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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秦岭 泥 盆 纪植 物群 的研 究 概 况

( 一 )

多年来
,

在西北地区发现了不少泥盆纪植物化石
。

虽然对其正式研究报道的还不多
,

但

积累的资料已相当丰富
。

这些化石所代表的植物群面貌
,

有的已研究清楚
,

有的正在进行研

究
。

就 目前所知
,

西北地区泥盆纪植物群的产地主要有新疆的西准噶尔
、

甘肃的北祁连山和

西秦岭 ( 包括四川最北部 ) 地区
。

其中西准噶尔地区所产的植物群
,

以内容丰富
、

保存完美

和时代齐全 ( 早泥盆世至晚泥盆世 ) 为特征
,

开始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

西秦岭地区只见有

早泥盆世和晚泥盆世植物群比较发育
,

北祁连山地区仅晚泥盆世植物群保存较好
。

此外
,

还

在其他地 区零星见有一些泥盆纪植物化石
。

除西准噶尔地区外
,

西北地区迄今尚很少发现中

泥盆世植物群
。

西北地区泥盆纪植物群的研究程度与华东
、

中南和西南地区比较
,

差距很大
。

所获化石

标本也系区域地质调查或为其他 目的进行地层 研究时顺便采集的
,

所以 大多不 够详细和系

统
,

专门的室内研究工作就更加不足
,

因此很难适应地层工作的发展和找矿工作的需要
,

为

了改变这种局面
,

在本区深入开展泥盆纪植物群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

西秦岭地区泥盆纪搏物群比较重要的有晚泥盆世大草滩植物群和近年在甘南
、

川北 ( 主

要在川北若尔盖铁布区 ) 发现的早泥盆世热尔植物群
,

其详细情况分述于后
。

( 二 )

晚泥 盆世大草滩植物群久已闻名
,

自五十年代初斯行健 ( 1 9 5 2 ) 正式鉴定
、

描述以后
,

现在内容已大为充实
,

面貌也更加清楚
。

大草滩群 主要分布于天水
、

武山以南的漳县
、

氓

县
、

卓尼
、

临潭等地
,

为滨海
、

梅陆交替相的碎屑岩沉积物
。

漳县大草滩一带该套碎屑岩厚

3 0 0 0米以上 ( 据甘肃地层表 )
。

植物化石产地主要有漳县大草滩和挖渡等
,

化石层位大多集

中于上泥盆统的中
、

上部层位
。

斯行健 ( 1 9 5 2 ) 记载的天水磨峪沟的植物化石主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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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除几个鳞木类化石保存较好外
,

大多十分破碎
,

尽管如此
,

它仍然可以 证明最重要

的晚泥盆世标准化石—
L e p t o p h l o e u m r h o m b i e u m在这里已有发现

。

随着地层工作的广泛开展和深入研究
,

除发现更多的植物化石外
,

还发现不少腕足类和

鱼类化石
。

这些对准确地确定地层时代
、 进行更广泛的对比和提高地层的研究水平都十分有



益
。

现在
,

根据笔者掌握的标本 ( 一部分系笔者采集
,

一部分系甘肃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

调查队采集 )
,

大草滩植物群至少有以下内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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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
,

再加上斯行健过去描述的内容
,

以及有关单位 掌握尚未正式鉴定
、

描述的

标本
,

大体可 以看出大草滩植物群的全貌
,

晚泥盆世 植物群的常 见分子几乎都 已出现
。

这

个植物群与 长江下游 的五通植 物群和鄂 西的黄家瞪一写经寺植物 群十分相似
。

李星学等

( 1 9 7 9 ) 认为
,

就沉积特征和植物群面貌而论
,

大草滩植物群与华东
、

华南的同时代植物群

应属一个范畴
,

相当于他们所划分的晚泥 盆世晚期 ( 法门期 F a o e n ”
ia

n
)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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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h o m b i e u m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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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应与南京龙潭的擂鼓台组植物群和鄂西写

经寺组植物相当
。

笔者认为
,

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

不 同的是
,

大草滩地区早石炭世的植物化

石很少
,

过度性也不十分明显
。

另外
,

大草滩群的中
、

下部是否有相当晚泥盆世早期植物群

( 弗拉斯期 F r as ia 成 a n
)

,

甚至中泥盆世植物群存在
,

目前尚不清楚
,

在今后 研究中 应予

以注怠
。

整合在大草滩群之上的王家店组
,

含大量泥盆一石炭纪过度性 色彩的腕足
、

珊瑚化石
,

这些化石现都认为是早石炭世早期 ( 岩关期 ) 的分子
。

但在这个组却采集到了 L e tP 叩 h l oe
u m

:

ho m b i c u m 的标本
。

这一新的发现引起了对这里 泥盆系和 石炭系界线的争论
,

这种分歧 目

前尚未统一
,

如何解决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大草滩植物群以往只发现于北秦岭的西部
,

向东在陕南广 大的东秦 岭地 区一直 未见其

踪影
。 1 9 7 9年

,

陕西省地质局 区域调查队在陕西山阳二峪河的 砂质板岩中
,

意外地 发现了

L e
户 oP h lo

e u m r

ho m b ic u m 的标本
.

经笔者鉴定
,

为该种确凿无疑
,

这对 地层的 划分和研

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 三 )

近年来
,

由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二室和甘肃省 地质局区调一队共 同发现的早 泥盆世热

尔植物群就 目前所获资料来看
,

其内容远远超过了 西准噶尔早泥盆 世植物群
,

是西北地区

最丰富的早泥盆世植物群
。

但由于室内外的研究工作不够深入
,

其面貌还不十分清楚
,

它很

可能是继西南地区工蔽植物群之后
,

我国又一个重要的早泥盆世植物群
。

根据我们对所采标本

的初步鉴定
,

热尔植物群至少包 含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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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化石目前仅发现于四川若尔盖县铁 布区热尔沟内
。

那里的下泥

盆统热尔群厚达 1 7 0 0米以上
,

系滨海一三角洲相粗碎屑沉积物
,

下部与上志留统 白龙江群为

整合过度关系 ( ? )
。

其中
、

下部层位则发现大量的腕足
、

珊瑚类化石
。

根据这些动物化石
,

热尔群的时代无疑应属早泥盆世
。

一 十年前鉴定 出版的 A r e il a e o p t e r i s a r e h e t了 p j u s S e h二 a l h
.

鉴于标本破碎
,
又未发发

觅实润片
,

恐不一定可 靠
,

这里不再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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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 线 荧 光 光 谱

在 岩 矿 测 试 分析 中 的作用 和 地 位
X 射线荧光光谱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建立起来的一门新的测试技术

。

从六十年代起
,

X射线荧光光谱得到了迅速发展
,

加上电算技术的应用
,

更加显示出了 X 射线荧光光谱的优
’

越性
,

已经部分代替了一般的化学分析
,

解决了若干常 量和微量元素的 分析问题
。

现在
,

这种测试方法已被广泛运用到地质
、

冶金
、

煤炭
、

国防等科研和生产的许多部门
。

下面就 X射线荧光光谱在岩矿测试分析中的几个问题简述于后
,

供同志们参考
。

一
、

X射线荧光光谱的特点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是一种快速
、

简便
、

精密度和准确度高的无损分析技术
。

因此
,

在

合金和岩石矿物分析 中
,

运用的范围日益广泛
。

在岩石矿物分析中
,

地质矿产部系统的一些

实验室
,

除了 X 射线荧光光谱本身应作的 N b
、

T a 、

Z r 、

H f
、

稀土分量分析外
,

又开展了轻

元素
、

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的研究工作
,

并制定了一些在生产
、

科研 中所需分析数据行之有效

的方法
,

特别在单矿物分析和配合选冶流程中显示了较好的作用
。

_

在我国
,

自六十年代末以来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

为什么 X射线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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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植物群与我国西南 地 区的工蔽植 物群是可 以 比较的
。

西南的早 泥盆世工 威植物

群
,

李星学 等 ( 19 7 9 ) 进一步 划分为 早期
、

中期 和晚期 三个植 物组合
。

其晚期 组合称

z 。 s t e r o p h y l l u m y u n n a n i e u m
一
D r e p a n o P h y e u s s p i n a e f o r m i s 组合

,

时代大致相当于西欧

的埃姆斯期 ( E m s i a n )
。

热尔植物群正是比较接近这一组合的面貌
,

其地质时 代亦大致相

同
。

热尔群中
、

下部目前虽还没有可供鉴定的完好植物化石
,

但是 化石碎片却不少见
。

经详

细工作是否有可能发现新的植物化石
,

乃至新的植物群 ? 值得很好研究
。

( 四 )

西秦岭的中泥盆世植物群
,

迄今知道的还很少
,

是根本就不发育还是未被发现
,

目前

尚难肯定
。

据西北地区区域 地层表甘肃省分册 ( 地质 出版社
, 1 9 8 0 , 2 96 页 ) 记载

,

甘肃

省文县中泥盆统下吾那组下部的滨海一陆相碎屑岩中
,

见有几个植物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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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含上 述植物 化石层 位的上
、

下岩层

中
,

都含有丰富的中泥盆世的腕足类和珊瑚类化石
,

故将其划归为 中泥盆世 当 无问题
。

此

外
,

再未发现中泥盆世植物化石
,

即使是有名的西汉水群
,

迄今也未发现可供鉴定的植物化

石
。

在化石极为贫乏的情况下
,

要想了解中泥盆世植物群的真实面貌
,

必须进行深入细致地

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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