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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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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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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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联各 时 代收袍子 花粉 粗 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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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中‘上古生代的袍粉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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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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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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ac hy p h yllu ln

川瀚的呈现标志了上侏罗 祀 的粗

合
。

下白奎苹被尼欧可姆和阿普第
,

阿 尔 卑型所代

表
。

尼欧可姆的特征是有大量的海金砂科 (s ch 松ae
·

ac ~ ) 抱子
,

松室和一些筒单的被子植杨花粉
。

在

第二个粗合中是海金砂科抱子的减少
,

而一些里白属

(Gl日e hen ia )抱子和云杉属 (Pie e a )
,

松属 (P ic e a )
,

雪松属
,

(C e d ru s) 杉科 (T a
xo di a c e a e )和被子植物的

花粉增加了
。

上白蟹扰粗合的特征由一丰富而多样的粗合而标

志 出
,

盏祖合包含有典型的中生代蔽类抱子和松柏类

花粉 (包括 ce d ru s)
,

和热带和亚热带 型的被 子植

物 (P a lm a e ,

M yr ie a e e a e ,

P r o te a e e a e等 )
。

!

3
.

袍粉分析对于俄罗斯地台 (扁拉尔

和西西伯利亚)三叠耙地层的意义
V

.

S
,

孺利亚夫金娜

了.‘,咬JJ
全‘.上

研究苏联西岛拉尔
、

r

顿尼次盆地
、

伏尔加盆地
,

S ew e功 aj 应K el tm a 和伯招拉河和西西伯利亚二叠
、

三叠祀的抱粉粗合来确定三叠祀植物群的特色
。

在西

西伯利亚
,

扁拉尔和俄罗斯地台三叠祀沉积广泛的分

布着
、

同时含有静多植物碎片
。

在扁拉尔早三叠世植

物中含有二叠耙子遣成分
,

和一些对于古生代能来并

不特殊的种
, 。

尽管它们仍旧是古老的类型
。

这里出现

了罗汉松科(P o d o e a rp a e e a e )和松科 (Pin a e e a e )的新

种
,

银杏目(G in k go al es ), 本内苏铁属钾enn ett ite
r )

和属于观音座遂科 (M a ra tt iac ea e) 和双扇藤科 (D :.

Pt er 记 a c e ae) 的真藤类
。

研究了抱粉粗合和植物碎片

之后可么确定出下列植物带
:

a ,

V e tl u小 阶的下部
,

从西虑拉尔到波兰的
—

U
·

th n an la n s抑 e e lis e 。

b
,

V et lu g a 阶的上部
,

从西西伯利亚到 波 兰 的

—
L it hun

a n ia n

卿
e c u s e , ‘

和波罗的海洼地
O

e ,

旧a s kun t eh a k 阶在束西扁拉尔
。

在早三叠世时期植物粗合在东西息拉尔是非常普

箍的
。

到了 中三叠世时就显然的变得不一样了
。

在西

扁拉尔既没有中三叠世植物碎片
,

也没有动物
,

也无

抱 子花粉
。

在东息拉尔地层的时代刻可以根据植物和

动物粗合来确定
,

这些动植物粗合在西扁拉尔是未冕

到的
。

在启拉尔地区晚三叠世时植物发展的情况又发生

了变更
,

如象西伯利亚植物带 (省) 的 E m b a 地区的

特征是具有丰富的松柏类(Con ife r a e )
,

N IIs s o n ia c e a e ,

双扇碱科
,

紫其科
,

观音座莲科和焉通科
。

抱粉分析可以判断地层时代同时可以在一个人面

积区域内准确地划分 出地层界钱
。

4
.

北高加索中生代地层的袍子花粉

粗合及其地层愈义
0

.

P
.

亚 罗申科

描述了北高加索侏罗祀和早白望世沉积的抱粉粗

合之后
,

在动物已确定的层位中发现了抱粉
,

在一些

情况下
,

侏罗祀和早白奎世的抱粉粗合可以钊归一个
极

。 、

在侏罗祀和早白奎世时期袍粉粗合的发展也是根

据植物来确定的
。

早侏罗的特征是 Cyc ad 叩hyt a 发展

起来
,

尤其是本内苏铁和古松柏类
—

一些现代属
:

松属
,

云杉属
,

罗汉松属的祖先
,

威类植物中的双扇

旅科
,

焉通科和观音座建科也开始出现
。

在中侏罗世时 Cyca d op hyt es 继犊占着首要的位

置
,

然而木内苏铁却是变少了
;

旅类植物的一些种属
:

Con io p te ri s ,

o sm un da ju ra s s ie K
.

M
.

L ye o Po d um

S e la g饭e lla
,

Cu sp id at a ef

ortn
is Y a ros h

,

和一些松柏

类
: P in ite s ,

Pie e it e s 和 P o d o e a印执e s 却是占了优

势
。

在此层位研究了煤层后观察到
,

其表示出在下
、

中侏罗抗沉积时期是一个潮湿和温和的气候
。

晚侏罗世时所有下
、

考中侏罗的典 型植物 都 没有

了
,

它们被一些卦叶植物所代替
,

这些植物如
: P a矛o-

p hyllu m
,

B r o e h”hyll呱
,

它们标志着晚侏罗世时是

处于干燥状态
。

侏罗祀 (特别上侏罗 ) 的一些种一直保持到早白

奎世
,

占优势的是 CuP re ss ac ite s 的各不同的种
。

在 H a u t e ri vi a n 和 B a m em ia n 时期侏罗耙的孑

遗成分减少了
,

而早白奎植物的代表增加了
。

据祀载

在 B a r re m la n 期海金砂科 (S e hlz ae a e ea e ) 的抱子有

很大的发展
。

亚普第祖合的特征是黑白属的抱子很大

的发展
,

就象户至祀的松属和雪松一样的
。

文献指出有可能将北高加索和其磷近地区印度一

欧洲植物区 (省) 的中生代地层划为一个阶
。

5 一西哈睡克斯坦晚 白至世和老第三

祀的植物群及其地层惫义
E

.

P
.

波依佐娃 I
.

V
,

五西里也夫

最近几年来由于在西哈窿克斯坦地 质 工作的 发

展
,

这里曾收集了丰富的占植物查料
,

这些资料为划

分上白望扰和古新就地层打下了基础
。

这里 心西哈藤

克斯坦) 在中阿尔卑层位中 出现了被子 植物 的残
.

余

物
,

和占优势的旅类与裸子植物
。

根据所发现的古植

物可以判定这里在上阿尔卑和赛豁曼地层中广泛分布

着亚热带的植物
,

如悬铃木科 (P lat an ac ea 目
,

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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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My对。. o . e)
, 一

山龙眼科 (Pr o te ac e ae ) 和植香科

(&功t由ac ea e )
。

在土仑建造的滨海和泻湖沉积中亥瑰

丰富的 ,J魂子粗合
,

显著的有 E x tr a t r, p or oP o n en it e s

辞的各种不同的花粉
,

这些花粉生存到古新扰
。

关于

西哈陡克斯坦古新杭的沉积知道的很少
,

在岩性和植

物残余物方面与上白奎杭根同
。

中
、

晚始新世的沉积

二甲一此时有一大的海浸
—

有着很好的古植物特征
。

海相中的滨海相沉积地层划分可根据植物残余粗合进

行
。

始新世的特征是出现亚热带的喜干植物群
,

它仍

表示出在海盆地边椽是千燥而炎热的 气 候
。

西 哈 蘑

克斯坦的气候随着始新世末
‘

和渐新世初的海退而变化

的
。

与此联速的是在此时期的大陆沉积中存在着丰富

的各种不同的温带的植物
。

中新世开始之末期气候变

得更为干燥了
,

此点为在沉积中所发现的大草原植物

残余所歌实(根据抱粉分析)
。

6
.

苏联第三耙袍子花粉祖合
E

‘

P. 波依佐娃
、
E. D

.

札克林斯卡亚
、

LM
.

波克罗夫斯卡娅

苏联的第三祀地层已根据抱粉查料比较仔韧或不

太仔栩的划分开了
。

在苏联欧洲部分
,

北高加索
,

扁拉尔
,

西西伯利

业低地
,

西哈菠克斯坦和远东一些地区都有了将第三
耙地层划分为阶

,

杭的固定白咖咆粉粗合
。

、

在苏联各不同地区老第三耙与新第三祀地层的抱

粉粗合的成分在数量和性厦上都是不同的
,

这无疑表

被知道了
,

S 扣叭栖 d 魄第三耙是砂泥质海徐石沉积和

大陆石英砂夹着煤和枯土的交错层
。

新
、

港第三耙沉积在西南刀yelo ru s

咖和 Gr od n 。

附近地区亦广泛布
。

U 比u a

呼 老第三 祀沉 积 从 1肠 3年才被知道
,

D 邝sk 运劝通k a i的老第三祀1 958一1 95 9年在南Ll th u 叨la

和 N e‘ha
a s 谷的静多钻孔中被发现

。

Ll t h u a n ia 新第三耙在 A n
yk sc 润

,

K O v ar sk as
,

Sal ei n in k a i
,

D m 叭in ink
a l

,

V lln她s 和 V ei s ej苗(A n y
·

ks c ial 和 K o var sk a s 除外)等地分布在分开的小块地

方
,

它们仅仅在钻孔中被发现
。

Llth u a n 运 的新第三祀

地层从 19 33 年被知道
。

在南波罗的海
“

海撇石建造
”

的 抱粉粗合含 肴
Pjn u s ,

T a x o dia叩 a e 和少量 S e ia do p ity s ,

G l”to s t r小

h u s ,

P o d o e a印 u s ,

C即
r e ss ac e a e

.

含有丰富的热带植

物如
:

Ju 以
a ns

,

P te ro ca 厅,
,

Ca ry a, E n g el bar dt ia,

N yss . ,

R hu
s ,

Ile x ,

Ca stan e a ,

Fa琶u s ,

Qu

erc
u s

.

含有少

量北方植物如
: B e t u la

,

A h u s ,

常椽植物 (Myrt ac eae )

含量不丰富
、

Pal m ae 仅在 G ro dn 。 附近一块标本中

发现
。

上始新世的气候是温暖和潮湿的
,

但不是亚热带

赞
,

植物与 T ur 小i 柏似
。

南波罗的海地区的新第三祀根据抱粉粗合划分为

鼠出嶂物地理区的存在
。

抱粉祖合反映了在第三祀时遍及全苏植物群的根

本改变
。

它俩的整个特征是含有丰富的裸子植物(松柏

类 ) 和被子植物 (包括热带和亚热带的种 )
。

根据抱粉

分析资料在始新世时常椽的热带和亚热带裤物有最大

的分布
,

而到中新世末期在苏联把大部分地区宜吐完全

消失了
。

渐新世和早中新世广是分布着Ta x od iac e ae
,

到了中新世晚期就失去其意义了
。

在中新世松柏网中

的各种不同的植物妖 松
、

极树
、

铁杉变得广泛起来
,

犷气泛的分布着喜热
、

喜湿的阴叶植物
,

它俩在中
,

娩

中新世时为主要的成分
。

渐新世和中新世植物森林强烈地割断了它俩在地

面的分希
。

起源于晚渐新世的大草原到中新世时就散

布升同时从南和东南迁移而且占据了一个大面积
。

7
.

南波罗的海的第兰耙沉积的袍粉粗含
A

.

雄瀚金斯熟尼
‘

半岛的第三祀沉积是 19 世祀上半期就

中新世和上新世
。

中新世的抱粉粗合是丰富的
.

并且祖合与 Lat ta 卜

tl an 沉积的粗合相似
,

两粗合包含有相同的类型而仅

仅百分比不同
。

Pin u s 和
’

T aro d ia ce ae 的花粉占优

势
,

仅有少静热带花粉
,

B etu la 与 A ln u 。常碰到
,

M打t ae e a e 的花粉很少冕到
。

根据抱粉查料我们可以确定中新世沉积中存在着

不同的木本植物
,

它们当中以松柏类和阔叶植物占优

势
。

中新世时期的气候是潮湿和温暖的
。

、

在上新世时
,

抱粉粗合中松层比在中新世时更丰

富
,

T a x o d ia e e a e 大大减少了
,

喜热植物如
: Ny . 吕a ,

R hu
s ,

Ize x
,

C a s tan
e a ,

Ju g z叨
s ,

的花粉非常有限
,

比

较丰富的是 Que rc us
‘

的花粉
,

B etu la 花粉亦较丰富
,

A ln u s 花粉常遇到
,

但数量较少
。

上新世的气候比中

新世寒冷和干燥
。

(豁自第 2 1 届国际地质学会

苏联地质学家的报告
“

第四

耙前的微古生物
”

抱子花粉

部分的英文摘要
。

气
,

(龙瑞华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