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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昆仑造山带纳赤台岩群基质地层

发现中新世孢粉组合

郭宪璞，王乃文，王大宁，丁孝忠，赵民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内容提要：东昆仑造山带纳赤台岩群是一套混杂堆积地层，有外来岩块和基质地层之分别，以往根据岩块中的

化石将该套地层划为下古生代的奥陶系—志留系。根据笔者等的研究和野外调查，２００６年首次报道了在菜园子沟

剖面该岩群基质地层中发现古近纪中—晚渐新世的孢粉４４属３１种。本文报道的是在水泥厂剖面该岩群基质地层

中发现的新近纪中—晚中新世的孢粉化石４４属３３种。新近纪孢粉化石的发现对进一步厘定该岩群的地质时代、分

析其古环境及东昆仑造山带的形成演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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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时代的确定是地层学研究的基础。在准确

限定地层时代的基础上，方能恢复其古地理、古环境

及古构造的真正时间含义。在稳定区或地台区如

此，在造山带更显得重要。我国是一个多造山带的

国家，其分布、规模、复杂性堪称全球之最，大多数造

山带都经历了多旋回、多期次、多块体的构造运动和

拼合过程，不同时期的地层在构造运动的作用下聚

合、混杂在一起，呈现异常复杂纷呈的情况。由于研

究程度的限制，一般说来造山带的地层单位厚度很

大，动辄上千米乃至几千米，根据地层中所赋存的化

石可以划分出若干个时代，依据这些时代各家由于

看法和认识的差异，强调其中某个时代而忽视其他

时代，造成对造山带形成和演化的时代看法各持己

见。这些情况在我国造山带屡见不鲜，长期得不到

解决。造山带的地层分布一般说来，是以断层或断

裂为边界的，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体和块体，不同地

体和块体地层的出露情况是不连续的。块体中的情

况也是很复杂的，一般说来具有基质地层和外来地

层块体的差异，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出现地

层时代划分上的误差。

东昆仑造山带的纳赤台岩群始称纳赤台群，是

一套典型的混杂堆积类型的巨厚地层单元，厚约

８０００余米。纳赤台群的时代以往根据其中外来碳

酸盐岩中的珊瑚等化石定位为奥陶纪或早古生代。

后来由于在该群外来的碳酸盐岩块体中发现叠层

石，朱志直等（１９８５）将含有这套碳酸盐岩的地层

（６０００余米）命名为万宝沟群，从纳赤台群中分离出

来。万宝沟群则依据叠层石划为前寒武纪（李光岑

等，１９８２；姜春发等，１９９２，２０００；朱志直等，１９８５）。

对于纳赤台群（含万宝沟群）中以灰黑色、灰绿色板

岩、千枚岩为主的地层与碳酸盐岩地层的关系，前人

曾提出过质疑，如姜春发等（２０００）就指出：“由于变

形强烈，层理被片理置换，含化石的灰岩是否为（注：

原发表时为“有无”，经与原作者核实，实际意为“是

否为”）滑塌的外来岩块而非夹层？这是今后值得注

意研究的问题”；中英青藏高原综合地质考察队

（１９９２）认为该群存在着“滑塌浊积岩”，基质以砂质

或含砾杂砂质占优势，砾石成分有大理岩、基性火山

岩、石英岩及花岗岩类。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在承担原地矿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及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期

间，项目组成员针对“东昆仑地区疑难地层问题”和

“纳赤台岩群的基质与岩块关系”展开了研究工作，

初步理清了纳赤台岩群和万宝沟岩群的基质与外来

岩块的关系，对其构造背景和成因进行了分析和研

究，在两岩群的基质地层中先后发现了２０５属种中、

新生代的孢粉化石，其中纳赤台岩群有８９属种，其

余为万宝沟岩群。纳赤台岩群基质地层首次发现的

孢粉化石时代为古近纪中—晚渐新世（郭宪璞等，

２００６），本次报道的是该岩群基质地层中的新近纪



图１　东昆仑地区地质略图

（底图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纳赤台幅，１∶２０万，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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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世的孢粉组合（图１）。

１　纳赤台岩群基质地层的新近纪

孢粉化石

１．１　孢粉化石的构成

该批孢粉化石产自青藏公路西侧的水泥厂地

区，剖面地理坐标为东经３５°７７′，北纬９４°４１′。岩性

为灰绿色含铁质板岩和泥质板岩。挑选２７件样品

经过氢氟酸分析处理，其中２个样品的１８件盖片获

得１００粒孢粉化石。化石保存一般，数量较少。共

计有４４属种新近纪中新世孢粉化石。全部化石鉴

定和时代分析由王大宁研究员完成。这些孢粉化石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蕨类植物孢子

紫萁孢（犗狊犿狌狀犱犪犮犻犱犻狋犲狊）；

粗勒孢（犕犪犵狀犪狊狋狉犻犪狋犻狋犲狊）；

光面单缝孢（犔犪犲狏犻犵犪狋狅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平面水龙骨孢（犘狅犾狔狆狅犱犻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波缝孢（犝狀犱狌犾犪狋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光面三缝孢（犔犲犻狅狋狉犻犾犲狋犲狊）；

海金砂孢（犔狔犵狅犱犻狌犿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圆形瘤面孢（犞犲狉狉狌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三角孢（犇犲犾狋狅犻犱狅狊狆狅狉犪）。

（２）裸子植物花粉

双束松粉（犘犻狀狌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冷杉粉（犃犫犻犲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油杉粉（犽犲狋犲犾犲犲狉犻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铁杉粉（犜狊狌犵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罗汉松粉（犘狅犱狅犮犪狉狆犻犱犻狋犲狊）

具囊松柏类花粉

（３）被子植物花粉

菊粉（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毛莨粉（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犪犮犻犱犻狋犲狊）

藜粉（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狆狅犾犾犻狊）

蓼粉（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犻狆狅犾犾犻狊）

眼子菜粉（犘狅狋犪犿狅犵犲狋狅狀犪犮犻犱犻狋犲狊）

唇型三沟粉（犔犪犫犻狋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

禾本粉（犌狉犪犿犻狀犻犱犻狋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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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花粉（犔犲犵狌犿犻狀狅狊犪犲）

榆粉（犝犾犿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朴粉（犆犲犾狋犻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枫香粉（犔犻狇狌犻犱犪犿犫犪狉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栗粉（犆狌狆狌犾犻犳犲狉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栎粉（犙狌犲狉犮狅犻犱犻狋犲狊）

粗糙栎粉（犙．犪狊狆犲狉）

山核桃粉（犆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胡桃粉（犑狌犵犾犪狀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桤木粉（犃犾狀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拟桦粉（犅犲狋狌犾犪犮犲狆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苗榆粉（犗狊狋狉狔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鹅耳枥粉（犆犪狉狆犻狀犻狆犻狋犲狊）

具盖粉（犗狆犲狉犮狌犾狌犿狆狅犾犾犻狊）

三沟粉（犜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

网面三沟粉（犚犲狋犻狋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

三孔沟粉（犜狉犻犮狅犾狆狅狉狅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三孔沟四孢体（犜狉犻犮狅犾狆狅狉狅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１．２　组合主要特征

本组合主要特征是：

（１）被子植物花粉含量占优势（６９％），蕨类植

物孢子和裸子植物花粉含量较少（分别为１７％和

１４％）。

（２）被子植物中草本植物花粉占有明显地位，

其含量可达孢粉总数的１８％，它们主要是藜粉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狆狅犾犾犻狊）、蓼粉（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狆狅犾犾犻狊）、菊粉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禾本粉（犌狉犪犿犻狀犻犱犻狋犲狊）、毛

莨 粉 （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犪犮犻犱犻狋犲狊）、 唇 型 三 沟 粉

（犔犪犫犻狋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 ） 及 眼 子 菜 粉

（犘狅狋犪犿狅犵犲狋狅狀犪犮犻犱犻狋犲狊）等。

（３）常见于新近纪的某些重要分子普遍出现；

主要有蕨类植物的粗肋孢（犕犪犵狀犪狊狋狉犻犪狋犻狋犲狊）；裸子

植物的铁杉粉（犜狊狌犵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被子植物花粉有

蓼粉（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犻狆狅犾犾犻狊）、藜粉（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狆狅犾犾犻狊）、

菊 粉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 禾 本 粉

（犌狉犪犿犻狀犻犱犻狋犲狊）、枫香粉（犔犻狇狌犻犱犪犿犫犪狉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及

具盖粉（犗狆犲狉犮狌犾狌犿狆狅犾犾犻狊）等。

（４）落叶阔叶植物花粉占有突出地位，其含量

高达孢粉总数的４１％，主要有山毛榉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的 栎 粉 （ 犙狌犲狉犮狅犻犱犻狋犲狊 ）、 栗 粉

（犆狌狆狌犾犻犳犲狉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桦木科（犅犲狋狌犾犪犮犲犪犲）的桤

木 粉 （犃犾狀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 拟 桦 粉

（犅犲狋狌犾犪犮犲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鹅耳枥粉（犆犪狉狆犻狀犻狆犻狋犲狊）及

苗榆粉（犗狊狋狉狔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胡桃科（犑狌犵犾犪狀犱犪犮犲犪犲）

的 山 核 桃 粉 （犆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及 胡 桃 粉

（犑狌犵犾犪狀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榆 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的 榆 粉

（犝犾犿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及朴粉（犆犲犾狋犻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等。

根据孢粉的时代特征和出现的频率，将上述孢

粉化 石 命 名 为 藜 粉—蓼 粉—粗 肋 孢 粉 组 合

（ 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狆狅犾犾犻狊—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犻狆狅犾犾犻狊—

犕犪犵狀犪狊狋狉犻犪狋犻狋犲狊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２　孢粉组合时代分析

从上述组合特征中可看出，一些常见于新近纪

的孢粉类型频繁出现，具有重要的地层意义，某些新

近纪早期较为繁盛的草本植物花粉类型较多样，且

具有较多含量。以下就一些重要类型作一分析：藜

粉（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狆狅犾犾犻狊）是我国北方地区新近纪最具

代表性的分子，是干旱气候的典型代表，这类花粉最

早出现于古近纪中晚期、中新世开始繁盛，它的存在

与否和含量多少是判断我国北方地区中新世地层的

重要标志之一，如在新疆库车盆地、准噶尔盆地、青

海柴达木盆地等地区的中新世—上新世地层中，其

含量 均 可 达 １０％ 以 上，最 高 可 达 ５２％；蓼 粉

（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犻狆狅犾犾犻狊）也是我国北方地区中新世—上

新世的重要分子。在我国东南沿海及渤海沿岸地区

的中新世—上新世尤为繁盛，有时可成为优势种群；

禾本粉（犌狉犪犿犻狀犻犱犻狋犲狊）是我国南北各地以新近纪为

主要繁盛时期的单子叶草本植物花粉，其最早出现

于渐新世，至新近纪开始大量出现，到上新世及以后

地层中该类花粉进一步繁盛，是新近纪以来一些地

区 草 原 植 被 的 主 要 组 成 分 子； 菊 粉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通常只见于新近纪或更新地

层中，直今在古近纪还未见报道，特别是上新世—第

四纪中相当繁盛；粗肋孢（犕犪犵狀犪狊狋狉犻犪狋犻狋犲狊）是我国

南北各地特有的一类水生蕨类植物孢子，在渤海沿

岸、东海、南黄海地区的始新世—上新世尤为繁盛，

是一类有重要地层意义的分子。在北方地区主要出

现在中新世—上新世地层中，如渤海沿岸地区和东

海陆架盆地其含量可达２０％（，特别是在中新世常

以优势种群出现；枫香粉（犔犻狇狌犻犱犪犿犫犪狉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为我国南北各地第三纪常见分子，值得注意的是在

我 国 东 海 地 区， 该 类 花 粉 与 粗 肋 孢

（犕犪犵狀犪狊狋狉犻犪狋犻狋犲狊）以优势成分构成中新世中晚期孢

粉组合代表分子；铁杉粉（犜狊狌犵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最早偶

见于古近纪中晚期，至中新世—上新世则为常见分

子，其数量也有所增加，在新疆地区多见于中新世，

青海柴达木盆地则多见于中新世—上新世；具盖粉

６２８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７年



（犗狆犲狉犮狌犾狌犿狆狅犾犾犻狊）是一类形态较特殊的花粉，在我

国南北第三纪都有发现，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准噶尔

盆地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主要产于中新世。上述孢粉

类型多数始见于古新纪晚期，繁盛于新近纪。

本组合另一重要特征是草本植物花粉频繁出

现，并具较多类型和较多含量。根据我国北方地区

大量孢粉资料得出：中新世开始及上新世的孢粉组

合中草本植物花粉大量增加，常作为优势种群出现，

导致该区气候逐趋干旱，草原植被发展。因此，草原

植物花粉种类多样、数量增加反映了新近纪孢粉组

合的基本特征。上述特征可能是自中中新世以后，

随着喜马拉雅第三期运动的影响，青藏高原进一步

隆起，从而阻碍了印度洋海风的侵入；同时地中海逐

渐退出亚洲地区，使前苏联中亚地区和我国塔里木

盆地、柴达木盆地及其周缘地区的干旱进一步加强，

灌丛草原景观进一步发育，在孢粉组合上反映出以

藜粉、禾本粉等为代表的草本植物繁盛。

本组合中桦科、山毛榉科、胡桃科以及榆科为主

的落叶阔叶植物非常繁盛，这些植物大多广泛分布

于温带及暖湿带；这些植物花粉均为我国南北各地

第三纪的常见分子，但在古近纪晚期—新近纪是其

最繁盛时期。

综上所述，本组合中草本植物花粉普遍出现，含

量较高，类型较多样，其中一些是新近纪的特征分子

和常见分子；同时，出现较多的喜温凉的落叶阔叶植

物成份。所有这些特征表明此孢粉组合已充分显示

了新近纪孢粉组合面貌，故将此组合时代定为中新

世中—晚期。

３　孢粉组合的环境分析

显然，本组合中桦粉、鹅耳枥粉、苗榆粉、桤木

粉、栗粉、山核桃粉、胡桃粉、榆粉及朴粉等典型的落

叶阔叶植物占据重要位置，反映了该区当时应以温

带、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的植被景观，代表了温暖

湿润的温带—暖温带气候；一些湿生、水生植物花粉

的存在（如蓼粉、粗肋孢、眼子菜等）也是温暖湿润气

候的佐证。藜粉及一些草原植物分子的出现却表明

了有干旱气候波动的影响。根据该孢粉组合化石植

物群与现生属种比较分析，该沉积区内没有大面积

的高山分布，主要以低平的丘陵地带为主。印度洋

的暖湿气流仍然可以影响本区的古气候和古植被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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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　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犺狅狋狅狊

全部放大８００倍，所有化石标本存放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７２８第６期 郭宪璞等：东昆仑造山带纳赤台岩群基质地层发现中新世孢粉组合



究所，产出剖面为东昆仑水泥厂剖面，层位为纳赤台岩群基质地层。

图　版　Ⅰ　／　犘犾犪狋犲　Ⅰ

１．犃犫犻犲狋犻狀犲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犿犻犮狉狅犪犾犪狋狌狊ｆ．犿犪犼狅狉Ｐｏｔｏｎｉｅ（大型小囊单

束松粉）。

２．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犻狆狅犾犾犻狊犿犻狀狅狉Ｋｒｕｔｚｓｃｈ（小蓼粉）。

３．犘狅犾狔狆狅犱犻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犳犪狏狌狊Ｐｏｔｏｎｉｅ（平瘤水龙骨单缝孢）。

４．犆犲犾狋犻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犿犻狀狅狉ＫｅｅｔＳｈｉ（小朴粉）。

５．犈狀犻犮犻狆犻狋犲狊犲狏犻犮犻狌狊ＶＰｏｔｏｎｉｅ（杜鹃粉）。

６．犘犲狉狊犻犮犪狉犻狅犻狆狅犾犾犻狊狆犾犻狅犮犲狀犻犮狌狊Ｋｒｕｔｚｓｃｈ（上新世蓼粉）。

７．犗狊犿狌狀犱犪犮犻犱犻狋犲狊狅犾犻犵狅犮犪犲狀犻犮狌狊（Ｋｒｕｔｚｓｃｈ）ＳｏｎｇｅｔＺｈｏｎｇ（渐新紫

萁孢）８．犜狊狌犵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犻犵狀犻犮狌犾狌狊ｆ．犿犪犼狅狉Ｐｏｔｏｎｉｃ（大型具缘

铁杉粉）。

９．犘狅犾狔狆狅犱犻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狌狊ＳｏｎｇｅｔＬｉ（普通平瘤水龙骨孢）。

１０．犝狀犱狌犾犪狋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波缝孢，未定种）。

１１．犜狊狌犵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狊狆犻狀狌犾狅狊狌狊 （Ｋｒｕｔｚｓｃｈ）ＫｅｅｔＳｈｉ（具刺铁杉

粉）。

１２．犞犲狉狉狌狋犲狋狉犪狊狆狅狉犪ｓｐ．（瘤纹四孢未定种）。

１３．犕犪犵狀犪狊狋狉犻犪狋犻狋犲狊犺狅狑犪狉犱犻Ｇｅｒｍｅｒａａｄ，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ｕｌｌｅｒ（哈氏

粗肋孢）。

１４．犘狅犱狅犮犪狉狆犻犱犻狋犲狊ｓｐ．（罗汉松粉未定种）。

１５．犘狅犾狔狆狅犱犻犪犮犲犪犲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犺犪犪狉犱狋犻（Ｐｏｔ．＆Ｖｅｎ．）Ｔｈｉｅｒｇａｒｔ（哈氏

水龙骨单缝孢）。

１６．犃犫犻犲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犾犪狋犪狊犪犮犮犪狋狌狊（Ｔｒｅｖｉｓｉｎ）Ｋｒｕｔｚｓｃｈ（宽囊冷杉粉）。

图　版　Ⅱ 　／　犘犾犪狋犲　Ⅱ

１．犙狌犲狉犮狅犻犱犻狋犲狊犿犻狀狌狋狌狊（Ｚａｋｌ．）ＫｅｅｔＳｈｉ（小栎粉）。

２．犆狌狆狌犾犻犳犲狉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栗粉未定种）。

３．犆．狆狌狊犻犾犾狌狊（Ｐｏｔ．）Ｐｏｔｏｎｉｅ（小栗粉）。

４．５．犙狌犲狉犮狅犻犱犻狋犲狊犿犻犮狉狅犺犲狀狉犻犮犻（Ｐｏｔｏｎｉｅ）Ｐｏｔｏｎｉｅ（小享氏栎粉）。

６，７．犙．犺犲狀狉犻犮犻（Ｐｏｔ．）Ｐｏｔｏｎｉｅ，Ｔｈｏｍｓ．ｅｔＴｈｅｉｒ．（享氏栎粉）。

８．犙．犪狊狆犲狉（ＴｈｏｍｓｏｎｅｔＰｆｌｕｇ）ＳｕｎｇｅｔＺｈｅｎｇ（粗糙栎粉）。

９．犜狉犻犮狅犾狆狅狉狅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三孔沟粉未定种）。

１０．犙狌犲狉犮狅犻犱犻狋犲狊ｓｐ．（栎粉未定种）。

１１．犑狌犵犾犪狀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胡桃粉未定种）。

１２，１３．犔犪犫犻狋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犿犻狀狅狉ＫｅｅｔＳｈｉ（小型唇形三沟粉）。

１４．犆犺犲狀狅狆狅犱犻狆狅犾犾犻狊犿狌犾狋犻狆狅狉犪狋狌狊（ＰｆｌｕｇｅｔＴｈｏｍ．）Ｚｈｏｕ（繁孔藜

粉）。

１５．犆．狆犲狉狆犾犲狓狌狊（Ｎａｋｏｍａｎ）ＳｕｎｅｔＨｅ（杂乱藜粉）。

１６．犜狉犻犮狅犾狆狅狉狅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三孔沟粉未定种）。

１７．犗狆犲狉犮狌犾狌犿狆狅犾犾犻狊狅狆犲狉犮狌犾犪狋狌狊Ｓｕｎ，ＫｏｎｇｅｔＬｉ（具盖粉）。

１８．犙狌犲狉犮狅犻犱犻狋犲狊ｓｐ．（栎粉未定种）。

１９．犜狉犻犮狅犾狆狅狉狅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三孔沟粉未定种）。

２０．犃犾狀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狏犲狉狌狊（Ｐｏｔ．）Ｐｏｔ（真橙木粉）。

２１．犌狉犪犿犻狀犻犱犻狋犲狊犮狉犪狊狊犻犵犾狅犫狅狊狌狊（Ｔｒｅｖｉｓａｎ）Ｋｒｕｔｚｓｃｈ（粗球禾本粉。

２２．犌．狊狌犫狋犻犾犻犵犾狅犫狅狊狌狊（Ｔｖｅｖｉｓａｎ）ｋｒｕｔｚｓｃｈ（细球禾本粉）。

２３．犚犪狀狌狀犮狌犾犪犮犻犱犻狋犲狊犺犪犻犾狅狀犵犼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Ｍ．Ｒ．Ｓｕｎ （海龙井毛莨

粉）。

２４．犉狉犪狓犻狀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犿犻犮狉狅狉犲狋犻犮狌犾犪狋狌狊ＫｅｅｔＳｈｉ（细网木岑粉）。

２５．犆犪狉狆犻狀犻狆犻狋犲狊ｓｐ．（栎粉未定种）。

２６．犗狊狋狉狔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苗榆粉未定种）。

２７．犆犪狉狆犻狀犻狆犻狋犲狊狋犲狋狉犪狆狅狉狌狊ＳｕｎｅｔＷａｎｇ（四孔栎粉）。

２８．犆犲犾狋犻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犿犻狀狅狉ＫｅｅｔＳｈｉ（小朴粉）。

２９．犝犾犿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狊狋犻犾犾犪狋狌狊Ｎａｇｙ（点皱榆粉）。

３０，３１．犆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狊犻犿狆犾犲狓 （Ｐｏｔｏｎｉｅ）Ｒａａｔｚ（光山核桃粉）。

３２．犆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山核桃粉未定种）。

３３．犗狊狋狉狔狅犻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苗榆粉未定种）。

３４，３５．犔犻狇狌犻犱犪犿犫犪狉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狊狋犻犵犿狅狊狌狊 （Ｐｏｔ．）Ｒａａｔｚ（满点枫香

粉）。

３６．犔．犿犻狀狌狋狌狊ＫｅｅｔＳｈｉ（小枫香粉）。

３７，３８．犔．狊狋狔狉狅犮犻犳犾狌犪犲犳狅狉犿犻狊Ｎａｇｙ（北美型枫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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