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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雷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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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韵娴 ’郑淑英，黄宝仁
‘

(审国科学院南京地击舌生疡研究所) ．，

口
’

广东省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北部(通常简称雷琼地区)地表多为第四纪沉积物覆盖，：较

老地层几无出露。1960年以前，此区第三纪地层吉生物研究工作基本属于空白区。1954

年李树勋仅根据岩性特征，把出露于湛江一带的_套晚新生界灰白色砂砾岩与白色粘土

层定名为“湛江系菪。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早期由于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及地下

水资源调查工僬酌开展，地质生产部门在雷琼地区进行了二系列钻探工作，把钻孔所揭露

的晚新生代地层统称为“湛江群”或“湛江系”。但是，当时各单位对“湛江群?_名的引用在

涵义、划分范围和时代等方面颇不一致。为此，1962年广东省水文地质大队便开始向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寄送钻群岩芯，要求进行古生物鉴定，为羔湛江群”提供划

分_1对比及时代《见i+笔者与何炎等在这些岩芯材料市发现亍丰富的有孔虫及海相介形

类化石。为进一步配合雷琼地区海相薪生代地层的研究工作，1963年3月至6月本文前

土作者与何炎又亲赴此区进行地面地质观察≥并荃卢东省水文地质大队采集幂t1．5髓钻孔

岩芯样品静粮据这些岩芯’中获得韵有孔虫疲介形类化石群的特征；何炎和笔者明确提出j
雷琼地区永文钻孔所揭露的地层绝大部分(即!j湛注群?上部)属上新统≯这些研究结果及
时邋瑟了地质簿业部门使用≯继此艺后，我们述陆续获得了卢东省永文地质太队01963{洋

茎，i：蝣5；率冰裂锚瓠及地质部第蹲地质普查勘探哭队119鹞j年的右油勘探孔雷琼4井{≮徐

闻角尾)和雷琼三井(徐闻下洋)的岩芯样品。 尽管后两个看湎钻孔剖面下部介形类化石
稀少；特往幂明显，但有孰噬却证实有审薪统存在掌：慧乏≯雷琼地区并卞蒋相新哇：代地层
审举富酌有孔虫及夼形类等化右的发现每)妫譬湛注群’：的铷分镪比及时代捷祺甲董要的微
诛舌生物依据黔因此嚣．1：!爹6艿军地质都第曲普查勘探犬队根据当时已有酌地质蔷生物资料

及单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霄关的地质资料t，硒譬湛注群警的时干毪局限乎更新世；；并I锻称
为蟹懑泣组％量同时j将雷琼喇区擅第奎．系催蓼辚酣戈!『_{51：粉并建立承新的地层系豌参目卞而
上为：中新统下洋组、角尾组和上新统佛罗组及望耧港组聪器：=；后来囊此剜盼芳案虽然为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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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采集地真位置图 ．

的基础上，侧重探讨了动物群的特征i时代、，生态及生物地理区等问题。文中共描述佛罗

组和望楼港组的介形类§5属，l亚唇，166种，其中3．新属，52新种。全部研究材料系
由雷州半岛南部的徐闻县及海康县和海南岛北部的海I=1市及琼山县‘(见化石采集地点位

置图)的水文钻孔岩芯中获得。此项研究工作自．1963年开始，1965，年完成初稿，后因故

中断。1977—1978：年为配合南海北部大陆架石油普查勘探工作i对早期研究成果又重新

进行了修改、补充和整理构成此文。． ．⋯． ，

我国新生代海相介形类的研究工作自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已开始。首次见于报道的

为《珠穆朗玛峰地区白垩纪及早第三纪介形类》(黄宝仁，1975)，．此区新生代海相介形类

与古地申海同时期的生物区系关系密切b．江苏第四纪滨海相介形类化石的研究较为系统

(侯蜃fi堂等，1982)，j除对属种进行系统描述外，还对生态环境作了研究，这一动物群属于

太平洋西缘的介形类动物区系。雷琼地区晚第三纪介形类化石在l：9-78年出版的《中南地

区吉生物图册(四)》中仅有简短的属种描述。’．’～．‘- 一t。 ：。j‘．一

在国外j晚新生代以来海棺介形类的研究工作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美国、日本、印

度尼西亚。澳失利亚及新西兰等国对太平洋地区现代及化石介形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如形态、分类、·演化÷生态及生物地理区等。：太平洋地区最早期的介形类研究成果要以

Brady．(1880’)j的著作为代表。 在这篇著作中包括有对太平洋地区现代介形类属种的描

述i其中涉及太平洋西部的日本、印度尼西亚i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香港地区附近海域的

情况。本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介形类研究的深入发展，Brady所描述的属_级的分类已有

很大的变动。 Chapman自二十世纪初期至中期一直从事澳大利亚及其邻近海域中现代



介形类和有孔虫的研究工作。他在研究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生物群时，首次提出软体动物

的分区同样适用于有孔虫及介形类方面(Chapman，194I)。为此，他把西南太平洋的有孔

虫和允形类组合划分为Notonectian．型组合(包括菲律宾、安达曼群岛和托雷斯海峡等地)

和,kntarctic型组合(包括克尔格伦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和新西兰等地)。虽

然这种划分方案不够完善，但它却说明了太平洋地区介形类的分布是受历史的和地区的

影响。·Kmgma(1948)，Horn／brook(1952)和Hanai(1957，1959等)在四十年代后期和

五十年代分别较系统地报道了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和日本等地区新生代和现代海相介形

类，这些著作主要侧重于生物的分类和属种的描述。．六十年代初期，国外介形类学者开始

对现代和化石介形类的生态环境和地理分区给予了极大的重视。Benson(1964)将太平

．洋地区现代介形类(Podocopi'da和Platycopida)划分为十二个生物地理区(Biogeographic

Realm)。Ishizaki继Hanai之后研究了日本晚第三纪和现代介形类(Ishizaki，1963，1966，

1968；1969和1971等)，并指出介形类动物群可做为古环境的标志(Ishizaki，1975)。他

还根据对东海大陆架现代介形类和日本冲绳岛和四国岛上新世介形类分布规律的研究，

提出在晚新生代有黑潮存在。McKenzie(1977)在从事澳大利亚新生代及现代介形类研

究工作时，从板块构造观点出发，他提出并论述了澳大利亚新生代介形类的几种生物地理、

类型．(Biogeographi_c．patter．n)o。 ．．|
．

、‘’、
+’、 ，一．”

誓：。’雷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的矾究为太平洋西缘晚新生代以来海相介形类化石的j

研究填补了二个空白区。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本区上新世地层的划分、对比提供了重要j
的古生物依据，而且证明了这一动物群和我国江苏第四纪滨海相、日本及印度尼西亚上新’

世至现代的海相介形类都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与澳大利亚北部的现代属种亦有联系，__：|司时

又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因此：；本文将此动物群划分为三个类型，即爿哮类型i南方类型和i
地方性、类型。j．根据太平洋西部各地区上新世动物群的特点、：分布规律及现代介形类和化：

石介形类的相似性和继承性，．笔者认为上新世时期太平洋西部的介形类亦可划分为不同{

的生物地理区，而且它们的范围应和Benson．的现代介形类生物地理区范围大致相当b文：

电并强调指出，根据雷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动物区的特点，应将此区划分施_个独立的生‘

物地理区。而且推测此区很可能是上新世以来太平洋西部海相介形类的_个重要散播啦

心。二因而，这__地区是研究太平洋西部晚新生代以来海相介形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糍’
布规律及进一步进行生物地理区划分的『一个关键地区，’也为今后探讨沉积相与生物相的

关系打下’了基础。同时，为研究我国大陆南缘的古地理变迁和南海大陆架的发育史以及

探讨南海北部大陆架石油等矿产资源的成矿时代及分布规律提供了有价值的科学材料矗o

：在进行此项矾究王作过程巾，陈德琼曾参加过标本整理和补照了部分模式标本妊布t
文研究的化石材料系由我所微体化石分柝室余幼玉和孟渊英等分析处理，标本图影由照
相室邓东罴拍摄，、插图由周其义清绘o．．玉作过程中还得到广东省地质局和广东省水文地
质大队的领导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挣提供有关地质资料。文稿完成后承蒙侯菇堂教授

审阅全文，齐宝骥同志审阅外文部分0：特此-并致谢。． ．：．，、’7 '’：．■‘i

：。．?一．．=． ◆，i．“j j
o ■． ’1．、。：j i．{_．： i： ：． ：。_-：

_．．i，’：_+．jj。o‘·一：一二、_：地‘一层’?’，简1 j述，，。-i二j+j_．?o j．j

’，，：．、：o 。00- 0、i． ，：-1：一．．，：il’二+‘：}‘：．、’ ‘一、’。≈：t{f H】j i： ：j‘_-一

、。，，由于晚第三纪地壳构造运动i雷琼地区在原有早第三纪彼此隔离的内．陆盆地和断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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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基础之上，-地壳继续丰降；形成了统下的拗陷。、其范围东、西向分鼬伸太南海和北

部湾；：北界为北西西向的闸口一青山大断裂；南界为近东西向的长教一安定大断裂所控
'-

制j在拗陷范围内接受了海浸；沉积了巨厚的浅海、滨海相砂j泥岩建造j并有多+次间歇性

火山喷发二由于地表均被第四系覆盖，’因此地层划分仅依据岩芯资料0jI本区上第至系茸
下而上划分为：j中新统下洋组和角尾组及上新统佛罗组和望楼港组，其层序如lR：、；j r·’

更新绕 。湛+江组‘
’

腭击}厶：

‘望：楼港组”
．上新统，

佛罗组

角尾’．组
中新统

一．下．洋．纽【。
A口特厶

：；，7‘．1‘，j “rt黔≯甲一～
渐新统 ．涵‘，斗．组

．● ￡ ’’

j：：’置r．．’

；”：各组岩性简述如下：1 1。暑：+：-∥ ‘．．j-：。=‘o．

下洋组分布范围较小，厚度变化悬殊。仅分布于雷州半岛南部及海南岛北部，标准

剖面在徐闻下津。假整合干渐新统涠洲组之上i，属滨海或滨海近岸相沉积。-岩性主要为
灰绿色细{及孺砂岩i：粗砂岩、砾状砂岩秘砂砾岩夹钙质砂岩及泥质砂岩0’：含少量海相化

石0 j临寓附近局部夹玄武岩。：．厚度39≥529；米善：t蒋．。’ 一：!．’!．：：。!i j嚣j泔．-o
⋯r c角尾组’沉积范围较下洋组沉积时期进÷步；挤犬jj．标准剖面在徐闻爿尾。整合于下

洋组之上，：属浅海相沉积0．：根据岩性可分为生?下两段j’吓l段为绿灰色含砂质或砂质泥
岩i粉砂质泥岩和含泥暖或泥质粉砂岩专含泥质或泥质砂岩毒细及中砂=岩{含砾石砂岩间互
层譬不部秒岩类较多7水平j交错及波状层理发育；局部含炭屑及炭质层绞；富含黄铁矿毫偶

见富集成结核j上段顶部为灰色薄层泥灰岩；上部为绿灰色泥岩j粉砂质泥岩÷砂质泥岩及
含泥质粉礁岩。泥质砂岩和审。粗砂岩j含砾石砂岩间互层；下部为灰绿色含砾石砂岩0粗

砂岩0审．砂岩：细砂岩、泥质砂岩夹少许微含灰质及：自云质的泥岩。泥岩崩岩牲较好；含星

散状或结核状黄铁矿．j砂岩疏松j j在徐闻附近此段不部含玄武岩；在临高附近局部含玄武1

差巍‘尊本i纽含少量海相化石及介壳碎屑；厚度一35二453米。，⋯’!-⋯一j’“j t：■i叫，t·

■”佛罗龃≈与角尾组相}比，．本组沉积时期海域恍-中新世时更加广阔：。咆在雷州半蔬和

海南岛={匕帮及其西南莺歌海地区均有分布c≥命名龅煮在莺歌诲佛罗∥与下伏角尾组呈整
台接触，属滨海或浅海相沉积ai顶部为·薄层钙痪砂岩；上部为灰黄獗绿色粗砂岩：含砾

．石{砂岩0泥质砂岩，夹粉砂质泥岩}中≮下部为绿灰色含砂质或粉砂质泥岩、7黄绿色中·0粗砂

岩为主；夹含砾石砂岩≮钙质砂岩’；：底部为巾、植砂岩。+成岩性差j普遍含钙质；·溏质岩中含

铡铁矿微粒及结核o。含丰富的海相动物化石；偶见植物化石碎片。：厚度1 6—299j米扩。一

望楼港组为上第三系中分布最『_嘈向÷个岩组，命各地点在莺歌海望楼港，与下伏佛

罗组呈整合接触，与上覆更新统湛江组为假整合接触。属浅海相沉积。岩性为绿灰色砂质j

泥岩、含砂质泥岩、粉砂质泥岩，夹纲砂岩、含泥质砂卷§粉砂岩、’中砂岩及薄层泥灰岩。成

岩不好，普遍含钙质；泥岩类微细层理发育，含有机质及黄铁矿微粒；富含海相动物化石。

在海瘴剖带本组下部夹玄武岩，在琮。山≯带尘部夹泫：武岩及凝灰岩：：厚度6"0≮367,米。



一 ，
。

介．、形类．动物j群分析
：．+ ⋯，

．d

、(■)动、物群特．征‘2 ：：

i本支’所描述的乔形类化石均产出于雷琼地区永艾钻孔牟夸弃深二般茬20'0染．左若；+群
钻穿地层蕞深其及于佛罗组。、以往，对这堂钻孔吊地层的划分仅依据岩性资料?&各钳
孔审童楼港组与佛罗组乏间的界线不磊二。斋若油勘探井雷琼_井(钻奎审薪统下。洋矗>!
和雷琼三井(钻至渐新统涵洲组)的地岳界线比较明显，划分比较确切。’·‘‘故苯文将上述?
两种类型钻井中的介形类代石进氯对出，．．：蓑对望拦骜饵=及佛罗组中介形类动物群进行讨

‘望楼港组以砂、泥岩为主，介形类化石层位多，属种分异度高，个体数量丰富o_佛罗组
以粗碎屑为主，介形类化石层位较少，只在个别层位中介形类较富集，但其组合面貌和望

楼港组的太体一致o．．在两组中共出现介形类65属166种，其中在两组内均占优势的羼

为：：AZO÷Ot,咖the．re,Ambocythe[e，j彳“耐4，Bairdia，Callist'ocythere，Campylocythereis，Cornuco-
quimba，Cytherella，Cytherelloideaj C痧heropteron，Cushmanidea，，Hemicytherura，Hem砍rithe，

Hermanites，Krithe，。Leguminocy ， ， 一．thereis,LoxoconchaNeocytheretta Neocytheromorpha,Para

krithella，Pistocy'thereis，Sinocythere，Sinocytheridea，Trachyleberi's、等。一各个属中种的数量

有的较多，有的较少。 在两组中均有出现且占优势的种为：，A!ocot?ocythcre gouioni，

Ambocythere quadrata，Aurila uranouchiensis，Bairdia haikan'gensis，．Caltistocythere～subiapo—

nica；C．guangdongensis,Campylocythereis tomokoae，Cornucoquimba踣zh6Hen哦：’Cythere-

lloidea‘sabahensis，Cytheropteron miurense，C．uchioi，c?ignobilis，Cushma哇idea^miurensis，

C．．subjaponica，HemicytheFura cuneata，，Krithe sawanensis，Leguminocythereis h、odgii，。Iz．apt4，．

L．xuwenehsis，Loxoconcha sinensis，1L．tarda，’Neocytheromorpha"rbg'alis，ParakHih吝lla pseu'da一
·

’

-· ．‘·j j

donta，Pistocythereis bradyi，Sinocythere reticulata，S·sinensis，Sinocytheridea、红咖rata，S-
longa，+Spinileberis b‘ella，TrachylebeHs scabrocuneata等。 目前主要发现千望楼港组中并具

较明显特征的分子是。Atiehella leizhouensis，Caliistocythere leizhouensis，。Hem瑷rithe’]oveata，

Neocytheretta faceta’j N．guangdongensis，Neomonoce，‘atina jdeli叩ta，j P4r眵靶}l《叠te巴。jtschoppi，
P．dialata，Uroleberis foveolata等+；在佛罗组中出现的较典型分子为．Aetinocythereis triangu—

lata其次为Actinocythereis xuwenensis。 当前，尽管依据上述具代表性属种的出现与否

及其是否占优势，并结合岩性资料，可将两组中的介形类化石组合加以区分二．但是在探讨

望楼港组及佛罗组介形类化石的特征、时代、生态及生物地理区等方面，仍将它们视为随

一动物群考虑，称雷琼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 -_·n

．?

这个动物群和太平洋西部地区晚新生代及近代近岸滨海或浅海沉积物‘中的分形类动
物群有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就雷琼地区的相对位置而
言，望楼港组及佛罗组的介形类化石基本上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1；北方类型、南方类型秘

地方性类型。．．‘⋯．：．．一，一⋯．一■。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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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北方类型主要是指出现于雷琼地区以北，太平洋西缘晚新生代以来的海相介形

类分子。我国江苏和Et本是北方类型介形类研究较详细的两个地区，其新生代晚期及现

代介形类动物群和雷琼地区望楼港组及佛罗组的介形类动物群关系颇为密切。 ．．

江苏新生代海相介形类发现于更新世和全新世沉积物内(侯褚堂等，1982)o此区所

发现的属在雷琼地区均有出现，但就属种的总数量而言，江苏第四系不如望楼港组及佛罗

组中的丰富。根据目前资料，两地共有的种为32个(表1)，约占雷琼地区介形类种数

的20％，其主要分子为：-Alocopocythere gD“和行；，Aurila舯anouchiensis，Campylocythe
、

’
．reis

t卿。如础，H。?4而t拍tⅨ?c缁is，jL：g甜?i?o?’t^er函s jodg蟊，Loxojconcha。把rda,j≈e叩onoc，atin4
ac髓c锄Il，号9ssoc≯Aeridea押口pe?zifjo?mls支Hstocj抽ereis 6r?adyij。,r

P·6rady／ormisi sinocytheridj ea

latlovata，S．!onga，8inocythere．reticulata，S．．sinensis，Stigmatocyt．here bona，S?dorsinoda，

Trachyleberis scabrocuneata‘等。这些种均在望楼港及佛罗组内广泛分布。
．

7 袭‘1雷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已知种分布表

澳
． 中 国 ．‘ ，．

●‘

大

日 本 印度尼西亚 利

广 ’东’
江

亚

苏
北

、

●' 部
第 由 上 更 现 由 上 更 现 现

一。、 上 新 世． ． 四：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

、纪 世 世 ‘世 代 世 世 世 代 代

Si^jfytheridfj laiiovhia‘Hou et Chdn+1 1．‘‘ +

＆longa Hou：et Chen ·． +
●

Sin．ocythe．re，inensis
Hou

，．

十
'，

’s．。retiful4如chen +

、’Munseyella pu∥lla‘Chen ．。．

、

+

+Stigmatocythere dorsinoda Chen +

&bona Chen
．‘． 、．．， +

Perissocytheridea trapezi[ormis HOU et Chen +
。

’Cushmanidea+"trlang'ulata Hou +

．，’Loxoconcha tarda Guan-- ·_． ·二 + ’-L ‘

Spinileberls sinensis C．hen +

Leptocythere．ventriclivosa Chen +

‘Loxoconcha subpul'e^，4 H。‘一
7· ： i

+
‘

．彳“一拓mill Ishizaki．． ·． ． ’+· ’， +

A uran—o．uch．i．ensis lshizaki 、 ．．o， 十． +
；

j 、、

十Perissocytheridea japonica lshizaki
，

+

Munseyella japonica(Hanai)+～ 十 +
‘‘+

Campylocythereis tomol℃oae(Ishizaki)
，

+ +

。十Ca+lli．stocythcre
undata

Hanai．，．
‘

‘j

．’pistocythereis bradyi(Ishizaki)
，

． + +
’

‘P．brady]ormis(1shizaki)
’

十 +

Hermllnites tosacnsis lshizaki e +
●

+

By髓ofc’．口ti疗4 ban4；Ishizaki ， ’，： +

nachyleberis niitsumai Ishizaki ．。 ，+ ● +

．’丁．s“cabro。'cu—neata iBr。d另 ’·卜‘’ ，

+ + +
●

Cushmanidea·japonica Hanai，7 ． + + +

j一印t轴opte伸n mi．urfilse Hawii．一?÷ i ++ + + +．

Paijenb二rchella triangularis Hanai + + + 十



．．． ； 一 ．续表1

? 澳
一 中

’‘’

7国 ．·’ 。·
|÷? 大

‘日· ．本 ‘印度尼西亚‘
．弄Ⅱt

江
亚

。j 7·广 ．．东． ．．· 苏 7L

‘北

，●

：部

’f ‘●
● 第1 中 上 更 现 ’由 上 更 ．现： 现

。

‘上 新 世 四 新 新 新 新 新’ 新
’ ’

。

纪 世 世 世 代 世 ．世‘ 世。 代 代

Cushmanidea subiaponica Hanai．
．．

+ + 十 ●
‘

，
●‘

NfD，”o行o≥fr口矗n4 Idf“f口‘t4 Ishizaki et Kato．

●●
‘l

●

十 +
．|

i‘H；micyth。Ht"i cHne缸口Ha?nai． ．。

、

年
’

十

． ‘。K声；f五f j口摊，4行f疗ji’s Hj皿i + 十 十
● ，

+Parakrithella pseudadonta(Himi)
‘

+ + 十

Paiienborchella miurensi．s Hanai + + +
’ ：

Calllstocythere subiaponica Hanai
j

十 +
j。

Kobayashina‘hkati．osa Hanai． ，’ + ：

卜士 j
， CqUistocythere iaponica Hanai

‘：1

C．retlculata Hanai 十
●{

Cushmanidea mhwensis HanOi’ +

’、

Cytheropteron uchioi Hanai “· ．：’
t●

十’●。 +。 +

‘0 +
●

+．
。，：’ ’ ·二

+ 十
H

·Leguminocythereis hodeii(Brady)． 十
_，●

．

+ 十 ，+

十
__

．．L．oxoconc，ha
sinensis Brady+

●_ ‘●

+

Paiieub6rchella iocosa Kingma +?

。．P．malaiensis·Kingma一 ·。’ 、

j

‘+?

’一Paracytheridea．tschoppi van den Bold ¨ ：+； +7

Cytherelloidea bodionegoroensis Kingma +
一：

十Kangarina qiongshaneniis Gou et Huang(sp：llOV．)
!o： ：?一! ，‘

’

Uroleberis tobeolata(Brady)： ‘·’，

一

’．：
’‘ ●、， + ．、4 j

‘+ +●-

，十一： 爿jofDpDfyl^fff gouioni(Brady) ·?i
：

+，’ 十 一二蝠· ．·’；
t●J

。?一。 o：
t●

十
．．c弘．h．ere：llo留如fingⅢ1 t．．a、$ady．)， ⋯⋯‘，．． ．·i ●‘ 二， ●●‘ ．．，： ：‘，

、、 日本晚新生代以来的海相介形类属种甚为丰富(Hanai，1957a—c，·1959，1970；

、Ishizaki，1963，1966，19"68，‘1969；1971等)≯其中亦有很多与望楼港组及佛罗组相同的分

子。目前已知雷琼与日本两地均出现的种有29个，约占雷琼地区目前所发现介形类种数

的20％o一其中Cushmanidea japonica，·Trachyleberi$scabrocuneata∥Cytherot，teron miurense

和Hemic少，五洲省cuneata等4种曾发现于日本中新世至近代滨海沉积物中。，‘前两者在雷
琼一井、雷琼三井中新统角尾组内也见及，Cytheropteron uchioi一种出现于日本中一上

．新统，它们均为望楼港组及佛罗组的常见化石；Chllistocythere subiaponica，Cushmanidea

subiaponica，Krithe。sawanensis，‘Paiienborchella’Faiurensis，P．‘iiiangul'aris和'Para&rithella
●●

pseudadonta等6种在日本出现的时代为上新世至现代，．在望楼港及佛罗组亦较常见；
．Kobayashina hyalinosa只见于日本上新世地层中，在望楼港组内数量极少；Neomonoceratina

delicata为日本更新世的化石，在望楼港组为优势分子，并广泛分布。’在日本其余‘r8个现

代种内，有13种在江苏第四系中亦出现；‘Callistocythere iaponica，C．reticulata，Cushmanidea

miurensis等3种目前只发现于日本和雷琼两地；Loxoconcha．sinensis在日本近代沉积物

及印度尼西亚晚新生地层内均有发现o ^ 、’

⋯2．南方类型，是指出现在雷琼地区以南，⋯太平洋西部地区新生代晚期以莱的海相介



形类≯其中与雷琼地区介形类动物群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印度尼西亚新生代晚期以来的介

形类属种，其次还有少量澳大利亚北部的介形类分子。：Kingma(1948)所报道的印度尼
葫亚晚新生代介形类与本文描述的属种有很多相似之处o．．遗憾的是Kmgma的属种描述
教简单，图版较粗略，地层资料陈旧，故使对比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就特征明显，可进行对
诧‘的美型而论j堕楼港组和佛岁组申有一9个种曾发现子．印度尼西亚上新统至现代沉积物
王扭j．■Pa墓ienb"orchc!la’．ioc．qs．a．和P!．ma!aiemis．趋爪哇和苏门答腊上新世(或中新世?_)至现

代的介形类分子；．Eoxoconch4 sinensis和Paracytheridea‘盯≥矗Dp多i出现于苏门答腊和爪哇

上新统和更新统中；．Cytherelloidea boaio刀egorDf疗蠡只见于爪哇上新统j iUroleberisl[oveolata
习生印度尼西亚的分’布时代为自上新世至现代，它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中亦出现；．Cytheioo
夕teron uchioi和Le．guminocythereis。hodgii这两个在北方类型中常觅的分子，．'在印度尼西

亚的更新统中亦出现；Kangarina qiongshanensis也只产芋爪哇的更新统；Cytherelloidea

sabahe面is则为加里曼丹地区的现代种。此外，还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属种与雷琼地区的

蓝虱种很相似。如分别在印度尼西亚上新统和现代海域中出现的’Htiehelta和t’Hemikrithe

两属在雷琼地区亦有发现，Atiehella leizhouensis和印度尼西亚上薪世的A．scmiplicata

相近似；Hemikrithe oveata是．Hemikrithe属在本区上新统申的唯_代表；．新属Abro．

z：ythereis恃征很明显；印度尼西亚上新世至更新世的Cytheriis；,keyi应归属于此属，它和
Ab,j}ocytherels．'guangdongensis比较相似；雷琼地区Sinocythere reticula'ta的雌性个体相似

。于印度尼西亚上新世至更新世的Cythereis dekrooni，而Caudites leizhouensis．则与印度尼

西亚更新世的c．iavana相类同。 Cytherelloidea cingulata出现于香港附近和澳大利亚

j匕部的海域中。 +：
++”。‘‘ ～

。 翼地方性类型是指目前仅发现于雷琼地区的介形类分子，其申特征最为明显的是

Alb'ilebe．ris aspe'rata，Actinocythereis，riangulata，Ambocythere quadrata Gallistocythere guang—

dongensis，Cornucoqu枷ba．1eizhouen．sisL．Cushmanidea acutica毋data．：,．ic．""r，e'era，：c必号嘞teron?
dgnobilis，Cytheropteron haikouensis，Hulingsina granulosa，Eeguminocythereis apta，L．z“∥P—

、一’：、
’

．‘。5。：， h．i j．。j‘j。：． -··：”-“o j!，i． ．、’·

，。t|，⋯o， ，： 表2胃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三种类型丰要分子一 ⋯ ：-
。：、

，‘．：．北 ’。方、婺j．‘型’·{-’ ‘南 方 类 ：型 ． ‘地．方．性．类-型： j

r’wlurila uranou'chiensis lshizaki ’Atiehella'deizhouensis Gou．(sp． Albileberis asperata Guan ’一、

零礤缸tocyt^erc iap．qn】；_ca Hanai nov．) -． Ambocythe,re。qi,adrata(Gvan)．
c．subiaponica．Hanai Cythc，#l粤idca．幻aioncgoro⋯私l ；cdl碗ocylheM．gua'ngdongensis

‘Campj)'locytherds tomokoae(Ishi— Kingma+
’’’

。 ：巯i1(s西．nov．) ∥7一

zzaki)。 ．·．· c．cingtdata(Brady) 。．．
ct¨h^B4niae4．icHti≥ii4ant口j．G毫tu

。cj．ushm．anidjeaⅫ5id?!nica，Hanai。- ：％isabaheusis．Ke!i ．·．： (渺nov．)，j． ．．、

‘c_japonica Hanai．
Hemikrlth．f，。v．e口缸Guall． h ．车·mera G．uan．

·．．

CytheropterOn mito’fnjf Hanai。 ￡o'xoconcha sinensis Brady Hulingsina granulosa Ofl；．n
．tHermanites而socnsis Ishizaki。、． Paiie'nborchfll4 iof0‘54 Kingmj Neocythl；Yetta guangdongensis Gou

．．ICrithe qawanensi*Hauai
。

P．．malaiensis Kingma． ：～j (sp．hbv．)‘：’·，’． j．．

Paijenborchella rajurensis Hanai
，UrM．fbe二rij Iov．qol口t．a(Brady) N．taceta(Guan)I ．

。．

‘》．’0菇；叠。j讲冉hi。。i‘。
·’+’

．．ParacytheHdea
dialata Gou

‘。一蕾4kkiijhclli．pse‘磁口dontd Hanai 。·．-·： ：一⋯：‘ ；i Huahg面．fi。dv．)
。

Pistocythereis bradyi(1shizaki) ．Semicytherura tu,mida．．Gou(sp．

．P7．"：b、rad—y]．o⋯i，⋯．,(1．shizaki)．· ．，． ·1 NOV．)- ．．一．



矗f拧面i Nanocoquimba guangdongensis，Neocytheretta guangdongensis，N．aceta，{Neomono·
z：eratitia echinata，Parabythocyth'ere opima，P．1imata，：'paracytheridea dialata，sc稿cy哺er协r俚
tumida等。此外．，还有_部分属种的个体数量少，特征不明显。 1．?

综上所述，望楼港组及佛罗组的介形类动物群为南。北访类型的混合类型赫冥明显的
地方特色(表：2沁它在肘间和空间方面都与太平洋西部地区新生代晚期以来的俞形类动
物群有较密切的联系：： ；： ：’{i，j ≮‘ ·：莹’ ‘I!j ；

’。⋯o j：：o

。： 。．-二0’j’!，。。．。 j．j：一：，，‘

j：!C：)1：介形类动物群时役笔
：j⋯_．。：：-√；i i。，!：⋯I：_j：j j： ，、．一：，H⋯·‘ ， ．：

、 ‘ ·
一

· ⋯·

前已述及望楼谐组及佛罗组的已知种在太平洋西部各地区的分布槠况。?；由表l’得
知，在j1个已知种中，有弓个为自中新世开始出现的了匕方类型分子；有13‘种分别为_南、北

方类型上新世开始出现的分子。这些中、上新世的种绝大部分都延续至现代，也是望楼港
组及佛罗组噶的主要分子。。它们的特点是个体数量多，纵、横向分布均较亡泛：此夕降这

二动物群还有一些和印度尼西亚上新世相类似的种。洪余33个已知种均药第四纪和现代
的分子，它们当中的绝六部分产于我国江苏第四纪和目本理代滨海、浅海沉积物中：勘量

分布于印度尼酉亚和澳大利亚北部的同时期沉积物内。Hornibr叩k(195西在研l究翥西
兰第三纪和现代介形类时指出：。“除了少量：白-垩纪的种外，汰部分现代介形类起源手第三
纪早期，少数起源于中新世和上新世≯自本及印度尼西亚酌现生种亦多起源于晚第：．三纪。
由此可见，在本乎洋西部，自新生代晚期以来，介形类属种的继承性很明显。。。因此，在塑楼
港及佛罗组中出：现的已知第四纪或现代属种j很可能起源手晚第三纪我更早的电期b：?

垮县期景穆尊搀势和挚质时代锈尊况琴，一萼磷攀鸳器佛罗缉嗨够类剥物群导日
本和印度尼西亚蛋新世动物群有_i是的联系；：与臻国江苏和目本现代介形’类钊物群关系
更为窜甸墨彘意藉斤；莲：券奁劫物蘸和太孚辛肓馥客罐茵晚薪叠裢以桌鹄介刊类劫勃群
相比较i又有较明显的差别矿‘看来r它在地理分布和地质历程申均具过渡的性赓石囟此，

笔者认为将望楼港组及佛罗组介形类动物群的时代归属于上新世较为适宜。_{ ；：篙
≯‘v j·一，一j．¨·，二一，jt I一’j：‘÷一?，，丢 ；!·∥’j：!≯’r’+
。一 ．：r ?。

≯。- 一．_ 一．(三)古生态的探讨． ：： √．一|j}o
；1 ： ．·i

：· h
． !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关于介形类生态的记载，雷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中，有较典

型滨海至浅海暖水类型的属，如彳m6D叩拍f，P?Atje'hella，Caudites，Hemikrithe，Neocytheretta，

Munseyella Callistocythe—e等；较多的属为近岸至浅海广温、广布(世界性分布)类型，，．如

Herm4nites，Hemicythe连r口，KangaHna，Ne面o!loceratina，Para毒ytfieriflea，semicvth’erura，
Trachfleberis,j．．i X。|estolebP睹等；+习惯于生活在滨海地带的属有j．Albi!et；eris，"L0。】}6concha，

Sinocyihere,、$肋fy拍c豫F等；有一些属在海津中分布的深度范围比较广一，。如．Bairdia，
Cyther．ella，Cytherell．Oiaea和Eucytherd等；通常归属于浅海至半深海类型的有．霞础五c，

Macrocypris和：；，Phrac，v⋯pris．等属；．B)，崩D卯砌；如F_j艘认为主要为深水或半深海类型的代

表。：。0i薯鬈誊0 j。：；≯誓’‘i．o 0{÷：．‘j’；；1
这二_动物群中豆知种的现生代表，几乎全部产午近岸滨海至浅海地带水深}50米范围

以内的水域中、，基底为砂、泥质沉积物(表3)o-同时jii苏第四纪滨海相的介形类属种在此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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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群中不仅出现=；而且还占较大的比例。j从望楼港组及佛罗组的沉积特点来看，前者属
浅海相沉积，后者属滨海至浅海相沉积0“因此；’由已知属种生态资料分析，再结合两组地

层沉积特性考虑j这一动物群应属滨海至浅海暖水底栖类型j．
√

．． ．．．：． ‘： 、． ·_=· ，。．，i?
～．

。●。 r、 t。

(四)‘生物地理区的：讨论j
_．t’：_’ ·．：-‘ 一

．

。 ⋯· j‘：“’i—j·f ．．。．．

j Benin(1964)把太平洋现代介形类(Podgcopida租’1Platycopida)大致划分为牛二个

生物地理区(Biogeographic Realm)；．即太平洋西部的日本区j印度一太平洋区，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区和新西兰区及太平洋东部的加利福尼亚区、索诺拉区．、巴拿马区、智利区、

Fue96区以及北极区、南极区和大洋区。由于当时资料所限，不少区的界线尚不清楚0日

本区大体上是指亚洲东北沿岸地区、南起于香港、北至千岛群岛和堪察加半岛：“印度二太

平洋区是太平洋中最大的一个区i．其界线最不清楚，‘并且很可能是最复杂的，它自西边的

苏门答腊至东边的萨摩亚群岛；北边包括菲律宾，南边包括澳大利亚北部：’ ．。：

近二十年来j由于·日本新生代及现代，我国江苏第四纪以及本文对雷琼地区上新世介

形类动物群研究工作的开展，’为太平洋西部海相新生代介形类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为

进一步探讨太平洋西部地区介形类的生物地理区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o、日本．中

国雷琼地区、印度尼西亚及新西兰等地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除了在一些共同出现的属种

方面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外，各区动物群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日本仙台地区生新

统仙台群Ta；sUnokuchi Formation申的介形类以acuticyth毒reis sendaiensis Ishizaki，Auri'la

pseudoamygdala．Ishizaki，：Buntbnia ihponica Ishizaki，Callist玉rythere s．bia#otiica Hariai，Cyihe；e
tatea：lu。ted+0．Fj Mfilleri Cytheropteron!miurense Hanai÷rKot'ora≥ythere f4t；“n6鼍五cIli；五sis

Ishizak'i,和Urocythereis．gbrbkuensis Ishizaki等为代表(Ishizaki√(1966)≯在新渴和神奈川

等地的上新统中还出现Krith’e sawanensis Hanai；Kobayashina hyolinosa Hanal，．Paiibnbo-

，-Fhata‘miurensis Hafiai，尸j．triangularij Hanai。Parakrithdla ps；tidadonta·(Hanai)’和Cythero-

pteron uchioi Hanai(Hanai，1957，1959，1970)，等；+印度尼西亚则以+Cytherella s舀方．·；．

Cytherel!oidea spp．，Atiehella semiplicaia．Kingma，‘。Bradleya：dicCyonl(Brady)，Cythereis?

hamata．，Mfiller，Cythereis?$cutigera(Bi甜，)≯Cythereis?‘：r．eticulineata 7Kingma，+Cytherura

iavana Kingma，Phijenborcliella malaien'sis Kingma，。Caudiies iavana’Kiffgma和Abrocythereis

keyi(Kingma)等为代表；新西兰上新世奎更新世介形类动物群主要由第三纪延续至现代

的种组成，‘并以Trachylcberis．"scabrocuneata(Brady)，rT．’probesioides H曲n‘ibr∞尘，BradieyA

arata(Brady)，Loxoconcha(punctata、thoniS0n，：iCytheropterdn。j 0刀z酬i Horni坼葫k和Loxo-

c，ythqre crassa Hornibrook；等的普遍出现为特征，其中还具有特征明显的By'thoceratina spp．，

Quadracythdre spp．，Micracythere硝ovaspecta．Hornibrook，Cytheralison如￡，4 Hornibrook．和

Saida truncqla．HornibroolE等；·雷琼地区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则如本文‘!动物群特征”一节

中所述，为南j北方类型的混合型并具鲜明的地方色彩b
‘‘

j一
·’： ：； ，“一

o．根据上述各地区介形类动物群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笔者认为太平洋西部上
新世的介形类亦可划分为不同的生物地理区，而且各区的范围和：Befison，(1964)一的现代

介形类生物地理区可能大体一致。但是必须指出，我国雷琼地区可以划分为一个独立的

生物区。因为本区上新世介形类动物群既不同于日本区，又与印度一太平洋区有别，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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