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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元古代汝阳群分枝管状藻体和显微环状螺旋加厚管体的发现 

尹磊明(1);边立曾(2);袁训来(1)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 210008 ,中国;(2)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南京 210093 ,中国 

摘要： 

目前已知中元古代(1600~1000 MaBP)生物化石多产自硅化碳酸岩, 它们以个体很小(通常15~20 mm)的简单球

形、丝状化石类型为主, 其中大多被视为蓝细菌. 页岩是保存中元古代生物圈古生物信息的另一来源, 球形、具刺疑

源类、及丝状化石通常见于中元古代页岩. 报道产自我国山西中元古代汝阳群的一个不寻常的管状化石组合, 其中

有具分枝的管状丝体; 有具环形螺旋加厚的管体, 它们可能是灭绝生物用以适应干旱环境的管状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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