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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五通拿麟木状植物化石的新壹料
�

强 浅 深
�南京大学地质系�

我国东南部五通群是以极其丰富的植物群而著名于世的
。
这些植物化石

，
曾经德国

�����
�
和我国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

、

李星学两教授的详细研究与系统总结
，

发表在一

系列的专著和论文内
。

本文所描述的材料系采 自江苏省南京龙潭和苏州密陀山的五通群内
。
解放后

，
南京

大学地质系师生每年在上述地方进行教学和生产实习
。
特别是 ��，�年以来

，
我系师生在

上述地方的五通群内进行了大量的植物化石采集工作
，

数达几百块之多
。
最近

，
作者在整

理这些化石过程中
，

发现有若干保存甚好
、

但尚未被描述过的鳞木状植物标本
。

现将其中

颇有兴趣的两种
，
先在这里加以报导

，
以补充我国东南部五通群的植物群资料

。

在工作过程中
，

作者得到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李星学教授的热情鼓励与指

导
，
以及该所古植物室其他同志的帮助 �本文写成后

，
又承李星学教授审阅

，
井细心修改英

文稿�我系陈旭教授和俞剑华老师也提供了宝贵意见
。
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

』
合的谢忱�

种 的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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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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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
，

图 �
，���

����
，
����

，
�印��

�������户，�� ，������了
��二�，

， �
�

�
�

����
�

�� ��
�

����
� ，
����� ����页 ���图版 ���

，

图 �一�及

图版 ��
，

图 �一��

树枝表面的叶座细小精致
，

作倒长卵形
，
上端较为钝圆

，
下端伸尖

。

叶座的整个长度

为 �
�

�一�
�

�毫米
，

最大宽度 �
�

�毫米
，

二者之比为 �
�

�一�
�

���。
叶座大小比较均匀

，
分不出

主要叶座与次要叶座
。
叶座十分清楚地作螺旋形的轮状排列�按 ����，

�����
。
叶座的这

种排列方式
，

按 ����
�

������和斯行健������的意见
，
同样是可以被描述为

“
紧挤的螺

旋式
” ，

或者被描述为
“
假轮状

”
的

。
叶座排列十分挤紧

，
每一轮上相邻两叶座之间以狭带

相隔
，
其宽度仅 �

�

�一���毫米
，

远小于叶座之宽
。
下面一轮的叶座与上面一轮的叶座

，
相

互作交错状排列
。
叶座内均可见到一条十分清晰的中肋 �在标本上为其反面

，
故呈一中

沟�
，

其长度几与叶座之长相近
，
把叶座分为左右两半部

。
在叶座顶端的下面

，

有一个小小

的洼坑
，

在此处有时可看到一种象叶痕的遗痕
。
根据当前标本露出面叶座有 �一�个

，

每

轮叶座数 目可能是 ��一�� 个
，
因而树枝周围每一轮大约有叶 ��一�� 枚

。
叶为狭长的细

线形
，
从不分叉

，
内有一清楚的中脉

。
叶宽仅 ���毫米

，

长可达 巧 毫米
。
叶的基部略略地

� ����年 �月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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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和下延
。
叶 自叶座的最上端伸出

，
与枝成很大角度���

“
一�。 。

�
，

然后向上向内弯曲
。

当前标本系精致的枝干部化石
，
共有五块

，
均保存于深灰色粉砂质页岩中

。
其中以表

示于图版 �
，
图 �和 �� 的一块保存最佳

，

树枝的宽度为 ���一‘
�

�毫米
，

在标本上保存的长

度达 ��� 毫米
。

讨论与比较
� 当前标本与 ���� ����年所描述的产于北 美早石炭世 �����

。
层 的

�������翻女
，刀户介 、 口云初加

，�

勿打 ���������� �图版 ���
，

图 �一失 图版 ��
，

图 �一��相

此较
，

两者极为相似
，
是完全可以视为同种的

。

但从斯行健 �����
�
�所发表的南京龙潭地

方 �印����
己刀����后 形�二��萝����

的材料来看
，

特别是他的表示于图版 �
，
图 �和 �� 的那

一块标本
，
它们与当前标本也很相似

。 �
�

形����是 ���� ����年建立这一属时唯一的

种
，
产于德国 ������

。
州 ��� 附近 ������ 地方的下石炭统中

。
之后

，
在世界其他很多

地方都有这一个种发现的报导
。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

，
如果将当前标本与 ����

的模式标

本�����
，
图版 ��

，
图 �一��� 图版 ���

，

图 �一���相比较的话
，

无论如何它们是不能被

视为同种的
。
这个欧洲种叶座稍作六角形

，
有较大的主要叶座与两侧的较小叶座之分

，
叶

座间有明显的四条长纹线
，

并有一条长沟将上下直行排列的叶座互相连接起来
。
这些特

征在当前标本上是不清楚的或者根本没有的
。
因而

，
当前标本归于北美种还是欧洲种便

成为作者犹豫的间题
。

���� 在处理他的材料时也曾遇到类似的情况
。
正如他 自已所说

�����
，

第 ��页�
，
他的标本同 �

�������， ������ 和 ������ ����年所描述的产 自北美同

一地层的 �
�

左介。 树 ����
是同属于一个种的

。

但是 ���� 无法证实他的标本就是 ����

的欧洲种
，

所以他暂时采用了 �
� ，���动�’����，’� ������这个种名

，
而不用 �

�

左介�����饮
。

显然
，
问题在于 ����

的欧洲种的原来定义被后来很多学者所扩大了
，
以致现在归于 �

�

左介。 衍 ���� 这个种名下的一些材料实与 ����
的模式标本有所区别

。
当然

，
这里并不排

斥 �
�

“ 砧初方口溯行 ������与 �
�

添介功雨 ����
有同种的可能性� 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

以前
，

作者不同意使用 �
�

五介���’ �种名时任意扩大 ���� 的原来定义
，
而造成后来鉴定

上的混乱
。

���� 也有这样的意见
，
他说 ����，

，
第 �� 页�

� “
如果把 �

�

�
���������’ ��� 与

�
�

人�’����各限用于它们最先被描述的所在大陆 �指北美和欧洲—作者�上
，

那么不论

怎样
，

继续使用这两个种名是有好处的
。 ”
他还指出 ����，

，
第 �� 页�

，
郎使 �

�

瓜。 ��� 与

�
�

����初���，’ ��’� 将来被证实确系同种的
，
后者的名称也将被保留

，

前者则成为它的同义

名
。
由于当前标本同北美种和欧洲种相比较是更多地接近于前者的

，
因此

，
作者经过再三

考虑后
，

决定将当前标本定为 �
�

����动���、 打 ����������
。

产地及层位� 江苏南京附近龙潭擂鼓台西坡�五通群上部
。

苏州薄皮木 乙���叩入��
�“ � �“ 二������� ����� �新种�

�图版 �
，

图 �一�

树干表面的叶座排列甚为整齐
，

作明显的螺旋状
。
叶座的形状十分特别

，
酷似

“
石

燕
” 。

其两侧的角颇为尖锐而伸长
，
下边浑圆

，

上面两侧边微向内曲
，
折成一钝角

。
叶座的

宽度远大于长度
，

前者为 ��一巧 毫米
，
后者仅 ‘一�毫米

，

二者之比略超过 ���。 叶座彼

此紧靠
，
以狭带相隔

，

其宽度不一
，

约 �
�

�一�
�

�毫米
。
叶座表面相当平滑

，
无其他皱纹

。
在

叶座中央偏上方有一甚大的叶痕
，

作蛋形
，

长达 �一�毫米
，

宽约 �一�
�

�毫米
，
几占整个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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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长度的 ���一���
。
叶痕的上端有一代表维管束的圆形印痕

。

当前标本共有两块
，
保存的宽度约为 �� 毫米

，

均产于灰白色细砂岩中
。
表示于图版

�， 图 �和 �� 的一块
，
虽然叶座的轮廓已不甚清楚

，
但叶痕及其上端的输导束痕保存得特

别完好
。

对论与比较 � 自从 ����
�� ������建立 �印���人�

口
邵� 属以来

，
已有一百多年的研

究历史
，

但迄今为止
，
一般认为这一个属只包括两个种

。
除了产于美国 ����� 州晚泥盆

世 ����� 层的属型种 �
� ，����众“ ， ������

外
，
另一个便是 �

�
�“ ，����

�

��
’
����

。
后

者建立于 ����年
，

标本发现于澳大利亚的 �������� 州
，
也有名之为 肠�����洲击明 ��

������

�
，
���

，

或者等于 �������
�”
汤胡

，�，左�� ����� 的 �见 ������
，
����

，

第 ���一���页�

����
，

第 ��� 页�
。
从这两个种的模式标本的图影来看

，
它们的区别在于属型种叶痕位于

叶座的正中
，
而澳大利亚种的叶痕则在叶座中央的上端

，
例如

，
日本橘行一就是这样看待

的�见斯行健
， ����

，

第 �页�
。

此外
，
在叶座形状方面

，
属型种通常是宽度大于长度

，

而澳

大利亚种则常常是长度大于宽度的
。

但是不少学者仍主张将澳大利亚种合井于 �
�
�
肠�

�

���“ � ������
之内

，
如斯行健������郎是

，
他对此曾作过详细的讨论

。
尽管关于这两个

种合并抑或独立的问题尚有争论
，

但并不妨碍当前标本作为新种的提出
。
因为这两个种

都是以斜方形或微带六边形的叶座和细小的叶痕作为它们的共同特征的
。
而新种的叶座

形状较为独特
，

作
“
石燕

”
状

，

叶座内的叶痕也甚大
。
而且上述两个种叶座宽度与长度之

比
，
通常是小于新种的

。

根据这些特征
，

新种是很容易与这一属的已知种相区别的
。
当前

标本是否有可能建立新属的问题
，

待将来发现更多材料后
，
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

至于 ���丁����呻
。
毗 ������根据发现于苏联西伯利亚上泥盆统的标本而建立的 ���

�

��琳����
，���犷���� ������

，

与当前标本区别甚大
。
同时

，
这一个西伯利亚种后来已改归

于 �����
��� 的新属

，
而名为 �������

�

������
‘ ，

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
。

产地及层位
� 江苏苏州光福密陀山 �五通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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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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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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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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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功

�����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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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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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训创�
。

比�了
�
��

肠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出 。 �比。 。 ������
�

外
。 。 ������， 。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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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图版丙所有图影未加任何消饰
，
标本均保存在南凉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地史教研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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