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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西藏西北部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台错古湖沉积物中获得的硅藻新化石种!"#$%&’%("$()*$(+"（./01230），是首次

在西藏地区!"#$%&’%("属中确立的新种，该化石种的发现在分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对该化石种盐度的适应性和与其他

硅藻的相似性进行了讨论，并结合沉积物的化学分析结果，讨论了新种具有适应高渗透性的微咸水至咸水环境的习性，对今

后未发现的古湖沉积物的古生态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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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隔藻属!"#$%&’%("QPG87K=.=W;0VL7KP自

)’,+年 被 确 立 以 来，据 X81481J71:P8L（)#-’）

记载，全世界已被确认的有(&,种（包括变种和变

型）。该硅藻属的分布和生态特征已被许多硅藻

学家进行了研究，其中A?.K=JK（)#,,）通过对该属

的研究，认为!"#$%&’%("属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

带地区。美国硅藻学家R8KN7MS等（)#++）研究，证

明!"#$%&’%("属的大多数种是生活在海水和咸水

（或半咸水），只有极少数的种生活在淡水中。中国

记录的!"#$%&%’("属进一步证明了其分布和生活

特征。迄今为止，中国已记录的种类有)&$种（包括

变种和变型）其中绝大多数是海水种（X27:K，)#&%，

)#,)，)#+(；金德祥等，)#’%，)##)），非海相内陆水

体所见种类较少。值得提及的是 !"#$%&’%("属在

西藏记录的现生种仅有)种和(个变种（李家英，

)#’(，)###；李家英等，)#’’；朱蕙忠等，%$$$），从种

或变种的分布区域看主要分布在西藏西北地区。该

地区的地理位置为四周被高山环绕，易形成封闭水

系，由于气候寒冷，地面水的蒸发量往往大于降水

量，因此，该地区的湖泊逐渐碱化，成为西藏盐碱化

湖泊分布最多的地区。!"#$%&’%("属中的种能以较

丰富的数量出现在湖泊中是对盐碱化环境适应的结

果。

分析样品是%$$)年夏季取自西藏西北部阿里

地区日土县多玛乡台错古湖沉积物中，位于B((Y
&,Z，<’$Y(-Z，海拔高度&,+-L（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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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藏台错位置简图

"#$%! &’()*+,-#*./0,1#.$*23,’4,5&6*（&,#+7*），&#5(-
!8湖泊及河流；98戈壁；:8泉；;8等高线及海拔高度；<8主要公路；=8季节性公路

!8),>(,./0#?(0；98$*5#；:86@0#.$；;8+*.-*70)#.(,./()(?,-#*.ABC；<80*,/；=86(,6*.#,)0*,/

! 材料和方法

硅藻样品的处理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每个

样品取;$干样，经!DEFG)处理后，再用F9BH;氧

化，洗涤至中性，并用9%;比重的镉重液浮选9次，

将洗净后获得的硅藻样用F40,I胶封片，在J#>*.
&4@(生物显微镜油镜!DD倍下鉴定。硅藻标本保

存丰富而完整的是在第:层位，尤其是在样品编号

为&&DK:样中数量更为丰富。除采用光学镜（CL）

照相外，同时采用扫描电镜（BML）观察，硅藻的细

微构造更为清晰。

9 新种描述

西藏胸隔藻 新种 图!!""
壳面宽椭圆形，近末端强烈缢缩，末端头状至喙头状。

轴区窄，中央区明显加宽呈多角状的长方形。壳缝微微斜

向，波曲状的壳缝有9个波曲，一个靠近端部，另一个波曲约

在中部的每个壳缝分枝处，壳缝顶端在相同方向弯曲。壳缝

两侧各有!条暗荫线。横线纹由点组成，微微辐射状排列，

在末端形成微聚集状排列，点纹排列在纵向呈波曲状线纹。

间生带上的隔室大小几乎一致，隔室内缘凸出，向末端明显

凹入。壳面长9K!;<"N，壳面宽!<!9:"N，线纹在!D"N
内有9=!:9条，末端在!D"N内有:;!:=条，点纹在!D

"N内有9K!:D个；隔室在!D"N内有O!K个，宽度!%:!
!%<"N。

典型产地：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台错晚更新世

硅藻植物群。化石标本保存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地层古生物室。

在扫描电镜（BML）下观察，壳有完整的体态，能清楚的

分辩出内外壳面及其细微构造。从壳面观察横的点线纹是

由微细小孔纹组成，微细小孔纹直通内壳面。纵隔膜较薄，

隔膜边缘与隔室平滑纹。壳缝两侧硅质增厚的纵条纹离壳

端较远，波曲状的壳缝更为清晰。

典型标本：PQ8&&DK:8"#$%!89
副型标本：PQ8&&DK:8"#$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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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0!#3&$&*"%!#)+.#(%#+E":%$4（F"G

7&!），H,"$%/8#3%."!5*&!%".0,&.*%!I$0!"!2!&#+J&#.#45，H,"G
$&0&K3%*&)5#+J&#.#4"3%.L3"&$3&0/

+&%&*"#$：EMGFFB<@GN"4/?G;
,(-(*"#$：EMGFFB<@GN"40/;!A
本种的形态特征与!"#$%&’%(")*+(,(*-#O20!&*!非常相

近，均为椭圆或椭圆披针形。头状或喙状的末端，有窄的轴

区和扩大呈多角形的中央区，但在构造上有所不同，前者壳

缝两侧各有一条硅质增厚的纵线条，而后者壳缝两侧无硅质

增厚 的 纵 线 条。与 !"#$%&’%("#.($/((-%(/".,/(+*,/"’"
J(2$#6比较在形态特征上也非常相似，但构造特征相差甚

远。前者线纹?B")内有;A!@;条，后者线纹在?B")内

仅?<!;B条，壳缝两侧也无硅质增厚的纵线条。与 !"#0
$%&’%("1"’$(+"J(2$#6比较，在外形特征与某些构造非常相

似，都有椭圆形和头状末端，有窄的中央区和扩大呈多角形

的中央区。壳缝两侧各有?条硅藻增厚的纵线条和波曲状

的壳缝，但不同的是：虽然二者中央区均扩大呈多角形，前者

呈长方形或矩形，后者则呈近圆形。前者线纹在?B")内有

;A!@;条，而后者在中部?B") 内仅;B条，末端可达@B
条。通过比较，西藏台错发现的标本应是?个新种。

@ 生态讨论

描述的新种 !"#$%&’%("$(1*$(+"与!"#$2)*+(0
,(*-#和!"#$2#.($/((-%(/".,/(+*,/"’"相似，后者

常生活在淡水至微咸水环境中。前者在形态构造上

又与!"#$21"’$(+"非常相近，此种生活的水体环境

是咸水。出现新种的层位与之共生的种还有!"#$2
*’’(,$(+"-%(/)"-#*(（F,6/）H.，此变种的数量非

常丰富，常生活在高渗透性的微咸水至咸水中。从

沉积物的化学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表?），H%、P4、

Q%的含量较高，尤其是H%的含量相当高。

表. 台错古湖化学元素分析表

!(/%$. 01(%"2)23(*(&4*-(’$$%$5$1*2
4-&56(7"(/!2&（!()’8&），9):(1;（!)/$*） R

序号 样号
台错古湖样品化学分析

Q% S P4T H%T 3. HT;

=; FFB<@ B/?C B/BA< ;/B< =>/=@ B/B= @>/<

=@ FFB<= B/?A B/BAB ;/B? =U/;; B/B? @U/B

描述的新种是首次在西藏地区 !"#$%&’%("属

中确立的，该化石种的发现在分类学上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对比和化学分析结果证明，该种具有适应

高渗透性微咸水至咸水环境的习性，同时也是对周

围湖泊研究中尚未发现的古湖沉积的特有种，对今

后古湖沉积物的古生态研究具有参考对比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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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G西藏胸隔藻（新种）!"#$%&’%("$()*$(+"L%’6X’%（$4C-(&C）；=!
H光学显微相片（L1）；O!G扫描电镜相片（;]1）。=:壳面（;5(0%-2
$#3)+!’()&+"&’），̂ ?OBB；?:内壳面示隔室（V--’3$#3)+!’()65’&+"&’
$5(0%-265’"(!#"%），̂ ?OBB；>:壳面，̂ ?OBB；H:壳面，̂ =>BB；O:内壳

面示点纹和轴区（V-6’3%(3$#3)+!’()65’&+"&’$5(0%-265’4#-!6+6’+-.
65’+_%+"+3’+）；G:内 壳 面 示 隔 室 和 轴 区（V--’3$#3)+!’()65’&+"&’
$5(0%-265’"(!#"%+-.+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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