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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来
, 我国微体古生物工作者在第四纪和现代有孔虫的分类上 ,

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

特别是在我国东部第四纪海侵研究中开始使用微体古生物 方 法 何 炎 等
,

, 李应培
, 以后

,

有孔虫的应用越来越广
。

年以来
,

讨论我国东部第四

纪海侵的多数文献
,

均以有孔虫作为重要依据 汪品先
、

阂秋宝
, 。

六十年代以

来所进行的大量分类描述工作 郑执中
、

郑守仪
, , , , 何炎等

, ,

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等
, , 郑守仪

, , , 郑守仪等
, ,

为有孔

虫在第四纪地质中的应用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

尽管如此 , 我国第四纪有孔虫在分类鉴定

上还存在不少间题
。

虽然第四纪海侵层中常见有孔虫 , 均属为数不多的近岸底栖类型 ,

但因各人对这些属种的理解和用名不一
,

致使第四纪海侵地层微体化石群的对比和古生

态的解释造成困难
。

近岸类型的底栖有孔虫由于种内形态变异较大
, 属于同一种群的个体有可能按表面

形态不同被定为不同的种
,

而同一种的异地种群
,

更容易被误认为独立的物种
。

再者
,

近岸

底栖有孔虫尤其是钙质旋卷壳
,

外形上颇多相似之处
,

因此有不少种被不 同作者归入不

同属中
。

有鉴于此 , 近年来国际上对近岸底栖有孔虫开展了大量种内变异的 生 物 统 计
, ,

以及壳体内部解剖和超微结构的研究
,

一 , ,

澄清属间划分的形态依据
,

厘定种内变异的定量范围
。

我国第四纪海侵层中常见种在鉴定和命名中的混乱
,

其主要根源还在于缺乏内部结

构的解剖和对变异范围的研究
。

为此需要选择一个在海侵层和现代沉积中都比较常见
、

种内变异显著
、

而分类鉴定又多分歧的种为例
,

通过内部解剖和生物统计的方法加以研

究
。

“

江苏筛诺宁虫
” 加叭叭玄 枷名邵记摊韶 , 就是这样一个种

。

此

种系何炎等 根据苏北与上海第四纪标本建立
。

后来
,

郑守仪等 根据山东黄河

口附近第四纪标本改为
“

江苏小企虫
” 忿 记诫勿 纽 邵记 ,,

。

除了华东
、

华北沿海第

四纪外
,

该种还广泛出现于南黄海
、

东海 汪 品先等
,

待刊
、

渤海的近岸区和潮间带
。

经

东
、

黄海潮间带活个体分布的调查表明
,

此种要求 。的半咸水
,

尤其适应于 。的

少盐水 洪雪晴
, 。

然而
,

此种究竟属于 汤八洲旧竹 ,

还是 月 记妞勿 其 种

内变异范围如何 这些间题无论对于第四纪有孔虫的分类或是古生态解释都 有 一 定 意

义 , 试图回答这些间题就是撰写本文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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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材料与方法

根据对黄
、

渤
、

东海沿海现代和第四纪沉积大量样品中所产本种标本的比较
, 发现

本种在其模式标本产地江苏与上海第四

系无论保存状况或个体数量均远不及现

代海区
,

故选用浙江舟山群岛鲁家峙海

岸带的现代标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基本材

料
。

样品均取表层 一 的沉积物
,

用虎红溶液浸泡
,

经孔径 。 的

标准筛冲洗
,

并用 富 集 有 孔 虫

壳
。

鲁家峙四个 样 品 图 中 富 含
“ ‘六万忧时如 勿 肠记 ” ,

且有许多

活个体
,

显然属原地生活的分子
。

从每

个样品中各选出该种标 本 。枚左右
,

进行生物统计
,

即度量每个 壳 体 的 直

径
、

厚度
、

末圈紧密型房室与膨起型房

室的数量等各种参数 表
,

计算参

天

纂 曝 补, 承
一止叉叉 少移

沪之趟多了 丫犷 乞止匕土 』腼

卧 舟山群岛鲁家峙表层沉积取样位置图

,

五 , ,

‘位

数间的比例关系
,

汇总各参数的分布情况
。

表
“ 月 儿 ” ”

的生物统计工作
盆 扭 “ ‘ ,

祥祥 品 度 量 壳壳 生 物 统 计 内 容容

。 ·

⋯
盐 ⋯

, 。 、、“ ’

一 璐 供 体 个 数数 壳 径径 末 圈 紧密型 与序起型部分分

房房房房房 室 数 壳 径径 壳 厚厚

。。 ⋯⋯
普普 ⋯⋯⋯⋯⋯⋯⋯⋯⋯⋯⋯⋯⋯⋯⋯⋯⋯⋯⋯⋯⋯⋯ ⋯ 。, 、、
每每 输 。。 十十 一

北。

⋯

在上述样品中 , 选取 枚壳体进行内部解剖
。

解剖标本的制备过程大致同郑执中等

所述的方法
,

即磨片
、

胶腊塑模和壳面溶蚀法
,

但除双 目实体镜外
,

还使用 型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

以查明其内部微细构造的真实状况
。

制作胶腊塑模
,

系将树胶与

石腊按 , 的比例熔融后注入壳体中
,

冷却后在弱酸中脱钙
,

取得塑模后供研究内部

构造用
。

壳面溶蚀采用弱酸逐层腐蚀有孔虫壳表
,

获得不同层次的壳面标本
,

供观察缝

合线在壳表与壳下层的特征用
。

为便于比较
,

拍摄了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

选其中少部分

示于图版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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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属性及缝合线特征

对于本种属性的不同意见
,

关键在于缝合线
。

何炎等 描述此种的 “ 缝合线

弯曲
,

稍下凹 , 缝合线形成较宽的带状 , 缝合线凹坑很小
,

不很明显
。 ” 据此归为筛诺

宁虫属 ” 性哪落 , 然而郑守仪等 描述此种为 “ 缝合线弯曲
,

较平
,

有时最

后儿条稍凹 , 缝合线两侧透显出隔壁间管道所派生的较长分叉支管
,

支管 口开于缝合线

两侧
, ” 并指出 “ 何炎等 在本种的原始描述中所述 “ 缝合线形成 较 宽 的 带

状
,

就是隔壁间管道的分叉支管的轮廓透显于缝合线两侧所致
, ” 于是认为此种应归入

小企虫属 凡 儿记 不勿
。

从此
,

我国文献中便出现了两个名称并存的现象
。

为确定此种的属性
,

首先需要查明有关各属的区别
。

凡 玄诫勿 是 于

年以 ” 艺忍 “ 作为模式种而建立的
, “ 以缝合线上有两排

孔
,

两排孔间为一加厚区
,

无明确的后 向突起 , ,, 为主要属征
。

和 承认此属
,

并以 “ 无后向突起 ” 与 “ 沿缝合线有通常排成两 行 的孔

通向缝合线下管道与垂向管道 ” 作为主要属征
。

” 九句” 属由 建为 咋艺 的一个亚 属
,

以 儿 玄加 一

阳 , 了。 为模式种
,

以筛状 口面以及缝合线槽中有 洞 状 穿 孔 为 属 征
。

和 根据具管道体系等特征
,

将 玄 。”叭枷 从 刊勺九礼 类中分 出
,

改 定

为 科独立的属
,

并描述为 “ 缝合线具孔穴通向隔壁内管道
, ” “ 无后向突

起
,

但可具实心而无孔的壁间桥
, ” 具基部 口而不具像 找班乙 记 。那样的 口面筛状

口

属于 与 科的平旋玻璃质壳底栖有 孔虫
,

包括 凡 艺机 ,

记 , 尸 ‘ “附 ,

。汤 。九。玲

加 等
,

是中
、

高纬度带浅海有孔虫 群 的 优 势 分

子
。

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报道和描述十分频繁
,

然而属的划分上缺乏一 致 意 见
。

例 如
,

发现 蜘 模式种的全模标本根本不是平旋壳
,

从而对此属本身 的 存 在

提出 疑问 , 和 认为第四纪的 功‘ 忍 ‘ 与早第 三 纪 的 不

同 ,

提出应另建新属 主
。

本文着重讨论近年来应用扫描电镜后所出现的新认识
。

和 一

对上述两科 属 种的壳体进行比较研究
,

制作切片和塑模后用扫描电镜进

行观察
。

研究结果表明
,

壳体表面观察所见的特征
,

如后 向突起的有无和缝合线具单列

或双列孔
,

因存在过渡类型而不是稳定可靠的分类标志 房室增添的基本模式和管道体

系的性质
,

才是属间划分的主要依据
。

众所周知
,

有孔虫壳壁可以由内外两个钙质层构

成
,

其间以一有机质的中间层相隔 , 房室增添的模式不同
,

造成的壳壁
、

隔壁和管道壁

的层次结构亦不斗目同
。

他们指出
,

凡 记妞勿 的后一房室在与前一房室的交接处 ,

壳壁

的外层跨越缝合线覆盖在前一房室外
, 而内层却向内延伸覆盖在隔壁上

,

并在缝合线中

内
、

外层分开处形成双重内层壁 图
,

从而造成“ 缝合线下管道 盯 ” ,

这种管道在形成的原理上与 的小房室相当 , 而 曰 玄 “ 在相继两 个 房



徽 体 古 生 物 学 报 卷

室交接处缝合线深凹
,

形成由外层 而不是内层 铺 垫 的 “室 际 空 间
” 图 一

,

与 相似
。

因此
,

凡 记伽琳 与凡户记妞勿 尽管表面

看来沿缝合线都有孔洞发育
,

然而
,

前者的是槽状下凹的缝合线被向后突起构成的 “ 隔壁

桥 ” 横踌而留下孔洞
,

后者却是缝合线下管道的开 口 ,

两者不可相混
。

至于 曰 记姚玩

的缝合线双列式
,

并非该属的一个完全稳定的特征 ,

个别种可出现单列孔
。

同时
,

他们

的观察表明
,

俐 六州闭昨俪 或 找 ”王冰记京咖 的口面筛状 口亦非特定特征
,

可 以具基部

图 川 与 缝合线的比较
亡“ 的缝合级下管道与双宜 内层一 ‘ ” ” 月

“ ”夕 “ , ” 的室际 空晾和缝合级上 ,’凸起 , , “

‘ 用 的室际 空晾与空 心 的 “ 璧间桥即 , ,
据 和

, 。

‘ 伪口 加民 亡一 阮 “

。 “ 刀 三 了 。 , 。 ”

既 ” ’ ” ” ,

, 可一 “ , , ‘ “价

‘ “爪 , , 一 ,

口或者口面口 , 而对 月加 肛脚蜘模式种 才己找冲。旧 管道体系和壳壁 分 层 的 研究
,

证明其属于 “缝合线下管道 ” 类型
,

与 月 记幼 勿 相同
,

既然 记触刀 缝合线也可以

只有单列孔
,

就应当将 暇角卿明加 归入 王 记泪勿 属内
,

作为其同义名处理
。

他们还

指出
,

有些被根据外形定为 钻找洲闭称俪 的种其实具有后向突起
、

隔壁桥
、

室际空间和

脐部螺旋管道系统
,

应划入具有这些属 征 的 曰 加优
。

和 卜

对 和 在上述各属分类上的修正意见
,

可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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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表 两种分属惫见的对照
, ,

, , 一 , 一, 了

‘“ 爪

‘ 人亡 公 衍

” 月 洲

, 爪

”

从

。

” ”

多年来
,

对我国各处所产
“ 汤 。肋炸俪 加 胡君 ”

标本 已作了大量观察
,

但从未见

有即使是
“

很小
、

不很明显
”

的
“

缝合线凹坑
” , 至于全模标本照片 何炎等

, ,

图版
,

图 上所示各条缝合线两侧普遍发育的清晰虚线状孔
, 应系描改照片时的失误

,

恐与

实际不符
。

在双目实体显微镜下观察
, “ 脚姚 邵记彻己”

确实很象凡冰记诫勿 ,

因为在成

年期缝合线两侧确实常见有交叉排列时横向细隙
。

但在扫描电镜下放大 倍以上进行

观察时
,

可以看到其成年期缝合线呈清楚的下凹裂缝状
,

其两侧的细孔隙并非 “ 隔壁间

管道的分叉支管 , 开 口处
,

而是缝合线裂缝两侧排列较整齐的横 向 小 突 起 之 间 的 细

沟 图版
,

图
。

前人根据胶腊塑模画出的 “ 隔壁间管道及其分叉支管 ” 简单示意

图 郑守仪等
, ,

图
,

其实正反映了室际空间和上述小突起间的横向细沟
。

因

此 ,

无论按照 和 的分 类 或 者 和 一

的方案
, “ 沁 “记娜

” 按 缝 合 线 特 征 既 不 是 ‘代叭。”

俪
,

也 不 属

尽 记玄不不
。

为确定 “ 邵记腮
” 的属性

, 需要对其特征作全面考察
。

此种平旋
,

内卷
,

房室增长速度均匀 , 具基部 口孔
, 呈裂缝状 , 壁孔粗

,

至晚期房室时变细 图版
, 图

, 图版
, 图 , , 壳面光滑 ,

仅缝合线内与壳口附近有小瘤密布 图版
,

图
,

壳面经溶蚀处理后显示出方解石晶体较大
,

显然系辐射状壳壁结构的反映 图版
,

图
, 早期房室的缝合线与壳面齐平

,

裂缝及其两侧的细沟一般不发育 , 到中
、

晚期房
室缝合线裂缝渐趋明显

,

两侧的小突起和细沟相应发育
,

小突起一般不跨超 缝 合 线 裂

缝 ,

但也偶有例外 图版
, 图

。

有些个体的缝合线裂缝可 以被壳质充填愈合
,

其

两侧的小沟相应变浅
,

但仍然可以分辨 , 并不呈细管状
,

亦无开孔
。

缝合 线 裂 缝
,

即

等所称 “ 室际空间 ” ,

只在壳体两个侧面发育
, 近壳缘处变窄变浅 图版

,

图 , 且被壳壁遮掩 图版
,

图
,

到壳缘处变为窄圆的 细 管 状 图版
, 图

, 这在末一房室脱落后的前一房室 口面上可以明显看出 图版
, 图

。

另外
,

房室内部的塑模表明 , 房室空腔在后缘有数个向缝合线伸出的突起
,

形若乳头
,

分布稀

疏 , 间隔颇宽 图版
, 图

, ,

这种突起
,

实 际 上 就 是 “ 后向 突 起 ”

。

关于 “ 后向突起 , 和 “ 壁间桥 ” 两个术语的使用
,

在国内外都较混乱
。

往往有人将

两者等同起来
,

并都被用作 凡冰记 ￡脚 的属征
。

和 一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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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采用 的用法 所谓 “ 后向突起 ” 只是指房室腔的后向延伸
,

应从房室

内侧 即用塑模 观察 , 而对于一切横跨缝合线的壳壁延伸物
,

无论属空 心 即 后 向 突

起 或实心 ,

均称为 小桥 ,, 。

这种用法已被 后 人 所 采 纳 如
, 。

且 从 扭 , 的重要属征之一是具有后向突起
,

其发育程度 可 以 十分悬

殊
,

有的种
,

如 曰 记‘“ 。 , 一 ,

, ,

后向突起十分微弱和稀疏
,

与本种情况相近
。

总之 “

俪 少
” 具有室际空隙而使缝合线深陷呈裂缝状

,

房室具后向突起
,

符合 凡 ￡讯。 的特

征
,

而不同于 川七六万优叭玄叭 或 凡 记泪勿 。

此外
,

如壳 口
、

脐部构造等也均在 砚 记讯。

属的范围之内
。

因此
, “ 吞她 耽 ” 应改为 曰 记 琳 勿 讼

。

在 诚“琳 属内
,

联 山刀 “滋 与 记凡 ￡同样可有裂 缝 状

缝合线
,

外形与房室排列亦相类似
,

是比较接近的种
。

孤 娜种内变异强烈
,

形

态类型众多 一 , , , ,

,

然而
,

至少末室可见明显的小桥
,

且 已查明为后向突起多 石 九 坛 却 并

无外视可见的小桥 只是在塑模上 出现后向突起
, 而且缝合线两侧有细横沟发育

,

与

二 。不同
。

有趣的是
,

恤 淞 “ 不仅在缝合线裂缝旁有横向细沟和小瘤

发育
, 而且在 口面基部的壳 口上侧也有相似的细沟

,

壳口上下也有密布的小瘤发育
。

推

侧这些细沟可能与原生质流出的渠道有关
。

三
、

个体发育与种内变异

研究有孔虫种在个体发育中的形态变化
,

既是追溯系统发生的良好方法
,

也是查明

种内变异的必要途径
。

对于大有孔虫的个体发育早已进行详细而有效的研究
,

浮游有孔

虫的个体发育的研究
, 近年来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

唯独底栖小有孔虫的个体发育迄今缺

乏应有的重视
。

其实底栖小有孔虫在个体发育中带有明显的形态变化
,

俪邵姆 幼

便是一例
。

虽然
,

有孔虫与菊石等相似
,

壳体中保留着从幼体到成年各时期的房室
、

隔

壁
。

然而
,

枷 , 姗彻坛一类的有孔虫
,

每个新房室形成时
,

早期房室的壳壁均加厚一

层
,

掩盖了早期的壳面特征
,

所以
,

有孔虫个体发育至少需要从排列由小到大的个体系

列来进行研究
。

从壳壁结构
、

房室形态和缝合线特征 看
, 曰 诫 她 邵绍舫

,

在个体发育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表
。

幼年期缝合线与壳面平齐而缺乏裂 口 ,

因此
, 只有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靠透显出的隔壁而分辨出房室

,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只

见全壳布有壁孔而无从分辨隔壁和房室
。

成年期缝合线上出现裂缝
,

裂缝两侧出现十对

左右的横向细沟
,

随着新房室的增长
,

早期裂缝可以因壳壁的加厚而愈合
,

仅见不甚规则

之短缝残留
。

晚期房室隆起
,

壳体周边因而变为瓣状
,

壳形随之变肥厚
,

相反壳壁却趋

于减薄
,

壳孔变细
,

在光学显微镜下呈透明细孔状
,

与幼年
、

成年壳壁之粗针孔状回然

不同 , 同时缝合线裂缝发育较差或消失
,

两侧细沟变短
。

既然个体发育各阶段的形态有显著差异
,

有孔虫个体如果幼年期进入成年期
,

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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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夕 的个体发育阶段
百 记 壳泣 件 “ 件

卜一业卜发 育 阶 段

幼 年 期

成 年 期

晚 年 期

缝 合 线
壁 壁 孔 周 边 —

——
一一

裂 缝 细 沟

⋯ 。 ⋯ 完 整 一 ’

⋯
粗 完 。

⋯
可 次 、愈 。

⋯
。 , 状

⋯
或 显

⋯

年期进入晚年期的时间早晚不一 ,

就必然产生壳体形态上的差异
。

尤其是成年期房室不

膨起
,

壳缘完整的紧密排列阶段
,

和晚年期房室膨起
、

壳缘瓣状的阶段
,

造成整个壳形

的重大差别
。

凡始终停留在成年期具紧密型房室者
,

必然 “ 周缘 二周边 一般不呈瓣

状
, ⋯ ⋯房室

· · · ·

一般不甚膨胀
, ⋯ ⋯壁孔较粗 ” , 凡较早转入晚年期的膨起型壳体

,

必然 “周缘一般呈瓣状
, ⋯ ⋯房室 ⋯ ⋯稍膨鼓

, ⋯ ⋯壳壁较薄
,

近透明
,

壁孔较细而致

密
。 ” 在山东第四纪地层中

,

前一类型被定为 “ 江 苏 小 企 虫 凡 试勿 她 肠

, ,, ,

后者被定为新种 “短管小企 虫 印人记记“ 。如 葱耘
,

” 郑守仪等
, ,

一 页
,

图版
, 图

,

表
。

在舟山群岛鲁家峙海岸带现代沉积中
,

上述两个类型的壳体共同出现
, 两者之间存

在着一系列的过渡类型 图
。

为查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
我们对包括两种类型及其过

图 附 ” ‘“ ” 的种内变异

全为紧密型房室的厚璧壳体 即典型的 阴 。夕 ” ,

前期房室紧密型
、

后期房室序起型 的壳体 过渡型壳体 ,

较早变为形 起型房室的薄壁充体 即 “ 夕 ” ” 。

加 ‘ 川 ”夕 ” ’

了
。 ”夕 “ ” ‘ , 口 娜

,

。

恤 , 比 了 , ,

“ 。 ‘ , ,

恤 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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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型在内的一百多个壳体进行统计
,

分别侧量每个壳末圈的紧密型 即成年期 房室和

膨起型 即晚年期 房室数目
、

壳体厚度
、

全壳直径和成年期直径
。

根据上述数据的比

值作图 图 , ,

发现这两个具有不同数量渗起型房室的 “ 种 ” ,

其实不过是连续性

形态变异系列中的两端而已
。

可见
, “砚 记 落勿 加洲喊叨冲时京尹 是 咖 心姗 脚胡 , 讹个

对 的同义名
。

表 户人 , 。 两个形态类型的比较
盆 爪 ‘ ”口忿“ ”

“ 种 名 壳 璧 璧 孔 周 边 壳厚 壳径 隆起房室

“ ” ” ”

“ 。 口 ” ’”

房 室

紧密型 完整

细 序起型 瓣状

应当指出 ,

由于个体发育进程而造成的 “紧密型 ” 与 “ 膨起型 ” 个体的种内变异现

象
,

并不限于本种
,

而是为近岸底栖型玻瑞质旋卷壳有孔虫不少种所共有
。

正确认识它

们之间的关系 ,

是分类和生态研究的先决条件之一 , 。

。

人

二
”

,
·

。

。

⋯
。“。

卜引

,

九,

卜﹄,

。

飞,,以

此
百

,

壳厚

。

二
一 二

产

下
竺 、 一 户

伞

丁 弓 , 仁‘

,

二

⋯
军 杏

,

,
呜 过渡型充

,

膨起型壳
·

黯蜕
。

。 。
。 。

壳 径

。
’

图 协 “ ” ‘ 壳径与壳厚关系图

‘

“邢 寿 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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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甘‘‘,

个体叙

心

卜

、、尸
一一

,的即
个体教

膨起房室数

。 。 。

米密型壳径 纸充径氏位

图 二 紧密型与膨起型个体的过渡关系

笼 节 时
讲 “沉 ‘ 。夕 “

四
、

结 语

综上所述以及近年来的观察资料
,

可将 尽 ‘ 扭琳 忿 助 一种作如下描述

江苏精翅虫 石 汕 ‘一 盛‘二 , 二 , ,

图版 , 图 , 图版 , 图 一

犷 ” ” ”夕 “ ” ,

何炎等 , 峨页 , 图版
, 图 ,

,
‘

萝 ‘ 夕‘ ”‘了 ,

郑守仪等
,

一 页 , 图版 , , 图 , 摘图

口 ” ,

郑守仪等
,

动页
, 图版

, 图
。

壳近圆形
,

两侧扁
,

平旋内卷 , 壳缘圆 , 周边完整或在末期呈瓣状 , 房 室 逐 渐 增

大
,

在末期时可膨起 ,

末圈 一 室 , 缝合线弯
,

早期与壳面平齐
, 后期在壳体侧面有

裂缝状下凹 ,

但裂缝不达脐部与壳缘
,

裂缝两侧有成排的细沟发育
,

致使缝合线呈宽带

状 , 房室伸向缝合线的乳头状后向突起
,

小而少
,

仅在塑模高倍放大时 可 见 , 壳 壁 光

滑
,

透明或近透明
,

壁孔明显 , 壳口缝状
,

位于 口面基部
。

度 , 壳径
,

壳厚 ‘ 图版
, 图

, , 壳径
,

壳厚

图版
, 图 , 。

形态变异 本种幼体 壳径 。 一。 左右 与成 体 通 常 。 一 。

壳有较多区别 前者末圈均为 一 室 ,
后者一般 一 室 , 前者缝合线与壳面齐平

,

裂

缝不发育
,

后者缝合线有明显的裂缝与两侧的细沟
。

具有晚年期膨起型的个体
,

壳体较

肥厚
,

膨起房室壁薄
、

孔细 , 周边呈瓣状
。

比较 凡冰记椒琳 大“阳 “摊 的一些类型与本种有所相似 ,

但前者至少

在晚期房室可见缝合线上有房室后向突起
,

而 解 邵“ ” 翻 后向突起不显
,

缝合线两

侧又有特征性的成排细沟
,

可以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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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产于渤海
、

黄海和东海的近岸带和潮间带
,

常见于半咸水 编 中
。

根据洪

雪晴 仓 研究
,

此种活个体多产于潮上带的各种低盐水环境中
,

最高可占有孔虫生物

群个体含量的 , 能忍耐较宽的盐度范围
,

喻的少盐水中仍可占
,

在潮间带

也有少量分布
。

化石见于江苏
、

山东和黄海的第四纪地层中
。

如前所述
, 记 与 两科的平旋玻璃质底栖有孔虫在我国和国

外中
、

高纬度的近岸浅海区
,

是有孔虫群中的优势分子之一
,

是沿海平原与陆架海底第

四纪地层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化石类型
。

可惜
,

由于分类和命名上的混乱
,

给地层对比
、

环境解释带来了一定困难
。

本文试用通过 ￡叭 邵记 的壳体解剖和生物统 计
,

澄

清此种在分类上的分歧
,

为今后解决其它种的分类命名问题取得经验
。

我们相信
, 只有

通过对内部解剖和种内变异进行系统的研究
,

才能摆脱有孔虫
、

特别是常见的广盐性浅水

种在属种划分上的混乱现象
。

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初次尝试
,

本文一定有着许多错误和缺

点
, 恳请同行指正

。

本文分析的样品系洪雪晴采集 , 扫描电镜照片由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曹

寅和联邦德国基尔大学 拍摄
,

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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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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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 , , , 户 ‘ “爪 口 阴

,

一 刁

, , , 、 ’ “ 爪 义 爪

吐 , ,

一
, , 王 , ,

,

一
, , 。 , 幻 一

, 已 , · · ,

,

“ ,, “

,,

。 夕 。二

’。‘ 夕 夕夕 ” ‘”

一

”夕 ‘ ” ‘夕 , ”夕

‘

一

’

忿 畜叭 玄 似 乙 忿 ￡艺勿

枷 邵记 玄 ,

︸口‘

八 丫犷

,

, 一

“

,, ”

“ ”

不 玄“ 机 , ,

孔玄葱“ 玄 秘 玄 ,

弓 宕心 摊 京 柞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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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七

尽娇玄绝落勿 七 众力朋忍众”

月协宕言琳 枷 “‘ ,

,

版 说 明

标本保存在同济大学海洋徽体古生物实验室
。

所示标本均采 自舟山群岛 家崎海岸带表层沉积 一 。

圈 版

一 ‘ 吞 。” ” ,

实体充侧视 , 。, 标本号 一 。

田 中末一条缝合线放大 箭头 为小突起 , 为

细沟 》, 图 中一条较早期缝合线放大
,

并示绝合级裂绝在壳缘处 上方 变弱或 愈合
,

‘ 。

实体充末室脱落后的 口 视
,

显示福璧和末

塞的浪进 , ‘

金’ 筋头示原有末一缝合 线 室际 空

味的深度 , ‘

个’ 债头示其括壳缘时 已变 成 一根

细管 , , 标本号 一 。

壳侧缝合

找裘缝橄截面视
,

示深宽状室 际空旅
, 。,

标本号 一 一 。

近壳缘缝合线裂缝横推面

视
,
示宣际空晾 已成窄圈的内管

, 。, 标本号 。

一 一 。

拉棋标本的两房室月视
,

视房室间的后

向突起 箭头示 , 。, 标本号 一 。 纽

棋标本的缝合线放大视 , 箭头指后 向突起 , 。,

标本号 一 一

图 版

一
·

夕 ‘ ‘。 “ ”习 。 ” ‘ ,

姐‘ ,

实休壳缝合线局部视 , 小央起在缝合战琪缝上

相连 债头示 ,

标本号 一 一 。

魔

蚀后壳表面视 , 。, 标本号 一 卜 紧

密型充体侧视 , 。, 标本号 一 卜 同

上 , 口 视 , 奋起型充体侧视 ,

标本号 一 。

同上标本 , 口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