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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渭盆地新生代有孔虫的发现及其意义

汪品先 王乃文 鲍金松

汾渭盆地‘ 的新生代地层
,

由于出露全
,

发育好
,

解放后许多地质工作者曾在本区进行工作
。

尤其是 年的蓝田新生代地层现场会议 〔, 〕,

进一步推动了全区新生代地层研究工作
。

然而在地

层的划分和对比上
,

当时的主要依据是脊椎动物化石
。

多年来
,

随着本区地质勘探工作的广泛开展
,

在地层古生物方面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

渭河地

区是我国井下新生代地层沉积最厚
、

古生物门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

尤其是 年以来
,

钻井中

多次发现有孔虫化石
,

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

距海千里的汾渭盆地
,

在一向被认为纯陆相的新生代地层中发现有孔虫化石
,

这 已 是 第 二

次
。

作者之一在 年曾首次研究了运城盆地第四纪有孔虫山
。

这些发现
,

不仅丰富了汾渭盆地

地理环境
、

生物地质史的内容
,

而且对于井下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

对于盆地的拗陷性质的认识
,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供了新的线索
。

这些问题的研究
,

对于指导我国东部地区石油
、

钾盐等沉积

矿产的找矿方向和远景评价
,

对于追踪东部地区第三纪以来的海侵过程
,

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

为

此
,

我们整理了这份材料
。

一
、

地层及有孔虫化石层位

汾渭盆地是一个新生代断陷型沉积盆地
。

盆地下第三系 高陵群
,

为一套红色碎屑岩
,

较深的钻孔可见这套地层的一部或大部 上第三系永乐店群
,

岩性变化较大
,

为褐色
、

灰色砂泥

岩和砾岩互层
、

被大部分钻孔所揭露 , 第四系
“

三门组
”

和秦川组为一套未成岩的砂
、

砾
、

粘土

沉积
,

全部钻孔都可见这套地层
。

永乐店群和
“

三门组 ” 含有丰富的抱粉
、

介形虫
、

软体动物
、

轮藻和少量脊推动物化石
,

高陵群和秦川组化石贫乏
,

有孔虫化石则产 自永乐店群 中
。

现将井下地层的岩性 自老至新简述如下

下第三系 高陵群

第一组 黄棕
、

棕黄色泥质岩与灰白
、

黄色厚层一块状长石砂岩互层
。

第二组 深棕黄
、

褐色泥岩为主
,

与灰黄
、

棕褐色砂岩互层
。

上第三系永乐店群

第一组 蓝灰
、

绿灰
、

灰黄
、

棕黄色泥质岩及中一细粒砂岩
。

第二组 蓝灰
、

绿灰色泥质岩夹深灰
、

灰黑色泥质岩
、

黄灰色泥质岩及细砂岩粉砂岩
。

第三组 棕黄
、

绿灰
、

深灰黑色泥岩
、

砂质泥岩夹黄色中一细砂岩
。

第四组 棕黄
、

黄棕
、

浅褐
、

绿灰色泥质岩与富长石砂岩
、

含砾富长石砂岩不等厚互层
。

在第二
、

三组中见有孔虫与半 咸 水一海相介形类化石共生
。

运城地区相当的层位中也见有孔

汾润盆地主要指陕西关中地区
,

广义的汾渭盆地包括山西运城凹陷
。

渭河地区在地理上是指渭北北山以 南
、

秦 岭 以

北 , 西止宝鸡
、

东到渡关的这个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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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化石
。

含有孔虫化石的层位在长安钻孔中为埋深 米 , 在西安钻孔中为 一 米 , 在渭南

钻孔中为 米 , 在华县钻孔中为 组 一 米 , 在华县一深孔中为 一 米 , 在运城钻孔

中为 米
。

第四系
“ 三门组 ” ’, 上部为灰黄色粘土层

、

粉砂层与砂砾层互层 下部为绿灰色
、

黄灰色粉砂层及

粘土层与黄色含砾中一粗砂层互层
。

秦川组 灰黄色黄土为主
,

下部有灰绿色砂层与粘土层
。

二
、

永乐店群有孔虫化石层的时代问题

汾渭盆地有孔虫化石的层位稳定
,

可作为标志层
,

因而其地质时代的确定
,

具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所发现的有孔虫化石
,

计有四属六种

暖水卷转虫 , 耐 ‘吵‘

运城圆盘虫 刀由 , 众 。 , 入 , ”衍

渭河外旋九字虫 “‘ , 耐。 , 访

缝线九字虫 ”‘ ” “ ,

凹陷九字虫比较种 , “ “ ,

九字虫未定种

这些有孔虫属种本身难以提供确切的时代依据 如圆盘虫属为始新世一现代
,

暖水卷转虫为

中新世一现代
,

但它们所反映的古地理
、

古气候及伴生化石
,

为判断地质时代提供了线索
。

永乐店群的有孔虫化石组合是温暖水域的产物
,

其主要分子暖水卷转虫现代只产于温带和热

带
。

再者世界性的海侵通常与温暖时期相连系
,

冰期则往往发生海退
,

因此推测永乐店群的有孔

虫层不应与早更新世初的冰期相当
,

而可能是上新世晚期冰前期或者早更新世冰期后的间冰期产

物
。

另外
,

有孔虫化石所在地层 —永乐店群的其他化石也提供了其时代可能属上新世末或更新

世初的佐证
。

有孔虫化石所在层位的抱粉组合特征
,

是以大量的温带植物为主
,

含有 一 定 数 量

一般 一 喜暖的亚热带分子
,

木本植物含量略高于草本植物
,

在木本植物中阔叶树的比例

又超过针叶树
。

其组合成分
,

阔叶树以榆科各属为主
,

如 榆属 耐 , 。
、

朴属 杯
、

棒

属 等
,

其次为栋属 “ , ,

其他还有桦属 ‘。 “ 、

恺木属 , 。 、

鹅耳杨

属 户落, “ 、

棒属
、

苗榆属 ‘, 以及胡桃属 , 、

柳属 公
、

山毛棒 “ “

一
。

针叶树的主要成分为松 科 的 云 杉 属 ‘
、

冷杉属 厉 和松属

伽哪
,

其次为铁杉属 及落叶松属 。众 等
。

草本植物为冀科
,

十字花科
、

篙属 , , 众板
、

菊科
、

禾本科 细
等等

。

亚热带植物在木本植物中的含量
,

杉科 达 左右
,

最高可达
,

个别井山核桃属 “ 最高可达
,

其他如银杏属 落, 罗汉松属 , ‘ 、

雪松属 , “ 、

木兰属 ” 落
、

枫香属 公诫 , 等一般达 一
。

该抱粉组合

的时代被认为是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

这里所指的
“

三门组
” , 在层位上是广义的三门组的一部 分 , 大致相当含哺乳动物群的

“

上三门
”

系或泥河湾组上部

地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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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孔虫化石伴生的介形类化石
,

其主要常见分子有布氏土星介 少 “ , , 夕幻
、

柯

氏土星介 ” 、

玛纳斯土星介 ‘ , , 茗
、

纯净小玻璃介 ” 耐 公 ” 、

奇异小玻璃介
·

“
犷“ “‘

、

近岸正星介 夕 岁‘ ‘ “云。犷 ‘
、

光滑湖华介 “ , , 少￡ , 。

“ 耐
、

奇异湖华介 , 该, ‘‘
、

疏忽玻璃介 , , , 以及神形介未定名

新种 夕‘ 。, , ,
· ·

等
,

此外尚有花神介 未定名新种 茗‘ 夕‘ 、

斯氏达尔文介 盯 伽“ 对。 二口耐 真星介未定种 少 对 与美星介未定种 八

助伽 等
。

这些化石在国内外见于第三纪至第四纪地层
。

另外
,

在长安钻孔中
,

在有孔虫层之下约 米 仍属永乐店群第 工至 班组 曾发现一枚三

趾马牙化石
,

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翟人杰鉴定为 动 盯 口 , 。

所以
,

将有孔

虫层定为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是适宜的
。

三
、

永乐店群有孔虫化石层的岩相古地理意义

一 永乐店群有孔虫化石群的指相意义

永乐店群有孔虫化石群属于海陆过渡相
,

它具有以下特点

属种单调
。

运城地区以运城圆盘虫为主
,

另有凹陷九字虫类型的有孔虫 , 渭河地区已

发现的数百枚有孔虫化石
,

大多为暖水卷转虫
,

仅华县钻孔 中见有四种
,

总计也不过四属六种
。

均为海陆过渡相的广盐性类型
。

卷转虫
,

外旋九字虫
、

九字虫及圆盘虫是钙质壳有孔

虫中适应性最强的类型
,

在海陆过渡的地层中常常构成种属单调
,

甚至一属一种的化石群
,

如太

行山两侧第四纪晚期的山西外旋九字虫化石群仁 〕,

另外河北省第四纪及中东
、

委内瑞拉第三纪地

层中
,

都曾发现只含单种卷转虫组成的半咸水化石群
,

江汉盆地与法国巴黎盆地的早第三纪地层

中
,

也曾见到几乎只含一种圆盘虫的海陆过渡相沉积哪
。

永乐店群已发现的四属六种化石 中 ,

暖

水卷转虫能够容忍 一
。 的盐度变化

,

是最广盐性种
,

现代广布于滨岸浅海与河 口
、

泻湖等

海陆过渡相水域 , 凹陷九字虫的广盐适应性与前者相似
。

壳体小
,

变异强
,

出现畸形个体
。

与正常海域中同属的代表相比
,

汾渭盆地永乐店群

的有孔虫化石化石壳体偏小
,

有较大种内变异
,

运城圆盘虫有不少畸形个体
。

与淡水
、

半咸水
、

浅海相的介形虫共生
。

与有孔虫共生的介形类有土星介 少

犷‘
、

湖华介 落。 , ‘ , 、

小玻璃介 ” 耐
、

达尔 文 介 “ 叨落, “ 、

真 星 介
“ ‘

、

美星介 云, 、

正星介 冲 记 落
、

神形介 少 、 及花神

介 拓 。 等属
。

它们的现代代表
,

如土星介
、

湖华介
、

真星介
、

美星介及达尔文介主

要栖生于淡水中
,

但也见于半咸水环境 近岸正星介 诩。绍 落 为典型半咸水种
,

神形介是

半咸水‘滨岸浅海类型
,

在世界各地海陆过渡环境中为常见分子 , 花神介 为浅 海相介形虫
。

神形

介和花神介均见于苏北
、

华北第四纪及晚第三纪海相地层中
。

各钻孔剖面有孔虫化石层上下层位的介形类化石组合成分的变化
,

显示了水质由淡一咸一淡

的演化过程
。

如表 所示
,

产有孔虫化石的各钻孔
,

其介形类化石组合成分有如下变化规律 最

下部多为淡水介形类化石
,

如土星介
·

少 少 , 众
、

小玻璃介 耐口 , ‘。 、

达尔文介 “

丽体哪 及湖华介 瓜哪。 肠粉 等属
,

表明为陆相淡水环境 , 向上
,

出现了神形介 刃

。仍口 , 加 和正星介 勿户, 记面 属
,

水质开始变咸 , 再上
,

出现了有孔虫
,

表明水质进一步

咸化
,

海水侵入 , 此后有孔虫化石消失
,

但仍有神形介与正星介
,

水质变淡
,

海水后退 最后
,

在上部神形介与正星介相继消失
,

又恢复了陆相淡水环境的介形类化石组合
。

以长安钻孔为例
,

生动地表明了化石组合成分的变化与水质变化的关系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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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长安钻孔介形类和有孔虫类化石组合及水质环境表

深度 米 化 石 组 水 质 环 境

一
淡水

多为故水属种
。

一

“ 夜, 廿。 , 。 。 , , 二 夕 , ,

犷 夕了 各 , 护 ’耐
月 亡 “ , ”

梦 一 , 夕五, 。 , 尸护 “ 。 。 口云。 。 。 , , , 一 。

” 少 为亡 亡 脚 , “ 召 万 , 。 “‘ 月 。 。 万““ 亡 ” 口 ” 月 亡亡 ,

” ”一亡 口 功一门 正云了
。 。

萝亡

淡水一微咸水

以淡水属种为主 ,

有适应性较

强的 ‘ 二 , 点“ 。

水质微咸
。

一

夕 , 亡一‘ 一 “ 一 , 召加月仇 ‘ 心 君 功 护 石 , ‘ ,

附 亡月一 , 夕。亡 , 万

夕, 亡 亡 亡 月 夕 一份。才 ,

耐
。” 己 止亡‘

半咸水

典型的 半 咸 水 种 户, , 一

, , 大最出现
。

一一一一一︸刀一一一
‘止 一下 一几亡 , 。 , 。 月“ 夕 几亡护口

乡 , , , 。

, ,, 石冷, , , , 夕配夕 了 。 , 月“
半咸水一海相

海相的有孔虫出现 ,

另有半咸

水一浅 海 相 的 “ , , ““

和 夕动。 , ,

, 几‘ 等 介 形类出

现
。

一

阴脚 , , 孟巴户‘
有孔虫类

汽 ‘ 盆 , ‘ ·

,几亡尸。功 , 犷 , 万 石

, 加招“ 人口 心 阴布“ 了 , 月 亡

即矛月 ’

“
亡护心 ”了。月 , 护 梦

, 亡 盆口 , 月

口 心月 脚 用云 了 , 月 月印
亡亡

乙萝用月 亡份 。脚 人友 夕

“ “ 廿月 , 。 一邢 ‘

打。了,’ 亡 。扣 , 功

故水一微咸水

以淡水属种为主 ,

有适应性较

强的 , , 。 人。 , 。
水质微咸

。

上述特征清楚表明
,

永乐店有孔虫化石群系海陆过渡相的产物
,

很可能代表半咸水环境
。

属

种单调
、

壳体小
、

变异大
,

并与
“

陆相 ” 介形类共生
,

这都是海陆过渡相有孔虫群的重要标志 ,

广盐性
、

半咸水的属种组合
,

更直接指明了这种沉积环境
。

有孔虫化石层上下介形类组合成分的

变迁及共生的浅海相介形类的存在
,

则更进一步说明当时汾渭盆地与海水的联系
。

二 永乐店群有孔虫化石与古地理问题

六十年代初
,

作者之一在首次描述了山西运城第四纪有孔虫之后曾判断说卿
“

华 北 东部第

四纪海侵曾达到或接近黄河中游地区
,

华北平原与华东平原一度遭受过大面积海侵
。

古黄河谷可

能是海水内侵的通道 , 今后应在三门峡
、

渭河谷地等地点的第四纪地层中寻找有孔虫
,

进行比较

和追踪
,

以便进一步系统地证实当时海侵的方向和地理 分 布
。 ” 这次汾渭盆地有孔虫的新发现完

全证实了这判断
。

汾渭盆地新生代海侵
,

据已有资料看
,

至少有两次
,

一次为第四纪后期
,

代表地层在山西运

城盆地现代盐池地区
,

埋深 一 米
,

为浅色粉砂与粘土
,

含山西 外 旋 九 字 虫 “ “切肋丽口”

。娜。 及半咸水介形类近岸正星介
、

湖华介与土星介等
。

此层向东可与太行山

东面河北省蔚县
、

怀来县等地同一海陆过诚层对比
,

这是汾渭盆地与华北平原第四纪中晚期地层

对比的一条新途径
。

汾渭盆地的另一次新生代海侵约在第四纪初或上新世末
,

代表地层即渭河地

区的永乐店群有孔虫层及山西运城盆地埋深 米地层
。

这次海侵在时间上与我们在北京盆地确

定的北京海侵比较接近
,

我们曾根据北京海侵期的有孔虫组合 既包括底栖类也包括浮游类 与

古地磁年代资料
,

将该层定为第四纪与第三纪上新世地层的分界面川
。

但北京
、

运城与渭河地区

新生代海侵期的准确对比还有待细致工作
。

至于与长江下游同期地层有孔虫群 〔 〕的对比
,

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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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研究的课题
。

汾渭盆地新生代沉积巨厚
,

其内部不同部位的同期地层界面起伏很大
,

同期有
孔虫层在运城埋深 米

,

在渭河谷地埋深起伏于 至 米之询
,

这一有孔虫层的深度分

布
,

很好的显示了汾渭地区各部分的新构造活动的差异性
,

可直接用干汾渭盆地的古地理再造
。

钻孔资料证实
,

有孔虫化石只见于汾渭盆地相对较深的凹陷中
,

如西安凹陷
、

固市凹陷及运

城凹陷
,

而在相对较浅的凹陷中及其它较深凹陷的斜坡及隆起部位则不见有孔虫化石
,

只有半咸

水介形类化石
。

可以看出
,

海水影响的范围局限于地形低洼地带
,

大面积的古海湾或内海应处于

西安以东的地区
。

四
、

有孔虫系统描述

所描述标本皆保存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回盘虫超科

圆盘虫科

圆盘虫属 , 阮
,

今

运城圆盘虫 倪 夕。 。 一

图版
,

图 一

壳扁平
,

低螺旋
。

近卵形
。

壳径为壳厚的两倍以上
。

背微凸
,

腹平
,

脐部凹下
。

壳缘窄圆
,

微呈瓣状
。

圈
,

末 圈 一 室
,

通常为 室
,

末室明显膨起
。

背面缝合线倾斜
,

早期弱镶边
,

晚期弯曲而下凹 , 腹面缝合线

弯曲
,

下凹
。

脐部开放
,

腹面各室内端具短小脐叶
,

常掩盖脐部 , 脐叶外端
,

缝合线形成近圆形裂口
。

口 孔 裂

维状
,

位于末室 口面基部 , 脐叶下亦开放
。

最大壳径 一 最小壳径 一 , 壳厚 一
。

本种变异强烈
,

畸形个体多
。

脐叶发育程度
、

脐部开放程度与壳形皆有变异 畸形个体有三种情况 早期

与晚期房室不绕同一轴旋卷 , 末期房室不规则膨大
,

形成多角壳 成年期改变旋卷方向
,

以致壳体扭曲
。

另

外
,

有的个体末圈房室多达 个
。

本种与 ““ , 相近
,

但本种脐叶发育较弱
,

房室较少 与 加 ‘ 。相比
,

本种脐叶发育弱
,

壳壁 未见

粗孔
,

个体较小
,

房室稍多
。

产地及时代 运城盆地
,

埋深 米
。

早更新世
。

车轮虫超科

车轮虫科 。。

卷转虫属 云
,

暖水卷转虫

图版
,

图 一

, 占亡 ‘ 犷 亡 击 亡 , 口 , , 一 一, 、 一 , 。 , ,

一
, ‘ 亡 , 石口 亡 。 亡 “ , 卜 , 。 , , 。

一
, 。

一
, 汉 。。口 加。“ ,

何炎等
,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集刊
,

第 号
,

页
,

图版
,

图 一
, , , 五 , ‘ , , 月一

, , ,

一
, 只 一

, 邢 月 , 己 , , , , , ,

一

壳低螺旋
,

近圆形
。

背微凸 , 腹平
,

近脐处凹
。

壳缘浑圆
,

末期略呈辩状
。

共 圈
,

末 圈 一 室 , 渐次增

长
,

末数室膨起
。

背面缝合线稍斜
,

早期弱镶边
,

晚期微弯而下凹 , 腹面缝合线放射状
,

向脐部裂开
。

脐 部 开

放
,

未见脐塞 , 腹面房室呈三角形
,

向脐部突出
,

其尖端透明
。

壳面具细孔
。

壳口不显
。

最大壳径 一 , 最小壳径 一 , 壳厚 一
。

研究个体中仅有 一 显示出强烈变异或崎形发育
,

表现为早期壳体呈高锥状突起
,

末期房室向腹面下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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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种见于现代黄
、

渤海及世界各地温
、

热带半成水与近岸海域
,

河北
、

江苏第四系中均有发现
。

国外中新世

至现代
。

相近的 邵“对‘与本种有下列区别 壳体转大 达
,

房室较多 末圈多于 室
,

脐室发育
,

腹面

绝合线两侧具小珠状壳饰
。

加 , 。 以较大壳体 壳径 一
、

较多房室 末圈 一 室 与小脐塞存

在与本种担区别
·

产地及时代 渭河盆地永乐店群二
、

三组
。

晚上新世成早更新世

九字虫超科 ‘ ,

九字虫科 过

外旋九字虫属 如 耐 雌
,

渭河外旋九字虫 口 。对 。

图版
,

图

壳较大 , 半礴旋
,

长径显著大于短径
,

两侧对称扁挤
,

近平行 , 周缘微缓波状
,

较薄 , 脐较 大
,

开 放
。

浅

平微陷 , 房室长扁
,

增长均匀
,

末圈有十室
,

末二室较鼓
,

脐端较尖细
,

延长至脐区
,

因之部分掩盖落旋 之 前

期壳圈 , 缝线浅弧状弯曲
,

稍凹
,

末二室缝线略呈反
“

护 形弯曲
,

但脐侧弧曲浅而短 , 壁平滑
,

细孔 , 钙 质 ,

壳口短弧状位于 口面中央基部
。

正型标本长径
,

短径
,

壳厚
,

脐区直径
。

本种与 幼 ”“ 相近
,

共同点为半露旋壳和开放浅凹脐区 , 但本种壳薄
,

两侧扁挤几近平行
,

末二室内

端延至脐区 属于同属的相近种可能还有产 自印尼新第三系的
“ 口耐、

”

加。加 与美洲现生种
“ 口州口 ””“ ”娜“ ,

它们皆具半露卷壳
,

但前者壳小而厚
,

房室鼓
,

脐小
,

后者脐区有砂粒胶结层
,

因此有别于本种
。

德 国 中新统

产
“ 口州。

砂
,

亦具开放脐区
,

显露前期壳圈以至初房
,

但初房巨大
,

迥异于本种
。

产地及时代 渭河盆地
,

渭南地区上第三系永乐店群
,

埋深 米
。

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

九字虫属
,

缝线九字虫 新种
‘

图版 , 图 如

壳较大
,

全包卷
,

长径仅略大于短径 , 两侧较扁
,

圈侧中线区微鼓 , 周缘窄
,

规则
,

微缓 波 状 , 脐小
,

微

凹近平
,

具少许壳质充填
,

但未形成真正脐塞 , 房室稍鼓
,

增长均匀缓慢
,

末圈有 个
,

末室显著 较 宽 , 缝线

弧状弯曲
,

脐端细
,

向外延变粗
,

末数条呈类
“

护型弯曲 , 壁钙质
,

表面平滑
,

微孔 , 口为低弧形
,

位于口面基部
。

正型标本长径
,

短径
,

壳厚
, 口面高

,

脐区直径
。 。

本种近于西班牙更新统的 ‘ ‘。二和尼科巴群岛上新统的 州 , 。“ 。

与前者相似处为壳形
、

房室数

末圈皆 室 和末期的类
“

尹型缝线
,

但本种壳大脐小 , 与后者相似处为房室数和大部缝线为弧形
,

但本种显

著较小
,

缝线之脐端细且壳厚
,

另外
,

本种末数条缝线类
“

护型
,

而彼者全为简单弧形
。

产地及时代 渭河盆地
,

渭南地区上第三系永乐店群
,

埋深 米
,

米
。

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

凹陷九字虫比较种 耐
·

, , 梦‘
图版

, 图 一

壳较小
,

两侧扁挤
、

周缘窄
,

微波状
,

脐小
,

开放
,

凹下
,

无充填物质 , 房室不宽
,

两侧较扁
,

增长均匀
,

末圈有 一 个 , 缝线呈弧状弯曲
,

末者尤甚
,

一般凹下 , 壳璧平滑
,

细孔 , 口不清
。

长径 一
, ,

短径 一
,

壳厚 一
, 口 面 高 一

,

脐区直径
。

一
。 。

本种与分布广泛
、

广盐度的现代原型种以及北美的 , 盯 , 。 等变种的区别是壳扁
。

不鼓
,

壳小
。

与

日本上新世的 , 最为相似
,

区别是本种更小
,

缝线单纯
,

而 。
树 缝线脐端宽

,

呈放射状
。

。耐口 。曾先后译作多口 虫
、

诺宁虫旧等
, 现按原文词义

, 改译为九字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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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及时代 渭河盆地
,

渭南地区上第三系永乐店群二
、

三组
。

埋深 米
。

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

九字虫未定种

图版
,

图

壳较肥大
,

全包卷 , 周缘宽圆
,

近平 , 脐甚小
,

近平
,

微凹 , 房室狭长
,

鼓涨
,

末二室尤甚
,

室宽增 长 缓

怪
,

宋圈有 个 , 缝线规则
、

清楚
,

微凹近平
,

前期微弯或略呈放射状
,

末二缝线稍具类
“

护型弯曲
,

唯脐端有

曲短浅 , 壁平滑
,

细孔 , 口如弧形位干宽圆口面基部中央
。

长径
,

短径
,

壳厚
, 口面高

,

脐区直径。 。

本种与加里福尼亚和欧洲中新统的 君洲“ 了‘有相近处 壳较肥胖
,

缝线规则
,

较直
,

脐小
,

但本种较大
,

房室较多 末圈 个
, 、‘ 了 为 个

,

后期缝线类
“

护型
,

缝线近平
,

且口孔位于 口面墓部中央
,

而不是

全线上
。

产地及时代 渭河盆地
,

渭南地区永乐店群
,

埋深 米
。

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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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运城圆盘虫 新种 , , 砧 , , 夕 , 五。 , 沙。 , ,

腹视一 背视 , 口视 ,

腹视 , 背视 , 口视 ,

登记号 一有一 ,

正型标本

登记号 , 一有一 ,

副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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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视 , 背视 , 口 视 , 登记号 一有一

一 未成年个体
。 、 、

腹视 , 、 、

背视 , ‘ 一 一 口 视一 登记号 一有一 一 卜

图 一 暖水卷转虫 刁 , , ‘ 户萝 ‘, ,

腹视 , 背视 , 口 视 , 登记号 魂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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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视 , 登记号 月一有一

背视 , 登记号 一有一

背视 , 登记号 ,
卜有一 如

图 润河外旋九字虫 新种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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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视 , 口 视 副型标本

图 一 凹陷九字虫比较种 , , , , 。一 。

侧视 , 口 视

侧视 , 口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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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九字虫未定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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