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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石炭纪和早二叠世的生物地理

C
.

A
,

R o s s
等

石炭纪 ( 时间间隔大约为 80 m
.

y
.

) 世界性生物地层地理分布的变化与冈瓦纳和欧 美 两

个主要克拉通联结一起形成一个南北向的陆块环境相一致
。

后来
,

到早二叠世
,

西西伯利亚

义安加拉古陆 ) 与欧美大陆的北东侧
,

相连而形成泛古陆
,

是一个由南极延伸到北极一定范

围内的超大陆
。

这些发展阶段示于图 1一 4中
。

冈瓦纳和欧美大陆的对接情况
,

对于非洲西北部和阿巴拉契亚造山带的接邻 及 南美 洲

o u
ac ih at 造山带的遥相对应也是适用的

。

如果人们假定传统的魏格纳组合是最适用的
,

那么在石炭纪北美克拉通的边界大约靠近

阿巴拉契亚 -

一 Q o ac iht
a
一马拉松造山带

,

而南美洲的西北界则在梅里达科迪纳拉山附近
,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大部分
,

在中生代和新生代时 已达到现在所在的位置
。

在太平洋盆地中
,

最老的洋壳属早侏罗世
。

晚古生代泛古大洋洋底的沉积物及可能是漂

浮的克拉通地块在中生代或新生代增生到与太平洋盆地边缘的大陆内或消失于俯冲带中
。

北

美科迪勒拉西部
、

日本岛和东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的大量动物群和古地磁证据表明
,

这些增

生大陆中的一些大陆在经向和纬向上均垮越 了相当的距离
,

使差别甚大的热带和温带的海相

地层相并列
,

在日本中部一些二叠纪的火山沿着古赤道 以北 3
.

5
。

的方向排列
,

这有助于证实

图 1 维宪期的古地理图

A
、

E一北部和南部冷水至冷水动物区 , B一佛兰克林一鸟拉尔亚热带至温带区
: C一世界性热带

动物区 ; D一北美西南部及 A n d e a n 动物区
,

实箭头为冷水地表流动方向 空箭头为履水地表流方向



伴生的动物群的热带分布状况
。

地理变化和生物地理

泥盆纪晚期
,

冈瓦纳和欧美大陆大约以每百万年 15公里的速度彼此靠近
,

在其间捕捉大

洋的和克拉通的碎块 ( 现作为构造地块 )
,

在南部由佛罗里达州开始
,

并延伸通过新斯科舍
、

西伯利亚半岛和布列塔尼半岛
。

这些大洋和克拉通碎块形成 了紧密相隔的岛屿
,

使浅海
、

暖

水动物能够广泛地分布
。

早
、

中石炭世

如图 1所示
,

维宪阶的再现图表明
,

自由连通的赤道海有着大范围的 富 碳 酸 岩 的 浅 海

陆架
,

这时温暖的热带地表水弥漫了世界各地
、

有少量的温水转移到较高的纬度区
。

但这种

流动型式是否亦出现于强温度梯度区尚不能确定
。

冈瓦纳大陆极地部分
,

晚泥盆世到二叠纪

时接受了冰川沉积
,

这表明地极区一般是较寒冷的
,

但不同温度带的宽度及其温度梯度不得

而知
。

示于图 1一 4中的温度带
,

试图根据海相浅水动物群的差异性及某些海底生物群的存在

与缺失来描绘纬向梯度的变化
。

纺锤虫
、

有孔虫类生存于热带和亚热带
,

而苔鲜动物和腕足

类则能生活于温水碳酸岩大陆架以外的较高纬度地区 ( 较深的水域 )
。

中石炭世初期 ( 图2 ) 阿巴拉契亚一O ua
c
ih at 造山带正在形成之中

,

并有大量碎屑溢出
,

向着克拉通陆架的边缘方向的某些地方发生逆冲
,

赤道海道被联接起来的欧美大陆和 冈瓦纳

大陆所封闭
。

尽瞥图 2 表示欧美大陆和冈瓦纳大陆间的联接象一个完整而宽阔的陆桥
,

但这个

陆桥可能始于沿海西阿巴拉契亚造山带的一个小区域
,

至中石炭时逐步加宽
,

包括 O w a c
hi at

和最后的马拉松造 山带
。

这一陆桥可以追溯到早自早右炭世契斯特时期
,

当时海相动物的差

异性明显地开始减少
,

地方性的种属广泛分布
。

莫罗世晚期
,

生物种属的差异达到最低水平
,

种属的地方性分布现象普遍
。

该陆桥对全球温水浅海动物群的影响是灾害性的
。

首先环赤道带热流被堵塞
,

迫使温暖的

图 2 莫罗世古地理 图

( 图例见图 l )



图 3 石炭纪晚期古地理图

( 图例见图 1 )

图 4 早二叠世晚期 A r t in s
ik an 时古地理图

( 图例见图 1 )

地表水迁向过去较寒冷的高纬度地区
,

在那里地表水在进入古大洋之前就已变冷
,

这似乎是引

起 Y as a m an vo 所记述过的早石炭世晚期地表水温急剧下降的原因
。

许多韦宪阶的温暖浅水的

动物群的差异性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限制
,

特别是带柄的棘皮动物
、

单体和群体珊瑚
、

浅水 含炭

的有孔虫和苔鲜动物更是如此
。

在苔醉动物中
,

除了S t e n o p o r idae 外
,

在那时差异性均 明显

减小
,

包括直至二叠世时
,

气候趋于温暖时尚未重新出现的动物化石
,

大约在早
、

中石炭世

交接时期
,

苔鲜动物种属
、

特别是那些适合在温暖浅海碳酸岩地台和陆架生活的生物种属木

量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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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早石炭世末期
,

含钙质的有孔虫属明显消灭以适应浅水环境 ( 浅滩
、

礁
、

上部前缘
二

斜坡和开放地台 )
。

如 p o r a t人“ r a 。 二 i n `d a e ,

A cr h a e j f: e id a e ,

P 。 : a 亡̀k几了,: e l了̀d a e ,

T o o r o a夕e l
·

fd a 。和 E o d o
llt 岁下d二等生物种属 即是为此

。

在澳大利亚
,

早石炭世末期
,

似乎也为一寒冷时

期
,

碳酸岩沙洲增加甚少
,

而壳类动物在数量上和差异性方面均大大减少
,

牙形石组合消失
,

地层以塑性 认态占优势
。

至中石炭世时
,

地层层序与冰川海相沉积相伴生
,

腕足 类 动物的

L e v 币 。 s ut la 形成了冈瓦纳动物区特殊组合的重要部分
。

这种组合被认为是冷水 组 合
,

亦见

于阿根廷
,

在酉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一种含有 L o vi uP
s ut la 的类似组合被认为与北 半 球 的

冷水动物群相当
。

自游生物如棱菊石属
,

在中石炭世初期其数量和差异性均明显减少
,

世界

性海洋的表面水温显著地降低也证实 了这一假说
。

第二个重妥的影响是浅水陆架和暖水海洋动物区的陆桥破坏 了曾经是世界性的动物的自

由散布
。

陆桥有效地切断了环赤道海的通道之后
,

热带陆架的动物群即被沿佛兰克林地槽的温至

冷水的分散路线所隔开
。

因为开放的古大洋对于陆架动物群也是一个障碍
。

对于某些热带陆

架动物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分散路线
,

而只有在气候相对短暂的温暖的对期才出现起伏 和 彼

动
。

这种动物的局 限性可以用中石炭世乌拉尔地区和俄罗斯地台和特提斯地区有着同北美陆

间向区一些共通的纺锤虫分布情况得到满意的解释
,

然而这些种属有着不同的地层范围
。

中石

炭世时
,

佛兰克林边缘通常有仅由少数种属组成的纺锤目
。

这些纺锤蜓可断续地从一个热带区

间向与扩散性差的佛兰克林动物区的动物有关的其他热带区扩散
,

许多纺锤蜓世系在接近 中

石炭世和晚石祟世交接时期绝灭
。

在苔鲜动物中
,

笛管苔醉虫
,

六射珊瑚和窄 管苔鲜虫大量减

少
,

而隐口苔薄虫则很少受到剧烈的影响
,

这可能是由于地表水温低所 引起的
。

晚石炭世

晚石炭世时
,

欧美大陆和冈瓦纳大陆再次彼此相斥
,

最后在晚石炭世斯蒂芬阶期封闭了

横过欧洲北西的海城
,

沿 O u
ac ih at 和马拉松造山带的主要构造运动都已记录下来

,

在南乌拉

尔地区和北美大陆西部和中部之间的扩散路线一直位于欧美大陆的乌拉尔一佛兰克林边缘一

线
,

并且是唯 一使热带动物能断续通过的路线
。

乌拉尔地槽为一开放的海道
,

安加拉地盾仍

然从东部与之靠近
。,

晚石炭世的纺锤动物以少数的种属 占优势
,

表明其演化分异度较低
,

在晚石炭世苔鲜动

物也出现了类似的低分异度型式
,

脆足类在生态学上是保守的
,

在较长的种属范围内儿乎不

显示分异性
。

早二鑫世

早二叠世的阿什舍尔阶和萨克马尔阶是大多数浅水一暖水陆架动物差异性迅速演变的时

期
,

这种差异性在纺锤蜓属和苔鲜动物门类表现得尤为明显
,

在几乎所有的浅海陆架动物区

均达到相当的程度
。

详细的证据表明
,

其原因是遍及世界的气候有开始变暖的趋势
,

产生了与

杜内阶和韦宪阶相类似的气候条件
,

大约在那时
,

冈瓦纳大陆的冰川作用强度开始 明显减弱
。

横过佛兰克林陆架的热带动物的散布保持断断续续
,

因为这个陆架已移到靠近北纬 38
。 ,

保存于相当冷的水域中
,

在泛古陆的东部陆架和西部陆架上的热带浅水动物
,

开始自行迅速

的分异
,

形成了种和亚属上有很大差别的动物区
,

其他早二叠世的动物区 以北美科迪纳拉西



部的克拉马思
、

索诺马和 st ik ine 增生大陆的 M cc l ou d组合为特征
。

较深水域的苔鲜动物比适

应于暖水浅水的动物有更多的散布机会
。

腕足动物有着这样广泛的适应性
,

使它们的分布区

域变得更广
。

沿着欧美大陆西海岸
,

适于冷水生存的佛兰克林纺锤组合向北和向南漂移
,

与适于温水

生存的大盆地的纺锤蜓组合的漂移是一致的
。

这些适于温水的动物包括纺锤蜓和却鲜动物门

的几个属
,

它们中有少数的种与同时代横过大陆弯隆东南侧的亚利桑那堪萨斯东南
、

新墨西

哥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的动物群有着共通性
。

早二叠世萨克马尔阶晚期
,

特提斯海的纺锤

蜓动物与南乌拉尔区有明显的差别
。

阿丁斯克阶
,

当安加拉和欧美大陆东部连接一起时
,

泛大陆即告完成
。

由于安加拉北极

投射到地极水域
,

泛大陆扩展成一横过整 个 纬 向温度带的单个大陆
,

阻止了热带浅水和温

水三个主要陆架动物区的扩散
。

而这三个动物区在早二叠世末 以前作为独立的动物区是被隔

绝的
,

其浅水陆架动物全然不同
,

因而这些区域间的对比还是个间题
。

从地理上看
,

特提斯是

最大的海域
,

它有着最多的种属的差异性
、

包括三个纬向次级分区
,

就地理区域和分类单元的

数量而言
,

安第斯陆间区是一个仅次于特提斯的地区
。

佛兰克林区的动物具有最低的变异性
,

最终导致晚二叠世喀山阶和蔡希施坦统动物群更低的变异性
。

石炭纪和早二叠世浅海动物的世界性分布
,

明显地受地理变化的影响
。

而这种地理变化

是当运动着的地壳板块使其克拉通陆块彼此碰撞并经一系列的形变阶段而形成 泛 大 陆 的 结

果
。

广义的说
,

这些变化破坏了环赤道的温带和热带海
,

形成了向北和向南的受较冷的世界

气候调节的地表水循环
。

由于佛兰克林陆架逐渐向北推
,

进入较冷的水域
,

使热带和亚热带

的底栖动物的增加变得困难并时断时续
,

最后在早二 叠 {世
_

晚:期
,

安加拉大陆增大成为较大

的 泛古陆
。

增大后的古陆投射进冷极水域
,

进一步切断了泛古陆北部周围热带底栖动物的扩

散
,

其结果是三个大小不等和动物分异性明显的热带动物区迅速地演化
。

早石炭世末期
,

动物差异性迅速减少
,

中石炭世早期再次减少
。

地理范围的纬度 限制及

地球化学证据表明存在有一总的全球性的寒冷间隔期
。

直到二叠世早期
,

这些动物的着异性

又一次达到可与早石炭世 中期相比拟的水平
。

( 杨宗镜译 自 << G e o l o g y 》 1 9 5 5
,

V o l
.

2 3 ,

N o
.

1
,

马祖望校 )

萨尔托海铬铁矿床研究获重要成果

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床是 1 9 5 8年发现的
,

前人曾进行过大量地质工作
。

提据地矿部
“
六五” 期间对 西

准噶尔地区童要研究项目的要求
,

为探讨区域成矿特征
,

扩大矿床远景
,

从 1 9 8 2年起
,

魏文中工程师 等 四人

对其进行专题研究
。

在分析整理前人大量勘探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

通过野外实地勘查和综合研究
,

运 用

一些新的研究手段
,

发现了造矿铬尖晶石中存在硅酸盐熔体包裹体
,

首次提出褪色岩石中富含氯 硼
、

硫 等

挥发组分
,

`心 ,达怡铬矿成矿在空间上和成因上有密切关系
。

依据岩相
、

构造
、

己知矿体和岩石褪色 带 的

分布
、

产伏
、

划分了成矿带
。

阐述了各带成矿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

提出在岩体中段有六个深部找矿地 段
。

该研究报告最近通过 评审认为
,

己接近国内外同类矿床研究成果的先进水平
。

( 胡振 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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