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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H wl 

Eom R 
” 《中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十 生物 研究 所 ) 

Dil aah ten: 

广西 泥 盆 纪 地 层 发 育 , 分 布 广泛 , 岩 相 复杂 ,化 石 丰 富 , 历 来 是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研 究 的 
重点 地 区 。 但 大 约 在 60 年 代 以 前 ,广西 泥 盆 纪 地 层 古 生物 的 研究 ， 基 本 上 限于 浅海 相 底 
栖 生 物 的 研究 。 由 于 缺 上 凑 相 的 材料 和 古生物 门类 的 局 限 ; 昌 对 广西 泥 盆 纪 的 一 些 重要 
剖面 做 了 大 量 工作 ,取得 了 不 少 成 果 , 但 许多 重大 问题 仍 未 解决 包括 一 些 基本 的 地 层 层 
序 和 地 层 时 代 的 划分 及 洲际 间 的 对 比 。 70 年 代 , 我 国 泥 盆 纪 好 层 研 究 的 进展 突出 表现 在 
两 不 方面 ;二 个 是 泥 盆 系 岩 相 的 划分 ;一 个 是 泥 盆 纪 泽 游 生物 的 研究 。 王 钰 等 (1977) 最 
时 将 华南 泥 盆 纪 地 层 正式 划分 出 陆 相 -滨海 相 和 浅海 - 半 深海 相 ， 后 者 又 被 划分 出 象 州 型 
和 南 丹 型 。 这 种 岩 相 的 划分 ,对 华南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认识 和 研究 ， 起 到 了 极 大 的 推动 作用 。 
近年 来 ;华南 泥 盆 纪 地 层 古 生物 的 许多 研究 成 果 ， 都 是 受 这 三 基本 概念 的 指导 而 取得 的 。 
目前 华南 泥 盆 纪 岩 相 的 研究 更 加 深入 >。 泥 盆 纪 浮游 生物 ;特别 是 竹 节 石 ̀  菊 石 ̀  牙 形 刺 的 
研究 真正 始 于 70 年 代 。 广 西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  牙 形 刺 的 描述 最 早 始 于 1974 年 ， 菊 石 仅 
在 1965 年 的 内 刊 中 报道 过 ,正式 描述 见于 1975 年 。 在 广西 地 质 矿产 局 、 北 京 大 学 、 中 国 
地 质 科 学 研究 院 、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等 单位 的 共同 努力 下 ,在 70 ERK 
期 ;已 建立 了 华南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 竹 节 石 的 完整 的 化 石 带 序列 ， 使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划分 
和 对 比 ; 特 别 是 洲际 间 的 对 比 ; 有 了 可 靠 的 标准 ,为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研究 开创 了 新 的 局 面 。 在 
些 期间, 原来 基础 较 好 的 底 栖 生物 的 研究 ,也 取得 了 重 类 进展 。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古 生物 的 研究 和 世界 上 其 他 国家 泥 盆 纪 地 层 古 生物 的 研究 是 并 行 不 
悖 的 最 近 ,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古 生物 工作 者 又 集中 于 泥 盆 纪 界线 和 层 型 剖面 的 研究 ,争取 
尽早 确定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分 界 标准 并 在 我 国 树立 层 型 剖面 ; 成 为 亚洲 和 世界 的 标准 。 

” -本文 是 迄今 为 止 有 关 广 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动物 群 的 最 全 面 的 描述 尽 共 44 属 280 种 ( 亚 
种 ), 其 中 包括 2 未 定 属 , 43 未 定 种 , 3 新 种 和 一 新 亚 种 ， 确 认 了 广西 的 25 个 牙 形 刺 化 石 
Ho 本 文 手 稿 是 作者 作为 联邦 德国 洪 堡 奖 学 金 获得 者 在 联邦 德国 期 间 (1980 二 1982 ) 完 成 
No 国际 著名 泥 贫 纪 牙 形 刺 专家 、 国 际 泥 盆 系 分 会 主席 .Ziegler 和 分 会 副 主席 Klapper 
都 分 别 仔细 观察 了 作者 的 标本 ,审阅 了 图 版 ,鉴定 名 单 ;给予 许 多 帮助 ,并 热情 推荐 将 广西 
四 红 了 出 ( 老 唐 出) 着 面 作为 下 .中 泥 盆 统 和 中 :上 泥 盆 统 两 条 界线 的 层 型 剖面 , 为 亚洲 和 世 
界 的 标准 。 作 者 对 他 们 的 热心 指导 ; 深 表 谢意 。 作者 同时 感谢 洪 堡 基金 会 给 予 的 资助 

1)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地 质 矿产 局 编著 ，1987， 广西 泥 盆 纪 沉积 相 古 地 理 及 矿产 。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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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描述 的 牙 形 刺 标本 ,来 自 11 个 不 同 相 区 的 剖面 ， 是 许多 同志 帮助 采集 的 。1978 

年 夏 , 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 地 质 研究 所 古生物 组 梁 寅 林 等 同志 ， 曾 专门 去 六 景 \ 大 乐 ̀ 绿 峰山 、 

长 塘 等 地 采集 牙 形 刺 样 品 , 1978 4E KE 1979 年 初 , 作者 在 斑 钰 老师 带领 下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王 志 浩 ̀ 戎 嘉 余 \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等 同志 一 起 , 曾 去 六 景 \ 大 乐 ̀  绿 

峰山 三 里 等 地 采集 样品 。 1980 年 初 ,作者 与 苏 一 保 、 梁 文 基 同 志 一 起 去 广西 那 披 三 又 

河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老 唐 山 )、 靖 西 三 联 等 地 系统 采集 牙 形 刺 样品 。 本 文 描述 的 广西 永福 

县 和 平公 社 的 样品 ,是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队 赠送 的 , 那 艺 剖面 的 样品 是 王 志 浩 

同志 帮助 采集 的 。 全 部 牙 形 刺 样品 都 由 唐 依 音 \ 黎 宏 有 同志 分 析 处 理 , 标 本 照 像 是 作者 在 

联邦 德国 森 根 堡 博物 馆 时 ,由 Pettra 女士 帮助 完成 的 。 本 文 的 中 文 描述 部 分 ，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顾 承 东 、\ 曾 扬 同志 帮助 抄写 ,图 件 由 绘图 室 清 绘 ， 对 此 作者 次 

表 谢意 。 my 

二 、 我 国 泥 贫 纪 牙 形 刺 研究 概况 
,最 早 发 现 我 国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的 是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杨 敬 之 教授 《人 金 

ESF, 1960), ARTO RAT: 四 川江 油 马 角 坟 北约 三 华里 的 上 泥 盆 统 灰色 页 岩 中 
和 贵州 独 山中 泥 盆 统 嵘 山 砂岩 中 。 同 时 ， 他 也 是 最 早 在 我 国 刊物 上 介绍 下 形 刺 的 学 者 。。 

1967 年 作者 曾 在 湖南 湘 乡 县 棋子 桥 龙 口 冲 的 余 田 桥 灰 岩 中 发 现 Polygnathus sp., 在 
湖北 写 经 寺 页 岩 中 发 现 . Hindeodella germanica, 在 广西 榴 江 组 的 硅 质 岩 中 发 现 不 少 复 
合 型 牙 形 刺 , 但 由 于 “文化 大 革命 ”的 王 扰 , 没 能 进行 古生物 的 描述 。 

1974 年 ,作者 根据 穆 道成 等 同志 赠送 的 标本 。 在 (西南 地 区 地 层 二 生物 手册 中 “a 
先 描述 了 广西 南 丹 地 区 同 车 江 组 的 牙 形 刺 ,并 根据 牙 形 刺 动 物 群 的 特征 ,将 同 车 江 组 置 于 
玉石 炭 统 底部 。 同 时 ,称道 成 开始 建立 了 我 国 南方 的 泥 盆 纪 竹 节 石 带 。 1975 年 ,作者 与 
王 志 浩 同志 发 表 了 《广西 六 景 早 泥 盆 世 牙 形 刺 》 一 文 , MUTI Polygnathus dehiscens 
的 存在 ,将 郁 江 组 定 为 早 埃 姆 斯 期 。 1976 年 ， 作 者 在 四 川 若尔盖 下 普通 沟 组 发 现 了 我 国 “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的 最 低层 位 Icriodus.woschmidt ( 秦 峰 , 甘 一 研 ，1976; 王 成 源 ，1981)。 

同年 , 殷 保 安 则 志 报 道 了 广西 四 排 组 中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的 存在 。 

1978 年 ,作者 与 王 志 浩 发 表 的 《广西 \ 云 南 早 \ 中 泥 盆 世 牙 形 刺 》 和 “《 黔 南 晚 氟 盆 世 和 
早 石 炭 世 牙 形 刺 2? 两 篇 文章 ,对 我 国 早 \. 中 、 晚 泥 盆 世 的 牙 形 刺 开 始 了 系统 描述 。 前 于 篇 文 

章 根 据 Eognathodus sulcatus 的 存在 ,将 那 高 岭 组 时 代 定 为 中 、 晚 济 根 期 ; 后 一 Be. 
将 王 佑 原 代 化 组 顶部 1 m SEM RIAA FARE 

在 初步 确立 我 国 南方 竹 节 石 ̀  牙 形 刺 化 石 带 的 基础 上 ,作者 等 (1979) 发 表 了 《广西 不 

同 相 区 王 ̀* 中 泥 盆 统 的 划分 与 对 比 》 一 文 , 同 时 ,在 其 它 论文 中 ,对 那 高 岭 组 \ 郁 江 组 和 四 排 

组 的 时 代 , 依 据 牙 形 刺 和 竹 节 石 , 分 别 进行 了 较为 详细 的 论述 。 同 年 , 白 顺 良 等 在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石 ̀  竹 节 石 分 带 与 对 比 2 中 ,同样 确立 了 我 国 南方 的 竹 节 石和 牙 形 刺 带 , 对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研究 作出 了 贡献 ， 但 限于 当时 的 条 件 ， 这 些 化 石 主 要 是 从 底 栖 相 剖面 中 找到 
的 ,还 不 能 准确 确定 重要 带 化 石 的 时 限 , 也 没 能 对 牙 形 刺 , 竹 节 石 进行 分 类 描述 。 

思 远 等 41980) 的 《华南 泥 盆 纪 南 丹 型 籽 层 古生物 》 一 书 中 ,能 剑 飞 朱 述 了 49 个 牙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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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 ep Yea AP REE) ,此 文 是 我 国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重 要 参考 文献 之 一 。 

1981 年 , 王 成 源 、Ziegler 首先 描述 了 内 蒙古 中 泥 盆 统 的 牙 形 刺 , 这 是 我 国 北 方 地 模 

区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的 首次 报道 ，。 它 为 华南 与 华 北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对 比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依据 。 文 

中 ;对 我 国学 者 提出 的 北方 槽 区 是 一 个 独立 于 旧 世 界 领域 (The Old World Realm) 和 

阿 巴 拉 契 亚 领域 (The Appalachian Realm) 的 一 个 独立 领域 的 论点 ,提出 质疑 ， 认 为 北 

方 槽 区 只 是 旧 世 界 领域 内 的 一 个 生物 地 理 区 ， 不 同 于 华南 ;但 不 是 一 个 独立 的 领域 。 同 

年 5 玉成 源 ̀ 王 志 浩 总 结 了 我 国 寒 武 纪 至 三 倒 纪 牙 形 刺 序 列 ， 对 已 发 现 的 我 国 寒 武 纪 至 三 

B20 77 个 化 石 带 进行 了 总 结 。 王 钰 等 发 表 了 中 国 泥 盆 纪 界线 的 划分 ,从 浮游 生物 对 我 

国 泥 盆 纪 的 界线 ;进行 了 讨论 。 

1982 年 , 王 成 源 、Ziegler :根据 对 牙 形 刺 的 研究 ,将 邵东 段 置 于 泥 盆 系 顶 部 对 我 国 

ll 《云南 贝 NS 提出 了 否 

FEM To 

EUS cet ID, Ee ABA) PB I Se DL I 

良 等 。 1982), 这 是 有 关 广 西 泥 盆 纪 生物 地 层 研究 的 重要 成 果 。 

我 国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 竹 节 石 的 研究 ;在 近 几 年 取得 如 此 重大 的 进展 ， 成 为 泥 盆 纪 地 层 

研究 中 的 主导 门类 ， 主 要 是 我 国 古生物 工作 者 努力 的 结果 ， 也 受到 国际 古生物 研究 的 影 

响 s 在 泥 僵 纪 地 层 十 生物 研究 中 的 一 个 关键 问题 是 不 同 相 区 的 对 比 ，Weddige 在 1977 年 

成 功 地 运用 牙 形 刺 解决 了 莱茵 柚 区 和 海 西 相 区 的 对 比 。 我 国学 者 同样 运用 牙 形 刺 和 狂 节 

Ate 1978 年 基本 解决 了 南 丹 型 与 象 州 型 地 层 的 对 比 5:"1978 年 ,国际 地 科 联 泥 盆 系 分 会 
代表 团 人 参观 我 国 华南 一 些 泥 盆 纪 章 面 ， 并 与 我 国学 者 作 了 广泛 深入 的 讨论 。 自 1980 年 

起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与 联邦 德国 马 普 学 会 建立 了 长 期 的 泥 盆 纪 合 作 项 

BAN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先后 派出 六 位 学 者 去 联邦 德国 浴 堡 与 联邦 德国 学 者 共同 

研究 我 国 华南 的 泥 盆 纪 地 层 和 古生物 ;已 取得 一 些 重要 成 果 。 

几 个 典型 泥 贫 纪 襄 面 中 的 牙 形 刺 

本 文 记述 的 牙 形 刺 标 本 ,来 自 以 下 11 个 不 同 相 区 的 泥 盆 系 剖面 : 

1. 横 县 六 景 剖 面 

剖面 位 于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火 车 站 附近 ,是 我 国 著名 的 泥 盆 系 剖 面 之 一 ， 研 究 程度 较 高 ， 

该 剖面 自 下 而 上 划分 如 下 〈 插 图 1): 

莲花 山 组 莲花 山 组 不 整合 于 前 泥 盆 系 之 上 ,而 与 上 覆 的 那 高 岭 组 连续 沉积 ,主要 

由 石英 砂岩 , 砂 质 泥 岩 , 硅 质 岩 和 砾 岩 组 成 ,也 有 少量 白云 岩 , 只 4A 含 鱼 化 石 ， DENT RM 

腕 足 类 ,没有 发 现 牙 形 刺 。 厚 达 350m, 

那 高 岭 组 ”该 组 整合 于 茵 花山 组 之 上 ,主要 由 硅 质 岩 ,泥岩 组 成 ， 夹 少量 泥 灰 岩 和 

灰 岩 薄 层 , 厚 达 125 m, 含有 多 种 化 石 , 其 中 重要 的 牙 形 刺 有 ; Polygnathus-dehiscens 
E#S), Eognathodus sulcatus (HS), E. linearis postclinatus (中 部 )， Ozarkodina 

denckmanni (HS),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angxiense; {iA Tentaculites st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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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eni, T. lucasi, Volynites sp.; 脐 足 类 Orientospirifer nakaolingensis, O. wangi, 

Aseptalium guangxiensis, 

郁 江 组 RS 250m， 可 自 下 而 上 分 四 个 岩 段 : BURR AWE, 大 联 村 

路 和 六 景 豚 。 后 三 个 岩 段 中 含有 大 量 的 介壳 类 化 石 ,， 其 中 包括 著名 的 tonkinensis 动物 

群 。 二 全 二 0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pireneae 〈 最 下 部 )， Polygna- 

thus dehiscens,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angxiense, P. optima optima; 腕 足 类 二 Rosz- 

rospirifer tonkinensis, Acrospirifer ordinaris, Dicoelostrophia crenata; 珊瑚 sal 

phylloides mobilis, Microcyclus quadripartites, 

大 联 村 段 和 六 景 侦 所 含 牙 形 刺 几 乎 与 石 洲 段 一 致 ， (3. 7c RBA ER SUAS Nowekie 

praecursor MEAN BRNREM. CHW Polygnathus perbonus, 3 AM | 

那 叫 组 “” 那 叫 组 由 厚 约 160 m 的 和 白云 岩 组 成 ;下 部 产 菊 石和 狂 节 石 : ErpezOcera5 
sp., Mimagoniatites sp., Teicherticeras sp., Nowakia barrandei, 

在 那 叫 组 中 部 , 白 顺 良 发 现 Polygnathus inversus 和 Polygnathus serotinus, = 但 记 

今 还 没有 在 那 叫 组 中 找到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和 P. c. partitus, RE, R 

贻 同志 在 那 叫 组 中 部 找到 Zdimir 和 Megasrtrobppia， 层 位 相当 于 P. serotinus weve 

一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对 比 , 提供 了 依据 。 

民 塘 组 (或 东 岗 岭 组 ) ， 民 塘 组 厚 约 110m， 由 泥 灰 岩 ， A Up DE UR De 
组 成 ; 含 竹 节 石 Nowakia otomeri; 珊瑚 Pseudomicroplasma sp., Stringophyllum sp., 

Acanthophyllum sp., Bornhardtina sp., 

CER SEA EMAL FI Ri Polygnathus varcus, Icriodus difficilis, 和 Ha- 

plothecia (Kuangxiastraeca) 珊瑚 富 集 层 之 顶 为 界 。 

融 县 组 该 组 以 层 状 生物 灰 岩 为 主 ， 在 Hoplothecia (Kuangxiastraea) ase: 

集 层 之 上 ,出 现 Polygnathus cristatus-Schmidtognathus hermanni *#2 Palmatole pis 

rriangularis 带 的 连续 牙 形 刺 序列 ， 其 中 发 现 两 个 _ Palmatolepir disparilis 标本 ， 位 于 

S. hermanni-P. cristatus 带 之 上 和 P. asymmetricus 带 之 下 。 最 近 , 据 吴 贻 同志 告知 ， 

在 六 景 融 县 组 已 发 现 法门 期 牙 形 刺 。 

2. 册 宁 县 长 塘 那 叫 组 剖面 

本 剖面 那 叫 组 白云 岩 出 露 不 完整 , 那 叫 组 下 界 不 请 ， 那 叫 组 在 水 泵 站 西 昨 畦 露 较 好 ， 
苏 一 保 系统 地 采集 了 化 石 ; 经 作者 鉴定 , 自 上 而 下 已 发 现下 列 化 石 带 (插图 2):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带 ， 厚 约 100 m, 

P. c. partitus 带 : 厚 约 20 mo 

P. c. patulus 带 ， 厚 约 50 mo 

很 明显 , 下 \ 中 泥 盆 绕 的 分 界 在 那 叫 组 白云 岩 内 通过 ,但 由 于 取样 间距 较 宽 ,每 二 带 的 
精确 厚度 和 分 界 位 置 ,还 不 能 确定 。 

3. 武宣 二 塘 组 剖面 

二 塘 组 由 俞 昌 民 、 抽 保安 (1978) 建立 ,标准 剖面 位 于 绿 峰山 屯 头 村 西 ,由 600 SRB 
的 灰 者 和 白云 岩 组 成 ,可 分 为 上 下 两 部 分 。 下 部 为 上 伦 白 云 岩 ， 与 下 伏 的 郁 江 组 连续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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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patulus 

a 4 

 , Bc. costatus 
ca 

a Pcostatus patulus 5 7 Ya! mr 

eg “Pe.partitus 

播 图 2 广西 世 宁 县 长 塘 那 叫 组 剖面 图 
(The section of the Najiao Formation at Changtan, Yongnin County, Guangxi ) ; 

CEs 1s Polygnathus perbonus; 上 部 由 灰 岩 组 成 , 含 层 孔 虫 、 珊 瑚 和 牙 形 刺 P. 
Perbonus, P. aff. perbonus, 二 塘 组 的 层 位 应 与 P. perbonus 带 相 当 。 

4 象 州 县 大 乐 四 排 组 剖面 和 应 堂 组 剖面 

1974 年 华南 泥 盆 系 会 议 之 后 大 乐 剖面 已 被 认为 是 四 排 组 的 标准 剖面 ,该 剖面 位 于 
石 有 明 村 西北 ,由 灰 岩 \ 白 云 岩 和 泥 灰 岩 组 成 。 “Ree 

在 石 朋 段 产 有 Polygnathus inversus WRia RAR, EAE A T Le Be ey 
有 Polygnathus serotinus 和 P. linguiformis bultynchi 等 牙 形 刺 。 

在 应 堂 村 的 应 堂 组 最 底部 ,作者 没有 发 现任 何 牙 形 刺 ， 但 白 顺 良 发 现 Icriodus cor- 

niger corniger JES te ANY PREAH Eognathodus bipennatus montensis Weddigeo 

BBY QA EAR TE Ae De AR FEBS FT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带 的 

RFR. BIR AIG Rl. Be BLES SL SRE T 2 Se He A TR AERO 

5. 象 州 中 平公 社 马鞍 山 剖 面 (插图 3) 
本 剖面 ,是 一 由 下 泥 盆 统 至 上 泥 盆 统 较 完整 的 剖面 ,作者 等 曾 系统 取 样 ， 由 于 该 剖面 

下 部 产 出 的 牙 形 刺 与 大 乐 \ 应 堂 剖 面 基本 一 致 ,本 文 未 作 描述 。 该 剖面 上 部 ,在 马鞍 山 陡 

壁 附近 ;地层 主 要 由 白云 质 灰 岩 。 灰 岩 和 泥 灰 岩 组 成 ， 产 有 较 多 的 Stringocebhalxy sp., 
Bornhardtina sp., Eognathodus bipennatus bipennatus, Polygnathus timorensisg 在 东 

岗 岭 组 的 最 顶部 (XM24-11), (ERR YT Schmidtognathus wittekindti 和 Polygna- 

thus cristatus, {AE 25 层 , 产 有 P. asymmetricus, 中 、 LIRA AA RR TREE 24 B 

525 层 间或 25 层 之 内 ,此 剖面 还 需 进 一 步 工 作 ( 侯 鸿 飞 等 ，1986。) 

6.， 崇 左 那 艺 剖 面 

那 艺 剖 面 位 于 崇 左 县 那 艺 村 西 1 km， 该 剖面 经 白 顺 良 等 仔细 测 制 ,发现 了 一 些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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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牙 形 刺 层 位 。 1978 年 ， EERE AOR Polygnathus xylus ensen- 

sis 外 ,其 它 结 果 与 自 顺 良 等 一 致 。 最 近 , 吴 贻 又 系统 采样 , 除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分 水 岭 组 硅 

质 岩 中 没 找到 牙 形 刺 外 ,发 现下 列 早 、 中 泥 盆 世 的 连续 牙 形 刺 序列 ( 自 上 而 下 ):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 

Tortodus kockelianus kockelianus #5 

kockelianus australis # 

costatus costatus 带 

c. partitus 带 

c. patulus #5 

serotinus 带 

laticostatus 带 

perbonus HF eee 

7. 永福 县 和 平公 社 军 屯 剖 面 

军 击 剖面 是 广西 地 质 局 区 测 队 二 分 队 测 制 的 ,剖面 由 灰 岩 组 成 5 本 文 作者 在 鉴定 他 

们 采集 的 化 石 样品 中 发 现 一 些 牙 形 再 层 位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在 该 剖面 发 现 一 些 法 门 阶 的 牙 

FR (Palmatolepis crepida 带 至 P. rhomboidea #)o 从 资料 中 看 ,| 该 剖面 出 露 较 好 ， 

地 层 连 续 , 还 需 作 大 量 工作 。 

8. 靖 西 县 城郊 三 联 剖 面 

该 剖面 位 于 靖 西 镇 郊 东 1 km， 由 灰 岩 、 白 云 岩 组 成 ,作者 等 在 此 剖面 采集 了 97 个 牙 
形 刺 样 ,但 仅 在 其 中 的 7 个 样品 中 发 现 了 牙 形 刺 ,样品 CD 299 FA Palmatolepis margi- 
nifera, P. glabra glabra, Nothognathella postsublaecvis, 代表 P. marginifera 带 的 沉 

积 。 在 此 剖面 上 ， 习惯 将 灰色 厚 层 灰 岩 与 黑色 薄 层 灰 岩 ( 层 4 和 5) 作 为 泥 盆 系 、 ARAN 
分 界 , 但 在 黑色 薄 层 灰 央 中, 发现 I Bispathoaus costatus(?), B. a. aculeatus, B: a. an- 

teporicornis 和 B. a. plumulus, 因此 ,黑色 薄 层 灰 岩 的 最 下 部 可 能 属 上 泥 盆 统 的 顶部 ， 

即 泥 盆 系 与 石炭 系 的 界线 可 能 在 薄 层 灰 岩 中 通过 。 a ad hea AAT Rt Ad 

不 足以 证 明 这 一 点 。 

9. 武宣 县 三 里 剖面 

三 里 组 是 由 宁 崇 善 (1975) 命名 的 ; 标准 章 面 位 于 武宣 县 二 里 公社 可 火 村 ， 由 灰色 扁 
豆 状 灰 岩 和 灰白 色 灰 岩 组 成 ?上 部 变 为 硅 质 岩 。 宁 崇 善 认为 ,三 里 组 代表 广西 的 法 门 期 沉 
积 。 但 标准 剖面 上 的 三 里 组 只 代表 P. rhomboidea te P. marginifera 带 的 沉积 ， 三 

里 组 上 部 的 厦 质 岩 仍 有 部 分 属 法 门 期 的 沉积 ( 表 0s 

10. 那 坡 县 三 叉 河 剖 面 (插图 4) 

三 叉 河 剖面 位 于 那 坡 县 三 又 河水 库 至 平 恩 村 的 公路 上 ;此 剖面 先后 由 广西 地 质 局 、 南 
京 地 质证 生物 研究 所 测 制 , 并 由 穆 道成 等 (1982) 系统 描述 : 除 下 部 有 些 泥 岩 、 泥 灰 岩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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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由 次 岩 , 硅 质 灰 岩 组 成 ,是 较 典 型 的 浮游 灰 岩 相 沉积 。 
坡 脚 组 顶 界 ， 可 能 比 六 景 地 区 的 郁 江 组 略 高 些 ,在 那 坡 组 上 部 ( 鲜 思 远 命名 为 三 叉 河 

SH) HBL Polygnathus perbonus; 而 在 六 景 ,， 仅 在 六 景 眉 的 最 上 部 才 有 P. perpomar， 达 

莲塘 组 主要 在 灰 岩 组 成 , 披 折 落 组 主要 由 硅 质 灰 岩 组 成 ,其 界线 接近 于 Polygzathxr inv- 
ersus #555. P. serotinus 带 之 间 的 界线 。Po1ygzcetpas c. partitus 产 于 分 水 岭 组 内 , 即 分 

7K SAE FLEE P.¢. pertizas 低 , 坡 折 落 组 的 顶部 出 现 P. c. costatus 带 。 在 分 水 岭 组 中 仅 
见 Nowakia otomari, 上 泥 盆 统 与 中 泥 盆 统 在 三 又 河 剖 面 厅 连续 出 露 , 主要 由 扁豆 状 灰 
AR, AAA Palmatolepis gigas, 野外 观察 ,扁豆 状 灰 岩 可 一 直 延 续 到 下 石炭 统 s 

11. RBH OAT (SMW) AE 
是 至 穷 为 止 在 我 国 所 发 现 的 最 理想 的 剖面 ， ‘Wm Pee ES 

“最 初 称 为 四 红 山 )。 这 一 剖面 ,最 早 是 由 广西 地 质 局 地 质 研究 所 高 级 工程 师 吴 贻 同志 发 现 
的， 后 经 王 成 源 、 苏 一 保 \ 梁 文 基 共 同 测 制 。 牙 形 刺 化 石 由 笔者 带 到 联邦 德国 研究 ， 其 中 

a ees P. dehiscenr Ae P. erepide 带 的 牙 形 刺 化 石 序列 。 该 剖面 (插图 5) 地 层 自 上 

上 元 盆 统 五 措 缚 人 三 里 组 > 

10. PSs RR ERICH ET MI 
= Py erepida?(CD350) 

P. triangularis (€D351—CD357 ) ne 

P. gigas eae: “8 RE _ ge 14.43 m 

榴 江 组 (CD364—CD378) 一 — 

9。 上 部 为 青 灰 色 薄 层 灰 岩 , 下 部 青 灰 色 薄 一 中 层 泥 质 灰 岩 夹 薄 层 硅 质 岩 , FER P. gie- 

as (CD364—CD368), 4. ¢triangularis 7 P. varcus (CD377 —CD378) 22.96 m 

本 《CD379 一 CD435 ) 

8。 黑色 薄 层 硅 质 灰 岩 与 薄 一 中 厚 层 灰 岩 互 层 ,下 部 夹 磁石 条 带 和 泥 质 条 带 灰 岩 ， 富 产 竹 
节 石 。 牙 形 刺 P。 varcus (CD379—CD406), P. xylus ensensis (CD 407 一 CD 412) 26.69 m 

这 束 外 次 绿色 薄 盖 中层 泥 质 灰 岩 光 风 化 后 为 黄 神色 泥岩 ， 含 竹 节 石 。 FUR P. x entensis... 

,16eD407)， Ts k. kockelianus (CD 408—CD412).. . rey 12.37 m. . 

f+ 黑色 硅 质 灰 岩 夹 硅 质 岩 团 块 牙 形 刺 . 了, ke hockelionus (cp. 413 一 cB 424) .6.37 m,.. 

Adan aR, Soe MERIDA Is AWC T, he hotelianes (CD425),_ 7. ay 
australis (Cb426—cD431), P. Cs costatus beg Ape | 435) 了 4. 35 m 

| Beppe (CD 436 一 cD 471) When: Mie alll 
ig. Nav dein pi Raised mack "aba c+ costatus # (CD 

436 —CD440), P. c. partitus #% (CD 441—CD 443), P. serotinus 带 : (CD444—CD467), BStaEt 

ticostatus #% (CD 468—CD 470), P. perbonus # (CD 471) 62.76m 

达 莲 墙 组 (CD 472—CD 490): KR « PN 
3。 Pipe RK KE RAK Fp AK a P. aff. peo, :; perbonus (CD 472 — 

CD 479), P. dehiscens (CD 480—CD 482) 46.27 m 

“2: REE FER AZ BUR EE BUR a6 P. dehiscens (CD483 —CD490) 5938.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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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 部 浮 土 覆盖 , 岩 性 可 能 为 泥岩 ;下 部 紫红 色 泥 质 砂 岩 。 30m 

《未 测 到 底 ) 

从 四 红 山 剖面 上 可 以 看 出 , 牙 形 刺 分 带 与 组 界线 的 关系 与 三 叉 河 不 同 , 达 莲塘 组 的 顶 |) 

FE P. perbonus 带 之 内 :, 比 三 又 河 该 组 的 顶 界 低 , 而 坡 折 落 组 的 顶 界 几乎 与 P. c. cos- 

440° 

CD350 CD371 
0362 036: 

CD351 5D cp CD 
= 

IS ' 
Pte 。 cD361 bree 

人 oo co376 co4on 
rerepido® | 一 一 Te 一 -oo 
aa T CD396 5D410 

sia 
二 [二 一 一 ——a5— . 

az os CE 人 et 10 

0 20 30 40 som 

p.taticostotus 一 + 

tatus 带 和 T. k. australis 带 间 的 界线 一 致 。 目 前 ， 此 剖面 的 牙 形 刺 研 究 较 详细 ， 重 要 

牙 形 刺 种 的 时 限 见 表 2。 不 足 之 处 是 ,样品 CD 376 与 CD 377 Zi), HFA RRMA, 
目前 还 缺少 S. hermanni-P. cris:atus 带 和 P. disparilis 带 的 分 子 ， 尚 需 进 一 步 向 工作 。. 

由 于 该 剖面 牙 形 刺 化 石 不 连续 ;出 露 好 ,又 属 浮游 相 区 ,国际 泥 盆 系 会 议 主席 Ziegler 
和 副 主 席 Klapper 都 分 别 写 信 到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及 中 国 古 生物 学 会 ， 
建议 再 适当 补 做 一 些 工作 ,将 此 剖面 建立 为 下 .中 泥 盆 统 和 中 、 上 泥 盆 统 两 条 界线 的 层 型 
剖面 ,成 为 亚洲 和 世界 的 标准 ?。 

四 、 牙 形 刺 分 带 
根据 上 述 11 个 泥 盆 系 剖面 中 牙 形 刺 的 研究 ， 并 参考 我 国 牙 形 刺 工作 者 已 做 的 工作 ， 

1) Ml: Ziegler, W., and Wang, C. Y., 1985: Sihongshan section, a regional reference section for 

the Lower-Middle and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ies in East Asia. -Cour. Forsch, -Inst 

Senckenberg, 75:17—38, 4 Figs., 4 Pls. 



王 成 源 :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可 以 划分 为 25 个 带 ( 带 的 定义 , 均 按 原始 定义 ,此 处 不 再 重 述 ) 

形 刺 。 广 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分 带 自 下 而 上 为 : 
发 现 笔 石 Monograptus cf. uniformis 和 Paranowakia bohemia, (ABM DRAMA 

在 广西 下 泥 盆 统 下 部 还 没 发 现 过 牙 形 刺 ,虽然 在 钦州 有 早 泥 盆 世 最 早期 的 沉积 ,并 已 

1. Eognathodus sulcatus 带 

此 带 化 石 仅 见于 那 高 岭 组 中 部 。 那 高 岭 组 是 广西 境内 海 相 介壳 粗 沉积 的 最 低层 位 。 

按 该 种 标 未 的 基 腔 形态 , 它 大 致 相当 于 北美 的 下 BE.swicati 亚 带 , 而 在 那 高 岭 组 的 上 部 

已 出 现 Polygnathus dehiscens, Eognathodus linearis postclinatus, 故 那 高 岭 组 的 时 代 ， 

CD459 

D468 

rN 0479 

= 
Sa S, 

mae. 
pe PRP ZN 

fs ve S 
PET _——1P\ 

P. serotinus es ate See ees 
= Se i oma PPT — _PPPN ©0479 

一 ] 一 人 rm 

(= C0480 
. 2 St es i 

br} 7 Tees SN cog 
- GN —. —1 \ 64 

3 — SN 
— | — 1 
BIE 
[一 一 | 

P. perborus 总 ES | “9485 
———— re = eS 

x 一 
ss en TN 
这 一 

ae 入 二 
ia 

P. dehiscens (ees a, aa ae “D499 
2 =p. 

1 
| EE Is 
[=o ee et 
a ee 
SS 

fears ete 
a ee 

HS | Pa RAR SMU ea SM 
[Devonian section at Sihongshan (Laoyingshan) Duan, Debao County, Guang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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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 于 布拉格 期 晚期 。 

2. P. dehiscens 带 

见于 六 景 那 高 岭 组 最 顶部 至 郁 江 组 ， >= TAU IEA PS ESE, 那 艺 

的 郁 江 组 。 ~ 

3. P. perbonus 带 

PH a) ti FES Beis MAP aK & PAB, Ps gronbergi 仅见 于 浮游 次 岩 相 地 

层 中 ，P. perbonus 见于 六 景 那 叫 组 ,武宣 绿 峰 山 二 塘 组 和 三 又 河 坡 脚 组 的 上 部 》 惧 及 那 

艺 崇 左 组 。 

4. P. inversu # 

见于 大 乐 四 排 组 的 下 部 、 三 又 河 、 四 红 山 坡 折 落 组 的 下 部 。 目前 ， P. laticostatus 品 

WF P. inversus 分 布 较 广 。 eo 

5. P. serotinus # 

见于 六 景 那 叫 组 ,三叉 河 和 四 红 山 的 坡 折 落 组 和 那 艺 崇 左 组 。 PL serovinus WA 
的 形态 型 在 分 布 上 不 同 , 形 态 型 3 多 见于 浅海 相 ， 而 形态 型 "多数 限于 浮游 相 〈 三 又 河 ， 
四 红 山 )。 ae 

6. 已 c. patulus # | 

此 带 化 石 见于 长 塘 那 叫 组 ,三 又 河和 四 红 由 的 坡 折 落 组 。 

7. P.c. partitus # 

LF = NG POA nse, P. c.parrisus 是 中 泥 盆 世 开始 的 标准 化 石 , 下 , 中 
泥 盆 统 的 界线 在 三 又 河 \ 四 红 山 的 坡 折 落 组 中 通过 8 

8. P. c. costatus # 

见于 长 塘 那 叫 组 , 崇 左 那 艺 组 ， FEL LS LA 

9. T. kh australis 让 = 时 rp 

此 带 在 四 红 山 部 而 见于 坡 拆 蓝 组 最 顶部 至 分 水 的 组 底部 ， 在 崇 左 见于 那 艺 组 。 

10. T. k. kochelianus 带 

FO 1 7kie A FMA RRA URE BE A, 

11. P. x. ensensis # 

此 带 化 石 仅 见于 四 红 出 分 水 岭 组 和 崇 左 那 艺 组 。 







王 成 源 : FRAT kl 13 

12. 已 varcus 带 

目前 仅见 于 三 叉 河 ; 四 红 山 的 分 水 岭 组 ,和 六 景 的 民 塘 组 。 

13. S. hermanni-P. cristatus 带 

此 带 仅 见于 六 景 和 马鞍 山 的 融 县 组 。 

14. P. disparilis 带 

昂 于 六 景 融 县 组 底部 ， 也 见于 天 等 县 把 荷 乡 福 龙 。 按 1982 年 8 月 国际 地 层 委员 会 

(ICS) 泥 盆 系 分 会 〈SDS) 通过 的 决议 。 P. disparilis 是 中 泥 盆 世 最 晚期 的 一 个 带 化 

石 。 
S. hermanni-P. cristatus 和 P. disparilis 目前 在 四 红 山 剖 面 还 没 找到 ， 但 在 样品 

376 和 377 之 间 , 估 计 完 全 有 可 能 发 现 此 带 化 石 ?。 

15. P. oa 带 

此 带 化 石 见 于 四 红 山 的 分 水 岭 组 和 六 景 的 融 县 组 ， 可 以 进 一 SRSA. 国 

际 地 层 委 员 会 泥 盆 系 分 会 已 作出 决定 ，Lower P. asymmetricus 带 是 上 泥 盆 统 开 始 的 标 

志 :, 此 带 在 我 国 已 见于 湖南 广西 云南 贵州 等 多 处 。 

16.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 

FI BS (1979) 曾 选 用 Palmatolepis proversa 代替 这 一 带 化 石 - 因 当时 还 没 找到 

此 带 化 厂 ; 但 这 两 余 种 的 时 限 还 不 完全 一 致 。 此 种 目前 仅见 于 四 红 三 剖面 ;由 于 有 此 种 的 

HE TEA A. triengularis 作为 带 名 ,了 以 便 与 西欧 一 致 ， 但 从 分 布 与 数量 上 看 ,P. 
proversa 可 能 比 A. triangularis 广 而 且 多 。 RZ A. triangularis 的 情况 下 ， 仍 可 

用 P. proversa 作为 带 化 石 。 此 带 化 石 时 限 较 短 让 

17, P. gigas 带 

此 带 化 石 广 泛 地 分 布 于 湖南 ,广西 ,云南 FM 在 广西 ,此 种 见于 六 景 融 县 组 ， 四 红 

A ARASH A 2 

WM értonguldris’ 带 

见于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 并 可 进一步 划分 出 三 个 亚 带 。 

19. 已 crepida # 

见于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同样 也 见于 上 林 剖 面 和 大 新 剖面 ， 

1 作者 在 随 局 的 工作 中 已 发 现 这 三 个 带 化 石 〈1983)。 一 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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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已 rhomboidea 带 

见于 武宣 “三 里 组 ”。 在 永福 也 发 现 相同 的 层 位 ? 昌 无 典型 的 带 化 石 

21. P. marginifera # 

见于 三 里 可 火 村 三 里 组 "中 上 部 。 

22. S. velifer 带 oe 

白 顺 良 等 (1979)， E=SBA LRRD, HEEB, FAAS SAM 

界 可 能 在 _P. margizifera- 带 之 内 。 贵 州 代 化 发 现 此 带 化 石 e 作 者 等 最 近 在 南 髓 拉 利 发 现 

此 种 ,也 曾 在 贵州 代 化 发 现 。 

23. P. styriacrus 带 

白 顺 良 等 在 上 林 “ 三 里 组 "发现 此 带 化 石 ， 作者 等 (1978) Sec ne Anas, 

最 近 在 南 丹 的 五 指 山 组 ,也 有 发 现 。 

24. B. costatas 带 

见于 上 林 、 :三 里 组 * 和 贵州 长 顺 代 化 组 顶部 。 

25. Protognathodus Fauna Di3 epNinrgotwanA wl 

见于 广西 三 又 河和 贵州 长 顺 代 化 组 顶部 。 | 
由 上 述 牙 形 刺 分 带 可 以 看 出 。 广 西 中 、 Le 76 A SH 

致 ,但 是 由 于 研究 程度 不 够 , 某 些 带 化 石 的 确切 时 限 还 有 待 进一步 确定 2 

五 、 地 层 的 划分 与 对 比 im 

EVE UE AX AY EE BU, SEAL EB ae NY), SE 
台 边 缘 相 都 可 以 找到 ,这 就 为 上 述 相 区 的 对 比 提供 了 依据 。 且 前 在 浅海 盆地 相 |( 南 丹 型 ) 
中 ,还 没 找到 足够 的 牙 形 刺 标本 ,但 南 丹 型 地 层 中 ， 有 极 丰富 的 竹 节 石 ,同时 在 浮游 相 # 浅 
海 台 地 相 中 也 有 竹 节 石 。 所 以 ,根据 竹 节 石 ̀  牙 形 刺 序 列 ， 可 以 把 广西 不 同 相 区 的 泥 盆 纪 

地 层 , 作 可 靠 的 对 比 ( 见 表 3)。 

这 里 就 以 下 三 个 问题 着 重 说 明 如 下 : 

1. 广西 泥 贫 纪 地 层 相 的 划分 

化 石 丰 富 , 地 层 发 育 的 广西 泥 盆 系 * 是 我 国 泥 盆 纪 生物 地 层 研 究 的 关键 地 区 ， 华 南 所 
有 泥 盆 系 的 岩 相 类 型 在 广西 均 有 出 露 , 华 南大 多 数 泥 盆 系 标准 剖面 也 都 建立 于 本 区 。 按 
ES (1974) 的 意见 ， 广 西 泥 盆 系 按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的 特征 可 划分 为 : 陆 相 -滨海 相 和 浅 
。 17 本 文 手稿 完成 于 1982 年 ,1984 年 Ziegler, We 和 Sandberg, C. A. 对 晚 泥 盆 世 晚期 的 牙 形 刺 又 向 了 新 的 划分 。 

——— 



王 成 源 :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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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半 深 海 相 。 后 者 又 进一步 划分 出 象 州 型 和 南 丹 型。 
象 州 型 代表 近 岸 \ 富 氧 \ 高 能 浅海 环境 ,主要 由 生物 碎 层 灰 岩 白云 岩 和 泥岩 组 成 ， 以 

底 栖 生物 ( 腕 足 类 \ 珊 湖 \ 层 孔 虫 ̀  蔡 玫 虫 等 ) 为 主 * 有 很 多 地 方 型 分 子 , 以 大 乐 剖面 为 代表 ， 
与 欧洲 的 莱茵 相 相似 。 南 丹 型 代表 远 岸 ̀  海 水 较 深 的 稳定 的 沉积 环境 ， 主 要 由 泥 着 \ 页 岩 
组 成 , 夹 有 生物 灰 岩 和 硅 质 岩 , 以 浮游 生物 菊 石 , 竹 节 石 , 三 叶 虫 为 主 ;* 有 很 多 世界 性 属 种 ， 
以 南 丹 剖面 为 代表 ,可 与 欧洲 波 希 米 亚 ( 海 西 ) 相 对 比 。 鲜 思 远 等 (1980) 进一步 将 南 丹 型 
地 层 划 分 出 四 个 岩 相 带 ,黑色 泥岩 相 带 ， 灰 岩 ( 夹 硅 质 岩 ) 相 带 , 硅 质 岩 相 带 和 -Zadizi 关 相 

带 。 | 
自 南 丹 型 、 象 州 型 提出 后 ,近年 来 在 泥 盆 纪 地 层 及 岩 相 古 地 理 研 究 方面 ， 我 国 地 层 古 

生物 工作 者 已 命名 很 多 种 “型 >, 有 的 按 方位 ,地 区 地 名 命名 ,如 东南 型 ,钦州 型 、 湘 中 型 吕 
闵 南 型 , 苏 南 型 . 吕 西 型 ;有 的 则 按 岩 性 命名 ,如 灰 岩 型 .扁豆 状 灰 岩 型 \. 碎 属 型 ; 有 的 则 按 
岩 相 的 变化 命名 ,如 海陆 交替 型 .混合 型 .过 渡 型 ;更 有 的 进一步 扩大 型 的 含义 ， 分 出 昂 槽 
型 .地 台 型 。“ 型 ” 字 已 被 广泛 的 运用 ,但 又 没有 准确 的 概念 , 仅 以 象 州 型 为 例 , 它 所 各 揪 的 
时 代 , 从 早 泥 盆 世 晚期 至 晚 泥 盆 世 ,而 在 同一 地 区 泥 盆 纪 各 时 期 的 岩 相 变化 又 极 大 ， 在 较 
准确 的 岩 相 古 地 理 分 析 中 ,至 少 要 划分 到 世 、 期 的 时 限 范围 内 ， 才 能 较 准确 地 分 析 二 地理 
特征 “型 " 即 不 能 准确 地 反映 岩石 特征 ,也 不 反映 所 含 生物 的 特征 ,因此 作者 倾向 于 在 兰 
相 古 地 理 的 分 析 中 ,不 用 “型 ”的 概念 。 而 直接 按 岩 相 古 地 理 的 特征 命名 。 依 海水 深浅 划 
分 ,可 分 为 浅海 相 区 , 半 深 海 相 区 和 深海 相 区 ; 依 沉积 相 划分 ,可 分 为 滨海 碎 层 岩 相 区 去 碳 
酸 岩 台 地 相 区 和 陆 间 海 槽 相 区 。 碳 酸 盐 台地 相 区 可 进一步 划分 出 局 限 人 台地 相 带 , SER 
台地 相 带 ， 开阔 台地 相 带 ,台地 边缘 相 带 ,人 台地 前 斜坡 相 带 、 台 沟 相 带 等 。 陆 间 海 槽 相 区 可 
划分 出 海 槽 边缘 相 带 和 海 槽 相 带 。 华 南 泥 盆 纪 , 并 无 典型 的 深海 盆地 相 区 ,只 有 由 断 莱 形 
成 的 较 次 的 海 槽 ,因而 出 现 陆 间 海 模 相 区 和 人 台地 相 区 的 台 沟 相 带 。 按 生 物 相 可 区 分 出 以 

” 含 底 栖 生 物 为 主 的 底 栖 相 区 和 含 浮游 生物 为 主 的 浮游 相 区 。 在 一 些 文献 中 ， 将 沉积 相 与 8 
生物 相 结 合 ,在 浮游 相 区 ， 同 岩 相 不 同 而 区 分 出 浮游 灰 岩 相 ,浮游 硅 质 岩 相 ， 浮 游 泥 质 岩 
相 。 这 样 的 划分 , 比 用 “型 ” 字 命 名 好 得 多 。 - 了 

一 个 地 区 的 剖面 ,随时 间 的 不 同 , 岩 相 的 类 型 也 不 断 地 变化 ,以 六 景 剖面 为 例 ， wr 
2) Pgh GAEL PRELIM Bh, SEEN aR, ES 30 m 左右 。 但 那 叫 组 
CAH AUT RRA es BAB Ti Ze RR Eh Gs A 
是 浮游 亦 岩 相 沉 积 。 
由 此 可 见 , 相 的 确定 只 有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范 围 内 , 才 可 得 到 较 确 定 的 概念 ， 而 将 整个 系 

或 几 个 不 同 的 组 ,都 归 到 一 个 "型 "或 * 相 "中 ,是 不 适当 的 。 限 于 条 件 ， 本 文 没有 绘 出 各 其 
的 岩 相 十 地 理 图 ， 但 在 地 层 对 比 表 上 4 也 划分 出 不 同 剖 面 的 主要 沉积 相 。 

2. 组 的 概念 

组 是 划分 岩石 地 层 的 基本 单位 。 中 国 地 质 工 作者 所 使 用 的 组”， 比 西欧 的 “组 ”在 内 

容 上 要 广泛 的 多 ,可 能 大 致 相当 西欧 所 使 用 的 “ 群 ", 但 也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从 以 往 我 国 的 泥 

盆 系 对 比 表 中 ,我 们 可 以 清楚 的 看 到 ,组 的 顶 界 和 底 界 ， 在 不 同 的 剖面 上 都 是 在 同一 水 平 

面 上 的 ,这 在 概念 上 与 实践 上 都 是 不 正确 的 。 从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研究 上 ,可 以 明显 地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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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组 的 界线 是 穿 时 的 ,例如 * ;在 四 红 山 的 达 莲 塘 组 和 坡 折 落 组 的 顶 界 比 在 三 又 河 的 顶 界 

(Ke 三 里 组 ”的 项 界 在 各 地 也 是 变化 的 ?在 标准 剖面 上 ， 三 里 组 ”的 项 界 只 达 P. margin- 

ifera 带 ;在 止 林 , 则 达 B. costatus 带 ;而 在 三 尖 汤 和 法 信和 典型 的 “三 里 组 ”的 瘤 状 

灰 岩 ,可 延伸 到 石炭 纪 。 

在 我 国 泥 盆 纪 地 层 的 研究 中 ， 仍然 存在 把 岩石 地 层 \ 毕 物 地 层 和 年 代 地 层 概念 相 泥 的 

现象 关于 “三 里 组 ”的 概念 ,就 表明 子 这 一 点 原作 者 宁 宗 善 指出 ,三 里 组 岩 性 为 灰色 局 
BRRAMRKAKS - BE AHA Palmatolepis quadrantinodosa 等 "并 进一步 前 明 ， 

“三 里 组 涵义 应 含 法 门 期 牙 形 石 的 扁豆 状 灰 岩 和 灰色 灰 岩 或 白云 岩 等 地 层 ̀"。 用 年 代 地 层 

单位 的 “法 门 期 ”, 来 限定 组 的 涵义 ,显然 是 不 适当 的 。 同 时 , 宁 宗 善 还 指出 :“ 三 里 组 顶 界 

、 是 以 B. costatus 的 消失 为 界 ”, 而 作为 带 化 石 的 下 .costatxwr 是 生物 地 层 单位 ， 用 生物 

地 层 的 带 来 限定 组 的 顶 界 ,也 是 不 谷 适 的 。 组 的 顶 碗 ;完全 可 以 穿 时 的 ， 并 不 受 某 一 生物 
wR Hl MR 三 里 组 是 代表 一 套 以 扁豆 状 灰 岩 为 主 的 地 层 ， 则 三 里 组 - 甚至 可 

以 延伸 到 石炭 纪 , 它 不 能 用 法 门 期 或 B，costezxws 带 来 限定 。 

,顺便 提 一 提 , 三 里 组 ”的 命名 是 值得 商机 的 三 里 组 2 为 宁 宗 善 1975 年 命名 ， 正 式 

刊物 上 则 见于 1978 年 ( 侯 鸿 飞 ，1978)。 .后 来 白 顺 良 等 (1979)， 对 三 里 组 给 予 较 详细 的 

讨论 ;三 里 组 是 以 扁豆 状 灰 岩 为 特征 的 。 同样 的 地 层 , 赵 金 科 (1959) 在 《广西 地 质 ( 一 ) 地 

层 概要 》 中 :21 页 和 356 页 7) 引用 张 更 \ 吴 磊 伯 所 观察 的 结果 ， 将 同 车 江 页 岩 之 下 的 “ 薄 层 

及 厚 层 浅 灰 色 扁 豆 状 灰 岩 (55 m) ”命名 为 "五指山 层 "。 据 近年 来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队 的 调查 ,在 南 丹 大 厂 * 车 河 一 带 * 有 很 好 的 泥 盆 系 剖 面 ; 五 指出 层 出 露 很 好 ,项 底 

界线 清晰 oj 既然 五指山 层 "命名 在 先 ;? 又 有 好 的 剖面 为 代表 ,理应 用 五 指 山 组 ， 而 不 用 三 

BAA Ho 

3. “BY 的 建立 

U1 -长 期 以 来 不 少 地 层 吉 生 物 工作 者 主张 建立 我 国 自己 的 阶 。 事实 上 , 自 1962 年 以 来 ; 
我 国 华南 泥 盆 系 已 被 先后 命名 了 很 多 阶 。 作 为 年 代 地 层 单 位 的 阶 , 应 有 准确 的 时 间 范 围 ， 

适合 于 大 区 域 年 代 地 层 学 范围 的 需要 ， 本 

我 国 泥 盆 系 所 建 的 阶 ,有 如 下 情况 : 

1) 完全 不 够 建 阶 条 件 , 只 是 命 一 名 了 之 sa 如 莲花 山 阶 ; 全 人 从 化 布 且 没 

建 带 , 顶 底 界 线 也 无 法 准确 确定 。 

2) 有 些 阶 涵义 完全 与 西欧 的 一 致 。 如 应 堂 阶 相 当 埃 菲 尔 阶 #, 东 岗 岭 阶 相当 吉 维 特 

阶 ; 剑 田 桥 阶 相当 弗 拉 斯 阶 ; 锡 矿山 阶 :, 相 当 法 门 阶 。; 在 这 种 情况 下 ， 新 的 阶 名 并 不 需要 。 

上 只 要 用 国际 上 通用 的 也 就 够 了 ,不 应 以 某 种 与 科学 无 关 的 理由 ， 把 本 来 并 不 需 另 建 阶 的 地 
层 , 另 外 起 一 个 中 国 自 己 的 阶 名 。 

3) 多 数 阶 名 都 是 在 浅海 相 剖 面 上 根据 底 枉 生 物 建立 的 。 如 四 排 阶 ,应 堂 阶 ; 东 岗 岭 

阶 ; 祭 田 桥 阶 , 锡 矿山 阶 等 。 但 是 根据 上 且 前 国际 上 层 型 剖面 的 选择 , 阶 的 层 型 剖面 ,应 尽量 

选择 在 浮游 相 区 ;并 根据 对 演化 快 的 浮游 生物 的 研究 ,来 准确 的 规定 阶 的 内 容 e 、, 几 年 前 。 
我 国学 者 中 ;有 人 主张 可 以 象 国际 上 那样 ， 用 两 套 阶 名 。 但 在 1982 年 8 月 的 国际 地 层 委 

员 会 泥 贫 系 分 会 第 ,12 次 工作 会 议 上 ,已 否定 了 联邦 德国 的 吉村 阶 ,Gedinnian)y 济 根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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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genian) 和 埃 姆 斯 阶 〈Emsian)， 认 为 联邦 德国 比利时 的 以 砂岩 为 主 的 浅海 相 沉 积 ， 
不 适合 建立 阶 /这 样 ,目前 世界 上 也 只 有 -一 套 阶 名 。 早 泥 盆 世 ,是 以 捷克 斯 洛 乒 克 的 洛 考 
ZEB 〈Lochkovian)， 布 拉 格 阶 (Pragian) 和 效 利 考 夫 阶 (Zlichovian) 为 准 。 

4) 中 国 已 有 的 泥 盆 纪 阶 名 , 均 在 地 层 组 名 之 后 ,加 一 “ 阶 ? 字 。 而 国际 上 的 惯例 ， 并 非 
用 组 名 来 命名 阶 和 名 ,而 通常 是 用 层 型 剖面 附近 的 地 理 特 征 来 命名 。 | 

5) 所 有 中 国 泥 盆 纪 阶 的 建立 , 均 没 有 做 系统 研究 ， 也 没有 得 到 全 国 地 层 委员 会 的 二 
式 批准 ;更 没有 被 国际 上 承认 。 
EFL, ERAN AKAMA, 而 是 采用 国际 上 已 有 的 阶 8 

名 。 

六 、 泥 盆 系 界线 的 划分 
1. 志 留 系 - 泥 贫 系 分 界 

国际 上 作为 志 留 系 - 泥 盆 系 分 界 标准 的 三 个 种 MozaogrCzptxU5 uniformis, 上 

lla rugulosa rugulosa 和 Icriodus woschmidti 在 我 国 均 有 报道 ; AAA — 一 剖面 

上 。 在 广西 境内 ， 仅 在 钦州 、 防 城 一 带 发 现 晚 志 留 世 最 晚期 和 早 泥 贫 世 最 早期 的 两 不 笔 
石 带 : Monograptus cf. uniformis 带 和 Pristiograptus grediens 带 ， 从 而 确定 广西 志 

” 留 系 泥 盆 系 分 界 在 大 岭 组 和 防 城 组 之 间 。 但 在 广西 ,并 没 发 现 早 泥 盆 世 最 早期 的 牙 形 刺 。 

在 我 国 , 仅 在 四 川 若 尔 盖 下 普通 沟 组 中 发 现 Teriodxws woschmidi, 同时 在 甘肃 的 哇 巴 海 
发 现 晚 志 留 世 的 Ozarkodina crispa, 从 而 确定 下 普通 沟 组 的 底 界 可 作为 西 秦岭 的 下 泥 盆 
统 底 界 。 在 汗 东 玉龙 寺 组 中 发 现 Ozarkodina crirzpa， 从 牙 形 刺 来 看 ， 三 时 下 Warburg 
ella rugulosa sinensis 属 志 留 纪 ， 不 是 泥 盆 纪 开 始 的 标志 。 LAAN CMA Cam- 

arocrinus 层 ， 发现 Spathognathodus eosteinhorensis/S.inclinatus 的 过 湾 类 型 ， 而 在 

剑 川 挂 榜 山 发 现 . Tcriodzws 本 cabbie oo 

关键 地 区 。 
‘ a 

2. 下 、 中 泥 盆 统 分 界 

下 、 中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在 我 国 已 讨论 多 年 ,但 直到 最 近 才 比较 清楚 。 mem eR 

河 ̀\ 那 艺 等 浮游 相 和 部 分 浅海 底 栖 相 剖 面 的 研究 ,华南 泥 盆 系 下 \ 中 统 的 分 界 , 可 以 象 国际 
正 那 样 ， 以 牙 形 刺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作为 下 \ 中 绕 分 界 的 标准 5 : 

在 缺少 牙 形 刺 的 情况 下 ， 在 浮游 浇 海 盆地 相 ， WERT Nowakia sulcata 的 
山 现 作为 中 统 开 始 的 标准 ， BR Nowakia sulcata 带 底 界 比 PC. ‘partitus 底 界 略 高 

些 。 

在 象 州 地 区 , 下、\ 中 泥 盆 统 的 界线 习惯 上 划 在 四 排 组 和 应 堂 组 之 间 , 即 在 胶 足 类 Eur- 

yspirifer paradoxus 带 和 Xenospirifer fongi 带 之 间 ; 我 们 仅 在 四 排 组 上 部 发 现 Po1yg- 

nathus Yerofi7zUy， 用 牙 形 刺 和 竹 节 石 还 不 能 准确 确定 下 、 中 泥 盆 统 的 界线 。 但 据 白 顺和 良 

的 研究 ,在 四 排 组 、\ 应 堂 组 界线 之 下 ， 腻 足 类 Euryspirifer paradoxus, E. kwangsiensis, 

ndospirifer quadriplicatus, Lartkinia lata 和 Nadiostrophia nitida SZ KH,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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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 之 上 ,新 的 腕 足 类 分 子 , 如 Yingtangella spp., Dalerhynchus spp., Emanuella spp.> 

Xenospirifer sp., Productella sp., Indospirifer changuliensis 开始 出 现 并 迅速 发 展 。 这 

种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变化 在 华南 ,和 西欧 均 可 见 到 。 因 此 ,根据 这 一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变化 ,下 、\ 中 

泥 盆 统 的 界线 也 可 以 确定 ;四 排 组 和 应 堂 组 之 间 的 界线 ， 可 能 大 致 相当 于 P.c. partitus 

或 Nowakia sulcata 的 底 界 。 但 准确 界线 目前 还 不 能 确定 。 

3. 中 、 上 泥 贫 统 分 界 

Pa. REAR THR, WHEL Stringocephalus 消失 和 Cyrtospirifer HMA 

YE OUT EK» PRUE BE AE Stringocephalus 消失 后 和 Cyrtoszpirifer 出 现 之 前 的 一 段 

所 谓 过 渡 地 层 中 的 水 咀 贝 类 和 珊瑚 类 进行 了 研究 ;使 中 \ 上 统 的 分 界 又 进一步 精确 。 阮 亦 
荐 、\ 穆 道成 发 现 中 泥 盆 统 最 顶部 的 菊 石 Prapetocerc5 applanatum, 并 在 牙 形 刺 dispari- 

lis 带 中 发 现 新 种 Nowafia regularis sp. nov.， 对 这 一 新 种 的 上 下 时 限 , 目前 还 不 能 精 
确 确 定 。 但 以 菊 石 Probeloceras applanatum Ae a Nowekia regularis 的 消失 作为 

中 统 的 顶 界 , 大 致 是 可 靠 的 。 目 前 ,国际 上 ,中 \、 上 泥 盆 统 的 生物 地 层 分 界 是 以 牙 形 刺 为 准 

的 。1982 年 8 月 在 联邦 德国 法 兰 克 福 召开 的 国际 地 层 委员 会 泥 盆 系 分 会 第 12 次 工作 会 

MEEGBRE PLLERAND RWW asymmetricas 带 的 出 现 为 准 ， 层 型 剖面 应 选 

择 在 浮游 相 区 。2Ziegler、Klapper 曾 提出 以 Polmatolepis disparilis 出 现 为 准 ， 从 牙 形 

刺 的 积 化 上 看 是 有 道理 的 。 目 前 ,在 湖南 ,广西 等 地 , 均 发 现 有 这 两 个 带 化 右 , 窑 竟 哪 父 更 

适合 我 国 的 情况 ,还 有 待 进一步 工作 。 目 前, 暂 以 国际 上 通过 的 标准 , 即 下 ;arymj 加 ezriczxs 

带 为 准 。 但 如 果 P. disparilis. 更 适合 中 国 的 情况 ,我 们 也 可 选择 这 一 界线 

4. 泥 贫 系 -石炭 系 分 界 

中 国 泥 盆 系 - 石 央 系 的 分 界面 临 着 两 个 尚 待 解决 的 问题 ,一 是 浮游 相 区 中 牙 形 刺 序 列 
的 建立 ,二 是 浮游 相 和 底 栖 相 的 对 比 。 

目前 ?国际 上 作为 生物 地 层 分 界 ， 多 数 人 主张 以 牙 形 刺 Siphonodella pracsulcata 带 

和 S. sulcata 带 之 间 的 界线 作为 泥 盆 系 - -BRAW RR. HERE, x 鼻 线 的 精确 位 

BARA RE BA MERA, 发 现 较 好 的 剖面 ， 并 已 发 现 一 些 重 要 的 牙 形 刺 化 

石 ， 但 工作 还 有 待 深 入 。 

在 足 州 代 化 组 顶部 和 睦 化 的 主 佑 组 底部 ， 已 发 现 3. BAe AL S: salcaras’ "ie 
在 浮游 相 区 , 牙 形 刺 的 分 界 即 将 确立 。 te 

HATH ABR BE, ATLL. RET FORA, Wang, C. Y. 和 Ziegler, WwW. 

《1982) 根 据 牙 形 刺 的 研究 ， 置 于 泥 盆 系 项 部 。 华南 译 游 相 区 和 底 栖 相 区 的 泥 盆 系 - 石 炭 系 

界线 的 对 比 ,在 黔 南 桂 北 有 希望 得 到 解决 ， 因为 那里 既 有 典型 的 浮游 相 ， 底 栖 相 ， 又 有 过 渡 

相 ， 即 同时 含有 少量 珊瑚 , 腕 足 类 、 牙 形 刺 的 地 层 ， 两 个 相 区 的 对 比 ， 目前 正在 研究 ， 期 户 
不 久 会 得 到 解决 。 

A) ARE 1982 年 完成 的 。 现 在 我 国学 盆 系 -石炭 系 的 界线 已 得 到 精细 的 确定 。 并 有 两 个 剖面 《贵州 睦 化 和 桂林 
南边 村 7) 被 选 为 国际 候选 层 型 部 丙 。 1288 年 南边 村 剖面 已 被 国际 泥 盆 系 石炭 系 界线 工作 组 接受 为 国际 辅助 层 型 
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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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属 种 Hi 述 

小 尖 刺 属 Acodina Stauffer, 1940 

模式 种 4codiza lanceolata Stauffer, 1940 

GE 单 锥 牙 形 刺 ,断面 透镜 状 , 或 近 三 角形 。 多 获 介 信人 Hea i, 

凸 或 平 , 具 两 个 侧 缘 , 近 基部 最 宽 , 基 腔 锥 形 。 | 

ER Stauffer (1940) 建立 此 属 时 , ANKBCALHRA (keel), AIF Aco- 
dus, Lindstrém (1964). 把 此 属 归 人 Drepanodus. -而 Hass (1962) eb BIBA Aer 

ontiodus, JPR RIS 4 RMGSARIS) Fo MATERA RDU He AM ER BIT RR A EE 
RI, MAM Acodina 一 属 名 . (Sannemann, 1955; Druce, 1975 等 )e 

弯曲 小 尖 刺 Acodina curvata Stauffer, 

(图 版 43， 图 3) 
1940 Acodina curgata Stauffer, p. 418, pl. 60, figs. 3, 14—16. 

1961 Acodina curvata Stauffer, Freyer, p. 31, text-fig. 3. 

1968 Acodina curvata Stauffer, Mound, p.\ 469, pl. 65, fig. 1. 

BE AARNE ABD RAAB EHS, LIBEL, ek 
RL, BRICK oO - 

比较 本 种 以 锥 体 断 面 双 巴 形 \ 上 方 较 锐 ,区 别 于 本 属 其 它 种 。 常见 arena. 个 

体 很 少见 。 有 可 能 是 :PeieAkysgzatpzi .多 成 分 种 中 的 锥 形 分 子 。 :TELE 3 ag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带 。 

矛 形 小 尖 刺 Acodina lanceolata RE 1940 

(图 版 43 图 2] 

1940 Acodina lanceolata n. sp. Stauffer, p. 419, pl. 60, figs. 29, 30. 

特征 锥 体 宽 ,向 后 缓 变 ， an Sy, FF 断面 近 透 镜 状 。 两 侧 缘 较 锐利 。 . 近 基部 

锥 体 稍 收 缩 ， 底 缘 向 外 扩张 。 

注释 此 种 产 于 北美 Minnesota 的 Homested wall. Scautfer 认为 未 种 产 出 的 如 层 

时 代为 泥 盆 纪 ， {Aix — 地 层 的 牙 形 刺 动物 群 中 泥 有 奥 陶 纪 的 分 子 ， 对 本 种 时 代 存疑 。， 这 里 

描述 的 标本 产 自 泥 盆 系 ,没有 其 他 牙 形 刺 混杂 ,时 代 无 疑 。 

， Fee WR VA, tA P. dehiscens 带 上 部 。 

Se %  Ancyrodel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模式 种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特征 ”人 台 形 牙 形 刺 , 齿 台 有 不 同 的 三 角形 轮廓 ,通常 发 育 有 尖 的 齿 叶 。 齿 人 台 由 尖 的 后 
端 和 两 个 前 齿 叶 构成 , 齿 叶 宽 或 收缩 成 细 肢 状 。 在 一 些 种 中 ,由 于 齿 台 边缘 的 收缩 ， 出 现 
过 人 或 二 个 附加 的 后 齿 叶 状 的 膨大 e 自由 齿 片 发 育 并 延伸 到 齿 台 上 成 为 固定 齿 状 延至 齿 
台 后 端 。 两 个 明显 的 左右 瘤 齿 列 或 次 级 齿 状 由 自由 齿 片 和 固定 齿 养 接触 的 位 置 延伸 到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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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A. BAAR EAA RAE. RAMRADARBUR, ERA SK 

He AS TE BR Mh HAR 0 

se MORI EUW AR REMI A RIE. SREY 
数目 ， 不 能 作为 划分 属 的 标准 。 Ancyropenta Miller et Miiller 1957 KG=PRKREA 

不 同 于 Ancyrodella, 但 A. curvara 的 一 些 标本 ， BARRE, REEBVERA 

种 的 意义 。 ‘Ancyropenta 一 属 不 能 成 立 。 Ancyrodella 表面 上 与 Ancyrodelloides Bis- 

choff et Sannemann 1958 相似 ， 但 前 者 齿 台 宽 ， 有 发 育 的 齿 台 装饰 。 AUC; Baer 

Ib, KAR. Ziegler (1962) 认为 此 属 最 老 的 种 是 A. rotuntiloba, RH S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的 过 渡 关 系 , 而 Uyeno (1967) 建立 的 A. rotundiloba bin- 

odosa 与 吉 维 特 期 晚期 的 Spathognathodus sannemanni Bischoff et Ziegler HAW. # 

BA Ancyrodella 来 源 于 穿 鄂 齿 刺 (spathognathoid) 族 系 。 

Klapper 和 Philip(1972) 认为 Ancyrodella eC eC 

+(bryantodiform, O,), 新 锯齿 刺 形 分 子 《neoprioniodontiform，N ) 和 三 企 欣 德 刺 形 分 

子 《hindeodelliform，Ai 一 Ai)。 而 Ziegler (1972) (AA, Ancyrodella 可 能 只 代表 单 

一 的 (成 对 的 ) 成 分 器 官 或 者 与 Ancyrognathus Branson et Mehl 一 样 有 两 个 齿 台 分子 

的 器 官 。 

RES Veet (tol), 由 下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带 底部 到 十 Pa- 

Imatolepis triangularis 带 顶 部 。 

巨 锚 刺 区 a gigas Youngquist，1947 

(图 版 1， 图 1 一 47 

1947 Ancyrodella gigas Youngquist, p. 96, pl. 255 frg. 23. 

1947. Ancyrodella mogister, Miller et Youngquist, p. 503, pl. 745 fig. 14, 

1947 Ancyrodella subrotunda, Miller et Youngquist, p. 503, pl. 74, fig. 17. 

1957 Ancyrodella gigas Youngquist, Miller et MUller, p.1091, pl. 141, fig. 83 pl. 142, fig. 1. 

1958 Ancyrodella gigas Youngquist, Ziegler pp. 41—425 pl. 11, figs. 8a, b; 10a, b; 17, 

1966 Ancyrodella gigas Youngquist, Anderson, p. 4035 pl. 48, fig. 10, 14, 

1968 Aneyrodella gigas Youngquist, Mound, /p. 470, pl. 65, figs. 17,18. {ae 

9714 Ancyrodella: gigas Youngquist, Szulezewski, p.12, pl. 2, fig, 35 pl. 45 fig. 1. ae 

1980 fee gigas Youngapist, Perri et Spalletta, p. 292, pl. 1, fig. 4a—c, 

特征 齿 台 三 角形 ,高 的 自由 齿 片 两 仙 有 两 个 尖 的 指向 前 方 的 齿 叶 ， 贞 台 后 方 为 后 齿 

时; 略 罕 , 癌 平 弯 。 沧 人 台 两 侧 不 等 。 固定 齿 糊 一 直 延 续 到 齿 台 后 端 》 沧 侣 表面 具有 罕 出 的 

未 规则 排列 的 瘤 齿 。 侧 齿 叶 前 缘由 瘤 齿 排 成 次 级 齿 状 % 反 口 面 有 与 百 面 相对 应 的 主 龙 着 

和 次 级 龙 销 ,两 个 次 龙 糊 一 直 延 伟 到 侧 齿 叶 的 顶 角 。 

比较 1 Ancyrodella gigas 以 齿 台 较 长 和 口 面 瘤 齿 不 规则 排列 为 特征 不同 于 4. 

buckeyensis: Stauffer, AAKGLAABARKNA. A. gigas 机 台 较 对 称 , TAME, 

AIA As curvata 和 A. lobata 两 个 次 级 龙 疹 延伸 到 侧 齿 叶 顶 角 ， 更 易于 与 Aron 
ntiloba |X Ho 

此 种 的 时 限 为 晚 泥 盆 世 早期 (to, Te-to Ie )o 

PREM R.A PHcsymmesricus HB A. wrienguloris BF; 那 坡 三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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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HRY 2A” P. gigas 市 。 

裂片 锚 刺 Ancyrodella lobata Branson et Mehl, 1934 wa 
T «i 

(HABE 1, 15, 16) Sia ie 
1934. Ancyrodella lobata Branson et Mehl, pp- 239, 240, Pl. 19o. fig-.14smpl- 215 ER 22 235% 

1957 Ancyrodella buckeyensis Stauffer, Miller et Miller, p. 1091 (part), pl. 136, fig. ines fig. 5= 

Avbuckeyensis). 

1968 Ancy.odella curvata (Branson et Mehl), Mound, pp. 469, 470, pl. 655 figs. 565. 1B, 16. ; 

1971 Ancyrodella lobata Branson et Mehl, Szulczewski, pp. 13, 14, pl. 3, figs. 1—43 mie figs. 

5 

1976 Ancyrodella lobata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 59,60, pl. 5, figs. 1—3, 

1976 Ancyrodella lobata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 57, 58, pl. 3, fig. 3. 

1979 Ancyrodella lobata Branson et Mehl, Cygan, pp. 159, 160, pl. 1. fig. 6, 

特征 ” 齿 台 两 侧 不 对 称 , 两 个 前 侧 齿 叶 大 小 不 等 ， de ERED ee 

E(B BPA) o KDA ELE, ARRAS CHKAA ABD 

Ho BINA a ALF A OU A EE no HARM AAR ES 

BABS Hear Aino BRHEA. ROMASORAAWWHEFA, . 

RABE PEM UAH. BAA RABE, a 

出 。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口 面 瘤 齿 或 脊 密集 ， 前 齿 片 断 。 未 种 与 ed f 

Wh. (ES 8 SR A BF Aa A Ao 
本 种 时 限 为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ae gp Bi yf a 6 14) seas 

Palmatole pis gigas 种 。 ip / 

PME BRB. YA P. asymmetricus Ho 

ul : 全 YN 

瘤 锚 刺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 MAA 

iii 1 图 版 1， 加 HI 一 147 

1926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p. 48, el 1, figs. 10—13, 1 labours e! 

1959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 Ziegler, p.44, pl. 11, fig. 1, : 

1966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p. 798, 799» pl. 86, fae 512, 

1971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Szulczewski, pp..14, 15, pl. 25 fig. .45 side 5, figs. 2— 

Ry 

1976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 Druce, pp. 61, 62, pl. 7, figs. 1—3; Hy 8, figs. 13, 

1979 Ancyrodella nodosa Ulrich et Bassler, Cygan, pp. 160, 161, pl. 2,-fig. 2, Le tP 

RE 齿 台 后 方 强烈 十 弯 , 后 齿 叶 收缩 变 穿 , 宽 度 与 前 齿 叶 相近 ai Ae. Jaret 

边缘 与 齿 台 其 他 部 分 易于 分 别 。 次 齿 肴 与 次 龙 糊 发 育 ， 位 于 侧 齿 叶 前 缘 并 延伸 到 丙 叶 预 

Sg o yi 
注释 Ancyrodella nodosa 以 齿 台 收缩 变 穿 不 同 于 A. gigas, Ziegler (1962) AH 

Ancyrodella nodosa 在 演化 土 处 于 A. buckeyensis 和 A. ioides 之 间 的 地 位 可: 但 Szu- 

lezewski (1971) 认为 在 系统 发 生 上 A. nodosa HPF A. gigas, Av nodosa 的 幼年 

SARA JS BEC MEAPAS 1) 4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7 (to Ir) Bl 

Palmatolepis gigas 上 带 (to 18) (Ziegler, 1958), 

PRE ARH MMA” KR AAPEASE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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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叶 错 刺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Bryant, 1921) 

RE 齿 台 大 而 壮 ,三 角形 ,前 齿 叶 浑圆 ;表面 具有 粗 而 圆 的 瘤 齿 ;有 的 形成 齿 列 ， 均 

分 齿 叶 。 次 级 龙 峭 并 不 很 发 育 ; 可 能 延伸 很 短 , 其 中 仅 一 个 向 前 延伸 到 皱 边 ， 而 另 一 个 龙 

并 向 侧 方 或 微 向 后 方 ,但 不 延至 皱 边 , 基 底 凹 富 变 化 较 大 。 

比较 4zprcyrodelte rotundiloba 以 齿 台 宽厚 , 具 圆 的 前 齿 叶 而 不 同 于 A. rugosa, 后 

BBR Ko 
时 代 “ 见 亚 种 。 

AY sale Re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 Glenister et Klapper, 1966 

(Al 1, ALI, 10) 

1957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Bryant), Bischoff et Ziegler. p. 42, pl. 16. figs. 6, 8, 9, 11, 12, 14, 

16(non figs. 5, 7(?), 10, 15 = A.r.rotundiloba), 

1966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pp- 799—800,pl. 85, . 

figs. 1 一 8; pl. 86, figs. 1 一 4 ' 

1966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Krebs et Ziegler, ig 1, figs. 6—9, 

1968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Pollock, p. 424, pl. 61, figs. 2,3, 

1969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Pélsler, p. 404, pl. 4, figs. 1—4, 

1970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Seddon, pl. 75 fig. 4, 

1971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Szulczewski, p. 15—16, pl. 1, figs..1, 2 

1977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3, 

p- 32—34, Ancyro-plate 1, fig.3, 

1980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alata Glenister et Klapper, Perri et Spalletta,. p.293, pl. 2,5, figs. 1— 

ou 

BE KHeRAR.ANTSAAWA EY, BAER, 较 之 A-rotundiloba 

rotundiloba Wiki Ao AHA ARS ROAR AM —hSRKRB AB HA RY, 

ARAL FAA UA RAT EHR Ko 
eR KREAWAKEEEE A. rotundoloba alata 区 别 于 A. r. rotundiloba 的 

HERE. RECALERALRW,MASRRA—-TUKBEM. Ar. alata 的 内 侧 次 
BIE BB BaD. IMM WRB HES HE AAR ze (EL A. r. rotundiloba WRB o :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早 期 。 牙 形 刺 带 P. asymmetricus 下 带 底 部 到 P. asymmerri- 

cus 中 带 顶部 。 | 

 FRER @RRBZUAL BAAREM P. asymmetricus FF A. 

圆 叶 锚 刺 双 瘤 亚 种 Arcyrodella rotundiloba binodosa Uyeno, 1967 

〈 图 版 1， 图 5) 

1968 Spathognathodus swanhillensis Pollock, pp. 440, 441, pl. 63, figs. 1—7, 

1970 Ancyrodella prima Chalimbadscha et Tchernyscheva, pp. 88—89, pl. 1, figs. 1,2. 

1970 Ancyrodella pristina Chalimbadscha et Tchernyscheva, pp. 89—90, pl. 1, figs. 3—8, 

1977.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binodosa Uyeno,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y. 3, Ancyro-pla- 

te 1 fig. 4, 

1980 gen. et sp. indet. Xiong, p. 100, pl. 30, figs. 6—8, 

特征 “ 齿 台 三 角形 ;表面 光滑 或 有 极 微弱 的 瘤 齿 ， 两 个 大 的 前 齿 叶 上 各 有 -个 或 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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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齿 时 上 有 一 个 大 的 瘤 齿 , 齿 养 由 矮 的 瘤 齿 构成 。 基 腔 中 等 大 小 ,次 级 龙 峭 不 发 育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两 个 前 齿 叶 尖 而 大 , 仅 此 叶 上 有 一 大 的 瘤 贞 ;位 于 近 秃 关 的 位 置 。 正 
型 标本 两 前 齿 叶 较 小 。 有 两 个 瘤 齿 ,各 位 于 齿 叶 末端 ,但 Pollock 描述 的 标本 有 的 也 仅 具 
一 个 大 的 瘤 齿 。 Ziegletf (1977) 认为 A. r. binodosa 可 能 由 Spathognathodus RRR 

育 来 ,但 还 很 难 确 定 4. >. binodosa 是 属于 Spathognathodus WEBI Ancyrodella, 

从 当前 的 标本 看 来 , 齿 台 三 角形 ,两 前 齿 叶 大 而 尖 , 显 然 归 大 ,4mcyzodelie GA - |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Uyeno (1967) 报道 此 亚 种 时 代为 P. asymmetricus#E 
的 下 部 和 中 部 ; 握 Pollock (1968) 报道 ， 此 亚 种 见于 P. asymmetricus #7 34 Chalimb- 

adscha 和 Tschernyscheva (1970) 报道 ， 此 亚 种 产 于 吉 维 特 阶 最 上 部 。 事实 上 ， 此 亚 种 
的 出 现 ， 标 志 着 下 乙 . asymmetricus iil Pade 它 多 见 于 此 Palmatole pis 浅 的 浅水 相 

区 。 

产地 层 位 fern eb SCA Zl ALY 2A BF F; 0 带 。 

圆 叶 锚 刺 圆 叶 亚 种 . pPoubehia rotundiloba Hohai 

(Bryant, 1921) Jat eee 
(图 版 1， 图 6 一 8) eis 2 

ps4 DO TH PKI 

1921 Polygnathus rotundilobus Bryant; pp. 26,'275; pl. 12, figs. 1—6, wT? 

1933 Coan ea as tuber cert ttets Hinde, Branson et Mehl, p. 148, pl. 11, fig. 9(non fie ~~ a. 

Si sa)e' 

1957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Bryant), Bischoff et 人 Pb: pl. 16, figs. 5, 181 409 08 
figs. 6,5 85 ll, 12, 14, 16, 了 一 A.r.alata), 

1966 °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rotundiloba (Bryant), Glenistér et Knppes p- 799, ot "85,) figs 9 一 

13 . 

1971，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rotundiloba (Bryant), Szulezewski, p. 15, pl. 1, figs. 3545 i 2, fig. 

6(?).. 
1971 Ancyrodetla sinecarina Szulczewski, pp. 16, 17, pl. 15 fig. 6(non_ fig. SSA vil yosaPy. WML 

1977 Ancyrodella rotundiloba rotundiloba (Bryant),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ony 3 ?PP 

1 Ancyro-plate 1, figs. 1, 2, 

RE Ke =A. RAR iho ch oA mora nae 

在 反 口 面 发 到 不 明显 。 
比较 ， 4 1, -rotundiloba 的 前 齿 时 浑圆 ， KK Aer. aides SRE MH Mh, 7 

装饰 较 粗 。 A, rugosa 反 口 面 龙 背 较 发 育 , 前 齿 叶 较 明 显 ,也 不 同 于 此 亚 种 。 村 

时 代 层 位 ”了 晚 泥 盆 世 最 早期。 牙 形 刺 带 下 .已 . -esyzamaetriczst 带 至 中 P.. _asymmetri- 
cus 带 顶部 。 

PMB eo CUR Me wey pn P. asymmetricus #5" rs 

Si Ri Ancyrognathus Branson et Mehl, 1934 

GR Ancyrognath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1934 

RE WK, AMM SMI Bh HARARE AOR 
Dr 7 Ba SE a A A GS OU HB Tis» BA - A RRA  REHk RABKAR. SA 

PE Pr-O AFB hs RRA SRA Ao AEE SUIS,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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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角形 。 

附注 此 属 由 上 晚 泥 盆 世 早 期 的 Polygnathus ancyrognathoides Ziegler, 1962 演化 

来 。 此 属 与 Ancyrodella 的 区 别 在 于 龙 状 与 次 级 龙 将 形成 向 后 开放 的 角度 ,而 Ancyro- 

della 形成 向 前 开放 的 角度 。 齿 台 轮 请 与 前 齿 片 发 育 程度 对 种 的 区 分 有 重要 意义 4- 
cyroides Miller et Youngquist 是 此 属 的 同 义 名 e。。 Ziegler (19729 认 为 此 属 的 多 成 分 种 

可 能 由 成 对 的 Ancyrognathus 组 成 ,或 与 成 对 的 Ancyrodella 的 分 子 共同 组 成 。 
时 代 层 位 晚 泥 盆 世 早 期 。 Ancyrognathus triamgularis 带 (to I8/c) 至 上 Palm- 

ctolepis crepida rr (to sis 

=Aean remanent triangularis Vouikg pei 1945 

(All 2, Al 4—6, 8) 

‘1945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Youngquist, pp. 356, 357, pl. 54, fig. 7. 

1960 Ancyrognathus euglypheus Stauffer, Freyer, p. 33, pl. 1, fig. 8. (non fig. 7=A.asymmetrica). 

1968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Youngquist, Mound, pp. 471, 472, pl. 65, fig. 19—22, 

1969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Youngquist, Pélsler, p. 405, pl. 6, figs. 17, 18, 23, 24. 

1971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Youngquist, Szulczewski, pp. 19—20, pl. 6, figs. 3—5, 

1975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Youngquist, Filipovic, Pajic et Stonajovic-kuzenko, pl. 7, fig. 43 

pl. 8, figs. 2,3, 

1979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ts Youngquist, Cygan, pp- 167— 16 pl. 1, fig. 13, 

1980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Youngquist, Perri et Spalletta, p. 296, pl. 3, figs. 2, 3. 

SE BehRARS AP WHA ARSON A, BSA Bob 

UATtHASERAARKES WELAARAA ES A es BET, fi 

TERA SKREAZES MO 

ER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KRAMER K, MATAR ASERSR 

Se Fal» BA MW SE A HE Bo 有 时 亦 微 微 指 向 前 方 。 主 齿 状 后 方 直 或 向 内 斜 。 当前 标 

AEKFE, 5 Mle EZ, Fate a8 AUF 25g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前 齿 片 变化 

亦 较 大 , 细 齿 粗 或 细 , 全 部 愈合 或 仅 基 部 愈合 。 仅 有 一 个 标本 (图 版 2, 图 5) 齿 台 无 瘤 齿 ， 

而 为 网 纹 状 或 粗 粒 面 革 状 装饰 。 此 种 的 时 限 为 晚 氟 盆 世 早期 。 Ancyrognathus triangu_ 
laris 带 底部 (to Ir) 至 Palmatolepis gigas 上 带 下 部 (to I, Ziegler，1962，table2.)。 

PREM BRB, 榴 江 组 A, triangularis 带 至 P. gigas ‘tio 

SH R(T A) hee prog hatha a Wang et rete 

(Alm 2, 7) 

1983 Ancyrognathus n. sp. A, Wang et Ziegler, pe 87S pre4ds Wes 8: 

RE —-PRA, HARAKLHAG. WHR RS EHASMATKA 

EE APR SRA Ly ORR AA BR 5 RA BP HUT ES ED ET 3 

角 小 于 90 ， 齿 台大 , 侧 齿 时 前 伸 不 同 于 4. triangularis 以 及 本 属 的 其 它 已 知 种 。 

Pieter RGR A A. triangularis Ho | 

角 刺 属 Angulodus Huddle, 1934 

模式 种  Angulodus demissus Huddle,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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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两 个 强壮 的 齿 友 均 向 反 口 面 弯曲 , 主 齿 直 或 微 向 后 弯 , 近 于 刺 体 中 部 ， 前 齿 破 

略 向 侧 方 弯 。 后 齿 破 侧 视 直 , 但 后 端 向 下 弯 形成 特殊 的 反 曲 。 后 齿 码 上 细 齿 向 后 方 增 大 ， 
基 腔 位 于 主 齿 之 下 。 

比较 Angulodus 主 齿 近 中 部 , 齿 友 强壮 ; 相对 的 短 ， 两 齿 契 向 反 口 弯 ， Faw 
反 曲 ;易于 与 Hindeodella 区 别 。 .此 属 是 形态 属 6 

时 代 分 布 “ 中 泥 盆 世 至 早 石 痰 世 , 世 界 性 分 布 。 根据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的 资料 ， 此 属 亦 

见于 早 泥 盆 世 。 SATE 8 

Wk AR) Angulodus bidentatus Sannemann, 1955 

\ CA 25°95 FW 75 A152): 

1955 Angulodus bidentatus Sannemann, p. 127, pl. 35 fig. 18, 

1967 Angulodus bidentatus Sannemann, Wolska, p. 374, pl. 1, fig. 10. 

1968 . Angulodus elongatus Stauffer, Mound, p. 473, pl. 65, figs. 23, 25, 

1978 Angulodus bidentatus Sannemann, Wang et Wang, p. 56, pl. 1, fig. 5, 

TE ARM FAAS. FRR, ABIL REA HOM To Fate 

齿 密 集 , 向 末端 变 高 , 细 齿 增 大 。 

注释 本 种 原来 定义 为 前 齿 友 上 有 -一 个 大 的 细 齿 。 但 实际 可 有 2nd 个 大 的 细 齿 。 前 

齿 友 短 , 向 下 弯 , 有 大 的 细 齿 。 后 齿 帮 近 末端 高 , 细 齿 增 大 ， 亦 为 本 种 主要 特征 。 _Mound 

(1968, p. 473, pl. 65, figs. 23, 25) 描述 的 Angulodus elongatus 其 前 齿 契 明显 向 

下 弯 , 具 有 几 个 大 的 细 齿 与 其 正 型 标本 相差 较 大 ,应 并 人 此 种 。 本 种 见 机 Feb 
斯 期 (to Ma) 至 法 门 期 。 

a 

‘ a} a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 己 ，zriazgxlaris ho. liek, sini lie Bi 

Fema Angulodus damcanoe Huddle, 1934 
Le. A 4 

(Am 2, 图 10) ‘ : 

1934 Angulodus ， evens itp Huddle, p. 77, pl. 10, fig. 15, TAR 

1957 Angulodus demissus Huddle, Bischoff et Ziegler, p.43, pl. 20, fig. 1, 6 oo 

STE HORS. A FAAS, SHS, B ia aden 
AVS HR Mr TB, AIM noe BTR EHS 主 齿 向 后 弯 ， Fa tea, 基 
腔 位 于 主 齿 下 ARORA Bris BCA AN WE BE 
时 代 HVA AMER It.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T.， R. australis it 

长 角 刺 Angulodus elongatus Stauffer, 1940 

(图 版 3， 图 13) 

1940 Angulodus elongatus Stauffer, p. 419, pl. 58, figs. 1, 8, 21, 23, 
non 1968 Angulodus elongatus Stauffer, Mound, p. 473, pl. 65, figs. 23, 25 (= Angulatus Fidsnteins 

Sannemann, 1955), 

RE ” 齿 友 相当 粗壮 ` 长 ,后 齿 友 直 而 长 ， 具有 大 小 交替 的 细 齿 ， 细 齿 断 面 圆 或 双 凸 
形 , 细 齿 向 远 端 增 大 ,末端 有 反 曲 。 主 齿 大 小 与 后 齿 友 末端 最 大 的 细 齿 相近 ， 但 在 前 后 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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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Lusi i eS Heo HUTA > FH SEs BUS Tel PY OU 2S SF ADP A Peer 

的 同样 向 远 端 变 大 的 细 齿 。 

比较 4zgxlodus elongatus 前 齿 契 向 内 侧 弯 ， 但 与 后 齿 友 不 成 90?” A, AN 

末端 有 发 育 的 反 曲 ,以 此 可 区 别 于 形态 上 相似 的 Hindeodella austinensis Stauffer; 1940, 

此 种 首先 见于 北美 泥 盆 纪 Cedar Valley 灰 岩 之 上 的 粘土 岩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带 。 

重 角 刺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1934 

(图 版 11， Al; Ag 13, A 13) 

1934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p. 77, pl. 35 figs. 35 4, 
1957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Bischoff et Ziegler, p. 435 pl. 20, figs. 2, 3, 5,5 63 pl. 8, figs. 7, 

8. , 

特征 ，” 齿 破 拱 曲 并 内 弯 。 前 齿 友 向 下 弯 , 长 约 为 刺 体 长 的 一 半 ， 其 上 有 密集 的 细 齿 。 

ERB Jato RAC MMMS, KimAK,. A 2 一 3 个 大 的 细 齿 ， 其 它 大 小 细 齿 交替 。 
注释 Bischoff 和 Ziegler (1957) 指出 A. gravis 前 齿 友 短 和 后 齿 友 细 齿 交替 ;不 

IT 4. demzssw， 当 前 标本 前 齿 帮 较 长 。 本 种 常见 于 中 晚 泥 盆 世 ( 图 版 13, 图 13) ,当前 

标本 有 一 个 〈 图 版 11， 图 1) 见于 早 石 炭 世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PP x.ensensis 带 ; 靖 西 三 联 , 下 石 谈 统 岩 关 阶 。 

40% Angulodus per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图 版 2， 图 11 一 15) 

1926 Bryantodus pergract’is Ulrich et. Bassler, p. 27, pl. 10, fig. 11. 

1932 Bryantodus nelsoni Ulrich et Bassler, Bassler, p. 234, pl. 26, fig. 9. 

1934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p.°77, pl. 3, figs, 3, 4. 

1957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Bischoff et Ziegler, p. 43, pl. 8, figs. 7, 9; pl. 20, figs. 2,3,5,6. 

1968 Angulodus per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8, pl. 2, fig. 2. 

SSE LL ; 拱 曲 * 侧 方 扁 前 齿 帮 短 , 约 为 后 齿 契 长 的 三 分 之 二 或 二 分 之 一 。 在 

主 齿 前 方向 下 斜 伸 , 并 向 内 弯 , 其 底 缘 较 直 , 细 齿 无 交替 。 后 齿 码 有 很 多 大 小 交替 或 大 小 

不 规则 的 细 齿 , 细 齿 扁 , 缘 状 锐 利 , 排 列 紧密 。 主 齿 发育 ; 约 为 前 齿 破 细 夷 长 的 一 倍 ， 向 后 

FAA ti Ft 

Kes = =Angulodus pergracilis 以 短 的 前 齿 友 和 纪 齿 交替 的 后 齿 友 而 区 别 于 A. de- 
missus 和 A. walrathi, 

BR Heats A ett.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至 分 水 岭 组 。 P. serorinus HB P. x. ense- 

nsis 带 ; 那 坡 三 又 河 ,分 水 岭 组 P. <. patulus MAAS, RA 

全 细 角 刺 比 较 种 Amrgulodus cf. per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Ak 35 A 11，12) 

cf. 1926 Bryantodus per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p. 27, pl. 10, fig. 11. 

cf. 1968 Angulodus per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8, pl. 2, fig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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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 HH UTR EP, Re Ke < 替 或 不 规则 ， 末端 有 反 曲 前 

齿 友 反 口 缘 较 直 ,由 主 齿 前 方向 下 伸 。 前 后 齿 友 构造 与 Angulodus Er 一 致 ; 仅 ' 

前 齿 友 上 有 大 小 交替 的 细 齿 ， 但 小 的 细 基 并 不 太 发 育 。 Hi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至 分 水 岭 组 , 牙 形 刺 P, serotinus HE P. ce. 

costatus Fy, 

沃 尔 拉 思 角 刺 Angulodus walrathi (Hibbard, 1927) 

(图 版 3 -图 2-9), 

1927 Htndeodella walrathi Hibbard, p. 205, pl. 4, figs. 44, b. 

1934 Angulodus walrathi (Hibbard), Huddle, p. 77, pl. 4, fig. 15. 

1943 Hindeodella ampla, Cooper et Sloss, p. 173, pl. 28, fig. 30. ' 

1957 Angulodus walrathi (Hibbard), Bischoff et Ziegler, p. 44, pl. 8, figs. 1—6; Phe 20. fig.7. 

1978 Angulodus walrathi (Hibbard), Wang et Wang, p. 56, pl. 1, fig. 15. 

CE wR UI ee Sea A ae OA 
直 或 微 向 反 口 方 弯 ， 在 成 熟 个 体 上 其 后 端 有 一 HH BAEZ BE K Ne ,在 两 个 大 的 细 

齿 之 间 可 有 1 一 3 个 小 细 商 。 
主 具 近 刺 体 中 都 ,断面 贺 , 比 其 他 细 兴 大 223 Be AERTS mee Se 

等 长 , 细 齿 向 前 方 增 大 ,多 数 细 齿 分 离 。 inne eee 
KR 早 泥 贫 世 晚期 至 晚 泥 盆 世 。 人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达 莲塘 组 至 坡 折 落 组 忆 . dehiscens if .P. serotinus 

tH; 象 州 马 鞍山 , 东 岗 岭 组 P. varcus 市 ;六 景 ， 融 县 组 P. asymmetricus 带 : 那 坡 三 叉 

el eH KZA OP. serotinus 带 。 

FAR (HER A) Angulodus sp. A : ish _ 

(图 版 3 图 10) ve ruben a 

TE — pi ARAL. Pe IA SS, 主 齿 近 中 部 。 后 后 贞 丰 比 前 具 

码 略 长 ;前 后 齿 丰 上 有 分 离 的 细 齿 ,前 齿 友 上 细 齿 较 密 , 基 腔 发 育 ， piles hin <4 

较 宽 平 , 具 有 发 育 的 齿 槽 。 ; 

当前 标本 主 齿 达 中 部 ,前 后 齿 友 向 下 弯 ,与 Angulodus 的 特征 一 致 ， (ORB 

曲 ? 齿 友 上 细 齿 无 大 小 交替 , 仅 有 分 离 的 细 齿 。 RAR ABABA, AA RRE 

知 种 。 

产地 层 位 那 坡 三 又 河 , 达 莲 墙 组 P. perbonus 带 。 

角 刺 (未 定 种 B) Angulodus sp. B | 

(Ak 13, A 8) 

IE MSR A AT Fs, A AT Os. 细 齿 有 向 远 端 增 大 的 
趋势 , 主 齿 近 直立 ,断面 圆 。 后 齿 码 直 , 具 大 小 交替 揭 狙 齿 , 反 口 面 较 窗 ,不同 于 Angulod- 
us SP. Ag 4 ; 

Pwee A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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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刺 (未 定 种 C) Angulodus sp. C 

(图 版 13， 图 12) 

特征 “ 主 齿 发 育 , 后 倾 ,后 齿 码 较 直 ， 大 小 细 齿 交替 ， 向 远 端 增高 。 前 齿 存 细 齿 较 粗 

大 :分 离 ;向 主 齿 方向 增多 。 反 口 面 较 宽 。 

Angulodus sP. C 以 后 齿 友 交替 的 细 现 不 同 于 Angulodus sp. A, DL ASU 

齿 方 向 增 大 , 反 口 面 较 宽 不 同 于 Angulodus sp. Bo 

Fue BRASH LA RITA P. serotinus 市 。 

5) SRI A patognathus Branson et Mehl, 1934 

模式 种 Apatognathus varians Branson et Mehl, 1934 

特征， 刺 体 对 称 或 不 对 称 ， EEN Bt OS 呈 主 上 端正 ， 

后 倾 , 稼 常 向 内 侧 弯曲 。 

HRSA BMERHEF ARE ERED A 

SHR Apatognathus klapperi 站 PP， 1969 

(图 版 3 图 1) 

1966, Apatognathus varians Branson et Mehl, Klapper, p. 28, pl. 6, fig. 12 (non figs. 13, 14= 4. 

， varians). 

1969 Apatognathus varians klapperi Druce, p. 44, pl. 1, figs. 13, 14, text- fig. 11. 

1976 Apatognathus varians klapperi Druce, Druce, p, 73, pl. 13, figs. 6,7. 

骑 征 ， 刺 体 近 于 对 称 ,基本 轮廓 似 4. veriaxf， 两 后 侧 齿 友 上 细 此 单列 ， 不 成 组 出 
Hl, A. varians 不 同 。 大 的 主 贞 前 后 方 扁 , 两 仙 有 发 育 的 缘 背 ; 近 主 齿 处 ; 各 有 一 个 或 
几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 两 后 侧 将 和 上 细 齿 仅 只 一 列 , 细 此 向 主 帆 方向 增 大 并 指向 侧 方 5 

注释 当前 的 标本 , 近 主 齿 处 仅 有 一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但 不 及 正 模 标本 那样 大 。 此 种 在 
澳大利亚 见于 上 泥 贫 统 (P. marginifera #2 P. styriacus #, to IV), 当前 的 标本 
见于 晚 泥 盆 世 最 晚期 。 

产地 层 位 ”永福 和 平公 社 , 融 县 组 。 

BRI Avignathus Lys et Serre, 1957 
Tr 

模式 种 Avignathus beckmanni Lys et Serre, 1957 

| RFE RA EA SCRA 9 I, EtG BT 
(RAAT UH ;形成 向 前 开放 的 角 。 主 齿 片 与 两 前 侧 齿 片 接合 处 的 上 方 , 可 能 有 主 齿 。 主 
齿 片 口 缘 具 有 细 齿 ,后 倾 ,并 有 向 后 方 增 大 的 趋势 。 在 主 齿 片 中 部 或 后 半 部 ， 有 两 个 对 称 
的 或 近 于 对 称 的 后 侧 齿 片 以 不 同 角度 向 后 张 开 , 并 略 向 下 伸 。 后 审 齿 片 口 视 直 ,内 论 或 外 
弯 ;, 它 的 细 此 与 主 齿 片 细 丙 相似 。 在 后 侧 齿 片 与 二 雌 片 相 接 处 * 可 能 有 一 个 与 前 方 主 齿 相 
对 应 的 较 大 的 细 齿 ,所 有 齿 片 底 缘 锐利 ， TA Bio 
时 代 “” 晚 泥 盆 世 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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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 曼 乌 刺 Avignathus beckmanni Lys et Serre, 1957 

CAR 25 2) 

1957 . Avignathus beckmanni Lys et Serre, p- 798, fig. 2. Fe 

1979 Avignathus beckmanns Lys et Serre, Cygan, p. 169, pl.1, fig. 12. , = 

GE UA RRO RTOS ADF (eh, OU eR St RR BE 90° FAS ee eh 
PAAR BANAT EA, BS EPR, OU, OP 

Wk PERSE. RE Ft, DER ROM. ER 
个 对 称 的 前 侧 齿 片 ,向 前 开放 ,相互 间 夹 角 约 为 90%。。 前 侧 齿 片 略 向 前 伸 ， 而 主要 是 垂直 
向 下 迁 伸 ,其 底 缘 与 主 齿 片 底 缘 成 90"“， 向 下 延 伟 超 过 主 贞 片 底 综 的 部 分 ， 约 为 前 侧 齿 片 
高 的 一 半 ; 前 侧 齿 片 各 有 3 个 细 齿 ,垂直 向 上 ， 而 与 前 齿 片 口 缘 成 很 尖 的 锐角 站 细 贞 断面 
圆 , 短 ,几乎 全 部 愈合 。 主 齿 片 与 前 侧 齿 片 相 接 处 上 方 有 一 主 齿 ， 已 折断 。 主 齿 片 侧 视 较 
高 ,在 前 后 侧 齿 片 中 间 , 主 齿 片 中 部 有 一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此 细 齿 前 后 各 有 2 个 水 的 细 再 让 
齿 片 后 方 增高 ,有 三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指向 后 上 方 ,第 一 个 细 齿 略 偏 斜 ;其 最 后 的 二 父 细 此 已 
断 。 主 齿 片 后 方 底 缘 向 上 斜 。 在 主 齿 片 后 方 2/5 处 有 两 个 后 侧 齿 片 ,向 后 方 张 开 ;不 太 对 
称 。 两 后 侧 齿 片 短小 ; 口 缘 向 下 ; 底 缘 向 上 ， 平 组 过渡; 略 呈 扇形 。 齿 片 反 号 缘 锐 利 ， 无 齿 
槽 和 基 腔 。 

注释 。 此 属 当 前 仅 有 二 个 已 知 种 -4，peckjzazjii Lys et Serre, 1957、 A. orthop-' 

tera Ziegler, 1858 和 一 个 未 定 种 Avignathus sp. (Lys 和 Serre, 1957)。 当前 的 标本 

以 强烈 向 下 伸 的 高 的 前 侧 齿 片 不 同 于 典型 的 4. beckmanni, -此 外 后 侧 齿 片 短 , 略 成 遍 
形 ,不 对 称 。4. beckmanni 的 正 模 标本 后 侧 齿 片 向 后 方 延伸 长 ,向 远 端 变 小 s 此 种 见于 
上 泥 盆 统 弗 拉 斯 阶 牙 形 刺 P. gigas 带 。 当 前 标本 层 位 稍 高 。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HEM 

BRS] Avignathus orthoptera Ziegler, 1958 

(图 版 2 图 D) 
1958 Avignathus orthoptera Ziegler, p. 51, pl. 12, figs. 13, 14. 

TE ” 口 视 主 齿 片 直 , 后 侧 齿 片 直 或 微 向 外 弯 , 在 前 齿 片 接合 ALA EH, aa 

HRA RLAA-KMA 

注释 当前 仅 一 个 标本 ， ua hues Jats HULSE 5 AEBS 均 不 同 于 

Avignathus orthoptera 的 正 模 标本 ,但 在 主 齿 片 前 方 有 一 主 齿 ， 在 后 侧 齿 片 接合 处 :也 有 
一 大 的 细 齿 ,后 侧 齿 片 直 。 这 些 特 征 与 4. orthoptera 一 致 。 本 种 常见 于 上 泥 盆 统 中 部 

(Adorf-stufe 的 中 上 部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带 底部 。 

小 针 刺 属 Belodella Ethington, 1959 

模式 种 Belodus devonicus Stauffer,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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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两 侧 对 称 或 不 对 称 , 侧 方 扁 ; 前 缘 和 两 侧 可 能 有 棱 脊 。 后 绿 有 一 列 纤细 密集 、 

愈合 成 片 的 细 齿 ,其 顶尖 分 离 。 基 腔 深 。 . 
注释 Cooper (1974) 指出 Belodella 的 器 官 可 能 包括 1) 透镜 状 分 子 ; 2) 三 角 

状 分 子 。 本 文 描述 的 是 形态 种 。 Si 

时 代 分 布 ” 早 奥 陶 世 至 晚 泥 盆 世 ,世界 性 分 布 。 

泥 贫 小 针 刺 Belodella devonica (Stauffer, 1940) 

(图 版 3， 图 14—18) 

1940 Belodus devonicus Stauffer, p. 420, pl. 59, figs. 47, 48. 

1956 Belodus sp., Dineley et Rhodes, p.245, text-fig. 15. 

1961 Belodus devonicus Stauffer, Freyer, p. 37, text-fig. 16. 

. 1966 Belodella devonicus (Stauffer), Clark et Ethington, p. 677, pl. 82, figs. 8,9. 

1968 Belodella devonica (Stauffer), Lange, p. 42, pl. 5, figs. 1—9. 

1976 Belodella devonica (Stauffer), Druce, p. 75, pl. 14, figs. lla, b. 

特征 RUAZE TO eS MUTT ras ET RR) EB ERK. 前 后 缘 锐利 ， 

后 缘 有 一 列 由 纤细 的 针 状 细 齿 愈合 成 的 齿 片 * 由 基部 延伸 到 顶端 主 齿 的 后 缘 , 基 腔 延伸 到 

顶端 主 齿 弯 曲 点 的 下 方 。 主 齿 向 后 弯 , 有 时 亦 向 内 侧 弯 转 。 
注释 Belodella devonica AiRiR/D MARR, Alt Belodella resima, bth 

是 Belodella 属 的 祖先 。 Chatterton (1974, p. 1470) 认为 Belodella devonica 和 

Belodella triangularis 同属 一 个 多 成 分 器 官 种 ，Serpagli.(1967)，Lange (1968) 也 持 

有 相同 的 看 法 。 此 种 见于 北美 ,欧洲 ,亚洲 ,澳大利亚 的 下 泥 盆 绕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民 塘 组 P. varcus 带 ; 崇 左 那 艺 , 那 艺 组 。 

长 齿 小 针 刺 Belodella longidentata Wang et Wang, 1978 

《图 版 3， 图 217 

1978 Bclodella longidentata Wang et Wang, p. 335, pl. 39, figs. 4—6. 

BE 刺 体 后 缘 细 此 特别 长 并 愈合 成 齿 片 状 的 ; Belodella 的 一 种 ， 细 齿 长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刺 体 本 部 侧面 之 最 大 宽度 , 基 腔 横断 面 狭长 BU RTE. 

注释 此 种 以 后 缘 细 齿 极 长 和 前 缘 面 极 穿 为 特征 , 明显 地 不 同 于 Belodella devoni- 

ca 和 B. triangularis, RARE, WB. resima, HRRAHKUNR, AAT 
B. resiman 此 种 最 早 见 于 云南 广 南 早 泥 盆 世 达 连 塘 组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带 。 

弯 小 针 刺 Belodella resima (Philip, 1965) 

《图 版 4， 图 2) 

1965 Belodus resima Philip, Philip, pp. 98, 99, pl. 8, figs. 15—17, 19, text-fig. 2e—f. 

1966 Belcdella resima Philip, Philip, p. 444, pl. 1, figs. 14—17. 

1973 Belodslla resima (Philip), Pollock et Rexroad, pl. l, fig. 13. 

1978 Belodella resima (Philip), Wang et Wang, pp. 335,336, pl. 39, fig. 3. 

特征 ，” 基 腔 深 ; 为 一 个 横断 面 三 角形 的 Belodella t}, KiWRAWTHMRA. BRA 

很 多 小 细 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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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P. perbonus iH. 

三 角 小 针 刺 宽 亚 种 Belodella triangularis lata Wang et — 

Wang, 1978 

(图 版 3， 图 19，20) 
1978 Belodella triangularis lata Wang et Wang, p. 336 pl. 39, fig. 20. 2% 

特征 ” 刺 体 很 宽 的 Belodella triangularis 的 亚 种 * 侧 视 是 三 角形 。 前 缘 面 宽 ,三 角 

PC PBA AM SAMBA RRA, BEA OTE AB RAI 

缘 有 由 愈合 细 齿 构成 的 齿 片 。 ‘worse *O 

比较 ”3. ct. lata 刺 体 宽大 :不 同 于 B. ¢. “triangularis. ete PEARL 

2H A Zs PA) BS AEDS AO . va atlstintsd | 8301 
5 44 piisadieh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Fo | ey 

=A) Ht RI=HWH Belodella reidibebavie tvédinagadlibia BF 

(Stauffer, 1940) ie 

(图 版 4， Als 35 4) i, Fh Gp ERT 

1940 Belodus triangularis Stauffer, Stauffer, p. 420, pl. 59, fig. 49. rin \oah 3 = 

1968 Belodella triangularis (Stauffer), Mound, p. 475,pl. 65, fig. 32. 司 alisholsA & 

1970 Belodella triangularis (Stauffer), Seddon, p. 84, pl. 2, fig. 16. : Le 

1975 Belodella triangularis (Stauffer), Druce, p. 77, pl. 14, figs. 3a—6b. WEROITY DAI DSAIG 

1978 Belodella triangularts (Stauffer) Wang et Wang, p. 336, pl. 39, figs. 1,2,21,22, 二 pal 

特征 “ 单 锥 刺 体 , 顶 尖 向 后 弯 , 侧 视 罕 而 高 , 基 腔 深 ; 横 断面 为 近 等 边 三 “Sas. wR 
%, SPA MUMBA HWA. ARABS MAH. 

ER Bt. triongularis ART HAM EWHA, CURE AM AAT B. t. lata 
Wang et Wang。 前 缘 面 与 侧面 斜 交 的 种 类 ; 归 人 和 人 了 B. cf. triangularis,5 B. devonica 

可 能 属于 同一 器 官 种 。 此 种 时 代 较 长 , 早 泥 盆 世 最 早期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to Do 

产地 层 位 ” 那 披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P. perbonus pagent eopetige SK ; 
县 组 。 ‘Smear | 

ah BRR 
三 角 小 针 刺 (比较 种 ) Belodella cf.triangularis Stauffer, 1940 

(图 版 4， 图 5 一 6) 

1965 Belodus cf. triangularis Stauffer, Philip, p. 99, pl. 8. figs. 人 text-fig. 2¢—deyom 

特征 ”不 对 称 单 锥 刺 体 ,基部 直立 , 基 腔 延伸 到 顶 方 主 齿 弯 曲 处 ,两 个 侧面 平 或 微 凸 ， 

前 面 平 或 中 部 凹 与 侧面 余 交 。 册 内 侧 向 国 侧 椭 斜 ,使 之 内 侧面 较 之 外 侧面 宽 , 断 面 为 不 规 
WAS = Fae A UB A ADS RAE OM UTA KARA. EAS HAS, Rl 

体 后 缘 有 由 纤细 的 细 齿 愈合 的 齿 片 。 

注释 Belodella cf. triangularis 与 B. triangularis 的 区 别 仅 在 于 其 前 面 是 与 侧 

面 斜 交 ,断面 三 角形 不 对 称 ， 而 B. erienguleris 三 角形 断面 多 数 是 对 称 的 , 前 面 与 刺 体 
对 称 面 垂直 。 B. cf. triangularis 有 可 能 为 一 个 新 种 , 虽然 有 人 将 其 娄 人 B. triangul- 

aris 之 内 (Druce, 1976, p. 77)。 B. cf. triangularis BEULF FER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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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民 塘 组 ,P. vercus tH, 

WHE wR Bis pathodus (Miller, 1962) 

HBR Spathodus spinulicostatus E, R. Branson, 1934 

特征 穿 蜂 齿 刺 (spathognathoid) 形 分 子 , 在 齿 片 右 侧 具有 一 个 或 几 个 分 离 的 细 此 

或 与 齿 兰 相连 反 石 方 分 离 的 细 齿 se 侧 边 细 齿 是 明显 分 离 的 /可 能 为 圆 钉 状 的 瘤 齿 或 横 回 

延伸 的 肴 状 瘤 齿 3 泣 齿 以 脊 或 尖 的 横 关 与 主 齿 片 相连 。 基 腔 侧 方 采 大 超过 齿 片 的 垂直 面 ， 

位 于 雌 片 中 部 或 膨大 至 后 端 。 在 齿 片 后 部 可 能 存在 左 侧 细 丙 。 

末 时 代 ， 有 晚 泥 盆 世 (法 门 期 ) 至 早 石炭 世 ( 杜 内 期 )。 
注释 = Ziegler, Sandberg 和 Austin (1974) 的 研究 ，Birpatpodzs 可 分 为 工 个 

主要 分 枝 ，2ispazpodzr 分 枝 限 于 晚 泥 盆 世 (Bispathodus costatus 形态 型 1 除外 , EAT 

EFI FT BRAID) 5 aculearus 分 枝 时 限 可 到 早 石器 世 。 

HE ll TS HS Rl Bis pathodu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1934) 

1934 Spathodu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p. 186, pl. 17, figs. 11—14. 

TE HA UB AA RL I OSES HERE 

BH E ERAN WHA REE RBA. .在 左 侧 基 腔 上 方 或 基 

腔 之 目的 齿 片 上 可 能 存在 一 瘤 齿 : 细 贞 或 瘤 齿 背 。 基 腔 小 ;外 张 ,箭头 状 , 但 不 达 后 端 。 贞 

片 前 方 侧 视 ,可 能 是 均匀 升 高 ,最 高 点 在 中 部 ` 前 端 或 后 端 。 依据 齿 片 前 方 的 发 育 程 度 和 

侧 方 细 此 的 位 置 ,可 以 划分 几 个 不 同 的 亚 种 。 

aS SHR RI HS Bis pathodus aculeatus Popeye oa 

(Branson et Mehl, 1934) 

(图 版 4+， 图 10 一 12) 

1934 Spathodu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p. 186. pl. 17, figs. 11, 14. 

1934 Spathodus sulciferus Branson et Mehl, p. 274, pl. 22, fig. 12 (only). 

1934 Spathodus tridentatus Branson, p. 307,pl. 27, fig. 26. 

1962 Spathognathodu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Ziegler, p. 105, pl. 13, figs, 27, 31—36(non figs. 

28—30 = Bispathodus bispathodus). 

1969 Spathognathodus tridentatus (Branson), Rhodes, Austin et Druce, p. 237, pl. 3, figs. 9—12. 

1969 Spathognathodus costatus costatus (Branson), Druce, p. 126, pl. 29, figs. 3,4. 

1969 S pathognathodus cf. costatus (Branson), Druce, p. 126, pl. 29, fig. 5. 

1969 Spathognathodus cf. 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Druce,"p. 126, pl. 27, fig. 5. 

1974 Bispathodus aculeatu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Ziegler, Sandberg et Austin, p. 101, pl. 1, 

fig. 5; pl. 2, figs. 1—8. 

454E Bispathodus aculeatus 的 一 个 亚 种 ; 齿 片 前 部 均匀 增高 ,最 高 点 在 中 部 或 中 前 

部 。 册 片 右 侧 基 腔 上 方 有 一 个 或 几 个 附 生 细 齿 。 

产地 层 位 ” 靖 西 三 联 , 上 泥 盆 统 最 上 部 。 

畦 刺 双 铲 齿 刺 前 角 亚 种 Bispathodus aculeatus anteposicornis (Scott, 1961) 

(Ak +, A 9) 

1961 Spathognathodus ante posicornis Scott, text-fig. 2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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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Spathognathodus ante posicornis Scott, Rhodes, Austin et Druce, pl. 3, figs. 5—8. Fe 

1970 Spathognathodus ante posicornis, Austin, Conil, Rhodes et Streel, pl. 1, fig. 17. 

1974 Bispathodus aculeatus anteposicornis (Scott), Ziegler, Sandberg et-Austin, p. 101, pl. 1, figs. 11, 

1Zsinl. 2,-fig; 9}, pl. 3, tig. 2. 

S54 Bispathodus 的 一 个 亚 种 ， ES 6 SES Ee ee 

的 细 沧 。 
at 

注释 ”此 亚 种 在 美国 中 部 或 西部 见于 Protognathodus sw Siphonodella du- 

plicata 或 S. sandbergi—S. duplicate HF, 在 英国 见 hereby 在 联 

邦 德国 见于 下 OB. costatus 带 至 S. sulcata Ho 

产地 层 位 ” 靖 西 三 联 , 上 泥 盆 统 上 部 ,与 Bispathodus aculeatus aculeatus. Bi: 

athodus costatus 共生 。 此 层 位 过 去 归 下 石 炎 统 最 底部 。 a= 

AIMEE RIAL WH Bispathodus aculeatu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1969) 

CAR 48) -3297 LRA ee 

1969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p. 229, 230, pl. I,figs. 1,2, 5, 6. 

1969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nodos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p. 230,pl. 1, figs. 3,4. aa 

1969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shirleyae Rhodes, Austin et Druce, p.230, 231, pl. 1, figs. 7,8. 

1969 Spathognathodus cf. 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Druce, p. 131, pl. 30, figs. Le 

1969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nodos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Druce p. 130, pl. 30, figs. 6,7, 

1970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Austin, Deuce y, hodes et. Willia- 

ms, pl. I, ‘fig. 4. 

1973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shirleyae Rhodes, Austin et Druce, Austin et Hill, p. 128, °pl. 1, figs. 

rey 

1973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CT Rhodes. Austin et Druce, Austin & Hill, ee 128, pl. 1, figs. 

3—6, 18—2I. 

1973 Spathognathodus plumulus nodos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Austin et Hill, pl. 1, figs. 9—11, 

24—26 (only). ; 

1974 Bispathodus aculeatu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Ziegler, Sandesher® et Austin, pp* 

101, 102, pl. 2, figs. 10,911; / pl.:3; fig. 24. 

1976 Bispathodus aculeatu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ce, Dreesen, Dusar et Groessens, pl. 7?， 

figs. 6—11; pl. 8,figs. 1—9; pl. 13, figs. 11—14, 18—20. 

特征 RAK AA AY7E SDR] (spathognathoid) 形 分 子 o ni ot tt 

Fa Sra AL 9 8 A a BT 5 SR eS 5 OEE SE 7 A ALS At AE to 

EB AWHRAUR BH. a AULT A 2 TEE 
台 状 的 凸 起 长 出 的 而 不 是 从 齿 片 侧 边 直 接生 出 。 种 全 守 部 全 全 下 全 

细 齿 或 瘤 齿 的 类 型 。 

当前 的 标本 ,具有 典型 的 羽 状 前 齿 片 ,由 3 一 5 个 细 齿 组 成 ,幼年 期 个 体 ， 公 直 三 个 细 

齿 构 成 ,与 B. a. aculeatus 相似 。 在 主 齿 片 与 附 生 细 齿 之 间 , ARO, ERA 

SRA. tena RABE. AE SE al A RA a A Eo EG 

Jai RAVE ETE. WH BR APR (BE in» A AR ESR RK, AS 

Lea OU. BA aS SE th AS BE EE GO Aha RS Ze aS RR IR RRS HE RY 

At PRO MEVE tt ee A ett HARI B.costatus 带 上 部 至 Siphonodella su- 

Ieata “Hy , hs ULF SEEN K A, He ll SEK WF FE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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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e. Wek, bees Leiba EI FA RBS 

RNAS RI (KER) Bispathodus cf. costatus 

(E. R. Branson, 1934) 

RECT ID‘ EE. ens oc Tm 45° RH) 

特征 sO oR A RE 基 腔 后 方 之 齿 片 左 

侧 无 装饰 。 

注释 当前 仅 一 个 破碎 的 标本 ， 保留 夫 片 中 部 , 右 侧 有 明显 的 横 脊 ， oy PRI 
ASA. He, AREA B. a. aculeatus, Bispathodus costatus 是 晚 泥 盆 世 最 晚 

期 的 带 化 石 。 . : 

“产地 层 位 ”请 西 三 联 , 原 FBR, 现 归 人 泥 盆 系 ,与 Birpathodxr aculeatus ac- 
uleatus 共生 ,其 下 发 现 Bispathodus aculeatus anteposicornis (Scott, 1961), 

BRR Bryantodu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模式 种 Bryantodus typica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SE QAKAK. BRERA EHWRA PRAY. EHH, Webs 

BAK BBAE AS. KARAM. RAB Allo 

HEHE Bryantodus  Ozarkodina SAM (At LH UBM MIE BLY, eee BE 
利 , 不 同 于 Ozarkodina, Bryantodus 是 一 形态 属 , 是 某 些 器 官 属 中 的 一 分 子 。 

时 代 分 布 “中 志 留 世 至 中 石炭 世 ; 欧 洲 \ 北 美亚 洲 、 非 洲 、 澳 大 利 亚 。 

Meme] Bryantodus concavus Huddle, 1934 

| (图 版 5， 图 10) 
1934 Bryantodus concavus Huddle, p. 71, pl. 2, figs. 15—17. 

RTE A WA he oR Ae) EERE IAN US EB 1/3 hb, KDR WE 

形态 与 倾向 上 与 主 齿 相 似 。 向 远 端 略 增 大 。 MARA 8 MAK RHA 10 企 细 再。 

注释 Huddle (1934) 建立 此 种 时 ,标本 在 页 岩 上 ， 从 图 影 上 看 出 , 齿 片 在 页 岩 上 侧 

方 压 断 。 可 以 断定 , 齿 片 是 向 内 侧 弯曲 的 ， 虽 然 Huddle 并 未 提 到 这 一 特征 。 此 种 仅见 

于 北美 上 泥 盆 统 New Albany 页 岩 中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上 P. varcus 带 。 

Ka Hh AS 7 Bryantodus macrodentatus (Bryant, 1921) 

(图 版 4， 图 13—15) 

1921 Prioniodus macrodentatus Bryant, p. 18, pl. 8, fig. 10. 

1957 Bryantodus macrodentatus (Bryant), Bischoff et Ziegler, p. 49, pl. 21, fig. 17. 

non 1968 Bryantodus macrodentatus (Bryant), Mound, p. 479, pl. 65, figs. 45, 47(=B. ty ptcus). 

1976 Bryantodus macrodentatus (Bryant), Druce, pp. 78, 79, pl. 15, figs. 1—4. 

STE RIA AGAMA. URNA AD as MAS BI 

WA St. aL RE AA) ARN EB ho RO 

HA RANE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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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代 已 知 此 种 由 中 泥 盆 世 (Bischoff and Ziegler, fs ihe 2b Bio 

产地 层 位 人 ake SEA a. patted 带 至 A. triangu- 

laris #¥o 

小 齿 布 赖 恩 特 刺 Bryantodus microdens Huddle, 1934 

| (图 版 5， 11) 
1934 有 microdens Huddle, p. 69, pl. 2, fig. 10. 

iE ”个体 小 , 齿 片 短 , 主 齿 明 显 , 较 突出 。 主 齿 与 齿 片 上 细 齿 侧 方 扁 ， 紧密 排列 ， 其 

间 常 有 枢 形 小 细 齿 插入 。 底 缘 略 拱 曲 * 沿 刺 体 底 绷 上 方 有 与 底 缘 平行 且 凸 出 的 积 背 ;其 上 

RB) Fa Ko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正 模 标 本 相 比 ， 底 缘 较 拱 曲 。 ie LA io HIE x 

ARF ARE ee New Albany We tMBo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忆 . sheng ted : a 

tA RI Bryantodus swine Ulrich et Bassler, 1926 

(图 版 9， MIA 14) oh Pree 
kd an. 

1926 Bryantodus nitidus Ulrich et Bassler, p. 24; pl. 4, fig. 8(only). ‘ 

1968 Bryantodus nitidus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10, pl. 2, figs. 8—16. — 

1970 Bryantodus nitidus Ulrich et Bassler, Seddon, pl. 14. figs. 4, Den os 

1976 Bryantodus nitiduws Ulrich et Bassler, Druce. p. 79, pl. 16, figs. fy iE: Pal. “17, figs. sa 2 

OE RAB EGO AMOEBA. SOM, BSesoe 
URN. AL Pe Ao SE OS BE TR ES 主将 下 方 有 胃 
圆 形 基 腔 , 偏 外 侧 有 膨大 的 齿 唇 , 齿 片 反 口 缘 为 锐利 缘 准 。 ， 己 ” 

注释 Druce(1976) 将 内 痪 台 上 有 瘤 齿 的 类 型 同样 包括 在 此 神 艺 内。 此 种 见于 北 

AKA WAIN LIEB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HE ia crepida 

市 5 TR Upp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A. triangularis Ae suatates: mee P.gigas — 
Fo Hs Bex 

ake 
Bh He) Fy eh SS Hl] Bah iy typicus Pathe 1925 . 

(图 版 5， A 15 a = hg 

1925 Bryantodus typicus, Bassler, p. 219. 

1926 Bryantodus typicus Bassler Ulrich et Bassler, pp. 21, 22, pl. 6, figs. 11, 12(see Synonym y)- 
1968 Bryantodus typicus Bassler, Huddle, p. 11, pl. 3, figs. 1—15; pl. 4, figs. 12—15." © 

1976 Bryantodus typicus Bassler, Druce, p- 80, pl. 17, figs. 3—5. 

WE WOASH A Leh TPA SAB. RODS, LHR m 

ESE EAR A EE ROLES. UR RAHA, 

全 部 愈合 。 主 齿 宽 , 比 细 齿 大 。 基 腔 圆 而 小 ,位 于 主 齿 下 方 ， 外 侧 有 一 一 平 的 凸 起 或 由 主 此 

向 下 延伸 的 发 育 的 齿 唇 。 
注释 Huddle(1968) 将 Ulrick 和 Bassler 建立 的 9 个 种 均 归 人 By typicuso = 

齿 外 侧 下 方 有 发 育 的 齿 唇 或 平 的 凸 起 ,是 本 种 的 重要 特征 。 由 青年 期 到 成 年 期 的 变化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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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ELL AOR RI 2 te LI IBAA) 0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出 , 榴 江 组 A. triangularis, sai LI aectin i t#i- 

angularis ‘fo 

YARRA A) Bryantodus s.A ee 
(Am 15, 7) ry 

RTE RARE TUBEHA SUPERS RHE RA, CREE CERI eh 
Mo VEE AE Ro EWU), B tho HR. RES SA aoe SHY 
tito Ua AMAA EAR. IMI BBE 5 RBA TCA BIE MI SEB 
在 主 齿 下 方 。 

产地 层 位 ”永福 和 平公 社 , 榴 江 组 。 

刺 顶 刺 属 Centrognathodus Branson et Mehl, 1944 

RH Centrognathus sinuosus Britain et Mehl, 1933 

特征 齿 邦 口 视 蛇 曲 状 , 前 齿 友 内 弯 并 可 能 分 出 一 (sie MEAs ree A 

445 HEE a dbs. thio Hoh. 

i Rl (FER) Centrognathodus AP 

;图 版 15， 图 16) ) 

cf. 1955 Centrognathodus (2) sp., Sannemann, p. 128, pl. 2, figs. 9a, b. "4 

注释 ”当前 标本 具有 近 直 立 的 主 齿 ， 前 齿 丰 未 端 分 出 一 小 的 侧 齿 友 ? RAM GW 
1» 显然 不 同 于 Centrognathodus delicatus 和 C. sinuosus, AN A HS 

Sannemann 的 标本 一 致 。 本 2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Hi o 

2 fA I Coelocerodontus Ethington, 1959 - 

模式 种 Coelocerodontus trigonius Ethington, 1959 |, 

特征 ”中空 的 角 锥 状 刺 体 。 齿 蒜 薄 ， 刺 体 表面 有 发 育 的 纵向 肋 兰 。 BBR, BAM 

时 代 分 布 晚 寒 武 世 至 泥 盆 纪 ;欧洲 ,北美 .亚洲 。 

Fah MI AR Coelocerodontus klapperi Chatterton, 1974 

aa (图 版 5， 图 1) 

1958 Scolopodus devonicus Bischoff et Sannemann, p. 103, pl. 15, fig. 19. 

1970 Scolopodus devonicus Bischoff et Sannemann, Bultynck, p. 132, pl.27, figs. 1—3, 

1974 Coelocerodontus klappert Chatterton, pp. 1471, 1472. pl. 3, figs. 4,6. 

STE BEAR Ao Ala, Wor i BK NIA. AAA Sit RAID 0 Bee 

BS» [AIEEE » Il ML Oe A RASH APIA LE BY = GE HBTS, [Al FY Bea 2 SI Ro 

基 腔 深 , 向 锥 体 远 端 延伸 至 少 达 刺 体 长 的 2/3。 AER LAB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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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Chatterton (1974, p. 1471) 指出 ， 些 种 为 Coelocerodontus WW Rasy ASE 

器 官 种 ,这 个 种 与 Scolopodus devonicus Bischoff et Sannemann 的 区 别 是 具 较 尹 的 不 

对 称 肋 背 。 基 腔 较 深 , 主 齿 较 细 , 基 部 较 罕 ,不 明显 外 张 。 当 前 的 标本 ;与 此 种 的 正 模 标本 

一 致 。 此 种 以 前 见于 中 泥 盆 世 埃 非 尔 中 期 ,当前 的 标本 见于 吉 维 特 早 期 s 

PME MAAR. AMI Pio , 

小 双 刺 属 Diplododella Bassler, 1925 

RH Diplododella bilateralis Bassler, 1925 se Oe 

BE ATU. MMM LP SRAM, Eee, 
后 齿 丰 与 前 齿 拱 垂直 。 基 腔 小 或 无 。 

比较 ”Diplododelie 以 前 齿 拱 薄 , 底 缘 锐 利 , 细 齿 密集 愈合 为 特征 ,而 不 同 于 瑟 i2- 
bardella 和 Roundya, Huddle 将 细 齿 分 离 的 类 型 也 归 人 此 属 ， -把 本 应 归 和 人 Hibbarde- 

lla 或 Roundya 的 种 也 归 人 此 属 ,是 不 适当 的 。 此 属 仅 为 形态 属 。 phe 
R45 MS ALA REO | aes 3) OE TE 

Bites 

双 侧 小 双 刺 Diplododeila bilateralis Bassler, 1925 

(图 版 8， 图 12) 

1925 Diplododella bilateralis Bassler, p. 219. 

- 1967 Déiplododella aurita? (Sannemann), Muller et Clark, p. 116, figs. 9, 10. 

1968 Diplododelta bilateralis Bassler, Huddle, p. 12, pl. 7, fig.8, (see Synonymy). | 

刺 体 由 具 细 齿 的 前 齿 拱 和 具 细 齿 的 后 齿 存 构成。 前 齿 拱 细 齿 密集 ， 近 主 此 部 

分 两 大 细 齿 之 间 有 二 个 人 小 细 齿 。 主 齿 扁 ,向 后 弯 。 前 齿 扶 底 缘 锐利 , 基 腔 小 。 pois 

EB OD. bdilateralis BD BE PN An er TA S/O ES AA EB ae 

Se AH Zia ARE A KL ZA APR So 本 
视 时 ,小 的 细 齿 有 时 见 不 到 。 当 前 标本 之 后 齿 友 已 断 。 

产地 层 位 ” 萤 宁 长 塘 ; 那 叫 组 P. c. costatus 带 之 上 , 吓 层 位 未 发 现 其 它 化 石 。 

小 双 刺 (未 定 种 A) Diplododella sp. A > Few 

(Am 8, & 1) 
GH 

cf. 1964 Dinodus fragosus (Branson, 1934), Lindstrom, p. 156, text-fig. 54. 

特征 “前 齿 拱 向 下 向 前 斜 伸 ,其 细 沧 纤细 ,长 ,大 部 意 合 。 无 主 齿 。 Ate 
描述 前 齿 挫 由 对 称 的 两 前 侧 齿 片 构成 ,两 前 侧 齿 片 高 ,向 下 向 前 方 延 什 ， 齿 片 下 端 

变 尖 ,向 上 变 高 , 细 齿 指向 上 方 。 并 向 顶端 增高 ,后 视 两 前 侧 齿 片 底 缘 夹 用 60° 左右 。 
， 无 主 齿 , 后 齿 片 同样 薄 而 高 , 细 齿 长 ,纤细 ,下 半 部 愈合 ， 上 半 部 分 离 。 后 齿 片 后 部 断 

掉 。 后 齿 片 与 两 前 侧 齿 片 底 缘 较 锐利 ,有 极 罕 难 以 分 辩 的 齿 模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三 里 组 ”PP: marginifera *, 

Wei Drepanodina Mound, 1968 

模式 种 Drepanodina lachrymosa Mound,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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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MAE RIK, Bt. KS RAMA ERT ASE Fo 后 缘 浑 

圆 。 主 齿 断 面 为 滴 珠 状 轮廓 ,基部 微微 向 后 张 , 止 于 反 口 缘 峭 。 

TBH ee Dromknodina seahalednlgicis Wang, 1981 

(图 版 43， 图 1) 

1981 | Drepanodina subcireularis Wang, 站 400, pl. 1, figs. 35, 

特征 EHRs. AM. EO LI RA A, See Sh OU, BI 

后 缘 光 滑 无 饰 。 基 部 强烈 膨大 ,向 四 周平 伸 , 并 朝向 内 侧 开 口 。 基 腔 浅 , 锥 状 。 

tee D. subcircularis FER, Oneotodus circularis Mound 1968 {8 D. 

subcircularis ct abi 基 腔 膨大 成 圆 形 , 不 同 于 Drepanodina cep dager 

产地 层 位 ”武宣 绿 峰 山 , 二 塘 组 ，P: perbonus tT o 

RARER Enantiognathus Mosher et Clark, 1965 

模式 种 Apatognathus inversa Sannemann, 1955 

GE HI KAYE AN Oe A Ha a “ah 75 eas 
AEA DH el PAA ES UE Eo 

比较 9 Enatiognathus HERA ARAMA Apatognathus, Lindstrom(1960) 

认为 Gnamptognathus 的 一 些 种 应 归 人 此 属 。 
时 代 分 布 “ 泥 盆 纪 至 三 大 纪 ,北美 .欧洲 ̀ 亚 洲 。 

We MR Enanti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1955 

〈 图 版 5， 图 :4) 

1955 Apat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P. 127, pl. 6, figs. 18a—e. 

1956 Apat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Bischoff, p. 121, pl. 10, figss 24,,25, 

1961 Apat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Freyer, p. 36, laa RS Fe 2 

1965 Enanti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Mosher et Clark,’ p. 559. 

1967 Apat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Nehring, p- 127, pl. 4, figs. la—c.; text-fig. 4. 

RE 主 齿 长 大 , 侧 方 偏 , 向 内 弯 。 主 齿 两 侧 缘 脊 锐利， 向 下 与 齿 码 上 细 齿 呈 连 续 过 

渡 ,后 齿 码 较 高 ,强烈 下 倾 ， 其 上 有 向 主 齿 倾 余 的 小 细 具 ， (i A ABT TALE (Hs BER Es ERA 

BEN AN AA » BAIL) fill o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正 模 标本 一 致 , 正 模 标本 见于 晚 氟 盆 世 : (to a) 此 种 已 知 时 限 在 
联邦 德国 为 to 16 至 toV， Bl P. gigas 带 上 部 至 P. styriaca 带 (Nehring, 大 后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带 o 

AHS RMR Enanti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1956) 

〈 图 版 5 A 25 3) 

1956 Apat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p. 121, pl. 9, figs. 27, 31. 

1956 Apat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Bischoff et Ziegler, pl. 14, fig. 2. 

1957 Apat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Lys, Serre et Deroo, p. 1040, pl. 1, fig. 4. 

1958 Apat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Ziegler, pl. 12, figs. 10, 22. 

1966 Gnampt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03, pl. 96, figs.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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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Enanti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Clark et Ethington, p. 34, pit. 25 fig 24 f 

1968 Enanti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Mound, p. 481, pl..65, figs. 30,.46,, 33—p9 aes 3 oes 

1970 Enantiognathus lipperts (Bischoff), Seddon, p. 748, pl. 14, figs. 14, 15. ae 

1971 Enanti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Szulczewski, p. 20, pl. 7, fig 09). 

1976 Enantiognathus Yipperti. (Bischoff), Druce, ps 84, pl. 19, figs: la—4b, 9. ee | 

ir ESA ROKER. AREA. RRERKAANKA, ba 

Be Oh S. SHARE AA THN. ELAM RKO. ALAA 

(FA 5 a FS HE FRESE SAT Ae aT OE ninimasteatieses aes 

rH.» aS io: J A aaa 

注释 Ziegler (1958), Glenister 和 Klagnes (1966) Ha ic AAA P: asymm. 

etricus #7 28..P. triangularis aio rivals ? 

PUB SRRKAA, =BA P. ceipagulands 带 。 anh page 

> $4508] Eognathodus Philip, 1965 

ih Eognathodus sulcatus Philip, 1965 2 0 ae coh wee 

GE BOC RIAA ie KS hak, MA ke uae aa aE PP 

或 不 规则 的 瘤 齿 相 连 。 瘤 齿 可 形成 纵 列 。 常 有 中 槽 。， A G4 epee eo SE ea 

RSD FIA MARS AL adyongoispr al 

WA HR) Eognathodus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eal 1957). bt ; 

1957 Spathognathodus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pp. 115—116, pl. 21, figs. 3la, b,c. 

CE LBEP AMM SYRD. SOE. GHA. ARAMA 
Ba Fr le BE, CEPA ESE A RAO ZL, ee ba thagal pm ae S 

solves} 

Wt Hi FI WAH Eonathodad Bi ica art ie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Margoita 

国旗 6， 图 .9 8JPA coamantie? MSE MARRS 
is PR 

1957" Spathognathodus Bihcndaes Bischoff et Ziegler, pp. 115, ‘il6, pl. 21, fig. “31. = . 

1965) Spathognathodus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Ziegler, p-.531, pl. 1, fig. 11. SOR A als: 

1970 Spathognathodus cf.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Bultynck, p. 134(part),. pl. 18, _ fige) % ale 

19, fig. 3 

1974 Eognathodus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Perry et al., pp. 1084, "1085, pl. 6, figeel 4, 15. 

197, Eognathodus bipennatus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Weddige, pp, 323, 324,,p1.6, figs 97. ret 

GE WHTWMLAEYOR BEAT aA. HHP aRoRe. OROMS A 
PT HE A BEBE IR I OS, PA BI ZN), 9 FRB A, — Ee Ae 

SRA 2B IA MPe ARBRE. WARS RIE EBS 
注释 OCC. b. bipennatus 中 槽 直达 齿 片 末端 9? 不同 于 已. b. montensis Weddigeo Kf 

片 长 ,前 齿 片 上 缘 半 圆 形 , 较 高 ,不同 于 .已 2. montensis Weddigeo 此 种 由 朱 吉 维特 阶 ，， 

仅 Perry 等 (1974) FHA MAM TRIER 但 其 中 沟 光 滑 ;封闭 ， 不 达 司 端 ， mA E. 

b. montensis, LF EAB E.. 6, djpennaus thea EAD, JL OAS 
J6ie > AAR AG IRA B. cbomontensiss: 4 AAA BAY Be TR: | 



ERR: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 41 

5 Stringocephalus TE HE, 1 TN 

产地 层 位 ” 象 州 县 马鞍 山 , 东 岗 岭 组 P. varcus 带 。 

oo) WAR MAIL RH Boshathidas cf. bipennatus 

eW) 203 .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 

| CARS, A 2, 3) 
; 

1957 Spathognathodus cf. bipennatus Bischoff et athe Bischoff et Ziegler, p. 116, pl. 6, fig. 7a— 

b。 

2? 1966 py er sp。 “cf.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Philip, p. 159, AS 3, figs. 12. 

1977 - Eognathodus bipennatus sp. a, Weddige, p. 325. 

SE OMAAR. 后 方向 侧 方 弯 , 前 齿 片 高 ,由 几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组 成 。 内 台 中 后 部 

较 宽 ,有 发 育 的 横 状 3 不 见 中 槽 , 仅 偶 尔 在 前 齿 片 的 后 方 ; 可 见 很 短 的 上 四 陷 。 基 腔 近 刺 体 中 

部 ,向 侧 方 平 伸 , 舌 状 , 大 小 相近 ;但 外 侧 比 内侧 稍 大 。 

注释 此 种 在 联邦 德国 和 澳大利亚 均 见 于 挨 非 尔 阶 工 . 4 全 有 带 , 产 于 广西 

长 塘 那 叫 组 的 标本 与 正 模 标本 一 致 ,时 代 也 为 埃 非 尔 期 3 仅 一 个 标本 汪 见 于 六 景 东 网 岭 
98,55 Stringocephalus 共生 。 但 齿 台 很 窗 ， 中 部 尤为 明显 。 已 cf、，b5e2tat1U5 WAR 

BWRANHE, Philip 描述 的 标本 5 横着 申 断 ,但 无 中 沟 ; 能 和 否 归 人 此 种 ,存疑 。 也， cf 

bipennatus 可 能 为 一 新 种 ,见于 吉 维 特 阶 的 齿 台 很 罕 的 类 型 (图 版 6 图 3 ) 可 能 为 一 新 亚 

种 。 errr 

4 产地 层 位 ST KM, UA LES Tk. hockelionus 带 ; 横 县 六 景 * 东 岗 岭 组 。 

RAGE LH Eognathodus bipennatus montensis 

Ae Weddige, 1977 

(Am 6, B q 4—7) 

1974 Eognathodus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Perry et al., p. 1084, pl. 6, figs. 14, 15. © 

1977 Eognathodus bipennatus montensis Weddige, p. 324, pl. 6, figs. 95,96. 

iE HAS Rae. WeSRAne ss, Geos, 有 一 浅 而 宽 、 封 闭 的 中 

槽 ,其 内 外 缘 光 滑 无 瘤 齿 , 内 缘 直 ,外 缘 向 外 扩张 ,并 比 内 缘 略 高 。 齿 台 后 1/3 Be, AE 
向 下 弯 。 口 缘 有 小 瘤 齿 而 无 中 模 。 ABUT ahs, PA eS Se SFE Ted A StS Nr 

Bit At Bik. 

比较 . E.b.montensis 中 槽 浅 ， SE JG EA. ARE EIA a >A IAF Eognatho- 
dus sulcatus -和 E, bipennatus bipennatus, 后 者 中 槽 贯穿 齿 上 的 后 部 ， Wi EHO 

Bo 

产地 层 位 ， 象 州 大 乐 应 堂 村 应 堂 小 学 路 边 ,应 堂 组 古 倒 段 标本 产 于 应 党 组 底部 ,可 
KE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市 。 没有 其 它 共 LENA TERI» (LAKE BItA 此 

种 牙 形 刺 在 莱茵 地 区 , 亦 见于 礁 后 浅水 相 灰 岩 。 

线 始 显 刺 Eognathodus linearis Philip, 1966 

1966 Eognathodus linearis Philip., pp. 444, 445, oT 4. figs. 33—36, text- fies. 

1970 Spathognathodus linearis (Philip); Philip et Jackson, p. 217;-pl. 38, figs.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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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宽大 的 外 张 的 基 腔 位 于 齿 片 后 端 , 前 齿 片 高 ,有 规则 的 细 齿 。, 在 成 熟 标 本 中 ， 
后 端 突出 。 aan 

线 始 昧 刺 线 亚 种 - 线 始 昧 刺 后 倾 亚 种 . EogmatAhodrs linearis line- 

aris, se slid 1966-Eognathodus linearis postclinatus (Wa- 

ng et Wang, 1978) 

' (Bm 6, 图 9) 

1978 Spathognathodus linearis postclinatus Wang et Wang, pp. 342, 343, pl. 40, figs. 19, 20. 

GF AVR Eognathodus linearis ROW, JERE ik 2 

形 。 1 -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 较 之 正 模 标本 在 基 腔 轮廓 上 是 不 同 的 ， 其 基 腾 后 方 收 册 ， 不 成 半 

圆 形 , 与 E. 1. linearis —X, (HHHMHAS BARRA, 5. LE. 1. postclinatus — 

致 。 它 是 E. 1. linearis—E. 1. postclinatus 间 的 过 湾 类 型 。 1) BRE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E. sulcatus 带 。 | PCH ES MACE Be 

镰 齿 刺 属 Falcodus Huddle, 1934 

模式 种 Falcoidlus angulus Huddle, 1934 

GE HUG Rai eS A A EEE A Pe, ATA, Seem Sut Hr 

AUGUSTE Eo TEL, Fes Eth BSR BUS TARR. AU BI 
扁 , 大 部 愈合 me 

比较 Pi 有 了 明显 主 具 ， 近 底 缘 无 突出 的 凸 缘 不 同 于 Niece] Falgadiee 的 每 

ASA BLE Dinodus 的 细 齿 宽 得 多 。 

BRS Hi Hee A me tt AES WN AAI; RRS, RAR Ae, 

角 镰 齿 刺 让 angulus Huddle, 1934 ) Ie 

(图 版 ?图 8 本 
1934. Faleodus angulus Huddle, pp. 87, 88, pl.7, fig. 93., text-fig. 3 

1966 Falcodus angulus Huddle, Klapper, p. 27, pl.5, figs. 1,4. 

1978 Falcodus angulus Huddle, Wang et Wang, p. 82, pl. 3, fig. 35. 

SE AW AH LEBeKMs. wR, viele 
PHAR A ASH. J AVRRIA Fa, AURA SRA RA GHRAIB. AIL 

个 较 高 的 细 齿 。 
注释 “Folcodwr angulus 与 Falcodus conflexus Huddle, 1934 酷似 , 唯 前 忌 前 齿 片 

后 齿 片 长 后 者 后 齿 片 比 前 齿 片 长 。 此 外 FP. coxflexus RH FRA SiR, 

末端 向 下 弯 。 而 F. angulus PHA RRAS, SWRAALE. 

本 种 以 往 仅 见于 早 石 疾 世 最 早期 。 当前 标本 则 见于 晚 泥 盆 世 早期 PP triengularis 

带 。 本 种 时 限 为 晚 泥 盆 世 早期 至 早 石 器 世 早 期 。 曾 在 贵州 王 佑 组 内 发 现 此 种 。 

Pret RBA. HBA P. triangularis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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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BA) Falcodus confiexus Huddle, 1934 

《图 版 7， 图 3) 

1934 Falcodus conflexus Huddle, p. 274, pl.’ 7; fig.o6. . 

RE AWS Waa Pe ,与 后 齿 片 几乎 成 直角 ;后 齿 片 直 ， 比 前 齿 片 略 长 。 

两 齿 片 上 细 丙 几乎 沿 全 长 意 合 ,顶尖 分 离 。 无 大 小 交替 细 齿 。 主 齿 明 显 , 后 倾 。 后 齿 片 后 

ASAT SEG, th SEE RSC SRST ROE | 
es Salina, aA Ri BB LRA SERA. KE F. confle- 

xus 与 F. angulus 的 重要 区 别 。 

产地 层 位 PEAS a BA P. asymmetricus 带 。 | 

HMR] Falcodus tortus Huddle, 1934 

(图 版 5， 图 9) 

1934 Falcodus tortus Huddle, p. 88, pl. 7, fig. 4 

SE MAA TAAS., LEASH. 前 齿 友 上 生 有 愈合 的 小 
细 具 , 主 此 小 ;后 倾 \ 微 向 内 论 。 后 具 丰 较 直 ， 其 上 细 齿 愈合 ,前 后 齿 友 上 均 有 明显 的 小 全 
EF 

bes RTPA ARIE, SE RA LU 
利 与 正 模 标本 同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asymmetricus 带 。 

DI See)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1955 

(图 版 5， 图 5—7) 

1955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p. 129, pl. 4, figs. 1—4, 

1961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Lys et al., p. 544, pl. 1, figs. 5,6. 

1965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Spasov, p. 84, pl. 1, fig. 4. 

1976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Nehring, p. 127, pl. 4, fig. 2. 

1967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Wolska, p. 376, pl.l, fig. 9, 

1967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Spasov et Filipovic, p. 61, pl. 1, figs. 11, 17. 

1969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Olivieri, p. 75, pl. 10, fig. 7. 

1969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Druce, p. 58, pl. 6, figs. 10 a—b. 

1976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Druce, p. 86, pl. 20, figs. 1—4, 6. 

1978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Wang et Wang, p. 63, pl. 2, figs. 4—7. 

7B RRA RRA Le. GAR. WOR RASA ne 
高 ,其 远 端 向 下 。 主 齿 不 明显 。 后 齿 片 向 下 弯 , 中 部 向 内 弯 。 在 后 齿 片 中 部 有 几 个 高 的 细 
齿 , 可 能 比 主 齿 宽大 ,向 内 倾 , 由 此 细 齿 向 远 端 降低 变 小 。 

注释 ”此 种 变化 较 大 , 齿 片上 细 齿 可 能 是 分 离 的 ,也 可 能 是 大 小 交替 的 ， 前 后 齿 片 的 
对 称 性 变化 也 很 大 。 

时 代 分 布 :有 晚 泥 盆 世 (to Iy—to VI), 广泛 分 布 于 欧洲 ,北美 ?澳大利亚 。 
产地 层 位 ”贵州 长 顺 上 泥 盆 统 代 化 组 B; cosams 带 ; 广西 武宣 县 二 塘 ，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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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 齿 刺 . (未 定 种 , B) Falcodus sp. B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Am 14, AW 15) 

1957 Falcodus sp. B, Bischoff et Ziegler, p. 56, pl. 19, fig. 31. 

特征 ， 仅 一 个 标 未 ,前 齿 友 在 主 齿 前 方 强烈 下 伸 并 略 向 内 弯 , 与 后 = REI Aly E90°, 
PKR KELARSHAERH AMADA, ATR ERROR: 
WTR Ao TEE FA) WE RUS WS ROR ee Be eR 

产地 层 位 ， 草 宁 长 塘 那 叫 组 白云 岩 P. c. paulus 带 (下 泥 盆 统 最 顶部 )。 GH 

希 巴 德 刺 属 Hibbardel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模式 种 Hibbardella (Prioniodus) angulata Hinde, 1879 

HE EMT AMATO, AHR. Sm, He eee ABS 
—AMMRHAA BAAR UAE. ARMA EKKE ro RAGA. ZB. 

tb 9 Roundya 有 大 的 基 腔 ， 不 同 于 本 属 。 Diplododella WMADMAARS 或 排 

PRR IRAE Hibbardella, 三 属 均 为 形态 属 。 ANT Ie 

时 代 分 布 “ 中 奥 陶 世 至 三 受 纪 ,欧洲 \ 北 美 、 亚 洲 \ 省 大 利 亚 。 

华丽 希 巴 德 刺 Hibbardella aurita (Sannemann, 1955) she | 

(图 版 8， 图 4 一 6; 图 版 11， 图 1) 

1955 Roundya aurita Sannemann, p. 153, pl. 5, fig. 11; pl. 2, figs. 3a, b(2). «5 © os 2S ite 

1957 Ellisonia sp., Lys, Serre et Deroo, p. 799, pl. 8, fig. 4. 

1959 Roundya aurita Sannemann, Helms, p. 664, pl.l, figs. 6a,b (non fig. 12=? H. multidens). 

1962 Roundya aurita Sannemann, Ethington et Furnish, p. 1284, pl. 173, fig. 14. ~ 

1697 Roundya aurita Sannemann, Wolska, p. 421, pl. 5, figs. 5,6. 

1968 Hibbardella aurita (Sannemann),Mound, p. 483, pl.66, figs. 4,5. 

1976 Hibbardella (Diplododella) aurita (Sannemann), Druce, pp. 89, 90, pl 22, figs. $5.65 ipl. 23, > 

trp. 41. 

特征 “前 齿 拱 小 , 商 前 侧 齿 存 向 反串 方 斜 伸 ， 其 上 具有 短 的 圆 针 状 的 分 离 细 光 4 tH 
RA WA WHA WAS AOU RAR AAAS SH, ARIS 
倾斜 ,向 后 方 增 大 ,与 2 个 或 PNT, ENS ERIS ai 

注释 ”Sannemann (1955) 描述 此 种 的 正 模 标本 与 副 模 标本 差别 较 大 。 Druce 将 后 
齿 丰 较 短 \ 末 端 增高 的 类 型 包括 在 站 种 内 。 此 种 后 齿 丰 可 能 很 长 ,高 度 可 能 在 后 端 增高 
由 于 正 模 标本 后 齿 丰 不 完整 ， 全 之 对 此 种 的 认识 有 分 战 。 本 文 将 后 贞 丰 后 方 增高 《图 版 
8, 5) 与 不 增高 的 类 型 (图 版 8 ,图 4) 均 包 括 在 此 种 内 。 

时 代 分 布 ” 晚 泥 盆 世 至 早 石 几 世 ; 世界 性 分 布 。 
PB MRA iL ALA A. wriangularis 带 ; 象 州 马鞍 山 , 东 岗 岭 组 ; 起 
三 里 ,三 里 组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 

KRRACBHA AHibbardella latipennata Ziegler, 1959 

(Al 41, 3) 

1959 Roundya latipennata Ziegler, p. 70, pl. 12,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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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Hibbardella latipenndta (Ziegler), Mound, p. 848, pl. 166, figs. 7,8. 

TE PRATT RI Fe eA 45°, ST. 其 上 细 齿 愈合 ,后 
齿 片 几乎 与 前 侧 齿 片 等 长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主 齿 折断 ,可 见 断 面 呈 三 角形 ,后 齿 片 亦 不 完整 。 前 侧 齿 片 中 部 无 各 
寡 , 与 下 并 标本 不 同 。 但 寅 大 的 前 近 片 及 其 向 后 这 曲 的 特征 与 正视 标本 一 致 ,此 种 见于 联 
邦 德 国 晚 泥 盆 世 早期 (中 Adorf-stufe)。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A. rriongxlarir 带 。 

三 角 希 巴 德 刺 Hibbardella telum Huddle, 1934 

(图 版 8， A7) 

1934 Hibbardella telum Huddle, p. 79, pl. 3, figs. 10—13. 

1978 Hibbardella telum Huddle,Wang et Wang, p.64, pl. 2, figs. 8, 10. 

SSTE UAE HHH PB UP, 前 锅 旦 三 角形 ,细节 密集， 大 部 愈合 ， 前 侧 齿 友 

RAB. AWE ABA DRS. Ati. 

注释 ” 正 模 标本 不 见 后 齿 友 。 前 雌 拱 前 视 呈 三 角形 、 细 齿 愈 合 是 此 种 的 重要 特征 。 此 

见于 了 晚 泥 盆 世 法 门 期 。 

产地 层 位 “武宣 县 三 里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tH. 

欣 德 刺 属 Hindeodel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模式 种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特征 刺 体 长 而 直 , 大 的 主 齿 接近 刺 体 的 前 方 Mae, AAEER UD SH. I 

此 契 直 而 长 ,级 齿 常 常 是 太 小 交替 出 现 。 细 此 分 离 , 基 腔 小 。 
比较 9 Hindeodella 与 Angulodus 相似 ;但 ,4zgxlodxs 齿 友 粗壮 ,前 后 齿 友 近 等 长 ， 

后 齿 友 未 端 有 反 曲 。 两 属 均 为 形态 属 。 仅 Jepsson (1969, 1974) 以 Hindeodella 为 器 

官 属 。 

时 代 分 布 ”中 奥 陶 至 中 三 登 世 ,世界 性 分 布 。 

短 欣 德 刺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1934 

(AMm7, AS, 6) 

1934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p. 195, pl. 14, figs. 6—7. 

1956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et Ziegler, p. 147, pl. 14, figs. 10, 11. 

1957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pp. 26—27, pl. 6, fig. 24. 

1961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Freyer, p. 44, pl. 1, fig. 26; text-fig. 25a,b. 

1967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p. 377—378, pl. 2, fig.9. 

1978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Wang et Wang, p. 64, pl. 2, figs. 18—20. 

GE ” 短 的 前 齿 帮 向 内 弯 与 长 的 后 齿 友 成 90” 角 。 主 齿 发 育 或 不 发 育 , 向 后 向 内 倾 。 

稼 常 在 主 齿 处 , 齿 友 微 向 内 弯 。 长 而 直 的 后 齿 帮 向 末端 变 细 ，, 细 齿 大 小 交替 。 

此 种 见于 中 泥 盆 世 晚期 至 晚 泥 盆 世 。 在 我 国 曾 见 于 贵州 上 泥 盆 统 代 化 组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中 泥 盆 统 .zarcw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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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欣 德 刺 Hindeodella fractus (Huddle, 1934) 

(图 版 7， 图 14，15) 

1934 Metaprioniodus fractus Huddle, p. 58, pl. 11, figs. 14, 15. 

STE ACA. WHA PANS. RLAAKAS SBA $k RAT, PS 

5. Jat OA OS A) TAA) BT TA and XA SA Ho RAR. A ， 

齿 槽 , 基 腔 位 于 主 齿 下 方 。 mi 

比较 ”此 种 后 齿 丰 未 端 反 曲 小 ,不 同 于 HY. biangulats (Huddle), 此 种 见 见于 北 
美 New Albany WH. PHD, AMA ANIKI Hindeodella conidens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cs costatus 带 。 

长 齿 欣 德 刺 Hindeodella longiden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Ak 7, A 8) 

1926 Hindeodella longidens Ulrich et Bassler, 二 40 (part), pl. 8,fig..14(non ‘pi. 8, fig. 15=Apato 

gnathus?). 

1968 Hindeodella longidens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16, pl.5, fig. 6. 

STE FUNC HAG cE LIN, ROE, Am RE 
i FARA HE OS JAH. REAR RA DA, © 

RAR) WA ERK MHA, Ati. MHCAAR FS RA 3 一 5 Ta 

tee Huddle (YR AAD H. conidens 应 为 此 种 的 同 义 名 。 H. 1o- 
ngidens 反 口 缘 宽 平 ,大 细 齿 之 间 基 本 没有 小 的 细 齿 ,与 H. conidens BAK Alo ..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带 。 

细 欣 德 刺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图 版 7， 图 10 一 12; 图 版 11》 图 107 
1926 Hindc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p. 39, pl. 8, figs. 17—19. 

1969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Rhodes et al., p. 125,pl. 29, figs. 6, 7, 9510. 

1969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Druce, p. 69, pl. 10, figs. 3,4. ; 

1970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Seddon, pl. 12, fig. 34. 

1976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Druce, pp. 97, 98, pl. 24, figs. 70; pl. 25, figs. 1 一 5;p1。 

26, fig. 9, 

STE ” 刺 体 侧 方 扁 , 前 齿 友 短 ， 向 下 斜 并 向 后 86. 后 齿 友 长 而 直 。 2 个 或 3 个 小 的 

细 齿 与 一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交替 出 现 , 基 腔 小 ,位 于 主 齿 下 方 。 

注释 “大 小 细 齿 有 规则 的 交替 出 现 是 本 种 的 基本 特征 ， 此 种 常见 于 晚 泥 盆 世 .(to-L 
Bischoff & Ziegler, 1956) 至 早 石 灾 世 早期 (Zaphrentis 带 )。 

Pee MAAN MAA, ORBEA IA P. triangularis 带 。 

SO ik 7%) Hindeodella uncata (Hass, 1959) 

(图 版 7， 图 7) 

1959 Hindeodella uncata Hass, p. 383, pl. 47, fig. 6. 

1959 Hindec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Helms, pl. 4, fig. 31. 

1969 Hindeodella uncata Hass, Druce, p. 69, pl. 10, figs.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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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Hindeodella uncata (Hass), Seddon, p. 737, pl. 14. figs. 18, 19. 

1976 Hindeodella uncata (Hass), Druce, p. 98, pl. 26, figs. 2,8. 

GE CK. AG Hr AR 90°. HAN AR ESE HAT AB 2 或 第 3 EA 

Bo THANMACRE HARD A. BRAADRSHAH EHKHK, AA BH 

(RR. Fate, RA BO tr SBR 05 ee BL, A OS IA PA, be ts 

或 徽 向 外 。 口 视 \, 大 小 细 齿 呈 规 则 的 绝 形 排列 。 基 腔 小 ,位 于 主 上 下方。 
tee 9Hindeodella uncata 以 长 的 后 齿 邦 区 别 于 Hindeodella brevis, AE th 

烈 内 倾 , 齿 邦 内 弯 , 而 前 齿 破 折 曲 点 向 外 弯 , 亦 不 同 于 Hindeodella uncata, 此 种 最 早 见 

FRE FA Rit. Druce (1976) 指出 ,此 种 的 时 限 为 晚 泥 盆 世 (to la) BRA Rt (Cu 

II6)。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带 。 

WR (HEH A) Hindeodella sp. A Druce，1975 

CAR 7 >. 13) 

1975 Hindeodella sp. A, Druce, p.99,pl.27, figs. 3a—4b. 

特征 FHL ARR. WR. KA , 较 高 ;最 远 端 有 2 个 小 细 此 。 中 间 有 

RR SR Ee. 3 个 小 的 细 齿 。 后 齿 帮 长。 细 齿 后 倾 , 近 主 此 细 齿 小 , 远 端 

有 较 大 的 细 具 8 Hindeodella sp. A 曾 见 于 澳大利亚 上 泥 盆 统 P. asymmetricus 带 ， 当 

RURAL EVA P. asymmetricus HH,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底部 P. asymmetricus 带 。 

欣 德 刺 (未 定 种 B) Hindeodella sp. B 

《图 版 7， 图 9) 

特征 主 齿 中 等 大 小 ,断面 近 圆 形 ,后 倾 ,并 向 外 斜 伸 , 前 齿 码 短 。 在 近 主 齿 处 齿 丰 先 
向 外 侧 弯 而 后 又 向 内 侧 弯 , 使 前 齿 丰 口 视 呈 一 钩 状 。 后 齿 竹 有 大 小 交替 的 细 雌 ,二 级 细 贞 
密 而 多 ,在 后 齿 破 远 端 同样 有 一 钩 状 弯曲 , 先 向 外 突然 折 曲 又 向 内 侧 呈 半圆 形 弯 曲 。 此 标 
本 见于 中 泥 盆 世 早期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T. k. kockelianus 带 。 

欣 德 刺 (未 定 种 C) Hindeodella sp. C 

(图 版 7， 图 4) 

特征 ” 贞 破 不 规则 折 曲 ,后 齿 艳 侧 视 底 缘 直 , 口 视 近 波状 折 曲 ， 其 细 此 分 离 ， 大 小 交 
” 替 。 主 此 近 直立 , 细 长 。 前 齿 码 强烈 向 内 弯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了 .kkockelianas 带 。 

贝 刺 属 Icriodus Branson et Mehl, 1938 

模式 种 Icriodus expansus Branson et Mehl, 1938 

特征 ” 齿 台 纺锤 形 或 滴 珠 形 。 具 有 3 个 纵向 瘤 齿 列 。 中 沧 列 较 长 ,无 前 齿 片 。 有 些 

种 具有 侧 齿 突 。 仑 台 高 , 侧 边 直 或 近 底 缘 向 外 膨大 。 反 唱 面 上 四 人 ， 膨 大 的 基 腔 占据 整个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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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面 。 
注释 ZLatericriodxr Miller, 1962, Praelatericriodus Bultynck i375, Caudicriod- 

us Bultynck, 1975 4% Icriodus WIAA. 对 Icriodus HEEB, 仍 有 不 同 见 解 ， 

Klapper 和 Philip (1971) 认为 Icriodus 器 官 属 是 IS3，I 骨 骼 成 分 是 贝 刺 形 分 子 〈ic- 

riodontan), S, 为 针 刺 形 分 子 (acodinan)， 因 缺少 MX 分子, 不同 于 Pelekysgnathus.Bu- 

Itynck (1972) 认为 Iceriodus HBARAL LMA F ,并 不 包括 针 刺 形 分 子 。 
时 代 分 布 “ 晚 志 留 世 晚 期 (Icriodzxs woschmidti 最 早出 现在 _ Pridolian HREM, 

比 Monograptus uniformis 低 一 点 ) 至 蜀 泥 贫 世 。 世 界 性 分 布 ， 但 多 见于 浅水 相 区 。 

交替 贝 刺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1934 

(AK 10,  5—6) aie * 
1934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pp. 225, 226, pl. 13, figs. 4—6. 

1959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Helms, p. 642, pl. 1, fig. 13 pl. 4, fig. 7. 

1966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Anderson, p. 405, pl. 52, figs. 11,12. 

1967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p. 379, 380, pl, 2, fig.6(non fig.4 =I. cornutus). 

1968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Mound, pp. 486, 487, pl.66, figs. 13, 15, 19, 24. 

1971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Szulczewski, p. 21, fig. 7, fig. 2. aa 

1975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2, PP. 695 70, Ter 

todus-plate. 3, figs. 5, 6. 

1976 Icriodus alternat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 105, 106, pl. 29, figs. 1—4, 

1979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Cygan, pp. 181—185, pl. 4, figs. 27/6, 7.) 6. aoe synony.-- 

my) 

特征 Be, FA UT a ET ET HARARE “ts aU 

HA. RAMKRBS RAK. : 

比较 两 侧 方 瘤 齿 列 近 于 平行 ,中 瘦 齿 列 不 发 育 ， 是 本 种 的 主要 特征 。 主 齿 前 的 中 瘤 
齿 列 与 Icriodus cornutus 相似 ， 但 后 者 主 齿 比 I. alternatus 明显 突出 。 IT expansus 

两 个 侧 瘤 齿 列 不 平行 \ 向 外 凸 , 中 瘤 齿 较 发 育 , 也 不 同 于 7，ojzermarwio kia 
注释 Druce (1976) 将 本 种 划分 出 '5 个 新 亚 种 :7.， alternatus alternatus, 1. alte- 

rnatus costatus, 1. alternatus curvirostratus, I. alternatus cymbiformis, 1, alternatus 

elegantulus 和 一 个 未 命名 的 新 亚 种 I. alternatus subsp. nov. ao 所 有 二 述 亚 种 ， 以 及 

他 鉴定 的 Icriodus arkonensis 的 三 个 未 命名 的 新 亚 种 ，Cygan (1979) 1% 3938 Bt BF 
的 同 义 名 。 本 种 见于 上 泥 盆 统 。'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带 (to Ir) 至 上 Palmat- 

olepis marginifera 市 (to Ill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三 里 组 P， triengularis 带 。 

贝克 曼 贝 刺 Icriodus beckmanni Ziegler, 1956 

(PARK 9> FA 11) 

1956 Icriodus latericrescens beckmanni, Ziegler, p. 102, pl..6, figs. 3—S(mon figs. 1, 2=Pedavsi cf. 

pesavis). 

1967 Icriodus latericrescens beckmanni Ziegler, Klapper et Ziegler, p. 77, pl. 8, fig. 5: 

1975 Icriodus beckmanni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2, pp. 81—83, Icriodus- 

plate 4, figs. 5—7. 

1978 Icriodus latericrescens beckmanni Ziegler, Wang et Wang, pp. 337, 338, pl. 41, f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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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29, 30. 

iE KHAARAEXK. AMT REO MAR. IMARABEAASH. BSH 

轴 成 90。 角 ; 其 上 雌 状 发育 。 内 侧 齿 突 位 置 较 之 外 侧 齿 突 向 前 些 ; 有 时 在 内 侧 齿 突 前 方 有 

一 个 不 明显 的 第 三 个 齿 突 , 齿 人 台 上 瘤 齿 排 成 横 峭 状 。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没有 第 三 齿 突 ， 内 齿 突 不 甚 发 育 , 外 齿 突 明显 。 本 种 见于 早 泥 盆 

世 下 埃 姆 斯 阶 上 部 至 上 埃 姆 斯 阶 下 部 ,在 我 国 , 曾 发 现 于 云南 广 南 达 莲 塘 组 。 

产地 层 位 yer es Alle HEIR ZA P. dehiscens 带 。 

短 贝 刺 io brevis Stauffer, 1940 

(Am 9, A 9) 

1940 Icriodus brevis Stauffer, p.424, pl. 60, figs. 36, 43, 44, 52. 

1940 Icriodus cymbiformis Branson et Mehl, Stauffer, p. 425, pl. 60, figs. 59,.64, 70,71(non figs. 40, 

«62, 63=1. expansus; non figs. 47, 48, 61=I. nodosus acut; non fig. 60=I. sp. indet.). 

1967 lerlodus cymbiformis Branson et Mehl, Wirth, p. 215, pl. 20, figs. 18, 19. 

1975 Icriodus brevis Stauffer, Klapper, in Catalégue of Conodonts vol. 2, p. 89, Icriodus-plate 3, fi- 

gs- 1—3. 

特征 ” 刺 体 直 , 齿 台 细 长 , 基 腔 深 , 中 齿 列 后 方 超出 侧 齿 列 有 3 一 5 Sa, (Lt 

细 齿 不 比 其 它 细 齿 高。 最 后 的 一 个 细 齿 可 能 较 大 ,此 台 两 侧 各 有 .2 一 4 个 分 离 的 小 细 具 。 
比较 1. brevis 后 方 细 齿 不 高 ,易于 与 二 obliquimarginatus 和 1. subterminus 区 

别 , 此 种 见于 中 泥 盆 世 晚期 P. vercxs 带 , 亦 可 延伸 到 晚 泥 盆 世 最 底部 。 
产地 层 位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P. triangularis 带 ; 划 宁 长 塘 ， 那 叫 组 P. c. Patulus 

带 (?)o 

角 突 贝 刺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1955 

(Alm 9, 图 1 一 3，8; Ahk 10, -图 7) 

1955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p. 130, pl. 4, figs. 19—21. 

non 1960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Freyer,p. 47, pl. 1, fig. 32; pl. 2, fig. 33(?=I. 5 ana 

1966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Glenister et Klapper, pp. 804, 805, pl. 95, figs. 2, 3. 

1967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Wolska, p. 380, pl. 2, fig. 5. 

1967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Olivieri,pp- 79, 80; pl. 14, figs. 4, 5. 

non 1968 T[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Mound, pp. 4875 488, pl. 66, figs. 32, 34, 35. 

non 1970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Seddon, pl. 12, figs, 5,6. 

1971 Icrtodus cornuius Sannemann, Szulczewski, pp. 21, 22, pl. 7, fig. 3. 

1975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2, pp. 101, 102, Tcrio- 

dus-plate 8, fig. 6. 

RE SARA. BAA. HHA RHMEARARAKS 主 齿 台 上 , 侧 齿 列 

Ai Spa aS. RAIA FA, 

- HR 1 corns HHWRHKARA,. OMBRSH AARUDRMEBLEA 

PRAYER TE Fl 7 a a Sh eH ARTA I. costatus 和 1. iowaensis, 

后 两 种 没有 细 齿 交替 现象 。 据 ;Ziegler (1962, p52) 确定 此 种 为 上 泥 盆 统 主 -了 .ztri- 
angularis #72 | P. marginifera #7, 

产地 层 位 “ 德 都 保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e H#; 武宣 三 里 可 火 村 ;,“ 三 里 组 ” 
P. rhomboidea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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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贝 刺 1eriodus difficil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Ry 

(Ak 9, 图 12) 

1964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Orr, p. 10, pl. 2, fig. 15 (mon figs. 13, 14=I. expan- 

Sts). nee 

1971 Icriodus nodosus (Huddle), Schumacher, p. 93, p, 19, figs. 19—26. es Oar eee 

1971 Icriodus expansus Branson et Mehl,Orr, pl. 3, figs. 14—17. ; 

1976 Icriodus difficil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pp. 117, 118, pl. 1, figs. 1—7, ‘17. 

iE RITE, 只 有 明显 的 指 击 前 方 的 瓜 突 和 相应 的 面 家 号。 
Ae Wile FU GAO, 有 .2 一 3 个 细 齿 ， 最 后 的 一 个 最 大 。 nde he hE 
密 、 圆 或 与 中 齿 列 细 齿 以 微弱 的 横 脊 相连。 

比较 “ 主 齿 直 立 或 后 倾 ， 中 齿 列 直 或 微 反 曲 。 爪 突 和 四 缘 明 显 。 侧 齿 列 与 中 齿 列 细 
BARBABE. Icriodus brevis 后 端 中 齿 列 较 长 , 侧 方 细 齿 较 少 并 与 中 下列 细 此 交替 出 

现 , 与 T.dzfjfzczi1z5 ales Icriodus expansus pensar Icriodus ae 

arkonensis HAA RAKBXK, SAM F I. difficilis, 见于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3”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_P. x. it 本 

BA ARIE Icriodus cf. expansus Branson et Mehl, 1938 2 

| (图 版 10， 图 8) 次 

1964 Icriodus nodusus (Huddle, 1934), Lindstrom, p.160, fig. 56g. ~ 

齿 ， Pate Sheen 齿 台 上 瘤 齿 较 小 ， (KE, 基 腑 不 对 称 ， 55 Lindstrém 的 标本 

一 致 。 但 1. nodusus 是 一 可 疑 的 种 名 , 正 模 标 本 已 丢失 。， 并 二 让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忆 ._ ztriczgxlart 带 。 

内 升 贝 刺 Icriodus introlevatus Bultynck, 1970 

(图 版 9， 图 10) mr 

1957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et Ziegler, p. 64,pl. 6, figs. 1,4. | 

1957 Icriodus nodosus (Huddle), Bischoff et Ziegler, p. 62, pl. 6, figs. 2,3(only). uy 

1970 Icriodus symmetricus introlevatus Bultynck, p. 113, pl. 4, figs: 7—11; pl. 5, figs: 1, hae eb Dart g 

1970 Icriodus nodosus curvirostratus Bultynck, p. 108, pl. 3, figs. 2, 8(only). ad 

1970 Icriodus expansus Branson et Mehl, Bultynck, p. 105, pl. 6, figs. 6, 9(only). 

1972 Icriodus introlevatus Bultynck, Bultynck, text-fig. 2, assemblage 3. E, assemblage 4. E and D; 

text-fig. 9, A, B; text-fig. 8, A, B, F. Tr i 
1975 Icriodus introlevatus Bultynck,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2, pp. eat “124, Icrio- 

dus-plate 7, figs. 6,7. 

GE “ 基 腔 的 膨大 部 分 几乎 是 对 称 的 。 宽 约 占 总 长 的 一 半 ， Se REI IN 

面 是 规则 拱 曲 的 ,内 侧面 有 一 向 上 弯曲 的 突起 。 
注释 7T. introlevatus (hI. corniger 演化 来 ;, 它 以 近 于 对 称 的 : 寅 的 、 有 巾 天 的 基 腔 区 

别 于 后 者 。 同 样 ，7. introlevatus 缺少 7. corniger 特有 的 后 侧 爪 突 。 当 前 标本 中 由 列 

细 见 间 有 肴 ,而 典型 的 分 子 ， 细 齿 完 全 分 离 。 此 种 时 代 层 位 为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 牙 形 刺 I 

corniger ty T. k. kockelianus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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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水岭 组 T. k. kocklianus iio 

斜 缘 贝 刺 Icriodus obliquima 7 Bischoff et eae, 1957 

(AK 9, 图 4，57 

1957 Icriodus obliquima 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pp. 62, 63. pl. 6, fig. 14. 

1966 Ic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Wittekindt, p. 630, pl. 1, fig. 13. 

1970 Ic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Bultynck, p. 109, pl. 8, figs. 1, 3, 5. 

1972 Ic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assemblage, Bultynck, text-fig. 13. 

1975 Ic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2, pp. 

135—137, Icriodus-plate 3, fig. 9. 

1976 Ic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p. 118, seit 1, figs. 

8, 9. ; 
1977 Ic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Weddige, pp. 294, 295, pl. 2, figs. 32—35, text- 

fi, 3) Figs: 13; 14. 

特征 ， 上 人 台 很 窄 ,中 齿 列 向 后 延伸 超过 侧 齿 列 的 部 分 较 长 ,这 一 长 的 后 端 上 有 3 个 以 

上 的 较 高 的 细 齿 ， RA ti Ea 9 So a 2 DS TB — 

Io HGR. SEIS FETTER 几乎 两 侧 对 称 。 

注释 当前 仅 两 个 不 完整 的 幼年 期 标本 。 此 人 台 极 案 ， 中 齿 列 与 侧 齿 列 细 雌 分 化 不 明 

显 。 长 的 后 端 部 分 断 掉 。 本 种 见于 中 泥 盆 统 P.x. ensensis 带 至 P. varcus if,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Pix. ensensis 带 。 、 

对 称 贝 刺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1934 

(图 版 10， 图 9 一 12) 

1934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p. 226, pl. 13, figs. 1—3. 

1968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Anderson, p. 407, pl. 52, fig. 7. 

1970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Seddon, p. 736, pl. 12, figs. 9 一 11， 

1971 T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Szulczewski, p. 23, pl. 7, fig. 5(only). 

1975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2, pp. 151—153, 

Icriodus-plate 3, figs. 7, 8. 

1976 Icriodus symmetric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 117, 118, pl. 35, figs. 5 一 8. 

1976 Icriodus symmetricus expansu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 148, pl. 36, figs. 4—7. 

1979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Cygan, pp. 189, 190, pl. 4, figs. 3, 4. 

1980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Perri et Spalletta, p. 298, pl. 3, figs. 45,5. 

SE 齿 人 台 长 。 除 前 后 两 端 外 ,两 侧 平行 , 齿 台 直 或 微 弯 。 侧 齿 列 细 此 分离 ,断面 圆 

形 ,中 齿 列 细 齿 侧 方 羽 ;有 时 前 后 方 相 连 ， 形 成 锋利 的 瘤 齿 养 。 中 齿 列 往往 比 侧 齿 列 高 ， 

向 后 延伸 ,有 两 个 以 上 的 细 齿 超出 侧 齿 列 。 侧 齿 列 与 中 齿 列 之 绍 齿 趋向 于 连 成 横 峭 ,其 位 

BARRERA. KAM. 反 口 缘 窗 ,两 侧 平 行 , 仅 后 方 脱 大 ， 多 数 一 侧 比 另 一 

DURE BE. Hc | 
比较 Icriodus symmetricus 的 齿 台 有 的 很 长 ， 它 以 中 雌 列 的 中 后 部 细 齿 愈合 成 扁 

BOA COMTI SORES Icriodus expansus WHAM SMES mo Icriodus alt- 

ernatus (ty th FS te $5 0 HAV Hae EL, BENALLA AE SARL I. symmetricus, 
WH EVRA FUSE P.. asymmetricus #% (to Ia) BE P. gigas # (to 18), 

Pw RBA, MA A. triangularis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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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刺 (未 定 种 A) Icriodus sp. A 

(图 版 10， 图 ;27 J. ok es 

GE “个 体 较 小 , 齿 台 两 侧 较 直 , 由 前 端 向 后 大 致 呈 三 角形 , 仅 后 方 较 浑圆 ; 主 齿 不 明 ， 
显 , 或 缺少 主 齿 , 两 个 侧 齿 列 由 圆 而 小 的 瘤 齿 构成 ;中 齿 列 瘤 齿 较 小 。 基 腔 较 对 称 , 后 方 膨 

大 ,但 几乎 与 齿 台 宽 一 致 。 雌 台 最 大 宽度 接近 齿 台 后 方 。 当 前 标本 缺少 明显 的 主 雌 ,不同 
于 Icriodus sp. E (Weddige，1977)， 但 齿 台 形态 相似 。 RRB AREN BE, ci 

BEDKAIAS Icriodus amabilis Bultynck et Hollard 1980.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已 . perbonus 带 。 

贝 刺 (未 定 种 B) Icriodus sp. B 

(图 版 10， 图 37) 

特征 “个 体 小 ,两 侧 此 列 之 瘤 此 横向 伸 长 ,与 较 小 的 中 瘤 齿 列 相连 ， 中 瘤 齿 列 可 达 后 
SMe ees. HRMS. ES I. subterminus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瘤 齿 不 横向 拉 长 。 瘤 齿 特 征 与 1. arkonensis 相似 ,但 齿 合 后 方 对 称 ， Bre a we 

陷 ;, 不 同 于 7. arkonensis, 

产地 层 位 象 州 马 对 山 ,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 
oS ey 

贝 刺 (未 定 种 C) sp. C 

bioynve obolxat MAREE 
特征 ” 沧 台 前 方 有 较 直 的 三 排 横 齿 列 。 两 侧 瘤 齿 列 仅 有 3 ME, PRA 

伸 ,无 主 齿 。 齿 台 后 方 不 对 称 , 一 短 的 内 侧 齿 突 指 向 前 方 , 后 方 有 一 外 侧 黄 罕 , 不 完整 。 可 
能 为 1. beckmanni 的 不 完整 个 体 b +s wal ove!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披 折 落 组 P. perbonus 带 。 

贝 刺 ( 未 定 种 D) Icriodus sp. D ; 

(图 版 9, 图 6, 7) 

1983 Icriodus n. sp. A, Wang et Ziegler, p. 87, Pl. 2, figs. 2,3. 

CE OH. STS. ROBE ONDA WI OMe eS BIE 
各 有 2 一 3 MIBRT RHA. WHERA 2 一 3 个 细 齿 ; 居 齿 谷中 部 。 

描述 “ 刺 体 直 或 微微 内 弯 ; 口 面 上 .中 齿 列 直 而 长 , 侧 方 扁 ” 侧 齿 列 仅 有 2 一 3 丰 缅 再， 
与 中 齿 列 细 齿 相连 后 状 。 中 齿 列 由 7 一 8 个 侧 方 扁 的 细 齿 构成 ,后方 有 3 SA, 前 - 
方 有 2 个 高 的 细 齿 , 细 齿 前 后 方向 愈合 。 Be TE AY A 
明显 。 Be 

We 此 未 定 种 在 反 口 面 与 口 面 特征 上 与 Tericaai brevis 极 相似 ， we 

各 有 2 二 3 不 侧 方 扁 而 高 的 细 齿 ,不 同 于 后 者 。1.，breoix 可 能 由 T. sp. D 随 前 端 细 瑞 降 
TALK. Icriodus sp. D 齿 台 很 罕 , 亦 不 同 于 1. subterminus Youngquist, Icriod- 

us sp. D (QU Polygnatius costatus partis 带 ， 是 中 泥 贫 世 开 始 的 重要 标志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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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中 泥 盆 世 晚期 的 brevis 不 同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最 上 部 Pec. porsius 带 。 

铀 刺 属 Ligonodin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模式 种 Ligonodina ‘pectinata Ulrich et Basen, 1926 

特征 “ 刺 体 由 一 较 长 的 后 齿 翅 和 一 较 短 的 前 侧 此 丰 构成。 两 齿 翅 均 有 细 齿 。 前 侧 齿 

友 常 常 指向 侧 方 并 有 时 向 后 弯曲 。 
时 代 分 布 “中 奥 陶 世 至 中 三 登 世 ,世界 性 分 布 。 

双 齿 铀 刺 Ligonodina bidentata Wang et Wang, 1978 | 

| (AK 11, 5) 

1978 Ligonodina bidentata Wang et Wang, p. 65, pl- 2, figs, 22, 28, 35. iz 

特征 前 侧 齿 存 短 ? 向 下 弯 ; 有 一 大 一 小 两 个 细 丙 ;后 此 码 细 齿 大 小 交替 。 AA eT 

Hi Ko 

7 比较 - Ligonodina bidentata 与 Ligonodina monodentata Bischoff et Ziegler 酷 

似 , 区 别 仅 在 于 Ligonodina bidentata aT AeA ON Ma, HRS Ra—*R 

HA Bt 此 种 仅见 于 晚 泥 盆 世 法 门 期 5 
yt 

产地 层 位 ”武宣 县 二 塘 ， 三 里 组 ”PP. marginifera 带 。 

细 负 刺 Ligonodina gracilis (Huddle, 1934) 
(Al 11, A859) 

1934 Hindeodelloides gracilis Huddle, p.236, pl. 12, fig. 12. 

‘non 1926 Priontodella 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p. 20, pl. ‘10, fig. 22. 

non 1968 Ltgonodina? gracilis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18, pl. 9, fig. 6: 

STE FMC .ATAAMAR RADRNAK. -后 齿 友 直 , 细 再 大 太 效 替 。 

描述 ”前 侧 齿 友 直 向 下 、 向 内 侧 斜 伸 或 略 向 后 弯 ， 其 十 有 .5 一 7 个 分 离 的 断面 圆 的 细 

齿 。 主 齿 长 ,断面 圆 ,后 倾 。 后 齿 友 直 , 或 略 拱 曲 ;, 齿 存 高 度 向 后 端 增高 上 细 齿 类 ; 较 密 集 ， 

KN AAA AAA, ROAR A #32 

注释 在 北美 ,此 种 见于 晚 泥 盆 世 , 当 前 标本 见于 中 泥 盆 世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c:coitetzs 带 。 

ihe Ligonodina Gddiasiead ibe Bischoff et Ziegler, 1956 

CRN, 6, 7) > 

1956 Ligonodina monodentata Bischoft et Ziegler, pp. 148,149, pl.14, fig.13. 

1957 Lsgonodina monodentata Bischoff et Ziegler, Bischoff, p.31, pl.5,fig.6. 

1959 Ligonodina monodentata Bischoff et Ziegler, Helms, pp. 642, 643, pl. 2, fig./1. 

1961 Ligonodina monodentata Bischoff et Ziegler, Freyer, pp. 50,51,pl.2, figs. 39,40. 

GE EHR. ERE. WAR AAS. ARE, Sake Sh At 

2 Awe me BRAKNREOAK. —RABEA MAA. RAR) 

比较 Ligozodiza monodentata +i} 2A, MLA—AK. iin Ligonodina biden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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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主 齿 与 前 侧 齿 存 间 还 有 一 小 细 齿 。 | it $s 

ie PDL Fe ve Zr tt » Bischoff (1957) ACL ALF GME ths Rae 

FRE Ra.“ = BH” P. marginifera He ) . 

#8 WR) Ligonodina panderi (Hinde, 1879) ， 一 

〈 图 版 ll, A2, 3) aie 

1879 Prioniodus pandert Hinde, p. 361, pl.16,fig.4. 

1955 Ligonodina falciformis Ulrich et Bassler, Sannemann, p- 130, pl.5, hy 9, 10;pl. 6 fig, 2, 

1957 Ligonodina falciformis Ulrich et Bassler, Bischoff et Ziegler, p.65,pl1.11,: figs. L. 26.0 

1968 Ligonodina panderi (Hinde), Huddle, p. 19, pl. 9, fig- 11;pl.10, figs. 1—8, 11。 

1970 Ligonodina panderi (Hinde), Seddon, p.752, pl. 15, figs: 8,10. ‘ 

1976 Ligonodina pandert (Hinde), Druce, p. 123, pl. 37, fig.4. 

特征 ” 主 齿 粗壮 ,后 倾 , 侧 方 扁 , 微 扭转 。 后 齿 丰 长 , 略 向 上 拱 曲 ， 具有 分 离 的 间距 宽 

的 细 齿 。 细 齿 呈 圆 针 状 , 后 倾 , 细 齿 向 后 方 有 增 大 的 趋势 。 侧 齿 码 短 小 ?向 下 斜 伟 ? 并 向 后 

弯 , 有 2 一 4 个 分 离 的 细 齿 。 基 腔 位 于 主 齿 下 方 。 沿 后 齿 码 反 口 面 有 罕 的 齿 模 。 
比较 主 齿 前 缘 与 侧 齿 帮 前 缘 明显 连续 ,以 此 区 别 于 Ligonodina magnide ae 后 者 

侧 齿 帮 位置 比 主 齿 朝 前 些 o- Huddle (1968) 报道 此 种 时 限 由 艾 非 尔 期 至 法 门 晚 划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中 泥 盆 统 至 上 泥 盆 统 了 .不 . australis 带 至 tria- 
ngularis 市 。 oh St = 

it GR Ligonodina pectinata Bassler, Ae 

CAR 11, 图 12) 

1925 Ligonodina pectinata Bassler, p. 218. 

1926 Ligonodina pectinata Bassler, Ulrich et Bassler, p. 13,pl.2, figs.9,10. 

1968 Ligonodina pectinata Bassler, Huddle, p.20,pl. 10, figs. 10,13, 17 (see synonymy). 

RE BARA. REALTY ERI RSH ANA 有 些 标本 ,项 

Amar So 主 齿 长 ;后 弯 ; 有 时 扭转 。 前 侧 齿 码 短 , 具 有 ,4 一 5 企 分 离 的 向 内 向 土 弯曲 的 
细 夷 。 BF HSE A ee RR EBS yo 

比较 ”当前 标本 后 齿 友 细 齿 折断 ， (LaF Bes LB OA 

{iE 5 IERMA— Ro 7 ; Re 
此 种 第 一 次 在 亚洲 发 现 ， 以 前 仅见 于 北美 的 模式 标本 产地 。 fey 
产地 层 位 et 分 水 岭 组 P. varcus 带 。 。 

饥 刺 (未 定 种 A) (hocks sp. A 

CA 11, 13) 

1975 Ligonodina sp.A, Telford, p. 27, pl.5,figs. 55 6. 

TE RIKKI AAR I. KAORI EO OF OS 
Ro AMAA, LA 1 一 3 PO CRRA, BERRI 
A — NR OR ORR MEA WL Hindeodella (OH, EWR. BF 
BSI Wh, Ee HER A ATU SP | A 3S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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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 , 无 二 级 细 齿 。 

当前 标本 与 Telford (1975) 描述 的 一 致 , 唯 澳大利亚 标本 后 齿 夺 已 断 掉 Hind eod- 

ella sp. A 与 Hindeodella priscilla FAW, (HR AWAEE. RA. MAA 

下 伸 。 

FMB BRAVO, OKIE TP. OR. Rocklionus HH, 

hel (KER B) Ligonodina sp. B 

(Ag 11, 图 11) 

IE AMAA, a SA | 
描述 粗壮 的 刺 体 , 前 侧 齿 邦 在 主 齿 下 方向 后 方 斜 伸 ， 与 后 齿 邦 近 45", AWK 

而 宽 , 细 齿 指向 内 侧 。 内 侧 视 , 前 向 齿 邦 后 缘 宽 ,四 不 分 离 的 间距 宽 的 细 此 化 近 齿 存 前 缘 ， 
细 齿 断面 圆 , 主 此 后 倾 ,几乎 与 邻近 的 后 齿 友 第 一 个 细 齿 等 大 。 后 替 和 上 有 三 个 分 离 的 断 

面 圆 , 后 倾 的 细 齿 。 后 齿 友 末端 已 断 掉 。 前 侧 夫 码 反 口 面 (朝向 外 侧 ) 成 钝 脊 状 ;无 齿 槽 。 

aA A BEATA. ZC AA Se ESO | 

比较 Ligonodina sp.B 以 长 大 的 前 侧 齿 友 ， 相 对 小 的 主 齿 而 不 同 于 Ligonodina 

panderi,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T. ky australis 带 。 

矛 刺 属 Lonchodin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 

模式 种 Lonchodina typica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特征 ” 刺 体 对 称 或 不 对 称 , 两 个 近 等 长 的 齿 友 强烈 地 向 内 弯曲 ;使 刺 体 中 部 商 外 凸 ， 
并 向上 拱 曲 。 主 齿 位 于 刺 体 中 部 ,有 时 不 明显 , 常 向 外 侧 弯曲 ， 细 齿 分 离 ， 多 为 不 对 称 排 
列 , 此 属 为 形态 属 。 

时 代 分 布 ” 奥 陶 纪 至 三 耸 纪 ,世界 性 分 布 。 

#t dh # Rl] Lonchodina arcuata Ulrich et Bassler，1926 

CA 13, All, 14) * 

1926 Lonchodina arcuata Ulrich et Bassler, p. 32, pl. 5, fig.15. 

1926 Lonchodina subangulata Ulrich et Bassler, pp. 32, 33,pl.5, fig.3. 

1926 Lonchodina discreta Ulrich et Bassler, p.36, pl. 10, figs. 1,2. 

1956 Lonchodina ctirvata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et Ziegler, p. 150, pl.14,fig.21. 

1957 Lonchodina discreta Ulrich et Bassler, Bischoff et Ziegler,pp. 67, 68,pl.10, figs. 9,11,12,13. 

1962 Lonchodina arcuata Ulrich et Bassler, Ethington et Furnish, pp. 1272, 1273,pl. 173, fig.9. 

1968 Lonchodina arcuata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p- 21,22,pl.11, figs.5—13. 

1976 Lonchodina arcuata Ulrich et Bassler, Druce, p. 125,pl. 44, figs. 2a—4b;p1.93, fig. 8a—ce. 

1978 Lonchodina curvata (Branson et Mehl), Wang et Wang, p. 66,p1.2, figs. 36,37,40. 

特征 ” 主 齿 长 大 ,外 弯 , 前 齿 友 向 下 ,在 主 齿 前 方向 内 扭转 ,前 齿 码 细 齿 向 后 弯 * 分 离 ， 

向 远 端 增 大 。 后 此 邦 细 齿 直 立 或 后 弯 ， 分 离 。 前 齿 邦 比 后 潍 友 略 长 。 由 前 雌 帮 向 内 偏 

转 , 在 主 齿 基部 外 侧 , 基 腔 凸 出 , 略 外 张 。 

注释 此 种 在 齿 邦 侧 方 弯曲 ` 扭 转 、 拱 曲 程度 以 及 细 齿 数目 上 ， 变 化 很 大 。 以 往 被 不 

IE AVA A ATA Ah Pe BE HH ,扭转 ; 后 齿 码 较 短 是 此 种 的 重要 特征 。 此 种 见 手 申 泥 盆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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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Amt ABU Fieve ato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部 安 四 红 山 , 糖 江 组 A. triangularis HEAR RAR A. tr- 
tangularis 带 5 

分 离 矛 刺 .Lorchodina discreta Ulrich et Bassler;1926 ， 

ied ll, A » 
df 

1926 Lonchodina discreta Ulrich et Balers Pp: .36 “ale 10, fae 1 2. 

1934 Subbryantodus humilis Branson et Mehl, p. 328, pl.25, fig.4. 

1938 Lonchodina disjuncta Stauffer, pl. 5,fig.7. 

1957 Lonchodina discreta Ulrich et Bissler, Bischoff et Ziegler, pp. 67, 68,pl.10,figs. 9, 11—13. 

特征 UG, Kee RMSE Mee MORE, PE 
aD A, A 3A RET ER Rn. AeA Saree 
MMB KK, eth, MIO aE i aS AE, ERB UP 
ROM. ER PURER, Aa a 
比较 . HEAR RE A RO SEIES, SSA NK IE ARIE 本 种 见于 

中 泥 盆 世 至 晚 记 盆 世 。 
产地 层 位 BANK MA P. rriangularis 带 。 sn aa ee 

FRI (AE A) Leonchodina sp. A. 

a 13, A oo 

HE. EWKAX.E, 后 倾 ,上 向 上 方 逐渐 变 尖 。 HM A err 

eH 5. 前 后 齿 丰 向 下 伸 * 具 有 ,3 个 分 离 的 长 的 细 齿 oj 后 齿 夺 向 内 论 ， 并 向 外 扭转 :， DAA 

3 个 分 离 的 细 齿 。 基 腔 位 于 主 齿 下 , 较 小 , 略 朝向 内 侧 ， 人 
尖 的 齿 槽 。 | 

MARA Lonchodina be Sentiie fan 唯 基 腔 较 小 ， Wu aap ms 前 

AGA 25 a RE Ope ON 351 7 : mod URE ae 

产地 层 位 ” 象 州 大 乐 ; 四 排 组 石 朋 段 ， 

Fl (EH B) Lonchodina ap..B，: 
《图 版 3， 图 15) 

特征 ，, 刺 体 粗壮 e .前 齿 码 强烈 下 伸 , 内 转 , 较 直 。 与 后 齿 友 成,%。 角 。 其 上 有 5 个 加 
AERA HA BIS ENA RU. ER Re = Aes UT 
Mo ARBAQRRMAERM RL LA AUN, ZEAL 3 个 
分 离 的 水 细 齿 。 SM th AAS A BAS o RARE KOSH, ate M 
EH FAA IL 

当前 标本 在 前 齿 友 形态 上 ， 似 Ligonodina, (ALE IG, (34 A Lonchodi- 
na, | 

产地 层 位 ， 靖 西 三 联 , 上 泥 盆 统 P. marginifera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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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er Neopanderodus Ziegler et Lindstrém, 1971 

Mi Neopanderodus perlineatus Ziegler et Lindstrom, 1971 

ee MSE RI, 顶部 尖 ; 规 则 弯曲 , 基 腔 向 顶 尖 延 伸 超过 刺 体 长 的 一 半 , 断面 圆 ， 

TELAT HLS A TS RS ,基部 存在 皱纹 市。 - 

”长 较 Neopanderodus 县 有 粗 的 纵向 齿 线 而 不 同 于 Panderodus, 

时 代 分 布 ，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至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世界 性 分 布 。 

过 渡 新 潘 德尔 刺 Neopanderodus transitans Ziegler et 

Lindstrom，1971 

(图 版 16， 103 Aim 185 Als 2) 

1971 Neopanderodus transitans Ziegler et Lindstrom, p. 633, pl.2, figs. 1—4,6,7. 

1973 Parallelocosta carinata Khodalevich et Tschernich, pl. I, figs. 5,6. 

1975 Neopanderodus transttans Ziegler et Lindstrom,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rae or Ve 2, p- 233, 

Neopanderodus-plate 1, figs.5—7- 

特征 “具有 下 列 特 征 的 Neopanderodus 属 的 一 个 种 :_ 基部 皱纹 带宽 约 80 um, IE 

面 纵 沟 在 中 线 后 方 ,两 侧 有 均一 的 齿 线 (Ziegler and Lindstrém, 1971) 

比较 ”当前 标本 底部 络 纹 带 不 清楚 ， 正 面 之 中 线 后 方 有 纵 沟 ， 正 面 粗 齿 线 向 前 方 收 

敛 , 反 面 齿 线 也 有 向 前 方 收敛 的 趋势 。 横断 面前 方 浑圆 ,前 方 无 装饰 。 后 方 较 凸 出 、 浑 圆 
或 有 不 发 育 的 后 缘 背 。 存在 有 Panderodus praetransitans-Neopanderodus transitans 

WER MARRS WEAF WAAR AWE Ee BA. EF 
横断 面 呈 圆 形 ， 与 Neopanderodus perlineatus 相似 。 原 作者 指出 ,此 种 见于 晚 埃 姆 斯 期 

至 中 泥 爹 世 晚 期 。 上 广西 的 标本 。 见 于 早 埃 姆 斯 期 。 

二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达 莲塘 组 P.perbonus tivo: 

新 锯齿 刺 属 Neoprioniodus Rhodes et Miiller, 1956 

模式 种 Prioniodus conjuctus Gunnell, 1931 

特征 ”后 齿 友 前 端 有 大 的 主 齿 , 主 齿 向 下 延伸 成 反 主 齿 ， pews Oars 

基 腔 位 于 主 雌 下方, 与 后 齿 码 反 口 面 齿 槽 相连 5 

时 代 分 布 ” 奥 陶 纪 至 三 伙 纪 (?)， 世 界 各 地 。 

贾 新 锯齿 刺 Neoprioniodus alatus (Hinde, 1879) 

〈 图 版 14， 图 7 ) 

1879 Prioniodus? alatus Hinde, p.361,pl. 16, fig.5. 

1934 Prioniodus alatus Hinde, Branson et Mehl, p. 134, pl. L1,fig. 13: 

1934 Prioniodus confluens Branson et Mehl, p. 206, pl.15,figs. 6,7. 

1948 Euprioniodina magnidens Youngquist, Hibbard et Reimann, p.52,pl.14, fig.13. 

1955 Prioniodina alata (Hinde), Sannemann, p-.151,pl.3, figs.5,6. 

1956 Prioniodina alata (Hinde), Bischoff, p. 134,pl. 10, figs. 26—28. 

1957 Prioniodina alata (Hinde), Bischoff et Ziegler, p. 104,pl.9, fig.7:pl.21,figs.20,22,24. 

1961 Prioniodina alata (Hinde), Freyer,pp.775 78,fig.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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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Neoprioniodus alatus (Hinde), Huddle, p.25,p1.6, figs. 1, 2. 

SE LHREK WR. ARAMA REGRE. PHS. ARA We 

AS RB BIC” o aa i 

be 9 Neoprioniodus alatus 以 宽大 的 主 齿 、 短 的 后 齿 丰 和 愈合 的 细 齿 ART N. 

armatxr， 后 者 主 齿 较 窄 ,后 齿 友 较 长 ,其 上 细 齿 分 离 。 但 两 种 之 间 。 确 有 过 渡 类 型 存在 。 
Druce (1976) 将 两 种 合并 , 称 Neoprioniodus armatus—alatus group, A MPR 

分 离 的 种 看 待 。 种 间 过 渡 类 型 的 存在 是 常见 的 ,还 环 能 依 此 作为 合并 种 的 理由 xs 筋 此 种 时 

RK ,中 泥 盆 世 至 早 石 几 世 。 

FMB AAD, LIAS Pegigas 带 5 

盔甲 新 锯齿 刺 Neo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1879) 

(Alm 13, A5—7, 10) 
6 

1879 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pp- 360,361,pl.15, figs. 20,21. 

1933 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Branson et Mehl, pp. 135, 136,pl.11, figs. 14,20. 

1934 Prioniodus obtusus Branson et Mehl, p. 205, pl. 15,f1g.4,5. 

1934 Prioniodus semiseparatus Branson et Mehl, p.206, pl.15, figs.9,10. 

1955 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Sannemann, p. 151, pl.3, figs.2,3. 

1964 Neo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Orr, p. 12,pl.2,fig.5. 

1968 Neo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Huddle, p.25,26,pl. 6, fig-ll; pl. 7, figs.1,4. 

1975 Neoprioniodus armatus-alatus group, Druce, pp. 127,128, pl.39, figs. 3,4;pl. 40, figs. 1,5Conly). 

SE RAWMREHSREGL RAMA AHS, EH, 具有 很 多 分 离 的 贺 的 
细 元 。 基 腔 小 。 主 齿 基 部 内 侧 常 有 肿 容 》 售 而 反 主 贞 上 有 小 的 细 齿 。， 

比较 ”此 种 与 N: lotus 的 区 别 在 于 有 相对 狭 的 主 齿 , RUE, 斯 面 
圆 。 此 种 后 齿 丰 与 主 齿 间 夹 角 变 化 较 大 ， 费 型 的 Varfmazxi 后 元 友 几 乎 垂直 于 主 此 下 
轴 方 向 与 反 主 齿 底 缘 呈 钝 角 , 但 亦 有 不 少 标本 ,后 齿 码 下 伸 与 反 主 齿 的 底 缘 呈 锐角 引 此 种 
与 Synprioniodina deflecta ROX BET ERR EX. nese ee ee 
5} 45S AF RKEWPEAHER GREW 

FREI RBA, D7KIbA P. serotinus HH) T. 大 australis bf 那 坡 

三 叉 河 分 水 岭 组 ;从 宁 长 塘 , 那 叫 组 。 

凹 穴 新 锯齿 刺 Neoprioniodus excavatus et Mehl, err: 

〈 图 版 147 图 14) 

1933 Prioniodus excavatus Branson et Meh1，p。45,p1.3，figs.7,8. 

1964 Neoprioniodus excavatus (Branson et Mehl), Walliser, p.49, pl.8, fig. 4; pl. 29, fig.26, text-fig, 
Sc. 

1970 Neoprioniodus excavatus (Branson et Mehl), Seddon, pl. 2, figs. I, 12. 

特征 ”长 的 后 齿 友 上 有 密集 的 细 齿 A SHEERRMARS. 主 齿 下 方 反 口 面 

RAZA HM RAR ARR A, ERI BRA 1 一 3 个 很 小 的 细 夷 

比较 ”当前 标本 ,后 齿 友 上 有 分 离 的 断面 圆 的 细 齿 ,与 Neoprioniodus latidentatus 

一 致 。 但 主 齿 下 方 ( 反 主 齿 ) 底 缘 呈 半圆 驳 状 , 主 齿 前 方 有 一 小 齿 ,与 Neoprioniodus exe- 
avatus 的 特征 一 致 。 反 主 齿 底 缘 形 态 , 是 区 别 N. latidentatus, N. excavatus 和 N.bi- 

curvatus 的 重要 特征 。 此 种 见于 志 留 纪 (〈 玉 .petwla 带 ) 至 早 泥 盆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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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ry seros(is hit 

“后 转 新 锯齿 刺 Neoprioniodus postinversus Helms, 1959 

(Ak 13, Al, 2) 

1959 Neoprioniodus postinversus Helms, p.644, pl, 2, fig-6, text-fig.1. 

1978 Neoprioniodus postinversus Helms, Wang et Wang, p.67, pl.3, fig.45. 

STE ” 齿 邦 向 内 弯 :, 长 大 的 主 齿 和 后 齿 友 上 的 分 离 的 细 齿 向 外 弯 , 基 腔 窗 小， 朝向 外 

侧 , 反 主 贞 发 育 。 

注释 这 里 的 内 外 定向 与 原文 相反 。 齿 邦 向 内 弯 ， sak hs, 不 同 于 Neoprionio- 
dus huishuiensis Wang et Wang, 1978, N. postinversus 仅见 于 联邦 德国 上 泥 盆 

Zio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宣 二 塘 ， SBA” P. marginifera 带 ; 贵 州长 顺 , 代 化 组 。 

史密斯 新 锯齿 刺 Neoprioniodus smithi (Stauffer, 1938) 

(图 版 13， 图 3，47) 

1938 Prioniodus smithi Stauffer,p. 441, pl. 50, fig.26. 

1955 Prioniodina smithi (Stauffer), Sannemann, p. 152,p1.3,figs. 15,17. 

1959 Priontodina smithi (Stauffer), Helms, p.68, pl.l, figs. 26,27. 

1961 Prioniodina smithi (Stauffer), Freyer, pp. 79, 80, pl.5, figs. 118—120. 

1966 Prioniodina? smithi (Stauff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33, pl.96, figs.7—9. 

1978 Neoprioniodus smithi (Stauffer), Wang et Wang,p. 68,pl.l,figs. 26,27. 

特征 BAMaREH RAA)RSHAK, AS ANAAZAA 1 一 4 个 小 的 细 

Bio REWAK. BAK, 其 前 缘 有 很 细 的 愈合 的 细 齿 。 =k a 使 其 在 与 后 

齿 破 垂直 的 平面 内 。 
”注释 Glenister 和 Klapper (1966) 认为 把 此 种 归 人 + Prioniodinag 是 可 疑 的 ,因为 

Prionioding 有 发 育 的 具 细 齿 的 前 后 齿 码 。 Neoprioniodus 的 反 主 齿 较 宽 ， 主 齿 王 方 基 

腔 大 , 主 齿 与 反 主 齿 在 同一 平面 内 。 将 此 种 归 人 :Neobprioniodxr 同样 是 有 问题 的 。 

此 种 层 位 为 上 泥 盆 统 , 牙 形 刺 P. triaengularis HE B. costatus 带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PP. rhomboidea 带 至 P. marginifera to 

SR (HEM A) Neoprioniodus sp. A 

(PARR 145 图 5，6， 8) 

Si BARR. ADSL ACH AeA 

描述 ， 三 个 标本 。 后 齿 丰 长 APR WU RRA ER, REA ,无 齿 槽 。 齿 

码 上 有 5 一 8 个 分 离 的 细 齿 , 细 齿 侧 方 扁 , 三 角形 ,由 主 齿 向 远 端 细 齿 增 大 ， 最 远 端 的 细 齿 

比 主 齿 略 大 些 。 主 齿 不 十 分 大 ;外 弯 。 前 侧 齿 邦 较 短 , 侧 方 扁 ; 有 3 一 5 个 较 细 的 细 齿 。 底 

StF, ES Be) yf FE EH Pb aK Cae Se Fo STE re 而 细 齿 侧 

面 极光 滑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P. asymmetricus 带 ; 象 州 中 平 马 鞍山 ， S. hermanni 

—P. crista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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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锯齿 刺 (未 定 种 B) Neoprioniodus sp. B 
(FARK 145. A 16)-- 005+ \ Ree A 

特征 “” 仅 一 破碎 标本 , 反 主 齿 长 大 ,垂直 下 伸 ; 其 口 缘 锐 利 无 细 齿 。 反 主 齿 由 口 缘 向 

反 口 缘 方 向 加 厚 , 反 口 缘 宽 ;, 有 发 育 的 浅 的 齿 槽 。 主 齿 折 断 ， 后 齿 邦 仅 保留 部 分 5 具有 细 

齿 ， 其 反 口 缘 亦 有 齿 档 。 当 前 标本 以 具 长 大 的 反 主 贞 为 特征 ,但 标本 不 完 ct, ia 
名 。 

产地 层 位 ET KEE, 那 叫 组 白云 岩 P.c.costatus We ee 可 能 相当 于 Porensensis 

Bo ’ : ith st Acta, vat 

Kase Poiias SSE te ea Mound, 1968 

模式 种 人 0 二 ut “radials ‘Mound; 1968 # 

特征 ”不 对 称 的 拱 曲 的 掌 状 刺 体 由 明显 的 主 齿 和 两 个 办 片 构成 > 两 齿 肯 长 度 相 近 , 或 

前 齿 片 比 后 齿 片 略 长 。 两 齿 片 下 伸 , 其 底 缘 夹 角 为 锐角 或 直角 。 主 齿 在 齿 拱 上 方 , 断 面 双 

凸 形 ,无 后 齿 片 。 基 腔 无 或 很 小 , 齿 片 底 缘 锐 利 或 有 罕 的 齿 模 。 

注释 “标本 定向 与 Mound (1968, p.494) 不 同 主 齿 倾斜 方向 为 后 sti Fes 相对 的 一 
TARE Fro HH IA MAS HH Neorhipidognathus $ Elsonella Youngquist, {HATE 

两 侧 对 称 的 ,也 无 后 齿 突 ， 并 有 了 明显 的 主 齿 。 Neorhipidognathus, 同样 与 Apetagnetivs 

相似 ， ev at 

15 eB ta 

时 代 分 布 ， 刚 记 全 性 , 北 美玉 ia mia 轨 

新 启 村 刺 (HEH A) Neorhipidognathus sp. 
(图 版 14， 图 和 Lk vonage 

特征 - eae ate FLEA te rR, BR re Fa ake 90° Fe 

BR ARAM ERR, 侧 方 很 扁 ， 齿 片上 细 齿 刀 乎 全 部 愈合 *REDSS biz 

N. sp. A 以 发 育 的 齿 槽 ;, 齿 片 间 夹 角 大 3; 细 齿 愈合 ,不 同 于 | N. sp. Bo 直下、 二 

Pro ir > | RAB EC PS ATL, AKU Pic. ‘costatus 带 。 ii- BAe 

tke WR ( KER B) Neorhipidognathus sp. B 

CA 14, A2, 3) 

特征 ”两 齿 片 不 对 称 BAS JAR BR, Bao A 扫 本 

描述 :三 个 标本 。: 两 齿 片 较 直 , 平 伸 ， 其 底 缘 夹 角 小 于 #40?"， HHA SRR SRR 

略 长 ;并 比 后 齿 片 粗壮 ;高 ,其 上 细 贞 密集 A UT a I ERE I, er a 

面 双 凸 型 前 齿 片 向 远 端 变 低 矮 ,常常 向 内 侧 弯 。 :两 齿 片 内 侧 , 均 具 有 明显 的 与 底 缘 平行 

的 肿 突 。 主 齿 平 方 基 腔 外 ?内侧 有 一 小 齿 唇 ,外侧 平 s。 两 齿 片 底 缘 齿 槽 极 罕 ; We 

比较 .此 种 以 反 口 面具 有 小 的 基 腔 和 齿 槽 庆 双 前 vO RE Ni radial- 

is Mound, 1968, fee EAUHEW, A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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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 德 保 都 安 站 红 山 ， 分 水 岭 组 至 榴 江 组 ， Pie: costatus 带 至 Ay iegw1a 

ris Ho 

eon Gee c) Neothi pidognathus sp.C 

《图 版 ， Lf 图 1) 

AEs Aue TNO RR SE UEK | a | 

we —f+inwA. HHH, RERSA ULE, MA Ca ai FL ue Fe 
高 ;两 者 北平 大 小 一 致 , 齿 片 内 外 两 侧 sith ee 向 内 弯 ， paebihiies 

BS SLA OU ate, Yh MF 

EER) N sp. C. Dae Festa ke FE Bk ALEK N. sp. Bo: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 忆 . mierenigrt He 

mt 

FR Nothognat hella Brewin et . Mehl, 1934 

模式 种 “Nothognathella’ ty picalis Branson et Mehl, 1934” 

SE WKH SHAKER BS, OR MT RAR. 底 缘 两 侧 有 
ARR BT» ARR, RAK RAMA KS MBN, pee ay 

eR yu eR BBL Nothognathelle RUE, 同时 前 后 “ith 

HHA Nothognathella 那样 明显 。 SN 
时 代 分 布 晚 泥 盆 世 ， 亚洲 ̀\ 北 美 .欧洲 。 

3 us 

masta Nothagnathalle, a catia: rc et Mehl, 1934 

BANTAM atkorioyt M5 CAM 12> AG) gicoy, wtistis | 

1934 Nothognathella abbrevtata Branson et Mehl, p.229, pl.13, fig. 15. Be Fs : 

1961 Nothognathella aff. N. abbreviata Branson et Mehl, Lys, et al., p.546, ah 2, “fig. 5. 

1968 Nothognathella abbreviata Branson et Mehl, Mound, p.495,pl. 67, figs. 18, 19, 

1976 Nothognathella abbreviata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 130—131; .p1.40, figs.3 a,b. 

特征 . 刺 体 拱 曲 ， 前 齿 片 高 ,其 细 齿 侧 方 愈合 ,顶尖 分 离 ， 由 远 端 向 中 部 增 高 ， 缺少 主 

thio Fete He TR Rta RT tH Hs ao Be OA BOARS 2 Pt SPECS, Tena eR we 
7S VG EAR SREB 

tes =Nothognathella abbreviata 与 N. typicalis ets Sie 2D BASE ES M te 

台 发 育 程度 不 同 。 N typicalis ‘eR, 其 上 有 瘤 齿 。 ， 办 ,好 reziata ,项 台 极 罕 ，N 
condita 有 大 的 主 齿 。 Duce 将 有 大 的 主 齿 的 类 型 ， ,同样 也 归 大 N. ty picalis MA AR tS 

当 。 据 Anderson (1966)，， Mound (1968), Lys *§ (1961) 报道 ， CRIS Hoi Ye att 

Ancyrognathus sriangularis “ie as Pal matole pis triangularis 带 。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ANTAL A. Arlanguldris 带 。 

cece No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elite 
AR EE: CSL tae BBB ISS IS) wsouiok 6! 

1934 NothognathellaC?)" ‘awndt Wie? Brandon et Meht, (pa igh pk}, Figs. #20 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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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1955 No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Sannemann, p.132, pl.6, figs. 16,17. 

1959 No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Helms, p.663, pl.4. figs.5—6. 

1967 Ne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383, pl.3, fig.9. 

1975 No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 131—132, pl.40, figs.7—10. 

1980 No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Perri et Spalletta, p.296, pl.4, fig.4. 

STE ” 刺 体 较 高 ,前 齿 片 约 为 后 齿 片 长 的 两 倍 , 无 明显 主 齿 , 后 齿 片 未 端 明 显 向 内 弯 ， 

几乎 与 主 齿 片 垂直 。 池 片 内 侧 中 部 有 微弱 的 凸 棱 , 但 没有 发 育成 齿 人 台 。 外 侧 较 光滑 ， 底 缘 

锐利 。 本 

比较 “典型 的 N._ abnormis 齿 片 内 侧 中 都 有 发 育 的 本 各 有 的 发 育成 微弱 的 齿 台 ， 

当前 标本 凸 和 棱 很 微弱 ,但 后 齿 片 内 弯 , 无 主 齿 , 与 W.， abnormis 一 致 。 此 种 是 Nothogna- 

thella 属 中 最 像 Ozarkodina 的 分 子 。 据 Druce 记载 ， 此 种 时 限 为 晚 泥 盆 世 ( aos -to 

IIIf).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已. triangularis tT 0 

美 伪 颗 刺 Nothognathella condita Branson et Mehl, 1934 : 

(AM 12, 3) 
1934 Nothognathella condita Branson et Mehl,p.230, pl.13, figs.25,26. 

1955 Nothognathella condita Branson et Mehl, Sannemann, p.132, pl.3, fig.7. 

1959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Helms, p.645, pl.1, figs. 8—9(only); pl.4, figs. 26— 

27(only). Hk 
1960 Nothognathella condita Branson et Mehl,Freyer, p.56, pl.2, figs. 5558. 

1967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p.384—385, pl.1, figs. 8, bsg as: pl.3, fig. 

10. 

特征 ” 齿 台 拱 曲 , 前 齿 片 较 高 ,细密 密集 。 WK, Uap Fite aE, 

齿 片 两 侧 有 齿 台 ;内 齿 台 较 大 ,其 上 可 有 瘤 , 齿 外 齿 台 极 不 发 育 。 

比较 Nothognathella condita 有 发 育 的 主 齿 而 不 同 于 NM. typicalrz， 当 前 的 标本 前 

齿 片 细 齿 较 之 正 模 标 本 密集 , 细 齿 数目 较 多 RO Freyer (1960) 指出 此 种 时 代为 晚 

Yew tk (to I—toVI), 5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P. gigas 带 。 

KE MR] Nothognathella iowaensis Youngquist, 1945 

(图 版 12， 图 11) 

1945 Nothognathella iowaensis Youngquist, p.363, pl.55, fig.7. 

1956 Nothognathella towacnsis Youngquist, Bischoff et Ziegler, p.151, pl.14, fig.17. 

1966 Nothognathella iowaensis Youngquist, Anderson, p.407,p1.60, fig.3. 

1971 Nothognathella iowaensis Youngquist, Szulzewski, p.23, pl.8, fig.10. 

1976 Nothognathella iowaensis Youngquist, Druce, pp.134,135, pl.42, figs. la—2b. 

SE ” 齿 台 限于 刺 体 后 方 内 侧 。 齿 装 由 局 的 愈合 的 细 齿 构成 前半 部 齿 峭 较 高 ,并 先 

向 外 后 向 内 弯曲 ,后 半 部 齿 糊 较 低 ， 先 向 内 后 向 外 弯曲 ,使 整个 齿 冰 近 SER HAE 

内 侧 , 可 有 黎 散 的 小 瘤 齿 。 齿 脊 外 侧 平 或 有 隐约 可 见 的 外 齿 台 。 反 口 面 有 龙 脊 。 基 腔 在 齿 

片 折 曲 点 下 方 。 

比较 ”Nozriognatpel1la iowaensis 与 N. klapperi 很 接近 ， 区 别 是 后 者 齿 片 有 两 个 

高 峰 , 一 个 在 后 端 ,一 个 在 基 腔 上 方 。 此 种 时 限 为 晚 泥 盆 世 (told-t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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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a Ho be Seal 

FEELIAT A Nothognathella klapperi Uyeno, 1967 

(Ag 12, 12-14) 

1967 Nothognathella klapperi Uyeno, p.57, pl.l, figs. 7,8; pl.2, fig.1. 

1976 Nothognathella klapperi Uyéno, Druce, p.135, pl.42, figs. 4a—b. 

iE BHAA ASIAN Nothognathella, —ERCOAK), 位 于 由 前 端 向 后 

齿 片 长 2/3 处 , 较 高 大 。 另 一 组 较 高 的 细 齿 位 于 齿 片 近 前 端 处 。 -此 片 后 端 直 或 强烈 向 内 

扭转 。 齿 台 限 于 齿 台 内 侧 后 方 。 

注释 Uyeno (1967) 指出 ， 此 种 齿 片 后 方 强烈 扭转 ， LA Bt Aa 与 齿 台 可 能 在 同一 

平面 之 内 。 当前 的 标本 ,包括 两 种 类 型 ,一 是 主 齿 粗 大 , 齿 片 后 方 直 ;, 不 扭转 ; 另 一 种 主 齿 

AGA HAH MSHA RIN Elictognathus 同形 。 在 加 拿 大 利 北美 ,此 种 
LF REA tS HA P. asymmetricus 带 中 部 至 A. triangularis Ho 当前 标本 见于 A. 

triangularis #75 , 

FMB GRR A A. triangularis 带 ; 那 坡 三 UH, LEVER BE o 

后 膨大 伪 颗 刺 Nothognathella postsublaevis Helms et 

Wolska, 1967 

CA 125 1, 2) 

1960 Nothognathella sublaevis Sannemann, Zimmermann, pl.7, fig.8. 

1967 Nothognathella postsublaevis Helms et Wolska, pp. 228,229, text-fig. la—b. 

特征 ” 刺 体 由 前 齿 片 和 后 齿 片 构成 , 反 曲 状 。 前 齿 片 拱 曲 , 具 细 现 。 细 雌 后 倾 ， 向 前 
后 方 减 水 ;由 前 齿 片 凸 起 的 一 侧 发 育 出 齿 台 。 齿 台 向 后 沿 后 齿 片 更 发 育 。 后 齿 片 外 侧 齿 

台 穿 ,在 肉 侧 变 宽 形成 向 后 斜 伸 的 膨大 的 齿 叶 ， 齿 叶 上 有 5 一 7 个 指向 后 方 的 波状 起 伏 的 

we BaP A) RIA. ROA SOKA MEA, KARE. MRT 

标本 仅 保留 后 齿 片 和 齿 人 台 , 有 清楚 的 波状 起 伏 的 外 齿 叶 和 向 内 侧 弯曲 的 后 齿 片 。 此 种 见 
于 晚 泥 盆 世 晚期 。 | P. marginifera 下 带 上 部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 忆 . marginifera 带 。 

典型 伪 颗 刺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1934 

(AM 12, 10) 

1934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pp.227,228, pl.13, figs.7,8. 

1955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Sannemann, p.132, pl.3,fig.11. 

1959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Helms, p.645, pl.1, fig. 10(non figs.8,9 = N. condita); 

pl.4, fig.28(non figs.26,27 = N. condita). ) 

1961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Helms, pl.3, fig.9. 

non 1967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p.384,385, pl.3, fig.10(=N. condita). 

1971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Szulczewski, p.26, pl.8, figs.7,9. 

1976 Nothognathella typicali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p.138,139, pl.43, figs. la—4b. 

$57 RGR RI le AERA, kT RIA 

AWE MAW AMES ein Ss Ja A ER A HRA A R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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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T ZENA. Ha ERICH RR, a ew GL RE A TO 

HEHE Nothognathella condita 有 非常 突出 的 主 齿 ,不 同 于 _N. typicolis, BME 
不 发 育 ，N. abbreviata hG (RAE 也 不 同 于 N. typicalis. Cae PEST BR We et 

牙 形 刺 P. gigas 带 至 P. styriaca 带 。 R 

FMB RBH. BA P. triangularis 带 。 

。 伪 归 刺 ( 未 定 种 A) Nothognathella sp. A 
(图 版 22， 图 167 i NNO 

JE WH. LEK. AB aba 0 i ae 
描述 ， 刺 体 粗壮 ,由 发 育 的 齿 人 台 和 其 上 的 齿 片 构成 。 齿 人 台 高 ,但 无 主 齿 。 rere 

后 方 齿 片 略 高 。 整 个 齿 台 沿 中 轴 方 向 向 上 拱 曲 ， 贞 合 上 具有 分 高 的 小 痪 站。 ROS 
#0 KOM ALA LB, SARUM JE REARS (25 ERIE He, ab Se aR 

He NopA 以 拱 曲 的 齿 台 和 无 自由 齿 片 而 不 同 于 N. sp Do age si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asymmetricus to 4 me eee 

TARR (AEM B) Not hognat hella, SP. B ety es 

《图 版 12， 图 4 5) 

特征 SUA ARC AS ee SUAS. Bo 

Hit UWA NWA KARAT SuALEE, ABIL P the » 齿 台 后 

方 较 低 , 细 齿 较 宽 ， Bi ay tea Pie A 齿 台 上 有 小 的 瘤 此， 但 缺少 粒 面 革 状 装饰 。 内 

齿 台 前 方 有 很 小 的 缺 刻 。 . TR: 

rb «ON. sp. B $e i oo Neds hs ss N. sade lie Drives 1975. iti 但 内 

齿 人 台 缺 少 大 的 缺 刻 , 齿 台 表面 缺少 粒 面 革 状 装饰 ,同时 ，N:sp.B 齿 台 与 齿 脊 不 垂直 , HA 

同 于 N. palmatoformis, N. sp; B 有 目 由 齿 片 , 齿 人 台 不 强烈 向 上 拱 ,不 同 于 N. sp.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asymmetricus 还 5 £14 PD WK: 

ARR (KEM C) Nothognat hella sp. C 

(图 版 12， 图 8，9) 

TE Wud K AIRE EWR A ROWS LAOS, BT 
HMB. | 

描述 ”内 齿 台 较 宽 、 较 长 ,延伸 到 刺 体 后 端 ,向 上 拱 曲 , 呈 半月 形 球面 。 表 面 为 细 的 粒 
HR io MARAE RE SAKA. ATH ER 9 个 分 离 的 较 高 的 细 光 , 细 洗 
扁 , 侧 视 三 角形 。 向 前 端 齿 片 增高 ,后 齿 片 是 齿 台 上 的 齿 着 ,由 .6 一 7 MRE = 
组 成 。 主 齿 较 长 大 ,直立 。 前 后 齿 片 ( 峭 ) 成 弧 形 ,向 外 凸 ， 主 齿 位 于 其 顶尖 。 ROMA 
板 , 基 腔 构造 不 清 。 Notognathelle sp. C URKMAHE, RENAE GAR SA 
的 已 知 种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已 triezgzalari57 带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A. 

71G7SULGT715 带 。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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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SR (FEHR D) Nothognathella sp. D 

| (Fam 125 15) 3 =) oes 

特征 Be SHARAAS, BHA Ao 

Hit RIBAS Oe AIDE SHEET. NHR, KHARRA, 

HAAS +4A We RARE, 再 AE. ABBE fio CURLS Me 

BAEA DARE o 

bee ON. sp. D Ami BS Hi ABH RAF N. sp. A, SOE RIER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asymmetricus sai sethody 

HEAR E) Nothognathella sp. E 

《图 版 25 图 77) 

_ ,特征 WBA, 限于 主 具 之 后 o SRA is 自由 齿 片 发 育 。 

描述 - 刺 体 不 对 称 。 主 齿 居中， 较 大 。 自 由 齿 片 长 约 为 刺 体 长 的 一 半 。 内 凑合 发 育 ， 

ERR HOME Ez AN ABE. PA TARE BE» Io FEZ. BD Fr 

高 , 细 齿 密集 、 合 合 , 仅 顶尖 分 离 。 外 齿 台 近 半 圆 形 , 仅 限 于 主 齿 之 后 ， 长 仅 约 为 齿 肴 长 的 
一 半 。 

比较 ON. spoE ARASH ONS SANE TA BT: WN. abbrevia- 

1 ， 后 者 缺少 明显 的 主 齿 。 

产地 层 位 RRA Ue 榴 江 组 P. CS 带 。 

AERA Ozarkodina Branson et Mehl, 1933 

模式 种 Wevkka dita typica Branson et Mehl, 1933 

PE Aika. THEM FEA NORE. AHL 
有 和 较 小 的 细 沧 。 

注释 Ozarkodina 的 器 官 属 定义 为 POINAIA:A:o。 HAR Ozarkodina th He Br 

面 不 是 三 角形 而 不 同 于 Bryantodus, . 

HRS RMS AR, aris 

“ 登 克 曼 奥 泽 克 刺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1956 

CaM 35 4 

1956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p. 103, pl. 6, figs. 30, 31gpl. 7, figss 1,2. 

1970 Ozarkodina typica denckmanni Ziegler, Philip et Jackson, p. 215, pl. 39, figs. 7--10, 16—-18. 

1971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Fahraeus, p. 676, pl. 79, figs. 25—27. 

1978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Wang et Wang, p. 339, pl. 39, figs. 31, 32. 

GE Ua EES UA) ORAS FR ESM J BT PY 

iB CURA AEA XK. J rR, [Al oa BE Ko 

ER Ozarkodina denckmanni WiERhA WKAR Aes. Ja 

矮 ; 近 等 大 。 很 多 作者 将 前 后 齿 片 等 高 的 类 型 也 包括 在 此 种 之 内 ;扩大 了 此 种 的 范围 。 前 



66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5 号 

站 EE
C 

后 齿 破 高 度 相近 的 类 型 , 归 人 Ozarkodina typica typica 更 合适 ， 此 种 见于 晚 志 留 世 至 

FYE i tito 

产地 层 位 “武宣 绿 峰山 ,二 塘 组 P，jerbonxs 带 。 
he 

RHR) Ozarkodina immersa (Hinde, 1879): 3) Je 

(FAM 405, 11) \ Dees BFA 

, iE eae 
1879 Polygnathus immersus Hinde, Hinde, p. 365, pl. 16, fig. 21. a et 

1957 Ozarkodina elegans (Stauffer), Bischoff et Ziegler, p- 76, pl. 10,figs. 2933. 骨 以 toh 

1969 Ozarkodina immersa (Hinde), Seddon, p. 27, pl. 1, figs. 10, 11. Sate 

1°69 Ozarkodina immersa (Hinde), Olivieri, p- 91, pl. 10, figs. 4a, b; pl. 13, fig. 6. 

1970 Ozarkodina immersa (Hinde), Seddon, p. 752, pl. 14, fig. 2. 

1976 Ozarkodina immersa (Hinde), Druce, p- 140, pl. 47, figs. 254. 

SE WH REH HW RE A. ORAM ERS 

齿 片 向 远 端 齿 片 变 低 。 主 齿 最 高 , 近 齿 片 中 部 。 主 齿 不 发 育 或 与 细 齿 大 小 相近 。、。 

比较 ”0Ozarkodinra immersa 与 0. macra 相近 ， 但 后 者 有 宽大 的 主 齿 。 eae. 

na elegans ed 被 认为 是 此 种 的 同 义 名 。 ie Art A ee 

带 。 

同 曲 奥 泽 克 刺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1959 — x + 

(图 版 15， Al, 10) 
Stes 

7 
1934 Subbryantodus arcuatus Branson et Mehl, p. 286, pl. 23, figs. 10, 11. 

1934 Subbryantodus flexus Branson et Mehl, Branson et Mehl, p. 286, pl. 23, fig. 12. 

1955 Bryantodus arcuatus Branson et Mehl, Sannemann, p. 154, pl. 4, fig. 15. 

1956 Ozarkodina arcuata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et Ziegler, p. 152, pl. 13, fig. 24. 

1959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p. 646, pl. 2, fig. 5. ' op ee 

1967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Wolska,p. 385, pl. 4, fig. 13. ahs 

1969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Druce, p. 80, pl. 15, figs. 2,3. if #R 

1969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Olivieri, p. 90, pl. 13, figs. 14, 15. NLA A Sy 

1976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Druce, p. 139, pl. 47, figs. 1, 3. 

1978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Wang et Wang, p. 70, pl. 3, figs. 41, 42. RE 

TE HRI. AYO ER A TR LiF a5 th AF 90°, nee 
曲 。 后 齿 片 短 。 主 齿 长 大 , 侧 方 扁 , 断 面 为 凸透镜 状 , 向 未 端 变 尖 , 前 后 最 二 

注释 ”此 种 广泛 见于 晚 泥 盆 世 时 期 (to la) BRA Rit (Cu Il, BM. 北美。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带 ;贵州 长 顺 代 化 组 。 

拱 曲 奥 泽 克 刺 (新 种 ) Ozarkodina kurtosa sp. nov. 

(PAM 15, A 8, 9) 

1979 Spathognathodus sp., Wang, p. 404, pl. 1, fig. 11. 

1983 Ozarkodina n. sp., Wang et Ziegler, pl. 2, fig. 15. 

TE A BE >, EAA Beh, 
ME WP. ME ORAM. BAe AD SEK Ry 

FER ot EAA) oni TA 3 一 5 个 较 宽 较 高 的 细 齿 ， 后 齿 片 有 3 一 5 7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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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HH SMAK—EX, a LEAD AF 2H HK siya, evap etal aS eee 由 

基 腔 向 前 后 延伸 出 罕 的 齿 醒 。 

比较 ”新 种 以 齿 片 拱 曲 ， 细 齿 少 ;无 明显 主 具 区 别 于 未 羽 它 知 种 。 目前 仅见 于 象 州 型 

沉积 中 5 最 早 发 现 于 四 排 圩 四 排 组 鹿 马 段 。 Ra 二 塘 组 的 分 子 无 

明显 主 齿 。 

产地 层 位 oer P. perbonus 带 ; 象 州 大 乐 ， 四 排 组 石 朋 段 P. inve- 

resus Hy) NYE 

' 源 奥 泽 克 刺 Ozarkodina ortus Walliser, 1964 

《图 版 15， 图 147 

1964. Ozarkodina ortus Walliser, p. 59, pl- 4, fig. 145 pl. 24, figs. 16, text-fige 3a—c 

特征 在 明显 朋 大 的 基 腔 的 上 方 有 一 强大 的 主 齿 ， 前 后 齿 友 短 ， er treet 

Sy Ace Rie DRA HE AH 
注释 Ozarkodina ortus 原 仅见 于 志 留 纪 K. patula ae crassa 带 ， be fl 

本 则 见于 晚 泥 盆 世 。 标 本 个 体 很 小 ,可 能 是 幼年 期 标本 ， 主 齿 后 倾 , 后 齿 片 细 齿 较 密 、 扭 

转 ; 前 齿 片 细 齿 分 离 ,膨大 的 基 腔 在 刺 体 中 后 部 ,构造 特征 与 志 留 纪 的 类 型 一 致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trriazgxular15 ae 

规则 奥 泽 克 刺 Ozarkodina regularis Branson et Mehl, 1934 

| (图 版 15， 图 12) 

1934 Ozarkodina regularis Branson et Mehl, p. 287, pl. 23, figs, 13, 14. 

1960 Ozarkodina regularis Branson et Mehl, Freyer, p. 59, pl. 3, fig. 70. 

1967 Ozarkodina regulari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 386, pl. 4, figs. 8—10. 

TE AHH AS. WA LR A BR , 略 高 , 细 齿 较 短 ， 大 小 

一 致 , 侧 方 扁 , 口 缘 向 主 齿 方 向 增高 ,后 齿 码 较 短 , 细 齿 规则 愈合 , 丙 片 向 远 端 变 低 , 主 齿 近 

中 部 。 比 细 齿 大 。 基 腔 小 ,位 于 主 齿 下 方 。 
比较 “0Ozarkodiza macra 具有 较 大 的 主 齿 ， tH Ea BK, Ta Weare oe regu_ 

laris 主 齿 并 不 十 分 大 , 齿 片上 细 齿 较 短 , 侧 方 愈合 ,大 小 相近 ， 口 缘 呈 均 缓 的 曲线 。- Wo. 
Iska (1967) 指出 此 种 为 上 泥 盆 统 P. triangularis 带 至 B. costatus 带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P._ etgas HH, 

菜 纳 奥 泽 克 刺 Ozarkodina rhenana Bischoff et Ziegler, 1956 

〈 图 版 15， 图 5，6) 

1956 Ozarkodina rhenana Bischoff et Ziegler, p. 153, pl. 14, fig. 19. 

1969 Ozarkodina thenana Bischoff et Ziegler, Druce, p.83, pl. 16, fig. 7. 

1969 Bryantodus scttulus Branson et Mehl, Rexroad, p. 12, pl. 8, fig. 7. 

1979 Ozarkodina rhenana Bischoff et Ziegler, Nicoll et Druce, p. 27, pl. 14, figs. 1—10. 

特征 ”和 刺 体 拱 曲 ;, 微 向 侧 弯 , 前 后 齿 片 近 等 长 ， 前 齿 片 有 4 一 6 ones Le a 
io HBR AS 个 细 齿 。 主 雌 大 \ 宽 ,级 为 细 齿 的 两 倍 。 细 此 排列 密 , 侧 方 扁 , 向 后 
倾 ; 有 时 近 主 齿 的 一 ` 二 个 细 齿 较 小 。 基 腔 大 小 不 同 ,强烈 拱 曲 的 类 型 基 腔 较 大 ; 较 直 的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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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R 
ee aa 

tb 9 Ozarkodina macra 前 后 BuRAB RA, 不 同 于 本 种 其它 鸡 征 二 项 且 

aaa (to V) 至 时 石炭 世 早 期 。 8. spinulicostatus ‘Hy, ki | SE 

-产地 层 位 一 靖 西 县 城郊 三 联 ， 上 泥 盆 统 至 下 石炭 统 界线 附近 es 

Bispathodus aculeatus plumulus, Pseudopolygnathus primus 共生 。 £49 AA 

aaa 
ee Test ‘Gitviodina 了 (Wirth, 1967) _ ae ta 

(Aim 40, A 1) 人 

1967 Spathognathodus temial ternans’ Wirth, p- 235, pl. 23, figs. 6—10; text-fig. 14 a—b. 

1972 Spathognathodus sp. A, Norris ec Uyeng, pl. 3, fig. 11. 

1976 Oszarkodina semialternans (Wirth), Ziegler ez al., p- 118, pl. 3, figs. 22—24. 

GE PKCM GLE Da em BAS PA le a 
PAA EHO ts BATH A A Se BE AE, uae. PEW BLE 
其 后 方 齿 片 仅 口 缘 拱 曲 。 基 腔 略 膨大 。2Ziegler 等 (1976) AA semialternans 1 O 

dina 8 ee AER te RIE (Spathognathodontan) iG Pn TY 

当前 标示 前 方 齿 片 其 有 呐 型 的 大 小 交替 的 细 贞 ， ” nn a 
本 基 腔 较 罕 ; 向 后 延伸 较 长 ,不 呈 心 形 。 此 种 见于 P. varcus if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民 塘 组 PL vercus 带 。 一 cee ST lag 

A BES A(R) Ozarkodina cf. eet (Zi tee 1958) 

(图 版 42， 8, 9) 

cf. 1958 Spathognathodus sannemanni treptus Zieglet, pp- 72, 73, pl. 12, figs. 1-3. SOME rare: ” 

cf. 1980 “Spathognathodus” sannemanni treptus Ziegler, Perri et Spalletta, 了 308, Pi. 7, ye 12, we 

特征 前 齿 片 直 。 位 于 基 腔 后 方 的 项 片 向 内 容 曲 或 神曲 。 并 籁 微 向 上 扭转 ， SE, 

居中 ， 向 侧 方 张 开 。 Yi ar 总 

讨论 ”Weddige (1977) 指出 ， 下 sannemanni Prk y a Tea 

us BAK Ro Ozarkodina treptus (Ziegler) 以 其 齿 片 高 ， Aaa AAS, Ba 

征 。 典型 的 0. treprus 有 相对 大 的 基 腔 ， 当前 标本 基 腔 极 小 ,可 能 为 一 新 种 。 = 
”时 代 “ 此 种 见于 晚 泥 盆 世 早期 (Adorf-stufe)。 eat) ae 

FMB CRB P. asymmetricus ‘Hi, et 

. 变 奥 泽 克 刺 (比较 种 ) Ozarkodina cf. versa (Stauffer (1940) 

《图 版 13， 图 13) 

cf. 1940 Bryantodus versus Stauffer, p. 421, pl. 59, figs. 10, 14—16, 21. 
cf. 1975 Ozarkodina versa (Stauffer), Druce, p. 143, pls 48, fig. 3a—b. 

特征 刺 体 长 , 反 口 缘 直 , 齿 片 矮 。 主 此 宽 与 高 均 为 细 齿 的 二 倍 ， A AEA ok 
MAM. Bw AR. EM HAH. 

3 Rag 当前 标本 较 之 典型 的 O. versa AA), RAR R AAW, AM Crab | 
湖 细 齿 , 刺 体 相对 的 更 长 些 。 0,， versa 一 般 见 于 晚 泥 盆 世 (to la 一 to Iv) 未 全 请 o ly)。 当 前 标本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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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产地 层 位 一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T: R. Rocklianus Hi, 

BERR (REH A) Ozarkodina sp. A 

(图 版 15。 11D 

pio) AOE RT, 具有 7 一 一 hr HO TSS 主 齿 发 育 ， 强烈 后 倾 ， 长 
与 宽 均 为 前 齿 片 上 细 齿 的 二 倍 。 后 齿 片 短 , 向 内 弯 ， 并 扭曲 。 具 有 4 个 低 的 分 离 的 细 齿 。 
ZAM PBA -RY, SULFOAAR= BAN. Xaniognathus 有 些 相似 。 
反 口 比较 锐利 。 当 前 标本 与 Ozarkodina tortodus 相似 , 唯 元 片 高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Piriazgulari 带 。 

BEAM KEM B) Ozarkedina sp.B | Bt 

CHE 155 oF 2) sae ita 
mad 

特征 RA) PH HM AOS Ho ABARMS. Aim. DS. ER 

倾 ; 较 长 。 但 宽度 与 细 齿 相近 ,后 齿 片 微 向 内 弯 。 EH FRARB EMERY, BRAS 

长 延伸 ,并 与 底 缘 平行 。 反 口 缘 锐 利 。 
产地 层 位 de 融 县 组 P. triangularis ae 

ron ~ 

: “小 掌 刺 属 Palmatodel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FABRA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4 

HE HHMAMK. AOR. A, EAT MA. RA. et 
CUM EEE. AUREL, SHHCERR RE. 

时 代 ， 晚 泥 盆 世 法 间 期 至 早 石炭 世 (?)。 

RRS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 (R19, A 3—6, 10) 

1926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p. 41,text-fig. 5 (non pl. 10, fig. 5). 

1931 Palmatodella inflexa Cooper, p- 241, pl.28, fig. 10. 

1955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Bassler, Sannemann, p. 133, pl. 4,figs. 12—l4. 

1956 Pal 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Bischoff, p- 128, pl. 10, figs. 10, 11. 

1959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Helms, p. 648, pl. 1, . figs. 11 pl, 2, figs. 21, 22;pl. 

3, figs. 13, 15; pl. 5, figs. 11,12, 21. 

1960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ttler, Freyar, p. 6U, pl- 3; fig. 《Sa 

1965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Fthington, p. 579, pl. 68, fig. 7. 

1966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ftich et Bassler, Glenister‘et'Klapper, p. 806, pl. 96, figs. 1, 2 

1967 _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Spassov et Filipovic, p. 69, pl. 2, fig. 13. 

1978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Wang et Wang, pp. 70,'71, pl. 3, figs. 29—31. 

特征 ”前 齿 破 细 长 。 细 齿 短 , 向 后 倾 。 后 齿 破 短 , 三 角形 , 细 齿 长 ,大 部 愈合 。 两 齿 丰 

交角 近 90°, 主 齿 长 ;后 倾 ,基部 宽 。 
注释 ”两 齿 友 交角 变化 较 大 。 2Ziegler (1959, p. 56, pl. 12, figs. 11,12) 的 Pe- 

Imatodella orthogonica 可 能 包括 在 P. delicatula 之 内 。 标 本 (图 败 19, 图 10) B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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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前 半 部 无 细 齿 ,后 齿 丰 与 前 齿 丰 夹 角 小 , 暂 归 此 种 。. 此 种 为 土 泥 贫 统 牙 形 刺 器 玛 iawg- 
ularis 带 至 B. costatus FH. 7 .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三 里 给 ”P， rhomboidea 带 至 P.marginifera #. 

钧 小 掌 刺 Palmatodella unca Sannemann, 1955 

(HK 195 1,2) (ri Se Aaa 
Ai} bet { 

1955 Pal matodella unca Sannemann, p. 134, pl. 4, figs. 10, 11. mx. 

' 1960 Palmatodecila unca Sannemann, Frefer, p. 61, pl. 3, fig. 75. (a PAR 

1967 Palmatodella unca Sannemann, Wolska, p. 387, pl. 4,figs. 1, 2. nits } Berar? ver: 

特征 ”前 后 齿 友 底 缘 直 。 没有 形成 角度 ,前 齿 友 上 细 齿 极 小 ,后 齿 友 上 有 几 个 后 倾 的 

大 细 齿 。 主 齿 长 大 ,后 倾 。 

注释 此 种 层 位 为 上 泥 盆 统 牙 形 刺 :P. crepide HB PP.zezijferae 带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 tH, | 

小 掌 刺 (KEM A) Palmatodella sp. A te 

hots in (R19, 7, 8) te an, 

CE ARG) MER ET, RA 3 一 5 NY cme 
后 方 增 大 的 分 离 细 齿 。 主 齿 明显 ,非常 长 大 ， 近 于 直立 ， aH AU rg 破片 

状 , 较 高 ,具有 6 一 9 企 侧 方 扁 的 向 后 倾 的 细 齿 ;有 的 (图 版 19; 图 8) 近 主 齿 细 齿 较 小 ， 反 
口 缘 锐 利 。 ae. t¥ 

注释 “当前 标本 无 疑 与 Polmasodella unca BEE. EGE, GHEE - 
BER P. xnca 的 主 齿 强 烈 后 倾 ,后 齿 码 细 齿 少 而 大 , 仅 两 个 标本 ， alee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a 带 。 

小 掌 刺 (未 定 种 B) Palmatodella sp. . 

CAR 19, 9) 

特征 ” 刺 体 向 内 仙 弯 ,前 后 Pa RCI REL» BU A RG +18 ROME 
线 ， 前 齿 存 口 缴 上 有 极 微小 的 锯齿 状 细 齿 。 主 齿 较 长 ,后 倾 。 后 齿 破 短小 ， FSM, 
由 主 齿 向 下 依次 变 小 ,使 其 口 缘 与 底 缘 斜 交 。 无 基 腔 ， 反 口 缘 锐 利 。 

比较 ”当前 的 标本 与 Palmatodel11a unca 接近 ， CHIE Am haem, 
Fert FSH te UR Ia) Fe i, OR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BA P. triangularis #4}, 

掌 鳞 刺 属 Palmatolepis Ulrich et Bassler，1926 

WRH Palmatolepis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 KE .不 对 称 的 台 形 牙 形 刺 。 齿 台 发 育 ， 有 目 由 齿 片 及 固定 齿 峭 及 一 中 瘤 齿 4 反 百 面 - 
ARR MPR LRA RAIS, 

时 代 分 布 ” 晚 泥 盆 世 P. disparalis 带 至 B. costatus 带 。 世 界 性 分 布 。 eve 

时 ,限于 古 赤 道 两 侧 的 热带 水 域 。 



王 成 源 :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71 

eS BS Rl) Patinatalepid eoronata Muller, 1956 

‘aie | - CGE 205 BAD 

1956 Palmatolepis (Deflectolepis) coronata Muller, p.°31, pl. 10, figs. 17, 18. 

1978 Palmatole pis coronata Miller, Narkiewicz, pl.>4, figs. 1—3, 5—7; pl. 5, fig. 8. 

TE HAR) Eat. RAREWMAGAD. HERHAA)WRH, WE 

HRA, SHOR GHAR ARR. | 

注释 ”此 种 以 齿 台 近 三 角形 ,边缘 有 发 育 的 瘤 具 为 特征 5 Miller UA TER Als, 

可 以 延伸 到 前 方 ， 但 自由 齿 片 并 不 太 长 。 当 前 标本 的 对 潍 台 后 方向 外 伸 ， 使 外 此 人 台 近 三 

角形 ,并 具有 一 次 级 齿 峭 。 外 此 人 台 后 缘 直 ;与 正 模 标本 一 致 。 UMA LIAS P. tria- 
ngularis 带 。 

产地 层 位 ”永福 和 平公 社 , 榴 江 组 P. triengularis 带 。 

Hist tg] Palmatolepis crepida Sannemann, 1955 

(Ali 16, A 8) 

1955 Pal matolepis crepida Sannemann, p. 134, pl. 6, fig. 21. i 

1962 Pal matolepis crepida crepida Sannemann, Ziegler, p. 55, pl. 6, figs. 12—19, text-fig. 3. 

1963 Pal matole pis (pal matole pis) crepida Sannemann, Helms, pl. 1, fig. 25, text-fig. 2, fig. 42. 

1967. Palmatolepis crepida Sannemann, Wolska, pp, 387, 388, ‘pl. 6, figs.,.1—5, text-fig. 6. 

RE KHER LAR RARELHAP RRP. HAR, chs i FS th 

Ai» 时 常 不 达 齿 台 后 端 。 AIA AA Se Hel _b 

比较 P. crepida 5 P..linguiformis 的 区 别 在 于 P. crepida. KARA MEAL 

@ WEL A Rae AR ih, PAS SRD AA RIAA, i P. linguiformis. th 

BAA FARE S, BAER tia. 外 雌 台 与 齿 片 接触 处 较 向 前 6 

此 种 见于 上 泥 盆 统 法 门 阶 .P.:eretpzde HF,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a 带 。 

拖鞋 掌 鳞 刺 (比较 种 ) Palmatolepis cf. crepida Sannemann, 1955 

〈 图 版 20， 图 10) 

cf. 1955 Palmatolepis crepida Sannemann, p. 134, pl. 6, fig, 21. 

注释 ”当前 标本 层 位 较 低 ,此 全 特征 似 :P. crepidae, A HARE, RAMA LS, 

HARE SHS ARF HRAAY P. Crepida, 
Pewee RAIL. 4A P. triangularis #, 

娇柔 掌 鲜 刺 Palmatolepis delicatula Branson et Mehl, 1934 

STE Ba) =A. HART RA IV, Et Hoe aR, 
2 BURA GoM Str FAS Ae LE RS Ae AAT. Oh = Te, He —ts 
AAR MR HH Fata MARIA] FBR Alt 25, 

比较 =Palmatole pis. triangularis Ath BIER A A th Gk HX Bl) FE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 P. marginata 是 本 种 的 次 同 义 名 。 目前 ,此 种 包括 3 个 亚 种 : OP. od. d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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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ula, P. d. clarki 和 P. 4. is Natta oe 
a 

四 时 学 六 出 所 汪 本 Palmatolepis SA 0 

_,Branson et, Mehl, 1934 、 ia.) 800) AU oe 

' 《图 版 a am 97 TUM nonove oq gent RAR 

$n fe | “i “tog. ae 

1934 Pol syatol pis 和 Branson et Mehl, p- 337, ~ 18, figs. 4, 10. | 

1951 Palmatolepis marginata Stauffer, Hass, pl. 1, fig. 18. , AKG Shs he a 

1962, Pelmatole pis miarginata, mar cinata | Stauffer, Ziegler, pp. 61, 62, spt: 2, figs. BHI, te 4a. 

1966 Pal matole pis delicatula delicatula Prapson et t Mehl, Glenister & Klapper, , pp. 807, 806;, dik a5. 

» fig. 17. 过 E it (PE ae a Sy Ta 
1969, Palmatole pis, dplisetglticin cate Olivieri; .p- 98, ple nM, ‘figs. 1-3; ph. 16, figs. s—10.. He Seat 

1976 Pal matole pis delicatula delicatula Branson et Mehl, Druce,. p- 147, 148, pl. 50, figs. 1-4, 9 ose 

1979 Palmatolepis delicatula delicatula Branson et Mehl, Cygan, p. 194—197, pl. 3, figs. “8 es 

一 b = Palmatole pis sp. indet.),"ipl., 5, figs de. ) = ok he 

特征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 y—/NV RR, 外 上 元 叶 比 P. "delicate clarki EOP AM aI 

MK BEE Bl “BT Ea BAT OU SO BES 1 ACHE A SERED BIR 内 
齿 台 前 缘 有 很 微弱 的 装饰 。 

比较 Pdelicatula delicatula 外 缘 与 齿 片 相交 远 比 内 缘 与 齿 片 相交 向 前 5 ote P. 
delicatulg clarki rh, 这 种 差别 更 明显 。P. delicatula clarki “AMR RINT A 

RM. ES P. rhomboides 的 区 别 是 后 者 外 齿 台 前 缘 有 -- 凸 起 ; it P. d. delicatula ns 

少 此 西 起 ;两 者 齿 台 轮廓 一 致 ，Ziegler (1973) 指 册 ,此 种 时 代为 晚 泥 舍 世 弗 拉 斯 期 的 晚 
期 。 最 低 出 现在 P. rriangularis 中 带 底部 ;并 延至 P. crepida FAM, “RRA 
现 较 低 :在 Ancyrognathus nie ieet shan te yaaa irish wie 5 Ancyrod- 

ella lobata, A. gigas tky+e, 人 Pyke? rit. 

PME MRMROA IL, ‘iivciasee= mime (P. asymmetricus 47% P. crepida 
带 ) ;永福 和 平公 社 ;上 泥 盆 统 法 门 阶 , 与 P ee Seas eae 

att. wbigqnys |; aR ae 
sthahoeniaptia aah 本 Ta es 

ee .a«anemendase- we 9° Ziegler, 1962 vente hE Oe oH) he ee See me 

(PAIR 255 图 4) 

1962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 * ‘pp. 62-265, pl. 2; figs: 20— 27 text-tig! 4b, oot b 
1965 |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clanki Zieglér, Bouckaert et Ziegler; pl.2, figs aA. ar 
1966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08, pl. 92, elt a Rs 
1967 Palmatolepis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 Wolska, p- 389, Dr.) tee. | oP 
1971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Szulczewski, p. 30; pie 13; figs. 1A2." 站 未 开机 
1973 Palmatole pis delicatula clarki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y. 1 oo 269, 270 

Pal magal esis plete} fig. 4. : 时 : os si 

1975 Palmatote pis ‘delicatula élarki * a Dreesen et ee te p- ‘da, ‘fig. Y Ee ne 

RTE RAT oe ae Sth Hr #8386 外 责 叶 较 强烈 的 突 
bh, 较 尖 :外 齿 台 在 比例 上 小 于 OP. delicatula delicatula Rats > ar ier aS 
TET BE SA ta EE ib ea, . eR RLE & 
RR KAS, 齿 台 前 半 部 ,主要 在 内 此 台 前 部 5 外话 各 圾 部 远 吕 放下 生生 和 

emu ts epasres HOM BR RP. dx: delicarula 3 aE K, he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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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小 ,外 齿 叶 较 规 则 ， 齿 台 前 有 瘤 齿 , 易 于 与 P. d.delicatula 区 别 。 本 亚 种 见于 上 泥 盆 统 牙 

FE Rite P. triangularis HAS REM ZS P. triangularis pa BOK TF P. crepida. i 

中 部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册 ;三 里 组 ,与 Priagu1ari 共生 。 

trap Baloatolenis disparilis Ziegler,. Klapper et _ = 

f het Johnson, 1976 © 

Ca 37, 4; 图 版 21; 图 1) 
和， 

1966 Polygnathtis ‘asymmetrictis asymmeir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Ziegler, pl. 5, fig. 8 (only). ° 

1969 Palmatole pts disparalvea Orr et Klapper, Schénlaub, plen2s ‘fig. 3 (non fig. 13 = P. disparatvea). 

1970 Palmatole pis transitans Miller, Kirchgasser, pl. 63, fig. 8, (non fig. 1=P. disparalvea). 

1976 Pa! matole pis ‘disparilié Ziegier, Klapper ét Johnson, p. 119, pl. 1, figs. 18, 223 4 一 3 DD ie 

1980: Palmatolepis baheensis’' Xiong, p. 84, pl. 30, figs. 28, 29; text-fig. 52. a3 

1980 Rel getolepis dis partlis Piggler;, Bla ppse. et denpson, Per nt et _ Spalletts, Pp. 由 CR 4, figs, 6, 
cit Sa 4 

特征 ”仙台 轮廓 卵 圆 形 至 三 角形 ， 不 对 称 。 Bree eS HA (5 He RD 
叶 ， Rama Le Om 
ER RTI, 750 EN, AR AOE = PIE AY BR VA 

”此 种 ,其 此 台 表 面 光 滑 ,无 瘤 齿 , 可 能 是 幼年 期 个 体 的 特征 3 另 一 个 为 成 年 期 个 体 ,五 面 特 
(ESE RRA BS OARS AKA al LBS IEAM IE. Ziegler Fl Kla- 
pper (1982) iA %.P.. disparilis WRITER IE MINT (CA, Seth. LIEBHERR 
So CAMS, DUE RIE 2 HEAI TERE 
“产地 晨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底部 这 sides 

“ip Palmétolepte: Falluae gs 1945 

CEL 21> 图 0 一 165 图 版 207 A 25: 3) 4 CAN er 

1945 Palmatolepis foliacea Youngquist, p. 364, pl. 56, figs. 11, 12. 

1957 Palmatolepts .foliacea Youngquist, Miller, et Miller, p- 1102, pl. 140, figs: 6 一 9。 

1958 Palmatolepts foltacea Youngquist, Ziegler, p. 59, pl. 7; figs. 8, ean 

1963 Pal matolepis (Manticolepis) foliacea Youngquist, Helms) ‘p. 456; “text “figs? °2, 5. 

1966 Palmatolepis foliacea foliacea Youngquist, Anderson, pp. 407, 408, pl. 48, figs. 7, 8. 

1975 Pal matolepts foliacea Youngquist, Druce, py 150, ple 505 figs, 5—8:, 要 尖 

1980 Palmatolepts foliacea Youngquist, Perri et Spallerta, pp- 299, 300, “pl. 5, fig. 1. 

TE. HIRE, ALIN ALK, SAN Fe eA Mal, 亦 有 的 

SEIS TRB Hi FO PERO cb TE BS OE WR 

MVOC ABMs, BD, 呐 台 亦 较 贺 (图 版 2T, 10, 15,°16)5° “自由 此 片 

(RG. eA eS oe FAR, i BE 四维 状 ， sn et Wa 

丙 与 雌 片 边缘 之 间距 离 的 一 半 。- Whee ng S> 2 

注释 “当前 归 人 此 种 的 有 两 种 类 型 : 4). He LABS E Ps a RA PT as 2), “ti 

会 上 无 瘤 贞 ， I irades AKA 前 绿 较 下 8 此 种 见 PETER RITE 2 hi sriohy" 
ularis ZF P. gigas 带 。 

FPRER GRABZAAW, MILA P.xvigas 带 ; HEE, 融 县 组 P Pe, gigas it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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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HE Reh 

巨 掌 销 刺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1947 dae 

(图 版 22， 图 8 一 11; Am 23, A 11, 13) Te 

1947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pp- 512, 513, pl. 75, fig. 1. o> Shape 

1956 Palmatolepis prominens Miller, pp. 22, 23, pl. 5, figs. 25, 26, 28—30. 

1956 Palmatolepis nasuta Miller, p. 23, pl. 6,figs. 31. 35. 

1956 Palmatolepis rhenana Bischoff, pp. 129, 130, pl. 8, figs. 26—28, 30; pl. 10, fig. 7. 

1957 Pal matolepis flabelliformis Stauffer, Miller et Miller, pp. 1101, 1102, pl. 142, fig. 9. 

1968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Mound, p. 499, pl. 68, figs. 1, 2 (non figs. 3—6 = P. 

subrecta). 

1973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1 了 Pp- 273 一 

276,;-Palmatolepis-plate 2, figs. 2, 3. ci 

1976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Druce, pp. 151, 152, pl, 65, fips. 1. comes = ie) ' 

1980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Perri et Spalletta, p- 300, pl. 5, fig. 2. 站 

特征 ”具有 特别 突出 且 强 烈 向 外 延伸 的 外 齿 叶 , 吕 面 具有 粗 的 瘤 齿 装饰 ; 外 齿 时 可 能 

HMI WTR. AA, RRR. A, BRAT 
倾 , 齿 台 后 部 向 下 弯 。 3 

比较 P. gigas 由 P. hassi 演化 来 ， 具有 很 突出 的 外 痪 时 。 Aa ype ses 

4 RMAC KAA A RREF HILT LIGA SILI FIER P. bigs 带 

底部 至 顶部 ,少数 见于 P. triangularis 带 下 部 。 rie HID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A. triangularis 带 至 P. ee wr 

光滑 掌 鳞 刺 Palmatolepis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ete 

特征 ”以 此 人 台 长 ̀ 细 为 特征 的 Palmarolepis Ri—P Fe anne 
叶 , 内 齿 台 有 齿 垣 , 齿 片 中 等 反 曲 ,一 般 并 不 延伸 到 后 端 。 +7 

ER PRAM WEBI RP de AYP. tenwipuncrara 演化 
来 。 此 种 已 分 成 6 个 亚 种 。 齿 垣 形态 及 后 方 齿 糊 的 不 同 是 区 分 亚 种 的 主要 依据 。 它们 的 

时 限 不 同 。 teh: 2 

时 代 层 位 “了 晚 泥 盆 世 法 门 期 。 牙 形 刺 P. crepida 上 和 带 底 部 至 P. velifer EM. 葡 
石 带 下 Cheiloceras-Stufe 至 上 Platyclymenia-Stufe, 

tet ov) 

EA ETE Palmatolepis glabra acuta Helms, 1963. RU 

《图 版 24， 图 12，13) Z| 

1934 Palmatolepis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Branson et Mehl, pp-233, 234, pl. 18, fig. AP aw 
ra acuta 与 P glabra glabra 间 的 过 渡 类 型 ) (non fig. 26 = P. glabra glabra). 

1961 Palmatolepis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morphotype r: Scott et Collinsson, PPp。 559, 560, gl. 
76, fig. 12 (non figs. 1—4, 11=P. glabra pectinata). 

1962 Palmatotepis glabra Ziegler, p. 59, pl. 5, figs. 1, 2. 
1963 Pal maiolepis (Panderolepis) serrata acura Helms, p- 468, pl. 3, figs. 1—4, 6. 
1967 Pal matolepis glabra acuta Helms, Wolska, p. 394, pl. 8, figs. 13, 14. 
1971 Palmasolepis glabra acuta Helms, Szulczewski, p. 33, pl. 14, figs. 6, 7. = 
1973 Palmatolepis glabra acuta Helms, Sandberg et Ziegler, pl. 2, fig. 5. 
1977 Palma.olepis glabra acuta Helms,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1, pp. 293—295, Pal- 

matolepis-plate 6, figs. 2, 3. 

KE HEeNK.AHKAE. AMA, ALS AKeGRA—HHA, BRIS 



# 王 成 源 :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75 

te, Sia AR 45° A. HHA RA BH. Kalin eK. 内 齿 合 前 缘 几 乎 与 齿 贿 垂直 ， 

SMAG tT HAAR. ; L 

RP. glabra acura 以 罕 而 长 的 贞 台 和 与 齿 峭 或 45 HHA HiEs ES P. 

glabra pectinaa 接近 ,但 齿 垣 与 此 着 成 锐角 ,不 同 于 齿 垣 与 齿 养 近 于 平行 的 P. &. pecti- 

zata; 但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过 渡 类 型 。 P. glabra glabra HMH, SHAFT, WAAT P. 

glabra acuta, : 

时 代 层 位 ”有 晚 泥 盆 世 洼 _P. crepida 带 上 部 至 上 P. marginifera 带 (Ziegler, 1971; 

Sandberg & Ziegler, 1973),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塘 ,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带 。 

光滑 掌 鳞 刺 反 曲 亚 种 Palmatole pis glabra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1934 

(Aik 24, A 1, 2) 

1934 Palmatolepits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p. 237, pl. 18, figs. 13, 14. 

1956 Palmatolepis (Pal matolepis)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Miiller, pl. 7, figs. 20, 21. 

1963 Palmatolepis (Palmatolepis) distorta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Helms, text -fig. 2, fig. 26. 

1966 Palmatolepis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09, pl. 89, fig. 8; pl. 91, 

.\ figs, 2, 4. 
1967 Pal matole pis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 390, pl. 8, figs. 11, 12. 

1974 Pal matole pis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Dreesen et Dusar, pl. 7, fig. 4. 

1977 © Palmatolepis glabra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4, p, 

297, Pal matolepis-plate 6, figs. 4—6. 

1979 Palmatolepis glabra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Cygan, pp. 200, 201, pl. 5, fig. 7. 

GE Palmarolepis glabra KH—T WH KEE KBAR, RHR. A 
BRELBERS. SHA ETE, HBA RRA A PHBE BRA BA 

起 。 

te «=Palmatolepis glabra distorta 由 于 在 外 此 人 台 上 上 发育 出 强壮 的 凸 起 而 从 “P. g. 

pectinata 分 化 出 来 。P. g. distorta WARS P. g. pectinata HAR, BMH, 两 者 

之 间 有 过 湾 类 型 。 重 要 的 区 别 在 于 P. g. distorte RAHA AA DES 

时 代 层 位 “了 晚 泥 盆 世 晚期 。 牙 形 刺 P. marginifera 下 带 底部 至 P. velifer Hitt 
Ait Cheiloceras-Stufe 4 Platyclymenia-Stufe,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坟 ，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带 。 

光滑 掌 销 识 瘦 亚 种 Palmatolepis glabra lepte Ziegler et Huddle, 1969 

(图 版 24 图 8 一 117 

1962 Palmatolepis glabra clongata Helms, Ziegler, p. 398, pl. 1, figs. 10, 14. 

1962 Palmatolepts glabra elongata Ulrich et Bassler, Ziegler, pp. 58, 59, pl. 5, figs. 6, 7. 

1967 Palmatolepts glabra elongata Helms, Wolska, pp. 391, 392, pl. 8, tigs. 1—5, text-fig. 8. 

1973 Palmatolepis glabra lepta Ziegler et Huddle, Szulczewski, pl. 1, fig. 4. 

1977 Palmatolepts glabra lepta Ziegler et Huddle,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cnodonts, v. 3, pp. 

301—303, Pal matolepis-plate 7, figs. 1 一 3. 

1979 Palmaiolepis glabra lepta Ziegler et Huddle, Cygan, pp. 201, 202,pl. 3, figs. 6, 7; pl. 5, figs.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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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具有 特别 细 而 伸 长 齿 台 的 P. glabra 的 一 个 亚 种 ， reece lnc 
的 齿 垣 。 NI 

$8 P. glabra lepta 由 P. g. prima 演化 来 ,在 进化 中 ， P.g.prima eK 

AES, BRE MURR. P. glabra leprae 以 其 特别 细 长 的 具 从 区别 于 其 他 ， 

P. glabra 的 亚 种 。P. glabra elongata 的 正 模 标本 , HK MAE BA, 无 法 证 
明 它 与 Ziegler 的 (1962， 狭 意 ) P. g. elomgota 标本 是 一 致 的 ,不 能 排除 正 简 标示 可 能 

% P. g. prima, 为 限定 P. g. elongata WAM, Ziegler 和 nae (1969) 建立 Je 

g. lepta 取代 P. g. elongata sensu Ziegler, | 4 aigdbas? 

BRE Hevea HAHA P. crepida 上 带 至 P. velifer Lit (Ziegler, 1962, 1971; . 

Sandberg & Ziegler, 1973), yp ee ie" 
Hy Ag. RAs,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可 火 村 ,三 时 组 ” 下: ee genet 带 。 eile 
mn 

HREM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1962 _ 

(ink 24, A 3 一 77 pct jie eae Be vy 

1962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pp- 398, 399, pl. 2, figs. 3—5. pierre wae 
1962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Ziegler, p. 59, pl. 4, fig. 5; pl. 5, figs. ‘35. ire Pe 这 

t bart 

1963 Palmatolepis serrata pectinata Ziegler, Helms, text-fig. 2, fig. 25. 

1966 Pal 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14, pl. 89, fiat, Saat (趋向 

P. g. acuta), 9, 10; pl. 10, figs. 4, 5; pl. °91, figs. 1, 3, 5. Se reer 

1967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Wolska, pp. 392, 393, pl. 8, figs. 6—9, ‘text=fig- Rake 

1973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Sandberg et Ziegler, p. 104, pl. 2, fig. 29, pee phot ype | 

1; pl. 2, fig. 4, 12—15s pl. 5, fig. 4. ; 
1974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Dreesen et Dusar, pl. 7, fig. 1, 2 ee P. ® acuta) 

1976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Druce, p- 156, pl. 52, figs. 2,5 5, pl. .53,.: figss 13; 1 es 

64, fig. 1. 

1977 Pal matole 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3, epileoatayy, 
Pal matole pis-plate 6, figs. 7 一 11. >. 

eo aw 

， 抹 征 -内 齿 台 边 缘 始 于 刺 体 总 长 1/3 处 ,其 前 缘 与 齿 片 垂直 ， 并 几乎 是 直 的 向 后 半 葬 
伸 * 仅 在 中 瘤 齿 处 有 些微 弱 的 收缩 ,其 前 半 部 被 尖 的 齿 垣 脊 加 固 ， tae Feat laa 
Le HEE So ATR W Mo. BSE kT CBI ee ee 

比较 P. g. pectinata Hi RHYHAL P. alata prima KIB Ko Zi- 

egler 认为 ，P. g. pectinara 内 垣 细 沧 化 与 否 ， 没 有 种 的 意义 。 P. g. pectinata 接近 
P. g. distorte， 但 后 者 外 齿 台中 瘤 齿 前 方 有 凸 起 , 齿 台 较 罕 ,强烈 反 曲 5 P. glabra gla- 
bra HOUILEIE HEATHEN AT Pg. pecrinara, P. g. pectinare #2 
PP. g. prima. i se 

时 代 层 位 晚 泥 盆 世 晚 期 ,常见 于 P. crepida 上 带 , 至 P. marginifera 上 带 。 三 里 
标本 亦 见于 S. velifer 带 , 高 于 Polygmatpzs granulosus 的 层 位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带 至 S. velifer 带 ( 见 Punieeibil 
granulosus HY JEACUABA). 

4&4) Palmatole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1934 

1934 Palmatole 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pl. 18, fig. 8 (non fig. 2=P. g. lepta; non fig. she BBE 



四 

轴 

ERR: 广西 泥 盆 纪 下 形 刺 。” 77 
=~ 

hognathellid element). 

1956 P. (Deflectolepis) deflectens Miller, p. 32, pl. 11, figs. 28—39. 

M64 Polmatolepis H— HWA ME REM, BM Cem ay PER 
向 侧 方 偏转 为 特征 。 

注释 “Pa1zmratolepis gracilis 由 P. minuta 演化 来 ， 它 以 强烈 偏转 的 龙 任 区 别 于 P. 

Mizttao 目前 此 种 包括 P. g. gracilis, P. g. sigmoidalis, P. g. monca, P. g. gonioc- 

lymeniae 和 一 个 未 命名 的 新 亚 种 ， 共 .5 个 亚 种 。 OP. g. gracilis 是 最 老 的 亚 种 ， 在 P. 
rhomboidea beh P. minuta 演化 来 ;在 P. styriacus 中 、 于 带 又 演化 出 其 它 时 限 较 

短 的 亚 种 ，P. gracilis 延伸 高 于 Palmatolepis 的 其 它 种 ， 并 越过 泥 岔 、 石 炭 系 的 分 界 

线 。 
时代，” 见 亚 种 。 > 

组 掌 鳞 刺 细 亚 种 _ Palmatofepis gracil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1934 

〈 图 版 256， 图 1) 

1934 Palmatole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p. 238, pl. 18, figs. 2, 8 (mon fig. 5). 

1956 Palmatolepis (Deflectolepts) deflectens Miller, p.'32, pl. 11; figs. 28, 39. 

1957 Palmatole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pp. 41, 42, pl. 6, figs. 6—10. 

1962 Palmatolepis deflectens deflectens Miller, Ziegler, p. 56, pl. 3, figs. 17, 22. 

1967. Palmatole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 395, pl. 11, fig. 4(non figs.-1, 2, 3, 5=P. 

g. stg moidalis). 

1976 Palmatolepis gracil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 157, pl. 64, fig. 2 (only). 

1977. Palmatolepis gracil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3, p.315, 

Pal matolepis-plate 7, figs. 8, 9 (non fig. 10 =P. gracilis n. subsp). 

1978 Pal matole pis gracil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Wang et Wang, p. 72, pl. 55, figss 17.5558 

特征 此 亚 种 以 相对 短 而 罕 的 贵人 台 和 高 的 齿 冰 为 特征 。 丙 人 台 前 缘 通 常 在 雌 片 的 中 点 
终止 。 吹 台 上 方 表面 边缘 形成 止 起 ̀ 浑 圆 的 边 , 此 亚 种 在 齿 台大 小 、 长 度 和 宽度 上 有 相当 

大 的 变化 。 
时 代 居住“ 晚 泥 盆 世 障 期 。 牙 形 刺 带 自 P. rhomboidea iit B, costars 上 

带 到 泥 盆 系 最 顶部 的 Protognathodus HMR. 见于 早 石 峰 世 的 标本 常 被 认为 是 再 沉积 

的 结果 。 据 广 西 资料 ， Siphonodella sulcata 带 内 存在 此 亚 种 。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三 里 组 ”。 

细 掌 鳞 刺 反 曲 亚 种 _ Palmztolepis gracilis sigmoidalis Ziegler, 1962 

(图 版 26， 图 2，3) 

1957 Palmatole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Cloud, Barnes et Hass, p. 809, pl. 4, fica Fe 

1962 Palmatolepis deflectens sigmoidalis Ziegler, pp- 56, 57,-pl. 3, figs. 24—28. 

1966 Palmatolepis gracilis sigmoidalis Ziegler, Klapper, p- 31, pl. 6, fig. 8. 

1969 Pal matole pis gracilis sigmotdalis Ziegler, Palsler, pp. 413}'414,°>plL.°6, fig. 22. 

1977. Palmatolepis gracilis sigmoidalis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jof Conodonts, v. 3, pp. 323 

324, Pal matolepis-plate 7, figs. 13—16. ' : 

1978 Palmatolepis gracilis sigmoidalis Ziegler, Wang et Wang, p. 72, pl. 5, figs.1—3, 10, 11. 

AGE * Palmatolepis gracilis KJ —*W Lae HA A ta A 4 «BO 

iran iE Ben AERA RRS RR ERD EERE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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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 AY WAR Mo 
tt Palmatolepis gracilis sigmoidalis LD) pa Ar par AP See 2 Be ee al 

斜 \ 齿 台 小 为 特征 而 区 别 于 P. g. gracilis, 两 亚 种 之 间 的 过 渡 类 型 见于 中 \ 上 尼 。 styria- 

cus #3, P. g. sigmoidalis 通常 都 是 个 体 较 小 的 ,其 长 很 少 超过 1 mmo > go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三 里 组 。 

哈 斯 掌 鳞 刺 人 hassi Miller et Miiller, 1957 > 3 

(图 版 22， 图 5 一 7; B23, A 5, 6) 
BISA Maur 

| | mo lata 
1956 Palmatolep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Miller, pp- 21, 22, pl. 3, fig. 23 (mon figs. #5. 24-23. 

= P. subrecta). ni 

1957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ller, pp. 1102, 1103, pl. 139, fig. 2; pl. 140, figs. 24, ; 

1958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ller, Ziegler, p. 60, pl. 7, digs. 3—7, 10, 13. 

1963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ller, Helms, text-fig- 2, fig. 10. ; 

1968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Mound, p.499, pl. 68, figs. 3, 6 (ace tay 1. 2=P. 

gigas). 

1971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ller, Szulczewski, p. 34, pl. 10, figs. 5, 6; pl. 11, figs. 6, 7 

1973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l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1, pp. oe: 

Pal matole pis-plate 3, figs. 7, 8. o> Lope tet 

1976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ller, Druce, p. 158, pl. 65, figs. 3, 4 (mon fig. 5 = P.subrecta), 

1979 Palmatolepis hassi Miller et Miiller, Cygan, pp- 207, 208, pl. 9, fig. 12; pl. 10; fig. 5.0 

特征 ， 齿 台大 , 拱 曲 , 三 角形 ， 外 齿 叶 的 位 置 是 在 中 瘤 齿 之 前 方 ， HE Me tit 

ALAR. HHFEKREF MKFERKRAF. 固着 面 发 育 。 a hal 

tee P. hassi 5 P. subrecea 很 接近 ,与 它 的 区 别 是 齿 台 较 大 、` 较 宽 ， tab EEK 

ARH HBB A P. hassi HAYMEM RZ P. punctata daleeahic 50) 

HER P. punctate IRM, P. gigas VAY peiH- Se PUSH A EH eH BU tO 
有 别 于 P. hassin 典型 的 P. hassi FERRARA. Mi Szulczewski (1971) 标本 
WA RRA. Ziegler 认为 P. hassi 在 演化 上 ,处 于 P. puncrata 和 P. gigas 的 中 

间 环 节 , 但 Mound (1968) j\%) P. hassi % P. gigas 的 同 义 名 。 而 Anderaa 966) 

认为 即使 不 等 同 也 接近 于 P. hassi, {A P. hassi 在 演化 上 有 其 确切 的 位 置 Pie 
ALISA P. gigas 和 P. sw5recrae， 作 为 独立 的 种 较 合适 。 ic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早 期 。 主 要 见于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Pee P. git 

gas WH DEPAUL P. asymmetricus 带 上 部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sriangularis a, 

宽 缘 掌 鳞 刺 Palmatole pis marginifera Helms, 1959 

特征 HAA MASH KAL, Hh Awe be— — BF HE SEA AL 由 内 
台 前 端 向 后 延伸 到 中 瘤 齿 , 有 时 达 齿 台 后 端 , 齿 迁 通常 是 光滑 的 。 但 也 可 能 分 成 锯齿 或 
ta IM CES HT FT He» ER OL, Rb, THO HH CEES OS TS BS A a 
无 。 

注释 P. marginifera VEX P. quadraniinodosa 的 一 个 亚 种 ， 齿 台 轮廓 与 忆 . 
quadraniinodosa 一 致 ;但 齿 垣 发 育 。 内 \ 奈 化 上 看 ,此 种 可 分 为 两 个 亚 种 :、P. mar gin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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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ginifera 起 源 于 P. stoppeli; P. marginifera duplicata 起 源 于  P. klapperi, P. 

mar ginifera WT LYRA LM. TIER P. rhomboidea 带 最 上 部 至 整个 P. mar ginif- 

era 带 。 
Fy, By ix 

RRS al RAW Paelmatolepis marginifera marginifera 

Helms, 1959 

(图 版 24， 图 14 一 16 

1959 Palmatole pis quadrantincdosa marginifera Ziegler, Helms, p. 649, pl. 5, figs. 22, 23. 

1962 Palmatolepis quadrantinodosa marginifera Ziegler, p. 11, pl. 1, fig. 6; pl. 2, figs. 6—8. 

1973. Palmatolepis marginifera marginifera Helms, Sandberg et Ziegler, pp. 104, 105, pl. 35, figs. 13, 

14. 

1976 Palmatolepis quadrantinodosa marginifera Helms}*Druce, p. 165, pl. 55, figs. 1, 3(non fig.2 = 

本 P. quadrantinodosa quadrantinodosa). 

1979 Palmatolepis marginifera marginifera Helms, Cygan, pe 213, pl. 6, figs. 6—8; pl. 7, fig. 10. 

RE HSASNAC.AANHER. HHHAW SAMA ERE eH, 

te Bek LEE Per Oe, AURA, RIA Pho 
”注释 P. marginifera 由 P. quadrantinodosa 族 系 经 P. stoppeli RHE 化 来 ， 

齿 垣 是 光 的 , 宥 状 的 ,有 时 分 成 细 齿 。 少 数 标本 在 外 齿 台 可 有 不 规则 的 瘤 肯 。 此 亚 种 最 早 
见于 P. rhomboidea 带 最 上 部 ;但 很 少 ;多 见于 已 marginifera 带 下 部 至 上 部 。 

产地 层 位 AS = 4s SBA" P. marginifera 带 。 

RAS Be E LH Palmatolepis marginifera. subsp. 

Sanderberg et Ziegler, 1973 

alk 19, A 13, 165 17) 

1967 Palmatoiepis Spassov et Filipovic, Dp; (85, ol, Sonfips. 11,012 13, 

1967 Palmatole pis quadrantonoitosa 人 于 ae et. Ziegler, meee, ‘pp. 402, 403, pl. 9, a 

410, 11, 12, 13, 

io73 , Palmatotepis marginifera n. Ce et Ziegler, pl., 3, eg 20, 26. 
ro 

特征 7 mien 的 一 个 未 命名 新 亚 种 。 asa a Ak» SBE] Ek, 

SET, SAUL PARE Ea AE PEG Ja (8 dd SRA ps 

: 比较 此 亚 种 与 P. mar ginifera mar ginifera 非常 相似 ， 区 别 在 于 齿 台 后 方 兴 ， 册 

垣 延伸 到 齿 台 后 方 ， 齿 状 在 中 瘤 齿 后 方 无 ， 而 代 之 以 上 四 模 。 齿 垣 前 方 微弱 的 细 齿 化 。 它 与 

P. m. duplicata 的 区 别 是 在 外 齿 人 台 缺 少 齿 垣 或 凸 起 (bulge), 而 齿 垣 延 到 齿 台 后 端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 三 里 给 ”2P. eS 

14\ 4 Rl Piiciinilenis, minuta fied skits et Mehl, 1934 

RE HST APH AD eS, ee Et 

JER, ATRL R REA OU 0 | a Hr - ASLP  EY » rR ee oi 

渐 弯 曲 或 微弱 的 弯曲 ,无 齿 垣 。: 后 方 齿 台 侧 视 水 平 至 微 向 下 弯 。 
注释 “Palmatolepis minuta 由 Palmatolepis delicatula HRA REM KS ‘ek 4¥ HH 5 

个 亚 种 , 它 与 Palmatolepis gracilis 在 齿 台 收缩 上 较 相 似 , 但 P. gracilis 在 中 瘤 齿 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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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龙 并 向 侧 方 偏转 ， P. minuta 的 龙华 没有 偏转 -NANEERIE tee 

时 代 ， 晚 泥 盆 世 。 t Se BA bk Sco . 

: état 

PRRAEREH Palmatole pis minuta elegantula Wang 

et Ziegler, 1983 i yew 

(ARK 21, A 2,5 3) 

1983 Palmatolepis minuta clegantula Wang et Ziegler, p. 87, pl. 3,fig. 10. 

特征 是 Palmatolepis minuta Ob 2 Ai, CEA 

直 , 中 瘤 齿 发 育 , 齿 台 圆 形 。 
描述 “自由 齿 片 直 而 高 , 底 综 直 ,日 缘 拱 曲 近 半圆 形 ;由 僵 合 的 细 凌 和 成 。 <i 

HR BIEL AO HT EAA TR AA A OO 
后 部 , 近 半 圆 形 , 具 粒 面 革 状 表面 。 

比较 ”本 亚 种 与 P，mimata subgracilis 在 自由 齿 片 的 构造 上 完全 一 致 ， ames 
齿 台 而 不 同 于 后 者 。 P. minwse subgracilis 外 齿 台 是 三 角形 ,几乎 缺少 内 具 台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 弗 拉 斯 阶 ); 因 无 其 它 共 生化 石 ， 准确 牙 形 刺 层 位 未 定 。 

小 掌 鳞 刺 叶片 亚 种 _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Helms, 1963 - | ua , 

(图 版 26， 图 4; 图 版 32， 图 4) 5 YS FR 

1963 Paimatolepis (Deflectolepis) mindta loba Helms, pp. 470, 471, pl 2, L1g8. 155 Ae fig. 
12. 

1971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Helms, Szulczewski, ppi 35, 36, pl. 15, fig. 15. — 

1973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t elms, Sandberg et Ziegler, pl. 5, figs. 1, 2. 

1976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Helms, Druce, p. 160, pl. 66, fig. 6 (74). Petr 5 

1977.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Helms,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3, p. 339, Palmato- 
lepis-plate 9, figs. 7, 8. 

- 

- 

特征 Palmarolepiy minuca (J—AW AP WYETH RE I Eo ag 
比较 ”此 种 外 齿 叶 明显 发 育 不 同 于 其 它 亚 种 。 PERIGEE P. m. 

wolxkac。 当 前 一 标本 齿 台 窄 ,内 齿 台 不 及 正 模 标本 ,不 发 育 ， 但 中 瘤 齿 明显 ， prin Bea 
出 。 另 一 标本 (图 版 6, 图 4) 外 齿 叶 发 育 , 与 正 模 标 未 二 致 

时 代 层 位 Myatt, FUR P. crepida 带 至 下 P. rhomboidea #, 

FMR RA, “SM” P. marginifera 带 : st 下 Sa 
crepida 带 。 ‘aE 

小 掌 鳝 刺 小 亚 种 Palmatote pis minute minuta Branson ee 

et Mehl, 1934 

CPA 26,  5—8) ‘is : 

1934 Palmatolepis minuta Branson et Meh}, pp. 236, 237, pl. 18, figs. 1,6, 7. 
1955 Palmatolepis minuta Branson et Mehl, Sannemann, p. 331, pl. 24, figs. 12, 16. 

, Sannemann, p. 135, pl. 9, fig. 19. 
1956 Palmatolepis minuta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p. 129, pl. 9, figs. 8, 9, 14. 
1963 

1955 Palmatolepis minuta Branson et Meh! 

Palmatolepis (Deflectole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pl. 2, figs. 3, 4, 8 » 9; textefig. 2 
fig.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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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Palmatolepis (Deflectole pts) schleizia Helms, pl. 4,,figs. 1—5 (fAl.P. minuta schleizia 过 渡 的 类 

型 ;non figs. 6 到 11 =P, m. schleizta). 

1965 Pal matole 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Bouckaert et 的 sg 让 pl. 3, figs. 1 一 3. 

1967 Palmatole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Spassov et Filipovic, p. .70,pl. 3, figs. 6, 7. 

1976 Palmatole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Spassov et Filipovic, p. 9, Pl. 1, ak V4 «pl... 2; 

fig. 4. 

1978 Palmatole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Wang et) Wang, p..73, pl. 5, Gow 4, 5, 14-16. 

特征 ”是 具有 小 的 ̀ 亚 椭圆 形 至 伸 长 齿 人 台 的 Palmatolepis minura 种 的 一 个 亚 种 。 中 

瘤 齿 后 方 有 齿 糊 ,在 一 些 标本 中 ,中 瘤 齿 后 的 瘤 齿 较 中 瘤 齿 前 的 瘤 齿 低 ; 有 的 标本 ,中 瘤 齿 

后 缺少 齿 状 ,而 为 一 纵向 凹 槽 。 可 能 存在 乎 的 侧 齿 叶 。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 牙 形 刺 Palmatolepis triangularis 带 至 S. velifer 带 , 菊 石 

人 带 Monticoceras-Stufe 上 部 至 Peryclymzezrta-Stufeo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塘 , 三 里 组 ”P: rhomboidea #2P. marginifera #7, 

1\v 2 6 Ril HOSE FRI Palmatole pis minuta schleizia Helms, 1963 

(A 26, A 9, 10) / 

1955 Palmatolep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Sannemann, pl. 24, fig. 17. 

1962 Palmatolepis minuta Ziegler, pp. 66—68, pl. 3, figs. 11—16. 

1963 Pal matolepis (Deflectole pis) schletzia Helms, pp. 471—473,pl. 3, fig. 13; pl. 4, figs. 6 一 11 (non 

fig. 1 一 5 =P. m. minuta), text-fig. 2, fig. 35. 

1967 Palmatolepts schleizia Helms, Spassov et Filipovic, p..73, pl. 3, figs. 21, 22. 

1967 Palmatolepis minuta schleizia Helms, Wolska, pp. 399, 340, pl. 7, figs. 13—16, text-fig. 13. 

RE HRA A MTR - AAR. WABI A eh, Set 

小 面 尖 , 雌 人 台 边 缘 明 显 凸 起 。 中 瘤 齿 后 方 有 时 为 浅 的 止 槽 。 

比较 ”此 亚 种 外 此 时 很 小 , 有 时 突出 成 角 、 有 凸 起 的 边缘 ， 不 同 于 P. minuza lata, 

后 者 外 齿 叶 较 大 ,无 凸 起 边缘 。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晚期 , 牙 形 刺 P. rhomboidea 上 带 至 P. styriacus 中 带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P. marginifera 带 。 

i)\0+ 3 5) Palmatolepis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Ri BU BHR (scalloped blade) 和 大 而 宽 的 贞 台 为 特征 的 Palmarolepis B 

NS PRR Ke LS. HAR. ASAH RRAAMKREA. HA 

Fi MWA Fo BR Hi 8 NT ER BUI te VBR AF 

注释 Sannemann (1955) 首先 指出 ,此 种 具 启 形 齿 片 ,， 而 不 同 于 1P: rugosa RB 

以 雌 台 形态 ̀ \ 比 例 \ 齿 片 - 齿 着 的 弯曲 程度 \ 侧 齿 叶 的 有 无 ,此 种 已 划分 出 7 个 亚 种 (P. ze- 
rlobata perlobata, P. p. schindewolfi, P. p. sigmoidea, P. p. postera, P. p. grosst, 

P. p. helmsi, P. p. maxima) 它们 的 时 限 各 不 相同 。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上 晚期 。 牙 形 刺 上 P. trriangularis 带 至 中 B. costatus 带 。 

小 叶 掌 鳝 刺 申 德 沃 尔 夫 亚 种 Palmatole pis perlobata schindewolfi Miiller,1956 

〈 图 版 22， 图 3; 图 版 24， 图 17，18) 

1956 Pal matolepis (Pal matole pis) scheidewolji Miller, pl. 8, figs. 22—31; pl. 9, fig.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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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PaIzmalofepiy perlobata schindewolfi Miller, Ziegler, p. 70, pl. 8, figs. 2— 5. 

1966 Palmatolepis perlobata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18, “ate bh figs. 

8, 13; pl. 13, figs. 1—6. ’ i ; 

1967 Palmatolepis perlobata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Wolska, pp. 400—402, ~ 10, “figs 153, ol 

8; pl. 12, figs. 8, 9. ; 

1969 Palmatolepis perlobata schindewolfi Miller, Polsler, p. 414, pl. 5, figs. 1, 2, 9. tail ond 

1974 Palmatolepis perlobata schindewolfi Miller, Dreesen et Dusar, pl. 7, figs. 15—17. rind Otte 

1977 Pal matole pis perlobata schindewolfi Mil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3, pp. 361 

—364, Pal matolepis-plate 1, figs. 1—7. 

1978 Palmatolepis perlobata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Wang et Wang, p. 74, pl. 5, figs. se 2, 

27, 28. : 
1979 Palmatolepis perlobata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ed fad pp., 217—219, pl. 6, figs, GPL , 

9, fig. 7. eee 

OTE 齿 台 大 ,长 ,强烈 起 伏 , 有 细 和 粒 的 粒 面 革 状 装饰 涛 大 宽度 在 中 痪 此 前 方 ; 洁 着 
ALLE. SMCS Ry FUR. SON RE th, eR ER 

He Ziegler (1971) 指出 ， 此 亚 种 的 概念 较 广 /有 可 能 过 一 步 分 出 亚 种 。 此 亚 种 
Eh dr BRICK. SP. p. perlobara WX BIR SEBUM, HBR, 和 关 时 较 
‘ofS A ESSER PED ORI BARS MRD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晚期 。 牙 形 刺 上 P. crepida 带 至 中 B cosas Hy 
FRE Roe=#,“= FA” P. rhomboidea 带 至 Scaphignathus velifer. =. Ene: “ 

上 .gf1 
: 

_ 小 叶 掌 鳝 刺 反 曲 亚 种 Palmatole pis pirliborls sigmoidea rine TOU 
moloemist Tots 

Ziegler, 1962 ei 
cir a | NER 

(图 版 22， 1, 2) eb TOT 
tt “Xml 

1962 Palmatolepis perlobata sigmoidea Ziegles, p- 71, pl. 8, figs.7, 9—11. * 
1970 Pal matolepis perlobata sigmoidta Ziegler, Seddon, plo 13, figs 2 4g nen eH 
1977 Palmatolepis perlobata sigmoidea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3, hich Pal-| 

matole pis-plate 11, figs. 8—1I. 9 

特征 Palmatolepis perlobata 的 一 个 亚 种 ， 其 长 轴 强 烈 ge “Beith, ti 
ES UT. 2B, RE BRR BRU 

注释 OP. p. sigmoidea 由 P. p. schindewolfi HAL IK, 5 RUIN tee 
Fa Fi 5 Alia 2S, te A - ta eeaR A “S” 形 弯曲 ， 外 齿 叶 较 小 。 本 种 层 位 为 下 , P._margi- 

nifera 带 至 中 P. styriacus 带 。 tL She eae 2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 三 里 组 ”2. 多 tH 0 CRM I ih mn 
ty YN EE AR ET 

BRB A Palmatolepis poolei Sandberg et Ziegler, 1973 全 
(图 版 255 fA 6) 

3 

1973 Pal matoleppis poolei Sandberg et Ziegler, p. 106, pl. 4, figs. 14—26. 和 
1975 Palmatolepis poolei Sandberg et Ziegler, Ziegler, i 

pis-plate 5, figs. 12, 15. 

FE Palmarolepis poolei |) ti 4s Ai -E MRR BRL IR BG 后 方 瘤 齿 微弱 、 由 站 
SRIOATOAICNR ORAM NOL UE, soe ea 
Fy a ET BA A te PAC 5 a ih SRA LUE RRB. 

比较 =P. poolei HF P. quadrantinodoialobara morphotype :ly 5/4 SAK Fi Ee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2, P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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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叶 萎缩 。 BUR ARS TH PRA, SE REV «OP. quadrantinodosalobata Morpho- 

type 1, 但 齿 台 前 半 部 瘤 齿 发 育 ,后 半 部 无 瘤 齿 , 呈 粒 面 革 状 。 齿 垣 较 圆 , 齿 台 后 方 较 尖 ,外 
tee Gil Fil, BREET P. pooleig 当前 标本 是 由 已 quadrantinodosalobata Morpho- 

type 1, [Al P. poolei 过 渡 的 类 型 。 

RE ” 晚 泥 盆 世 。 只 限于 牙 形 刺 下 P. rhomboidea 带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 三 里 组 "下 P. rhomboidea 带 。 

Bu (pS eR]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1958 
(A 26, 图 11—13, 15, 16) 

1958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pp. 62, 63, pl. 3, figs. 11, 12; pl. 4, figs. 1—14. 

1968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Pollock, pl. 61, fig. 22. 

1970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Seddon,pl. 11, figs. 5, 6. 

1971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Szulczewski, p. 38, pl. 9, fig. 8; pl. 10, figs. 1 一 4. 

1971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 Szulczewski, pl. 9, fig. 6(only). 

1973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1, p. 289, Pal matolepis- 

plate 2, fig. 5. 

特征 HARE. HA-HARS RAH. AR. HHRMA MAHA 

LS, ROBAKEA. HERP OE PHHF SERA 15°. 皱 边 宽 。 有 很 小 的 基底 四 

窝 。 雌 台 前 方略 收缩 , 侧 缘 往往 向 上 弯 , 有 瘤 齿 状 的 边缘 , 齿 台 表面 有 小 的 瘤 齿 。 
比较 “Piroversa 以 较 府 的 齿 台 ,强烈 弯曲 的 齿 状 和 与 主 龙 背 成 45。 HOURS 

于 P. punctatay 

注释 P. proverss HRABNKHATANK. 内 齿 叶 边缘 和 齿 台 前 方 边缘 均 向 上 

弯 , 多 呈 瘤 齿 状 边缘 ,此 种 的 层 位 为 中 _P.，asymmetricxus HAE P. gigas 带 下 部 (Zieg- 

ler, 1962，1971)o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攀 江 组 A. ziemgxlaris 带 。 

斑点 掌 鳞 刺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 1879) 

CAR 19, All, 12; AR 25, A7, 8; Al 26, A 14) 

1879 Polygnathus punctatus Hinde, p. 367, pl. 17, fig. 14. 

1926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 Ulrich et Bassler, pp. 51, 52, pl. 1,figs. 6 (non fig. 7 = Palma. 

tolepis sp. indet.) 

1956 Palmatole pis (Manticole pis) 1 el Miller, pp. 19, 20, pl. 1, figs. 3—8; pl. 2, figs. 

10—13. 

1957 Palmatolepis triangular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Bischoff & Ziegler, p. 82, pl. 14, fig. 13. 

1957 Pal matolepis triangularis martenbergensis Miller, Bischoff & Ziegler, pp. 82,83, pl. 14, figs.14, 

15. 

1958 Palmatolepis martenbergensis Miller, Ziegler, p. 61, pl. 2, figs. 4—7; pl. 3, figs. 1—10. 

1966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é),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19, pl. 88, figs. 8, 9. 

1973 Palmatolepts punctata (Hinde),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1, p. 291, Pal matole- 

pis-plate 1, figs. 4, 5. 

1980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 Perri et Spalletta, p. 302, pl. 5, fig. 5. 

特征 ” 齿 台 大 , 近 三 角形 , 口 面 是 粗 的 装饰 ,外 侧 齿 叶 居中 瘤 齿 之 前 的 位 置 , 并 与 齿 台 

其 它 部 分 有 明显 区 别 。 沧 片 - 齿 养 直 或 微 反 曲 。 齿 台 后 端 向 下 弯 。 皱 边 宽 。 HARA 



84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5 号 
-一 

台 最 后 
ae P. punctata 以 具有 发 育 且 突 出 的 外 侧 齿 叶 和 稍 反 曲 的 齿 片 - aa 

P. transitansy P. proversa FMP tHAA wKA-AARR, tA P. puncta- 

tao 也 

时 代 层 位 ”了 晚 泥 盆 世 。 牙 形 刺 中 已 asymmeiricus 带 底部 至 下 _P. gigas Ho 

Pet GABA, PUA P. asymmerricus 带 至 A. miangularis 

BA eR (LRH) Palmatole pis cf. vunvtate (Hinde, 1877) 

(图 版 20， 图 11) 

注释 “” 它 与 典型 的 P. punceata 的 区 别 仅 在 于 自由 齿 片 相对 略 长， 齿 片 - enemas z 

曲 , 其 它 特 征 则 与 P. punctata 一 致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gigas 带 。 

HH BAN SB Palmatolepis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 1955 

(Aik 25, A 1—3) 

1955 Palmatolepis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 p. 328, pl. 24, fig. 6. ot 4 

1962 Palmatole pis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 Ziegler, pp. 72, 73, pl. 2, figs. 6—12. ' 

1973 Palmatole pis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y. 1, p- 295, 

Palmatolepis-plate 4, figs. 6—8 (see synonymy). — | : 

特征 ” 齿 台 近 三 角形 ,内 齿 台 前 方 有 一 笠 粗 的 瘤 齿 , 除 这 些 瘤 齿 外 ， 此 人 台 表 面 粒 面 划 
状 或 细 粒 状 。 凸 出 鼻 状 的 外 齿 叶 可 能 是 浑圆 的 , 齿 片 - 齿 状 直 或 微微 反 曲 。 丙 人 台 后 方向 时“ 

弯 , 仅 最 后 端 向 下 。 可 能 有 次 级 齿 峭 。 RT 5 

ER Ziegler (1962) 认为 此 种 可 分 为 二 个 形态 类 型 。 形态 类 型 1, 具有 大 的 三 角 
形 齿 台 , 来 源 于 P. triengularis, 齿 台 表面 有 小 的 瘤 齿 , WR P. triengularis 带 底部 至 

th P. crepida 带 , 是 属于 由 P. triangularis 到 典型 的 P. quadrantinodosalobata 的 过 

渡 类 型 。 形 态 类 型 2, 齿 台 小 , 除 内 齿 台 前 方 外 , 齿 台 光滑 , 属 典型 的 .P. quadrantinodosa- 
jobara 时 代 限 于 P. crepida 带 至 下 P. rhomboidea 带 下 部 。 gay 

产地 层 位 “永福 和 平公 社 八 弄 ， 法 门 阶 _P. crepida #2 P. rhomboidea 带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带 。 

方形 瘤 齿 叶 掌 鳞 刺 (比较 种 ) Palmatolepis cf.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1955 

〈 图 版 25， 图 5) 

注释 ”与 典型 的 P. quadrantinodosalobata 相 比 ,当前 标本 ， AAAI AIC te 

Wa PH BFL 7h | sah 
产地 层 位 永福 币 公社 , 榴 江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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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OS Rl (LCRA ) Palmatolepis cf. regularis Cooper, 1931 

(图 版 21， 图 5 一 73 Ahk 20, A 4) 

cf. 1931 0 regularis Cooper, p- 242，p1l..1,， fig. 26. 

1962 Palmatolepis cf. regularis Cooper, Ziegler,p. 75, pl. 6, figs. 20—24, text- -fig. cP ) 

1966 Palmatolepis cf. regularis Coop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21, pl. 92, ama” 14—16. 

1967 Palmatole pis cf. regularis Wolska, p. 404, pl. 6, figs. 11—15. a Ze 

1973 Palmatolepis cf. regularis Cooper, Sandberg et Ziegler, p. 106, pl. 1, figs. 2730. 

特征 Ht Qa HH ST A A SR EP ER Bt Be Ae BAS, ts 

K-Se  EMAAREW ER PSREH RH Kaa mAL Ss. 

注释 OP. regularis 的 正 模 标本 埋 在 页 岩 中 只 见 反 口 面 ， 不 能 进行 准确 的 对 比 ， 

Ziegler (1962, text-fig. 7)， 研 究 了 此 种 的 发 展 。 星期 阶段 ,此 人 台 宽 ， 大 反 曲 强 ; 

晚期 阶段 ?此 合 宽 , 贞 片 - 齿 养 反 曲 弱 ,无 内 齿 叶 os: 

时 代 层 位 He JER to 牙 形 刺 上 P. triangularis 带 至 下 P. sh Goins il THT 0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 三 里 组 ”P,.zrpompoidea 带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带 。 
ue 5 3 人 

四 红 山 堂 鳞 刺 (新 种 ) 0 sthongshanensjs (sp. mere 

《图 版 aid Al 5— reek 

特征 eee, 宽 , 具 有 微弱 的 粒 面 革 表 面 ， “gies 很 发 育 ， 大 致 旺 三 角形 。 在 幼年 

期 ,其 前 、 后 缘 中 部 收缩 ,有 一 外 齿 叶 ,在 成 年 期 ,其 前 缘 直 ,, 无 外 齿 叶 ， 整个 外 元 台 呈 三 角 ， 

“ 形 。 目 由 齿 片 - 此 着 强烈 弯曲 ， PREZ AREER TEAS Time. Ana, 

ii, eH, ABR, EWA St i2itip sees ts) 

£8 HPAKSMTREARE, ARE, P.rhomboidea, is SERRE 以 

致 在 成 年 期 ， 此 全 最 大 宽度 大 于 其 长 度 ， RD INTE | eal P. Gircularie Fai: Pu aff. 

Bat pt ci lay 2 ° ey! ¥ : ii Bet 

FRE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三 里 组 P. sas bic se: Se eldag P. 人 

: , 

Foot se a 4 Palmatolepie, sub perlobata 有 et Mehl, Coe gf A 
aR 255 1119) 。 “4 ee preg 

PiAy p La 

(1934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p.,.235;) pl. 18, Sige. LY; 2153 mMaluenoh 

1965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Bouckaert et Ziegler, pine. figs. alt, pee. ee: 

1966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 “Winder, p. 1275, pl. °156, fig. 2 4 

1969 Palmatole pis-subperlobata Branson-et\Mehi, Olivieri, pp, 115,:116, pl. 18,7figs. 12, 13, 

1971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Szulczewski, p. 40, pl. 13, fig, 12. 

1975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weit Dreesen et Dursa,, pl 24,fig.. 10. 1 

1976 Palmatole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et pp- 170, 171, ‘pt. 58, fig. 1 (42); 51. 63, figs. 

3,4- oh 了 友和 

1976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subsp. a, Druce, p. 171,pl.. 58, figs. 2—3, 5. 

1979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Cygan, pp- 225—227, pl. 7, fig. 8; pl. 10} fig. 4. 

SE He S AP AAR AR A PRR 70 Hoe is a a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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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 or by $e HH BRR UH FA AA KHARS. HeRBAAES. 

te P. subperlobata ts WS P. triangularis 一 致 ， 但 此 人 台 上 无 瘤 齿 而 为 细 

的 粒 面 革 状 。P. quadrantinodosalobata dalle tialileri 当前 的 

标本 , 齿 台 长 或 短 , 齿 片 - 齿 脊 中 等 或 强烈 反 曲 。 eS 

时 代 层 位 Myatt FUR) P. sriangularts 带 底部 至 上 B, crepida a me DDR: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a 带 。 二 ie 

亚 小 叶 掌 鲜 刺 (比较 种 ) Palmatolepis cf. subperlobata — Be 

Branson et Mehl, 1934 De 44 

(M25) 图 9 10) ”1 3 3 
ofl) yhe 

cf. 1934 Palmatole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p. 235, pl. 18, figs. 11, “21. : 

注释 基本 特征 与 Palmatolepis subperlobata 一 致 ,但 eur 

端 微 向 下 弯 , 不 同 于 P. subperlobata, SA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a Ho 。 aie 
Vb Water: 

atl Palmatolepi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 uist, 1947 

《图 版 20 A 12; AR 235 A1—4) . he Te 

1947 Palmatolept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pp. 513,514, pl. 75, figs. 7—11. 

1966 Palmatolepts subrects Miller et Youngquist, Glenister & Klapper, pp. 823, 824, pl. 88 figs 1— 

3. 

1969 Palmatolepi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uist, Pélsler, p. 417, pl. 5, fig. & li AS eR mt ef 

1970 Palmatole pi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Seddon, p. ess pl. 16, fig. & 

1975 Palmatole pi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Chorowska, pp. 84, 85, pl. 2, figs. 5, 6. 

1976 Palmatolepi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Druce, pp. 171, 172, pl. 59, ‘figs. 1 Fe 4)(aon' figs 民 

3 一 P_ hassi). 

Ans A. ee 

1979 Pal matole pis i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ee pp- 227, 229, pl. 8, figs. - 5, ft ple 

10; figs. 9, 10. ae 

Py a et Tae L ecto he ick re rT eee 
叶 较 明显 ,多 数 个 体外 齿 时 指向 后 方 。 Ha-Ha, BIR ee RS, eR 
Bo : om 

注释 “P. subrecta {e ti-es $e BURL th LE ICREK, MME HOR ACL st ERIN 
PBA SEA, We RPE AERC A He EA OPP. 
subrecta ‘5 P. hassi 接近 , AABHGRA, RR, HH- HRS, Maite 
P. triangularis HARHALYS, AS P. subrecta X Hil: =4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 牙 形 刺 上 P. asymmetricus 带 至 中 P. triangularis 带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糖 江 组 P. triangwlaris' 带 ; AAPA, LIBRE © 

近 直 掌 氮 刺 (亲近 种 ) Palmatolepis aff.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1947 

(Aim 20, W913, 14) 

RE AUR. WHA E SAT, LS HRS BaF 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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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 台 发 育 , 其 前 缘 直 或 徽 中 y 外 齿 叶 指向 
叶 连 接 处 内 凹 , 齿 台 后 方向 下 弯 。 
HR RRA GRACE EHS OME 

四。 

1955 

1956 
1962 

1966 

1967 

1969 

1969 

1971 

1971 

1973 

1975 

1979 

BA HeRAREEKG AD J Hen S 

Fo Shi SRT Kid ERAT 
常见 的 已 : subrecta HAW RAREEW SAM, IMSS EZ AT AILS 

FREER @kBZAaW.= BA P. triangularis Ho 

BE ra SO Palmatolepis tenui punctata Sannemann, 1955 . 

Pal matole pts: 

Palmatole pis 

Pal matole pis 

Palmatole pis 

9—11. 

Palmatole pis 

Pa! matole pis 

Pal matole pis 

Pa! matole pis 

Palmatole pts 

Pal matole pis. 

Palmatole pis-plate 4, figs. 

Pal matole pts 

Palmatole pis 

(en } 

tenuipunctata 
tenutpunctata 

tentit punctata 

tenutpunctata 

ten uipu netata 

tenuipunctata 

tenutpunctata 

tenut punctata 

tenutpunctata 

tentiipunctata 

tenutpunctata 

tenutpunctata 

〈 图 版 23，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Sannemann, 

3—5. 

Sannemann, 

Sannemann, 

Al7, 8; FA 21, Al 4) 

p- 136, pl. 6, fig. 22. 

Miller, p. 28, pl. 9, fig. 32. 

Ziegler, pp. 80, 81, pl. 4, figs. 3—13, text-fig. 8.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24, pl. 89, fig. 4; pl. 92; figs. 

Wolska, p- 408, pl. 13, figs. 11—13, text-fig. 16. 

Pélsler, p. 417, pl. 5, fig. 25. 

Olivieri, p. 117, pl. 18, figs. 1,2. 

Szulczewski, pp. 41, 42, pl. 14, fig. 8. 

Schumacher, pl. 15, fig. 25.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 303 一 305， PPp， 

Dreesen et Dursar;pl. 24, fig. 3. 

Cy.gan, pp. 229, 230, pl..9,figs. 1—3, 5, 6. 

特征 EARRAD RAR, We S= AP. ATR. eR SMA, 
Ba GES. HH HAPS ARS We RKO 

注释 ASD PT ae). He PR: subperlobara 演化 来 。 在 系统 发 育 的 晚期 , 此 种 齿 
44578 FH OP. glabra prima, 此 种 具 外 此 时 ,不 同 于 P. glabra, 小 的 PP perlo- 

bara +5 P. tenuipuncrata 相似 ， 但 两 者 贞 片 前 端 细 此 不同 。 P. tenuipunctata tery 

端 组 此 紧密 ,而 :P. perlobara EAB AA HIRT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 牙 形 刺 P. triangularis HEF P. crepida 带 顶 。 

PREM @RBLAAW = BA P. triangularis Ho 

1955 

1962 

1963 

1963 

1963 

1965 

1967 

1971 

=F wml Palintitote pis edagalaris Seanemann, 1955 

《图 版 23， 图 9，10; 图 版 19， 图 15) 。 

Paimatole p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p. 327, pl, 24, fig. 3. 

non 1956 Palmatole p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Miller, pp. 21, 22, pl. 2, figs. 17—19; pl.3, figs? 

22, 33; pl. 4, figs. 1—19 (all = P. subrecta). a : 

Palmatole p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Ziegler, pp. 83, 84, pl. 1, figs. 1—16; pl. 2, figs. 1=25, 

47). 

Palmatole pis 

Palmatole pis 

Pal matole pts 

Palmatole pts 

pl. 14, fig. 

Palmatole pis perlobata perlobata Ulrich et Bassler, Helms, pl. 1, fig. 24 (mon text-fig. 2, fig.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Helms, text-fig. 2, fig. 15. 

triangularis Sannemann, Helms, text-fig. 2, fig. 13. 

Palmatole p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Bouckaert et Ziegler, pl. 1, figs. 1—6. 

triangularis Sannemann, Wolska, p. 

triangularis Sannemann, Szulczewski, p. 43, pl. 

5. 

140, pl. 13, figs. 1—4.~ 

12, figs. 1,:23 pl. 13, figs. 1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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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Palmetolepis triangularis Sannerann，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1, pp- Aare. 

matolepis-plate 3, figs. 1,2. 
> At i : si 中 

1979 2 triangularis Sannemann, Cygan, p- 232, pl. 7, fig. 11; ag. 9, fine 10; Ph uy fig 

we 2p =I 5 RLS 9 9-5 OR AT 

RGA o BRA UERED SE Lo IRAE PE. SOD Ze wa ER eR oT 

TERRES RAY HAMA E Se A RE Ta) BuIA Fo ae ie 

比较 P. rriangularis (OBES P. subperlobata 一 样 ， AbekHA ARN 

vi, i P. subperlobare 齿 台 上 表面 多 粒 面 革 状 。 P. delicatula clarki EHBOR 
有 粗 的 装饰 , 亦 不 同 于 _P. triangularis, P. triangularis 与 P. subrecta 关系 密切 。 两 ， 

种 问 有 过 湾 关 型 存 在 ,但 .了 .agree7a 次 全 后 部 向 下 过 Ay EL 
triangularis, wnat NS — 26 

时 代 层 位 ” 晚 泥 盆 世 , 牙 形 刺 P. triangularis aoe P. crepida 带 中 部 。 区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了 2. tie te AAU A ty 也 泥 贫 
ees |". 3. ME Ss) a 

统 。 La + ue sbevegelgh Pte: 

1 OO iver” 

独 角 掌 鳞 刺 Palmatolepis unicornis Miller et Youngauis, 1 aces: wi Ete! 

《图 版 23， 图 12) = rage 

1947 Palmatole pis unicornis Miller et Fought Miller et Youngquist, p. 514, pl. 75, rig gp! 

1979  Palmatole pts unicornis Miller et Youngquist, Narkiewicz, pl. 3, fig; da—b. = | it 

SE KARAS FS. 自由 齿 片 短 而 高 ,其 最 前 端 有 1—2S Re 

缘 有 小 齿 。 固 定 村 着 在 中 瘤 齿 后 方 不 发 育 ， eee ZEST 75 AR A Ro 外 

HK Mit beduly 4 hh Ro Stel, 4 SISMEPE ERS 
HERP. unicornis vet ga ERR Tie Biba A ERTS we 

后 方向 下 弯 不 同 于 P， gigas, 人 {H. P. unicornis EIS Le 

CBB. oh 9 | °5 9 Ogre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纸 i， 榴 汪 组 ,P. vigds Fo.) : AGS 人 

掌 鳞 刺 (AEH) Palmatolepis vam 

at 19; ay 和 | Fs 

RE ” 齿 台 较 长 ,外 齿 叶 指向 前 方 ， 外 次 台 前 边缘 强烈 内 容 。 后 边缘 较 直 ， 齿 台 后 端 
不 下 弯 , 与 常见 的 P，v*wbrecra 不 同 。 pi ay 

FRET BRABEOAL,—BA P. trian gularis ate 4 

vw, suv. 

wic'ysq te clotneniat Fa 
88 Th Panderodus Ethington, 1959 ac 

Sate tet 
WAH Paliodus unicostatys Branson et Mehl, 1933 vacant do 

特征 PMU AT MAAR RA Ie a SH AO RS RA, FG maa mia 
fi AWD) 4 A i 9, PS RA tl 长 的 一 半 以 十 6 

时 代 分 布 中 奥 陶 世 至 中 泥 盆 世 ,世界 性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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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肋 潘 德 尔 刺 Panderodus semicostatus Ziegler et 

Lindstrom，1971 

Cig 18, A 3 一 入) 

1971 ‘Panderodus semicostatus Ziegler et Lindstrém, pp. 632, 633, pl. 3, figs. 1—1l. 

特征 ”具有 下 列 特征 的 Panderodus 属 的 一 个 种 ， 正 面 后 三 分 之 一 具有 一 纵 沟 。 仅 

在 此 纵 沟 前 方 有 一 个 细 的 雌 纹 带 , 而 在 反面 ,基部 皱纹 带 上 方 , 均 为 相当 粗 的 齿 纹 6 

注释 Panderodus semicostatus 锥 体 纤细 ;, 细 长 ,顶端 尖 , 向 后 弯 。 基底 皱纹 带宽 为 

70 一 100 um, 广西 的 标本 ;在 正面 前 方 有 一 高 的 肋 着 ， 纵 沟 前 至 肋 着 均 为 细 的 齿 纹 带 , 肋 

脊 前 方 光 谓 无 饰 , 在 纵 沟 中 有 几 条 较 宽 的 细 沟 。 反面 亦 有 一 肋 疹 , 且 有 较 发 育 的 齿 纹 s 但 

个 别 标本 反面 肋 糊 的 前 方 亦 无 齿 纹 o 此 标本 在 形态 上 似 Panderodus. gracilis, (AA KA 

装饰 8 Panderodus gracilis {I RRIF. BADIA Haro. Ziegler 和 :Lindstr6m 

描写 的 标本 〈(p1. 3, figs4, 5) HAM RAARBAWRA, IMRBALAATIE 
BRA, HRS. 

Panderodus semicostatus 的 原作 者 认为 只 见于 埃 姆 斯 阶 上 部 ， 当前 的 标本 见于 十 埃 

姆 斯 阶 ; Polygnathus dehiscens 共生 。 本 种 时 限 为 旱 泥 盆 世 晚期 ( 埃 姆 斯 期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坡 脚 组 至 达 莲 塘 组 P. dehiscens #4 P. perbonus tio 

半 肋 潘 德尔 刺 (比较 种 ) Panderodus cf. semicostatus 

Ziegler et Lindstrém, 1971 

(Alm 16, 图 9) 

特征 HARI, AS. EMENG—-WF. KHRAAWMARDALHWAFA, 

无 细 的 此 纹 。 当 前 标本 正面 纵 沟 前 方 无 细 的 此 纹 , CRAbDRMA-MFA, HSB P- 

semicostatus 不 同 ， 同 时 , 锥 体 前 缘 圆 , 反 面 横断 面 亦 较 圆 。 仅 一 个 标本 , 较 特 殊 。 有 可 能 

为 一 新 种 。 2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坡 折 落 组 P. inversus 带 上 部 。 

Aik) Panderodus perstriatus Wang et Ziegler, 1983 

(图 版 7， 图 1，2) 

1983 Panderodus perstriatus Wang et Ziegler, p. 88, pl. 2, fig. 16. 

GE WAR. MRA EHRA-RES—-AMRHNAW, RHLABDRDS, 

前 后 缘 浑 圆 。 正 面 (内 侧 ) 中 部 具有 一 个 穿 而 深 的 中 沟 ,宽度 从 基部 到 顶尖 儿 乎 不 变 5 反 面 

无 中 沟 或 肋 状 ,前 后 缘 浑 圆 ,整个 锥 体 表 面具 有 均匀 分 布 的 平行 齿 纹 ,在 基部 每 仙 有 60 一 

20 条 此 纹 。 皱 纹 带 上 的 线 纹 与 锥 体 上 的 齿 纹 宽度 一 致 o( 基 腔 深 , 轮 廓 锁 孔 状 。 

bee OP. perstriatus 侧 方 缺少 纵 肋 显然 不 同 于 Pazderodzur unicostatus, 反面 浑 

圆 ,整个 锥 体 有 密集 的 齿 纹 ,也 不 同 于 P. striatus, 基部 轮廓 锁 孔 状 , 似 P. panders, 但 

后 者 前 后 表面 无 齿 纹 。 P. jperstriatus 以 锥 体 粗 壮 ; 顶 尖 钝 ,正面 中 沟 以 均一 的 宽度 直到 

顶尖 ,反面 浑圆 ,表面 齿 纹 密 、 基 部 锁 孔 状 为 特征 。 



90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5 号 
rc 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带 ; 那 坡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P. 

perbonus iio . 

先 过 渡 潘 德尔 刺 Panderodus praetransitans Wang et ier 1983 

(图 版 17， 图 3y 4) 

1983 Panderodus practransitans Wang et Ziegler, p. 87, pl. 2, figs. 17, 18. hl of 

特征 “正面 中 线 后 方 有 一 纵 沟 ,两 侧 均 有 均一 齿 纹 ,横向 浑圆 ， me 

oe or. ae AAS 
描述 “ 单 锥 形 刺 体 , 基 部 较 宽 ,顶端 尖 , 向 后 弯 。 基部 横断 面 椭圆 形 ， came A 

WY 5 fal SR, 横断 面 变 成 圆 形 , 正 面 中 线 之 后 ， AIS. GAM, AACA, TER 

两 面 均 有 均一 的 齿 纹 。 正 面 齿 纹 基本 与 纵 沟 平行 ， 仅 后 方 基部 齿 纹 向 纵 沟 收 敏 5 RAG 

纹 则 向 后 缘 收 敛 。 横 断面 前 后 缘 基 本 浑圆 ,但 有 一 穿 而 锐利 的 纵 着 ， re 

顶尖 ， AY A RAEI eo 水 这 ye : 

SER OP. praetransitans 在 形态 上 与 Neopanderodus transitans —, MEP. os 

etransitans BAAR. N. transitans 则 无 。 此 外 > 前 者 正面 齿 纹 基本 与 纵 沟 平 

行 , 齿 纹 细 ，, 而 后 者 正面 齿 纹 明显 向 纵 沟 收敛 ， 齿 纹 粗 。 Ziegler 和 Lindstrom j\2N. 
transitans 由 Panderodus semicostatus 演化 来 o N. transitans 可 能 因 P. se 

tans WAI K. AAI ACK o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sen P. perbonus Fo 

宽 底 潘 德 尔 刺 Pandedoded valgus (Philip, 1965) 

16 ; . (图 版 16, 图 D) s a 

1965 Paltodus valgus Philip, p- 109, pl. 8, figs. 75 8; text- fig. 26. re he OAR “y 

1966 Panderodus valgus (Philip), Philip, p. 448, pl. 1, figs. 1—3. Puts eg 

1975 Pandérodus valgus (Philip), Telford, p. 39, pl. 3, figs. 14, 15. NT Ls gti s> 
1978 Panderodus valgus (Philip), Wang et Wang,pp. 339, 340, pl. 39, figs. 7, 8. he iz: fe x 

FETE FEAR JE TATA A JERSEY Panderodus, ARRAS, 刺 体 不 对 称 , TE 
侧 有 低 而 圆 的 齿 养 。 此 种 均 见 于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 

FMB MH Viel, AVE P. perbonus 带 

Wik BT FR Pandorinellina Miiller et Miiller, 1957 yy eed PAROS 

| 模式 种 Pandorina insita Stauffer, 1940 RH 

特征 CP DT) Ry, ERE RK, aes OE, sre 5 
齿 片 后 三 分 之 三 忆 间 有 一 缺 刻 。 主 齿 明显 或 不 明显 。 

多 成 分 Pandorinellina: POINAIAA5 “P 骨骼 分 子 是 窜 颗 此 刺 形 分 子 ， 0; saat 
克 刺 形 分 子 ，N 是 同 饮片 刺 形 分 子 ，A; 是 欣 德 刺 形 分 子 ，A; 是 角 刺 形 分 子 ; As 是 小 双 
WIGS Fo 

BER =Pandorinellina 不 同 于 Ozarkodina 

时 代 分 布 泥 盆 纪 , 世 界 性 分 布 。 
， 它 共有 小 双 刺 形 As 分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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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似 潘 德 尔 刺 Pandorinallina exigua (Philip, 1966) 

1966 Spathognathodus exiguus Philip, pp. 449, 450, pl. a figs. -26 一 37 (figs. 35—37 = Holotype). 

1970 Spathognathodis steinhornensis exiguus Philip, Philip et Jackson,pp- 317} 218, pl. 38, fig. 13. 

1973 Pandorinellina exgua exigua (Philip),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1, Ozarkodina- 

plate 2, fig. 10. 

特征 “前 齿 片 高 ,有 大 的 细 具 ,与 齿 片 后 2/3 接触 处 有 明显 缺 a, ES UE 
侧 齿 叶 朝向 前 端 不 对 称 。 i ta | 
时 代 “ 早 泥 盆 世 。 

小 似 潘 德尔 刺 小 亚 种 Pandorinellina exiguarexisua 

(Philip, 1966) 

» CAR 28, 7,8) 

1966. Spathognathodus 全 本 全 Bischoff et Sanneman，Clark et Ethington, pp- 685, 686,pl. 

82, figs. 15, 21. 
1966 Spathognathodus exiguus Philip, pp. 449, 450, pl. 3, figs. 26—37; text-fig. 7. 

1970 Spathognathodus steinhornensis exiguus Philip, Pedder et al., p. 217, 218, pl. 38, fig. 13. 

1974 Pandorinellina exigua exigua (Philip), Perry et al., p- 1086, pl. 6, figs. 12, 13, (P element). 

1975 S pathognathodus exiguus Philip, Telford, p. 58, pl. 14, figs. 10—18. 

CE MATA Meee RAM ATR, Sw ey Zee Ol Hee 
刻 。 thas ER 基 腔 在 齿 片 中 部 ， Ba Pa NBA 不 等 大 3 srs ign gab 

Zen A RAE RA 

Kee PP. exigua exigua UL BS VL a 2 a A 2 Ba A tL AS Da] P. exigua 

philipi 和 P. exigua guangxiense, Ja—WHAER REAM FA.WERE SEER 

线 分 明 。 

Sadat ciated 那 高 岭 组 OE. serbia ho 

Pee tera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angxjense A 

(Wang et Wang, 1978) Se KE he 
CERNE 285 Bol) yd .g 1900359 0) fi 

+3 : 

1978 at exiguus guangxtiensts fone et Wang, p- 342, Se 39, fige 1295 = 40, figs. 14— 

- 16. 

特征 MAEMO EMMA eA 齿 片 后 2/3 的 中 部 有 一 、 两 个 略 大 的 

细 齿 ,后 齿 片 高 度 与 中 部 相近 , 略 呈 矩形 。 

讨论 此 亚 种 是 根据 P 分 子 建 立 的 。。 P. exigua guangeienses 5 P. ec. exigua 的 

区 别 在 于 前 此 片上 细 此 愈合 ,内 齿 叶 后 方 与 后 齿 片 底 缘 有 明显 界线 ,后 者 内 齿 叶 与 后 齿 片 

内 侧 底 缘 是 渐变 的 , 基 腔 与 后 齿 槽 间 没 有 明显 界线 。 此 外 ，P.， ec. ‘guangriense: igen 

方 有 一 ` 二 个 较 大 的 细 齿 。 后 齿 片 略 呈 矩形 * 也 不 同 于 已 ce. exiguay 
P. exigua guangxiense 在 基 腔 构造 上 与 P. exigua philipi 是 一 致 的 ， 但 前 者 前 此 

片 细 齿 愈合 , 基 腔 上 方 有 一 \ 两 个 较 大 细 齿 守 牛 齿 片 略 呈 矩形, P. 六 philipi 后 齿 片 后 方 

变 低 狠 , 前 齿 片 细 齿 较 分 离 ,一 般 基 腔 上 方 无 大 的 细 雌 ;两 者 易 玉 区 别 。P. 1c. guang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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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 与 P. ec. exigue 之 间 存 在 过 渡 类 型 。 

Peet ARRAN MITA E. sulcatus 带 至 P. dehiscens 带 。 

小 似 潘 德尔 刺 中 无 齿 亚 种 Pandorinellina exigsua mmidundenta ， 

Wang et Ziegler，1983 

(图 版 283， 图 1—3) 
Ea 

1983 Pandorinellina exigua midundenta Wang et Ziegler, p. 88, pl. 4, fig. 15. Saye Ut tl 

特征 ” 齿 片 中 部 无 细 齿 的 Pandorinellina exigua 的 一 个 亚 种 。 att 

描述 ”标本 约 50 个 。 
OM: 齿 片 直 ; 微 向 内 弯 ; 贞 片 明显 可 分 三 部 分 ,前 元 片 有 细 齿 》 中 间 齿 片 口 缘 薄 , 倘 

利 , 无 细 齿 ; 齿 片 后 1/3 又 有 小 的 细 齿 。 齿 叶 居中 ;半圆 形 ,外 齿 叶 比 内 具 叶 大 。 

侧 视 : 基 腔 位 于 齿 片 底 缘 最 低 点 ,由 此 前 后 底 缘 向 上 伸 或 近 于 平 伸 。 前 齿 片 高 ,由 愈 

合 的 细 齿 构成 ,其 最 高 点 往往 为 前 齿 片 的 最 后 一 个 细 齿 , 齿 片 中 部 4/3 Ft PE 

1/3 Ae tt4H tr» Beli 
反 口 面 : ERS SHURE AT A A AE RE | 
比较 =P. ec. midundenta Lita Arp ab 7c 4 th P. o. postexcelsa, ‘eh e. ire a 

P. optima optima .明显 区 别 。 此 种 见于 P. perbonus 带 。 

”产地 层 位 “ 尝 左 那 艺 , 达 莲塘 组 P. perbonss Hs DDS SE P. ‘perbon 

1s 

us tH, 
x a Ut 

| ws Be AA 1877 Pandorinellina expansa Uyeno et  — | 

: Mason, 1975 TY 

4 (Aah 28, A 4—6) EFeTSE 
Pp A 

1970 Spathognathodus sp. Druce, p. 47, pl. 8, fig. 3. i at ey , 

1972 Spathognathodus n. sp. A, Uyeno, in McGregor et Uyeno, pl. 5, “Sy 19—21, 30—32 Gelme 
nt). 

1972 Ozarkodina n. sp. A, Uyeno, in McGregor et Uyeno, pl. 5,figs. 4, 5 fo rie A he 4 
1974 Pandorinellina exigua n. subsp. A, Klapper, in Perry etal., pl. 6, figs. 1, 2, 4, 5 (P eleme- 

nt), fig. 3 (O element), fig. 6 (A, element), fig. 7 (N element), fig. 8 (A, element). 
1975 Pandorinellina expansa Uyeno et Mason, pl. 1, figs. 6, 12—14 (P element), figs. 9, 11, 17 (O 

element), fig. 15 (N element), fig 16 (A; element), fig. 18 (A, element), fig. 19 (A, clem- 
ent). 

1975 Spathognathodus sp. nov. A, Teldord, pl. 12, figs. 15—20 (P element). 
1977 Pandorinellina expansa Uyeno et Mason,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3, p. Pp. 15, 

Pandorinellina -plate 1, figs. 9—17. 

特征 (CP 分 子 ) 基 腔 特 别 膨大 * 刺 体 前 1/3 BS, HID OUR J 2/3 AG BES 
注释 “三 个 标本 ,典型 的 前 齿 片 由 几 个 细 齿 组 成 ， 但 有 的 标本 (图 版 28, 图 6 BITE 

片 由 一 个 细 齿 构成 ,此 细 齿 后 缘 垂 直 向 下 , 基 腔 特别 膨大 、 向 前 方 迅速 收 缩 y ESB A/S 
与 后 2/3 联接 处 ， 向 后 逐 产 收缩 。 P， expansa 以 膨大 的 基 腔 而 区 别 于 _P，ezxigxa Ph | 
lip 

BEAR ”此 种 在 加 拿 大 见于 早 埃 姆 斯 晚期 至 晚 埃 姆 斯 早期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才 脚 组 P. dehiscens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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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 似 潘 德尔 刺 佳 亚 种 Pandorinellina optima optima 

(Moskalenko, 1966) 

(图 版 27， 图 8;9) 
1966 picts adidas optimus Moska lenko, pp. 88, 89, pl. 11, figs. 12—15, text-fig. 3 (= Holo- 

type). 
1966 | Spathognathodus steinhornensis buchanensis Philip, pp. 450, 451, pl. 2, ‘figs. 1—28, text-fig. 8. 

1970 Spathognathodus steinhornensis optimus Moskalenko, Philip et Jackson, p. 218, pl. 38, figs. 4— 

8, 10—12. 

1973 Pandorinellina optima (Moskalenko, 1966),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rcpdae v- pp- 323, 

324, Ozarkodina-plate 2, fig. 2. 

1978 Spathognathodus optimus Moskalenko, Wang et Wang, p. 343, pl. 40, figs. 17, 18; pl. 41, figs. 

27,728, 34. : 

特征 ” 刺 体 直 或 向 右 侧 弯 。 口 面 有 不 均一 的 直立 密集 的 细 齿 。 WALES 

状 , 其 中 间 细 此 最 高 , 基 腔 位 于 刺 体 中 部 或 微 偏 后 ,不 对 称 , 前 齿 片 与 后 齿 片 底 缘 较 直 。 
讨论 多 成 分 种 Pandorinellina optima 的 As 分 子 为 小 双 刺 形 〈diplododellan) 分 

子 , 它 与 A; 分 所 为 三 分 刺 形 (trichonodellan) 分 子 的 Ozarkodina remscheidensis AF 

区 别 。 Pandorinellina optima PFA RK, DAMES. P. exigua 

的 最 后 ,最 高 的 前 齿 片 不 同 。 
时 代 层 位 ” 早 泥 盆 世 ，Momzogrcaptus hercynicus-M. yukonensis ZA. 

产地 层 位 .六 景 * 郁 江 组 大 联 村 段 P， dehiscens FER io 

佳 似 潘 德尔 刺 后 高 亚 种 Pandorinellina optima postexcelsa 

Wang et Ziegler，1983 

(Ahk 27, A 2—6) 

1966 Spathognathodus optimus Moskalenka, p. 88, pl. 2, figs. 16—21, 24, 28 (only). 

1971 Spathognathodus optimus Moskalenko, Fahraeus, p. 679, pl. 77, figs. 15—18, 23, 24, 31 (only). 

1977 Spathognathodus cf. P. optinia Moskalenka, Savage, Churkin et Eberlein, p. 2934, pl.2, figs. 

11—14. 

1980 Pandorinellina sp. nov. O Philip, Kitppe: et Johnson, p. 451. 

1983 Pandorinellina optima postexcelsa Wang et Ziegler, p. 88, pl. 4, figs. 12, 14. 

STE Jat Fria Pandorinellina optima 的 一 个 亚 种 。 

描述 “标本 约 200 个 。 

Aa: BAERS. wR 1/3 直 或 向 右 人 篇。 齿 片 后 113 直 ， 向 右 或 向 左 微 弯 ， 

以 后 半 片 的 偏转 可 分 出 左右 类 型 ， 基 腔 位 于 齿 片 中 部 ， 两 个 发 育 的 齿 叶 等 大 者 少 , 多 数 外 

齿 时 ( 睹 片 凸 的 方向 ) 比 内 齿 叶 ( 齿 片 弯 的 方向 ) 大 的 多 ， 可 能 比 内 齿 时 大 近 两 倍 , 齿 时 宽 仅 

占 齿 片 长 的 1/5。 中 部 齿 叶 上 缘 很 薄 。 

RAM: RRA LT aM RA. SR. SB EA EB a, AS 

上 与 齿 槽 界线 明显 。 | 
侧 视 : ARAB. EBA BN RAAN LS Jaa aA bapa tees eh 

典型 分 子 齿 片上 缘 可 分 三 部 分 : 前 齿 片 有 高 的 细 齿 , 细 齿 呈 扁 状 ; 其 中 间 最 高 ,具有 典型 

的 P. optima optima 的 构造 。 位 于 基 腔 上 方 中 部 的 齿 片 约 占 刺 体 长 1/3, 有 1 一 3 个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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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 KAR. HHA 1/3,. RESHMA FRA, ee 

Bs nuda Se JE EA — RAO SIS Ee RO He 
讨论 所 有 P. o. optima 7-H SMR, Ha 2/3 BASH. HW 

种 以 口 缘 有 明显 分 化 ,中 部 有 较 大 细 齿 ,后 齿 片 呈 和 矩形 而 不 同 于 Po. optima, 但 有 不 少 

sha (PERE 40, 图 12; PARC 27, 7). HWE Poo. optima BER, 没 见 Ay 4} 

子 , 其 它 分 子 构造 可 能 与 Polygnathus dehiscens SFM vs > agoding Zl aC!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达 莲塘 组 P，pe72onif 带 。 Mab) 

佳 似 潘 德尔 刺 佳 亚 种 - 佳 似 潘 德 尔 刺 后 高 亚 种 Pandorinellina optima " 
optima Moskalenka, 1966-Pandorjnelljna optima postexcelsa PS 

Wang et Ziegler, 1983 . fee By 

(图 版 27， 图 7) ME, 

注释 ”典型 的 Pandorinellina optima optima 齿 片 向 后 aH EEE Ia ste 

底 缘 高 ， 而 Pandorinellina 0. postexcelsa 后 方 齿 片 相对 的 高 ， ASB. 当前 标本 

特征 介 于 两 者 之 间 ， 后 方 齿 片 比 P. o. optima 高 ;但 比 P. o. postexcelsa shine 

P. 0. optima 问 P. o. postexcelsa 的 过 湾 关 系 。 二 本本: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坡 折 落 组 Ptzriezgxlari 带 。 page | 
了 

ver 

石 角 似 潘 德尔 刺 Pandorjnellina steinhornensjs (Ziegler, 1956) 

特征 Pandorinellina steinhornensis 9 RATS ARR EE ‘2 

Fro g ‘ | 

注释 成 种 的 地 位 还 不 能 肯定 ， A A; CNIS, RA Po Wa- 
lliser (1972, p. 78) (A% P. steinhoenensis 缺少 A，A; Aika MIRA Cos 

早 泥 盆 世 埃 姆 斯 期 。 =r juatng® £8@l 
: a aca J 

石 角 似 潘 德 尔 刺 米 耶 亚 种 Pandorjnellina sei nno ranma au pan i : 
miae Bultynck, 1971 oy) snk on oh eERee 

《图 版 40， 5), +‘ bal Jae 

1971 Spathognathodus steinhornensis miae Bultynck, pp. 25— 31, pl. 5, figs. 1— —14; pl. 6, a sn 
text-figs. 19—21, c 

1980 Pandorinellina steinhornensis miae Bultynck, Schénlaub, pl. 21, figs. 7, 19, 20, 22; Ph os Set 
TAL, 125 pl. 24, figs. 4, 13, 16. Yate 

KE WK. ANKE. Raggi dak soc 二 
细 有 分 化 , 基 腕 上 方 与 齿 片 前 方 常 有 较 大 细 齿 。 r 

注释 P. s. miae HMBADIL, KR P. s\steinhornensis spin je 
基 腔 位 于 齿 片 中 部 偏 后 ,但 较 之 P. s. steinhornensis 的 基 腔 离 后 端 远 些 , 基 腔 不 延 奉 店 
Mido Biltyrick 将 此 亚 种 进 二 步 分 为 石 个 型 态 型 。 “型 , 贿 齿 大 小 一 致 。6 HY EEA 
BRA Miho 1 型 ; 基 腔 正方 有 一 个 \ 齿 片 前 方 有 24 PRAMAS “RRA 
和 个 型 5 本 种 见于 埃 姆 斯 期 ， 时 代 与 已 s. steinhornéensis Fl ZI optim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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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大 联 村 段 P. dehiscens 带 ; RDA, Wiese 
组 P. perbonus : 带 ; 那 坡 三 又 河 , 那 坡 组 .Ps perbonus iro 

ERNMENT ALA Pandorfiellinc stejnhornensis 

-= steinhornensjs. (Ziegler, 1956) «+ 

(图 版 27? 图 1 

1956 Spathognathodus steinhornensts Ziegler, ple 7, figs. 3—10 (P element). 

1969 apenas steinhornensis steinhornensis he Carls et Gandle, pl. 19, figs. 4—9 (CP el- 

ement). Pik 

1973 Pandorinellina steinhornensis (Ziegler), Klapper, in —e of 让 ya d,'p. 325, Oz- 

arkodina-plate 2, fig. 13. 和 

1980 Pandorinellina steinhornensis Maishogbeurte exo tye Schbite ube pl. 24, figs. 17, 18. 

‘SE PMA EK EBA A Ha, Seale HERAT ANG ha» Bit Er 

直 ; 细 齿 大 小 相近 。 

teat P. s.maie Hoo BN ML 不 周 于 林 亚 种 。 aa Du ent ogee ae 

斯 期 ,本 亚 种 有 左右 对 称 类 型 。 oe tae ae 

FRE ” 那 坡 三 又 河 ， ASEM P. goes? te 

FERRE Pelekysgnathus Thomas, 1949 

模式 种 Pelekysgnathus inclinatus Thomas, (1949 | 

特征 ” 刺 体 由 薄 而 高 的 齿 片 构成 , 齿 片 直 或 微 弯 ; 侧 视 可 能 拱 曲 ， 此 片 上 为 一 列 低 的 

分 离 或 合 合 的 瘤 齿 或 齿 脊 ,后方 有 大 的 常常 指向 后 方 的 去 齿 ， 及 所 三 为 导 让 的 对称 的 苦 

腔 , 占 据 整 个 反 口 面 。 基 底止 窝 深 ,位 于 主 齿 下 方 。 

“注释 -此 属 多 成 分 属 定义 为 IS:M2:5、 1% $MM SF (pelekysgnathan), Sy Al) $f 
RIFZ43 (acodinan), M, 2) a BRE AY 2 HE eK Coryssognathus Link et Druce 

(1972) =tR4EAT.im Pelekysgnathus 的 主 齿 在 后 。 Eotaphrus Pierce et Langenheim 

ap: OMAN. Icriodus 口 面 有 三 列 瘤 齿 , 均 不 同 于 Reise area 

“BY FES Fi We A eB WE 2 Hh, ASE ST SI WR A FIZ 

¥HMR) Pelekysgnathus planus. Sannemann, 1955 

. (Am 16, 2,7) 

* 1955 Pelekysgnathus planus Sannemann, ®p. 149, pl. 4, figs:"22,° 23. 

1967. Pelekysgnathus planus Sannemann, Clark et Ethington, pp. 57, 58, pl. 6, figs. 1, 14. 

1968 Pelekysgnathus sp. cf. P. planus Sannemann, Mound, p#'502, pl. 68, fig. 18. 

1970 Pelekysgnathus planus Sannemann, Seddon,p. 738, pl.li, figs. 1—12 @): 

SSE RIAMIMOAB. RAS ORKBORTS NH Hk SET BIE 齿 片 侧 方 

局 ;可 缘 有 .5 一 10 小 \ 近 于 三 角形 的 细 齿 。 后 方 主 齿 比 细 齿 略 大 ,直立 或 略 后 倾 。 BAR 

体 下 或 微 向 站 侧 弯 。 和 Ri 后 方 变 

io 

注释: 网 ALUL FBI s | Seddon : Hike icky Sta BAUS {il », er 

Fath HEB VS A HPP OESE GY Pelekysgnathus. elevatus 前 许 三 俱 细 齿 左右 交 共 不 在 一 



96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她 质 吉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5 号 

直线 上 ,不 同 于 P. planus, RAWMH BAU. Riis f SE 

HRES weet. FPR P. triengularis 带 至 下 P. erepiaye Ho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triangularis ‘fo 
[<P RY he 

$8 5 5+ Sl IP ( LI HP) as serrata cf. = 

elongata Carls et Gandl, 1969 me 

(图 版 16， 图 4 一 6) : Lue nine” vers 
: ip 2 : 

cf. 1969 Pelekysgnathus serrata cf. elongata, Carls et Gandl, p. 191, pl. 19, figs. 15 一 19.。 ms 

cf. 1969 Pelekysgnathus serrata elongata. Carls et Gandl,Carls, p. 336, pl. 2, figs. 5—10. © ete 

RTE HH RRRA WTR. eB. 主 齿 不 太 发 育 ， FRE AIAN Bo | a 

注释 ”当前 标本 主 齿 小 ,不 后 倾 。 齿 片 较 高 不 同 于 典型 的 已. s. elongata, fee 

罕 , 基 腔 狭 长 ,与 正 模 标 本 一 致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和 分 水 崔 组 P_c. costars 带 。 
eH 

Bie RIK Pelekysgnathus serrata expansa GA rv M 

Wang et Ziegler, 1983 Lo SS" * 

(图 版 16， 图 3，117 

1978 和 从 Chatterton, pl. 7, figs. 24, 25. 

1980 Pelekysgnathus serratus serratus, Allrum et Schénlaub, in Schénlaub, pl. 5, tiple 染发 二 

1983 Pelekysgnathus serrata expansa Wang et Ziegler, pp. 88, 89, pl. 4, figs. 20, 21. ira De. 

-特征 .为 基 腔 在 后 方 强烈 膨大 的 下 serrata 的 一 个 亚 种 ; 主 齿 水 ,* 近 直 
立 , 齿 片 侧 视 呈 和 抵 形 。 11 Vi Nae a 

描述 ” 侧 视 齿 片 呈 和 矩形 ; 底 缘 与 口 缘 较 平 直 HHH Sea OA 
发 育 , 不 后 倾 。 口 缘 上 有 9 一 10 个 短 的 细 齿 。 口 视 齿 片 直 或 向 内 弯 , 基 腔 在 此 片 后 方 强烈 
BAH ERY 2/5, 由 基 腔 向 前 方 逐渐 收缩 。 讽 = (st@1) / 

HRP. s. serrara 齿 片 向 前 方 倾斜, 主 齿 向 后 弯 。 基 腔 较 罕 , 不 同 于 本 亚 种 5 在 属 7 

位 上 ，P. s. expansa 见于 中 泥 盆 统 埃菲尔 阶 。 P. s. elata Carls et Son 

的 主 齿 , 主 贞 后 方 口 缘 拱 曲 亦 不 同 于 P. s. expansa, 

Fmt MRM HRA PL cl costdeus J aT 

织 窒 片 刺 属 Plestosndthodus Branson et Mehl, 1938 

模式 种 Plectospathodus flexuosus Branson et Mehl, 1933 Plectospathadis Ez 

ARS RES AFG RUF AS ERR FR OA OR a a, SRI ee 
UAH o JRE BR. Rf as AY EE HE Eo THLE a ea, 
AA tA A Ar Ses ae A PSE TERRE ET REAL Roam, 
FERPA) AMR, ARK HE. 

He = Plectospathodus 与 Angulodus 在 形态 上 是 难以 区 别 的 ,虽然 Huddle(1934), 
gnU Plectospathodus HEH HIR, MR. Th Angulodus 齿 友 断面 与 细 齿 断面 均 
圆 。 但 这 仅 为 种 闻 的 差别 。 有 人 认为 两 者 的 差别 仅 为 地 质 时 代 的 不 同 。 Plectospathod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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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E. Angulodus Aipeatane nina, 但 基 用 向 内 全 张 开 的 具 
Plectos pathodus 特征 的 类 型 同样 见于 晚 泥 盆 世 。 in 

HRSA PERKS EAH Mea ): 世 界 性 分 布 。 

交替 织 罕 片 刺 Plectospathodus alternatus Walliser, 1964 
(图 版 4 图 157 1 

'1960 Plectospathodus cf. extemsts Rhodes, Ziegler, p.'131, pl. 15, figs. Bi 7- 

on Plectospathodus alternatus Walliser, p. 64, pl. 7, fig. 17, pl. 30, figs. 23—35, 

— *REGE» -Plectos pathodus ‘altersatus ‘HAE NH ARRESTS 

pong i 

比较 ”当前 标本 具有 典型 的 0 AROS aethixt, HEI, 5 

alternatus 的 特征 一 致 ,但 与 Walliser (1964) 描述 的 志 留 纪 类型 让 比 ， he a 

。 齿 破 未 端 微 向 反 口 面 友 曲 ?酷似 Anfillodus, ate 
产地 层 位 BRS 又 河 ， 的 P. serotinus 带 ; RIEL 坡 折 沙 组 P. 

eZ | partitus 带 。: + | 

RRS HR ae a extensus 

extensus Rhodes, 1953 

(Am 40, 13, 14) 

1953 — Plectos pathodus extensus Rhodes, p. 323, pl. 23, figs. 236—240. 

1964 Plectospathodus extensus Rhodes, Walliser, p- 64, pl. 8, fig. 1s pl. 30, figs. 13, 14. 

1965 Plecsospathades extensus Rhodes, Philip, p. 110, pl. 9, figs. 9, 10. 

SE HeREAGWAR. AAS 后 齿 友 较 长 ， 其 远 端 有 一 大 的 细 丙 。 主 齿 后 

倾 ,其 下 方 内 侧 有 一 个 向 后 倾斜 的 齿 层 。 

注释 “当前 标本 可 见 此 种 的 无 型 与 右 型 对 称 分 子 (图 版 '40, 图 13,14) HERES, 

此 种 见于 中 志 留 世 至 中 泥 盆 世 。 

Ue toles 那 坡 三 Xs PKA P. serotinus 带 。 
er 沁 

.伸展 织 在 片 刺 强壮 亚 种 Plectos Sadie extensas lacertosus 

_. Philip, 1966 

(图 版 41， 图 1，27 

1966 Plectospathodus extensus lacertosus Philip, p. 448, Pg Y Etog. ak, 28, text-fig. 5. 

1970 ? Lonchodina sp.,-Druce, p. 39, pl: 6, figs. 2, 3. 

BE HCH HK. HHRKeMIe KURO SHS, # 
(Pes a, 主 齿 后 倾 。 基 腔 小 , 底 缘 锐利 。 
.区 比较 3: 当前 标本 后 齿 丰 内 弯 ; 因 此 在 侧 视 上 显得 短 些 (图 版 41， 图 2) 澳 大 利 亚 的 标 
RIA Pes, 齿 契 侧 方 亦 有 明显 的 悉 背 (Philip，pl，1，fig. 27，1966)。 此 亚 种 
在 澳大利亚 见于 埃 姆 斯 早期 。 

FM Et IH MM, ASEM P. perbonus 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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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AEK RI Plectospathodus heterodentatus (Stauffer, 1938) .1 

CHK 10, 14) ARAB 

1938 Cervicorneides heterodentatus Stauffer, p. 424, pl. 51, fig. 11. 

1967 Plectospathodus heterodentatus (Stauffer), Philip, p. 157, pl. 3, figs.1 19—22. eS 

1975 Plectospathodus heterodentatus (Stauffer), Telford,-p. 41, p. 6, figs. 7, 8. 

RE ARS. IAS, 细 瘟 从 规则 后 齿 友 长 ， camuntiades KAVA Se 

tii, 其 下 方 内 侧 有 一 —TB o ay eyes 3% 40% 

比较 ”当前 标本 齿 层 不 及 志 留 纪 类 型 发 育 。 ;此 种 在 形态 上 与 :P,: ete a 

MEAN AR RU ARS MUL he att o oDt RR 

产地 层 位 三 和 a, 那 叫 组 。 | i, iB ee ‘ 如 家 Wel ts. 

-S8kCH anianssiis 

wn He 刺 分 子 下 element | Ke si ace # 
(图 版 4， 图 16，177 oaues, ; 

iE MR. ALE Re. AR. SACK WIENER AE FE ROE A 
大 小 交 蔡 的 纤细 的 细 齿 ， 近 主 此 处 几乎 全 为 小 的 细 齿 。 主 此 细 长 后 倾 并 向 内 倾斜 ， 后 齿 
友 亦 向 下 伸 ,但 未 端 向 上 方 倾 , 有 时 向 外 偶 篇 转 ,其 底 缘 蛙 弧 形 并 生 有 天 小 交替 的 细 丙 ， 通 
常 未 端 有 两 个 大 的 细 齿 ,在 后 齿 丰 中 部 亦 可 有 一 个 糊 对 的 大 细 齿 。 REEF 朝向 内 
Wl), ORR BEF 

oie NR ARM TF 而 不 同 于 本 属 已 知 
种 。 

CS 人 未 

:adaoyosq 20 
产地 层 位 横 县 六 景 , 东 岗 岭 组 最 顶部 .S， hermanni-P. ti io aR» 

‘292 Hl (AEH A) Plectospathodus sp. A 
(ANG 10, FR 13) ite! ail oe 

六 Al ifr 

SE 齿 破 短 而 高 。 前 后 齿 友 近 等 长 ,向 内 弯 。 前 齿 友 上 有 5 个 大 小 不 局 的 细 资 o 
齿 友 上 亦 有 相似 的 细 齿 ,最 大 的 细 齿 与 中 部 的 主 齿 等 大 , 主 齿 断 面 双 凸 ， 有 侧 缘 冰 。 主 丙 ， 
FG AES EG IRSTA] PS UHR TE HE AE A AE A Be peat ci 
SPA DL Dar EST PG 2 > SD SE Be PIG AE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 

织 窒 片 刺 (未 定 种 B) Plectospathodus sp. B 

(图 版 10， 图 15) 

特征 ” 刺 体 近 于 对 称 ,前 后 齿 友 向 上 伸 ; 中 部 底 缘 为 刺 体 最 低 点 ,前 后 齿 契 近 等 门 引 向 
Ae, PF) 326 nd HAH 5 ASAE PETA, SE De RR TR PN 9) I Ami = pa Ta) EE eS ADR 
无 基 腔 和 齿 覃 , 底 缘 锐利 。 当 前 标 本 构造 特殊 ， 但 仅 一 个 标 未 ;, 暂 归 Plectospathodus JR 

内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gigas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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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B Polygnathellus Bassler, 1925 

XH Polygnathellus typicalis Bassler, 1925 

特征 HCE MS, MURR Re, MA. wep 
Bo SHAH, BRIA, RAL, DREAM SIMU 

FRE RIA EE, ERR LS PEL YM aR Ht a 
S. RORKAMR AB) SET RAH 

tee “此 属 与 Bryantodus, Nothognathella, Elictognathus 和 Prioniodina 均 相 

似 , 它 可 能 来 源 于 Bryantodus nitidus 或 B. typicalis, Bryantodus FERNS MLL we 

基部 突 伸 和 缺少 凸 缘 而 不 同 于 ,Polygzcthpellxwr， 但 有 些 Bryantodus HARRAH, 

此 时 以 其 发 育 的 主 具 和 光滑 的 凸 缘 而 可 区 别 。 但 Polygnathellus 仍 有 可 能 归 人 Bryan- 
todus. Prioniodina 有 分 离 的 细 此 和 明显 的 主 丙 而 不 同 于 Polygnathellus, —j¥x Notho- 

gnathellus 的 凸 缘 不 完整 〈 不 是 沿 整个 刺 体 长 度 延 伸 ) 而 且 在 凸 缘 上 具有 发 育 的 装饰 。 

Elictognathus MASE) ,— WA ER, BWA — WEE 

-时 代 分 布 th ye Za tt 2 gett BMT Wee totes 5 AGSE ERY, WEA AIL. Li. 

SBS hl Polygnathellus multidens(Ulrich et Bassler, 1926) 

(图 版 13， 图 177 

1926 Bryantodus multidens Ulrich et Re p.22,. pl. 6, fag. 15. (non pl.6, ey 16 ih ee grene ni- 

tidu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 

1948 Bryantodus obtustcus pus Youngquist, Hibbard et 人 “pl. 51, br 15, fig. 6. 

1957 Bryantodus colligatus (Bryant), Bischoff et Ziegler, p.22, pl. 19, fig. 39. 

1968 Polygnathellus multidens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36, pl. 4, fig. 2—5. 

1975 Polygnathellus multidens (Ulrich et Bassler), Drute, pp. 178, 179, pl. 85, figs. 1 一 4， 

特征 强烈 拱 曲 的 前 后 齿 丰 其 底 缘 交 角 近 120"， 近 此 破 底 缘 两 侧 有 肿 起 的 凸 缘 沿 刺 

体 全 长 延伸 , 刺 体 具有 一 列 侧 方 扁 的 .大 部 愈合 的 细 齿 。 细 齿 近 中 部 较 高 。 前 齿 破 细 齿 比 

后 齿 破 细 此 发 育 。 主 齿 不 太 发 育 , 位 于 两 齿 友 交接 点 上 , 基 腔 在 主 此 下方 ,反日 面 龙 兰 发 

B-XAERAREN HES 
ER Druce(1975, p.179) 认为 此 种 可 能 来 源 于 Bryantodus sisidins ea 于 中 

Ye fa tt We FE eve ae ttt (to LI/I 界线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底部 P. asymmtricus Aro 

多 显 刺 属 _ PolysgnratAus Hinde, 1879 

AR Polygnathus dubius Hinde, 1879 

特征 〈P 分 子 ) 自 由 齿 片 或 长 或 短 , 与 此 台中 部 相 接 , 向 后 在 齿 台 上 延伸 为 较 低 的 国 

CHA ALARA A mRMAAK Aino HRICRMA ARH. RA. 基 腔 大 或 

) SBE RMRK KAKA. SRABHIE: PONAA ASP SKKD ES MED 

了 于 ,OO 骨骼 成 分 是 奥 泽 克 刺 形 分 子 ，N 是 新 锯齿 刺 或 同 片 刺 形 分 子 ，A, 是 欣 德 刺 形 分 

子 ，A: ARRIBA FMA RIED ST, As Kv) MRO TRE EERI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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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据 Klapper 和 Philip(1971， 1972 ) 对 牙 形 器 官 的 恢复 ， Polygnathus HEE 

结构 与 Ozerkodina 的 器 官 结构 相同 , 仅 了 和 As 分 子 不 同 。 rt i a : 

lygnathus 的 器 官 可 能 缺少 梳 形 分 子 。 all 
: TR: 

BHR HERE RAIL LE To i ee 
; pan! SHE» Ta eee: 

. RSH (RM) Polygnathus cf. alatus Huddle, 19945 SE. A 

CBA > BLED oy 1 LER 
二 RH alygnathus alatus Huddle,: ; pl. 8, figs: 19,20. aI 

7 a ni at Heddle ane * mig. p. B25, pl. 6, fig 24-285, pl. 7x figs 

KBs 1—8. 

+E HORM MEAN HERR OER Wee, mS 
Sf a TEBE HABIT cae TR. ee 

ERP. alanis ENR. WRM AED, TAT P. glabra, P. syle, a 
Sey polygnathus collinsoni Druce, 1969 和 :- Polygnathus janetae i A 

似 ,但 _P，coliinzonmi HARUM P. janciac HARE. WHERE. E 
当前 款 示 与 P clans ERAT AHIRELE Ih OHARA EMO AS AES 

P. alatus 标本 中 齿 台 前 方 收 缩 、 但 未 分 化 出 明显 的 吻 将 。 NOC i a A om ays =i 

前 标本 更 似 Polygnathus imcompletus Uyeno, 1976, 但 齿 台 后 方 不 太 尖 ;无 

ated 2 横 县 六 景 , 民 塘 组 最 上 部 ,相当 于 P. varcus 带 。 
; st RE 

amas THI Polygnathus ry ef fs genre a Zieglee, eee! ies 

; (图 版 2， 图 3) nowlati EL 

AN 3 ayy ted Byer 

1958 Polygnathus ancyrognathoidea Ziegler, pp. 69, 70, pl. 9, figs. 8, 11, 16—20,(2)21,. text-fig. Tese1” 
1980 Polygnathus ancyrognathoideus Ziegler, Bultynck et Hollard, p- 41, pl. 10, figs. 13,14,15. 

CE WAKA CH. Tw. eRe, ReMi aL DH, 
AH ATO, BAMA SRO 5 Hee A A a 
AS RFE A A ET o cs USS a 

此 种 在 齿 台 形态 上 , 似 Polygnathus sinelamina 和 Ancyrognathus alee: a 

BEM AEBS UCR BT TE AS Ee RE, IL Fe ea tei 
世 早 期 。 wif Oa tae Se 

产地 层 位 ARB POST LY, RT A A. triangularis 带 -: 一 这 ona 

HSA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Wittekindt, 1966 
(图 版 34， 图 13-17) ik She Be 

1957 Polygnathus robusticostaus Bischoff et Ziegler, pp: 95; 96,pl. 3, figs 10(only). i. 

1957 Polygnathus cf.subserrata Branson et Mehl, Bischoff et Ziegler, p. 97, pl. 4, figs. 10) 1k. > 
1966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Wittekindt, p. 631, pl. 1, figs. 15—18. | 
1970 

1970, Polygnathus cf. robusticostata Bischoff et Ziegler, Bultynck, p. 128, 129, pl. 16, fig. 5(only).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Wittekindt, Klapper, p. 65, pl. 3, figs. 21—25. 

1971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Wittekindt, Weddige, pp. 306, 307, pl. 6, figs. 102—104.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a Wittekindt, Bultynck, p--123, pl. 16, figs. 1—3, 6.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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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所 代表 的 标本 ， 沧 台 边 缘 通 常 有 强壮 的 瘤 齿 或 

GHWRE LAWR. AEH Bnei BHHRAARAS KA 1/35 ae 

等 大 小 ,位 于 齿 台 中 部 与 前 端 之 间 。 
比较 _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齿 台 两 侧 边缘 平行 或 不 平行 。 HE eR 

端 ， AB at re eb aes 不 同 于 Polygnathus robusticostatus, 此 外 ,本 种 齿 
Suse BARS WSR ELD, 亦 不 同 于 后 者 。 Polygnathus angustivennatus 

Hah PRP RACES, ATE EK, BSAA, ARR ESERWe %. 

“产地 层 位 :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分 水 岭 组 底部 T. A. australis i BT... ke Rockelianus 

#8 _ 刺 Pol ygnathus 二 只 ditens’ Youngauist, ‘1945 

CRE 38; 图 185 图 版 39， 3) , 
Wri a 》 

1945 有 全 人 We haetiae 证 365, pl. 54, fig.2, 

1957 Ctenopolygnathus anguistidisca (Youngquist), Miiller et Miller, pp- 1084, “1085; D- 136, Figs" af 

1966 Polygnathus cf. P. angustipennata Bischoff et Ziegler, Anderson, p. 410, pl.' 50, figs..°9, 2, 14. 

1974 Polygnathus brevilaminus Branson et Mehl, Uyeno, pp- 37, 38, pl. 5, figs.. 4,5. , 

1980 Polygnathus angustidiscus Youngduist, Klapper, P- 101, sy hegre oe ep :和 

特征 自由 齿 片 直 而 高 ,由 宽 而 高 的 细 齿 组 成 ， BA is Hie \\.iL EAS PR, BR 

两 侧 ,于 养 后 端 超出 齿 台 , 齿 台 边缘 光 或 有 ome HH» 反 口 面 基 腔 较 大 。 

He P. angustidiscus 以 高 的 自由 齿 片 和 齿 着 为 特征 ,自由 齿 片 细 齿 高 而 宽 ， 数 目 
BUD AIT P. brevilaminus, 据 Klapper (1980), 此 种 仅见 于 上 泥 盆 统 最 下 部 下 P. 

dengleri 亚 带 (相当 P. disparalis 带 )。 当 前 标本 (图 版 39 ,图 3) RLF P. asymmetricus 
a RE SR 

产地 层 位 ” 崇 左 那 艺 ,上 泥 盆 统 最 下 部 。 

ASR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are (FAM 34, 图 3) 4) 

1957 Polygnathus angusiipennata Bischoff et Ziegler, p. 85, pl. 2, fig..16; pl. 3, fig. 1—3. | 

1966.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a Bischoff et Ziegler, Wittekindt, pp. 631, 632, pl. 1, fig. 14. 

1967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a Bischoff et Ziegler, Philip, p. 157, pl. 1, figs. 15, 16. 

1970 .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a Bischoff et Ziegler, Bultynck,.p. 124, pl. 17, figs. 3 一 10; pl. 18, 

q7 gab 

1971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Klapper, p- 65, pl. 3, fig. 27. 

"ETE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us 的 齿 台 小 ,限于 刺 体 中 部 ， Re 

(i LEOSHESHOWROF HHAREH SDAA SA 

片约 为 刺 体 长 的 一 半 ,其 前 端 细 齿 高 , 基 腔 中 等 大 小 ,前 方 浑圆 ,向 后 变 尖 ,位 于 齿 台 前 方 。 

注释 ， Ro1ygzctpzxs angustipennatus 的 齿 台 小 ,很 罕 或 稍 宽 ,边缘 细 齿 分 离 。 个 别 标 
A EARS. 55 P. robusticostatus 或 P. angusticostatus 相 比 ， 此 种 自 直 叶片 较 长 、 

RE, HARB, P. aengustivennatus THHEACHRSEA AS P. robisticostatus 很 相 

Wo MK P.angustipennatus 常 有 4 一 5 个 此 着 细 齿 超出 此 人 台 后 缘 。 HAE 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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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 

于 中 泥 盆 世 早期 ( 埃 非 尔 阶 O. bidentarus 和 T. Rk. heakrlignns HF ) 5 ae 已 . 

costatus costatus 带 上 部 。 了 eet ou at 

1967 

1976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P. c. costatus 带 上 部 。 ht Pa Oe 

TAH. 
ett heh Polygnathus ansatus Ziegler et Klapper, 1976 AIH? 

(图 版 33， 图 10) 
Fe Re 

Polygnathus pennata Hinde, Wirth, p- 231,, pl. 22, fig.11. ‘epg Avert 

Polygnathus ansatus Ziegler et Klapper, pp- 119, 120, pl. 2, figs. 11-26. * ade 

“nae. lat LC OT SERCH, Be (COE cL A 
| SBR Ue. BR BEC AY 4 ZEA ASC TAT aR 2S Ho 外 前 村 缘 较 发 

育 , 肤 曲 点 相对 ,内 外 前 槽 缘 前 端 与 齿 片 在 同样 的 位 置 相 搂 。 .% 几 吉 会 三 <a = 
比较 P. ansatus 与 P. timorensis 极 相似 ， 幼年 期 个 体 无 法 区 别 ， 但 成 年 期 个 休 

P. ansatus HORE. AVIA SHA RRL, iii P. timorensis HARE, 

外 前 槽 缘 与 齿 片 相 接 处 比 内 前 模 缘 向 前 。 Aone hy baggy eel 

HREM PAI. Te wR P. varcus ARO HC Fic 13 SRE at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i ,分水岭 组 P: vorcus Ho 生生 

AUR S Hi ki Pol yanaithtis asymmetricus Bischoff et are = 

Ziegler, 1957 tte eis : 
weogno Se 

局 “特征 ， 齿 台 长 而 宽 , 口 面 有 密集 的 小 瘤 齿 。 反 口 面 平 ， SAORI Ms 

中 ,小 而 长 * 自 由 齿 片 短 。 | 站 Was 

时 代 ” 晚 泥 盆 世 最 早期 。 ea 

ARUMRS HARM LH Pol ygnathus asymmetricus Be 1 4 : 

_. asymmetr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_. REP de 3 er: 

(图 版 37， 图 10，113; ,图 版 38， 图 14) 6 了 

1957 pots dubia asymmetrica Bischoff et Ziegler, pp. 88,89, pl. 16, figs. 18, en a a 

1957 Polygnashus dubia dubia Hinde, Bischoff et Ziegler, p. 88, pl. 21, figs 2 0° 9 eee S36" 
1966 a asymmetrica asymmetrica Bischoff et Ziegler, Flajs, pp. 230-232, pl. ee figs. 

1966 

1967 

1970 

1971 

1972 

1976 

o 4 ite gy eA, ax exh 

Polygnathus asymmetrica asymmetrica Bischoff et Ziegl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28, pl.88, i 

figs. 6,7. tight 

Polygnathus asymmetrica asymmetrica Bischoff et Ziegler, Clark et Ethington, p.°61, pl.7, “rer 

Polygnathus asymmetrica asymmetrica Bischoff er Ziegler, Seddon, pl. 10, fig. 2+: 
Polygnathus asymmetrica asymmetrica Bischoff et Ziegler, Szulcezwski, p. 45, pl. 16, Bigs “a 
5. mh 
Mesotaxis asymmetrica asymmetrica (Bischoff et Ziegler), aii et Philip, p- 100, pl.d figs 

20 (Pelement). ‘Oa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asymmetr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Druce, p. 180; pl. 68, fig. a pl. 
69, figs. 1-3. 

RE we THLE DS AS BEAR 9 RE TF RE» EB FR 口 面 有 
DW BRAS RO (Ae , A BaF IA eH SG SALE A é | Be, Baa Ro \ 

ae ie atin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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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OP. a. asymmetricus 公证 P. @, ovalis Was ides te 

4, Ziegler 认为 由 于 前 齿 片 缩短 和 出 现 中 瘤 齿 由 此 老 种 帝 化 出 ; Petrzctcotczts bransit- 

nse ss 

ARES HVE RR BH, P. asymmetricus if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底部 OP. asymmetricus 带 。 

AUR FS DH SPA WH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f Ziegler et Klapper, 1964 ; 

CAR 37, A5—7; A 38, A 15) 

1957 Polygnathus dubia dubia Hinde, Bischoff et Ziegler, p. 88, pl. 16, figs. 18, 195>pl. 21j) fig. 1(non 

fig.2 = P. asymmetricus asymmetricus). 

1964 eee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in Ziegler, Rlipper et Lindstrom, | ‘Pp 422; 

Spl aaa: 
1966 有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人 全 Ziegler, p. 538,pl. 1, figs, 

1966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 os, iy 87, figs. 
8,9. ies 

1966 Polygnathus 计生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Flajs, pl. 25, figs. 1—3. 

"1967 Polygnathus dubia dubia Hinde(=P. asymmetrica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Clark et ‘Ethington, 

pp- 60—6l(non fig. 14 =P. a. asymmetricus, fig. 15 =P. dengleri); pl. 8, fig.9(fig. 8 = Pi deng- 

lert) ' ee 

1968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Mound, p. 504, pl. 69, figs. 4,5. 

_ 1969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Pélsler, p. 420, pl. 4, figs. 17, 18. 

1970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Seddon, pl. 13, figs: 14-172. 

1971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Szulczewski, pp. 45, 46; pl. 17, figs.1, 2. 

1976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Druce, pp. 180, 181, pl. iy figs. 1,3. 

1979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Cygan; pp-238, 239, pl. 11, figs. 2—4. 

特征 AGILE R.A. aime, MME. mR es, eats 

AH. RODt. RARAMEA. EB) BB. | 
比较 P. a. ovalis Vad PRK BARAK EM Ray P. a. esymmetricus Fil 

P.dengleri, SFP RAO ARAM. HAN i. 
NRE Heleait Fay, P. asymmetricus AF 6 

FMR BRBLK REAR, LIER Po asymmerricus Hy FS 

BERS Dhl Polygnathus benderi Weddige, 1977 

(图 版 37， 图 8 9) 

1977 Polygnathus eader Weddige, p. 318, pl. 3, figs. 59—61, text-fig. 4, fig.5. 

1979 Polygnathus benderi Weddige, Lane et Ormiston, pl..9, fig. 8. 

CE HARE NAC. FEMORAL eR. Hees 

台 后 端 ,其 细 齿 呈 锥 形 et FADE ENA. SRA. AKA AK 

接 。 反 口 面 上 基 腔 周围 和 龙 兰 微 西 , 具 台 前 方 可 偶 山 极 不 发 育 的 吻 部 。 

比较 ”当前 标本 特征 与 正 模 标 本 一 致 , 唯 齿 人 台 前 方 不 发 育 的 吻 部 显示 为 ”Polygzat- 

us eiflius 的 过 渡 特 征 。 P. eifliu 有 发 育 的 吻 部 斜 脊 , 齿 人 台 不 平 , SESH. ASA 
ANIA OP. benderi, P. benderi 在 层 位 上 低 于 _P.eziflixr。， 后 者 由 前 者 演化 来 。 而 

P. benderi 本 身 则 源 于 Pic.patzulz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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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B SFE YY Po oc. costatus 带 上 部 至 T. k. australis ir, SRR.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位 ,分水岭 组 T. Roickelianus australis oh volgn® od 
- ? Sor 

普通 多 里 刺 普 通 亚 种 -PolygmatRrs communis communis satay 
- 3 : J vs isl VR se 

Branson et Mehl, 1934 q 435 > on 中 t} Ray > ag 

(图 版 38， 图 3—5) 

1934 Polygnathaé commith?s Branson’ €t Mehl; p. 293} pl. "24, figs. 1-4 > REPKAR 

1967 Polygnathus communis Bransom et Mehl, Wolska; p- dl, pl 14, igh 1, 2 ‘ 4 

1969 Polygnathus communis communi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 94, pl. 18, figs. 8—Il. © 

1979 Polygnathus communis communis Branson et Mehl, Nicoll et Druce, p. 29, pl. 15, fig. t 

， 特征- HAG RAD KH. HAA id Ria be, JE. te 

subset LAN KAMUANAR TRAE. HAMAR ATR, MBSR 
IE ti Ff KA dito HY EMF ROHMR), MZ, HU A, 使 齿 台 横 切面 呈 
“W”. 字 。 四 陷 内 有 极 细 的 龙 背 可 见 。 自 由 涯 片约 为 刺 体 长 的 2755  、 re gach 

S$ Polygnathus communis communis 见于 晚 泥 盆 世 最 晚期 (to V) BEER 

星期 (Cullf/v)o Straka (1968). 认为 P. 5. communis 的 种 间 变 寞 大 ， 他 将 齿 台 轮廓 

差别 极 大 的 分 子 都 包括 此 亚 种 内 。 本 文 作者 认为 ， 齿 台 轮廓 是 区 分 亚 种 的 形态 特征 。 

产地 层 位 ， 靖 西 三 联 ; 上 泥 盆 统 上 部 。 * ee Re 
和 of 

io’ 1 Goes 

普通 多 显 刺 此 亚 各 Polygnathue communis dentatus Druce, - 1969 are: 

(图 版 32 1, 2) 9) ee 
¥ ch va tage Ww" OF8S 

1969 Polygnathus communis dentatus Druce, pp.°95, 96, pls 18, sia 135014. > codtntrgy 164 esey ‘ 

1970 Polygnathus sp. nov,, Seddon, pl. 16, figs. 15, 16. 

特征 ” 沧 台 前 方 有 细 沧 边缘 的 Polygnathus communis | HLA, eat ) 宽 日 

两 倍 * 对 称 , 两 侧 加 厚 向 上 卷 , 仅 最 前 方 具有 多 至 4 个 细 上 的 边缘 , 齿 脊 两 侧 近 冰 淘 深 。 自 
ea caer ,但 略 低 于 外 齿 台 边 缘 ， a 有 显 地 低 
齿 台 反 口 缘 。 yb 

比较 OP. cc. dentatus. HEIL RSH CLANK P. communis ott ae, “ 

Druce 报道 此 种 在 澳大利亚 见于 下 石炭 统 底部 ,中 Siphonodella sulcata—Polygna thus 

parapetus AAWA PP Siphonodella quadruplicata—S. cooperi 给 合 带 。 当前 的 标本 ， 

见于 法 门 阶 ,与 正 模 标 本 相似 , 仅 自由 雌 片 细 项 海 7 父 不 是 10 个 。 此 种 在 澳大利亚 亦 见 
于 法 门 阶 P. velifer MH, ee WRAP (Seddon, ,1970)。 ,， ‘aan wre 

Psa tt 武官 三 里 ， ` 三 里 组 r, marginifera tT 6 ‘62% 

ae | 
was ON KT TH RTH) Polygnathus commanis — AG 

quadratus (subsp. nov.) * ‘he z 

CASK 3859 AA 1,2) ait “gd 

特征 “ 齿 台 长 方形 的 Polygnathus communis 的 亚 种 。 贞 台 呈 长 方形 ， 两 侧 平 行车 
向 上 加 厚 * 包 卷 , 光 请 无 饰 。 贞 着 愈 舍 达 后 端 ， 近 关 沟 深 红 元 人 台 后 方 呈 方形 。 反 口 面 四 窝 
之 后 为 深 的 四 陷 , 此 四 陷 一 直 延 续 到 后 端 ,凹陷 内 可 见 极 认 的 龙 将 :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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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新 亚 种 以 雌 台 长 方形 : 反 口 面 凹 陷 长 不 同 于 P communis comminis;s A 者 

齿 台 后 方 尖 ， RA BMRA Iasi. 

产地 层 位 请 西 三 联 ;王石 灾 统 最 底部 。 © 

人 A Poloddathon coo peri subsp. A 

(Ak 39> 6, 7) 

1983 Polygnathus cooperi n-subsp.A. Wang et Ziegler, p. 89, pl. 6, figs. 3,4. 

” 特征 ”此 舌 短 , 沧 人 台 内 缘 凸 的 Polygnathus cooperi 的 一 个 亚 种 。 

.三 描述 二 夷 舌 短 而 尖 , 向 下 并 向 内 侧 弯 , 具 有 少数 几 个 横 状 ， 横 状 有 时 被 齿 养 阻 断 。 贞 

台 外 前 2/3 与 后 方 齿 舌 呈 绝 形 联 接 , 内 此 人 台中 部 凸 ;不 呈 直 线 状 。 

比较 “下 舌尖 而 短 , 内 齿 台 凸 ,不 同 于 P. cooperi cooperi, HAMDRDRANE 

齿 状 边缘 ;也 不 同 于 P. cooperi secusny -此 亚 种 的 时 代 较 之 命名 亚 种 年 轻 ， 忆 . c. part- 

itus 至 下 了 . R. australis 带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忆 .c. partitus 至 下 了 . k. australis 带 。 

RS MR) AN Ws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1971 

) (图 版 31; /图 7 中 8) 
1957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Bischoff oi Nate lee. pp- 100, 1015 pl.. 5, fig...7—10. 

1971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 Klapper, p- 63, pl. 1, figs. 30—36; pl. 2 figs. 1—7(Cfigs.. 5 一 7 一 

Holotype). rq 

1977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Weddige, p- 309, pl. 4, figs. 25, 76. 

1978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Wang et Wang p. 341, pl. 41, figs. 4—6(only). 

1978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 p. 109, pl. 2, figs. 10,11. 

”特征 BERS S aim, AGA Diss me RiP waa 1/3 tb, WeER 

ARB WRF 
te#t 9=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HORDE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那样 收缩 ,但 此 人 台 较 宽 ，P c. parulus HEARARMRIARM, 两 亚 种 的 主要 区 别 是 
依据 齿 人 台 的 相对 宽度 和 齿 台 前 方 收 缩 程 度 。P.， ec: costatus 与 Polygnathus webbi 相似 ， 
但 两 者 外 齿 台 轮廓 不 同 ， 后 者 在 齿 台 后 1/3 向 内 折 曲 处 ， 往 往 有 一 尖 的 折 曲 ， 而 已 c. 

coitatxij 是 浑圆 的 。 P. c. costatus Wea, iu P. webbs 前 方 近 着 沟 较 深 。 同时 ， 

P. webbi HOA DB, P.c.costatus 与 P. parawebbi ‘Chatterton +h, FAL, 但 后 者 

齿 台 后 方 强烈 向 内 弯 , 肋 脊 与 边缘 垂直 , 齿 台 后 方 变 平 。 

PME BARBER RTA P. <. costatus 带 ;长 塘 , 那 叫 组 P. c. costatus 溃 。 

NSS Dale LHRH SRR Polygnathus c. costatus Klapper 

1971-P. pseudofoliatas Wittekindt 1966 

(Alm 31, A 10, 11) 

注释 WAR AAAWMCE AAT A, ETP BGH RS P. pseudofoliatus 相 

WUJLKEG LRAARA HARA, 与 P. c. costatus AW, thin Pc. co- 

status 至 P. pseudofoliatus 间 的 过 渡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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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r: CRRA iL , 坡 折 落 组 P. ¢. costatus 和 * = ; 
< 

MAS ARR H Polygnathus costatus ebloncas, Weddige, 197, 

(图 版 31 图 5y 6) 

Pe tt 

1970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Bultynck,’ ‘pp. 430—131, pl. 12, figs. 10, 123 pl. 13, ‘ig. 2. 

1975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cooperi Klapper, Telford, pp. 44—48, pl. 8, figs. 6—9(non figs. ad a 

15=P.kennettensis? ). | 

1977 Polygnathus costatus obléngus Weddige. pp. 309, 310, pl. 4, figs. 71, 725° text-fige 4/Nre Agee 

1978 Polygnathus costatus oblongus. Weddige, Requadt et Weddige, Py) 2095, text-fig. 10), Ht 

SE KHAK, AAAS, wAWe Hawa, abiabehinie wh. a 

4, AnH KAY BAI, MU RB 有 3 ia © Fetep 

注释 :此 种 见于 OP. cc. costatus He T. k. kockelianus 入 当前 标本 Per 

5 SEAT ASR AORTA, UE EEE 3 A EB 
产地 层 位 ”长 塘 ; 那 叫 组 P. c. costatus iy, not oT WE att, 

eat Ra fit 
Rhee SH HH $4} TH rey tees G ankeeae pine) : 

0) .e5 +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 1978 = > oem 
(Am31, A2) 

一 

1977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P.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et Ziegler, tables. 1,3. °° anguiol weet 

1977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P.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p. 404, table 1. > Ds ang a SOE ives 

1978 Polygnathus costatus rete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 p. 109, pl. 2, figs. 1255130! -= 

特征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的 分 子 ， arc wes 

的 直 , 形 成 箭头 状 的 轮廓 sm 7 tin SR 

比较 “此 亚 种 与 P. costatus costatus FAV); 得 后 天 者 齿 台 后 缘 明 显 弯曲 RES 

有 收 向 ,而 P. costars Paris Hes SK HL, Hie FAR LD HR ORES a 
“wiv tH r 可 

此 亚 种 是 ， P. costatus “partitus UM ICH 是 中 泥 盆 世 开始 的 标志 。 it ees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hdd P..c. partitus 带 ; mode 
P. G partitus 带 。 ae 

1S as » UT NaS St Ci ay BS 303) 

nes mee Polygnathus ecefatas patulus Klapper, ‘ime 

a ay 354585 So) xbdaan G 
ie! 1 I gl tHe > thy 

1965 Polygnathus cl. webbi Stauffer, Stoppel, p. 88, pl. 35 fig. 3. ' 
1970 Polygnathus cf. webbi Stauffer, Bultynck, p. 131, pl. 13, fig. 78. A, 
1971 Polygnathus “webbi” subsp. A, Klapper et al., figs’ 24 
1971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ius.Klappets pps, 625 63,pl. 15 figs. 1-9, 295 pl.3, figs’ 16+18. 
1978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Klapper. F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 P 110, pl. 2, figs.6—9,14—— 

17, 19, 20. 25, 31. a 

RE HHEHA RMA RA sodisdinty RARREES tO. 
Ha 7S AB B+ 

i FEM Klapper 在 建立 此 亚 种 时 ,认为 i Ns EE ae 
状 凹 陷 ; 是 本 亚 种 的 重要 特征 ,但 后 来 他 (1978) AAP Batrandiah 地 区 的 化 石 修正 闻 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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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种 的 定义 ;此 脊 可 达到 齿 台 后 端 。 了 .<“. costams Wma P. c. patulus AY a 7E » 

_ 前 方 收缩 较 明 显 ,而 PP，c， patulus 的 前 广 收 规 不 明显。 两 者 的 区 别 在 于 此 全 轮廓 的 不 

同 ( 相 对 宽度 与 收缩 程度 )。 

了 局 作 德 保 都 安 ， 坡 折 洲 组 P. c. partitus 市。 

eS IRE LEA) Polygnathus costatus ef. 

; ia patalus Klapper, 1971  .: 

ay Ses BH rx Nt a (Alig 31, A 13) 

1979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Klapper, Lane et Ormistone, pl. 3, figs. 26, 28. . aA 

1983, Polygnathus costatus cf. patulus, Wang et Ziegler, pl..5, fig. 13. 

RE BEK.ADR.ARE, 外 缘 凸 ， 齿 痛 由 愈合 的 细 齿 构成。 

HOR AE LAURE K, HAMA AIT P. costatus costatus,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c. partitus 带 。 

BHSRA Polygnathus cristatus Hinde, 1879 

~ (a 37, 1-3) 

1879 Poly gnathus eristatus Hinde, p.. 366, pl. 17, fig. 11. ' 

1964 Polygnathus cristata Hinde, Orr, pp. 13, 14, pl. 3, figs. 4— =O 103, text- var 4, a—k. 

1965 Polygnathus cristata Hinde, Ziegler, pp. 670, 6715 pl. 4, figs. 17—23; pl. 5, figs. 1—5. 

1966, Polygnathus cristata Hinde, Flajs, pl. 23, fig. 83 pl. 25, fig. 4. 

1967 Polygnathus cristata Hinde, Adrichem Boogaert, p. 184, ple 2y fig. 41. 

1967 Polygnathus cristata Hinde, Clark et Ethington, pp. 59, 60,pl. 7, figs. 16, 17. 

1969 Polygnathus cristata Hinde, Pélsler, p: 421, ple. Spi fig. 220, 5 

1971 Polygnathus cristatus Hinde, Schumacher, p. 98, pl. 10, FURSars ls: 2s 

1976 Polygnathus cristatus Hinde, Ziegler, Klapper et Johson, pl. 4, fig. 18. 

1979. Pojygnathus cristatus Hinde, Cygan, p. 243, pl. 11, figs. 10, 11. 

1980 er cristatus Hinde, Perri et Spalletta, P- 304, pl. 6, fig. 6. 

#8 KaWK. AHR. KORE, eee tin ona 2 由 较 尖 的 
圆 的 瘤 元 构成 。 AH MB Epi, AvaRS AL SS, HGR EA RAO OE th 

A155 45 RHE A KL MUA BT HH a AO BU AE ATALBY D2 (AE AA 0 

RARE RM SMBH RE 7 MPN 
注释 此 种 此 台 表 面 装饰 变化 较 大 ， AA RIOR, AiR KALA. 

P. cristatus #t—2 225, AFI Ba BUSS BEAL. P. asymmetricus:ovaliss 此 种 的 层 
位 由 Schmidtognathus hermanni- Pelygnathus cristatus #778 Polygnathus asymmetri- 

cus 带 底 部 。 
FHER BERKS, YEAS S. he nindsiniok' cristatus ua 

Ee BH hil Polygncenal decorosus Stauffer, 1938 

Clim 345 FAS, 6, 8, 105 图 版 40， 图 3) 

1938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p. 438, pl. 53, figs. 556, 10, 15, 16 (non figs. 1, 20, 30=Po- 
Tygnathus sp. indet.; non fig. 1l=P. timorensis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1947 Polygnathus parviuscula Youngquist p. 109, ph: 255 figs. 8, .13,. 16. 

1957 Polygnathus foliata Bryant, Miller et Miller. pp- 1086, 1087, pl. 135,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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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Seddon., pp, 738, 739, pl. 12, figs. 17-19% . 

1973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Ly Be ae Palygnthns 

eC Th -plate 1, fig. 5. 

‘1976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Druce, p. 184, pl. 71. figs. 3, 4, 6. 21 1kP, Ble 

1979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Cygan, p. 244, pl. 11, figs.13—15. 

SE AHWR HKHARK. AAMAS feo 

AAG KAS ee OU Se. WA Te BRIAR 

Sib Rie Hh, KIB, ERMA a eH, AAS aH le aA EL 

Bada Ale aA AGP eB RK HST ak EDS FB OU ABT BR BUA 反 口 面 龙 

脊 高 , 基 腔 位 于 齿 台 前 端 或 前 端 稍 后 的 位 置 。 eagetor ete; 
He) Polygnathus decorosus HA@WRABAKEIH, 显然 不 同 于 P. apices Pol- 

ygnathus procera 具有 高 的 前 齿 片 , ART AB, P. decorosus RAR ES Hye 
盆 世 的 Polygnathus kennettensis Savage, 1976 最 相似 ， 但 后 者 齿 台 后 端 向 内 向 偏转 ， 

齿 台 长 大 于 刺 体 长 的 一 半 。 Net eae 
本 种 的 层 位 为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A. triangularis 带 至 P. gigas LB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OA. triangularis 带 。 

SRS Dhl Polygnathus dengleri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 2 
(Alki 34, B89) | a naglol el 

shh reaiot 这 

1957 Polygnathus dengleri Bischoff et Ziegler, pp. 87, 88, pl. 15, figs. Me 155 aN Phi6 figs. 
1 一 4 

heh ath RE :时 eet 

RE WERK. KGL WARE. AREY, WR 
OM ER. Aen, We KAY 1/3 1/4, BRO AC A 
短 。 NONE EL 

HR AIT. PA, He LAL, HULA Polyenathus prone. 
decorosus, P. procera KYA ES, P.decorosus 自由 齿 片 长 , 平 直 ， 3 2 FETE ; 

本 种 见于 中 泥 盆 统 最 上 部 P. disparitic 带 ， 但 比 后 者 出 现 层 位 稍 高 而 很 pe 
asymmetricus ‘Hy, 是 上 泥 盆 统 开始 的 重要 标志 ,可 延至 P. triangularis 带 。 本 ‘a 

PMA MRP MA P. os 带 。 TES tt 
Cee SZ 

WRSMAt) 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1967 = 

CAN 29518 35.4) iene BIND 
1967 

ayia ate 
Polygnathus linguifor mis linguiformis Hinde, Adrichem Boogaert, p- 184, pl. 3, fig. 1(non pl. 
2, fig. 44=P. linguifor mis linguiformis Hinde gamma morphotype Bultynck). J as 

1967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dc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p. 1265, fig. 2i—k, 3a. 
1969 Polygnathus Lenzi Klapper, Pp» 14, 15, pl. 6,figs. 9—18. 
1969 Polygnathus webbi excavata Carls et Gandl, pp. 193—195, ‘pl. 18,figs. 9 一 13 (fig. 11=Holoty- 

pe)- 
196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fovcolat Phi : i 

“gay g eofatus Philip ec Jackson, Carls et Gandl, p- 196, pl. 18, figs. 145° 

1271 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r Pahraeu on, | 8, pp. 6775 678, pl. 775 °fi 一 
1975. Polygnathus dehiscens ; a Bren Sea 

‘4 Philip et Jackson, Klapper et Johnson, pp- 72, 73, pl. 1, figs. 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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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 Polygnathus dehiscens 的 P 分 子 具 有 很 大 的 基 腔 ， 占 据 反 口 面 的 大 部 分 区 

域 , 基 腔 后 部 平 或 浅 槽 状 。 齿 关 延 续 到 齿 台 后 端 s 
比较 “Polygzctpxsr dehiscens 的 基 腔 后 方 呈 浅 槽 状 , ALM. Al P. perbonus 

和 P. gronbergi, 

注释 Polygnathus dehiscens 可 能 由 PARnBNIR pireneae Boersma 演化 来 ， 后 

者 是 Polygnathus 的 最 早 的 分 子 , 从 构造 上 看 ,无疑 Polygzatpazr 由 Spathognathodus 

演化 来 5 P. dehiscens 时限 较 长 ,可 上 延 到 P. gronbergi tH RI RH. 

产地 层 位 “六 景 ? 郁 江 组 P. dehiscens Hr; PRK= NIA, HRB P. dehiscens 带 。 

艾 菲 尔 多 显 刺 Poylgnathus eifli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图 版 32， 图 7，8) 

1957 Polygnathus eiflia Bischoff et Ziegler, p. 89. pl. 4. figs. 5—7. 

1965 Polygnathus ciflia Bischoff, Bultynck, pp. B67, 68, pl. 1, fig. 7. 

1966 Polygnathus eciflia Bischoff Ziegler, Wittekindt, p. 633, pl. 1, figs..20, 21. 

- 1969 Polygnathus eiflia Bischoff et Ziegler, Pélsler, p. 421, pl. 2, figs. 5, 6. 

1973 Polygnathus eiflius Bischoff et Ziegler,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1, pp. 355, 356, 

Polygnathus-plate 2, fig. 8. 

”1979 Polygnathus eiflius Bischoff et Ziegler, Cygan, pp. 245, 246, pl. 12, figs. la—b, 4, 6. 

BE HAEANM. ORAL, aa Ie, RATA 

注释 典型 的 Polygnathus eiflius BAMHRATAA, SAMA, HARI TH 

SEC AR 5 aA HAS, MACH WRKERG LAA RAK ARR HA. 

大 的 标本 上 ， He ELAR KAMARA. HARIWRA, VL 2 一 3 小 的 细 

Yio Polygnathus aff. eiflius DRA, A ABI AUC, (ATA A AE EI GED Poly- 

gnathus eiflius 5 P. pseudofoliatus 有 很 多 相似 处 , 有 些 中 间 过 渡 类 型 的 标本 ， 只 能 依 

5 90 BB RUA Fs Wy OA HF IE KB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 分 水 岭 组 下 了 . Rk. Rockelianus #7 P. x. ensensis 带 。 

艾 菲 尔 多 售 刺 (亲近 种 ) Polygnathus aff. eiflius Bischoff 

nee et Ziegler, 1957 

(图 版 32， 图 10) 

_ aff. 1957 Polygnathus eiflia Bischoff et Ziegler, pp. 89, 90, pl. 4, figs. 5—7. 

1971 Polygnathus aff. P. ciflinus Bischoff et Ziegler, p. 63. pl. 25 figs. 14, 15, 20, 

特征 Polygnathus aff. eiflius HHAKHAGARA, LADRAASRADT. A 

BUDD WMA Mik bw, AWA RIA RRA 1/3, 齿 台 后 膨大 成 强 

FA CHM o 

注释 典型 的 Polygnathus eiflius, 按 Bischoff 和 Ziegler 的 定义 , 齿 人 台 前 方 有 和 斜 的 

吻 状 ; 齿 台 表面 有 细 而 密 的 瘤 齿 ,并 认为 已 psendofoliatus 因 缺 少 吻 状 和 齿 合 较 罕 而 不 同 

于 P.esflius, Klapper Hit SIAWAN P. etflius, 认为 P. eiflius 与 已 pseudofoliatus 

的 区 别 , 实 际 只 能 依靠 吻 状 的 有 无 和 齿 台 的 轮廓 ,前 者 齿 台 后 方 更 加 膨大 。 当前 的 标本 ， 

缺 吻 脊 , 但 齿 台 前 方 收 缩 成 吻 部 ,后 方 强烈 膨 大 , 可 能 是 P. ciflius 与 P. pseudofoli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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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UE 
的 中 间 类 型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分 水 岭 组 下 T. k. Nahi om bite x. fou 

ef a Sxy A 

BHSMR (Ht) Polygnathus excelsacarinata. Gea ney ni : 

(图 版 38> 图 6， 7) : SATAN sxios ie i= 

特征 ” 枪 台 小 ;长 为 刺 体 的 一 半 ; 最 大 宽度 在 中 部 ， mI ee wo 

2 ei LEW. AHA, BA 4 个 相对 粗 而 扁 的 细 齿 = ae ce SCE ST aD, 
很 高 ,完全 愈合 , 从 前 向 后 延伸 约 为 齿 台 长 的 3/4。 le OA eek SO At 几乎 成 直 
AK HEDMAN, See, 时 ” 形 包围 固 
CHA, ROHS MSR AAR. SHH RRLHe ROR. ' | 

KR HPUMEAS. ARSE HORE, AAT Polygnathus 人 
产地 层 位 “请 西 三 联 ,法 门 阶 。 Lael spp iam 288 

rhvaagylet oti 

RS Re) (SEH) Polygnathus aff. Failte Helms ai SRISN Ete! 
wAtengg hod 

Wolska, 1967 1 foulbe, chitikegyicl YE 

(图 版 39， 图 5 can a | 
Aff. 1967. Polygnathus fallax Helms et Wolska, text-fig. 3. Ra RE 

1979 Polygnathus aff. fallax Helms et Wolska, Kononova, pl. $3 fig? 18, eat 

特征 ”自由 齿 片 较 宽 ,长 为 刘 休 长 的 113; ROMAN HA att, ae 
2 AGH AEHAR Heme Haha, HARA PS. Dee 

注释 “当前 标本 齿 台 前 方 宽 , MEGA. AAT RM P. fallax, Be ries 

饰 与 P. fallax 一 致 , 它 与 Kononova fy ZHKMIRATUS et Bs EM 地 党办 条 
thus lagowiensis Helms et Wolska, 1967 ELS 2 2 HT BRD sane aie 

已 知 此 种 在 联邦 德国 和 乌拉 尔 均 见 于 下 _P. marginifera 带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 富 三 里 ,三 里 组 "下 .P，moatbinitez- 带 wx 

SHR) Polygnathus germanu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Peele it 图 2; Fh 40, AY 6, 9—10) 

bay glo AEC cam ’ 1926 Polygnathus germanus Ulrich et Bassler, p. 46, pl. 7, figs. 11, 12. ' ‘a 
1968 Polygnathus germana Ulrich et Bassler, Huddle, p. 38, pl. 14, figs. 29, 30 Csee- PE Ge 
1968 Polygnathus nodocostata Branson et Mehl, Mound, p. 507, pl. 69, figs. 26, 27.| BR . 
1969 Polygnathus nodocostatus nodocostatus Branson et Mehl, Druce, P: 101; pl. 19, tie 6. 
1976 Polygnathus germanus germanus Ulrich et Bassler, Druce, pp. 188, 189, pl. 74, figs. is, 16 (see 

synonymy ). 
CALS 

1979 Polygnathus germanus germanus Ulrich et Bassler, Cygan, pp. 247—249, pl.14 figs. 13-7, = 
+ 11, 14, 15(see synonymy ). 

; 

RE HORNE RK AES AM, AeA, BO 
BE SAA Sth APT AS 1—3 FT A, SE Stee KY ORES 
OF aT Sid » IEA Sh ter Eo SR BY A GA A OR Da A, HH eg 4 

注释 Polygnathus nodocostata —Z i HE (AERA NZ, 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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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r, P.crepida 72 P. styriacus 7 Polygnathus marginifera Schafer, 1976 具有 

BAAN BB AES. Alal P. germanus, 

Prem? KRe=2.S=BA” P. marginifera H; MARKS MEA PREVA, 
“= BA” 

KIS RR) Polygnathus glaber Ulrich et Bassler, 1926 

Bi Wa), OHste uA BRRE ARM SARHLUREEA.- 

HKiFSDRAIB LH Polygnathus glaber glaber Ulrich 

et Bassler, 1926 

(图 版 38， 图 9) 

1926 Polygnathus glaber Ulrich et Bassler, pl. 7, fig. 13. 
1955 ‘Polygnathus glaber Ulrich et Bassler, Sannemann, pl. 3, fig. 14. 

1966 Polygnathus glabra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Spassov et Filipovic, pl. 33 figs. 20,21. 

1970 Polygnathus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Seddon, pl. 18, figs. 16—17. 2 

1970 Polygnathus glabra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Olivieri, pl. 21, figs. 1--5. 

1979 Polygnathus glaber glaber Ulrich et Bassler, Cygan, pp. 250, 251, pl. 15, figs. 1 一 5. 

RTE Be) ODE I a A KE, RAR 
一 ”注释 Polvgnathus glaber glaber WSR, TARE Polygnathus communis 

MSZ. 4 MALCOM HAI aime, AULA BEE, Polygnahthus 
glaber medius Helms et Wolska RO GRIT FL hie, AAR A Fs tf ©. gi- 

aber bilobatus te Gai 4X. 法 门 阶 下 P.crepida #2 P. al cha tr CBE 

egler, 1962, p. 89), 

Phe mova Han”, 

光滑 多 里 刺 双 叶 亚 种 Polygnathus glaber. bilobatus Ziegler, 1962 

CA 385 8, 13) 

1959 Polygnathus glabra Helms, pl. 5, figs. 3,4. 

1962 Polygnathus glabra bilobata Ziegler, pl. 10, figs. 4,5, 16,17, 24. 

1967. Polygnathus glabra bilobata Ziegler, Spassov et Filipovic, pl. 6, figs. 13, 14 

1967 Polygnathus glabra bilobata Ziegler, Kodsi, text-fig. 6, fig. 5. 

1967 Polygnathus glabra bilobata Ziegler, Wolska, ‘pl. 15, figs. 4—6. 

1970 Polygnathus glabra bilobata Ziegler, Seddon, pl. 18, fig. 13. 

1970 Polygnathus glaber bilobatus Ziegler, Olivieri, pl. 21, figs. 6, 7. 

#54 Polygnathus glaber 的 一 个 亚 种 ,其 齿 台 前 半 部 具有 了 明显 的 叶片 状 的 凸 起 

比较 “此 亚 种 以 齿 台 前 半 部 旦 叶 状 膨大 不 同 于 ! P，glaber glabers 此 亚 种 的 层 位 为 
HET IM. FOP. marginifera HOH P. velifer HH,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三 里 组 ”。 

光滑 多 里 刺 中 间 亚 种 Polygnathus glaber medjus Helms et Wolska, 1967 
(Ahk 38, Al 10—12) 

1962 Polygnathus glabra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Ziegler, pl. 10, figs.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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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Polygnathus glabra glabra Ulrich et Bassler, Glenister et Klapper, pl. 94, figs. 5,6. 把 

1967 Polygnathus glabra media Helms et Wolska, text-fig. 4. Bere. oS 

1967 Polygnathus glabra media Helms et Wolska, Wolska, pl. 15, figs. 2, 3. = POR GE Fes 

§§E Polygnathus glaber 的 亚 种 ， A He Herb th a aE A TRS 

由 分 离 的 瘤 齿 构成 。 龙 背 明 显 , 凹 窝 小 。 自由 齿 片 较 高 在 四 窝 之 后 的 齿 台 上 方 表面 半 增 

平 ,前 槽 缘 向 前 倾斜 2 
时 代 “此 亚 种 的 层 位 为 上 泥 盆 绕 法 门 阶 PP marginifera 带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叉 河 ， 三 里 组 ”; 武 宣 三 里 ， 三 里 组 ”PR marginifera #755 

© TL. 

\ 

oD 

4S Rk) Polygnathus granulosus Branson et Mehl, 1934 

(图 版 39 Ait) : 

1934 Polygnathus granulosa Branson et Mehl, p. 246, pl. 20, figs. 21, 23. 

1963 Polygnathus granulosa Branson et Mehl, Helms, p. 682, pl. 1, fig, 123 pl. 4, fig mia 15, 16, 

19, 20. 

1967 Polygnathus granulosa Branson et Mehl, Wolska, p. 413, Le be, ORES 

1968 Polygnathus granulosa Branson et Mehl, Olivieri, p. 124, pl. 22, figs. 8—10. 

1973 Polygnathus granulosus Branson et Mehl,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gegamm Vv. Be Pp 361, Poly- 

gnathus-plate 3,figs. 6, 7. 

let 220; 

41 ean ade! 

el 

PE HAMMERED, RGU. 齿 台 边 缘 昱 反 曲 状 。 pera 
CARA BAW. ANDA HRA. cee Ko A AEE BIH» 虫 部 较 宽 

BRA HARKER. AAA AMAIA BO a BURAK. x iy 

比较 IL AE Polygnathus styriacus 的 祖先 ， San yes Ae aaa 
于 - P.styriacus AMMA, HA IOAKA ia 齿 台 轮廓 变化 较 大 。 HR At | 
granulosus 的 典型 特征 。 此 种 层 位 为 上 P. velifer 带 至 下 S. styriacus To. m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 三 里 组 ”。 当 前 标本 产 于 .P，zmzcrgizifera 带 之 上 

此 层 位 之 上 仍 含 有 P. glaber distorta 和 P. g. lepta, P.g. pectinata, 

代 与 同一 剖面 上 的 -如 g: pectinata P. g. distorta BAWA, 或 者 此 种 可 山 于 !P. ma- 

rginifera 带 , 或 上 述 二 种 可 延伸 到 P. velifer #5, 

90 

. | he 

%FSABSMRH) Polygnathus gronbergi Klapper et Johnson, tet 4 ‘ 

(AAW 29, 1, 2; Ali 30, 1) 

1974 Polygnathus n. sp. Ziegler, in Bender et al., p. 34(samples 1467, 1463). 
1974 Polygnathus javeolatus Philip et Jackson, Litke, p. 203, text-fig. 4, fig. 3 (non figs. 42 =P. 

laticostatus n. sp.). : q 

1974 Polygnathus lenzi Klapper, Litke, p. 

of P. laticostatus). 

1975 Polygnathus gronbergi Klapper et Johnson, p- 73, pl. 1, figs. 17—28. 
1975 Polygnathus foveolathus Philip et Jackson, Snigireva, pl. 4, fig. 6. 

"TE Polygnathus gronbergi 的 P 分子 具 有 相当 大 的 基 腔 ， 占据 此 全 反 口 面 除 寅 的 
笋 边 以 外 的 大 部 分 , 基 腔 至 少 在 后 端 是 上 翻 的 , 齿 台 后 方 中 等 程度 的 偏转 ， 具有 短 的 ， 断 续 
Po BFE eR ALA ta HE EE th OAT IG y 

比较 Polygnathus gronbergi iY) P 分子 ; 基 腔 后 方 中 等 程度 的 上 翻 ， 至 少 是 轻微 的 — 
+R. AF P. dehiscens ROR, “fk Hbiit, P. dehiscens 的 P 分 子 的 基 腔 要 帘 

203，text-fig， 4, fig. 10 (non fig 11 一 ? juvenile specimen | A 

* “ri 



ERR: 广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厅 1113 
一 一 

些 , 由 P. gronbergi 演化 出 P. 1afizortetwy， 但 后 者 具有 小 的 凹 窝 而 不 是 较 大 的 基 腔 。 
本 种 的 时 限 为 早 泥 盆 世 埃 姆 斯 期 。 层 位 高 于 P. dehiscens, (KF P.laticostatus, 与 

P. perbonus 一 致 ,在 广西 与 ' P、perbgozxf 共生 ;但 数量 较 P. “perbonus Apo 

PME RAR. A LEAH P. perbonus 带 。 
HSMR Polygnathus guangxiensis Wang et Ziegler, 1983 

(图 版 35， 图 5 一 8) 

1983 Polygnathus guangxiensis Wang et Ziegler;»p. 89, pl. 6; figs: 235 24 

特征 “ 现 台 拱 曲 , 内 弯 , 自 由 齿 片 短 但 很 高 。 由 少数 几 个 愈合 的 细 齿 组 成 。 其 底 缘 向 

下 伸 ， 前 缘 直 立 或 向 下 倾 。 KARE HEA Gaim B atmo 由 低 的 瘤 齿 组 成 。 齿 

台 拱 则 > 内 弯 ， SARS A SH 5 BS 4 AO, 齿 台 最 大 宽度 近 齿 人 台 

中 前 部 。 近 关 沟 较 发 育 , 浅 平 , 齿 台 前 方 齿 峭 两 侧 前 槽 缘 向 前 倾 。 

比较 Polygnathus guangxiensis | Polygnathus kluepfeli, P. latus, P. n. SP.. 

M. Klapper, 1980, P. sp. A., _Druce, 1969, EG GRHLA ARUN P. guangxie- 

nsis Lusi ROE ae BE Fe “kine of li, P. latus, , P. sp. A Druce, 齿 台 强烈 拱 

曲 ,区 从 后 半 都 齿 状 不 发 育 , 前 半 部 前 倾 , 亦 不 同 于 P.. guangsiensis, P. guangziensis 无 
凝 与 P. n， sp. M. Klapper 最 相似 ,但 后 者 的 自由 夷 片 ,从 图 版 上 难以 判断 , 似乎 并 不 很 
高 ， 同 时 在 层 位 上 ， 后 者 仅见 于 P. x. ensensis 带 ，Klapper (1980, p. 103) AMEX 

EOP. trigonicus; ti P. guangriensis 的 层 位 较 低 5 Psciicortatar #528 T. ke kock- 

elianus 带 。 两 者 的 关系 还 待 进一步 的 研究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L， a P. c. costatus as T; wy kockelianus ‘5 

sien YER BE . 
4 52 所 

一 多 里 3 inversus ee et Johmapm， 1975 

。， # i 人 《图 版 29， 民 Al >> re % 

1956 Polygnathus. Lebiiaito ins Hinde, Ziegler, pp. 103, 104, pl. 7, figs. 11. 12,19, 20(mon figs. 15— 

18 = P. lingusformis linguéformis Hinde alpha morphotype Bultynck). 

1967) Polygnathus’ li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Philip et Jackson, p. 1264, fig. 2b—c. 

1969 Polygnathus foveolatus Philip et Jackson, Klapper, pp. 13, 14, pl. 6, figs. 19—30. 

1974 Polygnathus per bonus pone Grbilip late form), Klapper, in Perry et al., P 1089, pl. 8, 

‘lps. 1—8. 
1975 Polygnathus inversus Ri et Johnson, p. 73, pl. 3, figs. 15— 39. 

所 特征:_ Polygnathus 的 P 分 子 ,' 有 一 相当 大 的 基底 凹 窝 ， 位于 龙 兰 向 内 强烈 折 曙 的 前 

方 。 基 腔 后 方 全 部 翻转 。 齿 人 台 前 方 外 缘 大 约 与 齿 峭 和 内 缘 等 高 hcl ies depend 

BSKHADH vets 
比较 “与 ee inversus HP AE Ht ie el seratinus eres Wh 

齿 台 凸 缘 状 明显 地 高 于 齿 背 和 内 齿 台 ,有 些 Polygnathus inversus ROMWM RRA 
一 不 发 育 的 陆 棚 状 察 种 ,， SAA PoPyenathus serotinus: FAP. inversusstH LK. P. per 

bonus 有 小 至 中 等 大 小 的 基 腔 ,而 不 是 凹 窜 ; Pdlygnathus ee ‘cana 的 

Mtb P. inversus ALISA PHA Aloe * Pi ne Ge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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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种 为 标准 的 P. laticostatus 带 (或 P. inversus 带 ) 的 带 化 石 ， OT P. $e- 

rotinus GB Ko Vie a 

PRE BWAR. HE P. inversus io ; esansa 。 

= Ae 

HORS aM mes itch kendali Johnson et Klapper, 1981 

| RNG 315 图 12) Ren 
1975 Polygnathus sp. A, Klapper et Johnson, p* 75, pl. 3, figs. 3—7, 11—14. 

1979 Polygnathus n. sp. Klapper et Johnson, Uyeno et Mayr, p- 238, pl. 38, figs. 37, 38. 

1980 Polygnathus sp. A Klapper et Johnson, Klapper, in Johnson, Klapper et Trojan; pl. 4, figs. 

和 ti 党 BH 
1981 Polygnathus kendali Johnson et Klapper, pp. 1243—1245, pl. 2, figs. 5—7. 

6E TRAN AMAA OR RMS ETS IO DA ANH 
不 对 称 的 陆 棚 状 的 突 伸 (shelf), 吕 缘 状 的 前 外 全 边缘 比 齿 将 和 内 边缘 高 此 ,并 被 
HAW SHH 

比较 =Polygnathus sp. A LE S8HEVE Polygnathus serotinus, ansgteee F. ser- 

ovinus WB] BBR ATES th AREA DB EAI AR AL nee a 
不 及 P. serotinus 的 前 方 外 缘 那 么 高 “此 外 Polygnathus sp. A 的 外 a Se 

SREERE SEA UE th tH Go eat he's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Ho ae, 

ie 1 ry 

ERS MR) Polygnathus inthe aaies Kiesrec et Johnson, 1975.. ee 2=8 

CHANG 30, 25 图 版 31 图 1) 5 首 、 
1956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Ziegler, p. 104, pl. 7, figs. 13, 14. ay ° aa 
1966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Clark et Ethington, pp. 683, 684, pl. 84, fig. 7 bgt Re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gamma morphotype Bultynck). . eee ae 3c 
1974 Polygnathus foveolatus Philip et Jackson, Liitke, 了 203, text- 3 4, figs. 1, 2 (non fig. 3=P. 

gronbergi Klapper‘et Johnson, 1975). PSI - 证 计 二 Pas ar vy 
1974 Polygnathus cf. “webbi” sensu Bischoff et Ziegler, Litke »Pp- 203, text-fig. 4, fig. 14, 15.¢. ™ i, 
1975 Polygnathus laticostatus Klapper et Johnson, p. 74, pl. 1, figs. 20—33. j 

特征 Polygnathus laticostatus 的 P 分 子 有 相当 大 的 叫 窝 ; 他 于 龙 兰 向 内 仿 转 的 前 
Fi » SS J AOE SS RE HAE UA AS ROGE HA, EWU A RARE, tae . 
党 不 达 后 端 c 1 Atmegyloh Woer ， 

wee: : 

woS- hye? ; 比较 iW cect Ki P. laticostatus 的 基 腔 朝 前 些 ， 可 能 为 P. Taricost- 
atus 的 比较 种 。 Polygnathus laticostatus 的 P 分 子 与 P. costatus Ay PSE ABES 
RRA AMA. BRIA ITD. 而 在 P. costarus th) WA RRR. 
P. unversus 的 了 P SF ti 78, Hi PRA A OEY A Bh RS EI, sk S Pedasice 
ostatus Fi MITA ANI AMAR RS} ZES PG OP. inversus AS (ERR AD 5 

PME he HRS Vie] ASEM P. inversus MLO RH 

(aS HF) Polygnathus latus Wittekindt, 1966 ee a 
《图 版 35， 图 1) 

1266 Polygnathas latas Wittekindt, p. 635, pl. 2, figs. 6;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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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Polygnathus latus Wittekindt, Orchard, p. 942, pl. 110, figs..J, 2, 4, 7,.12,. 13. 

特征 ”自由 齿 片 短 ,高 度 中 等 , 齿 台 宽 而 长 , 拱 曲 , 最 大 宽度 近 前 方 。 HH OUI 

BHHSDANMS. EB). MFRS AZIAlS . 

注释 P. lacus 以 齿 台 前 方 最 宽 而 不 同 于 P. linguiformis 当前 标本 的 齿 台 前 方 齿 

AM SA — PUR WP. trigonicus, MAAFRBW P. laws, 但 齿 台 不 呈 三 角形 ， 
5 P. trigonicus 不 同 。 自由 齿 片 不 甚 高 ， 由 相对 小 的 细 丙 组 成 ， 易 于 与 Polygnathus 

guangxiensis 区 别 。 ee 4 RIA EVER P. asymmetricus 

Fo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已 asymmetricus 带 6 

舌 形 多 显 刺 布尔 廷 科 亚 种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i 

1977 

SE Mea, #2 Ri His, SP OS RE SE FF o HERK. AREA 

向 下 弯曲 并 不 十 分 强烈 ,固定 齿 状 靠近 齿 台 内 缘 。 贞 人 台 反 口 面 近 中 部 ,有 一 小 的 基 腔 ， 龙 

BRA 

“注释 “ 按 现 有 文献 和 广西 的 化 石 标 本 ,此 亚 种 可 分 二 个 形态 类 型 , 即 _ 忆 ,jingw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a morphotype 和 P. linguiformis bultyncki 8 morphotypeo 

Polygnathus eee, bultynckhi Weddige a morphotype 

(图 版 39， 图 17 

1977 Polygnathus-lingu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pp. 313,314, pl. 5. figs, 91, 92. 

? 1979 Polygnathus declinatus Wang, pp. 401, 402, pl. 1, figs. 12—20. 

1983 Polygnathus linguifo:mi butyncki Weddige « Morpholype, Wang et Ziegler, p. 89, pl. 5, fig: 

19. 

特征 “ 齿 舌 穿 而 长 ,有 密集 的 横着 , 齿 舌 初始 处 , 齿 台 外 缘 向 内 折 曲 ,形成 角 突 ,- 处 齿 

” RRA BRR, Le A eR iio 固定 齿 养 靠近 内 边缘 。 基 腔 小 ,边缘 凸 起 ， 基 腔 外 

侧 有 时 有 小 的 隆起 。 

注释 : aA SOREL Ho RRA WAAR SARA 

特征 。Waddige 建立 P. 1. bultynckhi 时 ,包括 了 P. 1. bultynchki a 形态 型 ， 但 P. 1. 

bultynckhi 正 模 标 本 , 舌 齿 罕 而 长 ,外 缘 高 ; 齿 舌 初始 处 有 尖 角 ,显然 不 同 于 P.. 1. linguif- 

ormis, 基 腔 外 侧 有 小 的 隆起 ;表明 此 形态 型 与 P. serotinus 关系 密切 〗w 形态 形 多 见于 

浅水 相 o) 在 西欧 莱茵 相 区 ,广西 大 乐 地 区 , 均 见 有 此 种 类 型 。 

产地 层 位 ” 象 州 大 乐 ; 四 排 组 P. serdtinus HF 

舌 形 多 蛛 刺 布尔 廷 科 亚 种 BP TH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B apphotype 

(图 版 39， 图 8) 

1957 Polygnathus lingusformis Hinde, Bischoff et Ziegler, pp. 92, 93, pl. 1,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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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Klapper, Ziegler et nies! >, pl. 1, figs. 21, 22， 

2627, 28, 29. i Ft 
197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t Weddige, Lane et Ormiston, pl. 8, figs. 11 本 23,24. ety 

1983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8 morpholype, oe et Ziegler, P- 89， pl. = fig. 

19. 
“oi 4 wr ; 

特征 6 形态 型 分 子 的 齿 舌 初始 处 与 前 方 齿 台 呈 缓 的 曲线 状 ; 没有 形成 大角， 前方 齿 

台 外 缘 与 齿 状 和 内 缘 等 高 或 略 高 ， 基 腔 外侧 无 隆起 。 二 

注释 8 形态 型 与 ac 形态 型 的 重要 区 别 在 于 外 齿 台 的 轮廓 ，- SHAR SAA 

内 缘 的 相对 高 度 以 及 反 口 面 基 腔 外 侧 隆 起 的 有 无 。 8 形态 型 分 子 ， 在 广西 多 见于 南 丹 型 

沉积 区 ,所 代表 的 沉积 环境 比 之 % BADR. oS oe%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引 田 ， 坡 折 落 组 已 serotinus Ho 
AY el OS 路 

舌 形 多 标 刺 知 形 亚 种 4 形态 型 rea Ree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a po 中 

Bultynck, 1970 renee Ss 

(图 版 36; 图 1 二 4; ARR30, 9) 和 iz i i 

6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Ziegler, pl. 7, figs. 15—18. (non figs. 11, 12.5399 已 EN - 

fe iti 和 让 Johnson). q § “ . : war 5 

1970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alpha forma nova, Bultynck, pl. 9, figs. 1--7.. 了 SS 4 

1974 Poi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alpha morphotype Bultynck, Perry et al., pl. 7, figs. 8,9, os 

14. 

特征 alpha eS MH OAR MOA I 0 HOA sera 

HGH ik Shi ABR A arb sRa 2/3 Soe MRS Ee ble ag 
明显 地 向 内 折 曲 ,在 此 处 没有 向 外 侧 的 陪 大 。 

ER MLWAMUE P. 1. linguiformis 礁 二 的 一 种 可 见 了 X 
它 形 态 型 均 见 于 中 泥 盆 世 ( 至 'Co2bIL, 考 文 地 区 )。 ai， 

产地 层 位 和 Mit,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 P. c. a | 
rtitus Hy iy SR. 

= iby See Kiba 

舌 形 多 昧 刺 舌 形 亚 种 5 形态 型 ， Ag idk FRR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5 sien! 

，( 图 版 39， 图 9 Mg WG 
ae Polygnathu: linguil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Wittekindt, p. 635, pl. 2, fig. 1101) he mer\us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 morphotype, Ziegler et Klapper, in Ziegler et 
al., p. 123, pl. 4, figs. 4—8.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 morphotype, Klapper in eee? of meri 
Vol. 3, pp. 464, 465, Polygnathus- “plate 10, figsa@l, 31. 

197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Weddige nov. subsp., 
4, 9—12. 

ETE delta 形态 型 以 齿 台 后 部 仅 用 个 徽 蜀 的 横 养 或 齿 脊 延 仲 达 齿 台 末端 为 特征 。 
无 齿 舌 。 前 外 元 全 几乎 是 平 的 ,缺少 高 的 凸 绷 和 相应 的 近 宥 海 。 外 上 册 台 边缘 时 均匀 宽 组 
HAM. Mbt as ips penn: Pane 鼠 放 射 状 排列 。 当前 标本 此 人 台 强 列 
拱 曲 ,后 方 尖 , 与 典型 的 5 CANA. 

1977 

Clausen, Leuterity et Ziegler, Dp. 30; pl. a fig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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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檀 江 组 P.. varcus 带 。 

BS AMEE ce 形态 型 
¢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e mor photype 

(图 版 36， 图 5 一 97 

1940. Polygnathus sanduskiensis Stauffer, Stauffer, pl. 60, fig. 89 (only). 

1957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Bischoff et Ziegler, pl. 16, figs. 32,, 33; pl. 17, figs. on 6. 

1970 Polygnathus linguifor mis Hinde forma nova, Pedder, Jackson et Ellenor, pl. 16,’ fig. 17. 

1976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8 morphotype, Ziegler et Klapper, in Ziegler et 

al., pl. 4, figs. 3, 12, 14, 24. 

197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klapperi Clausen, Leuteritz et Ziegler, pl 32, plevt. figs. 7,8. 

特征 = 形态 型 的 特征 是 在 发 育 的 齿 天 上 上 有 很 发 育 的 横 背 。 前 外 雌 台 也 有 发 育 的 横 

脊 ， 但 无 发 育 而 高 的 凸 缘 状 边缘 。 外 近 兰 沟 较 宽 ， a Fes 外 缘 向 内 弯 成 突出 的 浑圆 

曲线 。 在 大 的 标本 上 ,可 以 有 不 规则 的 吻 宥 ， SWE 

时 代 层 位 ” 艾 非 尔 期 晚期 至 吉 维 特 期 CP. varcus da REL FO Le, LE 
P. c. partitus 带 已 见 , 直 至 P. varcus 带 上 部 。 . wh, 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c. partitus pe Po varcus ce 

EUSTMNEVUH VER 
%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Iingaiformas Hinde ¥ morphotype 

RNR 365 isp 105 asi 395 有 aed ics 1 LS 人 

“oS ee #7 hes PA Reg ; ; ; 

1879 AFA a: So linguiformis Hinde, pl. 17, cae te By 

1957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Bischoff et Ziegler, pp. 91, 92, pl. 1, figs. 1—3, 5—9, 11—13; 

, Pli<16, figs. 345° 350 _ 

1970 ‘Pol ygnathus liapntiorests Tine nite yanis Hinde ry Pies nares Bultyack, p- we 121, pl. Ty Hh 

1—6; pl. 12, figs. 1—6. Pas GY SRE 

1976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r locate Byltynck,. sehen et Klapper, in 

Ziegler et al., pl. 4, figs. 9, 13. 

特征 7 形态 型 以 横 背 通过 齿 台 后 方 三 分 之 eR Hee ANE, a 
AULBWEKEA Kiko HEME DLO SS. MO EMR, CHEMO, i 
HBR. HAR ADRALLHANARSS SABES Rae tA 
FAAREE. AKAIEAWR. | :} 

时 代 层 位 中 当世 早期 至 史记 全 世 早期 ，P，azymmetricu Ae 
产地 层 位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术 江 组 P. varcus 带 。 

1 yl x te 

BERS oH (比较 种 ) Polygnathus ef. norrisi i i 1967 
(FARE 30, BE3)~= ‘ REX 

1959 Polygnathus diversa ie 650, 651, pl. 55 fig. 号 (only). = 

cf. 1967 Polygnathus norrist Uyeno,' p. 10, pl. 2,figs435: ° °°: “ANE ae tee. Wi 

cf. 1970 Polygnathus sp., Seddon, pl. 13, figs. 12, 14. ets ， 

cf. 1975 Polygnathus norrisi Uyeno,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 2, p. 309, Pol ygnathus- 

* >" “plate 5, fig. 3. 有 ef Spm 

1976 Polygnathus cf. P. norrist Uyeno, Druce, p. 195, pl. 78, figs. 1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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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Pol ygnathus cf. norrisi Uyeno, Cygan, p- 261, pl.) 17, fig. 14. i es 32 

RE KHAOMRARS MRR E, i He A BOR a8 — et 
状 的 或 笛 管 状 的 凸 起 。 

比较 三 直 种 以 高 的 、 许 多 曲 板 状 突起 组 成 的 齿 台 为 特征 。 构 造 特殊 ， 次 化 闫 条 不 清 ， 

当前 仅 一 个 不 完整 的 标本 ,无 前 齿 片 , 齿 台 两 侧 不 对 称 ,两 侧 缘 不 平行 行 , 反 口 面 不 见 龙 状 加 

槽 , 均 不 同 于 Polygnratpzs norrisi, ThE 4—- Fo BM P. norrist BFP P.asymm- 

etricus 带 下 部 至 法 门 阶 (to II 一 to V，Miilletr，1959，Druce， 1976) Sata aa 

WAY PL norrist, WF P. crepide 带 中 部 。 as 
,区 -egit q gilt Wo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三 里 组 P， crepida 带 。 机 
me Pi: 

KS HH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1966) Bias) - 
+ Ah ° 

《图 版 29， 图 10 一 14) SS 

tu SRA Sb oe sari : 

1966 Roundya perbona Philip, p- 449, pl. 4, figs- 7,8, text-fig. 6 (A, element). ASA 

1966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Hinde, Philip, pp. 448, 449, pl. 2, figs. 29—40. 本 
1967 Polygnathus lingutformis foveolatus Philip : et. Jackson, “p. 1265, fig.'2d—h, 3b 84) 194 2 a 

1970 Pol ygnathus lingusfor mts foveolatus Philip et Jackson, Philip et hack sens an Pesides Fs 

. 216, pl. 40, figs. 11—14 (non fig. 7 = P. inversus). a 

1971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Klapper et Philip, p. 449, fig. 11 (PO,NA,A,A, elements). — 

1975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Klapper et Philip, ip 74. 

1975 Pol ygnathus foveolats foucoletys Philip et Jackson form alpha, ts tay ak! 7, ata A i 

%$4E Polygnathus 的 了 分 子 具 有 小 到 中 等 大 小 的 基 有 OF HAR 方向 内 偏转 处 的 

前 方 。 基 腔 至 少 在 后 方 是 上 翻 的 。 BAS WA aR 1/3, BE eee ea 

边缘 高 度 一 致 。 1... yo F201 
比较 Polygnathus ae 5 P. pie INE FALL » a RMR 

AW BR, P. gronbergi 的 齿 台 相 对 地 宽 些 。 

“ 注释 ”此 种 是 下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标 锥 化 石 ， 高 于 P. dehiscens 带 而 低 于 ， P. inversus 

itl . 
\ 过 准 si 

优美 多 蛛 刺 亲近 种 Polygnathus aff. perbonus (Philip, 1966) © 
(图 版 29， 图 7 一 9; MR 30, 7) me, » SA : 

, ee 
1975 Polygnathws aff. P. perbonus (Philip), mapper et Johnson, p- 74, pl. 2, figs. 大 “10. a 

特征 W Polygnathus perbonus AH dy MS REY A NACE, IEESROE, ae 
断 续 续 地 延至 齿 台 后 方 。 人 a 

比较 ”根据 广西 的 标本 ， 齿 脊 可 以 断断续续 地 延至 后 后 方 , 横 状 有 时 不 连续 ， 以 些 不同 
于 Polygnathus perbonus, 标本 (图 版 30, 图 7) 基 腔 与 典型 的 P，aff. perbonus 不 同 ， 
HABE Awe. RL P. loticosfatwro。 P. aff. perbonus . 层 位 与 P. perhonat 

同 , 有 的 略 高 些 。 

产地 层 位 ”武宣 绿 峰山 ,二 塘 给 (从 括 上 从 白云 岩 ); eR 8a, smal P. 
perbonus i, nf 

. 

人 

带 。 
产地 层 位 sa hl, — sen P. perbonus # a 

TES 3 



7.8 ERR; J Pave th 20 F FE ia 119 

Rens mm Pisheeinun heaton ae Deserta 1974 

> ot hk Ve Fe j (Am 29> BA 5): 
和 

1973 + -Polygnathus Lane et Ormiston, p.330. 

1974 Polygnathus pireneae Boersma pp- 287, 288, pl. 2, cae 1—12. 

1977 Polygnathus pireneae ptoimg Skat in Catalogue of a” vol. 3, p. 489, Pol ygnathus- 

‘plate 8, fig. 6. 

TE KASAI. tir MC RR OR eee UN, IRAE ott 

”人 台 表 面 较 平 ;无 横 脊 3 反 口 面 基 腔 大 ,其 腔 后 方 不 上 翻 。 
JER Polygnathus pireneae 可 能 为 Polygnathus 属 的 最 老 的 种 ,， 处 于 已 ogzazpo- 

dus trilinearis #1) Polygnathus dehiscens 之 间 。 Boersma (1974) 推测 本 种 为 Ancy- 

rodelloides-Pedavis 动物 群 的 一 部 分 但 缺少 证 据 , 不 能 证 明 此 种 时 代 如 此 之 早 。 Lane 
和 Ormiston: (1973) 在 加 拿 大 育 空地 区 发 现 的 P. pireneae 与 Eognathodus sulcatus 

在 一 起 ,在 Polygnathus dehiscens 之 下 。 当 前 标本 发 现 于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最 底部 的 灰 岩 

透镜 体 中 ， 而 在 那 高 岭 组 中 已 出 现 Eognathodus sulcatus 和 Polygnathus dehiscens, 

Bl P. pireneae 存在 于 P, dehiscens 带 的 下 部 。 MMMAWGRHRER, KEE 
RADRR, 齿 台 表面 特征 更 接近 于 Boersma MAMMA (pl. 2, fig. 7). Polygna- 
thus pireneae HAL, RDIEAIW,ARIF P. dehiscens, 

产 站 层 位 MAAR ANTM BIEN Po dehiscens WEI. 

高 Polyphteehivs procera Sannemann, 1955. 

(Alm 345, A ll, 12) 

1955 Polygnathus procera Sannemann, p. 150, pl. 1, fig. 11. 

1959 Polygnathus procera Sannemann, Helms, p. 652, pl. 4, figs. 1,2. 

1960 Polygnathus procera Sannemann, Freyer, p. 74, pl. 5, fig. 107. 

1967 _Polygnathus procera Sannemann, Wolska, p- 416, pl. 14, figs. 3,4,6. 

67 AdwRRHomE, AR SR SRA BLS. Antes. 23-54% 

BNA, KREME WL HeURA LRA ARAM EMA. 
比较 “此 种 见于 Pi?riazgz1ari 4525 P. crepide 带 。 当前 标本 层 位 较 低 ， 见 于 

P. asymmetricus 带 ;其 齿 台 近 前 方 有 微弱 的 收缩 ,与 正 模 标 本 有 别 , 其 它 特征 一 致 。-P. 
procera 以 高 而 长 的 自由 齿 片 ,区别 于 P. decorosus 和 P. dengleri, P. xylus paci- 

ficus Savage et Funai 和 P. aspelundi Savage et Funai, 1980 齿 合 光 宰 无 饰 ， 不 同 于 

二 
PRE BRB LA P. asymmetricus HB. A..triangularis FH, 

假 叶 多 显 刺 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 Wittekindt, 1966 

CARR 325, 图 U-14) 

1957 Polygnathus foliata Bryant, Bischoff et Ziegler, p.\90, pl. 4, figs. 1—+ 

1966 Polygnathus pseudofoliains Wittekindt, pp. 6375-638, pl. 2, figs. 20—23 (non fig. 19=P, eéfli- 

ts). 

1970 Polygnathus pséwdofoltatus Wittwkindt, Bultynck, pp. 127, 128, pl. 14, figs. 1—3,5,7,8. 

1970. Polygnathus..pseudofoliatus Wittekindt,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p. 664, pl. 3, figs,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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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 Wittekindt, Telford, pp. 50, 51, pl. 9, figs. 1—12. 

1977 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 Wittekindt, Weddige, pp- 3175 318, pli 4, figs. 68—70. 

454E 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 所 代表 的 标本 ， 齿 台 上 有 横 峭 或 横向 排列 的 瘤 

HRA SHHOR, HARI, THT AT ete 1/3, > IAF 

1/2, «Saal 

比较 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 = P. costatus costatus 相似 ， 并 出 后 者 演化 

来 ,可 根据 自由 齿 片 与 刺 体 长 的 相对 比例 加 以 区 别 ， 前 者 自由 齿 片 长 , 后 者 短 避 同时 P， 
pseudofoliatus 齿 台 前 方 收 缩 明 显 , 后 方 常 有 瘤 齿 。 P. eiflius Ha BTA AIDA, ; 

HAIMU TTAB OHS 依 此 有 别 于 P. pseudofoliatusy,P. » pseudofolia- 

tus 与 P, dubius Hinde 在 齿 台 前 方 收缩 和 齿 台 装饰 方面 相似 但 后 者 齿 台 罕 而 长 , 自 ， 
uA Aw RIA 1/4 B 1/3, 同时 前 方 收缩 也 不 及 P pseudofolsatus. BAe \isbo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分 水 岭 组 下 部 P. c. costatus HEME Taare 

ene AT o : } 人 ch eet 4 the 2 “ - >. 

ota wo 3 

eS Tk Polygnathus robgeticostatue, Bischoff et gee 

_, Ziegler, 1957 . “a ar 2 各 

(图 版 35， BA + LY <A 
. sasestyg AR 

1957 Polygnathus robusticost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pp- 95, 96, pl-3, figs hatte 

特征 ” 齿 台 上 具有 粗壮 的 横 脊 ， ABER HAAG A. dram ota 

前 部 ， 整个 齿 台 略 呈 心 形 s 骨 由 齿 片 较 高 * 长 为 刺 体 的 : 113... WM Bees 

Ke MARA LEAR IEMA, EG P. guangziensis 的 区 别 是 自 

FAS AAT RAE, UT AAR TER ART Ro oy ue - am week 
产地 层 位 HR HB Ze PA ZT LL, 分 水 岭 组 T. 于 kockelianus Ae a a 

ages 本 0 

. my sis bn Ot thee 
‘ 

RRS TAL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1975 Bil 基站 7 

«CORI 30, 图 4 3267 toy fe 7 去 ee Sey, RRO ra 
1967 这 和 linguifor mis linguilormis Hinde, Philip et ¢ Jackson, text-fig. 2a Coen fi > c= 

P. inversus). bd 

er &. 

1974 Polygnathus perbonus ‘Klapper, in Perry et al., pl-'8, figs. 9—13, 15, 16. 
1975 Polygnathus sp. nov. D, Klapper et Jackson, pl..3, figs, 1,2. 8 一 10. 
1975 Polygnathus foveolatus serotinus Telford, pl. 7, figs. 5—8 (non figs. 12493 =P. ash sagt 
1975 Polygnathus totensis Sinigireva, pit 4, figs. 3, 4. : 汉人 法 
1978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Wang et Wise: p- 341, an 41, hott “Bot, 21 一 

23.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Lanevet’ Ormiston, p, 63, pl. 7, figs. 13, 37; pl. 8, figs. 2,6, 8— 
10,13—16, 19—22, 32, 33. 

特征 Poly gnathas: serotinus: 的 'P 分 子 * 有 一 小 的 四 窝 eee 
BY FF, LS MO AF — AE BS. RD Se 1] 83 J BA LE BS BTS be BR 
TK BA Se Hb iF A A ho UE AEA HE TI. | 

HR Polygnathus ‘serotinus BAN TIMES MAR KAKO HR, BK 
US ha —“F BIE ORR th, DA AIF. Polygnathusinyersus, G5, P, dobro- 
gensis Mirauta 极 相似 ,后 者 缺少 陆 棚 恩 突 伸 , BTL RRS (RORY dobrogensis .是 根据 很 

v TS a | 

1979 



i 

王 成 源 : 广西 沁 盆 纪 牙 形 和 rat 

AAS PRA ARAN, =P. serotinus 1h ER A Att, P. dobrogensis 能 否 

成 立 * 尚 竺 研究。 

.注释 Lane 和 Ormiston (1976) 将 此 种 分 为 三 种 形态 型 :: 形态 型 As th 

EG HE SE SHAME ED AR 1 SS MU RAS BEE RH. HE 

AH: 齿 台 小 ,与 主 齿 台 接触 处 呈 浑 圆 形 或 方形 。 RAMWRHREWGA SHIH 

BOM SRR. 8 形态 型 : 齿 舌 发 育 ， SAGs aes Se Ae Pa IR DEES ERM 

Sp MUA GIRS Se 5 A RO RAE ie RE 0 

本 种 时 限 为 早 泥 盆 世 晚期 至 中 泥 盆 世 早期 。 ，:… Qts;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坡 折 落 组 P. serotinus 带 ; 那 坡 二 又 河 ， Petia 象 

州 大 乐 ;四 排 组 。 

SSE EMS Mel (ttRM) Polygnathus cf. timanicus 

Ovnamanova, 1969 

(图 版 -34， chats 

cf. 1969 Rs timanicus Ovnamanova, rhe neh p- 140, pl. 1, figs. “Alg2s: * ‘ 

cf. 1976 .Polygnathus seddoni Druce, pp- 198—201, pl. 80, fips. I= 4 42569 ea 

cf. 1978 Polygnathus timanicus Ovnamanova, Narkiewitz, pl. 5, figs. 1—7}; pl. 6;.figs.:2,4. 

cf. 1979 Polygnathus timanicus Ovnamanoya, Balinski, p. 81, pl. 23, figs. 1—4,, 12. 

STE HABANM, BRAS. BWAaWAADDAL GRAD iv ee 

比 左前 槽 缘 向 后 些 。 

ER. P. timanicus 具有 前 槽 缘 ， 具 台 不 大 对 称 。 仅 个 别 标本 较 对 称 ， 元 明显 前 本 

缘 。 当前 标本 右 侧 前 槽 缘 不 发 育 ， 较 对 称 , 不 同 于 典型 的 . P. timanicus, P.timanicus®S 

见于 上 P. asymmetricus #7 A. triangularis 带 。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上 P. asymmetricus 带 。 

1o4 

INS MR) Polygnathus timorensis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1970 

(图 版 33， 图 7 一 9 

1957 Polygnathus varcus Stauffer, Bischoff et Ziegler, pl. 18, fig. 34 (non fig. 32 =P. varcts). 

1970 Polygnathus timorensis cee i Philip et ergy ‘PP. 655—656, pl. 1, figs. 1—3,7—9,text-fig. 

2. 

1970 Polygnathus rhenanus aban Philip et Jackson, pp. 654, 655, pl. 2, figs.. 13—15, 19—22; text- 

fig. l. 

1973 Polygnathus timorensis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ansdonth, vol. 1, 

p- Polygnathus-plate 2, fig. 3. 

1976 Polygnathus timorensis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p. 125, pl. 2, 

figs. 27—32; pl. 3. fig. 10. 

BE wee. AMR, SHA SHASKRYWE KN 3 倍 。 此 全 外 前 
槽 缘 向 外 弯 , 比 内 前 槽 缘 向 前 延伸 些 。 基 腔 位 于 齿 台 前 缘 后 方 或 齿 人 台 与 自由 齿 片 接触 处 ， 

齿 台 边缘 瘤 齿 状 , 膝 曲 点 一 般 不 相对 ,两 前 槽 缘 高 度 一 致 。 

比较 Polygnathus timorensis 和 P. ansatus 外 前 模 缘 均 向 外 变 ， 但 两 者 齿 台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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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比例 和 不同, Po ansatus PHASER MEK RM Polygnathus timorensis foot SS 

HH Ae, bez A A ae Td aT 2 。 两 者 幼年 期 标本 难以 区 别 。 P. ansatus BP. i- 

morensis 演化 来 ， 两 老 形态 相近 ， eet tm P. ‘Himorensis 由 卫 . fe “eniensis 

演化 来 。 team RE 

注释 “此 种 为 P. varcus HF RW RREILA, P. vercus 下 亚 带 以 pti 

nsis 出 现 为 准 ; 上 限 是 以 Pe ansarus 出 现 为 准 , 在 这 个 亚 带 中 最 后 消失 的 种 有 酒吧 277 
gnathus linguiformis parawebbi Ay P. pseudofoliatus 首次 出 现 的 有 P. Bins ain pe 

xylus xylus, Icriodus brevis 和 Ancyrolepis walliseri ( Wittekindt),. PR aR 

PM RAB RDI ATL AP KWOL LBD P. varcus 带 ; BLA AR, BL as 
P. varcus 人 。 ‘ idee | ais 

=fAFRKl Polygnathus trigonicus Bischoff ot Zieglers:1957 

CRM 35>, B23). 

1957 Polygnathus trigonica Bischoff et Ziegler, pp. 97, 98, pl. 5, figs. 1—6. < 

1971 Polygnathus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Klapper, pl: 8,0 firme. _I—8, 10—12 ines fig. 9=P 

guangxiensis Wang et Ziegler). rh 

1973 Polygnathus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Klapper, in tee a of ipa Vol. 6, a p. 387, 

Polygnathus*plate 2, fig, 12 (Holotype). 

1977° Polygnathus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Weddige pp. 320, 321, pl. 6,figs. 98, 09. es iB ON 3p 2 

CE HOS AC AER. RR. OLS RRR 2 
注释 “典型 的 P， trigonicus Zetia Ms ADIT RT ROR, HOES pre 4 

HAT REO, AMAR MTHS M. RAF Polygnathus kuepfelig Pol- | 
ygnathus aff. trigonicus RAW, BAB, 基 腔 位 置 比 ep trigonics 向 后 

些 。 P. trigonicus 的 基 腔 就 在 齿 台 前 端 : ee oe 
PME GRRL, SKIOR TR oustralis HE OT. ies 

1 0 TAG . 
pa 

» <F 下 3 

a ae 

barr Dd : 

a 

“hale FSe . nes = a 4 

三 角 多 里 刺 aes Polygnathus aff. trigonicus Bischoff et — 

Ziegler, 1957 

(图 版 31; 图 14) 于 rove eee te ROT 

aff. 1957 Polygnathus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pp. 97, 98, pl. 15,. figs. 1—6. | 本 
1971 Polygnathus aff.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Klapper，p, 66, pl. 3, figs. 1—6. OTL 

"STE Polygnathus aff. trigonicus AABN, RA SA 
Fo WHE A aime ik. Ha ZErR MORRAT ABI EAT KR ARG ,前 端 之 后 有 微 
能 的 弯 缺 。 自 由 齿 片 与 齿 台 成 直角 相交 ,小 于 刺 体 长 的 1/3; MAKERS Be 
与 齿 台 中 部 之 间 。 

ER = Polygnathus aff. trigonicus 与 已 trigonicus RAL . Ba APG ， JER, 四 窝 

位 置 向 后 , 齿 台 前 方 有 收缩 。 典 型 的 P，zrrigonict 齿 台 前 方 无 收缩 , 但 TAT BAY 
RAE 5 a FF A227.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又 河 ;分水岭 组 PP。c<， costatus YT o 

So 



or Ee, 

7 

Aste , ” 王 成 源 ; 少 西 泥 盆 纪 牙 形 刺 ioe a 123 

Sansom Polygnathus varcus er 1940 

(图 版 33， 图 3 一 6) 

1940 Polygnathus Me] Stauffer, p. 430, pl. 60, figs. 49, 55. 

1957 Polygnathus varcus Stauffer, Bischoff et Ziegler, p. 98, 99, pl. 18, figs. 32, 33 (non fig. 34= P. 

timorensts); pl. 19, figs. 7—9. ae 

1970 Polygnathus varcus Stauffer, Klapper, Philip et nek IPS 657, 658, Dis 2, ig6. I-35, ~25=-25, 

| text-fig. 3; 4. > 

1973, Polygnathus varcus sSeatiee: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Mal. 1, pp. 391, 392, Polygna- 

thus-plate 2, fig. 5. 

1979 © Polygnathus: varcus Stauffer, Cygan, pp. 272, 273, pl. 15, fig. 6. 

特征” 齿 台 短 ; 对 称 , 自 由 雌 片 长 ; 约 为 齿 台 长 的 2 一 3 倍 , 基 腔 中 等 大 小 ?在 自由 齿 片 

与 商人 台 的 连接 处 。 潍 台 光 滑 ， 齿 峭 延伸 到 齿 台 后 端 ， 偶 尔 在 内 外 齿 台 胰 折 点 上 有 一 小 瘤 

Brew “Ls 

ERR Polygnathus timorensis 的 齿 台 外 前 权 缘 向 前 延伸 比 内 前 槽 缘 远 , 此 人 台 因而 不 

WK,AIAF Polygnathus varcus., Polygnathus xylus 的 此 从 相 对 长 些 ， 约 为 刺 体 长 

的 一 半 , 前 槽 缘 陡 , 齿 台 装 饰 较 发 育 ; HAW ARMM, P. kennettensis FHWA SHAG 

等 长 成 熟 个 体 齿 台 后 端 有 横 背 ， 亦 不 同 于 P. varcus, P. ansams 以 相对 短 的 自由 上 
片 和 齿 台 不 对 称 , 而 区 别 于 P. VaTCUS, ©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水岭 组 P. varcus 带 。 

eS MR) Polygnathus cai Ziegler, 1962 

(图 版 38， 图 16;17) 

1959 Polygnathus cf. styrtaca Ziegler, Voges, p. 294, pl. 34, tts 36—41. 

1962 Polygnathus vogesi Ziegler, pp. 94—95, pl. 11, figs. 5 一 7. 

1978 Polygnathus vogest Ziegler, Wang et Wang, p. 78, pl. 7, io 13—16. 

RE HSE ARE eR, wala 2/3 OER, MT ABTA AY 

BU UF. AB OU ASIA FE IE BT Beat 1/3 向 下 偏 余 ,形成 开阔 的 前 槽 ;四 

窝 极 小 ,不 易 辨 这, 位 于 齿 人 台中 部 强烈 上 拱 点 的 前 方 。 

比较 4 BATRA PU UA ee EAP TAD TE ES, 形成 前 

HA. ERAT ALE MARS WARE RNA LIX, HAS, Polygnathus sty- 

riacus AAW. MW P. vogess HABOCH AMARA, 而 ， P…97iacxs GA) HA 

tH AT AB Ot eS PT OU WAR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HBA”, 

韦伯 多 昧 刺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1938 

〈 图 版 35， 图 9 一 10) 

1938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pl. 53, figs. 25, 26, 28, 29. 

1947 Polygnathus normalis Miller et Youngquist, pl. 74, fig. 4(mon fig. 5 =P. decorosus Stauffer). 

1957 Polygnathus amana Miller et Miller, pl. 135, fig. 4. 

1970 Polygnathus sp. cf P. webbi Stauffer, Seddon, pl. 16, figs. 18,, 23, 24, 

1970 Polygnathus normalis Miller et Younguist, Seddon, pl. 16, figs. 19—22. 

1971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Klapper, pl. 1, figs.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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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1, pp- 393, 394, Potygnat- a 

hus-plate 2, fig. 7. 

特征 “自由 此 片约 为 刺 体 总 长 的 1/3。 HARA, Ree 百 端 ， He LAR 

BOB. HE AWMAI ER, AAT ee ALB Riche Ree ‘slay 

前 缘 高 。 rs 
注释 Klapper (1971) 指出 , 晚 泥 盆 世 Palmatolepis gigas er oe P. 

webbi 的 左 变 和 右 弯 的 类 型 。 左 弯 的 被 定 为 P. webbis 而 右 弯 的 标本 3， 通常 被 定 为 P. 

normalis, BRAS MWAR MAT MAW SR RAW Te 两 者 应 为 对 称 类 
型 , 属 同一 种 。 当 前 标本 ,此 人 台 轮廓 不 同 于 常见 的 类 型 ,强烈 膨大 ， 似 P. extralobata Sc- 

hiffer， 但 右 侧 齿 台 前 缘 高 ,明显 不 同 于 P. extralobatee WEITERE P. costatas 经 

常 被 鉴定 为 P. webbi, 两 者 的 区 别 是: *1) P. web 存在 对 称 类 型 ; 2) HIME BOM 
AAR P. webbi 外 此 人 台 间 内 弯 处 折 曲 较 大 ,而 P. costarus 的 外 缘 缓 曲 ; 3) P. webbi 

HAMAR P. costatus 的 要 细 ; 4) P. webbi HAHMBARA, JR 
向 前 变 深 。 此 种 层 位 为 上 泥 盆 统 P. asymmetricus 带 下 部 至 S. velifer tH, AK et 

FMB RABAT. YA P. asymmetricus ‘Hr. Y : aA th. 米 > “3 

光 台 多 显 刺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1940 二 ae a 

STE HARMS RDENRH BHAWAN RIAKH—#, 2a OURS Ze 

的 标本 中 ABiLTHe PAS HANA. RAAS, ee eit SATS ROE 

WH SEA BAR SHR. RAH. 

注释 “依据 肤 曲 点 后 方 齿 台 边缘 的 锯齿 状 程度 和 齿 台 后 方向 下 弯曲 的 程度 ， 此 种 可 

分 为 如 下 二 个 亚 种 。 Ia \ SS 

: 
Ape g 4 

光 台 多 晒 刺 恩 辛 亚 种 _ Polygrathus xylus ensensis Ziegler, ee cs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p ef 

CAA 32, A35 55 63 图 版 30， 图 8) 六 vip RH 

et 

1957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Bischoff et Ziegler, p. 101, pl. 5, figs. 15, 16 (non figs. 1, 12,17 = = 
P. pseudofoliatus Wittekindt; non figs. 13, 14. 

1966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Wittekindt, p. 642, pl. 3, fig. 18(non fig. 9= 2). 

1970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Bultynck, p. 131) pl. 15, figs. 2, 8 (non figs 5 =P. oo 
1970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p. 659. pl. 2, figs. 10—12. ~ 
1976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pp. 125—127, pl. 3, figs. 4—9. WR 

"STE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的 标本 ， ZEA HH AURA th Gi RA Se He 

状 , 两 侧 各 有 3 一 5 +t, 区 在 由 侧 可 有 2 一 一 3 个 饮 齿 而 在 外 侧 无 句 
齿 。 锅 沧 后 方 的 齿 台 强烈 向 下 

注释 OP. xylus ensensis OLE DEN SR EeU Een Oke P. x. xylus, 

本 亚 种 幼年 期 标本 与 P. pseudofoliawus HHEMRAA SAM, HLASASHDAIK 
缩 , 而 本 亚 种 齿 台 前 方 是 直 的 。 oI 
BRE 中 泥 贫 世 。 P. xrylus ensensis 2th P. varcus HH, 

PREM PBRBAY AL. KIA P. x. ensensis # 

_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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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台 多 蝗 刺 恩 辛 亚 种 (比较 亚 种 ) 

weet ions xylus cf. ensens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图 版 32， 图 9) 

注释 “当前 标本 此 台 表 面 似 P. aff. ciflins, LHOMRANED OOM. 600 
有 1; 左 侧 有 2,， 可 能 是 由 P. pseudofoliatus 向 P. xylus ensensis 过 渡 的 早期 类 型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5 分水岭 组 1T. k. kockelianus 带 。 

KES GNA SHH Polygnathus xylus xylus Stauffer, 1940 

(All 33, Al, 2) 

1940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pp. 430, 431, pl. 60, figs. 54, 66, 72, 74(mon figs. 42, 50, 65, 67,69. 

78, 79 = Polygnathus sp. indet.). 

non 1965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Bultynck, p. B69, pl. 1, fig. 4. 

non 1966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Bultynck, pp. B199, 200, pl. 1, figs. 1—3(=Polygnathus pseudo- 

foliatus-P. etflius. 

1967 Polygnathus varca Stauffer, Wirth, pl. 22, fig. 15. — 

1969 Polygnathus cf. varcus Stauffer, Druce, p. 106, pl. 9, figs. 11, 12. 

1970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pl. Ti figs. 4—6, 11; pl. 2, fig. 4(non 

figs. 10—12 = P. xylus ensensts). 

1971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Norris et Orta. pl. 3, fig. 8. 

1971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Schumacher, pp. 98, 99, pl. 11, figs. 1—6 (figs. 7—10 =P. dec- 

_ orosts). 

1973 Polygnathus xylus Stauffer, Klapper, in Cartalogue of Conodonts, v. 1, pp. 395, 396, Polygnath- 

us-plate 2, fig. 6. 

1976 Polygnathus xylus xylus Stauffer, Ziegler et Klapper, in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p. 125, 

pl. 3, fig. 1. 

1979 Polygnathus xylus xylus Stauffer, Cygan, pp. 276, 277, pl. 15, figs. 11, 12, 17, 18; pl. 17, fig3. 

WE RHARHHWAWRARAMA TBI, RE 2A TREE Ho ua 

后 方 没有 强烈 的 向 下 拱 曲 。 

注释 ”此 种 层 位 由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P. varcus HELI BAB FM P. asymmetricus 

带 上 部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民 塘 组 P. warcxs 带 。 

SRR (KEM A) Polygnathus sp. A 

(图 版 33， 图 11) 

特征 ， 仅 一 个 完整 标本 , 雌 台 长 ,后 方 尖 ， 齿 台 上 有 较 明 显 的 横 背 。 固 定 雌 消 发 育 达 

齿 台 后 方 , 前 槽 缘 明 显 , 内 外 前 模 缘 与 自由 齿 台 在 同一 位 置 相 接 ,自由 此 片 发 育 。 

比较 .当前 标本 特征 明显 内 外 前 槽 缘 与 自由 齿 片 相 接 的 位 置 似  P， ansatus, 但 此 

台 长 ,后 方 尖 ; 近 于 对 称 , 可 能 为 新 种 。 因 仅 一 个 标本 , 暂 不 命名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底部 P. asymmetricus 带 。 

多 显 刺 (未 定 种 B) Polygnathus sp. B 

(图 版 40， 图 4) 

特征 ”自由 齿 片 直 , 刺 体 后 方 拱 曲 , 膨 大 的 基 腔 在 刺 体 的 中 前 方 ， 齿 片 在 中 后 部 两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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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厚 , 每 侧 各 有 一 个 微弱 的 齿 台 。 甚 长 仅 为 膨大 基 腔 长 的 一 半 , 齿 片 向 后 方 变 低 。 

ss Bi A LAME GE A IN LE Sa 
大 , 均 不 同 于 中 泥 盆 世 的 Polygnathus intermidius, 脱 大 的 基 腔 与 P: varcus BY, 但 

没有 发 育 的 齿 台 下 

产地 层 位 ees 融 县 组 P. gigas 市 。 RS 

SRR (HK EM C) Polygnathus 
sp. en Ae a 

ph All, 2) : i spe ite rR ae ey 

特征 此 台 短 , 约 为 刺 体 长 的 1/2 或 113， Fae Eee Are MA 齿 台 在 固定 

ta PROTA OU, BEE, HR A BAS BO» BT TRE FA SO aMtia sp. C ti »._brevi- . 

lamina 较 接近 ,但 齿 台 较 发 育 。 isvaa dig 5 二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P. asymmetricus 带 。 era uP By ‘ 
cwmAe cot aoe] acon 

g -MT 

原 标 齿 刺 属 Protomnathaden Ziegler, 1969 ain me moet ， 
3 : Ri RD91 

模式 种 GCnathodus kockeli. Bischoff, 1957. ; + yainngelet OA 

特征 ”此 属 以 扁平 的 对 称 或 不 对 称 的 齿 杯 为 特征 ， AGP ILA nod 
fic FL WL Rt SCOTS ALARM PRAS SE Ah (edie BE BAY LAI AS» pees v8 " 

谋 型 和 型。 20m te 
注释 = Protognathodus 由 晚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Bispathodus ssabilta ae hie 

gnashodus 具有 膨大 的 基 用 直至 刺 体 后 端 ,而 .了 3，*rabi1iy 的 基 腔 位 置 往 前 ”后 端 超出 基 
BS. Protognathodus 与 Gnathodus 相似 是 属 同形 现象 s， Protognathodus 的 基 腔 偏 平 。 

在 系统 发 生 上 与 Gnathodus 无 关 。 Protognathodus 在 Gattendorfia-Stufe, BUBLIERY 

Gnathodus 在 aboot haf Sc 出 现 之 前 就 已 绝 灭 。 Protognathodus 7 可 能 为 单一 器 宫 

属 。 ‘th: oe 

时 代 层 位 晚 泥 盆 世 晚期 至 早 石 炎 世 早期 (上 Clymenia: Stufe, to V 至 Galen de- 
rfia-Stufe, Cul), ) ae 

AG Awe] Protognathodus collinsoni sale 1969 

(图 版 40， 图 77 

1961 Gnathodus cf. commutatus Branson et Mehl, Scott et Collinson, pl. 1, figs. 23—25 cmt -26, 
' 27 = P. meischneri). 

”1969 Protognathodus collinsoni Ziegler, pp. 353, 354 pl. 1, figs.13, 18. 

FEE WAM HK, ELI LI SRO, BT AG PSR lo tea f 
注释 SA R—PRA MB AA RR, EEO EO a Ze 

EAE AL, ARMA AS HAUL LIGA Protognathedus By 。 
HA FA RZEN S. sulcata-P. kockeli 带 底部 至 Siphonodella- P. triangularis inaequ- 

alis 带 最 底部 。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三 里 组 ? 泥 贫 一 石炭 系 界线 附近 (具体 层 位 不 清 ， 因 无 其 它 
共 具 楷 石 )。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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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at Fil Roundya Hass, 1955 

3 模式 种 Roundya barnettana Hass, 1953 

TE RU hd FRAO HORT Ho ACE eh aS, RAE 
破 与 主 齿 后 方 相连 , 基 腔 大 ,位 于 主 齿 下方。 

比较 Roundya 具有 后 齿 契 不 同 于 Trichonodella 基 腔 较 大 ;不 同 于 Hibbardella, 

但 这 两 个 属 仅 为 形态 属 ， 有 时 不 易 区 别 。 

时 代 分 布 中 奥 陶 世 至 中 三 登 世 。 

5 BEB RE RI Rhendon Sect Sannemann, 1955 

〈 图 版 8 图 2) 

1955 Roundya brevipennata Sannemann, p> 153, pl:..2,)fig. 1. 

1978 Roundya brevipennata Sannemann, Wang et Wang, p. 91, pl.-3, figs. 11—13. 

特征 二 两 前 侧 元 契 极 短 , 对 称 向 下 伸 , 末 端 尖 ; 其 上 各 有 两 个 分 离 的 细 此 ， dal tS 

4H te a3 BS » FC RA to 

”注释 . 机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 缮 部 P. marginifera we 

SER RR. Roundya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1947) 

(Am 8, A 9-11) 

1947 Trichognathus delicata*Meh! et Thomas, p. 18, pl. 1, fig. 30. 
1957 Roundya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Bischoff, p. 53, pl. 5, figs. 22, 23. 

1967 Rotundya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Freyer, p. 421, pl. 5, fig. 3. 

1978 Roundya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Wang et Wang, p. 81, pl. 3, figs. 14—17. 

STE a a RE HEA BS AY J PE SK ,前 齿 拱 对 称 , 两 前 
WKELA3+}AAD ROA. EHK.ABMHREAY. LEAR. BBRRE. 

EE AA MNRA, HREM Mt AAA 8. 11 Beet 
称 > 夹 角 小 ; 基 腔 小 AB RS HS Se) tH BAA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 4.，zriangxlarif 带 至 P. gigas 带 。 

RSE BB RL (tke HP) Roundya cf.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1947) 

| (图 版 8， 图 8 

特征 ”前 齿 拱 与 Roundya delicata 相同 ,后 齿 码 有 大 小 交替 的 细 沧 。 

描述 ”前 齿 拱 对 称 , 每 个 前 侧 齿 码 上 有 3 一 4 OB BR. SKA. EW 

-处 无 细 贞 1 中 后 部 有 大 小 交 蔡 的 细 齿 。 主 此 发 育 si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Roundya delicata 一 致 , 仅 后 齿 和 上 有 大 小 交替 的 细 齿 。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榴 江 组 .4 criangularis 带 。 

{mSEBR RR Roundya prova Helms, 1959 

(Ak 8, 图 3) 

1959 Roundya preva Helms,’ p. 655,’ pl. 2, fi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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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Roundya prova Helms, Wang et Wang, P. 81, pl. 3, figs. 43,44. 

STE HTK. MADE, 并 向 后 方 稍微 增 大 ， 两 个 对 各 的 的 直人 

并 向 外 偏转 ;形成 对 后 齿 邦 不 对 称 的 关系 。 

比较 “此 种 与 Hibbordello aurisa 相似 ; 仅 前 侧 齿 契 整 体 向 外 全 偏转 。 ATR 
泥 盆 世 。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三 里 ;“ 三 里 组 "上 都 P. marginifera 带 omentum 
. AN sa “J, 

RA 
P. triangularis 带 。 

斯 密 特 刺 属 Schmidtognathns 二 we. 

模式 种 0 rp 和 es 1966 ; 

HE HOM KM LAH, Ame STORES “qu ; 
台 边 缘 或 在 齿 台 上 延伸 成 瘤 齿 列 。 反 口 面 具有 大 的 、 微微 或 明显 不 对 称 的 基底 四 窝 多 数 ， 

具有 分 支 的 高 于 反 口 面 凸 起 的 边缘 。 外 缘 只 有 一 个 收缩 袜 5 bali inhi 口 

视 , 刺 体 微微 或 强烈 弯曲 ; 侧 视 , 弱 至 强烈 拱 曲 。 Kiya BRR. | 

比较 ”此 属 口 视 与 Polygnathus 相似 ， AGHA AMC TERA 
Schmidtognathus FERMI BAI IKS. Pseudopolygnathus ， 的 很 接近 。 pliers 6 k 

由 Polygnathus decorosus 演化 来 。 

时 代 层 位 在 中 泥 盆 世 最 晚期 至 晚 记 盆 世 ; FP. dsynimetricus 带 。 

赫 尔 曼 斯 密 特 刺 Pit airy aha ti hermanni Ziegler, 1966 sin 580 

(Ag 41, A 6) ‘ise av [ti wid 

i ul sh bg ds ent a | 

1966 Schmidtognathus hermanni Ziegler, Pp 664, 665, pl. 3, figs. 5—-26. . 5 DVR 65 

1973 Schmidtognathus hermanni Ziegler, Ziegler, in Catalogue of Conedanis, vol. re “PP - 425, 426 

Scjznidtogmathitry-plate 1, fig. 3. 

HE STS. Wek, A MRL ARMOR iis nini be, ie 
CBT EBA CHR 5 OS DR EM HDs PT BE, AWRY. oe 

比较 9 Schmidtognathus hermanni 自由 齿 片 短 ， 此 人 台 前 部 有 收缩 ， heamirnm 

WADI. AN OS. pietzneri Fl S. wittekindti, 

ER MARES AUR S. hermanni-P, cristatus iH, 延至 P. asymmetricus 带 

最 底部 。 当 前 的 标本 ， SERS FAT 无 分 支 ; 不 同 于 正 模 标本 , 口 面 有 两 纵 脊 ， 亦 不 
同 于 正 模 标 本 。 可 能 为 P. fosatus 向 S. hermanni 过 渡 的 类 型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8. hermanni-P. cristatus 带 。 a 

| f 

全线 软 各] Schmidtognathus cf. hermanni Ziegler, 1966 

(图 版 40， 图 2) 
oH 

SE KAS. HOARSE RHA, ROM SER, NER 
THENA AKASH DHARADRE ROMRDAMAH RM OBER, 
口 面 缺 少 瘤 齿 列 , 均 不 同 于 正 模 标本 。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可 能 相当 于 P. asymmetricus H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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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奇 耐 尔 斯 密 特 刺 Schmidtognathus pietzneri Ziegler, 1966 

(图 版 41， 图 8; 图 版 39， 图 4) 

1966 Schmidtognathus pietzneri Ziegler, pp. 666. 667. pl. 2, figs. 11—25. 
1980 Schmidtognathus pietzneri Ziegler, Bultynck et Hollard, p. 46. pl. 9, figs. 7,8. 

HE UA BARPBMATS AGE. OMEN AMS, WAWRARAA © 

PUB KARAS BAAR. BHR Kine KERR, BAG 

前 缘 与 中 点 之 间 。 
注释 当前 有 两 标本 ,其 一 较 大 (图 版 41, 图 8 a) 齿 台 有 不 规则 的 瘤 齿 ,特别 是 外 此 

6 BASMARK. MAD S. pietzneri 典型 的 边缘 瘤 齿 。 但 长 而 宽 的 齿 台 ,后 方向 下 弯 ， 

自由 此 片 长 等 特征 ,与 本 种 常见 的 标本 一 致 。 此 台 装 饰 更 似 原 作者 描述 的 瘤 齿 愈合 的 类 

型 (Ziegler，1966. pl.2, figs. 26 一 29); 另 一 个 较 小 (图 版 39, 图 4 a,b) HAWRAB 

齿 , 前 此 片 也 较 高 ， 与 正 模 标本 较 接近 , 唯 齿 台 后 方 较 浑 圆 。 此 种 层 位 为 8$.， hermanni-P. 
cristatus Hi) P. asymmetricus 带 下 部 。 常见 于 S. hermanni-P. cristatus HF EMP.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下 部 S. hermanni-P. cristatus 带 。 

魏 特 肯 斯 密 特 刺 Schmidtognathus wittekindti Ziegler, 1966 

(图 版 41， 图 7) 

1966 Schmidtognathus wittekindti Ziegler, pp. 665, 666, pl. 1, figs. 11 一 16; pl. 2, figs. 1—10. 

KE HEA. BHR MMSE FALE BHP ROMES BE 

SAHRA, AERA AG ain EKA MHAL SA 1 一 3 列 与 齿 台 平行 的 规 

则 的 瘤 齿 列 。 反 口 面 基 腔 较 大 ; 居 责 台 前 端 与 中 点 之 间 s， 

注释 ”此 种 跨 于 欧洲 及 北美 的 中 上 泥 盆 绕 之 闻 , 很 少见 于 牙 形 刺 下 SAphermaz72i- 己 . 
cristatus #78 LT _L S. hermanni-P. cristatus 带 至 下 P. asymmetricus to 

产地 层 位 象 州 马鞍 山 , 东 岗 岭 组 最 顶部 ,与 P. cristatus 共生 , 属 上 S. hermanni-P. 

cristatus "85 

碗 刺 属 Scutula Sannemann, 1955 

MAX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1955 

特征 ”两 个 愈合 的 后 齿 片 向 后 包围 成 碗 状 曲面 ， 主 齿 发 育 , 其 前 方 有 1 一 2 个 下 倾 的 
BY Ho , 

Be Hevesi. 

WRF) Sc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1955 

(图 版 41》 图 4 
i 

1955 Sc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p. 154, pl. 4, figs. 5, 8,9. 
1961 Sc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Freyer, pp. 83, 84, pl. 5, figs. 133, 134. 
1966 Sc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Glenister et Klapper, pp. 834, 835, pl. 96, figs. 3, 4,17. 
1967 Sc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Wolska, pp. 423, 424, pl. 5, figs. 11, 12. 
1978 Sc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Wang et Wang, pp. 8), 32, pl. 3, fig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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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两 个 愈合 的 后 齿 片 向 后 包围 成 碗 状 曲面 ， Je ATP. Ho HO TS 无 

基 腔 。 

比较 9 Scutula bipennata 有 商 个 前 具 丰 而 不 同 于 S. sinepennata 和 S.venusta, 后 

者 仅 有 一 个 前 齿 却 。 a RA 
MRE Myatt, FIA P. wiangularis HB B. costatus 带 。 1 . 

66 一 一 » FRE BAR.“ =BA” P. rhomboidea 带 。 itt ty Se 

美丽 砚 刺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1955 whet 

(图 版 41， 图 5) re eh 
3 3 ‘ a rik tot ae ee 

1955.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p. 155, pl. 4, figs. 6,7. tap 

1959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Helms, p. 657, pl. 2, figs. 13a—b. 二 aa = 

1960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Freyer, p. 84, pl. 6, fig. 136. ee v) 从 

1966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35, pl. 96, fig. 5. ¥ he 

1967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Wolska, p. 424, pl.5, fig. 13. . : a 1 VEL 

1978 Scutula venusta Sannemann, Wang et Wang, p. 82, pl. 3, figs. 18,19. | © "445 uaeptern 

特征 MAA—AT IA MpAY BTA. a eal J lo e egees 

EE YMMACAI ATE LAA UE. ee, ZEB 
主 齿 。 Scutula venusa 以 具 一 个 前 齿 丰 而 不 同 于 5. bipennata Sannemann, 1955 和 

S. sinepennata 部 1958。 Sak ye LF Lea St P. eee tr 2 B. costatus 

带 。 ; Lary see a odeL 

| PB fit UR B “= eA” P. erate Te aide iit Fe SE 全 区 机关 ， 

rd By BIR HF wy 9 

同 锯 片 刺 属 SRC Ulrich et Bassler, 1926 

模式 种 Synpriontodina alternat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 tT Shit 从 

特征 ” 主 齿 略 前 杞 , 前 此 靶 短 DE A A eR Se eee 
注释 EI OE Papriitne BALLETS AE 
BSR Sy 45 “ 早 奥 陶 世 至 早 石炭 世 晚 期 ,世界 性 分 布 。 让 EATS 

ty AAA 

¥ ey Rh 

交替 同 锯 片 刺 Synprioniodina alternata Bassler, 1925 

《图 版 14?, 图 9， 12, 13) diy 40% 
Th Jz us 

1931 Synprioniodina alternata Bassler, Cooper, p. 149, pl. 20, fig. 13. “ES Jae 
1934 Synprioniodina decurrens Huddle, p. 55, pl. 11, rig. VG - 
1957 Synprioniodina forsenta Stauffer i 过 Ue ynp t » Lys et Serre, p. 1051, pl. 7, fig.6. 
1968 Synprioniodina alternata Bassler, Huddle, pp. 45, 46, pl. 6, figs. 3—S(only). 
1970 Synprioniodina alternata Bassler, Seddon, pl. 15, figs. 1,2. 

RE BHCAA Ma HeROMAHED SRN. EK, UMM 
DE Fa iY » BQ SE Pa MU SE HFT $e, J eR EOS WT TB, AN EE AE RTRs 
AY Al tio 

讨论 Huddle (1968) j\ 23 MR PRI AE. AU UHOTAIBE, Se pe AD , 齿 权 的 形态 以 
及 反 主 齿 的 扭曲 都 是 be ives 他 认为 SUP Rtomoding alterngta -与 Synprionto- 
dina prona MYX BY, ATE TAA MI Ks oe, tO AO A. ey. 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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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 外 侧 较 平 的 区 域 以 及 反 主 此 向 外 的 扭曲 。。 作者 认为 8Syzzprioziodiza alternata 仍 

依 后 齿 友 大 小 交替 为 特征 而 区 别 于 Synprioniodina prone, AEE TANNH BRR 

育 ; 细 此 大 小 均一 , 反 主 此 也 较 发 育 。 见 于 中 泥 盆 世 的 类 型 , 反 主 齿 较 发 育 。 

> Herp LF ie ye at tt BA pets Huddle (1968) 指出 , 它 出 现 早 于 Synprioniodina 

prona, HRHE TAA A A KHPA HERR 

.产地 层 位 ; 横 县 六 景 ， 融 县 组 ; 德 保 都 安 ， 分 水 岭 组 P. c. costautus-T. kh. kocke- 

lianus 带 。 

同 锯 片 刺 (未 定 种 ) Synprioniodina sp. 

(图 版 14， 图 10，117 

特征 后 贞 友 长 而 直 ， 其 上 生 有 向 主 齿 倾斜 完全 愈合 的 细 齿 ; 细 此 大 小 相近 。 主 齿 前 

倾 , 反 主攻 较 发 育 , 具 有 小 的 细 齿 。 反 主 齿 底 缘 与 后 齿 友 底 缘 成 90。 RAF 90° HFRS Sy- 
nprioniodina sp. A LIAAtHA/N AI. SBSMAMAMF 'S. alternatus A & Hates 

S. alternatus FATA 25% i S.prona WADE. ARS 

“产地 层 位 BRB MLA A sriangularis 带 。 

扭 齿 刺 属 Tortodus Weddige, 1977 

“模式 种 Tortodus  eckalaan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特征 刺 体 后 端 向 内 扭转 。 BATRA) ,后 方 细 齿 向 外 倾斜 。 此 列 

下 方便 面 有 两 个 侧 凸 起 ， 侧 凸 起 可 能 发 育成 强烈 的 隆起 并 形成 齿 台 。 在 侧 凸 起 或 隆起 与 

反 口 缘 之 间 , 在 侧面 常常 可 见 一 个 小 的 沟 模 , 反 口 面 有 一 基 腔 ， HPS LPT IRF 
注释 “从 形态 上 看 ,此 属 并 非 来 源 于 Po1ygnzotxxwr。Po1ygzatjxs 的 此 人 台 口 面目， 其 

边缘 具有 规则 的 此 侣 装饰 。- 相反 :Torzodxs. 的 此 人 台 一 般 都 是 光 的 * 仅 在 -Ti variabilis 
列 两 柚 的 侧 吓 缘 上 有 不 规则 的 装饰 。Tortoaxs; 张 开 的 基 巡 也 不 同 于 大 部 分 Polygnathus 

的 类 型 。 但 在 开始 时 可 能 与 Polygnathus AK; 这 两 个 属 可 能 有 一 个 共同 的 祖先 ， 即 罕 
MURITE A Fon “Spathognathodus” excavatus posthamathus Walliser, 1964, Torto- 

dus AY SKA AU ZEA RR EVER SE Pseudo polygnathus, 正如 BischoffA] Ziegler 在 

讨论 模式 种 T. kockelianus 时 所 注意 到 的 那样 。 然 而 ，Psexdopo1ygzcthus 的 基 腔 通常 
较 大 ;侧面 陡 , 口 面 常常 具有 规则 的 装饰 上 泥 盆 统 的 “Spathognathodus” sannemanni 

wreptus Ziegler, 1958 可 能 与 Tortodus 有 亲缘 关系 此 属 在 莱 菌 相 区 不 多 ， leiden 

区 很 常见 。 DU a RS PE BE A Te 7 SS SB 2 3D Pao 

时 代 ”埃菲尔 期 晚期 至 吉 维 特 期 e | 

斜 扭 齿 刺 Tortodus obliquus (Wittekindt, 1966) 

(图 版 42， 图 15，16) 

1966 Spathognathodus obliquus Wittekindt, p. 643, pl. 3} figs. pl. 3, figs: 25-429. 

1969 Spathognathodus obliguus Wittekindt, Pélsler, pl. 3, fig. 9. 

1970 Spathognathodus obliquus Wittekindt; Pedder tt al., ple 17; 1%a- te 

1977 Spathognathodus obliquus Wittekindt, Weddige, ;bs 329. pl. 3, fig.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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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刺 体 短 而 高 ,两 侧 很 平 , 仅 反 口 缘 上 上 有 低 的 沿 刺 | 休 全 长 延伸 的 黎 析 后 方 刺 体 

向 内 弯 。 PEPE oY BS ;前方 齿 片 较 高 。 中: 下 家 a 

注释 ”当前 标本 未 网 反 口 缘 上 方 与 反 口 缘 平行 的 小 沟 模 。 了 -op049wt5 ap 2h 

BAKHAAS KLARA RD BAA RE, aie 本 种 见 
P. c. costatus 带 至 T. k. kockelianus 市 o Deo: 

FMB BRB HEA FMT.R. custralis 带 至 了 k Keita 

SR RIAA WH Tortodus kockelianus australis . rie 

(Jackson, 1970) 

(FARR 42, 13, 14, 17) 

1957 Polygnathus kockeliana Bischoff et Ziegler, p. 91 (part,) pl. 2, figs. 11,12. 

1970 Polygnathus kockeliana australis Jackson, Pedder et al., pp. 251, 252, pl. 15, figne: 22, 2, 2hig 2 22 oa 

=Holotype). 

1977 Tortodus kockelianus australis (Jackson), Weddige, p.328, pl. 3, figs. 53,54. _ 

RE 刺 体 长 , 齿 列 两 仙 有 中 等 程度 的 侧 隆 起 ,但 未 形成 齿 台 直列 所 有 姑 汉 较 训 

一 直到 后 端 , 后 端 齿 列 在 基 腔 后 方 明 显 内 弯 , 有 的 可 与 前 方 齿 列 成 90° fi, 基 腔 位 于 刺 体 
中 后 部 ,中 等 大 小 ,外 张 。 

比较 7. 4 australis RAKE .高 的 细 具 延续 到 齿 列 后 百 端 , 易 与 T.R. teen 
Kalo T. obliguus 的 细 齿 宽 RAR), MEAARHA.ARMF T. k. australis, 

注释 “此 亚 种 是 埃 非 尔 阶 的 带 化 石 , 它 显然 是 7. &. hockelionus 的 祖先 ， 两 者 时 
有 部 分 重 八 。Z. k: australis 带 的 顶 界 应 以 T. k. kockelianus 出 现 为 准 。 x ts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 水 岭 组 T. &. australis wp I, k. Aockelianus 带 。 

科 克 尔 扭 齿 刺 科 克 尔 亚 种 Tortodus kockelianus kockelianus Bo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li he AiR 

(图 版 42， 图 10—12) 的: 

1957 Polygnathus kockeliana Bischoff et Ziegler, p- 91, pl. 2,figs. 1—10 (fig. i=Holotypeyt zt 1a 

1966 Polygnathus kockeliana Bischoff et Ziegler, Wittekindt, pp. 634, 635, pl. 2, fig. 7. ‘ 
1973 Polygnathus kockeliana Bischoff et Ziegler, Klapper, in Catalogue of Conodonts, Vol. 4, 加 

371, 372, Polygnathus-plate 2, figs. 9—10(=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pl. 2, figs. 1, 4). — 
1977. Tortodus kockelianus Rotkeliatlies (Bischoff et Ziegler), Weddige, pp. 328,329, pl. 3, fig. 52. 

特征 Tortodus kockelianus kockelianus 后 方 齿 列 两 侧 的 侧 隆 起 膨大 ,形成 sat. 

ATG. Oa EF BR PN Ol bat 8 va CERT LS “VP Bo He RI 
PA fi) 5 IE 5 EE A a, Rk, Gee, 
之 中 齿 列 上 方向 外 倾斜 。 齿 台 上 方 细 齿 分 离 , 呈 明显 地 尖 锥 状 。 PRT OUR 
明显 ,上 方 细 齿 变 扁 并 高 于 后 方 的 圆锥 形 细 齿 , 反 口 面 基 腔 外 张 ; 不 对 称 ， 其 外 侧 比 内 便 
大 。 存 在 左 型 和 右 型 标本 。 

比较 ” 依 其 光滑 的 向 上 斜 伸 的 侧 隆起 ( 齿 台 ) 了 . 丰 . kockelianas 是 很 容易 识别 的 。 下 
veriabilis 有 宽 的 侧 隆起 ,但 齿 台 横 切 面 不 呈 “V” 形 ; 齿 台 MIA. 了 工 . me kockelianus 
来 源 于 7. k. australis, Ji T. k. kockelianus 带 的 带 化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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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分水岭 组 T. Rk. kockelianus i, 

三 分 刺 属 Trichonodella Branson et Mehl, 1948 

模式 种 Trichonognathus prima Branson et Mehl, 1933 

SER AS a OP ER Tt PRCA PR EA Sy ego om to 

时 代 分 布 “ 早 奥 陶 世 至 早 石炭 世 , 世 界 性 分 布 。 

光 三 分 刺 Trichonodella blanda (Seaeitfat: 1940) 

(图 版 13， 图 9) 

1940 Trichognathus blanda Stauffer, p. 434, pl. 59, figs. 61, 70. 

1957 Trichonodella blanda (Stauffer), Bischoff et Ziegler, p. 120, pl. 12, fig. 7; pl. 20, figs. 4, 20. 

RE HK. HOARD KERR ABA Oe Wise we, (Be 
EEN CME MGA. AUP HRA RAR. 其 上 方 有 分 离 
的 断面 圆 的 细 此 。 主 齿 址 方 有 深 而 宽 的 基 腔 。 其 后 缘 强烈 扩张 成 圆 形 隆 起 几 基 腔 向 两 侧 
齿 友 延伸 成 深 而 穿 的 齿 槽 , 止 于 齿 码 远 端 。1 基 腔 前 缘 与 两 雌 友 的 前 缘 形 成 冯 光 的 平面 。 

比较 ”此 种 以 基 腔 后 方圆 形 隆 起 和 齿 码 上 有 分 离 的 细 此 而 区 别 于 本 属 的 其 它 种 。 据 
Bischoff 和 Ziegler (1957, p. 134) FRAN BEARD RE RIE oH 当前 标 
本 见于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 
本 并 和 你 DRS Nl RTA P. serounus iio 

ghee 三 分 刺 Trichonodella excavata (Branson et Mehl, 1933). 

(Allg 42, Al 6, 7) 

1933 5 excavata Branson et Mehl, p.51, pl. 3, figs. 35,36. 

1964 Trichonodella excavata (Branson et Mehl), Walliser. p. 89, p. 8, fig. 2; pl. 31, of oe 26,27. 

”1975 Trichonodella excavata (Branson et Mehl), Telford, p. 75, pl. 16, figs. 13. 

SSE PA MUA IE eR RIERA EGR, 向 后 倾 ， ERAN AMER 

向 上 延伸 发 育 的 浅 基 腔 。 ““… 
比较 Tricpozode11a excavata RE Trichonodella symmetrica 相 

VW. 4B CATAL EE ERS ATF Ho 

此 种 见于 中 志 留 世 至 早 泥 盆 世 s 

产地 层 位 ” 那 坡 三 又 河 , 达 莲 塘 组 P. perbonus 市 。 

易 变 三 分 刺 Trichonodella inconstans Walliser, 1957 

(Aik 435 FA 9, 10) 

1957 Trichonodella inconstans Walliser ,p. 50, pl. 3, figs. 10—17. 

1964 Trichonodella inconstans Walliser, Walliser, p. 90, pl. 8, fig. 8; pl.30, figs. 10—12. 

1975 Trichonodelia inconstans Walliser, Telford, p. 75, pl. 16, figs. 7,8. 

STE ERKLAAS PHAR DAs AT MARA 3 一 4 个 分 离 的 

PREAH. Ek FHA-HE EBAA AHR. 两 侧 齿 丰 之 反 口 面 有 细 

的 齿 槽 。 



134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十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25 号 

注释 ” 齿 友 对称, 有 3 一 4 个 分 离 的 细 齿 , 基 腔 后 部 有 齿 唇 ,是 此 种 的 重要 特征 ji 主 

表面 光滑 或 有 细 的 纵向 纹饰 。 此 种 见于 中 志 留 世 至 早 泥 盆 世 。 

产地 层 位 ”武宣 绿 峰 山 , 二 塘 组 P. perbonus tro 
es 

对 称 三 分 刺 Trichonodella symmetrica (Branson et Mehl, 1933). 

(图 版 43， 图 47 KARE 
1933 Trichonognathus symmetrica Branson et Mehl, p. 50, pl.3,figs. 33, 34. 

1962 Trichonodella symmetrica Branson et Mehl, Philip,p-295, pl. 18, fig. 24. 过” 

1964 Trichonodella symmetrica Branson et Mehl, Walliser, p. 90, pl. 9, fig. 11; pl. 31, figs. 28—30. 

1972 Trichonodella symmetrica Branson et Mehl, Link et Druce, p. 100, pl. ll, figs. 1 一 6 text-fig. , 

65. 
有 7 river 家 DT OF el 3 

TE AS MERI HF A, Re RRA HA RAR SO | 
REDE S os 1 e Pe Me a te RVAN Giip'Gke Ae 4: -U ee rit ol) Sue 

28 4MRASATCHERSANRALA BAHT KSRELE—R, Wl 
体 上 方 近 半 圆 形 ,前 后 面 也 有 较 大 差别 。 本 种 时 限 为 晚 志 留 世 至 早 泥 盆 世 临 期 上 加 看齐 让 

产地 层 位 “ 德 保 都 安 四 红 山 , 达 莲 塘 组 ̀  P._aejiscens 带 。， 这 村 Piha $i 

‘ 
f 、 eH: 

三 分 刺 (未 定 种 ) Trichonodella sp. _ ag Hodseid 

(Allg 43, Al 11) 

SE EHKA. MAGA AM MU AGB, BS RRR - 
185» FAS SY BSH IAD Se TG TAD RAY A Dio MESES RPK. BAI PN I 
SATE AN, EA ERR. RRR BUD ey AER a RE 
Ozarkodina stegleri, 无 向 上 延伸 且 朝 向 内 侧 的 基 腔 , 亦 不 同 于 Trichonodella excava- 

ta 和 T. inconstans, 
oAsmyy bai 

产地 层 位 武宣 绿 峰 山 , 郁 江 组 。 ES Tie! 

: te Re 
小 三 脚 刺 属 Tripodellus Sannemann, 1955 ey 

模式 种 Tripodellus flexuosus Sannemann, 1955 ' a 

ATE REDE BUCA} 3 AOU MR. SN a At SP 
时 代 分 布 BEYEMIHE (to II 一 to VD， 世 界 性 分 布 。 f 

st 

扭转 小 三 脚 刺 Tripodellus flexuosus Sannemann，1955 a 
(PAW 42, A 4, 5) 

1955 Tripodellus flexuosus Sannemann, p- 155, pl. 4, fig. 16. 
1960 Tripodellus flexnosus Sannemann, Freyer, p- 89, fig. 151. 
1967 Tripodellus flexuosus Sannemann, Wolska, p- 429, pl. 5, fig. 14. 

特征 thas ae PAR, SOREL, UR ZC TDS ae I, ee 
有 2 一 3 个 较 大 的 分 离 细 齿 $ 细 齿 侧 方 扁 , 呈 高 的 三 角形 ,两 个 后 齿 破 很 发 育 ， HK EARK 
的 分 离 细 齿 。 后 齿 破 与 前 齿 码 底 缘 较 垂直 。 

注释 当前 仅 两 个 标本 ,有 -~ 个 后 齿 邦 不 完整 ,与 正 模 标 本 相 比 ,后 齿 破 长 而 瘟 j 有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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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直立 且 分 离 的 细 齿 。 正 模 标本 后 Pils 4 Rea Saas et 描述 的 标本 其 后 齿 友 短 

No 

此 种 仅见 于 上 泥 盆 统 ,最初 本 种 见于 to Ha, Wolska 的 标本 见于 P. crepida 带 。 

产地 层 位 ”武宣 二 塘 ， 三 里 组 ”已 .mwa7giztfera' 带 6 

强壮 小 三 脚 刺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1957 

(Am 42, Al, 3) 

1957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p. 58, pl. 6, fig. 40. 

1959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Helms, p. 659. pl. 2; figs. 7, 17, 20. 

1960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Freyer, p. 89, pl. 6, fig. 152. 

1964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Lindstrom, p. 159, text-fig. 55d. 

1966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Glenister et Klapper, p. 836, pl. 96, fig. 6 

1967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Wolska, p. 430, pl. 5, fig. 7. 

1969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Druce, p. 139, pl. 41, figs. 2, 3. 

1969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Olivieri, p. 146, pl. 8, figs. 11, 12; pl. 26, figs. 11, 12. 

1976 Tripodellus robustus Bischoff, Druce, pp- 220, 221, pl. 93, figs. 5a—6b. 

1978 Tripodellus robustuis Bischoff, Wang et Wang, p- 86, pl. 3, figs. 25—28. 

特征 ”前 齿 友 较 长 、 较 粗壮 ,有 时 两 侧 凸 起 。 主 雌 粗 大 \ 后 倾 , 两 个 后 侧 齿 友 一 个 较 长 

一 个 较 短 ， 均 具 有 细 齿 , 齿 友 细 齿 短 而 壮 ， ST ES a, 旦 三 足 易 立 状 ， 主 此 最 

高 。 已 知 此 种 在 欧洲 北美、 澳大利亚 见 于 . 己 . rhomboidea 带 至 Scaphignathus velifer 

Ho | ‘ 

Fiat Ake e “=a” P. marginifera 5 SUN KIB, 代 化 给。 

et i 未 定 属 Cam indet. 

RE SHKASE AS BHR. FRNA ERAS, 基部 有 四 个 大 小 不 

等 的 齿 突 ;前 外 此 突 向 下 伸 较 长 ,具有 1 一 2 个 细 齿 ,其 它 三 个 齿 突 短 CA Ho 

RR PRACALS RBA Exochognathus 相似 ,但 后 者 具有 三 个 齿 突 ， 主 齿 
oe laa Distomodus 同样 具有 三 个 齿 突 和 相对 较 小 的 主 贞 e 

AT 35 PR eae 时 : perros 带 至 下 Pp serotinus ite.) i 

未 定 属 种 A hel et og indet. A. Wang et Ziegler, 1983 

(图 版 43 寺 图 8) 

1983 Gen et sp. nov. A, Wang et Ziegler, p. 90, pl. 8, fig- 21. 

BIE “ 主 齿 光滑 的 未 定 属 的 一 个 种 。 
描述 ， 仅 一 个 标本 。 刺 体 大 。 主 此 长 大 ,后 倾 ; 较 直 ;断面 近 圆 形 e; 表面 光滑 无 线 纹 ， 

ARAM IPRA RAT, ROR Ae ARE RK, ot 
fi MA AWRAEREEN HE. REE DRAMA A 435 A 8b) ,似乎 已 成 单 
WR. HBTS A (BU AO) SAE SA SIE 
形 ,深度 中 等 ,未 向 主 齿 内 部 延伸 s 

比较 “ 主 贞 光 清 ,不 同 于 Gen. et sp. B。 

产地 层 位 “武宣 绿 峰 山 , 二 塘 组 P. perbonus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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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定 属 种 B Gen. et sp. indet. B 

(Ak 43, Al 6, 7) 

1979 Gen. et sp. indet., Wang, p-405, pl. J, figs. ,21, 22, BR - 

1983 Gen. et sp. nov. B, Wang et Ziegler, p- 90, pl. 8, fig. 22. 可 

特征 “ 主 齿 表面 具有 粗 的 线 纹 的 未 定 属 的 一 个 种 。 
描述 ”四 个 标本 ， SOK AMER, WEB, #1 Hem AME eOR 
$ID VD ATLA RIUM AD ae be 1 一 2 个 太 的 与 

BEAN LATS BINA LES LAOS “前 
A HR LEA SRR. BSR GM RBI ET A, JEPSEN 
较 长 (图 版 43, 图 6) 形 态 与 后 内 齿 突 相似 。 后 内 齿 突 折 上 断 。 在 四 个 齿 突 中 间 的 基 腔 深度 
中 等 ,没有 向 主 齿 内 部 延伸 。 上 

比较 “种 B 以 具 线 纹 为 特征 而 不 同 于 Gen. et SP, A hl Mena 

Fst GUEARIMELL IIAP. perbonus AF; ULF PUHRALAMIBL, FP .serori- 

ys | ott: SA 
‘HRT Gen. et sp. indet. rare aba BED 

be st) pte 3% 
i Ta 3 off) 

(Am 43, 图 2) 

HE LSM RIO RRL ARR, UST TR, RE 
Al AZO LA AREEI AS. AUER A= AAA ASO Sha 

EMEA LA. AUD BRIAR, TMU, APRA 

fo Ri aw AR ANY I» A BK SE ALES A — 

刺 体 高 的 113。 
当前 标本 内 侧 视 , 似 Sannemann (1955) 描述 的 Scolobpodzxs sp. (pl, le fee ; 

后 者 锥 体 断 面 圆 ,后 缘 无 锯齿 状 细 齿 ,两 者 差别 甚大 。 10. ee 
产地 层 位 ”长 塘 , 那 叫 组 白云 岩 上 部 , 层 位 比 了 .ccostatuy aw 100 my 可 能 相 

“4+ P. x. ensensis Doiths T. k. kockelianus 带 ; 因 无 其 它 化 石 具体 层 位 难以 确定 s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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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Devonian System of Guangxi 

The Devonian rocks in Guangxi, well-developed and widely distributed, are the key for the 

study of the Devonian biostratigraphy in South China. In this area, all types of the Devonian 

lithofacies have cropped out,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Devonian type sections also have been es- 

tablished. 

The study of the Devonian stratigraphy and palaeontology has been carried on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but merely limited to the benthic macrofossils (brachiopods and _ corals); 

only during the last decade conodonts and tentaculites had been employed in biostratigraphic an- 

alyses, and had helped in correlation of the Devonian sequence in different facies of this area. On 

the basis of lithofacies and biotic features, the Devonian strata in South China have been allocated 

by Y. Wang, and others (1974) to two magnafacies, namely continental-littoral facies, and ne- 

ritic-half deep sea faci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Xiangzhou type and the 

Nandan type. y | Suet 

The Xiangzhou type represents a near-shore, oxygen-rich and high-energy shallow water 

environment, mainly composed of bioclastic limestone, dolomite and marlstone. The biota con- 

sists mainly of benthos (corals, brachiopods, stromatoporoids, bryozoids) with numerour ende- 

mic taxa. The Xiangzhou type, taking Dale as its type locality, is similar to the Rhenish facies 
in Europe and it can be sub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rmations in ascending order: the “Li- 
anhuashan Group”, the Nahkaoling (Nagaoling), Yukiang (Yujiang), Ertang, and Szepai (Si- 
pai) Formations (Lower Devonian), the Yintang and Tungkanling (Donggangling) Forma- 
tions (Middle Devonian) and the Liukiang (Liujiang) and Wuzhishan Formations (Upper De- 
vonian). 

The Nandan type, taking Luofu as its type locality, represents an offshore, slightly Ri 
sea water and stable environment, mostly composed of mudstone and shale, commonly intecalated 
with biogenic limestone and siliceous rock. The biota consists mainly of pelagic ammonoids, 
tentaculites and trilobites mostly of cosmopolitan taxa. This type can be comparable with the 
Bohemia (Hercynian) facies in Europe. The Devonian strata in the Nandan type area have been 
named in ascending order the “Danlin Group”, the Yilan, Tangding, Tangxiang, Luofu, Xiang- 
shuidong and Daihua Formations,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ir broader concept of the Nandan type, S. Y. Xiang, and others (1980) 
have further classified this type into four different lithofacial zones, i.e. the black mudstone, 
the limestone intercalated with siliceous rocks, the siliceous rocks and the limestone with Zdimir. 

In our opinion, the marine deposits in South China can be distinguished by-their littoral, n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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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and pelagic facies, The Xiangzhou type belongs to the neritic facies, and the lithofacial 

zones of mudstone and siliceous rocks should be merged into the pelagic facie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evonian strata in different facies is one of the crucial problems jin the study: ofthe De- 

yonian stratigraphy of China. It is impossi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depending merely on. the 

study of the bentho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onodonts have been used as a means for correla- 

tions within the Eifelian and Barrandian areas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made by K. 

Weddige (1977), G. Klapper, W. Ziegler and T. V. Moshkova (1978). Their work. has. pro- 

vided new evidence for a correlation beyond facies boundaries which is due to the superiority of 

conodonts as a stratigraphic tool. Stimulated by these results, several Chinese workers haye stu- 

died the Devonian conodonts and tentaculites and made some contributions. In 1978, D. C. 

Mu, and Y. P. Ruan recognized the tentaculite zones for the Devonian of the Nandan type 

which may b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ose of the Barrandian area established by Boucek, 1964. 

In the same year, C. Y. Wang and Z. H. Wang published two of their papers on conodonts 

(Early and Middle Devonian conodonts from Guangxi and Yunnan; Upper Devonian and Lo- 

wer Carboniferous conodonts from southern Guizhou). Based on the conodonts, they assign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Yujiang Formation that has been disputed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among Chinese geologists to the Lower Emsian. In 1979, C. Y. Wang and others in their article 

entitled “Sub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Lower and Middle Devonian in different facies 

of Guangxi”, primarily established the Devonian conodont and tentaculite zones. In the me- 

anwhile, S. L. Bai and others in a paper “Devonian conodonts and ‘tentaculites of Guangxi, 

their zonation and correlation” recognized a similar conodont sequence. In an important pa- 

per entitled “Nandan. typical stratigraphy and palaeontology of Devonian in South China”, 

Xian and others (1980) described many conodont and tentaculite species although some of the 

new taxa were already known, The work on biostratigraphy in China has been: stimulated by 

the IUGS-Subcommission. on Devonian Stratigraphy.. In 1978, a delegation of SDS visited some 

Devonian ‘sections in China and made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with the Chinese geologists and 

_palaeontologists. From 1980 on, the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 

mia Sinica, has begun a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West German specialists on the Devonian of 

South China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Max-Planck Society. The present topic was comple- 

ted in 1981—1982 while Wang was at the Senckenberg Museum as a fellow of .the Alexander- 

von—Humboldt-Stiftung. 

Some typical Devonian sections yielding conodonts in Guangxi 

1. The type section of Devonian ro:ks in Liujing of Hengxian County, Gu- 

angxi 

This type section is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railway station of Liujing. The forma- 

tion of the section is subdivided in ascending order as follows (Text-fig. 1): 

Lianhuashan Formation 

This formation. unconformably overlies. the Pre-Devonian rocks but successively grades into 

the overlying Nakaoling Formation. It is composed mainly of quartzose, sandstone, sandy mu- 

dstone, siltstone and conglomerates, containing only fish fossils, some ostracodes and a few bra- 

chiopods (Lingula), and reaching some 350m in thickness. 

Nahkaoling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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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formation conformably overlies the Lianhuashan Formation and consists “mainly of 

giltstones and mudstones interbedded with a few marlstones and limestones, attaining to 125m 

in thickness and yielding various kinds of fossils with such important elements as conodonts Po- 

lygnathus dehiscens (in the uppermost part), Eognathodus sulcatus (in the middle part), OR. 

linearis postclinatus (in the middle part),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nagxiensis, Ozarkodina | den- 

ckmanni; tentaculites Tentaculites straenleni, T: lucasi, Volynites sp.; brachiopods Orientospiri- 

fer nakaolingensis, O. wangi, Aseptalium guangxiensis. o( VEE) REDS Vi 

Yukiang Formation 
) we at habiv 

28 acer! i) Chey 

This formation is about 250 m thick and can be AE in 了 order lh four 

members, viz. the Xiayiling, Shizhou, Daliancun and Liujing Members. The last three m 

bers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shelly faunas, including the “‘onkinensis”’ fauna. In the Shi \izhou 

Member the following fossils have been found: conodonts. Polygnathus pireneae (in the Js- 

most part), P. dehiscens,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angxiensis, P. optima; brachiopods 7 ostr 

pirifer tonkinensis, Acrospirifer ordinaris, Dicoelostrophia crenata; and corals ide 

mobilis, Microcyclus quadripartites. 有 

The Daliancun and Liujing Members contain nearly the same rental as the - | Shizhou 

Member, but with abundant Nowakia praecursor in the Daliancun Member; Polygnathus per- 

bonus appears in the uppermost part of the Liujing Member. iy “ixgueaad ty 

Najiao Formation . . ne ie, we lus ity ne: 

This formation is 160m thick and composed of dolomites; from the lower part ‘goniatites 

and tentaculites are known as Erbenoceras sp., sol tht git sp., Teicherticeras sp., Nowa- 

kia barrandei. ). Dats Bi A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ajiao 0 S. L. Bairrecovered' the conodonts Polygnithus 

inversus and 已 serotinus, but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P. c. partitus in the Formation 

are as yet unknown. Recently Y. Wu (pers. comm.) has obtained specimens of \Zdimir and 

Megastrophia from the middle part of this formation. The horizon yielding the’ brachiopod 

fauna is in the Polygnathus serotinus Zone.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evidence for fe corré- 

lation of the Zdimir fauna. un diyoe 

- Mintang (or Tungkanling) Formation 0) ~ "Wat ati bat 

uFeno 
The Mintang Formation, about 110 m in thickness, is composed of 二 limestone, 

biodetrital limestone and thin-bedded limestone. The lowermost part of the formation, about 
1.5m in-thickness, is composed of thin-bedded limestone, yielding conodonts, tentaculites and 

brachiopods such as Tortodus kockelianus kockelianus, Bornhardtina.sp.,.Nowakiad “otomari” 
(?). LeRaS - 

The middle part of the formation is composed of thick- and thinbedded limestone, con- 
taining brachiopods Bornhardtina ap., Stringocephalus sp.; corals Pseudomicroplasma SP 
Stringophyllum sp., Acanthophyllum sp.; and tentaculites Nowakia otomari. 

In the uppermost of the formation, the following conodonts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very im- 
portant for the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y: Polygnathus varcus, Polygnathus tint lors 
Schmidtognathus hermanni, Polygnathus cristatus, leriodus difficilis. 

It was above a coral-reef limestone which represents the uppermost part of the Mintang 
Formation in Liujing that two specitnens of Palmatolepis disparilis were found. This species, 
below the 已 asymmetricus zone and above the S$. hermanni-P. cristatus zone, seems to be im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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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 for recognizing the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y in Guangxi. 

Rongxian Formation . 

This formation consists of bedded biodetrital limestone in which the typical Frasnian con- 

odonts such as P.:asymmetricus, P: gigas, P. triangularis have been found. It also yields some 

Famennian conodonts in the upper patt. 

2.The section of the Najiao Formation at Changtang 

The Changtang section, located between Nanning and Liujing, is incompletely exposed.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Najiao Formation has not been observed. The formation, as expo- 

sed in the area at the southwest hill near the Changtang pump water station, is entirely com- 

posed of dolomite. It yielded the following conodont zones (see Text-fig. 5): Polygnathus cos- 

tatus costatus Zone (about 100 m in thickness),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Zone (about 20 m 

in thickness),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Zone) (about 50 m in thickness). “It is thus shown 

that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is within the dolomite of the Najiao Formation. 

3. The section of the Ertang Formation at Lufengshan, Wuxuan County 

_The Ertang Formation was established by C. M. Yu and B. A. Yin (1978). The type sec- 

tion, located to the west of the Tuntou village in Lufengshan, consists of about 600 m thick 

limestone and dolomit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lower part is named the Shan- 

glun Dolomite which successively overlies the Yujiang Formation and yields many specimens of 

Polygnathus perbonus. The upper part is composed of limestone yielding stromatoporoids, corals 

and conodonts, P. aff. perbonus as well as P. perbonus. Undoubtedly, the Ertang Formation 

should be assigned to the P. perbonus Zone. : 

4, The section of the:Szepai (Sipai) and Yintang Formations at Dale and 

Yintang of Xiangzhou County 

The Dale section, which has been accepted as the type section of the Szepai Formation 

since the Symposium on the Devonian System of South China in 1974, is located northwest of 

the Shipeng village and consists of limestone, dolomite and marlstone. In 1974, Wang found 

Polygnathus declinatus in this section and considered the Szepai Formation as equivalent to the 

P..serotinus Zone. In 1978, Wang discovered some P. serotinus specimens in the samples from 

this section. At the base of the Yintang Formation, no zonal conodonts have been found, but 

S. L. Bai and others have recognized Icriodus corniger corniger and we have found Eognatho- 

dus bipennatus montensis in the lower part. However,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make sure if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Yintang Formation coincides precisely with that of the P. c. partitus 

Zone, although it is undoubted that the Yintang Formation is Eifelian in age. 

5. The Ma’anshan section (Middle-Upper Devonian) at Zhongping Xiang- 

zhou County 

The Ma’anshan section, located at the Zhongping Commune, about 2 km east of the Dale 

section, is composed of dolomitic limestone, limestone and marlstone, yielding many fossils 

such as Stringocephalus sp., Bornhardtina sp., Eognathodus bipennatus bipennatus and Polyg- 

nathus timorensis. At the uppermost of the Donggangling Formation (XM24-ll), we have 

found Schmidtognathus wittekindti and Polygnathus cristatus, while in Layer 25 we have reco- 

vered P. asymmetricus. The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y should be drawn between La- 

yers 24 and 25. It seems that more work has to be done in order to find P. disparilis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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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P. asymmetricus Zone to further fix the boundary. 4b dod an 

6. The Nayi section | ; ieyaod 

This section, about 1 km west of Nayi Zongzuo County, has been measured in detail ‘by S. 

L. Bai and others (1980). In 1978 Z. H. Wang collected samples from the same section and: ob- 

tained generally the same results as Bai and others. In addition,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has been recognized in the Middle Devonian. ve noted hes 

7. The Juntun section (Upper Devonian) at Heping of Yongfu County 

The Juntun section was measured by Guangxe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C. Yu Wang 

studied the samples and found only a few conodont horizons. It is worth notice that Famen- 

nian conodonts (the crepida—rhomboidea zones) occur in this section. The section seers ra 

further studi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nodont zones. X ares als 

8. The Shanlian section (Upper Devonian—Lower Carboniferous) "ae" outs- 
deel od creel 

kirts of Jingxi Town 

‘The samples of the section located 1km east of the Jingxi town, was sol at Soa C. y. 

Wang with only 7 out of 97 samples yielding some conodonts. Sample CD299 has Palmatolepis 

marginifera, P. glabra glabra and Nothognathella postsublaevis and represents the marginifera- 

Zone. In this section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was formerly placed between the 

grey thick-bedded limestone and black thin-bedded limestone (Layers 4 and 5, Text fig. 10). 

We hav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conodonts from the thin-bedded limestone: Bis pathodus cos 

tatus (?), B. a. aculéatus, B. a. anteposicornis, and B. a. plumulus. This assemblage may 1n- 

dicate that the lowermost part of the black thin-bedded limestone (CD327-CD332) could be as- 

signed to the uppermost Devonian.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waryees could still lie with 

the black thin-bedded limestone. ( So gaighal f 

9. The section of Sanli Formation at Sanli of Wastin County. 

The type section of the Sanli Formation is situated at the Kehuochun village, Sanli, Wu- 
xuan County. The Formation consists of grey nodular limestone and greyish white’ limestone. 
and is overlain by siliceous rocks. Z. S$. Ning considered that the Sanli Formation represents 
the deposits of the whole Famennian in Guangxi. Our material, however, shows that the Sanli 
Formation at the type section represents only deposits of the rhomboidea' Zone ‘to the ， velifer 
Zone. The overlying siliceous rocks not belonging to the Sanli Formation: are deposits ‘of the 
upper part of the Famennian. + yet: allt 

10. The Devonian section at Sanchahe of Napo County, Guangxi 

The Sanchahe section is located at Nachi in the east of the Sanchahe Reservoir along the 
road. The section shown in Text-fig: 11 was repeatedly measured by the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Guangxi and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The Sanchahe section 
contains well-developed rocks of Lower and Middle Devonian representing pelagic facies (the 
lithofacies zone of the limestone).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Yilan Formation of this section 
15 stratigraphically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Yujiang Formation in the Liujing area. The 
upper part of the formation which was named by S. L. Xian et al. (1980) the Sanchahe Forma- 
tion, yields Polygnathus perbonu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Daliangtang Formation consis- 
ting chiefly of limestone and the P Pies ozhelou Formation composed mainly of siliceous limestone, 
coincides approximate | the P ‘ | pproximately with the P. perbonus/P. inversus zonal boundary. P. cs partitus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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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s within the Fenshuiling Formation, this means that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Fenshuiling 

Formation is older than that of the P. c. partitus zone. The strata of the P. c. costatus Zone 

are not exposed. The Upper Devonian at Sanchahe is not continuously exposed, but consists ma- 

inly of nodular limestone, ranging from the gigas Zone up to the Lower Carboniferous. 

11.The Sihongshan section at Du’an of Debao County 

The Sihongshan section, known for its completeness and variety of biota, is composed of 

pelagic limestone, dolomitic limestone and siliceous limestone, and is ‘situated’ about 43 km from 

the Sino-Vietnam boundary (23 17’N, 106 29°E). One hundred and forty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ection, each containing conodonts: A$ a whole, the conodont sequence from’ the Lower 

Devonian dehiscens Zone to the Upper Devonian crepida Zone has been recognized,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ideal s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pelagic biota in South China, from where the ma- 

jority of specimens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 are derived. It was show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odont zonation and formation boundarie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an- 

chahe section.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Daliangtang Formation falls within the Upper P 

perbonus Zone,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formation ‘at’ Sanchahe, while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Pozhelou Formation approximately coincides with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P. c. costatus and T. k. australis zones. Between Samples CD376 and CD377 further col- 

lection in detail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Middle/Upper Devonian’ series’ boundary. | This 

section after careful study may constitute a regiional stratotype for Devonian subdivisions”. 

Devonian conodont zon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beds of 

different facies in Guangxi. 

* On basis of conodonts from the eleven sections mentioned above, 25 Devonian conodont zo- 

nes that are listed below have been recognized in Guangxi. Conodonts from the early Lower 

Devonian are unknown as yet, although the earliest Devonian marine’ deposits ‘bearing Mono- 

_ grapius uniformis and Paranowakia bohemica have been found in Qinzhou County. 

1.' Eognathodus sulcatus ‘Zone. The sulcatus Zone occurs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ah2 

kaoling Formation. According to its feature of the basal’ cavity, the zonal name-bearet can be 

compared with specimens of the Lower sulcata ‘Zone’ in North America. The upper part of 

the Nahkaoling Formation contains Eognathodus linearis postclinatus and Polygnathus dehis- 

cens. The age of the formation may be equivalent to Middle-Upper Siegenian or Pragian. 

2.0 Polygnathus dehiscens Zone. This zone occur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Nahkaoling 

and Yukiang Formations in Liujing, Sanchahe and in the Daliangtang Formation at Sihong- 

shan. ) | 

3.) P. perbonus Zone. The zonal specie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mal. neritic, fa- 
cies and pelagic limestone facies. The gronbergi specimens associated with P. perbonus:in 
Europe have been recognized only in the peragic limestone facies. P. perbonus occurs in the ba- 

sal part of the Najiao Formation in Liujing and. in the Ertang Formation in, Wuxuan as well a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Yilan Formation at Sanchahe. 

4. P. inversus Zone. This zone occurs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Szepai Formation at San- 

1) Ziegler, W and Wang, C. Y., 1985: Sihongshar section, a regional reference section for the Lower- 

Middle and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ies in East Asia.-Cour. Forsch. -Inst. Senckenberg, (75): 17—-38, 4 
Figs., 4 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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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he and Sihongshan. ’P. Jaticostatus is limited to the pelagic limestone while P. inversus is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noise sot 

5. Pserotinus Zone. It occurs in the Najiao Formation at Liujing, in the Szepat Forma- 

tion at Dale and in the Pozhelou Formation at Sanchahe and Sihongshan. Ityseems that the dis- 

tribution of the various morphotypes of P. serotinus is different. The:morphotype 6 commonly 

occurs in-neritic facies (Xiangzhou type), whereas the morphotype a@ is mainly eae the pe- 

lagic limestone (Sihongshan and Sanchahe). ria ee 

6. P..c. patulus Zone. It occurs in the Najiao. Formation at Changtang, in | the Pozhelou 

Formation at Sihongshan and in,the Fenshuiling Formation at Sanchahe. _ » ceiiabeltlandieiies 

7... P. c..partitus Zone. It occurs in the Pozhelou Formation at Sihongshan. and | in the 

Fenshuiling Formation at Sanchahe. P. c. partitus, as an index fossil marking the 站 

of the Middle Devonian, has been recognized, The base of the partitus Zone is considered to 5 0 be ae Lf 

the most practicable boundary for Lower/Middle Devonian in South China. | Ps 

8. P. c, costatus Zone. It has been indentified in the Najiao Formation at Changtang and 

in the Pozhelou Formation. at Nayi, Sanchahe and Sihongshan. ; 人 SR 

9. Tortodus kockelianus australis Zone. In, our materials this zone oO only in ie 

. Formation. of the Sihongshan section. . ah aay 

_T.k. kockelianus Zone, occurring in the Fenshuiling nn at se and 

at i of the Mintang Formation at Liujing. Nitaoti ee 

ll.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Zone, occurring in the Fenshuiling Fostsitital at Sihongshan 

and Nayi. 
1 

12. P. varcus Zone, occurring in the Fenshuiling Formation at Sanchabey Sihonigibais al 
in the Mintang Formation at Liujing. a 

13, Schmidtognathus hermanni-P. cristatus Zone. This zone has been recognized sy in 
the Liujing and Ma’anshan sections, the uppermost part of the Tungkanlin, Formation. |. 

14. . Palmatolepis disparilis Zone. Only two specimens have been identified so far in, the 
lowermost part of the Rongxiang Formation in the Liujing section, This index fossil PPOERER: 
bably is to be expected in the Sihongshan section between Samples CD376 and CD377, an inte- 
tval which has not yet been sampled in detail. Se 

5. P..asymmetricus Zone, From the Sihongshan section only the Middle poe Upper. P. 
asymmetricus Zone has been identified, but the horizon of the lower P. asymmetricus Zone has 
been determined at the base of the Rongxiang Formation. aT sw 

16... 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 Zone. S. L. Bai et al. (1980) selected Palmatolepis pro- 
versa as the representative species of this zone, owing tothe absence of A. triangularis in’ Guang- 
xi. However, the ranges of the two species are not exactly identical. Since the occurrence of 
A. triangularis in the Sihongshan section, we can make a better comparison with the standard 
zonation of Germany. 

17. Palmatolepis gigas Zone. This zonal species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Guangxi, Hunan 

In Guangxi, it occurs in the Rongxiang Formation at Liujing and in the Liuji- 
ang Formation at Dale and Sihongshan. 

cr 
18. P. tridngularis Zone. According to the Sihongshan material the three-fold subdivision 

of this zone is recognized. 

19. P. crepida Zone, occurring in the Sanh 
in the Shanglin section as well as in 

and Yunan. 

Formation at the Sihongshan section and 
the Daxi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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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 rhomboidea Zone, occurring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Sanli Formation at Sanli. 

21. P. m. marginifera Zone, occurring in the middle to upper parts of the Sanli Forma- 

tion at Sanli. 

22. Scaphignathus velifer Zone. It occur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anli Formation at 

its type locality. C. Y. Wang and Z. H. Wang (1978) have\found this zonal fossil at the Dai- 
hua section of Guizhou. \ 

23. Polygnathus styriacus Zone. S. L. Bai et al. (1980) reported this zone from the Sanli 

Formation at Shanglin; and C. Y.. Wang and Z. H. Wang (1978) found it in the Daihua For- 

mation at Changshun. 

24. Bispathodus costatus Zone. It occurs in the Sanli Formation at Shanglin and in the 

uppermost Daihua Formation at Changshun. 

Ye. Protognathodus Fauna. It has been reported only at the Sanchahe section of Guang- 

xi and in the uppermost Daihua Formation of Guizhou. 

It is shown from the list that the conodont sequence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Devonian 

completely corresponds to the standard zonation of the Eifel hills and the Barrandian area aé 

summarized by W. Ziegler (1971), K. Weddige and W. Ziegler (1977) and (cy Klapper, W. 

Ziegler & T. V. Mashkova (1978), although some zonal ranges need further Scrutinisation. Some 

general problems in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can be solved, e.g. Rhenish versus Hercynian 

Lower Devonian’ correlation. In the deposits of the typical Nandan. facies (lithofacies zone of 

mudstone), except in the Upper Devonian, only af few samples and compound conodonts are 

found; but there are abundant dacryoconarids which permit of correlations with the lithofacies 

zone of limestone (pelagic facies) and the neritic facies (Xiangzhou facies)..On the basis of 

both conodonts and dacryoconarid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evonian’ strata: in) different. facies 

in South China is shown in Table 1. 

Two problems are involved in’ the correlation of the Devonian stratigraphy in South China. 

One is the concept of “Formation”. The bio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has now shown that the 

limits of formations in the Devonian of South China vary at different biostratigraphic levels in 

different sections. These limits were once defined at lithostratigraphic levels which ‘are not isoch- 

ronous through the various facies areas. For example, the upper boundaries of the Daliangtang 

and Pozhelou Formations at Sihongshan are much higher than at Sanchahe. The age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Sanli Formation also changes from place to place. At the type locality of the 

Sanli Formation, its upper limit is coincident with that of the 'velifer Zone, and at Snanglin, 

its upper boundary ranges as high as the B. costatus Zone, whereas at Sanchahe, this formation 

may extend ‘even into the Lower Carboniferous. The concepts of the lithostratigraphic, biostratig- 

raphic and chronostratigraphic units were confused among some geologists and palaeontologists.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ges Some Chinese biostratigraphers prefer to es- 

tablish particular Chinese Devonian stages. Since 1962 'all Devonian stages have been named. 

Such stage names are commonly formed by adding’ the suffix “ian” or ‘“‘an’’ to the formation na- 
me. As a chronostratigraphic unit, a stage should be given a precise definition concerning its 
span of time. In this respect, some Chinese stages are exactly the,same as those in, Europe, ¢.g:, 
the Yingtangian corresponds to the Eifelian; the Dongganglingian to the Givetian, the Shetien- 
chiaoan and the Hsikuangshanian to the Frasnian and the Famennian respectivel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seems un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eparate terminology for the stages. The names 
of the Chinese Devonian stages have not been cited in our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table,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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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roblems still remain to be solved. 

Devonjan boundaries nee eee 

Silurian/Devonian boundary ) Rte tient 

Monograptus uniformis, Warburgella Te and Icriodus woschmidti as three. index fos- 

sils for the Silurian/Devonian boundary, all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hina, with only Mono- 

graptus uniformis being found from Qinzhou in Guangxi, but owing to structural complexities, 

no available section can be selected. No conodonts have been found from the lowermost Devo- 

nian in Guangxi, except that C. Y. Wang (1976) collected Leriodus woschmidti in the Xia pu- 

tonggou Formation overlying the Upper Silurian in west Mt. Qinling. Ozarkodina crispa has 

been recognized by C. Y. Wang (1981)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Yulongsi Formation in which 

H. G. Wu (1977) found Warburgella rugulosa sinensis. C. Y. Wang has assigned the Yulongsi 

Formation to the Upper Silurian and considered Warbugella rugulosa sinensis as a new y subspe- 

cies which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n index fossil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onian. so 
si G! iy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 ‘S iid eo 

' This boundary was discussed in China since a long time ago, and in recent years, it acu 

tome an international issue. Inthe light of the study of the Sihongshan, Sanchahe, Nayi, and 

Changtang sections in the pelagic facies (lithofacies of limestone) and some in the neritic facies,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can be drawn at the base of the P. c. partitus \Zone. 

This level. precisely established in the Eifel Hills and in the Barrandian area and recognized in 

many other places, has been universally accepted a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the Lower/ 

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 mbohoo died 

In the lithofacies zone of the mudstone Wein sib ery the reseadaiall Devonian bo- 

undary may be recongized by the appearance of Nowakia sulcata, This level is somewhat higher 

than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P. c. partitus Zone. In the Xiangzhou type area, the Lower/. 

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has been traditionally, taken at a level between the Szepai Forma- 

tion and the Yintang Formation, i.e. between the Euryspirifer paradoxus and, Xenospirifer fomgi 
brachipod zones. We have found only P. serorinu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zepai Formation, 
Neither conodonts nor tentaculites here are avail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boundary, bu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by S. L. Bai et a/. (1980), the brachiopod species Eurys pirifer paradoxus, 
E. kwangsiensis, Indospirifer quadriplicawus,,Lartkina lata and Nadiastrophia nitida become ex- 
tinct just below the Yingtang/Szepai boundary. Above the boundary a number of new elements 
such as Yingtangella sp., Dalerhynchus sp., Emannella.sp., Xenospirifer sp.,.Productella sp. and 
Indospirifer changuliensis occur and develop rapidly.. On the basis of these two characteristic 
brachiopod faunas, the Lower/Middle. Devonian boundary can be determined, corresponding pos= 
sibly to the P. c. partitus boundary or-the Nowakia sulcata Zone. cq heals 

Middle/Upper Devonian boundary nr one 
As'a result of our primary reconnaissance wotk, the Lower asymmetricus Zone is used as 

the base of the’ Upper Devonian’ in South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lower asym- 
metricus Zone in the Liujing section, further work ‘on the Sihongshan, Ma’anshan sections is 
called for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détails on the occurrence of Ancyrodella rotuntiloba rotun- 
tiloba.. Ammonoid sequences across the Middle/ Upper Devonian boundary are rarely seen in 
SouthChinay but some sections yielding Ponticeras have been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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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generally accepted is drawn between the Siphono- 

della praesulcata Zone and the S. sulcata Zone. In pelagic facies, we have found some sections 

yielding S. praesulcata and S. sulcata, and the precise position of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can be defined. The Muhua section in Guizhou we have described in detail, could be 

a potential stratotype for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but there are some black shales 

between the Daihua Formation and the Wangyou Formation. Recently, C, Y. Wang and B. A. 

Yin found another continuous transitional limestone section across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at Xiakou, Yishan County, Guangxi, strongly suggesting that this new section should 

be a good regional stratotype for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in China is how to correlate the pela- 

gic facies with the neritic facies. The Shaodong Member, which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Lo- 

wermost Carboniferou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ritic facies in 

South China. It contains many corals and brachiopods, but recently we found some typical De- 

vonian conodonts from this member and have assigned it to the uppermost Devonian.” 

Description of new species 

Ozarkodina kurtosa sp. nov. 

(Pl. 15, figs. 8, 9) 

Spathognathodus sp., C. Y. Wang, 1979 p. 404, pl. 1, fig. 11. 
Ozarkodina n. sp., C. Y. Wang et W. Ziegler, 1983, pl. 2, fig. 15. 

Derivation of name: From its short blade. 

‘Holotype: Specimen (WL21-1/75129) s illustratedin plate 15, fig. 8. 

Locus typicum:  Ertang, Wuxian County, Guangxi : 

Stratum ‘typicum: Ertang Formation, Emsian, P. perbonus Zone. 

Material: 5 specimens. 

Diagnosis: The unit arched, short and thick, with a few denticles and without pro- 

minent cusp. . The basal cavity in the middle. 

Remarks: New species differs from other species of the genus by. having.a arched, short 

blade with a few denticles. 

Occurrence: P. perbonus Zone in Ertaig Formation, Wuxian County, Guangxi. 

Plamatolepis sihongshanensis sp. noy. 

(Pl. 20, figs. 5—7) 

‘Derivation of name: From the sectio of its occurrence in Debao County, Guangxi. 

Holotype: Specimen (CD351/75158) a illustrated on plate 20, fig. 7. 

Locus typicus:  Sihongshan, Debao County, Guangxi. 

Stratum typicum: The base of the Wizhishan Formation, Upper P. triangularis Zone. 

Material: 12 specimens. 

Diagnosis: Palmatolepis sihongshanensis sp, nov. with an even shagreen surface and a 

1) Wang, C. Y. and Yin, B. A., 1988: Conodonts. In Yu, C. M. (ed.): Devonian-Carboniferous Boundary in 
Nanbiancun, Guilin, China Aspects and Records, 105—148, Pl.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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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 platform. Outer platform well developed and: triangular in outline, bearing weak, outer 

lobe in juvenile specimens but lacking it in adult ones. Free blade and carina anterior to the 

central node strongly curved, posterior part of the carina very weakly developed. Margin of the 

inner platform subcircular, posterior outer platform weakly concave or nearly straight. eS ae 

Remarks: The new species is similar to P. rhomboidea, P. circularis and P. aff., cir- 

cularis (Sandberg et Ziegler),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P. rhomboidea in the absence of a bulge or 

low parapet at the anterior end of the inner platform, and from 已 circularis and. P. aff. circu- 

laris in the rhomboidea-like platform and the absence of a distinct outer lobe. to BMD? fey. 

Occurrence: Upper P. triangularis Zone and P. crepida Zone of the Wuzhishan Fog 

mation, Du’an village, Debao County, Guangxi. Ay ib ne “on 

HISSnAaO {i 

Polygnathus communis quadratus subsp. nov. ‘iad Valent 汪 

(Pl. 38, figs, 1, 2) ode) sorhasw 

Derivation of name: From its rectangular platform. te aaa 
oOn039 Geinov 

Holotype: Specimen (CD332/77646) as illustrated in plate 38, fig. 2. 

Locus typicum:  Sanlian, Jinxi Count , Guangxi. 

Stratum typicum: The base of the L wer Carboniferous. 

Material: 5 specimens. 

Diagnosis: A small subspecies of Poly ‘nathus communis with a rectangle platform. 

Its margins upturned, thickened the carina by deep adcarina, flanked extends to the posterior 

end. The posterior margin of the platform is straight. The depression posterior to the ‘basal ‘pit 
OR GT 

extends to the posterior end. othevisetL, 

Remarks: New sub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having a rectangular platform and, a big 

depression which extends to the posterior end of the platform. + shania 

Occurrence: Lowermost Carboniferous in Sanlian section, Jinxi County, Guangxi, . 

reisihivy, 
Polygnathus excelsacarinata sp. nov. Re 

(Pl. 38, figs. 6, 7) ee 

Derivation of name: From its high fixed carina. “Ha Rae a: 

Holotype: Specimen (CD313/75218) as illustrated in plate 38, fig. 7.” on yal 
Locus typicum: Sanliang, Jinxi County, Guangxi. Ne: 

Stratum typicum: Rongxian Formaticn, Famennian, P. marginifera Zone. ~~ 

Material: Only two specimens. 

Diagnosis: A small species of Polygnathus with a small ovoid platform, a free blade 

about one-third or more of unit in length, and a chacteristic high fixed carina composed of 

fully fused denticles and surrounded by a U-form shallow adcarina furrow on both sides and 

posterior end. Posterior margin of the fixed carina perpenticular to the platform, carina rec- 

tangular in outline in lateral view. 

Remarks: The new speci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gh fixed carina. in which it differs 

from other known species of Polygnathus. 

Occurrence: P. marginifera Zone in Sanlian secuion, Jinxi County,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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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vignathus orthoptera Ziegler,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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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HIL“136/ 793950) "MEATS2/I7351g° 6166 RIG Wy) AK Gov LPO STL OR . 
7. Bispathodus cf. costatus (E. R. Branson, 1934) — i MH orvernel ) sivis RE SR 

X33，CD328175244。 RTVDTPETT 届 60R x 
8. Bispathodus aculeatus plumulus (Rhodes, Austin et Druee, 1969): 4700 niente oa : 

%33, CD332/75247, CU EGR SUDO Oi et te sae hil “Aalto 

9. Bispathodus aculeatus Sorenson (Scott, 196 1a) © gidbM J onednid hauls 
%33, CD327/75245, 一 OPM ETUD . ere ay 

10—12. Béspathodus aculeatus aculeatus (Branson et Mehl, 1934) 
%33, CD332/77352, CD330/75246, CD330/77353, 

13—15. Bryantodus macrodentatus (Bryant, 1921) , 1%, 

%36, CD419/77354, CD370/77355, CD430/77356, ot 

| 
es ee ee ee 

1. Coelocerodontus klapperi Chatterton, 1974 : 

%36, HL11—2/77357, 
2,3. Enatiognathus lipperti (Bischoff, 1956) ! 

X36，CD350177358，CD352177359。 
4. Enantiognathus inversus Sannemann, 1955 

X39, CD350/77360, 
5 一 7. Falcodus variabilis Sannemann, 1955 

%39, SL-20/77361, SL-13/77362, SL-19/77363 

8. Falcodus angulus Huddle, 1934 

X36, CD350/77364, 

9. Falcodus tortus Huddle, 1934 

人 



X36，CD376177365。 
10. Bryantodus concavus Huddle, 1934 

X36, CD378/77366. 4 

11. Bryantodus microdens Huddle, eve 

X36, HL-15-8/77367, 

12—14. Bryantodus nttidu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36, HL-15h/77368, HL14-3/77369, CD370/77370., 

15, 16. Bryantodus typicus Bassler, 1925 
X36, HL15-7/77371, CD370/77372, 

| 版 6 

4 1, 8% Eognathodus bipennatus bi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_ X33, Xm 20-5/77373, Xm 23-7/75108, 
1 2, 3. Eognathodus cf. btpennatus (Bischoff et Zieglet, 1957) 

4 2. %33, CT3-9/75109; 3. X40, HL13-14/75110, 
4—7. Eognathodus bipennatus montensts Weddige, 1977 

X33, XD29-1/77374, XD29-1/77375, XD29-1/75107, XD29-1/751064 
9. Eognathodus linearts linearis Philip, 1966 -Eognathodus linearts postclinatus (Wang et wars 1978) 

%37, HL-21/75105, 

版 7 

1—2. Angulodus bidentatus Sannemann，1955 

X37, SL-9/77376, SL-19/77377, 

3. Falcodus conflexus Huddle, 1934 

X36, HL14-3/77378, 

4. Hindeodella sp. C 

X36, CD425/77379, 
5, 6. Hindeodella brevis Branson et Mehl, 1934 

X36, CD 388/77380, CD388/77381, 

7. Htindeodella uncata (Hass, 1959) 

36, CD354/77382, 

8. Hindeodella longtden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36, CD458/77383, : 

9. Hindeodella sp. B 

X36, CD425/77384, 

10—12.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10. X33, W6-6019-10/77385; 11, 12. X36, CD348/77386, HL- 138/77387, 

13. Hindeodella sp. A Druce, 1975 

X36, HL14-9/77388, 

14, 15. Hindeodella fractus (Huddle, 1934) 

% 36, CD437/77389,. CD 409/77390, 

Cth al Go 

1. Dtplododella sp. A 

X36, SL-21/773914 
2. Roundya brevipennata Sannemann, 1955 

X70, SL-31/77392, 

3. Roundya prova Helms, 1959 

%40, SL-20/77393, 
4—6. Hibbardella aurtta (Sannemann, 1955) 

4a. X80; 4b—c. X36, CD 370/77394; 5, 6. X36, Xm 25-2/77396, SL-11/77397, 
7. Hibbardella telum Huddle, 1934 



7a。X80; 7 b。XX36，SL-19/77395o。 

8. Roundya ct.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1947) of athhalt 

X80, CD372/77399. 5 
9 一 11. Roundya delicata (Mehl et Thomas, 1947) f uk 

9. X36, CD372/77398; 10. X80, CD364/77400; 11. X36, CD374177401。 NE 

12. Diplododella bilateralis Bassler, 1925 GPT, solpantt: i> ifSia Bat am shite wes 

X36, CT2-1/77402. . . “Ore TyDTERED RE dat 
; : [3 soles oe 

a? 

jw STR 
i MP8 i 

1—3,8. Icriodus cornutus Sannemann, 1957 St iF ‘ 

1—3. X36, CT350/75118, CD350/77403, W6-6019-9/77404; 8. X39, CD350/77406. 

4, 5. leriodus obliquimargin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 ee tig heme ni 全 

4。X44，CD 403175120; 5. X36， CD 403/77405, 4 了 tre in? t vet a 站 

65 7。 Icriodus sp- D (TEAL pyeTesik af dydoei) a canal Qs ahi 
X33, $n72/75117; CD205/75116, 六 aia La! ae ‘ 

9. Icriodus brevis Stauffer, 1940 , DT Sen 局 二 于 4 

9a。X70; 9b. X80; 9c. X36, HL15-13/75 140 MHD vba es Wiest eta oe 

_ Ieriodus introlevatus Bultynck, 1970 it ARoegua- aver Lejies 
 437,0D 408 /75113, Se 

1l. Icriodus beckmanni Ziegler, 1956 

45, CD482/75111, 
(12. Iertodus difficil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Ez 

X37, CD390/75112. 

{ Lonemonnee 

- iy 

; 版 10 oo 全 24 > 5 we 二 

. ce s ? 4 ’ . * 

- Hibbardella aurita Sannemann, 1955 

39, HL-13e/77407. 
2. Ieriodus sp. A : <*] dom, 4 aoamertt av 

X33, CD101/77408, yb SER 
3. Icriodus sp. B eb LP be >, 

X33, Xm16-2/77409, 
4. Icriodus sp. C oR 295 tagH me Sabet as 

X33, CD114/77410, f 
5,6. Icriodus alternatus Branson et Mehl, 1934 

%36, CD351/77411, CD354/75121, 

~ 

7. leriodus cornutus Spares, 1955 有 

X40, SL-2/75119. ay TH Ste TtAbeGy tee ft dn eke 

8. Icriodus cf. expansus Branson et Mehl, 1938 Ts ik 

40, CD350/77412, 后 

9—12. Icriodus symmetricus Branson et Mehl, 1934 wa Sage 

9—11. X36, ene CD370/75115, CD370/77414; 12. x40, oDs70/27415 
13. Plectospathodus sp. A 

X36, HL-13h/77416, 
14. Plectospathodus heterodentatus (Stauffer, 1938)». v7 

%33, CT5-1/77417, . dt oy 
15. Plectospathodus sp. B . ate Lit 

%36, CD363/77418, " tare us ia 
BRT eis 

onod ng 3 i»! 

图 版 11 LV 1 

y ona Ee"! 

1.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1934 t ‘ x 
X33, CD348/77419, 

2, 3. Ligonodina panderi (Hinde, 1879) 



= 
PO el eee 

Ay 

15. Nothognathella sp. D 

%36, CD369/77420, CD370/77421, 
4. Lonchodina discret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36, HL15-13/77422. 
5. Ligonodina bidentata Wang et Wang, 1978 

X36, SL-17/77423, 

6, 7. Ligonodina monodentata Bischoff et Ziegler, 1956 

%36, SL-30/77424; SL-22/77425, 
8,9. Ligonodina gracilis (Huddle, 1934) 

 %36, CD440/77426, CD440/77427, 
(10. Hindeodella subtili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36, CD381/77428, 
11. Ligonodina sp. B 

X36, CD427/77429, 

12. Ligonodina pectinata Bassler, 1925 

% 36, CD384/77430, 
13. Ligonvdina sp. A + Pr 洒 

又 36，CD424/77431。 

ee 版 12 

1，2. Nothognathella postsubleavis Helms et Wolska, 1967 _ - 

1. X40, SL-20/75128; 2. x33, CD299/77432, 

3. Nothognathella condita Branson et Mehl, 1934 

%40, HL15-13/79124, 
4,5. Nothognathella sp. B 

X40, CD376/77433, CD376/77434, 

6. Nothognathella abreviata Branson et Mehl, 1934 

X36, CD370/79123, 

7. Nothognathella sp. E 

X36, CD376/77435, 

8, 9. Nothognathella sp. C 

8. X36, CD376/77436; 9a. X70, 9b. X36, HL15-8/77437, 

10. Nothognathella typtcalis Branson et Mehl, 1934 

10a. X36; 10b. X70, CD353/75125, 
Il. Nothognathella towaensis Youngquist, 1945 

lla. X36; 11lb. X70, CD350/75127, 

_12—14. Nothognathella klapperi Uyeno, 1967 

12. X33, CD225/77438; 13. x36, a ces 14a- X36; 14b. x70, CRTs 

%*36, CD376/77440, 

16. Nothognathella sp. A 

X36, CD376/77441. 

BH m 13 

1,2. Neoprioniodus postinversus Helms, 1959 

%36, SL-24/77442, SL-20/77443. 
3, 4. Neopriontodus smitht (Stauffer, 1938) 

X36, SL-18/77444, SL-2/77445, 

5—7, 10. Neoprioniodus armatus (Hinde, 1879) «+ ,«: 

55 6. X36, CD460/77446, CD425/77447; 7. X33, $n 72/7748; 
8. Angulodus sp. B 

X36, HL-14¢/77449, FEM LFASRA 
9. Trichonodella blanda (Stauffer, 1940) 

X33, CD166/77450, 

10. X33, CT3—4/77451q. 



Il, 

12. 

13. 

15. 

16. 

14. Lonchodina arcuat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36, CD370/77452, HL15-13/77455. 

Angulodus sp. C 

X33, CD162/77453, 
Angulodus gravis Huddle, 1934 oe 

X36, CD407/77454, 

Lonchodina sp. B 

X36, CD299/77456, 

Lonchodina sp. A 

%33, XD15-8/77457. 

17. Polygnathellus multiden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48, CD376/75126, 

图 版 14 

1. Neorhipidognathus sp. C 

X36, CD350/77458, ; 

2, 3. Neorhipidognathus sp. B of De ‘S| 
X36, CD370/77459, CD434/77460, 

4. Neorhipidognathus sp. A VOR! aaeigw oo az 
X36, CD432/77461, SbF VTVORS 

5, 6, 8. Neopriontodus sp. A rane ohen 

X36, HL14-3/77462, CD350/77463, Xm24-11/77465, 
7. Neoprioniodus alatus (Hinde, 1879) 

X33, W6-6018-10/77464, 

9, 12, 13. Synprioniodina alternata Bassler, 1925 2 

36, CD409/77466, HL-13L/77469, CR 

‘10, 11. Synpriontodina sp. 

X36, CD370/77467, CD370/77468, 

14. Neoprioniodus excavatus (Branson et Mehl, 1933) 

X33, CD169/77471, 县 全 Bde: 
15. Falcodus sp. B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piel tdok 

33, CT5-5/77472, 
16. Nabpelaniodne sp. B SEL 3s 

X33, CT3-2/77473. 

V7, dD oli Opoa ih ieebee accel eS5(tC 6 

图 版 15 

1, 10. Ozarkodina homoarcuata Helms, 1959 

X36, CD431/77474, SL-20/77482, 
2. Ozarkodina sp. B 

%36, HL~14a/77475, 
3, 4. Ozarkodina denckmanni Ziegler, 1956. meus 

%33, WL7-7/77476, WL8-12/77477, x ’ 
5, 6. Ozarkodina rhenana Bischoff et Ziegler, 1956 

%36, CD332/77478, CD334/77479, 

7. Bryentodus sp. A 

X33, W6-6018-10/77480, 

8, 9. Ozarkodina kurtosa sp. nov. 

%33, WL21-2/75129 (Holotype), XD16-2/77481. (Paratype). 

ll. Ozarkudina sp. A 

%70, HL14-23/77483, 
12. Ozarkodina regularis Branson et Mehl, 1934 

%36, HL15-7/77484, 
13. Ozarkodina cf. versa (Stauffer,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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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0, CD424/77485, 
14. Ozarkodina ortus Walliser, 1964 

X70, CD358/77486, 

15. Nothognathella abnormis Branson et Mehl, 1934 

X70, HL-15f/77487, 

16. Centrognathodus sp. 

16 a.X36, 16b. X70, CD 350/77488, 1 di =a 

图 版 16 

1. Panderodus valgus (Philip, 1965) 

X40, CD114/77489, 

2, 7. Pelekysgnathus planus Sannemann, 1955 

..%80, CD350/75183, CD350/77491, 

3, ll. Pelekysgnathus serrata expansa Wang et Ziegler, 1983 

X40, CD437/75185, CD437/75184, 

4—6. Pelekysgnathus serrata cf. elongata Carls et Gandl, 1969 

4. X40, CD436/77490; 5.80, CD432/75187; 6. X40, CD432/75186, 

8. Palmatolepis crepida Sannemann, 1955 

X41, CD350/75188, 

9. Panderodus cf. semicostatus Ziegler et Lindstrom, 1971 

9a—b. X80; 9c. X40, CD 155/77492, 

10. Neopanderodus transitans Ziegler et Lindstrom, 1971 

X40, CD 76/77493, 

版 17 

1,2. Panderodus pertstriatus Wang et Ziegler, 1983 

la—b. X36, Zn 26/77494; 2a—c. X36, 2d—e. X71, 2f, X102, CD466/75130, 
3, 4. Pandercdus practransitans Wang et Ziegler, 1983 

3a—c. X77, CD61/75131; 4a—c. X86, 4d—f. X170, CD 61/75132, 

版 18 

1, 2. Neopanderodus transitans Ziegler et Lindstrém, 1971 

1. X45, CD 76/77495; 2.52, CD76/77496, 

3—6. Panderodus semtcostatus Ziegler et Lindstrom, 1971 

3, 4. X71, CD 61/77497, CD 61/77498; 5, 6. X71, CD 56/77499, CD61/77500. 

ates : 图 版 19 
1, 2. Palmatodella xzca Sannemann, 1955 

36, SL-10/75133, SL-29/77501, 
3—6, 10. Palmatodella delicatula Ulrich et Bassler, 1926 

X36, SL-20/77502, SL-17/77503, SL-3/75134, Sn114/77504, CD350/77507, 

7, 8. Palmatodella sp. A , 

X70, CD 350/77505, CD 350/75135, 

9. Palmatodella sp. B 

X70, CD350/77506, 

11, 12.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 1879) 

*70, CD 373/75168, HL 14-21/77508, 

13, 16, 17. Palmatolepis marginifera subsp. Sandberg et Ziegler, 1973 

13.36, SL-19/77509; 16.80, S1-15/75153; 17a. X37; 17b. X80, SL-25/75154, 

14. Palmatolepts sp. 



x40, CD350/77510, Ty 39001 Ws mw 

15. Palmatolepi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1955 j Fe: 

X36, W6-6018-11/77511, pees ME ar ath 

; : py 
qe 

图 版 20 sets 00% AD" ANS a 
mt if 7 cd 

1. Pal matole pis coronata Miiller，1956 , ae iit f 

> pers | 1 

%33, W6-6019-3/75161, ar # GF ‘i 了 

2, 3. Palmatolepis foliacea Youngquist, 1945 : : se ob 

X36, CD 368/77512, CD 368/77513, Yes were; 1) , ven oe 

”4。 Palmatolepis cf. regularis Cooper, 1931 | ‘i, oat are 

X36, CD 350/77514, ui" ind lent : SR i! 

5—7. Palmatolepis sihongshanensis (sp. nov.) oaeclo Fatal A Fhe! 

5.36, CD350/75156, Bi/#i(Paratype), 6. X40, Op 371/73858. 下 ti 5 te 

副 模 (Paratype), ， Ha re 

8, 9. Palmatolepis crepida Sannemann, 1955 eye ES 二 

X36, CD350/77516, CD 350/77517,,) OTC) eae ghey 
4 pai? bes) Oe 1.0 'g TONS TLSERQO.., Fe 008 Th 08 

10. Palmatolepis cf. crepida Sannemann, 1955 ~ ei uae ee an he 

X36,CD 363/77515, : : z WE | 
any 

ii. fiero nti ag (Hinde, 1879) Lett scideastabitict ye’ poleees ness a tT 
— 1 ECRA 27 : a a) 2 rz oex 

12. Palmatolepis subrecta Miller et Walaa ay ey Ta | ‘8 en Pais pe 
prbea dt» migaS.2 : 

X36, W 6-6018-10/77519, - aah me it 

13, 14. Palmatolepis aff.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ist, 1947 _ 

x36, CD 358/77520, CD 361/77521, 

Rs. ip. 

aa i Ali gs: 5 19 yonW wit vo! 

‘ DEE AHDO SGC At el VSR 18 -* DE. GEM .3-- KS PrOReR\ OE ¢ 

1. Palmatolepis disparalis Ziegler, Ride dey st Johnson, 1976 gm- ve 

X80, HL-14a/75136, x Der ELOY Se om ; 

2, 3. Palmatolepi: minuta elegantula Wang et Ziegler, 1983 1 

40, HL-15g/75142, HL-15g/77522, i he 
4. Palmatolepis tenupunctata Sannemann, 1955 al By 

80, CD 350/77523, 

¢ 
‘ 

5 一 7。 Palmatolepis cf. regularis Cooper, 1931 (R} mortehais 1 rol gers an & 

55 6.36, SL-3/77524, SL-2/77525; 7. X67, CD 350/75170,. ANT oe: 
8, 9. Pal matole pis delicatula delicatula Branson et Mehl, Bae for guS Nt 本寺 

义 40，W6-6019- -4177526， ‘W6-6019-3/77527, °° Se i eo 
10—16. Palmatole pis foliacea Youngquist, 1945 

10.%40, W6-6228-2/77528; 1113. X37, CD,366/77529, CD.366/75165, CD 363/77530; 14. 
13/7531; 15. X36, CD367/77533; 16a. X36! 16b. X200, CD365/77532, Be 

Jtesmonagé aor eiight 

IT dere 
图 . 1 1 slvveotish sth anemin® 。 

te ye bELE TAS (人 VIA Oe 

1, 2. Palmatolepis perlobata 证 Ziegler, 1962 A .q2 etishete Y 
X40, SL-20/75155, SL-17/77534, 2212T ORE GO AOC ORE We 

3. Palmatolepis perlobata schindewolfi Miller, 1956 qe teat , 2 : | 
%40, SL-27/77535, «0? Ct) OReG a 0 个 | 

4. Palmatole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1934) ， f : amt shy ahd aie aA St iu 
X40, W6-6019-15/77536, IIS-EL GA (40009) Ot 

5—7. Palmatole pis hassi Miller et Miillery 1957 vers ii NVS oC), 08) CELT 
%36, CD367/77538, W6-6019-1/77539,,CD368/7754hs. ,; Terie or ta 12) BOSE 

8—I11.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1947 1 acm 总 2 ， 
8, 9.X36，CD362177537，HL15-10177540; 10a.X65; 10b. x36, CD362/77542; 11. x33, CD225/75164, 



图 版 23 

1 一 4。 Palmatolepis subrecta Miller et Youngquwist, 1947 

X36, CD 362/77543, CD 362/77544, CD 362/75159, CD 362/77545, 

5, 6. Palmatolepis hasst Miller et Miiller, 1957 

X36, CD 362/75171, CD362/77546, 
7, 8. Palmatole pis tenuipunctata Sannemann, 1955 

X78, CD 350/77547, CD 350/75169, 

9, 10. Palmatolepts triangularis Sannemann, 1955 

9.X33, W6-6019-3/77548; 10.x65, CD354/75162, 
11, 13. Palmatolepis gigas Miller et Youngquist, 1947 

X40, CD367/75163, CD368/77550, 

12. Palmatolepis unicornus Miller et Yepngatag. 1947 

x40, CD362/77549, 

A hm 24 

1, 2. Palmatolepis glabra distorta Branson et Mehl, 1934 

X36, SL-26/75149, SL-26/77551, 

3 一 7。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ata Ziegler, 1962 

X36,SL-11/75150, SL-27/77552, SL-17/77553, SL-23/77554, SL-17/77555, 

8 一 11。 Palmatolepis glabra lepta Ziegler et Huddle, 1969 

X36, SL-30/77556, SL-30/75151, SL- 28/77557, SL- 017 73 各 

12, 13. Palmatolepis glabra acuta Helms, 1963 : 

X36, SL-13/77559, SL-13/75152, 

14—16. Palmatolepis marginifera marginifera. Helms, 1959. 

14.X40, SL-19/75145; 15, 16. x36, SL-20/77560,-SL-20/77561, 
17, 18. Palmatolepis perlobata schindwolft Miller, 1956 

- 17.%36, SL-19/77562; 18. X40, SL-8/75167, 
~? 

a 

Bm 2s : " 
1 一 3。 Palmatolepis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 1955 

X33, W6-6019-16/77563, W6-6018-1/75143, W6-6019- 16/77564, 
4. Palmatolepis delicatula cla,ki Ziegler, 1962 

X36, CD354/75139, 
5. Palmatolepis cf. quadrantinodosalobata Sannemann, 1955 

X36, W6-6020-2/77565, 

6. Palmatolepis poolei Sandberg et Ziegler, 1973 

X36, SL-4/75144, 
7, 8.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1979) 四 

X40, CD 374177566，CD 374177567， 幼 年 期 标本 。 mr te 
9, 10. Palmatolepis cf. subperlobata Branson et Mehl, 1934 / Pee eS 

X36, CD350/77568, CD 350/75138, 

11—19. Palmatole pis subperlobatd Branson et Mehl, 1934 

X36, CD 350/75160, CD 350/77569, CD 350/77570, W 6-6019-14/77571, CD 350/77573 Gk-BARKR 
后 遗失 )，CD 350/77572, CD350/77574, CD-350/77575, CD 354/77576, , at 

图 版 26 
1. Palmatolepis gracilis gracilis Branson et Mehl, 1934 

X33, Sn115/75141, 
2, 3. Palmatole pis gracilis sigmoidalis Ziegler, 1962 

X33, Sn116/75140, Snl'16/77577, 



4。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Helms, 1963 

%36, $n19/75148, = 
5 一 8。 Palmatolepis minuta minuta Branson et Mehl, 1934 人 

% 36,Sn30/77578, SL-3/75146, SL-12/77579, SL-8/77580, ° , ats hentai aiehes 3 

9, 10. Palmatole pis minuta schleizia Helms, 1963 a Ty ex 

X36, SL-19/75147, SL-17/77581, 4 wd alge omelet 
11—13, 15, 16. Palmatolepis proversa Ziegler, 1958 av WD gebaee 

11—13.%36, HL-14£/77582, CD370/77583, CD368/77584;. 155, 16. x45, ©D370/75166, HL15-8/77586, 
14. Palmatolepis punctata (Hinde, 1879) | REID ot 

X45, CD374/77585, 80 ating! an 和 0) bt 
- 5 olga BUF TERI 

oY 3 . ae oe Pe 
版 27 NI CUPID AR 

ttn at iq obese :CI 
1. Pandorinellina steinhornensis steinhornensis (Ziegler, 1956) : Lott CORD OP ae 

33, CD73/75180, Ker eee 
2—6. Pandorinellina optima postexcelsa Wang et Ziegler 1983 

X33, CD76/77587, CD76/77588, CD76/75176, CD76/75177, (Holotype), CD76/77589, 

7. Pandorinellina optima optima Moskalenko, 1966—Pandorinellina optima postexcelsa Wang et Ziegler, 

1983 :村 mn vies Tut yoke 4 ae 
X33, CD 76/77590, pertia ob) ELSE 

8, 9. Pandorinellina optima optima (Moskalenko, 1966) Snip eins lodnevtladic: sft 

%33, CD46/77591, HL-4a/75147, Sasre 2 OCCT LTTE be 

f N iw ‘ y _ , uae sabres Pah 的 fi 

; Le : 地 5L= .到 1 Fis 

图 版 28 i YOUse tat Ral 

T\ Et ee SBE Re Fee 1—3. Pandortnellina exigua midundenta Wang et Ziegler, 1983 ; 
Loaunww tol, . OF Ri 

1. X36, CD61/77592;2, 3. X33, Zn 14/75179, Zn 14/177593。 

4 一 6。 Pandorinellina expansa Uyeno et Mason, 1975 iy thas) es oe 

X33, CD 95/77594, CD 6/7595, Xm 3-3/75172, Dietitians 
a ‘oY. eB, BE SAR 

7, 8. Pandorinellina exigua exigua (Philip, 1966), P element 

X33, HL-2d/75175, HL-2d/77596, & 
9 一 11。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angxiense (Wang et Wang, 1978) 、 

9, 10. X36, HL-3g/77597, HL-3g/77598; 11.. X40,HL-2i/75173, 

: wei vi! yo loiper ta .f-—Do" 

- 9 E 11-05 00-7 | REOe 
图 版 id Sey 249.9 Lone et im 

1, 2. Polygnathus gronbergi Klapper et Johnson, 1975 _ ¥ ae 人 
X33, WL8-12/77599, WL8-12/75200, vig oot pan; 

3, 4. 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et Jackson, 1967 whi: Bo 

X33, WL7-7/77600, Sn8/75191, in, sto nae bah 

5, 6. Polygnathus inversus Klapper et Johnson, 1975 . o ae . 

X33, $n54/75197, XD17-9/75198, Path ae pray = - 
7—9. Polygnathus aff. perbonus (Philip, 1966) 

X33, WL25-6/77601, WL26/75194, 
10—14. Polygnathus perbonus (Philip, 1966) 

_%33, WL 8-12/77602, WL 8-12/75193, WL 8-12/77603, Sn 13/75192, WL 8-12/77604, 
15. Polygnathus pirencae Boersma, 1974 

%37, HL-2¢/75225, 

Sart 1 入 ee 

. 7 4 和 

AJ righ ; 

| 

tx 

a 版 30 

1. Polygnathus gronbergi Kiapper et Johnson, 1975 
*39, CD 116/75199, 

2. Polygnathus laticostatus Klapper et Johnson, 1975 
X39, CD470/75196, 



3。 Polygnathus cf. norrist Uyeno, 1967 

«38, CD350/75261, 

4, 5.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1975 ; PG 

X40, CD 460/75233, CD 449/75234, a AA, i 
6. Polygnathus serotinus Telford, 1975 

X40, CD 460/75235, 

7. Polygnathus aff. perbonus (Philip, 1966) 

X39, CD474/75195, 

8.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X38, CD 407/75257, 

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w morphotype Bultynck, 1970 

%33, CD 175/77605, he - ie 

图 版 31 

1. Polygnathus laticostatus Klapper et Johnson, 1975 

X33, $n52/77606, Hues@ om 
2. Polygnathus costatus partitus Klapper, Ziegler et Mashkova, 1978 

X%36, CD 443/75202, 

3, 4, 9. Polygnathus costatus patulus Klapper, 1971 - 

3. X33, Sn 69/77607; 4. X39, CD 443/75201; 9. X37, CD'437/75204, 

5, 6. Polygnathus costatus oblongus Weddige, 1977 ¢ 

33, CT 4-7/75206, CT 4-7/75207, 

7, 8. Polygnathus costatus costatus Klapper, 1971 

X33, CT5-2/75205,CT4-7/77608, : 

10, 11. Polygnathus c. costatus Klapper, 1971-P. dd bite adtieal Wittekindt, 1966 

X37, CD 435/77609, CD 432/75210, * 

12. Polygnathus kendalli Johnson et Rlepp st 1981 

%40, CD 462/75230, 
13. Polygnathus costatus cf. patulus Klapper, 1971 

%37, CD 425/75203, 
14. Polygnathus aff.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33,Sn 75/77688, 

版 32 

1, 2. Polygnathus communis dentatus Druce, 1969 

}. X40, SL 26/75219; 2.x70, SL 20/77610, 
3, 5, 6. Polygnathus xylus ensens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36, CD 399/77611, CD 392/75258, CD 399/77613, 
4. Palmatolepis minuta loba Helms, 1963 

31, CD350/77612 〈 标 本 丢失 )。 
7, 8. Polygnathus eifli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36, CD 416/77614, CD 404/75228, 
9. Polygnathus xylus cf. ensens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X37, CD 404/75229, 
10. Polygnathus aff. eiflius Bischoff et egies, 1957 

X36, CD 422/77615, 
-11—14. Polygnathus pseudofoliatus Wittekindt, 1966 

11—13. X45, CD 428/77616, HL 11-12/75231, CD 428/75232; 14. X33, CYT 2-1/77617, 

版 “33 

1, 2. Polygnathus xylus xylus Stauffer, 1940 

1. X36, HL-14a/77618; 2a. X38, 2b. X40, HL 12-7/75254, 



‘ 

3—6. Polygnathus varcus Stauffer, 1940 ne ? od 

X40, HL 12-7/75251, CD 388/77619, HL-13g/77620, CD 379/75252, Apr ste.3 anand re on 

7—9. Polygnathus timorensis Klapper, Philip et Jackson, 1970 — SER LORD) ats atid se) 

7, 8.36, CD 386/77621, CD 388/77622; 9.x50, CD 387/75236, °° 7! son er ates 
10. Polygnathus ansatus Ziegler et Klapper, 1976 4 re Ba Ne a2 

X50, CD384/75213, ; eet pelrdt) Oh i iy te 

ll. Polygnathus sp. A oe? 4 ea Ml 

X41, CD 372/75214, ， a08nn te) aepqslA yah gous. in a tym in 

: a . 

EL lel go Mm shai sem poltugaal Pen ar 

= 版 34 

1，2. Polygnathus sp. C ; 

* 32, Te CD376/75224, if 2. 5 c 
3, 4. Polygnathus angustipennatus Bischoff et Ficgles, 1957 1 

X37, CD 435/75222, CD 435/77623, La 19 td 
5，6，8，10.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1938 

5 a. X33; 5b. X37, CD 370/75226; 6, 8. X37, \CD370/77624, HL-196/77626; 1 

7 Polygnathus cf. timanicus Ovnamanova, 1969 — 5 

%37, CD374/77625, TCL asiggal A inl ang arent 
9. Polygnathus dengleri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0 1008S ah aD tex 由 0 

X36， CD376/77627 (标本 丢失 )。 . . (Tel .owibhaW 4 Hei aaa 局 

11，12. Polygnathus procera Sannemann, 1955 VORAT\ Ch 1D POSER 

lla. X40; 1lb. X37, CD376/75255; 12.35, CD369175256。 a ‘lat: Senate 
13—17. Polygnathus angusticostatus Wittekindt, 1966 BURR ee tf. 208 

%3%, CD 437/77629, CD 437/77630,/CD.437/77631,,CD si iia 0D 424/752125 : 

Ec2n ses a 0 wean ws 

Met ba a) Feat = S : 
; I oa 计划 可 | 

1. Polygnathus latus Wittekindt, 1966 

X45, CD376 (FRA IAR Alt) 0 Zan Pal wesS. 1H Yous 
2, 3. Polygnathus trigon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2. K70,CD 409/75263; 3. %33, CT 3-11/75262, 

4. Polygnathus robusticostat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X37, CD409/77633, cf x. & 
5—8. Polygnathus guangxiensis Wang et Ziegler, 1983. 

5y 6. X37, CD 434/75240, CD 425/77634; 7. x33, Zn,36/776353 ， 8.X X37， CD 424/ 1524 
9, 10. Polygnathus webbi Stauffer, 1938 pte atte shoe sz Lest tae ‘ Poe : 

9% X45, ea tle bigs 10. %33, CD37 817924295, ys 1& soheoiS: ivesien. salen wd ek 

a £dTT)-RE CID. BITES EOE GD ‘riot bt 

cotta adot yoi 如 
bd 图 版 36 aes ah) STR 的 

1—4.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a jorphotype Bultynck, 1970. hee By. “A v 
X33, Sn 60/77636, CD 175/77637,, ,CD 443/75260, CD 171175259。 站 

5—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8 Hicohuty pe Ziegler et “Klappes ci Seg ahs 
5. %36, HL~13a)77638; 6 7.X33, CT2-2/77639, CT2-1/77640; 8. X40, comer} 9. 3%, H 

’ TP 13h/75266, 
i cer 1 

10.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r morphotype Bultynck, 1976" iigies 让 Tie Gwe: bi 
x40, CD 78/1526, sang «kang ero be it et he On ae 这 ea -™ “hea 

a 版 37 x % 
1—3. Polygnathus cristatus Hinde, 1879 

1. %36, HL14-3/75238; 2。X36，CD376175239， 晚 期 类 型 3. X70, HL13- ATLA}, Vibert ai 
4 Palmatolepis disparalis Ziegler, Klapper et Johnson, 1976 和 

勾 40,HL14-3175137， 反 口 面 有 底板 , 浸 纶 后 在 镜 下 可 见 三 角形 的 基 腔 。 



5 一 7。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1964 

5. X41, CD376/75217; 6—7. X37, CD g76/75246, CD fap l77642. 

8, 9. Polygnathus benderi Weddige, 1977 

X37, CD 427/77643, CD 427/75211, 

10, 11.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asymmetric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X41. CD 376/75215, CD 376/77644, 

版 38 ate 

1, 2. Polygnathus communis quadratus (subsp. nov.) Mabe 

"X33, CD 332/77645, CD 332/77646, 7E# (Holotype), 
3—5. Polygnathus communis communis Branson et. Mehl, 1934 

X33, CD 327/75272, CD 327/77647, CD 327/75273, 
6, 7. Polygnathus excelsacarinata (sp. nov.) 

X33, CD 314/77648, CD 313/75218, 
4 8, 13. Polygnathus glaber bilobatus Ziegler, 1962 

P X33, Sn103/75270, Sn88/75248, 
| 9. Polygnathus glaber glaber Ulrich et Bassler, 1926 

33, Sn 88/75271, 
10—12. Polygnathus glaber medius Helms et Wolska, 1967 s 

10. X36, SL-20/77649; 11, 12. X33，CD 299/75250, Sn 103/75249, 

14.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asymmetricus Bischoff et Bears 1957 

” X70，HL14-31/77650， 幼 年 期 标本 。 
15. Polygnathus asymmetricus ovalis Ziegler et Klapper, 1964 

X70，HL14-31/77651， 幼 年 期 标本 。 
16, 17. Polygnathus vogest Ziegler, 1962 

X33, Sn 114/77652, Sn 114/75274, 
18. Polygnathus angustidiscus Youngquist, 1945 

X33, Zn 35/75190, > 

; 图 版 39 

1.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cx morphotype Wang et Ziegler, 1983 

X33, XD15-20/75209, 

2. Polygnathus germanus Ulrich et Bassler, 1926 Y 

; X37, SL20/75264, 

3. Polygnathus angustidiscus Youngquist, 1945 

X38, CD376/75253, 

Schmidtognathus pietzneri Ziegler, 1966 

X38, HL14-2/77653, 

5. Polygnathus aff. fallax Helms et Wolska, 1967 

esd, Olle) 75237 。 

6,7. Polygnathus cooperi subsp. A 

X40, CD 431/75221, CD 440/75220, 
8.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bultyncki Weddige 8 morphotype Wang et Ziegler, 1983 

X41, CD 448/75208, 
9.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6” morphctype Ziegler et Klapper, 1976 

X37, CD 378/77654, 

10—13. Polygnathus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Hinde gamma morphotype Bultynck, 1970 

10, 11. X37, HL11-13/77655, HIL11-12/77656; 12a. X37, 12b. %70, CD377/77657; 13. x*80,.CD377/ 

75268, 
14. Polygnathus granulosus Branson et Mehl, 1934 

X40, $L23/75265, 



1. Ozarkodina semialt. rnans: (Wirth, 1967) 1 ms m mains cnanrtin inpl gaping 

X45, HL-13e/77658, 和 SYS aD oem an 

2. Schmidtognathus cf. hermanni Ziegler, 1966 pie Me 

X36, HL 14-16/77659, 8 Mh ”Qi 
3. Polygnathus decorosus Stauffer, 1938 ; a 

X36, CD372 (RAMREER)> yg a 
4. Polygnathus sp. B Ra ‘ 

X70, HL-15g/77660, 
5 Pandorinellina steinhornensis miae Bultynck, 197. edad) ob * oman nie sy 

x40, CD 474/75178, ogra ful) 83 .a aNTRRE be a) i tak 

6, 9, 10. Polygnathus germanus Ulrich MRR Deis ds 1926, >.> A viene iden ee 

6, 9. X37, HL14-9/77661, HL 13-20/77662; 10. X33, Sn91/77663, 上 
7. Protognathodus collinsoni Ziegler, 1969 cm Cav agne tae > ate niet 

7a. X70, 7b. X74, Sn119/75285, / "ARES Ane 
8. Polygnathus cf. alatus Huddle, 1934 Smee AalgoiX smnadoted TAN 

X40，HL 13-20g175189。 Sage n\ande One 
ll. Ozarkodina immersa (Hinde, 1879) + aye oy, can 

12. Pandorinellina optima options. prea saree Pandorincllina, optima mx 0s 

bACL oe reqqnkil » el 45 art 1 >a § Secghen sp aks aah K rs. 

“Reatt ate 10 UESESIPTE GD CEO ..Trsib 5 (627809 ite 

图 版 40 et. sg bbuW a ato aes 上 

和 dep baru a) ie . 

X36, CD 353/77665, : ii 
s 

Ziegler 1983 Copenkemme ORgeC\earGao «Ex th gl! ‘ero gid 
X38, CD 61/77664, Teh ,zoineih ge, to: sail Yet et stem any eh to ; is 

13, 14. Plectospathodus extensus extensus Rhodes, 1953 Perk ey + OTARE\E Zee: 
35; CD 192/77666, CD 192/77667, NCL case pad WH se tly sik cYewo wt iavamit nm ‘an ay yh) 

15. Plectos pathodus alternatus Walliser, 1964 = =~ AREA 1 
X36, CD 442/77668, $0@! .s9igs nt Ragen 

16, 17. Plectospathoid elements 0, CHUSER AID ae ae 1 wey rt 

X40, HL 14-3/75182, HL 14-3/75181, CPO yteipyavoY wo 3 fat 

68 -所 
1,2. Trichonodella extensus lacertosus Philip, 1966 图 

图 版 41 

X33, CD76/77669, CD 92/77670, , , sy 
3. Hibbardella latipennata Ziegler, 1959 MILER LA CL 

X36, CD 370/77671, . 7 . jes bagi: 
4. Seutula bipennata Sannemann, 1955 rei "ei Sau sen! 4a nse lias acetal ri 下 

70, SL2/75275, ‘ . saree a aot 
5. Seutula venusta Sannemann, 1955 Tt) Sn eee rhe 

X70, CD 350/75276, eed ota te he ‘sion be Heh 
6. Schmid tognathus hermanni Ziegler, 1966 sats feats ‘7 Oh a erie ar oe vp 

%38, HL14-5/75288, Putte hae 
7. Schmidtognathus wittekindti Ziegler, 1966 “Sor ~ . 证 

%33, Xm 24-11/75289, te 
8. Schmidtognathus pictzneri Ziegler, 1966 . 

%40, HL. 13i/75292, Ih ceili 

: : 图 版 42 vA ryulod af 

1,3. Tripodellus robusta Bischoff, 1957 rr | t Abii OF 
+ °)9N% 33, W6-6019212/77672; 3. 36, SLI7/75280, 01 

2. Diplododella sp. 2 

4,5. Tripodellus flexuosus Sannemann, 1955 

%36, CD444/77673, 



X36, SL20/77674, SL20/77675, : 

6, 7. Trichonodella excavata (Branson et Mehl, 1933) 

X33, CD 110/77676, CD 109/77677, 

8,9. Ozarkodina cf. treptus (Ziegler, 1958) 

%38, CD 370/75277, CD 370/75279, 
10—12. Tortodus kockelianus kockelianus (Bischoff et Ziegler, 1957) 

X38, CD 409/75281, CD 422/75282, CD 409/77678, 
3, 14, 17. Tortodus kockelianus australis (Jackson, 1970) 

38, CD 431/75286, CD431/75287, CD 424/75283, 

15, 16. Tortodus obliguus (Wittekindt, 1966) 

X38, CD 430/77689, (4A), CD417/75284, 

版 43 

1. Drepanodina subcircula:ts Wang, 1981 

X33, WL 23-5/77679, 
2. Gen. et sp. indet 

*36,CT2-2/77680, 

3. Acodina curvata Stauffer, 1940 

X36, SL19/77681, 
4. Trichonodella symmetrica (Branson et Mehl, 1933) 

X36, CD 486/77682, 
5. Acodina lanceolata Stauffer, 1940 

X33, CD15/77683, 
6, 7. Gen. et sp. indet. B Wang et Ziegler, 1983 

X33, WL 8-14/77685, WL 8-21/75291, 

8. Gen. et sp. indet. A. Wang et Ziegler, 1983 

8a—b. X33; 8c.X41, WL 8-26/75290, 

9, 10. Trichonodella inconstans Walliser, 1957 

33, WL 10-2/77684, WL 8-21/77686, 
11. Trichonodella sp. 

lla. X33, 1lb. X36, WL 8-1/7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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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象 州 大 乐 泥 贫 纪 大 乐 组 
PR ESE RE 

RES” Th ABA 

Bil ll 

RIN ARH Ye 2 tt ee ws TR BB, Oe KA (1975), 

MS (1977), ES (1979), AMES (1979, 1982) 分 别 进行 过 报道 和 研究 ;其 
中 以 侯 、 鲜 二 氏 研 究 最 详 。 他 们 根据 石 燕 类 的 发 育 和 分 布 特征 ,为 大 乐 组 识别 出 上 \ 中 、 下 

三 个 腕 足 动物 化 石 带 。 笔 者 在 此 工作 的 基础 上 ， 着 力 揭示 大 乐 组 腕 足 动 物化 石 的 整体 面 

Tio EES (1986) 已 措 记 了 大 乐 组 下 部 Trigonospirifer trigonata #3 (By BERS Sub-, 

trigonata tH) 的 脏 足 类 化 石 。 本 文 研 究 的 化 石 ， 则 来 自 大 乐 组 中 部 Otos pi- 

rifer shipaiensis 带 , 系 咏 咖 段 所 产 。 这 部 分 化 石 是 王 钰 先生 于 1978 ERIE RRA. ERM 

，， 源 、 阮 亦 萍 、 穆 道成 、 王 志 浩 及 闻 国 敦 、 戎 嘉 余 等 同志 赴 广西 象 州 大 乐 地 区 在 大 乐 剖面 上 采 ， 
获 的 。 经 作者 研究 ;共计 8 属 10 种 (其 中 4 未 定 种 ，! 新 种 ): ”Xemcoiiropjia cf. steno- 
sulcata Wang et Rong, X. sp., Nadtastrophia nitida Wang.et Wu, Ambocoelia?sp.,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4. wangi sp. nov., Howellella sp.,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和 Barbarothyris? sp.oifF 

Ape th DE Otospirifer BLBALES (LHE— FO! shipaie nsis, BAA 340 
ME Fe 10 KH TE 44) 其 次 为 Athyrisina 属 ( 包 括 A. bifurcata, RAHA 105 BK 

Wass 2 枚 和 ; A. wanes RMA 32K WH) 另 有 少量 的 扭 月 贝 类 ,包括 Xenostrophia 

(站 .FEcfe stenosulcata RAMA K, X. sp. RAMA 2 枚 ) 和 Nadiastrophia(N. ni- 

tida BARA 1H) ; 石 燕 类 的 Howellella (Howellella sp. BAAS KK), Amboco- 
elia’ (Ambocoelia? sp. BiG hRA 22 KL). Howittia (AH. quadriplicata BAA 82 . 枚 、 

PASE 1 LAE 1 HL) 和 穿孔 贝 类 的 Borbraorthyris —IR(Barbarothyris? sp， 铵 合 标本 
9 村 杭 )5 :与 大 乐 组 下 部 Trigonospirifer trigonata 带 的 腕 足 类 化 石 相 比 ，- -Orzrospirijfcr 

Shipaiensis 带 腕 足 动物 分 异 度 较 高 (插图 l)o BA Nadtastrophia, Athyrisina,y Howitt- 

ia 等 属 在 两 个 带 都 有 出 现 , 但 种 的 成 分 有 差异 ,例如 在 :7rigomospirijer trigonata Hr AY 
Athyrisina alumna Wang, Rong et Chen, HAN GEA, HHA 1 或 3 78, HEE 2 或 

4 SMFS 6 KH. RAD Ms RRR.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带 出 现 

*# 陈 秀 琴 、 戎 嘉 余 ”中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RBA “广西 壮族 自治 区 地 质 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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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A. BR. TLD PA eee KK 3 一 7 BB, SBA 15 一 20 
条 的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相 比 ,两 种 的 特征 显然 不 同 。 而 且 ， 在 Trigo- 

nospirifer trigonata 带 出 现 的 最 典型 的 Trigomzoszpirifer —BAK Desquamatia,Acro- 

sbirifer 等 属 的 分 子 没有 延续 到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H, ih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带 以 众多 的 Otospirifer 为 代表 ,又 有 Xenostrophia, Ambocoelia, Howellella 等 属 的 

分 子 在 下 伏地 层 中 也 尚未 发 现 。 从 而 说 明 ， Trigonospirifer trigonata #5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在 生物 演化 方面 婚 有 一 定 的 连续 性 ,又 各 自 具 有 独特 性 ,说 明 这 两 个 动物 群 各 

自 代 表 生 物 发 展 的 不 同 阶段 。 

属 种 名 称 〈Taxay) 1 让 aehnt Mos.) 

Xenostrophia cf. stenosulcata Wang et Rong oF 

Xenostrophia sp. 十 

Nadiastrophia ? sp. + TK 

Nadi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4 ， Way yey Bi | 

Desquamatia sp. <> da 

Ambocoelia ? sp. pais 

Athyrisina alamna Wang, Rong et Chen , 一 Ts htt ea BR -7 

_ A. bifurcata Wang et Zhu :各 + oe 

A. wangi sp. nov. . ae 

Howellella sp. Raa BS Pere eee a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 WSI vsti 

Trigonospirifer trigonata (Hou et Xian) + AK rd, 

T. transversa Wang, Rong et Chen + Shak ope 

Howttiia ? sp. , + fy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de W ais) 

Barbarothyris 2 sp. 

插图 1 PRRNKKERAA RAD RMA MOM [Correlation of brachiopods || 
between the Shipeng and Luhui Members of Dale Formation (Late Emsian ), Xiangzhou, Guangxi] … 4 

_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R LEG, ERIS (1979) BHR. AE, - 
BRC 1979 DKF YFG INA FR A CB A (oF APS HEAL ) GA BE Rl BES Leh I RE 
究 ? 对 Spathognathodus exiguus 和 Polygnathus declinatus TKRAWMHMs BRE 

WB) S. exiguus 在 北美 \ 澳 大 利 亚 只 见于 早 泥 盆 世 埃 姆 斯 期 、 而 已 declinatus & P. ins 
versus, P. serotinus 和 P.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3 个 种 的 密切 关系 并 HUH “BD 

排 组 的 石 朋 段 和 吹 咽 段 应 属 晚 埃 姆 斯 晚期 的 沉积 5” 晚 埃 姆 斯 期 包括 两 个 牙 形 刺 带 ! 2 
inversus “HH P. serotinus RE MRR MSs, AR ERY P. inversus RFR 

级 类 型 ,在 其 下 伏地 层 中 , AREA CARA RE, a RABE ROI OH BR 

TAMER AT Lie Bk 2h Bee SIT He I. AM EL BDAY FP. serorinus 带 的 下 部 5 
AS SCPE EOE FS «Ps Jd BE PAT) EB el A Se BS, RRR me 

图 件 , 王 文 武 同志 磨 制 薄片 , 邓 占 球 同 志 鉴 定 床板 珊瑚 ;, 王 成 源 同志 热诚 提供 牙 形 刺 资料 ; 

特别 是 已 故 的 王 钰 先生 及 投保 安 、 王 成 源 、 阮 亦 菠 \ 穆 道成 、 王 志 浩 等 同志 为 标本 的 采集 和 侍 

出 了 辛勤 劳动 ,一 并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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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 
HARE (Otospirifer) 一 属 是 侯 鸿 飞 \ 鲜 思 远 (1975,，65 页 ) 创 建 的 , 以 尖 角 状 的 主 端 

和 双 排 刺 瘤 的 微 壳 饰 为 主要 特征 而 区 别 于 其 它 相 似 的 属 o 志 留 纪 、\ 泥 盆 纪 石 燕 族 的 微 壳 饰 

不 仅 在 鉴别 科 属 时 具有 特殊 的 意义 ,而 且 对 研究 整个 石 燕 族 的 各 化 也 有 重要 价值 , 故 一 向 

为 古生物 学 者 所 瞩目 。 候 、 鲜 二 氏 发 现 的 Otospirifer 具 双 排 刺 瘤 ，5| 起 我 们 浓厚 的 兴 

Bo 笔者 对 Otospirifer 的 模式 种 O.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的 大 量 地 模 标 本 进行 了 

详细 的 观察 研究 ,从 微 壳 饰 的 性 质 , 尤 其 是 刺 瘤 发 育 状 况 人 手 , 探 讨 刺 瘤 、 特 别 是 双 排 刺 瘤 

的 成 因 和 存在 形式 。 

笔者 通过 电子 显微镜 对 保存 颇 佳 的 标本 的 仔细 观察 ， 发 现 所 谓 的 双 排 刺 瘤 是 相 临 两 

排 毛 发 状 细 刺 前 后 相互 交 结 , 镶 典 十 分 紧密 ,一 排 刺 的 顶端 ， 犬 牙 交 错 地 揪 在 另 一 排 刺 的 

两 根 刺 之 间 , 由 于 相交 处 两 排 刺 的 顶端 明显 加 厚 而 形成 凸 起 的 刺 瘤 ; 当 刺 的 其 余部 分 受到 

不 同 程度 侵蚀 时 ,两 排 刺 相交 处 加 厚 的 刺 瘤 便 较 好 地 显示 出 来 ,造成 微 壳 饰 呈 双 排 刺 瘤 的 

CREA 2 交 右 燕 类 其 它 一 些 形 态 近 似 的 属 , 如 Howellella, Acrospirifer, Trigonospi- 

rifer 等 ?虽然 也 发 育 毛发 状 的 梳 状 刺 , 且 刺 的 顶端 也 稍 有 加 厚 现象 ,但 均 无 这 种 前 后 两 排 
刺 瘤 革 密 和 镶 骨 的 相互 关系 和 发 育 型 式 ( 插 图 2)。 

搬 图 2 AR Otospirifer shiparensis Hou ct Xian 微 壳 饰 (Showing the micro-ornamen- 

tation of Os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y TRA Otospirifer 的 分 类 关系 , 笔者 对 世界 其 它 地 区 泥 盆 纪 石 燕 族 化 石 ， 如 

联邦 德国 莱茵 区 泥 盆 纪 arduennensis-intermedius 群 〈《Solle， 1953—1954), .捷克 斯 洛 

PRIHAK WH KIRA (Havlictk, 1959). 比利时 早 泥 盆 世 sarduennensis 动 

物 群 (Vandercammem, 1963), ES&S} pre-Saharien PK VERA AHA (Drot,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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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ee eds On Rec Ae IS eh ARR (Khodalevich et al., 1959), BAP‘ 
大 盆地 埃 姆 斯 期 Acrospirifer kobehama %i, Eurekaspirifer pinyonensis 带 和 Elythy- 

na 层 的 腕 足 类 〈(Johnson，1970) 等 , 作 了 详细 的 比较 ,并 注意 微 索 饰 构造 的 发 育 及 其 特 

征 , 均 未 发 现 具有 双 排 刺 瘤 类 型 的 微 壳 饰 。 FIRB Aik, Otospirifer 一 属 仅 在 中 国 南方 

报道 ,为 华南 区 特有 的 土著 分 子 代表 。 riley 

三 、 几 种 共 栖 关系 
共 栖 关系 是 指 两 种 生物 彼此 生活 在 一 起 ,一 方 选 择 另 一 广 的 都 分 过 画作 定居 点 , 且 从 - 

它 那里 得 到 好 处 (如 养料 等 ), 而 对 它 无 显著 不 良 影响 ,这 种 共 栖 关系 又 称 宿 生 关系 。 泥 盆 
纪 常见 的 喇叭 孔 珊瑚 (Aulopora) 固着 在 许多 类 型 腕 足 类 壳 体 上 ， 克 其 是 固着 在 石 燕 类 
的 壳 体 上 便 是 很 好 的 例子 。 

对 于 广西 早 泥 盆 世 脑 足 类 和 喇叭 孔 珊瑚 类 、 ee 58k ME ANIMA, DL 
往 一 些 作者 ( 张 守信 ，1959; 王 钰 、 戎 嘉 余 ，1986) 有 过 较为 详细 的 分 析 和 论述 。 ABTA 
知 * 腕 足 动物 一 般 是 用 肉 茎 固着 海底 或 以 壳 浴 负 卧 海底 上 营 底 栖 固 着 生活 ,它们 常 利用 水 
流 带 来 微生物 或 其 它 悬 浮 物 作为 食物 。 由 此 ,对 个 别 的 珊瑚 来 讲 ， EME BLE DF 
体 作 为 固着 物 ,这 样 势必 象 腕 足 动物 一 样 选 择 适 应 水 流 变化 而 利于 获 食 的 方向 。 目 前 研究 
的 标本 , 附 生 在 腕 足 动物 化 石上 的 , 仅 有 喇叭 孔 珊 瑚 类 的 个 体 较 小 的 喇叭 孔 珊 瑚 和 个体 较 
大 的 绕 喇 叭 孔 珊 瑚 〈4xlopelia)。 它 们 对 扭 月 贝 类 的 Xenostrophia VE MAW Athy- 
risina FILER Otospirifer, Howinia 有 不 同 的 选择 ， 且 生长 位 置 和 方式 也 不 相同 ， 
表现 出 许多 有 意义 的 共 栖 关系 和 现象 : 1. 大 量 Aulopora Al Aulohelia 附着 在 Otospi- . 

rifer AY eS Fe PREM AY BR SSN Be (li 4, i 2,6,8,10,13; 图 
5, PAS, 125 M7, 125.24; 图 版 8, AA7,/8, 90 显然。 ,这 是 在 腕 足 动物 两 
Ft ae ‘RUT HOHE MLSS Bl fe SE 2. 在 大 个 体 的 
Xenostrophia 背 壳 的 中 间 凹 陷 部 位 ,少量 的 Aulopora 无 一 定 方向 地 附着 在 其 中 ,或 在 腹 

壳 的 近 主 端 处 ,珊瑚 杯 口 朝向 前 接合 缘 ( 图 版 1， 图 9, 10, 11, 16), 而 在 个 体 较 水 的 Xe- 
nostrophia Fl Nadiastrophia, 个 体 灿 未 见 到 这 种 共 枉 现象 。 由 此 可 见 ， 这 些 附 生生 物 既 - 
了 Ld Win acp pe ain npigen ak we aaron ai 

pach Athyrisina Bi seme, 明 戎 杯 口 朝向 前 接合 绷 (图 航天 git tn. 27; 图 版 
3, A9,10,14,15; AS, A3,10511,14); BR 种 是 Aulopora 在 Athyrisina FR 

FERS A ,分布 在 两 壳 体 的 中 后 部 (图 版 2， 图 22，30; PAR 3, 7), 3X BR 
肉 茎 固着 海底 的 腕 足 动 物 生活 时 ， 肉 茎 的 承受 力 远 不 如 以 腹 壳 固着 海底 的 腕 足 类 的 承受 
力 大 ,只 有 在 珊瑚 个 体 小 ;数量 少 ,分 布 位 置 适中 的 情况 下 ,两 种 生物 才 得 以 共存 并 生活 下 
去 ; 4.46 Howitia 的 腹 ̀ 背 两 壳 体 上 附着 大 量 Aulopora,, 几乎 布 满 全 部 壳 体 ,珊瑚 体 标 
口 全 部 朝向 前 接合 缘 (图 版 6; 图 17, 20, 22, 2729.31 or 上 述 4 例 似乎 可 以 说 明 ; 这 些 
喇叭 孔 珊瑚 类 都 与 有 关 腕 足 类 有 着 共 栖 共 食 的 关系 ,而 不 是 在 腕 足 动物 死亡 后 附 生 的 e 在 



chilis in aa ANIME IAN th 

这 些 标本 上 有些 个 体 还 呈现 出 大 量 的 Aulopora 或 Aulohelia ¥ Oiospirifer 和 Howit- 

Tia AYE Beet RH Al FF HE WL Ea PA AS AE TX Bb ES SA EAH RR 

笔者 考虑 ,这 种 情况 只 有 在 腕 足 动物 与 珊瑚 经 历 了 共 栖 共 食 的 阶段 ,并且 当 腕 足 动物 死亡 
后 才 可 能 产生 。 因 为 炙 瑚 休 很 小 ;很 脆弱 ,而且 生 长 缓慢 ,在 腕 足 动物 没有 死 时 ,它们 应 当 
大 部 分 为 开启 壳 口 滤 食 悬浮 物 ,这 时 ,这 些 珊瑚 是 很 难 将 腕 足 动物 的 接合 缘 封 住 的 ， 只 有 
当 腕 足 动物 死 后 , 壳 皇 关闭 的 情况 下 ;珊瑚 才 容易 一 直 绕 着 继续 生长 ,将 其 壳 口 封 住 。 

笔者 还 观察 到 另外 两 种 情况 : 一 是 Otospirifer 2 个 分 离 的 腹 壳 和 1 个 背 壳 内 附着 
Aulopora 和 Aulohelia (Alix 6, 30, 32,34), BABE _Otosrpirifer 死亡 后 ,珊瑚 才 

附着 其 上 生长 的 5 BER REMY Howellella ARE Athyrisina WOBBLE, Howe- 

llella 的 后 部 朝向 -0xt6szirifer 的 前 接合 缘 方 向 【图 版 2， 图 23 一 26) ， 如 果 推 断 Achy- 
risina 活着 时 Howellella 就 固着 其 上 ,那么 Howellella 为 什么 不 选择 利于 它 本 身 得 食 
的 位 置 和 方向 呢 ? LRFI 枚 表现 这 种 生态 特征 的 标本 ， 笔 者 目前 尚 不 能 作出 较 合理 的 
推断 和 解释 。 

对 具有 一 定 生 态 意 义 的 标本 的 研究 是 一 项 十 分 有 意义 且 又 复杂 的 工作 IE OE EK 

嘉 余 (1986) 在 对 -2 态 余 枚 标本 中 革 9%- 的 生态 标本 进行 研究 后 指出 的 :一 没有 大 量 材料 的 
采集、 积累 与 细致 深 人 的 观察 思考 ,对 它们 之 间 各 种 制约 的 原因 是 很 难 确切 阐明 的 。 本 文 

仅 就 0 sjzpaien52, 带 的 部 分 标本 所 作 的 观察 和 尝试 性 的 论述 , 因 受 材料 限制 ,对 一 些 共 
栖 现 象 以 及 附 生生 物 与 宿主 之 间 制 约 关系 的 认识 缺乏 确切 的 证 据 ,难免 有 误 。 

四、 沉积 相 及 生物 相 特 征 
广西 象 州 地 区 的 晚 埃 姆 斯 期 为 碳酸 盐 人 台地 环境 的 近 岸 沉积 ， 生 物 群 以 近 岸 底 栖 类 型 

为 特征 ,其 中 尤 以 石 燕 类 最 丰富 。 而 且 ， 广 西 地 区 早 泥 盆 世 晚期 碳酸 盐 台 地 的 底 栖 生 物 

群 ,比较 明显 的 分 为 两 种 类 型 : 

第 一 种 为 近 岸 类 型 ,该 生物 群 的 分 布 靠 古 陆地 较 近 ， 陆 源 碎 局 物 分 布 普遍 ,是 较 耐 混 

浊 的 适 于 砂 泥 或 灰 泥 质 海底 生活 的 类 型 。 其 中 耽 足 动物 以 发 育 大 量 的 石 燕 类 为 特征 ， 珊 

瑚 类 则 以 巨大 块 体 的 六 方 珊瑚 型 的 Spongonaria 及 分 珊瑚 型 的 Breviseptophyllum 为 

特征 ,其 它 门 类 生物 还 有 介 形 类 、 双 过 类 等 。 它 们 多 分 布 于 碳酸 盐 台 地 内 部 ,并 常 围绕 着 古 

陆地 的 边缘 ,如 象 州 、 武 宣 、 永 福 ̀ 鹿 寨 : 环 江 等 地 。 本 文 所 描述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即 属 该 类 型 ， 

为 比较 典型 的 开阔 台地 相 区 浅水 生物 滩 环境 ,生物 群落 的 门类 组 成 比较 单调 , 属 种 分 异 度 

也 不 太 高 。 

第 二 种 类 型 为 远 岸 底 栖 类 型 * 多 分 布 于 碳酸 盐 台 地 , 离 古 陆地 较 远 的 、 接 近 外 海 的 台 

地 边缘 部 分 。 陆 源 碎 局 物 很 少 ; 腕 足 动物 以 筑 底 贝 (Zaimir) 动物 群 为 特征 , 石 燕 类 极为 

少见 ,珊瑚 类 则 以 单 体 及 松散 复 体 类 型 为 主 ,' 如 Grypophyllum, Stringophyllum So 3% 

发 育 有 大 量 的 块 状 层 孔 虫 和 海 百 合 ,它们 向 构 成 不 同 规模 的 生物 滩 或 生物 礁 ;， 如 北 流 、 六 

景 、 隆 安 、 德 保 钦 甲 等 地 ,都 是 较 典 型 的 远 岸 底 栖 型 生物 群 的 分 布地 区 (插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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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3 广西 早 泥 盆 世 晚期 脏 足 动物 群 分 布 图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late Early Devonian brachiopods in Guangxi) 中 

@ 石 燕 类 动物 群 (Spiriferid fauna);, a Be Aap wWH (Zdimir fauna) - “+ th 

I 滨海 - 半 局 限 台 地 (Littoral sea-semi-stricted platform); Il, 开阔 台地 (Open platform); 
II 人 台地 边缘 (Platform margin); Il, 台 沟 (Platform furrow); III 海 槽 及 海 槽 边缘 〔Sea 

trough and sea trough margin); 一 海 进 方向 〈Direction of transgression) 

五 系统 描述 ， 
扭 月 贝 目 Strophomenida Opik, 1934 
齿 扭 贝 超 科 Stropheodontacea Caster, 1939 

齿 扭 贝 科 Stropheodontidae Caster, 1939 mh A 

BWA R Xenostrophia Wang, 1974 ; nob “a 

FG SiH (ABW) Xenostrophia cf. 
stenosulcata Wang et Rong 

(图 版 1， 图 6, 7, 9—11, 13, 16, 19, 21; 图 版 9"， 图 4 

HE RAMA 16 枚 。 
Gt HORT MARKT RAR SORORKA MSHI, SHE 

直角 3 侧 视 凹凸 型 ; 壳 纹 粗细 相间 ,两 根 相 的 壳 纹 之 间 有 1 一 3 根 细 纹 壳 壁 中 等 厚 5 
腹 壳 凸 度 强烈 ,最 高 处 约 在 横 中 线 稍 后 方向 周 缘 急 又 倾 降 ， 前 缘 向 背 方 作 近 贺 弧 状 

的 胰 折 ; 铵 合 面 坦 平 ;> 直 倾 型 ,中 间 具 一 小 的 三 角 孔 , 约 213 被 狭小 的 ̀  凸 起 的 窗 板 覆盖 : 
槽 始 于 凸 度 向 前 开始 下 降 处 EPR , 达 前 缘 。 

背 壳 四 曲 ,与 腹 壳 最 凸 处 相对 应 处 近 于 坦 平 RM RS I I, eR 
很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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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 壳 内 部 不 明 。 背 内 主 突起 强大 , 双 叶 型 HAA RRR. AAG RRA) FF 

向 展 伸 : 撞 板 在 主 突起 前 不 远 处 出 现 ， 异 向 斜 什 ， 前 端 具 突 刺 ; 肌 痕 面 位 于 一 隆起 的 平台 

上 ,后方 一 对 闭 肌 痕 宽 大 , 呈 亚 方形 ,前 方 一 对 狭小 ;下 隔 细 , 中 穴 明 显 ; 腕 板 短 , 隆 凸 ,位 于 

前 方 一 对 闭 肌 痕 的 内 侧 , 侧 腕 脊 位 于 腕 板 的 前 侧 方 。 
比较 ”Xezostrobppia cf. stenosulcata 与 广西 六 景 郁 江 组 六 景 眉 Xenostophia steno- 

Sulcata Wang et Rong( +#k. KBR, 1986, 93m, Ah Xl, A 2 一 5; 7 一 16; 图 版 

XII， 图 1 一 10; Abe LXXXVIII, A 1—3, 6, 7; Ale LXXXIX,A 1—4; 图 版 XCl, 

图 和 的 个体 大 小 \ 形 态 、 假 窗 板 的 发 育 等 方面 十 分 相像 ; 两 个 种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1 
Stenosulcata 的 中 槽 罕 、 YE AM EE RB BB BT LS OX. cf. stenosulcata ATOR, He, 

壳 体 后 中 部 已 明显 可 见 ; 2.X. stenosulcata semi Fe RRR HH REEL OX. cf. stenosulcata 

小 ; 3. X. stenosulcata 的 细 壳 纹 虽 然 也 粗细 相间 ， 但 全 部 老 纹 比 OX. cf. stenosulcata 

的 壳 纹 细 。 

奇 扭 贝 (未 定 种 )-XerostroPpAhia sp. 

(图 版 1 1—4) 

BE RAMA 2 Ko Ae | 

描述 ” 贝 体 中 等 ;轮廓 横 方 形 , KA 10mm, HH lomm, RATHUTRAREL, 

匀 合 线 的 全 长 分 布 细密 的 锯齿 ， 主 端 近 直角 ， 侧 视 凹 凸 型 ;, 壳 体 前 缘 见 有 粗细 相间 的 饰 

Lo .两 侧 缘 近 平行 延伸 ,与 前 缘 相 交 呈 方圆 形 的 角 ,前 缘 近 平 直 。 

: 司 | 腹 壳 强 隆 , 最 隆 处 位 于 壳 面 横 中 线 ,向 侧 缘 和 前 缘 倾 降 度 近 等 ,向 后 缘 倾 降 度 较 急 骤 。 

KF FH EMw, 三 角 和 孔 狭 长 , 自 顶 端 向 下 约 3/4 被 凸 隆 的 假 窗 板 覆盖 。 目 横 中 线 向 

前 ;* 有 一 宽 浅 的 中 槽 , 约 为 壳 宽 的 1/3 之 多 。 

.= 背 壳 思 , 自 顶 区 向 前 方 , 约 占 壳 长 2/3 的 范围 壳 体 平坦 , 周 缘 攻 起 ; 镶 合 面 低 矮 ，- 超 倾 

= FLA SRB io 

计 壳 体 的 前 部 ,可 见 粗细 相间 的 壳 纹 ,两 粗 壳 纹 之 间 夹 有 1 一 3 根 更 细 的 壳 纹 。 

内 比较; 在 外 部 形态 上 ,: Xenostrophia sp. 与 广西 横 县 六 景 地 区 郁 江 组 的 X. yukian- 

ene (Wang) 十 分 近似 ,主要 区 别 是 : 后 者 的 贝 体 较 大 ， 壳 长 可 达 '13 一 20mmy 宽 达 

22 一 35 mm; PME ,中 央 有 一 隆起 ,把 中 槽 分 为 两 条 穿 的 沟 , 至 前 缘 呈 波状 ;两 粗 壳 纹 之 

间 发 育 更 多 (3 一 5) 条 细 的 壳 纹 。 由 于 标本 的 保存 情况 ,无 法 观察 到 X.sp.. 的 内 部 构造 s 

天 轴 扭 形 贝 属 Nadiastro phia Talent, 1963 
洁净 天 轴 扭 形 贝 Nadiastro phia nitida Wang et Wu 

(图 版 1， 图 5，8，18; 图 版 9， 图 8) 

1974 Nadi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37 页 ;图 版 12， 图 1 一 4。 

1975 Nadt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侯 鸿 飞 \ 鲜 思 远 ，24 页 ， 图 版 21， 图 1 一 4。 
1979 Nadi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4,438» 22H, Ak UA 1 一 45 

材料 . 仅 1 枚 铵 合 标本 。 

we LADS ,轮廓 横 方形 ,长 约 17 mm » 50° 30mm, RARE SF eARAR 

度 , 主 端 锐角 状 ; 侧 视 上 四 凸 型 ;体腔 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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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壳 最 大 凸 度 位 于 壳 体 近 中 部 ,向 壳 体 两 侧 缘 凸 度 逐 渐 降 低 ， 向 前 缘 处 凸 度 下 降 明 

显 , 呈 膝 曲 状 。 铵 合 面 发 育 , 坦 平 , 斜 倾 型 ,中 央 具 一 小 的 三 角 乱 ;被 约 3 太 Be SAB 
窗 板 覆 盖 。 在 壳 体 中 央 隐 约见 一 很 小 的 中 槽 ,至 前 缘 处 较为 清楚 。 5 Pee BBL Ht 

背 壳 中 央 区 坦 平 HKARGE RA ORE we , se A 
B= AFL 34. web RH 

全 壳 覆 以 粗细 相间 的 壳 纹 ， 两 条 粗 壳 纹 间 距 约 Lmm， Pec 3 
纹 ;而 3 根 中 间 的 工 根 比 两 边 2 条 稍 粗 。 HIN? 

tee AWK) EAR SRE, er te ee 
9% JL SAAT RPE BL PG RI EES, PO HE ER POH BRAY NV. hemisphaerica Wa- 
ng et Zhu 相近 ,两 者 的 主要 区 别 特征 是 : N. hemisphaerica Wang et Zhu AY} BRIE 

圆 形 , 体 腔 厚 ,而 且 主 端的 突 伸 不 如 当前 标本 明显 。 wa 8 77] 

石 燕 目 Spiriferida Waagen, 1883 | 

准 无 窗 贝 超 科 Athyrisinacea Grabau, 1931 emend. 

准 无 窗 贝 科 Athyrisinidae Grabau, 1931 

准 无 窗 贝 属 Athyrisina Hayasaka, 1920 Bk tet 

模式 种 Athyrisina squamosa Hayasaka, 1920; POJIPAE PRB. att 

讨论 KK, Athyrising 与 Kwangsia 是 否 是 同 义 名 关系 , 二 直 未 得 到 统 三 的 认 
识 。1963 年 , 侯 鸿 飞 (42 TH) IRS PSR PLIES YEAS Athyrisina yohi (Grabau) 
二 种 时 指出 : Kzoangsia 一 属 的 内 部 构造 不 清 。 并 根据 他 们 的 标本 所 磨 切面 ， 发 观 腕 螺 
指向 便 方 ,外形 与 Athyrisina 相同 ,因而 提出 废弃 Kwangsia 属 名 。1566 年 , EASE 
编写 《 腕 足 动物 化 石 》 一 书 时 曾 指出 : “Kmwengsia 的 腕 螺 是 指向 侧 方 的 ;并非 指向 碍 方 ， 
它 的 外 形 及 壳 饰 也 与 .dzjyrisimre 基本 相同 ,幼年 期 的 贝 体 与 以 往 被 鉴定 为 下 邓 rima 的 
标本 ， 几 乎 没有 大 的 区 别 ， 成 年 期 的 贝 体 则 具有 突 伸 特 别 高 强 的 中 模 前 缘 ， 比较 扁平 的 
边缘 壳 体 以 及 密集 于 边缘 的 同心 层 o” 因 此 他们 认为 “Kaczgsia 与 Athyrisina BAA 
似 ; 也 是 一 个 咀 螺 贝 类 ”, 并 怀疑 " 葛 利 普 命 名 为 Kwan gsia 的 标本 可 能 代表 Athyrisina 某 
个 种 的 老年 贝 体 ;因而 Kwangsia 与 Athyrisina 可 能 为 同 物 异 名 o" 但 是 ,31974 FER 
等 在 《西南 地 区 地 层 十 生物 手册 》 泥 盆 纪 腻 足 动物 一 节 中 则 继续 使 用 了 天 wazgsiz — 
并 建立 了 K. perfecta 一 种 。 1979 年 , 王 钰 等 在 研究 黔 南 桂 中 中 泥 盆 世 北 流 期 腕 是 动物 
化 石 时 指出 : 天 wangsia 似乎 不 宜 视 为 是 4zpyrisina WALA ,其 理由 主要 有 两 点 :1. 两 

者 贝 体 大 小 、 轮 廓 形态 和 模 、 隆 发 育 程度 不 同 ; 2，4tpyrisine 的 窗 腔 呈 圆 卵 形 , 筋 痕 面 长 
方形 , 闭 筋 痕 矛 状 , 启 筋 痕 的 前 端 近 于 包围 闭 筋 痕 , 而 Kwongsia 的 窗 腑 狭 孵 形 , 筋 痕 面 近 
于 三 角 状 , 闭 筋 痕 似 直 伸 的 隆 峭 , 启 筋 痕 前 端 不 包围 闭 筋 痕 。” HAIL K. intermedia 
一 种 。 侯 鸿 飞 、 鲜 思 远 (1975, 44.) HME (1977, 403 TA), BERGE (1978, 304 
页 八 许 庆 建 等 (1978 , 350 页 ) \ 白 顺 良 等 (1982，14 页 ) 分 别 把 Kazgsria WW Avhyrisi- 

na 的 同 义 名 ， 并 把 K. yohi Grabau 和 K. perfecta Wang JAA Athyrisina 属 肉 。 这 

样 一 来 ,属于 此 类 化 石 的 一 些 种 的 归属 便 呈 现 复杂 的 局 面 。 为 此 ;我 们 对 Hayasaisatal922) 

描述 的 产 自 四 川 昭 化 中 泥 盆 统 的 Athyrisina 的 模式 种 A. squamosa Hayasaka 和 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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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 图 4 Kwangsia yohi Grabau 连续 横 切面 图 (Transverse serial sections~ 
Tap of Kwangsia yohi Grabau), x2 

bau (1931) 描述 的 广西 平 南 白马 圩 北 黄 岭 头 附近 “白马 页 岩 ” 中 Kwangsia 的 模式 种 开 
_yoht Grabau 和 进行 了 详细 的 查看 ;并 分 别 对 归 人 Athyrising 的 近 40 个 种 和 归 人 “天 ang 
sia 的 3 个 种 作 了 观察 和 比较 ,对 广西 象 州 咏 虽 地 区 应 堂 组 底部 的 K. yoht 进行 了 内 部 
梅 造 切片 研究 , 亡 其 对 保存 在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古生物 研究 所 标本 陈列 室 中 天 wansgsria 模 
式 种 的 地 模 标本 作 了 详细 的 比较 。 在 这 些 研究 的 基础 上 ;我 们 认为 : Kwangsia #0 Athy- 
risina 虽然 在 个 体 大 小 和 前 缘 特 征 上 有 些 差 别 ,作为 种 与 种 之 间 的 区 别 特征 较为 合适 ,而 

车 它们 的 基本 形态 和 壳 饰 性 质 无 显著 不 同 , 背 壳 内 部 都 具有 指向 侧 方 的 腕 螺 ; 锐 板 联合 3 
此 ;笔者 同意 侯 鸿 飞 (1963) 和 主 钰 :金玉 球 \ 方 大 卫 (1966) 的 观点 ， 将 Kwangsia 视 为 
Athyrisina 的 同 义 名 (插图 4)o 

时 代 分 布 ， 早 .中 泥 盆 世 ; 中 国 西南 .秦岭 地 区 。 

双 分 准 无 窗 贝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图 版 1; 图 12、14、15、17、20; 图 版 2， 图 27， 29，303; 图 版 3， 图 :1 一 16; 图 版 4， 图 1，4，9; 图 版 5y 

Pel 2 一 4、8、10、11、14、17; 图 版 3， 图 1，2，10; 图 版 9; 图 5，7; 插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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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5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ct Zhu 连续 横 切 面 图 (Transverse serial sections of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x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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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 iw .53554N, Aik X, A 1 一 4; 图 版 XXVII, 图 11—16,23, 

A BARA 105 枚 , 腹 壳 2 枚 。 | 
Hk DADS , 近 圆 形 或 横 卵 形 ,成 年 期 标本 最 大 个 体 长 26.8 mm, $f 33.8mm,# 

成 年 期 个 体 长 7.3 mm, 宽 8.1 mmo 中 槽 中 隆 始 自 史 顶 ; 可 区 别 两 种 类 型 : 1. PES 
大 于 腹 壳 者 ,中 槽 向 前 明显 加 深 , 至 前 缘 弯 向 背 方形 成 明显 的 舌 突 ,中 隆 在 壳 体 1/2 处 向 前 

”显著 增高 ;2. 两 壳 凸 度 近 等 , 且 凸 度 小 于 第 一 种 类 型 者 ,中 覃 浅 平 ,中 隆 微弱 高 出 壳 面 。 
全 壳 覆 以 放射 状 饰 福 ,中 槽 内 中 央 壳 袜 自 吃 部 发 生 ,向 前 以 分 又 式 增多 或 从 槽 内 两 侧 

” 壳 福 分 又 生出 ,前 缘 达 3 一 7 根 ,少数 9 根 ; 侧 福 以 分 又 和 插 人 两 种 形式 增多 ,前 缘 多 者 可 
达 15—20 根 , 福 隙 窗 于 壳 福 ;同心 层 排列 整齐 , 2 mm 内 3 一 4 层 , 近 前 缘 处 更 密集 ，2 mm 
AASB. 

BAAR , 齿 板 向 前 延伸 约 4 mm, RAK, SERA. AMRF BLA 
螺 环 12—13 FR; BABI, ROR REBT (HB 5). 

比较 ”目前 标本 较 大 个 体 与 广西 象 州 七 建 圩 西 1 km 小 河 附近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的 
A. obesa Wang et Zhu 标本 的 外 部 形态 相像 ,主要 区 别 特征 为 : 1) A. obesa DK YE 

大 ,长 宽 近 等 ， HA ae Be 2) 侧 福 少 ， 且 分 又 不 如 当前 标本 明显 , 仅 在 壳 顶 区 少数 福 饰 
发 生 分 又 。 

王 氏 准 无 窗 内 (新 种 ) Athyrisina wangi (sp. nov.) 

(Ak 2, A 1 一 26，28; 图 版 9， 图 3; 插图 6) 

WR wang HA Wang, 为 纪念 王 钰 老师 而 命名 。 
PR ROA 32 te ) 

”描述 “ 贝 体 小 至 中 等 ,轮廓 横 阔 , 呈 宽 卵 圆 形 或 亚 五 边 形 , 长 7.6 一 21.9 mm, #17.2— 
28.7 mm， 厚 6.2 一 12 .9mm; 壳 宽 明显 大 于 壳 长 , 匀 合 线 长 ,几乎 等 于 最 大 壳 宽 ， 主 端 钝 

_ 圆 。 前 接合 缘 明 显 的 单 福 型 。 
_ 腹 壳 凸 度 略 小 于 背 壳 , 咏 微 弯 , 陈 顶 被 一 较 大 荃 孔 截 切 ， 后 转 面 发 育 ， 具 明显 的 横 条 

纹 。 中 槽 始 自 吃 部 ,向 前 明显 加 深 , 至 前 缘 处 弯 向 背 方形 成 较 强 的 舌 突 。 中 槽 内 壳 福 细 ， 
中 福 始 自 旷 部 ,其 余 的 从 槽 的 两 边 和 其 它 壳 袜 分 又 而 出 ,至 前 缘 处 3 根 , 少 数 5 根 或 7 根 。， 

背 壳 最 大 凸 度 在 壳 体 后 部 ;中 隆 始 自 晓 部 ,向 前 逐渐 加 宽 增 高 ,在 壳 前 部 隆起 最 高 ,前 
缘 被 腹 中 模 截 切 , 中 央 一 根 壳 福 始 自 隐 部 ,向 前 呈 分 又 式 增 多 ,至 前 缘 处 4 根 , 少 数 6 根 。 

侧 袜 稀 下 , 自 壳 顶 向 前 作 两 次 分 又 ,在 壳 前 部 宽 于 壳 福 的 间隙 中 有 插 和 人 的 细 福 。 壳 禄 
与 间隙 近 等 ,或 有 的 间隙 宽 于 壳 福 ,每 侧 福 数 7 一 10 根 ， 少 数 11 一 13 根 。 同心 层 排列 束 
齐 ,均匀 ,2 mm NY 3 条 。 

SK. WR. REE ATE, LE SREB, RRR. BK 
合 , 腕 螺 指 向 侧 方 , 螺 圈 约 10 环 ; BERK, SRO, RB GA 6), 

比较 ”新 种 与 同一 层 位 的 A. obesa Wang et Zhu 有 显著 的 差异 。 两 者 的 主要 区 别 
是 : 后 者 个 体 普 遍 较 大 ,两 壳 凸 度 甚 强 , 前 接合 缘 明 显 单 袜 型 , 且 袜 细 、\ 初 隙 罕 ， 两 袜 之 间 
近 1 mm; 而 新 种 个 体 较 小 ; 凸 度 较 低 , 壳 福 和 间隙 均 宽 ,后 者 近 2 mm。 此 外 ，4.，obese 
宽 长 比 明显 小 于 新 种 的 宽 长 比 , 且 铵 合 线 短 , 弯 曲 ,新 种 则 铵 合 线 长 ,几乎 等 于 最 大 壳 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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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6 Athyrisina wangi (sp. nov.) 连续 横 切 面 图 [Transverse serial sections of 

Athyrisina wangi (sp. nov.) ],X3.7 

石 燕 目 Spiriferida Waagen, 1883 

石 燕 超 科 Spiriferacea King, 1846 

双 腔 贝 科 Ambocoeliidae George, 1931 

WER Ambocoelia Hall, 1860 

双 腔 贝 (?)( 未 定 种 ) Ambocoelia? sp. 

(图 版 7， 图 5，6，11，13，16; 插图 7) 

材料 22 枚 铵 合 标本 。 
描述 “” 贝 体 小 , 近 椭 圆 形 ,长 1.1 一 2.4 mm， 宽 1.3 一 3.0 mm， 厚 0.8 一 1.9 mm, wa 

SEW, SARE RAZER 
iG SCORE AAD RRA Ke) MS ERABRA> FB, = IHRE ; 

SH PRA—MATH=AFLASRGHA 1/3, ARR) RGR, ey 无 中 

Beh AY, Ae TIE. 

MARA A GRA. CR. PRAMRRR, EMH MD, me | 
壳 底 (?), 腕 螺 指 向 侧 方 (插图 7)。 

讨论 与 比较 ”4mpocoelia Hall 与 Metaplasia Hall et Clarke 两 属 特征 十 分 近似 , wo 

何 识别 两 属 , 还 有 意见 分 歧 。 Pitrat (1965) 认为 Ambocoelia 与 Metaplasia 的 区 别 在 

于 Metaplasia 具 弱 的 背 中 隆 和 腹 中 模 。 而 Perry (1984，124 页 ) 则 认为 两 属 的 区 别 

揪 图 7 3 Ambocoelia > sp. 连续 横 切 面 图 (Transverse serial sections of Ambocoelia ? s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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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在 于 Metaplasia 背 过 具 腕 棒 腔 ,而 Ambocoelia 无 。 从 个 体 大 小 ,形态 、 沧 板 发 育 与 

否 * 背 壳 具 主 突起 ̀ 无 腕 棒 腔 \ 老 面 光 滑 等 特征 ,目前 标本 暂时 被 归 人 Ambocoelia . 属 。 限 
于 标本 的 保存 状况 * 背 壳 内 部 腕 棒 支 板 的 发 育 、 闭 肌 痕 的 位 置 等 尚 不 清楚 , 归 人 _ Amboco- 

elia 尚 存疑 义 。 本 种 与 Johnson (1970, 212) ,描述 的 美国 内 华 达 大 盆地 早 泥 盆 世 
Quadrithyris HAY Ambocoelia SP 形态 较 接 近 , 但 Ambocoelia sp. 个 体 大 , 壳 体 横 展 较 

明显 , 具 弱 的 同心 纹饰 与 Ambocoelia ? SP. 不 同 。 后 者 与 加 拿 大 育 空 河流 域 Mackenzie 
‘ss 地 区 早 泥 盆 世 洛 赫 考 夫 晚 期 的 Ambocoelia cf. A, praecox Kozlowski 的 不 同 点 是 *4mmzp- 

ocoelia cf. A. praccox 腹 壳 虹 部 较 明 显 , 才 的 前 缘 同 心 层 发 育 , 索 的 长 宽 近 等 。 

te HILDA Delthyrididae Waagen, 1883 

#557 OIE Howellella Kozlowski, 1946 

MRR (AEH) Howellella sp. 
(图 版 6 -图 1—4, 10) 

BE RAMAS 枚 。 
描述 贝 体 小 ,长 1.5 一 2.0 mm, FF 1.8—3.1 mm， 厚 0 一 1.8 mm; ERMA; 

(UAL Mb BE DEAFT RE ROR GFRARE EMER, BRAM RA 
a , = FFL oh BD RI. RE RELA, BAH 
8. Ba), PEARS. AAEM SLE SUN RE LA. Wee 4 一 6 根 
F278, AEA, ERE ik NR BLA 

比较 “广西 武宣 二 塘 早 泥 盆 世 二 塘 组 的 HW. fecunda Chen (PR, 1983) 的 形态 、 
槽 隆 发 育 ; 测 福 数 目 与 当前 标本 相像 ,但 -五 . fecxzda 个 体 远 为 更 大 、\ 福 间隙 深 , 中 槽 比 当 
前 标本 的 宽 深 , 腹 壳 凸 度 近 等 而 相 区 别 。 

HARE Otospirifer Hou et Xian, 1975 

模式 种 Otospirifer shi paiersis Hou et Xian, 1975; 中 国 西南 地 区 3; Fie 

盆 世 。 

特征 ” 壳 体 中 等 至 大 , 横 展 , 具 小 而 尖 的 主角 。 腹 镶 合 面 低 。 中 隆 中 槽 无 饰 福 ， 微 纹 

饰 由 细密 同心 层 组 成 , 层 缘 具 双 排 密 取 排 列 的 刺 瘤 。 腹 壳 内 具 齿 板 , 背 壳 内 部 腕 棒 支 板 短 。 

四 排 耳 石 燕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图 版 4， 图 2，3，5 一 8，10 一 13; 图 版 5， 图 5，7，9，12，15; 图 版 6， 图 30，32 一 34; 

图 版 7， 图 12，17 一 24， 图 版 8， 图 4，5，7 一 9; 图 版 9， 图 1;2635 图 版 10。 Al, 2, 4; 

65 75 9—11; 插图 -8、9) 

1975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feyS kM Biz, 65, 66 W,Ahk 20, 图 1 一 4。 

1975. Otospirifer daleensts Hou et Xian, PY kK MAW, 66—68 页 ;图 版 20， 图 5 一 7。 

1977 Otosptrifer daleensis, WS, 424A 168, 56 

1977_ Otospirifer paptlioformts Yang, ty 78s 425 页 y 图 版 168， 1 一 2。 

1977. Otospirifer shipatensis, t7TaWS> 425 页 ;图 版 1607) 图 65 

1978 Otospirifer daleez515， 鲜 思 远 、 江 宗 龙 ，324 页 ?图 版 117， 图 10。 
1978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FRES, 371 页 图 版 131， 图 5。 

1982 Qtosptrifer shipaiensis, AMR, 107M, Ah 19,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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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RAMA 340 枚 , 腹 壳 10 枚 , 背 壳 4 枚 。 ind 

补充 描述 “ 贝 体 中 等 至 大 ,已 知 最 大 个 体 壳 长 可 达 32.1 mm, $55 66.8 mm; 未 不休 
长 10.7 mm， 宽 16.4 mm; 者 宽 与 壳 长 之 比 一 般 大 于 2， Yin 
主 端 具 一 明显 的 尖 角 ,与 侧 缘 夹 角 120° 左右 。 PASE A 

FEB EK» BY 5 HG Te] BT ES Te Pe, FE RAE ETA IS 
2) 14mm, In iese. SB 

AMAR 10—15 RAH READ 5 根 较 粗 ， sei ems A 

Q@RaADASAE 
{wr 199 

IN wlll 
\ \ ve 

: j ‘ oe 17.1 16 8 7 

%, Vy, Wit, - uD r = ; 四 .. 也 Wy Soon g mG, whey F 7 “iy, <a 也 

4! Ae: ; \ ee . Ni. % y 以 GS vie ee eR f 3 \ tye" 4 Navara” op 上 ny, 由 7 了 OY eS 
. . ‘ 

wll 7 心 wt 本 i mint meth 

下 二 

16.1 15.9 ‘ a 15 5 

党 1 15 
. » 

= 7 

a, j See ee 
/ % y' ine pte) wy aa 

Y, oe 4 \ " '-* y ‘ NA 

y : u intl , 2 Mar! “nny / SN 
4 ° , 

14.2 13.2 

7 WH oie 

插图 8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连续 横 切 面 图 (Transverse serial sections 
of Of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x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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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处 同心 层 密 集 , 层 间 具 细密 的 小 刺 ， ARAL, 相 结 处 明显 加 厚 ， 当 刺 

的 其 它 部 分 遭 侵 蚀 后 , 留 下 双 排 刺 交 。 ; 

背 壳 内 毛发 状 主 突起 发 育 ? 螺 环 达 14 8 左右 (插图 Qe 
讨论 与 比较 HWS 61975) SW Otos pirifer 一 属 时 ， 建立 了 O. shipaiensis 和 

O. daleensis 两 个 种 他 们 认为 这 两 个 种 的 “区 别 主要 在 于 两 者 壳 体 轮廓 ”。T .2021 dale- 

ensis “BRA. RKAAKT 2 同时 两 壳 厚 度 大 ,而 .Opaiezsi 作 横 三 角形 , 壳 宽 

是 壳 长 的 两 倍 以 上 ,同时 两 壳 厚 度 较 小 , 壳 宽 与 壳 厚 之 间 的 比例 很 大 *。 :我 们 对 Otospiri- 

上 无 刀 模 式 种 的 地 模 标本 〈340 枚 匀 合 标本 ) 进行 了 度量 ,并 对 其 壳 福 的 发 育 程度 \ 微 壳 饰 、 

槽 隆 ̀ 内 部 构造 等 进行 了 研究 ;对 侯 鸿 飞 \ 鲜 思 远 (1975) 图 示 的 两 个 种 的 标本 进行 了 比较 

和 度量 x 我 们 认为 : 1) 除 个 别 标本 的 凸 度 确 比 其 它 的 强 , 宽 长 比 也 有 了 略 小 于 2 的 外 ; 基 

本 形态 相似 (插图 9); 作为 两 种 的 识别 特征 不 明显 ;2) 通 过 度量 发 现 , 大 部 分 横 展 强烈 , 即 

宽 8 长 比 明显 大 于 么 的 类 型 与 个 别 宽 ,长 比 小 于 2 的 类 型 之 间 发 育 一 系列 过 渡 类 型 ， 没 有 

截然 的 区 分 界线 3 3) 受 保 存 条 件 限制 ;有 些 标 本 的 两 桶 遭受 不 同 程度 的 折断 ， 也 许 是 影 
pan 

播 图 9 示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的 壳 形 变异 (Showing 

variations of the shell forms of Osospirifer shipatensis Hou et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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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科 未 定 Superfamily Uncertain 

小 刺 贝 科 Spinellidae Johnson，1973 

EPH Howittia Talent, 1956 
SHE DHT: 

模式 种 Spirifer howitti Chapman, 1905; MAA\WHS AW, SEAM, - 

bee eK, HEB (1975, 72) 以 Spirifer chui Grabau, 1931 为 模式 种 ， 

#212 Glyptospirifer 一 属 时 ， 为 其 确定 的 属 征 主要 是 : 壳 体 中 等 大 小 ,两 豆 展 伸 具 有 余 

锐 的 主角 。 放 射 福 简单 、 棱 角 状 ， 槽 内 1 一 3 条 ， 中 隆 2 一 4 条 。 同 忌 层 常 以 宽 的 生长 间 

断 形 式 出 现 , 仅 前 缘 附 处 密集 ， 微 纹饰 为 不 连续 的 短 放射 约 ， 其 前 端 膨胀 成 瘤 。 击 板 细 ， 

缺失 中 隔 板 和 窗 内 板 ; PRR TA A se BE. TE Glyptospirifer. Hysterolites, 
Muispirifer, Spinocyrtia, Indospirifer, Alatiformia, Aldanispirifer 等 属 进 行 了 比较 ， 

但 未 确定 它 的 归 科 问题 。 最 近 , 王 钰 \ 戎 嘉 余 (1986,， 201 一 208 页 ) 在 研究 启 西 南部 郁 江 组 

腕 足 类 化 石 时 对 不 同类 型 的 Glyptospirifer 的 大 量 标本 进行 了 系统 磨 片 ， 发 现 它们 的 腹 

内 稳定 地 发 育 一 中 隔 脊 ( 几 达 壳 长 的 1/2)， 除 此 以 外 ,在 个 体 大 小 :轮廓 \ 西 度 已 帝 面 和 福 

饰 性 质 、 微 纹饰 特征 以 及 背 壳 缺 失 腕 棒 支 板 等 ，GC1ytptorbirifer 与 Howitna 的 特征 完全 

符合 ,两 属 的 地 质 历程 也 大 致 相同 。 显 然 , 存 在 于 Glyptospirifer 与 Howitna 之 间 的 亲 

密 关系 ,对 于 探讨 华南 与 澳大利亚 东部 早 泥 盆 世 鹏 足 类 之 间 的 联系 是 一 个 重要 的 线索 。 

本 文 研 究 的 标本 ， 愉 个 体 大 小 、 轮 廓 、 本 度 和 福 饰 的 数目 \ 发 育 程度 ,与 张 席 宴 (1929， 

7 页 ) 记载 的 广西 修 仁 地 区 早 泥 盆 世 Spirifer 4xadriplicata Chang 的 特征 相符 ,与 侯 鸿 
飞 、 鲜 思 远 (1975，73 页 ) 描 述 的 Glyptospirifer quadriplicatus (Chang)， 不 仅 特征 相 

符 ， 而 且 产 地 亦 相 同 ,= 经 研究 内 部 构造 ， BRAT RE Bee. 故此 种 暂 归 人 
Howittia 属 。 

BR PEA itt AK ALAS FW, 中国 西南 地 区 。 

四 禄 豪 伊 特 贝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 图 版 6， 图 5 一 9，11 一 29，31; 图 版 8, A356; -图 版 10， 图 3， 2 8，12; 插图 10) 

1929 Spirtfer quadriplicata Chang， 张 席 禄 7 页 ;图 版 2 A 1. 

1975 Glyptospirifer quadriplicatus, feyS \, #@ Bi, 730m 15, Ass 图 版 19， 图 4。 

材料 EG hp AK 82 KE VE SES 1 枚 。 AA 

描述 ” 贝 体 小 至 中 等 ,轮廓 横 三 角形 ,长 3.9—14.7 mm; 宽 5 一 35.2 mm, 厚 2.9 一 10.8 

mm, 侧 缘 近 直线 形 , 前 缘 单 福 型 ; 匀 合 线 平 直 , 等 于 最 大 壳 宽 ,两 丑 横 展 , 主 端 尖 角 状 。 侧 视 

要“ 

双 卢 型 ， 腹 帝 凸 度 小 于 背 索 。 腹 哆 小 ;弯曲 , 超 悬 于 三 角 和 孔 之 上 , 腹 铵 合 面 斜 倾 型 演 角 孔 是 

洞开 ， 两 侧 具 窗 缘 脊 。 中 槽 始 自 史 部 ,向 前 加 宽 加 深 , 槽 底 近 方 形 , 向 前 明显 弯 向 背 方形 

OO a eS ee ae gs 

ee 

ae 

RE SE. Ah, MS, PRA ADs Hee BM, MATA AK 1/3 处 明显 是 

Hh SPE ASK, Bi eh we AR 

福 饰 简单 (LD BS REE SE ta Lh FE ABA SD BSR , MU FEB AS 8 一 15 HR, ZR 

体 6 一 7 HR IRA ET Se. PHAR 3 SE. PRB, BR 1/4 的 壳 长 

Sh APU REA RHR se. Mb sR. RAR RIE,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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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VG, A>
 

eee OFT 

6.7 

ate m yess = yt! te 

严 
tr) * 

"ih, * Sut 

a 8 lo” Pirdwitis quadriplicata (Chang) 连续 横 切 面 图 [Transyerse serial sections of 

22.4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x3.3 

保存 较 好 的 壳 体 前 缘 附近 见 有 5 一 6 层 同 心 层 ,全 壳 覆 以 毛发 状 放射 纹 ， 放 射 纹 的 顶部 具 

细小 的 瘤 突 。 

齿 板 细 , 顶 区 一 般 无 加 厚 现象。 缺失 中 隔 背 。 主 突起 毛发 状 , 腕 棒 支 板 相 向 延伸 , 达 于 、 

壳 底 ,成 年 个 体 螺 环 10 一 12 圈 人 插图 10)。 

”比较 ”此 种 与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 早 泥 盆 世 晚期 Buchan Caves 灰 岩 中 的 H. howitti 
(Chapman) 形态 比较 接近 ,但 -- 瑟 :yuadriplicate (Chang) 贝 体 小 , 主 端 尖 角 状 , HR 

而 多 , 槽 内 具 稳 定 的 3 福 , 易 区 别 于 HM. howiti, 

穿孔 贝 目 Terebratulida 和 1883 

o. HL wee Stringocephalacea King, 1850 

fie 变异 贝 科 Mutationellidae Cloud, 1942 

BILD B Barbarothyris Wang et Rong, 1986 

43% Barbarothyris glabra Wang et Rong, 1986; | Po AAR, FERS H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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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孔 贝 (?) (KH) Barbarothyris? sp. PN 
(A 5, FAl, 6, 13, 16; AR 7, Al-4, 7—10, 14, 155 播 图 11) 

BE BARA 94 枚 。 | 
描述 ”轮廓 长 卵 圆 形 ,过 长 明显 大 于 壳 宽 ; 现 有 标本 长 1.4 一 4.1 mm, ¥ 1.1—3.6mm, 

厚 0.6 一 2.2 mm; iM, AROS. ROSS. Shs RAAB eM, 
BRL) BH RHR. AIL, AUR SORE ERR “ 

约 1/5 处 , 背 壳 具 一 浅 而 可 见 的 中 槽 ;相应 腹 索 上 具 一 中 隆 ， 隆 上 有 一 浅 沟 5 RR 
滑 , 个 别 贝 体 背 中 槽 两 侧 的 壳 体 前 部 隐约 可 见 一 福 并 具有 2 一 3 条 同心 层 

腹 壳 内 部 齿 板 薄 而 短 ,无 加 厚 现 象 ,缺失 中 隔 背 或 肌 隔 。 背 壳 内 部 缺失 主 突起 ， 铵 板 
的 后 端 具 背 孔 ， 向 前 延展 没有 完全 联合 ， 中 间 具 一 裂隙 。 由 于 目前 所 研究 的 标本 结晶 万 、 
害 , 腕 骨 构 造 的 发 育 情况 不 清楚 。 具 壳 次 (插图 11), 

比较 以 腕 棒 支 板 的 有 无 为 主要 特征 。 早 泥 盆 世 的 穿孔 贝 类 可 以 裕 分 为 3 种 类 型 ( 见 
王 钰 \ 戎 嘉 余 ; .1986，214 页 )。 当 前 研究 的 标本 属于 第 一 种 类 型 , BOP, Fe 
空 悬 。 但 目前 标本 背 壳 内 部 主板 后 端 具 背 孔 ,而 且 结晶 程度 高 ,看 不 到 匀 板 是 否 完全 联合 

插图 11 Barbarothyris 2? sp. 连续 横 切 面 图 (Transverse serial sections of 

' Barbarothyris 2 sp.)，X25 

在 一 起 ， 暂 时 归 和 人 Barbarothyris 尚 存疑 义 。 当前 标示 在 外 部 形态 、 主 板 的 发 育 程度 等 ， 
方面 与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下 泥 盆 统 郁 江 组 的 B. glabra Wang et Rong, 1986 相 象 , 主要 区 
BFE B. glabra 的 贝 体 大 ， 壳 长 7 二 9mm， 宽 6 一 8 mm, 而 当前 标本 最 大 个 体 的 
长 才 达 4.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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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HIOPODS OF THE LUHUI MEMBER OF THE DALE 
FORMATION (LATE EMSIAN), XIANGZHOU, 

CENTRAL GUANGXI > Nahin lt 

Chen Xiuqin*, Kuang Guodun and Rong Jiayu* — set a 8 

Abstract 

Based main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ferid assemblages, Hou and Xian (1975). recogni- 

zd a lower Trigonospirifer trigonata (formerl Subcuspidella trigonata) zone, a middle Oto- 

spirifer shipaiensis zone, and an upper Euryspirifer paradoxus shujiapingensis zone within the — 

Late Emsian Dale Formation (formerly called the Sipai Formation). The brachiopod fauna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occurs from the Orospirijer shipaiensis zone of the. Luhui Member of 

the Dale Formation and is composed of the following seven genera, nine species (one of them 

being new): Xenostrophia cf. stenosulcata Wang et Rong, X. sp., Nadi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A. wangi sp. nov., Ambocoelia? sp., Howellella sp."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and Barbarothyris? Sp. 

Ozospirifer Hou et Xian, an endemic form in South China, is the most abundant (including 340 

articulated shell, 10 ventral valves and 4 dorsal valves). . SNS -有 

Special attention is devoted to the micro-ornamentation of the genus Ozospirifer Hou et 

Xian, 1975, in which spines are arranged in concentric rows and the spines of one row interfin- 

ger with the spines of the adjacent rows. Usually only the extremities of the spines are Preser- 

ved, and, as a result, a double minor row of elongate papillae are observed along each concen- 

tric line where spines interfinger. . Oi 6va4 

Wang Chengyuan (1979) found Polygnathus declinatus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parts of 
the Dale Formation as closely related to P. inversus, P. serotinus and P. linguiformis. linguifor- 

mis, indicating a Late Emsian age for this formation. 

* Chen Xiuqin. and Rong Jiayu: Nanjing Institute ot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Kuang Guodun: Institute of Geolog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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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4。 Xenostrophia sp. 

1 一 3. 腹 \ 背 \ 前 视 ,X1.5， 登 记号 : 102279; 4. 背 视 ，X1.5， 登 记号 : 102280。 
6,7,9—11,13, 16, 19,21. Xenostrophia cf. stenosulcata Wang et Rong 

6,713, 16. Jl, BE, HAL X 1-55 21. I-AA MX 2, BIAS: 102281, 910.47, MA, X15, Bids: 
102282; 11.28%, X1.5; 19. 同 二 标本 背 壳 腹 视 ， 色 2， 登记 号 : 102283。 

5.8.18. Nadt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5,8. fil ME X1.53 18. 同 一 个 体 背 视 ,XX2， 登 记号 : 102284, 
12、14、15、17、20。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前 \ 背 、 腹 、 后 \ 侧 视 ， X1.5, BidS: 102285, 

图 版 2 
126 28. 下 wangt (sp- nov.) 

1 -4. 腹 、 背 \ 前 \ 侧 视 ,X1.5， 副 模 (Paratype) 登记 号 : 102286;5—8. bi MU. BTM, X1.5, BRE (Paraty- 

pe)， 登 记号 : 102287; 9,10. MWA, X1e5, BBE (Paratype), Bigs; 102288; 11-14, 18. 侧 、 腹 、 背 、 
后 ,前 视 ,X1.5， 副 模 (Paratype), Bids: 1022895 15 一 17 . 腹 、 背 、 侧 视 ，X1.5， 副 模 (Paratype), Bic 
号 : 102290; 19—22. (0. BMA, X1.5, BM (Paratype), 登记 号 : 102291; 23 一 26、28. 前 、 侧 、 腹 、 

ABR, %1.5,1E& (Holotype}, 登记 号 : 102292, 

27, 29,30. Athyrisina bifurvcata Wang et Zhu 

背 、 侧 、 腹 视 ， 勾 1.5) 登 记号 : 102293, 站 

图 版 3 
1—16.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13,4... U4, X 1.5, 登记 号 : 1022945 2.6.7.9... 前 视 ， X1.55 Bids: 1022955 by 8, 10, 

12.80 VA MW, X1.5, Bis: 102296511, 13-16. AVA. WM, X1.5, BicS: 102297, 

图 版 4 
1,4,9.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14.6. BM, X1.5,8ic5: 102298; 9 .后 视 ( 与 图 版 III， 图 1\3、4. 同 一 个 体 )”X1.5， 登 记号 : 102294, 

2,3,5—8,10—13. Oxiosr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2,8,10,11, 13. 侧 .前 \ 背 、 后 \ 腹 视 ， X1.55 登记 号 ; 102299; 6. MAL» X1.55 登记 号 : 1023003 3435 7,12. 

前 \ 腹 、 后 \ 背 视 ， X1.5, BidS: 102301, 

图 版 5 
1,6,13,16. Barbarothyris ? sp. 

背 、 侧 、 前 \ 腹 视 ， 勾 5， 登记 号 : 102302, 
2—4,8,10,11,14,17. Athyr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2.3、11. 后 .前 \ 侧 视 ( 与 图 版 IV， A 1,4. I—4 4) X1-5,8iBS: 10229834,8,10,14,17. 8], a. ea 
X1.5, 登记 号 ;102303。 

5,7,9,12,15. Otospt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5. 侧 视 ,X1.5, 登 记号 ; 1023045 7,9,12,15. M.A, MEL, X155, BSS 102305, 



1 一 4 10。 Howellella sp. Lr LAS zo 

i, Al Ja, 4, x5, Bids: 102306, 中 7) f23 af wt mS 

5—9.11—29,31.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ee ytatt en et 

5—9. WLBT JAM, X1.5, Bids: 102307; 11—13. 4 Al, MM, X1.5, Bids: 1023085 14—16, 

18,19. BEAM AT BBL X1-5, Bids: 102309; 17,20,22,23, 27. MMA, BM X15, 登记 号 : 、 
102310:21.24 一 26。 前 \ 背 、 腹 、 侧 视 ,X1.5， Bid Ss 1023115 ‘28. 29,31. RV. Fah, x1. 5， 登 记号 : 102312, 

30、 32 一 34。 Otospirifer shipatensis Hou et Xian 
ma 

30. 背 内 )X1.5， 登 记号 : 102313; 32 一 34. 腹 内 ，X1.5， 登 记号 : 102314, 102315、 1023165, 
nash of — | 

re; 1 ME: at 

, W ainsiwios sv. th, OLE, 6.9 

图 . sad 4 gy. spel it. tela ee 
by Me: ;—t.0L te 18e RE peer 

1—4,7—10,14,15. Barbarothyris ? sp- Ti AL 丙 天 

1 一 4. 腹 背 、 侧 \ 前 视 ，X5， 登 记号 : 10231737 一 9. 腹 、 背 \ 侧 视 ， x9， 登记 号 : 285 108, 8A 
视 ,X5; 登 记号 : 102319, Lye cet! SO ARE Pte: 

5,6,11,13,16. Ambocoelia? sp. » poe yee eH "es ia | 

腹 、 侧 、 背 、 后 .前 视 ，X5， 登 记号 ; 102320。 二 
12,17—24. Otospirifer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 re 

12、19.21.24. 前 后, 背 腹 视 (与 图 版 Vy ALS 同一 个 体 )，X .5 登记 号 : 1023045 18. 8. BA RE 
突起 ),X1.5， 登 记号 ;: 102321; 17,20,22,23. fay ® BL HRs x1. 5 BBS y 1023229 be ake 85 be 

e St «te 
© 8 yt 2B gevoen 1 oGbaglalse- 

; c cs ha | {ae 4] BID sth Se | 
1,2,106 stearic bifurcata Wang et Zhu ; i bbb Se: ef :pesegh ty 

l. FMAARHR, X3, Bids: 102323; 2 IES wan X25, 登记 号 :10232 2324310. 
MERA BM. BB, X3,BIS: 102325, wt SR eae 

3,6.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r Sig See. wesAe 

3. 示 腕 螺 , 勾 3? 登记 号 : 1023265 6. 腹 壳 内 部 齿 板 、 HABE, X4, Bide: serait ie ou raters pt 
4、 5 7 一 9。 Otosptrifer arene Hou et Xian 

4. 背 视 ( 与 图 版 VIIL、 图 17.20、22、23 同 一 个 体 ), 勾 1 器 ,登记 导 : 102322; 5. 示 主 突起 ; 勾 10， weg: | 102328; 
7—9 B.S IV, 6 同一 个 体 ), 勾 1.5; 登 记号 : 102300。 vaatwtth aes 

i ; 机 3 2 08 teliol Sia «ta < 采风 .二 Mh ht i 
3 Ct lg ug -全 全 aie 

1,2,6. Otospirifer shipatensis Hou et Xian . ss x " ov. 

1,6. RMBs X5,X15, Bids: 102329; 2. RMF ti» x15, BicS: 102330, 
3. Athyrisina wangi (sp. nov.) ni 有 

示 插 入 式 增多 的 壳 饰 (与 图 版 ,II、 图 19 一 22 ,同一 个 体 )》X5y 剧 模 (Paratype), 登记 号 : 10229% ws. 
4。 Xenostrophia cf. stenosulcata Wang et Rong 

示 和 示 腹 壳 假 窗 板 ( 与 图 版 I、 图 6,7,13,16,21 同一 个 体 )， 义 10， 登 记号 : 107281。 入 es 村 ee 

8, Nadiastéophia nitida Wang et Wu We. At, age 

名 (oH el fi 
示 腹 壳 假 窗 板 (与 图 版 I、 图 5、.8、18 同一 个 体 )，X10， 登 记号 ， 102284。 、 ian ts oh eh, Le 

ene Athy, isina bifurcata Wang et Zhu 

5. 示 同心 层 (与 图 版 TV、 图 1\4, 图 版 Y、 图 2.3、11 同 一 个 体 );X5, 登 记号 : 102298; ;7. 示 同心 层 ( 与 图 版 II、 
图 27,29,30 同一 Mk)» X5, Bigs: 102293, i 

图 版 10 t 38,08 

1,2,456, 7,911. Osospirife: shipaiensis Hou et Xian 

2,4,6,7,9,10. AMF th (与 图 版 IX, pe ili X24, X10, X20, X34, X10 (与 图 生 不 同 部 位 )， 
X60， 登 记号 : 102330; 1,\11. 示 微 帝 饰 (与 图 版 IX, Bl, 6K), %20,%40,BiSS; 102329, 

3,5,8,12. Howittia quadriplicata (Chang) v 

APAFEM > X10, X20, X40, X20(-5A5 不 同 部 位 )， 登 记号 : 1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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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秀 琴 等 : 广西 象 州 大 乐 泥 盆 纪 大 乐 组 里 咽 段 的 胸中 动物 图 版 2 



ASS: 三 西 象 州 大 乐 泥 盆 纪 大 乐 组 咏 咽 段 的 腕 足 动物 图 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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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秀 琴 等 ; 广西 象 州 大 乐 泥 盆 纪 大 乐 组 咏 咽 段 的 腕 足 动物 图 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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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S: 广西 象 州 大 乐 泥 盆 纪 大 乐 组 咏 咽 段 的 腕 足 动 物 图 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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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 广西 象 州 大 乐 泥 盆 纪 大 乐 组 咏 咽 段 的 腕 足 动物 图 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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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秀 琴 等 ; 广西 象 州 大 乐 泥 盆 纪 大 乐 组 咏 咽 段 的 腕 足 动物 图 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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