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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叠纪植物群与地层分区的关系

冯少南 张淼

(中国地质调壶局地层古生物中·o，湖北宜昌443003)

摘要：中国二叠纪分布着安梏拉植物群、华夏植物群和冈瓦纳植物群。三个植物群在地层中的分

布是受古地理模式控制的，安格拉植物群沿北部边缘地层区、塔里木地层区展布；冈瓦纳植物群仅

见于喜马拉雅地层区；华夏植物群分布在华北地层区和华南地层区。三个植物群常混生有欧美植

物群的分子。在植物群与地层分区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二叠纪植物群古气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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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叠纪植物群非常丰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均有含植物化石的地层，但各地的植物群特征不同。

这是由于=叠纪植物地理分区和气候分带所致。笔者在编制《中国二叠纪地层对比表》时．阅读了大量的

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资料。编写成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二叠纪植物群与地层分区的关系。

1植物群的展布

1．1兴安岭地区

兴安岭地区二叠系含植物的地层(自下而上)可分为：

±^1岭组：台N【"g晤erm?ll讪№醅der≈c'l|}lii。N．d．hti如}iu。N．batwhate'lsis。N．oknutn．Z∽H|()∽cIis

tmlm“uKL，z．d．啦∞H'ptcH’ides，s甜Ⅻm∽rbincmsmfa莉AnnH￡口r洫渤舀ss抽n等，其对代鼠陬瓶啦孤峰
期；

三龟山组：奄Qlmp把rb洲gllsmm，C．幽踊xhHen川．C．p娥诎Hhen出淝ns浊，C．o妇钯．s“陬|“心㈣卜

幽Het商s，s．f甜kns；s，Pr即tc诎i舢p抛lIls mmlrisctfo}h，PecopceI_ls鲥k"罾翩s迅。N雠g酗m哦沁p鞋s ficL抽tsis，

N．“¨磅口nPn“s。N．I}isig函s，N．d．aHg“避ifl““。R“p谢。辨is ziTi诤H，lens如，v缸t耐tesl∽jin u'rc“mPn“s．

G抽七出，∥l少om如?Ⅺ，I删，Mt小，(如，l加驴M。厶，拍i，堤owP．(h”血曲P”m“州s如等，《中国地层典》将含浚植物

群的三角山组归为阳新世岭坞期一乐平世吴家坪期，但黄本宏【21认为三角山组的时代为乐平世，因植物

组合中含有库兹涅茨克地区乐平世的。一缸。与三角山组相当的五道岭组(红山组)中含有ny

，l[一nnj脚Pr如“’1￡“‘随0“jn，G)Ⅲ汛，小巧《"。．(：．yi曲“，IeNs括，C．fPn“mj’珠，C．拼“ffi，I￡{可厶，C．"}if，1，p，l叫f(I，

(：．【觑sP，(Ⅻ“扯P ris IMl譬s}㈨蛐I“s，(!．htl啦l由洫jl目嘲s如，C．t㈣孵nnghcnsis。C．t觑靶．(z．m靠阳lf)．

c．pse“do幽P，l小t{。l曲s．(：．d．“d乱埘|曲s。C．d．cn’ltmctHs，SupatⅡtieli跏矗s．S净he'10p把r讧heitml褂iH，l肾nl妇s，

s．研幽tmcns酥，S．incrosⅢtm，T≯hto排eris cH’l雌}n．R“pid0舢is z妇舭n州sis，R．h删g幽Ⅱn∽s抓．&hi瓤mPM—

t。on d．mmlc}lur÷nl嘲s．1』南qtc㈨H妇r址1洲lti如ha．L．fleian朗sb，弘社i洒钟盯is蹿．，N如轧min hong小({，1川出、

Pte}"埘l叫}m”d．s{ok矗婕涵¨is．陬ip￡Prb耳南i。P．ilfmg曲∞te燃i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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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新疆地区

新疆乐平世泉子街组和梧桐沟组有o，”陆以，2，“船．c_『，巧m，2舻”s如，了M们mp栅。^矗miM删厶，

T．0besu。l}110 bferb sm试“t。(、(1cli|)沁ris ncl‘{ijum．C．}ldIml瑚in"咎嘲sis。C．t讧，ldlnjlellsi s、‘7．：州tPn、

s掣"in ri}ui【Ⅲ妒nsis，zumio∽盯i s一(HⅢ|)fPmEdPs．sH|uiⅡ卵rnItn，cb"lp鼬p￡er拣nkw，l“s等。

1．3西藏南部

定H、定结强一菊嫩帮组产(拍mtim}{s“MmHHis．(；．n"削mi扛)搬t．‘；．阳dim，sph㈨E’斜l埘lH⋯

s呲‰Ⅲ．sf以h计⋯叫bwm氓P㈣f¨rl s q“№Ⅲ‰(：{udt汕t㈨tst qMbu㈣is等。鼬代聪阳鞍世。
1．4贵州、云南

盘县宣威组也产(j，rM，／JⅢ心g“i曲c一，，_厶，时代为乐平世晚期。滇西永德组也含G，rwt，p细‘“。
1．5华南地区

该区二叠纪自阳新世至乐平世晚期地层中均含有植物，尤其是龙潭组、宣威组含有丰富的植物化石，

撬不竞全绞计。计奄：Gi群m￡‘lp把r酶"i州i洲nefoi池，(；．∽“m抽nfii批，Ti”giⅡmrbuni∞，P}ngit’越m；fPst虹
|(Ⅵl毋J“i“s，s曲蹦oi硅e}I如nM}m竹Hii，P吣JptPr如n}lders鼢lii，P．shn“。P．8chimRt＆，【kn删itPx rigld“，

Ceudn蛳teb诋砷rlmcu。NeHmplel‘．‘{iu}¨n't1雌tl扎ttm。N．’ncrtusm¨．Gmlp∞pterb cmHtmcm、l』扭tl(xlPl卜

dnm(w¨“|’喵ttht卅}L．∞b噼nmk．S|0lPⅢ)|b}1曩}¨t}f stmpcore∽“"1．S．s和Pdosl‘"l，S，kc证)∽"靶，P(LⅢ㈨{n"titPx

髓Pnoc∞k订Hs_AmlHtar．n tWucHmqm．A．s}li rc出it，A．hlt，lqlL∞lsis，i矗Ⅺtatnnn“lur洫?HH}￡i轴}i(o，scmomr“一

rⅡ'，mllchHriens缸，Rhipidop幽s lxⅢii。(妇’tb盛oph硝iH怅dmng诺。州se．U￡￡竹mnnk d墙mml“，U．，rtmlc¨t(￡}‘i({

0tqMiu"l i舢l卿{)fphⅢ¨．(1lthnⅪm排e—s拍i晒等；
1．6华北地区

二叠纪自船山世一乐平世晚期均含有丰富的植物化石，其中以阳新世地层中植物化石最多。汁响

l掣piclt诎明dtl"l 0c“hlp知h s。L．呻t鲫mk．s和l州‘)i小砂LH，n矗tl(卜co№nIt"l，S．奴建x群n靶。S．埘tlmr，As"H'一
l氓皿￡ltPs cmlgt『0lius．A’"l州oriq mHcH"latn．A．s“rH蠡ii、t』16cItml'mcqrin e”sifntta，L．e涵g“in“t．L．

d．{le|(1nen妇s．1。．7n“tlij越in，L．s汹nls抓，&hi烈1，le“ru}，lnlldlMriens讧，Ting谴ca|-埘ni【n，T．c}1L螺；}泔|‘t Jis．

PlcLgiot‘m|i￡es d)tmlg≈硅|lIs．YH【lni“ nn“tu，s扣Ile'lo烈eris tnlu沁，s．"垮tr(】e什t{i．P倒。衅ens uTlitu。

P．h神砸tdioides．P．or讧nfniis．P．n'l出I’sⅨ’nii。cl“o洙￡曲讧pem|im．Neuroptemtdium∞揩mt沁tmt．Gml|)一

R’啦eris 1HHl昏i．Gi昏Lntopte·‘is dic{弘泌l皿toiaes．Gt礴dnt㈣0c奴I kg诧m，G．}m}‰，。rnen沁p把ris ii¨出j，

T．den曲ss油ln。T．弛r'．ntn．s蛳etl‘托ietu tetlHistrimn，P时留Hoph皿tmn tnunipⅡr￡itut}l，UH’}lⅡ'tntn

d．brt"mii，0l÷rop扯一s他ni如nnis．S《)}l。lopt砂t“m th【m{i。E"lp￡ectopt芒^s tr讧"gHhr抓，EmptectoptPndiIlm

nktnnl．od‘”m)plP“s xttkrem{k№．mi州ioptP“s mHcmnn￡n，T．mHni{ler"酥，CⅡkmi把s sMck则ii，AⅢ|M—

i“r强删㈨。。T妇g讧h㈣nguch眭．(、mm pter豳u"l hmiense．ccl}【{呲ris咖t两tu，饬m。两opte“s叫t㈧
等。

2植物群类型与特征

二叠纪是植物地理分区和气候分带最明显的时代。当时，北半球有北大西洋古陆和安格拉古大陆，其

上分布着三个不同的植物群，通常称华夏植物群、安格拉植物群和欧美植物群。南半球的各洲和现在位于

北半球的南亚地区互相连接而成冈瓦纳古大陆，则为冈瓦纳植物群所独占。中国二叠纪含有安格拉植物

群、华夏植物群和冈瓦纳植物群，并且都混生有少量欧美植物群的分子。

寰格拉谯铷群钓代表分子是Q㈨沁17洒眦rn T舛h}opter斌Pul一Ⅻl啦．P1w cll㈣}m}一氐Nt"《．

∥，ufm¨脚如，A，2∥mpmr，diⅢ”，乙7”“】pM’“等，该植物群主要分布于新疆、黑龙江兴安岭地区。顾道源还

鉴定了新疆且末县木南木拉布拉的“一抽，说明安格拉植物群已到达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该植物群和俄

罗斯的库兹涅茨克相同层位所含的植物群可对比。另外，我国二叠纪安格拉植物群还混有少数欧美植物

群分子。冈瓦纳植物群的代表分子G胁一p蛔·扭，s肋“o肚训z‘m sp∞fs“Ⅲ等，主要分布在西藏南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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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定结县，滇西的永德县永德组乜产Gfr一驴M·如．该植物群属种少，上下层位产冈瓦纳型腕足动物群和
苔藓动物群，并含有少量的欧美植物群分子。还需指出的是贵州盘县宣威组中也含有fj，rm枷”“

l洲j√Iof，F¨N拈(；u et zhi。

我国二叠纪公布最广构是华夏植物群．它以(：t瞄tlt(}pⅫ。is Hi∞t诹n矗ef0“u、T妇g缸㈣mm∞，￡小

则眦Ⅲ，w￡Ⅲ，f柚“蛔J”“蛔妇，@蚋(叫，帅加-打的属种出现为特征，该植物群主要分布于华南、华北等地，西

藏双湖二叠纪地层中也能见到。华夏植物群在华南、华北都有其特征的分子，但两地植物组合特征还略有

差异，其主要表现在：Gi即wnpmr厶，?i1”抽，，“i，耐iH在华南二叠系龙潭组中较常见，而华北区则少见或不存

在；华南二叠纪常见oM加叩m，宙Ⅲm．ncm，而华北区则多见(■”tpmp*r站M，!毋九而曲。倒加，，则出现
于华南地区，而华北山西组多见FⅢ∥删∥∥“，，由，，g“如，宙，F卅户如c￡叩御‘积拙”1日z耐“m等。《中国占生代
植物》电指出了中国华南、华北二叠纪植物群的区别。华夏植物群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混有一些欧美的植物

群分子。

3植物群与地层分区的关系

我国二叠纪根据古地理模式和沉积特征及生物群区系特征划分为北部边缘地层区、塔里木地层区、华

北地层区、喜马拉雅地层区、华南地层区【5J。而中国二叠纪植物群的分布与地层分区有着密切关系。以

c幻，，m为代表的安格拉植物群就分布在北部边缘地层区，尤其是内蒙古地层分区必安岭神树一带的土门

岭组、三角山组、五道岭组(红山组)及北疆地层分区的新疆乌鲁木齐的泉子街组、梧桐街组。塔里木地层

区的且末也有cbⅢ抽发现。

喜马拉雅地层区分布着以例n一脚er“为代表的冈瓦纳植物群，在滇西永德也有G如一pmⅢ的植物
报道。方润森等【6J指出：澜沧江断裂以东为扬子板块、以西为冈瓦纳板块。澜沧江断裂是冈瓦纳大陆与

扬子古陆的分界线，即主缝线。西藏珠峰、申扎、林周日土等地区，相继发现了晚古生代石炭纪一二叠纪的

冰海相沉积物及E“似加，一、＆e舯”∞“缸等冷水动物群，以及G如∞p把睹植物群和w如舻”i觚一G“一

￡i斥一”冈瓦纳区系动物群。喜马拉雅地层区滇西地层分区的空树河组也产w如∥”打“一【hfj庙rz"d冈瓦

纳型的腕足动物群、陇m舻，，“缸冈瓦纳型的苔藓动物群，滇西永德的阳新世永德组也产冈瓦纳型的腕足、
苔藓动物群及aⅢm∥∥缸植物群，佐证了滇西位于澜沧江断裂以西的腾冲、永德、澜沧及康马归冈瓦纳板

块的正确性，归喜马拉雅地层区滇西地层分区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Gzw叫№一s植物群属冈瓦纳地理医

的可靠性。贵州盘县出现的GA腿'pf。矗g“i拍。删”矗s Gu et zhi及P^“fo￡^“u cf．P舭，·汹捌Arb，都属冈
瓦纳植物地理区的代表分子，是作华夏植物地理区系的混生分子，还是冈瓦纳植物地理区系的代表分子有

待进一步研究。

以G稽口，ff啪r"如”蛔砌”“咖m一死，jg如mr6㈣如组合为代表的华夏植物群，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层区
和华南地层区，西藏双湖也有华夏植物群的代表分子，华南、华北二叠纪地层中都含有Gi靼，IffJp细宙”jm一

妇H|n叫l建h，t；．c{in，o{)}i掣imdPs，G{gq7mmoct战L HcMⅢi，lati抽{)a，G．h毹ki。Ting讧Cznkmim，l^妇z￡ntH¨7⋯一

㈨’醯如tiensis。l，．tmmij越沁，L．el商如lh，L．m“碱J越洫等。

练上所述，中国二叠纪植物地理区系与中国二叠纪地层分区是吻合的，并为地层分区提供了古生物的

依据，反之出现植物地理区系的特征分子，则可能验证地层区划分的正确性，尤其结合其他门类动物群的

特征．综合考虑地层区划分尤为重要。

4植物群古气候特征

冈瓦纳植物地理区的代表分子G，c一，pM。如，产J二阳新世早期，在喜马拉雅地层区该期则发现冷水型

的珊瑚w㈣”Fn叫2叫，M一，E“啦‰Ⅲ“及冷水型＆P阻，f一埘如腕足动物群，其沉积物也有冰川漂砾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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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当时的气候是寒冷的，G如“。驴M“植物群也就是在寒冷气候生长的，该植物群组合内容贫乏．属种稀

少，缺乏北半球同期植物群最繁盛的鳞木、芦木类和许多具大型的羽状复叶的真蕨和种子蕨植物。

安格拉植物地理区的代表属种五Ⅲ，j(垆即¨s，J，!矗p撕‘如，o删m，P’)w“幽战)∥Pr虮丁Ⅺ．『Ifo∥盯^等均严

于阳新世晚期一乐平世早期。以往认为，它们和冈瓦纳植物群相近，是处于较冷的气候环境下的产物。新

疆准噶尔乐平世海水退出，成为安格拉古陆的一部分，并分出大小不等的盆地，形成陆相的沉积物，盆地有

较发育的水系、广阔的水域，浅水湖泊、沼泽河流交错、气候温暖潮湿；水深加大，生物丰富；沉积物在还原

环境下成黑色，植物茂盛，所以安格拉植物群是在温暖潮湿气候下形成的。但乐平世晚期，气候有向干热

转化之势，水域缩小，形成氧化环境的红色夹层。而在内蒙古一松辽地层分区黑龙江神树等地含安格拉植

物群的五道岭组、三角山组、土门岭组植物上、下层位都产腕足类化石。

黄本宏认为小兴安岭东南部的二叠纪安格拉植物群和俄罗斯库兹涅茨克植物群是非常相似的，尤其

是clfm妇，f，i抽肚”“，五mziopⅢ-括，TⅪ柏fc驴细·如等属植物都是库兹涅茨克植物群中较特殊的属种，在小安

岭二叠纪五道岭组、三角山组都有存在，说明两地植物群有着亲密的关系，近年来在其中发现不少苔藓植

物化石后，特别是类似泥炭藓目(SphagnaIes)和真藓目(13ryales)的苔藓后，逐渐趋向于认为两植物群为温

带湿润环境下的产物。

以G心Ⅲmp￡e—s，ti“”面Mf脚m—n，J譬抽(c2，hⅢicn组合为代表的华夏植物群分布在华北地层区和华

南地层区．该植物群属种丰富，具有大型的羽状复叶，也有高大的鳞木类植物，这些都表明当时的气候潮

湿，有足够的水分、氧气，供植物生长。华南、华北地层区二叠纪地层中都含有工业价值的煤层。尤其是华

北地层区二叠纪是重要的含煤地层，从船山世一乐平世都含有工业价值的煤层，众所周知煤是植物经过地

质作用形成的，如果没有丰富的成煤原始物质，怎能有厚的、工业价值的煤层。华南地层区由东往西，含煤

层位逐渐增高，说明该区从阳新世早期一乐平世长兴期，气候温暖潮湿，从而植物得以大量生长．为成煤准

备了雄厚的物质；而华北地层区，从船山世一乐平世早期，气候适合于植物生长，但长兴期气候逐渐变成干

旱气候，其沉积大都为红色泥岩、砂岩，不适合于植物生长，仅有少量耐旱的植物，如Uf，m“"”础

cf．6ro，Ⅲji仍能发育。

根据中国二叠纪植物群的展布，可概括地了解当时的气候，如喜马拉雅地层区二叠纪为寒冷的气候，

并有冰川发生，北部边缘地层区、塔里木地层区的气候温带湿润。华北、华南地层区二叠纪是热带或业热

带气候，温暖潮湿，适合于植物大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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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AN PALEOFLORA

AND STRATlGRAl’HIC SUBDIVI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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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nct：Angara，(：athaysian and(jondwalla paIe()flora h“e be found in China Pem“an Systcm，thell+disⅢ

butioTl was controlled by paIae()一gc()g ral)h．c e11v1 r011mellts：the Angara pale。flora distribute in(：hlna’s mrth

ern I)【)undary and TAfim stratigarphic regi(m，the(；0ndwana paleoflora can onIy be found jn Hin协laya mratl

garphic region，and the渤thaysia“pal耐lora 10cate in N叫th and south China．Besides，paleoclimatic ch州Hr

teristics has also be discussed in th沁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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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旦纪以来各系多重地层划分对比表及说明书”简介

中国地质调查局古生物研究中心 陈孝红

近年来，全球统一年代地层单位界线研究不断深入．不仅某些系与系之间(如寒武系墒寒武系，寒武
系／奥陶系等)的界线被重新厘定．而且每个系内部统的数量及统与统之间的界线随着研究的深化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如志留系、石炭系等)，即使统的数目役有发生变化．甚至同以往一样称之为上．中、卜．统(如

奥陶系)，但统与统之间的界线及其含义却与原来完全不同。

随着“九五”期间各省(区)岩石地层单位清理和中国各时代地层典的出版，我国在岩石地层单位的划

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对于提高我国新一代地质图的质量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两项成果都是

在总结以往资料基础上进行的，还存在许多不足，特另0是在岩石地层单位的时代归属方面还远远落后f·全

球年代地层研究的现代水平，为了使我国的地层研究工作很好地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当前进行的L：

25万、l：5万地质调查的质量，在中国地质调查局资助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层古生物研究中心组织来自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和有关地调院等地质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的10余个单

位，40多位专家。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在上述两项研究成果的的基础上，参照“国际地层表”和“中国地层

年代表”，结合近几年在年代、生物和岩石地层研究进展以及区域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分时代，按照构

造古地理分区或盆地分布，对中国震旦纪以来各系多重地层的划分与对比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相应编

制完成了《中国震旦纪以来各系多重地层划分对比裘及说明书》。其主要内容包括：

(1)震旦纪以来各时代构造地层分区(或地层区)，生物相区(或地层分区)；

(2)震旦纪以来各系主要生物门类的生物地层序列对比表；

(3)震旦系以来各系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界线点生物标志；

(4)分时代，按构造地层区、地层分区编制的震旦系以来各系年代地层、生物地层和岩石地层划分别比

表。表内对各岩石地层单位的主要岩性和生物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描述。

该成果对地学各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生产以及对开展盆地分析和海平面升降或构造^J地理演化的

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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