成 油 母 岩 系 的 

可 能 性 较 小 。 

总 之 ,根据 孢 粉 学 研究 ,东海 龙井 构造 带 最 适 于 形成 油 母 岩 者 为 中 新 统 ; 上 始 新 统一 

下 渐 新 统 和 上 新 统 在 局 部 也 有 形成 油 母 岩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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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apie 

(— ) 省 类 Algae 

I 、 沟 凌 藻 类 Dinoflagellates 

阿 普 第 藻 科 Apteodiniaceae 

盖 薄 属 Tectatodinium Wall, 1967 

{xR Tectatodinium pellitum Wall 

属 征 ”球形 至 孵 形 的 沟 效 藻 囊 孢 ， 无 项 、 尾 或 其 它 类 型 突起 。 壳 壁 两 层 CKRVURE 

居 花 粉 ) ， 外 壁 比 内 壁 厚 ， 欠 紧密 或 均 质 。 壳 体 由 失去 一 块 板 片 而 形成 的 大 的 前 萎 古 口 

HD. Bit RR. | 

村 属 以 具 背 部 的 大 的 前 历 古 口 为 特征 ,与 具 复合 前 腰 古 口 的 舌 藻 属 (Lingulodinium) 

和 上 元 古 口 的 口 盖 藻 属 ( Operculodinium ) 都 不 同 ， 虽 然 三 属 均 可 具 棒 刺 状 突起 。 

BS #3 Tectatodinium pellitum Wall 

《图 版 6 ， 图 4，5; 图 版 12， 图 9 ) 

1967 Tectatodinium pellitum, Wall, 113%, FAW16, Bll, 12. 

TRE RABE, A-BAT O, OME. CRT RR. 5 

REPS, SHER, AMAR PERS, ME SPR ee, (Acie, FMLR 

瑞 为 早 粒 状 ， 局 部 为 细 网 状 。 充 体 直径 约 为 50um， 壳 壁 和 刺 棒 为 2 一 3Um。 

当前 标本 的 外 壁 并 未 形成 海绵 状 ， 和 本 种 模式 标本 有 差异 。 本 种 在 加 勤 比 海区 和 中 
东 地 中 海区 第 四 系 均 有 出 现 。 在 后 一 地 区 称 为 Leiospjaeridia scrobiculata (Rossignol, 

1964,92 页 ， 图 版 ?3， 图 19 )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ERR Areoligeraceae 

RRS Cyclonephelium Deflandre & Cookson, 

1955 emend, Williams & Downie, 1966 

本 属 以 纹饰 限于 壳 体 的 周边 带 为 特征 ， 有 时 也 具 膜 ， 但 不 像 膜 突 菠 属 ( Membrani- 

larnacia) 的 包围 这 体 ， 而 只 处 于 壳 体 赤道 附近 , 因此 有 些 突起 可 以 超出 膜 的 界限 。 坎 氏 

WR C Canningia ) 以 退化 的 纹饰 ， 在 其 腹 背 中 部 几 无 纹饰 和 显 多 边 形 轮 RANT 于 此 

属 。 

KE BARS ( 新 种 ) Cyclonephelium combibaculum Song sp. nov. 

〈 图 版 6， 图 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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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体 轮廓 不 规则 三 角形 ， 一 角 部 具 一 破裂 ， 或 为 顶 古 口 之 位 置 。 壳 壁 两 层 ， 内 壁 较 

均匀 ， 外 壁 形成 得 管状 突起 ， 在 未 道 附 近 密 集 排列 ， 部 分 相连 形成 如 赤道 梳 状 ， 其 它 部 

位 的 管状 突起 散布 。 突 起 窜 而 和 得， 空心， 末端 开张 ， 如 孔洞。 壳 体 表面 还 具 显 粒状 纹 

饰 。 壳 体 大 小 35 一 40km， 突 起 一 般 长 2 一 3 um， 个 草 长 达 5um。 

本 新 种 以 突起 得 而 窗 ， 空 心 ， 在 赤道 附近 密 排 呈 赤 道 梳 状 为 特征 ， 尚 无 可 对 比 

5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2 4K GRRE? 〈 新 种 ) Cyclonephelium? baculatum Song sp. nov. 

《图 版 6， 图 1 一 3 ) 

轮廓 近 圆 形 至 孵 形 ， 古 口 不 明 。 壳 壁 藩 ， 或 仅 一 层 (autophragam ) ,表面 平滑 。 

具 棒 状 突起 ， 突 起 多 实心 ， 少 数 空心 ， 末 端 或 锐 ， 或 微 膨大 ， 或 呈 钉 头 形 ， 基 至 呈 极 短 

的 二 分 叉 或 三 分 又 ; 突起 只 分 布 于 赤道 部 位 ， 孤 立 不 相连 ， 其 他 部 位 罕见 。 壳 体 直径 为 

30 一 40Um， 模 式 标本 直径 为 33um， 突 起 长 3 一 6umo。 

本 种 的 棒状 突起 只 在 赤道 附近 分 布 ， 为 本 属 之 特征 ;但 当前 标本 的 古 忆 不明， 故 在 

属 名 后 加 “? ”以 示 保 留 。 本 新 种 的 棒状 突起 是 很 特征 的 ， 目 前 尚 无 可 对 比 者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Migs Bohaidinaceae 

Hi Bohaidina Jiabo, 1978 

Migs CHE) ) Bokaidina sp. 

(Ak 3, A3, 4) 

1978 Bohaidina sp.，《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颖 藻类 MSA», 42-4320, AM1l, A 

6. 

轮廓 凌 形 ， 长 62um， 腰 部 宽 44um。 腰 部 具 二 条 腰 福 ， 一 条 明显 ， 另 一 条 模糊 ， EB 

福 间 带 很 窄 。 从 腰 区 分 为 上 下 两 壳 愤 ， 均 为 圆锥 状 或 金字 塔 形 ， 侧 边 平 直 ， Wisi. Wise 

必 相 接 处 有 环 沟 状 凹陷 ， 显 示 于 轮廓 线 上 。 上 腹部 腰 突 不 清晰 。 纹 饰 粗 粒状 至 短 煞 状 。 

当前 标本 除 纹饰 较 粗 外 ， 其 它 特征 与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渤海 藻 〈 未 定 种 ) 标本 相同 ， 

而 纹饰 的 粗细 有 时 和 保存 环境 有 一 定 关 系 。 本 未 定 种 产 于 渤海 沿 岩 地 区 沙河 街 组 三 股 ， 

时 代为 早 渐 新 世 。 

层 位 ” 花 港 组 。 

锥 菠 属 Conicoidium Jiabo，1978 

$238? (HT) Conicoidium? sp. 

(图 版 12， 图 8 ) 

轮廓 扁 圆 形 ， 大 小 为 64x 54um。 壳 壁 厚 约 1.5um， 层次 不 清楚 。 纹 饰 粒 状 至 短 皱 

状 ， 微 反映 于 轮廓 线 上 。 具 裙 皱 ， 两 条 宽大 的 福 煞 近 平行 ,从 一 端 伸 向 另 一 端 , 组 成 如 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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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区 域 ， 另 有 纵 裙 三条， 福 直 穿 腰 区 。 

当前 标本 为 扁 球 体形 ， 不 显 圆锥 状 轮廓 ， 和 本 属 充 体 的 圆锥 状 形 状 有 别 ， 故 加 “??”。 

Bil ERATE. 

xe Cleistosphaeridiaceae 

i238 JR Cleistosphaeridium Davey, Downie, Sarjeant & Williams, 1966 

此 属 是 Davey 等 从 刺 球 藻 属 ( Baltisphaeridium ) 划分 出 来 的 ， 为 具 顶 古 口 的 球 形 一 

负 形 壳 体 。 突 起 多 数 ， 可 为 棒状 、 刺 状 或 管状 ， 末 端 闭 合 ， 近 极 和 内 腔 不 通 。 

本 属 与 富 刺 藻 属 ( Impletosphaeridium ) 及 刺 球 菠 属 容易 混淆 。 后 一 属 无 古 口 ， 为 

疑 源 类 。 富 刺 藻 属 的 形态 特征 和 本 属 的 相像 。Stover 和 正 vitt(1972) 指 出 富 刺 藻 属 包括 

了 顶 古 口 、 前 原 古 口 及 无 古 口 的 分 子 ， 并 建议 将 古 口 明 确 的 分 子 移 向 其 它 属 。 若 此 ， 则 

本 属 以 具 顶 古 口 区 别 于 不 具 古 口 的 富 刺 菠 属 。 

短 棱 繁 棒 薄 (新 种 ) Cleistosphaeridium brevibaculum Song sp. nov. 

(图 版 4 图 10 ) 

壳 体 轮廓 为 不 规则 圆 形 ， 在 一 端 尚 连 有 一 破裂 带 ， 或 为 顶 古 口 之 位 置 。 壳 壁 由 两 层 

组 成 ， 易 碎 ， 表 面 密布 颗粒 状 纹饰 和 得 棒状 突起 。 突 起 由 外 壁 构成 ， 棒 状 ， 部 分 为 窄 管 

状 ， 末 端 多 不 膨胀 。 轮 廓 线 上 的 得 棒 超 过 30 条 。 壳 体 直径 40 一 50um， 棒 长 达 5um。 

此 新 种 以 密布 得 棒状 突起 为 特征 ,和 胡 氏 繁 棒 藻 (CC，jpuguomnioti ) (Eisenack, Ka- 

tatlog, Bd. II，207 页 ) 有 些 相似 ， 但 后 者 的 短 棒 末 端 常 作 二 或 三 分 又 ， 新 种 的 突起 

末端 不 分 又， 部 分 并 为 短 管状 ， 两 者 可 以 区 别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 BR Cleistosphaeridium centrocarpum (Defl. & Cooks.) Jiabo 

(图 版 4， 图 12 ) 

1955 Hystrichosphaeridium centrocarpum, Deflandre & Cookson，272 页 ， 图 版 8 ， 图 3 ， 

4。 

1978 Cleistosphaeridium centrocarpum, « yea Hh KS = 2074 He 藻类 和 疑 源 类 》，61 页 ， 

图 版 21， 图 6 一 16。 

充 体 轮廓 酉 圆 形 ， 大 小 为 45 x 35um。 壳 壁 一 层 ， 厚 约 1Um， 纹 饰 颗粒 状 ， 颇 粗 

糙 。 具 两 种 突起 : 一 种 为 棒状 ， 数 量 较 多 ， 在 壳 体 周围 约 有 20 条 ， 末 端 分 又 ， 长 达 8 

—9um; 另 一 种 为 细 管 状 ， 仅 数 条 ,其 长 和 棒状 突起 相当 ， 但 末端 不 分 又 。 古 口 不 明 。 

当前 标本 的 纹饰 较 渤海 沿 岩 地 区 同 种 标本 的 粗 。 本 种 产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渐 新 统 沙河 

街 组 ， 其 它 地 区 的 渐 新 统 和 中 新 统 也 多 有 分 布 。 

Bi ”三 潭 组 。 

mie RSM CMM) Cleistosphaeridium laxabaculum Song sp. nov. 

( Ale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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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 卵 形 一 圆 三 角形 ， 具 顶 古 口 ， 口 盖 三 角形 ， 尚 未 脱落 。 壳 壁 两 屋 ， 尚 坚固 ， 表 

面 密布 颗粒 状 纹饰 ， 其 间 稀 布 棒状 突起 ;突起 实心 ， 末 端 如 火柴 头 膨大 ， 轮 廓 线 上 具 20 

多 条 。 壳 体 直径 为 50 一 60km， 棒 长 7 一 9um。 

新 种 以 黎 布 的 棒状 突起 为 特征 ， 和 本 属 已 知 的 种 容易 区 别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IRB Polysphaeridium Davey & Williams, 1966 

模式 种 =Polysphaeridium subtile Davey & Williams 

属 征 ”收缩 式 襄 孢 ， 本 体 球 形 至 孵 形 ， 具 许多 大 小 相等 的 突起 。 突 起 数目 为 每 板 片 

多 于 1 枚 ， 但 一 般 不 多 于 4 枚 。 突 起 空心 ， 末 端 张 开 或 闭合 ,突起 腔 和 本 体内 胜 不 相通 。 

古 口 考 存 在 为 具 角 度 边 的 顶 古 口 。 

本 属 以 一 般 具 管状 突起 区 别 于 繁 棒 菠 属 ， 以 缺乏 明显 尾 突 不 同 于 Diphyes, YAW 
古 口 而 不 是 前 腰 古 口 区 别 于 Ampjporosphnaeridiura 和 Exochosphaeridium, 

佐 氏 多 球 藻 ”Polysppnaeridiurm zoharyi (Rossignol) Bujak et al. 

(图 版 2， 图 3，4 ) 

1964 Hystichosphaeridium zoharyi, Rossignol，88 页 ， 图 版 2， 图 4，11; 图 版 3， 图 10。 

1967 Hemicystodinium zoharyi, Wall, 111%, AI5, Al18s—20. 

1980 Polysphaeridium zoharyi, Bujak et al., 34%, 

壳 体 破裂 为 半球 形 ， 破 裂 边 缺 刻 不 平 。 壳 壁 表 面 粗 糙 ， 为 微细 网 状 : 具 细 管状 突 

起 ， 远 极 末端 一 般 三 分 又 ， 个 别 仅 膨 大 ， 突 起 一 般 等 长 ， 形 状 相同 。 壳 体 直径 约 45um， 

突起 长 一 般 超 过 10um， 可 达 15um。 

当前 标本 除 突起 数量 较 少 外 ， 其 它 特 征 和 其 模式 标本 相同 (如 壳 体 直径 为 40 一 

60km， 突 起 长 10 一 15um 》。 本 种 首先 见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 岩 区 第 四 系 ， 在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中 较为 丰富 ;另外 在 其 它 地 区 的 第 三 系 也 有 分 布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心 球 藻 科 Cordosphaeridiaceae 

1) BREE © Cordosphaeridium Eisenack, 1963 emend. 

: Davey & Williams, 1966 

AJA AWERIB AW 4i KE, DRM, KR AAAKRS ES AiR 

别 。 

杯 管 心 球 菠 (比较 种 ) Cordosphaeridium cf. cantharellum (Brosius) Eisenack 

(图 版 5， 图 4 ) 

壳 体 轮廓 近 圆 形 ， 壳 壁 一 层 ， 纹饰 为 粒状 一 细 皱 状 。 具 管 状 一 喇叭 状 突起 ， 约 15 

条 ， 突 起 一 般 在 中 部 收 纺 后 又 扩张 ， 呈 喇叭 状 ; MO RMARA AK, tool. BB 

部 突起 较 得 而 宽大 ， 第 破损 。 壳 体 直径 为 40um 左 右 ， 突 起 长 达 18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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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 AS EH BR AED RRC LEBER )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鞭 
党 类 和 括 源 类 》,1978,64 页 ， 图 版 25， 图 15 ) 相像 ， 但 管状 突起 较 长 ， 数 量 咯 少 。 本 种 
原 产 于 德国 中 上 源 新 统 ， 比 较 种 产 于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渐 新 统 。 

层 位 ” 花 港 组 。 

ty FRR (未定 种 ) « Cordosphaeridium sp. 

(图 版 3 Bis) 

壳 体 轮廓 为 卵 形 至 近 圆 形 。 具 三 种 突起 : 一 种 短 圆柱 状 , 基 部 宽 约 13Um, 长 达 13um， 

末端 截 形 ， 约 5 条 均 布 于 壳 体 周围 ， 另 一 类 为 长 管状 ， 宽 约 7.5um， 长 达 15um， 末 端 

See mW IR, HWA 10km， 边 缘 呈 破裂 状 ， 见 5 条 以 上 ， 还 有 棒状 突起 ， 实 心 ， 数 

量 不 定 。 壳 壁 表面 见 圆 形 玻 洞 数 孔 ， 或 为 管状 突起 脱落 之 痕迹 。 纹 饰 颗粒 状 。 古 口 不 明 。 

壳 体 大 小 为 66 x 54km (不 包括 突起 ) 。 

Bm ERA EER, 

BEER Ctenidodiniaceae 

梳 萍 属 Ctenidodinium Deflandre, 1938 emend. Gocht, 1970 

模式 种 Ctenidodiniun ornatum (Eisenack) Deflandre 

属 征 WRITE RIB. PERT KI. e3— 4’, 13a, 

6”, 6c, 6’, Ip, O—Ipv, 17", {RHA RCA RAB RAR, RE 且 为 

WR. BRRARIL, Abe, BR WAS ACPA. A BRD Bi HY 

线 而 形成 。 

HE (KER) Ctenidodinium sp. 

(Aims, Az, 8) 

FRU, Hie 30um, SHWE, RA AAMHAADAKH, AM, 

板式 不 明 。 沿 赤道 具 细 管状 突起 ， 末 端 开 张 ， 长 达 10km， 排 于 缝 线 之 上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德 弗 兰 薄 科 Deflandreaceae 

德 弗 兰 萍 属 Deflandrea Eisenack, 1938 

德 弗 兰 菠 (未定 种 ) 〔 奥 毕 德 弗 兰 藻 (比较 种 J Deflandrea sp. 

(D. cf. oebisfeldensis Alberti) 

(图 版 5 Al10, 11) 

标本 系 斜 侧面 保存 ， 轮 廓 五 边 形 ， 具 伸 长 的 项 角 和 尾 角 ， 形 成 清楚 的 顶 腔 和 尾 腔 。 

内 体 轮 廓 多 边 形 ， 和 外 壁 紧 靠 。 具 腰 沟 ， 在 轮廓 线 上 较 明 显 ， 宽 6 一 7 um， 分 壳 体 为 
上 、 下 两 完 。 上 充 圆 锥 形 一 倒 漏 斗 形 ， 边 直 伸 ， 顶 部 收缩 变 罕 呈 伸 长 的 圆锥 状 顶 角 ， 长 

达 15um， 项 端 圆 钝 。 下 壳 近 梯形 ， 边 微 凸 ， 尾 腔 清 楚 ， 发 育 为 尾 和 朋 ， 一 条 长 而 明显 ， 

长 15 一 26km， 另 一 条 或 破损 ， 很 不 清楚 。 古 口 前 间 式 , 为 横向 伸 长 的 四 边 形 。 壳 体 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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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板 片 ， 但 板式 因 标 本 保存 欠 佳 而 难以 确定 。 壳 体 表面 为 粒状 纹饰 ， 内 体 为 细 瘤 状 纹 

饰 。 充 体 总 长 86um (包括 项 尾 角 ) ， 宽 47um。 

奥 毕 德 弗 兰 菠 的 两 尾 角 较 小 而 长 度 多 相等 。 当 前 标本 的 一 尾 角 伸 长 ， 另 一 尾 角 不 清 

楚 ， 和 此 种 的 模式 不 同 。 但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此 种 标本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Ui SAE AL SEVER >, 83841, A 2, B12) 的 尾 角 不 相等 ， 一 条 长 于 另 一 条 。 尾 角 

的 长 得 与 标本 保存 状况 有 关 ， 因 当前 标本 其 它 特征 的 相像 ， 所 以 将 其 和 奥 毕 德 弗 兰 菠 比 

较 。 

此 种 原 产 于 德国 下 始 新 统 ， 在 罗马 尼 亚 下 第 三 系 和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渐 统 沙河 街 

组 四 段 中 上 部 也 有 分 布 。 

层 位 ” 花 港 组 

弗 诺 任 菠 科 Florentiniaceae 

丽 球 薄 属 Callaiosphaeridium Davey & Williams, 1966 

模式 种 OC. asymmetricum (Defl. & Court.) Davey & Williams 

属 征 ”收缩 式 襄 孢 ， 壳 体 亚 球形 ， 壳 壁 由 两 层 组 成 。 突 起 板 内 式 ， 有 两 种 类 型 : 

1 ) 腰部 突起 大 ， 管 状 ， 末 端 开 张 ，2) , 项 .前 腰 、 后 腰 和 纵 沟 突起 实心 。 尾 突起 缺乏 。 

反映 板式 为 1 (一 2 )，6“，6c，5 人 “ ，1p，0， 和 0 一 1s。 外 壁 的 加 厚 连接 了 除 历 部 突起 的 

Wake. FOLK, RAMS MRS LE. 

本 属 以 具 两 类 突起 ， 尤 以 腰部 突起 为 管状 的 特征 和 类 似 的 属 不 同 。 

BRAN SE (未 定 种 ) Callaiosphaeridium sp. 

(Alm3, Bl, 2) 

SRILA, HeA4umA, HMR, —KAEK, DAF RIM, 

有 5 一 6 条 ， 长 15um， 宽 约 24m， 末 端 扩张 超过 dum, H-AABK, BRM sd, 

末端 为 实心 ， 并 作 二 或 三 叉 分 校 ， 数 量 在 15 枚 左右 ， 长 达 loum, THERA. AA 

不 清楚 ， 或 尚未 开裂 。 

赤道 部 位 的 管状 突起 可 能 为 腰部 突起 。 因 此 ， 当 前 标本 系 顶 面 保 存 ， 故 古 口 在 未 脱 

落 前 不 易 看 清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弗 罗 迈 藻 科 Fromeaceae 

落 球 薄 属 Tenua (Eisenack, 1958) Sarjeant, 1968 

Stover fl Evitt (1978, 297) 将 本 属 视 作 圆 膜 藻 属 的 晚 出 同 物 异 名 。 笔 者 认为 ， 

薄 球 菠 属 和 圆 膜 菠 属 虽 都 具 顶 古 口 ,但 纹饰 特征 很 不 同 。 本 属 的 纹饰 均匀 布 满 壳 体 表面 ， 

而 圆 膜 藻 属 的 纹饰 成 分 多 沿 壳 体 赤 道 部 位 分 布 ， 并 未 均 布 于 壳 体 表面 。 因 此 ， 这 里 将 两 

属 仍 当 作 独 立 的 属 对 待 。 

本 属 以 具 顶 古 口 和 疑 源 类 具 棒 状 突起 的 一 些 分 子 不 同 。 繁 棒 藻 属 也 为 具 顶 古 口 的 属 ， 

但 它 的 突起 更 长 ， 或 呈 管 状 ， 末 端 可 分 又 ， 和 当前 属 的 的 突起 不 同 ， 两 属 可 以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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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 KEM 1) Tenua sp. 1 

(图 版 4， 图 8 ) 

TORII OER, AUTO, AMET AL. HAA BAK. APH 

突起 ， 密 布 ， 长 度 不 等 ， 末 端 变 锐 或 微 膨 胀 。 壳 体 直径 约 为 50um， 棒 刺 长 达 Sum,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沙 球 藻 (未 定 种 2 ) Tenua sp. 2 

(图 版 5 Ag) 

壳 体 近 球 形 ， 具 项 古 口 ， 口 盖 脱落 。 充 壁 两 层 。 纹 饰 颗粒 状 ， 密 布 ， 其 间 蕊 布 短 

棒 ， 末 端 或 微 变 锐 。 壳 体 直径 为 50 一 60&m， 短 棒 长 达 2um, 

本 未 定 种 的 棒 比 上 种 的 短 得 多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HERR Conyaulacystaceae 

弱 薄 属 Leptodinium Klement, 1960 emend. Sarjeant，1969 

模式 种 Leptodiniurnz subtile Klement 

Bie ”贴近 式 吉 孢 ， 球 形 、 孵 形 、 椭 球形 或 多 边 体 形 ， 具 反映 板式 3 一 4，0 一 1a， 

6’, 6c, 5—6’", 1p, 0O—Ip.v., 1/7’, 0—xs, TH, PRMRMAKRZ. BWA, 

或 微 螺 旋 式 ， 左 旋 式 ;， 腰 板 片 明显 或 不 清楚 。 纵 沟 一 般 不 常 伸 至 上 壳 ， 未 或 微分 化 为 不 

同 数目 的 小 板 片 。 军 有 1 个 项 腔 或 1 个 尾 腔 存 在 〈 但 非 两 者 ) ,在 其 它 部 位 两 层 吾 连续 接 

触 。 缝 一 般 由 肴 或 矮 福 〈 具 或 不 具 孔 ) 所 指示 ， 无 刺 或 元。 兰 的 高 度 常 低 于 壳 宽 的 1/4。 

古 口 为 前 腰 单 板式 ， 以 失去 板 片 37 而 形成 ， 口 盖 一 般 全 脱离 ;在 一 些 标 本 上 古 口 可 不 发 

育 。 帝 体 表 面 平滑 、 颗 粒 或 点 状 。 

球形 弱 薄 (比较 种 ) Leptodinium cf. sphaericum Wall 

(Akk6, Aé6—9 ) 

SOREL RONIE, RMWRAD ARH, tat A’, 6’, 6c, 6”, 6", BRE 

横 问 伸 长 ， 分 壳 体 为 近 相 等 的 上 下 两 克 。 古 口 前 腰 式 ， 以 失去 板 片 3 而 形成 。 壳 壁 两 

Je, RE, RM MM. RAM MTS, aA 3um。 壳 体 大 小 为 45 x 40um, 

当前 标本 的 大 小 、 壳 体形 状 和 板式 都 和 Leptodiniura sphaericum (Wall, 1967, 108 

页 ， 图 版 15， 图 11 一 15 ) 相像 ， 因 为 背面 观 ， 腹 部 情况 不 清楚 以 及 矮 肴 也 不 很 清晰 等 而 

定 为 比较 种 。 此 种 在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有 分 布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管 球 菠 科 Hystrichosphaeridaceae 

@ERMB Hystrichosphaeridium Deflandre, 

1937 emend. Davey & Williams, 1966 

本 属 以 近 球形 壳 体 、25 一 30 条 空心 的 圆 简 状 板 内 突起 、 突 起 多 相同 且 末 端 一 般 开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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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 

Aa FFE, FO PRE IBA KGWD : Fir BB (Oligosphaeridium) CHER; HEMI (Ay- 

strichokolpoma) 具 两 类 不 同形 状 的 突起 ; 心 球 薄 属 的 突起 为 纤维 状 结构 并 具 一 前 腰 十 口 。 

ETE (KER) 瓦 ystrichnospjhaeridiurm sp. 1 

(图 版 2， 图 8 ) 

壳 体 卵 形 ， 表 面 粗糙 ， 为 粒状 至 细 网 状 。 具 细 管 状 突起 ， 一 面 可 见 20 条 ;， 突起 形状 

相同 ,向 末端 略 变 细 ,末端 常 三 分 又 。 壳 体 一 端 破裂 ,为 项 十 口 之 位 置 。 壳 体 直径 为 35um， 

突起 长 达 10um, 

当前 标本 和 H. polyplasium ( Maier，1959，322 页 ， 图 版 33， 图 7，8 ) 在 外 形 上 

相像 ， 但 壳 体 小 得 多 。 后 者 的 壳 体 直径 为 76 一 86um。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GRE CREM 2) Hystrichosphaeridium sp. 2 

(图 版 3 ， 图 7 一 9 ) 

壳 体 孵 形 ， 顶 古 口 ， 或 因 挤 压 而 破 口 更 大 ， 其 它 部 位 亦 可 破裂 。 碗 壁 藩 ， 由 两 层 组 

成 ,表面 微 粗糙 。 具 管状 突起 ,尾部 突起 大 而 显著 ,末端 开张 , 呈 齿 片 状 边缘 ,长 22 一 25um， 

基部 宽 12um, 末 端 齿 片 宽 10 一 22km。 其 它 突起 为 细 管 状 , 末 端 为 三 叉 状 分 核 , 长 达 18um， 

约 10 余 条 ， 系 前 腰 和 后 历 板 片 之 突起 。 另 有 更 短 的 细 管 状 突起 ， 末 端 仅 二 分 又 ， 分 又 部 

分 很 得， 系 纵 沟 之 突起 。 碗 体 长 达 50ukm, H35um, 完整 这 体 长 接近 60um， ae me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SR Lingulodinaceae 

HEB Lingulodinium Wall, 1967 emend. Wall & Dale, 1973 

模式 种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Defl. & Cook.) Wall 

BE RELNEN MKB, Rl —5 前 腰 板 片 分 离 而 形成 的 简单 口 盖 

〈 古 口 型 1p ) 和 复合 口 盖 (〈 古 口 型 2p、3p、4p 或 5p ) 所 代表 的 复合 前 腰 古 口 ， 或 甚至 

军 为 上 索 古 口 ( AP 或 AIP 型 ) 。 上 壳 可 退化 为 小 的 角 状 突起 或 因 失掉 口 盖 而 呈 舌 状 ， 

或 口 盖 板 被 附 助 缝 线 所 划分 。 刺 多 数 ， 板 内 式 ， 常 扁平 ， 片 状 而 锐 ， 具 圆 或 伸 长 的 条 痕 

基部 和 不 规则 的 远 极 刺 或 颗粒 。 

NT) =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Deflandre & Cookson) Wall 

(图 版 4， 图 4 6, 7, 9) 

1955 Hvystrichosphaeridium machaerophorum, Deflandre & Cookson,274 页 ,图 版 9， 图 4,8。 

1967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Wall，109 页 ， 图 版 15， 图 16，17。 

1981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66 页 ， 图 版 35， 

图 11 一 14。 

壳 体 近 卵 圆 形 ， 常 破裂 而 开张 ， 反 有 映 为 复合 的 前 腰 古 口 ， 或 古 口 由 缝 线 划 分 ， 尚 未 

分 离 。 壳 壁 两 层 ， 表 面具 粗 颗 粒状 纹饰 ， 并 具有 许多 扁平 的 突起 。 突 起 呈 刺 状 ， 疝 末端 

变 锐 ， 部 分 中 空 ,基部 微 膨 大 ,轮廓 线 上 有 20 余 条 。 壳 体 大 小 约 为 50u&m, 突起 长 达 9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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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种 多 分 布 于 第 三 系 ， 在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也 有 发 现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小 刀 舌 薄 钱 刺 亚 种 =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subsp. filiforme (Rossignol) 

Lentin & Williams 

(图 版 47 图 1 一 3) 

1964 Baltisphaeridium machaerophorum var. filiforme, Rossignol, 91M, Ell2, 13. 

1973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subsp. filiforme, Lentin & Williams, 89%. 

TAIL, BRARELWERAMMEG. RAAHWETH, MRS bac eS 

带 状 ， 连 于 壳 体 之 一 端 ， MARA AR ees}, MET SCL. TORA, RMS 

布 颗粒 状 纹饰 和 线 棒 突 起 。 线 棒 突 起 或 扇 片 状 ， 实 心 ， 从 基部 向 末端 略 变 罕 ， 项 端 锐 、 

钝 或 膨大 。 壳 体 大 小 为 40 一 50Um， 突 起 长 达 8u&m。 

此 亚 种 以 突起 较 纤 细 不 同 于 其 原 种 和 下 述 的 另 一 亚 种 : 原 产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 是 区 第 

四 系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小 刀 舌 落 粗 刺 亚 种 工 训 81odiniuna machaerophorum subsp. megacanthum 

(Rossignol) Lentin & Williams 

(图 版 4， 图 5 ) 

1964 Baltisphaeridium machaerophorum var.megacanthum, Rossignol，91 页 ， 图 版 2， 图 15。 

1973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subsp. megacanthum, Lentin & Williams，89 页 。 

soe, 局 部 破损 , RAH AME. THM, MB PMRH, FKHAPMRKRE, 

FEE EA TC RETA. SERPS, MALARIA RAE, AeA DM. FEPEAANASO x 

35um， 突 起 长 达 17um。 

AS WF} HCleistosphaeridium flexuosum 和 C. armatum (Eisenack, Katalag, Bd. 

I], 209K M1205 ) 相像 ， 同 具 管 刺 状 突起 。 但 后 者 的 颗粒 纹饰 发 达 , 壳 体 直径 在 30um 

WAI; C. flexuosus 的 壳 壁 近 平 滑 ， 突 起 多 弯曲 ， 均 和 本 亚 种 有 区 别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OSB Operculodinium Wall, 1967 

模式 种 Operculodinium centrocarpum (Defl. & Cook.) Wall 

属 征 RVANPEH, ABM ARA AO (Re), KRW. 

个 弱 的 腰带 和 腹 沟 凹陷 常 存 在 。 壳 壁 两 层 ， 内 壁 薄 ， 外 壁 厚 ， 为 细 颗 粒 至 细 网 状 。 纹 饰 

可 变 ， 从 细 瘤 至 长 刺 ， 但 均 具 圆 形 的 细 条 带 基 部 和 球状 的 (capitate) 末 端 。 刺 排列 为 板 

内 式 ， 每 一 板 片 区 具 数 枚 ， 常 处 于 反映 板 片区 边缘 内 。 

本 属 以 具 弱 腰带 和 腹 沟 四 陷 的 存在 与 具 相 同 古 口 的 盖 菠 属相 区 别 。 



巨大 口 盖 薄 Operculodinium giganteum Wall 

(Am6, Ai3—15 ) 

1967 Operculodinium giganteum, Wall, 112%, FAhki6é, A9, 10. 

TAD, BEB, AWBAALWE. THA, MEA, RMB 

颗粒 状 纹饰 及 突起 。 突 起 得 棒状 ， 癌 末端 略 变 窗 ， 但 顶部 不 锐 ， 微 胀 大 ， 或 为 短 二 分 又 

或 三 分 又 。 纹 饰 成 分 常 可 显 出 缝 线 状 排列 ， 或 为 板 片 之 反映 ， 腰 部 的 尤为 清晰 。 壳 体 大 

小 为 70x504m， 突 起 长 达 5um。 

当前 标本 的 体积 较 小 ， 轮 廓 较 窗 ， 甚 它 特征 和 此 种 模式 标本 (大 小 为 74 一 86um ) 相 

同 。 本 种 首次 见于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以 色 列 口 盖 薄 Operculodinium israelianum (Rossignol) Wall 

(图 版 6 ， 图 12 ) 
1964 Baltisphaeridium israelianum, Rossignol, 91K, FA)2, FAl2; 图 版 13，14。 

1967 Operculodinium israelianum, Wall，111 页 ， 图 版 16， 图 3，4。 

壳 体 宽 孵 形 ， 左 上 部 为 古 口 位 置 。 腰 部 具 一 裙 玲 ， 或 为 腰带 之 反映 。 壳 壁 两 层 ， 表 

面具 细 颗 粒状 纹饰 及 刺 状 突起 。 充 体 直径 为 40 一 50um， 刺 长 达 5Umo 

本 种 在 加 勒 比 海区 及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区 第 四 系 普遍 分 布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石 藻 科 Lithodiniaceae 

#6 SEB BE11ipsoidictyur Klement, 1960 

模式 种 Ellipsoidictyum cinctum Klement 

BE KARR MK, PURER. PBK Bei 

的 伸 长 的 直角 网 眼 清 晰 显示 ， 同 样 显示 一 条 纵 沟 区 。 因 此 壳 体 可 能 为 腹 背 向 。 等 长 的 侧 

边 突起 由 连续 的 罕 线 所 连结 。 可 能 为 顶 古 口 (tA)。 

本 属 以 壳 体 伸 长 和 显示 腰 区 的 特征 和 中 球 菠 属 (Cassiculospjpaeridia) 不 同 。 后 者 多 

为 近 球 形 壳 体 ， 网 级 不 显示 于 沟 区 的 范围 ， 顶 古 口 多 为 近 圆 形 。 

iP? (KEM) =~ Ellipsoidictyum? sp. 

(图 版 3 ， 图 10 ) 

SRC RAKMAIB, K62um, H35um, CHHEBAACRKA-HW SHE, 

腰部 的 网 格 纵向 伸 长 ， 排 列 较 规则 ， 或 代表 腰 区 的 位 置 。 腰 区 分 壳 体 为 上 下 两 壳 : Fst 

深 半 圆 形 ， 网 格 多 角形 ， 排 列 较 不 规则 ;上 壳 椭 圆 一 三 角形 ， 网 格 多 纵向 伸 长 ， 排 列 尚 

规则 。 项 部 破损 ， 边 缘 不 平 正 ， 为 顶 古 口 位 置 。 这 壁 两 层 ， 表 面 粗 糙 至 细 粒 状 。 

当前 的 标本 的 网 肴 很 矮 ， 未 超出 壳 体 轮廓 ， 也 未 在 壳 体 外 形成 窄 的 边缘 圈 ， 另 外 纵 

沟 区 也 不 清楚 ， 故 在 属 名 后 加 “? ”， 以 示 保 留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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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AS Ovoidiniaceae 

卵 甲 薄 属 0Ovoidinium (Davey) Lentin & Williams, 1976 

FH Ovoidinium verrucosum (Cookson & Hughes) Davey 

Be WERE, B12 RAR 1 PA. PRA REP 

部 接触 。 内 体 亚 球形 ， 平 滑 或 粒状 ， 一 般 具 一 腰 沟 。 外 壁 平滑 或 粒状 ， 可 形成 纵 沟 。 板 

式 无 。 古 口 具 微 角 度 的 边 。 

Lentin 等 对 本 属 的 古 口 作 了 规定 : 联合 古 口 ，tAt 型 ， 无 附 助 的 古 口 缝 ; A 盖 分 

BRR, ROR: 一 般 不 显示 所 形成 的 板 片 界限 。 

本 属 以 双 腔 式 而 不 为 周 腔 式 的 特征 和 Ascodinium Cookson & Eisenack 相 区 别 。 

本 属 的 外 形 和 Deflandrea Eisenack 相像 ， 但 古 口 不 同 ， 容 易 区 别 。 

束 纹 卵 甲 藻 〈 新 种 ) Ouoidinium granulatum Song sp. nov. 

(图 版 7， 图 1，2 ) 

壳 体 纵向 伸 长 ， 几 为 五 边 形 ， 内 体 孵 形 。 压 沟 环形 ， 宽 6 一 7kUum， 分 壳 体 为 上 下 

壳 ， 上 壳 为 圆锥 形 ， 下 壳 为 浅 半圆 形 。 纵 沟 不 清楚 ， 处 于 下 壳 之 腹部 。 壳 壁 两 层 ， 外 壁 

向 前 延伸 呈 短 锥 状 顶 角 ， 疝 后 伸展 为 梯形 尾部 ， 其 末端 显 两 个 突起 ,一 大 一 小 ,为 尾 角 。 

纹饰 为 粗 一 得 棒状 ， 布 满 全 壳 。 古 口 为 项 联合 式 ， 边 或 为 六 边 形 。 仅 为 顶 腔 和 尾 腔 ， 不 

为 周 腔 式 。 壳 体 总 长 60um， 宽 404m， 项 角 长 达 7km， 尾 部 外 壁 伸 长 达 16um。 

本 属 的 各 种 均 产 于 白垩 纪 ， 当 前 新 种 产 于 第 三 纪 。 本 新 种 以 其 轮 廊 和 纹饰 特征 与 各 

旧 种 都 容易 区 别 

层 位 ” 花 港 组 。 

古 多 甲 薄 科 Palaecperidiniaceae 

水 甜 藻 属 Aquadulcum Harland& Sarjeant, 1970 

模式 种 Aquadulcumz serpens Harland & Sarjeant 

Bit SAMBA REUEARA, REN ARS RA ae Sci. EWA 

纵 沟 因 纹饰 的 缺乏 而 清晰 显 出 。 古 口 的 性 质 不 定 ， 可 能 为 穿 顶 的 裂 颖 形状 ， 无 明显 开口 

可 见 。 

WER DAR AA BB IR (Cobricosppaeridum) 以 具 典 型 的 顶 古 口 ， 双 锥 菠 属 (Dicono- 

dinium) 以 顶 尾 角 发 育 等 和 这 一 属 都 不 同 。 

本 属 产 于 澳大利亚 陆 相 全 新 统 ， 其 属 名 系 由 淡水 藻类 Aqua dulcum 衍生 来 的 ， 指 示 

淡水 生态 环境 。 

蠕虫 水 甜 藻 ? (新 种 ) Aquadulcum? vermiculatum Song sp. nov. 

(图 版 2?， 图 9，10 ) 

壳 体 孵 形 ， 壳 壁 两 层 ， 尚 坚固 。 壳 壁 表 面 密布 细 粒 状 纹饰 ， 其 间 散 布 短 棒 或 蠕虫 状 

凸 起 ， 大 小 不 等 ， 或 成 行 排列 ， 镜 简 下 降 时 ， 呈 止 穴 状 图 案 。 历 沟 和 纵 沟 均 可 见 ， 纵 沟 

宽 而 清楚 ， 从 一 端 伸 向 另 一 端 ! 腰 沟 一 般 较 窗 ， 不 如 纵 沟 清楚 , 沟 区 一 般 无 纹饰 。 顶 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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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RAHAME, ARUSHA. TAKNAS x 47um, WI RIALOUm, 

本 新 种 的 纹饰 不 同 于 已 描述 的 其 它 种 ,如 A. serpens 的 纹饰 细 得 多 ;4. ? yanchepense 

的 棒状 突起 多 沿 腰 沟 边 排列 ;4. piRei 为 短 刺 状 纹 饰 (Harland & Sarjeant,1970, 220— 

225 Ns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HLS RMR Phthanoperidiniaceae 

& Hi) 35 9 Multispinula Bradford, 1975 

模式 种 MrItispinula quanta Bradford 

Bt ”贴近 式 圳 孢 ， 卵 球形， 轮廓 圆 形 或 葵 形 ， 极 面 观 卵 形 至 肾 形 。 壳 壁 的 坚实 刺 

纹 呈 明显 的 行 序 排列 。 无 尾 角 ， 但 具 或 无 一 项 突起 。 间 十 口 式 。 无 板式 ， 但 具有 腰 沟 和 

纵 沟 市 。 

UREA OA SET ILA, FIBA 与 BA Peridinium conicum( Gran, 1900 ) 

Ostenfeld & Schmidt 1902 和 Peridinium nudum Meunier, 1919 YEAR. 

& Hil] $= = Multispinula quanta Bradford 

G 图 版 55 A1—3, 12) 

壳 体 为 腹 背 式 ， 形 状 多 变 ， 依 所 处 的 位 置 而 不 同 ， 可 为 圆 形 、 匈 形 和 肾 形 。 壳 壁 较 

fF， 总 可 见 破裂 带 ， 呈 长 形 ， 为 古 口 之 所 在 。 板 式 不 易 看 清 。 壳 壁 复 盖 众 多 刺 纹 ， 刺 坚 

实 , 基部 膨大 ， 由 基部 向 末端 逐渐 变 锐 ， 不 分 又 。 壳 体 大 小 为 50 一 70um， 刺 长 约 15ume 

此 种 名 是 为 化 石 训 孢 而 立 ， 其 形态 特征 和 蔬 类 Peridinium conicum 的 休眠 孢子 相 
lal, PRiR FA Br te BT 5 HW Protoperidinium (Protoperidinium) conicum (Gran) 

Balech (Harland,1982), BXMM(A BAHAR, RAS UA. WARBAAB 

在 阿拉 伯 海 DUD RR RAN Ae PA ADH, ADU.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多 刺 菠 (未定 种 ) Multispinula sp. 

(图 版 5 ， 图 6 ) 

轮廓 卯 形 ， 本 种 的 形态 特征 和 上 种 的 几乎 相同 ， 仅 以 刺 较 纤细 而 有 区 别 。 本 种 刺 基 

部 无 明显 膨大 ， 呈 针 形 ， 微 弯曲 。 壳 体 大 小 为 65 x 45um， 刺 长 10 一 15um。 

id (Bradford, 1975; Harland,1982),Peridinium conicum 和 P. nudum 35 

ABAAR WAH KEG, Multispinula quanta 和 Peridinium conicum 的 休眠 孢子 相 

当 ， 但 本 未 定 种 的 休眠 孢子 与 P.， nudum 的 是 否 相 当 还 须 进 一 步 研 究 才 能 确定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1 fi ARR Pseudoceratiaceae 

tR FEI Canningia Cookson & Ejisenack, 1960 

本 属 以 具 均 匀 的 纹饰 区 别 于 圆 膜 藻 属 ， 后 者 的 纹饰 在 背 腹 中 部 退化 ， 多 处 于 赤道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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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VAR AAS Tel PR A RR BSR BRR (Lejeunia), 

坎 氏 薄 (KE) Canningia sp. 

(图 版 5， 图 5 ) 

壳 体 扁平 ， 轮 廓 略 呈 五 边 形 ， 长 62km， 宽 40k&m。 具 三 角形 项 凸 ， 尾 部 以 凹陷 而 显 

出 两 个 角 状 凸 起 ， 大 小 近 相 等 。 顶 凸 基 部 有 一 破裂 线 ， 或 为 顶 古 口 之 边缘 ， 口 盖 未 脱 

落 。 壳 壁 两 屋 ， 纹 饰 颗粒 状 ， 较 粗糙 ， 局 部 颗粒 成 行 排 列 。 壳 壁 常 裙 皱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瑞 替 旋 沟 薄 科 Rhaetogonyaulacaceae 

海 氏 藻 属 Heibergella Bujak & Fisher, 1976 

模式 种 6Heibergella asymmetrica Bujak & Fisher 

Fie 单 壁 的 沟 鞭 菠 宫 孢 ， 无 反映 板式 。 一 条 项 角 和 一 条 或 二 条 尾 角 存在 或 缺乏 。 

晒 沟 和 纵 沟 明 显 或 模糊 。 壳 壁 表 面 平 滑 ， 粗 糙 ， 粒 状 或 刺 状 。 古 口 前 间 式 ,以 移 去 1 一 3 

块 板 片 而 形成 。 

海 氏 薄 (未 定 种 ) = Heibergella sp. 

(图 版 7， 图 8 ) 

壳 壁 单 层 ， 轮 廓 近 壮 形 ， 从 腰部 向 两 端 变 窗 。 顶 部 较 锐 ， 呈 一 不 明显 的 顶 凸 ， 尾 部 

堆 形 并 微 止 陷 。 腰 沟 清 楚 ， 环 形 ， 处 于 腰部 最 宽 处 ， 分 壳 体 为 上 下 两 克 ， 上 壳 为 三 角 

形 ， 下 碗 为 梯形 。 纵 沟 隐 约 可 见 ， 较 宽大 ， 位 于 下 这 之 腹部 。 症 口 不 明 。 纹 饰 粗 糙 至 粒 

Ke AAAI A IRR. TEAK ASS x 55um, 

Bi ieeHALR—ERA. 

刺 甲 薄 科 Spiniferitaceae 

刺 甲 薄 属 Spiniferites Mantell, 1850, emend. Sarjeant, 1970 

模式 种 Spiniferites ramosus ( Ehren. ) Loeblich Jr. et Loeblich I 

修订 属 征 We4ist RMU, TEER ROR, RADA AY Be Bk 

st: 3—4’, 6”, 6c, 5’, O—I1p, 1°", MHC” -MIBLA=AB. RK, 

BE ke Ab Hp — AHR fit. EVAN Ace. BR AR AAS TA Aa FB BS BR A PB De HE HF LE 

的 突起 所 表示 。 突 起 顶部 闭合 ， 坚 实 或 空心 ， 简 单 ， 分 又 或 复杂 分 校 。 突 起 长 度 可 变 ， 

有 时 不 超过 缝 背 。 顶 极 常 以 一 条 伸 长 的 突起 来 显示 。 古 口 前 腰 式 ， 以 缺失 反映 板 片 37 而 

形成 ， 口 盖 常 脱离 。 

Wetzel (1933 ) 未 注 意 到 Spiniferites 属 名 ， 将 类 似 的 化 石 标 本 又 定 为 再 ystri- 

chosphaera, 在 一 段 时 期 内 这 后 一 名 称 广 为 应 用 。 笔 者 曾 在 《 淹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HE MAAS FORE VES 》 一 书 中 采用 了 后 一 属 名 。 近 年 来 ， 许 多 研究 者 指出 它 是 晚 出 的 ， 实 为 

Spiniferites 的 同 物 异 名 。 因 此 ， 本 文 也 以 Spiniferites 取代 Hystrichosphaera, 7 JR 的 

主要 特征 是 突起 基部 由 缝 脊 或 隔壁 相连 ， 而 突起 多 处 于 缝 脊 的 结合 处 。 



Vi 

ATER FASE Spiniferites bentori ( Rossignol ) Sarjeant 

( Ayk1, 5, 9, 10) 

1994 Hystrichosphaera bentori, Rossignol, 84—85i, Akl, 3, 7, 8; 图 版 3， 图 2。 

1870 Spiniferites bentori, Sarjeant, 47i. 

FER ON ERTB, PIR RRAI SEA AeA BRR’, 6”, Bc, 6”, Ip, 1””, 

6c 的 板 片 较 小 ， 横 向 伸 长 ， 组 成 腰 沟 ， 分 壳 体 为 上 下 壳 。 上 壳 大 于 下 索 ， 略 呈 三 角形 ， 

下 充 为 浅 半圆 形 。 管 状 突起 常 位 于 缝 脊 的 汇合 处 ， 一 般 中 空 ， 和 壳 体 不 通 ， 远 极 常 闭 

合 ， 作 三 或 四 次 分 又 ;项 突起 较为 宽大 ， 远 极 末端 缺 刻 不 平 ， 后 腰 板 片 突 起 的 宽度 次 

之 ， 其 它 部 位 的 又 次 之 。 腰 沟 清晰 ， 为 左旋 式 。 壳 体 和 突起 表面 平滑 。 壳 体 长 50ume。 

最 宽 44um; 项 突起 长 达 10um， 宽 Bum; 后 腰 板 片 突 起 长 达 13um， 宽 5um; 其 它 突 

起 长 10um 左右 ， 宽 2 um 左右 。 

本 种 原 产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区 第 四 系 ， 壳 体 大 小 73 一 60 x 63 一 45um， 突 起 长 15 一 

20u4m， 尾 部 突起 长 达 25uwm。 当 前 标本 的 壳 体 和 突起 均 略 小 ， 但 其 板式 和 突起 的 形状 及 

结构 相同 。 此 种 在 加 勒 比 海区 第 四 系 也 有 发 现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AHR PS CRM) 截 管 变种 Spiniferites cf.bentori var. truncata (Rossignol ) 

Lentin & Wiliams 

( Akkl, Ail, 2) 

壳 体 为 不 规则 孵 形 ， 由 纤弱 的 缝 线 分 为 板 片 ， 因 保存 欠 佳 ， 板 式 不 明 。 腰 沟 隐 约见 

到 ， 分 壳 体 为 上 下 壳 ， 上 壳 大 于 下 壳 。 具 管状 突起 ， 多 处 于 缝 线 汇合 处 ， 突 起 多 中 空 ， 

和 壳 体 不 通 ， 从 近 极 向 远 极 微 变 窗 ， 远 极端 闭合 ， 截 形 ， 项 突起 和 后 腰 板 片 突 起 较 其 它 

突起 宽大 。 

壳 体 长 40um， 宽 33um; 项 突起 和 后 腰 突 起 长 5 一 6.5/m， 基 部 宽 4 一 5um， 末 端 

宽 约 3 um, 

变种 以 突起 为 短 管状 ， 从 基部 向 末端 微 变 窗 ， 末 端 为 截 形 ， 不 分 又 等 特征 和 原 种 不 

同 。 此 变种 原 产 于 中 东 地 中 海 沿岸 区 第 四 系 ， 壳 体 大 小 60 x 50km。 当 前 标本 的 形态 FF 

4E #1 Hystrichosphaera bentori var. truncata( Rossignol, 1964, 85m, Aik 1, A 

5, 6; 图 版 3， 图 1 ) 相 像 ， 因 体积 较 小 和 标本 保存 欠 佳 ， 板 式 反 映 不 清 等 定 为 比较 

种 。Lentia & williams (1973) 作 了 新 组 合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多 泡 刺 甲 菠 〈 比 较 种 ) Spiniferites cf. bulloides ( Deflandre & Cookson ) Sarjeant 

(图 版 1， 图 11 ) 

壳 体 孵 形 。 壳 壁 薄 ， 表 面 由 细 颖 分 隔 为 板 片 ， 板 式 不 易 看 明 。 腰 沟 尚 清晰 左旋 

式 ， 分 壳 体 为 近 相 等 的 上 下 壳 。 具 棒状 突起 ， 多 位 于 板 片 之 角 部 ， 突 起 细 长 ， 远 极 末端 

三 分 又 。 壳 体 表 面 平滑 。 壳 体 长 35um， 宽 约 30ums 突起 长 达 12km， 一 般 7 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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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i ARAL HIE Fl Hystrichosphaera bulloides Cookson & Deflandre(Eisenack, 

Katalog, Bd. I], 5330) 相像 。 后 者 壳 体 轮廓 圆 形 ， 可 破裂 为 卵 形 或 椭圆 形 ; 突 起 

长 10 一 15um， 常 三 分 又 ， 壳 体 大 小 30 一 37um。 当 前 标本 因 板式 不 明显 而 定 为 比 较 

种 。 

此 种 多 产 于 中 新 统 及 以 下 地 层 ， 在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也 有 发 现 ， 壳 体 小 于 40um。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膜 带 刺 甲 薄 具 刺 变种 (新 变种 ) = Spiniferites cingulatus ( Wetzel ) 

Sarjeant var. spinatus Song var. nov. 

(图 版 2?， 图 5 ) 

壳 体 孵 形 至 近 球 形 ， 被 宽 而 清晰 的 腰 沟 分 为 大 体 相 等 的 上 下 壳 。 壳 壁 或 为 两 层 ， 薄 

弱 ， 表 面 粗 糙 至 点 状 。 古 口 不 很 清楚 。 板 式 为 刺 甲 营 属 型 ， 前 腰 和 后 腰 板 片 大 而 明显 ， 

腰 板 片 横 向 伸 长 。 板 片 由 薄弱 的 隔壁 分 界 ， 隔 壁 高 2 一 3 mi， 如 一 层 薄 膜 包 于 壳 AS 

Sho. Fs SERS DR a REE, RMR, MAD, 末端 为 三 又 或 二 又 分 枝 ; 隔壁 中 部 

具 刺 状 突 起 ， 约 2 枚 ， 刺 基部 宽 , 急 速 变 锐 而 末端 尖 ， 隔 壁 平滑 。 壳 体 直径 38uwm， 突 起 

高 达 Sum. 
当前 标本 的 板式 及 其 结构 与 Spinijferites cingulatus Sarjeant ( Eisenack, Kata- 

log, Bd. II，537 页 ) 相同 。 此 种 以 壳 体 纹饰 及 其 轮廓 形状 分 为 几 个 变种 ， 它 们 的 隔壁 

较 高 大 ， 板 片 界 限 也 较 清 楚 。 当前 新 变种 的 隔壁 较 薄 能 ， 尤 以 其 上 的 刺 状 突起 ， 与 此 种 

的 各 变种 不 同 。 

本 种 的 地 质 历程 很 长 ， 从 早 白垩 世 一 直 延 续 到 更 新 世 ， 更 新 世 的 标本 大 小 为 47 一 60 

x35 一 56u&m。 本 新 变种 的 体积 相对 较 小 。 

Bi ARR. 

aR) BSE (比较 种 Spiniferites cf. hyperacanthus (Defl. & Cooks. ) 

Cookson & Eisenack 

(图 版 1， 图 3，4 ) 

壳 体 孵 形 至 球形 ， 表 面 显 板 片 构造 ， 因 保存 差 而 板式 不 清楚 ， 大 体 为 刺 甲 藻 属 型 。 

具 突 起 ， 处 于 板 片 的 角 部 或 缝 疹 上 ， 一 般 实 心 ， 棒 状 ， 远 极 末 端 二 或 三 分 又 ， 轮 廓 线 上 

的 突起 超过 20 条 。 壳 体 直径 30 一 35u&m， 突 起 长 达 15ukm。 

当前 标本 虽 板 式 不 很 清楚 ,但 其 形态 特征 与 Spiniferites hyperacanthus (Eisenack, 

Katalog, Bd. II，557 页 ) 相像 ， 尤 其 是 细 而 不 清楚 的 板 片 界限 ， 细 长 、 坚 实 而 末 端 

三 分 叉 的 棒状 突起 并 在 赤道 部 位 密 排 等 特征 都 相同 。 但 当前 标本 的 板式 不 清楚 ， 壳 体 较 

小 《此 种 模式 标本 直径 约 50u&m )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本 种 原 产 于 澳大利亚 中 新 统 或 以 下 地 层 ，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也 有 发 现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RGR Spiniferites membranaceus ( Rossignol ) Sarjeant 

( Alki, Al6, 7, 12) 

43 



1964 Hystrichosphaera membranaceus, Rossignol, 87M, Alk2, Ai—3; 图 版 3 A4, 

5。 

1967 Hystrichosphaera membranaceus, Wall, 102%, FA}R14, 14, 15. 

1970 Spiniferites membranaceus, Sarjeant, 79i. 

壳 体 孵 形 ， 由 纤细 缝 宰 划分 为 板 片 ， 板 式 为 刺 甲 菠 属 型 。 古 口 前 腰 式 ， 呈 不 规则 三 

角形 。 突 起 多 为 管状 ， 多 处 于 缝 宰 接 合 处 〈 即 板 片 的 角 部 ) ， 尾部 突起 为 膜 管状 ， 大 而 

明显 ， 呈 喇叭 状 张 开 ， 边 缘 缺 刻 深 型， 每 一 裂片 末端 二 分 又 :顶部 突起 为 管状 ， 中 空 ， 

末端 边缘 也 多 不 平 ， 其 它 突起 多 细 长 ， 远 极 末端 多 三 分 又 ， 又 端 又 二 分 枝 。 

SOK 45um, SE 40km 尾部 突起 长 17um， 宽 15 一 204m; 项 部 突起 长 9um， KH 
Tum, REREK 15um 左 右 。 | 

本 种 以 较 发 育 的 尾部 突起 与 S. scabrata 不 同 ， 以 缺乏 刺 的 行列 等 FS. mirabilis 

(Wall，1967，101 一 102 页 ， 图 版 14， 图 5 ， 6 ，10 一 13 ) 区 别 。 此 种 在 中 东 地 中 海 沿 

Fe Anh oe Ke AO AWA RH. 

层 位 ”东海 群 确 部 。 

节 管 刺 甲 菠 Spiniferites nodosus (Wall ) Sarjeant 

(Ams, ， 图 6 ) 

1967 Hvystrichosphaera nodosa，Wall，101 一 102 页 ， 图 版 14， 图 7 一 9。 

1970 Spiniferites nodosus，9arjeant，76 页 。 

壳 体 孵 形 ， 表 面 由 缝 线 划分 为 板 片 ， 板 式 为 刺 甲 菠 属 型 。 腰 沟 清 晰 ， 分 壳 体 为 上 下 

壳 ， 上 壳 近 三 角形 ， 略 大 于 下 壳 ， 下 壳 为 近 半 攻 形 。 突 起 处 于 板 片 的 角 部 ， 呈 短 锥 状 ， 

长 不 超过 6um， 末 端 或 可 分 又 ， 一 般 不 明显 。 壳 体 大 小 为 61 x 52um， 表 面 平 滑 。 

本 种 特征 是 突起 短小 呈 节 状 。 据 Wall(1967 ) ， 此 种 的 突起 较 小 ,末端 二 或 三 分 

又 ， 可 变 转 到 基部 呈 节 状 。 当 前 标本 虽 未 看 到 弯 转 的 突起 ， 但 突起 短小 呈 节 状 。 本 种 产 

于 加 勤 比 海区 第 四 系 。 

层 位 ”三 潭 组 上 段 。 

多 枝 刺 甲 薄 Spiniferites ramosus ( Ehrenberg ) Loeblich Jr.et Loeblich J 

(AR 1, As, 13, 14) 
1938 Xanthidium ramosus, Ehrenberg, Aykl, Fl, 2, 5. 

1966 Spiniferites ramosus, Loeblich Jr. et Loeblich I, 56—57%. 

1981 Spiniferites ramosus，《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68 页 ,图 版 34， 图 11 一 16。 

壳 体 近 孵 形 ， 表 面 显 板 片 结 构 ， 板 式 为 刺 甲 薄 属 型 。 腰 沟 隐 约 可 见 ， 上 壳 略 大 于 下 

壳 。 管 状 突起 位 于 板 片 之 角 部 ,一 般 中 空 , 远 极 末端 闭合 ， 作 二 或 三 分 又 。 元 体 大 小 35 一 

50x 30—38um; 突起 长 达 10um， 基 部 宽 4um 多 ， 上 部 2um; 项 部 突起 长 达 15km。 

本 种 壳 体 一 般 大 于 40km。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的 本 种 标本 大 小 为 30 一 37.5x27.5 一 

35Um， 突 起 长 5 一 17.5um， 和 当前 标本 的 大 小 相当 。 本 种 从 白垩 纪 至 第 四 纪 有 广泛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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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三 潭 组 上 段 一 东海 群 底 部 。 

HAS (未 定 种 1) Spiniferites sp. 1 

(Am 2, Ali, 2) 

壳 体 轮廓 卵 形 至 圆 三 角形 ， 壳 壁 极 薄 ， 表 面 平 滑 。 中 部 具 一 明亮 的 沟 区 , 宽 约 5um， 

分 壳 体 为 近 相等 的 上 下 壳 。 上 壳 具 一 前 腰 古 口 的 板 片 区 域 ， 界 限 尚 可 见 ， 其 它 板 片 的 界 

限 不 清楚 。 具 管状 突起 ， 突 起 长 度 近 相等 ， 空 心 ， 末 端 闭合 并 作 三 或 二 分 又 。 壳 体 直径 

为 40um; 突起 长 10 一 15uUm， 基 部 宽 约 4km， 末 端 变 罕 为 2 um。 
当前 标本 的 外 形 和 Hystrichosphaera crassipellis ( Eisenack, Katalog, Bd.II, 

547 页 ) 相像 ， 但 后 者 的 壳 壁 很 厚 ， 表 面 网 状 ， 有 所 区 别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ASE (未 定 种 2 ) Spiniferites sp. 2 
(图 版 2?， 图 6，7 ) 

壳 体 近 孵 形 ， 表 面 由 细 隔 壁 划分 为 形状 不 定 的 许多 区 域 ， 但 板式 不 明 。 在 隔壁 接连 

处 具 短 管 状 突起 ， 突 起 末端 常 二 或 三 分 又 。 壳 壁 尚 坚 固 ， 由 两 层 壁 组 成 ， 表 面 粗糙 至 细 

粒状 。 充 体 大 小 为 55 x 40ukm， 突 起 长 达 6ume。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RARE? ( KER 3 ) Spiniferites? sp.3 

(图 版 2， 图 11 一 13 ) 

充 体 近 孵 形 ， 左 后 部 破裂 ， 左 上 部 也 具 破 裂缝 。 古 口 不 明 。 具 突起 ， 尾 部 突起 大 而 

明显 ， 其 基部 很 宽 ， 急 剧 收缩 变 罕 而 呈 圆 锥 形 ， 末 端 为 星 芒 状 分 枝 ， 其它 突 起 圆锥 状 ， 

末端 三 分 又 ， 约 20 条 。 突 起 间 似 有 纤弱 的 兰 相 联 ， 多 不 清晰 ， 故 板式 不 明 。 壳 体 表 面 粗 

糙 至 细 粒 状 。 这 体 大 小 为 48 x 50ukm; 尾部 突起 长 25um， 基 部 宽 约 18um， 末 端 宽 约 

Sum; 其 它 突 起 长 达 14um， 基 部 宽 4um， 末 端 宽 2 um 左右 。 

因 当 前 标本 的 肴 甚 纤细 而 使 板 片 和 板式 不 明 ， 故 在 属 名 后 加 “?2”。 

Bit ARSE. 

科 未 定 Family Ident. 

百色 落 属 Bosedinia He & Qian, 1983 

本 属 以 “ 圆 形 开 口 ” 常 处 于 壳 体 最 宽 处 为 其 特征 ， 可 能 代表 了 上 壳 古 口 ， 若 此 ， 则 

本 属 的 下 壳 一 般 大 于 上 壳 。 

本 属 名 原 为 Bosea， 因 和 十 植物 属 名 相同 而 改 为 Bosedinia。 

48 G 3 ”Bosedinia granorugosa (He & Qian ) He 

(图 版 11， 图 2，、 3) 
1979 Besea granoru9gosa， 何 承 全 等 ，178 一 179 页 ， 图 版 1， 图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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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Bosedinia granorugosa, {RK4:, 173K, AK7, Al4, 15. 

轮廓 卵 圆 形 ， 大 小 为 40—45 x 35—38um, FcR, EY lum, HH AK. A 饰 为 
颗粒 和 得 皱 状 ， 显 得 很 粗糙 。 顶 部 具 一 网 形 开口 ， 宽 30 一 35um。 

此 种 分 布 于 我 国 广西 百色 地 区 那 读 组 ， 时 代为 晚 始 新 世 至 早 渐 新 世 。 

层 位 ” 花 港 组 。 

粗糙 百色 薄 Bosedinia scabrata ( Jiabo ) He 

《图 版 11， 图 9 ) 

1978 Palaeostomocystis scabratus, «PKI RW PAH Ay RAMS A), 127 页 ， 

图 版 32， 图 24，25。 

1979 Bosea scabrata， 何 承 全 等 ，173 页 。 

1984 Bosedinia scabrata, {§#K4z, 178%. 1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为 43 x 45&m。 壳 一 端 具 开口 ， 多 角形 ， 宽 超过 30ukm。 FREY 

lpm, KM Whe, WMA. 

此 种 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产 于 渐 新 统 东 营 组 。 

层 位 ”三 潭 组 下 段 。 

I 、 绿 藻类 Chlorophyta 

KRUSE Hydrodictyaceae 

BRE Pediastrum Meyen, 1829 ; 

‘Sees SMC HLM Pediastrum boryanum var. longicorne Raciborski 

(图 版 9， 图 1 一 3 ) 
1978 Pediastrum boryanum var. 1ongicorne，《 济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鞭 藻 类 和 疑 源 类 》， 

97 页 ， 图 版 34， 图 5 一 11。 

1979 Pediastrum boryanum var. 1ozgicorne， 何 承 全 等 ，184 页 ,图 版 1， 图 20。 

1980 Pediastrum boryanum var. 1omgcicorne， 胡 鸿 钓 等，317 页 ,图 版 67， 图 6。 

1981 Pediastrum boryanum var. longicorne, 何 承 全 ，120 页 ,图 版 1， 图 5 一 14。 

群体 圆 盘 形 ， 由 2 倍数 的 细胞 组 成 ， 一 般 为 16 一 32 个 细胞 或 更 多 。 和 群体 内 部 细胞 多 

角形 ， 边 一 般 较 直 ， 或 因 腐蚀 而 界限 不 明显 。 边 缘 细 胞 向 内 的 一 半 为 三 角形 ， 回 外 的 一 

半身 外 伸 出 两 条 裂片 状 突起 ， 其 间 明 显 止 陷 ， 两 条 裂片 常 排 在 同一 平面 上 。 和 群体 表面 因 

较 直 的 细胞 壁 常 显示 网 格 状 ， 纹 饰 为 颗粒 状 ， 因 腐蚀 显得 很 粗糙 。 群 体 直 径 为 60 一 

70um， 和 裂片 状 突起 长 12 一 20um。 

本 变种 以 裂片 状 突起 较 长 与 短 琼 盘 星 菠 ( Pediastrum boryanum) 相 区 别 。 至 于 突 

起 多 长 才能 归 入 本 变种 ， 因 各 地 标本 的 差异 而 有 所 不 同 ， 如 渤海 沿岸 地 区 及 北部 湾 一 带 

第 三 系 的 此 类 标本 ， 突 起 长 达 20 一 254m， 而 现代 种 却 只 长 达 10km， 相 差 几 近 一 倍 。 笔 

者 认为 ， 只 要 突起 末端 的 棒状 伸 长 部 分 超过 10ukm 者 ， 皆 可 归 入 本 变种 。 当 前 的 标本 证 

如 此 处 理 的 。 

本 变种 从 第 三 纪 直 至 现代 在 我 国 各 地 多 有 分 布 ， 为 盘 星 菠 属 最 广泛 分 布 的 种 类 ， 代 

表 陆 相 淡水 沉积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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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43a RL 0edogoniaceae 

毛 球 藻 属 “Comasphaeridium Staplin, Jansonius & Pocock, 1965 

微 刺 藻 ”Comasphaeridiurm minutum Jiabo 

(图 版 12， 图 11 ) 

1978 Comasphaeridium minutum, (WIRE WE PE B= 209 MR RE » ,116 页 ， 图 版 

a2, ti 15.. 

球形 ， 轮 廊 近 圆 形 ， 直 径 20 一 324m。 外 壁 一 般 厚 约 1.5um， 或 可 见 两 层 。 人 

微 刺 状 ， 刺 细 ， 如 毛 状 ， 长 达 2 um。 壳 体 可 破裂 ， 裂 颖 不 长 。 

本 种 原 产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沙河 街 组 二 段 ， 时 代为 中 渐 新 世 。 细 刺 畏 菠 ( Oedogonium 

aculeatum Jao ) 的 卵 孢 子 外 壁 朴 布 纤细 的 刺 ， 大 小 为 27 一 32x 23 一 31Um， 和 当前 化 石 

标本 可 以 比较 。 微 星 鞘 藻 (0O.micraster Jao) HAF MAMA, (ARR), HR 

为 19 一 21kum( 侥 钦 止 ，1979，218 一 219 页 ， 图 版 72， 图 4 一 8 )。 因 此 当前 的 化 石 与 蒜 

藻 的 卵 钨 子 可 能 有 关 ， 为 陆 相 环境 的 产物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细 刺 萍 Comasphaeridium spinatum Jiabo 

〈 图 版 12， 图 12 ) 

1978 Comasphaeridium spinatum, 《渤海 沿 岩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革 藻 类 和 疑 源 类 》,116 页 ， 图 版 

32， 图 1 一 10。 

形态 特征 和 上 种 相像 ， 直 径 为 20 一 26um。 ener, 坚固 ， 表 面 密布 细 短 刺 ， 刺 

较 粗 强 ， 长 一 般 不 超过 2 km。 壳 体 有 时 破裂 ， 但 裂口 不 长 。 

星 形 鞘 藻 CO. aster Wittr.). SAM CO. pungens Hirn. ) RW SHR 

3% CO. starmachii Mroz. ) 等 ( 侥 钦 止 ，1979，215 一 219 页 ) 的 孵 孢 子 均 具有 细 短 刺 ， 

大 小 在 20 一 35km 之 间 ， 和 当前 的 化 石 标本 多 可 比较 。 本 种 原 产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沙河 街 

组 一 东营 组 ， 时 代为 渐 新 世 中 晚期 ， 考 虑 到 此 类 化 石和 鞘 藻 植物 的 关系 ， 它 们 可 能 是 指 

相 化 石 ， 地 质 时代 的 意义 可 能 不 大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双星 荡 科 Zygnemataceae 

穴 面 孢 属 Foueoinaperturites Pierce, 1961 

模式 种 ”Foueoinaperturites forameniferus Pierce 

BE 穴 纹 的 无 口 器 苞 型 ， 其 中 的 一 些 可 能 为 浮游 生物 (淡水 ) 。 

据 现 有 资料 ， 具 和 孔 穴 纹 的 钨 子 在 绿 藻 门 双星 菠 科 (Zygnemataceae ) 的 双星 菠 属 

(Zygnema ) 、 转 板 菠 属 〈( Morgeotia) 、 水 绵 属 ( Spirogyra ) | RAMA ( Oedogonia— 

ceae ) 的 鞘 藻 属 〈《Oedogonium ) 等 中 均 有 发 现 。 目 前 尚 不 明了 ，, 在 这 些 属 种 的 鉴定 

上 ， 此 类 接合 孢子 到 底 起 什么 作用 ， 所 以 对 此 类 犯 子 暂 采用 器 官 属 种 的 原则 鉴定 。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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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 RRL T MESH 

穴 面 孢 (未定 种 1 ) ~ Foveoinaperturites sp.1 

(图 版 10， 图 1，2 ) 

DRM ABAKMAI, 两 端 钝 或 锐 圆 ， 大 小 80 一 120 x 40—70um, 具 一 条 纵 裂 

4, WAM AMA. Spee 1.5—2um, 纹饰 孔 穴 状 ， BH, NAB, KB2- 

3 km， 部 分 为 长 形 ， 穴 距 等 于 或 小 于 穴 径 : 穴 纹 一 般 很 清晰 ， 界 限 清楚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Ria ( KEM2) Foveoinaperturites sp.2 

(图 版 10， 图 3，4， 9) 

轮廓 椭圆 形 ， 两 端 锐 ， 大 小 85 x 4oums; 或 为 近 圆 形 ， 直 径 约 70km。 具 纵 裂 带 ， 分 

孢子 为 两 半 ， 一 半 钨 子 为 长 权 形 ， 大 小 120x30ukm， 破 裂 带 如 单 沟 状 。 外 壁 厚 约 1um。 

纹饰 为 密布 的 细 穴 状 ， 穴 近 圆 形 ， 穴 径 2 um 左右 ， 穴 距 略 宽 于 穴 径 ， 轮 廓 线 近 平 直 。 

本 未 定 种 以 外 壁 较 薄 和 穴 纹 的 界限 不 清晰 与 前 一 种 有 区 别 。 链 孔 藉 菠 (O. concate- 

natum ) #ARSCHH BR CO. ocellatum ) HON AAF AM FLAC, 大 小 在 62—75 x 78—125um 

范围 内 (〈 侥 钦 止 ，1979，199 一 200 页 ) ， 和 化 石 孢 子 可 以 比较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穴 面 孢 (未 定 种 3 ) Foveoinaperturites sp. 3 

(图 版 10， 图 6 一 8，10 ) 

轮廓 检 形 至 长 梭 形 ， 大 小 60 一 80 x 25 一 35Um， 长 梭 形 大 小 100x 25um。 纵 裂缝 把 

孢子 割 切 为 两 半 ， 一 半 面 上 显 单 沟 状 裂 竹 ， 外 壁 厚 约 1 um。 纹饰 为 细 穴 状 ， 牙 布 或 散 

i, KIB, K1.5—2um, RRA.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穴 面 孢 (未 定 种 4 ) Foueoinaperturites sp. 4 

(图 版 10， 图 11，12 ) 

轮廓 孵 形 至 宽 椭 圆 形 ， 大 小 60 一 65 x 40 一 45Um。 未 见 规 则 破裂 带 ， 或 可 不 规则 破 

裂 。 外 壁 厚 1.5km。 纹 饰 穴 状 ， 穴 近 圆 形 ， 穴 径 3 一 4Um， 穴 距 或 宽 于 穴 径 ， 平 面 上 显 

示 粗 网 状 图 案 。 轮 廓 线 波 状 。 

SHH BE CO. speciosum Ley ) MN FA BINT EER IB, K 小 52 一 54x57 一 

64um， 中 孢 壁 具 圆 孔 纹 ( HSeKIL, 1979, 2580), MAW T RHE.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Rew (KEM 5 ) Foveoinaperturites sp. 5 

《图 版 10， 图 16，17 ) 

孢子 原 为 近 球 形 ， 因 破裂 挤 压 呈 纺锤 形 ， 大 小 为 65 一 70x 30 一 35Um。 外 壁 厚 不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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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m。 纹 饰 孔 穴 状 ， 孔 穴 大 而 清晰 ， 穴 径 4 um 左右 ， 穴 边 显 环 圈 ， 如 重 纹 孔 状 ， 穴 距 

两 倍 大 于 穴 径 。 

江西 双星 菠 ( Zygnema kiangsiensis Li) 的 接合 孢子 为 近 球形 或 扇 球 形 ， 宽 44 一 

58um, 1 36—46um; 中 孢 壁 具 粗 的 圆 孔 纹 ， 和 孔径 3 一 5um， 和 孔 距 4 一 7um( 胡 鸿 钩 

等 ，1980，293 页 ， 图 版 84， 图 9 ) 。 其 形态 和 当前 化 石 标本 可 以 比较 。 

层 位 ”三 潭 组 。 

RE (HF 6) Foueoinaperturites sp. 6 

(图 版 10， 图 13 一 15 ) 

轮廓 扁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 大 小 30 一 35 x 25—30um, FpREW, 表面 具 重 纹 孔 状 的 穴 纹 ， 

REA 2 um， 穴 距 3 一 4um。 轮 廓 线 粗 波状 。 

SATE MEM ( Zygnema stellinum) 的 接合 孢子 和 当前 的 化 石 可 以 比较 。 前 者 卵 形 

或 近 球形 ， 大 小 29 一 39x 32 一 45Um， 纹 饰 孔 穴 状 ， 和 孔径 和 和 孔 距 约 为 4km( 胡 鸿 钧 等 ， 

1980, 239%), 

Bi 7¢#4—ERA. 

RW (KER 7) Foveoinaperturites sp. 7 

(图 版 10， 图 18 一 20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65 一 70km。 外 壁 很 厚 ， 为 3 一 4um， 层 次 不 显 。 具 细 孔 纹 ， 孔 

径 不 及 1um， 穿 通 外 壁 ， 孔 密 或 牙 ， 局 部 不 显 孔 纹 。 外 壁 表面 较 粗糙 。 

“E35 SUA ( Bulbochaete) WWF RAASLANFT HAUSA, KH PRE 

CB. intermedia) M4WHARHR. PREM DATA ANAT 2c, A 时 不 

明显 ， 外 壁 近 于 平滑 ， 孢 子 大 小 为 38 一 46 x 30—40um ( fH K IE, 1979, 308, APR 

112， 图 1 )， 化 石 钨 子 的 体积 较 大 。 

层 位 三 潭 组 。 

穴 面 孢 ( KM 8 ) Foueoinaperturites sp. 8 

(图 版 10， 图 5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30 一 35uwm。 外 壁 厚 1.5um 左 右 ， 可 见 两 层 。 纹 饰 为 细 粒 状 ， 并 散 

布 孔 穴 纹 ， 和 孔径 1—1.5um, 

绿 藻 植物 的 卵 钨 子 也 有 具 和 孔 穴 纹 的 ， 孔 穴 纹 一 般 均 布 。 当 前 标本 的 孔 穴 纹 散 布 不 均 

oo 

Em =728, 

儿 形 孢 属 Ovoidites Potonie, 1951 ex Krutzsch, 1959 

本 质 卵 形 孢 Ouoidites ligneclus Potonie 

(Ames, ， 图 4 一 10; 图 版 13， 图 12，13 ) 

孢子 卵 形 ， 椭 球形 或 梭 形 ， 体 外 或 具 透 明 的 膜 壁 ， 常 可 脱落 。 本 体外 壁 较 厚 ， 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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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 

为 短 皱 状 至 皱 网 状 纹饰 ， 有 时 显得 很 粗糙 。 常 具 一 纵 褐 皱 或 裂 笑 ， 分 孢子 为 两 半 。 大 小 

可 变 。 

这 类 抱 子 的 亲缘 关系 ， 随 着 研究 的 深入 而 更 加 清楚 。 最 初 Potonie (1951 ) 把 这 种 

类 型 作为 孢子 ，Thomson 长 Pflug (1953 ) DWE ME AH A AY statoblasts; 

Krutzsch (1961 ) 认为 它们 是 淡水 藻类 的 中 间 训 孢 Cinternal cysts ) 。Geel(1978 ) 

将 第 四 纪 的 类 似 标 本 定 为 Spirogyra. 。 因 此 ， 这 类 化 石 是 属于 绿 藻 植物 ， 与 双星 菠 科 水 

绵 属 有 亲缘 关系 ， 代 表 淡 水 湖 相 环境 。 

根据 孢子 的 形状 、 大 小 及 其 纹饰 等 特征 ， 本 种 可 以 分 为 如 下 的 类 型 : 

类 型 1(CType1) A4, 5. FRAG, K C50) —80—90 x 30—50um, 

纹饰 皱 网 状 ， 显 得 很 粗糙 。 个 别 标本 以 膜 壁 包围 本 体 。 

EE KA C Spirogyra papulata Jao) 的 接合 孢子 为 梢 球形 ， 两 端 略 圆 ， 中 钨 壁 具 不 

规则 网 纹 ， 与 当前 化 石 标本 可 以 比较 ， 但 体积 小 ， 宽 22 一 320m， 长 35 一 55Um《〈 胡 鸿 钧 

等 ，1980，400 页 ， 图 版 86， 图 2 ) 。 

层 位 ee shea — 东海 群 。 

类 型 2 (Type2) 图 7，8，10。 独子 长 椭 球 形 或 梭 形 ， 两 端 锐 ， 大 小 80 一 

120x30 一 504m。 纹 饰 粗 网 状 ， 网 将 反映 于 轮廓 线 上 。 

假 颗 粒 水 绵 ( Spirogyra pseudogranulata Ley ) 的 接合 孢子 除 纹饰 较 细 些 ， 其 它 特 

征 和 当前 化 石 可 以 比较 。 接 合 孢 子 长 100—140um, 宽 46 一 68km ( HBAs, 1980, 

401 页 ， 图 版 88， 图 5 )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类 型 3 (Type3) 6, 9. MHTWRAMRE, 大 小 70 一 109x 40 一 65uim。 纹 

饰 为 短 皱 状 至 皱 网 状 。 未 见 膜 壁 。 

美丽 水 编 (CSpirogyra pulchrifigurata jao ) 的 接合 孢子 具 不 规则 粗 网 纹 ， 大 小 为 

70 一 109x 54—64um ( 胡 鸿 钧 等 ,1980，401 页 ， 图 版 87， 图 1 ) ， 和 当前 化 石 标本 可 以 

Mlk. 

Bi ERA. 

类 型 4(Type 4) Ayigi3, Al2, 13, WTRB, KBitl50um, 2 thi A AK 

Ke 

Bi ”三 漂 组 。 

SEX ZR = Psiloschizosporis Jain, 1968 

本 属 是 从 Schizosporis Cookson & Dettmann 1968 划分 出 来 的 ， 以 平滑 的 外 壁 区 

别 于 具 网 状 纹饰 的 后 者 。Geel (1978,385 一 387 页 ,图 版 3 ,图 34 一 41) 将 南美 更 新 统 的 类 

似 标本 定 为 Spirogyra sp.， 并 指出 Schizosporis parvus Cookson & Dettmann 是 白垩 

纪 时 双星 菠 科 水 绵 属 的 代表 。 因 此 ， 本 属 和 双星 藻 科 水 编 属 的 接合 孢子 有 关系 ， 代 表 陆 

相 湖泊 的 环境 。 

对 裂 孢 属 ( Schizosporis ) 的 壳 体 多 为 圆 形 轮廓 ， 纹 饰 网 状 ， 儿 形 孢 属 的 形状 为 椭圆 

形 ， 纹 饰 也 为 网 状 ， 和 本 属 均 容 易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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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KMBA Psiloschizosporis maximus Song et Liu 

(图 版 8 ， 图 12，13 ) 

1982 Psiloschizosporis maximus， 宋 之 琛 等 ，178 页 ， 图 版 2， 图 21。 

轮廓 长 李 圆 形 ， 体 积 很 大 ， 一 般 超 过 120km， 可 达 180km， 宽 65 一 804m。 除 具 裂 终 

带 分 裂 孢 子 为 两 半 外 ， 尚 具 数 条 纵 问 宰 锌 。 外 壁 厚 2 um 左右 ， 表 面 平 滑 至 粗糙 。 

本 种 以 体积 很 大 为 特征 。 现 代 水 绵 的 接合 孢子 ,其 最 大 的 有 长 形 水 绵 (Spirogyra lon- 

gata) 和 法 氏 水 绵 (S. farlowii) ， 前 者 的 长 达 102um， 后 者 的 长 达 106um， 但 均 比 化 

AFA. BAKA CS. pulchrifigurata) 的 接合 孢子 长 达 109um， 但 具 粗 网 状 纹饰 

(4 胡 鸿 钧 等 ，1980，399 一 401 页 ) 。 

层 位 ”三 潭 组 。 

小 光 对 有 裂 孢 ”Psiloschizosporis parvus (Cookson & Dettmann) Jain 

(Ams, All) 

1959 Schizosporis parvus, Cookson & Dettmann, 213%, Akl, H15—20. 

1968 Psiloschizosporis parvus, Jain, 31%, 

1978 Psiloschizosporis parvus,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75 页 ， 图 版 15， 图 15 一 17。 

轮廓 顶 圆 形 ， 大 小 125 x 60um。 外 壁 厚 约 lum, RAMA. AWMRRe, 

子 为 两 半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WAM (HEM) = Psiloschizosporis Sp. 1 

(图 版 9 ， 图 5，6 ) 
轮廓 枯 圆 形 ， 大 小 50 一 60 x 30—35um, SPREE, 2471 em, MIS, HA 

BA FE Ko 

层 位 ”三 潭 组 。 

光 对 裂 孢 《未定 种 2 ) Psiloschizosporis sp. 2 

(图 版 13， 图 7，8 ) 

轮廓 覃 圆 形 ， 大 小 57x34um。 具 对 角 的 两 条 裂 妖 ， 未 相连 。 外 壁 厚 1 um 左右 ， 分 

为 近 等 厚 的 两 层 ， 表 面 平滑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四 孔 薄 属 Tetrapidites Klaus, 1950 ex Meyer, 1956 

FFL (MAS) Tetrapidites ichsensis ( Frantz ) Song comb. nov. 

(图 版 11， 图 13，14 ) 

1960 etraborobollenites icphsensis，Frantz，559 页 ， 图 版 1， 图 1。 

轮廓 四 边 形 或 蓉 形 ， 边 平 直 ， 直 径 35 一 42ukm。 角 部 微 止 陷 ， 不 深 ， 周 围 不 显 加 厚 ， 

而 为 一 钢 笋 带 。 外 壁 薄 ， 厚 不 及 1um， 表 面 粗糙 或 细 粒 状 ， 常 具 得 小 福 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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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e FA Ps BABE Fe FO ABB BAN RK FOLK CT. psilatus) 区 别 ， 后 者 直径 为 

25um 左 右 〈 何 承 全 等 ，1979，184 页 ， 图 版 2 ， 图 19，20 ) 。 此 种 类 型 和 双星 藻 科 转 板 

藻 属 的 接合 孢子 较为 相像 ， 后 者 具有 平滑 、 皱 状 及 孔 状 等 纹饰 。 

层 位 ”三 潭 组 。 

下、 塔 斯 马 尼 亚 类 Tasmanititae 

5H IR Campenia Madler, 1963 

Sh 4h SE =Campenia circullata Siabo 

(图 版 12， 图 13，14 ) 

1978 Campenia circullata,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壬 藻类 和 疑 源 类 》,99 页 ， 图 33， 图 2 一 4。 

轮廓 近 圆 形 ， 或 因 挤 压 而 不 规则 ,直径 为 100 一 110km。 外 壁 厚 约 1 um 表面 粗 hie, 

BERKRAMRKAR. BARBER, Wa He. LEK. 

层 位 ”三 潭 组 。 

不 定 禄 皱 菠 ”Campenia irregularis Jiabo 

(图 版 12， 图 15 ) 

1978 Campenia irrlEgular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鞭 藻 类 和 疑 源 类 》，99 页 ， 图 版 33， 

Fl5, 7. 8 

轮 廊 卵 圆 形 一 近 圆 形 ， 大 小 100 一 120km。 外 壁 厚 1 一 2 上 m， 层 次 不 清楚 。 纹 饰 为 

细 粒 状 至 细 邹 状 。 福 分发 育 ， 粗 大 而 不 呈 环 圈 状 。 未 见 核 状 物 。 

当前 化 石 标 本 和 渤海 沿 归 地 区 的 本 种 模式 标本 是 很 相像 的 ， 但 无 核 状 物 ， 外 壁 也 较 

厚 。 模 式 标本 有 具 一 个 或 一 团 核 状 物 ， 直 径 一 般 为 23 .1 一 39.6Um， 外 壁 厚 不 及 1umoe 

层 位 “玉泉 组 。 

皱 面 球 藻 属 Rugasphpaera Jiabo，1978 

BA Sk EER SE ( SR RR) Rugasphaera maxima Song sp. nov. 

( Ay11, 12, 15) 

轮廓 圆 形 或 孵 形 ， 依 保存 位 置 不 同 而 定 ， 直 径 90—120um, Sp  E 2—3um, 4 

为 两 层 。 纹 饰 锌 状 ， 皱 纹 很 发 育 ， 密 挤 排列 ， 显 得 很 粗糙 。 轮 廓 线 波状 。 一 般 无 口 器 或 

规则 裂 篷 ， 但 可 不 规则 开裂 。 无 核 状 物 。 

本 新 种 以 体积 大 区 别 于 本 属 的 其 它 积 ( 均 小 于 55um ) 。 这 类 标本 可 能 是 绿营 植物 的 

接合 孢子 ， 虽 然 裸 营 门 壳 虫 营 属 C Trachelomonas) 也 有 有 具 类 似 纹饰 的 分 子 ， 但 它们 均 具 

有 国定 的 开口 ， 绿 菠 植 物 和 化 石 标 计 无 此 类 开口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皱 面 球 荡 (未定 种 1) Rugasphaera sp. 1 

(图 版 11， 图 11 ) 



RONG RARE, W480—90um, FPR 2y1.5um, —MAAMJZ. MIRCHI, VN 

S55, WHR, BARAK. Mec in RAE, WI, MARSH 

裂 。 未 见 核 状 物 和 其 它 开 口 构造 。 

口 盖 皱 面 球 菠 CR. operculata) (《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凌 菠 类 和 疑 源 类 》， 

107 页 ， 图 版 40， 图 17 一 20 ) 的 口 盖 较 规则 而 固定 ,皱纹 伸展 较 长 ， 体 积 也 小 (直径 40 一 

50u&m ) ， 与 当前 标本 不 同 。 本 种 以 裂缝 状 开口 ， 外 壁 较 薄 和 体积 较 小 和 巨大 煞 面 ERB 

可 以 区 别 。 

层 位 ”三 漂 组 。 

ob PRBS (未定 种 2 ) Rugasphaera sp. 2 

(图 版 11， 图 6 一 8，10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40 一 45um。 壁 厚 1 一 1.5um， 或 分 为 两 层 。 纹 饰 为 短 皱 状 至 凸 蚀 

状 ， 较 粗 强 ， 在 轮廓 线 上 隆起 较 明 显 。 顶 端 具 一 开口 状 的 两 条 得 裂 双 ， 相 距 20um。 

当前 标本 的 开口 系 标 本 压 扁 时 的 开裂 ， 并 非 项 古 口 。 

Bm = 4h. 

V. S#iR2 Acritarchs 

RISK Baltisphaeridium ( Eisenack ) Staplin, Jansonius & Pocock, 1965 

HIP ( KEM 1+») Baltisphaeridium sp. 

(图 版 13， 图 10，11 ) 

轮廓 孵 形 、 豆 形 或 略 不 规则 形 ， 大 小 为 50 一 60 x 40 一 45um。 壁 由 两 层 组 成 ， 厚 超 

过 1uUm。 表 面 密布 颗粒 状 纹饰 ， 其 间 尚 具 短 棒状 突起 ， 末 端 一 般 不 锐 ， 或 HK, MA 

为 空心 ， 呈 得 管状 ,长 5 一 6um。 无 圆 口 或 开裂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刺 球 菠 (未 定 种 2) Baltisphaeridiur sp. 2 

(图 版 13， 图 9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40 一 55um。 壁 厚 1 一 2 km。 纹饰 短 刺 状 ， 其 间 散 布 颗粒 。 壳 体 
可 破裂 ， 表 面 有 数 个 圆 形 洞 ， 系 微生物 腐蚀 而 成 ， 并 非 圆 口 。 

层 位 ”三 漂 组 。 

刺 球 荡 (未 定 多 种 ) Baltisphaeridium spp. 

(图 版 13， 图 1 一 3 ) 

轮廓 圆 形 一 宽 椭 圆 形 ， 直 径 30—40um (不 包括 刺 ) 。 刺 纹 密布 ， 长 3 一 5um， 无 
板式 反映 。 未 见 核 状 物 及 圆 口 等 。 

层 位 ”东海 群 底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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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 

环 纹 薄 属 Concentricystes Rossignol 1962 emend. Jiabo, 1978 

# Wj FAH = Concentricystes panshanensis Jiabo 

〈 图 版 12， 图 5 ) 

1978 Concentricystes panshanensis, « BIBI EWKERB= Ay MRAKAMAEMR», 1260, A 

版 56， 图 5 一 8。 

轮廓 孵 形 一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45 x38Um。 外 壁 一 般 较 厚实 ， 表 面具 约 11 条 环 圈 纹 ， 

环 纹 宽 约 lum, PETAR; 并 具 颗粒 状 纹饰 ， 在 轮廓 线 上 有 反映 。 未 见 圆 口 RE 

状 物 。 

当前 标本 的 表面 比较 粗糙 ， 其 它 特 征 和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本 种 模式 标本 相同 。 

eft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fe Wz 3 Cynmatiospjpaera O. Wetzel, 1933 emend. Deflandre, 1954 

{3S SE (新 种 ) Cymatiosphaera falcata Song sp. nov. 

6 图 版 7 和 (12, 13) 

壳 体 轮廓 圆 形 或 孵 形 ， 内 体 轮 廓 相同， 被 薄膜 状 环 所 包 右 。 膜 环 具 不 规则 的 袜 痕 ， 

相互 连接 为 不 规则 网 状 ， 网 兰 不 很 清晰 ， 轮 廊 线 呈 缺 刻 状 及 波状 。 内 体 克 厚 1.5um 左 

A, AMPs 膜 环 均 布 颗粒 状 纹饰 。 未 见 古 口 及 核 状 物 。 壳 体 直径 为 50 一 80km ( 包 

FARM); 模式 标本 直径 70ukm， 内 体 直径 55um， 膜 环 帘 5 —1l2ym, 

本 新 种 以 膜 环 的 波状 起 伏 和 裙 痕 状 的 网 兰 为 特征 ， 目 前 无 可 比较 者 。 - 

Bi ”三 漂 组 上 自 一 东海 群 底部 。 

多 楼 膜 网 藻 (新 种 ) Cyrmatiospjpaera multibaculata Song sp. nov. 

(图 版 7， 图 9，10 ) 

轮廓 圆 形 一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为 30um， 内 体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为 21 一 23Um。 辟 

一 层 ， 均 布 棒状 突起 ， 棒 呈 圆 柱状 ， 顶 部 微 脱 大 ， 长 5 一 6ukm， 在 轮廓 上 有 15 一 20 条 。 

棒 由 一 层 极 薄 的 膜 环 所 包 训 ， 呈 由 棒 所 支撑 的 膜 环 。 膜 环 上 有 具 显 粒 状 纹饰 。 未 见 圆 口 及 

BR 

新 种 以 较 多 的 棒状 突起 和 网 纹 的 不 清楚 与 C. eupeplos, C. globulosa, C. nekouda, 

C. radiata 和 Creticulosa 等 (Eisenack，katalog，Bd. 下 ，283 一 365 页 ) 均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粗糙 膜 网 莹 (新 种 )  Cymatiospjaera scabrata Song sp. nov. 

(图 版 7， 图 11 ) 

轮廓 卵 形 一 圆 形 。 内 体 壁 薄 ， 厚 约 lum, RMAMKAR, MRSA, be 较 规 

则 ， 其 中 具 颗 粒 和 得 锌 ， 显 得 很 粗糙 。 内 体 被 一 层 膜 环 所 包围 ， 膜 环 平滑 或 粗糙 ， 轮 廊 

线 近 平滑 。 内 体 上 的 网 销 一般 不 伸 入 膜 环 。 

模式 标本 大 小 为 52x62km (包括 膜 环 ) ， 内 体 大 小 46.5x56.5um， 膜 环 帘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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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M, 

新 种 和 Cymatiosphaera areolata KC. asarota ( Eisenack,Katalog,Bd. —, 245— 

247 页 ) APRA, (RAKES. SCARY APRA AR MEE 在 

此 属 中 是 少见 的 ， 故 为 一 新 种 。C. nekouda ( Eisenack,Katalog,Bd. I, 31130 ) 的 膜 

环 较 窜 ， 和 新 种 可 以 比较 ， 但 前 者 的 网 眼 很 大 ， 网 肴 直 伸 入 膜 环 ， 和 新 种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网 面 球 菠 属 Dictyotidiwrm Eisenack, 1958 emend. Staplin, 1961 

孔 穴 网 夯 球 薄 (新 种 ) Dictyofidiun foveolatus Song sp. nov. 

(图 版 13， 图 5，6 ) | 

轮廓 卵 形 一 扁 圆 形 ， 略 显 角度 ， 大 小 为 56 x 48um, BR 1 um 左右 ， 表 面具 网 状 纹 

饰 ， 网 俏 宽 约 1km， 低 矮 ， 党 不 超出 轮廓 线 ， 网 腿 多 角形 或 伸 长 , 其 内 散布 小 圆 形 孔 穴 。 

壁 表面 显得 很 粗糙 。 

本 新 种 以 网 眼 内 的 孔 突 状 结构 为 特征 ， 容 易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区 别 。 当 前 标本 的 网 脊 是 

均匀 连续 的 ， 与 网 背 由 颗粒 组 成 的 粒 网 球 营 属 (Granoreticella ) 的 分 子 不 同 。 

层 位 ”东海 群 确 部 。 

27K Filisphaeridium Staplin, Jansonius & Pocock, 1965 

污 脏 棒球 菠 Filisphaeridium asperisum Jiabo 

〈 图 版 7， 图 6; 图 版 11， 图 4，5 ) 

1978 Filisphaeridium aspersum,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凌 藻 类 A SE WHY, 116—117 

页 ， 图 版 31， 图 1 一 6。 

轮廓 近 圆 形 一 宽 椭 圆 形 ， 直 径 35 一 50km。 壁 薄 ， 一 层 或 两 屋 ， 表 面 为 颗粒 状 。 另 

具 棒 状 突起 ， 分 布 不 很 稠密 ， 突 起 长 达 3 um, Kip, MAIL, KB XK HT 

RARE, TEAM RAM ADR, LARA. ADBRY. 

本 种 原 产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渐 新 统 沙河 街 组 和 东营 组 ， 模 式 标本 大 小 为 32.5kme 

当前 化 石 标本 的 体积 略 大 。 

Fete ” 花 港 组 。 

拟 网 棒球 藻 (新 组 合 ) Filisphaeridium reticuloidum ( Jiabo ) Song comb. nov. 

(图 版 7， 图 5 ) 

1978 Baltisphaeridium reticuloidum, « vei RW KP B= WW RKMRRKy), 115 页 ， 

图 版 31， 图 18，19。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50 一 55um。 壳 壁 一 层 ， 厚 约 1 pumes 表面 具 棒 刺 状 纹饰 ， 棒 刺 密 

而 短 ， 一 般 长 1 wm， 不 超过 3 um。 棒 刺 在 壳 体 中 部 常 相互 搭 连 ， 呈 拟 网 状 ， 使 元 体 表 
面 显 短 皱 状 一 拟 网 状 图 案 。 无 核 状 物 及 圆 口 。 

本 种 以 棒 刺 短 而 密 排 ， 局 部 显 拟 网 状 图 案 不 同 于 前 一 种 ; 原 产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上 渐 
新 统 东 营 组 。 此 种 的 突起 多 为 棒状 ， 故 这 里 作 了 新 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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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Bit ”三 漂 组 上 段 。 

MRM (未 定 种 ) Filisphaeridium sp. 

〈 图 版 7， 图 3，4，7 )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大 小 为 50 一 65 x 45 一 50&m。 壳 壁 厚 1 一 1.5Um， 可 见 两 层 。 表 面具 

得 棒 刺 ， 一 般 长 1um 左右 ， 在 平面 上 显 粗 粒状 纹饰 ， 粒 径 约 1 um。 未 见 核 状 驳 及 圆 

pais 

Bi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粒 面 球 菠 属 Granodiscus Madler, 1963 

#7 Ha KE = Granodiscus granulatus Madler 

(图 版 11， 图 1 ) 

1978 Granodiscus grantulatk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和 鞭 藻 类 和 疑 源 类 》，102 页 ， 图 版 

39， 图 1 一 9。 

轮廓 近 圆 形 ， 或 因 挤 压 而 略 不 规则 ， 直 径 35—45um, FO, HAMA, FoR 

薄 ， 一 般 厚 1um。 纹 饰 粒状 ， 均 匀 密 布 。 常 含有 一 个 核 状 物 ， 直 径 达 7 wm。 外 壁 常 福 

AK o 

本 种 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分 布 于 渐 新 统 沙河 街 组 和 东营 组 。 

层 位 ” 花 港 组 。 

JE BRR = Leiosphaeridia Eisenack, 1958 emend.Downie& Sarjeant, 1963 

JE BASE RRB © Leiosphaeridia hyalina ( Deflandre ) Downie 

(Alk9, Al, 2, 10) 

1963 Leiosphaeridia hyalina, Downie & Sarjeant, 9591, 

1972 Leiosphaeridia hyalina, Pocock, 104m, FA}ig25, 412. 

1978 Leiosphaeridia hyalina, « Wii RWKPB=WYMRAMERA», 1040, AM 37, 

图 6 一 18。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45 一 70um。 壳 壁 一 层 , BAR1um, RES, AHR. WR 

发 育 ， 近 边缘 处 的 较 长 大 。 无 圆 口 及 核 状 物 。 

类 似 的 标本 在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第 三 系 有 所 发 现 。 但 当前 标本 无 核 状 物 ， 无 核 状 

物 的 这 类 标本 与 绿营 植物 的 接合 孢子 是 否 有 末 缘 关系 ， 还 须 进 一 步 研究 才能 确定 。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 

AHH LM (新 种 ) Leiosphaeridia magna Song sp. nov. 

(图 版 9， 图 11，12 ) 

轮廓 圆 形 一 宽 椭圆 形 ， 直 径 超过 100um, 可 达 120ukm。 壳 壁 薄 , 厚 约 lum, Ja 次 不 

fh. Sri BA, BRM. HARA. 

当前 标本 和 无 气囊 的 松柏 类 花粉 较 相 似 ， 但 以 外 壁 较 薄 和 分 层 不 清楚 而 不 同 。 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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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 皱 藻 和 此 新 种 也 很 相像 ， 但 纹饰 较 发 育 ， 为 细 颗 粒状 一 细 网 状 而 相 区 别 。 

FE 2E MY MK C Oedogonium Rurzii Zeller ) 的 孵 孢 子 椭圆 形 或 近 圆 形 ， 大 小 62 一 93 x 

70—il5um, FRSA ( 侥 钦 止 ，1979，80 页 ， 图 版 13， 图 4 ), 和 当前 的 化 石 或 许 有 一 

定 关 系 。 

Eft ”海龙 井 组 。 

假 网 光 面 球 荡 (新 种 Leiosphaeridia pseudoreticulata Song sp. nov. 

(图 版 13， 图 4 ) 

轮廓 卵 形 至 近 圆 形 ， 直 径 40—45um, sche, AU. RAI, ARPA 育 

Sak, AHIR AAU, RRA ARI RR, BREA. 

初 看 起 来 当前 标本 似 具 网 状 纹饰 ， 详 细 观 察 才 知 是 壳 壁 的 裙 皱 ， 所 以 网 穴 不 规则 。 

HAR IE TER BR CL. caperata) (《 浇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鞭 藻 类 和 疑 源 类 》，104 页 ， 

图 版 37， 图 1 一 3 ) 的 外 壁 表 面 也 发 育 细 禄 和 颁 ， 但 不 排列 呈 假 网 状 ， 壳 体 直径 也 小 ， 和 当 

前 新 种 不 同 。 
ef 三 潭 组 上 段 。 

相似 光 面 球 藻 (比较 种 Leiosphaeridia cf. similis Cookson & Eisenack 

(图 版 9， 图 3 ) 

1978 Leiosphaeridia cf. similis,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鞭 藻类 和 疑 源 类 》，105 页 ， 图 

版 38， 图 7，8。 

‘IAB, He 80—S5um, BEY 1um， 层 次 不 显 ; RMR MRK, IA 

A. PARA o 

Bi =HAtE, 

SERRA C HEF 1 ) Leiosphaeridia sp. 1 

(图 版 9， 图 13 ) 

轮廓 李 圆 形 ， 大 小 140 x 75k&m。 壳 壁 厚 1.5 一 2Um， 层 次 不 显 。 表 面 平滑 ， 裙 皱 发 

育 。 

Ri =BATE. 

HEH ( KEP 2) Leiosphaeridia sp. 2 

(图 版 9， 图 4，7，8 )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45—S5um, FoR lum, AMM, RMR. ARRA. 

此 类 标本 和 透明 光 面 球 菠 相像 ， 但 壳 壁 表面 粗糙 ， 或 有 粒 纹 发 育 而 不 同 。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底 部 。 

光 面 球 藻 (未定 种 3 ) Leiosphaeridia sp. 3 

(图 版 12， 图 7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100umeA. RBM bt, REL, KA. C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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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 ， 但 可 不 规则 破裂 。 

层 位 ”三 漂 组 上 段 。 

St (KER 4 ) Leiosphaeridia sp. 4 

(图 版 12， 图 6 ) 

形态 和 上 种 相像 ， 但 体积 较 小 ， 直 径 为 45 一 60km， 壳 壁 也 较 薄 ， 其 厚 1 一 1.5ume 

也 可 不 规则 破裂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Stok? ( KER 5 Leiosphaeridia? sp. 5 

(图 版 9， 图 9 ) 

IAG, HE 70—85um, ERM, BRAMMER, SRLRAH, RHF 

滑 至 粗糙 。 体 内 似 具 一 核 状 物 。 壳 体 由 一 膜 状 薄 层 所 包围 。 

因 当 前 的 标本 壳 体 被 一 薄 层 所 包围 ， 故 属 名 暂 不 肯定 。 

层 位 ”东海 群 底部 。 

RUBE Pterospermopsis W. Wetzel, 1972 

$9] REAM (新 种 «Pterospermopsis regularis Song sp. nov. 

(图 版 12， 图 1，2 ) 

壳 体 由 中 央 体 和 赤道 位 置 的 膜 环 组 成 。 中 央 体 轮 廊 圆 形 ， 直 径 为 45um， 壳 壁 厚 约 

1.5Um， 层 次 不 显 。 膜 环 位 于 赤道 ， 原 为 等 宽 ， 因 挤 压 和 福 皱 其 宽 窗 不 一 ， 最 宽大 

20Ukm。 壳 壁 表面 粗糙 ， 或 为 细 粒 状 。 

本 新 种 以 轮廓 近 圆 形 和 赤道 位 置 的 膜 环 宽度 近 相 等 区 别 于 山东 棕 环 营 (P. shandong- 

ensis) ( « 渤海 沿 尾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沟 鞭 薄 类 和 疑 源 类 》，121 页 ， 图 版 44， 图 10，11 ) 。 

后 者 中 央 体 为 顶 圆 形 ， 膜 环 中 部 窗 向 两 端 加 宽 。 

Et =HAEE. 

SAH .Schizosporis Cookson & Dettmann, 1959 

AVC KER)  ScjPizosporis sp. 

(图 版 12， 图 3，4 ) 

壳 体 透镜 状 ， 轮 廓 卵 形 或 扁 圆 形 。 大 小 为 75x 64ukm， 或 64x50ukm。 壳 壁 尚 坚 固 ， 

层次 不 清楚 。 纹 饰 为 细 瘤 一 凸 蚀 状 ， 排 列 密 挤 ， 或 显 细 网 状 图 和 案 。 具 一 破裂 带 ， 处 于 订 

道 位 置 ， 可 制 切 壳 体 为 两 半 。 轮 廓 线 微 不 平 。 

层 位 ye IFA— ERA. 

(2) $#AMMRAWPD Bryophyta and Pteridophyta 

fABFL Anthocerat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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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 WR Rudolphisporis Krutzsch, 1963 

模式 种 0Rudolphisporis rudolphii Krutzch 

BE =H), REM MKAH, MRA BBKAH, WRAY MACK ik 

的 更 显明 ， 但 其 上 的 纹饰 〈 瘤 一 刺 ) AT. FORLANI, YR, HALAS 

道 ， 部 分 微 隆起 。 

本 属 以 瘤 刺 较 强壮 和 在 接触 区 不 发 育 的 特征 与 纹饰 相近 的 Anthocerisporis Krutz- 

sch 1963 相 区 别 。 

棒状 和 鲁 道夫 孢 〈 MH) Rudolphisporis baculatus Song sp. nov. 

(图 版 15， 图 6 ) 

直径 50 一 55km， 轮 廓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清晰 ， 直 伸 达 赤道 。 外 壁 厚 约 2u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外 壁 盖 以 2 一 4um 长 的 棒 刺 纹 ， 基 部 宽 而 末端 锐 ， 在 赤道 部 位 较 密 

集 。 在 棒 刺 之 下 显 粗 网 状 结构 ， 网 穴 多 角形 或 伸 长 形 ， 直 径 5 一 7ume。 

本 新 种 和 此 属 的 模式 种 很 相像 ， 但 以 棒 刺 细 而 短 ， 在 赤道 部 位 排列 较 密 等 区 别 于 模 

式 种 。 

层 位 ”东海 群 。 

石 孢 属 Saxosporis Krutzsch, 1963 

模式 种 Saxosporis duebenensis Krutzsch 

BE 三 缝 钨 ， 均 布 小 瘤 或 伸 长 呈 刺 的 纹饰 。 赤 道 轮廓 亚 圆 形 一 孵 形 或 凸 边 三 角 

形 。 接 触 区 或 弱 发 育 ， 远 近 极 的 纹饰 同等 发 育 而 不 能 区 别 。Y HR, BETH, tH 

达 赤 道 。 

Echinatisporis 的 纹饰 为 长 刺 状 ，Foraminisporis 和 Anthocerisporis 的 接触 区 比较 发 

BR. Rudolphisporis 的 纹饰 为 瘤 网 状 ， 和 具 瘤 刺 状 纹饰 而 接触 区 不 发 育 的 本 属 均 不 同 。 

#3254 #8 Saxosporis duebenensis Krutzsch 

(图 版 15， 图 7 ) 
1963 Saxosporis duebenensis, Krutzsch, 48H, FARKS. | 

H240—50um, RA. SRM, RAIS, Hee BEE Dh. Hb REY 
lum， 均 布 长 3—4um 的 锥 刺 或 瘤 棒状 纹饰 ， 在 平面 上 部 分 纹饰 相连 接 。 

当前 标本 和 此 种 的 模式 标本 相同 ， 模 式 标本 直径 49um， 射线 长 等 于 孢子 半径 ， 瘤 

棒 长 达 4um。 此 种 产 于 德国 的 下 中 新 统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7K#ERL 3Sphagnaceae 

7k #2781 Sphagnumsporites Raatz，1937 

7K 78 C HAS) = Sphagnumsporites minor 

(Krutzsch) Song et Hu comb.nov. 

(图 版 15， 图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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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 Stereisporites (St. ) minor, Krutzsch, 36—38m, AiR 1, A7—27. 

直径 20 一 224m， 轮 廊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发 达 , 有 时 稍 裂 开 , 长 为 孢子 半径 的 2/3 一 3/4。 

外 壁 坚固 ， 厚 约 1. 24m， 分 层 不 清 ， 表 面 光 滑 ， 轮 廓 线 平整 。 

本 种 分 为 6 个 亚 种 ， 当 前 标本 和 其 minor 亚 种 的 一 些 标本 相同 ， 但 轮廓 更 圆 些 。 本 

种 以 体积 小 和 纹饰 近 平 滑 与 其 它 种 区 别 ， 同 样 的 标本 曾 见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渐 地 统 沙河 街 
组 一 东营 组 ， 定 为 Sphagnumsporites sp,1。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7k #34 4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Pot. & Ven.) Raatz 

(图 版 15， 图 3，5 ) 

1956 Sphagnumsporites (al. Sporites ) stereoides，Potonie， 图 版 20， 图 2。 

1963 Stereisporites ( St. ) stereoides, Krutzsch, 42m, Ayig3, A12—26. 

H # 22—25um, #R=MAB—-HAB. =NRAIKA, KA-EEW 2/3 或 等 于 半 

Eo SHER) 1 km， 分 层 不 清 ， 表 面 粗 糙 ， 或 为 颗粒 状 。 

本 种 以 射线 较 长 和 略 显 三 角形 轮廓 不 同 于 前 一 种 。 此 种 可 分 为 4 个 亚 种 ， 当 前 标本 

和 stereoides 亚 种 更 相像 ， 在 各 地 第 三 系 普遍 分 布 。 

Bi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EbeERL Cyatheaceae 

HLESIS FIR Alsophilidites (Cookson, 1947) Potonie, 1956 

HWS fa CRE) = =Alsophilidites sp. 

(图 版 15， 图 8，9 ) 

直径 36 一 39um，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微 上 四 。 三 射线 几 达 赤道 ， 有 时 微 开裂 。 外 壁 厚 1 一 

24m， 表 面 轻 微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尚 平滑 。 

本 未 定 种 以 外 壁 较 薄 ， 个 体 较 大 与 Alsophilidites kerguelensis 不 同 ， 却 与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Alsophilidites sp.1(« 渤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67 页 ， 图 版 11， 图 1 一 3) 

较为 相像 ， 但 体积 略 大 。 

Bi 76482. AiR. 

BAR Gleicheniaceae - 

a 里 白 孢 属 Gleicheniidites Ross, 1949 

BA (KEM) ) Gleicheniidits sp. 

〈 图 版 15， 图 4 ) 

_ 直径 24um，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浑圆 而 边 微 止 至 直 。 三 射线 细 长 ， 几 达 角 端 。 外 壁 较 

薪 ， 表 面 平 滑 ， 远 极 面 有 三 条 马 形 袜 ， 不 达 射 线 的 末端 ， 中 部 弯曲 。 

层 位 ”东海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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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松 科 Lycopodiaceae 

石松 孢 属 Lycopodiumsporites Thiergart ex Delcourt& Sprumont, 1955 

纤弱 石松 孢 (新 种 ) Lycopodiumsporites gracilus Song et Hu sp. nov. 

(图 版 15， 图 10 一 12，16 ) 

直径 60 一 80um， 模 式 标本 直径 604m， 轮 廓 三 角形 。 三 射线 发 达 ， 伸 达 赤 道 。 外 壁 

厚 约 lum, SH. AMM RA, MAR, SHR, MMAR. FSD 

有 残留 薄膜 。 

本 新 种 以 体积 较 大 ， 壁 较 薄 弱 和 网 背 断 裂 较 多 等 特征 和 工 ycopodiurmsporites neoge- 

nicus 不 同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晚 第 三 纪 石 松 孢 Lycopodiumsporites neogenicus (Krutzsch) Ke et Shi 

(图 版 15， 图 17，18 ) 
1967 Zlivisporis neogenicus， 攻 rutzsch，98 页 ， 图 版 31， 图 1 一 8。 

1978 Lycopodiumsporites Heogenic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53 页 ， 图 版 6， 图 14 一 

Ive 

直径 50 一 60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一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发 达 ， 长 达 赤 道 ， 简 单 , TI. Sb 

壁 厚 1 一 1.5um， 表 面 (主要 为 远 极 ) 为 大 网 状 纹饰 ， 网 穴 较 规 则 ， 但 有 时 因 网 脊 中 断 ， 

MARE Bs; MARMARA RH. AFR ARAGR, FH 2 一 5um。 

APU AK, 2A RG L. novamexicanum ( « 渤海 沿岸 地 区 HB = 40 fa 

粉 》，54 页 ， 图 版 6 ， 图 10 ) 相 区 别 。 同 样 的 标本 曾 见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渐 新 统 上 部 东营 
组 。 

eft ”海龙 井 组 。 

石松 孢 (未 定 种 1 ) Lycopodiumsporites sp. 1 

(图 版 15， 图 14，15 ) 

直径 42 一 45um， 轮 廓 近 圆 形 。 外 壁 厚 约 24m， 常 被 有 皱 禄 的 薄膜 。 纹 饰 网 状 ， 网 穴 

较 宽 大 ， 直 径 约 8k&m， 网 疹 宽 1km 以 上 。 外 壁 表面 还 具 颗 粒 纹饰 ， 显 得 很 粗糙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石松 孢 (未 定 种 2 ) Lycopodiumsporites sp. 2 

(图 版 15， 图 13 ) 

直径 60um 左右 ， 轮 廓 卵 形 。 网 状 纹饰 ， 网 穴 中 具 细 颗粒 。 匈 子 外 具 破 裂 薄膜 。 

层 位 ” 花 港 组 。 

穴 锚 孢 属 Selagosporis Krutzsch, 1963 

模式 种 Selagosporis selagoides Krutz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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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BE 具 穴 状 纹饰 的 三 颖 小 孢子 。 赤 道 轮 廓 为 三 个 “T2 BHR, WH, Ae 

形 ， 两 边 突出 并 外 壁 加 厚 。Y 痕 大 多 伸 至 赤道 轮廓 。 

本 属 以 赤道 轮廓 的 三 个 “T2” 形 错 状 为 特征 ， 与 相同 纹饰 的 Foveosporites Balme 

1957 和 Foveotriletes Potonie 1956 AJ WK Hl, 

HAH Selagosporis selagoides Krutzsch 

《图 版 16， 图 2 ) 

1963 Selagosporis selagoides， 玫 rutzsch，136 页 ， 图 版 40， 图 6 一 15。 

直径 25u&m， 三 射线 几 达 赤道 ， 穴 状 纹饰 。 极 面 轮廓 呈 三 个 “T2” 形 锚 状 ， 边 微 上 四 或 

直 伸 ， 每 个 角 端 倾斜 如 屋顶 状 ， 两 侧 外 壁 加 厚 。 

当前 标本 外 形 与 现代 植物 Lycopodium serratum Thunb. #1. L. squarrosum Ham. 

的 孢子 相近 。 本 种 模式 标本 直径 30um， 分 布 于 德国 的 中 新 统 至 上 新 统 。 

层 位 ”东海 群 。 

海 金沙 科 Lygodiaceae 

#874 Crassoretitriletes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1968 

4a 2 FA Fa 新 组 合 ) Crassoretitriletes convoluulus (Song & Zheng) 

Song et Hu comb. nov. 

《图 版 16， 图 3 ) 

1981 Ischyosporites convolvulus, KRZERE, 75H, ARs, Al4, 16, 17. 

1981 Crassoretitriletes nanhaiensis, « MBIKMAKBRBHLHEWAMY, BM3, A 3 一 5， 

图 版 8， 图 7。 

1981 CrassoretitriJetes Mpazjhaiensis， 张 一 勇 ，455 页 ， 图 版 1， 图 5。 

直径 70—80um, 轮廓 圆 三 角形 。 外 壁 一 般 较 厚 ，3um 左 右 。 三 射线 较 发 达 , 一 般 伸 
达 赤 道 ， 具 发 达 的 网 状 纹饰 ， 网 疹 较 粗 强 ， 网 穴 多 角形 ， 可 伸 长 ， 但 一 般 不 呈 有 裂缝 状 。 

本 种 以 网 兰 较 规则 ， 网 为 多 角形 的 特征 与 南海 粗 网 钨 和 温 氏 粗 网 孢 可 以 区 别 。 类 似 

标本 分 布 于 江苏 渐 新 统 三 埃 组 、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渐 新 统 汗 洲 组 及 珠海 组 及 其 以 上 地 层 。 

Bm ERA. 

南海 粗 网 孢 Crassoretitriletes nanhaiensis Zhang et Li 

〈《 图 版 16， 图 4 ) 

1981 Crassoretitriletes nanhaiensis Zhang et Li，《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 

33 页 ， 图 版 3， 图 6 一 9。 

non 1981 Crassoretitriletes nanhaiensis Zhang，445 页 ， 图 1， 图 5。 

直径 70 一 80k&m。 本 种 仅 以 网 穴 虽 有 拉 长 ， 但 不 显示 向 极 部 放射 状 排 列 和 温 氏 粗 网 
孢 相 区 别 。 

此 种 名 于 1981 年 4 月 和 9 月 两 次 作为 新 种 发 表 ， 定 名 人 各 为 Zhang et Li 和 Zha- 

ng, 按 优先 律 本 种 定名 人 应 为 Zhang et Li, 此 种 的 模式 标本 显示 以 拉 长 的 网 穴 为 主 , Bl 

形 网 穴 极 少 ;但 9 月 发 表 的 模式 标本 的 网 穴 多 为 圆 穴 形 。 同 样 的 标本 也 归 入 4 月 发 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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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内 。 因 此 ， 可 能 将 比较 相近 的 两 种 特征 相 混淆 了 。 这 里 按 其 模式 标本 ， 将 网 穴 拉 长 
但 不 显 放射 排列 的 标本 归 入 本 种 ， 网 穴 圆 形 的 标本 归 入 其 它 种 来 处 理 。 
层 位 “玉泉 组 。 

温 氏 粗 网 孢 ”Crassoretitriletes vanraadshooveni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图 版 16， 图 1 ) 

1968 Crassoretitriletes vanraadshooveni, Germeraad et al.，287 页 ， 图 版 11， 图 1。 

1981 Crassoretitriletes vanraadshooveni,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32 页 ， 图 版 3， 

图 1。 

直径 70k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一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长 为 抱 子 半径 的 1/2 左右 。 外 壁 厚 约 

4um， 分 层 不 清 。 极 部 分 布 不 规则 隆 背 ， 其 间 为 拉 长 不 规则 网 穴 ， 略 显 放射 状 排列 。 

本 种 以 拉 长 的 不 规则 网 突 呈 放射 状 排列 为 其 特征 ， 在 世界 热带 地 区 中 新 统 广 为 分 

布 ， 在 我 国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分 布 于 中 新 统 灯 楼 角 组 和 韩 江 组 。 

层 位 ”三 漂 组 。 

海 金 沙 孢 属 Lygodiumsporites (Potonié, Thomson & Thiergart) Potonié,1956 

平 多 罗 格 海 金 沙 孢 Lygodiumsporites leiodorogensis (Krutzsch) Ke et Shi 

〈 图 版 16， 图 12 ) 

1959 工 eiotriletes leiodorogensis, Krutzsch, 63%, Bi4, A22. 

1978 Lygodiumsporites leiodorogensis, «WW wwIARIKEB=HAwH», 59m, Aes, B5. 

直径 72km， 轮 廊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发 达 ， 人 3/4。 外 壁 厚 约 5um， 分 

为 约 等 厚 的 两 层 ， 表 面 平 滑 。 

当前 标本 的 外 壁 较 厚 ， 其 它 特 征 和 此 种 的 模式 标本 相同 。 本 种 一 般 产 于 早 第 三 纪 。 

层 位 ”三 潭 组 。 

巨 形 海 金 沙 孢 〈 新 组 合 Lygodiumsporites maximus (Krutzsch) Song et Hu 

comb. nov. 

〈 图 版 16， 图 7 ) 

1953 Divisisporites maximus, Pflug in Thomson & Pflug，52 页 ， 图 版 1， 图 57，58。 

1959 Leiotriletes maximus, Krutzsch, 57i, 

1962 Leiotriletes maximus, Krutzsch, 20%, Al&3. 

直径 100um, *#RA=MAB. =A. KAM EG2/3—4/5. spe sum, 

RAW, MABE. TBARS, SORA 

本 种 以 大 的 体积 〈 一般 超过 80um ) , (ASPREAN AR JE C 2 一 4um) 的 特征 和 本 属 其 

它 种 易于 区 别 。 

Bm ”三 潭 组 。 

瘤 面 海 金沙 孢 属 ZLygodioisporites Potonie, 1951 

美丽 瘤 面 海 金沙 孢 (比较 种 ) Lygodioisporites cf. bellulus Ke et Shi 

(图 版 16， 图 8 ) 

63 



直径 60um, HRH=HAL, WLFH. =SHARK, AHP KARP RMF HEWI/2, 

(ARK, BA. SPA, SER, 瘤 纹 大 小 及 分 布 都 较 均 匀 ， 轮 廓 线 

AN 

当前 标本 的 外 形 和 Lygodioisporites bellulus ( « HIRE -WKPBHBAH», 58 

页 ， 图 版 8 ， 图 1 ) 相像 ， 但 瘤 纹 大 小 和 分 布 均匀 ， 和 其 模式 标本 有 差别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此 种 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产 于 渐 新 统 沙 河 街 组。 

层 位 ”三 潭 组 

eR Toroisporis Krutzsch, 1959 

罗 沙 具 唇 孢 Toroisporis (Toroisporis) ltusaticus Krutzsch 

〈《 图 版 16， 图 10 ) 

1962 Toroisboris (全 . ) 1usaticxs， 玫 rutzsch，82 页 ， 图 版 34， 图 1，2。 

1978 Toroisporis (了 .) cf.lusaticu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62 一 63 页 ， 图 版 8， 图 11， 

13, 14. 

直径 66um， 轮 廊 圆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 角 浑圆 。 三 射线 发 达 , 长 几 达 赤 道 ， 紧 伴 射 线 

WS Sum, HRS dum, eR. MFI, WRIA BH He.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此 种 标本 和 当前 标本 相同 ， 体 积 较 大 和 外 壁 较 厚 ;本 种 模式 标本 的 

外 壁 厚 约 2&m。 本 种 在 欧洲 产 于 中 新 统 ， 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为 渐 新 统 。 

层 位 ”玉泉 组 。 

波 缝 具 唇 孢 (新 种 ) Toroisporis (Toroisporis) undulatus Hu sp. nov, 

《图 版 16， 图 5、6 ) 

直径 40 一 55um， 模 式 标本 直径 50um;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凹 ， 角 浑圆 。 三 射线 因 

BRA. SSH, R6—sum, SpE B2—3um, RY, HEF. 

本 新 种 以 唇 状 加 厚 显著 且 弯 曲 及 三 射线 不 清晰 BT. (T. )erassiexinus 〈 宋 之 琛 等 ， 
1981，40 页 ， 图 版 2 ， 图 16，17 ) 和 T.(T. ) torus subsp. major ( Krutzsch, 1959, 
95 页 ) 有 所 区 别 。T. (D. )longilaesuratus ( 宋 之 琛 等 ，1981，42 页 ， 图 版 3， 图 15 一 17 ) 

的 射线 和 本 新 种 的 相像 ， 但 以 孢子 轮廓 较 圆 和 射线 末端 分 又 等 特征 可 与 此 新 种 区 别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3 RRR Toroisporis (Toroisporis) welzowense Krutzsch 

《图 版 16， 图 9 ) 

1962 Toroisporis(T.) welzowense， 开 rutzsch，82 页 ， 图 版 34， 图 3 一 6。 

1978 Toroisboris (了 . ) welzowense，《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63 页 ， 图 版 9， 图 1 一 3。 

直径 41km， 轮 廓 为 规则 三 角形 ， 边 直 。 三 射线 长 等 于 孢子 半径 , 沿 射线 边缘 有 明显 

的 盘 状 加 厚 ， 宽 约 Sum, Fp Be Ze TH AL He 

除 体积 略 小 外 ， 当 前 标本 和 此 种 模式 标本 是 很 相像 的 。 本 种 大 小 为 50 一 60 um, {A 

渤海 沿岸 地 区 本 种 的 个 别 标本 直径 为 41um， 和 当前 标本 相当 。 本 种 以 规则 三 角形 形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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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射线 区 的 盘 状 结构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区 别 。 本 种 在 欧洲 分 布 于 中 新 统 ， 车 渤海 沿岸 地 区 多 

见于 下 第 三 系 。 

层 位 ”三 潭 组 。 

ABC KEM) = Toroisporis sp. 

〈 网 版 16， 图 11 ) 

直径 达 40km，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浑圆 。 外 壁 厚 约 1.5um， 分 为 近 等 厚 两 层 ， 表 面 粗糙 

至 微粒 状 。 三 射线 具 盘 状 结构 ， 局 部 不 发 育 。 

当前 标本 的 盘 状 结构 和 T. major ( 李 曼 英 等 ，1978，8 页 ， 图 版 3 ， 图 17，18 ) 的 

相似 ， 但 孢子 体积 比 后 者 小 得 多 。 

层 位 ”三 潭 组 。 

紫 莫 科 Osmundaceae 

HR Osmundacidites Couper, 1953 

Met 2H = Osmundacidites oligccaenicus (Krutzsch) Song ct Zhong 

(图 版 17， 图 1 ) 

1967 Baculatisporites primarius o119gocaehicus， 玫 rutzsch，60 页 ， 图 版 12， 图 1 一 3。 

1984 Osmundacidites of1igocaenicus， 宋 之 琛 等 ，18 页 ， 图 版 1， 图 25。 

直径 60um， 轮 廓 近 圆 形 。 外 壁 较 薄 ， 厚 约 1.5Um。 三 射线 清楚 ， 无 情 ， 长 几 达 赤 

道 。 纹 饰 为 颗粒 一 小 乳头 状 ， 直 径 不 超过 2um， 分 布 密 而 均匀 ， 轮 廓 线 细 齿 状 。 

此 种 以 纹饰 不 超过 2um #1 O. crassiprimarius (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列 粉 》， 

55 页 ， 图 版 7 ， 图 11 一 13 ) 不 同 ， 以 纹饰 较 粗 和 O. wellmanii (同上 ，57 页 ， 图 版 7， 

图 7,8 ) 区 别 。 本 种 在 欧洲 产 于 上 渐 新 统 ， 在 我 国 云南 景谷 上 第 三 系 也 有 分 布 。 

Em +4H. 

水 蕨 科 Parkeriaceae 

粗 肋 孢 属 Mognastriatites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1968 

粒 肋 粗 肋 孢 (新 种 ) Magnastriatites granulastriatus Li sp. nov. 

(图 版 17， 图 2 一 4，9 一 11 ) 

直径 80 一 110km， 模 式 标本 直径 109um; 轮廓 圆 形 一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长 几 达 赤道 。 

具 粗 肋 条 纹饰 ， 肋 宽 2.5 一 5um， 间 距 3 一 5um， 肋 间 均 布 细 颗 粒 。 

本 新 种 以 肋 间 均 布 细 颗 粒 和 哈 氏 粗 肋 孢 及 其 它 种 区 别 。 

Em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哈 氏 粗 肋 孢 ”Magnastriatites howardi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图 版 18， 图 1 一 3，8 一 10 ) 

1968 Magnastriatites howardi, Germeraad et al.，288 页 ， 图 版 3， 图 1。 

1981 Magnastriatites howardi, « 南海 北部 大 陆 哥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 ,34 页 ， 几 版 4， 图 1，2， 

8，9。 

65 



eh 

直径 86—124um, #RAB—-A=Av. =[NARMSH, Kiva, WASH, Hh 

宽 2—3um, | F23—7um; 肋 条 分 为 三 组 ， 各 平行 于 赤道 排列 ， 近 极 区 光滑 无 纹饰 。 

此 种 和 现代 植物 水 蕨 ( Ceratopteris thalictroides ) 孢子 (《 中 国 蕨 类 植物 孢子 形 

态 》，188 页 ， 图 版 39， 图 9 一 12) 颇 为 相像 ， 可 能 有 一 定 关系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果 组 。 

哈 氏 粗 肋 孢 (比较 种 ) Magnastriatites cf. howardi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 图 版 17， 图 5 ) 

直径 63 一 81um， 肋 条 宽 约 2.5um， 间 距 窗 。 当 前 标本 仅 以 体积 小 和 肋 间 距 较 罕 与 
了 哈 氏 粗 肋 孢 略 有 差别 ， 定 为 比较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小 粗 肋 孢 (新 种 ) Magnastriatites minutus Li sp. nov 

〈《 岁 版 17， 图 6 一 8 ) 

直径 44—70um ,模式 标本 直径 65um， 轮 廓 三 角形 。 三 射线 粗 直 , 长 达 赤 道 。 纹 饰 肋 

条 状 ， 肋 宽 约 3um， 间 距 窄 ， 约 lum, 

本 新 种 以 个 体 小 ， 肋 条 相对 较 宽 和 间距 窄 的 特征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可 以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花 港 组 少量 。 

KEE Polypodiaceae 

4 425% Cyclophorusisporites Sung & Lee ex Zhang, 1981 

BHC KEH) Cyclophorusisporites sp. 

(图 版 19， 图 2 ) 

大 小 75x45um， 轮 廓 肾 形 。 具 单 射线 ， 不 明显 。 外 壁 厚 约 2 一 3um， 具 圆 瘤 纹饰 ， 

瘤 径 2 一 3um， 局 部 稀 布 。 

层 位 ”东海 群 。 

5) #0 84 48 7a Extrapunctatosporis Krutzsch, 1959 

大 粒 外 和 粒 单 缝 孢 Extrapunctatosporis megapunctos Krutzsch 

(图 版 18， 图 6，7 ) 

1959 Extrapunctatosporis megapunctos, Krutzsch, 200%, FA}R40, F437, 438. 

1981 Extrapunctatosporis megapunctos,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35 页 ， 图 版 6， 

图 21 一 24。 

大 小 51 一 65x 37 一 42um, 轮 廓 豆 形 一 半圆 形 。 单 射线 ,其 长 为 钨 子 长 轴 之 1/2 一 213。 
外 壁 厚 lum 左 右 ， 具 不 规则 的 粗 粒状 纹饰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卵 形 外 粒 单 缝 孢 ”Extrapunctatosporis ovatus Zhang 

《图 版 18， 图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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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Extrapunctatosporis ovatus,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35 页 ， 图 版 6， 图 14， 

155° 195)°205 

KAN37—41 X 30 一 33Um， 轮 廓 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轴 之 2/3。 外 壁 较 薄 ,表面 

具 蠕 虫 状 的 粗 粒 纹饰 ， 反 映 于 轮廓 线 上 。 

Ei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水 龙骨 单 缝 孢 属 Polypodiaceaesporites (Thiergart, 1937, 1938) Potonie，1956 

规则 水 龙骨 单 缝 孢 Polypodiaceaesporites adiscordatus(Krutzsch) Wang et Zhou 

〈 图 版 19， 图 1 ) 

1959 Laevigatosporites aaiscoradatus， 玫 rutzsch，196 页 ， 图 版 39， 图 431。 

1981 Polybodiaceaesborites adiscordatus， 宋 之 琛 等 ，64 页 ， 图 版 15， 图 6，7。 

AA 63x 49um, HORNA. BHR, BI, KAMWFS KHZ 1/2—3/4 。 外 壁 厚 

约 2.5u&m，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平滑 。 

本 种 以 射线 较 短 不 同 于 Laevigatosporites pseudodiscordatus (Krutzsch, 1967, 152 

页 ， 图 版 54， 图 1 一 5 ) ， 以 射线 较 长 和 外 壁 较 薄 区 别 于 工 . discordatus( 同 上 ,图 版 54， 

图 8 , 9 ) ,所 以 本 种 正好 处 于 其 它 两 种 特征 的 过 滤 处 。 本 种 在 江苏 产 于 上 第 三 系 。 

Efi ”三 潭 组 一 一 东海 群 。 

厚 壁 水 龙骨 单 缝 孢 (新 组 合 ) Polypodiaceaesporites crassicoides 

( Krutzsch ) Li comb. nov. 

(图 版 19， 图 3，4 ) 
1963 Laevigatosporites nutidus crassicoiqes， 玫 rutzsca，150 页 ， 图 版 53， 图 13 一 15。 

大 小 48 一 56 x 28 一 40km， 轮 廓 豆 形 或 椭圆 形 ， 依 所 处 位 置 而 定 。 单 射线 ， 长 为 多 

子 长 轴 的 2/3。 外 壁 厚 2.5 一 4um， 外 层 数 倍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近 平 滑 。 

此 种 原 为 一 亚 种 ， 这 里 提升 为 种 并 作 了 新 组 合 。 本 种 以 外 壁 较 厚 ， 一 般 厚 于 2um 

形状 及 大 小 相当 的 整洁 水 龙 单 骨 单 颖 孢 (P. nutidus ) ( «Hike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匈 

粉 》，69 页 ， 图 版 12， 图 20，21 ) 相 区 别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KKK 22% Polypodiaceaesporites haardti (Pot. & Ven.) Thiergart 

(图 版 19， 图 5 一 10 ) 

1934 Sporites haardti, Potonie & Venitz，13 页 ， 图 版 1， 图 13。 

1956 Poly podiaceaesporites haardti，Potonie，76 页 。 

1978 Polypodiaceaesporites haardti，《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69 页 ,图 版 12， 图 4 一 15。 

1981 Polybodiaceaesborites haardti, KZ, 63m, Wyw15, AS. 

大 小 34 一 47 x 24—32um, WRG. PHAR, KARL K 度 的 1/2 一 3/4。 外 人 壁 厚 

1 一 24m， 表 面 平 滑 至 内 颗粒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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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新 水 龙骨 单 缝 孢 〈 新 组 合 ) Polypodiaceaesporites pliocaenicus 

(Krutzcsch) Li comb. nov. 

( Aik19, All) 

1967 Intrapunctatosporis pliocaenicus, Krutzsch, 156%, FA}g55, 13—15. 

大 小 57x 36um, FOIE. AAT RDA, ANT. SPREE 291.5um, 5p 

为 两 层 ， 外 层 微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粗糙 ， 或 为 内 粒状 结构 ， 轮 廓 线 近 平滑 。 

当前 标本 特征 和 此 种 的 描述 相同 。 此 种 大 小 55 x 60km， 外 壁 厚 1.5um， 分 为 近 等 厚 

的 两 层 ， 射 线 为 孢子 长 度 之 1/2 一 2/3， 内 点 状 结构 。 本 种 在 欧洲 多 分 布 于 上 新 统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水 龙骨 单 缝 孢 ( 未定 种 1 ) Polypodiaceaesporites sp. 1 

(图 版 19， 图 12 ) 

ANSE x 36um， 轮 廓 椭圆 形 。 单 射线 纤细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之 1/ 2 一 2/3 。 外 壁 较 薄 ， 

厚 不 及 1um， 表 面 平 滑 。 

层 位 三 潭 组 。 

KE ASH CREM 2 ) Polypodiaceaesporites Sp .2 

《图 版 19， 图 13 ) 

大 小 60x 46um， 轮 廓 椭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1 7 2 。 外 壁 厚 约 1um， 具 

模糊 的 粒状 纹饰 ,轮廓 线 近 平滑 。 

Kk — fF SAKE FE RK (Christiopteris tricuspis) 的 现代 孢子 《中 国 茧 类 植物 孢 

子 形态 》,348 页 ， 图 版 75， 图 20，24 ) 有 些 相像 。 

层 位 ”海龙 并 组 。 

凸 瘤 水 龙骨 孢 属 Polypodiidites Ross, 1949 

RRA RIBS eS, FSM is, BURA ERAT, Pree 

2 EER A Bho RK DP Re RR, BV RDI, FORA 

Lie RA BS, AAA 

SKA Polypodiidites vesicoverrus Song et Zhong 

《图 版 19， 图 14 ) 

1984 Polybodiiadites vesicoverruUs， 宋 之 琛 等 ，30 页 ， 图 版 8， 图 8。 

大 小 44x 31um, 轮廓 梢 圆 形 。 单 射线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4/ 5 或 等 长 。 外 壁 厚 约 3um, 具 

凸 起 的 块 瘤 纹 饰 ， 瘤 径 约 Sum, PS, FRM PM BK, BMWA. 

当前 孢子 除 瘤 纹 较 大 并 规则 外 ， 其 它 特 征 和 此 种 模式 标本 相同 ， 尤 其 是 瘤 的 空心 结 

构 。 此 种 产 于 我 国 云南 景谷 上 第 三 系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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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MKLAW 〈 未定 种 ) Polypodiidites sp. 

〈《 图 版 19， 图 15 ) 

大 小 71x53km， 轮 廓 豆 形 。 单 射线 ， 不 明显 。 外 壁 厚 约 3&m， 具 云 块 状 瘤 纹 ， 瘤 宽 

5 一 9um， 高 3 一 5um， 排 列 紧密 ， 呈 不 规则 弯曲 条 带 图 案 。 轮 廓 线 呈 波状 和 齿 状 。 

这 一 孢子 与 现代 植物 瓦 韦 (Lepisorws thunbergianus) 孢子 (《 中 国 蕨 类 植物 孢子 形 

态 》，355 页 ， 图 版 79， 图 4，5，7 ) 较为 相似 。 

层 位 ”三 潭 组 。 

平 瘤 水 龙骨 孢 属 ”Polypodiisporites Potonie，1934 

无 梨 平 瘤 水 龙骨 孢 Polypodiisporites afavus (Krutzsch ) Sun et Li 

(图 版 19， 图 16，17 ) 

1959 Verrucatosporites afavus, Krutzsch, 209M, Ayik41, A460—462, 

1981 Poly podiisporites afavus,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 -37 页 ,图 版 7 ,图 20 一 22。 

1982 ”Polyboadiisborites afauxs， 宋 之 琛 等 ，159 页 ， 图 版 1， 图 27。 

大 小 53 一 77x 43 一 59um， 轮 廊 超 半圆 形 。 具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1/2 一 273。 

外 壁 厚 1.5 一 24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微 厚 。 纹 饰 瘤 状 一 皱 状 ， 排 列 紧密 ， 有 时 呈 网 状 ， 

轮廓 线 波 状 或 齿 状 。 

本 种 的 大 小 为 40 一 55um， 当 前 标本 个 体 较 大 。 本 种 曾 两 次 新 组 合 ， 按 优先 律 ， 其 

新 组 合 者 为 Sun et Li (1981); 并 以 细 瘤 状 一 皱 状 纹饰 为 特征 ，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区 别 。 

Ri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波 罗 的 平 瘤 水 龙 肯 孢 (比较 种 ) Polypodiisporites cf. balticus 

(Krutzsch ) Song et Zhong 

〈 图 版 20， 图 1，2 ) 

大 小 50 一 55 x 30 一 35um， 轮 廓 窄 豆 形 或 枯 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2/ 3 。 

外 壁 厚 约 2&m， 表 面 密布 瘤 纹 ， 瘤 多 角形 ， 隆 起 较 高 ， 故 轮廓 线 上 起 伏 较 明显 。 

当前 标本 和 Verrucatosporites balticus major (Krutzsch, 178m, [Ahk65, (A23— 

26 ) ARAN, 15 RR AK A Sp RE BE ME TE AH. UE BH SY Hy WA WL FH C balticus 和 

major) 并 由 宋 之 琛 等 (1984，25 页 ， 图 版 2 ， 图 14 ) 作 了 新 组 合 。 本 种 以 体积 较 小 和 形 

状 较 狭 窗 与 大 瘤 平 瘤 水 龙骨 孢 相 区 别 。 

层 位 ” 花 港 组 、 东 海 群 少量 见 到 。 

普通 平 瘤 水 龙骨 孢 (RH) Polypodiisporites communicus Song et Li sp. nov. 

(图 版 20， 图 3 一 9 ) 

大 小 40 一 55 x 30 一 35um, 模式 标本 大 小 40x 30km; 轮 廓 一 般 为 豆 形 , 或 因 保存 位 置 不 

同 为 椭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2/ 3 一 4/5。 外 壁 厚 约 20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较 厚 。 纹 饰 瘤 状 ， 排 列 较 整 齐 ， 瘤 多 角形 ， 瘤 径 一 般 2 一 3 um， 近 极 的 较 细小 。 轮廓 

线 浅 波 状 起 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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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 新 种 以 体积 较 小 ， FABRE AL fa) Se 不 LN KB) PO OK De HCP. 

favus); 以 体积 较 大 和 瘤 皱 较 大 (一般 2 一 3um) AR TAP PK De Fd CP. tenellis) 5 

以 外 壁 较 薄 和 瘤 纹 低 矮 与 波 罗 的 平 瘤 水 龙骨 孢 CP. pbalticus)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47k 7 BH Polypodiisporites favus Potonie 

( AR20, A10—11) 
1956 Polypodiisporites favus, Potonie, 78m, A}m10, (A105, 

1978 Polypodiisporites favus, «WwW KE R= 2h», 700, All, , A7, 8. 

1981 Polypodiisporites favus, RUS, 625, FAWR15, All, 12. 

1981 Polypodiisporites favus,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37 页 ， 图 版 7， 图 16 一 

11S 1 

大 小 50 一 65 x 30 一 40km， 轮 廓 豆 形 或 椭圆 形 。 单 射线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1/2 一 2/3。 

外 壁 厚 2 一 3u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瘤 状 ， 瘤 矮 平 ， 多 角形 ， 瘤 径 一 般 2 一 

4um， 指 列 较 紧 密 ， 显 止 网 状 图 案 。 轮 廓 线 波状 。 

本 种 以 体积 较 大 《〈 长 一 般 为 50um ) ， 瘤 纹 较 矮 平 而 紧 排 ， 其 间 显 种 网 状 为 特征 ， 

和 此 属 其 它 种 容易 区 别 。 

Ett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KBWEHLAW Polypodiisporites inanghuensis (Couper) Song et Zhong 

《图 版 20， 图 12 ) 

1953 Polypodiidites ?41a19Huehsis，Cotper，29 页 ， 图 版 2， 图 16。 

1960 Polypodiidites inanghuensis, Couper, 39K, Ahk1, JA7. 

1984 Poly podiisporites inanghuensis, KZERG, 26h, M7, A4. 

大 小 66x46Ukm， 轮 廓 豆 形 ， 近 极 微 上 四 或 平 直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之 1/ 2 一 

2/ 3 。 外 壁 厚 2m 以 上 ， 分 为 两 层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饰 纹 瘤 状 ， 一 般 多 和 角形， 排列 紧 

密 ， 个 别 伸 长 ， 近 极 处 的 瘤 较 细小 ， 瘤 间 多 不 显示 规则 的 止 网 状 图 案 。 轮 廓 线 波 状 起 伏 

较 明 显 。 

本 种 以 瘤 不 很 矮 平 ， 其 间 不 显示 规则 止 网 图 案 区 别 于 平 瘤 水 龙骨 孢 。 玫 rutzsch 

《1967，196 页 ， 图 版 74， 图 1 ) 所 定 的 本 种 标本 和 其 模式 标本 很 不 同 。 此 种 产 于 新 西 

兰 的 早 中 新 世 一 上 新 世 和 我 国 云南 景谷 的 渐 新 世 地 层 。 

Ef ”三 潭 组 。 

KBERBKLSH Polypodiisporites megafavuus (Krutzsch) Song et Zhong 

(图 版 20， 图 18，16，17 ) 

1967 Verrucatos porites megafavus, Krutzsch，194 页 ， 图 版 73， 图 8 一 11。 

1984 Polypodiisporites megafavus, KZRY, 27H, Bled, As. 

KAD 55—65 x 38—50um, HORI. “PARRA, KR Ee IR,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1/7/ 2 一 2/3 。 外 壁 厚 2—-d4um, ERK, MSW, A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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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Bi—sum, PHBK, MB2—-3um, HAAGMUHMMRKRAR. HRRAKW 

浅 波状 。 

本 种 和 Verrucatosporites megabalticus (上 rutzsch，1967，180 页 ， 图 版 66， 图 1 一 

13) 较 为 相像 ， 但 后 者 的 体积 较 小 (小 于 50um ) , 瘤 纹 隆起 较 高 ， 轮 廊 线 的 波状 起 伏 较 

深 等 和 本 种 不 同 。V. alienus (Krutzsch，1967，182 页 ， 图 版 67 ) 的 瘤 纹 排列 较 臣 和 

本 种 也 易 区 别 。 此 种 在 欧洲 见于 渐 新 统一 上 新 统 ， 在 我 国 云南 景谷 见于 中 新 统 。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 

ORR EKEEH Polypodiisporites margeensis (Krutzsch) Song et Zhong 

(图 版 20， 图 15 ) 

1967 Verrucatosporites margeensis, Krutzsch, 180%, AA}66, FAl4, 15. 

1984 Polypodiisporites margeensis, KZKS, 27H, Ages, A3. 

大 小 55x30km， 轮 廓 豆 形 ， 单 射线 ， 不 很 清晰 。 外 壁 厚 约 3u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瘤 状 ， 瘤 大 小 不 等 ， 一 般 瘤 径 为 3—4um, FRM MS, FO 线 微 

波状 起 伏 。 

此 种 的 大 小 、 形 状 和 瘤 纹 与 平 瘤 水 龙骨 钨 都 很 相似 ,但 外 壁 很 厚 , 所 以 两 者 仍 可 区 别 。 

本 种 在 欧洲 产 于 中 新 统 ， 在 我 国 云南 景谷 产 于 上 第 三 系 。 

层 位 ”三 潭 组 。 

萨 尔 平 瘤 水 龙骨 孢 Polypodiisporites saalensis (Krutzsch) Song et Liu 

《图 版 20， 图 14 ) 

1959 Verrucatosporites saafensis， 玫 rutzsch，209 页 ， 图 版 41， 图 457 一 459。 

1982 Polypodiisprites sadalensis， 宋 之 琛 等 ，159 页 ， 图 版 1， 图 22，23。 

大 小 55x46um， 轮 廓 超 半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之 2/3。 外 壁 厚 2um 左 

右 ，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瘤 状 纹 饰 ， 瘤 一 般 较 细小 ， 个 别 较 大 ， 常 显示 皱 瘤 状 图 

案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 

隐 瘤 平 瘤 水 龙骨 孢 ”Polypodiisporites secundus (Potonie) Song et Zhong 

《图 版 21， 图 5 ) 

1934 Pollenites secundus, Potonie, Aiik6, EI7. 

1959 Verrucatosporites secundus, Krutzsch, 206—207M, Ahk40, K448—450, 

1984 Polypodiisporites secundus, KZS, 28m, Ahe4, Al. 

大 小 38x 27um， 轮 廓 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之 3/4 一 4/5。 外 壁 厚 约 1.5um, 

分 为 近 等 厚 的 两 层 。 瘤 状 纹饰 ， 瘤 甚 矮 平 ， 微 显 于 外 壁 表面 ， 不 很 清晰 ， 排 列 尚 均匀 。 

轮廓 线 微波 状 。 

此 种 以 瘤 纹 较 矮 平 ， 不 很 清晰 的 特征 和 本 属 其 它 种 可 以 区 别 。 

层 位 三 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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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弱 平 瘤 水 龙骨 孢 ”Polypodiisporites tenellis (Krutzsch) Song et Zhong 

(图 版 21， 图 2，3) 

1959 Reticuloidosporites ( Poly podiisporites ) tenellis, Krutzsch, 218—219M , Aji 44 , A486. 

1967 Verrucatosporites tenellis, Krutzsch, 190%, FAhkR91, A4—19. 

1984 Polypodiisporites tenel1is， 宋 之 琛 等 ，28 页 ， 图 版 4， 图 2。 

大 小 38 一 43 x55 一 30um， 轮 廓 依 保存 位 置 为 豆 形 或 椭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1/ 2 一 2/3 。 外 壁 厚 1 一 1.5u&m， 或 分 为 等 厚 的 两 层 。 纹 饰 细 瘤 状 ， 瘤 径 1.5um 
左右 ， 排 列 尚 整齐 。 轮 廓 线 细 波 状 。 

本 种 以 瘤 纹 较 明 显 与 隐 瘤 平 瘤 水 龙骨 抱 不 同 ， 以 细 瘤 纹 排列 均匀 和 小 平 瘤 水 龙骨 郊 

(P.minimus Couper) 不 同 ， 后 者 的 瘤 纹 大 小 不 等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平 瘤 水 龙骨 孢 (未 定 种 1) Polypodiisporites sp. 1 

(图 版 21， 图 1 ) 

大 小 83 x 43um, 轮廓 豆 形 ， 单 射线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1/ 2 左右 。 具 密集 的 块 状 小 

瘤 ， 排 列 不 规则 ， 轮 廓 线 波状 一 齿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 

平 瘤 水 龙骨 孢 (未 定 种 2 Polypodiisporites sp. 2 

(图 版 21， 图 8 ) 

大 小 39x 26um， 轮 廓 为 超 半 圆 形 , 近 极 面 较 平 。 单 射线 , 不 清楚 。 外 壁 厚 3 一 5um 

具 块 瘤 纹 饰 ， 块 瘤 大 小 5 一 8km， 形状 不 定 ， 界 线 不 清 。 部 分 相连 显 小 穴 和 小 沟 形状 。 

轮廓 线 波状 。 

层 位 ”东海 群 。 

平 瘤 水 龙骨 孢 (KEM 3 Polypodiisporites sp. 3 

(图 版 21， 图 4，7 ) 

大 小 62—77 x 45 一 60um， 轮 廓 椭圆 形 或 豆 形 。 外 壁 厚 3um 左右 ，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具 稀 芯 的 小 瘤 纹 ， 分 布 不 均 。 轮 廓 线 近 平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凤 尾 蕨 科 Pteridaceae 

带 环 孢 属 Cingutriletes Pierce, 1961 

带 环 孢 (AEH) Cingutriletes sp. 

〈 图 版 21， 图 10 ) 

直径 36 um (包括 带 环 ) ，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圆 而 边 近 直 。 三 射线 直 伸 ， 长 为 半径 的 

3 /4 ,或 伸 达 带 环 内 缘 。 带 环 帘 约 5um， 在 角 部 微 加 宽 。 纹 饰 细 粒 状 ， 轮 廓 线 上 有 显示 。 

Bi ”三 漂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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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木 林 孢 属 Namlingspora Song et Liu, 1982 

7B RRA = RI ARE, Sa AUR C 无 此 构造 ) PAM We HB 

〈 远 极 具 瘤 网 纹饰 ) 都 不 同 。 Distaltriangulisporites Singh (1971) 的 远 极 具 三 角形 盾 

状 加 厚 ， 其 上 也 显示 不 清楚 的 肋 条 构造 (如 模式 种 也 . perplexus) ， 但 肋 条 并 非 为 三 岐 

状 ， 而 沿 三 角形 盾 边 排列 其它 几 个 种 的 纹饰 更 为 复杂 ， 但 均 未 显示 三 岐 状 或 带 状 加 厚 

H¥4E. Cibotiumsporites Rouse (1957) 的 肋 条 平行 于 四 犯 痕 并 伸展 于 孢子 角 间 ， 和 本 

属 的 三 岐 状 加 厚 特 征 不 同 。 

湖北 南 木 林 孢 Namlingspora hubeiensis (Ma ) Song et Zhong 

(图 版 21， 图 13 一 16 ) 

1978 Distaltriangulisporites hubeiensis Ma，《 中 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 (四 ) ，530 页 ， 图 版 192， 

图 19，20。 

1984 Namlingspora hupeiensis， 宋 之 琛 等 ，17 页 。 

直径 53 一 59um， 轮 廓 钝 三 角形 。 三 射线 ， 长 为 半径 的 2/3 ， 有 时 伸 达 赤道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并 沿 赤 道 加 厚 ， 形 成 赤道 环 ， 环 帘 7 一 8&m。 在 远 极 面 ， 外 壁 形成 

宽 而 不 规则 的 块 状 加 厚 和 隆起 ， 并 组 成 三 角形 状 ; 三 角 加 厚 突 出 孢子 轮廓 线 ， 因 此 钨 子 

在 极 面 观 具 双 重 轮廓 。 

同样 的 标本 在 湖北 、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等 处 上 第 三 系 发 现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简单 南 木 林 孢 〈 新 种 ) Namlingspora siniplexus Song et Hu sp. nov. 

(图 版 21， 图 9 ) 

直径 35 一 40Um，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浑圆 而 边 平 或 微 凸 。 三 射线 细 直 , 长 为 半径 之 4/5。 

外 壁 厚 达 dum, AWA, ERR1um; 外 层 较 厚 ， 形 如 赤道 环 ， 在 角 部 略 变 窗 。 纹 饰 

平滑 。 在 远 极 具 一 三 角形 块 状 加 厚 ， 不 很 明显 ， 常 和 近 极 的 射线 区 重 和 三。 

本 新 种 以 远 极 外 壁 加 厚 不 为 三 岐 状 区 别 于 三 角 南 木林 孢 ( N。. triangula) ( FZK 
等 ，1982，160 页 ， 图 版 1 ， 图 15，16 ) MILAM. 

层 位 ”东海 群 。 

具 环 水 龙骨 孢 属 ”Polypodiaceoisporites Potonie，1951，1956 

小 具 环 水 龙骨 孢 Polypodiaceoisporites minutus Nagy 

〈 图 版 21， 图 6 ) 

1969 Polypodiaceoisporites minutus，Nagy，251 一 252 页 ， 图 版 19， 图 2 一 5。 

直径 29um，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钝 圆 而 边 微 止 。 三 射线 长 不 达 环 ， 赤 道 环 帘 3 一 4um。 

纹饰 瘤 状 ， 瘤 径 3 um 左右 。 

本 种 孢子 的 大 小 为 24 一 37km， 环 帘 3 一 4um， 局 部 凹陷 ， 远 极 痛 纹 大 小 为 3 一 4hm。 

当前 标本 特征 和 此 种 的 描述 相同 。 此 种 产 于 匈牙利 中 新 统 。 

层 位 ”东海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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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有 具 环 水 龙骨 孢 ”Polypodiaceoisporites regularis Zhang 

〈 图 版 22， 图 6 ) 

1981 Polypodiaceoisporites regularis,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34 页 ， 图 版 5， 

图 20 一 22。 

直径 32 一 40k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一 三 角形 。 三 射线 纤细 ， 伸 达 环 内 缘 。 赤 道 环 平滑 ， 

宽 达 6um， 在 角 部 微 变 薄 。 纹 饰 瘤 状 ， 大 小 不 等 ， 相 互 间 杂 ， 大 者 超过 2ukm。 

相同 标本 产 于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上 新 统 。 

层 位 ”三 潭 组 。 

罕 边 具 环 水 龙骨 孢 (新 种 Polypodiaceoisporites stenozonus Song et Hu sp. nov. 

(图 版 21， 图 11，12 ) 

直径 35 一 40km， 轮 廓 规则 三 角形 ， 角 浑圆 而 边 微 凸 。 三 射线 清楚 ， 长 几 达 环 内 缘 。 

瘤 状 纹饰 ， 瘤 矮 平 ， 相 互 靠 拢 ， 在 远 极 形成 三 角 瘤 块 区 ， 近 极 纹饰 较 细弱 。 赤 道 环 最 宽 

达 5 一 6um， 一 般 角 部 的 宽度 大 于 边 部 的 。 

此 新 种 的 特征 是 赤道 环 在 角 部 一 般 宽 于 边 部 。 本 属 各 种 的 赤道 环 一 般 在 角 部 变 罕 ， 

而 本 种 却 在 角 部 变 宽 。 P. verrucatus( 李 曼 英 等 ，1978，15 页 ， 图 版 3， 图 7 一 9 ) 以 

赤道 环 在 角 部 变 罕 ， 远 极 瘤 纹 均匀 却 小 和 新 种 容易 区 别 。 

层 位 ”三 潭 组 。 

凤 尾 蕨 孢 属 Pterisisporites Sung & Zheng, 1976 

凤 尾 蕨 孢 (未 定 种 1 ) Pterisisporites sp. 1 

〈 图 版 22， 图 1 ) 

直径 27 一 39um， 轮 廓 三 角形 ， 角 浑圆 。 三 射线 可 见 ， 长 为 半径 的 2/3。 边 环 较 罕 ， 

宽 不 及 3um。 纹 饰 瘤 状 ， 远 极 较 发 达 。 

层 位 ”三 漂 组 。 

凤 尾 蕨 孢 ? (未 定 多 种 Pterisisporites? spp. 

(图 版 22， 图 2 一 5 ) 

直径 28 一 34u 吓 ， 轮 廓 三 角形 。 三 射线 明显 ， 长 为 半径 的 2/3 或 更 长 。 边 环 很 不 发 育 ， 

纹饰 粗 粒 一 瘤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瘤 纹 四 孢 属 Verrutetraspora Song & Zheng, 1980 

Heyyy OF = Verrutetraspora verrucosa Ke et Shi 

(图 版 23， 图 11 ) 
1978 Verrutetraspora verrucosa, 《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和 孢 粉 》，66 页 ， 图 版 11， 图 13，14， 

7 

直径 48u&m， 四 合体 堆 列 ， 单 体 直径 25 um。 三 射线 不 明显 ， 外 壁 层 次 不 清 。 远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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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球 具 块 状 一 块 瘤 状 纹饰 。 

本 种 以 远 极 瘤 纹 较 粗 大 区 别 于 精致 瘤 纹 四 孢 ( 耻 . elegans ) ( 宋 之 琛 等 ,1981，63 页 ， 

图 版 12， 图 31 一 34 ) ;在 我 国 多 分 布 于 下 第 三 系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槐 叶 萍 科 Salviniaceae 

A+ HE FAIR saluiniaspora Song & Zheng, 1980 

拟 槐 叶 萍 孢 (比较 种 ) Saluiniaspora cf. natanoides Song & Zheng 

(图 版 22， 图 10，13 一 15 ) 

直径 106 一 140km， 轮 廓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得 小 的 三 射线 大 多 难以 见 到 。 外 盛 厚 1 一 2 

hm， 分 层 不 清 ， 表 面 平 滑 或 粗糙 ， 有 时 具 大 禄 皱 。 

当前 标本 与 江苏 的 拟 槐 叶 萍 孢 〈 宋 之 琛 等 ，1981，65 页 ， 图 版 9， 图 5 ) 在 外 形 上 

相像 ， 因 未 见 到 短小 的 三 射线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本 种 -- 般 分 布 于 我 国 上 第 三 系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 及 组 。 

卷 柏 科 Selaginellaceae 

拟 套 环 孢 属 Densoisporites Weyland & Krieger, 1953 

颗粒 拟 套 环 孢 ( 新 种 ) Densoisporites granulatus Song et Hu sp. nov. 

(图 版 22， 图 9 ) 

具 内 体 的 三 颖 小 孢子 ， 轮 廓 圆 三 角形 一 近 圆 形 。 孢 子 直径 38k&m， 内 体 直径 30um 左 

右 ， 腔 体 宽 3 一 5 km。 三 射线 发 育 ， 几 伸 达 赤道 ， 射 线 微波 状 ， 末 端 分 裂 。 外 壁 一 般 较 

坚固 ， 纹 饰 粗 颗粒 状 。 内 层 和 外 层 分 离 而 形成 内 体 ，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一 般 较 薄 ， 表 面 平 

请 。 

Em Ai. 

ie | FQ /R Echinatispcris Krutzsch, 1959 

$3 Rl) RR RFQ = LEchinatisporis microechinoides Krutzsch 

〈 图 版 22， 图 8 ) 

1963 Echinatisporis aicroechizoides，Krutzsch，116 页 ， 图 版 39， 图 1 一 14。 

直径 27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因 纹饰 发 达 而 不 清楚 。 外 壁 较 坚固 , 刺 状 纹饰 ， 

刺 较 密集 ， 长 2 一 ?km， 基 部 宽 。 

本 种 的 大 小 为 30—36um, HAMARALA 27um, MAH, HK 3 一 4m。 当 前 标 

本 和 此 种 模式 标本 的 大 小 相当 ， 刺 纹 微 细弱 。 此 种 在 欧洲 产 于 中 新 统 底部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中 国 蕨 科 Sinopteridaceae 

金粉 蕨 孢 属 (新 属 ) Onychniuwrmsporites Hu gen. nov. 

模式 种 ”Onychniurmsporites onychiumfcrmis Hu gen. et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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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征 #2 =Ab—-M=aA, APPS). =HRABMARB BH, KIL Km 

道 ， 一 般 不 具 边 缘 结 构 。 纹 饰 皱 状 和 瘤 状 ， 或 兼 而 有 之 ， 或 以 其 中 之 一 为 主 。 在 赤道 部 

位 具 一 条 沿 赤道 加 厚 的 裙 皱 状 赤道 环 ， 有 时 尚 具 1 一 2 条 念珠 状 纹饰 环 。 

本 新 属 以 衬 皱 状 的 赤道 环 区 别 于 赤道 环 系 瘤 纹 紧密 排列 形成 的 凤 尾 蕨 孢 属 ( Pterisi- 

sporites )， 以 边 环 明 显 波状 裙 皱 并 有 念珠 状 纹饰 环 区 别 于 边 环 平整 而 无 念珠 状 环 的 具 环 

水 龙骨 孢 属 ,以 赤道 部 位 具 1 一 2 条 念珠 状 纹饰 环 不 同 于 Undulozonosporites 和 Verrucingu- 

latisporites, 

AB JiR FD Ge BY BRR Be REE BRI AY BE RAK A © 

分 布 时 代 中国 ， 晚 第 三 纪 。 

金粉 蕨 型 金粉 蕨 孢 ( 新 属 、 新 种 ) 
Onychiumsporites onychiumformis Hu gen. et sp. nov, 

(图 版 22， 图 77 11, 12) 

直径 54 一 66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模 式 标 本 直径 56um。 三 射线 不 清楚 。 纹 饰 皱 状 ， 

其 中 称 布 小 瘤 。 赤 道 环 帘 为 半径 的 1/3 一 1/2， 有 时 尚 具 一 条 念珠 状 纹饰 环 。 

Bi ”三 潭 组 。 

凤 尾 蕨 型 金粉 蕨 孢 〈 新 组 合 ) 

Onychiumsporites pterisoides (Song et Liu ) Song comb. nov. 

(图 版 23， 图 1，2 ) 

1982 Polypodiaceoisporites bterisoides， 宋 之 琛 等 ，159 页 ， 图 版 2， 图 11 一 14。 

直径 36 一 45Um， 轮 廓 三 角形 一 圆 三 角形 。 具 一 条 福 皱 状 的 赤道 环 ， 宽 达 7umes 纹 

饰 瘤 状 ， 远 极 的 较 发 过 ， 赤 道 部 位 常 有 念珠 状 的 纹饰 环 显 示 于 赤道 环 上 。 

本 种 以 体积 较 小 区 别 于 前 一 种 ， 类 似 的 标本 产 于 西藏 南 木林 上 新 统 才 多 组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拟 网 金粉 蕨 孢 (新 属 、 新 种 Onychiumsporites reticuloides Song et Hu gen, et 

sp. nov. 

(图 版 23， 图 5 ) 

直径 40—50um ， 模 式 标本 直径 45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伸 达 赤道 环 内 缘 ， 由 

一 三 角形 盘 状 结构 所 环绕 。 赤 道 环 帘 达 5km， 边 缘 微波 状 起 伏 。 纹 饰 为 粗 网 状 或 条 关 

状 ， 分 布 于 远 极 和 赤道 部 位 。 

本 新 种 以 拟 网 状 纹饰 和 前 述 两 种 易于 区 别 。 

层 位 ”东海 群 。 

ERT ‘Family lndet . 

三 角 孢 属 Deltoidospora ( Minor ) Potonié, 1956 

安 底 三 角 孢 ”Deltoidospora adriensis( Pot. & Gell. ) Song & Zheng 

(图 版 23， 图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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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Punctatisporites adriensis, Thomson & Pflug，57 页 ， 图 版 2， 网 71。 

1959 Leiotriletes adriensis， 开 rutzsch，57 页 。 

1981 Deltoidospora adriensis， 宋 之 琛 等 ，66 页 ， 图 版 2， 图 9 一 12。 

直径 48um， 轮 廊 三 角形 ， 角 浑圆 而 边 平 直 或 微 凸 。 三 射线 清楚 ， 简 单 ， 长 几 达 赤 

道 。 外 壁 厚 约 2.5u&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近 平滑 ， 接 触 区 显 粒 状 纹饰 。 

本 种 过 去 一 般 定 为 Adiantum sp., 以 体积 较 大 和 下 述 各 种 都 不 同 。 

Bw ”三 潭 组 。 

规则 三 角 孢 Deltoidospora regularis (Pflug ) Song & Zheng 

( 图 版 23， 图 9 ) 

1953 Laevigatisporites neddeni subsp. regularis, Thomson 余 Pflug,54 页 ,图 版 2, 图 2 一 7。 

1959 工 eiotriletes regularis, Krutzsch, 57. 

1981 Deltoidospora regularis， 宋 之 琛 等 ，65 页 ， 图 版 2， 图 1 一 3。 

直径 36uwm， 轮 廊 三 角形 ， 角 浑圆 而 边 平 直 。 三 射线 清晰 ， 简 单 ， 长 为 孢子 半径 的 

2/3， 开 裂 。 外 壁 厚 约 24m， 分 为 约 等 厚 的 两 层 ， 表 面 平 滑 。 

层 位 ”东海 群 。 

赛 底 维 三 角 孢 〈 新 组 合 ) Deltoidospora seidewitzensis ( Krutzsch ) Hu comb. nov. 

(图 版 23， 图 3，4 ) 

1962 Leiotriletes seidewitzensis, Krutzsch, 30K, Ahk8, W19—24. 

直径 约 30k&m， 轮 廓 三 角形 一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清晰 ， 简 单 ， 或 微 开裂 , 长 为 孢子 半 

径 的 1/2 一 2/3。 外 壁 厚 约 1.5km， 分 层 不 明显 ， 表 面 平滑 ， 或 具 宰 皱 。 

Bi =. 

= 7378 ( KEM 1 Deltoidospora sp. 1 

(图 版 23， 图 7 ) 

直径 为 36um， 轮 廊 圆 三 角形 一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清晰 ， 长 为 半径 的 1/2， 微 开裂 。 外 

壁 厚 约 2k&m， 分 层 不 清 ， 表 面 平滑 。 

层 位 ”三 漂 组 。 

三 角 孢 (未 定 种 2 Deltoidospora sp. 2 

〈 图 版 23， 图 8，10 ) 

直径 29um， 轮 廊 三 角 圆 形 。 三 射线 清晰 ， 无 恨 ， 长 几 达 赤道 。 外 壁 较 菏 , 表面 平滑 

一 粗糙 。 

Bm ” 花 港 组 和 三 漂 组 。 

AE HARE Toricingulatisporites Simoncsics, 1964 

模式 种 Toricingulatisporites margitensis 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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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征 RMS) WT, Witm, WEAK. RAW LW CRA 

BIG SK), TFTA AR AEA, FF EES FA i oP TE AS I 

AB Je DA BA So AS ais AS a EE TIE BK). BRR a eee 

数量 不 多 但 分 布 广泛 。 

BERBBMA ( 新 种 Toricingulatisporites undutorus Hu sp. nov. 

(图 版 23， 图 6 ) 
直径 41um (包括 环 带 ) ， 轮 廊 圆 三 角形 。 环 带宽 4 一 5um， 唇 带宽 4 一 5&m， 明 显 捏 

曲 ， 两 者 的 宽度 无 明显 变化 。 表 面 近 平滑 ， 无 明显 纹饰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SiN EA C BIB Ischyomonoleies Li et Song gen. nov. 

模式 种 Ischyomonoletes typicus Li et Song gen. et sp. nov. 

Re 具 坑 穴 纹饰 的 单 颖 孢子 ， 坑 穴 一 般 不 显 角度 ， 穴 距 也 较 宽 ， 故 纹 狂 不 显示 网 

RA. 

此 新 属 以 纹饰 不 显 出 网 状 图 案 ， 和 几 个 相近 的 属 可 以 区 别 如 Reticulospcris 

Krutzsch (1959) 为 具 网 状 纹饰 ,网 眼 多 角形 ， 网 关 均 厚 ， 一 般 窗 于 网 眼 直径 ，Hazaria 

Srivastava (1971) 也 为 网 状 纹饰 ， 网 兰 薄 ,网 眼 大 ， 网 脊 上 的 突起 形状 不 一 和 Reticu- 

loidosporites Pflug (1953) 也 为 具 网 状 的 单 颖 孢子 ， 网 纹 较 规则 。 

亲缘 关系 FH, 

SAK PHAM, RAHA. 

Bit Ase ( SB. MF) Ischyomonoletes typicus Li et So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23， 图 ，14，15 ) 

大 小 70x 45um， 轮 廓 豆 形 ， 近 极 部 微 上 四 或 平 直 。 单 射线 ， 无 边缘 结构 , 长 为 孢子 长 

度 的 2/3。 外 壁 较 坚 实 ， 具 坑 穴 状 纹饰 ， 坑 穴 为 长 圆 形 ， 不 显 多 角形 ， 长 一 般 为 5um， 也 

可 达 7umj 穴 距 一 般 等 于 或 小 于 坑 穴 大 小 ， 表 面 平 消 。 轮 廓 线 近 平 滑 。 

层 位 ”三 漂 组 。 

刺 豆 孢 属 Scolocyamus Playford, 1982 

模式 种 Scolocyarmus magnus Playford 

BE ”孢子 两 侧 对 称 ， 单 射线 ， 无 腔 。 轮 廓 椭圆 形 至 卵 形 。 远 极 及 近 极 一 赤道 区 的 

外 壁 饰 以 显著 的 、 分 离 的 并 伸 长 的 刺 状 突起 ， 项 部 简单 或 为 更 典型 的 分 梳 。 

本 属 产 于 新 几内亚 的 上 第 三 系 。 

刺 豆 孢 (REF) Scolocyamus sp. 

《图 版 23， 图 13，16 ) 

大 小 63 x 49um (包括 纹饰 ) ， 轮 廓 孵 形 。 因 纹饰 发 达 而 单 射线 不 易 看 清 。 外 壁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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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ARR, ER RREMMA, KK bum, WikK4umy 在 平面 上 为 瘤 状 或 

BUEN. 
at ” 论 港 组 。 

(= ) 裸子 植物 Gymnospermae 

麻黄 科 Ephedraceae 

麻黄 粉 属 _Eppedripites Bolchovitina，1953 ex Potonie, 1958 

冶 新 麻黄 粉 BEphn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eocenipites ( Wodehouse ) Krutzsch 

(图 版 24， 图 2 ) 

1961 E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eocenipites, Krutzsch, 27 页 ， 图 版 4， 图 41 一 64。 

1970 E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eocenibites， 开 rutzsch，154 页 ， 图 版 43， 图 1 一 8。 

1970 Ephedripites (Distaecpyabites ) tertiarius, 上 rutzsch，156 页 ， 图 版 44， 图 16 一 21。 

1978 E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eocenibite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8 页 ， 图 

版 32， 图 10 一 16。 

1981 E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eocehibites， 宋 之 琛 等 ，102 页 ， 图 版 32， 图 13 一 15。 

大 小 60x 25um， 轮 廊 长 椭 区 形 ， 两 端 锐 圆 。 外 壁 较 坚固 ， 具 平行 长 轴 排 列 的 肋 条 
4 一 7 条 ， 肋 至 两 端 稍 汇聚 ! 肋 间 弯曲 线 发 达 ， 清 楚 。 轮 廓 线 平 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大 梭 形 麻黄 粉 Ephn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megafusiformis Ke et Shi 

〈《 图 版 24， 图 1 ) 

1978 E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mrzegajfusiform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9 页 ， 

图 版 31， 图 1 一 4。 

大 小 62x18um， 轮 廓 纺锤 形 ， 两 端 锐 。 外 壁 坚 实 ， 肋 平行 于 长 轴 排 列 , 约 4 一 5 条 ， 

至 两 端 微 汇 聚 ， 肋 间 弯 曲线 清楚 。 轮 廓 线 平 滑 。 

此 种 以 梭 形 形状 与 长 椭圆 形 的 始 新 麻黄 粉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麻黄 粉 (未 定 种 1 ) Ephedripites ( Ephedripites) sp. 1 

(图 版 24， 图 5 ) 

大 小 45x20k4m， 轮 廓 长 枯 圆 形 ， 两 端 锐 圆 。 外 壁 尚 坚实 ， 具 平行 排列 的 肋 条 约 6 

条 ， 肋 间 亮 带 直 ， 无 分 校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眼 小 而 模糊 。 

Ei 三 漂 组 。 

麻黄 粉 (未定 种 2 ) Ephedripites (BEphedripites ) sp. 2 
( 图 版 24， 图 6 一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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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小 50—58 x 20 一 25Um， 轮廓 覃 圆 形 ， 两 端 浑圆 。 外 壁 坚实 ， 厚 约 1. Sum, 约 8 条 

肋 条 平行 排列 ， 至 两 端 微 汇 聚 ， 肋 间 亮 带 微 弯曲 ， 不 分 校 。 轮 廓 线 平滑 。 

Bi ”三 漂 组 。 

银杏 科 Ginkgoaceae 

银杏 属 Ginkgo L. 

RAS (KER) Ginkgo sp. 

(图 版 24， 图 3，4) 

大 小 37 一 48 x 20 一 25kum， 轮 廓 纺锤 形 ， 两 端 锐 尖 。 单 沟 ， 贯 穿 全 长 。 外 壁 分 为 约 

等 厚 的 两 层 ， 纹 饰 颗 粒 一 条 纹 状 。 

Bit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柏 科 和 杉 科 «Cupressaceae and Taxodiaceae 

无 口 器 粉 属 IJnaperturopollenites ( Pflug ) Potonié, 1958 

变形 无 口 器 粉 ”Jnaperturopollenites dubius 

(Potonié & Venitz ) Thomson & Pflug 

〈 图 版 24， 图 10 ) 

1953 Inaperturopollenites dubius, Thomson & Pflug, 65%, Ai5, Al1—13. 

1958 Inaperturopollenites dubius, Potonie, 71H, Ahg10, A101, 

1978 Inaperturopollenites dubiuU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6 页 ， 图 版 29， 图 11 一 15。 

1981 Inaperturopollenites dupbius， 宋 之 琛 等 ，95 页 ， 图 版 30， 图 20，21。 

直径 34um， 轮 廊 圆 形 。 外 壁 薄 ， 层 次 不 明显 ， 常 具 次 生 袜 皱 。 纹 饰 颗粒 状 ， 微 显 

于 轮廓 线 上 。 

Bil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松 科 Pinaceae 

拟 落 叶 松 粉 属 ZLaricoidites Potonié, Thomson & Thiergart, 1950 

大 拟 落 叶 松 粉 (比较 种 ) ZIoricoidites cf. magnus (Pot. ) 

Potonie，Thomson & Thiergart 

〈《 图 版 24， 图 9 ) 

1981 Laricoidites cf. Mragnus， 宋 之 琛 等 ，86 页 ， 图 版 238， 图 5，6。 

直径 64um， 轮廓 圆 形 。 外 壁 尚 坚固 ， 分 层 不 清楚 。 纹 饰 颗 粒状 ， 轮 廓 线 尚 平滑 。 

具 数 条 次 生 福 皱 。 

当前 标本 以 具 颗 粒状 纹饰 而 定 为 比较 种 ， 和 潮 海 沿岸 地 区 及 江苏 北部 的 本 种 〈 比 较 

种 ) 标本 均 很 相像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HEB Abiespollenites Thiergart，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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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rm 一 

宽 圳 冷杉 粉 ”Abiespollenites latisaccatus ( Trevisan ) Krutzsch 

(图 版 24， 图 19 一 21 ) 

1967 Pityosporites 1atisaccatus，Trevisan，21 页 ， 图 版 12， 图 4a 一 co。 

1971 Abiespollenites lafisaccatus，Krutzsch，348 页 ， 图 版 10， 图 1。 

MK125—150um, AfK{102—112um, H60—70um; 气 豆 大 小 42 一 65x 64—94um, 

Fie Sum, | 

本 体 轮 廓 扁 圆 形 一 圆 梯 形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具 清 晰 的 基 棒 结构 。 气 

圳 以 收缩 基部 着 生 于 本 体 腹部 两 侧 , 轮廓 圆 形 或 半圆 形 ,其 直径 和 本 体高 几 相 等 ， 故 花粉 

极 面 观 为 三 圆 相 交 形 。 本 体 纹饰 粗 粒 状 ， 气 面 纹饰 网 状 。 

本 种 和 西伯 利 亚 冷 杉 粉 ( Abiespollenites sibiriciformis) (《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 ROBY, 8150, FAWR26, FA1, 2) 在 外 形 上 是 很 相像 的 ， 两 者 的 区 别 是 ， 本 种 的 总 
长 不 超过 130um， 本 体 长 不 超过 100km， 而 后 一 种 的 总 长 可 达 150km， 本 体 长 可 超过 

100ums 本 种 的 体 上 纹饰 及 其 栅 状 结构 都 比 后 一 种 的 细弱 。 

Bi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单 束 松 粉 属 AbietineaepolTenites Potonie, 1951 

大 型 小 圳 单 束 松 粉 ”Abietineaepollenites microalatus f. major Potonie 

(图 版 24， 图 15 一 18 ) 

总 长 72 一 84um， 本 体 大 小 46 一 54x 50—54um, RBEK/)46—52 x 28—40um, 外 壁 

1—2yum, 

FED BRA KAI, RW A Wa SERB ET ASR, FPR FC RA BSE AA. FE 

SCRE, DED AMIE, JAMIE, ARORA, SHR. TERA, 2 

饰 网 状 。 

Bit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小 型 小 圳 单 束 松 粉 ”Abietineaepollenites microalatus f. minor Potonie 

(图 版 24， 图 11 一 14 ) 

总 长 60 一 64Um， 本 体 大 小 为 26 一 34x 40—44um, RBK/)41—43 x 20—26um, 外 

壁 厚 1 一 24m。 

本 型 花粉 与 大 型 小 宫 单 束 松 粉 相似 ， 仅 以 个 体 小 〈 总 长 一 般 不 超过 70km ) 而 相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小 西单 束 松 粉 Abietineaepollenites microsibiricus (Zakl. ) Ke et Shi 

〈 图 版 25， 图 4，5 ) 

1957 Pinus microsibiricus, Zaklinskaya，144 页 ， 图 版 11， 图 6，7。 

1978 Abietineae pollenites icrosibiricu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82 页 ， 图 版 24， 图 

105 11, 

总 长 61 一 70ukm， 本 体 直径 52 一 53um， 气 囊 大 小 为 30 一 33 x 26—30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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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HD i AI. AR AIR, SEEPS, SREP AVS, Sains LR AE AA 

WA, SMR. TRU SER aE FAS, SCP IK.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雪松 粉 属 Cedripites Wodehouse, 1933 

雪松 型 雪松 粉 Cedripites deodariformis ( Zauer ) Krutzsch 

(图 版 25， 图 1，2 ) 

1954 Cedrus deodariforrmmis，Zatuer，43 页 ， 图 版 13， 图 9。 

1971 Cedripites deodariformis, Krutzsch, 24%, 

1978 Cedripites deodariformi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83 页 ， 图 版 22， 图 10 一 13。 

1981 Cedripites deodariforrmis， 宋 之 琛 等 ，88 页 ， 图 版 24， 图 2; 图 版 25， 图 9，12。 

总 长 87 一 113um， 本 体高 35 一 75um， 和 气囊 大 小 50 一 53 x 37—70um, FiR3—6um, 

花粉 具 伸 达 本 体 中 线 的 两 个 大 气囊 ， 侧 面 观 轮廓 为 半圆 形 ， 腹 部 较 平 或 凹陷 ， 有 和 

Ai S HR OB, VERASFRAR. PAAR KM RS, MRE, ARR 

结构 较 发 达 ， 榜 的 轮廓 线 微 波状 。 

Bi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中 型 雪松 粉 Cedripites medius (Zauer ) Krutzsch 

(图 版 25 丸 图 3 约 

1954 Cedrus media, Zauer, 41 页， 图 版 12， 图 6， 7。 

1981 Cedripites medius, 上 rutzsch，24 页 。 

1981 Cedripites medius， 宋 之 琛 等 ，88 页 ， 图 版 19， 图 11; 图 版 25， 图 5，6;， 图 版 32， 图 16。 
KK 65um, APE 40um, fj 32um, RHA, BROS, BRAM. AF 

BK, AA. ASP RERUE, HP RAFA MRK, SHAK, EE A oe 

较 明 显 。 
本 种 以 体积 较 小 和 雪松 型 雪松 粉 不 同 , 以 桥 上 的 栅 状 结构 发 达 和 拟 小 囊 雪 松 粉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拟 小 圳 雪松 粉 Cedripites microsaccoides Song & Zheng 

(图 版 25， 图 6，7 ) 

1978 Cedripites maicrosaccoide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84 页 ， 图 版 21， 图 10，11。 

1981 Cedripites Microsaccoides， 宋 之 琛 等 ，8Q 页 ， 图 版 25， 图 13，14; 图 版 26， 图 1 一 6。 

总 长 92 一 112ukm， 本 体 大 小 为 70 一 80 x 45—75um, RMKDA3Z7—50 x 55—70um, 

ie 2ume A. 

Ax BP AAR BEE, AUBERA RT BED, Fb RE — AB Be HE A A TK Sc Hii 4 SS 

FAK HI.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 朱 组 。 

雪松 粉 (未 定 种 1) Cedripites sp. 1 

〈 图 版 25， 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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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长 56um， 本 体 长 37um， 高 36bum， 气 吉大 小 为 20 一 37um。 
轮廓 略 呈 半圆 形 ， 气 训 较 大 ， 近 圆 形 ， 伸 达 本 体 中 线 。 本 体 轮 廓 不 清 。 纹 饰 网 状 ， 

ACHE LHRH 
Bit ERA. 

雪松 粉 〈 未定 种 2) Cedripites sp. 2 

(图 版 25， 图 9 ) 

总 长 57.5um， 本 体 大 小 为 52.5x 204m， 气 宫 大 小 为 30x27.5um， 本 体外 壁 厚 约 

3um。 榜 不 清楚 。 纹 饰 皱 网 状 ， 轮 廓 线 显 波状 起 状 。 两 气 赛 着 生 于 本 体 远 极 ， 本 体 和 气 

REAR AN BH Se 

层 位 ”玉泉 组 。 

HRW Keteleeriaepollenites Nagy, 1969 

变异 油 杉 粉 〈 新 组 合 ) Keteleeriaepollenites dubius ( Chlonova ) Li comb. nov. 

(图 版 25， 图 10 一 13;， 图 版 23， 图 15 ) 

1960 Keteleeria dxpbpiac，Chlonova，59 页 ， 图 版 9， 图 5。 

1971 Abiespollenites dubius, 开 rutzsch，98 页 ， 图 版 21。 

1978 Keteleeria duxbia，《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86 页 ， 图 版 56， 图 5 一 10。 

MK117—135um, AEK77—93um, H75—I90um, Hi2—3ym, 

RRA SZ, AKAE, SEMA, UNSABT AE, SBR, FRB 

结构 不 发 育 。 气 圳 近 圆 形 ， 比 本 体 小 ， 表 面 不 规则 网 状 。 

此 种 以 近 圆 形 的 本 体 和 粗 颗 粒 纹饰 区 别 于 扁 圆 形 本 体 和 细 颗 粒 纹饰 的 铁 坚 杉 型 油 杉 

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铁 坚 杉 型 油 杉 粉 ”Keteleeriaepollenites davidianaeformis ( Zakl. ) Song et Zhong 

(图 版 26， 图 1 一 4 ) 

1957 Keteleeria davidianaeformis, Zaklinskaya, 123M, Aijig4, H4—e, 

1964 Keteleeria sp.( cf. K. daviaiana ) ， 宋 之 琛 等 ，226 页 ， 图 版 7， 图 1,2;， 图 版 8， 图 1,2。 

1978 Keteleeria davidiamrcefor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隐 粉 》，85 页 ， 图 版 27， 图 1 一 8。 

1984 Keteleeriaepollenites dauidiamnaeformis， 宋 之 琛 等 ，36 页 ， 图 版 7， 图 15。 

总 长 115 一 1524m， 本 体 长 70 一 90um， 高 50 一 100uwm, 气囊 大 小 40 一 62.5x 52 一 82.5 

&m， 梢 厚 1.5 一 3Umo。 

轮廓 常 为 三 圆 相 交 形 ， 两 旁 的 圆 较 小 。 本 体 为 圆 形 、 扁 圆 形 或 圆 梯 形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由 中 部 向 两 侧 逐 渐变 薄 ， 至 气 圳 近 极 基部 多 数 变 为 一 层 ， 纹 饰 颗粒 状 。 

榜 的 栅 状 结构 不 发 育 ， 轮 廓 线 较 平 。 气 圳 超 半圆 形 ， 比 本 体 小 得 多 ， 与 本 体 交 角 明 显 ， 

纹饰 细 网 状 。 

Bum ER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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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ZH NR Piceaepollenites Potonie, 1931 

BRAKB Piceaepollenites alatus Potonie 

(图 版 256， 图 6 一 8 ) 

1958 Piceaepollenites alatus，Potonie，64 页 。 

1978 Piceaepollenites alat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隐 粉 》，87 页 ， 图 版 20， 图 1 一 6。 

1981 Piceaepollenites alatus， 宋 之 琛 等 ，85 页 ， 图 版 22， 图 2; 图 版 23， 图 6。 

总 长 95 一 100km， 本 体 长 62 一 85&m， 高 75 一 87Um， 气 吉大 小 37 一 55x 55—80um, 

Fi JR 2—3 .5um, 

轮廓 接近 扁 圆 形 ， 本 体 和 气 襄 的 界线 不 清楚 。 外 壁 坚固 ，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a, SOBA. ESC iAH AK. 

此 种 以 体积 较 小 ， 一 般 不 超过 100um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可 以 区 别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东海 群 。 

大 云 杉 粉 ”Piceaepollenites giganteus Wang 

(图 版 26， 图 5 ) 

1981 Piceaepollenites giganteyxs， 宋 之 琛 等 ，85 页 ,图 版 21， 图 7; 图 版 22， 图 5,7: 图 版 23, 图 9。 

总 长 135um， 本 体 长 95um， 高 70um， 气 吉大 小 57x 77um， 模 厚 2 一 3um。 

轮廓 接近 扁 圆 形 ， 本 体 亦 为 扁 圆 形 ， 两 端 界 限 不 很 清晰 。 气 赛 极 面 观 半 圆 形 ， 纹 饰 

细 网 状 。 

Bi +4. 

Ba HER Piceaepollenites tobolicus ( Panova ) Ke et Shi 

(图 版 23， 图 16，17 ) 

1964 Picea sp. 1, RZHRF, 228K, Akko, M1—4. 

1971 Piceapollis tobolicus, Krutzsch, 104, FIfiK22. 

1978 Piceaepollenites tobgolficu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88 页 ， 图 版 20， 图 7 一 12。 

总 长 125 一 135um， 本 体 长 67 一 100um， 高 60 一 78um, 气 吉大 小 52 一 65x 67—93yum, 

榜 厚 2—3yum, 

极 面 观 花粉 轮廓 近 扁 圆 形 ， 本 体 略 呈 圆 形 ， 侧 面 观 本 体 轮 廓 宽 槛 圆 形 ， 腹 部 因 气 赛 

包围 而 界限 不 清 。 外 壁 两 层 ， 纹 饰 颗粒 状 ， 檬 不 很 发 育 。 气 宫 极 面 观 为 半圆 形 轮廓 ， 从 

腹部 包围 本 体 ， 与 本 体 无 交角 ， 纹 饰 细 网 状 。 

本 种 的 轮廓 一 般 宽 圆 形 ， 和 轮廓 为 扁 圆 形 的 大 云 杉 粉 可 以 区 别 。 

层 位 “三 漂 组 。 

双 束 松 粉 属 Pinuspollenites Raatz, 1937 

双重 双 束 松 粉 ”Pinwspollenites diplopondroides (Ting ) Ke et Shi 

(图 版 29， 图 20 ) 

1968 Pinus diblobondroides，Ting，577 页 ， 图 版 2，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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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Pinuspollenites diplopondroide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89 页 ， 图 版 24， 图 8,6。 

总 长 90um， 本 体 轮 廓 近 圆 形 , 直径 51 一 57um， 气囊 大 小 50x51ukm， 外 壁 厚 

3—5yum, 

轮廓 为 三 圆 相 交 状 ， 两 气囊 靠近 ， 气 囊 和 本 体 大 小 近 相 当 。 本 体 的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粒状 。 气 圳 近 圆 形 ， 以 收缩 基部 着 生 于 本 体 腹 部 两 侧 ， 细 网 状 纹饰 。 

本 种 以 大 的 气囊 和 近 圆 形 本 体 的 特征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容易 区 别 。 

层 位 ”三 潭 组 。 

大 型 双 束 松 粉 ”Pinwspollenites labdacus f. maximus Potonie 

(图 版 29， 图 19，21 一 23 ) 

总 长 80 一 106wm， 本 体 大 小 50 一 86 x 40—48um, MEK 54—56 x 32 一 44km， 外 

壁 厚 2—3ym. 

双 维 管束 型 ， 气 襄 以 收缩 基部 着 生 于 本 体 腹 部 两 侧 ， 本 体 和 气 宫 间 夹 角 明 显 。 本 体 

一 般 宽 扁 圆 形 至 圆 形 ， 外 壁 檬 一 般 不 发 育 ， 纹 饰 粒 状 。 气 囊 大 于 半圆 形 或 近 圆 形 ， 纹 饰 

网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AIM RRB Pinuspollenites labdacus f. minor Potonie 

(图 版 29， 图 3 一 10 ) 

总 长 42 一 724m， 一 般 小 于 70uwm， 本 体 大 小 26 一 48 x 28 一 38um， 气 吉大 小 28 一 38 x 

18—38um, Fp>BE1—1.5um, 

IBWBR. WeESSRKPMR BD DA, URED Zoom KORE EK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NRE Pinuspollenites minutus ( Zakl. ) Song & Zheng 

(图 版 29， 图 1，2 ) 

1957 Pinus minutus, Zaklinskaya, 155—156m, Elfi4, Ai4. 

1981 Pinuspollenites minutus, KZ, 910, P19, Ald, 8. 

总 长 约 60km， 本 体 大 小 40 一 45 x 22—30um, RHEK/)16—22 x 22—28um, 

本 种 和 小 型 双 束 松 粉 的 大 小 相当 ， 仅 以 本 体 为 扁 球 形 和 后 者 的 本 体 为 近 球 形 而 有 所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扁 体 双 束 松 粉 ”Pinwspollenites taedaeformis (Zakl. ) Ke et Shi 

《图 版 27， 图 1 ) 

1957 Pinus taedaeformis，Zaklinskaya，156 页 ， 图 版 14， 图 5 一 11。 

1978 Pinuspollenites taedaeformm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1 页 ， 图 版 24， 图 4,5,7。 

总 长 105&m， 本 体 大 小 66x38km， 气 吉大 小 50x 45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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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体 透 镜 体 形 ， 帽 厚 amen a, ARMS, FRAT UAB. HEUER 
以 微 收缩 基部 着 生 于 本 体 腹部 ， 纹 饰 网 状 ， 较 粗糙 。 两 囊 间 的 沟 区 近 平滑 。 

本 种 以 本 体 扇 球形， 帽 的 界限 明显 等 特征 ，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可 以 区 别 。 

Rit 海龙 井 组 。 

并 

RRR (KH 1) Pinuspollenites sp. 1 

(图 版 27， 图 5 ) 

总 长 868Uum， 本 体 长 约 60um， 气 囊 大 小 35 一 44x 25 一 30km。 

本 未 定 种 以 本 体 和 气囊 上 的 纹饰 很 粗糙 为 特征 ， 目 前 尚 无 可 比较 者 。 

层 位 ”三 潭 组 。 

WRB (KER 2) Pinuspollenites sp. 2 

(图 版 27， 图 2 一 4 ) 

BK64—68um, Af 28—34um, “WHK)38—44 x 24—30um, 

VU UE DA We i SEB AEP SM, FEU UEARIAE, MKS. AREA 

EM IATE RUT, SpREVR1—2um, ARMA BALCH 

层 位 ”海龙 并 组 一 三 潭 组 。 

铁 杉 粉 属 Tsugaepollenites Potonie & Venitz, 1934 

无 环 铁 杉 粉 (新 组 合 ) = Tsugaepollenites azonalis ( Krutzsch ) Li comb, nov, 

(图 版 27， 图 8，9 ) 

1971 Zonalapollenites azopa1is，Krutzsch，164 页 ， 图 版 49， 图 1- 一 14。 

直径 55 一 73&m， 轮 廓 圆 形 。 近 极 具 点 穴 状 纹饰 ， 远 极 具 短 皱 或 粗 粒状 纹饰 。 无 环 

襄 ， 赤 道 部 位 具 密 集 的 小 刺 ， 刺 长 2 一 4um， 直 或 微 弯曲 。 

此 种 以 无 环 宫 和 赤道 部 位 密集 的 小 刺 为 特征 ， 与 无 缘 铁 杉 粉 及 具 刺 铁 杉 粉 可 以 区 

Ho 

Bi ”三 潭 组 。 

大 型 有 具 缘 铁 杉 粉 Tsugaepollenites igniculus f. major Potonie 

(图 版 27， 图 10 一 15，18 ) 

1953 Zonalapollenites igniculus, Thomson & Pflug，66 页 ， 图 版 4， 图 76 一 79r- 

1957 Tsuga crisba，Zaklinskaya，63 页 ， 图 版 16， 图 1。 

1978 Tsugaepollenites igmicul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钨 粉 》，91 页 ， 图 版 19， 图 8 一 14。 

大 小 72 一 88um， 轮 廓 多 为 圆 形 。 近 极 面具 得 皱 状 纹饰 ， 远 极 面 为 粒 瘤 状 。 近 赤道 

部 位 具 显著 的 波浪 状 的 边缘 ， 如 像 环 吉 ， 宽 5 一 15um， 一 般 宽 7 一 104m。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小 型 具 缘 铁 杉 粉 Tsugaepollenites igniculus f. minor Potonie 

(图 版 27， 图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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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Zonalapollenites igniculus, Thomson & Pflug，66 页 ， 图 版 4， 图 75。 

1958 Tsugaepollenites igniculus, Potonie, 48i. 

1964 Tsuga diversifolia type Rudolph， 宋 之 琛 等 ，239 页 ， 图 版 12， 图 3 一 8。 

1971 Zonalapollenites igniculus ( =Tsuga iognicula ) ， 玫 rutzsch，138 页 ， 图 版 37， 图 1 一 23。 

大 小 46 一 56km， 轮 廊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 外 壁 尚 坚固 ， 近 极 具 皱 状 纹饰 ， 至 赤道 附近 形 

成 波浪 形 边缘 ， 形 如 环 襄 ， 宽 4 一 104m。 

本 种 以 具 发 达 的 环 圳 ， 其 上 不 具 刺 纹 为 特征 区 别 于 具 刺 铁 杉 粉 。 此 型 以 个 体 较 小 

CANF65um ) 区 别 于 大 型 具 缘 铁 杉 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微 刺 铁 杉 粉 〈 新 组 合 ) Tsugaepollenites minispinus ( Krutzsch ) Li comb. nov 

《图 版 27， 图 9 ) 

1976 Zonalapollenites minispinus, Krutzsch, 16831, AAjm51, 1—8. 

直径 约 50km， 轮 廓 圆 形 。 表 面 密 具 颗粒 及 微 刺 纹饰 ， 刺 长 约 lum, 赤道 部 位 不 

示 环 襄 构 造 。 

本 种 以 体积 和 刺 纹 较 小 不 同 于 无 环 铁 杉 粉 ， 以 无 环 琶 和 细小 刺 纹 不 同 于 小 型 具 绿 铁 

杉 粉 。 

层 位 ”东海 群 。 

具 刺 铁 杉 粉 Tsugaepollenites spinulosus ( Krutzsch ) Ke et Shi 

《图 版 27， 图 16，17，19 ) 

1971 Zonalapollenites spinulosus, Krutzsch, 148%, Aljig41, A1—10. 

1978 Tsugaepollenites sbimulosx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2 页 ， 图 版 19， 图 15，16。 

大 小 80 一 88pm， 轮 廓 贺 形 或 近 圆 形 。 近 极 具 短 煞 状 纹 肇 ， 远 极为 颗粒 状 ， 赤 道 部 
位 形成 显著 的 波浪 状 的 边缘 ， 形 如 环 圳 ， 宽 10 一 15um， HRUMAMMMKS Hm 

微 弯 的 小 刺 ， 刺 长 1 一 24m。 

Bi 三 潭 组 。 

瘤 刺 铁 杉 粉 Tsugaepollenites verruspinus (Krutzsch ) Ke et Shi 

(图 版 23， 图 8 ) 

1976 Zonalapollenites zerrusbinls，Krttzsch，154 页 ， 图 版 44。 

1978 Tsugaepollenites cf. verrusbin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3 页 ， 图 版 19， 图 5。 

直径 约 50km， 轮 廓 圆 形 。 表 面具 粗 粒 一 瘤 状 纹饰 ， 在 赤道 部 位 问 杂 细 刺 , 刺 长 1um 

左右 。 赤 道 部 位 的 环 襄 构造 不 明显 。 

此 种 以 环 宫 构造 不 明显 和 具 刺 铁 杉 粉 不 同 ， 以 粗 粒 一 瘤 状 纹饰 与 刺 纹 发 达 的 无 环 铁 

杉 粉 和 微 刺 铁 杉 粉 等 不 同 。 

Bf =H. 

无 缘 铁 杉 粉 Tsugaepollenites viridifluminipites ( Wodehouse ) Pot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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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图 版 28， 图 10，11 ) 

1953 Zonalapollenites (Tsuga) viridifluminipites, Thomson & Pflug，67 页 ， 图 版 4， 图 

80 一 82。 

1957 Tsuga torulosa，Zaklinskaya，164 页 ， 图 版 16， 图 2。 

1958 Tsugaepollenites viridifluminipites, Potonie, 48M. 

1964 Tsuga canadensis type Rudolph， 宋 之 琛 等 ，239 页 ， 图 版 12， 图 9 一 13。 

1971 Zonalapollenites gracilis( =Tsuga graci1fis ) ， 攻 rutzsch，142 页 ， 图 版 38， 图 1 一 15。 

1978 Tsugaepollenites viridifluminipite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隐 粉 》， 93 页 ， 图 版 18， 

图 II9 21. 

1981 Tsugaepollenites viridifluminipites, RZ, 84m, A200, A3. 

直径 约 70um, HRA ARRK, BRAK. HELM BA. 轮廓 线 呈 波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罗汉 松 科 Podocarpaceae 

三 圳 罗汉 松 粉 属 “Docrycarpites Cookson & Pike, 1953 

=D MAB CREM) Dacrycarpites sp. 

3 (图 版 28， 图 6，7 ) 
总 长 62. 5 一 70u&m， 本 体 大 小 为 30 一 48um， 气 囊 大 小 为 37 x 22—33um, 

本 体 近 圆 形 ， 帽 较 厚 ， 为 2.5 一 5um， 纹饰 粗 颗 粒状 ， 轮 廊 线 微波 状 。 气 囊 三 个 ， 

大 小 不 等 ,着 生 线 一 般 小 于 气 训 直径， 有 时 具 几 条 辐射 状 宰 锌 ， 表 面 细 网 状 。 

Bit ”海龙 井 组 

雏 圳 粉 属 Parcisporites Leschik, 1955 

1). 4 3H} =Parcisporites minutus Zheng 

〈 图 版 23， 图 1，2 ) 

1984 Parcisporites minutus, #WES, 78m, Am2, As, 9. 

本 体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约 44um, SpRE 2) Qum, 分 层 不 清楚 ， 纹 饰 粗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略 呈 波 状 。 具 两 个 强烈 收缩 的 小 气 吉 ， 呈 耳 状 ， 大 小 28x 15um。 AMAR 

般 不 超出 本 体 轮 廓 线 。 

类 似 的 标本 发 现 于 江苏 北部 晚 白 亚 世 泰州 组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RiGee CLLR) ) Paorcisporites cf. parvisaccus Song & Zheng 

〈 图 版 28， 图 4，5 ) 

花粉 由 一 个 本 体 和 两 个 略 大 的 气 宫 组 成 。 本 体 大 小 48—52x48—58um, AAA 

晒 粒 状 纹 饰 。 两 气囊 稍 扩 张 ， 大 小 40 一 50 x 10—20um, 

当前 标本 和 江苏 的 Parcisporites parvisaccus 〔〈 宋 之 琛 等 ，1981，82 页 ， 图 版 27， 

图 1 一 7 ) 相 比 ,在 花粉 大 小 和 形态 等 方面 都 有 些 相 像 ， 但 气囊 较 发 育 〈 后 者 气囊 强烈 

退化 而 呈 雏 状 ) 而 定 为 比较 种 ， 和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此 种 个 别 标本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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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78, PAWR18, 15) 相 比 ， 也 颇 为 相似 。 

Bit ” 花 港 组 和 东海 群 。 

罗汉 松 粉 属 Podocarpidites (Cookson ) Potonie，1958 

安定 型 罗汉 松 粉 ”Podocarpidites andiniformis ( Zakl. ) Takahashi 

《图 版 23， 图 12 一 14 ) 
1957 Podocarpus araimi foris，Zaklinskaya，105 一 106 页 ， 图 版 2， 网 3 一 7。 

1971 Podocarpidites andiniformis, Krutzsch, 26%, 

1978 Podocarpidites azdiniformis，《 渤 潮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77 页 ， 图 版 16， 图 19 一 27。 

1981 Podocarpidites andinifromis, KRZERY, 80%. PAWR17, FAS, 8, 10, 13;fAhR19, Al12. 

MIK72—98um, AK 45—58um, HE 45—68um, “(REK/) 47—63 x 37—45um, 

气 宫 间距 为 5 一 10km。 

花粉 轮廓 扇 圆 形 ， 本 体 处 微 上 四 陷 。 本 体 轮廓 近 圆 形 ， 外 壁 厚 2&m， 分 为 两 层 ， 模 不 

发 达 ， 纹 饰 粗 粒状 。 气 圳 超过 半圆 形 ， 和 本 体 夹 角 较 钝 ， 纹 饰 网 状 。 

Bi ERA—-= HA. 

抚顺 罗汉 松 粉 (比较 种 ) Podocarpidites cf. fushunensis Sung & Tsao 

〈 图 版 28， 图 3 ) 

总 长 60km ， 本 体 大 小 37.5x32.5Um ， 气 塞 大 小 37.5x30xm， 气 赛 间 上 距 

2—4yum, 

轮廓 为 三 圆 相 交 形 。 本 体 椭圆 形 ， 外 壁 厚 约 24m， 纹 饰 粗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小 波状 。 

气 襄 宽度 大 于 本 体 ， 着 生 线 短 于 其 直径 ， 纹 饰 细 网 状 。 

当前 花粉 和 抚顺 竹 柏 粉 〈Podocarpidites fushunensis) (《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2070 >, 78H, FAWK16, FA12) 甚 为 相像 。 唯 气 训 间 上 距 狭窄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Bf £4. 

大 型 罗汉 松 粉 (比较 种 ) Podocarpidites cf. gigantea ( Zakl. ) Takahashi 

(图 版 29， 图 25 ) 

总 长 133m， 本 体 大 小 62.5x57.5um， 气 吉大 小 55x77.5Um， 气 吉 间 距 17.5um。 

轮廓 为 三 圆 相 交 状 。 本 体 轮廓 近 圆 形 ， 外 壁 厚 3 一 6um， 饰 纹 显 粒 状 ， 其 间 稀 布 小 

瘤 。 气 囊 宽 度 大 于 本 体 宽 ， 着 生 线 短 于 其 直径 ， 与 本 体 交 角 明 显 ， 纹 饰 网 状 ， 近 本 体 部 

呈 辐 射 排列 。 

当前 花粉 的 轮廓 、 大 小 及 辐射 状 纹饰 等 与 大 型 罗汉 松 粉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i> , 785i, PAMRI7, PA13, 14) BEAL, (AAPA BE, HUE RE He AA A PERE HE 

等 有 一 定 区 别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层 位 三 潭 组 。 

竹 柏 型 罗汉 松 粉 ”Podocarpidites nageiaformis (Zakl. ) Krutzsch 

《图 版 26， 图 9 一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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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Podocarpus nageiaformis, Zaklinskaya, 106—108m, FI}iR2, A8—11. 

1971 Podocarpidites nageiaformis, Krutzsch, 130m, FAhK34. 

1978 Podocarpidites ?ageiaformi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79 页 ， 图 版 18， 图 3 一 10。 

1981 Podocarpidites nageiaformis, KZF, 79H, AR17, W3, 6, 9, 11, 12, 14, 

总 长 55 一 62.54&m， 本 体 大 小 25 一 32.5x 27.5—37um, ABMKN3I7.5—42.5 x 20— 

27m， 气 圳 间距 7.5 一 15Um 。 

轮廓 哑铃 形 ， 本 体 小 于 气 吉 。 本 体 轮 廓 圆 形 一 椭圆 形 ， 表 面 平 滑 或 粗糙 。 气 吉 超 半 

圆 形 ， 纹 饰 网 状 ， 着 生 线 处 显 辐射 状 排列 。 

本 种 以 哑铃 形 轮 廊 和 体积 较 小 与 安定 型 罗汉 松 粉 和 抚顺 罗汉 松 粉 区 别 。 抚 顺 罗 汉 松 

粉 的 特征 是 气 宫 作 横向 伸 长 ， 与 气囊 纵向 较 长 的 安定 型 罗汉 松 粉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杉 科 Taxodiaceae 

红 杉 粉 属 Sequoiapollenites Thiergart, 1937,1938 

多 型 红 杉 粉 ”Sedquoiapollenites polyformosus Thiergart 

4 (图 版 25， 图 14 ) 

1951 Seqoioipollenites bofyformosus，Potonie， 图 版 20， 图 6。 

1953 Inaperturopollenites polyformosus, Thomson & Pflug, 65m, Ags, A21—25. 

1971 Sequoiapollenites polyformosus, Krutzsch, 212%, AK68. 

1978 Sequoiapollenites polyformosus, «Wwe RWEEB= ww» 94, A229, A22, . 

24——30i5 : | 

直径 23um, HRA. A-DWEREE, REEMA 2.5um, WMASH. ype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为 模糊 的 显 粒 状 ， 轮 廓 线 平滑 。 

层 位 “东海 群 。 

杉 粉 属 Taxodiaceaepollenites Kremp, 1949 

伸 长 杉 粉 (比较 种 ) Taxodiaceaepollenites cf. elongatus Ke et Shi 

(图 版 29， 图 18，24 ) 

大 小 为 34 一 38 x 21—23um, 轮廓 近 椭 圆 形 。 常 沿 长 轴 破 裂 呈 两 半 并 伸 长 ， 在 每 一 

半 面 上 常 有 平行 于 破裂 颖 的 几 条 福 皱 线 。 外 壁 薄 ， 层 次 不 明显 ， 纹 饰 颗 粒状 。 

当前 标本 的 形状 和 伸 长 杉 粉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4 页 ， 图 版 23， 图 
10 一 14 ) 相像 ， 唯 个 体 较 小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漂 组 。 

WBRZ RP = Taxodiaceaepollenites hiatus (Potonie ) Kremp 

(图 版 29， 图 11 一 17 ) 

1934 Pollenites 1iatus，Potonie，47 页 ， 图 版 1， 图 30。 

1949 Taxodiaceae pollenites hiatus, Kremp, 59, 

1953 Inaperturopollenites hiatus, Thomson 余 Pflug，65 页 ， 图 版 5， 图 14 一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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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Taxodiaceaepollenites iatu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95 页 ， 图 版 29， 图 1 一 7， 

520% 

1981 Taxodiaceae pollenites 让 atus,《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 94 页 ,图 版 30, 图 9 一 13 。 

直径 26 一 39um， 轮 廊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 常 破裂 呈 两 瓣 状 。 孔 或 突起 孔 多 数 未 见 。 外 

壁 薄 ， 层 次 不 清楚 ， 纹 饰 粗糙 或 细 粒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四 ) 被 子 植 物 Angiospermae 

wR EL Aceraceae 

PRB IR Aceripollenites Nagy, 1969 

MR Aceripollenites reticulatus Nagy 

BE [WA E, AAA MASP, RAEI MASK @ 
Striatricolpites 是 以 Acer platanoides L. 的 现代 花粉 为 模式 种 而 建立 的 ,因此 是 

Acer 的 同 物 异 名 。 所 以 ， 本 文 以 当前 的 属 名 代替 它 。Striatopollis 虽 为 三 沟 花 粉 ， 但 外 

壁 厚 ， 肋 条 纹饰 较 粗 ， 和 目前 的 属 容易 区 别 。 

HMM ( 新 组 合 ) Aceripollenites aceroides (Ke et Shi ) Song comb. nov. 

(图 版 30， 图 30 一 32 ) 

1978 Striatricolpites aceroide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0 页 ， 图 版 44， 图 33， 

34。 

大 小 为 44.2x 33.8—36.4um, PHARMA, HRAMHRA. A=W, W 

较 宽 ， 长 几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近 2 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显 基 柱 结构 。 条 纹 状 纹饰 ,条 

纹 由 颗粒 组 成 ， 轮 廓 线 微波 一 齿 状 。 

本 种 以 条 纹 状 纹饰 较 明 显 ， 但 排列 不 规则 为 特征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Mee HEY  Aceripollenites microgranulatus Thiele-Pfeiffer 

(图 版 30， 图 9 一 12 ) 

1980 Aceripollenites microgranulatus, Thiele-Pfeiffer, 146M, Aligll, Al26—31. 

大 小 为 31.2 一 39x15.8 一 18.5u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明显 变 锐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约 1.5um， 层 次 不 显 或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为 颗粒 状 及 由 颗粒 连结 成 的 条 

BORA, HORACE 

当前 标本 的 体积 较 大 ， 其 它 特 征 与 本 种 模式 标本 〈 大 小 为 29.5x1l9um ) 相同 。 本 

种 以 轮廓 罕 ， 纹 饰 局 部 显 条 纹 状 为 特征 。 

本 种 在 欧洲 一 般 产 于 上 第 三 系 ， 上 新 统 更 为 丰富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漂 组 。 

本 下” 



Hy) 

® 

BR Le ( HAS D Aceripollenites microstriatus ( Sung & Lee ) Song comb. nov 

(图 版 30， 图 13 一 15 ) 

1967 Striatopollis microstriatus， 宋 之 琛 等 ，41 页 ， 图 版 9， 图 8 

1978 Striatricolpites Microstriatu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三 第 纪 孢 粉 》，131 页 ， 图 版 44， 图 29。 

大 小 为 33.6 一 34.6x18.2 一 20.8k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锐 圆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或 中 间 略 变 窗 。 外 壁 约 1.5um 厚 , 层 次 不 显 。 表 面 为 明显 的 条 纹 状 纹饰 ， 条 纹 沿 两 

极 方向 排列 ， 并 且 绕 过 两 极 ， 在 光 切 面 上 呈 小 齿 状 ， 赤 道 部 位 轮廓 光滑 。 

本 种 具 明 显 的 条 纹 状 纹饰 ， 与 局 部 显 条 纹 状 纹饰 的 细 粒 械 树 粉 可 以 区 别 ， 还 以 较 罕 

的 侧面 轮廓 ， 同 械 树 粉 属 中 的 其 它 种 相 区 别 。 

Bi = 4. 

SABAH Aceripollenites striatus ( Pflug ) Thiele-Pfeiffer 

《图 版 30， 图 35 一 38 ) 

1969 Aceripollenites reticulatus，Nagy，413 页 ， 图 版 48， 图 5，6。 

1980 Aceripollenites striatus，Thiele-Pfeiffer，145 页 ， 图 版 11， 图 22 一 25。 

极 面 观 轮廓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36.4 一 39.2u4m。 具 三 沟 , 沟 宽 且 长 。 外 壁 厚 2 一 2.5um， 
全 oe 3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略 厚 。 具 小 得 棒状 结构 ， 并 反映 为 条 纹 状 或 局 部 细 网 状 纹饰 ， 条 纹 由 颗 

粒 相连 而 成 ， 轮 廓 线 呈 微波 浪 状 。 

本 种 条 纹 模 糊 ， 局 部 显 细 网 状 ， 条 纹 沿 一 定 的 方向 排列 ， 同 条 纹 较 明显 ， 但 排列 不 

规则 的 拟 械 树 粉 可 以 区 别 。 

， 本 种 在 欧洲 中 新 统 比 较 常见 

层 位 ”玉泉 组 。 

Bt ( 未 定 种 Aceripollenites sp. 
(图 版 30， 图 33，34 ) 

大 小 为 40.3x28.6um， 赤 道 面 观 椭圆 形 ， 极 面 观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约 为 30ume。 沟 长 ， 

而 且 具 宽 的 沟 腔 (caverna) 。 外 壁 层次 不 清 ， 其 上 隐约 可 见 基 棒 构造 。 纹 饰 为 模糊 的 子 

午 向 排列 的 细弱 条 纹 状 ， 轮 廓 线 近 平滑 。 

当前 化 石 因 纹饰 模糊 ， 有 较 宽 的 沟 腔 和 前 述 各 种 都 不 同 。 

Rett tA ERA. 

八角 枫 科 Alangiaceae 

八角 枫 粉 属 Alangipollis Krutzsch，1962 

模式 种 AIangipollis barghoornianum ( Trav. ) Krutzsch 

BE ”大 的 三 孔 沟 花 粉 ， 极 轴 较 短 ， 侧 面 轮廓 圆 或 卵 圆 一 透镜 形 ， 极 面 轮廓 圆 形 。 

沟通 常 开裂 较 大 ， 不 很 长 ， 向 两 极 变 罕 而 显 ̂ VY? 形 ,在 赤道 部 位 未 下 陷 ;， 具 沟 腔 , 厚度 不 

等 。 内 孔 大 (直径 达 10um ) ， 轮 廓 圆 形 或 略 椭圆 。 外 壁 构造 和 纹饰 也 各 异 ， 或 具 发 育 

的 网 纹 一 条 纹 状 纹饰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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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属 区 别 于 其 他 三 孔 沟 属 在 于 较 大 的 个 体 和 构造 与 纹饰 很 发 育 。 

亲缘 关系 Alangia, 

J\ FARM CREF ) Alangipollis sp. 

(图 版 33， 图 33 ) 

轮廓 近 圆 形 或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60.9um。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沟 不 很 长 ， 稍 开 裂 ， 

向 极 区 变 窗 ， 沟 端 尖 ， 具 沟 腔 ， 和 扎 横 长 ， 孔 底 宽 达 10.5um。 外 壁 厚 达 4wm，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 造 清楚 ， 向 沟 边 稍 变 薄 ， 后 又 加 厚 于 孔 的 周围 : BRR, HR 

线 上 显 波状 起 伏 。 

当前 化 石 与 现 生 的 小 花 八 角 枫 的 花粉 Alangia faberi Oliver)(《 中 国 热带 亚 热 

带 被 子 植物 花粉 形态 》，1982，19 页 ， 图 版 8 ， 图 21 一 22; 图 版 9， 图 1 ) 颇 有 相似 之 

漆 树 科 Anacardiaceae 

ABM Rhoipites Wodehouse, 1933 

{Pe ARH ( 新 组 合 ) Rhoipites protensus ( Takahashi ) Zheng comb. nov. 

《图 版 30， 图 1 一 8，23 ) 

1979 Cupuliferoipollenites brotehsks，Takahashi，44 页 ， 图 版 12， 图 1 一 7。 

轮廓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21 一 30x13.7 一 17Um。 具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具 沟 腔 ， 蕊 

横 长 或 略 显 圆 形 。 外 壁 厚 约 lum, 内 外 层 等 厚 或 外 层 略 厚 。 纹饰 弱 颗 粒状 或 略 显 细 网 

R, HRA EAMAK RE. 

“4 A444 5 Cupuliferoipollenies protensus 可 以 对 比 , 考 虑 到 Cupuliferoipollenites 

的 亲缘 关系 指 花粉 个 体 较 小 的 Castanea， 而 当前 标本 更 像 Rhoipites 的 ， 故 在 此 作 了 新 

组 合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漂 组 ， 以 海龙 井 组 为 主 。 

假 带 形 漆 树 粉 ”Rhoipites pseudocingulum ( Potonié ) Potonie 

(图 版 33， 图 24，25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pseudocingulum, Thomson 攻 Pflug，99 页 ， 图 版 12， 图 96 一 111。 

1978 Rhoipites pseudocingulum,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29 页 ， 图 版 44， 图 5 一 9。 © 

1980 Tricolporopollenites bsekdocizgului，Thiele-Pfeiffer，150 页 ， 图 版 11， 图 52 一 54; 图 

版 12， 图 1 一 10。 

1981 Rhoipites pseudocingulum, KZBRY, 137, Ahe42, Al. 

轮廓 显 稍 宽 的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35 一 37.5 x 27—28um, =FLW, WKUARK, AW 

腔 ; 和 孔 略 横 长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弱 颗粒 状 ， 颗 粒 排列 稍 具 方向 性 ; 轮 

廓 线 上 显 细 波 状 突起 。 

本 种 产 于 我 国 渤海 沿岸 地 区 及 苏 北 地 区 下 第 三 系 ; 欧洲 常见 于 渐 新 统 至 上 第 三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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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条 纹 潜 树 粉 ( 新 种 Rhoipites stri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3， 图 21，22 ) 

轮 廊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29 一 31.3 x 20 一 23.5u&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为 31.3x 20um, =FL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具 沟 腔 ， 和 孔 圆 形 或 略 显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2k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纹 

饰 为 条 纹 状 ， 条 纹 间 可 见 细 颗 粒 构 造 ， 条 纹 排列 方向 大 致 平行 于 花粉 粒 的 长 轴 ， 或 稍 显 

斜 交 。 轮 廓 线 上 波状 起 伏 明 显 。 

本 新 种 以 具 条 纹 状 纹饰 ， 条 纹 间 见 颗 粒 结构 等 特征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ABM 〈 未定 种 Rhoipites sp. 

〈 图 版 33， 图 26 ) 

轮廓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35 x 324m。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具 沟 腔 ; RK, BB 

长 。 外 壁 厚 约 2&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纹 饰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上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Bw ERA. 

BR Aquifoliaceae 

冬青 粉 属 Ilexpollenites Thiergart, 1937 ex Potonie, 1960 

模式 种 Ilexpollenites iliacus Potonie 

Bi WCBRBED, RHMEREAALHEE. =FLW, LERKBH. dpe 

具 密 而 分 离 的 瘤 或 棒 瘤 纹饰 ， 有 棒状 、 乳 头 状 、 梨 状 或 瘤 状 ， 大 小 不 等 ， 在 两 极 的 大 
些 ， 无 外 薄 层 。 

BH Ilexpollenites iliacus ( Thiergart & Pflug ) Potonie 

(图 版 30， 图 27 一 29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iliacus £. medius, Thomson & Pflug, 106 页 ， 图 版 14， 图 46 一 

60。 

1960 Ilexpollenites iliacus, Potonie, 993%. 

极 面 观 呈 三 裂片 形 或 近 圆 形 轮廓 ， 直 径 30—-35um, =FLW, FL HU, WH 开 

裂 。 外 壁 具 棒状 纹饰 ， 在 极 区 和 沟 间 区 的 棒 较 发 育 ， 其 大 小 为 3.5 一 4x 2—3um, fy 

沟 边 变 细 ， 轮 廓 线 上 显 粗 波 伏 起 伏 ， 波 纹 也 向 沟 边 变 细 。 

层 位 ”三 漂 组 。 

珠 粒 冬青 粉 IIexpollenites margaritatus Raatz 

(图 版 30， 图 16 一 22 ) 

1951 Jlicoipollenites Margaritatys，Potonie， 图 版 21， 图 113。 

1978 Tiexbollenites margaritatu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 图 版 44， 图 26 一 25; 图 版 

61, 图 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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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Ilexpollenites margaritatus, Thiele-Pfeiffer, 162%, Ahk15, PJl1—17. 

侧面 轮廓 近 圆 形 一 椭圆 形 ， 极 面 轮廓 三 裂片 形 或 近 圆 形 ， 大 小 为 26 一 32.5x 20—30 

Am。 三 孔 沟 , 沟 长 约 为 极 轴 长 的 3/4;， 和 孔 常 不 清楚 。 外 壁 具 排列 紧密 的 棒状 纹饰 ， 其 大 小 

为 3 一 4x 2 一 2.5um。 棒 头 膨 大 为 瘤 状 ， 直 径 约 2.5um， 在 极 区 及 沟 间 区 棒 纹 较 粗 ， 

向 沟 边 及 赤道 区 变 细 ， 大 小 为 1.5x lum; 轮廓 线 上 显 粗 波状 。 

当前 化 石 与 现 生 植 物 Tex asprella Champ. 的 花 粉 (《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55 

页 ， 图 版 13， 图 2 ) 颇 为 相似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小 冬青 粉 IIexpollenites microiliacus ( Thomson & Pflug ) Ke et Shi 

〈 图 版 30， 图 24 一 26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microiliacus, Thomson & Pflug, 106%, 图 版 14， 图 61 一 63。 

1978 Ilexpollenites microifiacu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0 页 ， 图 版 44， 图 14， 

15。 

侧面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大 小 为 28 x 24um; 极 面 轮 廊 圆 三 角形 ,直径 24.5um。 三 扎 

沟 ， 和 孔 不 清楚 。 外 壁 棒状 纹饰 很 发 育 〈 尤 以 极 区 和 沟 间 区 的 ) ， 大 小 为 4.5x3.5km， 

向 沟 区 变 细 ， 棒 头 圆 形 ;， 轮廓 线 上 显 粗 的 波状 起 伏 ， 波 纹 也 向 沟 边 变 细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凤 仙 花 科 Balsaminaceae 

凤 仙 花粉 属 Impatiensidites Sah, 1967 

模式 种 JTJmpatiensidites brevicolpus Sah 

属 征 花粉 中 等 大 小 ， 轮 廓 钝 角 长 方形 ， 角 有 时 浑圆 。 具 四 沟 ， 位 于 角 端 ， 沟 很 

短 。 外 壁 为 细 网 状 纹饰 。 

短 沟 凤 仙 花 粉 TImpatiensidites brevicolpus Sah 

(图 版 34， 图 26 ) 

1976 Impatiensidites previcolbxs，Sah， 图 版 6， 图 27。 

1976 Impatiensidites brevicolpus, Jansonius & Hills，1303 号 。 

花粉 极 面 观 钝 角 长 方形 ， 大 小 为 40.3x27.4u4m。 具 4 沟 , WH, 分 布 在 四 个 角 上 。 

外 壁 薄 ， 不 及 1um， 层 次 不 清 ;， 表面 呈 明显 的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 齿 状 。 

当前 标本 的 体积 略 小 〈 此 种 大 小 一 般 为 55 一 70x 30 一 40km ) ， 其 它 特征 和 此 种 模 

式 标本 相同 。 

Em ”三 漂 组 

桦 科 Betulaceae 

FE MIB Alnipollenites Potonie，1931 

SHEA EB Alnipollenites metaplasmus ( Potonié ) Potonié 

(图 版 31， 图 3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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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Alnipollenites metaplasmus, Potonie, Thomson & Thiergart, 5351, pR B, P18; 

图 版 C， 图 20。 

1978 Alnipollenites metaplasmu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 106 页 ， 图 版 34， 图 

34 一 38。 

1981 Alnipollenites metaplasmus, KZKF, 112K, AR34, FA25, 26. 

Hf 20.2—25um, # MIA, DRA. AA FL, Pi AM WHI 4 Hi. dp 

壁 厚 约 24&m， 外 层 在 孔 边 加 厚 ， LLAASBAME, HOBAREBRBGH 显 。 纹 饰 

几乎 平滑 。 

层 位 三 源 组 一 东海 群 。 

Bex Alnipollenites verus ( Potonie ) Potonié 

(图 版 31， 图 20 一 31 ) 

1934 Alnipollenites verus，Potonie，58 页 ， 图 版 2， 图 13，17，18。 

1978 Alnipollenites veru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7 页 ， 图 版 34， 图 39 一 43， 图 版 

35, H1l—7. . 
1981 Alnipollenites verus， 宋 之 琛 等 ，112 页 ， 图 版 34， 图 21 一 24。 

直径 20.2 一 27.8um， 轮 廓 多 角形 。 孔 5 一 6 个 , 圆 形 一 椭圆 形 , 沿 赤道 或 亚 赤 道 均 

匀 分 布 。 外 壁 厚 约 1.5 一 24m， 层 次 不 清 或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外 层 在 孔 边 加 厚 并 突 出 ; 

孔 之 间 有 弓形 肴 相连 ， 号 形 脊 较 宽 而 清晰 ;表面 平滑 一 点 纹 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拟 桦 粉 属 Betulaceoipollenites Potonie, 1951 

拟 桦 粉 ”Betulaceoipollenites bituitus (Potonie ) Potonié 

〈《 图 版 31， 图 4 ) 

1951 Betulaceoipollenites bituitus，Potonie， 图 版 20， 图 43。 

1978 Betulaceoipollenites Dituit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7 页 ， 图 版 35， 图 8 一 

11, 

1981 Betulaceoipollenites Dituitus， 宋 之 琛 等 ，112 页 ， 图 版 34， 图 1 一 3。 

直径 20.24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边 凸 出 , 具 三 孔 , 沿 赤道 均匀 分 布 。 外 壁 厚 约 1.5km， 

内 、 外 层 在 孔 处 分 离 ， 处 层 孝 起 ， 形 成 小 孔 室 :纹饰 细 颗 粒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HIFER ( 比较 种 ) Betulaceoipollenites cf. bituitus ( Potonie ) Potonie 

(图 版 31， 图 15 ) 

直径 30.4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具 三 孔 ， 沿 赤道 分 布 。 外 壁 厚 1 一 1.5km, 可 分 两 层 ， 

内 、 外 层 在 孔 处 分 离 ， 外 层 加 厚 并 疙 起 ， 内 层 在 孔 底 相连 接 ， 形 成 孔 室 。 纹 饰 平 消 。 

当前 标本 与 拟 桦 粉 形态 较 一 致 ， 但 个 体 较 大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Et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显 环 拟 桦 粉 ”Betulaceoipollenites prominens (Pflug) Ke et Shi 

96 



〈 图 版 31， 图 8，9 ) 

1953 Trivestibulopollenites prominens Pflug, in Thomson 此 了 Pflug，85 页 ， 图 版 9， 图 36。 

1978 Betulaceoipollenites bromiaenrs，《 渤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7 页 ,图 版 35， 图 15 一 

23。 

直径 25 一 25.3&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具 三 孔 ， 沿 赤道 或 亚 赤 道 均 匀 分 布 。 外 壁 厚 约 

2km， 外 层 在 孔 处 明显 加 厚 ， 凸 出 于 轮廓 线 之 上 或 呈 孔 环 状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本 种 以 孔 处 外 壁 增 厚 ， 形 成 孔 环 ， 无 孔 室 等 特征 与 拟 桦 粉 相 区 别 ， 后 者 的 外 壁 在 孔 

处 虽 加 厚 不 明显 ， 但 内 外 层 分 离 形 成 小 孔 室 。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 

桦 粉 属 Betulaepollenites Potonié, 1934 

明亮 桦 粉 ”Betulaepollenites claripites ( Wodehouse ) Sung & Tsao 

〈 图 版 33， 图 18 一 20 ) 

1946 Betula claripites, Wilson et Webster，275 页 ， 图 12。 

1976 Betulaepollenites claribites， 宋 之 琛 等 ，154 页 ， 图 版 2， 图 6 一 10。 

直径 22.7 一 27.8um， 轮 廓 三 角形 或 圆 三 角形 ， 边 直 或 微 凸 。 具 三 孔 ， 孔 间 有 妃 形 

SHE, SRA, AN AMAR. SpA 1.Sum, AAW, beta 

ak; AREIVKME, BRDLE. SMP ReOH. 

本 种 与 裙 皱 桦 粉 的 区 别 是 具有 桦 属 型 的 孔 室 ， 后 者 是 具有 梯 属 型 的 孔 室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微 隆 和 检 粉 ”Betulaepollenites microexcelsus ( Potonie ) Potonié 

(图 版 31， 图 1 一 3 ) 

1951 Pollenites ?microexcelsus，Potonie， 图 版 20， 图 44。 

1960 Betulaepollenites microexcelsus, Potonie, 115M, Akl, A143. 

BH 17.7um, *R=AK, UR-FH. R=fL, AABYAAH, LWAASE F 

HE, SAW A RRR. SRE 1 Sum, SPE ZETLAM IE eH 

孔 环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当前 标本 与 微 隆 桦 粉 的 模式 标本 相像 ， 大 小 也 一 致 。 本 种 以 具有 和 孔 间 的 马 形 肴 与 拟 

桦 粉 相 区 别 ;， 以 个 体 较 小 与 本 属 其 他 种 相 区 别 。 

Eft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HREM Betulaepolleneits plicoides ( Zakl. ) Sung & Tsao 

(图 版 31， 图 6,， 7, 13, 14) 

1965 Triporopollenites blicoidqes，Bparuepa， 图 版 23， 图 1。 

1976 Betulaepollenites blicoides， 宋 之 琛 等 ，155 页 ， 图 版 2， 图 11，12。 

1978 Betulaepollenites plicoides, 《渤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8 页 ， 图 版 35， 图 27 一 

32。 

直径 22.7 一 30.4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具 三 FL, HAHAH: LMASEAME, 

一 般 均 紧 贴 赤道 伸展 。 外 壁 厚 1 一 1.5u&m， 外 层 在 孔 处 微 趣 起 ， 仅 略 增 厚 ,未 形成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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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Sift lB Carpinipites Srivastava, 1966 

BMH Carpinipites orbicularis ( Potonie ) Song & Zheng 

(图 版 31， 图 16 一 19 ) 

1934 Pollenites granifer orbicxularis，Potonie，56 页 ， 图 版 2， 图 12。 

1978 Carpinipites orpicu1ari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9 页 ， 图 版 35， 图 25 一 27。 

1981 Carpinipites orbicularis， 宋 之 琛 等 ，114 页 ， 图 版 34， 图 12。 

直径 30.4 一 38k&m， 轮 廓 三 角形 或 圆 形 。 具 3 一 4 孔 ， 赤 道 均匀 分 布 。 外 壁 厚 1 一 1.5 

Am， 层 次 不 清 ， 外 壁 在 孔 处 不 加 厚 或 略 才 起。 纹饰 细 颗 粒状 或 平滑 。 

本 种 以 较 大 的 个 体 区 别 于 斯 氏 枯 粉 CCarpinipites spackmanii (Tra. ) Zhou] ( FS 

琛 等 ，1981，115 页 ， 图 版 34， 图 13 ) 5 以 孔 处 外 壁 不 加 厚 和 个 体 较 大 与 拟 榜 粉 属 (Mo- 

mipites )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W= ARH (MASA) Carpinipites subtriangulus ( Stanley ) Guan comb. nov. 

(图 版 31， 图 10 一 12 ) 

1965 Carpinus supDtriazgululs，9Stanley，291 页 ， 图 版 43， 图 13 一 16。 

1976 Triporopollenites subtiriangulus， 宋 之 琛 等 ，157 页 ， 图 版 3， 图 5。 

1978 Carpinipites orbicularis，《 潮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9 页 ， 图 版 36， 图 24。 

直径 30.4 一 32.9km， 轮 廓 三 角形 。 具 三 孔 ， 赤 道 位 置 。 外 壁 厚 约 1um， 在 孔 区 可 

见 两 层 ， 外 层 在 孔 处 略 孝 起 ， 内 层 一 般 不 伸 达 孔 区 ， 表 面 平 滑 。 

本 种 以 三 角形 轮廓 区 别 于 近 圆 形 的 圆 形 杨 粉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HMM Ostryoipollenites Potonie，1951 

ARMM Ostryoipollenites rhenanus ( Thomson ) Potonie 

(图 版 31， 图 5 ) 

1951 Ostryoipollenites rpenans，Potonie， 图 版 20， 图 46，47。 

1978 Ostryoipollenites rpenan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0 页 ， 图 版 35， 图 34; 图 

版 36， 图 1 一 4，17。 

直径 22.7Uk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具 三 孔 ， 党 赤道 均匀 分 布 。 外 壁 厚 约 1.5km， 层 次 

不 清 ， 在 孔 处 略 加 厚 并 微 凸 起 。 纹 饰 平滑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BE Caprifoliaceae 

722%) JR Lomnicerapollis Krutzsch, 1962 

R72 Lonicerapollis echinatus Song & Zheng 

(图 版 31， 图 34 一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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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Lonicerapollis echinat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5 页 ， 图 版 52， 图 10 一 12; 

图 版 53， 图 1 一 3。 

1981 Lonicerapollis ec1inatus， 宋 之 琛 等 ，152 页 ， 图 版 45， 图 7 一 10。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边 略 凸 ， 直 径 45.5 一 50.6uLm。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孔 大 ， 孔 底 

宽 8um 左 右 ; 沟 得 而 清楚 可 见 ， 未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约 24m， 层 次 清楚 。 表 面 具 刺 

纹 ， 刺 长 约 39um， 基 部 圆 ， 末 端 尖 ， 极 区 的 刺 稍 粗 于 赤道 区 的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BKALH Lonicerapollis gallwitzii Krutzsch 

(图 版 32， 图 5 一 13; 图 版 33， 图 29 一 31 ) 

1962 Lonicerapollis galluwitzii， 玫 rutzsch，275 页 ， 图 版 5， 图 1 一 6。 

1978 Lonicerapollis interosbinos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5 页 ,图 版 52, 图 3 一 5,7,8。 

1981 Abelia sp.， 郑 亚 惠 等 ，69 页 ， 图 版 10， 图 3。 

扁 球 形 花 粉 ，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43 一 72.5um， 第 为 55um 左 右 。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孔 大 ， 内 径 长 达 15—22um; 沟 短 小 ， 不 超出 或 略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2 一 

3 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内 层 在 孔 处 与 外 层 分 离 而 形成 孔 底 ， 外 层 基 柱 发 达 。 表 面具 分 布 

均匀 的 细 刺 ， 刺 长 1.5 一 2.5 km， 基部 圆 ， 末 端 尖 ， 刺 间 具 颗粒 ; 轮廓 线 上 具 刺 状 突 

起 。 

Ei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稀有 忍冬 粉 (新 种 ) ”Ionicerapoll1is rar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3， 图 32 7)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62.5Um。 三 孔 沟 ， 孔 大 ， 扎 底 宽 达 16um 左 右 ; WH, K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达 5 um， 向 孔 沟 区 稍 加 厚 ， 颜色 也 变 深 ; 外 层 明 显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造 清楚 :内 层 在 孔 处 明显 加 厚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当 镜 简 下 降 时 ， 显 细 网 状 图 形 

轮廓 线 上 显 不 平 。 

本 新 种 以 不 具 刺 状 纹饰 而 区 别 于 葛 氏 忍冬 粉 及 刺 忍 冬 粉 ; 并 以 个 体 较 大 ， 沟 较 得 且 

不 开裂 ， 外 壁 较 厚 及 极 区 无 变 薄 区 等 特点 区 别 于 粒 纹 忍 冬 粉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5 页 ， 图 版 51， 图 18 一 22 ) 。 

Fett ”海龙 井 组 。 

HW=22 (MM) ) Lonicerapollis trile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3， 图 27，28 )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平 直 或 微 凸 ， 直 径 43 一 47 um， 模式 标本 47 wm。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孔 大 ， 和 孔 底 宽 10 一 134&m， 沟 短 ， 其 长 度 未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2—3um, Spee 

FAR, HANIA, HAO HAAR. SREAREWREBKAR, HK 

达 5 一 7um， 可 显 弯曲 状 ， 向 三 个 角 端 延伸 ， 止 于 三 个 孔 底 。 RARE BARRE 

起 。 

当前 新 种 以 外 壁 在 两 极 区 形成 三 缝 状 的 裙 皱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薄 极 忍 冬 粉 的 个 别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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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tat tir Fe Hh KAAS = 20 Ha} >, 1978, FARSI, 13, 16) 的 形态 与 当前 新 种 颇 

为 相似 ， 但 以 其 个 体 较 小 ， 轮 廓 圆 等 特征 而 相 区 别 。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石竹 科 Caryophyllaceae 

法 拉 维 粉 属 Vaclavipollis Krutzsch,1966 

模式 种 YaclauipolIis pacltovae Krutzsch 

Bi ” 具 止 陷 的 球形 花粉 ， 轮 廓 为 具 止 陷 的 圆 形 。10 一 12 个 圆 形 一 卵 形 孔 ， 开 张 或 

具 孔 膜 ， 微 上 四 入 ， 约 3 一 5 &m， 规 则 地 分 布 在 整个 表面 ， 孔 被 一 守 的 壁 〈 在 光 切 面 上 为 

基 柱 层 ) 所 环绕 ， 并 被 几 微米 宽 的 、 仅 具有 小 的 甚至 无 纹饰 的 一 个 带 或 环 所 围绕 。 外 壁 

在 这 些 孔 环 间 最 厚 并 有 最 粗糙 的 纹饰 《 基 柱 厚 1 一 2 km， 长 儿 微 米 ) ;表面 由 光滑 的 、 

穿孔 或 点 状 至 刺 状 的 被 层 形成 ， 外 壁 光 滑 。 

据 玫 rutzsch， 本 属 可 能 与 现代 植物 石竹 科 (Caryophyllaceae) 的 石头 花 属 (Gypso- 
phila ) 和 石竹 属 ( Dianthus ) 及 苋 科 (Amaranthaceae) 有 杂 缘 关系 。 

辐射 法 拉 维 粉 (新 种 ) Yaclauipollis radiatus Song sp. nov. 

〈 图 版 33， 图 23 )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38km。 具 散 孔 ， 孔 圆 形 ， 直 径 约 5 km， 和 孔 被 五 边 星 形 的 罕 带 所 环 
绕 ， 其 上 纹饰 不 显 ， 罕 带 内 为 短 棒 状 纹饰 ， 此 种 构造 在 花粉 表面 应 有 7 个 ， 故 孔 为 7 
个 。 轮 廓 线 平 滑 。 

本 新 种 以 五 边 星 状 的 罕 带 为 其 特征 ， 因 呈 星 芒 状 辐射 ， 种 名 就 由 此 而 来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DFR Celastraceae 

卫 矛 粉 属 (新 属 ) Evonymoipites Zheng gen. nov. 

模式 种 ”Euomnymtoipites rotundus Zheng gen. et sp. nov. 

属 征 ”花粉 粒 中 等 大 小 ， 近 球形 、 椭 球形 或 扁 球 形 ， 极 面 轮廓 三 裂 圆 形 。 三 孔 沟 ， 

沟通 常 较 窗 ， 具 沟 腔 ， 孔 较 大 ， 轮 廓 清楚 ， 圆 形 或 略 横 长 ， 边 缘 或 加 厚 。 外 壁 较 厚 ， 向 

孔 沟 区 变 薄 。 纹 饰 细 网 状 或 小 得 棒状 ， 也 向 孔 沟 区 变 细 ;， 轮廓 线 上 显明 显 波状 起 伏 。 

讨论 ”本 新 属 以 外 壁 较 厚 并 向 孔 沟 边 变 薄 等 与 Artermisiaepollenites Nagy ( 1969 ) 

的 花粉 相似 ， 但 后 者 以 具 更 小 的 个 体 、 厚 的 外 壁 及 外 层 具 退 化 小 刺 等 而 区 别 ;， 新 属 又 以 

具 得 棒 纹 饰 与 Ilexpollenites Thiergart (1937) 的 花粉 相似 ， 但 以 具 更 发 育 的 孔 沟 及 

得 棒 纹 饰 欠 发 育 等 相 区 别 。 
FEF Evonymus, Celastrus, 

SARK FH; 第 三 纪 。 

MDM (RB. MR) Evonymoipites bacureticul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33， 图 12 一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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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面 轮廓 椭圆 形 一 近 圆 形 ， 大 小 为 19 一 22.5x 15 一 16.3wkm ， 模 式 标本 大 小 为 20x 

16.3um;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直径 18.5um。 三 孔 沟 ， 沟 较 长 ， 常 不 开裂 ， 具 沟 腔 ， 和 孔 

的 轮廓 圆 形 或 略 横 长 。 外 壁 厚 2 一 2.5um， 外 层 显 著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 造 颇 为 发 育 。 表 

面具 得 棒状 纹饰 ， 平 面 投影 显 网 状 图 形 ， 轮廓 线 上 显明 显 波状 起 伏 。 

本 新 种 以 其 具 短 棒状 纹饰 及 平面 投影 显 网 状 图 形 为 特征 ， 并 以 此 区 别 于 具 细 网 状 纹 

饰 的 圆 形 卫 矛 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圆 形 卫 矛 粉 (新 属 、 新 种 Evonymoipites rotundus Zhe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33， 图 15 一 17 ) 

近 球 形 花粉 ， 侧 面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为 28.7x27.5Uum; 极 面 轮廓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23Um。 三 孔 沟 ， 沟 不 深 裂 ， 长 度 不 达 极 区 ， 具 沟 腔 ， 孔 圆 形 或 略 横 长 。 外 壁 厚 2 一 3u&m，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造 颇 明 显 ， 向 孔 沟 区 变 细 变 薄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眼 大 小 及 网 肴 

宽度 均 为 1 um 左右 ， 向 两 极 和 沟 边 变 细 ; 轮廓 线 上 具 细 齿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以 近 圆 形 轮廓 及 网 状 纹饰 向 沟 边 和 两 极 变 细 等 为 特征 ， 和 BL 生 种 Evonymus 

flavescens Loesener 的 花粉 《《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89 页 ， 图 版 24， 图 9 一 9c ) 有 些 

相似 。 

Bt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BF Chenopodiaceae 

SiR Chenopcdipollis, Krutzsch, 1966 

ih Ak 2) $2 FP ( PHL) Chenopodipollis kochioides Song sp. nov. 

(图 版 33， 图 9 ) 

直径 25u&m， 轮 廓 圆 形 。 具 散 孔 ， 孔 近 圆 形 ， 和 孔径 约 1.5um， 和 孔 数 超过 80 人 个。 外壁 

厚 约 1um， 细 颗粒 状 纹 饰 ， 轮 廓 线 波 状 。 

本 种 以 个 体 较 大 ， 和 孔 数 多 等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 328} ( HF) Chenopodipollis minor Song sp. nov. 

(图 版 33， 图 1 一 8 ) 

直径 15 一 204m ， 模 式 标本 直径 15.1km， 轮 廓 圆 形 。 具 散 孔 ， 孔 小 , AB, LE 

1.5um, LX 60 个 左右 。 外 壁 厚 约 1 km， 细 颗粒 状 纹饰 :轮廓 线 波 状 。 

本 新 种 以 孔 数 较 多 与 小 孔 获 粉 ( 宋 之 琛 等 ,1981,127 页 ,图 版 36, 图 2 一 4，) 相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Zig Chenopodipollis multiplex (Weyland & Pflug ) Krutzsch 

(图 版 33， 图 11 ) 

1957 Periporopollenites multiplex, Weyland & Pflug，103 页 ， 图 版 22， 图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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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Chenopodipollis multiplex, Thiele-Pfeiffer, 139—140m, PAK10, Al4, 5. 

直径 25u&m， 轮 廊 圆 形 。 具 散 孔 ， 孔 数 约 50 个 ， 和 孔径 约 1.5um。 外 壁 厚 约 1Akm，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轮 廓 线 明显 波状 。 
本 种 以 孔 数 较 多 与 繁 孔 蔡 粉 相 区 别 ;， 以 体积 较 大 而 与 小 昔 粉 不 同 ， 以 孔 数 较 少 与 地 

SR AK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 

FL 32} = Chenopodipollis multiporatus ( Pflug & Thomson ) Zhou 

(图 版 33， 图 10 ) 

1953 Periporopollenites multiporatus, Thomson & pflug, 111%, FAWg15, FA57. 

1981 Chenopodi pollis Multiiboratus， 宋 之 琛 等 ，127 页 ， 图 版 36， 图 5 一 8。 

Hf 22.5um, IB. MFL29307, FLZ2—3um, HRY lum; 纹饰 细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明 显 波状 。 

APU ARK G/N FLEE As 以 孔 数 较 少 而 不 同 于 多 坑 蔡 粉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菊 科 Compositae 

RR Artemisiaepollenites Nagy, 1969 

模式 种 «6 Artemisiaepollenites sellularis Nagy 

属 征 ”三 孔 沟 花粉 ， 直 径 16ukm 左 右 。 外 壁 厚 约 2 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造 清 

楚 。 被 层 具 小 刺 ， 表 面 显 颗粒 状 纹饰 。 

小 蒿 粉 (新 种 ) Artemisiaepollenites minor Song sp. nov. 

(图 版 34， 图 1 一 4 ) 

1981 Artemisia cf. annua, WWM, 71M, Alell, A2—5, 

侧面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16 一 17 x 12—l4um;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15—17um, 

模式 标本 直径 为 158u&m。 三 孔 沟 ， 沟 长 几 达 极 区 ， 和 孔 常 不 太 清 楚 ， 或 显 半圆 形 。 外 SB 

2 一 2.5Um， 疝 沟 边 变 薄 ， 外 层 明 显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造 清楚 。 颗 粒状 纹饰 ， 或 可 WR 

小 退化 的 小 刺 ， 轮 廓 线 上 不 平 或 显示 微小 的 刺 状 突起 。 

新 种 以 小 的 个 体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它 与 现 生 种 Artermisia annua L. 的 花粉 人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93 页 ， 图 版 25， 图 10 ) 颇 为 相似 。 同 种 化 石 见 于 苏 北 地 区 上 新 统 上 盐 

城 群 。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 

WE BM Artemisiaepollenites sellularis Nagy 

(图 版 34， 图 5 一 11 ) 

1969 Artemisiaepollenites sellxlaris，Nagy，440 页 ， 图 版 41， 图 18，19; 图 版 49， 图 16，17。 

侧面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大 小 22 一 23 x 20—23um;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或 因 沟 的 开 R 

而 呈 三 裂片 状 ， 直 径 20 一 254m。 三 孔 沟 ， 沟 长 几 达 极 ; 和 孔 不 太 清楚 ， 在 侧面 观 时 显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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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 SpREVR292.5um, SERA. AMA ARAN RRS Hs HAE WR RK 

突起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HWA EM Cichorieacidites Sah, 1967 

1969 Cichoriaearumpollenites Nagy, 441i. 

模式 种 Cichorieacidites spinosus Sah 

Mit AAP Cfenestrate) 花粉 ， 三 孔 沟 ， 赤 道 位 置 。 轮 廓 多 角形 或 亚 圆 LC. 

AEA aH. 
AB JR AE BY WS FE BP GE 2B a De 2 CY FH, 3K FS HE A AR eSB EK ( Cichori- 

eae ) WCrepis, Faberia, Ixeris, Lactuca, Prenanthes, Scorzonera, Sonchus, Taraxa- 

cum, Tragopopon #1 Youngia 等 属 一 些 花 粉 的 特征 。 

GEM (新 种 ) Cichorieacidites donghaiensis Zheng sp. nov. 
(图 版 34， 图 27 一 29 ) 

直径 32 一 40um (包括 刺 纹 ) ， 模 式 标本 大 小 为 404m。 三 孔 沟 ， 孔 沟 镶 于 网 胞 中 ， 

一 般 不 容易 观察 到 。 外 壁 表面 具 大 网 构造 ,大 网 由 10 一 12 个 网 胞 组 成 ,网 胞 常 呈 五 角形 ， 

直径 8—l0um, MAL 10 个 左右 的 刺 纹 ， 刺 的 排列 较 紧密 ， 大 小 为 2.5x3.5um。 

本 新 种 以 个 体 较 大 及 网 脊 上 具 排 列 较 紧 密 的 刺 而 区 别 于 纤细 拟 菊 莒 粉 。 

层 位 ”三 潭 组 。 

FAW ER (MAS) Cichorieacidites gracilis ( Nagy ) Zheng comb. nov. 

(图 版 34， 图 22 一 25) 

1969 Cichoriaearumpollenites graci1is，Nagy，441 页 ， 图 版 48， 图 13，14。 

1980 Cichoriaearumpollenites graci1is，Thiele-Pfeiffer，160 页 ， 图 版 14， 图 9 一 11。 

1981 Ixeris cf .macrocebjpala， 郑 亚 惠 等 ，71 页 ， 图 版 11， 图 12。 

球形 或 多 角形 花粉 ， 轮 廓 圆 形 或 多 角 圆 形 ， 直 径 28—32um( GH). =F 沟 。 外 

壁 具 大 网 状 纹饰 ， 大 网 由 12 一 14 个 网 胞 组 成 ， 网 胞 多 角形 ， 网 背 上 具 排 列 较 朴 松 的 刺 

纹 ， 刺 长 为 2.5 一 4um。 

同 种 花粉 产 于 江苏 北部 上 新 统 》 德国 中 新 统 也 有 发 现 。 

层 位 ”三 漂 组 

刺 三 孔 沟 粉 属 Echitricolporites Van der Hammen ex Germeraad, 

Hopping & Muller, 1968 

模式 种 Echitricolporites spinosus Van der Hammen 

RE 具 刺 纹 的 三 孔 沟 花粉 。 

艾 纳 香 型 刺 三 孔 沟 粉 ( 新 种 Echitricolporites blumeaformis Zheng sp. nov. 

(图 版 34， 图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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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球 形 花 粉 ， 轮 廓 圆 形 ， 直 径 23um, =FLW, WK, FLAK. SRY 2.5um, 

纹饰 刺 状 ， 刺 基部 宽 2.5Um， 长 4 一 5Um， 极 面 观 时 ， 每 一 裂片 轮廓 线 上 具 4 一 6 刺 。 

本 新 种 以 个 体 小 ， 刺 较 长 且 数 量 少 等 特征 而 区 别 于 本 属 其 他 种 。 甚 形态、 构造 及 大 

小 等 均 颇 像 现 生 的 Blumea arometica DC. 的 花粉 (《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94 页 ， 图 

jR27, 13). 

层 位 ”三 漂 组 。 

密 刺 三 孔 沟 粉 ( HF!) Echitricolporites densiechin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4， 图 12，13 ) 

圆 球 形 花粉 ， 轮 廓 圆 形 ， 直 径 28km。 三 孔 沟 ， 沟 短 ， 孔 小 而 不 明 显 。 外 壁 厚 的 
2 km。 纹饰 刺 状 ， 刺 排列 紧密 ， 大 小 为 1.5x lum, RHR, 

当前 新 种 以 斤 小 且 密 集 的 刺 纹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Bi =m. 

“9 fl] = FL (23484) ) Echitricolporites microechinatus 

( Trevisan ) Zheng comb. nov. 

(图 版 34， 图 14，15 ) 

1980 Tricolporopollenites microechinatus, Thiele-Pfeiffer, 159m, FA}Kl4, Bji12—14.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22. 5 一 274m。 三 孔 沟 ， 常 因 刺 纹 履 盖 而 欠 清 晰 。 外 壁 厚 约 2. 5um。 

纹饰 刺 状 ， 刺 基部 较 宽 , 约 2.5 一 4um， 向 末端 急 变 尖 ， 刺 长 3 一 4um; 刺 间 具 弱 M 

粒 纹 ， 外 层 基 柱 欠 发 育 。 

当前 花粉 与 Aster 的 颇 为 相似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刺 三 孔 沟 粉 (未定 种 ) Echitricolporites sp. 

(图 版 34， 图 30，31 ) 

RIG, He 43—45um (包括 刺 长 ) 。 三 孔 沟 ， 有 时 不 清晰 ， 沟 细 而 得 ;和 孔 周 

围 外 壁 稍 加 厚 ， 外 壁 厚 1. 5 一 2. 5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具 刺 状 纹饰 ， 刺 纹 排列 较 Hh 而 均 

匀 ， 刺 基部 宽 4 一 5um， 高 2 一 3um， 向 末端 急 焉 变 尖 ， 刺 间 具 弱 颗 粒 构 造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刺 三 孔 沟 粉 ? 〈 KH) ) Echitricolporites? sp. 

(图 版 55， 图 35 ) 

球形 花粉 ， 因 挤 压 而 变形 。 大 小 38x33Hhm (包括 刺 长 ) 。 三 孔 沟 欠 清晰 。 外 壁 层 

次 不 清 。 具 刺 状 纹饰 ， 刺 长 3 一 5Um， 基 部 宽 2 一 3ukm， 末端 尖 ， 或 有 的 刺 显 弯 曲 

状 ， 刺 间 具 弱 颗 粒 。 

当前 花粉 因 三 孔 沟 构 造 欠 清晰 ， 故 存疑 地 置 于 本 属 。 

层 位 ”三 漂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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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花 菊 粉 属 Tubulifloridites Cookson, 1947 

模式 种 Tubu1ifloridites antipodica Cookson 

属 征 ” 近 球形 花粉 ， 三 孔 沟 ， 沟 宽 ， 向 两 极 逐 渐变 锐 ; 和 孔 通 常 不 清楚 。 Sb A 

而 粗 强 的 刺 纹 ， 刺 的 基部 宽 而 项 部 尖锐 。 

ZS JR FR = FLA By RK (Echitricolporites) 的 区 别 在 于 外 壁 具 发 达 的 基 柱 构造 ， 可 能 与 

ay EL HOSE BIR ( Synareae ) 和 紫苑 族 ( Astereae ) 等 的 某 些 属 的 植物 有 亲缘 关系 。 

微小 管 花 菊 粉 (新 种 ) Tubulifloridites minumus Song sp. nov. 

(图 版 34， 图 17 一 19 )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23 一 24Um〈 包括 刺 长 ) ， 模 式 标本 大 小 23 km。 三 孔 沟 。 外 壁 厚 

2.5—Sum; 外 层 基 柱 构造 发 达 ， 向 孔 沟 边 变 细 。 纹 饰 刺 状 ， 刺 较 粗 ， 宽 3 一 5um， 

长 3 一 4.5um， 末 端 尖 ， 分布 较 黎 ， 刺 间 具 排列 较 密 的 颗粒 。 

同 种 化 石 产 于 青海 上 第 三 系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东海 群 。 

管 花 菊 粉 (未定 种 ) Tubulifloridites sp. 

(图 版 34， 图 21 ) 

轮 廊 圆 形 ， 直 径 324m (包括 刺 长 ) ， 三 孔 沟 。 外 壁 厚 约 4km， 基 柱 构造 发 达 ; 纹 

饰 刺 状 ， 刺 大 小 为 5x4 km， 基 部 宽 ， 向 末端 急 焉 变 尖 。 极 面 观 每 裂片 轮廓 线 上 具 3 一 4 

刺 。 

Bt ”海龙 井 组 。 

wee Cornaceae 

Uj HR Cornaceoipollenites Potonie, 1951, 1960 

模式 种 ”Cornaceoipollenites ( al. Pollenites ) parmularius ( Potonie ) Potonie 

Ri ”形状 大 多 呈 椭 圆 形 ， 具 变 圆 或 不 变 圆 的 极 部 。 外 层 薄 ， 光 滑 ， 甚 透明 ， 

简单 的 沟 在 极 部 几 不 聚合 。 
注释 Jansonius“# (1976, 600-5 ) 指出 : AJR ZE Tricolpopollenits KJ Me Hi fal ZW 

名 ， 因 为 两 者 的 模式 种 相同 。 此 属 征 是 Potonie 于 1960 年 规定 的 。KKrutzsch (1959) 认 

为 此 属 的 模式 种 为 三 孔 沟 花粉 ， 不 能 用 于 三 沟 花 粉 属 。 但 许多 人 还 采用 这 一 属 名 ， 把 主 

要 具 拟 孔 沟 的 花粉 归于 本 属 内 。 本 文 也 按 习惯 用 法 ， 把 三 拟 孔 沟 的 与 山 茱 黄 科 有 关系 的 

花粉 归 入 本 属 。 

条 [1] 

椭圆 山菜 黄粉 Cornaceoipollenites oblongatus Ke et Shi 

(图 版 35， 图 4 ) 

1978 Cornaceoipollenites objongat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0 页 ， 图 版 48 ,图 15 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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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46.7X32.8 um，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两 端 浑圆 。 具 三 拟 孔 沟 ， 沟 较 宽 ， 中 等 长 

度 ， 拟 孔 显 于 沟 的 中 部 ， 不 清晰 。 外 壁 较 薄 ， 层 次 不 显 。 纹 饰 细 粒 一 平滑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BRAG WER (新 种 ) ”Cornaceoipollenites ovatus Song sp. nov. 

(图 版 35， 图 5 ) 

大 小 35.4x23. 14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锐 圆 。 具 三 拟 孔 沟 , 沟 较 宽 , 中 等 长 度 ， 拟 

孔 小 而 不 太 明 显 ， 或 显示 为 沟 底 的 破 洞 。 外 壁 较 薄 , 厚 约 1.24m, 层 次 不 清 。 纹 饰 细 粒 状 ， 

轮廓 线 平滑 。 

本 新 种 以 体积 较 小 、 两 端 锐 圆 和 粒状 纹饰 较 清 晰 等 特征 与 椭圆 山 茉 英 粉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山菜 黄粉 (未定 种 ) Cornaceoipollenites sp. 

(图 版 35， 图 14 ) 

轮廓 椭圆 形 ， 两 端 略 鳄 ， 大 小 51.3x38.8 um, =WFLW, WKABR, AWE; 

拟 孔 构造 不 很 清楚 。 外 壁 厚 1 um 左右 ， 分 层 不 清楚 。 纹 饰 颗 粒状 ， 或 显 模糊 的 网 状 图 

形 ， 轮 廓 线 细 齿 状 。 

当前 标本 与 现代 植物 Cornus austrulis C. A. M.( 波 克 罗 夫 斯 卡 娅 ,1966,333 页 ， 

图 版 31， 图 1 ) 的 花粉 在 大 小 、 形 态 、 纹 饰 构 造 等 方面 颇 为 相似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范 草 科 Cyperaceae 

范 草 粉 属 Cyperaceaepollis Krutzsch, 1970 

模式 种 Cyperaceaepollis neogenicus Krutzsch 

属 征 花粉 粒 卵 形 至 倒 梨 形 。 具 有 几 个 小 的 不 规则 、 不 加 厚 的 “次 生 孔 ”( 裂 队 ) 和 

同样 不 规则 、 不 加 厚 的 一 个 大 的 主 孔 ， 后 者 位 于 花粉 粒 最 宽 的 一 端 。 一 般 为 细 结 构 或 纹 

饰 ， 外 壁 厚度 和 总 的 大 小 变化 较 大 。 

此 属 以 次 生 孔 区 别 于 其 它 单 孔 类 型 的 花粉 。 

BH ( KEM) Cyperaceaepollis sp. 

(图 版 35， 图 1 ) 

大 小 为 33.7Xx 20u4m， 轮 廓 近 卵 圆 形 。 具 四 孔 ， 一 孔 位 于 最 宽 的 一 端 ， 另 外 三 孔 沿 

赤道 分 布 ; FAK, KEAlOum (RAR), ， 孔 边 微 锯 齿 状 。 外 壁 厚 约 1 一 2 上 4m， 表 

面 光滑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川 续 断 科 Dipsa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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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 |< FIR Scabiosapollis Song & Zheng, 1980 

Aww bh H = Scabiosapollis intrabaculus Wang 

( FARR35, PA15 ) 

1981 Scabiosapollis intrabaculus， 宋 之 琛 等 ，155 页 ， 图 版 45， 图 3，6; 图 版 46， 图 15，16。 

大 小 约 53. 24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三 沟 WM. MIR. REA Sum, A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显 紧 排 的 基 柱 结构 ， 向 沟 边 不 变 薄 。 纹 饰 刺 KR, KA lum, 

分 布 较 均 匀 。 刺 间 有 棒 粒 分 布 。 

此 种 在 江苏 地 区 一 般 分 布 于 渐 新 统 三 夫 组 二 段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 孙 组 。 

辐 条 山 芝 小 粉 ( 新 种 ) = Scabiosapollis radiostriatus Song sp. nov. 

(图 版 35， 图 16 一 19 ) 

大 小 为 83. 9 一 101.5 x 57. 8 一 71. 5/m， 模 式 标本 101.5 71.5um, ARAB. 

具 三 沟 ， 沟 得， 的 为 花粉 长 轴 的 1/3。 外 壁 在 赤道 部 位 厚 7.5—10.4um ( 模式 标 本 为 

Sum); 两 极 部 位 厚 15. 5—l6um ( 模式 标本 为 15. bu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数 倍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基 柱 十 分 发 育 , 且 呈 条 带 状 辐射 排列 ， 具 盖 层 ， 上 臣 布 细 刺 , 刺 长 不 超过 1um, 较 

纤弱 ， 在 平面 上 反映 为 棒 粒 相间 的 很 粗糙 的 图 案 。 

本 种 以 外 壁 厚 、 基 柱 结 构 呈 条 带 状 辐射 排列 等 特征 ， 同 外 盛 较 薄 、 基 柱 紧 排 的 内 棒 

山 萝 下 粉 相 区 别 。 

” 类似 的 标本 在 青海 柴 达 木 上 第 三 系 也 有 发 现 。 本 种 与 现代 植物 川 续 断 科 必 首 花 属 

( Pterocephalus Adans. ) 的 花粉 可 以 对 比 。 

Bi =A. 

圆 形 山 昔 下 粉 ( 新 种 Scabiosapollis rotundus Wang sp. nov. 

(图 版 35， 图 20，217) 

AAA 88.4x72.8—74um, 侧面 观 近 圆 形 , 极 面 观 三 裂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短 且 中 部 

开裂 。 外 壁 厚 ， 赤 道 部 位 为 10.3u&m ， 两 极 部 位 为 15. 1um; 分 为 两 屋 ， 外 层 数 倍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基 柱 发 育 ， 呈 条 带 状 辐射 排列 ， 具 盖 层 ， 上 芷 布 细 刺 ， 刺 长 不 超过 1um， 在 平 

面 上 反映 为 棒 粒 相间 的 粗糙 的 图 形 。 

新 种 以 轮廓 宽 而 近 圆 形 、 沟 在 中 部 宽 裂 、 细 刺 较 明显 与 辐 条 山 昔 小 粉 相 区 别 。 

本 种 同 现代 植物 川 续 断 属 ( Dipsacus L. ) 的 花粉 相似 。 

Bi EA. 

AMTR Elaeagnaceae 

FARAT HIB Elaeangnacites Ke et Shi, 1978 

本 属 为 Elaeagnus 化 石花 粉 的 器 官 属 ， 它 和 Sapindaceidites 的 区 别 在 于 具 短 沟 ， 外 

壁 内 层 在 孔 底 连结 及 孔 的 明显 外 突 等 。 

ASS AAT M (新 种 ) Elaeangnacites asper Zheng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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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e On a 

(图 版 35， 图 10，11，13 ) 

轮廓 三 角形 ， 直 径 40 一 42. 5u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404m， 边 稍 外 凸 。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沟 细 ， 中 等 长 度 ， 和 孔 宽 大 。 外 壁 厚 约 1. 54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内 外 层 在 孔 处 分 

离 ， 外 层 明 显 突起 ， 内 层 连 结 作 孔 底 。 表 面 粗糙 ， 可 见 细 颗 粒 ， 当 镜 简 下 降 时 ， 显 皱 网 

RAs 轮廓 线 上 略 不 平 。 

本 新 种 以 较 大 的 个 体 及 外 壁 粗糙 等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Rei wea ERA. 

i SS, oe a 

坚固 胡 预 子 粉 (新 种 ) Elaeangnacites firm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5， 图 8 ) 

1981 Indet. pollen， 郑 亚 惠 等 ， 图 版 10， 图 11。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平 或 稍 凸 ， 直 径 30—-32um, =FLW, fine, We, BRK 清 

楚 ， 孔 大 ， 具 双 和 孔 室 。 外 壁 坚 实 ， 厚 2. 5 一 3&m， 可 分 三 层 ， 内 层 在 离 孔 口 8 um 处 即 与 

中 层 分 离 ， 连 结 成 一 大 和 孔 底 ， 其 宽 达 8 ums 中 层 前 伸 到 离 孔 口 3 一 4um 处 与 外 层 分 

离 而 形成 小 孔 底 ， 宽 3 一 4Am。 表 面具 弱 蜂 粒 纹饰 ， 在 孔 区 的 颗粒 变 粗 : HRA LF 

滑 。 

本 新 种 以 外 壁 坚实 、 孔 的 构造 特殊 等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三 潭 组 。 

SRMEGARMTH Elaeangnacites huanghuaensis Ke et Shi P 

(图 版 35， 图 6，7 ) 

1978 Elaeangncites huanghuaensi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2 页 ， 图 版 45， 国 2，4。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 直 径 32 一 344m。 三 孔 沟 , 沟 细 ， 孔 宽大 。 外 壁 厚 约 1.5 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内 外 层 在 孔 处 分 离 ， 内 层 不 断裂 而 连结 成 孔 底 ， 和 孔 底 宽 5 一 7 um。 纹 饰 

细 颗 粒 或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上 显 不 平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正规 骨 预 子 粉 (MF) ElIaeangnacites normalis Zheng sp. nov. 

( Alg35, Ai2, )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 直 径 38 um。 三 孔 沟 ， 沟 细 , 中 等 长 度 ， 和 孔 宽大 , 具 和 孔 室 。 外 

壁 厚 约 2.5 km， 可 分 三 层 ; 内 层 在 离 孔 口 约 10 km 处 即 与 中 层 分 离 并 连结 成 大 的 孔 底 ， 

宽 达 12 km; 中 层 在 离 孔 口 4 一 6um 处 与 外 层 分 离 ， 连 结 成 小 孔 底 ， 宽 约 4km， 外 展 

明显 外 突 ， 纹 饰 颗 粒状 ， 在 大 和 孔 室 区 显 较 粗 的 颗粒 。 轮 廓 线 平 滑 。 

本 新 种 具 双 和 孔 室 与 坚固 胡 荐 子 粉 相似 ， 但 以 较 大 的 个 体 ， 外 层 在 孔 处 明显 外 突 及 较 

发 育 的 沟 而 相 区 别 。 

层 位 ”东海 群 。 

ATR (未定 种 ) Elaeangnacites sp. 

(图 版 35， 图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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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 三 角形 ， 边 稍 凸 , 直径 35um。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沟 细 而 短 ， 稍 开裂 ; FL 较 

大 。 外 层 厚 约 1.5 km， 细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不 平 。 

Biz =A. 

杜 鹏 科 Ericaceae 

杜鹃 粉 属 Ericipites Wodehouse, 1933 

模式 种 “Ericipites longisulcatus Wodehouse 

属 征 ” 堆 列 的 四 合 花 粉 ,外 壁 光 滑 或 颗粒 状 。 每 个 花粉 上 都 具有 长 度 变 化 的 子午 向 的 

沟 ， 相 邻 粒 的 沟 在 接触 面 的 靠 远 极 边 上 笔直 地 相 接触 。 每 条 沟 在 靠近 接触 处 有 一 孔 ， 因 

此， 每 两 个 孔 相 对 地 处 于 外 接触 线 上 。 

美丽 杜 鹏 粉 Ericipites callidus ( Potonie ) Krutzsch 

(图 版 37， 图 29 ) 

1953 Tetradopollenites callidus, Thomson 全 Pflug，112 页 ， 图 版 15， 图 67 一 70。 

1980 Ericipites callidxs，Thiele-Pfeiffer，172 页 ， 图 版 17， 图 2。 

四 合 花粉 ， 轮 廊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31 km， 单 花粉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19 um。 三 孔 沟 。 

外 壁 厚 约 1. 5&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纹 饰 微 网 状 一 细 颗 粒状 ;轮廓 线 平滑 。 

层 位 三 潭 组 。 

杜 静 粉 Ericipites ericius Potonie 

(图 版 32， 图 1 一 4 ) 

1953 Tetradopollenites ericius, Thomson 作 Pflug，112 页 ， 图 版 15， 图 71 一 73，75 一 77，79。 

1960 Ericipites ericius, 了 Potonie，138 页 。 

1980 Ericipites ericius，Thiele-Pfeiffer，172 页 ， 图 版 17， 图 3 一 4。 

四 合 花 粉 ， 轮 廓 三 角形 或 不 规则 圆 形 ， 直 径 40—49um; 单 花粉 轮廓 大 致 圆 形 ， 直 

径 28 一 29um。 三 孔 沟 ， 相 邻 花 粉 的 沟 互 相连 接 , 其 上 各 有 一 缝 状 孔 。 外 壁 厚 1. 5 一 2 k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或 两 层 等 厚 。 纹 饰 弱 颗粒 或 弱 网 状 ， 轮 廓 线 平滑 。 

ei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ARF Euphorbiaceae 

ARMB Euphorbiacites ( Zaklinskaya ) Li, Sung & Li, 1978 

模式 种 Euphorbiacidites ( al. Tricolporopollenites ) wallensensis (Pilug ) Li, 

Sung & Li 

属 征 ” 椭 球形 花粉 ， 两 极 稍 锐 。 三 孔 沟 ， 孔 大 而 圆 ， 沟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较 坚固 ， 纹 

饰 棒 一 网 状 。 

注释 ”根据 Thomson & Pflug (1953 ) 对 Tricolporopollenttes wallensensis 等 种 的 

摘 述 ， 这 类 花粉 的 沟 都 具有 较 发 达 的 沟 腔 ， 孔 往往 不 大 ， 孔 沟 均 被 沟 腔 所 包围 。 

SAAR (MR) Euphorbiacidites formosus Zheng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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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3565， 图 13 一 16 ) 

轮 廊 覃 圆 形 或 纺锤 形 ， 大 小 24 一 34x 15 一 25/m， 模 式 标 本 大 小 33x20.6um。 三 和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沟 腔 明 显 ;， 孔 圆 形 ,中 等 大 小 。 外 壁 厚 约 1.5uUm， 分 层 不 清 。 纹 饰 为 均 

匀 的 网 状 ， 网 状 宽 度 和 网 上 腿 直 径 均 为 1.5um 左 右 ; 轮廓 线 上 显 细 齿 状 突 起 。 

本 新 种 的 形状 和 大 小 与 Euwpporbiacidites elegans (〈 李 曼 英 等 ,1978，34 页 ,图 版 10， 

图 19 ) 十 分 相似 ， 但 以 清楚 的 网 状 纹饰 〈 后 者 为 细 颗 粒 或 弱 网 状 ) 而 相 区 别 ; 新 种 又 以 

较 小 的 个 体 及 均匀 发 育 的 网 纹 而 区 别 于 瓦 棱 逊 大 戟 粉 CE. wallensensis )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DRERARM (MAS) Euphorbiacidites marcodurensis 

(Pflug & Thomson) Zheng comb. nov. 

(FAWR36, FA26, 32, 33, 35—38)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marcodurensis, Thomson & Pflug，103 页 ， 图 版 13， 图 5 一 9。 

1980 Tricolporopollenites Marcodurensis，Thiele-Pfeiffer，157 页 ， 图 版 13， 图 19 一 30。 

轮廓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37 一 43 x 19 一 23Um ,长 宽 之 比 为 0.8 一 1。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具 沟 腔 ;， 和 孔 小 ， 轮 廓 圆 形 ; 和 扎 沟 均 被 沟 腔 所 包围 。 外 壁 厚 2 一 3um，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尤 以 极 区 为 显著 。 纹 饰 网 状 ， 网 纹 或 向 沟 边 稍 变 细 ;， 轮廓 线 显 著 波形 。 

当前 化 石 与 Thomson & Pflug 的 Tricolporopollenites aarcodurensis 可 以 对 比 ， 

这 里 作 了 新 组 合 。 本 种 和 瓦 棱 逊 大 载 粉 的 区 别 在 于 花粉 粒 外 壁 在 极 区 显著 厚 于 赤道 区 

的 。 同 种 见于 欧洲 中 新 统 。 

BRAC AER (RF) Euphorbiacidites ov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6， 图 44) 

1980 Tricolporopollenites marcodurehsis，Thiele-Pfeiffer，157 页 ， 图 版 13， 图 31 一 35。 

轮廓 卵 圆 形 ， 两 极 宽 圆 ， 大 小 42.5x 28.7um, 长 宽 之 比 为 0.6 一 0.7。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沟 腔 较 发 育 ， 和 孔 圆 形 ， 筷 沟 均 被 沟 腔 所 包围 。 外 壁 厚 约 2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具 均匀 分 布 的 网 状 纹饰 ， 网 眼 直径 1.5 一 2.5&m， 轮 廓 线 波状 。 

本 新 种 以 侧面 轮廓 宽 卵 圆 形 及 较 粗 的 网 纹 等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Thiele-Pfeifter 

(1980) HJ Tricolporopollenites marcodurensis 的 个 别 标本 (图 版 13， 图 31 一 35 ) ， 因 其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两 极 区 外 壁 不 加 厚 等 特征 ， 以 纳入 本 新 种 为 宜 。 

Bf +£RA. 

Bh Ze HE ABH Euphorbiacidites satzveyensis (Pflug) Li, Sung & Li 

(图 版 35， 图 3)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satzveyensis, Thomson & Pflug，103 页 ， 图 版 13， 图 10 一 13。 

1978 Euphorbiacites? satzveyefsis， 李 曼 英 等 ，33 页 ， 图 版 10， 图 33。 

侧面 轮廓 显 较 宽 的 椭圆 形 ， 两 极 宽 圆 ， 大 小 为 38x 30km。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具 沟 腔 ， 孔 宽大 ,或 可 超出 沟 腔 范围 。 外 壁 厚 约 3 km， 外 层 明 显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网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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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较 细 ， 排 列 均匀 ， 轮廓 线 波状 。 

层 位 ”三 漂 组 。 

薄 极 大 戟 粉 ( 新 种 ) Euphorbiacidites tenuipolaris Zheng sp. nov. 

(图 版 36， 图 25，41 ) 

顶 圆 形 轮廓 ， 大 小 38 一 47 x 20 一 25k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38x 25um。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具 沟 腔 ， 和 孔 圆 形 ， 和 孔 沟 均 被 沟 腔 所 包围 。 外 壁 厚 约 2 km 向 两 极 变 薄 ,纹饰 网 状 ， 

网 眼 直 径 约 2 &m， 向 两 极 变 细 ， 为 0.5 一 1um; 轮廓 线 波 状 。 

新 种 以 外 壁 向 两 极 变 薄 ， 网 纹 也 向 两 极 变 细 等 特征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BH@GKARB Euphorbiacidites wallensensis (Pflug) 

Li, Sung & Li 

(图 版 36， 图 34，39，40，42，43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wallensensis, Thomson 攻 Pflug，103 页 ， 图 版 13， 图 1 一 4。 

1978 Euphorbiacidites wallensensis， 李 曼 英 等 ，33 页 ， 图 版 10， 图 26 一 28。 

1981 Euphorbiacidites zallensensis， 宋 之 琛 等 ，134 页 ， 图 版 39， 图 14，15。 

轮廓 椭圆 形 ， 两 端 较 锐 ， 大 小 40 一 46.3X 25 一 26.3Um。 三 孔 沟 ， 沟 长 ， 具 沟 腔 ， 

侧面 观 时 沟 两 侧 暗色 条 带 明显 ; 孔 圆 形 ， 直 径 4 一 5um。 外 壁 厚 约 3 km， 外 层 倍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 造 清楚 。 纹 饰 网 状 ， 网 眼 直 径 1.5 一 2.5um;， 网 向 沟 边 变 细 ， 轮廓 线 波状 。 

Ei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ARM (未定 种 1) Euphorbiacidites Sp.1 

(图 版 35， 图 2 ) 

宽 椭 圆 形 轮廓 ， 大 小 为 37x 32ukm。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具 沟 腔 ;和 孔 圆 形 ， 孔 沟 均 

被 沟 腔 所 包围 。 外 壁 厚 约 2 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眼 直径 约 1 um， 向 沟 边 

变 细 。 

层 位 ”三 潭 组 。 

ARH (未 定 种 2 ) Euphorbiacidites sp.2 

(图 版 356， 图 9 ) 

椭圆 形 轮廓 ， 大 小 为 26 x 17.5um。 三 孔 沟 ， 沟 长 , 具 沟 腔 ， 和 孔 圆 形 ， 略 超出 沟 腔 范 

围 。 外 壁 厚 约 1.5um。 细 网 状 纹饰 ,轮廓 线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ARM (未 定 种 3 ) Euphorbiacidites sp.3 

(图 版 36， ce 12 ) 

大 小 为 24x13u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较 锐 。 具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具 沟 腔 ， 孔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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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孔 周围 具 加 厚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明 显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网 状 ， 网 腿 直 径 1um 左 

右 ， 在 极 区 的 网 稍 粗 ; 轮廓 线 上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尤 以 两 极 区 为 显著 。 

层 位 ”东海 群 。 

山 毛 样 科 Fagaceae 

ZR Cupuliferoipollenites Potonié, 1951 

模式 种 6Cupuliferoipollenites (al. Pollenites) pusillus ( al. quisqualis pusillus 

(Potonie) Potonie ] 

Bi 花粉 粒 较 结实 ， 侧 面 轮廓 椭圆 形 ， 两 极 较 圆 ， 三 孔 沟 ， 外 壁 光 滑 ， 内 结构 微 

弱 。 

\EER} = =Cupuliferoipollenites pusillus (Potonié) Potonié 

〈 图 版 38， 图 1 一 9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cingulum subsp. pusillus, Thomson & Pflug, 100m, Ajk12, & 

Lom lic 

1978 Cupuliferoipollenites busil1u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1 页 ， 图 版 35， 图 37 一 39。 

1980 Tricolporopollenites cingulum bsi11us， 工 hiele-Pfeiffer，147 页 ， 图 版 11， 图 38 一 43。 

大 小 13 一 19x10 一 12.5um， 侧 面 轮廓 覃 圆 形 ，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具 三 孔 沟 ， 淘 

细 ， 长 达 两 极 ， 并 有 具 沟 腔 ， 沟 两 侧 的 黑色 条 带 明 显 ; 孔 圆 形 ， 或 略 宽 于 沟 。 外 壁 厚 约 

1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平滑 或 粗糙 ， 轮 廓 线 平滑 。 

Bt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By BHRIE Cyrillaceaepollenites ( Murrigen & Pflug，1951 ) Potonie，1960 

模式 种 Cyrillaceaepollenites (al. Pollenites) megaexactus (Potonie) Potonie 

属 征 ”花粉 粒 较 小 ， 坚 实 ， 亚 扁 球 形 或 大 致 圆 球 形 。 三 孔 沟 ， 沟 长 ， 孔 明显 。 外 壁 

表面 平滑 ， 内 结构 微弱 。 

小 型 西里 拉 粉 Cyrillaceaepollenites exactus (Tomson & Pflug) Nagy 

(图 版 338， 图 35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megaexactus subsp. exactus, Thomson & Pflug，101 页 ,图 版 12， 

图 87 一 92。 

1969 Cyrillaceaepollenites exactus, Nagy, 186m, Ei}i43, 22. 

1981 Cyrillaceaepollenites exactus， 宋 之 琛 等 ，117 页 ， 图 版 47， 图 1。 

花粉 粒 很 小 ， 大 小 为 11x 10km， 轮 廓 近 圆 形 。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具 沟 腔 ,平面 

观 沟 两 侧 的 暗色 条 带 较 发 育 ; 和 孔 略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Im， 层次 不 清 。 表 面 光 滑 或 略 粗糙 ， 

轮廓 线 平滑 。 
Fei 海龙 井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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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WLHPR Cyrillaceaepollenites megaexactus (Potonié) Potonié 

(图 版 38， 图 24 一 34; 图 版 55， 图 32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megaexactus subsp. bruhlensis, Thomson & Pflug，101 页 ， 

图 版 12， 图 50 一 57。 

1960 Cyrillaceaepollenites 7megaexactus，Potonig，102 页 ， 图 版 6， 图 115。 

1978 Cyrillaceaepollenites Megaexactu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2 页 ， 图 版 36， 图 

40 一 43; 图 版 54， 图 7。 

侧面 轮廓 近 圆 形 或 稍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20 一 25 x 17 一 20km; 极 面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18 一 28km。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孔 略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1&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表 面 

稍 粗糙 或 显 显 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稍 不 平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小 圆 孔 西里 拉 粉 (新 种 ) Cyrillaceaepollenit:s miniporus Zheng sp. nov. 

(图 版 38， 图 10 一 23 ) 

花粉 粒 小 ， 近 球形 ， 轮 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15 一 244m， 模 式 标本 直径 17.5km。 三 孔 

沟 ， 沟 细 ， 不 开裂 ， 具 沟 腔 ， 长 达 两 极 ， 平 面 观 沟 两 侧 暗色 条 带 颇 明显 ; 孔 小 ， 圆 形 ， 

轮廓 清晰 ， 和 孔径 1.5um 左 右 ， 边 缘 稍 显 加 厚 。 外 壁 较 坚 实 ， 厚 1 一 1.5U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表 面 粗糙 或 具 颗 粒状 纹饰 ， 轮 廊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当前 新 种 与 小 型 西里 拉 粉 在 形态 上 颇 为 相似 ， 但 以 具 较 大 的 个 体 及 小 而 圆 的 孔 而 相 

Kal. 

层 位 weHA—ERA. 

山 毛 样 粉 属 Fagvspollenites Raatz，1937 

模式 种 Faguwspollenites verus Raatz 

属 征 近 圆 球形 或 宽 椭 球 形 花粉 ,侧面 观 近 圆 形 一 宽 椭圆 形 轮廓 。 三 孔 沟 ， 沟 不 明 

显 ， 近 极 区 时 变 圆 ， 沟 边 上 暗色 条 带 不 显著 ， 有 时 伴 有 特殊 的 小 裙 皱 ;和 孔 圆 形 。 外 壁 薄 ， 

纹饰 内 棒状 或 内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上 粗糙 ， 接 近 沟 时 减弱 。 

高 丽 山 毛 样 粉 Faguspollenites koraiensis Takahashi 

(图 版 38， 图 45，46 ) 

1979 Faguspollenites Roraiefsis，Takahashi，46 页 ， 图 版 14， 图 3 一 12。 

侧面 轮廓 呈 较 宽 的 椭圆 形 ， 极 面 轮廓 圆 形 一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41 一 46um。 三 孔 沟 , 沟 

守 而 长 ;和 孔 较 大 ， 圆 形 或 略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具 排列 较 密 

的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细 波 状 。 

本 种 盛产 于 朝鲜 中 新 统 的 Changgi 和 Yonil 群 。 

Bi ” 玉 孙 组 一 三 潭 组 。 

平凡 山 毛 样 粉 (新 种 ) « Faguspollenites mediocris Zheng sp. nov. 

〈《 图 版 38， 图 36，37，42 一 44 ) 



近 球 形 花粉 ， 侧 面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大 小 为 37x 34u4m; 极 面 轮 廊 近 圆 形 ， 直径 34 一 

36um; 模式 标本 直径 为 35um。 三 孔 沟 ， 沟 较 短 ， 向 两 极 变 尖 ， 具 沟 腔 ， 孔 大 ， 超 过 沟 

的 范围 ， 圆 形 或 近 椭 圆 形 ， 直 径 5 一 7 um， 和 孔 边 略 见 加 厚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颗 粒状 ， 轮 廊 线 细 波 状 。 

本 新 种 以 较 小 的 个 体 及 稍 结 实 的 外 壁 区 别 于 Faguspollenites tenuis (Nagy, 1969, 

232 页 ， 图 版 53， 图 6 ) ， 后 者 直径 为 424m。 本 新 种 与 现代 植物 Fagus orientalis 的 花 

粉 〈 波 克 罗 夫 斯 卡 娅 ，1956，275 页 ， 图 版 24， 图 la，b ) 在 大 小 、 形 态 及 构造 等 方面 均 

较为 相似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山 毛 样 粉 (未 定 种 1 ) Fagvspollenites sp.1 

(图 版 38， 图 39 一 41 ) 

近 球 形 花 粉 ， 极 面 轮 廊 近 圆 形 ， 直 径 26 一 28um。 三 孔 沟 ， 沟 较 短 ， 向 两 极 变 尖 ， 

沟 腔 不 很 发 达 ， 和 孔 大 而 圆 ， 超 出 沟 的 范围 ， 边 缘 稍 具 加 厚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饰 为 较 粗 的 颗粒 状 ， 轮 廊 线 波状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东海 群 。 

山 毛 样 粉 (未 定 种 2 ) Faguspollenites sp.2 

〈 图 版 38， 图 38 ) 

极 面 轮廓 圆 形 ,直径 41um 左 右 。 三 孔 沟 ， 沟 稍 宽 ， 半 沟 长 为 花粉 粒 半径 的 二， 沟 腔 很 

发 育 ， 孔 大 ， 明 显 超过 沟 的 宽度 。 外 壁 较 薄 ， 厚 约 14m， 分 层 不 清楚 。 表 面具 均匀 FH 

FAA LIK, HORA AAT TK 

层 位 三 潭 组 。 

标 粉 属 Overcoidites Potonie, Thomson & Thiergart, 1950 

fAkSEREY «Quercoidites asper (Thomson & Pflug) Song & Zheng 

(图 版 37， 图 10 一 15，19，20 ) 

1953 Tricolpopollenites asper, Thomson & Pflug，98 页 ， 图 版 11， 图 43 一 49。 

1981 Quercoidites asber， 宋 之 琛 等 ，119 页 ， 图 版 37， 图 15 一 18，20。 

大 小 为 26.4 一 33.6x 19.2 一 25.8km， 轮 廓 宽 椭 圆 形 ， 两 端 浑 圆 。 具 三 沟 及 沟 腔 , 沟 

长 几 达 两 极 ， 个 别 具 沟 弯 。 外 壁 厚 1 一 1.5um， 层 次 一 般 不 清楚 。 表 面 为 粗糙 至 颗粒 KX 

饰 ， 轮 廊 线 平滑 一 微波 状 。 

本 种 以 较 宽 的 外 形 、 两 端 浑圆 为 特征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致 客 标 粉 〈 比较 种 ) Cuercoidites cf. densus (Pflug)Song & Zheng 
(图 版 36， 图 28 ) 

1981 Quercoidites cf. densus, KZ, 119M, Alg37, A21. 

大 小 为 27.6x23.7m， 轮 廓 宽 椭圆 形 至 近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略 细 ， 其 长 或 达 两 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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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 PARKA. SPREE 21. Sum, DAIS, aR. BURA CE HAR 

Ee 
本 种 以 无 沟 弯 或 沟 底 破裂 、 粒 状 纹饰 呈 致 密 状 区 别 于 本 属 其 它 种 。 类 似 的 花粉 见于 

江苏 兴 化 县 、 海 安县 渐 新 统 。 

层 位 三 漂 组 。 

亨氏 标 粉 ”Curercoidites henrici (Potonié) Potonié 

Thomson & Thiergart 

(图 版 36， 图 17 一 24，30，31 ) 

1950 Quercoidites henriciy Potonié, Thomson 人 长 Thiergart，54 页 ， 图 版 B， 图 22，23。. 

1981 Quercoidites henrici， 宋 之 琛 等 ，119 页 ， 图 版 37， 图 10 一 14，19。 

大 小 为 28.6 一 33.9x17.6 一 20.8u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较 锐 区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一 般 具 沟 腔 ， 个 别 还 有 沟 弯 。 外 壁 厚 1 一 24m， 层次 不 明显 或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为 粗糙 一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 波状 。 

ARRAS IE. PPB, SUBSITE. ways lA ey ES he ER 

别 ， 尽 管 两 者 的 体积 大 小 是 相当 的 。 

Bit 7e4#4—ERA. 

W\3 KER Quercoidites microhenrici (Potonié) Potonié 

(图 版 36， 图 1 一 8 ) 
1950 Quercoidites microhenrici, Potonié, Thomson & Thiergart，55 页 ， 图 版 B， 

2 25, 

1981 Quercoidites Microphenrici， 孙 湘 君 等 ，44 页 ， 图 版 16， 图 8 一 23;， 图 版 29， 图 5。 

大 小 为 24.7 一 28x15.6 一 17.24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较 锐 或 浑圆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并 有 沟 腔 ， 有 时 还 有 沟 弯 或 沟 底 破裂 。 外 壁 厚 1 一 1.5um， 层 次 不 清 ， 表 面 为 

粗糙 一 细 颗 粒状 纹饰 ， 轮 廓 线 或 微 齿 状 。 

本 种 大 小 一 般 均 小 于 25ukm， 且 轮廓 较 罕 ， 享 氏 栎 粉 一 般 都 大 于 28um。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小 栎 粉 ”Ourercoidites minutus (Zakl.) Ke et Shi 

(图 版 37， 图 2 一 6 ) 

1956 Quercus ?ziWUtUS，Zaklinskaja， 图 版 4， 图 43 一 46。 

1978 Quercoidites Mizutuls，《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4 页 ， 图 版 33， 图 44， 图 版 37, 

图 1 一 5。 

大 小 为 18.7 一 23.4x15.2 一 20.84m， 轮 廓 宽 椭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中 等 长 度 ， 或 有 

沟 腔 、 沟 弯 。 外 壁 厚 1 一 1.5km， 两 层 近 等 厚 。 表 面 粗糙 ， 轮 廊 线 微波 状 。 

本 种 和 小 亨氏 栎 粉 的 大 小 相当 ， 但 以 轮廓 较 宽 圆 区 别 于 后 者 ;另外 还 以 个 体 小 区 别 
于 粗糙 栎 粉 。 类 似 的 化 石 见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始 新 统一 渐 新 统 ， 以 始 新 统 较 常 见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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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 栋 粉 (新 种 ) Quervcoidites orbicularis Wang sp.nov. 

(图 版 37*" 国 30 一 36) 

近 球 状 花 粉 ， 轮 廓 呈 圆 形 ， 直 径 27.1 一 39um， 模 式 标本 直径 35.8u&m。 具 三 沟 ， 沟 

长 几 伸 达 极 部 。 外 壁 厚 1 一 1.5Uk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为 颗粒 状 纹 饰 ， 轮 廓 线 上 为 

微 齿 状 。 

新 种 以 轮廓 均 呈 圆 形 ， 纹 饰 较 发 达 同 圆 形 栎 粉 可 以 区 别 。 圆 形 栎 粉 的 轮廓 呈 椭 圆 一 

TRAE ( Zalklinskaja, 1956, AW 5, ， 图 10 一 14 ) K-~)y31—32um, Ach 较 AW 

55 o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圆 形 标 粉 ”Overcoidites rotundus (Zakl.) Ke et Shi 

(图 版 37 图 16 一 18，21 一 25,) 

1956 Quercus rotundus, Zaklinskaja, Ajk5, A10—14, 

+ Ee CHA ILI AB, KANA28.6—32.5x 24.7—27.3um,. BREW, WH A 而 

长 达 两 极 ， 并 有 沟 弯 。 外 壁 厚 约 1 um， 分 层 不 显 。 表 面 为 细 而 稠密 的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廊 线 几乎 平滑 。 

本 种 以 轮廓 近 圆 形 和 细弱 的 纹饰 与 粗糙 栎 粉 区 别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时 第 三 纪 列 粉 》 

中 定 为 本 种 (比较 种 ) 的 花粉 ， 因 体积 较 大 ， 可 能 是 属于 其 它 种 的 标本 ， 却 作 了 本 种 的 

新 组 合 。 | 
本 种 在 苏联 中 亚细亚 一 带 产 于 早 第 三 纪 晚 期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LR CEES) «© Quercoidites cf. rotundus (Zakl.) Ke et Shi 

(图 版 37， 图 26 一 28 ) 

1981 Quercoidites cf. rotuzadxs，《 瀚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4 页 ， 图 版 37， 图 13。 

大 小 为 36.4 一 37.7x28.6Um， 侧 面 轮廓 宽 椭 圆 形 ， 两 端 浑 圆 。 具 三 沟 ， 沟 几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约 1u&m， 层 次 不 显 。 表 面 为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 

PEER ( 新 组 合 ) Quercoidites tuberculata (Zakl. ) Song comb. nov. 

(图 版 356， 图 29 ) 

1959 Quercus 九 perculatae，Zaklinskaja， 图 版 5， 图 10 一 14。 

FEB K27—32um, H20um, H=W, WHA, KHUAM. SHR 2 Am 左右 ， 显 粒 

状 结构 ， 表 面 显 瘤 状 。 

本 种 以 粗糙 的 瘤 状 纹饰 为 特征 ， 和 现代 植物 Quercus dentata 的 花粉 有 些 相似 。 

Fett ”海龙 井 组 。 

HER CREM 1) Quercoidites sp.1 

(图 版 37，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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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 近 圆 形 ， 直 径 约 20.8Um。 具 三 沟 ， 沟 直 ，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1.5&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表面 为 明显 的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上 呈 微 波状 。 

未 定 种 主要 以 轮廓 近 圆 形 、 两 端 钝 平 、 纹 饰 较 明 显 与 小 栎 粉 相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HB (KEM 2 ) Quercoidites sp.2 

(图 版 37， 图 7 一 9 ) 

大 小 为 26.0 一 27.9x23.2 一 32.4um， 侧 面 轮廓 为 宽 椭 圆 形 至 近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开 

裂 ， 具 明显 的 沟 弯 。 外 壁 厚 1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为 较 粗 的 颗粒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展位 ”玉泉 组 一 东海 群 。 

tM (未定 种 3 ) Quercoidites sp.3 

(图 版 36， 图 27) 

大 小 为 35.1x28.6Ukm， 轮 廊 宽 椭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几 达 两 极 ， 并 具 沟 弯 和 沟 腔 。 外 

壁 厚 约 3 um， 界 线 较 模 糊 ， 层 次 不 显 。 纹 饰 为 不 均匀 的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波 状 。 

Bi ERA. 

龙 胆 科 Gentianaceae 

SIME CRB) Nymphoideipites Zheng gen. nov. 

模式 种 «=Nymphoideipites stri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Bi 超 扁 球形 的 中 小 花粉 ， 常 处 于 极 面 位 置 ，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平 直 或 凹 。 具 

三 或 四 (和 孔 ) 沟 ， 为 副 合 沟 型 ， 孔 和 常 难以 辨认 。 外 壁 较 薄 ， 外 层 稍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为 小 

棒 、 颗 粒 或 由 颗粒 连 成 条 纹 状 ， 有 时 显 网 状 图 形 。 

讨论 ”本 新 属 以 具 副 合 沟 的 构造 区 别 于 具 合 沟 的 Retisyncolporites Conzalez Guz- 

man, 1967 和 Rhamneaepites Biswas,1962.Myrtaceidites (Cookson & Pike) Potonie, 

1960 的 花粉 也 有 具 副 合 沟 ， 但 其 以 一 般 较 小 的 个 体 及 和 孔 的 构造 清楚 等 特征 和 本 新 属相 区 

别 。 和 无 患 子 科 有 亲缘 关系 的 Cupanieidites Cookson & Pike，1954 的 花粉 也 有 有 具 Bil 

合 沟 型 的 ， 但 其 以 孔 的 构造 清楚 及 一 般 个 体 较 大 而 不 同 于 本 新 属 。 

亲缘 关系 Nymphoides, 

分 布 时 代 ”中 国 东 部 ， 晚 第 三 纪 。 

网 纹 杏 菜 粉 (新 属 、 新 种 ) « Nymphoideipites reticul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39， 图 11 )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微 止 或 微 凸 ， 直 径 33Um。 三 ( 孔 ) 沟 ， 副 合 沟 型 ， 孔 很 不 清楚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网 状 ， 网 腿 直 径 1 一 1.5u&m， 网 疹 由 颗粒 组 成 ， 轮 廊 

线 上 具 细 齿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以 网 状 纹 饰 ， 网 肴 由 颗粒 组 成 为 特征 ， 区 别 于 条 纹 杏 菜 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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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HRH (新 属 、 新 种 ) Nymphoideipites stri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39， 图 9，10 ) 

1981 Nymphoides cf。coreazia， 郑 亚 惠 等 ，69 页 ， 图 版 10， 图 9，10。 

轮 廊 三角形， 直径 25 一 27Um。 三 (和 孔 ) 沟 ， 为 副 合 沟 型 ， 孔 常 难以 辨认 。 外 壁 较 

薄 ， 厚 约 1um， 分 层 不 清 或 外 层 稍 厚 于 内 层 。 细 颗粒 状 纹饰 ， 颗 粒 常 连结 成 条 纹 ， 其 

排列 方向 平行 于 三 角形 的 边 ; 轮廓 线 上 显 细 波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以 细 晒 粒 连结 成 条 纹 状 纹饰 为 特征 ， 与 现 生 种 Nymphoides coreana 的 花粉 

《台湾 植物 花粉 》，119 页 ， 图 版 73， 图 6，7 ) 颇 为 相似 。 同 类 化 石 产 于 我 国 南 黄 海 

盆地 上 盐城 群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 凡 组 。 

AFL Gramineae 

FAME Graminidites Cookson, 1947 ex Potonié, 1960 

模式 种 ©6Graminidites madia Cookson 

属 征 ” 近 球 形 花粉 ， 具 单 孔 ， 孔 被 孔 环 所 围绕 ， 外 壁 薄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内 颗粒 至 

颗粒 ) 。 

此 属 的 个 体 大 于 黑 三 楼 粉 蝎 ， 并 以 具 较 薄 的 外 壁 、 较 弱 的 纹饰 但 有 较 多 的 次 生 福 皱 

而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423K ARM Graminidites crassiglobosus (Trevisan) Krutzsch 

(图 版 39， 图 1 ) 
1970 Graminidites crassiglobosus, Krutzsch, 56 页， 图 版 3， 贺 1 一 17。 

直径 33.8um， 轮 廊 孵 形 。 具 单 孔 ， 孔 小 ， 和 孔径 不 超过 2 um 和 孔 环 较 发 过 ， 其 宽大 
于 2Um， 和 和 孔径 相当 或 大 于 和 孔径。 外壁 厚 1 km 左右 ， 纹 饰 点 状 至 细 粒 状 。 

此 种 以 孔 小 和 和 孔 环 较 发 达 为 其 特征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玉泉 组 。 

纤弱 禾 本 粉 Graminidites gracilis Krutzsch 

(图 版 39， 图 3 ) 
1970 Graminidites graci1is，Krutzsch，58 页 ， 图 版 4， 图 12 一 20。 

直径 约 25U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单 孔 ， 和 孔径 约 2.5um， 和 孔 环 发 达 ， 其 宽 和 和 孔径 相当 。 

外 壁 厚 近 lum, AMF, FP. 

此 种 以 体积 较 小 ， 孔 径 和 和 孔 环 帘 近 相等 以 及 外 壁 较 平 滑 等 特征 区 别 于 粗 球 禾 本 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以 三 潭 组 较 常 见 。 

RAR Graminidites laevigatus Krutzsch 

(图 版 39， 图 2 ) 

1970 Graminidites laevigatus, Krutzsch, 60%, Ay5, A1—10. 

大 小 21x39um， 因 保存 不 正 ， 轮 廓 为 扁 圆 形 。 单 孔 位 于 轮廓 线 上 ,孔径 约 为 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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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环 不 很 发 达 。 外 壁 厚 约 1 km， 表 面 平 滑 。 

Bi ERA RBH, WS WAR DL. 

点 状 禾 本 粉 Graminidites punctatus Krutzsch 

(图 版 39， 图 4 一 6 ) 
1970 Graminidites punctatus, Krutzsch, 56%, PAWK3, FA18—25. 

直径 26 一 28u&m， 轮 廓 近 圆 形 。 单 孔 较 小 ， 和 孔径 不 超过 2 um， 和 孔 环 不 很 发 达 ， 比 孔 

径 小 。 外 壁 厚 约 1.5uUm， 纹 饰 细 点 状 。 

Bt 76a —AH, WE RAS MAR HL. 

4 ARRL Hamamelidaceae 

枫 香 粉 属 Liquidambarpollenites Raatz, 1937 

小 枫 香 粉 ”Liquidarmbarpollenites minutus Ke et Shi 

(图 版 39， 图 7，8，12 一 14 ) 

1956 Liquidambar cf.styraciflua 工 .,MazacoBa，201 页 ， 图 版 2， 图 8。 

1978 Liquidambar pollenites minutus, « Ho Mp I Fs DA = 2c Hid BY >》;,121 页 ， 图 版 41， 图 4 一 7。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27.8 一 31.24m。 具 散 孔 ， 孔 数 10 一 12 个 ， 孔 圆 形 或 查 圆 形 ， 孔 径 

约 4 一 8&m， 具 和 孔 膜 ， 其 上 具 细 颗粒 。 外 壁 厚 1.5 一 2&m， 两 层 ， 内 外 层 等 厚 ， 个 别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颗 粒状 。 

本 种 以 个 体 较 小 〈 一 般 在 32um 以 下 ) 与 本 属 其 它 各 种 相 区 别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东方 型 枫 香 粉 Liquidambarpollenites orientaliformis Nagy 

(图 版 39， 图 22 一 24，26，28 ) 

1956 Liquidambar sp.，Bourex，152 页 ， 图 版 V， 图 28。 

1969 Liquidambar pollenites orientafisformis，Nagy，403 页 ， 图 版 42， 图 1 一 2。 

1978 Liquidambar pollenites orientalisformis, « Wee ie RK PB= 2h», 122 页 , 图 版 41， 

Hi23—26. 

FUMUTA, HE38—63.3um, AFL, FLR10—144, FLA MAB, KDA 3.7— 

10.1x2.5 一 5.1um， 孔 缘 平滑 ， 孔 膜 具 颗 粒 。 外 壁 厚 约 1.5um, 两 层 ,内 外 层 约 等 厚 。 颗 

粒状 纹饰 。 

本 种 的 孔 多 为 椭圆 形 ， 与 孔 多 为 圆 形 的 满 点 枫 香 粉 不 同 ， 以 孔 缘 平滑 与 嚼 状 孔 缘 的 

北美 型 枫 香 粉 区 别 。 小 枫 香 粉 的 体积 小 ， 和 本 种 不 同 。 渤 海 沿岸 地 区 的 Liquidambarpo- 
11enites orientalisformis 为 本 种 的 晚 出 同 义 名 。 

Feit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ii BH = Liquidambarpollenites stigmosus (Potonié) Raatz 

(图 版 39， 图 15 一 21，25，27 ) 

1951 Liquidambarpollenites siigmosus，Potonie， 网 版 20， 图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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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Liquidambarpollenites stigmosus, RZ, 130K, Ag36, FAX, 12—15; 图 版 54， 

15,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32.9 一 41.6Uum。 具 散 孔 8 一 14 个 ， 孔 圆 形 或 略 伸 长 ， 孔 缘 平 滑 ， 

孔径 4 一 8.7Um， 扎 膜 具 颗粒 。 外 壁 厚 1.5 一 2&m， 两 层 ， 内 外 层 约 等 厚 ， 纹 饰 颗 粒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北美 型 枫 香 粉 Liquidambarpollenites styracifluaeformis Nagy 

《图 版 42， 图 7，8 ) 

1958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工 .(poll.fossil)， 张 金 谈 ， 图 版 5， 图 48，49; 图 版 110， 图 34 一 38 。 

1969 Ligquidambarpollenites styracifluaeformis，Nagy，404 页 ， 图 版 41， 图 13，20。 

1978 Liquidambarpollenites styracifluaformis, «“wweWewWKES=AwH», 123m, Am 

41, Hl12—14,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38&m。 具 散 孔 ， 扎 数 约 11 一 14 个 ， 筷 近 圆 形 ， 和 孔径 4 一 7um FL 

不 平 ， 呈 嚼 状 ， 孔 膜 具 颗粒 。 外 壁 厚 约 1.5um， 两 层 ， 内 外 层 约 等 厚 。 纹 饰 颗粒 状 。 

本 种 以 孔 缘 不 平 ， 呈 嚼 状 ， 与 本 属 各 种 不 同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时 第 三 纪 和 孢 粉 》 中 的 
L. styracifluaformis 为 本 种 的 晚 出 同 义 名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MBM CREM) Liquidambarpollenites sp. 

(图 版 42， 图 9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40km。 具 散 孔 ， 孔 数 约 8 一 10 个 ， 和 孔 为 圆 形 一 椭圆 形 ， 和 孔径 约 

8 一 104m， 孔 缘 近 平滑 ， 和 孔 膜 具 颗 粒 。 外 壁 厚 约 1.5um， 表 面 纹饰 蜂 粒 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EL Hydrocaryaceae 

萎 粉 属 Sporotrapoidites Klaus, 1954 

模式 种 Sporotrapoidites illingensis Klaus 

属 征 ” 椭 球形 至 亚 扁 球 形 花 粉 。 本 体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至 圆 形 轮廓 侧面 观 为 扇 圆 形 

至 圆 形 轮廓 。 三 条 外 壁 禄 痕 横 穿 花粉 ， 在 极 部 以 120” 夹 角 相 遇 。 在 赤道 上 有 三 个 较 得 

而 窗 的 子午 向 口 器 ， 每 一 个 由 一 条 子午 向 的 外 壁 袜 痕 所 包围 。 口 器 可 显示 进一步 的 分 

化 。 外 壁 最 少 为 两 层 。 一 极 可 显示 一 个 三 射 痕 。 

注释 ” 萎 粉 属 与 现代 的 Trapa 关系 密切 。 在 地 层 上 由 早 至 新 的 演化 趋势 可 能 是 个 体 

及 口 器 ( 孔 ) 的 大 小 逐渐 增 大 ， 外 壁 皱 〈 在 三 条 外 壁 皱 痕 之 上 ， 常 常 分 布 着 一 些 粒 皱 状 的 

物质 ， 其 厚度 在 两 极 及 孔 区 最 大 ) 也 由 不 发 育 到 发 育 。 早 期 的 葵 粉 属 是 否 与 再 emitrapa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有 待 看 到 该 属 的 花粉 后 再 作 判 断 。 

th =) (新 种 )  Sporotrapoidites medius Guan sp.nov. 

(图 版 40， 图 1 一 25; 图 版 42， 图 5， 63 图 版 55， 图 36， 37 ) 

大 小 为 30 一 30.4X31 一 401mm， 模 式 标本 赤道 轴 40ukm。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侧 面 轮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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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 HEFL, FLBK, FLB1IS—18.2um. HpRERLHy2—2.5um, Wik, db le 

厚 于 内 层 ， 具 三 条 外 壁 裙 痕 ， 在 极 部 联结 旺 “Y2” 形 。 粒 皱 状 的 外 壁 皱 仅 在 部 分 标本 存 

在 ， 厚 度 约 2 一 3Um， 主 要 分 布 在 极 部 及 孔 区 。 平 滑 一 粗糙 或 具 细 粒状 纹饰 。 

这 一 新 种 以 个 体 较 小 (小 于 40 um) , OBS CFL) 较 小 及 外 壁 皱 很 薄 或 大 部 分 不 存 

在 与 渭河 萎 粉 相 区 别 ; 以 个 体 及 孔 较 大 与 小 蓉 粉 〈 个 体 小 于 30um) 有 所 不 同 。 

类 似 的 化 石 曾 被 定 为 ? Plewrospermurm sp. 1 〈 郑 亚 惠 等 1981, 67 页 ， 图 版 

10, 17).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玉泉 组 ， 以 海龙 井 组 较 常 见 。 

3 CRF) Sporotrapoidites minor Guan sp, nov. 

(图 版 41， 图 1 一 43， 图 版 55， 图 28 ) 

大 小 为 22.5 一 30X 20 一 30km， 模 式 标本 25x 23.81/m。 极 面 轮 廊 三 角形 ， 侧 面 轮 廓 

RAG. GRIER. R=. FL 8 一 15um( 一 般 为 10um)。 外 壁 厚 约 2 一 2.5km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三 条 外 壁 袜 痕 在 极 部 联结 呈 “Y2 GB, PERL IL 区 或 极 部 ， 

厚度 约 2 Km。 表面 平滑 、 粗 糙 或 细 粒 状 纹饰 。 

与 本 新 种 相 类 似 的 化 石 在 南 黄海 盆地 被 定 为 ? Plewrospermunm cf .austricum Hofim 

〈 郑 亚 惠 等 ，1981，67 页 ， 图 版 10， 图 21 一 25 ) ， 后 者 为 缴 形 科 现 代 植 物 名 称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玉泉 组 ， 大 量 见 于 海龙 井 组 ， 玉 泉 组 仅 个 别 见 到 。 

渭河 鞭 粉 (新 组 合 Sporotrapoidites weiheensis (Sun & Fan) Guan comb.nov, 

(图 版 42， 图 1 一 人) 

1980 Trapa zweijpeensis， 孙 秀 玉 等 ，103 页 ， 图 版 3， 图 12 一 15。 

大 小 为 42 一 46.8 x 37.5—60um (不 包括 外 壁 皱 ) ，42 一 57.2x 45—71.2um (包括 

Spee) 。 极 面 轮 廊 三角形， 侧面 轮廓 局 圆 形 或 透镜 形 。 具 3 孔 ， 扎 大 而 圆 ， 孔 径 20 一 

22.5Um， 沿 赤道 排列 ， 突 出 于 轮廓 线 上 。 外 壁 厚 约 2 一 2.5um， 分 为 两 屋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在 近 扎 处 变 薄 并 隆起 。 三 条 外 壁 裙 痕 从 一 极 通过 孔 向 另 一 极 延伸 ， 在 极 部 W 120° 

Je fi HBR MSY” 形 。 在 三 条 裙 痕 的 上 面 常 具有 粒 皱 状 的 外 壁 皱 (有 时 部 分 脱落 )， 

其 厚度 在 极 部 及 孔 区 最 大 。 平 滑 、 粗 糙 或 轻微 颗粒 状 纹饰 。 

本 种 在 个 体 和 和 孔 的 大 小 以 及 外 壁 皱 发 育 程 度 上 与 现代 植物 Trapa natans 花粉 形态 较 

接近 ， 与 本 属 其 他 两 个 种 的 区 别 是 个 体 大 和 外 壁 皱 较 发 育 。 

与 本 种 类 似 的 化 石 曾 被 定 为 Trapa cf. bispinosa Roxa( 郑 亚 惠 等 ，1981，66 页 ， 

图 版 9 ， 图 36 一 38 ) 及 ? Pleurospermum sp. 2( 郑 亚 惠 等 ，1981，68 页 ， 图 版 10， 图 

16). 

Bi ”海龙 井 组 一 玉 凡 组 ， 常 见于 玉泉 组 。 

胡桃 科 Jugiandaceae 

山 核 桃 粉 属 Caryapollenites Raatz, 1937 

光山 核桃 粉 Caryapollenites simplex (Potonié) Raatz 

(图 版 42， 图 14 一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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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Caryapollenites simplex, Potonie, -A}K20, A433. 

1981 Caryapollenites simplex, RZEEF, 108H, AhR34, A36—38. 

轮廓 圆 形 一 近 圆 形 ， 直 径 31.9 一 41.3Um。 具 三 孔 ， 和 孔 椭 圆 形 , 孔径 约 2—-3um, WT 

赤道 均匀 分 布 ， 无 孔 环 。 外 壁 厚 约 1.5km， 两 层 ， 内 外 层 等 厚 或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平 

滑 或 粗糙 ， 轮 廓 线 平滑 。 

本 种 以 轮廓 较 圆 ， 个 体 较 大 与 三 角 山 核桃 粉 相 区 别 ;， 以 孔 数 少 及 亚 赤道 均匀 分 布 与 

圆 形 胡 桃 粉 不 同 。 

Bi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fAWwWRM Caryapollenites triangulus (Pflug) Krutzsch 

〈 图 版 42， 图 10，12 ) 

1953 Subtriporopollenites simplex subsp. triangulus, Thomson & Pflug, 86 页 ， 图 版 %， 

图 58 一 61。 

1981 Caryapollenites triazgulus， 宋 之 琛 等 ，108 页 ， 图 版 33， 图 38 一 10。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32.5 一 36.3km。 具 三 孔 ， 沿 亚 赤 道 角 端 均匀 分 布 ， 孔 椭圆 

Hw, FL 3—4um, FILM. HEEA1.5um, We, ASE. Aine we, 

廊 线 平滑 。 
Ef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Wie (HHH) Caryapollenites sp. 

(图 版 42， 图 11 ) 

轮廓 近 卵 圆 形 ， 大 小 42.5x 35Um。 具 三 孔 ， 孔 圆 形 ， 和 孔径 约 24m， 亚 赤道 均匀 分 

布 ， 无 孔 环 。 外 盛 厚 约 2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较 粗糙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个 别 见 到 。 

胡桃 粉 属 Juwglanspollenites Raatz, 1937 

BAM Juglanspollenites rotundus Ke et Shi 

(图 版 43， 图 27，28 ) 

1978 Juglanspollenites rotuzad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4 页 ， 图 版 33， 图 25 一 27。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30.5 一 434mo。 具 5 一 8 孔 ， 沿 赤道 或 不 规则 分 布 ， 孔 椭圆 形 ， 孔 径 

约 3/m， 具 弱 孔 环 或 无 孔 环 。 外 壁 厚 约 1 一 1.5kum ,至 孔 处 不 变 薄 或 隆起 ,纹饰 近 平 滑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以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较 多 。 

四 孔 胡 桃 粉 ”Juglanspollenites tetraporus Sung & Tsao 

(图 版 43， 图 11 ) 

1978 Juglanspollenites tetraporu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4 页 ， 图 版 34， 图 11 一 15。 

轮廓 方形 ， 边 直 或 稍 凸 ， 直 径 30.4Um。 具 4 孔 ， 均 匀 分 布 于 赤道 上 上。 外壁 厚 约 

1.5k&m， 两 层 ， 至 孔 处 内 外 层 不 分 离 。 纹 饰 近 平 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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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种 以 具 4 孔 与 5 一 10 孔 的 真 胡 桃 粉 和 圆 形 胡 桃 粉 相 区 别 ; 与 星 形 枫 杨 粉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孔 数 为 5 一 7 个 ， 而 且 孔 型 呈 唇 孔 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真 胡 狂 粉 ”Juglanspollenites verus Raatz 

(图 版 43， 图 1 一 10，12，16，17 ) 

1960 Juglanspollenites verus，Potonie，135 页 ， 图 版 8， 图 188。 

1981 Juglanspollenites verus， 宋 之 琛 等 ，110 页 ， 图 版 34， 图 29，34，35。 

轮廓 多 角形 ， 边 直 或 微 凸 ， 直 径 22.7 一 37.44m, 具 5 一 7 孔 , 沿 赤 道 或 亚 赤道 分 布 , 孔 

有 时 具 弱 孔 环 。 外 壁 厚 约 1 一 1.54m， 两 层 ， 内 外 层 不 分 离 ， 直 伸 达 孔 边 。 外 壁 平 滑 或 

细 粒 状 ， 腐 蚀 后 外 壁 表 面 显 得 很 粗糙 。 

Bit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多 孔 粉 属 Multiporopollenites (Pflug) Potonié, 1960 

斑点 多 孔 粉 ”Murltiporopollenites maculosus (Potonié) Thomson & Pflug 

〈 图 版 43， 图 25，26 ) 

1953 Multiporopollenites maculosus, Thomson 长 Pflug，94 页 ， 图 版 10， 图 95。 

1978 Multiporopollenites ?iacu1os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 105 页 ,图 版 34, 图 18 一 20 。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35.4 一 50k4m。 具 散 孔 ， 孔 多 于 15 个 ， 孔 小 而 圆 ， 孔 环 微 弱 。 外 

壁 厚 约 2um, AMARAN BR. AFH 

本 种 以 孔 数 较 多 、 孔 较 小 与 胡桃 粉 属 的 各 种 相 区 别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枫 杨 粉 属 Pterocaryapollenites Raatz, (1937) 1938 ex Potonié, 1960 

具 环 枫 杨 粉 (BR) Pterocaryapollenites annulatus Song sp.nov. 

(图 版 43， 图 21 一 24 ) 

轮廓 多 角形 ， 直 径 25.3 一 30.4ukm， 模 式 标 本 直径 30.4um。 具 5 孔 ， 分 布 于 赤道 角 

端 。 外 壁 厚 约 1.5&m， 两 层 ， 孔 区 外 层 隆 起 较 高 ， 并 显 清晰 的 孔 环 结构 ， 内 层 不 伸 达 

孔 。 纹 饰 点 纹 状 ， 轮 廓 线 平滑 。 

本 新 种 以 孔 区 外 层 隆 起 较 高 和 显 清晰 的 孔 环 结构 与 星 形 枫 杨 粉 不 同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星 形 枫 杨 粉 ”Plerocaryapollenites stellatus (Potonié) Raatz 

(图 版 43， 图 13 一 15，18 一 20 ) 
1953 Polyporobollenites stellatus, Thomson & Pflug，91 页 ， 图 版 10， 图 85 一 94。 

1960 Pterocaryapollenites stellatus，Potonie，132 页 ， 图 版 93， 图 183。 

1981 Pterocaryapollenites stellatus， 宋 之 琛 等 ，109 页 ， 图 版 34， 图 28。 

轮廓 多 角形 ， 边 较 平 直 ， 直 径 27.8 一 32.9um。 具 5 一 7 孔 ， 一 般 等 距离 分 布 于 赤 i 

角 端 。 外 壁 厚 约 1.5km， 两 层 ， 外 层 在 孔 处 略 隆起 呈 层 状 ， 内 层 不 伸 达 孔 ， 或 至 孔 处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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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 纹 饰 平 滑 、 点 纹 或 细 颗 粒状 ， 腐 蚀 后 外 层 表 面 显得 很 粗糙 ， 轮 廓 线 平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亚 三 孔 粉 属 Subtriporopollenites Pflug & Thomson, 1953 

粒 纹 亚 三 孔 粉 ”Subtriporopollenites granulatus Sung & Lee 

〈 图 版 42， 图 13 ) 

1976 Subtriporopollenites granulatus, Sung 作 Lee，36 页 ， 图 版 7， 图 21 一 29。 

1981 Subtriporopollenites grazulatus， 宋 之 琛 等 ，109 页 ， 图 版 33， 图 13 一 21。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27.8Um。 具 三 孔 ， 近 亚 赤 道 分 布 。 外 壁 厚 约 1km， 层 次 不 ie. A 

颗粒 状 纹 饰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本 种 以 个 体 较 小 及 表面 具 细 颗粒 状 纹饰 与 个 体 较 大 、 纹 饰 光滑 或 粗糙 的 山 核桃 粉 属 

各 种 相 区 别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玉泉 组 。 

ERR Labiatae 

层 形 三 沟 粉 属 Labitricofpites Ke et Shi, 1978 
致密 唇 形 三 沟 粉 (新 种 ) ZLabitricolpites densus Song sp. nov. 

〈《 图 版 44， 图 1 ) 

大 小 为 27.3x 18.24km， 轮 廊 宽 椭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窍 而 深切 , 伸 达 两 极 。 极 部 外 壁 

BT PERM, WEA sum, AAA 2um; 外 层 明 显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基 柱 结构 发 

Bo Ai MR BAK, FUR AEFI. 

本 新 种 以 体积 较 小 和 外 壁 相 对 较 厚 的 特征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容易 区 别 。 

Bm ”三 潭 组 。 

细 粒 唇 形 三 沟 粉 (比较 种 ) Labitricolpites cf. microgranulatus Ke et Shi 

(图 版 53， 图 21，22 ) 

大 小 为 33.8 一 34.6x 21.2—21.8um, RMA. H=W, WAK, RY, FR he 

宽 圆 ， 中 沟 尤 为 明显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显 细弱 的 基 柱 结构 。 纹 饰 稠密 

的 颗粒 状 。 

当前 标本 的 体积 比 细 粒 唇 形 三 沟 粉 〈 工 . microgranulat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3 页 ， 图 版 50， 图 21 一 27 ) 的 小 ,后 者 长 约 37.5 一 47.5Um， 其 余 特 TER 同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本 种 原 产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的 渐 新 统 ， 以 东营 组 较为 常见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狭窄 唇 形 三 沟 粉 ”ZLabitricolpites stenosus Ke et Shi 

(图 版 44， 图 3 ) 

1978 Labitricol pites steiosyk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4 页 ， 图 版 50， 图 7 一 10。 

大 小 为 40x23.4km， 轮 廓 长 椭圆 形 一 梭 形 ， 两 端 变 窗 。 具 三 沟 ， 沟 细 ， 长 达 极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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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几 近 汇合 。 外 壁 厚 2.5mm, SaRET A, HEAR, RRP 上 为 点 

状 纹饰 。 
本 种 以 侧面 观 轮廓 在 两 端 变 窄 与 本 属 其它 种 相 区 别 。 

Bi =. 

唇 形 三 沟 粉 (未定 种 Labitricolpites sp. 

《图 版 44， 图 2 ) 

大 小 为 35x 304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而 深切 。 极 部 外 壁 明 显 厚 于 赤道 部 

位 的 ， 前 者 厚 约 3u&m， 后 者 约 14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粗 焙 ， 轮 廓 线 微 波状 。 

Bf ”三 漂 组 。 

稀 沟 粉 属 Stephanocolpites (Van der Hammen 1954，1956 )Potonie，1960 

2st#i = Stephanocolpites costatus Van der Hammen 

属 征 ”赤道 轮廓 圆 形 ， 侧 面 观 卵 圆 形 ， 具 多 条 沟 ， 均 不 伸 达 极 部 。 外 壁 “ 网 状 一 穴 

TR” 7 

稀 沟 粉 (未 定 种 ) Stephanocolpites sp. 

〈 图 版 44， 图 5，6 ) 

大 小 为 39x27.3u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宽 圆 。 具 多 条 沟 ， 沟 不 伸 达 极 , 末 端 尖 锐 。 

外 壁 厚 24m， 分 为 近 等 厚 的 两 层 。 纹 饰 为 模糊 的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 

Bt ”三 潭 组 。 1 

豆 科 Leguminosae 

边 沟 孔 粉 属 ”Margocolporites Ramanujam, 1966 ex Srivastava, 1969 

模式 种 ”Margocolporites tsukadai Ramanujam (模式 种 由 Srivastava 1969 年 指定 

AY)» 

属 征 Ski, WA—MMAw, Barwa SFL (3-zonimargocolporate ), 

4 ( 指 在 赤道 上 的 宽 的 纵向 伸 长 的 沟 状 区 域 ) 平滑 ， 粒 纹 或 细 网 纹 ， 外 壁 表 面具 网 状 

或 棒状 纹饰 。 

注释 margocolporate 一 词 由 Tsukada(1963) 提 出 ， 按 其 意思 ， 是 指 在 赤道 区 具 

一 宽 的 、 子 午 向 伸 长 的 沟 状 条 带 (furrow-like streak)， 其 中 部 具 一 得 沟 或 有 时 还 有 

一 孔 ， 外 壁 有 时 有 些 加 厚 ， 并 具 清 晰 的 纹饰 。 

亲缘 关系 Caesalpinia 和 Mezoneurum, 

拟 云 实 边 沟 孔 粉 (新 种 ) Margocolporites cristoides Zheng sp. nov, 

《图 版 44， 图 7 ) 

近 球 形 花 粉 ， 极 面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约 444m。 三 边 沟 孔 ， 边 沟 长 达 极 区 ,但 未 连接 ; 

在 赤道 部 位 边 沟 宽 达 20km 左 右 ， 向 两 极 逐 渐变 窗 ， 边 缘 稍 显 加 厚 ; 孔 位 于 边 沟 中 部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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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K. SpE 2um, IMAG ETA. AhiMK, WIRB@1—2.5um, WA 由 

颗粒 组 成 。 边 沟 上 显 细 颗 粒 或 细 网 状 纹饰 :轮廓 线 细 齿 状 。 

本 新 种 以 外 壁 具 较 粗 的 网 状 纹饰 ,网 疹 由 颗粒 组 成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六 瓣 边 沟 孔 粉 ( 宋 之 
琛 等 ，1981,131 页 ， 图 版 47， 图 35，36 ) ; 新 种 与 现 生 种 Caesalpinia crista L. 的 花粉 

(《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155 页 ,图 版 57， 图 2 一 2d) 在 大 小 、 形 态 和 构造 等 均 十 分 相似 ， 

种 名 由 此 而 来 。 

Ef ”三 潭 组 。 

六 办 边 沟 孔 粉 ”Margocolporites hexalobus Zhou 

《图 版 44， 图 9 ) 

1978 Margocol porites hnexalobgxk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2 页 ， 图 版 42， 图 2，3。 

1981 Margocol porites hnexalopguks， 宋 之 琛 等 ，131 页 ， 图 版 47， 图 35，36。 

极 面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32.5Um。 三 边 沟 孔 ， 边 沟 长 达 两 极 , 在 赤道 部 位 宽 约 15um， 

边缘 加 厚 明 显 ; 和 孔 位 于 边 沟 的 中 部 ， 略 伸 长 成 短 沟 状 。 外 壁 厚 约 24m， 外 层 显著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网 状 ， 边 沟 上 具 细 颗粒 状 。 三 个 边 沟 与 边 沟 间 区 交错 ， 界 限 明 显 ， 形 成 六 瓣 

Ks 轮廓 线 波 状 。 

本 种 产 于 苏 北 及 渤海 沿岸 地 区 等 渐 新 统 。 

层 位 ”三 漂 组 。 

小 边 沟 孔 粉 (新 种 ) Margocolporites minor Zheng sp. nov. 

(图 版 4， 图 8 )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26um。 三 边 沟 孔 ， 边 沟 长 达 极 区 ,在 赤道 部 位 宽 8 一 10Um， 

向 两 极 变 窗 , 端 锐 ， 孔 位 于 边 沟 中 部 , 略 伸 长 ,可 见 不 太 厚 的 孔 缘 加 厚 。 外 壁 厚 约 2.5um， 

向 边 沟 区 变 薄 ,外 层 明 显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棒 瘤 状 , 棒 长 约 2um, BLAB, HEA lum; 

棒 瘤 向 边 沟 变 细 ， 平 面 投影 显 不 规则 的 网 状 图 形 ， 轮廓 线 波 浪 形 。 

本 新 种 以 外 壁 具 棒 瘤 状 纹饰 并 向 沟 边 变 细 而 与 冬青 属 花粉 相似 ， 但 以 其 边 沟 孔 的 结 

构 而 相 区 别 ， 新 种 以 较 小 的 个 体 及 具 棒 瘤 状 纹饰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三 潭 组 。 

边 沟 孔 粉 ? © RH) Margocolporites? sp. 

(图 版 44， 图 4 ) 

轮廓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31x 22.5um。 三 边 孔 沟 , 边 沟 长 达 极 区 ， 在 赤道 部 位 宽 约 8ums 

孔 位 于 边 沟 中 部 ， 略 向 纵向 伸 长 。 外 壁 厚 约 1.5ukm， 层 次 不 清 ， 表 面具 不 规则 的 细 网 状 

纹饰 。 

当前 化 石 因 轮 廓 椭圆 而 存疑 地 置 于 本 属 。 

层 位 ”三 漂 组 。 

百合 科 Lili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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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 粉 属 Liliacidites Couper, 1953 

百合 粉 (未 定 种  Liliacidites sp. 

《图 版 44， 图 20，21 ) 

大 小 51.1x29.24m， 轮 廓 为 舟 形 ,外 壁 厚 约 1km， 其 上 具 短 棒状 结构 ， 平 面 上 反映 

为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呈 小 齿 状 。 

ARK E FHS Gladiolus, Iris 的 现代 花粉 (《 中 国 热带 亚热带 被 子 植 物 花粉 形 

态 》，1982，410 一 411 页 ) 较为 相像 。 

Bi =84. 

木兰 科 Magnoliaceae 

木兰 粉 属 Magnolipollis Krutzsch, 1970 

木兰 粉 〈 未 定 种 1 ) Magnolipollis sp.1 

〈 图 版 44， 图 17 ) 

大 小 为 57.2x 28.9um， 轮 廓 为 纺锤 形 。 具 单 沟 ， 沟 长 贯穿 花粉 。 外 壁 厚 近 1.5um， 

层次 不 显 。 颗 粒状 纹饰 ， 颗 粒 常 联 成 蠕虫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木兰 粉 (KER 2 ) Magnolipollis sp. 2 

〈 图 版 44， 图 16 ) 

AAA 62.4 28.6um, AB, APR Pes AE, Ue Ab AB. AM 

My. SPREE, FA MAL RA he RAC, SP RERR I ARS), ERA SOR 

Ro 

Bt 74. 

锦 蔡 科 Malvaceae 

锦 苍 粉 属 Malvacearumpollis Nagy, 1962 

模式 种 ”MaluacearwmpolIis bakonyensis Nagy 

属 征 ”花粉 大 球形 ， 轮 廊 圆 形 ;， 覆盖 间距 较 宽 的 锥 刺 ， 位 于 发 达 的 基 柱 壁 的 加 厚 

上 ;外壁 表面 细 点 状 ; 孔 小 ， 牙 而 均匀 地 分 布 于 球面 上 。 

KH (MH) Malvacearumpollis magnus Song sp. nov. 

〈 图 版 44， 图 22 ) 

HiK 160um, 轮廓 圆 形 而 略 显 角度 。 具 散 孔 , 约 20 个 以 上 ， 扎 圆 形 ， 孔 径 8 一 104m， 

无 明显 边缘 。 外 壁 厚 4 一 5u&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基 柱 结 构 可 见 。 锥 刺 状 

纹饰 ， 锥 刺 处 于 微 增 厚 的 外 壁 上 ， 长 可 超过 20km, Hit, 外壁 其 它 表 面 密 布 细 点 至 细 粒 

状 纹饰 。 

此 新 种 以 体积 大 、 外 壁 较 薄 和 锥 刺 长 等 特征 不 同 于 本 属 的 模式 种 M. bakonyensis 

Nagy (1962，159 页 ， 图 13，14)。 后 者 的 体积 为 100km， 锥 刺 长 6 一 14um， 间 距 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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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4um,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个 别 见 到 。 

Wh AY el $8 BER C BFL «© Malvacearumpollis dispinus Guan sp. nov, 

(图 版 44， 图 15 ) 

直径 32.9um， 轮 廓 圆 形 。 具 多 孔 ， 约 15 个 ， 孔 大 多 呈 圆 形 ， 直 径 约 2.5um， 具 和 孔 

边 加 厚 ,形成 孔 环 , 孔 环 帘 约 1km。 外 壁 相 对 较 厚 , 约 2km。 刺 状 纹饰 ， 刺 长 4 一 5&m Hl 

间 还 分 布 着 微 刺 ， 微 刺 长 1.5um 左 右 。 

本 新 种 以 其 纹饰 由 刺 和 微 刺 的 相间 分 布 为 特征 ， 并 以 此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东海 群 。 

FL Meliaceae 

栋 粉 属 Meliaceoidites Wang, 1980 

模式 种 Meliaceoidites rhomboiporus Wang 

BE ”侧面 轮廓 椭圆 形 或 近 圆 形 ， 两 端 圆 钝 ， 两 边 外 突 。 三 孔 沟 ， 沟 窄 ， 长 达 两 

hm, AY, MEM, WAM ees FLEET, AB. BBM “Se 

眼 ” 状 。 外 壁 中 等 厚度 ， 一 般 无 基 柱 构造 ， 表 面 平 滑 或 具 细 网 状 纹饰 : 轮廓 线 上 平滑 。 
现 生 植物 Nitraria 的 花粉 与 具 三 孔 沟 的 Meliaceoidites 的 花粉 在 大 小 、 形 态 及 孔 沟 的 

构造 等 均 十 分 相似 。 宋 之 琛 等 最 近 研 究 青海 第 三 纪 孢 粉 ， 发 现 大 量 与 Nitraria 相似 的 花 

粉 ， 他 们 以 外 壁 之 厚薄 来 区 分 这 两 属 ， 把 外 壁 厚 的 归属 于 前 者 ， 外 壁 较 薄 的 置 于 后 者 ， 

并 对 原 杯 粉 属 的 一 些 种 作 了 新 组 合 。 

柔弱 栋 粉 (新 种 ) Meliaceoidites delic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44， 图 10，11 ) 

轮廓 宽 椭 圆 形 ,大 小 为 25 一 26 x 21 一 24um ,模式 标本 大 小 为 25 x 2lum, =FL, W 

窄 ， 长 达 极 区 ， 沟 腔 不 太 发 育 ， 孔 较 小 ， 横 向 伸 长 ， 向 两 侧 尖 灭 ， 横 颖 长 3 一 4um。 外 

壁 厚 1 一 1.5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饰 弱 颗 粒状 或 显 细 网 状 图 形 ;， 轮廓 线 具 细 齿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以 个 体 较 小 、 沟 细 长 、 孔 小 而 横 颖 长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eet (未定 种 = Meliaceoidites sp. 

( A444, 13 ) 

近 球 形 花 粉 ， 轮 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23um AA. =FLW, WH, RH, FLAK, “HH 

了 眼 状 ”， 具 较 明 显 的 孔 缘 加 厚 。 外 壁 厚 约 1.5k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轮 

廓 线 上 稍 不 平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杨梅 科 Myric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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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 粉 属 Myricipites Wodehouse, 1933 

ARR CRE) Myricipites sp. 

(图 版 44， 图 14 ) 

大 小 25.3x21.5um, 轮廓 近 方 形 , 边 外 凸 。 具 4 孔 ， 赤 道 或 亚 赤 道 位 置 ; 孔径 较 大 ， 

3.81m。 外 壁 厚 约 2k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外 层 在 孔 口 加 厚 ， 其 内 侧 显 模糊 的 微 齿 状 ;， 内 

层 未 至 孔 口 即 中 断 ， 并 向 内 弯 ， 纹饰 较 平 滑 。 

层 位 ”三 漂 组 。 

HERE Myrtaceae 

桃 金 娘 粉 属 Myrtaceidites (Cookson & Pike, 1954) Potonié, 1960 

HSM? 〈 未 定 种 ) Myrtaceidites? sp. 

〈 图 版 44， 图 12 ) 

直径 16um 左 右 。 三 角形 轮廓 , 边 平 直 或 稍 凸 。 三 孔 沟 , 副 合 沟 ; 孔 宽 大 ， 角 端 位 置 ， 

具 孔 缘 加 厚 。 外 壁 较 薄 ， 厚 1um 左 右 ， 层 次 不 清 。 纹 饰 弱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上 稍 不 平 。 

当前 花粉 因 孔 缘 加 厚 较 明显 而 存疑 地 置 于 本 属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瑞 桐 科 Nyssaceae 

紫 树 粉 属 Nyssapollenites Thiergart, 1937 

极 面 兹 树 粉 ”Nyssapollenites pseudolaesus (Potonié) Thiergart 

(图 版 45， 图 7 一 14 ) 

1953 Tricolporopollenites kruschi asp. pseudolaesus, Thomson & Pflug, 104%, Ahxl3, 

图 47 一 63。 

1978 Nvyssapollenites bsexkdolaes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7 页 ， 图 版 47， 图 1 一 4。 

1981 Nvyssapollenites pseudolaesus, «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 物 图 册 》，52 页 ， 图 版 20， 

图 10。 

透镜 体形 ，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直 径 25—36um; 侧面 轮廓 扁 圆 形 至 近 圆 形 ， 大 小 

22.5 一 28.8X27.5 一 30um。 三 孔 沟 ， 沟 细 , 中 等 长 度 , 具 不 宽 的 沟 腔 。 外 壁 厚 约 1—2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向 沟 边 变 薄 ， 而 后 又 包围 于 孔 。 纹 饰 颗粒 或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上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PO BH CMR)  Nyssapollenites reticul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45， 图 15，17 一 20 ) 

直径 35 一 40km， 模 式 标 本 直径 36.3um， 轮 廓 三 角形 。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沟 细 长 ， 

或 未 达 极 区 ， 具 不 太 发 育 的 沟 腔 ， 孔 横 长 ， 超 出 沟 腔 范围 。 外 壁 厚 约 2.5um， 向 沟 边 变 

薄 ， 后 又 加 厚 而 围绕 于 孔 。 网 状 纹饰 ,网 眼 直径 1 一 1.5&m， 网 纹 向 沟 边 变 细 ， 网 眼 直径 

AB lum; 轮廓 线 上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以 其 较 发 育 的 网 纹 及 稍 厚 的 外 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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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紫 树 粉 (未 定 种 Nyssapollenites sp. 

(图 版 45， 图 16 ) 

直径 30.4ukm， 轮 廓 近 圆 形 。 三 孔 沟 ， 赤 道 位 置 ， 沟 细 , 长 达 极 区 ， 筷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2.5&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内 外 层 向 沟 边 变 薄 ， 而 后 又 加 厚 围 纸 于 孔 口 。 表 面具 较 粗 的 

颗粒 状 纹饰 ， 当 镜 简 上 升 时 或 显 网 状 图 形 ; 轮廓 线 细 齿 状 。 

Bi 王 泉 组 。 

RB? CATER) Nyssapollenites? sp. 

(图 版 45， 图 21 ) 

直径 46um 左 右 。 三 角形 轮廓 ， 边 稍 凸 。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wa, Wes FLAT eR 

Ke. Spee, E24 1.5u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向 沟 边 变 薄 ， 但 在 孔 边 加 厚 或 不 明显 。 

纹饰 颗粒 状 ， 分 布 较 密 而 均匀 ; RAE PARE. 

当前 化 石 因 外 壁 在 孔 处 不 具 明 显 加 厚 而 存疑 地 置 于 本 属 。 

Bw ERA. 

MH SE Oenotheraceae 

POSER BR Corsinipollenites Nakoman, 1965 

#2x% = Corsinipollenites oculusnoctis ( Thierg. ) Nakoman 

属 征 ”花粉 粒 具 3 孔 。 近 或 超 透镜 体形 ，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孔 赤道 位 置 ， 和 常 因 石 化 

作用 或 压缩 而 使 其 位 置 可 变 ; 从 极 面 观 ， 孔 常 移 向 一 极 ， 但 在 赤道 轮廓 仍 可 清楚 显示 。 

孔 因 外 层 包 围 着 孔 环 状 加 厚 的 内 层 而 显 特殊 构造 。 外 壁 相 对 较 薄 ， 约 2 一 5um。 

Krutzsch (1968) 曾 阐述 本 属 的 属 征 如 下 : 3 FL, KARA, BANE 形 一 球 

形 ;，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至 亚 圆 形 ， 具 大 而 复杂 的 萌发 孔 ， 萌 发 孔 赤 道 位 置 ， 平 面 观 显 辐射 

状 ， 具 很 发 育 的 环 ， 突 出 形 如 眼珠 。 外 壁 一 般 具 结构 层 ， 军 有 四 合 花粉 。 

本 属 与 现代 植物 柳 叶 菜 科 〈Oenotheraceae ) 的 柳 叶 菜 属 (Epilobium ) 、 倒 挂 金 

钟 属 ( Fuchsia) 、 月 见 草 属 〈(Oenothera ) 等 的 花粉 可 能 有 系 关 。 

拟 丁 香 蓝 柳 呈 菜 粉 Corsinipollenites ludwigioides Krutzsch 

(图 版 45， 图 23，24 ) 

1968 Corsini pollenites Judwigioidqes， 玫 rutzsch，782 页 ， 图 版 4， 图 12 一 18。 

直径 36.5 一 38u&m， 轮 廓 近 圆 形 或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 具 3 孔 ， 孔 大 ， 圆 形 ， 赤 道 或 

亚 赤 道 位 置 ， 孔 径 7.6km， 和 孔 环 帘 3 一 3.5um。 外 壁 厚 1 一 24m， 常 具 不 规则 的 裙 铲 ; 表 

面 平滑 一 点 状 纹饰 。 

本 种 的 个 体 较 小 ， 外 壁 较 薄弱 ,， 易 和 其 他 种 区 别 ;， 它 与 现代 植物 丁香 划 属 (Idwi- 

gia 工 . ) 的 花粉 可 能 有 一 定 的 亲缘 系 关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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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 柳 叶 菜 粉 ”Corsinipollenites triangulus ( Zakl. ) Ke et Shi 

(图 版 45， 图 25 一 27 ) 

1956 Chamaenerites triangulae，Zaklinskaja， 图 版 17， 图 1 一 4。 

1978 Corsinibollenites triangulxk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9 页 ， 图 版 48， 图 3 4, 

fei, 

直径 48.1 一 50.6ukm，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凸 出 。 具 3 孔 ， 孔 大 ， 圆 形 ， 在 赤道 上 显 S 

突出 ;和 孔径 6.5 一 8km， 和 孔 环 帘 3.5 一 5um。 极 区 或 具 三 射线 痕 ， 射 线 指向 孔 间 区 。 外 壁 

厚 约 2 一 2.5km， 表 面 点 状 一 细 粒 状 纹 饰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本 种 以 个 体 较 大 及 明显 的 三 射线 痕 与 拟 丁香 理 柳 时 菜 粉 区 别 ; 也 以 明显 的 三 射线 痕 
~5 C.oculusnoctis 不 同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木犀 科 Oleaceae 

检 粉 属 FraxinoipoIlenites Potonié, 1951, 1960 

模式 种 OFraxinoipollenites pudicus Potonie 

属 征 ”长 卵 圆 形 至 纺锤 形 。 具 三 条 长 沟 ， 无 沟 折 和 孔 。 外 壁 粒 状 至 网 状 ， 轮 廓 线 微 

齿 状 。 

“ARISE = Fraxinoipo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Ke et Shi 

(图 46， 图 1 一 4 ) 

1978 Fraxinoipo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 渤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 141 页 ， 图 版 49， 图 

10—16, 

He FE IAG, AA) 27.9—32.5x 22.5—28um, R=WFLW, WKILWRE, W 

中 部 具 不 显著 的 假 孔 状 构造 。 外 壁 厚 近 2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基 柱 结构 发 育 ， 纹 饰 

为 由 小 棒 构 成 的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波 状 。 

类 似 的 化 石 见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渐 新 统 沙 河 街 组 和 东营 组 。 

展位 ERA—= HA. 

oP SB C ELHEFH ) «= Fraxinoipollenites cf. microreticulatus Ke et Shi 

(图 版 46， 图 5 ) 

大 小 30km， 花 粉 粒 与 细 网 检 粉 基本 相似 ， 仅 以 沟 明 显 开 裂 ， 并 具 沟 缘 加 厚 之 差异 而 

定 为 它 的 比较 种 。 

层 位 ”三 漂 组 。 

网 面 棋 粉 ”Fraxinoipoltenites reticulatus Ke et Shi 

(图 版 46， 图 6，7 ) 

1978 Fraxinoi pollenites reticulatus, «wR KEB=AwWH»~,141m, Ahe49, 图 17 一 19。 

(hl FO ER WIG, 2e7)30x 27 一 29um。 具 三 拟 孔 沟 。 外 壁 厚 约 1.5 一 2xm， 外 层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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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内 层 ， 向 孔 沟 处 稍 变 薄 。 纹 饰 由 棒 组 成 的 网 状 ， 网 腿 直径 1—1.5um, fy FL yw ae 
小 ， 轮 廓 线 为 明显 的 波状 。 

当前 化 石 在 形态 、 三 拟 孔 沟 构造 及 外 壁 纹饰 等 方面 均 与 网 面 楼 粉 相似 ， 但 棒 纹 似乎 
更 为 发 育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AR (未定 种 1 ) Fraxinoipollenites Sp .1 

(图 版 46， 图 9 ) 

大 小 33.9x 214m， 轮 廓 椭圆 形 ， 两 端 浑圆 。 具 三 沟 ， 沟 长 几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约 2.5 

A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显 基 柱 结构 。 表 面 为 颗粒 形成 的 细 网 状 纹饰 ， 轮 

RAGE ! 

层 位 ”三 漂 组 。 

楼 粉 (未 定 种 2 Fraxinoipollenites sp.2 - 

(图 版 46， 图 8 ) 

大 小 31.8x18.24m， 轮 廊 长 林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极 , 沟 中 部 微 弯曲 , 或 为 假 孔 。 

外 壁 岗 坚固 ， 表 面 为 得 棒状 纹饰 ， 在 平面 上 反映 为 不 规则 的 网 状 图 案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木屋 粉 属 Oleoidearumpollenites Nagy, 1969 

模式 种 Oleoidearumpollenites reticulatus Nagy 

Bit 椭圆 形 、 长 圆 形 或 扁 圆 形 之 三 孔 沟 、 三 拟 孔 沟 或 三 沟 花 粉 。 外 壁 网 状 纹饰 ， 

基 棒 层 的 棒 长 2 一 4u 叫 。 外 和 孔 具 角度 ， 内 筷 圆 形 。 

Nagy 认为 ， 她 的 属 以 较 小 的 基 棒 和 棒 瘤 区 别 于 Caprifofiipites; 以 形状 、 均 匀 的 网 

纹 和 较 小 的 棒 瘤 区 别 于 Texpollenites。 其 形状 和 大 小 似乎 可 与 WK Hp Ligustrum 和 - 

Jasminum 的 花粉 相 比较 。 

木犀 粉 〈 未定 种 Oleoidearumpollenites sp. 

(图 版 45， 图 22 ) 

极 面 观 三 裂 圆 形 ， 大 小 37.6Um。 具 三 沟 ， 沟 宽 裂 。 外 壁 厚 约 2.5u&m, HER HBE 

结构 。 纹 饰 粗 网 状 , 网 脊 由 单行 基 柱 头 构成 ,网 眼 多 角形 或 伸 长 形 ， 直 径 一 般 2 一 3km， 

轮廓 线 呈 大 的 波浪 形 。 

Bi 三 漂 组 。 

SHIRL Palmae 

HBB Arecipites Wodehouse, 1933 

模式 种 Arecipites punctatus Wodehouse 

属 征 ”花粉 粒 椭 球 形 ， 具 一 长 沟 ， 沟 一 般 紧 闭 ， 在 其 两 端 不 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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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FREM Arecipites butomoides Krutzsch 

〈 图 版 46， 图 14，15 ) 

1970 Arecipites butomoides 上 rutzsch，112 页 ， 图 版 24， 图 12 一 16。 

A/)26—31 X18—23.5um, MHRA. RAW, WHA, ILA 两 极 。 外 

壁 厚 1.5 一 24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略 显 基 柱 结构 。 细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 齿 状 。 

本 种 分 为 两 亚 种 ， 当 前 标本 和 其 Arecipites butomoides butomoides 亚 种 几 相 同 ， 此 

种 产 于 欧洲 上 新 统 。 

本 种 与 现代 植物 Butomus umbellatus 的 花粉 (Erdtman，1954， 图 版 1， 图 3， 

4 ) 相像 。 

层 位 三 漂 组 。 

KiQt:HBR Arecipites longicolpatus Krutzsch 

(图 版 46， 图 11 一 13 ) 

1970 Arecipites lonrgicolpatus， 开 rutzsch，118 页 ， 图 版 25， 图 1 一 9。 

AN 31—46.8X18.1—26.4um, 侧面 轮廓 椭圆 形 ， 极 部 略 锐 。 单 沟 ， 沟 的 中 部 细 
罕 ， 不 张 开 ， 两 端 或 微 扩张 。 外 壁 或 为 等 厚 的 两 屋 ， 表 面 为 弱 网 状 一 微细 网 状 纹饰 ， 轮 

RARER » 

本 种 以 体积 较 大 ， 两 端 较 锐 和 纹饰 较 细 弱 与 前 一 种 不 同 。 此 种 化 石 产 于 欧洲 的 上 新 

统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漂 组 。 

MM CREM) Arecipites sp. 

(图 版 46， 图 10 ) 

大 小 31.2x22.1km， 侧 面 轮廓 椭圆 形 一 卵 圆 形 。 具 单 沟 ， 沟 的 长 度 短 于 花粉 粒 的 

长 度 ， 沟 的 两 端 略 比 中 部 宽 。 外 壁 厚 约 Im， 分 为 两 屋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细 颗粒 状 至 微 

网 状 纹饰 。 

层 位 ”三 漂 组 。 

HR Polygonaceae 

¥RwH Persicarioipollis Krutzsch, 1962 

模式 种 OPersicarioipollis meuseli Krutzsch 

BE LMREBKERE LAACEDE.KRMAEA MAH MRS C palli- 
sades ) ， 在 大 纹饰 下 常 有 部 分 可 融合 的 两 行 瘤 ， 在 坑 穴 中 有 另外 的 瘤 。 孔 小 ， 开 口 ， 

在 2 一 5 个 坑 突 中 仅 有 一 个 孔 ， 故 孔 数 可 变 。 内 层 明显 平 滑 。 

本 属 以 具有 帮 盖 的 网 纹 区 别 于 Monocirculipollis Krutzsch 1966 #1 Erdtmanipollis 

Krutzsch 1962, 

ae 58388} Persicarioipollis communis Ke et Shi 

(图 版 47， 图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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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Persicarioi pollis communis, « Bie RWKEB=AHH», 118, AM39, 7, 8. 

直径 46.8um, RAB. WKS, MSHA, AKERS HMS A 
形 ， 大 小 4 一 6um， 其 内 具 颗 粒状 纹饰 。 轮 廓 线 波 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以 海龙 井 组 较 多 。 

HBR Persicarioipollis franconicus Krutzsch 

〈 图 版 47， 图 27 ) 

1962 Persicarioipollis framcoxicus， 玫 rutzsch，284 页 ， 图 版 10， 图 5 一 8。 

直径 54.6um, # RAB. MOKA, MARR RAK, REAM, WX 

BS HWSAB, 7E8—loum, HPA MERAH. HAM,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SSH CMR) ) Persicarioipollis juvenalis Guan sp.nov. 

(图 版 46， 图 30，31 ) 

直径 44.8 一 46.84m， 模 式 标 本 46. 8um, HRA. MUKA, MRRP 

组 成 ， 网 穴 呈 多 角形 ， 大 小 8 一 10.5u&m， 其 中 密集 颗粒 状 纹饰 ， 和 孔径 约 3um， 散 布 于 网 

TP. FOR ARR 

APMP CERN KMETRAWMA BRK, MARS HWSAI: Die 

BAT AACA KAIF RALE Ds UNAM AS LEE Hh REED nw 

4A HE): UMA KE BE On SAKE) 又 以 个 体 较 大 与 小 厚 粉 

相 区 别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罗 范 蓝 粉 ”PersicarioipolIis lusaticus Krutzsch 

(图 版 46， 图 28，29 ) 

1962 Persicarioipollis 1uwsaticks， 玫 rutzsch，284 页 ， 图 版 9， 图 13 一 17。 

Ht 39m, RRA. RK-MKAh, MARAE, SSRR, 网 

穴 为 弯曲 的 多 角形 ， 其 中 颗粒 状 纹饰 分 布 不 均 。 轮 廓 线 波状 。 

Bu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小 艺 粉 ”Persicarioipol1is minor Krutzsch 

〈 图 版 46， 图 16 一 19 ) 

1962 Persicarioipollis minor, Krutzsch, 284m, Aik9, A1—s. 

直径 25—28.6um, HARARHAB. RNARMIKAH. MATRA, 

网 穴 呈 弯曲 的 多 角形 ， 大 小 3 一 5um， 其 中 有 颗粒 状 纹饰 。 孔 小 ， 直 径 约 2 一 3&m， 散 布 

FAK C 孔 数 目 不 清 ) 。 外 壁 总 厚 约 dum, Bie, Ale, SS, week, 

柱 较 细 ， 间 隔 较 宽 。 轮 廓 线 波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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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2R Persicarioipollis pliocenicus Krutzsch 

(图 版 47， 图 25，26 ) 

1962 Persicarioipollis pliocenicus, Krutzsch, 284%, A)&9, PA418—25, 

直径 52.5 一 54.6um， RAW. KRMAM NA, PAT HED AY EEA RX, 

基 柱 粗 得， 网 穴 呈 较 规 则 的 5 一 6 角形 ， 大 小 5 一 8um， 其 中 有 颗粒 纹饰 。 具 散 孔 ， 孔 小 。 

外 壁 总 厚 5 一 8km， 两 层 ， 内 层 薄 ， 外 层 厚 ， 由 基 柱 组 成 ， 基 柱 粗 短 。 轮 廓 线 城 霹 状 。 

本 种 以 个 体 及 网 穴 较 大 与 普通 画 粉 相 区 别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沃 札 蓝 粉 ”Persicarioipollis welzowense Krutzsch 

(图 版 46， 图 20 一 27 ) 

1962 Persicarioipollis welzowense, Krutzsch, 284m, AAKK9, A6—12. 

直径 31.2—39um, 轮廓 圆 形 。 网 穴 状 纹饰 ， 网 穴 由 双 行 基 柱 组 成 ， 基 柱 粗 短 ， 网 

灾 呈 弯曲 的 多 角形 ， 大 小 4 一 6um， 其 中 具 晒 粒 纹饰 ， 轮 廓 线 波 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眼 子 菜 科 Potamogetonaceae 

眼 子 菜 粉 属 Potamogetonacidites Sah, 1967 

模式 种 ”Potamogetomnacidites cenozoicus Sah 

Bi ”花粉 无 口 器 ， 极 面 观 圆 形 一 近 圆 形 ， 外 壁 薄 ， 两 层 等 厚 ， 一 般 为 细 网 状 纹 

ti, MAABBE. 

新 生 代 眼 子 菜 粉 ”Potamogetonacidites cenozoicus Sah 

《图 版 49， 图 1 ) 

1967 Potamogetonacidites cenozoicus，Sah， 图 版 4， 图 18。 

1976 Potamogetonacidites cenozoicus, Jansonius & Hills，2132 号 。 

直径 30.3km， 轮 廓 近 圆 形 。 外 壁 厚度 小 于 lum, RES MERA, MRSC, 

RR, HRAAK. 

Sah (1967 ) 描述 的 本 种 标本 要 大 《40 一 55u&m ) ， 考 虑 到 其 他 特征 都 相同 ， 虽 然 

当前 标本 的 体积 较 小 ， 仍 定 为 此 种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山 龙 眼科 Proteaceae 

Uy ERR Proteacidites Cookson ex Couper, 1953 

辽宁 山 龙 眼 粉 ”Proteacidites liaoningensis Ke et Shi 

《图 版 47， 图 3 ) 

1978 Proteacidites 1iaoningens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孢 纪 孢 粉 》;,117 页 ,图 版 38， 图 23 一 26。 

直径 40.54&m，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 具 3 孔 ， 直 径 7um 左 右 ， 扎 缘 不 平 ， 呈 嚼 状 。 

外 壁 厚 约 24m。 纹 饰 为 稀 芷 的 小 瘤 ， 或 偶 夹 小 刺 ， 其 间 布 有 颗粒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刺 型 山 龙 眼 粉 ”Proteacidites spiniformis Ke et Shi 

〈 图 版 47， 图 2 ) 

1978 Proteacidites spiniformis, «?#) #HRWKE BAW», 117, B38, H12—18; 

图 版 60， 图 3，5，6 

直径 38&m， 三 角形 轮廓 ， 边 微 凸 。 具 3 孔 ， 直 径 7.6Um， 和 孔 缘 略 不 平 。 外 壁 厚 约 

1.5um。 纹 饰 为 小 刺 及 棒 刺 状 ， 刺 端 尖 或 钝 ， 分 布 不 均匀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瘤 型 山 龙 眼 粉 ”Proteacidites verruciformis Ke et Shi 

〈《 图 版 47， 图 1 ) 

1987 Proteacidites verruciforr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7 页 ,图 版 38， 图 19 一 22。 

直径 45.5Um， 轮 廊 三 角形 ， 边 微 凸 。 具 3 孔 ， 孔 直径 7.6km。 外 壁 厚 约 2um, 

瘤 状 纹饰 ， 瘤 大 小 2 一 3m， 瘤 间 具 颗粒 。 

当前 标本 的 孔 腔 、 瘤 纹 等 均 与 本 种 的 模式 标本 相似 ， 仅 个 体 稍 大 。 

Bit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BRR Ranunculaceae 

BMH Ranunculacidites Sah, 1967 

模式 种 ”Ranunculacidites communis Sah 

层 位 ”花粉 粒 小 ， 极 面 观 圆 形 ， 赤 道 面 观 近 卵 形 。 具 三 沟 (或 三 拟 孔 沟 ) ， 沟 局 部 

或 全 部 为 沟 膜 所 覆盖 。 纹 饰 多 样 。 

本 属 花 粉 以 具 沟 膜 区 别 于 Tricolpites。 具 盖 粉 属 ( Operculumpollis Sun, Kung & 

Li, 1980) 为 具 沟 盖 的 三 沟 花 粉 ， 但 纹饰 一 般 为 细 网 状 ， 和 昆 栏 树 〈Trochodendrom 

aralioides ) 有 亲缘 关系 。 

ZB (KE) Ranunculacidites sp. 

(图 版 47， 图 4 ) 

轮廓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27.84m。 具 三 沟 , 沟 较 宽 裂 , 沟 内 履 盖 着 沟 膜 。 外 壁 厚 1.5k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颗 粒状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鼠 李 科 Rhamnaceae 

鼠 李 粉 属 Rhamnacidites ( Chitaley, 1951 ) Potonie, 1960 

鼠 李 粉 (未 定 种 ) = Rhamnacidites sp. 

(图 版 44， 图 18，19 ) 

侧面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20x 21pm;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直 径 18km 左 右 。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末 端 尖 ， 和 孔 宽大 ， 突 出 于 轮廓 线 之 外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稍 厚 于 内 层 ， 丫 沟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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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薄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眼 直径 不 到 lum; 轮廓 线 上 略 显 粗糙 。 

当前 花粉 与 现 生 植物 Rhamnus esquirolii Levl. 的 花粉 (《 中 国 植 物 花 粉 形态 》， 

211 页 ， 图 版 80， 图 16 一 6c ) iAH.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马尾 树 科 Rhoipteleaceae 

马尾 树 粉 属 ( 新 属 ) Rhoipteapollis Zheng gen. nov. 

模式 种 Rhoipteapollis chilianthoides Zheng gen. et sp. nov. 

属 征 ” 扁 球 形 花粉 ，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 边 稍 外 凸 。 三 孔 沟 ， 孔 大 ， 和 孔 腔 直 径 达 7 一 

Sum; 沟 细 罕 而 短 ， 未 超出 孔 的 轮廓 ， 和 孔 间 具 马 形 状 加 厚 。 外 壁 厚 约 1.5km， 外 层 稍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在 萌发 区 的 颗粒 稍 粗 ;轮廓 线 平滑 。 

AR A= FLY WFLA YA SE Ti OP EE FL SG A GEE, FF AE 

于 其 他 三 孔 沟 花粉 的 属 ; 产 于 美国 新 墨西哥 州 等 地 古 新 世 的 Breuicolporites ( Anderson, 

1960) Elsik, 1970 的 花粉 之 三 孔 沟 也 具 短 沟 状 构造 ， 外 壁 在 孔 间 也 具 弓 形 状 加 厚 。 但 

它们 的 区 别 仍 十 分 明显 : 后 者 的 沟 较 宽 而 长 〈 其 半 沟 长 为 花粉 半径 的 1V 3 左右 ) FL 

(直径 只 2 一 3um ) ， 极 面 轮 廊 圆 形 等 而 区 别 于 本 新 属 的 短 缝 状 的 沟 、 大 的 孔 及 圆 三 A 

形 的 极 面 轮廓 等 。 新 属 的 花粉 与 现 生 马尾 树 科 的 马尾 树 属 〈 Rhoiptelea ) 的 花粉 可 以 对 

Ko 

SAK Hs MB=A. 

亲缘 关系 Rhoiptelea。 

拟 马 尾 树 粉 〈 新 属 、 新 种 ) Rhoipteapollis chilianthoides Zheng gen. et sp.nov. 

〈 图 版 47， 图 8，9 ) 

直径 30km 左 右 。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稍 凸 。 三 孔 沟 ， 和 孔 大 ， 和 孔 腔 直 径 达 7 一 8k&m， 沟 细 

短 而 窗 ， 呈 细 缝 状 ， 极 面 观 时 ， 灸 于 孔 腔 内 的 沟 端 之 轮廓 清楚 可 见 ， 和 孔 间 具 S BA 

厚 ， 在 两 极 区 形成 似 三 射线 状 的 加 厚 ， 形 似 合 沟 构 造 。 外 壁 厚 约 1.5km， 外 层 稍 厚 于 内 

as 内 外 层 在 孔 处 分 离 ， 内 层 未 中 断 而 形成 孔 底 ， 外 层 在 孔 处 明显 加 厚 。 纹 饰 细 颗 粒 

状 ， 在 孔 区 的 颗粒 较 粗 ; 轮廓 线 平滑 。 
当前 新 种 与 现 生 的 马尾 树 〈 Rhoiptelea chiliantha Diels et Hand.-Mazz. ) 的 花 

粉 (《 中 国 热带 亚热带 被 子 植物 花粉 形态 》，304 页 ， 图 版 145， 图 21 一 23 ) 在 大 小 、 形 

态 及 构造 均 十 分 相似 。 

Bi ”三 漂 组 。 

W=23 RRM (新 属 、 新 种 ) Rhoipteapollis triletoides Zheng gen.et sp.nov. 

(图 版 47， 图 10 ) 

直径 27.54m，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平 直 。 三 孔 沟 的 构造 特征 同属 。 外 壁 在 孔 间 具 较 宽 

的 弓形 肴 加 厚 〈 宽 达 3 一 4km ) ， 弓 形 关 在 两 极 区 相连 结 形成 似 三 射线 状 的 结构 。 纹 饰 

微弱 颗粒 状 或 几乎 光滑 轮廓 线 平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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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Bt FEA SLB) A RAW SG AS BE RE MH RD BILE AS PE ig 

区 别 于 上 种 。 

Bi ”三 漂 组 。 

共 香 科 Rutaceae 

芸香 粉 属 Ruwtaceoipollis Sung & Tsao, 1973, 1980 

柑 桔 型 芸香 粉 ( 新 种 ) Rutaceoipollis citrusaeformis Zheng sp. nov. 

(图 版 47， 图 11 一 13 ) 

大 小 为 24 一 25 x 22 一 234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24x22km。 近 球形 花粉 ， 轮 廓 近 圆 形 。 

四 和 孔 沟 ， 沟 细 长 ， 沟 腔 不 太 发 育 ;， 和 孔 横 长 ,与 沟 成 “十 ”字形 交叉 。 外 壁 厚 1 一 1.5u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造 不 明显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腿 直径 小 于 1km; RAE GBR 

本 新 种 以 四 和 孔 沟 的 构造 及 纹饰 为 细 网 状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EB BL AE HH a JB 

(Citrus) ( «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225 页 ) WHE MAM.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隐 孔 芸香 粉 ( 新 种 ) ”Rutaceoipollis cryptoporus Zheng sp. nov. 

(图 版 47， 图 14 一 19 ) 

大 小 为 25 一 28.8x15 一 19k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为 28.8x16.3um。 HBA BEY Al 

形 。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沟 腔 较 发 育 ， 孔 横 长 ， 由 内 层 变 蒂 而 形成 ,在 表面 并 未 显示 ， 故 

当 镜 简 上 升 时 ， 和 孔 的 构造 未 显示 ， 而 当 镜 筒 下降 时 ， 孔 的 界限 清楚 ， 而 花粉 粒 的 轮廓 则 

ARS CAN 15 所 示 ) 。 外 壁 较 坚实 ， 厚 约 1.5um， 表 面 粗糙 ， 或 显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细 

本 新 种 以 外 壁 坚 实 、 沟 腔 较 宽 及 隐 和 孔 的 构造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扁 圆 芸香 粉 (新 种 ) Rutaceoipollis obl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48， 图 1 一 14 ) 

扁 球 形 一 圆 球 形 花粉 ,侧面 轮廓 近 圆 形 ， 大 小 20 一 27.5 x 20 一 26.5u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22.5x 25um; 极 面 轮廓 近 圆 形 ， 直 径 20—-22.5um, =FlL, WA, AIFR, KAR 

Ks 和 孔 横 长 ， 呈 裂 妈 状 ， 或 可 见 连接 成 环 状 孔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或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本 新 种 以 较 小 的 个 体 及 近 圆 一 扁 圆 形 轮廓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卵 圆 靶 香 粉 ”Rutaceoipollis ovatus Sung & Tsao 

〈 图 版 48， 图 15 一 26 ) 

1978 Rutaceoipllis ovatus，《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24 页 ， 图 版 42， 图 4 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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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Rutaceoipollis ovatus, Sung & Tsao，7 页 ， 图 版 3， 图 15，16。 

1981 Rutaceoipollis ovatus， 宋 之 琛 等 ，132 页 ， 图 版 40， 图 19。 

大 小 为 26 一 30 x 20 一 27um。 轮 廓 卵 圆 形 。 三 孔 沟 ， 沟 细 ， 长 达 极 区 ， 具 不 太 发 育 

的 沟 腔 ， 和 孔 横 长 ， 或 成 裂 颖 状 ， 与 沟 形 成 “十 ”字形 。 外 壁 较 薄 ， 厚 约 1km， 细 网 状 纹 

饰 。 

Eft ”海龙 井 组 。 

小 孔 苍 香 粉 (新 种 ) «= Rutaceoipollis parviporus Zheng sp. nov. 

(图 版 44， 图 27 一 32 ) 
侧面 轮 廊 稍 宽 椭 圆 形 ， 大 小 27.5 一 30 x 23.5—25um, fMslinA A730 25um, 

” 面 轮 廊 圆 三 角形 或 近 圆 形 ， 直 径 23 一 25u&m 。 三 孔 沟 ， 孔 开口 很 小 ， 直 径 仅 2 um 左右 ， 

当 镜 简 下 降 时 ， 可 以 看 到 孔 向 两 侧 横向 伸展 的 细 缝 状 构 造 ， 显 然 ， 此 终 状 构造 系 由 内 层 

变 薄 所 形成 ;》 沟 细 长 达 极 区 ， 沟 腔 有 时 不 太 明 显 。 外 壁 较 薄 ， 厚 约 1uwm。 纹 饰 细 显 粒状 

或 显 细 网 状 图 形 ， 轮 廊 线 平滑 或 略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的 缝 状 孔 为 内 层 变 薄 形 成 与 隐 和 孔 芸 香 粉 相似 ,但 以 花粉 粒 轮廓 呈 稍 宽 椭 圆 形 ， 

外 壁 较 薄 ， 裂 颖 状 孔 更 细 长 等 而 相 区 别 ， 以 孔 口 小 ， 缝 状 孔 为 内 层 变 薄 所 形成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Bi ”海龙 井 组 。 

环 孔 芸香 粉 (新 种 ) Rutaceoipollis zoniporus Zheng sp. nov. 

(图 版 48， 图 33 一 36; 图 版 55， 图 25 ) 

大 小 26 一 32.5 x 22—25um, HskpnA A 30% 23.8um, =FLW, WA, Kik 极 

K; 孔 横 长 ， 在 赤道 区 相连 接 成 环 状 孔 。 外 壁 厚 lum 左右 。 纹 饰 颗 粒状 或 显 细 网 状 图 

BB, RAMA. 

本 新 种 以 横 长 的 孔 在 赤道 区 互相 连接 成 环 状 孔 为 特征 。Zonorapollis brevicolpatus 

Li, Sung & Li( 李 曼 英 等 ，1978，30 页 ， 图 版 10， 图 6 ) 以 具 较 大 的 个 体 及 较 得 的 

沟 和 当前 化 石 不 同 。Paleosantalaceaepites prinitiva ( Biswas，1962，38 页 ,图 版 5 ， 图 

10 ) 也 以 具 较 大 的 个 体 、 光 滑 的 外 壁 以 及 横 长 的 孔 未 完全 连接 等 而 和 当前 新 种 不 同 。 

Bm teu HA—ERAL. 

杨柳 科 Salicaceae 

柳 粉 属 Salixipollenites Srivastava, 1966 

锦 致 柳 粉 Salixipollenites elegans Sung & Tsao 

(图 版 45， 图 1 一 3 ) 

1976 Salixipollenites eleoans， 宋 之 琛 等 ，158 页 ， 图 版 3， 图 20，21。 

1981 Salixipollenites elegans， 宋 之 琛 等 ，106 页 ， 图 版 39， 图 1 一 5。 

大 小 为 20.6 一 33.9x15.6 一 22.14m， 轮 廓 椭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伸 达 两 极 , 未 端 尖 。 

外 壁 厚 1 一 2km， 两 层 不 显 或 几乎 等 厚 。 细 网 状 纹 饰 ， 网 眼 小 于 lum, % RAR. 

类 似 的 花粉 见于 我 国 抚顺 下 第 三 系 ; 江苏 上 白垩 统一 渐 新 统 ，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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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层 位 =a. 

ADM CERF) Salixipollenites cf. major Ke et Shi 

(图 版 45， 图 6 ) 

极 面 观 轮 廊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28.6Um。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约 1.2km， 层 

次 不 显 。 纹 饰 为 清晰 的 细 网 状 , 网 眼 呈 规则 多 角形 ， 直 径 小 于 1uwm， 轮 廓 线 小 波浪 状 。 

本 标本 除 网 眼 较 小 ， 网 肴 略 窜 外 ， 其 它 特 征 皆 与 大 型 柳 粉 (S$. major ) (《 渤 海 沿 Fe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02 页 ， 图 版 33， 图 8 一 11 ) 相同 ， 故 定 为 比较 种 。 

层 位 ”三 潭 组 。 

假 孔 柳 粉 Salixipollenites pseudoporites, Sung &Tsao 

〈 图 版 45， 图 4，5 ) 

1976 Salixipollenites bsekdoborites， 宋 之 琛 等 ，158 页 ， 图 版 3， 图 18，19。 

AANA 23—23 .4X19—21.8um, MMR HABA R=W, 沟 中 部 具 沟 弯 。 

外 壁 厚 近 1.5k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小 齿 状 。 

这 一 种 原 产 于 抚顺 古 新 统 ， 以 具 沟 弯 或 假 孔 和 轮廓 较 宽 圆 区 别 于 锦 致 柳 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源 组 。 

无 患 子 科 Sapindaceae 

无 患 子 科 粉 属 Sapindaceaepites Biswas, 1962 

模式 种 Sapindaceaepites dubia Biswas 

属 征 ” 极 面 轮 廊 三 角形 ， 三 孔 沟 ， 合 沟 。 外 壁 中 等 厚度 ， 纹 饰 网 状 。 

无 患 子 科 粉 (未定 种 ) Sapindaceaepites sp. 

〈 图 版 47， 图 22 ) 

直径 30km 左 右 , 三 角形 轮廓 。 三 孔 沟 ， 合 沟 。 外 壁 厚 约 1.5um， 纹 饰 内 网 状 ， 轮 廓 

线 平滑 。 

当前 花粉 与 现 生 植 物 五 办 柄 果子 (Mischocarpus pentapetalus ( Roxb. ) Radlk.) 的 

花粉 《中国 植 物 花 粉 形 态 》，223 页 ， 图 版 88， 图 10 ) 颇 为 相似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无 患 子 粉 属 Sapindaceidites Wang 

模式 种 Sapindaceidites triangulus Wang 

”本 属 以 三 沟 在 极 区 不 呈 合 沟 状 而 区 别 于 无 患 子 科 粉 属 。 

粗糙 无 患 子 粉 Sapindaceidites asper Wang 

《图 版 47， 图 23 ) 

1978 Sapindaceidites asber，《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3 页 ， 图 版 45， 图 14 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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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Sapindaceidites asber， 宋 之 琛 等 ，140 页 ， 图 版 48， 图 21，23，32。 

直径 28um 左右 ， 轮 廊 三 角形 ， 边 稍 凸 。 三 孔 沟 ， 沟 细 长 ， 但 在 极 区 并 未 连接 成 合 

沟 ; FLAK, Anite. SpE 1 一 1.5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在 孔 处 内 层 中 断 ， 外 层 

向 外 突出 而 形成 圆锥 形 的 孔 室 。 纹 饰 粗 颗粒 状 ， 轮 廊 线 上 波状 突起 明显 。 

同 种 化 石 见 于 江苏 北部 及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第 三 系 。 

层 位 ”东海 群 。 

塔 里 西 粉 属 Talisiipites Wodehouse, 1933 

模式 种 Talisiipites fischeri Wodehouse 

属 征 ”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直 径 28.5um。 三 孔 沟 ， 沟 细 而 长 , 孔 具 孔 环 加 厚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 近 和 孔 处 较 粗 。 

塔 里 西 粉 〈 未定 种 ) Talisiipites sp. 
(图 版 47， 图 20，21 ) 

直径 25 一 27km， 三 角形 轮廓 。 三 孔 沟 ， 沟 细 ， 长 达 两 极 ， 孔 超出 沟 的 范围 ， 具 和 孔 
环 。 外 壁 厚 1 一 1.5wm， 颗 粒状 一 细 网 状 纹饰 ， 轮廓 线 上 显 细 此 状 突起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海 又 科 Sonneratiaceae 

弗 氏 粉 属 FlIorschuetzia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1968 

模式 种 ”Florscpretzia trilobata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BE ”轮廓 亚 椭圆 形 ， 具 子午 向 排列 的 三 瓣 片 。 三 孔 ， 孔 圆 形 ， 轮 廓 清晰 ， 赤 道 位 

置 。 外 壁 具 覆盖 层 ， 基 柱 构造 通常 不 清楚 ， 有 时 汇合 在 一 起 。 履 盖 层 连续 ， 光 滑 或 破裂 

而 形成 互相 分 离 的 瘤 状 纹饰 在 极 区 和 赤道 区 的 纹饰 常 不 相同 。 

RRB CREM) ) Florschuetzia sp, 

《图 版 49， 图 27 ) 

大 小 30x17.5ukm， 侧 面 轮廓 椭圆 形 ， 具 子午 向 排列 的 三 瓣 片 ， 侧 面 观 时 ， 常 因 两 

瓣 片 的 重叠 而 使 花粉 的 一 边 显 暗色 。 三 孔 ， 赤 道 位 置 ， 孔 的 轮廓 不 十 分 清晰 。 外 壁 厚 约 

1Am， 分 层 不 清楚 。 纹 饰 细 网 状 ， 在 赤道 部 位 的 网 较 两 极 区 的 稍 发 育 ， RA ee 

状 突起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个别 出 现 ) 。 

M=RR Sparganiaceae 

2=#MIR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Thiergart, 1937 

模式 种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polygonalis Thiergart 

Bi 近 圆 形 的 单 孔 花粉 。 孔 近 圆 形 ， 一 般 直 径 仅 几 wm， 无 孔 环 和 明显 的 孔 FH 

限 ， 仅 以 环绕 孔 的 纹饰 分 子 的 不 规则 分 布 为 其 边界 。 细 网 状 纹饰 ， 在 网 状 层 下 面 常 具 基 

柱 。 大 部 分 花粉 为 小 至 中 等 ， 很 少 较 大 的 个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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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2=HM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pliopleistocaenicus Krutzsch 

〈《 图 版 49， 图 3 ) 

1970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pliopleistocaenicus, Krutzsch, 85m, FA}ig14, FA3—10. 

直径 23.4—26um, 轮廓 近 圆 形 。 具 单 孔 ， 因 纹饰 较 发 育 而 不 很 清晰 。 外 壁 厚 于 

lm。 纹 饰 为 较 粗 的 基 柱 所 排列 的 网 纹 ， 不 很 规则 ， 显 得 很 粗糙 。 

此 种 以 网 纹 不 规则 并 显得 很 粗糙 与 本 属 其 他 种 可 以 区 别 。 

Bm ERA—ABH. 

= fj 2=#P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polygonalis Thiergart 

《图 版 49， 图 4，5 ) 

1970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bolygonalis， 玉 rutzsch，78 页 ， 图 版 11， 图 1 一 34。 

直径 20 一 23.44m， 轮 廓 近 圆 形 并 显 角度 。 具 单 孔 ， 和 孔径 2 一 3um， 无 孔 环 结构 。 外 

壁 厚 约 1km。 纹 饰 细 网 状 ， 由 细弱 的 基 柱 组 成 。 

Bi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3=#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sparganioides ( Meyer ) Krutzsch 

〈《 图 版 49， 图 2 ) 

1970 Sparganiaceae pollenites sbargahiofdes， 上 rutzsch，80 页 ， 图 版 12， 图 1 一 35。 

大 小 为 31.6x26ukm, 轮廓 近 卵 圆 形 。 具 单 孔 ， 孔 径 5.2x2.6km。 外 壁 厚 1.5km。 

纹饰 网 状 ， 网 规则 而 清楚 。 

此 种 的 网 纹 规则 而 清晰 ， 与 上 更 新 黑 三 和 棱 粉 和 多 角 黑 三 悉 粉 都 不 同 。 

层 位 “三 潭 组 一 东海 群 。 

B=6M (未定 种 )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sp. 

《图 版 49， 图 6 ) 

大 小 31.3x18ukm， 轮 廓 卵 形 。 具 单 孔 ,孔径 4.5um， 无 孔 环 。 外 壁 厚 约 lum, 2H 

层 位 ”三 漂 组 一 东海 群 。 

桓 桐 科 Sterculiaceae 

梭 罗 树 粉 属 Reevesiapollis Krutzsch, 1970 

模式 种 ”Reeuesiapollis triangulus ( Mam. ) Krutzsch 

BE ”花粉 粒 小 到 中 等 ， 扁 平一 透镜 体形 。 具 2 一 6 个 赤道 位 置 的 萌发 口 器 ， 由 一 

条 得 沟 及 一 个 稍 加 厚 的 孔 组 成 。 外 壁 厚度 不 一 ， 常 具 网 状 纹饰 ， 网 眼 大 小 不 一 。 

三 角 权 罗 树 粉 Reevesiapollis triangulus ( Mamezar ) Krutzsch 

(图 版 49， 图 7 一 14，19 一 21 ) 

1980 Reevesiapollis triangulus, Thiele-Pfeiffer, 132m, AAh9, Ai5—8. 

直径 15—20um, HRAB—-HAB. R3—4 FLY, HAMMAM,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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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漏 斗 形 ; 沟 很 得 ， 未 超出 或 略 超出 孔 的 界限 。 外 壁 薄 ， 厚 度 小 于 1um， 内 外 层 等 厚 或 

外 层 略 厚 ， 内 层 在 孔 周 围 加 厚 形成 孔 环 ， 厚 约 1.5um。 纹 饰 细 颗 粒 一 细 网 状 ， 网 上 腿 直 径 

0.5km 左 右 ; MAEM BAKE. 

当前 花粉 与 现 生 植物 Reevesia longipetiolata Merr. et Chun 的 花粉 《中国 热带 

亚热带 被 子 植物 花粉 形态 》，362 页 ， 图 版 169， 图 28 一 32 ) MAW. 

Fete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uae Symplocaceae 

HWA Symplocoipollenites Potonié ex Potonié, 1951 

模式 种 =Symplocoipollenites ( al. Pollenites ) vestibulum ( Potonie ) Potonie 

BE ”花粉 粒 扁 球 形 , 极 轴 短 于 赤道 轴 ; 极 面 轮廓 大 致 三 角形 。 三 孔 沟 ， 角 端 位 置 ， 

沟 较 得， 和 孔 廊 明 显 。 外 壁 表 面具 颗粒 状 或 皱 状 纹饰 :轮廓 线 上 细 齿 状 。 
本 属 与 具 4 一 5 和 扎 的 Symplocospollenites Potonie, Thomson & Thiergart, 

1950 的 区 别 颇 明显 。Porocolpopollenites Pflug，1953 的 模式 种 实际 属于 Symplocoipol- 

lenites 的 。 所 以 ， 前 者 为 后 者 的 晚 出 同 义 名 。 

FFLWUMB (MAS) Symplocoipollenites latiporis 

(Thomson & Pflug ) Zheng comb. nov. 

(图 版 48， 图 37 一 41 ) 

1953 Porocolpopollenites latiporis, Thomson & Pflug，93 页 ， 图 版 10， 图 123 一 124。 

1969 Porocolpopollenites 1atibporis，Nagy，452 页 ， 图 版 11， 图 5，6。 

直径 28.8 一 31.24m， 轮 廓 三角形， 边 直 或 略 凸 。 三 孔 沟 ， 和 孔 室 宽 8 一 124m; WH, 

可 超出 孔 的 界限 。 外 壁 厚 1 一 1.54m， 内 外 层 约 等 厚 。 纹 饰 网 状 ; 轮廓 线 明 显 波状 。 

Rit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圆 形 拟 山 矶 粉 〈 新 组 合 ) Symplocoipollenites orbiformis 

(Pflug & Thomson) Zheng comb. nov. 

〈 图 版 49， 图 34 ) 

1953 Porocol popollenites orbiformis, Thomson & Pflug，94 页 ， 图 版 11， 图 24 一 26。 

直径 35u&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三 孔 沟 , 孔 宽大 , 沟 略 超出 孔 的 界限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内 层 在 孔 处 略 加 厚 。 纹 饰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显 细 齿 状 突起 。 

Fett 海龙 井 组 。 

东方 拟 山 矶 粉 (新 种 ) Symplocoipollenites orientalis Zheng sp. nov. 

〈 图 版 49， 图 28 一 33 ) 

直径 36 一 37.5um， 模 式 标本 直径 36um, 轮廓 三 角形 ， 边 稍 凸 。 三 孔 沟 ， 筷 室 明 

显 ,内 层 在 孔 处 加 厚 或 加 厚 不 明显 ; 沟 短 , 但 常 略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1—1.5um, Jp Je 

略 厚 。 纹 饰 网 状 , 网 纹 在 极 区 和 和 孔 沟 间 区 较 粗 ,向 孔 沟 区 变 细 ;， 轮廓 线 上 波状 突起 明显 。 

当前 新 种 以 较 大 的 个 体 和 较 短 的 沟 而 区 别 于 Porocolpopollenites steroformis (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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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e 

mson & Pflug, 1953, 93 页 ， 图 版 10， 图 125 一 128 ) ; 以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区 别 于 

Porocolpopollenites orbiformis( Thomson & Pflug，1953，94 页 ， 图 版 11， 图 24 一 

26 ) ; 以 外 壁 具 网 状 纹饰 并 向 孔 沟 边 变 细 及 孔 室 小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Bt ”海龙 井 组 一 玉泉 组 。 

FL= HWA Symplocoipollenites vestibulum ( Potonié ) Potonié 

《图 版 49， 图 15 一 18 ) 

1953 Porocol popollenites vestibulum, Thomson & Pflug，94 页 ， 图 版 11， 图 3 一 23。 

1960 Symplocoi pollenites vestibulum, Potonie, 106%, 

1980 Porocolpopollenites vestibulum, Thiele-Pfeiffer, 19%, A}R9, FA26. 

直径 21.5 一 30km，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平 直 或 稍 凸 。 三 孔 沟 ， 沟 细 而 短 ， 可 超过 和 孔 的 

范围 ;和 孔 横 长 ， 孔 室 明 显 ， 内 层 在 孔 处 加 厚 或 加 厚 不 明显 。 外 壁 厚 1um 左 右 ，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纹 饰 颗粒 一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显 小 波状 突起 ， 尤 以 孔 沟 间 区 的 为 甚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漂 组 。 

孔 室 拟 山 矶 粉 (比较 种 ) Symplocoipollenites cf. vestibulum 

(Potonie) Potonie 

(图 版 49， 图 22 一 26 ) 

1978 Symplocoi pollenites cf. vestibulum,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隐 粉 》，140 页 ， 图 版 49， 

图 8。 

直径 24 一 30&m。 当 前 标本 的 主要 特征 与 孔 室 拟 山 砚 粉 相似 ， 仅 以 发 育 的 网 状 纹饰 

而 定 为 其 比较 种 。 

相似 的 标本 见于 辽宁 盘山 早 第 三 纪 沙河 街 组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Hie Tiliaceae 

4 Tiliaepollenites Potonié ex Potonié & Venitz, 1934 

心脏 型 根 粉 Tiliaepollenites cordataeformis (Wolff) Ke & Shi 

《图 版 55， 图 30 ) 

1961 Intratriporopollenites cordataeforrmis，Mai，67 页 ， 图 版 13， 图 4 一 7。 

1978 Tiliaepollenites cordataeformi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5 页 ， 图 版 16， 图 26， 

Pad be 

直径 324m， 轮 廓 近 圆 形 。 三 孔 沟 , Wie, A BM SLA YE s SLOT KK, 外 壁 外 

层 和 内 层 在 孔 处 不 加 厚 而 互相 分 离 ， 外 层 断 裂 ， 内 层 深 陷 并 不 断裂 而 连接 成 孔 底 ;》 内 表 

层 发 育 而 填塞 其 中 ， 和 孔道 全 由 内 表层 组 成 ， 孔 腔 或 大 于 半圆 形 。 外 壁 厚 1.5 一 24m。 纹 

饰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或 微波 状 。 

层 位 ”三 泽 组 。 

小 根 粉 Tiliaepollenites indubitabilis Potonié 

〈 图 版 50， 图 6 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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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Intratriporopollenites indubitabilis, Thomson & Pflug，89 页 ， 图 版 10， 图 10 一 12。 

1978 Tiliaepollenites idupbitapi1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5 页 ， 图 版 46, 图 21 一 23。 

直径 25 一 27.5km， 轮 廓 圆 形 。 三 孔 沟 ， 沟 或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约 1.5km, 内 外 

层 等 厚 或 外 层 略 厚 。 细 颗粒 一 细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平 滑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RH = Tiliaepollenites instructus Potonié 

(图 版 50， 图 18 一 24 ) 

1951 Tiliaepollenites ipastructuls，PotonigE， 图 版 20， 图 58。 

. 1953 Intratriporopollenites instructus, Thomson & Pflug，89 页 ， 图 版 10， 图 14 一 22。 

1660 Tiliaepollenites instructus, Potonié, 120M, 

1961 Intratriporopollenites instructus, Mai, 66%, fJ1—18. 

1964 Tilia cf.amurensis， 宋 之 琛 等 ，276 页 ， 图 版 26， 图 19 一 21。 

1978 Tiliaebollenites istructus，《 潮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6 页 ;图 版 46， 图 32 一 35。 

1981 Tiliaepollenites istructus， 宋 之 琛 等 ，142 页 ， 图 版 39， 图 28 一 30，33，34。 

1981 Tiliaepollenites imstructuls，《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49 页 ,图 版 20， 图 1 一 7。 

直径 28.5 一 454m， 通 常 为 34um AA. =FLW, FLAK; WAM, FT 孔 中 ， 

略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约 2 um， 内 外 层 等 厚 或 外 层 略 厚 ， 在 孔 处 一 般 不 突起 。 纹 饰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上 显 细 齿 状 突 起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漂 组 。 

细 网 要 粉 Tiliaepo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Mai) Ke et Shi 

〈 图 版 50， 图 10，11 ) 

1961 Topatratriborob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Mai, 643, FA}R10, A6—9. 

1978 Tiliaepo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时 第 三 纪 孢 粉 》，136 页 ,图 版 46， 图 24， 

25。 

直径 26 一 32.54&m， 轮 廓 圆 三 角形 。 三 孔 沟 ， 沟 细 而 短 ， 仅 略 超出 孔 的 范围 FL 

大 ， 孔 环 半圆 形 。 外 壁 厚 约 1.5k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颗 粒 一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或 略 不 平 。 

层 位 三 潭 组 。 

细小 根 粉 Tiliaepollenites minumus (Mai) Wang 

(图 版 0， 图 12 ) 

1961 IJntratriporopollenites inUUS，Mai，65 页 ， 图 版 10， 图 10 一 15。 

1978 Tiliaepollenites minumus, « 渤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36 页 ， 图 版 36， 图 20。 

1981 Tiliaepollenites mainuUS， 宋 之 琛 等 ，144 页 ， 图 版 39， 图 21 一 24。 

直径 224m 左 右 ， 轮 廓 近 圆 形 。 三 孔 沟 ， 沟 略 超出 孔 的 范围 。 外 壁 厚 约 1.5u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 纹 饰 细 粒 一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大 致 平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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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根 粉 Tiliaepollenites pseudoinstructus (Mai) Ke et Shi 

(图 版 49， 图 35，36 ) 

1961 Jntratriporopollenites bseldoinstructls，Mai，65 页 ， 图 版 11， 图 19 一 23。 

1978 Tiliaepollenites pseudoinstructus, «Hwa eWKERB=EARH»Y, 137K, 图 版 46， 

Zo alle 

直径 39 一 44um， 轮 廓 近 圆 形 。 三 孔 沟 ， 沟 短 ， 略 超出 孔 的 范围 ;和 孔 具 较 厚 的 孔 环 ， 

轮廓 为 半圆 形 。 外 壁 厚 1.5 一 24m， 纹 饰 网 状 ， 网 纹 较 粗 ， 轮 廊 线 显 细 波 状 突 起 。 

当前 标本 以 网 纹 较 粗 区 别 于 细 网 状 机 粉 ， 以 网 纹 较 粗 及 孔 环 较 厚 区 别 于 要 粉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ERE MEL Trochodendraceae 

BERRI Operculumpollis Sun, Kong et Li, 1980 

ABU RE. ERR K AIT Re = EIB s 以 较 粗 的 网 状 纹饰 不 
同 于 Ranunculacidites Sah, 

B= Operculumpollis operculatus Sun, Kong et Li 

(图 版 522， 图 10 一 19 ) 

1978 Trochodendron sp.，《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7 页 ， 图 版 39， 图 2，3。 

1980 Operculumpollis oberculatls， 孙 湘 君 等 ，193 页 ， 图 版 1， 图 31 一 35。 

极 面 观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18.6 一 29.8Um。 三 沟 ， 沟 宽 , 疝 两 极 迅速 变 锐 , 具 沟 膜 , 沟 膜 

旦 模 形 ， 舌 形 或 棒 形 ， 一 般 以 锐 的 末端 与 极 区 相 联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网 状 ， 沟 膜 纹 饰 粒 一 细 网 状 ， 轮 廓 线 细 齿 状 。 

类 似 的 标本 产 于 茂名 盆地 始 新 统 ， 北部 湾 、 雷 州 半岛 、 海 南 岛 始 新 统 ， 渤海 沿 岸 地 

区 渐 新 统 》 渭河 盆地 上 第 三 系 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榆 科 Ulmaceae 

朴 粉 属 Celtispollenites Ke et Shi, 1978 

Wt ”本 属 名 和 Celtipollenites Nagy，1969 的 拼 法 仅 一 字 差 ， 但 两 属 仍 有 区 别 。 

BABE: “花粉 中 等 大 小 ， 一 般 多 孔 。 外 壁 具 被 层 ， 基 柱 ， 内 层 光 滑 。 口 器 具 和 孔 

环 。” 其 模式 种 C. Romloensis 的 孔 为 长 孔 状 〈longata)， 和 孔径 很 大 ， 达 6um。 外壁 

厚 达 2.5um， 外 层 基 柱 层 厚 达 1.5uUm。 

东营 裤 粉 ”Celtispollenites dongyingensis Ke et Shi 

(图 版 50， 图 26 一 29 ) 

1978 Celtispollenites dongyingensis, « 渤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4 页 ,图 版 38， 图 7 一 11。 

直径 32.9 一 36.6/m， 轮 廊 近 圆 形 。 具 4 一 7 孔 ， 分 布 不 规则 ， 孔 近 圆 形 一 椭圆 形 ， 

大 小 为 3 一 4x1.5 一 20m; 孔 膜 光 滑 ， 具 和 孔 环 ， 环 帘 约 1 一 1.54mm。 外 壁 厚 约 1u&mz 纹 

人 饰 模糊 一 细 粒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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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小 椒 粉 “Celtispollenites minor Ke et Shi 

(图 版 50， 图 1 一 5，25 ) 

1978 Celtispollenites minor，《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5 页 ， 图 版 38， 图 1 一 6。 

直径 22.7 一 31.3u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4 一 8 孔 ， 分 布 不 规则 ， 和 孔 近 圆 形 ， 和 孔径 1.5 

—2x3—3.5um, ALA, WHEA41.5—2um, FLEA. Spee, B24 1am, Ahi 平 

滑 或 细 粒 状 。 轮 廓 线 较 平 。 

本 种 以 个 体 较 小 区 别 于 东营 朴 粉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东海 群 。 

榆 粉 属 _Ulmipollenites Wolff, 1934 

粒 面 榆 粉 Qlmipollenites granopollenites (Rouse) Sun et Li 

(图 版 51， 图 20，21 ) 

1981 Ulmipollenites graioboflenites，《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45 页 ,图 版 17 ,图 6。 

人 

直径 27.8 一 28&m, ITCRA, We Mie. A 4 孔 。 外 壁 厚 约 1 一 1.5um， 

在 孔 边 外 壁 略 加 厚 。 纹 饰 微弱 的 细 粒 一 点 煞 状 。 轮 廓 线 较 平滑 。 

本 种 以 极 微弱 的 点 皱 一 细 粒 状 纹饰 及 轮廓 线 较 平滑 与 本 属 的 其 他 各 种 不 同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中 新 世 榆 粉 UImipollenites miocaenicus Nagy 

6 图 版 50， 图 14,，15; 图 版 51， 图 18，19,.22 ) 

1969 Ulmipollenites ?iocaenicus，Nagy，454 页 ， 图 版 52， 图 3，14。 

直径 25.3 一 30.44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5 一 6 孔 ， 沿 赤道 或 亚 赤 道 分 布 ， 孔 圆 形 一 

酉 圆 形 ， 孔 环 不 明显 。 外 壁 厚 约 1.5 一 2.5um。 八 饰 由 短 皱 状 分 子 组 成 网 状 图 形 。 轮 廊 
线 微波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漂 组 。 

HAH Ulmipollenites undulosus Wolff 

(图 版 50， 图 13，17 ) 

1950 Ulmoidites undulosus, Potonie, Thomson & Thiergart, 57%, AMZB, 136, 

1981 Ulmipollenites zidulosxs， 宋 之 琛 等 ，120 页 ， 图 版 34， 图 30。 

直径 27.8 一 35.44m， 轮 廓 近 圆 形 或 多 边 形 。 具 5 孔 ， 多 沿 赤道 分 布 ， 孔 圆 形 - - Hh 

圆 形 ， 直 径 约 1.5um， 具 弱 孔 环 或 不 发 育 。 外 壁 厚 约 1.5Um， 层 次 不 清 ,， 在 孔 处 籁 加 

厚 ， 纹 饰 为 短 皱 的 脑 纹 状 。 轮 廓 线 波状 。 

本 种 以 孔 较 小 及 纹饰 不 显 网 状 与 中 新 世 榆 粉 《Nagy，1969，454 页 ， 图 版 52， 图 

3,4) 有 所 区 别 ; 以 轮廓 不 显 方形 及 孔 环 加 厚 不 明显 而 区 别 于 VU. stillatus (Nagy,1969, 

455 页 ， 图 版 51， 图 13，16 ) ， 又 以 纹饰 较 发 育 ， 不 呈 点 皱 一 粒状 而 与 粒 面 榆 粉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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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榆 粉 〈 未 定 种 ) Ulmipollenites sp. 

(图 版 50， 图 16 ) 

直径 27.8k&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5 孔 ， 赤 道 位 置 ， 孔 圆 一 顶 圆 形 ， 和 孔 缘 不 显 。 外 壁 

厚 约 1.5k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皱 状 。 轮 廓 线 较 平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2 IR Ulmoideipites Anderson, 1960 

ABU BH SBA SARS BARS BAAN fA Ki JB Ulmipollenites 及 
样 粉 属 Zelkovaepollenites FAK 别 。 

3K BMB Ulmoideipites krempii Anderson 

( Ale52, Hl25—27, 29—31 ) 

1960 Ulmoideipites krempii, Anderson, 20m, Ail4, 12; 图 版 6， 图 2，3。 

1981 Ulmoideipites Rremibii， 宋 之 琛 等 ，121 页 ， 图 版 33， 图 42 一 48。 

直径 20.2 一 27.8um， 近 四 边 形 ， 边 直 或 微 凸 或 止 。 具 4 孔 ， 孔 小 而 圆 ， 具 弱 或 厚 

实 的 孔 环 ; 和 孔 间 有 明显 的 弓形 兰 相 连 。 外 壁 厚 约 1.5um。 纹 饰 短 皱 状 或 点 皱 状 ; 轮廓 线 

Bi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FLBMB Ulmoideipites tricostatus Anderson 

(图 版 522， 图 20 一 24 ) 

1960 Ulmoideipites tricostatus，Anderson，20 一 21 页 ， 图 版 4， 图 11; 图 版 6， 图 4，5。 

1978 Ulmoidei pites tricostatu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16 页 ,图 版 37， 图 21 一 26。 

直径 20.2 一 27um, 轮廓 三 角形 ， 边 平 或 微 凸 ， 角 部 钝 或 平 截 。 具 三 孔 ， 孔 小 而 圆 ; 

孔 间 有 弓形 状 相连 。 外 壁 厚 约 1.5um， 外 层 在 孔 处 稍 加 厚 。 纹 饰 短 皱 状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本 种 以 仅 具 3 孔 与 具 4 FLA SERA ( Ulmoideipites krempii ) 不 同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三 孔 背 榆 粉 〈 比较 种 ) Ulmoideipites cf.tricostatus Anderson 

(图 版 22， 图 28 ) 

直径 30.4um。 当 前 化 石 除 体积 较 大 外 ,其 他 特征 和 三 孔 脊 榆 粉 《Anderson，1960， 

20 一 21 页 ， 图 版 4， 图 9 ，10 ) 相似 〈 后 者 大 小 为 17 一 23ukm ) ， 故 定 其 为 比较 种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栏 粉 属 ZelRouaepollenites Nagy, 1969 

模式 种 ”ZelRovaepollenites potonie Nagy 

属 征 ” 扁 球 形 ， 表 面 皱 状 的 多 角形 花粉 。4 一 6 和 孔 , 排 列 于 赤道 或 亚 赤 道 位 置 ， 和 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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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华 有 明显 的 孔 环 。 外 层 波形 。 

本 属 与 榆 粉 属 (ULmipollenites)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外 壁 稍 薄 ， 脑 皱 状 纹饰 较 细 。 兰 榆 粉 

J& (Ulmoideipites) WRIKAW SBARMABA 

3H RE REM = Zelkovaepollenites potonie Nagy 

(图 版 522， 图 32 一 34，36 一 41 ) 

1969 Zelkovaepollenites botonie，Nagy，456 页 ， 图 版 51， 图 17，20。 

直径 32.9 一 40.5u&m， 轮 廓 近 方 形 或 近 圆 形 。 具 4 孔 ， 沿 赤道 或 亚 赤道 均匀 分 布 。 外 

壁 厚 约 1.5um， 两 层 或 层次 不 清 。 纹 饰 脑 纹 状 ， 脑 纹 较 粗 厚 ， 伸 展 ， 表 面 常 具 补 皱 环绕 

赤道 ;轮廓 线 微 波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波 氏 样 粉 (比较 种 ) ZelRovaepollenites cf. potonie Nagy 

(图 版 52， 图 35 ) 

直径 30.4u&m， 轮 廓 近 方 形 ， 边 较 直 。 具 4 孔 ， 沿 赤道 分 布 , 具 孔 环 , 环 帘 约 1.5um。 

外 壁 厚 约 1.5k&m。 纹 饰 脑 纹 状 。 轮 廓 线 微 波状 。 

此 标本 与 Zelkovaepollenites potomnie(Nagy，1969，456 页 ， 图 版 51， 图 17， 20) 

在 大 小 、 形 态 上 相似 ， 仅 脑 纹 状 纹饰 较 细 而 定 为 比较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缴 形 科 Umbelliferae 

天 胡 蓉 粉 属 ( 新 属 ) Hydrocotaepites Zheng gen. nov. 

模式 种 4H ydrocotaepites (al. Verrutricolporites) pachydermus (Sun et al. )Zheng 

gen. et comb. nov. 

Sie eke —RMRB ED, HEP REW RAMA W=TMRARKs Mme 

BMAV—RMAE; RMHR=HABRMEBARK. HPL, MFERMACTAWAA, 

沟 细 而 短 ， 通 常 不 易 看 清 ;， 和 孔 轮廓 圆 形 或 略 横 长 ， 轮 廊 较 清晰 。 外 壁 厚 ， 外 野 数 倍 厚 于 

内 层 ; 两 极 区 的 比 赤道 部 位 的 更 厚 ， 在 极 区 或 见 特别 加 厚 的 突起 物 。 纹 饰 粗 显 粒 或 网 

状 ， 网 肴 由 颗粒 组 成 ， 轮 廓 线 显 波状 突起 。 

本 新 属 以 厚 的 外 壁 ， 尤 其 是 两 极 的 特 厚 外 壁 区 别 于 其 他 三 孔 沟 花 粉 的 属 。 

RHA ”中 国 东 部 ， 多 见于 中 新 世 。 

亲缘 关系 Hydrocotyle, 

BeAALe ( HH. MAS) 吾 ydrocotaepites pachydermus 

(Sun et al.) Zheng gen. & comb. nov. 

(图 版 51， 图 12 一 17 ) 

1980 Verrutricolporites bachnyaderls， 孙 湘 君 等 ，194 页 ， 图 版 1， 图 15 一 22。 

1981 Verrutricolporites pachydermus, « Pa MEAL BRK Me = 2A HE, 58 页 ， 图 版 21， 

图 6 一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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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Verrutricolporites pachydermus, jk—3i, AyK8, Al8—14. 

1981 Tricolporopollenites sp.， 郑 亚 惠 等 ， 图 版 12, 图 24。 

大 小 30 一 37x 28 一 29/amm， 花 粉 粒 由 子午 向 的 三 个 瓣 片 组 成 。 侧 面 轮廓 横 圆 形 或 近 

于 菱形 。 三 孔 沟 ， 位 于 三 个 瓣 片 之 间 的 止 处 ; 沟 细 而 得, 不 易 辩 认 ; 孔 圆 形 ， 轮 廓 清楚 。 

外 壁 厚 ， 赤 道 部 位 的 厚 2.5 一 3.54m， 向 两 极 增 厚 到 4 一 5Um， 甚 至 更 厚 ， 外 层 数 倍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粗 粒状 ， 均 匀 分 布 ; 轮廓 线 上 显 细 波状 突起 。 

本 种 系 孙 湘 君 等 所 创 〈 孙 湘 君 等 ，1980，194 页 ,图 版 1 ,图 15 一 22)， 并 将 其 纳入 瘤 

纹 三 孔 沟 粉 属 (Verrutricolporites)。 据 笔者 观察 ， 这 类 花粉 的 纹饰 为 粗 颗 粒 或 网 状 ; 此 

外 ， 花 粉 粒 由 三 个 子午 向 的 瓣 片 和 其 间 的 凹 槽 组 成 的 这 一 特点 与 Verrutricolporites 的 属 

征 也 有 一 定 差 别 ， 故 另 建新 属 。 本 种 见于 我 国 南海 雷 琼 地 区 及 北部 湾 渐 新 世 酒 州 组 ， 

也 见于 南 黄海 盆地 晚 第 三 纪 盐 城 群 、 福 建 晚 第 三 纪 佛 县 群 及 浙江 第 三 纪 嵊 县 群 等 

B&@& ERA—=BA. 

It KAAS ( HB. BR) Hydrocotaepites reticul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51， 图 8 一 10 ) 

1980 Verrutricolporites sp.，《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 图 版 21， 图 35。 

大 小 24 一 25 x 20 一 22.5um。 外 壁 在 赤道 部 位 厚 2 一 2.5um， 在 极 区 厚 3 —3.5um, 

外 层 数 倍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眼 直 径 lume, BRAM, MADR 

成 ;轮廓 线 具 细 波 状 突 起 。 

本 新 种 以 外 壁 具 细 网 状 纹饰 区 别 于 厚 壁 天 胡 蓉 粉 。 

层 位 ”玉泉 组 。 

拟 缴 形 粉 属 “CUrbelliferaepites Biswas, 1962 

模式 种 Urmmbeliiferaepites palaeoaromata Biswas 

属 征 〈 综合 描述 ) 花粉 粒 在 赤道 部 位 沿 横 沟 (transverse furrow) 稍 变 罕 ， 这 是 

缴 形 科 花粉 的 一 个 重要 特征 。 具 子午 向 沟 ， 但 通常 不 太 清楚 ， 外 局 中 等 厚度 ， 几 乎 光 

if 

此 属 征 未 表明 和 孔 沟 的 构造 和 数目 ,但 根据 其 化 石 图 象 (Biswas,1962, 图 版 10, 图 6) 所 

示 , 是 具 三 孔 沟 构造 。Urmbelliferoipollis Venkatachala & Kar, 1969 (Jansonius et 

al.，1976，no.3127) 产 于 印度 库 奇 的 始 新 统 ， 虽 然 作 者 描述 它 为 二 孔 沟 , 但 实际 仍 属 三 

孔 沟 构造 。 所 以 ， 它 无 疑 是 Umbelliferaepites 的 晚 出 同 义 名 。 

SEAR RAR (新 种 )  Urmbel1iferaepites bupleurumiformis 

Zheng sp. nov. 

(图 版 52， 图 4，8 ) 

大 小 23 .4 一 26 x14 一 15/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26 x15m。 轮 廊 长 圆 形 ， 两 极 平 圆 ， 长 

宽 之 比 略 小 于 2。 三 孔 沟 ， 沟 长 几 达 两 极 ; 和 孔 横 长 ， 略 向 外 突 。 外 壁 厚 24m 左 右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极 区 基 柱 构造 较 发 达 ， 向 赤道 部 位 变 菏 到 1 un 左右。 纹饰 弱 颗粒 状 ， 轮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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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微 不 平 。 

新 种 以 长 宽 之 比 略 小 于 2 、 赤 道 部 位 不 明显 弱 缩 、 孔 横 长 并 略 突出 于 轮廓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它 和 现 生 植物 Bupleurum scorzoneraefolium Willd. 的 花粉 《中 国 植物 

花粉 形态 》，253 页 ,图 版 955， 图 8 一 86 ) 颇 为 相似 。 
层 位 ”三 潭 组 。 

om POHL RAGE (新 种 ) Umbelliferaepites microreticula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52， 图 9 ) 

大 小 32x 16um。 轮 廓 槛 圆 形 ， 两 极 钝 圆 ，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2。 三 孔 沟 , 沟 细 , K ILA 

ts 和 孔 圆 形 。 外 壁 厚 约 2.5umz， 向 赤道 部 位 变 菏 为 1 um 左右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极 区 的 基 

柱 构造 发 育 。 纹 饰 细 网 状 ， 网 眼 直 径 不 到 1 um， 排列 略 具 纵向 ;轮廓 线 稍 不 平 。 

新 种 以 两 极 浑圆 、 细 网 状 纹饰 以 及 细 网 眼 显 纵向 排列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HAI (RM) Umbelliferaepites minutus Zheng sp. nov. 

(图 版 52， 图 1 一 3 ) 

KA 21.5—23.4X11—1l2um, MARMHAA 23.4x12um,. HRA, Wh F 

钝 ， 赤 道 不 弱 缩 。 三 孔 沟 ， 沟 互相 平行 ， 其 长 为 长 轴 的 3/4 左 右 ; FLBRKRE HL, 

略 向 外 凸 出 。 极 区 外 壁 厚 3um 左 右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基 柱 构造 颇 发 育 ; 赤道 部 位 外 壁 变 

藩 ， 厚 约 1km。 纹 饰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大致 平 滑 。 

本 新 种 以 小 的 个 体 、 赤 道 部 位 不 弱 缩 及 其 两 极 区 外 壁 明 显 加 厚 等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Bi =. 

RRWABS (比较 种 、 新 组 合 ) Umbelliferaepites cf. ovatus 

(Vank. & Kar) Zheng comb. nov, 

(图 版 52， 图 5，6 ) 

大 小 为 265x13km。 轮 廓 顶 圆 形 ， 两 极 钝 圆 ，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2 。 三 孔 沟 , 沟 长 几 达 两 

极 ; 孔 圆 形 。 外 壁 厚 约 1.54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在 赤道 部 位 变 薄 ， 厚 度 小 于 1ukm; RE 

的 基 柱 构造 大 致 可 见 。 纹 饰 弱 颗粒 状 或 弱 网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或 稍 不 平 。 
当前 化 石 与 Umbelliferoipollenites ovatus (Vank. & Kar,1969，164 页 ,图 版 2， 图 

29 一 32 ) 较 相 似 ， 仅 以 孔 形 状 之 差异 〈 前 者 孔 为 圆 形 ， 后 者 为 长 形 或 长 方形 ) 而 定 其 为 

比较 种 ， 并 作 了 新 组 合 。 

Bm ”三 漂 组 。 

WAR (KEM)  Umbellijferaepites sp 

(图 版 52， 图 7 ) 



KA23.4X20.8um, RHABRR, Wie, KHRSHAL1IAA HAW. 

细 , 中 等 长 度 ,或 不 十 分 清楚 :和 孔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1km。 纹 饰 颗粒 状 ， 轮 廓 线 上 稍 不 平 。 

BIKE incertae familiae 

两 唇 孔 粉 属 Diatriopollis Weyland & Takahashi, 1961 

模式 种 ”Diatriopollis consimilis Weyland & Takahashi 

属 征 ”花粉 粒 扁 圆 形 至 亚 圆 形 轮廓 ， 有 具 两 孔 ， 赤 道 位 置 ， 孔 具有 一 个 孔道 而 不 具 孔 

室 或 后 孔 室 。 三 个 对 称 面 〈 一 个 面 通过 赤道 ) 相互 垂直 ， 孔 槽 管状 ， 无 孔 环 、 前 孔 室 或 

内 和 孔 环 。 

真 两 唇 孔 粉 Diatriopollis consimilis Weyland & Takahashi 

〈 图 版 51， 图 11 ) 
1976 Diatriopollis consimilis, Weyland & Takahashi, 100m, Hikg43, Ag. 

大 小 20.8x 23 .44m， 侧 面 轮廓 扁 圆 形 。 具 二 孔 ， 孔 小 ， 分 布 在 赤道 位 置 ， 并 形成 

管 形 孔 道 。 外 壁 两 层 ， 外 层 在 孔 边 增 厚 ， 内 层 不 加 厚 也 不 伸 至 孔 口 ， 纹 饰 平 滑 至 弱 显 粒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个 别 见 到 。 

伏 平 粉 属 Fupingopollenites Liu, 1985 

模式 种 Fupingopollenites wackersdorfensis (Thiele-Pfeiffer) Liu 

BE ”中 等 大 小 花粉 ，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一 圆 三 角形 ;侧面 轮廓 椭圆 形 或 似 椭圆 形 。 

三 孔 沟 或 三 沟 ， 沟 细 ， 有 时 长 达 两 极 ， 和 孔 宽 大 ， 有 时 难以 辨认 。 外 壁 构造 复杂 ， 基 柱 构 

造 发 育 不 均匀 ， 第 在 极 区 或 极 区 与 赤道 之 间 有 几 个 变 薄 区 。 外 壁 结构 的 这 种 变化 ， 反 映 

在 花粉 粒 表面 形成 几 个 “加 厚 区 ”和 “ 变 薄 区 ”。 纹 饰 皱 状 或 网 状 。 ， 

本 属 的 亲缘 关系 不 明 ， 它 曾 被 定 为 Conuoluulus 和 Tricolporopollenites 等 ， 常 发 现 

于 中 国 和 德国 等 地 第 三 系 ， 以 上 第 三 系 为 主 ， 也 产 于 渐 新 统 或 第 四 系 。 

BeMBKRERM Fupingopollenites wackersdorfensis (Thiele-Pfeiffer) Liu 

(图 版 5I， 图 23 一 30 ) 

1980 Tricolporopollenites wacRersdorfensis，Thiele 一 Pfeiffer，153 页 ， 图 版 12， 图 22 一 28。 

1981 Convolvulus sp. 1， 郑 亚 惠 等 ，69 页 ， 图 版 11， 图 1，2。 

1981 Convolvulus sp。1， 宋 之 琛 等 ，151I 页 ， 图 版 46， 图 6，7，10。 

1982 Tricolporites rugulates, 7%, 141M, Ahe4, Al1l0—18, 

1985 Fupingopollenites wackersdorfensis, X|#ti{, 645i, Al, AA5—7, 9—16,. 

极 面 轮廓 三 角形 一 圆 三 角形 ,直径 41—43.5um; fill il $e IZ , A748 x 37.5um。 

具 三 条 细 长 的 海 ， 内 和 孔 未 见 。 外 壁 厚 约 1.5km， 层 次 欠 清 晰 ， 向 沟 边 逐渐 变 薄 。 纹 饰 细 

锌 状 ， 基 柱 构 造 发 育 程度 不 等 ， 形 成 有 一 定 分 布 规律 的 宰 皱 带 ， 在 极 面 观 时 ， 常 可 见 极 

区 具 一 三 角形 、 五 角形 或 不 规则 形 的 褐 皱 带 : 轮廓 线 稍 不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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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ele-Pfeiffer(1981) 将 本 种 置 于 Tricolporollenites， 他 也 认为 ， 这 类 花粉 的 孔 

是 难以 辨认 的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三 潭 组 。 

高 腾 粉 属 Gothnanipollis Krutzsch, 1959 

模式 种 Gotpnanipollis gothani Krutzsch 

BE ”透镜 体形 ， 极 面 轮 廓 三 角形 ， 边 稍 凸 ， 直 或 强烈 内 凹 ， 等 极 ， 常 具 赤 道 裙 鞘 

(equatorial invagination)， 沿 三 角形 之 三 边 排列 。 三 孔 沟 ， 沟 在 两 极 区 连接 成 三 射 

线 状 〈 即 合 沟 状 ) 构造 ， 伸 达 赤 道 轮廓 ， 偶 见 分 又 ; 萌发 口 器 原始 ， 但 因 种 而 异 ， 在 沟 

两 侧 常 具 分 离 薄 层 的 止 藉 ， 在 三 个 角 区 或 具 孔 室 和 后 孔 室 。 外 壁 极 薄 ， 其 厚度 不 超过 1 

Am 由 2 一 3 层 薄 层 组 成 。 纹 饰 细 颗 粒状 ,发 育 不 均匀 ,颗粒 在 沟 边 欠 发 育 或 完全 消失 ， 

两 极 区 或 具 马 形 加 厚 ， 其 形状 和 大 小 有 较 大 的 变化 。 

龙井 高 腾 粉 (新 种 ) Gothanipollis longjingensis Zheng sp. nov. 

(图 版 51， 图 1 一 7 ) 

直径 20 一 504m， 模 式 标本 244m。 轮 廓 三 裂片 状 。 三 孔 沟 ， 合 沟 ; 筷 的 构造 有 时 不 

太 明 显 。 外 壁 薄 ， 厚 度 小 于 1km， 层 次 欠 清 楚 。 在 赤道 部 位 三 个 止 边 中 部 具 较 发 育 的 庆 

HA, 显 新 月 形 ,长 8 一 13m， 宽 3 一 5um; 极 区 外 壁 具 三 角形 加 厚 ,， 被 合 沟 切 割 成 三 块 

短 块 ， 每 块 各 处 于 合 沟 的 夹 角 处 。 纹 饰 弱 颗粒 状 。 

本 新 种 与 盘山 高 腾 粉 (Gotpanipollis pansjpanensis)(《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 

151 页 ， 图 版 56， 图 4 ) 在 大 小 、 形 状 及 极 区 存在 三 角形 加 厚 等 方面 询 较 相似 ， 但 以 未 

道 部 位 具 较 粗 的 赤道 禄 鞘 而 相 区 别 。G. bassensis (Stover et Partridge, 1973, 245 

页 ， 图 版 17， 图 13 一 18 ) 的 角 部 呈 铲 形 ， 边 凸 ， 沟 常 开 裂 及 赤道 衬 鞘 甚 弱 等 与 盘山 高 

腾 粉 及 本 新 种 均 不 同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网 面 多 孔 粉 属 Retimultiporopollenites Li et Sun, 1981 

小 网 面 多 孔 粉 (新 种 ) Retinmultiporopollenites minor Guan sp, nov. 

〈 图 版 54， 图 8 一 18 ) 

直径 26 一 33.8wkm ,模式 标本 直径 30.7km， 轮 廊 近 圆 形 。 具 散 孔 ，8 一 12 人 个， 分 布 不 

规则 ， 和 孔 圆 或 枯 圆 形 ， 和 孔径 2 一 3um 或 大 小 为 3 一 3.9x2.5um， 无 孔 环 。 外 壁 厚 约 1.5 一 

24m, 层 次 不 清 。 纹 饰 为 明显 的 细 网 状 ， 网 眼 小 于 2um， 常 具 细 禄 和 皱 ， 轮 廓 线 齿 状 。 

这 一 新 种 以 个 体 小 及 孔径 小 与 个 体 大 及 和 孔径 大 的 流沙 网 状 多 孔 粉 Retimaultiporo pcl- 
lenites liushaensis Li(《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56 页 ， 图 版 22， 图 13 一 

17) 有 所 区 别 ; 本 新 种 与 琼 北 网 状 多 孔 粉 Retimultiporopollenites qiongbeiensis Li et 

Sun(《《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第 三 纪 古 生物 图 册 》，56 页 ， 图 版 25， 图 18 ) 的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个 体 大 ， 和 孔径 大 并 具 加 厚 的 孔 缘 和 较 厚 的 外 壁 。 

层 位 ”玉泉 组 一 三 潭 组 ， 以 三 潭 组 下 段 较 多 。 . 



网 面 八 沟 粉 属 Retioctacolpites Mathur, 1966 

模式 种 ”Retioctacolpites medicolpatus Mathur 

属 征 ”网 面 、 八 沟 型 花粉 。 

普通 网 面 八 沟 粉 (新 种 ) Retioctacolpites communis Wang sp. nov.， 

〈 图 版 54， 图 27 ) 

极 面 观 近 圆 形 ， 直 径 约 36.84m。 具 八条 沟 ， 沟 得 一 中 等 长 度 , 半 沟 长 为 花粉 半径 之 

1/2。 外 壁 厚 近 24k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见 有 基 柱 结构 ; 表面 为 明显 的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 齿 状 。 

新 种 以 体积 较 大 、 外 层 显 基 柱 结构 和 沟 相 对 较 长 与 本 属 的 模式 种 及 .medicolpatws 

(Jansonius & Hills，1976，2389 号 ) 不 同 。 后 者 大 小 仅 30k&m， 外 壁 厚 24mi 半 沟 长 为 

花粉 半径 之 1/3。 

层 位 ”三 漂 组 上 段 个 别 见 到 。 

网 面 三 沟 粉 属 Retitricolpites Van der Hammen ex Pierce, 1961 

注释 ”本 属 只 包括 那些 椭圆 形 的 网 面 三 沟 类 分 子 ， 近 圆 形 或 扁 圆 形 的 且 常 以 极 面 位 

置 保存 的 分 子 则 归 入 Tricolpites 属 。 

星 贰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alveolatus (Couper) Song & Zheng 

(图 版 53， 图 13 一 20 ) 

1953 Tricol pites aloeolatus，Cotper，62 页 ， 图 版 98， 图 114，115。 

1981 Retitricol pites alveolatuls， 宋 之 琛 等 ，165 页 ， 图 版 38， 图 1 一 4。 

大 小 为 41.6 一 52x 31.2um, HAHA, Pinel. R=W, WHMK, MK, 

有 时 具 沟 腔 。 外 壁 一 般 厚 约 1.5&m， 个 别 厚 2.5&m， 分 为 两 屋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显 

基 柱 结构 。 纹 饰 网 状 ， 网眼 1.2 一 1.44m， 轮 廓 线 细 齿 状 。 

当前 标本 的 外 壁 较 本 种 模式 标本 的 要 薄 ， 但 和 江苏 的 同 种 标本 相当 ;个 体 较 大 、 罗 

纹 较 粗 为 其 特征 。 类 似 的 标本 产 于 江苏 渐 新 统 ，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上 渐 新 统 ， 新 西 兰 下 始 新 

统一 中 新 统 。 

Bm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椭圆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ellipticus Li, Sung & Li 

(图 版 53， 图 11，12 ) 

1978 Retitricol pites ellipticus, # BRS, 401, Aye12, AB2—4, 

大 小 41.3 一 46.4x18.2 一 18.44m， 轮 廓 长 椭圆 形 ， 两 端 钝 圆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丙 

极 。 外 壁 厚 近 24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外 层 显 基 柱 结构 ， 在 平面 上 反映 为 粗 网 

Kochi, BAER. 

本 种 花粉 以 轮廓 为 长 枯 圆 形 、 长 比 宽 等 于 或 大 于 2 为 特征 ， 容 易 与 本 属 其 他 各 种 区 

虽 。 

Ei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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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geogensis Brenner 

(图 版 53， 图 9，10 ) 

1971 Retitricolbites geogensis, Phillips 长 Felix，467 页 ， 图 版 15， 图 25 一 26。 

大 小 39x 26um, HRB. R=W, We, MAW. WEY Im， 分 为 两 

层 ， 内 层 较 薄 ， 外 层 为 基 柱 层 ; 在 赤道 部 位 ， 基 柱 较 长 且 蓝 ， 至 两 极 基 柱 变 细 而 紧 排 。 

网 状 纹饰 ， 赤 道 部 位 的 网 眼 大 而 显著 ， 向 极 区 逐渐 变 小 ， 轮 廓 线 微波 状 。 

本 种 以 网 眼 由 赤道 部 位 向 极 区 逐渐 变 小 为 主要 特征 ， 可 以 同 本 属 其 它 种 区 别 。 当 前 

PAR PASH AA AD. AWE ee ES I. ARAM 

白垩 世 的 地 层 中 。 

Bi 76}3:4—-ERA. 

大 型 网 面 三 沟 粉 (新 种 ) Retitricolpites largus Wang sp. nov. 

(图 版 53， 图 28 ) 

大 小 58.5x 49.44m， 侧 面 观 宽 椭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细 ， 长 达 两 极 ， 沟 边 显 示 宽 的 

沟 腔 。 外 壁 厚 约 2.5u&m， 层 次 模糊 ， 其 上 呈 基 柱 结构 。 细 网 状 纹 饰 ， 轮 廊 线 微波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个 别 见 到 。 

马 托 拉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matauraensis (Couper) Song & Zheng 

《图 版 53， 图 1 一 8 ) 

1953 Tricolpites matauraensis, Couper, 62K, Ags, A118, 119. 

1981 Retitricol pites matauraensis, KRZBS, 165—166H, PAW37, [H27, 28, 33, 34, 

大 小 36.4 一 40x 20—33um, HAHA. R=W, WKAR, MSH, 一般 具 

Wik. SRW 24m， 分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外 层 上 微 显 基 柱 结构 ， 在 平面 上 反映 

为 网 状 纹饰 ， 网 眼 直径 一 般 为 jum; 轮廓 线 细 齿 状 。 

这 一 种 较 柳 粉 的 个 体 大 《〈 一 般 在 354m 以 上 ) ， 同 时 网 纹 较 均匀 ， 但 较 蜂 梨 网 面 三 

沟 粉 的 体积 小 ， 网 纹 也 较 细 ; 另外 还 以 网 纹 较 均 匀 区 别 于 乔治 网 面 三 沟 粉 。 类 似 的 标本 

产 于 江苏 渐 新 世 、 渤 海 沿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 新 西 兰 始 新 世 一 渐 新 世 的 地 层 中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三 潭 组 。 

网 面 三 沟 粉 (未定 种 1) ~ Retitricolpites Sp.1 

(图 版 53， 图 23 ) 

大 小 36.4x31.1u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几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sum, Sp AF 

厚 于 内 层 ， 其 上 基 柱 紧密 排列 。 表 面 为 基 柱 连 成 的 细 网 状 纹饰 ， 轮 廊 线 微波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 

网 面 三 沟 粉 (未定 种 2 ) Retitricolpites sp. 2 

(图 版 53， 图 24 ) 

大 小 36.4x27.8um， 轮 廓 宽 枯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细 ，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约 24m， 

层次 不 清 ， 外 层 上 微 显 基 柱 结 构 ， 细 网 状 纹 饰 ， 轮 廓 线 微 波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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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位 ”海龙 井 组 。 

网 面 三 沟 粉 (未 定 种 3) Retitricolpites sp.3 
(图 版 53 太 图 25 一 27 ) 

大 小 40 一 45.5x 31.3—35.4um, HMA. =H, WK, PRRANOR FL it 

呈 三 拟 孔 状 构造 。 外 壁 厚 约 24m， 内 外 层 大 致 等 厚 或 外 层 略 厚 。 网 状 纹饰 ， 赤 道 部 位 的 

网 发 育 ， 网 眼 的 形状 及 大 小 不 规则 ， 直 径 1 一 2um 不 等 ， 向 两 极 变 细 ， 直 径 不 到 1umo。 

轮廓 线 波状 ， 尤 以 赤道 区 为 显著 。 

Ei ERA—RMBH. 

网 面 三 孔 沟 粉 属 Retitricolporites(Van der Hammen) 

Van der Hammen & Wijmstra, 1964 

坚 国 网 面 三 孔 沟 粉 (新 种 ) = Retitricolporites firmus Zheng sp. nov. 

(图 版 55， 图 26，27 ) 

大 小 40x20u4m。 梭 形 轮 廊 ， 两 端 较 尖 。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孔 圆 形 。 外 壁 坚 固 ， 

4 1.5um, 外 层 略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网 状 ， 网 眼 形状 不 规则 ， 直 径 2 一 3km， 向 两 极 变 

细 ， 在 极 区 直径 不 到 1um; 轮廓 线 显 波状 起 伏 ， 尤 以 赤道 部 位 为 显著 。 

本 新 种 以 侧面 轮廓 梭 形 、 坚 固 的 外 壁 及 赤道 部 位 具 发 达 的 网 状 纹饰 等 而 区 别 于 本 属 

其 他 种 。 

Bi ERA. 

四 沟 粉 属 Tetracolpites Vimal ex Srivastava, 1966 

模式 种 Tetracolpites reticulatus Srivastava 

Bi 四 沟 型 花粉 ， 沟 长 ， 呈 枢 形 。 极 面 观 圆 形 ， 花 粉 常 沿 长 轴 压 扁 ， 网 状 纹饰 。 

四 沟 粉 (KR 1) Tetracolpites Sp.1 

〈 图 版 55， 图 20 ) 

大 小 28.6x25um， 轮 廊 宽 椭圆 形 。 具 四 沟 ， 沟 中 等 长 度 。 外 壁 较 薄 ， 层 次 不 显 ， 

表面 光滑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个 别 见 到 。 

Dig (未定 种 2) Tetracolpites sp. 2 

(图 版 55， 图 31 ) 

轮廓 圆 形 ， 直 径 33.8&m。 具 四 沟 ， 沟 均匀 分 布 ， 且 不 开裂 。 外 壁 Wi, lum 左右 。 

细 网 状 纹饰 。 

层 位 ”三 漂 组 个 别 见 到 。 

四 合 单 孔 粉 属 Tetradomonoporites Chitaley，1951 ex Krutzsch, 1970 

模式 种 Tetradomonoporites typhoides Krutz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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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征 ” 单 孔 的 四 合体 花粉 ， 具 细 网 纹 。 每 单个 花粉 粒 上 有 一 个 孔 , 孔 位 于 自由 面 上 。 

讨论 ”花粉 形状 与 现代 植物 Typpa 的 四 合体 花粉 相似 。 本 属 单 粒 花 粉 只 具 一 个 孔 ， 

Pseudotyphoipollis Krutzsch (1970) 的 单 粒 花粉 具 4 个 孔 ， 相 邻 花粉 的 孔 成 对 排 列 ， 

两 属 十 分 不 同 。 

四 合 单 孔 粉 (未 定 种 ) Tetradomonoporites sp. 

(图 版 54， 图 26 ) 

四 合体 大 小 59.8x 38.7um， 单 个 花粉 大 小 32.5x 22.5um; 每 粒 在 远 极 面 上 具有 一 

个 单 孔 ， 和 孔径 约 5.24m。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波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个 别 见 到 。 

扁 三 沟 粉 属 Tricolpites (Cookson ex Couper, 1953) 

Belsky, Boltenhagen & Potonie, 1965 

Ri CRKAC—mMAB; R=W, SREWURAIIEs BAA RSC Ti. 

大 扁 三 沟 粉 新 种 ) Tricolpites magnus Song sp. nov. 

(图 版 54， 图 28 ) 

轮廓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约 53.14m。 具 三 沟 ， 沟 宽 裂 。 外 壁 厚 约 1.5km， 层 次 不 清 。 

清晰 的 细 网 状 纹饰 ， 轮 廓 线 微 齿 状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个 别 见 到 。 

Ret =O} Tricolpites pachyexinus Couper 

〈《 图 版 54， 图 20 ) 

1953 Tricol bites pachyexinus, Couper, 62%, AAwk8, FA120, 121, 

轮廓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约 32.9um, R=W, WHA. Spee 2.5um, PREF 内 

层 。 纹 饰 为 弱 网 状 ， 且 向 极 区 变 得 更 弱 ， 轮 廓 线 微 波状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中 个 别 见 到 。 

WSR R= CMH) ) Tricolpites pedicularidus Wang sp. nov. 

(图 版 54， 图 21 ) 

1978 ”PPedicularis sp.，《 渤 海 沿 岸 地 区 早 第 三 纪 孢 粉 》，145 页 ， 图 版 51， 图 5 一 7。 

RITA, HE 30.2um, REW, WK, JLAAWH. pRB 2) 1.5um, 4 

为 两 层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为 模糊 的 网 状 ， 轮 廓 线 平 滑 一 微波 状 。 

新 种 以 三 沟 几 呈 合 沟 状 和 网 纹 模 糊 等 特征 ， 与 本 属 其 它 种 可 以 区 别 ; 其 与 玄 参 科 马 

先 蒿 属 (Pedicularis) 的 现代 花粉 相像 ， 种 名 由 此 而 来 。 

相 类 似 的 化 石 见 于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第 三 系 渐 新 统 ， 一 般 数 量 较 少 。 

Bi ”三 潭 组 个 别 见 到 。 

网 面 扁 三 沟 粉 Tricolpites reticulatus Cookson ex Couper 

《图 版 54， 图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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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Tricolpites reticulatus, Couper, 134m, FAhg15, 45. 

极 面 观 近 圆 形 ， 直 径 27.6km。 具 三 沟 ， 沟 深切 而 几 达 两 极 ,， 并 有 沟 模 。 外 壁 厚 

1.54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明 显 的 网 状 纹 饰 ， 轮 廓 线 小 齿 状 。 

层 位 ”三 潭 组 个 别 见 到 。 

扁 三 沟 粉 (未定 种 ) Tricolpites sp. 

(图 版 54， 图 22，23 ) 

大 小 为 41.6x391m， 轮 廓 近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1.5m， 层 次 不 

清 。 纹 饰 为 清晰 的 网 状 ， 网 纹 至 沟 边 明显 变 细 ， 向 两 极 也 略 有 变 细 ， 轮 廓 线 微 齿 状 。 

Ei =. 

三 沟 粉 属 Tricolpopollenites Pflug & Thomson，1953 

无 形 三 沟 粉 Tricolpopollenites liblarensis ( = quisquallis) Thomson & Pflug 

(图 版 55， 图 1 一 4 ) 

1934 Pollenites duisdual1is，Potonie，70 页 ， 图 版 3， 图 13。 

1953 Tricolpopollenites liblarensis, Thomson & Pflug，97 页 ， 图 版 11， 图 111 一 151。 

1981 Tricolpopollenites liblarensis ( = quisdqual1is ) ， 宋 之 琛 等 ，167 页 ， 图 版 37， 图 1 一 4。 

大 小 17.6 一 19.8x8.2 一 134m， 轮 廓 长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约 1 一 

1.5um, 分 为 两 层 。 纹 饰 光 滑 一 细 晒 粒状 ， 轮 廓 线 光 滑 。 

本 种 在 欧洲 早 第 三 纪 较 为 丰富 ， 中 第 三 纪 ( 渐 新 世 晚 期 一 早 中 新 世 ) 较为 普遍 ， 晚 

第 三 纪 甚 少 。 我 国 在 渤海 沿岸 地 区 下 第 三 系 个 别 见 到 ， 江 苏 地 区 上 白垩 统 ， 始 新 统 亦 有 

分 布 。 

层 位 ”海龙 并 组 一 东海 群 。 

薄 壁 三 沟 粉 (新 种 ) Tricolpopollenites mollis Wang sp. nov. 

(图 版 54， 图 1 一 4 ) 

极 面 观 圆 形 ， 直 径 23 .4 一 26.6/m， 模 式 标本 直径 23 .6um。 具 三 沟 , 沟 或 微 裂 开 , 且 

长 达 极 区 。 外 壁 薄 ， 厚 度 小 于 1um， 层 次 模糊 。 纹 饰 为 微弱 的 细 颗 粒状 ,轮廓 线 平滑 。 

本 新 种 以 壁 薄 、 纹 饰 较 明 显 为 特征 ， 并 以 形状 扁 圆 不 同 于 无 形 三 沟 粉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玉 果 组 。 

扁 圆 三 沟 粉 (新 种 ) Tricolpopollenites oblatus Wang sp. nov. 

(图 版 54， 图 5 一 7 ) 

大 小 21.1x22.2 一 25.8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21.1x23.4km， 侧 面 观 呈 局 圆 形 ， 极 面 

观 圆 形 。 具 三 沟 ， 沟 长 几 达 两 极 。 外 壁 厚 1.5 一 24m， 较 坚固 ,分 为 两 屋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饰 模糊 或 光滑 ， 轮 廓 线 平 滑 。 

本 新 种 以 壁 较 厚 、 较 坚固 ， 纹 饰 较 弱 同 壁 薄 、 纹 饰 较 明 显 的 薄 壁 三 沟 粉 相 区 别 。 

Et ”海龙 井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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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沟 粉 (未 定 种 ) Tricolpopollenites sp. 

(图 版 54， 图 24，25 ) 

轮 廊 三 裂 圆 形 ， 直 径 32.9 一 38.04m。 具 三 沟 ， 沟 宽 裂 。 外 壁 厚 1.5km，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颗 粒状 ， 轮 廓 线 平滑 一 微波 状 。 

Bi =A. 

三 孔 沟 粉 属 Tricolporopollenites Pflug & Thomson, 1958 

长 形 三 孔 沟 粉 (RAG) ) Tricolporopollenites prolongatus 

(Takahashi) Zheng comb. nov 

(图 版 55， 图 38 一 40 ) 

1979 Cupuliferoipollenites brofongatus，Takahashi，44 页 ， 图 版 11， 图 30，31。 

大 小 为 47.5 一 50 x 25 一 30km。 轮 廓 椭圆 形 ， 宽 与 长 之 比值 为 0.5 一 0.63。 三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和 孔 圆 形 或 略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1.5&m， 外 内 层 等 厚 ， 表 面 光 滑 或 具 弱 颗粒 状 

纹饰 :轮廓 线 光 滑 。 
当前 化 石 与 CupU1iferoipollenites prolongatus (Takahashi，1979，44 页 ， 图 版 11， 

图 30，31 ) 颇 为 相似 ， 考 虑 到 Cupuliferoipollenites 通常 指 与 Castanea 有 关 的 小 三 孔 沟 

花粉 ， 故 本 文 作 了 新 组 合 。 

Bi ERA—=HA. 

GRB=FLIAW (RR) =~ Tricolporopollenites rosaeformis Zheng sp. nov. 

(图 版 55， 图 21 一 24 ) 

大 小 20 一 30x 17 一 204m， 模 式 标本 大 小 为 25x 18.3um。 三 拟 孔 沟 ， 沟 长 达 极 区 ， 

具 较 发 育 的 沟 腔 ， 侧 面 观 时 ， 沟 两 侧 的 暗色 条 带 较 宽 ， 孔 位 于 沟 的 中 部 ， 呈 破 孔 状 结 

构 。 外 壁 厚 1.5 一 2 上 ， 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纹 饰 颗粒 状 ， 当 镜 简 下 降 时 显 弱 网 状 图 形 ， 颗 

粒 排列 略 具 方 向 性 ， 轮 廓 线 上 显 细 此 状 突起 。 

本 新 种 以 其 具 三 拟 孔 沟 构 造 及 颗粒 排列 略 具 方向 性 等 特征 与 一 般 昔 薇 科 花 粉 较为 相 

似 ， 故 名 ， 并 以 此 特征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一 东海 群 。 

三 孔 沟 粉 (未定 种 1) ~ Tricolporopollenites sp. 1 

〈 图 版 55， 图 33，34 ) 

直径 25 一 34m， 侧 面 轮廓 近 圆 形 ， 极 面 轮廓 圆 三 角形 。 三 孔 沟 ， 沟 较 短 , 略 开裂 ; 

SLA. SHEE 3um 左 右 ， 外 层 显著 厚 于 内 层 ， 表 面 稍 粗糙 或 平滑 ， 轮 廓 线 平 滑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三 孔 沟 粉 (KER 2 ) Tricolporopollenites sp. 2 

(图 版 55， 图 29 ) 

大 小 为 27.5x 25.5km, 近 圆 形 轮廓 。 三 孔 沟 , 沟 腔 清楚 ,内 和 孔 横 长 。 外 壁 厚 约 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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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层 厚 于 内 层 。 颗 粒状 纹饰 ， 轮 廓 线 稍 不 平 。 

层 位 海龙 井 组 。 

=#:#%}1R Trilobapollis Sun, Kong et Li, 1980 

We ABU KYRAM=MKARME, GR HR (Trialapollis Stanley) 的 区 别 

是 : RHA—-TPPRAER=AEPRMRMR, MERIC RH PRAERBRE;, SLR 

属 (Florschuetzia) WK AETRAE=AT MA PRA HET ASL. 

31 =%#38H} Trilobapollis leptus Sun, Kong et Li 

(图 版 55， 图 15 一 19 ) 

1980 Trilobapollis Jebtus， 孙 湘 君 等 ，192 页 ， 图 版 1， 图 1 一 4。 

KA/28.6—31.8X12.4—15.3um, PARK, MHMBBL, KRZKKF2. 

— $i HSS LEE BY LUE PER, JT REE A RE. OPE lem, 2 

层 ， 近 等 厚 。 模 糊 的 网 状 纹饰 。 

类 似 的 化 石 见 于 中 国 南海 北部 大 陆架 渐 新 统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6 A=} Trilobapollis ellipticus Sun, Kong et Li 

(图 版 55， 图 5 一 14 ) 

1980 Trilobapollis el1iipticus， 孙 湘 君 等 ，196 页 ， 图 版 1， 图 5 一 14。 

大 小 25.4 一 34x 13 .9 一 19.5um。 侧 面 观 椭圆 形 , 两 极 略 锐 ， 长 宽 之 比 一 般 小 于 2 。 

花粉 粒 的 一 个 瓣 片 位 于 其 中 部 ， 形 成 一 条 连接 两 极 的 暗色 条 带 ， 有 时 两 个 斩 片 重要 一 

起 ， 使 花粉 粒 的 颜色 一 边 上 暗 ， 一 边 淡 。 外 壁 厚 约 1 Am， 分 为 近 等 厚 的 两 层 。 纹 饰 细 网 

状 。 

本 种 以 较 宽 的 椭圆 形 轮廓 区 别 于 瘦长 形 轮廓 的 瘦长 三 辩 粉 。 类 似 的 化 石 见 于 中 国 南 

海北 部 大 陆架 渐 新 统一 中 新 统 。 

层 位 ” 花 港 组 一 海龙 井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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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CENOZOIC PALYNOLOGY OF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IN THE SHELF BASIN OF THE EAST CHINA 

SEA (DONGHAI) REGION 

Song Zhi-chen Guan Xue-ting Zheng Ya-hui 

Li Zeng-rui Wang Wei-ming Hu Zhong-heng 

SUMMARY 

The Tertiary and Quaternary deposits,up to 4000m thick, are well deve- 

loped in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of the East China Sea region. Based 

on drilling records, they are divisible into 4 formations and one group, that 

is, in ascending order the Huagang, Hailongjing, Yuquan and Santan Forma- 

tions and the Donghai Group. 

When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e—pollen assemblages and dating 

their geological ages, the writers deem it helpful to review the changes in 

the floras and spore—-pollen assemblage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Paleogene to the Neogene of some regions in Eurasian continent and in some 

neighbouring areas under study in our country. The following elements may 

be use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spore-pollen assemblages possibly 

belonging to the Paleogene or the Neogene of the region of the present East 

China Sea. 

1. The palynomorphs such as Schizaeoisporites, Classopollis, Proteacidites, Pli- 

capollis, Subtriporopollenites, Jiangsupollis and Jianghanpollis are always present 

in the Paleogene assemblage, but absent in the Neogene one. 

2. The conifer pollen, mainly pinaceous pollen, tended to be on the 

increase in the Latest Paleogene and especially in the Early Neogene. 

3. The betulaceous pollen grains, including Alnipollenites, Betulaepolleni- 

tes, Betulaceoipollenites and Ostryoipolleni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had a 

marked position(percentages)in the spore-pollen assemblag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Oligocene to the Miocene. 

4. The spores of such genera as Polypodiidites, Polypodiisporites and 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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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iaceaesporites related to Polypodiaceae, Davilidaceae,etc. were either more 

abundant or on the marked increase in Neogene. 

5. The spores and pollen grains of water plants such as Ceratopteris, Sal- 

vinia and Trapa were probably not so numerous in Late Paleogene as in Neogene. 

6. The dicotylous herbs such as Polygonaceae, Chenopodiaceae, Caryo- 

phyllaceae and Compositae were plentiful in Neogene, but rare or even 

absent in Paleogene, while the monocotylous plants such as Gramineae, and 

Liliaceae originating before Neognee, became increasely abundant. 

7. There lives now near the fossil locality a comparatively high propor-— 

tion of plant genera identified from Neogene spores and pollen grains, whe- 

reas on the contrary there grows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Paleogene plant 

genera in the fossil area. For example, some herbs and Ceratopteris, Salvinia 

and Trapa as well as many subtropical tree genera growing in the East China 

region neighbouring the area under study could serve as the indicators of 

Neogene assemblage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each palynomorph, the fo 二 

lowing seven spore-pollen assemblages may be isolated from the _ studied 

drilling sections; 

1. The Quercoidites—Retitricol pites-Trilobopollis assemblage (in the Huagang 

Formation) This assemblag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great abundance of Quercoi-— 

dites and Retitricolpites and by the moderate abundance of Trilobopollis, Magna- 

striatites and Sporotrapoidites, along with a few herbaceous pollen grains. Its 

geological age should be Paleogene, maybe Oligocene. Some dinoflagellate 

cysts such as Bohaidina sp., Cordosphaeridium cf. cantharellum and Deflandrea sp. 

have been found not only from the lower member of the Huagang Formation 

containing this assemblage and probably belonging to Late Eocene to Early 

Oligocene, but also from the 3rd and 4th members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 

in the coastal region of Bohai. 

2. The Pinaceae-Sporotrapoidites assemblage (in the lower member of the 

Hailongjing Formation) In character, this assemblage consists dominantly 

of pinaceous pollen (20-—-40%), secondarily of Sporotrapoidites(10—30%) and 

moderately of herbaceous pollen and Magnastriatites, etc., showing a general 

aspect of the Neogene assemblage. However, i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Early Miocen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less proportion of subtropical mem- 

bers which reflect a slightly colder climate than the Rutaceoipollis—Tricolpo- 

pollenites-—Tricolpites assemblage does. Its geological age may be roughly corre- 

lated with that of the Ainoura-type flora of Japan. 

3.The Rutaceoipollis-Tricol popollenites-Tricolpites assemblage (in th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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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pper members of the Hailongjing Formation) This assemblage is mar- 

ked by the dominance of tricolpate and tricolporate pollen, including Ruta- 

ceoipollis, Tricolpopollenites, Tricolpites, Meliaceoidites, Cupuliferoipollenites and 

Retitricolpites. In addition, the percentages of Magnastriatites, Persicarioipollis 

and Graminidites are on the increase, while the content of pinaceous pollen 

is on the decrease. The subtropical members in the assemblage are more com- 

mon than those in other assemblages from the studied sections, reflecting 

the warmest climate of Neogene in this area. Then this assemblage may be 

Middle Miocene in age and comparable with the spore-pollen assemblages of 

Shanwang flora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Shihti Formation of Taiwan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Daijima-type flora from Japan,all of them belong-— 

ing to the same age. 

4. The Magnastriatites—Liquidambarpollenites assemblage (in the Yuquan Forma- 

tion) In components and general aspects, this assemblage is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one, but differs mainly in having more Magnastriatites, Liquidambar- 

pollenties and Persicarioipollis, and less Rutaceoipollis, Tricolpopollenites and 

Tricolpites, occasionally in association with Sporotrapoidites. In reference to the 

dominant presence of Liquidambarpollenites and Persicarioipollis, this assemblage 

almost resembles that of the Nanchung Formation of Taiwan Province, and 

may be referred to Late Miocene in age. 

5. The Persicarioipollis-Graminidites assemblage(in the Santan Formation) 

This assemblage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subassemblages as follows; 

5(a) The Persicarioipollis-Graminidites—Retimultiporopollenites subassemblage 

(in the lower member of the Santan Forma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her- 

baceous pollen grains in this subassemblage, including mainly Persicarioipollis 

(3.3—57.1% ),Graminidites (8.3—26.4% )and Compositae, Chenopodiaceae and 

Convolvulaceae, etc.is more than that of broadleaved tree pollen grains,such 

as Liquidambarpollenites (1.7—23.3%), Quercoidites (0.9—20%) and Ulmipol- 

lenites(3.3—22.4% ).Moreover, the spores of Magnastriatites decrease strikingly 

in number and is sporadic in distribution. Its geological age may be Early 

Pliocene. 

5(b) The _ Persicarioipollis-Graminidites—Polypodiaceaesporites subassemblage 

(in the upper member of the Santan Forma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ubassemblage are very like those of the previous one, but differ only 

in the higher percentages of Polypodiaceaesporites, betulaceous and pinaceous 

pollen grains and in the common presence of Ilexpollenites, referred also to 

Pliocene, maybe Late Pliocene in age. 

6.The Spiniferites-Multispinula assemblage (in the base of the Do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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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his dinoflagellate assemblage contains the following species; Spini- 

ferites bentori, S. bentori var. truncata, S. cf. bulloides, S. cf. hypercanthus, 

S.cf. mirabilis, S.cf. ramosus, Lingulodinium machcaerophorum, L. machaerophorum 

subsp. filiforme and L. machaerophorum subsp. megacanthus, Operculodinium 

giganteum, Polysphaeridium.zoharyi, Multispinula quanta, Tectadinium cf. pellitum, 

along with a few new species as well as many acritarchs, its geological age 

being Quaternary, maybe Early Pleistocene. 

7. The Polypodiaceaesporites-Taxodlaceae-Compositae assemblage (in the mid- 

dle and lower parts of the Donghai Group) Although in component this 

assemblage is the same as the 5th assemblage; in percentages,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 and especially so are the characters of increasing 

amount of taxodiaceous and compositaous pollen grains, the sharply decrea-— 

sing amount of Persicarioipollis and the constant presence of a few dinoflage- 

llate cysts and acritarchs. As the 6th assemblage belongs to Early Pleisto-— 

cene, then this assemblage, overlying the bed containing the 6th assembla- 

ge, should be referred to Pleistocene in age too. 

In this paper discussions are also made of the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of the vegetative feature and climatic condition of each assemblag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For instance, the vegetation of the Oligocene in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is on the woodland composed mainly of deciduous 

broadleaved trees intermingled with some evergreen trees, reflecting a sub- 

tropical climate with an arid aspe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Late Eocene to 

Early Oligocene, the occurrence of some dinoflagellate cysts in the spore- 

pollen assemblage must be an indication that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was quite near to the coastline, occasionally with small marine transgre- 

sion, 

According to the data on present material,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in Neogene was in a continental environment and had not been influenced by 

marine currents. The Miocene vegetation was a kind of deciduous broadlea- 

ved forest intermingled with various evergreen trees, just like the vegeta- 

tion in the East China region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con- 

dition of middle to south subtropical climate. In Middle Miocene the climate 

was warmer and may be of south subtropical type, with evergreen trees 

being very common in forest. 

In Pliocene, owing to the wide distribution of herbaceous members, the 

vegetation in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appeared to be the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steppe, which was distributed over a wide range of 

territories, whereas forest existed only in the suitably moist area. The 

168 



climate for this vegetation type seems to be of north subtropical type under 

arid condition. In Early Pleistocene, the Longjing structural area was 

covered by sea water where the dinoflagellate cysts and acritarchs 

developed. After the transgression, this area in Pleistocene was located 

near the coastline and invaded frequently by sea currents, At that time 

the vegetation used to be the steppe-woodlet or mixed forest composed of 

conifer and broadleaved trees, representing the north subtropical climate, 

just as it is today in Jiangsu.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 of organ genera and species, 38 genera 

and 89 species of dinoflagellate cysts and acritarchs, 134 genera and 354 

species of spores and pollen grains including 6 new genera and 74 new 

species and 22 new combinations are established. 

DESCRIPTION OF NEW GENERA 

Pteridophyta 

Sinopteridaceae 

Onychiumsporites Hu gen. nov. 

Type species Onychiumsporites onychiumformis Hu gen. et sp. nov. (Pl. 

Zee ties: de 21, 12) 

Diagnosis Spores trilete, amb triangular-subtriangular, moderate in 

size;laesurae distinct or indistinct,generally simple,almost reaching the equ- 

atorial margin; ornamentation rugulate and verrucate, or mainly of one type. 

A wavy cingulum and sometimes one or two beaded zones along the equator. 

Comparison The present new genus differs from Pterisisporites Sung et 

Zheng 1976 and Polypodiaceoisporites Potonie 1956 in having a wavy cingulum 

and one or two beaded zones at the equator, from Undulozonosporites Kedves 

1966 and Verrucingulatisporites Kedves 1961 in having one or two beaded zo- 

nes along the equator, the latter two genera not possessing beaded zone 

along the equator. 

Affinity Onychium (Sinopteridaceae) or Pteris (Pteridaceae). 

Occurrence Neogene; E. China. 

Ischyomonoletes Li et Song gen. nov. 

Type species Ischyomonoletes typicus Li et Song gen. et sp. nov. (Pl. 23, 

figs, ,.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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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Monolete spore with brochi ornamentation, brochi generally 

rounded, not polygonal,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being equal to or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e diameter of brochi, not showing reticulation. 

Comparison The new genu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brochi ornamentation 

and can be differentiated from Reticulosporis Krutzsch 1959, which is reticu— 

late, with polygonal muri, thick ridge smaller than the diameter of muri 

and Hazaria Srivastava 1971, which is also reticulate, with large muri, thin 

ridge, and different verrucoses, as well as the Reticuloidosporites Pflug 1953, 

reguiarly reticulate. 

Affinity Unknown. 

Occurrence Neogene; E. China. 

Angiospermae 

Celestraceae 

Evonymoipites Zheng gen. nov. 

Type species Evonymoipites rotundus Zheng gen. et sp. nov. (P1.33, figs. 

ig-17) 

Diagnosis Grains moderate in size, prolate, spherical or oblate, trilo—- 

bate in polar view; tricolporate, colpi narrow, with caverna, pores large, 

with a clear outline, circular or lenticular, slightly thickened in surroun- 

ding areas; exine thick, gradually becoming thinner towards the apertures; 

ornamentation microreticulate or microbaculate. 

Comparison The present new genus is similar to the genus Artemisiaepo— 

Ilenites Nagy 1969 in having a thick exine that becomes thinner towards 

the aperture,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the larger pollen size, the rela- 

tively thin exine and the different ornamentation. It is also similar to the 

genus Ilexpollenites Thiergart 1937 in the baculate ornamentation,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the more developed aperture and the waeker ornamenta- 

tion. 

Affinity Evonymus. 

Occurrence Neogene; E. China. 

Gentianaceae 

Nymphoideipites Zheng gen. nov. 

Type species Nymphoideipites stri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Pl.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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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s. 9, 10) 

Diagnosis Grains peroblate—oblate, moderate to small in size, often 

preserved in polar view, amb triangular, with convex, concave or straight 

sides; with 3to4colpi and pores and parasyncolpate, pores usually unclear; 

exine of two layers, sexine slightly thicker than nexine; ornamentation 

composed of bacules and/or granulate which are usuelly linked into a striate 

or reticulate pattern. 

Comparison The new genus is similar to the genus Cupanieidites Cookson 

& Pike 1954, which has a close affinity to the living plants of Sapinda- 

ceae in being parasyncolpate, but the latter bears a clear outline in the 

pores and has a bigger pollen size. 

Affinity Nymphoides. 

Occurrence Neogene; E. China. 

Rhoipteleaceae 

Rhoipteapollis Zheng gen. nov. 

Type species Rhoipteapollis chilianthoides Zheng gen. et sp. nov. (PI. 

a7, iigs, .8, 9) 

Diagnosis Grains oblate, triangular in polar view, sides slightly convex; 

tricolporate, angulaperturate, pores large, colpi very narrow and shorts; exine 

1.5um in thickness, sexine thicker than nexine and thickened at the apertural 

areas; arcus passing the pole from aperture to aperture in a syncolpate fa- 

shion leaving an irregularly triangular area at each pole; ornamentation faint, 

granulate. 

Comparison This new genu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very short and nar- 

row colpi, the large pores which are interconnected by the arcus, and can 

thus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ther tricolporate genera. The new genus 

is similar to the genus Brevicolporites (Anderson 1960) Elsik 1970 in the 

characteristic structure,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1) the colpi of the 

latter are relatively broader and longer and the pores are small and (2) the 

arcus of the former is weaker. 

Affinity Rhoiptelea. 

Occurrence Neogene; E. China. 

Umbelliferae 

Hydrocoltaepites Zheng gen. nov. 



Type species Hydrocoltaepites pachydermus (Sun et al.) Zheng gen. & comb. 

nov. (Pl. 51, figs. 8—10) 

Diagnosis Pollen grains prolate—broadly prolate or nearly spherical in 

lateral view, triangular in polar view; tricolporate, sinu-aperturate, 

colpi narrow and short, hardly observable, pores circular or lenticular; 

exine thick, sexine much (several times) thicker than nexine, especially at 

polar regions; ornamentation granulate, baculate or reticulate with muri 

composed of granules. 

Comparison The present new genus differs from other tricolporate ge- 

nera in having a very thick exine, especially in the polar regions. 

Affinity Hydrocoltyle. 

Occurrence Neogenes China an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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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1. 钨 粉 化 石 保存 地 点 : 凡 玻 片 号 以 D:、D* 开头 的 保存 于 地 质 矿 产 部 海洋 地 质 综合 研究 

大 队 实 验 室 ;以 3: 开 头 的 保存 于 石油 工业 部 渤海 石油 公司 研究 院 ， 以 Gi 开头 的 保存 

于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2. 图 版 中 抱 粉 化 石 除 注 明 者 外 ， 均 被 放大 800 售 。 

3. 括 号 中 的 数字 表示 化 石 种 描述 所 在 页 码 。 

版 1 

图 1,2. 本 托 刺 甲 苔 (比较 种 ) 截 管 变种 piniferites cf. bentori var. truncata (Rossignol) 

Lentin & Williams (42)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6-4。 

PAS, 4. #8 Bh Hl) AK ( 比较 种 ) Spiniferites cf. hyperacanthus (Defl. & Cooks.) Cookson & 

Eisenack (43)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4。 

FA5,9,10. ASEH AMA Spiniferites bentori (Rossignol) Sarjeant (42) 

5.x 500;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052-4-5。 

图 6,7,12. 膜 管 刺 甲 藻 Spiniferites membranaceus (Rossignol) Sarjeant (43) 

6. X500，7. X50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2-2。 

图 8,13,14. 多 梳 刺 甲 藻 Spiniferites ramosus (Ehrenberg) Loeblich Jr. & Loeblich 机 (44) 

8. ARERR; BS: G1I-052-21-1。13.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57-1-6。14. 东 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440-8-2。 

图 11. 多 泡 刺 甲 薄 (比较 种 ) 9 piniferites cf. bulloides (Defl. & Cooks.) Sarjeant (42)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9-1。 

A he 2 

图 1,2. 刺 甲 营 (未 定 种 1 ) Spiniferites sp.1 (45)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5-5。 

图 3,4. 佐 氏 多 球 菠 Polysbpaeridiuzz zoharyi (Rossingnol) Bujak et al. (32) 

3. X 500s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1。 

PAS. 膜 带 刺 甲 菠 具 刺 变种 ( 新 变种 ) S piniferites cingulatus (Wetzel) Sarjeant var. spinatus 

Song var. nov. (43)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8。 

图 6,7. 刺 甲 营 ( 未定 种 2 ) Spiniferites sp. 2 (45) 

7. X50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2-3。 

图 8. 管 球 藻 (未 定 种 1 ) A ystrichosphaeridium sp.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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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 群 底 部 ;和 玻 片 号 :， G1-052-6-5. 

图 9 ,10 .蠕虫 水 甜 菠 ? (新 种 ) Aquadulcum? vermiculatum Song sp. nov. (39) 

9. x500; 模式 标本 ，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2。 

图 11 一 13. 刺 甲 菠 ? (未 定 种 3 ) Spiniferites sp. 3 (45) 

12.x 500; 东海 群 底 部 ， 和 玻 片 号 ，G1-052-20-2。 

版 3 

-图 1,2. 丽 球 菠 (未 定 种 ) Callaiosphaeridium sp. (34)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4-6。 

43,4. 34398 (未 定 种 ) Bohaidina sp. (30)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S1-124-8-2。 

FAS. 心 球 菠 (未 定 种 ) Cordosphaeridium sp. (33) 

x 500; ERA ERs RH: S1-71-1-4. 

6. 节 管 刺 甲 菠 Spiniferites nodosus (Wall) Sarjeant (44) 

=GAERs RAS: S1-57-5-1. 

图 7 一 9 . 管 球 菠 (未 定 种 2 ) Hystrichosphaeridium sp. 2 (36) 

AHIR s BRAS: G1-052-3-4, 

F510. Pi MK? (未 定 种 Elli psoidict yum? sp. (38) 

ARERR s BH: G1-052-20-3. 

版 4 

图 1 一 3. 小 刀 舌 藻 线 刺 亚 种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subsp. filiforme (Rossignol) 

Lentin & Williams (37) 

东海 群 底部 :和 玻 片 号 : 1,2. G1-052-5-4, 3. G1-052-1-7, 

F14,6,7,9.4\ JJ w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Defl. & Cooks.) Wall (36) 

ASHE, BES: 4. G1-052-4-1, 6, 7. G1-052-3-8, 9. G1-052-21-2. 

图 5. ATI MAL LH Lingulodinium machaerophorum subsp. megacanthum (Rossignol) 

Lentin & Williams (37)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052-7-1。 

图 8. 落 球 藻 (未 定 种 1 )Tenua sp. 1 (35)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21-1。 

图 10. Site HEM ( 新 种 ) Cleistosphaeridium brevibaculum Song sp. nov. (31) 

模式 标本 ;东海 群 底部 ， 和 玻 片 号 ，G1-052-10-2。 

图 11. tire Bee M ( HH ) Cleistosphaeridium laxabaculum Song sp. nov. (31)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3-8。 

图 12. HREM Cleistosphaeridium centrocarpum (Defl. & Cooks.) Jiabo (31) 

=WATEs KH: S1-68-1-9. 

版 5 

图 1 一 3,12. 多 刺 营 Multispinula quanta Bradford (4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1. G1-052-1-9, 2. G1-052-7-2, 3.500, G1-052-6-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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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052-8-5. 

图 4. FREE DERM (比较 种 ) Cordosphaeridium cf. cantharellum (Brosius) Eisenack (32)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51-0354-9-2。 

图 5。 IKE SK (未 定 种 ) Canningia sp. (41)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6-1。 

图 6. ZMK (REM) Multispinula sp. (40) 

x 500; 东海 群 底部 ， RHE: G1-052-2-6. 

图 7,8 . 杭 菠 (未定 种 ) Ctenidodinium sp. (33)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l1-052-6-5。 

图 9. 薄 球 菠 (HHA) Tenua sp.2 (35)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9-4。 

图 10,11. 德 弗 兰 菠 (未 定 种 ) [ 奥 比 德 弗 兰 若 (比较 种 )] Deflandrea sp. (cf. D. oebisfeldensis 

Alberti) (33)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46-1-1。 

图 版 6 

图 1 一 3 .棒状 圆 膜 薄 ? 〈 新 种 ) Cyclonephelium? baculatum Song sp. nov. (30)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1,2.G1-052-5-1，3.G1-052-1-5。 

图 4,5 瞳 色 盖 菠 Tectatodinium pellitum Wall (29) 

4, x500;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052-15-3。 

图 6 一 9 . BRIG SH BA ( 比较 种 ) Leptodinium cf. spharicum Wall (35) 

6,7. X500s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6;9.G1-052-2-4，7,8.G1-052-3-1。 

图 10,11. 联 管 圆 膜 藻 (新 种 ) Cyclone phelium combibaculum Song sp. nov. (29)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3。 

图 12. Wee) ORM Operculodinium israelianum (Rossignol) Wall (38)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C1-052-8-1。 

图 13 一 15. 巨 大 口 盖 菠 Operculodinium giganteum Wall (38)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8-1。 

版 7 

图 1 一 2. 粒 纹 卵 甲 营 ( 新 种 ) Ovoidinum granulatum Song sp. nov. (39) 

模式 标本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54-3-1。 

图 3,4,7. 棒 球 菠 (未 定 种 ) Filisphaeridium sp. (56) 

3.=MA ERs KAS: S1-57-1-12. 

4.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RAS: S1-141-1-7, 

7. 三 漂 组 上 段 ， RHE: S1-59-3-2, 

FAAS. 拟 网 棒球 薄 (新 组 合 Filisphaeridium reticuloidum (Jiabo ) Song comb. nov. (55)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2-1。 

图 6。 污 脏 棒球 藻 Filisphaeridium asperum Jiabo (55)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S1-121-3-1。 

图 8。 海 氏 菠 (未 定 种 ) Heibergella s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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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0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RS: S1-81-2-8, 

图 9,10. 多 棒 膜 网 熙 ( 新 种 ) Cymatiosphaera multibaculata Song sp. nov. (54)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306-2-1。 

图 11. 粗糙 膜 网 营 ( 新 种 ) Cymatiosphaera scabrata Song sp. nov. (54)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238-7-3。 
图 12,13. 补 痕 膜 网 营 ( 新 种 ) Cymatiosphaera falcata Song sp. nov. (54) 

12. 模式 标本 ，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10-1。 

13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2-13。 

图 版 8 

图 1 一 3. 短 环 盘 星 菠 长 角 变 种 Pediastrum boryanum var. longicorne Raciborski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51-81-2-6。 

图 4 一 10. 木 质 卵 形 孢 Opnoidites ligneolus Potonie (49) 

type 1. 4. X50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83-1-1. 

5. 50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 G1-440-6-1。 

type 2. 7,10. x500; =MALEs RH: 7. S1-59-1b-2, 10.S1-59-1a-8, 

8. x50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76-1-2. 

type 3. 6. 玉泉 组 上 段 ; RHF: 3S1-71-2-3。 

9. x500, ERALEs RH: S1-59-2-2, 

图 11. AstéxtWH Psiloschizosporis parvus (Cookson & Dettmann) Jain (51) 

x 50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RH: S1-91-2a-3, 

图 12,13 .大 型 光 对 裂 钨 Psiloschizosporis maximus Song et Liu (51) 

x 500;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2.S1-65-1-3，13.S1-65-1-4。 

版 9 

图 1,2,10. 透 明光 面 球 菠 Leiosphaeridia hyalina (Defla、`dre) Downie (56) 

1.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9-2。 

2.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51-57-3-4。 

10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91-57-11-1。 

图 3. 相似 光 面 球 菠 ( 比较 种 ) Leiosphaeridia cf. similis Cookson & Eisenack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31-58-3-1lb。 

图 5,6. 光 对 裂 孢 (未 定 种 ) Psiloschizosporis sp. (51) 

x 500;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5. S1-58-1-2，6.S1-58-2-13。 

图 4,7,8. 光 面 球 藻 (未 定 种 2 ) Leiosphaeridia sp.2 (57) 

4. 三 漂 组 上 段 ， RAS: S1-59-2-4, 

7.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8-3。 

8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8-2-4。 

图 9. 光 面 球 藻 ? (ARS ) Leiosphaeridia? sp. 5 (58) 

x 500; ARMs BS: G1-052-3-3, 

图 11,12. 大 型 光 面 球 藻 ( 新 种 ) Leiosphaeridia magna Song sp. nov.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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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0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1. S1-14-1-5,. 

图 13 . 光 面 球 藻 (未定 种 1 ) Leiosphaeridia sp. 1 (57) 

x 500; [MA TEs HHS: S1-65-5-1. 

图 版 10 

图 1,2. 穴 面 钨 (未 定 种 1 ) Foveoinaperturites sp. 1 (48) 

x500; 1.= MALE, Res: S1=-57-1-3。 

2.ERAERs RHE: S1-75-1-3. 

F3,4,9. 70H (未 定 种 2 ) Foveoinaperturites sp.2 (48) 

x 500s 3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82-5b-1。 

4，9.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4.S1-58-2-6，9.9S1-59-2-2。 

(15. 7c hi fd (未定 种 8 ) Foveoinaperturites sp. 8 (49) 

x500; =HMA LR; HHS: S1-58-1-2, 

图 6 一 8,10 . 穴 面 孢 (未 定 种 3 ) Foveoinaperturites sp. 3 (48) 

Xi50056 ,8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6.31-57-1-1，8.S1 一 57 一 1 一 12。 

7.ERALRs RHE: S1-71-2-3, 

10. [Ma rR; KS: S1-65-3a-7. 

FA11,12. 75. (KH A ) Foveoinaperiurites sp.4 (48) 

11.=MAELR; RHE: S1-59-1-1, 

12. ERA FR; RSH: D2-£52-1-5, 

FA13—15. 7M ( KFC ) Foveoinaperturites sp.6 (49) 

13,15.5RALE; BERS: 13.S1-75-1-1, 15.S1-71-2-1. 

14. 花 港 组 : BH: S1-146-3-2, 

图 16,17. 穴 面 孢 (未定 种 5 ) Foveoinaperturites sp.5 (48) 

三 漂 组 上 上段 ; 玻 片 号 ，S1-57-4-2。 

图 18-20. 穴 面 钨 (未 定 种 7 +) Foveoinaperiurites sp.7 (49)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18,19.S1-58-1-1，20. S1-58-2-1。 

FA hx 11 

图 1. 粒 面 球 菠 Granodiscus granulatus Nadler (56)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0354-6-1。 

图 2,3. 粒 皱 百 色 藻 Bosedinia granorugosa (He et Qian) He (45)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2.S1-124-8-1，3.S1-124-5-1。 

图 4,5. 污 脏 棒 球 菠 Filisphaeridum aspersium Jiabo (55)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4。S1-123-1-2，5. S1-124-6-1。 

图 6 一 8,10. 皱 面 球 菠 (未 定 种 2 ) Rugasphaera sp. 2 (53) 

6—8.=MATRs BRHS: 6.S1-63-3-3, 7.S1-63-3-1, 8.S1-63-1-4. 

10.=MA EBs HHS: S1-57-6-1. 

| 图 9. 粗 糙 百 色 菠 Bosedinia scabrata (Jiabo) He (46) 

三 漂 组 下 段 ， RHE: S1-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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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Ak TERM (未 定 种 1 ) Rugasphaera sp. 1 (52) 

x500; =MAERs RHE: S1-56=2-3。 

F112,15. BRAT ERIK ( 新 种 ) Rugasphaera maxima Song sp. nov. (52) 

12, x 500;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5-3-4。 

15. x500; ERAERs RHE: S1-78-2-1, 

13,14. 7s PO FL ( MAA ) Tetrapidites ichsensis (Frantz) Song comb. nov. 

= EBs BS: 13. S1-57-10-2, 14.S1-57-4-2, 

图 版 12 

1,2. AL MW RH MK ( 新 种 ) Pterospermopsis regularis Song sp. nov. (58) 

x 500; 模式 标本 ， SMA ERs BAG: S1-59-12-3, 

图 3,4. 对 裂 孢 (未定 种 ) Schizosporis sp. (58) 

3. 玉 泉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1-p49-5=2。 

4.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RAS: D1-p64-1-2. 

图 5. 盘山 环 纹 藻 Comcentricystes panshanenses Jiabo (54) 

ERAs Bir: S1-72-1a-3. 

图 6. 光 面 球 菠 (未 定 种 4 ) Leiosphaeridia sp. 4 (58)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10-3。 

图 7. 光 面 球 菠 (未定 种 3 ) Leiosphaeridia sp. 3 (57) 

X500;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8-2-1。 

FAS. 锥 菠 ? CHF) Conicoidium? sp. (30) 

x500; ERAT Es RH: S1-80-1-1. 

图 9. 暗色 盖 藻 Tectatodinium pellitum Wall (29) 

x 50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8-3。 

图 10. 叶 面 着 生 菌 幼体 Epiphyllous fungal germling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51-66-1-10。 

图 11. 微 刺 蔬 Comasphaeridium minutum Jiabo (47) 

SMALE; RH: S1-59-1-3, 

F112. 细 刺 菠 Comasphaeridium spinatum Jiabo (4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RAS: S1-6-1-2. 

413,14. ARAM Campenia circullata Jiabo (52) 

x 5003; 13. =A EBs BH: S1-57-7-1. 

14. 三 漂 组 下 段 ! RH: S1-65-1-5, 

图 15. AREAS MCampenia irregularis Jiabo (52) 

*500; ERAEBs RHE: S1-71-2-5, 

图 版 13 

图 1 一 3. 刺 球 藻 (未定 多 种 ) Baltisphaeridium spp. (53) 

东海 群 底部 玻 片 号 ，1.G1-052-1-4，2.G1-052-10-4，3.G1-052-8-4。 

图 4。 假 网 光 面 球 藻 ( 新 种 ) Leiosphaeridia pseudoreticulata Song sp. nov.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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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标本 ， ]SHALRs KH: S1-59-3-1, 

图 5,6. 孔 穴 网 面 球 藻 ( HP) Dictyotidium foveolatus Song sp. nov. (55) 

模式 标本 ，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18-2。 

图 7,8. 光 对 裂 孢 (未 定 种 2 ) Psiloschizosporis sp. 2 (51) 

东海 群 底部 ， HSH: G1-052-20-3, 

图 9. 刺 球 蔬 (未 定 种 2 ) Baltisphaeridium sp. 2 (53)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8-1-1。 

图 10 ,11. 刺 球 菠 (未 定 种 1 ) Baltisphaeridium sp. 1 (53)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 10. G1-052-3-2，11.G1-052-3-2。 

图 12,13. 木 质 卵 形 孢 Ovoidites ligneolus Potonie type 4 (49) 

x500;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Gl1-057-1=2。 

版 14 

图 1 一 4,8,11. 绿 藻 植 物 类 型 1 Chlorophyta form 1 

1 一 4。 x500;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2. S1-65-2-1，3,4. 91-65-4b-2，11.S1-65-2c-3。 

图 5,9 .时 面 着 生 菌 幼体 下 piphyllous fungal germling 

5.X50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5. S1-91-2b-1, 9. S1-91-2a-1. 

图 6,16. 绿 藻 植 物 类 型 2 Chlorophyta form 2 

6.x500; =HALRs HHS: S1-62-2-1. 

16.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54-3-3。 

图 7。 未 鉴定 类 型 1 Indeterminable form 1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2-9-1s 

图 10. 绿 藻 植物 类 型 3 Chlorophyta form 3 

ZE%4Hs BWH-S: S1-121-3-3, 

图 12. 未 鉴定 类 型 2 Indeterminable form 2 

AMR, BAS: G1-052-5-1, 

图 13 一 15. 未 鉴定 类 型 3 Indeterminable form 3 

14, x500;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13. S1-119-2-1, 14. S1-119-1-2, 15. S1-119-1-1. 

图 版 15 ， 
1,2.) 7k EH ( HAA ) Sphagnumsporites minor (Krutzsch) Song et Hu comb.nor. 

1.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10-4。 

2.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31-58-2-3。 

13,5. 7k#E#I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Pot. & Ven.) Raatz (60) 

3. =HALERs RS: D1-p6-1-12. 

5. 花 港 组 ;和 玻 片 号 ，Gl1-0346-7-1。 

图 4. 里 白 孢 (未定 种 ) Gleicheniidites sp. (60)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0-1-1。 

图 6. 棒状 鲁 道夫 孢 ( 新 种 ) Rudolphisporis baculatus Song sp. nov. (59) 

模式 标本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7-2。 

图 7. #AA HL Saxosporis duebenensis Krutzsch (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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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140-2-2。 

8,9. pe Hd (未 定 种 ) Alsophilidites sp. (60) 

8.76%; BIS: G1-0346-1-2. 

9.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Cl1-440-6-2。 

图 10 一 12,16. 纤 细 石 松 孢 ( 新 种 ) Lycopodiumsporites gracilus Song et Hu sp. nov. (61) 

10,11. x500. 三 潭 组 上 段 ， 和 玻 片 号 ; 10.S1-58-2-2, 11.$1-57-2-19, 

12. 玉 泉 组 ; 玻 片 号 ，931-71-3-3。 

16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BRAS: S1-17-1-1. 

图 13 .石松 孢 (未 定 种 2 ) Lycopodiumsporites sp. 2 (61) 

x 500; ERs HHS: S1-71-1-5, 

F414,15. AA ( REF 1 +) Lycopodiumsporites sp. 1 (61) 

14.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HHS: G1-0306-9-6. 

15.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l1-0354-7-1。 

殉 17,18 . 晚 第 三 纪 石 松 孢 Lycopodiumsporites neogenicus (Krutzsch) Ke et Shi (61) 

1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和 玻 片 号 ，S1-140-2-1。 

18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17-3-1。 

版 16 

fl. 3A HW Crassoretitriletes vanraadshooveni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63)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g33-1。 

图 2. 似 卷 柏 穴 锚 孢 Selagosporis selagoides Krutzsch (62)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6-1-2。 

图 3. 缠绕 粗 网 孢 ( 新 组 合 Crassoretitriletes convolvulus (Song & Zheng) Song et Hu 

comb. nov. (62) 

x500; ERAs BH: S1-79-4-2, 

图 4. 南海 粗 网 孢 Crassoretitriletes nanhaiensis Zhang et Li (62) 

玉泉 组 :和 玻 片 号 ，D2-f23-1。 

45,6. RAB (BH) Toroisboris (Toroisporis) undulatus Hu sp. nov. (64) 、 

5. MHA ERs HH: S1-2-1-1. 

6. 模 式 标本 ，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S1-121-1-2。 

图 7. 巨 形 海 金 沙 孢 ( 新 组 合 ) Lygodiumsporites maximus (Krutzsch) Song et Hu comb. 

nov. (63) 

x500; =HAPEs RHF: S1-63-3-1. 

图 8. ”美丽 瘤 面 海 金沙 孢 (比较 种 ) Lygodioisporites cf. bellulus Ke et Shi (63) 

三 漂 组 下 段 ， RAS: 51-65-1-1。 

9. RAR Toroisporis (Toroisporis) welzowense Krutzsch (64)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31-59-1-2。 

图 10。 罗 沙 具 展 孢 Toroisboris (Toroisporis) lusaticus Krutzsch (64) 

玉泉 组 ;和 玻 片 号 ，D1-p49-1-5。 

Bil. BBW ( KF) Toroisporis sp. (65) 

SMALE, KAS: Sl-57-2-20. 



图 12. 平 多 罗 格 海 金 沙 孢 Lygodiumsporites leiodorogensis (Krutzsch) Ke et Shi (63) 

=MAT Es RH: S1-65-1-2, 

图 版 17 

图 1. 渐 新 紫 鞭 孢 Osmundacidites oligocaenicus ( Krutzsch ) Song et Zhong (65) 

玉泉 组 ; 玻 片 号 ，S1-75-3b。 

图 2 一 4,9 一 11. 粒 肋 粗 肋 孢 ( 新 种 ) Magonastriatites granulastriatus Lisp. nov. (65) 

x500; 2，3，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2.D1-p1l17-7-1,3.D1-p136-2-2,9.D1-p105-1-1。 

10 .模式 标本 ， ERAs 玻 片 号 ，D1-p49-5-9。 

4, 11.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1-p143-5-1，D1-p138-8-1。 

图 5. 哈 氏 粗 肋 孢 (比较 种 ) Magnastriatites cf. howardi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66) 

玉泉 组 ; 玻 片 号 ，D2-f22-1-1。 

图 6 一 8. 小 粗 肋 孢 (新 种 ) Magnastriatites minutus Li sp. nov. (66) 

6. x500; ERAs RAS: D2-f36-1-1 

7. x500; 模式 标本 ，8.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 G1-0354-2-5, G1-0326-1-1, 

图 版 18 

图 1 一 3，8 一 10. "RHA Magnastriatites howardi Germeraad, Hopping et Muller (65) 

x500; 1.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KAS: S1-14-1-2. 

2.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82-2-1. 

3, 10. 三 潭 组 下 段 ， 和 玻 片 号 ，S1-65-6-5，SI-65-2a-3。 

8. ERAs 玻 片 号 ，D1-p49-5-35 

9.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和 玻 片 号 ，D1-p142-8-11。 

图 4，5. SNIGAS> EASE = Extrapunctatosporis ovatus Zhang (66) 

4. SHALE, RHF: G1-072-3, 

5. WEAR: 玻 片 号 :  D1-p123-1-4, 

图 6， 7. AES RMI Extrapunctatosporis megapunctos Krutzsch (6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H: 6. G1-0266-6-2, 7. G1-0278-10-3, 

版 19 

图 1. 规则 水 龙骨 单 缝 孢 ” Polyzbodiaceaestborites adiscordatus(Krutzsch)Wang et Zhou (67)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1-2。 

图 2. ABM (AEH) Cyclophorusisporites sp. (66)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D1-p2-1-3。 

图 3，4. 厚 壁 水 龙骨 单 颖 孢 (MAA) Polypodiaceaesporites crassicoides (Krutzsch) Li 

comb.nov. (67) 

3. 花 港 组 : RH: G1-0358-4-1, 

4.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6-6。 

图 5 一 10. 哈 氏 水 龙骨 单 颖 钨 ”Polytpodiaceaesborites haardti( Pot. & Ven.)Thiergart (67) 

5, 8. =A EBs RHE: 5. S1-57-2-21, 8. D1-p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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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AS: 6. Dl-p75-2-2, 10. D1-p123-2-3。 

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1-p136-9-1。 

9. 玉 泉 组 ; 玻 片 号 ，D1-p49-11-2。 

图 11. 上 新 水 龙骨 单 绛 孢 (MAA) Polypodiaceaesporites pliocaenicus ( Krutzsch ) Li 

comb. nov. (68) | 

ARTE HERE s By: G1-440-6-2. 

图 12. 7K MAEM (未 定 种 1) «Poly podiaceaesporites sp.1 (68) 

SRMAERs 玻 片 号 : S1-58-1-4, 

图 13. 水 龙骨 单 颖 孢 (未 定 种 2 ) Polypodiaceaesporites sp.2 (68)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S: G1-0306-9-=3。 

图 14， 空 瘤 凸 瘤 水 龙骨 孢 ”，Polybodiidites vesicoverrus Song et Zhong (68)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S1-16-1-6。 

图 15. Sake aH (AGH). Polypodiidites sp. (69) 

=HATERs KAS: S1-65-3d-2, 

图 16，17. FRM KUAH Polypodiisporites afavus (Krutzsch) Sun et Li (69) 

16.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 G1-440-9-3, 

17. 三 漂 组 下 段 ; KH: S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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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 波 罗 的 平 瘤 水 龙骨 孢 (比较 种 ) Polyboadiisporifes cf .palticus (Krutzsch ) Song et 

Zhong (69) 

1. 7E¥Als BH: G1-0354-9-1, 

2. ARE RRBs BH: G1-440-3-2, 

图 3 一 9. 普通 平 瘤 水 龙骨 孢 (新 种 ) Polytbodaiisborites communicus Song et Li sp. nov. 

(69) 

3, 4, (模式 标本 ) 9. SHA ELBs BH: 3. S1-58-1-15, 4. S1-59-3, 9. S1-57-6-9, 

6, 7. =SATEs RHE: 6. 51-65-3-6, 7. S1-68-2b-5, 

. WRIA LBs BH: G1-0238-10-2, 
. BRAs RAS: S1-82-2-2, 

P10, 11. eK RAH Polypodiisporites favus Potonie (70) 

10. RHA ERs KAS: S1-14-3-1. 

11. =WAERs RES: 51-24-3。 

图 12. KM KE A Polypodiisporites inanghuensis (Couper ) Song et Zhong (70) 

=WALRs RH: S1-58-2-2, 

13, 16, 17. 大 瘤 平 瘤 水 龙骨 孢 ” Polyzpodiisborites megafavus ( Krutzsch ) Song et Zhong 

(70) 

13. =HA ERs RHs: S1-58-2-4, 

16. =HATEs Ry: S1-66-2, 

17. AMER: BRAS: G1-440-2-5, 

图 14. BEAR AKA «Polypodiisporites saalensis ( Krutzsch ) Song et Liu (71) 

SMA Les RS: D2-g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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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BRE RKL AH Polypodiisporites margeensis ( Krutzsch ) Song et Zhong (71) 

三 漂 组 下 段 ， Res: S1-65-3-6, 

版 21 
图 1. PRK (AH 1) Polybodiisbporites sp.1 (72) 

=MAERs BH: $1-58-2a-8. 

2, 3. aS KR AW Polypodiisporites tenellis( Krutzsch ) Song et Zhong (72) 

2.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9-3。 

3. 三 漂 组 上 段 ， RH: S1-62-1-5。 

v 图 4，7. PKA CREE 3) Polypbodiisborites sp.3 (72)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4.G1-0306-8-2，7.GI1-0266-7-3。 

图 5. 隐 瘤 平 瘤 水 龙骨 孢 ” Polyztbpodiisborites secundus (Potonie ) Song et Zhong (71) 

=MALBs HHS: D1-p2-1-3. 

图 6. 小 具 环 水 龙骨 孢 Polypodiaceoisporites minutus Nagy (73)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2-2。 

图 8. PRK CARH 2) Polypodiisporites sp.2 (72)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9-3。 

图 9. (iA RIAs (HA) Nama1ingsbora simplexus Song et Hu sp. nov. (73)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D1-440-9-1。 

.图 10. 带 环 孢 (未 定 种 ) Cingutriletes sp. (72) 

SHALE; KAS: S1-58-1-21. 

图 11，12. @WAYAKUA (HH) Polypodiaceoisporites stenozonus Song et Hu sp. nov. 

(74) 

模式 标本 ; 三 漂 组 下 段 ; RS: S1-65-3b-1. 

图 13 一 16. 湖 北 南 木林 孢 Namlingspora hubeiensis( Ma) Song et Zhong (73) 

13.。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D1-p2-3-6。 

14，15.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RHE: D2-95-2, 

16. =HAERs 玻 片 号 ，G1-072-4-1。 

版 22 

图 1. 凤 尾 蕨 孢 (未 定 种 1 ) Pierisisborites sp.1 (74) 

SMALE: Kes: Gl1-027-7-1, 

图 2 一 5. RR? (未 定 多 种 ) Pterisisporites? spp. (74) 

。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3S1-82-5a-l。 

: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7-3。 

本 三 漂 组 下 段 * RS: S1-69-2-1, 

.东海 群 底部 ;， Bis: G1-440-10-5. 

Fl6. MIWA KR aH Polypodiaceoisporites regularis Zhang (74) 

SMU EBs Res: S1-58-1-16. 

FA7, 11, 12. 金粉 茧 型 金粉 茧 孢 (新 属 、 新 种 ) Onychiumsporites onychiumformis Hu gen. 

= Ww bd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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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sp. nov. (76) 

11， 模 式 标本 ; =A LBs HHS: 7.S1-57-5-1, 11.$1-58-1-5, 12.S$1-58-1-21, 

图 8. eR eR = Echinatisporis microechinoides Krutzsch (75)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G1-0238-1-4。 

图 9. 颗粒 拟 套 环 孢 (新 种 ) Densoisporites granulatus Song et Hu sp. nov. (75)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6-5。 

图 10，13 一 15。 拟 槐 叶 萍 孢 ( 比较 种 ) Saloiniasbora cf. natanoides Song & Zheng (75) 

Xx500; 10, 14. ERAs RHE: D1-p49-6-4, D1-p49-12-1, 

13, 15.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13. D1-p55-3-2, 15. D1-p55-2-5, 

. 

; 
? 
i) 

版 23 

Ell, 2. 凤 尾 茧 型 金粉 茧 孢 (新 组 合 ) Onychiumsporites pterisoides (Song et Lui) Song 

comb. nov. (76) 

1. RHA Es RAS: S1-101-1-1. 

2. ERAs RH: S1-75-4-4, 

图 3，4. FH =fitd (MAA) Deltoidospora seidewitzensis ( Krutzsch ) Hu comb. nov. 

(77) | 
三 潭 组 上 段 ; BAS: 3. S1-58-1-10, 4.S1-60-1-2, 

图 5. Waa RM (MR. MH) Onychiumsporites reticuloides Song et Husp. nov. (76)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440-6-3。 

He. KERB eH (MEH) Toricingulatisporites undutorus Hu sp. nov. (78)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91-2b-3。 
图 7. 三 角 孢 《 末 定 种 1) Deltoidosbora sp.1 (77)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24-2-5。 

图 8，10. 三 角 孢 (未定 种 2) Deltoidospora sp. 2 (77) 

8.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 G1-0346-6-3。 

10. =H ERs 玻 片 号 ，S1-59-2。 

图 9. 规则 三 角 孢 Deltoidospora regularis ( Pflug ) Song & Zheng (77)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440-10-2。 

11。 块 瘤 纹 四 孢 “errutetrastbpora verrucosa Ke et Shi (74) 

Me HAT Bs BH: S1-98-2-1, 

图 12. 安 底 三 角 孢 ”Deltoidosbora adriensis (Pot. & Gell.) Song & Zheng (76) 

S=MAERs RS: S1-58-2-1, 

图 13.16。 刺 豆 孢 (未定 种 ) Scolocyamus sp. (78)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54-9-3。 

图 14，15. SRS (HR. BAH) Ischyomonoletes typicus Li et Song gen. et sp. 

nov. (78) 

BAMA =MALRs RH: G1-072-7-3. 

ES kg 24 

All. KRIG RIG LE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megafusiformis Ke et Shi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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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 LB; KAS: D1-p64-2-2. 

图 2. 始 新 麻黄 粉 LE phedripites ( Distachyapites ) eocenipites ( Wodehouse ) Krutzsch (7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S1-12-9-3. 

图 3，4。 银 杏 (未 定 种 ) Ginkgo sp. (80) 

3。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BRAS: S1-82-5b-2. 

4.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51-57-10-4。 

图 5。 麻 黄粉 (未 定 种 1) LEphedripites ( Ephedripites) sp.1 (79)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2-1。 

图 6 一 8。 麻 黄粉 (未定 种 2 ) LEphedripites ( Ephedripites)sp.2 (79) 

6.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51-63-3-3-2。 

7, 8. 三 潭 组 上 段 : KAS: S1-59-1. 

图 9。 大 拟 落 叶 松 粉 (比较 种 ) Laricoidites cf. magnus (Potonie ) Potonie，Thomson & 

Thiergart (80) 

x 50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1-p117-9-2。 

图 10 .变形 无 口 器 粉 Inaperturopollenites dubius(Potonie & Venitz)Thomson & Pflug (80) 

EEA, BHT: G1-0378-1-5. 

P11 —14. 7) RMR Abietineaepollenites microalatus f. minor Potonie (81) 

x500; 11. ERA; HHS: S1-72-2-2. 

12.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G1-0238-1-1. 

13》14。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3. S1-141-3-1, 14. S1-141-1-8。 

图 15 一 18. 大 型 小 豆单 束 松 粉 ”_4pietiieaebollenites microalatus f. major Potonie (81) 

x500; 15. =MAPER; RH: S1-65-1a-4。 

16,17. WRIA PER, RH: G1-0306-6-1, 17. S1-97-1-2. 

18. =HAP Es KH: S1-24-1-5, 

图 19 一 21. 宽 圳 冷杉 粉 Abiespollenites latasaccatus (Trevisin) Krutzsch (81) 

x500; 19, 20. =MA EE, HHS: S1-072-7-2. 

21.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5-1。 

版 25 
图 1，2. 雪松 型 雪松 粉 Cedripites deodariformis(Zauer ) Krutzsch (82) 

x500; 1. 三 漂 组 上 有 段 ; 玻 片 号 ，S1-58-3-12。 

2.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KH: S1-141-1-9, 

图 3. 中 型 雪松 粉 Cedripbites medius ( Zauer ) Krutzsch (82) 

x50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E: G1-0246-2-4。 

图 4，5。. APE MRR Abietineaepollenites microsibiricus (Zakl. ) Ke et Shi (81) 

x500; 4.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F: G1-0238-7-1. 

5.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440-1-4。 

图 6，7。 拟 小 囊 雪 松 粉 ”Cedribites microsaccoides Song & Zheng (82) 

x500; 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141-3-5。 

7. ERAs 玻 片 号 ，D1-p49-3-2。 

图 8. 雪松 粉 《 未 定 种 1) Cedribites sp. 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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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500; ERs HHS: D1-p49-3-1. 

图 9. 雪松 粉 (未 定 种 2) Cedripites sp.2 (83) 

x500; ERs HHS: D1-p49-9-2. . 

10—13. 变异 油 杉 粉 ( 新 组 合 ) Keteleeriaepollenites dubius(Chlonova)Li comb. nov. (83) 

x500; 1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1-118-1-3。 

11. [HAT Es RAS: S1-65-3-3, 

12.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G1-072-5-2. 

13. ERAs 玻 片 号 ，D1-p49-3-6。 

14. 多 型 红 杉 粉 9eauoiabollenites polyformosus Thiergart (90) 

ASHP PRs BS: D2-g6-2-3。 

版 26 

本 1 一 4. 铁 坚 杉 型 油 杉 粉 ( HAA ) Keteleeriaepollenites davidianaeformis ( Zakl. ) Li comb. 

nov. (83) 

x500; 1. =MALEs RHE: S1-58-1-9, 

2. SWAT Es KAS: S1-65-2b-7. 

3. ERAs BH: S1-75-4-3. 

4, [HAP Es HHS: S1-65-6-7. 

5. Kaw Piceaepollenites giganteus Wang (84) 

x500; ERA, BH: S1-76~4-1. 
图 6 一 8. RAK Piceaepollenites alatus Potonie (84) 

x500; 6. =MA LE, RHys: S1-62-1-3, 

7. ERA; RAS: D1-p49-9-6, 

8. ARP PRs BRAS: D2-g12-5. 

图 9 一 11. 竹 柏 型 罗汉 松 粉 ”Podocarbidites nageiaformis ( Zakl. ) Krutzsch (89) 

x500; 9, 1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S1-9s-3。 

11. 三 漂 组 下 段 ， RAS: S1-65-4b-1. 

版 27 
FAl. 扁 体 双 束 松 粉 ” Pinuspbollenites taedaeformis (Zakl. )Ke et Shi (85) 

x500; WEAR ERs Res: S1-8-2-5。 

图 2 一 4。 双 束 松 粉 (未 定 种 2 ) Pinuspollenites sp. 2 (86) 

x500; 2. 三 潭 组 上 段 ; RH: S1-59-1a-6. 

3.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C1-0238-10-2。 

4。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RHF: Gl1-0246-6-6, 

图 5。 双 束 松 粉 (未 定 种 1) Pinuspollenites sp.1 (86) 

x500;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G1-072-2-1。 

FAA6, 7. PARR Tsugaepollenites igniculus f. minor Potonie (86) 

x500; 6. =MA TEs RH: S1-63-1-2. 

7.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KAS: D2-f55-1-1,. 

加 8，9。 无 环 铁 杉 粉 (MAB) Tsugaepollenites azonalis ( Krutzsch ) Li comb. nov.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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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00; =MALEs BRHS: 8. S1-57-1-5, 9. S1-58-1-1. 

图 10 一 15，18. 大 型 具 缘 铁 杉 粉 Tsugaepollenites igniculus f. major Potonie (86) 

x500; 10. 东海 群 中 下 部 ;正片 号 ;了 D2-g13-1。 

11, 12. =WAEB; RHE: 11. S1-58-1-8, 12. S1-58-2-1, 

13, 15, 18, 玉泉 组 ; BERS: 13 D1-p49-10-6, 15. D1-p49-3-8, 18. S1-76-3-8. 

14.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KH: S1-7-3-1. 

图 16，17，19. 具 刺 铁 铁 粉 Tsugaepollenites spinulosus (Krutzsch) Ke et Shi (87) 

x500;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6. S1-65-1a-3,17. S1-63-la-1, 19. S1-67-1-2. 

版 28 

Fl, 2./\4ESEK} Parcisporites minor Zheng (88) 

x 500; MEIER FEEs BENS: G1-0266-3-2. 
图 3. 抚顺 罗汉 松 粉 (比较 种 ) Podocar pidites cf. fushunensis Sung & Tsao (89) 

500; ERA; HHS: D1-p49-11-1. 

FA4, 5. JR URSERE RD ( 比较 种 ) Parcisporites cf. parvisaccoides Song & ite (88) 

x500; 4. 花 港 组 ;和 玻 片 号 : F1-0346-6-1, 

5.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 G1-440-7-1. 

图 6，7. 三 圳 罗汉 松 粉 (未 定 种 ) Dacrycarpites sp. (88) 

X500; MHA ERs Bers: 6. S1-86-1-1, 7. S1-14-13。 

图 8. JARI Tsugaepollenites verruspinus ( Krutasch ) Ke et Shi (87) 

x500; =MA EBs Bir: S1-58-2-11. 

图 9. 征 刺 铁 杉 粉 ( 新 组 合 Tsugae pollenites minispinus (Krutzsch) Li comb. nov. (87) 

x 50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8-4。 
图 10，11 .无 缘 铁 杉 粉 Tsugaebollenites viridiflumini pites ( Wodehouse ) Potonie (88) 

x50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1-p136-8-1。 

11.=MWAPERs KAS: 31-63-5-2。 

图 12 一 14. 安 定型 罗汉 松 粉 Podocarbiadites andiniformis (Zakl. ) Takahashi (89) 

*500; 12, 14. =HMAERs RHE: 12.S1-62-2-5, 14.S1-62-1-2,. 

13. ERA; BHT. Di-ps9-4-1, 
图 15. 变异 油 杉 粉 〈 新 组 合 ) Keteleeriaepollenites dubius (Chlonova) Li comb. nov. (83) 

x500;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440-1-4。 

FA16, 17.9%. ZH Piceaepollenites tobolicus (Panova ) Ke et Shi (84) 

x500; =A PEs BIS: 16. S1-63-2-2, 17. S1-63-2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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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2.4, DHS Pinuspollenites minutus (Zakl. ) Song & Zheng (85) 

*500s 1.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BS: G1-0246-4-5, 

2.ERAs 玻 片 号 ，D1-p49-12-2。 

瓜 3 一 10. 小 型 双 束 松 粉 Pinus pollenites labdacus f. minor Potonie (85) 

x500; 3,4,8. 玉 泉 组 ; 玻 片 号 ，3. S1-71-4-5, 4. S1-71-2-2, 8. S1-75-1-2. 

5.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266-10=-5。 



6.=HAPERs RHS: S1-63-1a-17. 

7. 东 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 G1-440-3-1., 

9，1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9. D2-85-1, 10. D1-p113-1-5. 

图 11 一 17. 破 隙 杉 粉 Taxodfiaceaebollenites hiatus (Potonie ) Kremp (90) 

11 一 13，17.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11. Dl-pl121-1-3, 12. Gi1-0246-1-8, 13. D1-p107- 

1-5，17.D2-128-1。 

14，16. 玉 泉 组 ; 玻 片 号 ，14.S1-75-2-1，16.S1-71-1-3。 

1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246-5-1。 

图 18，24. 伸 长 杉 粉 (比较 种 ) Taxodiaceaebollenites cf. elongatus Ke et Shi (90) 

18.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2-g35-2。 

24.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90-1-4。 

图 19，21 一 23 .大 型 双 束 松 粉 Pinustbollenites labdacus £. maximus Potonie (85) 

x500; 19.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S1=97=1=3。 

21，22. 三 潭 组 上段， 玻 片 号 ，21. S1-58-1-4, 22.S1-57-2-15. 

23. EHA PEs RAS: D2-105-1-1. 

F420. LMWH Pinuspollenites diplopondroides (Ting) Ke et Shi (84) 

x500; =HMAERs HHS: Gl1-072-1-2. 

图 25. 大 型 罗汉 松 粉 ( 比较 种 ) Podocarpidites cf. gigantea (Zakl.) Takahashi (89) 

x500;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31-65-1-3。 

图 版 30 

图 1 一 8，23 . 伸 长 漆 树 粉 〈 新 组 合 ) Rhoipites protensus (Takahashi) Zheng comb. nov. (93) 

1，3，8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1.D1-p131-1-1，3。S1-141-3-9，8.S1-92-2。 

2,4,6,7.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2. D1-p95-1-2，4。G1-0226-10-1，6。GI-0238-7-2， 

7。D1-p119-1-4。 

5.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38-6-1。 

23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3S1-65-3-1。 

图 9 一 12. 细 粒 械 树 粉 4ceribo1lenites microgranulatus Thiele-Pfeiffer (91) 

9, 10. =[MATER;s BRHE: 9. S1-65-1-2, 10. S1-67-1-1. 

11.=HMALRs RH: S1-59-2-8, 

12.4RAs RH: D2-f£37-1-1. 

图 13 一 15. 细 条 纹 械 树 粉 ( 新 组 合 ) Aceripollenites microstriatus (Sung & Lee ) Song comb. 

nov. (92) 

=WATEs BHS: 13. S1-65-6-7, 14, 15.S1-68-1-1, 

图 16 一 22. 珠 粒 冬青 粉 Ilex polllenites margaritatus Raatz (94) 

16，20 .三 潭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16. S1-63-2-2, 20. S1-65-3-4。 

18,21. =A ER; 和 玻 片 号 ，18.S1-24-2-2，21. S1-62-1-1。 

17,19,22.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17. S1-6-2-4, 19.S1-6-2-2, 22. D1-p133-2-22。 

图 24 一 26. 小 冬青 粉 Ilex polienites microiliacus (Thomson & Pflug) Ke et Shi (95) 

24. MIA PBs BAS: S1-14-1-7. 

25,26. =MA LR; RAS: S1-57-2-7. 

图 27 一 29. 冬 青 粉 Ilex pollenites iliacus (Thiergart & Pflug) Potonie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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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4H ELBE; BERS: 27. S1-57-3-3, 28. S1-59-1-1, 29. S1-57-1-1, 

图 3( 一 32. 拟 械 树 粉 ( MAG ) Aceripollenites aceroides (Ke et Shi) Song comb. nov. (91) 

3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BS: S1-81-2-2, 

31,32.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RS: S1-87-3-1. 

33,34. meth (未定 种 ) Aceripollenites sp. (92) 

33. ERA; RAS: D1-p49-2-1. 

34.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16-1-5。 

图 35 一 38。 条纹 械 树 粉 Aceripollenites striatus (Pflug) Thiele-Pfeiffer (92) 

ERA; BES: 35. S1-75-4-1, 36,37. S1-76-5-3, 38. S1-76-4-3。 

版 31 

图 1 一 3. 微 隆 桦 粉 Betulaepollenites microexcelsus (Potonié) Potonié (97) 

1, 2. 海区 井 组 下 展 ， BER: 1. G1-0246-6-1, 2. G1-0254-4-2。 

3. MIA PEs RS: D2-128-2-1, 

图 4. P#HER Betulaceoi pollenites bituitus (Potonié) Potonié (96) 

Me HA ERs 玻 片 号 ，S1-82-1a-6。 

图 5. AM Ostryoipollenites rhenanus (Thomson) Potonié (98) 

SWMAER; RAS: S1-58-2-14, 

FG, 7, 13, 14. #A4KHEY Betulaepollenites plicoides (Zakl.) Sung & Tsao (97) 

6, 7. =SAT Es Bei 6: °S1-63-2-1y 7.» S1-63=1-1, 

13.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 G1-0278-10-2. 

14.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RAS: D1-p105-4-1。 

图 8，9. 显 环 拟 粉 检 Betulaceoipollenites prominens (Pflug) Ke et Shi (97) 

8. SRA EBs, RS: S1-59-1=5。 

9. =MAPTERs RS: S1-63-2-10, 

图 10 一 12. W=fAIbHb ( HAA) Carpinipites subtriangulus (Stanley) Guan comb .nov， 

(98) 

10, 12. [SARs HHS: 10. S1-59-1-11, 12. S1-59-1-3, 

11. =HATERs RAS: S1-63-1-3, 

图 15. WHER ( 比较 种 ) Betulaceoi pollenites cf. bituitus (Potonié) Potonié (96) 

SMA Es RH: S1-63-4-1, 

图 16 一 19. [AG Carpinipites orbicularis (Potonié) Song & Zheng (98) 

16, 17. HAT Rs Bes: 16. G1-0246-2-5, 17. G1-0306-3-1, 

18, 19. =WAP Rs BH: 18. S1-63-5-4, 19. S1-63-2-1, 

F20—31.H tA} Alnipollenites verus (Potonié) Potonié (96) 

20, 21, 23, 28, 29, =HAEBs HHS: 20. S1-59-2-1, 21. S1-58-1-12, 23. Si- 

Si=i>6, 28.S1-57-2-3, 29. S1-24-1-3, 

22, 31.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2. G1-0266-3-1, 31. Di-p140-4-1, 

24, 26.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24. S1-80-2-2, 26. D2-f53-1-4。 

30. AMERY PER: BAS: D2-g9-1-1. 

F432, 33. AIHA <Alnipollenites metaplasmus (Potonié) Potonié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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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 BHS: 32. S1-57-10-1, 33. S1-58-2-5, 

图 34 一 37. kil) 224% Lonicerapollis echinatus Song & Zheng (99) 

34, 36, 37. 海龙 井 组 下 ERs BE SF: 34. S1-153-1-1, 36. G1-0266-8-3, 37. Si- 

100-2-1. 

35. Mee PRs; HHS: D2-105-9-1. 

版 32 

图 1 一 和. #EAS#} Ericipites ericius Potonié (109) 

1.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KH: S1-89-2-3. 

2 一 4.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2. S1-57-2-4，3. S1-58-1-19， 4. S1-60-1-1。 

图 5 一 13 . 葛 氏 忍冬 粉 ” 工 onicerabol11is gallwitzii Krutzsch (99) 

5，6.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5. S1-60-680-1，6. S1-58-2-2。 

7，11.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7. S1-83-1-2，11.S1-82-3b -1。 

8，13.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8. D2-g35-23-1，13. S1-64-1-1。 

9. ERs 玻 片 号 ，S1-71-2-6。 

1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2-109-1-2。 

12. 海龙 井 组 上 有 段 ， 玻 片 号 : S1-141-2-2, 

版 33 

图 1 一 8. 22%) (新 种 ) Chenopodipollis minor Song sp. nov. (101) 

1. IFAT ERs BS: S1-141-2-1, ‘ 

2. 模式 标本 ，7，8. =SMA LBs BH: 2. Di-p2-1-1, 7. S1-58-1-4, 8. De2- 

£33-3. 

3, 5, 6.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H: 3. S1-3x-4-4, 5. S1-3x-4-1, 6. S1-3x-4-2, 

4,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6-1-1。 
图 9. 地 上 肤 型 茸 粉 (新 种 ) Chnenobodipofiis kochioides Song sp. nov. (101) 

模式 标本 ， 东 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2-3-1。 

图 10. %4L22%} Chenopodi pollis multiporatus (Pflug & Thomson) Zhou (102)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1-p143-5y-2。 

图 11. 2&2 SCR Chenopodi pollis multiplex (Weyland & Pflug) Krutzsch (101) 

=HAtLRs; RH: S1-57-4-2, 

图 12 一 14. MLA ( HR. HA) LEvonymoi pites bacureticul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101) 

12, 13. AA, ERA; RAS: 12. S1-71-3-1, 13. S1-71-4-1, 

14.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KAS: S1-84-1-2, 

图 15 一 17. 圆 形 卫 了 矛 粉 ( 新 属 、 新 种 ) LEvonymoipites rotundus Zheng gen. et sp. nov. (101) 

16，17. 模式 标本 ， 东 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15. D2-g18-1-1, 16, 17. D2-g9-1-1, 

图 18 一 20. BASEKER Betulaepollenites claripites (Wodehouse) Sung & Tsao (97) 

18. =HATRs RAS: S1-63-1-1, 

19, 20. =WAEB, BH: 19. $1-59-2-1, 20. S1-59--21. 
图 21，22. 条 纹 漆 树 粉 (新 种 ) Rhoipites striatus Zheng sp. nov.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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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S1-92-1-2. 

22, =HATRs RH: D2-38-2-1. 

图 23。 辐射 法 拉 维 粉 (新 种 ) «Vaclavipollis radiatus Song sp. nov. (100) 

模式 标本 ， 三 漂 组 下 段 * RHS: S1-65-16-3。 

24, 25. 假 带 形 漆 树 粉 ” 尺 hoibpites pseudocingulum (Potonié) Potonié (93) 

24.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141-3-6。 

25. ERs BRAS: D2-f16-1-4, 

图 26. 漆 树 粉 (未 定 种 ) « Rhoipites sp. (94) 

玉泉 组 : 玻 片 号 ，D2-f16-1-4。 

图 27，28. 拟 三 颖 忍冬 粉 ( 新 种 ) Lonicerapollis triletus Zheng sp. nov. (99) 

27. 模式 标本 ，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391-1-1。 

28.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f53-1-5。 

图 29 一 31. 葛 氏 忍冬 粉 工 omicerabo11fs gallwitzii Krutzsch (99) 

29.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266-6-1。 

30. RMR PRs BIS: D2-g15-2-2。 

31. ERAs HHH: S1-71-2-5, 

32. 稀有 忍冬 粉 (新 种 ) Lonicerapollis rarus Zheng sp. nov. (99)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RHE: S1-14~-3-4, 

图 33.。 八角 杖 粉 ( 未 定 种 ) Alangipollis sp. (93)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31-63-2-1。 

图 版 34. 

图 1 一 4. 小 蒿 粉 (新 种 ) 4drtermisiaebollenites minor Song sp. nov. (102) 

1.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31-63-4-2。 

2, 4. 模式 标本 ， 三 漂 组 上 段 ， 和 正片 号 : 2. S1-59-10-6, 4. 了 D1-p2-2-5。 

3.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和 玻 片 号 D2-g6-2-1。 

图 5 一 11. 谢 露 拉 蒿 粉 ”4zrtexaisiaeboflenites sellularis Nagy (102) 

5635 三 漂 组 上 段 ; RHE: 5681 575252 5 4,6in ob 59 235 8. S1-63-1-4, 

7,10. =HATEs RHS: S1-63-5-9. 

9. Ate HE PRs BAS: D2-g12-1-4, 

11. WEHFAPEs RHF: S1-3s-4-3, 

12, 13. 密 刺 三 孔 沟 粉 (新 种 ) Echitricolporites densiechinatus Zheng sp. nov. (104)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63-1c-2。 

图 14 一 16.。 细 刺 三 孔 沟 粉 (新 组 合 ) LEchitricol porites microechinatus (Trevisan) Zheng 

comb. nov. (104) -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 14. D2-g17-1-1, 15. S1-57-2-1, 16. D2-g9-1-3. 

FAL7—19. 微小 管 花 菊 粉 (新 种 ) TupufiFroridites minumus Song sp. nov. (105) 

17, 18. =A EBs RAS: S1-63-1c-1, 

19. 模式 标本 ， ERA; HHS: D1-g39-1-1, 

图 20。 艾 纳 香 型 刺 三 孔 沟 粉 (新 种 ) «Echitricol porites blumeaformis Zheng sp. nov. (103) 

模式 标本 ，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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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管 花 菊 粉 (未 定 种 ) Tubulifloridites sp. (105)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3-1-1。 

图 22 一 25. 4 Magee AA) Cichoricacidites gracilis (Nagy) Zheng comb. nov.(103) 

=A: BH: 22. S1-63-1-1, 23, S1-63-3-1, 24. $1-63-1-12, 25. $1-63-1-14. 
图 26. 得 沟 凤 仙 花粉 Impatiensidites brevicolpus Sah (95) 

=MALR; BRHS: S1-57-3-6, 

图 27 一 29. ARM WLS LEH TRE) «Cichorieacidites donghaiensis Zheng sp. nov. (103) 

27, 29. =A Bs BH: 27. S1-63-2-4, 29. S1-63-2-11. 

28.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上 段 ; KAS: S1-57-2-3, 

图 30，31. 刺 三 孔 沟 粉 (未 定 种 ) LEchitricolporites sp. (104) 

30. 三 漂 组 下 有 段 ; RAS: 51-63-2-1。 

31.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RHF: S1-82-4-1, 

图 版 35 

图 1. WHR (KER) Cyberaceaebollis sp. (106)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31-59-1-4。 

图 2. 大 戟 粉 (未 定 种 1) «Euphorbiacidites sp. 1 (111) 

三 漂 组 上 段 y 玻 片 号 ，S1-62-2-3。 

图 3. WEEK MB LEuphorbiacidites satzveyensis (Pflug) Li, Sung & Li (110) 

三 漂 组 下 段 ， KRHS: D2-g35-1-1,. 

图 4. 椭圆 山 茱 黄粉 Cornaceoipollenites oblongatus Ke et Shi (105)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9-3-1。 

图 5， 孵 形 山菜 黄粉 (新 种 ) ”Cornraceoipollenites ovatus Song sp. nov. (106) 

模式 标本 ，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82-1a-2。 

图 6，7. se SEA MIS%} = Elaeangnacites huanghuaensis Ke et Shi (108) 

6. [MAP Es RAS: S1-66-2-1, 

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E: S1-141-1-6, 

图 8 . "SA (rR) Elaeangnacites firmus Zheng sp. nov. (108)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D1-p2-2-4, 

图 9. WRT (AGA) Elaeangnacites sp. (108) 

三 漂 组 上 段 ! KAS: S1-57-2-22, 

图 10，11，13. fA REAR H} FH) Elaeangnacites asper Zheng sp. nov. (107、 

10. HHA PEs RAS: S1-14-1-6, 

11.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正片 号 ; S1-97-2-2, 

13. 模式 标本 ， 玉 泉 组 ;和 玻 片 号 ，S1-76-2-1。 

图 12. IEM BRASH AF) Elaeangnacites normalis Zheng sp. nov. (108) 

模式 标本 ， ABH P ERs BRAS: D2-g6-2-2, 

图 14. 山 茱 黄粉 (未 定 种 ) Cornaceoi pollenites sp. (106)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H: D2-127-2-1。 

图 15. 内 棒 山 葛 仆 粉 Scabiosaboflis intrabaculus Wang (107)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f4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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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一 19， WAAR BY bh BY ( 新 种 ) «Scabiosapollis radiostriatus Song sp. nov. (107)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6 . S1-65-2b-9, 17. S1-65-1-1, 18. S1-65-1-1, 19. 

S1-65-16-1, 

20, 21. WIG bh ( 新 种 ) Scabiosapollis rotundus Wang sp. nov. 

玉泉 组 ;和 玻 片 号 ，20.S1-71-2-4，21. teskipA, S1-71-4-2, 

图 版 36 

图 1 一 8 .小 亨氏 栎 粉 ”Quercoidites microhenrici (R. Pot.) R. Potonié 

1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51-65-6-6。 

2, 3.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2.S1-89-1-2，3，D1-p123-24。 

. ERA; RHE: D1-p49-7-1. 

. EYE, BIS: S1-0338-2-2., 

. MIA PRs BS: S1-0246-3-2, 

。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Res: D2-f52-1-1. 

. EAs BH -S: S1-0338-1-2, 

图 9. 大 戟 粉 (未定 种 2) Euphorbiacidites sp. 2 (111)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226-4-2。 

图 10 一 12. KM (AKA 3) Eupjhorpiacidites sp. 3 (111) 

AMR, BIS: G1-440-4-1, 

on oma oO > 

图 13 一 16. 美丽 大 戟 粉 (新 种 ) LEuphorbiacidites formosus Zheng sp. noy. 

13, =HAPFRs RS: S1-68-2-5, 

14, 15. ERAs KRHS: S1-71-2-2. 

16 。 模 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82-3a-1, 

图 17 一 24，30，31. 享 氏 栎 粉 Quercoidites henrici (Potonié) Potonié, 

Thomson & Thiergart (115) 

17. ERAs RHF: S1-72-2-1. 

18.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1-5-2。 

(107) 

(115) 

(110) 

19, 23, 31.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RHS: 19. S1-0246-6-5, 23. Di-p141-2-1, 31.$1-0246- 

i=2, 

20—22, 24, 30. 花 港 组 ; BEH-S: 20. D2-135-1-2, 21. D-131-2-2, 22, D2-129-1-2, 

24. D2-121-2-4, 30. G1-0390-3-1, 

P25, 41. MERA HH) LEuphorbiacidites tenui polaris Zheng sp. nov. 

25. ERAs HHS: S1-71-1-1, 

41. 模式 标本 ，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83-5a-2。 

(111) 

图 26，32，33，35 一 38. 马 科 杜 尔 大 戟 粉 (新 组 合 ) Euphorbiacidites marcodurensis (Pflug & 

Thomson) Zheng comb. nov. (110) 

26, 36. =MATERs BRHS: 26. S1-65-3b-2, 36. S1-65-3-2, 

32, 37. 三 漂 组 上 段 ; KRHS: 32. G1-072-10-1, 37, S1-59-12., 

33, 38. ERAs RAS: S1-74-1-1. 

35.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D2-g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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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栎 粉 (未 定 种 3) Quercoidites sp.3 (117) 

玉泉 组 ;和 玻 片 号 ，91-75-2-2。 

图 28 .致密 栎 粉 ( 比 较 种 ) Quercoidites ef. densus (Pflug) Song & Zheng (114) 

=MA Es Hes: 91-57-2-10。 . 

图 29. RAAcRERY PAA) Quercoidites tuberculata (Zakl.) Song comb. nov. (116) 

Me EFF PEs 玻 片 号 : S1-16-2-1. 

FA34, 39, 40, 42, 43. BLRMKARK LEuphorbiacidites wallensenensis (Pflug) Li, Sung & 

Ei? €ft1) 

34. ERA KAS: S1-72-1b-2. 

39, 40, 43. 三 潭 组 下 段 ; RHE: 39, 40. S1-65-2-8, 43. S1-65-3a-3, 

42. WEAR: RHE: S1-1-1-1. 

44. SNIGKELK Gt) LEuphorbiacidites ovatus Zheng sp. nov. (110) 

模式 标本 ， ERALRs RAS: S1-76-2-3, 

图 版 37 

Flt. PREY (AFH 1) Quercoidites sp. 1 (116)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2-18-1-3。 

图 2 一 6. JRE} Quercoidites minutus (Zakl.) Ke et Shi (115) 

2.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0246-4-2。 

3. 三 潭 组 ， 玻 片 号 ; Di-6-1-11. 
4, 70784; BAS: G1-0354-1-1. 

5. ERAs RAS: S1-72-2-3. 

6.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AS: D1-p113-1-1. 

图 7 一 9. 栎 粉 ( 未 定 种 2) Quercoidite: sp. 2 (117) 

7.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31-440-6-9。 

8. ERA; BRS: S1-71-2-1. 

9. SHALE; KRHS: D1-p2-3-3. 

F410—15, 19, 20. HLBEPRKY Quercoidites asper (Thomson & Pflug) Song & Tuga 

(114) 

10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 S1-440-2-6. 

11, 14. =S4EB;s RHE: 11. Di-p4-2-4, 14.,S1-58-2-6. 

12, 13, 1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e: 12. Di-p95-1-1, 13. Di-p103-2-1, 19. D2-114> 

1-4. 

1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RS: S1-6-4-7. 

2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D1-p64-1-7。 2 

图 16 一 18，21 一 25. BIGERHY Quercoidites rotundus (Zakl.) Ke et Shi (116) 

16.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BAS: D2-£53-1-1. 

17，18，21 一 2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AS: 17. S1-6-2-7, 18. S1-10-4-5, 21 S1-10-2-1, 

22. S1-6-2-1, 23. S1-6-2-2, 24. S1-6-2-1, 25. S1-10-4-1. . 

图 26 一 28 . 圆 形 栎 粉 (比较 种 ) Quercoidites cf. rotundus (Zakl.) Ke et Shi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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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91-59-2-7。 

27, 28. =HATE;s BHS: 27. S1-63-1b-1, 28. S1-63-1-2, 

Bi29. 美丽 杜 鹏 粉 Ericibites callidus (Potonié) Krutzsch (109) 

=WALEs KRHS: S1-60-2-1. 

图 30 一 36。 BRIG RE} CHF) «Quercoidites orbicularis Wang sp. nov. (116) 

图 1 9 

30. 海龙 井 组 上 段 y 玻 片 号 : D2-f57-1-1. 

31, 33. MEHEIFA PEs BH: 31. S1-10-4-3, 33. S1-10-4-6. 

32, 35. 模式 标本 SMA PRs RAS: 32. S1-63-2-3, 35. S1-63-3-1. 

34, 36. =HAELEs RHE: 34. S1-57-10-8, 36. S1-57-9-2. 

图 版 38 

小 栗 粉 Cupuliferoipollenites pusillus (Potonié) Potonié (112) 

1, 2. AMR Pas RAS: D2-g19-1-1。 | 

3, 4, 8.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HS: 3. Di-pl07-1-1, 4. Di-p49-8-2, 8. D1-p49-10-2. 

5. =HAELERs RAS: S1-57-2-3. 

6. 花 港 组 : BS: S1-146-3-1. 

7. ERAs 玻 片 号 ，31-76-1-1。 

8. WRIA Es 玻 片 号 ，G1-0266-10-4。 

图 10 一 23. 小 圆 孔 西里 拉 粉 (新 种 ) Cyrillaceaepollenites miniporus Zheng sp. nov. (113) 

10，13，15，17，23.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10. S1-81-2-3, 13. S1-80-2-4, 15. Di- 

p55-2-4, 17. D2-81-1-2, 23. D2-f52-1-3. 

11. 模式 标本 ， 14. ERA LBs RHE: S1-76-3-5, 

12, 16, 18, 22. MHHAPRs RAS: 12. D2-91c-1-1, 16. S1-2-1-9, 

18. D2-114-1-2, 19. D2-91c-1-1, 20. Di-p113-1-4, 21. D1-p123-2-2, 

22. D2-123-1j-3. 

@j24—34. KMPH Cyrillaceaepollenites magaexactus (Potonié) Potonié (113) 

24, 26.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24. D2-g21-1-2, 26. D2-g18-1-5, 

25, 28, 33.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25. D1-p109-1-1，28。D1-p123-2-6，33。 

D1-p80-1-7. 

27, 32. 7E¥EAAs BH S: 27. G1-0306-4-5, 32. G1-0338-2-1, 

29, 31. ERA; HHS: 29. S1-72-1-2, 31. D1-p49-3-7, 

30. MILF Rs RHE: G1-0246-1-3, 

34. 三 潭 组 上 段 : .和 玻 片 号 : D1-p2-2-3. 

图 35. 小 型 西里 拉 粉 Cyrillaceaebollenites exactus (Thomson & Pflug) Nagy (112)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84-1-3, 

图 36，37，42 一 44. 平凡 山 毛 样 粉 (新 种 ) 忆 aoustbollenites mediocris Zheng sp. nov. (113) 

36. 模式 标本 ; 37.。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8-1-2。 

42.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S1-141-1-1。 

43，44.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43。S1-57-2-4，44。91-58-1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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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山 毛 样 粉 ( 未 定 种 2) Faguspollenites sp.2 (114)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8-1-18。 

图 39 一 41 WERE (CREA) Faguspollenites sp.1 (114) 

39, 40. 玉泉 组 ; HHS: D2-p48-12-6。 

41.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G1-440-2-2。 

图 45，46. IUGR Faguspollenites koraiensis Takahashi (113) 

45. ERAs KAS: S1-71-1-1. 

46.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57-5-3. 

图 版 39 

Fl. HIERAAPY Graminidites crassiglobosus (Trevisan) Krutzsch (118)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1-p123-1-5。 

图 2. 平滑 禾 本 粉 ” GCzrarnaimiaites laevigatus Krutzsch (118)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51-57-3-1。 

图 3. 纤弱 禾 本 粉 Graminidites gracilis Krutzsch (118)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3-1-13。 

图 4 一 6. 点 状 禾 本 粉 Grayzainiaites punctatus Krutzsch (119) 

4,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31-63-1-5。 

5, 6. 玉泉 组 : 玻 片 号 ，D2-f33-1-1。 

图 7，8，12 一 14. 小 枫 香 粉 Liquidambar pollenites minutus Ke et Shi (119) 

7, 8. 三 漂 组 下 段 ; HHS: 7. S1-62-1-9，8。S1-63-1-4。 

12.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f50-1-2。 

13. HHA Es BRS: D1-p107=1-4。 

14. WHEAT ERs RS: G1-0246-3-3, 

图 9，10. 条 纹 杏 菜 粉 ( 新 属 、 新 种 ) Nymphoideipites stri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118) 

模式 标本 ， ERA; RAS: D2-f18-2-2. 

图 11. 网 纹 杏 菜 粉 (新 属 、 新 种 ) Nymphoideipites reticulatus Zheng gen. et sp. nov. (117) 

RAs AMER RBs BH: G1-440-9-4, 

FA15—21, 25, 27. WAM AK Liquidambarpollenites stigmosus (R. Pot.) Raatz (119) 

15.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5-2-1。 

16.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f57-1-2。 

17, 25. =HAPERs RHE: 17. S1-67-2-2，25。S1-65-1-6。 

18, 21. =A EBs BH: 18. S1-59-2-1, 21. $1-57-5-2, 

i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RHE: D1-ps0-2-2. 

2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 G1-0254-5-1. 

27. ERAs HAS: D2-£39-2-1, 

PA22—24, 26, 28. ATMA Liquidambarpollenites orientaliformis Nagy (119) 

22.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54-10-4。 

23. 组 龙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1-p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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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AELBs RHE: S1-50-1-5. 

2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HHS: S1-17-4-1. 

28. 海龙 组 井中 段 ; 玻 片 号 ，S1-1-5-1。 

图 版 40 

图 1 一 25. SE} (RH) Sporotrapoidites medius Guan sp. nov. (120) 

图 26， 

1 一 3，6，8，13，18，1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RH: 1. S1-2-5-1, 2. S1-2-5-1, 3. Si- 

90-1-1, 6. D1-p75-2-1，8、S1-1-5-4，13. S1-92-1-1, 18. D2-109-ly-3, 19. D2- 

101-1-1, 

4, 5, 7, 17.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4. S1-81-2-7, 5. 1-S81-1-3, 7. S1-81-2-5, 

17. S1-81-2-4. 

9—11, 15, 20—24.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E: 9. D1-p143-6-2, 10. D1-p137-4-1, 11. 

D1-p139-2-1, 15. S1-17-1-4, 20. Di-p143-10y-1, 21. Di-+p143-8-2, 22. D1- 

pl43-5y-1, 23. Di-p143-5z-5, 24. Di-p143-7-1. 

12, 14. 7E%64H; BRH-S: 12. G1-0378-3-2, 14. G1-0346-3-1. 

16, 25. 模式 标本 ， ERAs KH: 16. S1-77-2-1, 25. S1-76-4-4. 

27. #BCKEM) Trapa sp. (现代 花粉 ) 

图 版 41 

图 1 一 43. 小 菱 粉 ( 新 种 ) Sporotrapoidites minor Guan sp. nov. (121) 

1, 26, 34.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 1. G1-0354-1-1, 26. G1-0366-3-2, 34. G1-0366-3-1. 

2，5，7，10，14，15，17( 模 式 标本 ) 一 19，21 28，29，31，32，36，41.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 G1-0246-1-1，5. G1-0306-4-2, 7. D1-p138-7-1, 10. G1-0246-7-2, 14. 

G1-0306-5-2, 15. G1-0246-5-4, 17. G1-0246-1-6, 18. G1-0246-6-7,19. D1-p137- 

9-1, 21. G1-0238-6-2, 28. G1-0306-8-1, 29. D1-p138-3-1, 31. G1-0306-8-1, 

32. G1-0254-3-1, 36. G1-0246-6-2, 41. D1-0143-8-1, 

3, 4, 8, 9, 11—13, 16, 20, 22—25, 27, 30, 35, 37—40, 42, 43.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HHS: 3. Di-p119-1-3, 4. Di-p107-2-1, 8. D1-0119-2-1, 9. D1-p105-2-6, 11. 

D2-86-2c-1, 12. Di-p113-1-2, 13. Di-pi121-2-1, 16. D1-p103-2-2, 20. D1-p107- 

1-2,22. Di-p119-1-2, 23. Di-p113-2-2, 24. D2-103-ly-2, 25. Di1-p113-1-1, 27. 

D2-103 1c-1, 30. D2-114-1-3, 35. D2-88-2y-1, 37. D1-p103-2-1, 38. D2-125-1c 

-1, 39, 40. Di1-p121-1-3, 42. D2-117-2y-2, 43. D1-p107-2-3. 

6. ERA; RHE: D2-f19-1-1, 

33. BRHFALRs RHE: D2-f£57-1-5. 

FA 版 42 

图 1 一 4. Ww AAA) Sporotrapoidites weiheensis (Sun & Fan) Guan comb. nov. (121) 

1, 3, 4. ERA; BRS: 1. S1-71-1-2, 3. S1-76-5-1, 4. S1-76-4-2. 

2. MRHALEs BRHS: S1-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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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中 等 葵 粉 (新 种 ) Sporotrapoidites medius Guan sp. nov. (120) 

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1-p143-5c-4。 

6. WEFAP Es RHF: S1-2-2-2。 

图 7，8. JEX MMA Liquidambarpollenites styracifluaeformis Nagy (120) 

7. WRAP Rs RHF: S1-16-1-4. 

8. =A ERs KAS: S1-68-1-1. 

图 9. WAH (KE) Liquidambarpollenites sp. (120) 

花 港 组 : BIS: G1-0378-3-1. 

图 10，12. 三 角 山 核桃 粉 Caryapollenites triangulus (Pflug) Krutzsch (122) 

10. 三 潭 组 下 段 ， Rs: S1-63-2-4, 

12. =MAtLRs RAS: S1-57-4-2. 

图 11. 山 核桃 粉 ( 未 定 种 ) Caryapollenites sp. (122)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H: D2-107-1-1。 

图 13. 粒 纹 亚 三 孔 粉 Subtriporopollenites granulatus Sung & Lee (124)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RAS: D2-f57-1-4。 

图 14 一 23. 光山 核桃 粉 Caryapollenites simplex (Potonié) Raatz (121) 

14—16, 19, 23. =F ERs BES: 14. S1-65-2-5, 15. S1-65-2b-4, 16.D1-p55-1-5, 

19. S1-63-2c-2, 23. S1-65-6-1. 
17, 18, 21. ERAs BHS: 17. S1-77-4-3, 18. D1-p49-5-7, 21. D2-f16-1-1. 

20. HRIFHAELRs KAS: D2-f59-cl-1. 

22. WRATH: RHE: S1-96-2-3, 

图 版 43 

图 1 一 10，12， 16， 17. 页 胡桃 粉 Juglanspollenites verus Raatz (123) 

1, 35 5, 9. WHIFAFER, BH: 1. S1-17-3-2, 3. Gi-0266-4-4, 5. D1-p142-9-1, 

9), SI-17=4=4¢ | 

2. =BAPTERs RH: S1-67-2-1. 

4, 7. AMER FRB, BE: 4. S1-440-2-4, 7. D2-g19-3-16 

6. ERA; RHS: S1-75-3-1. 

16, 17. =HALR; BHS: 16. S1-59-2-6, 17. S1-58-1-7. 

8, 12.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H: 8. D1-p80-1-5, 12. D2-113-1-1. 

10. 花 港 组 ; BRHS: D2-129-1-7. 

图 11. 四 和 孔 胡 桃 粉 Juglanspollenites tetraporus Sung & Tsao (122) 

三 潭 组 下 段 ! KAS: S1-63-1-2, 

图 13 一 15，18 一 20. 星 形 枫 杨 粉 ”“Pierocaryabollenites stellatus (R. Pot.) Raatz (123) 

13 一 15，19.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13. G1-0146-5-3，14. G1-0254-6-1,15.G1-0266-4- 

1, 19. G1-0266-8-4, 

18. ERA; Res: S1-75-3-2. 

2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D1-ps0-1-2. 

图 21 一 24. ABB (MF) Pterocaryapollenites annulatus Song sp. nov. (123) 

21, 24. 模式 标本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21. Di-pll19-1-1, 24. D2-92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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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MRHATER; RS: G1-0254-1-3, 

#125. 26. 斑点 多 孔 粉 Multiporopollenites maculosus (Potonié) Thomson & Pflug 

25. =MATE; RHF: S1-63-1-1. 

26.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1I-p119-1-1。 

图 27，28. 圆 形 胡桃 粉 Juvglansbollenites rotundus Ke et Shi (122)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7. S1-63-1-16, 28. S1-63-1-11。 

版 44 

1. 致密 展 形 三 沟 粉 (新 种 ) Labitricolpites densus Song sp. nov. (124) 

模式 标本 ，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D1-p2-1-4。 

图 2. BV=WH (KH) 工 cbitricolbites sp. (125)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9-4。 

图 3. REBB=WH Labitricolpites stenosus Ke et Shi (124)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8-2-4。 

图 4. 边 沟 孔 粉 ? (HUH) Margocolporites? sp. (126)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24-2-1。 

图 5，6. 稀 沟 粉 ( 未 定 种 ) Stephanocolpites sp. (125) 

SMALE; KAS: S1-57-9-3。 

网 7. 拟 云 实 边 沟 孔 粉 (HH) Margocolporites cristoides Zheng sp. nov. (125) 

RAMA, SHALE; HHS: S1-24-1-4, 

图 8. 小 边 沟 孔 粉 (新 种 ) Margocolporites minor Zheng sp. nov. (126) 

模式 标本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24-2-1。 

图 9. 六 辩 边 沟 孔 粉 ” Margocolpborites hexalobus Zhou (126)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5-2。 

图 10，11. FSG (MH) Meliaceoidites delicatus Zheng sp. nov. (128) 

10. BRHAPE; RHS: D2-123-1c-5, 

11. RAMA, WHALE; RHE: S1-82-1a-1. 

图 12. 桃 金 娘 粉 ? (HEH) Myrtaceidites? sp. (12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2-97-1-1。 

fA13. PREY (RH) Meliaceoidites sp. (128)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S: S1-141-3-2. 

14. 杨梅 粉 ( 未 定 种 ) Myricipites sp. (129)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8-2-7。 

图 15. 双 型 刺 锦 葵 粉 (新 种 ) = Malvacearumpollis dispinus Guan sp. nov. (128)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5-3-2。 

16. 木兰 粉 (未定 种 2 ) Magnolipollis sp. 2 (127) 

EAs KRIS: S1-033808-1。 

网 17. 木兰 粉 ( 未 定 种 1) Magnolipollis sp. 1 (12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0278-9-3。 

图 18，19. 鼠 李 粉 (未 定 种 ) Rhamnacidites sp. (136) 

18。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G1-0238-6-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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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 LE; RHE: S1-58-1b-1. 

A420, 21. HAW (KE) Liliacidites sp. (127) 

=HAELRs RH: S1-440-2-3, 

图 22. KRSM (MH) Malvacearumpollis magnus Song sp. nov. (127) 

skips, SMA LBs RHE: S1-57-11-2. 

版 45 

图 1 一 3. iB} Salixipollenites elegans Sung & Tsao (139) 

1, 2, =SAERs RHE: 1. S1-57~3-65. 20 S1-57-1-7. 

3. 三 漂 组 下 段 ; RHF: S1-67-1-1. 

图 4，5. 假 孔 柳 粉 Salixipollenites pseudoporites Sung & Tsao (140) 

4, =MAT ERs 和 玻 片 号 ，S1-63-1-13。 

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2-7。 

图 6. 大 型 柳 粉 ( 比较 种 ) Sa1ixibollenites cf. major Ke et Shi (140) 

三 漂 组 上 段 ， RAS: S1-57-2-21. 

图 7 一 14. 极 面 紫 树 粉 Vyssabollenites pseudolaesus (Potonié) Thiergart (129) 

7.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90-1-2。8.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S1-141-2-2。 

9 一 11. =A LE; BEE: 9. Di-p4-1-2, 10. Di-p4-1-7, 11. S1-24-3-5. 

12.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440-2-1。 

13. ERA; RAS: D1-p49-4-3, 

14.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f48-1-2。 

图 15，17 一 20. 网 纹 紫 树 粉 ( HH) Nyssapollenites reticulatus Zheng sp. nov. (129) 

15. WRAPPER; RHE: S1-2-2-1. 

17—20. =HALEs BAH: 17. S1-57-4-3, 18. S1-59-2-2, 19. 模式 标本 ; S1-57-2- 

14, 20. S1-24-3-1. 

图 16 . 紫 树 粉 (未 定 种 ) Nyssapollenites sp. (130) 

ERA; 玻 片 号 ，D1-p49-6-5。 

图 21. 紫 树 粉 ? (HEH) Vyssabollenites? sp. (130) 

RAs RHE: D2-f21-1-1. 

图 22. 木犀 粉 (未 定 种 ) Oleoidearumpollenites sp. (132) 

三 漂 组 上 段 ， KAS: S1-57-2-21. 

图 23，24. WT MSH Corsini pollenites ludwigioides Krutzsch (130) 

23. =A EBs RAS: S1-58-2-12. 

24.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RH: S1-87-2-1. 

图 25 一 27. 三 角 柳 叶 菜 粉 Corsini pollenites triangulus (Zakl.) Ke et Shi (131) 

2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 G1-0266-7-6. 

26, 27. =A PRs 玻 片 号 ，26. S1-65-2c-1，27. S1-65-3b-3。 

图 版 46 

图 1 一 4. Al KY «=F raxinoipo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Ke et Shi (131) 

1, 4. =SATEs RHE: 1. S1-65-3-5, 4. S1-68-1-3, 

2. ERAs 玻 片 号 ，S1-030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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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 漂 组 上 段 ， RH: S1-57-2-5. 

FAS. 细 网 楼 粉 (比较 种 ) 下 raximnoibollenites cf. microreticulatus Ke et Shi (131)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G1-072-9-1。 

图 6，7. Mime) Fraxinoipollenites reticulatus Ke et Shi (131) 

6. ERAs HHS: S1-71-1-1. 

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AS: S1-96-1-3. 

图 8， 亚 粉 (未 定 种 2 ) Fraxinoipollenites sp. 2 (132)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KS: S1-0306-4-8. 

Al9. RES (未 定 种 1 ) 下 raximnotboflenites sp. 1 (132) 

SHALE, RAS: S1-58-3-1. 

图 10 . 槟 郴 粉 (未 定 种 ) 4recibites sp. (133)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24-3-4。 

图 11 一 13. 长 沟 槟 郴 粉 ”4recipites longicolpatus Krutzsch (133) 

11. 花 港 组 玻 片 号 ，D2-143-2-1。 

12. SHALE, Kes: S1-57-2-1. 

13. RIAL; RHF: S1-82-1b-1. 

FA14, 15. WHRBKHB HY «Arecipites butomoides Krutzsch (133) 

=WALBs BASE: 14. S1-57-8-2, 15. S1-57-4-3. 

图 16 一 19. /)\3E%} Persicarioipollis minor Krutzsch (134) 

16. WRHALRs RH: D2-f52-1-4, 

17. WHEHAPRs KAS: D2-118-1c-1. 

18. ERAs KH: S1-76-3-3. 

19. =RAPRs RAS: S1-63-1-3., 

图 20 一 27. KALB Persicarioipollis welzowense Krutzsch (135) 

20, 22—25. ERA; RHE: 20. D2-£46-1-2, 22. D2-f£33-2-1, 23. S1-75-4-8, 

24. D1-p49-2-4, 25. S1-71-3-2. 

21, 2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1. G1-0246-1-1, 27. G1-0266-7-4. 

图 28，29. Bw Persicarioipollis lusaticus Krutzsch (134) 

=HMALRs RHE: 28. Di-p4-1-6, 29. S1-57-1-1. 

图 30，31. “FAH ( 新 种 ) «=Persicarioipollis juvenalis Guan sp. nov. (134) 

SHALBs RHE: 30. Di-p4-2-2, 31. 模式 标本 ，S1-58-1-20。 

图 版 47 

All. 瘤 型 山 龙 眼 粉 ”Proteacidites verruciformis Ke et Shi (136) 

MEH AP Ets; BH: D2-117-27-4。 

图 2. 刺 型 山 龙 眼 粉 ”Proteaciaites spiniformis Ke et Shi (13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110-1-1。 

图 3. 辽宁 山 龙 眼 粉 ”Proteacidites liaoningensis Ke et Shi (13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98-1-1。 

图 4. 毛 黄 粉 (未 定 种 ) Ranunculacidites sp. (136)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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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 7. 3HW Rhoiptelea chiliantha Diels et Hand.-Mazz. (现代 花粉 ) x1000, 

图 8，9. MSRM (BR. HH) Rhoipteapollis chilianthoides Zheng gen. et sp. nov. 

(137) 

8, 9. x1100， 模 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上 段 ， BH: S1-59-1-1. 

图 10. 拟 三 颖 马尾 树 粉 ( BR. MH) Rhoipteapollis triletoides Zheng gen. et sp. nov. 

(137) 

模式 标本 ，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1-6。 

图 11 一 13. HABE (MH) Rutaceoipollis citrusaeformis Zheng sp. nov. (138) 

11, 12.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正片 号 : S1-100-2-2. 

13.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1-p64-1-6。 

图 14 一 19. 隐 和 孔 芸 香 粉 ( 新 种 ) Rutaceoipollis cryptoporus Zheng sp. nov. (138) 

14.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D2-130-2c-2。 

15 一 19.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15. D1-p121-2-3，16. D1-p125=1y=3， 

i7) Di-p132-2-2, 18. D2=93y-1-1, 19. ‘Di=p1s3-453, 

图 20，21. 塔 里 西 粉 ( 未 定 种 ) Talisiipites sp. (141) 

20.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1-p80-1-1。 

21.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4-3-2。 

22. 无 患 子 科 粉 (未 定 种 ) Sapindaceaepites sp. (14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G1-0246-3-1。 

图 23. 粗糙 无 患 子 粉 Sapindaceidites asper Wang (140)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4-1-1。 

图 24. %38 8%} =Persicarioipollis communis Ke et Shi (133) 

Me EFA EB; RAS: D2-f47-1-1. 

图 25，26. Eprikstt Persicarioipollis pliocenicus Krutzsch (135) 

=A EBs BRHS: 25. S1-58-1-5, 26. S1-57-4-5. 

图 27. j£ 69328) Persicarioipollis franconicus Krutzsch (134) 

三 漂 组 上 段 ; KH: S1-57-1-4. 

版 48 

图 1 一 14. jag Zi BY (新 种 ) « Rutaceoipollis oblatus Zheng sp. nov. (138) 

1, 2, 9, 13.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1. D2-123-1c-4, 2. D1-p135-2-1, 9. D2-111- 

ly-1, 13. D2-101-1y-2。 

3, 4 (模式 标本 )，6，10，12. MRHALRs KH: 3. D1-p49-8-5, 4. D1-p64-1-3, 

6. S1-84-1-3, 10. S1-81-2-1, 12. D2-£55-1-4. 

5, 8, 14.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5. D1-p143-6-1, 8. Gl-0246-2-3, 14. D1-p138-2-1, 

7. ERAs RHS: D2-£27-2-2. 

11. AMER PPM, BRAS: D2-f£18-2-4, 

f15—26. SNS: #} Rutaceoipollis ovatus Sung & Tsao (138) 

15, 18, 19, 21—23. 海龙 井 组 上 有 段 ， HHS: 15. S1-82-3a-2, 18. D1-p55-2-2, 

19. Di-p79-2-2, 21. D2-f59-1y-2, 22. D1-p49-2-1, 23. D2-81-1-1. 

16, 17, 24—26.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 16. D1i-p135-2-3, 17. S1-88-2-1, 24. D1-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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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5, 26. D2-111-ly-1. 

2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D1-p136-3-1。 

图 27 一 32. FLEA (MA) Rutaceoibol1is parviporus Zheng sp. nov. (139) 

_ 27, 30. 模式 标本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HHS: 27. D2-85-ly-1, 30. Di-p133-2-1. 

28, 29, 31, 32.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28. D2-f59-1-5, 29. D2-f59-ly-4, 31. S1-76- 

5-2，32. D1-76-3-2。 

图 33 一 36. 环 孔 芸香 粉 (MH) Rutaceoipollis zoniporus Zheng sp. nov. (139) 

33.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S1-104-1-1. 

34, 35.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BRAS: 34, S1-17-4-3, 35. Di-p109-2-1,. 

36. =A ERs RHE: S1-24-3-2, 

i37—41. 宽 孔 拟 山 矶 粉 (新 组 合 ) Symplocoipollenites latiporis (Thomson & Pflug) Zheng 

comb. nov. (143) 

37, 39. ERA; BHS: 37. S1-75-4-7, 39. D2-f16-1-2, 

38.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82-1a-4。 

40，41。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40.G1-0238-1-2，41。S1-8-1-1。 

版 49 
Fal. 新 生 代 眼 子 菜 粉 ”Potarnogetonacidites cenozoicus Sah (135) 

SG@AtERs KH: S1-58-1-22. 

图 2. R=}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sparganioides (Meyer) Krutzsch (142) 

三 潭 组 上 段 ， 和 玻 片 号 ，S1-57-2-17。 
图 3. 上 更 新 黑 三 棱 粉 S parganiaceae pollenites pliopleistocaenicus Krutzsch (142) 

ERAs RS: S1-71-2-2. 

图 4，5. Bf R=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polygonalis Thiergart (142) 

=WALER: HHS: 4. S1-58-1-17, 5. S1-57-1-3. 

图 6. R= (HREM) Sparganiaceaepollenites sp. (142) 

SMALE: KAS: S1-57-1-1., 

图 7 一 14，19 一 21. 三 角 梭 罗 树 粉 ”Reevesiabollis triangulus (Mamczar) Krutzsch (142) 

7—9. [HAP Es RAS: S1-65-4-2, 

10, 14, 20, 21.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10. S1-59-1-7, 14, 20, 21. S1-57-3-1. 

11, 19.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1. Di-pl137-1-1, 19. S1-141-1-3. 

12, 13. ERAs 玻 片 号 ，S1-71-2-4。 

15—18. FLAMWAH Symplocoipollenites vestibulum (Potonié) Potonié (144) 

15, 18. ERAs BRHS: 15. S1-76-3-7, 18. D1-p49-6-2, 

16.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G1-440-4-1。 

17. [HAP Es HRS: S1-68-1-5。 

图 22 一 26. FLA Wwe ( 比较 种 ) «=Symplocoipollenites cf. vestibulum (Potonié) Potonié 

(144) 

22, 25. ERAs RAS: 22. D2-£39-1-1, 25. S1-77-2-2. 

23, 24.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3. G1-0248-4-4, 24. G1-0254-4-1, 

26. SMALE Es 玻 片 号 ，S1-65-4-6。 



图 27。 弗 氏 粉 (未定 种 ) Florschuetzia sp. (141)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D2-131-2-1。 

图 28 一 33。 东方 拟 山 砚 粉 ( HH) « Symplocoipollenites orientalis Zheng sp. nov. (143) 

28，31 一 33.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KH: 28. G1-0238-10-4，31. S1-9-4-2, 32. 

S1-10-1-2, 33. S1-14-3-2. 

29. ERAs RH S1-76-3-1. 

3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y RS: S1-96-1-1. 

图 34. ABMUAH (HAA) Symplocoipollenites orbiformis (Pflug & Thomson) Zheng 

comb. nov. (143)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Bs S1-14-2-1. 

图 35，36. fei Tiliaepollenites pseudoinstructus (Mai) Ke et Shi (146) 

35. ERAs RHE: S1-72-1b-1. 

36. =MATEs RHE: S1-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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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 5,25. 小 朴 粉 Celtispollenites minor Ke et Shi (147) 

1,25. =HMAEBs HHS: 1. S1-57-1-8, 25, S1-59-1-1, 

2. 海 龙井 组 下 段 ， Bes: G1-0266-4-5. 

3.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46-2-2。 

4.=HALRs 玻 片 号 ，S1-65-2-65 

5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2-f55-1-2。 

图 6 一 9. 小 根 粉 Tiliaepollonites indubitabilis Potonie (144) 

6,7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6. S1-16-4-5, 7. S1-16-1-2. 

8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8-2-1。 

9.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D2-143-2-3。 

图 10,11. 细 网 机 粉 Tiliaepollenites microreticulatus (Mai) Ke et Shi (145)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10. S1-63-2-7，11. S1-65-2-2。 

图 12. 细小 要 粉 Ti1iaeboflenites minumus ( Mai) Wang (145)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BRAS: S1-141-3-7。 

图 13,17. RBH Ulmipollenites undulosus Wolff (147) 

13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8-1-3。 

17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D1-pl43-6-4, 

图 14,15. ‘Pith Ulmipollenites miocaenicus Nagy (147) 

14.=>HAELRs RH. S1-57-1-5. 

15. RHA PRs BRHF: D1-p123-1-1. 

图 16. 榆 粉 (未定 种 ) Ulmipollenites sp. (148)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S1-65-1-1. 

图 18 一 24. 根 粉 Tiliaepollenites instructus Potonie (145) 

18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91-59-1-10。 

19 .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66-1-2。 

20, 21.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20.S1-14-1-8， 21.S1-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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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22. G1-0306-8-2, 23. G1-0306-9-1. 

24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3-12。 

图 26 一 29. 东营 朴 粉 Celtisbollenites dongyingensis Ke et Shi (146)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26. S1-58-2-2, 27. S1-57-2-4, 28. S1-58-1-1, 29. S1-57-2-8。 

图 版 51 

图 1 一 7. HRB (BH) Gothanipollis longjingensis Zheng sp. nov. (153) 

1 一 5。 模 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1 一 3. D2-121-ly-1, 4,5. D2-118-1y-2. 

6,7.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D2-143-1y-1。 

图 8 一 10. PAKS HR. MH) Hydrocotaepites reticulatus Zheng gen.et sp.nov.(150) 

模式 标本 ， ERAs BRS: D2-f16-1-3. 

图 11. HPBILH Diatriopollis consimilis Weyland & Takahashi (152) 

三 潭 组 上 段 y KRHS: $1-24-3-1, 

图 12 一 17. 厚 壁 天 胡 蓉 粉 ( 新 属 、. 新 组 合 ) Hydrocotae pites pachydermus (Sun et al. ) Zheng 

gen. et comb. nov. (149) ' 

12, 13,17. ERAs HHS: 12,13. D2-f22-1-2, 17. D2-f20-1-1. 

14—16.=HALE;, HHS: D1-p4-1-4. 

图 18,19,22. ‘Pitt Ulmipollenites miocaenicus Nagy (147) 

18,22.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18. D1-pl109-1-2, 22. D1-p123-2-2。 

19.=HATRs RHS: S1-65-1-7. 

图 20,21. 粒 面 榆 粉 Ulmi pollenites granopollenites ( Rouse ) Sun et Li (147) 

WRIA Es BH: 20. G1-0306-4-4, 21.G1-0306-4-3, 

图 23 一 30. 瓦 克 斯 道夫 伏 平 粉 Fupingopollenites wackersdorfensis(Thiele-Pfeiffer) Liu (152) 

23—27. ERA; HHS: 23. S1-75-3-3, 24. S1-74-3-1, 25. S1-76-4-5, 26. S1-75- 

4-6, 27. S1-76-4-3, 

28.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14-3-3。 

29,30。 三 漂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29. S1-59-2-5, 30. S1-57-2-6。 

版 52 

图 1 一 3. AW BIB (HF) Unmbelliferaepites minutus Zheng sp. nov. (151) 

1 一 3. 模式 标本 ， [MAT HRs RAS: 1,2. S1-65-2-1, 3. S1-65-1-3。 

图 4,8. 柴 胡 型 拟 党 形 粉 (新 种 ) Umbelliferaepites bupleurumiformis Zheng sp. nov. (150) 

=MATEs BHE: 4. S1-68-1-1, 8. 模式 标本 ，S1-63-1-3。 

图 5,6. 孵 形 拟 缴 形 粉 (比较 种 )( 新 组 合 ) Unmbelliferaepites cf. ovatus ( Vank. & Kar ) Zheng 

comb. nov. (151) 

SWAERs RS: S1-57-2-23。 

FA7. 拟 缴 形 粉 《未 定 种 ) «=U mbelliferaepites sp. (151) 

东海 群 底部 玻 片 号 ，G1-440-6-10。 

图 9. AW BIE (MH) Umbelliferaepites microreticulatus Zheng sp. nov. (151) © 

模式 标本 ;东海 群 底 部 ， 玻 片 号 ，S1-57-10-7。 

图 10 一 19. HY Operculumpollis operculatus Sun, Kong et Li (146) 



1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y BRAS: D1-pl143-5y-1, 

11,15.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11. D1-p101-1-2，15. S1-3-3-1。 

12.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79-5-2, 

13,14,17—-19. =AEBs BAS: 13. S1-59-1-3, 14. S1-59-1-3, 17. S1-57-9-1, | 

18.S1-57-7-2, 19. S1-57-6-1. 

16. =HATERs RHS: S1-68-1-7. 

图 20 一 24. =FL Ait} Ulmoideipites tricostatus Anderson (148) 

20. =4AELBR: KRHS: S1-58-1-11. 

21. ERA; BS: D1-p49-1-1. 

22—24. FEYEAs HAG: 22. D2-143-1-1, 23. G1-0338-1-2, 24. G1-0390-2-2, 

图 25 一 27,29 一 31. seme HI} Ulmoideipites krempii Anderson (148) 

25,2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5. D1l-p142-6-1, 26. S1-140-2-1, 

27,31.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27. D1-pl01-1-1, 31. D2-125-1c-2, | 

29,30.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9.S1-65-2b-5，30。S1-65-2-1。 

图 28. =FL4$ ey ( 比较 种 ) Ulmoideipites cf. tricostatus Anderson (148) 

=MATEs RHF: S1-63-4-3, 

图 32 一 34,36 一 41. JRE RH Zelkovaepollenites potonie Nagy (149) 

32,33,39,41. =MALR, RHE: 32. S1-57-1-3, 33. S1-57-1-4, 39.S1-24-2-1, 41, 

Si-ol-2-95 

34,4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34. D1-p138-9-1, 40.S1-11-3-1., 

36—38. 三 漂 组 下 段 y 玻 片 号 ，36. S1-63-1-15, 37. S1-63-1-10，38. S1-63-2-9。 

35. CPE CR) ZefRovaeboflenites cf .botonie Nagy (149)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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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 8 . 马 托 拉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bites matauraensis (Couper ) Sonx & Zheng (155) 

1.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92-2-1。 

2,3.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2。G1-0246-4-6，3. G1-023-8-3。 

4. 花 港 组 玻 片 号 ，G1-354-10-1。 

5. 三 漂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5-2-4。 

6,7. =BMAERs RHE: 6WSIE57=2=2 7.S1-57-3-2., 

8.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S1-84-2-1. 

图 9,10. 乔治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bites geogensis Brenner (155) 

9. ERAs BRHS: D2-f39-1-3。 

10. WHA PEs HHS: S1-90-2-1. 

图 11,12., 椭圆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ellipticus Li, Sung & Li (154) 

11, ERAs Res: S1-71-2-1. 

12. =APRs BRHS: S1-65-6-2. 

图 13 一 20. 蜂 梨 网 面 三 沟 粉 ”Retitricolpites alveolatus (Couper )Song & Zheng (154) 

13,20. MUHFAPRs HHS: 13. $1-91-2b-2, 20, D2-117-2-1c. 

14, =WMATRs RHF: S1-65-3-1. 

206 



22,23, WRIA Rs BH: 22. G1-0306-8-2, 23. G1-0306-9-1, 

15,17,18. HALE, HHS: 15. S1-83-2-1, 17.D2-£57-1-3, 18. S1-81-1-2. 

1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HS: S1-17-4-2。 

19. ERA; HHS: S1-76-3-10. 

21,22. WHE B= 4b ( KH ) Labitricol pites cf, microgranulatus Ke et Shi (124) 

21. 东海 群 底部 ， 玻 片 号 ，G1-054-3-3。 

22. .三 漂 组 上 上 段 ， 玻 号 : S1-58-1-6。 

图 23. 网 面 三 沟 粉 (未定 种 1 ) Retitricolpites sp.1 (155) 

三 漂 组 上 段 ; RHF: 9S1-57-2-5。 

图 24。 网 面 三 沟 粉 (未定 种 2 ) Retitricolpites sp.2 (155)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S1-1-5-3。 

图 25 一 27. 网 面 三 沟 粉 (未定 种 3 ) Retitricolpites sp.3 (156) 

25.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和 玻 片 号 ，D2-f1l8-2-2。 

26。 三 漂 组 下 段 ， RH: S1-63-3-3. 

27. ERA; 玻 片 号 ， D2-f46-1-1。 

图 28. 大 型 网 面 三 沟 粉 (MH) Retitricolpites labdacus Wang sp.nov. (155)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D1-p55-1-2。 

版 54 

图 1 一 4. 薄 壁 三 沟 粉 (新 种 ) Tricolpopllenites mollis Wang sp. nov. (158) 

1,2 模式 标本 玉泉 组 ;和 玻 片 号 : 1. '\S1-76=3-9，2.D2=-fl9=1=2。 

3,4.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 3。 D1-p64-2-3, 4. D2-f48-1-1。 

图 5 一 7. k= (PMH) Tricolpopollenites oblatus Wang sp. nov. (158) 

5, 7. fakin, MRAAELRs RAS: 5. D2-f53-1-2, 7. D2-f50-1-3. 

6. 海 龙井 组 下 段 y 玻 片 号 : S1-10-1-1. 

图 8 一 18. 小 网 面 多 孔 粉 ( 新 种 ) Retimultiporopllenites minor Guan sp. nov. (153) 

8,10—12, 14, 15, 17, 18. =MATEs RHE: 8. S1-63-2-13, 10. S1-65-4-3, 

11. 模式 标本 ，S1-65-2b-6，12 S1-63-2-9, 14.S1-65-3-2, 15. S1-67-1-2, 

17. D2-g38-2-2, 18. D2-g38-2-3y. 

9,13,16. ER; BHS: 9. D2-f18-2-1, 13. D2-g39-2-1, 16. D1-p49-8-4, 

图 19. 网 面 扁 三 沟 粉 Tricolpites reticulatus Cookson ex Couper (157) 

三 温 组 正 段 ， KRHS: $1-24-1-1. 

图 20. 厚 壁 扁 三 沟 粉 Tricolpites pachyexinus Couper (157) 

花 港 组 ; 玻 片 号 ，G1-0378-4-1。 

图 21.。 拟 马先蒿 扁 三 沟 粉 (MH) Tricolpites pedicularidus Wang sp. nov. (157)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S1-63 3-2。 

图 22,23. MH CARH) Tricolpites sp. (158) 

三 漂 组 下 段 ; HHS: 22. S1-63~2c-1, 23. S1-58-1-13, 

图 24,25. 三 沟 粉 (未 定 种 ) Tricolpopollenites sp. (159) 

24. =A PRs RS: S1-63-1-8, 

25. =BAELRs 玻 片 号 : S1-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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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四 合 单 孔 粉 (未 定 种 ) Tetradomonoporites sp. (157)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91-57-4-1。 

图 27. 普通 网 面 八 沟 粉 ”Refioctacolpbites communis Wang sp. nov. (154) 

模式 标本 ， 三 潭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S1-57-8-1。 1 

图 28. 大 扁 三 沟 粉 ( 新 种 ) Tricolpites magnus Song sp. nov. (157) 

模式 标本 ， 海 龙井 组 上 段 ， 和 玻 片 号 ，D2-f53-1-3。 

版 55 

图 1 一 4. 无 形 三 沟 粉 Tricolpopollenites liblarensis ( = quisquallis) Tomson & Pflug (158) 

1.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玻 片 号 ，D2-g12-2-1。 
2. 海龙 井 组 上 段 ， 玻 片 号 :91-80-2-1。 

3,4. =MAELBs 正片 号 :3. S1-57-3-3, 4. S1-58-2-2. 

图 5 一 14. 椭圆 三 洲 粉 Trilobapollis ellipticus Sun, Kong et Li (160) 

5,10,11, 13.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玻 片 号 : 5. D1-p136-10-1, 10. S1-0154-1, 

11. S1-0338-3-1, 13. S1-0254-8-1, 

6,7,9,12,14. #2¥84s BH: 6. D2-131-2-3, 7. S1-0338-6-1, 9.D2-135-1-1, 

12. S1-0390-4-2, 14. S1-0338-3-1. 

8. BLHALRs KHS: D1-p64-2-1. 

图 15 一 19. #@K=%#H Trilobapollis leptus Sun, Kong et Li (160) 

15,17,18. 花 港 组 : BEA: 15. S1-0390-7-1, 17.S1-0390-1-3, 18. D2-130-2y-1. 

16,19. HHA P ERs RAS: 16. D2-95-1-1, 19. D2-119-1y-1. 

图 20. 四 沟 粉 (未定 种 1) Tetracolpites sp.1 (156)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RAS: S1-100-1-1. 

图 21 一 24. 落 蕉 型 三 孔 沟 粉 (新 种 ) Tricolporopojlenites rosaeformis Zheng sp. nov. (159) 

21,22.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RAS: 21.D2-pl130-2-2, 22. G1-0246-7-1. 

23. 模式 标本 ， 东海 群 中 下 部 ， 和 玻 片 号 ，D2-g18-1-4。 

24. 玉 泉 组 ; 玻 片 号 ，D1-p49-12-3。 

图 25. 环 孔 芸香 粉 (新 种 ) Rutaceoipollis zoniporus Zheng sp.nov. (139) 

模式 标本 ， ERAs RHE: D1-p64-1-8, 

图 26,27. 坚固 网 面 三 孔 沟 粉 ( HH) Retitricolporites firmus Zheng sp. nov. (156) 

模式 标本 ， 玉 泉 组 ; 和 玻 片 号 ，D2-f25-1。 

图 28. se) ( 新 种 ) Sporotrapoidites minor Guan sp. nov. (121)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2-109-17-1。 

图 29. 三 孔 沟 粉 (未 定 种 2 ) Tricolporopollenites sp. 2 (159)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玻 片 号 ，D1-p133-2-3。 

图 30. 心脏 形 根 粉 TYi1iaebollenites cordataeformis (Wolff )Ke et Shi (144) 

=MATERs KS: 951-76-4-6。 

图 31. 四 沟 粉 (未 定 种 2) Tetracolpites sp. 2 (156) 

三 潭 组 上 段 ; KAS: S1-57-4-4, 

图 32. KM BHP Cyrillaceaepollenites megaexactus (Potonie ) Potonie (113) 

玉泉 组 ; 玻 片 号 ，D1-p4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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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34. 三 孔 沟 粉 (未 定 种 1 ) « Tricolporopollenites sp.1 (159) 

33. 花 港 组 ; BS: G1-0378-6-1. 

34. 海龙 井 组 中 段 ， RAS: D1-pl21-2-4. 

图 35. 刺 三 孔 沟 粉 ? (KH). Echitricolporites? sp. (104) 

=WMA ERs RAS: S1-62-1-3b. 

图 36,37. "PSE 8} ( 新 种 ) Sporotrapoidites medius Guan sp. nov. (120) 

ao. x 2150, 37. < S60. 

海龙 井 组 下 段 ， 样品 号 ， D1-p142。 电 镜 扫 描 照 片 。 

图 38 一 40. 长 形 三 孔 沟 粉 (MAA) Tricolporopollenites prolongatus ( Takahashi ) Zheng 

comb. nov. (159) 

38. =[=HALRs KRHA: S1-65-2b-3. 

39,40. ERA, RHE: 39. S1-71-1-1, 40. D2-f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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