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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黎文本研究员、李建国研究员等合作完成的

《塔里木盆地中生代大孢子及孢形体化石》(《中国古生物志》第 202 卷)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

版、发行。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化石大孢子的研究专著。 

大孢子是异孢植物产生的一种个体较大的孢子, 它发育形成植物的雌性配子体。大孢子通常易于

原地保存且与母体植物的关系明确, 因此在古植被和古气候重建以及地层学等领域有较多的研究应

用。但因数量较少, 化石大孢子的研究开展尚不充分。与国际上相比, 中国的研究起步稍晚、开展较差, 

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多限于简单的材料描述和报道上, 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重要的油气盆地, 也是中国最大的沉积盆地, 其中的中生界是盆地重要的烃源

岩层。孢粉学在对盆地的油气勘探与开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盆地含油气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指导

和识别勘探目的层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迄今为止, 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小孢子化石, 而大孢子的

研究报道则比较零散。 

《塔里木盆地中生代大孢子及孢形体化石》一书以黎文本研究员在该盆地近二十年的材料积累

为基础 , 系统研究了塔里木盆地三叠纪至白垩纪地表和井下共 34 条剖面的大孢子和孢形体化石 , 

详细研究这些化石的系统分类, 记述了各个剖面上的化石产出结果和不同层位的化石组成特征 , 划

分建立了 8 个大孢子带(组合带), 并讨论了部分大孢子属种的时代和古环境意义以及盆地内部分地

层划分对比的问题。  

书中对化石大孢子的形态研究都采用扫描电镜进行观察, 部分属种还采用了与透射光生物显微镜

和反射光实体显微镜观察相结合的方法, 形态描述细致, 图版精致(共计 60 幅), 为后人在不同观察手

段下的鉴定研究提供了详细依据。本书为中英文对照, 将有力促进中生代化石大孢子研究的开展, 对塔

里木盆地中生代地层的划分与对比以及油气勘探也将产生积极作用。本书可供国内外地质、古生物、

资源勘探等科研、生产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李建国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