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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 7 

ASV EDRASR MWAH EDAAMTEAND. AUS, CHER ie: 
第 一 篇 : 杨 敬 之 , 胡 光 殉 著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组 中 的 蔡琴 虫 , 文 中 描述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地 区 中 泥 盆 世 东 岗 岭 组 地 层 中 的 苔 苞 虫 化 石 31 种 ,其 中 有 24 新 种 ,未 定 种 名 
的 4 种 。 东 岗 岭 组 可 依 兰 性 划分 为 上 ,中 下 三 部 , 每 一 部 分 均 有 相应 的 苔 全 虫 化 石 

代表 。 此 外 , 作者 还 把 这 些 化 石 与 国内 外 同期 的 化 石 作 了 比较 。 

第 二 篇 : 何 炎 \ 胡 兰 英 , 王 克 和 良 著 “江苏 东部 第 四 纪 有 和 孔 虫 >, SOPH TARR 

23 县 (市 ) 广 大 地 区 的 第 四 纪 有 和 孔 虫 化 石 55 属 162 种 及 亚 种 , 其 中 有 2 新 属 26 新 种 
及 新 亚 种 , 另 有 新 命名 的 1 种 。 这 一 地 区 的 第 四 柔 上 部 为 海 相 或 海陆 交互 相交 积 , 厚 

20—110 米 ， 彼 名 为 上 海 组 ,时 代 属 晚 更 新 世 一 全 新 世 , 服 新 建立 的 地 层 单位 。 
第 三 篇 : KPA 黑龙江 鸡 西 穆 棱 组 孢子 及 其 地 层 意义 >, 文中 描述 黑龙 江 鸡 

西 地 区 中 生 代 含 煤 地 层 鸡 西 举 上 部 穆 棱 组 中 的 孢子 化 石 20 属 60 种 , 其 中 有 1 新 属 
12 新 种 。 作 者 根据 孢子 研究 认为 ,条 棱 组 的 地 质 年 代 以 定 为 早 和 白垩 世 为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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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组 中 的 苦 伦 虫 Biel ajalethre) alefelvintalsateinl ole ietsiat= (ely. v\a\e'sGisivivis'e'Sivinie 杨 敬 之 、 HASK FA ( 1 ) 

江苏 东部 第 四 纪 有 我 下: fy $8, BAEK, FSB O51) 

TILE Ph AS AB AHR SIGE ROTIC ORCAS Bo BA CSO CEA OOISOOi RARE (163) 

MEMOIRS OF THE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No. 4 

CONTENTS 

Bryozoa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of Xiangzhou, Kwangsi-++++++++++++++++- 
UUaicaias cle evsltncbesiccevcvcevecsennedvevwewisses Yang King-chih and Hu Zhao-xun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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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kommsiekce cnop MYJIHMHCKOH CBHTPI palioHa LIsHcH IDPOBHHIIHH XelsryHu3saKa 本 

CFO CTPATHPPatpHyecKOe SHAYCHHE pp Uxan Uyxp-6nn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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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R TR eae PY Se 

BAL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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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8 & 

ASCHER RAIS WUE FR IG PS BE 31 种 ,其 中 有 24 新 种 ,4 REP A. (LK 

PERKS SERRA ARS +. Met, FARA SDALH, Fano. Be 
1 人 E 石 在 下 部 以 Cystiramus, Petalotrypa eZ, FAERDL Eridotrypella, Steretoechus (?), Fene- 

stella, Helopora A, L#BD Fistuliramus 为 代表 。 ENAVMARAR PSH Stone 

和 硬 体 生 长 方式 也 不 相同 。 从 音 琴 虫 化 石 的 生长 方式 看 ,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和 上 部 的 沉积 环境 似 较 

让 部 的 沉积 环境 稳定 。 东 岗 岭 组 昔 玲 虫 的 性 质 , SRRERK ERE, RK, ERE 

以 及 美国 父 软 根 州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种 属 比较 接近 ,但 与 我 国 东 北 黑 台 组 中 的 苦 众 虫 显 有 差别 。 

Dill 前 

广西 象 州 附 近 的 中 泥 盆 统 相当 发 育 , 所 含 化 石 异 常 丰富 。 东 岗 岭 组 一 名 (当时 称 东 岗 
We 2) RARE 1928 年 调查 桂 中 地 质 时 创立 的 。 标 准 剖面 在 象 州 东 岗 岭 附近 。 涯 性 
以 泥岩 及 灰 岩 为 主 ;其 中 富 含 腕 足 类 、 现 瑚 等 化 石 ,时 代为 中 泥 釜 世 晚 期 ,和 欧洲 的 吉 微 期 
相当 。 东 岗 岭 组 中 的 苦 砍 虫 化石 兴 未 系统 研究 。 乐 氏 在 “广西 南 丹 、 A, BBR 
县 地 质 矿 产 ” 一 文中 ,全 提 到 有 Monticulipora sp. 一 种 ,但 未 描述 ,也 未 见 到 图 影 。 

本 文 描述 的 苦 王 虫 化 石 是 我 所 俞 昌 民 , 方 大 卫 、 施 从 广 、 董 得 源 等 同志 于 1961 年 冬至 
1962 年 春 系统 测 制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附近 东 岗 岭 组 剖面 时 条 集 的 , 共计 10 属 31 种 。 其 中 

有 24 个 新 种 , 4 个 未 定 种 名 。 笔者 等 对 俞 昌 民 等 同志 惠 赠 标 本 及 有 关 剖 面 资料 , 王 寿 岩 
同志 麻 制 得 片 , 宋 支 要 同志 摄制 图 影 ,都 非常 感谢 。 

苦 诈 虫 化 石 王 的 层 位 及 其 性 质 

根据 俞 昌 民 等 同志 观察 , 东 岗 岭 组 在 象 州 东 岗 岭 附近 几乎 全 部 由 泥岩 及 灰 岩 组 成 ,出 

露 厚度 为 497 米 。 涯 层 的 走向 为 北 北 东 - 南 南西 ,倾向 北西 ,倾角 为 11? 一 27?"。 此 组 的 底 

部 未 露出 ,其 下 部 为 断层 所 截 , ROLE TE AOA; ELM LAS 

的 接触 多 破 掩 盖 , 故 情况 不 明 。 根 据 岩 性 和 所 合 的 昔 人 于 虫 化 石 来 看 , 东 岗 岭 组 大 致 可 自 下 

而 上 分 成 三 部 分 : 

Il. 下 部 : 主要 为 灰色 中 层 至 厚 层 灰 岩 及 青 灰 或 灰色 攻 层 至 中 层 泥 质 灰 岩 和 泥岩 , 夹 

有 少量 灰色 生物 灰 岩 ， 厚 约 144.7 米 ， 富 产 腕 足 类 Scringocephalus burtini Defranc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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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sus Grabau, Emanuella sp. 及 形 瑚 Temnophyllum waltheri Yoh, Hexagonaria hexagonum 

(Goldfuss) “464, #a#(tA(BD101, BD102) WFIEMA hh, KARR KS 

中 , 计 有 下 烈 各 种 : 

BD101: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o Fk4Et(-A AIM Temnophyllum walthert 

Yoho 

BD102: 在 BD101 之 上 3.44 9K, Fistuliramus? sp.,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C. 

maturus sp. nov., C. cf. kRondomensis Morozova, C. cruciatus sp. nov., C. putillus sp. nov., 

C. ramosus sp. nov., Pez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P. radiata sp. nov., P. regularis sp. nov., 

P. irregularis sp. nov., P. granularis sp. nov., P. excavata sp. nov., P. sp.。 共生 化 石 有 

Sr BAG BET o 

Il. 中 部 : DRAW RUERKARAK AREAL, RDARK EE BKA, IE 181.3 

> SBE Stringocephalus obesus Grabau, Emanuella takwanensis Grabau, Indospirifer 

sp. 及 珊瑚 Aulopora sp., Disphyllum sp. 等 化 石 。 昔 人 琵 虫 化 石 丰 富 , 共 找 到 九 层 (BD109， 

BD111, BD112, BD113, BD116, BD121, BD122, BD124, BD125), 自 下 而 上 为 ， 

BD109: ERMA, AKG RVR KA, & BRERA; Helopora ovata sp. 

noy., Isotrypa sinensis sp. nov.o JL4E{(4#A Emanuella plicata Tieng 

BD111: #2 BD109 23.54 米 , 岩 性 同上 , 仅 有 Fenestella sp. 一 块 化 石 。 

BD1}2: #2 BD111 1.76 2k, 4> Reteporina sinuosa sp. nov., —Fit, 

BD113: #2 BD112 3.23 米 , 岩 性 同上 , 售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一 种 。 

BD116: 距 BD113 16.78 米 ; 灰 色 泥 质 灰 岩 及 泥岩 ,在 泥 质 灰 岩 中 找到 Helopora irre- 

gularis (sp. nov.) 一 种 。 

BD121: #2 BD116 42.81 米 , 灰 色 或 青 灰 色 泥 岩 , 1 BUAKA, &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sp. nov.,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Helopora ovata sp. nov.. 共生 化 石 有 Au- 

lopora sp. 及 Meristella sp. 

BD122: #2 BD121 1.71 #K, PERE, @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sp. nov., 

Eridotrypella lata sp. nov.o 

BD124: 距 BD122 10K, BK AiG BVERKAPKS SS fe, &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JL4E{64 AM] Disphyllum sp. 及 腕 足 类 : Emanuella takwanensis Grabau 

等 化 石 5 

BD125: 距 BD124 25.26 米 ; 岩 性 同上 , & Eridotrypella Rwangsiensis sp. nov., 共生 

化 石 有 腕 足 类 Stringocephalus obesus Grabau, Atrypa desquamata var. kansuensis Grabau, 

Idospirifer sp.o 

Il. ik: AKAWRIRAKEKRK BLAS BAPRAB RRS, E178 米 ， 
fal WeL2E Bornhardtina sp., Indospirifer sp., Strophonella sp. 及 珊瑚 Hexagonari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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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hyllum sp.， Pseudomicroplasma sp. 等 化 石 。 昔 伦 虫 化 石 仅 见于 本 层 底 部 ， 共 两 层 

(BD128, BD129), 自 下 而 上 为 : 

BD128: 位 于 底部 ， 黄 灰色 或 灰色 泥 质 灰 岩 夹 钙 质 泥岩 ， 合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Fistuliramus Sp.o 

BD129: #2 BD128 2.76 K, KEW BKA,&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Fistuliramus venustus sp. nov.. 共生 化 石 有 现 瑚 Pseudomicroplasma 

sp., Hexagonaria sp., Disphyllum sp. BWeR2E Szrophonella sp., Schellwienella sp.o 

上 烈 Cystiramus 及 Petalotrypa 两 属 都 出 现在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的 泥 质 石灰 岩 中 ; Fene- 

stella, Helopora, Eridotrypella Be Stereotoechus(?) 等 产 在 东 岗 岭 组 中 部 的 泥 质 石灰 岩 中 ; 

Fistuliramus 在 东 岗 岭 组 上 部 含 泥 质 较 多 的 石灰 岩 中 找到 。 从 昔 伦 虫 来 看 ,很 明显 有 三 个 

不 同 的 组 合 出 现在 三 个 不 同 的 层 位 ,但 还 不 能 利用 不 同 种 属 组 成 不 同 组 合 来 分 层 分 带 , 因 

普 琶 虫 对 生活 环境 的 反映 比较 灵敏 。 岩 性 不 同 可 能 当时 的 沉积 环境 不 同 。 一 般 在 比较 稳定 

的 环境 中 生长 的 苦 伦 虫 的 硬 体 ,以 直立 的 枝 状 者 为 主 ,在 不 稳定 的 ̀ 海 水 震荡 站 繁 的 环境 中 

生长 的 苦 伦 虫 其 硬 体 多 为 块 状 、 薄 层 状 或 附着 在 其 他 生物 或 物体 上 。 如 此 看 来 , 东 岗 岭 组 

王 部 和 上 部 含 车 琵 虫 的 岩层 的 沉积 环境 , 似 较 中 部 产 昔 琵 虫 的 岩层 的 沉积 环境 来 得 稳定 。 

标准 地 区 的 东 岗 岭 组 含有 丰富 的 苦 琵 虫 化 石 已 如 上 述 。 坟 景 附近 的 东 岗 岭 组 中 的 其 

他 化 石和 标准 地 区 大 和 致 相似 ,但 至 今 淋 未 发 现 苦 琴 虫 化 石 , 反 而 在 东 岗 岭 组 下 面 的 郁 江 组 

中 找到 很 多 昔 克 虫 化 石 。 这 可 能 是 沉积 环境 对 昔 伦 虫 所 起 的 影响 , 也 可 能 是 昔 琴 虫 适应 

环境 的 能 力 不 如 其 他 生物 ,如 腕 足 动物 和 现 珊 等 。 

FEAR RUS ZR PHBA BBE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及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BRATRE SHI RBA, aoe EE ees EBS 

找到 。 Cystiramus kondomensis Morozova # RINT GK ELIS RAH _EVCRBC HE 

他 各 种 均 系 新 种 对 决定 地 层 时 代 的 意义 不 大 ,但 是 ,这 些 属 在 苏联 或 者 北美 等 地 区 常 出 现 

FURR | | 
Fistuliramus 首先 在 苏联 鱼 拉 尔 志 留 纪 地 层 中 出 现 , 据 现 有 资料 来 看 , TERI ELLIS 

茨 盆地、 阿尔 泰山 区 、 库 兹 巴 斯 以 及 我 国 黑 龙 江 广西 等 地 的 中 泥 盆 统 中 也 发 现 不 少 ,少数 

多 于 甘肃 的 下 石 痰 统 。 本 文 所 描述 的 新 种 Fistuliramus nodinus 及 F. sp. 的 内 部 构造 特 

征 和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 库 兹 省 茨 盆地 及 库 花 巴 斯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Fistzlirarprtis intermedius 

(Nekhoroshev) 及 Fistuliramus varians (Nekhoroshev) 的 关系 比较 密切 。 Cyszirama 最 

初 佛 发 现在 苏联 库 兹 钥 茨 盆地 上 泥 盆 统 的 底部 ， 后 在 我 国 甘肃 下 石炭 绕 中 也 找到 了 3 个 

种 在 北美 至 今 削 未 见报 导 。 本 记 描述 的 除 Cysziraxzpzis cf. Rondomensis Morozova 是 旧 

种 的 比较 种 以 外 , 其 他 均 为 新 种 。 这 些 新 种 的 外 部 特征 和 属 型 相似 , 但 内 部 构造 差异 明 

显 。 再 者 ,苏联 的 Cystiramus 是 产 在 上 泥 丛 统 底 部 ,在 我 国 甘肃 是 产 在 下 石炭 绕 , 而 东 岗 

岭 组 的 时 代 是 中 泥 盆 世 后 期 ,时 代 不 同 , 所 以 化 石 种 属 自 然 也 不 能 完全 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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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 Stereotoechus 首先 在 美国 害 歇 根 州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发 现 ， 之 后 在 美国 纽约 州 

Hamilton 层 ， 苏 联 库 毒 包 茨 盆地 上 泥 从 统 底部 及 乌克兰 西南 部 下 泥 盆 统 中 也 相继 找到 。 

从 现 有 的 资料 来 看 ,此 属 除 在 泥 盆 系 中 以 外 ,在 其 他 时 代 的 地 层 内 人 尚未 发 现 。 新 种 Stereo- 

toechus? monolamellatus 与 Stereotoechus typicus Duncan KW RILBEE;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FIBRE LIS RAH _LVERREEAB NY$ Stereotoechus ramosus Morozova 比较 接 

近 。 Eridotrypella ERE BARI MAAN RORAVME PVCS EB RM, ANBAR 

现 于 苏联 下 和 上 泥 爸 统 。 本 文 描述 的 新 种 Eridorrypella arrecta 532B RRR PVE 

统 上 部 所 产 的 EB. granosa Duncan 比较 相似 。 新 种 Er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的 体 壁 构 

造 、 横 板 发 育 情况 等 特征 与 美国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Acactotoechus Duncan 相似 。Peza1ozyrypa 

在 我 国 系 首 砍 发 现 ， 而 在 苏联 及 北美 早 有 报导 。 本 文中 描述 的 Pere1orryaa sp. 与 苏联 阿 

ARF KK EVER AY Petalotrypa perforata Nekhoroshev 比较 相似 ; 其 他 6 个 新 种 的 

内 部 特征 , 与 国外 所 发 现 的 种 差别 较 大 ,很 难 进行 比较 。 

AM, Fenestella 一 属 在 北美 及 苏联 中 泥 盆 统 内 是 常见 的 化 石 。 当前 新 种 Fenestella 

rigida 和 北美 中 泥 爸 统 Hamilton 层 中 的 Fenestella vera Ulrich 比较 接近 ; Fenestella sp. 

FUP ER ELLIE RE PVCS ERB Fenestella altshedtensis Morozova 关系 密切 。 Iso- 

irypa 一 属 据 笔 者 等 所 掌握 的 资料 来 看 ,分 布 于 北美 .苏联 及 蒙古 人 民 共 和 国 ， 共 有 20 余 

种 ， 在 我 国 系 首 次 发 现 ， 它 的 地 层 分 布 是 自 中 泥 丛 统 至 上 泥 丛 统 。 文中 描述 一 个 新 种 

Isotrypa sinensis, 新 种 的 特征 不 同 于 苏联 .北美 等 地 区 的 种 , 仅 和 美国 密歇根 州 中 泥 贫 绕 

上 部 的 Isotrypa isopeda Deiss 可 以 比较 。Reteporiza 在 我 国 也 系 初次 发 现 , EMRE, 

PRE, 5 Semicoscinium 不 同 。 此 属 的 地 层 分 布 是 自 中 泥 贫 统 至 上 泥 爸 绕 , 在 其 他 

NHR PA REL, 本 女 描 述 的 新 种 Reteporina sinuosa 和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中 泥 贫 

SEH) Reteporina ubensis Nekhoroshev 比较 接近 。 Helopora 在 我 国 也 是 首次 发 现 ， 甚 中 

Helopra ovata 可 以 与 苏联 俄罗斯 地 台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Helopora devonica Morozova 及 美 

BAA AR IN PVE t_E EBAY Helopora inexspectata McNair 相 比较 。 

综 上 所 述 , BIN AR HK VEE Se EA ABE LA, BRAK BA RPM, 1 

Fie 93 EET AP HB AK ED DF DA PR ELIS RE HO RU KER ERR 

Se HK ASHP UE ae Se EP A APA , (8 > Lp SRT AR LU R EVE Se EAB A APSE, 

而 与 这 些 地 区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的 种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另外 , 一 方面 因 我 国 南部 其 他 地 区 同期 

地 层 中 的 莹 倒 虫 化 石生 的 情况 测 不 清楚 , 故 目 前 和 削 难说 明 它 和 邻近 地 区 的 对 比 关系 :一方 

面 , 在 东 岗 岭 组 常见 的 苔 琴 虫 属 如 Cysztiramzzs，Pezaloztrypa， Eridotrypella 及 Isotrypa 等 

也 常 出 现在 苏联 库 兹 处 茨 盆地 、 阿 尔 泰 山区 及 北美 的 中 泥 盆 统 中 。 但 这 些 属 在 我 国 东北 

洛 未 找到 。 同 样 ,在 东北 黑 台 组 中 常见 的 苔 苏 虫 属 ,如 Leioclema, Hemitrypa, 及 Semicos- 

cinium 在 苏联 及 北美 的 中 泥 和 爸 统 也 常见 及 , 但 在 象 州 东 岗 岭 组 中 稍 未 发 现 。 这 说 明 东 岗 

岭 组 中 的 昔 玫 虫 及 东北 黑 台 组 中 的 苔 琴 虫 都 与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 库 慈恩 茨 盆 地 及 北美 的 



杨 敬 之 等 : J RNAI A AS BE 5 

Pee Fe PN Se WRB (AAR RIGA SE hh SAI Bp See 

HWA AWRKAA CHES ARB, KB, HRTF 1956 年 已 经 提出 , 现 

在 又 进一步 得 到 证 明 。 

种 AY Fh ult 

HOB (Cyclostomata Busk, 1852) 

HS4 RF (Fistuliporidae Ulrich, 1882) 

BBSB#RE (Fistulipora McCoy, 1850)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图 版 U, FY 1 一 3) 

1956b, Fistulipora frondosa, tttZ, KAW, 4743 期 ,298 页 ,图 版 直 图 2。 

1956c, Fistulipora fozdoxda， 杨 和 敬之, 中国 科学 , 5 答 4 期 ,766 页 ,图 版 图 2。 

硬 体 呈 板 状 ;高 31 EK, BE 14 SK, JF 9 OK, WARMED, 未 发 现 突 起 , 但 

有 一 个 比较 大 的 尖 尘 。 

OE: 虫 室 呈 椭圆 形 或 办 圆 形 , 长 直径 为 0.30 一 0.34 毫米 , 短 直 径 为 0.23 一 0.26 & 

AK, 7PIQ 2 宣 米 内 有 5 一 6 个 ,有 时 达 7 个 。 室 口 和 室 口 之 间 往 往 彼 1 烈 泡 状 组 织 分 隔 ,局 

re hae 一 般 室 口 的 中 心 相 距 为 0.28 一 0.34 豪 米 ， 最 远 达 0.40 毫米 。 

口 围 不 明显 ,局 部 地 区 宣 口 的 外 围 略 高 ; 月 牙 构造 不 显著 , 仅 部 分 室 口 的 一 端 加 厚 , 色 深 ， 

有 时 突出 ,明显 者 宽 约 0.02 一 0.04 毫米 , 约 占 虫 室 圆 周 的 1/4。 泡 状 组 织 形状 小 , 较 规 则 ， 

一 般 呈 五 边 形 , 略 小 于 虫 室 , 其 壁 较 体 壁 略 薄 。 

纵 切 面 : 虫 管 自 中 心 区 相 背 向 两 侧 弯曲 发 展 ， 边 绿 区 成 层 状 。 虫 管 短 ， 中 心 区 无 横 

板 , 过 小 区 横 板 很 少 ,平均 每 个 虫 管内 有 2 条 ; 边 绿 区 横 板 较 多 , 呈 倾 斜 状 及 弯曲 状 , BH 

1 个 管 径 内 有 2 一 3 条 。 在 虫 管 的 最 边 绿 部 分 有 时 发现 弯曲 横 板 , 每 个 虫 管内 有 1 条 ， 局 

部 地 区 缺失 。 在 未 成 熟 带 , 虫 管 与 虫 管 之 间 多 和 破 1 排 ( 很 少 2 排 )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其 形状 较 

大 。 成 熟 带 常见 虫 管 和 虫 管 之 间 丢 1 一 3 排 形 状 小 、 排 烈 紧密 的 泡 状 组 织 所 分 隔 。 体 壁 弯 

曲 不 直 呈 波状 ,在 发 展 过程 中 略 有 加 厚 现象 。 

比较 : 广西 的 标本 和 正 型 标本 相 比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前 者 的 边 绿 区 成 层 状 , 横 板 较 少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上 部 ,灰色 蒲 层 灰 岩 。 

采集 号 : BD129。 

FIGs: 15262, 

HRSHAB (Fistuliramus Astrova, 1960) 

Fistuliramus venustus sp. nov. 

(图 版 I， 图 7 一 10) 

看 体 枝 状 , 分 及 ,高 40 毫米 , 分 及 前 直径 为 25 SK; 分 枝 直 径 为 10 Sk,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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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显著 的 穴 起 , 彼此 中 心 相距 约 3.5 毫米 ; BHAA OES, “EA 
距 为 4 一 5 BK, 

蓄 切 面 ， 虫 室 呈 圆 形 、 亚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 虫 室 的 大 小 有 三 种 ; 小 者 最 多 ,形状 为 圆 
形 或 亚 圆 形 ,个 别 为 孵 形 ,直径 为 0.18 一 0.22 毫米 , 2 毫米 内 有 7 一 8 个 。 中 等 大 者 数目 较 
>, 旦 卵 形 或 不 规则 次 圆 形 ,一 般 直径 为 0.26 一 0.32 BK, 最 大 者 为 卵 胞 旦 不 规则 次 圆 
形 ,为 最 直 者 的 2 一 3 倍 , 直 径 为 0.34 一 0.52 毫米 ;个别 达 0.60 毫米 , 数目 很 少 ,分 布 零散 。 
这 三 种 虫 室 的 体 壁 厚薄 一 致 ,为 中 等 厚 。 月 牙 构造 不 显著 ,在 少数 小 形 室 口 的 一 端 略 有 加 
厚 现象 ,颜色 比 体 壁 深 或 略 沪 , 微 突出 室 口 , 约 占 虫 室 圆周 的 1/5。 虫 室 和 虫 室 之 间 一 般 
被 1 列 形 状 小 的 , 排 烈 紧密 的 天边 形 或 五 边 形 的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相 邻 虫 室 的 间距 小 于 虫 

室 直 径 , 有 时 彼此 相 接 。 
纵 切面 : 虫 管 由 未 成 熟 带 相 背 向 两 侧 逐 渐 弯 曲 伸 展 , 并 与 硬 体 表面 正 交 。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多 而 集中 , 呈 伟 长 的 长 方形 及 六 边 形 , K 0.32—0.80 Sk, HH 0.12 一 0.32 ¥ 

米 ,互相 连接 , 呈 竹 节 状 ; 过渡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小 , 旺 伸 长 的 五 边 形 、 长 方形 ,长 约 0.26 一 0.44 
毫米 , 宽 约 0.12 一 0.22 毫米 。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更 小 , 呈 宽 而 局 的 四 边 形 或 五 边 形 , 排列 

紧密 , BE 0.10 一 0.16 毫米 , 厚 约 0.02 一 0.08 毫米 ,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20 个 以 上 , BIR 
横 板 多 集中 于 成 熟 带 , 未 成 熟 带 很 少 ,它们 呈 水 平 、 倾 斜 或 弯曲 状 ,彼此 相距 约 等 于 工 个 管 
径 ,平均 1 毫米 长 度 内 有 4 一 5 条 ,局 部 虫 管内 完全 人 缺失。 虫 管 细 , SKE, 多 数 都 延伸 
到 未 成 热带 的 中 部 ,局 部 则 开始 于 未 成 热带 的 顶端 ,在 成 熟 带 局 部 有 膨大 现象 。 

比较 : 上 述 纵 切 面 ,未 成 热带 宽 , 泡 状 组 织 大 ,排列 不 规则 ;成 玖 带 窗 , 泡 状 组 织 小 , 数 
量 多 ,排列 紧密 及 硬 体 实心 枝 状 等 ;从 这 些 特 征 看 此 种 应 归 信 Fiszuliramas 属 内 。 当 前 新 
种 的 虫 室 有 三 种 大 小 ,形状 亦 不 一 致 ; 月 牙 构造 发 青 不 明显 ; 硬 体 为 实心 枝 状 。 这 些 特 征 
均 与 已 描述 过 的 种 不 同 。 

HREM: 同 前 种 。 

征集 号 . BD129, 

Fides: 15263 CEH),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CEU UL, 图 4 一 6; FAW IU, FA 1) 

BRP FAP BK , 顶端 分 枝 很 短 , 高 17 毫米 , 宽 9.2 一 14.2 毫米 , 厚 7.5 毫米 。 硬 体 表 

面具 有 清楚 而 显著 的 小 突起 。 突 超 的 中 心 相 距 是 2.4 毫米 ,最 远 者 为 3.6 毫米 。 

ON: 虫 室 一 般 旦 亚 圆 形 、 椭 圆 形 或 局 豆 形 , 大 小 变化 较 大 。 最 小 者 为 亚 圆 形 、 椭 

圆 形 ,长 直径 为 0.24 一 0.30 EK, 短 直 径 为 0.20 一 0.22 毫米 ;中 等 大 者 为 局 豆 形 ,长 直径 为 

0.34 一 0.36 毫米 , 短 直 径 是 0.26 一 0.30 毫米 ;最 大 者 常 位 于 突起 附近 , 为 长 椭圆 形 ,长 直径 

为 0.42 一 0.45 29K, SEL EA 0.32—0.37 毫米 ;平均 2 毫米 的 长 度 内 有 5 一 6 +, HERB 

a 



MUZE: TRAMARIE A HAS Be 7 

7 No hes She S ABE 1 HERERO E IE AWUMKAT. 
邻 虫 室 的 间距 为 0.04 一 0.08 毫米 ,在 突起 附近 分 布 较 稀 ,间距 较 大 , 约 为 0.18 一 0.24 毫米 ; 
局 部 地 区 虫 室 彼 此 相连 ,中 心 相距 为 0.27 一 0.34 毫米 。 月 牙 构 造 及 口 围 不 发 至; 体 壁 中 等 
厚度 。 

纵 切面 ， 虫 管 粗 细 不 -一致 ， 由 硬 体 的 基部 经 未 成 熟 带 不 连续 地 向 两 侧 弯曲 ， 和 硬 休 
表面 近 正 交 。 志 成 玫 带 和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的 形状 .大 小 和 排 烈 方式 等 有 很 明显 的 差异 。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呈 狭长 条 形 或 伸展 的 大 边 形 ,排列 稀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1 一 2 个 ,宽度 
多 比 虫 管 小 。 未 成 热带 横 板 少 ,分 布 稀 ,但 很 清楚, 彼此 相距 约 为 2 一 2.5 个 管 径 。 成 热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形状 小 , PERI, 多 为 宽 而 属 的 五 边 形 或 四 边 形 ,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7 一 11 个 。 
RIVERS, SUT MR, 彼此 相距 为 工 个 管 径 。 虫 管 与 虫 管 之 间 彼 1 一 2 
烈 有 时 3 型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虫 管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有 粗细 变化 , 体 壁 有 厚薄 不 匀 现 象 , 且 扭 曲 
不 直 。 从 横 切面 看 ,未 成 熟 带 比 成 熟 带宽 。 

比较 : 这 个 新 种 的 粥 切面 和 Fistuliramus venustus sp. nov， 的 弦 切 面相 似 ， 二 者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虫 室 直 径 小 , 排 烈 紧密, 2 毫米 内 有 7 一 8 个 , 另外 后 者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形状 小 ,数目 多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20 个 以 上 。 就 二 者 外 形 来 看 也 容易 区 分 ,当前 新 种 的 硬 
体 为 局 平 枝 状 ， 具 有 清楚 而 显著 的 突起 ， 与 硬 体 为 分 叉 枝 状 、 突 起 不 明显 的 Fistuliramus 
venustus 不 同 。 当 前 新 种 和 苏联 阿尔 泰山 、 库 花 巴 斯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所 发 现 的 Fisculiramus 
intermedius (Nekhoroshev) 的 区 别 是 ,新 种 的 月 牙 构造 不 发 育 , 虫 管内 横 板 稀少 ;成熟 带 泡 ， 
状 组 织 小 而 密集 ;未 见 卵 胞 , 故 易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产地 同 前 种 ; 层 位 较 前 种 低 2 米 , 产 于 黄 灰色 或 灰色 泥 质 灰 岩 中 。 
Ree. BD128, 

登记 号 : 15264 (EA), 

Fista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图 版 IT 图 2—4) 

1956b, Fistulipora mishanensis, tyacz, HE MFR, 4% 3 5A, 249, BU, 图 1。 

1956c, Fistulipora mishanensis, Hitz, PRRs, 5234, 768, Am, Al. 

1961,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Mopososa, V1.I1., Tpyast Tlaneonronoruyeckoro uucTutTyta, Tom. 

LXXXVI, crp. 43—41, tTa6m. Ill, cur. 2. 

BEAR BSOb BOK, Ml i AH AAR, BH 17 毫米 ,直径 5 一 12 毫米 。 表 面具 有 清楚 

而 明显 的 小 突起 , 它们 彼此 之 中 心 相 距 3 一 5 毫米 。 

oO: 虫 室 呈 砍 圆 形 、 椭 圆 形 ,个 别 为 卵 形 ,一 般 长 直径 为 0.24 一 0.26 毫米 , 短 直 径 

4 0.16 一 0.20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7 个 ,突起 附近 分 布 较 稀 是 6 个 。 虫 室 之 间 彼 工 列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局 部 地 区 彼此 相连 。 泡 状 组 织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分 布 都 比较 规则 ，, 常见 者 是 五 

边 形 ,六 边 形 , 约 为 虫 室 的 2, 大 者 和 虫 室 相 近 。 体 壁 薄 ,局 部 破 小 黑 点 染 污 , 显 得 略 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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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围 和 月 牙 构 造 不 显著 , 仅 个 别 虫 室 的 一 端 色 深 , 略 有 加 厚 现象 。 

纵 切 面 : 虫 管 呈 纸 形 自 未 成 熟 带 逐 新 向 两 侧 弯曲 ， 工 直 接 开 口 体 外 。 未 成 熟 带 横 板 

少 而 划 , 水 平分 布 ,彼此 相距 2 “MEE; AIK AR BETZ, 宽度 和 虫 管 相 等 , 个 别 粗 者 为 

虫 管 径 的 2 一 3 倍 。 成 熟 带 虫 管 与 虫 管 之 间 和 破 1 一 2 HE, AN 3 排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泡 状 组 织 

的 形状 和 大 小 均 与 未 成 熟 带 不同 , 呈 局 而 宽 的 四 边 形 或 五 边 形 , 排 烈 紧密 。 成 熟 带 横 板 数 

BRS Ae, BIE S hh, PH 1 个 管 径 内 有 2 条 。 体 壁 薄 而 平 直 , 有 时 因 受 泡 状 组 织 

的 挤 压 而 显 扭曲 。 

比较 : 广西 的 标本 和 正 型 标本 非常 相似 ,两 者 仅 有 的 区 别 是 , 正 型 标本 的 虫 室 分 布 较 

Mi, 2 毫米 内 有 5 个 ;而 广西 标本 为 6 一 7 个 。 

SHER ES: 与 Fisztlzyzazat5 venustus sp. nov. 相同 。 

RHE: BD129, 

登记 号 : 15265, 

Fistuliramus sp. 

硬 体 呈 实心 柱状 ,高 33.4 2K, 直径 为 10 毫米 。 表面 具有 很 多 显著 的 大 突起 ; RB 

的 中 心 相 距 为 2.8 387K 9 

弦 切 面 : 虫 室 呈 椭圆 形 或 局 豆 形 ,少数 为 次 圆 形 。 长 直径 为 0.24 一 0.26 SK, GEE 

是 0.21 一 0.23 毫 米 ; 小 者 的 长 直径 为 0.12 豪 米 , 短 直径 为 0.11 SRK; 个 别 大 者 的 长 直径 为 

0.32 一 0.34 27k, FREE 0.23 一 0.30 BK, 虫 室 分 布 不 规则 ， 彼 此间 距 为 0.16 一 0.24 

毫米 , 近 者 仅 0.06 毫米 ， 最 远 者 达 0.41 毫米 ， 局 部 也 有 彼此 相连 的 2 毫米 长 度 内 有 6 一 7 

个 。 体 壁 短 。 月 牙 构造 在 虫 室 的 一 端 突 出 ,形状 小 , 色 深 , 宽 约 0.01 一 0.03 BK, ALBA 

圆周 的 1/6, ABBR, 其 组 织 粒状 , BE 0.02 Bek, 约 占 室 口 圆周 的 3/4。 泡 状 组 织 形 

状 大 , 排 烈 稀 , 呈 五 边 形 或 六 边 形 ,大 小 和 虫 室 相 近 , 小 者 比 虫 室 略 小 。 

纵 切 面 : 纵 切 面 最 明显 的 特征 是 ,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形状 大 , 不 规则 , 和 虫 管 不 易 

区 别 , 横 板 很 少 。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长 而 宽 , KARE, 长 约 0.46 一 1.07 BK, HEA 

0.21—0.46 毫米 ;小 者 长 0.21 一 0.32 毫米 , BE 0.11 一 0.16 毫米 , 排列 极 不 规则 。 RY 

泡 状 组 织 小 , 呈 短 而 宽 的 四 边 形 ,排列 紧密 , 1 毫米 的 长 度 内 有 11 一 12 个 。 示 成熟 带 的 横 

板 很 少 , 彼 此 间距 为 0.75 毫米 ;成 熟 带 有 横 板 1 一 3 条 ,彼此 相距 为 1 个 虫 管 径 。 

比较 : 这 块 标 本 的 弦 切 面 和 本 文 描述 的 Fiszzlizazztis nodinus sp. nov. 相似 。 所 不 同 

的 是 ,后 者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小 , 排 烈 规则, 横 板 比 后 者 少 , 月 牙 构 造 比 后 者 发 至 而 明 

显 。 此 外 ,苏联 库 毒 多 茨 盆 地 中 泥 盆 绕 上 部 的 Fistuliramus varians (Nekhoroshv) 的 纵 戈 

面 和 当前 标本 相近 , 但 前 者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大 , 排 烈 稀 , 1 毫米 内 有 1 一 3 7; 

的 泡 状 组 织 在 相当 长 度 内 比 目 前 标本 少 ; 另外 ,前 者 的 横 板 比 我 们 的 标本 多 。 当 前 标本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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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的 某 些 特征 和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Be Fistuliramus varians (Nekhoroshev) 

SERIE (KAAS Ah, BRAN, PARKER A, FAA, eA AI 

新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45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相同 。 

条 集 号 : BD128。 

登记 号 : 15266。 

Fistuliramus? sp. 

《图 版 ID 图 7—8) 

这 一 类 型 标本 很 多 , 硬 体 呈 局 平 枝 状 , 上 端 分 叉 , 高 18.2 毫 米 , 厚 5 毫米 ,分 叉 前 宽 9.4 

毫米 ,基部 宽 7.3 毫米 。 表 面具 有 显著 的 突起 ,分 布 规则 ;突起 的 中 心 相 距 为 2.6 毫米 。 虫 

室 在 表面 呈 圆 形 , 体 壁 厚 。 

mm: 虫 室 呈 圆 形 或 顶 圆 形 ;直径 为 0.19 一 0.24 毫米 ,平均 是 0.21 毫米 , 个 别 大 者 

达 0.30 毫米 。 虫 室 的 分 布 不 规则 ,有 时 彼此 相 接 , 有 时 被 1 一 3 烈 泡 状 组 织 分 隔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为 0.32 一 0.44 毫米 ,常见 者 是 0.35 一 0.38 毫米 ,2 毫米 内 有 6 一 7 个 ,局 部 地 

区 为 8 个 。 口 围 清楚 , HA 0.03 一 0.04 BK, RMA, 呈 环 状 细 纹 组 织 , APRS 

口 。 泡 状 组 织 排 烈 紧密 ,小 而 呈 圆 角 四 边 形 及 长 方形 ,一 般 直 径 为 虫 室 的 1/3, 局 部 大 者 与 

虫 室 直 径 相 等 。 

纵 切 面 : ARAVA BER 1 烈 大 形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有 时 彼此 相连 , REEVE, 微 显 扭 

曲 ; 进 入 成 熟 带 后 体 壁 略 有 增 厚 , 虫 管 之 间 彼 1 一 2 烈 小 形 的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泡 状 组 织 在 未 

成 熟 带 呈 长 方形 或 伸 长 四 边 形 ,长 0.16 一 0.24 BK, BF 0.08 一 0.14 毫米 ;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为 四 方形 或 长 方形 , KH 0.04—0.11 毫米 ， 宽 0.04 一 0.08 BK, RAAT MIR, A 

ADL 1 一 2 条 ,多 平 直 ; 成 熟 带 内 横 板 增多 ,时 厚 时 薄 , 旦 绝 形 或 与 体 壁 斜 灾 ,局 部 虫 室内 

具 弯 曲 横 板 ,平均 1 MEENA 2 一 3 条 。 

比较 : 当前 标本 有 许多 特征 和 Fiseulipora 属 很 相似 , 但 从 纵 切 面 看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和 成 熟 带 的 不 一 致 ;前 者 泡 状 组 织 大 ， 呈 长 方形 ,排列 稀 , 后 者 小 , 排 烈 紧密 。 这 些 特 

征 双 和 Fistuliramus 属相 近似 。 因 标本 保存 不 佳 , 这 些 变化 和 淋 不 够 显著 , RAL 

当前 标本 的 特征 是 , 虫 室 呈 圆 形 , 口 围 宽 而 显著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比较 小 ,可 与 本 文 描 

述 的 其 他 种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 

乐 集 号 : BD102。 

Bios: 1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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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 枝 苔 人 琴 虫 属 (Cystirarmrs Morozova, 1959)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CARI, 图 3; 图 版 II, 图 9—11; 图 版 IV, 图 1 一 2) 

硬 体 枝 状 , 顶端 分 双 。 高 21 毫米 ;直径 3.7 一 4 毫米 ,分 叉 处 为 6.6 毫米 。 硬 体 表 面具 

有 显著 突起 , 相 邻 突起 的 中 心 相 距 为 2.4 SK REAKATL, KES, 

CTO: ZOSMACRAAL; KBB 0.11—0.21 毫米 , 短 直 径 为 0.12 一 0.16 ¥ 

米 ; 2 毫米 内 有 6 一 8 个 。 体 壁 较 厚 , 局 部 显得 较 萍 , 厚 约 0.03 一 0.06 SK, REZAMAR 

细 粒 状 石灰 质 所 充填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24 一 0.38 毫米 ， 其 中 以 0.32 毫米 者 最 为 常 

见 。 口 围 请 楚 而 显著 ,表面 平滑 , 宽 约 0.03 毫米 。 月 牙 构 造 不 明显 , 仅 在 虫 室 的 一 端 稍 显 

突出 , 约 占 虫 室 贺 周 的 1/4。 

纵 切 面 : 此 种 纵 切 面 的 特征 是 ,未 成 熟 带 完全 彼 与 硬 体 平行 生长 的 泡 状 组 织 所 充填 ， 

虫 管 开 始 于 未 成 熟 带 的 末端 。 未 成 熟 带 泡 状 组 织 呈 伸 长 五 边 形 、 六 边 形 或 四 边 形 ;连续 排 

烈 ,一 般 长 0.16 一 0.24 毫米 , 宽 0.08 一 0.16 毫米 ,个 别 大 者 长 0.32 Bk, Hi 0.24 毫米 ,平均 

1 毫米 的 间距 内 有 3 一 4 个 。 虫 管 自 未 成 熟 带 末端 开始 发 育 , 蛙 纸 形 向 外 弯曲 , 虫 管 很 短 ， 

与 硬 体 表 面 近 正 交 , 故 未 成 熟 带 和 成 熟 带 分 界 很 明显 。 体 壁 在 成 熟 带 增 厚 ; 虫 管 与 虫 管 之 

间 全 彼 石 灰质 所 填充 ,未 见 泡 状 组 织 。 横 板 很 少 ,每 个 虫 管内 有 1 一 3 条 ,彼此 相距 1 -1.5 

个 虫 管 径 ; 有 些 虫 管 中 有 弯曲 横 板 ， 其 厚薄 和 水 平 横 板 一 样 。 成 熟 带 呈 层 状 生长 。 从 横 

切面 看 ,未 成 熟 带 全 为 形状 小 .排列 紧密 的 多 边 形 的 泡 状 组 织 , 未 见 虫 管 , 虫 管 是 自 成 熟 带 

的 始 端 开 始 发 育 的 ;此 外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 两 带 的 界限 均 较 纵 切 面 清 楚 。 未 成 熟 带 宽 约 

2 毫米 ,成 熟 带宽 仅 0.80 一 1.20 SK 

比较 : 这 个 新 种 和 本 文摘 述 的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虫 室 分 布 

Rin, 2 毫米 内 有 6 一 6.5 个 ,突起 附近 有 5 个 ; 后 者 的 虫 管 长 ,成 熟 带宽 ,未 成 熟 带 泡 状 组 织 

小 ,1 训 米 内 有 5 一 7 个 ;新 种 的 硬 体 为 实心 枝 状 ,而 C. cruciatus 是 十 字形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 岩 性 为 灰色 薄 层 泥 质 灰 岩 。 

采集 号 : BDI102。 

登记 号 : 15268《〈 正 型 )。 

Cystiramus cf. kondomensis Morozova 

(图 版 I, 图 10; 图 版 IV， 图 3—9) 

1959, Cystiramus kondomensis, Morozova, Ilaneout. »xypH., Ne.2, crp. 80—81, puc. 1. 

1961, Cystiramus kondomensis, Mopososa, V1.11., Tpyabi IIareoHT. unctutyt, Tom. LXXXVI, crp. 46—47, 

Ta6n. Il, dur. 4; TaOn. V, cur. 1. 

这 个 种 是 根据 四 块 标本 描述 的 。 硬 体 呈 枝 状 , 顶端 有 很 短 的 幼 枝 ;高 15 毫米 ,直径 为 

2 一 4.2 毫米 。 表 面 大 和 致 光 清 , 但 见 有 几 个 小 突起 。 突起 的 中 心 相 距 2 BK; 其 中 有 一 块 

Am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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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 突起 较 多 而 显著 ,中 心 相 距 3 22K, 

弦 切 面 : BOB, 长 直径 为 0.28 一 0.35 SK, 短 直 径 0.09 一 0.16 BK, 2 毫米 

内 平均 有 6 一 7 个 。 虫 室 排 烈 不 规则 ，, 一 般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间 距 为 0.28 一 0.36 毫米 ， 有 时 

为 0.22 毫米 ; 局 部 区 域 的 虫 室 彼此 相连 。 近 硬 体 表 面 的 虫 室 的 体 壁 增 厚 , 呈 粒 状 组 织 , 厚 

约 0.06 Sk, 口 围 发 育 , RMS, BORE, BH 0.02 一 0.05 Bk, AL DSA AA 

4/5; 月 牙 构造 发 育 在 部 分 虫 室 的 一 端 , 宽 为 0.04 一 0.06 毫米 , Ara SS BAA 1/5, 泡 状 

组 织 小 旦 圆 角 多 边 形 , 壁 薄 , 约 相当 于 虫 室 大 小 的 1/3 一 1V2。 

纵 切 面 : ARAMARK. 短 杜 形 的 泡 状 组 织 所 占有 。 泡 状 组 织 彼此 

平行 排列 ;和 虫 管 的 区 别 不 明显 。 示 成熟 带 泡 状 组 织 长 0.29 一 0.51 SAK, KH 0.10 一 0.23 训 

米 ， PIS 1 SKAA 2 一 3 个 ; 位 于 成 熟 带 始 端的 泡 状 组 织 小 , K 0.16—0.32 BK, 

0.09 一 0.16 Kk, 排列 紧密; 在 成 熟 带 的 中 部 及 近 边 绿 部 未 见 泡 状 组 织 , IBA TR RP 

充 。 虫 管 自 成 熟 带 较 陡 地 向 外 弯曲 , FMEA BSC, 开口 体外 ; 虫 管 很 短 , 体 壁 较 厚 , 呈 

粒状 组 织 , 厚 0.03 一 0.09 BK, 横 板 常见 于 成 熟 带 虫 管 的 始 端 , 一 般 每 个 虫 管内 有 1 一 3 

A SPERM, 彼此 相距 约 为 1 MEE; 局 部 地 区 则 完全 人 缺失。 硬 体 的 横 切 面 呈 椭 

圆 形 ;成 元 带宽 0.3 一 1.0 毫米 ,未 成 训 带 宽 1.5 一 2.3 毫米 。 

比较 ， 广西 的 标本 其 特征 和 属 型 Cystiramus Rondomensis Morozova 是 一 致 的 。 所 不 

同 的 是 ,我 们 的 标本 虫 室 直 径 略 大 , 排 烈 较 紧 密 ; 而 正 型 虫 室 的 长 直径 为 0.25 Sk, 短 直 

径 0.20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4 一 5 个 ;另外 , 属 型 是 条 自 上 泥 贫 统 的 , 我 们 的 标本 条 自 中 

Vem. “SHRM EIA,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采集 号 : BD102。 

登记 号 : 15269。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 

(图 版 IV, 图 10—14) 

硬 体 旦 枝 状 ,高 15 毫米 ,直径 5.5 一 7.5 Bk; 表面 光滑 , 未 见 突 起 或 其 他 装饰 。 虫 室 

BZ, REE 

弦 切 面 : BOSACRAAL, TAHA, 它们 的 直径 平均 为 0.16 一 0.22 x, 

小 者 仅 0.10 Kk, 2 毫米 内 有 7 一 8 个 。 虫 室 一 般 分 布 规则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25 一 

0.35 毫米 ,最 远 者 达 0.46 SK, IAEA 0.18 一 0.20 SK, TERA, 虫 室 之 间 和 被 石灰 质 充 

十 ,未 见 泡 状 组 织 。 体 壁 较 厚 , 旺 粒状 , 厚 0.04 一 0.07 Bk, APRA, 发 育 清楚 而 

显著 , 宽 约 0.07 一 0.10 毫米 , 占 虫 室 圆周 的 1MX4 一 1/3; 口 围 不 明显 。 

纵 切 面 : 从 纵 切 面 看 新 种 的 特征 是 ,未 成 熟 带 和 成 熟 带 分 界 明显 ; 示 成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排 烈 紧 客 ,形状 较 小 ;大 小 相近 , 当 进 入 成 熟 带 时 则 完全 消失 。 ARB RA on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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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的 四 边 形 ,五 边 形 及 大 边 形 ,排列 规则 ,长 0.06 一 0.17 SAK, 宽 0.03 一 0.10 7K, PALE 

1 毫米 长 度 内 有 9 一 11 个 。 虫 管 自 成 熟 带 开始 发 育 , 写 们 是 以 未 成 熟 带 泡 状 组 织 为 基础 ， 

逐渐 发 展 起 来 , 代 直 接 向 外 开口 。 虫 管 之 间 完 全 彼 石 灰质 所 填充 , 体 壁 增 厚 。 横 板 多 集中 

于 虫 管 的 始 端 ,每 个 虫 管内 有 2 一 5 条 , 彼此 相距 为 1 PER; 另外 虫 管 中 还 有 弯曲 横 板 。 

横 切面 所 见 ， 未 成 融 带 全 是 泡 状 组 织 ， 未 见 虫 室 ; 未 成 熟 带宽 1.6 一 4 毫米， 成熟 带宽 仅 
0.70 一 1.20 Ko 

比较 :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 和 本 妈 所 介绍 的 Cystiramus 其 他 各 种 的 区 别 

是 ,月 牙 构造 很 发 育 , 口 围 不 发 育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小 , 排 烈 规则 ,平均 在 工 毫 米内 有 

9 一 11 个 ,而 在 成 熟 带 消 失 。 故 另 立新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乐 集 号 : BD101。 

登记 号 : 15270 GEA).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图 版 I, 图 p= 图 版 V; i) 

硬 体 枝 状 ,十 字形 ;高 27.9 Sk, ABA 5.8 一 7.4 毫米 。 表面 具有 很 多 清楚 而 显著 的 

突起 , 相 邻 突起 的 中 心 相 距 2.5 毫米 。 

弦 切 面 : ZOBMAGC, SRAXKAB, 一 般 的 长 直径 为 0.16 一 0.28 BK, 短 直 径 是 

0.14 一 0.20 豪 米 ; 个 别 大 的 长 直径 为 0.28 Sk, MEE 0.24 BK; 小 者 长 直径 0.10—0.14 

训 米 , 短 直 径 0.04 一 0.10 BK, 平均 2 SKKENA 6 一 6.5 个 , 突起 附近 分 布 较 稀 , 仅 5 

个 。 虫 室 分 布 一 般 较 规则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26 一 0.34 豪 米 ,最 远 时 达 0.60 SK, 

体 壁 厚 。 口 围 显著 , 呈 环 形 , 表面 光滑 或 呈 波 状 扭曲 ， 宽 约 0.03 一 0.08 毫米 。 月 牙 构 造 发 

BESS, WO, BLA, BA 0.01 一 0.03 毫米 , 约 占 虫 室 贺 周 的 175 一 17/4; 部 分 

地 区 月 牙 构 造 不 明显 。 虫 室 和 虫 室 之 闻 彼 细 粒 石灰 质 所 填充 。 

纵 切 面 : 虫 管 的 发 展 由 比较 狭窄 的 未 成 熟 带 末端 开始 , BOIS th, AY KOR, 

直接 开口 于 硬 体 表 面 。 未 成 熟 带 泡 状 组 织 大 小 不 一 , 呈 短 而 粗 的 多 边 形 ,长 0.08 一 0.26 & 

米 , 宽 0.06 一 0.20 毫米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5 一 7 个 ;成 熟 带 的 始 端 泡 状 组 织 宽 而 局 , 近 和 矩形 ， 

长 0.06 一 0.08 毫米 ， 宽 0.08 一 0.10 BAK; 边 绿 部 分 未 见 泡 状 组 织 。 横 板 平 直 或 倾 儿 , A 

均 每 个 虫 管内 有 5 一 7 条 , 位 于 虫 管 始 端的 较 薄 ,， 近 边 绿 部 分 的 较 厚 ， 彼 此 相距 1 一 1.5 个 

BE, 有 些 虫 管 有 弯曲 横 板 。 有 的 虫 管 完 全 人 缺失。 未 成 熟 带宽 2 一 2.4 Sok, RRR 

0.10 一 0.60 毫米 。 

比较 : 此 新 种 的 纵 切 面 和 Cystiramus Rwangsiensis sp. nov. 相似 。 但 后 者 具有 形状 大 

而 显著 的 月 牙 构造 ，2 毫米 内 有 7 一 8 个 虫 室 。 最 明显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形状 小 , 排列 紧密 , 1 毫米 内 有 9 一 11 个 。 此 外 ， 此 新 种 的 硬 体外 形 呈 特殊 的 十 字形 , BR 

a ee e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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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SH, A PARA EVA AY «=Cystiramus Rwangsiensis sp. nov.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条 集 号 : BD102, 

登记 号 : 15271《〈 正 型 )。 

Cystiarmus ramosus sp. nov. 

(图 版 V， 图 9 一 105 图 版 VI, 图 4) 

这 个 新 种 根据 十 二 个 标本 建立 的 。 硬 体 呈 枝 状 , AR; EMRE KAR, 高 
21.5 毫米 ,直径 5 一 8 毫米 。 表 面 光滑 ,未 发 现任 何 装饰 构造 。 

COR: 室 口 多 呈 圆 形 ,长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圆 形 。 圆 形 室 口 直径 为 0.20 一 0.26 毫米 ,小 
者 仅 0.10—0.14 毫米 ;长 圆 形 者 其 长 直径 为 0.20 一 0.26 Sk, BEE 0.18 一 0.20 SH, A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30 一 0.40 SEK, 近 时 仅 0.20 毫米 ,常见 者 是 0.30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6 一 7 个 。 在 同一 个 切面 中 , 近 成 熟 带 始 端 的 体 壁 较 萍 , 厚 0.01 毫米 , 而 近 该 带 

的 未 端 体 壁 厚 约 0.06 一 0.10 毫米 ,组 织 呈 粒状 。 口 围 发 育 , 呈 环 形 ,表面 光滑 ,有 时 呈 波 状 

围绕 着 室 口 , 宽 约 0.01 一 0.05 毫米 。 月 牙 构造 大 部 分 缺失 , 仅 个 别 室 口 的 一 端 发 育 了 很 小 

的 月 牙 构 造 , 借 突出 室 口 , 呈 屋 色 粒 状 , 宽 约 0.04 BOK, 在 近 示 成熟 带 末端 的 切面 上 可 见 

虫 室 与 虫 室 之 间 彼 1 一 3 列 小 形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它们 的 形状 为 长 方形 或 多 边 形 , 其 大 小 为 

虫 室 的 1/4 一 1/2。 

纵 切 面 :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呈 长 管状 或 伸 长 多 边 形 ,和 虫 管 相 似 , 在 此 带 的 末端 ， 
其 形状 变 小 。 虫 管 开 始 于 未 成 熟 带 顶端 , 呈 绝 形 弯 曲 ,直接 开口 于 体外 。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长 0.20 一 0.44 EK, 宽 0.06 一 0.20 BK,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3 一 3.5 个 。 在 成 熟 带 的 始 

端 有 1 一 3 烈 泡 状 组 织 , 数 目 少 ,形状 小 , 呈 和 矩形 ,长 0.06 一 0.08 BK, 宽 0.08 毫米 ,平均 每 
0.5 毫米 内 有 5 一 6 个 。 每 个 虫 管内 有 横 板 2 一 6 条 , SKB, BRIE, 较 厚 ,平均 每 个 
管 径 内 有 2 条 ,排列 稀 时 ,彼此 相距 为 2 个 管 径 。 横 切面 所 示 , 未 成 熟 带宽 2.3 一 5.6 毫米 ， 
成 熟 带宽 0.50 一 1.1 毫米 ;在 成 熟 带 的 个 别 虫 管内 有 弯曲 横 板 。 

比较 : 这 个 新 种 和 Cystiramus Rwangsiensis sp., nov.,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的 

区 别 是 ,此 新 种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大 ,分 布 稀 。 月 牙 构造 不 发 育 , 口 围 宽 而 显著 的 特征 
可 以 和 C. Rwangsiensis 区 别 。 成 熟 带 窄 , 虫 管 短 及 硬 体 呈 枝 状 亦 可 与 成 熟 带宽 、 虫 管 长 
及 硬 体 呈 特殊 十 字形 的 C. cruciatus 相 区 分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FRE: BD102, 

登记 号 : 15272 G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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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tiramus maturus sp. nov. 

《图 版 图 4; Pan V, 图 4 一 8) 

硬 体 呈 实 忧 枝 状 ,顶端 分 叉 ; 高 22.7 毫米 ,直径 3.3 一 3.7 毫米 。 表 面具 有 显著 的 突起 ， 

两 个 相 邻 突起 的 中 心 相 距 2 一 2.5 毫米 ;有 时 达 3.1 SK, 

Om: 虫 室 呈 椭 园 形 或 圆 形 ; 椭圆 形 的 长 直径 0.14 一 0.22 毫米 ， 短 直径 为 0.10 一 

0.14 毫米 ,最 大 者 长 直径 达 0.30 毫米 , 短 直 径 为 0.20 毫米 ; MVE, 直径 为 0.10 一 
0.12 Bk; 平均 2 毫米 的 长 度 内 有 7 一 7.5 个 。 室 口 的 分 布 比较 均 与 ，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26 一 0.30 毫米 。 室 口外 围 具 有 请 楚 而 显著 的 口 围 , 呈 环 形 ,表面 光滑 粒状 组 织 ， 

宽 约 0.02 一 0.06 毫米 。 体 壁 厚 ; 月 牙 构 造 不 发 育 ,在 个 别 室 口 的 一 端 微 显 突出 或 体 璧 有 加 

厚 现 象 。 

纵 切面 : 未 成 熟 带 较 纵 , 且 上 、 下 宽度 相近 ; 成 熟 带 虫 管 长 , 近 水 平 排 烈 ,直接 向 外 开 

口 , 霸 和 硬 体 表 面 呈 正 交 。 未 成 熟 带 泡 状 组 织 比 较 大 , 旦 短 而 粗 的 柱状 多 边 形 , 排列 规则 

而 紧密 ,长 0.08 一 0.22 毫米 , 宽 0.06 一 0.18 毫米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5 一 8 个 。 成 熟 带 虫 管 和 
果 管 之 间 全 部 被 钙 质 充 卉 , 泡 状 组 织 未 见 , 仅 在 成 熟 带 的 始 端 发 现 有 数目 很 少 、 小 而 坚 长 

方形 的 泡 状 组 织 。 横 板 比较 多 ,平均 每 个 虫 管内 有 2 一 7 A, BRRKER, 排 烈 较 密 ， 

彼此 间距 是 2/3 一 1 个 管 径 ;弯曲 横 板 也 同时 出 现 , 其 厚度 与 横 板 一 致 。 

比较 : 新 种 和 Cyszazaxats cruciatus sp. nov. 比较 接近 ,二 者 最 明显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的 硬 

体 呈 特殊 的 十 字形 ,新 种 的 硬 体 呈 枝 状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RES: BD102, 

登记 号 : 15273 GEH), 

Cystiramus putillus sp. nov. 

(EK I, 图 Phas 图 版 VI, 图 8) 

新 种 共有 十 三 块 大 小 相近 、 和 形状 相 似 的 标本 ; 一 般 硬 体 呈 枝 状 , ARIE; 正 型 标本 高 

10.8 毫米 ,直径 为 3.4 一 5.8 毫米 。 虫 室 为 圆 形 ,直接 开口 于 硬 体 表 面 ; 体 壁 中 等 厚度 。 

弦 切 面 : BOAACRKA, BEH 0.14 一 0.22 毫米 ,常见 者 是 0.20 毫米 ,局 部 小 

者 仅 0.12 毫米 ; 平均 2 毫米 长 度 内 有 6 一 7 个 。 虫 室 分 布 较 规 则 , AASB AO 

0.28 一 0.34 BEAK, HEA 0.50 毫米 。 在 近 未 成 熟 带 的 切面 中 , 虫 室 和 虫 室 之 间 丢 1 一 2 列 

泡 状 组 织 分 开 , 它们 呈 五 边 形 或 大 边 形 。 虫 室 中 间 有 弯曲 横 板 。 体 壁 中 等 厚度 。 口 围 清 

楚 而 显著 , 呈 环 状 , 表 面 光 滑 , 个 别 呈 波状 扭曲 , 宽 约 0.05 一 0.06 毫米 。 月 牙 构造 不 发 育 ， 

室 口 一 端 有 时 具 小 的 月 牙 构造 ,但 不 明显 , 宽 约 0.02 毫米 。 

纵 切 面 : ABH FE; BOARS, ERG, 局 部 区 域 未 见 虫 管 , 可 能 谷 未 发 育 ,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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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种 的 显著 特征 。 示 成熟 带 全 彼 泡 状 组 织 所 占据 , E SEER A, BL 

及 长 石 形 ,长 为 0.10 一 0.40 毫米 , 宽 0.04 一 0.22 Bk, PA 1 毫米 内 有 5 一 7 个 。 泡 状 组 织 

在 成 熟 带 多 呈 和 矩形 ,长 0.04 一 0.08 SAK, Bi 0.04 一 0.06 SK, BRAD. BAA Be RA, Be 

板 稀少 ;在 大 部 分 虫 管内 都 仙 失 ,个 别 虫 管内 偶 见 1 一 2 条 。 成 熟 带 宽 0.16 一 0.64 毫米 ,未 

成 讨 带 宽 1.60 一 6.24 毫米 。 

比较 :当前 新 种 虫 室 的 大 小 和 形状 以 及 2 毫米 内 虫 室 的 数目 等 特征 和 本 妇 描 述 的 

Cystiramus ramosus sp. nov. 很 相似 。 但 后 者 从 纵 切 面 看 未 成 熟 带 的 泡 状 组 织 形状 大 ， 分 

布 稀 , 1 毫米 内 有 3 一 3.5 个 ;成 熟 带 宽 , 虫 管 长 ,发 育 完全 ,两 者 容易 区 别 。 C. purillus 和 

C. maturus sp. nov. MRS, BSAA, 虫 管 发 育 完 全 , 且 平 均 每 个 虫 管内 有 横 板 

2 一 7 条 。 总 之 ,此 新 种 的 特征 和 C. ramosus 及 C. maturus 很 相近 。 根 据 目 前 标本 来 看 ， 

Cystiramus putillus 很 可 能 是 C. ramosus 及 C. maturus 之 间 较 原始 的 一 个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RES. BD102, 

登记 号 : 15274 GEA); 15274a-b (aA). 

变 口 目 (Trepostomata Ulrich, 1882) 

EGSAE HE (Stenoporidae Waagen and Wentzel, 1886) 

Seat Ake BI (Stereotoechus Duncan, 1939)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sp. nov. 

(图 版 VL 图 9; 图 版 VIL 图 1—2) 

这 一 新 种 的 硬 体 寄 生 在 不 规则 的 块 状 Fistulipora 2b, BB RRA, |Z 0.32 一 0.88 

毫米 ,长 4 毫米 。 

OH: REA SAME HACAKAL, 常见 直径 为 0.21 一 0.29 BK, 个 别 大 

者 为 0.32 毫米 。 虫 室 分 布 不 规则 ,有 时 彼此 相 接 ; 有 时 彼 间 隙 孔 (也 可 能 是 小 虫 室 , 因 在 纵 

切面 中 未 见 到 ) 所 分 开 ，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24 毫米 ， 最 远 时 还 0.29 一 0.32 Sk,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7 一 8 个 。 WRLEKAG, APRA ASH, 直径 长 为 0.04 一 0.13 

BA, 个 别 长 方形 者 长 0.16 Bk; 分 布 不 规则 ， 一般 每 个 室 口 外 围 有 1 一 3 个 ,最 多 时 达 

8 一 10 个 。 和 刺 孔 为 层 状 , 显 著 ,数量 中 等 , BRAIN, 直径 为 0.02 一 0.04 BK; EN 

多 位 于 虫 室 和 虫 室 的 交角 处 ,有 时 在 体 壁 相互 连接 处 亦 见 到 , 但 很 少 嵌 入 虫 室 , 平均 每 个 

室 口 外 围 有 2 一 4 个 。 

纵 切 面 : BASIE BIR, 未 成 熟 带 很 短 且 不 明显 。 成 熟 带 体 壁 呈 层 状 增 厚 ， 稍 显 扭 

曲 , 有 厚薄 变化 ,常见 融合 现象 ,但 哈 珠 状 构造 不 显著 。 横 板 少 , 莓 而 平 直 , 部 分 呈 座 曲 状 ， 

彼此 间距 为 1/2 一 2/3 管 径 。 未 见 间隙 孔 。 

比较 : 此 新 种 的 硬 体 呈 层 状 ; 体 壁 厚 , 层 状 , 合 壁 ; 刺 孔 层 状 , 中 等 大 而 显著 ; 横 板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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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Fl Stereotoechus 属 一 致 。 惟 新 种 的 艾 切 面 有 间隙 孔 (?) 分 布 广 ， 有 时 围绕 着 整个 虫 

室 ,又 颇 似 Leioclema 中 的 间隙 孔 , 因 此 笔者 等 货 拟 定 为 Zeioclemza。 但 是 ,在 纵 切 面 上 未 

见 间隙 孔 , 故 笔者 等 又 怀疑 亡 们 不 一 定 是 间隙 孔 ; 也 可 能 是 小 虫 室 ; 另 外 ,新 种 体 壁 的 微细 

构造 和 Leioclema 不 同 , 而 和 Stereotoechus 一 致 (Boardman，R. S. 1960, pp. 30—31, figs. 

9,10.)。 目 前 因 标 本 不 多 ,人 尚 无 法 肯定 , 依据 上 述 特 征 来 看 , 似乎 更 接近 于 Stereotoechus 

新 种 因 具 有 间隙 孔 、 刺 孔 数 量 中 等 、 体 壁 哈 珠 状 构造 不 显著 等 与 无 间隙 孔 、 刺 孔 大 而 多 、 体 

壁 哈 珠 状 构造 显著 的 Stereotoechus typicus Duncan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岭 岗 组 中 部 , 崖 性 为 灰色 或 青 灰色 泥岩 , KM BV 

RRA. 

RF: BD122, 

登记 号 : 15275 GEA).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sp. nov. 

《图 版 图 11 一 12; 图 版 VI 图 3—6) 

正 型 标本 呈 实 心 枝 状 ,高 15.3 毫米 ,直径 4.7 一 11 BK RMP, PRs. wl 

BU PRAS RAF TERE, BECK, KAM, 1 35.4 BK, BE 8.8 一 21.7 BK; 表面 有 很 多 突起 ， 

分 布 星 散 ; 写 们 的 中 心 相距 2.9 毫米 。 

ON: 虫 室 呈 砍 圆 形 ,椭圆 形 ,大 小 不 一 致 ,直径 为 0.19 一 0.26 毫米 ,突起 附近 的 大 

者 达 0.31 毫米 ,小 者 仅 0.17 毫米 ,常见 者 是 0.19 一 0.22 毫米 。 虫 室 分 布 比较 规则 ,多 数 虫 

室 徙 此 相连 ， 有 时 彼 闻 降 孔 分 开 ， 写 们 的 中 心 相距 为 0.21 一 0.27 BRK, BI2 毫米 内 有 

7—9. ID RILSRKA KOE, RAS LG, BEA 0.06—0.17 毫米 ,每 个 室 口 外 围 有 

1 一 3 个 ,局 部 缺失 。 刺 孔 中 等 大 ,数目 少 而 不 显著 , 呈 层 状 , 有 时 为 管状 ,直径 为 0.03 SK, 

平均 每 个 室 口 外 围 有 1 一 3 个 。 

纵 切 面 : 虫 管 排 烈 不 规则 , 逐 奖 向 外 弯曲 ,直接 开口 体外 ;未 成 熟 带 窗 , 成 熟 带 宽 。 成 

熟 带 体 壁 的 层 状 构造 显著 , 体 壁 加 厚 , 局 部 扭曲 ,在 该 带 的 两 端 有 融合 现象 ,但 无 哈 珠 状 构 

造 。 虫 管内 横 板 多 , 薄 而 平 直 , 有 时 和 斜 交 ,彼此 相距 1V4 一 1 个 管 径 。 未 发 现 间 隙 孔 。 

比较 : VERT ARATE ARR IKRZE ZS FG BRAY Stereotoecphzr2 monolamellatus sp. nov. 

区 别 。 AS, BPP AAR ELE IS REN _LVEA SEB AY Srereotoechus ramosus Morozova 

相似 ,但 后 者 虫 室 小 ,直径 为 0.13 一 0.15 毫米 ,2 毫米 内 有 10 个 ,间隙 孔 很 少 ,而 新 种 间 阶 

孔 多 , 虫 室 大 ,在 相同 长 度 内 有 7 一 9 个 ; 后 者 成 熟 带 体 壁 均匀 未 见 融合 现象 ; 横 板 较 新 种 

多 。 

产地 及 层 位 : 较 前 一 种 层 位 低 1.71 米 ; 产 地 及 岩 性 同 前 种 。 

RES: BD121, 

登记 号 : 15276《 正 型 ); 15277 (HH), 



杨 敬 之 等 : J PRM ARR A Be 17 

+14} 2 (Eridotrypellidae Morozova, 1960) 

HSH RE (Eridotrypella Duncan, 1939)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CER VU, 图 7 一 11; 图 版 VII 图 1 一 3) 

硬 体 旦 实心 枝 状 , 未 分 叉 ; 高 11 毫米 ,直径 为 3 一 3.7 毫米 。 表 面具 有 突起 , Rib Pd 

的 间距 为 2 毫米 。 

Om: BOSSACRKALG, BEA 0.10—0.19 毫米 ,最 小 者 仅 0.08 毫米 , HT 

者 是 0.13 毫米 ， 平 均 2 毫米 内 有 11 一 12 个 。 虫 室 分 布 比 较 规 则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16 一 0.20 毫米 。 口 围 很 发 育 , 旦 环形 ,组 织 粒状 , 色 深 灰 , BEL 0.03 BAK. 刺 孔 小 , SE 

形 , 色 黑 , 数 量 中 等 ,直径 约 0.01 一 0.02 毫米 ,位 于 虫 室 与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体 壁 厚 , 具 密集 的 

横向 排列 的 无 数 黑 色 细 粒 组 织 。 间 降 孔 缺失 。 

纵 切 面 : 未 成 熟 带 虫 管 细 而 长 ,彼此 近 平 平行 ,直立 生长 , 体 壁 薄 而 平 直 ; 虫 管 进 入 成 

熟 带 后 郎 呈 绝 形 向 外 弯曲 ,和 并 和 硬 体 表面 儿 交 或 正 交 。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未 见 哈 珠 状 构 

造 , 但 见 有 融合 现象 。 横 板 在 未 成 熟 带 很 少 ; 在 过 小 带 有 1 一 2 条 , 彼此 闻 距 为 1 一 2 个 管 

径 ; 成 熟 带 横 板 较 多 ,平均 每 个 虫 管内 有 4 一 7 条 , 呈 倾 斜 或 水 平 状 , 有 时 弯曲 ,平均 1 个 管 

径 的 长 度 内 有 2 一 3 条 。 成 熟 带 和 未 成 熟 带宽 度 之 比 约 为 1:1o 

比较 : 当前 的 新 种 主要 特征 是 , 虫 室 小 ,排列 紧密 ,2 毫米 内 有 11 一 12 个 , 刺 孔 显著 ， 

未 成 熟 带 虫 管 近乎 行 直 立 ， 体 壁 平 直 。 写 与 美国 密歇根 州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Eridoztrypella 

granosa Duncan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虫 室 大 ,直径 为 0.17 毫米 ，2 毫米 内 有 7 一 8 个 , REA 

缺失 横 板 , 体 辟 薄 而 扭曲 不 直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中 部 , 岩 性 为 灰色 薄 层 泥 质 灰 岩 。 共 生 的 化 

AAW Disphyllum sp. Rie e2E Emanuella takwanensis Grabau 等 。 

REE: BD124, 

登记 号 : 15278 GEA). 

Eridotrypella lata sp. nov. 

(图 版 VIIL 图 4 一 9) 

硬 体 呈 实 心细 枝 状 , 顶端 稍微 扩大 ,高 22 毫米 ,直径 4 一 7 毫米 。 表 面具 有 突起 ,彼此 

之 中 心 相 距 1.8 毫米 。 

弦 切 面 : ZORRO KRALL, 直径 长 0.13 一 0.16 BK, 小 者 为 0.10 毫米 ,最 

大 者 为 0.24 毫米 ; 个 别 椭圆 形 的 长 直径 为 0.14 一 0.16 2k, MAE 0.11 毫米 ,平均 2 毫 

米内 有 10 一 11 个 。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16 一 0.21 SEK, 最 远 达 0.24 毫米 。 刺 孔 

少 ,小 而 不 明显 , 呈 黑 点 状 ,直径 约 为 0.01 一 0.03 Bk, 多 位 于 虫 室 与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体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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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 显著 横向 紧密 排列 的 黑色 细 粒 组 织 。 在 虫 室 的 横 切 面 中 常见 绝 形 弯曲 的 横 线 , 代表 

虫 管 中 的 弯曲 横 板 。 体 壁 局 部 为 合 壁 ,部 分 为 分 壁 。 

纵 切 面 : 成 熟 带 呈 层 状 生长 , 共 二 层 , 外 层 略 宽 于 内 层 。 未 成 熟 带 虫 管 生长 不 规则 ， 

体 壁 薄 而 扭曲 ,进入 成 熟 带 后 虫 管 立 即 向 外 开口 , 并 和 硬 体 表 面 直 交 。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 

一 般 中 间 较 厚 , 两 端 较 薄 , 局 部 地 区 有 融合 现象 。 未 成 熟 带 有 横 板 1 一 2 条 , 薄 而 平 直 ;过 

WEA 2 一 3 条 。 成 熟 带 横 板 较 多 , 排 烈 密集 ; 内 层 每 个 虫 管内 有 3 一 6 A, SiR, Sah 

状 , 每 个 虫 管 径 距 离 内 有 2 条 ; 外 层 每 个 虫 管内 有 9 一 11 条 , 旦 水平 、 倾 铬 或 弯曲 状 排列 ， 

每 个 管 径 距 离 内 有 3 条 。 成 熟 带 窄 ,未 成 熟 带宽 ,两 带 之 比 约 为 0.4:1o 

比较 : 当前 新 种 的 特征 是 ,成 熟 带 呈 层 状 发 育 , 横 板 多 呈 水 平和 论 曲 状 ; 闲 孔 小 而 少 ， 

具有 很 多 密集 而 显著 的 横向 排列 的 黑色 细 粒 组 织 。 它 与 Byidotrypel1a arrecta sp. nov. 的 

区 别 是 , 它 的 刺 孔 少 而 不 显著 ,未 成 熟 带宽 ,成 熟 带 呈 层 状 发 育 。 

产地 及 层 位 : 产地 同 前 种 ; 层 位 较 前 一 种 低 10 米 。 
条 集 号 ， BD122, 

登记 号 : 15279( 正 型 )o 

Er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sp. nov. 

(图 版 VIIL, 图 10 一 12; PAR IX, 图 1—4) 

硬 体 呈 实心 枝 状 , 双 分 及 ;高 36 毫米 ,直径 为 9 一 21.5 SK, RHI, RAB, 

COM: 室 口 为 灵 多 边 形 或 亚 圆 形 。 砍 多 边 形 的 直径 长 0.11 一 0.16 毫米 ,小 者 为 0.06 

毫米 ,常见 者 为 0.14 毫米 ; 亚 圆 形 的 长 直径 为 0.22 SK, MEE 0.13 BK; 小 者 长 直径 为 

0.14 毫米 , 短 直 径 0.10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9 一 10 个 。 虫 室 排 列 较 规则 。 相 邻 两 二 宣 的 
中 心 相 距 0.16 一 0.21 毫米 。 刺 孔 发 育 , 时 同心 层 状 , 中 心 色 深 , 外 围 色 小 ,分 界 明显 , 平均 

直径 为 0.03 毫米 ,个 别 大 者 为 0.05 毫米 ,分 布 不 规则 , 一 般 是 位 于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偶尔 在 

体 壁 连接 处 亦 有 ,有 时 伸 人 入室 口 。 黑 色 细 粒 组 织 , 排 烈 紧 密 , 连 接 成 环 状 , 围绕 在 虫 室外 围 

或 横向 排列 在 体 辟 上。 间隙 孔 人 缺失 。 

纵 切 面 : 成 熟 带 体 壁 规则 境 厚 , 局 部 有 融合 现象 。 成 熟 带 横 板 很 多 , 排 烈 密集 , 呈 水 

平 状 或 弯曲 状 ,平均 每 个 虫 管内 有 12 一 18 条 ,每 个 虫 管 直径 的 长 度 内 有 3 一 4 A, AA 

带 虫 管 近 直立 生长 , 体 壁 竹 而 平 直 。 横 板 在 未 成 熟 带 很 少 , 每 个 虫 管内 仅 有 1 一 2 条 。 成 

熟 带 比 未 成 熟 带 略 宽 。 

比较 : 当前 新 种 的 成 熟 带宽 , 横 板 多 而 密集 , 且 有 很 多 弯曲 横 板 。 这 些 特 征 和 Atacto- 

toechus Duncan 相似 。 但 新 种 的 弦 切 面具 有 很 多 密集 而 显著 的 横向 排列 的 黑色 细 粒 组 织 ， 

RIFLA, HIDES Bidotyype1la BA. EX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的 区 别 是 ， 

WF Ph SAH HS, HEAR 1M FEAR, RIFLA, Be A DMA BAB, BAR AE BARD Ha 

孔 大 而 显著 的 Eridotrypella arrectag "ERAGE Loxophragma spinifera (Duncan)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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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R. S., 1960, pp. 78 一 79.)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虫 室 大 ;直径 为 0.21 一 0.25 BK, 2 毫米 

肉 有 6 一 7 个 ;成熟 带 窗 , 而 新 种 虫 室 小 在 相当 长 度 内 有 9 一 10 个 , 且 成 熟 带 宽 , 横 板 密集 。 

产地 及 层 位 : 产地 同 前 种 ; 层 位 较 前 一 种 高 25.26 米 。 共 生 的 及 足 类 有 Seringocepha- 

lus obesus Grabau, 

乐 集 号 : BD125, 

登记 号 : 15280《〈 正 型 )。 

Alaa RF (Amplexoporidae Miller, 1889) 

HEM SBEEB (Petalotrypa Ulrich, 1889)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PARK I, 图 13 一 14; Pah IX, 图 5 一 7) 

硬 体 呈 不 规则 实心 枝 状 具 中 板 , 高 31 毫米 ,直径 5.4 一 11 毫米 。 突起 较 多 , 呈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状 ,彼此 中 心 相距 2.3 毫米 , 近 者 仅 1 豪 米 , 最 远 达 5 一 8 毫米 。 

POM: 室 口 一 般 为 孵 形 灵 圆 形 ,常见 者 长 直径 0.09 一 0.17 SK, MEE 0.06—0.11 

毫米 ,个 别 大 者 长 直径 为 0.24 毫米 , 短 直 径 为 0.16 毫米 ;偶尔 在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交 角 处 有 很 

小 的 虫 室 ， 直 径 仅 0.04 一 0.08 毫米 。 间 隙 孔 缺失 。 虫 室 分 布 比较 规则 ， 一 般 两 个 相 邻 的 

Hoty FARE 0.19 一 0.23 毫米 ， 近 者 为 0.14 一 0.16 毫米 ， 最 远 达 0.25 BK; 2 毫米 长 度 内 有 

10 一 10.5 个 ,突起 附近 室 口 较 大 , 分 布 稀 , 在 相同 长 度 内 仅 有 8 一 9 个 。 口 围 发 育 , 宽 而 显 

著 , 呈 同 必 细 纹 状 , 微 高 出 室 口 , 宽 约 0.01 一 0.07 SK, READE, 每 个 虫 室外 围 被 一 

烈 黑色 细 粒 组 织 围绕 ,排列 紧密 ,相互 连接 成 线 。 刺 孔 缺 失 。 

纵 切 面 : 虫 管 由 中 板 近 直角 相 背 向 两 侧 呈 水 平 状 生长 ,直接 向 外 开口 , 代 约 与 体 表面 

Tl. ARCA REE (RG ;成熟 带 增 厚 , 有 时 融合 在 一 起 。 体 壁 呈 薄 层 状 。 横 板 在 未 成 熟 

带 少 ,分布 稀 , 泗 而 平 直 , 彼 此 间距 为 '0.11 一 0.14 SK; 成熟 带 横 板 多 , 排 烈 密集 ,彼此 之 间 

相距 0.04 一 0.11 毫米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7 一 9 条 。 

比较 : 当前 新 种 的 特征 是 , 口 围 宽 , 刺 孔 缺失 , 在 每 个 虫 室外 围 彼 排 烈 规则 而 显著 的 

单 烈 黑色 细 粒 组 织 所 围绕 , 纵 切 面 横 板 密集 ;,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7 一 9 条 。 这 些 特 征 均 不 同 

于 本 文 所 介绍 的 Peralotrypa 其 他 的 种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灰色 兽 层 泥 质 灰 岩 。 

采集 号 ，BD102。 

登记 号 : 15281 (EH); 15281a( 副 型 )。 

Petalotrypa radiata sp. nov. 

CPR 1, 图 15; PRR IX, 图 8—12) 

硬 体 呈 局 平 枝 状 , AR; 高 15 毫米 , 宽 3 一 3.5 毫米 , 厚 1.5 一 2 毫米 。 表面 突起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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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突起 中 心 下 凹 呈 圆 形 小 突 , 其 中 心 相距 1.5 一 2.5 SB 7K, 

藤 切 面 ， 室 口 为 椭圆 形 、 次 孵 形 ,局 部 为 灵 凌 形 或 软 多 边 形 ,一 般 长 直径 为 0.12 一 0.14 

Sk, TLE 0.08—0.09 毫米 ;大 者 长 直径 为 0.16 一 0.19 毫米 , 短 直 径 0.11 一 0.13 SK; 15 

尔 有 小 虫 室 位 于 虫 室 与 虫 室 交 角 处 ,直径 仅 0.04 毫米 。 间隙 孔 缺 失 。 虫 室 分 布 规则 , 纵 

横 成 行 ,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16 一 0.21 毫米 ,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10 个 ,密集 时 达 12 

个 ; 但 在 突起 附近 间距 较 远 ,彼此 中 心 相距 0.24 一 0.29 Sk, 2 毫米 内 有 8 个 。 刺 孔 多 而 

清楚 ， 多 位 于 虫 室 与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旦 放射 状 ， 星 散 式 分 布 ， 直 径 0.01 一 0.04 2x, F 

均 每 个 室 口 外 围 有 3 一 6 个 ; 体 壁 上 有 黑色 细 粒 组 织 ， 排 列 成 行 , 在 高 倍 镜 下 观察 多 旦 2 

Fill, FFB, IBAA OAS A) SK, BE 0.01 一 0.02 毫米 。 

纵 切 面 : PRR, BS Pa ee MAE, REO PARE , 

与 表面 近 于 正 交 或 斜 安 。 PREETER BATIBO BRAT EIRD, teh AA 1 一 4 

条 ,彼此 之 闻 相 距 为 0.12 一 0.19 毫米 ,最 远 时 为 0.23 一 0.29 毫米 。 

比较 : 刺 孔 大 而 多 , 旦 放射状 , 细 粒 组 织 小 而 不 明显 , 虫 管 短 , 横 板 少 , 平均 每 个 虫 管 

内 仅 有 1 一 4 条 等 是 当前 新 种 的 主要 特征 。 ‘ESS Per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的 区 别 是 ， 

EM RIAA SASK, 细 粒 组 织 小 而 不 明显 , 虫 管 短 , 横 板 少 ; 而 后 者 刺 孔 缺失 , 细 粒 

组 织 大 而 多 , 呈 单 烈 规则 排 烈 , 横 板 多 , 1 毫米 内 有 7 一 9 条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乐 集 号 : BD102。 

登记 号 : 15282《〈 正 型 )。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图 版 图 17 一 18; A X, 图 1—4) 

硬 体 为 枝 状 , ARICA RL, 高 12 毫米 , 宽 4.7 一 8.5 BK, 厚 3.1 毫米 。 表 面具 有 分 布 

规则 的 突起 ,突起 中 央 下 凹 呈 小 突 状 , 相 邻 突起 的 中 心 相距 2.7 毫米 。 

弦 切 面 : 室 口 呈 圆 形 或 软 圆 形 , 一 般 直 径 为 0.06 一 0.08 毫米 ,小 者 仅 0.04 毫米 ,最 大 

者 为 0.09 一 0.11 2K;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16 一 0.21 毫米 ， 近 时 为 0.13 ek,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10 一 12 个 ,局 部 地 区 室 口 很 小 , 排 烈 紧密 ， 宽 为 0.03 一 0.04 SK. HILDE 

散 , 呈 斑 点 状 ,少数 为 放射 状 , 直 径 为 0.01 一 0.02 Bk, 多 位 于 虫 室 与 虫 室 的 交角 处 , 平均 

每 个 室 口外 围 有 3 一 6 个 ,有 时 仅 2 一 3 个 或 缺失 ;小 的 细 粒 组 织 排 烈 稀 ,形状 比 一 般 大 ,多 

呈 横 向 排列 在 体 壁 上 。 体 壁 较 厚 。 

纵 切 面 : 中 板 稍微 扭曲 不 直 , 虫 管 由 中 板 向 两 侧 弯曲 生长 ,直接 向 外 开口 。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薄 ; 成 熟 带 体 壁 厚度 变化 较 大 ,厚度 自 0.11 一 0.19 SEK: 边 绿 部 分 有 融合 现象 。 体 壁 

为 犹 层 状 。 未 成 熟 带 横 板 少 分 布 稀 , 彼此 间距 为 0.16 一 0.21 Sk; 成 熟 带 横 板 多 较 密 集 ， 

多 与 体 壁 铬 效 或 呈 弧 形 , 彼 此 间距 为 0.06 一 0.11 毫米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7 一 10 条 。 



杨 敬 之 等 : RRNA A HAA 21 

比较 ， 当前 新 种 和 Pecalotrypa radiata sp. nov. 很 相似 。 但 前 者 刺 孔 较 少 , 黑色 横向 

细 粒 组 织 多 而 大 , 口 围 宽 , 横 板 多 ,与 刺 孔 旦 放射状 、 细 粒 组 织 不 显著 、 口 围 薄 、 虫 管 短 、 横 

板 少 的 P. radiata 易于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RES; BD102。 

登记 号 : 15283《〈 正 型 ); 15283a (ale). 

Petalotrypa excavata sp. nov. 

CARR 1, 图 16; 图 版 X, 图 5 一 9) 

硬 体 旦 实 辫 枝 状 ,高 14.8 SK, BE 3.9 一 5.6 毫米 。 表 面具 有 突起 , 突起 中 央 下 凹 呈 

圆 孔 状 ,彼此 中 心 相距 为 2 一 2.5 SEHK 

COM: 虫 室 呈 砍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常见 者 是 次 圆 形 , 直径 为 0.06 一 0.09 毫米 ,最 小 者 

仅 0.03 毫米 ; 椭圆 形 长 直径 为 0.08 一 0.13 BAK, MEE 0.06 一 0.09 毫米 ， 大 者 其 长 直径 

0.18 毫米 ， 短 直径 为 0.08 Sk, 虫 室 分 布 规则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比 较 近 ， 一 般 为 

0.14—0.16 毫米 , 远 时 达 0.31 毫米 , 平均 2 SRAA 12 个 , 在 突起 附近 有 10 个 。 刺 孔 很 

少 ;在 虫 室 与 虫 室 的 交角 处 偶尔 见 及 , 但 很 不 明显 。 横向 排列 黑色 细 粒 组 织 多 而 明显 , 常 

= 2 一 3 烈 ,在 虫 室 的 交角 处 可 达 3 烈 以 上 。 口 围 薄 呈 环 状 ,表面 光滑 , 宽 约 0.02 一 0.04 这 

米 。 体 壁 较 清 。 
纵 切 面 : 这 个 新 种 的 纵 切 面 特征 是 中 板 较 厚 ， 体 壁 厚薄 变化 小 ， 厚 约 0.08 一 0.11 & 

米 。 虫 管 较 宽 , 横 板 稀少 , 相 邻 横 板 的 间距 为 0.14 一 0.16 毫米 ,最 近 时 为 0.04 毫 米 , 最 远 时 

达 0.24 毫米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2 一 5 A 

比较 : 新 种 虫 室 小 , 刺 孔 缺失 或 不 明显 ,横向 黑色 细 粒 组 织 清楚 ;有 2 一 3 烈 或 3 烈 以 

上 , 横 板 在 1 毫米 内 仅 2 一 5 条, 体 壁 厚薄 规则 等 特征 和 Perxrelotrybpa regularis sp. nov.. 有 

很 明显 的 区 别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条 集 号 : BD102。 

登记 号 : 15284 EA), 

Petalotrypa irregularis sp. nov. 

《图 版 X, 图 10—13) 

硬 体 呈 实 心 枝 状 , FETE; 高 22.1 毫米 ,直径 6.2 一 7.9 毫米 。 表 面具 有 突起 , 突起 中 央 

BAY BM BNF, 它们 的 中 心 相 距 3 BOK 

BOM: 室 口 的 形状 ,大 小 都 不 规则 , 多 呈 椭 圆 形 或 区 圆 形 , 长 直径 为 0.13 一 0.16 这 

米 , 短 直径 是 0.08 一 0.1t 毫米 , 偶尔 在 大 虫 室 之 间 有 一 小 虫 室 , 直径 仅 0.06 毫米 ; AA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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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各 种 Petalotrypa 

虫 = 特 征 

种 名 直 径 
形 状 一 

最 小 =n) 起 大 

Pines sp nor. | sue, seme [0 | 00959317) | © are 
ge ate 0.12—0.14 0.16—0.19 

EA > x0.08—0.09 | X0.11 一 0.13 

圆 形 或 砍 圆 形 0.04 0.06 一 0.08 0.09 一 0.11 

0.06 一 0.09 

次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0.03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P. radiata sp. nov. 

P. regularis sp. nov. 

P. excavata sp. nov.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不 规则 椭圆 形 或 | 0 06 0.13—0.16 
RAG ; x0.08—0. 11 

meme | 0% | 0.08 一 0.11 | 0.14 一 0.16 

P. irregularis sp. nov. 

P. granularis sp. nov. 

we | 5.977 BRB Ses 0.08—0.11 0.14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16 一 0.20 毫米 ， 最 近 为 0.12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10 个 ;局 部 地 区 大 

12 个 ,而 在 突起 附近 仅 有 8 个 。 刺 孔 很 少 ， 只 见于 局 部 区 域 虫 室 的 交角 处 直径 0.03 S 

米 , 每 个 虫 室 的 外 围 有 1 一 3 个 。 横 向 细 粒 组 织 呈 单列 分 布 在 每 个 室 口 的 外 围 , 排 列 较 稀 ， 

形状 较 大 , 呈 黑 色 细 粒 组 织 。 室 口内 凹 , 口 围 突出 , 呈 同 心 纹 组 织 , 表面 光滑 , 宽 约 0.03 一 

0.04 毫米 。 

纵 切 面 : 这 一 种 的 纵 切 面 的 特点 是 , 虫 管 窗 而 长 , 横 板 多 而 密集 。 颗 管 自 中 板 相 背 向 

两 侧 弯曲 生长 , 代 直 接 开 口 体 外 。 体 壁 规则 加 厚 , 局 部 有 间断 加 厚 和 融合 现象 ,厚度 变化 

一 般 在 0.06—0.08 毫米 之 间 。 体 壁 组 织 呈 细 玖 状 , 中 央 具 显著 的 粒状 刺 孔 。 横 板 多 而 毒 ， 

旦 水 平 状 , 绝 形 或 倾斜 状 ,在 未 成 熟 带 分 布 稀 ， 彼 此 相距 0.16 一 0.32 毫米 ， 成 熟 带 排 烈 紧 

蜜 ,彼此 相距 0.03 一 0.12 毫米 ,平均 1 毫米 内 有 10 一 11 条 。 
比较 : 此 新 种 与 Pez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的 区 别 是 , 后 者 刺 孔 较 多 而 显著 , 虫 室 

th, 2 毫米 内 有 10 一 12 个 或 14 个 , 横 板 排 烈 较 稀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REF: BD102, 

登记 号 : 15285 GEA). 

Petalotrypa granularis sp. nov. 

(PENG I, 图 19; PK XI, 图 1] 一 5) 

TEAR SEEK, 顶端 粗 , 基部 细 , 高 18.5 BK, 直径 4 一 6.6 毫米 。 硬 体 表 面具 有 许多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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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度量 和 结果 (毫米 ) 

刺 孔 细 粒 组 织 横 板 

Poa oe m | Lee 

附近 分 布 特征 ”| 未 成 熟 带 | 成 熟 带 | 板 数目 

0.11 一 | 0.04— 
8 一 9 |10 一 10.5 1 All 0.14 0.11 7—9 

0.12—0.19 yp | 0.01— 放射 状 0.o4| 2 wW 或 
0.23 二 0.29 | 内 有 1 一 

yn ihe, 2) 0.01— 0.16— | 0.06— ro 0.03 一 0.04|0.11 一 0. 19] pF erate! “0.02 横向 排列 yer salt 7—10 

0.04 
4 2—3 Bil 多 

0.02 一 0.04|0.08 一 0.11| ”很 少 或 不 明显 Se 或 2 一 5 
而 显著 0.14 一 0.16 

0 下 903 三 0.03 一 0.04|0.06 一 0.08| 很 4 0.03 1 Bu ésnt Gomilo Hal 

ee a a 1 一 2 列 ， 虫 室 
0.01—0.02/0.01—0.08] 粒 状 0.01 | 交角 处 2 列 以 0.08 一 0.18 7—9 

the ge i ede AS 

无 人 0.08—0.28 6—8 

SHAT OPICE, PREM SILK, 大 小 不 一 , 大 者 为 小 者 的 2 一 3 15, ENTRAR 

FARE 2.4 BK | 

COM: BOSACRKAL, AEA 0.08—0.11 毫米 ,小 者 仅 0.03—0.04 BK, 最 

大 者 达 0.14 一 0.16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12 个 。 刺 孔 很 少 而 不 显著 , 它们 是 由 一 组 小 粒 

密集 而 成 , 直径 为 0.01 毫米 。 横 向 细 粒 组 织 很 发 育 , SRAM, 分 布 不 均匀 ,时 稀 时 

密 ;, 一 般 有 1 一 2 烈 ,在 虫 室 的 交角 处 更 多 。 口 围 薄 , KML SAK, BA 0.01—0.02 B 

米 。 

纵 切 面 : 虫 管 和 中 板 近 正 交 , MAMMA, 直接 开口 体外 。 体 壁 厚度 变化 较 大 ， 

BL) 0.01—0.08 毫米 ,融合 现象 常见 于 虫 管 的 中 部 或 边 绿 部 分 。 虫 管 细 而 长 , 横 板 泗 而 平 

直 , 相 邻 横 板 之 间 相 距 为 0.08 一 0.18 毫米 ,平均 1 毫米 的 长 度 内 有 7 一 9 条 ; 副 型 标本 在 同 

样 长 度 内 为 4 一 6 条 。 

比较 : 这 个 新 种 和 Pez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相似 ,所 不 同 的 是 , 后 者 刺 孔 多 而 显 

著 , 黑色 细 粒 组 织 少 , 排 烈 稀 ; 口 围 较 厚 。 新 种 和 虫 室 的 形状 .大 小 都 不 规则 、 黑 色 细 粒 组 

织 只 有 单 烈 . 口 围 厚 、 横 板 较 多 的 Peralozyjpe irregularis sp. nov. 亦 易 区 分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条 集 号 ， BD102, 

登记 号 : 15286 ( 正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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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otrypa sp. 

〈 图 版 D 图 20; Ph XI, 图 6—9) 

硬 体 旦 实心 枝 状 ,未 分 叉 , 高 29 EK, 直径 5.7 一 7 毫米 。 表 面具 有 许多 小 孔 , 比 表面 

略 低 ;, 排 烈 不 规则 ;彼此 中 心 相距 2.5 EKO 

Dm: 刺 孔 缺失 ;横向 细 粒 模糊 不 显著 , 呈 细 粒状 ,每 个 室 口 外 围 有 2 一 3 RIPE Se 

A926 Ab 5 烈 。 室 口 呈 圆 形 或 嫉 圆 形 ,直径 为 0.08 一 0.11 SK, 大 者 为 0.14 毫米 ;有 时 

在 虫 室 之 间 有 小 虫 室 , 直 径 仅 0.02 一 0.04 毫米 ,平均 2 SKNA 12 个 ,局 部 地 区 为 10 个 。 

口 围 显著 , 呈 同 心 纹 状 , 宽 约 0.02 一 0.04 毫米 。 

纵 切 面 : 虫 管 自 中 板 近 水 平 状 向 两 侧 发 展 , MERCIER, 有 间断 加 厚 及 融合 现象 

体 壁 一 般 在 虫 管 的 中 部 较 薄 , 边 绿 较 厚 , 厚 约 0.08 一 0.09 Bk, eR, BME, Ries 

[A)FHEE 0.08 一 0.16 毫米 , 远 时 达 0.21 一 0.28 SK, FH 1 毫米 内 有 6 一 8 A 

比较 : 我 们 的 标本 和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上 泥 盆 统 的 Petalotrypa perforata Nekhoroshev 

很 相似 。 但 后 者 室 口 大 ,直径 为 0.20 一 0.30 毫米 ;形状 为 多 边 形 ;, 口 围 很 薄 ， 故 不 相同 。 和 
在 同 层 位 找到 的 Petrae1otrypa granularis sp. nov, 的 区 别 是 ， 后 者 横向 细 粒 组 织 仅 有 1 一 2 

烈 , 有 刺 孔 , 横 板 少 。 因 这 种 类 型 的 标本 较 少 ,特征 和 淋 不 明显 , 故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 同 前 种 。 

RAE: BD102, 

登记 号 : 15287, 

隐 口 目 CCryptostomata Vine, 1883) 

BBS BE (Fenestellidae King, 1850) 

BREH22E (Fenestella Lonsdale, 1839)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CARR I, 图 21—22; Ph XI, 图 1 一 3) 

硬 体 呈 局 形 , 反 面 外 露 , 枝 直 而 强健 ,彼此 平行 ; 横 枝 细 , 彼此 平行 排 烈 ， 和 枝 旦 正 交 ; 

窗 和 孔 窗 而 长 ,内 绿 呈 波浪 形 。 

纲 格 公式 : 24—25/15—16//25, 

JEM: #7, 中 等 粗 , 彼此 平行 生长 , 很 少 分 叉 ; 枝 宽 0.16 一 0.24 毫米 ， 分 又 前 宽 

0.32 一 0.48 毫米 ,10 毫米 长 度 内 有 24 一 25 A; 枝 面 上 有 虫 室 2 行 , 分 叉 处 有 3 一 4 行 , BK 

互 排 烈 ， 分 布 规则 。 室 口 呈 圆 形 ， 直 径 为 0.08 一 0.11 毫米 ,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 距 

0.20 一 0.24 毫米 ,平均 5 毫米 内 有 25 个 ,每 个 窗 孔 长 度 内 有 2 一 4 个 ,局 部 地 区 仅 荆 个 。 横 

AGH , FEA AK BES, HEAR BBS, 宽 0.04 一 0.12 SK, BILEK, BHURAAKAEL, 

部 分 呈 花 办 形 ,长 0.56—0.72 毫米 , 宽 0.16 一 0.24 SK, 10 毫米 内 有 15 一 16 个 。 P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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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 Me BEAK, wee a |e ae RIK 

反面 : BILERD RM, URAL, K 0.40—0.48 SK, BE 0.21 一 0.27 BK. 横 枝 

粗 , 宽 0.15 一 0.23 毫米 。 在 枝 面 上 具有 毛细 管 , 呈 圆 形 ,分 布 规则 ,多 位 于 枝 与 横 枝 的 交接 

处 ,直径 为 0.02 一 0.04 Bk, 

比较 : 当前 新 种 的 特征 是 , 窗 孔 及 室 口 较 小 , HR, EMBARK 〈《24 一 25/15 一 

16//25) 与 美国 中 泥 贫 绕 Hamilton 层 的 Fenestella vera Ulrich MNRAS (22—24/13— 

14//22 一 24) 相 近 。 但 后 者 窗 孔 及 虫 室 在 一 定 距 离 内 数目 均 较 新 种 少 , 横 枝 宽 , 宽 度 为 0.35 

毫米 ,而 新 种 较 细 , 宽度 为 0.04 一 0.12 BK, AA SRB; AAS PE aR 

FJ o 

PHARM: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中 部 , 岩 性 为 灰色 薄 层 泥 质 灰 岩 。 

RES: BD113, 

登记 号 : 15288 GEH#!); 15289〈 副 型 )。 

Fenestella sp. 

硬 体 的 形状 .大 小 不 清楚 。 

SEAS: 18 一 19/11 一 12//20 一 22。 

正面 : 枝 细 而 平 直 , 彼 此 平行 排列 , 宽 0.11 一 0.16 毫米 ,10 毫米 长 度 内 有 18 一 19 条 。 

HSE 2 AMAA PEM, 有 时 伸 信 窗 孔 ; BOA, KEEN 0.09—0.12 & 

米 , 短 直径 0.06 一 0.08 BK, 近 硬 体 反 面 的 室 口 为 三 角形 或 圆 角 三 边 形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20 一 0.24 BK, 5 毫米 长 度 内 有 20 一 22 个 。 横 枝 细 ， 和 枝 正 交 ， 宽 0.04 一 0.08 & 

Ko BFL BABE, AD EAE, K 0.69—0.78 毫米 , 宽 0.27 一 0.40 毫米 ,10 毫米 内 有 11 一 

12 个 。 在 相当 一 个 窗 孔 长 度 内 有 虫 室 2 一 3 个 。 PRR LR, 突起 很 高 ， 底 

部 粗 , 向 上 逐渐 变 细 并 消失 。 

反面 : 硬 体 反 面 窗 孔 较 正面 略 短 而 宽 , 长 0.62 EK, HE 0.48 毫米 。 此 外 ,在 枝 面 上 有 

彼此 平行 的 纵 纹 3 一 4 条 。 

SER: 苏联 库 兹 包 茨 盆地 中 泥 盆 绕 上 部 的 Fenestella altshdatensis Morozova 的 细 格 

公式 417 一 18/10//20 一 24) 和 我 们 的 标本 相近 ;但 前 者 窗 孔 形状 较 长 ,长 0.70 一 0.90 BK, 

宽 0.30 一 0.35 毫米 , 虫 室 形状 旦 四 边 形 ,五 边 形 ,而 我 们 的 标本 其 虫 室 为 孵 形 或 者 三 角形 ; 

最 明显 的 特点 是 我 们 标本 的 中 毯 突起 很 高 。 因 标本 保存 太 少 ,全 面 观 察 不 详 , 故 暂 不 定 种 

名 。 

产地 及 层 位 : 产地 同 前 种 ; 层 位 较 前 种 低 28.5 米 。 

条 集 号 2 BD111, 

登记 号 : 1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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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he CUsotrypa Hall, 1885) 

fsotrypa sinensis sp. nov. 

(图 版 XU, 图 6 一 8) 

BEAR BIC, RAE. RARE 17.3 毫米 。 窗 孔 较 狭 长 , 旦 凸 镜 形 , 横 枝 粗 。 

纲 格 公 式 : 21—23/10—12//25, 

TEM: 枝 扭 曲 旦 波浪 形 , 彼 此 不 平行 , 相 邻 村 之 间 由 短 的 横 枝 连接 ， 很 少 分 及 ; 枝 宽 

0.21 一 0.25 SAK, 常见 者 是 0.23 SAK, 10 毫米 内 有 21 一 23 枝 。 枝 面 上 有 虫 室 2 行 , 规则 

PAP PEMA, SOB. KEG, 直径 为 0.08 一 0.11 BK, Fab AI oO 相距 

0.20—0.24 毫米 ,5 毫米 内 有 25 个 ,每 个 窗 孔 长 度 内 有 4 一 5 TPR, 底部 

细 , 顶部 膨大 变 粗 ; 中 毯 与 中 毯 之 间 彼 横 友 联结 。 窗 和 孔 为 透镜 状 或 长 孵 形 , 长 0.72 一 0.88 

毫米 , 宽 0.27 一 0.32 BK, 10 SKAA 10 一 12 个 。 横 枝 短 , 同 枝 正 交 ,和 人工 和 枝 在 同一 平面 

上 , 宽 0.14 一 0.21 毫米 , 细 时 为 0.11 一 0.13 毫米 ,最 宽 达 0.38 BK 

反面 : 反面 情况 和 正面 相似 。 从 横 切 面 可 见 中 毯 下 端 细 , 顶端 膨大 ,膨大 部 分 彼此 彼 

横 却 相连 ,形成 不 规则 的 纲 格 。 

比较 : 枝 细 , 10 豪 米内 有 21 一 23 条 , 虫 室 小 ,分 布 密 , 5 毫米 内 有 25 个 ,每 个 窗 孔 长 

EAA 4 一 5 +, eH, 窗 孔 大 旦 透镜 形 等 是 当前 新 种 的 特征 。 它 与 美国 密歇根 州 中 泥 

4% LEB Isotrypa isopeda Deiss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窗 孔 小 , BK, 长 0.42 一 0.62 BK, 10 

毫米 内 有 10 个 ; 横 枝 粗 , 宽 0.28 BK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中 部 , 岩 性 为 灰色 攻 层 泥 质 灰 岩 。 

条 集 号 : BD109, 

登记 号 : 15291 GEA). 

纲 芭蕉 虫 属 (Reteporina d’Obigny, 1849) 

Reteporina sinuosa sp. nov. 

(图 版 XU, 图 9—11) 

硬 体 呈 局 形 , 枝 弯 曲 , 横 枝 宽 , 窗 孔 形 小 。 

纲 格 公式 : 25 一 27 或 30 一 31/16 一 17//25。 

正面 : 枝 细 ,不 补 直 , 始 端 近 于 平行 生长 ,向 末端 发 展 逐 渐 弯 曲 , 局 部 呈 波 浪 形 ,有 时 

相 邻 枝 披 此 相连 。 枝 宽 0.21 一 0.24 SEK, RATT 0.44 BK, BY 10 毫米 内 有 25 一 27 

条 , 当 枝 彼此 连接 时 在 相同 距离 内 有 30 一 31 条 。 每 枝 之 上 有 虫 室 27, PRAIA 3K 

此 交替 排列 分布 告 规则 ,在 同一 侧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为 0.16 一 0.20 毫米 , 5 毫米 长 度 内 

有 25 个 ,每 个 窗 孔 长 度 内 有 1.5 一 2 个 , 局 部 地 区 为 3 个 。 室 口 旦 椭圆 形 , 直径 为 0.08 一 

0.09 毫米 ;部 分 为 圆 形 ,其 内 绿 为 星 状 ,内 径 是 0.08 毫米 。 口 围 宽 而 显著 , 呈 浅 色 舌 状 , 表 

e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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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不 平滑 , 向 外 凸 出 ,其 宽 为 0.03 一 0.06 AK; 月 牙 构 造 未 见 及 。 窗 孔 旦 长 卵 形 , 形状 小 ， 

外 围 具 同心 纹 , 稍微 高 起 ,很 象 室 口 的 口 围 构造 ,长 0.23 一 0.35 SK, 短 者 仅 0.15 毫米 , 宽 

0.14 一 0.16 毫米 ,平均 10 毫米 内 有 16 一 17 个 。 横 枝 短 而 粗 , 和 枝 在 同一 平面 上 , 宽 0.40 一 

0.56 毫米 。 中 毯 低 平 , 宽 0.01 毫米 ,向 内 延伸 扭曲 增 大 , BRIRK. 

反面 : 硬 体 反面 情况 见于 副 型 标本 , BILBO, 长 0.64 一 0.72 SK, Fi 0.24 一 0.32 

毫米 。 横 枝 较 正 面 细 , 宽 0.11 一 0.16 毫米 。 

比较 : 枝 和 虫 室 在 相当 长 度 内 分 布 较 密 、 窗 孔 小 、 横 枝 很 宽 、 口 围 宽 而 显著 等 是 新 种 

的 特征 。 当前 新 种 与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中 泥 欠 统 Reteporina ubensis Nekhoroshev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窗 孔 大 ,10 毫米 内 有 10 个 ,而 新 种 有 16 一 17 个 ; 枝 较 粗 ,10 毫米 内 有 10 一 12 &; 

BOK, 5 毫米 内 有 16 一 18 个 ; 而 新 种 在 相当 长 度 内 有 枝 25 一 27 或 30 一 31 条 , 且 扭 曲 ， 

室 口 小 ;在 相当 长 度 内 有 25 个 , 故 两 者 易 区 别 。 

PHAR: TRINA; REED, SEA KA RIERA 

RHE. BD112, 

登记 号 : 15292 GEBY); 15293 (aA), 

HABE RE (Arthrostylidae Ulrich, 1888) 

FES#ERE (Helopora Hall, 1851) 

Helopora ovata sp. nov. 

《图 版 图 23 一 24; 图 版 X 图 10—12) 

硬 体 呈 枝 状 “Y"” 形 ,高 12 毫米 ,直径 0.80 毫米 。 虫 室 呈 孵 形 ,排列 规则 , 纵向 成 行 ， 
近 平 行 , 相 邻 两 行 之 间 具 有 显著 帮 高 起 的 纵 价 。 刺 孔 位 于 虫 室 之 间 。 

DG: 室 口 呈 规则 的 卵 形 ,大 小 相近 ,长 直径 为 0.11 一 0.12 BK, 短 直 径 为 0.06 这 
米 。 虫 室 分 布 很 规则 纵横 成 行 ，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20 一 0.27 毫米 ， 纵 向 测量 2 毫米 

长度 肉 有 10 个 。 刺 孔 多 位 于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 一 般 为 1 一 3 个 , 呈 小 管状 或 粒状 ， 直径 为 
0.02 毫米 ;间隙 孔 缺失 。 口 围 请 楚 而 显著 , 呈 深 色 或 浅 色 环 状 ， 表面 平滑 , 比 室 口 稍 高 , 宽 
约 0.01 一 0.02 EK, 

纵 切 面 : 未 成 熟 带 体 壁 薄 , 略 扭曲 。 成 熟 带 增 厚 , 近 硬 体 表面 因 石灰 质 填充 而 模糊 。 横 
板 缺 失 , 仅 个 别 虫 管 中 有 1 条 ,但 很 不 明显 。 从 横 切 面 看 , 虫 管 自 中 轴 向 外 发 育 旦 放射 状 。 

比较 ;当前 新 种 的 弦 切 面 和 苏联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Helopora devonica Morozova 相似 。 

但 新 种 虫 室 较 小 , 2 毫米 内 有 10 个 ,后 者 为 7 一 8 个 。 主 要 区 别 是 前 者 刺 孔 在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有 1 一 3 个 ,而 以 3 个 者 居多 ; 后 者 为 2 个 。 和 北美 中 泥 盆 统 Traverse group 的 He- 

lopora inexspectata McNair 的 区 别 是 , ASEM LCRA IAL, WILDS, ee 
显著 不 同 。 

产地 及 层 位 ; 广西 象 州 县 东 岗 岭 ; 东 岗 岭 组 中 部 , 兰 性 为 灰色 划 层 泥 质 灰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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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集 号 : BD109。 

登记 号 : 15294 GEA). 

Helopora irregularis sp. nov. 

(FARK I, 图 25; 图 版 XI 图 12—14) 

硬 体 呈 细 枝 状 , 未 分 叉 ; 高 7.5 毫米 ,直径 为 0.82 毫米 。 虫 室 之 间 有 小 刺 孔 ; 间隙 筷 缺 

失 。 

CH: ZO SRAM. CHAKA, 亡 们 的 大 小 分 布 不 太 规 则 ，, 长 直径 为 

0.11 一 0.17 2K, 短 直 径 为 0.08 一 0.12 BK, 小 虫 室 多 位 于 两 个 大 虫 室 之 间 ， 旦 椭圆 形 。 

两 个 相 邻 虫 室 的 中 心 相距 0.16 一 0.28 毫米 ,平均 2 毫米 内 有 8 一 9 个 ,有 时 为 12 个 。 口 

不 明显 , 仅 个 别 室 口 发 育 , 宽 约 0.01 一 0.03 毫米 。 刺 孔 形状 小 , 旺 层 状 组 织 , 多 位 于 纵向 相 

邻 虫 室 之 间 , 每 个 室 口 占有 1 一 2 个 ,局 部 地 区 人 缺失。 

纵 切 面 : 里 管 由 中 轴 相 背 生 长 , 直接 开口 体外 。 中 轴 较 粗 , 近 平 直 。 体 壁 近 轴 部 薄 ， 

成 熟 带 体 壁 增 厚 ,彼此 融合 在 一 起 ,比较 模糊 。 横 板 大 部 分 缺失 ,在 个 别 虫 管 中 有 工 条 , 呈 

弧 形 。 虫 管 发 育 情 驶 在 横 切 面 较 明 显 , 孔 们 由 中 轴 呈 放射 状 向 外 发 育 。 

比较 : 这 个 新 种 虫 室 的 形状 不 规则 , 刺 孔 少 而 不 显著 , 故 与 Helopra ovata sp. nov. 不 

同 。 

HABE: 产地 同 前 种 ; 层 位 较 前 种 高 约 43 米 。 

乐 集 号 : BD116。 

登记 号 : 15295 G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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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OZOA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OF 

XIANGZHOU, KWANGSI 

YANG 开 ING-cHIH AND Hu ZHAo-xuN 

U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Summary ) 

The bryozoa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paper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of the late Middle Devonian in Xiangzhou, Kwangsi by Mr. C. M. Yu and his 

party during their stratigra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1961 and 1962. Thirty-one species be- 

longing to 10 different genera are recognized, among them 24 species are new.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abundant brachiopods and corals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ostracods.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corresponding approximately to the Givetian stage of 

Europe,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classic Middle Devonian sections of Kwangsi 

Province since the early work of S. S. Yoh. It mainly consists of limestones,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and mudstones in the type locality, Tungkangling, Xiangzhou. The Tungkang- 

ling formation is succeeded directly by the Liukiang formation of Upper Devonian and 

the base of this formation is not exposed in this region.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in 

the type locality with a total thickness of 497 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lower, the middle and the upper. The lower part, with a thickness of 145m, is mainly 

composed of grey, medium to thick-bedded lime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grey, thin to 

medium-bedded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and several layers of mudstones, containing the fol- 

lowing species: Fistuliramus? sp.,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C. putillus sp. nov., C. 

kwangsiensis sp. nov., C. maturus sp. nov., C. ramosus sp. nov., C. cf. kondomensis 

Morozova, C. cruciatus sp. nov.,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P. radiata sp. nov., P. 

regularis sp. nov., P. irregularis sp. nov., P. excavata sp. nov., P. granularis sp. nov., P. sp.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brachiopods: Stringocephalus burtini Defrance, S. obesus Gtrabau 

and Emanuella sp.; corals: Tesmnophyllum waltheri Yoh and Hexagonaria hexagonum 

(Goldfuss). The middle part, with a thickness of about 181 m, is typified by grey, thin- 

bedded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and grey-bluish mudstones with dark-grey thick-bedded 

limestones at the base, yielding the following new species: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E. 

lata sp. nov., E. kwangsiensis sp. nov.,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sp. nov., S. ?problemus 

sp. nov.,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F. sp., Isotrypa sinensis sp. nov., Reteporina sinuosa sp. 

nov., Helopora ovata sp. nov. and H. irregularis sp. nov. All these species are associated 

with brachiopods: Stringocephalus obesus Grabau, Emanuella takwanensis Grabau and 

Indospirifer sp.; corals: Aulopora sp. and Disphyllum sp.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g- 

kangling formation, with a thickness of 172 m, is characterized by grey, thin-bedded, arg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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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eous lime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yellow-grey mudstones and medium to thick-bedded 

limestones. In the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Fistuliramus mi- 

shanensis (Yang), F. nodinus sp. nov., F. venustus sp. nov. and F. sp. were obtained.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brachiopods: Bornhardtina sp., Indospirifer sp. and Strophonella 

sp.; corals: Hexagonaria sp., Disphyllum sp. and Pseudomicroplasma sp. 

Among the bryozoa genera in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Cystiramus, Fistuliramus, 

Petalotrypa and Eridotrypella are very abundant, yet Fistulipora, Fenestella, Reteporina 

and Isotrypa are comparatively few both in species and in individuals. Cystiramus and 

petalotrypa usually occur in the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of the lower part; Fenestella, 

Helopora, Eridotrypella and Stereotoechus? commonly appear in the marly limestones of 

the middle part, while Fistuliramus was observed in the argillaceous limestones or cal- 

careous shales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Fistulipora, Fistuliramus, Fenestella and Helopora have a long vertical range. The 

discovery of these genera does not add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age 

of the fauna.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must therefore be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the following genera, namely, Evidotrypella, 

Petalotrypa, Cystiramus, Isotrypa and Reteporina. ‘These genera, so far as the present 

knowledge goes, are found from the Devonian, especially from the Middle Devonian, 

only Cystiramus was observed from the rocks of Upper Devonian and from the Lower 

Carbonferous.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and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are known 

from the late Middle Devonian, Heitai formation of Heilungkiang, Northeast China, yet 

the latter is also found in the late Middle Devonian of the Kuzbas of U.S.S.R., Cystiramus 

kondomensis Morozova was obtained from the strata of lower part of the Upper Devonian 

of the Kuznetsk Basin.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new species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paper can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Middle Devonian of U.S.S.R., and a consider- 

able number of new species resemble those of the Middle Devonian of North America. 

Only a few species can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late Middle Devonian Heitai 

form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t follows that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is certainly of 

late Middle Devonian age, and it seems to the present writers that the bryozoans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ddle Devonian bryozoans of the 

Altai Mts. and Kuznetsk Basin on the one side, and to the Middle Devonian bryozoans 

of North America on the other, and that they bear a closer affinity to the bryozoans of 

the Altai Mts., Kuznetsk Basin of U.S.S.R. and North America than to those of the 

Middle Devonian bryozoans of Heilungkiang, Northeast China. This concept as stated 

above is just the conclusion given by Yang King-chih in 1956. The characteristic genera 

Cystiramus, Petalotrypa, Eridotrypella and Isotrypa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in 

Kwangsi are common Middle Devonian fossils of U.S.S.R. and North America. They 

have not been found in the Heitai form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Furthermore, the 

characteristic genera Leioclema, Hemitrypa and Semicoscinium of the Heitai formation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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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common Middle Devonian fossils of U.S.S.R. and of North America, however, they 

have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in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of Kwangsi. 

DESCRIPTION OF NEW SPECIES 

Order Cyclostomata Busk, 1852 

Family Fistuliporidae Ulrich, 1882 

Genus Fistuliramus Astrova, 1960 

Fistuliramus venustus sp. nov. 

(Pl. II, figs. 7—10) 

Zoatium ramose, composed of dichotomizing branches; length 40 mm; diameter im- 

mediately before bifurcation 25mm; diameter of branches 10mm. Slightly elevated 

maculae 3.5 to 5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subcircular or oval, 7 to 8 in space of 2mm. 

Diameter of small zooecia 0.18 to 0.22 mm, of moderate zooecia 0.26 to 0.32 mm, of 

large zooecia 0.34 to 0.52 mm, occasionally 0.60mm. Walls uniform, moderately thin, 

Lunaria occasionally developed in some zooecia. Zooecia separated by distance less than 

the diameter of zooecia, occasionally contiguous. Vesicles small, closely arranged, penta- 

gonal and hexagonal in shape.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from immature region to peri- 

phery, perpendicular to surface.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numerous, closely arranged, 

elongate-rectangular or elongate-hexagonal, length 0.38 to 0.82 mm, width 0.12 to 0.32 mm. 

In early mature region vesicles elongate-pentagonal and _ rectangular, length 0.26 to 

0.44 mm, width 0.12 to 0.22 mm. In mature region, vesicles polygonal, overlapped, 

height 0.02 to 0.08 mm, width 0.10 to 0.16mm, average 20 or more per 1mm. Dia- 

phragms nearly absent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horizontal or 

oblique, occasionally curved,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average 4 to 5 per 1 mm, sometimes 

absent in some parts. 

Remarks: The large and solid zoarium,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sizes of zooecia and 

inconspicuous lunaria of the present species, may be readily separated from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described in the present paper.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63 (Holotype). 

Fistuliramuas nodinus sp. nov. 

(Pl. Il, figs, 4 一 6; pl. III, fig. 1) 

Zoarium flattened-ramose; length 17 mm, short diameter 7.5mm, long diameter 9.2 

to 14.3mm. Maculae well defined, 2.4 to 3.6 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subcircular, oval or elliptical in outline, average 5 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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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sionally 7 in space of 2mm. Diameter of ordinary zooecia ranging from 0.34 to 

0.36mm and from 0.26 to 0.30 mm; of the small zooecia ranging from 0.24 to 0.32 mm 

and from 0.20 to 0.22 mm; of the large zooecia varying from 0.42 to 0.45mm and 0.32 

to 0.37 mm. Zooecia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a single series of vesicles, which are 

polygonal in shape and by distances ranging from 0.04 to 0.08 mm ordinarily, and from 

0.18 to 0.24 mm near or at the vicinity of the maculae; occasionally the zooecia are con- 

tiguous. Distance between the successive centres of the zooecia varying from 0.27 to 

0.34 mm. Lunaria and peristomes absent. Walls moderately thick.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and intermittently from imma- 

ture region to periphery, perpendicular to surface.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elongately 

hexagonal or rectangular, 1 or 2 in 1mm; in mature region the vesicles smaller, closely 

arranged, 7 to 11 in 1 mm. Diaphragms few, but well defined, two to two and one- 

half tube diameters apart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oblique or slightly curved,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Zooecial tubes separated by one to two, occasionally three, 

series of vesicles.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F. venustus sp. nov. in having longer zooecial 

diameters, larger vesicles and well defined maculae. It differs from F. intermedius 

(Nekhoroshev) in having smaller and numerous vesicles in mature region and in absence 

of peristome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64 (Holotype). 

Fistuliramus sp. 

(Pl. I, fig. 2; Pl. III, figs. 5—6) 

Zoarium solid cylindrical; length 33.4 mm, diameter 10mm. Maculae large and well 

defined, approximately 2.8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elliptical or lenticular, occasionally subcircular, inregular- 

ly arranged,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t distances about 0.16 to 0.24 mm ordinarily, 

occasionally 0.41 mm, some parts contiguous, 6 to 7 in 2mm, counting from centre of 

group. Average zooecial diameters ranging from 0.24 to 0.26 mm, occasionally 0.21 to 

0.23 mm, the smaller zooecia with long diameter 0.12 mm and short diameter 0.11 mm, 

larger zooecia with long diameter 0.32 to 0.34. mm and short diameter 0.20 to 0.30 mm. 

Lunaria small but distinct. Peristomes conspicuous in some parts, 0.02 mm wide. Vesi- 

cles larger in size, pentagonal or hexagonal in shape, much as, or less than, the diameter 

of zooecia. 

Longitudinal sections: In immature region larger vesicles irregularly arranged, usually 

0.46 to 1.07 mm in length, and 0.21 to 0.46 mm in width; sometimes 0.21 to 0.32 mm in 

length, and 0.11 to 0.16 mm in width. In mature region vesicles smaller, closely arranged, 

average 11 to 12 in space of 1mm. Diaphragms few in immature region, usually on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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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insert a tube and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in mature region. 

Remarks: This species differs from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in having larger 

and irregular vesicles and conspicuous lunaria, and differs from F. varians (Nekhoroshev) 

in having less number of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66. 

Fistuliramus? sp. 

(Pl. III, figs. 7—8) 

Zoarium dichotomously branching 18.2 mm in length; distanc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bifurcations 9.4mm. Branches flat, 7.3mm wide and 5mm thick. Maculae 

conspicuous, regularly arranged, 2.6 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or elliptical, irregularly distributed, separated 

by one to three series of vesicles, sometimes contiguous, 6 to 7, occasionally 8, in space 

of 2mm. Zooecial diameter 0.19 to 0.24mm, average 0.21 mm, occasionally 0.30 mm. 

Distances between centres of the adjacent zooecia ranging from 0.32 to 0.46 mm, usually 

0.35 to 0.38 mm. Peristomes smooth, distinct, 0.03 to 0.04mm wide. Vesicles small in 

size, polygonal in shape, closely arranged; their diameters less than that of zooecia.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separated by one series of vesicles, sometimes 

contiguous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that separated by one to two series of 

vesicles which are small in size, polygonal in shape. Walls thin and slightly crenulated 

in immature region, and slightly thickened in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few, horizon- 

tal usually one or two present in a zooecium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dia- 

phragms more numerous, oblique or slightly curved, one-half to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Remarks: This specimen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ircular zooecia, conspicuous peris- 

tomes, smaller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It may be readily separated from all the 

other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it. 

Occurrence: This specimen occurs in association with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67. 

Genus Cystiramus Morozova, 1959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Pl. 1, figs 3; Pl. IU, figs: 9—11;_ Pl. IV,. figs. 1—2) 

Zoarium composed of dichotomizing branches; length 21mm; diameter 3.7 to 4mm; 

diameter before bifurcations 6.6mm. Maculae well defined, 2.4 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elliptical or subcircular in outline, longer diameter 0.11 

to 0.21 mm; short diameter 0.12 to 0.16mm; diameter of subcircular zooecia 0.13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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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mm, usually 6 to 8 in space of 2 mm. Interzooecial spaces filled with calcareous ma- 

ter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about 0.24 to 0.38 mm, 

normally 0.32 mm. Peristomes well defined, width 0.03 mm. Lunaria inconspicuous, 

small, occupying one-fourth the zooecial circumference. 

Longitudinal sections: Immature region filled with thin-walled vesicles. Zooecial 

tubes developed from distal part of mature region and bend gradually from early 

mature region toward mature region. Vesicles in mature region elongately pentagonal or 

hexagonal in outline; length 0.16 to 0.24 mm occasionally 0.32 mm; width 0.08 to 

0.16mm, occasionally 0.24mm; average 3 to 4 in space of 1mm. In mature region 

vesicles vague or absent. Diaphragms horizontal or curved, one to three in each zooecium, 

one to one and a half tube diameter apart. Walls thick. 

Remarks: Zoarium of this form is closely similar to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more number of zooecia in space of 2 mm, narrower 

mature region, larger size and less number of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occurs abundantly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68 (Holotype).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 

(Pl. IV, figs. 10—14) 

Zoarium solid, ramose; length 15 mm; diameter 5.5 to 7.5mm. Maculae not ob- 

served.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or subcircular, occasionally elliptical, regularly 

arranged; average diameter 0.16 to 0.22 mm, some small ones only 0.10 mm in diameter; 

7 to 8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successive zooecia ranging 

from 0.25 to 0.35 mm, sometimes 0.46 or 0.18 to 0.20 mm. Interzooecial spaces filled 

with calcareous material. Walls thick. Lunaria strong and well defined, 0.07 to 0.10 mm 

wide, occupying one-fourth to one-third the zooecial circumference. Peristomes poorly 

developed. 

Longitudinal sections: In immature region, vesicles small in size, closely arranged, 

elongate-polygonal in shape; length 0.06 to 0.17 mm; width 0.03 to 0.10 mm, average 9 

to 11 in 1mm.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from early mature region to zooecial sur- 

face. Interzooecial areas occupied by calcareous material. Diaphragms more closely ar- 

ranged in early parts of mature region,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Sometimes curved 

diaphragms or cystiphragms observed in some zooecia.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all the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Cystiramus collected from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by its strong and well de- 

fined lunaria, poorly developed peristomes, small size and regularly arranged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and 9 to 11 vesicles in 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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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The horizon of this species is 3.4m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receding 

species, in the lower part of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70 (Holotype).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Pl. I, figs. 5—6; Pl. V, figs. 1—3) 

Zoatium ramose, cruciate in outline; length 27.9 mm; diameter 5.8 to 7.4mm. Ma- 

culae numerous and well defined, 2.5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elliptical, occasionally subcircular in shape, regularly 

distributed; long diameter of the zooecia, 0.16 to 0.28mm; short diameter 0.14 to 

0.20 mm; some small zooecia bearing a long diameter of 0.10 to 0.14 mm and a short 

diameter of 0.04 to 0.10 mm; usually 6 to 6.5 or rarely 5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generally 0.26 to 0.34 mm, occasionally 

0.60 mm. Walls thick, finely granular. Peristomes thick and conspicuous; width 0.03 to 

0.08 mm. Lunaria moderately developed, occupying one-fifth to one-fourth the zooe- 

cial circumference; inconspicuous in some parts. Interzooecial spaces filled with calcare- 

ous material.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from distal end of immature 

region to zoarial surface.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irregular in size, polygonal in 

shape; length 0.08 to 0.26mm; width 0.06 to 0.20 mm; average 5 to 7 in a distance 

of 1mm. In proximal end of mature region, vesicles smaller in size, rectangular in out- 

line; height 0.06 to 0.08 mm; width 0.08 to 0.10 mm; in distal end of mature region, 

vesicles generally absent. Diaphragms more numerous, horizontal or oblique; usually 5 

to 7 in each zooecium; one to one and a half tube diameter apart, sometimes cutved dia- 

phragms observed in some zooecium. 

Remarks: In longitudinal sections, this species is similar to Cyst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 but the latter has strong and conspicuous lunaria, 7 to 8 instead of 6 to 6.5 

zooecia in a distance of 2mm, and has smaller size and more number of vesicles in im- 

mature region. The outline of zooarium of these two species are also different. 

Occurrence: Same as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Cat. No. 15271 (Holotype). 

Cystiramus putillus sp. nov. 

(PI. I, figs, 7—9; Pl. VI, figs. 5—8) 

Zoatium ramose; length 10.8 mm; diameter 3.4 to 5.8mm. Maculae inconspicuous, 

small; about 2 to 3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or subcircular; diameter 0.14 to 0.22 mm, nor- 

mally 0.20mm; diameter of smaller zooecia 0.12 mm; 6 to 7 in space of 2 mm; regularly 

distributed.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about 0.28 to 



Bryozoa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of Xiangzhou, Kwangsi 37 

0.34 mm, occasionally 0.50 mm. Zooecia separated by one to two series of vesicles which 

are pentagonal or hexagonal in outline. Walls moderately thick. Peristomes conspicuous; 

width 0.05 to 0.06mm. Lunaria poorly developed, small and inconspicuous; width 

0.02 mm. 

Longitudinal sections: Immature region wider than the mature region. Zooecial 

tubes short, sometimes absent in mature region.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hexagonal, 

pentagonal and rectangular in outline; length 0.10 to 0.40 mm, width 0.04 to 0.22 mm, 

normally 5 to 7 in 1mm. In mature region, vesicles smaller in size, rectangular in outline, 

length 0.04 to 0.08 mm, width 0.04 to 0.06 mm. Diaphragms few or absent, occasionally 

one or two in each zooecium. 

Remarks: The size, shape, and number (in 2mm) of zooecia of the present species 

are similar to Cystiramus ramosus sp. nov., but the latter has larger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and has wider mature region.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Cystiramus maturus 

sp. nov. by its narrower mature region, poorly developed zooecial tubes and absence of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Cat. No. 15274 (Holotype); 15274a—b (Paratype). 

Cystiramus maturus sp. nov. 

(Pl. 1, fig. 4; Pl. V, figs. 4—8) 

Zoarium ramose, length 22.7 mm, diameter 3.3 to 3.7 mm. Maculae conspicuous, 2 

to 2.5 mm, rarely 3.1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elliptical or circular in shape, long diameter of elliptical 

zooecia usually 0.14 to 0.22 mm, occasionally 0.30 mm, short diameter commonly 0.10 to 

0.14 mm, rarely 0.20mm, diameter of circular zooecia 0.10 to 0.12 mm, regularly dis- 

tributed, 7 to 7.5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 

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26 to 0.30mm. Peristomes conspicuous, finely granular, 

width 0.02 to 0.06mm. Walls thick. Lunaria not developed.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from mature region to peri- 

phery, nearly perpendicular to surface in outer mature region. Vesicles in immature te- 

gion larger than in mature region, polygonal in outline, regularly and closely arranged, 

length 0.08 to 0.22 mm, width 0.06 to 0.18 mm, commonly 5 to 8 in space of 1 mm. 

Interzooecial spaces usually filled with calcareous material in mature region. Zooecial 

tubes occasionally separated by small and polygonal vesicles. Diaphragms more numer- 

ous, usually 2 to 7 in each zooecium, horizontal or oblique, closely arranged, two-thirds 

to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Curved diaphragms also observed in some zooecia. 

Remarks: The present new species resembles Cystiramus putillus sp. nov., but the 

zooecial tubes are shorter or poorly developed and diaphragms absent in latter species. C. 

maturus sp. nov. is similar to C. cruciatus sp. nov., but the latter has a fine cru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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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arium.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73 (Holotype). 

Cystiramus ramosus sp. nov. 

(Pl. V, figs. 9—10; Pl. VI, figs. 1 一 4) 

Zoarium ramose, length 21.5 mm, diameter 5 to 8mm. Maculae not observed.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elliptical or subcircular in outline; circular 

zooecia 0.20 to 0.26 mm in diameter, occasionally only 0.10 to 0.14 mm; long diameter 

of elliptical zooecia 0.20 to 0.26mm, short diameter 0.18 to 0.20 mm; average 6 to 7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about 0.30 

to 0.40 mm, normally 0.30mm. Walls thin far from the surface of zoarium, and thick 

near the surface. Peristomes moderately developed, width 0.01 to 0.08mm. Lunaria 

commonly absent, occasionally present in some apertures. Zooecia separated by one to 

three series of vesicles which are small in size and polygonal in outline. 

Longitudinal sections: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tubeform or elongate-polygonal in 

outline, length 0.20 to 0.44mm, width 0.06 to 0.20mm, 3 to 3.5 in space of 

1mm. In the proximal end of mature region vesicles rectangular in outline, fewer in 

number and smaller in size than in the distal end, length 0.06 to 0.08 mm, width 

0.08 mm, commonly 10 to 12 in space of 1 mm. Diaphragms horizontal or oblique, 2 to 

6 in each zooecium, usually one rarely two tube diameters apart, occasionally curved dia- 

phragms observed. 

Remarks: The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 in having 

larger and widely distributed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in having poorly developed 

lunaria and conspicuous peristomes. It is also similar to C. cruciatus sp. nov., but differs 

from it in having larger vesicles in immature region, and short zooecial tubes in mature 

region. Zooecial forms of these two species are also different.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72 (Holotype). 

Order Trepostomata Ulrich, 1882 

Family Stenoporidae Waagen and Wentzel, 1886 

Genus Stereotoechus Duncan, 1939 

Stereotoechus ? monolamellatus sp. nov. 

(Pl. VI, fig. 9; Pl. VIL, figs. 1 一 2) 

Zoarium incrusting 0.32 to 0.88 mm in thickness, surface smooth.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subpentagonal, subhexagonal or subcircular; dimensions 

of ordinary zooecia 0.21 by 0.29 mm, of larger zooecia 0.32 mm; 7 to 8 in 2 mm, gen- 

erally separated by a single series of mesopores, occasionally contiguous. Zooecia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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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ly arranged.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neighbouring zooecia about 0.24 mm, 

occasionally 0.29 to 0.32 mm. Méesopores subcircular or suboval, irregularly distributed, 

dimensions of ordinary mesopores 0.04 to 0.13 mm, occasionally 0.16 mm, ordinarily one 

to three, sometimes eight to ten, around each zooecium. Acanthopores conspicuous, sub- 

circular or oval, moderate in number, located at the angle of junctions and sometimes in 

the walls of zooecia, very few inflected, diameter 0.02 to 0.04 mm.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arium thin lamellate. Immature region short, inconspicu- 

ous. Walls regularly thickened, sometimes fused in early and late mature regions. Dia- 

phragms few, thin, straight and slightly curved in some parts; one-half to one-third tube 

diameter apart. 

Remark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of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are conspicu- 

ous acanthopores, more number of mesopores and inconspicuous beaded-walls. The pre- 

sent species may be compared with Stereotoecius itypicus Duncan collected from the 

Traverse group of the Middle Devonian, Michigan, U.S.A., but distinguishes from it by 

the larger and less number of acanthopores and more number of mesopores and by the 

regular walls.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75 (Holotype).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sp. nov. 

(Pl. I, figs. 11—12; Pl. VI, figs. 3—6) 

The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solid, ramose, 15.3mm in length and 4.7 to 11 mm in 

diameter; surface smooth. Paratype composed of dichomizing branches 35.4 mm in length 

and 8.8 to 21.7 mm in diameter; elevated maculae 2.9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subcircular to subelliptical; diameter of average zooecia 

0.19 to 0.26 mm, of larger ones 0.31 mm, of smaller ones 0.17 mm; 7 to 9 in 2 mm, ge- 

nerally contiguous, sometimes separated by mesopores.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21 to 0.27 mm. Mesopores_ subcircular, sub- 

oval or subpolygonal; diameter of ordinary mesopores 0.06 to 0.17 mm; one to three 

around each zooecium. Acanthopores moderate in size, fewer and inconspicuous in com- 

parison with those of other species; diameter 0.03 mm; average one to three to a zooe- 

cium.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irregularly arranged, bend gradually outward 

from immature region toward the mature region and direct to the surface of zoarium. 

Immature region Short, mature region long. Walls thick in mature region, crenulated in 

some parts, slightly fused in early and late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thin, horizontal, 

occasionally oblique, one-fourth to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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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sp. nov. in 

having solid, ramose zoarium. It differs from Stereotoechus ramosus Morozova in having 

more number of mesopores, larger zooecia and less number of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76 (Holotype); 15277 (Paratype). 

Family Eridotrypellidae Morozova, 1960 

Genus Eridotrypella Duncan, 1939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Pl. VII, figs. 7—11; Pl. VIII, figs. 1—3) 

Zoarium ramose, 11 mm in length, 3 to 3.7mm in diameter. Slightly elevated ma- 

culae 2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polygonal or subcircular; diameter of ordinary zooecia 

0.10 to 0.19 mm, of small zooecia 0.08 mm, of average zooecia 0.13 mm, 11 to 12 in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16 to 

0.20 mm. Small granules numerous, well defined, arranged in transverse rows. Acan- 

thopores circular composed of concentrically laminated tissue, located near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diameter 0.01 to 0.02mm. Mesopores absent. Walls integrate.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outward from immature region, 

perpendicular to surface in outer mature region. Zooecial tubes slender, subparallel in 

immature region. Walls thin in immature region, thick and fused in mature region. One 

or two diaphragms, usually one to two tube diameters apart present in transitional region 

of each zooecium. Four to seven clearly defined, oblique, horizontal, or sometimes curved 

diaphragms, one-third to one-half tube diameter apart in each zooecium in mature region. 

Remarks: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is compared with E. granosa Duncan from 

the Traverse group in the Michigan, U.S.A. I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smaller 

zooecia, more number of diaphragms and uncrenulated walls in immature region.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78 (Holotype). 

Eridotrypella lata sp. nov. 

(Pl, VIII, figs. 4—9) 

Zoarium composed of solid branches, 4 to 7 mm in diameter, and 22 mm in length. 

Slightly elevated maculae composed of larger zooecia, 1.8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subquadrilateral or subpentagonal, average zooecial 

diameter 0.13 to 0.16 mm, larger ones 0.24mm and smaller ones 0.10 mm; some ellip- 

tical zooecia with a longer diameter 0.14 to 0.16 mm and a shorter one 0.11 mm; 10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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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n space of 2mm. Ordinarily, distance between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about 0.16 to 0.21 mm, occasionally 0.24mm. Small granules numerous, conspicuous, 

closely arranged in transverse rows. Acanthopores few and inconspicuous, usually at junc- 

tions of zooecial walls; diameter 0.01 to 0.03 mm. Mesopores absent.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developed in layers in mature region. Walls 

thin and irregularly crenulated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gradually thick- 

ened, some parts fused. Generally one or two diaphragms in immature region and two 

or three in transition zone. Diaphragms oblique or curved, closely arranged, three to six 

in mature region of inner layer, approximately one tube diameter apart; horizontal or 

curved diaphragms, nine to eleven in each zooecium in outer layer, about 3 in a distance 

of one tube diameter. 

Remarks: The diagnostic characters of Eridotrypella lata sp. nov. are of the laminated 

nature of mature region, the more number and curved diaphragms, the smaller and 

less number of acanthopores. The tangential sections of the present species may be 

compared with Ev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but it distinguishes from the latter by its 

longitudinal section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79 (Holotype). 

Er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sp. nov. 

(Pl. VIII, figs. 10—12; Pl. IX, figs. 1—4) 

Zoarium solid, ramose, composed of dichotomizing branches; length 36 mm, diameter 

9 to 21.5mm. Maculae not observed.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subpolygonal or subcircular; average diameter of sub- 

polygonal zooecia 0.11 to 0.16 mm, occasionally 0.06 mm; longer diameter of subcircular 

zooecia 0.22 mm and shorter diameter 0.13 mm; 9 to 10 in 2mm. Zooecia regularly ar- 

ranged. Distance between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16 to 

0.21 mm. Acanthopores bearing diameter ranging from 0.03 to 0.05 mm, conspicuous, 

composed of concentrically laminated, usually at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sometimes 

slightly inflected zooecia. Small granules numerous, closely arranged around the zooecium. 

Mesopores absent. 

Longitudinal sections: Walls thin and straight in immature region, regularly and 

gradually thickened, and fused in some parts in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in mature 

region more numerous, closely arranged, horizontal or curved, three to four in a distance 

of one tube diameter; in immature region usually few, only one or two in each zooecium. 

The mature region wider than the immature region.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in having 

more number and curved diaphragms, a wider mature region, larger and fewer acantho- 

pores. It differs from Atactotoechus Duncan (1939) in having well defined, num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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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granules. Thi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Laxophragma spinifera (Duncan; Board- 

man, R. S., 1960, pp. 78—79) in having smaller and different numbers of zooecia.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80 (Holotype). 

Family Amplexoporidae Miller, 1889 

Genus Petalotrypa Ulrich, 1889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Pl. I, figs. 13—14; Pl. IX, figs. 5—7) 

Zoarium solid, irregular, ramose; length 31mm; diameter 5.4 to 11mm. Maculae 

numerous, circular or irregular in outline, commonly 2.3 mm, sometimes 5 to 8 mm, oc- 

casionally 1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oval or subcircular in outline, long diameter generally 

0.09 to 0.17 mm, sometimes 0.04 or 0.24 mm, and short diameter commonly 0.06 to 

0.11 mm, rarely 0.16 mm, regularly arranged, 10 to 10.5 in space of 2 mm, occasionally 

8 to 9 in same space near margin of macula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generally from 0.19 to 0.23 mm, occasionally 0.14 to 0.16 

or 0.25mm. Peristomes conspicuous and well developed, 0.01 to 0.07 mm wide. Meso- 

pores and acanthopores absent. A row of granules occurring along the line of zooecial 

contact.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curved gently from a median plate direct to 

the surface. Walls comparatively thin in immature region and thickened, granular and 

fused together in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few, horizontal and thin, separated by 

distances of 0.11 to 0.14mm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more numerous, 

closely arranged and separated by distances of 0.04 to 0.11 mm; 7 to 9 in space of 1 mm. 

Remarks: This species differs from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described in the pre- 

sent paper in lacking acanthopores, in having wider and conspicuous peristomes and in 

having less number of zooecia in a given. distance.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occurs in association with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Tangkanglu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81 (Holotype), 15281a (Paratype). 

Petalotrypa radiata sp. nov. 

(Pl..I, fig. 1.5;,.Pl. :IX,) figs, 8—12) 

Zoarium flattened-ramose; length 15mm, average short diameter 1.5 to 2mm, long 

diameter 3 to 3.5mm. Maculae circular in outline, 1.5 to 2.5 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elliptical, subcircular occasionally subpolygonal or rhom- 

bical in shape, long diameter generally 0.12 to 0.14 mm, occasionally 0.16 to 0.19 m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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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diameter 0.08 to 0.09 mm, sometimes 0.11 to 0.13 mm, or 0.04mm. Zooecia ar- 

ranged regularly, usually 10, sometimes 12 in space of 2 mm ordinarily, 8 in the same 

space at or near the macula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 

ing zooecia 0.21 mm generally, occasionally 0.24 to 0.29mm. Acanthopores conspicuous, 

radial-form, located near junctions of zooecial angles, diameter 0.01 to 0.04 mm, average 

three to six around each zooecium. Small transverse granules not numerous and cons- 

picuous, commonly arranged into rows at the junctions of the zooecial walls. Peristomes 

thin, 0.01 to 0.02 mm wide. Mesopores absent.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from a median plate to peri- 

phery, nearly perpendicular to surface in outer mature region. Walls thin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thick but not fused. Diaphragms absent in immature region, 

in mature region separated by distance of 0.12 to 0.19 mm, occasionally 0.23 to 0.29 mm, 

one to four in each zooecium. 

Remarks: This species differs from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in having radial 

-shaped and comparatively larger sized acanthopores, in having thin peristomes and in 

having less number of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Cat. No. 15282 (Holotype).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Pl. I, figs. 17—18; Pl. X, figs. 1—4) 

Zoarium flattened-ramose, 12 mm in length, short diameter 3.1 mm, long diameter 

4.7 to 8.5mm. Maculae well defined, regularly arranged, 2.7 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or subcircular in shape; diameter of average 

zooecia 0.06 to 0.08 mm; diameter of largest ones 0.09 to 0.11 mm and that of smallest 

ones only 0.04 mm; average 10 to 12, sometimes 14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16 to 0.21mm, occasionally 

0.13 mm. Peristomes conspicuous, 0.03 to 0.04mm wide. Acanthopores located near 

junctions of zooecial angles, 0.01 to 0.02 mm in diameter, average three to six, sometimes 

two to three surrounding each zooecium, occasionally absent in some parts. One, some- 

times two, series of small granules present at the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Walls com- 

paratively thick. 

Longitudinal sections: Walls in immature region thin, in mature region thickened; 

thickness from 0.11 to 0.19mm, sometimes fused mear periphery of zoarium. Dia- 

phragms in immature region fewer, widely arranged, separated by distance of 0.16 to 

0.21 mm. In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numerous, closely arranged, oblique of slightly 

curved, average 7 to 10 in space of 1 mm.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resembles Petalotrypa radiata sp. nov., but differ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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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ter in having less number of acanthopores, more number of small granules, cons- 

picuous and wider peristomes, and in having more numerous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83 (Holotype), 15283a (Paratype). 

Petalotrypa excavata sp. nov. 

(Pl. 1, fig. 16; Pl. X, figs. 5—9) 

Zoarium solid, ramose, length 14.8 mm, diameter 3.9 to 5.6 mm. Maculae conspicu- 

ous, 2 to 2.5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subcircular or elliptical in shape, diameter of subcircular 

ones commonly 0.06 to 0.09 mm, rarely 0.03 mm, of elliptical ones 0.08 to 0.13 mm, some- 

times 0.06 to 0.08 mm, regularly arranged, usually 12 in space of 2 mm, occasionally 

10 in same spac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about 0.14 

to 0.16 mm, occasionally 0.21 mm. Acanthopores inconspicuous, few or absent, occasion- 

ally present at the junction angles of zooecia. Small granules numerous and closely ar- 

ranged, commonly two to three or more series at the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Peris- 

tomes thin, thickness 0.02 to 0.04mm. Walls thin and integrate. 

Longitudinal sections: A median plate separating the zooecia into bifoliate fronds 

comparatively thick. Zooecial walls about 0.08 to 0.11 mm thick. Diaphragms few, se- 

parated at distances of 0.14 to 0.16mm, sometimes 0.04 or 0.24 mm, 2 to 5 in space 

of 1 mm.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maller zooecia, absent or in- 

conspicuous acanthopores, two to three or more series of small granules. It differs from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and P. irregularis sp. nov. in having fewer diaphragms in the 

zooecial tubes and uniformly thickened wall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84 (Holotype). 

Petalotrypa irregularis sp. nov. 

(Pl. X, figs. 10—13) 

Zoarium solid, ramose; cylindrical, length 22.1 mm, diameter 6.2 to 7.9mm. Ma- 

culae well defined, 3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irregular in size, elliptical or subcircular in shape; long 

diameter 0.13 to 0.16 mm; short diameter commonly 0.08 to 0.11 mm, occasionally only 

0.06 mm; average 10 to 12 in space of 2mm; 8 in same space at the macula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16 to 0.20 mm, rarely 

0.12mm. Acanthopores few, occasionally present at the junctions of zooecial angles; dia- 

meter 0.03 mm, one to three surrounding each zooecium. Small granules or dark spots 

present at the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Peristomes conspicuous and about 0.03 to 

0.04 mm in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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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developed from a median plate, long and nat- 

row. Walls regularly thickened, in some parts irregularly fused. Diaphragms numerous 

and thin, horizontal or oblique, separated by distances of 0.16 to 0.32 mm in immature 

region and of 0.03 to 0.12mm in mature region; 10 to 11 in space of 1 mm.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in having 

fewer and inconspicuous acanthopores, in having larger and less number of zooecia, and 

in having more numerous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85 (Holotype). 

Petalotrypa granularis sp. nov. 

(Pl. I, fig. 19; Pl. XI, figs. 1—5) 

Zoarium cylindrical in outline, 18.5 mm in length and 4 to 6.6 mm in diameter. Ma- 

culae well defined, numerous, circular or oval in shape, variable in size, 2.4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circular or subcircular, average diameter 0.08 to 

0.11 mm, largest diameter 0.14 to 0.16 mm, smallest only 0.03 to 0.04 mm, 12 in space 

of 2mm. Acanthopores few and inconspicuous, diameter only 0.01 mm. Small granules 

or dark spots well developed, irregularly distributed, commonly one to two, rarely three, 

series present at the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Peristomes thin, about 0.01 to 0.02 mm 

thick.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curved gently from a median plate, horizontal, 

slender, long and direct to the surface. Walls variably thickened, with thickness from 

0.01 to 0.08 mm and fused at the middle or the periphery of the zooecium. Diaphragms 

thin and horizontal, separated by distance of 0.08 to 0.18 mm, 7 to 9 in space of 1 mm.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however, the 

fewer and inconspicuous acanthopores, the more numerous and conspicuous small granules, 

the comparatively thin peristomes of the form serve to distinguish it from P. regularis. It 

is also similar to P. irregularis sp. nov.,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zooecia vari- 

able in size and shape, thick peristomes, and more number of diaphragm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86 (Holotype). 

Petalotrypa sp. 

(Pl. I, fig. 20; Pl. XI, figs. 6 一 9) 

Zoarium solid, ramose, length 29 mm, diameter 5.7 to 7mm. Maculae numerous, 

well defined, irregularly arranged, average 2.5 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angential sections: Acanthopores absent; small granules or spots inconspicuo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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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ular; two to three, sometimes five, series present at the junctions of zooecial walls. 

Zooecia circular or subcircular, ordinary diameter 0.08 to 0.i11mm, largest diameter 

0.14 mm; smallest only 0.02 to 0.04mm, average 12, sometimes 10, in space of 2 mm. 

Peristomes conspicuous, 0.02 to 0.04 mm wide.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nearly horizontal and direct to surface. Walls 

regularly thickened in mature region, very rarely fused, thickness 0.08 to 0.09 mm. Dia- 

phragms thin and oblique, separated by distance of 0.08 to 0.16mm, rarely 0.21 to 

0.28 mm, 6 to 8 in space of 1 mm. 

Remarks: ‘The present form is closely allied to Petalotrypa perforata Nekhoroshev,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smaller circular zooecia and thicker peristomes. It 

is also similar to P. granularis sp. nov., bu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fewer and 

inconspicuous small granules, more number of diaphragms and absence of acanthopore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827. 

Order Cryptostomata Vine, 1883 

Family Fenestellidae King, 1850 

Genus Fenestella Lonsdale, 1839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Pl. I, figs, 21—22; Pl. XII, figs. 1—3) 

Zoarium flabellate; reverse exposed only. 

Meshwork formula: 24—25/15—16//25. 

Obverse: Branches straight, moderate, parallel, average width 0.16 to 0.24 mm, 

widest 0.32 to 0.48 mm in place immediately before bifurcation; 24 to 25 in space of 

10mm. Apertures circular; diameter 0.08 to 0.11mm; regularly arranged, opening 

directly outward, 25 in space of 5 mm, three to four rows of apertures present on a 

branch at point of bifurcation, usually two to four, occasionally one, to a fenestrul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apertures ranging from 0.20 to 

0.24mm. Dissepiments slender, horizontal or oblique, width 0.04 to 0.12 mm. Fenestrules 

rectangular or rounded-rectangular, some parts petaloid; length 0.56 to 0.72 mm, width 

0.16 to 0.24 mm, 15 to 16 in space of 10mm. Carina straight, occasionally slightly 

sinuous, low and weak. Nodes absent on carina. 

Reverse: Fenestrules subelliptical, length 0.40 to 0.48 mm, width 0.21 to 0.27 mm. 

Dissepiments wider than those on the obverse of zoarium; width 0.15 to 0.23 mm. Capil- 

lary pores smaller, circular, regularly distributed and located near junctions of branches 

and dissepiments; diameter 0.02 to 0.04 mm. 

Remarks: In characters, such as meshwork formula, the present species may be 

compared with Fenestella vera Ulrich collected from the Hamilton group, U.S.A. It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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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more number of fenestrules and apertures in a given dis- 

tance, and in having slender dissepiments and lower carina.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88 (Holotype), 15289 (Paratype). 

Fenestella sp. 

(Pl. XII, figs, 4—5) 

Zoarium unknown, only fragments observed. 

Meshwork formula: 18—19/11—12//20—22. 

Obverse: Branches slender, straight, parallel, width 0.11 to 0.16 mm, 18 to 19 in 

space of 10 mm. Apertures opening directly outward, oval in outline, length 

0.09 to 0.12 mm; width 0.06 to 0.08 mm; 20 to 22 in space of 5mm, two to three to a 

fenestrul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apertures ranging longi- 

tudinally from 0.20 to 0.24mm. Dissepiments slender, horizontal, width 0.04 to 0.08 mm. 

Fenestrules rectangular, some parts petaloid in outline; length 0.69 to 0.78 mm; width 

0.27 to 0.40 mm; 11 to 12 in space of 10mm. Carina high, thin and conspicuous. 

Reverse: Fenestrules comparatively wider than those of obverse of zoarium, length 

0.62 mm, width 0.48 mm. 

Remarks: ‘The meshwork formula of this specimen resembles Fevestella altsheda- 

tensis Morozova collected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Middle Devonian, Kuznetsk Basin, 

U.S.S.R., but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arger fenestrules with length 0.70 to 

0.90 mm and width 0.30 to 0.35 mm, and by the quadrilateral or pentagonal apertures. 

Carina of this specimen is high and well defined. Other specific characters need further 

material to prove.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90. 

Genus Jsotrypa Hall, 1885 

Isotrypa sinensis sp. nov. 

(Pl. XII, figs, 6—8) 

Zoarium known as flabellate expansion; fenestrules lenticular in outline. 

Meshwork formula: 21—23/10—12//25. 

Obverse: Branches sinuous, not parallel; width 0.21 to 0.25 mm, ordinarily 0.23 mm; 

21 to 23 in space of 10mm. Apertures circular or subcircular; diameter 0.08 to 

0.11 mm, opening directly outward; 25 in space of 5mm, four to five to a fenestrule.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apertures ranging from 0.20 to 

0.24mm. Carina strong, slightly sinuous, expanded at summit. Transverse bars of same 

width as the carina, connecting adjacent carinae of branches. Nodes absent from c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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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estrules Jenticular or elongate-oval; length 0.72 to 0.88 mm; width 0.27 to 0.32 mm; 

10 to 12 in space of 10mm. Dissepiments horizontal, not depressed below plane of 

branches; ordinary width 0.14 to 0.21 mm, widest 0.38 mm, occasionally only 0.11 to 

0.13 mm. 

Reverse: Fenestrules, branches and apertures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obverse.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Isotrypa isopeda Deiss. I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slender branches, 21 to 23 in space of 10 mm, in having small apertures, 

25 in space of 5mm and in having larger fenestrule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91 (Holotype). 

Genus Reteporina d’Orbigny, 1849 

Reteporina sinuosa sp. nov. 

(Pl. XII, figs. 9—11) 

Zoatium a flabellate expansion; branches not parallel; dissepiments strong; fenes- 

trules small. 

Meshwork formula: 25—27 or 30—31/16—17//25. 

Obverse: Branches slender, subparallel; width generally 0.21 to 0.24mm, widest 

0.44 mm immediately before bifurcation; 25 to 27, sometimes 30 to 31 in space of 10mm. 

Apertures elliptical, diameter 0.08 to 0.09 mm; some parts circular or star-shaped; dia- 

meter 0.08 mm, opening laterally; 25 in space of 5 mm, regularly arranged, separated at 

distances of 0.16 to 0.20mm apart measured from centre to centre; three rows of 

apertures present on branches at points of bifurcation, average one-half to two, sometimes 

three, to a fenestrule. Peristomes conspicuous and strongly developed, about 0.03 to 

0.06 mm in width. Lunatia absent. Fenestrules oval, length 0.23 to 0.35 mm, occasion- 

ally 0.15 mm, width 0.14 to 0.16 mm, 16 to 17 in space of 10mm. Dissepiments round, 

not depressed below plane of branches, width 0.40 to 0.56 mm. Carina not prominent, 

crenulated, about 0.01 mm in width. 

Reverse: Reverse face of holotype unknown, only paratype shown. Fenestrules oval, 

length 0.64 to 0.72mm, width 0.24 to 0.32mm. Dissepiments more slender than those 

on obverse face, width 0.11 to 0.16 mm.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characteristic in more number of zooecial apertures 

obtained in 5 mm and more number of branches in 10 mm, smaller fenestrules, wider dis- 

sepiments and well defined peristomes. It can be readily distinguished from R. ubensis 

Nekhoroshev.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92 (Holotype); 15293 (Para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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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rthrostylidae Ulrich, 1888 

Genus Helopora Hall, 1851 

Helopora ovata sp. nov. 

(Pl. I, figs. 23—24; Pl. XI, figs. 10—12) 

Zoarium with dichotomizing branches, length 12 mm, diameter 0.08 mm. Zooecia 

oval, opening directly outword; longitudinal ridges regularly arranged and well defined.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oval, long diameter 0.11 to 0.12 mm, short diameter 

0.06 mm, regularly arranged, 10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20 to 0.27 mm. Acanthopores small, composed of 

small tubes or granules, 0.02 mm in diameter, located at interzooecial spaces, one to three 

around a zooecium. Mesopotes absent. Peristomes well developed, conspicuous, granu- 

lated, about 0.01 to 0.02 mm wide. 

Longitudinal sections: Walls thin, slightly crenulated in immature region, thickened 

in mature region, vague near surface of zoarium. Diaphragms generally absent, if pre- 

sent, only one in some of the zooecial tubes. Transverse sections show that the zooecial 

tubes are radially arranged along a central axis. 

Remarks: This new species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Helopora devonica Morozova 

collected from the upper part of Middle Devonian in Russian platform. It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having smaller zooecia, 10 in 2 mm and more number of acanthopores. H. 

ovata sp. nov. differs from H. inexspectata McNair collected from the Traverse group, 

Michigan, U.S.A. in that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small, elliptical or subpolygonal 

zooecia. 

Occurrence: This species was collected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e Tungkangling 

formation, Xiangzhou, Kwangsi. 

Cat. No. 15294 (Holotype). 

Helopora irregularis sp. nov. 

(Pl. I, fig. 25; Pl. XII, figs. 12—14) 

Zoarium slender, ramose, length 7.5 mm, diameter 0.82 mm. 

Tangential sections: Zooecia elliptical, occasionally subcircular, long diameter 0.11 to 

0.17 mm, short diameter 0.08 to 0.12 mm; smaller zooecia located at interzooecial spaces 

occasionally observed. Zooecia irregularly arranged, usually 8 to 9, sometimes 12 in 

space of 2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res of two neighbouring zooecia ranging from 

0.16 to 0.28mm. Peristomes poorly developed, inconspicuous, 0.01 to 0.03 mm wide. 

Acanthopores small, composed of laminated tissue, located at interspaces of zooecia, or- 

dinarily one or two to each zooecium. 

Longitudinal sections: Zooecial tubes bend gradually from central axis to periphery, 

direct to zoarial surface. Central axis thickened and fused in mature region. Diaphra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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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ly absent, occasionally one in each zooecial tube. A radial arrangement of zooecial 

tubes showns in transverse sections. 

Remarks: Helopora irregularis sp. nov. differs from H. ovata sp. nov. in having ir- 

regularly shaped zooecia and in having small and inconspicuous acanthopores. 

Occurrence: Same as the preceding species. 

Cat. No. 15295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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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mi 
图 1. Fistuliramus nodinus (FH) 13. JERE, X 1。 有 登记 号 : 15281 GEA). 

正 型 硬 体 ，X 1, BEB: 15264 CER). 14. 副 型 硬 体 ，X 1。 登 记号 : 15281a( 副 型 )。 
图 2. Fistuliramus sp. 图 15. Petalotrypa radiata (4#t) 

RSE, X 1。 登 记号 : 15266, 正 型 硬 体 , x 1。 登 记号 : 15282 GER), 
图 3. Cystiramus sinicus (fF) Fk 16. Petalotrypa excavata (3) 

正 型 硬 体 ，X 3。 登 记号 : 15268 〈 正 型 )。 正 型 硕 体 ，X 3。 登 记号 : 15284 ( 正 型 )。 

图 4. Cystiramus maturus (fF) 图 17,18. Petalotrypa regularis (3 Fh) 

正 型 硬 体 ,X 3. EEE: 15273 ( 正 型 )。 17， 正 型 硬 体 ，X 3。 登 记号 : 15283 CER). 
图 5，6. Cystiramus cruciatus (新 种 ) 18. Baa, xX 3。 登 记号 : 15283a( 副 型 )。 

5。 正 型 看 体 ，X 1。 图 19. Petalotrypa granularis ($F) 

6. 正 型 硬 体 表面 的 一 部 分 ，X 8, 正 型 硬 体 ，X 3。 登 记号 : 15286(〈 正 型 )。 
登记 号 : 15271 ( 正 型 )。 图 20. Petalotrypa sp. 

图 7 一 9._ Cystiramus putillus (fF) 硬 体 外 形 ，X 1。 登 记号 : 15285, 

7. TERUG, X 3。 登 记号 : 15274 GER). 图 21,22. Fenestella rigida (新 种 ) 

8、 副 型 硬 体 , X 3, BIBS: 15274a (BIA). 21.。 正 型 硕 体 , X 3。 
9. 副 型 硬 体 ,X 3。 登 记号 : 15274b 〈 副 型 )。 22. 正 型 硬 体 的 一 部 分 ，X 10。 

P10. Cystiramus cf. Rondomensis Morozova 登记 号 : 15289 GEA). 

MANE, X 3。 登 记号 : 15269。 图 23;,24. Helopora ovata (fF) 

图 11, 12.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新 种 ) 23. EAU, X 5。 

ll. 副 型 硬 体外 形 ，X 1. 24. FI 23 是 同一 硬 体 , X 8。 

12. 同一 硬 体 的 表面 的 一 部 分 ，X 10, 登记 号 : 15294( 正 型 )。 
登记 号 : 15277 Iz). 图 25. Helopora irregularis 〔〈 新 种 )。 

图 13,14. Petalotrypa sinensis 〔〈 新 种 ) TERUG, X 5。 登 记号 : 15295 GEA). 

EXPLANATION OF PLATES 
The specimen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re all deposited in the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Fig. 

Fig. 

Fig. 

Fig. 

Figs. 

Figs. 

Fig. 

Figs. 

Figs. 

Plate I 

1.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15381 (Holotype).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1. Cat, No. 14. Zoarium of the paratype. x 1. Cat. No. 
15264 (Holotype). 15281a (Paratype). 

2. Fistuliramus sp. Fig. 15. Petalotrypa radiata sp. nov, 
External view of the zoarium. X 1. Cat.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X 3. Cat. No. 
No. 15266. 15282 (Holotype). 

3.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Fig. 16. Petalotrypa excavata sp. nov.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X 3. Cat. No.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3. Cat, No. 
15268 (Holotype). 15284 (Holotype). 

4. Cystiramus maturus sp. nov. Figs. 17,18.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3. Cat. No. 17.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3. Cat. No. 
15273 (Holotype). 15283 (Holotype). 

5, 6.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18. Zoarium of the paratype. X 3. Cat. No. 
5.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1. 15283a (Paratype). 
6. Surface character of the same. X 8. Fig. 19. Petalotrypa granularis sp. nov. 

Cat. No. 15271 (Holotype).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3 Cat. No. 
7—9. Cystiramus putillus sp. nov. 15286 (Holotype). 
7.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3. Cat. No. Fig. 20. Petalotrypa sp. 

15274 (Holotype). External character of the zoarium. X 1. 
8,9. Zoaria of the paratype. x 3. Cat. No. Cat. No. 15285. 

15274a—b (Paratype). 
10. Cystiramus cf. kondomensis Morozova 

External view of the zoarium, 3. Cat. 
No. 15269. 

11,12.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sp. nov. 
11. Zoarium of the paratype. xX 1. 
12. Surface character of a part of the same 

zoarium. X 10. 
Cat. No. 15277 (Paratype). 

13,14.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13.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1. Cat, No. 

Figs. 21,22.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21. External view of the holotype. 
22, A part of figure 21. —K 1G: 

Cat. No. 15289 (Holotype). 
Figs. 23,24. Helopora ovata sp. nov. 

23.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X 5. 
24. Zoarium of the same, X 8. 

Cat. No. 15294 (Holotype). 
25. Helopora irregularis sp. nov. 

Zoarium of the holotype. 5. Cat. No. 
15295 (Holotype). 

x S.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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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1. 5X, x 20, 

2. 纵 切 面 , X 10, 
3. 和 图 2 是 同一 纵 切 面 , 另 一 部 分 ，X 10。 
登记 号 : 15262。 

图 4 一 6. Fistuliramus nodinus ($F) 

4. OM, X 20。 
5. AM, x 10, 
6. 和 图 5 是 同一 纵 切 面 , 另 一 部 分 ，X 10, 

登记 号 : 15264 GEA). 

Fistuliramus venustus ($F) 

。 豆 切 面 ,表示 虫 室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排列 情况 ， 
x 10, 

8. 和 图 7 是 同一 汞 切面 , 另 一 部 分 ，X 20, 

9. 纵 切 面 ， 表 示 虫 管 的 形状 及 泡 状 组 织 分 布 情 

10. 

Plate Il 

Figs. 1—3. Fistulipora frondosa Yang 

1. Tangential section, X 20. 

2.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0. 

3.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part. xX 10. 

Cat. No, 15262. 

Figs. 4—6.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4. Tangential section, x 20. 

5.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0. 

6.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part. X 10. 

iy X 56 

和 图 9 是 同一 纵 切 面 , 另 一 部 分 ，X 10, 

登记 号 : 15263 GER). 

Cat. No. 15264 (Holotype). 

Figs. 7—10. Fistuliramus venustus sp. nov. 

rE 

10.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shape, siz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 X 10.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patt; >< 20) 

Longitudinal section. x 5. .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part. xX 10. 

Cat. No. 15263 (Holotype). 



fll. Fistuliramus nodinus (*) 

和 图 版 II 图 4 La—sKH.A—Ma, x 20, 

登记 号 : 15264 GEA). 

图 2 一 4.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Yang) 

2. 5X, x 20, 

3. AH, x 10, 

4. 和 图 3 是 同一 纵 切 面 ，X 20, 
登记 号 : 15265。 

Fistuliramus sp. 

5. 5X0), X 20, 

6. AMM, xX 10, 

fd 5,6. 

Ill 

登记 号 : 15266, 

Fistuliramus? sp. 

7. aX, X 20, 

8. AH, x 10, 

登记 号 : 15267, 
图 9 一 11._ Cystiramus sinicus 〔〈 新 种 ) 

9.， 喜 切面 ,表示 虫 室 的 形状 、 大 小 徘 列 情 况 ; 

口 围 和 月 牙 构 造 的 发 育 情况 , X 20。 

10. 和 图 9 是 同一 蓄 切 面 , 另 一 部 分 ，X 20。 
11. 横 切 面 ，X 10, 

登记 号 : 15268(〈 正 型 )。 

图 7,8. 

Plate III 

Fig. 1. Fistuliramus nodinus sp. nov. 

Tangential section, x 20. 

Cat. No. 15264 (Holotype). 

Figs. 2—4.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2. Tangential section, xX 20. 

x 10: 

4.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Cat. No, 15265. 

Figs. 5,6. Fistuliramus sp. 

3. Longitudinal section, 

< 26 

5. Tangential section, x 20. 

6.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0. 

Cat. No, 15266. 

Figs. 7, 8. 

7. Tangential section, X 20. 

8. Longitudinal section, < 10. 

Cat. No. 15267. 

Figs. 9—11.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Fistuliramus? sp. 

9.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shape, siz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 the lun- 

atia and peristomes. X 20. 

10.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mae, an other 

patt. < #20: 

11.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Cat. No. 15268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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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版 IV 

Fl 1,2. Cystiramus sinicus (新 种 ) 登记 号 : 15269, 

1 纵 切 面 ， 表 示 虫 管 及 弯曲 横 板 的 发 育 情况 ， 图 10—14.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 新 种 ) 

X 5. 10. FX ARRBHCKR, ALMERIA: 

2. 横 切面 ，X 10, 月 牙 构 造 发 育 情 况 ,，X 20。 
登记 号 : 15268 GEA). 11,12. 和 图 10 是 同一 弦 切 面 ，X 35。 

图 3 一 9。 Cystiramus cf. kRondomensis Morozova 13. 纵 切 面 ， 表 示 虫 管 和 泡 状 组 织 发 育 的 情况 ， 

3—6. 5X, X 20。 XLS 

7. 和 图 5 是 同一 弦 切 面 ，X 40。 14. 横 切 面 ，X 5。 
8. Aw, x 15。 登记 号 : 15270 GER). 

9. fa, X 10, 

Plate IV 

Figs. 1, 2. Cystiramus sinicus sp. nov. Cat. No. 15269. 

1. Longitudinal section, showing the presence Figs. 10—14. Cystiramus kwangsiensis sp. nov. 

of cystiphragms in some tubes. X 15. 10.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shape, size 

2. Transverse section, < 10.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 and show- 

Cat. No. 15268 (Holotype). ing the character of lunaria. x 20. 

Figs. 3—9. Cystiramus cf. kondomensis Morozova 11,12. Tangential sections of the asme. X 35. 

3—6. ‘Tagential sections, X 20. 13. Longitudinal section, showing character of 

7.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X 40. zooecial tubes and vesicles. X 15. 

8.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14. Transverse section, < 5. 

9.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Cat. No. 15270 (Holotype). 



图 1—3. Cystiramus cruciatus (3 FH) 

1. XU RRBBHCR, ALMA, 

X 20, 

2. 和 图 1 是 同一 区 切面 ，X 356 
3. 纵 切 面 ,表示 虫 管 中 有 泡 讨 板 ,，X 15, 

登记 号 : 15271 GER). 
图 4 一 8 Cystiramus maturus (fF) 

4. 亦 切 面 ， 表 示 口 围 和 月 牙 构 造 的 发 育 情况 ， 

X 20。 

图 9,10. 

V 

5,6. 和 图 4 是 同一 荡 切 面 , X 35, 

7. 纵 切 面 , 表 示 泡 状 组 织 发 育 情况 ，X 15。 
8. UI, x 10。 
登记 号 : 15273 GEA). 
Cystiramus ramosus (3¥h) 

9. 5XtTM, x 20, 

10. 横 切 面 , x 10, 
登记 号 : 15272 GER) 

Plate V 

Figs. 1—3. Cystiramus cruciatus sp. nov. 

1.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lunaria well 

defined. X 20. 

2.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35. 

3. Longitudinal section, showing a _ cysti- 

phragm present in some tubes, X 15. 

Cat. No. 15271 (Holotype). 

Figs. 4—8. Cystriamus maiurus sp. nov. 

4.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peristomes 

and lunaria. 20. 

5,6. Tangential sections of the same. X 35. 

7. Longitudinal section, showing the vesicles. 

< UES: 

8. Transverse section, < 10. 

Cat. No. 15273 (Holotype). 

Figs. 9, 10. Cystiramus ramosus sp. nov. 

9. Tangential section, 20. 

10.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Cat. No. 15272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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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Cystiramus ramosus 〔〈 新 种 ) 

1,2. KOM. RROBRAFWRHRA EH, 

SS. 

3. 和 图 1 AWK; AMD, x 40, 

4. Ati, x 15, 

登记 号 : 15272 GEA). 加 9. 
5—8. Cystiramus putillus (FH) 

5. GX, 表示 虫 室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排列 情况 ; 

Plate VI 

Figs. 1—4. Cystiramus ramosus sp, nov. 

1, 2. Tangential sections, showing the lunaria 

and peristomes. X 35. 

3. Tangential es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part. Xx 40. 

4.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Cat. No. 15272 (Holotype). Fig. 

Figs. 5—8. Cystiramus putillus sp. nov. 

5.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shape, size 

VI 

口 围 发 育 ，X 20, 

6. 和 图 5 是 同一 弦 切 面 ，X 35。 

。 纵 切面 ,表示 泡 状 组 织 发 育 情况 ，X 15。 

. RUM, x 10。 

登记 号 : 15274 GEA). 
Stereotoechus ? monolamellatus (新 种 ) 

纵 切 面 , 体 壁 发 育 情况 ,，X 20。 

登记 号 : 15275 GED).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X 20.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35. 

Longitudinal section, showing the vesicles 

small. xX 15.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Cat. No. 15274 (Holotype).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sp. nov. 

Longitudinal section, < 20. 

Cat. No. 15275 (Holotype). 



图 版  VIH 

图 1,2. Stereotoechus ? monolamellatus (Ft) 6. 是 图 5 同一 横 切 面 的 一 部 分 ，X 35。 

1. OH, 表示 虫 室 、 间 隙 孔 和 刺 孔 发 育 情 况 ， 登记 号 : 15276 GER). 
135, 图 7 一 11._ Eridotrypella arrecta (f#h) 

2. 纵 切 面 ，X 35。 7,8. 弦 切 面 ， 表示 虫 室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排列 情 
登记 号 : 15275( 正 型 )。 驶 ; 刺 孔 少 而 明显 ， 横 向 细 镁 组 织 发 育 ， 

图 3 一 6. Stereotoechus ? problemus 《新 种 ) 202 

3. OM, 表示 虫 室 、 间 隙 孔 和 刺 孔 发 育 情况 ， 9. AMM, x 15。 

X20, 10. 和 图 9 是 同一 纵 切 面 , 另 外 一 部 分 ，X 15. 
4. 纵 切 面 ，X 15。 11. 横 切 面 ，X 10, 

5. 横 切 面 ,X 10, 登记 号 : 15278 GEA). 

Plate VII 

Figs. 1,2. Stereotoechus? monolamellatus sp. nov. Cat. No. 15276 (Holotype). 

1.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zooecia, Figs. 7—11. Er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mesopores and acanthopores, X 35. 7,8. Tangential sections, showing the haspe. 

2. Longitudinal section, X 35. size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 The 

Cat. No. 15275 (Holotype). acanthopores are a few, small but distinct, 

Figs. 3—6. Stereotoechus? problemus sp. nov. transverse granules numerous, X 20. 

3.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zooecia. 9.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mesopores and acanthopores, 20. 10.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4. Longitudinal section, * 15. patt. ~~ 15; 

5.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11. Transverse section, 10. 

6. Transverse section fo the same, another Cat. No, 15278 (Holotype). 

pare, SC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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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Eridotrypella arrecta (fF) 8. AS 7 是 同一 纵 切 面 ，X 35. 

1,2. KUM, X 35。 9. YT, x 10, 

3。 纵 切面 ,一 部 分 放大 ，X 35. 登记 号 : 15279( 正 型 )。 
登记 号 : 15278 GEA). 图 10 一 12. Er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 新 种 ) 

图 4 一 9. Eridotrypella lata ($F) 10. 5X, RRAMARS PEAR, X 20。 

4. LOM, RRRBHCK ADAP: ll. 和 图 10 是 同一 弦 切 面 , 另 一 部 分 , X 40, 

刺 孔 少 而 显著 , 细 粒 组 织 清 楚 ，X 35。 12. 横 切 面 ，X 10, 

5. 和 图 4 是 同一 汞 切面 , 另 一 部 分 ，X 40 登记 号 : 15280 GEA). 

6,7. 纵 切 面 , 表 示 成 熟 带 成 层 状 发 育 ，X 15。 

Plate VIII 

Figs. 1—3. Ervidotrypella arrecta sp. nov. 6,7. Longitudinal section, showing the deve- 

1,2. Tangential sections, 35. lopment of layers in mature region. X 15. 

3. Longitudinal section, X 35. 8.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35. 

Cat. No. 15278 (Holotype). 9.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Figs. 4—9. Eridotrypella lata sp. nov. Cat. No. 15279 (Holotype). 

4.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shape, size Figs. 10—12. Er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sp. nov.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 The acan- 10.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granules 

thopores and granules are well developed. closely arranged. X 20. 

x 35e 11.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40. 

5.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an other 12. Transverse section, < 10. 

part. X 40. Cat. No. 15280 (Holotype). 



图 1—4. Er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 新 种 ) 

1. 和 图 版 VU, 图 ll 是 同一 到 切 面 ,一 部 分 放 

RK, X 356 

2,3. 级 切面 ,表示 横 板 发 育 的 情况 ，X 15, 

4. 和 图 2 是 同一 纵 切 面 ,一 部 分 放大 ，X 35。 

登记 号 : 15280 GEA). 

图 5 一 7. Petalotrypa sinensis 〈《 新 种 ) 

5. SKM, 表示 刺 孔 缺失 , 细 粒 组 织 排 列 规则 ， 

X20。 

6. 和 图 5 是 同一 粥 切面 ，X 40。 

IX 

7. Aw, x 15. 

登记 号 : 15281 GER). 
图 8 一 12. Petalotrypa radiata (Fh) 

8,9. 弱 切 面 ， 表 示 虫 室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排列 情 

驶 ; 刺 孔 多 而 显著 ，X 20。 

10. 和 图 9 是 同一 荡 切 面 ，X 40。 

11. 纵 切 面 ，X 15。 

12. 横 切 面 ，X 10, 

登记 号 : 15282 GER). 

Plate IX 

Figs. 1—4. Evidotrypella kwangsiensis sp. nov. 

1. Tangential section, 35. 

2,3. Longitudinal sections, showing the dia- 

phragms closely arranged. X 15. 

4.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35. 

Cat. No. 15280 (Holotype). 

Figs. 5—7. Petalotrypa sinensis sp. nov. 

5.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absence of 

acanthopores and regular arragement of 

granules. X 20. 

6.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40. 

7.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Cat. No. 15281 (Holotype). 

Figs. 8—12. Petalotrypa radiata sp, nov. 

8,9. Tangential sections, hsowing the acantho- 

pores well defined. X 20. 

10.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asme. X 40. 

11.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12. Transverse section, < 10. 

Cat. No. 15282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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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etalotrypa regularis (3h) ; 7. 和 图 5 是 同一 荡 切 面 ，X 35, 

1. OM, 表示 虫 管 的 形状 、 大 小 和 排列 情况 ; 8. 纵 切 面 ，X 15。 

刺 孔 多 而 显著 , 细 粒 组 织 发 育 ，X 20, 9. i, x 10, 

2. 和 图 1 BRM—sKUTH, x 35. 登记 号 : 15284 EM). 
3. AWM, x 15, 图 10—13. Petalotrypa irregularis (新 种 ) 

4. ti, x 10, 10. KOM, RRHRBHCRAALEA Al Ml, 

登记 号 : 15283 GEA). X20。 
图 5 一 9._ Petalotrypa excavata (〔( 新 种 ) 11,12. 和 图 10 是 同一 汞 切面 ,部 分 放大 , x40, 

5,6。 辟 切面 ,表示 虫 室 \, 刺 孔 和 细 粒 组 织 发 育 情 13. Ain, x 15, 

HR, X 20, 登记 号 : 15285 GER). 

Piate X 

Figs. 1—4. Petalotrypa regularis sp. nov. acanthopores and granules. x 20. 

1.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shape, size 7.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35. 

and arrangement of the zooecia; acantho- 8. Longitudinal section, < 15. 

pores numerous and granules well defined. 9. Transverse section, & 10. 

*« 20: Cat. No. 15384 (Holotype). 

2.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 35. Figs. 10—13. Petalotrypa irregularis sp. nov. 

3. Longitudinal section, 15, 10.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irregular 

4.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size and shape of the zooecia. X 20. 

Cat. No. 15283 (Holotype). 11,12. Tangential sections, x 40. 

Figs. 5—9. Petalotrypa excavata sp. nov. 13.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5,6. Tangential sections, showing the zooecia, Cat. No. 15285 (Holotype). 



图 1 一 5. 

2. 和 图 1 是 同一 范 切 面 , 一 部 分 放大 ， 355 

Petalotrypa granularis 〈 新 种 ) 

1. KOM, ARRITLMAMARKA aX, 
x20, 

3,4. AM, x 15, 

5. At, x 10, 

图 6 一 9. 

登记 号 : 15286 GEA). 

Petalotrypa sp. 

6,7. LOM. ATAMARHRAA, x 40, 

Figs. 1—5. Petalotrypa granularis sp. nov. 

1. 

Plate XI 

Tangential section, showing the acantho- 

pores and granules. X 20. 

2. Tangential section of the same. X 35. 

3, 4. Longitudinal sections, & 15. 

5. Transverse section, * 10. 

Cat. No. 15286 (Holotype). 

Figs. 6—9. Petalotrypa sp. 

Figs. 10—12. Helopora ovata sp. nov. 

6, 7. Tangential sections, showing the well de- 

XI 

8. AM. x 15. 

图 10—12. 
10. 

5 HE 

Was 

10. 

ite 

1 

- BU, x 10, 
登记 号 : 15287, 

Helopora ovata 〔〈 新 种 ) 

SKU, X 20。 

AH, x 20, 
横 切 面 , X 20, 
登记 号 : 15294 GEA). 

fined granules. X 40. 

Longitudinal section, x 15. 

Transverse section, X 10. 

Cat. No. 15287. 

Tangential section, X 20. 

Longitudinal section, x 20. 

Transverse section, 20. 

Cat. No. 15294 (Holotype). 

he i 



| 

杨 黎 之 等 : HANA 
?« 

aia # 

chr 



RLS ANA MA Ea 图 版 XI 
* sh tage “Recs h he $a, fee ge SI SORA TR ba ia st SANS Sage 

_ . 4. 



BS a 

图 1 一 3. Fenestella rigida (〈 新 种 ) 

1。 正 型 标本 的 正面 ，X 10, 登记 号 :15288 

( 正 型 ) 
2. 副 型 标本 的 正面 ，X 20。 

3. 副 型 标本 的 反面 ，X 20。 登记 号 : 15289 

(图 2 一 3, 副 型 )。 
4,5. Fenestella sp. 

4. JE, X 20, 

5. tai, x 20, 
登记 号 : 15290, 

图 6 一 8. Isotrypa sinensis CEFR) 

6. JEM, xX 10, 

7. A 6 是 同一 切面 ,一 部 分 放大 ，X 20. 

ri 
12. 
13. 
14. 

Plate XII 

Figs. 1—3. Fenestella rigida sp. nov. 

1. Obverse section of the holotype. x 10. 

Cat. No. 15288 (Holotype). 

2. Obverse section of the paratype. x 20. 

3. Reverse section of the paratype. X 20. 

Cat. No. 15289 (figs 2—3, Paratype). 

Figs. 4,5. Fenestella sp. 

4. QObverse section, X 20. 

5. Transverse section, x 20. 

Cat. No, 15290. 

Figs. 6—8. Isctrypa sinensis sp. nov. 

6, 7. Obverse sections, 6, X 10; 7, X 20. 

8. Transverse section, X 20. 

a. 

10. 

14. 

1:2: 

LS: 

14. 

- UM, Xx 20, 

登记 号 : 15291 GER), 

Reteporina sinuosa (4) 

。 正 型 标本 正面 , X20, BIOS: 15292( 正 型 ) 

- HUM, x 20。 

- 副 型 标本 正面 ，X 20。 登 记号: 15293 8 

10，11， 副 型 )。 

Helopora irregularis (新 种 ) 

aX, X 20, 
AH, x 20, 

横 切 面 ，X 20, 
登记 号 : 15295 GERM). 

Cat. No. 15291 (Holotype). 

Figs. 9 一 11. Reteporina sinuosa sp. nov. 

Obverse section, xX 20. 

Transverse section, X 20. Cat. No. 15292 

(figs. 9,10, Holotype). 

Obverse section of the paratype. < 20. 

Cat. No. 15293 (fig. 11, Paratype). 

Figs. 12—14. Helopora irregularis sp. nov. 

Tangential section, 20. 

Longitudinal section, X 20. 

Transverse section, 20. 

Cat. No. 15294 (Hol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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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研究 的 有 孔 虫 材料 为 1958 年 至 1962 年 陆续 收集 的 ,产地 包括 江苏 东部 23 个 县 (市 ) 

范围 内 的 广大 地 区 。 含 化 石 地层 为 第 四 系 上 部 上 海 组 。 上 海 组 为 新 建 的 地 层 单 位 ,是 海 相 或 
海陆 交互 相 沈 积 , 岩 性 以 黑 灰 、 黄 灰色 细 砂 层 、 粉 砂 层 和 灰 黄 、 交 绿色 砂 质 粘 士 层 为 主 , 含 砾石 
层 , 均 未 胶结 , 偶 夹 薄 层 淡水 沉积 ,总 厚 20 一 110 米 ; 整 合 帝 积 于 第 四 纪 淡 水 沉积 大 丰 组 之 上 或 
假 整 合 于 第 三 纪 上 新 世 盐 城 组 之 上 ,时 代为 晚 更 新 世 至 至 新 世 。 

上 海 组 有 孔 虫 动物 玫 包 括 55 属 162 种 及 亚 种 , 其 中 有 2 个 新 属 ，26 个 新 种 及 新 亚 种 ， 另 

外 有 新 命名 的 1 FH SRA BE DUN SE sh BL hh RL OR BEE, HA EE 

Re BS MALES. KSPR PALER; 冷水 或 暖 水 的 特征 
种 类 也 很 少 出 现 ; 和 现代 邻近 海区 有 和 孔 虫 组 合 比较 ， 大 致 与 黄海 、 东 海内 陆 贿 组 合 较为 接近 。 
它 所 反映 的 古 生 态 环境 约 为 证 水 至 微 冷水 的 陋 棚 环 境 。 

Dill 前 

1958 年 ， 江 苏 东 人 台地 区 近 地 表 处 发 现 了 厚 一 百 余 米 含有 丰富 的 有 和 孔 虫 、 介 形 虫 等 海 

相 化 石 的 地 层 , 引 起 了 我 们 的 注意 。 我 们 条 集 和 处 理 了 大 批 样品 , 获得 了 大 量 的 有 和 孔 虫 、 

介 形 虫 等 化 石 。 仿 化石 地 层 为 未 胶结 的 黑 灰 、 绿 灰 等 色 砂 层 及 粉 砂 层 , 其 下 为 淡水 沉积 ， 

覆 于 第 三 纪 上 新 世 盐城 组 ?之 上 。 盐城 组 以 上 的 地 层 , 从 层 位 、 生 物性 和 沉积 物 石化 程度 

似 说 明 其 应 属 第 四 纪 沉 积 。 其 后 , 我 们 陆续 在 江苏 东部 广大 地 区 也 发 现 了 第 四 系 上 部 的 

海 相 沉 积 。 至 1962 年 为 止 , 我 们 在 盐城 、 阜 宁 、 射 阳 、 兴 化 、 滨 海 , 大 丰 \、 东 台 、 如 东 、 海 安 、 

启东 \ 南 通 、 如 皖 、 泰 兴 \ 海 门 .崇明 、 上 海 、. 嘉 定常 熟 、 扬 中 、 靖江 、 建 前 .太仓 、 丹 阳 等 二 十 

三 个 县 市 所 属 范围 内 获得 大 量 第 四 纪 有 和 孔 虫 化 石 。 本 广 就 我 们 搜集 的 数 千 片 有 和 孔 虫 化 石 

的 鉴定 结果 , 分 类 描述 , 计 包括 55 属 162 种 及 亚 种 ,其 中 包括 2 新 属 ,26 新 种 及 新 亚 种 ， 

新 命名 的 1 种 。 

关于 海 相 第 四 系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过 去 知道 的 除 台 湾 外 , 仅 桑 志 华 \ 德 日 进 55l 简短 报导 

了 和 天津 附近 有 近代 海 相 沉积 , AE) 谈 到 距 今 三 十 余年 前 扬子 江 三 角 洲 钻探 发 现 第 四 

纪 海 相 帝 积 ,但 均 未 作 进 一 步 前 述 。 

近年 来 ， 除 江苏 大 面积 的 发 现 海 相 第 四 纪 沉 积 外 ,其 他 滨海 省 份 也 有 发 现 。 由 此 看 

1) 江苏 省 地 质 局 在 1959 年 一 篇 报告 中 使 用 之 名 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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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我 国 东部 沿海 的 滨海 平原 均 可 能 受到 第 四 纪 海 沽 , 沉积 物 应 大 和 致 相同 , 因此 研究 江苏 

东部 第 四 纪 有 和 孔 虫 动物 性 及 其 相关 问题 ,具有 一 定 意义 。 

承 中 国 科学 院 海 洋 研 究 所 郑 执 中 、 郑 守 仪 等 先生 审阅 原稿 , 提出 宝贵 意见 ， 笔 者 遵 此 

表示 圳 心 的 谢意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诸位 老师 在 工作 中 给 予 笔 者 亲切 的 教导 ,也 借 此 表示 

感谢 ; 余 幼 玉 等 同志 分 析 样 品 , 周 思 三 同志 摄制 图 片 , 乌 志 学、 邹 曼 庆 、 严 纪 明 同志 打字 均 

付出 了 很 多 劳动 ,特此 一 佐 致 谢 。 

地 层 和 有 了 妃 虫 动物 寿 的 特征 

江苏 东部 第 四 系 可 分 为 两 部 分 , 上 部 为 海 相 或 以 海 相 为 主 的 海陆 交互 相 这 积 , 下 部 为 

RATTRAY. Eafe LK ERA, 化 石 丰 富 , 本 文 内 邹 以 上 海 组 命名 此 一 段 地 层 。 

上 海 组 在 本 区 以 东部 及 东北 部 近海 处 最 厚 , 疝 西南 逐 淘 减 萍 ,最 大 厚度 达 110 OK, 至 西南 

兴 化 河口 附近 仅 存 二 十 余 米 。 上 海 组 定义 如 下 : “上 海 组 岩 性 为 黑 灰 、 黄 灰色 细 砂 层 、 粉 

DOB KA RRC REABAL, CRAB, BARRE, RE BRKT, & Ae 

鳃 类 、 腹 足 类 、 介 形 类 .有 和 孔 虫 、 昔 玫 虫 等 化 石 。 整 合 沉 积 于 第 四 纪 谈 水 沉积 大 丰 组 2 之 上 

或 假 整合 于 第 三 纪 上 新 世 盐 城 组 之 上 。 第 四 系 下 部 的 大 丰 组 厚 40 一 100 AK, BD 

黄色 砂 层 及 粘 士 层 为 主 , 底 部 具 砾 石 层 , 舍 痰 水 介 形 类 、 轮 藻 , 假 整合 于 第 三 纪 上 新 世 盐 城 

mae i, 

5s El oc tele Be Ee ie Ja — ES , CELLAR ER , HS FE RL, 生物 种 类 也 较 少 ; 

后 期 范围 较 大 ,生物 种 类 繁多 。 在 上 海 组 沉积 过 程 中 , AReBSHMM, Ay aweseM 

沉积 薄 层 痰 水 沉积 物 , 组 成 三 个 小 的 韵律 。 

1927 年 , 葛 利 普罗 全 将 扬子 三 角 济 的 海 相 层 ( 序 本 文 的 上 海 组 ) JAB eri, (aE 

下 部 的 时 代 和 淋 有 怀疑 。 他 这 样 写 道 “扬子 三 角 洲 钻 孔 揭露 了 这 达 500 (RAGES YE ABB 

其 中 软体 动物 的 种 仍 大 部 生存 于 沿岸 ， 但 下 部 层 位 的 某 些 类 型 可 证 明 已 经 绝 灭 ， 如 此 则 

这 些 层 可 能 属于 较 早 的 时 期 。 我 们 认为 上 海 组 上 部 根据 历史 记载 所 和 丹 阳 附 近 的 允 粉 组 

合 2? 证 明 属 全 新 世 无 何 问 题 ,其 下 部 的 时 代 则 人 肖 需 讨论 。 从 有 和 孔 虫 的 记录 看 ,因为 我 国治 

海 现代 生存 的 有 和 孔 虫 未 经 详细 研究 ， 所 以 对 江苏 东部 第 四 纪 有 和 孔 虫 的 绝 灭 种 难以 正确 统 
计 。 初 步 看 来 ,当前 这 一 有 和 孔 虫 动 物 硬 中 各 种 的 地 质 历程 记载 里 ( 除 新 种 外 ) 至 少 有 二 十 

余 种 没有 见于 现代 海洋 中 。 上 海 组 下 部 的 有 孔 虫 种 属 贫 乏 , 常 为 dmzzrzozta beccarit (Linné),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等 数 种 与 北欧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SP F579] 上 更 新 统 以 Elphidium incertum (Williamson), E. clavatum Cushman, Ammo- 

nia beccarti (Linné) 占 优势 的 组 合 比较 接近 。 ARS PR BPO Byobugaura 层 产 

Elphidium, Ammonia, Buccella 等 属 , 也 与 上 海 组 下 部 有 和 孔 虫 组 合 接近 。 上 海 组 下 部 的 有 

1) 江苏 省 地 质 局 在 1959 年 一 篇 报告 中 所 使 用 之 名 称 。 
2) 根据 刘 金 陵 的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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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 MPA LED WASTES LE, 而 且 共 同 具 有 种 属 贫乏 的 特点 。 因此 

上 海 组 下 部 可 与 上 述 训 积 相对 比 。 上 海 组 沉积 较 厚 , 沉积 物 的 性 质 不 是 迅速 下 沉 、 快 速 堆 

积 的 类 型 ,而 全 新 世 历 时 较 短 , 更 新 世 历 时 较 长 , 将 全 部 海 相 层 都 认为 是 全 新 世 的 沉积 是 

不 恰当 的 。 有 人 或 认为 ,玉木 冰期 后 才 有 世界 范围 内 大 规模 的 海 滥 ,但 在 西伯 利 亚 于 晚 更 

新 世 有 北极 洋 及 巴 偷 支 海 海 浸 早 ,日 本 也 有 广泛 的 更 新 世 海 相 沉 积 发 育 史 322, 说 明 第 四 纪 

时 于 双 新 世 的 海 溪 在 我 国 东部 出 现 不 是 次 有 可 能 的 。 基 于 上 述 原 因 我 们 认为 上 海 组 的 时 

代 可 以 自 晚 更 新 世 至 全 新 世 。 

上 海 组 有 和 孔 虫 的 组 合 ,以 底 栖 钙 质 有 孔 型 和 钙 质 无 孔 型 帝 壁 有 孔 虫 为 主 , 澶 游 类 型 和 

粘 合 质 壳 壁 者 均 较 少 。 海 浸 开 始 时 动物 于 的 种 类 和 个 体 都 较 稀 少 ; 晚期 , 沉积 上 海 组 上 部 

时 ,生物 十 分 繁盛 。 关 于 上 海 组 的 沉积 环境 , 有 必要 与 现代 的 作 一 比较 , 我 们 试 比 较 上 海 

组 中 和 江苏 邻近 海区 中 有 和 孔 虫 组 合 情 况 。 江 苏 东 部 大 部 滨 临 黄海 , 仅 上 海 以 南 滨 临 东 海 ， 

据 Polski) 报导 ， 现 今 黄海 内 陆 顶 有 和 孔 虫 动物 恒 中 产 Elphidium subincertum Asano 及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限于 内 陆 栅 区 ， 与 大 量 Elphidium tsudai Chiji et 

Nakaseko， Ammonia beccarii tepida (Cushman), Arenoparrella mexicana var. asiatica 

Polski 同时 出 现 ; 中 陆 棚 动物 惧 中 所 产 Saccammina atlantica (Cushman) 仅 限 于 中 陆 要 

区 。 FRYERS BAL Nonionella tredece (Asano),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HBAS, Elphidium tsudai Chiji et Nakaseko, Ammonia beccarii tepida 

(Cushman) 也 很 多 ,浅水 中 常见 Bolivina robusta Brady 及 Bulimina marginata d Orbigny; 

中 陆 棚 区 以 Ammonia compressiuscula (Brady) 最 常见 。 上 海 组 的 有 孔 虫 ， 尤 其 是 上 部 

的 组 合 ， 显 然 与 黄海 、 东 海 的 内 陆 棚 组 合十 分 接近 ， 以 疏水 的 属 种 占 优势 ， 至 仿 削 未 发 

现 深 水 的 Cassidulina 和 Uzzigexzza， 前 者 是 新 生 代 及 现代 太平 洋 区 常见 的 分 子 ， 后 者 在 

我 们 的 采集 物 中 也 仅见 个 别 个 体 。 年 咸 水 种 属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Elphidium 

clavatum (Cushman), Quinqueloculina seminula (Linné) 等 在 有 的 层 位 占有 优势 , 表明 了 

海水 在 某 些 时 期 的 痰 化 。 

上 海 组 沉积 时 海水 的 温度 如 何 是 值得 探讨 的 另 一 重要 间 题 。 从 有 和 孔 虫 的 组 合 看 , 我 

们 可 以 注意 到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的 经 常 出 现 , 这 一 种 过 去 被 认为 是 痊 水 种 ,但 

它 是 现今 黄 海 的 优势 种 &9。 标准 的 沦 水 种 Elphidiella arctica BSR FACS 41° 以 

南 "& ,在 我 们 这 一 组 合 中 尚未 发 现 过 。 仅 Hyalinea balthica (Schroeter) 一 种 ， 一 般 认为 

属 闪 水 栖 居 者 。 有 瞪 水 特征 种 属 在 我 们 这 一 动物 竹中 极 少 发 现 , 我 国 南海 所 产 的 4zzppzr- 

tegina, Operculina 等 均 未 见于 当前 的 有 和 孔 虫 性 中 。 与 有 和 孔 虫 伴生 的 种 类 有 介 形 类 、 苦 爷 

HB EGBA IL RAS, RATE THRASH ESR ACA Ue 

来 ,上 海 组 应 当 是 温水 至 微 冷水 沉积 。 在 更 新 世 时 ,我 国 台湾 ,琉球 性 鱼 (日 ) 及 全 新 世 时 

的 日 本 "4 均 有 瞬 水 帝 积 , 考 其 原因 ,应 属 黑 潮 暖流 之 影响 ,而 非 区 域 性 气候 温暖 所 致 。 我 

们 认为 ,上 海 组 沉积 时 ， 海 水 的 温度 应 与 现代 黄海 、 东 海陆 棚 区 的 接近 ， 而 略 有 升 高 或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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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早 期 生物 种 类 单调 ,水 温 可 能 较 低 ,晚期 生物 繁衍 ,相对 的 水 温 较 暧 。 

LYRA RABAT BS aL, TEL Mba SMH KATP: 

I. BTHE: 

上 海 组 (从 上 而 下 ): 

3. 灰 黑色 泥岩, 十 黄色 粘土 及 灰色 夹 黄色 斑点 之 泥 舌 。 含 有 和 孔 虫 及 介 形 类 \、 腹 足 类 等 化 石 。 

约 40 米 
有 和 孔 电 : Q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Q. contorta d’Orbigny, Q. 

complanata (Gerke et Jesseva), Elphidium clavatum Cushman, E. advenum (Cushman), E. 

hispidulum, E. sp., Nonion anomalinoides Gerke, Stgmoilina sp., Cribrononion sp.,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beccariti (Linné), Pararotalia sp., P. inermis (Terquem),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Rosalina sp., Bolivina sp. 

2. 上 部 : 含 偶 质 \ 泥 质 的 细 砂 层 , 含 有 和 孔 虫 及 介 形 类 化 石 。 约 2 米 

ARFLER: Elphidium sp.,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beccariit (Linné), A. 

sp., Asterorotalia sp., Pseudorotalia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Gyroidina sp., Astero- 

rotali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等 。 

中 部 及 下 部 : 灰 黑 色 夹 灰色 及 杂 色 泥岩 。 约 20 米 

AS4L HR: QOuing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Sigmoilina sp., Ammonia sp.,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Gyroidina sp., Asterorotalia cf. subtrispinosa (Ishizaki), Asteror. sp., 

Pseudorotalia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及 介 形 类 等 。 

1. 上 部 : 灰 绿 色 砂 质 泥 岩 , 含 海陆 相 混合 化 石 。 约 4 米 

有 和 孔 电 ELppzdie1ie nutovaensis (Borovleva), Ammonia sp.， 介 形 类 及 腹 足 类 等 。 

Fit; 黑色 泥岩 、 士 黄色 砂 质 粘土 及 杂 色 泥 贿 。 含 有 和 孔 虫 Nozzonr sp. 及 介 形 类 等 化 石 。 约 26 米 

其 下 与 陆 相 大 丰 组 整合 接 鲁 ,此 区 上 海 组 共 厚 约 92 OK, AEA RAE, BA BIR 

化 。 ; 

ll. 东台 地 区 : 

上 海 组 (从 上 而 下 ): : 

5. RASA RB. SABRC 约 30K 
AFL: O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Q. venusta Karrer, QO. com- 

planata (Gerke et Jesaeva),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Lagenonodosaria 

scalaris (Batsch), Elphidium hispidulum Cushman, E. advenum (Cushman), E. crispum 

(Linné), Sigmoilina sp., Nonionella atlantica Cushman, N.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N. auricula Heron et Earland, N. limbatostriata Cushman, Guttulina kishinouyi Cushman 

et Ozawa, ?Tobolia sp., Cribrononion poeyanum (d’Orbigny), C. sp.,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N. tuberculatum (d’Orbigny), N. schwageri Cushman, Protelphidium granosum 

(d’Orbigny),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nantongensis sp. nov., Pararotalia 

inermis (Terquem), P. cf. armata (d’Orbigny),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Gyroidina de- 

pressa (Alth),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Globigerina cf. bulloides d’Orbigny, Cancris sp., 

Bolivina suteri Cushman et Renz, B. striatula Cushman, Fursenkoina sp. 

4. 黄 褐色 粘土, 含 淡 水 介 形 类 及 输 藻 等 。 ASH 

3. be 灰色、 灰 绿色 砂 层 及 粘土 约 4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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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和 孔 暇 . Q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Elphidium clavatum Cushman, 

E. hispidulum Cushman, E. ibericum limpidum subsp. nov., Cribrononion poeyanum 

(d’Orbigny),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N. bogdanowiczi Voloshinova, N. tuberculatum 

(d’Orbigny), Nonionella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N.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Pararotalia inermis (Terquem), Rosalina sp., Ammonia spp., Gyroidina sp., Globigerinoides 

sp., Lagena striata (d’Orbigny) 及 介 形 类 办 鳃 类 EARS, 

2. EAR EW AG SATIRE EEA 约 1 米 

1. 灰 黄 \ 灰 绿色 粘 士 夹 砂 层 。 约 40 米 
AFL HA: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及 介 形 类 MEARS, 

其 下 与 大 丰 组 整合 接触 , 此 区 上 海 组 共 厚 约 116 米 , 夹 两 层 淡 水 沉积 。 

Ill. 射 阳 地 区 : 

上 海 组 (从 上 而 下 ): 

6. ERB RRA AHWR KERR EHAEKAW Bo 约 35 米 
有 筷 虫 ， BEIpjzaztz hispidulum Cushman, E. advenum (Cushman), Protelphidium 

granosum (d’Orbigny), P. sublaeve (Ten Dam),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N. schwageri 

Cushman, N. tuberculatum (d’Orbigny), Nonionella limbatostriata Cushman, Q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Q. lamarckiana d’Orbigny,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Sigmoilina sp., Cribrononion sp., Pararotalia inermis (Terquem), P. cf. armata 

(d’Orbigny) P.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z,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beccarii (Linné), A. nantongensis sp. nov., Pseudorotalia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B. frigida (Cushman), Gyroidina 

depressa (Alth), Bolivina striatula Cushman 3% 7p FGZE, MEMBA A RASE, 

5. ERAT, BRKEADW RAM Rt, TRARKES KEMLAS WAY AMEE. 

合 海 相 化 石 及 少量 淡水 介 形 类 。 约 10 米 
*ARFLHA: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Cribrononion poeyanus (d’Orbigny), Nonion 

tuberculatum d’Orbigny, Nontonella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Pararotalia inermis (Terquem),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4. 黄 绿 \ 棕 黄 \ 灰 色 粉 砂 质 粘 士 及 灰色 细 粒 至 中 粒 砂 层 , 含 云母 其 富 。 约 20 米 
ARFLHR: Elphidium sp., Nonionella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Cribrononion sp.,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sp.,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Globigerina sp., Asterorotali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及 介 形 类 等 。 

3. ARE ERED GLB PAD. SIGHED OKIE #3 10K 
AS4LHA: Nonion tuberculatum (d’Orbigny), N. extensum (Cushman), N. glabrum sp. 

nov.,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Cribrononion sp.,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beccarii (Linné), Gyroidina sp.,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Buccella sp. 

2. RSE RR, RELA WD RRE SLAW Bo 约 15 米 

有 和 孔 虫 . Elphidium ibericum var. limpidum subsp. nov., E. advenum (Cushman), 

Cribrononion sp., Asterorotali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及 介 形 类 等 。 

1. 绿 灰色 及 灰色 粉 砂 层 及 粘土 互 层 , 夹 砾石 层 。 约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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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区 上海 组 厚 约 110 米 , 和 肖 未 见 底 。 这 一 剖面 含 丰富 的 海 相 化 石 , 其 中 两 度 出 现 少量 

淡水 化 石 。 

IV. 上 海地 区 : 

上 海 组 (从 上 而 下 ): 

2. 深 灰色 、 黄 神色 砂 质 粘土, 含 少量 云母 片 及 小 砾石 。 约 15 米 
有 和 孔 虫 ，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N. grateloupi (d’Orbigny), Q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Nonionella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Globigerina bulloides d’Orbigny, Ammonia nantongensis sp. nov., Bolivina 

obscula sp. nov., Fissurina laevigata Reuss, Guttulina sp。 及 介 形 类 等 。 

TERE ORME, SLE, ARTS RK, RRABR RARE o 约 60 米 
ASFL HR: QO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var. rotunda (Gerke), Q. venusta Karrer, Q. com- 

— 

planata (Gerke et Issaeva),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E. ibericum limpidum subsp. 

nov., Spiroloculina norvegica Cushman et Todd, Nonionella atlantica Cushman, N.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N.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N. jacksonensis Cushman, N. 

limbatostriata Cushman, N. magnalingua Finlay, Nonion boueanum (d’Orbigny), N. anoma- 

linoidea Gerke, N. bogdanowiczi Voloshinova, N. tuberculatum (d’Orbigny), N. grateloupi 

(d’Orbigny), Cribrononion sp., C. poeyanum (d’Orbigny), Pullenia quinqueloba (Reuss),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4. nantongensis sp. nov., A. beccarii (Linné), Para- 

rotalia inermis (Terquem), P. armata (d’Orbigny), Globigerina bulloides (d’Orbigny), G. 

varianta Subbotina,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Rosalina sp., Eponides sp., Cibicides 

sp-, Cancris sp., Gyrotdina depressa (Alth), Bolivina striatula Cushman, B. robusta Brady, 

B. cf. sutert Cushman et Renz, Bulimina marginata d’Orbigny, B. marginospinata ovata 

subsp. nov., Lagena striata d’Orbigny, Lagena hispida Reuss, Trochammina inflata (Montagu), 

Globulina sp。 及 介 形 类 等 。 

此 地 区 上海 组 共 厚 约 75 一 85 米 , 舍 丰富 的 海 相 化 石 , 而 无 痰 水 沉积 发 现 。 

上 海 组 与 国内 其 他 同期 海 相 沉积 比较 , SERS ZAPPER” een Bee 

BJS 20 一 30 米 ;, 产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beccarii (Linné), Pseudorotalia 

indopacifica Thalmann, P.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P. takanabensis (Ishizaki), 

Pyrgo tainanensis Ishizaki, Elphidium 等 有 孔 虫 ,时 代为 全 新 世 ， 可 能 相当 于 上 海 组 的 上 

部 。 

曲 拔 虫 超 科 Lituolidea 

串珠 虫 科 Textujariidae 

串珠 虫 属 Textularia Defrance, 1824 

FEM AUER , he eK, PAAR RAK, RBM, REAR, BOW 

PLIBLEN, fF he Ia oe SE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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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 串珠 虫 Textularia conica d’Orbigny 

CPA I, 图 la—c) 

1839, Textularia conica d’Orbigny, Foram, Cuba, p. 135, Pl. 1, figs. 19—20. 

1884,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365, Pl. 43, figs. 13, 14, Pl. 

113, figs. 1a, 1b. 

壳 宽 锥 形 , BEKTKE, MM = AI, ARH ATE ; seBe >, TERETE AIR IR: Se 

Ar Bates 38 , GAM 5 SCRE ae A SM BC; 38 FRIESE 

FEK 0.37 毫米 ; 壳 宽 0.7 毫米 。 

讨论 : 这 一 种 常见 于 热带 海洋 中 , 在 我 们 的 条 集 物 中 仅见 到 一 个 微 破 的 个 体 。 此 标 

本 长 度 小 , 壳 室 少 而 增 大 很 快 。 当 前 种 以 圆锥 形 的 壳 体 ,宽度 增加 很 快 ， 且 具 清 晰 微 吓 的 

缝合 线 , 易 于 和 相近 各 种 相 区 别 。 

Ati: 我 国 台 湾 上 新 统 , 日 本 第 四 系 及 第 三 系 。 MTA, GRAS AR 

洋 、 红 海 及 印度 洋 等 海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深海 。 

登记 号 : 14553。 

Ht BF} Lituolidae 

拟 单 栏 虫 属 Haplophragmoides Cushman, 1910 

Fee, 一 般 不 完全 包 旋 ; 壳 壁 粘 合 质 , 以 细 粒 或 粗 粒 物质 组 成 ,胶结 牢固 , 胶结 物 数 

量变 化 较 大 , 壳 口 简单 ,位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卡 纳 利 拟 单 栏 虫 Haplophragmoides canariensis (d’Orbigny ) 

CPE I, 图 2a—c) 

1839, Nonionina canariensis d’Orbigny, Foram. Canaries, p. 128, Pl. 2, figs. 33, 34. 

1884, Haplophragmium canariense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310, Pl. 35, figs. 

1—4. 

a es 

fre, 15. 

Fe PE, Ma ise he, sei, TRA, MMB MK, MM, AVRBT; zee 2 一 3 个 ,最 

eRe A 8 Se KAR, BAe MIT, see aL A A MM, 5 

IIE 5 TE SEK, fete a oe SEM, AO. 

Fee 0.46 毫米 , 壳 厚 0.18 毫米 。 

Hw: WAH Alveolophragmium jeffreysi CWill.) 极 相似 , 因 而 Loeblich 及 Tappan 

把 Cushman 定 的 此 种 归于 后 一 属 种 内 , 但 后 者 壳 口 应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之 上 ; 且 壳 壁 为 复杂 

类 型 ,当前 标本 碗 口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简单 ,无 疑 应 属于 Haplophragmoides, 

Cushman, Cushman Lab. Form. Res. Spec. publ. 23, p. 26, P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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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此 种 见于 丹麦 、 瑞 典 第 四 纪 沉 积 中 。 在 现代 海洋 中 分 布 颇 广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在 我 们 的 采集 物 中 很 稀少 。 

登记 号 : 14554。 

唇 圈 虫 属 Laprospira Hoglund, 1947 

壳 平 旋 , 常 不 完全 包 旋 ; eRe A AA; EO Meat A, BOT mas, 

略 高 于 基部 。 

Loeblich 及 Tappan! @ 78 Ut4/B Alveolophragmium Stschedrina 的 同 义 名 ,但 后 者 显 

然 具有 复杂 之 多 孔 状 达 壁 ,与 当前 属 的 简单 壳 璧 有 明显 区 别 。Pokorn 加 人 0 及 BojiotEHOBa07a 

Sh bea Cribrostomoides Cushman 的 同 义 名 ,但 后 者 壳 口 的 形状 与 Zazzrospira 的 区 

别 明 显 。 本 文笔 者 认为 ，Laprostpzra 应 为 一 确立 的 属 。 

3 sp. Labrospira sp. 

(PAW 1, 图 3a—c) 

Fe PRE, FS ALE, MARNE, CAE, Se Ah, Ah ee ee RS 

104 AA; SRACAABE, TAM, TREAT HAR, ARE; EO AHL 

SL, hi. Fiz Ja 58 BEA ED 

Fees 0.32 BK, re)H 0.12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Labrospira crassimarga (Norman) 甚 接近 ， 惟 个 体 基 小 , OBA 

发 育 , 由 于 我 们 目前 搜集 到 的 标本 中 只 有 少量 的 个 体 , 难以 确切 鉴定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登记 号 : 14555, 

砂轮 虫 科 Trochamminidae 

RR Trochammina Parker et Jones, 1859 

壳 螺 旋 , 所 有 壳 室 在 背部 可 见 , 腹面 仅见 最 后 一 个 壳 圈 ; 壳 壁 粘 合 质 ,有 一 几 丁 质 内 

层 , 胶结 物 数 量变 化 很 大 , 壳 口 在 腹面 ,位 于 最 后 一 壳 室 基部 , SIBLE KS 

隆 西 砂轮 虫 Trochammina inflata (Montagu) 

(图 版 I, 图 4a—c) 

1808, Nautilus inflatus Montagu, Test. Brit. Suppl., p. 81, Pl. 18, fig. 3. 

1862, Trochammina inflata Carpenter, Introd. Foram., p. 141, Pl. 11, fig. 5. 

1884,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338, Pl. 41, fig. 4. 

re PIE, BABA; 具 3 一 4 Pst ma weeA 5 一 6 个 壳 室 ; HARE, 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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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REE, 微 膨 起 , 最 后 壳 圈 帝 室 增长 很 快 ; 幼 壳 部 分 碗 室 为 几 丁 质 , 微 透明 ,后 

期 壳 室 壳 辟 为 细 粒 粘 合 质 ; 壳 表 光 滑 ; 壳 口 颖 状 , 脐 紧 闭 。 

Fete 0.34 BAK, TER 0.17 毫米 。 

讨论 : BAN MRE, BAA SRE RA AAA) BE RAL T esos 

RBM KaKEa REA NTR, REM IBT Trochammina inflatay 

分 布 : PT RY SO EDIT He BR, DARE A BS IZ IB PP aK RE 

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启东。 上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登记 号 : 14556。 

硅 质 虫 科 Silicinidae 

砂 票 虫 属 Miliammina Heron-Allen et Earland, 1930 

壳 在 早期 为 平 旋 式 ,后 期 帝 圈 旋 绕 方向 变更 ,为 不 规则 的 三 瑞 虫 型 或 五 块 虫 型 ,区 

APTREAK, 壳 壁 由 硅 质 胶结 物 粘 合 细 砂 而 成 ; OMT Aim, Ae, Rhea 

Mo 

倾斜 砂 票 虫 Miliammina obliqua Heron-Allen et Earland 

(PK I, 图 Sa—c) 

1930, Miliammina obliqua Heron-Allen et Earland, Journ. Roy. Micr. Soc., Vol. 50, p. 42, Pl. 1, 

figs. 7—12. 

1933, Earland, Discovery Repts, Vol. 7, Pt. Il, p. 93, Pl. V, figs. 9 一 14. 

FH ATCRKATZ, eH HA = ACHAT, RRRA; Ss mR, A 4 

VB FP se SBR, SARK, DS Rep, A 3 Poe Beh 

间 壳 室 稍 呈 圆 佐 状 ; 壳 室 弯曲 ,， 始 端 较 宽 ,， 向 末端 变 容 ; PCI PEA;, BABS th 

凹 下 ; 壳 始 端 与 未 端 均 宽 圆 ; ms, OMAK. FARA. ANAEMIA; 

Teele , 由 细 砂 与 硅 质 胶结 物 粘 合 而 成 。 

壳 长 0.25 一 0.40 BK, Fa 0.17 一 0.22 SK, F/B 0.13 一 0.20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外 形 近 于 Miliammina pariaensis Todd et Bronnimaan， 但 后 者 壳 室 呈 

i FK B CSpiroloculina )ALPERI , MATH 72 SHR PERI, 

分 布 : 见于 现代 南大 西洋 南 乔 治 亚 附 近 及 日 本 生成 水 湖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标 本 数量 发 现 较 少 。 

登记 号 : 1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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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栗 虫 超 科 Miliolidea 

小 村 虫 科 Miliolidae 

RHE Quingueloculina d’Orbigny, 1826 

B33 TE ARAB _L eS FA 72 BEE FS, A 

间 的 夹 角 为 144 Es BRK, USP SANT, KRAM AES, AN RA 

AMS BW wae > es A pe = PATE; 52 ee A, Fe Ja 5 SS 

ti. i BRR TST ; oR SS CFL, REA, AN 5c AS 

WARARR Quingueloculina subungeriana Serova 

(FAK I, 图 6 a—c) 

1952, Miliolina ungeriana Bormanosuy, Tp. BHMTPM Hos. Cep., soin. 64, crp. 110, Ta6m. X, puc. 3. 

1960, Quinqueloculina subungeriana Ceposa, Bonpocbt MuxponaneouTonoruu sbin. 3, crp. 99, Ta6n. 4, 

puce. 3. 

壳 杭 圆 形 , 横 切 面 旦 三 角形 ,长 约 为 宽 之 一 倍 牛 ; 多 室 面 膨 起 , 见 4 室 , 第 3 BR 

1» BARE IA AK, 5 室外 露 很 少 , SEHR TER; De RA, UL 3 see 

稍 外 露 , 壳 室 稍 弯曲 , 横 切 面 星 V 字 型 , 室 面 较 平 ,其 宽度 不 变 ; 壳 基 部 宽 圆 , HeMAA A; & 

OSS th, MIE; 口 面 稍 倾 儿 , OPE, AeA SK OB; 齿 较 小 , 棒状 ; 壳 壁 光 

滑 , 较 厚 。 

壳 长 0.40 一 0.75 毫米 , 壳 宽 0.26 一 0.43 毫米 , 壳 厚 0.15 一 0.35 BK, 

讨论 : 当前 种 与 O. ungeriana d’Orbigny (1846)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壳 体 较 小 , BEAR 

和 两 端 稍 尖 , Ase LABORS; A. K. Bormanosay (1952) IBA O. ungeriana 的 

标本 显然 不 属于 该 种 , 而 应 放 入 当前 的 种 内 。 当 前 种 与 O. lamarckiana d’Orbigny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绿 不 具 锐 疹 , 口 端 稍 尖 , 颈 较 短 。 

分 布 : 苏联 南部 新 新 此 .中 新 世 地 层 ;维也纳 盆地 中 新 世 地 层 中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射 阳 、 阜 宁 等 地 。 分 布 很 广 ; 有 时 数量 很 多 。 

登记 号 : 14558。 

阿 卡 尼 五 瑞 虫 ” 圆 形 亚 种 

Cuzriguelocrrlina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HAWK I, 图 7a—c, 8a—c) 

1952, Miliolina akneriana d’Orbigny var. rotunda Gerke, Borganosuy, Tp. BHUIPH, Hos. cep. Bbill. 
64, crp. 113, ta6n, 11, puc. 2, 

Tes AVE, tO) ee Al = FAT, TERA ; & MAR, 见 4 个 壳 室 , 第 3 eS 
PEAK, IS 5 室外 露 不 明显 ; 少 室 面 较 平 , 见 3 NSS, Herb Te) SE OLE (UD 7re 28S HH AD 9 TG 

a ee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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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其 宽度 不 变 ; 颖 合 线 弯曲 , 凹 下 ; 壳 基 部 宽 圆 ; 末 燃 稍 尖 ; 口 面 微 余 , 壳 口 呈 牛 圆 形 , 具 短 

棒状 牙齿 ,有 时 其 顶端 稍 分 叉 ; 壳 壁 光滑 ,有 时 在 靠近 壳 绿 处 具 少 数 微弱 的 条 纹 装饰 。 

RK 0.20 一 0.37 SK, Few 0.16 一 0.22 SK, Fe/H 0.12 一 0.20 BK 

比较 : 当前 种 以 膨 起 和 近 圆 形 的 壳 体 ， 牛 圆 形 的 壳 口 及 短 宽 的 牙齿 而 区 别 于 其 它 相 

近 的 种 。 

分 布 : 苏联 高 加 索 、 克 里 米 亚 中 新 世 地 层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滨海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559 ,14560。 

HOZARR Quingueloculina lamakcriana d’Orbigny 

(图 版 世 图 la—e) 

1839，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Foram. Cuba, p. 189, Pl. 11, figs. 14, 15. 

1921,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0, Vol. 4, p. 418, Pl. 87, fig. 20. 

1931, Hada, Sci. Rept. Tohoku Univ. ser. 4, Vol. 6, No. 1, p. 79, Text-fig. 32. 

TO AE El NAAT, te = AI, BARR, RABE; 多 室 面 膨 起 , 见 4 个 

Toe, 3 Bh, RAMEE, 第 5 BRON, SRERK, SEHR, U3 

室 , 中 间 壳 室外 露 较 少 , Hehe; BES, Awe ARSE BOMB“ Vee. Be 

绪 弯 曲 ;, 凹 下 ;基部 宽 圆 ,末端 平 , 切 截 状 。 口 面 平 或 稍 倾斜 ; 壳 口 呈 牛 椭圆 形 , 具 顶端 分 叉 

的 棒状 牙齿 ; 壳 壁 光 请 。 

壳 长 0.37 一 1.07 BK, Fe 0.26 一 0.9 毫米 , 壳 厚 0.15 一 0.5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与 Ouinqueloculina subungeriana Serova {RABE ALAA eK mR, 

壳 室 毯 疹 凸 起 较 弱 。 

分 布 : 本 种 广泛 分 布 于 中 新 世 至 现代 ,我 国 台 湾 上 新 统 中 很 常见 。 

产地 : 江苏 启东 里 宁 、 射 阳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很 多 。 

登记 号 : 14561, 

拉 马 克 五 瑞 虫 “小 型 亚 种 〈 新 亚 种 ) Quing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Ho, Hu et Wang minuscula subsp. nov. 

(图 版 I 图 2a—c) 

RABY, te) B= Ie, SES A), AMAA, BRAK, AN RRM; SE 

面 膨 起 , 见 4 See 3 SRK, 第 5 BARR, 少 室 面 较 平 或 稍 凹 ,中 间 壳 

室 有 时 彼 最 后 壳 室 严密 包 右 ,不 外 露 ; 壳 室 膨 起 较 弱 ,向 末端 弯曲 , 变 窗 ; ASS th. FAI 

FP; AS, A ARM, 壳 口 牛 圆 形 , 具 棱 状 牙 齿 ; 壳 壁 光 请 。 

壳 长 0.32 一 0.40 BK, Fa 0.26 一 0.30 毫米 , 壳 厚 0.16 一 0.2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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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新 变种 在 外 形 上 近 于 O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 Orbigny, 但 当前 新 变种 中 

ib] BRRALAHEF, SSEHAN RAMS, 且 个 体 很 小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很 多 。 

登记 号 : 14562。 

幸 丁 格 尔 五 瑞 虫 ? Quingueloculina? haidingerii d’Orbigny 

(图 版 I 图 3a—c) 

1846, Quinqueloculina haidingerit d’Orbigny, Foram. Foss. Bass. Tert. Vienne, p. 289, Pl. 18, figs. 13—15. 

1952, Sigmoilina haidingerii Bornanopuy, Tp. BHMTPH, nos. cep. spin. 62, crp. 162, Ta6n. 24, puc. 

la—s. 

壳 近 圆 形 ,两 侧 局 , 壳 绿 宽 , 稍 平 ;多 室 面 见 4 Hee HHA 3 室 较 西 起 ; 少 室 面 较 

平 , 中 间 壳 室 稍 凸 起 ; 壳 室 宽 , 其 宽度 不 变 , 稍 膨 起 ; 颖 合 线 弯 曲 , 明 显 凹 下 ;基部 宽 圆 ,未 端 

AE, BR: Oe, ROPE, ROE ERE ICI | 
PEK 0.47 SK, Tee 0.5 SK, Fels 0.23 BK. 

比较 : Arta Al sek AP A ERE ITH E HS AP. Borganosyy 把 

当前 种 归 入 Sigmoilina 属 中 ,但 无 切片 佐证 ,我 们 因 标 本 稀少 ,不 能 切片 研究 , 仍 将 它 放 入 

Quingueloculina 中 ,以 待 进一步 研究 。 

ADH: 维也纳 爸 地 及 苏联 库 班 上 第 三 系 。 

产地 : WHT. MARS. 

登记 号 : 14563, 

平坦 五 瑞 虫 Quingueloculina complanata (Gerke et Issaeva) 

(AWK UL, 图 4a—c) 

1952, Miliolina complanata Gerke et Issaeva, BormaHopay, Tp. BHMIPH, nos. cep. BbIII. 64, emp.) 121, 
Ta6a. 13, puc. 2a—s. 4a—s. 

TH ACRAMUNBAB, 横 切 面 近 椭 圆 形 , BRERA; 多 室 面 稍 膨 趣 , 4 个 过 
38, PTB) 5 38 AA a, GL, SBE PEAK ; be RZ, 其 中 间 壳 室外 露 很 少 ; eee, Bese 
基部 弯曲 较 强 ,宽度 向 末端 变 窄 ; 壳 壁 薄 , AYO ae Sal —-o FE Behe SN ae Py Se 
起 ; 缝 合 线 弯 曲 , 稍 目下; 壳 基部 圆 , 口 端 呈 水 平 切 截 状 ; 壳 口 牛 圆 形 , BRP TA; cee 
光滑 。 

TEK 0.28 SAK, FER 0.17 BEAK, FEE 0.1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多 室 面 较 平 ;末端 较 明 显 呈 平 切 截 状 。 
分 布 : 苏联 乌克兰 、 克 里 米 亚 高加索 一 带 中 新 统 上 部 。 

产地 : 江苏 常熟 、 阜 宁 、 东 吾 、 启 东 等 地 。 分 布 较 广 ,但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564。 

= 

eS  — ee ee ee 

ee ww 

co eS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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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缺 五 瑞 虫 Quingueloculina seminula (Linné) 

(图 版 ID 图 5a 一 c) 

1767， Serpula seminulum Linné, Syst., Nat., 12th ed., No. 791, p. 1264. 

1884, Miliolina seminul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157, Pl. V, fig. 6. 

1929, Quinqueloculina seminula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5, p. 59, Pl. 9, figs. 

16, 18. 

壳 椭 圆 形 , 横 切面 近 三 角形 ,长 为 宽 的 1.5 倍 , TOR RA; 多 室 面 凸 起 较 强 , 见 4 Poe 

室 , 中 间 第 三 室 凸 起 呈 圆 奉 状 ,第 5 室外 露 不 明显 ; 少 室 面 较 平 , 见 3 Re, HHA 

较 小 , 且 不 凸 起 ; 壳 室 稍 膨 起 ,宽度 几乎 不 变 ; 颖 合 线 弯曲 , 稍 目 下; SCRE RS RIA, 末端 稍 尖 

成 斜 切 截 状 , 壳 口 椭圆 形 ,口唇 不 很 明显 ;牙齿 发 育 ,顶端 分 双 ; 壳 壁 光 浊 。 

FK 0.34 BAK, FE 0.23 BK, TB 0.16 毫米 。 

讨论 : 当前 种 长 期 以 来 破 认为 是 一 个 包括 特征 变化 范围 很 大 的 种 。 A. K. BornaHo- 

pial 讨论 该 种 特征 范围 , 认为 该 种 应 限于 具 椭 圆 形 壳 体 , HOSES He, samy 
超 ;, 少 室 面 较 平 , 壳 口 椭圆 形 , 且 具 经 常 高 出 口 面 的 牙齿 的 类 型 。 我 们 同意 这 一 种 区 分 , 根 

据 牙 齿 的 特征 可 以 区 别 当 前 种 与 O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d’Orbigny), 

分 布 : 巴黎 、 伦 敦 始 新 统 ,苏联 南部 中 新 统 ,， 日 本 上 新 统 , 荷兰 .日 本 美国 、 挪 威 第 四 

系 ;现代 产 于 太平 洋 、 大 西洋 .黑海 : 红 海 、. 地 中 海中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稀少 。 

Sige: 14565。 

Pt BBRA Quingueloculina venusta Karrer 

〈 图 版 il, 6a—c) 

1868, Quinqucloculina venusta Karrer, Sitz. Akad. Wiss. Wien., Vol. LVII, p. 147, Pl. II, fig. 6. 

1956, Bhatia, Contr. Cushman Found. Res. Vol. 7, p. 17, Pl. 2, figs. 6a—b. 

1957,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Todd et Bronnimann, Cushman Found Foram. Res. Spec. Publ. No. 

Sipe 7, OPI. WS) figs] 2: 

TOA, teh = It, RAR, RE; 多 室 面 膨 起 , 见 4 See, 第 3 eh, SB 

RRAK, 第 5 室 微 凸 起 ; 少 室 面 较 平 , 中 间 壳 室 稍 凸 起 成 毯 人 疹 状 ; RSM“ VS 

形 ,基部 弯曲 较 强 ,很 少 膨 起 ; 颖 合 线 较 平 ,弯曲 ;基部 宽 圆 ,末端 稍 尖 , 具 较 短 的 颈 , 壳 口 近 

EVE, FREAK, 顶端 稍 分 叉 , 壳 壁 光 滑 , 牛 透明 。 

壳 长 0.24 一 0.30 毫米 , 壳 宽 0.12 一 0.20 Bk, AE 0.10 一 0.12 BK. 

分 布 : 目 本 上 新 世 地 层 ， 有 罗马尼亚、 南斯拉夫 中 新 世 地 层 及 现代 太平 洋 与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上 海 唐 家 宅 。 个 体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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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 五 瑞 虫 Quinqueloculina contorta d’Orbigny 

(图 版 II 图 7a 一 c) 

1846, Quinqueloculina contorta d’Orbigny, Foram. Foss. Bass. Tert. Vienne, p. 298, Pl. 20, figs. 4—6. 

1932 Cushman et Cahill,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175 p.AFP 2， 

fig. 3. 

1956, = Asano, Sci, Rept. Tohoku Univ., ser. 2, VOID 机 和 

壳 较 长 , 呈 长 椭圆 形 , 壳 绿 宽 平 或 稍 膨 起 ; 多 室 面 较 膨 起, 匈 4 个 壳 室 ,第 3 室 凸 起 成 

圆 春 状 ,而 第 5 室外 露 很 少 ,有 时 稍 凸 起 ; 少 室 面 较 补 ， 其 中 间 壳 室 稍 凸 起 成 圆 兰 状 ， 壳 室 

弯曲 , 横 切 面 近 方 形 , 颖 合 线 弯 曲 , 明 显 凹 下 ; 壳 基 部 圆 , 末 端 稍 拓 , 具 短 的 颈 ， 口唇 窗 , 壳 口 

RAG, Fw RS, BAT” 字形, 壳 壁 具 细 小 的 坑 。 

壳 长 0.35 一 0.55 毫米 , 壳 宽 0.18 一 0.30 BK, F/B 0.13 一 0.20 Ko 

比较 : 当前 标本 颈 比 正 型 标本 的 发 育 , 但 日 本 和 菲律宾 的 标本 也 具 较 发 育 的 颈 ; ES 

Quinqueloculina badenensis d Orbigny {BABE (ARIS RAK, BRAHAM, 当前 种 

55 Q. lippa Calvez 也 较 接 近 ， {aS He BALM es RI, 突起 不 

高 。 

分 布 ， 苏联 乌克兰 始 新 统 到 中 新 统 ;日 本 上 新 统 、. 更 新 统 ; 挪 威 上 部 更 新 统 ;现代 见于 

北冰洋 及 日 本 ,菲律宾 附近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启 东 、 捍 宁 等 地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567。 

五 瑞 虫 cf. 波 义 种 .Quzngueloczlira cf. boueana d’Orbigny 

(图 版 I 图 8a—c) 

1846, Quinqueloculina boueana d’Orbigny, Foram. Foss. Bass, Tert. Vienne, p. 293, Pl. 19, figs. 7— 

9. 

1884, Miliolina bouean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173, Pl. 7, figs. 13a—c. 

1917, Quinqueloculina boueana Cushman, U. §. Nat. Mus. Bull. 71, pt. 6, p. 50, Pl, 15, fig. 2. 

Folie SELIG , PA WBE hes , TORR BULA, & FE AAR OL 4 “Soe SE, SS 3 See, HA 5 

BI BS , > 38 HAA , HA) SFA HE, SCAG HE 5 ASS th, RM; SRS EL, A tin 

近 水 平 切 截 状 , 口 面 较 平 ,须发 育 较 差 , 但 具 容 的 口唇 , 壳 口 曙 牛 圆 形 , 具 棱 状 牙齿 ; 壳 绿 具 

纵 纹 装饰 。 

壳 长 0.38 SK, TOK 0.27 BK, TE 0.22 BEKO 

比较 : ARPA LCE RAR PARR, BWSR IA RBS RE ; AFA Quinque- 

loculina curta Cushman WK SIA sc MA, MERE o 

分 布 : PT FACE HAM RAS, KRSRAARIGE, taiRNFREASARA 

本 上 新 统 , 日 本 全 新 统 中 也 有 发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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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 江苏 射 阳 滨海 。 个 体 稀少 。 

登记 号 : 14568。 

亚 砂 质 五 瑞 虫 Quzngrelocalinmna subarenaria Cushman 

(PRR WI, 图 la—c) 

W017)! Ostihucldculine subarenérialCushthan, TS Nam MusBally 71) pee pr4a4p Pie 40) 2. 

壳 长 椭圆 形 , 横 切 面 多 角形 ,基部 较 圆 ,末端 切 截 状 , 壳 绿 较 平 或 稍 止 :多 室 面 膨 起 , 见 

4 个 壳 室 ,第 3 SBORRS, RAMARAK, £5 室 稍 凸 起 呈 低 毯 疹 状 ; 少 室 面 较 平 或 稍 

凹 , 其 中 间 第 4 室外 露 较 低 , 壳 室 稍 弯曲 , 横 切 面 近 四 方形 , 壳 室 宽度 不 变 ; 颖 合 线 目 下 , 弯 

Hh; OPA, FOS OS, ee OPA, 牙齿 不 清楚 , 壳 壁 厚 , 粗 糙 , 靠近 缝合 线 处 具 细 

砂粒 。 

壳 长 0.45 SAK, Fe Be 0.24 BEAK, TR 0.2 BEAK 

比较 : 4RUPRAERBCEM RATAN, RMS, FAA. SRIF Ouinquelo- 

culina badenensis d Orbigny MK SIAM ARARKMAL, RSRAT RAM Sak 

不 同 。 

分 布 : 现代 产 于 新 加 坡 附近 太平 详 中 , 化石 记 录 见 于 日 本 上 新 统 及 第 四 系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旱 宁 等 地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569。 

BAAR Quingueloculina argunica (Gerke) 

(图 版 II 图 2a—c) 

1938, Miliolina akneriana (d’Orbigny) var. longa Gerke f. argunica Tepxe, IIpo6mempi naneont. Tom. 

4. erp. 305, Ta0n. WW, puc. 11, 12, 

1950, (d’Orbigny) var. argunica BorIaHOBHd，MHKpo 中 ayHa CCCP, c6. 4, erp. 147, 

Ta6m. 1, puc. 4. 

TRAE, BOSNIA, CARA, Sa, 可 见 4 Sale 

室 , 稍 弯曲 ,其 中 间 第 3 SSAA, BS 室外 露 很 少 ; 少 室 面 较 平 , 由 3 Poo 2A 

成 ,其 中 间 壳 室 凸 起 很 小 , 昌 低 圆 疹 状 ; oe BE ARE EAM PD, SEEM BES hs TEAL 

SB, Aim HC, RK EMSRS; Om Paks; Seo AE, RMR 

RATA 5 seBE SEE, AN TA BARE 

Fee 0.50—0.60 毫米 , 壳 宽 0.20—0.30 毫米 , 壳 厚 0.15—0.20 Bk. 

比较 : Tepxe 把 当前 种 作为 O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var. longa 的 一 个 类 型 ;但 

前 者 从 壳 的 形状 ,长 的 颈 及 转 形 壳 口 均 与 后 者 有 显著 区 别 , 因 此 我 们 这 里 把 它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种 。 

分 布 : 苏联 外 高 加 索 中 新 统 中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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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 江苏 滨海 、 皇 宁 。 数量 稀少 。 

登记 有 号: 14570。 

HBR ch. 德 米 特 里 也 夫 种 Quingueloculina cf. dmitrievae (Bogdanowicz) 

(图 版 ID 图 3a 一 c) 

1952, Miliolina dmitrievae BormagoBHd，Tp。BHIIEPIHI，HoB。 Cep. Bein. 64, crp. 117, Ta6m. 11, puc. 5. 

1956, Miliolina cf. dmitrievae BopoIIEHJIOBa，CUpaBOdHHK No MuKpodbayHe A3epOaliptana, ctp. 116, Ta6n. 

13, 4pue, 5: 

Fe 7S FA A LI, tee BG = FGI, AAR, RR, SR 4 室 , 较 膨 起 ， 

其 中 间 第 3 室 凸 起 较 高 ,第 5 SERRA, DMR, 可 见 3 Sock, Poe 

很 少 ; 壳 室 宽度 不 变 ; 最 后 壳 室 的 底部 形成 稍 圆 的 钝 角 , 末端 斜 切 截 状 , 50 PEI, BAe 

的 口唇 和 顶端 分 叉 的 牙齿 ; SBE EYE 

壳 长 0.53 毫米 , 壳 宽 0.30 毫米 , 壳 厚 0.22 毫米 。 

比较 : 我 们 的 标本 不 及 BormaHoBH 的 标本 口唇 发 育 , 颈 较 短 ;而 与 Boporzgrioga 的 标 

本 基本 上 一 致 。 

分 布 : 苏联 高 加 索 西 部 中 新 世 地 层 中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71, 

多 砂 五 瑞 虫 Quingueloculina sabulosa Cushman 

(图 版 IT 图 5a 一 c) 

1947, Quinqueloculina sabulosa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3, SERIES 

fig. 22. 

Te), BEN, CAR ; eS th RK; 多 室 面 膨 起 较 高 , 见 4 NE, 3 室 凸 起 
PRR, DORA 5 5 室 稍 凸 起 ; 少 室 面 较 平 ,中 间 壳 室 凸 起 较 低 ,有 时 外 露 较 步 , 壳 室 稍 膨 
起 ,中 间 宽 度 较 大 ,向 两 端 缩小 ; HEA SEAS SE, OS th, ITS; SERB OA, Re, RRS 
的 圆 简 形 颈 ; 口 面 平 ,无 牙齿 ; 壳 壁 浅 ; 粘 有 很 多 细 砂 粒 。 
壳 长 0.27 一 0.47 BK, FB 0.15—0.24 毫米 ;, 壳 厚 0.1—0.20 EEK, 

比较 Cushman HUE APY BEEN EG AA REA AA  (AZE th I _Ee AE AR 

我 们 的 标本 沟 有 牙齿 ; 这 个 种 与 Quingueloculina compta Cushman 的 区 别 为 后 着 具 OT? 
WAT; 与 2. amygdoloides Brady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绿 较 尖 锐 , 少 室 面 较 平 , 壳 室 外 露 较 明 
显 ;当前 种 以 具 明 显 的 颈 , 与 O. pygmoea Reuss 相 区 别 。 

分 布 : DCA IMF RB BIS HO 

产地 : TORRE ANA JAAR RG Be LYE ERE, PRR , 
登记 号 : 14573, 

a <= 

a 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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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瑞 虫 属 Triloculina d’Orbigny, 1826 

FAIA RL 3 个 壳 室 ,早期 帝 室 有 时 成 五 瑞 虫 型 排 烈 ,而 后 期 壳 室 排列 在 围绕 一 个 纵 

轴 ; 互 成 120? 夹 角 的 三 个 平面 上 , 顺序 生成 壳 室 之 间 的 夹 角 为 120"; 壳 口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一 般 具 短 棒状 或 T 字形 牙齿 ; 壳 钙 质 无 孔 型 ,有 时 壳 璧 上 粘 有 稀少 的 细 砂 粒 。 

隆 凸 三 瑞 虫 Triloculina inflata d’Orbigny 

(图 版 II, 图 7a—c) 

1826, Triloculina inflata d’Orbigny, Ann. Sci. Nat., ser. 1, Vol. 7, p. 300. 

1846, —, Foram, Foss. Bass. Tert. Vienne p. 278, Pl. 17, figs. 13—15. 

1955. — —— Kruit, Verh. Kon, Ned. Geol. Mijubk. serie Deel. 15, No. 3, p. 469, Pl. 11, 

fig. 3. 

eA VIE, BEM TE ANT, FERAL, DVO aS ASE, SS 3 eee, PEA, 
ARIES, HAAS th SAAS uh IS; SEED EAL SHOR; 口 面 稍 倾 科 , 壳 
口 近 圆 形 , REO, Fa, DAA 5 BREE EYE 

Fak 0.4 毫米 , 壳 宽 0.28 毫米 , 壳 厚 0.22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和 Trilocwliza oblonga (Montagu) FAL, (ARTA FERRER, Fo PEW EE. 
分 布 : PRUE LS FE Be aH A) ME PH EE 5 现代 产 于 地 中 海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东台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75。 

三 瑞 虫 cf. =H Triloculina cf. trigonula (Lamarck ) 

(图 版 IT 图 6a—c) 

1804， Miliolites trigonula Lamarck, Ann, Mus. Vol. 5, No. 3, p. 351. 

1826, Triloculina trigonula d’Orbigny, Ann. Sci. Nat., Vol. 7, p. 299, No. 1, Pl. 16, figs. 5—9. 
1917, Cushman, U. §. Nat. Mus., Bull. 71, pt. 6, p. 65, Pl. 25, fig. 3. 

TOMI, tx) i Al = FATE; eR BEA; 3S 3 SPAR AAU, eS th, hae, HE 

SEMA Se BOTS th Ss SA ISL, MAS, LOOK FT ORL ESE, 
牙齿 很 短 , 顶端 稍 分 又。 

这 长 0.27 毫米 , 壳 宽 0.20 BK, Te) 0.18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标准 类 型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牙齿 较 宽 ， 壳 绿 也 较 宽 圆 。 当前 种 与 7. 

austrica (d’Orbigny) 外 形 很 相近 ,但 后 者 口 面 较 平 。 

分 布 : 欧洲 始 新 统 , 苏 联 中 新 统 , 我 国 台 湾 , 日 本 ,意大利 上 新 统 ; 日 本 更 新 统 。 现 代 

除 闪 水 以 外 分 布 广泛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射 阳 。 标 本 数量 很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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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号 : 14574, 

无 齿 虫 属 Edentostomina Collins, 1958 

ROK RK, SHEA SE; it, RIAA BAN 180°, BAARMARF wo 

HET, ABE, 无 齿 。 

注意 无 齿 虫 Edentostomina cultrata (Brady) 

(图 版 IT 图 4a—c) 

1884, Miliolina cultrat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161, Pl. 5, figs. 1,2. 

1917, Quinqueloculina cultrata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71, pt. 6, p. 54, Pl. 21, fig. 1. 

1958, Edentostomina cultrata Collins, Brit. Mus. (Nat. Hist.), Great Barrier Reef Exped. 1928—1929 

Sci. Repts. Vol. VI, No. 6, p. 371. 

TORK, BABE, Aillm; RAK, REA SEMA, 中 间 壳 室 稍 凸 , 少 室 

HA; RRA, BAM; eM A, KintikK, RRA; BORA, 

FOIA 5 FE BE FEY o 

壳 长 0.45—0.57 毫米 , 壳 宽 0.25—0.30 SK, WE 0.13 一 0.15 SK, 

分 布 : 现代 印度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启 东南 通 等 地 。 个 体 稀少 。 

登记 号 : 14572。 

曲 形 虫 属 ~Sigmoilina Schlumberger, 1887 

TORE; Fasc VAN BAB GER, aE SBE, 围绕 同一 纵 轴 

he Si, 后 一 壳 圈 旋 绕 面 与 前 一 壳 圈 之 间 稍 大 于 180°, SKE ES “s” JB; ROA 

形 , 有 时 具 发 育 的 牙齿 ; 壳 壁 为 钙 质 无 孔 型 。 

72S thFe Sigmoilina tenuis (Czjzek) 

(图 版 IL 图 8a—b) 

1847, Quinqueloculina tenuis Czjzek, Haidingers Nat. Abhandl., Vol. 2, p. 149, Pl. 13, figs. 31—34. 
1850, Reuss, Denkschr. Akad. Wiss, Wien, Vol. 1, P-385,..Pl SOs fross: 
1946, Sigmoilina tenuis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2," pt. 2, pe ost lemers 

figs. 13—15. 

eA, 两 侧 较 局 ; Tre BT Eh UE, FSS, eh, FARK, REEL AR 
BE 5 缝合 线 较 宽 , 稍 止 , 壳 基 部 具 锐角 , 口 端 尖 , 具 短 颈 ; 30 BE, BEETS, 

TOK 0.27 BEAK, eH 0.16 SK, FEL 0.05 毫米 。 
比较 : ANT Sigmoilina tschokrakensis Gerke 很 相似 ,但 前 者 个 体 较 小 ; 具 狭 长 的 

Tt FE o 

oars! Sa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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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英国 渐 新 统 , 奥 地 利 维也纳 从 地 、 苏 联 . 意大利、 英国 及 牙买加 鱼 中 新 统 ; 意 大 

利 、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上 新 统 与 第 四 系 。 现 代 产 于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启东 南通。 标本 数量 很 少 。 

登记 号 : 14576。 

亚 罕 室 曲 形 虫 〈 新 种 ) Sigmoilina subtenuis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IV, 图 la 一 b) 

TCH ERK ATE, MB. PIAA, RIAs eR I, SEES th 

宽 , 横 切面 呈 “S ” 形 排 烈 ;缝合 线 凹 下 ,在 基部 弯曲 ; TEBE AB Al, FARE PAK em AK 

天 , 圆 简 形 , 具 窗 的 口唇; 口 面 平 , 壳 口 圆 形 , 具 顶 端 稍 分 叉 的 齿 ; 壳 壁 稍 具 皱 纹 。 

Fe K 0.30—0.45 BK, Fe 宽 0.15 一 0.25 BK, 5a 厚 

0.10—0.14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新 种 在 外 形 上 近似 于 SSzgmzoilzza tenuis 

《Czjzek)， 但 前 者 具 明 显 的 牙齿 ,而 后 者 无 。 

产地 : 江苏 滨海、 东台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eesti wigs 

登记 号 : 14579, 壳 横 切面 构造 

类 曲 形 虫 属 ,Sigrmoilopsis Finly, 1947 

壳 外 形似 Sigmoilina, 但 与 后 者 区 别 为 壳 壁 由 细 砂 粒 胶结 而 成 。 壳 室 排 烈 每 壳 圈 旋 
转 面 稍 转移 一 个 角度 , 横 切 面 呈 “S” 形 , 壳 口 图 形 或 近 园 形 , 具有 小 的 此 。 

粗糙 类 曲 形 虫 Sigmoilopsis asperula (Karrer) 

(图 版 II 图 9a—b) 

1868, Spiroloculina asperula Karrer, Sitz. Akad. Wiss. Wien., Vol. 58, pt. 1, p. 136, Pl. 1, fig. 10. 

1946, Sigmoilina asperula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2, p. 33, Pl. 5, figs. 

Ligh Se 

Te HA LBL TZ , BAW FZ AE AT see BSI BERI , oR EIA s FASE LA Ts a ; 

BAF fe Ja Bie 50 3218), AS, FAL; TES A, 末端 尖锐 , ASA AIZEN Oe; 口 面 

7B; sc VG; sake Re ,为 细 砂 粒 粘 合 而 成 。 

IK 0.30 一 0.60 SK, Fath 0.20 一 0.27 毫米 , 壳 厚 0.08 一 0.10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与 Sigmoilopsis flintii (Cushman) 较 相 似 , 区 别 为 后 者 颈 较 长 。 

分 布 : 澳大利亚 新 新 统 , 罗 马 尼 亚 、 南 斯 拉夫 中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如 东 \ 南 通 、 启 东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577。 

合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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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林 特 类 曲 形 虫 Sigmoilopsis flintii (Cushman ) 

(图 版 II, FE 10a, b) 

1946, Sigmoilina flimii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2, p. 44, Pl. 6, figs. 35— 

39. 

SHEE, AURA, RRR; SRE, See Pee; sexe 

近 圆 简 形 ,弯曲 , 细 长 ,其 宽度 不 变 ; 缝合 线 不 明显 , SMT: eee Ral, 末端 宽 圆 , 具 

伟 长 的 颈 ; 口 唇 窗 , 壳 口 圆 形 ,牙齿 短 棒状 ; 壳 壁 较 厚 , 由 细 砂 粒 粘 合 而 成 。 

BeK 0.40 毫米 , 壳 宽 0.27 BA, FEF 0.08 毫米 。 

比较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略 小 ; SX — FES Sigmoilopsis asperula (Karrer)  Sigmoi- 

lopsis schlumberger (Silvestri) 的 区 别 为 当前 种 具 发 育 的 绒 和 局 平 的 碗 体 。 

分 布 : 现代 墨西哥 湾 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包 场 镇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78。 

块 心 虫 属 Massilina Schilumberger, 1893 

eh. SHAE, PEP MADR DAA, SWAP ER BALE 

Al; 72 BVCSGRE, AN BRKT ; scBEA F5 AC ILA 

terete Massilina pratti Cushman et Ellisor 

(图 版 IV, 图 2a—c) 

1931， Massilina pratti Cushman et Ellisor,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7, pt. 3, p. 53, Pl. 

7, fig. 4. 

TOK, HATE, MRM, RRA, RAMA RR MWK, APD R 

5 ToS Hh, 稍 膨 起 , 室 的 边 绿 部 分 很 局 ,各 室 宽 度 不 变 ;缝合 线 弯曲 , 凹 下 ; 壳 基 部 宽 圆 ， 

具 毯 角 , 末 端 稍 尖 , 具 简 状 天 , 牙 齿 简 单 ; 壳 壁 光滑 。 

FEK 0.80 毫米 , 壳 宽 0.63 毫米 , 壳 厚 0.10 BK, 

比较 : 我 们 的 标本 比 得 克 萨 斯 始 新 统 的 标本 壳 体 较 宽 ， 后 期 碗 室 膨 大 ; 当前 种 与 

Massilina secans (d’Orbigny) 的 主要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体 局 平 、 最 后 两 壳 室 很 宽 、 早 期 碗 室 不 

rh, 

分 布 : 美国 得 克 萨 斯 始 新 统 上 部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标 本 数量 很 少 。 

登记 号 : 1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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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BR Massilina inaequalis Cushman 

《图 版 IV, 图 3a—c) 

1921, Massilina inaequalis Cushman, Proc. U. §. Nat. Mus. Vol. 59，p. 72, Pl. 17, fig. 12—13. 

壳 椭圆 形 ,两 侧 较 局 , 壳 绿 平 , 外 观 可 见 6 一 7 4; PREAH ee 

BAK, BEROIRLAL, RHR; BARS LIT; 壳 基 部 锐 圆 , AimtAA, 具 圆 简 

JENS Oe; OZ, SORA, Aw, 顶端 稍 分 叉 ; 壳 壁 较 厚 ,粗糙 。 

RK 0.27 一 0.57 SEK, HERE 0.13 一 0.31 BK, BE 0.10 一 0.20 BK, 

比较 : 我 们 的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颈 稍 短 , 个 体 较 小 。 

分 布 : PRI FARES ES SIE APE PEGS S .汤加 对 鱼 等 地 附近 海 

洋 中 ,化 石 记 录 见 于 日 本 更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滨海 .里 宁 。 标 本 数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581。 

包 正 块 心 虫 Massilina secans (d’Orbigny) 

(图 版 IV, 图 4a 一 c) 

1826, Quinqueloculina secans d’Orbigny, Ann. Sci. Nat. Vol. 7, p. 303. 
1894, Miliolina secans Goés, Kongl, Svensk Vet. Akad. Handl. Band. 25, No. 9, p. 112, Pl. 20, fig. ， 

856. 

TOMA, AMR he, CAA, ARES; 外 观 见 5 一 6 hase; Bee hd, 呈 低 

BAK BES th, IGE, AEE; BAAS hh, FM; 基部 锐 圆 , 口 端 余 切 截 状 ; 口 

is}, oO HHI, FAK, FPA A Sh, SRK; 壳 壁 光滑 。 

壳 长 0.55 毫米 , 壳 宽 0.37 BK, TE 0.18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与 Massilina pratti Cushman et Ellisor 较 相 似 , 其 区 别 为 前 者 早期 壳 室 

rh, BREE K, 与 后 者 不 同 。 

AA: 日 本 上 新 统 ; 现 代 产 于 大 西洋 北部 ,北冰洋 及 日 本 牛 咸水湖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82。 

#2772 Spiroloculina d’Orbigny, 1826 

RE se 2 AN ER th Es FO BIG, AKT 字形 牙齿 ; TERE ASS 

质 无 孔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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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 抱 环 虫 Spiroloculina eximia Cushman 

(图 版 IV, 图 5a b) 

1922, Spiroloculina eximia Cushman, Canegie Inst. Washington Publ. 311, p. 61, Pl. 11, fig. 2. 

1944, Cushman,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 No. 11, p. 46, Pl. 

6, figs. 36—38. 

壳 椭 圆 形 , 两 侧 局 ,中 间 凹 下 , 壳 绿 宽 圆 , 具 3 hee; RSS, AR, males 

增 大 很 快 , 帮 膨 起 ,其 宽度 在 基部 较 大 , 向 口 端 逐 浙 变 鹤 ; 早 期 壳 室 微 倾 余 , 稍 凸 起 , 颖 合 线 

弯曲 , 凹 下 ; 壳 基 部 圆 ,未 端 伸 长 , 具 发 育 的 颈 ; 口 展 明 显 , 口 面 稍 倾 儿 , 碗 口 近 圆 形 ,牙齿 发 

育 , 呈 “T "字形 ; 壳 壁 较 粗 糙 。 

AZ 0.58—0.62 SK, HR 0.32 一 0.37 BK, TH 0.13 一 0.20 Ko 

比较 这 一 种 在 外 形 上 很 近 于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但 前 者 壳 室 

向 口 端 变 窄 ,而 后 者 壳 室 宽度 不 变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须 稍 长 , 壳 绿 较 圆 。 

分 布 : 产 于 现代 热带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83。 

挪威 抱 环 虫 ,Spirolocrlina norvegica Cushman et Todd 

(图 版 IV, 图 6a—c) 

1944, Spiroloculina norvegica Cushman et Todd,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 No. 11, p. . 

43; Pl. 6, figs. 19; 27. 

RARHE, itl, PIAL TS, eA, A 4 Sock, 8 MAS HAMM eS; ee 

膨 起 ,其 宽度 不 变 , 各 壳 圈 逐渐 增 大 ; 后 期 壳 室 稍 包 挫 早 期 相 邻 的 壳 室 ; Peewee: se 

BS HH, 明显 凹 下 ; 壳 基 部 圆 , 末 端 微 余 , 无 颈 , 壳 口 圆 形 ,牙齿 短 棒 状 , 壳 壁 光滑 5 

壳 长 0.71 毫米 , 壳 宽 0.46 SK, TE 0.10 SK, 

比较 : “nth Spiroloculina depressa d Orbigny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绿 圆 而 不 目下 ; E 

45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具 颈 和 “T” 字 形 牙 齿 。 

分 布 : DURKEE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84。 

光滑 抱 环 虫 Spzrolocr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图 版 IV, 图 7a，b) 

1944,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aman et Todd,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 No. 11, p. 

67, Pl. 9, figs. 26—29., 

‘op qn se eee ili ma eae) The) 

er 

e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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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E, Willa, PMI TE, eA, A 4 Pol, 7—8 SSMS ; ike 

roe RR; BWW ARR; BARS RM; SrA aE 

壳 室 ; 壳 基 部 宽 圆 , 末 端 宽 圆 , RAR M, AHO; OMA, OSEAN, AAT? 

牙齿 ; 壳 壁 光滑 。 

FEK 0.90 毫米 , 壳 宽 0.62 毫米 , 壳 厚 0.30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与 Spiroloculina eximia Cushman 较 相 似 , 但 前 者 颈 较 短 、 壳 室 宽 度 不 

变 , 可 次 区别 。 

分 布 : 现代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东 台 、 启 东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很 多 。 

登记 号 : 14585o 

索 尔 达 抱 环 虫 Spirolocrrlina soldanii Fornasini 

(图 版 IJV, 图 8a，b) 

1886, Spiroloculina soldanii Fornasini, Boll. Soc. Geol. Ital., Vol. 5, p. 25. 

1944, Cushman, et Todd,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 No. 11, p- 

37, Pl. 6, figs. 5—9. 

TONAL, PA ha, PILI , cA A, RMP UL 3 Peel; eK, AS 

不 变 , 横 切 面 呈 方形 ; 早期 壳 室 外 边 有 时 比 后 期 相 邻 帝 室 内 边 稍 高 ; BOARS Hh, We 

下 ; 壳 基 部 较 圆 ,未 端 宽 圆 , 具 短 颈 ; 口 面 平 ,牙齿 呈 明 显 的 “T ”字形 ; 壳 壁 粗糙 。 

壳 长 0.85 SAK, Fee 0.58 SAK, ToS 0.25 SK 

比较 : BATRA CIERRA TAS ; 此 种 很 近 于 S. communis Cushman ct Todd, 

(AMA TAF, Maa acAM PS, KA. 

分 布 : 意大利 ,希腊 上 新 统 ; 现 代 地 中 海中 。 

产地 : 江苏 滨海 .和 皇 宁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86。 

光亮 抱 环 虫 Spiroloculina lucida Cushman et Todd 

(图 版 IV, 图 9a，b) 

1944， Spiroloculina lucida Cushman et Todd,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 No. 11, p. 70, 

Pl. 9, figs. 30, 31. 

Te ATE, 两 侧 局 ,中 间 凹 下 , ro Bl, BE PGA 4 Pele, seh, FEE 

度 不 变 ; 最 后 壳 室 增长 很 快 , 室 面 平 ; BOSH, PRM; 壳 基 部 宽 圆 , 末端 伸 长 , 具 圆 简 形 

SH, (RG; A, 53 OA, 具 窗 的 口唇 ,牙齿 T SIE; se BEDE 

TOK 0.75 毫米 , 壳 宽 0.55 毫米 , 壳 厚 0.17 毫米 。 

比较 ;当前 种 与 Spiroloculina communis Cushman et Todd 较 相 似 , 区 别 为 前 者 帝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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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圆 , 壳 绿 膨 起 , 边 毯 不 尖锐 ; 这 一 种 与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的 区 别 

HEHHS RAL, BAA, Mia ARE AA 

Sah, 现代 太平 洋 中 印度 尼 西 亚 爪 哇 、 菲 律 宾 沿 岸 。 

产地 : 嘉定 泪 桥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87。 

双 瑞 虫 属 _Pyrsgo Defrance, 1824 

AA, UAT RSAK- THA, MLAs; 早期 壳 室 旦 五 瑞 虫 型 或 三 

瑞 虫 型 排 烈 ; 壳 口 位 于 末端 , 常 具 一 闪 的 双 分 叉 牙 齿 , 帝 壁 钙 质 无 孔 型 。 

不 规则 双 瑞 虫 ?” Pyrgo? irregularis (d’Orbigny) 

(图 版 IV, 图 10a, b) 

1839, Biloculina irregularis d’Orbigny, Foram. Amer. Merid，pP， 67, Pl. 8, figs. 20, 21. 

1941, Planisoirina? sp. A. LeRoy, Colorado School Mines Quarterly, Vol. 36, No. 1, p. 72, Pl. 7, 

figs. 29, 30. 

1953, Nummoloculina irregularis Phleger et Parker, Rept. Swedish deep-sea Exped. Vol, VII, p. 28, 

Pl. 5; figs: 9; 10: 

ah, SE, inte KOREA; 最 后 壳 室 紧密 的 包 挫 于 前 一 壳 室 之 上 ; BS 
线 平 ,不 明显 ; 口 面 倾 余 , 壳 口 牛 圆 形 , 牙 齿 呈 板 状 ; PERE EE. 

FE 0.25 毫米 , 壳 宽 0.19 毫米 , 壳 厚 0.15 BK, 
讨论 : 这 一 种 由 于 属 的 地 位 和 尘 有 疑问 , 应 作 切 片 研究 内 部 构造 。 我 们 因 标本 个 体 稀 

少 , 告 不 能 进行 , 仅 志 于 此 ,以 待 进一步 研究 。 
分 布 : 日 本 上 新 统 ,印度 尼 西 亚 晚 第 三 纪 沉 积 ; 现 代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88。 

HERB Lagenidea 

Fi RF Lagenidae 

2 Dentalina d’Orbigny, 1826 

TES HS , PAN; BARBED EM ESAS RESET TLAN, 光滑 或 有 

Be ii; 58 RK, OP ST 

齿 形 虫 sp. Dentalina sp. 

CER V, 图 1) 

He TEU ARS DP RD, BE I — PR SERR, (UE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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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ein AER ; BA Se Fe BET BA, 由 于 标本 不 完整 ,不 能 定 种 。 

产地 : 江苏 启东 南阳 村 。 

FIGs: 14589, 

HLRBeR Lagenonodosaria Silvestri, 1900 

Tek, H— Fil 5s A, PERI BK, BARKS seh BS PA PA3e, eR ARMY 

SPA , Fis 7 SAS , AWA SAE, SEC Ae ii, SORE SSR ASL, a0 fal 

Sf. OP iz Ja 50 2 in, RAS, ALAIN BIRR Hii o 

比较 : Wi Nodosaria ZERARMARBANK, ARAKHM, 

AHR BEe R Lagenonodosaria scalaris (Batsch ) 

〈 图 版 V, 图 2) 

1791, Nautilus scalaris Bstsch, Conch. Seesandes, No. 4, Pl. 2, figs. 4a,b. , 

1884, Nodosaria scalaris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510, Pl. 63, figs. 28—31. 

1938, Lagenonodosaria scalaris Asano, Sci. Rep. Tohoku Imp, Univ., 2nd ser., Vol. 19, No. 2, p. 210, 

Pls 25, fig, 28, Pl, .27, figs. 11—13. 

Fh, BPR SA, RK, hein Hs A BERR IM , oe Hs DAE x ; 

FEE; eH fa, RK, 

We: K—APAERMNRADHRA—TMA, SAAB GAB MERT A 3 Be i 

的 式样 而 归 入 本 种 。 

分 布 : 现代 分 布 颇 广 泛 。 化 石 见于 欧洲 第 三 系 , 日 本 上 第 三 系 及 第 四 系 , 我 国 台 湾 上 

新 统 等 地 层 。 

产地 : 江苏 东台 。 

登记 号 : 14590, 

预 虫 属 Lagena Walker et Jacob, 1796 

Fe ES oe SS IM, FB ETERS ELI RA, BARE, BURA AEE, 72 YR RA 

装饰 ; TeReSS RA SLAY, AOHSL; SRO fa, eH, RMEARERK, AS 

状 颈 。 

Fh wR Lagena gracillima (Seguenza ) 

(图 版 V, 3, 4) 

1862, Amphorina gracillima Seguenza, Foram. Monta. Messina, p. 51, Pl. 1, fig. 37. 

1884, Lagena gracillim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56, Pl. 56, figs, 19—28. 

KSEE NH, SORES AA, EFL BNE, FE a, AAO ae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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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R 

EK 0.49 BK, FEB 0.17 毫米 。 

讨 诊 ， 这 一 种 包括 的 形态 变化 范围 较 大 ， 有 的 对 称 ， 有 的 不 对 称 。 据 Loeblich 及 

Tappan), 两 者 是 逐渐 过 滤 的 , 攻 无 显然 界线 , 均 应 归 人 此 种 。 

分 布 ， 此 种 从 中 新 世 至今 都 有 广泛 分 布 , 以 上 新 统 最 常见 , 开 见 于 我 国 台 湾 、 日 本 、 美 

国 加 里 和 福 尼 亚 、 挪 威 东南 部 、 丹 麦 .英国 之 更 新 世 地 层 中 , 现代 大 西洋 、 北 太平 洋 、 北 极 洋 中 

也 很 常见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射 阳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登记 号 : 14591, 14592, 

Meh Lagena elongata (Ehrenberg) 

《图 版 V, 图 5) 

1844, Miliola elongata Ehrenberg, Berichte, Preuss. Akad. Wiss., Berlin, p. 274. 
1884, Lagena elongat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57, Pl. 56, fig. 29. 

ap si 壳 室 圆柱 状 , 直径 变化 不 大 , hem PTR AA, kein — JES Rl, Hin A SR; 

ro BE EBA ; BELEN, 5o A iB, 

TK 0.94 BA, THE 0.10 毫米 。 

Rays 这 一 种 在 第 四 纪 和 现代 均 很 常见 。 日 本 上 新 统 , 挪 威 东南 上 部 更 新 统 , 瑞 典 第 

现代 大 西洋 .太平 洋 中 均 有 产 出 , 亦 见于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上 新 世 地 层 中 。 

gx 江苏 如 东 大 同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593。 

CAHiR Lagena striata (d’Orbigny) 

(图 版 V, 图 11) 

1839， Oolina striata d’Orbigny, Foram. Amer. Merid., p. 21, Pl. 5, fig. 12. 
1884, Lagena striat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60; Pl. 57, figs. 22) 245 28529: 

序 小 , 帝 室 亚 球形 , 始 端 宽 圆 , 基 部 突出 一 短 刺 , 末端 逐渐 减 小 , 伸 出 一 项 ; 珊 壁 透明 ， 

碗 面 布 以 30 余 根 细 纵 肋 纹 ; 壳 口 简单 。 

Fad 0.22 Sek 米 , 壳 宽 0.16 BK, 

比较 : 在 Lagena 一 属 中 壳 表 有 纵 纹 的 种 颇 多 ,但 此 种 以 达 体 较 圆 、 纵 纹 细密 . 驳 布 

全 壳 为 特征 。 

分 布 : 此 种 从 第 三 纪 至 今 分 布 颇 广 。 第 四 系 中 颇 BG DL, HO A AS PRE A Le 、. 意 

KAY BEE PAE BB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等 地 均 有 发 现 ;现代 产 于 太平 洋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东台 。 数 量 不 多 。 

登记 号 : 14599。 

ee ee 



何 ” 炎 等 : 江苏 东部 第 四 纪 有 筷 虫 77 

WAH Lagena substriata Williamson 

(图 版 V, 图 7，87) 

1858, Lagena vulgaris var. substriata Williamson, Rec. Foram. Gt. Brit., p. 7, Pl. 1, fig. 14. 

1923, Lagena substriata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4, p. 56, Pl. 10, fig. 11. 

1931, Hada, Sci. Rept, Tohoku, Univ. Ser. 4, Vol. 6, No. 1, p. 108, text-fig. 64. 

roe NA, KEAT RE, kom El, BHR, HK, so Ae 

NX, AMALEBAM , HAZ WAHHE 5 re HE BCE 5 5 0 (BA 

TK 0.35 BAK, 72 BH 0.17 毫米 。 

比较 : 此 种 和 L. striata 的 区 别 为 壳 室 较 长 , 呈 椭 圆 形 , 基 部 宽 圆 。 我 们 的 标本 和 正 

型 标本 比较 唯 肋 纹 较 少 ,其 余 特点 均一 致 

yA: 此 种 从 晚 白 垩 世 至 今 。 见 于 美国 上 白垩 统 , 日 本 上 新 统 , 挪 威 东 南部 、 瑞 由 、 和 希 

有 障 罗 艾 鱼 、 日 本 及 英国 第 四 纪 识 积 中 ;现代 海洋 中 分 布 颇 广 。 

产地 : 江苏 启东 海门。 个 体 较 少 。 

登记 号 :14595，14596。 

HAH R Lagena hispida Reuss 

(图 版 V, 图 9) 

1858, Lagena hispida Reuss, Zeitschr. deutsch. g. Ges. Vol. 10, p. 434. 

1884,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50, Pl. 57, figs. 1—4. 

壳 室 球形 ,基部 具 一 短小 底 刺 ,未 端 逐 渐变 小 , 有 一 长 颈 ; 壳 壁 粗糙 , 布 以 细 的 短 刺 状 
装饰 , 壳 口 简单 。 
壳 长 0.30 毫米 , 壳 宽 0.18 BK. 
比较 : 此 种 和 Lagena hispidula Cushman 很 相似 。 但 后 者 壳 表 之 短 刺 状 装 饰 较 细 。 
分 布 : 美国 南部 上 白垩 统 ,美国 .日 本 上 新 统 ,德国 和 新 统 , 丹 麦 第 四 系 均 有 代表 。 现 

代 兄 于 大 西洋 和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97。 

Eefttif® Lagena pliocenica Cushman et Gray 

(图 版 V, 图 10) 

1946, Lagena pliocenica Cushman et Gray,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2, p. 68, Pl. 12, 

figs. 22—25. 

eR, 侧 视 呈 三 角形 , 侧 边 稍 向 外 膨 起 , 基部 截 切 状 ; 壳 壁 光滑 ， 唯 靠 基 部 发 育 短 的 

肋 纹 ; MK, A 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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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这 一 种 和 Lagena crenata Parker et Jones 形状 相似 , 但 后 者 颈 上 有 环 状 装饰 ， 

壳 表 肋 纹 仅 见于 底部 , 旦 放射状 排 烈 。 

分 布 :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上 新 世 地 层 ， 日 本 晚 第 三 纪 至 现代 况 积 以 及 现代 太平 洋 中 均 

有 记录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98。 

棒 形 通 虫 Lagena clavata Williamson 

(图 版 V, 图 6) 

1858, Lagena clavata Williamson, Rec. Foram. Gt. Britain, p. 5, Pl. 1, fig. 6. 

1921,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0, p. 174. 

1940, Cushman et McCulloch, 1940, Allan Hancock Pacific Exped. Vol. 6, No. 

6, p. 336, Pl. 44, fig. 13. 

RAKABE, RMMKEA REAP Db, AKER, OMAK, TEBE 

光滑 , 壳 口 简单 。 | 

比较 : 这 一 种 和 Lagena gracillima Seguenza MEK FIN ERAMMKBEE SE, 

长 的 底 刺 。 

分 布 : 日 本 新 生 代 沉积 及 现代 太平 洋 和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包 场 镇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594。 

透明 巴 虫 Lagena perlucida (Montagu) 

(图 版 V, 图 12) 

1923, Lagena perlucida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4, p. 46, Pl. 8, figs. 12, 13. 

1940, Cushman et McCulloch, Allan Hancock Pacific Exped. Vol. 6, No. 6, p. 

342, Pl. 46, figs. 1,2. 

TOS TBAK , eK BS ETE FOZ EBA DB SEEK ; ERE EIS, TERE RD Ab aS 

Xi AKAM, LAR MAME; OHM, 

比较 : 这 一 种 和 Lagena pliocenica Cushman et Gray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壳 室 较 短 ,具有 

三 角形 的 输 廓 , 而 当前 种 的 壳 室 较 长 为 长 撼 状 。 

分 布 :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上 新 统 , 日 本 上 第 三 系 及 现代 太平 洋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00。 

#20 2) Fissurina Reuss, 1850 

Te SE, 局 , 输 廓 呈 贺 形 或 卵 形 ; B— Pye, ca EBSA KY, 5 PEE ERE, PERE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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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孔 型 ,光滑 或 有 装饰 ; 壳 口 缝 状 或 椭圆 形 。 

光滑 缝 口 虫 Erzssurina laevigata Reuss 

(图 版 V, 图 14) 

1849, Fissurina laevigata Reuss, Denkschr. Akad. Wiss. Wien, Vol. 1, p. 366, Pl. 46, fig. 1. 

1947, Patt, Proc. Roy.. Soc. Victosia, n. ‘s, Vol. 58) p. 121, Pl. 6, fig, 8. 

壳 局 ,长 度 略 大 于 宽度 , 壳 绿 毯 状 , 壳 室 中 央 膨 起 ; 壳 壁 光滑 无 饰 , 牛 透明 , 壁 孔 细 ; 壳 

Hk, 具 一 局 颈 , 有 一 清晰 之 内 管 。 

壳 长 0.22 BK, FEE 0.17 EK, FE 0.15 毫米 。 

分 布 : 这 一 种 时 代 从 白垩 纪 至 今 ,美国 及 英国 更 新 世 识 积 中 均 产 之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02。 

缝 口 虫 sp。 Fissurina sp. 

(图 版 V, 图 13) 

7h, KEMBAT RE SLEK, BRAK, 中 央 具 一 尖 毯 , 壳 室 两 侧 近 壳 绿 处 各 

A BARE; eS HG, RSM A, FABER BRS, PBA, 壁 孔 细 , eo HE 

形 , 具 一 内 管 。 

壳 长 0.22 BA, FOR 0.18 毫米 , 壳 厚 0.12 SRK. 

比较 : 当前 标本 和 van Voorthuysen 记 壕 的 荷兰 和 比利时 的 Fissurina orbignyana 

Seguenza var. clathrata Brady 很 相似 ,但 后 者 的 名 称 淋 需 进一步 厘定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01, 

多 型 虫 科 Polymorphinidae 

小 滴 虫 属 Guttulina d’Orbigny, 1839 

壳 亚 球形 ， 细 长 或 纺 形 ; 壳 室 膨 起 ， 螺 旋 式 排 烈 ;每 一 室 之 轴 与 前 一 室 之 间距 离 为 

144 ,如 五 也 虫 式 排 烈 ,各 室 互 不 相连 ; 壳 壁 为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光滑 ; 壳 口 放射 状 , 位 于 末端 。 

EK) Guttulina praelonga (Egger) 

(图 版 V, 图 17) 

1857, Polymorphina praelonga Egger, Neues Jahrb. Fiir Min., p. 287, Pl. 13, figs. 25—27. 

壳 长 , 稍 局 ,最 大 宽度 位 于 中 部 之 下 , PR a RT EE, hea a LB 5 5s STR SAE, 

在 多 室 面 呈现 两 行 排 烈 之 四 个 壳 室 ; 颖 合 线 明 显 , 凹 下 ; 壳 壁 透明 , 达 口 放射 状 ,无 内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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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长 0.44 BK, FA 0.20 毫米 , 壳 厚 0.15 毫米 。 

讨论 ， 关 于 Gurtulina 一 属 过 去 仅 注 重 外 形 的 观察 ,从 现在 的 知识 看 来 , 原来 划 入 此 

属 的 有 许多 具有 内 管 的 个 体 , 应 从 Guruling 属 中 分 出 。 我 们 当前 的 种 不 包括 Cushman 

及 Ozawa (1930) 所 指 的 类 型 ,而 仅 限 于 不 具 内 管 者 。 

分 布 :欧洲 渐 新 世 、 中 新 世 地 层 , 现 代 产 于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05。 

肠 状 小 滴 虫 Guitrulinrna lactea (Walker et Jacob) 

《图 版 V, 图 16) 

1798, Serpula lactea Walker et Jacob, Adams Essays, 2 ed, p. 634, Pl. 14, fig. 4. 

1929, Guttulina lactea Ozawa,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5, p. 36, figs. 6—10. 

FEE, 稍 局 , OGM A; BRRRN HA ETE AGE, 各 室 逐 新 离开 基 

部 ; 颖 合 线 清晰 , 微 吓 ; 壳 壁 牛 透 明 , 壁 孔明 显 ; 壳 口 放射 状 。 

壳 长 0.37 毫米 , 壳 宽 0.20 SEHK, TE 0.12 BK. 

讨论 : 这 一 种 经 Cushman 及 Ozawa BPS ELC RE. 我 们 的 标本 较 标 准 类 

型 帝 体 稍 局 , 据 Cushman 等 的 记载 , 此 种 也 常 有 较 局 之 壳 体 , 壳 室 排列 后 期 有 “S ” 形 排列 

的 倾向 。 

分 布 : 本 种 从 始 新 世 至 今 均 有 记载 , 以 现代 分 布 最 广 , 常 见于 浅水 中 。 

产地 : TORRE, MARS, 

登记 号 : 14604。 

Mm JGR Guttulina hantkeni Cushman et Ozawa 

(图 版 V, FA 15) 

1930, Guttulina hantkeni Cushman et Ozawa, Proc. U. S. Nat. Mus., Vol. 77, Att;"6, p:)oos ©b 2, 

figs. 4—6. 

壳 小 ; 略 呈 卵 形 , 壳 室 旦 五 瑞 虫 式 排 烈 , 室 短 而 膨 起 , UNATAT IR; 缝合 线 低 面 清晰 
壳 壁 透明 ; 壁 孔 细 , 壳 口 放 射 状 。 
壳 长 0.27 BK, FEE 0.15 毫米 , 壳 厚 0.10 BK, 
比较 : 这 一 种 以 壳 室 短 而 膨 起 为 特征 , 壳 体 如 葡萄 串 , 很 容易 和 其 他 种 区 分 。 我 们 的 

标本 个 体 很 小 , 壳 室 亦 较 少 。 
分 布 : 介 见 于 匈牙利 及 美国 始 新 世 地 层 中 。 
产地 : TIKES, 
登记 号 :14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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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 CGuttulina kishinouyi Cushman et Ozawa 

《版 图 V, 图 18) 

1930， Guttulina kishinouyi Cushman et Ozawa, Proc. U. S. Nat. Mus., Vol. 77, Art. 6, p. 40, Pl. 8, 

figs. 5,6. 

Fe SENG, hatin BE TSB), ARM LE , FA HB = IE; BBK, SHR HA, AS 

§ Nhat he, ee AS AIL ; SERESEAA , BE SLU FeO HK, EMRE, 

AA PBRE +H, 与 内 管 不 同 。 

壳 长 0.40 一 0.62 SK, Fe 0.17 一 0.22 毫米 , 壳 厚 0.15 BK. 

比较 : 此 种 特征 为 横 切 面 略 呈 三 角形 , 壳 室 长 , 此 从 始 端 开始 , 我 们 的 标本 较 日 本 的 

正 型 标本 稍 小 。 

分 布 : 日 本 上 新 世 ,、 更 新 世 地 层 及 现代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东 台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06。 

东方 小 滴 虫 Guttulzna orientalis Cushman et Ozawa 

(图 版 V, 图 20) 

1928, Guttulina orientalis Cushman et Ozawa,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4, p. 15, Pl. 2, 

fig. 1. 

壳 略 呈 卵 形 ,最 大 宽度 比 中 部 稍 低 , 始 端 钝 圆 ; SSE AL, AES RT SP SED 

Br KAM 5 壳 壁 光 清 ; 壳 口 放射 状 。 

FH 0.37 BEAK, FE BG 0.25 BERK, Fe) 0.22 BK 

比较 : 此 种 和 Guztulina problema d Orbigny 比较 相似 , (ARIS se De, 每 室 

渐 离 开 基 部 ,可 次 区别 。 我 们 的 标本 和 日 本 上 新 统 产 出 的 极 相似 , 唯 个 体 甚 小 。 

分 布 : 日 本 上 新 统 、 第 四 系 以 及 现代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08。 

小 球 虫 属 Gilopulina d’Orbigny, 1839 

壳 亚 蒜 状 , 横 切 面 圆 或 椭圆; 壳 室 排 烈 为 五 瑞 虫 式 , 各 室 兴 覆 较 多 ,由 于 迭 履 , 表现 为 

三 烈 ; 颖 合 线 与 壳 面 平 齐 ,不 目下 ; 壳 壁 为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壳 口 放射 状 , 位 于 末端 。 

微细 小 球 虫 Globulina minuta (Roemer ) 

〈 图 版 V, 图 19) 

1838, Polymorphina minuta Roemer, Neues Jahrb. Fir. Min. etc., p. 386, Pl. 3, fig. 35. 



82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4 号 

1930, Globulina minuta Cushman et Ozawa, Proc. U. S. Nat. Mus., Vol. 77, Art. 6, p. 83, Pl. 20, 

figs. 3,4. 

AEE, PULA BORA; BES, AML Se, BK, Ra Pee 

BK, FS RII IE ; Se Sea , PSF 5 TERETE BA s FEO BEAT Ko 

BK 0.5 毫米 , 壳 宽 0.25 BERK, FE 0.2 毫米 。 

eR. KPA, HAI, DRS RRS EAE, BP MA HKD o 

分 布 : 这 一 种 的 地 质 历程 从 始 新 世 到 现代 ,意大利 早 更 新 世 Calabriano RP SRM. 

产地 : 江苏 阜 宁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07。 

Oe eo 

FAY Esosyrinx Loeblich et Tappan, 1955 

A> KER RIBERA, THEN SA ILE! BARA, BAT Hie, WaT, 具 

— TR ZA Eo 

短小 内 管 虫 ? Esosyrinx curta (Cushman et Ozawa) 

(图 版 VD 图 1) 

1930, Pseudopolymorphina curta Cushman et Ozawa, Proc. U. S. Nat. Mus., Vol, 77, Art. 6，p. 105, 

Pl. 27, figs. 3a,b. 

1955, Esosyrinx curta Loeblich et Tappan, Smiths. Misc. Coll., Vol. 121, No. 7, p. 854 Plaid, figs. 1— 
5. 

4AM RRA DE atk, LAME, A—-TMEMRAT A —seE; BAR, tk 

IM), SoHE, ROK, RRA, HK 0.27 SK, 我 们 的 标本 看 不 出 它 具 有 两 烈 

70 {B55 Loeblich 及 Tappan 报导 北冰洋 的 有 和 孔 虫 一 文中 图 版 15 图 5 的 标本 较 相 似 , 因 

此 归于 当前 属 种 淋 有 疑问 。 

分 布 : 现代 北冰洋 , 哈 德 还 湾 等 地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数 量 稀少 ,仅见 一 个 幼体 。 

登记 号 : 14609。 

反 称 虫 属 Sigmomorphina Cushman et Ozawa, 1928 

TERA, CBS , ICM AS, Fe EAT HH f_E-E “S” FB BER, CEFR Pi BERS aR FU 

iB, 1 BTS IPED ; 58 TKS 

KERR sp. Sigmomorphina sp. ; 

(FAW VI, 图 2a, b) 

TEAR , REIN FH VE “S” 形 排 烈 ,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三 比 一 , 横 切 面 椭圆 形 ,中 部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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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 向 两 端 减 小 ; BK; BABA AD, HA 5 壳 壁 牛 透 明 , 壁 孔 细 ; 壳 口 放 射 状 。 

壳 长 0.67 毫米 , 壳 宽 0.22 SK, TEI 0.15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以 壳 体 狭长 而 均匀 有 别 于 已 知 各 种 , 目前 因 标本 稀少 ,人 尚 待 研究 。 

产地 : 江苏 泰兴 ,、 射 阳 等 地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10, 

fa #2 Pseudopolymorphina Cushman et Ozawa, 1928 

TERK, AR hs, 70S ER SABER , ea HSE WL BI SRHE RI ; Se -A Bates HB MIE 

ee FS A SLA 5 Se Ko 

WKARS 2% Pseudopolymorphina suboblonga Cushman et Ozawa 

CW VI, 图 3a, b) 

1930, Pseudopolymorphina suboblonga Cushman et Ozawa, Proc. U. S. Nat. Mus., Vol. 77, Art. 6, p. 

91, Pl. 23, figs. 3a—c. 

RAK, Bin, RAREUTRALS SE, 长 度 为 宽度 之 二 倍 ， He RAAK; 后 期 

作 不 规则 之 两 烈 式 排 烈 , 壳 室 膨 起 代 轻 微 迭 履 ; 颖 合 线 清楚 , 凹 下 ; 壳 口 放射 状 。 

壳 长 1.03 BEAK, F895 0.45 BAK, FEE 0.27 毫米 。 

讨论 : 这 一 种 壳 室 排列 在 后 期 为 不 规则 之 两 烈 式 ,我 们 当前 的 标本 虽 较 规则 ,但 其 他 

特征 均 其 相似, 故 仍 归 入 此 种 。 

分 布 : 日 本 上 新 统 及 现代 日 本 近海 。 

产地 : (HH, KAR. 

登记 号 : 14611, 

托 博 虫 属 Tobolia Dain, 1958 

FoF BAER, (RRS, 外观 如 Globulina, BARKS Fe RFF MAM 

50 7A EERE ie HLA, AR, TORE PS IRA SLA. 

托 博 虫 ? sp. A Tobolia? sp. A 

(图 版 VL 图 4) 

Wh, BRASEK, BMRA REEDS, 长 宽 之 比 为 1.5:1; 最 后 一 壳 室 大 , 在 

整个 壳 体 中 占 显著 地 位 , 颖 合 线 请 楚 ; 壳 壁 透明 , 壳 口 放射 状 , 位 于 末端 , 具 一 明显 内 管 。 

FEK 0.22 HK, FH 0.15 毫米 。 

讨论 : 当前 的 标本 放 入 Tobolia —A RAAB, ERM KWARMMRE A 

没有 一 纵 的 裂 终 。 当 前 标本 与 Tobolia veronica Dain 形体 相似 ， 从 壳 口 的 特征 可 明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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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产地 : 江苏 东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14612, 

托 博 虫 ? sp. B Tobolia? sp. B 

(图 版 VD 图 5) 

壳 呈 纺 弘 形 ,基部 尖 , 壳 体 最 大 宽度 约 在 中 部 ; BARS MPH, 最 后 一 壳 室 大 , 占 

壳 体 三 分 之 二 左右 , 壳 壁 牛 透 明 , 壁 孔 细 ; 壳 口 放射 状 , 有 一 细 而 弯曲 的 内 管 。 

HEH 0.42 毫米 , 壳 宽 0.20 Ko 

比较 .此 种 壳 口 构造 同 前 一 种 ,但 以 壳 体 较 长 ,基部 较 尖 而 与 之 区 别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13, 

小 泡 虫 超 科 Buliminidea 

小 泡 虫 科 Buliminidae 

小 泡 虫 属 Bulimina d’Orbigny, 1826 

ABM ESC HERS, 高 螺旋 状 或 角 锥 状 ,三 烈 式 排 烈 ; 壳 室 膨 起 ,螺旋 缝合 线 不 很 请 楚 ; 碗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平滑 或 有 纵 长 的 肋 纹 或 刺 ; 壳 口 扣 眼 状 , 一 侧 有 齿 或 口 板 , 工具 一 内 管 , 从 

壳 口 与 各 室 相 连 。 

具 绿 小 泡 虫 Balimina marginata d’Orbigny 

(图 版 VL 图 7) 

1826, Bulimina marginata d’Orbigny, Ann. Sci. Nat., Vol. 7, No. 4, p. 267, Pl. 12, figs. 10—12. 

1884,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05, Pl. 51, figs, 3—5. 

1947, Cushman, et Parker,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210-D, p. 119, Pl. 28, 

figs. 5,6. 

roils BENG, RKAA RZ, ASMA, 壳 室 膨 起 ; MERU RRAK, A 

FAM BRP HE, TE BTR ; He Bats ae , 壳 壁 光滑 , 壁 孔 细 , 壳 口 扣 眼 状 。 

壳 长 0.25 毫米 , 壳 宽 0.17 BK 

比较 : 此 种 与 B. pagoda Cushman 比较 接近 ,但 后 者 室 绿 很 少 下 垂 ,可 资 区 别 。 

AA: 美国 中 新 统 , 我 国 台 湾 及 日 本 .英国 上 新 统 , 亦 见于 荷兰 挪威、 英国 、 日 本 、 丹 

Be A Wie LS ey .意大利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等 地 更 新 世 地 层 中 ;现代 大 西洋 太平洋, 分 布 启 

泛 。 

产地 : 江苏 海门 ,东台 等 地 。 较 常见 ,数量 不 多 。 

Pios: 14615,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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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k SPAR (FILA) Bulimina marginospinata 

Cushman et Parker Ho, Hu et Wahg ovata subsp. nov. 

(图 版 VL 图 8) 

壳 略 呈 孵 形 ,未 端 宽 圆 ; 壳 室 膨 起 , 作 三 烈 式 排 烈 , 稍 有 扭转 , 壳 室 底 边 绿 下 垂 , 饰 以 锅 

再 状 细 刺 ;最 后 一 壳 圈 体积 最 大 , 占 壳 长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缝合 线 清楚 , 低 凹 , 壳 壁 不 透明 , 光 

滑 , 壁 孔 不 明显 ; 壳 口 扣 眼 状 。 

壳 长 0.25 BAK, FEB 0.17 毫米 。 

比较 : 我 们 的 新 亚 种 与 原 种 的 区 别 为 : 形体 较 短 , 两 端 稍 转 , 室 绿 小 刺 较 细 而 多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上海。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16。 

葡萄 虫 属 Uvigerina d’Orbigny, 1826 

RK KRG BK, He BIR a2; hehe, 每 壳 圈 具 三 个 壳 室 , (Ft 

转 三 烈 式 排 烈 ; 壳 室 请 楚 而 膨 起 ; 壳 壁 钙 质 有 孔 型 ;光滑 或 有 装饰 ; 壳 口 位 于 末端 , ASR 

Oe, AR SHAAN ZA TEE o 

卡 纳 利 葡萄 虫 Uvigerina canariensis d’Orbigny 

(图 版 VL 图 6) 

1839, Uvigerina canariensis d’Orbigny, Foram. Canaries, p. 138, Pl. 1, figs. 25—27. 
1884, Bade” Ree Ver Challener 250i Vol 9. p 573. Pl 74, fics. 13. 

Felt BET, TKS RMZICA 1.5:1; ED Mes BARE MM FB eR, BE 

4L 48; 52H Al, Rh, 

FEK 0.37 SK, FE He 0.20 毫米 。 

比较 : 此 种 和 始 新 世 的 U. glabrans Cushman 在 形态 和 光滑 的 壳 表 方面 很 相似 。 但 

Bs SWAG, RAR EPRI EP, 当前 种 的 最 大 宽度 在 中 部 ,易于 区 别 。 此 外 , 此 种 

与 U. ecuadorensis Cushman et Edwards 也 很 接近 ,但 后 者 壳 体 粗 而 宽 , 壳 表 具 小 坊 , 而 与 

当前 种 不 同 。 

分 布 : 此 种 见于 维也纳 丛 地 中 新 统 ， 日 本 中 新 统 、 上 新 统 , PEPPER RASA 

国 东 部 上 新 统 , 丹 麦 、 意 大 利 、 日 本 之 第 四 系 ; 在 现代 大 西洋 .太平洋 中 也 分 布 广泛 。 

产地 : 江苏 太仓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14。 

富 尔 先 科 虫 属 Fursenkoina Loeblich et Tappan, 1961 

TK, ME MPR, 纺 毋 形 ;早期 壳 室 围绕 长 轴 旋 绕 , 三 列 或 四 烈 式 排 烈 ,后 期 为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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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HER, AIS AHO; BEEK, HERES A ILA Fe FIR, A ORR ATES o 

SBIR Fursenkoina pauciloculata (Brady ) 

(图 版 VD 图 9a，b; 10a, b.) 

1884, Virgulina pauciloculat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14, Pl. 52, figs. 4,5. 

FED ETE, UR FE K, WAU TESS , AS FUE PS SRE A 5 ee De TS tk 

凹 , 斜 度 很 大 , 壳 壁 光滑 , 壳 口 扣 眼 状 。 

BEK 0.34 毫米 , 壳 宽 0.15 BK, WF 0.12 毫米 。 

比较 ， 这 一 种 的 壳 室 排 烈 方式 比较 特殊 , 壳 室 长 , 颖 合 线 斜 度 大 而 区 别 于 其 他 种 。 我 

们 的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口 视 较 圆 而 正 型 标本 壳 体 较 局 。 

分 布 : 现代 南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启东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17，14618。 

箭头 虫 属 Bolivina d’Orbigny, 1839 

Be, 局 模 形 或 塔 形 , 壳 室 作 双 列 式 排列 ; 壳 绿 圆 , 亚 角 状 , 毯 状 避 有 刺 ; 壳 壁 钙 质 有 筷 

型 ,光滑 或 有 装饰 ; 壳 口 扣 眼 状 , 具 一 口 板 及 一 内 旋 管 。 

条 纹 箭头 虫 Bolivina striatala Cushman 

(EAR VI, 图 12) 

1922, Bolivina striatula Cushman, Carnegie. Inst. Washington publ. 311, p. 27, Pl. 3, fig. 10. 

1937; 

fig. 30, 31. 
1942,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61, p. 30, Pl. 9, fig. 1. 

壳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3:1, CARs AREER PMY PE, sala, ese 15 PS AK 

清楚 , oe Phe in 2 — KAREN, MIE , Te REI BA , BE FLON, Fe FARK, 

壳 长 0.45 毫米 , 壳 宽 0.15 毫米 , 壳 厚 0.074 毫米 。 

比较 : 这 一 种 过 去 常 破 归 为 B. nobilis Hantken， 但 nobilis 一 种 在 后 期 壳 室 为 单列 

式 排 烈 ,显然 应 属 世 oxosztozmzazzzo 

分 布 : 美国 更 新 统 , 英 国 冰 期 后 沉积 及 现代 大 西洋 .太平洋 中 。 

产地 : 江苏 东台 、 射 阳 、 启 东 等 地 。 

登记 号 : 14620, 

修 特 箭头 虫 Bolioina suteri Cushman et Renz 

(PWR VI, 图 11) 

1941, Bolivina suteri Cushman et Renz,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7, pt: 1, peer 

用 

Cushman,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 No. 9, p. 154, Pl. 18,. 

ee VE ee ee a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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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3:1, 始 端 尖 , BAMEK, TEAK in; EO TO BENE: 

颖 合 线 凹 下 很 深 , 形 成 壳 室 中 部 具 一 毯 状 突起 ; 壳 辟 粗糙, 壁 孔 较 粗 ; 壳 口 扣 眼 状 , 较 大 。 

壳 长 0.40 BK, Fe BH 0.18 SSK, FAH 0.12 BK 

比较 : 此 种 和 B. lobata Brady (RPE, (AR ARK, EER A, BERS 

分 布 : 美国 第 三 系 。 

产地 : WHR. 

登记 号 : 14619。 

强壮 箭头 虫 Boiiuina robusta Brady 

(图 版 VD 图 13) 

1881, Bolivina robusta Brady, Quart. Journ. Micr. Sci., Vol. 21, p. 57. 

1884, ,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421, Pl. 53, figs, 7—9. 

TOR > SA BR AG, eK BE SELL AR ie, RIM FER, Him Al, MAW IK; BES , BK 

Me; a Ae, BOK, ERIS th, BARS, WRB AA BOR 

BAA 90°; 壳 壁 个 透明 , 壁 孔 清 晰 。 

壳 长 0.44 毫米 , 壳 宽 0.22 SEK, FEF 0.12 毫米 。 

比较 : 此 种 以 其 形态 和 具 镶 边 式微 弯曲 之 缝合 线 为 特征 。 据 记 载 , 此 种 有 的 标本 始 

端 具 一 底 刺 ,但 我 们 从 未 发 现 具 底 刺 的 个 体 。 

分 布 : 这 一 种 化 石 记 录 颇 广 ， 我 国 台 湾 上 新 统 也 有 发 现 ， 现 代 产 于 大 西洋 及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新 阳 镇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21, 

箭头 虫 cf. 微小 种 Bolivina cf. paula Cushman et Cahill 

(图 版 VL 图 14) 

1932, Bolivina paula Cushman et Cahill, MS, in Cushman and Ponton, Florida State Geol. Surv. Bull. 

9, p. 84, Pl. 12, figs. 6a,b. 

Cushman et Cahill,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175A, p. 26, Pl. 8, 1933, 

figs. 14a, b. 

Wh, 长 与 宽 之 比 约 为 3:1, 始 端 圆 ,宽度 增加 缓慢 , 两 侧 近 于 平行 ; 壳 绿 圆 ; 53 7 

对 ; 颖 合 线 粗 ,很 少 凹 下 ; 壳 壁 牛 透 明 ; 壁 孔 清 晰 。 

壳 长 0.32 SSK, Fae 0.12 毫米 , 壳 厚 0.074 BK, 

比较 : RANMA ABO, AAA, SIERRA AZo 

分 布 : 现代 太平 洋 , 化石 记录 见于 美国 中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东台 ,数量 较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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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号 : 14622o 

假 刺 孔 箭头 虫 Bolivina pseudopunctata Hogland 

(FARK VI, 图 15) 

1947, Bolivina pseudopunctata Hogland, Zool. Bidrag Uppsala Bd. 26, p. 273, Pl. 24, fig. 5; Pl. 

52,Figs. 23, 24. 

壳 细 长 , 壳 长 为 宽度 之 四 倍 , 壳 绿 圆 , 始 端 尖 刨 , 宽度 增长 甚 慢 , 壳 室 多 , 达 20 个 左右 ， 

早期 碗 室 小 ,晚期 增长 较 速 ; 颖 合 线 清楚 ,晚期 较 儿 ; 壳 壁 牛 透明 , 壁 孔 粗 ; 壳 口 扣 眼 状 。 

FEK 0.50 毫米 , 壳 宽 0.12 BK, Fe/H 0.07 毫米 。 

比较 : 我 们 的 标本 较 瑞 典 的 标本 始 端 尖 刨 , 壁 孔 较 粗 ,但 其 他 特征 均一 和 致 

分 布 : 此 种 仅见 于 瑞典 西南 现代 海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23, 

RAAB Bolivina cochei Cushman et Adams 

(FAME VI, 图 16, 17) 

1935, Bolivina cochei Cushman et Adams,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1, pt. 1, p. 19, 

Bie of ties. iO. ; 

Tre Fs 宽度 由 基部 增加 ;最 大 宽度 在 中 部 稍 上 ; 壳 绿 较 尖 , 偶 呈 锯 此 状 ,基部 尖 或 微 圆 ， 

壳 室 低 而 宽 ,，6 一 7 对 ; 颖 合 线 清楚 , 微 呈 镶 边 式 , 与 垂直 轴 约 呈 15° 的 交角 , 壳 绿 部 分 颖 合 

PE; 壳 壁 透明 至 牛 透 明 ,具有 明显 之 较 粗 壁 孔 ; 壳 口 扣 眼 状 。 

壳 长 0.37 BK, Fa, 0.22 SK, IB 0.074 BK, 

比较 : 当前 种 与 了 B. robusta Brady RBI, (RE LAME $I, eae 

分 布 :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晚 第 三 纪 地 层 中 。 

产地 : 江苏 海门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24, 14625, 

模糊 箭头 虫 〈 新 种 ) Bolivina obscura Ho, Hu et Wang sp. nov. 

(PAK VIL, 图 1 一 3) 

ToS PS SATE, AD, 纵向 的 中 心 线 部 分 厚度 较 大 , BEA BAR AA 

显 ,' 有 时 微 吓 , 沿 颖 合 线 有 时 可 见 一 烈 垂直 于 颖 合 线 方 向 的 小 沟 ; 壳 壁 牛 活 明 至 不 透明 ; 壁 

L4H, 58 ARK, | 
52K 0.20—0.37 AK, Fe 5% 0.13 一 0.23 毫米 , 壳 厚 0.074 BK, 

比较 : 新 种 输 廓 形状 与 B. subreticulata Parr FALL, 但 无 后 者 的 重要 特征 , BD eze_t 

之 条 纹 及 格 状 装饰 ; 新 种 一 般 壳 表 颖 合 线 不 清楚 , 偶 有 垂直 于 缝合 线 方 向 的 小 海 } 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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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明显 区 别 。 

产地 : 江苏 东台 海门 启东、 上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登记 号 : 14626，14627，14628。 

轮 虫 超 科 Rotaliidea 

盘旋 虫 科 Spirillinidae 

te Spirillina Ehrenberg, 1843 

Tea K, Pie, 全 部 露 旋 ; 由 一 球形 初 室 及 一 长 管状 第 二 室 组 成 ; 47 ZARB 

少 ; 壳 壁 钙 质 有 筷 型 ; 壳 口 简单 ,位 于 管状 室 末端 。 

盘旋 虫 Spirillina sp. 

(图 版 VIL 图 4) 

TEA AAK, PRIA, TRE, MEK, Tel 4 寺 个 , 壳 壁 透明 , 壳 口 简单 。 

Fee 0.24 毫米 。 

WHR: 我 们 的 乐 集 物 中 仅 发 现 一 个 标本 , 因 材 料 不 足 , 难 以 定 种 。 

产地 : 上海. 崇明。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29, 

fal 2 E+ Discorbidae 

玫瑰 虫 属 Rosalina d’Orbigny, 1826 

THRASH Hh, mA; 背面 缝合 线 镶 边 式 , 腹 面 中 而 弯曲 ; REA A 

孔 型 ; 腹面 壳 室 内 边 绿 常 伸 出 不 规则 的 办 唇 将 脐 部 盖 住 ; Se SK, FP ae J oe AE 

部 , 伸 向 腹面 壳 室 的 内 边 绿 。 

布 腊 德 玫瑰 虫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图 版 VIL 图 5a 一 c，6a 一 c) 

1915, Discorbis globularis var. bradyi Cushman，U. S. Nat. Mus., Bull. 71, pt. 5, p. 12, Pl. 8, fig. 1. 

1951, Discopulvinulina bradyi Asano, Ill. Cat. Jap. Tert. Small, Faram., pt. 14, p. 4, figs. 25, 26. 

TORS, fF Wich, AMPK; Ma REA 5 一 6 Sock, WE, KAAS 

PHBA GRE Sh, Ih, AS dhs AAU; 壳 壁 光滑 , 壁 孔 粗 ; EO SEK, ina 

38 SEPP (aS eS A HK. 

ete 0.31—0.43 毫米 , 壳 厚 0.12 一 0.22 BX 

分 布 : 日 本 新 第 三 纪 圣 现代 沉积 及 现代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演 海 .东台 等 地 。 是 一 常见 的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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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e: 14630, 14631, 

圆 形 虫 属 Gyroidina d’Orbigny, 1826 

sie He, chow th, 腹面 凸 起 一 般 较 背 面 为 高 ; 颖 合 线 止 , EEF AFL EL, TGR Hr 

小 而 次 凹 ; 壳 口 开 于 腹面 , 伟 向 壳 绿 , 低 扶 形 。 

凹 阳 圆 形 虫 Gyroidina depressa (Alth) 

(EK VIL, 图 8a—c) 

1850, Rotalina depressa Alth, Haidinger’s Nat. Abhandl., Vol. 3, p. 266, Pl. 13, fig. 210. 

1929, Gyroidina depressa Cushman et Church, Proc. Calif. Acad. Sci., ser. 4, Vol. 18, p. 515, Pl. 41, 

figs. 4—6. 

1931, Cushman, Journ. Pal., Vol. 5, p. 311, Pl. 36, figs. 2a—c. 

壳 低 螺旋 式 , 微 双 凸 ,背面 较 平 , 壳 绿 宽 圆 ;最 后 壳 圈 具有 8 一 10 Se KKK, 

腹面 略 膨 起 ;缝合 线 明 显 ,在 背部 稍 弯曲 , 凹 或 平 ,在 腹部 放射 排列 ; 壳 壁 光滑 而 薄 ; 脐 部 开 

放 , 深 凹 ; 壳 口 不 规则 颖 状 , 开 于 腹面 。 

壳 径 0.33 一 0.38 毫米 , 壳 厚 0.13 一 0.15 7K, 

分 布 : 美国 ,苏联 上 白垩 统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兴 化 南通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33。 

git Valvulineria Cushman, 1926 

壹 螺旋 ; FOR AS 5 TERESA ASL AL; EO TED, BIER, ABRAM BI TCR, Fe 

Je res 2 Ee TAT FS att GF HB 

sti win® Valvulineria laevigata Phleger et Parker 

(图 版 VIL 图 7a—c) 

1951, Valvulineria laevigata Phleger et Parker, Geol. Soc. Amer. Mem. 46, pt. 11, p. 25, Pl. 13, figs. 

11a. 

o/h, AN, ARP GAM SoA BEA 5 tie Ja 3c LAT 5 一 6 SSC, RAIA, IGE; ES 

AAD, FETS GS Hh, SEB AP ZB, a A kL , FE AS eo OS th (LD 5 Se a oS EK 

TATE Fre EBT EB 5 Se REFER, BEFL ON, 3G IP Tie a oe I eR 

FOE 0.40 毫米 , 壳 厚 0.15 毫米 。 

分 布 : 现代 大 西洋 及 墨西哥 湾 中 。 

产地 : 江苏 演 海 .南通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32。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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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帘 虫 属 Eponides Montfort, 1808 

To RAE 双 凸 , 脐 部 封闭 , 帝 辟 光滑 ,为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BARE TOK, 位 于 脐 部 

和 壳 绿 之 间 。 

HELA R Eponides repandus (Fichtel et Moll) 

(图 版 VI, 图 9a—c) 

1798, Nautilus repandus Fichtel et Moll, Test. Micr., p. 35, Pl. 3, figs. a—d. 

1884, Pulvinulina repand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684, Pl. 104, fig. 18. 

1931, Eponides repanda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8, p. 49, pl. 10, figs. 7a—c. 

FEM th, RAM, AE RH EEK; ma eR 7 Soe, RKABIEK, BE 

SBA Ae, FERS i AE eH , RUS th, FEMS TH BAIN PER s EO SEK FB, AEB ih 

向 壳 绿 。 

Fees 0.42 BK, Fe)E 0.24 车 米 。 

ye: 日 本 上 新 统 、 更 新 统 , 美 国 汤 新 统 和 更 新 统 均 有 分 布 ;现代 南 太 平 洋 、 大 西洋 西 

印度 生 鱼 等 地 区 热带 和 亚热带 海中 很 常见 ,也 有 见于 冷水 的 记载 。 

产地 : THRE, REM. 

登记 号 : 14634, 

孔 上 穷 虫 属 _Poroeponziaes Cushman, 1944 

壳 螺 旋 , Meth;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脐 部 封闭 ; 壳 口 在 早期 阶段 开 于 腹面 最 后 壳 室 的 基 

部 ,接近 脐 部 ,有 不 发 育 的 唇 ;成 体 在 最 后 壳 室 上 有 很 多 小 的 圆 形 补充 壳 口 。 

Poroeponides 与 Eponides 的 一 般 特 征 较 相 似 , Dns BA th he FAK F, 

筛 状 孔 上 帘 虫 Poroeponides cribrorepandus Asano et Uchio 

(AMG VIL, 图 10a—c) 

1951, Poroeponides cribrorepandus Asano et Uchio, Ill. Cat. Jap. Tert, Small. Foram., pt. 14, p. 18, 

fig. 134. 

壳 两 面 等 凸 , RUA, 有 粗 的 隆起 镶 边 ; Hea Te AA 7 hock, KRIAK; BE 

线 明显 ,在 背面 纺 烈 弯曲 , 具 宽 的 镶 边 ,在 腹面 接近 放射 排 烈 ; 脐 部 封闭 ;这 口 颖 状 , 由 达 绿 

伸 癌 脐 部 ;最 后 壳 室 上 有 少许 小 的 圆 形 补充 帝 只 。 

壳 径 0.59 BEAK, FEE 0.29 毫米 。 

分 布 : 日 本 中 新 统 ;现代 朝鲜 南部 海洋 中 也 有 发 现 。 

产地 : 江苏 里 宁 、 滨 海 等 地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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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7LES® (新 种 ) Poroeponides incrassatus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VIIL 图 la—c) 

壳 双 凸 , 壳 绿 亚 尖锐 , 具 隆 起 镶 边 ; MARMARA 8 Sort, 大 小 相差 不 大 ; 颖 合 线 在 

背面 早期 不 明显 ,后 期 镶 边 式 ,隆起 帮 强 烈 弯 曲 ;在 腹面 放射 排 烈 ; 壳 壁 光滑 ; 脐 部 封闭 ;最 

后 壳 室 面 上 有 多 个 小 的 圆 形 补充 壳 口 ;主要 壳 口 位 于 最 后 碗 室 的 基部 , 旦 颖 状 。 

Fee 0.66 AK, TEE 0.39 BK. 

比较 ， 当 前 所 描述 的 新 种 与 P. cribrorepandus Asano et Uchio FAW, (ARIBBAE 

隆起 , 壳 室 大 小 接近 相等 ; 且 补 充 壳 口 比较 少 而 区 别 于 后 者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36。 

msi Buccella Andersen, 1952 

FMP PEPER, Mh; ew Ass Mine sce; see ASLAL, PH 

tH ILM DTA PRL Ate; PHRARRUK, 腹面 接近 壳 绿 的 缝合 线 上 

各 有 一 个 补充 壳 口 ， 颗 状 物质 觅 落后 ,补充 壳 口 露出 壳 表 ; 壳 口 缘 状 , 开 于 腹面 ,位 于 脐 部 

与 壳 绿 之 间 , 通 常 为 颗粒 状 物 质 所 盖 。 

Buccella 45 Eponides 两 属 ， 在 很 多 特征 上 十 分 相似 ， 但 Buccella 具有 两 个 重要 的 

特征 ， 妇 腹面 部 分 或 全 部 被 显 粒 物质 层 所 遗 盖 ， 且 腹面 颖 合 线 接近 壳 绿 处 具有 补充 壳 

口 。 

Fe MR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图 版 VIIL 图 3a—c) 

1938, Eponides frigidus Cushman et Todd (non Pulvinulina frigida), Cushman Lab. Foram. Res, Spec. 

Publi 237 ip-V71, Pl. 8) fies. 7: 

1952,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Journ. Washington Acad. Sci., Vol. 42, No. 5, p. 148, fig. 10. 

TA HE, JAM BSA, RRA, Swe, RM Hh EA 7 ee Ra 

FE FS Ti US Hh, A, 在 腹面 放射 排 烈 , — ABER py SERS; 背面 壳 壁 光滑 ， 

腹面 粗糙 ; 壳 口 开 于 腹面 。 

FOE 0.56 SEK, FEI 0.28 BK, 

分 布 : 巴 伦 支 海 第 四 纪 帝 积 及 现代 东 太 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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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 面 类 虫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图 版 VIIL 图 4a—c) 

1921 (1922), Pulvinulina frigida Cushman, Contr. Canadian Biol., p. 12, 

1931, Eponides frigidus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8, p. 45, (in part). 

1952, Buccella frigida Andersen, Journ. Washington Acad. Sci., Vol. 42, No. 5, p. 144, figs. 4—6. 

Fete he, Mh, CAA, KBB; mB ARA 6 一 7 Pre: BARK, BR, FE 

BRAS th, Soe ASF, TENS eS BANGER, GH, BER ALP, 近 壳 绿 

— tn APEC, FER RAL, RAAT, Samia, 

eK. 

壳 径 0.36 BA, Fe) 0.19 Ko 

分 布 : Pep BSS EE, ER ENG kK & ERR FG brSe, A ATE. 

新 统 及 第 四 系 ; MARAE. SRE, ABER. AP EPSE BB ARS Ah 5 Be AA > 

Afi o 

产地 : 江苏 滨海 、. 射 阳 、 南 通 等 地 。 数 量 较 多 ,分 布 广泛 。 

登记 号 : 14639。 

fate (HF) Buccella inculta Ho, Hu et Wang sp. nov. 

(AIR VIM, 图 2a—c) 

Fa, HEN, Mh, AAR, ATA PH BMEK, 最 后 壳 圈 具有 6 个 壳 室 , 排 

AAR BPA BORE BABS, RAIS th, 粗 而 隆起 , 腹部 被 厚 的 颗粒 物质 所 

盖 ; 壳 口 乡 状 , 开 于 腹面 ,从 脐 部 伸 向 壳 绿 。 

Fife 0.28 毫米 , 壳 厚 0.17 毫米 。 

比较 : 此 新 种 与 B. frigida (Cushman) 之 区 别 为 前 者 个 体 略 小 ; CRA, AME 

Ds ERA BE SK, HATE HE. 

产地 : EYRE. Boh. 

登记 号 : 14637, 

fame (FF) Buccella tunicata Ho, Hu et Wang sp. nov. 

(FAK VIN, 图 5a—c) 

壳 小 , 双 凸 ,腹面 较 平 , 壳 绿 亚 尖 锐 , APBD, AMER, mace 7 Sock, 4 

BAC; 缝合 线 在 背面 明显 , 镶 边 式 , 与 壳 面 平 齐 ,在 腹面 全 部 为 颗粒 物质 所 中 盖 ; 背面 

壳 壁 光 户 ;主要 壳 口 与 补充 壳 口 均 在 腹面 颗粒 物质 层 下 面 。 

壳 径 0.23 Sk, Fel 0.13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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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此 新 种 与 B. inculea 颇 相 似 。 (AAS BAA REE, TREKS 

产地 : 江苏 常熟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0, 

脓 泡 虫 属 Cancris Montfort, 1808 

ASHE, Wh, DAU, PERI AE EBS, 迅速 增 大 ; BEES AIL; ease 

室 近 脐 部 有 一 块 顶 圆 形 透 明 区 ; 壳 口 乡 状 , 开 于 腹面 最 后 壳 室 的 内 边 绿 。 

耳 状 胺 泡 虫 Cancris auriculus (Fishtel et Moll) 

(FAK VIO, 图 6a—c) 

1803, Nautilus auricula Fichtel et Moll, Test. Micr., var. a, p. 108, Pl. 20, figs. a—c, var. b, p. 108, 

Pl. 20, figs. d—f. 

1931, Cancris auriculus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8, p. 72, Pl 95;. es, eles 

beh, 2 Bah, Gi Sh, RRA, APA , EM; ele sol 6 个 

Se KAA A, 腹面 部 分 膨 起 , 最 后 壳 室 在 腹面 为 一 椭圆 形 透 明 区 遗 盖 三 分 之 一 左 

Ay He AA, CEES TUS th, CENT, PEE; TREES TE, 壁 孔 明显 ; 7c 

SER FPF A, JAR AD] 5 Ko 

壳 径 0.33 Bk, FEB 0.15 毫米 。 

分 布 : 意大利 产 新 统 , 法 国 、 德 国 , 非 洲 奥 兰 等 处 中 新 统 , 日 本 上 新 统 、 更 新 统 , 我 国 台 

澶 上 新 统 ;现代 太平 洋 、 大 西洋 、 地 中 海 均 有 分 布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数 量 稀少 。 

Sins: 14641, 

FMI BOLLE 
Cancris sagra communis Cushman et Todd 

(图 版 VIIL 图 7a—c) 

1918, Pulvinulina sagra Cushman (not d’Orbigny), U. S. Geol, Surv., Bull. 676, p. 65, Pl. 22, fig. 3. 

1942, Cancris sagra (d’Orbigny), var. communis Cushman et Todd,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8, pt. 4, p:79,.Pl..19,, figs. 8—11;. Pl. 20, fig. 1. 

壳 局 ,背面 近 平 ,腹面 凸 , 壳 绿 尖锐 , 具 狭 的 镶 边 , RIAA 7 EE, Ce 
大 ,在 腹面 膨 起 , 最 后 壳 室 占 全 壳 面 积 的 二 分 之 一 左右 ; RE 
区 ; 乡 合 线 明显 ,在 背面 弯曲 ,在 腹面 凹 , 微 弯 曲 至 放射 排列 ; 壳 壁 消 , 壁 孔明 显 ; 壳 口 终 状 ， 
开 于 腹面 , 自 脐 部 伸 向 壳 绿 。 
壳 径 0.53 豪 米 , 壳 厚 0.30 BK, 

比较 :这 一 变种 与 C. sagra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个 体 较 大 和 有 较 多 的 壳 宣 。 

SG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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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 美国 中 新 统 及 现代 美国 加 里 往 尼 亚 附 近 太 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2。 

面包 虫 属 Cibicides Montfort, 1808 

壳 螺 旋 , 背 面 平 ,腹面 凸 , 通 常用 平坦 的 背面 固着 ,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壁 孔 粗 ; 脐 部 有 贺 

形 玻璃 质 帝 质 凸 竟 遗 盖 脐 部 , 帝 口 开 于 最 后 帝 室 的 基部 , SEK, 常 从 腹面 延伸 向 背面 

Fol AYA RK 

假 恩 格 面包 虫 Cipiciades pseudoungerianus (Cushman) 

(FAW IX, 图 la—c) 

1922, Truncatulina pseudoungeriana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29—E, p. 97, Pl. 

20, fig. 9. 

1931, Cibicides pseudoungeriana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8, p. 123, Pl. 22, figs. 

3—7. 

壳 背 面 平 ,腹面 凸 , 壳 绿 亚 尖锐 到 宽 圆 ;最 后 壳 圈 有 11 Soe, KAIGK, Ras 

增加 较 快 ,腹面 碗 室 呈 不 规则 的 长 方形 ; 颖 合 线 早期 不 明显 ; 壳 壁 光 滑 , 壁 孔 粗 ; 壳 在 腹面 

中 心 有 一 个 壳 质 凸 辛 ; 壳 口 开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伸 向 背面 壳 圈 内 边 绿 。 

Fetes 0.31 SAK, FoR 0.13 BK, 

比较 : 当前 所 描述 的 标本 与 正 型 标本 的 区 别 仅 个 体 较 小 。 

分 布 : SBS. AAP BS, LTB; MIRAE ABE. 

产地 : 江苏 太仓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4。 

面包 虫 sp._ Cibicides sp. 

(图 版 VIIL 图 8a—c) 

Tops, SMA, PR ih, PABA, eR RA, BMRA ea scl A 7 he 

% AKATARIEK , Wee; AAR, ES HW BT, FE, IS eT, ae , 在 

RH PER THEA ; TERE EE REIL OK, SAT, wi i AMAA, RO 

Fo 

Fees 0.33 BK, FE 0.13 毫米 。 

产地 : 江苏 大 丰 。 

登记 号 : 14643。 



96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质 十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4 号 

个 泽 虫 属 Hanzawaia Asano, 1944 

FeV Cibicides, {A Hanzawata 壳 体 大 部 包 旋 ,在 背面 壳 室 内 边 绿 具有 补充 的 办 状 唇 ， 

JESS: HERA , 排 烈 紧 姿 ,十 分 弯曲 ; BARRA; HE ALA, BFL, oe 

口 开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伸 向 背面 壳 圈 内 边 绿 。 

曼 顿 舍 泽 虫 已 anzaroaza mantaensis (Galloway et Morrey) 

〈 图 版 IX， 图 2a—c) 

1929, Anomalina mantaensis Galloway et Morrey, Bull. Amer. Pal., Vol. 15, No. 55, p. 28, Pl. 4, figs. 

5a—c. 

1937, Cibicides mantaensis Hedbery, Journ Pal., Vol. 11, p. 683, Pl. 92, figs. 12a—c. 

1958, Hanzawaia mantaensis Becker et Dusenbury, Cushman Found. Foram. Res. Spec. Publ. No. 4, 

p. 45, Pl. 7, figs. 4a—c. 

Fea, FY FRB RD, RUA, AAR s mate RA 8 Poe, KK 

大 , Sih; 背 腹 两 面 颖 合 线 都 为 镶 边 式 , 宽 而 隆起 , Shs PMSA DRAKE; 

腹面 中 央 有 一 凸 辛 ; SCRE, HEL; 壳 口 颖 状 , AT Ree, 伸 向 背面 壳 室 内 

边 绿 。 

Fee 0.30 SAK, Fe/H 0.1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分 布 : 美国 生 新 统 与 中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5, 

拱 隆 半 泽 虫 《新 种 ) Hanzawaia convexa Ho, Hu et Wang sp. nov. 

CEA IX, 图 3a—c) 

7 As » DAT cH, PERE, a EE, RE BABA 11 PhS, 

KRAVGEXK , FARRER HAA BOX, RMBs, Be Ja JN Sc 22 Be A KM; Ee 

BAWRA AMEE, ES; SM pRAA— RIESE: 壳 壁 光滑 , 壁 孔 粗 ， 

壳 口 呈 牛 月 形 , 开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伸 向 背面 壳 室 内 边 绿 。 

Toke 0.44 BK, F/B 0.15 Bk, 

比较 : 此 新 种 与 H. tagaensis Asano 在 碗 形 与 壳 室 数目 等 方面 较 相 似 ， 但 新 种 的 补 

充 辩 状 展 不 十 分 发 育 ; 腹面 中 央 有 一 圆 形 透明 珊 质 凸 注 而 与 之 区 别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6, 

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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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球 虫 科 Globigerinidae 

抱 球 虫 属 Globigerina d’Orbigny, 1826 

soe he, 早期 为 平 的 螺旋 式 ; 后 期 壳 室 球形 或 九 形 ;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壁 孔 粗 , 网 格 状 

排 烈 ,保存 好 的 可 见 网 格 交 叉 处 有 细 长 的 刺 。 壳 口 大 , 开 于 脐 部 , 常 有 口 展 。 

泡 状 抱 球 虫 Clopzserzra bulloides d’Orbigny 

CAS IX, 图 4a—c) 

1826, Globigerina bulloides d’Orbigny, Ann. Sci. Nat. ser. 1, Vol. 7, p. 277. 

1941,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7, pt. 2, p. 38, Pl. 10, 

figs. 1—13. 

壳 中 等 大 小 , 低 螺旋 式 , 壳 绿 宽 圆 , MEK tea ele a PSR re AK; SAR 

深 凹 ; 壁 孔 粗 , 脐 深 止 而 大 ; 壳 口 大 , 口 绿 平 消 , 开 于 脐 部 。 

这 个 种 在 个 体 大 小 方面 变异 性 比较 大 , EMSRS SA 0.70 毫米 ， 我 们 的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壳 径 0.29 BK, FEE 0.17 毫米 。 

Ah: 从 和 白垩 纪 到 现代 都 有 广泛 的 分 布 , 我 国 台 湾 中 新 统 以 上 地 层 中 也 便 发 现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7。 

抱 球 虫 cf. 隆 凸 种 Globigerina cf. inflata d’Orbigny 

(PAW IX, 图 7a—c) 

1839, Globigerina inflata d’Orbigny, Foram, Canaries Vol. 2, pt. 2, ‘‘Foraminiferes’”’ p. 134, Pl. 2, 

figs. 7—9. 

1884,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601, Pl. 79, figs. 8, 9. 

壳 小 ,背面 微 凸 或 接近 平 , 腹面 凸 起 很 高 , RARE, SEK; RarAAa Sock, 

KRIGK , RHWH, BARE, 在 背面 微 弯 曲 , PHS em PFT, AHIMA, 腹面 缝合 

Fe], 放射 排 烈 ; 壁 孔 粗 ; 壳 口 开 于 腹面 , HR, (PEACH, BH, RFRA 

口唇 。 

Fete 0.22 SK, Fee 0.14 毫米 。 

分 布 : 日 本 中 新 统 、 上 新 统 、 更 新 统 ; 我 国 台 湾 上 新 统 ; 美 国 . 英 国 、 日 本 第 四 系 ;现代 

太平 洋 、 大 西洋 .印度洋 和 我 国 东海 均 有 广泛 分 布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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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 抱 球 虫 Glopigerina varianta Subbotina 

(IW IX, 图 5a 一 c) 

1953, Globigerina varianta Subbotina，Tp。BHIHIPIHI，HoB。 Cep. spin. 76, crp. 63, TaOm. 3, pac. 5 一 12.。 

79 ak, GME ZARA, WK; Rama 4 个 壳 室 组 成 , KAA 

K, BERS HSRTAHLD LM; BARAT, RM, BFL; Prem; BOK, A 

1, UF ea ot SAE , MBP AAT) SR 

壳 径 0.25 毫米 , 壳 厚 0.17 BK 

分 布 : 苏联 下 第 三 系 。 

产地 : 江苏 东台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48。 

三 室 抱 球 虫 Gopiserina triloculinoides Piummer 

(FAK IX, 图 6a—c) 
ee ee ne ee ee 

1926. Globigerina triloculinoides Plummer, Univ. Texas, Bull. 2644, p. 134, Pl. 8, fig. 10. 

1957, 一 一 一 一 Loeblich et Tappan, U.S. Nat. Mus. Bull. 215, p. 183, Pl. 40, figs. 4a—c; 

Pl. 41, figs, 2a—c; Pl. 42, figs. 2a—c; Pl. 43, figs. 5a—c; 8a—9c; Pl. 45, figs. 3a.c; Pl. 46, 

figs. la—c; Pl. 47, figs. 2a—c; Pl. 52, figs. 3—7; Pl. 56, figs. 8a—c; Pl. 62, figs. 3a—4c. ) 

KIRK, BREA, BK; BRAD, RAHA HS PRB, KAA 

ROK, 最 后 壳 室 占 整 个 壳 的 三 分 之 一 至 二 分 之 一 左右 ; BORA; 壁 孔 明显 , SOK 

状 ; 脐 小 而 滤 ; 壳 口 小 ,弓形 , 具 唇 ;, 开 于 最 后 壳 室 的 内 边 绿 。 

壳 径 0.20 一 0.22 BK, Fe/H 0.13—0.14 Ko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的 个 体 较 小 ,其 余 特 征 均一 致 

分 布 : 美国 及 欧洲 下 第 三 系 。 

产地 : (HRA ARS, KER, 

登记 号 : 14649, 

拟 抱 球 虫 属 Globigerinoides Cushman, 1927 

碗 螺旋 ; 壳 室 球状 或 牛 球状 , 壳 面 有 突起 之 网 格 及 细 刺 ; BO Globigerina 相同 。 而 

本 属 在 壳 的 背面 颖 合 线 交 叉 处 或 上 面 有 一 个 或 多 个 圆 形 或 牛 圆 形 补充 壳 口 ， 壳 壁 钙 质 有 

孔 型 。 

红色 拟 抱 球 虫 Globigerinoides ruber (d’Orbigny ) 

CPA IX, 图 8a—c; 图 版 X, 图 la—c) 

1839, Globigerina rubra d’Orbigny, Foram. Cuba p. 82, Pl. 4, figs. 12—14. 

1927, Globigerinoides rubra Cushman, Bull, Scripps. Inst. Oceanogr., Tech. Ser., Vol. 1, No,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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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957, Loeblich et Tappan, U.S. Nat, Mus., Bull. 215, p. 32, Pl. 4, fig. 2a—c. 

Fe ea PEK, FoR BOA, MEK ; Pe A a= he A, RATA SIB A ; HE FLA 

旦 网 格 状 ; BART, PRM, AR ASC hs ARIE Fh 70 5c As ROK, BPR, IF 

于 脐 部 。 

壳 径 0.20 一 0.29 BK, Fe/H 0.13 一 0.15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正 型 标本 一 般 特 征 均 一 致 ， 惟 曙 旋 较 低 。 本 种 以 高 的 螺旋 和 较 大 

MOK BI G. triloba (Reuss) 

分 布 : 此 种 在 新 生 代 和 现代 海洋 中 都 有 广泛 的 分 布 , 如 苏联 南部 上 始 新 统 .前 喀 尔 巴 

耳 地 区 的 中 渐 新 统 ,美国 加 里 和 福 尼 亚 湾 的 更 新 统 与 上 新 统 , AALS; PUA BE A 

洋 、 我 国 黄海 中 部 和 东海 等 处 。 

产地 : 江苏 东台 。 数 量 稀少 。 

Side: 14651, 14652, 

圆 辐 虫 科 Globorotaliidae 

圆 辐 虫 属 Cloporotalia Cushman, 1927 

Foe he, PH se BA we BS, 成 年 个 体 双 凸 ,腹面 较 凸 ,背面 较 平 , 壳 绿 亚 角 状 或 有 

毯 , 壳 壁 铅 质 有 和 孔 型 ,光滑 或 粗糙 ; SCOP Hi acm, ROE. 

隆起 圆 辐 虫 Globorotalia tumida (Brady) 

(图 版 X, 图 3a—c) 

1877, Pulvinulina menardii vat. tumida Brady, Geol. Mag., Dec. 2, Vol. 4, p. 294. 

1927, Globorotalia tumida Cushman, Bull. Scripps Inst. Oceanogr., Tech, ser. Vol. 1, No. 10, p. 175. 

1931,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8, p. 95, Pl. 17, figs. 3a—c. 

壳 低 曙 旋 式 , 双 凸 , RAR, 具 狭 的 镶 边 , BM PM eR, Se, tea 

TEA 5 个 壳 室 , 依 灵 增 大 ;缝合 线 明 显 , 在 背面 强烈 守 曲 , 微 目 ,在 腹面 接近 放射 排 烈 , 深 

凹 ; 帝 壁 光滑 , 壁 孔 明显 ; 脐 小 而 小 ; 壳 口 开 于 腹面 内 边 绿 ,口唇 极 狭 。 

Fete 0.28 SEK, Fe) 0.14 BK, 

比较 : BRPRAS TE IEA RA SEE BOE MEM, 与 现代 东海 的 某 些 标本 较 相 似 , 后 者 据 

郑 执 中 、 郑 等 仪 认为 可 能 为 G. tumida (Brady) 与 G. menardii (d’Orbigny) 间 的 中 间 类 

型 。 

分 布 : 日 本 上 新 统 ; 现代 大 西洋 .太平 洋 中 分 布 广泛 ,我 国 东 海 也 有 发 现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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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辐 虫 sp。 Globorotala sp. 

(图 版 X, 图 Jac) 

壳 小 , 双 凸 , 壳 绿 尖锐 , 具 镶 边 , EMER mae Pe, 依 灵 增 大 ;背面 缝合 

线 不 十 分 明显 ,弯曲 , 镶 边 式 , 腹 面 颖 合 线 凹 ,接近 放射 排 烈 ; SCRE DETR, BE ILA; RO EK, 

位 于 腹面 ,从 脐 部 伸 向 壳 绿 , 具 不 发 育 的 口唇 。 

Fete 0.24 BK, TE 0.11 Ko 

产地 : 江苏 太仓。 

登记 号 : 14653。 

轮 虫 科 Rotaliidae 

假 轮 虫 属 _Pseuadorotalia Reiss et Merling, 1958 

壳 呈 透镜 状 或 项 部 钝 圆 之 圆锥 状 ,， 螺旋 式 旋 列 , 具有 无 孔 之 秩 边 ; PRA Ree 

板 状 延 伸 物 盖 履 ,其 上 布 以 大 的 圆 孔 ,连续 板 上 的 孔 不 相连 接 ;背面 可 见 所 有 壳 室 ,腹面 只 

见 最 后 一 个 壳 圈 ,螺旋 管道 及 隔壁 管道 均 发 育 ， 壳 壁 为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eOKSK, FT 

面 , 在 脐 部 与 壳 绿 之 间 。 

此 属 与 Ammona 的 区 别 为 腹面 与 背面 均 有 管道 系统 发 育 ， 且 脐 部 缺乏 颖 状 开口 。 

施 罗 特 假 轮 虫 Pseudorotalia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 图 版 X, 图 4a—c) 

1826, Rotalia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Ms), Carpenter, Introd. Foram., p. 213, Pl. 13, figs. 

1884, -和 Bre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707, Pl. 115, figs. 7a-c. 

aK, 高 锥 形 ,背面 平 或 微 凸 ,腹面 高 凸 , 壳 绿 具有 隆起 的 镶 边 ; MEAS, Rees 

具 11 一 14 个 壳 室 ; 颖 合 线 明 显 ,在 背面 直 或 微 弯 曲 , 在 腹面 放射 排 烈 , 颖 合 线 为 镶 边 式 , 较 

宽 , 上 面 有 粗 孔 。 脐 部 有 一 大 的 脐 塞 , 其 上 有 圆 形 粗 孔 。 壳 口 大 , 呈 宽 颖 状 , 位 于 最 后 碗 室 

的 基部 ,从 脐 部 伸 向 碗 绿 。 

Be 1.20 一 1.30 毫米 , 索 厚 0.60 一 0.8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在 外 形 、 颖 合 线 排 烈 .个 体 大 小 等 特征 方面 特 湾 上 新 世 、 中 新 世 地 

层 中 所 产 的 P.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颇 相 似 ; 但 与 Brady, Cushman 所 描述 的 标 

本 在 外 形 与 缝合 线 排 烈 方面 不 太一 致 。 看 来 此 种 的 含义 较 广 , 似 可 进一步 划分 。 

分 布 : 本 种 在 现代 海洋 中 分 布 于 太平 洋 、 印 度 洋 、 中 国 海 .日 本 海中 。 我 国 台湾 上 新 

绕 和 印度 尼 西 亚 爪 哇 中 新 统 至 更 新 统 也 有 发 现 。 

产地 : 江苏 启东 ,东台 、 射 阳 、 滨 海 等 地 。 数 量 较 多 ,在 有 的 地 区 大 量 出 现 。 

登记 号 : 14655。 

a a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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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轮 虫 属 _Pararotalia Le Calvez, 1949,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1957 

Fee he, PORN, eRAEAMMA GR; BOSE HRA, TEMA; 脐 

US 7A TE, 8 PGT ES, ATA FPA IDR A; soRE SS AL REPL OE 

GH. BAA ees 50 FENS , HE TT A SLR eA IB), 叫 绿 内 口 ; ATES es Bal PSE a 

BA, ERA, BF 

Ww: Pararotalia 属 过 去 均 归 和 人 Rotalia JR, 后 由 Le Calvez 4th, Parerotalia 与 

Rotalia 区 别 为 前 者 具有 副 脐 板 沁 盖 脐 部 , BARA se Rae TE. Pararotalia 粗 看 在 

外 形 上 与 Globorotalia 很 相似 ， 但 是 两 者 壳 壁 构造 不 同 且 前 者 的 壳 口 在 脐 端 部 分 破 副 脐 

ATi; 具有 脐 塞 。 Eponidella RTE A/S Pararotalia 的 副 脐 板 很 相似 并 有 一 

ARR {A Eponidella 的 壳 口 仅 分 布 于 最 后 壳 室 上 。 

据 Loeblich 及 Tappan, 此 属 的 地 质 历程 为 古 新 世 至 中 新 世 。 我 们 在 第 四 纪 地 层 中 的 

BENS EK o 

无 刺 仿 轮 虫 _Pararotaliza inermis (Terquem),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图 版 X, 图 5a—c) 

1882, Rotalina inermis Terquem, Mém. Soc, Géol. France, ser. 3, t. 2, p. 68, Pl. 5, figs. la—e. 

1949, Pararotalia inermis Le calvez, La Carte. Géol. Dét de La France, p. 32, Pl. 3, figs. 54—56. 

1957, Loeblich et Tappan, Smiths, Misc. Coll. Vol. 135, No. 2, p. 14, Pl. 1, 
figs. 2a—3b. 

FM, HARM, HSK wa we 6O—7 Pees, 腹面 微 膨 起 ; FHAARS 

曲 , 不 十 分 清楚 , 在 腹面 放射 排 烈 , VRE, BATIK Bab Aa AE NE; at Be 

状 , bili RIGA, fe tea se SERB, MAE ED A A a Ro 

壳 径 0.29—0.33 豪 米 , 壳 厚 0.14—0.17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正 型 标本 主要 特征 一 致 , 惟 壳 体 较 局 。 

分 布 : 法 国 中 始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东台 等 地 ,分 布 广泛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656, 

绿 刺 仿 轮 虫 Pararotalia armata (d’Orbigny)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CER IX, 图 7a—c) 

1826, Rotalia (Rotalie) armata d’Orbigny, Ann. Sci. Nat. ser. 1, Vol. 7, p. 273. 

1957, Pararotalia armata Loeblich et Tappan, Smiths. Misc. Coll., Vol. 135, No. 2, p. 9, Pl. 5, figs. 

2a—c. 

FEN, RAB, HEM, AAD; Ja AIR 6 Paes MRA t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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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AA AER, EM, BAAR; 腹面 中 央 有 一 较 大 的 脐 塞 ; MOM Ie 

后 壳 室 基部 ,从 脐 部 伸 向 壳 绿 , RABI 

壳 径 0.39 一 0.41 Bk, HB 0.12 一 0.22 毫米 。 

比较 :此 种 与 P. inermis (Terquem) 在 外 形 与 一 般 构造 方面 颇 相 近 。 但 区 别 为 前 者 

FRA Nhl ; 壳 壁 较 厚 且 脐 塞 较 大 。 

分 布 : 法 国 中 新 统 。 

产地 : (THAR RASH, KEK. 

登记 号 : 14658, 

东方 仿 轮 虫 _Pararotalia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z) 

CPA X, 图 6a—c) 

1947, Rotalia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z,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3, pt. 2, p. 

26; Pls Feb hie.= 2: 

Fe h, RAMA; ma seAlAA 8 一 9 S523, EME, KRIA; FMS 

线 早期 部 分 不 十 分 明显 ,后 期 弯曲 , 在 腹面 放射 排 烈 , PRM; PF aR ATARI 

Fee, 具 一 细小 的 唇 , 位 于 最 后 碗 室 基 部 ,从 脐 部 伸 向 壳 绿 。 

壳 径 0.39 一 0.46 毫米 , 壳 厚 0.23 一 0.34 毫米 。 

Wie: 这 一 种 Loeblich 及 Tappan 工 未 烈 入 Pararotalia 一 属 内 ,但 他 们 的 文献 中 没 

ABA FB) Cushman 及 Bermudez 的 这 一 篇 文章 , 根据 这 一 种 的 壳 口 特征 , RIAA 

Pararotalia 属 中 。 这 一 种 碗 绿 是 全 绿 的 , 不 呈 办 状 , 而 与 Pararotalia 属 中 其 他 种 易于 区 

人 

分 布 : 古巴 上 始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57, 

BATA (Ft) Pararotalia fungiformis Ho, Hu et Wang sp. nov. 

CEU XI, 图 la—c) 

壳 圆 锥 形 ,背面 凸 起 很 高 ,腹面 平 或 微 凸 ; 壳 绿 早期 部 分 宽 圆 ,后 期 部 分 亚 尖 锐 , AB 
1, EEK RATA 9 个 壳 室 ;缝合 线 清晰 ,在 背面 弯曲 ， 在 腹面 后 期 深 止 ， 旦 沟 醒 
状 ,放射 排列 ,但 不 到 达 边 绿 ;腹面 接近 脐 部 一 端的 壳 室 上 有 许多 乳头 状 装饰; 背面 壳 壁 光 
滑 , 壁 孔明 显 , 呈 放 射 状 ; 脐 部 有 一 大 的 圆 形 脐 室 ; BOBO, BOR, 具有 窗 的 口唇 ,位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伸 向 壳 绿 。 

FAM 0.52 毫米 , 壳 厚 0.33 Bk, 
比较 : 此 新 种 在 外 形 上 与 P.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z) 很 相似 。 区 别 于 后 者 

ee or v 
anh 

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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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腹面 颖 合 线 深 凹 , 呈 沟 槽 状 , AREA ER: 脐 部 有 很 多 乳头 状 装饰 及 碗 口 为 较 宽 之 颖 

状 口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59。 

搭 转 虫 属 Ammonia Brunnich, 1772 

壳 双 凸 , 低 螺旋 式 旋 绕 ; BAY 5 FEREFS AAA LAL ; 脐 部 有 不 规则 粒状 物 沿 颖 合 线 排 

烈 ; 脐 部 开放 旦 颖 状 , 早 期 具 脐 塞 ,后 期 分 裂 成 许多 小 隆 超 物 ;无 脐 管道 ; 壳 口 颖 状 ,位 于 最 

RBA 

x—BKMDKARIFA Rotalia 中 。 二 十 余年 来 很 多 作者 〈BrotzenB5，Ishizakiao7] 

Hofkerao 等 ) 主张 将 其 从 _Rore1zea BAH, FAKES Streblus Fischer 一 名 。 1949 te, 

Fsizzell 及 Keen 按 优 先 律 的 原则 认为 Streblus 应 为 Ammonia Brinnich 的 同 义 名 。 

毕 克 搭 转 虫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CPA XI, 图 2a—c) 

1758, Nautilus beccarii Linné, Syst, Nat., p. 710, Pl. 1, figs. la—c. 

1819, Streblus beccarii Fischer, Advers. Zool., Fasc. 2, p. 75. 

1931, Rotalia beccarii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8, p. 58, Pl. 12, figs. 1—7, Pl. 13, 

figs. 1, 2. 

1964, Ammonia beccarii Loeblich et Tappan, Treatise Invertb. Pal. pt. C, p. 607, fig. 479, 2—4. 

MAK, BHAA, APSR, Ra eeRA 6 SOLE, TAGE, 依 欢 迅速 

8X, RABE; Tee ia MS ; AAA, CES GS th, FERS RL , BE FAS — 

Yan AS) ro 2 Bis BESS , RSE K, PRES these OPT EAk, SCO Pin eS A 

绿 , 常 保 存 不 好 。 

壳 径 0.29 一 0.33 BK, HE 0.13 一 0.17 BK 

WA: 这 一 分 布 广泛 的 种 ,大 小 和 形态 变化 范围 较 大 , 现 倾 向 于 划分 为 若干 亚 种 , 但 

不 同 的 作者 对 于 命名 和尚 不 统一 ， 如 Cushman 所 建 的 A. beccarii tepida, Parker, Phleger 

及 Peirsong4 则 称 之 为 A. beccarii var. B 工 指 出 此 郎 Cushman 的 A. beccarii tepiday 

由 于 这 种 情况 , 此 处 未 将 它 分 为 亚 种 ,以 待 进一步 研究 。 

分 布 : 常见 于 中 新 世 至 现在 世界 性 的 浅海 或 个 咸 水 沉 积 中 。 

产地 : WORE ZR ROA .上海 等 地 ,分 布 广泛 。 数 量 很 多 。 

登记 号 : 14660。 

同 现 挫 转 虫 Armzrazonz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图 版 XI, | 3a—c) 

1865, Rotal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Phil. Trans., Vol. 155, pp. 387, 422, Pl. 19, figs. 1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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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Streblus annectens Ishizaki, Taiwan Tigaku Kiji, Vol. 11, No. 2; p. 49; Plo3 ;sfis. d2pebatisaais: 

壳 在 本 属 中 比较 大 、 双 凸 , 壳 绿 亚 尖 锐 , A; BRAS, mara 10-124, 

大 小 整齐 ,在 背面 呈 长 方形 ; 颖 合 线 明显 , 镶 边 式 , 不 连续 , EMMA, MARS, 

近 壳 绿 部 分 隔壁 破裂 , SK, 脐 部 封闭 或 微 开 放 , 壳 口 位 于 最 后 碗 室内 边 绿 e 

壳 径 0.78 一 0.94 毫米 , 壳 厚 0.37 一 0.50 Ko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台湾 第 四 纪 的 标本 相似 。 仅 壳 室 略 少 。 

分 布 ， 印 度 中 新 统 ,我 国 台 湾 台 南 第 四 系 ; 现 代 东 海 、 黄 海 及 新 加 坡 附 近 太 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乍 宁 、 东 吝 等 地 。 分 布 广泛 ,数量 丰富 。 

登记 号 : 14661。 

精美 搭 转 虫 (新 命名 ) Ammonia faceta nom. nov. 

〈 图 版 XI, 图 4a—c) 

1950, Pseudoeponides japonicus Uchio, Journ. Assoc. Petr. Techn. Tokyo, Vol. 15, p. 190, Text 

fig. 16. 

1958, Streblus japonicus Hofker, Contr. Cushman Found, Foram. Res., Vol. IX, pt. 2, p. 46, text figs. 

14/2. 

壳 小 , 双 凸 ,腹部 较 平 , 壳 体 局 , RAK; 最 后 壳 圈 具 5 Hes, BSSCH, BAR 

在 背面 强烈 弯曲 , 接近 平坦 , 每 两 个 壳 室 相交 之 颖 合 线 与 前 一 壳 圈 接触 处 具有 补充 壳 口 ， 

腹面 缝合 线 弯 曲 , 凹 下 ,在 弯曲 处 具有 补充 壳 口 , 壳 壁 光滑 , 壁 孔 细 。 

Foe 0.24 毫米 , 壳 厚 0.09 毫米 。 

讨论 : 1950 年 , Uchio 在 日 本 上 新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这 个 种 , 根据 壳 室 与 缝合 线 的 特征 ， 

UAS Eponides 十 分 相 象 ,但 Eponides 背面 无 补充 壳 口 ,因此 建立 新 属 Pseudoeponideso 

Hofker! 根据 腹面 构造 特征 ,如 扭曲 的 腹面 颖 合 线 及 其 腹部 补充 珊 口 ， 直 盖 脐 部 的 

薄 鸭 等 , 均 为 Ammonia 属 的 特征 ， 因 此 认为 ， Pseudoeponides japonicus KIVAA. Ammonia 

属 中 ,我 们 也 同意 这 一 意见 。 由 于 Hada 1931 年 全 建立 Rosalia japonica 一 种 , 现 应 订正 

为 Ammonia japonica 《Hada)， 当 前 这 一 种 名 已 被 占用 , 此 处 特 给 予 新 的 名 称 。 

分 布 : AAR ERB. 

产地 : 江苏 南通 .丹阳 等 地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62。 

南通 挫 转 虫 〈 新 种 ) Ammonia nantongensis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L, 图 Sa—c) 

壳 小 , Mihsk, AW IE, SM; 具有 三 个 壳 圈 ; 最 后 壳 圈 由 5 一 6 个 壳 室 组 成 , BE 
BK, PAAR: FAA, Sz, JR ee OS th EK, GAM, 弯曲 处 隔壁 破裂 , 呈 

APRA ACK, Ath FETE A ; HER eS HK Se BO RBA 

ehthy abt” Qo Eko )>> Eee Rs (3! mem 

a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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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 0.22—0.25 SEK, Fe/H 0.12—0.13 BK, 

比较 : 当前 新 种 和 A. beccarii (Linné) KAUAI. (AK RIT RRA RAIR A, 

AGREAR Ss a eae AUS eh 5 AS Bs EAL MAK, SBI Be). 此 种 和 A. faceta (新 

ar ) HO RRET (A MIRAE ARTO, 两 者 易于 区 别 开 来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东 人 台 等 地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663。 

少 室 挫 转 虫 ”大 型 亚 种 〈 新 亚 种 ) Ammonia pauciloculata 

(Phieger et Parker) major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图 版 XU 图 6a—c) 

FO MAK, RAWAAKE; Ra wAR 9 hs, ia eS ESM Awe; BAK 

BASE fers Gas th, BOK, ERM BBR, BOK; SoS REO ; BEB hic, 

FAB ARS AAU FLA Ke iB 8 5 50 I ie J A Ko 

FO 0.41 毫米 , 壳 厚 0.18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新 亚 种 与 Phleger 和 Parker 措 述 的 正 型 标本 颇 相 似 。 仅 个 体 较 大 , 壳 室 

多 而 较 长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64。 

Set sp. Ammonia sp. 

(FAK XI, 图 7a—c) 

Tors eh, AM, eA TE, CHK ea scl A 8 Seeks, KRAIEK, hela 1 一 2 

P50 EIR HE 5 eS TE. FEY A BE sh, GAME RE, tela 1 一 3 PBA RAM , 

Al, LRM] , Bee IMA, 近 脐 部 较 宽 , Sih WOA Tela re BEM, B 

ZEIK 6 

TO 0.33 SEK, THE 0.14 毫米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登记 号 : 14665。 

星 轮 虫 属 4sterorotalza Hofker, 1950 

帝 低 蚜 旋 , Me, eR MEK, 具 镶 边 ,有 和 刺 或 其 他 装饰 ; 壳 室 数量 多 ;背面 颖 合 线 

NK, (RMA BPE, 但 一 般 不 到 达 壳 绿 , Withee BMRB A Ri 

BAP FEE 5 FERESS AA LE He, HOA TRS, SHAG. AS. 

Ww: Asterorotalia 过 去 均 归 入 Ammonia 或 Rotalia 属 中 。 Hofker 根据 它 的 壳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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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孔 ”和 多 和 孔 板 的 构造 特征 , EE Hh I ATI Ammonia 的 "多孔 板 ” 仅 

履 盖 在 脐 部 ， 原 孔 "“ 开 于 破裂 的 腹面 颖 合 线 上 ; Asterorotalia HN ZIM 覆盖 脐 部 与 乡 合 

线 上 ,形成 补充 壳 室 ,不 到 达 壳 绿 , 补 充 壳 口 为 原 孔 ”的 开口 处 。 

我 们 认为 ,这 一 属 以 具有 补充 壳 室 为 特征 ,至 于 Hofker 的 “多孔 板 ”一 词 在 Asteroro- 

ia1ia 和 Ammonia 两 属 中 借 不 是 同一 东西 ,在 前 者 为 补充 壳 室 的 壳 壁 ,在 后 者 为 壳 壁 延伸 

至 脐 部 的 脐 板 。 

亚 三 刺 星 轮 虫 Asterorotali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图 版 XI 图 la,b; 4a—c) 

1941， Streblus subtrispinosus Ishizaki, Taiwan Tigaku Kizi, Vol. 12, No. 4, p. 63, Pl. 6, figs. 1—4. 

壳 呈 三 角形 ,两 面 微 凸 , 壳 绿 亚 尖 锐 , 具 镶 边 , 呈 办 状 ;有 三 根 粗 的 长 刺 , 最 后 壳 圈 具有 
10 一 12 Pat, RAB ARIK, 缝合 线 明显 , 镶 边 式 , 在 背面 平 或 微 隆 起 ,在 腹面 微 

四 ,放射 排 烈 ,为 补充 壳 室 所 盖 , 补 充 壳 室 呈 星 状 排 烈 ,边沿 具 镶 边 有 少数 活 明 瘤 节 状 壳 质 

装饰 ; 脐 微 目 ,为 透明 脐 塞 所 盖 , 壳 口 椭圆 形 , 开 于 最 后 壳 室 的 基部 。 

壳 径 0.44 一 0.51 毫米 , 壳 厚 0.24 一 0.3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和 正 型 标本 基本 相似 ,但 个 体 较 大 , 壳 室 较 多 ,背面 缝合 线 较 填 。 

分 布 : 我 国 台湾 上 新 统 、. 中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滨海 .东台 、 射 阳 等 地 ,数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667, 14670, 

RAZR FF) Asterorotalia venusta Ho ,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L 图 2a—c) 

壳 亚 贺 形 ,背面 平 或 微 凸 ,腹面 凸 , 壳 绿 亚 尖锐 或 微 圆 , 具 狭 的 镶 边 , SES RR, 
具有 两 根 粗 壮 的 刺 ;最 后 壳 圈 具有 8 一 9 SSE IK RR, GSE, 壳 这 在 腹面 部 
分 常 膨 起 ; 背面 颖 合 线 早期 不 明显 ,后 期 为 镶 边 式 , 腹面 颖 合 线 放射 排 烈 , yeh eRe 
盖 , 补 充 壳 室 边 绿 有 镶 边 ; 脐 部 中 央 为 一 透明 竟 状 物 所 盖 , (LR OE, 
唇 微 凸 起 ,位 于 最 后 壳 室 的 基部 。 
壳 径 0.33 一 0.45 毫米 ; 壳 厚 0.18—0.19 EE Ko 

比较 : 新 种 和 A. subsrispinosa (Ishizaki)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腹面 较 膨 起 ， 只 有 两 根 刺 什 ”是 
PITCH Se LABS ES A. binhaiensis sp. nov. 的 区 别 为 个 休 较 小 . 壳 宝 少 :有 “ 国 
两 根 抽 ,易于 和 后 者 区 分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稀 少 。 
登记 号 : 1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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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I Ren SIL) 

Asterorotalia venusta ornata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图 版 XI, 图 5a—c) 

当前 新 亚 种 和 A. zezzwstz〈 新 种 ) 的 区 别 为 : 前 者 个 体 比较 大 ; 壳 绿 除 具 两 根 长 刺 外 ， 

且 在 其 他 壳 室 上 具 凸 起 小 刺 ;腹面 缝合 线 微 弯曲 ;补充 壳 室 上 有 和牛 圆 形 补充 壳 口 。 

Fok 0.55 毫米 , 壳 厚 0.21 HK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71, 

双 孔 星 轮 虫 〈 新 种 ) Asterorotalia diplocava Ho, Hu et Wang sp. nov. 

(FAW XI, 图 8a 一 c; PAK XI, 图 3a—c) 

AWA, Mh, FER, 壳 绿 亚 尖 锐 , 具 镶 边 ; 壳 圈 两 个 至 三 个 ;最 外 壳 圈 具 13 

个 壳 室 ; 缝 合 线 请 晰 , 镶 边 与 碗 平 齐 。 星 状 补 充 壳 室 狭长 , 稍 向 后 弯 ; 每 个 补充 壳 室 有 两 个 

补充 壳 口 ,一 个 位 于 补充 壳 室 后 侧 弯 曲 处 ,为 牛 圆 形 , 并 有 窒 的 口唇 , 另 一 位 于 补充 壳 室 外 

端 将 至 壳 绿 处 ,为 管状 之 开口 ; 脐 部 平 ,为 不 规则 形状 之 透明 壳 质 物 所 履 , 壳 绿 具 三 根 较 短 

的 粗 刺 ; 壳 口 位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椭圆 形 。 

Fete 0.72 SAK, Fe/H 0.34 Ko 

比较 : KATP MIC eB HAM Tat OO AME, UE, so RB, SEES , 

可 与 上 述 各 种 相 区 别 。 

产地 : (WHR. KER 

登记 号 : 14666, 14669, 

滨海 星 轮 虫 〈 新 种 ) Asterorotalia binhaiensis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 图 6a—c) 

壳 低 锥 形 , 背 面 凸 ,腹面 平 或 微 凸 , eH AE MEK, CR; 具有 三 个 壳 圈 ; 最 后 壳 图 

具有 10—11 个 壳 室 ,最 后 2 一 3 个 在 腹面 微 膨 起 ;缝合 线 在 背面 早期 不 明显 ,后 期 微 目 , 镶 

边 式 ,在 腹面 呈 放 射 排 烈 , 具 补 充 壳 室 , 其 边 绿 有 两 排 不 整齐 的 镶 边 。 脐 部 有 一 壳 质 王 所 

盖 ; 壳 口 顶 圆 形 , 位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FE 0.67 一 0.68 毫米 , 壳 厚 0.32 SEK. 

比较 : 这 个 新 种 在 外 形 和 一 般 构 造 上 与 A. subtrispinosa Ushizaki) 颇 相 似 。 但 区 别 

FRSA: CRAM AMAR, 腹面 比较 平 ; ASMA hig AIT RE 

饰 。 

产地 : WHE, ME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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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号 : 14672o 

+E Nonionidae 

幼体 虫 属 Paullenia Parker et Jones, 1862 

ARATE, RBA, 两 侧 对 称 , 壳 绿 圆 ; RATE BRD, 4 一 8 个 , 壳 室 内 和 角 均 达 

Hise, 在 脐 部 联接 ; 缝合 线 四 , 稍 弯曲 ,从 脐 部 向 外 呈 帮 射 状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有 时 向 两 侧 延 伸 ;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五 叶 幼 体 虫 Paullenia quinqueloba (Reuss) 

(图 版 XIIL 图 la,b) 

1851, Nonionina quinqueloba Reuss, Zeitschr. Deutsch. Geol, Ges., p. 71, Pl. 5, fig. 30 

1884, Pullenia quinquelob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617, Pl. 84, figs, 14. 

tke h, HATE, ZARA, SHE, awe See, KR, BH; 

oe AGEVEI 25 ths heh, AL; RS, SHAK BOK, WT A 

侧 延 伸 ; 壳 壁 光 清 。 

Fee 0.18 BK, FE 0.1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本 种 与 P. dampelae Dain 很 相近 ;主要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绿 锐 圆 , 而 后 者 壳 绿 较 宽 圆 。 

分 布 : 苏联 南部 上 始 新 统 、 渐 新 统 ,澳大利亚 及 西欧 渐 新 统 与 中 新 统 ,挪威 第 四 系 ; 现 

代 产 于 大 西洋 及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上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73, 

诺 宁 虫 属 Nonion Montfort, 1808 

壳 圆 至 椭圆 形 ,两 侧 局 ,对 称 , 包 旋 ; 壳 绿 圆 到 尖 角 状 , 壳 室 多 ,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壁 孔 

细 或 粗 ; 脐 部 较 大 。 常 有 壳 质 物 充填 ; 壳 口 细 颖 状 或 呈 一 烈 小 孔 状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Wk: 这 一 属 历来 应 用 属 的 涵义 均 较 宽 , 如 近代 的 作者 Glaessner?), Cushman!™?! SH 

把 平 旋 , 或 多 或 少 包 旋 , 壳 口 为 缝 状 或 一 烈 小 孔 状 的 类 型 全 部 归 入 Nonion 属 中 。 近 年 来 

一 些 作 者 从 广义 的 Nonion 属 中 划分 出 来 一 些 独立 的 属 。 Haynes!) 建立 Protelphidium, 

Thalmann”) 建立 Cripromozzoz，IIYTpaB79 建立 Porosononion, BoroIgHoBap7a 恢复 了 

Melonis Montfort 及 Florilus Montfort 的 应 用 ,因而 把 Nonion 限于 完全 包 旋 不 具有 开放 

的 脐 , 无 缝合 线 凹 坑 , 不 包括 壳 壁 为 放射 状 结构 的 ,， 筛 状 壳 口 的 类 型 等 。 以 上 划分 我 们 认 
AEA OBA {BFE Florilus Montfort 一 属 以 壳 室 增长 较 快 作为 与 Nomiom FAK Bi, 

们 认为 依据 是 不 够 的 ,因此 未 予 采 用 。 

i p -wamic 万 winaaswenyaucanaaoin d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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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瘤 诺 宁 虫 Nonion tuberculatum (d’Orbigny) 

(图 版 XIIL 图 2a, b) 

1846, Nonionina tuberculata d’Orbigny, Foram. Foss Bass, Tert, Vienne, p. 108, Pl. 5, figs. 13, 14. 

1939, Nonion tuberculatum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13, Pl. 3, figs. 12, 

LG A’7. 

TILA, Amt, RAKE; mara AR 7 一 9 Ses, 增长 较 慢 , BHAA 

线 弯 曲 , 凹 下 , SEPSIS Ee; 脐 宽 圆 , ALI PRA, BARS MR, 口 面 牛 圆 

形 , 稍 膨 起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牛 透明 ; 壁 孔 粗 。 

Fee 0.31 一 0.33 毫米 , 壳 厚 0.12 一 0.15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且 壳 室 数 较 少 ; 此 外 ,本 种 壳 口 为 一 列 小 孔 状 ， 

这 一 点 Cushman 的 描述 中 虽 未 提 及 ,在 图 版 上 却 可 明显 看 出 ; 当前 种 与 Nozmzoz usbekis- 

tanensis Bykova 的 区 别 是 前 者 个 体 较 大 及 壳 室 数 较 多 。 

分 布 : 欧洲 中 部 与 南部 新 新 统 上 部 .中 新 统 和 上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滨海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74, 

异常 虫 式 诺 宁 虫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ARK XII, 图 3a，b) 

1952, Nonion anomalinoides BoJIOIIHHOBa，TpYyYIPIL BHIITPII，HoBg。 Cep，BEII. 63，cTb。 21, Ta6az. 1, 

puc. 10a, 6. 

RAB, AillmP, RRA; 最 外 壳 圈 具 7 一 10 VS th= Ass, 增长 很 慢 ,不 

达到 脐 部 , 室 面 膨 起 ;缝合 线 弯 曲 而 中 ,靠近 脐 部 境 宽 ; 脐 稍 止 下 , 盖 有 细 粒 状 达 质 物 , 工 常 

分 布 在 缝合 线 上 ; 口 面 牛 圆 形 ; 壳 口 不 明显 ; 壳 壁 光 清 。 

ee 0.20 一 0.27 BK, eB 0.10 一 0.14 BH.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壳 室 数 较 少 ; 脐 部 较 平 。 当前 种 与 N. bogdanowiczi Vo- 

loshinova 及 N. graniferus (Terquem) 比较 接近 ， 与 它们 主要 的 区 别 为 当前 种 具 宽 的 脐 

REHAB. 

分 布 : 苏联 北 高 加 索 中 新 统 上 部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滨海 等 地 。 数 量 很 多 。 

GICs: 14675, 

#SAMISTR Nonion schwageri Cushman 

(图 版 XIT, 图 4a, b) 

1936, Nonion schwageri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2, p. 67, Pl. 12, fig. 8. 

壳 椭 圆 形 ,两 侧 局 平 , 壳 绿 圆 , FABER; Heb ell AT OL 8 = PAI es AK IRIB,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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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几 壳 室 较 膨 起 ; 颖 合 线 弯曲 ; 凹 下 , 稍 呈 “SS” 形 , SRA, OAK, ees oO 

位 于 口 面 基部 ,为 一 烈 小 孔 ; 壳 壁 光 请 。 

壳 径 0.28 一 0.30 Bk, HB 0.13 一 0.15 BK. 

bese. 当前 种 以 小 的 脐 , 稍 呈 “S” 形 的 颖 合 线 和 一 烈 圆 孔 状 壳 口 区 别 于 相近 各 种 。 

分 布 : 印度 洋 中 卡尔 ， 尼 科 巴 鱼 上 新 统 。 

产地 : (WHAM AS Bash. RES. 

登记 号 : 14676, 

乌兹别克 诺 宁 虫 Nonion usbekistanensis Bykova 

(图 版 XI 图 5a,b) 

1939, Nonion usbekistanensis DBPIKOBa，TpyIEI HIPI，cep.A，BPII。121，cTpD， 24, Ta6n. 3, puc. 15, 16. 

1952, Bonoumuosa, Tpymbu BHMTPH, Hos. Cep. Brin. 63, Crp. 22, ta6n. 1, puc. 13a, 6. 

FLA, AMR Mm, RATE, BSMEK, 最 后 壳 圈 有 6 一 7 SS, SMH; AS 

SAAS Hh, PL, SEU Bh OSE; PA, FA TL APA RAE KAD; Oa 

TE; se Sek, fF A SED ; SERED HS, EBA, EFL AM, (RIT 

壳 径 0.26—0.37 SK, F/B 0.12—0.17 BK, 

比较 : 4nrth N. bogdanowiczi Voloshinova 在 大 小 和 形态 上 很 相近 ,但 N. usbe- 

kistanensis 壳 室 数 较 少 , 一 般 增 为 6 一 7 个 , 壳 绿 宽 圆 , 壳 输 廓 较 圆 ; BARMERA 

圆 , 壳 体 常 呈 卵 形 ,两 者 易于 区 分 。 

分 布 : 苏联 中 亚 下 第 三 系 。 

产地 : 江苏 东台 盐城 . 射 阳 等 地 ,分 布 广泛 ,是 一 个 比较 常见 的 种 8 

登记 号 : 14677。 

in, ee ee re 

5 

Hist Nonion akitaense Asano 

(FARR XII, EI 7a, b) 

1953, Nonion akitaense Asano, Ill. Cat. Jap. Tert. Small. Foram., pt. 1, .p. 1, figs wes 

壳 近 圆 形 , DIME PER, PE MIR, Je SL 8 一 9 MRS th = STE, Se ‘ 
RE Se SRS, OS hs EE, LIS, 盖 有 很 多 细 粒 壳 质 物 , 用 水 洞 湿 后 , 稍 见 部 分 时 
期 壳 室 ; 口 面 牛 圆 形 , 壳 口 短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稍 粗糙 , 具 粗 孔 。 
壳 径 0.30 一 0.36 毫米 , 壳 厚 0.15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正 型 标本 唯一 的 区 别 是 我 们 的 标本 口 面 较 后 者 的 稍 低 。 
分 布 : 日 本 上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阜 宁 、 上 海江 湾 等 地 。 数 量 稀 少 。 
登记 号 : 1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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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诺 宁 虫 Nonion extensum (Cushman) 

(图 版 XI 图 9a, b) 

1918, Nonionina extensa Cushman, U.S. Geol. Surv. Bull. 676, p. 69, Pl. 25, figs. 4a, b. 

1939, Nonion extensum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14, Pl. 4, figs. 4a, b. 

TMA, Ml ia, eR Bl; tea scl A 8 一 9 Soe KR, mL SA 

起 ;缝合 线 微 弯曲 ,四 下 ; 脐 小 , 微 凸 ; 口 面 很 高 , 牛 椭 圆 形 ; So RB, 壳 壁 稍 粗 糙 , 壁 孔 

较 粗 。 

壳 径 0.32 一 0.35 毫米 , 壳 厚 0.10 一 0.12 BK, 

比较 : SATA IEA RASS Awe; 当前 种 以 壳 体 属 平 、 脐 很 小 . 口 面 很 高 而 与 

N. bogdanowiczi Voloshinova 相 区 别 。 

Aah: 美国 南 卡 罗 里 纳 中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里 宁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81。 

波 义 诺 宁 虫 Nonion boueanum (d’Orbigny) 

(图 版 XI 图 11a, b) 

1846， Nonionina boueana d’Orbigny, Foram. Foss. bass. Tert.-Vienne; p. 108, Pl. V, figs. 11, 12. 

1884, ————___—_.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729, Pl. CIX, figs. 12, 

13. 

1939, Nonion boueanum Cushman, U.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12, Pl. 3, fig. 8. 

1958, Florilus boueanus BonowmHosa, MuxpodbayHa CCCP, c6. 9, erp. 147, Ta6n. 2, puc. 8a, 6. 

THAT, AMtih, RARE; Rae A 12 SRA KH te, Ra LRA 

£2; BARRA, FALL, eS th, SEA AI; 脐 凹 下 , 并 盖 有 很 多 粒状 壳 质 物 ; 

口 面 隆起 很 高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滑 。 

Fee 0.37 BAK, Fe/H 0.17 毫米 。 

比较 :; 当前 种 外 形 很 近 于 N. lamarcki (d’Orbigny) Fil N. grateloupi (d’Orbigny), 

ES N. lamarchi HK WARRA RAR, RAMFAEA, ES N. grateloupi 的 区 

BA as eR BaP , Se 2 AGT ES Ae EK Fl, 

分 布 : 西欧 渐 新 统 上 部 至 上 新 统 , 苏联 高 加 索 、 克 里 米 亚 中 新 统 和 上 新 统 , 日 本 中 新 

统 至 更 新 统 ;现代 太平 详 及 亚 得 里 亚 海中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Fide: 14683。 

葛 拉 特 劳 诺 宁 虫 Nonion grateloupi (d’Orbigny) 

(图 版 XI 图 12a，b) 

1933, Nonion grateloupi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61, pt. 2，p. 43, Pl. 10, figs. 8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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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长 情 圆 形 , 两 侧 较 平 , 中 心 微 四 , 壳 绿 锐 圆 ; 最 后 壳 圈 有 9 一 11 个 逐 壬 增长 的 壳 室 ， 
WA MARS th DRL, ORS, 略 呈 椭圆 形 ; EO SEK, eT OE 
壳 壁 牛 透明 ,光滑 。 ; 

壳 径 0.27—0.37 SK, Fe 0.12—0.15 ZK 

比较 : 这 一 种 与 W. sloanii (d’Orbigny) (RABI, ES SEF rok Re ia. 58 

室 较 多 。 
分 布 : 法 国 中 新 统 , 古 巴 、 牙买加 ,美国 加 里 和 福 尼 亚 和 弗 罗 里 达 等 地 上 新 统 与 更 新 统 ， 

巴拿马 中 新 统 ,日 本 上 新 统 ,更 新 统 ;现代 产 于 太平 洋 及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上 海 唐 家宅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84。 

贝尔 岭 湛 宁 虫 Nonion belridgense Barbat et Johnson 

(图 版 XII, 图 14a, b) 

1934, Nonion belridgense Barbat et Johnson, Journ. Pal. Vol. 8, p. 11, Pl. 1, fig. 8, 9. 

壳 长 椭圆 形 , BARA sha mA 10 一 12 MEKRRMNRES, SHH; BAB 

显 , 稍 弯曲 ,靠近 脐 部 稍 凹 下 , 近 壳 绿 处 则 较 平 ; 脐 凹 下 , 口 面 较 高 , 膨 起 , 旦 必 状 ; 壳 口 细 颖 

状 , 位 于 最 后 壳 室 基部 ; 壳 壁 光滑 。 

壳 径 0.35 一 0.38 7k, FE 0.20 BK, 

比较 : 我 们 的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这 一 种 近 于 N. boueanum (d’Orbigny) 和 

N. incisum (Cushman) 孔 和 前 者 的 区 别 为 脐 部 无 粒状 壳 质 物 ; 与 后 者 的 区 别 为 当前 种 最 

后 碗 圈 帝 室 较 少 , 且 缝 合 线 较 平 。 

分 布 : 美国 加 里 笨 尼 亚 中 新 统 上 部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86。 

aT cf. 异地 种 Nonion cf. advenum (Cushman) 

(图 版 XIII; 图 8a, b) 

1922, Nonionina advenum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129, p. 139;) Ble Saniie mee 
1928, Nonion advena Howe, Journ. Pal. Vol. 2, p. 175 (list). 
1939, Nonion advenum,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9, Pl. 20, figs. 3—4. 

壳 近 圆 形 , 两 侧 局 平 , 壳 绿 圆 ; 最 后 壳 团 具 10 个 壳 室 , 逐渐 增长, 壳 室 膨 起 ;缝合 线 思 
下 ,弯曲 , 近 脐 部 变 宽 , 微 呈 “S” 形 ; 脐 稍 凹 下 , 具 圆 形 稍 凸 起 的 脐 塞 ; OE, 壳 口 因 
最 后 壳 室 破损 而 不 清楚 , 壳 壁 近 透 明 ,光滑 。 

Fees 0.32 Kk, FEA 0.12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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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当前 种 与 W. laevis (d’Orbigny) 很 相似 ,但 后 者 脐 塞 较 大 , 且 脐 部 凸 起。 

分 布 : 美国 及 墨西哥 奖 新 统 , 美 国 始 新 统 上 部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90。 

光滑 诺 宁 虫 GH) Nonion glabrum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I, 图 6a, b) 

壳 近 圆 形 , 两 侧 局 平 , 壳 绿 圆 ,后 期 稍 呈 办 状 ;最 后 碗 圈 具 9 一 10 Pot EK IRIE, 室 

Mist ; AeA PS, 稍 弯曲 , 镶 边 式 ; 脐 宽 , 凹 下 , 盖 有 细 粒 状 壳 质 物 , 用 水 润 湿 后 可 见 部 

分 早期 壳 室 ; 口 面 千 圆 形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透明 , 光 请 。 

Fee 0.28 一 0.35 SK, Fc) 0.10 一 0.12 BK, 

比较 ， 本 种 与 N. martkobi bogdanovicz 比较 相近 ， 但 我 们 这 一 种 脐 较 宽 ,， 壳 口 呈 颖 

状 ;此 种 与 N. anomalinoides Gerke 也 较 相 近 ; 但 后 者 碗 室 较 弯曲 而 膨 超 ; EG N. peru- 

vianum (Cushman et Stone)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露 旋 很 明显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太仓、 演 海 、 上 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78。 

fig t+ RE Cribrononion Thalmann, 1947, emend. Voloshinova，1958 

Fee BE, AM WH; AK LAR eK AIAE MSC; PF BAN RECRERD ; OA 

—FDSFL, SOF A ERD 5 78 BESS A FLAY, GY, BE FLA. 

比较 : 当前 属 与 Elphidium Montfort  Nonion Montfort 比较 相近 ， 它 与 后 者 的 区 

别 为 当前 属 具 有 颖 合 线 凹 坑 , 与 前 者 的 区 别 为 无 壁 间 桥 。 

讨论 : Thalmann"! 以 Nonionina heteropora Egger HARUEFPRENL Cribrononion 作 

为 Nonion WYW)R,AAN ER MAO. 4 Bonommnosa (1958) YEA, AA AAR Si 

1R5eH , Miz Thalmann 误 把 Egger 图 影 上 的 壁 孔 当 作 了 筛 状 口 。 她 将 Cribrononion 作 

为 独立 属 , 以 具有 圆 形 颖 合 线 凹 坊 ， 而 无 壁 间 桥 作 为 属 的 特征 ; 我 们 同意 Bonoumuopa 修 

改过 的 此 属 定义 。 

PALIT R Cribrononion poeyanum (d’Orbigny ) 

(PAK XIU, 图 15a, b) 

1839, Polystomella poeyana d’Orbigny, Foram. Cuba, p. 55, Pl. 6, figs. 25, 26. 

1939, Elphidium poeyanum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54, Pl. 14, figs. 

2520, 

TOA, Ail, mA RE mAREA 10 Se, ROK, BMRB,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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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ws th VEN, 4g Ase 10 个 较 圆 的 小 四 坑 ; brs A 面 高 , 牛 椭 圆 形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近 透 明 , 光 滑 。 

FEB 0.25 一 0.37 AK, 0.12—0.13 毫米 。 

比较 ， 当 前 种 与 Cribrononion articulatum (d’Orbigny)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壳 绿 全 绿 ， AW, ARAB, 壳 绿 办 状 ,
 壳 室 轻微 膨 超 。 

分 布 : 美洲 牙买加 ,佛罗里达 等 地 中 新 统 、 上 新 统 ,更 新 统 , 现 代 产 于 大 西洋 中 西 印度 

地 区 。 

产地 :江苏 射 阳 、 泰 兴 、 滨 海 、 东 台 等 地 。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87, 

AIST R Cribrononion frigidum (Cushman) 

(图 版 XIV, 图 la，b) 

1933, Elphidium frigidum Cushman, Smiths. Misc. Coll., Vol. 89, No. 9, p. 5, PI. "5 fig. 8: 

壳 椭 圆 形 , 两 侧 稍 局 , 壳 绿 宽 圆 , 略 呈 办 状 ; tela cle R 7 一 9 NBS, 增长 很 快 ,最 后 

壳 室 稍 伸 长 ， HW; BARS th, MPAA 10 OS a SMG; BH, FA; A 

面 高 , 呈 牛 椭圆 形 , 稍 膨 起 ; 壳 口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不 明显 ; 壳 壁 近 透 明 , 光 请。 

壳 径 0.31—0.36 BK, Fe/H 0.10 一 0.12 EK 

分 布 ， 现代 大 西洋 北部 及 北冰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靖 江 等 地 。 数 量 稀 少 。 

登记 号 : 14688。 

THER (RFP) Cribrononion kiangsuense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I, 图 13a, b) 

AREA, WU mA, eR; weasel A 10 一 11 个 壳 室 ,增长 较 慢 , BARE, 

合 线 弯 曲 , 稍 下 凹 , 颖 合 线形 成 较 宽 的 带 状 ; 颖 合 线 目 坑 很 小 ,不 很 明显 ; 脐 较 平 , 具 细 粒 透 

明 壳 质 物 ; 口 面 高 , 牛 柄 圆 形 , 壳 口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不 明显 ; 壳 壁 光滑 , 近 透 明 , 具 细 扎 。 

壳 径 0.35 一 0.41 BK, HL 0.12 一 0.13 毫米 。 

比较 : 新 种 与 C. poeyanum (d’Orbigny) 较 相 似 , (HRA RAE IA, BU BE, BE 

ABMS, EE RA , MGT 0 

产地 : 江苏 滨海 ,东台 、 上 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85, 

光滑 筛 诺 宁 虫 (新 种 ) Cribrononion laevigatum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V, 图 4a, b) 

壳 近 圆 形 ,两 侧 稍 局 , 壳 绿 宽 圆 ; 最 后 壳 圈 具 8 PHS, RAILPREWR BARS 

Vi 

——_ 

— e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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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 稍 凹 下 , 具 数 个 细小 的 颖 合 线 凹 坊 ; 脐 小 ; 较 平 ; 口 面 新 月 状 , 稍 膨 起 ; 壳 口 为 一 列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近 透 明 , 光 清 。 

Fe 0.28—0.30 SK, Fe/H 0.13 一 0.15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新 种 与 C. gnythosuturatum Ho, Hu et Wang sp. nov.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体 

较 小 而 圆 , 颖 合 线 止 坑 很 小 , 壳 室 数 多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射 阳 、 东台 及 上 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91, 

Maier FP) 

Cribrononion gnythosuturatum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IV, 图 5a, b) 

碗 近 圆 形 ,两 侧 稍 局 , 壳 绿 宽 圆 , 稍 呈 办 状 ; 最 后 达 圈 具 6 一 7 Pat ,增长 很 快 ; 室 面 

膨 超 较 强 ; 颖 合 线 稍 弯 , 凹 下 , 具 少 数 大 的 缝合 线 凹 坑 ; 脐 小 ,目下 ; 口 面 新 月 状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牛 透 明 ; 光 清 。 

Fete 0.27 一 0.45 rk, sz /E 0.13 一 0.22 BK, 

比较 : SRA RBRS MPR HR, BEAM SMA, 易 与 其 他 种 相 区 别 ; 当 前 

种 与 C. subincertum Aseno (=Elphidium subincertum Asano) 相近 ， 但 前 者 缝合 线 凹 坊 

SHAK, ARAMA 

产地 : CORA TBA Pa ET) ea SH PRR, 

登记 号 : 14692, 

菱形 筛 诺 宁 虫 (HF) Cribrononion rhomboidale Ho, Hu et Wang sp. nov. 

(图 版 XU, Aj 10a, b) 

THAT, AMR, OMIA, BARA; 最 后 壳 圈 具 10 个 壳 室 ,增长 较 快 ， 

室 面 微 膨 起 ; 脐 部 稍 平 ; 颖 合 线 稍 弯曲 , 凹 下, 具 数 个 不 规则 的 凹 坊 ; 口 面 略 呈 三 角形 ; 壳 口 

颖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滑 。 

Fee 0.41 EK, F/B 0.20 BK, 

比较 : 当前 新 种 在 外 形 上 稍 近 于 C. subcarinatum Voloshinova， 但 后 者 壳 体 近 圆 形 ， 

壳 室 数 较 多 , 壳 体 较 大 。 

产地 : WHI RSH, PKA, 

登记 号 : 14682, 

‘igs ® sp. Cribrononion sp. 

(FAK XIV, 图 3a，b) 

ALA, Wilh, BARA; axe A 6 PS = APRS, ROOK, 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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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 A gems th MR, He RAIN 1 一 2 MSC BRR, 稍 目 下 ; 口 面 新 月 状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 请 。 

壳 径 0.33 BK, FF 0.18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C. gnythosuturatum Ho, Hu et Wang, sp. nov. 较 相 似 ; 但 个 体 较 

小 ,缝合 线 直 达 脐 部 , 且 较 弯曲 , 壳 绿 不 呈 办 状 而 与 后 者 不 同 。 

产地 ， 江 苏 大 丰 、 射 阳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80。 

星 诺 宁 虫 属 Astronomnior Cushman et Edwards, 1937 

AOE, AUR, 对称 , MARA, 售 近 脐 部 具 与 壳 室 相间 的 管状 或 凌 形 补充 壳 室 , 颖 

合 线 凹 , 稍 弯 曲 ; 壳 口 细 颖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补充 壳 口 位 于 补充 壳 室 的 顶端 , 圆 孔 状 ;或 为 

SEK, PFET TC 58 3B AY J A 5 SCRE PS I FL 

eee. 当前 属 以 具 补 充 壳 室 而 区 别 于 Nonion; "EG Cushmanella Palmer et Bermudez 

很 相近 ,但 后 者 壳 体 伸 长 ,在 口 面 上 有 两 组 壳 口 , 壳 室 内 具 齿 板 构造 。 

加 罗 威 星 浇 宁 虫 Astromronmniorn gallowayi Loeblich et Tappan 

(图 版 XIV, 图 6a, b) 

1937, Astrononion stellatum Cushman et Edwards,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3, p. 32 

Pl. 3, figs, 9—11. 

1953, Astrononion gallowayi Loeblich et Tappan, Smiths Misc. Coll., Vol. 121, No. 7, p. 90, Pl. 17, 

figs. 4—7. ; 

TATA, Millin, RARE, PSK; mare 8 SRE, 逐 奖 增长, 室 面 膨 

eS 5 Se eM] , BES HH 5 Hh IFC Tc EM SATE, JOP AMA art; FM, Bh; 口 面 较 高 ， 

PETG ; oe SEK, FFA EK A 5 BE FL, SCRE SEI O 

壳 径 0.27 BK, TE 0.10 BK, 

比较 : 4uTFp A. sidebottomi Cushman et Edwards 及 A. austrata Cushman et 

Edwards HOB, E45 A. sidebouomi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补充 壳 室 旦 三 角形 ; 它 与 全 custrata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补充 帝 室 早期 为 管状 , 后 期 为 不 规则 的 凌 形 。 我 们 的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分 布 : 现代 北 水 洋 、 大 西洋 与 太平 洋 的 北部 。 

产地 : 江苏 兴 化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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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诺 宁 虫 cf. 意大利 种 Astrononziomn cf. italicum Cushman et Edwards 

(图 版 XIV, 图 7a，b) 

1937, <Astrononion italicum Cushman et Edwards,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3, p. 35, 

Pl. 3, figs. 19, 20. 

TAIT, AM aA, tA RAs ma we 10 SE, 逐 新 增长 ; 室 面 膨 起 ; BAK 

凹 下 ,弯曲 ; 脐 明 显 , 深 凹 ， 呈 圆 孔 状 ; the eB RK, MaeRKee;, OAS: ZO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滑 。 

BBR 0.3 毫米 , 壳 厚 0.14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的 翰 廊 和 补充 壳 室 的 形态 大 致 可 与 4. italicum 相 比 , 但 壁 孔 较 细 ， 
个 体 较 小 , 与 标准 类 型 不 同 。 

分 布 : 意大利 上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如 东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694, 

新 西 兰 星 诺 宁 虫 Astrononior novozealandicum Cushman et Edwards 

(图 版 XV, 图 6a，b) 

1937, Astrononion novo-zealandicum Cushman et Edwards，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3, 
p. 35, Pl. 3, figs. 18a, b. 

TOT , AM aR, 壳 绿 宽 圆 , 稍 呈 办 状 ;最 后 壳 圈 具 9 Sc 38, SESE PAN AE HEAR 

稍 弯曲 ;四 下 ;补充 壳 室 较 长 , 呈 圆 管状 ,其 宽度 不 变 ; 补 充 壳 口 明显 ; 脐 止 , 呈 圆 孔 状 ,补充 

壳 室 底 端 相连 ,形成 脐 环 ;日 面 新 月 状 , BUR; se eK, RMS, 位 于 口 面 基部 ,并 向 两 

侧 延 伸 ; 壁 孔 细 。 

Fee 0.35 训 米 , 壳 厚 0.15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壳 室 膨 起 较 给 。 此 种 与 A. italicum Cushman 

et Edwards 的 区 别 为 补充 壳 室 长 ,宽度 不 变 ,而 后 者 补充 碗 室 向 帝 绿 变 窗 。 

分 布 : 现代 新 西 兰 附近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705。 

星 诺 宁 虫 ? sp。 Astrononion? sp. 

(图 版 XV, 图 3a，b) 

壳 体 较 小 , 近 圆 形 , 两 侧 局 , 壳 绿 宽 圆 ;最 后 壳 圈 内 具 8 一 9 个 这 室 , RANA, so 

超 不 明显 ; 颖 合 线 弯 曲 , 稍 凹 下 ;补充 壳 室 不 明显 , 但 可 见 补充 序 口 ; 脐 思 下 , 口 面 较 高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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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形 , 稍 膨 起 ; 碗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人工 癌 两 侧 延 伸 ; SCRE SEY, AN ESR A 

ETALK AD 

壳 径 0.25—0.30 豪 米 , 壳 厚 0.12—0.15 BK, 

产地 : 江苏 南通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704, 

小 并 宁 虫 属 Nonionella Cushman, 1926 

THAI, PMA, 背面 露 旋 或 稍 露 旋 ， 腹 面包 旋 ; 壳 室 增长 较 快 , Raw 

WA, 其 内 角 延 伸 至 脐 部 , 代 将 脐 盖 住 ; 壳 口 细 颖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光 

请 。 

优美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FAR XIV, 图 8a—c) 

1940, Nonionella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Allan Hancock, Pacific Exped., Vol. 6, No. Ee oN 

160, >PIF 17, fies. 44. sA2: 

TOMA, FM is, eA ; MSA EE, RATE RA; 初 室 圆 形 ; 腹面 仅见 最 后 

Fell, A 12 个 壳 室 , 逐 交 增长 ,弯曲 ,最 后 几 个 壳 室 膨 起 ;缝合 线 弯 曲 , 镶 边 式 , 靠 近 脐 部 隆 

CAR MT, 具 粒 状 壳 质 物 ; 口 面 新 月 状 ; OAS, 位 于 口 面 基部 ,人 工 稍 向 

腹面 延伸 ,有 时 具 窗 的 唇 ; 壳 壁 牛 透 明 , 光 滑 。 

KE 0.3 一 0.4 毫米 , 短 径 0.22—0.30 毫米 , 壳 厚 0.14 一 0.16 毫米 。 

比较 : 本 种 很 象 W.olzgocenzzica Cushman et McCulloch, {AAS sc RRA, FERRE 

多 ;本 种 与 N. japonica (Asano) MIK 8 Ease BE Py PRESSE 

分 布 : SS ne ED , See He SEY BE ETH , 

产地 : 江苏 太仓 。 数 量 很 丰富 。 

登记 号 : 14695。 

丰满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opima Cushman 

〈 图 版 XTV, 图 9a 一 c) 

1947， Nonionella opima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3, p. 90, Pl. 20, figs. 1—3. 

Bh, ABUT, BAM Fa , SER RL ; HY i FOL a Oe, 具 
8—9 个 序 室 ,增长 较 快 , EWE, Ra TAR A, 延伸 盖 住 脐 部 ; Se ERR, FAS 
曲 , PMN; se Sek, FO ED ; REI, 

KE 0.23—0.28 BK, HIE 0.15—0.18 毫米 , 壳 厚 0.12—0.15 毫米 。 

比较 : 所 描述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背面 包 旋 程 度 较 给 , 壳 体 较 小 ， 最 后 壳 室 较 短 小 ; 当前 

PN NT ce a Rae EK, rss 一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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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与 W.， jacksonensis Cushman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体 较 宽 ,最 后 壳 室 不 及 后 者 膨大 ， 而 后 者 

FARK 

分 布 : 美国 弗 罗 里 达 沿 上 岸 现代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扬中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96。 

AB )isTR Nonionella magnalingua Finlay 

(图 版 XIV, 图 10a—c) 

1940, Nonionella magnalingua Finlay, Trans. Roy. Soc. N. Z. Pal. Bull. 69(4), p. 456, Pl. 65, figs. 

144, 146. 

AKA, BREA; FEAR, FE. meas AO hee, 

WKRR, RAWE, RASCH, HKAKT ck, BORE, AME; 

KPT, Ade 18 Ss 7a SEK, AL, Pe ED ; SE RESPE EYE 

长 径 0.28 BK, WE 0.17 BK, FEE 0.15 BK 

比较 ， 当前 种 与 N. basiloba Cushman et McCulloch 较 相 似 , 但 后 者 壳 绿 尖锐 。 

分 布 : 新 西 兰 渐 新 统 到 更 新 统 。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标 本 数量 稀少 。 

Site: 14697, 

杰克 进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jacksonensis Cushman 

(图 版 XIV, 图 11a 一 c) 

1933, Nonionella jacksonensis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9, p. 10, Pl. 1, figs. 

23a—c. 

1935,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81, p. 71, Pl. 12, figs. 

3, 4. 

RKB, KAT, RRRA; 背面 露 旋 , 可 见 早 期 壳 轿 和 圆 形 初 室 ; 腹面 仅见 最 后 

壳 圈 , 具 7 一 9 个 壳 室 ,增长 很 快 , 壳 室 稍 膨 起 , RAs DSK, Cpe; Bae 

稍 下 凹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滑 , 壁 孔 细 。 

KE 0.20 一 0.26 BK, HE 0.12 一 0.18 毫米 , 壳 厚 0.1 一 0.15 BK, 

比较 : 当前 种 与 NM. crassipunctata Cushman 外 形 上 很 相近 ，, 但 后 者 壳 壁 具 显 著 的 粗 

孔 。 当 前 种 与 N. turgida (Williamson)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壳 体 较 狭 长 , 壳 绿 较 尖 。 

分 布 : 美国 始 新 统 上 部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海 门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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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 线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limbatostriata Cushman 

(FAME XIV, 图 12a—c) 

1931, Nonionella limbato-striata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7, pt. 2; p. 30, Pl. 

4, figs. 8a—c. 

1939,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32, Pl. 8, figs. 

1354s 

过 长 梢 圆 形 ,两 侧 局 , 壳 绿 锐 圆 , 背面 稍 凸 , 露 旋 , 腹面 较 平 , 仅见 最 后 壳 圈 , 具 9 一 11 

个 壳 室 ,增长 较 慢 ,最 后 几 壳 室 稍 膨 起 ;缝合 线 镶 边 式 , 弯 曲 , 稍 目下 , 脐 凹 下 ; 口 面 较 高 ,后 

椭圆 形 ; 壳 口 细 颖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 清 , 牛 透 明 。 

KZ 0.3 一 0.32 BK, AE 0.2 一 0.23 毫米 , 壳 厚 0.10 一 0.15 BK, 

比较 :当前 种 与 W. zedeca (Asano) 较 相 似 , 但 前 者 具 镶 边 式 颖 合 线 , 脐 部 无 粒状 帝 

质 物 ,两 者 可 以 区 分 。 

分 布 : 太平 洋 中 菲 吉 邓 鱼 上 新 统 ;现代 产 于 冰 鱼 附近 大 西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 上 海 唐 家 宅 等 地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699, 

天 西洋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atlantica Cushman 

(EK XV, 图 1a 一 c) 

1947, Nonionella atlantica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23, p. 90, Pl. 20, figs. 

A 

1953; Parker, Phleger et Peirson; Cushman Found. Foram. Res., Spec. Publ. No. 

2, p. 11, Pl. 3, figs. 30, 31. 

TAB, KATE, scR BUA s FF a Se he, eR A Lb + He al , Ne Ja 

4), A 8 一 10 (5c, 增长 较 快 , REAWE, 最 后 壳 室 在 腹面 膨 起 尤 高 ; SARS bY 

下 ; 脐 圆 ,四 下 较 深 ; 口 面 牛 顶 圆 形 , 稍 膨 起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滑 。 

KE 0.23 一 0.28 BK, HAE 0.15—0.17 SEK, JB 0.10 一 0.13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Cushman 的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脐 部 粒状 壳 质 物 较 少 ; 所 描述 种 近 于 

N. cretacea Cushman， 但 后 者 最 后 壳 室 很 宽 、 膨 起 较 强 、 其 内 角 宽 圆 、 掩 履 脐 部 。 

分 布 : 现代 大 西洋 .美国 沿岸 。 

产地 : 江苏 靖江 ,海门 . 射 阳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700。 

耳 状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图 版 XV, 图 2a—c) 

1930, Nonionella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Journ. Roy. Micr. Soc., Vol. 50, p; (192) F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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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s. 68—70. 

1953, Loeblich et Tappan, Smiths, Misc. Coll., Vol. 121, p. 92, Pl. 16, figs. 6— 

10. 

壳 长 椭圆 形 ,两 侧 局 , AREAS, 28K FTAA RPA PMS, 

腹面 仅见 最 后 壳 圈 , 具 9 SE IK RR; 壳 室 膨 起 , 最 后 壳 室 内 角 稍 延伸 至 脐 部 ;缝合 

MP, SAAS Hh RM, 部 分 为 最 后 壳 室 内 角 盖 住 ; 口 面 很 高 , 近 椭 圆 形 , 稍 膨 起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牛 透 明 ,光滑 。 
KE 0.23 一 0.41 毫米 , 短 径 0.20—0.29 kK, eB 0.10 一 0.13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稍 大 、 脐 部 较 宽 ,但 与 Cushman McCulloch (1940) 

所 描述 的 太平 洋 的 标本 很 接近 。 本 种 与 W. auris (d’Orbigny) 的 区 别 为 : 前 者 最 后 壳 室 

内 角 不 完全 掩 住 脐 部 、 壳 绿 明 显 呈 办 状 、 口 面 较 高 及 两 侧 较 局 ,而 与 后 者 相 区 别 。 

分 布 : 现代 英国 、 冰 鲁 沿 岸 ,大 西洋 及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阜 宁 。 数 量 很 丰富 。 

登记 号 : 14701。 

小 诺 宁 虫 ? sp. Nonionella? sp. 

(图 版 XV, 图 3a 一 c) 

AVL, KATE, tli, RARE, SAK, 背面 可 见 最 后 壳 圈 及 部 分 早期 帝 室 , 腹 

lima a, 具 8 SRE BKK, 壳 室 膨 起 ,最 后 壳 室 内 角 稍 延伸 至 脐 部 ; 颖 合 线 

稍 凹 , 直 , 镶 边 式 ,背面 和 腹面 颖 合 线 中 部 均 有 一 个 补充 壳 口 ; BALI; 口 面 很 高 , 呈 

椭圆 形 , 稍 膨 起 ; 壳 口 不 清楚 ; 壳 壁 光滑 , 近 透 明 状 。 

KE 0.3 BK, AEE 0.2 毫米 , 壳 厚 0.08 SK, 

比较 当前 标本 外 形 上 很 近 于 Nonionella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但 当前 标 

本 个 体 很 小 , 壁 近 透明 ,缝合 线 镶 边 式 , 更 重要 的 是 两 面 各 条 颖 合 线 上 均 有 一 补充 壳 口 ,在 

属 的 分 类 上 也 颇 有 意义 , AAAS, AFH. 

产地 : 上 海 唐 家 宅 。 

登记 号 : 14702。 

OF (3B) Stomoloculina Ho, Hu et Wang gen. nov. 

属 型 . Stomoloculina multangula Ho, Hu et Wang sp. nov. 

FARK , Pils, ASP; TY HE, BM HE; IK RA; BEAK, MG; wiz 

, PHATE; DM EMR= Atte, 很 小 , Hin Sal— ses Beh baie 

口 ; 当 补 充 碗 室 觅 落后 , 口 面 上 可 见 较 大 不 规则 的 壳 口 。 

比较 : 新 属 在 形态 上 很 近 于 Nonionella 及 Cushmannella, 但 它 以 口 面 底部 具 独 特 三 

角形 补充 碗 室 两 与 上 述 两 属相 区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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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角 口 室 虫 (新 属 新 种 ) 

Stomoloculina multangula Ho, Hu et Wa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XV, 图 4a—c) 

Ak, AURA, RRR, BS A; YHA snakes esc, ie A 

WEEE, A710 *+#HE HAE KARR, REMWE; BASHA Hh RH, RB 

ast: RRL, SN SEAR ORS, EG, Pa wae, SEO EAS fs 

ibRE, WHHE BRE SEHNHF2—-S2—72_, AMO, PAA, Hhtz 

TH 5 REA RR; “SRO ORES, FEO EA) AALS 5 58 

FEIGIA, FIA. | 

ASK 0.40—0.88 Bk, 7238 0.30—0.76 毫米 , 壳 厚 0.13 一 0.30 BKo 

产地 :江苏 南通 、 射 阳 滨海 .东台 等 地 ,分 布 广泛 ,数量 丰富 。 

登记 号 : 14703。 

透明 虫 属 Hyalinea Hofker, 1951 

壳 近 圆 形 ,两 侧 对 称 , 平 稚 , 露 旋 ; ES ,逐渐 增 大 ;缝合 线 弯曲 , 稍 凸 起 ; 壳 室 治 虹 旋 

方向 具 镶 边 隆起 ; 具 简单 的 管道 系统 ; 壳 口 颖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并 延伸 至 脐 部 附近 ; 碗 壁 

为 钙 质 有 孔 型 ; 壳 径 不 超过 0.5 毫米 。 

st 385 Hyalinea balthica (Schroeter) 

(图 版 XV, 图 7a， b) 

1783, Nautilus balthicus Schroeter, Einteitung, Vol. 1, p. 20, Pl. 1, fig. 2. 

1884)! Operculina ‘anemohoides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o) pede ee ea 
1952, Hofkerinella balthica Bermudez, Venezuela minist. Minis. Bol. Geol. Vol. 11, No. 4, p. 74. 

壳 小 ,两 侧 局 平 ,对 称 , 壳 绿 平 圆 ;可 见 2.5 Se, 最 后 壳 圈 具 8 一 9 PRAMS 

室 , 帝 室 治 螺旋 方向 有 镶 边 隆起 , 室 面 平 , OSA; BAR, RAS hs BAM 

下 ; 口 面 牛 圆 形 ; 壳 口 弯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壁 孔 细 , 壳 壁 光 滑 。 

壳 径 0.15 一 0.25 毫米 , 壳 厚 0.03 一 0.04 BK, 

分 布 : 日 本 中 新 统 、 上 新 统 , 意大利 更 新 统 , 现代 太平 详 及 大 西洋 北部 , BIT 

中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海 门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较 多 。 

FICS: 14706, 

4:78 28/5 Protelphidium Haynes, 1956 

TOUTE , RE he, MS ee ROE LS, Bee e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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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为 一 烈 小 孔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透明 , 壁 孔 放 射 状 。 

bese: Haynes?) 虽 认 为 此 属 壳 口 不 明显 ,但 从 其 图 版 16, 图 2b 及 图 9%c KA, HO 

均 为 一 烈 小 圆 孔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本 属 与 Porosoxzozioz Putrya 很 近似 , 壳 壁 均 为 放射 状 ,但 

后 者 具 筛 状 壳 口 可 资 区 分 。 此 属 与 Nonion Montfort 外 形 较 相 似 ， 两 者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壁 

BRINK. 

亚 光 滑 先 希望 虫 Protelphidium sublaeve (Ten Dam) 

(图 版 XV; 图 8a, b) 

1944, Nonion sublaeve Ten Dam, Med. Geol. Sticht. ser. C-V. No. 3, p. 109, Pl. 3, fig. 8. 

1956, Protelphidium sublaeve Waynes, Contr. Cushman, Foram. Lab. Res., Vol. 7, p. 87, Pl. 16, 

fig. 20. 

壳 圆 形 ,两 侧 凸 起 , 壳 绿 圆 ; 最 后 壳 圈 具 9 一 11 SRS HKRE, REWER AARE 

边 式 ,弯曲 , 稍 目 下; 脐 凸 起 , 盖 有 一 些 粗 粒状 壳 质 物 ; 口 面 较 低 ,新 月 状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圆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滑 ,放射 状 壁 孔明 显 。 

Fee 0.27 一 0.35 毫米 , 壳 厚 0.14 一 0.22 eK, 

比较 : 当前 种 与 Protelphidium hofkert Haynes 比较 接近 ,二 者 区 别 为 后 者 碗 绿 呈 匆 

状 ,个 体 小 , 脐 凹 而 不 凸 起 。 

AA: 荷兰 古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南通 、 东台 、 射 阳 等 地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707。 

颗粒 先 希 望 虫 Protelphidiam granosum (d’Orbigny) 

(图 版 XV, 图 9a, b) 

1846, Nonionina granosa d’Orbigny, Foram. Foss. Bass. Tert. Vienne, p. 110, Pl. 5, figs. 19, 20. 

1953, LElphidium granosum Parker, Repts. Swedish Deep sea Exped. Vol. 8, No. 4, p. 270, Pl. 4, 

figs. 10, 11. 

TILA, Ail mA, BARA, ABMEK, 最 后 壳 圈 具 7 HR, RAK, cy 

#2; ABS th, LT ; PA, Te AD ; PRTG, fee se AAA, EO AE 

RA BDL 5 壳 壁 光 请 ,透明 , 具 放 射 状 壁 孔 。 

woke 0.35 毫米 , 壳 厚 0.15 毫米 。 

讨论 : 这 一 种 ，Parker 将 它 归 入 Elphidium 属 中 , (ABER SAMS FA 

显 , 帝 壁 放射 状 ,我 们 认为 应 属于 Protelphidium, 

分 布 : 奥地利 维也纳 从 地 中 新 统 ; 现代 地 中 海 东 部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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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 泽 先 希望 虫 〈 新 种 ) Protelphidium tersum Ho, Hu et Wang sp. nov. 

(FAK XIV, A 2a, b) 

3h, UU, BAA; eee 7—9 Pek, td 11 4 RK, BWA; 

ig a Pers SAMS th, 凹 下 ; BTR ZN FP, A SRAKEW RAD; Fw 

VE, 20 ANIL, OF SED ; VERE EIA, EBA , 壁 孔 为 放射 状 。 

壳 径 0.24 一 0.40 BK, HAL 0.10 一 0.16 毫米 。 

比较 ， 当 前 新 种 以 壳 室 较 少 、 缝 合 线 较 直 、 且 个 体 较 小 而 区 别 于 其 它 种 。 

产地 : 江苏 东台 大 丰 、 阜 宁 、 射 阳 等 地 。 标 本 数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689。 

先 和 希望 虫 sp. Protelphidium sp. 

(图 版 XV, 图 10a, b) 

ASAE, OB, FIA A, ARAL, tela veel A 11 MIBK TE, BABA 

EA RIM, AIST, eth, a Ds PE,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泛 明 , 壁 孔 发 育 , 在 近 颖 合 线 处 密集 , 壳 壁 光滑 。 

壳 径 0.23 一 0.57 毫米 , 壳 厚 0.12 一 0.25 毫米 。 

比较 :当前 标本 和 P. sublaeve (Ten Dam) 较 接近 , 但 后 者 缝合 线 明 显 , 为 镶 边 式 ， 

壳 绿 宽 圆 ,前 者 颖 合 线 不 清楚 , 碗 绿 锐 圆 。 

产地 : 江苏 大 丰 。 数 量 较 多 。 

登记 号 : 14709。 

希望 虫 科 Elphidiidae 

2h Elphidium Montfort, 1808 

Fo — he TE, PAU RK, PRE; AAT OA — BE FS -NUWIST; se A 1B 

WALA HEF SEM 5 BESS AA FLL 

讨论 : BormonrnHoBa079 重新 厘定 Elphidium 的 定义 ， 把 壁 间 桥 发 育 很 好 的 一 些 种 归 

入 该 属 中 ,如 Elphidium macellum (Fichtel et Moll), E. crispum (Linné) 等 ,而 把 其 它 仅 

AEA SMSC EBA A Cribroelphidium Cushman et Bronnimann (1948) 属 中 ;但 后 一 

属 的 特征 按 Cushman 和 Bronnimann AYRE, NRA RKO; 壁 间 桥 的 发 育 与 否 

KH Elphidium § Cribrononion 的 区 别 。 

透明 希望 虫 无 LpAzadzurm translucens Natland 

(图 版 Xv, 图 11a, b) 

1938, LElphidium translucens Natland, Bull, Scripps Inst. Oceanography Tech. ser. Vol. 4, p. 144, 

A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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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Sieticsind, cA. 

Cushman et McCulloch, Allan Hancock, Pacific Exped. Vol. 6, No. 3, p. 1940, 

Uz, El. 19, “tis. Y- 

AAT, Alm, BARA; mare 11-13 +}=fABee, AS hh, Rare 

K, BMRB AAAS Hh, MW, RIA 8 一 9 PASC RER EG SEE I BRA 

ne A AZ, HA se Ze; OPE; se AAPL,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TERE UEIEHH, 

光滑 。 

#39 0.20 一 0.31 毫米 , 壳 厚 0.1 一 0.15 BK, 

分 布 : 现代 太平 详 中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里 宁 等 地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14710。 

SH cf. 新 竹 种 Elphidium cf. tikutoense Nakamura 

(图 版 Xv, FY 12a, b) 

1937, Elphidium tikutoensis Nakamura, Jap. Journ. Geol. Geogr. Vol. 14, Nos, 2, 3, p. 139, Pl. 11, 

figs. 10a, b. 

Reh, ATE, Ml BA, eR; asc A 11 Se, BS th PK IRE, ele 

#2; BARAT, Sth, UM, 每 烈 约 具 6 一 7 个 较 短 的 壁 间 桥 与 小 凹 坑 ; 脐 较 小 , ARE AIE 

明 脐 塞 ; 口 面 竺 圆 形 ; 壳 口 不 明显 , 壳 壁 光滑 。 

壳 径 0.28 毫米 , 壳 厚 0.1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Nakamura 所 描述 的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小 凹 坊 较 少 ， 口 面 观 两 侧 近 

于 平行 ,不 呈 凸 镜 状 。 

分 布 : 我 国 台 湾 上 新 统 。 

产地 : WHR. MEMS. 

登记 号 : 14711, 

BEALS Elphidium hispidulaum Cushman 

(PAE XV, 图 13a, b) 

1936, Elphidium hispidulum Cushman, Contr. Cushman Lab. Foram, Res., Vol. 12, pt. 4, p. 83, Pl. 14, 
fig. 13. 

TATE, At; SoA, eR; RATA 15 Sock, KR, BARE 

明显 , 平 齐 , 具 6 一 7 个 壁 间 桥 与 小 凹 坊 , 占 壳 室 长 度 的 二 分 之 一 , 脐 凸 起 , 盖 有 一 个 至 数 个 

BA eR; 口 面 略 呈 三 角形 : 壳 口 不 明显 ; 壳 壁 苷 刺 状 , 壳 面 上 具 平 行 于 壳 绿 的 福 纹 ， 

靠近 壳 绿 更 为 发 育 。 

Fee 0.57 毫米 , 壳 厚 0.25 毫米 。 



126 中 国 科学 院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4 号 

比较 .当前 种 与 E. decipiens (Costa) 及 E. indicum Cushman 较 相 似 ， 但 它 与 五 

decipiens 的 区 别 为 前 者 脐 凸 起 较 强 ;乳头 状 凸 起 物 较 少 ; 颖 合 线 较 平 ;当前 种 与 已. indicum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壳 绿 锐 圆 , 脐 部 具 圆 形 脐 塞 。 

分 布 : 现代 澳大利亚 附近 海水 中 。 

产地 : 江苏 东台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712, 

IAL R Elphidiam clavatum Cushman 

(图 版 XV, 图 14a，b) 

1930, Elphidium incertum (Williamson) var. clavata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7, p. 

20, Fl. 7; fig. 10. 

1952, Phleger, Contr. Cushman Found, Foram, Res., Vol. 3, pt. 2, p. 83, Pl. 14, 

1953, — clavatum Loeblich et Tappan, Smiths. Mis. Coll., Vol. 121, p. 98, Pl. 19, figs. 8—10. 

壳 近 圆 形 ,两 侧 局 平 , 壳 绿 宽 圆 ; 最 后 壳 圈 具 11 一 12 个 壳 室 ,增长 较 慢 ,最 后 几 壳 室 膨 

起 较 明 显 ; 颖 合 线 弯 曲 , 凹 下 ,小 凹 坑 明 显 . 壁 间 桥 很 短 ; 脐 平 , 盖 有 凸 起 的 瘤 状 脐 塞 ; 口 面 

且 牛 本 圆 形 ; 壳 口 为 一 烈 圆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面 具 粒 状 装饰 。 

Fee 0.20 一 0.37 BK, Fe/H 0.10 一 0.12 BK, 

比较 : 当前 种 以 脐 部 具 瘤 状 脐 塞 和 壁 闻 桥 较 短 小 而 区 别 于 相近 各 种 ; 我 们 的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分 布 : 挪威 、 瑞 典 、 德 国 . 日 本 希腊 罗 兹 鱼 第 四 系 ; 现 代 产 于 北大 西洋 与 北冰洋 中 。 

产地 : DHE, Ra, 

登记 号 : 14713。 

波纹 希望 虫 天 Lpjiaiarm crispum (Linné) 

(图 版 XVL 图 la，b) 

1767, Noutilus crispus Linné, Syat. Nat. 12th ed, p. 1162. 

1884, Polystomella crispa Brady, Rep. Voy. Challenger, Zool., Vol. 9, p. 736, Pl. DO) tiesiesed- 

1939, Elphidium crispum Cushman, U. §.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50, Pl, 13, figs. 17—21. 

TAIZ, M8, Bh, CRRA, ARE; MARA 15—16 个 壳 室 ,增长 很 
12, RR BAAS th MIT; 壁 间 桥 发 育 ,数目 较 多 , HKWAE SEMIS: 

盖 有 钙 起 透明 的 脐 塞 ; 口 面 呈 新 月 状 ; 壳 口 为 一 列 不 规则 的 小 孔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牛 透 

明 , 光 滑 。 
壳 径 0.32 一 0.45 毫米 , 壳 厚 0.13 一 0.23 Bk, 
比较 : 当前 种 与 E. macellum (Fichtel et Moll) 相似 ,区 别 为 后 者 壁 间 桥 更 长 , BA 

Reba. 

分 布 : 欧洲 中 新 统 和 上 新 统 , 美 国 加 里 福 尼 亚 上 第 三 系 , 日 本 上 新 统 ,英国 日 未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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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现 代 产 于 地 中 海 . 印 度 洋 和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省 海 。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714, 

亚 波纹 希望 虫 Elphidium subcrispum Nakamura 

(FAW XVI, 图 2a，b) 

1937, Elphidium subcrispum Nakamura, Jap. Journ. Geol. Geogr., Vol. XIV, No. 23, p. 139, Pl. XI, 

fig. 8. 

FATE, FAM is We BoRIe, eRRAMALR; Ra caAR 11 一 12 个 弯曲 三 角形 

ee KRE, REAWH; BAAS Hh, 下 止 ,每 烈 约 具 10 个 较 短 的 壁 间 桥 及 与 其 相间 

的 小 止 坑 ; 脐 下 止 , 盖 有 小 而 圆 的 凸 起 的 脐 塞 ; 口 面 三 角形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滑 。 

Fe 0.42 一 0.45 SEHK, 2 /E 0.18 一 0.20 BK, 

比较 : 当前 标本 与 正 型 标本 唯一 的 区 别 是 脐 塞 上 小 孔 不 明显 ， 但 正 型 标本 图 示 上 亦 

不 明显 ;当前 种 与 EL. crispum (Linné) 的 主要 区 别 为 前 者 壳 室 较 少 、 壁 间 桥 较 短 及 脐 塞 较 

小 ;这 一 种 与 E. advenum (Cushman) deporrula Cushman 也 较 相 似 , 但 它 与 后 者 的 区 别 

为 具 明 显 的 脐 塞 及 较 少 的 碗 室 。 

Ah: 我 国 台 湾 第 三 纪 苗 栗 层 。 

产地 : 江苏 盐城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715。 

易 变 希 望 虫 Elphidium incertum (Williamson) 

(图 版 XVI, aa b) 

1858, Polystomella umbilicatula vat. incerta Williamson, Rec. Foram. Gt. Britan, p. 44, Pl. 3, figs. 

82, 82a. 

1930, Elphidium incertum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 18, Pl. 7, fig. 6. 

RAB) TTA, AMR mm, mA RA; Ra mAA 12 一 13 SRE, 增长 很 慢 , SH 

FAM A AAS th LT, ERA 5 一 6 AT BEAMS, 壁 间 桥 较 短 , FAR, tela Bee 

=S5i—- nae, FAC sek wre; OSA; 壳 口 一 列 圆 孔 状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滑 , 牛 透 明 。 

FEZ 0.25 一 0.35 毫米 , 壳 厚 0.10 一 0.13 BK, 

比较 : 当前 种 以 少 而 短小 的 颖 合 线 止 坑 和 壁 间 桥 为 特征 ; ES EB. clavatum Cushman 

较 相 似 , 但 当前 种 个 体 较 小 . 脐 部 无 瘤 状 脐 塞 , 两 者 易于 区 分 。 

分 布 : 现代 大 西洋 与 太平 洋 北 部 ;挪威 瑞典 、 德 国 第 四 系 。 

产地 : 江苏 射 阳 ,南通 等 地 。 数 量 较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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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号 : 14716。 

Bib Elphidiam advenum (Cushman) 

(FAKE XVI, 图 4a，b) 

1922, Polystomella advena Cushman, Publ. 311, Carnegie Instit. Washington p. 56, Pl. 9, figs. 11, 12. 

1930,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U. S. Nat. Mus., Bull. 104, pt. 7, p. 25, Pl. 10, fig. 1. 

Seat, 壳 绿 尖锐 , RES; RARER 12-14 个 壳 室 ,增长 很 慢 , 帝 室 膨 起 ;缝合 

线 弯 曲 , 稍 凹 下 ; 壁 间 桥 及 小 四 坑 发 育 , 每 列 约 9 一 10 个 ; 脐 凸 起 , 盖 有 透明 的 圆 形 脐 塞 ; 0 

面 近 三 角形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壳 壁 光 请 , 近 透 明 。 

壳 径 0.25 一 0.39 SK; FEE 0.12 一 0.20 BK 

比较 ， 当前 种 与 EB. crispum (Linné) 的 区 别 为 : 前 者 脐 塞 及 壁 间 桥 发 育 较 差 、 碗 室 

数 较 少 。 

分 布 : 西 印 度 三 鱼 上 第 三 系 ,我 国 台 湾 及 日 本 上 新 统 , 日 本 第 四 系 ; 现代 产 于 大 西洋 

BABE. . 

产地 : THRE, MaRS Rd 

登记 号 : 14717, ee ee ee ee 

Rie oh MITE : 
Elphidium advenum depressulum Cushman 

(图 版 XVI, 图 5a, b; 6a, b) 

1939,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var. depressule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61, Pl. 17, fig. 1. 

TolATZ, Fa Mth, Bh, BAAR, AME. RMR; easel 14 一 15 

GCs BKB, SHWE, AAR, 目下 ; 较 弯 曲 , NUS, Bee ARA 

12 -}EARAR A HEED RKEAHREKENEHD Zz; 脐 部 稍 凹 , 有 少数 小 坑 ; 日 

面 新 月 状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滑 。 

壳 径 0.41 一 0.45 毫米 , 壳 厚 0.20 毫米 。 

比较 : HX—WAP EL. advenum (Cushman) 的 主要 区 别 为 脐 凹 下 ;无 隆起 脐 塞 , 壳 绿 

较 尖 锐 , 稍 呈 办 状 ; 当 前 亚 种 与 LE. macellum (Fichtel and Moll) 及 E. arlenburgensis (Egger) 

也 较 相 似 。 但 前 者 壁 间 桥 及 小 凹 坑 均 较 后 两 种 短 。 

分 布 : 现代 太平 洋 中 菲 吉 圣 鱼 和 汤加 对 鱼 附近 。 

产地 : 江苏 旱 宁 、 上 海 唐 家 宅 。 数 量 较 少 。 

登记 号 ， 14718，1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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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CALS 清晰 亚 种 《新 亚 种 ) 

Elphidium ibericum (Schrodt) limpidum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AK XVI, 图 7a, b) 

TATE, lll A, CARA ; ES , eases 17 一 22 4, BKRE, SAP AE 

线 较 直 , 凹 下 , 壁 间 桥 短 , 不 很 凸 起 ,每 列 具 与 其 相间 的 十 余 个 小 凹 坑 ; 脐 平 或 稍 凹 下 , 盖 有 

透明 的 脐 塞 ,其 上 有 数 个 圆 形 小 坑 ; 口 面 新 月 状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 SBE 

清 , 近 透明 。 

壳 径 0.38 一 0.60 BK, Fe/H 0.18 一 0.24 BK, 

比较 : BRIANA EL. ibericum 的 主要 区 别 是 脐 部 较 平 或 稍 凹 , 壳 室 较 少 、 壁 间 桥 

较 短 。 此 新 亚 种 与 EL. taiwanum Nakamura 也 较 相 近 , 但 后 者 两 侧 凸 起 ， 壳 室 较 多 , TR 

fA 

产地 : 江苏 东台 、 上 海马 桥 。 标 本 数量 很 丰富 。 

登记 号 : 14720, 

BAALR BEL LE) 

Elphidium excavatum (Terquem) planatum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FAW XVI, FA 8a, b) 

FLAT, AM mA, RARE; marcel R 13 Ses, 增长 很 慢 , 室 面 很 平 ; BE 

线 平 齐 ,每 烈 具 7 一 8 VAM, 壁 间 桥 发 育 , 其 长 约 为 室 长 的 二 分 之 一 ; RS OA 

形 ; 壳 口 细 颖 状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滑 。 

Fee 0.49 毫米 , 壳 厚 0.20 BK, 

比较 : 新 亚 种 与 E. excavatum ME WAMATARK, BRA, BERS BAR 

SremRFMAM TS , 两 者 易于 区 分 。 

产地 : 江苏 滨海 东台。 数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721, 

小 希望 虫 属 Elphidiella Cushman, 1936 

THA, PSA, 两 侧 对 称 ; 最 后 壳 围 壳 室 较 多 ; BARS, MP, 具 发 育 的 管 

道 系统 , 沿 颖 合 线 呈 分 枝 状 ,其 开口 在 颖 合 线 两 侧 各 有 一 烈 小 四 坑 ;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状 , 位 

于 口 面 基部 ,有 时 为 筛 状 , 壳 壁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比较 : 当前 属 以 特殊 的 管道 系统 及 两 烈 颖 合 线 凹 坊 而 区 别 于 Elphidium Montfo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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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托 夫 小 希望 虫 Elphidiella nutovaensis (Borovleva ) 

(AWK XVI, 图 9a，b) 

1952, Elphidium nutovaensis Borovleva, Tp. BHUIPH. Hos. cep. Bom. 63, crp. 52, Ta6n. 7, puc. la, 6. 

1958, Elphidieila nutovaensis Bonoumnosa, Muxpodayxa, CCCP. Tom. 9, crp. 184, Ta6m. 10, puc. 5, 

Ta6n. 11, pac. 1—5. 

SA. Wile, BARA SHER, 最 后 壳 圈 具 10 MAME AM ee, ewe; 

缝合 线 较 宽 ,弯曲 , 凹 下 ;管道 系统 发 育 , 呈 明 显 分 枝 状 , (L-NNA BALE BER 

iS, FAY;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孔 ,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径 0.35 一 0.45 毫米 , 壳 厚 0.12 一 0.15 ZK 

比较 ， 所 描述 种 很 近 于 EB. nadilensis (Voloshinova et Borovleva) 及 E. sachalineusis 

(Voloshinova) 但 当前 种 具有 较 宽 而 凹 下 的 颖 合 线 和 较 膨 起 的 碗 室 。 

分 布 : 苏联 萨 哈 林 鱼 上 新 统 。 
产地 : 江苏 阜 宁 、 上 海江 湾 等 地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722。 

汉 纳 小 希望 虫 Elphidiella hannai (Cushman et Grant) 

(Pak XVI, 图 10a，b) 

1927, Elphidium hannai Cushman et Grent, Trans. San Diego Soc. Nat. Hist., Vol. 5, No. 6, p. 27, 

pe: 8S; Migs. “,{ 72. 

1939, Elphidiella hannai Cushman, U. S. Geol. Surv., Prof. paper. No. 191, p. 66, Pl. 19, figs. 1, 2. 

TATE, Atch#, SR, pea; MATAR 11 FHABRES,. AHeK, 

ER ; BABA th RES A A FLUKA t, 4 RL 8 一 9 个 ; 脐 凸 起;, 盖 有 

ATE 52 GFZ; A 4 AR A Re IB 58 SRE, FEO Ao 

Fes 0.40 毫米 , 壳 厚 0.20 毫米 。 

比较 : 当前 标本 比 正 型 标本 个 体 较 小 ; 这 一 种 与 E. arctica (Parker et Jones) 的 区 别 

为 后 者 脐 凹 下 , 壳 绿 较 圆 。 

分 布 : 美国 加 里 福 尼 亚 上 新 统 , 更 新 统 ;现代 产 于 太平 洋 中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稀少 

登记 号 : 14723, 

ae arr Lec Cc. 

小 希望 虫 sp。 Elphidiella sp. 

(FAK XVI, 图 1la，b) 

TAT, Mh, BARI, tA, ASME; 最 后 壳 圈 具 10 个 三 角形 壳 室 ， 逐渐 

Ke, OBIE AOS th, 明显 凹 下 ; 沿 颖 合 线 具 圆 形 凹 坊 , 约 5 个 左右 , 并 在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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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绿 处 分 成 两 烈 ; 脐 凸 起 ,有 稍 透 明 凸 起 的 壳 质 脐 塞 ; 口 面 较 低 , BT AK; 壳 口 为 一 烈 小 

圆 孔 ,位 于 口 面 基 部 ; 壳 壁 光滑 。 

Foes 0.31 毫米 , 壳 厚 0.15 毫米 。 

产地 : 江苏 启东 。 数 量 稀少 。 

登记 号 : 14724。 

直 小 希望 虫 属 〈 新 属 ) Rectoelphidiella Ho, Hu et Wang gen. nov. 

属 型 :Rectoe1ppidie11a lepida sp. nov. 

el We, Ws BAT, 两 侧 对 称 , 壳 绿 圆 ; 壳 室 长 度 增长 较 快 , 壳 体 有 伸 直 倾向 ,最 后 

壳 室 异常 膨大 ,其 内 角 延 至 脐 部 ; BABS th MI, 沿 颖 合 线 两 侧 有 两 烈 细小 的 小 四 坑 ; 

脐 很 小 ,部 分 为 最 后 壳 室 内 角 盖 住 ; 口 面 很 高 , 具 筛 状 壳 口 ; 壳 壁 为 钙 质 有 和 孔 型 。 

比较 : 当前 新 属 近 于 Elphidiella Cushman， 但 两 者 壳 体 形状 及 壳 口 不 同 , 前 者 Ae 

KARAM RE, RAAT HE, BARA SEO 

精美 直 小 希望 虫 〈 新 属 新 种 ) 

Rectoelphidiella lepida Ho, Hu et Wang gen. et sp. nov. 

(PAR XVI, 图 12a, b) 

PEE K SRA 2:1, CRRA: maw 8—o Sree KR, Ra 

壳 室 异常 膨大 , 约 占 全 壳 的 三 分 之 一 ; BARE MT, GHAR AMAT 10 个 左右 细 

小 的 止 坑 ; 脐 小 , 稍 下 四 ,部 分 为 最 后 壳 室 内 角 盖 住 ; 口 面 很 高 , 近 椭 圆 形 , 膨 起 很 强 ; FeO 

筛 状 ; 壳 壁 光滑 ,很 薄 , 近 透明 ; 壁 孔 细 。 

KE 0.38 一 0.40 BK, 48 0.20—0.25 SK, FS 0.17 一 0.20 SK, 

产地 : TORE PA ESE, RARER 

登记 号 : 14725, 

BEEDALR FAM) 

Rectoelphidiella aplata Ho, Hu et Wang gen. et sp. nov. 

(PARR XVI, 图 13a, b) 

TOMA, 长 与 宽 之 比 为 三 比 二 ,两 侧 局 , 壳 绿 圆 ; mare R 9 VS = ce, Ra 

增 大 ,长 度 增 大 较 快 ;最 后 几 壳 室 稍 膨 起 ,最 后 碗 室内 角 延 至 脐 部 ; 颖 合 线 明显 ,目下 , 稍 弯 

曲 , 沿 颖 合 线 两 侧 约 具 十 余 个 小 止 坑 ; 脐 较 平 ; 口 面 呈 长 椭圆 形 , RGR: TCO HTK; ou 

BE GIR , UIE, 

KE 0.42 毫米 , 短 径 0.30 BAK, TCH 0.12 EK 

比较 :， 当前 新 种 与 R. lepida gen. et sp. nov. MK SIZEF RMS sek mM, s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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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TBEPTWHJUHbIE ®OPAMUHUGEPH! BOCTOYUHOK YACTU 

NPOBUHUMM LI3AHCY RUTAA 

X39 Sup, Xy JJaH-HHP，BaH Ko-s1aH 

(Leoaozo-naneoutonozuueckud uncturyr AH Kuras) 

(Pestome ) 

Matepuasibt A HacTOHIIIe 站 pa60TPI Opi COOpaHPI B TeyeHHe 1958—1962 IT. c CeMH- 

JIeCATH MeCTOHaXOMKMeHHH, PaCHOJIOMKeHHbIX B HH2Ke IJepedHCJIeHHPIX 23 ye3aX roposax H Hx 

coIDereJIPHPIX pafionax: JlyHtaii, AupusH, dyHHH， Loan, Cunxya, Bunpxai, ladon, 

DKynyu, Xaiianb, LiinyH, Hanpryx, PK yrao, Taticun, Xaiimenb, Uynmun, UWlanxai, Lsau3san 

Yanuty, AnwxyxH, L3nnu3an, Li3anpxy, Tatiuan, Jlanban u op. 

HyokHAA dacTP YETBEPTHYHOH CHCTeMbI H3yyYaeMoro paHOHa CJIO%KeHa IIPeCCHOBOAHbIMH OT- 

JIOMKeHHAMH, @ BeEPXHAA-MOPCKHMH OTJIOXKCHHAMH JIM C YepeOBaHHeM MOPCKHX H KOHTHHEH- 

TaJIbHbIX OCaIKOB。 BepxHAad dacTP IOJIVqHJIa HaHMeHOBaHHe “[llaHxaiickad cBHTa”, a HHXK- 

uaa-“JlacbyHckaa cputa”. TlocieqHaa conoctapyisetca c “CalopaHcko CBHTOM,” HM TO BO3- 

pacTy COOTBeTCTByeT paHHeMy HM cpefHeMy MulelicToueHy. CyegopatesbHo, “[axHxaiicxas 

CBHTa JOJOKHa OTHOCHTbCA K MO3qHeMy IJleHcToleHy H ronoieHy. Ona ITpecTaBJIeHa TEMHO- 

CepbIMH, 2KEJITOCePpbIMA TOHKO3SCPHHCTbIMH IIecKaMH， ayJIeBDHTaMH H CePOBATO-2KEJITHIMH, 

CepOBaTOSeJIEHHbIMH IIecqdaHHCTPBIMH IJIHHaMH C ITpocromMH rpaBemHToB. Ilopompl He GBPIIIK 

CIIeMeHTHDpOBaHPI，HHOTT3a HaGJIIOKaHOTCJ TOHKHe MpOCJIOH HpecHOBOTHPIX HaKOIUIeHH 站 。 OO6ITIag 

MOIIHOCTP 20—110m. 工 paHHII3a waHxalickol CBHTPI C Ka 中 yHCcKo 首 corJIacHag。 Bce oOIEcaH- 

HPIe HaMH 中 opaMHHHdepPI 6PIJIH HazIeHBI B Llanxaiickol CBHTe，HO HaHG6oJiee OOMJIbHO B ee 

BepxXHelt qacTH MOIIHOCTPIO 30 M, Te BCTPeYeHbI MHOTOdHCJIeHHPIe H Da3HO06p3a3HBIe 中 oODMEI. 

B HwKHeH qacTH WaHxalicKol CBHTPI HaXORK3a 中 opaMHHHdep odeHP peKa. 

B HacTORIIe 疯 pa6oTe JPHBemeHO Bcero 162 BHIOB HW HOTBHIOB， KOTOpble TDHH3I- 

JIeXKaT 55 pomaM. CpenmHE HHX 2 HOBPIX pomra，26 HOBbIX BHIOB， IIOTBHTOB H 1 HOBDIii 

nmepeHMeHoBaHHbIt BH 区 .JITayqaeMPIe THpemcTaBHTeJIH 中 opaMHHHdhep B OCHOBHOM OTHOCATCA K 

HaICeMeizcTBaM Rotaliidea, Miliolidea u Lagenidea. dopMPI c aYJJIKOTHHHpPOBaHHOM CTeHKOIi 

HaHleHbl OY€Hb PeAKO KaK IO pasHoOOOpa3svio poroB H BHOB, TaK M IO HX KOJIMYeCTBY 

9K3eMIVIApoB. Komruiekc oToOpaHHbix 中 opaMHHHdhep umeer BHYTPH-IMeJIb(OBbIH OOJIMK C 

HpeoGJTaTaHHeM MeJIKOBOAHBIX 中 opM H OTCyTCTBYIOT 6oJree ITJIV6oKOBOHBIe GaTHaJIPHEIe 中 OpDMEI 

Cassidulina. 只 TaHHOM KOMIIJIeKCe HepeKO HaGJTIOTatOTCH COJIOHOBaTOBOTHEIe 中 opMPI，TaKHe 

Kak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Elphidium clavatum (Cushman), Quinqueloculina seminula 

(Linné) w 7.0. Onn oKasbipaeT 0 BpeMeHHOM olpecHeHHH MopcKol BOIBI. IIpx 3ToM, B 

W3y4aeMOM KOMIIJIeKce 中 opaMHHHdep OTCyTCTBYIOT THIMUHDIe (popMbI 43 GoJiee TeIIUJIOJIIOGHBPIX 

POAOB WH BHOB, TaKyKe H OTCYTCTBYeT THHHUHag XOJIOIHOJIIOGHB3a8 中 opMa Elphidiella artica. 

—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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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O TOBOpHT O TOM，qTO BONA 6PIIa c 6orree yMepeHHOi H CJIeTK3a IOHH2KeHHO 首 TeMIIeD3aTYPpO 首 . 

V3 HUrraHKTOHHPIX (OPM BcTpedueHPI HaMH TOJIPKO 3 pola C eIHHH9HPIMH SK3eMIUIApamu. Bce 

OCTaJIPHBIe IDpeCcTaBJIRIOT CcO6oM 6eHTHJHecKHe 中 opMPI. 

MopcKEHe otmoxenna 有 本 eJIPTEI SHuspi (T.e. WaHxalickad CBHTa B HaIIeM IIOHHMaHHH ) 

6GPIJIH OTHeceHPI [pa6ay (A. W. Grabau, 1927) K romomeHy, HO BO3pacT HX HM>KHei qacTH 

HesceH. Ilo ncTopHuecKHM JaHHbIM HM CIOPOBO-IIbIJIbIeBOMY aHaJIH3y, B3ATOMY OKOJIO ye3Ka 

JlaHbaHa, MbI CqHTaeM TOJIOIIeHOBBI 站 BO3pacT MIA BePpXHeli YaCTH WIaHxXalicKOli CBHTbI HeCOM- 

HeHHbIM. HzKHHA qdacTP Llanxaiickol CBHTbI M0 KoMMieKcy 中 opaMHHHdhep MorxeT comooTa- 

BJIATbCA C TO3HeMeHCTOMeHOBbIM OTJIOMKeHHEM CKaHZHHABCKOTO MOJIyOCTpoBa, B KOTOPbIx 

DTDeHMYVYIIIeCTBeHHO BCTpeyeHbI Elphidium incertum (Williamson), E. clavatum Cushman,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Ha nosyocrpope Can-ny (mona) B mylelicTOWeHOBbIx OTJIOZKe- 

HHHX (Byobugaura) KOMIWIeKc 中 opaMHHHdep Tak2Ke GTH3OK Cc 中 opaMHHHdepaMH HHDKHeli dacTH 

WlaHxalickoli CBHTPI. O6sMK 中 opaMHHHdep BPBIIIecKa3saHHPIX PaliOHOB BeCbMa CXOTeH C 06JIH- 

KOM 中 opaMHHHdep HH2KHel qacTH WaHXalicKOH CBHTbI He TOJIbKO HO HX poTOBOMY HBHKOBOMY 

cocTaBy, HO H MO oemHeHHIO ux 中 opM. TIosTroMy， corocTaBJIeHHe HEH2KHe 站 dacTH IIUaHX3 这 - 

CKOH CBHTbI C MO32KeNJIEHCTOLCHOBbIMH OTJIOXKCHHAMH BbIILeYMOMAHYTbIX palOHOB IDpecTa- 

BJIACTCA BO3MO?KHBIM. 

B uatlei cTpaHe B TagHaHH (IDpOBHHIIHA TagBaH) MpvcyTCTBy!OT TOJIOIIeHOBPIe MOPCKHe 

TecqdaHO-TJIHHHCTPIe OTJIOXKeHHJ MOIIHOCTPIO 20 一 30 m, Tae HaliqeHbl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beccarii (Linné), Pseudorotalia indopacifica Thalman, P. schroete- 

riana (Parker et Jones), P. takanabensis (Ishizaki), Pyrgo tainanensis Ishizaki, Elphidium 

HT... OHH MOKeT ObITb, COOTBeETCTBYIOT BepxHeli dacTH I aHxaiicKoli CBATHI. 

B nate pa6oTe npHBeeHbI CJIeEyHOIIHe poOLbl, BAAbI H pa3HOBHAHOCTH: 

Hamcemeiictso Lituolidea 

Cemeiictso Textulariidae 

Pox Textularia Defrance 

T. conica d’Orbigny 

Cemelictso Lituolidae 

Pon Haplophragmoides Cushman 

H. canariensis (d’Orbigny) 

Pon Labrospira Hoglund 

Fnesps 

Cemelictso Trochamminidae 

Pon Trochammina Parker et Jones 

T. inflata (Montagu) 

CemeiictBo Silicinidae 

Pon Miliammina Heron-Allen et Earland 

HaycemelicTBo 

M. obliqua Heron-Allen et Earland 

Miliol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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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eiictso Miliolidae 

Pon 

Pon 

Pon 

Pon 

Pon 

Pog 

Pon 

Pon 

Memoir, Inst. Geol. & Palaeont. Academia Sinica No. 4 

Quinqueloculina d’Orbigny 

Q. subungeriana Setova 

Q.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Q. lamarckiana d’Orbigny 

Q. lamarckiana d’Orbigny minuscula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Q.? haidingerii d Orbigny 

Q. complanata (Gerke et Issaeva) 

. seminula (Linné) 

. venusta Karrer 

. contorta d’Orbigny 

cf. boueana d’Orbigny 

. subarenaria Cushman 

. argunica (Gerke) 

. cf. dmitrievae (Bogdanowicz) 

OS S..8 SOS . sabulosa Cushman 

Triloculina d’Orbigny 

T. cf. trigonula (Lamarck) 

T. inflata d’Orbigny 

Edentostomina Collins 

E. culirata (Brady) 

Sigmoilina Schlumberger 

S. tenuis (Czjzek) 

S. subtenuis Ho, Hu et Wang (sp. noy.) 

Sigmoilopsis Finlay 

S. asperula (Karrer) 

S. flintii (Cushman’* 

Massilina Schlumberger 

M. pratti Cushman et Elliser 

M. inaequalis Cushman 

M. secans (d’Orbigny) 

Spiroloculina d’Orbigny 

. eximia Cushman 

. norvegica Cushman et Todd 

.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 soldanii Fornasini 

. lucida Cushman et Todd 

Pyrgo Defrance 

AnNnHnAnRnR AN 

P.? irregularis (d’Orbig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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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amrceMeEcTBO 

CemeticTBo 

Pox 

Pon 

Pon 

Pox 

CemeiicTBo 

Pon 

Pox 

Pon 

Pon 

Pon 

Pon 

HazcemeiicTBo 

CemeiicTBo 

Pon 

Lagenidea 

Lagenidae 

Dentalina d Orbigny 

Dsp: 

Lagenonodosaria Silvestri 

L. scalaris (Batsch) 

Lagena Walker et Jacob 

. gracillima (Seguenza) 

. elongata (Ehrenberg) 

. striata (d’Orbigny) 

. substriata Williamson 

. hispida Reuss 

. pliocenica Cushman et Gray 

. clavata Williamson 

a 证 号 本 电 区 区 芭 . perlucida (Montagu) 

Fissurina Reuss 

Psp: 

F. laevigata Reuss 

Polymorphinidae 

Gutiulina d’Orbigny 

. praelonga (Egger) 

. lactea (Walker et Jacob) 

. hantkeni Cushman et Ozawa 

. kishinouyi Cushman et Ozawa 

AAAAYA . orientalis Cushman et Ozawa 

Globulina d’Orbigny 

G. minuta (Roemer) 

Esosyrinx Loeblich et Tappan 

?E. curta (Cushman et Ozawa) 

Sigmomorphina Cushman et Ozawa 

3. Sp. 

Pseudopolymorphina Cushman et Ozawa 

P. suboblonga Cushman et Ozawa 

Tobolia Dain 

TP sp" 

T.? sp.'S 

Buliminidea 

Buliminidae 

Bulimina dd Orbigny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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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 

Pon, 

Pog 

HancemelicTBo 

CemelicTBo 

Pon 

CemeiicTBo 

Pon 

Pon 

Pon, 

Pon 

Pon 

Pon 

Pon 

B. marginata d Orbigny 

B. marginospinata Cushman et Parker ovata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Uvigerina d’Orbigny 

U. canariensis d’ Orbigny 

Fursenkoina Loeblich et Tappan 

F. pauciloculata (Brady) 

Bolivina d’Orbigny 

. striatula Cushman 

. suteri Cushman et Renz 

. robusta Brady 

. cf. paula Cushman et Cahill 

. pseudopunctata Hoglund 

. cochei Cushman et Adams 

wo . obscura Ho, Hu et Wang (sp. nov.) 

Rotaliidea 

Spirillinidae 

Spirillina Ehrenberg 

Sex Sp. 

Discorbidae 

Rosalina d Orbigny 

R. bradyi (Cushman) 

Gyroidina d’Orbigny 

G. depressa (Alth) 

Valvulineria Cushman 

V. laevigata Phieger et Parker 

Eponides Montfort 

E. repandus (Fichtel et Moll) 

Poroeponides Cushman 

P. cribrorepandus Asano et Uchio 

P. incrassatus Ho, Hu et Wang (sp. nov.) 

Buccella Andersen 

B. inusitata Andersen 

B. frigida (Cushman) 

B. inculta Ho, Hu et Wang (sp. nov.) 

B. tunicata Ho, Hu et Wang (sp. nov.) 

Cancris Montfort 

C. auriculus (Fichtel et Moll) 

C. sagra communis Cushman et Tod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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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 

Pon 

CemeiicTBo 

Pon 

Pon 

CemeiicTBo 

Pon 

CemeiicTBo 

Pon 

Pon 

Pon 

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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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bicides Montfort 

Gi .spi 

C. pseudoungerianus (Cushman) 

Hanzawaia Asano 

H. convexa Ho, Hu et Wang (sp. nov.) 

H. mantaensis (Galloway et Morrey) 

Globigerinidae 

Globigerina d Orbigny 

G. bulloides d’Orbigny 

G. cf. inflata d’Orbigny 

G. varianta Subbotina 

G. triloculinoides Plummer 

Globigerinoides Cushman 

G. ruber (d’Orbigny) 

Globorotaliidae 

Globorotalia Cushman 

G. tumida (Brady) 

G. sp. 

Rotaliidae 

Pseudorotalia Reiss et Merling 

P. schroeteriana (Parker et Jones) 

Pararotalia Le Calvez, 1949,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P. inermis (Terquem)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P. armata (d’Orbigny)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P.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z) 

P. fungiformis Ho, Hu et Wang (sp. nov.) 

Ammonia Brinnich 

A. beccarii (Linné) 

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A. faceta Ho, Hu et Wang (nom. nov.) 

A. nantongensis Ho, Hu et Wang (sp. nov.) 

A. pauciloculata Phleger et Parker major Ho, Hu et 

(subsp. nov.) 

5...Sp 

Asterorotalia Hofker 

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A. venusta Ho, Hu et Wang (sp. nov.) 

A. venusta ornata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A. diplocava Ho, Hu et Wang (sp. nov.)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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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elicTBO 

Pon 

Pog 

Pon 

Pon, 

Pon 

Pon 

A. binhaiensis Ho, Hu et Wang (sp. nov.) 

Nonionidae 

Pullenia Parker et Jones 

P. quinqueloba (Reuss) 

Nonion Montfort 

roe ee ee es =e = 

. tuberculatum (d’Orbigny) 

. anomalinoidea Gerke 

. schwageri Cushman 

. usbekistanensis Bykova 

. glabrum Ho, Hu et Wang (sp. nov.) 

akitaense Asano 

cf. advenum (Cushman) 

. extensum (Cushman) 

. boueanum (d’Orbigny) 

. grateloupi (d’Orbigny) 

. belridgense Barbat et Johnson 

Cribrononion Thalmann 

站 AO 

. kiangsuense Ho, Hu et Wang (sp. nov.) 

. poeyanum (d’Orbigny) 

. frigidum (Cushman) 

. laevigatum Ho, Hu et Wang (sp. nov.) 

. gnythosuturatum Ho, Hu et Wang (sp. nov.) 

. thomboidale Ho, Hu et Wang (sp. nov.) 

sp. 

Astrononion Cushman et Edwards 

A. 

A. 

A. 

novozealandicum Cushman et Edwards 

gallowayi Loeblich et Tappan 

cf. italicum Cushman et Edwards 

Aaevap. 

Nonionella Cushman 

N. 

N. 

N. 

. magnalingua Finlay 

N. 

. atlantica Cushman 

N.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opima Cushman 

jacksonensis Cushman 

limbatostriata Cushman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land 

N.? sp. 

Stomoloculina Ho, Hu et Wang (gen.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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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ultangula Ho, Hu et Wang (gen. et sp. nov.) 

Pon Hyalinea Hofker 

H. balthica (Schroeter) 

Pon Protelphidium Haynes 

P. sublaeve (Ten Dam) 

P. granosum (d’Orbigny) 

P. tersum Ho, Hu et Wang (sp. nov.) 

F. ap. 

Cemelictso Elphidiidae 

Pon Elphidium Montfort 

. translucens Natland 

. cf. tikutoense Nakamura 

. hispidulum Cushman 

. clavatum Cushman 

. crispum (Linné) 

. subcrispum Nakamura 

. incertum (Williamson) 

. advenum (Cushman) 

. advenum depressula Cushman 

. ibericum (Schrodt) limpidum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Mamas . excavatum (Terquem) planatum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Pog Elphidiella Cushman 

E. nutovaensis (Borovleva) 

E. hannai (Cushman et Grant) 

E.. sp. 

Pon Rectoelphidiella Ho, Hu et Wang (gen. nov.) 

R. lepida Ho, Hu et Wang (gen. et sp. nov.) 

R. aplata Ho, Hu et Wang (gen. et sp. nov.) 

HekoTopble sameyaHua 0 usy4aembIX 中 0pMax M 0nWMcaHMe 

HOBbIX opm 中 0paMWMHW 中 ep 

Labrospira Hoéglund, 1947 

Loeblich H Tappan (1953) pacMoTpeIH IaHHBI[ 站 po, B KadecTBe CHHOHHMHKH Alveolo- 

phragmium Stschedrina. Ho oT HacTORIIeTO OIIHCPIBaeMOTO powa, XapakTepH3yrollleroca Hpo- 

CTOHCTeHKOH, IIOCJIeIHH 站 ABCTBEHHO OTJIMYaeTCA CJIOMHOH, MHOTOYMCJIEHHO-MOpHCTOH CTeHKOH. 

Tloxopuuit (1958) mu pam COBeTCKHX McCJIefoBaTesei B KaIIHTaJIPHO 首 pa6oTe “OcHOBEI MaJieoH- 

TOJIOTHH ” COeTHHHJIIH HaCTOSIIMi po C poOTOM Cribrostomoides Cushman B KadecTBe CHHOHH- 

MHKH. Ho IocyrerHH 站 Tak xe deTKO OTIHYaeTCA OT DOa Labrospira CBOe06pa3HO 站 中 opMO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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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ba. B nactosueii pa6oTe aBTOPPI pacMOTPHBaIOT Ladrospira B KadecTBe CaMOCTOATEJIb- 

HOTO pojia. 

Haplophragmoides canariense (d’Orbigny ) 

(Ta6n. I, puc. 2a—c) 

Hacrosumii BH HMeeT GoJIPIIOe CXOTCTBO C Alveolophragmium jeffreysi (Williamson ) 

H mosToMy Loeblich H Tappan OTHecJIH KeIUM3HCKYIO 中 opMy K MocJleqHeMy B KadecTBe CHHO- 

HHMHKH.。 OHaKO，y Alveolophragmium jeffreysi (Williamson) ycCTPe HaXOQMTCA Haj, OCHO- 

BaHHeM YCTbeBOH IOBeDXHOCTH a He B CaMOM OCHOBaHHH  yCTPeBO 首 MoBepxHocTH. YctTbe y 

HaIIIeIO SK3eMIVJIiApa pacCIHOJIOXeHO B OCHOBAaHHH yCTbeBOH MOBeEpXHOCTH HW UO3TOMY Oe3yCJIOBHO 

IOJIDKeH ObITb OTHECeH K Poy Haplophragmoides. 

Quing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miniscula subsp. nov. 

(Ta6n. Il, puc. 2a—c) 

PakosuHa, MaJIeHbKOrO pa3Mepa, LIMPpOKO-OKpyrJlad B OCHOBaHHH HW KOCO-yceyeHHad, Govlee 

DpHOcTpeHHag B ycTbeBom KOHIe. I[lepucdepwueckwit Kpa OcTppli, HHOTT3a c KwHJIemM. Ilo- 

llepeyHoe CedeHHe HMeeT TPHyrOJIbHoe oyepTaHve. MuorokaMepHasd CTOpoHa BBIIIYKJIag C 

YeTbIPbMA KaMepaMH, H3 KOTOPbIX TpeTbA KaMepa Pe3KO BbICTyMaeT B BAe 3aOCTpeHHero rpeoua, 

a ITag KaMepa cyla6o 3aMeTHa. MavsiokamMepHad cTopoHa G6oJlee IUIOCKa8 WIM CJlerKa yrsy- 

6yleHHan. CpeqvHaAA KaMepa HHOTTa MepeKpbiBaeTcA NocsIeqHHMH DByMsA KaMepamu. [ostomy 

OHa qdacTO He HaOmoOmaeTcA. Kamepa crra60 B3XVYTag，IIBDpHHa ee K YCTbeBOMY KOHILy yMeHb- 

IIaeTCJ HU 6oJIee w30rHyTad. CenTaJIPHPIe IUBBI M30rHyTble, CJlerKa VyIJIVGJIeHHPIe。 YctTbe 

NOJIYKpyrJioe, HaKJIOHeHHOe C HaJIKOBHIHBIM 3y6omM. WMuorgla Ha6stofaeTcaA O4eHb HH3KOe TOD- 

JIBIIIKO。 T[lopepxHocTb paKOBHHbI ITJIaTK38， 

本 rmHHa: 0,32—0,4 mm; IIHDHHa: 0,26—0,3 mm; TOJIIIBHa: 0,16—0,2 mm. 

CpaBHeHHe: Hacrosmimii Hopbiii MoxBAq OTJIHqaeTCJ OT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OTCyTCTBHeM OCTDOTO KHJIA y CpeHHHbIX KaMep H 3HaUHTeJIbHO MeHBIIHM Da3MeDOM 

paKOBHHBI. 

MecToHaxoxKIeHHe: IIPoBHHIIHS Lsaucy, ye3n Brupxaii. 

再 axomKa 3K3eMIIJI APOB MHOTOJHCJIeHH3a9. 

Sigmoilina subtenuis sp. nov. 

(Ta6n. IV, puc. la—c) 

PakoBiHa Y/VJIMHeHHO-OBaJIbHad HJIE DOMG6oBHHag， 6oyree c»KaTad C OOKOBbIX CTOPOH, 

WeHTPpaJibHad YaCTb KOTOPbIX CJlerKa BaBsleHHat. Tlepucepwueckuii Kpaii OKpyrJIeHHbIit. 

Kamepbt TpyOopHfHble, CJlerka pacIIHpHIOIIHe 也 Govlee H30rHyTbIe K OCHOBaHHIO paKOBAHBI. 

KaMepPI ObICTpo yBeJIMYMBalOTCA B pasMepax. PacriosionxKenne KaMep B HOTUepedqHOM CedeHHH 

PaKOBHHPI HMeeT CHIMaBHHYIO 中 0pMY. CenTaJIpHPIe IIIBPI YIJIYGJIeHHPIe，6oJiee HOTHVYTEIe K 

OCHOBaHHIO DaKOBHHPI， 了 akKOBHHa CJIeTKa yIJIOBaTag y OCHOBaHHA HM BBITRHYTa8 B IIEJIHHXDH- 
yecKoe TOPJIbILUKO Ha YCTbeBOM KOHIIe. ycTPe OKPpyTJloe C HH3KHM o602KOM 歼 Da3 世 BaHBaIO- 

mA ee ee w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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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 3y6oM. IIOBepxHOCTP paKOBHHPI CJIerKa MOPIIIHHHCTag.， Poree paHHFHe KaMepbl HHOTTa 

_HOmyYHDpospagHag， 

本 JiaHa: 0,3 一 0,45 mm; IIHIHPHHa: 0,15—0,25 mm; TOIIIHHa: 0,1—0,14 mm. 

CpaBHeHFe: Hactosimii HOBbI BA MO 中 opMe oOqeHP HaIIOMHHaeT BH，OIIECaHHB[ 站 Bor- 

jaHopuyeli (1947) nox HasBaHHeM Sigmoilina tenuis (Czjzek) Ho，HaIHI HOBbIi BAX OTJIH- 

yaeTCA OT MOCJIeqHero HaJIHJdHeM OTYETIIMBOrO 3y6a. 

Mectouaxoxenve: IIpoBHHIHS L3sucy, ye3a Bunpxaii, Jtyutaii, Haxogka sK3emmsiapa 

HEMHOroyuncJIeHHad. 

Bulimina marginospinata Cushman et Parker 

ovata Ho, Hu et Wang, subsp. nov. 

(Ta6n. VI, puc. 8) 

PakoOBHHa CJIeTKa OBaJIbHad C INMPOKO-OKPYyTJIbIM YCTbeBbIM KOHIIOM. Kamepbl B3/lyTble, 

cma60 BepeTeHOBHHO pacIHOJIOXKeHHEIe B Tpex DRIaX. HPDKHHe IepH 中 epHdqecKHe Kpad KaMep 

YIJIMHAIOTCA BHH3 HM YkpalllaloTCA IEJIOO6Da3HBIMH TOHKHMH IIHHaMH. TIocrreHH 站 0o6opoT 

OUeHb KPyMHbI, 3aHHMarOIMi Oomee IIOJIOBHHY JIHHPI pakOBHHbI. CeIITaJIPHPIe IIBBI OTq6T- 

JIHBEIe，VyIJIYGJIeHHPIe。 CTeHKa DaKOBHHPI HeIpo3padHag. TlopepxHocTb paKOBHHbI TJIaXKa8. 

IJIopPI Hescupie. ycTPe IIeTJIHBHIHOe. 

用 JEHa paKOBHHBI: 0,25 mm; IIHPHHa: 0,17 mm. 

CpaBHeHHe: Hat HOBB[ 次 HOTBHX OT THMMYHOrO Bua OTJIHdaeTCU 6oJIee KOPOTKOIi 

PaKOBHHOH C 6oJIee OKPYTIJIeHHPIM YCTbeBbIM KOHIIOM H OCHOBaHHeM H HaJIHdHeM GOJIPIIOTO 

KOJIHqeCTB3a TOHKHX IIHIIOB Ha MepHdepHuecKHx Kpaax KaMep. 

MiecToHaXxoKTeHHe: [Iposnnuua L3ancy, ye3q Xaiimexnb, Lanxaii. 了 axomKa odeHP 

peakaa. 

Bolivina obscura sp. nov. 

(Ta6n. VI, puc. 1—3) 

PakoBuHa OT MaJIeHPKOTO JO cpeHero pasMepa, CJlerka PpOMOOBHAHAA, yIUJIOIIeHHag C 

OOKOBbIX cTOpoH. HanOojbulad TOJIIIHHa HMeeTCAH NO MpOAOJIbHOMy HampaBJIeHHIO B IeHT- 

paJIbHOH gacTH pakoBHHbl. [lepudbepuuecknit Kpaii ocTppiii. CemTasibHble WBbI He OTYETJIN- 

Bble, MHOrfa CJlerka YIJIYGJIeHHPIe. ByONb IIBOB HHOTRa Ha6sIOaeTCA PAI, AMOK, pacmovio- 

*KEHHBIX NepMeHIHKYJIAPHO K IIBaM. CTeHKa TOJIYHDOo3padqHag HI HenpospayHad, MeJIKOTIO- 

puctaa. YctTbe meTJIABH HOE. 

有 maHa: 0,22—0,37 mm; IIHEDHHa: 0,13—0,23 mm. 

CpaBHeHHe: IIO KOHTypy paKOBHHbI Halll 3K3eMIJIRD HarlomuHaeT Bolivina subreticulata 

Parr. Ho nocslequuii xapakTepH3yeTca HasIMaHeM De6pHCTEIX HM CeTKOBHAHBIX YKpallieHHii Ha 

TIOBEPXHOCTH pakOBHHbI. Y HaIIerO BHXa CeNTaJIbHble IIBPI YaCTO HeEOTYETJIMBbIe, FEHOTFT3a Cc 

AMKaMH, PaCIIOJIO*KeHHbIMH MepneHAMKYJIAPHO K IIBaM 

MecToHaxoxreHHe: Tposuniua Lsancy, yeaa Jlyutaii, Xaiimenb, Liuayn H Uanx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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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tulina praelonga (Egger) 

(Ta6n. V, puc. 17) 

B cBoeM oUHcaHHH Cushman H Ozawa OTMeTHJIM, YTO H3y4eHHbIM BHA, YaCTO C BHYTPeH- 

Hoi TpyOKOH, HIM 6e3 Hee. Har SK3eMMJIAP TOJDKeH OTHOCHTb K BTOPOH, Oe3sTpyOouHoii 

tbopme. A Bce 中 opMPI C BHYTPeHHOH TPyOKOH MOJRKHbI HCKJIO9aTP H3 HacTOAIero pola. 

Hat onucpipaemplii 2K3eMMJIAp, TO OICaHHIO H H300pa2KeHHIO OqeHP TOXO%K Ha KelIMSHCKHH 

H O8aBCKHH 9K3CMNIAP, OTIMYAeTCA OT MOCJIeMHeTO TOJIbKO 6oJIee MeHPIIHM Ppa3MepoM. 

Tobolia? sp. A 

(Ta6n. VI, puc. 4a,b) 

OTHeceHHe HacTOIIIeFO 3K3eMIUJIRDa K poy Tobolia IOKa elllé ObIIO coMHHTeJIpHoe. 

[yapHoe oOTJIHdHe HalllerO 9K3eMIJIApa OT RaHHOFO Doa 3aKJOUaeTCA B OTCYTCTBHM IDOEOJIP- 

Hol mem. Ot Laryngosima Loeblich et Tappan HU Esosyrinx Loeblich et Tappan HacTORIIHK 

9K3eMILIApP OTIIMYAeTCA pacIIOJIOeHHeM KaMep. Or Glodbulina OTMMYaeTCA HaJIM4YHeM BHYTPeH- 

HOH TpyOKH. 

Poroeponides incrassatus sp. nov. 

(Ta6n. VUI, pac. la—c) 

PakoBHHa JIBOAKOBbIMYKJIaA C 3aOCTPeHHbIM TlepHdbepHyuecKHM KpaeM 五 BEIIYKJIPIMH ITIOB- 

HBIMH B3aJIHKaMH。 TlocuenHHii 06opoT cocToHT v3 8 HoqTH paBHOMepHbIX KaMep. Ha cmuMx- 

HOM CTODOHe CeNTaJIbHbIe IIBPI HeACHbI€ B PaHHeli HacTH OOOPOTOB, H OTYETJIMBbIe, CHJIbHO 

H30rHyTble B MosfHeit qacTH. TloBepxHocTb DaKOBHHPI ruiankat. [lynox 3axkppiTpii. Ha 

YCTbeBOH MOBEPXHOCTH HaOJIOLalOTCA HEMHOTOUHCJIEHHbIe, OKPYTJICHHO-MaJIeHbKHe 区 OUHOJIHHTeJIP- 

Hble ycTbH. 工 JTaBHOe ycTbe IIIeJIeBHIHOe，DacIOTIOXKeHHOe y OCHOBAaHHA MocseqHeH KaMepbl. 

JivaMetp paKOBHHPI: 0,66 mm; TOJIIHHa: 0,39 mM. 

CpaBHeHHe: Onmcaembiii HOBbIM BH, CXOMHbI c P. cribroepondus Asano et Uchio, HO 

OTJIH9qaeTCJ OT HOCJIeRHero MOUTH PaBHOMepHbIMH KaMepaMH B IOCJIeXHeM O6OpoTe, BbINYyKJIbIMH 

CellTaJIbHbIMH IIBaMH WM CDaBHHTeJIPHO HeMHOrOJHCJIeHHBIMH JOMOJIHUTeJIbHBIMA YCTbAMH. 

Mecronaxoxxenve: [Iposanuua Lasncy, yesq Ilona. HaxomKa 3sK3eMIUIgpa OueHb 

peakas. 

Buccella tunicata sp. nov. 

(Ta6n. VII, puc. 5a—c) 

PakOBHHa MaJIeHbKOrO pasMepa ¢ GoJlee MIOCKOli 6prowIHoOl cTopoHol. Tlepucbepuueckuit 

Kpali DDHOCTpeHHPI 首 ，CJIeTKa JIONacTHbIli C Y3KHMH IIOBHBIMH BaJIHKaMH。 TIOcJiemHHE OGopoT 

COCTOHT HB 7 IOTYKPYIJIPIX KaMep, CeIITarpHBIe IIBPI ACHO JIBYKOHTYpHble Ha CMMHHOM CTO- 

poHe 五 COBepIIeHHO IOKPPITPIe 3epHHCTPIMH BeIIIecTBaMH Ha OprollHol. IIOBepxHOCTB Dago- 

BHHPI Takada Ha CIIHHHO 首 CTOpOHe M ykpallleHa 3epHHCTPIMH BeIIIecTBaMH Ha GpIOIIIHO 交 GTO- 

poHe. ToraBHoe 4 JLONOJIHHTeJIBHbIe YCTbH, BCe OHH HaxOAATCA NOM cJIOeM 3e€PHHCTbIX Be- 

而 

Apes 

nik 

= ein, Caprese (ng ine Ce oe En y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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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eCTB. 

JivameTp paKOBHHPI: 0,23 mM; TOJIIIHHa: 0,13 mm. 

CpapHenve: Hospi Bay cxofeH c Buccella inculta sp. nov., Y IOCcjIemHerO CelTaJIbHbIe 

IIIBPI JBYKOHTYPHO-BbINyKJIble H 6omee KPyNHbIM pa3Mep PaKOBHHBI. 

Mectouaxoxenve: IIpopununa Lisancy; yesq Uanmy. Haxogka oqeHP peKag， 

Buccella inculta sp. nov. 

(Ta6n. VIII, pac. 2a—c) 

PaKoBHHa MaJieHbKaa, TPOXOH{Had H JByCTOpOHHO-BbINyKJIaa. [lepudepwueckuii xKpali 

TIPHOCTPeHHBIM C LWIMPOKO-BBIITYKJIBIMH IIIOBHPIMH BaJIHKaMH. I[locsieqHHii o6opoT COCTOHT H3 6 

MeCALLeBHJHBIX, TECHO pacHOJIOKeHHBIX KaMep. CeHTaJIPHPIe WIBbI ACHbI€, CHJIbHO H30THYTHIe, 

JIBYKOHTYPHO-BbIMyKJIble Ha CIMHHOH CTOpoHe H MOKPbITHIe 3CPHHCTbIMH BelllecTBaMH. YctTbe 

IHeJIeBHIHOe，OTKDPIBaIOIIee Ha 6pIOIIHYIHO CTOPOHY, H BbITAHYTOe K MepHtpepHyecKomy Kpalo. 

Jiwametp paKOBHHEBI: 0,28 mm; TOJIIIEHHa: 0,17 mm. 

Mectonaxoxnenve; Llanxali. HaxogKa oOqeHP peakaa. 

Hanzawaia convexa sp. nov. 

(Ta6n. IX, puc. 3a—c) 

PagkoBHHa MOUTH paBHOMepHO JByCTOpoHHo-BbillyKJiad. [lepudepwueckuit Kpaii ocTppili c 

Y3KHM IIOBHPIM BaJIHKOM。 [locsieqHuii O6opoT cocTouT u3 11 KaMep, MocTeneHHO BOspacTato- 

uluxca B pasMepax. IlocmeqHwe 2 一 3 KaMepbl CJlerKa B3fyTble. CeHTaJIPHPIe IIBPI ACHBIe, 

H30IHYTbIe, IHPOKO BbIITyKJIbl€¢, DBYKOHTypHble H YIFJIV6JTIeHHPIe TOJIbKO Me2KIY IOCJIeIHHMH 

KaMepamH. JUoBHPIe BaJIHKH HeoTdeTJIHBPIe. I[]opepxHocTb paKOBHHbI ITJIaIKag C KDYIIHPIMH 

nopamu. I]lynok nokpbiT Go7TPIIO 首 OKPYTJIO 首 WIMIKOH, B LWeHTpasIbHOH qdacTH IOCJIeTHe 首 

HaGJIIOKaIOTCJ MHOTOUHCJIeHHbIe MeJIKHe OyropKH. YcTbe B OCHOBaHHH IOCJIeTHe 站 KaMepEI 

IIpHTAHyTOe JO BHYTpeHHero Kpag KaMepEI Ha CIIHHHO 站 CTOpoHe C OKHHM JIOI3aCTHPIM TY6oM. 

Jivametp paKOBHHBI: 0,44 mm; TOJIIIHHa: 0,15 mm. 

Mectoxaxoxpenue: ITpopanuna Li3ancy, ye3q HanptyH. Haxogka oveHb DeXKag. 

Pseudorotalia Reiss et Merling, 1958 

B 1958 I. Reiss H Merling BbIqenHIH aHHbi pox H3 pola Rotalia Ha OCHOBaHHH 

HaJIM4HA D3a3BHTPIX CHCTeM KaHaJIOB, KOTOPble BAHbI KaK CO CMHHHOM, TaK H C 6pIOIITHO 站 

CTOPOH PaKOBHHbI, H OTCYTCTBHA IleeBHAHOTO yCTbA y IVYIO9HO 首 06JTacTH. 

Teomormueckoe pacnpocTpaHeHHe HacTOAIlero pofa c HeoreHa 0 HPIHe B 10ro-3allaHOM 

THXHaKeaHCKOM paiioHe. 

Pararotalia Le Calvez, 1949,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1958 

Le Calvez, 1949 BmepBble BBITeJIEHJI HaCTOAMIMH pow H3 pola Rotalia, K IOCJIeIHeMY 

OTHOCHIJIH MOUTH BCe IDeBIIVYIIHe HCCJIeIOBaTeJIHE.。 Pox Pararotalia oTIM4AeTCA OT pota Rotalia 

HaJIHUHeM 3aK PbIBarollleH TlJlaCTHHKH B TIYIIOJHO 站 Oo6JIacTH，Ha3aJIHqEHeM JIONJHHTeJIbHOrO YyCT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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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OJIO TepEdepEqecKorO Kpag H CBoeo6pa3HPIM cTpoeHHem CTeHKH. Ilo 中 opMe pox Pararotlia 

HeMHOro HaIOMHHaeT Glodorotalia Cushman, HO y HepBOTO ycTbe DacIOJTIOXKeHO Ha 6pIOIIIHO 话 

cTopoHe H qacTP YCTbA 3aKpbIBAeTCA MJlaCTHHKOM OKOIO MyMoyHO OOacTH mM HaJIHqHe 

nynoyHoi wuuKu. Y Eponidella Cushman et Hedberg HMetOTCA MHOTO9HCJIeHHPIe MaJIeHPKHe 

IOIIOTHHTeJIPHBIe KAMePKH OKOJIO MyMOuHO OOacTH H Ha YCTbeBOM MOBePXHOCTH, KOTOpbIe B 

HEKOTOPOH CTeIIeHH HaIOMHHaIOT IIJIaCTHHKH y pola Pararorlia, HO y Epontdella Cushman 

YCTbe pacMoJIoxKeHO TOJIPKO Ha YCTbeBOH IOBepXHOCTH MocJIeqHefi KaMepbl, MopdosIorHyeckH 

KOTOpoe He CBA3aHO C MynoOuHO mMulacTHHKOol. Teoormyeckoe paclipocTpaHeHve HacTORIIIeIO 

pola no HaHHOMY Jloe6mua u Tamara (Loeblich et Tappan) c IareoIteHa IO MHOIeHa. 

Hatula mocTonsIMoleHOBad HaXOEKa3 NpeWCTaBJIAeT BIIepBOH. 

Pararotalia fungiformis sp. nov. 

(Ta6n. XI, puc. la—c) 

PakoBHHa TpOXOHHaA C BBINYKJIOM CMMHHOM CTOPOHOM HW MJIOCKOM JIM CJlerKa BbINYKIION 

OprowmHo. Tlepucdepwueckuit Kpali paHHeli dacTH paKOBHHbI LIMPOKO-OKPYTJIbIM, a TO3XHe 站 

3aOCTPeHHbIM, cla6o BOJIHHCTHI C IIOBHPIMH BawKaMH. 工 IocyremHHH O6OpoT cocTOHT u3 9 

KaMep. CefliTaJIbHble IIIBPI OTYETJIMBbIe H3OTHYTEIe Ha CMMHHOM CTOPOHe HM pasMaJIbHO-JIyGHCTHle, 

yrslyOuIeHHble, He JOXOLALIMe Wo HepHepHqecKOrO Kpag Ha 6pIOIIIHO 站 cTopoHe. Ha nopepx- 

HOCTH KaMep OKOJIO TYIIKa HaOJtOMalOTCH MHOTOUHCJIeHHbIe OyropoKOBHAHbIe ykpallleHHa. 

CTeHKa ‘CHO IIOpHcTag，pamHaJIPHO-JIYdHCTag.。 JIPIIKa Kpynuo-oKpyrsiaa. CTPe IIeJIeBH= 

Hoe C TOHKHM TY60M，PpacIIOTIOZKeHHOe B OCHOBaHHH HOCJIeIHe 首 KaMepEI H MPHTATHBaeTcA Ha 

nepHdepryeckHi Kpait. 

Jivametp PaKOBHHbI: 0,52 MM; TOJIIHHa: 0,33 MM. 

CpaBHeHHe: Hospi Bu HMeeT MoptbosiorMyecKoe cxOncTBO C Pararotalia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z) HO OT MocJleqHero oTJIHqaeTcg OUeHb YIJIYVGJIeHHBIMH He TOXOHIIH- 

MHCJ JO HepH 中 eprduecKOrO Kpag CelTaJIbHbIMH IIBaMH B BHTe Goposl, HaJIMyHeM ykpallleHHa 

B BHTe MHOTOJHCJIeHHPIX GyropKOB OKOJIO MyMO“HOH o6JTacTH HW 6oJlee IIHDOKHM IIIeJIeBHTIHBIM 

yCTbeM. 

Mectoxnaxoxzexnve: IIpoBHHIIHA Li3ancy, yes Bunpxaii. 

Ammonia Briinnich, 1772 

B mormroe BpeMa. HaCTOAIMii pox Obl oOTHeceH K pony Rotalia. 3aTeM, HeKOTOppIe 

Yuéuble BPITeTIEIIH BOe Nautilus pecca1ii-BHIHPIe POPMbI B CaMOCTOATEJbHBI pom Streblus. 

Ilo npapusty aptopcKoro mpHoputeta, Baro 1949r. Frizzell 4 Keen BoccTaHOBHIM mMepBHyHoe 

Ha3BaHHe JaHHOrO pofla, Kak Ammonia Briinnich. Hactosumii pom xapakTepeH JBOAKOBDITY- 

KOH HH3KOTDPOXOHXHO 首 ，IIDOGOTeHHO 站 ”paKOBHHO 次 。 CentambHble IIBBI yrsIyOJIeHHBIe, BIOJIB 

KOTOPPIX pacIIOTOXKeHPI HeID3aBHJIPHO 3epHHCTPIe BeIIIecTBa y MynouHo ob6macTH. IIyHoqHag 

OGJIacTP OTKPbIBaeTCA B IIeJIeBHIHOM Bue. JUHIHIKa BH]Ha B paHHei CTaTHH HW ba3IeJIe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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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_ MHOTOdHCJIeHHPIe GyropKH B Mosque ctaquH. Ilynounple KaHaJIPI oTcyTcByioT. ycTpe 

IIeJIeBHIHOe，bacIIOJIOXKeHHOe y OCHOBAaHHA TocyleqHei KaMeppl. 

Ms3yyaemplii pom oTmMyaeTcA OT posa Rotalia B TOM, YTO, Yy HocyrerHero paKOBHHa 

KDyIIHOIODHCTag， TeperopOTKH BYXCIOEHPIe。 JUHIIKa B mynowHol oOmacTH pa3—emeHa Ha 

MHOTOqHCJIeHHPIe Ue WH CTOJIGHKH。KOTOPPIe He MPOHHKalOTCA depe3 Ka2XKBI 站 OOOpoT. 

Ammonia beccarii (Linne ) 

(Ta6n. XI, puc. 2a—c) 

HacToIIH 首 IIHEDOKO pacipocTpaHeHHblii BH CHJIbHO BapbHpyeT cBOli basMep uM (popmy. 

Ilostomy tenepb cylilecTByeT TeHTeHIUHA K Da3KIIeHHIKO Ha pA pasHoBHZHOcTeii. OHaKO， 

pa3Hble aBTOpbI NO pasJIHdHOMY HaHMeHOBaJIH OTIHY H TO Ke pasHOBHIHOCTP. Hanpumep; 

IIapKep u Terep (Parker u Phleger, 1953) KaJIH Ha3BaHHe Ammonia beccarii var. B, KOTO- 

pag 6pIJIa ycTaHOBJIeHa KeIITHM9HPIM IO Ha3BaHHeM Ammonia beccarii var. tepida. IIpu 

BbICIMeCKa3aHHOM CJlyuae, MPI B HacTOsIleli CTaTPH IOKa He BBIIeJIHJIHE MOXBAL v3 Bua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KOTOpOH Hy2KHO eIIE JasbHelitlee H3ydeHHe. 

Ammonia nantongensis sp. nov. 

(Ta6a. XI, puc. 5a—c) 

PagoBHHa MaJieHbKad, BYCTODPOHO-BBIIVYKJIag. I[lepudepwuecknii Kpali 3akPyrJIeHHbIit, 

ACHO JIOIIaCTHBI 首 。 Co CMHHHOM CTOPOHbI BHIHO TpH O6opoTa, MOcIeqHHii H3 HHX COCTOHT H3 

5 一 6 YJJIMHeHHBIX, TeCHO bacIIOJIOXKeHHBIX KaMep. CeIITaJIPHPIe IIUBBI ACHO KOCbIe Ha CIHHH- 

HOM CTODOHe H CHJIPHO H3OFHYTPIe，CcJla60 YIJIYGJIeHHBIe Ha OprowHol. Ha MecTe FeTHOaHH 放 

WUBOB TeberopboKH G6bIJIM pa3pyIIUeHBI H OOpas0BaHbl HeIIDaBHJIPHPIe AMKH, KOTOPble TDecTa- 

BJIMIOTCA CO6OH IOUOJIHHTeJIPHPIe ycTbH. I[]ynoK, NOKPbITHIM BbITAHYTbIMH KDagMH KaMep He 

OqeHP MIOTHbI. YCTPe He ACHOe. 

Jimametp pakopuHa: 0,22—0,25 mm; TOJIIHHa: 0,12—0,13 mm. 

CpaBHeHEHe: OT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Halll HOBbIIi BA OTJIMYaeTCH Oomee CKATbIM 

nepHdepHyeckKHM KpaeM, He 0OqeHP B3YTbIMH KaMebaMH， CHJIPHO H30rHYTbIMH CelITaJIbHbIMH 

IIIBaMH，6oyree KPYIHbIMH CelTaJIbHbIMH AMKAMH Ha OpIOlHOHW CTOpOHe, H MaJIeHPKHM OTKPbI- 

TbIM ITYIIKOM. Hatt HOBbIvi BH, HMeeT CXOTCTBO C Ammonia faceta n. nom. Ho orsuya- 

eTCA OT MOCeMHeTO OTCYTCTBHEM MOMONHHTEJIbHbIX YCTbel Ha CIIMHHOM CTOPOHe. 

MecToHaxoKTeHHe: TIpopnnuua L3ancy, ye3aq Hanpryn. 

Ammonia pauciloculata Phieker et Parker major subsp. nov. 

(Ta6n. XI, puc. 6a—c) 

PakoBHHa cylerka JByCTOpoHHO-sbiTyKsiaa. Tlepucbepnuecknii Kpali 3a0CTpeHHbI JIM 

oxpyruiniii. Tlocnenunii o6opor cocrout v3 9 Kamep. TlocneqHaa KaMepa cy1a60 B3lyTaA C 

6pIOIIIHO 首 cTOpoHE!. CentasbHble IWBbI OTYETIIMBbIe, Cla0O H30rHyTole Ha CNHMHHOH CTOpOHe 

C Y3KHMH WIOBHBIMH BaJIHKaMH H YIJIYGJIeHHEIe OKOJIO IIVYIIOqHO 首 OOnacTH B Bue Oopo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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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rouHoi cTopoHe. IJIeperoporKH qacTO paspyuieHHple. TIynoK OTKpbITbI C MHOTO9ECTIeH- 

HPIMH GyropKOBHTIHBIMH yKDaIIeHHHMH. YcTbe OTKPPIBaeTCH Ha MecTe, Te IIeperopONKH 

paspyIIeHEI. 

本 HaMeTpP paKOBHHPI: 0,41 mM; TOJIIIIEHa， 0,1 MM. 

CpaBHeHBe: Haut Hospi HOTBHX OTMMYaeTCA OT THIa Ba, OIIHCaHHOTO @yleKepoM H 

Tlapxepom (Phleker and Parker) 6omree MaJIeHbKHM pa3MepOM PaKOBHHbI C MeHPIIHM KaJIH- 

yeCTBOM KaMep. 

MecToHaxoxKIeHHe: IIpoBHHIHSX Lisaucy, yesq Bunbxai, HaxoyKa peyKas. 

Ammonia faceta nom. nov. 

(Ta6n. XI, puc. 4a—c) 

1950, Pseudoeponides japonicus Uchio, Journ. Assoc. Petr. Techn., Tokyo, vol. 15, p. 190, text-fig, 16, 

1958, Streblus japonicus Hofker, Contr. Cushman Found. Foram. Res., vol. 9, pt. 2, p. 46, text-fig. 1,2. 

3aMedaHHe: B 1950r. Uchio opeeJIEHJI HaCTOALIMH BH, H3 MJIMOWeHOBbIX OTJIOKeHHH 

HIOHHH. Ilo KaMepHbIM H IIOBHPIM MIpH3HakKaM, OH CUHTAaJI, YTO TaHHbIi BA OYeHb OGJIM30K 

K poly Eponides. Ho y nocueqHero OTCyTCTBYIOT JOMOJIHHTeJIbHbIe YCTbH Ha CMMHHOM CTO- 

poHe, HM Ha 3TOM YCTaHOBHJI HOBbI pol Pseudoeponides. B TOT Fe rox Kuwono IJepeHec 

HaCTOAMIM BHXK B pO Epistomaria. 3aTeM, Bermudez (1952) Ha OCHOBAaHHH HaJsIMuMA Jonos- 

HHTeJIPHBIX YCTbeii y MaHHOTO Ba BKJIIOJHJII ero B pol Epistominia. Hofker (1958) no 

CTPOeHHIO CTeHKH Ha OprOlHOH CTOpOHe, H30rHyTbIM CelTaJIbHbIM LWBaM, JONOJIHATeJIbHbIM 

yCTbAM HW TOHKHM JIOMACTAM, IIOKDPIBaIOIIHM IIYIHOK， KOTOpble BCe XapaKTepHbl JIA DO3 

Ammonia, BbICKa3aJl MHeHHe, UTO BH Pseudoeponides japonicus JOJIKeH OTHOCTbCA K POLy 

Ammonia. Mbi IORIep2KHM 3TOT B3IJIH.。 OgHako, BCJIeACTBHe BbIeeHHA Ammonia japoni- 

cus Xaflom (Hada, 1931), T.e. Ha3sBaHHe HacTORIIeTO Bua ye GPUIO HCMOIb30BAaHO, TO 

B HaCTOAMeH CTaTPH MbI 3aHOBa TepeHaHMeHYyeM HaCTOAIIHH BU Ammonia faceta n. nom. 

Asterorotalia Hofker,1951 

B pomoDKHTeJIPHOe BpeMA Asterorotalia BCerTa OTHOCHJICA K polly Ammonia HIH Rotalia. 

Ha ocHoBaHHH HaJIMYHA poOOHaqaJIPHPIX 中 0paMeH (Protoforamen) HM MOpHcToi NaCTHHKH, 

XodKep (Hofker, 1957) BPUIeJIEHJI ero B CaMOCTOATeJIbHbI pon. Y poma Ammonia nopuctaa 

IIJIaCTHHK3 NOKPbIBaeTCA TOJIbKO Ha ITyMOuHOM OOaCTH H poKOHadaJIPHPIe 中 opaMeH OTKPbIBalO- 

TCA Ha CeHTaJIPHPIX IIBaX C OPIOWIHO CTOPOHEI, a y pora Asterorotalia HOPpHCcTag IUIacTHHKa 

MOKPbIBaeTCA KaK Ha IlyMOWHOH OOaCTH, Tak H Ha CeITaIIPHBIX IIIBaX，KOTOpag H He JOXxo- 

ATCA TO TepH 中 epFdecKorO Kpag C OTBEPCTHAMH, COOTBETCTBYIOLIMHCA DoroHadayiBHEIe 中 opa- 

MeH. Bce 3TO oOpasyeT ToomHHTerPpHPIe KaMepbl. Mb! NOW WepxKHM  B3IJIHX XocKepa. 

Oguako, pH ycTaHOBJIeHHH HOBOrO pola, caM XopKep He yKa3aJI THMa pola uM He Jas onn- 

caHHa. B nactToallei CTaTBH MBI 机 MIHM cHcTemMaTHyecKoe OHEHCaHHe JJaHHOMy bomy H ycTa- 

HOBHM Rotalia trispinosa ‘Thalman (1933) THIOM poma，KOTOpE[ 首 paHbIIe Bcex GUI OoIcag 
WM HMeeT HaH6oyree IIHDOKyIO HpecTaBHTeJIPHO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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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erorotalia venusta sp. nov. 

(Ta6n. XII, puc. 2a—c) 

PaKoBHHa 3aKpyrJieHHad, MIOCKad HWJIM CJlerKa BbIIyKJIad CO CIIMHHOM CTOPOHbI HM BBIITYy- 

KJIag C OprowHo. TIepgdepEqecKHH Kpait UpHOcTpeHHbIi HJIH WIMPOKO-OKPyTJIeHHbI C y3KHMH 

IIIOBHBIMH BaJIHKaMH，CJIeTK3a JIOMAaCTHbIM B mocyIeqHeH HacTH 06opoTa C ABYMA TOJICTbIMH 

IIHIIaMH。 IlocneqHHii o60pOT cocToHT H3 8 一 9 6PICTDo Bo3spacTaIOIIUHXCJ Kamep. IIoczme- 

HAA H3 HHX CHJIbHO BbITAHyTad. Kamepa dacTO B3IyYTag Ha 6pIOIIHO 首 CTopoHe. CeITaJIPHPIe 

IUBbI Ha CIIMHHOM CTODOHe ACHbIe B paHHe 站 gacTH HW KBYKOHTYDHPIe B NosfHeli. Ha 6proUI- 

HOH CTODOHe IIBPEI yIrJIyOJIeHHble, PalHaJIbHO-JIyYHCTbIe, OKOJIO IepH 中 epHH Y3KO-KBYKOHTYDPHPIe 

MH 3aKPbITbI 贡 OUOJIHHTeJIPHPIMH KaMepaMH. LIeHTP nynka NOKpbIT TbpospadHo 首 IWIMUIKOM, He 

BbICTyMarolllelicA Haj, MOBEPXHOCTbIO paKOBHHbI. YcTbe OBaJIPHOe CO CJlerKa BbITIyKJIbIM ry6OM 

pacnojoxKeHo B OCHOBaHHH MocjleqHel KaMepbl. 

本 FaMeTp paKoBHHPI: 0,39—0,45 mm; TOJIIIIHHa: 0,18—0,19 mm. 

CpaBHeHHe: Hoppiit Bux oTIMYaeTcaA OT Asterorotalia trispinosa (Thalmann) TeM, TO y 

HOBOTO Ba 6DIOIIHag cTOpoHa Ooslee BbIMyKJIad, HMeeTCA TOJIPKO WBa IIUHH3a WH OTCYTCTByeT 

ykKpallieHHe Ha CeNTaJIbHbIX WIBax. OT Asterorotalia binhaiensis sp. nov. HaCTOAIMIM BUD 

OTJIMYaeTCA MaJIeHPKHM Da3MepboM，MeHPIIe KOJIMYeECTBOM KaMep H HaJIHqdHeM JByX IUHHOB. 

Mectouaxoxzenne: [Iposunuua Ii3ancy, ye3q Buupxaii. 

Asterorotalia diplocava sp. nov. 

(Ta6n. XI, puc. 8a—c; Ta6n. XII, puc. 3a—c) 

PakoBHHa 3aKpyrJieHHad C 6omee BbINYKIIOH OprOWWHOH HM CJIa60 BbIITYKJIOM CNHHHO CTO- 

poHaMH. Ileupdepwuecknii Kpali npHocTpeHHBIii, c y3KHM KHJIeM。 CeTaJIPHPIe IIBPI JCHO 

JBYKOHTypHbie, mlockHe. BuaHo 2—3 o6opota, mocreiHHii H3 HHX COCTOHT H3 13 KaMep. 

TlonomHutTesbHbIe KaMepKH 3Be314¥aTbIe, y3KO-yAJIMHeHHbIe C JOMOJIHHTeJIbHbIMH IIOJIVKDVYTIJIBIMH 

yCTbAHMH H Y3KHMH TY6aMH，HaXORIIHMHCS Ha Hapy2kHOM Kpalo, Te MPHMbIKaloTCA [Be HO- 

CJIeTIHHX JOMOHHTeJIbHBIX KaMepKH. C Hapy2KHbIX KOHIIOB JOMOJIHHTeJIbHbIX KaMePOK HaGJItO- 

Zlaiotca oTBepetua. TIyrmodHag o6slacTb IJIOCKag，IOKPPITa MpoOspayHbIM CKeJIeTHbIM BeIIIecT- 

BOM B HelipaBHJIbHOM Bue. Ha nepHdepHqecKoM Kpalo HMeeTCA TPH TOJICTPIX WiHMa. YctTbe 

OBaJIbHOe, PaCMOJIO%KeHHOe B OCHOBaHHH HOCJIeKHe 站 KaMepEI. 

Jivametp PaKOBHHbI: 0,72 mm; TOJIIHHa: 0,24 MM. 

CpaBHeHHe: Haut HoBbiii BH XapaKkTepH3yeTCH HaJIHdHeM JByX CepHii OMOJIHHTeJIbHbIX 

OTBEPCTHH y BCeX JOMOJIHHTeIbHBIX KaMepOK. TeM H OTJIHYaeTCA OT A pyrHx OJIM3KHX BHXOB. 

Mectouaxox enue: IIpoBHHIHH Li3aucy, ye3q, Buxpxaii. 

Asterorotalia venusta ornata subsp. nov. 

(Ta6n. XI, puc. 5a—c) 

HacToRIIH 交 HOBbIH MOBH OTJIHqaeTCU OT Asterorotalia venusta sp. nov, Oo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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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YIIHbIM pa3MepoM, HaJIMuHeM Oovlee BbITAHYTbIX IIHIOB y nepHepuyeckoro Kpad, CJIeTKa3 

H3OTHVYTPIMH CeliTaJIbHbIMH IIBaMH Ha OplowWIHOH CTOpOHe H HaJIMuHeM IOJIYKDYIJIPIX 工 OIIOTI- 

HHTeJIPHPBIX YCTbelH Y BCeX JOMOJIHHTeJIbHbIX KaMep. 

JivamMetp paKOBHHPI: 0,55 mm; TOJIIIHHa: 0,21 mm. 

Mectouaxoxenve: IIpoBHHIHS L[3ancy, ye3a Bunpxaii. 

Asterorotalia binhaiensis sp. nov. 

(Ta6n. XI, puc. 6a—c) 

PakoBHHa HH3KO-TpOXOHJHaA C BBINYKJIOM CNMHHOM CTOpOHOH HM JIOCKOH HJIM cJlerKa 

BbINyKOH OproumHol. Ilepudepwueckuii Kpa 这 JONacTHOH c KHJIeM 6e3 IUHHOB. Ha cnMHHOK 

CTOPOHe BHAHO TpH OGopoTa, MocseqHHii H3 HHX COCTOHT H3 10—11 Kamep. I[locnenHue 2—3 

KaMepbI OoJlee B3yTble C OpiOllIHOH CTOpoHbI. CelTasbHble IIIBBI He ACHbIe DaHHe 首 dacTPIO 

Ha CIIHHHOM CTopoHe H cdIa60 yrsryOJIeHHble, JBYKOHTypHble B T03HeM YaCTH paKOBHHbI, a Ha 

OprOlUHOH CTOpOHe paHaJIbHO-JIYYHCTbIe C JLONOJIHHTeJIbHbIMA KaMepKaMH H JByMA  DHIaMH 

HeEPOBHBIX IIOBHBIX BaJIHKOB。 I[]ynok NOKpbIT CKeJIeTHbIM BeIIecTBOM. YCTbe OBaJIbHOe, pac- 

IOJIO2KeHHOe B OCHOBAHHH M0CJieqHeH KaMepbl. 

本 HaMeTP paKoBHHPI: 0,61—0,68 mm; TOTIHIHHa: 0,32 mm. 

CpaBHeHHe: Hactosuimii HOBPI 首 BH MO OoGIIeMY CTpOeHHIO MH KOHTypy paKOBMHbl O4eHb 

MlOXOx*K Ha Asterorotali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HO oOTJIHqaeTcg OT TlOcseqHeroO OTCYTCTBHeEM 

IWHNMOB, Oosee MIOCKOM CHHHHO 首 CTOpoHOi HM OTCYTCTBHeEM OYrOPKOBHZHbIX YykKpallleHHii Ha 

CeITaJIPHPIX IIBaX C GDIOIIHO 站 CTODOHEI. 

MecToHaxoxTeHHe: IJIpoBHHIHHH Lisancy, yes Bunpxaii. 

Nonion Montfort, 1808 

Y pasHbIx HCCJIeMoBaTeNei CYIIecTBOBaJIH HM cyIIecTBYIOT pasJIHUHbIe B3IJIRNEI To AMar- 

HO3yY pola Nonion u ero o6émy. B nactTosillee BpeMA, TJIaBHbIM OO6pasoM, MMeeTCA Ba 

NOHATHA: OFHO ITHDOKOe HW Apyroe y3Koe. TIocmemHee H3 HHX IOoJIydHIIOCP MpHMeHeHHe y 

COBETCKHX yqeHPIX. OpOuHbH (1839, 1846), Tmeccnep (1945), Keuman (1927, 1930, 

1939, 1948, 1955) mw XpyTHe B pom Nonion OTHecJIH Bce 中 opMPI， Y KOTOPbIX paKOBHHa 

CIIMPaHbHO-IWIOCKOCTHaA, OoJlee WJIH MeHee HHBaJIOTHaA, YCTbe IIeJIeBHIHOe WIM B pale OT- 

BepCTHH y OCHOBaHHA yCTbeBOi MoBepxHocTH. 3a nocnemHHe romp, H. A. Bonoumuosa (1958) 

3Ha9HTeTIPHO Cy3HJIa O6€M HaCTOIIeTO poga. IIo eg TipemcTaBJreHHIKO，B pom Nonion OTDRKHO 

BXOTHTP TOJIPKO TaKHe 中 opMPI，yY KOTOPbIX DaKOBHH3a HoJIHOCTEIO HHBAJIIOTHAA CNMEIJIeHHO 

BO3paCTaIOUIHMH KaMepaMH B IUHDHHY，ITryIIOdHag o6JracTP 3aHOJIHeH3 3epHHCTEIMH BeIIIeCTB3N 

A Bce OCTaJIpHBIe 中 opMPI，y KOTOPBIX DaKOBHHa Cc ObICTpO Bo3pacTatOIIHMH KaMepaMH B IITH- 

pHHY GPIJIa OTHecHa efi B pox Fori1zs。IIo HaIIeMY TDpecTaBJIeHHIKO，CTeIIeHP CKOPOCTH BO3- 

pacTanHA PaKOBHHPI He ABJIACTCH KPHTepHeli TIA DacdJIeHeHHR DOEa，T.K。TaKHe CJIV9qag dacTO 
BCTpeyaloTca HW Vy 内 DYIHX POjJLOB. [lostomy, B HacTOALllen CTaTbH, B OCHOBHOM, MbI Bcé Ke 

TDPDEMeHHeM KeLUMM3HCKOe MIOHATHE, a He BOJIOLMIMHOBCK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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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ion glabrum sp. nov. 

(Ta6n. XII, puc. 6a,b) 

PaKkoBHHa CxKaTad C OOKOBbIX CTOPOH, C OKPYTJIbIM KOHTypoM. I[lepucdbepruecknii xKpaii 

33aKDyYIJIeHHE[ 首 ， CJIeTKa m0OacTHbIi B mocyepHeit cranuv. T[locnenHuit 06opoT cocTOHT u3 

9 一 10 KaMep, Me/JIeHHO yYBeJIHdHB3aIOIIHXCR MO Mepe HapacTaHua. Kamepbi BbilyKJible. Cer- 

TaJIbHbIe IWIBbI yrsryOJIeHHble, CJlerka H30rHyTble MH DByKOHTypHble. TIyrmoqHag o6macTb IIH- 

poKag，yIJIY6JIeHHag，IOKDPITa 3epHHCTPIMH BeIIeCTBaMH H MPH 3aMadHBaHHH BOXO 首 HaGJTIO- 

IaeT8 dacTP 06opoTOB paHHeli CTaIHH. YCTPe B BAe y3KO 首 We B OCHOBaHHH IOIIYKDYT- 

JIeHHO 首 yCTbeBO MoBepxHocTH. CTeHKa IJIaKKag，IOJIYHDo3spaqdHa8. 

本 HaMeTpBI: 0,28—0,35 mm; TOJIIHHa: 0,1—0,12 mm. 

CpaBHeHHe: Hospiii Buy HaIOMHHaeT Nonion martkobi Bogdanoviczi, Ho, y nepBoro 

nynouvad OOJlacTb Ooslee IIHDPOKag，yCTPe B BHTe IIeIIHE， Hospi Bul Takxe OM30K K N. 

anomalinoidea Gerke, HO y MOcuIeqHerO KaMepbI 6oJIee H3O0rHyTbIe H 6omee BbINyKsIbIe. Ha- 

CTOALIMH BH OTMMYaeTCA OT N. peruvianum (Cushman et Stone) B TOM, 4TO y mocyieqHero 

pakOBHHa OoJlee SBaJIOTHaA. 

MecToHaxXoxKIeHHe: [Iposununa Li3ancy, yesna LiloaHb, Buxpxaii u ILanxaii. 3KseM- 

IWIApbl HalieHbl DeKO. 

Cribrononion Thalman, 1946 

TasibMaH BbIJeIH XaHHBI[ 首 pod, B KagecTBe IIOTDOa C THOM posla Nonionina heteropora 

Egger, y KOTOpOrO HaJIHqHe CHTOBHAHOTO ycTbd. OHaKO， HOCJIe cpoei HeaBHeit pa6orTbi 

H. A. BonouimHopa (1958) cmeuIauIa cyleRyIOIIHe HCNpaByleHHA B TOM, 4TO y Nonionina 

heteropora Egger Ha CaMOM ele，CHTOBHIHOe ycTbe He cCylllecTByeT. TasibMaH oOIUH6odqHo 

MIpHHAN KDYIIHYIHO NOpHctocTb, H306paxxeHHy!o OrrepoM (Egger) Ha YCTbeBOI MOBepXHOCTH, 3a 

CHTOBHIHOe yctbe. Jina HacTORIIeTO Doma BaxKHbIM ITDH3HaKOM IO BosoumMHoBe oKHO 

ObITb HaJIM4He CeIT3aJIPHPIX AMKOB H OTCYTCTBHE Me3KCeIITaJIPHPIX MOCTHKOB. CoryIacHO B3rvis- 

ny BosoumuHopbl MPI BKJIIOdaeM B HACTOAIIH po pxTbI BOB, KOTOPbIe paHbilie Opin 

OTHeECHbI B pol Elphidium. 

Cribrononion kiangsuense sp. nov. 

(Ta6n. XII, puc. 13a,b) 

PakoBHHa OKPyrJieHHadA, MJIOCKO-c2xKaTaA C 6OKOBPIX cTopoH. I[lepudepnuecknit Kpali 

WHpoKO oKpyryieHHad. [locnenHHit O6opoT cocTouT He 10—11 6omree IIUIOCKHX KaMep, Med- 

JIeHHO VyBeJIHqHBaIOIIHXCJ B pa3Mepax. CeIHTaJIPHPIe WIBbI H3OrHyTble, CJIerKa YrJIyOJIeHHbIe 

M IIHDOKO-JIeHTOBHIHPIe C HEMHOTOUHCJICHHbIMH He OdeHP ACHbIMH AMKaMH. I[lynounaa o6sa- 

CTb 6oee IJIOCKag，IHOKDBITag MpO3spadHbIMH 3ePHHCTHIMH BelllecTBaMH. YCTbeBad MOBeEpXHOCTb 

BbICOKO-NOJIyOBasIbHad. YcTbe He OTYeTIMBOe B OCHOBAHHH YyCTbeBOH TOBepxXHOCTH. CrTeHKa 

TlaqkaA, MOUTH IDo3padHag C MeJIKHMH IODa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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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HaMeTbBI: 0,35—0,41 mm; TOJIIHHa: 0,12—0,13 mm. 

CpapHenHe: Hosplii BH CXOTeH C C. poeyanum (d’Orbigny ), HO OTMHYaeTCA OT NocMeL- 

Hero Ooylee WWMPOKHMH CelITaJIbHbIMH WIBaMH, MeJIKHMH CeIITaJIPHPIMH AMK@aMH, a y IOCJIeX- 

Hero CelTaJIbHble WIBbI 6oJIee y3KHe, AMKH OoJlee KDYHHPIe， 

Mecronaxoxgenve, [Iposunuua Liaancy, ye3n Jlyutaii, Wlanxai uw 1.0. OKsemmsapsl 

Ha3 放 TeHPI peKO. 

Cribrononion laevigatum sp. nov. 

(Ta61. XIV, puc. 4a—b) 

PagoBHHa OKPyTJieHHad, CxKaTad C GOKOBPIX cTopoH. Ilepudepwueckuit Kpali UWIMpoKo- 

oxopyrspii. TlocnexHuii o60poT cocToHT HS 8 KaMep, MocJIeqHHe TBe-TDH M3 HHX Oosiee 

B3fyTble.  CeliTaJibHbIe IIBbI H30rHyTble, CJIeTKa yrJIyOJIeHHbIe C Ma3aJIeHPKHMH SAMKaMH. 

Tlynok odqdeHP MasleHbKH HW mocKuii. YcTbeBad MOBepXHOCTb cjla60 BbINyKaA. YctTbe Ha- 

XOJHTCA B OCHOBaHHH YCTbeBOM IOBepXHOCTH B psxze oTBepcTH. IloBepxHocTb DaKOBHHHI 

ITJIaIKag. CTeHK3a TOHKad, NowynpospagHad. 

JimaMeTp paKoBHHPI: 0,28—0,3 mm; TOJIIIHHa: 0,13—0,16 mm. 

CpaBHeHHe: HactTosliMit HOBbI BH, OTMMYaeTCA OT Cribrononion gnythosuturatum sp. nov. 

Oolee MaJIeHbKOM HM KDYTJIO 站 PaKOBHHOH, MeJIbYaUIMMH CeHTaJIPHBIMH AMK@aMH 4H OOJIbILIHM 

KOJIHdecTBOM KaMep. 

Mecrtonaxoxenne: TTpopununa Ussaucy, yesqa HaHpTYH， LUloan, u Jlyxtai. Oxsem- 

TWIAPbI HalieHbI HeMHOTOdHCJIeHHPIe. 

Cribrononion gnythosuturatum sp. nov. 

(Ta6n. XIV, puc. 5a—b) 

PakoBiHa OKPyrJiai HIH OBaJIbHad, coKaTad C GOKOBBIX cTopoH. [lepucbepuyeckuit Kpaii 

IIMPOKO-OKPYyTJIbIH, CJlerka JIonacTHbIli. TlocseqHuii 060poT cocTouT u3 6 一 7 KaMep, G6bICTpO 

BOspacTaroulMxca B pa3Mepax. [lopepxnocTb KaMep CHJIbHO B3fyTad. CentTambHble TIBbI 

YrulyOleHHO-H30rHyTble C HeMHOrOqHCJIeHHPIMH KDPYIHbIMH siMKaMH. I[lynok MaJleHbKHit, 

YITYGJreHHP[ 首 。 YCTPeBag IIOBepXHOCTP MecRIIeBHHag。 YcTbe pacmooxKeHO B OCHOBAaHHH 

yCTPeBO 首 TOBepXHOCTH B BHTe pala oTBepcTHii. IIoBepxHOcTP paKOBHHbI TJIaIKa8g.。 CTeHKa 

noJslynpo3paguas. 

JivaMeTp paKkoBHHPI: 0,27—0,45 MM, TOJIIHHa: 0,13—0,22 mm. 

CpaBHeHHe: Hactosit HoBbiii BA, OTJIHdaeTcg OT Ipyrux Ooslee OJIM3KHX BHIOB CBOHMH 
HEMHOTOYHCJICHHBIMH, HO KPYMHbIMH CeITaJIPHPIMH MKaMH H MeHbIIIMM KOJIHHeCTBOM B3/LyTbIX 

KaMep. 

Mectonaxoxyenne: IIpoBHIHA Usaucy, yesna Tlapyu, Wea, Xatmprp, HaHpTyH uv 
Bunxali. 3K3eMIUIRDPI Ha3 首 KeHPI MHOrOdHCJIeHO。 

Cribrononion rhomboidale sp. nov. 
(Ta6n. XII, puc. 10a,b) 

PakOBHHa YyJJIMHeHHO-OBaJIbHad, Goslee BPIIIYKJIag C OOKOBbIX CTOPOH H HMeeT (op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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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6a c ycTPeBO 站 CTOpOHPI. [lepudepwuecknit Kpaii y3Ko-3akpyrsieHHbIii. Tlocnequnit o6opoT 

COCTOHT H3 10 KaMep, ObICTpO yBeJIMYHBalOlMxca B pasMepax. I[loBepxHocTb KaMepb cra6o0 

BBIIIVKJIag。 TIYroqHag o6macTP IIOCKag。 CentasbHble WIBbI CJIerKa H3OTHYTPIe， yrslyOsleH- 

HPIe C HeMHOTOdHCJIeHHPIMH AMKAaMH. YCTbeBaA MOBEPXHOCTb BEBICOKO-TDeyTOJIPHag. YcrTbe B 

Be IIIeJIH B OCHOBaHHH yCTbeBOM MOBepXHocTH. CrTeHKa ITJIaXK38. 

本 HaMeTp: 0,41 mm; TOJIIIIHHa: 0,2 mM. 

CpaBHeHHe: Hactoswii HOBbI BU B OGIIeM Bue HaMOMMHaeT C. subcarinatum Volo- 

shinova (1958), HO y MocyleqHero paKOBHHa Ooslee OKPyYIJIeHHag，GoTTPIIe KOJIHqecTBO KaMep 

H GoTPIIe pasMepa PaKOBHHBI. 

Mectouaxoxkgenve: IIpoBHHIHHH Li[3aucy, yesna Buxnpxalt, TalicuHb. 2K3seMIJIRDPI Haii- 

TeHEI peKo. 

Protelphidium tersum sp. nov. 

(Ta6a. XIV, prc. 2a—b) 

PakoBuHa MaJIeHbKOrO pa3Mepa，yIJIOIIeHHag C OOKOBbIX cTOpoH. I lepudbepHueckuii Kpait 

oxpyribii. IlocneqHuii o6opoT COcTOHT 43 7 一 9 KaMep, MOCTeMeHHO yBeJIMUHBaIOIAXcaA B 

pasmepax. [lopepxHocTb KaMep CJlerKa B3AyTad. CenTaJIPHPIe LUBbI 6oJIee IIPAMbIe, WIM CJlerKa 

H30rHyTbIe C HEMHOTOUHCJICHHbIMH CenTaJIbHbIMA AMKaMH. I[lynouHad o6uracTP IJIOCKag， 3a- 

IOJIHeHa IIDO3padHO-MeJIKO3seDHHCTEIMH CKeJIeTHBIMH BelIIIecTBaMH。 YCTbeBaA MOBEPXHOCTb IIO- 

aykKpyraiaa. YctTbe B BHIe pala MeJIKHX OTBeEPCTHH, PaCMOJIOKeHHIX B OCHOBAHHH YCTbeBOI 

MOBepXHOcTH. PakoBHHa rlaiKad, CTeHKa TOHKONPOspauHas, palHaJIbHO-JIyaHcTad. 

Jivametp: 0,24—0,4 mm; TOJIIHHa: 0,11—0,16 mm. 

CpaBHeHHe: Hacrostiuii BU, OT BCeX CXOTHBIX BHOB OTJIMYaeTCA MeHPIIHM KOJIMYeECTBOM 

KaMep, MOUTH MpospadHOH CTeHKOHM C MHOTOUHMCJIEHHbIMH paHaJIPHO-JIYqHCTPIMH TOHKHMH IIO- 

DaMH， 

MecToHaxoKTeHEHe: IIpoBHHIIHH LIsqHcy ye3Ea Jlyutai, JlacdsH, Pynun, Lean. Ox3em- 

IWIAPbI HaHIeHBI DeXKO. 

Stomoloculina gen. nov. 

Tun poma: Stomoloculina multangula sp. nov. 

PaKgoBHHa KpyMHad, cxKaTad C GOKOBbIX CTOPOH, ACHMMeTPHYHAA, C MOJIYHHBaJIKOTHOM CIIHH- 

HOM MH MOJIHOCTbIO HHBAJIOTHOH OprolHoOl cTopoHoli. KaMepbi ObICTpoO BO3pacTaIOTCH B IUH- 

PpHHy mo Mepe Hapactanua. CentasbHbIe IUBEI IIHDOKO-YIJIVGJIeHHPIe。 YcTbeBad MOBEPXHOCTb 

BbICOKO-IOJIYOBaJIbHad, B HH2KHeM YaCTH KOTOPO! HMeeTCA MONOJHHTeIbHAaA KaMepKa B TDpe- 

YIOJIPHOM Bue. YcTbe He HCHOe。 WMHorma Ha KOHTaKTe BepxHeH YaCTH STO KOIIOJIHHTeJIP- 

HOM KaMepKH C yCTbeBOi IOBepXHOCTPIO HaGsOfaeTcA TOHKag Web. Korga KOIOTHHTeTPH35 

KaMepka pa3pyillaeTca, TO 3a Heli Ha YCTbeBOH MOBepXHOCTH HaOsOaeTCA OoMbUICe OTBepCcTHe 

B HelIpaBHJIbHOM BHJe. 

CpaBHeHEHe: OT cxogHbIx DOKOB Nonionella U Cushmanella HaCTOALIMM HOBbIM pox OT- 

JIHdaeTCcJ HaJIHdHeM CBOeOOpasHO MONOJHHTebHON KaMeDKH Ha YCTbeBOM MOBePXHO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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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moloculina multangula gen. et sp. nov. 

(Ta6n. XV, puc. 4a—c) 

PaKoBHHa KpymHas, myiocKo-cxKatTan. [lepudepwueckui Kpali WIMpOKO-OKPyrvIblii, YIJIO- 

BaTO-BOJIHHCTHIM. Ha cmMHHoi cTopoHe HaOsofaeTcH dacTP 6oree paHHero OOopota. Ha 

6pIOIIHO 站 CTOPOHe BHLHO TOJIPKO MOcsIeqHHH 000poT C 7 一 10 TpeyroJIbHbIMH KaMepaMH, KO- 

Topble B3LyTbIe HM ObICTpO BO3pacTaIOIIHecg B pa3Mepax. CeITaJIPHPIe IIBPI IDHPOKO-YITY- 

6leHHbIe, WByKOHTypHble. IIyrmoKg yrsyOseHHbI, HHOTa 3alOJIHAeTCA MeJIKO3eDHHCTBIMH Be- 

ulecTBaMH. YCTbeBaA IOBebXHOCTP BbICOKO-NOJIYOBaJIbHadA HM CJlerKa BbIIlyKJIadA, Y OCHOBaHHA 

KOTOPOM HaXONHTCH 共 OIOJIHHTeJIPHag KaMebK3a B TpeyIOJIPHOM Bue. YcTbe He ACHOe, MHOrMa 

Ha KOHTaKTe J[OMOJIHHTeJIbHOH KaMepKH C YCTbeBOM MOBePXHOCTbIO HaOJOLaeTCA TOHKAA IIIeJIP 

Kora IOoIIOJIHHTeJIPHag KaMepKa paspyllaeTca, TO 3a He 站 Ha YCTbeBOH IOBeDXHOCTH Ha6JIIO- 

aeTcg KDyIHHOe OTBepcTHe B HelpaBHJIbHO 中 opMe. PagoBHHa IJIarKag. CTeHKa nosympos- 

pauHaa. 

sma: 0,4—0,88 mm; IIUHDHHa: 0,3—0,76 mm; TOJIIIHHa: 0,13—0,3 mm. 

MecronaxoxenHe: [Tposnnuina L]3ancy, ye3na Haxptyx, Ulan, Baxnbxaii uw T.2. 

Elphidium Montfort, 1808 

H. A. Bonoumnopa (1958) sHadHTeJIPHO cy3Hula 06PeM HaCTOAIMero pola WH BKJIIOdHJIa 

B [OCJI€QHHH TOJbKO 中 opMPI C XOPOIIO pa3BHTbIMH Me?KCEMTAJIbHbIMA MOCTHKaMH， Kak 

Elphidium macellum (Fichtel et Moll), Elphidium crispum (Linné) WM HeMHOFOJHCJIeHHEIe 

mpyrve. A Bce OCTasIbHbIe 中 opMPI，y KOTOPBIX cnla60 pa3BHTbI Me2KCeMNTAJIbHbIe MOCTHKH, 

ObIJIH OTHECeHbI B Cribroelphidium Cushman et Bronnimann (1948). Oguako, mo mpemcta- 

BJIeHHIO CaMOTO KerimsHa 也 Bponumana, mocieqHHit pol IOJDEKeH O6slalaTb ACHbIM CHTOBHT- 

HbIM ycTbeM. Mbt HOTepKHM Bara, BouIoUIHHOBPI，dTO pa3BHTHe MeXKCeNTaJHbIX MOCTHKOB 

ABNACTCA OTJIMYHEM Pola Elphidium oT pola Cribrononion. 

Elphidium excavatum (Terquaem) planatum subsp. nov. 

(Ta61. XVI, puc. 8a,b) 

PakoBHHa OKPyrJieHHaa, C2KaTas C OOKOBbIX CTOPOH. [lepucbepwueckHit Kpali LwWHpoKoO- 
oKpyruibid. [locneqHnit o6opot coctTouT H3 13 KaMep，MeJIeHHO BOSPaCTarOLUMXxcA B pasMepax. 

[lopepxHocTb KaMep oOqeHP IJIOCKag. MerkcentambHble MOCTHKH Pa3BHTble, yJIMHeHHbIe, 3a- 
HMMatolliMeca OKOJIO 2/5 Bcel IOBepXxHOCTH Kameppl. CenTartbHEIe aMKH Pa3BHTble, qHCJIOM 
7—8 B KaXKIOM page. I[lynounaa o6nactb nnockaa. YcTpeBag MOBEPXHOCTb MOJyKpyrsiaa. 
YcTbe IIeJIeBHIHOe B OCHOBaHHH yYCTPeBO 首 IIOBepXHOCTH. 了 PaKoBHHa 6orree TJIaTK39。 

本 raMeTp DaKOBHHPI;， 0,49 mm; TOJIIHHa: 0,2 mm. 

CpaBHeHHe: Hactosutii sksemmiap oven cxomeH c 3K3eMIIJIRbOM，OUHCaHHBIM Kerim3- 
HPIM H3 COBDeMeHHBIX mMopert AHryrHH， HO ACHO OTJIMYAeTCA OT TEPKYEMCKOTO 3K3eMIIJIRD3 

(Terquaem, 1875). Hau opp nozsun XapaKTepH3yeTca KPyNHOH pakOBHHOM, GOJIbILHM 
KOJIHYECTBOM KaMep H INMPOKO-OKpyrvibIM TepH 中 epEaecKHM Kpaem. Ha 3THX IDpH3HaK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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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6IXeJIHM HOBY!O Pa3HOBHJIHOCTb. 

PacrpocTpaHeHEHe: Axrsma, CoppemeHuHbtii. 

MecToHaxoTeHHe: IIpos. Lsancy, ye3q Burbxaii. Ox3emmIAp HaiireH OqdeHP peTKO。 

Elphidiam ibericum (Schrodt) limpidum subsp. nov. 

(Ta6m. XVI, puc. 7a,b) 

PagoBHHa OKPyrJieHHaxd, IWJIOCKO-cxKaTad C OoKoBbIX cTopoH. I[lepudepuuecknii xKpaii 

3akpyrvieHHbId. Kamepb! mMHorouncyieHHble. IIocremHH 交 060poT cocTouT He 17—22 IJIOCKHX 

KaMep, MeJJICHHO YBeJIHUMBaIOLWUMXCA B pa3sMepax. CeITaJIPHBIe IIBBI CJIeTKa MpsMble, yrvly- 

GJIeHHPIe. MerkcentasibHble MOCTHKH KOPOTKHe, He OUeHb BBIUYKJIPIe. B KaxKIOM pate Ha- 

6mlofatotca 6oJIee TecHTH MeJIKHX AMKOB. I[lynouHasd Oo6JIacTP HIIOCKag HIIH CJIeTKa VYIJIVGJIeH- 

Had, MOKPbITad MpospayHolt wiwiKOH. YctTbe B De OTBepCTHi B OCHOBaHHH YCTbeBOM M0- 

BepxHocTH. CtTeHKa TIJIaKKag，Ccrra60 mpospayuHas. 

Jimametppi: 0,38—0,60 mm; TOJIIIHHa: 0,18—0,24 um. 

CpaBHeHHe: HacTORIIHE HOBbIii MOMBU OTJIHdaeTCR OT E. ibericum (Schrodt) 6oxree 

MJIOCKHM HIM CJIeTK3a yrJlyOJIeHHbIM IIYIKOM M G6oslee MpospayHO cTeHKOl. Hosaa BapHaIIHR 

CXOTHa C E. taiwanum Nakamura (1937), HO y HocyreHerO pakoBHHa Gosee BbINyKJIan C 60- 

KOBbIX CTOPOH C OOJIbLUHM KOJIHYECTBOM KaMep H 6omnee OCTPeHHO-3aKPYTVIbIM HeDH 中 epHqecKHM 

KpaeM. 

Mectonaxoxenve: IIpos. Li3ancy, ye3q Jiyntaii, Wlanxali. OK3emmappl HaliZeHbl 

OOHJIbHEIe. 

Rectoelphidiella Gen. nov. 

Tun poma: Rectoelphidiella lepida sp. nov. 

PakoBHHa yJJIMHeHHO-OBaJIbHad, WHBaJIIOTHad, 有 BYCTODOHOCHMMeTpHdHag。 I lepucbepuue- 

CKHM Kpali oKpyrvibiii. Kamepbl OpicTpo BospactaroTca B pasMepax. I[loceqHaAa KaMepa CHJIbHO 

B3fyTad, e€ BHYTPeHHHM yrouJl MpHTATHBaeTCA B IIYIIOdHYIO OOJIacTb. CellTaJIbHble IIBPI YIJIY- 

OJIeHHO-H30rHyTble. BoP HX OOOMX CTOPOH HaOsOMaeTcA PAI, KOPOTKHX MeXKCeIITaJIPHPIX 

amkoB. I]ynouwHad o6rracTP MaJleHbKad, 3aKPbIBalOllaaCd BHYTPeHHM yTJIOM T0CJIeqHeH Ka- 

Mepbl. YcTbeBad MOBEPXHOCTb BbICOKaH CO CHTOBHIHPIM YCTbeM. 

CpaBHeHHe: 本 aHHPI 站 pox HarIIOMHHaeT pon Elphidiella Cushman, HO oOTJIHqaeTcR OT 

MOCIeMHero CBoeH BbINPAMJIAIOWWeH paKOBHHOM HW ObICTpO BO3PacTAaOLLMMMCA KaMepaMH. 

Rectoelphidiella lepida Gen. et sp. nov. 

(Ta6n. XVI, puc. 12a—b) 

PaKoBHHa yJJIMHeHHO-oBasibHan. [lepucbepwueckuii Kpaii wupoKo-oKpyrsibili. [locenuuii 

060poT cocTOHT 43 8 一 9 Kamep, ObICTpO BO3pacTaIOIIHXCR B pasMepax. Kamepsl CepIIOBHK- 

HPIe，IIOCJIeTHHH H3 HHX CHJIPHO B3lyTad, 3aHHMalollaica IOHTH Ha 1/3 DaKOBHHPI，ega BHYT- 

peHHMH yroJl TDHKDPIBaeT IIYIIOK.。 CerITaJIPHPIe WBbI CJIeTKa H30rHyTble, YIJIYGJIeHHPIe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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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YMA DHIaM MeJIKHX AMOK. IlynouHad OOJIaCTb MaJIeHPKag，CJla00 yrulyOsleHHad H TIpHKpbl- 

Balollladcsd BHYTPeHHHM YIJIOM TocyieqHeH KaMepbl. YcTbeBai MOBePXHOCTb BbICOKO-OBaJIbHaA, 

BbINYKJIaA CO CHTOBAAHDIM ycTbem. IIOBepXHOCTP paKOBBHPI IJIaXKag. CTeHK3a TOHKad, IDO- 

3pauHad WH MeJIKOMopuctaa. 

Tinnua: 0,38—0,4 mm; IHBDHHa: 0,2—0,25 mm; TOJIIIHHa: 0,17—0,2 mm. 

MecToHaxoxKTeHHe: IIpos. Lsaxcy, ye3qa Buxpxaii, Xaiimenb, Uloan. 2K3eMIUIRD vait- 

JIeH HEMHOrounCJIeHHbIH. 

Rectoelphidiella aplata Gen. et sp. nov. 

(Ta6n. XVI, puc. 13a—b) 

PaKgoBHHa yJJIMHeHHO-OBaJIbHan, Govlee cxKaTad Cc OoOKOBbIX cTOpoH. I lepxdepnyeckuii 

Kpaii 3aKpyrJiGHHbIi, ca6o BomHUcTHI. TlocneqHuii o6opoT cocTOHT H3 9 TpéxyroJIbHO-H30r- 

HYTbIX KaMep, GObICTpO BospacTarollluxca B pa3sMepax. IlocneqHAA KaMepa ACHO B3—yTaa, ee 

BHYTPpeHHHi yrOJI BbITATHBaeTCA WO MyMoyHOH oO6JIacTH。 CeHTaJIPHBIe IIBPI ABCTBeEHHO yTrJry- 

6JIeHHPIe，CJIeTKa W30THyTble C JBYMA DRIOM AMOK, YNcIOM 10. I[lynouHasa o6nacTb mlocKas, 

cylerKa 3aKPbITa BHYTPeHHHM YIJIOM MocsIeqHeH KaMepbl. YcTbeBaA MOBEPXHOCTb BbICOKO-OBaJIb- 

Had HW BbIIyKJIad CO CHTOBHTHBIM ycTbeM. IloBepxHocTb DaKOBHHa TITJIaIK3ag. CTEHKa mouly- 

TipospauHas. 

J{nuna: 0,42 mm; IIHDHHa: 0,3 mM; TOJIIIHHa: 0,12 mm. 

CpaBHeHHe: Onncpipaemblii BU OT Rectoelphidiella lepida sp. nov. OTJIEHdqaeTcg 6oiee 

©KAaTOH PaKOBHHOM, OoNee H3OrHYTbIMH, CPaBHHTeJIbHO MeJVJICHHbIMH BOSPpaCTaOUMMHcaA KaMe- 

pamu. 

MecToHaxXoTeHHe: TIpos. Li3aucy, yeaa Issn. 

HaxomxKa SKZeMIWIApa eXHHHJH3 世 

wa eet sg) Pres, b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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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Pol. (SBR Textularia conica d’Orbigny 图 5. 倾斜 砂 票 虫 Mailzaxazzazz2t obliqua Heron-Allen 

la. 侧 祝 ; 1b. 口 祝 ; 1c. 底 视 。 X 30。 产地 : et Earland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553 。 5a. SMM; Sb. DAMM; Se. OM. X 75, 

图 2. AFP ML Haplophragmoides canariensis 产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14557, 有 
(d’Orbigny) 6. WEeatetH QOuingueloculina subungeriana ; 

2a. 背 视 ; 2b. TERM; 2c. HM. X 60, 产地 : Serova :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554, 6a. 多 室 面 视 ;6b. 少 室 面 视 ; 6c. 口 视 。 Xx 45。 

图 3.， RRR sp. Labrospira sp. 产地 :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558, 

3a. 腹 视 ，3b. SGM: 3c. 背 视 。X 80。 产地 : ”图 7, 8. MRR BCL FR Ouinqueloculina 
BRE. Bits: 14555, akneriana rotunda (Gerke) 7a, 8a. 223i 

f4. 隆 凸 砂轮 虫 Trochammina inflata (Montagu) 视 ; 7b, 8b. 少 室 面 视 ;7c，8c. OAM. X 100, 

4a. 背 视 ; 4b. 壳 缘 视 ; 4c. 腹 祝 。X 80。 产 地 : 产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559, 14560,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556, 
: 

Ta6anua | 3 

4 
Puc. 1. Textularia conica d’Orbigny 80; Ne Opurunasa: 14556. 

a—BHJ, C 6OKOBOM CTODOHPI，b 一 BH 世 CC yCTbeBOH Puc. 5. Miliammina obliqua Heron-AllenetEarland 

CTOPOHbI, c—BHJ, C HaYaJIbHOM CTOPOHbI; X 30; a—BHJ, C MHOrOKaMepHOH CTOPOHbI, b—BH C 

Ne OpHrHHayra: 14553,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CTbeBOH CTO- 

Puc. 2. Haplophragmoides canariensis (d’Orbigny) poubl; X 75; Ne Opurunasa: 14557, 

a—BHJ, CO CIMHHOM CTODOHPI， b 一 BHX c ycTbe- Puc. 6. Quinqueloculina subungeriana Serova 

BOH CTOPOHbI, c—BHJl C 6pIOIIHO 首 CTOpOHb!; xX a—BHJ, C MHOFOKaMepHOH CTOPOHbI, b—BH C 

60; No Opurunana: 14554.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L C YCTbeBOH 

Puc. 3. Labrospira sp. cToponbl; X 45; Ne Opurunana: 14558. 

a—BH, C OplOluHOH CTOpoHb!I, b—BH C ycrbe- Puc. 7,8. Quinqueloculina akneriana rotunda 

BOM CTOPOHb!; c—BHJ, CO CNHHHOM CTOPOHbI; X (Gerke) 

80; No Opurunana: 14555. a—BHJL C MHOTOKaMepHOH CTOPOHbI, b—BH C 

Puc. 4. Trochammina inflata (Montagu)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yCTbeBOi 

a—BHJ CO CMMHHOM CTOpOHbl, b—BHy C ycTbe- 

BO 首 CTOPOHbI, c—BHJ C 6pIOUIHO 次 crTopOHPI;， X 

cTOpOHPI; X 100; Ne Opurunama: 14559, 1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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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PHc. 

Puc. 

Puce. 

Puce. 

PrEWBRH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la. 多 室 面 视 ; 1b. 少 室 面 视 ; 1c. 口 视 。 
产地 :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561, 

拉 马 克 五 玻 虫 “小 型 亚 种 Ouingueloculina la- 

marckiana d’Orbigny minuscula subsp. nov. 

2a. DM; 2b. LMM; 2c. 口 视 。X 75, 
产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562, 
薪 丁 格 尔 五 瑞 虫 ? Ouinqueloculina? haiding- 

crit d’Orbigny 

3a. 少 室 面 视 ; 3b. 多 室 面 视 ; 3c. AM. X 60, 

产地 : BPR. Bis: 14563, 
FBR BRE HH Ouinqueloculina 

(Gerke et Issaeva) 

4a. 多 室 面 视 ; 4b. DMM; 4c. OH, X 100, 

X 60, 

complanata 

TaOsnua It 

1.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a—BHJ, C MHOFOKaMepHOii CTOpOHbI, b 一 BHX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yCTheBOH 

croponsi; X 60; Ne Opurunana: 14561. 

2. Quinqueloculina lamarckiana d’Orbigny 

minuscula subsp. nov. 

a—BHL C MOJIOKaMepHOii cTOpOHbI, b—BHA C 

MHOr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CTbeBOii 

CTODOHBI; X 75; Ne Opurunana: 14562. 

3. Quinqueloculina? haidingerii d’Orbigny 

a—BHJ|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b—BHA C 

MHOFOKaMepHOi CTOPOHbI, c—BHL C YCTbeBOIi 

cTopoupl; X 60; Ne Opurunasia: 14563. 

4. Quinqueloculina complanata (Gerke et 

Issaeva) 

a—BHJ. C MHOFOKaMepHOii cTOpoHbl, b—BHA C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CTbeBOl 

图 8. 

Puce. 

Puc. 

Puc. 

Puc. 

Il 

产地 : RGA. BIS: 14564, 
APR AEH OQuinqueloculina seminula (Linné) 

Sa. 少 室 面 视 ; 5b. SMM; 5c. AFM. X100, 

产地 : BIRR. MINS: 14565, 
Mt ERA Ouinqueloculina venusta Karrer 

6a. 多 室 面 视 ; Ob. 少 室 面 视 ; 6c. AFM. X100, 

产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566, 
Fuse HEH Ouinqueloculina contorta d’Or- 

bigny 

7a. 多 室 面 视 ; 7b. DMM; 7c. ARM, X100, 
PH: BPE. BIS: 14567, 
BH cf. 波 义 种 Quingueloculina cf. boue- 

ana d’Orbigny 

8a. 少 室 面 视 ; 8b. 多 室 面 视 ; 8c. OFM. 

产地 : RSA. BIBS: 14568, 

X 60, 

cTopoubi; X 100; Ne Opuranasa: 14564. 

5. Quinqueloculina seminula (Linné) 

a—BHJ,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b—BHA Cc 

MHOF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CTbeBOH 

CTODOHBI; X 100; Ne Opurunama: 14565. 

6. Quinqueloculina venusta Karrer 

a—BHJL C MHOTOKaMepHOH cCTOpOHb!l, b—BHA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L C YyCTbeBOli 

cTopoHnl; X 100; Ne Opurunana: 14566. 

7. Quinqueloculina contorta d’Orbigny 

a—BHJ_ C MHOrOKaMepHOH CTOpOHbI, b—BH C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yCTbeBOH 

cropous!; X 70; Ne OpHrHHaza: 14567. 

8. Quinqueloculina cf. boueana d’Orbigny 

a—BHJ|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b—BH Cc 

MHOrOKaMep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i 

cToponbi; X 60; Ne Opurunana: 14568. 



Puc. 

Puce. 

Puc. 

Puc. 

Puc, 

Wee Ouinqueloculina subarenarta 

Cushman 

la. 多 室 面 视 ; 1b. 少 室 面 视 ; lc. 口 视 。 X 80, 

产地 :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569, 

BY Seach dt Quinqueloculina argunica (Gerke) 

2a. SBM; 2b. HSMM; 2c. AM. X 60, 

产地 : BPA. Bios: 14570, 
AEH ch. PKR KAM Ouinqueloculina 

cf. dmitrievae (Bogdanowicz) 

3a. 多 室 面 视 ; 3b. DMM; 3c. 口 视 。 

产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571, 
SICH Edentostomina cultrata (Brady) 

4a. 少 室 面 ; 4b. SMW; 4c. AA. X 60, 

产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572, 
ABH Ouinqueloculina sabulosa Cush- 

man 

5a. 多 室 面 视 ; Sb. 少 室 面 视 ; Sc. AFM. X100, 
产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573。 

X 60。 

Ta6anua III 

1. Quinqueloculina subarenaria Cushman 

a—BHJ. C MOJIOKAMepHOi CTODOHPI， b 一 BHX C 

MHOrOKaMepHOi CTOPOHbI, c 一 BHK C ycCTbeBOit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569. 

2. Quinqueloculina argunica (Gerke) 

a—BH] C MHOrOKaMepHoui CTOPOHBI, 

c—BHL C yCTbeBOH 

b—BH],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TOpoHH!; X 60; Ne Opurunana: 14570. 

3. Quinqueloculina cf. dmitrievae (Bogdano- 

wicz) 

a—BHI C MHOrOKaMepHoii CTOPOHBI, 

MOJIOKaMep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Ii 

cTOpOHEBI; X 60; Ne Opurunana: 14571. 

4. Edentostomina cultrata (Brady) 

b—BH, Cc 

a—BHJL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b—Bu c 

MHOPOKaMepHOH CTOPOHbI, c—BH, C YyCTbeBOH 

cropoubi; X 60; Ne Opuruuana: 14572. 

5. Quinqueloculina sabulosa Cushman 

a—BHJL C MHOTOKaMepHOH cTODOHPI， b 一 BHX c 

版 

图 7. 

图 8. 

Puc. 

Puce. 

Puce. 

Puce. 

Puce. 

Ill 

三 瑞 虫 cf. 三 角 种 Triloculina cf. 

(Lamarck) 

6a. 少 室 面 祝 ; 6b. SMM; 6c. OA. X100, 
产地 : RBA. Bis: 14574, 
2fh=st Triloculina inflata d’Orbigny 

7a. 少 室 面 视 ; 7b. 多 室 面 视 ; 7c. 日 视 。 xX 80, 
产地 : REE. BES: 14575, 
ese thie Sigmoilina tenuis (Czjzek) 

8a. 侧 视 ; 8b. 口 祝 。 X 100, 产地 : 南通 县 。 
登记 号 : 14576。 

粗糙 类 曲 形 虫 ”S$zgzaotlozpsi5 asperula (Karrer) 

9a. 侧 视 ; 9b. 口 祝 。X100。 产 地 :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577。 

trigonula 

. FPS HG So flintit (Cush- 

man) 

10a. 侧 祝 ; 10b. 口 祝 。X 100, 产地: 海门 县 。 

登记 号 : 14578。 

MOJIOKaMePpHOH CTOPOHbI, c—BHL C YyCTbeBOH 

CTODOHBI; X 100; Ne Opurunasa: 14573. 

6. Triloculina cf. trigonula (Lamarck) 

a—BHj, C MOJIOKaMepHad CTOpoHa, b—BHL Cc 

MHOrOKaMep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Ii 

cTopoubl; X 100; Ne Opurunama: 14574. 

7. Triloculina inflata d’Orbigny 

a—BHJ_ C MOJIOKaMepHOH CTOPOHbI, b—BH Cc 

MHOFOKaMepHOH CTOPOHbI, c—BHfL C - yCTbeBOIi 

cropounl; X 80; Ne Opurunana: 14575. 

8. Sigmoilina tenuis (Czjzek) 

a—BHJL C O6OKOBOH CTOPOHbI, b—BHI C YCTbEBOII 

cTopoubl; X 100; Ne Opurunasa: 14576. 

9. Sigmoilopsis asperula (Karrer) 

a—BUJl C OOKOBO! CTOPOHbI, b—BHJL C YCTbeBOH 

cTropoubl; X 100; Ne Opurunama: 14577. 

10. Sigmoilopsis flintii (Cushman) 

a—BHJ, C 6OKOBOH CTOPOHbI, b—BHJ C YCTbeBOH 

cTopoHbl; X 100; Ne Opurunana: 1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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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Puce. 

Puc. 

Puc. 

Puce. 

Puc. 

ga 

WABHIEH Sigmoilina subtenuis sp. nov. 

la. (#1; 1b. HA. X 80。 产 地 : HGH. & 

记号 : 14579, 
普 拉 特 块 心 虫 Massilina 

Ellisor 

2a, 2b. 侧 视 ; 2c. OFM, X45. 产地 : 启东 县 。 
登记 号 : 14580。 

AME HH Massilina inaequalis Cushman 

3a, 3b. 侧 祝 ; 3c. 口 视 。X 60。 产 地 : BPE, 

2 

AL eHUCr HH | Massz1zzt 

4a, 4b. fl; 4c. 口 视 。 
SIs: 14582, 

优美 抱 环 虫 Spiroloculina eximia Cushman 

5a. 侧 祝 ;，5b. 口 祝 。X 60, 产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583, 
挪威 抱 环 虫 Spzroloczlzzg norvegica Cushman 

et Todd 

pratti Cushman et 

secans (d’Orbigny) 

X70, 产地 : 射 阳 县 。 

Ta6maua IV 

1. Sigmoilina subtenuis sp. nov. 

a—BHJl C 6OKOBO cTopoHbI, b—Buy c ycTbeBol 

cTopoubl; X 80; Ne Opurunana: 14579. 

2. Massilina pratti Cushman et Ellisor 

a,b—BHJ C GOKOBOH CTOPOHbI, c—BH JC yCTbeBO!I 

cropoubl; X 45; Ne Opurunasa: 14580. 

3. Massilina inaequalis Cushman 

a,b—BHJ, C OOKOB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ropoubl; X 60; Ne Opurunana: 14581. 

4. Massilina secans (d’Orbigny) 

a,b—BHJ C 6OKOB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i 

cTopoubl; X 70; Ne OpHrHHara: 14582. 

5. Spiroloculina eximia Cushman 

a—BHJ, C 6OKOBOH CTODOHPI，b 一 BHX C ycTbeBOit 

cTopoubl; X 60; Ne Opurnnana: 14583. 

版 IV 

图 7. 

图 10. 

Puc. 

Puce. 

Puc. 

Puce. 

Puce. 

6a. 侧 视 ; 6b. FP. X 60, 
记号 : 14584, 

光滑 抱 环 虫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7a. 侧 视 ; 7b. 口 视 。 

Toss. 14585, 

RORIAPA HH = Spiroloculina 

sini 

8a. fill; 8b. OM. x45. 产地 : 阜 宁县 。 登 
记号 214586。 

SERIA Sptroloculina lucida Cushman et 

Todd 

9a. 侧 视 ; 9b. AFM. 
记号 : 14587, 

ANAL HH Pyrgo? irregularis (d’Orbigny) 

10a. FEM; 10b. 侧 视 。X 45。 产 地 : 滨海 县 。 
ER 14588, 

产地 ; 滨海 县 。 登 

X 45。 产地: REE. S 

soldanit Forna- 

X 45。 产 地 : 嘉定 县 。 登 

6. Spiroloculina norvegica Cushman et Todd 

a—BH, C 6OKOBOH CTODOHPI，b 一 BHX c YCTPeBO 首 

cTopoubl; X 60; Ne OpHrHHavra: 14584, 

7. Spiroloculina laevigata Cushman et Todd 

a—BHJ, C GOKOBOM CTODOHPI，b 一 BHX C ycTbeBO!i 

cTopoubl; X 45; Ne Opurunana: 14585, 

8. Spiroloculina soldanii Fornasini 

a—BH, C 6OKOBOH CTODOHPI，b 一 BHX c yCTbeBOH 

cropoupl; X 45; Ne OpHrHHara: 14586. 

9. Spiroloculina lucida Cushman et Todd 

a—BHJ, C 6OKOBOM CTOPOHbI, b—BH C ycTbeBOii 

cropoubl; X 45; Ne Opurunana: 14587. 

10. Pyrgo? irregularis (d’Orbigny) 

a,b—BH c 6OKOBOH cTopoHbl, X 45; Ne OpH- 

THHa3aJIa: 14588. 



图 1. 

图 3, 4. 

图 >. 

图 6. 

图 7,，8.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Puc. 

Puce. 

Puc. 

Puce. 

Puc. 

Puc. 

Puc. 

Puc. 

图 

AIG H «sp. Dentalina sp. 

侧 视 。 X 60。 产地 : BRE SEs: 14589, 

RAR BR Lagenonodosaria scalaris 

(Batsch) 

侧 祝 。X 100, FAH: MAH. Bis: 14590, 
SC Hath Lagena gracillima (Seguenza) 

3. 侧 祝 。X8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592, 
下 仙 视 。 产地 :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 14591, 

A eiF tt Lagena elongata (Ehrenberg) 

侧 视 。X 60。 产 地 : 如 东 县 。 登 记号 : 14593, 
eH Lageza clavata Williamson 

侧 视 。X 6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594, 
WEA Lagena substriata Williamson 

7. 侧 祝 。 X 10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记 号 : 
14596, 

8. 侧 祝 。 
14595。 

ERI Lagena hispida Reuss 

侧 视 。X 100。 产 地 : EM. Bis: 14597, 
上 新 世 泪 虫 Lagezea pliocenica Cushman et 

Gray 

MU. X7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598, 
Seo dt Lagena striata (d’Orbigny) 

侧 祝 。X 100。 产 地 : 东台 县 。 登 记号 : 14599, 
SEW aR Lagena perlucida (Montagu) 

x 100, “Hi: ARE. BS: 

图 13. 

14.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Ta6anua V 

1. Dentalina sp. 

BHJL C 6OKOBOH cTOpoHbI; X 60; Ne Opurunaia: 

14589, 

2. Lagenonodosaria scalaris (Batsch) 

BH C 6OKOBON CTODOHEBI; X 100; Ne Opuranata: 

14590. 

3,4. Lagena gracillima (Seguenza) 

BU C GOKOBOM CTODOHPI; X 80; Ne Opurunana: 

14591, 14592. 
5. Lagena elongata (Ehrenberg) 

BU, C 6OKOBON cTOpoHbt; X 60; Ne Opurunaia: 

14593. 

6. Lagena clavata Williamson 

BH, C GOKOBOH cTopoHbI; X 60; Ne OpHrHHamal: 

14594. 

7,8. Lagena substriata Williamson 

BH C GOKOBOii cTOpoHbI; X 100; Ne Opurunana: 

14595, 14596. 

9. Lagena hispida Reuss 

BU C GOKOBOH cTOpDOHBI; X 100; Ne Opurunana: 

14597. 

10. Lagena pliocenica Cushman et Gray 

BU, C GOKOBOH cTopoHbl; X 70; Ne Opurunasia: 

14598. 

11. Lagena striata (d’Orbigny) 

BH Cc GOKOBOH CTOpOHBI; X 100; Ne Opurunana: 

14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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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侧 视 。X 75。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600, 
0] tH sp. Fissurina sp. 

侧 视 。X 8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601, 
光滑 颖 口 虫 Fisszt7zzpa laevigata Reuss 

侧 祝 。X 80。 产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602, 

汉 京 小 滴 虫 Guttulina hantkent Cushman et 

Ozawa 

fF. x 100, 产地 : 和 皇 宁 县 。 登记 号 : 14603, 

RAN ~Guttulina lactea (Walker et Jacob) 

侧 视 。X 80。 产 地 : RBA. Sits: 14604, 
甚 长 小 滴 虫 Guttulina praelonga (Egger) 

侧 视 。X 80。 产 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14605, 
菱 野 小 滴 虫 。 Grttt1zza kishinouyi Cushman 

et Ozawa 

18a, 18b. (7, X 80。 产 迎 : 射 阳 县 。 有 登记 

号 : 14606。 

GAGA} ER HH Globulina minuta (Roemer) 

19a, 19b. 侧 祝 。 X 80, FR Hi: BTS, 登记 

号 : 14607。 

东方 小 滴 虫 ”Gartttx1zzat orientalis Cushman et 

Ozawa 

20a, 20b. 侧 视 。 X 80。 产 地 :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 14608。 

12. Lagena perlucida (Montagu) 

BH C 6oKOBOii cTopoHbl; X 75; Ne Opurunaa: 

14600. 

13. Fissurina sp. 

BH. C 6OKO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anasa: 

14601, 

14. Fissurina laevigata Reuss 

BH, C 6OKOBOi CTODOHEI; X 80; Ne Opurunana: 

14602, 

15. Guttulina hantkeni Cushman et Ozawa 

a,b—su C GoKoBoH cropoHbl; X 100; Ne OpH- 
THHaJIa: 14603. 

16. Guttulina lactea (Walker et Jacob) 

a,b 一 BHX c 6oKOBOM CTOpOHEI; X 80; Ne Opn- 

THHaJIa: 14604. 

17. Guttulina praelonga (Egger) 

BHU, C S6OKOBOM cTOpoHb!, X 80; Ne Opurunasia: 

14605. 5 

18. Guttulina kishinouyi Cushman et Ozawa 

a,b 一 BHX c 6OKOBOM cTOpoHBI; X 80; Ne Opu- 

rHHasa: 14606. 

19. Globulina minuta (Roemer) 

a,b—su c 6oKoBo cTopoHbi; X 80; Ne OpH- 

THHasia: 14607. 

20. Guttulina orientalis Cushman et Ozawa 

a,b 一 BHX C GoKOBOM cropoHbi; X 80; Ne OpH- 

rHHaJia: 14608. 

ee ee OO CO ee ee 







图 6. 

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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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Vi 

短小 内 管 虫 ? ?Exosyyxziztxz curta (Cushman et nov。 

Ozawa) 8a, 8b. 侧 视 。X 100, 产地 : EM, 登记 号 : 
侧 视 。X 80。 产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14609, 14616, 

反 称 虫 sp. Stgmomorphina sp. 9,10. AS BARRERA Fursenkoina pauciloculata 

2a, 2b. 侧 视 。X 60。 产 地 : 泰兴 县 。 登记 号 : (Brady) 9a, 9b. 侧 视 。X100。 产 地 : 启东 县 。 
14610。 登记 号 : 14617, 

WKABZWH Pseudopolymorphina subo- 10a, 10b. 侧 视 。X 10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记 

blonga Cushman et Ozawa 号 : 14618, 

3a, 3b. 侧 视 。 X 30。 产 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图 11. 6428754 Bolivina suteri Cushman et Renz 

14611, MUAH. xX 80。 产 地 : 东台 县 。 登 记号 : 14619, 
FETE HH? sp. A Tobolia? sp. A 图 12. 条 纹 箭 头 虫 Bo1zzzza striatula Cushman 

4a, 4b. 侧 祝 。 X 100, 产地: RAR, BCS: 侧 祝 。X 80。 产 地 : 东台 县 。 登 记号 : 14620, 
14612。 图 13. 强壮 稍 头 虫 Bolivina robusta Brady 

托 博 虫 ? sp. B Todolia? sp. B 侧 祝 。X 8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21, 
5a，5b. 侧 视 。 X 80。 产 地 : RMB, Bis: 图 14. 箭头 虫 cf. 微小 种 Bolzvzza cf. paula Cushman 

14613。 et Cahill 

AF Bi Uvigerina canariensis d’Orbigny 侧 视 。X 100。 产 地 : MBAR. Bigs: 14622, 

侧 祝 。X 80。 产 地 : 太仓 县 。 登 记号 : 14614, 图 15. 假 刺 孔 箭头 虫 Bolzzzza pseudopunctata Hogland 

具 纤 小 泡 虫 Brel1zzzzza marginata d’Orbigny 侧 祝 。X 80, 产地 : BE. Sipe: 14623, 

7a, 7b. 侧 视 。 X 110, 产地 :海门 县 。 登记 Fl 16,17. 科 契 箭头 虫 Bolivina cochei Cushman et 

#: 14615, Adams 

SNOB SILER GHILFH) Bulimina mar- 侧 视 。X 80。 产 地 :， 海 门 县 。 登记 号 : 14624, 
ginospinata Cushman et Parker ovata subsp. 14625, 

~ TaOanua VI 

1. ?Esosyrinx curta (Cushman et Ozawa) ab 一 BHX c GOKOBOH cropoHbi; X 100; Ne OPpH- 

BH, C GOKOBOi CTOpOHPI，X 80; Ne Opurunavia: ruHasia: 14616. 

14609. Puc. 9—10. Fursenkoina pauciloculata (Brady) 

2. Sigmomorphina sp. a,b—BH, C GOKOBOH cTOpoHbl; X 100; Ne Opu- 

a,b—BH, C 6OKOBOH cTopoHbi; X 60; Ne Opn- THHaJa: 14617, 14618. 

rHHasia: 14610. Puc. 11. Bolivina suterti Cushman et Renz 

3. Pseudopolymorphina suboblonga Cushman BH, C GOKO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nnana: 

et Ozawa 14619. 

ab 一 BHX c 6OKOBOM cTopoHbi; X 30; Ne OpH- Puce. 12. Bolivina striatula Cushman 

THHaJIa: 14611. BH C 6OKOBOH cTOpoHbl; X 80; Ne Opurunaa: 

4. Tobolia? sp. A 14620. 

ab 一 BHX C GoKOBOi cTOpoHBI; X 100; Ne Opn- Puc. 13. Bolivina robusta Brady 

TuHasia: 14612. BH C 6OKO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ua: 

5. Tobolia? sp. B 14621. 

a,b—Buy, c GOKOBOH cTopoHbi; X 80; Ne Opu- Puc. 14. Bolivina cf. paula Cushman et Cahill 

rHHasia: 14613. BH C GOKOBONi cropoHbI; X 100; Ne Opurunana: 

6. Uvigerina canariensis d’Orbigny 14622. 

BH, C 6OKO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kawa: Puc. 15. Bolivina pseudopunctata Hogland 

14614. BH C 60KOBOM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ia: 

7. Bulimina marginata d’Orbigny 14623. 

a,b—BH, C GoKOBOH cTopoHb!; X 110; Ne OpH- Puc. 16—17. Bolivina cochei Cushman et Adams 

ruHasia: 14615. 

8. Bulimina marginospinata Chshman et 

Parker ovata subsp. nov. 

BH, C 6OKOBOM cTOpoHbi; X 80; Ne Opurnuaa: 

14624, 1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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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vina obscura sp. 模糊 箭头 虫 〈 新 种 ) 

1. 副 型 标本 , MFM, X 8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626, 

2. 副 型 标本 ， 侧 视 。X 80。 产 地 : 海门 县 。 登 

记号 : 14627。 
3. 正 型 标本 , 侧 视 。X 100。 产 地 : 东台 县 。 登 

记号 : 14628。 

熏 旋 虫 sp。Spzjz1z7z20 sp. 

侧 视 。X 80。 产 地 : 崇明 县 。 登 记号 : 14629, 

布 腊 德 玫 瑰 虫 Rosa1zza bradyi (Cushman) 

5a，6a。 背 视 ，5b, 6b. HBF; 5c, 6c. 壳 缚 视 。X 

80。 产 地 : YA. Bins: 14630, 14631, 

Jee A A Valvulineria laevigata Phleger 

Ta6anua VII 

1—3. Bolivina obscura sp. nov. 

BH, C GOKOBOM cTOpoHbI; 1,2— X 80; Ne Opu- 

THH3aJIa: 14626, 14627. 3—Holotype; x 100; 

Neo Opurunana: 14628, 

4. Spirillina sp. 

BAL C 6OKOBO cTOpoHb!; X 80; Ne OPpHrHHayIa: 

14629. 

5.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a—BHJ CO CMMHHOM CTOpOHbI, b—BH C 6pIOUI- 

HOM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 CTOPOHbI; x 

80; No Opuruuasia: 14630. 

6. Rosalina bradyi (Cushman) 

a—BHjJ, CO CNHHHOH CTOpoHbl, b—BHL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bI; X 

80; No Opurunana: 14631. 

7. Valvulineria laevigata Phleger et Parker 

Vil 

10. 

Puc. 

Puce. 

Puc. 

et Parker 

7a. 背 视 ; 7b. 腹 视 ; 7c. Feet. X 8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32, 
凹陷 圆 形 虫 Gyroidiza depressa (Alth ) 

8a. 背 视 ; 8b. BETH; 8c. FoR MM. X 8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33。 

HEME - 25th Eponides repandus (Fichtel et 

Moll) 

9a. 背 视 ; 9b. 腹 视 ; Ic. FeRAM. X 80. FR ith: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34, 

饰 状 也 上 容 虫 ”Poroepozzdes 

Asano et Uchio 

10a. 背 祝 ，10b. HER: 10c. SM, xX 45。 产 
地 : BPA. Sis: 14635, 

cribrorepandus 

a—BHJ. CO CNHHHOH CTOpOHbl, b—Buy C Oprou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HI; X 

80; Ne Opurunana: 14632. 

8. Gyroidina depressa (Alth) 

a 一 BH CO CMMHHOM CTOPOHbI, b—BHJ, C 6pDIOI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33. 

9. Eponides repandus (Fichtel et Moll.) 

a—BHj], CO CNHHHOM CTOpOHbI, b—BHI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nnana: 14634, 

10. Poroeponides cribrorepandus Asano et Uchio 

a—BHJ, CO CNMHHOM CTOpOHbI, b—BHf C 6DIOI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bI; X 

45; Ne Opurunama: 14635. 

SS oe a. ee 



ff RE: 江苏 东部 第 四 纪 有 筷 虫 图 版 VII 





Puc. 

Puc. 

Puc. 

z 版 Vill 

加 厚 孔 上 容 虫 (新 种 ) Poroetbpomzdes incrassatus 

sp. nov. 

la. 背 祝 ; 1b. 腹 视 ; 1c. 壳 缘 视 。X 45。 产 地 : AO. 

HHA. SIS: 14636, 
粗糙 面颊 虫 (新 种 ) Buccella inculta sp. nov. 

2a. 背 视 ; 2b. 腹 视 ; 2c. eM. X 80。 产 地 : 

上 海 。 登 记号 : 14637, 图 7. 

See TMH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3a. Ai; 3b. 腹 祝 ; 3c. FeRAM x60, 产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14638, 

ok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图 8. 

4a. 背 祝 ; 4b. 腹 视 ; 4c. FeRAM. X 8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39, 

覆盖 面 频 虫 〈 新 种 ) Bzccella tunicata sp. nov. 

Ta6unarmra VIII 

1. Poroeponides incrassatus sp. nov. 

a 一 BH CO CNMHHOM CTOpOHPI，b 一 BH 上 C 6pIOHI- 

HOH CTOPOHbI, c—BH, C YCTbeBOM CTOPOHbI; X 

45; No Opurunana: 14636. Puc. 

2. Buccella inculta sp. nov. 

a—BHJ, CO CMMHHO CTOpOHb!I, b—BHs C 6pIOm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DOHPI X 

80; Opurunana: 14637. Puc. 

3. Buccella inusitata Andersen 

a—BH, CO CIHHHO 首 GTODOHPI，b 一 BHX C 6pIOII- 

_ HOW CTODOHBI，C 一 BHX C YCTbeBOH CTOPOHbI; X 

- 60; Ne OpHrHHara: 14638. 

4. Buccella frigida (Cushman) Puc. 

3 一 BHX CO CIHHHO 首 CTOpOHbI, b—Buy C 6pIOII- 

HOM CTODOHBI，c 一 BH 世 C YCTbeBOH CTOPOHbI; X 

~ 80; No Opurunana: 14639. 

Puc. 5. Buccella tunicata sp. nov. 

Sa. 背 视 ; Sb. 腹 视 ; Sc. Te. X 70。 产 地 : 

常熟 县 。 登 记号 : 14640, 

耳 状 肪 泡 虫 Ceazczzg auriculus (Fichtel et 

Moll) 

6a. AFL; Ob. 腹 祝 ; 6c. FEM. X 80。 产 地 : 

Li. SIRS: 14641, 
Behe RR Re RR Cancris sagra com- 

munis Cushman et Todd 

7a. BAM; 7b. BEAL; 7c. 侧 祝 。X60。 产 地 : JA 

东 县 。 登 记号 : 14642, 
面包 虫 sp。Czpzczdes sp. 

8a. 背 视 ; 8b. 腹 视 ; 8c. 壳 缘 视 。X 80。 产地 : 
大 丰县 。 登 记号 : 14643。 

a 一 BHI CO CIHHHO 站 CTOpoHbl, b—BHA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bI; X 

70; Ne Opurunana: 14640. 

6. Cancris auriculus (Fichtel et Moll) 

a—BHJ, CO CNHHHOM CTOpOHbI, b—BH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f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sa: 14641. 

7. Cancris sagra communis Cushman et 

Todd 

a—BHJl CO CNHHHOM CTODOHPI，b 一 BHX C 6DIOII- 

HOii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60; Ne Opurunana: 14642. 

8. Cibicides sp. 

a—BH, CO CMHHHOH cTOpoHbl, b—BHL C 6pIOU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o OpHrHHara: 1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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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LR «| CzZzczder = pseudoungerianus 图 5. 

(Cushman) 

la. #0; lb. 腹 视 ; 1c. FEAR. X 80, F Hh: 
大 仓 县 。 登 记号 : 14644, 图 6. 
曼 顿 咎 泽 虫 Hanzawaia mantaensis (Galloway 

et Morrey) 

2a. 背 视 ; 2b. 腹 视 ; 2c. FRM. X 80。 产地 :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645, 图 7. 
Hips rh 〈 新 种 ) «=Hanzawaia convexa sp. 

nov. 

3a. 背 视 ; 3b. 腹 视 ; 3c. FRM. X 8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46, 图 8. 

泡 状 抱 球 虫 Globigerina bulloides d’Orbigny 

4a. AH; 4b. 腹 视 ; 4c. Tei, x 10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47。 

Ta6uHa IX 

1. Cibicides pseudoungerianus (Cushman) Puce. 

a—BHJL CO CNMHHOM CTOpOHbI, b—BHI, C Oproll- 

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44. 

2. Hanzawaia mantaensis (Galloway et Puc. 

Morrey) 

a—BHJ, CO CIMHHOM CTODOHPI，b 一 BHI C 6pIOII- 

HOM CTOPOHbI, c—BHf, C YCTbeBOM CTODOHBI; X 

80; No Opurunana: 14645. Puc. 

3. Hanzawaia convexa sp. nov. 

a 一 BH CO CNMHHOH CTOPOHPI，b 一 BHX c 6pIOII- 

HOM CTOPOHbI, c—BHJ, C ycCTPeBO 站 CTOpDOHBI; xX 

80; Ne OpHrHHara: 14646. Puce. 

4. Globigerina bulloides d’Orbigny 

a—BH, CO CNHHHOM CTOpDOHPI，b 一 BHX c 6prou- 

HO CTOPOHbI, c—BHJ C YCTbeBOl CTOPOHLI; X 

100; Ne Opurunana: 14647. 

变异 抱 球 虫 Globigerina varianta Subbotina 

5a. AE; Sb. 腹 视 ; Sc. 壳 缘 视 。X 100。 产 地 : 

Ree. Bis: 14648, 

= 705k Globigerina triloculinoides Plum- 

mer 

6a. 背 视 ; 6b. 腹 视 ; 6c. 壳 缘 视 。X10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49。 

抱 球 虫 cf. 隆 凸 种 Globigerina cf. inflata 

d’Orbigny ; 

7a. 背 视 ; 7b. 腹 祝 ; 7c. Fete. X100, fH: 

EY. SIGS: 14650, 

红色 拟 抱 球 虫 ”Gl1opigerizozdes ruber (d’Or- 

bigny) 
8a. 背 视 ; 8b. 腹 视 ; 8c. Fee. X100, FH: 

Re. BIOS: 14651, 

5. Globigerina varianta Subbotina 

a—BH], CO CNHHHOM CTOpOHbI, b—BA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BI; X 

100; Ne Opurunana: 14648. 

6. Globigerina triloculinoides Plummer 

a—BHJl CO CIMHHOM CTOpoHb!, b—Bu C 6pD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100; Ne Opurunana: 14649. 

7. Globigerina cf. inflata d’Orbigny 

a—BHJ CO CHMAHOM CTOpoHbI, b—BH, C Oproul- 
HOH CTOPOHbI, C—BHL C YCTbeBOH CTOPOHbI; 义 

100; Ne Opurunana: 14650. 

8. Globigerinoides ruber (d’Orbigny) 

a—BHJL CO CMMHHOM cTOpoHbl, b—Bus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H CTOPOHbI; X 

100; No Opurunana: 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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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e. 

Puc. 

Puc. 

版 

红色 拆 抱 球 虫 Glopzgerzimotdes ruber (d’Or- 

bigny) PS. 

la. 背 视 ; 1b. WPM; 1c. 壳 和 缘 祝 。X 100。 产 地 : 

东台 县 。 登 记号 : 14652, 
圆 辐 虫 sp. Globorotalia sp. 

2a. tM; 2b. 腹 视 ; 2c. 壳 缘 视 。X100。 产 地 : 图 6. 

太仓 县 。 登 记号 : 14653, 
#2 EHR Globorotalia tumida (Brady) 

3a. 背 视 ; 3b. WM; 3c. RM. X100, FH Hh: 

LY, SIGS: 14654, 图 7. 
施 罗 特 假 轮 虫 Pseudorotatia schroteriana (Par- > 

ker et Jones) 

4a. 背 视 ; 4b. WAM; 4c. Fett. X 30。 产 地 : 

Ta6umHua X 

1. Globigerinoides ruber (d’Orbigny) 

a—BHJ, CO CNHHHOM CTODOHPI，b 一 BHXA c -6pIOII- Puc. 

HOW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LI; X 

100; Ne Opuruuana: 14652. 

2. Globorotalia sp. 

a 一 BHX CO CHHHHO 首 CTODOHPI，b 一 BHXI C 6pIOII- 

HOH CTODOHPI， C—BHJL C YCTbeBOH CTODOHPI; X Puc. 

100; Ne OpgrHHara: 14653. 

3. Globorotalia tumida (Brady) 

a—BHj, CO CIMHHOH CTOpoHbI, b—BHA C 6pIOU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HI; X 

100; Ne Opurunana: 14654. Puc. 

4. Pseudorotalia schroteriana (Parker et 

Jones) 

a—BHJ CO CIHHHO 首 CTOpOHEI，b 一 BHX C Oproul- 

HOH CTODOHP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发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655, 

无 刺 仿 轮 虫 Pereroxelze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5a. 背 视 ; Sb. 腹 祝 ; Sc. 壳 缘 视 。X 80, 产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14656。 
东方 优 轮 虫 Peararotalze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des) 

6a. 背 视 ; 6b. 腹 视 ; 6c. Feet. X 8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57, 
ARRIGO ~Pararotalia armata (d’Orbigny)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7a. 背 视 ; 7b. 腹 视 ; 7c. 壳 缘 视 。 X 80, FH HH: 

启东 县 。 登 记号 : 14658。 

inermis (Terquem) 

30; No OPpHrHHawta: 14655, 

5. Pararotalia inermis (Terquem)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a—BHJ, CO CIMHHOH CTOpOHb!, b—BH Cc 6pIOII- 

HOM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56. 

6. Pararotalia orientalis (Cushman et Bermu- 

dez) 

a—BH], CO CNHHHOM CTODOHPI，b 一 BHX c 6pIOI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I CTOPOHbI; X 

80; No Opuruuana: 14657. 

7. Pararotalia armata (d’Orbigny) emend. 

Loeblich et Tappan 

a 一 BHX CO CMMHHOii CTOpOHbI, b—BH C 6pIOUI- 

HOH CTOpOHPI， c 一 BHX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58. 



图 1. 

Puc. 

Puc. 

Puc. 

Puc. 

菌 状 优 轮 虫 (新 种 ) Pararotalia fungiformis sp. 

nov. 

la. 271; 1b. 腹 视 ; 1c. Fe. X 60。 产 地 : 

nov. 

5a. 背 视 ; Sb. 腹 视 ; Sc. Fe. X100, HHH: 

南通 县 。 登记 号 : 14663,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59, 图 6. DSH ARM CRLF) Ammonia 

Segre rh Ammonia beccarit (Linné) pauciloculatus (Phleger et Parker) major 

2a. 背 视 ; 2b. AGM; 2c. FRM. X 80。 产 地 : subsp. nov.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60, 6a. 背 视 ; 6b. 腹 视 ; 6c. Fei. X 80, 产地 : 
同 现 担 转 虫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64, 

Jones) 图 7. 3864 sp. Ammonia sp. 

3a. HA; 3b. 腹 视 ; 3c. Fee. X 30, 产地 : 7a. 背 视 ; 7b. AGM; 7c. Fete M. X 80。 产 地 : 

REE. SiS: 14661,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65, 

精美 担 转 虫 (新 命名 )4zzzzozzza faceta nom. nov. 图 8. 双 孔 星 轮 虫 (新 种 ) Asterorotalia diplocava sp. 

4a. 背 祝 ; 4b. 腹 祝 ; 4c. FoR. X 75。 产 地 : nov。 

丹阳 县 。 登 记号 : 14662。 副 型 标本 ，8a. 背 视 ; 8b. 腹 视 ; 8c. TERM. X 
南通 揽 转 虫 (新 种 ) Ammonia nantongensis sp. 30。 产 地 : HEA, Bis: 14666, 

TaOauua XI 

1. Pararotalia fungiformis sp. nov. a—BHJl CO CNHHHOM CTOpOHPI，b 一 BHX C 6DIOII- 

a—BH] CO CHHHHO 首 CTOPOHPI，b 一 BHX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PeBO 放 CTOPOHBI; X 

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M CTOPOHb!; X 100; Ne Opurunana: 14663. 

60; Ne Opuruuana: 14659. Puc. 6. Ammonia pauciloculata(Phleger et Parker) 

2. Ammonia beccarii (Linné) major subsp. nov. 

3 一 BHX CO CMMHHOM CTODOHPI，b 一 BHX c 6piOII- a 一 BH CO CHHHHO 让 CTOpDOHPI，b 一 BBX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DOHBI; X Hol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M CTOPOHbI; Xx 

80; Ne Opurunana: 14660. 80; Ne Opurunana: 14664. 
3. Ammonia annectens (Parker et Jones) Puc. 7. Ammonia sp. 

a—BHj CO CIMHHO! CTODOHPI，b 一 BHX C 6proul- a 一 BHX CO CMMHHOM CTOpDOHPI，b 一 BRX C Oproul- 

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H CTOpOHPI X Holi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30; No Opurunana: 14661. 80; Ne OpHrHHana: 14665. 

4. Ammonia faceta nom. nov. Puc. 8. Asterorotalia diplocava sp. nov. 
a—BHfl CO CHHHHO 首 CTOPpOHPI，b 一 BHX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L C yCTPeBO 首 CTOPOHBI; X 

75; Ne Opurunasa: 14662. 

5. Ammonia nantongensis sp. nov. 

a—BHj. CO CHHHHO 站 CTOpoHbI, b—BHA C Oproli- 

HOH CTOPOHbI, c—BH/l C YCTbeBOH CTOPOHbI; X 

30; Ne Opurunana: 14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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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1, 4. 

图 2. 

Puce. 

Puce. 

Puc. 

图 ”版 

亚 三 刺 星 轮 虫 ”4sxterorota1zg subtrispinosa 

(Ishizaki) 

la, 4a. 背 视 ，1b, 4b. 腹 视 ，4c. MEM, X 60, 

产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67, 14670, 

AB CHR) Asterorotalia venusta sp. 

nov. 

2a. 背 视 ; 2b. 腹 视 ; 2c. Fe. X 60。 产 地 : 
REA. SiS: 14668, 

双 孔 星 轮 虫 (新 种 ) Asterorotalia diplocava sp. 

nov. 

图 5. 

图 6. 

XII 

正 型 标本 ， 3a. AFL; 3b. 腹 祝 ; 3c. FoR. 义 

3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69, 

协 目 星 轮 虫 装饰 亚 种 〈 新 亚 种 )  Asterorotalia 
venusta ornata subsp. nov. 

Sa. 背 祝 ; Sb. GM; 5c. sc.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71, 

x 60, 产地 : 

eve CHA) Asterorotalia binhaiensis 

. Sp. nov. 

6a. HAL; Ob. MGM; 6c. FEM. X 3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72, 

Ta6mHIa XII 

1,4. 

a—BHJ, CO CIMHHOH CTOpoHb!l, b—BHJ, C_GpIOII- 

Asterorotalia subtrispinosa (Ishizak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Puc. 

60; No Opurunana: 14667, 14670. 

2. Asterorotalia venusta sp. nov. 

a—BHJL CO CIIMHHOM CTOpOHb!, b—BH, C 6pIOII- 

HOH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bI; X Puc. 

60; Ne Opurunaa: 14668. 

a 

a—BHJl CO CNHHHOM CTOpoHbI, b—BH C 6pIOII- 

Asterorotalia diplocava sp. nov. 

HOH CTOPOHbI, c—BHJL C yCTbeBOM CTOPOHb!; X 

30; Ne Opurunana: 14669, 

iy 

a—BHJl CO CNMHHOM CTOpOHPI，b 一 BHX C 6DpIOI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 CTOPOHbI; X 

60; Ne Opurunaa: 14671. 

6. 

a—BHJl CO CMHHHOM CTOpoHbl, b—BHJ, C. 6pDIOII- 

HOM CTOPOHbI, c—BHJ, C YCTbeBOM CTOPOHbI; X 

30; Na Opurunana: 14672. 

Asterorotalia venusta ornata subsp. nov. 

Asterorotalia binhaiensis sp. nov. 



Puc. 

Puc. 

Puc. 

Puc. 

Puc. 

Puc. 

Puc. 

El ok 

EI-MS HR Pullenia quinqueloba (Reuss) 

la. 侧 祝 ， lb. SER. X 80。 产 地 : 上 海 。 登 

ji: 14673, 
AAIET Hh Nonion tuberculatum (d’Orbigny) 

2a. 侧 祝 ;2b. ERM, X80, FHI: 滨海 县 。 登 

记号 : 14674。 
异常 虫 式 诺 宁 虫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3a. 侧 祝 ; 3b. 壳 缘 祝 。X 100。 产 地 :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 14675, 
希 五 格 诺 宁 虫 Nonion schwageri Cushman 

4a. 侧 视 ;4b. 壳 缘 视 。X 80。 产 地 : 太仓 县 。 登 
记号 : 14676。 
ZERIT HH Nonion usbekistanensis By- 

kova 

5a. MF: Sb. FA, X80, FH: RRB 

ie: 14677, 

光滑 诺 宁 虫 (新 种 ) Nonion glabrum sp. nov. 

6a. 侧 视 ，6b. EM, X80, FHI: 太仓 县 。 登 
记号 : 14678。 

秋田 诺 宁 虫 Nozzoz akitaense Asano 

7a. 侧 祝 ; 7b. sc. X 75。 产 地 : 上 海 。 登 

记号 : 14679。 
诺 宁 虫 cf。 异地 种 “Noztoz cf. 

(Cushman) 

8a. fli]: 8b. SEG. 
记号 : 14690, 

advenum 

X70, Fei: EYE = 

Ta6Oanya XIII 

1. Pullenia quinqueloba (Reuss) 

a—BHj, C 60KOBO 站 CTOPOHbI, b—BHf Cc ycTbeBOH 

cropoubl; 又 80; Ne Opurunasa: 14673. 
2. Nonion tuberculatum (d’Orbigny) 

a—BH, C GOKOBOM CTOpOHbI, b—BHA C ycTbeBOH 

CTOpOHPI; X 80; Ne Opurunana: 14674. 

3. Nonion anomalinoidea Gerke 

a—BH C GOKOBOH CTOpOHbI, b—BHJ C yCTbeBOH 

cTOpOHBI; X 100; Ne Opurunana: 14675. 
4. Nonion schwageri Cushman 

a—BHjL C 6OKOBOM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B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76. 

5. Nonion usbekistanensis Bykova 

a—BHj, C 60KOBO 站 CTOpOHbI, b—BH Cc YCTbeBOH 

cTOpOHEI; X 80; Ne Opurunana: 14677. 

6. Nonton glabrum sp. nov. 

a—BH, C 60KOBOH CTOpOHbI, b—BuJ C yCTbeBOIi 

croponsl; X 80; Ne Opurunana: 14678. 

7. Nonion akitaense Asano 

a—BHL C GOKOBOM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BOli 

ctopoHbl; X 75; Ne Opurunana: 14679, 

8. Nonion cf. advenum (Cushman) 

a—BHL C GOKOBOH CTOpOoHbI, b—BH C yCTbeBOH 

XIII 

图 9. PT Nonion extensum (Cushman) 

9a. 侧 视 ; 9b. 壳 缘 祝 。 X 80。 产 地 : BPH, 
登记 号 : 14681, 

图 10. SERIE GH) Cribrononion rhomboida- 

le sp. nov. 

10a. 侧 祝 ;10b. ee. X80, FHI: 泰兴 县 。 
登记 号 : 14682。 

图 11. 波 义 诺 宁 虫 Nozzoz boueanum (d’Orbigny) 

11a. 侧 视 ; 1lb. 壳 和 缘 祝 。 X 80。 产 地 : 上 海 。 
登记 号 : 14683, 

图 12. BASH Nonion grateloupi (d’Or- 

bigny) 

12a. 侧 祝 ;12b. 壳 缘 视 。X8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记 号 : 14684, 

图 13. 江苏 沛 诺 宁 虫 〈 新 种 ) Czzpzrozozzzo72 kiang- 

suense Sp. nov. 

13a. 侧 视 ; 13b. FER. X80, Feu: 滨海 县 。 
登记 号 : 14685, 

图 14. 贝尔 岭 诺 宁 虫 Nozzoz belridgense Barbat et 

Johnson 

14a. 侧 视 ，145. HEEB, X80, FMI: 启东 县 。 
登记 号 : 14686。 

图 15. eA HHI HH Cribrononion poeyanum 

Puce. 

Puc. 

Puc. 

Puce. 

Puc. 

Puce. 

Puce. 

(d’Orbigny) 

15a. 侧 视 ; 15b. SEM. X80, FHKE: 滨海 县 。 
登记 号 : 14687。 

cTOpDOHPI; X 70; Ne OpErHHara: 14690, 

9. Nonion extensum (Cushman) 

a 一 BHX C GOKOBOH CTOpOHbI, b—BH C YCTbeBOII 

cTopoHbl; X 80; Ne Opuranana: 14681. 

10. Cribrononion rhomboidale sp. nov. 

a—BHJL C 60KOBOii CTOpDOHPI，b 一 BHX C YCTbEBO!I 

cTopoupl; X 80; Ne OpHrHHara: 14682, 

11. Nonion boueanum (d’Orbigny) 

a—BHJ, C 60KOBOM CTOpOHbI, b—BHJ C YCTbeBOH 

cTopoub!; X 80; Ne Opurunasa: 14683. 

12. Nonion grateloupi (d’Orbigny) 

a 一 BHX C 6OKOBOM CTOpOHBI, b—BH C yCTPeBO 首 

croponbl; X 80; Ne OpHrHHaJIa: 14684. 

13. Cribrononion kiangsuense sp. nov. 

a—BHJL C 6OKOBOH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BOH 

cTopous!; X 80; Ne OpHrHHara: 14685. 
14. Nonion belridgense Barbat et Johnson 

a—sH. C 6OKOBOM CTODOHPI，b 一 BBC YCTbeBOH 

cropoHb!; X 80; Ne OpHrHHara: 14686. 
15. Cribrononion poeyanum (d’Orbigny) 

a—BHJ, C GOKOBOM CTOPOHbI, b—BHZ C YCTbeBOH 

cTopoub!; X 80; Ne Opurnnasa: 1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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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图 4. 

图 5. 

p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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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k Hie Cribrononion frigidum (Cush- 

man) 

la. 侧 祝 ; 1b. 壳 和 缘 视 。 X80。 产 地 : 射 阴 县 。 登 

记号 : 14688。 
SEBS GHP) Protelphidium 

sp. nov. 

2a. 侧 视 ; 2b. SRM. X80, Fri: 
记号 : 14689, 
般 诺 宁 虫 sp. Cribrononion sp. 

3a. 侧 祝 ; 3b. 壳 媒 视 。X80。 产 地 : 
记号: 14680, 

SEY RIES CGH) Cribrononion laevigatum 

sp. noy. 

4a. 侧 祝 ; 4b. 壳 和 缘 视 。 
登记 号 : 14691。 
MSc CHAR) Cribrononion gnythosu- 

turatum sp. nov. 

Sa. 侧 视 ; Sb. sete 
登记 号 : 14692, 
mF REBT Astrononion gallowayi Loeb- 

lich et Tappan 

6a. 侧 视 ; 6b. TERM. 
登记 号 : 14693, 

tersum 

射 阳 县 。 登 

大 丰县 。 登 

X 80。 产 地 : 射 阳 县 。 

X 60。 产 地 : 大 丰县 。 

X 80。 产 地 : 兴 化 县 。 

Ta6nuya XIV 

1. Cribrononion frigidum (Cushman) 

a—BH, C GOKOBOH CTODOHPI，b 一 BHX C yCcTbeBOK 

CTOD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88. 

2. Protelphidium tersum sp. nov. 

a—BH, C GOKOBOM cTOpoHEI, b—BHI C ycTbeBoii 

cTODOHPBI X 80; Ne Opurunasa: 14689. 

3. Cribrononion sp. 

a—BH, C 6OKOBOH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BOli 

cTopouul; X 70; Ne Opurunana: 14680. 

4. Cribrononion laevigatum sp. nov. 

a—BHJ, C GoKOBOI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BOii 

CTOpDOHEI; X 80; Ne OpHraHaula: 14691. 

5. Cribrononion gnythosuturatum sp. nov. 

a—BH, C GOKOBOM cTOpOHbI, b—Bu Cc yCTPeBO 痢 

CTODOHEBI; X 60; Ne Opurunana: 14692, 

- 6。 Astrononion gallowayi Loeblich et Tappan 

a—BHJ, C GOKOBO CTOpoHbI, b—BHI C YCTbeBO!I 

cTopoHpl; X 80; Ne Opurunana: 14693. 

7. Astrononion cf. italicum Cushman et Ed- 

wards 

a—BHJ, C 6oKOBOH cTOpoHbI, b—BH C yCTbeBOH 

XIV 

图 12. 

Puc. 

Puce. 

Puce. 

Puc. 

Puce. 

星 诺 宁 虫 ct。 意大利 种 Astrononion cf. itali- 

cum Cushman et Edwards 

7a. 侧 视 ; 7b. FeRAM. X 80。 产 地 : 如 东 县 。 
登记 号: 14694, 

优美 小 诺 宁 上 
et McCulloch 

8a. 腹 视 ; 8b. SRAM; 8c. FA. 
地 : 太仓 县 。 登 记号 : 14695, 
丰满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opima Cushman 

9a. 背 视 ; 9b. TEAR; Ic. 腹 视 。X100。 产 地 : 
扬中 县 。 Sis: 14696, 

Nonionella decora Cushman 

x80, 产 

. KEES H Nonionella magnalingula Fin- 

lay 

10a. 背 祝 ; 10b. FEAR; 10c. 腹 视 。 X 80, FF 
Hi: Eve, Sigs: 14697, 

。 杰 克 孙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jacksonensis Cush- 

man 

Lla. 背 祝 ，11b. AHF; Llc. HM, x 80, FF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98, 

te Be FF A ONontonella 

Cushman 

12a. 腹 祝 ，12b. SEEM: 12c. 背 视 。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699, 

limbatostriata 

le ee 

cropoubi; X 80; Ne Opurunana: 14694. 

8. Nonionella decora Cushman et McCulloch 

a—BHL C 6DIOIUITHO 站 CTOpOHbI, b—BH C ycTbe- 

BOM CTOPOHbI, c—BHJl CO CMMHHOH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695. 

9. Nonionella opima Cushman 

3 一 BHX CO CHHHHO 交 cTOpOHb!, b—BHy Cc ycTbe- 

BOM CTOPOHbI, c—BHj, C 6pIHOIIIHO 首 CTOPOHbI; X 

100; Ne Opurunasa: 14696. 

10. Nonionella magnalingua Finlay 

a—BHJ_ CO CMHHHOM CTODOHPL b—BH C ycTbe- 

BO 交 CTOPOHBI, c—BHJ, C 6pIOIIHO 阁 CTOPOHBI; X 

80; Ne Opuruuaia: 14697, 

11. Nonionella jacksonensis Cushman 

a 一 BHX CO CHHHHO 首 CTOpOHbI, b—BH C ycTbe- 

BOH CTOPOHbI, c—BH C OprowiHoli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sia: 14698. 

12. Nonionella limbatostriata Cushman 

a—BUL C 6DIOIITHO 首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 

BO 站 CTOPOHbI, c—BH CO CIIHHHO 首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sia: 14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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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6. 

图 7. 

Puce. 

Puce. 

Puc. 

Puce. 

Puc. 

Puc. 

图 版 

大 西洋 小 诺 宁 虫 Nonionella atlantica Cushman 图 8. 

la. 腹 视 ;1b. 壳 篆 视 ; 1c. 背 视 。 X 70。 产 地 : 

射 阳 县 。 登 记号 : 14700。 
耳 状 小 诺 宁 虫 ” Nozzome11a auricula 再 eron- 

Alleu et Earland 图 9. 

2a. 腹 视 ; 2b. FERN; 2c. 背 视 。 X 80。 产 地 : 

阜 宁县 。 登 记号 : 14701。 
小 诺 宁 虫 ? sp. Nonionella? sp. 

3a. 腹 视 ; 3b. TERM; 3c. FHM. X 80。 产 地 : 10 
bts, SIGS: 14702, 
多 角 口 室 虫 〈 新 属 新 种 ) Stomoloculina mul- 

tangula gen. et sp. nov. 图 11 

4a. 腹 视 ; 4b. FcR; 4c. 背 视 。 X 6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 记号 : 14703。 
星 诺 宁 虫 ? sp. Astrononion 2 sp. 图 12 

5a. fill; Sb. FERAL, X 80。 产 地 : 南通 县 。 
登记 号 : 14704, 

新 西 兰 星 诺 宁 虫 Astrononion novozealandi- 

cum Cushman et Edwards 13 

6a. 侧 视 ; 6b. Fee, X80, 产地 : 南通 县 。 
登记 号 : 14705。 

Wee «=Hyalinea balthica (Schroeter) 图 14 

7a. 侧 视 ; 7b. FeRAM. X 100, 产地 : 南通 县 。 
登记 号 : 14706。 

Ta6nua XV 

1. Nonionella atlantica Cushman Puc. 

a—BHJ, C OpiOWIHOH CTOpOHbI, b—BHJ, C ycTbe- 

BOH CTOPOHbI, c—BHJ, CO CNHHHOM CTOPOHbI; X 

70; Ne Opurunana: 14700. Puc. 

2. Nontonella auricula Heron-Allen et Ear- 

land 

a—BHJ C OpbIOIIHO 站 cTOpoHb!l, b—Bu C ycTbe- Puc. 

BOM CTOPOHbI, c—BHj, CO CNHHHOM CTOPOHbI; X 

80; No Opurunana: 14701. 

3. Nonionella? sp. Puc. 

a 一 BH 上 C OplowiHOH cTOpoHbl, b—Buf c ycrTbe- 

BOH CTOPOHbI, c—BH{, CO CMMHHOM CTOpOHbi; X 

80; Ne Opurunana: 14702. Puc. 

4. Stomoloculina multangula gen. et sp. nov. 

a—BHj, C 6pIOUIHO 首 CTOpOHbI, b—BH Cc ycTbe- 

BOH CTODOHPI，c 一 BHX CO CNMHHOM CTOpOHbl; X Puce. 

60; Ne Opurunana: 14703. 

5. <Astrononion sp. 

a—BHJ, C OOKOBOM CTOpOHBI, b—BU Cc ycTbeBon Puc. 

cTopoHbl; X 80; Ne OpHrHHama: 14704. 

6. Astrononion novozealandicum Cushman 

et Edwards Puc. 

a—BH, C OOKOBOM CTOPOHEI, b—Buy c ycTbeBoli 

cTopoub!; X 80; Ne Opurunana: 14705, 

XV 

WISER Protelphidium sublaeve (Ten 

Dam) 

8a. 侧 视 ; 8b. Feit. 

登记 号 : 14707, 
颗粒 先 希 望 虫 Prote1ppzdzzzz granosum (d’Or- 

bigny ) 

9a. 侧 视 ; 9b. FeRAM. X60, 产地 :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 14708。 

X 60。 产 地 : 射 阳 县 。 

。 先 希望 虫 sp。Pyrotel1zpjzdzztz2 sp. 

10a. 侧 视 ; 10b. 壳 篆 视 。X80。 产 地 : 大 丰县 。 
登记 号 : 14709, 

。 秀 明 希 望 虫 机 ppzdzrzjz translucens Natland 

Ila. 侧 祝 ; 11b. 壳 缘 视 。X75。 产 地 :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 14710。 

. RAH ch. Wr Elphidium cf. tikutoensis 

Nakamura 

12a. 侧 祝 ; 12b. Fee. X80, FH: BPA, 
登记 号 : 14711, 

. HBA Elphidium hispidulum Cushman 

13a. 侧 祝 ; 13b. FEM. X75. FH: RAH. 
登记 号 : 14712, 

。 棍 形 希 望 虫 BELppzadzzzj2 clavatum Cushman 

14a. 侧 视 ; 14b. 壳 系 视 。X8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记 号 : 14713, 

7. Hyalinealla balthica (Schroeter) 上 

a- 一 BHI C 60KOBO 站 CTODOHEI，b 一 BBC ycTbeBoii 

cTopoHpl; X 100; Ne Opurunana: 14706. 
8. Protelphidium sublaeva (Ten Dam) 

a—BH. C GOKOBOH CTOpOHbI, b—BHJ C yCTbeBO 

cToponb!; X 60; Ne Opurunana: 14707. 
9, Protelphidium granosum (d’Orbigny) 

a—BUL C GOKOBON CTODOHPI，b 一 BHX C ycTbeBot 

cToponsl; X 60; Ne Opurunama: 14708. 

10. Protelphidium sp. 

a—BH], C GOKOBOM CTOPOHbI, b—BHA, Cc ycTbeBoi 

ctopoupl; X 80; Ne Opurunana: 14709. 
11. Elphidium translucens Natland 

a—BHJL C 6OKOBOM CTOpOHbl, b—BHJ, C YCTbeBOK 

croponpl; X 75; Ne Opurnnasia: 14710. 
12. Elphidium cf. tikutoense Nakamura 

a—BHj C GOKOBOM CTOpOHbl, b—BHJ, C YCTbeBOK 

cTopoubl; Xx 80; Ne Opurunana: 14711. 

13. Elphidium hispidulum Cushman 

a—BH, C OOKOBOI CTOpOHbI, h—BHJ C yCTbeBOH 

cropoubl; X 75; Ne Opurunana: 14712. 

14. Elphidium clavatum Cushman 

a—BHJL C SOKOBOH CTOpOHbl, b—BHJ C YCTbEBOH 

cToponbl; Xx 80; Ne Opurunana: 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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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版 

波纹 希望 虫 Elphidium crispum (Linné) 

la. 侧 视 ; 1b. Feet, X 60。 产 地 : 滨海 县 。 
Sirs: 14714, 
亚 波纹 希望 虫 Elphidium subcrispum Naka- 

mura 

2a. PUR; 2b. TERM. 
登记 号 : 14715, 

易 变 希望 虫 BE1ppzidirzz incertum (Williamson) 

3a. 侧 祝 ; 3b. eM. X 75。 产地 : APA, 
登记 号 : 14716。 
异地 希望 虫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4a. 侧 视 ; 4b. See. X 80。 产 地 : 滨海 县 。 
登记 号 : 14717。 

X 60。 产 地 : 盐城 县 。 

图 5,，6. eS PEM El pAtdium advenum 

图 7. 

Puc. 

Puc. 

(Cushman) var. depressulus Cushman 

5a. 侧 视 ; Sb. Feet. X 80。 产 地 : BPA, 
登记 号 : 14718, 

6a. 侧 视 ; 6b. see. X 80。 产 地 : 上 海 。 登 
jos: 14719, 

艾 比 里 厄 希 望 虫 清晰 亚 种 El phidium ibericum 

(Schrodt) limpidum subsp. nov. 

7a. 侧 视 ; 7b. Fe. X 60, 产地 : 上 海 。 登 
记号 : 14720。 

XVI 

图 8. 

图 10. 

图 12. 

图 13. 

洞 实 希 望 虫 ”局 平 亚 种 (新 亚 种 ) Elphidium 
excavatum (Terquem) plantum subsp. nov. 

8a. 侧 视 ; 8b. Fee, X 60。 产 地 : RAH. 
Sins: 14721, 
纽 托 夫 小 希望 虫 Elphidiella nutovaensis (Bo- 

rovleva) 

9a. 侧 祝 ; 9b. TERM 
eS: 14722, 
汉 纳 小 希望 虫 Elphidiella hannai 

et Grant) 

10a. 侧 视 ;10b. SEEM. x 75。 产 地 : 启东 县 。 
登记 号 : 14723。 

x 60。 产 地 : ee. 

(Cushman 

. AZ sp. Elphidiella sp. 

lla. 侧 视 ; 1b. 壳 比 视 。X 75。 产地 : 启东 县 。 
Siege: 14724, 

精美 直 小 希望 虫 GBM) Rectoelphidiella 

lepida gen. et sp. nov. 

12a. 侧 视 ; 12b. See. X70, FEHR: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 14725, 

扁平 让 小 希望 虫 (新 属 新 种 ) Rectoc1ppzdziellc 

aplata gen. et sp. nov. 

13a. 侧 视 ，13b. AEM, X75, FERN: 射 阳 县 。 
登记 号 14726, 

Ta6mna XVI 

1. Elphidium crispum (Linné) 

a—BHjl C 6OKOBOH CTOPOHbI, b—BHA, Cc ycTbeBOi 

cTopoubl; X 60; Ne Opurunana: 14714. 

2. Elphidium subcrispum Nakamura 

a—BH, C 6OKOBOH CTOpoHbI, b—BHJ, C YCTbeBOIi 

cropousi; X 60; Ne OpHrHHara: 14715. 

3. Elphidium incertum (Williamson) 

a—BHJ C 60KOBOH CTOpOHPI，b 一 BHX C yCTbeBOH 

cropoHpl; X 75; Ne Opurunana: 14716. 

4.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a—BHjL C 60KOBOH CTODOHPI，b 一 BHX c yCTbeBOH 

cTopoubi; X 80; Ne Opurunana: 14717. 

5,6. Elphidium advenum (Cushman) var. de- 

pressula Cushman 

a—BH, C GOKOBOH CTODOHPI，b 一 BEHK C yCTbeBOH 

cTopoub!; 5— x 80; Ne Opurnnana: 14718; 

6 — X 60; Ne Opurunana: 14719. 
7. Elphidium ibericum (Schrodt) limpidum 

subsp. nov. 

3 一 BHXR C OOKOBOH cTOpOHbI, b—Bul C YCTbeBOH 

Puc. 

Puc. 

Puc. 

Puce. 

Puce. 

Puce. 

cTopoHbl; X 60; Ne Opurunana: 14720. 

8. Elphidium excavatum (Terquem) planatum 

subsp. nov. 

a—BH C 60KOBOH cTOpoHbI, b—BHA C ycTbeBOii 

cropousi; x 60; Ne Opurnuana: 14721. 

9. Elphidiella nutovaensis (Borovleva) 

a—BHJ C 60KOBOH CTOPOHBI, b—BH, C YCTbeBOH 

cTopoub!; X 60; Ne Opurunana: 14722. 

10. Elphidiella hannai (Cushman et Grant) 

a—BHJ, C 6OKOBOH CTODOHPI，b 一 BHX C ycTbeBO!i 

cTopoHbl; X 75; Ne Opurunana: 14723. 

11. Elphidiella sp. 

a—BHj, Cc GOKOBOM CTOPOHbI, b—BH{ C yCTbeBOH 

cropoubi; X75; Ne Opurunana: 14724. 

12. Rectoelphidiella lepida gen. et sp. 

a—BHJ, C GOKOBOH CTOPOHbI, b—BHJL C ycTbeBOH 

cropoubl; X 70; Ne Opurnnana: 14725. 

13. Rectoelphidiella aplata gen. 

a—BHJL C G6OKOBOM CTOPOHbI, b—sBH C yCTbeBOH 

cTOpOHBI; X 75; Ne Opurunana: 14726, 

nov, 

et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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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LeaeeaeT RAMS 

k & 祖 
《中 国 科学 院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内 容 提 要 

中 生 代 含 煤 地 层 在 鸡西 盆地 颇 为 发 育 。 这 一 煤 系 称 鸡西 洗 ， 自 下 而 上 可 分 为 三 部 分 : 滴 

道 组 鸡西 组 和 穆 棱 组 。 关 于 穆 棱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 目 前 有 晚 侏 罗 世 和 早 和 白垩 世 两 种 意见 。 

未 文 根 据 穆 棱 组 中 所 含 的 孢子 化 石 ; 对 24 属 60 种 (包括 1 新 属 ，12 新 种 ) 孢子 分 别 加 以 

描述 和 上 比较 ,讨论 了 称 棱 组 孢子 组 合 的 特点 , 井 提 及 一 些 特殊 孢子 类 型 在 确定 地 层 时 代 方 面 的 

意义 , 认为 穆 楼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属 于 早 白垩 世 较 为 适宜 。 

Dill By = 

鸡西 位 于 黑龙 江 省 东部 。 中 生 代 地 层 在 该 区 颇 为 发 育 , 常 不 整合 于 前 古生代 的 花 岗 
兰 及 片 麻 岩 之 上 , 自 下 而 上 可 分 为 鸡西 短 、 猴 石 沟 组 ( 桦 山 组 ) 和 “松花 江 驮 "。 鸡 西 洗 又 分 

为 洱 首 组、 鸡西 组 和 穆 棱 组 。 

穆 楼 组 一 名 , KH 1928 年 王 司 升 先生 所 创 , 当时 称 为 穆 楼 煤 系 ; 1959 年 全 国 地 层 会 议 
称 为 穆 楼 组 。 本 组 由 基底 砾 岩 、 砂 岩 、 黑 色 页 岩 、 灰 色 粉 砂岩 、 膨 士 岩 (Bentonite) 煤 页 岩 和 

煤层 所 组 成 。 上 部 与 猴 石 沟 组 平行 不 整合 接触 ， 下 与 鸡西 组 为 平行 不 整合 或 整合 关系 。 
至 于 称 楼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 许 多 地 质 学 者 和 古生物 学 者 便 先后 提出 过 不 同 的 意见 ,这 些 意见 

大 体 上 可 归纳 为 两 种 : 一 为 晚 侏 罗 世 ,一 为 早 白垩 世 。 
”笔者 试图 通过 孢 粉 分 析 探讨 这 一 煤 系 时 代 , 1961 年 大 量 地 分 析 了 东北 中 生 代 地 层 研 

究 队 (笔者 也 参加 了 该 队 的 工作 ) 在 鸡西 (61-29 号 孔 和 60-15 号 孔 的 1 一 13 BEER) FBZ 
树 镇 (61-9 号 孔 上 段 ) 采集 的 孢 粉 样品 。 分 析 结 果 含 有 阶 粉 的 样品 共 65 th, 发 现 有 非常 

多 而 且 具 有 地 层 意义 的 蕨 类 植物 孢子 .裸子 植物 花粉 和 少量 的 彼 子 植物 花粉 。 
鸡西 地 区 中 生 代 孢 粉 ,过 去 还 没有 系统 地 进行 过 研究 ,近年 来 才 积 累 了 一 些 资料 。 本 

文 描述 的 孢子 共计 60 种 (包括 1 新 属 , 12 新 种 ), 拭 据 此 探讨 了 称 楼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 
在 鉴定 孢子 花粉 过 程 中 , 张 清 波 同志 参加 了 部 分 工作 。 本 写 作 时 , 黎 女 本 同志 给 巴 

不 少 帮助 ， 周 志 类 同志 提供 古 植物 资料 并 对 本 文 提出 宝贵 意见 ， 周 思 三 同志 代 摄 孢 粉 标 
本 , 钱 泽 书 同志 分 析 孢 粉 样品 , 徐 仁 教授 和 来 之 琛 先生 仔细 审改 原稿 并 给 予 指示 , HEHE 

和 王 克 良 二 同志 修改 外 妇 摘 要 ,笔者 在 此 向 上 述 有 关 同 志 深 致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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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 形态 描述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Pot. et Ven.) Raatz 

(AKI, la—e) 

1937,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Raatz, Tl 9, 

1946, Sphagnum antiquasporites, Wilson et Webster, Ti 273, 2, 

1949, Triletes psilatus, Ross, Ti 32 ,图 版 I, 图 12, 

1951,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Potonie et Thomson, Ti 44, 图 版 A, 图 1。 

1956,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Potonie, AiR XX, 图 2。 

1959, Sphagnumsporites psilatus, Couper, Ti 131 ,图 版 15, 图 2。 

1959, Sphagnum bpedzzzfor72715， 了 DOTXOBHTHHa， 页 82, 图 版 1, 图 2a,b。 

1962, Sphagnum glabellum, Bep6uukan, Tl 78,41, 图 la—r, 

1962, Sphagnumsporites antiquasporites, Pocock, Ti 32, 图 版 1, 图 1 一 3。 

描述 : 直径 18.3—25p 

孢子 较 小 , hl PS A= AeA. = NARMS. HEE 1 一 2.57 厚 ,表面 

光滑 或 粗糙 ;三 射线 区 的 颜色 常常 较 深 ,其 表面 也 更 粗糙 。 阶 子 输 廓 线 平滑 。 

比较 及 讨论 : 据 R. Potonie (1956, 页 17, 图 版 1, AZ), Sporites stereoites (1934) 

的 特征 是 直径 较 小 425w)， 赤道 输 廓 呈 圆 三 角形 一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简单 , 几 伸 到 角 部 ,外 壁 

厚 , 坚 固 ,表面 光滑 。Raatz (1937) 将 上 述 名 称 改 为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tess 我 们 的 

标本 与 上 述 的 特征 基本 上 一 致 。 许多 学 者 如 Ross, Bonxoputuna 等 依 给 这 种 孢子 以 许多 

不 同 的 名 称 , 造 成 对 比 和 分 类 上 的 混乱 , 现 将 不 同 的 名 称 均 烈 信 异 名 表 中 。 

Lycopodiumsporites sp. 

(图 版 I, 图 2a, b) 

描述 : Jae 30—45pn, 

极 面 观 为 圆 三 角形 ， 远 极 面 绝 形 突起 , 近 极 面 局 平 。 三 射线 细 ,， 长 约 为 孢子 千 径 的 

2/3 MBER, 1—L.5p, 浅黄 色 ; 两 极 面 均 布 有 网 状 纹饰 ,网 眼 多 边 形 , 直径 46, AF 

A 1 一 1.5w, 高 1.5 一 2w。 具 透明 而 划 弱 的 周 壁 层 (?), 有 时 觅 落 。 

比较 : 就 大 小 ,形状 、 网 纹 及 外 壁 特征 ,当前 孢子 与 现代 Lycopodium alpinum L. 了 
子 很 相近 ,但 后 者 的 网 疹 比 较 高 一 些 。Bep6rngag (1962) 命名 为 Lycopodium tenellum 的 

孢子 也 和 我 们 的 标本 比较 相似 ,但 输 廊 有 些 差 异 。 

Lycopodiumsporites cf. cerniidites (Ross) Del. et Sprum. 

《图 版 I, 图 3a, b) 

1949, Lycopodium cerniidites, Ross, Ti 30, 图 版 1, Pal 25 

1958, Lycopodiumsporites cerniidites, Couper, Tit 132 ,图 版 15 ,图 6 一 9。 
1961, Lycopodiumsporites cerniidites, Xnonopa, TH 40, 图 版 I, 图 8。 

a. 

8 oo De = eee oe 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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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JIE 53.7 一 67 po 

极 面 观 呈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较 长 , 近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达 5m, 边 部 略 比 角 部 厚 。 近 极 

表面 光滑 , 远 极 面 破 有 粗大 的 脑 纹 状 纹饰 。 隐 子 翰 廓 线 呈 波形 。 

比较 和 讨论 : 我 们 的 孢子 和 Ross (1949) 的 Lycopodium cerniidites 阶 子 极为 相似 ， 

只 直径 大 一 些 ，Ross 的 标本 大 小 为 14 X 27w。。 这 一 种 孢子 后 被 Delcourt 和 Sprumont 

(1955) BH Lycopodiumsporites cerniiditesy EME TM Lycopodium cernum Linn. 

Hat, 其 直径 为 38 一 424, 除 翰 廓 线 次 有 明显 的 波状 弯曲 外 ， 其 他 特征 几乎 与 化 石 孢 子 

无 异 。 

Hsuisporites Zhang (gen. nov.) 

特征 : AT REAMSA =A =HARA KAKA, HSER, RMA 

粒状 纹饰 。 具 周 壁 层 , 宽 为 3—9u, HEARD, SRK 

属 型 . Hsuisporites multiradiatus (Verb.) Zhang 

时 代 分 布 : 早 白 垩 世 。 

地 理 分 布 : 中 国 黑 龙 江 省 鸡西 .吉林 省 和 龙 、 蛟 河 以 及 苏联 远东 苏 昌 (CyqaH) 从 地 。 

[ 注 】 属 型 原 被 Bep6amrkag (1962) 归 大 自然 属 Se1egize11a 中 ;这 样 处 理 是 不 委 当 的 , 尤其 放射 状 

排列 的 细 福 纹 周 壁 在 自然 属 中 还 未 看 到 过 = 新 属 名 是 赠 给 徐 仁 先 生 的 , hERENNH SAAS 

贡献 。 

Hsuisporites cf. multiradiatus (Verb.) Zhang 

(图 版 I, 图 4a, b) 

描述 : 孢子 直径 30 一 53po 

极 面 轮廓 旦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细 , 长 达 角 部 , BANA, MEW, AN MLK 

具 环 状 袍 外 (?) ,表面 为 稠密 的 细 颗 粒状 纹饰 。 外 壁 具 透明 的 周 壁 层 , 宽 3—9n, 其 上 布 有 

辐射 排 烈 的 细 福 纹 , 福 纹 一 般 直 , 有 时 弯曲 ,在 极 项 区 消失 。 

比较 ， 当前 孢子 和 Selaginella multiradiata Verb。 几 和 平 相同 ,但 据 Bep6rngag 报导 ,后 

者 外 壁 表面 是 光滑 的 ,射线 两 旁 不 具 禄 约 。 比 者 观察 过 的 现代 Selaginella rupestris Spring 

的 孢子 ,直径 为 52—54p, 赤道 轮廓 三 角形 ,三 射线 细 长 ,外 壁 薄 , BEE), 表面 有 细 颗 粒 

FP is Fa ak , 颇 似 我 们 的 化 石 标本 。 

Hsuisporites rugatus* Zhang (sp. nov.) 

Can I, 图 7) 

全 型 : 标本 号 TM-76-II (3.5; 91.5), 图 版 I, 图 7。 

* BAK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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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孢子 直径 42.7 一 58w (包括 周 壁 层 )。 

极 面 观 呈 圆 三 角形 一 圆 形 。 三 射线 弯曲 细 长 , 近 达 角 部 。 外 壁 薄 ,表面 有 较 坚 固 的 周 

壁 层 ,其 宽 5 一 9w, 具 稠密 的 细 颗 粒 。 周 壁 层 常常 福 皱 , 亦 道 输 廓 呈 不 规则 的 弯曲 s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孢子 和 Densoisporites perinatus Couper 很 相 象 ， 后 者 的 纹饰 可 

能 粗 烙 一 些 ,三 射线 也 较 发 达 。 新 的 化 石 孢 子 也 与 苏联 苏 昌 煤 田 下 白垩 统 中 发 现 的 “Se- 

laginella aff. sibirica” (Milde) Hieron 钨 子 基 本 上 一 致 ,以 后 者 的 外 壁 光 滑 而 略 有 区 别 。 

Bep6uuxaa 指出 , H#BMtAT+, BAK, AA, 边 绿 和 外 壁 纹饰 等 都 很 接近 现代 的 

Selaginella sibirica (Milde) Hieron 的 孢子 。 据 笔 者 的 观察 ， 她 的 化 石 孢 子 也 很 RMT 

Selaginella rupestris WFIF 

Acanthotriletes aculeatus (Verb.) Zhang 

(AUK 1, 图 5a—e) 

1962, Selaginella aculeata, BepOunkas, 页 88, 图 版 I 图 20a 一 3; 图 版 ID 图 202K, 203. 

描述 : 孢子 直径 35—45p.5 

极 面 观 呈 圆 三 角形 或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细 , 常 开张 , 有 时 不 发 育 ,， 基 至 不 易 看 到 。 外 辟 

较 厚 ,表面 具 粗 长 刺 , 刺 大 小 不 一 ,长 4 一 10w, 基部 宽 2 一 4w, Win RAGS Hi 0 

比较 及 讨论 :当前 的 孢子 和 Selaginella aculeata Verb。 几 全 相同 , 但 直径 大 些 , 后 者 

的 直径 为 25 一 37w。 Bepouuxan 认为 这 个 化 石 孢 子 种 与 现代 Selaginella selaginoides Linn. 

的 孢子 比较 相近 。 笔 者 亦 观察 了 该 种 现代 孢子 , 其 特征 与 上 述 化 石 孢子 有 一 定 相 似 。 我 

们 认为 这 类 化 石 孢子 虽然 在 形态 特征 上 与 现代 的 Selagizel1la 属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但 仍 不 宜 

直接 条 用 现代 属 名 。 

Lophotriletes(?) granatus Bolkh. 

(图 版 I, 图 6a—c) 

1953, Selaginella granata (一 Lobpotritetes grazatar)，BoJXoBHTHHa， 页 31, 图 版 IID 图 9, 10。 
1956, Selaginella granata, Bonxoputuna, Tl 51, 图 版 V, 图 68a 一 c。 

1962, Selaginella granata, BepOuukaa, TI 86, 图 版 世 图 17a 一 e。 

描述 : 孢子 直径 32—47p, 

输 脏 近 圆 形 或 圆 三 角形 。 未 见 射 线 。 外 壁 很 厚 , 颜 色 深 , 表 面 密布 着 大 小 不 一 的 圆 瘤 

《3 一 5w), 在 抑 子 轮廓 上 特别 明显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标本 与 苏联 维 留 依 盆 地 和 苏 昌 煤田 中 所 发 现 的 孢子 ， 在 纹饰 上 

是 可 以 比较 的 ,但 因 人 缺 三 射线 而 不 同 。 当 前 的 孢子 以 轮廓 更 圆 , 瘤 纹 更 突起 , 似 更 接近 苏 

联 苏 昌 和 维 留 依 的 标本 , 反 和 模式 标本 (Bonxosuruna, 1953, AKI, 图 9，10) 有 一 定 区 

别 。 这 类 孢子 或 许 属 于 Rudinella (Maljawkina) Potonie。 后 一 属 的 特征 为 :“ 赤 道 圆 形 ， 

Y IRAP IL, TERS RK, BD OME TE + BRIG EEE, PAERBET IR” (Potonie, 1960, 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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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cesporites(?) jixiensis* Zhang (sp. nov.) 

(Pah 1, 图 8a—d) 

全 型 . 标本 号 TN-28-VI (86.7; 17.2), BAR 1I,A 8d, 

fat: JUS 30 一 50w(〈 不 包括 周 壁 层 )。 

JAF ATE, 因 挤 压 而 不 规则 。 未 见 射线 ,无 孔 ,无 槽 。 外 壁 厚 2 一 3w, 单 层 , 淡 黄 色 , 具 

周 壁 层 , 其 宽 为 5 一 10w, BH, RM AMAL KA, ABER A RS 

比较 : 当前 孢子 与 现代 Equisetum debile Rexb., E. ramosissimum 及 E. hiemale L. 

等 种 孢子 相 象 , XL AF BAA, 因此 这 一 种 化 石 孢子 属于 Equisetum BEA 

可 能 的 。 Couper 〈1958， 图 版 27 ,图 9 一 11) 4 Perinopollenites elataides， 其 大 小 和 形态 

特征 都 与 我 们 的 标本 相似 , 但 他 描述 时 提 到 他 的 种 具 党 不 明显 的 单 孔 。 这 种 孢子 在 蛟 河 

地 区 上 煤 组 ( 鱼 林 组 ) 中 也 发 现 。 

Cyathidites minor Couper 

CA 1, 图 9a—k) 

1953, Cyathidites minor, Couper, IX 28; 图 版 2, 图 13。 
1958, Cyathidites minor, Couper, 页 139, 图 版 20, 图 9, 10。 

描述 : 孢子 蛮 道 直 径 42 一 50uwo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角 部 钝 圆 , 三 边 一 般 略 凹 ,有 时 平 直 。 三 射线 较 长 , 约 为 孢子 牛 径 的 

3/4, 开 裂 或 否 。 外 壁 较 厚 ,坚固 ,表面 光滑 或 细 颗 粒状 ,孢子 翰 廓 线 平 请。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孢子 与 Cyat1jzaites minor FPR FAVE. Couper (1958) 提 到 , 这 个 

PPA REEL SSR AE RAO RAAT. PRM Ls, 将 这 类 抱 

$A Coniopteris 属 , 有 时 甚至 鉴定 到 种 。 RRELKE+PAAA SEM, AEM RRB AID 

散 孢 子 是 很 难 认 识 的 ,所 以 我 们 未 条 用 Coniopteris 属 名 。 

Cyathidites australis Couper 

(图 版 I 图 la—c) 

1953, Cyathidites australis, Couper, 页 27, 图 版 2, 图 11。 

1958， 一 一 ，Couper， 页 138, 图 版 5, 图 72。 

描述 : 赤道 直径 59 一 76wo 

FIFRA, 极 面 观 为 三 角形 , ABA, =H, 三 射线 细 直 ,长 约 孢 子 牛 径 的 2/3。 

外 壁 较 划 , 坚 固 ,表面 光 请 或 有 细 颗 粒状 纹饰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隐 子 从 形态 特征 看 与 Couper 的 Cyathidites australis 折子 基本 

* 鸡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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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_ 致 。 我 们 的 化 石 抱 子 ,以 外 壁 较 茧 而 又 粗糙 和 Couper 的 种 略 有 不 同 。 按 Couper 的 

允 子 大 小 统计 表 , 这 种 的 大 小 范围 为 58 一 90w, (ARS (EA 60 一 70w, 我 们 的 孢子 在 大 小 上 

是 相当 的 。 Bomxopurana (1961) 在 绥 芬 盆地 中 发 现 的 “Lygodixm asber ”的 标本 和 她 的 

Stenozonotriletes (Lygodium) asper 模式 标本 (1953, 页 49, 图 版 VI, 图 2) 有 很 大 差异 ,但 

却 更 接近 于 我 们 的 标本 。 另外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现代 Cyathea austrasinensis 及 Alsophila 

glabra var. cavaleriana 的 孢子 很 类 似 ， 因 此 ,这 一 类 化 石 列 子 属 于 Cyatheaceae 科 是 有 可 

能 的 。 在 蚁 河 鱼 林 组 (上 煤 组 ) 中 发 现 的 这 种 孢子 的 直径 为 57 一 88we 

Cibotium(?) paradoxa (Mal.) Zhang 

(图 版 I, 图 10a—c, 10d?) 

1949, Tripartina paradoxa, Mansaskuna, Ti 50, 图 版 7, 图 21。 

1960, Cibotium junctum, Kapa-Myp3a, Eh XIX, 图 11。 

描述 : 孢子 赤道 直径 30 一 38w。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三 边 凹 , 角 部 较 钝 或 平 直 。 三 射线 细 , 长 约 为 孢子 牛 径 的 2/3, 常 开 妥 ， 

在 射线 末端 具有 垂直 于 射线 的 镰刀 形 福 皱 。 外 壁 较 厚 ,有 的 较 萍 ,坚固 ,表面 光滑 或 粗糙 。 

比较 及 讨论 : 图 10a 一 c 孢子 的 大 小 和 其 他 特征 与 Kapa-Myp3a 的 Cibotium junctum 

相似 ,也 类 似 3ayep 和 Myeanmmpunn (1954) 在 中 侏 罗 世 和 晚 白垩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C2z- 

botium 《图 版 图 12) 和 Dicksoniaceae 〈 图 版 XV, A929). Manapxuna 〈1949) 全 将 这 一 类 

MK fat BA Tripartina paradoxa, Potonie (1960, 48 页 ) 修 订 7Tzzparzza 属 的 特征 为 

具 辐 射 状 纹饰 。 考虑 到 这 一 类 型 孢子 与 现代 Cibotium splendens (Gaud.) Kraj HYFa 

(Selling，1946， 页 42, 图 版 4, 图 84) 的 相似 ,因此 , 目前 和 暂 纳 入 Cibotium 属 中 。 

Cibotium(?) sp. 

CFAWK I, 图 11) 

描述 : AF IPE 40p, 

极 面 观 为 三 角形 ,三 边 凹 , 角 部 钝 ,两 侧 突出 。 三 射线 弯曲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1.5 一 

2m, 表面 光 请 ,靠近 三 射线 末端 有 垂直 于 射线 的 且 向 近 极 面 顶部 弯曲 的 福 皱 。 

比较 : 本 种 孢子 以 其 特殊 的 外 形 易 与 其 他 种 相 区 别 。 苏联 苏 昌 盆地 的 “CiZotizrn 

co11ict1attu2”(BepGHIKag，1962， 图 版 XIHI， 图 70)， 除 其 体积 稍 大 及 角 部 两 侧 膨胀 突起 

不 明显 外 , 与 我 们 的 标本 基本 相似 。 

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Couper 

(图 版 I 图 2a—e) 

1953, 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Couper, Ti 20, 图 版 I,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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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Couper, Ti 134, 图 版 16, 图 4,5。 

1958, Osmundacidites comaumensus, Cookson and Dettmann, Tf 100 ,图 版 XIV, 图 13。 

1962, Osmundacidites wellmanit, Pocock, Ti 35, 图 版 1, 图 15。 

1962, Osmunda magna, BepOuukan, TH 92, 图 版 II 图 30a，30b。 

描述 : 赤道 直径 55—56pn0 

隐 子 近 圆 形 ,但 常 受 挤 压 形 状 不 规则 。 三 射线 细 直 ,中 长 ,有 时 不 见 射线 。 外 壁 较 薄 ， 

表面 有 较 高 而 且 不 太 审 的 小 瘤 状 纹饰 ,在 孢子 输 廓 线 上 小 瘤 明 显 突 起 ,外 壁 常常 袍 外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孢子 的 形态 特征 及 大 小 ， 与 Couper (1953) 的 O. wellmanii 一 

致 。Cookson 和 Dettmann 在 澳大利亚 南部 早 白垩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O. comaumensis 以 及 

Bep6unkaa (1962) 定名 为 Osmunda magna 的 标本 ,在 孢子 轮廓 和 外 壁 纹饰 等 上 与 Couper 

的 标本 相似 ,他 们 所 创立 的 新 名 应 予 废 除 。 

Osmundacidites speciosus (Verb.) Zhang 

(PUR UL, 图 3a—d) 

1962, Osmunda speciosa, BepOunkaa, Th 92, 图 版 IV, 图 31a，B。 

描述 : 直径 40 一 720; 一 般 46p 左右 。 

孢子 轮廓 圆 形 , 常 禧 皱 成 椭圆 形 。 未 见 三 射线 。 外 壁 薄 , 淡 黄色 , 表面 有 非常 细密 的 

小 净 。 推 子 输 廓 线 上 显 小 突起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孢子 与 Bepouukan 描述 的 Osmunda speciosa 特征 一 致 。 她 的 

另 一 种 Osmunda elegans 只 是 在 大 小 上 (直径 34 一 430) 与 O. speciosa 有 区 别 ;, 我 们 认为 

这 两 个 种 的 基本 特征 是 一 致 的 , 写 们 可 能 属 同一 种 。 

Osmundacidites nicanicus (Verb.) Zhang 

(图 版 I, 图 5a 一 1) 

1962, Osmunda nicanica, BepOunkan, TL 93, 图 版 IV, 图 32a 一 g。 

描述 : 直径 21 一 40wo。 

隐 子 一 般 圆 形 ,但 常 不 规则 。 未 见 射线 。 外 壁 较 薄 ,坚固 ,黄色 ,表面 密布 着 大 小 较 均 

鱼 的 小 瘤 。 孢 子 轮 廓 线 上 有 人 小 瘤 突起 。 

比较 : 当前 孢子 与 Bep6Hrgag 描述 的 Osmunda nicanica 相 一致 ; 也 与 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有 些 相似 ,但 后 者 的 瘤 较 稀疏 ,孢子 直径 较 大 。O. nicanicus 以 个 体 小 易 和 其 他 

种 区 别 。 

Lophotriletes(?) osmundaeformis* Zhang (sp. nov. ) 

《图 版 I 图 4a—g) 

全 型 : 标本 号 : TM-159-1 (10; 87)， 图 版 I,， 图 4b. 

co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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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直径 38—65p, 一 般 430 

ASMA SATA. RUA. HERE, Ri LAK BRA AS, IB 

常常 不 规则 地 相互 紧 连 成 皱纹 状 ,在 轮廓 线 上 显 不 规则 的 波状 突起 。 远 极 面 (?) 的 中 心 有 

时 有 凹陷 , 写 的 界线 不 清楚 。 

比较 : 这 一 种 孢子 , 初 看 有 些 象 Tsxga 属 花粉 ,但 以 体 ( 粒 ) 的 周围 无 波状 边 绿 , 和 外 

壁 纹饰 而 有 区 别 。 这 一 种 虽然 还 未 发 现 射线 ， 从 它 的 结构 来 看 可 能 是 蕨 类 植物 的 孢子 。 

在 吉林 省 蛟 河 地 区 钮 林 组 (上 煤 组 ) 中 也 数量 较 多 地 发 现 了 这 一 种 孢子 ,但 直径 较 大 (44 一 

651m)。 

Gleicheniidites delicatus (Bolkh.) Krutzsch 

(图 版 II, 图 la—h) 

1953, Gleichenia delicata, Bonxoputuna, Wl 22, 图 版 ll, 图 1 一 4。 

1956, Gleichenia delzcatz，DBorTXOoBHTHHa 页 35, 图 版 II, 图 19a,b。 

1959, Gleichenites delicatus, Krutzsch, Ti 111, 

1962, Gleichenia delicata, BepOuttkan, Ti 108 ,图 版 XI, 图 60a 一 g。 

描述 : 赤道 直径 22 一 40wo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角 部 钝 圆 ,三 边 微微 凸 或 止 或 平 直 。 三 射线 长 , 细 直 ,有 的 达 角 

部 。 外 壁 透明 光滑 ,在 近 极 面 上 有 四 孢 体 接触 印痕 , GT SPR RAE, 平行 于 射 

BAAD o 

比较 及 讨论 :BomxoBHTHHa (1953) 比较 了 现代 的 Gleichenia polypodioides FALVY, 

后 ,将 当前 类 型 的 孢子 命名 为 G. dejicate。 我 们 的 标本 与 BomrxoBHrgaa 的 种 一 致 。 这 一 

类 型 的 孢子 也 与 Gleicheniidites senonicus 相似 ,但 后 者 的 角 部 较 尖 ,三 边 肉 止 , 在 近 极 面 

上 靠近 三 边 绿 的 地 方 有 明显 的 月 形 凹 。 

Gleicheniidites senonicus Ross 

(图 版 II， 图 2a—k) 

1949, Gleicheniidites sezo7zzct5，Ross， 页 31, 图 版 I， 图 3。 

1953, Leiotriletes orientalis, Bonxosutuna, TW 24, 图 版 I, 图 12。 
1953, Gleichenia laeta, Bonxoputuna, Ti 23, 图 版 IT, 图 5 一 7。 
1953, Gleichenia stellata, Bonxosutuna, Tt 22, EUW 1, 8 #0 10 
1958, Gleichentidites senonicus, Couper, Tq 138 ,图 版 19 ,图 14。 

1960, Gleichenia? obtusangula, Xnonopa, Th 21, 图 版 T, 图 13。 
1961, Gleichenia circinidites, XJIOHOBAa, 页 44, 图 版 II 图 19, 21, 
1961, Gleichenia ste11atae，XJIOHOBa， 页 44, 图 版 II, 图 18。 
1962, Gleichentidites senonicus, Pocock, 页 42, Ah 3,761 55, 56, 

描述 : 亦 道 直 径 23 一 32wo 

° 

a a ee ee ee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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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长 , 近 达 角 部 ,偶尔 裂 开 。 外 壁 较 萍 , 坚固 ,表面 光滑 , FRR bia he fe 

体 接 鲤 印 痕 , 靠 三 边 的 中 部 成 月 形 凹 带 。 

比较 及 讨论 : Ross (1949) 将 瑞典 晚 白垩 世 地 层 中 的 标本 与 现代 Gleichenia glauca 

Copel. RUFF HRI, TBH Gleicheniidites senonicns, 当前 的 标本 与 Ross 的 标本 极为 

相似 。 其 实 ,这 样 的 化 石 标本 更 接近 于 现代 Gleichenia linearis (Burm) Cl. 的 孢子 (Selling， 

1946, 图 版 3, 图 50)。 相似 的 孢子 在 白垩 纪 地 层 中 广泛 分 布 , 不 同 的 学 者 人 给 以 许多 不 

同 的 名 称 。 从 他 们 的 图 片 及 描述 看 来 ,这 些 标本 攻 无 多 大 差别 ,理应 属于 同一 种 。 

Leiotriletes subtilis Bolkh. 

(图 版 IT, 图 3a—e) 

1953, Leiotriletes subtilis, Bonxoputuna, Mi 20 ,图 版 LI, 图 13, 

描述 : 赤道 直径 18.3—25 po 

AF BUA, =H PRI BAK, 角 部 稍微 尖 , 两 边 近乎 平行 ,未 端 呈 钝 _V 字形 。 三 射线 

细 ,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较 厚 ,坚固 , 棕 黄 色 , 表 面 光 清 ,在 近 极 表面 有 条 带 状 裙 皱 。 

比较 及 讨论 : Reissinger (1950) 在 欧洲 发 现 过 一 类 孢子 ,但 未 命名 ,其 赤道 直径 20, 

外 壁 厚 , 角 部 明显 的 钝 “V ”字形 ,形态 特征 与 当前 孢子 一 致 。 鸡 西 的 孢子 , 除 略 大 些 外 , 和 

Leiotriletes subtilis Bolkh. 完全 可 以 对 比 。 后 者 的 大 小 为 10—23n,. Bonxosuruna (1959) 

和 XIoHoBa (1960) 从 西西 伯 利 亚 地 区 发 现 的 Gleichenia conflexa Hionova， 和 我 们 的 标 

本 也 较 相 象 , 但 以 三 边 的 止 陷 较 小 , 外 壁 较 柔 弱 和 尺度 较 大 (17 一 264 和 23 一 320) 等 而 不 

同 。 根 据 形态 特征 ,本 种 可 能 与 里 白 科 有 杂 绿 关系 。 

Leiotriletes gleicheniaeformis Bolkh. 

(图 版 HI, 图 4a—c) 

1959, Leiotriletes gleicheniaeformis, Bonxoputuna, i 100, 图 版 II, 图 47a,b。 

1962, Leiotriletes gleicheniaeformis, BepOuukan, I 109, Pi XU, 图 64a, 6, 

描述 : TRIES 28—30p, 

孢子 较 小 ;, 极 面 观 为 三 角形 ,三 边 微 微 内 凹 , 角 部 较 钝 。 三 射线 细 直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薄 , lu 左右 ,坚固 ,表面 光滑 。 

比较 : 当前 标本 除 个 体 较 小 外 , 其 形态 特征 与 L. gleicheniacformis 的 模式 标本 相 一 

致 ,后 者 的 直径 为 35—40u, 一般 36w， 苏 联 苏 昌 的 标本 为 25—43 no 

Leiotriletes pygmaeus Verb. 

(FARK UW, 图 Sa—c; PAK VII, 图 8a—e) 

1962, Leiotriletes pygmaeus, BepOutikad, Tit 117 ,图 版 XVI, 图 8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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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赤道 直径 18 一 21 一 25w。 
孢子 小 , 极 面 输 廓 为 三 角形 ,三 边 略 内 凹 , 角 部 较 钝 。 三 射线 细 直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较 

厚 坚 固 ,表面 光滑 ,靠近 边 绿 常 有 三 角 环 状 条 带 。 

比较 ， 当 前 的 孢子 与 L. pyemacus 的 模式 标本 一 致 。 这 一 种 以 其 个 体 小 而 区 别 于 

Gleicheniidites delicatus 和 G. senonicuso 

Trachytriletes angiopteroides* Zhang (sp. nov.) 

(FARK U1, 图 6a—e) 

全 型 .标本 号 TM-134-XII (15.3; 81), Aik I, 图 6c, 

描述 : 赤道 直径 27 一 30w。 

隐 子 较 小 ;轮廓 圆 形 。 三 射线 细 , 长 约 为 孢子 牛 径 的 3/4。 AER, 分 为 等 厚 的 两 

层 , 表 面具 细 颗 粒状 ,孢子 庆 道 轮廓 不 平 直 。 

比较 及 讨论 : 这 一 种 孢子 和 现代 植物 Angiopteris hartinglanade Vaise 和 A. yunnan- 

ensis Helion 的 隐 子 ,在 形态 特征 上 几乎 是 一 致 的 , 它们 之 闻 可 能 有 一 些 关 系 。 

Azonomonoletes sp. 1 

(PAR WI, 图 7a—f) 

描述 : 长 30—35; 3% 14—18p, 

A+Svh MMA BI Rw, aR, RAMSAR. BHAAAALK 

度 的 2/3, SERIE, 1.54, 坚固 ,表面 有 细 颗 粒 或 细 网 状 纹饰 , 有 时 光滑 。 和 孢子 轮廓 续 平 

Yo 

比较 : “4a 7a--G Bepounxan 的 Polypodites minor 草 子 极为 相近 ， 亦 相似 于 

Bomxoputuna 4) “Nephrolepis cretacus” (Mal.) Bolkh. (1953, AIR IX, A 4,5) Ata 

= 

Azonomonoletes sp. 2 

(FARR UT, 图 8a—d) 

tit: 1K 42—53 yu; Bi 27—36 py, 

孢子 较 大 ,侧面 观 为 豆 形 , 极 面 观 为 椭圆 形 。 单 射线 较 长 , 常 开 裂 。 外 壁 薄 , RBA, 

透明 ,表面 光滑 ,外 辟 常 常 禄 皱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标本 与 BonxoBHraHa (1953, 157, BRIX, 图 2, 3) 称 为 “Ne- 

phrolepis cyetacrxs ”的 标本 一 致 s 这 一 属 名 是 她 将 化 石 隐 子 与 现代 Nephrolepis unifum 及 . 

” 山 马蹄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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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的 隐 子 比较 后 ， 由 Manasxuna 〈1949， 页 80, 图 版 19, 6) 的 Monoletella cretacea 

修改 而 来 的 ,实际 上 两 者 的 标本 在 大 小 和 外 壁 厚度 上 都 无 法 比较 。 

Schizaeoisporites papillatus* Zhang (sp. nov. ) 

(Paik IL, 图 9) 

全 型 : 标本 号 工 M-81-XII (6; 88), AR I. 图 9, 

描述 : K 36m; 宽 15wo。 

孢子 为 长 椭圆 形 ,两 端 有 乳头 状 突起 。 未 见 射线 。 外 壁 表面 有 稀少 的 肋 条 , 肋 宽 3p 

左右 , 肋 条 螺旋 状 排 烈 ,两 面 的 肋 条 投影 到 一 个 面 上 时 ,构成 莹 形 网 格 。 

比较 : 这 一 种 孢子 与 Scphzzxaea evidens (Bonxoputuna 1961， 图 版 VI， 2a—d) 相 

似 , 但 后 者 两 端 洛 有 乳头 状 突起 。 在 辽 守 省 阜新 地 区 清河 门 组 中 也 有 两 端 具 和 乳头 状 突 超 

的 标本 ,但 其 肋 条 是 平行 于 长 轴 排 列 。 

Schizaeoisporites sp. 

(图 版 HL 图 10a, b) 

描述 : 长 45—58u; KH 24 一 330o 

fF BIER) eR. SICA. IPA, OMT, He PATH 

KPH MA A—24) MA TEAR EBOE EAA EIR. J in UTE. 

比较 : 这 一 种 化 石 孢 子 与 现代 植物 Schizea penicillata Kunth (Bonxoputuna 1961, 图 

fh I, 图 3a 一 c 和 图 版 IV, 图 9) 的 相似 ,但 后 者 的 外 壁 厚 〈3 一 44) 。Krutzsch (1957) 在 

欧洲 早 第 三 纪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但 未 定 种 名 的 隐 子 , 郎 他 的 5 或 6 组 的 类 型 41957， 图 版 II， 

1 一 14) 也 相近 于 我 们 的 标本 。Thomson 和 Pflug (1953) 的 Cicazricososporites pseudo- 

dorogensis (TR 61, 图 版 4, 图 13) 和 我 们 的 标本 有 些 相 似 ,但 他 们 的 标本 外 壁 厚 。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Pot. et Gell. 

(图 版 IT 图 11a 一 人 

1953,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Thomson und Pflug， 页 48 ,图 版 工 图 1 一 12。 

1953, Mohria striata, Bonxosutuna, Ti 36, 图 版 IV, 图 1 一 2。 

1957,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Rouse, Ti 362 ,图 版 工 图 38 和 39。 

1958, Cicatricosisporites australiensis, Cookson and Dettmann， 页 105 ,图 版 XV, 图 13, 14, 

1961,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BoaxopuTuna, Ti 70. 图 版 XX, 图 5a 一 c; 图 版 XXT 图 2a 一 8。 

1962, Mohria striata, Bep6uukan, Ti 95, IV #0 V, 图 37a—n, 

1962,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Pocock, TH 39, 图 版 2, 图 35, 36, 图 版 3, 图 37—41, 

1962,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Kedves, J 157. 图 版 1, 16, 17, 19, 20; SKK I, 图 1 一 6。 

* papillatus 为 乳头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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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赤道 直径 34 一 550wo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角 部 圆 ,， 角 部 边 绿 旦 锯齿 状 , 三 边 平 直 或 微微 内 上 四。 三 射线 细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较 厚 , 坚固 , 棕 黄 色 一 黄色 。 外 壁 表 面具 肋 条 , 肋 条 宽度 一 般 1.5 一 ?2u 与 

其 间距 大 致 相当 , 肋 条 与 三 边 绿 平行 ,有 时 肋 条 分 叉 , 三 射线 区 (四 孢 体 接 鲁 部 分 ) 光 清 。 

比较 与 讨论 : Potonie (1933) FER AA SS = HE PRIMA BZA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的 标本 , 据 Bonxoputuna (1961) 引用 ,其 轮廓 呈 三 角形 ,表面 有 密 排 的 肋 条 ,其 

高 和 宽 均 等 , 肋 条 或 多 或 少 平行 于 赤道 轮廓 线 , 常 向 角 部 方向 延伸 ,孢子 的 角 部 轮廓 呈 均 

与 的 扼 锯齿 状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上 述 的 C. dorogensis 的 特征 相 一 致 。BorXOBHTHHa (1961) 

把 Mohria striata 和 Cicatricosisporites australiensis VASA C. dorogensis 种 ,这 一 点 是 正 

确 的 , 但 把 Delcourt 和 Sprumont 在 比利时 Wealden 期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Cicatricosisporites 

cf. dorogensis (1955, 页 21, 图 3) 也 归纳 到 C. doxrogezwis， 这 是 不 人 妥当 的 ,因为 它们 的 特 

征 彼此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 在 这 里 也 应 当 指 出 ，KasaxcTaH 和 IIpHMyromzappe 白垩 纪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Razjjfordza goebperz” 的 分 散 孢 子 (EorrxoBHTHHa，1961, AKI, 图 9c 一 e) 5iBIE 

的 Ruffordia goepperti WFI¥- (Couper, 1958 图 版 17, 图 4 一 6) 有 很 大 的 差异 ,而 更 接 

近 于 C. dorogensis, 

Cicatricosisporites minutaestriatus (Bolkh.) Zhang 

(图 版 IT, 图 12a—e) 

1961, Pelletieria minutaestriata, Bonxosutuna, Th 68, 图 版 XX, 图 1a 一 6 图 版 XXL 图 3a—d, 

描述 : 赤道 直径 30—42 yu; 极 轴 长 34 一 40wo 

孢子 极 面 观 为 圆 三 角形 或 近 圆 形 , 近 极 局 平 , 远 极 凸 出 。 三 射线 较 奖 ,侧面 位 置 时 , 常 
不 见 射线 。 外 壁 薄 透 明 , 表 面 密布 细 肋 条 ,其 宽 为 1.2 一 1.5w，, A See. WARE 

子 输 廓 线 上 呈 钝 锯齿 状 ,在 射线 区 域 无 肋 条 。 

比较 : 我 们 的 化 石 孢 子 与 绥 芬 煤 田中 发 现 的 Pelletieria minutaestriata 相同 。 

Cicatricosisporites pacificus (Bolkh.) Zhang 

(图 版 IV, 图 1la,b) 

1961, Pelletieria pacifica, Bonxoputuna, Ji 69, 图 版 XXIL 图 2a 一 g。 

描述 : ISLE 41 一 43w。 

抱 子 极 面 观 为 三 角形 ,三 边 平 直 或 微微 内 凹 , 角 部 较 锐 。 三 射线 细 , 长 达 角 部 ,有 时 开 

妥 , 外 壁 较 薄 ,表面 布 有 肋 条 , 肋 宽 在 2w AAP AE, 肋 条 弯曲 并 在 肋 条 上 有 小 瘤 

KE HE HIT eS ARS Hh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与 绥 芬 煤田 中 发 现 的 Pelletieria pacifica Bolkh. (1961, 页 69) 一 

致 。 后 者 的 最 大 特点 是 肋 条 弯曲 并 有 瘤 。 笔 者 在 辽宁 省 阜新 地 区 清河 门 组 中 也 发 现 了 这 

“=. awak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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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类 型 的 孢子 , 它 的 直径 比 鸡 西 的 大 一 些 (494), 其 他 特征 完全 一 致 

Cicatricosisporites amalocostriatus* Zhang (sp. nov. ) 

《图 版 IV, Pl 2) 

全 型 . 标本 号 TM-76-V (4.8; 74.7)， 图 版 IV, 图 2。 

描述 : 赤道 直径 30 一 32wo。 

JAF Bvh, RAMA= A, =F, 角 部 钝 圆 。 三 射线 长 达 角 部 ,射线 在 顶端 细 而 

靠近 角 部 变 粗 ,有 时 在 角 部 分 叉 。 外 壁 蒲 , 色 黄 ,透明 , 近 极 面 光 滑 , 远 极 面 布 有 平行 于 三 

AA WAR, 肋 条 特别 细 (1 一 1.5w) 弱 ,分 布 密 ( 间 距 小 )。 阶 子 输 廓 线 平 滑 。 

比较 : 这 一 种 孢子 在 某 些 方面 与 Pel1ezierie mutabile Bolkh. 相似 。 区 别 点 : 后 者 直 

径 42 一 524w 外壁 厚 , 三 射线 宽度 一 致 ; 我 们 的 标本 射线 末端 粗 强 , 顶端 细弱 , 表面 有 非常 

SAAS AR 这 种 肋 条 甚至 在 放大 150 倍 镜 下 仍 难 看 到 。 与 Cicatricosisporites minutaestria- 

tus 的 区 别 在 于 外 形 、 射 线 和 肋 条 上 。 类 似 的 孢子 也 全 在 内 蒙 乌 兰 察 布 盟 四 子 王族 地 区 的 

和 白 醒 纪 地 层 中 发 现 , 写 的 特征 与 鸡西 的 基本 上 一 致 。 

Cicatricosisporites silvestris (Bolkh.) Zhang 

《图 版 IV, 图 3a—d) 

1961, Anemia silvestris, Bonxoputuna, Ti 58 ,图 版 XVIL 图 8a—d, 

描述 : WRITE 30 一 434 ,一 般 36 uo 

孢子 较 小 , 极 面 观 为 三 角形 ,三 边 略 凸 或 平 直 , 角 部 较 光 , 稍为 突出 。 三 射线 细 ,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较 厚 , 坚 固 , 近 极 面 光 滑 , 远 极 面 布 有 肋 条 ,平行 于 三 边 排 烈 , 肋 条 较 粗 上 且 密 , 帘 

2—3 Ho 

比较 : SRTARATEK-, AAMERR ISA BS Grebe rth A ee He 

区 Armp6 期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Anemia silvestris SE, FERAMK SMAPS ES 

程 棱 组 的 标本 一 致 的 孢子 。 

Cicatricosisporites mitriformis (Korgen.) Zhang 

(图 版 IV, 图 6a—d) 

1962, Anemia mitriformina, BepOuukaa, TH 100, 图 版 区, 图 46a—x, 

描述 : 赤道 直径 51—75 pn, 

孢子 极 面 观 为 圆 三 角形 一 圆 形 。 三 射线 细 长 ,有 时 开裂 。 外 壁 很 厚 ,8w 左右 ,表面 布 

有 特别 粗大 的 肋 条 ,其 宽 6 一 8w“， 近 极 面 肋 条 少 ,平行 赤道 有 1 一 2 A, 在 远 极 面 上 肋 条 大 

* 柔软 的 肋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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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A MEK, ANS 人 FEA A 

比较 我们 的 标本 与 苏 昌 煤田 anr 期 地 层 中 的 Anemia mitriformina (Korgen.) Verb. 

完全 可 以 比较 ， 同时 在 苏联 雅 库 特 和 坎 加 耳 地 区 早 白 垩 世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Anemia dorsos- 

triata, 从 肋 条 、 外 壁 、 射 线 和 外 形 特 征 来 看 , 同 我 们 的 标本 很 相似 ,但 直径 小 些 (40 一 49w)o 

Cicatricosisporites sp. 

(图 版 IV, 图 8a, b; 图 版 V， 图 1) 

描述 : 赤道 直径 55 一 65w。 

孢子 极 面 观 为 三 角形 ,三 边 微 凸 , 角 部 较 尖 。 三 射线 近 达 角 部 。 外 壁 较 厚 ;坚固 ; 近 极 

及 远 极 均 有 粗 密 的 肋 条 , 近 极 面 上 的 肋 条 平行 于 赤道 排 烈 , 远 极 面 的 肋 条 常常 朝 一 个 方向 

BSF WARE 3—4 4, 间距 le 左右 。 

Cicatricosisporites brevilaesuratus Couper 

(图 版 IV, 图 9a—c) 

1958, Cicatricosisporites brevilaesuratus, Couper, 页 136, 图 版 18, 图 1 一 3。 

描述 : 赤道 直径 77—97 wo 

FA, 极 面 观 为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细 直 , KAMFLEN 1/2—2/3, Hee, 坚 

固 , 表 面 有 粗 而 低 平 .光滑 的 肋 条 , 肋 宽 4.6—6n, IIB 1 一 2w。 肋 条 在 近 极 面 平行 赤道 排 

烈 ,射线 区 无 肋 条 ;在 远 极 面 常 平行 于 两 边 分 布 , 因 此 两 面 的 显示 交叉 的 图 形 。 

比较 及 讨论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Couper (1958) 的 C. brevilaesuratus 相似 ;但 后 者 的 赤 

道 输 廓 或 多 或 少 呈 圆 形 ， 肋 条 宽 平 ，5 一 9w。 我 们 的 标本 与 现代 植物 4zzezzi4 tomentosa 

(Saw.) Sw. MIPS IFAD, 但 后 者 的 肋 条 是 不 平滑 的 。 这 一 化 石 种 的 总 特征 ， 与 很 

多 现代 植物 Anemia 属 孢 子 相 近 , 因 此 可 能 与 Anemia 属 有 杂 绿 关系 。 

Cicatricosisporites bellus* Zhang (sp. nov.) 

(EK V, 图 2a, b) 

全 型 : 标本 号 TM-40-IV (10; 86.5), 图 版 V, A 2b, 

描述 : IPI 51 一 60w。 

孢子 王 廓 三 角形 ,三 边 微 凸 , 角 部 圆 钝 。 三 射线 长 , 近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 坚 固 , RH 

面 有 粗大 而 平 直 的 肋 条 ,其 宽度 为 55 左右 , 肋 条 有 4 一 5 条 ,平行 于 赤道 ,成 同心 三 角形 状 

分 布 , 近 极 面 光 清 。 

比较 及 讨论 : Couper (1958) 在 英国 Wiccidee 期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Cicatricosisporites 

”美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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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ogensis” (FARK 17, El 12) PARMA UCM PRA LER, EMMA, TERK AR SAE 

相似 ,可 能 是 同一 种 。 但 Couper 的 化 石 孢 子 与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模式 标本 有 

很 大 的 区 别 , 尤其 在 肋 条 特征 上 , 因此 , 给 这 类 阶 子 以 新 的 种 名 是 交 要 的 。 从 形态 特征 来 

看 , 它 的 亲 绿 关系 可 能 与 Anemia 属 有 关 。 

Cicatricosisporites(?) nankingensis (Zhang) Zhang 

(图 版 V, 图 3) 

1962, Anemia nankingensis, KAP, TH 261, he 1, 17a—c, 

描述 : IRAE 684, 

孢子 轮廓 三 角形 ,三 边 微 凸 , 角 部 圆 钝 , 角 顶 凹 信 。 三 射线 细 , 长 达 角 部 , 射线 两 边 的 

唇 状 加 厚 带 延伸 到 角 外 , 外壁 厚 ,坚固 ;表面 具有 粗大 的 肋 条 ,其 宽度 在 3.54 左右 ,在 近 极 

面 平行 于 赤道 分 布 , 远 极 面 只 平行 于 三 角形 蛮 道 的 两 边 。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和 江苏 句 容 葛 村 组 中 发 现 的 Anemia nankingensis 相似 ,但 角 部 叫 

及 不 太 明显 。 

Plicatella ethmos (Del. et Sprum.) Zhang 

(图 版 IV, 图 4a, b) 

1959, Appendicisporites ethmos, Delcourt et Sprumont， 页 40, 图 版 V, 图 19。 

描述 : 赤道 直径 55—68.3u, 

孢子 个 体 大 ,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三 边 凸 , 角 部 突出 。 三 射线 长 近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 坚 

固 ,表面 具有 粗大 肋 条 , WARK 3—4u, 间距 1 一 1.5w， 平行 赤道 分 布 。 在 近 极 面 的 里 层 密 

布 小 斑点 状 的 纹饰 。 

比较 : 本 种 的 模式 标本 的 赤道 轮廓 为 圆 三 角形 ,外 壁 表 面 有 宽 工 一 2.54 ,间距 不 到 14 

的 肋 条 , WALA ERE A HSER, 肋 条 在 角 部 汇合 才 形成 长 约 7w 的 角 部 突出 物 ,孢子 直 

径 为 41 一 50w。 这 些 特 征 与 我 们 所 描述 的 标本 相 一 致 。 这 一 种 与 Appendicisporites tricor- 

nitatus 亦 相 似 , 但 后 者 近 极 面 上 没有 颗粒 状 或 斑点 状 纹饰 。 Potonie (1960, 50 页 ) LFA 

赤道 角 部 突出 物 的 长 或 短 , 将 这 类 独子 分 为 两 个 属 , 具 长 突出 物 者 名 Appendicisporites, 具 

短 突 出 物 者 称 Plicatella。 当 前 孢子 的 属 名 应 为 后 者 。 

Plicatella tricornitatus (Weyl. et Greif.) Pot. 

(图 版 IV, 图 5a—c) 

1953, Appendicisporites tricornitatus, Weyland und Krieger, Ml 12 ,图 版 3, 图 14, 17。 

1960, Plicatella tricornitatus, Potonie, T7150, 

1961, Anemia aurifera, BonxopuTuna, Ta 59, Ek XVIII, 图 2a—c, 

描述 ， 赤道 直径 60—68 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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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 子 极 面 观 旦 三 角形 ， 角 部 有 乳头 状 突起 ， 瞄 棕色 。 三 射线 细 ， 长 约 达 抱 子 牛 径 的 

273 一 3/4, 常 开裂 。 外 壁 厚 ,坚固 , 棕 一 棕 黄色 ,表面 有 粗 密 而 光滑 的 肋 条 ; AR 4 一 57， 

a FB— iY 2u 左右 , 肋 条 在 近 极 面 平行 于 三 边 分 布 ,在 远 极 面 有 时 都 朝 一 个 方向 分 布 。 

比较 及 讨论 . 4a Weyland 和 Greifeld (1953) 在 欧洲 早 赛 诺 期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Appendicisporites tricornitatus 相似 ,但 后 者 直径 为 45w， 比 我 们 的 标本 小 15 一 23w。 

BoxrxoBHTHHa 7E2e2¢ HEB REA “Anemia aurifera” Verb. 与 Bep6uukaa 在 苏 昌 煤田 中 

RMF Gre Anemia aurifera 的 不 同 , 反 而 更 接近 于 我 们 的 种 。 

Plicatella macrorhyza (Mal.) Zhang 

(图 版 IV, 图 7a, b) 

1949, Plicatella trichacantha 6 macrorhyza, Manaskuua, Ti 62, 图 版 12, 图 5 

1953, Anemia macrorhyza, Bonxoputuua, Tt 39, FAK IV, 图 16, 

1961, Anemia macrorhyza, BonxoputTuna, Ti 54, 图 版 XV, 图 7a—e; 图 版 XVII 图 9a—d, 

描述 : IRIEL 48—67 uo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 AMAR RE EB, 三 射线 弯曲 , 细 长 , 近 达 和 角 

部 。 外 壁 厚 , 坚 固 , 深 黄色 , 近 极 面 光 滑 , 远 极 面 布 有 肋 条 , 肋 条 与 蛮 道 平行 , 有 时 分 又 ,在 

角 部 汇聚 突出 于 角 外 ; 肋 条 低 平 ,宽度 不 一 ,3.5 一 64, 间距 2 一 4wo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 从 大 小 和 形态 来 看 都 与 MaxitrBKkHHa (1949) BRAY Plicatella 

trichacantha 6 macrorhyza 相近 ,也 类 似 BoxrxoBHTHHa 提 到 的 A. macrorhyza (1961, AK 

XV, 图 7a, 7e)。 后 者 的 属 名 是 BorxoBHTHHa 把 它 同 现代 植物 Anemia pastinacria Prantl, 

A. imbricata Sturm., A. tomentosa (Sar.) Sw. 比较 后 把 Manaskuna 的 Plicazella 改 为 

Anemia 的 。 根 据 Potonie (1960, 50 TH), AFA F NAA Plicatella 属 。 

Concavisporites subsimplex (Naum.) Zhang 

CFA V, 图 4a, b) 

1951, Lygodium aff. japonicum, Kapa-Myp3a, Eq}KR 9, 图 1, 2, 

1953, Lygodium subsimplex, Bonxoputuna, Tit 45 ,图 版 VL 图 1 一 5。 

1954, Lygodium sp., 3ayep u MuermvTHIHIBHTIH， 图 版 XV, AW 17, 18, 

1956, Lygodium subsimplex, Bomxoputuna, Tit 62, 图 版 VIIL 图 102a, b 

1960, Lygodium subsimplex, Xnonosa, Th 26, AWK UW, 图 1。 

1961, Lygodium subsimplex, Xnonopa, TH 48, 图 版 TV， 图 28。 

1962, Lygodium subsimplex var. tenuis, Bep6uukan, TI 101, FA IX, 图 47a—r, 

描述 : 赤道 直径 68—79 pw, 

抱 子 较 大 ,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三 边 微 叫 , 有 时 平 直 , 角 部 宽 圆 。 三 射线 长 约 孢子 千 径 的 

3/4, 季 常 开裂 ,射线 两 侧 具 唇 ,向 末端 变 宕 。 外 壁 厚 3—4u, 表面 光滑 。 

比较 及 讨论 : RMA Lygodium subsimplex 相 一 致 。 这 个 种 经 Bonxosarana 

(1953) 与 现代 的 Lygodium japonicum 比较 后 ,把 Stenozonotriletes subsimplex Naum.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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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组 合 。Kapa-Mypsa (1951) 对 西伯 利 亚 Banamxnn 期 地 层 中 的 类 似 于 上 壕 种 孢子 , 直 

接 定 以 现代 植物 种 名 Lygodium aff. jetpozicumm， 在 中 生 代 这 样 命名 很 不 恰当 。Couper 的 

“Concavisporites punctatus” (1958, 页 142, 图 版 22, 图 1) 也 和 我 们 的 种 相似 。 从 形态 特 

征 来 看 ,本 种 可 能 与 海 金砂 属 有 些 关 系 。 

Trilobosporites mirabilis (Bolkh.) Zhang 

(图 版 V, 图 5a—d) 

1956, Lygodium mirabilis, BonxoputTuna, Ti 53, 图 版 VD 图 78。 

1958, Trilobosporites apiverrucatus, Couper, Ti 142, 图 版 21, 图 11—13, 

1960, Trilobosporites apiverucatus, Groot and Penny, Tt 230, 图 版 2, 图 2, 

1961, Lygodium mirabile, BonxoputTuna, Ti 89, 图 版 XXVIII, 图 la,b; 图 版 XXXV, 图 4a, b, 

1961, Lygodium multituberculatum, BonxopuTuna, Ti 92, 图 版 XXVIIL 图 7; 图 版 XXXVI, 图 3a, b, 

1962, Lygodium mirabile, BepOutikaa, Ta 102, 图 版 X, 图 5la—x, 

1962, Trilobosporites apiverucatus, Pocock, Ti 43, 图 版 4, 图 59—60, 

描述 : 赤道 直径 61—80u,—ik 740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三 边 凹 , 角 部 钝 圆 , 角 部 轮廓 线 呈 波形 。 三 射线 直 , 长 约 为 孢子 

咎 径 的 2/3, HRANASRKIBH, ANFRAMEBRZ, SER 3-4, WMA 

部 及 射线 两 侧 为 矮 平 的 大 圆 瘤 纹 饰 ,其 他 部 分 为 粗 颗粒 或 小 瘤 状 纹饰 ,射线 区 的 瘤 比 角 部 

的 小 ,规则 地 排列 在 射线 两 边 , 有 时 三 射线 区 无 瘤 状 纹饰 。 

比较 及 讨论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Lygodium mirabile 一 致 ,后 者 的 大 小 为 75 一 1004w 一般 

854w ,孢子 的 角 部 有 大 瘤 , 其 余部 分 光滑 或 小 瘤 状 。 根 据 Couper (1958) 的 描述 和 照片 ， 

Trilobosporites apiverrucatus 可 能 属于 Lygodium mirabile, 我 们 到 目前 还 未 发 现 过 现代 的 

Lygodium 属 隐 子 中 在 三 个 角 上 有 大 瘤 状 纹饰 。BomxoBHrHHa 也 没有 烈 出 足够 的 证 据说 明 

这 一 中 生 代 化 石 孢子 属于 海 金 砂 属 。 对 于 这 个 化 石 种 的 切 确 的 杂 绿 关系 未 搞 清 楚 前 , A 

前 保留 形态 属 名 是 必要 的 ,因此 ,建议 用 Trilobosporites mirabilis 名 称 。 

Trilobosporites trioreticulosus Cookson et Dettmann 

(图 版 w 图 8a, b; AWK VI, 图 la, b) 

1958, Trilobosporites trioreticulosus, Cookson and Dettmann， 页 109, 图 版 XVI, 图 1 一 3。 

1958, Cibotium retricutiangulatum, Mansapkuua, Ti 53, AV, 图 13。 

1961, Lygodium trioreticulosus, BonxopuTuna, Ti 100, 图 版 XXXV, 图 5a—d; 图 版 XXXVIII, 图 8。 

1962, Lygodium purverulentus, BepOuuKan, Ti 101, Ah IX, 图 48a—b, 

描述 : IPE 67—79.5 uv, HHH 35 一 564o 

FRE MA = sit, AMA, 三 边 凹 或 平 直 。 三 射线 直 短 ,， 只 延伸 到 角 部 网 状 纹饰 

的 内 边界 ,长 约 为 孢子 牛 径 的 1/2。 外 壁 厚 ，34 左右 ， 棕 黄色 , 角 部 布 有 明显 而 不 规则 的 

大 网 状 纹饰 ,网 兰 宽 度 不 一 ,一 般 较 宽 且 弯曲 ,有 时 在 网 符 上 有 小 圆 瘤 ;其 他 部 分 密布 均 与 

的 粗 颗粒 或 小 瘤 状 纹饰 。 阶 子 的 赤道 轮廓 在 角 部 呈 大 波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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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及 讨论 .Cookson 和 Dettmann 所 定 的 Trilobosporites trioreticulosus 的 特征 是 : 

赤道 直径 70 一 85, 三 角形 轮廓 ,具有 宽 圆 的 角 、 平 或 四 的 三 边 , =a eK, Ki 

驳 子 牛 径 的 1/2 ,外壁 厚 2.5 一 3w， 表面 密布 不 平 的 突起 物 或 粗 颗粒 状 纹饰 ， 角 部 有 网 ,网 

眼 和 多边形， 网 疹 粗 弯 。 这 些 特征 都 和 当前 的 标本 一 致 。 MarmBKHHa 的 Cibotium retricu- 

tiangulatum 〈 直 径 为 60 一 70) 和 BepOunkan 的 Lygodium purverulentus 的 角 部 也 有 大 

网 ， 甚 它 特 征 也 和 T. trioreticulosus 基本 一 致 , 故 应 归 到 同一 种 。BorrxoBgrgaa 将 这 一 种 

的 属 名 改 为 Zygodizxmm， 目 前 看 来 是 不 甚 父 当 的 。 

Lophoitriletes sp. 

(图 版 V, 图 0a， b) 

描述 : IPE 54—64.5 U0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三 边 凹 , 角 部 钝 圆 。 三 射线 细 直 , 近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3—4u, ® 

面 有 瘤 状 纹饰 , 瘤 密集 ,大 小 不 等 (3 一 64w) ,高 度 也 不 一 。 抱 子 输 廓 呈 波 形 。 

比较 : BoxrrxoBHTraHa 管 将 类 似 的 孢子 分 成 若 于 种 ,如 Lygodium crispaeformis, L. gros- 

uuberculasim,; L. gibbérulum, Lo pseudogibberdlum, LAtlareni ee 

间 有 多 大 的 区 别 。 从 个 体 大 小 和 外 壁 纹饰 特征 来 看 , 当前 的 孢子 可 能 与 Lygodium A 

关 。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Thier.) Del. et Sprum. 

(图 版 V， 图 Ja) 

1949, 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Thiergart, Tl 22, 图 版 IV/V, 图 18, 

1954, Lygodium sp., 3ayep H MadqeruIHITIBHIHE， 图 版 芒 , 图 18, 19, 20, 

1957, Lygodium hirsutoides, KnamKo H mp. 图 版 56, 图 5; 图 版 51, 图 2, 3。 

1958, Lygodium ciliatum var. mongolicum, ManapKkuna, Ti 42, A IX, 图 6。 

1958,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Couper, Ti 144, 图 版 23, 图 1 和 3。 

1961, Lygodium trichopapillosus, BonxoputuHa, Ti 102, 图 版 XXXVIIL 图 la, b 

1962, Lygodium echinaceum, BepOuukan, Ti 105, Aik XU, 图 54a—r, 

1962,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Pocock, Ti 45, 图 版 4, HI 70, 

描述 : 赤道 直径 51—75 0 

UF RAMS = At, ABA, = FeRAM, HHA KAAS PE 2/3 U0 

外 壁 厚 , 坚 固 , 内 绿 轮廓 线 不 清 , 棕 黄色 ,表面 密布 刺 状 纹饰 , 刺 细 , 长 3.5 一 10w， 顶 端 常 微 

弯曲 。 

比较 及 讨论 : Thiergart (1949) 在 欧洲 Wealden HAIL RRMA SKM BH 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AW IV/V, Al 18) 的 照片 是 不 清楚 的 ,他 作 如 下 的 描述 : JUTE 65p, 

极 面 观 呈 不 规则 的 三 角形 , 角 部 钝 圆 , 三 射线 长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3w, 整个 表面 盖 有 密 的 毛 

发 状 刺 (Papillen), 长 为 10w。 当 前 的 隐 子 也 具有 上 壕 特 征 。Couper (1958, 页 144) 提 到 这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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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 孢子 的 纹饰 有 两 种 类 型 , 刺 或 布 于 整个 外 壁 表面 或 只 在 角 部 区 发 育 。 我 们 认为 ， 刺 

只 在 角 部 区 发 育 的 标本 ， 可 能 是 一 种 稳定 的 类 型 , 应 该 给 这 一 类 阶 子 另 立 种 名 。Delcourt 

和 Sprumont (1955) 原 把 这 一 类 型 的 隐 子 放 入 Pizosistpoxriter 属 中 ， 后 来 ”BoxrxoBHTHHa 

(1961) 将 这 一 种 的 属 名 改 为 Zygodzxuxz， 但 未 提出 根据 。 据 我 们 了 解 外 壁 上 有 刺 的 海 金 

生 属 隐 子 还 未 发 现 ,因此 , 目前 有 必要 保留 Pi1osisporizes 4%, Manasknna, BepOunxaa 和 

KaumKo 等 描述 的 外 壁 表面 密布 长 刺 的 孢子 (如 异 名 表 中 烈 出 的 ) 亦 与 Thiergart 的 种 一 

致 ,应 当归 于 同 种 。 

Pilosisporites verus Del. et Sprum. 

(图 版 VL 图 2a—c) 

1954, Lygodium sp., 3ayep H MadernuIHIHIBHIHE， 图 版 XU 图 16,17。 

1958,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Couper, Td 144, 图 版 23, 图 2, 

1958, Pilosisporites notensis, Cookson and Dettmann, Ti 102, A} XV, 图 1。 

1961, Lygodium setiferum, Bonxoputuna, WM 99, 图 版 XXXVIII, 图 4。 

1962, Lygodium setiferum, BepOuukas, I 104, 图 版 XI, 图 53a 一 水 。 

1962, Pilosisporites verus, Pocock, Ti 45 ,图 版 4, 图 69。 

描述 : 赤道 直径 49—73 py,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角 部 圆 , 三 边 微 凸 或 平 直 。 三 射线 站, KNAWT FEN 3/4, 

射线 两 侧 有 时 具 唇 状 加 厚 带 。 外 壁 厚 ,，3.5 左 右 , 坚 固 , 棕 黄色 , 远 极 面 除 边 绿地 区 《三 边 

区 ) 外 , 均 布 有 长 刺 状 纹饰 , Rm AEA, HAMM DEANE A Rb 

刺 , 刺 长 3.5—7 2, FSS Ho 

FESR RIT: Couper (1958) 把 仅 角 部 具 刺 的 孢子 也 称 为 “Pizloszrtporztes trichopapillo- 

sus’ FPF Thiergart 的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有 区 别 ， 因 此 这 样 的 处 理 

FAKE 4H. FALMER Cookson 和 Dettmann 命名 为 Pi1osrzsrporztes notensis, 9% 

Bep6uukan 称 为 Lygodium setiferum, Delcourt 和 Sprumont {fF 1955 年 已 把 这 类 角 部 具 

长 刺 的 孢子 定名 为 Piz1osistboxztes zerxs， 根 据 优 先 原则 , 应 条 用 这 一 名 称 。 这 一 种 孢子 的 

亲 绿 关系 不 明 ，Bep6angag SAH EBT Lygodium 属 ,但 根据 不 足 。 

Cingulatisporites complexus Couper 

(FAK VI, 图 3a—d) 

1958, Cingulatisporites complexus, Couper, Td 145, 图 版 24, 图 1,， 2, 

1958, Cirratriradites spinulosus, Cookson et Dettmann, Ti 113, 图 版 XIX, 图 5. 

1962, Couperisporites complexus, Pocock, Tt 50, 图 版 6, 图 91—94, 

描述 : 赤道 直径 80—89n (包括 赤道 环 ), 极 轴 S4y. 

AFR RE A= ATR, 侧面 为 椭圆 形 。 三 射线 粗 , 长 达 边 绿 , 有 时 不 易 看 

到 。 外 壁 很 厚 , 4 一 6w。 远 极 表面 具有 包 裂 状 纹饰 , 每 一 裂片 的 大 小 大 体 一 致 , 呈 颇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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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多 边 形 (五 角 一 六 角形 ) ,每 块 裂片 表面 的 中 部 有 短 的 细 棒 状 突 超 物 , 棒 的 顶部 钝 圆 。 近 

极 表面 不 平 ; 有 颗粒 和 大 而 浅 的 孔 突 , 其 直径 为 3 一 5w，, 分 布 不 均 与 ， 和 孔 突 边 加 厚 ， 颜 色 较 

深 。 钨 子 的 赤道 上 具有 宽厚 的 透明 的 膜 状 环 带 , 环 带 上 有 稀 朴 的 钝 刺 ， 赤 道 环 带 宽 10 一 

12w，, 其 边 绿 轮廓 旦 不 规则 的 波形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孢子 和 Couper 的 种 相 一致 。 Cingulatisporites complexus 的 模 

式 标本 特征 是 : 三 射线 达 于 环 的 内 边 绿 ;常常 不 清楚 , 隐 子 的 赤道 轮廓 圆 三 角形 , 近 极 表 

面 颗粒 状 , 远 极 表 面具 刺 状 纹饰 , 刺 高 达 4w， 顶端 宽度 为 0.5uw， 在 刺 的 中 部 其 宽度 疾 新 增 

加 ,至 基部 迅速 扩大 ,基部 轮廓 为 多 边 形 , 刺 顶端 的 间距 5 一 6w, 远 极 面 外 壁 明 显 地 分 为 两 

层 , 表层 厚 达 1.5w, 刺 朗 由 此 层 伸 出 , 里 层 颗 粒状 ,厚度 le, GMBH, Bis 12p, 具有 

短 粗 的 刺 状 纹饰 , 刺 粗 2 一 2.5w， 高 达 3w，, 间距 8 一 104， 抱 子 的 赤道 直径 90—105p 《包括 

环 )。Cookson 和 Dettmann (4) “Cirratriradites spinulosus” (1958 图 版 XIX, A 5) 与 其 模 

式 标本 (图 版 XVII, 图 9) 有 区别 , 写 的 特征 更 接近 于 C. complexus, Pocock 〔〈1962, 页 50) 

以 C. complexus 为 属 型 , 另 创新 属 一 一 Coxterisborztes， 我 们 对 此 属 名 和 暂时 还 有 保留 。 

Cingulatisporites sp. 

(图 版 VI， 图 Da, b) 

描述 : IRE 55—73p (EH) «0 

孢子 极 面 观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细 , KAMA, 有 时 三 射线 不 见 。 外 壁 厚 3.6—4y, 表面 

密布 颗粒 状 纹饰 。 外 壁 具 透 明 的 亦 道 环 ,其 宽 9 一 13w, 较 坚 固 , 表 面 有 细 颗 粒状 纹饰 。 外 

壁 和 蛮 道 环 的 纹饰 常常 不 易 区 别 ; 有 些 外 壁 的 粗 一 些 。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与 C. dubius Couper 较为 相 象 , 后 者 的 特征 是 赤道 轮廓 圆 形 到 圆 

三 角形 ,三 射线 长 达 蛮 道 环 上 ,常常 不 清楚 ,外 壁 厚 2 一 2.5u， 外 壁 具 亦 道 环 , 环 帘 8 一 150w， 

常常 往 皱 ， 外 壁 及 环 上 均 有 颗粒 状 纹饰 ， 孢 子 的 赤道 直径 为 60—(78)—102p (ELE) 0 

因 当 前 的 孢子 的 三 射线 短 , 不 达 环 上 和 不 显 弯曲 ,外 壁 纹 饰 较 细 而 不 能 定 为 Couper 的 种 。 

Cingualatisporites euskirchensoides Del. et Sprum. 

(图 版 VI, 图 6) 

1958, Cingulatisporites euskirchensoides, Cookson and Dettmann, Ti 109, 图 版 XVIL 图 4 一 6。 

1961, Cingulatisporites euskirchensoides, Xnonopa, TW 51, 图 版 图 31, 

描述 : 赤道 直径 42 一 52w (包括 环 )。 

抱 子 圆 形 。 三 射线 细 长 , 近 达 孢子 的 边 绿 。 常 不 易 看 到 。 外 壁 较 厚 ,2.52 左右 , 表面 
光 请 或 细 颗 粒状 。 远 极 表面 有 三 分 双 的 条 状 加 厚 带 ,有 时 发 青 成 大 的 网 格 状 条 纹 , 外 壁 具 

透明 而 软弱 的 赤道 环 , 宽 为 bw 左右 ,赤道 环 易 觅 落 。 
比较 及 讨论 : 当前 的 孢子 与 Cookson 和 Dettmann 在 澳大利亚 南部 地 区 白垩 纪 地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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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发 现 的 C. euskirchensoides 基本 上 相同 ; 也 与 Thomson 和 Pflug (1953) 在 欧洲 早 第 

三 纪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Divisisporites euskirchenensis 非常 近似 ,后 者 无 赤道 环 。 笔者 认为 两 

者 可 能 是 相同 ， 因 为 软弱 的 赤道 环 有 可 能 完全 从 隐 子 体 上 觅 落 掉 ， 刀 .evskircpenensis 或 

许 就 是 赤道 环 腊 落 了 的 C. euskirchensoides, 但 考虑 到 两 个 种 的 时 代 不 同 及 化 石 孢 子 的 分 

种 原则 , 故 未 合 为 一 种 。 在 苏 昌 发 现 的 Hymenophyllum aff. australea Willd. 孢子 与 我 们 

的 标本 有 些 相 似 。 我 们 在 阜新 地 区 清河 门 组 中 也 发 现 了 这 一 种 孢子 ,其 直径 为 72 环 带 

宽 , 常 常 福 皱 ,轮廓 线 不 平 ,未 见 射线 。 在 蛟 河 地 区 鱼 林 组 (上 煤 组 ) 中 发 现 的 这 种 孢子 的 

直径 为 54 一 66w。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Cookson et Dettmann) Cookson et Dettmann 

Ck V1, 图 4) 

1958, Cirratriradites spinulosus, Cookson and Dettmann, Ti 113, {ht XVIII, 图 9—13; 图 版 XIX, 图 1 一 4。 

1959, Cirratriradites spinulosus, BonxopuTuna, Ii 129, 图 版 VIL 图 119a, b, 

1962,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Pocock, Ti 52, 图 版 6, 图 95—97, 

描述 : 赤道 直径 67.5 (tH). 

孢子 极 面 观 为 不 规则 的 圆 三 角形 。 三 射线 细 长 , 伸 到 赤道 环 中 。 外 壁 较 厚 , 4 左右， 

黄色 , URAMRBH Mics, 刺 细 , 顶端 钝 。 孢子 具有 赤道 环 , 环 帘 lly, 表面 有 细 颗 粒 

状 纹饰 , 环 的 轮廓 线 呈 不 规则 的 锯齿 状 。 

SEK: Cookson 和 Dettmann 给 A. spinulosus 的 特征 是 :赤道 面 观 酉 圆 形 , 极 面 观 

旦 亚 三 角形 一 亚 圆 形 , 三 射线 的 宽度 和 高 度 是 可 变 的 , 有 时 完全 人 缺失, 某 些 孢子 的 射线 只 

在 环 上 见 到 ; 外 壁 厚 约 2—4y, 表面 破 略 放射 状 排 烈 的 短 刺 或 棒 所 履 盖 , 远 极 表面 的 比 近 

极 的 密 一 些 , 远 极 表 面 有 时 具 大 孔 突 ; 孢 子 具 赤道 环 , 其 表面 有 颗粒 状 纹饰 。 孢子 的 赤道 

直径 为 54—107p (Sta). 我 们 的 标本 与 上 述 的 特征 一 致 。 我 们 在 时 新 地 区 清河 门 组 

中 也 发 现 了 这 一 种 , 写 的 直径 为 70w(〈 包 括 赤 道 环 ), 标 本 远 极 表面 的 刺 比 鸡西 地 区 的 粗 其 

一 些 , 外 壁 厚 , 分 两 层 , 里 层 薄 表层 厚 , 三 射线 粗 长 伸 到 环 中 。 在 蛟 河 鱼 林 组 中 也 发 现 了 

A. spinulosus , 

Trachytriletes radiolirus* Zhang (sp. nov.) 

(图 版 VD 图 7a—e) 

全 型 : 标本 号 : TM-81-XII(4; 80), 图 版 VI, 图 7b。 

描述 : 赤道 直径 54—64 nu, 

fo FR HLA B= AeA. =H, 长 达 孢 子 牛 径 的 3/4, IPR. SERS 

厚 ,坚固 ,表面 有 稠密 的 颗粒 状 纹饰 ,在 近 极 表面 密布 放射 状 细 条 纹 , 条纹 在 孢子 的 边 绿 较 

”放射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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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三 射线 区 不 清 楚 或 洽 失 。 

Brochotriletes foveolatus* Zhang (sp. nov.) 

(图 版 VIL 图 la—c) 

对 型 ， 标 本 号 TM-203-XII (9.3; 93.5)， 图 版 VU, 图 lb, co 

描述 : 赤道 直径 55—57 U5 

隐 子 极 面 观 旦 圆 三 角形 或 近 圆 形 , 远 极 面 旦 多 形 凸 出 , 近 极 面 局 平 。 三 射线 长 约 为 陶 

子 咎 径 的 3/4, 外 壁 坚固 , 棕 黄 色 , 厚 4 一 5 :表面 均 布 有 圆 形 孔 突 , 孔 究 的 直径 3 一 45， 其 

间距 3 一 4w。 孢 子 输 廓 凹凸 不 平 。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Verb. 

(图 版 VI, 图 2a—e) 

1958, Kuylisporites Iunaris, Cookson and Dettmann, Ji 103, 图 版 XIV, 图 21。 
1962,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BepOwukas, 页 118, 图 版 XVI, 图 87a。 

faut: 赤道 直径 39 一 49wo 

孢子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或 近 圆 形 。 三 射线 细 直 ,长 近 达 边 绿 。 外 壁 较 厚 2 一 3w, 远 极 表 

面 分 布 不 规则 的 大 实 , 究 不 完整 ,一 般 牛 圆 形 而 且 较 浅 , 大 小 也 不 一 ,一 般 5 一 8w， 近 极 表 

面 无 突 (?), 密布 颗粒 状 纹饰 。 孢 子 的 赤道 轮廓 续 微 弯曲 。 

bese: BepOuuxan 定 B. degradatus 的 特征 是 直径 40 一 50w, BEE = fs BURL 

三 射线 长 为 孢子 牛 径 的 3/4 或 等 于 牛 径 ,外 壁 薄 , 表 面 有 牛 圆 形 的 突 , 其 直径 为 4 一 7woe 我 

们 的 标本 符合 于 上 壕 的 特征 , 属于 同一 种 是 无 疑问 的 。Cookson 和 Dettmann 的 “Kxzy1zspo- 

rites lunaris” 《1958， 图 版 XIV, 图 21) 相似 于 我 们 描述 的 孢子 ,但 与 该 种 的 模式 标本 《图 

WK XIV, 图 22, 23) 有 区 别 。 这 一 种 孢子 我 们 在 吉林 蛟 河 地 区 早 和 白垩 世 地 层 中 也 发 现 不 

少 。 

Brochotriletes botrychiumformis** Zhang (sp. nov.) 

(图 版 VI, 图 3a—c) 

全 型 : 标本 号 TM-134-XI (13.5; 82.7) ,图 版 VO, 图 3b。 

描述 : TEE 45 一 49wo 

抱 子 极 面 旦 三 角形 , 角 部 钝 圆 , 三 边 微 凸 。 三 射线 粗 长 , 达 角 部 。 外 壁 厚 , 坚固 , 棕 黄 

色 , 表 面 为 网 状 纹饰 ,网 孔 较 小 而 圆 ,2w 左右 ， 分 布 密 而 均 与 ， UAE 1.2 一 1.54w WAM 

To WIG. FOF Aig ee SUITE. 

”蜂巢 状 小 孔 的 。 

** BAY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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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这 一 种 孢子 与 现代 植物 Botrychium lunaria (L.) Sw. WFAA LEAL. 

Chomotriletes fimbriatus Verb. 

(图 版 VIL 图 4a—c) 

1962, Chomotriletes fimbriatus, BepOuulkas, Tt 119, 图 版 XVI, 图 89a 一 B。 

描述 : 赤道 直径 35 一 40w。 

孢子 极 面 观 为 圆 三 角形 一 圆 形 , 琴 廓 线 呈 波形 。 三 射线 直 , KAKTHR, 射线 两 边 

有 瘤 所 连 成 的 唇 状 加 厚 带 ,加 厚 带 的 边 绿 弯曲 。 外 壁 厚 , 深 黄 色 , 远 极 表 面 有 同心 圆 状 的 

环 带 ， 其 宽 5 左右， 环 带 表面 粗糙 , 由 不 规则 的 小 瘤 或 粗 颗粒 连结 而 成 (放大 1,300 借 

时 ), 环 带 有 时 有 一 个 缺口 ,其 边 绿 为 花边 状 弯曲 ; 近 极 表面 为 稠密 的 颗粒 状 。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与 BepOuuxan (1962) 的 Chomotriletes fimbriatus 孢子 特征 相 一 

致 。 

Chomotriletes irregularis (Korgen.) Verb. 

(图 版 VIL 图 5a—c) 

1962, Chomotriletes irregularis, BepOuukan, Tt 120, 图 版 XVI， 图 90a 一 T。 

摘 壕 : 赤道 直径 35—A7 Mo 

IF REAMA R= ARAB. =HAAB KAR, HWE, DRRAAA OA 

TRIKE 环 带 常 不 闭合 ， 其 宽 S==- Sp 间距 4—7B, RAS 曲 O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与 Bep6argag， 在 苏 昌 煤田 老 苏 昌 组 (cTapocyqaHcKag canta) 中 发 

ERA Chomotriletes irregularis 相 一 致 

Dictyotosporites pseudospeciosus Zhang (sp.nov.) 

(图 版 VIL 图 6a—f) 

全 型 ， 标本 号 TM-18-IV (18.7; 78), AR VI, 图 6a。 

描述 : IPI 43 一 554〈 包 括 外 套 膜 )。 

抱 子 近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三 射线 细 长 ,长 达 钨 子 牛 径 的 1/2 一 3/4, 常 不 清楚 , 外壁 较 薄 ， 

单 层 ,坚固 ,黄色 一 棕 黄 色 , 表 面 有 颗粒 状 纹饰 。 外 壁 具 透明 而 软弱 的 周 壁 层 ， 宽度 为 2 一 

3w， 常 保存 不 完整 , 周 壁 层 上 有 网 状 纹饰 ,网 孔 为 不 规则 的 多 边 形 ,网 兰 薄 , 近 极 面 三 射线 

KM WAAR ES SEE. 

比较 : Seat asa SEA ARESG Cookson 和 Dettmann 的 Dictyotosporites 

speciosus (1958, Hi 107 ,图 版 XVI, 图 5 一 10) 有 相似 之 处 ,后 者 的 特征 是 圆 三 角形 一 近 圆 

Tee es, MER IS, 具 周 壁 层 , 其 上 有 网 状 纹饰 , 孢子 直径 为 41 一 63A(〈 包 括 周 壁 层 ), 但 两 

者 还 有 区 别 ,当前 的 标本 周 壁 层 不 发 育 , 周 壁 层 上 的 网 不 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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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phetriletes cf. obscurus Bolkh. 

(图 版 VI, 图 9a—d) 

1953, Lophotriletes obscurus, Bonxoputuna, WI 29, AIT, 图 2。 

1959, Selaginella obscurus, Bonxoputuna, Ji 83, 图 版 1, 图 6。 

描述 : 赤道 直径 27—35 wo 

孢子 个 体 小 , 圆 形 , 三 射线 较 短 , 约 为 孢子 牛 径 的 1/2, AN FPR HERR, 坚固 , 表 

面具 有 稠密 的 小 圆 瘤 , 瘤 矮 平 ,在 孢子 轮廓 线 上 略 有 突起 。 

比较 ， 当前 的 隐 子 与 Bonxoputuna 的 Selaginella (Lophotriletes) obscurus 比较 相似 ， 

但 我 们 的 标本 外 壁 稍微 厚 一 些 。 

Lophotriletes triangulus* Zhang (sp. nov.) 

(i VIL, 图 10a—e) 

全 型 .标本 号 TM-18-IV (6.4; 77), Aik VIL, 图 10b, 

描述 : 赤道 直径 26 一 30w。 

孢子 个 体 小 ,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三 边 略 凸 , 角 部 钝 。 三 射线 细 长 , 约 为 孢子 和 牛 径 的 3/4， 

外 壁 较 厚 ,坚固 , 深 黄 色 , 表 面 有 稠密 的 小 瘤 。 孢 子 翰 廓 线 呈 微细 的 波形 斋 曲 。 

比较 : 这 一 种 孢子 与 ZLoppotrzleter gibberosus Naum. (BoxIxoBHTHHa 1953， 页 29, 

版 II, 图 3;1956, 页 46, 图 版 IV, 图 54) 有 些 相似 ,但 后 者 隐 子 输 廓 线 平 直 , 三 射线 较 短 。 

在 蛟 河 地 区 奶子 山 组 (下 煤 组 ) 中 发 现 过 这 一 种 ,其 特征 与 鸡西 穆 楼 组 的 一 致 。 

Leiotriletes obbatus Verb. 

(图 版 VI 图 7a—d) 

1962, Equisetites(?) (Leiotriletes) oppattr，Bep6HIKa， 页 90, 图 版 IT 图 26a, 6, 

描述 : 赤道 直径 30—48 un, 

孢子 圆 形 。 三 射线 常 开 裂 ,长 约 为 孢子 牛 径 的 /2, 有 时 达 边 绿 ,外 壁 坚固 ,表面 光 清 。 

比较 及 讨论 : 我 们 的 标本 与 Cezotrz1ezes obbatus 的 模式 标本 一 致 。Bep6HiIKag (1962) 

的 Equisetites (Leiotriletes) subteres 和 Equisetites (Leiotriletes) obbatus 基本 上 是 一 和 臻 

的 ,可 能 是 同一 种 。 

Leiotriletes tricuspidatus Bolkh. 

(图 版 VI 图 11a 一 c) 

1953, Leiotriletes tricuspidatus, BonxopatTuna, TW 25, ARK I, 图 19。 

”三 角形 的 。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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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SPIELE 20 一 26wo。 

孢子 个 体 小 , 极 面 观 呈 三 角形 , 角 部 尧 形 ,三 边 凹 。 三 射线 细 长 , KAM, WEE, 1B 

明 , 在 角 部 有 垂直 于 射线 的 细 条 带 状 加 厚 带 。 

比较 : 当前 的 孢子 与 在 西 哈 功 克 斯 坦 地 区 Armp6 期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L. tricuspidatus 完 

全 一 致 。 

关于 称 校 组 时 代 的 意见 

在 所 研究 的 65 SRA REA AOR Ae, 我 们 选取 了 其 中 较 有 意义 的 24 块 作 了 统计 。 统 

计 结 果 烈 于 表 1 ,从 中 可 总 结 出 如 下 几 个 特点 : 

1. FAAP AREA SBSH, BAER, HIRE IPED Kae 

+>, ENARAERLE, MAPPRSRA, UW: Cicatricosisporites mitriformis, C. brevi- 

laesuratus, C, dorogensis, C. minutaestriatus, Plicatella ethmos, P. tricornitatus, Trilo- 

bosporites mirabilis, T'. trioreticulosus, Pilosisporites verus, P. trichopapillosus 〔( 以 上 属 海 

金砂 科 ); Gleicheniidites senonicus, G. delicatus, Leiotriletes gleicheniaeformis (以 上 属 里 

自 科 ); Cyathidites minor, C. cf. australis (AEB RET RRELERO IEE); Azonomonoletes 

spp.〈 主 要 是 属于 水 龙骨 科 )。 

2. 水 伦 科 、 柴 划 科 和 敌 柏 科 的 孢子 是 组 合 中 常 可 见 到 的 ,其 代表 是 :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es, 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O. nicanicus, Lophotriletes (9?) osmundaeformis, 

L. (2) granatus, Acanthotriletes aculeatus 

3. 下 面 一 些 杂 绿 关系 吞 不 明 了 的 孢子 ,虽然 在 组 合 中 所 占 的 比重 不 大 ,但 广泛 分 布 于 

世界 各 地 的 早 白垩 世 地 层 中 。 如 : Legauztzriradiztes spinulosus, Cingulatisporites complexus, 

C. euskirchensoides, Chomotriletes irregularis, C. fimbriatus 等 。 

除 文中 所 描述 的 蕨 类 孢子 以 外 ， 组 合 中 和 淋 有 不 少 裸子 植物 花粉 及 少量 的 三 模型 破 子 

植物 花粉 未 予 描述 。 这 些 破 子 植物 花粉 的 出 现 决 非 偶 然 。 

根据 鲍 尔 霍 维 金 娜 〈1961) OA, EWR MAR MEER BARA 

古 植 物 学 者 (Seward, 1931) 一 般 也 认为 海 金砂 科 和 里 和 白 科 植物 的 繁盛 是 在 侏 罗 纪 以 后 的 

事 , 而 被 子 植 物 花粉 则 是 到 晚 白垩 世 才 发 达 超 来 的 。 从 这 一 角度 来 看 ,我 们 的 组 合 的 地 质 

时 代为 时 白垩 世 至 为 可 能 。 

穆 楼 组 中 的 某 些 孢子 〈 旧 有 的 种 ) 在 世界 各 地 侏 罗 系 和 和 白 醒 系 中 的 分 布 情 驳 烈 于 表 

2。 在 36 个 种 中 ,过 去 只 见于 白垩 系 中 的 有 26 种 (其 中 16 种 仅 在 下 白垩 统 见 到 ), 同 见 

于 侏 罗 系 和 白垩 系 的 有 9 种 ,仅见 于 侏 罗 系 的 只 有 1 种 。 显 然 , 这 一 组 合 的 时 代 倾 向 于 白 

垩 纪 。 

应 该 指出 ,当前 组 合 中 的 一 些 种 的 垂直 分 布 , 就 目前 所 知 , 是 仅仅 或 主要 地 局 限于 早 

白垩 世 的 , 而且 水 平分 布 双 很 广泛 ,在 确定 组 合 的 时 代 方 面 , CMSA EME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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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穆 棱 和 组 中 的 某 些 孢 子 在 世界 各 地 的 侏 罗 有 柔和 白垩 有 中 的 分 布 

pp ae 苏 联 英 mw | 加 新 | wR 

人 大 
人 本 人 Pa = a Ail 

SS CO | ee | OB hk | 国 | x x |e 
HE -- 亏 层 

la & & Stal Ja | Ki | Ke] Js | Ki | Ki] Ka} K | Js | Ki) J | Ka] Ki 
Lee ee ee eee EEE SE eee 

Lycopodiumsporites cernitdttes 一 | 一 | 一 一 

Acanthotriletes aculeatus = 

Lophotriletes granatus = = 

Cyathidites minor —— = 

C. australis 一 | 一 

Cibotium (2?) paradoxa 一 

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a 一 | 一 | |EE 全 宅 

O. spectosus == 

O. nicanicus = 

Gleicheniidites delicatus 一 | 一 | 一 

G. senonicus == 一 | 一 一 CE 

Leiotriletes gleicheniaeformis = == 

L. subtilis 一 

L. pygmaeus — 

L. obbatus 一 

L. obscurus aces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一 = ? 二 = 

。 minutaestriatus = 一 | 一 

. pactficus 一 

. silvestris 一 

. mitriformis 一 = 

CYGy Gyros) Gy . brevilaesuratus = 

Plicatella ethmos 一 

P. tricornitatus = = 

P, macrorhyza 一 一 = 

Concavisporites subsimplex 一 一 | 一 一 ? 
Trilobosporites mirabilis 一 一 | 一 一 = 

T. trioreticulosus 一 ?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 SS = = 

P. verus == 

Cingulatisporites complexus || 

C. euskirchensoides 7 =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一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一 

Chomotriletes fimbriatus 一 

C, irregularis = 

’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Trilobosporites mirabilis 及 Trilobosporites trioreticulasus 

等 种 在 英国 ,加 拿 大、 澳大利亚 各 地 都 是 限制 在 下 和 白垩 统 的 , 而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更 在 苏联 的 上 白垩 统 中 出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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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motriletes fimbriatus 一 种 过 去 只 在 苏联 苏 昌 丛 地 下 白 醒 统 中 有 所 发 现 。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虽然 首次 见于 第 三 系 中 , 但 其 广泛 而 大 量 的 出 现实 是 在 

白垩 纪 时 期 郎 已 开始 。 在 澳大利亚 各 地 , 在 几乎 所 有 的 人 艰 作 过 钨 粉 研究 的 白垩 纪 地 层 中 

都 有 这 一 种 孢子 存在 , 而 在 新 生 代 地 层 中 则 人 缺 如 , 以 至 Cookson (1954) 将 其 作为 划分 演 

大 利 亚 维多利亚 地 区 的 白垩 纪 和 第 三 纪 地 层 的 重要 依据 之 一 。 据 Couper (1958) 的 记载 ， 

在 英国 晚 侏 罗 世 的 波 别 克 层 (Purbeck) 中 也 产 有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但 从 其 出 示 

的 三 个 图 片 看 来 ,似乎 这 一 鉴定 淋 缺 乏 准 确 性 。 

Cingulatisporites euskirchensoides 〈 包 括 Divisisporites euskirchenensis) 渤 今 也 只 在 白 

于 纪 或 更 新 的 地 层 中 有 过 报导 , ERA RPM, AMF: Cicatricosisporites bre- 

vilaesuratus 及 Trilobosporites mirabilis (=T. apiverucatus) 在 英国 是 被 当 作 章 尔 登 期 

的 关键 类 型 (Couper, 1958) 来 区 别 于 侏 罗 纪 的 各 组 合 的 。 

这 些 特殊 分 子 在 我 们 组 合 中 的 出 现 ， 也 说 明 穆 楼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不 会 比 白垩 纪 更 老 。 

另 一 方面 ,也 不 能 不 注意 到 , 组 合 中 破 子 植物 花粉 在 类 型 上 的 单调 和 数量 上 的 稀少 , Eth, 

AA RB ENR SSR ATR, 因此 , 把 称 楼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确 定 为 早 白 垩 世 还 是 适 

宜 的 。 

近年 来 ,我 所 在 鸡西 从 地 的 鸡西 组 和 称 棱 组 中 条 得 大 量 的 大 植物 化 石 。 经 周志 炎 同 

志 初 步 研究 : 1) HAAR Coniopteris hymenophylloides, AX Coniopteris burejensis 

和 C. onychioides 等 苏联 西西 伯 利 亚 及 远东 地 区 晚 侏 罗 世 至 早 白垩 世 的 重要 分 子 。 前 人 

的 所 谓 Cladophlebis denticulata 实质 上 是 时 代 较 新 的 Cladophlebis punctata (Thomas), 

Cl. argutata 的 误 定 ;同样 ,前 被 定 作 Eboracia lobiforia 的 标本 可 能 就 是 苏联 的 Gobatosorus 

ketovae 的 裸 羽 片 。 2 ) 欧洲 韦 尔 登 期 的 重要 化 石 Sphenolepis sternbeggiana, S. kurriana 

以 及 若干 在 早 和 白垩 世 开始 繁盛 的 里 白 科 ， 海 金砂 科 植 物化 石 在 鸡西 组 和 称 楼 组 中 也 有 发 

现 。 周 志 炎 同志 认为 旧 化 石 名 单 的 订正 和 新 分 子 的 增加 说 明 鸡 西 组 和 穆 楼 组 所 含 的 植物 

对 确 和 欧洲 韦 尔 登 期 植物 对 以 及 苏联 .日 本 晚 侏 罗 世 、 早 白垩 世 的 植物 性 相当 。 这 也 与 从 

隐 粉 角度 对 这 一 地 层 时 代 的 分 析 结 果 基 本 吻合 。 

最 后 还 应 该 提 到 煤炭 工业 部 北京 煤炭 科学 研究 院 的 同志 们 的 工作 (1960),， 她 们 便 分 

析 了 鸡西 梨 树 镇 穆 配 组 的 少量 孢 粉 样品 。 她 们 在 研究 报告 中 说 :“ 海 金砂 科 孢 子 的 大 量 

出 现 ,特别 是 Mopria AFIS HIS ,都 说 明 它 是 较为 年 轻 的 地 层 , 由 于 目前 尚未 找到 

BUENA, 锥 叶 芯 属 隐 子 双 占 显著 的 地 位 ( 占 隐 子 总 数 的 32 一 47 狗 )， 

所 以 暂 定 为 晚 侏 罗 世 。?" 在 她 们 的 材料 中 ,未 见 到 秩 子 植物 花粉 固然 难免 作出 这 样 的 刊 断 ， 

但 是 我 们 也 觉得 ,过 去 一 般 鉴 定 为 " 锥 时 芯 ” 的 孢子 是 不 能 与 大 化 石 的 锥 时 茧 一 视 同仁 的 ， 

因为 缺乏 鉴定 特征 的 光 面 孢子 不 仅仅 来 产 于 匆 叶 茧 一 属 , 所 以 在 确定 地 层 的 年 代 时 ,对 它 

最 好 持 以 谨 惯 的 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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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OMNMERCE CNOP MYJUHCKOU CBUTbI PAYMOHA U3WMCUH 

NPOBUHLLWU XEWNYHU3AHA M Er0 CTPATUITPAGH- 

YECKOE 3HAUEHWE 

U>kaH GyHp-6HH 

(Teoaoeo-naneouxtonoeuveckua uxctutyt AH Kutaa) 

(Pestome ) 

Hactasiad CTaTbA MpeAcTaBlineT coOoli pesyJIbTaTbI H3y4YeHHA KOMIIJIeKCa CIOp MYJIHH- 

CKOH CBHTbI Me3030HCKHX OTJIO?%KeHHH paliona LI3ncu. 

Meso030iicKHe KOHTHHeTaJIPHPIe TOJILIM B DRIe paspesoB IaHHOTO palioHa 3aJieraloT Ha 

BbIBeETPeHHOH IOBeDXHOCTH OMaJIeOsOHCKHX TDaHHTOB Hi rHelicop. Ha ocHope H3yyeHHA JIHTO- 

JIOITHdecKOTO cocTaBa HW TeoJIOTHdecKOTO CTPpOeHHA Me3030lHCKHe OTJIOMKeHHA Da3TeJIeHPI CHH3Y 

mopepxy Ha 5 CBHT: MMoiicKyloO, I3HCHiicKyloO, MYJIMHCKy!0, XyalllaHcKylo WM “CyHrpcKyto”. 

Cnopbl H IIPIJIPIIa Obl HaiifeHbI B CpeHeli dacTH MYJIMHCKOM CBHTHI. 

B IaHHo 站 cTaTbe aBTop TOJIbKO paCCMaTPHBaeT KOMIWIeKC CIHODP H KaeT OIEHCaHHe cop 

25 poroB H 60 BHIKOB (cpemrH HHX 12 HOBbIX BHMOB), a TaK2Ke OOcyKaeT O BospacTe 

MYJIMHCKOH CBHTbI MO XapaKTepHCTKe KOMIIJIeKCa crop. 

Kommuiekc Cop MYJIMHCKOM CBHTbI XapakTepH3yeTCA CJIeIVIOIIHMH depTaMH: 

1. IIpgcyTcTBHe 3HadqdHTeJIPHOTO KOJIHdecTBa CIOP H3 CeMeiiCTB: Schizaeaceae, Gleichenia- 

ceae, Dicksoniaceae (HIM Cyatheaceae) H Polypodiaceae. 

2. Hemasioe KoJIHdecTBO crop He ceMelicTB: Sphagnaceae, Osmundaceae, Selaginellaceae 

Wu mp. (cm. Ta6m. 1). 

3. OueHb pemKHe CIIOPPI 43 ceMelicTB: Lycopodiaceae H Equisetaceae M Jp. 

4. UacTo BcTpeyaroliveca CIIODBI H3 HEDKHeMeJIOBPIX OTJIOXKeHHH TAK?Ke GBIJIE OOHapy- 

*KeHbI B CBHTe MyJIHHH，TaKHe Kak: Chomotriletes irregularis (Korgen.) Verb., C. fimbriatus 

Verb., Cingulatisporites euskirchensoides Del. et Sprum., C. complexus Couper, Aequitri- 

radites spinulosus Cookson et Dettmann 4H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Verb. Ip. 

CorsiacHo BbIIMeH3JI0%KeHHOM XapaKTepHCTHKe HalllerO KOMIIUIeKCa Cop aBTOp cqHTaeT， 

YTO BO3pacT MYJIHHCKOM CBHTbI OTHOCHTCA K HH2KHeMY MeJly. 

OMMCAHHE HOBbIX BHJLOB 

Lophotriletes triangulus Zhang (sp. nov.) 

(Ta6a. VII, cur. 10a—e) 

Tonotun: TM-18-Iv, cur. 10b. 

Onucanne: J]. 26—30 p. 

Cnopa MaJieHbKax, TpeyroJIbHOii (pOpMbI C 3aKPYIJIeHHbIMH YIJIaMH H CJIeTK3a BbITTYKJIbIMH 

cTopoHamH. L[llemb pasBepsaHHA paBHa 3/4 pafMyca ciopbl. OK3HHa CpaBHHTeJIbHO TOJICTaA, 

MJIOTHAA, YACTO NOKPbITa MeJIKHMH HH3KHMH OyropKaMH. Kpaii Tesla CHOPEI Cla00 BOJIHMCTHIIi. 

CpaBHeHHe: CUOpPI oOIIHCPIBaeMOTO Bua Mo 中 opMe，pasMepy H OyropyaTOH 3K3HHe OUeHb 

HaIIOMHHaIOT CHODPI Lophotriletes gibberosus Naum。(BorXoBHTHHa，1953，Ta6J. II, dur. 3; 

1956, TaOm. IV, dur. 54), HO OTJIHMYAaIOTCA OT MOCJIeHHX BOJIHMCTbIMA KPaAMH TeJ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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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pbl H MeHee KOPOTKHMH JIydaMi. 

Lophotriletes osmunaeformis Zhang (sp. nov.) 

(Ta6a. Il, dur. 4a—g) 

Tonotun: TM-159-I, dur. 4b. 

Onucanve: JI. 38 一 65 pw. Cpenunit 43 p. 

OqepTaHHe cnoppl oKpyrsioe HUIH oBaJibHoe. IILIerrp pa3Bep3aHHH He HaGJIIOTaJIaCP。 9K3HHa 

cpaBHHTeJIPHO TOJICTad, MOBEPXHOCTb ee IOKDPITa HepaBHOMepHPIMH OyropKaMH HM qaIlie TecHO 

COeMHAIOUIMHCA B MOPIIEHHHCTOM BEHe. LleHTp THcTaJIPHO 首 CTOpOHBI(?) BOTHYTE[ 首 TepexoI- 

HbIii Kpaii ero HeACHbIH. JIMHHA KOHTypa CIIOPPI HeMpaBHJIbHOBOJIHHCTaA, C RCHPIMH  BPIDOC- 

TaMH. 

Brochotriletes foveolatus Zhang (sp. nov.) 

(Ta6n. VII, dur. la—c) 

Tonotuan: TM-203-XII, dur. 1b—c. 

Onncanue: JI. 55—57 p. 

Cnopa B oqepTaHHH TpeyrOJbHO-OKpyrJiad HIM OKDVYIJIGHH3ag。 J[ucTasbHad CTOpoHa BEI- 

myKjlaa, MpOKcuMasIbHad mtockaa. Lem paspep3sanua Tpexslyuepan, paBHa 3/4 pajuyca 

cnopbl. OK3HHa TOJICTad IWMpHHOli B 4 一 5 yp, muloTHad. TlopepxHocTb 9K3HHbI yceAHa 

MHO?KECTBCHHbIMH OKPYIJIbIMM AMK@MH, HaMeTPOM B 3—4 w, PpaCCTOAHHe Me*KIy 9MeaMH 

3—4 p, Kpali Teta cnopbl BOJIHHCTHIH. 

Brochotriletes botrychiumformis Zhang (sp. nov.) 

(Ta6a. VI, dur. 3a—c) 

Tonotun: TM-134—-XII, cur. 3b. 

Onucauve: JI. 45—49 p. 

Cnopa B oqepTaHHH TpeyroJIbHad, C 3aKPYrJIeHHbIMH VYIJIaMH HM BBIIIYKJIBIMH CTOPOHaMH. 

[lesb pasBep3aHHA TpexJIyyeBad, C IMHO Jlyyeli, paBHOH paaMycy cMoppl. OK3HHa TOT- 

CTad, MJIOTHad C CeTYAaTOH CKYJIbNTypoH. SluelikH MaJIeHbKve OKOJIO 2 H CPaBHHTeJIbHO 

OKPyJIble, CTeHKH CeTKH CHaO?KeHbI H30rHYTbIMH BepIIHHaMH， IWMpHHOH 1,2—1,5p. Kpait 

TeJIa CIIOPPI BOJIHHCTHIM. 

CpaBHeHHe: Onncbipaemblii BHX NO pa3MepaM H XapaKTepHcTHKe MOopdoJIorHdecKo 首 .6JI- 

30K K CIIOPDaM HBIHe %KHBYLero Bua Botrychium lunaria (L.) Sw. 

Trachytriletes radiolirus Zhang (sp. nov.) 

(Ta6n. VI, cur. 7a—e) 

Tonotan: TM-81-XII, cur. 7b. 

OrcaHEe: JI. 54—64 p. 

Cnopa TpeyrovibHo-oKpyruieHHaa. IIIerrp paspepsanua TpexJlygepan, papa 3/4 DamHyca 

CHOpbl. OK3HHAa CPpaBHHTeJIbHO TOJICTad, MIOTHAA, CKYJIbIITypa 3K3HHPI 3epHHcTad; Ha MpOK- 

CHMaJIbHOM CTOPOHe CIHOPPI MO KpalO 3aMeTHPI WHOra HeACHbIe D3aH3aJIPHBIG IITDHXI. 

Trachytriletes angiopteroides Zhang (sp. nov.) 

(Ta6n. II, our. 6a—c) 

Tonorun, TM-134-XIII, cur. 6c. 

Onucannve: JI. 27—30 p. 

Cnopa MaJieHbKaa, okpyrsioro oveptanua. IIIexrp paspepsadua TDexrydeBag，DaBHa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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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uyca cnopbl. OK3HHa CpaBHHTeJIbHO TOJICTad, ABYCJIOMHaA. OK3HHA C MeJIKO3ePHHCTOIt 

CKYJIbITypoH. 

CpaBHeHHe: [lo pasmepy, ovepTaHHio, CKyJIbIITYpe HTHHe IIeJIH pasBepsaHHA HCKOMAeMbIii 

BH, 6JIH3OK K CIOpaM COBpeMeHHOTO BHA Angiopteris hortringlanade Vaise U A. yunnanensis 

Helion. CrefopaTesbHO, Me?Ky HHMH, MO2KeT ObITb, HMeeTCA 中 FJIOTeHeTHdecKag CBA3b. 

Hsuisporites rugatus Zhang (sp. nov.) 

(Ta6n. I, dur. 7) 

Tonotun: TM-76-III, cur. 7. 

OngcaHHe: JI. 42.7—58 » (BKJIIOdag H Tepucnoprii). 

Cnopa B 0oqepTaHHH OKpyrvio-TpeyroubHad. Llenb pasBep3aHHH H3BHJIMCTad, TpexJlyyeBaa, 

C AJIMHOH JTydeH, MOcTHrarolleH MOUTH LO pamHYCa CIHOPPI， 9K3HHa CIIODEI TOHKaA, OHA OOJIe- 

yeHa B IJIOTHbIM MepHcnopHii, OOpasyroulMi Kak Obl IIHDOKVYIO oTopouky (5—9 #2): IIope- 

PXHOCTb MepHcnopHa Ha TeJle CMOpbI TeCHO NOKPbITa MeJIKO3epHHCTOH CKYJIPIITYDO 首 。 Tlepuc- 

NOpHii CMATHIM B pa3JIM4HO OpHeHTHpoBaHHble CKJIaTKH。 Kpaii BosHHcTpiit. 

CpaBHeHHe: Cropbl OHHCPIBaeMOTO BHX3a OqeHP 6JIH3KH K CIIODaM Densoisporites perinatus 

Couper, HO OTJIMYaIOTCA OT HOCJIeTHHX MeHBIIHMH pa3MepaMH H MeHee IIHHHPIMH  JTYdaMH 

Wem pasBepsaHHa. Ha6mrofaeTca CXOMCTBO OMMCbIBAaeMOM CHOpbl C Selaginella aff. sibirica 

(Milde) Hieron. Bep6utkaa (1962) yxa3ana, uro CydaHCKHe BHIPI IO 中 opMe，PpasMepaM， 

HaJIHJHIO OTOPOUKH H CKYJIbIIType 3K3HHBI HANOMHHAIOT CIHOPBI HBIHe 六 BBYIIIeTO Bua Selaginella 

sibirica (Milde) Hieron. Mbit cuvTaeM, 4TO 9K3eMIMIAPbI, BCTpeyveHHble B CyyaHckom GacceiiHe 

KpOMe-TOro efIIIG OYeHb 6JIH3KH K CIODaM HbIHe KBBVYIIeTO BULA Selaginella rupestris. [lostomy, 

JIA HCKOIIaeMOFO BHa HeJIb3A NPpAMO MpHMeHATb Ha3BaHHe COBPeMeHHOrTO BHA. 

Simplicesporites? jixiensis Zhang (sp. nov.) 

(Ta6n. I, dur. 8a—d) 

Tonotun: TM-28-VIa, car. 8d. 

Onucanuve: JI. 30—50 » (6e3 nepucnopua). 

Cnopa B oqepTaHHH oKpyrziaa. IIerrp paspepsaHua He Ha6JIIOIaJIacb. OK3HHa TOJICTaA, 

OMHOCIOMHAaA, CBeTJIO-3KEJITOFTO uBeTa c MepHcnopHem. I[lepucnopwit cmaTHii B CKJIaIKH, 

TIpOspayHbI, MOBeEPXHOCTb erO MOKPbITa 3ePHHCTOM CKYyJIbIITypoH. 

CpapHeHue: CHOPPI HCKOIaeMOTO BHIa IIO 中 opMe G6JIW3KH K CIHOpaM HbIHe KMBYLLero 

Bula Equisetum debile Rexb., HO Y HOCcJIeEHerO 3K3HH3 TOJICTa9 H BYCJIOENHag。 OHH TakKe 

61M3KH K E. ramosissimum “ E. hiemale L., Ha OCHOBaHHH Yero MOTYT ObITb OTHECeHbI K 

pony Equisetum. Ha6Omtogaetca THMOBOe CXOCTBO OMHCaHHbIX CHOP CO cnopamMHu Perinopol- 

lenites elatoides (Couper, 1958, TaOm. 27, dur. 9—11), HO oOTJIHHaIOTCH OT HOCJIGIHHX 

OTCYCTBHeEM IOPPEI. 

Dictyotosporites pseudospeciosus Zhang (sp. nov.) 

(Ta6n. VU, cur. 6a—f) 

Tonorun: TM-18-Iv, cur. 6a. 

Onucanne: JI. 43—55u (ekutouad Hn MeprcnopHii ). 

OueptaHie cnoppl oKpyrsioe wim OBaJIPHOe. Leb pa3Bep3aHHH TpexJlyyeBan, JJIHHHaA, 

paBHa 1/2—3/4 pamHyca cnoppl. JIyqH weseli qacTO HeoTyeTJIMBbIe. OK3HHA cpaBHHTeJIPHO 

TOHKag，IIUJIOTHag。 TlopepxHocTb e8 MOKpbITa 3epHHCTOH CKYJIbITypol. DOK3HHa OLHOCIOMHAA, 

*KEJITOBATO-KOPHUHEBAA C MpospasHbIM Hepa3BHTBIM IIeDHCIIODHeM (IITHDHHa 2—3 wx), KOTOpDIA 

dacTO HeIIOJIHO coxpaHaetca. Ilepucnopuii c ceTgaToii cKYyJIbTypoH, degKH HeID3aBHJIPHO 



198 Memoir Inst. Geol. & Palaeont. Academia Sinica No. 4 

MHOTOVYTOJIPHOTO ovepTaHHa. Kpaii CHOPPI BOsHHCTHIM. 

CpaBHeHHe: OnncaHHblii BA, B OCHOBHOM OJIM30K K cHopamM Dictyotosporites spectosus 

(Cookson et Dettmann, 1958, Ta6. XVI, ur. 5—10), HO ormMyaeTcA OT IIOCJIeIHHX MeHee 

TOJICTOH 3K3HHO 站 H MeHee pa3sBHTbIM TepHCHOPHeM. 

Cicatricosisporites bellus Zhang (sp. nov.) 

(Ta6n. V, bur. 2a—b) 

Tonotun: TM-40-IV, cur. 2b. 

OnucaHnve: JI. 51—60 pz. 

Cnopa TpeyroyIbHax, co crla6o BbINYKJIbIMM CTOPOHaMH MW IDHTYIIUIeHHPIMH YIJIaMH.。 Iles 

pasBep3aHid TpexJlyyeBad, C JIMHOM Jlyyel HeCKOJIPKO MeHbILlel geM DamHYC CIHOPPI. OK3HHAa 

TouIcTad, CHaG2KeHa BaJIMKOOOpasHbIMH yTOJIIIeHHRMH (iuHpHHOH 5) B qHCcJIe 4—5, mMapas- 

JIeJIPHBIMH CTODOHaMH. OHM OOpa3ylOTCA B KOHIeHTpHyecKHX Tpeyro/IbHuKax. Ha mpokcu- 

MaJIbHOH CTOpOHe CIIOPPI 9K3HHa IJIaTK3 开 。 

CpaBHeHHe Hw 3ameyaHHe: [lo ocHOBHPIM IDpH3HaKaM CIHODPI H3ydaeMOTO Bua GJIH3KH K 

CHOpaM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HalifeHHbimM Koynepom (Couper, 1958, Ta6s. 17, 

(pur. 12) He HIDKHeMeJIOBBIX OTJIOXKeHH 站 AHTJIHH. OgHakO, MOcsleqHHe CHOpbI CHJIbHO OTJIO- 

yaloTcA OT TOJIOTHH3a Ci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Potonie et Gelletich, 1933, crTp. 522, 

Ta6. 1, cbur. 1) HM HeJIp38 HPpOBOTHTP MeXKIY HHMH cpaBHeHHe. Ilostomy, aBTop mpemsia- 

TaeT KaTP OMMCbIBAeMbIM CIIODaM HOBOe Ha3BaHHe. 

Cicatricosisporites amalocostriatus Zhang (sp. nov.) 

(Ta6n. IV, cur. 2) 

Tonotan: TM-76-V, cur. 2. 

Onucanne: JI. 30—32 p. 

Cnopa MaJieHbKad, TpeyroJIbHad, C IpAMbIMH CTOPOHAMH H IIMpOKO-OKPYyrJIeHHbIMH YIJIaMH. 

Ulesb pasBepsaHHA TpexJlyyeBad, c JIyyaMH, WocTuroromluMuca Bo oTopoyKH. Len B 6nu3H 

BebIIHHPI Oolee y3Kag WH DacIIHDHeTCJ K YIJIaM，HHOFTa C pa3QqBOeHHeM Ha KOHIIaX YTJIOB. 

9K3HHa TOHKaA, 2%eJITad, MpospayHad. Ha mpokcuMadbHO CTOpOHe cmopa TiaKaa, Ha TH- 

CTaJIbHOH CTOpoHe Ha6JIIOaIOTC8 OqeHP y3KHe peOpa (1—1.5 uw), Hye NapaJiiebHO cTO- 
poHaM CHOPEI. 

CpaBHeHHe: ”CHOPPI OIIHCEIBaeMOTO Bula B HeKOTOPOM cTemeHH GIFH3KH K Pelletieria 

mutabila Bolkh., HO OTJIMYaIOTCA OT HOCJIeIHHX GoTPIIHMH pa3MepaMH, TOJICTOH S3K3HHOH 开 

OJMMHAaKOBOH IIHDHHO 首 IIIeJIH pasBepsaHHa. 了 ar BA OTIHYaeTCA OT Cicatricosisporites minu- 

taestriatus 0OdepTaHHeM，JIYdaMH IIIeJIH pasBepsaHHa H De6paMH. 

Schizaeoisporites papillatus Zhang (sp. nov.) 

(Ta6n. Il, dur. 9) 

Yonorun: TM-81-XIII, cur. 9. 

Onucanve: J]. cnoppt 36 ww，IHIHDHHa 15 p. 

CHopa yJJIMHeHHO-OBaJIbHOH 中 opMPI C BbITAHYTbIMH KOHUaMH. Lemp paspepsaHHa He 

Ha0JIIOTaJIaCP. TlopepxHocTb 3K3HHPI TOKpbITa pe6paMH (iuMpHHol OKONO 3 w). Pepa pac- 

MolaraeTcA B BAHTOBOM PA; TIpH 3TOM peOpa BepXHeii MOBepXHOCTH HaJleratoT Ha peOpax 

HWKHeH, OOpasyA DOMGHdqecKVYIO ceTKy. 

CpaBHeHHe: [lo xapaxtepy peSep Bun S. papillatus GTIEH3OK K cnopaM Schizaea evidens 

(BorxopuTuna, 1961, ta6n. VI, (pur. 2a—d), HO OTsMYAaeTCA OT TOCJIeTHHX IIDHCYTCTBHeM 

B5IDOCTa Ha KOHIIa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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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k st 8A 

(I—VII) 

图 版 
图 版 lv 图 7b 

图 版 VI 图 2a 

图 版 VI 图 11b 

图 4 ab 放大 1000 售 。 

放大 1000 fF. 

BK 370 倍 。 

BK 650 倍 。 

PREG ZIMAELK 600 fF. 

(标本 保存 于 中 国 科 学 院 地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a 

la—e Sphagnumsporites stereoidites (Pot. et Ven.) 

Raatz 

a 一 标本 号 %TM-190-I (18.4; 84.2) 

b 一 标本 号 ITM-216-XVII (3.4; 75.9) 
c 一 标本 号 “TM-216-VI[ (16.5; 84) 
d 一 标本 号 “ITM-81-XI (17.3; 82.5) 

c 一 标本 号 “ITM-81-XI (13.8; 76.8) 
2 a,b Lycopodiumsporites sp. 

a 一 标本 号 TM-18 

b 一 标本 号 ITM-81-XX (12.6; 87.6) 

3 ab Lycopodiumsporites cf. cerniidites (Ross) Del. 

et Sprum. 

a 一 标本 号 ITM-81-XX (17.3; 79.5) 

b 一 标本 号 TM-81-VII (11; 80) 

4a,b Hsuisporites cf. multiradiatus (Verb.) Zhang 

a 一 标本 号 “ITM-219-XIX (4.8; 92) X1,000 

b 一 标本 号 “ITM-169-XVI (12;106) X1;,000 

Acanthotriletes aculeatus (Verb.) Zhang 

2 一 标本 号 TM-134-XVIll (17.5; 56.1) 

b 一 标本 号 ITM-134-XVI (11;83) 

c 一 标示 号 TM-134-Iv (4.5; 75.5) 

d 一 标本 号 “ITM-=-134-XXI (18.5; 88.7) 

e 一 标本 号 “ITM-134-IV (13.4; 79.8) 

Lophotriletes (2) granatus Bolkh。 

a 一 标本 号 TM-134-IV (4; 74.2) 

b 一 标本 号 TM-134-Il (17.3; 86.7) 

< 一 标本 号 IM-40-II (2.8; 88.2) 

7 Hsuisporites rugatus Zhang (sp. nov.) 

5 a 一 e 

6a—c 

版 I 

标本 号 TM-76-II (3.5: 91.5) 
8a—d Simplicesporites (2) jixiensis Zhang (sp. 

nov.) 

a 一 标本 号 TM-190-IV (4; 81.2) 
b 一 标本 号 TM-134-XII (16.8: 88.5) 
c 一 标本 号 “TM-81-XII (13.1; 75.8) 
d 一 蛟 河 标 本 ， 标 本 号 TN28VI (86.7; 17.2) 

9a—k Cyathidites minor Couper 

a 一 标本 号 TM-159-V (19: 83) 
b 一 标本 号 “TM-160-XI (18.5; 91.5) 
c 一 标本 号 “TM-160-I (4.5; 81) 
d_ 标本 号 TM-76-IX (14.3; 84.2) 
e 一 标本 号 “ITM-76-IX (9.5; 90) 
全 标本 号 TM-160-I (12: 89.1) 
g 一 标本 号 TM-161-IV (10.2; 88) 

h 一 标本 号 TM-81-I (6.9: 77.1) 
i 一 标本 号 TM-161-XII (16.8; 91.8) 
j 一 标本 号 ITM-160-III 

k 一 标本 号 “ITM-146-IXa (8.5; 76.4) 

10a—c,10d? Cibotium (2) paradoxa (Mal.) Zhang 

(comb. nov.) 

a 一 标本 号 TM-160-IX (12.6; 82) 

b 一 标本 号 “TM-275-VIL (17.8; 83.7) 
c 一 标本 号 “TM-160-IX (14.5; 85.4) 
d 一 标本 号 TM-219-I (9.3; 98) 

11 Cibotium(?) sp. 

标本 号 TM-81-XV (10.6;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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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 Cyathidites australis Couper 

a 一 标本 号 TM-113-IV (15.5; 98.7) 

b 一 标本 号 “TM-18-IV (19;80) 
c 一 标本 号 、TM-40-IX (16;90) 

2a—e Osmundacidites wellmanit Couper 

a 一 标本 号 ， 工 M-161-IB (8.1; 104.4) 
b 一 标本 号 “ITM-94-XVIIb (5.9; 107.4) 

ec 一 标本 号 “ITM-161-Ia (16; 80.3) 
d 一 标本 号 TM-161-Ila (12.1; 70) 

3a—d Osmundacidites speciosus (Verb.) Zhang 

a 一 标本 号 =TM-200-IX (8.5; 77) 

b 一 标本 号 _TM-81-XV (14; 89.5) 
c 一 标本 号 ITM-159-V (17; 74.5) 

d 一 标本 号 ITM-159-V (4.5; 76.9) 

4a—g Lophotriletes (2) osmundaeformis Zhang 

(sp. nov.) 

Il 

5 a—l 

a 一 标本 号 

b 一 标本 号 
< 一 标本 号 
d 一 标本 号 

e 一 标本 号 

全 -标本 号 

g 一 标本 号 

TM-134-X (17.3; 92.5) 
TM-159-I (10; 87) 
TM-134 (12.3; 79) 
TM-203-XI (20.2; 83.8) 
TM-200-VI (16.5; 87.4) 
TM-81-XVI (15; 88) 
TM-81-XIII (17; 85.7) 

Osmundacidites nicanicus (Verb.) Zhang 

a 一 标本 号 

< 一 标本 号 

d 一 标本 号 

e 一 标本 号 

h 一 标本 号 

k 一 标本 号 

1 一 标本 号 

TM-169-Il (17;96) 
TM-161-IV (4.9; 94.4) 
TM-134-IV (8.2; 68.8) 
TM-134-Iv (32; 78) 
TM-169-I (12.5; 87.4) 
TM-161-Ib (4.5: 90) 
TM-81-VII (14.8: 77) 



la—h Gleicheniidites delicatus (Bolkh,) krutzsch 

a 一 标本 号 ITM-81-I (11.5; 76.2) 

b 三 标本 号 TM-81-XIII (3.9; 86.8) 
c 一 标本 号 ITM-81-II (18.5; 80) 

d 一 标本 号 ITM-81-I (10.7; 91) 

e 一 标本 号 TM-81-XIV (6.4; 80.5) 

[一 标本 号 ITM-81-XX (4.4; 88.5) 

h 一 标本 号 TM-161-IIb (18.8; 100.6) 

2a—k Gleicheniidites senonicus Ross 

a 一 标本 号 ITM-81-XX (5.8; 80) 

b 一 标本 号 TM-81 

c 一 标本 号 TM-81-XVI (19: 78.6) 
e 一 标本 号 TM-81-XII (15.8; 79.4) 

{ 一 标本 号 TM-81-XVI (9.5; 82.5) 

g 一 标本 号 ITM-216-XIII (16.5; 102.3) 

6 一 标本 号 TM-163-V (4.3; 78) 

j 一 标本 号 TM-81-XX (11.5; 89.4) 

Leiotriletes subtilis Bolkh. 

a 一 标本 号 “ITM-169-XVII (8.6; 83.8) 

b 一 标本 号 “TM=81-XV- (7.3; 81.8) 

c 一 标本 号 “TM-216-XIIT (10.5;69) 
d 一 标本 号 “ITM-81-II (11.8;76.2) 

e 一 标本 号 ”ITM-81-XV(10; 80.9) 

Leiotriletes gleicheniaeformis Bolkh. 

b 一 标本 号 TM-76-VII (6.9377.4) 

c 一 标本 号 “TM-76-IIT (18.5; 73) 

Leiotriletes pygmaeus Verb. 

a 一 标本 号 “ITM-169-I (9.6:77.5) 

b 一 标本 号 TIM-216-VII (12.8; 94) 

Trachytriletes angiopteroides Zhang sp. nov. 

a 一 标本 号 TM-113-Xv (14; 84) 

b 一 标本 号 ITM-134-XVII (3.4; 84.5) 

c 一 标本 号 “ITM-134-XII (15.3; 81) 

3a—e 

4a—c 

5a—c 

6 a—e 

版 Ill 

d 一 标本 号 ITM-134-XIII (11.8; 

e 一 标本 号 ITM-134-XII (14.7; 

7 3 一 f Azonomonoletes sp. 1 

a 一 标 未 号 “TM-18-XT (8.5; 80) 
b 一 标本 号 “ITM-161-IIb (14.5; 

< 一 标本 号 “ITM-76-IKX (6; 77.5) 

d 一 标本 号 TM-159-VI (8.9; 8.3) 

e 一 标本 号 ”TITM-92-II (16; 76.3) 

{ 一 标本 号 TM-159-VI (16.4; 84.8) 

8a—d Azonomonoletes sp. 2 

. a 一 标本 号 “ITM=92=IX (93 83.5) 

b 一 标本 号 “ITM-92-IX (17.1; 74.8) 

c 一 标本 号 “TM-81-XV (14; 96.7) 

d 一 标本 号 “IM-92-IX (18; 75) 

9 Schizaeoisporites papillatus Zhang (sp. nov.) 

标本 号 TIM-81-XII (6; 88) 
10 a,b Schizaeoisporites sp. 

a 一 标本 号 TM=76-X (14.9; 84.8) 

b 一 同上 

lla—f Cutcatricosisporites dorogensis Pot. & Gell. 

a 一 标本 号 ITM-94-Ib (14; 105.7) 

b 一 标本 号 TM-219-vI (4.2; 85.5) 

c 一 标本 号 TM-92-IKX (12.9; 87.4) 

d 一 标本 号 TM-92-IX (9.5; 70) 

e 一 标本 号 TM-76-XI (17.5; 80.5) 

{ 一 标本 号 ITM-92-IV (19.6; 89.5) 

Cicatricosisporites minutaestriatus (Bolkh.) 

78.9) 
76.3) 

100.5) 

12 a—e 

Zhang 

a 一 标本 号 

b 一 标本 号 

< 一 标本 号 

d 一 标本 号 

e 一 标本 号 

TM-113-IV (15.4; 90) 
TM-159-V (13; 73.2) 
TM-219-IX (13.8; 84.5) 
TM-159-VI (15.8; 87.3) 
TM-161-XV (4;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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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Cicatricosisporites pacificus (Bolkh.) Zhang 

a 一 标本 号 “TM-219-III (6; 98.6) 
b 一 标本 号 “TM-219-VII (8; 81.7) 

2 Cicatricosisporites amalocostriatus Zhang (sp. 

nov.) 

标本 号 TM-76-V (4.8; 74.7) 
3a—d Cicatricosisporites silvestris (Bolkh.) Zhang 

a 一 标 未 号 “ 工 M-18-VII (13.2; 78) 
b 一 标本 号 “TM-76-1 (16.5; 87.4) 
c 二 标本 号 “TM-282-VI (18.5; 88.4) 
d 一 标本 号 TM-76-XIlI (3.8; 76.4) 

4a;b Plicatella ethmos (Del. et Sprum.) Zhang 

a 一 标本 号 “TM-169-IIIb (4.2; 102) 
b- 一 标 未 号 “TM-169-XVIII (9; 106.4) 

5a—c Plicatella triconitatus (Weyl. et Greif.) Pot. 

a 一 标 未 号“TM-169-IVb (14; 101.5) 
b 一 标示 号 “ 工 M-169-XVII (15; 105.4) 

IV 

c 一 标本 号 ITM-100-X (6; 85.8) 

6a—d Cicatricosisporites mitriformis (Korgen.) 

7 a,b 

8 a,b 

9a—c 

Zhang 

a 一 标本 号 ITM-134-I (2.5390) 

b 一 标 未 号 ITM- -XVII (15; 88.7) 
c 一 标本 号 “TM-40-VII (7;82.4) 
d 一 标本 号 ”ITM-134-III (13.3; 84.6) 

Plicatella macrorhyza (Mal.) Zhang 

a 一 标本 号 “TM-113-I, X1,000 
b 一 标本 号 ”ITM-113-I, X1,000 

Cicatricosisporites sp. 

a 一 标本 号 TM-92-XV (9.2; 93.7) 

b 一 标本 号 =TM-33-1 (18.2; 75.5) 

Cicatricosisporites brevilaesuratus Couper 

a 一 标本 号 “ITM-92-II (15.5; 86.7) 

b 一 标本 号 TM-92-XV (16; 88.2) 

< 一 标本 号 “ITM-92-IX (3.2; 86.6) 



nt Cicatricosisporites sp. 

AE TM-92-XV (9.3; 90.7) 6a,b Lophotriletes sp. 
2a,b Cicatricosisporites bellus Zhang (sp. nov.) <a weg 

a 一 蛟 河 标本 
b 一 标本 号 : ITM=40=IV- (10; 86.5) 7a 一 c P. 

3 Cicatricosisporites (2?) nankingensis (Zhang) Zhang 

标本 号 TM-76-Iv (17; 91.3) 

4a,b Concavisporites subsimplex (Naum.) Zhang 

_a 一 标本 号 “ITM-113-XIX (7.6; 87.4) 
b 一 标本 号 TM-113-II (6.4; 92) 8ab- 

5a—d Trilobosporites mirabilis (Bolkh.) Zhang — tmann 册 六 和 ， 

a 一 标本 号 ITM-40-I (20; 80. 5) -a 一 标本 号 并 M-: 

b 一 标本 号 TM-40-V (18; 71) 
ce 一 标本 号 TM-40-V (18.5; 74) 



其 地 层 意 淡 te XH fel TR 鸡西 穆 y 黑龙 WW: aK 



y. BRILMHBRMET RENEE ayy 



上 -本 
[| 

la,b Trilobosporites trioreticulosus Cookson et Dett- 

mann 

a 一 标本 号 ”TIM-134-XVI (16; 90.5) 

b 二 标 未 号 TM-81-I (19: 79,6) 
2a—c Pilosisporites verus Del. et Sprum. 

a 一 标本 号 TM-18-VII (10.5; 80.3), 
X1;,000 

b 一 标本 号 TM-100-XI (13.5; 93.5) 

c 一 标本 号 TM-100-XI (13.5; 93.5) 
3a—d Cingulatisporites complexus Couper 

a 一 标本 号 TM-146-IVa (18.2; 77) 

b 一 标本 号 TM-275-Vil (7; 74.6) 

< 一 标本 号 “ITM-146-IX (18.5; 96) 

d 一 标示 号“ 工 M-146-Vb (5.9; 93.1) 

VI 

4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Cookson et Dettinann) 

Cookson et Dettmann 

标本 号 TM-146-Via (15.7; 76.6) 

5a,b Cingulatisporites sp. 

a 一 阜新 地 区 沙 海 组 标本 
b 一 标本 号 “ITM-94-IIa (9.1; 72.5) 

6 Cingulatisporites euskirchensoides Del. et Sprum. 

标本 号 =TM-169-Ilb (11.9; 109.1) 
7a—e Trachytriletes radiolirus Zhang (sp. nov.) 

3 一 标本 号 “TM-=-169-II (12.2; 102.5) 

b 一 标 未 号 “ 工 M-8L-XI (4; 80) 
< 一 标本 号 ”ITM-81-XX (14.8; 87) 

d 一 标本 号 TM-134-X (13.8; 88.7) 

e 一 标本 号 TM-81-XIII (13.5; 86) 

Se eee 



la—c 

2a—e 

3a—c 

4a—c 

5a—c 

6 a—f 

图 

Brochotriletes foveolatus Zhang (sp. nov.) 

a 一 标本 号 TM-113-XI (15; 83.8) 
b 一 标本 号 “TM-203-XIIT (9.3: 93.5) 

< 一 标本 号 同上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Verb. 

a— iim, HAG TN-31-1 (15.3; 108.3) 

b—i HRA, HRA TN-31-1 (16.2: 109) 
c 一 标本 号 TM-40-X (12.4: 86.2) 
d 一 标示 号 “ITM-81-XII (12.5; 72) 
e 一 标本 号 TM-81-VII (4.2; 86) 

Brochotriletes botrychiumformis Zhang (sp. 

nov.) 

a 一 标本 号 TM-76-IX (3.5; 89.4) 
b 一 标本 号 ITM-134-XII (13.5; 82.7) 

< 一 标 未 号“ 工 M-18=V (4.2; 73.3) 
Chomotriletes fimbriatus Verb. 

a 一 标本 号 ”IM-216-IVa (6.4; 87.3) 

b 一 标本 号 “IM-216-VIII (7.4; 82.5) 

< 一 标本 号 TM-216-VIll (16.3; 84.5) 

Chomotriletes irregularis (Korgen.) Verb. 

a 一 标本 号 TM-46-XV (16.3; 88.2) 

b 一 时 河 标 未 ,标本 号 TN-3-IX (4.3; 87) 
< 一 人 慰 本 号 IM-46-XV(15.5; 87.5) 

Dictyotosporites pseudospeciosus Zhang (sp. 

nov.) 

a 一 标本 号 TM-18-IV (18.7; 78) 

b 一 标本 号 ITM-81-XVII (18: 92) 
c 一 标本 号 “ITM-81-XV (5.9: 81.5) 

版 Vil 

d 一 标本 号 TM-81-XVI (13.7; 75.5) 

e 一 标本 号 “TITM-81-XV (3.1; 77.9) 

{ 一 标本 号 ITM-81-XII (15; 83) 

7 3a 一 4 Leiotriletes obbatus Verb. 

a 一 标本 号 “TIM-81-XI (16; 72.4) 

b 一 标本 号 “ITM-134-XIT〔6。957 
c 一 标本 号 ITM-81-XV (14.8; 85.5) 

d 一 标本 号 ”ITM-134-XII (16; 82.2) 

Leiotriletes pygmaeus Verb. 

a 一 标本 号 “ITM-216-XII (20.8; 79.8) 

b 一 标本 号 TM-216-Vil (13.5; 91.9) 

< 一 标本 号 “ITM-216-XII (17.4; 71.3) 

d 一 标本 号 “ITM-216-XI (8.5; 73.5) 

e 一 标本 号 TM-216-XVIl (8.2; 104) 

9 a 一 4 Lophotriletes cf. obscurus Bolkh. 

a 一 标本 号 “ITM-169-I(13.3; 101.9) 

< 一 标本 号 “ITM-=-134-XII (11.8; 79) 

d 一 标本 号 “TIM-134-XI (6; 85.8) 

10 a 一 e 

a 一 标本 号 

b 一 标本 号 

8 a—e 

TM-134-XV (14.5; 84) 

TM-18-IV (6.4; 77) 
< 一 标本 号 “ITM-18-II (11.5; 86) 

d 一 标本 号 “ITM-81-XII (6.4; 87.2) 

11 a 一 c Letotriletes tricuspidatus Bolkh. 

a 一 标本 号 “ITM-81-I (19; 87.3) 

b 一 标本 号 “TM-81-XII (19.5; 83.4), x650 
c 一 标本 号 “ITM-216-VIII (6.5; 82.4) 

Lophotriletes triangulus Zhang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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