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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志 留系研究之今昔
�

戎嘉余 陈 旭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一
、

月� 舀

一个半世纪前
，

两位英国先驱地质学家 �
�

�������� 和 �
�

�盯����
�� ������分别创

立了寒武系 ��
������� ������� 和志留系 ����

����� ������� 两个系级单元
。 � 年 后

，

�
� ��

���
。 。
������的

“
志留系

”
一书正式出版

，
距今恰好 ��� 年

。
为此

，
国际志留系分会和英

国的有关学会在英国召开国际志留系大会
，
并组织野外旅行

，
考察英格兰和威尔士志留纪地

层剖面
。
当年 ������

�
�� 创立志留系的这些重要剖面

，

今 日已成为国际志留系的统阶层型 �

���
�
���
�� 在创立志留系后

，
直下威尔士西南角 ����

�
��

�
郡的 ������

�，
研究该区沿海岸

的志留系剖面
。
一个多世纪来

，

该剖面几经研究
，
至 ����年

，
�

�

�
�

������
�
据此和其它剖

面资料提出不同深度腕足动物群落的分布规律
，
大大推动了群落古生态学和生态地层学的发

展
。
可见

，

今昔志留系研究之巨大变化
。
笔者在参加这次国际志留系大会之际

，
对比我国志留

系研究之今昔
，
浮想联翩

。 ��� 年来我国志留系研究成绩为世人所瞩目
，
但以我国志留系良好

发育和研究现状
，
比较英国等志留系发育虽不足而有些领域研究之精深

，
令人深思

。
为此

，
我

们草拟本文
，
以献读者

。

在地质年代表中
，

志留系是已经确定上
、

下界线和内部统界的第一个系 ����
���� ，

�����

�������
，
���七 �����

，
�����

，

这些界线已由国际地层委员会正式批准实施
。
尽管有些界线

�包括志留系的下界�的确定还不尽如人意�我们将另文阐述�
，
但终究使全球志留系地质学者

结束了不统一的状态而有了
“
共同语言

” 。
这种共同语言是各国地层学家长期工作的目标

，
其

它各系的研究者也正在纷纷为此努力
。
但是

，
有了

“
共同语言

”
并不意味着地层学研究的终点

。

相反
，

新的问题会接踵而来
。
已确定的 ��

�
����

��� 统与 �
������ 统的分界遇到了

“
麻烦

” ，

便是一例
。
笔者基于对国内

、

外志留系研究的认识
，
对我国志留系研究的过去

、

现状和将来分

别进行回顾
、

评述与展望
，
以祈对今后我国志留系的研究有所帮助

。
涉及到志留系的顶

、

底界
，

特别是底界的研究
，
我国学者做了大量深人细致的工作

，
并对国际上通过的底界位置表示了不

同的观点
。
因篇幅所限

，
有关内容作者拟另文评述

。

任玉皋同志为本文清绘插图
，
谨致谢忱

。

二
、

回 顾

中国志留系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
。
根据我们的认识

，

大致可以分成以下 斗个阶段
。

第一阶段 �����一 ����� 德国人李希霍芬 ��
�

�
�

����������
�

�����在��中国》一书中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项资助
，为中英志留系研究项目阶段成果之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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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我国部分地区志留系的分层
，

是中国志留纪地层研究的最早记录
。
嗣后

，

一些德
、

法
、

英
、

日的学者首批记述了华南若干常见志留系无脊椎动物化石
，
有十余篇论著发表

。
零星的记录

和局部地区不同层段的研究是本阶段的特点
。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的 �� 年代

。

第二阶段 �����一����� 真正对我国志留系作出开创性的研究
，
始于我国著名地质学家

李四光
、

赵亚曾 ������和谢家荣
、

赵亚曾 ����，�的工作
。
特别是谢家荣

、

赵亚曾提出对湖北

宜昌罗惹坪志留纪地层的划分对比意见时指出那里的志留系均属下统的结论
，

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都由中国学者自己完成的
，
他们发现了许多地区的志留纪地层剖面

、

研

究了其分层
、

分带以及描记部分化石类群
。
前后有近 �� 位中国地质界前辈发表了一百余篇论

文
，
对以华南地区为主的志留系进行了奠基式的研究�孙云铸

， �����许杰
，
����

、
�����李毓

尧等
， �����张席程

，
�����丁文江等

，
�����尹赞勋

、

路兆洽
，
�����卢衍豪

，
一����尹赞勋

、

李星学
，
�����孙云铸

，
����

、
���多

、
�����乐森碍

、

蒋溶
，
�����杨敬之等

，
����

、
一����李星学

等
， ���，�孙云铸

、

王鸿祯
， �����刘之远

，
����� 穆恩之

， ����等�
。
另有美国地质学家葛利

普 ��
������和 日本学者中世古亮平等

。
应该提及的是葛利普教授 �����

、
����

、
�����对我

国志留纪地质学所作的贡献
。
他鉴定了鄂西宜昌罗惹坪和滇东曲靖志留纪地层所产的化石

，

分别提供了早志留世和晚志留世的地层对比意见
。
需要指出的是

，
孙云铸 ������从沉积旋迥

的角度首次将鄂西宜昌一带的志留系三分
，
分别与英国的 ��

�
����

���
，

�
������ 和 ������

统对比
，

并将滇东的关底组
、

妙高组归于 �
������ 统

。
这一结论后来对中国志留系的研究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

第三阶段 �����一 ����� 这个阶段的标志之一是 �篇重要论著的发表
。
首先是著名地

质学家尹赞勋 ������对中国南部志留纪地层之界限分类
、

对比及古地理进行的第一次总结
。

其次是穆恩之 ������对志留纪地层所作全国范围的详尽总结
。
第三篇是尹赞勋 ������着重

总结中国志留纪沉积的大地构造地质背景
，
全面论述中国志留纪地层的分类与对比

，

特别是中

国志留纪的古地理
。
这里

，
我们可以看出尹赞勋与穆恩之对中国志留纪地层的研究付出了极

大的心血
，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这个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解放后全国地质工作者在填图

、

找矿

及基础地质工作中
，
发现许多地层剖面

，
采集了大量重要化石标本

，
这对于研究我国志留纪地

层的划分与对比
、

认识生物群的性质
、

重建沉积环境与古地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这些资料反

映在许多重要的论文中
。
其中俞建章

、

张文堂 ������
，
俞昌民 ������

，
秦洪宾 ������

，
潘江

������
，
霍世诚 ������

，
孙云铸等 ���，��

，
尹赞勋等 ���，�

、
��，��

，
江能人 ������

，
张文堂

等 ���，�
、
����

、
�����

，
吴望始 ���，��

，
陈敏娟 ���，��

，
区之任

、

敖振宽等 ������
，
张 日东

、

俞昌

民等 ������
、

穆恩之
、

张有魁 ������
，
刘第墉等 ������

，
何炎等 ������

，
钱义元等 �一����等

的论文可作代表
。
尹赞勋和穆恩之的总结基本上是在上述基础上进行的

。
他们不仅研究了我

国志留纪的岩石
、

生物和年代地层学
，
而且还讨论了古地理和沉积岩相方面的内容

。
孙云铸

������的观点被尹赞勋
、

穆恩之的总结所采纳
。
当时新的对比证据之一是孙云铸等������

、

洪

友崇等 ������在龙马溪群顶部找到兰多维列世最晚期的带化石 �
� ，
��

�
����

，

在下纱帽群中

发现据说是 ������ 早期 尸
�

�����
口瓜 带的标准化石

。
这样

，
上述方案作为全国对比的标准

，

一直为中外地质学家所采纳
，

并反映在各类古生物地层论文与各种地质图件中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汪啸风������最早撰文报道
，
在黔东北石吁枫香原归属上志留统韩家

店群中发现了 �
������ 世

������������，� 带和 ���������� 世 �������������� 带的笔石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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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对中国志留系三分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

第四阶段 �����一至今� �� 年代初
，
在黔

、

鄂
、

湘
、

川
、

滇等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工作的基

础上
，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志留系队在西南地区测制了一系列地层剖面
，

其研究成果先发表

在
“
西南地区地层古生物手册

”
������

，
后反映在葛治洲

、

戎嘉余等 �����
、
�����的

“
西南地区

的志留系
”
一文中

。
他们根据壳相和笔石化石

，
修正了传统的志留系三分观点

，

将长期归于中

统的罗惹坪组与石牛栏组甚至长期归于上统的纱帽组和韩家店组的大部分划归兰多维 列 统 �

并将滇东原归中统的关底组
、

妙高组划归上统
。
然而

，
上述这些认识仍不完善

。
接着

，

贵州
、

四

川
、

湖北
、

湖南
、

陕西
、

江西
、

安徽和江苏等省地层古生物学者又陆续发表了不同门类的大量化

石
，
不断地将各地志留纪地层的顶界下移

。
在这些新发现中

，
应该提及笔石和牙形刺学者的成

果
。
赵裕亭�见阎国顺

、

汪啸风
， �����

、

汪啸风�见汪啸风等
， �����重新研究了洪友崇������

采集并鉴定的下纱帽组的笔石模式标本
，
倪寓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

�����和汪啸风�阎国顺
、

汪啸风 ����� 汪啸风等
， �����系统采集并研究了标准地点龙马溪组

与下纱帽组�即石屋子组�的笔石
。
他们一致否定龙马溪组顶部产 �

�

�
������� 和纱帽组底部

产 尸
�

瓜���
���的结论

，
将下纱帽组改归兰多维列统�表 ��

。
同时

，
周希云等������最早 研究

了贵州志留纪的牙形刺化石
，
在秀山组中发现了重要分子 ��

。 �口��������
‘ 。 “ 口，，，

提出该地

层的主体时代应属兰多维列世的新结论
。
在滇东曲靖

，
王成源 �����

、
�����首次发现 ���

�

�

如��。 ‘ �行�� 产自妙高组和玉龙寺组中
，
时代为 ������ 晚期

。
正是在这些认识不断深 化

的过程中
，
�� 年代末期和 �� 年代早

、

中期
，
发表了一批全面总结中国志留系的论文与著作

。
继

尹氏和穆氏之后
，
林宝玉 �����

、
�����汇集与综合了大量

、

特别是来自边缘地区的新资料
，
对

表 � 湖北宜昌罗惹坪志留纪地层对比沿革表

������� ������ �� ��� �������� �� ���� ������� �� ��� �������� ������ �� ��
�� �����

，

���盆����
，

��
��� �� ��己�助�，

�
·

��‘ ��·

���

篇翅翅
翻 家 荣荣 孙 云 铸铸 尸赞勒勒穆默默�。 ””

�穆恩之等等

�
。 宝 玉玉 �王喃风芍芍 本 文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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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仁仁

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马马 龙龙 �����

龙龙龙龙龙马页岩岩岩岩 马马 马马 龙龙 澳澳 马马
‘‘‘

峨峨峨峨峨峨峨峨峨 洛洛 马马 组组 演演
�����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组组 溪溪溪 组组 七七七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闷亡亡亡

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已

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召 ，，，

�������������������������
。

只只只

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凌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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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志留系作了第四次全面
、

详尽的总结
。
尹赞勋 ������在报告我国 �� 年来地层工作的进

展时
，
亦对志留系的研究作了新的扼要的论述

。
穆恩之

、

陈旭
、

倪寓南
、

戎嘉余 ������和穆恩

之
、

布科
、

陈旭
、

戎嘉余 ������也对中国的志留系作了综合研究
，
并涉及了生态地层学和古生

物地理学方面的问题
。
�

�

�� 和�
�
������

，

�
�

�� 等 ������和李志明等分别论述了志留纪

珊瑚和腕足动物的古生物地理
。
这些总结虽采用了当时新的对比方案

，

却由于方案还在不断变

化
，
而使各自的结论仍处于修正之中

。
直至最近

，
俞昌民等������

、

陈旭等 ������根据笔石等

化石门类的研究
，
将陕南

、

川北的宁强组及其相当地层全部划归兰多维列统
，
代表了这方面工

作的最新成果
。

本阶段 自 �� 年代中期至今
，
已逾 �� 年

，
且还在延续

。
这段时间共发表了二百余篇有关论

文
，
其中约 ��多是近 �年才问世的�表 川�

，
涉及的地区之广

、

门类之多
，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

时期
，
使我国志留纪地层与化石资料的积累空前丰富

。
这大批成果的重要标志在于许多省区

、

特别是西藏等边缘地区都作了程度不同的全面总结
。
如北方槽区�侯鸿飞等

，
�����

，
天山�成

守德等
，
���，�

，

大
、

小兴安岭�苏养正
，
����� 薛春汀等

，
����� 苏养正等

， �����
、

吉林伊通

�刘渭洲等
，
�����

、

辽宁�王敏成
，
�����

、

宁夏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块 �朱鸿等
， �����

、

内蒙古

�李文国
， �����

、

达茂旗巴特敖包地区�李文国等
， �����

、

昭乌达盟地区 �胡泽瑾
，
�����

、

西

藏�梁寿生
、

夏金宝
， �����林宝玉

、

邱洪荣
，
�����许汉奎等

， ����
、
�����

‘

穆恩之
、

陈挺恩
，

�����杨曾荣
，
�����倪寓南

， �����
、

秦巴地区�李耀西等
，
�����秦锋

、

甘一研
，
�����傅力浦

等
，
�����葛梅钮

、

李崇楼
， �����傅力浦

、

宋礼生
，
�����

、

���南摹江�金淳泰等
， �����

、

长宁

双河�穆恩之
、

朱兆玲等
， �����

、

鄂西宜昌�汪啸风等
，
�����

、

滇东北大关�兰朝华
， �����叶

少华等
， �����

、

盐津�周铁明
， �����

、

滇西�倪寓南等
，
�����

、

滇东曲靖�葛治洲
，
戎嘉余等

，

�����戎嘉余
、

杨学长
， �����方润森等

，
���，�

、

苏皖地区�朱兆玲
、

陈旭等
，
�����张全忠

、

焦

世鼎
，
�����陈旭等

， �����张全忠
，
������又如新疆�王务严

， �����
、

甘肃�王端龄
、

何永鲸
，

�����甘肃省区调队
， �����

、

贵州�王立亭
， �����龚联攒

，
�����

、

云南�王举德
，
�����

、
四川

�金淳泰
，
�����

、

广西�张继淹
，
�����

、

江西�魏秀拮等
， �����等省区

。
川西二郎山地区志留

系的研究令人瞩目
。
�� 年代中期

，
笔者之一戎嘉余曾与川西攀枝花地质大队的李宏英一起鉴

定了志留纪的腕足动物
，
发现那里不仅有 ��

�

����
��� 统

，

而且也发育 ������一������� 统的

���
口
叮�� 动物群

。
这是滇东曲靖与扬子区其它地区志留系对比的要害连接区

。
欣闻成都地

质矿产所叶少华
、

金淳泰
、

江新胜等已完成了
“
四川二郎山地区志留纪地层与古生物

” ，
期待早

日出版见书
。
以上各项成果全面反映了我国志留系研究的总体水平

，
与国际标准的对比趋于

可靠
，
如华南板块大部分地区的志留纪地层不断被证实属兰多维列统

，
便是一例

。

就古生物各门类化石的研究而言
，
无论发表的论文数还是研究人数均达历史最高峰

�

�插

图 ��
。
常见的有关大化石许多论文陆续发表

，
如笔石�穆恩之

、

倪寓南
，
���� �汪啸风

，
����

、

�����陈旭
、

林尧坤
， 一�夕��倪寓南

，
����

、
�����邓宝

，
�����夏广胜

，
�����黄枝高

， �����黄

枝高
、

鲁艳敏
，
�����葛梅饪

，
�����俞剑华等

，�����陈旭
，
����

、
一����李积金

，�����赵裕亭
，

�����刘渭洲
， 一����宋礼生

， �����傅力浦等
， �����何心一

，
刘淑梅等

，
����等�

，
腕足类�盛

怀斌
， �����刘发

、

黄柱熙
，
�����戎嘉余

、

杨学长
， ��夕�

、
����

、
����

、
�����阎国顺

、

汪啸风
，

一����王社等
，
�����苏养正

，
�����杨学长

、

戎嘉余
， �����张梓散等

， �����苏养正等
， �����

�
大量的化石材料发表在各省区的古生物图册中

，为节省篇幅
，
不一一列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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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夕尔气阻兄旧����，沪、 、 甘劝 ����������召召比刁价名召次价长价环朋朋

献女数目

插图

������� ��� � ����

� 示我国 ����一����年有关志留纪地层与生物群的论文数

�� ��� ������ � ������ �� ���� ��� ���������� ���� ���� �� ���� �� ���

���� ���� ������������ �卫�� ������

戎嘉余等
，
����

、
�����傅力浦

， ����
、
������汪啸风等

， �����
，

三叶虫�伍鸿基
，
��夕�

、
���，

等�夏树芳
，
�����张全忠

，
����� �����

，
����

、
�����罗惠麟

，
�����张文堂

、

孟宪松
，
�����

林天瑞
， 一���

、
�����李善姬

，
����等�

，
珊瑚�林宝玉

，
见李耀西等

，
�����林宝玉

， ����等�刘

发
、

黄柱熙
，
�����郭盛哲

，
�����王鸿祯

、

何心一
， ����

、
������

��� �� ��，
�����何心一

、

李志明
，
�����李耀西

，
����� �� �����������

，
�����金淳泰

， �����邓占球
、

杨道荣
， �����

邓占球
，
�����何心一

，
�����周希云

， ����
、
�����高建国

，
�����黄柱熙

、

程立人
， �����林

宝玉
、

池永一等
， �����丁春鸣

， ����等�
，
层孔虫�董得源

、

杨敬之
， ���� �杨敬之

、

董得源
，

�����董得源
， ����等�

，
苔鲜虫�杨敬之

、

夏凤生
，
�����胡兆殉

， �����夏凤生
， ����等�

，

头

足类�陈均远
，
����� 陈均远等

， �����邹西平
，
���七 赖才根

、

朱夔玉
， �����李学森

，
程立人

，

����等�
。

应该指出的是微体化石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
尤其是牙形刺�王成源

，
����

，

����
、
����

、
���斗等 �周希云等

，����
、
����

、
����

、
������邱洪荣

，����
、
�����喻洪津

，
�����

丁梅华
、

李耀泉
， �����林宝玉

，
����，

倪世钊见汪啸风等
，
�����安太痒

，
�����左自壁

， �����

和几丁虫�耿良玉
、

李再平
，
�����李再平

、

耿良玉
，
�����邢裕盛

， �����耿良玉
， �����耿良

玉等
， �����耿良玉

、

蔡习尧
， �����

，
华南和西藏志留纪牙形刺生物地层序列已基本建立 �此

外‘ 还有微古植物 �侯静鹏
，
����� 叶晓荣

，
���� �邢裕盛

、
刘桂芝

，
�����方晓思

、

何胜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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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思
、

侯静鹏
，
�����方晓思

， �����
，
介形虫�郑椒英

，
�����孙全英

， �����
，
嚎壳纲

�张仁杰
， ���勺

，
蛇尾纲�林天瑞

，
�����

，
痕迹化石�杨式溥

，�����张欣平等
，
�����曾羽

、

杨瑞

东
，
�����等

。

引人注意的是
，

有 �� 余篇论文报道了海相无颗类和鱼类化石�潘江
，
����� 、

�
、
�����刘玉

海
， �����黎作聪

，�����王士涛等
， �����潘江

、

王士涛
，�����刘士藩

，
����

、
����等�

，

且深人

到鱼类微体化石的精细研究�王念中
、

董致中
， �����

，
不仅对探讨早期脊椎动物的分类进化和

生物地理意义重大
，
而且由于无脊椎动物化石的时代佐证

，
使这些化石的时代更加确切

。
我国

已知最早的此类生物产自下红层的溶溪组�潘江
、

曾祥渊
， ���，�

，
时代为兰多维列世特利奇早

期
。
产自秀山组

、

夏家桥组
、

坟头组的无领类和鱼类化石为特利奇最晚期 �甚至迥星哨组
、

小溪

峪组
、

西坑组
、

茅山组和唐家坞组的产物属于兰多维列世末期的可能亦不宜排除
。

华南板块大部分地区在兰多维列世末期至文洛克世升隆成陆
，

为早期陆生植物的起源创

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
。
在黔北凤岗八里溪�邻靠当时黔中古陆北缘�的韩家店组顶部

，

耿宝印

������发现的具维管束的植物化石甚为重要
。

尽管其系统分类位置尚有争议
，
却已引起国际

古植物学家的密切关注
。
如果耿氏所描记的化石层位时代确凿�兰多维列世的特利奇期�

，
无

疑对这类植物起源问题的解决将起重要的作用
。

根据上述
，
本阶段是迄今为止我国志留系研究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

大量新资料的延续积累

和对传统划分方案的不断修正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
。

三
、

现 状

近年来
，
对志留纪这一特定的地质历 史时期有了新的认识

。
了解全球志留纪以下 �个特

点对于我国志留系的研究不无裨益 � ��� 志留纪是显全宇时限最短的一个纪 �约二千七百万

年�� ���在各大分离板块上陆表海和陆缘海的浅海陆棚范围相当广阔
，
台地碳酸盐岩和碎屑

岩发育� ���气候温和
、

纬向分异不明显
，
多数陆块包括我国的许多板块均处于中

、

低纬度区 �

非洲南部和南美南部缺失碳酸盐岩与海相红层
，

证明属于凉水与冷水的环境 �北方晚志留世的

蒸发岩则反映了干燥带的存在 ����环境分异比较缓和
，

除加里东运动的典型地区之外
，

其它

各板块均不见明显的造山运动
。
区域环境的剧变与突变少见

，
没有集群绝灭��

���

�����������

事件
，
也没有大规模

、

众多门类
、

多层次的适应辐射 ���印���� ����
������事件 � �，�所报道

的志留纪海洋生物几乎都是浅海类型的
，
没有可靠的深海大化石记录 �������

，
���������

以腕足动物
、

珊瑚为代表的底栖生物和以笔石
、

牙形刺为主的漂浮和浮游生物占据优势
，

志留

纪还是具维管束植物和有领类脊稚动物首次出现的时期
，
生物礁主要见于文洛克和罗德洛世

，

而兰多维列世的礁极少 ����活动带中的火山活动主要反映在以黑龙江北部经内蒙古
、

蒙古

南部
、

哈萨克东南部到乌拉尔东部这一个火山碎屑岩带 ���
� 。 。 �， ����� 穆恩之等

，，���������

沉积相变化明显
，

一些常见的相环境有了新的解释
。
如黑色笔石页岩

，
并非都是深水产物

，

也

可见于浅水含不同盐度的海域里
。
又如老红砂岩相长期被认为是陆相产物

，
实际上许多是近

岸半咸水一海湾环境
，
应属于海相生态系统

，
或者海陆交互相生态系统

。

从全球看
，
笔石的分带序列比较细

，
个别腕足动物谱系带业已建立

，

而它们与牙形刺之间

的精确对比正在进行之中
，
研究成果将为国际志留纪地层提供新的对比标准

。
志留纪年代地

层界线在国际上的确定提高了全球性对比的精度
。 ·

沉积相与生物相研究密切结合
，
建立了不

少令人感兴趣的相环境模式
。
群落生态和生态地层的研究也由于 �� ����� ������对威尔士



� 期 戎嘉余等� 中国志留系研究之今昔

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介介介介
��� ���工工

燕燕燕
�������
���

一

吮吮纵
�������

队队队队厦厦尹尹

�������洛洛洛洛
�

少少
���

�����������
、、、、、 ���

���������

熬熬熬熬
�� ���������

厂厂厂下下

氮氮氮氮氮
�����

��护脚脚带 丫
弓弓弓弓弓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

娜娜娜娜
了二沉沉沉沉沉沉沉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尸叮叮叮叮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洲洲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
寸一���尹获�一���卜

·

一一一一
�

�右。 ，于卜
�

琴
���

飞飞飞

断断断断
泣

�

飞派派
�

川���������
」
�卜�想

�

乙乙乙乙

、、、、、、、、、、、、、、、、、、、、、、、、、、、、、、

搜搜搜搜搜办办书
���一寻

性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洲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仃仃讯 ���
正正正正正

����� ‘ � ���������������� �����������

����� 里 塑� 乒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

������� ‘ 南 厂厂厂厂

插图 � 示我国志留纪地层的出露与古板块界线

������� ���� ���� � �忱���� �� ���� � ���� ����������� �� ��������

兰多维列世腕足动物的经典工作而有了明显的进展
。

在志留纪
，

中国是由若干主要大陆板块包括华北板块
、

华南板块
、

塔里木板块和西藏板块

所组成�插图 ��
。
位于或邻接这些陆块之间还有不少小块体或地体

，
其性质目前并未完全清

楚
。
在这些主要板块上

，

华南板块的志留系是我国志留系研究的标准地区
，

许多地层序列在那

里建立
。
最新资料表明

，
扬子地台上的志留系可能大都属于兰多维列统

，
唯扬子台地西缘的滇

东
、

川西等凹陷区发育罗德洛与普里道利统
，
扬子地台北缘陕东南紫阳等地发现文洛克统笔

石�傅力浦
， ���叭 葛梅钮

、

李崇楼
，
���究 戎力浦

、

宋礼生
，
�����外

，
至今仍未见可靠的文洛

克统的重要分子 �陈旭等
，
���叭 戎嘉余等

， �����
。
从兰多维列统的珊瑚

、
层孔虫的大量繁

盛
、

紫红色页岩与碳酸盐岩的广泛发育
，
加上古地磁研究成果

，
均表明华南板块地处当时热带

，

亚热带的位置
。
该板块西北缘陕西紫阳等地发育兰多维列世一文格克世以笔石页岩为主的斜

坡相地层
，
并发育浊流沉积�赵健

，
�����

，
系消减后的剩余部分 �而向东到华南板块的东北缘

，

如江苏南京
、

安徽巢湖
、

滁县等地
，
不仅未见斜坡相沉积

，

连台地相的大部分也遭消减破坏
。
表

明华南板块至少西缘和北缘与相邻板块的陆壳对接的后果
，
使板块界缘出现了不同宽度的消

减带
。

华北板块内部至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志留纪地层
，
但是在它的北缘

、

西北缘和西缘
，
有一些

不同时期的陆壳褶皱增生带
，
最后依附于华北板块的边缘

。
华北板块北缘发现加里东期蛇绿

岩套
，
界缘比较清楚�王荃

，
�����邱济安

，
�����胡晓

， �����
。
内蒙古中部�戎嘉余等

，
�����

和吉林省中部�刘发
、

黄柱熙
， �����罗德洛统所含 �

口�口鳍�� 动物群
，‘
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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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褶皱增生带�如小兴安岭�所含 �“ 。 ����� 动物群 ��
��� ��������

，
�����苏养正

，
�����分

开
。
宁夏中部同心照花井原归文洛克统的壳相地层

，

现已证实属兰多维列统�傅力浦
， ������

，

可能系华北板块西缘的陆壳增生带
，

属于陆缘浅海区�周志毅等
，
�����

。
后来与祁连山地块的

东部相接
。
祁连山的志留纪地层是否各统齐全

，
还有疑问

，

泉脑沟组是否全部是文洛克世
，

亦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塔里木板块的志留系研究开始不久
。
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
志留纪时是与华北板块分离

的
。
塔里木板块西北部柯坪地台上兰多维列早期�路丹期�海侵开始接受碎屑沉积

，
至中期�埃

隆期�为浅水含笔石页岩 ��� �一 ���陈旭
，
�����

，
后海水变浅

，
发育文洛克早期以后长期的

海相红层
，
这种近滨环境一直延至普里道利世�板块东北部孔雀河流域发育台缘碎屑岩

。
传统

的南天山大部分属于塔里木板块的北缘活动带
，

西段为火山碎屑岩夹少量碳酸盐岩
，
产兰多维

列�含
‘ 。 “ 。 ���到普里道利世 �含 �����������的壳相化石 �东段为典型的硬砂岩复理石建

造
，

发现特利奇早期的笔石
。
中天山�即伊宁地块及其东延部分�与北天山及西准噶尔地区

，

志

留纪时可能系哈萨克板块的边缘活动带
，
火山碎屑岩

、

碎屑岩
、

巨厚的复理石堆积
，
目前已发现

特利奇
、

罗德洛世的笔石
。

在准噶尔盆地的北缘与东北缘
，

大致从斋桑
一

额尔齐斯
一
克拉美丽以北

，
属于西伯利亚板块

南缘活动带
，
发育 ������� 的火山岛弧建造

。
西段的志留系包括兰多维列含笔石页岩

、

文洛

克火山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含腕足类
、

珊瑚等底栖化石�
、

罗德洛火山碎屑岩复理式建造 �含

������
��� 带的笔石�和普里道利浅水碎屑岩�含笔石及植物 �口�砂

口爪 。
类��东段的志留系在

罗德洛世发育 �“ ，����� ����，��二� 动物群 ��
��� ��� �����

，
�����张梓欲等

，
�����

，

与

东北小兴安岭的同一动物群�苏养正
，
�����遥相呼应

。
显然

，
它们都属于西伯利亚板块最南

部的边缘活动带
。

西藏板块的情况比较复杂
。
志留纪时期是否包括不同的中间地块

，
由于控制的点还很少

，

难以作深入探讨
。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

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志留系
，
主要为

砂页岩与灰岩
，
最初称石器坡群�王义刚

， �����
，

后来林宝玉
、

邱洪荣 ������
，
穆恩之

、

陈挺恩

������根据新的剖面各自重新确立新的地层系统
，
林氏等发现了跨越兰多维列

一
文洛克统界线

的牙形类
�� ��户���，��������和罗德洛世的

�������“ �带的重要化石�邱洪荣
，�����

，

整体时代

自兰多维列至普里道利世以及更高的洛赫柯夫世地层
，
全部地层厚度很薄

，
不到 ����

，
显然

属于台地相沉积
。
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冈底斯

一
念青唐古拉区

，
已知的志留系亦以台地相的沉积

为主�倪寓南
，
�����

，
申扎地区的志留系厚度不大

，
兰多维列统由笔石页岩夹薄层灰岩和中厚

层灰岩组成
。
笔石化石主要为路丹阶和埃隆阶的产物

，
������口����翔，

���
�“ 二认。 “ �

的发

现指示 ��������� 早期 ������，���二� 带
。
此外

，

还含牙形类
�����，�与

�����������������
，

罗德洛世地层则含牙形类 �����
‘ “ �

�喻洪津
， �����

，

所含鹦鹉螺类与聂拉木产地类同 �陈均

远等
， ����� 林宝玉

、

邱洪荣
，
�����

。
穆恩之

、

陈挺恩 ������认为
�
早志留世由于雅鲁藏布江

断裂带进一步扩大
，
形成东西向断陷的海槽

，
造成南北相带的分异

，
尼泊尔加德满都以南地区

向西延伸到斯匹迪地区 �������
，
下志留统均为介壳相灰岩

，
属于南方碳酸盐相带 � 申扎

、

班戈

间的界线以北为北方碳酸盐相带� 中间为笔石相砂页相带
。
看来在志留纪时雅鲁藏布江南北

的沉积和生物群特征不能证明它们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板块
。
西藏更往北的地区

，

志留纪地

层只有零星的发现
，
总体面貌还不清楚

。
喀喇昆仑山脉可能包括了西藏板块北缘的活动带

。

滇西的志留系属于地台型
，
为浅海碳酸盐岩和碎屑岩

，
厚度小

，
已知最厚的一个剖面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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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列
一

普里道利世地层均有代表�倪寓南等
，
�����

，
总厚仅约 ����

，
与扬子区的平均厚度相差

好几倍
。
兰多维列世为笔石相

、
文洛克

一

普里道利世为壳相或混合相
，
普里道利世发育 ��� 。 ，口�

。 �细�� 层
，
此其特点

。
西藏与滇西有一定的关系

，

但目前还难以最后肯定
。
三江地区是世界上

地壳变形
、

岩石变质
、

构造变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
，

加之工作难度大
，
许多问题还不可能作深人

的研究
。
在目前来说

，
滇西与西藏属于同一板块的认识

，
证据还不够充分

。

经过广大地区许多地层学者的艰辛工作
，
我国志留纪地层的轮廓已基本清楚�插图 ��

。
西

藏
、

新疆
、

内蒙古
、

黑龙江
、

云南等一些边缘地区的工作尤其重要
。
凡此

，
不仅反映在用多重地

层学的概念对我国志留纪地层进行系统研究
，
描记了大量生物群

，
建立了许多类别的生物地层

分带
，
初步明确主要板块上的生物群性质

，
而且还反映在古地理

、

古生物地理
、

古气候
、
古生态

上的研究
。
然而

，
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
本文下一节将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
以供同行们参考

。

插图 � 示我国主要地区志留纪地层标准剖面及其对比

������� � ��� ������ � � �� ��� ���� ���� �� ���� � ��� ����� �� ���������

四
、

展 望

�
�

地层学

��� 关于对比精度 我国的笔石序列数兰多维列世发育较好
，
文洛克世的次之

，
罗德洛世

和普里道利世的欠缺�在生物地层学中
，
笔石带和牙形刺带之间的对比

，
最为重要�它们与几丁

虫以及壳相动物组合带之间的对比均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
以提高地层对比的精度

。
这里包括

一些关键性的地层问题急待寻找重要剖面加以解决
。
如扬子地台上究竟有没有文洛克世的地

层�滇东曲靖地区与扬子地台上的志留纪地层是否有同期沉积� 目前还有争论
。
腕足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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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
两地没有重复部分�葛治洲等

，
�����戎嘉余

、

杨学长
， ����

、
�����

，
牙形刺的研究

证实了这种结论�王成源
， ����

、
������陈均远等 ������持不同意见� 林宝玉 ������和方润

森等 ������仍将关底组划归文洛克晚期
。
此外

，

在滇东地区
，
志留

一

泥盆系的界线长期置于玉

龙寺组和翠峰山组之间
，
但一直缺少化石证据

，

妙高组与翠峰山组的鱼类有不同特点
，

但这也

可能是由于翠峰山组底界上下海洋环境的显著不同而导致的差别�王念忠
、

董致中
，
�����

，
如

果玉龙寺组的时代为 ������ 晚期至 �������早期的论点�戎嘉余
、

杨学长
， ���。 、

����� 王成

源
， �����是合适南话

，
那么整合于玉龙寺组之上长期被视作早泥盆世的翠峰山组部分地层属

于志留纪的可能性不应排除
。
如果这样

，
除对全球志留纪晚期海陆交互相地层的研究以及对

我国南方古地理的认识都会带来重大的修正外
，
以陆相地层的出现作为泥盆纪开始的观点也

应予修正
。

威尔士中部的兰多维列区已被作为国际兰多维列统的标准地区 ��
。 。�� 。 ‘ 。 �

� ，
�����

，
但

是有关的阶层型和界线的精确对比还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未获解决��
�����

，
�����

。
英国学

者是根据腕足动物 �。 � 。 。 ��。
和 ����‘习

。 。 ��� �日，� 的谱系带来肯定埃隆统和特列奇统的底

界的 ��
。 。�� 。 ， 。 �

� ， �����
，
但是由于标准剖面上笔石化石奇缺

，
致使这些腕足类与笔石带的

对比关系并没有精确肯定
。
如兰多维列地区特列奇统底界与 ，“ ���‘ ��。 ，盯 带之底是否一致并未

获得足够证据
。
兰多维列统与文洛克统的分界是在文洛克地区确定的

，
由于牙形刺

。 � 口
���

口�

�彻��
口记 。 �

带�位于
‘ ����沂 带之上�穿越兰多维列统

一
文洛克统的分界

，
故不易在壳相地层剖

面上予以识别
，
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
在西藏

，
林宝玉和邱洪荣 ������将这条界线放在

��口
����脚������

��
带之底就是 �个例子

。
在陕南紫阳虽有兰多维列统至 �

������ 统的连

续笔石序列
，
但不见壳相动物和牙形刺化石

，
难以解决壳相地层中 ��

�������� 阶和 ����
�
��

阶的分界
。

���关于
“
共同语言

”
近 �� 年来

，
国际志留纪地层分会通过投票表决

，
确定志留系分统

建阶的标准
，
经国际地层委员会批准实施

。
我国志留系长期采用三分法

，
即下

、

中
、

上 �统
。
我

们提议
，
在我国的各类出版物中

，
宜用 ����������

，

�
������

，
������ 和 ��������个统来取

代原有的 �个统
。
完成这个取代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麻烦

，
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
但是我们应

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
在编制各类图件时还可采用志留系二分的方案

，
这就是下志留亚系和

上志留亚系
，
分别包括 ���������� 与 �

������ 统
，
������ 与 �������统

。

至于岩石地层学
，
也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
其中包括岩石地层单位名称的统一

。
这个问题在

扬子区最为突出
。
同一种性质的岩层序列拥有 �

、
�种以上的名称屡见不鲜

，
这种状况应该得

到改变
。
广泛协商是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

。
此外还普遍存在着同一岩石类型的地层

，
俯就于

生物地层学的划分而人为地分为不同岩石地层单位
，

应该按地层分类多重性的基本原理加以

修正
。

地层学包括的范围越来越广
，
汲取地层体的所有信息

，
使地层学向综合全息的方向发展是

国际地层学正在注意的一个问题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
国际上和国内�张守信等�长期从事的

理论地层学的研究尚未扩大到对我国志留纪地层研究的理论指导
。
至于事件地层学如海平面

升降等和生态地层学均已起步�戎嘉余等
， �����戎嘉余

，
�����

。
磁性地层学已取得成果

，
如

滇东
、

内蒙古阿拉善地块
、

广东地区�刘椿等
，
见方润森等

，
�����朱鸿

、

贺正轩
， ����� 苏朴

、

刘

永晓
，
������骆万庆�见方润森等

，
�����已采用 ��一�

，

法对曲靖的志留纪地层做了同位素年

龄测定
。
化学地层学

、

构造地层学和序列地层学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
值得开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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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 近一
、

二十年来
，
由于学科的交叉与渗透

，

古生物学从生物学等其它学科中

得到许多新的信息
，
理论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
这些变化推动了国际古生物学的进步

。
但

是
，
这些新理论

、

新观点如点断平衡论 ��
��������� ������������

、

宏演化论 ��
����������

�����
、

分支系统学 �
�����������

、

隔离分化论 �
�����������等

，
在我国志留纪生物群的研究

中尚未得到反映和检验
。
因此

，

理论研究的薄弱甚至空白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
如果近几

年这一领域不予涉及
、

这一状况不予改变
，
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古生物研究水平的提高

，
从而降

低我国古生物材料的应有价值
，
对于国际古生物学

，
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

我国各主要地区志留纪许多门类的化石已以论文和图册的形式发表
，
其历史作用为大家

所公认
，
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

，
不少化石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
大批新属

、

新种的建立
，
也存在

着不完备之处
。
对同一地点

、

层位的同种个体缺少居群生物学 ������
����� ��������的研究

，

缺少居群的大小
、

生长
、

结构
、

密度及其散布的信息�许多种的个体发育
、

群体变异的内容几乎

还是空白
。
分类研究的现状容易导致同种个体被鉴定为异种甚至异属的后果

。
因此

，
我们的

分类工作的观念应该发生深刻的变化
，
如用居群的概念指导将使分类研究更为合理

，
也有助于

改变只使用传统的模式概念的状况
。
因为这一概念随着现代生物学对物种认识的深化已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
。
我们理应适应这些变化

。
分类是基础

，
但研究不应就此停步

，
还需要提高

，
也

就是用国际上公认的先进理论来指导
，
抓住关键的化石材料来检验各种理论和观点

，
不仅会提

高我国古生物研究的总体水平
，
而且会大大有益于国际古生物学的理论研究

。

�
�

古地理学和古生物地理学 最早是五十年代的刘鸿允 ������
，
随后是穆恩之 ������

、

尹赞勋 ������
，
直到八十年代的林宝玉等 ������

，
关士聪等 ������

，
穆恩之等 ������和王

鸿祯等 ������为我国的志留纪编制了若干幅不同时期的古地理图
，

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
关世

聪等 ������和王鸿祯等 ������强调用活动论的观点来研究古地理
。
但总体上说

，
还缺少

体现在图件上的活动论观点
，
也很少反映志留纪我国各大分离板块的古地理位置的图件

。
无

论从古气候学还是古海洋学的角度看
，

我国志留纪各板块不是孤立的和固定的
，
它的定向

、

移

位及其与其它板块的关系是古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古地理学结合古地磁的研究在我国

已经开展
，
刘椿等�见方润森等

， �����认为晚志留世的滇东曲靖地区地理位置在当时的赤道

附近
，
处于热带气候环境中

，
这与碳酸盐岩和紫红色碎屑岩的良好发育吻合

，

苏朴
、
刘永晓

������认为广东肇庆
、
河台地区志留纪的纬度约在北纬 ��“ 。

但是
，
这些与 �。 ����� 等������

所编制的全球志留纪古地理图上华南板块的位置有明显差异
。
从 ����

���
的图件看

，
华南板

块从奥陶纪早期到泥盆纪
，
几乎没有变动

，
显然是不妥的

。
华南板块晚期的 ������� 动物群主

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区 ��
��� ��� �����

，
�����

，
���������� 世的动物群及岩石特征显示

了热带区的特点
，

似乎表明从奥陶纪到志留纪华南板块向赤道方向位移了一段距离
。
这种观

点尚待古地磁学和沉积学的研究加以验证
。
我们还没有将多数信息包括生物的与物理的信息

来综合考虑华南与其它板块在地球上的位置
，
及其在地史时期中的位置变化

。
板块位置确定

后
，
有关古海洋学的许多问题�如古洋流的方向与动物群迁移的关系�便接踵而至

。
这些

，
都是

今后值得注意研究的
。

古生物地理
。
我国志留纪古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 �����

�

�� ����
，
���。 �

陈均远等
，
�����戎嘉余等

，
���一����� ��� �� �����王鸿祯

、

何心一
，
�����林宝玉

，�����

王钮等
， �，��� 李志明

， ����� 何心一
， �����

，

但仍有以下 �个问题值得考虑
。
一是综合性

，

现有的资料多涉及单一门类的属级地理分布
，
综合的

、

全面的分析还不够
。
诚然

，
不同门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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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控制因素并非一致
，

但是
，
首先需要综合各门类的资料

，
然后来看一看有哪些一致的

与差异的地方
，

是什么因素控制这些一致性与差异性的
。
二是新技术方法

，
单纯地列出分类单

元的名单
，
与有关地区的名单对照

，
指出缺少的与共同的分子

，
这是基础性的工作

。
用不同的

数理统计方法使用电子计算机求得亲缘关系指数
，
用分枝系统学的方法

，
寻找两地的源区等项

工作应该开始做了
。
三是缩短时隔

，
现有资料主要是以世为单位讨论的

，
有的甚至以纪为单

位
。
现在看来

，

需要考虑期这一基本单位
。
笼统地以纪

、

世为单位
，
容易将不同的区系性质掩

盖下来
。
四是需要注意研究不同生态等级单元所含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
区分古生物地理

区系与生态分异两种不同的概念
，
以避免可能将同一地理区系的不同生态域的动物群视作不

同的动物地理区系
。
我们意识到

，
研究古生物地理学

，
若不先涉及群体生态学

，
是难以顺利进

行的
。
我国志留纪特别是华南板块上的化石

，

具有从近岸到远岸
，
从浅海到较深水域的例子

，

详细研究不同板块上的这些变化与模式
，
对于识别古生物地理区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古生态学 古生态学的两大组成部分
，
个体古生态 ��

����
����

��������和群体古生态

�����
�����

�。 。 �����在我国志留系研究领域里还涉足有限
。
个体古生态并不只限于功能形态

方面的内容
，

还包括古生物的行为和生理特征及其意义
。
除此之外

，

还包括生物与周围物理环

境与生命环境的关系
。
例如在地层序列中

，
常遇到某些门类某属种的化石占绝对优势

，

其它
�

的

很少见到
，
这就涉及到当时各类生物之间的共栖关系

。
国外有关志留纪三叶虫

、

介形虫
、

海百

合
、

笔石
、

牙形刺
、

头足类
、

腕足类
、

双壳类
、

苔鲜虫
、

腹足类
、

层孔虫
、

节肢动物等的个体古生态

研究已经作了阶段性的总结 �������� ��� ����
��

，
�����

，
但在国内尚极少深人研讨

。
对酸

解笔石的个体研究已获得起步性成果�陈旭
，
����

、
�����

。
有关个体古生态的研究还有大量工

作要做
。

近年来
，

群体古生态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重视
。
�� ����� ������开创的志留纪群落生态

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我国有关方面的研究虽已开始但也 只 是 起 步 性 的 ��

���
�

������ � ��
� ，
�����

。
群体古生态研究中试图揭示以下 �种关系 � ��� 用居群生态学 ����

��

������ ��������的概念阐明同一物种内不同个体间的关系
，

���用群落生态学 �
���������

�����
��� 的方法研究同一群落内不同物 种 居 群 间 的 关 系

，
���用

“
底栖组合

”
��

�����。

���������
�
� 的或其它的概念和方法研究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关系

，

���用不同生态等级单元

�
。 。 ���������������五��所含生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

来揭示生物分布 � 时空演替及其规律
。

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生态分布模式
，
对于沉积相和生物相的研究

，
古环境的重建

，
古生物地理

学的研究
，
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注意古生态与沉积岩石学的研究相结合
，
会提供许多非生命界的信息

，
值得加强

。

�
�

大地构造学 研究地层学须考虑大地构造因素
，
因为地层体内的很多信息是与所处大

地构造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
。
活动的褶皱带与稳定的台地有着明显不同的地层特点

，

来自地层体的信息又能为大地构造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佐证
。
本世纪 �� 年代兴起的板块学说

使大地构造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

水平方向上的板块构造活动论已作为大地构造学的一个基

点
。
如果全球地层学建立了

“
共同语言

” ，
就能为构造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提供可信的时间参

数
，
不仅能认识特定板块

、

特定时期的构造运动特点
，
还能掌握构造运动发展的规律并了解特

定时期内世界各大板块的构造异同点
。
而恢复构造历史又能使我们知道地层体形成的构造背

景的基本因素
，

进一步探索地层体形成的机制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主编的

“
中国北方板块构

造论文集
”
已注意到这方面的信息

，
为用地层古生物的证据探讨大地构造运动迈出了可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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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目前
，
我们对华南和华北两大板块有了初步的认识

。
但是

，
它们之间是何时开始碰撞的

，

如何俯冲
、

消减的
，

其全过程还不清楚
。
碰撞并不是两大板块界缘整体均匀地同时接触的

，

通

常是某些部位先接触
、

继而消减强烈
、

保存下来的范围较小
，
而另一些部位则后接触

、

消减较

弱
、

保存下来的范围较大
。
这需要用可靠的地层古生物和沉积相带的分布来加以解释

。
据笔

者的认识
，
华南板块东北部�江苏

、

安徽�不仅没有发现志留纪的斜坡沉积
，
而且连台地相带亦

不完整�但是
，
其西北部不仅台地沉积发育很好

、

且斜坡沉积也有出露�如陕南紫阳�傅力浦
、

宋

礼生
，
�����

。

此外
，

华北与华南板块为什么分别在中晚奥陶世和晚兰多维列至早文洛克世升隆成陆�是
·

什么构造机制促使当时这两个板块主要部分整体上升而没有接受沉积的� 同样
，
塔里木板块

在晚奥陶世升隆以后
，
为什么在志留纪又接受海相沉积� 除全球海平面上升外

，
是否还存在构

造上的因素� 下扬子地台兰多维列世一反奥陶纪沉积厚度薄的特点
，

堆积了大量碎屑物质
，
笔

者认为
，
这既与下扬子台地不断地沉降

，
又与华夏古陆的强烈升隆并遭受强烈风化提供大量陆

源物质有关�戎嘉余
、

陈旭
，
�����

。
而这些地区的沉降和升隆又可能与当时太平洋板块自东

向华南板块碰撞密切相关
。
又例如

，
复杂的西藏板块体系在志留纪时与滇西和塔里木地区是

什么关系� 据 �。 。 ����
等 ����，�的研究

，
西伯利亚板块的位置一直被认为在早古生代时旋转

了 ��。 “ ，
因而被置于当时北半球的较高纬度区

，

但是
，

作为该板块南缘活动带的我国东北北部

地区的地层古生物资料并未为这种观点提供足够证据
。

凡此种种都有许多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去做
。

�
�

沉积学和沉积环境 沉积环境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
。
沉积相分析

、

相带的划分
、

环

境模式的建立
、

沉积相与环境特别是与生物相分布的关系
，

就我国志留纪而言
，
目前还研究得

很少�关士聪等
， �����

。
华南板块上晚奥陶世五峰期的笔石动物群大量繁盛和黑色笔石页岩

的普遍发育
，
反映了当时全球海平面的下降与浅水

、

半封闭
、

底域缺氧的还原环境�穆恩之
，

�����陈旭等
， �����

。
它与 ��

�������� 世龙马溪期早期的黑色笔石页岩所反映的环境有何

异同� 华南台地上兰多维列世沉积相与生物相的分异和分布特点
，
与斜坡沉积

、

生物相的关

系
，
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

我国志留系有许多不同层段的完整剖面
，
有比较发育的笔石相和介壳相地层

，
有广阔的台

地与斜坡相沉积
，

有大量世界性化石和土著分子
。
目前正在向提高地层对比精度

、

提高古生物

学
、

古生态学
、

古生物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水平而努力
。
珍惜我国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

使

中国志留系的研究立足于世界之林
，

是我们的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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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丁虫及其地层意义

。
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
�� 辑

。

叶少华�执笔�
、
金淳泰

、
何原相

、
万正权

， ����� 滇东北大关地区的志留纪地层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号
。

卢衍豪
， �，��� 陕西南郑之奥陶纪及志留纪地层

。
地质论评

， ���一���

左自壁
， �，��� 志留系牙形类动物群在湘西北的发现及其石油地质意义

。
湖南地质

， ����
。

孙云铸
， �，朽 � 就中国古生代地层论划分地史时代之原则

。
中国地质学会志

， ����一��
。

—
， ����� 云南志留纪地层

。
科学记录

， ���一��
。

—
、
王鸿祯

， �，��� 云南东部马龙曲靖之志留纪地层
。
中国地质学会志

，
��

。

—
、
常安之

、
洪友崇

、
易庸恩

， ��，�� 三峡区志留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
中国地质学会会讯

，
����

。

西藏地质综合普查大队
， ����� 西藏申扎区古生代地层的新发现

。
地质论评

， �����
。

许杰
， �，��� 浙西上奥陶纪及下志留纪

。
中国地质学会志

， ���

许汉奎
、
倪寓南

、
陈挺恩

， ����� 藏北申扎地区的志留一泥盆系
。
地层学杂志

， ����
。

伍鸿基
， ����� 西南地区志留一泥盆纪三叶虫的新属种及其地层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
， ����� 西南地区志留纪彗星虫科三叶虫

。
古生物学报

， �����
。

成守德等
， ����� 新疆天山下古生界

。
新疆地质

， ����
。

江能人
， �，��� 贵州炉山县翁项区早古生代地层

。
地质学报

，
�����

。

朱鸿
、
郑昭昌

、
何心一等

， ����� 阿拉善地块边缘古生代生物地层及构造演化
。
武汉地质学院出版社

。

朱兆玲
、
许汉奎

、
陈旭

、
陈均远等

， ����� 安徽滁县
、
全椒及南京六合地区早古生代地层

。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丛刊

，
第

�号
。

邢裕盛
、
刘桂芝

， �，��� 长江西陵峡区奥陶一志留纪微古植物群
。
第一届全国化石藻类学术会议论文选 集

。
地 质 出版

社
。

刘玉海
， ����� 关于汉阳鱼 ��朋夕朋����

�

�系统位置及其在划分地层时代上的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刘发
、
黄柱熙

， �，��� 吉林省中部的志留纪地层及动物群
。
长春地质学院学报

， �������
。

刘第墉
、

陈旭
、

张太荣
， ����� 四川北部南江早古生代地层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集刊

，
地层文集一号

。

刘时藩
， ���七 有关迥星哨组时代的新资料

。
地层学杂志

， ����
。

刘渭洲
、
彭玉鲸

、

王振中
、
谢炬

、
冯左峰

， �，��� 吉林伊通桃山早志留世笔石地层
。
地层学杂志

， ‘���
。

刘鸿允
， �，，，� 中国古地理图

。
科学出版社

。

关士聪
、
演怀玉

、

丘东洲
、
王守德

、
陈显群

、
周经才

、
袁凤铀

、
陈绍琪

， ����� 中国海陆变迁
、
海域沉积相与油气�晚元古代一

三叠纪�
。
科学出版社

。

戎嘉余
， �，��� 论我国志留系的建阶间题

。
地层学杂志

， ，���
。

戎嘉余
， ����� 生态地层学的基础—群落生态的研究

。
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三

、

十四届学术年会论文选集
。
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

戎嘉余
、
杨学长

， ������ 简论滇东的志留纪地层
。
地层学杂志

， ����
。

戎嘉余
、

马科斯
·

约翰逊
、
杨学长

， �，��� 上扬子区早志留世�兰多维列世�的海平面变化
。
古生物学报

， ������

李文国
， ����� 内蒙古志留纪生物地层

。
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
�� 辑

。

李文国
、
戎嘉余

、

董得源�主编�
， �，���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巴特敖包地区志留一泥盆纪地层与动物群

。
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

李四光
、
赵亚曾

， ����� 峡东地质及长江之历史
。
中国地质学会志

， �卷
。

李再平
、
耿良玉

， ����� 南京江宁坟头组几丁虫化石及其时代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李志明
， ����� 试论中国志留纪生物地理区

。
岩相古地理文集

， ��

李善姬
， ����� 西藏申扎地区奥陶一志留系三叶虫及其地质意义

。
地层古生物文集

， �� 辑
。

李学森
、
程立人

， ����� 藏北班戈
、

申扎地区奥陶纪和志留纪的一些头足类化石
。
长春地质学院学报

， ������

李星学
、

谢庆辉
、
周泰听

、

陈厚逢
， ���，� 南川西南部之古生代地层

。
地质论评

， ���，一���

李耀西
、

宋礼生
、
周志强

、
杨景尧等

， ����� 大巴山西段早古生代地层志
。
地质出版社

。

—
、
范嘉松

、
李积金

， ����� 玉门肮脏沟
、
旱峡

、
窟窿山口一带志留系

。
祁连山地质志

， �卷
， �分册

。

张全忠
， ����� 志留系

。
见陈华成

、

吴其切等 � 长江中下游地层志�寒武一第四系�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焦世鼎
， ����� 南京汤山地区志留系研究的新进展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
。

张欣平
、

张纯
、
王大任

， ����� 湘西北地区志留系泥盆系痕迹化石
。
湖南地质

， �〔��。

张继淹
， ���卜 广西志留系的基本特征

。

中国区域地质
， �，�����

。

邱洪荣
， ����� 西藏早古生代牙形石生物地层

。
地层古生物论文集

，
�� 辑

。



� 期 戎嘉余等 � 中国志留系研究之今昔 ���

汪啸风
， ����� 黔北早志留世晚期及中志留世笔石群的发现及其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 �夕��� 对广东连滩文头山组笔石群及其时代的新认识

。
地质学报

， �����
。

—
、
倪世钊

、
曾庆奕

、
徐光洪

、
周天梅

、
李志宏

、
项礼文

、

赖才根
， ����� 长江三峡地区生物地层学

，
���

，
早古生代分册

。

地质出版社
。

何心一
， ���贬 志留纪

。
见殷鸿福等著

，
中国古生物地理学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
、

李志明
， 一���� 论�字珊瑚科 ���

�� ����� ��的分类和演化
。
古生物学报

， �����
。

苏养正
， �夕��� 论图瓦贝 �“ 。 刁�� 的时空分布和生态环境

。
古生物学报

，
�����

。

—
， ����� 东北地区地层古生物研究概况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
。

—
、
唐克东

、

池永一
、

梁仲发
、

张允平
、
徐冬葵

， ����� 内蒙古白云鄂博东北上志留统西别河组新资料
，
中国北方板块构造

论文集
，
第 �集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
、

张海骆
、
浦全生

， ����� 小兴安岭西北部的志留系
，
中国北方板块构造论文集

，
第 �集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主

编�
。
地质出版社

。

苏朴
、
刘永晓

， ����� 广东肇庆奥陶
、

志留纪古地磁极位的研究
。
山西矿业学院学报

， ����
。

陈旭
， ����� 湖北宜昌早志留世笔石酸解标本的研究

。
古生物学报

，
������

陈旭
、

戎嘉余
， ����� 亚洲东部志留系概况

。
现代地质

， ����
。

陈旭
、

李积金
、
耿良玉

、
丘金玉

、
倪寓南

、

杨学长
， ����� 江苏下扬子地区的志留系

。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

陈均远
， �，��� 志留纪头足类区系特征

。
古生物学基础理论丛书编委会� 中国古生物地理区系

。
科学出版社

。

陈敏娟
， ��，�� 贵州炉山志留纪

、
泥盆纪一些层孔虫和珊瑚化石

。
古生物学报

， ����
。

陈祥荣
、

成汉钧
、
汪明洲

， ����� 陕西宁强二郎坝志留系的研究
。
西安地质学院学报

， �����
。

邵济安
， ����� 内蒙古中部早古生代蛇绿岩及其在恢复地壳演化历史中的意义

。
中国北方板块构造运动论 文 集

，
第 �

集
。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杨式溥
， ����� 长江三峡志留系遗迹化石及其沉积环境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杨曾荣
， ���，� 西藏南部地区的志留系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 集

。
地质出版社

。

杨敬之
、
董得源

， ����� 从层孔虫化石论述鄂西南
、
黔东北早志留世地层

。
古生物学报

， �����
。

林宝玉
， ����� 中国的志留系

。
地质学报

， �������
。

—
， �，��� 中国志留纪牙形石生物地层研究的进展及展望

。

中国地质
，
��。�

。

—等 ， ����� 中国的志留系
。
中国地质

，
���

。

—
、

邱洪荣
， ����� 西藏的志留系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集
。
地质出版社

。

林天瑞
， ����� 南京坟头组三叶虫及其时代的讨论

。
古生物学报

， �����
。

罗惠麟等
， ���又 云南东部上志留统三叶虫序列兼论志留

一

泥盆系分界线
。
地层学杂志

， ����
。

周希云
、
翟志强

、
鲜思远

， ���� � 贵州志留系牙形刺生物地层及新属种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 ����
。

周希云
、
余开富

， �，�七 四川南江城 口
、
岳池等地早志留世牙形刺的发现

。
地层学杂志

， ����
。

周希云
、
钱泳泰

、

喻洪津
， ����� 我国西南地区志留系牙形刺生物地层概述

。
贵州工学院学报

，
�呼��

周铁明
， ����� 云南盐津地区的志留系

。
地层学杂志

， ����
。

金淳泰
， �，��� 云南大关黄葛溪志留系床板珊瑚序列

。
古生物学报

， �����
。

—
、

叶少华
、

何原相
、
万正权

、

王树碑
、
赵裕亭

、
李善姬

、

徐星棋
、

张正贵
， ����� 四川纂江观音桥志留纪地层及古生物

。

四
川人民出版社

。

俞昌民
、

林尧坤
、

章森桂
、

陈挺恩
、
朱兆玲

， ����� 宁强组时代的再认识
。

地层学杂志
， �����

。

赵健
， ����� 陕西芭蕉 口志留系浊流沉积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

。
陕西地质

， ����
。

胡泽瑾
， ����� 内蒙古昭乌达盟地区志留纪地层的划分及对比

。
中国区域地质

，
���

。

洪友崇
， ��，�� 三峡区上志留纪罗德洛期 �加�����笔石群的发现及其地层的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侯鸿飞
、
项礼文

、

赖才根
、

林宝玉
， ����� 天山

一

兴安区古生代地层研究新进展
。
地层学杂志

， ����
。

侯静鹏
， ����� 苏皖地区茅山群微体化石及其地质时代

。
中国抱粉学会第一届学术会议论文选集

。
科学出版社

。

倪寓南
， ����� 湖北宜昌早志留世笔石

。
古生物学报

， �����
。

—
， ����� 西藏申扎

、
班戈古生代及白翌纪地层� 志留系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丛刊
，
第 �� 号

。

—
、
陈挺恩

、

蔡重阳
、

李国华
、

段彦学
、
王举德

， ����� 云南西部的志留系
。
古生物学报

，
�����

。

唐克东
、

苏养正
， ����� 小兴安岭西北部古生代地层的新资料及其构造意义

。
地质学报

，
�����

。

秦锋
、

甘一研
， ����� 西秦岭古生代地层

。

地质学报
， �������

。

耿良玉
、

李再平
， ����� 云南曲靖玉龙寺组的几丁虫化石

。
微体古生物学报

， ����
。

—
、
蔡习尧

， �，��� 扬子区志留纪兰多维列统胞石序列
。
古生物学报

，
�����

。

耿宝印
， ����� 贵州中志留世羽枝属�新属�的形态和解剖

。
植物学报

，
������

黄枝高
、
鲁艳敏

， ����� 西藏高原申扎地区早志留世笔石群及其意义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第�集

，
地质出版社

。

谢家荣
、
赵亚曾

， ����� 湖北西部罗惹坪志留系的研究
。
中国地质学会志

， 今卷
。

龚连玻
， ����� 贵州北部志留系岩石地层划分

、
对比和名称

。
贵州区域地质

， �” ，���
。

—
， ����� 贵州的志留系

。
贵州省区域地质志

。
地质专报

， �。
地质出版社

。

曾羽
、
杨瑞东

， �，��� 贵阳乌当志留系下高寨田群的沉积环境及遗迹化石
。
贵州工学院学报

， �����
。

葛治洲
、

戎嘉余
、
杨学长

、
刘耕武

、
倪寓南

、
董得源

、

伍鸿基
， �，�，� 西南地区的志留系

。
西南地区碳酸盐岩生物地层

。
科学

出版社
。



��� 古 生 物 学 报 �� 卷

葛梅钮
、
李崇楼

， �，��� 陕西紫阳瓦房店志留纪地层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丛刊

， ，号
。

傅力浦
、

宋礼生
， ����� 陕西紫阳地区�过渡带�志留纪地层及古生物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

。

—
、

李耀西
、
宋礼生

、

温玉领
， ����� 西秦岭的志留系

。
地层学杂志

， ����
。

喻洪津
， ����� 藏北申扎地区中一晚志留世牙形石生物地层

。
青藏高原地质文集

，
�� 集

。

播江
，

，����
中国志留系脊推动物的新发现

。
北京大学地质系论文选集

。

地质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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