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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剖面位于西班牙西北部 !"#$%&!" 地区，该区富含沟鞭藻化石，共发现沟鞭藻 ’(
属 ))’ 种；在森诺曼*土仑（+,-./0-10-*#23.-10-）界线附近沟鞭藻的丰度、分异度显著降低，所作的

指示环境的其他半定量数据在此也均有变化。通过研究对沟鞭藻所反映的古环境变迁进行了

详细分析，证实在森诺曼*土仑期本区明显受到了全球缺氧事件的影响。

关键词 森诺曼*土仑界线 沟鞭藻 古环境

森诺曼*土仑期在海洋中广泛存在的富有机碳沉积被认为是“海洋缺氧事件”的结果，一

系列的异常现象与此事件相对应着。当时全球温度相当高；海平面大幅度上升；+45 含量至

少为现今的 ’ 倍；从极地到赤道及海洋从表层到底层的热梯度均较低，因此，全球气候差异

不大［)］。!)6+ 值的正偏移也普遍存在于森诺曼*土仑期，其延续时间大约为 (7 万 0［5］；同时，

地磁场出现正向极性超时现象［6］。森诺曼*土仑期的生物群记录表现出大绝灭，有 (8的科

和 )(8的属绝灭，平均每个属高达 5 9 :8的绝灭率，且不同地区、不同类群的生物对事件都

有各自的反应。因此，森诺曼*土仑期的生物绝灭对于建立生物群的兴亡演化模式起着重要

的作用。

) 地质背景

研究剖面位于西班牙西北部 !;<2310; 地区，距 4=1,>. 约 (7 ?/，与 @0-2A0 剖面相距约

677 ?/（图 )）。本区地层在森诺曼*土仑期连续沉积，剖面厚度约 6’ /（图 5），岩性主要为灰

色粘土、泥灰岩及灰岩，下部以灰色粘土与灰岩互层为主，上部为泥灰岩与灰岩的互层。岩

性特征与 @0-2A0 及 B,-.C. 剖面极其相似，不同的是，本区含一层指示缺氧层的黑色粘土。

富含各种无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中亦还发现了含量丰富的沟鞭藻化石。

森诺曼*土仑期沟鞭藻的研究在英国南部及法国北部较为详细［(，:］，但在西班牙研究较

少［D，E］。此次研究的目的是查明研究区森诺曼*土仑期的沟鞭藻植物群面貌，并试图解释其

环境指示意义及沟鞭藻对缺氧事件的反应。

5 方法与材料

对研究区剖面的 )7 个样品进行了工作，取样位置如图 5。

（)）实验室样品处理 沟鞭藻属微体藻类，一般大小为 67 F 577!/，外壁耐酸耐碱，高

度分散在沉积岩中。富集化石基本采用标准孢粉分析的酸解法，溶解一切无机物，以富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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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剖面的地理位置

)’*+! ,-.($’-/ -0 $12 "#$$%&’(# (/3 4(/%5( #2.$’-/ ’/ /-&$162#$ 78(’/

括沟鞭藻在内的有机物。然后，用 9:!; 孔尼龙布过筛，以集中沟鞭藻，每个样品制 < 个 9:
;; = 9: ;; 的薄片。研究中取了 !: 个样品，其中 > 个样品在制了 < 个固定片后，大于

9:!; 的有机残余均已用尽，另外 ? 个样品仍剩余量不等的有机残余。

（9）镜下观察及定量统计 "绝对丰度：在镜下对每个薄片随机扫描 !: 行，计算出 < 个

薄片所含沟鞭藻、孢粉、有孔虫内衬及疑源类的总数，然后根据样品剩余的有机残余，估算出

@: * 样品中化石的总个数，并将每克样品中所含化石的个数设计为绝对丰度。这一设计方

法的前提是所有样品的沉积物在当时的沉积速率不变，本文研究的样品在岩性上较为相似，

可以认为沉积速率在当时不变或变化不大，据 )’$5 A($&’.B［C］对英格兰南部沟鞭藻的研究表

明，化石丰度及属种的分异度似乎并不受岩性的影响。D(/%; 等对挪威海区大洋钻探材料

研究后也认为，沟鞭藻丰度的变化似乎与岩性无关；#分异度：化石分异度的计算方法很多，

研究中主要采用复合分异度方法。复合分异度是用一个数据反映生物群（化石群）内种类多

样化的程度，它不仅考虑到生物分类单元（种或属）的数量，而且还反映各种（或属）的个体分

配是否均匀。可根据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E F!
"

# E !
$# G/$#

式中，$# 是第 # 个种的个体数（%#）在全群总个数（&）中所占比例（$# E %# ’ &），G/$# 是$#

的自然对数，!（"）就是种的复合分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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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剖面示意图

)’*+! "#$%&’(# ,-.$’/0

1 沟鞭藻生物地层

研究剖面含化石极为丰富，以刺孢囊为

主，化石保存较好，共鉴定化石 23 属 442 种。

根据 5’66’(7# 和 8%9(:［4;］的研究，森诺

曼 < 土 仑 期 的 沟 鞭 藻 可 划 分 为 !"##$%&% ’
(%)* +,-./0 组 合 带（=-0/7(0’(0）和 1)2#)’
-,0+$"/2%&%)* -,(3%4)2#"5)* 顶峰带（>%&/0’(0），

但是可能由于森诺曼<土仑期全球的古海洋

条件不很均一和稳定或者因为本次研究样

品较少，本区沟鞭藻组合面貌与之相比有些

差异，但研究区中有一些种可以用于生物地

层的确定与对比。

6+/-%&,0+$"/2%&%" 0+%(,0" 延 限 时 带 为 晚

阿 尔 必（ "6?’(0 ）<晚 森 诺 曼 早 期［44］，

5’66’(7#［4!］认 为 它 的 延 限 年 代 为 @1 A
@B C(，即为局限于森诺曼的种，但只见于样

品 "43> 中；此外，根据 5’66’(7# 等［4!］对北半

球的 资 料 进 行 了 研 究，另 一 个 标 志 种

7%5,0+$"/2%&%)* 0%+$,(%+$,2)* 延 限 时 带 为 晚

阿尔 必 至 早 土 仑 期（@4 A @@ C(），D/E<
F/&$G［41］认 为 可 以 利 用 7%5,0+$"/2%&%)* 0%’
+$,(%+$,2)* 进行地区间晚森诺曼期的地层

对比，该种亦见于样品 "4B。由此可见，根

据 6+/-%&,0+$"/2%&%" 0+%(,0"，7%5,0+$"/2’
%&%)* 0%+$,(%+$,2)* 的延限时带及因其在研

究剖面的未见，位于样品 "4B 以下的地层年

代应属于森诺曼期，样品 "4B8 产出层的地层年代为森诺曼或在森诺曼<土仑界线。遗憾的

是，出现于 H(0%I( 地区的土仑早期标志种 1/(,(%"0+$"/2" 2,5)(&"5" 在本次研究中没有发现。

因而，利用沟鞭藻生物组合不能确切地划定土仑期的底界位置。本区的森诺曼<土仑期的界

线划定根据 8-&0(&E-I［2］，识别依据是叠瓦蛤属（双壳类）及菊石。

2 沟鞭藻的古环境指示

沟鞭藻是一种单细胞浮游藻类，现代种大多数生活于海洋中，在陆地淡水、微咸水的湖

泊、半咸水的港湾、泻湖等环境中也有分布，但在不同的环境中种群不同，至今还未发现一个

种群既可生活于海洋又可适应于淡水。化石沟鞭藻为有性生殖结果休眠期形成的有机质孢

囊，尽管不是所有的沟鞭藻都具形成孢囊的能力，化石只记录了活着时沟鞭藻的一部分，但

这些化石沟鞭藻组合还是能反映当时沟鞭藻植物群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试图利用沟鞭

藻组合的成分及形态功能分析解释古环境，如距海岸线的远近、海水的盐度及表层水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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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些学者对现代水体沉积物底部的沟鞭藻孢囊及沉积环境的对应研究也大大帮助了人

们利用化石沟鞭藻对古环境的解释。

! !" 绝对丰度与复合分异度

许多学者利用现代及第四纪的沟鞭藻绝对丰度进行过环境研究。"#$% 年，&’()* 和

+,-). 对取自非洲西南部的大陆架及远陆坡的现代沉积物进行研究发现，沟鞭藻的绝对丰度

值在远岸地区升高；/’00 等［"1］对第四纪的研究也证实，在陆源有机物降低、粉砂和泥含量增

加的远岸，沟鞭藻的绝对丰度值增加；尽管对于第四纪前的沉积物中的沟鞭藻定量统计比较

困难，但是通过半定量的统计也可以对古环境进行尝试性的研究。2’(34 等［5］认为森诺曼6土
仑期缺氧事件与沟鞭藻的丰度降低相一致。

图 7 森诺曼6土仑期沟鞭藻丰度

与分异度变化曲线图

83-!7 9:4,0;<) ’:;=>’=?) ’=> 4@)?3)4
>3().43<* ,A >3=,?*4<4 ’=> 0,?’<3,=
,A B)=,C’=3’= D E;.,=3’=（B D E）

本区的沟鞭藻丰度变化主要在样品 9"5F 出现突然的降低，最低值为 " ! %G，其后（样品

9H"）则迅速地上升，最高值为 7H ! G%，接着是再次的降低，与 I’=;J’ 地区的沟鞭藻丰度变化

相比，趋势一致。可以推断，在森诺曼6土仑界线事件发生前是近岸环境；当事件发生时，沟

鞭藻丰度显著下落并达到最低，可能指示了环境为海平面上升的远岸；在土仑早期沟鞭藻丰

度又开始升高，从而进入了新的周期（图 7）。

沟鞭藻的复合分异度也可以指示环境。/’00 等［"1］研究大西洋典型地区时发现，种的分

异度值在远岸环境中增加；I,,>C’=［"%］研究了美国马里兰州等地早始新世的沟鞭藻，观察到

大多数正常海洋大陆架中的沟鞭藻的分异度为中等至高；"#$# 年，8,.> 对美国南卡罗来纳

州更新世海洋沉积物的研究，发现分异度的变化与陆源营养供给的注入有关，即沟鞭藻的分

异度可以反映离岸的远近，沟鞭藻的分异度高值反映了远岸环境。

研究区沟鞭藻分异度曲线（图 7）比较复杂，首次低值为 H ! #5"G（样品 9"5F），其后是分

异度的最高值为 7 !$1G7（样品 9H"），接着出现第 H 次低值（样品 9H%），可能代表森诺曼6土仑

界线事件之后沟鞭藻属种在复苏过程中发生的局部变化。在 I’=;J’ 剖面，沟鞭藻分异度在

土仑早期没有呈现显著的降低［"5］，说明与研究区的古环境有些差异。

! !# 某些有生态意义的属种

长期以来，人们利用沟鞭藻突起的不同长度

及复杂程度进行过古环境的分析。研究发现，那

些没有突起或突起简单且突起长度较低的近似刺

孢囊，发育于近岸环境，而突起复杂且较长的孢囊

则发育于远岸环境。图 1 为本次研究中所选定的

不同属种在不同样品中的百分含量变化情况，从

图可以看出，在森诺曼6土仑界线附近，$ 个属种同

时发生异常变化：前 7 个属种（形态特征为突起简

单且长度较低）表现为百分含量的突然降低，后 1
个属种（形态特征主要为突起复杂且较长）表现为

百分含量的突然升高，推测在界线附近环境发生

了生态由近岸向远岸的变化。

! !$ 不同生物的百分含量变化

根据 K<,(). 和 /3003’C4［"$］资料，沟鞭藻、孢粉

的相对含量变化出现在不同的古环境中，沟鞭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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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选定属种的百分含量变化

"#$%! &’()’*+,$’- ./ -’0’)+’1 1#*.)2-+- +,3, ,*1 +,3, $(.45-
6 7 !"##$#%$" &’($)*+"(*,；8 7 !$&)*+-.$#$*, .$/($#)(*,；

9 7 !0)+-#’12’+$*, -55%；! 7 34-)2-/12"’&$.$*, %2&"%,$(’/；

: 7 5"+"’-20/(&$)2-12-&" $#6*/-&$-.’/；; 7 71$#$6’&$(’/ $(.45；

< 7 8&$)2-.$#$*, $(.45

含量越高，离岸越远；孢粉含量越高，离

岸越近。因此，可利用沟鞭藻和孢粉百

分含量的变化指示离岸的远近。研究中

发现沟鞭藻在森诺曼=土仑界线附近由

最低值转为高值，有孔虫内衬也由低值

转为高值，孢粉由最高值转为最低值，说

明当时的环境由离岸较近转变为离岸较

远（图 :）。

! "! 旋沟藻型与多甲藻型比值（#$%&’()
*’+’+,’% - .,/01%1(’+,’%，即 2 - 3）

>% ?,(0,*1［6@］研究加拿大阿尔伯塔

南部 A’,(5,* 组的沟鞭藻时，发现一个被

他称之为 $.*2,40,),)’,* 的比例参数（即

$.*2,40,),)’,* B 5’(1#*#4,)’,*）可作为盐度

（实为离岸远近的）参数，参数愈高，表明

环境为更开 阔 的 海，离 岸 越 远。C.(,D
E-F’+［6G］利用 H B & 的比值波动研究上涌

图 : 沟鞭藻、孢粉、有孔虫内衬百分含量的变化

"#$%: &’()’*+,$’- ./ 1#*.)2-+-，5.00’* ,*1
/.(,D#*#/’(,0 0#*#*$-

流强度及古生产率。本区 H B & 的最高

值为 :6 %G6（样品 I6;A）；最低值为 8 % ;;
（样品 I8:）；平均值为 6G % !G。H B & 比值

的低—高—低变化显示出近岸—远岸—

近岸及生产率的高—低—高的规律（图

;）。

! "4 5.1%16,/17,8 类群与 9&+*$%,.:,)
*1(; 类群比例（5 - 9）

J# ?4,* 和 ?,K#K［8L］ 提 出 利 用

M5#*#/’(#+’- 类群 B N2)0.*’5F’0#4D 类群比例

来指示离岸远近和海平面升降的环境变

化。M5#*#/’(#+’- 类群，包括几种长的具复

杂突起的刺孢囊，如 9)2-,-/12"’&" -55%，
71$#$6’&$(’/ -55%，:0/(&$)2-/12"’&$.$*, -55%
及 ;+$%-/12"’&$.$*, -55% 等，指示开阔海

环境，而 N2)0.*’5F’0#4D 类群，包括那些

短的具简单突起的近似孢囊，如 !$&)*+-<
.$#$*, .$/($#)(*,，!0)+-#’12’+$*, -55%，
34-)2-/12"’&$.$*, -55%，=$->"#/$*, -55%，
!+’$/(-/12"’&$.$*, -55%， 7’#(*$/$.$#$*,
-55%等，则 代 表 近 岸 稍 低 盐 条 件。M B N
比值越高，离岸越远，海平面相对升高；反之，相反。本文采纳他们的方法对 I-+4(#,- 的沟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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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 与 % # & 的变化

’()*! " # $ +,- % # & (,-(./ +0 12/023(+/

藻组合进行了 % # & 比率计算（如图 !），1456
14! 样品的 % # & 值变小，反映了海平面的下

降；14!7 样品的 % # & 值上升，184 样品的 % #
& 值最高，反映此时海平面的上升；其后 % # &
值又下降。这与 499: 年 $+2; 等在研究西班

牙北部森诺曼6土仑界线事件时提出的“森

诺曼6土仑界线事件最初是海平面的突然下

降，随之，逐渐相对快速的上升，直到比以往

的海平面都高”相一致。

5 结 论

（4）根据研究区的沟鞭藻组合，确定地

层时代应为森诺曼6土仑期。

（8）从沟鞭藻对环境指示的研究得出，在森诺曼末期，本区海平面上升，环境为开阔海；

土仑早期，海平面逐渐下降，逐渐恢复为近岸的环境。

（<）通过沟鞭藻对环境的指示，以及与全球森诺曼6土仑界线事件对比，可以认为本区森

诺曼6土仑期的确切界线应划定在 14!7 之上，184 之下。

参 考 文 献

4 =+2>>?+, @ "*";AB+; .C+,)D ;D+-(,) 0A B(A-(ED3/(0F .3(/(/ (, + )3DD,CA2/D GA3;-：0CD &D,A?+,(+,6H23A,(+,（&3D0+.DA2/）?+// DI6

0(,.0(A,* J,：%0+,;DF，%*K*（.C+(3LD3/A,）：J, 0CD .A;;D.0(A,：%02-(D/ (, )DALCF/(./，4995，:M N M4*

8 万晓樵 *白垩纪大洋缺氧事件 *地质科技情报 *4998，44：<5 N :O*

< P+3/A, Q P* "DA;A)(.+; .A,/DR2D,.D/ A> /2LD3L;2?D/* "DA;A)F，4994，（49）：9!< N 9!!*

: 7D3,+3-DS @，"+;;D?( T，PALDS "，K+30(,DS Q，K2,AS T，$A,/ T K，+,- %+,0+?+3(+ Q*K+.3A>+2,+ -D (,ED30DB3+-A/ -D; &3D0+.(.A /26

LD3(A3 -D ;+ UDL3D/(A, &D,03+; 1/023(+* H3DB* K2/* "DA; * 7+3.D;A,+*499<，（<）：:4 N !O*

5 ’A2.CD3 T，&*U(,A>;+)D;;D/ D0 1.C3(0+3R2D/* J,：QAB+/SF,/V( ’，1?D-3A ’（@-/*），’A2.CD3 T 6&，"+/L+3- U，K+),(DS6T+,,(, ’，

K+,(E(0 W，%A3,+F T* %F,0CD/D B(A/03+0()3+LC(R2D -D P’1L0(D, +2 %+,0A,(D, -2 7A2;A,,+(/ + L+30(3 -D /DL0 )3A2LD/ L+;DA,0A;A)(R2D/
（>A3+?(,(>D3/，,+,,AL;+,.0A,，-(,A>;+)D;;D/ D0 ?(.3A>+2,D/）* QDE* K(.3AL+;DA,0A; *49XO，（88）：8X! N 89!*

! T+E(/ J &+3/A, " 1，&AALD3 K = @，W+30 K 7，PD+3F $ Y，HA.CD3 7 1，WA3,D U +,- QA/D,>D;- 1* K(.3A>A//(; 1//D?B;+)D/ +,- 0CD

&D,A?+,(+,6H23A,(+,（;+0D &3D0+.DA2/）Z.D+,(. 1,AI(. @ED,0 * &3D0+.DA2/ QD/D+3.C，49XX，< N 4O< *

M WD3,)3DD, " ’ [*U(,A>;+)D;;+0D/ A> 0CD &D,A?+,(+, 13D,D3A -D \(I2, /D.0(A, ,D+3 ZE(D-A，%L+(,* QDE* @/L* K(.3AL+;DA,0A; *49XO，

48（4）：8< N 8!*

X K+A %，P+?A;-+ K 1*]2(/0D/ -D -(,A>;+)D;;+-A/ -D; &D,A?+,(D,/D /2LD3(A3 F H23A,(D,/D (,>D3(A3 -D "+,2S+，Y+E+33+，J * $+;DA,0A;A6

)(+ /(/0D?+0(.+* QDE* @/L* $+;DA,0A; *499X，（4<）：8!4 N 8X!*

9 ’(0S$+03(.V K @ T* QD.AED3F A> H23A,(+, -(,A>;+)D;;+0D .F/0 +//D?B;+)D/ >3A? 0CD D>>D.0/ A> /A20CD3, @,);+,-* J,：W+30，K*7（@-*），

7(A0(. QD.AED3F >3A? K+// @I0(,.0(A, @ED,0/* "DA; * %A.* %LD.* $2B; *499!，（4O8）：8M9 N 89M*

4O [(;;(+?/ " P，723^+V T $*KD/ASA(. +,- &D,ASA(. -(,A>;+)D;;+0D/* J,：7A;;( W K，%+2,-D3 T 7* $D3.C6Y(D;/D,，=*（@-/*），$;+,V0A,

%03+0()3+LCF &+?B3(-)D _,(ED3/(0F $3D//，&+?B3(-)D，49X5，X:M N 9!: *

44 %0AED3 P @，73(,VC2(/ W，U+?+//+ % $，‘D30D2(; -D P，WD;BF Q T，KA,0D(; @，$+303(-)D 1 U，$AGD;; 1 T，Q(-(,) T 7* %?D;3A3 K

+,- [(;;(+?/ "* P*KD/ASA(.6HD30(+3F -(,A>;+)D;;+0D/，+.3(0+3.C/ +,- L3+/(,ALCF0D/，(,：T+,/A,(2/，T a K."3D)A3，U* &*（@-/*），

$+;F,A;A)F：L3(,.(L;D/ +,- +LL;(.+0(A,/，1?D3(.+, 1//A.(+0(A, A> %03+0()3+LC(. $+;F,A;A)(/0/ ’A2,-+0(A,，499!，（8）：!:4 N M5O*

!:: 地 球 学 报———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 8OOO 年

万方数据



!" #$%%$&’( ) *，+,-./0 * 1，2$3(-4 1 567-089-%-:; &43 (,0&,$:0&89$< 0&4:/( -= (/%/<,/3 7/(->-$<?@/4->-$< 3$4-=%&:/%%&,/ ,&A& $4 ,9/

4-0,9/04 B/’$(89/0/6 )/-% 6 +C0.6 @&46，!DDE，D" F !G，! F !EH 6

!E *&’-3& 7 I &43 7&- +6 J9/ @/4-’&4$&4?JC0-4$&4 K-C43&0; /./4, &43 3$4-<;(, 0/<-03 &, )&4C>&（4-0,9/04 +8&$4）6 L&%&/-:/-:0&?

89;，L&%&/-<%$’&,-%-:;，L&%&/-/<-%-:;6!DDD，!MG：NM F O"6

!P #&%% Q，Q&%/ R，*-9’&44 ) L，+’$,9 # 26 J9/ /4.$0-4’/4,&% &43 <%$’&,$< 3$(,0$KC,$-4 -= 3$4-=%&:/%%&,/ <;(,( $4 ’-3/04 ’&0$4/

(/3$’/4,( =0-’ 0/:$-4( $4 ,9/ S-0,9 &43 +-C,9 I,%&4,$< T</&4$< &43 &3U&</4, &0/&(6 7&0 6 7$<0-8&%/-4,-% 6!DHH，（"）：!"! F "GG6

!M )--3’&4 Q 26Q$4-=%&:/%%&,/‘<-’’C4$,$/(’=0-’ ,9/ *-V/0 1-</4/ S&4U/’-; W-0’&,$-4 -= 7&0;%&43，X+I6 L&%;4-%-:;，!DHD，（E）：

!ND F !DG 6

!N *&’-3& 7 I &43 7&- +6 J9/ @/4-’&4$&4?JC0-4$&4 K-C43&0; /./4, &43 3$4-<;(, 0/<-03 &, )&4C>&（4-0,9/04 +8&$4）6 L&%&/-:/-:0&?

89;，L&%&/-<%$’&,-%-:;，L&%&/-/<-%-:;6!DDD，!MG：NM F O"6

!H +,-./0 * 1 &43 #$%%$&’( ) *6 Q$4-=%&:/%%&,/(，J9$03 S-0,9 I’/0$<&4 L&%/-4,-%-:$<&% @-4./4,$-4，L0-<//3$4:(，!DO"，（"）：M"M F

MEE6

!O B&0%&43 Y6 Q$4-=%&:/%%&,/ <;(,( &43 &<0$,&<9( =0-’ ,9/ R/&0?8&V W-0’&,$-4（X88/0 @&’8&4$&4）-= (-C,9/04 I%K/0,&，@&4&3&6

L&%&/-,-%-:;6!DHE，!N：NNM F HGE 6

!D Z-0&’ 1(9/,，I9C.& I%’-:$?*&K$4，I’-( R/$4，Q$4-=%&:/%%&,/ <;(,(，8&%/-80-3C<,$.$,; &43 C8V/%%$4: (;(,/’(：& *&,/ @0/,&</-C( /A?

&’8%/ =0-’ [(0&/% 6 7&0 6 7$<0-8&%/-4,-% 6!DDP，"E："E! F "PG6

"G *$ B，B&K$K Q6 Q$4-=%&:/%%&,/ (,0&,$:0&89; &43 $,( 0/(8-4(/ ,- (/& %/./% <9&4:/ $4 @/4-’&4$&4?JC0-4$&4 (/<,$-4( -= ,9/ #/(,/04 [4,/0$?

-0 -= ,9/ X4$,/3 +,&,/(6 L&%&$-(，!DDN，!!：!M F EG6

!" !"#$%&’& () *’"(+%&,& () -."(/#"’#"0123("’#" 13#"&’,’(" 45#&.
’" !&,23’#&，67#’"，#"8 ,5. 4#$#.(."9’3("/.",#$ :",.373.,#,’("

Q-4: ZC(9&4 7&- +9&->9$ Z$4 Z-4:
（!"#$% &$#’()*#+, -. /(-*0#($0(*，1(#2#$3）

!;&,3#+, J9/ (,C3; (/<,$-4 %-<&,/3 $4 I(,C0$&(，4-0,9V/(,/04 +8&$4，<-4,&$4( ./0; 0$<9 3$4-<;(,(
<-’80$($4: & ,-,&% -= !!P (8/<$/( &43 (CK(8/<$/( 6 @;(, &KC43&4</ &43 (8/<$/( 3$./0($,; (9-V -K.$-C(
3/<0/&(/ 4/&0 ,9/ @/4-’&4$&4?JC0-4$&4 K-C43&0; 6 T,9/0 (/’$\C&4,$,&,$./ 3&,& 0/%&,/3 ,- ,9/ 8&%&/-/4?
.$0-4’/4,( &%(- (9-V 30&’&,$< <9&4:/(，$43$<&,$4: ,9&, =%C<,C&,$-4( V/0/ -K.$-C(%; $4=%C/4</3 K; T?
</&4$< I4-A$< 1./4,( 6
<.% =(38& @/4-’&4$&4?JC0-4$&4 K-C43&0; 3$4-<;(, 8&%&/-/4.$0-4’/4,

HPP第 P 期 董玉珊等：I+JXY[I+ 地区森诺曼?土仑期沟鞭藻及古环境分析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