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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简 介 

本 书 为 “古生物 学 基础 理论 丛书 ”之 一 内容 包括 自 寒 武 纪 至 第 四 纪 有 

关 古 生物 地 理 区 系 方面 的 著述 共 17 篇 。 这 些 著 述 运用 了 我 国 古 动物 , 古 植 

物 和 微 体 古生物 研究 的 大 量 成 果 ， 综合 各 时 代 的 各 种 地 质 现象 , SHSM; 

有 的 则 集 各 家 之 大 成 , 汇总 成 文 。 书 中 提供 了 许多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的 新 概 

念 、. 新 学 说 及 大 量 事实 论据 ,内 容 十 分 广泛 既 有 我 国 古 生物 地 理 区 系 划 分 

的 新 见解 ,新 理论 ,又 有 涉及 冈 瓦 纳 古 陆 , 欧 亚 古 陆 , 非 洲 古 陆 及 太平 洋 板 块 

学 说 的 新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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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生物 地 理 分 区 的 成 果 ， 可 以 直接 或 间接 地 服务 于 国民 经 济 的 农 : 林 : 牧 、 副 、 渔 各 
项 生产 中 , 可 做 为 全 国 性 或 地 区 性 自然 规划 基本 资料 的 一 部 分 ， 在 人 类 利用 自然 .控制 自 
然 和 改造 自然 的 过 程 中 , 也 具有 极其 重要 的 参考 价值 。 

现代 划分 生物 地 理 区 系 的 手段 ， 除 直接 调查 研究 各 类 生物 在 地 球 上 的 平面 分 布 和 垂 
直 分 布 (如 不 同 经 纬度 ,高 山 ,平原 ,湖沼 ,海洋 ,大 陆架 、 深 海沟、 海湾 .开阔 海洋 、 停 滞 海 洋 
等 等 的 各 种 生物 ) 外 , 同时 对 影响 生物 分 布 的 各 种 因素 (如 气候 条 件 、 纬 度 高 低 、. 山 脉 高 差 、 

海洋 深浅 、 洋 流 冷 暖 . 各 类 水 域 的 浑浊 度 、 盐 碱 度 、 微 生物 含量 、 是 否 缺 氧 ……) 的 调查 研 

究 , 也 是 不 可 缺少 的 手段 。 地 球 上 自 出 现 人 类 之 后 , 自然 界 所 受到 的 人 为 的 变化 越 来 越 强 
烈 , 如 山川 湖泊、 森林 的 变迁 ,耕地 、 城 市 .农村 的 出 现 ， 现 代 工业 废气 废水 的 污染 对 于 生 
物 的 生存 、 绝 灭 . 迁 移 等 等 。 这 些 人 为 的 变化 ,一 方面 变 坏 了 生物 的 自然 分 区 , 另 一 方面 又 
建立 了 人 为 的 分 区 。 

在 地 球 发 展 的 历史 进程 中 ， 古 生物 地 理 分 区 的 探索 ， 科 学 家 们 特别 是 地 质 学 家 和 古 
生物 学 家 们 曾经 努力 了 大 约 一 个 世纪 , 他 们 在 摸索 过 去 几 十 亿 年 ,特别 是 最 近 十 几 亿 年 地 
球 上 自 有 生命 以 来 从 简单 到 复杂 、 从 低级 到 高 级 这 一 生物 自然 发 展 的 现象 的 同时 , 还 探索 
不 同 生物 在 地 球 上 每 一 个 地 质 时 代 分 布 的 规律 。 随 着 地 史 时 期 的 转移 ， 他 们 追溯 生物 分 
布 规律 的 变化 ， 进 而 了 解 与 生物 地 理 分 区 息息相关 的 沉积 矿产 地 理 分 区 、 矿 种 的 分 布 等 
等 ,为 人 类 的 文明 .进步 和 提高 人 类 的 精神 生活 与 物质 生活 做 出 应 有 的 贡献 。 古 生物 地 理 
的 分 区 工作 与 现代 生物 的 地 理 分 区 工作 , 既 有 相似 之 处 , 又 有 不 同 之 处 ， 表 现在 下 列 几 个 
方面 ;第 一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必须 按 地 质 历史 时 期 一 个 纪 ( 系 )、 一 个 世 ( 统 )、. 一 个 期 ( 阶 或 
组 )、 甚 至 一 个 般 来 划分 ， 这 样 就 需要 按 地 质 时 期 分 出 十 几 个 或 几 十 个 的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系统 ， 不 可 能 用 一 张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图 来 代表 各 个 地 质 历史 时 期 中 不 同门 类 的 生物 地 理 
分 区 状况 。 因 为 古生物 是 随时 间 的 转移 而 发 生 、 演 化 和 绝 灭 的 ,不 同 地 质 时 期 有 不 同类 型 
的 古生物 , 也 有 不 同 的 古 地 理 形式 。 因 此 ,无 良 置 疑 ， 只 有 按期 分 门 别 类 地 编制 古生物 地 
理 区 系 图 ,才能 反映 这 一 时 期 各 个 生物 门类 的 不 同 的 地 理 区 系 面貌 , 进而 寻找 它们 内 在 的 
联系 。 第 二 ,所 有 地 质 历史 时 期 的 古 气候、 古 地 理 、 古 环境 等 等 ,几乎 都 不 能 直接 采用 测 制 
现今 气候 地理、 环境 的 手段 , 而 必需 采用 遗留 在 古生物 体 中 、 岩 石 体 中 、 矿 物体 中 的 物质 
和 地 质 构造 发 展 中 的 产物 , 间接 地 来 恢复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 因 此 , 古生物 学 .沉积 岩石 学 、 
矿物 学 ,构造 地 质 学 , 古 气 修学 和 古 地 理学 是 研究 古生物 地 理学 所 必需 的 学 科 ， 没 有 这 些 
学 科 的 滩 人 , 而 要 进行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是 不 可 能 的 。 第 三 , 由 于 现代 板块 学 说 的 发 展 ， 生 
物 地理 区 系 的 划分 比 以 往 任何 时 候 都 更 为 重要 。 古 生物 地 理 区 系 在 板块 学 说 或 板块 学 说 
的 前 身 大 陆 麻 移 说 的 形成 与 发 展 过 程 中 ， 是 证 实 或 否定 这 个 学 说 的 二 乒 <“ 试 金石 % 因 此 、 
二 生物 地 理 区 系 的 研究 , 往往 与 板块 构造 现象 有 内 在 的 联系 。 它 较 之 现代 生物 地 理 分 区 ,， 
要 更 进一步 联系 到 地 壳 变 化 的 历史 事件 。 

当前 世界 上 关于 古生物 地 理 区 系 的 论文 虽 层 出 不 迭 ,但 系统 收集 成 册 的 却 屈指 可 数 。 

1 © 



主要 有 五 种 2。 本 书 按时 代 先 后 和 古生物 门类 顺序 排列 , 自 寒 武 纪 至 第 四 纪 有 关 古 生物 地 

理 区 系 方面 的 著述 共 17 篇 。 这 些 论 文 运用 了 我 国 古 无 脊椎 动物 、 古 背 椎 动物 、 古 植物 和 

敏 体 古生物 研究 的 大 量 成 果 ， 结 合 各 时 代 的 各 种 地 质 现象 ,各 抒 己 见 ; 有 的 则 集 各 家 之 大 

苞 , 汇 总 成 文 。 这 些 论 文 提 供 了 许多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的 魏 新 概念 .学 说 ,事实 论据 , 以 及 宝 

贯 的 实质 性 资料 ， 内 容 十 分 广泛 , 既 具 有 国际 影响 的 我 国 古 生物 地 理 划 分 的 新 见解 .新 学 
说 ,又 有 涉及 冈 瓦 纳 古 陆 ̀  欧 亚 大 陆 、 非 洲 古 陆 和 太平 洋 板 块 学 说 的 最 新 资料 。 

本 书 是 中 国 古 生物 学 会 受 科 学 出 版 社 委托 编辑 的 “古生物 学 基础 理论 丛书 "之 一 。 中 

国 科 学 院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的 陈 不 基 同 志 :为 本 书 的 编选 和 联系 工作 付出 了 许多 劳动 对 

选集 中 各 文 的 作者 和 参与 以 土工 作 的 诸 同志 , 亲 致 以 衷心 地 感谢 1 

- it RO 
1980 年 6 月 : 

一 -一 

1 当前 世界 上 最 主要 的 几 都 关于 古生物 地 理 区 系 的 著作 : 
Gray, J. and Boucot, A. J., eds, 1976, Historical biogeography, plate tectonics, and the changing 

enviroumen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500pp. Hallam, A., ed., 1973, Atlas of palaeobiogeography: 

Amsterdam, Elsevier, 53lpp. Hughes, N. F., ed., 1973, Organisms and continents through time: Spec. 

papers palaeontology no. 12, 334pp. Middlemiss, F. A., Rawson, P. F., and Newall, G., eds., 1971. 

Faunal provinces in space and time; Liverpool, Seel House Press, 236pp. Ross. O. A.. ed., 1974, 

Palaecogeographic provinces and provinciality: Soc. Econ, palaeontologists and mineralogists spec. pub. 

21, 233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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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黔 东 和 湘西 寒 武 纪 三 叶 虫 的 性 质 
及 其 在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上 的 意义 

PRR BAA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近年 来 ,古生物 地 理 区 系 的 划分 在 地 质 学 中 的 重要 性 ,已 被 许多 研究 各 门类 古生物 的 

古生物 工作 者 和 研究 地 质 学 各 学 科 的 地 质 工 作者 所 逐渐 认识 。 过 去 ”大 们 往往 将 许多 沉 

积 矿 产 的 类 型 :成因 ,沉积 规律 ,矿床 远景 预测 和 评价 等 问题 , 归 诸 于 构造 运动 、 岩 浆 活 动 

或 岩 相 变化 等 方面 的 结果 ， 而 忽视 了 生物 地 理 区 系 划 分 的 原则 对 成 矿 作 用 有 决定 性 作用 

的 观点 。 生 物 地 理 区 系 的 划分 ， 应 根据 积累 大 量 的 客观 自然 现象 有 了 以 事实 为 根据 的 

基本 资料 ,人 们 才能 进行 各 种 理论 的 推断 。 同 时 , 欧 各 门类 古生物 在 地 球 历史 中 各 时 期 的 

出 现 和 十 生物 的 地 理 分 布 规律 来 说 ; 又 联系 到 各 类 生物 的 生态 .环境 适应 ,站 化 :遗传 ; 扩 

散 和 迁移 等 问题 , 究竟 是 哪 一 种 或 哪 几 种 因素 对 生物 群落 的 分 布 起 主导 作用 ， 意 见 纷 经 ， 

各 有 其 论 。 但 无 论 是 那 一 种 论点 ,都 必须 有 大 量 事实 而 不 是 个 别 现象 作为 依据 尤其 是 大 

面积 的 大 量 事实 的 依据 。 否 则 即使 词 营 华 丽 , 夸 夸 其 谈 , 亦 无 助 于 实际 问题 的 解决 。 尽 管 过 

去 对 生物 地 理 划 分 的 原则 ， 主 要 有 过 七 \ 八 种 理论 之 多 , 其 中 有 些 是 最 近 一 二 十 年 来 颇 为 
流行 的 ,如 “板块 构造 说 ”(Plate tectonics) (Wilson, 1966; Dewey et al.，1970) ,“ 生 

物 - 大 地 构造 说 ” (Bio-tectonics) (Wilson 1957; Lochman-Balk et Wilson, 1958), 

“水 温 控 制 说 >” (Whittington -et Hughes, 1972), “<6EF#S#ili#i” (Latitudinal Con: 

trol Hypothesis) (Palmer，1972)，. 地 区 性 环境 条 件 与 温度 障碍 (Temperature bar: 

rier) AJinvE (Cook et Taylor，1975) ， 以 及 最 近 几 年 才 兴 起 的 古 地 磁 分 析 法 (Paia- 

eo-magnetic Analysis) 对 古 地 轴 动 向 的 测定 及 其 对 大 陆 变迁 方向 的 影响 等 等 (Runne- 

gar, 1977，9 一 13 页， 图 1b)。 但 是 这 些 学 说 是 和 否 能 普遍 用 于 解释 实际 存在 的 现象 ， 是 

有 疑问 的 。 有 关 这 方面 的 问题 * 笔者 等 ( 卢 衍 豪 等 *j1974，1976) 在 “生物 -环境 控制 论 及 

其 在 寒 武 纪 生 物 地 层 学 和 十 动物 地 理学 上 的 应 用 尖 (1974) 和 “中 国 奥 陶 纪 的 生物 地 层 和 

二 动物 地 理 .(1976) 两 文中 曾 已 阐述 。 最 近 笔 者 (点 衍 豪 ，1979) 对 此 问题 又 在 “中 国 寒 武 

纪 沉 积 矿 产 与 生物 -环境 控制 论 ? 一 文中 ， 根据 中 国 寒 武 纪 各 种 沉积 矿产 的 类 型 ̀  成 因 : 分 

布 规律 与 十 生物 地 理 的 关系 ， 作 了 进一步 分 析 。 

本 文 的 材料 主要 是 1959 年 第 一 次 全 国 地层 会 议 期 间 ， 中 国 科学 院 网 南 地 层 队 在 三 都 

一 带 所 测 的 剖面 和 所 采 的 化 石 , 另 外 添补 三 十 多 年 前 西南 地 质 局 505: 队 所 采 的 材料 ,结合 

1961 年 钱 义 元 、1963 EM RB. ALM, 1966 年 林 焕 令 、 王 俊 庚 J 刘 义 仁 等 以 及 最 

近 刘 义 仁 (1977，1978)，《 中 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 一 ) 早 古生代 部 分 》(1977) 所 记载 的 地 
层 古 生物 资料 和 一 些 区 测 队 的 资料 进行 综合 分 析 的 结果 , 提出 黔 东 -湘西 寒 武 纪 各 个 时 期 
的 古生物 分 区 写 根 据 这 些 古 生物 地 理 分 区 图 ,推论 古生物 分 区 的 重要 因素 应 从 《生物 -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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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控制 论 》 的 观点 才能 更 恰当 地 解释 生物 相 与 岩 相 的 相互 关系 , 进而 阐明 寒 武 纪 各 种 沉积 

矿产 的 成 因 、 分 布 规律 和 远景 预测 。 

黔 东 - 湘西 区 在 寒 武 纪 的 古生物 地 理 分 区 上 属于 扬子 区 系 及 东南 区 系 和 此 两 大 区 系 

之 间 的 过 渡 区 。 三 种 类 型 的 生物 地 理 区 系 自 西 北向 东南 方向 递 变 ， 在 岩 相 与 生物 相 方面 

的 变化 ， 都 有 明显 的 规律 性 。 现 按时 代 的 早晚 分 述 于 下 ， 

一 、 早 寒 武 世 生 物 相 和 岩 相 的 变化 

| 早 寒 武 世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 自 西北 向 东南 可 以 明显 地 分 成 三 种 类 型 。 

1. 扬子 区 类 型 

这 种 类 型 的 特点 是 ,下 寒 武 绕 上 部 的 清 虚 洞 组 全 部 为 碳酸 盐 类 岩 ， 所 产 的 三 叶 虫 有 : 
Redlichia chinensis (Walcott), R. murakamii Resser et Endo, Yuehsienszella 

sp.。 到 松 桃 盘 信 溴 脑 一 带 ， 出 现 了 Panzinella angustilimbata, P. xiunaoensis , 清 

虚 洞 组 之 下 的 天 河 板 组 、 石 牌 组 和 金 顶 山 组 ， 除 含 Redlichia murakamii Resser et 

Endo, Megapalaeolenus deprati (Mansuy), Pseudoichangia, Palaeolenus 及 Pao- 

kannia sp. 的 碎 屑 岩 外 ， 还 有 一 些 产 古 杯 的 碳酸 盐 类 岩 , 其 下 的 牛 蹄 塘 组 几乎 全 由 含 盘 

虫 类 三 叶 虫 及 古 介 形 类 的 碎 屑 岩 组 成 。 其 中 极 少见 有 碳酸 盐 类 岩 的 沉积 。 属 于 这 一 类 型 

的 地 层 分 布 在 大 庸 一 都 匀 一 线 以 西 的 黔 北 、 黔 西 广大 地 区 。 

2. 过 渡 区 类 型 

这 一 类 型 分 布 在 大 庸 、 保 靖 、 松 桃 ̀  凯 里 ,都 勾 一 线 以 东 和 三 都 一 泸 谋 一 线 以 西 的 范围 

内 。 区 内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的 变化 复杂 。 属于 扬子 区 的 清 虚 洞 组 , 在 过 渡 区 中 , 则 相 变 成 名 

Vi, 在 清 虚 洞 组 或 乌 训 组 之 下 ， 是 一 套 含 Arthricocephalus， Arthricocephalus 

(Arthricocephalites), Balangia, Changaspis [Y#2RKAA. FEMRAS EF, RAWMA 

型 的 地 层 ， (1) 一 种 是 含 Hunanocephalus 及 Eodisciidae =i HH aARAM SM 

碎 届 岩 系 , 基本 上 没有 或 极 少 碳酸 盐 类 岩 , 这 类 岩 系 叫做 木 昌 组 , 分 布 在 晃 县 酒店 塘 , 铜仁 

AAS. MRM. AH ABA, WR. Hs, 吉首 , 古 丈 ,大 良田 坪 ! 岩 板 溪 , GIR 

家 坏 等 地 。(2) 第 二 种 是 杷 构 组 之 下 为 变 马 冲 组 和 九 门 冲 组 。 上 部 是 一 套 砂 质 石灰 岩 、 细 
粒 石英 砂岩 . 泥 质 砂岩 和 砂 质 页 岩 , 疗 达 300 多 米 。 其 下 始 见 黑色 几 质 页 岩 。 其 中 所 含 的 
化 石 除 Hunanocephalus 4s, WA Hupeidiscus, Sinodiscus, Szechuanaspis, Me- 

taredlichia Huaspis, Chengkouia, Neocobboldia, Tsunyidiscus “%, 4754 fi 远 ， 

SI Al Bt 

在 扬子 区 内 , 很 多 地 点 有 古 杯 灰 岩 的 存在 , 并 可 以 出 现 古 杯 多 层 。 然 而 ， 一 过 大 庸 一 

都 匀 一 线 进 入 第 二 类 型 ( 即 过 渡 区 ) 之 后 , 古 杯 就 完全 绝迹 ,说明 沉 积 环境 已 发 生 了 明显 的 

变化 :海水 较为 混浊 , RADAR, 环境 已 不 适 于 古 杯 类 的 生存 。 

3. 江南 区 类 型 

分 布 在 三 都 一 沪 溪 一 线 以 东 , 包 括 三 都 酒 拉 沟 ,湖南 沪 诅 兴隆 场 ， 雪 峰山 区 的 安 化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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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岩 及 其 以 东 的 广大 地 区 。 区 内 早 寒 武 世 的 沉积 物 几 乎 全 由 黑色 几 质 页 岩 或 碎 屑 岩 组 

成 ; 化 石 极为 稀少 ， 只 有 一 些 海 绵 骨 针 。 

关于 早 寒 武 世 扬 子 区 .过 渡 区 和 江南 区 的 分 布 范围 ,参看 上 文 及 图 1 一 4。 

二 、 中 寒 武 世 生物 相 和 岩 相 的 变化 

中 寒 武 世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的 分 布 , 亦 有 相 明 显 的 规律 性 。 它 在 很 大 程度 上 与 早 寒 武 世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的 分 区 有 相似 性 (图 5) 。 

1. 扬子 区 类 型 

EPA TORR, 丹 寨 新 屋 基 一 线 以 西 为 扬子 区 。 此 区 的 中 寒 武 世 早 期 地 层 

出 碎 导 岩 或 泥 灰 质 页 岩 组 成 , 称 高 台 组 。 高 台 组 之 上 ， 所 有 岩层 几乎 全 部 是 碳酸 盐 类 岩 ， 

ROR Ba. 在 整个 中 寒 武 统 中 ， 只 有 高 台 组 产 有 较 丰 富 的 三 时 虫 ， 如 :， Kaotaia, 
Meitania, Sinoptychoparia, Hemicricometopus =, BGARD AED AMD ws, 

TU ARAL BY EB PA oe A AY He FFF) RE EI RI, PRR 

一 带 。 往 南 由 丹 案 新 屋 基 可 伸 达 广西 西北 部 的 隆 林 。 

2, 过 渡 区 类 型 
此 区 包括 保 靖 .花垣 ,新 晃 、 玉 屏 y 凤 凰 茶 田 、 桃 源 汤 家 溪 、 永 顺 松柏 场 ,大 良田 坪 等 地 。 

中 寒 武 世 晚 期 出 现 了 大 量 东 南 类 型 的 球 接 子 和 华北 类 型 张 夏 组 的 三 叶 虫 ， 如 : Ptycha- 
gnostus, Peronopsis, Hypagnostus, Goniagnostus, Linguagnostus, Diplagnostus, 

Phalacroma, Lejopyge, Fuchouia, Lisania, Dorypyge, Pinaspis, Stigmatoa “& 

属 。 其 中 Diplagnostus, Phalacroma, Linguagnostus, Goniagnostus, Stigmatoa, 

亦 见 于 澳大利亚 。 -前 四 属 球 接 子 为 世界 性 的 ， 也 常 与 西方 动物 群 共生 。 至 于 Dorypy- 

ge, Fuchouia, Lisania 等 属 则 是 我 国 华北 中 寒 武 世 常 见 的 代表 。 因 此 ， 在 生物 群 的 性 

质 上 ， 这 一 动物 群 亚 然 是 东南 类 型 与 华北 类 型 中 间 的 混合 型 ， 即 过 渡 类 型 。 在 岩 相 上 ， 

保 靖 、 花 垣 、 新 兄 、 玉 屏 、 丹 案 和 铜仁 一 带 , 一 方面 具有 与 黔 北 和 哪 西 三 峡 扬子 型 的 白云 岩 ; 

另 一 方面 又 逐步 过 渡 为 石灰 岩 和 泥 灰 岩 ， 还 夹 有 少量 的 碎 屑 岩 。 如 果 再 向 东南 到 湘 东南 ， 

则 变 为 复 理 石 建 造 。 因此 , 在 松 桃 黄 板 一 江 吕 堰 溪 桥 一 丹 寨 新 屋 基 一 线 以 东 至 泸 溪 一 三 

都 一 线 以 西 的 地 区 ， 是 江南 区 与 扬子 区 的 过 渡 地 带 。 这 个 过 渡 地 带 在 三 都 、. 丹 寨 和 都 匀 

较 罕 ,在 泸 讶 、 保 靖 和 花垣 一 带 较 宽 ( 图 5) 。 此 带 从 湖南 西北 部 的 桃源 汤 家 衣 、 永 顺 松柏 

场 \ 大 良田 坪 向 东北 方向 延伸 到 江西 修 水 流域 ,并 向 东 过 彭 泽 、 乐 观 到 皖南 的 东 至 、 石 台 、 

青 阳 , 泾 县 ,最 后 进 和 人 苏 . 杭 地 区 和 浙江 中 部 临安 一 带 。 

3. 江南 区 类 型 
由 过 渡 区 往 示 南 ; 即 从 三 都 一 泸 溪 二 线 以 东 到 湘 东 南 以 西 的 地 区 ,区 属 江南 区 。 此 区 

AMHR LES MOR. KAAS, ROE 
HME, KD, 从 沉积 物 颗粒 粗细 变化 的 现象 来 看 ,与 接近 华夏 活动 隆起 带 
和 远离 华夏 活动 隆起 带 有 关 。 靠 近 此 隆起 带 的 地 区 ,沉积 物 的 颗粒 粗 ,远离 此 隆起 带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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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沉积 物 颗 粒 细 。 在 离 华夏 活动 隆起 带 更 远 的 地 区 ， 陆 源 俯 屑 物 不 能 到 达 或 数量 很 纱 5 

以 化 学 岩 的 沉积 为 主 。 

三 、 晚 寒 武 世 的 生物 相 和 岩 相 的 变化 

晚 寒 武 世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与 上 述 中 寒 武 世 基本 相似 , 也 可 以 分 为 三 种 类 型 (图 6) ， 

1. 扬子 区 类 型 

此 区 的 范围 包括 石门 华 耳 山 , BAER, 花垣 麻 栗 场 , 松 桃 嗅 脑 , SILI, 丹 察 珠 

砂 场 ,三 都 普 屯 一 线 以 西 的 地 区 。 区 中 晚 寒 武 世 沉 积 物 几 乎 全 部 为 白云 兰 相 ,新 度 相 当 

大 ,一 般 都 在 千 米 左右 ,有 的 超过 于 米 。 其 中 化 石 稀少 ,只 有 在 接近 过 渡 区 的 地 带 洒 如 沿 
河 、 因 施 、 威 丰 等 地 出 现 华北 型 的 Enshia typica Chu Liaoningaspis sichuanensis 

Chu, Saukia enshiensis Chu 等 ( 卢 衍 豪 等 ，1974) 。 

d. 

2. 30s Xk BE 

包括 桃源 、 沅 陵 、 泸 溪 、 wr BU Sa a PN = 都 一 线 及 其 东南 的 地 区 。 区 内 

ZAIN aR Bae), 还 有 较 多 的 碳酸 盐 类 岩 。 所 含 的 三 叶 虫 与 浙江 西部 和 新 疆 
天 山东 部 极为 相似 ， 有 : Charchagia, Diceratopyge, Hedinaspis, Jegorovaia, Olen- 

us, Parabolinella =, WRKEBHERET. m1 Glyptagnostus, i id ia 这 

一 区 为 典型 的 江南 沉积 区 。 

在 沅 陵 、 辰 溪 及 其 以 东 的 激 浦 观音 阁 、 新 化 炉 观 ,以 及 安 化 大 福 坪 、 sk AS RAB 
有 Hedinaspis, Lotagnostus, ix) 2 {2(1977) 报道 桃源 黄石 产 有 Olenidae FA 

Hunanolenus SRMBHH Hh, KPRG-BVNE 4B. FS. RE PR-AUR 

90 一 120 ABMWTHEAN SAIS oh ie (ess, 1955), LANRIEMS RE 

在 这 个 “江南 古 陆 ”的 范围 之 内 。 很 显然 ,所谓 “原始 江南 古 陆 ?或 者 “江南 古 陆 ”， aaa 
并 不 存在 ， 这 一 意见 已 被 许多 湖南 省 的 地 质 工 作者 所 接受 和 证 实 。 

3. 过 渡 区 类 型 

此 区 包括 吉首 . 古 丈 ,凤凰 新 晃 、 玉 屏 ̀ 三 都 等 地 , 它 与 中 寒 武 世 的 过 渡 区 相似 ， 占 有 

宽 达 50 一 60 公里 的 狭长 条 带 。 这 个 条 带 在 贵州 境内 大 致 作 北 45 度 东 的 方向 向 隶 北 什 

延 , 经 湖南 的 武陵 山东 蔓 后 , 转 而 向 东 作 70—80° ROHAMARA. AID, ae 

修 水 流域 , 而 后 伸 到 皖南 的 东 至 . 贵 池 丁 香 树 \ 口 天 吴 ̀ 泾 县 竺 ' 国 杨 树 岭 , RSLS 

家 山 和 桐庐 佛 堂 店 。 向 西南 此 带 进 入 广西 靖 西 鬼 圩 事 美 , 根 强 、 南 坡 一 带 区 中 发 现 华北 
型 Prosaukia, Saukia, Faracoosis, Tellerina, Mansuyia, Kaolishaniella(?7) 三 时 

虫 杂 以 东南 型 的 Proceratupyge, Nicbella 等 。 ERIN, RO ARAM, EAA 

完全 属于 东南 类 型 ， 产 有 Lotagnostus, Charchaqia, Onchonotina, Hedinaspis,Pro- 

ceratopyge 等 。 看 来 ， 以 魁 圩 和 南 坡 向 东南 到 左 州 之 间 的 地 区 ， 应 属 过 渡 区 的 范围 。 这 

条 过 渡 区 显然 与 黔 东 、 湘 西 过 渡 区 相连 。 在 贵州 境内 的 过 渡 带 中 , 晚 寒 武 世 的 岩 相 变化 复 

杂 , 自 云 质 类 岩石 灰 岩 (包括 不 纯 灰 岩 ) 和 碎 层 岩 三 类 岩石 都 有 。 但 是 ， 这 几 类 岩石 在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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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地 段 所 占 的 比例 则 有 所 差别 。 总 的 趋向 是 ， 由 西向 东 先 是 碳酸 镁 类 岩 逐 渐 减 少 ， 碳 酸 

钙 类 岩 逐 渐 增 多 ;再 往 东 , 则 碳酸 钙 类 岩 亦 趋 减少 , 逐步 为 碎 屑 类 岩 所 代替 , 最 后 全 变 为 碎 

层 岩 。 在 三 叶 虫 化 石 的 组 合 方面 ,也 是 比较 复杂 的 。 除 先前 描述 的 ( 户 衍 豪 ,1954，19563 
钱 义 元 1961; 项 礼 文 ，1963) Hs, RAREST FIR: Lotagnostus sanduensis Lu et 

Chien, Homagnostus sp. Pseudagnostus cf. chinensis (Dames), Olenus guizhou- 

ensis Lu et Chien, Jegorovaia lanceolata Lu et Chien, J. pyriformis Lu et 

Chien, Hermosella sanduensis Lu et, Chien, Protopeltura(?) sinensis Lu et 

Chien Daizhaisaukianitida Lu et Chien, Prosuukia sanduensis Lu et Chien, 

Palaeoharpes primigenius Lu et Chien, P. daizhaiensis Lu et Chien, Dicerato- 

pyge agnor Lu et Chien, Calycinoidia convexa Lu et Chien, Parabolinella /a- 

tilimbata Lu et Chien。 前 列 这 些 三 时 虫 中 的 Lotegnostus, Protopeliura(?), Olen- 

us, Proceratopyge, Diceratonyge 等 属 是 西北 欧 的 西方 动物 群 中 的 重要 分 子 , 亦 见于 
澳大利亚 ,而 Saukiidae 科 的 Saukia, Prosaukia 等 属 主要 见于 北美 洲 密西西比 河上 游 
及 科 迪 勒 拉 山脉 以 及 澳大利亚 昆士兰 州 ;在 亚洲 则 产 于 华北 ,东北 南部 、 滇 西 保山 \. 中 越 交 
界 及 伊朗 等 地 。 此 外 还 有 Damesellidae 科 中 的 Blackwelderia, Bergeronites(?) 和 

Kaolishaniidae 科 中 的 Procpuamgia， 则 为 典型 的 华北 类 型 动物 群 ， 广 布 于 亚洲 、 澳 

大 利 亚 地 区 。 因 此 , 在 湘西 黔 东 过 渡 带 中 , 晚 寒 武 世 的 三 叶 虫 确实 一 方面 其 有 浓厚 的 西方 

动物 群 的 特色 , 另 方面 也 具有 东方 动物 群 的 特点 。: 这 是 由 于 晚 寒 武 世 全 球 性 动物 群 的 互 

相 沟通 已 经 有 很 长 的 时 间 了 。 因 此 ， 从 了 晚 寒 武 世 开 始 ， ak) SN ed aid nn est 

ERR. 

四 、 过 渡 区 与 江南 区 分 界线 的 认识 

过 渡 区 与 江南 区 的 分 春 , 从 图 1 一 6 可 以 看 出 ， 从 早 寒 武 世 开始 到 晚 寒 武 世 结束 ， 大 
体 上 一 直 停留 在 三 都 与 泸 溪 兴隆 场 之 间 的 联 线 上 ， 在 整个 寒 武 纪 中 , 这 条 分 界线 没有 发 生 
巨大 的 位 置 变动 。 

五 、 过 渡 区 与 扬子 区 分 界线 的 认识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 就 早 寒 武 世 而 言 , 各 个 地 质 时 期 有 它 自 己 的 具体 界线 , 这 里 可 以 分 四 

个 时 期 来 讨论 。 另 外 , 中 .上 寒 武 统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亦 自 成 一 期 ,因此 共有 以 下 五 期 ， 

第 I 期 ( 牛 蹄 塘 一 明 心 寺 组 ) (图 1, 图 7， 图 8) 

在 黔 北 牛 蹄 塘 组 和 明 心 寺 组 中 除 产 有 Kueichouia, Zhenbaspis 外 ， 还 产 有 盘 虫 类 
=" in Guizhoudiscus, Tsunyidiscus 等 ， 这 些 三 叶 虫 无 疑 都 是 属于 扬子 区 的 。 然 

而 往 东南 方向 在 和 仿 安 东 了 、 余 庆 小 腮 、 苏 羊 ， 疝 东北 延至 秀山 溶 溪 一 线 附近 ,， 出现 了 过 湾 
区 的 Hunanocephaius 或 Hunanocephalus (Doutingia) 与 盘 里 类 三 时 虫 Hupeidi- 

scus, Sinodiscus, Tsunyidiscus, Neocobboldia(?) 共生 。 再 往 东 南 到 丹 案 与 松 桃 盘 

信 一 线 附 近 ， 除 Hunanocephalus, H. (Doutingia) 继续 存在 外 ， 静 虫 类 已 几乎 绝迹 。 

这 样 ，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应 在 人 管 安打 丁 与 秀山 溶 溪 之 间 的 联 线 附 近 〈 即 出 现 Hunanocepha- 

e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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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1 FRA ED 生物 相 及 岩 相 分 布 图 

es 化 :二 石 
1 @ Redlichta 3 O Protospongta Hunanocephalus 

Ichangta 4 @ Eodiscttdae 

Hupetdiscus 1 @ Hunanocephalus Hunanocephalus 

2 @ Redlichts 2 @ Neocobboldia 5 @ Hunano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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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eidiscus Hunanocephalus 7 @ Neocobboldia 

Tsunyidtscus Hupetdiscus 

1 © Protospongta 3 @ Hupeidiscus Hunanocephalus 

2 © Protospongta Hsuas pts 8 @ Hunanocephalus 

lus 与 盘 虫 类 Eodisciidae 开始 混 生 作为 过 渡 区 的 开始 )。 从 岩 性 上 看 ， 在 余 庆 小 腮 、 苏 

羊 和 盆 安 采 丁 附近 ， 当 相 于 牛 蹄 塘 组 及 明 心 寺 组 的 轧 门 冲 组 ， 是 一 套 深 灰色 白云 质 灰 

岩 \ 厚 层 至 薄 层 状 灰 岩 ;下 部 为 灰质 砂岩 .灰质 页 岩 \ 泥 灰 岩 及 粉 砂 质 页 岩 。 这 套 岩 层 的 厚 

he 6 . 



度 相 当 大 ; 可 达 400 一 500 米 。 显 然 ， 这 套 地 层 的 岩 性 与 黔 北 牛 蹄 塘 组 和 明 心 寺 组 是 不 一 

AO. 因此, 从 岩 性 看 , 把 这 一 期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放 在 钨 安 亲 丁 一 秀山 溶 误 一 线 附 近 ， 也 是 

合宜 的 。 
BU 期 ( 金 顶 山 组 下 部 )〈 图 2, 图 7, 88) 

MFRS 封 浪 区 一 江南 区 只 
Soundory OF fhe Yangizt and Boundary of the eal 

the Tronsfisonal region == and the Jiangnan segion 

=a) 
) k SBS 下 六 及 站 村 及 

3meslo 

er Arcoencyainig L. 

.  @(1) 2 (I) 
) day BEI FIBE ton BF 

Yonotz$ fauna Tigngnon founo 

图 2 下 寒 武 统 金 顶 山 组 下 部 1) 生物 相 及 兰 相 分 布 图 
ES 2. 8 

] @ Chengkouta 4 @ Chengkouta 

Protolenella 5 @ Kootenta 1 O Protospongta 

2 @ Palaeolenus Redlichra 2 O 〇 Protespongta 

3 @ Paokannia 6,7 @ Kootenta 3 O Protospongta 

Szechuanolenus Redlichta 

Protolenella Szethuanolenus 

在 黔 北 以 至 川北 大 巴山 区 或 宜昌 三 峡 都 产 有 Chengkouia, Protolenella, Palaeo- 

lenus, Paokannia, Szechuanolenus 等 三 时 虫 。 在 贵州 东部 ， 这 些 三 叶 虫 可 延伸 到 丹 

BASRA MRI RE. Abb. 这 一 线 以 西 的 地 区 , 应 该 属于 扬子 区 ， 在 

这 一 线 以 东 , 这 些 三 叶 虫 不 再 出 现 , 从 而 就 进入 了 过 渡 区 。 

第 III 期 金 项 山 组 上 部 ) (图 3, 图 7; 图 8) 



在 余 庆 小 腮 、 苏 羊 以 及 石 哇 窗 上 一 带 , 在 金 顶 山 组 的 上 部 地 层 中 ， 一 方面 含有 扬子 区 
的 Megapafaeolemus， 另 一 方面 又 产 有 过 渡 区 的 Arthricecephalus (Arthricocepha- 

| 
i 

| 

| 

| 

人 N\ 扬子 区 一 过 渡 区 界线 过 渡 区 一 江南 区 界线 ， 
y\ = \, |Boundary of the .Yangtzi and  Boundory of the Transitiona}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ond the .Tiongnan region 

WN 
BEB 7 RS 大岩 及 古 森 次 党 
Detrital Rocks @([)  Limeslone and 

白 子 区 生物 群 Archaeocyalhid L, 
Yangtzi fauna 

N 
RE (Il) OU) 

mz) f EE Eee THE te 
/ Transitional fauna Tiangnan., wna 

图 3 下 寒 武 统 金 顶 山 组 上 部 CID) 生物 相 及 岩 相 分 布 图 
主 -an 化 mw 石 

Arthricocephalus Balangta 

1 @ Redlichia Balangia Changaspts 

2 图 Redlichia Changaspts 8 @ Arthricocephalus 

Megapalaeolenus Fetlongshania Balangta 

Redlichta Arthricocephalus Changaspts 

Megapalaeolenus Balangta 9 @ Arthricocephalus 

Changaspts 10 @ Balangta 

© Protospongta Arthricocephalus Changasprs 

© Protospongta Balangta 11 @ Arthricocephalus 

© Protospongta Changaspis Balngra 

5 @ Arthricocephalus Changaspts 

Megapalaeolenus 6 @® Changaspis 12 @ Arthricocephalus 

Arthricocephalus 7 @ Arthricocephalus Changaspts 



lites) penctina Qian, A. (A). ziaosaiensis Qian, 这 一 情况 ， 一 方面 可 以 说 明 产 

Arthricecephalus 的 杷 郴 组 与 扬子 区 的 金 顶 山 组 上 部 可 以 直接 对 比 。 同时 也 说 明 扬 子 

区 与 过 渡 区 的 界线 大 致 位 于 小 照 、 苏 羊 附近 。 在 贵州 东北 部 的 沿 河 毛 田 产 有 Megapala- 

eolemus， 而 其 东 的 江口 张 家 坡 则 出 现 了 大 量 的 杷 构 组 三 叶 虫 ， 如 Arthricocephalus, 

Balangia，Chamgaspis。 因 而 ， 扬 子 区 与 过 渡 区 的 分 界线 ， 应 在 毛 田 以 东 , 张 家 坡 以 西 。 

在 湖南 西北 部 的 龙山 茨 岩 塘 也 产 有 Megapalaeolenvs， 而 茨 岩 塘 以 东 的 桑 植 鹤 峰 却 只 

产 Arthricocephalus, Changaspis, 显然 ， 过 渡 区 的 西北 界 应 在 茨 岩 塘 与 蕉 峰之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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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过 湾 区 与 扬子 区 的 分 界线 在 贵州 境内 大 致 在 小 肋 、 苏 羊 一 带 , 向 东北 方 问 延 至 毛 轩 与 

张 家 坡 之 间 ， 再 向 东北 伸延 到 茨 岩 塘 与 稚 峰 之 间 。 

SIV 期 ( 清 虚 洞 组 )( 图 4， 图 7,， 图 3) 

清 虚 洞 组 的 岩 性 几乎 全 是 炭 酸 镁 或 炭 酸 钙 类 岩 ， 其 中 还 未 见 有 碎 属 岩 。 在 黔 北 该 组 
中 所 产 的 三 叶 虫 主要 是 : Redlichia, Antagmus, Chuchiaspis Eopiychoparia, Pro- 

bowmania 及 Ptychopariidae。 产 这 些 三 叶 虫 的 地 区 ， 它 的 东南 缘 可 伸 到 都 匀 杷 宛 、 

岑 乳 羊 桥 、 铜 仁 枫 木 坪 、 直 至 湖南 大 庸 田 坪 。 在 松 桃 嗅 脑 ， 另 出 现 了 Panzinella ziu- 

maoemsis，P，ag45st1i7imbo 如 。 因 而 都 匀 一 大 庸 一 线 以 西 无 疑 应 为 扬子 区 的 范围 。 在 此 

线 以 东 的 丹 寨 南 举 ， 相 当 于 清 虚 洞 组 的 地 层 叫 乌 训 组 ( 卢 衍 豪 等 ，1974) ， 在 乌 训 组 中 的 

三 叶 虫 ， 则 为 另 一 类 三 叶 虫 (如 Protoryctocephalus), SMH, LGM Bathy- 
mo0tus。 由 此 可 以 认为 马 训 组 即 为 过 渡 区 的 地 层 。 在 三 都 与 泸 误 一 线 以 东 则 为 产 古 海绵 骨 

$+ (Protospongia) 的 另 一 类 型 的 地 层 。 显 然 , 三 都 与 泸 溪 一 线 以 东 即 已 进入 了 江南 区 。 

第 V 期 (中 .上 寒 武 统 )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中 寒 武 统 和 上 寒 武 统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基本 上 是 相似 的 , 可 以 合成 一 期 来 讨论 过渡 区 的 

西南 部 分 在 都 匀 东 面 的 杷 郴 附 近 ， 而 后 向 北 东 方向 延伸 到 岩 背 岭 的 东 侧 , RBA, 

折 向 北 东 东 至 慈 利 雷 家 山 及 石门 华 耳 山 一 带 。 在 这 一 线 以 西 ， 中 寒 武 统 的 地 层 中 产 有 扬 
子 区 系 的 互 emic7icometopus,“Proasapphiscs” 等 化 石 ， 而 在 这 一 线 以 东 ， 除 这 些 三 

叶 虫 之 外 , 另 又 出 现 了 Lisania, Fuchouia, Luia, Pinania, Goniagnostus, Diplagno- 

stus 等 三 时 虫 。 因 此 ， 这 一 地 区 应 属于 过 渡 区 的 范围 。 再 向 东 到 三 都 与 兴隆 场 一 线 以 

东 , 则 纯 为 另 一 类 型 的 都 柳江 组 。 因 而 这 一 线 以 东 应 归 人 江南 区 。 

在 上 寒 武 统 中 ， 丹 案 普 屯 一 圣 州 一 张 家 坡 一 嗅 脑 一 歼 溪 一 大 庸 一 线 以 西 是 属 扬子 区 

的 范围 , 化 石上 共有 在 接近 过 渡 区 的 边缘 产 有 Saukiidae 类 的 三 时 虫 。 过 了 这 一 线 进 人 过 

渡 区 后 ， 化 石 就 开始 丰富 起 来 。 出 现 了 扬子 区 的 三 叶 虫 Sovkia，Doaimnzhaisaujeiai Pro- 
saukia, Eosaukia, Pagodia 和 江南 区 的 Olenus, Parabolinella, Wujiajiania, 

Hedinaspis, Acrocephalina, Proceratopyge, Charchagia, Chekiangaspis 等 三 叶 

虫 混杂 的 现象 ， 产 这 些 混 生 三 叶 虫 的 地 区 应 属于 过 渡 区 。 到 了 泸 溪 兴 隆 场 二 三 都 一 线 以 

AR, WAR Olenidae 类 的 三 叶 虫 , 而 不 见 扬子 区 的 分 子 。 所 以 过 渡 区 的 东 界 仍 在 三 都 一 

FR—AMiE. 

六 、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及 过 渡 区 的 范围 在 寒 武 纪 的 变化 ， 

过 渡 区 的 东 界 , 从 寒 武 纪 开 始 到 结束 ,大体 上 保持 在 三 都 一 泸 溪 一 线 的 联 线 上 ， 它 们 

欧 位 置 没有 发 生 过 多 大 变动 。 而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则 是 一 条 有 变化 的 界线 , 它 大 致 在 20 多 公 

里 的 范围 内 移动 , 若 按 地质 历 程 由 老 到 新 , 将 图 1 一 6 MR, CERRY, TERS 

界 的 位 置 至 少 发 生 了 四 次 大 幅度 的 来 回 摆动 。 从 中 寒 武 世 以 后 ，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开始 向 东 

或 东南 方向 移动 。 早 寒 武 世 过 渡 区 西 界 的 四 次 变动 是 :第 I 期 , 它 的 西 界 大 致 在 多 安 条 

丁 一 秀山 溶 溪 一 线 附 近 。 MATH,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则 向 东南 方向 移动 了 大 约 20 多 

公里 ,到 了 丹 寨 南 皋 一 松 桃 嗅 脑 一 线 。 显 然 ,过渡 区 的 范围 较 前 一 期 要 小 得 多 。 到 了 第 III 

期 ，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又 向 西北 方向 移动 了 20 多 公里 , MBF SE. AT 一 溶 溪 一 线 附 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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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渡 区 的 范围 随 之 也 向 西北 方向 扩大 了 。 到 第 IV 期 ，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又 东 移 至 南 皋 一 松 
桃 一 线 。 到 第 V 期 ( 即 中 、 上 寒 武 统 扬 子 区 与 过 渡 区 的 分 界线 ) ,过 渡 区 的 西 界 即 开始 向 
东 或 东南 方向 移动 。 

0 50 

DRE — 江南 区 分 异 线 一 一 一 一 
” Boundary between the Transitional and 

the Jiangnan Region in Cambrian Period 

FE — WEED AH 
Boundary between the Yangtzi and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in, Cambrian Period 

AVE P. ERR AWE Ame 

StageV Middle and ‘Stage IV Tsingshiatang 
Upper Cambrian ‘ Formation’ 

BRS SIAR LSS RIM RAW i 3" \ 
o ) — oe par a AR a at 

a ‘ ; [Stage I Upper Chinting- Stage I Lower Chinting- 
YA + 3 近江 / shan Formation’ shan Formation 

MI /人 I Ose See ee 
rs Stage 1 Mingshsinssu and Niutitang 

Formation 

图 8 黔 东 -湘西 寒 武 系 生 物 相 分 布 图 

从 过 滤 区 的 东 界 相对 地 稳定 , 而 西 界 规律 地 变化 的 这 一 现象 来 分 析 , 过 渡 区 的 东 缘 处 

于 或 邻近 这 海 槽 ,海水 较 次 ,海水 升降 对 它 影 响 不 大 。 而 过 渡 区 的 西 缘 则 位 于 浅海 陆 棚 区 ， 

海水 较 浅 ， 海 水 稍 有 升降 , 就 立即 影响 到 过 渡 区 西 界 的 位 置 。 过 渡 区 西 界 位 置 的 变动 直 

到 影响 到 生物 群 分 布 的 范围 。 这 种 生物 群 分 布 范围 的 可 变性 ， 是 难以 用 刻板 的 板块 构造 

来 解释 的 。 因 为 两 个 板块 之 间 的 颖 合 线 是 比较 固定 的 ， 两 个 板块 之 间 似 乎 无 过 渡 区 可 言 
(Dewey, J. F., R.B. Richards, and D. Skevington, 1970; Wilson, J. T., 1966). 

因此 , 过 渡 区 在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生物 地 理 区 系 之 间 的 存在 ， 就 成 为 研究 生物 地 理 分 区 (或 

生物 地 理 区 系 ) 的 重要 因素 之 一 了 。 

si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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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奥 陶 纪 生态 地 层 的 类 型 与 生息 地 理 区 
6 KR z 

《中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一 、 中 国 奥 陶 纪 地 层 的 分 区 及 各 区 地 层 生 物 相 与 岩 相 特征 

中 国 奥 陶 纪 地 层 , 按照 内 相 与 生物 相 的 差异 , 可 以 分 为 六 个 大 区 : 1. AER CR 

FI), 2. 华中 区 (或 称 扬子 区 )，3， 华 南 区 〈 或 称 珠江 区 )， 4. RK BN 藏 - 汗 西 

区 )，5. 西北 区 ，6. 北方 区 (或 称 准噶尔 -兴安 区 ) 。 其 中 ， 藏 滇 区 和 华南 区 又 各 分 为 三 

个 亚 区 (图 1) 。 

奥 陶 纪 初 期 ， 六 大 区 的 海域 承袭 了 寒 武 纪 末 期 的 地 理 环 境 ， 沉 积 了 与 寒 武 系 上 部 相 

似 的 岩层 ,许多 地 方 奥 陶 系 与 寒 武 系 为 整合 接触 。 从 岩 性 上 看 , 分 界 并 不 明显 。 在 奥 陶 纪 

晚期 , 由 于 宜昌 上 升 的 影响 , 华北 区 及 其 边 邻 地 带 上 升 为 陆 , 未 接受 沉积 ;西北 区 的 塔里木 

及 柴 达 木 地 区 可 能 与 华北 区 相似 ， 但 无 确切 资料 。 在 许多 地 区 ， 奥 陶 系 与 志 留 系 也 是 连 

续 的 ,从 岩 性 上 看 ,分界 也 不 明显 。 只 在 接近 二 陆 的 边缘 地 带 有 间断 或 者 志 留 系 呈 超 履 现 

象 。 

1. 华北 区 

CI KN RAR BACHE, MAA FH Wat A hs PR. 以 碳酸 盐 岩 为 主 ， 

厚 700—800 米 。 本 区 北部 早 奥 陶 世 新 厂 期 沉积 称 冶 里 组 ， 为 白云 质 灰 岩 、 灰 岩 夹 页 岩 ， 

含 笔 石 .三 叶 虫 及 头 足 类 等 化 石 。 由 下 而 上 分 为 三 个 笔 石 带 〈1) Dictyonema orientale 

带 ，(2) Callograptus 带 ，(3) “Dichog7raptus” 带 。 最 近 据 陈 均 远 、 周 志 毅 、 林 尧 坤 

等 研究 , 认为 过 去 的 治 里 组 只 是 新 三 期 晚期 的 沉积 ， 属 于 “新 三 ”(Xs) ， 大致 相 当 欧 洲 

Tremadoc 上 部 ， 其 下 尚 有 一 段 含 新 厂 期 早 中 期 三 叶 虫 和 笔 石 的 地 层 。 因 此 ，' 将 奥 陶 系 
的 底 界 下 移 到 Onychopyge-Leiostegium (Alloleistegium) 组 合 与 Mictosaukia 组 

合 之 间 。 东 至 辽宁 太子 河 闹 域 , 赵 祥 鹏 研究 陶 南 生 等 采 自 橄 树 沟 页 岩 上 部 的 笔 石 以 后 , 认 

AwWRSANIEAM TRERAMAR eH HH. 因为 原 橄 树 沟 组 上 部 产 有 Dictyome- 
ma, Callograptus, Anisograptus 等 ， 其 下 又 出 现 Staurograptus 等 笔 石 , 属 新 厂 期 

初期 (和 1,) Fy. Staurograptus 层 之 底 界 才 是 奥 陶 系 的 底 界 。 在 华北 区 的 南部 ， 冶 里 

组 相 变 为 白云 岩 , 化 石 稀少 。 华 北 区 的 宁国 期 沉积 , 几乎 全 是 碳酸 盐 内 ， 主 要 是 灰 岩 夹 白 

云 石 质 灰 岩 。 分 为 三 个 组 ,由 下 而 上 : (1) FLA, Behe Koreanoceras,Man- 
churoceras 等 ; (2) 北 鹿 庄 组 ， 盛 产 头 足 类 珠 角 石 ， 例 如 Polydesmia, Ordosoceras 

等 ; (3) 马 家 沟 组 ， 亦 盛产 头 足 类 ， 如 Stereoplasmoceras, Tofangoceras 等 ， 还 有 

腹 足 类 和 腕 足 类 以 及 个 别 下 垂 的 Didymograptus 〈 属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石 ) 。 

*。，16 ， 



Bl
 

xi
s 

Am
es
 

Pd
 

PA
 

Bl
 

rs
 

sa 17 e 



华北 区 中 奥 陶 世 的 帝 积 , 称 为 净 庄 组 和 八 陡 组 ， 在 太行 山 的 东南 称 为 峰 峰 组 , 亦 以 碳 

酸 盐 岩 为 主 。 阁 庄 组 以 折 云 岩 为 主 , 化 石 少见 ; 八 陡 组 为 灰 岩 , 产 头 足 类 Gonioceras 等 ， 

属于 胡 乐 期 。 仅 在 本 区 西部 陕西 耀 县 一 带 见 到 中 奥 陶 统 上 部 的 洁 江 期 地 层 , 即 桃 曲 坡 组 ， 

ABRKERW Ka, 上 部 夹 少 许 泥 质 灰 岩 ， 产 少量 笔 石 Orthograptus longithecalis, 

华北 区 无 上 奥 陶 统 。 西 至 甘肃 陇 县 ,出现 上 奥 陶 绕 背 锅 山 组 ,已 进入 西北 区 边境 。 

2. 华中 区 

华中 区 奥 陶 系 为 碳酸 盐 岩 与 砂 页 岩 交 蔡 出 现 ， 共 厚 300 一 500 米 s 新 厂 期 南 津 关 组 及 

分 乡 组 ,为 灰 岩 、 白 云 岩 夹 少许 页 着 ; HEEB, HSM Wangliangtingia, Asaphy- 
llus, Dactylocephalus, Asaphopsis, Tungtzuella 等 ， 笔 石 Dictyonema, Callogra- 

ptus, Dendrograptus, Acanthograptus 以 及 腕 足 类 、 头 足 类 等 。 宁国 期 沉积 分 为 三 . 

个 组 ,由 下 而 上 为 : 红 花 园 组 ,大 湾 组 和 特 牛 潭 组 。 上 下 两 个 组 均 为 富 含 头 足 类 的 灰 岩 ， 

中 部 大 湾 组 为 页 岩 夹 灰 岩 ， 产 丰富 的 腕 足 类 ,三 叶 虫 、 笔 石头 足 类 等 。 由 东 向 西 ,上 下 两 

个 组 的 灰 岩 逐渐 减少 , 中 部 一 个 组 的 页 岩 逐 渐 增多 , 笔 石 的 层 位 也 逐渐 增多 。 东 部 的 笔 石 
带 为 4zygog7aptus suecicus wy (N,), #] Glyptograptus austrodentatus 带 (N7)， 

西部 笔 石 带 增 加 到 由 Didymograptus filiformis i (N,) 到 Didymograptus murc- 

hisoni 带 (Ne) 。 中 奥 陶 世 胡 乐 期 的 帝 积 中 下 部 《Hu 一 Hu:) 为 笔 石 页 岩 夹 灰 岩 〈 即 庙 

坡 组 ), 或 为 含 头 足 类 的 灰 岩 ( 即 大 田 坝 组 ) ,或 为 混合 相 砂 页 岩 (BI+ SHA). 胡 乐 阶 上 

部 (Hus) 的 宝塔 组 及 汶 江 阶 的 梅 江 组 为 灰 岩 , 龟 裂 纹 发育 ， 富 含 头 足 类 Sinoceras 等 。 

上 奥 陶 绕 石 口 阶 为 灰 岩 “〈 临 湘 组 ) ， 或 为 砂 页 岩 ( 涧 草 沟 组 ) ， 或 为 瘤 状 灰 岩 及 钙 质 页 着 

( 汤 头 组 ) ， 富 产 三 叶 虫 , 以 Nankinolithus 为 代表 。 五 峰 阶 五 峰 组 为 笔 石 页 岩 ， 分 为 六 
个 笔 石 带 。 五 峰 组 顶部 介壳 相 层 盛产 Hirnantia-Dalmanitina 动物 群 ， 即 观音 桥 层 。 观 

音 桥 层 与 其 下 的 笔 石 页 岩 之 间 互 为 消长 关系 ， 观 音 桥 层 的 底 界 可 由 Tangyagraptus ty- 
picus 带 (W:) 上 部 ， 到 Diplograptus bohemicus 带 (We) 顶部 。 同 样 ， 五峰 组 与 临 

湘 组 也 是 互 为 消长 的 。 

3. 华南 区 

根据 岩 相 与 生物 相 的 变化 ， 华 南 区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分 区 : (1) 北部 为 江南 分 区 ， 有 的 

作为 独立 的 区 , 又 称 为 江南 过 渡 区 寺 (2) 中 部 为 南 岭 分 区 , 是 华南 区 的 主体 ; 〈3) 南部 为 

云 开 -海南 分 区 ， 简 称 云 海 分 区 。 华 南 区 各 个 分 区 奥 陶 系 的 岩 相 与 生物 相 特 征 如 次 : 

(1) 江南 分 区 该 分 区 的 奥 陶 系 以 页 岩 为 主 ， 夹 灰 岩 , KE 700 一 2000 KX, ARE 

度 增 大 , 同时 介壳 相 地 层 增多 , 笔 石 相 地 层 减 少 。 新 厂 期 沉积 为 混合 相 页 岩 ， 底 部 夹 少量 

灰 岩 ,如 印 渚 起 组 或 谭家桥 组 的 下 部 和 中 部 以 及 湖南 的 白水 溪 组 。“ 新 一 ”( 愉 ) 为 Di 
ctyomena-Staurograptus-Hysterolenus #7, “新 二 ”(X) 为 Clonograptus tenel- 

lus ii, “ifi=” (X,) 为 Adelograptus-Clonograptus 带 。 宁国 期 沉积 主要 为 笔 石 页 

着 即 宁国 组 ， 其 下 与 印 渚 起 组 或 谭家桥 组 之 间 的 相 变 关系 明显 。 闭 东北 宁国 组 笔 石 带 齐 
全 ,从 Etagraptus approximatus 带 (Ni) 到 Pterograptus elegans ‘i; (N,). 在 浙 

皖 边 境 一 带 为 ”Didymograptus abnormis 带 (N,) 到 Pterograptus elegans 市 

(Ne) 。 胡 乐 阶 胡 乐 组 为 笔 石 页 岩 , 分 为 三 个 笔 石 带 ， 由 下 而 上 : Glossograptus hincksii 

8 



#+ (Hu,), Nemagraptus gracilis 市 (Hu,), Dicranograptus sinensis #* (Hu 。 

胡 乐 组 顶部 (Hus) ARAMA WAAR. CUA PSA RA. EPA Bg 

统 石 口 阶 为 含 三 叶 虫 Nankinolithus 等 的 泥岩 , 即 黄 泥 岗 组 。 五 峰 阶 下 部 为 混合 相 页 岩 

夹 薄 层 砂岩 , 即 长 雹 组: 上 部 为 砂 页 岩 夹 泥 质 灰 岩 , 产 腕 足 类 及 珊瑚 , 即 文昌 组 。 在 皖南 ， 

五 峰 阶 新 岭 组 笔 石 丰富 , 笔 石 序列 , 据 李 积 金 最近 研 究 ， 与 华中 区 五 峰 组 的 笔 石 序列 基本 

相同 。 

(2) ASR 该 分 区 的 奥 陶 系 几乎 全 是 笔 石 相 炭 质 页 岩 、 硅 质 及 凝 灰质 页 岩 , 偶 

夹 火山 沉积 , 总 厚 4000 米 以 上 。 仅 南部 见 有 少许 小 型 三 叶 虫 及 甲壳 类 。 笔 石 带 较 全 ， 新 

厂 阶 三 个 笔 石 带 〈 飞 ;一 和 s) ， 宁 国 阶 9 个 笔 石 带 (Ni 一 Ne)， 胡 乐 阶 三 个 笔 石 带 (Hu 一 
Hus) ， 兴 江 阶 2 个 笔 石 带 《Hai 一 Hai)， 石 口 阶 三 个 笔 石 带 Orthograptus quadrimu- 

cronatus #% (Sh,) 及 Dicellograptus johnstrupi #7 (Sh,), 五 峰 阶 上 部 笔 石 带 不 

全 ， 出 现 小 型 三 叶 虫 s 

(3) 运 海 分 区 “该 分 区 的 奥 陶 系 以 介壳 相 砂 页 岩 及 碳酸 盐 岩 为 主 ， 夹 有 混合 相 及 

少许 笔 存 相 页 岩 , 局 部 含 火山 岩 ， 厚 3000 米 左 右 。 在 云 开 地 区 , 奥 陶 系 厚度 大 ， 化 石 少 ， 

为 介壳 相 及 混合 相 砂 页 岩 , 夹 灰 岩 或 变质 为 大 理 岩 。 云 开 地 区 西部 火山 岩 发 育 , 奥 陶 系 最 

大 厚度 可 达 4000 米 。 在 海南 岛 ， 下 奥 陶 绕 牙 花 组 为 碳酸 盐 岩 及 砂 页 岩 ， 仅 上 部 见 笔 石 
Tylograptus, Amplexograptus confertus =(N,), PHRMA PRY RAKRANSY 

夹 灰 岩 , 产 Glossograptus hincksit 等 (了 ui)。 PRM LBRKMA HEA HEAR 

砂岩 。 上 奥 陶 统 干 沟 村 组 2 为 介壳 相 页 岩 ， 产 三 叶 虫 了 mec7inuroides 及 腕 足 类 Sower- 

byella 等 。 海 南 岛 中 上 奥 陶 统 的 发 育 ， 与 云 开 地 区 的 中 上 奥 陶 统 极其 相似 。 

4. WRK 

本 区 奥 陶 系 东部 灰 岩 少 , 砂 页 岩 多 ,西部 则 灰 岩 多 , 砂 页 岩 少 , 厚 900 一 1500 米 。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分 区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滇 西 分 区 下 奥 陶 绕 施 旬 组 为 混合 相 砂 页 岩 夹 灰 岩 ， 产 笔 石 Dictyomema， 

Didymograptus murchisoni, Glyptograptus austrodentatus, Amplexograptus, 

confertus 2; RMS TmRANKaROnR A SLERROMEA;s bMS LB 

BAA RhhakRKe, PSH Nenkinolithus 等 ; 顶部 弯 腰 树 层 为 页 A, 

Hirnantia-Dalmanitina 动物 群 及 少数 笔 石 。 西 至 西藏 东部 边境 ， 由 江 达 向 南 到 芒 康 、 

察 偶 一 带 这 一 南北 条 带 出 现 宁 国 期 笔 石 地 层 ( 董 得 源 等 ，1979) 。 

(2) 藏 南 分 区 ”该 分 区 奥 陶 系 主要 分 布 在 珠 峰 地 区 。 下 奥 陶 统 甲 村 群 下 组 ， 为 介 
hha, Fo Wutinoceras, Ordosoceras (Pomphoceras), Dideroceras 等 ; 

ha eR EA, ARAL eK, PKB Sinoceras 等 ; 上 奥 陶 统 红 山头 组 ， 为 

棕色 钙 质 页 岩 , 仅见 个 别 小 型 头 足 类 化 石 。 

(3) 藏 北 分 区 该 分 区 奥 陶 系 主要 在 申 扎 地 区 。 经 夏 代 祥 、 徐 仲 助 等 研究 报道 ( 顾 

庆 阁 : 关 向 荣 ，1979)， 下 绕 门 德 俄 玛 群 为 介壳 相 灰 岩 及 页 岩 , 产 头 足 类 及 海 百合 葵 ?， 中 

统 柯 耳 多 组 为 介壳 相 灰 岩 ， 产 头 足 类 Eurasticoceras 等 ， 为 法 江 期 产物 ( 陈 挺 恩 等 发 现 

1)、2) BERS. BiH SF Tha). 
3) RH AFRESEKERMEBW WY FKNARA. 



Lituites, Sinoceras 等 相当 大 田 坝 组 和 宝塔 组 ) 。 上 绕 称 则 木 桑 组 ， 下 部 为 混合 相 页 兰 

夹 灰 岩 ( 陈 挺 恩 等 采 得 Antiplectoceras 等 )， 上 部 为 介壳 相 灰 岩 ， 顶部 产 Hirnantia- 

Dalimanitina 动物 群 D。 

5. BALK 

AUPMEUMEKS SARS, 边缘 地 带 多 介壳 相 灰 岩 ， 厚 900 一 2500 米 。 本 区 东部 

陕 甘 宁 边境 的 奥 陶 系 缺失 新 厂 期 沉积 。 宁 国 期 地 层 由 下 而 上 为 三 道 坎 组 、 桌 子 山 组 和 克 

里 彦 里 组 。 前 两 个 组 为 介壳 相 灰 岩 、 和 白云 岩 及 砂岩 ， 产 头 足 类 Polydesmia, Ordosocer- 

as, Pomphoceras, Dideroceras 等 ， 克 里 摩 里 组 为 混合 相 灰 岩 与 页 岩 互 层 ， 产 三 时 虫 、 

笔 否 等 。 有 两 个 笔 石 带 :， Amplexograptus confertus 带 (Ns) 及 Pterograptus ele- 

gans Hy (N») 。 

胡 乐 期 乌拉 力克 组 及 拉 什 仲 组 ， 前 者 为 黑色 笔 石 页 岩 ， 属 Glyptograptus tereti- 

usculus 带 ((Hui)， 后 者 为 黄 绿色 页 岩 及 粉 砂岩 , 属 Nemagraptus gracilis 带 (Hu:)。 

淮 江 期 地 层 是 新 近 陈 均 远 、 林 尧 坤 等 发 现 的 ， 下 部 为 灰 岩 及 页 岩 互 层 ， 称 公 乌 素 组 ， 属 

Amplexograptus gansuensis Hy; 上 部 为 介壳 相生 物 碎 属 灰 岩 ， 称 蛇 山 组 ， 产 头 足 类 

Eurasiaticoceras 等 。 南 至 陕西 陛 县 ， 中 奥 陶 绕 几 乎 全 为 笔 石 相 , KEM Ewa, 
介壳 相 灰 岩 ， 产 Jiangshanoceras, Glyptorthis =, RIAA. 

在 这 条 近 于 南北 向 条 带 之 西 ， 中 宁 、 中 卫 一 带 ， 出 现 Isograptus, Paraglossogra- 

ptus 等 N.—N, 的 笔 石 9 在 此 条 带 以 东 的 环 县 出 现 Sinoceras 灰 岩 ， 称 车 道 组 。 

北 祁连山 的 奥 陶 系 ， 下 统 阴 沟 组 为 砂 页 者 和 火山 岩 ， 夹 薄 层 灰 岩 ， 产 三 叶 虫 Cera- 
topyge kA Dictyonema, Isograptus, Cardiograptus 等 ;中 统 妖 麻山 组 为 灰 岩 ， 

下 部 夹 页 岩 , 灰 岩 中 产 头 足 类 三 叶 虫 ,页 岩 中 产 笔 石 :上 绕 南 石门 子 组 为 混合 相 , PIs 

相 化 石 及 笔 石 。 东 祁连山 奥 陶 纪 笔 石 页 岩 发 育 ， 中 奥 陶 统 天 祝 组 和 斯 家 沟 组 ， 前 者 为 笔 
石 相 , 后 者 为 混合 相 ; 斜 壕 组 为 笔 石 相 页 岩 ， 产 Pleurograptus cf. simplex, Clima- 

cograptus papilio 等 ， 顶 部 出 现 Climacograptus supernus, 属于 石 吾 期 至 五 峰 期 

早期 。 

柴 达 本 盆地 北 沿 , 南 祁连山 的 奥 陶 系 , 下 统 为 多 泉山 组 及 石灰 沟 组 ,前 者 为 含 大 量 Pt- 

loceroids 和 Actinoceroids 头 足 类 及 少量 腹 是 类 和 三 时 虫 的 灰 岩 ， 顶部 夹 笔 石 页 岩 ， 

产 Didyomograptus hirundo, Isograptus spp.; 后 者 为 笔 石 页 岩 ， 厚 度 变 化 大 册 3 一 

628 米 ， 产 Paraglossograptus, Cardiograptus, Pterograptus 等 。 Wo 

为 灰 岩 及 粉 砂岩 , 产 头 足 类 ̀ 腹 足 类 等 。 

新 疆 柯 坪 地 区 的 奥 陶 系 , 往 士 高 ̀ . 乔 新 东 先 后 作 过 详细 研究 。 FREER, 为 碳 
酸 盐 岩 ,上 部 产 头 足 类 Dideroceras wahlenbergi, Stereoplasmoceras 及 三 时 虫 化 石 ， 

属 “ 宁 八 ”(Ns) ; 顶部 页 岩 产 笔 石 Pterograp 刀 8 elegans, Isograptus armatus 等 ， 

属 “ 宁 九 ”(Ne) 。 中 统 萨 尔 干 组 ， 底 部 为 黑色 笔 石 页 岩 , 两 个 笔 石 带 Clossograptus hin- 
cksii #7 (Hu,) 及 Nemagraptus gracilis 带 (Huz)， 其 上 为 含 头 足 类 Sinoceras 的 

红色 泥 灰 岩 ， 又 称 坎 岭 组 。 上 部 为 泥 质 粉 砂岩 产 笔 石 Dieranograptus 与 三 叶 虫 ， 又 称 

1) SRR TEI RI, DRESS rnonxia 动物 群 之 下 的 笔 石 页 岩 中 发 现 Diplograpius bohemreus D. ort 
entalis 等 ， 属 于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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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浪 组 。 上 奥 陶 统 因 干 组 为 混合 相 泥 灰 岩 及 页 岩 ， 产 Orthograptus quadrimucrona- 

tus, Dicellograptus angulatus 等 ， 属 于 石 口 期 。 

天 山 库 鲁 克 塔 格 地 区 的 奥 陶 系 ， 下 统 巷 古 勃 塔 格 组 为 灰 岩 ,下 部 夹 钙 质 页 岩 , 产 三 叶 

th Hysterolenus, 428R2A Phyllograptus, Isograptus 等 ; 中 绕 却 尔 却 克 组 为 

灰 岩 、 硅 质 岩 及 砂 页 岩 互 层 ， 产 笔 石 hmplez0g7aptus 等 ; 上 奥 陶 绕 乌 里 格 孜 塔 格 组 为 
PKS PH RA RS. ERA, 下 统 为 混合 相 粉 砂岩 、 硅 质 ， 

岩 及 少量 灰 岩 , 中 统 为 泥岩 、 硅 质 岩 及 灰 岩 ， 产 头 足 类 Disoceras，Sinoce7as 及 笔 石 

Pseudoclimacograptus 等 。 北 至 博 罗 霍 洛 山地 区 的 奥 陶 系 下 绕 新 二 人 台 组 ， 底部 灰 岩 产 

Hysterolenus, A_LAHRAR?, 上 部 为 笔 石 页 岩 ， 产 Etagraptus, Isograptus, 

Oncograptus, Cardiograptus 等 ; 中 统 奈 楞 格 勒 达 板 群 为 凝 灰 岩 、 粉 砂岩 及 灰 岩 ， 产 

Dicellograptus 等 ; -上 绕 为 介壳 相 灰 岩 , PM Cantenipora, Plasmoporelia 等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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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方 区 

本 区 西部 准噶尔 地 区 奥 陶 系 下 部 为 灰 岩 、 钙 质 砂岩 及 凝 灰 岩 ,未 见 底 , 含 三 叶 虫 . 腕 足 

类 及 少量 珊瑚 , 称 布鲁克 其 组 , 属于 中 统 。 上 部 为 黄 绿色 砂砾 岩 及 凝 灰质 粉 砂 岩 夹 灰 岩 , 产 

大 量 珊瑚 、 层 孔 虫 \ 腹 足 类 和 三 时 虫 等 。 本 区 东部 兴安 岭 地 区 的 奥 陶 系 ， 为 混合 相 砂 页 岩 

及 泥岩， 火 出 岩 发 育 ,: 夹 大 理 岩 透镜 体 。 下 统 西 铀 河 组 ， 多 凝 灰 岩 ， 中 统称 多 宝山 组 及 裸 

河 组 为 火山 岩 及 砂 页 岩 夹 大 理 岩 , 产 腕 足 类 及 三 时 虫 ! 上 统 爱 表 组 为 板 岩 与 粉 砂岩 互 技 ， 
产 Orthograptus truncatus 类 的 笔 石 。 

© 二、 中 国 奥 陶 纪 生 态 地 层 类 型 及 各 类 型 间 的 过 湾 

从 上 述 中 国 奥 陶 纪 地 层 的 岩 相 生物 相 的 一 般 情 况 看 来 ， 具 有 生态 地 层 代表 性 的 有 三 

个 大 区 , 即 华北 区 (黄河 区 )、 华 中 区 (扬子 区 ) 和 华南 区 (珠江 区 ) 。 华 北 区 (黄河 区 ) 的 奥 陶 

系 , 几乎 全 是 碳酸 盐 岩 建造 ,所 含 生 物 大 都 是 底 栖 的 ,突出 的 代表 是 鹦 璐 螺 珠 角 石 类 和 营 

类 ,反映 当时 是 很 浅 的 陆 表 浅 海 环境 。 是 稳定 的 地 台 区 。 从 生态 地 层 的 角度 看 来 , 这 种 正 

常 浅海 底 栖 生 物 碳酸 盐 相 地 层 是 华北 区 奥 陶 纪 地 层 的 特点 ， 是 具有 代表 性 的 。 在 华北 海 

的 中 部 及 南部 , 由 于 海水 的 碱 化 , 沉积 了 大 量 白云 岩 ， 因 而 动物 化 石 稀少 。 

华中 区 (扬子 区 ) 的 奥 陶 系 为 正常 浅海 混合 相 碳酸 盐 岩 及 砂 页 岩 沉 积 。 介 壳 相 灰 岩 和 

混合 相 砂 页 岩 及 笔 石 相 的 砂 页 岩 等 交替 出 现 。 所 含 生物 有 底 栖 的 , 也 有 浮游 的 , 显示 海底 

活动 性 不 大 , 但 也 不 象 华北 区 那样 稳 静 , 其 性 质 介 于 华北 区 与 华南 区 之 间 ， 正 象 它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 也 是 介 于 华北 和 华南 两 大 区 之 间 一 样 。 奥 陶 系 属 陆 棚 浅海 沉积 。 总 的 看 来 ,本 

区 具有 南北 两 个 区 的 过 湾 人 性质， 更 接近 于 华北 区 , 也 是 地 人 台 区 ,更 确切 地 说 , 属于 准 地 台 。 

华南 区 的 奥 陶 系 是 以 译 游 生物 为 主 的 砂 页 岩 建 造 , 有 时 夹 有 火山 沉积 ,有 的 是 复 理 式 

建造 ,显示 为 较 活动 的 地 区 , 即 一 般 所 说 的 地 模型 沉积 。 本 区 三 个 分 区 的 生态 地 层 也 各 有 

不 同 : 北部 江南 分 区 , 奥 陶 纪 地 层 为 笔 石 相 砂 页 岩 与 介壳 相 灰 岩 及 泥岩 相间 出 现 , 显示 向 

1) 最 近 乔 新 东 发 现 新 厂 期 笔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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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 奥 陶 纪 生 态 地 层 类 型 分 布 图 



扬子 区 过 渡 的 性 质 。 因 此 , 也 称 之 为 “江南 过 渡 区 % 也 有 作为 独立 区 的 。 本 区 中 部 的 南 岭 

分 区 是 华南 区 的 主体 部 分 , 几乎 全 为 笔 石 相 砂 页 岩 及 硅 质 岩 , 含 凝 灰 质 , 偶 夹 火山 沉积 。 所 

含 生 物 几 乎 全 是 漂浮 的 笔 石 动物 。 本 区 的 南部 为 云 开 - 海 南 分 区 (简称 云海 分 区 ) , RMA 

以 浅海 介壳 相 及 混合 相 砂 页 岩 为 主 , 碳酸 盐 岩 较 少 。 云 开 地 区 西部 ,地层 厚度 大 , BER, 

夹 有 火山 岩 和 大 理 岩 。 

上 上 述 三 个 大 区 的 奥 陶 纪 地 层 , 从 生态 地 层 看 来 ,代表 三 个 类 型 ;华北 型 ,华中 型 和 华 

南 型 。 其中， 华南 区 的 三 个 分 区 分 别 代表 华南 型 的 三 个 亚 型 , 即 江南 亚 型 . 南 岭 亚 型 和 云 

海 亚 型 (图 2) 。 各 个 类 型 及 其 亚 型 的 特征 归纳 如 次 : 

(1) 华北 型 一 - 陆 表 浅海 底 栖 生物 碳酸 盐 岩 建造 类 型 。 
(2) 华中 型 一 陆 棚 浅 海底 本 生物 和 浮游 生物 混合 (或 相间 ) 相 碳酸 盐 岩 及 砂 页 岩 建 造 类 型 
(3) 华南 型 一 一 浅海 较 深水 浮游 生物 为 主 的 砂 页 岩 及 碳酸 盐 岩 建造 类 型 。 
1) 江南 亚 型 一 一 地 人 台 斜 坡 较 深 水 漂浮 及 浮游 生物 为 主 的 砂 页 岩 及 碳酸 盐 岩 建造 类 型 。 
2) 南 岭 亚 型 一 一 静水 海盆 漂浮 生物 砂 页 岩 硅 质 岩 复 理 式 建 造 类 型 。 
3) 云海 亚 型 一 一 岛 驶 浅海 浮游 及 底 栖 生物 砂 页 岩 、 碳 酸 盐 岩 及 火山 岩 建造 类 型 。 

除 上 述 华 北 区 、 华 中 区 和 华南 区 奥 陶 系 分 别 属 华北 型 华中 型 和 华南 型 以 外 ,西藏 - 滇 

西区 (简称 藏 读 区 ) 的 奥 陶 系 从 生物 群 的 性 质 及 沉积 建造 看 来 ， 基 本 上 属于 华中 型 。 但 藏 

南 分 区 (雅鲁藏布江 以 南 ) 下 奥 陶 绕 产 珠 角 石 类 , 属 华北 型 ,西藏 东部 ， 即 污 西 分 区 的 西部 

边境 六 江 达 到 芒 康 南北 条 带 的 下 奥 陶 绕 青 泥 洞 组 为 笔 石 页 岩 ， 产 Isograptus spp. 及 
Didymograptus abnormis, D. hirundo 等 ， 属 于 华南 型 的 江南 亚 型 。 西 北 区 的 天 山 一 

eH, 奥 陶 系 基 本 上 属于 华南 型 的 江南 亚 型 。 在 祁连山 东部 中 央 带 和 天 山北 部 出 

现 南 岭 亚 型 ，Omcograptus 的 出 现 最 为 特征 。 在 边缘 地 带 如 陕 甘 宁 边 境 及 柴 达 木 北 缘 ， 

下 砚 陶 统 下 部 属 华北 型 , 向 上 过 渡 到 华中 型 ,再 向 上 很 快 变 为 华南 型 。 北 方 区 (准噶尔 - 兴 

安 区 ) 的 奥 陶 系 厚 度 大 ,为 含 底 栖 及 游泳 生物 的 砂 页 岩 及 少量 珊瑚 灰 岩 ， 同 时 ， 火 山 岩 发 
育 , 属于 华南 型 的 云海 亚 型 s 

上 述 三 大 类 型 ,无 论 在 地 理 分 布 (横向 ) 上 ,或 者 是 在 地 质 分 布 (纵向 ) 上 ， 都 显示 出 类 

型 间 的 过 渡 性 质 。 华 北 区 与 西北 区 之 间 的 陕 甘 宁 边 境 以 及 华中 区 与 华南 区 之 间 的 过 渡 性 

质 都 是 特别 明显 的 。 

华中 区 与 江南 过 渡 区 之 间 的 过 湾 性 质 ， 在 贵州 的 三 都 地 区 和 湘西 北 桃源 地 区 以 及 皖 

南 石 台地 区 都 很 明显 。 三 都 地 区 寒 武 系 产 Heddinaspis 属 华南 型 (江南 亚 型) ， 志 留 系 

j* Kailia 属 华中 型 ， 奥 陶 系 下 部 产 Hysterolenus 属 华南 型 ， 上 部 产 Euorthisina, 

属 华中 型 。 这 种 华南 型 向 华中 型 的 过 渡 ， 从 寒 武 纪 到 志 留 纪 ， 总 的 趋势 是 由 北向 南 逐 渐 

变 的 。 这 种 变化 说 明 从 北向 南 , 华南 型 逐步 为 华中 型 所 代替 , 也 就 是 华南 地 模 区 的 北部 逐 

渐变 为 地 台 区 , 这 种 变化 ,说 明 中 国 地 人 台 的 发 育 是 逐步 向 南 扩展 的 。 (Wee 

“僵化 >) 

华北 区 与 西北 区 之 间 的 过 渡 性 质 与 此 相反 ,是 由 较 稳 定 的 地 人 台 型 变 向 较 活动 的 地 槽 

型 (可 以 说 是 地 人 台 趋 向 “活化 ") 陕 甘 宁 边境 的 奥 陶 系 的 相 变 最 为 突出 。 下 部 为 含 珠 角 石 

类 的 灰 岩 , 属 华北 型 ;向 上 变 为 含 震 旦 角 石 类 的 灰 岩 , 漏 华 中 型 ， 再 上 变 为 含 笔 石 的 砂 页 

岩 , 属 华南 型 的 江南 亚 型 。 从 东 向 西 , 地 台 型 逐步 为 地 槽 型 所 代替 。 这 里 ， 地 人 台 与 地 槽 的 

过 渡 带 呈 南 北向 条 带 , 北 起 桌子 山 的 拉 什 宗 , 向 南 经 环 县 的 石板 沟 和 平凉 的 官 庄 ， 南 抵 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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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的 龙门 洞 ,在 这 一 南北 向 条 带 上 , 奥 陶 系 的 相 变 不 大 , 只 是 , 克 里 摩 里 组 由 混合 相 变 为 介 

壳 相 , 马 拉 力 克 组 由 笔 石 相 变 为 混合 相 , 拉 什 宗 组 由 混合 相 变 为 笔 石 相 。 

在 此 南北 条 带 之 西 , 中 宁 、 中 卫 一 带 , 相当 桌子 山 、 三 道 坎 的 天 景山 组 ， 上 部 产 Pare- 

glossograptus 笔 石 群 ， 又 称 米 钵 山 组 ， 其 时 代 属 N 一 Nas， 为 陕 甘 宁 边 区 最 低 的 笔 石 

层 位 。 而 在 此 南北 条 带 之 东 ， 环 县 的 合 道 川 及 车 道 一 带 , 则 出 现 含 Sinoceras 的 灰 岩 ， 

其 时 代为 中 册 陶 世 胡 乐 期 晚期 ， 林 宝玉 等 称 之 为 车 道 组 ， 为 标准 的 华中 型 。 孙 亡 才 等 

(1975) 误 将 此 中 呐 陶 绕 的 灰 岩 当 作 下 奥 陶 统 宁 国 期 的 “天 景山 石灰 岩 "， 认 为 位 于 平凉 组 

之 下 。 其 实 是 平凉 组 的 相 变 , 化 石 层 位 比 平 凉 的 平凉 组 还 高 一 点 。 因 为 忽略 了 相 变 关系 ， 
只 看 岩 性 , 便 得 出 了 是 “上 下 关系 ?的 结论 。 再 向 东 , 到 耀 县 地 区 ， 仅 在 中 奥 陶 统 石灰 岩 顶 

部 夹 少 许 薄 层 泥 质 灰 岩 ， 产 Orthograptus longithecalis =, Hit ftw mR 

(Ha:) ， 称 桃 曲 坡 组 ， 与 天 祝 地 区 的 斯 家 沟 组 相当 。 这 里 所 有 平凉 组 笔 石 页 岩 ， 几 乎 全 . 

部 相 变 为 介壳 相 灰 岩 ， 过 去 统称 为 “ 马 家 沟 灰 岩 ”。 由 中 宁 到 耀 县 ， 笔 石 层 的 出 现 是 从 

N,—N, 到 Ha:， 从 笔 石 相 及 混合 相 砂 页 岩 相 变 为 介壳 相 灰 岩 ， 这 是 最 明显 的 相 变 关系 。 

在 层 位 上 , 相 变 的 界线 , 由 西向 东 逐 渐 升 高 ， 这 是 由 地 人 台 变 向 地 槽 的 明显 例子 。 说 明 祁 连 

山地 槽 的 活动 范围 最 大 的 时 期 是 奥 陶 纪 中 期 。 在 过 湾 带 ， 纵 向 上 的 变化 是 从 华北 地 人 台 型 

经 过 华中 准 地 人 台 型 变 向 江南 准 地 粮 型 。 这 种 由 地 人 台 到 地 槽 的 变化 ， 可 以 说 是 地 侣 的 “ 活 

1G” 

ZE*BELL AM, ARMADA, 石灰 沟 、 欧 龙 布鲁克 一 带 ， 奥 陶 系 下 部 也 是 华北 

型 ,向 上 很 快 变 为 华南 型 (江南 亚 型 ) ,说 明 奥 陶 纪 时 期 , 祁连山 地 槽 也 是 向 南 扩 张 的 。 了 

以 上 所 述 ,是 大 区 之 间 的 过 湾 情 况 。 在 一 个 大 区 之 内 ”生态 地 层 的 类 型 也 不 尽 相同 ， 

尤其 是 在 边缘 地 带 也 有 变化 。 并 非 到 处 完全 属于 同一 类 型 。 在 华中 区 西部 北 缘 的 东 秦 岭 

WK, 下 奥 陶 绕 有 华南 型 笔 石 出 现 ,显示 出 由 华中 型 逐渐 过 渡 到 江南 亚 型 的 象征 。 正 如 同 

华中 区 东部 北 缘 的 安徽 滁 县 地 区 ,上 寒 武 统 出 现 华南 型 (江南 亚 型 ) 三 叶 虫 一 样 , 也 显示 由 

华中 型 逐渐 过 渡 到 江南 亚 型 的 现象 。 同 样 , 在 属于 华中 型 的 藏 读 区 内 也 出 现 华南 型 , 例如 

在 读 西 分 区 与 藏 北 分 区 边境 南北 向 条 带 地 区 , 下 奥 陶 统 出 现 华南 型 (江南 亚 型 ) SA, 显示 

出 由 华中 型 逐渐 过 渡 到 华南 型 的 性 质 ， 正 如 汗 西 分 区 与 缅甸 边境 的 上 寒 武 统 出 现 华 南 型 

(江南 亚 型 ) 三 叶 虫 一 样 ， 显 示 由 华中 型 逐渐 过 渡 到 华南 型 的 性 质 。 藏 南 分 区 与 藏 北 分 区 

之 间 的 奥 陶 系 变化 最 引 人 注 意 ， 因为 这 条 东西 方向 大 致 与 雅鲁藏布江 一 致 的 分 界线 被 放 

多 人 认为 是 印度 板块 与 欧 亚 板块 的 分 界线 。 

藏 南 分 区 的 奥 陶 系 以 珠 峰 地 区 为 代表 。 自 从 1966 年 珠 峰 地 区 发 现 奥 陶 系 以 来 "对 这 

里 的 奥 陶 纪 地 层 及 古生物 群 做 过 不 少 工 作 。 下 奥 陶 统 的 珠 角 石 类 为 明显 的 华北 型 ， 中 员 

陶 绕 的 中 华 角 石 类 属 华 中 型 , 上 奥 陶 统 为 棕色 页 岩 , 化 石 极 少 ， 产 个 别 小 型 直角 石 。 其 上 ， 

与 下 志 留 统 笔 石 页 岩 之 间 似 为 连续 关系 ， 但 志 留 系 底部 为 含 砂砾 的 硅 质 页 岩 。 藏 北 分 区 

的 奥 陶 系 以 申 扎 剖面 为 代表 , 下 奥 陶 统 为 灰 岩 夹 页 岩 , 所 产 腕 足 类 与 大 湾 组 相似 ; PRK 

绕 以 灰 岩 为 主 ， 产 头 足 类 Lituites, Sinoceras, Eurasiaticoceras, Disoceras 等 ， 还 

有 三 叶 虫 、. 腕 足 类 等 与 宝塔 组 相似 关上 奥 陶 统 以 灰 岩 为 主 , 产 头 足 类 , 侣 从 虫 、. 腕 足 类 和 三 

叶 晶 六 近 顶 部 为 厚 5 米 的 笔 石 页 岩 ， 产 笔 石 Diplog7aD 妃 8 bohemicus (W,), HEX 

厚 约 6 米 的 泥 灰 岩 ， 产 Hirnantia 动物 群 。 灰 岩 之 上 为 含 CIimacog7rap 刀 8 normalis 

等 的 下 志 留 统 笔 石 页 岩 整 台所 履 盖 。 从 生态 地 层 看 来 ， 此 处 奥 陶 系 与 扬子 区 基本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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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属于 华中 型 ， 属 于 地 人 台 型 沉积 。 

藏 南 分 区 奥 陶 系 与 藏 北 分 区 的 奥 陶 系 相 比较 ， 有 了 明显 的 差别 。 藏 南 分 区 下 奥 陶 绕 的 

头 足 类 和 脑 足 类 动物 群 ， 都 与 鄂尔多斯 的 生物 群 基本 相同 。 刘 第 塘 (1976) 曾 提出 腕 足 类 

Aporthophyla-Orthambonites 动物 群 与 北美 白石 组 腕 足 类 动物 群 的 相似 性 ， 这 个 胸 足 

动物 群 被 认为 是 地 台 边 缘 斜 坡 的 产物 。 鄂 尔 多 斯 处 于 地 人 台 边 缘 ， 属 华北 地 人 台 区 与 西北 祁 

连 山 地 槽 区 的 过 渡 地 带 。 藏 南 地 区 既 为 地 台 边 缘 , 其 北 应 有 地 模 沉 积存 在 , 应 出 现 华 南 型 

生物 群 。 但 西藏 北部 奥 陶 系 为 华中 型 , 属于 准 地 台 区 。 因 此 , 雅鲁藏布江 一 带 应 当代 表 地 

槽 区 位 置 , 未 见 华南 型 地 层 , 可 能 已 被 后 期 构造 活动 所 破坏 。 

藏 南 区 的 上 奥 陶 统 ， 与 藏 北上 奥 陶 统 大 相 径 庭 。 藏 北 为 正常 浅海 的 华中 型 沉积 ， 而 

藏 南 则 仅见 个 别 小 型 的 头 足 类 化 石 。 比 较 一 下 两 侧 的 志 留 系 尤 其 是 下 志 留 绕 的 情况 ， 更 

可 说 明 南 北 的 差异 。 上 述 申 扎 地 区 奥 陶 - 志 留 系 界 线 剖 面 与 扬子 区 相似 ， 奥 陶 - 志 留 系 分 

界线 与 扬子 区 完全 一 致 。 而 藏 南 聚 拉 木 地 区 上 奥 陶 统 化 石 稀 少 , 志 留 系 底部 页 岩 含 砾 , 又 

无 化 石 , 向 上 才 出 现 笔 石 , 这 种 情况 是 否 受 奥 陶 纪 末 、 志 留 纪 初 的 冰期 影响 ， 很 值得 注意 。 

雅 鲁 茂 布 江 分 界线 的 问题 ， 关 系 到 古 地 中 海 发 育 史 的 问题 。 从 藏 南 与 尼泊尔 、 巴 基 

斯 坦 . 印 度 以 及 非洲 、 澳 大 利 亚 等 地 下 古 生 界 的 发 育 情 况 看 来 ， 在 寒 武 纪 和 奥 陶 纪 为 泛 大 

陆 时 期 ， 当 时 全 世界 只 有 一 个 联合 的 大 陆 。 至 少 在 奥 陶 纪 晚 期 ， 古 地 中 海 这 个 陆 间 浅 海 

可 能 发 生 了 东西 向 的 断裂 ， 以 致 早 志 留 世 时 期 沿 此 断裂 带 帝 积 了 东西 向 条 带 的 笔 石 相 地 

层 。 这 个 断裂 带 由 西向 东 , 分 裂 的 幅度 逐渐 增 大 , 形成 向 东 开 局 的 喇叭 状 。 至 志 留 纪 中 、 
晚期 ,西部 仍 相连 接 。 在 古 地 中 海 两 侧 的 浅海 沉积 仍 很 相似 , 生物 群 仍 甚 接近 。 到 石炭 二 

县 纪 时 期 尤其 是 中 生 代 ， 印 度 大 陆 已 距 欧 亚 大 陆 很 远 , 在 南北 两 大 陆 上 ,不 仅 陆 生 植物 群 

差异 明显 , 陆 棚 浅海 的 海 生 无 背 椎 动物 也 有 相当 差异 。 到 新 生 代 时 期 , 非洲 ,印度 、 澳 大 利 
亚 与 南极 分 裂 成 几 个 板块 ,分 散 运 移 , 各 奔 前 程 。 印 度 板 块 去 而 复 返 ， 又 向 欧 亚 大 陆 方向 

移动 , 古 地 中 海 逐 渐 收 缩 。 始 新 世 时 期 ,印度 大 陆 又 与 欧 亚 大 陆 相 遇 。 这 种 分 而 复合 的 模 
式 似 乎 可 以 说 明 印 度 大 陆 漂 移 的 过 程 。 

三 、 中 国 奥 陶 纪 动 物 群 的 生态 分 异 与 生物 地 理 分 区 

我 们 认为 ， 生 物 地 理 分 区 主要 是 各 类 生物 生态 分 异 的 结果 ( 穆 恩 之 ，1974) 。 各 类 生 

物 的 生活 方式 不 同 , 对 生活 环境 的 适应 也 就 各 不 相同 。 因 此 ,各 种 生物 的 地 理 分 区 并 不 完 

全 一 致 。 就 笔 石 来 说 , 华北 区 的 奥 陶 纪 笔 石 不 多 , 由 于 华中 型 的 刺 笔 石 与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石 

在 华北 区 的 出 现 ， 华 北 区 与 华中 区 的 笔 石 动物 群 基本 相同 , 属于 华中 型 笔 石 动物 群 ,但 在 

边缘 地 带 , 如 太子 河流 域 , 奥 陶 系 最 底部 出 现 华 南 型 分 子 Staurograptus, 而 华南 区 三 个 

分 区 的 笔 石 ,除了 有 一 些 与 华中 区 相同 的 种 属 外 , 都 是 华南 型 的 。 因 此 ， 中 国 笔 石 动物 群 

的 主要 类 型 有 二 : 一 是 华中 型 笔 石 动物 群 , 除 华中 区 以 外 ， 华 北 区 及 西藏 - 汗 西 区 的 奥 陶 

纪 笔 石 询 属 华中 型 , 而 在 藏 滇 边 境 出 现 江 南亚 型 分 子 ， 一 是 华南 型 笔 石 动物 群 , 除 华南 区 

以 外 ,西北 区 及 北方 区 均 属 华南 型 ， 而 西北 区 的 天 山 - 祁 连 地 槽 区 有 些 地 方 为 真正 华南 型 
(FAIS WED) > 向 边缘 地 带 变 为 江南 亚 型 。 北 方 区 的 奥 陶 系 厚 度 大 ,多 火山 岩 , 一 般 被 认为 
是 所 谓 “ 优 地 槽 >”， 所 含 笔 石 有 Dictyonema, Glossograptus 等 ， 为 云海 亚 型 。 

由 上 记述 ,中 国 笔 石 六 大 区 属于 两 大 类 型 。 就 世界 范围 看 , 奥 陶 纪 笔 石 动物 群 分 为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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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区 系 : 一 是 太平 洋 笔 石 动物 群 * 一 是 大 西洋 笔 石 动物 群 ,或 称 欧洲 笔 石 动物 群 。 前 者 相 

当 我 国 华 南 型 , 而 后 者 则 相当 华中 型 。 

一 般 所 说 的 大 西洋 笔 石 动物 群 (欧洲 笔 石 动物 群 ) ， 其 特点 是 具有 :(1)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A (Upper pendent Didymograpti); (2) 肯 乃 笔 石 (Kinnegraptus); (3) 断 笔 石 

(Azygograptus); (4) #24 (Holograptus) 等 ,而 缺少 太平 洋 动物 群 的 特征 分 子 

如 : (1) 中 国 笔 石 (Sinog7aptus); (2) HLA (Tylograptus); (3) 2A (Car- 

diograptus); (4) 肿 笔 石 (Oncograptus); (3) 棱 笔 石 (Gomiograp 九 s); (6) WE 

%% (Paraglossograptus) 等 等 。 

欧洲 西北 边缘 属 华南 型 ( 南 岭 亚 型 ) ,北欧 属 江南 亚 型 , 中欧 .南欧 属 华中 型 。 北 非 有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石 出 现 ， 而 无 心 笔 石 等 ,也 属 华 中 型 。 同 样 ,南美 洲 除 阿根廷 西部 边缘 属 江南 

亚 型 外 ,也 属 华中 型 。 澳 大 利 亚 西 部 奥 陶 系 产 头 足 类 的 灰 岩 , 属 华北 型 地 层 ， 所 产 少 数 笔 

石 ,' 有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石 (Nas) ， 与 我 国 华北 区 也 出 现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石 的 情况 相似 ， 也 属 华 

中 型 笔 石 动物 群 。 北 美洲 中 部 碳酸 盐 岩 属 华北 型 沉积 , 笔 石 稀少 , 仅见 树 形 笔 石 ， 都 是 底 

栖 的 ， 未 见 正 笔 石 ,无 上 层 下 垂 对 笔 石 的 报道 。 从 生态 地 层 看 , 与 华北 区 与 澳大利亚 西部 

以 及 西伯 利 亚 中 部 相似 ,也 有 可 能 出 现 华 中 型 笔 石 动物 群 。 

澳大利亚 东部 笔 石 动物 群 与 华南 型 相同 ， 北 美洲 西部 及 东部 的 笔 石 动物 群 基本 上 属 
华南 型 。 加 拿 大 西部 出 现 Staurograptus, Sinograptus, Abrograptus 属 南 岭 亚 型 。 

同样 ,西伯 利 亚 地 人 台 周 围 也 属于 华南 型 的 江南 亚 型 。 

从 三 叶 虫 看 来 ,大 体 也 是 如 此 。 华 北 区 奥 陶 纪 三 叶 虫 不 多 , 与 华中 区 奥 陶 纪 三 时 晶 大 

致 相同 , 而 与 华南 区 相 比 则 大 异 其 趣 。 华 南 区 的 奥 陶 纪 三 叶 虫 , 主要 分 布 在 江南 亚 区 ， 多 

是 浮游 类 型 , 与 北欧 相似 , 过 去 曾 被 称 为 “大 西洋 动物 群 *。 而 华中 区 及 华北 区 的 奥 陶 纪 三 

叶 虫 则 属于 游泳 类 型 和 底 栖 类 型 。 除 与 欧洲 相似 者 外 , 则 多 地 区 性 的 属 种 。 

从 头 足 类 看 , 分 为 北方 与 南方 两 大 类 型 。 前 者 多 底 栖 的 种 类 , 后 者 多 浮游 的 种 类 。 北 

方 型 鹦 赵 螺 动 物 群 除 华北 区 以 外 ， 西 北 区 、 汗 藏 区 边缘 地 带 也 有 北方 型 鹦 起 螺 动 物 群 出 

现 。 而 南方 型 鹦 赵 螺 动物 群 分 布 范围 较 广 , 除 华中 区 以 外 , 华南 区 (江南 分 区 ) 、 西 北 区 及 

汗 藏 区 中 奥 陶 统 头 足 类 均 属 南方 型 。 北 方 型 与 北美 ,西伯利亚 及 澳大利亚 西部 相似 , 而 南 

方 型 接近 欧洲 , 但 多 地 区 性 的 分 子 。 

从 珊瑚 看 ， 亦 农 (1974) 认为 中 国 奥 陶 纪 珊 瑚 , 主要 是 晚 奥 陶 世 的 珊瑚 , 有 南北 两 个 类 

型 ,西北 区 的 祁连山 ,北方 区 的 兴安 岭 属 中 国 北部 类 型 , 其余 各 区 (新 疆 及 秦岭 以 南 ) 均 属 

中 国 南 部 类 型 。 

综 上 所 述 ， 中 国 奥 隐 纪 生 物 地 理 区 虽然 各 门类 不 尽 相同 ， 但 大 体 相 似 ， 可 以 归纳 如 

下 : 

笔 石 动物 群 分 为 两 个 类 型 ， 华 南 型 与 华中 型 。 前 者 分 布 于 华南 区 ,西北 区 及 北方 区 ， 

后 者 分 布 于 华中 区 、 藏 汗 区 和 华北 区 。 

三 叶 虫 大 体 与 笔 石 相似 , 只 是 华南 区 的 南 岭 分 区 三 叶 虫 特 列 稀少 。 

头 足 类 分 为 北方 型 和 南方 型 两 大 类 型 。 南 方 型 以 华中 区 为 主 ， 也 包括 华南 区 的 江南 

分 区 ( 南 岭 分 区 无 头 足 类 , 云海 分 区 尚未 发 现 头 足 类 化 石 ) 

珊瑚 分 为 北方 与 南方 两 大 类 型 ,北方 区 及 西北 区 个 别 地 区 属 北方 型 , 其余 各 区 属 南方 

型 。 

ee 



决定 生物 地 理 区 的 主要 因素 是 各 类 生物 的 生态 分 异 ， 也 就 是 各 类 生物 以 其 各 目的 生 

活 方式 来 适应 生活 环境 。 例 如 笔 石 , 主要 是 正 笔 石和 树 形 笔 石 两 大 类 , 树 形 笔 石 一 般 是 加 

着 海底 生长 的 ,也 有 漂浮 生活 的 ; 正 笔 石 都 是 漂浮 生活 的 ,但 在 海水 内 , 漂 评 的 深度 各 不 相 

A, 这 是 不 少 笔 石 工作 者 提 到 的 。 因 此 , 底 栖 的 笔 石生 活 于 正常 浅海 的 海底 , 常 与 三 叶 虫 、 

腕 足 类 等 共生 。 漂 浮生 活 的 笔 石 则 适 于 稳 静 的 海水 。 对 麻 浮 笔 石 的 适应 性 能 来 说 ， 海 水 

的 静 度 是 主要 的 ,而 不 在 于 海水 深度 ,温度 、 盐 碱 度 等 等 。 稳 静 还 原 的 环境 而 又 多 有 机 质 ， 

就 成 了 漂浮 生活 的 笔 石 的 天 下 。 在 这 种 环境 里 ,沉积 的 岩层 就 是 笔 石 相 黑色 页 岩 。 所 谓 

“ 笔 石 相 "， 说 明 笔 石 是 特殊 的 指 相 化 石 , CREA, 除 海藻 海草 之 类 以 外 ,几乎 没有 什 

和 生物 可 以 与 之 相 比 。 因 此 , 笔 石 相 不 能 用 “浮游 相 ” 来 代替 ,虽然 笔 石 动物 可 以 作为 浮 诉 

生物 之 一 。 

奥 陶 纪 一 些 漂 浮 的 、 游 泳 的 及 底 汪 的 生物 从 远 岸 到 近 岸 可 列 为 如 下 顺序 : 

= PARR reas Be Ne StS 9 无 匀 纲 腕 足 关 
WeGkMESEREZERNESS 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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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s 

笔 石 固着 底 栖 的 一 一 >。 从 华南 区 的 南 岭 亚 区 经 江南 亚 区 到 华中 区 ， 生 物 群 就 是 这 样 分 

异 的 。 兹 以 奥 陶 纪 初 期 , 即 新 厂 期 初期 (和 1) 生物 群 的 分 异 为 例 , 列 表 如 下 : | 

华南 区 ( 南 岭 分 区 ) 华南 区 (江南 分 区 ) 华 中 区 
Anisograptus Staurograptus, Dictyonema 

Dictyonema, Wanliangtingia 

Staurograptus Hysterolenus, Finkelnbergia 

(£# Dictyonema, (Efi) — CE Staurograptus 等 

=H BRB)  EZAAME ZA) 

MERA AW ORME HERA SHREN SARA AHER 

尽 相同 的 。 树 笔 石 科 , 刺 笔 石 科 分 子 是 以 胎 管 部 分 固着 海底 , 笔 石 枝 向 上 生长 ， 是 营 底 枉 

生活 的 。 这 类 笔 石 只 能 在 正常 浅海 海底 生活 , 在 活动 地 带 或 者 较 深 的 海底 , 由 于 还 原 环境 

缺 氧 , 则 不 能 生活 。 而 胎 管 裸露 的 树 笔 石 科 分 子 ， 如 Dictyonema flabelliforme 类 则 
是 营 漂浮 生活 的 ,其 笔 石 体 大 , 麻 浮 于 海水 的 较 低 层 ， 因 而 在 正常 浅海 中 可 能 与 游泳 的 三 

叶 虫 共生 , 也 可 能 与 麻 笃 的 三 叶 虫 共生 , 而 在 海水 还 原 较 强 的 环境 中 则 不 能 生存 。 正 笔 石 

式 树 形 笔 石 及 正 笔 石 的 笔 石 体 一 般 细 弱 ， 可 在 较 高 水 层 或 接近 水 表 漂 浮生 活 。 在 海盆 内 

部 还 原 缺 氧 的 环境 中 , 虽然 其 它 底 栖 、 游 泳 生 物 不 能 生活 ， 但 它们 还 可 以 在 水 面 生活 。 只 

要 海面 平静 , 就 适 于 它们 生活 。 在 这 种 还 原 环境 的 沉积 海域 ,无 底 栖 动物 存在 。 漂 序 能 力 
较 强 的 甲壳 类 (胡桃 虾 ) 偶尔 可 以 见 到 。 如 在 还 原 环 境 更 强 的 海域 ， 则 仅 有 高 度 漂 序 的 笔 

石 可 以 生活 , 这 里 的 沉积 才 是 真正 的 笔 石 相 , 其它 动 物 几 乎 完全 不 见 。 可 能 有 些 漂 译 的 海 

藻 生 存 , 成 为 碳 质 页 岩 中 碳 质 的 来 源 。 因 此 ,就 祁 游 能 力 来 说 ， 笔 石 相 是 一 种 特殊 的 含 床 

浮生 物 相 。 奥 陶 纪 以 前 和 泥 盆 纪 以 后 的 时 代 里 沉积 的 一 些 海 相 黑色 页 岩 ， 而 无 任何 动物 

化 石 者 ,全 是 “无 笔 石 的 笔 石 相 ”。 因 为 奥 陶 纪 前 , 营 漂 浮生 活 的 正 笔 石 尚未 发 生 ， 而 泥 盆 

纪 后 , 正 笔 石 已 经 灭绝 。 虽 和 然 固 着 底 栖 的 树 形 笔 石 是 从 寒 武 纪 一 直 延 续 到 石炭 纪 的 。 但 它 
们 在 这 样 的 还 原 环境 里 是 不 能 生活 的 。 

与 正 笔 石 共生 的 无 匀 腕 足 类 是 假 浮游 (或 称 附着 译 游 )， 是 附着 于 漂 序 的 海藻 或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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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上 的 。 甲 索 类 如 胡桃 虾 则 是 高 度 漂浮 的 ， 但 不 及 高 层 漂 浮 的 笔 石 。 这 种 甲壳 类 有 时 与 

笔 石 共生 。 有 时 则 全 为 这 种 甲壳 类 而 无 笔 石 。 三 叶 虫 中 球 节 子 类 小 型 三 叶 虫 是 泽 游 的 。 

但 其 浮游 能 力 尚 不 如 胡桃 虾 Caryocaris 类 ， 更 不 如 微小 的 正 笔 石 。 

头 足 类 中 , 大 型 珠 角 石 类 是 底 栖 生活 的 ， 适 于 高 能 浅海 底 ， 而 直角 石 类 如 Sinocer- 
as, Lituites, Michilinoceras 等 则 是 游泳 的 ， 适 于 正常 浅海 。 两 种 类 型 的 分 异 可 以 华 

北 、 华 中 两 区 作为 代表 。 在 边缘 地 带 , 则 含 头 足 的 灰 岩 下 部 为 底 栖 生 活 的 种 类 ， 上 部 为 游 

访 生 活 的 种 类 , 再 上 为 含 漂浮 生活 的 种 类 , 这 种 地 层 的 发 育 情 况 , 显示 随 着 时 间 的 运 移 , 海 

底 环境 的 变化 过 程 。 

各 种 生物 以 其 各 自 的 生活 方式 适应 各 种 不 同 的 生活 环境 而 在 地 区 上 进行 分 异 ,， 这 就 

是 “生态 分 异 ”。 生 物 地 理 区 的 不 同 , 主要 就 是 生态 分 有 异 的 结果 。 而 在 地 层 纵 向 上 的 变化 ， 

说 明 古 生物 地 理 区 的 变化 , 也 就 是 古 环 境 的 变化 。 

生物 对 环境 的 适应 ,有 的 合适 ,有 的 则 和 勉强。 尤其 是 当 环境 改变 的 时 候 ， 有 的 生物 能 
适应 ,有 的 则 不 能 适应 而 迁徙 或 灭亡 。 环 境 变 了 , 生物 要 适应 改变 了 的 环境 ， 就 得 改变 本 

身 的 结构 或 改变 自己 的 生活 方式 。 底 栖 生 物 增加 国 着 的 能 力 ， 浮 游 生物 则 增加 谭 浮 的 能 

力 , 有 的 改变 本 身 的 结构 以 加 强 抵 御 海 水 冲击 的 能 力 。 功 能 的 加 强 , 显示 在 本 身 器 官 结构 

药 改 变 上 。 这 种 改变 也 是 生物 在 适应 环境 过 程 中 进行 演 化 的 开始 。 

奥 陶 纪 , 各 大 区 的 海水 都 是 相通 的 , 海 生动 物 选 择 最 合适 的 海域 生活 。 生 物 适 应 环境 

的 关系 就 是 生态 关系 。 二 者 关系 密切 ， 是 个 统一 体 。 至 于 环境 ， 一 般 说 来 是 当时 的 古 地 

理 环 境 ， 是 受 大 地 构造 格局 .地 壳 变 动 以 及 纬度 和 气候 变化 因素 的 影响 。 生活 环境 是 非 

常 复杂 的 , 同时 环境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另 一 方面 ,生物 的 生活 方式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 

环境 的 改变 促使 生物 的 发 展 与 演 进 。 旧 的 变 为 新 的 , 低级 的 变 成 高 级 的 , 这 就 是 生物 的 进 

化 。 地 壳 的 演变 与 生物 的 进化 是 相伴 而 进行 的 ， 也 是 统一 的 。 

笔 石 是 由 底 枉 生 活 方 式 次 变 为 漂浮 生活 的 。 由 低层 漂浮 演变 为 高 层 漂 浮 。 许 多 演化 

趋向 也 都 是 在 适应 环境 的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 

关于 生物 地 理 区 的 形成 原因 , 不 少 人 进行 过 研究 , 提出 过 多 种 不 同 的 假说 ,如 地 障 说 ， 

生物 -大 地 构造 说 ;水 温 控制 论 , 纬度 控制 论 , 板块 构造 学 等 等 。 卢 衍 豪 等 (1974) 提出 过 生 

物 -环境 控制 论 ， 林 宝玉 (1978) 提出 过 生物 -纬度 (温度 ) 控制 论 >, 他 们 对 前 人 的 假 北 都 作 

了 分 析 和 评论 。 笔 者 认为 ,过 去 的 假说 都 有 它 的 道理 ,都 有 它 的 根据 ,都 有 正确 的 一 面 , A 

为 他 们 所 根据 的 事实 是 基本 相同 的 ,问题 是 在 于 怎样 解释 形成 生物 区 的 主要 因素 是 什么 。 

由 于 各 人 的 着 眼 点 不 同 ,于 是 说 法 各 蜡 , 或 者 大 同 小 异 。 这 些 假说 虽然 都 有 它 的 缺点 和 不 

是 之 处 。 固 不 应 全 面 肯 定 , 也 不 可 爹 盘 否定 。 

1974 年 笔者 在 讨论 笔 石 的 生物 地 理 分 区 时 曾 说 过 ,“ 笔 石 动物 群 类 型 的 不 同 , 是 由 于 

笔 石 的 不 同 生活 方式 适应 各 种 环境 而 进行 分 异 的 结果 。 因 此 ， 生 态 的 不 同 是 形成 不 同 生 

物 区 的 主要 因素 .”( 穆 恩 之 ,1974，, :181 页 ) 。 就 笔 石 来 说 ， 近 些 年 来 最 流行 的 说 法 是 表 

层 水 温 控 制 说 ,实质 上 也 就 是 纬度 控制 说 (Skevington，1974，1978) 。 他 们 认为 太平 洋 

笔 石 动物 群 是 热带 暖 水 , 大 西洋 是 温带 凉水 的 。 依 照 它们 的 模式 ,中 国 处 于 热带 ;应 当 都 

是 属于 太平 详 笔 石 动物 群 。 但 是 ?事实 上 ,我们 的 华中 型 笔 石 动物 群 是 属于 大 西洋 笔 石 动 

1) 林 宝 玉 ，1978， 生物 -纬度 (温度 控制 论 及 其 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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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群 的 。 这 样 ， 纬度 控制 说 就 无 法 解释 。 无 怪 ， 他 们 称 中 国 笔 石 群 的 分 布 是 “异常 的 ” 
(Jackson，1978) 。 其 实 , 中 国 笔 石 动物 群 的 分 布 是 正常 的 ,很 有 规律 的 。 从 华中 区 经 过 江 

南 分 区 到 南 岭 分 区 , 笔 石 群 的 分 异 是 逐渐 过 渡 的 。' 这 是 因为 华南 型 的 笔 石 动物 群 笔 石 体 
轻 , 有 的 是 笔 石 体 复杂 化 ,有 的 是 体 壁 网 格 兹 ?漂浮 能 力 强 , 适 于 海水 表层 生活 。 华 南 区 当 
时 为 还 原 的 稳 静 海盆 , 华南 型 笔 石 能 适应 ; 而 华中 型 的 笔 右 则 不 能 适应 ， 因 为 华中 型 笔 石 
KEK, 适 于 水 下 漂浮 , 可 以 在 华中 区 惠 常 涛 海 生活 ， 而 不 能 适应 华南 区 的 还 原 环境 。 同 
样 ,华南 型 的 水 面 漂浮 的 笔 石 也 不 能 适应 华中 区 当时 水 面 动 荡 的 环境 。 因 此 , 向 南北 两 方 
面 分 异 。 而 江南 过 渡 区 位 于 两 大 区 之 间 ? 当 时 的 海水 环境 也 介 和 于 三 者 之 间 , 因而 两 大 类 型 
的 笔 厂 有 混 生 现象 , 也 就 是 过 渡 现 象 。 从 在 海水 中 的 垂直 分 布 上 看 , 温度 是 有 差别 的 ， 水 
表层 的 温度 高 ,水 下 的 温度 低 。 因此 ， 生 活 于 水 表层 的 笔 石 因 为 温度 较 高 有 利于 伙 殖 滋 
衍 , 种 属 繁多 。 而 生活 于 较 低层 水 中 的 笔 石 , 由 于 水 温 较 低 ， 一 般 种 属 比较 单调 。 这 种 分 
胆 是 纵向 上 的 分 异 ; 笔 石 所 以 生 于 求 表层 或 水 下 层 , 并 不 是 因为 水 温 的 高 低 ， 而 是 第 石 本 
身 的 生活 方式 对 海水 的 适应 。 这 是 决定 于 笔 石 的 汇 浮 能 力 和 海水 的 稳 静 程度 。 在 横向 分 
布 上 , 也 不 是 因为 水 温 的 高 低 而 分 看 的 ,而 是 由 海水 动静 而 分 悍 的 * 在 华中 区 和 华北 区 , 当 
时 海水 形 层 的 温度 也 是 较 高 的 , 可 是 比较 动荡 , 华南 型 笔 石 不 能 适应 。 在 华南 区 海水 低层 
的 温度 也 是 较 冷 的 ,但 海水 还 原 缺 氧 ; 华中 型 笔 石 则 不 能 适应 。 这 样 看 来 ， 华 中 区 出 现 所 
谓 盗 水 的 大 西洋 笔 石 动物 群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 

各 种 生物 以 其 各 赴 的 生活 方式 适应 未 同 的 生活 环境 进行 分 异 ， 这 就 是 生态 分 异 。 生 
物 地 理 区 就 是 生态 分 异 的 结果 。 这 就 是 我 们 所 说 的 “生态 分 异 说 ”。 

我 们 认为 , 生物 与 环境 的 关系 是 生物 适应 环境 , 而 不 是 环境 控制 生物 ， 虽 然 环境 对 生 
物 是 有 影响 的 。 生 物 对 环境 的 适应 ,生物 是 内 因 , 是 根据 , 居 主 导 地 位 ; 生物 的 生活 方式 则 
是 主要 因素 ,生活 方式 是 由 生物 本 身 结 构 器 官 功能 决定 的 s: 生 活 环境 是 外 因 , 是 条 件 ， 居 
从 属地 位 ,决定 生活 环境 的 主要 因素 是 古 地 理 , 影响 古 地 理 的 因素 很 多 ， 其 中 大 地 构造 是 
起 着 重要 作用 的 。 从 生态 地 层 的 分 布 情况 中 可 以 看 出 ， 生 物 地 理 区 与 大 地 构造 有 着 密切 
关系 , 可 见 生物 -大 地 构造 控制 论 (Lochman-Balk 和 Wilson, 1958) 是 有 它 可 取 之 处 
Ne Rib. 从 我 国情 况 看 , 生物 -大 地 构造 控制 论 的 三 种 构造 单元 一 一 地 合 、 优 地 槽 、 冒 地 
槽 一 一 过 于 简单 化 。 按 照 他 们 这 种 模式 ,华北 区 是 地 全 ,江南 分 区 是 冒 地 槽 ， 南 岭 分 区 是 
优 地 槽 , 而 无 与 华中 区 和 云海 分 区 相对 应 的 构造 单元 。 同 时 , 对 优 地 槽 和 冒 地 槽 的 含义 各 
AGG A. AR REL. Bante, Lochman-Balk 和 Wilson 他 们 认为 是 静水 海 

盆 , 但 不 少 人 认为 是 较 强 烈 的 火山 活动 区 ,而 无 火山 活动 的 地 槽 则 称 之 为 冒 地 槽 。 笔 者 在 
这 里 所 用 的 构造 单元 及 其 相关 的 生态 类 型 列表 如 下 ; 

Rem 区 

构 造 - 单 元 

地 HE Hh 村 地 & 中 

生活 KR Bt 陆 表 浅海 Pits HH he BiB FA SR 静水 海盆 & Mews 

生活 方式 底 柱 为 主 ex AG, dK PAY? . iitik 漂浮 为 主 PAF UK 

生态 类 型 
(黄河 型 ) (扬子 型 ) 华南 型 (珠江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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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括 起 来 , 归纳 为 下 列 几 点 : 

(1) 中 国 奥 陶 纪 地 层 的 六 大 区 中 ， 华 北 (黄河 )、 华 中 (扬子 )、 华 南 (珠江 ) 三 大 区 代表 

三 个 生态 地 层 类 型 ， 华 南 区 的 江南 、 南 岭 . 云 海 三 个 分 区 代表 华南 型 的 三 个 亚 型 。 
(2) 从 华北 到 海南 ,三 个 生态 类 型 及 其 相关 的 古 地 理 环境 和 大 地 构造 单元 如 表 ( 第 29 

页 ) 所 示 。 本 文 不 用 ” 优 地 槽 ”和 ” 冒 地 槽 ”之 类 的 名 称 , 而 用 地 槽 区 、 准 地 模 区 和 岛 弧 区 从 

华北 到 海南 的 模式 是 较为 明确 的 。 云 海 亚 型 多 火山 岩 , 为 一 般 优 地 槽 的 概念 ,但 其 生物 是 
FRM RANA, 生物 群 性 质 不 同 于 江南 亚 型 , 而 比 江南 亚 型 更 接近 于 华中 型 。 不 仅 云 

海 亚 区 , 就 是 北方 区 和 藏 滇 区 的 北 缘 昆 仑 山 及 西 秦 岭 地 区 也 是 如 此 。 
(3) 从 各 种 生态 类 型 间 的 过 湾 , 可 以 看 出 生物 群 的 分 异 , 本 文 重申 古生物 地 理 区 的 形 

成 是 各 种 生物 以 其 各 自 的 生活 方式 适应 生活 环境 进行 分 异 的 结果 ， 根 据 这 种 生态 分 异 的 
观点 , 提出 “生态 分 异 说 ”。 

(4) 从 藏 南 、 藏 北 两 个 分 区 的 生态 地 层 类 型 的 性 质 , 认为 “雅鲁藏布江 终 合 线 ” 可 能 在 

奥 陶 纪 , 至 少 是 在 奥 陶 纪 晚 期 及 早 志 留 世 已 显示 其 作用 。 结 合 藏 南 藏 北 奥 陶 系 及 志 留 系 发 
育 的 情况 , 勾画 了 古 地 中 海 的 发 育 及 印度 大 陆 去 而 复 返 的 模式 轮廓 。 

(5) 从 生态 地 层 类 型 间 的 过 渡 ,可 以 看 出 华中 准 地 台 向 南 扩展 ,祁连山 地 槽 向 东 向 南 

的 扩张 。 华 中 区 北 缘 的 东 秦 岭 和 浴 县 出 现 江南 型 生物 分 子 ， 说 明 这 两 处 东西 方向 的 条 带 

是 华中 地 人 台 的 边缘 凹陷 。 同 样 , 演 西 藏 东边 境 南北 向 条 带 也 是 如 此 。 这 些 情 况 不 论 对 地 层 

学 ,古生物 学 ,沉积 学 和 大 地 构造 学 来 说 都 是 值得 密切 注意 和 深入 研究 的 。 

主要 参考 文献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1974。 西 南 地 区 地 层 古 生物 手册 。 科 学 出 版 社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1979。 西 南 地 区 碳酸 盐 生 物 地 层 。 科 学 出 版 社 。 
尹 赞 勋 、 路 兆 治 ，1937， 云 南 施 旬 之 奥 陶 纪 与 志 留 纪 地 层 。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志 ， 第 16 卷 ，41 一 56 页 。 
王 鸿 祯 ，1978， 论 中 国 地 层 分 区 。 地 层 学 杂志 ， 第 2 卷 ， 第 2 期 ，81 一 104 页 。 
卢 衍 训 ，1959， 中 国 南 部 奥 陶 纪 地 层 的 分 类 和 对 比 。 中 国 地 质 学 基本 资料 专题 总 结论 文集 ， 第 2 号 ， 地 质 出 版 社 。 
卢 衍 豪 等 ，1974， 生 物 - 环 境 控 制 论 及 其 在 寒 武 纪 生 物 地 层 学 上 和 十 生物 地 理 上 的 应 用 。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 

刊 ， 第 5 号 ，27 一 116 页 。 

卢 衍 训 ，1976， 中 国 奥 陶 纪 的 生物 地 层 与 古生物 地 理 。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所 集刊 ， 第 7 号 。 
孙 云 铸 ，1963, 海 浸 的 基本 概念 和 问题 一 一 着 重 讨论 中 国 古生代 各 纪 动 物 群 及 其 分 区 。 地 质 学 报 , 第 43 4.5 2 期 。 
孙 云 铸 、 司 徒 穗 u，1947， 云 南西 部 保山 地 层 及 构造 。 北 京 大 学 地 质 系 论文 集 ， 第 32 号， 
WF 杰 、 黄 村 高 ，1979， 新 疆 堆 城 县 泉 子 沟 地 区 下 奥 陶 纪 的 笔 石 动物 群 。 地 质 学 报 第 53 卷 第 1 期 ， 1 一 21 页 。 
亦 “ 农 ，1974， 中 国 奥 陶 纪 珊 瑚 化 石 的 地 理 分 布 与 动物 地 理 区 的 初步 看 法 。 地 质 学 报 》1974， 第 1 期 , 5 一 22 页 。 
李 积 金 、 陈 “ 旭 ，1962， 黔 南 三 都 寒 武 纪 及 奥 陶 纪 笔 石 。 古 生物 学 报 ， 第 10 卷 ， 第 工期。 
肖 承 协 、 薛 春 汀 、 黄 学 小 ，1975， 江 西 尝 义 早 奥 陶 世 笔 石 地 层 。 地 质 学 报 ，1975， 第 2 期 ，112 一 125 页 。 
陈 均 远 ，1976， 中 国 北方 奥 陶 纪 地 层 及 头 足 类 化 石 研究 的 进展 。 古 生物 学 报 ， 第 15 卷 ， 第 1 期 ，56 一 9 页 。 

张 文 党 ，1962， 中 国 的 奥 陶 系 。 全 国 地 层 会 议 学 术 报告 汇编 。 科 学 出 版 社 。 
张 日 东 。1962， 甘 肃 环 县 中 届 陶 统 几 种 头 足 类 化 石 。 古 生物 学 报 ， 第 10 卷 ， 第 4 期 。 

盛 芒 夫 ，1974， 中 国 奥 陶 系 划 分 和 对 比 。 地 质 出 版 社 。 
穆 恩 之 ，1959， 中 国 含 笔 石 地 层 。 中 国 地 质 学 基本 资料 专题 总 结论 文集 ， 第 2 号 。 地 质 出 版 社 。 
穆 恩 之 ，1974， 正 笔 石 及 正 笔 石 式 树 形 笔 石 的 演化 和 分 类 和 分 布 。 中 国 科 学 ，1974， 第 2 卷 ，174 一 183 页 。 

穆 恩 之 、 葛 梅 钰 、 陈 ， 烛 、 倪 寅 南 、 林 铝 坤 ，1979， 西 南 地 区 下 奥 陶 绕 的 笔 石 。 中 国 古 生物 志 。 新 乙 种 ,第 13 号 。 
穆 恩 之 、 李 积 金 、 药 梅 钰 、 尹 集 祥 ， 1962, 祁连山 的 笔 石 。 祁 连 山地 质 志 ， 第 4 卷 ， 第 2 分 册 。 
穆 恩 之 、 文 世 宣 、 王 义 则 、 章 炳 高 、 尹 集 祥 ，1973， 中 国 西藏 南部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的 地 层 。 中 国 科 学 ，1973， 第 1 

Mem HK. PRG. fr i, 1966, THA, TM-PRMAS GW. WEEE, 1G, 1. 
Berry. W. B. N., 1958,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Ordovician succession in the Marathon region, 

Texas, Jour. Sed, Petrology, vol. 28, pp. 389—405. 

, 1962, Graptolite occurence and ecology. Jaur, Paleontology, vol. 36, no. 2, pp. 285-—293. 

« 30 e 

as Hace 



Berry, W. B. N., 1972, Early Ordovician Bathyurid province lithofacies and correlations-their relation- 

ship to a Proto-Atlantic Ocean. Lethaia, vol. 5. no. 1, pp. 69—83. 

, 1974, Facies distribution pattens of some marine benthic faunas in early Paleozoic 

Platform environments.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15, pp. 153—168. 

, W. B, N. and Boucot, A. J., 1972, Silurian graptolite depth zonation. 24th IGC-Section 

7, pp. 59—65. 

Erdtmann, B. D., 1971, Ordovician graptolite zones of Western Newfoundland in relation to paleo- 

geography of the North Atlantic. Bull. Geol. Soc. Amer., vo] 82, no, 6, pp. 1509—1528. 

———., 1976, Ecostratigraphy of Ordovician graptoloids. Proceedings Paleont. Assoc. Sympo- 

sium, pp. 621—643. 

Jackson, D. E., 1978, Recent developments in graptolite research. Western and Arctic Canadian Biost- 

ratigraphy, Geol. Assoc, Canada, Special paper 18, pp. 113—131. 

Kirk, N. H., 1969, Some thoughts on the ecology, mode of life and evolution of the Graptolithina. 

Proc. Geol. Soc. London, no. 1659, pp. 273—292. 

Kobayaski, T., 1930, Combrian and Ordovician faunas of south Korea and the bearing of the Tsing- 

ling-Keijo line on Ordovician palaeogeography. Proc. Imp. Acad. Tokyo, vol. 9. 

Lochman-Balk, C. and Wilson, J. L., 1958, Cambrian biostratigraphy in North America. Jour. Paleont., 

vol, 32, no. 2, pp. 312—350. 

Palmer, A. R., 1972, Problems of Cambrian biogeography. 24th IGC-Sect. 7, pp. 310—315. 

Spjeldnaes, N., 1961, Ordovician climatic zones. Norsk Geol, Tidssk., vol. 41, pt. 2, pp. 45—79. 

Skevington, D., 1969, Graptolite faunal provinces in Ordovician of Northwest Europe. Amer. Assoc. 

Petr. Geol., Mem. 12. 

, 1974, Controls influencing the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Ordovician graptolite 

faunal province. Palaeontology, Special paper 13, pp. 59—73. 

, 1978, Latitudinal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gradients and Ordovician faunal provinces. 

Alcheringa 2, pp. 21—26. 

Whittington, H. B. and Hughes, C. P., 1972, Ordovician geography and faunal provinces deduced from 

trilobite distribution. Phil, Trans. R. Soc. London, Ser. B, 263, pp. 235—278. 

Wilson, J. T., 1966, Did the Atlantic close and then re-open? Nature, 211, pp. 676—681. 

Williams, A., 1969. Ordovician faunal province with references to brachiopod distribution. The Pre- 

Cambrian and the Paleozoic rocks of Wales, pp. 117—J54. 

e 31 e 



中 国志 留 纪 四 射 珊瑚 组 合 与 生物 地 理 分 区 

ERR 何 心 一 
(武汉 地 质 学 院 北 京 研 究 生 部 ) 

近代 中 国志 留 纪 珊瑚 的 研究 始 于 四 十 年 代 。 近 十 年 来 ,中 国 地 质 科学 院 及 各 大 区 研 
究 所 .中国 科 学 院 地 质 十 生物 研究 所 组 织 编写 了 古生物 图 册 , 进行 了 断代 地 层 总 结 ， 研 究 

整理 了 大 量 资料 , 对 边远 地 区 各 纪 生 物 群 的 面貌 也 逐渐 有 所 了 解 。 最 近 林 宝 玉 1979 对 中 

国志 留 系 作 了 初步 的 全 面 总 结 。; 本 文 在 这 个 基础 上 ， 试 图 建立 志 留 纪 主 要 的 四 射 珊 瑚 组 

合 ,并 探讨 其 生物 古 地 理 的 意义 。 在 工作 中 , 参考 了 部 分 尚未 出 版 的 古生物 图 册 资 料 ， 特 
别 是 何 原 相 、 曹 宣 铎 、. 郭 盛 哲 和 化 土 赐 等 同志 的 研究 成 果 , EKER. 

一 、 中 国志 留 纪 四 射 珊瑚 组 合 及 其 层 位 分 布 

中 国 晚 奥 陶 世 后 期 至 志 留 纪 的 四 射 珊瑚 动物 群 自 下 而 上 可 分 为 七 个 组 合 ， 见 于 不 同 
地 区 , 层 位 如 下 (图 1, 表 1) : 

上 HE B 2: 7. Mucophyllum—Pseudomicroplasma 组 合 ( 二 道 沟 组 ) 

6. Weissermelia—Altaja 组 合 ( 西 别 河 组 ) 

rhe SB &: 5. Micula-Ketophyllum 组 合 ( 关 底 组 ) 

4. Kyphophyllum-Idiophyllum 组 合 ( 宁 强 组 ) 

下 志 留 统 :3. Kodozoppylizza-Matkotta 组 合 ( 石 牛 栏 组 上 段 ) 

2. Dinophyllum—Rhabdocyclus 组 合 ( 石 牛 栏 组 下 眉 ) 

ERS IRS: 1. Borelasma-Sinkiangolasma 组 合 (观音 桥 层 ) 

1. 晚 奥 陶 世 晚期 四 射 珊瑚 组 合 

Borelasma-Sinkiangolasma 组 合 本 组 合 的 典型 发 育 地 区 和 产 出 层 位 是 上 扬子 

区 的 黔 北 观 音 桥 层 (Dalmaniting 层 ) 。 四 射 珊瑚 非常 丰富 , 其 中 Borelasma 特征 突 

出 , 层 位 稳定 ， 可 作为 代表 性 化 石 。 Borelasma 一 属 在 瑞典 的 上 奥 陶 统 Dalmanitina 

层 , 挪威 的 上 奥 陶 统 5b 层 以 及 苏联 爱沙尼亚 的 上 奥 陶 统 了 层 均 有 广 布 ， 可 以 进行 对 比 。 

Sinkiangolasma 在 观音 桥 层 比较 少见 , 但 在 中 国 晚 奥 陶 世 地 层 中 分 布 很 广 , 近年 来 在 西 

北 、. 中 南 、 华 东 \、 东 北 北 部 均 有 发 现 , 产 出 层 位 一 般 似 比 观音 桥 层 稍 低 。 

本 组 合 的 共生 分 子 有 Brachyelasma primum, Streptelasma, Crassilasma, Gre- 

wingkia, Kenophyllum, Pycnactis, Siphonolasma He, Paramplexoides He 等 ( 何 

心 一 ，1978)， 全 为 单 体 四 射 珊瑚 , 尤 以 扭 心 珊瑚 科 最 为 繁盛 , 其 次 是 闭 珊 瑚 科 ， 另 有 泡沫 

珊瑚 类 的 个 别 代 表 。 此 外 , 在 黔 北 观音 桥 层 找到 少量 Proheliolites ( 原 日 射 珊瑚 ) 。 特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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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 国志 留 纪 四 射 珊瑚 组 合 分 布 , 生 物 地 理 及 沉积 分 区 略图 
1. 四 射 珊瑚 组 合 典型 区 序号 。2. 四 射 珊瑚 组 合 分 布 区 序号 。 
3 沉积 分 区 : [北方 活动 类 型 区 : IA 阿尔 泰 区 ，IB 兴安 区 ，IC 天 山北 山区 ，ID 内 蒙 吉 辽 区 ; 

I. 北方 稳定 类 型 区 : UA 塔里木 (南天 山 ) 区 ，IIB RETR; 
I. 中 部 活动 类 型 区 : WA BER, WB 昆仑 川西 区 ，IIC 秦 岭 区 ; 
IV. 南方 稳定 类 型 区 : IVA? 藏 南 区 。IVB 杨 子 区 ; 
V. 南方 活动 类 型 区 : VA BAK, VB 湘 中 钦 防 区 。VC HK 
VI 南大 陆 (?) 喜 马 拉 雅 区 。 

4-7. 生物 地 理 分 区 :4 一 一 北方 大 区 ; 5 一 一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 6 一 一 澳洲 太平 洋 大 区 ，7 
岗 瓦 纳 (?) 大 区 。 

南大 陆 、 

要 指出 Lambeophyllum 的 存在 , 这 个 属 一 般 见于 北美 和 欧洲 的 中 奥 陶 统 ， 近 年 在 浙 西 

晚 奥 陶 世 早 期 的 三 巨 山 灰 岩 组 以 及 苏联 哈萨克 东北 部 上 奥 陶 统 均 有 发 现 ， 这 说 明 Lam- 

beophyllum 的 时 限 可 以 上 延至 晚 奥 陶 世 , 它 的 出 现 也 对 解决 观音 桥 层 的 时 代 问 题 提 GE 

了 重要 证 据 。 由 于 观音 桥 层 含有 许多 典型 的 奥 陶 纪 属 种 ， 其 中 有 些 是 标准 的 晚 奥 陶 世 的 
代表 ， 如 Brachyelasma primum, Borelasma, Sinkiangolasma, Lambeophyllum, 

Kenophyllum 等 ,所 以 将 观音 桥 层 的 时 代 划 人 晚 奥 陶 世 较 为 适宜 。 
含 Hirnantia-Dalmanitina mucronata 动物 群 的 地 层 在 中 国 分 布 很 广 ,如 黔 北 的 

观音 桥 层 、 陕 南 的 南 郑 层 等 ,但 Borelasma-Sinkiongolasma 珊瑚 群 的 分 布 则 比较 局 限 ， 

目前 仅 发 现 于 黔 西北 毕节 燕子 口 \, 黔 北 仁 怀 中 枢 . 思 南 、. 印 江 一 带 , 这 与 当时 的 古 地 理 、 古 
生态 环境 有 关 。 五 峰 期 的 沉积 主要 是 笔 石 相 , 属 隔绝 海 的 还 原 环境 , 不 适宜 珊瑚 生长 。 五 

峰 期 末 至 观音 桥 期 逐渐 转变 为 正常 海 , 有 混合 相 或 介壳 相生 物 出 现 , 在 局 部 的 钙 质 沉积 环 

境 下 , 即 发 育 大 量 单 体 山 瑚 。 这 一 珊瑚 群 与 西欧 及 波罗的海 动物 群 关 系 较 密 切 , 当时 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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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 留 系 四 射 珊瑚 组 

西方 习 用 阶 

D, Gedinnian 

Pridolian 

S} Ludlowian 

U. Wenlockian 

S! L. Wenlockian 

U. 

S} Llandoverian 

Si? L. & M 
Llandoverian 

-Oj-Si Hirnantian 

O, 

- 346 

IB 兴安 区 

卧 都 河 组 
Enterolasma 

Tryplasma 

Tuvaeella 
Tannuspirifer 

八 十 里 小 河 组 

Tuvaella 

黄花 沟 组 

Hindella 

O， 

北 

Bee RA 

基 夫 克 组 
Kyphophyllum 
Strombodes 
Yassia 
Holmophyllum 

Gyalophyllum 
Dentilasma 
Rhabdocyclus 
Microplasma 
Zelophyllum 

Fe h 58 

动 tis 5 

IC 北 天 山北 山区 

BRA EB 

Schlotheimophyllum 
Kodonophyllum 
Holmophyllum 
Zelophyllum 
Pilophyllum 

RBRATP B 

Tabularia 
Ketophyllum 
Ceriaster 

Zi 

Os 

@ Mucophyllum 
Pseudomicroplasma 
Tryplasma 
Microplasma 
Spongophyllum 

查 干 哈 布 组 

Entelophyllum 
Spongophyllum 
Tryplasma 

Warburgella 
Encrinurus 

西 别 河 组 
© Weissermelia 

Altaja 
Entelophyllum 
Spongophyllum 
Ptychophyllum 
Strombodes 

未 

布 龙山 组 

Os 



合 及 代表 性 沉积 分 区 简 表 

中 部 活动 沉积 区 南部 稳定 沉积 区 南部 活动 沉积 区 | 南大 陆 沉 积 区 

IA 祁 连 区 | WIC 秦岭 区 IVB WE %@ FF 区 VB 湘 中 钦 防 区 | VI 喜马拉雅 区 

D, D, D, ’ D, D 

玉龙 寺 组 

旱 th 组 Warburgella 
Athyrisina 
Protathyris 

妙 高 山 组 
白 龙 江 群 

Howellela tingi Bi 城 HF 
ntelophyllum Protathyris 
pongophyllum 
Holmophyllum 
Strombodes 

一 一 一 关 底 组 
舟 dh 组 ® Micula—Ketophyllum 

Stereoxylodes Holmophyllum 

olmophyllum Ketophyllum Squameofavosites 
yalophyllum Gyalophyllum 

Nanshanophyllum Mucophyllum 业 
Se gers Te ee 

Op at BS 四 
Kyphophyllum-Idiophyllum 

Shensiphyllum Nikiforovaena 组 
Miculiella Sichunoceras 
Pilophyllia Coronocephalus 
Gyalophylloides Salopina 
Chonophyllum 

AEA EB 
@ Kodonophyllum-Maik ottia 

Gyalophyllum Paraconchidium 

i 脏 沟 组 Hedstrosmophyllum 器 
Dentilasma Subalveolites 

REAA Pilophyllia 
Stauria 

| % Betts FB 文 头 山 组 “| ye 
@®. Dinophyllum-Rhabdocyclus 

Brachyelasma 
部 Cymatelasma i 

Pycnactis 
Cantrillia 群 

群 Crassilasma 
Ceriaster 
Cystiphyllum Stricklandinia 

安子 沟 组 
小 石 个 沟 组 龙 3 溪 组 ze A 组 

观音 桥 层 
@ Borelasma-Sinkiangolasma 

Streptelasma 
Grewingkia 
Brachyelasma 
Crassilasma 
Pycnactis 
Lambeophyllum 

O; C—O Os 
O; 



可 能 通过 苏联 中 亚 和 中 国 西北 地 区 与 华南 相通 。 

2. 旱 志 留 世 四 射 珊瑚 组 合 

在 上 扬子 区 相当 于 早 , 中 Llandoverian 期 的 沉积 为 笔 石 相 的 龙马 溪 组 , 但 在 其 上 普 

遍 发 育 以 灰 岩 , 泥 灰 岩 为 主 的 壳 相 地 层 , EDGR BTA, 在 黔 北 称 石 牛 栏 组 本文 所 称 

石 牛 栏 组 包括 原石 牛 栏 群 和 原 韩 家 店 组 下 部 红 层 以 下 的 部 分 , 相当 于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 

究 所 建立 的 香 树 园 组 和 雷 家 屯 组 (广义 ), 由 于 岩 性 横向 变化 显著 ， 仍 合 称 石 牛 栏 组 ， 可 分 

+. FRR, 包含 两 个 珊瑚 组 合 。 

Dinophyllum-Rhabdocyclus 组 合 这 一 组 合 典型 发 育 于 黔 北 , 层 位 是 石 牛 栏 组 

FP Ee. Bh Llandoverian 期 的 早期 ,以 小 型 单 体 珊 瑚 为 主 ,共生 分 子 有 Brachyelasma 

sibricum, Crassilasma, Cymatelasma, Amplexoides, Tryplasma, Cystiphyllum, 

Cysticonophyllum, Palaeophyllum, Ceriaster, Fletcheria ©; Kind, ASS 

以 Troedssonites, Syringoporinus, Helioplasmolites 最 为 常见 。 其 中 Troedssonites 

在 黔 北 、 黔 东南 分 布 广泛 , 层 位 稳定 , 可 作为 石 牛 栏 组 下 段 及 其 相当 地 层 的 标准 化 石 。 
AAA HA HEH AMZ FREE, 如 Leolasma, 过 去 定 为 中 志 留 世 的 属 种 , 如 

Dinophyllum yunnanense Wang, Holmophyllum conicum Wang， 原 产 于 汗 东 北大 

关 群 ,但 二 者 均 见 于 黔 北 下 志 留 统 。 可 以 推断 在 滇 东北 含 有 Dinophyllum-Rhabdocy- 
clus 珊瑚 组 合 的 地 层 应 相当 于 石 牛 栏 组 下 侦 。 至 于 Dinophyllum yunnanense 虽 广 泛 

见于 黔 北 、 汗 东北 , 却 未 在 鄂 西 罗 惹 坪 组 中 发 现 。 我 们 认为 葛 治 洲 、 俞 昌 民 (1974) 所 建新 

属 产 于 罗 惹 坪 组 的 Desiphy1loides， 根 据 构造 特征 与 Dinophyllum 关系 密切 ， 只 是 隔 

壁 内 端 稍 加 厚 , 部 分 密 接 。 

鄂 西 罗 惹 坪 组 所 含 四 射 珊瑚 群 总 貌 和 黔 北 石 牛 栏 下 段 基本 相同 。 共 同属 种 有 Bra- 
chyelasma sibiricum, Palaeophyllum hubeiense, Ceriaster minor, Rhizophyllum 

minor, Amplexoides, Rhadocyclus, Cantrillia, Tryplasma 5, (8 DE thee 

特有 属 群 ,如 Onychophyllum pringlei, Pseudophaulactis(?), —44> 4° BINA 

西伯 利 亚 的 下 志 留 绕 。 同 时 需要 指出 , Bea LAY “Pycnactis” hubeiensis 在 成 年 
期 对 部 隔壁 变 薄 , 横 板 很 发 育 , 不 符合 Pycnactis 属 的 定义 ,可 归 人 Pseudophaulactis, 

Kodonophyllam-Maikottia 组 合 典型 发 育 地 区 和 产 出 层 位 是 黔 北 石 牛 栏 组 上 
段 。 我 们 认为 Maikottia Lavrusevich 1967 与 Qianbeilites Ge et yi 1974 为 同 

一 个 属 ， 故 用 前 名 。 

本 组 合 的 共生 分 子 有 Gyalophyllum, Hedstroemophyllum, Zelophyllum, Pilo- 

phyllia, Tabularia, Stauria &,2¥4ERI-AALAN EH. Ketophyllum, Pycno- 

stylus +32 FEIN. MAA SHO Hee Bh, 但 在 黔 北 早 志 留 世 这 一 组 合 中 较 A 

常见 。 十 字 珊 瑚 科 在 石 牛 栏 组 上 段 也 很 发 育 , 常 找到 具有 稳定 鳞 板 带 的 高 级 类 型 以 及 具 
有 中 轴 构 造 的 类 型 ,如 Stauria normola, Ceriaster Columellatus, 此 外 ,还 发 现 少 

量 Gyrewingkia。 近 年 来 在 伊朗 、 澳 大 利 亚 Landorerian 的 中 .下 部 也 先后 发 现 Gre- 

岂 识 gKkia， 说 明 中 国 扬子 地 区 的 早 志 留 世 珊瑚 群 与 欧洲 、 澳 大 利 亚 同期 所 产 关 系 密切 。 
这 一 组 合 中 还 含有 大 量 床 板 珊瑚 , 主要 有 Meitanopora, Baikitolites, Eoroeme- 

rilites, Thecostegites kei Wik, Ht Meitanopora, Eoroemerilites 层 位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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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分布 广泛 , 也 可 作为 石 牛 栏 组 上 段 的 标准 化 石 。 此 外 , 本 组 合 还 出 现 较 多 的 双 带 型 珊 

瑚 , 尤其 在 川南 基 江 、 壮 东北 盐 津 、 大 关 一 带 相 当 于 石 牛 栏 组 上 段 产 有 较 多 的 Entelo- 
phyllum», Strombodes, Yassia 等 。 

陕 南 早 志 留 世 王家 湾 组 的 四 射 珊 瑚 也 可 分 为 上 .下 两 个 组 合 , 下 组 合 主要 有 Ample- 
xoides, Tryplasma, Cysticonophyllum, Onychophyllum, Ceriaster 等 ， 大 致 与 黔 

ItLGEE AFR HM. LASS Kodonophylium, Pilophyllia, Yassia 等 ， 可 与 石 牛 

栏 组 上 段 对 比 。 

3. PE BED MMS 

Kyphophyllam-idiophyllam 组 合 本 组 合 属于 中 志 留 世 温 洛克 期 ， 典 型 发 育 地 
区 和 层 位 是 陕 南 的 宁 强 组 。 除 主要 代表 Idiophyllum 和 Kyphophyllum 外 ,常见 分 子 
4 Gyalophylloides, Pilophyllia, Shensiphyllum, Miculiella, Rhizophyllum 等 ,其 次 

% Tryplasma, Amplexoides, Chonophyllum, Calostylis, Idiophyllum Cao (2 

EPG, 1975) 与 Nanshanophyllum 的 区 别 是 有 时 发 育 三 级 隔壁 ， 隔 壁 内 端 呈 分 又 状 ， 

主 部 隔壁 两 侧 对 称 ; 主要 产 于 大 巴山 地 区 的 宁 强 组 ,也 见于 湖南 石门 中 志 留 世 的 秀山 组 。 

Shensiphyllum 在 宁 强 组 及 其 相当 地 层 中 分 布 较 广 。 葛 治 洲 、 俞 昌 民 1974 年 建立 

Shensiphyllum 时 未 提 马 蹄 状 鳞 板 。 我 们 认为 此 属 应 包括 共 马 蹄 状 鳞 板 的 类 型 ， 如 陕 南 
宇 强 组 的 Stereozylodes phacelloides Cao 和 鄂 西 长 阳 纱 帽 组 所 产 的 Neopetrozium 

hubeiense Wu (RWS, 1977) 均 具 马蹄 状 鳞 板 ,应 归 人 Shensiphyllum, 

SRA RA Wenlock 期 的 标准 属 种 如 Rhizophyllum gotlandicum, 

Micula, Miculiella, Chonophyllum 外 ,还 有 大 量 的 床板 珊瑚 、 日 射 珊瑚 ， 其 中 仅见 于 

中 志 留 世 的 有 Antherolites, Subalveolites, Thaumatolites, 

滇 东北 相 当 于 中 志 留 统 宁 强 组 或 秀山 组 的 珊瑚 组 合 还 未 详细 研究 。 据 以 往 资 料 , 四 射 
珊瑚 主要 有 Pseudocystiphyilum, Zelophyllum, Pilophyllum, Gyalophyllum 等 ， 

PRAT Alveolites, Subalveolites, Ninggiangolites 较 发 育 。 滇 西 哀 牢 山 中 志 留 

世 珊 瑚 比较 单调 , 仅 有 Holmophyllum, Zelophyllum, Pilophyllum 等 属 , 与 邻 区 难于 

详细 对 比 。 

位 于 北方 活动 区 的 甘肃 北山 和 新 疆 中 天 山 含 有 较 丰 富 的 中 志 留 世 珊 瑚 ， 祁 连 山区 泉 
脑 沟 山 组 产 有 Nanshanophyilum, Kyphophyllum, Tryplasma, Cystiphyllum 等 ， 

同时 含有 SticPvamoceras，Co7romocephalus， 与 扬子 区 的 宁 强 组 或 秀山 组 相当 , 属 第 四 

组 合 。 此 外 ,新疆 中 天 山中 志 留 统 基 夫 克 组 产 有 Kyphophyllum, Holmophyllum, Ze- 
lophyllum, Kodonophyllum, Amplexoides, Strombodes, Yassia 等 ;东北 辽宁 中 志 

留 绕 栖 银 苏 组 含有 Streptelasma, Dinophylium, Palacophyllum, Mucophyllum, X 

致 都 与 第 四 组 合 相 近 , 但 尚 难 与 扬子 区 同时 期 的 珊瑚 群 进 行 详细 对 比 。 

Micula-Ketophyllum 组 合 ， :以 滇 东 曲 靖 关 底 组 的 珊瑚 为 代表 ， 共 生 分 子 有 Ho- 
lmophyllum, Gyalophyllum, Mucophyllum, BAKA Squameofavosites, Sy- 

tingopora “=, Mucophyllum 在 中 国 多 出 现 于 中 志 留 统 上 部 至 上 志 留 绕 。 过 去 认为 

1) 据 成 都 地 质 矿 产 研 究 所 何 原 相 未 刊 资料 。 



Squameofavosites WHIT LEB. (Az D. kaljo 和 E. klaamann (1973) 总 

结 资料 , 苏联 哈萨克 、 萨 彦 岭 等 地 的 中 志 留 统 中 也 产 Squameofavosites, AX, KIRA 

生物 群 与 秀山 组 上 段 ( 含 Sichuamoceras，Coromocephalus 动物 群 ) 关系 密切 ， 珊 瑚 组 

合 最 可 能 属于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 

4. 晚 志 留 世 的 珊瑚 组 合 

Weissermelia-Altaja AG ”代表 地 区 和 层 位 是 内 蒙古 北 灵 庙 西 别 河 组 ， 属 于 
Ludlovian 期 ,共生 分 子 有 Spongophyllum, Strombodes, Kyphophyllum, Muco- 

phyllum 等 ,泡沫 型 珊瑚 也 较 多 。 Weissermelia 主要 产 于 欧洲 和 乌拉 尔 地 区 的 上 志 

%, Altaja 原 产 于 苏联 哈萨克 和 西伯 利 亚 主要 在 中 志 留 统 ， 但 在 中 国 出 现 层 位 较 高 。 

内 蒙古 上 昭 乌 达 盟 的 杏 树 洼 组 与 西 别 河 组 相当 , 也 含有 Wecissermelia 和 Tryplasma 
hedstroemi; 甘肃 西 秦 岭 的 白 龙 江 群 上 部 也 代表 这 个 层 位 ， 含 Entelophyllum, Stro- 

mbodes, Spongophyllum, Pycnostylus, Tabularia, Tryplasma, Cystiphyllum, Ke- 

tophyllum, Homlophyllum, Gyalophyllum, Gukoviphyllum, Nipponophyllum, 

Kyphophyllum, Pseudamplerus, Schlotheimophyllum 等 。 此 外 ,新 疆 南 天 山地 区 的 

科 克 铁 克 达 坂 群 所 含 四 射 珊 瑚 与 白 龙 江 群 相近 ， 也 可 能 属 同一 层 位 , KABA: Tabula- 
ria, Ketophyllum, Holmophyllum, Kyphophyllum, Pycnostylus 等 。 

Mucophyllum-Pseudomicroplasma 组 合 ” 典 型 发 育 区 和 层 位 是 吉林 中 部 的 三 道 

WA, 本 组 合共 生 分 子 有 Tryplasma, Cystiphyllum, Microplasma, Rhizophyllum, 

Diplochone, Entelophyllum, Spongophyllum, Lyrielasma;iK4G KAcH Squameo- 

favosites, Mesofavosites 等 ,其 中 Lyrielasma, Pseudomicroplasma 过 去 均 限 于 泥 

盆 纪 , 近年 在 乌拉 尔 区 上 志 留 统 上 部 也 找到 Pseudomicsoplasma, 二 道 沟 组 的 珊瑚 群 

虽 有 早 泥 盆 世 分 子 ， 但 占 优势 的 是 晚 志 留 世 的 属 种 ， 时 代 暂 定 为 晚 志 留 世 晚 期 (Prido- 

lian) 至 早 泥 盆 世 的 早期 (Gedinnian) 。 与 二 道 沟 组 相当 的 地 层 有 昭 乌 达 盟 地 区 的 下 在 

牌 组 , 也 会 有 少量 珊瑚 

二、 中 国志 留 纪 四 射 珊瑚 生物 地 理 区 

1. 中 国志 留 纪 沉积 分 区 及 古 地 理 轮 廓 

在 讨论 中 国志 留 纪 生物 地 理 分 区 之 前 , 简单 回顾 一 下 当时 的 沉积 分 区 和 海陆 轮廓 , 将 

有 助 于 了 解 珊瑚 群 的 分 布 及 其 意义 。 

根据 地 层 沉积 类 型 和 各 区 构造 性 质 , 中 国志 留 系 可 分 六 个 帝 积 区 , 自 北 而 南 是 : D dé 

方 活动 类 型 区 ; II) 北方 稳定 类 型 区 ; I) 中 部 活动 类 型 区 ; IV 南方 稳定 类 型 区 ; V) 

南方 活动 类 型 允 和 VI) 南大 陆 (?) 稳定 类 型 区 (图 1, 图 2)。 

图 2 是 早 . 中 志 留 世 石 牛 栏 期 到 秀山 期 的 沉积 类 型 和 古 地 理 图 。 志 留 纪 时 ,中国 华 北 

地 区 是 和 剥蚀 古 陆 ,塔里木 地 块 的 主要 部 分 大 约 也 在 海面 以 上 。 在 这 个 横 豆 东西 的 稳定 区 之 

北 是 复杂 的 “北方 地 槽 区 ”两 者 之 间 以 内 蒙古 地 轴 北 缘 和 中 天 山南 缘 的 断裂 带 分 界 。 兴 安 

区 以 富 含 火山 物质 的 硬 砂岩 组 合 为 主 , 西北 区 中 北 天 山 和 西 准 葛 尔 的 同期 沉积 也 以 含 安 
山 珍 岩 及 凝 灰 岩 为 特征 。 北 方 稳定 区 的 沉积 代表 有 塔里木 北 缘 的 柯 坪 塔 格 组 和 陕 甘 宁 交 

° 38 。 



O
A
S
 

PETES 
AST Ht @

 
A
e
s
 

ETE 
eh 

%
 

O
S
S
/
A
K
v
H
E
E
 

©
 

:
2
M
A
R
E
C
S
 

©
 

‘
R
A
R
B
R
A
R
K
E
M
 

©
 

E
M
S
 

VM
 

©
 

A
A
E
M
 

©
 

A
S
I
N
 

M
 

©
 

S
H
H
!
 

@
 

一
 

OO
 

O
M
S
 

M
M
 

gl
 

R
E
I
S
 

A
H
S
 

21
 

S
P
I
 

R
E
!
 

‘o
l 

O
R
 

X
i
e
 

‘c
l 
E
B
B
 

A
M
 

C
R
E
M
 

ob
 

C
O
T
Y
 

R
A
D
Y
 

M
E
 

cl
 

B
B
B
 

h
 

E
M
M
A
 

“Z
l 

M
U
M
S
 

TT
 

fi
w 

U
y
 

it
 

B
a
e
)
 

or
 

S
U
S
E
 

6 
CM
M 

O
N
O
 

e
A
 

-g
 

S
E
M
 

A
M
S
 

+7
 

C
E
M
 

M
U
R
A
 

9 
T
R
E
 

E
Y
]
 

一
 

9
 

“
B
B
G
 

hs
 

SK
 

M
M
M
 

A
R
M
 

“oc
 

S
B
H
A
L
M
S
 

E
R
M
A
 

“>
 

M
U
A
 

eo
 

M
I
M
 

E
e
 

7 
S
E
M
A
 

1 
C
R
S
A
 

*c
—1
 

Fe] Se it Os FT SA USE SPOS eh 7 

P
E
D
 INO a

e
 
e
a
e
 

iae 
bead 

‘
 a 

CTY WIE OES) oD oC AC 
; 

9 (1) s
g
 

° SS 
S
S
 
S
s
 

a 

Te 

Gy 

2) 

叫 

>
 
a
e
 

e
k
 

7
.
 

» 39 « 



界 的 照 花 井 群 ,后 者 含有 丰富 的 珊瑚 群 。 
志 留 纪 时 分 隔 中 国 南北 的 中 间 活 动 区 包括 祁 连 ,昆仑 和 秦岭 等 海 槽 。 北 祁连山 的 脏 脏 

沟 组 和 泉 脑 沟 山 组 是 北 祁 连 早 古生代 海 槽 最 后 的 火山 活动 和 强烈 沉陷 的 沉积 产物 。 祁 连 
山区 自 晚 志 留 世 起 即 逐 渐 升 起 成 陆 。 昆 仑 秦岭 是 当时 主要 的 东西 向 活动 带 ， 东 昆仑 山 布 
尔 汗 布 达 南 坡 志 留 系 以 富 含 火 山 岩 为 特征 。 秦 玲 的 志 留 系 则 多 为 含 碳 质 的 钙 泥 质 沉 积 ， 
厚度 及 岩 相 烧 向 变化 急剧 , 但 一 般 不 见 火山 岩 。 

南方 的 稳定 地 块 以 扬子 区 为 主 , 志 留 纪 石 牛 栏 期 至 秀山 期 的 沉积 分 布 较 窑 ， 厚 度 较 
大 , 岩 相 横 变 也 较 明显 , 这 与 当时 地 块 边缘 的 强烈 差异 升降 有 关 。 早 、 中 志 留 世 的 现 戎 组 
合 在 这 里 发 育 最 佳 。 志 留 纪 藏 北 地 区 可 能 是 另 一 个 大 型 中 间 地 块 ( 王 鸿 杆 , 1978)， 近 年 
在 班 戈 附近 发 现 的 志 留 系 属于 稳定 沉积 类 型 。 

由 于 奥 陶 纪 示 中 国 东南 沿海 和 广大 地 区 大 规模 上 升 , 志 留 纪 时 的 南方 活动 沉积 区 仅 
余 钦 防 海浪 和 湘 中 皖 浙 两 个 海区 , 其 中 钦 防 海 槽 延续 到 晚 古 生 代 ,其 余地 区 在 中 志 留 世 以 
后 转变 为 剥蚀 区 或 滨海 及 陆 相 沉积 区 。 
最 后 ,喜马拉雅 地 区 的 稳定 型 志 留 系 石器 坡 组 与 岗 瓦 纳 古 大 陆 的 关系 尚 须 探 讨 〈 见 

下 )。 

2. 中 国志 留 纪 珊 瑚 生物 地 理 分 区 

不 少 学 者 如 Kaljo 和 Klaamann (1973) 认为 晚 奥 陶 世 及 志 留 纪 珊 瑚 群 大 部 分 是 

世界 性 的 , 但 实际 上 中 、 晚 志 留 世 珊 瑚 都 有 较 明 显 的 区 系 分 异 ，Oliver Mite SiH At 

美 晚 志 留 世 珊 瑚 群 的 地 区 特点 (Oliver，1977) 。 在 中 国 以 及 东 半 球 , 志 留 纪 动物 区 大 致 

可 分 为 北方 大 区 、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和 澳大利亚 太平 洋 大 区 。 中 国 晚 奥 陶 世 至 志 留 纪 珊 瑚 群 

各 区 都 有 代表 ，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和 晚 志 留 世 比较 明显 。 以 下 分 时 期 简要 论述 。 
(1) 在 晚 奥 陶 世 晚期 中 国 扬子 区 出 现 的 Borelasma-Sinkiangolasma 组 合 , 握 何 心 

一 (1978) 研究 ,包括 13 属 、34 种 ,其 中 主要 属 都 见于 西欧 及 波罗的海 动物 群 ， 应 属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的 北 支 , 多数 属 是 世界 性 的 , 但 新 种 达 25 个 , 约 占 74%， 具 有 了 明显 的 陆 表 内 海 的 

地 方 性 色彩 。 当 时 北方 出 现 的 以 Favistella 和 Amsassia 为 代表 的 晚 奥 陶 世 珊 瑚 群 则 
属于 北方 大 区 的 西伯 利 亚 - 蒙 古 区 ( 亦 农 ，1974) 。 

(2) 早 志 留 世 晚 期 两 个 组 合 中 , 下 组 合 主要 组 成 成 分 是 单 带 型 扭 心 珊瑚 类 和 一 些 泡 

沫 型 珊瑚 , 上 组 合 中 常 出 现 一 些 双 带 型 珊瑚 。 其 中 单 带 型 珊瑚 CymateJasma，Pycmactis 
mitratus, Streptelasma hittardi， 泡 沫 型 珊瑚 Cysticonophyllum cylindricum, 

Zelophyllum, Rhabdocyclus, WH; WMH Strombodes 等 都 是 欧洲 类 型 ,但 同时 有 扬 

子 区 特有 的 十 字 珊 瑚 科 和 Piophyllia 等 ,具有 地 方 特色 。 属于 同一 时 期 的 祁 连 海 模 北 

侧 照 花 井 珊瑚 群 也 以 欧洲 类 型 为 主 ,但 出 现 北方 区 的 ~Tungussophyllum, 天 山北 出 的 

珊瑚 群 大 致 也 属 同一 层 位 。 它 们 似乎 代表 华北 地 块 和 塔里木 地 块 边缘 的 浅海 动物 群 ， 可 

以 归 和 广义 的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北 带 ,也 可 以 看 作 北 方 大 区 的 南 缘 , 与 马 拉 尔 北欧 所 产 最 为 相 

近 ( 表 1) 。 

(3) 中 国 中 志 留 世 珊 瑚 群 分 异 明 显 , 见于 扬子 区 的 第 四 组 合 以 大 量 地 方 性 属 种 Tdio- 

phyllum, Shensiphyllum 等 出 现 为 特征 。 同 一 组 合 见 于 西 秦岭 的 舟 曲 组 ， 类 似 的 珊 珊 

群 也 出 现 于 祁连山 的 泉 脑 沟 山 组 , 有 地 方 性 属 Nanshanophyllum, 值得 注意 的 是 属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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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大 区 的 兴安 区 和 阿尔 泰 区 (AD 与 西伯 利 亚 、 蒙 古 以 及 萨 彦 岭 区 都 有 以 腕 足 类 Tuva- 

ella 和 Tannuspirifer 为 代表 的 动物 群 。 见于 西伯 利 亚 和 萨 彦 岭 等 地 的 中 志 留 世 珊 戎 

4ltajo， 在 中 国 北部 同期 地 层 中 则 未 发 现 。 

扬子 区 层 位 稍 高 的 第 五 组 合 仅 分 布 于 汗 东 , 以 小 型 的 泡沫 型 珊瑚 Ketophyllum fi 

Gyalophyllum 为 主 , 大 约 是 陆 表 海 海湾 的 地 方 性 珊瑚 群 ( 图 2)。 

(4) 晚 志 留 世 第 六 ,七 两 个 组 合 典型 发 育 于 北方 内 蒙 吉 辽 沉积 区 , 同一 层 位 的 珊瑚 群 

也 见于 西 秦岭 和 北山 。 根 据 郭 七 后 (1976) 的 资料 , 西 别 河 组 的 四 射 珊瑚 群 共 20 属 28 种 ， 

除 10 新 种 外 , 属 北 亚 区 的 Altaja 等 5 种 ,与 澳大利亚 所 产 相同 或 相近 的 3 种 , 另 有 以 柱 

珊瑚 亚 目 Entelophyllum, Spongophyllum 等 为 主 的 世界 性 种 属 10 种 。 上 志 留 统 顶 部 

的 第 七 组 合 二 道 沟 组 珊瑚 群 现 知 10 属 , 12 种 ,其 中 亚洲 类 型 2 种 , 澳大利亚 类 型 3 种 , 欧 

洲 及 世界 性 4 种 以 及 一 些 新 种 也 多 与 西北 欧 相 近 。 所 以 内 蒙 吉 辽 区 是 亚洲 北部 与 澳 大 利 

亚 珊 瑚 群 的 会 合 , 有 相当 明显 的 澳大利亚 太平 洋 区 动物 群 影响 。 

层 位 上 与 第 六 组 合 相 当 的 有 见于 北山 公交 泉 组 上 段 的 Schlotheimophyllum, Holm- 
ophyllum 珊瑚 群 ,还 有 Pilophyllum, Kodonophyllum” 等 ,显然 与 乌拉 尔 、 北 欧 同 期 珊 

戎 群 关系 密 切 (图 1) 。 

西 秦岭 白 龙 江 群 上 部 的 珊瑚 群 也 以 欧洲 及 世界 性 类 型 Entelophyllum, Spongo 
phyllum, Holmophyllum 为 主 , 区 别 是 不 见 北 亚 的 41taja， 同 时 有 欧洲 种 PiIopRpyI- 

lum keyserlingt 以 及 一 些 澳大利亚 类 型 的 种 ”。 秦 岭 西端 与 三 江 缅 马 海 槽 的 北端 相 

接 , 向 西 经 昆仑 .中 亚 \ 西 亚 与 欧洲 海区 相通 。 秦 岭 川 西 的 晚 志 留 世 珊 瑚 群 属于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 通 过 缅 马 海 槽 与 澳大利亚 有 一 定 联 系 。 当时 扬子 区 海 侵 范围 不 广 ， 未 见 珊瑚 群发 

育 。 

总 的 来 说 , 中 国志 留 纪 四 射 珊瑚 群 在 天 山北 山 和 祁 连 一 带 与 乌拉 尔 ,、 西 欧 相 近 ， 属 北 

方 大 区 与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的 混合 带 , 内 蒙古 东 眉 和 吉 辽 地 区 的 珊瑚 群 兼 具 北 亚 和 省 大 利 亚 

的 类 型 。 秦 岭 川 西 和 三 江海 槽 区 南 接 澳大利亚 , 西 连 欧洲 , 属 典型 的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 扬 子 

区 长 期 为 陆 表 内 海 , 与 秦岭 三 江海 槽 相连 , 因而 形成 古 地 中 海 大 区 中 地 方 特征 明显 的 一 个 

亚 区 。 

根据 各 时 期 更 项 群 的 繁盛 程度 及 分 布 ， 早 中 志 留 世 自 扬子 区 经 秦岭 至 南天 山 的 珊瑚 

繁盛 带 可 能 接近 当时 的 赤道 ,大致 成 北西 南 东 向 延展 。 晚 志 留 世 的 珊瑚 繁盛 带 似乎 北 移 到 

肉 蒙 辽 吉 和 北山 一 带 , 可 能 与 乌拉 尔 北 欧 相 连 。 祁 连 山 天 山 一 带 延 伸 很 远 的 干燥 型 沉 积 

带 可 能 代表 当时 赤道 与 北 温 带 之 间 的 干燥 带 。 三 江 缅 马 海 槽 以 及 澳大利亚 的 志 留 纪 珊 瑚 

群 能 否 代表 赤道 以 南 的 生物 礁 分 布 区 , 值得 今后 探讨 。 由 于 尼泊尔 和 中 国 喜 马 拉 雅 区 志 

留 纪 生物 群 种 属 比较 贫乏 , 它们 很 可 能 是 当时 冈 瓦 纳 古 大 陆 北 缘 的 南半球 高 纬度 区 , 现在 

的 位 置 则 是 自 中 生 代 以 来 大 规模 位 移 的 结果 。 喜 马 拉 雅 区 与 兴安 蒙古 区 动物 群 表面 上 的 

相似 可 能 只 是 反映 了 南北 两 个 较 高 纬度 区 气候 条 件 的 相似 , 并 未 直接 连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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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留 纪 头 足 类 区 系 特征 
Ky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吉 生 物 研究 所 ) 

ort ee | eal | 

本 文 综述 了 我 国 及 世界 各 地 志 留 纪 头 足 类 的 分 布 ， 并 试图 对 头 足 类 分 区 及 其 形成 的 

因素 进行 讨论 文中 涉及 到 扬子 区 志 留 纪 地 层 名称 及 时 代 对 比 , 主 要 采用 《西南 地 区 地 层 

古生物 化 石 手 册 》 及 “华中 -西南 地 区 志 留 纪 头 足 类 动物 群 ”( 陈 均 远 等 ,1981) 一 文中 的 意 

Re :北美 地 区 志 留 纪 含 头 足 类 地 层 时 代 对 比 采 用 了 Berry W. B. N. & Boucott A- 

J. (1970) 的 意见 。 文 中 的 附 图 系 任 玉 蛙 所 清 绘 ,得 此 致谢 。 

二 v 中 国志 留 纪 头 足 类 序列 及 地 理 分 区 ，.…， ， 

1 按 生 物 及 沉积 性 质 , 我 国志 留 系 主要 可 分 为 北方 \ 西 北 、 扬 子 ̀  藏 > 汗 及 珠江 五 个 生物 =- 

沉积 区 = 除 珠江 区 外 ,其 余 四 个 区 都 发 现 了 头 足 类 化 石 。 据 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性 质 , 又 可 以 

划分 : 扬子 、 藏 - 汗 及 中 国 北方 三 个 头 足 类 生物 地 理 区 * 所 代表 的 范围 与 上 述 同名 生物 - 沉 

积 区 大 致 相当 。 因 西北 区 的 头 足 类 化 石 , 仅 在 东部 西 秦岭 迭 部 ̀  则 一带 有 发 现 ， 动 物 群 

性 质 与 扬子 区 甚 为 相近 , 本文 暂 将 西 秦岭 地 区 归 人 扬子 区 ,作为 扬子 区 的 一 部 分 来 论述 。 

由 

1. 扬子 区 头 足 类 生物 地 理 区 

本 区 志 留 纪 头 足 类 化 石 丰 富 , 已 发 现 60 余 属 ,200 A. SAFI WW, BAB 

东 及 陕 南 等 地 。 从 垂直 分 布 看 , 自 早 志 留 世 到 晚 志 留 世 的 地 层 内 ,都 有 发 现 。 据 笔者 等 最 
近 的 研究 , 其 分 布 及 组 合 情 况 如 下 ， 

上 志 留 绕 
EAA: Yunnanoceras 组 合 

wma: Enthyocycloceras 组 合 

rhs Se 
关 底 组 . Heyuncunoceras 组 合 

秀山 组 . Sichuanoceras 组 合 

WBA: Pisocrinus 

PRES 

FB FF A (RE RA): Yichangoceras 组 合 

石 牛 栏 组 : Songkanoceras 组 合 

HRA: Michelinoceras 



Songkanoceras 组 合 , 所 代表 的 地 理 范 围 狭 罕 , 发 现 于 贵州 北部 下 志 留 统 石 牛 栏 组 

及 同期 的 地 层 香 树 园 组 内 。 以 宽 体 管 的 假 直 角 石 类 Songkanoceras 为 主要 特征 ， 此 外 
还 包括 : Armenocerina, Mizxosiphonocerina, Paraproteoceras, Armenoceras, 

Malgaoceras 等 属 ， 地 方 型 分 子 占 优势 。 除 Armenoceras, Malgaoceras 4, HAA 

区 所 特有 。 

Yichangoceras 组 合 , 分 布 于 贵州 北部 , 湖北 西部 及 安徽 含山 等 地 ,下 志 留 统 罗 惹 坪 

组 或 同期 的 雷 家 屯 组 。 本 组 合 以 肿 角 石 目 止 体 管 类 型 Yichamgoceras 为 特征 ， 还 包括 
有 : Mixosiphonocerina, Eridites, Perimeroceras, Harrisoceras 等 属 。 其 中 Yi- 

changoceras, Mixosiphonocerina 为 地 区 性 类 型 。 了 ridites 发现 于 苏联 波多 里 亚 

(水 ypaBxeBa，1961); Harrisoceras 广 布 于 藏 - 滇 区 :北美 .欧洲 及 西伯 利 亚 等 地 , 所 代表 

的 时 代 均 为 中 志 留 世 。 Perimeroceras 为 欧洲 晚 志 留 世 的 属 。 上 述 各 属 在 本 区 出 现 较 

早 , 它们 很 可 能 是 起 源 于 本 区 , 中 志 留 世 时 由 本 区 向 世界 其 它 地 区 迁移 和 扩散 的 。 

Sichuanoceras 组 合 , 分 布 广泛 , 川 , 黔 、 湘 . 鄂 、 滇 、 陕 各 省 ,以 及 江苏 南部 等 地 均 有 发 

现 。. 其 层 位 为 中 志 留 统 秀山 组 及 同期 的 宁 强 组 本 组 合 以 Sichuamoce7as 大 量 出 现 为 特征 。 
所 包括 的 属 种 繁多 , 计 有 : Sichuanoceras, Neosichuanoceras, Actinodochmioceras, 

Orthodochmioceras, Kailiceras, Eushantungoceras, Parahelenites, Eridites, Eu- 

virgoceras, Paraphragmites, Lyecoceras, Protobactrites, Protophragmoceras, 

Calocyrtoceras, Cyrtocycloceras, Calocyrtocerina, Pentemeroceras, Platycome- 

Toceras, Trimeroceras, Stenogomphoceras, Calorthoceras, Pedanochonoceras, 

Euryarthroceras, Cyrtractoceras, Mixosiphonocerina, Piestoocerina, Nothokio- 

noceras, Heloites, Armenocerina, Geisonoceras, Kionoceras, Parakionoceras, 

Jialingjiangoceras, Paramixosiphonoceras. 等 。 上 述 35 个 属 中 ,16 个 属 为 地 方 性 类 

型 ,8 个 属 为 欧洲 与 本 区 所 特有 ，, 3 个 属 为 北美 与 本 区 所 共有 ,其余 为 全 球 性 的 属 。 

Heyuncunoceras 组 合 ,分 布地 区 局 限于 云南 东部 , 层 位 为 中 志 留 统 顶 部 关 底 组 ”以 
宽 体 管 假 直角 石 类 Heyuncunoceras, Platysmoceras 为 主要 特征 ， 还 包括 有 秀山 组 所 

上 延 分 子 Sichuanoceras, Parahelenites 等 。 所 有 的 化 石 均 为 地 区 性 类 型 。 

Enthyocycloceras 组 合 ,局 限于 云南 东部 一 带 , 层 位 相当 上 志 留 统 下 部 妙 高 组 。 以 
壳 表 具 横 环 , 体 管 细 罕 类 型 的 头 足 类 , 如 Enthyocycloceras, Obliocycloceroides, Ob- 

liocycloceras 等 属 的 繁衍 为 主要 特征 。 此 外 还 发 现 Yunnanoceras, (ARRAS. bw 

化 石 均 属 地 区 性 类 型 。 

Yunnanoceras 组 合 ,分布 于 云南 东部 , 层 位 为 上 志 留 统 上 部 玉龙 寺 组 。 这 个 组 合 以 
敞 口角 石 科 的 大 量 分 布 为 特征 。 除 敞 口角 石 科 的 Yunnanoceras, Euryrizoceras, Ec- 

tocyrtoceras, Byronoceras, Worthenoceras 等 属 外 ,还 发 现 有 粗 短 角 石 科 的 坚 耳 角 

石 亚 科 (Stereotoceratinae) 最 古老 的 化 石 类 型 了 ostereotoce7ras， 以 及 Kiomoce7asS， 

Xiaoriaongoceras, Pleziorizoceras 等 。 沿 口角 石 科 各 属 中 , 除 Yunnanoceras 为 地 

区 性 类 型 外 (仅见 于 云南 及 甘肃 迭 部 一 带 ), 其 余 各 属 均 为 北美 地 区 中 志 留 世 的 重要 分 子 。 

坚 耳 角 石 亚 科 在 我 国 出 现 较 早 , 早 泥 盆 世 时 开始 发 展 , 但 分 布 仍 局 限 我 国 广西 等 地 ， 是 广 

Pa Pie fe tw BLA, EAN, 才 由 我 国 向 外 扩散 , 分 布 到 世界 各 地 。 

西 秦 岭 无 论 从 地 理 位 置 或 从 动物 群 性 质 来 看 , 均 与 扬子 区 非常 接近 , 本 文 暂 将 西 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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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作为 扬子 区 的 一 个 部 分 。 根 据 温 玉 岭 与 笔者 的 最 近 研 究 , 西 秦岭 地 区 志 留 纪 头 足 类 

自 下 而 土 可 大 致 划分 如 下 四 个 组 合 : 

第 一 Anaspyroceras 组 合 ,该 组 合 的 层 位 相当 白 龙 江 群 中 下 部 ,以 Anaspyroceras 

大 量 出 现 为 主要 特征 。 Anaspyroceras RET HR tt, 为 奥 陶 纪 上 延 的 和子 遗 分 子 峙 

度 繁 衍 的 结果 。 时 代 可 能 为 早 志 留 世 。 
第 二 Kionoceras styliforme 组 合 ， 该 组 合 以 Kiomoce7ras styliforme 大 量 出 现 

为 主要 特征 , 此 外 还 包括 有 下 列 种 群 ，Pa7aKkiomoce7as pectinatum (Barrande), P.? 

woodward (Barrande), Geisonoceras semile (Barrande), Michelinoceras pro- 

grediens (Barrande), M. valus (Barrande). 除 Kionoceras styliforme 为 扬子 

区 中 志 留 世 秀山 组 常见 化 石 外 ,其余 大 都 为 波 希 米 亚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的 种 。 可 见 与 欧洲 地 区 

的 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关系 是 很 密切 的 。 时 代 暂 定 为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 
第 三 Heyuncunoceras-Euryarthroceras 组 合 ， 该 组 合 层 位 为 白 龙 江 群 顶部 ， 以 

宽 体 管 假 直角 石 类 Euryarthroceras, Heyuncunoceras, Platysmoceras 大 量 出 现 

为 主要 特征 。 其 中 Euryarthroceras 仅见 于 扬子 区 秀山 组 ; Heyuncunoceras, Pla- 

tysmoceras 为 云南 关 底 组 的 特有 化 石 。 可 见 本 区 与 扬子 区 的 关系 是 极为 密切 的 ,本 化 石 

组 合 所 代表 的 时 代 可 能 为 中 志 留 世 的 最 晚期 。 

第 四 Ophioceras-Dnestroceras 组 合 , 该 组 合 的 层 位 相当 下 普通 沟 组 下 部 ， 计 有 
Dnestroceras, Ophioceras, Yunnanoceras 等 属 。 具 扬子 区 与 欧洲 区 混合 的 性 质 ， 其 

tH Yunnanoceras 为 扬子 区 晚 志 留 世 的 特有 分 子 ，Dmnestroce7ras 仅见 于 苏联 波多 里 亚 

一 带 晚 志 留 世 的 地 层 ，Ophioceras 是 欧洲 及 北美 等 地 晚 志 留 世 的 重要 分 子 , 时 代 可 能 为 

晚 志 留 世 。 

总 的 来 看 , 西 秦岭 地 区 头 足 类 , 除 具 明显 的 扬子 区 特色 外 ,在 不 同 阶段 它 与 欧洲 等 地 

仍 具 不 同 程度 的 交往 关系 。 

2. 藏 - 汗 头 足 类 生物 地 理 区 

本 区 头 足 类 组 成 单调 ,以 细 体 管 类 型 Michelinoceras 及 其 亚 属 Kopaninoceras 的 

广泛 分 布 为 特征 。 假 直角 石 类 以 细 体 管 类 型 为 主 ,， 如 Columenoceras, Harrisonoce- 

7qs。 按 层 位 可 大 致 划分 自 下 而 上 两 个 组 合 : 

第 一 Columenoceras priscum 组 合 ,该 组 合 在 下 , 层 位 相当 于 西藏 戎 拉 木 石器 坡 

群 下 组 的 上 部 , 凌 西 上 人 和 桥 组 的 上 部 ,所 代表 的 时 代 暂 定 为 中 志 留 世 。 西 藏 昌 拉 木 一 带 ， 
AAG HIE: Michelinoceras transiens (Barrande), M. (Kopaninoceras) capaxr 

(Barrande), M. (K.) dorsatum (Barrande), Harrispceras simplex Chen, Co- 

lumenoceras priscum Chen, Geisonoceras robustum Chen 等 种 属 ( 陈 均 远 1975) 。 

Bawa, 握 陈 挺 恩 的 鉴定 , 计 有 :，Columemnoceras priscum Chen, Michelinoce- 

ras thyrsus (Barrande), M. michelini (Barrande), M. simiale (Barrande), M.. 

chiatsunense Chen, M. (K.) dorsatum (Barrande) 等 种 属 。 . 

第 二 Michelinoceras (Kopaninoceras) jucundum 组合 ,该 组 合 在 上 , 层 位 相当 

西藏 肾 拉 木石 器 坡 群 上 组 的 上 部 。 滇 西 相 应 的 地 层 未 命名 ,本 文 暂 以 上 志 留 统称 之 ,时 代 
定 为 晚 志 留 世 。 西 藏 肾 拉 木 发 现 Michelinoceras (Kopaninoceras) jucundum (Bar- 

o 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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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e) —4#i, APOMIEKH BWR its: Michelinoceras (Kopaninoceras) ju- 

cundum (Barrande), M. (K.) dorsatum (Barrande), Dawsonoceras cf. omega 

(Barrande), “Orthoceras” trecentesium (Barrande) 等 种 属 。“ 

3. 中 国 北方 头 足 类 生物 地 理 区 

东北 北部 , 内 蒙古 北部 及 新 疆 北 部 准噶尔 一 带 , 志 留 系 为 巨 厚 的 碎 屑 岩 及 火山 雁 层 岩 

所 组 成 ,并 受 不 同 程度 的 区 域 变 质 。 头 足 类 化 石 仅 发 现 于 内 蒙古 白云 鄂 博 等 少数 地 区 。 

白云 鄂 博 一 带 志 留 系 , 下 部 称 为 包 尔 汉 图 群 , 由 巨 厚 砂岩 \ 北 灰 宕 、 板 岩 所 组 成 ， 产 度 

达 1800 米 ; 时 代 可 能 为 志 留 世 早 到 中 期 。 上 部 为 巴特 敖包 群 六 由 砂岩 、 板 岩 及 灰 岩 所 组 

成 总 厚 近 万 米 。* 灰 岩 的 夹层 内 含有 丰富 的 头 足 类 、 珊 瑚 及 腕 足 类 化 石 。 头 足 类 化 石 以 

Trocholites 大 量 出 现 为 特征 。 此 外 ;还 有 恤 珠 角 石 类 Protophragmoceras, Phragmo- 

ceras, [以 及 假 直角 石 类 Neimongoloceras 等 。 其 中 Protophragmoceras 为 欧洲 及 

扬子 区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的 重要 分 子 ，Phragmoce7as 在 欧洲 及 北美 等 地 中 志 留 世 晚期 的 地 

pp 为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 

IT75cholites 繁盛 于 奥 隐 纪 中 晚期 , 早 志 留 世 时 仅 英国 有 少量 发 现 。 中 志 留 tI 

在 林 区 青 放出 现 和 生生 ， RH ES 人 

prodiaivont, EN 头 尼 类 区 系 特征 及 其 Cine 

1. 旱 志 留 世 (Llandovery) 

RZ ee Ee, SERN ARAL RAW, 大 量 种 类 绝 灭 了 ， 只 

有 不 多 的 基 型 得 以 幸免 ， EXSRETEE RS. (ERER 1A ie EK — 时 期 暂时 中 

斯。 

早 志 留 世 中 到 晚期 , 头 尽 关 开始 了 新 的 妥 展 ; 落 于 相互 隔离 及 多 源 演化 的 结果 ， 头 足 

类 动物 群 以 地 区 性 类 型 占 优势 。 一 些 奥 陶 纪 的 古老 类 型 在 长 期 隐匿 之 后 , 又 重新 出 现 和 

繁衍 , 往往 成 为 这 个 时 期 头 足 类 动物 群 一 个 重要 组 成 部 分 。 
(1) 北美 区 (Discosorus-Huronia 动物 群 ) Discosorus-Huronia 动物 群 分 布 

于 北美 中 、 北 部 的 广大 地 区 。 以 盘 珠 角 石 类 Discosorus, Stokesoceras, Tuyloceras, 

Lowoceras; 珠 角 五 类 Huronia, Huroniella, Megadiscoceras; 直角 石 类 Nartheco- 

ceras, Donacoceras; Jk FRM titi HAR (Piloceratidae) 的 子 遗 分 子 Humeoce- 

ras 为 特征 。 所 代表 的 时 伐 主要 为 早 志 留 世 中 晚期 。 这 个 动物 群 具 有 很 强烈 的 地 区 性 色 
彩 。 上 述 各 属 除 Huroniella, Stokesoceras 两 属 在 欧洲 及 西伯 利 亚 等 地 有 发 现 外 ， 其 

余 都 为 本 区 所 特有 的 。 

这 个 动物 群 另 一 个 重要 特点 是 具有 很 强烈 的 子 遗 性 色彩 。 Huronia, Narthecoc- 

eras, Donaceras 曾 繁盛 于 奥 陶 纪 中 晚期 。 Humeoceras 为 加 拿 大 期 枕 角 石 科 的 典型 
3} Fo ; 

(2) 西伯 利 亚 区 (Oncocerids-Discosorids 动物 群 ) 这 个 动物 群 的 时 代为 早 志 

留 世 的 早期 , 以 肿 角 石 类 及 盘 珠 角 石 类 大 量 新 类 型 的 出 现 和 繁衍 为 特征 ; 据 西 伯 利 亚 莫 伊 
耶 罗 河 一 带 的 资料 (MarkoBa，1967) 这 个 动物 群 包 含有 肿 角 石 类 Rizoceras, Ne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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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 Mucteoceras, Paroocerina, Hiregiroceras, Moyeroceras Pachyceras”, Oy- 

ogiroceras, Rhytidoceras, Xyloceras; #2 Edenoceras, Talattoceras, Phra- 

gmoceras; 以 及 直角 石 类 Kionoceras, Geisonoceras, Mongoceras, Malgaoceras, 

Tambegiroceras, Joldagiroceras, 以 地 方 性 类 型 为 主 , 上 述 19 个 属 中 , 13 个 属 为 本 

区 所 特有 。 
(3) 扬子 区 (Songkanoceras-Yichangoceras 动物 群 ) Songkanoceras-Yicha- 

ngoceras 动物 群 所 代表 的 时 代为 早 志 留 世 中 到 晚期 。 生物 组 成 以 宽 体 管 假 直角 石 类 
Songkanoceras, Armenocerina; 模拟 角 石 科 (Nothoceratidae) Mizxosiphonocerina, 

Yichangoceras, Perimeroceras 的 繁衍 为 特征 。 地 区 性 类 型 占 很 大 的 比重 , 已 知 9 个 

属 中 有 4 个 属 为 地 区 性 类 型 。 许 多 化 石 在 本 区 出 现 的 层 位 较 低 ， 如 Eridites, Harriso- 

ceras 等 。 从 化 石 记 录 看 ,本 区 早 志 留 世 中 期 所 发 现 的 Mizxosiphonocerina, 是 模拟 和 

石 科 化 石 记 录 的 下 限 , 早 志 留 世 晚期 的 Perimeroceras 是 模拟 角 石 科 Metaphragmo- 

ceratinae 亚 科 化 石 记录 的 下 限 。 可 见 , 本 区 不 仅 是 模拟 角 石 科 的 发 源 地 , 而 且 是 模拟 角 

石 科 早期 阶段 的 重要 演化 中 心 
(4) 欧洲 欧洲 早 志 留 世 的 头 足 类 发 现 不 多 ,Blake (1882) 记载 了 英国 下 兰 多 

维 列 阶 头 足 类 11 个 种 , 土 兰 多 维 列 阶 15 个 种 。 其 中 以 Cyrtoceras llandoveri Blake 

(pl. 21, fig. 1), Trocholites planorbiforme Blake (pl. 29, fig. 8) 二 个 种 较为 重 

要 。 前 者 产 自 Craigyr-Wyddon 地 区 上 兰 多 维 列 阶 , :可 能 属于 Mizxosiphonocerina, 

后 者 产 自 Golengoed 下 兰 多 维 列 阶 , 为 奥 陶 纪 上 延 的 分 子 。 

一 =?> EMG (Probable migration routes) 
@ 。 毛子 型 届 群 (Yangtze- type genera) 
A BOs WM ( Sideria-type genera) 
@ stk PRR (North America=type genera) 

2 早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动物 群 世界 性 分 布 图 

1) 雪 菊 石 于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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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 志 留 世 (Wenlock) 

中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的 空间 展 布 、 种 类 数量 以 及 动物 群 相互 交流 和 渗透 等 方面 , 均 较 早 志 

留 世 有 很 大 的 发 展 和 增进 。 但 分 区 性 仍 很 明显 , 可 划分 为 : 沙 美 .欧洲 \ 扬子 .中国 北方 及 

藏 - 滇 五 个 头 足 类 生物 区 。 

(1) 444K (Acleistroceratids 动物 群 ) 所 代表 的 时 代为 中 志 留 世 中 晚期 (可 

能 包括 晚 志 留 世 的 早期 ) 。 生 物 群 的 组 成 以 敞 口角 石 科 (Acleistroceratidae) 为 主要 特 
fE. MOG Byronoceras, Amphicyrtoceras, Anomeiceras, Chadwickoceras, 

Crateroceras, Ectocyrtoceras, Worthenoceras, Galtoceras, Perioridanoceras, 

Streptoceras 等 属 , 均 为 北美 区 所 特有 。 上 此外, 还 含有 Hexameroceras, Phragmoce- 

ras 和 Penmtamze7roceras， 这 些 除 发 现 于 本 区 外 还 见于 欧洲 地 区 。 

(2) 欧洲 区 (Mandaloceratids-Trimerfoceratids 动物 群 ) “欧洲 中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分 布 甚 广 , 波 希 米 亚 中 志 留 世 晚 期 Liten 灰 岩 ,英国 中 志 留 世 温 洛克 灰 岩 及 哥 特 兰 、 爱 

沙 泥 亚 , 乌拉 尔 等 地 中 志 留 世 的 地 层 均 含有 丰富 的 头 足 类 化 石 。 综 合 上 述 地 区 的 资料 , 欧 
洲 地 区 中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以 盘 珠 角 石 类 Mandaloceratidae 科 及 肿 角 石 类 的 Trimeroce- 

ratidae 科 的 大 量 出 现 为 主要 特征 。 从 属 的 组 成 看 ， 较 重要 的 有 :， Cinctoceras, Ovo- 
cerina, Pseudogomphoceras, Umbeloceras, Protophragmoceras, Trimeroceras, In- 

versoceras, Clathroceras, Pentameroceras, Phragmoceras 3,  Phragmoceras, 

Pentameroceras, Protophragmoeras, Trimeroceras 4}, 都 为 本 区 所 特有 。 

(3) 47K (Sichuanoceras 动物 群 ) 这 个 动物 群 在 垂直 方向 上 , 可 划分 为 上 下 

Bid. EM Heywncunoceras 组 合 , 时 代 相 当中 志 留 世 最 晚期 ,分布 范 围 狭 罕 , 所 

mt HEMWEBLER (Probable migration routes) 
@ the 2ene (Yangtze-type Cephalopod fauna ) 

义 。 中 国 北方 型 头 足 动物 群 《North China Cephalopod fauna) 

a SMW Eat (Europe-type Cephalopod fauna) 

wp LKR ReWe (North America Cephalopod fauna) 

3 中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动物 群 世界 性 分 布 图 



发 现 的 均 为 地 方 福 类 型 。 下 部 为 Sichuanoceras 组 合 , 时 代为 中 志 留 世上 晚期。 以 地 方 性 

类 型 Sichuanoceras 等 大 量 繁衍 为 特征 ,已 在 前 面 做 了 论述 , 这 里 不 再 重复 。 

: 从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角度 看 ,本 区 与 欧洲 地 区 较 与 北美 地 区 要 密切 得 多 。 

(4) 藏 - 汗 区 (Michelinoceras 动物 群 ) 本 区 头 足 类 组 成 单调 , 以 Michelino- 

ceras 及 其 亚 属 Kopaninoceras 的 大 量 繁衍 为 特征 , 在 地 理 上 虽 与 扬子 区 相 邻 , 但 动物 

群 的 性 质 上 却 完全 不 同 , 相反 与 欧洲 地 区 有 极 密切 的 联系 ”从 种 级 的 分 类 于 看 ， 本 区 有 半 

数 以 上 的 种 与 欧洲 地 区 相同 。 

(5) » Haz (Trocholites 动物 群 ) 这 个 动物 群 , 以 Trocholites 大 量 出 现 

为 主要 特征 , 在 前 一 章 已 做 了 较为 详细 的 讨论 。， ors 

3. 晚 志 留 世 (Ludlow) gisad 

晚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分 区 仍 沿袭 了 中 志 留 世 时 的 主要 特点 ,但 由 于 交流 和 混合 

欧洲 与 北美 两 地 联合 为 一 个 区 ， inl agian ae 

致 可 以 分 为 以 下 三 个 区 。 

(1) 欧洲 -北美 区 (Ascoceras 动物 群 ) 本 区 以 Ascoceras 的 分 布 为 主要 特征 ， 

可 进一步 划分 为 北美 和 欧洲 两 个 亚 区 。 北 美亚 区 袋 角 石 类 的 组 成 较为 单调 , 以 粗 短 角 石 科 

Mitroceras, Foersteroceras 的 分 布 为 主要 特征 。 欧 洲 亚 区 袋 角 石 类 包含 的 类 型 繁多 ， 
it@: Ascoceras, Lindstroemoceras, Choanoceras, Parascoceras, shackle 生 

属 。 roampisted 
(2) ILE (Kopaninoceras shies) -KDSLLASEAUREOGAEART see HD 
特点 ,种 类 单调 , 以 Michelinoceras 及 其 亚 属 Kopaninoceras 的 繁衍 为 特征 。 众 种 的 

一 > ;推测 迁移 线路 《Probable migration routes) 

A Ascoceras 4 Ophioceros & Dnestroceras 
@ Yunnanoceras O Byronoceras .*« Kopaninoceras 
d Mitroceras 及 Foersteroceras 

图 4 了 晚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动物 群 世界 性 分 布 图 



组 成 看 , 都 可 与 欧洲 地 区 直接 对 比 。 可 见 本 区 与 欧洲 地 区 在 动物 群 上 的 关系 是 极为 密切 

的 。 
(3) 扬子 区 (Yunnanoceras 动物 群 ) 这 个 动物 群 以 敞 口角 石 类 Yunnanoceras 

为 其 特征 ,多 出 现在 上 志 留 统 的 上 部 ,下 部 为 Enthyocycloceras AG. BR Yunnano- 
ceras 为 地 区 性 类 型 外 ，Byromoceras， 仙 0o7 妇 efloce7QS)， Ectocyrtoceras, Euryrizo 

ceras 等 属 在 北美 中 志 留 世 也 是 重要 的 分 子 。 
生物 与 环境 的 关系 是 因 类 别 而 异 , 志 留 纪 头 足 类 区 系 演 化 的 总 趋势 是 分 区 性 由 强 到 

弱 , 与 Boucott 和 ,Johnson (1973) 分 析 志 留 纪 腕 足 类 所 得 出 的 分 区 性 由 弱 到 强 的 结 

论 正 好 相反 。 分 区 性 的 演变 与 一 定 环境 有 关系 , 在 不 同 的 地 质 时 期 中 , 生物 与 环境 的 关系 

也 随时 可 能 发 生变 化 。 最 近 笔 者 指出 , 奥 陶 纪 头 足 类 的 分 布 主要 是 受 当时 气候 带 的 影响 ， 

并 区 别 为 低 纬度 和 次 低 纬 度 的 两 种 主要 类 型 。 志 留 纪 头 足 类 的 分 区 则 是 反 be SH 源 tH 

化 ,地 理 隔 离 及 古 气候 等 多 方面 的 影响 。 

奥 陶 纪 晚 期 到 早 志 留 世 早期 ,是 头 足 类 演化 和 发 展 史 上 一 次 严重 的 衰退 时 期 ,这 可 能 

与 这 一 时 期 地 球 气温 的 降低 及 古 极 地 (西北 非 ) 的 积 冰 所 引起 海平 面 的 降低 有 重要 关系 。 

早 志 留 世 中 晚期 头 足 类 所 开始 的 发 展 是 紧 接 在 这 次 严重 衰退 之 后 发 生 的 。 由 于 海 退 所 产 

生 的 地 理 隔 离 , 使 早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的 演化 和 发 展 大 多 是 以 原 地 为 主 。 从 世界 范围 来 看 , 这 

一 次 演化 又 具有 多 源 演 化 的 特点 。 这 一 时 期 头 足 类 区 域 性 很 强 , 这 是 与 多 源 演 化 直接 相关 

的 。 一 般 说 来 , 地球 降温 对 于 头 足 类 生存 的 影响 程度 , 是 由 高 纬度 向 低 纬 度 逐 渐 减 弱 。 北 

美 地 区 早 志 留 世 头 足 类 动物 群 具 有 较 强 烈 的 子 遗 性 色彩 ， 似 与 北美 地 区 当时 处 于 低 纬 度 

的 古 环境 有 直接 关系 。 扬 子 区 所 处 的 古 纬度 可 能 较 北 美 地 区 高 些 ， 晚 奥 陶 世 到 早 志 留 世 

时 , 头 足 类 的 生存 受到 了 较 严 重 威 胁 ， 只 有 为 数 不 多 适应 力 较 强 的 类 型 ,如 直角 石 类 得 以 

幸存 。 因 而 该 区 早 志 留 世 中 晚期 头 足 类 的 发 展 以 直角 石 类 为 主要 演化 基干 。 

中 志 留 世 由 于 气温 的 回升 及 海 侵 的 扩大 , 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相互 渗透 及 混合 较为 普遍 ， 

藏 = 读 区 与 欧洲 的 联系 , 可 能 与 当时 亚洲 板块 和 印度 板块 之 间 的 古 地 中 海 有 关 。 这 一 动物 

群 延 移 的 渠道 可 能 因 其 海水 较 深 , 使 这 两 地 区 的 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迁移 和 交流 只 限于 活动 

性 较 强 的 类 型 ,如 :Michelinoce7ras 及 Kopaninoceras 等 少数 种 属 。 扬 子 区 与 欧洲 地 

区 的 联系 , 可 能 与 天 山地 槽 带 有 关 , 交往 的 生物 群 类 型 较为 丰富 多 样 。 北 美 与 欧洲 之 间 头 

足 类 动物 群 也 具有 密切 的 交往 关系 。 

晚 志 留 世 欧 洲 与 北美 两 地 头 足 类 动物 群 的 分 异 度 进一步 减弱 , 并 合并 成 一 个 头 足 类 

生物 区 。 这 一 趋向 , 与 欧洲 和 北美 两 大 板块 逐渐 靠近 可 能 有 重要 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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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特征 论 其 
古 动物 地 理 的 性 质 - 
Fak R ER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关于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古 动物 地 理性 质 , 过 去 未 曾 详细 论述 , 在 国外 文献 中 亦 少 涉 

BR. EH. MER. Rik (1974，9 页 ) HH.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既 含有 西欧 、 北 美的 分 

子 , 还 存在 相当 比例 的 地 方 型 分 子 ， 似 乎 形成 一 个 独特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Ik. HE 

(1975，9 一 10 页 ) 认为 ， 郁 江 组 中 的 腕 足 动物 ,仅见 于 我 国 的 属 占 四 分 之 一 强 , 绝 大 部 分 

的 种 都 是 新 种 或 仅见 于 中 国 , 反 映 了 一 个 独立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最 近 ， 候 鸿 飞 (1978，219 

页 ) 再 次 提 到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 除 含 一 些 国 外 的 常见 分 子 外 ,还 有 6 属 是 我 国 特有 的 ,个 

别 的 在 越南 北方 也 有 报道 , 实 代表 东亚 独立 的 古生物 地 理 区 。 为 了 深信 讨论 这 个 问题 ,本 

文 拟 先 论述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分 类 .生态 两 项 特征 及 其 时 空 分 布 ,再 对 其 古 动物 地 理性 

质 作 一 初步 探讨 。 

一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 物 群 的 特征 

郁 江 期 脐 足 动物 群 , 分别 见 于 桂 中 的 郁 江 组 、 桂 北 的 益 兰 组 、 桂 西 和 滇 东 南 的 坡 脚 组 、 

川 划 的 甘 溪 组 (狭义 ) ， 以 及 污 东 北 和 越南 北方 大 体 相当 的 层 位 中 。 相 互 比较 ， 以 广西 横 
六 景 地 区 郁 江 组 的 腕 足 动物 最 为 丰富 , 岩 性 以 泥岩 夹 泥 灰 岩 、 灰 岩 为 主 ， 产 大 量 的 石 菩 

AGE MBULA, BERS RR GROOM’. FR 1937) 最 早 研究 了 滇 东 南 坡 脚 组 
的 腕 是 化 石 ， 王 钛 等 (1955，1974) 先后 记述 了 一 些 桂 中 郁 江 组 的 腕 足 动物 , 侯 鸿 ee 

远 (1975) 描述 了 同一 地 区 郁 江 组 的 腕 足 24 属 , 杨 德 颈 等 (1977) 在 中 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中 
记载 了 28 属 。 此 外 , 方 润 森 等 (1970) 、 万 正 权 、 陈 源 仁 (1978) 和 陈 源 仁 (1979) 分 别 描述 

了 过 南 东 部 坡 脚 组 的 11 属 和 川北 甘 诅 组 的 18- 属 腕 足 动物 。 本 文 以 笔者 搜集 的 桂 中 化 石 
为 主 ,参考 有 关 地 区 的 材料 , 讨论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的 分 类 与 生态 特征 。 

L 邦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分 类 特征 

据 笔 者 等 的 初步 鉴定 ,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共 约 35 属 , 均 为 有 鲜 纲 ， 分 别 归 于 9 AR, 

即 德 姆 贝 族 、 扭 月 贝 族 、 长 身 贝 族 ,五 房 贝 族 . 小 嘴 贝 族 、 无 洞 贝 族 ,无 窗 贝 族 、 石 燕 族 及 穿 
孔 贝 族 。 从 标本 的 数量 看 , 占 优势 的 是 石 燕 族 和 扭 月 贝 族 (图 1) 。 

本 期 所 含 的 石 燕 族 包括 石 燕 类 、 网 格 石 燕 类 和 疹 石 燕 类 。 数量 最 多 的 是 石 燕 类 ， 如 

* 本 文 有 关 狂 节 石 分 带 序列 及 对 比方 面 的 意见 "由 阮 亦 萍 同志 提供 ? 遵 致 囊 心 的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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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身 贝 族 ( productoid) ] 属 

五 房 贝 族 ( pentameroid) 1 属 

穿孔 贝 族 ( terebratuloid) 2m 

|i Ti ( rhynehonelloid)2 I 
“‘# AOR OK 无 窗 贝 族 ( athyridoi 
(strophomenoid) 局 《 ee 7 

(dalmanelloid) 

4 属 
we 族 

(spiriferoid) 

9 属 

1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各 族 的 属 数 与 百 分 含 量 

Howellella, Rostrospirifer, Acrospirifer, Elymospirifer, Glyptospirifer 等 ， 都 

是 郁 江 期 的 和 营 见 分 子 ， 不 仅 大 量 产 于 广西 ,在 四 川 和 云南 ,也 是 标本 丰富 , 类 型 多 样 ,一 般 

地 质 历程 很 得。 网 格 石 燕 类 仅 “Umdispirifer” —B. BARRINR—B, BN Cyrti- 

70。 所 含 扭 月 贝 族 有 戟 贝 类 , 齿 扭 贝 类 \ 薄 皱 贝 类 和 直 形 贝 类 等 4 大 类 。 戟 贝 类 的 Payra- 
chonetes 等 、 齿 扭 贝 类 的 Dicoelostrophia, Cymostrophia, Megastrophia 等 ， 是 

郁 江 期 的 重要 分 子 , 特别 是 Dicoelost7ophia， 广 泛 分 布 于 我 国 广西 、 云 南 、 四 川 和 越南 

北方 ,是 识别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有 意义 的 代表 。 薄 皱 贝 类 的 Leptaenopyzis 是 郁 江 期 

晚期 的 代表 , 虽 数 量 有 限 ， 却 具有 重要 的 地 层 和 十 地 理 上 的 意义 。 直 形 贝 类 的 “Sechvw- 
chertella” 数量 较 少 。 

占据 第 二 位 的 是 德 姆 贝 族 与 无 洞 贝 族 。 德 姆 贝 族 的 Sehizophoria, Levenea 7iEo- 

sophragmophora 经 常 富 集成 扒 , 占 一 定 的 层 位 ,地 层 价 值 较 大 s 前 者 是 郁 江 组 下 部 的 标 

准 化 石 , 后 两 属 是 郁 江 组 上 部 的 重要 分 子 。 另 一 个 属 Tsorthis， 仅 发 现 少量 标本 。 关 于 无 

洞 贝 族 的 研究 ， 近 年 来 在 国际 上 进展 很 快 ,有 明显 的 突破 。 郁 江 组 有 4 属 ， 包 括 Spina- 

trypa, Punctatrypa 和 两 个 新 属 。 饶 有 兴味 的 是 , 郁 江 组 下 部 所 产 两 个 无 洞 贝 类 的 新 

属 , 特征 显著 , 易于 识别 ,数量 多 , 历程 短 , 在 层 位 对 比 时 具有 较 大 的 意义 。 

无 窗 贝 族 和 小 嘴 贝 族 的 代表 ， 在 郁 江 期 也 占有 一 定 的 地 位 ， 如 无 窗 贝 族 的 Athyris 

和 Parathyrisina。 尤 其 后 者 ， 是 识别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标准 化 存 ;- 它 的 大 量 产 出 层 

位 是 郁 江 组 的 上 部 ,特别 是 六 景 展 。 小 嘴 贝 族 的 Latonotoechia” fi “Uncinulus”, # 

和 党 也 富 集 于 一 定 的 层 位 。 || 

BLE 6 族 外 ,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还 包括 五 房 贝 族 , 长 身 贝 族 和 穿孔 贝 族 的 代表 。 

虽说 它们 的 数量 不 多 , 类 型 单调 ,但 不 应 忽视 其 重要 的 地 层 价值 。 例 如 五 房 贝 族 的 Gypi- 

1) 侯 鸿 飞 和 鲜 思 远 (1975) 定 名 为 Fergancllu parasappho (Wang) 的 标本 与 志 留 系 的 Ferganelia lds WIA 
Latonotoech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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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le, 仅 产 自 郁 江 组 的 中 部 ; 穿孔 贝 族 的 一 新 属 , 是 郁 江 组 上 部 的 特产 。 信 人 注目 的 是 长 

身 贝 族 的 分 子 在 郁 江 期 的 出 现 , 这 是 过 去 从 未 报道 过 的 。 

2.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生态 特征 

从 总 的 面貌 看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拥有 约 35 个 属 ， 似 乎 说 明 其 生态 分 蜡 度 (Diversi- 

ty) 较 大 。 但 从 局 部 范围 看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的 分 布 ,又 以 主要 分 子 的 富 集 为 特征 ;就 是 

说 ,在 某 一 特定 地 点 ,特定 层 段 来 看 , 常见 玫 个 属 种 占据 主要 位 置 ,成 扒 出 现 ， 表 明 其 分 异 

度 较 小 的 性 质 。 这 是 整体 与 局 部 的 差异 。 就 古 地 理 而 言 , 见于 海盆 边缘 地 区 的 属 种 ,数量 

较 少 , 类 型 单调 ; 而 在 海水 相对 次 的 地 区 , 则 腕 足 类 的 属 数 较 多 ,也 就 是 分 异 度 较 大 。 野 外 

实际 观察 ,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通常 是 原 地 埋藏 的 。 更 有 许多 现象 说 明 ， 各 类 属 群 和 种 群 ， 

在 不 同 层 位 赴 频 繁 更 易 , 反映 也 它们 的 生态 演 替 是 快 的 。 因 此 , BOR, POA Les 

物 的 生活 环境 是 : 正常 浅海 , 灰 泥 质 、 泥 砂 质 的 海底 , 日 照 和 氧气 充足 ,营养 丰富 ， 水 动力 

较 弱 。 这 样 的 生活 条 件 , 最 适宜 于 营 固着 底 栖 生 活 的 腕 足 动物 生长 .繁殖 ， 因 而 产生 了 丰 

富 多 采 的 动物 群落 。 还 要 强调 指出 的 是 , 除 底 质 外 , 海水 深度 也 是 制约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生 

长 的 重要 条 件 之 一 。 经 常会 遇 到 这 样 的 例子 , 一 些 地 区 在 郁 江 期 早期 , 滋生 着 郁 江 期 的 介 

壳 相 生物 群 。 至 郁 江 期 晚期 , 由 于 海 侵 范 围 不 断 扩 大 ,海水 加 深 , 海底 环境 发 生 了 明显 的 变 

化 ,日照 减弱 , 氧气 缺少 , 厌 氧 细菌 繁盛 。 在 这 样 的 还 原 条 件 下 , 使 原来 的 介壳 相生 物 (包括 

腕 足 动物 ) 群 貌 发 生 了 巨大 的 变化 , 腕 足以 贝 体 小 、. 壳 质 薄 的 扭 月 贝 族 、 无 窗 贝 族 为 主 , 又 

大 量 涩 生 以 竹 节 石 、 菊 石 为 代表 的 浮游 相生 物 群 。 南 丹 罗 富 的 塘 乡 组 \ 塘 丁 组 ，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海洋 环境 中 沉积 的 ， Be EA ei ER 并 含 黄 铁 矿 结晶 体 。 

tb 7 SA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 SER Br Se ca Os BAMA), RADAR 
现 ,分 别 叙述 于 后 。 

oe Oe a: 

也 桂 中 是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埋 藏 最 丰富 的 地 区 。 南宁 市 附近 、 横 县 ̀  贵 县 广泛 分 布 ， 特 
别 是 龟 江 北岸 六 景 的 郁 江 组 , 厚度 大 ,化 石 丰 富 而 且 完整 美好 ， 是 郁 江 组 层 型 剖面 的 所 在 
地 。 EERE HES (1955, 1974), SKS (1975) ER. BRAKE 

偶 , 海 水 逐渐 变 浅 , 砂 质 沉积 增加 , 古生物 遗体 明显 减少 。 云 开 古 陆 的 西 缘 , 是 本 区 郁 江 期 
海 相 岩 层 分 布 范围 的 东 界 。 象 州 地 区 位 于 大 瑶 山 十 陆 的 西 侧 ,向 东 碎 屑 岩 逐 渐 增多 ,碳酸 
盐 岩 显著 减少 , 化 石 种 类 亦 趋 于 单调 , 沉积 厚度 相应 地 发 生变 化 。 

桂 西北 的 郁 江 期 地 层 , 分 布 在 南 丹 : 天 峨 ,河池 、 东 兰 、 都 安 . 巴 马 ̀  凤 山 等 县 区 , 郁 江 期 
的 地 层 称 益 兰 组 或 “ 郁 江 组 ”, 岩 性 以 泥岩 、 砂 质 泥岩 夹 砂 质 粉 砂岩 为 特征 ， 腕 足 化 石 的 基 
本 面貌 与 六 景 一 带 大 致 相似 , 唯 属 种 类 型 较 少 。 上 覆 的 塘 乡 组 含 大 量 竹 节 石 及 头 足 类 , 属 
于 典型 的 南 丹 型 沉积 , 与 六 景 地 区 过 异 。 由 河池 、 南 丹 一 线 向 北 ， 效 今 未 发 现 都 江 期 的 地 
By 可 能 是 广西 境内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分 布 范围 的 北 界 。 

由 南宁 向 西 , 更 确切 地 说 , 在 间 宁 一 东 兰 一 线 之 西 ， 十 万 大 山西 北 的 桂 西 和 桂 西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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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亦 很 发 育 , 崇 左 、 德 保 . 靖 西 、 那 坡 \ 隆 林 等 县 区 , 均 出 露 良好 的 地 层 剖面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面貌 与 桂 中 地 区 大 体 一 致 , 而 类 别 则 少 得 多 。 

2. 云南 

郁 江 期 的 地 层 , 在 云南 通常 称 坡 脚 组 , 含 腕 足 、 珊 瑚 等 化 石 亦 甚 丰 富 。 其 分 布 范围 限 

于 污 东 南 和 滇 东 北 两 部 分 。 

汗 东 南 地 区 , $B GEREN Rea TH, 坡 脚 组 的 腕 足 化 石 ,大 部 分 与 广西 

横 县 六 景 郁 江 期 下 部 ( 石 洲 段 ) 所 产 的 一 致 。 云 南 的 地 质 工 作者 ,通过 近年 来 的 勤 测 , 在 元 

江 县 东 利 吉 采 得 坡 脚 组 的 化 石 群 , 这 一 重要 发 现 ， nt nS ee 

H. RNGRAAPREDDEAREW—T+ rH. 

YA oh AA 8 BE A, OB 宣 威 一 带 ) 中 泥 盆 世 不 同时 期 的 地 层 ， amen eat 

不 同期 的 层 疏 上 , 坡 脚 组 完全 缺失 。 

汗 东 北 的 奕 良 . 昭 通 , 大 关 等 县 区 ,都 发 现 过 坡 脚 组 的 化 石 群 ( 鲜 思 远 、 周 希 云 ,1978)。 

Ri, 云南 省 的 地 质 学 者 , KEKE. RY BREESE, 找到 了 相当 的 地 层 与 化 石 群 ( 赵 秀 

琨 等 ,1978) ， 宕 性 为 泥岩 和 砂岩 ， 化 石 有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Dicoelostro- 

phia punctata 等 。 从 目前 掌握 的 资料 看 ， 云 南北 部 地 区 ， EBTCANDUE 5) a7 ta Fe Pe 

西 缘 , 大 致 在 武 定 附近 。 

3. 四 川 

川北 龙门 山区 的 泥 盆 系 , 相当 郁 江 期 的 地 层 即 狭义 的 甘 溪 组 ， 含 丰富 的 腕 足 化 石 群 ， 
包括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Howellella papaoensis, Eosophragmophora sin- 

ensis, “Chonetes” kwangsiensis, Dicoelostrophia punctata, Parathyrisina tang- 

nae, Uncinulus longmenshanensis 等 ， 大 都 是 桂 中 郁 江 组 的 常见 分 子 。 陈 源 仁 同 志 

在 原 甘 溪 组 的 上 部 , 划 出 一 个 新 的 地 层 单位 ， 称 谢 家 湾 组 ， 原 因 是 发 现 了 Euryspirifer 
xiejiawanensis Wan et Chen， 但 同时 又 与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共生。 ,所 

笔者 掌握 的 资料 ， 真 正 的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的 产 出 层 位 比较 稳定 ,尚未 在 高 

于 郁 江 期 的 层 眉 中 发 现 。 因 此 , 上 述 两 种 混 生 的 现象 ,有待 于 进一步 证 实 。 
在 盐 边 县 野 麻 羊 排 喜 , 万 正 权 等 (1979) iW Elymospirifer yanbianensis Wan 

和 Glyptospirifer cf. chui(Grabau) ， 认 为 产 自 与 “下 泥 盆 统 甘 溪 组 相当 层 位 ">。: 笔 者 
没有 看 到 上 述 标本 ， 不 知 其 微细 壳 饰 是 否 保存 。 

除 上 述 各 省 和 自治 区 外 ,其 它 产 地 尚 无 报道 。 贵 州 的 泥 盆 系 虽 很 发 育 ,但 相当 郁 江 组 

的 层 疏 , 在 贵阳 、 凯 里 ,都 匀 , 独 奋 等 地 , 包括 乌 当 组 , 蟒 山 群 或 丹 林 群 , 兰 性 为 砂岩 、 砂 质 页 

岩 币 含 砾 砂岩 ， 产 植物 、 鱼 和 脑 足 化 石 ( 刘 向 , 1978)， 后 者 虽 以 石 燕 类 为 主 ， 但 未 见 确 

a. ae 惠 水 王 佑 地 区 的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 发 育 情况 不 很 清楚 ， 罗 人 旬 、 BR ® 

\ 兰 安 ̀ 盘 县 一 带 的 泥 盆 系 只 露出 中 .上 绕 。 
和 让; 

4, Gi 5) 

越南 的 北部 地 区 ,包括 山 梦 、 安 禄 一 带 ， 产 有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Dicoe- 

lostrophia annamitica, Levernea depessa, Cymostrophia quadrata 等 ,大 体 上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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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的 桂 西 、 污 东南 的 化 石 群 相似 。 但 “东京 石 燕 ? 动 物 群 的 属 种 类 型 较 简 而 少 , 所 含 化 石 

层 段 的 上 下界 ,是 否 与 我 国 的 完全 相当 ， 均 缺乏 充足 的 证 据 。 老 挝 是 否 有 含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地 层 , 未 见 有 人 报道 。 

由 越南 北部 向 西南 ,到 泰国 .马来西亚 等 国 , 相当 郁 江 期 的 地 层 , 主要 为 一 套 含 浮游 生 

物 ( 竹 节 石 三 叶 虫 、 笔 石 ) 的 黑色 泥岩 、 粉 砂 质 泥岩 。 向 西北 到 缅甸 撞 邦 地 区 , 也 是 类 似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 只 是 到 了 艾 非 尔 期 ， 才 产 有 大 量 的 腕 足 化 石 , 已 由 Andersson, Boucot 

和 Johnson (1969) 描述 报道 了 。 

根据 上 述 资料 , 可 以 大 致 勾 画 出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分 布 范围 , 如 图 2 所 示 ， 这 一 分 

布 图 并 不 是 该 期 的 古 地 理 轮廓 图 。 需 要 指出 的 是 ,有 一 个 问题 尚未 得 到 解决 ,就 是 汗 东 北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 向 北 与 川北 龙门 山海 域 的 通道 何在 ? 癌 东 南 , 又 怎样 与 广西 海域 互 

相 贯 联 ? 这 个 问题 的 提出 , 是 因为 据说 泥 盆 纪 时 , JIRA OMSK, WAIL 

与 川北 海湾 被 汉 源 古 陆 隔离 ( 夏 宗 实 等 ，1978) 。 另 外 , 黔 南 迄 无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发 现 ， 

而 云南 惠 部 入 东 地 区 的 泥 盆 系 , 同样 缺失 郁 江 期 的 沉积 。 这 是 值得 今后 注意 的 问题 。 

根据 腕 足 动 物 群 性 质 的 分 析 , 笔者 推测 , 在 泥 盆 纪 的 郁 江 期 ， 川 北 龙 门 山 这 一 狭长 的 

海湾 与 汗 东 北 地 区 的 海水 是 互相 贯 联 的 。 同 样 , 滇 东北 与 桂 西 北 的 海水 , 经 黔 西 与 黔 南 地 

区 地 是 相通 的 。 虽然 ， 目 前 还 没有 在 关键 地 区 (如 川中 ) 发 现 足 以 证 实 存在 郁 江 期 地 层 和 

生物 群 的 材料 。 但 这 只 是 根据 现 有 的 地 质 资料 得 出 的 结论 。 地 质 历 史 时 期 ， 重 大 构造 变 

图 2 郁 江 期 脏 足 动物 群 的 分 布 范 围 



动 和 风化 剥蚀 以 及 地 下 地 质 资料 的 新 知 ,都 是 需要 考虑 的 。 否 则 , 就 很 难 设 想 一 些 被 所 请 

“地 障 " 阻 隔 的 “封闭 "海域 ,会 产生 相同 的 海底 生物 群 。 本 文 提出 的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分 布 图 , 就 是 依照 上 述 设想 勾画 出 来 的 。 

三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地 质 时 代 

关于 郁 江 组 、 益 兰 组 、 坡 脚 组 和 甘 溪 组 的 时 代 问 题 ,通过 近年 来 对 菊 石 . 牙 形 刺 、 竹 节 

石 等 门类 的 研究 ,大 都 同意 划 归 早 泥 盆 世 , 但 具体 的 对 比方 案 , 仍 有 分 歧 。 或 者 认为 郁 江 阶 

相当 于 晚 西根 期 至 早 埃 姆 斯 期 ( 侯 鸿 飞 \ 鲜 思 远 ，1975)， 或 者 指出 与 上 西根 阶 对 比 ， 是 最 

恰当 的 ( 侯 鸿 飞 ,1978)， 这 后 一 观点 得 到 了 一 些 学 者 的 支持 ;还 有 人 主张 应 将 郁 涝 组 与 埃 

ttt BY Ae (ETE, AT BR eR, 1974; HTB. SICHE, 1978); 或 归属 于 下 埃 姆 斯 阶 ( 雇 
卫 华 , 许 汉 奎 、 王 成 源 、 阮 亦 萍 、 歼 重阳 、 穆 道成 , 卢 礼 昌 , 1978; EH. MER. AMS, BL 

华 、. 歼 重阳 ，1979) 。 这 与 陈 源 仁 (1978) 的 “ 原 归 甘 溪 组 下 部 的 土地 岭 段 与 西根 阶 同 期 ,其 

上 部 的 淋 冰 湾 段 与 下 埃 姆 斯 阶 相当 ”的 结论 ,大 体 上 说 是 相同 的 。 在 国外 ， 有 大 也 曾 讨论 

过 含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地 层 的 时 代 隶 属 问题 。Boucot，Johnson 和 Talent 将 “东京 石 

燕 ? 动 物 群 归于 埃 姆 斯 期 ， 未 肯定 属 埃 姆 斯 期 的 早期 或 晚期 。 但 在 同一 篇 论文 中 ,他们 则 
将 当时 所 识别 的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的 重要 分 子 Dicoelost7ophia、 工 evenea、 Nadiastro- 

phiao、Poyrachometes， 记 载 于 晚 埃 姆 斯 期 至 艾 非 尔 期 的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分 区 图 上 。 最 近 ， 
Harper 和 Boucot 等 (1978，149 页 ) 在 论 齿 扭 贝 超 科 的 论文 中 , 将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确 定 

为 埃 姆 斯 期 。 

1978 年 冬 ， 笔 者 等 参加 了 由 广西 地 质 局 实验 室 、 区 测 队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 

物 研究 所 共同 组 成 的 专题 队 , 在 广西 不 同 相 区 的 重要 地 层 剖 面 , 采集 浮游 相 和 底 栖 相 的 化 

石 。 结 果 发 现 六 景 一 带 覆 于 郁 江 组 之 上 的 硅 质 岩 和 硅 质 灰 岩 ， 属 于 竹 节 石 的 Nowakia 

barrandet 带 ， 南 宁 附 近 的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亦 被 含 W. barrandet HHWEMB (bee 

等 ，1979) 。 因 此 , 桂 中 地 区 郁 江 组 的 顶 界 ,大 体 上 是 齐 平 的 。 必 须 强调 的 是 , 郁 江 组 上 部 

的 大 联 村 段 和 六 景 眉 均 产 Nowakia praecursor, 可 与 南 丹 罗 富 剖面 的 塘 丁 组 中 部 N. 

praecursor 带 对 比 ( 阮 亦 萍 等 ，1979) 。 将 郁 江 组 置 于 塘 丁 组 之 下 的 结论 ( 修 鸿 飞 , 1978; 

潘 江 等 ，1978) ， 显 然 不 同 于 上 述 观点 。 腕 足 动物 的 资料 ， 同样 可 提供 重要 佐证 ; BANE 
丁 组 之 下 的 益 兰 组 ， 含 有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Dicoelostrophia annamitica, 

D. crenata 等 ， 没 有 发 现 常见 于 南宁 、 六 景 地 区 郁 江 组 上 部 的 腕 足 动物 组 合 。 因 此 , 益 

兰 组 大 致 仅 相当 于 南宁 地 区 郁 江 组 的 下 部 。 益 兰 组 所 含 竹 节 石 Nowakia Subtilis， 是 塘 

丁 组 下 部 W. subtilis 带 的 常见 分 子 。 虽说 六 景 剖 面 的 郁 江 组 下 部 ( 即 石 洲 段 与 霞 义 岭 

眉 ) ， 尚 未 找到 可 资 确定 时 代 的 竹 节 石 、 菊 石 的 带 化 石 ， 但 根据 两 地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的 对 比 

关系 和 和 狂 节 石 的 序列 来 看 ,“ 孝 江 组 的 下 部 大 致 与 W.subtilis 带 相当 ,， 亦 即 可 与 欧洲 的 
Zlichov 阶 的 Nowakia zlichovensis 带 对 比 ” 末 阮 亦 萍 等 ，1979) ， 这 一 结论 是 可 信 

Wo XH MT ARPA AAAS), 全 部 可 与 欧洲 的 效 利 霍 夫 期 〈Z1li- 

chovian) 的 早 、. 中 期 ， 或 埃 姆 斯 期 的 早期 互 比 ; 而 南 丹 罗 富 益 兰 组 的 顶 界 ， 明 显 地 低 于 

郁 江 组 ,或 与 欧洲 的 效 利 霍 夫 期 的 早期 或 埃 姆 斯 期 初期 的 地 层 相 当 。 
云南 广 南 的 坡 肢 组 所 含有 旷 足 化 石 ， 计 有 :，Schizopho7ia communis, Dicoelo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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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a annamitica,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和 无 洞 贝 类 的 一 新 属 等 。 这 个 组 合 与 

南宁 ,六 景 地 区 郁 江 组 下 部 的 石 洲 段 所 产 者 相近 , 而 未 见 孝 江 组 上 部 所 含 的 属 群 ， 覆 于 坡 

脚 组 之 上 的 达 莲 塘 组 底部 产 Nowakia praecu7sor。 因 此 ， 广 南 坡 脚 组 的 顶 界 ， 低 于 南 

宇和 六 景 地 区 的 郁 江 组 的 顶 界 , 而 高 于 南 丹 罗 富 益 兰 组 之 项 。 

川北 龙门 山区 原 甘 溪 组 下 部 的 土地 岭 段 , 含 Orientospirifer sp. 和 Acrospirifer 

primaevus, 最 近 陈 源 仁 (1979) 将 土地 岭 段 归 人 白 柳 坪 组 。 AFATHA Nowakia 

areuayria， 认 为 可 与 桂 中 的 那 高 岭 组 互 比 。 根 据 陈 源 仁 的 意见 ， 原 甘 溪 组 上 部 的 淋 冰 湾 

Et, [2.4 Dicoelostrophia sp.,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为 特征 ;应 相当 于 郁 江 组 , 时 

代为 早 埃 姆 斯 期 。 

综 上 所 述 ， 笔 者 认为 含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地 层 ， 其 上 界 是 穿 时 的 5 不 同 地 区 、 不 

同 地 点 所 称 的 郁 汪 组 、 益 兰 组 、 坡 脚 组 、. 甘 溪 组 ,它们 的 上 界 不 应 一 刃 切 ， 需 要 根据 具体 材 

料 予 以 确定 。 同 样 ， 含 孝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层 眉 的 下 界 对 比 问题 ， 例 如 郁 江 组 与 甘 误 组 的 

下 界 ， 是 否 完全 章平 亦 须 导 重 对 待 , 很 可 能 不 同 地 区 的 这 些 层 段 的 下 界 也 是 穿 时 的 。 又 者 

江 期 地 层 的 下 界 与 欧洲 有 关 地 层 的 对 比 更 应 谨慎 处 理 ， 如 郁 江 组 的 底 界 是 否 完全 与 埃 姆 

斯 阶 的 底 界 相当 , 尚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后 始 能 判定 。 

四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古 动物 地 理 的 性 质 

“了解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在 世界 同期 腕 足 动物 群 中 所 占有 的 位 置 甚 为 重要 。 为 了 更 清 

楚 地 阐述 这 一 问题 , 首先 就 确定 古 动物 地 理 区 , 应 当 遵 循 的 几 个 问题 予以 论述 ， 

首先 , 须要 着 重 考虑 动物 群 的 同时 性 。 三 十 年 代 以 前 ,地 层 古 生物 工作 者 探讨 的 是 一 

个 纪 或 世 的 生物 地 理 分 区 。 由 于 对 生物 地 层 工作 研究 的 日 趋 深 细 ， 目 前 已 将 古生物 地 理 

区 的 范围 , 在 时 间 上 缩小 到 期 或 者 更 短 的 时 限 内 。 这 就 需要 掌握 浩 繁 的 :确切 的 资料 。 笔 

者 在 思考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的 古 动物 地 理性 质 时 ,对 国际 上 相当 郁 江 期 的 地 层 所 含 腕 足 化 

石 群 ,如 效 利 霍 夫 期 、 埃 姆 斯 早期 及 其 它 相 同年 代 的 层 段 ,试行 分 析 比 较 。 与 此 同时 , 还 考 

虑 到 更 早 或 较 晚 时 代 的 腕 足 动物 群 ， 在 本 区 或 其 它 有 关 地 区 发 育 与 缺失 的 情况 。 

其 次 ， 须 要 指出 本 区 所 含 腕 足 动物 (一 般 以 属 为 单位 )， 何 者 是 广 布 于 世界 范围 和 有 

关 地 区 的 分 子 , 何者 是 本 区 的 土著 分 子 ， 并 统计 它们 各 自在 本 区 动物 群 中 占有 的 比例 ; 然 

后 ,根据 各 类 分 子 的 百分比 ,用 以 确定 大 区 、 区 或 分 区 。 根 据 Kauffman (1973) 的 说 法 ”， 

ESBS 75% MOEA, TEAK (Realm); 50 一 75% 可 建 域 (Region); 25 一 50% 可 
建 罗 (Province); 10 一 25% 可 建 亚 区 (Subprovince); 5 一 10% 可 建 土著 中 心 (En- 

demic-Center) 。 同 时 ， 还 需要 考虑 特殊 类 别 的 分 布 范围 ， 和 广 布 全 球 的 分 子 及 其 百 分 

含量 Boucot，1975) ， 其 它 地 区 的 特有 分 子 是 否 在 本 区 存在 ,国外 某 些 地 区 常见 代表 是 

否 在 本 区 缺失 ， 及 其 在 数量 上 的 多 户 均 应 予以 注意 8 此 外 ， 还 要 尽 可 能 地 分 辨 古 动物 地 

理 区 与 生态 群落 ， 也 就 是 不 应 将 同一 区 内 的 不 同 群 落 , 当 作 不 同 的 生物 地 理 区 处 置 。 

再 者 ， 现 今 或 地 质 历 史 时 期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是 自然 界 生 物 发 育 、 分 布 规律 的 真实 反 

ie, 因而 是 客观 存在 的 。 但 在 识别 生物 地 理 区 时 , 往往 会 出 现 人 为 的 ,不 合理 的 因素 , 这 是 

1) i Kauffman 在 研究 白垩 纪 双 壳 类 的 古生物 地 理 区 时 提出 的 。 本 文采 用 大 区 \ 区 和 亚 区 三 级 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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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 慎重 对 待 , 尽 可 能 予以 排除 。 诚 然 , 地质 编 年 史 的 不 完备 性 ， 是 认识 古生物 地 理 区 的 

不 可 弥补 的 缺陷 。 但 对 于 特定 地 区 来 说 ,生物 地 层 研 究 的 详细 与 精确 程度 , 也 极 大 地 影响 

着 生物 地 理 区 的 确定 。 某 些 地 区 的 研究 工作 , 若 长 期 未 获 新 的 进展 , 其 资料 的 可 信 程 度 显 

然 降低 。 而 同一 地 区 ,各 类 化 石 的 研究 时 间 间 隔 太 久 ,粗细 程度 相差 太 远 ， 给 地 理 区 系 的 

确定 , 可 能 也 带 来 不 恰当 的 结论 。 例 如 ,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希 米 亚 地 区 Zlichov BAHA 

贝 族 ( 不 包括 戟 贝 类 ) ， 最 近 经 Havligek (1977) 重新 研究 ， 属 数 达 17 ALS, MBM 

BAW; 而 石 燕 族 的 代表 ， 是 Havligek (1959) 在 20 年 前 研究 的 ， 仅 有 站 属 。 这 是 否 

真实 地 反映 了 Zlichov 层 跪 足 化 石 群 的 面貌 ， 值 得 怀疑 。 同 样 ， 在 鉴定 属 级 分 类 单元 

的 准确 性 上 , 认识 也 不 一 致 。 所 以 ,建立 分 区 指数 ， 统 计 各 类 属 群 的 百 分 含 量 ,， 确定 是 否 

应 该 建 区 ， 对 属 级 鉴定 的 可 靠 性 ,就 显得 相当 重要 了 。 

下 面 , 试 论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古 动物 地 理性 质 , 着 重 在 属 群 的 地 理 分 布 上 上 有关 生 

态 群落 方面 的 内 容 暂 不 涉及。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约 有 35 属 ， 可 分 为 三 种 类 型 (分 类 地 位 沿 

有 疑问 的 属 , 不 统计 在 内 ) 。 

1. 世界 范围 分 布 的 属 

所 谓 世 界 范 围 分 布 的 属 指 的 是 既 见 于 欧 、 亚 澳大利亚、 北非 和 北美 西部 , 又 见于 北美 
东部 ,如 Schizophoria”, Isorthis, “Schuchertella”, Megastrophia, “Productella” 

ay “Spinulicosta”, Spinatrypa, Howellela, Acrospirifer, Cyrtina 等 。 在 埃 姆 斯 

期 ， 这 9 个 属 分 布 相当 广泛 , 其 中 有 些 属 在 欧 、 亚 、 美 等 洲 均 常 见 。 但 应 该 指出 , 邦 江 期 的 

Bie zh yh, 除 Schizophoria 和 Acrospirifer 两 属 外 ， 其 余 诸 属 的 数量 均 较 稀少 ;如 
Isorthis, “Schuchertella”, “Productella” sy “Spinulicosta 等 ， 只 发 现 少数 标本 。 

数量 虽 少 ， 但 这 些 属 的 存在 ， 仍 有 较 大 的 意义 。 除 上 述 9 属 外 ， 还 需 提 到 Levenea, 

Gypidula, Cymostrophia 和 Athyris 4 属 。 它 们 在 欧 、 亚 大 陆 和 北美 西部 的 埃 姆 斯 期 

地 层 中 均 大 量 产 出 ， 而 在 北美 东部 则 缺失 。 然 而 ，Levzeneau 和 Gypidula 曾 见于 北美 

东部 的 西根 期 地 层 ; Cymostrophia 和 Athyris 则 见于 北美 东部 的 艾 非 尔 期 地 层 ， 

而 仍 将 这 几 个 属 归 于 世界 范围 分 布 的 类 型 。 这 样 ， 世 界 范 围 分 布 的 计 有 13 属 , 占 郁 江 期 

PED OB 37% EA} 

2. 常见 于 欧 、 亚 大 陆 的 属 

除 上 述 13 属 外 ， 还 包括 Leptaenopyzxis, Parachonetes, “Nadiastrophia”, La- 

tonotoechia, “Uncinulus”, Punctatrypa, Rostrospirifer, “Undispirifer” = 8 属 , 总 

UADT 21k, ASME BAH 60% 以 上 。 扭 月 贝 族 的 Leptoenopyzis, 是 

一 个 具有 特殊 形态 的 属 ， 与 Leptaena 相近 。 在 国外 见于 苏联 南天 山 \ 阿 尔 泰 山区 (苏联 

卉 内 部 分 )、 萨 来 伊 尔 ,乌拉 尔 山区 东部 , 西 德 ,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希 米 亚 ,法 国 及 西班牙 。 在 

国内 见于 新 强 北部 和 内 蒙古 东部 , 均 产 于 下 泥 盆 统 。 尚 未 在 美洲 发 现 。 无 洞 贝 族 唯一 的 
BBR Pvnctatrypa 属 ， 发 现 于 郁 江 组 ， 是 饶 有 意义 的 5 此 属 的 分 布 范围 与 Ze- 

ptoenopyris 大 休 类 同 ， 唯 未 见于 我 国 北方 槽 区 的 泥 盆 纪 地 层 。 在 欧 、 亚 大 陆 以 外 地 

1) 在 欧 、 亚 ,次 大 利 亚 和 北美 西部 尤为 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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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迄今 也 没有 发 现 Punctatrypa Wikia. Parachonetes 见于 苏联 萨 来 伊 尔 、 南 天 山 

区 、 乌 拉 尔 山区 东部 ,加 拿 大 西部 的 育 空 地 区 ,美国 内 华 达 州 和 澳大利亚 塔 斯 马 尼 亚 州 , 但 

不 见于 美洲 东部 地 区 。Nadiastrophia 最 初 报道 于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 州 ， 后 又 发 现 于 新 
西 兰 和 加 拿 大 西部 。 小 嘴 贝 族 仅 有 的 两 个 属 Datomotoechia fi “Uncinulus”, 77 RU 

kk, WKH. Latonotoechia 产 于 捷克 斯 洛 伐 克 ,苏联 阿尔 泰山 区 、 萨 来 伊 尔 、 乌 拉 尔 山 

区 南部 与 东部 ， 以 及 我 国内 蒙古 东北 部 等 地 。 加 拿 大 和 美国 西部 所 产 的 Thliborhyn- 

chia, 5 Latonotoechia 很 相近 。Vmecinuzus 也 是 欧 、 亚 、 澳 大 利 亚 和 北非 的 常见 分 子 ， 

但 迄 未 见于 美洲 东部 地 区 。 石 燕 族 的 Rostrospirifer tonkinensis 是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典型 分 子 ， 常 见于 郁 江 组 的 下 部 。 这 种 石 燕 以 展 南 而 饰 福 臣 少 为 特征 ， 相 似 种 也 多 

HOEK. WPA, 北美 东部 地 区 未 曾 见 及 。 石 燕 族 的 另 一 个 属 “Umdispi7i- 

fer”, WMTW ROPE ie, 分 布 范围 与 Rostrospirifer 大 体 相 同 。 

3. 迄今 仅见 于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土著 属 

这 些 土著 属 已 超过 10 个 , 如 德 姆 贝 族 的 了 osophragmophora， 扭 月 贝 族 的 Dicoe- 

lostrophia, Xenostrophia 和 戟 贝 类 的 某 些 代表 ， 无 洞 贝 族 的 两 个 新 属 ， 无 窗 贝 族 的 
Pathyrisina, A#eRAY Elymospirifer, Glyptospirifer, 穿孔 贝 族 的 一 新 属 等 。 共 

占据 整个 腕 足 动物 群 的 30% FA. 这 

一 百 分 含量 ,是 符合 建立 区 (Province) 

一 级 的 标准 的 。- 

在 郁 江 期 即 早 埃 姆 斯 期 ， 在 世界 范 

围 内 存在 着 三 个 大 区 : 老 世 界 大 区 (Old 
World Realm)、 东 美 大 区 (Eastern 

American Realm) 及 马尔 文 诺 - 卡 非 

克 大 区 (Malvino-KaffricRealm)(Bou- 

cot, Johnson & Talent, 1969; Jo- 

hnson, 1970; Boucot & Johnson, 1973; 

Boucot, 1975 等 ) 。 老 世 界 大 区 包括 

欧 、 亚 、 澳 大 利 亚 、 北 非 和 北美 西部 ; 东 美 

大 区 指 的 是 北美 东部 和 南美 的 巴西 、 哥 

伦比 亚 和 委内瑞拉 ;马尔 文 诺 - 卡 非 克 大 

区 主要 包括 非洲 南部 和 南美 洲 南部 (Bo- 图 3 MPR em Me SAEs 

ucot, Johnson & Talent, 1969; Jo- 世界 大 区 的 和 士 者 的 属 的 百 分 含 量 

hnson & Boucot, 1973; Boucot, 1975). 根据 前 面 的 分 析 ,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出 ,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有 半数 以 上 的 属 ,是 常见 于 老 世 界 大 区 的 。 这 一 论断 ,还 可 以 从 下 述 4 方面 得 
到 佐证 : 

第 一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的 一 些 重 要 而 特殊 的 分 子 ， 只 见于 老 世 界 大 区 的 范围 内 。 全 
如 具 疹 无 洞 贝 类 的 Pumctatrypa， 光 滑石 燕 类 的 “Umdispirifer>” 。 

第 二 ， 某 些 属 虽说 是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土著 分 子 ， 却 与 老 世 界 大 区 的 代表 存在 着 
密切 的 联系 。 例 如 具 壳 袜 无 窗 贝 类 的 Parathy7isia， 腕 螺 侧 指 , 铵 板 联合 并 具 背 孔 , 缺 

。 6] « 

( Cosmopolitan. taxa) 

( Endemic taxa) 

老 世 界 大 区 的 属 

(Old World Realm taxa) 



失 中 隔 板 ; 属于 此 类 代表 的 4tyrg 妇 y7 和 8， 见于 老 世 界 大 区 的 西 德 。 又 如 德 姆 贝 族 具 高 强 

背 中 隔 板 类 型 的 Bosophragmophora， 与 常见 于 老 世 界 大 区 具 背 隔 板 的 属相 当 接 近 。 

第 三 ， 发 育 在 东 美 大 区 的 大 批 土 著 属 ， 不 见于 郁 江 组 ， 如 德 姆 贝 族 的 Discomyor- 
this， 扭 月 贝 族 的 Chonostrophia, AeA Brachyspirifer, Elytha, Fimbrispiri- 

fer, SEMAN Meristella, Pentagonia, Charionella, Charionoides 和 穿孔 贝 族 

AY Centronella, Etymothyris, Eurythyris 等 等 。 

SO, WIRE SR-KIERAKAN Australocoelia 等 ， 在 本 区 也 从 未 发 现 。 再 

者 ,马尔 文 诺 - 卡 非 克 大 区 既 缺 失 层 孔 虫 蔡伦 虫 , 又 不 见 珊瑚 化 石 , 生态 分 异 度 很 低 , 可 能 

气候 是 寒冷 的 。 

所 以 ,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属于 老 世 界 大 区 似 无 疑问 。 对 老 世 界 大 区 范围 内 , 腕 足 动 

物 地 域 区 的 进一步 划分 ， 国外 学 者 有 较 大 的 分 歧 。Boucot 等 "将 老 世 界 大 区 分 为 莱 黄 - 

波 希 米 亚 区 , 乌拉 尔 区 ， 蒙 古 - 鄂 霍 次 克 区 和 塔 斯 马 尼 亚 区 . Pxkoucnmukan (1968) 等 则 

在 亚洲 北部 ， 建 立 了 乌拉 尔 -天 山区 ， 阿 尔 泰 - 萨 彦 区 〈 归 于 地 中 海 大 区 ) ， 泰 麦 尔 - 科 累 
玛 区 “〈 归 于 西伯 利 亚 - 加 拿 大 大 区 ) ， 准 嘴 尔 -巴尔 卡 什 区 及 蒙古 - 鄂 霍 茨 克 区 “〈 归 于 哈 萨 

克 - 蒙 古 大 区 ) ME: (1)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中 土著 分 子 的 百 分 含量 ,已 达 30% 这 一 事 

实 ; (2) 常见 于 西欧 和 北 亚 ( 包 括 我 国 的 新 疆 北 部 内蒙古、 大 小 兴安 岭 等 地 区 和 苏联 乌 

DRAB. ALU. RR. FRE RA EI SH) A Atrypinella, Karpinskia, 
Carinatina, Carinatinella, Gorgostrophia, Rhitistrophia, Rugoleptaena, Ivdeli- 

nia, Clorinda, Clorindina, Altajella, Nymphorhynchia, Glossinotoechia, Sibiri- 

rhynchia, Uralospirifer, Costispirifer 等 属 ， 均 未 见于 本 区 ; (3) ERHAKKS 

域 ̀  区 的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中 ， 常 有 始 石 阅 类 也 ospirifer，St7iispirifer， 互 aol1iceKkia，Ja- 

nius 等 的 出 现 ， 却 全 部 不 存在 于 郁 江 期 ; (4) 澳大利亚 东部 和 新 西 兰 的 埃 姆 斯 期 地 层 中 
含有 Maoristrophia”, Australirhynchia, Planicardinia, Sturtella, Nadiastro- 

phia, Reeftonia® 和 其 它 一些 新 属 (Talent, 1972), (2 “Nadiastrophia” 见于 我 国 。 

笔者 认为 ,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和 它 的 分 布 范围 , 应 代表 早 泥 盆 世 晚 期 一 个 独立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本 文 建议 名 为 多 江 -龙门 山区 (图 2) ， 隶 属于 老 世 界 大 区 ， 与 同期 的 其 它 各 区 并 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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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早 石 痰 世 腕 足 动物 生物 地 理 分 区 
a 式 湾 

《武汉 地 质 学 院 北京 研究 生 部 ) 

中 国 早 石炭 世 海 洋 动 物 地 理 分 区 是 同 当时 各 海域 所 在 的 古 地 理 纬 度 ， 古 气候 分 带 有 

密切 联系 , 同时 也 和 当时 的 古 构 造 格局 (特别 是 中 国 纬 癌 构造 带 ) ` 海 陆 分 布 以 及 沉积 类 型 
有 直接 的 关系 。 

Ma A RAR SOR AR, 古 地 理 特征 ,海陆 分 布 ， 生 物 群 的 来 源 和 迁移 方向 也 
逐渐 有 所 变化 , 海洋 动 物 地 理 分 区 也 就 有 所 改变 。 

早 石 炭 世 早期 ,中 国境 内 可 以 区 分 出 三 个 不 同 的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 1) 中 国 南方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 2) 中 国 北方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和 3) 喜马拉雅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 由 于 早 石 灾 世 

的 海 进 逐 步 增强 和 扩展 ， 到 了 早 石 炭 世 晚 期 ， 上 述 三 个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彼此 之 间 互 相 色 
通 , 区 间 动 物 群 出 现 互相 疹 透 和 混合 现象 , 分 区 的 界线 趋向 模糊 不 请 ， 曾 经 形成 南北 统一 

的 中 国 海域 , 并 成 为 亚洲 东部 “ 古 地 中 海 ” 的 一 部 分 。 

一 、 中 国 南方 黎 足 动 物 地 理 区 

中 国 南方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位 于 塔里木 古 陆 和 华北 古 陆 以 南 , 华夏 古 陆 以 西 ,包括 中 国 

东南 ,西南 各 省 以 及 雅鲁藏布江 以 北 的 青藏 广大 海域 。 区 内 可 以 进一步 划分 为 SG1) 苏 浙 

皖 滨 海 亚 区 。 岩 关 早 期 海水 未 侵 人 此 亚 区 ， 主 要 为 厚度 较 小 的 尝 海 相 碎 屑 岩 沉 积 ， 只 有 

海 进 最 广泛 时 期 才 沉 积 了 数 米 厚 的 石灰 岩 夹 层 。(2) MERWE. Bis, edt, SB 

西 、. 黔 南 和 汗 东 等 广大 浅海 区 , 构成 南方 动物 地 理 区 的 主体 部 分 ， 早 石炭 世 各 阶段 地 层 发 

育 最 完全 。 为 地 台 型 浅海 , 碳酸 岩 和 碎 屑 岩 沉 积 ， 厚 度 巨 大 。 含有 正常 海洋 的 各 门类 化 

石 , 底 栖 珊 瑚 和 腕 足 动物 特别 发 育 ,有 些 地 区 发 育 了 游泳 的 菊 石 相 。(3) 青藏 浅海 亚 区 。 包 

括 川西 、 秦 岭 . 龙 门 山 、 藏 北 和 青海 南部 的 广大 浅海 区 , 部 分 地 区 缺失 大 塘 早 期 沉积 。 海 洋 

动物 群 面 貌 基 本 上 属于 南方 动物 区 , 但 在 海 进 广泛 时 期 ( 岩 关 晚期 和 大 塘 晚 期 ) 珊瑚 和 腑 

足 动物 具有 显著 的 南方 区 和 北方 区 混 生 现象 。 

中 国 南方 动物 地 理 区 具有 以 下 主要 特征 ， (1) 中 国 南 方 动物 地 理 区 是 周围 被 高 出 海 

面 的 古 陆 包围 的 地 台 型 为 主 的 浅海 和 滨海 区 。 早 石炭 世 以 西南 的 黔 南 为 沉降 中 心 ， 海 相 

地 层 发 育 齐 全 , 沉积 厚度 最 大 , 海 侵 自 西南 向 东北 和 西部 扩展 ， 沉 积 厚度 逐渐 变 薄 。(2) 里 

石炭 世 海 详 动 物 群 主要 来 源 于 印度 太平 详 ， 具 有 强烈 的 东方 区 域 特色 。 它 和 北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 西 欢 区 系 各 不 相同 。 随 着 早 石 炭 世 海 进 的 逐步 扩大 , 中 国 南 方 动物 群 的 部 分 珊 

瑚 和 了 腕 足 动 物 向 东亚 和 中 亚 逐 步 扩 展 ， 同 时 和 西欧 区 系 的 部 分 生物 通过 ” 古 地 中 海 ? 开 始 

混合 。(3) 早 石 几 早 期 具有 中 国 特色 的 珊瑚 ， 泡 沫 内 沟 珊 瑚 (Cystophrentis) 和 假 乌 拉 

珊瑚 (Pseudouralinia), Pie aw: BKM (Yanguania), HAD RAH (Lochori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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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 和 小 马丁 贝 (Martiniella) 广泛 发 现 于 华南 各 省 区 岩 关 期 地 层 中 ， 当 海 侵 扩 张 的 
岩 关 晚期 , 假 乌拉 珊瑚 和 古 分 吃 石 燕 曾 分 布 于 中 国 西部 地 区 [ 汗 西 .秦岭 ,西藏 东部 和 珠 峰 

北 坡 ( 古 分 只 石 燕 )], 苏联 的 乌拉 尔 ( 假 乌拉 珊瑚 ) ， 但 上 述 几 种 南方 动物 区 的 珊瑚 和 脑 足 

动物 却 至 今 未 曾 在 中 国 北方 动物 地 理 区 发 现 。 早 石炭 世上 晚期 具有 中 国 特色 的 珊瑚 如 贵州 
珊瑚 〈 开 weichophyIum) ， 和 豆 氏 珊瑚 (Yuanophyllum), Rie awmmeAkKs 贝 

(Vitilip7roductus)， 罗 城 贝 (Lochemgia) ， 甘 肃 贝 (Kansuella), 舟 形 贝 (Gondoli- 

na) 和 巴 洛 霍 贝 (Balakhonia) ， 有 些 目前 仅见 于 华南 各 省 区 ( 罗 城 贝 和 和 背 形 贝 ) HE 

各 属 则 广泛 分 布 于 中 国 南方 和 中 国 北 方 动物 地 理 区 。 袁 氏 珊瑚 发 现 于 日 本 和 苏联 哈 萨 

克 , 贵州 珊瑚 还 见于 国外 伊朗 、 土 耳 其 ,苏联 哈萨克 日 本 老挝、 越南 和 溃 大 利 亚 西 部 〈 俞 

建 章 、 林 英 饭 ，1979; 凌 正 雄 ，1977) 交织 长 身 贝 广 见 于 中 国 南 北 各 省 区 ， 亦 见于 哈 萨 
克 。 巴 洛 霍 贝 和 贵州 珊瑚 相似 ， 不 仅 在 中 国 南北 各 省 早 石 几 晚 期 非常 普遍 并且 向 北 分 

布 于 苏联 费 尔 干 纳 和 库 兹 涅 茨 倪 地 ， 向 南 分 布 于 中 南 半 岛 的 马来西亚 和 泰国 。 此 时 也 可 

以 称 中 国 南方 动物 群 为 亚洲 型 动物 群 。 关 于 中 国 南方 动物 群 和 西欧 区 系 的 关系 已 经 有 许 

多 古生物 学 家 指出 有 互相 混 生 的 现象 ( 俞 建 章 ，1937; 了 丁 文江 \ 葛 利 普 ，1936; RBs, 

1965) 。 从 腕 足 动物 来 看 , 我们 认为 随 着 早 石 炭 世 的 海 侵 不 断 的 扩大 ， 南 方 动物 群 腕 足 动 

物 同 西欧 区 系 的 联系 越 来 越 密 切 , 大 塘 期 以 后 特别 是 长 身 贝 类 的 大 长 身 贝 科 和 细 线 贝 科 ， 

戟 贝 类 个 体 巨 大 的 小 戴 维 斯 贝 科 如 戴 利 平 贝 (Delepenia) 和 大 戟 贝 (Megachometes) 

在 中 国 南北 均 有 发 育 。 这 些 属 广泛 分 布 于 西欧 .北非 .亚洲 的 许多 地 方 ， 但 却 很 少见 于 西 

伯 利 亚 东部 ， 几 乎 绝迹 于 北美 东部 。 另 一 方面 广泛 分 布 于 西欧 各 国 及 苏联 顿 巴 斯 和 莫 斯 

科 盆 地 韦 先 阶 的 长 身 贝 类 Levitusia BAIEMAA I (Davidsonins) 属 在 中 国 至 今 尚 未 

发 现 。 杜 内 期 西欧 典型 的 _Umispi7 计 er tournacensis 在 中 国 也 是 比较 少见 。 

现 将 中 国 南方 动物 区 腕 足 动物 分 析 如 下 : 

岩 关 期 已 经 描述 的 腕 足 动物 群 有 金陵 灰 岩 动物 群 ( 朱 森 ,1933; SEF, 1961), 

ME RES RUE, 1965), BRAM EDM wAw, 1964). 

FARR AEEHNREDDRHRREeTH PAR BARA RAM, RABSX 

特 隆 层 的 泥 盆 石炭 纪 过 渡 性 质 ( 侯 鸿 飞 ，1965) ， 重 要 的 化 石 是 : Tem 友 cospirife7 vilis, 

Hunanospirifer wangi, Camarotoechia kinglingensis, Paulonia mengongaoensis 

等 。 

岩 关 早 期 产 在 黔 东 南 革 老 河 段 的 腕 足 动 物 群 是 : Composita hunanensis Wang- 

Schuchertella gelaohoensis Yang 组 合 。 共 包括 6 属 11 种 ， 其 中 重要 的 是 : Compo- 

sita hunanensis Wang, C. dushanensis Yang Schuchertella gelaohoensis Yang, 

Plicochonetes gelaohoensis Yang, Camerotoechia kinglingensis Grabau, Yan- 

guania dushanensis (Yang) 。 这 个 腕 足 动物 群 早期 同 层 孔 虫 :床板 珊瑚 共生 , 晚期 同 泡 

沫 内 沟 珊瑚 共生 ， 它 们 的 分 布 比较 局 限 ， 主 要 分 布 在 中 国 南方 动物 区 的 湘 黔 桂 浅海 亚 
区 ,向 东 并 未 侵入 苏 浙 皖 滨 海 亚 区 , 向 西 在 汗 东 、 黔 西 缺失 。 

岩 关 晚期 产 在 黔 东 南 独 山 汤 巴 沟 段 的 腕 足 动物 是 ，ochoristitcs chui Yang-Mar- 

tiniella chinglungensis Chu 组 合 ; 共和 包括 10 B16, HERA: Lepta- 

gonia analoga (Phillips), Schuchertella dushanensis Yang, Eochoristites chui 

Yang, E. dushanensis Yang, Martiniella chinglungensis M. asinuata Yang, 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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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hyridina submabranacea (Grabau), 这 个 腕 足 动物 组 合 的 特点 是 属 种 的 多 种 多 样 

性 和 地 理 上 的 广泛 分 布 比 之 岩 关 早 期 显然 有 很 大 的 增强 ， 这 是 同 汤 巴 沟 期 海 侵 的 广泛 性 

相互 联系 的 。 类 似 的 腕 足 动物 组 合 向 东 分 布 于 湘 中 刘 家 塘 段 ， 在 苏 新 皖 滨 海 亚 区 超 履 于 

五 通 砂 岩 之 上 形成 仅 有 5 米 左 右 的 金陵 眉 ， 向 西 含 这 个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岩 关 晚 期 沉积 在 汗 

东 超 覆 在 古老 的 地 层 之 上 ， 秦 岭 龙门 山区 见于 江油 的 马 角 坝 段 ， 在 上 述 地 层 中 十分 虹 石 

燕 经 常 和 假 乌拉 珊瑚 共生 。 
KARAS RAR 〈Bochoristites) 最 为 典型 ， 目 前 共 描 述 约 10 个 种 及 变 

种 盖 分 布 于 江苏 南京 龙潭 镇 ， 安 徽 宣 城 、 无 为 ,太平 \ 泾 县 含山 ， 湖 北 建始 、 长阳、 宜 部 、 

松 滋 ,广西 罗 城 ,贵州 独 山 、. 平 塘 、 惠 水 ， 云 南 石 屏 . 宣 威 , 西 藏 的 昌都 和 珠 峰 北 坡 等 地 。 

早 石炭 世 晚 期 中 国 南 方 动物 区 胶 足 动物 已 经 系统 描述 的 有 :湖南 中 部 《尾崎 金 右 卫 

门 , 1939), Bea (Er S, 1974), BINA, 1978). 

贵州 的 旧 司 段 共 发 现 腕 足 动物 21 属 32 HHA, 1978, 83). 分 上 下 两 个 组 合 : 
下 部 称 Megachonetes zimmermanni Pacckelmann-Delepinea subcarinata Ching 

et Liao AS, HHREANMEILAA Plicochonetes weiningensis Yang, Mega- 

chonetes zimmermanni Paeckelmann, M. siblyi (Thomas), Delepinea subcari- 

mata Ching et Liao, Punctospirifer octoplicata (Sowerby); 上 部 称 Vitiliprodu- 

ctus groberi (Krenchel)-Pugilis hunanensis (Ozaki) 组 合 ， 其 中 常见 的 分 子 是 

Rugosochonetes hardrensis (Phillips), Pugilis hunanensis (Ozaki), Giganto- 

productus gigantoidea (Paeckelmann), Athyris yatzetangensis Ching et Liao, 

Vitiliproductus groberi (Krenchel), Balakhonia yunnanensis (Leczy) 等 。 

LRREDDSARAAHTSKRENEM, HEARGHAKSRRKRARKNH 

属 种 。- 据 贵州 旧 司 组 32 种 腕 足 动物 分 析 ， 区 域 性 的 种 和 西欧 也 有 出 现 的 种 约 各 占 一 半 。 
重要 的 西欧 常见 的 属 种 如 Megachonetes zimmermanni Paeckelmann, Delepinea 

cf. destinetzi (Vaughan), Semiplanus semiplanus (Schwezow), Punctospirifer 

octoplicata (Sow.) 等 。 

大 塘 期 区 域 性 显著 的 交织 长 身 贝 (Vitifiprodxuctus) 除 广泛 分 布 于 云南 沾 益 ， 贵 ， 

平 塘 、 惠 水 、 威 宁 、 水城 、 楞 金 ， 湖 南 湘 乡 ,广西 柳城 大 塘 阶 下 部 ， 江 苏宁 镇 山脉 的 高 鲁 山 

眉 , 四 川江 油 的 马 角 坝 段 。 另 外 ,国外 还 见于 哈萨克 中 韦 先 阶 。 巴 洛 堆 贝 (Balakhonia) 

DHT RA. DAA. REL), 尚 见于 天 山 , 青海 ,准噶尔 ， 珠 峰 北 坡 及 希 夏 邦 马 

i; 国外 见于 苏联 库 兹 涅 茨 倪 地 、 费 尔 干 纳 和 巴 什 基 尔 ， 马 来 半岛 维 宪 阶 。- 柳 田 寿 一 

41974) 在 泰国 北部 发 现 该 属 的 未 定 种 ,分布 于 中 石炭 。 其 它 地 区 均 为 早 石炭 韦 先 阶 至 纳 
BRE i 

ABBREAMN LARA Ea) we Delepinea comoides (Sewerby)-Da- 

tangia weiningensis Yang 组 合 ， 包 括 16 & 29 HP (HLM, 1978, 85), HHA 

A Bi te shyt: Megachonets papilionnaceas (Phillips), Delepinea transversa 

Yang, D. depressa Ching et Liao, Datngia weiningensis Yang, D. ovatifermis 

Yang, Gigantoproductus putingensis Yang, Productus conccinus (Martin), fa 

XT+REDMHBRUNAATEHATRERBASHWH LAR, SIR, ANE, B 

长 沟 段 。 大 长 身 贝 , 细 线 贝 和 甘肃 贝 又 经 常 发 现在 臭 牛 沟 段 , 怀 头 他 拉 段 , 2A E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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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 个 体 的 戴 利 平 贝 (Delepinea) 广泛 分 布 于 西欧 韦 先 阶 ， 在 中 国 始 见于 旧 司 组 ” 

灭绝 于 上 司 组 ,大 量 个 体 同 层 产 出 。 已 发 现 于 贵州 威 宁 ,水 城 . 平 塘 、` 普 定 、 紫 云 \ 织 金 ， 广 

西柳 城 ,广东 阳春 、. 连 平 ,青海 亦 有 发 现 ,它们 往往 是 同 近 海岸 的 泥 质 灰 岩 和 煤 系 地 层 有 联 

系 。 
早 石 几 世 未 德 坞 期 腕 足 动物 在 贵州 称 为 Gomwdolimna weiningensis Ching et Liao-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gensis (Phillips) AS, 包括 17 属 28 种 ,其 中 常见 的 腕 足 

动物 是 ， FIuctua7ia undata (Defrence), Striatifera striata (Fischer), S. angu- 

sta (Jan.),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 gensis (Pill.), G. rectestrius (Gréber), 

Latiproductus latissumus (Sewerby), Guizhouella guizhouensis Yang。 这 个 组 合 

的 腕 足 动物 性 质 同 大 塘 晚 期 是 连续 的 ,大 长 身 贝 属 , 细 线 贝 属 占 大 量 ， 它 们 在 世界 各 地 均 

灭绝 于 早 石炭 世 ， 因 为 它们 同 相 当 纳 引 尔 A HRA Homoceras, Cravenoceras, 

Proshumardites 在 黔 西 共生 , EH ADKRE EAU RASA. 应 当 划 为 早 石 

Be ttt Fe ESA 

二 、 中 国 北方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区 

早 石炭 世 西 伯 利 亚 与 中 朝 一 塔里木 地 台 之 间 为 广阔 的 规模 宏 天 的 地 神 海 区 ， 蒙 古 中 

部 巨大 的 古 陆 将 地 模 海 分 为 两 部 分 , 而 在 东部 两 部 分 海域 相连 通 。 中 蒙古 陆 以 南 , PAW 

隆起 和 阴山 古 陆 以 北 即 为 蒙古 南部 和 中 国 北方 的 槽 区 。 中 国 北方 动物 区 可 以 进一步 划分 

4: 1) 准噶尔 -阿尔 泰 亚 区 ; 此 区 早期 为 海 相 ， 了 腕 足 动物 发 育 , 晚期 陆地 上 升 ,海水 北 彻 形 
成 含 植物 化 石 的 滨海 或 陆 相 。 此 区 早 石炭 早期 可 能 包括 黑龙 江北 部 的 额 尔 十 纳 河 访 域 。 

(2) 天 山 - 北 山 亚 区 为 海 相 碳酸 盐 夹 碎 屑 岩 沉 积 , 海 相 腕 足 类 , TH, SH, KADDR 

育 , 目前 所 知 天 山北 部 为 北方 区 比较 完整 系 绕 的 剖面 。(3) 兴安 -吉林 亚 区 , Rise eae 

火山 岩 系 ， 珊 瑚 贫乏 , 腕 足 类 比较 发 育 。 应 当 指出 的 是 早 石 几 世 早期 祁连山 南 厅 的 德 令 

哈 欧 伦 布鲁克 山 和 更 南部 的 阿木 尼克 山 根据 青海 区 测 队 和 短 立 培 同 志 所 采 早 石 火 世 腕 是 

动物 和 新 疆 波 罗 霍 洛 山 相 同 ， 因 此 早 石炭 世 早 期 北方 区 海水 可 能 通过 塔里木 地 台 与 华北 

地 台 之 间 与 柴 达 木 北 缘 相 通 。 

早 石 痰 世 中 国 北方 动 物 地 理 区 具有 下 列 特点 : (1) 本 区 地 理 上 位 于 我 国 最 北部 , 大致 

成 东西 向 横 展 的 纬 向 带 。 区 内 以 优 地 模型 海 相 碎 屑 岩 为 主 , 夹 有 少量 碳酸 岩 , ARH 

晚期 夹 有 大 量 火 山 岩 及 火山 凝 灰 岩 ， 往 往 沉 积 厚度 巨大 , 构造 变质 强烈 。(2) 未 区 由 于 中 

韦 先期 的 地 壳 运 动 北部 地 区 陆地 上 升 ， 海 水 北 撤 , 因此 形成 海陆 交互 相 的 含 煤 、 含 锰 或 石 

膏 沉 积 ， 或 陆地 上 升 缺乏 海 相 沉积 ， 同 时 伴随 着 强烈 的 火山 活动 ， 含 有 大 量 火 山 碎 必 岩 

及 铁 矿 沉 积 。 这 一 巨大 的 变动 影响 着 北方 动物 区 生物 群 性 质 的 巨大 变更 ， 即 早 石炭 世 早 

期 ( 杜 内 期 至 早 韦 先 期 ) 为 一 个 阶段 , BA re Ah i EIA BAS RED ATE 

(3) 早 石 有 时 期 的 动物 群 ( 腕 足 类 珊瑚 ) 和 北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关 系 最 密切 ， 腕 足 动物 主要 

来 源 于 北 汲 区 。 腕 足 动物 组 合同 北美 的 密西西比 下 部 Kinderhook, Burlington 及 

Keokuk 层 可 以 逐 层 对 比 ( 杨 式 溥 ，1964) ， 只 有 在 海 进 最 广泛 时 期 混合 一 些 西 欧 区 系 分 

布 广泛 的 属 种 ， 这 一 时 期 同 中 国 南 方 动物 群 基本 上 是 隔绝 的 。 早 石炭 世 早 期 本 区 珊瑚 化 
石 比较 贫乏 , 最 常见 的 属 是 Engmophyllum, Zaphriphyllum, Sugiyamaella 和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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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phyllia, ， 腕 足 动物 非常 发 育 ， 长 身 贝 类 以 双 壳 卫生 长 细 刺 的 托 马 切 夫 贝 科 〈To- 
lmatchoffiadae) 的 边缘 贝 (Marginatia,) 托 马 切 夫 贝 (Tolmpnatcpzoffia) 和 托 姆 长 

身 贝 (Tomiproductus) 为 主 。 石 燕 页 则 以 管 孔 石 燕 科 〈Syringothyridae) 的 管 孔 石 

燕 (8Sy7 记 gotthy7is)， 假 管 孔 石 燕 (Peudosyriz) HE, URARIBKHAEA MW (Fu- 

sella), BaFLI (Brachythyris) 和 巨石 阁 (Gradispirifer), 小 嘴 贝 类 则 以 四 房 贝 科 

(Tetracameridae) 的 洛 泰 贝 (Rotaia) HAW, (4) 早 石 炭 世 晚期 由 于 大 规模 海水 北 

撤 ， 逐 渐 失 掉 了 和 北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的 联系 ,开始 在 本 区 出 现 的 生物 群 以 西欧 .中 亚 ( 费 

RASH) 和 中 国 南方 区 的 典型 代表 相 混合 ， 重 要 的 珊瑚 和 脑 足 类 如 :贵州 珊瑚 〈 开 V- 
eichowphyllum), ARH (Yuanophyllum), EBM (Balakhonia), 交织 长 身 

Il (Vitiliproductus), KKM (Gigantoproductus), HREM (Antiquatonia), 

wee (Striatifera) 等 。 显 示 出 北方 动物 区 和 南方 动物 区 形成 广泛 的 统一 海域 ， 虽 然 
各 自 还 保持 一 些 不 同 的 区 域 性 的 种 属 。 

现 将 中 国 北方 动物 区 腕 足 动物 群 分 析 如 下 : 

旱 石 炭 世 早期 ( 杜 内 期 至 韦 先 早期 或 相当 密西西比 系 早 期 ) 早 石炭 世 中 国 北方 动物 区 

腕 足 动物 已 经 描述 的 还 很 不 够 ,已 经 出 版 的 腕 足 动物 产 在 甘肃 臭 牛 沟 组 〈 赵 亚 曾 ，1927， 

1928), 祁连山 5 ( 杨 遵 仪 . 丁 培 榜 等 ，1962) ， 天 山北 部 波 罗 霍 洛 北 坡 ( 杨 式 溥 ， 1960 一 

1964), 东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1978) 。 其 它 一 些 地 区 如 准噶尔 ,北山 ,天 山东 部 ， 祁 连 山 ， 

阿木 尼克 山 ， 兴 安 岭 和 东北 内 蒙古 等 地 区 只 有 化 石 鉴定 名 单 。 

中 国 北方 动物 群 最 早 的 腕 足 动物 组 合 已 知 发 现 于 青海 阿木 尼克 ,准噶尔 北部 和 吉林 
中 部 。 简 立 培 鉴定 的 阿木 尼克 山 了 脐 足 动物 称 Rhytiophoria acuata Hall-Syringothy- 

ris halli Winchell 组 合 ， 其 中 尚 有 Tomiproductus sp. fl Syringthyris hannibo- 

lensis 等 。 吉 林 北 通气 沟 组 所 产 Syrinothyris halli, Brachythyris pecularis, B. 

chouteanensis, Fusella biplicatus, F. louisianensis, Tolythyris cf. laminosa 等 ,上 

述 腕 足 动物 化 石 均 见于 北美 密西西比 系 下 部 Kinderhook 阶 。 

天 山 疲 罗 霍 洛 早 石炭 世 早期 腕 足 动物 分 以 下 三 个 组 合 ( 杜 内 中 部 至 韦 先 下 部 ) : 

1. Marginatia fernglenensis 组 合 产 于 美 路 卡 河 组 中 部 ， 其 中 重要 化 石 是 :Scji- 

zepheria resupinata (Mart.), Marginatia fernglenensis (Weller), Rotaia su- 

btrigona (Meck et Worthen) 及 Dielasma cf. fernglenensis Weller., 这 个 组 合 

相当 北美 奥 札 根 (Osage) HY FR Fern Glen 层 。 
2. Syringethyris altaica Tolmatchow-Tolmatchoffia robastus Tolm. 组 合 产 

于 美 路 恨 河 组 上 部 (相当 杜 内 上 部 )， 包 括 10 属 14 种 腕 足 类 ,其 中 常见 于 北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的 如 :RhipidomelIa michelini (Evelle), Schizophoria swallowi (Hall), Sy- 

ringothyris altaica Tolm., S. ef. terta (Hall), Cleiothyridina lamellosa (Evé- 

lle)。 和 常见 于 世界 各 地 的 Leptagonia analoga (Phill.), Spirifer attenuatus (Se- 

werby) 5 ASA AHN (Ota SIERRA Hea Xi KRe (Burlington Limesto- 

ne), BuPeZie wea Hott A LEB RAR (Hexnerepcunckni) 层 。 类 似 的 腕 足 动 物 群 

见于 阿木 尼克 山 的 穿山 沟 组 ， 北 山 的 绿 条 山 组 和 准噶尔 盆地 的 东部 和 西部 疆 证 明 这 个 组 

合 分 布 是 比较 广泛 的 。 它 和 北美 ， 西 伯 利 亚 ， 西 欧 的 海域 可 能 在 海 进 最 广泛 时 期 相互 联 
系 。 珊 瑚 见 有 Sugiyamaella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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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andispirifer mylkensis Yang-Dictyoclostus(?) crawfordsvilensis 

(Weller) 组 合 产 于 波 罗 霍 洛 阿 沙拉 河 组 下 部 相当 韦 先 早期 ， 含 腕 足 动 物 17 B21 hw 
式 溥 ，1964，12 页 )， 其 中 常见 的 是 :，Schizophoria swallowi (Hall), Pugilis sary- 

tchevae Yang, Syringothyris cf. texta (Hall), Pseudosyrinx plenus (Hall), 

Brachythyris ovalis (Phill.), Spirifer ashliariki Simorin, Reticularia salemen- 

sis Weller, Composita sinkiangensis Yang, iX#AAAN Hi 4AbS RAL 

上 部 契 奥 库 克 灰 岩 (Keokuk limestone) RFKAE I FBZ CUshimskyi hori- 

zon) ， 因 为 其 中 有 许多 腕 足 动物 完 全 相同 。 这 个 腕 足 动物 群 也 发 现 于 祁连山 南 坡 的 欧 爷 

布鲁克 城墙 沟 组 。 共 生 的 珊瑚 以 Siphonophyllia spomosa, S. cylindrica 组 合 为 主 。 

早 石炭 晚期 (从 中 韦 先 阶 至 纳 绷 尔 早期 ) 北方 区 腕 足 动物 群 以 中 亚 ， 西 欧 和 中 国 南方 

区 系 的 混合 为 特征 ， 下 面 提 到 的 波 罗 霍 洛 山 三 个 腕 足 动物 组 合 是 北方 动物 区 已 经 描述 的 

比较 系统 的 资料 ,其 中 许多 种 属 亦 见于 北方 区 其 它 各 地 。 

4. Chonetpustula ferganensis (Jan.)-Gigantoproductus Sarsimbaii Sergon- 

kova 组 合 产 于 波 罗 霍 洛 阿 沙拉 河 组 中 部 ， 时 代 相 当中 韦 先 亚 阶 ， 共 包括 12 种 化 石 ， 与 

北美 有 联系 的 种 显著 减少 到 只 有 两 种 ， 大 部 分 是 西欧 和 中 亚 常见 的 种 Rhipidomella 
michelini (Evelle), Schizophoria resupinata (Martin), Dictyoclostus pinguis 

sinkiangensis Yang, Antiquatonia antiquata (Sowcrby), Marginifera derbiensis, 

Brachythyris ovalis 等 。 因为 共生 珊瑚 有 中 国 贵 州 珊瑚 可 以 证 明 相 当 旧 司 组 的 土 部 。 

这 是 海 退 以 后 新 开始 的 腕 足 动物 组 合 ， 其 分 布 比较 局 限 。 

5. Gigantoproductus semiglobosus (Paeckel.)-Striatifera striata (Fischer) 

AS PPR Bis WD A LIKE RA Ze. BSARARABRM. KK 
现 19 属 22 种， 其 中 大 量 新 生 分 子 。 重 要 的 有 :，Chomnetes sinkiangensis Yang, Torn- 

quistia borochoroensis (Yang), Avonia stepanovi Yang, Striatifera striata (fi- 

scher), S. plana Yang, Linoproductus corrugatus (Mccoy), Productus produ- 

ctus Martin, Neospirifer liangchowensis (Chao), N. derjawini, Brachythyris chaoi 

Yang, B. borochoroensis Yang, 因为 共生 的 珊瑚 有 Kweichouphyllum heishi- 

hkoneuse Yii, Yuanophyllum kansuense, BJLiFRERNRB4KE CED, 

Rhys BHAT RB ACS we EB eR NR, RAR LMR AA 

Res 
6. Balakhonia kokdscharensis (Gréber) -Eomarginifera schartymensis ( Jan.) 

组 合 产 于 波 罗 霍 洛 打 尔 得 不 拉克 组 ， 共 发 现 18 属 22 种 腕 足 动物 ( 杨 式 溥 ，1964，17 页 ) 

其 时 代 相 当中 亚 一 带 的 纳 邹 尔 A。 重 要 的 腕 足 动物 有 : Avonia yongiana (Davidson), 
Fluctuaria undata (Def.), Productus conccinus Sowerby, Eomarginifera schar- 

tymensis (Jan.), Brachythyrina pingisiformis Semichatova, 共生 的 珊瑚 有 : 

Paleosmila regia (Phillips), Lithostrotion irregularis var. asiatica Yabe et 

Hayasaca， 证 明 其 时 代 相 当下 石炭 统 顶 部 ,这 个 组 合 的 珊瑚 和 腕 足 动物 许多 亦 见 于 黔 南 

的 摆 佐 组 或 黔 西 的 赵 家 山 组 ， 苏 联 的 赛 普 霍 夫 阶 ( 即 纳 雏 尔 A). 

上 述 早 石 炎 世 晚期 珊瑚 和 腕 足 动物 中 许多 种 广泛 见于 新 疆 东 部 牙 满 苏 组 ， 北 山 的 白 

山 组 ,祁连山 的 杯 头 他 拉 组 和 东北 的 鹿 圈 屯 组 和 中 亚 费 尔 干 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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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 腕 足 动 物 地 理 区 位 于 西藏 雅鲁藏布江 以 南 ， 是 近年 来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藏 科学 

考察 队 所 发 现 。 下 石炭 统 腕 足 动物 已 经 鉴定 和 描述 的 有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 张 守信 、 人 金玉 

FF, 1976) 和 和 希 夏 邦 马 峰 地 区 ( 杨 式 溥 、 张 康 富 ，1966) 。 这 个 区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同 新 疆 天 山 

波 罗 霍 洛 相 近 ， 也 就 是 说 同 北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关 系 密切 ,但 同 天 山区 不 同 的 是 早 石 几 晚 

期 并 没有 受到 中 国 南方 动物 群 强 烈 的 影响 而 继续 同 北 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动物 群 保持 联系 ， 

这 种 联系 我 们 认为 可 能 是 通过 环 太平 的 澳大利亚 .月 本 及 南亚 次 大 陆 来 实现 的 , 因为 这 个 

腕 足 动物 群 同 巴基斯坦 北部 .尼泊尔 ̀  澳 大 利 亚 同 时 期 腕 足 动物 非常 相似 。 根 据 已 知 的 资 

料 , 金 玉 于 和 张 守信 (1976) 将 这 个 区 的 腕 足 动物 分 为 以 下 三 个 组 合 
1. Fusella-Ovatia 组 合 产 于 亚 里 组 上 部 ， 计 有 腕 足 动物 7 二 cf. Matias, 

postera (Bess.), Pseudosyrinx keokuk (Weller), Girtyclla nylamensis Ching; 

ANA N ARS WANA A: Gattendorfia yaliena Liang, Imitoceras orintalis 

Liang, I. rizangensis Liang。 产 在 纳 兴 群 下 部 的 有 : Schuchertella cf. quizhouensis 

Yang, Ovatia sp., Fusella yaliensis Ching, F. transvers Ching， 五 ocho7istites 

sp., Syringothyris sp., Composita tibetana Ching。 上 述 动物 群 的 时 代 相 当 杜 内 阶 ， 

前 一 个 组 合 可 以 同 革 老 河 段 或 王 佑 组 ( 菊 石 相 含 戈 登 菊 石 ) 对比， 后 一 个 组 合 相 当 岩 关 晚 

期 的 汤 巴 沟 段 。 
2. Marginirugus-Syringcthyris 组 合 产 于 纳 兴 中 部 , 计 有 腕 足 动物 ;Mayrgimi7V- 

gus cf. magnus (Meek et Worthen), Dictyoclostus cf. viminalis (White), Sy- 

ringothyris ex. gr. lydekkeri Diener， 其 时 代 相 当 韦 先 初期 。 

3. Gigantoproductus-Balakhonia AA FARA DEBHKEISH, BEV 

Bi eshte: Rotaia dewhatensis (Diener), Syringothyris lydekkeri (Diener), 

Dielsma lidarensis Diener, Gigantoproductus(?) shishiapangmaicus Liao, Bala- 

khonia kokdscharensis (Grober) 及 Eomarginifera cf. longispina (Sow.), ix“ 

组 合 代表 喜马拉雅 区 下 石炭 统 最 上 部 的 组 合 。 

值得 提出 的 是 ， 岩 关 晚 期 古 分 史 石 燕 和 贵州 舒 克 贝 是 中 国 南 方 动物 群 的 典型 化 石 ， 

可 能 是 在 海 侵 广泛 的 时 期 进入 这 一 地 区 。 由 于 广大 的 中 国 西部 到 目前 为 止 腕 足 动物 研究 

MRA, 所 以 不 能 进一步 说 明 中 国 西部 同 中 国 南 北 两 个 动物 群 的 关系 ,但 已 经 有 区 测 资 

料 说 明 从 北部 的 甘肃 和 青海 南部 的 迭 部 ,四 川 龙 门 山 ,西藏 昌都 附近 以 至 南部 的 污 西 保 出 

一 带 早 石炭 世 早 期 都 具有 南方 动物 区 和 北方 动物 区 的 生物 群 相互 混 生 的 特点 也 就 是 说 ， 
既 出 现 华 南 区 的 泡沫 内 沟 珊瑚 〈(Cystophphremtis)， 假 乌拉 珊瑚 (Pseudouralinia), +h 

出 现 浴 波 特 珊瑚 «(Humboldtia), AHHH 〈Stelechophylium)， 管 漏 壁 珊瑚 (Sipho- 

nophyllia) , Sfp (Keyserlingophyllum); 既 出 现 南方 区 常见 的 腕 足 类 十 分 晾 石 
#& (Eochoristites) 和 小 马丁 贝 (Martiniella) ， 也 出 现 北 方 区 常见 的 腕 足 类 边缘 由 
(Ma7rtginatia)， 管 孔 石 阁 (Syringothyris), #{GWKMA (Tolmatchoffia), FiEG 

#e (Grandispiri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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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二 

(1) 上 述 早 石 几 世 中 国 三 个 腕 足 动物 地 理 分 区 , 大致 都 呈 近 东西 方向 排列 , 受 两 个 巨 

形 纬 向 构造 带 的 控制 。 早 石炭 世 ， 天 山 一 阴山 一 长 白山 一 线 以 北 是 广阔 的 地 槽 海 昆 仓 

山 一 秦岭 以 南 是 地 人 台 型 浅海 , 喜马拉雅 区 位 于 南方 冈 瓦 纳 大 陆 的 北 缘 地 槽 区 。 横 豆 在 南北 

海域 之 间 的 是 塔里木 和 华北 地 台 ， 它 们 在 早 石 炭 世 长 期 高 出 于 海面 之 上 ， 华 北 地 从 在 早 

石炭 世 始 终 未 接受 沉积 。 

(2) 中国 南 方 动物 地 理 区 的 海 侵 来 自 印度 天 平 洋 , 由 西南 向 东北 和 西北 侵 进 ;由 于 周 

围 古 陆 的 阻隔 ， 长 期 形成 具有 浓厚 区 域 性 色彩 的 动物 群 。 具 有 中 国 以 至 亚洲 特色 的 腕 足 

Mie: 岩 关 贝 , 湖南 长 身 贝 , 古 分 史 石 燕 , 小 马丁 贝 , 交织 长 身 贝 , 大 塘 贝 , 罗 城 贝 ” 贵 州 

NAB NS. 

中 国 北方 动物 地 理 区 的 海 侵 来 自 北极 区 , 由 北向 南侵 进 ， 动物 群 同 北美 -西伯 利 亚 区 

系 关 系 密 切 。 中 国 北 方 区 特征 性 的 腕 是 动物 是 : 管 孔 石 燕 , 假 管 孔 石 燕 , 边缘 贝 ， 托 马 切 

夫 贝 , 洛 泰 贝 ,巨石 燕 , 甘肃 贝 及 巴 洛 霍 贝 等 。 

当 海 进 最 广泛 时 期 , 上述 两 个 腕 足 动物 区 的 个 别 代表 ,曾经 在 中 国 西部 沿 祁连山 ， 秦 

岭 和 证 西 地 槽 互相 沟通 .渗透 和 混 生 。 

(3) 研究 早 石 几 世 腕 足 动物 的 地 理 分 布 , 证 明 在 岩 关 早期 和 大 塘 早 期 ， 两 次 新 的 海 侵 

在 大 规模 撤退 之 后 开始 重新 侵 人 陆地 , 海水 覆盖 着 比较 小 的 区 域 , 三 个 生物 地 理 区 之 间 被 

古 陆 .岛屿 分 隔 , 地 理 区 彼此 之 间 的 界线 明显 ， 其 结果 是 各 自 的 动物 群 表现 出 清楚 的 区 域 

性 特色 。 相 反 在 岩 关 晚期 和 大 塘 晚 期 是 两 次 规模 比较 宏大 的 海 侵 ， 由 于 地 形 长 期 受到 午 

蚀 , 当 海 侵 扩 大 时 , 生物 地 理 区 之 间 的 海水 在 中 国 西部 互相 色 通 ， 从 而 生物 区 之 间 的 界线 

模糊 , 其 结果 造成 各 区 之 间 动 物 群 的 渗透 和 混 生 。 早 石炭 世 的 海水 曾经 几 次 时 进 时 退 , 但 

总 的 趋势 是 一 次 比 一 次 扩大 ， 其 结果 是 晚期 除 华北 十 陆 和 少数 古 陆 高 出 海面 ， 并 没有 时 

石 几 世 沉积 以 外 * 中 国 广大 地 域 都 曾 被 海水 覆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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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kA @ 
〈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东亚 很 早 就 以 具有 四 个 不 同 的 石器 、 二 脸 纪 植物 群 而 著称 于 世 。 亚 洲 北 部 和 东南 部 

的 三 个 植物 群 , 即 欧美 植物 群 .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和 华夏 植物 群 组 成 所 谓 “ 北 极 圈 石炭 纪 植 物 

区 ”其 中 的 第 四 个 , 即 舌 羊 齿 植 物 群 则 代表 所 称 的 “南极 圈 石 炭 纪 植物 区 ?或 “四 瓦 纳 植物 

区 ”。Halle (1937) 最 先 为 此 提供 过 一 幅 大 致 的 地 理 分 布 图 。 以 后 ， 不 少 学 者 试图 说 明 

它们 之 间 的 时 间 和 空间 关系 时 ， 也 作 过 一 些 类 似 的 分 布 图 (Vakhrameev et al., 1970; 

Chaloner and Meyen, 1973; Asama，1976) ， 但 进展 不 大 。 

近 三 十 年 来 ,有 关东 亚 、 特 别 是 中 国境 内 石 峰 纪 和 二 县 纪 植 物 群 的 地 质地 理 分 布 ， 积 

累 了 大 量 资料 ,本 文 据 此 给 予 简化 整理 , 绘制 了 一 幅 较 详 的 植物 地 理 分 区 图 ， 并 对 各 植物 

区 作 概 要 论述 。 

一 、 安 加 拉 植 物 区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在 西伯 利 亚 和 蒙古 的 地 质 历程 为 早 石炭 世 至 晚 二 登 世 。 现 在 发 现 ， 同 

一 时 期 , 它 也 生存 于 中 国 西 起 新 疆 的 准 嘴 尔 盆 地 , 东经 甘肃 西部 , 内 蒙古 北 缘 , 直至 东北 北 

部 的 广大 区 域 。 但 是 , 此 区 含 植物 化 石 地 层 的 顺序 多 不 完全 。 

早 石炭 世 韦 先期 的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仅见 于 准噶尔 盆地 。 该 处 的 乃 明 水 组 发 现 有 与 韦 先 

期 海 相 无 糊 椎 动物 共生 的 Chacassopteris comsinma。 这 一 属 重要 植物 化 石 ， 原 发 现 于 

西伯 利 亚 的 库 兹 涅 茨 盆 地 和 米 努 辛 盆 地 的 韦 先 至 早 纳 角 尔 期 地 层 中 ， 后 又 见于 蒙 厦 的 韦 

先 阶 (Daber，1972) ， 可 视 为 早 石炭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的 标志 化 石 。 

中 、 晚 石炭 世 的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曾 发 现 于 新 疆 准噶尔 盆地 和 黑龙 江 省 的 少数 地 点 ， 大 

都 缺乏 系统 的 研究 ， 其 中 分 布 最 广 和 比较 特殊 的 属 种 为 Angaropteridium cardio- 
pteroides, Angaridium potaninii 和 Noeggerathiopsis 的 一 些 种 。 

本 区 早 二 县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的 已 知 地 点 也 不 多 。 以 内 蒙古 布 特 哈 旗 ( 扎 兰 屯 ) 的 一 个 
植物 群 为 例 ， 它 是 由 Paracalamites sp., Phyllotheca sp., Noeggerathiopsis cf. lo- 

riformis 和 Angaropteridium cardiopteroides 等 组 成 。 这 一 植物 群 与 本 区 常见 的 晚 

二 登 世 植物 群 之 间 的 差别 ， 在 于 没有 出 现 后 者 中 最 常见 的 Callipteris zeilleri, Inio- 

pteris siberica, Comia spp. 等 ; 与 中 、 晚 石炭 世 植物 群 的 区 别 则 在 于 ， 完 全 没有 石炭 

纪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中 那些 特殊 的 鳞 木 类 植物 ;而 Phyllotheca 属 则 是 本 区 仅见 于 早 \ 晚 二 

登 世 的 植物 。 

本 区 了 晚 二 县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比 前 些 时 期 要 丰富 得 多 。 除了 Callipteris zeilleri, 
Iniopteris siberica, Comia spp. 外 ， 还 有 一 些 重要 分 子 如 Prynadopteris anth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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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 Haier oa 早 、 中 石炭 世 (Ch-z); A Both(ci), A Watt (C2); A Webi (ca); 
O SE4E(P); © SARC Pi2); © 早 二 次 世 (PI); © BEOBH(P2); Moi Beet 
HR, ASK, C4RK(CNXSWE, CsHEUK), GC WERE, 二 二 = 一 一 一 石 内 纪 利 二 得 纪 
了 时空 加 拉 与 其 它 植 物 区 界线 大 致 位 置 ，=- 过 一 一 一 陪 石 关 世 和 二 和 痘 妃 时 内 五 纳 与 华夏 植物 区 界线 大 致 位 置 ; -一 -一 -一 

二 二 纪 时 华夏 植物 区 南北 两 亚 区 界线 大 致 位 置 。 

东亚 石炭 纪 和 二 县 纪 植 物 群 重要 化 石 产地 图 

scifolia, Compsopteris adzvensis, Tychtopteris cuneata il Noeggerathiopsis, 

Nephropsis) Crassinervia 等 属 的 一 些 种 。 不 仅 如 此 , 在 少数 地 点 的 这 一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th, 还 瀑 杂 着 作 别 华夏 植物 群 的 代表 分 子 ， 如 Lobatannularia multifolia, Schizoneu- 

ra cf. manchuriensis 和 Rhipidopsis lobata & (Bexell, 1935; HAF, 1978 =). 

在 此 以 前 没有 出 现 过 这 种 现象 。 这 似乎 说 明 , 长 期 以 来 阻隔 这 两 个 植物 群 的 天 然 屏 障 , BD 

天 山 - 兴 安 岭 大 地 槽 ,到 早 二 县 世 之 未 或 晚 二 丢 世 之 初 , 自 西 而 东 逐 渐 隆起 成 陆 。 结果 ,一 

方面 使 晚 二 倒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能 够 越过 天 山 而 南 达 塔 里 木 盆 地 北 缘 ， 另 一 方面 在 东北 及 

甘肃 一 带 发 生 了 少数 穿插 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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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亚洲 ， 舌 羊 齿 植物 群 以 前 仅 知 其 分 布 于 南亚 地 区 ， 主 要 是 印度 和 巴基斯坦 。 令 人 
惊奇 的 是 ， 一 个 以 Glossopteris communis, G. angustifolia, G. indica, Spheno- 

phyllum speciosum 为 特征 的 舌 羊 齿 植 物 群 ,也 发 现 于 中 国 西藏 南部 ， i 

一 一 珠穆朗玛 峰 北 坡 不 远 的 定 日 和 定 结 一 带 。 

近年 来 不 少 学 者 认为 , 冈 瓦 纳 古 陆 舌 羊 齿 植 物 群 的 地 质 历程 应 自 早 、 中 石炭 世 经 晚 石 

炭 世 一 直 繁 衍 至 晚 二 伍 世 ， 有 的 地 方 并 可 延续 至 晚 三 登 世 的 瑞 替 期 。 但 是 ， 它 生 存 于 晚 

石炭 世 之 前 的 设想 迄今 未 得 证 实 。 

至 于 从 前 在 东南 亚 (Zeiller, 1903; Kon’no, 1964) 和 中 国 南部 (《 中 国 吉 上 生 代 村 

物 》，1974) 归于 舌 羊 齿 属 名 下 的 一 些 破 碎 标 本 , 近年 来 证 明 应 归于 其 它 属 内 。 

三 、 华 夏 植 物 区 

根据 古 植 物 学 和 岩石 性 质 等 特点 , 这 一 植物 区 还 可 分 为 两 个 亚 区 , 即 北方 亚 区 和 南方 
亚 区 。 二 者 通常 以 西 起 青海 高 原 的 昆仑 山 , 东经 北 秦 岭 、 湖 北大 别 山 和 安徽 “淮阴 地 盾 ? 这 

一 东西 向 带 状 山岭 为 界 ， 但 其 最 东 端 由 于 郑 庐 大 断裂 影响 而 转向 东北 ， HERA 

与 尝 海 县 之 间 。 

1. 北 方 亚 区 

这 一 亚 区 主要 包括 中 朝 准 地 台 的 广大 区 域 。 这 里 ， 早 .中 、 晚 期 华夏 植物 群 ( 李 星 学 ， 

1963，1964) 都 十 分 发 育 , 而 且 从 晚 石 炭 世 或 斯 萌 芬 期 到 晚 二 受 世 之 间 的 植物 群 或 植物 组 

合 所 在 的 地 层 顺序 连续 而 无 间断 。 这 个 顺序 就 为 广大 地 区 的 植物 组 合 及 其 所 在 地 层 的 划 

分 对 比 提供 了 良好 的 依据 。 

早期 华夏 植物 群 的 代表 岩 组 为 山西 中 部 的 太原 群 , 主要 为 具 海 相 夹层 的 陆 源 沉 积 。 海 
相 层 中 含 以 Pseudoschwagerina moelleri 为 代表 的 动物 群 。 

中 、 晚 期 华夏 植物 群 所 在 地 层 则 几乎 全 为 陆 相 帝 积 ， 但 偶 有 含 Lingula sp. 等 的 滨 

海 或 泻 湖 相 夹层 。 本 分 区 自 晚 石炭 世 至 晚 二 八 世 的 五 个 植物 组 合 ( 李 星 学 ,1963。1964)， 

根据 新 资料 ,给予 少许 补充 修订 后 ， 分 别 概 述 如 下 : 
(1) BBQ Rt Neuropteris ovata-Lepidodendron posthumii 组 合 ， 主 要 以 太原 

RM (LB ARE, A Oe LAP Tingia 开始 出 现 并 具有 一 些 特殊 的 种 子 蕨 植物 ， 
如 Alethopteris hallei, A. huiana, Callipteridium koraiense, C. tachingshanen- 

se=, 3-SAPRZAERAKADAAABAD. mm Lepidodendron oculus-felis, L 

posthumii, L. szeiana, Cathaysiodendron incertum, C. nanpiaoense, Bothroden- 

dron kuianum 等 非常 繁盛 。 这 一 组 合 虽 有 不 少 欧 美 维 斯 发 期 和 斯 带 分 期 的 常见 分 子 ， 

但 已 明显 地 不 同 于 欧美 植物 群 。 因 而 , 将 它 视 为 早期 华夏 植物 群 较为 合宜 。 

(2) 二 登 纪 华夏 植物 群 。 北 方 亚 区 的 三 又 纪 华夏 植物 群 一 般 分 为 四 个 组 合 志 即 ) 

Emplectopieris triangularis-Taeniopteris spp.-Emplectopteridium alatum 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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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Taeniopteris spp.-Cathaysiopteris whitei 组 合 ; 

3) Gigantonoclea hallei-Fascipteris spp.-Lobatannularia ensifolia 组 合 ; 4) 尚 不 

很 清楚 的 :未 予 命 名 的 植物 组 合 。 其 中 1 2) 两 个 组 合 分 别 由 出 西 组 和 下 石 盒 子 组 的 植 

物 为 代表 ， 两 者 合 称 为 中 期 华夏 植物 群 所 第 3)、4) 组 合 分 别 以 上 石 盒子 组 和 狭义 的 石 千 

峰 组 为 代表 ， 构 成 属于 晚 二 登 世 的 晚期 华夏 植物 群 。 

早 二 脸 世 或 中 期 华夏 植物 群 具 特征 的 分 子 ， 除 上 述 1)2) 两 个 组 合 的 代表 属 种 外 ， 
常见 的 还 有 Lobatannularia sinensis, Sphenophyllum thonii, Taeniopteris multi-- 

nervis, Tingia carbonica, T. hamaguchii 和 几 种 鳞 木 。 其 中 ,， 早 二 受 世 早期 的 组 合 

是 以 大 量 的 Emplectopteridium alatum, Taeniopteris mucronata, T. multinervis,.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为 特征 ;而 早 二 警世 晚期 组 合 则 以 Cathaysiopteris whi- 

tei,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 Tingia carbonica, Gigantonoclea lagrelii, 

Sphenopteris (Oligocarpia) gothaniti WASHER. Weoh, PRPC ABw HE 

植物 Callipteris conferta 以 及 少数 苏铁 植物 Pterophyllum cutelliforme, P. dai- 

hoense 的 出 现 ， 也 是 早 二 县 世 晚期 植物 组 合 中 值得 注意 的 现象 。 

i — tH SL RHA ~Gigantonoclea hallei-Fascipteris spp.-Lobatannularia ensifo- 

a 组合 ， 即 北方 亚 区 的 上 石 盒 子 组 植物 组 合 ， 虽 与 下 石 盒 子 组 的 关系 密切 ， 两 者 的 区 

别 还 是 明显 的 。 除 上 述 上 石 盒 子 组 植物 组 合 的 代表 属 种 外 ， 另 一 些 植物 ， :如 Spheno- 
phyllum sino-coreanum, Annularia shirakii, Schizoneura manchuriensis, Clado- 

phlebis permica, Psygmophyllum multipartitum, Neuropteridium coreanicum, 

几 种 特有 的 Taeniopteris 和 以 Rhipidopsis, Sphenobaiera, Walchia pinnata 为 代 

表 的 少数 裸子 植物 的 出 现 , 都 是 晚 二 伍 世 早期 植物 组 合 的 特点 。 

晚 二 登 世 晚期 的 地 层 , 在 北方 亚 区 以 石 千 峰 组 为 代表 ， 它 主 要 为 红色 或 紫红 色 的 干燥 

沉积 。 在 层 型 剖面 上 ， 至 今 未 发 现任 何 化 石 。 但 在 山西 保 德 与 其 大 致 相当 的 沉积 物 中 发 
现 属 于 锯齿 龙 目 (Pareisauria) 的 二 脸 石 千 峰 龙 (Shitienfenia permica Young et 

Yeh,，1963)， 以 及 辽宁 本 溪 的 林家 组 植物 群 的 性 质 ， 都 说 明 其 应 属于 晚 二 县 世 晚 期 。 林 

家 组 植物 虽 有 待 正 式 研 究 ,但 据 李 星 学 的 初步 鉴定 ， 主 要 是 由 Lobatannularia cf. jhei- 
anensis, Fascipteris cf. hallei, Taeniopteris spp., Oligocarpia sp. 等 华夏 植物 群 

的 代表 属 种 组 成 ， 但 还 共生 有 Callipteris cf. zeilleri 之 类 少数 具有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色 
彩 的 特别 分 子 。 

2. 南方 亚 区 

南方 亚 区 , 包括 东南 亚 地 区 在 内 ,植物 组 合 顺序 与 北方 区 相反 , 常 是 不 连续 的 。 这 里 含 

植物 化 石 的 地 层 大 都 为 火山 碎 属 岩 或 海 相 夹 层 所 干扰 。 

华南 的 晚 石 类 世 沉积 几乎 全 属 海 相 , 除 个 别 地 点 有 Pecopteris sp. 等 碎片 外 ,尚未 

发 现 可 靠 的 植物 化 石 。 但 是 , 东南 亚 地 区 的 石 灾 .二 倒 纪 地 层 却 多 属 陆 相 ,并且 向 南 伸延 ， 

达 于 印度 尼 西 亚 苏 门 答 腊 的 占 碑 一 带 。 有 关 占 碑 植 物 群 (Jongmans and Gothan,1935) 

各 个 产地 的 详细 地 层 资 料 尚 不 了 解 。 但 该 处 产 于 较 低层 位 的 植物 ， 很 可 看 作 是 相当 于 华 

北 太 原 群 的 晚 石 几 世 植物 ， 因为 其 中 许多 植 物 ， 如 “Pecopteris” feminaeformis, 
Sphenophyllum oblongifolium, Alethopteris hallet 以 及 以 Lepidodendron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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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humiti 为 代表 的 丰富 的 鳞 木 类 植物 ， 都 表明 它 与 太原 群 Wevropteris ovata-Lepido- 

dendron posthumii 组 合 的 关系 相当 密切 。 此 外 , 在 含 植物 层 位 之 下 不 远 的 盗 相 沉 积 中 ， 
发 现 较 具 特 征 的 篮 类 化 石 PsevdoschDagerina meranginensis, Schwagerina ru- 

tschi (Thompson，1936)， 这 些 显然 是 萨 克 马 尔 期 的 分 子 。 我 国 古生物 学 家 大 多 将 

Pseudoschwagerina 看 作 是 晚 石 几 世 产物 ， 而 国外 大 多 数 地质 、 十 生物 学 者 则 将 它 归 

FHI. 

很 明显 ,华夏 植物 群 南北 两 亚 区 的 出 现 , EZreT_BA, 晚 石 炭 世 植物 群 似乎 还 

WAR Ae ABBA SAY oP FF . 

在 占 碑 植物 群 产 地 , 较 高 的 含 植物 化 石 层 位 显然 属于 早 二 倒 世 。 其 中 Taeniopteris 
和 Pecopteris 两 属 的 许多 种 (如 T. nystroemii 等 ) RR “Gigantopteris” bos- 

schana, “G.” mengkarangensis, Dictyocallipteridium sundaicum 那样 特殊 的 植 

y, ARERR TREDIBAAH, FASE AANFCAaHeWAsUTRA 

Hh El Pa SA — 2d Se HH, SALA WR SD AU. 也 可 分 为 四 个 组 合 。 晚 三 登 世 

的 两 个 组 合 , 由 于 常 受 滨海 湿润 气候 影响 , 植物 的 演化 不 快 , 彼 此 间 区 别 不 很 明显 。 
南方 亚 区 早 二 有 癸 世 早期 植物 群 , 可 名 为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Taeniopte- 

ris multinervis 组 合 ， 大 多 和 堆 散 发 现 于 湘西 北 、 鄂 西 和 滇 东 等 地 。 其 中 以 汗 东 会 泽 的 
矿山 组 植物 群 知道 得 较 详 ( 徐 仁 ，1952)， 有 Sphenopteris tingi, Pecopteris arcua- 

ta, Tingia carbonica, Plagiozamites oblongifolius 和 -Tobleria minor 等 代表 分 

子 。 此 外 ， 湘 哪 一 带 的 相当 沉积 中 尚 有 Taeniopteris multinervis, Lepidodendron 

oculus-felis 和 Emplectopteris triangularis 等 重要 植物 发 现 (斯 行 健 ;) 1951 等 )。 因 

而 这 一 植物 群 可 能 与 北方 亚 区 山西 组 的 相当 ， 代 表 南 方 亚 区 二 伍 纪 的 第 一 个 植物 群 。 

南方 亚 区 其 它 三 个 植物 组 合 可 称 之 为 大 羽 羊 齿 植 物 群 ,属于 泛称 的 “大 羽 羊 齿 煤 系 ”。 

华南 的 大 羽 羊 齿 植物 群 ， 以 前 被 认为 仅 与 华北 的 上 石 盒 子 组 相当 ， 时 代 限 于 晚 二 驮 世 早 

期 。 近 来 发 现 ， 实 际 上 它 具 有 较 长 的 地 质 历程 一 一 自 早 二 登 世 晚期 开始 一 直 延 续 至 晚 二 

登 世 之 末 , 少量 分 子 甚至 可 以 生存 于 早 三 登 世 之 初 ( 姚 兆 奇 ，1978) 。 然 而 , 具有 这 三 个 植 

物 组 合 的 连续 剖面 ,在 华南 尚未 找到 。 一 般 的 情况 是 ,时 代 较 老 的 植物 组 合 常见 于 华南 的 

东部 地 区 , 较 新 的 组 合 则 在 华南 西部 ,包括 青藏 高 原 在 内 的 地 区 较为 发 育 。 由 于 这 些 植 物 

组 合 所 在 层 位 的 海 相 夹层 或 其 下 伏 . 上 覆 地 层 中 , 常 有 一 些 标志 性 的 菊 石 、 复 类 和 脑 足 类 

等 化 石 , 因而 华南 东部 与 西部 地 区 之 间 , 这 些 植 物 组 合 的 正确 对 比 关系 是 无 可 人 怀疑 的 。 

代表 早 二 倒 世 晚 期 的 植物 群 ,可 名 为 Gigamtopteris nicotianae folia-Tingia carbo- 

nica 组 合 ， 发 现 于 福建 , 浙 西 , 蒜 东 南粤 北 和 粤 东 以 及 湘南 等 地 。 重 要 分 子 有 Lepido- 
dendron oculus-felis, Sphenophyllum sino-coreanum, Schizoneura manchurien- 

sis, Tingia carbonica, Pecopteris arcuata, P. (Rajahia) rigida, Gigantopteris 

nicotianaefolia, G. dictyophylloides, Gigantonoclea fukienensis, Gigantopteri- 

dium sp., Cordaites principalis 等 ,并 且 常 与 艇 类 Polydiexodina-Neomisellina # 

和 Neoschwagerina 带 的 分 子 以 及 菊 石 Mexicoceras, Waagenoceras, Altudoceras, 

Paraceltites, Paragastrioceras 等 属 重要 海 相 无 宥 椎 动物 共生 。 这 一 植物 组 合 很 可 能 

相当 于 华北 下 石 盒子 组 的 植物 组 合 ， 虽 然 华北 的 首要 代表 分 子 也 mplectopteris trian-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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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aris, Cathaysiopteris Whitei 未 在 本 组 合 发 现 。 根 据 无 痕 椎 动物 化 石 性 质 , 它 应 与 

华南 早 二 鸽 世 晚期 一 一 茅 口 期 相当 。 

晚 二 仅 世 早期 的 植物 群 比 早 二 县 世 的 发 育 和 分 布 广泛 ， 可 称 为 Gigantonoclea 
guizhouensis-Lobatannularia multifolia 组 合 。 和 常见 种 类 有 Lepidodendron oculus- 

felis, L. acutangulum, Sphenophyllum sino-coreanum, S. speciosum, Lobatan- 

nularia cathaysiana, Annularia shirakii, Schizoneura manchuriensis, Peco- 

pteris (Rajahia) rigida, P. (R.) mirabilis, Pecopteris anderssonii, Cladophlebis 

permica, Neuropteridium coreanicum, Fascipteris (Ptychocarpus) densaia, F. 

stena, Compsopteris contracta, Gigantopteris dictyophylloides, Gigantonoclea 

acuminatiloba, Pterophyllum eratum, Rhipidopsis pani, R. cf. ginkgoides, 

Otofolium polymorphum, O. ovatum 等 。 这 些 植物 与 华北 上 石 盒 子 组 植物 组 合 显然 具 

有 非常 密切 的 关系 。 两 者 的 主要 属 种 大 都 相同 , 但 龙潭 组 以 GiganmtomocIea，Pecopteris 

(Rajahia), Otofolium 属 的 大 量 标本 以 及 另 一 些 地 方 性 种 为 特点 。 其 中 最 著名 的 真正 的 

Gigantopteris 属 在 南方 亚 区 分 布 十 分 广泛 ， 而 在 北方 亚 区 仅 偶 有 发 现 ; 与 此 相反 ， 

Taeniopteris 属 的 种 类 在 北方 亚 区 却 远 比 南 方 亚 区 为 多 。 
晚 二 全 世 晚 期 一 一 长 兴 期 的 植物 群 名 为 Gigantopteris dictyophylloides-Ullma- 

nnia cf. bronnit 组 合 。 它 与 龙潭 期 组 合 几乎 具有 相同 的 组 成 成 分 , 甚至 多 数 重要 分 子 

具有 相同 的 地 质 历程 。 然而 ， 龙 潭 期 植物 组 合 最 引 人 注 意 之 处 在 于 Otofolium 属 和 
Lobatannularia multifolia 非常 丰富 ; 长 兴 期 组 合 则 区 Ullmannia cf. bronniit 的 

大 量 出 现 和 Gigantopteris nicotianaefolia, Schizoneura manchuriensis 等 的 消失 

为 特征 。 此 外 ，Gigantonoclea guizhouensis 和 许多 档 羊 齿 的 继续 繁盛 , 似乎 也 是 晚期 
组 合 的 另 一 特点 。 

由 于 Gigantopteris dictyophylloides-Ulimannia cf. bronniti 组 合 与 二 县 系 最 

高 层 位 的 篮 带 和 和 菊 石 带 在 华南 广大 区 域内 经 常 密切 共生 ( 盛 金 章 、 李 星 学 ，1974) ， 所 以 ， 

这 一 植物 组 合 不 仅 真 正 代 表 着 二 登 纪 华夏 植物 群 的 最 后 发 展 阶段 ， 而 且 也 代表 世界 二 县 

纪 植 物 群 中 最 晚期 的 一 个 植物 组 合 。 

四 、 早 .中 石 痰 世 欧 美 植物 区 

华夏 植物 群 从 晚 石 痰 世 已 经 形成 和 开始 发 展 ， 在 东亚 能 够 确认 的 欧美 植物 群 就 只 存 

在 于 早 石 炭 世 (主要 是 韦 先 期 ) 经 纳 角 尔 期 到 维 斯 发 期 这 一 时 限 之 内 。 这 些 阶段 的 植物 组 

含 顺序 也 常 为 构造 活动 或 海 侵 等 所 干扰 而 不 完整 。 然而 ， 却 广泛 发 现 了 许多 世界 性 的 
标志 植物 化 石 ， 例 如 早 石 问世 的 Cardiopteridium spitsbergense, Triphyllopteris 

collombiana, Archaeocalamites scrobiculatus, Lepidodendron volkmannianum, 

Lepidodendropsis 和 Sublepidodendron 的 几 个 种 ; MATLHLAHRRADM Eleu- 

therophyllum mirabile, Pecopteris aspera,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 Astero- 

phyllites tenuifolius, 和 维 斯 发 期 的 Neuropteris gigantea, N. kaipingiana, 

Linopteris neuropteroides, L. brongniarti, Sphenopteris obtusiloba 等 。 这 些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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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发 生 明 显 分 异 的 欧美 植物 群 。 aD! 

这 个 植物 群 自 老 而 新 大 致 可 分 为 四 个 植物 组 合 : 

(1) Lepidodendron kaolishanense-Eolepidodendron spp.-Lepidodendropsis 

hirmeri 组 合 ， 主 要 以 苏 浙 皖 局 部 地 区 的 高 骊 山 组 植物 群 为 代表 ， 时 伐 为 晚 杜 内 期 至 早 

韦 先 期 。 
(2) Cardiopteridium spitsbergense-Triphyllopteris collombiana-Archaeoca- 

lamites scrobiculatus 组 合 ， 通 常 以 华南 的 测 水 组 和 西北 地 区 的 臭 牛 沟 组 为 其 代表 兰 

组 。 因 其 上 下 的 海 相 沉积 中 含 丰 富 的 事先 期 动物 化 石 ， 时 代 属 于 韦 先 期 毫 无 疑义 。 

(3)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Linopteris spp.-Lepidodendron aolungpylu- 

kense 284, 确 知 者 仅 甘 肃 东 部 和 青海 北部 的 少数 地 点 (斯 行 健 ,;1960; 李 是 学 等 ,1974)。 

这 一 植物 组 合 最 引 | 人 注意 之 点 为 大 量 的 Linopteris 出 现 于 含 Eumorphoceras 层 位 之 
-. Eumorphoceras bisulcatum aff. varicatum Ay PGK AS RSA bn BR A» 

简单 网 状 时 脉 的 Linopteris 过 去 从 未 见于 较 维 斯 发 期 为 早 的 地 层 中 。; 从 古 植 物 学 的 观 

点 来 看 ， 这 一 植物 组 合 应 归于 中 石炭 世 之 初 。 
(4) Neuropteris gigantea-Linopteris neuropteroides 组 会 是 华北 和 西北 地 区 分 

布 最 广泛 的 植物 组 合 ， 与 国外 维 斯 发 期 植物 群 相 似 。 

五、 各 植物 区 的 分 界线 

关于 各 植物 地 理 区 之 间 的 界线 ,本 文 作者 的 看 法 可 归纳 为 王 面 几 点 : Ed 

(1) 关于 华夏 植物 群 与 舌 羊 齿 植物 群 分 界线 的 一 种 最 流行 的 观点 是 ， 它 眼 印度 板块 

与 亚洲 板块 相 碰 而 成 的 缝合 线 ， 或 深 大 断裂 带 相 一 致 。 我 们 认为 ， 这 种 观点 是 可 以 接受 

的 。 不 过 ,应 当 指 出 ,这 两 个 板块 之 间 的 缝合 线 应 该 从 喜马拉雅 出 的 南 坡 改 划 在 我 国 西藏 

南部 ， 大 致 沿 着 雅鲁藏布江 河谷 东西 向 延 伟 的 次 大 断裂 带 。 这 是 中 国 地 质 古 生物 王 作 

者 , 近 十 年 来 在 青藏 高 原 科 学 考察 中 , 取得 的 重大 成 果 之 一 。 

这 一 分 界线 的 东南 端 , 延 及 苏门答腊 以 东 的 新 几内亚 部 分 , 尚 待 进一步 研究 。 因为 该 

处 用 来 决定 这 两 大 植物 群 分 界线 的 植物 化 石 资料 还 不 充足 ， 这 些 植物 化 石 产 地 的 层 位 关 

Atma wwe. , 

(2) 天 山 - 兴 安 岭 大 地 槽 ,是 一 个 分 布 于 西 起 新 疆 准噶尔 盆地 、 东 至 中 朝 准 地 台北 缘 

的 广大 地 带 , 自 晚 志 留 世 至 晚 二 伍 世 早期 之 间 , 一 直 是 海水 分 布 区 ， 可 看 作 是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与 华夏 植物 群 之 间 的 天 然 屏 障 。 这 一 大 地 槽 可 能 在 早 二 受 世 时 先 在 中 国 西部 消失 ， 并 

逐渐 隆起 成 陆 , 而 在 东部 地 区 , 即 原来 所 谓 哲 斯 海 侵 所 在 的 地 域 ， 则 直到 晚 二 登 世 早 期 才 

隆起 。 这 是 因为 在 南 性 塔 里 末 盆 地 北 缘 以 及 几乎 整个 甘肃 西部 ， 在 晚 二 县 世 时 已 全 部 进 

和 信安 加 垃 植 物 群 的 分 布 范围 之 内 * 而 在 我 国 东北 以 及 苏联 滨海 地 区 南部 的 几 个 晚 三 和 倒 世 

晚期 植 为 群 中 ， 则 仅 在 少数 地 点 出 现 了 这 两 个 植物 群 少数 代表 分 子 的 相互 穿插 现象 
(3) 民 仑 -秦岭 大 地 槽 ( 黄 汲 清 等 ，1974，1977) 和 大 致 平行 于 其 北 侧 的 、 开 个 断 断 

续 续 的 古 陆 形成 的 古 地 轴 ， 可 以 看 作 华夏 植物 区 北方 亚 区 与 南方 亚 区 之 间 的 天 然 分 界 

线 。 这 一 告状 地 域 , 自 早 十 生 代 起 一 直 是 华南 与 北方 中 朝 准 地 台 之 间 的 天 然 界线 ,虽然 这 

一 分 界线 的 确实 位 置 与 规模 的 大 小 ,随时 间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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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什么 原因 使 这 一 东西 向 伸延 地 带 在 那样 长 时 间 内 都 起 着 划分 中 国 为 南北 两 大 不 同 

部 分 的 作用 ， 至 今 仍 不 很 清楚 。 有 人 认为 ， 这 是 古 海 槽 多 次 旋 荀 袜 令 和 发 生 深 大 断裂 的 

结果 ;有 的 则 认为 是 地 势 较 高 的 古 地 轴 所 起 的 隔离 作用 "也 有 人 设想 ， 它 可 能 代表 两 个 古 

板块 之 间 的 终 合 线 破 裂 带 。 关 于 这 一 问题 , 尚 有 待 今后 进一步 的 工作 。 

至 于 华夏 植物 群 在 北方 亚 区 与 南方 亚 区 之 间 的 区 别 , 除 了 古 地 轴 的 隔离 作用 外 , 两 者 

所 在 的 气候 和 地 理 条 件 的 很 大 不 同 , 也 应 考虑 在 内 。 北方 气 侯 至 一 登 纪 晚期 越 来 越 变 得 

于 旱 ; 而 南方 则 受到 古 地 中 海 的 调节 ,二 登 纪 基本 上 始终 保持 着 湿热 的 气候 条 件 。 

关于 古板 块 缝合 线 的 设想 ， 似 乎 可 以 同样 用 来 说 明 介 于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与 华夏 植物 群 

之 间 的 天 山 - 兴 安 岭 大 地 槽 分 界线 。 如 前 所 述 , 这 一 大 地 槽 南北 两 侧 的 两 个 植物 群 ， 自 早 

石炭 世 至 晚 二 全 世 这 一 课 长 时 期 ,基本 是 长 期 并 存 的 , 但 产生 了 如 此 巨大 的 差别 。 很 难 设 

想 , 如 此 巨大 的 隔离 作用 ,仅仅 是 由 天 山 - 兴 安 岭 大 地 槽 或 从 前 所 称 的 哲 斯 -蒙古 海 槽 这 样 

狭 罕 的 空间 所 引起 的 。 

综 上 所 述 ， 中 国境 内 各 植物 群 之 间 地 理 界线 ,除了 南 疆 .青藏 高 原 、 甘 肃 西 北部 等 属 
于 荒 并 和 高 寒 地 带 以 外 , 多 少 算是 划分 得 比较 确切 的 。 应 当 承 认 , 在 上 述 地 区 开展 野外 工 

作 都 将 是 极其 艰难 的 。 但 是 , 随 着 时 代 的 前 进 , 有 理由 相信 ， 不 和 久 的 将 来 在 这 些 地 区 有 关 
古 植物 地 理 分 区 的 工作 , 必 将 取得 很 大 进展 , 从 而 将 大 大 增长 我 们 这 方面 的 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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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二 功 纪 苦 玫 虫 的 地 理 分 布 和 化 石 组 合 
Her BRR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到 目前 为 止 , 我 国 二 释 纪 蔡伦 虫 已 鉴定 描述 57 属 437 种 。 其 中 有 55 属 395 种 产 在 
Fx BM ech, 分 布 在 150 余 处 。 晚 二 登 世 地 层 中 有 17 属 45 种 ,产地 38 处 。 根 据 这 些 
蔡伦 虫 的 特征 和 地 理 分 布 ,可 以 大 致 分 为 三 个 动物 地 理 区 , 即 天 山 < 兴 安 区 ;昆仑 -扬子 区 ， 
喜马拉雅 - 滇 西区 。 

—. KRW-XRE 

本 区 呈 近 东西 向 延伸 , 西 起 东 天 山 , 东 至 吉林 延吉 , 北 以 安 加 拉 古 陆 . 南 以 中 朝 古 陆 为 

Fo Rin a, 与 苏联 远东 ,日 本 相连 ,西端 狭 宗 , 西南 缘 可 能 和 昆仑 -扬子 区 连通 , 系 地 模 

型 沉积 区 。 它 属 北方 动物 区 (Boreal Realm) 或 属 北 特 提 斯 动物 区 (North Tethys 

Realm, Ross, 1978) 的 一 部 分 5 

本 区 内 只 早 二 亚 世 有 若 人 琵 虫 ,其 特征 是 : (1) 变 口 目 昔 从 虫 比较 发 育 , 如 Stenopo- 
ra, Stenodiscus, Dyscritella, Tabulipora, Stenophragmidium, Leioclema, Para- 

lioclema, Batostomella, Rhombotrypella 等 ,其 中 前 三 属 各 有 10 种 或 10 种 以 上 ,是 我 

国 二 倒 纪 变 口 目 最 发 育 的 一 个 地 区 ;， (2) FLA Prismopora, Meekopora, fan 

以 Streblotrypa, Girtypora 较为 重要 , 这 些 属 都 是 北方 动物 区 常见 的 , 此 外 尚 含 大 量 
的 Fistulipora, Fenestella, #1 Polypora; (3) K—-KH SHA WHY SHREK 

GAR AAW EH) OR. 

AK AR EBAY 2 BEB Th TEACH 42° 以 北 , 东 经 110” 以 东 , 称 兴 安 内 蒙古 分 区 。 自 下 而 
上 基本 上 可 分 三 组 。 下 三 县 统 近 底 部 的 一 组 分 布 在 内 蒙古 东 乌 珠 穆 泥 旗 一 带 的 格 根 敖 包 
组 内 ,含有 Stenodiscus, Leioclema, Fenestella, Polypora, Rhabdomeson, Streblo- 

trypa, Sulcoretepora, Goniocladia, 4h Polypora, Rhabdomeson 的 种 在 日 本 亦 

aia Streblotrypa, Sulcoretepora, Goniocladia 的 分 子 与 苏联 远东 及 日 本 的 可 以 

比较 ,后 三 属 在 我 国 南 方 从 未 见 及 。 第 二 组 分 布 于 黑龙 江南 部 ， 辽 宁 西 部 的 下 二 登 统 下 
部 , 以 富 含 _P7rismopoyra, Dyscritella 为 特征 ,另外 还 有 一 些 北方 区 的 Retepo7rina， Ste- 

nophragmidium, Saffordotaxis, Meekopora, 其 中 Dyscritella 在 南 祁 连 山 较为 发 

育 ，Meekopora 在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找到 数 种 , 其它 各 属 目前 在 我 国 只 见于 本 区 。 第 三 组 
SERA FIBS_EM, ALL Hayasakapora, Girtypora, Clausotrypa, Coscino- 

trypa 为 代表 , 这 类 昔 伦 虫 东 起 延吉 ,经 五 常 , 龙 江 、 扎 珊 特 旗 、 乌 兰 浩 特 , 向 西 至 乌 兰 察 布 

B AINE RAD A. th Hayasakapora, Girtypora 见于 苏联 的 东 砂 部 和 东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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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sakapora, Clausotrypa, Coscinotrypa 分 布 在 日 本 本 州 的 中 部 。 除 Girtypora 

最 近 在 西藏 有 发 现 外 , 另 三 属 在 国内 目前 仅见 于 本 区 。 

本 区 西部 额 齐 纳 、 马 里 山 及 哈密 东部 含 少量 区 从 虫 , 其 中 既 有 兴安 内 蒙古 分 区 常见 的 
Prismopora, Dyscritella, Rhabdomeson, WA FT KGa, ABE Le SS HAY Ste- 

nodiscus 〈 天 山 兴 安 区 的 Stenodiscus 刺 孔 不 发 育 ， 而 扬子 分 区 西部 。 祁 连 山 南 覃 的 
Stenodiscus 刺 孔 大 而 多 ) 和 Polypora (〈 指 祁连山 南 药 及 扬子 分 区 最 重要 的 Polypo7a， 
即 P. sinokoninckiana) 。 

=, Et-BTk 

AAG RA oa EL RF PP SS SE RT LK AS HET (Te- 
thys Realm) 或 中 特 提 斯 区 (Central Tethys Realm) 的 一 部 分 。 AKKMHSH 

动物 , 地方 性 色彩 很 浓 , 序 列 完 整 , 属地 人 台 型 沉积 ;西部 的 苔 玲 虫 具 广 海 相 特色 ， 序 列 不 完 

整 。 

扬子 分 区 。 是 我 国 整个 南方 的 统称 .本 区 的 苔 从 动物 群 与 天 山 - 兴 安 区 , 喜马拉雅 - 读 

西区 的 差别 很 大 。 本 分 区 下 二 有 仅 统 自 下 而 上 分 梁山 组 、 栖 霞 组 和 茅 口 组 。 梁 山 组 的 芭蕉 

BRD, 主要 局 限 在 本 区 西部 川 \ 黔 一 带 , 多 数 向 上 可 延伸 至 栖霞 组 甚至 荡 口 组 。 它 和 上 石 

RELVHWSEB AAR. BHA E Fenestella hangchouensis Lu, MBAS # 

虫 的 群体 形状 以 中 空 圆 柱 形 的 Fistulipora (J F. sinensis Yang 为 代表 )、 细 网 状 的 
Fenestella (如 F. hangchouensis Lu) 和 粗 网 状 的 _ Polypora (pL P. sinokonin- 

ckiana Yang et Lu 含量 最 多 ) 三 类 为 主 。 Fistulipora sinensis 在 江苏 南京 ,浙江 杭 

州 \ 桐 访 , 安 徽 铜陵 . 广 德 ̀  集 县 ,江西 福田 ,湖北 长 阳 ̀ 大 冶 , 陕 西 镇 安 ,四 川 毕 榴 而、 乐山 ， 
贵州 贵阳 等 地 都 有 。 Fenestella hangchouensis 分 布 在 南京 ,杭州 ;江西 上 高 ， 湖南 来 

PH. 广东 南海 5 阳 山 $ 东 方 ?陕西 西 乡 , 四 川 绵竹 . 西 阳 ,巫山 ,贵州 六 梳 、 清 镇 等 处 。 Po1y- 

pora sinokoninckiana 的 地 理 分 布 也 很 广 , (EXKSRM SOA, SOAS Bk, 

部 分 和 栖霞 组 的 相同 。 :此 外 Hinganotrypa 和 Araxopora 大 量 出 现 ， 它 们 的 形态 特 
异 , 构 造 复 杂 , 是 在 波浪 潮汐 影 响 很 小 , 养料 不 足 , 氧气 不 畅 , 处 于 近 还原 环 境 下 的 特 化 生 

YD COLPRBA, BRTFOA. Hinganotrypa 在 本 分 区 西部 有 愈 往 北 地 层 层 位 

念 高 的 趋势 。47razopora 的 种 间 关 系 清楚 , 演变 迅速 ,分 布 广泛 ,是 本 分 区 茅 口 组 重要 和音 

侮 虫 化 石 之 一 丰 细 枝 状 隐 口 目 昔 伦 虫 在 扬子 分 区 不 其 发育 ,只 Streblascopora, Tima- 
nodictya, Rhabdomeson 在 川 黔 三 带 有 堆 星 分 布 。 变 口 目 中 除 4razopo7a 外 , 在 扬子 

分 区 西部 还 有 Stenopora, Stenodiscus, Tabulipora 的 少数 分 子 , AKER SSE 

口 目 的 Araxopora 等 开始 减少 ,至 苏 浙 皖 4razopora RiRAT. HAMA, 扬子 

SRNL RRR, SLOPE ADK ACB Fistulipora, Dybowskiella, 
Fenestellc, Polypora 演变 而 来 ,少数 种 是 本 区 荡 口 期 Stenopora, Araropora, Fis- 

tuliporc, Rhabdomeson 的 残余 。 本 分 区 龙潭 期 特有 的 昔 倒 昌 不 多 , 以 Penniretepora 

kueichouensis Yang, Stenopora guangdongensis Li A+, AU— FTE PY) IPL 

州 安顺 轿子 山 、. 贵 阳 花 溪 , 云南 广 南 , 湖南 湘潭 , 江西 宜春 ,广东 海南 岛 的 东方 等 地 都 有 分 

布 , 后 一 种 在 华 栓 山 、 轿子 出 , 广东 连 县 及 昌都 分 区 也 曾 见 及 。 长 兴 组 苔 从 虫 在 本 分 区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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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数 呈 粗 网 状 , 主要 为 Polypora， 还 有 部 分 Protoretepora, |) Polypora chungqing- 

ensis Yang et Lu, Protoretepora jabiensis (Waagen et Pichl) 为 代表 。 前 一 种 

是 Polypora 属 中 构造 复杂 、 出 现 最 晚 的 一 种 , 在 华 和 榴 山 ,轿子 山 剖 面 中 常 有 发 现 ， 后 一 

种 在 巴基斯坦 盐 岭 分 布 于 Chhidru 层 , 在 我 国 祁 连 山南 林 及 汗 西 的 标本 采 自 上 二 和 登 统 下 

部 ,本 分 区 的 龙潭 组 内 也 有 ,但 多 数 分 布 在 长 兴 组 。 向 东 到 本 分 区 的 中 部 ， 粗 网 状 香 侮 虫 

稍 有 减少 ,到 东部 苏 浙 皖 等 省 粗 网 状 苔 从 虫 更 少 , 而 被 校 状 钨 孔 目的 Fistulipora, Dybo- 

wskiella 所 替代 。 这 类 泡 孔 目 在 湖北 长 阳 , 广 东 连 县 ,四 川 秀山 , 彭 水 ,贵州 安顺 等 :地 的 

长 兴 组 内 也 时 有 发 现 。 

昌都 分 区 。 本 分 区 的 昔 伦 虫 动 物 群 和 扬子 分 区 相同 或 相近 似 ， 如 在 芒 康 发 现 的 Fis- 
tulipora, Araxopora, Protoretepora, /\74h) Hinganotrypa, Polypora, 贡 觉 的 

Polypora, Rhabdomeson 和 昌都 的 Stenopora 等 亦 常见 于 扬子 区 。 两 者 的 区 别 是 昌都 
分 区 的 种 属 少 , 晚 二 伍 世 晚期 未 见 昔 琶 虫 ,有 少量 的 Fistu1ipora，Fistu1i7ray2uS， 忆 ee- 

Stella, Goniocladia 是 喜马拉雅 - 污 西 地 区 的 分 子 。 

南 祁 连 分 区 。 和 昔 玖 虫 分 布 在 东 起 刚 察 , 西 至 格尔木 (祁连山 南 芒 ) 的 狭长 地 区 内 。 本 分 

区 将 伦 虫 含量 丰富 ,分 布 广泛 ,标本 产 在 巴 音 河 群 及 诺 音 河 群 , 属 早 二 县 世 及 晚 二 伍 世 早 
期 。 早 二 有 鸽 世 早期 的 有 Fenestella, Fistulipora, Dyscritella, Eridopora, REM 

Kirt, 少数 呈 核 状 。 扬 子 分 区 栖霞 组 的 主要 分 子 , 在 这 里 一 个 也 没 找到 。 早 二 县 世 晚 期 
含 Fenestella, Dyscritella, Stenopora, Coeloclemis, Dybowskiella, Rhabdomeson, 

Polypora, Stenodiscus, Septopora, Maychella, Tabulipora, Leioclema, Acantho- 

cladia, Callocladia, Dichotrypa, Eridopora, Fistuliramus, Fistulotrypa, Para- 

lioclema, Pseudobatostomella, Ptylopora, Rhombopora, Streblotrypa, Streblasco- 

pora, Syringoclemis, Synocladia 及 Hinganotrypa 等 。 其 中 Fenestella, Polypo- 

ra, Septopora 等 网 状 标本 的 某 些 种 是 扬子 分 区 茅 口 组 的 重要 成 员 , 但 它 在 本 分 区 内 也 

很 发 育 。 由 于 本 分 区 未 见 Araxopora, Hinganotrypa 也 只 天 峻 、 乌 兰 有 少量 标本 , 加 上 

存在 着 天 山 - 兴 安 区 的 Dyscritella 和 工 eiaclema， 后 一 属 在 我 国 早 二 县 世 晚期 的 地 理 

分 布 很 狭 宗 。 此 外 ,本 分 区 还 存在 着 喜马拉雅 分 区 的 Coeloclemis, Acanthocladia, Fis- 

九 1o 好 ypa，Dybowskiella， 说 明 本 分 区 和 扬子 分 区 虽然 有 相同 的 属 种 , 但 本 分 区 的 成 分 

复杂 ,数量 繁多 , 是 我 国 介 人 琵 虫 较为 发 育 的 一 个 地 区 。 本 分 区 和 昌都 分 区 ， 都 有 扬子 分 区 

的 类 型 ,都 缺 晚 二 又 世 晚期 的 昔 众 虫 ， 但 本 分 区 无 Araropora 而 且 具 有 北方 区 的 分 子 ， 

这 是 它 和 昌都 分 区 不 同 的 地 方 。 南 祁 连 分 区 晚 二 肥 世 早期 含 Anisotrypella, Dybow- 
skiella, Fenestella, Fistulipora, Fistuliramus, Penniretepora, Polypora, Pro- 

toretepora, Pseudobatostomella, Septopora, Stenodiscus, Streblascopora, Syno- 

cladia =, RHA=P2Z—-WHM FLBS LBW. Penniretepora, Dybo- 

wskiella, Protoretepora, Polypora 和 扬子 区 龙潭 组 的 种 相同 或 近似 ， 但 其 区 别 是 本 
分 区 变 唱 上 发 育 ， 计 有 Anisotrypella, Stenodiscus, Pseudobatostomella 等 3 属 

8 种 , 细 网 状 标 本 多 于 粗 网 状 标 本 。 扬 子 分 区 只 有 Stenopora3 ft}, Fenestella 也 只 有 
少量 碎片 或 印痕 。 上 述 Anisotrypella 曾 见 于 俄罗斯 地 台 , 我 国 其 它 地 区 尚未 见 到 。 

西藏 分 区 。 界 于 昆仑 山 和 雅鲁藏布江 之 间 。 本 分 区 只 下 二 县 统 含 苔 从 虫 ， 主 要 分 布 

在 西部 喀 喇 昆仑 出 是 土 县 多 玛 区 ,多 数 是 网 状 标本 , 其 中 Fenestella, Polypora 就 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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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基本 上 都 是 俄罗斯 地 台 、 乌 拉 尔 、. 南 高 加 索 , 西 伯 利 亚 一 带 的 类 型 。 变 口 目 梳 状 Rho- 

mboporella 也 见于 俄罗斯 地 台 和 巴 什 基 尔 。 另 外 , 在 拉萨 林 周 所 产 的 Girtypora, Fis- 
tuliramus, Maychella, Rhabdomeson 都 是 枝 状 标本 ,和 昌都 、 喜 马 拉 雅 分 区 的 接近 。 

Ramipora, Ascopora 在 上 述 两 处 都 曾 见 及 ,前 一 属 出 现 了 瑞典 和 乌拉 尔 , 后 一 属 分 布 于 

乌拉 尔 及 我 国 新 疆 的 柯 坪 。 本 分 区 内 还 有 一 些 地 点 也 有 少量 昔 伦 虫 记录 ， 如 林 周 的 “Go- 

Wiocladia， 申 扎 的 Fenestella 等 。 最 近 在 申 扎 城北 约 40 公里 处 时 二 登 世 晚期 地 层 内 找 

到 一 块 很 可 能 是 4razopora 的 标本 ,值得 5 起 注意 。 

柯 坪 分 区 。 我 国 天 山南 蔓 柯 坪 普 昌 山区 下 二 县 统 巴 立 克 立 克 群 的 土 部 富 含 苔 | 伦 宙 ， 
有 近 二 分 之 一 的 种 属 隐 口 目 Rhabdomesidae 科 ， 如 Rhabdomeson, Streblotrypa, 

Streblascopora, Maychella, Rhombopora, Klaucena (Klaucena), Jz Ascopora 等 ， 

ERBARKRBOBRRAAW—-THE. LRA HE RBHROHPSAU-XREWUR EB 

分 区 的 接近 。- Maychella 分 布 在 黑龙 江 \ 内 蒙古 ,西藏 等 地 , 此 属 最 早 见 于 苏联 东北 部 的 

奥 莫 浪 斯 克 山 。 Klaucena (Klaucena) 是 特 化 型 生物 ,苏联 库 效 涅 茨 盆 地 王石 炎 统 中 

有 这 类 代表 。 本 分 区 的 Fenestella 与 俄罗斯 地 台 、 乌 拉 尔 的 关系 密切 。 Fistulipora 在 

柯 坪 也 很 发 育 , 多 数 为 大 的 块 状 。 此 外 ,本 区 还 有 少量 Penmniretepo7ra， 此 属 在 内 蒙古 产 

于 下 二 县 统 上 部 ,在 扬子 分 区 及 祁连山 南 林 限于 土 二 脸 统 下 部 。 

三 、 嘉 马 拉 雅 - 滨 西 区 

本 区 位 于 冈 瓦 纳 古 陆 东 北 缘 , 它 的 北部 和 东部 与 昆仑 = 扬子 区 相 接 。 属 冈 瓦 纳 区 Go- 

ndwana Realm)， 或 称 冈 瓦 纳 边 缘 海 ，Ross 称 南 特 提 斯 区 (South Tethys Realm), 

AK SHBRAAS, 网 状 标 本 多 数 较 粗 ，Fistulipora SERRE, 变 口 目 以 Ste- 
nopora, Stenodiscus 为 主 。 

汗 西 分 区 , 即 我 国 横断 山脉 一 带 ,在 施 甸 、 腾 冲 、 保 山 、 大 理 、 景 东 等 地 均 有 苦 众 虫 发 

现 。 它 东 邻 扬子 分 区 ,但 只 龙潭 组 有 Protoretepora 是 扬子 分 区 的 属 ， 茅 口 组 有 个 别 的 

Polypora 和 Stenodiscus 可 东 伸 到 汗 东 的 东 川 、 曲 靖 , 其 它 各 种 和 扬子 分 区 的 全 不 杠 : 
同 。 本 分 区 未 见 我 国 西部 常见 的 Streblotrypa, Maychella, Ascopora, 此 外 ， 了 eme- 

stella 和 Polypora 两 属 也 没有 和 我 国 西部 其 它 各 分 区 相同 的 种 。 本 分 区 的 -PenesteL 

la, Polypora 及 Acanthocladia 与 巴基斯坦 盐 岭 的 最 接近 ,也 有 一 部 分 喜马拉雅 分 区 

的 种 。 

喜马拉雅 分 区 。 西 起 扎 达 , 东 至 昂 仁 的 狭长 地 区 内 的 色 龙 群 和 岗 久 灰 岩 中 产 芭 从 虫 。 

枝 状 变 口 目 Stenopora, Stenodiscus 与 盐 岭 的 近似 , 泡 孔 目 Fistuliramus 和 Fistu- 

1o 杂 ypa 种 虽 不 多 ,但 遍布 于 定 目 , 吉隆 、 聂 拉 木 . 仲 巴 等 处 ,有些 种 在 雅鲁藏布江 以 Jt 

西藏 分 区 也 可 找到 。 Streblotrypa 和 Streblascopora 多 数 与 柯 坪 的 相似 , 少数 与 盐 

岭 的 相似 。 网 状 标本 只 有 3 种 , 是 我 国 早 二 登 世 晚期 网 状 昔 雁 虫 含量 最 少 的 一 个 地 区 。 

四 、 化 石 组 合 

RAO BASH WBE SRD AR REM, 地 方 色彩 较 浓 厚 ， 序 列 完 
ma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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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BHA Stenoporidae， E Beh Fistuliporidae, lL PAH Rhabdomesidae, 
B 538% Heterotrypidae, F fHp AREA Goniocladiidae. J BRASH Girtyoporidae, 
C /\AA FR Batostomellidae, G ARBSB AA Fenestellidae, K 74H ABA Sulcoreteporidae, 
D ya2Z$84F Trematoporidae, H RAR ABE AL Acanthocladiidae, M APB2 ah A Timanodicty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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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可 建立 四 个 化 石 组 合 ; 自 下 而 上 为 : 
栖霞 组 Fistulipora sinensis—Fenestella hangchouensis 组 合 

OW: Araxopora BA 

FRB: 4. petaliformis Stenodiscus delinghensis WHE 

上 部 : 4+ araxensis (Nikiforova)-A. tabuliformis WAG 

KA: Penniretepora kucichouensis -Stenopora guangdongensis 组 合 

长 兴 组 :， Polypora chungqgingensis-Protoretepora jabiensis 组合 

南 祁 连 分 区 的 公众 虫 目下 而 上 可 建立 三 个 化 石 组 合 , 自 下 而 上 为 ， 
FOB PR: Féstulipora subtubulosa Fenestella paratuberculifera 组 合 

FOB EM: Dyseritella florida Fenestella subconstans 组 合 

EB FRB: Anisotrypella princeps Polypora stnokoninckiana var. mesoporata 组 合 

WTKR RERRAT FIBER, & Fistulipora gigantea-Rhabdome- 
son cylindrica 444, 

KRVNXRADKARF-—BASSHRH, 可 分 2 个 化 石 组 合 。 
FR: Prismopora—Dyscritella 组 合 

上 部 : Hayasakapora—Girtypora—Clausotrypa-Coscinotrypa 组 合 

北山 天 山 分 区 只 下 二 释 统 上 部 A # 4h, HK Prismopora mazhongshanensis 

Stenodiscus giganteus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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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二 侣 纪 植物 地 理 分 区 的 初步 探讨 
Rh 

(新 疆 地 质 局 地 质 研 究 所 ) ， 

欧 亚 大 陆 二 Peer Cre Le 世界 古 植物 学 界 多 分 为 ; 1. zi BMD: 2. 

SK (HEMT ARK) 3. 华夏 区 ;4. MAAK. 

He BARMHAD Ka, MRAM SIMA, RE Oopysen, Halle, #778. 

李 星 学 、 潘 仲 祥 及 Baxpamees 等 的 著作 中 有 所 涉及 。 近 年 来 , 由 于 编制 新 疆 区 域 地 层 表 和 

古生物 图 册 , 新 疆 晚 古生代 的 植物 地 理 分 区 问题 引起 了 广泛 关注 ,其 重要 原因 之 一 是 新 疆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各 地 质 时 期 的 生物 群 常 有 不 同 生物 地 理 区 分 子 混杂 的 情况 。 

一 、 二 礁 纪 植物 的 发 育 与 分 布 

新 疆 二 县 纪 植物 的 发 育 ， 从 目前 掌握 的 材料 来 看 ， 基 本 分 为 两 个 阶段 : HOB 
期 一 晚 二 倒 世 早期 和 晚 二 登 世 中 一 晚期 ,而 天 山南 北 的 情况 又 有 差别 。 

早 二 丛 世 早 一 中 期 ,天 山地 槽 和 昆仑 地 槽 接受 沉积 的 面积 已 较 石 类 纪 为 小 * 准 噶 尔 盆 

地 南 缘 至 北 天 山 , 向 东 延 续 至 吐鲁番 、 哈 密 ;塔里木 盆地 北 缘 至 南天 山 , 塔里木 盆地 南 缘 至 

昆仑 山 , 喀 喇 昆仑 山 , 以 及 柯 坪 地 区 都 继承 了 晚 石炭 世 的 海 相 沉积 s 与 此 同时 ， 准噶尔 盆 

地 周围 ,塔里木 盆地 北 缘 和 西 缘 火 山 暑 发 活动 频繁 ,植物 化 石 极为 贫乏 ,植物 群 面 貌 不 清 。 

早 二 登 世 晚期 ,海水 全 部 退出 新 疆 境 域 。 自 早 二 肥 世 晚期 至 晚 二 受 世 晚期 , 植物 得 以 

发 展 。 新 疆 北 部 (天 山 以 北 地 区 )* 早 二 登 世 晚 期 一 晚 二 登 世 早期 ,植物 分 布 不 广 ; BOB 

世 中 一 晚期 植物 遍及 各 地 , 尤其 是 产 自 下 苍 房 沟 群 的 植物 非常 丰富 。 新 疆 南部 (天 山 以 南 

地 区 ) 早 二 登 世 晚期 植物 群 面貌 较为 清晰 ,但 化 石 点 不 多 ; 晚 二 受 世 植物 研究 程度 差 , 产地 
较 少 。 

1. 新 疆 北 部 

早 二 登 世 晚 期 一 晚 二 县 世 早期 的 植物 化 石 产 地 , 主要 分 布 在 准噶尔 盆地 东 缘 、 南 缘 和 

伊 宁 盆地 。 

准 距 尔 盆地 南 缘 皇 康 白杨 河 及 乌鲁木齐 附近 茂 苇 槽 子 一 带 下 二 县 统 下 茂 茂 槽 子 群 上 
部 的 器 质 页 岩 中 见 Cordaiamthpus volkmannii (Ett.), C. curtus Sze, Walchia bi- 

pinnata Gu et Zhi, Ullmannia sp., Noeggerathiopsis Sp.。 松柏 纲 植物 比较 丰富 。 

并 有 与 Walchia 和 Ullmannia 类 似 的 过 湾 型 植物 。 

Olah She Fae SE BAR HH & Noeggerathiopsis cf. derzavinii 

Neub., Paracalamites cf. stenocostatus Gu et Zhi, 

晚 二 登 世 早期 的 植物 化 石 , 目前 仅见 于 准 距 尔 盆地 东 缘 ,植物 群 仍 保持 着 早 二 和 倒 世 晚 



期 的 特征 。 AKA. KALI BAER LER THEA Cordaites 
principalis (Germ.), C. borassifolius (Sternb.), Ullmannia sp., Psygmophyllum 

sp., Noeggerathiopsis latifolia Neub., 

AK Me — tt hh — eS te LAD ASE SY Ze, 准 嘴 尔 盆地 四 周 均 可 见 到 。 

位 于 准 咏 尔 盆地 东北 缘 的 富 列 扎 河 坝 , 在 一 套 下 二 登 统 的 火山 岩 之 上 的 沉积 地 层 中 ， 
产 Callipteris altaica Zal., C. zeilleri Zal., Zamiopteris glossopteroides Schm- 

alh., Iniopteris sibirica Zal., Purssongia sp., Crassinervia sp., Compsopteris 

sp-., Noeggerathiopsis iljinskiensis Neub.。 谁 噶 尔 盆地 东 缘 木 垒 将 军 庙 一 带 的 胜利 

沟 \ 西 大 沟 、 帐 篷 沟 、 弧 形 梁 等 地 晚 二 倒 世 下 苍 房 沟 群 有 丰富 的 植物 化 石 : Pecopter7is cf. 
anthriscifolia (Goepp.), P. cf. imbricata Stockm. et Math., Callipteris altaica 

Zal., C. zeilleri Zal., Iniopteris sibirica (Zal.), Noeggerathiopsis latifolia 

Neub., 

准噶尔 盆地 西 缘 , 目前 采 得 的 植物 化 石 种 类 不 多 。 包 十 图 河中 游 柳 树 wi: Peco- 
pteris anthriscifolia (Goepp.), Noeggerathiopsis derzavinii Neub.。 

准噶尔 盆地 南 缘 玛 纳 斯 .吉木 萨 尔 、 乌 鲁 木 齐 一 线 有 Callipteris zeilleri Zal., C. 

acutifolia Rabcz., Pecopteris anthriscifolia (Goepp.), Iniopteris sibirica Zal., 

Comia dentata Radcz., Noeggerathiopsis minutifolia Radcz., N. batschatensis 

Radcz., 

准噶尔 盆地 东 邻 的 三 塘 湖 盆地 , 先后 发 现 有 Cordaites cf. principalis (Germ.) 

和 Comia dentata Radcz., 

吐鲁番 桃 树 园 子 一 带 曾 采 得 完整 的 植物 化 石 Callipteyris zeilleri Zal., Comia 

dentata Radcz., Compsopteris adzvensis Zal., Noeggerathiopsis iljinskiensis 

Radez.; 吐 部 托 盆地 西南 和 静 艾 维尔 沟 , 晚 二 登 世 中 一 晚期 的 植物 化 石 丰 富 , EBA Ko- 
retrophyllites linearis Rassk., Callipteris Zeilleri Zal., C. cf. acutifolia Radcz., 

Pursongia Zamiopteroides Wu, P. zinjiangica Wu, Noeggerathiopsis synensis 

Zal. 等 种 属 。 

2. 新 疆 南 部 

早 二 到 世 晚期 的 植物 化 石 主 要 发 现在 温 宿 沙 瓦 布 其 和 阿克苏 沙井 子 ; 塔 里 木 盆 地 东 

南 缘 和 昆仑 山地 区 也 有 零星 出 露 。 

沙 瓦 布 其 和 水井 子 一 带 发 现 的 早 二 倒 世 晚期 植物 群 ,面貌 基本 相同 。 其 分 子 为 : SPp- 
henophyllum minor Gu et Zhi, Sph. neofimbriatum Bour., Annularia stellata 

(Schloth.), A. ef. gracilescens Halle, A. aff. mucronata Schenk, Paracalami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 Pecopteris (Asterotheca) orientalis (Schenk), Sphe- 

nopteris (Oligocarpia) gothanii Halle, Tianshanopteris Wensuensis Wu, 

Cordaites scnenkii Halle, 其 中 尤 以 Annularia, Pecopteris, Cordaites 为 多 ， 

Cordaites 非常 发 育 。 石 松 类 虽 不 少 ,但 保存 差 , 属 种 不 易 鉴 定 。 最 近 疙 者 等 ”在 沙井 子 

1) SMx— 2. RHLAKRR BA MAE EORKS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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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找到 了 Alethopteris, Emplectopteris, 过 去 别 良 耶 夫 斯 基 曾 报道 在 温 宿 沙 瓦 布 其 
早 二 县 世 地 层 中 采 到 Lobatannularia ensifolia (Halle), Calamostachys cf. germa- 

nica Weiss, Odontopteris subcrenulata (Rost) 等 化 石 。 在 塔什库尔干 的 下 二 有 登 绕 

中 过 去 报道 有 Tingia carbonica (Schenk), 

策 勤 阿 其 克 , HE — ES SAMARAS Palaeomutela neglecta (Jones), P- 

subparallela Amal., P. murchisoni Amal., Palaeonodonta sp. 的 层 位 之 上 ， 有 

Compsopteris wongii (Halle), Taeniopteris multinervis Weiss, Cordaites prin- 

cipalis (Germ.), 这 些 植物 化 石 , 可 能 代表 着 晚 二 登 世 早期 塔里木 盆地 南 缘 植物 群 的 

部 分 面貌 。 

”本 区 晚 二 释 世 中 一 晚期 的 植物 ,过 去 仅 有 截 星 发 现 。 在 拜 城 以 北 比 尤 勒 包谷 孜 干 海 

的 一 层 黑 色 几 质 页 岩 中 和 克拉 苏 河 东 四 公里 处 有 Callipteris zeilleri Zal., C. cf- 

altaica Zal., Pecopteris anthriscifolia (Goepp.), Cordaites principalis (Germ.)， 

Calamites sp., cf. Asterophyllites longifolius (Sternb.), Protoblechnum sp., 

Schizoneura manchuriensis Kon’no 等 种 属 2; 库 车 基 奇 克 套 河 剖 面 的 比 尤 勒 包 谷 孜 

群 上 部 产 Cladophlebis sp. 和 ;Neocalamites sp.”; 在 若 羌 与 且 木 之 间 的 木 拉 布 拉 克 

发 现 有 Comia sp. 和 Callipteris altaica Zal.. 塔里木 盆地 南 缘 的 杜 瓦 一 带 晚 二 登 

世 地 层 中 也 曾 发 现 过 Cal11ipte7is。 

二 、 二 稚 纪 植物 地 理 分 区 

早 二 有 登 世 晚 期 一 晚 二 登 世 早期 , 准 嘴 尔 盆地 南 缘 和 东 缘 的 植物 群 与 苏联 巴尔 喀什 湖 

以 南 的 巴 卡 纳 斯 下 二 且 统 依 特 库 都 克 组 上 部 产 出 的 Zamiopteris-Walchia 植物 群 颇 为 
AE, 兼 有 安 加 拉 区 和 欧美 区 的 特点 。 Zamiopteris, Noeggerathiopsis latifolia 

Neub. 是 安 加 拉 区 的 重要 分 子 , 前 者 为 典型 属 之 一 ,后 者 最 初 发 现 于 库 效 涅 茨 盆 地 , 迄今 

一 直 未 在 其 它 植物 地 理 区 发 现 。 Walchia f1,Ullmannia 一 般 认 为 是 欧美 区 的 属 , 但 也 . 

见于 华夏 区 。 BaxpaMeeB 认为 查 列 斯 基 在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中 确定 的 Walchia BH tA, 

具有 葵 叶 玖 的 特点 。 准 噶 尔 盆地 北 缘 ， 根 据 与 其 相 邻 的 苏联 斋 桑 盆地 和 蒙古 成 壁 阿尔 泰 - 

省 西部 下 三 登 统 中 的 植物 化 石 相 比 , 毫 无 疑问 属于 安 加 拉 区 。 在 这 两 个 地 方 下 二 至 统 上 部 
的 植物 群 都 以 Noeggerathiopsis latifolia Neub. 和 N. derzavinii Neub. 为 代表 。 

准 嘴 尔 盆 地 晚 古 生 代 植 物 群 一 直 与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有 着 密切 关系 。 在 石 灾 纪 植 物 群 中 ， 
Angaropteridium cardiopteroides (Schmal.), Noeggerathiopsis theodori Tschirk. 

et Zal., N. subangusta Zal. 等 安 加 拉 植 物 占 了 重要 地 位 。 

晚 三 伙 世 中 一 晚期 ,新 疆 北 部 植物 群 以 Comia-TJmniopte7is 组 合 为 代表 ， Callipte- 

ris, Zamiopteris, Pursongia 等 分 布 非常 广泛 。 晚 二 二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的 重要 属 种 , 在 

此 几乎 都 有 代表 。 与 库 效 涅 茨 盆 地 晚 二 登 世 的 植物 完全 可 以 对 比 。 

因此 ,新疆 北 部 二 仅 纪 的 植物 群 ,从 总 体 来 说 ,是 以 安 加 拉 植 物 为 主体 的 。 天 山 以 北 地 

区 是 欧 亚 大 陆 二 倒 纪 安 加 拉 植 物 地 理 区 的 一 部 分 。 

1).2) 据 13 航 测 队 1952 年 资料 和 唐 文 松 1962 年 鉴定 名 单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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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二 县 世 中 一 晚期 , 准噶尔 盆地 南 缘 是 否 存在 安 加 拉 植 物 与 华夏 植物 的 过 渡 带 , 笔者 
认为 目前 尚 无 充 是 的 依据 。 该 处 被 鉴定 为 Lobatannularia multifolia Kon’ no et Asa- 

ma, Compsopteris wongii (Halle) 和 Odontopteris cf. orbicularis Halle 的 标 

本 比较 破碎 , 特征 不 够 清晰 。 关 于 Compsopteris wongii (Halle) . 的 地 理 分 区 归属 间 
题 , 李 星 学 71963) 指出 ,无 论 是 用 那 一 个 属 名 或 种 名 , 这 一 属 型 的 植物 , 在 华夏 植物 群 和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中 都 有 其 代表 是 没有 疑问 的 。 

再 南 ， 在 吐 鲁 副 和 和 静 艾 维尔 沟 的 晚 二 登 世 中 一 晚期 植物 中 目前 也 未 见 华夏 植物 群 

的 分 子 。 因 此 ,关于 过 滤 带 的 问题 , 仍 需 进一步 研究 。 

这 里 需要 顺便 提出 的 是 和 静 艾 维尔 沟 的 地 理 位 置 。 过 去 有 人 认为 隶属 天 山南 坡 ， 甚 

至 作为 塔里木 盆地 北 缘 晚 二 登 世 植物 化 石 的 一 个 产地 。 其 实 它 位 于 托 克 逊 县 城西 南 ， 是 

考 部 托 盆 地 的 一 个 分 支 地理 位 置 属 天 山北 坡 。 

新 疆 南部 早 二 登 世 晚期 一 晚 二 县 世 早 期 的 植物 群 与 新 疆 北部 同期 的 植物 群 有 着 明显 

的 区 别 , 其 中 未 见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的 分 子 。 Tingio 和 Lobatannularia 是 华夏 植物 群 的 
典型 分 子 ，SpRhemophpylIu70 minor Gu et Zhi, Sph. neofimbriatum Bour., Peco- 

pteris (Asterotheca) orientalis (Schenk), Sphenopteris (Oligocarpia) gothanii 

Halle 都 是 华夏 植物 区 早 二 登 世 的 常见 分 子 ， 了 ZEmplectopteris 更 是 李 星 学 划分 的 中 期 

华夏 植物 群 的 主要 属 种 , 这 个 组 合 的 面貌 与 华北 下 石 盒 子 组 的 植物 群 是 完全 可 以 对 比 的 。 
策 勒 阿 其 克 晚 二 伍 世 的 植物 化 石 Compsopteris wongit (Halle), Taeniopteris mu- 

ltinervis Weiss, Cordaites principalis (Germ.) 即 与 华北 上 石 盒 子 组 对 比 。 因 此 ， 

新 疆 南 部 早 二 登 世 晚 期 一 晚 二 登 世 早期 的 植物 群 反 映 了 华夏 植物 地 理 区 的 特点 ， 大 致 相 

当 于 李 星 学 划分 的 中 期 华夏 植物 群 的 B 期 一 晚期 华夏 植物 群 的 A 期 。 

值得 注意 的 是 , 在 这 个 地 区 Cordaites 十 分 发 育 , 虽 未 对 其 种 进行 详细 的 研究 ,但 就 

其 化 石 保存 的 数量 来 看 几乎 占 了 所 有 化 石 的 二 分 之 一 ,这 不 能 不 是 Cordaites 当时 发 育 

程度 的 一 个 证 明 。 二 有 登 纪 Cordaites 的 繁盛 是 欧美 植物 地 理 区 的 特点 之 一 。 说 明 新 疆 

南部 时 二 鸽 世 晚期 一 晚 二 伍 世 早期 的 植物 与 欧美 区 有 着 一 定 的 联系 。 

应 该 看 到 , 新 疆 南 部 早 二 伍 世 晚期 一 晚 二 堆 世 早期 的 植物 群 , 虽然 从 总 体 上 来 说 属于 

华夏 植物 群 的 范畴 , 但 是 与 我 国 华北 开平 ,太原 等 地 同期 植物 群 的 差别 还 是 很 明显 的 : 缺 
乏 最 具 特 色 的 Gigantopteris 和 Gigamtomoclea， 而 且 Tingia 和 Lobatannularia 分 

布 不 广 , 种 类 贫乏 。 然 而 , 植物 群 的 大 体 相 同 , 使 我 们 可 以 推测 ,二 鸽 纪 时 ,塔里木 古 陆 与 

华北 古 陆 是 连接 的 。 其 连接 点 很 可 能 在 甘肃 龙 首 山 一 带 。 因 为 龙 首 山 早 二 鸽 世 的 植物 既 

有 新 疆 南 部 的 特点 , 缺乏 Gigantopteris 等 ,又 有 华北 的 特点 , 即 Tingia, Lobatannula- 

ria 和 Emplectopteris (RRB. 

目前 对 于 新 疆 南部 晚 二 登 世 中 一 晚期 植物 群 的 研究 是 很 差 的 。 我 们 推测 在 这 个 阶段 

新 疆 南 部 为 混合 区 。 前 已 述 及 ， 在 此 期 间 的 地 层 中 曾 找到 安 加 拉 区 的 常见 植物 分 子 
Comia, Callipteris altaica Zal., Callipteris zeilleri Zal.; 也 找到 了 华夏 植物 群 的 

常见 化 石 Schizoneura manchuriensis Kon’ no, 

归结 起 来 , AX Be tt es — eS Be A a SA BH Be HE MS 7 HR AR 

缘 混 人 有 欧美 区 植物 ; HEX. Me Bi he eT IE 5 ee eR Ht 

疆 南 部 可 能 为 混合 区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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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新 疆 早 二 堆 世 晚期 一 晚 二 县 世 早 期 植物 地 理 分 区 图 

图 2 新 疆 晚 二 县 世 中 一 晚期 植物 地 理 分 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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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Rl ”新疆 北部 二 县 纪 含 植物 地 层 层 序 及 分 区 类 型 简 表 

植 物 群 分 区 类 型 | 气候 特征 

Pecopterts anthrisctfolia (Goepp.) ch HA i i 
Re Callipterts zetllert Zal. 和 和 气候 为 主 ， 

C. altatca Zal. 晚期 转向 干 
期 Intopterts stbirtca Zal. 

晚 Comia dentata Radcz. 
a Pursongia zamiopterotdes Wu 

4 Zamtopterts glossopteroides Schmalh 

=| th 

a | 期 1442246 米 

世 RE SAL RAW | Walehta biptnnata Gu et Zhi 干旱 气候 带 

早 | 岩 \ 泥 岩 , 局 部 夹 凝 灰 岩 Ullmannia sp. , 扩大 ， 占 据 部 

Cordaianthus volkmanni (Ett. ) 分 地 区 ; wee 
期 C. curtus Sze 气候 仍 占 重 要 

Psygmophyllum sp. 地 位 
一 一 | 一 一 Noeggerathiopsts latifolta Neub. 

晚 

B 期 

He 

a| 其 

— (ABE EK 3 BBE ) 

世 

356—1721 米 

R2 新 疆 南 部 二 登 纪 含 植物 地 层 层 序 及 分 区 类 型 简 表 

植 物 BF 分 区 类 型 | 气候 特征 
ee) ee ed 

库 aM 

s “| 车 a| 3 #|3 8 

Callipterts zetlleri Zal. 
C. altatca Zal. 
Pecopterts anthrisctfolta (Goepp.) 
Comta sp. 
Schizoneura manchurtensts Kon'no 

Compsopterts Wongtt (Halle) 
Taentopterts multinervts Weiss 
Cordattes princtpalis (Germ.) 

Sphenophyllum minor Gu et Zhi 
Sph. neofitmbriatum Bour. 
Paracalamttes stenocostatus Gu et Zhi 
Annularta atf. mucronata Schenk 
Lobatannularia ensifolia (Halle) 
Pecopteris (Asterotheca) ortentalts (Schenk) 
Tingta carbonica (Schenk) 
Sphenopteris (Oligocarpia) gothanit Halle 
Emplectopterts sp. 
Cordattes schenktu Halle 

(AGE BL ME a EA) 
80—3856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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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安 加 拉 植 物 区 与 华夏 植物 区 的 界线 

关于 安 加 拉 植 物 区 与 华夏 植物 区 的 界线 问题 争论 颇 多 8 Hall (1927) 认为 主要 是 

两 种 植物 群 的 地 质 时 代 不 同 ,在 植物 群发 育 的 总 进程 中 ,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较 新 于 华夏 植物 
群 。 李 星 学 (1963) 则 认为 “蒙古 大 地 槽 是 阻隔 华夏 植物 群 和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的 天 然 屏障 。 

笔者 认为 ,除了 气候 带 的 因素 之 外 ,天山 -兴安 地 槽 在 晚 古生代 的 长 期 发 育 是 形成 植 

物 地 理 分 区 的 重要 因素 。 安 加 拉 区 ,基本 位 于 天 山 - 兴 安 地 槽 以 北 , 天 山 - 兴 安 地 槽 明显 地 

成 了 安 加 拉 植 物 与 华夏 植物 互相 次 透 的 障碍 。 只 是 天 山 - 兴 安 地 槽 在 早 二 有 登 世 晚期 基 本 

回 返 之 后 ,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与 华夏 植物 群 才 出 现 明 显 的 混 生 现象 。 黑 龙 江 伊 春 晚 二 登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分 子 与 华夏 植物 群 分 子 混 生 及 新 疆 晚 二 登 世 安 加 拉 植 物 群 分 子 向 南 推移 直至 
塔里木 盆地 南 缘 就 是 很 好 的 例子 。 

新 疆 境内 的 安 加 拉 植 物 地 理 区 与 华夏 植物 地 理 区 的 具体 界线 ， 笔 者 认为 应 以 哈里 克 

套 北 坡 向 东 延 续 至 托 克 运城 南 到 星星 峡 一 线 为 尼 , 也 就 是 地 质 构造 上 的 所 谓 天 山地 槽 的 

中 天 出 结晶 带 。 这 条 岛 链 状 的 构造 线 , 在 上 晚 古 生 代 不 仅 控制 了 两 侧 生 物 的 发 育 , 而 且 造 成 
了 岩 相 的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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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se SS ah Dk = BR 
双 壳 类 组 合 及 古 地 理 概要 

一 一 兼 谈 该 时 期 中 国 双 这 类 区 系 的 划分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广东 ,湖南 和 江西 地 区 , 晚 三 玲 世 和 早 侏 罗 世 曾 接受 了 两 次 颇具 规模 的 海 侵 。 对 于 这 

两 次 海 侵 及 其 在 地 层 中 所 遗留 下 来 的 化 石 证 据 的 研究 ， 早 在 本 世纪 二 十 年 代 就 已 开始 
(Grabau，1923)， 但 正确 的 鉴定 及 大 量 描述 工作 却 起 始 于 五 十 年 代 (Arkell, 1956; # 

云 铸 ，1960) 。 以 往 关 于 安 源 群 〈( 徐 克勤 , 1940) 、 民 口 群 (AMAA, 1934) BBA 

( 谢 家 荣 、 王 植 , 1938) 及 小 坪 群 (Heim, 1930) 的 工作 主要 着 重 在 岩 性 及 植物 化 石 方面 。 

1963 年 , 范 嘉 松 首次 描述 了 广东 海 相 早 侏 罗 世 双 壳 类 ; 郑 后 ， 又 区 分 出 粤 东 “ 兰 塘 群 ” 

的 三 个 组 合 ( 范 嘉 松 等 , 1965) 。 1964 一 1975 年 间 , 许多 作者 对 本 区 的 晚 三 县 世 海 相 地 层 

及 其 生物 群 的 面貌 进行 了 探讨 。 1977 年 ,李子 嗓 . 李 云 通 等 系统 研究 了 和 鳞 北 晚 三 登 世 和 

早 侏 罗 世 的 软体 动物 化 石 , 建 立 了 下 述 四 个 生物 组 合 : (1) Bakevelloides-Cuneigervil- 

lia 组 合 ; (2) Palaeopharus-Oxrytoma 组 合 ; (3) Modiolus-Jiangziella AG; (4) 

Arietites-Schlotheimia 44( 253%, 1977). (HEAD MRR (LA) (1976) BR CB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1977) 对 部 分 重要 化 石 进行 了 描述 ,但 一 些 有 关 属 种 的 时 代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商 讨 。 总 之 ,上述 研 究 对 本 文 的 讨论 提供 了 良好 的 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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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一 1978 Fi], 笔者 随同 我 所 “华南 中 生 代 含 煤 地 层 研 究 队 ” 在 湘 闽 粤 地 区 工作 ， 

曾 将 这 个 地 区 淡化 海湾 相 的 早 侏 罗 双 壳 类 动物 群 划分 为 Xinyuella 44, Lilingelia 组 
合 和 Qiyangia-Hunanella #AA;H#i\X% Lilingella 组合 可 能 与 海 相 的 -Payrainocera- 

mus-Teinonuculana 组 合 为 同时 异 相 产 物 ( 陈 金 华 ̀  AAS, 1980). 近年 ,本 区 植物 、 

孢 粉 \ 腹 足 、 介 形 . 昆 虫 . 叶 胶 介 和 鱼 类 化 石 的 研究 又 有 新 的 进展 , 对 于 不 同 相 区 的 双 壳 类 

组 合 对 比 提 供 了 重要 的 依据 。 在 对 连续 剖面 的 生物 群 进行 分 析 的 基础 上 ， 又 观察 和 研究 

TAFE TALIA, 笔者 提出 以 下 双 壳 类 组 合 序列 ( 见 表 1)。 

—, MitRAB III 

1. RE BEM ERAS 

(1) Guangdongella-Bakeveilia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主要 产 于 粤 北 民 口 群 红 卫 坑 组 牛 特 

壤 段 或 粤 东 “ 兰 塘 群 一 组 下部, 属于 广东 - 南 岭 海区 晚 三 便 世 早期 海 侵 初 期 产物 。 主 要 分 
子 有 : Guangdongella exquisita Li et Li, G. longimorpha Li et Li, Neoguangdo- 

ngella brevicula (Li et Li), Bakevellia matsushitai (Nakazawa), B. luojiaduen- 

sis (Xiong), B. guangdongensis Li et Li, B. stringocephala (Li et Li), Neoba- 

kevellia spp., Myophoriopis spp. 等 。 其 中 Bakevellia matsushitai 一 种 曾 常 见于 日 

本 卡 尼 期 难 波江 组 ，Myophoriopis 为 世界 中 、 晚 三 登 世 属 , 另 一 些 属 种 均 为 新 分 子 。 产 

本 生物 组 合 的 红 卫 坑 组 ,在 粤 北 连续 剖面 上 位 于 上 三 县 统 下 部 ,上 履 地 层 为 产 卡 尼 晚期 至 

诺 利 早期 Palaeopharus-Oxrytoma 组 合 的 小 水 组 , 故 这 一 组 合 的 时 代 宣 为 卡 尼 早 期 。 

上 述 属 种 中 ,未 见 有 仅 适 应 于 正常 海洋 盐 度 的 古 模 齿 类 和 海 扇 超 科 分 子 , 而 以 广 盐 性 

属 种 或 地 区 性 新 分 子 占 多 ;但 Bakevellia 的 出 现 似 示 与 海域 有 密切 关系 。 因 此 ,这 一 组 

合 的 适应 环境 可 能 是 与 海 侵 有 关 的 沼泽 水 域 。 中 国 地 质 科 学 院 地 质 矿产 研究 所 中 生 代 煤 

”组 (1974) 的 岩 矿 资 料 指出 , 本 组 合 所 在 地 层 红 卫 坑 组 属 “ 泥 炭 沼 泽 谈 化 泻 湖 相 " 产 物 ， 似 

与 生物 群 所 反映 的 特征 一 致 。 

(2) Unionites-Myophoriopis 组 合 ,分 布 于 湘 闽 区 上 三 伍 统 底部 , 即 安 源 群 紫 家 冲 

组 , 产 出 层 位 与 上 一 组 合 大 致 可 以 对 比 。 主 要 属 种 有 :，Umiomites concentrica Moore, 

U. dubius Alberti, U. manmuensis Reed, Myophoriopis acyrus Liu，M. incras- 

sata Munster, Posidonia kedahensis Kobayashi, Pteria sp. Bakevellia spp. 等 。 

组 合 的 属 种 分 异 度 很 低 ， 以 Unionites 和 Myophoriopis 两 属 的 个 体 数量 最 多 。 这 些 

属 或 种 常 分 布 于 国内 外 上 三 县 统 , 组 合 面貌 显示 了 含 煤 沼 泽 相 生物 群 特征 。 由 于 本 组 合 

产 于 安 源 群 最 下 部 , 而 安 源 群 的 植物 化 石 属 晚 三 登 世 ( 许 多 属 种 与 本 组 合 分 子 交互 产 出 )， 

因而 可 以 认为 当前 组 合 反映 了 湘 闽 区 晚 三 登 世 最 早期 的 双 壳 类 面貌 。 在 组 合 序列 中 ， 本 

组 合 产 于 卡 尼 晚 期 至 诺 利 早期 的 Bakevelloides-Jiangziella 组 合 之 下 , 故 其 时 代 亦 可 能 

AKER, 而 不 宜 晚 于 这 一 时 期 。 与 广东 - 南 岭 区 Guangdongella-Bakevellia 组 合 相 
比 , 两 者 有 一 些 共 同 分 子 , 如 Myophoriopis 和 Bakevellia 的 若干 种 ,但 BaKkevell1ia 在 

本 组 合 中 较 贫 乏 , 这 可 能 与 当时 的 古 地 理 位 置 处 于 内 伸 海 湾 中 有 极 大 关系 ; 相对 来 说 ， 广 

东 - 南 岭 区 这 一 属 颇 为 丰富 , 可 能 表示 该 区 与 开 闭 海域 的 联系 略 较 本 区 密切 。 

(3) Palaeopharus-Orytoma 组 合 ， 产 于 粤 北 民 日 群 中 部 小 水 组 、 埋 东 “ 兰 塘 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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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湘南 杨梅 山 组 和 杨梅 爸 组 等 。 可 以 区 分 出 上 下 两 个 亚 组 合 ， 
1) 下 部 的 Palaeopharus-Tosapecten 亚 组 合 ， 海 相 属 种 十 分 丰富 , 近 30 属 50 余 

种 ;主要 有 : Palaeopharus lanceolatus Li et Li, P. oblongatus (Kobayashi et 

Ichikawa), Tosapecten hiemalis (Teller), T. hiemalis jinensis Tikhomirova, 

Liostrea spp., Plagiostoma rijpi (Bohm), P. xiaoshuiense Fan, P. swenanderi 

(Bohm), Pseudolimea naumanni (Kobayashi et Ichikawa), Waagenoperna tria- 

nguleris (Kobayashi et Ichikawa), IJsognomon sp. nov., Oxytoma mojsisovicsi 

Teller, Modiolus paronaiformis Kobayashi et Ichikawa, Isocardioides yini Fan, 

Myoconcha biradiata Li et Li, Radiastarte yizhangensis Chen et Liu, Protoca- 

rdia spp., Xiaoshuiculana elegansa (Li et Li), Palaeonucula spp., Palaeoneilo 

spp-, Pleuromya wakasana Nakazawa 4, 

2) 上 部 的 Oxytoma-Asoella 亚 组 合 , 有 8 B10 HH: Oxytoma’ mojsisovicsi 

Teller, O. mojsisovicsi zhongguoensis Li et Li, O. multistriata Tokuyama, 

Asoella confertoradiata Tokuyama, A. sp. nov., Entolium kolymaense Kipariso- 

va, Teinonuculana chevrona (Xiong), Chlamys mojsisovicsi Kobayashi, Palaeo- 

neilo spp. 等 。 

本 组 合 中 , 区域 性 属 种 约 占 35%, REM HEY, 其余 57% 均 为 以 往 见 于 目 本 、 苏 联 
东西 伯 利 亚 、 挪 威 能 岛 等 地 的 已 知 种 〈(Mojsisovics 1886; Kittl 1912, Kiparisova 

1936, 1937, 1954; Kobayashi et Ichikawa 1950; Nakazawa 1952—1956, Takai 

1963; Tokuyama 1960), 显然 ,这 一 生物 群 与 北极 -太平 洋 生 物 区 系 有 很 密切 的 KA; 

而 未 见 有 特 提 斯 盗 区 系 的 任何 重要 分 子 。 大 量 外 区 属 种 的 出 现 ,表明 生物 群 的 生存 KH 境 

与 外 界 海 域 沟通 , 而 不 是 闭塞 海湾 环境 。 当 前 组 合 主要 由 下 述 两 类 生态 的 生物 组 成 :大 量 
的 内 栖 掘 穴 类 型 ,如 Palaeoneilo, Palaeonucula, Xiaoshuiculana, Radiastarte, Pro- 

tocardia, Palaeopharus, Isocardioides, Myoconcha 等 ; 以 及 许多 足 丝 固着 类 型 ,如 

Tosapecten, Chlamys, Waagenoperna, Oxytoma, Asoella, Plagiostoma, Isogno- 

mon, Palaeolima, Modiolus =, #F\E SASK B YHA Liostrea 个 体 相 当 多 ， 

MAL AS FEES RS AR BRA BH. KHAA RUAN SRW 

岸 浅 水 海域 或 开阔 海湾 , 经 常 受到 海浪 的 冲击 。 
在 Palaeopharus-Tosapecten 亚 组 合 中 , 标志 性 属 Palaeopharus 和 Tosapecten 

以 及 其 它 一 些 重要 属 种 , 均 可 与 日 本 难 波 江 组 .河内 谷 群 中 下 部 和 美 弥 群 平原 组 相 LR; 

而 Oxytoma-Asoella 亚 组 合 则 与 日 本 美 弥 群 上 部 麻生 组 生物 群 很 相似 。 在 目 本 成 羽 地 

区 及 河内 谷地 区 , 产 Entomomotis 的 地 头 组 或 相当 地 层 属 诺 利 晚期 ,而 位 于 其 下 的 与 麻 

生 组 相当 的 日 名 烟 组 、 田 浦 组 等 一 般 均 被 认为 属 诺 利 早 期 ,或 卡 尼 最 晚期 至 诺 利 早期 。 因 
it, Palaeopharus-Oxrytoma 组 全 应 包括 了 卡 尼 晚 期 和 谐 利 早期 (李子 到 ,1977) 。 

苏联 东北 部 滨海 地 区 , 晚 三 大 世 地 层 所 产 双 壳 类 与 日 本 十 分 相似 ， 在 产 Entomono- 

tis 的 上 每 果 盖 组 之 下 的 下 蒙 果 盖 组 中 , 重要 属 种 有 Palaeopharus buriji Kipar., To- 
sapecten subhiemalis Kipar., Entolium kolymaense Kipar., Orytoma mojsisovi- 

csi Tell., Chlamys mojsisovicsi Kob. et Ich., Lima transversa Polub., Gryphaea 

keilhaui Boehm, Otapiria ussuriensis (Vor.) 4, 这 一 面貌 与 当前 组 合 也 很 接近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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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相 同 (Kiparisova et al., 1973), 

(4) Bakevelloides-Jiangziella 组 合 , 产 于 湘 赣 区 安 源 群 中 部 三 家 冲 组 ， 主要 属 种 

#@: Bakevelloides liuyangensis Liu, B. radiatus Liu, B. subquadratus Liu, B. 

hekiensis (Kobayashi et Ichikawa), B. subhekiensis (Nakazawa), Jiangvziella 

subovata Liu, J. datianensis Liu, J. elliptica Liu, J. plana Liu, Guangdongella? 

elegans J. Chen et Xu, Modiolus paronaiformis Kobayashi et Ichikawa, Pala- 

eopharus sp., Waagenoperna cf. triangularis (Kobayashi et Ichikawa) 等 。 

这 一 组 合 在 地 层 中 的 产 出 位 置 与 粤 北 的 小 水 组 相似 ;在 湘 闽 区 晚 三 鸽 世 的 三 个 化 石 
组 合 中 , 代表 了 海 侵 高 潮 期 的 化 石 面 貌 ; Palaeopharus, Waagenoperna, Bakevelloi- 

des, Modiolus 的 一 些 种 可 与 雷 北 小 水 组 和 日 本 难 波江 组 、 美 弥 群 中 下 部 比较 。 但 许多 

新 分 子 的 出 现 , 似 显示 当时 的 生活 环境 又 不 同 于 粤 北 和 日 本 ,或 许 这 与 湘 闽 海 湾 的 水 质 受 

到 一 定 程度 的 痰 化 有 关 。 

(5) Waagenoperna 组 合 ， 这 是 湘 庄 粤 地 区 晚 三 释 世 最 高 层 位 的 一 个 双 壳 类 组 合 ， 

在 系统 序列 中 , 产 于 粤 北 民 口 群 干 滔 组 和 湘 闽 区 安 源 群 三 十 田 组 。 主 要 属 种 有 :， Waage- 
noperna pernoformis Zhang, W. lilingensis Zhang, W. isognomonieformis J. 

Chen (sp. nov.), W. spp., Jiangziella spp. 等 ,组 合 的 特点 是 属 种 单调 , 均 为 新 种 。 

Waagenoperna 属 在 欧洲 .日 本 虽 常 见于 海 相 地 层 ， 但 这 类 具有 弹 体 窝 的 Isognomoni- 

dae 化 石 有 时 也 出 现 于 半 咸 水 相 地 层 中 , 因此 它 可 能 是 一 种 广 盐 性 分 子 。 当前 组 合 缺 乏 

仅 适应 于 正常 海洋 盐 度 的 古 档 齿 类 和 海 扇 超 科 化 石 , 这 种 单调 的 生物 群 面貌 似乎 反映 了 

某 种 闭塞 痰 化 沪 湖 的 生活 环境 。 大 量 的 植物 化 石和 若干 痰 水 或 半 咸 水 相 介 形 类 化 石 与 本 

组 合共 年 或 交互 产 出 , 也 提供 了 同样 的 结论 。 岩 相 分 析 结 果 ( 中 国 地 质 科 学 院 地 质 矿 产 研 

究 所 中 生 代 煤 组 ，1974) 认为 属 " 三 角 洲 - 痰 化 注 湖 相 ” 这 一 结论 也 与 生物 群 所 反映 的 水 

体 特 点 相 吻 合 。 

本 组 合 的 时 代 显 然 还 难以 据 新 分 子 作 出 定论 ; 共生 的 植物 Ptilozamites-Anthro- 

phyopsis 组 合 在 整个 安 源 群 和 民 口 群 中 均 可 见 到 , 虽然 这 一 植物 组 合 以 往 被 认为 属 瑞 替 

阶 ( 斯 行 健 ,周志 炎 ，1962)， 但 后 来 已 逐渐 被 修改 为 诺 利 期 至 瑞 替 期 ( 李 佩 娟 等 ,1976) 或 

7R We FF SA ME = BE CIE SS, 1965) 和 晚 三 倒 世 ( 汉 少 南 等 ,1977) 。 根据 地 层 和 双 

壳 类 组 合 的 序列 , 笔者 认为 当前 的 Waagenoperna 组 合 位 置 应 相当 于 日 本 地 头 组 .苏联 

上 这 古 盖 组 及 我 国 黑龙 江 宝 清 地 区 双鸭山 组 上 部 ( 即 Entomonotis 层 ); 在 这 些 地 Bz 

下 ， 均 连续 沉积 着 产 卡 尼 期 至 诺 利 早期 双 壳 类 , 即 以 Palaeopharus, Tosapecten, Ory- 

toma 及 Otapiria 等 为 特征 的 地 层 。 因 此 ，Waagenope7ma 组 合 的 时 代 当 为 诺 利 晚期 

或 诺 利 晚期 至 瑞 蔡 期 。 所 不 同 的 是 ,在 日 本 和 东西 伯 利 亚 地 区 ，Zmntomomotis 层 属于 海 

进 期 产物 ( 晚 三 登 世 最 后 一 次 海 进 ), 而 本 Waagenoperna 组 合 则 产 于 海 退 沉积 中 , 这 种 

差异 可 能 是 由 于 华南 地 区 三 鸽 纪 末期 有 一 次 区 域 性 的 地 壳 抬 升 运动 一 一 三 都 运动 所 致 。 

2. 早 侏 罗 世 双 壳 类 组 合 

(1) 互 itella 组 合 *, 这 一 组 合 产 于 粤 中 的 金鸡 组 下 段 和 粤 东 的 “ 兰 塘 群 二 组 ”, AS 
内 未 见 有 菊 石 共生 。 主 要 分 子 有 : Hiatella arenicola (Terquem), H. sinemuriensis 

* Hiatella Bose 1801 即 Saxtcava Flevriav de Bellevue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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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H. fabacea (Terquem), H. cf. rotundata (Terquem), H. curta J. 

Chen (sp. nov.), Nuculana sp， 等。 上 述 已 知 种 均 见 于 巴黎 盆地 东 缘 标准 赫 唐 日 阶 。 

本 组 合 所 在 层 位 与 下 伏 上 三 登 统 小 坪 组 为 假 整合 接触 (以 砾 岩层 为 标志 ) FLERE EH 

含 Arnioceras, Hongkongites 等 菊 石 的 海 相 层 , 故 其 时 代 应 为 赫 唐 日 期 。 

(2) Xinyuella 组 合 , 分 布 于 广东 龙门 以 北 及 湘 鞘 地 区 ,为 旱 侏 罗 世 最 早期 火化 海湾 
相 双 壳 类 组合。- 主 要 属 种 有 : Xinyuella liuyangensis (Gu et Liu), X. pinglingensis 

J. Chen (sp. nov.), X. glota J. Chen et Xu, Hunanella ovata Xiong et Wang, 

H. spp., Isognomon? sp., Qiyangia spp. 等 。 这 一 组 合 与 早 侏 罗 世 植物 Marattio- 

psis-Otozamites 组 合 的 早期 群落 共生 ， 还 常见 有 淡水 或 半 咸 水 相 介 形 类 、 腹 足 类 及 昆虫 

化 石 产 于 同一 地 层 。 虽 然 组 合 内 含有 见 弹 体 窝 的 Isognomonidae 科 化 石 ; 似 示 与 海水 有 

一 定 关 系 , 但 单调 的 属 种 面貌 表明 不 可 能 属 正常 海 相生 物 群 , 而 似 为 闭塞 海湾 型 的 半 咸 水 

生物 群 。 

这 一 组 合 的 产 出 层 位 与 Hiatella 组 合十 分 相似 , 广东 龙门 " 兰 壤 群 二 组 所 重 北 板 湾 

组 及 湘南 唐 垄 组 , 均 假 整合 于 上 三 登 统 之 上 ,整合 伏 于 早 侏 罗 世 菊 石 层 之 下 , 由 于 菊 石 层 

的 时 代 被 限于 辛 涅 绥 尔 阶 至 普 林 西 比 阶 下 部 (可 能 包含 部 分 晚期 灰 唐 日 阶 )， 故 本 组 合 的 

时 代 当 宣 为 赫 唐 目 阶 (或 赫 唐 日 阶 早 中 期 ) 。 在 湘 闽 区 , 产 本 组 合 的 石 康 组 及 观音 滩 组 排 

家 训 段 亦 应 相当 于 这 一 时 代 。 
(3) Parainoceramus-Teinonuculana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广 布 于 广东 - 南 岭 区 下 侏 罗 统 

天 门 寺 组 金鸡 组 “ 兰 塘 群 三 组 ”心田 门 组 中 ， 属 浅海 相生 物 组 合 ， 主 要 分 子 有 : Para- 
inoceramus matsumotoi Hayami, P. amygdaloides (Goldfuss), P. lunaris Haya- 

mi, Retroceramus heyuanensis (Fan), Teinonuculana graphica (Tate), T. elo- 

ngata (Fan), T. guangdongensis Zhang, Redulonectites? exsertus J. Chen, Ca- 

rdinia toriyamai Hayami, Cardinia spp., Liostrea spp., Palaeoneilo galatea 

(di Orbigny), Nuculana spp., Cultriopsis cf. lanceolatus (Sowerby), Oxytoma 

kobayashii Hayami, Astarte subvoltzii J. Chen, Tutcheria singulata (Goldfuss), 

T. otoi Hayami, Luciniola cingulata (Terquem), L. problematica (Terquem), 

Entolium vulgaris Hayami, Meleagrinella iaponica Hayami, Otapiria cf. masha- 

lli (Trechmann), Hunanonectes spp. 等 , 共 30 余 属 ，80 余 种 。 其 中 大 部 分 已 知 种 可 

与 西 德 、 东 德 ,法 国 , 卢 森 堡 、 日 本 ,新 西 兰 ,英国 等 地 早 侏 罗 世 早 .中 期 动物 群 分 子 比 较 。 这 

一 组 合 的 时 代 ， 有 人 认为 属 早 侏 罗 世 早期 GERM, 1963; FHS, 1964, BPH, 

1977),， 有 人 认为 属 里 阿 斯 早期 至 中 期 ( 孙 云 铸 等 , 1960)。 据 以 往 记 录 ，, 与 当前 双 壳 类 组 

Ast+EN43 A: Arnioceras, Asteroceras, Agassiceras, Coronioceras, Hongko- 

ngites, Schlothemia, Uptonia )g, h(t B RWS, tha He Be 

FATE PRG be HHH. 

根据 已 往 发 现 的 菊 石 和 双 壳 类 动物 群 面貌 , 笔者 相信 当前 这 一 组 合 与 古 地 中 海区 系 

及 环 太平 洋 区 系 均 有 较 密 切 的 联系 , 表明 早 侏 罗 世 的 本 区 海域 与 上 述 两 个 海域 均 明 显 地 

沟通 。 这 一 结论 , 似乎 不 同 于 晚 三 登 世 时 期 所 表现 的 特点 ;在 晚 三 登 世 ,本 区 海域 与 北极 - 

太平 洋 海 域 汐 通 , 而 与 古 地 中 海 海域 之 间 则 有 陆 贬 相隔 。 

(4) Lilingella 组 合 ， 见 于 湘 问 区 淡化 海湾 中 ， 产 出 层 位 为 下 侏 罗 组 门口 山 组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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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观音 滩 组 塔 坝 口 段 . 西 湾 群 大 岭 组 。 主 要 属 种 有 :Zilingella simplex Chen et Liu, 
L. cuneata Wu, L. robusta Zhou, Hunanella ovata Xiong et Wang, H. guany- 

intanensis Xiong et Wang, H. elliptica J. Chen et Xu, Planariomya hunanensis 

J. Chen et Xu, Isognomon? spp., Qiyangia lilingensis (Zhang), Q. cuneata J. 

Chen et Xu, Q. fortis J. Chen et Xu 等 。 至 目前 为 止 ， 本 组 合 内 所 发 现 的 新 属 新 

种 占 绝 大 比例 ,难以 与 外 区 比较 。 其 中 , 大 部 分 种 属 具 有 广 盐 性 习性 ,如 Tsognomonm? 的 

标本 常见 于 海 相 地 层 , 但 也 可 与 痰 水 或 半 咸 水 属 种 共生 ;新 属 Planayiomya- 的 外 部 特征 

接近 于 海 相 属 Plectomya， 但 内 部 构造 又 有 区 别 ， 可 能 由 海 相 类 近 属 演变 而 来 Qiyan- 

gia 的 内 部 构造 与 淡水 属 十 分 亲近 ,… 但 外 表 特 征 又 不 同 ; Zilingella 和 Hunanella 的 

齿 系 特 征 介 于 海 相 或 初步 淡化 海 相 的 Jiangziella 与 淡水 的 _Psevdoca7dini 之 间 。 这 

些 类 型 的 双 壳 类 的 共生 组 合 ， 似 反映 当时 的 生活 环境 不 同 于 正常 海 相 ， 又 不 同 于 淡水 水 

域 。 共 生 的 腹 足 类 和 介 形 类 也 有 相似 的 结论 。 从 区 域 古 地 理 位 置 看 , 产 本 组 合 的 湘 闽 区 

很 可 能 为 早 侏 罗 世 广 东 - 南 岭 古 海 向 北 延伸 的 一 个 海湾 , 这 一 海湾 由 于 陆 源 淡水 的 大 量 注 

人 而 被 强烈 火化 , 变 成 半 闵 塞 状态 的 淡化 海湾 , 以 致 形成 了 这 样 一 个 几乎 全 由 新 分 子 组 成 

的 特 化 生物 群 。 

与 本 组 合 交互 产 出 的 植物 为 Maratiopsis-Otozamites 组 合 的 晚期 群落 ; HABE, 

介 形 . 鱼 类 及 和 孢 粉 等 大 量化 石 ,显示 了 侏 罗 纪 早 期 的 生物 群 面 角 。 在 湘 闽 区 的 连续 地 层 序 

列 中 , 本 组 合 产 于 Xinyuella 组 合 之 上 和 Qiyangia-Hunanella 组 合 之 下 ;与 广东 - 南 
岭 区 的 组 合 序列 相 比 , 似 应 相当 于 Parainoceramus-Teinonuculana 组 合 的 位 置 ， 可 能 

同属 早 侏 罗 世 海 侵 高 潮 期 在 不 同 相 区 的 产物 。 但 两 者 的 直接 相 变 关 系 还 有 待 提 供 更 充分 

的 证 据 。 

(5) Qiyangia-Hunanella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产 于 湘 闽 粤 地 区 下 侏 罗 统 上 部 ， 是 目前 所 

知 早 侏 罗 世 最 高 层 位 的 一 个 双 壳 类 组 合 , 它 直 接 位 于 中 侏 罗 世 的 Eolamprotula-Psilun- 
io 组 合 之 下 和 早 侏 罗 世 的 Lilingella 组 合 或 Parainoceramus-Teinonuculana 组 合 

oe 

包括 下 列 主要 属 种 : Qiyangia dolabrata J. Chen et Xu, Q. loros J. Chen et 

Xu, Q. cuneata J. Chen et Xu, Hunanella eilotes J. Chen et Xu, H. ovata 

Xiong et Wang, H. guanyintanensis Xiong et Wang, Apseudocardinia spp. 

等 。 组 合 内 属 种 面貌 较 单 调 , 它们 均 适 应 于 淡水 或 半 感 水 环境 。 从 组 成 分 子 上 看 ，Q@iya- 
ngia 和 Hunanella 4% Lilingella AGA Xinyuella 组 合 的 延续 属 ，4psevdoca- 

rdinia 则 为 新 分 子 , 本 组 合 内 又 缺失 了 Lilingella, Xinyuella, Planariomya 等 下 部 

组 合 的 特征 性 属 以 及 适应 于 正常 海水 盐 度 的 属 种 。 按 其 在 地 层 序 列 中 出 现 的 位 置 ， 我 们 

将 本 组 合 置 于 早 侏 罗 世 晚 期 ,大致 相当 于 普 林 西 比 阶 至 托 阿 阶 。 它 可 能 为 本 区 早 侏 罗 ttt 

海 侵 退 出 后 残留 的 湖 盆 型 或 泻 湖 型 双 壳 类 组 合 。 

= MS eth ah PE 

本 世纪 六 十 年 代 前 , HRS Hh X= BT RA 1 a AS I“ BTR”, VF 

相 双 壳 类 化 石 也 被 误 定 为 “ 早 侏 罗 世 ?。 但 是 , 自从 1960 年 以 后 , 华南 地 区 的 中 生 代 煤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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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 中 发 现 了 大 量 晚 三 倒 世 双 壳 类 化 石 ， 特 别 是 粤 北 \ 湘 南 ̀  湘 东 和 闲 西 等 地 海 相 或 半 威 

水 相 双 壳 类 化 石 的 存在 , 对 于 湘 闽 粤 地 区 晚 三 倒 世 曾 接受 过 海 侵 这 一 区 域 古 地 理发 展 史 

上 的 重要 研究 , 提供 了 无 可 辩驳 的 证 据 。 此 后 ,许多 地 质 工作 者 对 这 一 区 域 的 晚 三 琶 世 和 

早 侏 罗 世 古 地 理 , 海 侵 方 向 和 海水 通道 等 问题 进行 了 有 益 的 探讨 ,特别 是 在 广东 工作 的 一 

些 同志 还 进行 过 有 关 岩 相 古 地 理 的 研究 。 但 是 , 这 些 研究 成 果 大 部 分 还 未 发 表 。 本 文 有 关 

古 地 理 特 征 的 许多 依据 ， 虽 然 主 要 来 自 几 年 来 笔者 和 本 所 “华南 中 生 代 含 煤 地 层 研究 队 ” 

的 同志 在 野外 取得 的 实际 资料 , 但 也 有 不 少 是 多 年 来 有 关 省 区 工作 的 同志 所 提供 的 。 

晚 三 登 世 早期 ,海水 自 广 东 东 南部 向 北 偏 西 间 歇 式 侵 人 粤 东 - 粤 中 准 平原 ， 并 进而 经 

摆 北 一 湘 东 狭 长 低地 到 达 尊 西 ,在 这 些 地 区 出 现 了 一 片 滨海 沼泽 地 及 海湾 沼泽 带 。 由 于 气 

候 温暖 潮 湿 ; 植 物 茂盛 ,周围 云 开山 地 、 闭 南山 地 、 雪 峰山 地 、 湘 桂 丘陵 和 江南 古 陆 有 大 量 

陆 源 碎 导 及 有 机 物质 进入 沼泽 低地 , 在 地 壳 连 续 沉 降 的 条 件 下 ,于 滨海 沼 译 及 海湾 沼泽 地 

中 形成 了 数 百 米 厚 的 含 煤 碎 层 沉 积 。 到 了 晚 三 倒 世 中 期 ( 晚 卡 尼 期 至 早 诺 利 期 ) , 海 侵 达 到 

高 潮 , 海 侵 范 围 向 两 侧 及 北端 伸展 。 海 水 主要 通道 地 区 位 广东 中 、 东 部 至 北部 ,这 一 带 形 

成 正常 海 相 (滨海 至 海湾 相 ) 碎 导 沉积 ;在 其 两 侧 , 为 边缘 沼泽 相 沉 积 , 沉 积 范 围 向 西 扩张 

FIR. AL ARB, ARK BS. RR. WMS ho WA 

及 北 东 方向 扩张 , 原 湘 桂 丘 陵 的 东部 , 接受 了 部 分 海湾 边缘 沼泽 相 沉积 ; 萍 乐 低 地 的 东北 

段 有 海水 温和 ,并 在 陆 源 河流 的 淡化 条 件 下 接受 了 淡化 海湾 至 边缘 沼泽 相 沉 积 。 许 多 边缘 

地 区 , 此 时 形成 了 数 十 米 至 二 百 余 米 厚 的 含 煤 碎 屑 沉积 。 晚 三 县 世 晚 期 ， 地 壳 开 始 抬升 ， 

海水 逐渐 退出 上 述 低 地 及 海湾 地 区 , ERB RRR THAW), mks 

湖广 州 湖 、 粤 北湖 ,及 湘 闽 交 界 处 和 闭 东 北 的 沼泽 型 湖泊 , BELEK BTR. 

粤 中 地 区 ,上 三 仅 统 小 坪 群 多 属 含 煤 碎 屑 沉积 ,一 般 厚 300 一 500 K; 因 基 底 起 伏 及 沉 

降幅 度 的 差异 , 厚度 有 较 大 变化 ,高 要 地 区 为 200 一 800 米 , 三 水 地 区 160 一 440 米 , 广 州 地 

区 500 一 700 米 , 开平 地 区 仅 70 余 米 。 小 坪 群 植物 化 石 十 分 丰富 ， 为 Ptilozamites-An- 
throphyopsis #04 (Hie HE, 1956; WIE, 1965) 。 双 壳 类 属 种 较 少 , 在 高 要 地 区 小 坪 
群 中 下 部 见 有 Bakevelloides hekiensis, B. liuyangensis, B. sp., Myophoriopis sp., 

Unionites spp., Modiolus spp. 等 ;南海 地 区 有 Unionites spp. 等 。 这 些 地 区 的 上 

三 登 统 由 两 个 沉积 旋回 组 成 ,广东 省 煤田 物探 队 (1978) 以 岩 性 及 含 煤 特 征 分 别称 其 为 官 
脖 煤 组 和 松柏 煤 组 。 据 双 壳 类 化 石 , 官 逐 煤 组 应 为 晚 三 琶 世 早 中 期 (主要 为 中 期 ) ， 松 柏 煤 

组 属 晚期 , 均 为 海 侵 边缘 沼泽 型 堆积 。 长 期 争论 的 开平 金鸡 地 区 中 生 代 含 煤 地 层 , 与 上 覆 

下 侏 罗 绕 金 鸡 组 海 相 层 为 平行 不 整合 接触 , 煤 系 中 产 有 植物 Ptilozamites chinensis 等 
重要 属 种 ,应 归 小 坪 群 , 属 晚 三 倒 世 。 

BAR =”, RRAABR ERI HGRAIE, 1959); AK. “=H” PRAMS 

晚 三 警世 植物 化 石 , 范 嘉 松 等 (1965) 称 这 一 部 分 地 层 为 " 兰 塘 群 一 组 ”， 定 其 时 代为 瑞 替 

克 期 。 广 东 省 区 测 队 (1976) BRAWLERS YOK A. BREF BOM 
华 等 地 的 大 顶 组 中 部 或 中 上 部 产 有 海 相 化 石 Isocardioides yini, Radiastarte yizhan- 

gensis, Oxytoma dabaoshanensis, Oxrytoma sp., Palaeoneilo spp., Chlamys sp., 

Mytilus sp., Plagiostoma xiaoshuiensis 等 ,这 些 化 石 层 位 大 致 与 粤 北 沙 水 组 Pala- 

eopha7s-Orytoma 组 合 位置 相 当 。 大 项 组 下 部 含 铁 矿 的 碳酸 盐 沉 积 中 , KRAK HA 

世 化 石 , 这 部 分 地 层 能 否 归 人 大 项 组 尚 存疑 。 大 项 组 上 部 ,各 地 岩 性 不 尽 相同 ， 所 含 双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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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化 石 表 明 有 部 分 应 划 人 早 侏 罗 世 ,如 惠 东 上 龙 水 的 “Halobia” 层 ， 产 于 菊 石 Astero- 

ceras 层 之 土 , 当 属 下 侏 罗 统 金鸡 组 上 段 或 “ 兰 塘 群 三 组 ”经 复查 ,“ 瓦 alobia” 应 为 :9ta- 

piria cf. marshalli (Trech.), 在 沉积 厚度 上 , 粤 东 的 上 三 登 统 常 厚 于 粤 中 ， 一 般 为 

1000 余 米 ;， 揭 西 灰 寨 可 达 1500 一 2000 米 , 可 能 为 当时 这 降 中 心 之 一 。 

国 西南 的 上 三 和 倒 统 划分 为 两 部 分 ， 下 部 大 坑 组 为 含 煤 碎 层 岩 , 厚 100—400%K, 

Mita, 属 晚 三 登 世 早 期 沉积 , 可 相当 于 粤 北 红 卫 坑 组 ;上 部 文 宾 山 组 为 “ 海 相 层 失 海湾 边 

缘 沼 泽 相 ), 厚 200 一 450 米 , 在 安 刘 格 口 、 南 靖 大 田 、 高 载 等 地 产 有 双 壳 类 Jiangziella 
plana, J. subovata, Bakevelloides hekiensis, B. subhekiensis, Neoguangdong- 

ella brevicula 等 ， 相 当 于 湘 闵 淡化 海湾 三 家 冲 组 组 合 面貌 ， 属 晚 三 叙 世 申 期 海湾 边缘 

沼泽 相 沉 积 。 但 以 往 永 定 和 象牙. 永泰 下 砍 、 武 平 芳 洋 等 地 的 文 宾 由 组 岩层 里 因 D AAA 
Parainoceramus matsumotoi, P. lunaris, Hunanonectes sp. nov., Radulonectites? 

exertus, Qiyangia spp., Xinyuella cf. liuyangensis 等 双 壳 类 化 石 ,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应 为 下 侏 罗 统 。 国 北 的 上 三 登 统 焦 坑 组 属 陆 相 沉积 * 厚 度 变 化 较 大 ,250 一 1200 KH, 未 见 

有 海 相 化石 出 现 。 ah 

ES WKB KAR, KEBSNASEUARA-ESRYRaAREA, 厚度 自 

AtKB\ARAKAS, PR BEWRLBEEWILA Ptilozamites chinensis 等 ， 未 

发 现 动物 化 石 。 据 古 地 理 位 置 推 测 , 小 云雾 山 群 可 能 属 晚 三 登 世 边缘 沼泽 相 帝 积 ; 它 位 于 

古 云 开 山地 附近 , 同时 又 受到 海 侵 的 影响 ,起 伏 不 平 的 基底 地 形 又 使 其 沉积 厚度 有 很 大 变 

化 。 

南 岭 地 区 的 民 口 群 一 名 ,已 被 广东 省 202 煤田 地 质 队 建议 为 专 指 该 地 区 止 三 登 统 。 民 

口 群 可 自 下 而 上 划分 为 红 卫 坑 组 .小 水 组 和 干 溪 组 。 红 卫 坑 组 为 海 侵 初 期 滨海 沼泽 相 含 
煤 沉 积 , 厚 200 一 400 米 , 产 双 壳 类 Guangdongella-Bakevellia 组 合 ;小 水 组 为 海 侵 高 潮 

期 滨海 至 海 深 相 砂 泥岩 沉积 , 厚 50 一 150 米 ， 产 双 壳 类 Palaeopharus-Orytoma 组 合 ; 

干 法 组 为 海 退 后 残留 沼泽 相 沉 积 , 厚 50 一 100 米 , 产 双 壳 类 Waagenoperna AE. RO 

群 的 这 三 个 生物 组 合 , 明显 表明 了 该 地 区 曾经 过 一 次 海 侵 旋回 的 影响 s 位 于 南 岭 北 侧 的 湘 

南 地 区 ,上 三 县 绕 由 出 炭 爸 组 和 杨梅 垄 组 ( 资 兴 三 都 )\ 水 牛山 组 和 杨梅 山 组 ( 宣 章 杨梅 山 、 

长 策 ) 组 成 。 后 两 个 组 中 , 产 有 丰富 的 海 相 化 石 Tsocardioides，Palaeopharus， Radia- 

starte, Plagiostoma, Protocardia, Liostrea, Chlamys, Isognomon 等 ,与 粤 北 小 水 

组 组 合 面 瑶 一 致 , 故 杨梅 山 组 所 含 煤层 主要 应 为 海 侵 高 潮 期 沉积 ; 资 兴 地 区 杨梅 爸 组 所 属 

双 壳 类 甚 少 ,煤炭 部 地 质 勤 探 研究 所 曾 采 获 小 水 组 的 重要 属 种 Tsocardioiaes yini 等 ， 

似 表明 晚 三 受 世 中 期 海 侵 高 潮 期 时 , 湘 粤 古 海 的 海水 在 三 都 附近 是 正常 含 盐 度 水 域 与 非 

正常 含 盐 度 (淡化 ) 水 域 的 交界 处 。 

湘西 南 地 区 的 上 三 登 统 出 露 甚 少 , 衡阳 地 区 和 和 零 陵 地 区 的 杨 柏 冲 组 仅 20 一 50 米 ， 属 

于 晚 三 登 世 海 侵 高 潮 期 的 海湾 边缘 沼泽 相 沉积 。 

湘 东北 及 广西 地 区 , 上 三 登 统 安 源 群 发 育 完好 ， 自 下 而 上 划分 为 : 紫 家 冲 组 、 三 家 冲 

组 s 三 垢 田 组 。 紫 家 冲 组 厚 约 100 一 390 米 , 产 双 壳 类 Unionites-Myophoriopis 组 合 , 属 

海 侵 初 期 在 火化 海湾 中 形成 的 含 煤 碎 居 沉 积 , 是 本 区 主要 含 煤层 ,包括 安 源 地 区 的 站 紫 家 

种 段 ” 醴 陵 地 区 “石门 口 眉 和 新 余地 区 “大 禾 山 段 " 等 。 三 家 冲 组 厚 200 一 400 Ky Hee 

岩 、 砂 岩 夹 泥 震 组 成 , 产 双 壳 类 Bakevelloides-Jiangzriella 组 合 , 属 海 侵 高 潮 期 淡化 海湾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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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 ;三 家 冲 组 一 般 不 含 煤 或 很 少 含 煤 , 它 包括 萍乡 安 源 地 区 的 “三 家 冲 页 岩 >"“ 老 虎 冲 页 

岩 2” 和 “天 子 山 砂岩 ,新 余地 区 的 “龙王 寨 下 段 ” 等 。 三 垢 田 组 厚度 变化 较 大 ,150 一 500 米 

(有 的 地 区 缺失 ), 局 部 含 煤 , FMA Waagenoperne AG, 属 晚 三 登 世 晚期 海 退 后 在 残 

留 沼 泽 地 中 形成 的 碎 导 岩 沉积 , 它 包 括 浏 阳 证 潭 江 地 区 的 “三 垢 田 下 段 ”, 荐 乡 安 源 地 区 的 

“ 爱 坡 里 俩 2 和 “三 二 田 段 > 等 。 安 源 群 的 上 述 三 个 岩 性 组 及 其 双 壳 类 组 合 ,表示 了 一 个 明显 

的 海 侵 旋回 , 与 南 岭 区 的 民 口 群 所 体现 的 旋回 特点 基本 吻合 。 当 然 , 安 源 群 与 民 口 群 的 双 

壳 类 属 种 面貌 尽管 有 一 定 的 相近 性 , 但 还 是 存在 着 很 明显 的 差异 , 这 种 差异 主要 表 DE: 

前 者 属 种 分 异 度 小 . 广 盐 性 分 子 占据 主 导 位 置 ,即使 在 海 侵 高 讲 期 也 没有 显示 出 正常 海洋 

” 盐 度 的 双 壳 类 面 瑶 。 

“” 壮 东 北 地 区 的 上 三 县 统 多 属 海湾 边缘 沼泽 相 沉积 , 且 主 要 为 海 侵 高 潮 期 所 形成 ,如 横 

峰 铺 前 的 石 塘 坞 组 ( 约 400 OK), RAR A RR. MO RMSE 500 余 

米 ) =, URERRASH RGA”. EKAWED, “Bw MARRY, 仅 发 现 有 Ba- 

kevelloides 和 Bakevellia WHE,“ SHE’ SEMIKAMAMS). Mes ZH 

AN“ RARAR”. P= Be tA, ALS mK A tA, RRA BS 

湘 闽 海 湾 有 一 定 关系 ,或 许 相似 于 湘西 南 的 杨 柏 冲 组 , 属 海湾 边缘 沼泽 相 沉积 。 

湘 粤 古 海 的 西北 侧 即 湘西 和 湘西 北 地 区 , 鄂 南 地 区 , 以 及 古 海 东北 侧 的 苏 浙 地 区 ， 晚 

SBA rE ER KY Ka, 沉积 的 地 层 有 小 江口 组 (狭义 ) LB 

组 , 范 家 塘 组 、 乌 灶 组 等 。 它 们 的 特点 与 国 北 焦 坑 组 相似 , 厚度 及 岩 相 变化 较 大 ,未 见 有 典 

型 海 相 化 石 。 但 这 些 湖 盆 可 能 通过 一 定 的 水 系 与 湘 闽 海湾 保持 着 较 密 切 的 联系 ， 如 湖北 

研 当 盆地 晓 坪 组 所 产 Woaagenope7ma 和 Bakevelloides 的 一 些 种 与 湘 闽 地 区 晚 三 县 世 

中 、 晚 期 的 种 很 接近 ( 张 仁 杰 等 ,1977) 。 

三 、 早 侏 罗 世 上 古 地 理 特征 

晚 三 登 世 末 期 的 “三 都 运动 ”没有 造成 区 域 性 裙 皱 , 仅 在 各 地 的 下 侏 罗 绕 底 部 形 成 厚 

度 不 等 ( 数 10 公 分 至 20 余 米 ) 的 砾 岩 或 细 砾 岩层 , 假 整合 于 上 三 又 统 之 上 。 

进入 早 侏 罗 世 ， 本 区 地 壳 再 次 下 沉 ， 来 自 南 方 的 海水 基本 上 循 着 晚 三 登 世 的 路 线 侵 
人 ,但 淹没 的 范围 更 为 广泛 。 

时 侏 罗 世 早期 ,广东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属 滨海 沼泽 区 , 粤 北 海湾 以 北 的 水 域 成 为 淡化 海湾 

区 ,在 粤 北 诲 湾 的 北端 , 有 一 半岛 一 一 桂 阳 半岛 ,海水 自 半 岛 东 侧 进入 湘 闽 淡化 海湾 , 并 向 

西 漫 大 湘 桂 丘 陵 的 东部 零 陵 . 兰 山 附 近 ; 萍 乐 低地 及 上 人 饶 、 景 德 镇 等 处 均 受 海 侵 影 响 。 广 东 

东部 \ 江 西南 部 及 福建 西部 , 这 一 时 期 有 一 火山 喷发 区 , 以 中 性 熔岩 及 其 碎 屑 岩 为 主 。 本 区 

北部 ,湖泊 及 河流 发 育 。 早 侏 罗 世 中 期 ( 赫 唐 日 晚期 至 普 林 西 比 早期 ) , 海 侵 进入 高 潮 期 。 

广东 、\ 湘 南 及 闽 西 南 成 为 浅海 区 ;在 郴 县 以 西 , 原 “ 桂 阳 半 岛 ? 南 部 已 漫 人 海水 而 成 为 岛屿 ， 
在 岛 的 西 侧 有 一 条 水 路 通达 湘西 南 ， 湘 桂 丘 陵 ? 夷 平 后 成 为 湘 桂 淡 化 海湾 的 一 部 分 。 萍 乐 . 

低地 继续 受 淡化 海水 覆盖 , 海湾 向 两 侧 扩 展 。 早 侏 罗 世 晚期 ,海水 退去 , 在 海 侵 所 及 地 区 

残留 了 许多 湖泊 , 如 湘 东 - 粤 北 湖 、 祁 阳 湖 \ 西 湾 湖 ,五 华 湖 、 梅 县 湖 等 。 至 此 ， 湘 闽 粤 地 区 
结束 了 地 史上 最 后 一 次 规模 较 大 的 海 侵 。 

广东 的 下 侏 罗 统 分 布 十 分 广泛 , 虽 各 地 岩 性 及 使 用 名 称 不 同 , 但 按 生物 群 均 可 对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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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致 可 分 为 三 个 部 分 ,下 部 为 滨海 沼泽 至 淡化 海湾 相 沉 积 , 中 部 为 浅海 相 沉 积 , 上 部 为 痰 

水 河 湖 相 沉 积 。 皇 中 的 金鸡 组 ( 孙 云 铸 等 ,1960) 包括 有 赫 唐 日 早期 至 普 林 西 比 早 期 的 沉 

积 ( 厚 约 250 米 ), 其 下 段 产 双 壳 类 Hiatella AA, 上 段 产 Parainoceramus-Teinonucu- 

lana 组 合 及 菊 石 Arnioceras, Hongkongites, Uptonia =, 花 县 .高 要 、 博 罗 等 地 具 

有 相似 的 两 个 双 壳 类 组 合 , 在 博 罗 青山 地 区 分 别称 为 “ 兰 塘 群 二 组 ”和 ”“ 兰 塘 群 三 组 ” 范 嘉 

松 等 , 1965) 。 紫金 、 揭 西 、 新 丰 等 地 的 下 侏 罗 统 厚度 大 达 2000 RK. AR, MR, BS 

等 地 的 下 侏 罗 统 发 育 较 齐 全 , 名 嵩 灵 群 中 南 地 区 区 域 地 层 表 》， 1974), 其 下 部 产 五 ia- 

tella 的 地 层 中 , 有 多 层 中 性 和 中 基 性 火山 岩 , 但 党 灵 群 上 部 的 动物 群 面貌 不 清楚 。 五 华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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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地 区 的 五 华 组 , 厚 200 米 左 右 , 产 双 壳 类 Hunanella spp.， 叶 肢 介 五 osolimmadiopsis 

spp. 等 ,位 海 相 下 侏 罗 统 之 上 , 可 作为 广东 东部 早 侏 罗 世 海 退 后 所 接受 的 晚期 非 海 相 沉 

积 的 代表 。 

与 粤 东 近邻 的 国 西 南 , 下 侏 罗 绕 大 致 分 为 两 部 分 ;下 部 ( 海 相 层 ) “象牙 组 >, 上 部 〈 非 

海 相 层 ) 梨 山 组 。 永 定 象牙 的 “象牙 组 ”, 曾 被 认为 属 晚 三 登 世 文 宾 山 组 , 但 近年 发 现 所 含 
双 壳 类 化 石 与 广东 金鸡 组 相近 : Parainoceramus matsumotoi, P. lunaris, P. spp., 

Hunanonectes sp. nov., Radulonectites? exsertus, Plagiostoma sp., Luciniola 

problematica, Chlamys sp. 等 ,为 早 侏 罗 世 早 中 期 浅海 生物 群 ; 此 外 , 在 武平 芳 洋 下 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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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统 下 部 还 产 有 Xinyuella pinlingensis， 属 早期 淡化 海湾 相生 物 ; 武 平 下 坝 产 相似 于 
ERR RMSA Parainoceramus amygdaloides, Xinyuella cf. liuyangensis 等 。 

AR PER BE OSHA Qiyangia spp., Hunanella spp., Isognomon? 

sp,， 属 半 成 水 至 淡水 生物 群 ,时 代为 早 侏 罗 世 中 晚期 。 

粤 北 下 侏 罗 统 分 为 三 部 分 ( 自 下 而 上 ) : MBA KIA HRA. RBAWH KR, 

灰 黑色 砂 泥 岩 , 厚 100 RK, 底部 为 一 层 2 米 厚 的 石英 细 砾 岩 , 与 下 伏 上 三 又 统 干 溪 组 假 
整合 。 板 湾 组 下 部 产 Xinyuella liuyangensis, X. pinlingensis, Hunanella sp.; 上 

部 有 Hiatella arenicola, H. cf. rotundata 等 ;与 天 问 均 组 连续 。 淡 化 海湾 相 的 买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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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lla 组 合 与 演 海 沼泽 相 的 Hiatella 组 合共 同 出 现 于 板 湾 组 ,使 广东 - 南 岭 区 金鸡 组 下 

段 与 湘 闽 区 的 石 康 组 ( 造 上 组 ) 对 比 有 了 较 可 靠 的 生物 依据 。 产 菊 石 Armioceras, Hong- 
kongites, Schlotheimia, Coroniceras i Wse2 Parainoceramus-Teinonuculana 组 

SWATH 100—200 A) ,在 岩 性 及 生物 群 面貌 上 均 与 金鸡 上 段 一 致 。 桥 源 组 为 长 石 

石英 砂岩 , 厚 300 KDE. 属 河 湖 相 沉积 ,未 发 现 重 要 化 石 。 

湘南 地 区 , 下 侏 罗 统 自 下 而 土 划分 为 : 唐 垄 组 、 心 国门 组 和 茅 仙 岭 组 。 唐 垄 组 为 砂 泥 

岩 , 厚 约 100 K, 底部 以 细 砾 岩 或 风化 壳 与 上 三 县 统 杨梅 玖 组 接触 。 三 都 地 区 唐 垄 组 仅 产 

植物 化 石 Marattiopsis-Otozamites 组 合 ， 未 见 双 壳 类 ; 桂 东 沙田 的 唐 爸 组 产 双 壳 类 

站 mo 

RS | te 

st 

E CN Kee. i ian 

4 ne Bs 人 ， 
和 地 re 

0 42 Bh 126 公 里 

rd 3 wees (ee?) xumsE 

图 4 PAR SH Rte BE Th HH 

*1136 



Xinyuella liuyangensis, X. pinlingensis, Hunanella spp... 宜 章 心田 门 ,在 相当 于 

金鸡 组 上 段 的 海 相 层 心 田 门 组 中 , 产 双 壳 类 Parainoce7ramus matsumotoi P. amygda- 

loides, Chlamys spp., Radulonectites exsertus, Astarte spp., Protocardia spp., 

Cardinia sp., Hunanonectes sanduensis 等 ,这 一 地 层 厚 约 50 Sk; FAM=A, Dd 

国门 组 仅 厚 6 米 , 产 Teinonuculana guangdongensis, Cardinia sp., Protocardia sp. 

Astarte sp. 等 ;在 汝 城 延 寿 , 心田 门 组 产 菊 石 Arnioceras semicostatus 的 碎片 及 双 

FA Liotrigonia hunanensis 等 。 从 海 相 化 石 的 分 布 看 , 资 兴 三 都 附近 是 早 侏 罗 世 海 侵 

高 潮 期 ( 晚 赫 唐 日 期 至 早 普 林 西 比 期 ) 正常 盐 度 海域 与 淡化 海湾 水 域 的 交界 处 。 茅 仙 贬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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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河 湖 相 长 石 石英 砂岩 ,在 三 都 、. 茶 陵 和 安仁 均 见 有 Qiyangia spp., Hunanella spp., 

这 一 地 层 厚 达 300 一 500 K, 与 粤 北 桥 源 组 和 湘 东北 高 家 田 组 上 部 及 九 龙 组 在 岩 性 及 生物 

面貌 上 均 很 相似 。 

湘 东北 及 闵 西 ,下 侏 罗 绕 自 下 而 上 可 划分 为 : 石 康 组 \ 高 家 田 组 和 跃 龙 组 。 石 康 组 为 灰 

黑色 泥岩 和 砂岩 , 厚 120 一 300 米 , 底部 发 育 一 层 5 一 20 米 厚 的 石英 砾 岩 , 与 下 伏 安 源 群 呈 

假 整合 接触 。 石 康 组 产 双 壳 类 Xinyuvella 组 合 及 植物 ` 昆 虫 . 介 形 类 化 石 , 属 半 戌 水 型 海 

湾 沉 积 。 门 口 山 组 和 跃 龙 组 以 长 石 石 英 砂 岩 为 主 , 偶 夹 泥岩 。 前 者 厚 300 一 500 K, HE 

部 产 淡 化 海湾 相 双 壳 类 Zilingel1a AG; 后 者 厚 100 一 250 K, 产 河 湖 相 双 壳 类 Q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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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a-Hunanella A, SAHRA LR’. RSW RK LR” RHR KAW 

段 ” 及 新 余地 区 “龙王 寨 上 段 ? 均 相当 于 石 康 组 ;新 余地 区 ”门口 出 组 >? 和 "水 北 砂岩 ”大 致 包 

括 了 高 家 田 组 和 跃 龙 组 。 

湘西 南 地 区 的 下 侏 罗 统称 观音 滩 组 ,所 划分 的 排 家 冲 段 、 塔 坝 口 眉 和 冯 家 冲 段 分 别 产 
有 Xinyuella AA, Lilingella 组 合 和 Qiyangia-Hunanella A, 与 湘 东北 和 闭 西 地 

区 的 石 康 组 ,高 家 田 组 和 跃 龙 组 分 别 相 当 ”。 

广西 贺 县 西 湾 地 区 的 "“ 西 湾 系 ”天堂 组 为 底 砾 岩 ,大 岭 组 ( 产 Dilimgella AA) 与 湘西 

南 塔 坝 口 段 相当 ; 石 梯 组 下 部 ( 产 Hunanella spp.) 与 汉 家 冲 段 相当 。 在 岩 性 上 , 大 岭 组 及 

塔 坝 口 段 常 包含 有 一 泥 灰 岩层 ( 厚 数 10 公分 至 80 米 不 等 ) ,与 湘 东北 高 家 田 组 有 所 差别 。 

闽 东 北 地 区 的 下 侏 有 罗 统 常 称 林 山 组 ,以 长 石 石英 砂岩 为 主 , 厚 500 米 左 右 或 更 大 ,未 

见 有 双 壳 类 化 石 报道 ,可 能 相当 于 门口 山 组 或 高 家 田 组 以 上 地 层 , 包括 横峰 地 区 的 “西山 

i”, RI, 江西 省 煤田 地 质 勤 探 公司 在 婺源 等 地 的 林山 组 之 下 、 安 源 群 之 上 的 地 层 中 ， 
发 现 双 壳 类 化 石 Xinyuella 组 合 的 重要 分 子 X. cf. liuyangensis 和 X. pinlingensis 

等 ,证 明 存 在 相当 于 石 康 组 的 地 层 。 横 峰 地 区 的 “能 岭 组 >, 也 有 Qiyangia 的 记录 ， 据 目 

前 资料 , 该 属 仅见 于 下 侏 罗 统 。 闵 南 吉 安 地 区 的 “ 安 塘 组 ”为 砂 泥 岩 夹 火山 岩 或 火山 碎 层 

岩 , 在 区 域 地 层 中 与 粤 东 焦 岭 .梅县 .河源 等 地 的 下 侏 罗 统 下 部 相似 , 其 时 代 可 能 相当 ,但 

尚 需 化 石 资料 证 明 。 总 之 , 若 乐 地 区 东北 段 及 其 附近 的 下 侏 罗 统 与 其 西 眉 或 湘西 南 相 比 ， 

生物 群 的 三 分 性 不 甚 明显 , 这 或 许 与 该 地 区 在 古 地 理 位 置 上 处 于 湘 闽 痰 化 海湾 的 边缘 , 因 

而 水 质 常 受 痰 化 有 关 。 

四 、 中 国 晚 三 玖 世 及 早 侏 罗 世 双 壳 类 生物 地 理 区 的 初步 划分 

1. 晚 三 又 世 

我 国 以 往 描述 的 晚 三 亚 世 双 壳 类 动物 群 多 属 古 地 中 海区 系 , 部 分 文章 曾 就 这 一 地 区 

的 动物 群 特征 进行 过 讨论 ( 乃 鸿福 , 1962;《 中 国 的 瓣 鲁 类 化 石 >，1976; 陈 楚 震 等 ,1979) ; 

目前 有 关 北 方 区 系 的 材料 还 嫌 太 少 , 只 能 根据 几 个 地 区 的 化 石 报道 作 一 粗略 分 析 ; HS 

地 区 大 量 新 材料 的 发 现 , 为 我 们 进一步 讨论 华南 的 生物 区 系 划 分 提供 了 新 的 依据 。 

(1) 西南 区 属 古 地 中 海区 系 的 海域 边缘 区 。 晚 三 倒 世 早期 至 晚期 是 一 个 逐渐 海 

退 的 过 程 。 云 贵 川 的 卡 尼 期 产 Cassiamella beyrichii-Halobia yunnanensis 组 合 和 

Myophoria (Costatoria) kweichouensis-Heminajas forulata 组 合 ; 诺 利 早期 产 了 BV- 

rmesia Ji7ata- Myopho7ia(Costatoria)mapemgemsis 组 合 ; 诺 利 晚期 产 Indosiniom-YzV7- 一 

nanophorus 组 合 ( 郭 福 祥 ，1978 AR; 陈 楚 震 ，1979) 。 西 藏 南部 的 Lilangina-Halobia 

comata “18, Burmesia-Indopecten 组 合 和 Monotis salinaria 组 合 ， 大 致 分 别 代 

表 了 该 区 卡 尼 期 、 诺 利 早 期 和 谐 利 晚期 双 壳 类 面貌 。 比 较 起 来 ,西藏 地 区 的 晚 三 登 世 双 壳 

类 与 云贵 川 地 区 有 密切 联系 (特别 是 卡 尼 晚期 和 谐 利 早期 ) ,但 也 有 了 明显 差别 (主要 表现 在 

诺 利 晚期 ) Indosinion-Yunnanophorus 组合 的 出 现 反映 了 我 国 西南 地 区 的 大 部 分 属 

滨海 沼泽 区 ,而 Monotis salinaria 组 合 则 属 浅 海 相生 物 群 (图 7) 。 

1) 根据 陈 金 华 \ 周 志 炎 等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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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部 区 包括 湘 闽 粤 海区 和 黑龙 江东 北部 海区 , 属 北极 -太平 洋 生 物 区 系 。 这 

一 生物 地 理 区 的 生物 群 面 貌 如 上 所 述 , 与 能 岛 ̀  厄 兹 米尔 岛 ̀  西 伯 利 亚 东 部 .日 本 和 新 西 兰 

Swit. We SWEAR HA Palaeopharus-Ozytoma 组 合 与 黑龙 江 宝 清 地 区 的 
Otapiria-Oxrytoma 层 相 似 ; Waagenoperna 组 合 可 能 与 ZEmtomomotis 层 相 当 。 但 

是 , 属 晚 三 倒 世 晚期 的 后 两 个 组 合 显示 , 黑龙 江 地 区 当时 处 于 海 侵 时 期 (并 有 火山 喷发 )， 

而 湘 竟 粤 地 区 则 属 海 退 时 期 , 因而 沉积 物 及 生物 群 特征 均 有 明显 差异 , 可 分 别 划 为 不 同 分 

区 。 湘 竟 粤 地 区 为 一 古 海 湾 , 因 各 地 的 古 地 理 位 置 不 同 , 形成 生物 群 面 貌 上 的 差别 ， 可 进 

一 步 依 双 壳 类 组 合 划分 为 三 个 小 区 : 广东 - 南 岭 古 海区 ;* 湘 闽 淡 化 海湾 区 ;边缘 河 湖区 。 这 

里 所 指 的 边缘 河 湖区 ,大 约 包 括 了 福建 .浙江 \ 江 苏 南 部 安徽 南部 和 湖北 等 地 ， 晚 三 登 世 

沉积 中 曾 发 现 有 湘 粤 古 海 淡 化 海 溶 区 相 接 近 的 属 种 , 如 Waagenoperna, “Modiolus” 

problematica 等 ,证 明 这 些 地 区 可 能 通过 某 些 水 系 与 湘 粤 古 海 相 连 。 

(3) 北方 区 包括 我 国 北方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MEBSuUMBRA “Unio” huangbo- 
gouensis, “U.” ningxiaensis, “Utschamiella” longa, “U.” cf. tungussica, Sibire- 

concha spp. 等 ( 华 保 钦 , 1965) ， 主 要 分 布 于 陕西 宁夏、 河南 ,河北 .新疆 等 地 内 陆 湖 盆 

中 。 张 仁 杰 (1978)、 魏 景明 (1978 资料 ) 对 这 一 生物 群 作 了 进一步 补充 ， 除 上 述 属 种 外 ， 
还 包括 有 “Rergamocomncha",“Tutella” 等 属 ,我 们 称 这 一 生物 群 为 “Umio”-“Utscha- 

miiel1a” 和 群 。 这 一 生物 群 的 不 少 属 种 与 苏联 中 亚 及 西西 伯 利 亚 地 区 相似 ,所 见 化 石 的 内 

部 锐 齿 构造 与 我 国 南方 中 生 代 的 Unio, Utschamiella 等 不 甚 相同 。 可 能 北方 区 的 双 壳 

类 生物 群起 源 与 南方 地 区 不 同 , 而 应 具有 与 海域 关系 不 甚 密切 的 演化 系统 , 但 这 一 点 还 有 

待 深 入 研究 。 

2. BRS tt 

REARDIWKRWRASEMBEEMKRASMEBLA-THARRKA, Hh 

方 区 最 为 明显 。 但 早 侏 罗 世 十 地 中 海 海域 大 大 退缩 , 湘 粤 古 海 略为 扩张 , 这 是 两 个 时 期 古 

地 理 特 征 上 的 明显 变化 ,因而 受 沉 积 相 影响 极 大 的 双 壳 类 生物 区 的 划分 也 有 相应 的 变动 。 

《1) 藏 南 区 ”主要 指 西藏 南部 地 区 , 据 文 世 宣 等 (1976) 研究 , 产 有 大 量 古 地 中 海 
区 域 分 子 ， Inoceramus sp., Weyla ambongoense, Chlamys? execta, Entolium 

nieniexionglaense, Astarte cf. voltzii, Protocardia cf. africana 等 ,我 们 称 其 为 

Inoceramus-Weyla 群 。 藏 南海 区 的 边缘 应 包括 有 部 分 海陆 交互 相 帝 积 , 如 汗 西 、 川 西 

和 藏 北 均 可 能 存在 早 侏 罗 世 海 相 或 海陆 交互 相生 物 群 ,但 目前 还 缺乏 资料 。 

《2) ANKE ”本 区 属于 陆 相 沉 积 区 , 自 晚 三 和 倒 世 接受 海 侵 后 , 曾 大 面积 抬升 ， 但 

在 地 壳 运 动 的 不 均衡 性 影响 下 , 不 少 地 区 形成 了 若干 内 陆 湖泊 , 如 滇 西 岔 地、 滇 中 盆地 、 黔 

北 盆地 、 四 川 盆 地 、 会 理 - 察 雅 盆 地 等 均 是 。 目 前 滇 中 和 汗 西 地 区 ， 以 及 四 川 盆 地 研究 较 
i. 双 壳 类 化 石 有 : Unio lufengensis, U. cf. lufengensis, U. subtrapezoides, Ut- 

schamiella? lufengensis, Sibireconcha? lanceolaria, Psilunio yipinglangensis, 

Cuneopsis xiangyunensis 等 ( 马 其 鸿 等 ,1976) 。 这 一 动物 群 与 华南 其 它 动 物 群 的 关 

系 , 以 及 它 的 演化 规律 尚 不 清楚 , 故 暂 不 予以 命名 。 笔 者 认为 从 主要 组 成 分 子 看 ， 它 似乎 

与 北方 区 的 陆 相 “Rerganoconcha”“Umio” 群 及 湘 闽 边 缘 区 陆 相 Qiyanzgia 群 均 不 相 

同 ,应 局 一 独立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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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湘 闽 粤 区 从 前 面 的 叙述 中 已 经 可 以 看 到 , 早 侏 罗 世 早 . 中 期 , 湘 闽 粤 地 区 曾 

接受 广泛 海 侵 , 晚期 退出 成 为 陆地 。 海 侵 时 期 可 将 本 区 划分 为 三 个 生物 地 理 分 区 :广东 -~ 

南 岭 海区 ; 湘 施 淡化 海湾 区 ;边缘 河 湖 区 。 其 特点 大 致 与 晚 三 登 世 相似 , 但 略 有 不 同 的 是 ; 

H 广东 - 南 岭 海区 的 双 索 类 动物 群 并 不 明显 地 仅 与 “北极 -太平 洋 ” 生 物 区 系 近似 ' MER 

有 十 地 中 海 及 环 太平 洋 两 区 的 许多 重要 分 子 ;2) 湘 闽 淡 化 海湾 区 形成 二 个 独特 的 生物 
群 , 可 能 与 海水 的 强烈 火化 有 关 ;3) 边缘 河 湖区 的 Qiyangie 生物 群 , 其 分 布 范围 越过 了 

晚 三 释 世 存在 的 “ 雪 峰 古 陆 ”, 向 西 扩 张 到 川 东 , 黔 北 等 地 ( 陈 金 华 ` 首 伟 民 ,，198 防 交 似 表明 

早 侏 罗 世 的 古 地 瑶 轮 廓 及 双 壳 类 动物 区 系 的 划分 与 晚 三 登 世 有 了 明显 的 变化 。 

(4) 5% ZB 黑龙 江东 北部 一 隅 , 早 侏 罗 世 为 海 侵 区 域 , 可 能 属 乌 苏 里 海湾 之 一 

部 分 ,有 放射 虫 化 石 * 但 未 见 双 壳 类 报道 。 这 一 地 区 的 动物 区 系 特 征 有 待 今后 进一步 研 
究 。 9100 

(5) 北方 区 ”华北 的 大 部 分 地 区 , 中 ,下 侏 罗 统 的 划分 比较 困难 , HARE A A 

人 已 建立 了 北方 下 侏 罗 统 地 层 序 列 , 如 河西 走廊 区 的 龙凤 山 群 \ 屿 西 的 富 县 组 、 北 京 的 耕 

石 口 组 和 南大 岭 组 .辽西 的 郭 家 店 组 和 兴隆 沟 组 .新 疆 的 八道 湾 组 和 三 工 河 组 等 ， 其 中 的 
双 壳 类 化 石 主 要 有 :“Umtio”7ma?7nUsSemSsis,，“U.”7i9u00emSiSs， 玉 e7gam0comcha curta, 

F.tomiensis, F. burejensis, Sibireconcha anodontoides, S. situikovae, Cuneopsis 

sp. 等 ,其 属 种 与 本 区 晚 三 登 世 化 石 有 一 定 的 亲缘 关系 ， 本 文 将 之 称 为 “Unmio”- ite 
noconc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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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中 国 晚 三 合 世 和 早 .中 侏 罗 世 的 
植物 群 及 其 地 理 分 区 

呈 WW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在 五 十 年 代 和 六 十 年 代 初 期 ， 中 国 中 生 代 自 晚 三 倒 世 至 晚 白 亚 世 植 物 曾 被 划分 为 以 

下 五 个 植物 群 (斯 行 健 ，1956; BARRERA, 1962): (1)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 

物 群 ( 晚 三 琶 世 早期 一 晚期 ); (2)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 晚 三 琶 世 ( 晚 

期 ?) 一 早 侏 罗 世 ]， (3)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 早 侏 罗 世 一 中 侏 罗 世 ) s (4) 

Ruffordia-Onychiopsis fmt (MAS HPAL): (6) 被 子 植物 群 ( 早 白 亚 世 晚 

期 一 晚 白垩 世 ) 。 

随 着 我 国 社会 主义 建设 事业 的 发 展 ， 特 别 是 近 十 年 来 地 层 古 生物 资料 的 迅速 增 长， 

为 植物 群 及 其 地 理 分 区 的 进一步 研究 ， 创 造 了 良好 条 件 。 

有 关 我 国 晚 三 倒 世 南北 两 个 植物 群 的 资料 比较 丰富 , 分 歧 意 见 较 少 ， 本 文 着 重 讨论 

这 一 时 期 的 植物 群 及 其 地 理 分 区 问题 。 早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的 研究 , 相形 之 下 则 显得 资料 

不 够 充分 ,分 歧 意 见 较 多 ,本 文 也 试 作 论述 。 

国内 在 古 植物 地 理 分 区 方面 的 研究 尚 少 正式 报道 , 笔者 在 近年 的 工作 中 , 对 这 一 问题 

曾 予 以 注意 , 现 据 目前 掌握 的 资料 , 将 个 人 的 初步 意见 略 作 论述 ， 并 试 编 了 两 幅 植物 地 理 

分 区 图 。 

一 、 植 物 群 的 简介 和 分 析 

1. 晚 三 倒 世 植物 群 

我 国 晚 三 倒 世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植物 群 

(1)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 该 植物 群 以 四 川 须 家 河 组 植物 群 、 云 

南 一 平 浪 组 植物 群 、 湘 闽 安 源 组 植物 群 . 广 东 小 坪 组 ( 民 口 群 ) 植 物 群 等 为 代表 ， 还 包括 贵 

州 二 桥 组 、 川 西南 白 果 湾 组 . 鄂 西 沙 镇 溪 组 ,广西 扶 隆 组 .江苏 范 家 塘 组 .安徽 拉 犁 尖 组 、 浙 

江 乌 灶 组 及 福建 .四 川西 部 ,西藏 东部 及 北部 .青海 南部 .陕西 南部 相当 于 这 些 地 层 的 植物 

群 。 化 石 数 量 和 种 类 很 丰富 , 主要 组 成 分 子 如 下 : 

蕨 类 植物 有 石松 类 的 Selaginellites yunnaensis Hsi， 有 节 类 的 Equisetites sa- 

rrani (Zeiller) Harris, Neocalamites carrerei (Zeiller) Halle, N. carcinoides 

Harris; 真 蕨 类 植物 有 紫 苇 科 的 Todites goeppertianus (Minster) Krasser, T. pr- 

inceps (Presl) Gothan, T. shensiensis (P’an) Sze， 马 通 蕨 科 的 Phlebopteris zi- 

angyunensis P. Lee et Tsao, HAFAN Gleichenites yipinglangensis Li et T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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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扁 蕨 科 的 Dictyophyllum nathorsti Zeiller, Clathropteris meniscioides Bron- 

gniart, Cl. mongugaica Srebrodolskaja, Cl. platyphylla (Goeppert), Cl. tenui- 

nervis Wu, Thaumatopteris remauryi (Zeiller), Th. brauniana Popp, Goepper- 

telia kochibei (Yokoyama) Wu, G. memordia-watanabei O. et Y., Hausmannia 

(Protorhipis) emeiensis Wu, @3ERELAY Marattiopsis miinsteri (Géppert) Schi- 

mper, &ZEPEAY Bernoullia zeiller P’an, RREAY Danaeopsis fecunda Ha- 

1le， 真 蕨 类 植物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的 Cladophlebis kwangyiianensis P. Lee, Cl. raci- 

borskii Zeiller; 裸子 植物 有 种 子 蕨 类 的 Pti1ozamites chinensis Hsii, Lepidopteris 

ottonis (Goepp.) Schimper, Hyrcanopteris sevanensis Kryshtofovich et Pryna- 

da， 苏 铁 类 的 Pterophyllum aequale (Brongniart) Nathorst, Pt. bavieri Zeiller, 

Pt. decurrens Sze, Pt. ptilum Harris, Pt. sinense P. Lee, Anomozamites lo- 

czyi Schenk, Sinoctenis calophylla Wu et Lih, Nilssonia furcata Chow et Tsao, 

Ctenis chaoi Sze, Anthrophyopsis crassinervis Nathorst, Ctenozamites sarrani 

Zeiller, Drepanozamites nilssoni (Nathorst) Harris, #i§7f28A9 Baiera multipar- 

tita Sze et Lee， 松 柏 类 的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Lindley et Hutton) Braun, 

Ferganiella podozamioides Lih,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Nethorst; 分 类 位 置 

AHH WA Taeniopteris leclerei Zeiller, 

这 个 植物 群 的 种 类 相当 丰富 ， 以 苏铁 类 占 优 势 ,其 次 是 蕨 类 的 双 扇 蕨 科 , 可 以 说 这 两 

类 植物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已 发 展 到 了 顶峰 ,为 中 生 代 其 它 同期 或 不 同期 植物 群 所 不 能 比拟 。 

FF PRA th Ee He i MAH RE. ERR. SRK, REAR GERAD 

均 有 分 布 , 石松 类 .有 节 类 .银杏 类 和 松柏 类 等 也 都 有 代表 。 苏 铁 类 及 双 扇 蕨 科 植物 繁盛 ， 

星 囊 蕨 科 、 莲 座 蕨 科 、 合 襄 蕨 科 、 紫 鞭 科 及 马 通 蕨 科 植物 的 存在 反映 出 潮湿 、 炎 热 的 热带 、 

亚热带 生境 。 

川西 南 宝 见地 区 的 大 荐 地 组 植物 群 ( 徐 仁 等 ，1979) 总 的 面貌 和 这 个 植物 群 相 似 ,所 
产 Dictyophyllum nathorsti, Clathropteris meniscioides, Goeppertella spp., To- 

dites goeppertianus, T. shensiensis, Bernoullia sp., Lepidopteris sp., Pte7o- 

phyllum aequale, Sinoctenis spp., Cycadocarpidium erdmanni fz Dictyo- 

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重要 分 子 ， 应 视 为 同一 植物 群 。 但 它 也 含有 一 些 类 型 较 

老 的 分 子 , 如 具有 粗大 葵 干 的 似 木 贼 , 有 较 多 具 档 羊 齿 型 小 羽 片 的 真 蕨 类 和 具有 简单 网 状 

脉 序 的 蕨 类 ， 还 有 多 种 叶 形 巨大 的 属于 不 同类 别 的 植物 ， 面 貌 比 以 一 平 浪 组 及 须 家 河 组 

为 代表 的 秆 物 群 较 老 。 大 荞 地 组 植物 群 目前 仅见 于 川西 南 宝 见地 区 及 盐 边 红 韦 。 贵 州 安 

FE FP» PS) |e FBR AR. BB ACS HAY ae = Bt He eH, 虽 零 星 找到 过 少数 与 其 类 似 的 特 

殊 分 子 , 但 整个 植物 群 的 面貌 尚 有 待 于 进一步 研究 。 

吉林 汪清 天 桥 岭 地 区 晚 三 码 世 植物 群 ( 孙 革 ，1979) 产 双 扇 蕨 科 植 物 , 接近 南方 晚 三 
He DH 

(2) Danaec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 该 植物 群 以 陕 北 延长 群 植物 群 为 代表 ， 包括 

内 蒙 十、 山西、 河南 新疆、 宁夏 .甘肃 . 青 海北 部 ,吉林 南部 .辽宁 西部 等 地 相当 地 层 的 植物 

He 这 个 植物 群 包含 的 属 种 不 如 前 三 植物 群 丰 富 。 据 记载 , 主要 组 成 分 子 如 下 : 
蕨 类 植物 有 有 节 类 的 Equisetites acanthodon Sze, E. sthenodon Sze, E. 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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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ntatus Sze, Neocalamites carrerei (Zeiller), N. carcinoides Harris, Annu- 

lariopsis spp., Hpk XHAM Todites shensiensis (P’an), “pK PAY Phlebo- 

pteris? linearifolia Sze， 星 囊 蕨 科 的 Asterotheca szeiana (P’an), #RERRRLAY Da- 

naeopsis fecunda Halle, ARERR Bernoullia zeilleri Pan， 真 蕨 类 植物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有 Cladophlebis raciborskii Zeiller, Cl. ichtiensis Sze, Cl. gracilis Sze, 

Cl. kaoiana Sze, Cl. suniana Sze, Cl. spp.; 裸子 植物 有 种 子 蕨 类 的 Thinnfeldia 

rhomboidalis Ettingshausen, Th. alethopteroides Sze, Th. spp., Lepidopteris ot- 

tonis (Goepp.) Schimper, ?Protoblechnum hughesi (Feistm.) Halle， 分 类 位 置 

不 明之 苏铁 类 植物 有 Ctenozamites sarrani Zeiller, Sinozamites leeiana Sze, 

Sphenozamites changi Sze, #i7;28H) Ginkgoites magnifolia Fontaine, G. spp., 

Glossophyllum? shensiense Sze, Sphenobaiera sp.， 松 柏 类 的 Podozamites lance- 

olatus (L. et H.) Braun;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植 物 有 Sagenopteris spatulata Sze, 

= 这 个 植物 群 中 有 节 类 种 类 和 数量 都 比较 丰富 , 真 蕨 类 梳 脉 蕨 型 植物 也 颇 繁 盛 , SE 

科 的 Danaeopsis 属 及 ? 合 囊 蕨 科 的 Bermnowl11ia 属 数量 都 很 多 , REM. SRR. SB 

蕨 科 都 有 人 代表， 种子 蕨 类 也 居 重 要 地 位 ( 尤 以 Thinmjfeldia 一 属 较为 突出 ), 苏铁 类 有 为 

数 不 多 的 代表 , 银杏 类 植物 相对 的 要 多 些 , 松柏 类 也 仅 有 一 些 代表 。 

蕨 类 的 莲座 蕨 科 及 ? 合 囊 蕨 科 植物 繁盛 , 紫 苇 科 ,. 星 襄 蕨 科 , 马 通 蕨 科 及 苏铁 植物 代表 

的 存在 ,一 定 程度 上 反映 亚热带 的 生境 。 但 没有 繁盛 的 双 扇 蕨 科 植 物 出 现 , 苏铁 植物 极 不 

AE, 银杏 类 却 较 丰 富 , 则 反映 出 这 个 植物 群 所 处 的 气候 环境 不 若 前 一 植物 群 潮 刘 、 炎 热 。 

上 述 有 关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组 成 情况 系 以 陕 北 为 代表 。 在 新 疆 库 车 、 

青海 祁连山 南部 .甘肃 靖 远 和 辽西 北 票 等 接近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分 

布 区 的 地 方 ， 则 仍 有 双 扇 茂 科 的 少量 代表 出 现 。 

近年 在 原 延 长 群 底部 〈TsYi: 一 TsY?) 分 出 的 铜川 组 ， 除 含有 延长 植物 群 的 重要 分 子 
如 Neocalamites carrerei. N. carcinoides, Bernoullia zeilleri, Todites shensien: 

sis, Glossophyllum? shensiense 等 种 属 外 ， 还 找到 一 些 较 老 的 类 型 ， 如 Pleuromeia 

lobata, P. tongchuanensis, Danaeopsis cf. maratacea, Tongchuanphyllum conci- 

nnum, T. spp. =, LEE (1976) MARSS(1976) 定 其 为 中 三 玲 世 。 饥 川 组 下 面 的 
二 马 营 组 也 有 Bernoullia zeilleri, Todites shensiensis, Cladophlebis raciborskii, 

Glossophyllum? shensiense 等 延长 植物 群 分 子 出 现 [ 华 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 内 蒙古 分 

册 ( 三 )], 看 来 这 一 植物 群 出 现 的 历史 较 早 ,但 以 晚 三 倒 世 最 繁盛 , 因此 本 文 所 用 Danaeo- 

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涵义 仍 限于 原 延 长 植物 群 , 即 北方 晚 三 县 世 植 物 群 。 
止 述 南北 两 个 植物 群 所 共有 的 分 子 有 :，Neocalamtites carcinoides Harris, N. ca- 

rrerei (Zeiller) Halle, Danaeopsis fecunda Halle, Bernoullia zeilleri P’an, To- 

dites shensiensis (P’an) Sze, Cladophlebis raciborskii Zeiller, Lepidopteris ot- 

tonis (Goepp.) Schimper,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L. et H.) Braun, 相同 的 

属 种 数目 虽 不 多 ,却说 明 这 两 植物 群 在 地 质 时 代 上 的 一 致 性 。Bermow11ia zeilleri, Dan- 

aeopsis fecunda, Lepidopteris ottonis, Todites Shemsiemsi3 等 是 国内 处 晚 三 县 世 的 

重要 分 子 ，Neocalamites carcinoides, N. carrerei, Cladophlebis raciborskii 等 则 

是 晚 三 倒 世 常见 分 子 , 只 有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由 于 鉴定 上 的 原因 或 其 它 原因 地 
。123。 



质 历 程 要 长 一 些 。 与 这 两 个 植物 群 同 层 产 出 的 其 它 门 类 化 石 * 如 孢 粉 . 介 形 类 , 叫 胶 介 4 昆 

虫 ̀ \ 腹 是 类 和 瓣 鲁 类 (包括 海 相 和 淡水 相 )， 也 都 是 晚 三 登 世 诺 利 期 的 面貌 ,与 植物 化 石 指 

示 的 时 代 没 有 了 矛盾。 因此, 可 以 说 这 两 个 组 成 有 较 大 差别 的 植物 群 ,其 地 质 时 代 是 大 致 相 

同 的 。 既 然 地质 时 代 大 致 相同 ,为 什么 组 成 会 有 那么 大 的 差别 呢 ? 这 在 前 面 有 关 这 两 个 植 

物 群 组 成 特点 的 分 析 , 及 它们 之 间 异 同 的 对 比 中 已 经 涉及 ,它们 各 生长 在 不 同 的 气候 条 件 

下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是 潮湿 .炎热 的 热带 、 亚 热带 主要 为 热带 ) 

气候 条 件 下 形成 的 一 个 植物 群 ，Damnaeopsis-Be7moul1ia 植物 群 则 是 在 湿度 及 温度 都 较 

前 一 植物 群 为 低 的 亚热带 气候 条 件 下 形成 的 。 有 关 这 方面 的 问题 在 后 面 植物 地 理 分 区 一 

节 中 还 要 讨论 。 

过 去 曾经 把 川中 南川 东 \ 鄂 西 的 香 谋 群 植 物 群 及 苏 皖 地 区 的 象山 群 植 物 群 都 包括 在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内 。 近 几 年 的 研究 表明 四 川 的 香 溪 群 全 属 晚 三 登 

世 , 可 统称 为 须 家 河 组 。 哪 西 的 香 溪 群 则 可 分 为 两 部 分 ,下 香 溪 群 改 称 为 沙 镇 溪 组 ,时 代 

为 晚 三 登 世 , 可 与 四 川 的 须 家 河 组 对 比 ; 上 香 溪 群 厘 定 其 涵义 后 ,为 狭义 的 香 汪 组 ， 与 其 

下 的 沙 镇 溪 组 为 平行 不 整合 接触 , 可 与 川北 的 白田 坝 组 对 比 ， 都 含 Ptilophyllum, Con- 

iopteris, Phoenicopsis 等 属 植物 ， 时 代为 早 . 中 侏 罗 世 ”>。 苏 皖 地 区 的 象山 群 及 浙江 的 
马 洞 组 等 植物 群 与 狭义 的 香 误 组 一 样 ， 也 含 PtilIophylIIuwm，Phoemicopsis，Comiopte- 

7is 等 属 植物 ， 其 时 代 也 为 早 、 中 侏 罗 世 。 从 植物 大 类 的 组 成 看 ， 这 些 早 ̀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中 也 以 苏铁 植物 占 优 势 ， 还 产 双 扇 蕨 科 植物 ， 多 少 与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相 近 , 实则 成 分 上 有 较 大 差别 , 这 将 在 早 ,. 中 侏 罗 世 植 物 群 一 节 中 详 述 。 

鉴于 上 述 原 因 , 原 包 括 安 源 组 .小 坪 组 、 一 平 浪 组 及 香 谋 群 、 象 山 群 等 植物 群 的 Di- 

e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 完 全 可 能 分 成 晚 三 到 世 及 早 ,中 侏 罗 世 两 个 部 分 。 

笔者 等 曾 主张 把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一 名 限 用 于 以 安 源 组 、 小 坪 组 、 

一 平 浪 组 为 代表 的 南方 晚 三 登 世 植 物 群 ,而 用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植物 群 一 名 用 

于 以 香 误 组 植物 群 为 代表 的 我 国 南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 

2. 早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同 晚 三 县 世 一 样 , 我 国 南北 早 . 中 侏 罗 世 也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植物 群 ， 

(1)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植物 群 。 这 个 植物 群 以 鄂 西 香 谋 组 植物 群 为 代表 ， 

包括 川北 的 白田 坝 组 、 苏 皖 的 象山 群 . 浙 江 的 马 洞 组 .和 摆 北 的 金鸡 群 . 江 西 的 林山 组 及 福建 

的 梨 山 组 等 植物 群 。 这 个 植物 群 植物 种 类 比较 丰富 ， 主 要 组 成 分 子 如 下 : 

蕨 类 植物 有 有 节 类 的 BEqwuisetites koreanicus Kon’no, Neocalamites cf. natho- 

rsti Erdman， 真 蕨 类 合 囊 蕨 科 的 Marattiopsis asiatica Kawasaki, RHF Todi- 

tes princeps (Presl) Gothan， 马 通 蕨 科 的 Phlebopteris polypodioides Brongni- 

art, HE sch PLAY Coniopteris hymenophylloides (Brongn.), C. spp.， 双 遍 蕨 科 的 

Clathropteris obovata Oishi, Cl. sp.; 裸子 植物 有 苏铁 类 的 Ptilophyllum conti- 

guum Sze, Ptilo, spp., Dityozamites baitianbaensis P. Lee, Otozamites hsian- 

gchiensis Sze, O. spp., Tyrmia nathorsti (Schenk) Yeh, T.spp., Pterophyllum 

1) PA S bers SUG ED ET PA = BARA (1977) 的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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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Nilssonia orientalis Heer, N. spp., Hsiangchiphyllum trinervis Sze, fA 

的 Ginkgoites spp., Baiera spp., Sphenobaiera huangi (Sze) Hsii, Czekano- 

wskia hartzi Harris, Phoenicopsis angustifolia Heer, Ph. sp.， 松 柏 类 的 Podo- 

zamites lanceolatus (L. & H.), P. spp., Ferganiella sp., Brachyphyllum sp., 

Pagiophyllum sp., Cupressinocladus sp., Swedenborgia cryptomerioides Nath., 

Pityophyllum spp., Elatocladus spp.; 裸子 植物 花 果 和 种 子 化 石 有 Strobilites sp., 

Carpolithus Spp,。 

这 个 植物 群 在 组 成 上 的 特点 是 ， 1) 有 节 类 植物 罕见 ; 2) 蕨 类 植物 中 , ARRALR 

苇 科 及 马 通 蕨 科 植物 都 有 一 些 代 表 ， 双 扇 蕨 科 植 物 仅 剩 少量 残余 ， 新 出 现 了 昨 壳 蕨 科 的 
Coniopteris 属 植物 ; 3) 苏铁 植物 占 优势 ， 新 出 现 了 Piophyllum 一 属 ,并 以 Ptilo- 

phyllum, Nilssonia, Otozamites, Tyrmio 等 属 居 主导 地 位 ; 4) 银杏 类 植物 属 种 数量 

增多 并 出 现 了 Phoenicopsis，Czekamowskia SiR, MAMRWRAS, 除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Podozamites 外 ， 还 出 现 了 Brachyphyllum, Pagiophyllum, Curpressinocla- 

dus 等 属 ， 银 杏 类 和 松柏 类 在 数量 上 虽 不 及 苏铁 类 ， 但 相差 并 不 悬殊 。 

与 南方 晚 三 全 世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相 比 ,两 者 主要 异同 在 于 : 

1) 都 产 合 囊 蕨 科 、 紫 苇 科 、 马 通 蕨 科 及 双 扇 蕨 科 等 蕨 类 植物 , 说 明 两 个 植物 群 所 处 的 气候 

环境 同 为 湿润 .炎热 的 热带 .亚热带 。 但 本 植物 群 双 扇 蕨 科 植 物 为 数 很 少 ， 苏 铁 植物 也 不 
如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繁 盛 ， 说 明 气 候 有 所 变化 ; 2) 这 个 植物 群 中 

银杏 类 及 松柏 类 植物 数量 有 显著 增加 , 也 说 明 气 候 与 晚 三 释 世 有 所 不 同 ,湿度 及 温度 比 晚 
三 伍 世 要 低 些 ;3) 这 个 植物 群 中 ,种 子 蕨 类 的 Lepidopteris, Ptilozamites, Hyrca- 

nopteris 及 苏铁 类 的 Drepanozamites, Sinoctenis, Anthrophyopsis 等 晚 三 登 世 属 

的 消失 ， 以 及 晨 壳 蕨 科 Comiopteris， 苏 铁 类 Ptilophyllum, 银杏 类 Phoenicopsis, 

松柏 类 Brachyphyllum, Pagiophyllum, Cupressinocladus 等 侏 罗 纪 属 的 出 现 , 说 明 

这 个 植物 群 时 代 较 前 一 植物 群 要 晚 一 些 。 

香 误 组 植物 群 的 时 代为 早 , 中 侏 罗 世 , 可 能 属 早 侏 罗 世 蜀 期 至 中 侏 罗 世 早期 。 川 北 和 白 

田 坝 组 上 面 的 千 佛 岩 组 ( 属 中 侏 罗 世 ) 也 产 Ptilophyllum, Coniopteris 等 属 植物 ,应 包 

括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 白田 坝 组 本 身 所 含 植物 化 石 主 要 为 ”Comiopteris， 忆 boDphyIIUTm， 
Tyrmia, Cupressinocladus 等 ， 与 香 污 组 上 部 所 产 相 近 。 

江西 的 林山 组 .福建 的 梨 山 组 、 BALM SSH we, Ptilophyllum, Coniopteris 

等 属 植物 较 少 或 没有 出 现 ， 与 晚 三 登 世 接近 的 种 类 较 多 ， 时 代 稍 早 一 些 ， 属 早 侏 罗 世 可 

能 性 较 大 。 
湘西 南 的 观音 滩 组 中 .下 部 植物 群 以 Marattiopsis, Otozamites, Nilssonia, Sa- 

genopteris, Ctenozamites, Cycadites 等 属 为 主要 成 分 ， 时 代 属 早 侏 罗 世 ( 陈 金华 等 ， 

1979)， 暂 包括 在 这 个 植物 群 中 。 

(2)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 这 个 植物 群 以 北京 西山 门头沟 植物 群 为 
代表 ,包括 辽东 的 长 梁子 组 和 大 堡 组 , 山东 的 坊 子 群 ， 山 西 的 永定 庄 组 ,大 同 组 和 云 岗 组 ， 

内 蒙古 的 石 毛 群 , 陕 甘 宁 盆 地 的 富 县 组 .延安 组 和 直 罗 组 ， 甘 肃 的 大 西 沟 组 及 窗 街 群 、 柴 

达 木 盆地 的 小 煤 沟 组 和 大 煤 沟 组 , 准噶尔 盆地 及 吐鲁番 盆地 的 水 西 沟 群 等 植物 群 。 植 物种 

RES, 主要 组 成 分 子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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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 类 植物 有 有 节 类 的 Neocalamites carrerei Zeiller, N. sp., Annulariopsis 

sp., Equisetites cf. lateralis (Phillips) Morris, E. spp.， 真 蕨 类 蚌 壳 蕨 科 的 “Co- 

niopteris hymenophylloides Brongn., C. burejensis (Zalessky) Sze, C. tatun- 

gensis Sze, C. spp.， Eboracia lobifolia (Phillips)， 双 扇 蕨 科 的 Hausmannia le- 

eiana Sze, Clathropteris pekingensis Lee et Shen, Cl. sp., RHFAY Todites 

williamsoni Brongn., T. sp.， 真 蕨 类 植物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有 Cladophlebis asiatica , 

Chow et Yeh, Cl. fangtzuensis Sze, Cl. shansiensis Sze, Cl. tsaidamensis Sze, 

Cl. spp., Raphaelia diamensis Seward; 裸子 植物 有 苏铁 类 的 Nilssomia acuminata - 

Presl, N. linearis Sze, N. mosserayi Stockmans et Mathieu, N. tenuicaulis 

(Phillips), N. spp., Ctenis chinensis Hsii, C. spp., Anomozamites sp., Ptero- 

phyllum sp., #i#/24AY Phoenicopsis speciosa Heer, Ph. angustifolia Heer, Gin- 

kgoites sibiricus (Heer), G. obrutschewi Seward, G. spp., Ginkgo huttoni 

(Sternb.) Heer, G. spp. Baiera furcata (L. et H.) Braun, B. gracilis (Bean), 

Sphenobaiera pulchella (Heer) Florin, S. longifolia (Heer) Florin, Czekano- 

wskia rigida Heer, C. spp.， 松 柏 类 的 Podozamites lanceolatus (L. et H.) Br- 

aun, P. spp., Elatocladus spp., Pityophyllum sp., Pagiophyllum sp., Brachy- 

phyllum sp.; 分 类 位 置 不 明 植 物 有 Taeniopteris vittata Brongn., 

从 组 成 上 看 ， 这 一 植物 群 的 特点 是 : 1) 有 节 类 植物 虽 有 人 代表， 但 与 北方 晚 三 县 世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相 比 却 显得 逊色 。2) 蕨 类 植物 中 以 蚌 壳 蕨 科 植 物 ， 特 别 
是 其 中 的 Coniopteris 属 占 优势 ， 其 次 是 分 科 不 明 的 Cladophlebis 属 。Comiopte7is 

属 在 南方 和 北方 的 晚 三 登 世 植物 群 中 都 没有 出 现 ， 在 南方 旱 、 中 侏 罗 世 Ptilophyllum- 

Coniopteris 植物 群 中 虽 已 出 现 ， 但 没有 这 个 植物 群 繁盛 。 CIadophIebis 属 种 类 繁多 

的 情况 与 北方 晚 三 登 世 植物 群 相似 。 双 扇 蕨 科 植 物 仍 有 代表 ,但 和 在 南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植 

物 群 中 一 样 ， 这 个 科 植 物 已 不 起 重要 作用 。 其 分 布 也 向 北方 型 植物 群 的 腹地 深信， 兰州 

阿 干 镇 .内 蒙古 察 右 中 放 、 北 京 西 山 . 辽 宁 本 溪 及 凌 源 都 有 本 科 分 子 分 布 。3) 与 北方 晚 三 

登 世 植 物 群 相 比 ， 苏 铁 类 有 所 增加 ， 其 中 尤 以 Nilssomia 属 最 为 繁盛 ， 其 次 是 Ctenis, 
Anomozamites, Pterophyllum 等 属 。Nilssomia 繁盛 的 情况 与 南方 同期 植物 群 相 似 。 

4) 银杏 植物 相当 繁盛 ， 为 前 期 植物 群 所 不 能 比拟 , 松 相 类 也 比 前 期 植物 群发 育 。 与 南方 

同期 植物 群 相 比 ， 这 两 类 植物 数量 都 比较 多 。 

银 查 类 植物 特别 繁盛 ， 蕨 类 的 蚌 壳 蕨 科 植 物 也 很 发 育 , 是 这 个 植物 群 区 别 于 南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植 物 群 的 显著 特点 。 核 脉 蕨 种 类 很 多 也 是 其 特点 之 一 。 苏 铁 类 植物 繁盛 的 程度 

次 于 南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种 类 也 较 单 调 。 这 些 区 别 说 明 南 北 这 两 个 植物 群 所 处 的 气 

候 环 境 不 同 ,北方 的 气温 及 旭 度 比 南 方 都 要 低 。 

蕨 类 中 出 现 了 蚌 壳 蕨 科 植物 ,银杏 类 和 松柏 类 都 比较 繁盛 ,为 上 述 南 北 这 两 个 植物 群 

共同 的 特点 。Coniopteris，Phoemicopsis 等 属 植物 在 这 两 个 植物 群 中 并 存 ， 说 明 其 地 
质 时 伐 相近 。 与 晚 三 每 世 的 Danaeopsis-Bernoullia 及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相 比 ， 不 仅 地 质 时 代 不 同 ， 而 且 所 处 的 气候 环境 也 有 了 变化 。Comiopte7isy Ebo- 
7raciai Phoenicopsis, Pagiophyllum, Brachyphyllum, Cupressinocladus 等 属 都 是 

时 代 较 晚 的 植物 。 银 查 类 和 松柏 类 都 不 是 喜 热 喜 湿 的 植物 ， 说 明 这 个 时 期 南北 的 气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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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比 晚 三 登 世 时 略 低 , 而 南北 的 气候 差别 也 不 如 晚 三 登 世 悬殊 。 

北方 早 ̀  中 侏 罗 世 地 层 及 植物 群 的 划分 ,近年 取得 了 显著 进展 ， 如 甘肃 的 大 西 沟 组 与 

窗 街 群 ， 根 据 地 层 及 植物 化 石 已 作 了 划分 ,前 者 划 归 下 侏 罗 统 , 后 者 划 归 中 侏 罗 统 。 山 西 

大 同 、 北 京 西 山 . 辽 宁 凌 源 等 地 也 均 从 早 ,. 中 侏 罗 世 地 层 划 分 出 早 侏 罗 世 永 定 庄 组 ,、 查 石 口 

组 、 郭 家 店 组 。 准 噶 尔 ,吐鲁番 、 柴 达 木 . 陕 甘 宁 盆地 及 辽东 等 地 的 早 、 中 侏 罗 世 地 层 也 都 

作 了 不 同 程度 的 划分 。 

二 、 植 物 地 理 分 区 讨论 

1. 晚 三 和 倒 世 植物 地 理 分 区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分 布 于 我 国 云南 贵州 ,四川 . 淹 北 、 湖 南 、 广 
东 、 广 西 ,江西 、 福 建 . 江 苏 南部 ,浙江 ,安徽 .陕西 南部 .青海 南部 ,四 川西 部 ,西藏 东部 及 北 
部 等 地 区 ， 我 们 称 这 个 分 布 区 为 南方 区 ， 亦 称 沿海 区 (图 1) ， 前 一 名 称 系 根据 区 域 地 理 
位 置 命名 , 后 一 名 称 则 按 晚 三 倒 世 的 古 地 理 环 境 命名 。 

云南 、 贵 州 .四 川 .湖北 、 广 西 . 青 海南 部 和 西藏 东部 ， 晚 三 释 世 时 位 于 古 地 中 海 东 端 ， 
KARE, MAN ALE, 海陆 交替 频繁 , 当 海水 后 退 时 , 在 沿岸 沼泽 地 带 生长 着 繁盛 
的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是 很 自然 的 。 

湖南 广东、 江西 .福建 和 江苏 南部 ,当时 位 于 押 赣 海湾 或 其 沿岸 ， 这 里 也 生长 着 繁茂 
的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 这 个 海湾 是 古 太 平 洋 伸 入 大 陆 的 部 分 海域 ， 
与 前 述 古 地 中 海 的 分 水 岭 大 概 就 是 十 雪 峰 山 ， 其 中 所 产 海 相 辩 鳃 类 与 当时 生存 于 日 本 者 
接近 , 而 与 古 地 中 海区 的 关系 较 远 ,但 两 处 所 产 植 物 群 则 大 体 相 同 。 吉 林 天 桥 岭 植物 群 位 
于 乌 苏 里 海湾 沿岸 , 情况 类 似 , 就 不 另 予 分 区 了 。 

在 国外 和 这 个 植物 群 相近 的 植物 群 分 布 于 格陵兰 东部 、 瑞 典 、 西 德 . 东 德 、 奥 地 利 、 瑞 
士 、. 苏 联 亚美尼亚 和 南 滨海 地 区 ,美国 亚利桑那 州 .日 本 成 羽 以 及 越南 河内 地 区 。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物 群 分 布 于 我 国 新 疆 . 甘 肃 , 青 海 东北 部 、 陕 西 、 宁 夏 、 山 
西 及 河南 诸 省 区 ， 还 有 湖北 南 漳 东 屯 和 辽宁 南部 。 我 们 称 这 个 分 布 区 为 北方 区 或 内 陆 区 
(AIL). 

在 国外 和 这 个 植物 群 相近 的 植物 群 分 布 于 奥地利 、 瑞 士 \ 苏 联 哈萨克 西部 及 美国 弗 吉 
尼 亚 东 北部 。 

南方 沿海 区 与 北方 内 陆 区 之 间 ， 从 西向 东 被 古 昆 仑 山 、 柴 达 木 古 陆 古 秦岭 、 古 大 别 
山 横 下 和 阻隔 ， 这 条 界线 与 当时 的 古 纬度 线 方向 接近 ， 因 为 三 倒 纪 的 磁 北 极 在 萨 哈 林 岛 
CHASM. 这 条 界线 加 强 了 由 于 纬度 高 低 不 同 而 造成 的 南北 自然 条 件 的 显著 差异 ， 
使 其 成 为 植物 地 理 分 区 的 界线 。 南方 沿海 区 的 Dictyophyllum-Clathropteris 植物 群 
代表 海洋 性 热带 或 热带 一 亚热带 湿热 型 气 侯 ， 北 方 内 陆 区 的 Danaeopsis-Bernoullia 植 
物 群 则 代表 大 陆 性 亚热带 气候。 这 两 个 植物 群 是 同一 地 质 时 代 不 同 植物 地 理 区 的 产物 。 

2. 早 .中 侏 罗 世 植 物 地 理 分 区 

早 . 中 侏 罗 世 海 水 稍 有 后 退 , 古 地 理 和 海水 分 布 轮廓 与 晚 三 县 世 的 情况 大 致 相近 ， 当 

时 我 国 也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植物 群 ， 其 地 理 分 布 与 晚 三 登 世 的 相近 ， 但 已 发 现 的 化 石 点 比较 

*。，129 。 



少 , 现 有 的 研究 程度 也 较 差 。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植物 群 主要 分 布 于 哪 西川 北 、 陕 南江 苏 ,安徽 、 靳 江 、 

广东 ,湖南 ,江西 和 福建 诸 省 ， 这 个 分 布 区 也 称 南 方 区 (或 沿海 区 ) (图 2) 。 另 外 ， 这 个 植 

物 群 还 见于 内 蒙古 察 右 中 族 "。 

印 欧 区 欧洲 省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以 英国 约克 和 郡 植物 群 为 代表 ) (Baxpatees, 1964) 与 

我 国 这 个 植物 群 很 相近 。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分 布 于 我 国 辽 宁 、 山 东山 西 、 北 京 西山 、 内 蒙古 、 

了 责 西 .甘肃 .青海 .新疆 诸 省 区 ,这 个 分 布 区 称 北 方 区 (内 陆 区 ) (图 2) 。 

西伯 利 亚 区 中 侏 罗 世 植物 群 (Baxpareeg，1964) 与 我 国 这 个 植物 群 很 相近 ， 这 两 个 

植物 群 中 银杏 类 都 比较 繁盛 。 

早 . 中 侏 罗 世 的 这 两 个 植物 群 反映 的 气候 环境 各 与 晚 三 爱 世 同 区 气候 大 体 相 同 , 即 南 

Fi Ptilophyllum-Coniopteris 植物 群 反 映 的 大 致 为 热带 或 热带 一 亚热带 气候 。 北方 

Coniopteris-Phoenicopsis 植物 群 代表 的 则 为 亚热带 气候 。 不 过 这 个 时 期 南北 的 气温 和 

温度 相对 要 低 些 ， 而 南北 气候 的 差别 相对 也 要 小 些 。 这 些 ， 在 前 节 植 物 群 的 简介 和 分 析 

中 已 讨论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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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 ,白垩 纪 叶 肢 介 地 理 区 系 一 
EE RRB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叶 肢 介 是 一 :种 淡水 甲壳 动物 , 生活 在 池 沼 、 沟 渠 : 湖 泊 或 现代 稻田 中 ,水 深 和 面积 一 般 
AK, 偶而 也 见于 沙 站 盐湖 或 海岸 盐 滩 ,个 别 种 属 能 适应 咸 水 或 半 咸 水 环境 。 中 生 代 ， 叶 
肤 介 的 演化 中 心 逐渐 迁移 到 亚洲 东部 , 早期 地 理 分 区 尚 不 明显 , 如 晚 三 县 世 常见 的 小 型 真 
叶 肢 介 (Euetstheria minuta Zieten) 和 一 平 浪 真 叶 肢 介 (EL. yipinglangensis Chen) 

在 我 国 南北 分 布 都 很 广泛 ,但 从 侏 罗 纪 开始 , 叶 肢 介 的 区 素 就 日 益 彰 著 ， 并 明显 地 受 古 地 
理 因 素 控制 ( 陈 丕 基 ，1979)， 笔 者 氢 分 为 以 下 四 企 阶段 对 其 进行 探讨 。 

一 、 早 .中 侏 罗 世 

中 国 早 :中 侏 罗 世 的 叶 肢 介 虽 大 致 有 三 个 地 理 分 区 (图 1) ,但 差异 不 太 显著 。 北 方 区 
的 叶 胶 介 分 布 在 庆 阳 湖 内 陆 水 系 和 准噶尔 盆地 与 吐鲁番 盆地 ， 柴 达 木 盆地 的 北 缘 也 有 发 

现 ; 扬子 区 的 叶 肢 介 主要 分 布 在 十 长 江 流 域 ， 以 巴蜀 湖 最 为 丰富 , 此 外 在 广西 宁 明 爱 店 也 

找到 过 早 侏 罗 世 的 种 属 ， 这 里 有 流入 古 地 中 海 的 另 一 条 水 系 , 比 不 上 前 者 源 远 六 长 ; 东南 

区 的 叶 胶 介 分 布 在 粤 闵 海湾 及 其 邻近 。 
Palaeolimnadia baitianbaensis 时 肢 群 曾 发 现 于 四 川 盆 地 广元 、 宝 兴 ,、 喜 县、 自贡 、 

达 县 ,万 县 ， 云 南 景 合 \ 动 腊 , 广西 宁 明 ,甘肃 天 水 , 宁夏 固原 .同心 等 地 。 四 川 、 云 南 和 广 
西 已 记载 的 有 Palaeolimnadia baitianbaensis, P. sichuanensis, P. longmenshanen- 

sis, P. chuanbeiensis, P. baoxingensis P. lingguanensis, P. rhombica, P. dian- 

nanensis, P. subtriangularis, P. houjieensis, P. aff. dundugobica, P. cf. parva, 

P. kangnaiensis, P. menglaensis, P. longyinensis, P. pengxianensis, P. guan- 

gxiensis, Euestheria? taniiformis, Bulbilimnadia bullata, B. wanzianensis 和 

Pseudolimnadia(?) reticulata 等 种 属 。 甘肃 和 宁夏 发 现 的 则 全 是 Pseudolimnadia 

属 ， 有 :了 . (2?)ningziaensis, P. (2?) guyuanensis, P. (7) tanshanensis 等 。 最 近 ， 在 

山东 蒙 阴 和 常 路 公社 庄 庄 子 附近 这 南 组 也 发 现 了 这 一 动物 群 的 分 子 ， 有 Palaeolimnadia 

baitianbaensis, P. longmenshanensis, P. chuanbeiensis, Euestheria taniiformis, 

E. aff. shandanensis, E. shandongensis (sp. nov.) 等 种 属 。 这 一 动物 群 向 北 还 分 布 

到 了 叶 尼 塞 启 上 游 与 斋 桑 泊 附 近 , 在 东南 区 则 未 见 到 。 : 

东南 区 早 侏 罗 世 以 Eosolimnadiopsis 为 主 ， 这 一 叶 胶 介 群 的 组 成 非常 单调 ， 已 发 

现 的 地 点 有 湖南 浏阳 跃 龙 市， 广东 五 华 周 江 、 河 源 黄 村 与 惠阳 莹 潭 四 处 。 在 北方 区 的 陕 北 

神木 . 府 谷 一 带 , 扬子 区 的 四 川 会 理 福安 村 , 以 及 越南 安 州 地 区 亦 有 发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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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早 侏 罗 世 的 两 个 叶 肢 介 群 目前 只 在 广西 宁 明 爱 店 见 于 同一 剖面 ， 是 不 同 单位 先 

后 两 次 分 别 采 获 的 , 上 下 层 位 关系 尚 不 清楚 , 从 在 广东 发 现 的 情况 看 ， 屯 osolimmaadiopsis 

可 能 位 于 下 侏 罗 统 最 顶部 。 

中 侏 罗 世 前 期 的 Euestheria ziliujingensis 时 胶 介 群 在 我 国 分 布 极为 广泛 ，- 东 起 

古 延 川 的 上 游 ( 吉 林 和 辽宁 )， 中 部 在 甘肃 的 走 底 河 流域 ， 西 北 到 达 吐 曾 番 盆地 都 有 其 团 

迹 。 西 南 则 分 布 于 巴蜀 湖 、 汗 湖 及 其 周 域 , 在 古 地 中 海 沿 岸 海 陆 交 替 区 亦 可 见 到 。 ESK 

海湾 及 流入 其 中 的 古 闽 江 和 十 富 春 江 流 域 尚未 发 现 。 这 个 叶 肢 介 群 的 组 成 同样 也 很 单 
调 , 主要 分 子 有 E. ziliujingensis, E. haifanggouensis, E. complanata, E. yanjia- 

wanensis, E. jingyuanensis, E. fabiformis, E. manzhuangensis, E. exilis & 28 

种 ， 有 时 与 背 甲 目的 党 类 共生 。 | 
中 侏 罗 世 后 期 的 Pseudograpta 叶 胶 介 群 在 古 秦 岭 以 北 的 庆 阳 湖 内 陆 水 系 共 有 四 处 

发 现 。 一 处 是 延 川 土 游 辽宁 北 票 金 岭 寺 东 殖 家 沟 ， 在 这 上 儿 生 活 的 除 P. aff. murchiso- 
niae 和 P. orbita 外 inj Nestoria reticulata, Mesolimnadia jinlingsiensis, M.- 

recta SFR; PIMREEMAEAKAWWADME, DOHA PBeoUW, £ 
这 儿 生 活 的 有 P. aff. murchisoniae, P. yuzhongensis, P. subrotunda 等 三 种 ; 第 

三 处 在 现今 甘肃 靖 远 县 王家 山水 库 附 近 ， 只 找到 一 块 碎 片 ， 定 名 为 P-sp.; 第 四 处 是 

中 原 河流 经 的 河南 济源 盆地 ， 只 有 一 些 Nestoria HAF. Nestoria 除 见 于 中 侏 罗 世 

后 期 地 层 外 , 还 见于 晚 侏 罗 世 早期 沉积 ,构成 另 一 个 组 合 面 犁 。 = 
古 秦岭 以 南 , 巴 蜀 湖 及 其 周 域 生 活 的 全 是 Paleolepthestheria chinensis %; 汗 湖 

和 十 富 春 江 流域 生活 的 则 是 Nestoria? 类 ， 以 Nomgjieemsis 为 代表 。 AAA 

Pseudograpta 和 真正 的 生长 线 很 粗壮 的 Nestoria 属 的 分 子 ， 这 是 场子 区 与 北方 区 的 

唯一 差别 所 在 。 

=. Me RB ttt 

中 国 晚 侏 罗 世 的 叶 肢 介 , 有 两 个 明显 的 区 系 。 秦 岭 以 北 , 古 黑龙 江水 系 分 布 着 东方 时 

肢 介 群 ; 秦 岭 以 南 , 古 长 江湖 群 分 布 着 似 东 方 叶 胶 介 和 群 (图 2) 。 

古 黑龙 江水 系 东 方 叶 肢 介 群 主要 由 Eosestheria 和 Diestheria 两 个 属 组 成 ， 主 要 
分 子 有 Eosestheria middendorfii, E. fuxinensis, E. lingyuanensis, E. jingangs- 

hanensis, E. subrotunda, E. elongata, E. peipiaoensis, E. linjiangensis, E. chij- 

ingpuensis, E. jiuquanensis, E. crassa, E. persculpta, Diestheria yixianensis, D. 

longinqua, D. suboblonga, D. yangliutunensis, D. ?7fusongensis, D. riagouensis, 

D. gansuensis 等 。 另 外 还 有 少许 Pseudestherites qinghemenensis 生活 在 古 黑龙 

WAKA LUE Pee HK. 
东方 叶 肢 介 群 除 见 于 源远流长 的 古 黑 龙 江水 域外 , ERIE AIA BLY WRAL 

现 。 一 处 是 青海 贵 德 县 东 沟 公社 (周志 公社 ) 南 阴 坂 以 南 夏 某 口 ， 产 Eosestheria cf. 
persculpta, E. spp., Diestheria spp.; 第 二 处 是 安徽 舒 城 县 晓 天 黄石 滩 ， 产 Eose- 

stheria cf. middendorfii, E. elongata, E. cf. peipiaoensis, E. xiaotianensis, 

Diestheria aff. suboblonga*s; 第 三 处 是 河南 信阳 附近 ， 产 Eosestheria aff. midde- 

as 134。 



ndorfii; 第 四 处 在 山东 蒙 阴 。 这 四 处 所 发 现 的 都 与 古 黑龙 江 疲 域 的 关系 非常 密切 ， 还 有 

许多 共同 的 分 子 , 它 们 可 统称 为 北方 区 。 
与 东方 叶 肢 介 群 共生 的 有 狼 鳍 鱼 (ZLycoptera) 、 北 票 印 (Peipiaostevs) 、 三 尾 类 

ij (Ephemeropsis trisetalis), Hy il (Corbicula (Mesoc.) tetoriensis) 费 尔 

Fi: (Ferganococha), iRH-(Sphaerium) 前 贝加尔 螺 - (Probaicalic) 等， 构成 了 

著名 的 热 河 生 物 群 ， 其 中 有 些 种 属 的 时 限 是 可 以 向 上 或 向 下 延长 的 ， FFARR RS 

世 。 

古 黑龙 江 下 游 ， 费 北 和 大 兴安 岭 以 及 东 外 贝加尔 区 ， 还 分 布 着 一 个 Keratesther- 

ia-Nestoria 时 胶 介 群 ， 经 王 思 恩 、 杨 坚 、 田 燕 平 等 同志 研究 ”， 认为 是 晚 侏 罗 世 早 期 的 一 

个 时 肢 介 群 。 与 这 个 叶 肢 介 群 共 生 的 虽 有 北 票 后 与 三 尾 类 竖 游 ， 但 却 未 见 狼 鳍 鱼 化 石 。 

东方 叶 肢 介 群 的 分 子 个 体 一 般 比较 大 , FERN EG SAO A ES Hs HE Te 
的 上 部 与 前 部 是 中 网 状 装饰 ,向 下 向 后 过 渡 为 线 脊 装饰, 过渡 阶段 比较 显著 。 在 其 发 展 的 

晚期 ,已 经 有 网 线 变 小 变 密 的 类 型 出 现 , 这 就 是 Yanjiestheria 和 Neodiestheria 两 属 

的 一 些 先驱 分 子 ， 在 河西 走廊 与 赤峰 大 凋 地 区 都 曾 找到 过 。 
这 一 时 期 , 古 长 江 讲 群 里 生活 着 Eosestheria dianzhongensis 时 肢 介 和 群 ， 这 是 一 些 

带 地 方 色彩 的 东方 叶 胶 介 类 ， 壳 准 上 普遍 具有 滨 生 长 线 瘤 构 造 ， 主 要 种 属 有 Losesthe- 
ria dianzhongensis, E. subquadrata, E. subovata, E. semiorbita, Diestheria yu- 

nnonensis 等 。 最 近 笔 者 将 它们 从 东方 叶 肢 介 属 分 出 另 建立 了 似 东方 叶 肢 介 属 (Eose- 

stheriopsis)®, 目前 已 发 现 的 地 点 在 云南 有 祥云 普 棚 、 楚 雄 朱 瓜 冲 、 双 柏 妥 旬 三 处 , 都 产 

于 妥 旬 组 ;在 四 川 有 蓬莱 玉 峰 区 葡萄 店 、 中 江 苍 出 区 大 华 公 社 干 沟 湾 、 双 流 正 兴 公社 南 
凉 风 亭 北 坡 三 处 ,都 产 于 蓬莱 镇 组 下 部 的 苍山 页 岩 段 ; 在 西昌 地 区 仅见 于 会 东 长 新 公社 新 

村 附近 ， 产 自 官 沟 组 ， MESS TST ERPS PE A ARE TL AK A EH (RRA 

3£, 1979). 

与 似 东方 叶 胶 介 群 共生 的 瓣 鲁 类 全 是 一 些 珍 珠 蛙 〈Maorgaritifera) ， 不 但 没有 看 到 

古 黑 龙 江 水 域 热 河 生物 群 常见 的 那些 蚌 类 ， 也 没有 发 现 狼 鳍 鱼 或 三 尾 类 坚 游 ， 进 而 证 明 

了 这 是 与 访 大 古 地 中 海 的 河流 有 关 的 另外 一 个 生物 地 理 区 系 ， 可 称 为 南方 区 。 古 长 江 流 

域 周围 被 横断 山系 , 古 秦 岭 . 有 下山、 江汉 高 地 ,云贵 高 原 所 包围 ， 这 儿 生 活着 与 北方 当时 流 

太太 平 洋 的 古 黑 龙 江水 系 不 相同 的 另 一 个 生物 群 ， 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 “ 川 污 生物 群 *>， 这 种 

差别 一 直 持 续 到 白垩 纪 。 

=. FAX 

这 一 时 代 从 大 的 范围 来 看 , RRR ARMS BRR, 我国 北方 

和 东南 大 部 分 地 区 分 布 的 是 延吉 时 腑 介 群 ， 后 者 不 论 是 在 滨海 低地 火山 活动 带 ， 或 是 在 

庆 阳 湖 内 陆 水 系 , 都 还 存在 一 些小 的 差别 ， 可 进一步 划 为 西北 、 东 北 、 东 南 三 个 分 区 (A 
3) 。 

直线 叶 肤 介 类 是 晚 古生代 发 生 的 ， 在 世界 范围 内 三 倒 、 侏 罗 纪 都 很 少 发 现 , 尤其 是 我 

1) 杨坚 \ 田 燕 平 1978 年 的 资料 。 
2) 沈 炎 彬 \ 陈 至 基 * 四 川 盆地 中 生 代 叶 胶 介 化 石 (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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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侏 罗 纪 地 层 内 至 今 尚未 见 有 报道 。 进 人 白垩 纪 以 后 , 则 突然 爆发 、 膨胀 ,成 为 一 个 显著 

WAR. 当时， 在 古 地 中 海北 岸 沿 岸 地 区 ， 如 英国 南部 威 尔 登 、 西 德 北部 汉诺威 和 我 国 

西南 二 长 江湖 群 里 ， 生 活 的 都 是 这 一 群 叶 肢 介 ， 主 要 由 Or7 妇 esthe7 记 和 Orthesther- 
iopsis 两 属 的 分 子 构成 , 丝毫 不 见 Yamjiesthe7ria 或 Neodiestheria RRA. Ci 

普 昌 河 组 过 去 报道 的 有 Orthestheria simplica, O. quadrata, Orthestheriopsis pu- 

changheensis, O. dajingensis, O. dayaoensis, O. scutulata =; 在 污 西 南海 陆 交 替 

区 过 去 报道 的 有 Orthestheria quadrata, O. jiangchenensis, O. simplica, Orthe- 

stheriopsis scutulata 等 ， 其 中 江城 曼 罗 组 所 产 的 O0. jingchengensis 与 英国 威 尔 登 

BAY O. subquadrata 非常 相近 。 最 近 在 四 川 苍 溪 城 东 白石 岩 和 中 江上 县 会 龙 水 库 除 找到 
Orthestheria 和 Orthestheriopsis 两 属 的 分 子 外 ， 还 找到 一 些 Migransia, 后 者 亦 

见于 云南 景谷 曼 格 营 的 景 星 组 ， 与 在 中 江 壮 莱 镇 组 上 部 景 福 院 页 岩 中 所 产 的 十 分 近 似 。 

看 来 ， 早 白垩 世 初 期 非洲 叶 肢 介 类 迁 人 我 国 后 在 川 读 湖 群 及 其 以 下 海陆 交替 区 也 有 少量 

分 布 。 

延吉 叶 肢 介 类 晚 侏 罗 世 末 期 在 古 黑 龙 江水 系 就 已 开始 出 现 。 进 入 早 白垩 世 以 后 ， 东 

方 叶 胶 介 群 衰落 下 去 ， 由 于 纵 贯 我 国 全 境 的 东部 高 原 升 起 以 及 相关 的 地 形变 化 ， 使 古 黑 

龙 江 不 复 存 在 ,西部 新 生成 了 庆 阳 湖 内 陆 水 系 , 东部 向 下 陷落 为 滨海 低地 火山 活动 带 。 延 

吉 叶 胶 介 群 就 迅速 发 展 成 为 占据 这 些 沉 积 水 域 的 优势 类 群 。 
在 西北 分 区 庆 阳 湖 内 陆 水 系 里 生活 的 主要 是 Yanjiestheria 和 Neodiestheria 两 

属 的 分 子 , 已 发 现 的 种 属 和 化 石 点 很 多 , 大 都 分 布 在 潮 湖 与 民 和 湖 附 近 ， 真 正 出 现 于 庆 阳 

湖 的 仅 在 其 人 口 处 固原 县 境 。 这 一 地 区 直线 叶 肢 介 类 非常 稀少 ， 到 目前 为 止 只 在 青海 乐 

都 :甘肃 玉 门 和 宁夏 六 盘山 李 洼 峡 三 处 找到 过 少许 种 属 ;* 不 象 它们 在 沿海 低地 分 布 那么 广 

Ze 

东部 高 原 以 东 , 延吉 叶 胶 介 和 群 的 分 布 有 三 种 情况 。 在 吉林 东部 延吉 盆地 、 安 图 盆地 、 
蛟 河 盆地 汪清 县 境 以 及 辽东 地 区 ， Orthestheria, Orthestheriopsis, Yanjiestheria, 

Neodiestheria 四 属 几 乎 等 量 存在 。 是 白垩 世 晚 期 有 Cratostracus 出 现 ， 却 从 未 见 有 

非洲 叶 肢 介 类 泥人， 已 报道 的 重要 种 属 有 Yanjiestheria bellula, Y. simplex, Y. 

kyongsangensis, Y. endoi, Y. kantoensis, Y. jiaoheensis, Y. xinkeicunensis, Y. 

liaoyangensis, Neodiestheria gigantea, N. dalaziensis, N. changdongensis, N. 

medic, Orthestheria intermedia, O. reniformis, O. pecten, O. multicostata, O. 

minuta, O. badaoheensis, Orthestheriopsis tongfosiensis 等 ， 这 一 地 区 可 算 做 滨海 

(dt, 旱 白 亚 世 虽 有 火 册 活动 ,但 并 不 很 强烈 , 仍 以 沉积 岩 为 主 。 在 出 东 和 徐州 附 
ir, MLL Yanjiestheria 和 Neodiestheria 类 为 主 ,只 见 少 许 Orthestheriopsis 分 子 , 与 

朝鲜 半岛 南部 庆 尚 群 或 日 本 九州 福 冈 胁 野 亚 群 的 情况 有 些 类 似 ， 这 一 地 区 可 称 做 滨海 低 

地 的 中 段 。 最 近 在 北京 西山 的 夏 庄 组 也 找到 了 少许 Yanjiesthe7ia， 夏 庄 组 是 湖 相 沉积 ， 

这 里 可 能 已 属 高 原 范 围 ,未 见 有 早 白垩 世 火 山 沉 积 。 以 上 可 统 归 大 东北 分 区 ,共同 特点 是 

未 见 有 非洲 叶 肢 介 类 。 苏 、. 浙 . 皖 、 困 、 闽 . 粤 等 东南 沿海 地 区 , 广 认 发 育 酸 性 或 中 偏 碱 性 火 

山 岩 类 ， 这 儿 早 期 分 布 着 Yanjiestheria-Migransia His, His SWRA RE 
内 ， 共有 Neodiestheria, Shouchangestheria, Orthestheria, Orthestheriopsis, 

Congestheriopsis, Eosestheria, Diestheria 等 9 个 属 50 AMA. Kat, 后 二 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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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甚 少 , 已 属 前 一 个 时 代 东 方 叶 肢 介 群 的 子 遗 , 这 种 子 遗 分 子 在 吉林 延吉 盆地 也 有 发 现 5 
Yanjiestheria- Migransia 叶 肢 介 群 的 主要 种 属 是 Yanjiestheria sinensis, Y. 

chekiangensis, Y. kyongsangensis, Y. simplex, Y. yumenensis, Y. hanhsiaensis 

Y. jiaoheensis, Neodiestheria media, N. taishunensis, Orthestheria pecten, O. 

intermedia, O. multicostata, O. lanxiensis, O. bifurcata, O. shouchangensis, 

Orthestheriopsis tongfosiensis, O. rhombica, Migransia xiaqgiaoensis, M. kasai- 

ensis, M. shouchangensis, Congestheriopsis tuberculata 等 。 这 一 群 里 的 非洲 时 肢 

介 类 是 早 白 垩 世 初 期 从 南大 陆 迁 移 来 的 ， 尤 其 与 刚果 盆 地 发 现 的 种 属 关 系 密 切 ， 迁 来 之 

后 , 在 这 一 地 区 滋 育 繁衍 , 种 属 和 个 体 都 比较 多 , 使 本 区 具有 鲜明 的 特色 ,我 们 可 以 称 滨 盗 

低地 的 南 段 为 东南 分 区 。 

这 一 分 区 早 白垩 世 晚 期 的 叶 及 介 化 石 产 于 馆 头 组 及 其 相当 地 层 ， 曾 被 称 做 Crato- 
stracus 叶 肢 介 群 。 除 为 首 的 C. zhejiangensis 以 外 AG Orthestheria yongka- 

ngensis, O. intermedia, O. zhujiensis, Orthestheriopsis yelinensis, O. guantou- 

ensis, O. granula, Ellipsograpta subquadrata, E. ovata, Aglestheria? zhejiang- 

ensis 等 种 属 ， 还 有 极 少 数 Migransia Sp.， 不 曾 见 有 可 靠 的 Yanjiestheria 和 Neo- 

diestheria 类 ， 但 在 新 昌 壳 出 的 所 谓 迄 头 组 内 却 有 它们 的 记录 ， 因此 也 不 能 排除 Cra- 

tostracus 和 群 里 有 Yanjiestheria 存在 的 可 能 ， 在 东北 分 区 吉林 延边 早 白 亚 世 晚期 大 拉 

子 组 里 Cratostracus 与 延吉 叶 肢 介 群 就 是 明显 混 生 的 。 

新 疆 这 一 时 代 的 叶 胶 介 化 石 产 于 准 嘴 尔 盆地 南 缘 的 吐 谷 鲁 群 ， 在 乌 苏 和 玛 拉 斯 地 区 

都 采 到 过 一 些 标本 ， 主 要 是 Yanjies 如 eri 和 Orthestheria 类 ,还 有 少量 非洲 叶 肢 从 
分 子 。 吐 鲁 番 盆地 的 .Tvrjfanog7rapta (Novojilov，1957)， 可 能 产 自 中 侏 罗 统 上 部 齐 古 

4h, MoE Yanjiestheria? chit ( 计 荣 森 ，1931; 张 文 堂 等 ，1976) AG 

无 法 看 到 标本 , 后 来 也 再 无 人 去 原 地 观察 采集 ,性质 就 更 不 清楚 了 。 

mM. mA eS ik 

“这 一 时 代 我 国有 三 个 显著 不 同 的 叶 肢 介 生 物 地 理 区 系 , 生活 于 北方 区 古 黑 苞 江 -松花 

湖水 系 里 的 是 也 westherites 叶 胶 介 群 ， 生活 于 东南 区 云 梦 泽 内 陆 水 系 里 的 是 ;Tenxwe- 

stheria-Sinoestheria 时 肢 介 群 ， 生 活 于 西南 湖 群 里 的 是 Aglestheria 时 肢 介 群 图 

4) 。 

Euestherites 时 肢 介 和 群 也 叫 松 花 江 时 肢 介 群 或 “mitsuisjii2 时 肢 介 群 ， 以 Esthe- 

riteidae 科 的 出 现 为 特征 ， 即 以 Euestherites, Estherites, Parestherites Calesthe- 

rites, Fuyuestheria 等 属 的 分 子 为 代表 。 这 个 叶 肢 介 群 还 包括 Jilinestheriidae, Ha- 

lysestheriidae, Dimorphostracidae 科 共 20 几 个 属 近 100 MILA, 它们 之 间 的 亲缘 关 

系 都 非常 密切 。Halysestheriidae 科 的 分 子 有 Halysestheria, Tylestheria, Brachy- 

9g7apDp 如 ，Psevdocyclog7apta， 等 属 ，Dimorphostracidae 科 的 分 子 有 Dimorphostra- 

cus, Glyptostracus, Aploglyptus “JR; Jilinestheriidae 科 的 分 子 有 Nemesthe- 

ria, Jilinestheria, Dictyestheria, Plectestheria 等 属 。 == 2) Te 

这 个 叶 胶 介 和 群 里 还 见 到 少许 非洲 叶 肢 介 科 的 分 子 ， 如 Porostra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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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lestheria 时 肢 介 和 群 最 先 见 于 滇 湖 湖 域 ， 被 称 做 Aglestheria-Halysestheria- 

Nemestheria 叶 胶 介 组 合 ( 陈 丕 基 ，1977) ， 除 这 三 个 属 之 外 ， 还 见 有 少许 Jilinesthe- 

ria, Plectestheria 和 Orthestheria 属 的 分 子 。 最近， 在 普洱 湖北 端 景 东 附 近 和 川南 

巴 湖 范围 也 找到 了 它们 。4glesthe7ia 是 这 个 时 胶 介 群 中 最 有 特色 和 常见 的 分 子 。 主要 
Ai FP, B A. triornata 和 A. separata; Nemestheria yunnanensis, N. su- 

bquadrata 和 Halysestheria guangtongensis 亦 是 这 个 叶 肢 介 群 中 有 代表 性 的 分 子 ， 

与 松花 湖 里 这 两 个 属 的 种 都 不 同 。 这 一 叶 胶 介 群 的 种 属 和 数量 远 不 如 真 瘤 模 叶 肢 介 群 丰 

富 ， 壳 次 大 多 很 薄 ， 可 能 是 生活 在 热带 或 亚热带 气候 条 件 。 
东南 区 云 梦 泽 内 陆 水 系 的 叶 肢 介 群 以 Tenuestheria 和 1 Sinoestheria 属 为 代表 ， 

BAIA Siti LA Nemestheria 和 Halysestheria - 属 的 分 子 , 以 及 Or 如 esthperia 

属 的 分 子 外 ， 还 发 现 了 大 量 非 洲 叶 胶 介 类 ， 如 “2ZjpestheTria， Feiyunella, Linhaiella 

等 。 就 连 Tenuestheria 也 与 非洲 的 关系 非常 密切 ， 它 曾 见于 刚果 盆地 时 白垩 世 最 晚期 
地 层 (Defretin, 1967, pl. Ill, figs. 1-5), 等 迁移 到 我 国 已 是 梗 白 亚 世 初期 了 ,已 
发 现 的 地 点 有 浙江 金华 竹马 馆 . 兰 溪 溪 西 、 福 建 土 杭 葛 屋 、 广 东兴 宁 盆 地 ; WHS RAR, 

湖南 浏阳 秀山 、 江 苏 南 京 等 十 余 处 。 这 一 叶 胶 介 群 中 另 一 重要 代表 是 8 议 oes 帮 er 记 和 
Ganestheria 属 , :都 属于 Sinoestheriidae 科 ， 个 体 大 , 但 数量 一 般 不 多 。 

这 一 时 肢 介 和 群 中 常见 的 分 子 有 Tenuestheria tenuis. T. suborbita, T. ovalis, 

Sinoestheria semiorbita, S. anhuiensis, S. jinhuaensis, Ganestheria shezxiaen- 

sis, Orthestheria daijiatunensis, O. linguliformis, O. erisopsiformis, O. asmu- 

ssiformis, O. elliptica,-Nemestheria yunnanensis, N. cf. subquadrata, N. an- 

huiensis, Halysestheria guangtongensis, H. donghucunensis, Zhestheria graci- 

lis, Z. nemestheriformis, Z. subguadrata, Z. zhumaguanensis, Z. wenchengen- 

sis, Z. zhengwanensis, Feiyunella zhedongensis, Linhaiella longiformis, L. 

ovata 等 30 余 种 , 其 中 有 些 兽 见于 滇 中 49gles 如 e7ia HARSH. KR Nemestheria, 

Halysestheria 是 将 这 三 个 区 系 联 系 起 来 的 普遍 共有 分 子 ， 前 者 甚至 在 北美 同期 | 层 都 

有 发 现 。 

关于 华南 晚 白 亚 世 动物 群 与 南大 陆 有 密切 关系 的 事实 不 仅 表现 在 叶 肢 介 化 石上 ， 通 

过 对 浙 东 沿海 地 区 副 脐 鱼 和 秀丽 华夏 鱼 化 石 的 研究 ， 也 提出 了 同样 的 问题 ( 张 弥 曼 , 周 家 

健 ，1977，49 页 )"。 最近 ， 董 枝 明 同志 在 讨论 《华南 白垩 系 芒 龙 化 石 》> 一 文中 也 认为 华南 

晚 白垩 世 的 及 龙 与 南大 陆 的 亲缘 关系 比较 接近 ， 而 与 北美 较 远 。 这 些 化 石 的 分 布 现象 究 
竞 与 当时 板块 的 运动 和 布局 之 间 有 什么 联系 ? 是 值得 进一步 探讨 的 课题 

过 去 在 内 蒙古 东 胜 附近 和 青海 柴 达 木 盆 地 西 缘 红 水 沟 所 发 现 的 产 Sinoestheria 时 

肢 介 和 群 的 地 层 时 代 一 直 存 在 争论 ?最近 在 宁夏 吉 兰 泰 盐池 和 甘肃 北山 地 区 发 现 的 晚 白垩 

世 非 洲 叶 胶 介 类 # 究竟 该 属于 哪个 分 布 区 系 ? 都 还 很 不 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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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旱 白垩 世 欧 粉 植物 群 及 其 地 理 分 区 
条 to 人 本 

中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植物 群 的 面貌 与 一 定 的 气候 和 地 理 条 件 有 极为 密切 的 关系 。 在 同一 时 期 里 ， 不 同 的 

植物 群 是 不 同 的 气候 ,地 理 条 件 的 反映 。 对 地 史 过 程 中 不 同时 期 植物 地 理 区 的 研究 ”不仅 

可 以 帮助 我 们 更 有 把 握 地 进行 区 域 地 层 的 划分 和 对 比 ， 而 且 还 可 以 引导 我 们 去 研究 相应 
时 期 里 各 地 区 的 气候 特 点 ,为 寻找 某 些 矿产 作出 贡献 。 孢 子 和 花粉 是 植物 的 繁殖 器 官 ,为 

植物 体 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 孢 粉 组 合 在 颇 大 程度 上 能 反映 当时 、 当 地 植物 群 的 面貌 ， 它 在 探 
讨 植物 地 理 分 区 和 十 气候 方面 同样 有 其 重要 的 作用 。 

本 文 试 以 所 能 收集 到 的 一 些 资料 ， 对 我 国 早 白垩 世 时 期 的 孢 粉 植物 群 及 其 地 理 分 区 

作 一 轮廓 性 的 叙述 。 我 国 早 白 垩 世 的 孢 粉 工作 , 目前 已 积累 了 不 少 资料 , 惟 在 地 域 上 还 很 

不 平衡 , 极 大 部 分 的 工作 都 集中 在 我 国 东部 ， 即 东北 华北, 华东 和 中 南 地 区 ， 而 西部 的 广 

大 地 区 ,尤其 新 疆 , 西 藏 等 边远 地 区 的 工作 还 做 得 很 少 , 甚或 迄 未 开展 。 因 此 ,本 文 所 论 亦 

仅 能 限于 资料 所 涉及 的 范围 。 另 外 , 侏 罗 - 白 亚 系 的 界限 是 目前 我 国 古生物 学 界 和 地 质 学 
界 意 见 都 相当 分 歧 的 问题 之 一 。 这 里 所 论 的 下 白垩 绕 是 根据 其 中 的 孢 粉 组 合 的 特点 并 与 

世界 各 地 同类 型 组 合 的 对 比分 析 加 以 确定 的 。 本 文 插图 系 任 玉 时 同志 清 绘 , 特此 致谢 。 

一 、 中 国 早 白垩 世 苑 粉 植物 群 及 其 地 理 分 区 

从 已 有 的 孢 粉 资料 可 以 看 出 , 在 早 白 亚 世 时 期 ,我 国境 内 至 少 存 在 着 两 个 有 明显 差异 

的 孢 粉 植物 群 ， 无 终 双 囊 粉 类 -无 突 肋 纹 孢 植物 群 (Disacciatrileti- Cicatricosispori- 

tes 植物 群 ) 和 克拉 梭 粉 - 希 指 蕨 孢 植 物 群 (CIassopollis-Schizaeoispo7ites 植物 群 ) ,前 

者 分 布 于 北方 区 , 主要 包括 华北 北部 和 东北 地 区 , 后 者 则 分 布 于 南方 区 ， 占 据 除 北方 区 以 

外 的 广大 地 区 ， 两 者 间 的 界限 大 致 在 北纬 40" 至 50" 之 间 的 一 个 呈 北 西西 一 南 东 东 向 的 

地 带 上 (图 1) 。 

1. Disacciatrileti-Cicatricosisporites 植物 群 

植物 群 的 组 成 十 分 丰富 , 迄今 发 现 的 孢子 和 人 花粉 已 达 200 RH, 除 一 部 分 尚 不 明 其 亲 

缘 关 系 者 外 , 其 余 种 类 一 般 都 能 与 现代 植物 或 化 石 植物 的 科目 相 联系 。 植 物 群 的 主要 组 

RE: RKB OHABFE, BHR. REE. BED A, BRR TRA (RD BD RL 

BaP KEE: 裸子 植物 主要 有 银杏 目 、 苏 铁 目 和 松柏 目 ( 包 括 松 科 ,. 罗汉 松 科 、 杉 科 和 

掌 鳞 杉 科 ), 其 中 居 优 势 地 位 是 海 金 沙 科 ,. 松 科 和 罗汉 松 科 , 而 莎 草 蕨 科 和 掌 鳞 杉 科 是 相当 

贫乏 的 。 

孢 粉 组 成 上 上， 大 量 的 两 气 衷 的 松柏 目 花粉 和 丰富 多 样 的 海 金沙 科 孢 子 构成 这 一 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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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为 突出 的 特点 ,这 里 属于 海 金 沙 科 的 孢子 有 Cicatricosisporites, Plicatella, Lygo- 

diumsporites, Pilosisporites, Trilobosporites, Klukisporites 和 Concavissimispo- 

rites =fR, Aas, FR -H<MEARDWRPRMARR: Aequitriradites spinulo- 

sus (Cookson et Dettmann), Rouseisporites triangularis Pocock, R. involucratus 

Chlonova, Pilosisporites verus Delcourt et Sprumont, —-P. trichopapillosus 

(Thiergart), Trilobosporites tribotrys Dettmann, T. apiverrucatus Couper, 

T. trioreticulosus Cookson et Dettmann, Contignisporites mitriformis (Verb- 

itzkaya),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Verbitzkaya ( =Kuylisporites lunaris Coo- 

kson et Dettmann), Verrucosisporites asymmetricus (Cookson et Dettmann), 

Densoisporites velatus Weyland et Krieger, Crybelosporites punctatus Dettm- 

ann, Jiaohepollis verus Li 等 。 

本 植物 群 随地 域 不 同 亦 显 现 一 些 差异 。 北 方 区 的 北部 , 以 蛟 河 盆地 奶子 山 组 、 乌 林 组 

和 磨 石 秘 子 组 ， 鸡 西 地 区 的 滴 道 组 ,城子 河 组 和 穆 棱 组 , 大 兴安 岭 地 区 的 九 峰 由 组 、 大 磨 

摘 河 组 和 伊 敏 组 的 组 合 为 代表 ， 它 以 海 金沙 科 孢 子 特别 丰富 多 样 和 Classopollis 罕见 

(含量 一 般 为 1% 左右 ) 为 特征 。 南 部 的 组 合 则 以 阜新 地 区 的 沙 海 组 和 时 新 组 y Baw 

的 胡 柳 沟 组 、 李 三 沟 组 和 固 阳 组 , 以 及 武川 ,赤峰 .铁岭 等 地 的 早 白垩 世 组 合 为 代表 ， 植 物 
群 可 能 受 南 方 干旱 气候 的 影响 ，Classopollis 花粉 的 含量 略 较 北部 地 区 的 高 ， 尤 其 在 早 

期 的 组 合 中 如 此 。 如 内 蒙古 武川 盆地 的 早期 组 合 中 其 含量 可 达 14 一 25.5%， 固 阳 胡 柳 沟 

组 的 组 合 中 亦 较 丰富 ， 阜 新 组 组 合 中 达 5 一 10 % ， 铁 岭 组 合 中 的 平均 含量 虽 仅 约 1.5%， 

但 在 部 分 样品 中 亦 有 7.5 一 14.9%% 的 记录 。 另 一 方面 ， 南 部 组 合 中 的 海 金沙 科 孢 子 在 种 

类 上 较 之 北部 组 合 的 要 单调 得 多 ， 北 部 地 区 常见 的 Contignisporites 的 分 子 在 这 里 也 

是 罕见 的 。 

限于 所 掌握 的 资料 , 这 里 还 不 能 综合 地 叙述 北方 植物 群 的 演进 情况 。 根 据 蛟 河 盆地 的 

工作 ,其 组 合 序列 如 下 : 

(1) 别 里 亚 士 期 一 凡 兰 今 期 奶子 山 组 组 合 AAARHNARE: BH. RAED 
孢子 占 1.3(32) 81.9% ， 裸 子 植物 花粉 占 18 (66) 97%, 疑 源 类 古 0 41.6) 7.4%， 可 能 

有 个 别 三 沟 型 的 被 子 植物 花粉 。 组 合 的 特点 是 在 大 量 的 两 气囊 松柏 类 花粉 〈 平 均 占 组 合 

总 量 的 60% 左右 ) 中 ， 形 态 较 原始 的 类 型 占有 相当 的 比例 ， 其 含量 占 组 合 的 14.2(17.5) 

45.6%; 海 金 沙 科 孢 子 仅 占 组 合 的 3% ， 类 型 亦 较 单 调 ， 仅 有 Cicatricosisporites au- 
straliensis (Cookson), C. minor (Bolchovitina), C. gracilis Li, Plicatella ezi- 

liformis Maljawkina, P. jansonit Pocock, Klukisporites cf. scaberis (Cookson 

et Dettmann), Lygodiumsporites sp. 和 Pilosisporites trichopapillosus 等 几 种 。 

UES, Aequitriradites spinulosus, Contignisporites mitriformis, C. palmatus Li, 

C. psilatus Singh et Kumar, Polycingulatisporites irregularis (Korgenevska- 

ya),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Verrucosisporites asymmetricus, Cedripites 

parvisaacatus (Zauer), C. admirabilis (Boechovitina) 等 早 白 亚 世 的 分 子 亦 少量 出 

现 于 本 组 合 中 。 

相当 的 组 合 还 见于 鸡西 地 区 的 滴 道 组 和 城子 河 组 ， 大 兴安 岭 地 区 的 九 峰 山 组 和 大 磨 

拐 河 组 , 固 阳 盆地 的 胡 柳 沟 组 和 李 三 沟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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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 特 里 期 一 巴 列 姆 期 鸟 林 组 组 合 ” ”组 合 总 的 组 成 是 : SH. RRA A 

57 % ,裸子 植物 花粉 占 40% , SERIE 3%, 可 能 有 个 别 三 沟 型 被 子 植物 花粉 。 这 是 海 金沙 

科 植 物 最 为 繁荣 的 一 个 阶段 , 组合 中 属于 海 金沙 科 的 孢子 含量 高 达 22.2%, 共 7 属 30 余 
种 , 构成 本 组合 最 显著 的 特色 。 这 些 属 种 是 : (1) Cicatricosisporites (14 种 )， 即 C. 

aust7aliemsis，C. dangtuensis Li, C. minor, C. amalocostriatus Zhang, C. au- 

gustus C. Singh, C. singhii (Pocock), C. potomacensis Brenner, C. jiaoheen- 

sis Li, C. cf. imbricatus, (Markova), C. trinotatus Li, C. phymatochilus Li, 

C. pseudoaurifer (Bolchovitina), C. gracilis, C. stoveri Pocock; (2) Plicatella 

(5 fH), BD P. exiliformis, P. tricornitata (Weyland et Greifeld), P. jansonii 

(Pocock), P. major Li, P.? ethmos (Delcourt et Sprumont); (3) Klukisporites 

(3 fh), BP K. subrotundus Li, K. variagatus Couper, K.cf.scaberis (Cookson 

et Dettmann); (4) Lygodiumsporites (1 #1), B) L. subsimplex (Bolchovitina); 

(5) Trilobosporites (2 #1), B) T. tribotrys, T. purverulentus (Verbitzkaya); 

(6) Concavissimisporites (1 #1), Bl C. punctatus (Delcourt et Sprumont); (7) 

Pilosisporites (2 #1), Bl P. trochopapillosus, P. 2Ze7s。 组 合 中 的 另 一 些 分 子 含量 

虽 低 (一 般 去 1%%)， 但 都 是 世界 各 地 早 白 垩 世 组 合 中 常见 的 类 型 : Aeqguwit7iradites spi- 
nulosus, Hsuisporites cf. multiradiatus (Verbitzkaya), H. rugatus Zhang, 

Schizaeoisporites cf. rotundus Song et Zheng, Contignisporites palmatus, C. 

mitriformis, P. psilatus, Polycingulatisporites irregularis, Zlivisporis euskir- 

chensoides (Delcourt et Sprumont),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Verrucosispo- 

rites asymmetricus, Cedripites parvisaccatus, Jiaohepollis verus, 

鸡西 盆地 的 穆 棱 组 、 大 兴安 岭 地 区 的 伊 敏 组 和 固 阳 盆地 的 固 阳 组 的 组 合 与 本 组 合 相 

当 。 

(3) 阿 善 敌 期 浆 石 三 子 组 组 合 “， 本 组 合 的 孢 粉 类 型 较 上 述 两 个 组 合 的 都 要 单调 得 

多 ， 仅 23 属 34 种 。 组 合 中 主要 是 裸子 植物 花粉 ， 占 组 合 的 80% ,其 中 大 多 为 两 气囊 花 

粉 , 单 气囊 的 Jiaohepollis verus 亦 较 常 见 。 蕨 类 孢子 在 组 合 中 仅 占 18%, 大 部 分 属 海 
SVE, M Lygodiumsporites subsimplexr Bl) SAAH 12.3%, HERFA Cicatrico- 

sisporites sp., Pilosisporites verus, Trilobosporttes tribotrys 和 T. trioreticulo- 

SLS， 后 者 为 仅见 于 本 组 合 的 分 子 。 未 见 被 子 植物 花粉 ， 但 兽 有 被 子 植物 叶 部 化 石 Cis- 
sites? Sp. 和 Phyllites sp. 发 现 。 

北方 区 较 晚 期 的 组 合 据 知 仅见 于 松 辽 盆地 的 泉 头 组 ， 时 代为 阿 普 第 期 (?) 一 阿尔 必 

期 。! 组 合 的 主要 特点 是 三 沟 型 和 多 和 孔 型 的 被 子 植物 花粉 出 现 ， 在 占 优势 的 裸子 植物 花粉 

中 Classopollis 花粉 占有 较 高 的 比例 。 

2. Classopollis-Schizaeoisporites 植物 群 

本 植物 群 在 科 一 级 的 组 成 上 与 北方 区 Disacciatrileti-Cicatricosisporites 植物 群 

相似 , 惟 两 者 的 优势 类 群 不 同 。 南 方 植物 群 是 以 一 些 旱 生 的 类 群 占 优势 为 特征 的 如 掌 鳞 
RE ASTERS Classopollis fis Schizaeoisporites 在 抑 粉 组 合 中 都 是 相当 

丰富 的 ， 柏 科 的 Exesipollenites 也 常见 于 一 些 组 合 中 。 这 里 总 是 或 多 或 消 地 含有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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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ricosisporites 属 的 分 子 ; 后 期 出 现 三 沟 型 或 三 孔 沟 型 的 早期 被 子 植物 花粉 。 此 外 ， 

一 些 可 能 属于 被 子 植物 的 单 沟 型 花粉 ， 如 “Magmolia”( 木 兰 科 ?) 和 Jugella (KH 

星 科 ?) 站 早期 起 即 有 其 代表 。 北 方 植物 群 中 的 许多 种 类 ， 如 Pilosisporites, Trilobo- 
sporites, Aequitriradites, Crybelosporites, Contignisporites, Densoisporites 等 

属 的 分 子 以 及 Verrucosisporites asymmetricus 在 这 里 都 极为 罕见 甚或 缺 如 8 

根据 一 些 孢 粉 类 群 的 消长 关系 ”本 犯 粉 植物 群 自 老 而 新 尚 可 分 为 如 各 四 外 不 同时 期 
RY Ta 4S: 

(1) 组合 I 一 一 别 里 亚 士 期 一 凡 兰 今 期 组 合 组 合 相 当 单 调 ， 以 裸子 植物 花粉 占 

绝对 优势 ,含量 一 般 占 组 合 总 数 的 70% 以 上 ， 和 孢子 含量 通常 在 10% 左 右 》 无 可 靠 的 被 子 

植物 花粉 。C1assopollis 极为 丰富 ， 含 量 大 都 达 50% 以 上 ， 甚 至 达 99%;  Cicatricosi- 
sporites, Schizaeoisporites -和 JV9gellai 的 分 子 都 可 见 到 ， 但 种 类 单调 ,数量 甚 微 史 

江苏 溧水 和 江宁 云 合 山 组 的 组 合 或 可 作为 这 一 时 期 组 合 的 代表 。 组 合 中 的 蕊 类 植物 

AHF REACH 41%, BEVPR. BEV BDARAARONDRUBAWA. 

子 种 类 相当 贫乏 ? 约 13 HH. HHL Schizaeoisporites BRR, 41.4%; Cicatri- 

cosisporites 比较 罕见 ， 但 总 有 其 代表 。 裸子 植物 花粉 在 组 合 中 右 绝 对 优势 ， 含 量 在 

80% 以上， 包括 开通 目 、 银 杏 - 苏 铁 类 .本 内 苏铁 目 \ 麻 黄 科 、 掌 鳞 杉 科 及 其 它 的 松柏 类 。 

Classopollis 最 为 发 达 ， 平 均 占 组 合 的 62.7 %， 两 气囊 花粉 占 0.5 一 36:8% RS, HH 

花粉 均 较 少 。 除 含 极 少 的 可 能 属于 天 南星 科 的 Jugella 外 ， 不 含 可 靠 的 被 子 植物 花粉 。 

类 似 的 组 合 已 在 多 处 发 现 * 如 甘肃 酒泉 下 新 民 堡 群 下 部 .成 县 化 坯 组 郊 安徽 长 丰 有 周公 

山 组 .庐江 砖 桥 组 、 系 县 岩 塘 组 ,浙江 丽水 寿 昌 组 ,福建 泰 宁 坂 头 组 ,江西 东乡 观 湖 岭 组 , 湖 

南 放 城 文明 司 组 等 地 层 中 的 孢 粉 组 合 都 应 属于 这 一 类 。 这 里 需要 指出 的 是 ， 新 民 堡 群 下 

部 的 组 合 中 裸子 植物 花粉 虽然 占有 绝对 的 优势 ， 但 其 中 Classopollis 花粉 的 含量 仅 有 

7 一 23% ， 并 不 象 在 其 它 的 组 合 中 那样 高 ;另外 , 据 原 作者 鉴定 ， 该 组 合 中 还 含有 6.5%% 的 

“Magnolia sp,”。 如 大 家 所 知 ， 目 前 要 确切 地 鉴别 被 子 植物 木兰 属 和 某 些 裸子 植物 如 苏 

表 1 Classopollis—Schizaeoisporites 植物 群 组 合 工 举 例 

2 3 4 5 6 7 8 9 

化 周 去 砖 岩 ae a fs RK #3 

公 合 明 湖 
HE r 桥 i = 

uy 山 司 - 岭 

组 组 组 组 组 组 组 组 

蕨 类 植物 孢子 ts Fe | 20 5 4.1 3.0 20 8.2 11 1.0 

BT EDIE 89.5 80 95 81.4 73.2 80 91,8 89 99 

被 子 植 物 花 粉 6.5* 

Classopoll:s 18,2 56.0 82 62.7 63.5 21.3 70,6 75 97 

Cicatricostsporttes 二 5 十 0.5 + + 十 十 十 

Schizacotsporites + 1 1.4 + 2 

* 为 木兰 属 未 定 种 (Magnolia sp.) 

组 合 产地 及 资料 来 源 : 1. 甘 肃 酒泉， 徐 仁 等 (1974)， 2. 甘 肃 成 县 ， 李 秀 荣 等 ; 3. 安 徽 长 丰 y* AK, EWE 

(1978); 4.7 BEAK MIA (1979); 5. 安 徽 庐江 ， 黎 文本 《1979) MAR BAH |) 3; 6. Fee MB, RRA; 
7 PARA ot C1958); 8. 福建 泰 宁 * 同 3; 9. 江 西 东 乡 ? 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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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类 植物 的 单 沟 型 花粉 的 形态 差别 并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2) 组 合 II 一 一 欧 特 里 期 一 马列 姆 期 组 合 ” 组 合 中 裸子 植物 花粉 约 占 70 一 80%， 

fF 4 20 二 30% ， 可 能 有 个 别 三 沟 型 被 子 植物 花粉 。 Classopollis 花粉 含量 下 降 到 40 一 
50%, Cicatricosisporites 和 Schizaeoisporites 的 含量 略 有 增长 ,合计 约 达 10% 。 

局 属于 这 一 时 期 的 有 河北 丘 县 丘 城 组 ， 湖 北 鄂 城 及 大 冶 的 灵 乡 群 ， 安 徽 合 肥 朱 埠 组 一 

Be, 湖南 衡阳 东 井 组 和 常德 潜 家 河 组 等 岩 组 中 的 孢 粉 组 合 ( 表 2) 。 其 中 哪 城 灵 乡 群 的 组 合 

可 作为 这 一 时 期 组 合 的 代表 。 该 组 合 中 “以 裸子 植物 花粉 占 优势 ， 占 组 合 的 72.1% ， Be 

类 植物 孢子 次 之 ， 占 27.9% ， 未 发 现 被 子 植物 花粉 。 裸 子 植 物 花 粉 中 以 Pagiophyllu- 
mpollenites? 4+, SAH 46.8%, HX Psophosphaera, Exesipollenites, Cy- 

cadopites, Schizosporis, Ephedripites, Pinuspollenites, 还 有 少量 的 Cedripites, 

Podocarpidites 人 花粉 。 蕨 类 植物 孢子 中 以 海 金 沙 科 孢 子 为 主 ， 其 中 以 Cicatricosispo- 
rites (12.3%) 和 Schizaeoisporites (3.3%) ARAB, ji Klukisporites, Toroi- 

sporis, Plicatella 等 属 ; |t4>, Deltoidospora, Cyathidites, Cibotiumspora 亦 有 一 

定数 量 ; 还 有 少量 的 Granulatisporites, Osmundacidites, Biretisporites, Concavi- 

sporites, Converrucosisporites, Verrucosisporites, Leptolepidites, Callialaspori- 

tes 等 孢子 。” 应 该 提 及 的 是 ,大 冶 灵 乡 的 灵 乡 群 组 合 中 还 偶 见 有 古老 的 三 合 沟 型 花 粉 ; 

河北 丘 城 组 中 的 所 谓 被 子 植 物 花粉 也 是 属于 单 沟 型 的 Magmnolipollis 和 Jugella, 

表 2 Classopollis—Schizaeoisporites 植物 群 组 合 工 举 例 

as 地 

孢 By Ne ee fae) «oe ee ee ee 
manne F 

要 类 群 E 

蕨 类 植物 孢子 
裸子 植物 花粉 

被 子 植物 花粉 
Classopollis 

| | MO eee 

Ctcatricosts porites 

Schizaeots porttes 

组 合 产地 及 资料 来 源 : 1. 河 北 丘 县 , 王 从 风 、 黎 文本 (1981)32. 宙 北村 城中 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 四 ) (1978) 33. 3 
徽 合肥 ?同济 大 学 海洋 地 质 系 等 (19757); 4. 湖 南 衡 阳 * 同 2; 5. 湖 南 常德 ; 蒋 全 梅 。 

《3) 组 合 III 一 一 阿 普 第 期 组 合 组合 中 蕨 类 植物 孢子 和 裸子 植物 花粉 大 致 相等 ， 

各 占 50% 左 右 ， 常 有 少量 三 沟 型 或 多 孔 型 (?) 的 早期 被 子 植 物 花粉 。CIassopollis 花粉 
的 含量 继续 下 降 至 20 一 30% 左 右 ; Cicat7scosisporites 的 含量 达到 了 最 高 峰 , 一般 占 组 

合 的 20-30%» -种 类 亦 较 多 ; Schizaeoisporites 亦 稍 有 增长 ， 但 其 含量 一 般 仍 不 及 
5%。 

这 一 类 型 组 合 已 见于 甘肃 酒泉 下 新 民 堡 群 上 部 ， 江 苏 句 容 葛 村 组 ， 安 徽 合 肥 朱 埠 组 
二 段 、. 当 涂 姑 山 组 及 亲 江 新 昌 馆 头 组 等 地 层 中 ( 表 3)， 其 中 以 葛 村 组 的 组 合 最 为 典型 。 葛 

1) =Classopoli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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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SHMRARDME SHE. REN. BEVE VERA VER KZA. RRM 
马 通 科 等 ,孢子 总 数 占 组 合 的 42.9%， 其 中 Cicatricosisporites 和 Schizaeoisporites 

的 含量 分 别 为 28.6% 112.4%; 裸子 植物 有 本 内 苏铁 目 、 SKE. RAB. SRA. 1 

科 ,. 落 羽 杉 科 和 罗汉 松 科 等 ， 花 粉 总 数 占 组 合 的 57:1%， 其 中 又 以 "Classopol1is 花粉 的 

数量 最 丰富 ,含量 为 24.7%; 被 子 植物 有 少量 存疑 的 多 和 孔 或 三 a stents wid 

Ri ee 
上 和 列 各 相当 的 组 合 中 ， 朱 埠 组 二 段 的 组 合 略 有 不 同 ， 表 现在 So 了 Nalgtes 的 

含量 (19%) 高 于 Cicatricosisporites (4.5%), 但 两 者 的 混合 合 量 仍 在 25 为 左右 。 姑 

出 组 中 未 见 有 soapcgeo0n 的 分 子 ， 但 Jugella eaerere 

3 gp Mae A ent 7 植物 群 组 合 Ul 举例 呈 

a9 Pei oh BACK Coes 6) [stasis opkdoe MAR Ree 
ce 粉 含 量 B iS tron 

Ww 

朱 
= Jo & ites 
yt ce x. ia ) a 组 in * Soe SHA 

RR rites a 组 , ye 

该 类 植物 孢子 28 54 
AFTER 7 下 46 

被 子 植物 花粉 wk | 
Classopollis 36.1 之 1 

Cicatricostsporites 405 36 ， 

Schizaeots porttes 19 0.6 

组 合 产地 及 资料 来 源 : 1. 甘 肃 酒泉 * 徐 仁 等 (19747); 2. HAA TK (1962); 3.2 ANE PEAS eee 
BAS (1975); 4. 安 徽 当 涂 > 黎 文 本 (19797; 5. 浙 江 新 昌 ? 张 璐 瑾 (1978)。 

(4) 组 合 TV 一 一 阿尔 必 期 组 合 KASH AE Schizaeoisporites 突 发 性 地 

增长 ,含量 一 般 达 到 30% 以 上 ， 而 且 种 类 纷繁 ; Cicatricosisporites 退 居 次 要 地 位 ， 含 

量 大 都 在 10% 以 下 ;三 沟 型 、 三 孔 沟 型 被 子 植物 花粉 较为 常见 ， 一 般 占 5% 渤 右 5 Clas- 

sopollis 的 含量 在 20% 左右 ， 虽 然 仍 有 个 别 达 到 50% 的 例子 。 本 类 型 组 合 的 时 代 或 可 

HERI MGA Vis SH. 一 一 

这 里 以 湖北 宣 昌 五 龙 组 的 组 售 为 代表 加 以 说 明 2 i208. MLM? 

的 66—80%, Hrh Schizaeoisporites 十 分 丰富 ， 占 24—45%, HEDLA Cicatri- 

cosisporites (8—14%), Lygodiumsporites (4—12%), Lygodioisporites (个别 样 

HrhayiA 17%), Klukisporites (12—19%), Toroisporis (5%), Deltotdospora(i— 

5%), Polycingulatisporites (2%), Hsuisporites (1%); 裸子 情 物 花粉 占 组 合 总 数 

的 20 一 30%， 以 Psophosphaera 最 多 (10 一 350 ) HERA Classopollis  (3— 

10%), Monosulcites (3—11%), Inaperturopollenites (3—5%), Taxodiaceaepo- 

lenites (5%) 和 松 科 、 罗 汉 松 科 的 两 气囊 花粉 (2—-14%)s RROD RD, 最 高 

舍 量 为 3% ， 包 括 Quercoidites, Tricolporopollenites 及 -Retit7icolpites。 

相当 的 组 合 还 见于 安徽 合肥 响 导 铺 组 一 段 , 湖南 麻 阳 高 村 组 、 芷 江 洞 下 场 组 * 衡阳 神 

王 山 组 及 江西 宁都 旗 州 组 等 ( 表 4) 。 颇 有 意义 的 是 偏 西部 的 一 些 组 合 中 Ewesipolle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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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Classopollis—Schizaeoisporites 植物 群 组 合 IV 举例 

Ww 

< 型 粉 含量 风 th 
(%) 

要 类 a 并 a 

Ges ts, x Se \ 和 
RABY FT 29.2 

裸子 植物 化 粉 68 
被 子 植物 花粉 2.9 
Classo polls 36 

Cicatricosts porttes 十 

Schizaeotsporites 

组 合 产地 及 资料 来 源 : 1. HALAS. ESRS (1978); 2. 江 苏 瞧 宁 ， 宋 之 琛 等 ; 3. 安 徽 合 肥 ， 同济 大 学 海洋 地 质 
系 (197573 4. 湖 南 麻 阳 * 中 南 地 区 古生物 图 册 ( 四 )(1978); 5. 湖 南 衡阳 , 同 4; 6. 江 西宁 都 ;江西 省 地 层 表 。 

tes 相当 丰富 ， 在 洞 下 场 组 和 神 王 山 组 中 其 含量 分 别 达 到 38.2% 和 31.8%。 笔者 曾 鉴 
定 过 云南 京 牢 山 黄 庄 剖面 的 孢 粉 ， 组 合 中 Schizaeoisporites, Classopollis, Exesipo- 

Uenites 以 及 Ephedripites 都 相当 丰富 。 

HAS) 主要 孢 粉 类 群 的 分 布 
= Distribution of some 

_ important taxa 

th mR Bt 
Age 

f By RW HB 
dS Albian 
HS 
HQ 

IS 
避 

让 os 

PS LS | eka 2 © 5y 39 3 
ae ates Hauterivian 

yo OS = Barremian 6 aa aan 
a 别 里 亚 士 - 凡 兰 今 期 
WS Berriasian 
ie ~Vanlanginian 

2 Classopollis—Schizaeotsporites fA MEFE DE BAMARHEAD A 

图 2 表示 Classopollis-Schizaeoisporites AUMMwWHRHWKETLEREERAE 

世 时 期 的 垂直 分 布 。 自 早期 至 晚期 ，C1assopol1is 从 丰盛 逐渐 走向 低落 ， 而 Schizaeoi- 

sporites 则 从 长 期 较为 稀少 的 情况 至 阿尔 必 期 突然 地 变 得 十 分 繁盛 ; Cicatricosispori- 

tes 在 阿 普 第 期 最 为 丰富 ;被 子 植 物 花 粉 自 阿 普 第 期 开始 有 可 靠 的 记录 ， 但 直至 阿尔 必 

期 它 在 植物 群 中 仍然 处 于 极为 次 要 的 地 位 。 

以 祁连山 、 秦 岭 、 伏 牛山 至 苏 北 、 鲁 南 一 线 为 界 , 南方 植物 群 的 南 、 北 两 部 分 之 间 亦 有 

一 些 差 异 ,主要 表现 在 该 线 以 北 的 植物 群 中 混 生 有 少数 北方 Disacciatrileti-Cicat7rico- 

sisporites 植物 群 的 分 子 ， 如 甘肃 酒泉 伦 海 盆地 下 新 民 堡 群 、 成 县 化 坯 组 及 河北 丘 县 丘 
城 组 的 组 合 中 均 出 现 了 _ Jiaohepollis， 山 东 莱 阳 莱 阳 组 中 含有 Densoisporites velatus 

和 Brochotriletes degradatus 等 。 此 外 ,北部 植物 群 中 Classopollis 的 含量 一 般 地 

也 要 较 南 部 地 区 同期 组 合 的 低 些 。 因 此 该 线 以 北 的 地 带 应 是 南方 植物 群 和 张 方 植物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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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有 混 生 的 过 渡 带 。 
新 疆 地 区 下 前 尚 缺 乏 资 料 ， 但 据 苏 联 中 亚 地 区 的 组 合 来 看 ， 亦 可 能 属于 过 渡 带 。 至 

于 在 古 地 中 海边 缘 的 我 国 西南 ,如 西藏 .川西 、 汗 西 等 地 是 否 如 大 植物 化 石 所 表明 的 那样 
存在 另 一 不 同 的 植物 地 理 区 仍 待 今后 的 工作 。 

二 、 中 国 早 白垩 世 的 气候 

早 白 亚 世 时 期 地 球 上 的 气候 分 带 现象 是 相当 明显 的 。B. A. BaxpaMeeB (1957) 根 

据 植 物 群 的 分 布 并 结合 各 地 沉积 物 的 性 质 ， 曾 将 欧 亚 大 陆 划 分 为 两 大 植物 地 理 区 一 一 北 

方 的 西伯 利 亚 区 和 南方 的 印度 -欧洲 区 ,前 者 反映 温暖 、 潮 湿 的 气候 , 后 者 则 属 热 带 一 亚 热 

带 较 为 干旱 的 类 型 。 他 还 根据 红 层 的 分 布 和 植物 化 石 一 般 都 保存 较 差 的 情况 ,在 印度 - 欧 

洲 区 内 名 划 出 一 个 干旱 地 带 , 其 范围 西 自 地 中 海 两 侧 , 向 东经 中 东 、, 高 加 索 、 哈 萨 克 至 我 国 

西部 地 区 。 197546, B. E. Xam 等 人 根据 岩石 学 的 研究 绘 出 全 世界 早 白 垩 世 古 气候 

图 。 图 中 的 气候 带 基 本 上 以 现今 的 赤道 为 对 称 , 赤 道 附 近 为 一 狭窄 的 赤道 潮湿 带 , 两 侧 分 

别 为 北 和 干旱 带 和 南 和 干旱 带 ， 更 高 纬度 地 区 则 分 别 为 北 潮湿 带 和 南 潮湿 带 。 潮 温带 内 有 煤 

和 铝 土 的 帝 积 ， 干 旱 带 内 为 红 层 以 及 岩 盐 和 石膏 等 沉积 。 1978 年 ，B. A. Baxpamees 再 

一 次 根据 古 植物 资料 ， 主要 是 根据 一 些 指示 气候 的 高 地 种 类 ， 如 ， Czekamotskia，Cy- 
cadales, Weichselia, Tempskya, Matoniaceae 和 针 时 的 Frenelopsis 等 的 分 布 将 现 

今 北半球 划分 为 四 个 早 白 垩 世 气候 带 ， 自 北 而 南 为 : hint. mae. TSR EEE 

亚热带 )2> 和 潮湿 赤道 带 。 他 认为 ， 高 含量 的 Classopollis 花粉 (50 一 90%) BEATS 

气候 的 标志 。 

以 我 国 早 白垩 世 孢 粉 植物 地 理 区 的 情况 分 析 , 北方 区 内 植物 繁茂 ， 松 科 ,. 有 罗汉 松 科 和 

海 金沙 科 植 物 特别 发 达 , 并 形成 丰富 的 煤 藏 ,说 明 这 一 地 区 的 气候 是 温暖 而 潮湿 的 ;南方 

区 内 主要 是 红色 帝 积 , 且 常 夹 有 岩 盐 石膏 等 矿产 , 孢 粉 组 合 中 Classopollis 和 Schiza- 

eoisporites 都 相当 丰富 ,反映 出 当时 较为 炎热 而 且 相 当 王 旱 的 气候 环 境 。 由 此 看 来 ， 我 

国 的 南 、 北 两 植物 区 的 情况 分 别 与 B. A. Baxpamees (1978) AU RAPA WAHT 

况 相当 , 惟 应 指出 的 是 ， 他 所 划 的 这 两 个 带 之 间 的 界线 , 至 少 在 我 国境 内 的 部 分 是 欠 准 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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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早 白 亚 世 非 海 相 介 形 类 的 生物 地 理 区 
叶 春 涯 

《中 国 科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Dll mk 

我 国 早 白垩 世 非 海 相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广 泛 分 布 于 非 海 相 中 生 代 沉积 盆地 内 。 解 放 

后 ,广大 地 质 古 生物 工作 者 作 了 大 量 的 区 域 地 质 与 古生物 工作 ,出 版 了 一 些 专著 。 但 涉及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的 文章 并 不 多 , 讨论 某 个 地 质 时 期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的 著作 则 从 未 见 

世 。 本 文 是 在 前 人 及 作者 工作 的 基础 上 , 试图 对 我 国 早 白垩 世 非 海 相 介 形 类 组 合 序列 与 

生物 地 理 区 的 划分 等 问题 , 提出 一 点 粗浅 的 认识 。 作者 深信 它 将 对 我 国 非 海 相 白垩 系 的 

划分 对 比 、 沉 积 环境 和 古 气 修 的 推断 方面 ,会 提供 一 些 依据 。 

本 文 所 引用 的 资料 , 大 部 分 是 作者 及 作者 与 所 内 同志 一 起 工作 的 成 果 , 少 部 分 来 源 于 

其 它 介 形 类 工作 者 已 出 版 或 即将 出 版 的 著作 。 借 此 机 会 向 这 些 同志 表示 囊 心 感谢 s 

二 、 中 国 早 白垩 世 非 海 相 介 形 类 的 组 合 
序列 及 生物 地 理 区 的 划分 

1.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的 划分 

我 国 早 白垩 世 非 海 相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计 有 近 30 属 350 多 种 ， 大 部 分 属于 速 足 亚 目 

(Podocopina) 的 金星 介 超 科 (〈(Cypridacea) ， 少 部 分 归于 浪花 介 超 科 (Cytheracea) , 

这 些 介 形 类 动物 群 分 布 于 两 个 不 同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见 图 1)， 它 们 的 界限 大 致 以 天 山 、 祁 连 

山 、 秦 岭 、 伏 牛山 和 大 别 山 为 界 , 界限 以 北 为 华北 区 CID) 〈 包 括 地 理 概 念 上 绕 称 的 我 国 的 

东北 、 华 北 地 区 及 山东 \ 苏 北山 西 、 陕 西 ,内 蒙古 .宁夏 .甘肃 和 新 疆 的 准噶尔 盆地 ) ， 以 南 

为 华南 区 () (包括 新 疆 塔 里 木 岔 地、 青海 、. 浙江、 安徽 .江苏 南部 及 我 国 的 西南 .中南 和 东 

南 地 区 ) 。 华 南 区 以 Jingguella, Monosulcocypris, Pinnocypridea 属 的 大 量 存在 和 

Cypridea 属 的 类 型 不 多 、 壳 饰 简 单 为 其 特征 ;华北 区 则 以 Cypridea 属 的 类 型 繁多 、 壳 
饰 复 杂 及 特有 的 Luanpingella, Candona, Paracypretta? 属 种 的 存在 区 别 于 华南 区 。 

”华北 区 ID 包括 了 内 陆 小 区 (IIL) 和 环 太平 洋 小 区 UL), 早 白垩 世 早 .中 期 , 内 陆 小 区 的 

女 星 介 的 类 型 较 环 太平 洋 小 区 的 为 多 , 早 白 亚 世 晚期 则 相反 。 同 时 ,各 小 区 均 有 其 地 方 性 

属 种 ,如 内 陆 小 区 有 ZLvpamshamia， 而 Sunliavia 则 仅 在 环 太 平 洋 小 区 存在 。 华 南 区 可 

细 分 为 : 古 地 中 海 沿岸 小 区 〈I) ， 内 陆 小 区 (E) 和 环 太平 实 小 区 (Is) 。 早 白垩 世 早 、 中 

期 , 古 地 中 海 沿岸 小 区 内 Jingguella, Pinnocypridea 发 育 , 环 太平 洋 小 区 则 仅 在 个 别 

地 区 虽 有 , 但 数量 极 少 。 后 者 女 星 介 的 类 型 较 多 , 前 者 少 。 内 陆 小 区 缺失 含 这些 介 形 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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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 早 白垩 世 晚 期 , 内 陆 小 区 的 女 星 介 类 型 少 并 缺少 Cypridea (Morinia) 亚 属 。 环 

太平 洋 小 区 与 古 地 中 海 沿岸 小 区 较为 接近 ;但 前 者 属 种 较 多 , 后 者 较 少 同时, 环 太平 洋 小 

包 内 还 增加 了 以 Cypridea (Morinia)-Monosulcocypris 组 合 为 特征 的 横山 组 和 徽州 

组 下 段 的 介 形 类 动 ' 均 群 。 

2. 我 国 早 白垩 世 非 海 相 介 形 类 组 合 

华南 区 早 白垩 世 非 海 相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可 划分 为 三 个 组 合 〈 自 下 而 上 ) () Jing- 

guella-Pinnocypridea-Darwinula (大 个 体 ) 组 合 ( 图 版 1); (2) Cypridea-Monosulco- 

cypts-Darwinula (大 个 体 ) 组 合 ; (3) Cypridea-Darwinula (/|\4\{k)-Eucypris 

(=“Lycopterocypris”) 组 合 (图 版 II) (1) Jingguella-Pinnocypridea-Darwinula 

(大 个 体 ) 组 合 代表 华南 区 早 白垩 世 早 期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这 组 合 介 形 类 动物 群 是 以 景谷 
Sy (Jingguella) A=, Pinnocypridea, Cypridea, Darwinula, Damonella 等 少量 

为 特征 ,包括 : Pinnocypridea shichuanensis, P. haishiwanensis, P. reticulata, P. 

subovata, Fergania sichuanensis, Cypridea (Cypridea) shantaiensis, C. 

bailongensis. Jingguella (Jingguella) ovata, J. (J.) paraovata, J. (J.) 

elliptica, J. (J.) elongata, J. (J.) opima, J. (Jiangenia) subtriangularis, 

J. (J.) subovata, J (Minheella) minheensis, J. (M.) laticaudata, Deyangia 

reniformis, D. tumida, D. deyangensis, Strandesia? sichuanensis, Rhinocypris 

jurassica , jurassica, R. jurassica spinosa, R. quadrata, Djungarica ‘yua- 

ntingensis, Mongolianella sichuanensis, “Lycopterocypris” elliptica, Damo- 

nella ovata, Darwinula oblonga, D. leguminella, Bisulcocypris sichuane- 

nsis, 以 上 即 是 四 川 城墙 岩 群 的 介 形 类 。 华 南 区 各 小 区 的 介 形 类 中 ,以 青海 民 和 盆地 的 

大 通 河 群 的 介 形 类 最 为 相似 ， 其 它 地 区 则 属 种 不 全 。 如 景 星 组 的 介 形 类 没有 Pinno- 
cypridea, Fergania, Strandesia, Djungarica, Mongolianella 和 Bisulcocypris; 

高 峰 寺 组 仅 有 Pinnocypridea dayaoensis, Limnocypridea cf. tumulosa, Monosul- 

cocypris reniformis, M. pupengensis, 城墙 岩 群 的 介 形 类 既 有 景 星 组 的 、 也 有 高 峰 

寺 组 的 介 形 类 ， 这 样 就 把 这 三 组 地 层 联接 和 对 比 起 来 了 。 塔 里 木 盆地 卡 普 沙 良 组 下 部 的 
介 形 类 只 缺少 Pinnocypridea, Fergania, Strandesia 和 Cypridea, 华南 区 环 太 平 

祥 小 区 内 景 星 介 不 太 发 育 , 仅 皖 南 的 岩 塘 组 有 ; 劳 村 组 则 以 Monosulcocypris, Rhinocy- 

pris, Cypridea H+, Damonella 少量 ， 与 云南 高 峰 寺 组 的 介 形 类 相似 ,同时 也 都 是 

红色 为 主 的 沉积 地 层 。 Jingguella 属 在 劳 村 组 和 高 峰 寺 组 的 缺失 , 可 能 受 沉 积 相 的 控 
制 而 并 非 其 它 原因 。 总 之 Jingguella-Pinnocypridea-Darwinula (大 个 体 ) 介 形 类 组 合 

是 介 于 Cypridea-Monosulcocypris-Darwinula (大 个 体 ) 介 形 类 组 合 ( 早 白垩 世 凡 兰 今 

至 巴 列 姆 期 ) 和 Darwinula (K4tk)-Djungarica-Cetacella 介 形 类 组 合 ( 晚 侏 罗 世 启 

莫 里 一 波 特 兰 期 ) 之 间 过 渡 类 型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从 城墙 岩 群 女 星 介 的 壳 吃 及 凹 痕 结 构 

欧 原 始 性 .新 属 种 的 大 量 出 现 以 及 结合 我 国 中 生 代 非 海 相 介 形 类 的 系统 演化 特征 , 它们 应 

代表 早 白 亚 世 早期 ( 即 相当 欧洲 的 别 里 亚 士 期 )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2) Cypridea-Monosulcocypris-Darwinula 〈 大 个 体 ) 组 合 为 本 区 早 白垩 世 中 期 

鹏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以 云南 曼 岗 组 和 普 昌河 组 的 介 形 类 为 代表 。 它们 的 特征 是 : 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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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ridea) 属 的 类 型 不 多 、 壳 饰 简 单 , 主 要 有 Cypridea (Cypridea) 及 C. (Ulwellia) 

两 个 亚 属 , 但 种 数 和 个 体 数 量 不 少 , 单 槽 金星 介 (Monosulcocypris) 的 大 量 出 现 却 是 这 
MACH HA. LLY, BA Rhinocypris, Ziziphocypris, Damonella, Darwinula (大 

44k), Metacypris 和 Cypridea (Pseudocypridina) 亚 属 的 个 别 分 子 。 女 星 介 属 中 ， 

Cypridea (Ulwellia) paulsgrovensis, C. (U.) minevensis 为 英国 下 白垩 统 凡 兰 今 

阶 的 带 化 石 ; Cypridea (Cypridea) amgusticaudata 与 英国 欧 特 里 阶 和 巴 列 姆 阶 都 有 
的 Cypridea rotunda 类 似 。 四 川 薄 河 组 的 介 形 类 不 多 ， 仅 发 现 了 Monosulcocypris 

subovata, Cypridea (Cypridea) propunctata sichuanensis, 前 者 为 云南 曼 岗 组 的 

种 六 后 者 的 已 知 种 是 英国 早 白 亚 世 第 四 个 化 石 带 的 组 成 分 子 ， 其 时 代为 早 白 亚 世 凡 兰 今 
期 。 因 此 , 清河 组 的 介 形 类 应 属 Cypridea-Monosulcocypris-Darwinula 组 合 。 青 海 民 

和 盆地 河口 群 下 亚 群 的 介 形 类 也 以 Cypridea-Monosulcocypris 等 为 其 组 合 特征 ,组合 

面貌 不 仅 相似 于 云南 曼 岗 组 、 普 昌河 组 的 介 形 类 ， 而 且 含 有 云南 的 种 属 。 如 Cypridea 
(Ulwellia) minevensis, C. (Cypridea) ampullaceousa 和 Monosulcocypris subo- 

vate, 因此 ,两 个 地 区 的 介 形 类 应 相当 。 浙 江 者 昌 组 的 介 形 类 , 大 部 分 地 区 以 Cypridea 
属 为 主 , 少 部 分 地 区 却 以 Mongolianella 属 为 主 , 此 外 还 有 Rhinocypris, Darwinula 

(K4MkA), Daumomella，Djungarica。 其 中 有 些 种 属 与 云南 的 相同 (如 Cypridea (Cy- 

pridea) ampullaceousa) 或 相似 (如 C. (C.) shouchangensis 非常 相似 于 C. (C.) 

yunnanensis, Damonella zhejiangensis 非常 相似 于 DamomelIa ovata), 这 两 个 介 

形 类 组 合 的 差异 是 浙江 的 Monosulcocypris 属 出 现在 寿 昌 组 的 上 履 层 横山 组 和 下 伏 层 

劳 村 组 红色 沉积 地 层 中 , SSA REDASARA. KEMP SAA RABA> 单 

槽 金星 介 不 多 、 女 星 介 相当 发 育 , 而 曼 岗 组 ( 红 层 ) 则 女 旺 介 少 而 单 槽 金 是 介 多 一 样 ， 很 可 

能 是 受 沉 积 相 的 控制 。 但 它们 之 间 相 同 或 相似 的 属 种 则 应 该 是 对 比 的 依据 。 总 之 ， 华 南 
区 的 Cypridea-Monosulcocypris-Darwinula (大 人 个体) 组合， 虽 因 沉积 相 不 同 而 有 所 

差别 ,但 在 本 区 内 基本 上 是 可 以 对 比 的 。 其 中 女 星 介 属 的 已 知 种 或 相似 种 是 英国 早 AE 

世 开 兰 今 一 马列 姆 期 的 主要 分 子 。 因 此 ; 它们 的 时 代 应 彼此 相当 ,为 早 白垩 世 中 期 。 
(3) Cypridea-Darwinula (/)\44fk)-Eucypris (=“Lycopterocypris”) 组 合 是 

SRK Sie STR ROD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它 们 的 特征 是 : 
Cypridea (Morinia) 与 Cypridea (Bisulcocypridea) 亚 属 共生 , 小 个 体 的 Darwi- 

nula leguminelia 与 Eucypris 属 发 育 。 以 浙江 馆 头 组 为 例 , 主 要 属 种 为 : 卫 ucypTFis 

yongkangensis, E. houyelingensis, Cypridea (Cypridea) yongkangensis, C. (C.) 

parainornata, C. (C.) ef. unicostata C.(Cyamocypris) oblonga, C. (C.) lishu- 

iensis, C. (Morinia) monosulcata zhejiangensis, C. (Bisulcocypridea) mononoda, 

C. (B.) mononoda yongkangensis, C. (B.) binoda, Cypridea zhedongensis, 

Ziziphocypris simakovi, Damonella? yongkangensis 和 Darwinula leguminella, 

a he BON AR NIG RE: Cypridea (Cypridea) shexianensis, C. (C.) sub- 

shexianensis, C. (C.) paranitidula, C. (C.) homomundula, C. (C.) anhuiensis, 

C (Bisuicocypridea) sp, Monosulcocypris? contracta, M.? oblonga, M.? subrho- 

mbiformis, Mongolianella? sp. 上 述 的 女 星 介 与 美国 怀俄明 及 爱 达 荷 州 早 白 垩 世 晚 期 
(相当 于 欧洲 的 晚 阿 普 弟 期 )- Draney 灰 岩 中 的 ”“Cyp7Tidea diminuta, C. peck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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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idula 等 属 种 相似 ，Cyp7idea diminuta Peck 的 亲近 种 也 见于 阿 根 延 的 早 自 垩 世 

HOE. KBAR Cypridea (Moninia) monosulcata zhejiangensis 是 云南 马 头 山 组 

的 地 理 亚 种 ,已 知 种 与 黎巴嫩 早 白 亚 世 晚期 ( 阿 普 弟 期 ) 的 Cypridea sidonensis 极 相 

似 , 前 背 都 具 深 的 横 槽 。 同 时 ，Cypridea (Bisulcocyprideat) 亚 属 的 分 子 , 自 早 白 垩 世 

晚期 民 巴 列 姆 期 晚期 ) 开始 出 现 , 并 一 直 延 续 到 早 第 三 纪 早 期 。 因 此, 这 些 介 形 类 化 石 的 

时 代 应 置 于 早 白 亚 世 晚期 , 并 相当 于 欧洲 的 阿 普 梯 一 阿尔 必 期 。 湖 北大 冶 地 区 灵 乡 组 分 

形 类 与 永康 组 的 基本 面貌 一 致 ,不 再 丈 述 。 内 陆 小 区 湖南 武陵 山地 区 , 恋 家 河 组 介 形 类 化 
石 有 : Cypridea (Cypridea) subtriangularis, C. (C.) qijiaheensis, C. (C.) To- 

strata, C. (C.) subbrevis, Cypridea (Bisulcocypridea) sagma, Ziziphocypris 

simakovi, Darwinula sp., Metacypris taoyuanensis, 它们 与 其 它 地 区 不 同 的 是 缺 

少 Cypridea (Morinia) 亚 属 的 代表 分 子 。 古 地 中 海 沿岸 小 区 的 云南 马 头 山 组 的 介 形 
类 , 除 有 本 区 特有 的 Cypridea (Morinia) 和 Cypridea (Bisulcocypridea) WHEW 

分 子 外 , 其 它 却 是 下 伏 层 普 昌 河 组 延续 上 来 的 分 子 。 兰 坪 -思茅 地 区 的 扒 沙 河 组 凡 仅 在 最 

近 才 在 江城 的 动 野 井 发 现 了 马 头 山 组 的 Cyp7ridea (Morinia) monosulcata, 四 州 豪 

定 群 夹 关 组 的 介 形 类 甚 少 , 仅 找到 了 少量 女 星 介 。 总 的 情况 是 古 地 中 海 沿 岸 水 区 SKK 

平 洋 小 区 较为 接近 , 内 陆 小 区 内 的 介 形 类 稍 有 不 同 , 但 Cypridea (Bisulcocypridea) W 

属 的 分 子 的 存在 却 是 它们 与 华南 区 其 它 小 区 联系 的 媒介 ， esseangigsas 个 sei 

类 组 合 时 代 的 依据 之 一 。 

华北 区 早 白 垩 世 非 海 相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也 可 划分 为 三 个 组 合 ， 并 分 别 相 当 于 华南 区 

的 三 个 组 合 。 它 们 是 ( 自 下 而 上 ) ，( 纺 :Zuvanpingella-Cypridea-Bisuicocypris AA(A 

版 IIL); (5) Cypridea-Rhinocypris-Mongolianella 组 合 ;(6) Cypridea-Paracypret- 

ta?-Candona 组 合 (图 版 IV) 。 

(4) Luanpingella-Cypridea-Bisulcocypris 组 合 7 是 华北 区 早 和 白垩 世 早 期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我 们 以 碍 北 的 大 北 沟 组 及 河西 走廊 赤 金 堡 组 的 介 形 类 为 代表 。 大 北 沟 组 的 主要 
介 形 类 属 种 : Luanpingella postacuta, Eoparacypris jingshanensis, Mongolianella 

subtrapezoidea, “Lycopterocypris” inflata, “L.” circulata, Cypridea vitimensis, 

C. foveolata, C. sulcata, C. dabeigouensis, Rhinocypris echinata, Darwinula ba- 

rabinskensis (= Darwinula oblonga), D. contracta, D. leguminella, Metacypris 

polymorpha 和 M. opinabilis, Hth Cypridea 属 主要 分 布 在 它 的 土 部 ,而 Luanpin- 

gella 则 只 在 下 部 发 现 。 赤 金 堡 组 的 介 形 类 与 大 北 沟 组 的 相似 (特别 是 属 一 级 分 KS 
元 )。 它 们 的 差异 只 是 前 者 缺少 Metacypris, Eoparacypris., {fj Limnocythere 和 

2iziphocypris。 内 蒙古 大 青山 组 也 有 Luanpingella 属 , 被 鉴定 为 -DJjumga7rica? sp. 

1 新疆 准 噶 尔 盆地 清水 河 组 的 介 形 类 仅 有 Cypridea unicostata, C. trita, C. pro- 

ducta, C. koskulensis, Rhinocypris echinata, Thereosynoecum carinata, T. muta- 

ta, 辽西 义 县 组 仅 有 Cypridea (Ulwellia) ihsienensis, Cypridea sulcata, Limno- 

cypridea tumulosa, Darwinula oblonga. 值得 注意 的 是 ,这 个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中 的 -Bo- 
paracypris jingshanensis 与 英国 早 白垩 世 别 里 亚 士 阶 的 ;了 oparacyp7is macroselina 

KAW, Cypridea sulcata 52k fe] LE Gry Cypridea bimammata 类 似 ,， “Lycopte- 

Trocypris” circulc‘a, Cypridea vitimensis, C. trita, C. sulcata, Limnocypridea 

* 156 



tumulosa, Darwinula contracta, Metacypris polymorpha 是 蒙古 早 白垩 世 准 巴 音 

组 的 介 形 类 分 子 。 另 外 ，Bisvlcocypris 或 Thereosynoecum 在 世界 各 地 的 侏 罗 一 和 白 

垩 系 非 海 相 沉积 中 ,一 般 出 现 的 较 早 , 中 侏 罗 世 已 有 它们 的 代表 。* Ait, Luanpingella- 

Cypridea-Bisulcocypris 组 合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应 代表 早 白 垩 世 非 海 相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中 

早期 的 组 合 类 型 。 但 也 不 排斥 具有 了 晚 侏 罗 世 晚期 的 可 能 性 。 
华北 区 的 这 个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与 华南 区 以 Jingguella-Pinnocypridea-Cypridea 组 

合 为 苦 征 的 介 形 类 虽然 在 时 代 上 是 相当 的 , 但 它们 之 间 的 差异 却 是 很 明显 的 。 除 了 两 区 

各 自 特 有 的 种 属 外 ,在 Cypridea 属 中 也 有 很 大 的 差异 , 华北 区 的 介 形 类 不 仅 类 型 较 多 、 

壳 饰 复杂 , 而 且 具 有 发 育 完好 的 壳 吃 与 凹 痕 ; 华南 区 的 却 不 同 , 女 星 介 的 壳 史 与 凹 痕 不 明 

显 , 且 类 型 与 壳 饰 简单 。 相 比 之 下 ,华北 区 与 欧洲 同 其 的 介 形 类 更 为 接近 ,华南 区 的 介 形 

类 却 表现 出 浓厚 的 地 方 性 色彩 。 
(5) Cypridea-Rhinocypris-Mnogolianella 组 合 是 我 国 华北 生物 地 理 区 内 以 Cy- 

pridea 属 大 量 出 现 为 特征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它们 是 介 于 Luanpingella-Cypridea-Bisul- 
cocypris 组 合 (Ki) 与 Cypridea-Paracypretta?-Candona #444 (K}) 之 间 过 渡 类 型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Cypridea 属 中 ,不 但 数量 丰富 而 且 类 型 多 ,. 壳 饰 复 杂 , 除 Cypridea 
(Cypridea) 亚 属 外 ， 还 有 Cypridea (Morinia), Cypridea (Pseudocypridina), 

Cypridea (Ulwellia), Cypridea (Cyamocypris), Cypridea (Yumenia) Wi. 40 

HAA ER KR EAWTBARAA KH, RR: Cypridea (Cypridea) 
kansuensis, C. (C.) chinensis, C. (C.) parallela, Cypridea ( Morinia) depressa, 

Cypridea (Ulwellia) koskulensis, Cypridea (Pseudocypridina) globra, Cypridea 

(Yumenia) oriformis, Cypridea? deflexa, 54 Mongolianella khamariniensis, 

Rhinocypris jurassica jurassica, Darwinula leguminella 和 Metacypris polymo- 

rpha, M. chinensis. LAW KXNYBAMBNANTER, 也 有 类 似 的 属 种 : Cypri- 
dea (Ulwellia) koskulensis, Cypridea (Cypridea) unicostata, C. (C.) vitimensis 

C. (C.) chinensis, C. (C.) yumenensis, Cypridea (Yumenia) oriformis, Cypri- 

dea? deflexa 和 Metacypris miaokouensis, Rhinocypris jurassica jurassica, 此 

Sh, AZe THe RAY EBA. BRS HAS 5.6 段 , 也 有 相 类 似 的 介 形 类 组 合 , 完 

全 可 以 与 上 述 两 地 区 进行 对 比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这 个 介 形 类 组 合 的 女 星 介 的 特点 不 仅 与 英 

国 早 白垩 世 第 5 介 形 类 化 石 带 以 上 的 女 星 介 的 特点 (类 型 多 、 壳 面 装 饰 复 杂 ) 类 似 ; 同时 ， 
其 中 的 一 些 种 也 相似 。 如 Cypridea koskulensis 和 Cypridea bogdensis 类 似 ，Ct- 

pridea vitimensis 和 Cypridea granulosa 类 侯 ，CVyp7idea (Cypridea) chinensis 

和 Cypridea tuberculata var. adjun cta 类 似 等 等 。 同 时 ，Cyp7ridea koskulensis, 

C. vitimensis 在 苏联 远东 维 季 姆 台地 的 下 蝗 亚 统 , 哈萨克 、 里 海 和 东西 伯 利 亚 地 区 早 白 
垩 中 期 海陆 交替 相 地 层 都 有 发 现 。 CVyPp7ridea vitimensis, C. unicostata, Cyprideaz 

deflexa, Metacypris polymorpha 是 蒙古 早 焉 垩 世 准 巴 音 组 的 重要 分 子 。 因 此 这 个 

介 形 类 动物 群 的 时 代 应 是 早 白 垩 世 中 期 , 即 相 当 于 欧洲 凡 兰 今 一 巴 列 姆 期 ;我 国 新 疆 准 哮 

尔 盆 地 呼 图 壁 河 组 、. 连 木 沈 组 的 介 形 类 ,虽然 属 一 级 分 类 单元 与 华龙 区 的 相似 ,但 jJCypri- 
dea 属 的 类 型 不 太 多 、 壳 面 装 饰 简 单 , 不 仅 有 华北 的 种 ,同时 也 有 华南 区 同期 的 种 ,如 Cy- 

pridea concisa 在 云南 的 曼 岗 组 发 现 。 另 外 , 还 发 现 了 与 华南 区 特有 的 “Momnosvlco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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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 属相 类 似 的 属 种 。 但 总 的 面貌 与 华北 区 的 介 形 类 更 为 接近 些 。 山东 青山 组 的 介 形 

4, 经 初步 观察 与 华北 区 其 它 地 方 同 期 的 介 形 类 相近 。 总 之 , 以 女 星 介 大 量 出 现 为 特征 的 

这 个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与 Anderson (1972) 所 提出 的 环 极 带 一 女 星 介 语 集 带 相 类 似 ， 我 

国 的 华北 区 很 可 能 是 这 个 环 极 带 的 东 延 部 分 。 

(6) Cypridea-Paracypretta?-Candona 组 合 是 华北 区 早 白垩 世 晚期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这 个 时 期 本 区 的 介 形 类 有 下 列 特 征 ， Cypridea (Morinia) 和 Cypridea (Bisulco- 

cypridea) 亚 属 共生 , 壳 史 退化 .个 体 较 大 的 CVpridea (Pseudocypridina) 亚 属 大量 

繁殖 和 新 属 种 Paracypretta?，Camdonma 等 的 出 现 。 松 辽 平 原 的 泉 头 组 一 姚 家 组 及 孙 家 
湾 组 的 介 形 类 为 代表 ,其 属 种 组 成 : CVp7ridea (Cypridea) unicostata, C. (C.) de- 

khoiensis, Cypridea (Mo7inia) ctumbrata, Cypridea (Bisulcocypridea) tsanline- 

nsis, Cypridea (Pseudocypridina) tera, Limnocypridea inflata, L. copiosa, 

“Lycopterocypris” torsuosus, Candona glaber, Paracypretta? gibbera, Zizipho- 

cypris costata 和 Metacypris miaokouensis. 其 中 Cypridea (Morinia) 与 Cypri- 

dea (Bisulcocypridea) 亚 属 共生 与 华南 区 的 第 3 个 介 形 类 组 合 的 主要 特征 相同 , 它们 的 
时 代 也 应 相当 ,都 是 早 白 亚 世 晚期 (相当 于 欧洲 的 阿 普 弟 一 阿尔 必 期 )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其 

它 属 种 却 是 华北 区 所 特有 的 。 六 盘山 地 区 马 东山 组 上 段 和 性 家 河 组 所 产 的 Eupamsha- 

nia 却 是 本 区 的 地 方 性 属 种 , 但 其 余 属 种 与 华北 区 其 它 地 区 的 介 形 类 相似 。 最 后 应 指 出 

的 是 ,山东 王 氏 群 的 介 形 类 , 过 去 一 直 将 其 时 代 定 为 晚 白垩 世 。 最 近 我 们 在 山东 诸城 王 氏 

群 第 3 段 中 发 现 的 介 形 类 与 晚 白 垩 世 的 介 形 类 不 同 , UP SEE ERNE AR. 

因此 ,山东 诸城 地 区 的 王 氏 群 下 段 的 介 形 类 应 归属 本 介 形 类 组 合 。 总 之 , 早 白垩 世 晚期 ， 

华北 区 与 华南 区 的 介 形 类 面貌 所 表现 的 差异 不 太 明 显 ; 相反 , 却 反 映 了 更 多 的 相似 性 。 

三 、 问 题 和 讨论 

《1) 我 国 华北 区 早 白垩 世 早 .中 期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与 蒙古 .苏联 东亚 区 和 中 西伯 利 亚 

区 及 欧洲 的 环 极 带 〈Anderson，1972)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较 为 相 象 , 应 属 同一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 华 南 区 早 白垩 世 早 期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则 与 苏联 中 亚 区 同期 的 介 形 类 类 似 ， 显 示 

了 亚洲 的 地 方 性 色彩 。 早 白垩 世 中 期 , 除 保留 了 地 方 性 的 介 形 类 属 种 外 , 女 星 介 属 的 种 与 

英国 南部 同期 的 已 知 种 极为 相似 , 有 些 甚 至 是 同 种 。 因 此 , 我 们 推测 : 早 白垩 世 中 期 ( 凡 兰 

今 一 巴 列 姆 期 ) , 英国 南部 可 能 是 欧洲 -亚洲 环 极 带 与 我 国 华南 区 之 间 的 过 渡 地 带 。 

早 白 亚 世 晚期 ( 阿 普 弟 一 阿尔 必 期 ) 华北 区 与 华南 区 的 介 形 类 , 虽 各 具 其 特有 的 属 种 ， 

但 两 区 却 表现 出 更 多 的 相似 性 。 这 些 相似 或 相同 的 属 种 分 布 于 黎巴嫩 、 苏 联 土库曼 、 美 

Fa, EBB, PE BA EF BW, BNA} AH Anderson (1972) 所 谓 的 南北 环 极 带 。 因 此 ， 

这 两 作 区 特有 属 种 的 差异 是 否 表现 了 这 两 个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之 间 的 差异 ， 还 是 只 显示 

同属 于 一 个 大 区 内 的 小 区 之 间 的 差异 , 尚 有 待 于 今后 更 多 的 实际 资料 加 以 验证 。 

《2) 我 国 早 白垩 世 非 海 介 形 类 动物 群 分 布 的 格局 可 能 受 当 时 的 温度 一 气候 带 控制。 

时 白垩 世 早 . 中 期 ,华北 区 与 Anderson (1972) 所 指 的 北 环 极 带 相连 。 它 们 处 于 相同 的 

十 纬度 ,都 具 相 当 丰 富 的 女 星 介 ( 早 白垩 世 中 期 尤其 发 育 )。 Anderson 认为 此 环 极 带 的 

十 气候 汪 现 代 南 地 中 海 一 北非 的 气候 相似 , 接近 于 亚热带 气 侯 。 此 时 , 华北 区 内 小 色 沉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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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和 煤层 发 育 ,加 上 犯 子 花 粉 的 分 析 资 料 都 说 明 华北 区 不 仅 是 亚热带 气候 , 同时 可 能 还 

是 湿润 的 亚热带 气候 。 华 南 区 有 些 不 同 , 早 白 垩 世 早期 红色 地 层 发 育 , 介 形 类 动物 群 不 仅 

表现 了 亚洲 地 方 性 色彩 ,其 中 有 少数 属 种 是 现 生 于 非洲 南部 和 巴西 的 属 种 s- 同 时 , 女 星 介 

也 不 太 发 育 , 这 一 点 与 北 环 极 带 不 同 。 因 此 ;这 时 期 的 华南 区 证 气 侯 可 能 接近 于 炎热 .干旱 

的 亚热带 气候 。 早 白垩 世 中 期 , 华南 区 浅 色 地 层 与 红 层 都 很 发 育 ， 其 中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虽 还 保留 一 些 亚洲 的 地 方 性 属 种 , 但 女 星 介 的 一 些 种 却 是 英国 同期 的 种 和 相似 种 ,但 没有 

英国 环 极 带 内 的 女 星 介 那 样 丰富 多 彩 。 这 些 情 况 表 明 , 早 白 垩 世 中 期 的 华南 区 与 华北 区 

. 不 同 , 可 能 属于 干 晶 与 旭 调 交替 的 亚热带 气候。 

早 白 亚 世 晚期 , 华北 与 华南 是 区 一 级 划分 单元 还 只 是 小 区 之 间 的 区 别 尚 还 未 落实 ,但 

两 区 的 红 层 都 较 发 育 , 同时 , 华北 区 还 有 可 能 属于 现 生 于 非洲 南部 的 Paracypretta 属 存 

在 ， 这 些 都 说 明 两 区 的 古 气 候 可 能 相 类 似 , 接近 于 炎热 .干旱 的 亚热带 气候 。 
(3) 我 国 早 白垩 世 的 两 个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是 处 于 不 同 的 温度 -气候 带 (至 少 是 早 白 

垩 世 早 .中 期 ) 。 因 此 , 华北 区 与 华南 区 的 界限 应 代表 当时 的 古 纬 线 方向 (与 现在 的 纬 线 方 

FURS) 。 这 样 以 来 , 当时 的 北极 可 能 位 于 现在 的 北极 以 东 地 区 ;南极 则 可 能 向 西 偏离 目 

前 的 南极 。 
(4) 谁 呀 尔 盆 地 吐 谷 鲁 群 的 介 形 类 动物 群 , 既 有 华北 区 的 介 形 类 属 种 , 也 有 华南 区 的 

属 种 或 与 华南 区 某 些 属 种 相似 的 介 形 类 。 因 此 , 准 路 尔 盆地 也 可 能 是 早 白垩 世 两 个 介 形 

类 生物 地 理 区 的 过 渡 地 区 。 由 于 我 国 东部 是 否 有 过 渡 区 促 以 形成 一 个 过 渡 带 还 不 甚 清 
楚 。 因 此 ,我 们 没有 将 它 单独 分 出 , 而 是 归 人 华北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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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晚 白 亚 世 和 第 三 纪 植 物 地 理 区 与 
生态 环境 的 探讨 

全 全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我 国 白垩 纪 和 第 三 纪 陆 相 地 层 发 育 完整 ,分 布 广泛 , 出 露 齐 全 , 其 中 保存 着 丰富 的 植 

物化 石 。 近 年 来 ,我 们 整理 了 历年 积累 的 植物 化 石 标本 , 发 现 我 国 各 地 质 时 期 不 同 地 区 植 ， 

物 群 组 合 及 特征 颇 有 一 些 区 域 性 的 差异 ,根据 这 些 差异 我 们 试图 将 它们 分 做 若干 植 物 地 

EK, 虽然 目前 有 些 地 区 发 现 的 植物 化 石 很 少 , 但 仍 可 依据 现 有 材料 对 各 区 植物 群 的 成 分 

和 特征 及 其 反映 的 生态 环境 进行 分 析 和 探讨 , 当然 , 这 些 植物 地 理 区 的 划分 和 对 其 生境 的 
探讨 还 很 粗浅 , 有 竺 今后 补充 、 修 改 , 以 便 使 其 日 至 完善 。 

一 、 有 晚 白垩 世 植 物 地 理 区 与 生态 环境 

我 国 晚 白垩 世 含 有 被 子 植 物化 石 的 产地 和 地 层 近 来 已 有 不 少 发 现 ， 现 根据 各 地 植物 

群 的 成 分 和 特征 暂 将 它们 大 体 分 做 三 个 植物 地 理 区 , 即 北方 区 , 古 地 中 海区 和 南方 区 〈 见 

AT). 

1. 北方 区 

此 区 主要 分 布 在 华北 北部 和 东北 地 区 。 植 物化 石 主 要 产 在 松 辽 盆地 、 表 春 盆地 和 黑 

龙 江 嘉 阴 地 区 。 

(1) 植物 群 的 成 分 

1) 松 辽 盆地 的 泉 头 组 .青山 口 组 和 嫩江 组 ( 伏 龙 泉 组 ) 中 含有 以 -Trapa_amgu1ata 为 
代表 的 植物 群 ,主要 成 分 有 Ginkgo, Taxodium, Metasequoia, Saliciphyllum, Dryo- 

phyllum subfalcatum, Schisandra durbudensis, Trochodendroides, Platanus se- 

ptentroinalis, Diospyros rotundifolia, Grewiopsis wardii, Celatophyllum, Vibu- 

tum marginatum 和 Protophyllum 等 ， 它 们 代表 的 地 质 时 代 可 能 属 晚 白 亚 世 早 期 
Cenomanian-Turonian 期 。 

2) SKE AAH ERA” FMEA Protophyllum 为 代表 的 植物 群 , 主要 成 分 有 

Glyptostrobus europaeus, Metaseqoia cuneata, Populites cf. litigiosus, Juglandi- 

tes Poliophyllus, Trochodendroides vassilenkoi, Protophyllum multinerve, P. 

haydenii, P. cordifolium, P. microphyllum, P. ovatifolium, P. renifolium, 

P. rotundum, Leguminosites%i Graminophyllum, 这 个 植物 群 中 ， Glyptostrobus 

和 Metasequoia 的 标本 数量 最 多 ， 占 总 数 的 1/3，Protophylum 的 种 类 最 多 ，， 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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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种 ,标本 占 总 数 的 1/2。 它们 代表 的 地 质 时 代 大 致 属 晚 白垩 世 中 期 的 Turonian-Seno- 
nian 期 。 

3) 黑龙 江 嘉 阴 乌 云 组 含有 以 菜 黄 花序 (amentiferous) 植物 占 优势 的 植物 群 , 主要 
有 Glyptoastrobus Sequoia, Metasequoia, Salix inaequalis, Populus, Alnus ser- 

rata, A. borata, Betula, Corylites forteri, Myrica vindobonensis, Cercidiphy- 

llum arcticum, Tetracentron, Tiliaephyllum tseaobliquarum, Platanus actilo- 

bus, Dombeyopsis trivialis 和 Nymphoides =, X+#HWMHRMATSRMHRARE 

较 多 , 被子 植 物 的 成 分 比较 复杂 ， 它 们 可 能 代表 晚 白 亚 世 Maestrichtian-Danian | 期， 

但 也 可 能 延至 古 新 世 。 

(2) 植物 群 的 特征 和 生态 环境 

本 区 植物 几乎 全 由 落叶 的 被 子 植 物 和 裸子 植物 组 成 , 蕨 类 植物 非常 罕见 ,最 常见 的 裸 
子 植物 有 Glyptostrobus 和 Metasequoia 二 属 , 它 们 分 布 于 全 区 , 而 且 数 量 较 多 ， Ta- 

rodium 和 Sequoia 也 较 常 见 , 但 数量 较 少 ，Ginkgo 比较 少见 。 总 的 来 说 ， 土 述 裸子 

植物 在 晚 白垩 世 早 期 数量 还 很 稀少 , 中 期 日 渐 增 多 , 晚期 已 达 人 全盛， 一 直 持 续 到 晚 始 新 世 

才 始 渐 衰 落 。 在 这 段 地 史 时 期 ,它们 广 布 于 整个 北半球 的 中 ,高 纬度 , 低 纬度 地 区 很 罕见 。 

到 了 晚 第 三 纪 , 它们 的 分 布 逐 渐 缩小 , 在 我 国 东 北 已 难 寻 见 ，Tazrodium 和 Sequoia 可 

能 在 第 三 纪 末 在 亚洲 大 陆 消 失 , 最 后 定居 在 北美 西南 部 和 墨西哥 至 今 ,而 Ginkgo, Gly- 

ptostrobus 和 Metasequoia 则 在 我 国 长 江 流 域 生存 下 来 , 从 它们 现在 所 处 的 生境 可 推 

知 过 去 北半球 的 气候 情况 。 
本 区 的 被 子 植物 化 石 , 有 许多 形态 属 , 如 Saliciphyllum, Populites, Dryophyllum, 

Corylites, Juglandites, Trochodendroides, Nymphoides, Celatophyllum, Proto- 

phyllum, Tiliaephyllum, Leguminosites, Dombeyopsis 和 Graminophyllum 等 ， 

它们 的 数量 超过 了 被 定 为 现代 属 的 数量 , 这 反映 它们 代表 的 地 质 时 代 的 古老 性 。 

本 区 被 定 为 现代 属 的 植物 , 它们 有 产 于 温带 的 ,如 Populus, Salix, Alnus, Betula, 
Schisandra, Trapa, Grewiopsis 和 Vibv7mum， 这 些 植物 有 的 生 于 山地 ， 有 的 生 于 平 

原 、. 还 有 生 于 湖泊 沼泽 中 的 ; 有 产 于 暖 温 带 至 亚热带 的 ,如 Cercidiphyllum, Tetrocen- 
tron, Myrica, Dombeyopsis 和 Platanus 等 ,它们 大 都 生 于 低 了 出 丘陵 地 带 ， 这 些 植 物 

中 除 Myrica 是 常 绿 的 外 , 其余 全 是 落叶 的 。 从 这 些 植物 的 生活 习性 分 析 当 时 这 个 地 区 

有 山地 ,有 丘陵 ,有 冲积 平原 , 有 湖泊 沼泽 和 河流 等 各 种 地 形 。 

从 被 子 植物 叶 形 来 看 , 在 晚 白垩 世 早期 出 现 的 叶片 较 小 ,中 、 晚 期 出 现 的 较 大 。 叶 片 通 

常 纸 质 , 罕 薄 革 质 , 叶 缘 均 有 齿 , 这 些 特征 说 明 当 时 属于 温暖 而 湿润 的 气候 环境 ,大 约 相当 

于 现代 黄河 至 长 江 一 带 的 气候 。 

2. 古 地 中 海区 

本 区 包括 我 国 西南 古 地 中 海 沿 岸 一 带 , 目前 仅 有 西藏 日 喀 则 群 下 部 的 植物 群 为 代表 ， 

它 计 有 14 属 15 种 , 除 Equisetites 外 其 余 全 系 被 子 植物 , 它们 的 多 数 属 种 是 生 于 暖 温 带 

的 落叶 乔 、 灌 木 , 如 Juglandites sinudites, Cercidiphyllum ellipticum, Rhamnites 

eminens, Aralia firma 和 Leguminosites 等 ;它们 有 些 是 热带 .亚热带 的 常 绿 乔木 ， 

如 Ficus daphnogenoides, Laurophyllum 和 Eucalyptus; 还 有 少数 是 温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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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 乔木 或 灌木 ， 如 Populus latior, Salix cf. meeki 和 Viburnum asperum 等 。 

这 个 植物 群 中 有 4 形态 属 , 9 现代 属 ,其 中 只 有 Eucalyptus 的 现代 种 主要 产 在 澳 大 A 

亚 , 其 余 全 是 亚洲 原 有 的 属 。 植 物 群 代表 的 地 质 时 代 可 能 属 晚 白垩 世 中 ,晚期 。 

这 个 植物 群 中 蕨 类 植物 只 有 一 种 , 裸子 植物 尚未 发 现 ， 被 子 植物 大 都 生 于 低 山 丘陵 ， 

因此 , 可 能 当时 西藏 地 势 尚 不 其 高。 被 子 植物 的 叶片 中 等 偏 小 , 叶 多 数 革 质 , ei AA 

个 别 全 缘 , 这 些 特征 可 能 代表 亚热带 中 生 稍 旱 的 气候 特点 。 

3. 南 方 区 

本 区 可 能 包括 南方 的 广大 地 区 , 但 由 于 化 石 零星 , 保存 不 佳 ,难以 鉴定 , 目前 仅 以 广西 
六 宁 把 里 组 植物 群 为 代表 。 它 有 3 属 5 种 , 即 Brachyphyllum rhombimamiferum, 

Cinnamomum hesperium, C. newberryi, Nectandra prolifica 和 N. guangwzie- 

nsis 它 代表 的 地 质 时 代 可 能 属于 晚 白 亚 世 Cennomanian i, KASH Turonian 

期 。 

这 个 植物 群 中 , RATED Brachyphyllum 为 形态 属 外 , 其 余 全 是 樟 科 现代 属 的 常 

RFF. HEA. Cinnamomnin 现代 植物 的 分 布 中 心 在 亚洲 热带 、 亚 热带 ，Nectandra 的 

现代 分 布 中 心 在 拉丁 美洲 的 热带 、 亚 热带 地 区 。 把 里 组 的 植物 叶片 较 小 , 革 质 ,全 缘 , 这些 

都 说 明 把 里 组 植物 群 代 表 炎 热 干 旱 的 气候 环境 。 

现 将 我 国 晚 白垩 世 植 物 地 理 区 和 生态 环境 总 结 如 下 ， 

(1) 植物 群 的 成 分 绝 大 多 数 是 亚洲 习 见 的 属 种 ， 也 有 不 少 同 北美 洲 相 同 或 相似 的 属 

种 ,但 同 欧洲 植物 的 关系 比较 下 远 。 | 
(2) 各 区 植物 群 反映 的 气候 特点 同 岩 石 学 上 指示 的 气候 特点 颇 为 相似 ， 东 北 地 区 的 

岩 性 多 呈 灰 绿色 , 代表 温润 环境 下 的 沉积 ,而 华北 及 其 以 南 广泛 分 布 着 红 层 ， 说 明 气 候 炎 

热 而 干燥 。 

(3) 北方 暖 温带 植物 群 代表 的 气候 特 点 说 明 Smith 等 (1973) HMB SR aes 

上 标明 古 赤 道 位 于 海南 岛 北 部 是 有 道理 的 , 这 就 是 说 :当时 我 国 东 北 所 处 的 纬度 比 现 在 要 

低 得 多 , 因而 , 气候 比 现在 温暖 | 
(4) 这 时 我 国 的 植物 成 分 有 许多 同 北 美 相 同和 相似 的 属 种 , SAH MBE 粉 也 

有 类 似 的 情况 , 这 似乎 说 明 当 时 白 令 海 可 能 时 陆 时 海 ， 或 有 陆桥 连接 , 也 许 海 域 比 现在 狭 

78, 因而 允许 陆 生 的 动 植物 往来 亚洲 和 北美 洲 之 间 。 

二 、 时 第 三 纪 植物 地 理 区 与 生态 环境 

(一 ) 始 新 世 

直到 目前 , 还 没有 确切 地 定 为 古 新 世 的 植物 群 。 在 吉林 延吉 ,广东 三 水 和 海南 岛 长 昌 
的 植物 群 中 只 见 个 别 的 古 新 世 植 物 的 分 子 , 多 数 属 种 仍 是 始 新 世 常 见 的 分 子 ， 因 此 ;本文 
暂 将 其 时 代 定 为 始 新 世 早期 。 现 根据 始 新 世 植 物 群 的 组 分 和 特征 ， 将 它们 分 做 三 个 植物 

地 理 区 , 即 北方 亚热带 如 油 区 , 中 部 副热带 干旱 区 , 南方 热带 潮湿 区 ( 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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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热带 湿润 区 

本 区 分 布 在 我 国 北方 ,大 体 以 天 山 和 阴山 的 南 缘 , 亦 即 以 济南 至 哈密 一 线 为 界 。 化 石 

主要 产 在 黑龙 江 延 寿 依 兰 组 , 虎 林 达 莲 河 组 , 吉林 舒 兰 组 ,延边 地 区 “到 春 组 ”上 部 , 辽宁 抚 

顺 十 城子 组 。 本 区 植物 种 类 丰富 , 成 分 复杂 , 温带 至 热带 的 属 种 均 有 代表 。 本 区 温带 落叶 植 
物 有 Populus, Alnus, Betula, Corylus, Celtis, Ulmus, Zelkova, Schisandra, Nel- 

umbo, Phellodendron, Fraxinus 和 Viburnum 等 ,这 些 植物 中 , WHSteaepdt 

势 。 暖 温带 至 亚热带 的 蕨 类 植物 有 Woodwardia, Osmunda, Lygodium, Salvinia 等 ， 

裸子 植物 Ginkgo, Keteleeria, Pinus, Glyptostrobus, Tarodium, Sequoia, Meta- 

seqoia, Torreya ， 和 被 子 植物 Dryophyllum, Quercus, Carpinus, Fagus, Compto- 

nia, Trochodendron, Cercidiphyllum, Hydrangea, Hamamilites, Forthergilla, 

Exochorda, Banksia, Cerocarpus, Rosa, Acacia, Mimosites, Ailanthus, Rhus,. 

Acer, Koelreuteria, Meliosma, Paliurus, Rhamnus, Ziziphus, Ampelopsis 种 

Sparganium, 它们 多 数 是 落叶 的 喜 暖 的 属 种 , 少数 是 半 常 绿 的 植物 。 此 外 ,还 有 少许 亚 
热带 至 热带 的 常 绿 植物 ,如 Cinnamomum, Lindera 和 Sabalites 等 。 

本 区 植物 主要 由 暖 温带 至 亚热带 的 落叶 乔木 和 汐 木 组 成 的 ， 但 也 夹 有 少数 热带 常 绿 

” 植物。 它们 有 生 于 山地 的 ,有 生 于 水 中 的 ,也 有 生 于 河 湖 沿岸 的 ， 但 绝 大 多 数 是 生 在 丘陵 

和 冲积 平原 地 区 。 这 些 植物 中 形态 属 已 经 很 少 , 只 有 Dryophyllum, Hamamilites 和 

Mimosites 三 属 ,其 余 全 归 人 现代 属 。 这 说 明 始 新 世 的 植物 同 现代 植物 关系 比 晚 白 垩 世 

时 更 加 密切 。 这 些 现代 属 绝 大 多 数 在 亚洲 仍 有 其 现 生 种 存在 , 仅 Banksia, Forthergille 

和 Comptonia 例外 , 它们 的 现 生 种 主要 分 布 在 澳大利亚 和 美洲 。 本 区 植物 叶片 大 小 中 

等 , 叶 常 纸 质 , 少数 革 质 , 叶 缘 常 有 齿 , 个 别 全 绕 。 综 合 植物 的 各 种 特征 来 看 , 它们 应 代 表 

亚热带 湿润 气候 , 约 相当 于 目前 长 江 流 域 的 气候, 但 本 区 北部 未 见 常 绿 植物 出 现 ,那里 似 

WER int 

2. 副 热带 干旱 区 

本 区 的 北 界 接 前 区 ， 南 界 以 南 岭南 厅 和 冈 底 斯 山 为 界 ， 约 相当 于 广州 至 拉萨 以 南 一 

线 。 化 石 主要 产 在 山东 泰安 大 汶 口 组 ,江苏 仪征 阜 宁 组 三 段 ,江西 清江 组 上 段 ， 广 东 三 水 

MLA, 湖南 湘 乡下 湾 铺 组 , SPAS LE, 衡阳 鱼子 塘 组 ,桃源 前 家 溪 组 二 段 ， 湖 北 当 阳 

方 家 河 组 一 段 , 河南 桐 柏 五 里 堆 组 , 陕西 渭南 白 鹿 震 组 ,四 川 理 塘 热 鲁 组 , 甘肃 环 县 和 张掖 

固原 群 等 。 

本 区 植物 比较 贫乏 。Palibinio 是 最 常见 的 植物 , 几乎 每 个 化 石 产 地 都 有 它 的 代表 出 

现 ， 是 亚热带 干旱 气候 的 典型 代表 。 与 其 共生 的 植物 有 生 于 温带 的 Ulmus, Zelkova, 

Corylus 和 Sophora 等 ,有 生 于 暖 温带 至 亚热带 的 蕨 类 植物 Equisetum, Lygodium, 

裸子 植物 Metasequoia 和 被 子 植物 Quercus, Comptonia, Acer, Eucommia, Euon- 

ymus, Ziziphus 和 Trapa 等 ,它们 都 是 落叶 的 乔木 ,灌木 和 草木 植物 。 此 外 , 还 有 少数 
条 于 亚热带 至 热带 的 和 常 绿 植物 ,如 Mahonia, Cinnamomum, Goeppertia 和 Grevillea 

等 。 这 些 植物 中 , 除 Goeppertia, Grevillee 二 属 的 现代 种 主 产 美洲 和 演 大 利 亚 外 ， 其 
余 各 属 在 亚洲 均 有 其 现 生 种 存在 , 在 我 国 中 部 也 有 它们 的 现 生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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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区 已 知 蕨 类 植物 有 二 属 ， 裸 子 植物 仅 有 一 属 ， 被 子 植物 的 数量 较 之 前 区 也 大 为 逊 

色 , 而 且 它们 的 叶片 较 小 亦 厚 , 叶 常 革 质 , 叶 缘 有 齿 或 刺 ,全 缘 时 甚 少 。 综 合 全 区 植物 的 特 

征 , 它们 显然 代表 着 副热带 干旱 或 季节 性 干旱 的 气候 。 Palibinia 是 此 区 目前 发 现 的 仅 

有 形态 属 , 它 是 炎热 干旱 气候 下 的 代表 植物 , 根据 它 的 特征 应 归于 杨梅 科 ( 李 浩 敏 ,1979)， 

它 在 国外 曾 发 现 于 苏联 土库曼 ,法 国 及 斐济 维 提 岛 。 由 此 可 见 , 始 新 世 时 的 这 个 干旱 区 自 
我 国 东部 斜 向 西北 经 中 亚 , 直到 大 西洋 东 岸 。 

在 我 国境 内 这 个 区 域 的 岩石 主要 是 红 层 ,并 含有 石膏 、 盐 岩 和 碱 等 沉积 矿产 ,这些 事 

实 都 证 明 当 时 此 区 气候 炎热 而 于 燥 。 但 在 红 层 中 常常 夹 有 薄 层 的 灰 绿色 砂 泥 岩 ， 这 也 反 

映 了 当时 仍 有 短 时 期 湿 调 气候 存在 ,尤其 在 东部 沿海 一 带 , 那里 红 层 不 十 分 发 育 ,， 这 可 能 

是 受 太 平 洋 潮湿 气流 影响 的 结果 ,这 种 影响 深信 内 陆 并 不 太 远 ,大 概 不 超过 仪征 至 泰安 一 

线 。 y 

本 区 位 于 前 区 之 南 , 化 石 主 要 产 在 广东 海南 岛 琼 山 长 昌 组 , 广西 宁 明 百色 那 读 组 , 西 

藏 噶 尔 门 士 群 下 部 。 

本 区 位 于 低 纬度 地 区 , 年 均 温 较 高 , 雨量 充沛 , 植物 生长 茂盛 , 由 于 过 去 很 少 有 人 从 事 

本 区 的 植物 化 石 研究 , 因而 至 今 发 现 的 化 石 种 类 仍 不 太 多 。 这 里 常见 的 植物 有 蕨 类 ， 如 
Osmunda, Lygodium 和 Salvinia; 被 子 植物 中 落叶 的 植物 有 Cyelocarya, Nelumbo, 

Cercidiphyllum, Cassia, Liquidambar, Rhamnus ©; AAV WA Dryophyllum, 

Myrica, Magnolia, Cinnamomum, Ocotea, Lindera, Litsea, Ficus, Citrus, 

Phrynium, Eucalyptus, Nordenskioldia 和 Sabalites 等 ,总 计 有 22 B28. AK 

有 人 少量 蕨 类 植物 , 裸子 植物 尚未 发 现 , 被 子 植物 中 常 绿 成 分 占 绝对 优势 ,落叶 的 甚 少 。 在 阔 

叶 植 物 中 , 樟 科 的 属 种 最 多 , 其它 各 属 有 1 一 2 种 不 等 。 本 区 有 三 个 形态 属 ， 即 Dryoph- 
yllum, Nordenskioldia 和 Sabalites, 在 亚洲 无 现 生 种 的 属 是 Ocotea， 它 现在 只 生 

存 于 美洲 。 

本 区 植物 叶片 较 前 两 区 的 大 , 叶 厚 , 革 质 , SMOSH, 少数 有 齿 ， 这 些 都 是 热带 潮 

湿 气 候 条 件 下 植物 具备 的 特征 。 

始 新 世 时 ,我 国 三 个 植物 地 理 区 的 植物 成 分 , 生长 情况 均 有 一 些 差别 ， 但 三 区 之 间 也 
有 一 定 的 联系 ,这 三 区 有 共同 的 植物 ， 即 Lygodium, Cercidiphyllum 和 Cinnamo- 

mum, 中 、 北 两 区 共有 的 植物 除 上 述 三 属 外 ,还 有 Metasequoia, Quercus, Corylus, 
Ulmus, Zelkova, Comptonia, Acer 和 Ziziphus 等 ,它们 都 是 落叶 植物 ;南北 两 区 共 

有 的 植物 还 有 Osmunda, Salvinia, Dryophyllum, Lindera 和 Sabalites 等 ,这 些 都 

是 喜 暧 的 或 常 绿 的 植物 。 从 上 述 情 况 看 ， 中 、 南 两 区 共有 的 属 数 最 少 ， 中 、 北 两 区 共有 

的 属 数 较 多 , 而 南北 两 区 共有 的 属 数 居中 , 由 此 可 见 , 中 部 同 北方 区 的 关系 之 密切 程度 超 

过 了 它 同 南方 区 的 关系 , 而 南北 两 区 的 关系 也 超过 了 中 、 南 两 区 的 。 这 似乎 说 明 * 始 新 世 

时 , 全 球 性 气温 普遍 温暖 ,温度 对 植物 的 分 布 和 传播 可 能 不 起 主导 作用 ， 而 雨量 和 刘 度 可 

能 起 着 主导 作用 , 当时 南北 两 区 温度 差别 不 大 , 雨量 也 比较 接近 ,所 以 两 区 相同 的 属 种 较 

多 。 中 部 气温 虽 同 南北 两 区 相近 ,但 雨量 差别 悬殊 ,气候 千 旱 ,这 对 落叶 植物 影响 较 小 ， 

对 常 绿 植物 的 生长 却 很 不 利 。 因 而 ;这 里 落叶 植物 较 多 , 常 绿 的 甚 少 ， 这 样 中 部 同 北方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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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植物 的 属 种 数量 就 多 于 它们 同 南 方 的 数量 。 

(=) 渐 新 世 

渐 新 世 的 植物 化 石 目前 发 现 的 不 多 。 迄 今 已 知 的 产地 主要 分 布 在 我 国 南部 和 北部 ， 

中 部 尚未 发 现 这 个 时 期 的 化 石 资 料 。 自 始 新 世 末 , 全 球 性 气温 逐渐 下 降 , 始 新 世 时 我 国 中 

部 的 干旱 区 至 渐 新 世 时 可 能 逐渐 消失 , 始 新 世 时 的 植物 地 理 区 界线 已 不 适用 于 渐 新 世 。 根 

据 目 前 已 知 的 化 石 资料 , 暂 将 渐 新 世 分 做 南 、 北 两 个 植物 地 理 区 , 由 于 中 部 缺少 化 石 证 据 ， 

区 的 界线 也 暂 不 划分 , 待 将 来 化 石 资料 丰富 之 后 再 行 确定 。 

L 北方 温带 湿润 区 

本 区 化 右 主要 产 于 吉林 延吉 三 合 镇 “ 和 春 组 ”顶部 , UTR AA, LIM, 河北 
张 家 吕 等 地 。 常 见 有 蕨 类 植物 Salvinia, Woodwardia; 裸子 植物 Ginkgo, Pinus, 

Glyptostrobus, Taxodium, Sequoia, Meiasequoia, Calocedrus 和 被 子 植物 Popu- 

lus, Dryophyllum, Alnus, Fagus, Castomea, Juglaus, Ulmus, Zelkova, Compto- 

nia, Cercidiphyllum, Dodonaea, Koetreuteria, Fraxinus 和 Acer 和 等。 这些 植物 

同 始 新 世 亚热带 如 润 区 的 植物 成 分 已 有 差别 ， 所 不 同 的 是 ， 在 裸子 植物 中 增加 了 常 绿 的 

Pinus 和 Caloced7s， 在 被 子 植物 中 始 新 世 的 常 绿 成 分 此 时 已 不 存在 ,所 以 , 渐 新 世 时 

本 区 被 子 植 物 全 由 落叶 植物 组 成 。 这 充分 说 明 渐 新 世 时 本 区 气温 比 始 新 世 时 已 有 明显 下 

降 。 此 时 本 区 植物 的 叶片 大 小 中 等 , 叶 缘 均 有 齿 , 叶 纸 质 ,无 旱 生 特征 , 这 说 明 此 时 的 北方 

植物 代表 温带 较 暖 和 的 退 润 气候 。 

2. 7 mK 

本 区 植物 化 石 现 见于 广东 成 名 黄牛 岭 组 及 云南 景谷 袭 家 冲 组 二 处 。 此 区 的 裸子 植物 
有 Cephalotarus 和 Calocedrus 它们 都 是 常 绿 的 属 。 被 子 植 物 中 落 时 的 属 有 .Quweyrcus， 

Carya, Zelkova, Tetracentron, Liquidambar, Cercis, Rhus, Rehderodendron 和 

Sorbus; BABA Dryophyllum, Lithocarpus, Myrica, Annona, Uvaria, Cinnam- 

omum, Litsea, Neolitsea, Lindera, Cryptocarya, Phoebe, Nothophoebe, Machiil- 

us, Oreopanar, Jasminium, Erythrophleum, Terminalia, Dillenia, Bauhimia 和 

Sabalites 等 。 这 些 植物 中 常 绿 的 属 种 是 落叶 的 二 倍 多 , CNARTHNM AA Hwee 

的 植物 成 分 很 相似 , 都 是 常 绿 的 属 种 占 绝对 优势 ， 本 

候 环 境 没有 特别 显著 的 变化 。 

这 时 ， 本 区 内 尚未 发 现 蕨 类 植物 化 石 , 裸子 植物 的 数量 也 不 多 ， 被 子 植 物 颇 为 繁盛 ， 

发 现 的 属 种 数量 也 多 。 这 些 植物 的 叶片 较 大 ,时 常 划 质 , 少数 纸 质 , 叶 多 为 全 缘 ， 少 数 有 

齿 。 综 合 全 部 植物 的 特征 看 , 此 区 应 属于 热带 潮湿 气候 。 

现 将 我 国 早 第 三 纪 植 物 地 理 区 及 生态 环境 总 结 如 下 ， 

(1) 始 新 世 是 新 生 代 最 暖 的 时 期 ,我 国 抚顺 .英国 伦 顿 ,法 国 巴黎 和 美国 阿拉 斯 加 等 

地 都 发 现 了 棕榈 植物 。 这 种 全 球 性 的 温暖 ，Chamey (1940) 认为 是 太阳 辐射 和 其 CH 

知 的 原因 的 改变 引起 的 , 他 还 提出 此 时 北半球 热带 植物 的 北 界 向 北 推进 约 10"， 亚 热带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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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 北 界 推 进 15"。 这 可 能 表明 1) 始 新 世 古 赤道 北 移 ， 根 据 始 新 世 于 旱 区 的 分 布 位 置 ， 

当时 古 赤 道 同 现在 的 赤道 可 能 有 一 夹 角 ;，2) 地 轴 倾 斜 平缓 ， Wolfe (19783) 提出 自古 

新 世 至 中 始 新 世 地 轴 倾 斜 度 比 现在 减缓 5 一 10"。 因 此 ,中 、 高 纬度 比 现 在 接受 太阳 辐射 量 

要 多 得 多 。 

(2) 始 新 世 我 国 中 部 由 东南 斜 向 西北 的 干旱 区 可 能 说 明 当 时 这 一 地 带 处 于 副热带 高 

压 带 的 控制 之 下 ,降雨 稀少 ,或 降水 量 大 于 蒸发 量 所 致 。 

(3) 崭新 世 时 我 国 北 方 的 植物 全 由 落叶 的 分 子 组 成 , 始 新 世 的 常 绿 植物 此 时 已 经 消 

失 ， 这 证 明 气 温 有 了 明显 下 降 。 因为 自 始 新 世 末 至 渐 新 世 地 轴 倾 斜 度 迅 速 升 高 到 25 一 30” 

(Wolfe，1978)， 我 国 北方 接受 太阳 辐射 量 王 降 , 所 以 气温 降低 。 

(4) 渐 新 世 时 我 国 南方 热带 区 的 植物 组 合同 始 新 世 时 相似 ， 说 明 那 里 气温 无 特别 显 

著 的 变化 。 那 里 处 于 热带 ,地 轴 倾 斜 度 的 升降 , 对 那里 气温 的 影响 不 太 明 显 。 

(5) 早 第 三 纪 我 国 北方 仍 有 不 少 北美 的 植物 成 分 。 由 于 始 新 世 气 候 很 暖和 印度 板块 

同 亚洲 碰撞 之 后 ,印度 和 马来西亚 的 许多 植物 侵 人 我 国 南 方 , HERANWES, KER 

国 植物 区 系 多 样 化 的 原因 之 一 。 

三 、 有 晚 第 三 纪 植物 地 理 与 生态 环境 

(一 ) "中 -新 ; 世 

我 国 中 新 世 植物 群 在 全 国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但 以 东部 沿海 和 南部 丘陵 地 区 较为 丰富 ,其 

他 地 区 其 为 零星 , 现 依 各 地 区 植物 群 的 组 合 特征 将 它们 分 做 四 个 植物 地 理 区 , 即 北方 温带 

区 , 东部 沿海 亚热带 区 , 南方 热带 区 ,青藏 高 原 亚 热带 至 温带 区 。 

1. 北方 温带 区 

本 区 包括 黑龙 江 桦 南 道 台 桥 组 ， 河 北 围场 赤峰 组 两 个 植物 群 。 道 台 桥 组 的 植 物 有 
Quercus miocrispula, Q. protodentata, Liriodendron procaccinii, Betula, Cory- 

lus, Ulmus 和 Schisandra 等 。 赤峰 组 有 裸子 植物 -Pinus， 被 子 植物 Populus, Fa- 

gus, Carpinus, Castanea, Zelkova, Cornus, Buxus 和 Tilia 等 。 此 三 产地 的 植物 ， 

除 Burzvs 是 常 绿 的 外 ,其 余 全 是 常见 的 温带 落叶 植物 ,其 中 Liriodendromn Fagus 和 

Castanea 的 现 生 种 多 分 布 在 淮河 以 南 , 它们 是 比较 喜 暖 的 分 子 。 

中 新 世 时 ,本 区 植物 群 组 合 面貌 同 渐 新 世相 比 ,最 明显 的 不 同 是 那些 喜 暖 的 裸子 植物 
Ginkgo, Glyptostrobus, Taxodium, Sequoia 和 Metasequoia 突然 减少 。 而 被 子 植 

物 的 成 分 变化 不 明显 , 仍 以 药 商 花序 植物 占 优势 。 本 区 植物 的 叶片 大 小 中 等 ， 叶 薄 纸 质 ， 

叶 缘 均 有 齿 。 本 区 植物 代表 温带 中 生气 修 环 境 。 

2. 东部 沿海 亚热带 区 

此 区 化 石 主要 产 在 山东 临 胸 山 旺 组 ， 新 江宁 海 下 南山 组 ,福建 漳 浦 佛 县 组 ,台湾 石 古 

五 底 组 ,江苏 泗 洪 下 草 湾 组 和 浦 镇 组 ,前 两 个 产地 的 化 石 非 常 丰 富 , 其 余 产 地 化 石 较 少 s 依 

目 述 产地 植物 群 的 组 合 特征 又 可 以 发 江 为 界 分 做 南 、 北 两 部 分 ， 北 部 以 山 旺 植物 群 为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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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 Neckera, 蕨 类 Pteyris 和 裸子 植物 ̀  玫 etelee7ia 各 一 种 ,被 子 植物 有 84 

属 123 种 ,其 中 温带 落叶 植物 占 绝对 优势 , 它们 有 少数 是 喜 冷 的 植物 ,如 Almus, Betula, 

Corylus, Ostrya, Spirea, Frazinus 等 ,它们 当时 可 能 生长 在 地 势 较 高 的 山地 上 , 植 

物种 类 较 多 的 属 有 Populus, Salix, Carpinus, Juglaus, Celtis, Ulmus, Tilia, Cornus, 

Acer 等 ， 其 次 有 Quercus, Carya, Platycarya, Aphonanithe, Zelkova, Polygo- 

nium, Amelancher, Malus, Prunus, Rosa, Crataegus, Cercis, Gleditsea, Sopho- 

ra, Pistacea, Ailanthus, Ceratophyllum, Firmiana, Phellodondron, Zanthorylon, 

Toona, Koelreuteria, Aesculus, Miliosmo, Celastrus, Euonymus, Amplopsis, Te- 

trastigma, Catalpa, Podogonium 等 , 喜 上 暖 的 植物 有 Castanea, Fothergilla, Hamane- 

lis, Liquidambar, Commersonia, Mallotus, Hydrangea, Cotoneaster, Rhus, Evo- 

dia, Chukrasia, Sapindus, Kalopanaz, Berchemia, Paliurus =, +-FRA?AWA 

带 常 绿 半 常 绿 的 植物 有 Quercus, Ficus, Magnolia, Cinnamomum, Lindera, Litsea, 

Albizzia, Eriobotrya, Diospyros, 这 些 植物 多 生长 在 低 山 丘陵 和 冲积 平原 上 , 植物 群 

的 成 分 同 抚顺 古城 子 组 颇 有 些 接近 , 但 没有 棕榈 植物 的 存在 。 这 里 植物 的 叶 形 较 大 , 推测 

当时 临 胸 气 候 可 能 同 始 新 世 抚顺 的 气候 相差 无 几 , 雨量 可 能 更 充足 些 。 山 旺 组 的 地 质 时 代 

属 中 新 世 中 期 , 这 是 晚 第 三 纪 最 暖 的 时 期 。 江 苏 泗 浴 下 草 湾 组 和 南京 浦 镇 组 的 植物 很 零 

星 , 都 是 一 些 落叶 的 属 种 , 它们 的 时 代 可 能 已 进入 中 新 世 晚 期 。 

南部 新 江宁 海 下 南山 组 的 植物 群 为 代表 ,有 80 余 属 120 余 种 , 它 除 了 见于 山 旺 组 的 
植物 外 ,还 有 水 生 基 类 植物 walvinia。 喜 暖 的 裸子 植物 有 Pseudolariz, Pinus, Cunnin- 

ghamia, Glyptostrobus, Metasequoia, Fokienia, Cephalotarus, #] Torreya, &, 

被 子 植物 有 Cudrania, Coccolus, Lagerstroemia, Microcos, Pyrus, Crataegus, Da- 

lbergia, Desmodium, Loropetalum, Elaeodendron, Styrax, Syringa, # Araco- 

carpus 等 ,它们 多 数 是 喜 暖 的 落叶 植物 。 此 外 , 还 有 常 绿 、 半 和 常 绿 的 属 有 Castanopsis, Al- 
phonsea, Fissistigma, Actinodaphe, Machilus, Neolitsea, Camellia, Eurya, Te- 

rnstroemia, Photinia, Buxrus, Ilex, Citrus, Rhapis, Bambusa 和 Phyllostachys 

等 暖 温带 至 热带 的 成 分 , 但 这 里 没有 山 旺 组 中 那些 喜 冷 的 分 子 。 福 建 江浦 佛 县 组 的 植物 数 

量 不 多 ,台湾 石 达 石 底 组 的 化 石 较 丰富 , 其 组 合 特征 与 下 南山 组 的 类 似 。 

此 时 本 区 蕨 类 植物 和 裸子 植物 的 属 种 稀少 ,被 子 植 物 非 常 繁荣 昌盛 , 落叶 植物 在 这 里 

得 到 充分 发 展 , 它 在 本 区 占 优 势 。 常 绿 植物 也 得 到 适当 的 发 展 , 它 在 本 区 也 占 相 当 大 的 比 

例 , 约 占 25%. 本 区 植物 可 能 是 我 国 后 来 暖 温带 至 温 带 植物 的 起 源 中 心 之 二 。 本 区 植物 

叶片 较 大 ,时 多 纸 质 , 少数 革 质 , 时 缘 常 有 齿 , 少数 全 缘 。 总 的 植物 特征 反映 着 亚热带 湿润 

气候 。 

3. 南方 热带 区 

本 区 化 石 主要 产 在 广西 百色 盆地 的 伏 平 组 ,云南 宜良 至 蒙 自 的 茨 营 组 (可 保 村 组 ) 和 

开 远 的 小 龙潭 组 。 这 几 个 地 层 中 所 含 植物 化 石 十 分 类 似 ， 主 要 有 蕨 类 植物 Osmunda, 

宰 子 植物 Calocedrs， 被 子 植物 中 落叶 的 成 分 有 Dryophyllum, Castonea, Pteroca- 

rya, Broussonetia, Pithecollobium, Alangium, Albizzia, Cassia, Dismodium, De- 

lbergia, Sophora, Homonoia, Koelreuteria, Acer, Grewia, Paliurus, Zizi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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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常 绿 、 半 常 绿 的 有 Quercus, Laurus, Cinnamomum, Phoebe, Lindera, Litsea, 

Camellia, Dillenia 和 Helicia 等 。 本 区 植物 蕨 类 和 裸子 植物 均 甚 稀少 , 被 子 植物 都 是 

现代 暖 温 带 至 热带 习 见 的 属 , 常 绿 半 和 常 绿 的 成 分 占 总 数 的 1/3， 樟 科 、 壳 斗 科 和 豆 科 植物 

在 本 区 占 优 势 。 本 区 植物 叶片 大 小 中 等 , 叶 草 质 , 少数 纸 质 , 叶 全 缘 或 有 齿 。 本 区 植物 代表 

Ry ir ah Ro 

4. 青藏 高 原 温 带 区 

本 区 化 石 主 要 产 在 西藏 南 木 林 乌 龙 组 .阿里 地 区 门 士 群 上 部 和 青海 泽 库 成 水 河 组 。 本 

区 主要 有 裸子 植物 Torus, 被 子 植 物 几 乎 都 是 落叶 的 ,其 中 以 Populus 的 种 类 最 多 ,其 
次 Salix, Carpinus, Acer 的 分 子 也 较 常 见 ; FASEB Betula, Ulmus, Ribes, Cra- 

taegus, Cercis, Thermopsis, Albizzia, Podogonium 和 Phragmites 等 均 只 有 一 种 。 

此 外 Quercus 和 Rhododendron 各 有 二 种 ,它们 都 是 山地 常 绿 类 型 , 这 些 植物 的 叶片 

中 等 略 小 , 叶 质 较 厚 , 常 革 质 , 罕 纸 质 , 叶 缘 有 齿 , 个 别 全 缘 。 本 区 植物 的 特征 反映 着 高 原 亚 

A ie in eR RR 

(=) £ 新 世 

我 国 上 新 世 植 物 群 的 产地 非常 稀少 。 目 前 仅 知 在 我 国 东部 沿海 和 西部 高 原 有 此 时 的 

植物 化 石 保存 。 按 照 各 地 植物 群 组 合 特征 ,也 可 将 它们 分 做 三 个 植物 地 理 区 , 即 东 部 沿海 
暖 温带 区 , 川 滇 亚热带 区 和 西北 高 原 温 带 区 。 

1. 东部 山地 亚热带 区 

本 区 仅 以 浙江 余姚 青 岭 岗 组 的 植物 群 为 代表 。 这 里 裸子 植物 很 丰富 ， 除 Pseudola- 
riz 是 落叶 的 外 ,其 余 全 是 常 绿 的 分 子 , 有 Abies, Cedrus, Picea, Pinus 和 Tsuga 等 ; 

被 子 植物 中 落叶 的 有 Quercus, Castanea, Ormosia, Sophora, Liquidambar 和 Hy- 

drangea 等 6 属 , 常 绿 的 有 Myrica 和 Machilus 二 属 。 植 物 群 中 裸子 植物 的 数量 将 

1/2, 它们 多 生长 在 出 地。 在 出 的 阳 坡 气候 暖和 , ARGH WEEKES BRD RF 

植物 。 这 些 植物 的 叶片 大 小 中 等 , 叶 纸 质 ,少数 革 质 , 叶 缘 有 齿 , 个 别 全 缘 。 这 里 的 植物 可 

能 代表 上 新 世 晚 期 ,反映 着 山地 亚热带 中 生气 候 特 点 。 

2. AMAR 

本 区 化 石 产 在 四 川 德 昌 音 格 达 组 和 云南 洱 源 三 营 煤 组 。 这 两 地 的 植物 化 石 中 裸子 植 

物 Pinus 和 被 子 植物 Quercus 的 高 山 种 类 最 多 ， 后 者 有 8 种 ， HEA Populus, 
Castonopsis, Celtis, Actinodaphne, Sorbus, Acer, Trapa 和 Viburnum 等 属 的 

分 子 。 这 些 植 物 中 , 常 绿 植物 占 绝对 优势 ， 落 叶 的 较 少 ， 它 们 大 都 生 在 2000 米 左右 的 山 

BE, 它们 的 叶片 大 小 中 等 ,或 略 小 , 个别 稍 大 , 叶 缘 多 具 齿 , PHAR TE, Bi, 少数 

纸 质 。 所 有 这 些 植物 的 特征 都 代表 着 亚热带 山地 湿润 气候 。 

3. 西 北 温带 区 

本 区 化 石 主 要 产 在 青海 柴 达 木 盆地 , 四川 松潘 红土 坡 ， 西藏 得 宗 ， 甘 肃 敦煌 和 新 疆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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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的 库 车 群 。 这 些 产地 目前 只 见 被 子 植 物化 石 ; “最 常见 的 属 有 Populus, Saliz 和 
Acer; 其 次 有 UImus，Clematis，NuUDphar，Rosa，Spi7aea，Podogomium，Phellode- 

ndron, Ailanthus, Typha, Cyperacites 和 Graminites 等 。 这 些 植物 都 是 落叶 的 乔 

木 、 灌 木 或 水 生 的 草本 植物 , 它们 的 现 生 种 今天 在 西北 依然 分 布 很 广 。 这 些 植 物 大 都 生 于 

山地 ,有 的 生 于 河 湖 岸 边 , 还 有 生 于 湖泊 沼泽 的 , 这 些 植物 叶片 大 小 中 等 ,或 略 小 ， 叶 纸 质 

或 革 质 ,时 缘 多 数 有 齿 , 个 别 全 缘 。 所 有 植物 的 特征 代表 着 高 原 温带 半 干 旱 的 气候 环境 。 

现 将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地 理 区 及 生态 环境 总 结 如 下 : 

(1) 晚 第 三 纪 时 , 北方 喜 暖 的 裸子 植物 几 近 绝 迹 , 常 绿 的 被 子 植物 极为 罕见 ， 药 黄花 

序 植物 进一步 发 展 , 喜 温 冷 的 植物 有 所 增加 , 这 都 说 明 此 时 北方 气温 比 早 第 三 纪 有 显著 下 

降 。 
(2) 中 新 世 中 期 是 自 渐 新 世 以 来 气候 最 暖 的 时 期 , 东部 植物 极其 繁荣 昌盛 ,落叶 植物 

得 到 充分 发 展 , 早 第 三 纪 北 方 常 绿 植物 此 时 也 得 到 发 展 , 南 方 的 常 绿 植 物 ， 如 蕃 雪 枝 科 等 

此 时 也 有 不 少 代表 。 此 时 东部 地 势 一 般 低 平 , 在 浙江 可 能 有 山地 , 因为 那里 发 现 的 山地 裸 

子 植物 较 多 。 上 新 世 时 , 喜 冷 的 裸子 植物 出 现 , 常 绿 的 被 子 植物 减少 ， 这 大 概 表 明 少 数 地 

方 地 势 比 现在 高 , 这 也 说 明 自 第 四 纪 以 来 , 东部 沿岸 地 壳 有 明显 下 沉 。 

(3) 晚 第 三 纪 南 方 植物 仍 以 热带 一 亚热带 的 常 绿 植物 占 优势 ,在 汗 桂 主要 以 樟 科 , 壳 

斗 科 的 高 山 栎 类 和 豆 科 植物 较 常 见 。 而 西部 高 原则 有 一 些 喜 冷 的 山地 植物 出 现 ， 这 表明 

喜马拉雅 山脉 此 时 已 经 抬升 到 相当 高 度 。 上 新 世 , 西 部 高 原 几 乎 全 由 温带 落叶 植物 组 成 ， 

由 于 喜马拉雅 山脉 的 升 起 , 西部 气候 朝向 干旱 方向 发 展 。 

(4) 晚 第 三 纪 总 的 气候 变 凉 , 此 时 许多 欧洲 和 西伯 利 亚 的 植物 受信 我国 北 部 和 中 部 ， 

因此 , 这 时 我 国 植物 同 欧洲 和 北 亚 的 植物 关系 密切 , 同 北美 的 关系 比较 蕊 远 。 

四 

(1 BAH, 我 国 东北 地 区 植物 成 分 大 多 数 是 暖 温 带 的 落叶 树种 , 它们 通常 生长 
在 丘陵 和 冲积 平原 , 有 的 生 在 湖泊 沼泽 中 。 它 们 几乎 都 是 亚洲 习 见 的 属 种 ,也 有 一 些 同 北 
美 相 同和 相似 的 成 分 。 天 山 和 阴山 以 南 的 广大 地 区 ,广泛 分 布 着 红 层 、 并 夹 有 石膏 和 盐 
着 ,气候 炎热 干旱 ,植物 叶片 小 型 , 革 质 。 此 时 ,东南亚 的 一 些 植物 可 能 扩展 到 我 国 南部 。 

(2) 始 新 世 时 ,全球 性 气温 普遍 温暖 ,一 些 热 带 、 亚 热带 的 植物 伸 达 我 国 东北 ,同时 各 
AWM MBE TAS, 我 国 也 有 南半球 的 成 分 发 现 。 当 时 , 我 国 中 部 出 现 自 东南 
斜 向 西北 的 副热带 干旱 区 ,这 可 能 代表 副热带 高 压 带 , 赤 道 的 位 置 可 能 与 此 方向 一 致 。 

(3) 始 新 世 的 植物 群 中 ,未 本 植物 占 绝对 优势 ,草本 植物 比较 稀少 ， 北 部 以 落叶 的 成 
分 为 主 ,南部 以 常 绿 的 居 优 ,它们 大 多 生 于 丘陵 和 平原 地 区 ,当时 地 势 远 比 现在 平缓 

(4) 渐 新 世 北 方 气温 有 显著 下 降 , 南方 气温 变化 不 大 , 我 国 中 部 的 于 旱 区 逐渐 消 失 ， 
降水 较 前 充足 。 

(5) 中 新 世 中 期 气温 大 幅度 回升 ,我国 东部 沿海 植物 种 类 特别 丰富 ,此 时 ,植物 区 域 
竹 差别 较 前 明显 , 青藏 高 原 约略 抬升 到 1500 米 的 高 度 ， 西北 地 区 出 现 耐 温 旱 的 种 类 。 章 
本 植物 比例 增加 。 

(6) 上 新 世 浙 江 四 明山 区 发 现 许 多 山地 松柏 植物 、 川 汗 一 带 也 出 现 一 些 高 山 类 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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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子 植物 。 西 北 地 区 向 刘 凉 干旱 方向 发 展 , 草 本 植物 进一步 增多 。 

本 文 承 敬 卢 衍 豪 教 授 . 李 星 学 教授 多 次 鼓励 , 成文 后 又 劳 宋 之 琛 、 陈 耕 基 等 同志 审阅 ， 

杨 桂 英和 张 小 弘 两 同志 代为 抄 打 稿件 ,笔者 在 此 表示 衷心 的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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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中 新 世 植 物 区 系 

KZK FEX ALR 刘 耕 起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地 质 时 期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早 为 古 植物 学 者 所 注意 ， 因 为 它 不 只 是 对 研究 古 植物 区 系 

的 发 展 及 古 气 修 的 变化 是 必 不 可 缺少 的 ， 而 且 对 于 划分 对 比 地 层 也 具有 十 分 重要 的 意 

义 。 近 二 十 年 来 , 由 于 古 植 物 学 和 古 孢 粉 学 研究 的 开展 ,积累 了 许多 有 关 资 料 ， 对 各 地 质 

时 期 的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提供 了 一 定 的 基础 。 白垩 纪 和 早 第 三 纪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开 展 较 

早 , 克 里 什 托 佛 维 奇 ` 瓦 赫 拉 梅 耶 夫 、 钱 耐 \ 阿 克 希 罗 德 、 扎 克 琳 斯 卡 娅 等 人 均 以 古 植物 或 

孢 粉 分 析 资 料 为 基础 ， 于 六 十 年 代 前 后 分 别提 出 过 北半球 白垩 纪 或 早 第 三 纪 植物 区 系 划 

分 的 意见 。 晚 第 三 纪 植 物 区 系 的 研究 开展 得 较 少 ， 这 和 当时 植物 群 的 更 分 化 、 更 复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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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中 新 世 植 物 区 系 ( 草 案 ) 

1. 南 木 杀 ，2. 班 戈 ，3. 剑 川 ，4. 景谷 ，5. BARB. 6. 柴 达 木 盆 地 ，7. 酒泉 ，8. 泽 库 ，9. 尖 扎 ， 
10. 准噶尔 盆地 ，11。 库 车 ，12. 喀 什 ，13. 桦 楠 ，14. 扶 余 ，15. 部 化 ， 16. 和 龙 ，17. 围场 ，18. 天 
镇 ， 19. 滑 海 ，20. 黄 骅 ，21. 馆 陶 ，22. 东 营 ，23. 山 旺 ，24. 黄 海 ，25. 临 得，26. 户 县 ，27. 蓝田 。 
28. 泗 法，29, 盐 城 ，30. 明 光 ，31. 浦 镇 ，32. 江 汉 平 原 ，33. 常 德 ， 纪 4. 肯 县 ，35. 新 昌 ，36. 宁 海 ， 
37. 仙 居 ，38. 临 海 ，39. 百 色 ，40. 开 远 ，41. 台 北 ， 42. te, 43. HA. 14. 珠江 口 ，45. wy, 

46. 茂 名 ，47 .湛江 ，48. 徐 闻 ，49. 围 洲 岛 ，50. 长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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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除了 U. M. Moxposcxan 等 (1954, 1956) 根据 孢 粉 资料 编 绘 的 苏联 境内 中 新 

世 中 、 晚 期 的 植物 群 分 布 图 外 ， 目 前 尚未 看 到 有 关 的 论著 。 新 近 出 版 的 《中国 新 生 代 植 

物 》(1978) 以 及 北京 师范 大 学 地 理 系 编写 的 《中国 自然 地 理 》( 概 论 ) 中 古 地 理 ( 初 稿 ) 的 有 

关 章 节 也 都 提 到 了 我 国 第 三 纪 一 些 地 区 的 植物 群 特征 ， 但 尚未 提出 植物 区 系 的 意见 。 

根据 我 国 已 有 的 孢 粉 分 析 及 部 分 古 植 物资 料 ， 笔 者 提出 了 有 关 我 国 中 新 世 植 物 区 系 

的 划分 意见 。 由 于 资料 较 分 散 ， 有 些 资料 的 时 代 尚 不 够 精确 , 尤其 是 华南 一 些 地 区 的 上 、 

下 第 三 系 的 划分 尚未 定论 。 因 此 ， 使 得 这 些 资 料 的 应 用 ， 受 到 了 一 定 的 限制 。 :我 们 提出 

的 划分 意见 , 只 能 是 一 种 初步 尝试 , 还 需要 今后 作 进一步 的 研究 和 充实 ,使 其 日 至 完善 。 

WEP EAR SA ih SiS 1956)， 还 受 植 物 群 演 替 程度 (阶段 ) 

fi (R. W. Chaney, 1967) 。 重 第 三 纪 末 ,由 手 喜马拉雅 运动 ,, 古 地 中 海 海水 大 其 

未 部 地 区 退出 ， 欧洲 、 亚 洲 和 印度 次 大 陆 等 联结 在 一 起 ,以 及 青藏 高 原 的 隆起 等 原因 , 促使 

我 国 晚 第 三 纪 的 自然 地 理 环 境 (包括 气 修 ) 与 早 第 三 纪 的 有 显著 不 同 。 植物 区 系 与 早 第 三 

纪 的 也 必然 有 明显 的 区 别 。 根 据 古 自然 地 理 环境 及 植被 特征 ， 我 国 中 新 世 时 大 致 可 分 三 

个 植物 区 系 ( 见 图 ) 。 

一 、 青 藏 杯 、 栓 类 及 灌 丛 植物 区 系 

这 一 植物 区 系 包 括 昆仑 山脉 以 南 和 横断 山脉 及 其 以 西 的 青藏 高 原 区 。 此 区 中 新 世 时 ， 

地 形 已 比较 复杂 , 植被 也 已 分 化 ,并 出 现 了 初步 垂直 分 带 现象 。 本 区 系 的 最 主要 特征 是 早 

中 期 以 桦 科 植 物 为 主 ， 晚 期 出 现 高 山 栎 类 以 及 高 山 生 长 的 杜 鹏 属 〈Rhododemdrom) 及 

云 杉 属 (Picea) 的 代表 。 另 外 , 治 从 类 也 有 一 定 的 数量 ,所 以 我 们 称 它 为 青藏 标 、 梯 类 及 

灌 丛 植物 区 系 。 本 区 系 又 可 根据 东西 两 部 分 的 古 地 理 、 古 气候 的 差异 而 进一步 划分 出 两 

个 次 一 级 单位 , 即 西部 的 高 原 植物 省 及 东部 的 横断 山脉 (或 云南 西部 ) 植物 省 。 

西部 高 原 植物 省 的 孢 粉 资料 以 南 木 林 县 乌 龙 组 及 班 戈 县 伦 坡 拉 群 下 眉 上 部 OTS 

组 上 段 ) 为 代表 ， 其 特征 是 水 龙骨 科 单 锋 孢 、 栎 属 及 松 属 花粉 非常 丰富 ， 草 本 植物 花粉 也 

有 一 定数 量 ; 在 本 省 北部 ， 水 龙骨 科 单 颖 玖 子 有 所 减少 , 柳 属 花粉 较 普 遍 。 晚 期 ， 草 本 植 

物 伦 粉 有 所 增加 。 

鸟 龙 组 的 苞 粉 组 合 以 被 子 植物 花粉 占 优势 ， 一 般 占 50% 左右 ， 有 时 达 60% 以 上 ， 

蕨 类 植物 孢子 和 裸子 植物 花粉 含量 大 体 相 当 ， 一 般 各 占 10 一 30% FA. 但 在 乌 龙 组 上 

部 ， 被 子 植 物 减 少 ， 仅 占 30% 左右 , 而 裸子 植物 可 达 50% 左右 。 

被 子 植 物 花粉 以 栎 属 为 主 ， 可 占 孢 粉 总 数 20-30%, HAY KR (Quercoidites 

jem7ici 、 小 亭 氏 栎 粉 (Q. microhenrici),. 小 标 粉 (Q. minutus), BeBeRH 〈Q. 

demss) 、 糙 栎 粉 (8@. aspe7) ， 桦 科 占 2 一 10% ， 有 拟 桦 属 (Betulaceoipollenites) 、 

Hifi (Ostryoipollenites), ftw (Momipites); SHAT, HAMMER 

Bi. ZBPSHEDWS, BARRAAPHEDDPAHWH. 

裸子 植物 花粉 中 , 松 科 占 一定 分 量 〈3 一 18%)， 此 外 还 有 罗汉 松 粉 属 (Podocarpi- 

dites), SHAME (Cedripites), HUH (Tsugaepollenites), 杉 粉 属 (Tazodia- 

ceaepollenites), 、 和 油 杉 属 (Keteleeria) 等 ， 在 乌 龙 组 顶部 开始 出 现 云 杉 粉 属 《Pi 

ceapollenites) 和 冷杉 粉 属 〈4biespollemites)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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蕨 类 植物 孢子 则 以 瘤 纹 水 龙骨 孢 粉 (Polypodiisporites), KH MAAR (Poly- 
podiaceaesporites) 为 主 , 此 外 ， 还 有 环 刺 孢 属 (Echinatisporis), =fai (Del toi- 

dospora) FIR KAKEAHE (Polypodiaceoisporites) =, | 

伦 坡 拉 和 群 下 段 上 部 ( 即 原 丁 青 组 上 段 ) 的 孢 粉 组 合 ( 王 开发 等 ，1975)， 被 子 植物 超过 

裸子 植物 , 蕨 类 极 少 。 被 子 植 物 主 要 有 栎 属 , 还 有 柳 属 .胡桃 属 . 山 毛 梯 属 ̀ 棋 木 属 、 桂 属 、 

样 属 . 朴 属 、 栗 属 和 鹅 耳 杨 属 等 ， 草 本 植物 已 达 一 定数 量 。 裸 子 植 物 主 要 有 松 属 ， 还 有 云 

杉 属 和 冷杉 属 等 。 

西部 高 原 植物 省 的 古 植物 资料 以 南 木 林 县 乌 龙 组 ( 李 浩 敏 . 郭 双 兴 ,1976) 的 为 代表 。 

鸟 龙 组 下 段 产 的 植物 化 石 以 梯 科 为 主 , 还 有 杨柳 科 , 榆 科 等 。 HEB RHA: WUhRH 

(Betula parautilis), K#S Hh (Carpinus grandis), 乌 龙 千 金 答 (Carpinus wu- 

longensis), 、 阔 时 杨 (Populus latior), 、 柳 属 (Salix), sie (Ulmus hedini), # 

BF BREE (Crataegus) S$, LRUURWARREHBRSAS. CSHESEH 

(Quercus wulongensis), AiRtH#k (Quercus prespathulata), PIAA (Q. nam- 

lingensis) 、 椭 圆 时 杜 鹏 (Rhododendron scanzugawaense) 、 南 木林 杜 鹏 (R. nam- 

lingense), 前 黄 梯 (Thermopsis prebarbata) 及 单子 时 草本 的 芦苇 属 (Phragmi- 

tes) 和 似 莎 草 属 (Cyperacites) 等 。 

四 川西 北部 若尔盖 地 区 发 现 一 些 前 黄 华 (Thermopsis prebarbata Li & Guo) 的 

小 叶 化 石 , 该 化 石 在 西藏 南 木 林 县 乌 龙 组 上 段 也 有 发 现 。 

本 植物 省 的 气候 ,在 中 新 世 中 期 较为 温暖 而 湿润 , 晚期 略 变 凉 并 趋 于 干旱 。 

东部 横断 山脉 植物 省 因 地 处 河谷 , 且 是 南北 向 ,并 向 南开 阔 。 中 新 世 时 ， 印 度 洋 海风 

几乎 不 受 任 何 阻挡 而 到 达 其 境 , 故 其 气候 温暖 而 温润。 本 植物 省 主要 以 云南 西部 剑 川 的 双 

河 煤 组 所 产 的 植物 群 为 代表 。 据 《中 国 新 生 代 植物 》 记 载 (182 页 ) 剑 川 双 河 煤 组 的 植物 群 

共有 18 种 。 它 们 是 云 杉 属 (Picea) 、 松 属 (Pinus), AR (Cupressus), RRL 
(Dryophyllum yunnanense), ANH (D. relomngtamense) 、 普 芒 雅 榭 时 (相似 种 ) 

(D. cf. puryearense), Ait+#k (Quercus scottii) 、 是 时 标 〈@. spathulata), FR 

A (Sassafras paratsuma), Ki (Phoebe megaphylla), #i/R (Cinnamomum) , 

HRePE (Zelkova ge7i) 、 华 黄连 木 (Pistacia miochinensis), =H (Rhus tri- 

folia) 及 马甲 子 (果实 ) (KEM) (Paliurus sp.) 等 。 从 植物 化 石 名 单 可 以 看 出 ， 在 本 

植物 省 的 河谷 中 仍 有 热带 -亚热带 常 绿 树木 生长 ， 但 在 高 山 则 有 云 杉 属 及 松 属 等 针 叶 植 

物 。 

二 、 内 陆 森 林 草 原 及 草原 植物 区 系 

这 一 区 系 包 括 贺 兰 山 和 岷 山 四 脉 以 西 及 昆仑 山脉 以 北 的 广大 地 区 。 由 于 喜马拉雅 和 运 

动 , 青藏 高 原 持续 升 起 ,印度 洋 的 海风 受到 阻碍 而 不 能 长 驱 直人 ;， 我国 东 部 季风 又 因 相距 

较 远 而 难以 达到 。 所 以 ， 其 气候 是 比较 干旱 的 。 
欧 粉 资料 来 源 于 柴 达 木 盆地 的 红 峡 口 组 、 油 砂 山 组 ( 徐 仁 等 ，1958) 及 酒泉 的 白杨 河 

组 ( 宋 之 琛 ，1958) 。 孢 粉 组 合 的 主要 特征 是 草本 及 灌木 植物 ( 葛 属 ̀ 菊 科 、 蔡 科 和 白 刺 属 

等 ) 花 粉 占 优 势 ; 木 本 被 子 植物 (有 桦 科 、 榆 科 , 胡 桃 科 和 山 毛 梯 科 等 ) 花粉 很 少 , 裸子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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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科 花粉 有 时 出 现 略 多 些 。 以 红 峡 口 组 ,、 油 砂 山 组 的 孢 粉 组 合 为 例 , 该 组 合 以 松柏 植物 为 

主 , 计 有 松 属 、 冷 杉 属 . 云 杉 属 、 铁 杉 属 .雪松 属 ; 木 本 被 子 植物 有 桦木 科 及 山 毛 样 科 中 的 栋 

lB. 3B (Castanea) 及 山 毛 样 属 (Fagus) 等 ; 灌木 和 草本 有 菊 科 、 上 百合 科 、 禾 本 科 、 

蔡 科 、 豆 科 及 眼 子 菜 属 等 花粉 。 在 此 组 合 中 出 现 了 较 多 的 白 刺 属 (Nitraria), 蔡 属 

(Chenopodium), iq (Artemisia) KiKRIR (Ephedra) 等 。 从 孢 粉 组 合 的 成 分 可 

以 推测 , 当时 的 自然 景观 可 能 是 广阔 的 草原 , 局 部 地 区 为 森林 草原 ， 在 山区 有 松 科 植物 生 

长 。 

青海 最 东部 ， 因 无 南北 向 福 皱 带 的 阻碍 , 因而 , 东部 季风 尚 可 伸 达 ， 故 木 本 被 子 植物 

较为 发 育 , 在 适宜 条 件 下 仍 可 形成 林 块 状 植被 。 在 泽 库 和 人 尖 扎 等 地 的 中 新 统 找到 了 青海 紫 
杉 (Taxus 9 识 ghaiemsis)、 柳 属 、 毛 葛 属 (Ranunculus), 4) (Cercis miocheni- 

emSis) 、 单 籽 豆 (Podogonium oehningense), (RAW (Acer pseudocarpinifoli- 

um), Wee (Acer subginmaala)、 极 宽 香 浦 (TVypha latissima) MATRA 

(Phragmites oeningensis) 等 。 

新 疆 西 部 准噶尔 盆地 以 堆 尔 古 斯 和 玛 纳 斯 剖面 的 上 绿色 岩 组 及 棕色 岩 组 ( 宋 之 琛 等 ， 
1965) 为 代表 。 上 绿色 岩 组 的 孢 粉 组 合 有 下 列 成 分 ， 木 本 被 子 植物 有 桦 科 、 档 木 属 〈4- 

nus). eB}. HABER. BAR LI RAL, 冬青 科 、 桃 金 娘 科 、 杜 鹏 科 、 胡 身子 科 等 的 少数 花 

粉 ,草本 植物 中 含有 较 多 的 黑 三 棱 属 和 眼 子 菜 属 分 子 , 蔡 科 花粉 也 占有 一 定数 量 ， 而 菊 科 

和 唇 形 科 花 粉 只 有 个 别 出 现 (一 般 不 超过 2%) 。 裸 子 植物 有 松 科 和 松柏 类 (20%)、 麻 黄 

属 ( 有 时 可 多 达 15 %) ， 杉 科 和 罗汉 松 科 的 花粉 亦 偶 有 发 现 。 此 外 ， 还 有 蕨 类 植物 的 水 龙 

ARRARNAT. RABANNE DAA AME, HAR. RE. me. AA. Rew 

HABSURTPUNWATOFT, BAB WARE CH 43-52%). RH (30%) RERE 

AUR FSH 24%) 等 。 裸 子 植物 中 松 属 和 云 杉 属 占 优势 ,此 外 ,还 有 雪松 属 、 罗 汉 松 

科 和 麻黄 属 等 ， 蕨 类 植物 中 仅 发 现 几 粒 卷 柏 属 的 孢子 。 孢 粉 组 合 的 总 特征 是 草本 植物 的 

蔡 科 、 菊 科 及 水 生 的 眼 子 菜 科 等 含量 高 , 而 木 本 植物 的 桦 科 、 榆 科 \ 胡 桃 科 、 山 毛 样 科 和 根 

科 等 仍 有 生长 ,尤其 是 冬青 科 及 桃 金 娘 科 等 亚热带 的 分 子 也 可 找到 。 相似 的 孢 粉 组 合 在 

苏联 哈萨克 下 中 新 统 也 有 发 现 〈IIokpoBgckag，1956) ， 最 近 在 新 疆 南 部 的 中 新 绕 也 发 现 

了 许多 木 本 被 子 植 物 花 粉 , 其 特征 与 准噶尔 的 相似 。 因 此 ， 我 们 将 其 划分 为 一 个 植物 省 ， 

称 为 新 疆 西部 植物 省 。 这 一 植物 省 在 中 新 世 时 与 内 陆 植物 区 系 既 有 相似 的 一 面 ， 如 草本 

植物 很 多 , 又 有 不 同 的 一 面 , 即 木 本 植物 较为 常见 ， 尤 其 是 亚热带 分 子 还 有 存在 。 这 后 一 

特征 与 古 地 中 海 的 影响 可 能 有 一 定 关 系 。 随 后 ， 古 地 中 海 气候 影响 逐渐 减弱 ， 或 甚至 消 

失 , 这 一 植物 省 的 木 本 被 子 植 物 也 相应 减少 ,亚热带 分 子 几 乎 绝 灭 。 中 新 世 末 期 或 以 后 ， 

这 一 植物 省 的 面貌 便 与 内 陆 植物 区 系 的 大 体 相 似 了 ， 此 时 ， 这 一 植物 省 也 就 不 存在 了 。 

三 、 东 部 季风 区 阔 叶 植物 区 系 

本 植物 区 系 包 括 贺 兰 山 、 岷 山 、 大 雪山 及 横断 山脉 等 以 东 的 我 国 东部 平原 及 丘陵 加 

地 ， 东 部 沿海 及 南海 各 地 的 广大 地 区 。 本 区 受 太 平 洋 季风 的 影响 ,气候 一 般 比 较 齐 润 , 广 

BAKA IAM OSM att) 植物 群 或 以 阔 叶 植物 为 主 的 混交 林 植 物 群 。 按 其 所 处 纬度 及 
植物 群 的 成 分 ， 本 区 系 大 致 可 以 划分 为 三 个 植物 省 。 



1. 北部 温带 植物 省 

这 一 植物 省 大 约 包 括 松花 江 以 北 的 我 国 黑 龙 江 省 的 部 分 地 区 。 此 处 我 们 尚 缺乏 古 植 

物 及 苞 粉 资料 ， 但 从 苏联 滨海 省 及 黑龙 江北 部 的 孢 粉 资料 来 看 ， 是 属于 以 阔 叶 被 子 植 物 

为 主 的 阔 叶 ( 落 叶 栎 类 )- 针 时 〈 松 属 为 主 ) 混 交 林 ， 其 中 虽 挨 杂 了 亚热带 分 子 〈 如 出 核桃 

属 、 枫 香 属 和 冬青 属 等 )， 但 为 数 很 少 ， 这 一 植物 省 的 气候 与 我 国 目前 华北 地 区 大 体 相 

似 。 

2. 中 部 暖 温 带 及 亚热带 植物 省 

这 一 植物 省 包括 从 松花 江 一 线 以 南 直至 长 江 中 下 游 及 大 巴山 一 线 以 北 ， 从 西部 的 泾 

渭河 谷 到 东部 的 渤海 .黄海 地 区 。 由 于 在 内 蒙古 也 发 育 着 与 山西 天 镇 县 含 玄 武 岩 的 汉 诺 

坝 组 相似 的 地 层 , 所 以 贺兰山 以 东 的 宁夏 东部 及 内 蒙古 地 区 也 应 包括 在 内 。 

这 一 地 区 的 古 植物 和 孢 粉 资料 最 为 丰富 。 植 物 群 及 孢 粉 组 合 特征 是 : 温带 的 被 子 植 

My, DOHA. HADES AD 等 与 亚热带 成 分 ， 如 山 毛 样 科 ( 栗 属 、 栎 属 的 常 

绿 类 型 )、 山 核桃 属 , 枫 香 属 、 污 树 属 、 木 标 科 、 栋 科 、 梧 桐 科 及 樟 科 等 相 混 生长 ,形成 了 挫 杂 

一 些 常 绿 分 子 的 落叶 阁 叶 林 。 另 外 , BAL KA SOK RIB. PA ERAS) 的 

生长 。 ， 

这 一 植物 省 的 气候 ， 大 致 相当 于 我 国 目 前 长 江 中 下 游 与 南 岭 山脉 之 间 的 北 、 中 亚 热 

带 , 著 名 的 山东 山 旺 植物 群 是 这 一 植物 群 的 代表 。 钱 耐 (1940) 认为 ， 山 旺 植物 群 与 我 国 

目前 长 江 中 游 一 带 的 植物 群 大 致 可 以 对 比 ， 气 候 属 于 暖 温 带 或 北 亚热带 。 我 们 认为 We 

植物 群 所 反映 的 气候 似乎 还 要 上 暖和 一 些 , 为 北 亚热带 偏 南 的 气候 。 

本 植物 省 以 山 旺 植物 群 的 属 种 最 为 丰富 ， 据 《中 国 新 生 代 植物 》 上 记载 , 它 包 括 88 属 ， 

126 种 。 此 外 ， 植 物化 石 在 本 植物 省 的 许多 地 点 也 有 发 现 ,如 黑龙 江 桦 南 县 孟 家 岗 、 吉 林 

延边 地 区 三 合 及 敦化 县 秋 梨 沟 . 江 苏 泗 浴 县 张 庄 及 南京 浦 镇 ̀  安 徽 明光 等 地 ， 各 植物 群 大 

小 不 一 。 ZEA wR a ORR. PAR. Ree, 主要 有 中 华 栎 

(Quercus sinomiocenica), Q. miocrispula, Q. protodem 如 如 、 木 兰 属 (Magmnolic)、 

eh (Liriodendron), ie)/— (4ilamnthus)、 单 籽 豆 (Podogonium oehningen- 

se) 等 。 裸 子 植 物 中 常见 的 有 欧洲 水 松 (Glyptostrobus europaeus), —Fil7zkt (Me- 

tasequoia disticha) 、 金 钱 松 属 (Psevdola7iz) 和 松 属 等 这些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大 体 相 当 

于 山 旺 植物 群 的 时 代 ( 中 新 世 中 期 ) 或 稍 晚 ， 只 有 吉林 延边 地 区 三 合 植物 群 ， 由 于 杉 科 植 

物 的 大 量 出 现 及 某 些 古老 分 子 ， 如 狭 叶 桥 叶 (Dryophyllum dewalquei), 朝鲜 黄 杞 
(Engelhardtia korianica) 等 的 出 现 ， 其 时 代 比 山 旺 植物 群 的 可 能 要 早 些 。 

本 区 的 孢 粉 组 合 , 依 其 组 成 可 分 为 早 . 中 、 晚 三 期 。 早 期 的 孢 粉 组 合 以 松 科 花粉 较 多 ， 

喜 温 暖 的 阔叶树 种 丰富 和 草本 植物 较 少 为 特征 ， 有 时 萎 属 (Trapa) 、 水 蕨 属 (Cerato- 

pteris) 和 槐 叶 薄 属 (Salvinia) 等 含量 较 高 。 山 东 馆 陶 组 ( 宋 之 琛 等 ，1964) 、 山 西天 镇 

汉 诺 坝 组 ( 王 宪 曾 ，1978) 及 江苏 泗 洪 锋 山 组 等 可 为 此 期 代表 。 现 以 迄 陶 组 的 移 粉 组 合 为 

例 ， 该 组 合 的 蕨 类 植物 中 ,水 蕨 属 的 孢子 有 时 含量 较 高 , 此 外 还 有 一 些 水 龙骨 科 及 枫叶 鞠 

属 的 孢子 。 裸 子 植物 中 * 云 杉 属 出 现 较 多 , 也 有 一 定数 量 的 松 属 和 铁 杉 属 ， 同 时 还 有 少量 

杉 科 ,有 罗汉 松 属 和 奢 黄 属 等 。 被 子 植物 中 ,出 现 较 多 的 榆 属 和 山 核桃 属 , 还 有 一 些 胡 桃 属 、 

。182 。 



iB HB eARM RBS. by), 山 毛 样 属 、 漆 树 属 ̀  枫 香 属 %《 木 兰 属 等 也 偶尔 引 

He 草本 植物 花粉 有 旋 花 属 (Conzolzulus) 、 苗 属 (Polygonum), AAR. WHRAR 

子 菜 属 (Potamogeton) 等 。 中 期 的 孢 粉 组 合 以 喜 温 暖 的 树种 非常 丰富 为 特征 ， 松 科 花 

粉 较 早 期 有 所 减少 , 凌 属 ,水 蕨 属 和 枫叶 若 属 等 仍 可 发 现 。 以 山东 山 旺 的 孢 粉 组 合 为 代表 

( 宋 之 琛 ，1959; 宋 之 琛 等 ，1964) 。 晚 期 的 组 合 特征 和 中 期 的 颇 为 相似 ， 但 具 气 襄 的 松 

科 花 粉 和 草本 植物 花粉 有 所 增加 ， 以 山东 临 胸 柳 山 乡 褐 煤层 的 孢 粉 组 合 为 代表 〈 宋 之 琛 : 

等 ，1964) 。 

阴山 山脉 以 北 和 大 兴安 岭 以西 的 地 区 因 季 风 的 影响 有 所 减弱 ， 中 新 世 可 能 出 现 森 林 

草原 或 草原 景观 。 目 前 我 们 还 缺乏 有 关 资 料 。 

3. 南 部 南亚 热带 及 热带 植物 省 
长 江 中 .下游 以 南 , 云 南 东部 及 其 以 东 ， 直 至 东海 和 南海 的 广大 地 区 都 包括 在 这 一 杜 

物 省 中 。 

本 植物 省 的 北部 , 以 浙江 东部 嵊 县 群 下 南山 组 所 产 的 植物 化 石和 匈 粉 组 合 为 代表 。 十 

植物 群 的 特征 是 前 一 植物 省 的 温带 分 子 减 少 或 几乎 缺乏 〈 如 桦 科 的 属 种 单一 ， 且 数量 很 

少 )， 常 绿 植物 大 量 增加 , 除 山 毛 样 科 的 常 绿 属 种 占据 明显 的 优势 外 , 众 继 梅 科 、 黄 杨 科 、 

冬青 科 和 芸香 科 等 亦 均 有 代表 ， 尤 其 是 木兰 科 、 樟 科 和 目前 仅 分 布 于 南亚 热带 及 热带 地 

区 的 番 荡 枝 科 等 植物 化 石 的 存在 ， 使 其 较 易 区 别 于 前 一 植物 省 。 钨 粉 组 合 是 以 标 属 〈 常 

绿 型 ) 、 山 核桃 属 、 榆 科 和 萎 属 花粉 很 多 为 特征 ， 其 它 还 有 栗 属 、 枫 香 属 、 豆 科 , 水 蕨 属 等 * 

草本 植物 花粉 数量 甚 少 ， 有 旋 花 属 和 禾 本 科 等 。 桦 科 花 粉 很 少 , 松 科 花粉 较为 普遍 , 其 中 

包括 少量 的 云 杉 属 ,冷杉 属 和 雪松 属 等 分 子 , 这 或 许 是 从 山区 吹 来 而 沉积 的 .从 上 述 资料 ， 

可 知 下 南山 组 的 植物 群 ， 以 其 温带 植物 成 分 很 少 和 亚热带 常 绿 分 子 的 增加 而 不 同 于 山 旺 

组 的 植物 群 , 反 映 了 它 可 能 代表 南亚 热带 的 气候 特征 。 

云南 东部 ,两广 地 区 的 古 植物 及 孢 粉 分 析 资 料 较 多 , 如 云南 开 远 小 龙潭 植物 群 ( 中 国 

新 生 代 植物 》，1978) 及 南宁 世 宁 群 的 古 植 物化 石 ， 它 们 的 特征 是 樟 科 化 石 较为 丰富 ， 还 

有 一 些 其 它 热带 分 子 。 孢 粉 组 合 有 南宁 沉 宁 群 ， 围 洲 岛 及 雷州 半岛 的 下 洋 组 ”海南 岛 北 ， 

部 的 长 坡 组 以 及 新 会 和 珠江 口 2? 等 井下 的 资料 。 这 些 孢 粉 组 合 的 特征 是 昆 栏 树 属 以 及 与 豆 

科大 风 子 科 、 栗 亚 科 .山茶 科 、 金 继 梅 科 等 有 关 的 三 沟 及 三 孔 沟 类 型 花粉 非常 丰富 ， 水 龙 

骨科 的 单 矣 孢子 也 很 多 ;， 松 科 花粉 很 少 ,而 泪 杉 属 (Dacrydivm) 花粉 有 时 略 多 ， 尤 其 

是 和 和 桑 寄 生 科 有 关 的 高 腾 粉 (Gothamipollis) Kise (Sonneratia) 花粉 在 围 洲 岛 、 

海南 岛 及 珠江 口 井 下 的 孢 粉 组 合 中 多 有 发 现 ， 这 些 植物 目前 都 是 生长 于 热带 地 区 。 所 以 ， 

就 目前 资料 所 知 , 自 南 宁 及 广州 一 线 以 南 , 当时 的 气候 是 属于 热带 性 质 。 

从 福建 南部 佛 县 群 下 部 地 层 中 发 现 的 一 些 化 石 点 来 看 ， 各 处 的 化 石 植 物 群 虽 不 很 丰 

富 , 但 都 以 番 蔓 枝 科 的 分 子 为 主 , 温带 植物 化 石 缺 乏 。 若 其 时 代 确 属 中 新 世 ， 则 福建 南部 . 

也 是 属于 热带 性 质 。 钱 耐 (1967) 曾 提 到 台湾 台北 东南 石 达 的 石 底 组 煤田 的 中 中 新 世 植物 

群 。 在 该 植物 群 中 , 樟 科 的 起 种 最 丰富 ， 数 量 也 很 多 ， 同 时 山 毛 样 科 中 只 出 现 常 绿 属 种 ， 

tuts) (Castamopsis) 、 柯 属 \* usamia) 等 ， 而 缺少 典型 的 温带 属 种 : 目前 仅 符 长 于 - 

1),.2) 根据 张 一 勇 同志 的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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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 EH A BY BRI (Coniogramme), 、 藉 竹 属 (Bambusa) 和 刚 竹 属 (Phyllosta- 

chys) 等 代表 的 出 现 ,的 说 明了 此 植物 群 代 表 了 亚热带 .甚至 是 热带 的 气候 。 据 此 , 台湾 

在 中 新 世 时 ,也 应 属于 热带 。 

总 的 说 来 ,我 国 中 新 世 植 物 群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大 区 系 : 青藏 区 、 内 陆 区 及 东部 季风 区 ， 

后 者 可 根据 气候 带 分 为 三 个 植物 省 。 

我 们 从 事 古 植物 区 系 的 研究 刚刚 开始 ,经 验 不 足 , 尤其 限于 水 平和 所 掌握 的 资料 ， 不 

妥 及 错误 之 处 在 所 难免 ,希望 读者 批评 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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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东部 沿海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动物 地 理 分 区 
kt #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我 国 东 部 沿海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的 属 种 和 数量 都 十 分 丰富 。 以 前 仅 少数 外 国学 者 对 

人 台湾 新 生 代 海 相 双 壳 类 化 石 做 过 较 多 的 描述 工作 , 其 余地 区 则 很 少 进行 系统 研究 , 对 动物 

地 理 分 区 也 难于 讨论 。 随 着 我 国 社会 主义 建设 事业 的 发 展 ， 海 相 新 生 代 地 层 古 生物 研究 
工作 也 逐步 开展 起 来 。 近 十 多 年 来 ,对 辽宁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和 广东 海南 岛 等 地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化 石 做 了 较 多 的 采集 .描述 工作 , 在 此 基础 土 ， 笔 者 试 对 我 国 东部 沿海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的 动物 地 理 分 区 作 一 初步 划分 。 

一 、 动 物 地 理 分 区 

我 国 大 陆 东 部 和 南部 濒临 太平 洋 的 三 个 边缘 海 , 自 北 往 南 为 黄海 ,东海 和 南海 。 由 辽 

东 半 岛 和 山东 半岛 呈 拱 形 包围 的 渤海 是 我 国 的 内 海 。 我 国 海岸 的 大 致 轮廓 可 能 在 更 新 世 

已 基本 形成 , 只 是 因 受 各 种 自然 因素 的 影响 ,海平 面 有 升降 而 引起 海岸 的 进退 疲 动 。 大 约 

到 全 新 世 海水 才 退 至 现今 的 位 置 , 并 构成 目前 的 四 个 海区 。 

依据 第 四 纪 我 国 东 部 双 壳 类 动物 群 的 差异 可 分 为 三 个 不 同 的 动物 地 理 区 ( 表 1) 。 

1. 古 渤海 黄海 区 

本 区 包括 辽宁 南部 ,河北 东部 和 山东 半岛 沿岸 .江苏 东部 到 新 江 杭 州 湾 一 带 的 第 四 系 

分 布 区 。 第 四 纪 , 这 一 地 区 曾 广泛 遭受 海 浸 , 海 相 沉积 地 层 也 相当 发 育 ， 含 丰富 的 双 壳 类 
化 石 。 杭 州 湾 以 北 的 海 相 双 壳 类 化 石 群 以 Potamocorb1a amurensis-Anomia lisch- 

kei-Chlamys cumingitti 组 合 为 代表 ， 其 中 Meretrix meretrix, Mactra chinensis, 

Tapes (Ruditapes) variegata, T. (R.) philippinarus, Siliqua minima, Anadara 

granosa, Scapharca subcrenata, Barbatia parallelograma, Anomia lischke, Chla- 

mys cumingii, Ostrea pesetigris 等 种 属 数量 多 或 常见 。 产 出 最 多 的 Potamocorbz- 

la amurensis 是 朝鲜 海岸 第 四 纪 至 现代 的 种 ， 也 是 我 国 山东 江苏 及 新 江 第 四 系 中 的 常 

见 种 ,个 体 数量 多 , 保存 也 较 好 。 同 时 也 分 布 到 日 本 本 州 东北 部 和 北海 道 , SOAS. 

寒 温 带 的 种 类 分 布 到 亚 训 东北 部 , 它 的 现 生 者 生活 在 20 一 60 米 水 深 的 砂 泥 质 海底 。 Me- 
retrix meretrixz 和 Mactra chinensis 都 是 朝鲜 、 日 本 及 我 国 上 晚 第 三 纪 至 现代 的 常见 

种 ,数量 较 多 ,多 生活 在 浅海 区 的 细 砂 表层 ， 是 温暖 水 的 种 类 。Siligua minima 在 而 东 、 

江苏 的 第 四 系 中 极为 常见 ， 也 是 我 国 海域 直到 中 南 半 岛 、 非 律 宾 、 朝 鲜 、 日 本 九州 等 地 广 

泛 分 布 的 印度 - 西 太 平 详 的 暖 水 性 现 生 种 。 但 值得 注意 的 是 ;目前 在 浙江 BER 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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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 国 东部 及 邻 区 第 四 纪 双 亮 类 化 石 地 理 分 布 表 

Letonucula niponica (Smith) 

Arca boucardt Jousseaume 

Arca philtpptana Dunker 

Arca ctstu'a Reeve 

Barbatta parallelagramma Busch 

Barbatia (Acar) plicata (Dillwyn) 

Tristdos kityonot Kuroda 

Anadara granosa Linnaeus 

Anadara (Scapharca) cornea Reeve 

“Anadara (Scapharca) satowt (Dunker) 

Kaa ¢K> 
| h% mm B 

+44 

_Anadara (Scapharca) subcrenata (Lischke) 

Anadara (Diluvarca?) rhombea (Born) 

‘Striarca olivacea (Reeve) 

Strrarca (Didimacar) tenebrica (Reeve) 

Clycymerts formosanus Yokoyama 

Septifer (Myettlisepta) sp. 

Pinna attenuata Reeve 

Chlamys cumingt: (Reeve) 

Chlamys cf. tethard: (Grabau et King) 

Spondylus candidus Lamarck 

Spondylus flabellum Reeve 

Amustum japontca (Grmelin) 

Amustum pleuronectes (Linne) 

Anomia ltschket Dautzenberg et Fischer 

Placuna placenta (Linnaeus) 

Pecten aurantiacus Adams et Reeve 

Ostrea crenultfera Sowerby 

Ostrea cucullata Born 

_ Ostrea denselamellosa Lischke 

-Ostrea foltum Linnaeus 

Ostrea paulucciae Crosse 

’ Ostrea rtvularts Gould 

-Ostrea (Crassostrea) pesttigris Hanley 

Ostrea (Crassostrea) gtgas Thunberg 

‘Codakta exasperata (Reeve) 

Epreodakia delicatula (Pilsbry) 

也 可 

十 

+ 十 ++T 

_ Pillucina (Pilluctna) semipolita (Nomura) 

Drplodonta bashthoensts (Nomura) 

Chama dunker: Lischke 

Chama tostoma Conrad 

Cycladicama cumingti (Hanley) 

Taras mille pustulata Nomura 

Beguina semiorb:culata (Linne) 

Crassatellites lochbecker (Ko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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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石 

Crassatellites sulcatus (Lamarck) 

Carditum stnense (Sowerby) 

Cardium toreanum (Yokoyama) 

Trachycardium hanpetzanense Nomura 

Laevicardium biradiatum Bruguiere 

Fulvia australis (Sowerby) 

Tridacna squamosa Lamarck 

Hrppopus htppopus (Linnaeus) 

Mactra chinensis Philipp: 

Mactra quadrangularts Deshayes 

Mactra venertformis Reeve 

Caceella chinensts Deshayes 

Solen gordonts Yokoyama 

Solan (Solen) strictus Gould 

Stliqua minima (Gmelin) 

Tellina remtes Linnaeus 

Arcopagta (Quadraus) sp. 

Tell:ina (Cadella) delta Yokoyama 

Tellina (Moerella) trtdescens (Benson) 

Tellina (Moerella) jedoensts (Lischke) 

Tellina (Moerella) philippinara (Hanley) 

Tellina (Moerella) mtiyatensis (Yokoyama) 

Exotica clathrata (Deshayes) 

Heteromacoma :trus (Hanley) 

Donax semtgranosus trop:cus Scarlate 

Donax (Chion) dyson 

Asaphts deforata (Linnaeus) 

Sangutnolaria sp. 

Sinnovacula constricta (Lamarck) 

Trapezium (Neotrapezitum) liratum (Reeve) 

{socardia vulgarts Reeve 

Corbicula fluminea (Muller) 

Corbicula japontca sandtformts Yokoyama 

Corbicula largillert: (Philippi) 

Venus toreuma Gould 

Venus (Antigona) reticulata Linnaeus 

Venus (Antigona) puerpera Sowerby 

Venus (Antigona) lamellarts Schumacher 

Pertglypta puerpera Linne 

Circe sertpta (Lanne) 

Gafraium pectinatum (Linne) 

Gafratum dtvartcatum (Gmelin) 

Sunetta (Sunettina) concinna Dunker 

Sunetta (Cyclosunetta) menstrualis (Me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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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trix deguchti Hayasaka and Hayasska 

Meretrtx lamarckz Deshayes 

Meretrtx meretrix Linne 

Meretrix subovata sp. n. 

Prtar crocea (Deshayes) 

Pitar subpelluctda (Sowerby) 

Pitar (Pitarina) sulfarea Pilsbry 

Dostnta (Lamellidostnia) grunert Philippi 

Dosinta (Lamellidostnia) laminata (Reeve) 

Dostnia (Phacosoma) cumingtt (Reeve) 

Dosinta (Phacosoma) gtbba A. Adams 

Dostnta (Phacosoma) japonica (Reeve) 

Cyclina s:nensts (Gmelin) 

Tapes turgrda (Lamarck) 

Tapes (Rudttapes) vartegata (Sowerby) 

Gomphina (Maertdtscus) veneriformts (Lamarck ) 

Katelysta (Hemttapes) rtmularts (Lamarck) 

Paphia (Paphta) trata (Philippi) 

Paphta (Paratapes) undulata (Born) 

Anomalocardra flexuosa (Linne) 

Anomalocardta (Anomalodtscus) squamosa (Linne) 

Anomalocardta (Cryptonemella) producta Kuroda 

<nomalocardta (Cryptonemella) dongshanensis Lan 

Basstna (Callanatts) hayasakat Kotaka 

Chione chlorottca Philippi 

Chione (Claustnella) tsabellina (Philippi) 

Chione (Claustnella) trara (Dillwyn) 

Protothaea jedoensts (Pilsbry) 

Timoclea micra (Pilsbry) 

Timoclea tatwanensts (Nomura) 

Sphenta binhatensts Lan et Wang 

Sphenta cf. bingham: Turton 

Antsocorbula minutissima Habe 

Antsocorbula scaphotdes (Hinds) 

Vartcorbula ct. ratalis (Hinds) 

Potamocorbula amurensts (Schrenck) 

Potamocorbula jasciata (Reeve) 

Hiatella cf. ortentalss (Yokoyama) 

Barnea (Barnea) candida (Linne) 

Martesta yoshtmurat (Kuroda et Termachi) 

Pholaditdea (Monoplax) acutithyra Tchang, Tsi et Li. 

Pholadidea(Monoplax) dolichothyra Tchang, Tsi et Li. 

Pholadtdea (Monoplax) rhombotdithyra Lan et Wang 

Myadora (Myadoropsts) inflata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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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岛 等 地 的 第 四 系 中 尚未 发 现 。Tapes (Ruditapes) variegata, T. (R.) philippina- 

rus 除 在 江苏 第 四 系 中 找到 少量 标本 外 ， 在 山东 、 辽 宁 的 第 四 系 中 目前 尚未 找到 ， 而 在 

福建 和 广东 海南 岛 的 第 四 系 中 也 发 现 了 大 量 标本 。 它们 的 现 生 者 广泛 分 布 在 印度 - 西 太 

平 洋 , 北 起 萨 哈 林 岛 ( 库 页 岛 ) , 哪 霍 次 克海 南端 日本、 朝鲜 ,中国 沿海 ， 直 到 非 律 宾 、 安 达 

曼 群 岛 .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卡拉 奇 等 地 ,是 生活 在 潮 间 带 泥 砂 质 中 的 种 。 渤海 湾 庙 岛 群 
岛 第 四 系 牡 蚌 贝 壳 堤 中 除 少 数 Protothaea jedoensis, Arca (Navicula) boucadi 外 ， 

都 是 各 种 牡 蚌 贝壳 组 成 。 其 中 Ostrea gigas, O. rivularis 是 我 国 第 四 纪 至 现代 沿海 

及 河口 附近 繁盛 的 种 类 。Ostrea cucullata 除 在 我 国 沿海 分 布 以 外 , 还 分 布 到 日 本 、 印 

度 尼 西亚 大洋洲 ,非洲 和 红海 ,是 广 布 的 暖 水 性 种 类 。 

综 上 所 述 ， 这 个 地 区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动物 群 的 属 种 比较 单调 ， 除 大 量 出 现 的 Po- 

tamocorbula 以 外 ， 就 以 异 齿 类 的 Meret7Tir，Mact7a，Siligua，Dosinia 及 蜡 类 中 

AY. Anadara, Scapharca, Barbatia 等 属 较 常 见 。 此 外 , 尚 有 数量 不 多 的 穴居 种 类 ， 如 
Lithophaga, Sphenia, Martesia, Pholadidea 等 。 暖 水 性 的 海 扇 类 在 这 一 动物 群 中 极 

为 少见 ， 只 Chlamys cumingii RIL, SH (Cardiidae) 在 这 一 地 区 的 第 四 系 中 

尚未 发 现 。 这 也 表明 此 动物 群 属 温暖 水 的 类 群 ,从属 种 的 分 布 可 以 认为 它们 属 印度 - 西 太 

平 洋 区 系 的 一 部 分 , 并 可 与 日 本 .朝鲜 等 地 第 四 系 中 相当 的 动物 群 相 比较 。 

2. 古 东 海南 海北 岸 区 

此 区 包括 杭州 湾 以 南 的 浙江 、 福 建 . 广 东海 南 岛 北部 和 台湾 等 地 第 四 系 分 布 区 。 第 三 

纪 , 人 台湾 和 广东 雷 琼 地 区 曾 遭 受 海 浸 , 形成 巨 厚 的 第 三 系 海 相 沉积 。 到 第 四 纪 海 水 逐渐 缩 

小 , 致使 台湾 岛 、 雷 州 半 岛 和 海南 岛 完全 升 起， 形成 相似 今天 的 台湾 海峡 和 琼州 海峡 。 因 

此 ， 第 四 纪 海 相 沉 积 层 只 见于 大 陆 边 缘 和 沿岸 大 小 岛屿 的 周围 , 如 澎湖 岛 、 东 山 岛 海南 岛 

及 福建 沿岸 都 有 丰富 的 化 石 。 这 一 动物 地 理 区 的 双 壳 类 为 Tapes (Ruditapes) variega- 
ta-Paphia undulata-Amusium spp. 组 合 。 其 中 蜡 齿 目 底 栖 泥 砂 质 底 的 种 类 极 多 ， 如 

Tapes (Ruditapes) variegata, Chion dysoni Sunetta menstrualis, Gomphina ( Ma- 

cridiscus) veneriformis, Donax cuneatus, D. semigranosus, Paphia (Paratapes) 

undulata, Cyclina sinensis, Pillucina (Pillucina) semipolita, Anomalocardia 

(Cryptonemella) producta, A. (C.) dongshanensis, Trapezium (Neotrapezium) 

liratum, Dosinia japanica, Pitar indecoroides, Timoclea sp. 等 。 蜡 类 的 属 种 也 较 

丰富 ， 如 Anadara (Scapharca) cornea, A. (S.) subcrenata, A. (Diluvarcaz) 

rhombea, Trisidos kiyonoi, Barbatia sp., Glycymeris formosamus, 在 这 一 化 石 

群 中 Paphia (Paratapes) undulata 和 Anomalocardia (Cryptonema) producta 

EASAZARKNH, REMKROBERH RBG. AATEC R AEA. ee 

和 澳大利亚 北部 ， 是 热带 种 。 它 们 也 都 是 台湾 苗栗 群 和 广东 雷 琼 地 区 望 楼 港 组 〈 均 为 证 
新 统 ) 的 重要 分 子 。Gomphina (Macridiscus) veneriformis 是 我 国 沿海 及 目 本 的 常见 

现 生 种 ， 在 现代 海洋 申 它 分 布 于 北纬 18 一 38" ， 而 我 们 目前 所 掌握 的 第 四 系 材料 中 它 只 

见于 福建 以 南 的 地 区 * 以 北 地 区 现在 尚未 发 现 。Pillucina 和 Timoclea 都 是 福建 第 四 系 

长 乐 组 的 重要 分 子 , 它们 也 见于 台湾 上 新 统 苗 栗 群 和 日 本 中 新 统 至 十 新 统 的 宫 崎 层 群 ,也 

是 日 本 房 总 半岛 ,能登 半 中 以 南 . 中 国 沿海 印度尼西亚, 非 律 宾 及 澳大利亚 的 现 生 属 ,是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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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至 亚热带 的 属 。4nadara(Scapharca) cornea 是 台湾 上 新 统 和 洛 湖 岛 及 福建 东山 岛 第 

四 系 中 常见 种 ,同时 也 见于 日 本 九州 南部 、 琉 球 群 岛 和 帝 汶 岛 更 新 世 地 层 中 ， 在 印度 尼 西 

亚 曾 见于 上 新 世 地 层 中 。4mnadara (Scapharca) satowi 是 澎湖 岛 和 东海 第 四 系 盖 层 中 

的 分 子 ， 也 见于 日 本 利 岛 更 新 世 地 层 ， 是 日 本 中 部 、 能 登 半 岛 和 西南 太平 洋 海 岸 的 现 生 

种 。T7isidos 是 印度 -太平 洋 第 三 纪 至 现代 的 属 ， 也 是 我 国 台湾 上 新 世 苗 栗 群 和 福建 第 

四 系 长 乐 组 的 特征 分 子 ， 目 前 在 我 国 福建 以 北 的 第 四 系 地 层 中 尚未 发 现 ; 在 日 本 见于 利 

岛 和 神崎 的 更 新 世 地 层 。 这 属 的 现 生 种 从 日 本 的 洁 户 内 海 向 西南 到 我 国 福建 .台湾 ,海南 

岛 , 以 及 非 律 宾 、 马 六 甲 \ 澳 大 利 亚 和 印度 洋 均 有 分 布 ,是 热带 和 亚热带 的 属 。 这 三 化 石 群 

中 除 异 齿 类 、 媒 类 种 类 繁多 , 不 同 于 前 一 动物 地 理 区 外 ， 海 扁 类 〈(Pectinid)” 和 秘 赂 科 
(Corbulidae) 也 出 现 了 新 成 分 ， 如 Pecten aurantiacus, Amusium pleuronectes, - 

A. japonicum, Placuna placenta, |) J% Potamocorbula fasciata 和 Anisocorbula 

spp. 等 都 是 这 一 动物 群 的 重要 分 子 。 此 处 还 有 少数 穴居 的 种 类 Barnea (Barnea) can- 

dida, Amusium 是 印度 -太平 洋 热 带 和 亚热带 的 属 , 在 我 国 福 建 和 广东 海南 岛 的 第 四 纪 

地 层 中 常见 ,也 是 台湾 和 雷 琼 地 区 上 新 世 地 层 中 的 重要 分 子 。Placvwna placenta 在 我 国 

见于 福建 及 其 以 南 地 区 的 第 四 系 和 现代 海岸 ， 向 南 可 分 布 到 非 律 宾 、 澳 大 利 亚 和 印度 洋 ， 

是 热带 种 。Potamocorbula fasciata 在 我 国 第 四 系 中 也 多 产 于 杭州 次 以 南 , 在 山东 有 少 

数 标 本 。4misocorbyla 目前 在 我 国 第 四 系 中 也 仅 在 福建 以 南 地 区 见 到 , 它 的 现 生 种 是 印 
度 - 太 平 洋 的 热带 种 。Barmea (Barnea) candida 原 是 

大 西洋 广泛 分 布 的 现 生 种 类 , 也 曾 见 于 地 中 海 和 黑海 , 而 

在 太平 洋 只 见于 我 国 东南 海岸 ， 目 前 仅 在 福建 第 四 系 长 

乐 组 中 发 现 。 

综 上 所 述 , 这 一 动物 群 的 属 种 相当 繁盛 , 以 异 齿 类 和 

蜡 类 占 优 势 , 另 一 较 显 著 的 特点 是 出 现 了 Amusium 和 

Placuna 热带 和 亚热带 的 属 ， 个别 地 方 它 们 的 壳 体 堆积 
Meee BRIRCEL 1). 同样 在 这 个 动物 地 理 区 种 相当 重要 地 位 区 

属 是 Trisidos, Paphia, Pillucina, Anomalocardia, 

Timoclea 和 Anisocorbula 4 viii (WAT, CNR AS Ee 

是 暖 水 性 的 类 群 。 在 福建 沿岸 第 四 系 长 乐 组 中 还 有 Potamocorbule 的 出 现 , 或 许 反映 第 

四 纪 冰 期 时 , AEDT TRB FS Kk it Tit RA) eg 

3. 古 南海 区 

它 包 括 了 台湾 岛 南端 ,海南 岛 南部 及 其 以 南 地 区 的 第 四 系 分 布 区 。 在 这 里 , 继 上 新 世 

海 浸 之 后 , 更 新 世 可 能 一 度 上 升 , 到 全 新 世 又 在 海岛 周围 接受 了 第 四 系 海 相 况 积 。 目 前 笔 

者 对 这 一 动物 地 理 区 的 资料 掌握 得 还 不 够 全 面 , 但 就 现在 所 知 , 这 一 组 合 与 前 一 动物 地 理 

区 的 属 种 较 接 近 。 最 突出 的 特点 是 出 现 了 典型 的 热带 分 子 ， 并 以 Timoclea batavian- 

Chama dunkeri 做 为 这 个 组 合 的 代表 。 其 中 数量 较 多 或 常见 的 属 种 是 : Arca (Arca) 
cistula, Anadara granosa, Anadara (Scapharca) cornea, Anadara (Diluvarca?) 

thombea, Ostrea crenulifera, Ostrea paulucciae, Spondylus flabellum, Spon- 

dylus candidus, Codakia exasperata, Epicodakia delicatula, Tellina remi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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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gia (Quadrans) sp., Antigona lamallaris, Venus (Venus) toreuma, Anoma- 

lodiscus squamosa, Crassatellites sulcatus, Meretrix meretriz, Chama dunke- 

ri, Hippopus hippopus, Tridacna (Chamestraches) squamosa, T. (C.) maxima, 

Corbula erythradan 和 Timoclea, Asaphis deflorata =, 在 这 个 组 合 中 十 分 重要 、 

RUBE Timoclea, Spondylus, Hippopus, Chama, 它们 都 是 日 本 房 总 半岛 、 能 登 半 

岛 以 南 , 我 国 东 南 沿 海 、 非 律 宾 ̀ 澳 大 利和 印度 洋 的 现 生 属 , 也 曾 见 于 以 上 地 区 的 第 三 纪 至 

第 四 纪 的 地 层 中 。4mnzomalodiscus squamosa 是 分 布 于 日 本 本 州 及 琉球 中国、 非 律 宾 和 

印度 洋 的 上 新 世 至 现代 的 暖 水 种 。4saphis deflorata 是 日 本 九州 和 我 国 东 南 沿 海 的 现 

生 种 ,也 产 出 于 台湾 高 雄 恒 春 第 四 纪 珊 瑚 礁 中 。Codakia eraperata 在 台湾 产 出 于 上 新 

世 苗 栗 群 和 第 四 系 中 ， 同 时 也 是 日 本 琉球 到 我 国 台湾 一 带 的 现 生 种 。 尤 其 是 Tridacna 
(Chamestraches) squamosa, T. (C.) mazima 在 海南 岛 岩 县 第 四 纪 珊 瑚 礁 中 易于 见 

划 , 它们 在 印度 -太平 详 热 带 海区 分 布 很 广 , 是 纯 暖 水 性 的 种 , 这 是 很 有 意义 的 。 

这 一 动物 地 理 区 的 化 石 组 合 面貌 与 前 一 区 的 大 体 相 同 ， 最 重要 的 区 别 是 出 现 了 Hi- 

ppopus, Chama, Tridacna, Spondylus 等 典型 热带 和 亚热带 的 属 , 它们 与 热带 浅海 珊 
瑚 礁 共 生 , 其 中 Tridacna (Chameatraches) squamosa 和 T. (C.) maxima 两 种 在 

海南 岛 央 县 升 起 的 第 四 系 珊 瑚 礁 中 常见 ， 清 楚 地 表明 这 一 动物 群 应 属 热带 暖 水 性 类 群 。 

综合 上 述 三 个 动物 地 理 区 的 特点 , 可 以 比较 明显 地 看 到 , 杭州 湾 和 海南 岛 南 部 一 台湾 

南端 是 两 个 动物 群 分 区 的 分 界线 。 杭 州 湾 以 北 的 第 四 纪 双 壳 类 以 温水 性 的 种 类 居多 ， 尚 

有 人 少数 暖 水 性 的 属 种 也 能 分 布 在 这 个 地 区 , 属 温暖 水 的 类 群 。 而 杭州 湾 以 南 总 的 趋势 是 暖 

水 性 的 属 种 显著 增加 ， 只 在 浙江 和 福建 沿海 第 四 系 中 还 可 找到 温水 性 的 属 种 ， 可 能 是 受 

第 四 纪 冰 期 影响 之 故 ， 所 以 总 的 组 合 是 属于 暖 水 性 的 类 群 。 在 杭州 湾 以 南 的 地 区 还 有 一 

条 了 明显 的 界限 是 在 海南 岛 和 人 台湾 岛 的 南端 ， 这 里 出 现 了 纯 暖 水 性 的 属 种 ， 显 示 为 典型 的 

暖 水 性 类 群 ， 因 此 将 它 从 杭州 湾 以 南 这 个 热带 和 亚热带 的 化 石 群 中 划分 出 来 还 是 比较 适 

宜 的 。 

二 、 关 于 第 四 纪 上 暖流 的 分 析 

依据 上 述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帝 类 动物 群 的 特点 及 它们 与 邻 区 同时 代 动 物 群 的 关系 ， 可 以 

清楚 地 看 到 : 古 渤 海 黄海 区 的 动物 群 中 有 不 少 是 日 本 本 州 东 北部 及 北海 道 等 地 ， 甚 至 向 

北 可 达 萨 哈 林 岛 ( 库 页 岛 ) 和 哪 霍 次 克海 南端 都 有 分 布 的 属 种 ; 而 杭州 湾 以 南 的 两 个 动物 

地 理 区 中 ， 绝 大 部 分 是 与 日 本 能 登 . 房 总 以 南 、 非 律 宾 、 印度尼西亚 , 甚至 印度 洋 和 澳 大 利 

亚 第 三 纪 至 现代 相同 的 属 种 。 这 些 特点 明确 表示 我 国 东部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动物 群 应 属 

印度 - 西 太 平 洋 动物 区 系 。Potamocorbula 一 属 从 中 国 、 朝 鲜 直 到 日 本 北海 道 、. 萨 哈 林 岛 

〈( 库 页 岛 ) 等 地 都 有 分 布 ,说 明 古 潮 海 黄海 区 的 动物 群 与 北半球 的 冷水 疲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相 

反 ，Timoclea 属 在 日 本 、 中 国 、 非 律 宾 、 澳 大 利 亚 的 第 三 纪 至 现代 都 有 存在 ，PlIacuwna， 
“Ser7ipectem2” 属 也 分 布 到 印度 洋 和 澳大利亚 ,4mzusium，SpomadyIus Tridacna 和 Ta- 

pes (Ruditapes) 等 属 也 都 是 印度 - 西 太平 洋 的 重要 分 子 , 显示 了 第 四 纪 时 我 国 东南 部 海 
相 双 壳 类 动物 群 与 印度 详 和 南半球 的 澳大利亚 的 动物 群 有 较 密 切 的 联系 。 由 于 双 壳 类 动 

物 群 所 反映 的 这 些 特点 ， 笔 者 相信 ， 在 第 四 纪 时 汉 着 西 太平 洋 海 岸 也 有 与 当今 黑 潮 暖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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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似 的 暖流 存在 (图 225” 那 时 ” 暖 状 从 赤道 附近 把 南半球 的 热带 分 子 和 印度 洋 的 分 子 通 

过 中 南 半 岛 海峡 带 到 南海 局 由 于 海南 岛 和 台湾 锅 在 第 四 纪 之 前 早已 形成 岛屿 ， 所 以 在 朋 

流 到 达 南 海北 部 , CASRN, 必然 分 为 两 支 : 主要 的 一 支 ( 靠 大 洋 一 侧 ) 沿 着 海南 岛 东 
“ 侧 向 北 东 方向 移动 ,经 过 台湾 南端 , 绕道 台湾 东 侧 , 穿 过 琉球 群岛 ， 而 后 到 达 日 本 九州 岛 。 

这 部 分 海流 因 人 靠近 大 洋 , 很 少 受 大 陆 降水 .气温 等 因素 的 影响 ， 所 以 它 基 本 上 和 保持 了 热带 

暖流 的 特性 , 盐 度 和 水 温 都 较 高 。 因 此 , 它 所 携带 的 动物 群 表现 出 典型 的 热带 类 群 。 然 而 ， 

暖流 的 另 一 支 ( 靠 大 陆 一 侧 )， 沿 着 大 陆 边 缘 慢 慢 地 朝 东 北方 向 移动 。 同 时 ， 因 大 陆 上 淡 
水 的 不 断 注 人 , 又 受气 温和 海岸 地 形 等 因素 的 和 干扰, 其 盐 度 .水 温 、 流 速 都 有 变化 ， 因 之 形 

成 亚热带 的 暖 水 流 。 AN APA RIA. 带 来 了 丰富 的 有 机 质 ， 成 为 双 壳 类 充分 繁衍 、 

发 展 的 良好 场所 ,在 这 部 分 地 区 属 种 特别 丰富 。 这 个 暖流 的 分 支 沿 着 大 陆 经 过 台湾 海峡 . 
直到 杭州 湾 附 近 , 可 能 由 于 中 生 代 时 形成 的 岭南 隆起 及 大 陆 上 古 长 江 , 古 黄河 的 大 量 淡 水 

流入 古 东 海 和 黄海 的 原故 ,使 得 这 支 亚 热带 的 暖 水 流 不 能 完全 流 人 古 黄海 ;而 再 一 次 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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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 四 纪 暖 流 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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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支 ,一 部 分 折 向 东 流 , SRROEAKRAILA, HAAALNSRA. B-BD MAL 

流 大 古 黄 海 ,， 这 也 就 是 古 渤海 黄海 区 第 四 纪 双 壳 类 动物 群 中 还 有 与 福建 、 人 台湾 等 地 第 四 

纪 相 同 的 属 种 的 原因 。 这 支 较 弱 小 的 亚热带 暖 流 到 达 古 黄海 以 后 ， 因 限于 朝鲜 半岛 和 大 

陆 之 间 ， 必 然 形成 一 种 近似 环流 的 状态 ， 可 能 进一步 受到 大 陆 河 流 、 冰 川 等 因素 的 影响 ， 

水 温 \ 盐 度 都 会 低 于 古 东 海地 区 , 这 就 是 杭州 湾 南 、 北 第 四 纪 双 壳 类 发 生 明显 变化 的 重要 
原因 。 

三 、 我 国 东部 第 四 纪 时 古 地 理 初 角 

于 二 根据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在 我 国 东部 沿海 从 北 到 南 的 地 理 分 布 ， 可 以 看 出 这 时 的 海 相 

地 层 分 布 情况 在 杭州 湾 南北 有 明显 的 差异 。 北 起 辽宁 锦州 , 天津、 河北 廊坊 、 沦 州 ,山东 辛 

店 ̀ 荣 城 , 江苏 连云港 . 皇 宁 、 东 人 台 、 射 阳 、 滨 海 , 南通 和 太湖 平原 , 直到 浙江 的 杭嘉湖 平原 都 

有 广泛 的 第 四 纪 海 相 沉 积 , 其 中 化 石 经 鉴定 大 多 与 当今 黄 渤海 的 现 生 种 相同 。 如 Trape- 
zium (Neotrapezium) liratum, Meretrix meretrix, Scapharca subcrenata, Bar- 

batia parallelogramma, Anomia lischkei, Ostrea (Crassostrea) pestigris 等 都 是 

常见 的 种 类 。 它 们 表明 第 四 纪 古 渤海 黄海 区 的 水 温 、 盐 度 等 可 能 与 现代 这 个 海区 的 海水 

情况 大 体 一 致 。 只 是 海水 的 范围 更 向 西 扩 展 ， 但 在 各 地 伸 人 大陆 的 程度 不 同 。 一 般 在 

50 一 150 公里 ， 而 在 十 河道 的 地 方 有 可 能 伸 人 程度 更 大 。 地 质 部 第 三 普查 大 队 黄 育 庆 送 

来 陕西 西安 某 钻 孔 中 井下 800 余 米 处 的 双 壳 类 化 石 ， 经 笔者 鉴定 有 Potamocorbula 

I 十 渤海 一 黄海 沿岸 区 

I ois 一 南海 北岸 区 

Il 古 南海 区 
0 250 500 750 公 里 

图 3 ”中国 东 部 第 四 纪 海 相 双 壳 类 动物 地 理 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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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7emsis。 这 个 属 在 深 人 大 陆 内 如 此 之 远 的 地 方 出 现 是 非常 值得 注意 的 。 它 表 了 明 西 安 

一 带 在 第 四 纪 时 曾经 有 海水 到 达 过 , 至 少 海水 曾 沿 着 古 黄河 河道 上 漳 到 西安 地 区 ,致使 这 

个 滨海 河马 相 的 咸 水 至 半 咸 水 的 属 能 够 分 布 到 距 今 海岸 已 相当 远 的 位 置 。 说 明 第 四 纪 时 

海 浸 范围 在 某 个 时 期 是 比较 广 的 。 另 一 情况 是 ， 中 国 科 学 院 海洋 研究 所 巷 树 溪 在 山东 庙 

SHSM SOAR MEK, 经 笔者 鉴定 以 牡 蚌 类 Ostrea rivularis, O. gi- 
gas O. cucularis 为 主 , 还 夹 有 少量 Protothaca jedoensis 和 Arca 等 。 这 个 化 石 群 

反映 当时 是 处 于 滨海 河口 相 的 生态 环境 , 因而 很 可 能 现今 庙 岛 群岛 在 第 四 纪 时 , 曾 一 度 是 

古 黄河 的 一 个 河口 三 角 洲 。 西安 煤炭 研究 所 韩 同 相 送 来 的 山东 荣 城 泥炭 层 的 双 壳 类 化 
石 , 经 笔者 鉴定 也 是 沼泽 相 和 滨海 相 的 ， 如 Trapezium (Neotrapezium) liratum, Ga- 

strana contabulata, Protothaca jedoensis, Corbicula sp.。 这 也 反 映 荣 城 二 带 在 第 

四 纪 时 , 海水 受 自 然 因 素 的 影响 时 升 时 降 。 这 些 情 况 表 示 更 新 世 某 个 时 期 海水 可 能 比 现 

今 的 海域 面积 还 小 , 以 致 古 黄河 河口 向 东 伸 展 到 现今 渤海 口 附近 的 庙 岛 群岛 一 带 。 江 苏 第 

四 纪 的 海 相 贝壳 层 也 集中 在 井下 约 20 米 、50 米 及 100 米 的 三 个 井 段 。 由 于 化 石 采 集 的 不 

够 系统 , 还 不 能 准确 表示 海 相 层 的 层 位 。 但 总 的 可 以 看 出 ， 在 第 四 纪 江 苏 不 止 一 次 诲 浸 

(Al 3). ‘ 

综合 上 述 海 相 双 壳 类 的 分 布 及 化 石 组 合 特点 ， 可 以 认为 我 国 东部 第 四 纪 杭 州 湾 以 北 

WK, 受 自然 因素 的 影响 , 可 能 由 于 冰川 的 消长 , 古 海 时 进 时 退 。 在 海 进 时 , 顺 着 低 四 的 平 

原 及 古河 道 地 域 ， 海 水 能 伸展 很 广 ; 而 在 海 退 时 ， 一 些 平 原 或 滨海 低地 又 形成 沼泽 或 泻 

湖 。 因 此 , 在 这 些 地 区 海 相 层 中 往往 不 时 夹 有 半 咸 水 相 的 双 壳 类 化 石 (如 篮 归 〈《Corbicuw- 

la) 等 ) 是 正常 的 现象 ， 同 时 也 是 海水 波动 的 有 利 证 据 。 

杭州 湾 以 南 的 第 四 纪 海 相 层 远 不 如 以 北 地 区 发 育 ， 只 在 大 陆 边 缘 和 沿岸 的 大 小 岛屿 

周围 有 不 厚 的 、 更 新 世 后 期 或 全 新 世 的 海 相 沉积 层 。 在 罗江 蝇 内 福州 、 白 沙 、 草 诅 第 四 纪 

Bea ba WE RM (Corbicula flumenia) 化 石 层 ， 属 种 单一 ， 而 个 体 数量 极 多 

(图 4) ， 显 然 是 河 湖 相 的 况 积 层 。 在 长 乐 . 厦门、 东山 等 地 的 更 新 世 地 层 也 都 是 陆 相 沉 积 

〈 据 福建 水 文 队 资 料 )， 它 们 可 以 证 明 在 更 新 世 海 水 未 曾 到 

达 这 些 地方 。 其 后 的 全 新 统 长 乐 组 则 从 霞浦 长乐. 平 漂 、 厦 

门 到 东山 岛 均 为 海 相 沉 积 。 在 台湾 也 有 类 似 的 情况 ， 新 生 

代 上 新 世 至 更 新 世 曾 发 生 强 烈 的 造山 和 运动。 在 更 新 统 触 口 

山 组 中 有 陆 生 哺乳 动物 化 石 ， 是 陆 相 沉积 ， 而 其 后 的 更 新 

世 后 期 或 全 新 世 升 起 的 泥 火 山 或 珊瑚 礁 也 都 是 海 相 层 。 因 

此 ， 笔 者 推测 在 第 三 纪 时 曾 接受 海 相 沉 积 的 台湾 西部 及 人 台 

湾 海 峡 地 区 , 到 更 新 世 时 曾 一 度 上 升 而 露出 海面 , 使 得 台湾 

与 大 陆 相 连 。 再 后 到 全 新 世 时 , 由 于 新 构造 运动 的 影响 ,在 

大 陆 一 侧 可 能 是 长 乐 -东山 深 断 裂 的 活动 , 使 得 台湾 海峡 和 

大 陆 边缘 再 度 下 沉 , 接受 了 不 厚 的 ,范围 很 罕 的 ,全 新 世 的 

海 相 沉积 ， 形 成 了 现今 的 台湾 海峡 。 笔 者 在 福建 长 乐 、 厦 

pei 1, AR LL SS Be HS SH LBS EE HSH Wh SERS Hs 
岸 几 公里 至 十 几 公里 远 的 地 方 出 现 。 在 困 江 口 附近 还 见 到 

高 出 现今 海水 面 已 有 10 米 左右 的 海蚀 洞 。 海 南 岛 的 罗 豆 附近 Placvna，4nadara 的 贝 
。1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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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堆 积 成 层 。 这 些 情 况 说 明 在 最 近 的 地 质 年 代 , 也 可 能 几 百 年 或 几 千年 的 时 间 内 ,大陆 沿 
岸 又 在 慢 慢 上 升 , 才 使 得 这 些 全 新 统 的 海 相 地 层 露 出 水 面 ,而 远离 今天 的 海岸 。 

第 四 纪 海 相 沉积 层 , 在 我 国 东部 滨海 各 省 都 有 发 现 ,其 中 海 生生 物 群 也 相当 丰富 。 海 
相 双 壳 类 又 多 是 底 醒 生 物 , 对 自然 条 件 变 化 较 敏 感 。 因 此 , 研究 第 四 纪 双 壳 类 化 石 群 及 其 
分 布 , 对 于 探讨 当时 的 古 地 理 , 古 气候 及 动物 群 的 迁移 等 有 关 问 题 ， 具 有 一 定 意义 。 有 关 
这 方面 的 研究 还 刚 开始 , 材料 也 欠 系 统 , 因而 还 有 不 少 问 题 有 待 进一步 深入 。 

文中 部 分 插图 由 绘图 室 任 玉 捍 同志 绘制 。 在 研究 过 程 中 普 得 到 顾 知 微 教 授 和 章 钟 疙 
教授 的 指导 和 鼓励 ， 同 时 也 得 到 有 关 专 业 组 同志 的 帮助 和 支持 , 笔者 于 此 表示 袁 心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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