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油 地 质 实 旅 文 摘
1 9 6 3 年

古 生 物 及 其 地 质 应 用
i

介
.

形 虫 的 生 态和埋 藏条件

风
‘

E. 什尼娜 E

现代介形虫生活在极为多样 的环 境下
:
海 洋盆

‘

笔

地
, ‘

各种的大陆水盆地
,

包括地下水在内
,

甚至也生 {
活在陆地上 (在非洲 森林 土壤 中晃到 Mes o cy Pr is 卜

ter e st r ss H a r din g )
。

肠
o d o e o p id a 目的成具仅仅属

于海洋类型 ; Pod oc oPi da 目的成员晃于各种不同的

水盆地
。

海洋沿岸的底部是海生介形虫生

所
,

并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已知种居住在

活的主要塌

上
。

其

余的种分居于海底的不同地段
,

主要是在深 2 00 米以

上的地方
;

介形虫冕到的多寡和其只壳的形态
,

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底的性盾
。

这是因为大多数介形虫

基术上营爬行的
,

郁寸营钻埋的生活方式
,

而它们之 i

中只有少数习惯于浮游生活
。

一

李

研究过海生介形虫的爱劳弗松 (加帅
c o H ) 敲为各

‘

种淤泥沉积是介形虫生活最有利的条件
,

这是由于在

淤泥沉积中盒物丰富而引起的
。

只有少数介形虫生活

在钝泽的砂底上
。

可以肯定
:

具有光滑具壳的类型主

要生活在水草上
,

即使冕到有较饰的类型
,

那么枚饰

也是不明显的
。

在介壳灰岩上和在砂 中生活 的介 形

虫
,

以及较深海的介形虫具有相似的只壳
。

胶筋深而

又多样化的具壳通常大量冕于在淤泥底 爬行 的类型

中
,

虽然与它们生活在一起的也有具壳光滑的类型
。

生活在砂底上的种类的具壳有着尖的
、

舫睡状的

外形和相对较小的壳体 ; 生活在淤泥底上的种 类的

只壳则较育
犷 较大

。

而生活在水草上的种 类的具壳

则较圆
,

没有突起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一

保征了在砂底

上爬行时只有最小的摩擦
。

在第二种情况下
,

壳的宽

大可防止陷入枚的淤公己月j去等等
。

生活在水草上的介

形虫
,

其壳壁的厚度与其他种类相比起来是不很大

的
;

钻埋类型的具壳
,

无箭是光滑的或有具枚饰的壳

壁
,

比爬行类型的要厚得多
。

此红
,

壳壁的厚度 也随

着海水深度增加而增厚
。

艳大多数漂浮类型 (远洋浮

淤生物 ) 的特点是只壳光滑
,

常常很凸
,

具有较高的

前端
,

并 几有为强壮的前端附肢i伸 出 的缺 口
,

只有

Myo d oc 叩ld a 目属于漂汗类型
。

在其他目的代表中
,

相似的生活方式仅在某些种类的幼虫中可晃到
。

仅晃舌Po do c OP 泪 a 目中的大陆水盆地介形虫生

·

H. 波列带娃

活在淡水湖
、

咸水湖
、

池塘
、

河流
、

小溪
、

泉水
、

地

下水
、

泥炭治泽和周期性干涸的水盆地中
。

在后老情

况下
,

介形虫的生存 (犹如不仅是卯
,

而且成虫也可

能被搬运很长的距离 )
,

是因为这些动物有能力 长期

处于休眠状态
。

在陆地水盆中与海洋盆地一样
,

介形

虫主要居住在沿岸地带
,

浮游于水草简或者沿底部爬

行及钻埋于淤泥中
。

r

无渝是海洋的或淡水的介形虫都有狄区性类型与

广区性类型之分
,

并且较深水的生物有 着大 的广 区

性
。

在一系列的情况下
,

成虫比幼虫能握受更大的盐

度和温度变化
。

除上述因素外
,

在盆地的不同地段
,

食物食源对

介形虫在盆地中的分布有很大的影响
。

小的动植物
,

生物碎屑
,

动植物尸体等是介形虫的主要食物
。

某些

介形虫
,

有着相应的 口部构造
,

以水草的汁液为食
。

古生代介形虫的研究表明
,

它们同样有海洋类型

和淡水类型的区别 ; 此外存在有能握受盐度变化的属

(Cav e ,‘运 a ,

Ca rb o n

卜 “one 咖
a ),
在占生代

,

海相

马

�2勺心六

十二

介形虫明显地占抗治地位
;
淡水介形虫

,

D a rw lnu la

是其典型的代表
,

从石炭耙中期或末期开始发现
,

而

从二迭祀起才开始忍速发展
。

研究含介形虫化石的岩石表明
,

海水区
,

时常是

沿岸带
、

浅水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古生代介形虫主要

的居住塌所
。

介形虫具壳主要冕于各种不同的泥岩和

碳酸岩沉积中
,

而很少在砂岩流积中
。

这个动物群的

种属成分在各种岩石中是不同的
。

在泥岩
,

特别是碳

酸岩
,

泥真岩和泥灰岩中晃到
户

的种奖最 为 多 样和丰
富

。
.

介形虫也同样冕于钝灰岩中
,

有时甚至还是岩石

的粗成者
,

但其属的成分是单一的
。

砂质的增加会引

起介形虫的食乏
。

‘

对现代动物群的研究表明
,

介形虫在这 种 或那

种岩石中出现
,

可以解释为在有一定的淤泥时
,

抬介

形虫刽造了最有利的营养条件
。

可以乱为 (这点也为

现代介形虫的研究所征实 )
,

它们的只壳带有‘不同突

起和刺
、

桔节
,

边椽脊等乃是营底楼生活和居住在淤

泥底上的类型所固有的
,

具壳的被饰是为了防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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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陷到淤泥中去
。

光滑的
,

常常是两端延伸变尖的

只壳
,

能够袭明动物是营浮游的生活方式
。

后者
,

肯

定地
,

具有缺口是 Myod oc oPi d a 目介形虫具壳所固有

的 En to m o z oi dae 根据 只壳 类掣
,

或根据它 摺和

G o n ia ti t郎 (棱菊石 )
,

Sti lio lin a ,

T e n t a e u lite s (竹节

石 ) 等浮游生物共生
,

应孩归于 M yo d oc oP ida 目
。

但是
,

这样明显地浮游类型在古生代介形虫中是

比较少的
。

大部分介形虫是沿海底爬行的
,

钻入淤泥

的和在海底附近浮游的典型的底栖类型
。

在石化状态下
,

介形虫的壳常常全部或其核部被

方解石交代
。

介形虫具壳由于水的运动而被按照其大
凑 小

, 。

比重和形状进行分选
,

而在远离其生活的地方被

埋藏下来
。

但更握常的是在其生存的 地方被 埋藏 下

来
。

在不同类型的沉积中
,

甚至沿同一地层的走向
,

介形虫具壳的数量都可能是不同的
。

在某些含煤斌地的粉砂岩和泥板岩中
,

在与煤层

成互层的几毫米的薄层中可冕到介形虫且壳的大量堆

积
。

介形虫只壳的大量堆积
,

在不同地质年代的海相

沉积或是淡水沉积中
,

都能冕到
。

(节泽自 OC
HoB 曰 n助e以仃。刀。m ” B n 日T ll叭明T “

T o H ax p
.

2 8 9一2 9 1
.

) ,

、

(宋其善释
,

李文国校)

苏 联各 时 代收袍子 花粉 粗 合 (摘要)

半

1
.

苏联中‘上古生代的袍粉粗合
E

.

M
.

安德列 耶娃
, A

.

A
.

柳别尔
,

M
‘

A
.

甜多挂

曾袒研究了苏联欧洲和亚洲部分的中
、

上古生代

沉积中的抱粉粗合
。

在泥盆祀的抱粉粗合中发育着带

有筒单枚筋的小抱子一芦木属 (Cal aln ites )
,

石松属

(切
e o Po d iu m )

,

真旅目(n Uc ale s )抱子的原始类型
。

中泥盆世沉积的特征是具有带刺的大抱子
,

上泥

盆祀具有带瘤的抱子和具薄的周壁层的抱子
。

石炭耙的抱粉粗合由芦木属(Cal a m ite s)
,

石松属

L ye o P o d i呱 )
,

真蔽 目(Filie a le s )和种子蔽属 (P te r
·

d o sp e a工n韶 (
,

苛得狄目 (C o r da it a】e s)和松柏目(C o川f
·

er a le “)花粉粗成
。

下石炭世的粗合是以具厚的周壁和

各种不同故饰的抱子占优势
。

一些小抱子具有薄的周

壁
,

另外一些出现在上推宪建造范围内
,

同时具厚的

周壁的抱子数量是减少了
。

中石炭祀的特征是以 L ye o s p o ra
,

c al a m o s p办ra ’

无环单糙抱(A z on o m 叨 ol e te s )
,

Pe ri ple e o t rile t e s 抱

子和一些外壁具有很好的 网和刺的抱子占优势
。

这里

出现了具厚的周壁的 D en eo sP o ri te s 。 上石炭耙沉积

时种是贫乏的
,

同时一些在中石炭祀时占优势的种类

在上石炭耙也消失
,

而松柏目 (Con ifer ale s) 和苛得狄

目 (Co rd a it a le s)花粉却变得重要了
。

在苏联亚洲地区

的中
、

晚石炭世的抱粉粗合是 被 A z on o m o 刀ol e tes
,

Pe ri p le c o t rile te乒的艳然缺失和 M e du llo s a e ,

卷柏属

(Sel a g恤亡lla )和水苔 (Svh a gm im ) 小抱子的大量出现

而区分开来
。

在二叠耙的抱粉粗合中突然的标志出樟度界限
。

在北部地区是友oe g朗rat hi 0 P8 is 的苛得狄目花粉和带

刺的图三角形的真藤抱子占优势
,

同时也出现了卷柏

属
,

苔鲜抱子和捉杏目 (G’n k g oa 1es )花粉
。

南部地区

是本体具肋骨形牧饰 (S t ria t o p运 ip ite s ,

S t ria t o p ic e i-

p it e s
,

st r ia t叩 o do e a r p it e s ) 和粉粒 具肋 骨 形枚饰

(Vi tt at in a) 的古老松柏类的花粉占优势
,

有苛得狄目

参与
。

省区的不同开始于石炭耙
。

2
.

苏联中生代地层的袍粉祖合

N
.

K
.

S t e lm
a k .

苏联中生代地层的抱粉粗合研究的不够充分
。

苏

联各不同地区的同时期的粗合的主要区别是由其单个

的成分的数量百分比率而定
。

三叠祀的抱粉粗合研究的最少
。

下和中三叠扰粗

合的特征是有丰富的卷柏科 (Se la gin ella u a e沁 木贼目

(E妙笼
s e ta le s ) 同时 出现了本内苏敛 目 (B e n n ett it a-

le s)
,

银杏目(G in k朗a le s)
,

南美杉科丈A rau ca ri ac ea e)

和古老的松柏类 (C 。n if er ae )花粉
。

上三叠祀的粗合

的观察
,

显示出了一些古老类型的清失同时出现了苏

铁杉科的花粉 (P o d o z a m it a e e a e )
,

焉通科 (M a t o n i
·

ac eae )和紫箕科 (Osm un dac eae )抱子的数量增加了
,

本内苏铁和松柏类 (松科的祖先 ) 的数量也增加了
。

侏罗耙和白奎祀的抱子花粉粗合在焉拉尔
,

西西

伯利亚低地
,

西哈窿克斯坦
,

北西伯利亚低地和西伯

利亚中部地区研究的最祥捆
。

下株罗就抱粉粗合的特

征是有大量的紫其科抱子
,

本内获跌且
,

叛杏目
,

松

柏类花粉
,

孩松柏类是罗汉松科 (P od oc a rp ac ea e) 和

松科(Pin ac eae )的祖先
。

在中侏罗祀的粗合中推叶旅

属 (C
o n 王o p te

ris )小抱子和古云杉 (P ale o P ie e a )非常重

要
。

下白望杭的旅类和松柏类抱粉的出现和短叶杉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