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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标本全部采自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铁矿石碌群第六层上部
，
均保存于地矿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照片未加润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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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生代珊瑚分类演化及生物古地理》

王鸿祯 何心一 陈建强等著 科学出版社

研究古生代珊瑚动物群的分类
、

演化及生物古地理是一个涉及古生物学的许多基础理论的问题
。
以往关

于古生代珊瑚的研究中
，
从骨骼的基本结构到分类演化诸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

。

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王鸿祯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和研究生们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
。

该书在学术上有两方面的突破�

首先是在研究工作中运用电镜扫描的先进技术和方法
，
对珊瑚骨骼的基本构成及组成单元进行了较深人

的研究
。
以珊瑚的骨骼构造为基础

，
微细构造与宏观构造相结合

，
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分类系统

，
并对一些类别

饱归属作了叛的调整
。

根据新的分类体系
、

她层分布反一些泥人属饱也现与灭绝
，
劝演人�渝段和生物右乍色理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
这是迄今所知较全面的电镜扫描研究成果

，
从而为中国古生代珊瑚的

、

系统分类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在改善的分类基础上
，
对全球各地区和各断代的主要珊瑚群进行了时

空分布的综合分析
，
并运用计算机自动成图的先进手段

，
根据古气侯

、

古地磁和古构造等因素制作出了中国及

全球生物古地理和大陆再造图
，
重建了古生代各时期全球古陆概貌和中国各古板块的位置

。

该书的另一些特点是 � �� 标本资料丰富
、

全面
，
除了有王鸿祯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多年积累的标本

，
还

有一�编行赠送的华北
、

新疆北部
、

贵州
、

宁夏
、

西藏
、

湖南
、

内蒙古等地区志留纪至二叠纪的标本
，
并有部分美

他和英遥�的标本飞 幼 文献资料新
、

全
，
国内资料截至 �，阶 年

，
国外截至 �� �年并有 �。 年 �。 年以前的国内

外主要文献 、 幻 书后列出诚名索弓�����余条及英
、

汉名词太语对照表
，
为研究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

该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

是我国科学工作老同我们祖国诞生四十周年奉献 的 厚

斗
、

�张汝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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