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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消息

第二届国际泥盆系大会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

由加拿大石油地质学会主办的第二届国际泥盆系

学术讨论会 ��
����� ����������� �� ��������� �� ‘��

�������� �������于 ���夕年 �月 ��一�� 日在加拿大

卡尔加里市 ��
�����，，

�������召开
。 ����名来自世

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
。
会议的主题是泥

盆纪古地理重建��
����多

�������� ������仁���‘���，
�

。

学

术讨论会包括了下列议题 �

�
�

古地磁
、

古气候和古生物地理的全球性再造�

�
�

构造运动与盆地的演化
。
板块之间的相互作

用
，
热力学模式

，
不整合及沉积作用�

�
�

海侵
一

海退旋回和事件地层学 �

�
�

大面积分布的碎屑岩的陆源区
，
沉积系统和构

造控制�

，�

生物地层学的新进展以及世界性之对比 �

�
�

海相与非海相序列的对比 �

�
�

动植物群落�

�
�

生物礁的分布及其生长类型
，
物质组分和环境

，

成岩作用和储集层的特征
。

礁相与远礁相的关系�

�
�

黑色页岩和碳酸盐岩�

��
�

油
、

气的生成和储集及与区域构造的关系�

��
�

经济地质
，
如大型有色金属矿区的分布及成因

以及大型燕发盆地等
。

会议期间还布置有与泥盆系有关的地层
、

古生物

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勘探仪器
、

实验室设备
、

标本
、
图件

、

书籍等的陈列展览厅
、

内容丰富
、

新颖
，
为大会添色不

少
。

会前和会后均胖有若干条地质旅行路线
，
供与会

者参观
、

考察
。

卡尔加里市西邻落基山脉
，
人口 �� 万

，
是加拿大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的中心
。
加拿大 ��肠 以上的

油气藏就产于泥盆系
。
该市将于 ����年举办冬季奥

运会
。

第二届国咏泥盆系大会会场设在卡尔加里市会议

中心
。
除开幕式及大会报告外

，
共分设 �个分会场

，
分

专题进行学术论文的宣读和讨论
，
如设区域泥盆系�包

括加拿大
、

美国
、

南美
、

南非
、

北非
、

南极
、

欧洲
、

澳大利

亚
、

新西兰
、

苏联
、

西南亚
、

南亚和中国等地的泥盆系�
、

构造和沉积作用
、

黑色页岩
、

陆源碎屑岩
、

生物礁和碳

酸盐岩
、

古气候
、

古生物地理
、

生物地层
、

动植物群落
、

自然事件和生物事件等
。

上一届国际泥盆系大会是在二十年前
，
也是在卡

尔加里召开的
，
会后出版了两大厚本的会议论文集

。

由

于中国当时处于史无前例的
“
文革”之中

，
所以没有派

代表团参加
，
因此会议论文集中也就没有收集有关中

国泥盆系的资料
。
作为国际性学术大会

，
缺少了中国

这么一大块地区的资料
，
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和

不足之处
。

所以在相隔了二十年之后召开的第二届国

际泥盆系大会的开幕式上
，
大会主席

，
加拿大著名地质

学家麦克拉伦博士一再表示感谢中国派出了一个阵容

强大的代表团出席大会
，
这是对本届大会最有力的支

持
。

有关中国泥盆系的专题学术报告会是安排在 �月

�。 日上午的一个分会场内举行的
，
在会上共宣读了 �

篇论文
，
这些论文反映了我国近年来泥盆系研究的最

新成果
。
大会主席以及一些访问过中国的知名学者都

在临会场听报告
，
他们对中国泥盆系研究的进展表示

赞赏
。

我国出席本届泥盆系大会的代表计有 � 地矿部的

侯鸿飞
、

何心一
、
吴怡

、

播江
，
教委系统的白顺良

，
煤炭

部的吴贤涛
，
科学院的俞昌民

、
戎嘉余

、

廖卫华等
。
此

外
，
一些目前正在加拿大留学和进修的地层

、
古生物和

沉积岩工作者也出席了会议
。

这次学术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年轻的学者纷

纷脱颖而出
，
在会上崭露头角

，
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

和系统的观点
。

如美国����

大学的 ��
���� 和 ������的

“
古气候标志并推论欧美大陆的古纬度

” ，
他们认为确

定古纬度主要应根据古地磁
、

古气候
、

古生物地理和大

地构造等四个方面的资料
，
用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进

行成图
。
他们利用当今地球表面气侯分带的现象

，
而

在不同的气候带中产生各自独有的标志 性矿 物和 岩

石
，
应用将今论古的现实主义原理结合古地磁资料来

恢复泥盆纪的古气候带
、

古海洋流以及古板块位置
。

例

如碳酸盐
一

蒸发岩建造产生于低纬度的干旱带
，
而目前

位于北纬 �。 “

一�。
“

的西伯利亚泥盆系的蒸发 岩应生

成于当时北纬 �
“

一��
“

的干旱气候带内
。

美国 ���
��

大学的 ��
“ ��“ 等人在会上作的

“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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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纪古地理再造” 学术报告也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

趣
，
会场内座无虚席

，
他们目前采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了

包括有海
、

陆
、

山脉分布的早泥盆世惹丁期和埃姆斯

期
，
中泥盆世吉维期

，
晚泥盆世法门期等四幅古地理

图
。

这些图件具有下列四个新奇的特点 �

�
�

删去了原来图件中存在于冈瓦纳与北美和北欧

之间的宽阔海洋�

�
�

把冈瓦纳的方位与古气候
、

生物地理等标志一

致起来了 �

�
�

东冈瓦纳现在包括了西藏
、

缅甸
、

马来西亚
、

印

支和华南等地 �

斗
�

大地构造模式详细描述了 �“ �“ �� “
海的闭合和

北阿巴拉契亚山和加里东地块的形成
。

冈瓦纳新的古地磁资料表明非洲北缘在泥盆纪位

于南温带
。
在巴西和非洲的一些地方也先后发现了冰

债层和冷水动物群
。

根据古地磁资料
，
在泥盆纪时北美地处南亚热带

。

泥盆纪全球性古地理的变化是由于当时发生了若

干个重要的构造运动事件
，
如 ������

�

海的闭合
，
北美

与欧洲的碰撞
，
西伯利亚与加拿大北极区的对接

，
以及

澳大利亚东缘岛弧与北美西海岸的崩陷等
。
华南和华

北在早古生代时可能曾与东冈瓦纳相连
，
但在泥盆纪

的某些时期则从冈瓦纳断裂分离出去
，
漂移到温暖的

亚热带或赤道海洋之中
。

泥盆纪的生物事件与事件地层学也举行了专场报

告讨论会
。
专家们深入研讨了泥盆纪各个全 球性 事

件
，
特别是对泥盆系影响巨大的晚泥盆世 �������� �

事

件
，
造成了泥盆纪生物属种的大量绝灭

。
它是由于海

侵黑色页岩缺氧环境引起的
，
还是外来星体撞击地球

的结果� 这些问题也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

会后
，
国际泥盆系分会还举行了有关问题的研讨

会
。

�廖卫华 供稿�

新书简介

古植物学家斯行健教授的重要遗著即将问世

—介绍 《内蒙古清水河地区及山西河曲地区晚古生代植物群》

我国古植物学界的老前辈
，
已故古植物学家斯行

健教授离开我们已二十余个年头了
，
他留下了洋洋廿

余万言的力著—
《
内蒙古清水河地区及山西河 曲地

区晚古生代植物群
》 。

他的学生张善祯副教授也付出了

相当的劳动
，
用了多年的时间

，
对他的遗稿和数千块标

本进行了精心整理
，
并实地考察测制了所涉及的剖面

，

对原稿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改
。
该书即将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
。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

，
涉及面广

，
具有学术和

实用价值的专著
。
作者系统描述了采自内蒙古清水河

地区和山西河曲县本溪组
、

太原群
、

山西组及石盒子群

的植物化石 �� 属
、 ���种

，
包括 �新属和 �斗新种

。

该植

物群是世界著名的华夏植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
几乎

包括了石炭纪和二叠纪维管束植物所有主要 的门 类
。

蔗类和种子旅类约占 ���
。
其中栉羊齿 �尸“ ��‘“ 矛，�

和楔羊齿 ���人。 �����
，
�最为丰富

。
本区虽未见真正

的烟叶大羽羊齿 ����
�，�，�户“ ��， ” ��� ‘�“ � “ ‘

�
���“�

，

但发

现了栗叶单网羊齿 ����
� 。 ‘�����。 区 ���，‘ ��云�

。
木贼类

、

楔叶类和石松类在本区各约占 ���
。
科达类 化石 虽

仅�种
，
但标本丰富

。
银杏类

、

苏铁类仅一
、

两种
。
松

柏类仅见存疑枝条
，
但抱粉分析的结果

，
确切地表明了

松柏类的存在
。

作者通过对这个植物群的分析和化 石 层 位的 对

比
，
研究了本区植物群的特征

，
总结出本地区石炭纪及

二叠纪植物分布的规律
，
这对全面了解华夏植物群的

丰富内容和演变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
，
对亚洲东部晚

古生代植物的阶段发育和某些属种的系统分类提供了

新的佐证
，
并为地质基础理论的研究�如板块构造等�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
该书对我国工程地质

、

石油

地质和矿产勘探
，
特别是对煤炭资源的勘探提供了可

靠的古生物地层资料
。
晚古生代陆相地层是我国主要

的含煤地层
，
且分布甚广

，
因此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

术意义
，
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

斯行健教授学术造诣很深且治学严谨
。
在这部巨

著的字里行间
，
重现了这位古植物学老专家的风茂和

他的学术思想
，
该书对广大地质工作老

、

从事古生物
、

生物地层研究及区域地质调查和煤田勘探的有关科技

人员以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
书后

附有 �� 幅清晰的图版
，

并有 ��余万字的英文全文
。

为

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
。
该书的出版对我国的四化

建设将是一个重要贡献
。

张汝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