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本文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预研项目 (编号 2002CCC02600)、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40062001 )和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资助。

收稿日期: 2003-12-03; 改回日期: 2004-03-22; 责任编辑: 王思恩。

作者简介: 杨瑞东 ,男 , 1963年生。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地层古生物和地球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通讯地址: 550003,贵州贵阳 ,贵

州工业大学研究生部 ; Emai l: yang ruidong@ 21cn. com。

贵州寒武系底部碳同位素负异常的

地层学和生物学意义
杨瑞东

1)
, 朱立军

1)
, 王世杰

2)
, 姜立君

1)
, 张位华

1)
, 高慧

1)

1)贵州工业大学 , 贵阳 , 550003

2)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 550002

内容提要: 贵州境内早寒武世早期几乎都是黑色页岩沉积。 最近在贵州福泉英坪寒武系底部却发现了一套泥

岩夹薄层灰岩 ,它为研究早寒武世早期海洋地球化学特征提供了条件。 贵州福泉英坪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附近

的碳同位素强烈的负异常特征可与全球同期碳同位素进行对比 ,它对应于中国云南会泽小歪头山段底部、蒙古

Tsagaan Oloom组顶部、西伯利亚 Sa lar rny Gol组顶部、美国西南、伊朗 、安曼、波兰、纽芬兰、英国、加拿大等地新元

古代—寒武纪界线附近的强烈碳同位素负异常 ,它可作为划分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重要依据。 该剖面上碳同位

素强烈负异常之下有 8 m厚的黑色页岩和硅质岩 ,在黑色页岩中发现有大量高肌虫和虫管化石 ,说明缺氧的黑色

页岩沉积期间海洋中有大量的生物生活 ,但到了灰绿色泥岩和灰岩互层的碳同位素强烈负异常层段 ,则几乎没有

生物化石。 可以说缺氧事件对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附近生物绝灭事件似乎没有很大的影响 ,而碳同位素强烈的

负异常事件与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附近生物大绝灭关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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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前寒武系与寒武系界线一直是争论的

问题。在我国昆明梅树村剖面上就有 A、 B、 C三个界线

点 (罗惠麟等 , 1994)。 1992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在

纽芬兰确定以遗迹化石 Tret ichnus ( Phycodes )

pedum带作为寒武系开始建立了前寒武系—寒武系

界线层型剖面点 ( Landing , 1994) ,但是 ,最近在该剖

面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层型剖面点 ( GSSP)之下 5

m 处发现了 Tretichnus ( Phycodes ) pedum 化石

( Gehling et al. , 2001) ,这对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

层型剖面点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际地层委员会寒武系

分会也在酝酿新的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划分方案和

新的层型剖面点 ( GSSP)。

碳同位素化学地层在全球前寒武系—寒武系地

层划分和对比中已经表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 Maga ri tz et al. , 1986, 1991; Brasier et al. ,

1990, 2000; Brasier, 1992a, 1992b; Knoll et al. ,

1992; Kaufman et al. , 1995, 1996; Shen et al. ,

1998, 2000a, 2000b; Knoll, 2000; Corset ti et al. ,

2000a, 2000b; W alter et a l. , 2000; Melezhik et

al. , 2001, 2002)。在扬子地台区寻找前寒武系—寒

武系过渡层附近保存有完整的系列碳酸盐岩沉积剖

面是研究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碳酸盐岩碳同位素

重要条件 ,沈延安等在云南会泽发现了这样的剖面 ,

获得的同位素数据可与世界其他地区同位素数据对

比 ,并提出碳同位素强烈负异常位置与小壳动物首

现位置是一致的 ( Shen et al. , 2000a) ,这在前寒武

系—寒武系界线新的划分方案和新的层型剖面点

( GSSP)建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及其东面地区下寒武统几乎为黑色页岩 ,

很少有碳酸盐岩。但作者最近在贵州福泉英坪地区

发现了寒武系底部保存有完整的碳酸盐岩沉积剖

面 ,它为我们研究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附近碳同

位素变化提供了重要材料。而且 ,该剖面位于发现动

物胚胎和动物化石的陡山沱组磷块岩之上 ,黑色页

岩中还保存有大量的动物化石 ,并可与保存有大量

动物化石的清镇、遵义和麻江剖面进行比较 ,因此对

探讨早期后生生物的演化与海洋环境地球化学变化

之间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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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特征

本文报道的是贵州福泉英坪剖面的前寒武系—

寒武系界线附近的高分辩率碳同位素地层数据。该

地区的生物地层和岩石地层以前已经被研究 (王砚

耕等 , 1984) ,特别是最近几年在该地区震旦系陡山

沱组磷块岩中发现大量的藻类和动物胚胎和动物化

石后 (Xiao et al. , 1998; Li et al. , 1998; 袁训来等 ,

2002a ) ,地层和古生物学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在贵州

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附近不断有新的古生物化石

组合被发现 ,这包括遵义寒武系底部牛蹄塘组黑色

页岩中的生物组合 (赵元龙等 , 1999;杨瑞东等 ,

1999, 2003)、清镇桃子冲组中的生物组合 (杨瑞东

等 , 2002) ,它们的发现对研究寒武纪生命爆发具有

一定意义 (图 1)。

寒武系底部黑色页岩相中系列生物组合的发现

表明 ,在水体相对较深的、缺氧的陆棚环境中也有大

量的生物繁盛 ,它们在贵州黑色页岩中几乎都可以

见到 (图 2)。黑色页岩中的生物组合以高肌虫动物、

海绵动物、管虫、蠕虫动物和藻类化石为主。从区域

地层对比分析 ,它们是小壳动物群之上的一个新型

生物组合 ,这在以前是没有发现的。 最近 ,寒武系底

部黑色页岩中生物组合不仅在贵州发现 ,而且在下

扬子地区寒武系底部的荷塘组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大

型海绵动物化石 ( Yuan et al. , 2002b )。 这说明

当时海洋缺氧事件没有使生物大量绝灭 ,海洋中仍

图 1　研究区及剖面位置图

Fig. 1　 Section lo ca tion map fo r this st udy in Guizhou

1—清镇桃子冲剖面 ; 2—遵义松林剖面 ; 3—麻江羊跳剖面 ;

4—福泉英坪剖面

1— Taozich ong section, Qingzhen County; 2— Songlin sect ion,

Zunyi County; 3— Yangtiao section, Majiang Coun ty;

4— Yingping section, Fuquan Coun ty

然有海绵、高肌虫、管虫的藻类繁盛。寒武系底部生

物大量绝灭可能发生在黑色页岩之上的层位。为了

能在黑色页岩相区找到可以测量海洋碳同位素的剖

面 ,我们对贵州寒武系底部地层进行广泛的考察 ,一

方面是在黑色页岩中采集古生物化石 ,另一方面是

找含有碳酸盐岩层的剖面。 2002年 ,我们终于在瓮

安生物群出露的地区 ,福泉市英坪找到了这样理想

的剖面。剖面最底部出露陡山沱组磷块岩 ,含有大量

的藻类化石和分类位置不明的动物化石 ;往上为灯

影组厚层白云岩 ;再往上就是黑色硅质岩 ,含有小壳

动物化石 ,硅质岩厚仅 2 m。在西面的清镇该层之厚

1 m左右 ,在北面的遵义地区硅质岩也只有 0. 8 m,

而往东到麻江硅质岩厚度为 3 m,到湖南和贵州交

界的铜仁地区后度达到 20多米。硅质岩之上为黑色

页岩 ,黑色页岩底部富含 Mo、 Ni、 U等重金属元素 ,

在重金属层之上往往含有大量的高肌虫动物、海绵

动物、管虫、蠕虫动物和藻类化石等 ,它们被称为松

林生物群和麻江生物群。 黑色页岩在遵义、清镇、麻

江都比较厚 ,达到 20～ 40 m ,而在福泉英坪剖面厚

度最薄 ,仅只有 6 m (图 2) ,这表明福泉英坪地区当

时处在水体比较浅的环境 ,因此才有大量的灰岩沉

积。

福泉英坪剖面从陡山沱组到灯影组以白云岩为

主 ,寒武系底部黑色岩系仅厚 8 m,在黑色页岩中可

以发现高肌虫、海绵和管虫动物化石。这个生物组合

可与遵义、麻江等地的生物群比较 (图 2)。从区域地

层对比看 ,清镇戈仲伍组磷块岩小壳动物化石群与

遵义、麻江和福泉黑色页岩中的生物群层位相当 ,戈

仲伍组相当于昆明梅树村剖面的中谊村段和四川麦

地坪段上部 (王砚耕等 , 1984)。只是在缺氧的陆棚环

境生物群面貌与浅水生物群不同 ,浅水区生活大量

的小壳动物 ,而水体较深的陆棚环境则生活着大量

的海绵、高肌虫、管虫和藻类生物。

2　实验方法及测试结果

我们采集样品时保持 2 m一个样品 ,共采集样

品 22件。由于灰岩是呈薄层状并夹于黄绿色泥岩

中 ,有一定的风化作用 ,因此 ,采样时只采集灰岩层

内部未风化部分 ,避免其他杂质混入 ;由于碳酸盐岩

没有被白云岩化 ,这对碳同位素测定非常有利。除灯

影组采集的两件样品是白云岩外 ,其他都为微晶—

泥晶灰岩。在碳同位素测试时 ,先把样品粉碎成 200

目 ,然后在 50℃条件下用 100%的磷酸抽提出

CO2 ,把 CO2气体在 M AT251质谱仪上完成碳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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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贵州前寒武纪—寒武纪过渡带地层系统和生物化石组合

Fig. 2　 Stra tig raphic colum ns and fo ssil a ssemblages of Precambrian-Cambrian transitio nal beds in Guizhou, China

①—清镇桃子冲剖面 ; ②—遵义松林剖面 ; ③—麻江羊跳剖面 ; ④—福泉英坪剖面

1—黑色页岩 ; 2— M o、 Ni层 ; 3—泥岩 ; 4—粉砂质泥岩 ; 5—碳质、磷质粉砂质页岩 ; 6—磷块岩 ; 7—白云岩 ; 8—灰岩 ;

9—硅质岩 ; 10—粉砂质页岩 ; 11—磷质页岩

①— Taozichong s ection, Qingzh en; ②— Songlin s ection, Zunyi; ③— Yang tiao s ection , Majiang; ④— Ying ping section, Fuquan

1— black shale; 2— Mo, Ni bed; 3— muds ton e; 4— sil ty muds ton e; 5— carbonous and ph osphorous si lt y shale; 6— phosphorite;

7— dolos tone; 8— limes tone; 9— siliceous rock; 10— sil ty shale; 11— ph osphorus shale

同位素测定 ,测定数据采用 PDB标准 ,分析数据见

表 1,测量数据的标准偏差小于 0. 02%。同位素测试

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M AT251质谱仪上完成。

3　贵州福泉英坪震旦系顶部—寒武系
底部碳、氧同位素变化特征

　　同位素测试结果表现在剖面上 ,可以看到灯影

组白云岩具有+ 1. 32‰～ + 1. 796‰ ( PDB)的碳同

位素特征 ,这一特征与以前报道的在新元古代末全

球都存在一个+ 1. 0‰～ + 2. 0‰ ( PDB)相近 ,牛蹄

塘组灰岩的碳同位素值分布范围在 - 4. 439‰～

- 10. 258‰ ( PDB)之间 ,特别是在 20 m到 40 m层

位 ,碳同位素值很低 ,在 - 7. 018‰～ - 10. 258‰

PDB之间 ,与新元古代末全球碳同位素值差距较

大。 在 40 m以上碳同位素值逐渐向正的方向迁移

(图 3)。

寒武系底部碳同位素强烈负异常现象在我国云

南会泽小歪头山段底部、蒙古 Tsagaan Oloom组顶

部、西伯利亚 Sala rrny Gol组顶部、美国西南、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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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贵州福泉英坪震旦系灯影组—寒武系底部

碳酸盐岩碳、氧同位素测试数据

Table 1　 Analyt ical results of 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from limestone and dolomites of Sinian Dengying Formation

and the basal Cambrian of Yingping, Fuqu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样品
编号

岩性
δ13 C

(‰ , PDB)

标准误差

σ
δ18O

(‰ , PDB)

标准误差

σ

YP-02 白云岩 1. 796 0. 002 - 9. 290 0. 012

YP-01 白云岩 1. 322 0. 009 - 6. 660 0. 020

YP-1 灰岩 - 4. 439 0. 005 - 8. 386 0. 019

YP-2 灰岩 - 5. 403 0. 011 - 6. 642 0. 008

YP-3 灰岩 - 5. 647 0. 020 - 6. 545 0. 019

YP-4 灰岩 - 5. 771 0. 017 - 6. 975 0. 022

YP-5 灰岩 - 7. 004 0. 003 - 6. 427 0. 020

YP-6 灰岩 - 6. 853 0. 002 - 7. 204 0. 008

YP-7 灰岩 - 4. 888 0. 005 - 6. 928 0. 018

YP-8 灰岩 - 8. 383 0. 007 - 5. 883 0. 029

YP-9 灰岩 - 6. 706 0. 007 - 7. 434 0. 013

YP-10 灰岩 - 7. 049 0. 004 - 6. 743 0. 028

YP-11 灰岩 - 8. 296 0. 009 - 7. 872 0. 024

YP-12 灰岩 - 7. 018 0. 004 - 10. 188 0. 015

YP-13 灰岩 - 8. 235 0. 009 - 10. 367 0. 020

YP-14 灰岩 - 8. 628 0. 013 - 11. 641 0. 013

YP-15 灰岩 - 10. 258 0. 006 - 10. 961 0. 009

P-16 灰岩 - 10. 072 0. 014 - 10. 667 0. 020

YP-17 灰岩 - 9. 929 0. 005 - 11. 132 0. 004

YP-18 灰岩 - 7. 221 0. 007 - 9. 832 0. 009

YP-19 灰岩 - 6. 841 0. 006 - 8. 321 0. 016

YP-20 灰岩 - 5. 421 0. 005 - 6. 832 0. 009

安曼、波兰、纽芬兰、英国、加拿大等地前寒武系—寒

武系过渡带都有发现 ( M agarit z et al. , 1986, 1991;

Brasier, 1992; Brasier et al. , 1992; Brasier et al. ,

2000; Kno ll, 2000; Knoll et al. , 1992; Kaufman

et a l. , 1995, 1996; Co rset ti et al. , 2000; Co rset ti

et al. , 2000; Shen et al. , 1998; Shen et al. ,

2000; Shen et al. , 2000; Walter et al. , 2000;

Melezhik et al. , 2002)。 这对划分前寒武系—寒武

系界线具有重要意义 ( Shen et al. , 2000a)。

4　贵州福泉英坪前寒武系—寒武系底

部碳同位素曲线与全球对比及地层

意义

　　前寒武系—寒武系的界线层型剖面点已经在纽

芬兰以遗迹化石 Tret ichnus ( Phycodes ) pedum带

作为寒武系开始建立了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层型

剖面点 ( Landing , 1994) ,但最近在该剖面前寒武系

—寒武系界线层型剖面点 ( GSSP)之下 5m处发现

图 3　中国贵州福泉英坪前寒武系—寒武系过渡

带碳、氧同位素曲线 (图例见图 2)

Fig. 3　 Ca rbon and oxygen iso tope excursion o f Pre-

cambrian-Cambrian stra ta o f Yingping , Fuquan County ,

Guizhou Province , China ( Litho-g raphs see Fig . 2)

了 Tret ichnus ( Phycodes ) pedum化石 ( Gehling et

al. , 2001) ,这对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层型剖面点

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际地层委员会寒武系分会也在

酝酿新的前寒武系—寒武系界线划分方案和新的层

型剖面点 ( GSSP)。

我国昆明梅树村剖面是很理想的前寒武系—寒

武系界线层型候选剖面 ,剖面上有 A、 B、 C三个界线

点供选择 (罗惠麟等 , 1994)。 最近 ,沈延安等在云南

会泽小歪头山段发现了碳同位素强烈的负异常 ,并

与国外其他地区进行对比 ,提出 A点适合作为前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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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贵州福泉英坪剖面和中国云南会泽、加拿大、蒙古、西伯利亚剖面的碳同位素化学地层对比

Fig. 4　 C iso tope chemost ratig r aphy cor relation of Yingping sec tion, Fuquan County , Guizhou, China w ith section in

Yuannan, China, section in Mackenzie Mountains, Canada. section in southw est Mongolia and section in nor thern Siberia

TZC—桃子冲组 ; BYS—白岩哨段 ; XW TS—小弯头山段 ; ZYC—中谊村组 ; DH—大海段 ; * —牛蹄塘组底部生物组合 ; NP—前寒武系

TZC— Tao zichong Fo rmation; BYS— Baiyanshao Member; XW TS— Xiaow ang tou Member; ZYC— Zhongyicun Formation; DH— Dah ai

Member; * — f ossi l ass em blage of the Niuti tang Formation; N P— Proterozoic; TO— Tsagaan Oloom; BG— Bayan Gol; SR— Starya

Rechka; M A— M anyk ai; M— M edvezh ya; KYD— Kyndyn dolos ton e

武系—寒武系界线层型剖 面点 ( Shen et al. ,

2000a )。

贵州福泉英坪剖面碳同位素曲线可与其他大陆

同期碳同位素变化曲线进行对比 ,福泉英坪剖面上

碳同位素在寒武系底部出现强烈负异常现象 ,可与

西伯利亚 Salar rny Gol组顶部 ( Kaufman et al. ,

1996)、蒙古 Tsagaan Oloom组顶部 ( Brasier et al. ,

1996 )、加拿大 Mackenzie山 ( Narbonne et al. ,

1995)和中国云南会泽小歪头山段 ( Sh en et al. ,

2000a )碳同位素对比 (图 4)。

中国贵州英坪寒武系底部碳同位素强烈的负异

常与北美加拿大 Mackenzie山寒武系底部 Ing ta组

( Narbonne et al. , 1995, Kaufman et al. , 1997)很

相似 ,碳同位素可达到 - 10‰ PDB,可与中国云南小

歪头山段下部 S1到 S2之间的碳同位素 - 6‰ PDB

负异常对比 ,与蒙古 Tsagaan Oloom组顶部 W的碳

同位素 - 6‰ PDB负异常对比 , 并与西伯利亚

Salar rny Gol组顶部 N之下的碳同位素- 5‰ PDB负

异常对比 (图 4)。可以说寒武系底部碳同位素强烈负

异常在各大陆都存在 ,而且这一负异常基本上处于

544 Ma附近 ( Walter et a l. , 2000) ,因此 ,寒武系底

部这一强烈的碳同位素负异常是前寒武系-寒武系界

线附近一个重要的地球化学特征 ,它对重新确定前寒

武系—寒武系界线层型剖面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生物地层分析 ,这一强烈的碳同位素负异常

位置正好处于云南会泽剖面的前寒武系—寒武系界

线候选 A点和 B点之间 ,这与以前划分的寒武系底

界基本一致 ( Na rbonne et al. , 1995; Bra sier et al. ,

1996; Kaufman et al. , 1997; Co rset ti et al. , 2000b;

Shen et al. , 2000a; W alter et al. , 2000)。 前寒武

系—寒武系界线 A点是小壳动物开始出现的位置 ,

B点为小壳动物大量出现层位。 云南梅树村剖面上

也存在 - 6‰ PDB的碳同位素负异常 ,但层位在中

谊村段 ( Brasier at a l. , 1990) ,它位于前寒武系—寒

武系界线候选 A点和 B点之间。

5　贵州福泉英坪寒武系底部碳同位素
强烈负异常在生物演化上的意义

　　贵州福泉英坪寒武系底部强烈的碳同位素负异

常的发现 ,不仅可与全球寒武系底部碳同位素负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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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比 ,而且它是在扬子地台缺氧黑色页岩相中发

现的碳同位素异常现象 ,这对扬子地台寒武系底部

地层对比也具有重要意义。 该剖面上碳同位素强烈

负异常之下有 8 m厚的黑色页岩和硅质岩 ,在黑色

页岩中发现有大量高肌虫和虫管化石 ,说明缺氧的

黑色页岩沉积期间海洋中有大量的生物生活 ,但到

了灰绿色泥岩和灰岩互层的碳同位素强烈负异常层

段 ,则几乎没有生物化石。可以说缺氧事件对前寒武

系—寒武系界线附近生物绝灭事件似乎没有很大的

影响 ,而碳同位素强烈的负异常事件与前寒武系—

寒武系界线附近生物大绝灭关系更为密切。

贵州缺氧黑色页岩相牛蹄塘组黑色页岩底部发

现的大量以高肌虫动物、海绵动物、管虫、蠕虫动物

和藻类化石为主的生物组合 ,其位于强烈碳同位素

负异常之下 ,因此 ,它对应于小歪头山段上部或中谊

村段下部的小壳动物群 ,这一层位就是小壳动物大

量繁盛时期。 这就说明在浅水区小壳动物大量繁盛

同时 ,在水体较深的陆棚环境也生活着一群特殊的

生物群落 ,主要是大量海绵、高肌虫、管虫、蠕虫动物

和藻类。但是 ,在强烈的碳同位素负异常之后 ,水体

较深的陆棚环境中只保存少量的海绵骨针和藻类化

石 ,其他如高肌虫、管虫、蠕虫动物消失了 ,一直到相

当于梅树村期玉案山段才大量生物出现 ,这时的生

物特征可与澄江动物群对比 (杨瑞东等 , 2003)。因

此 ,寒武系底部的碳同位素强烈负异常可能隐藏着

一次生物绝灭事件 ,但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及机理有

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 研究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钱逸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质地球物理

研究所陈孟莪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欧阳自远院士和董丽敏老师、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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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in the Base Cambrian of Guizhou Province,

China: Implication for Bi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al Signif icance

YANG Ruidong
1) , ZHU Lijun

1) , WANG Shi jie
2) , JIAN G Lijun

1) , ZHANG Weihua
1) , G AO Hui

1)

1) Gui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Guiyang , 550003

2)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 ironmental Geochemistry ,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 , 550002

Abstract

The black shale is widely and mostly in the base Cambrian o f Guizhou Prov ince. Therefore, to study

the ca rbon isotope excursions on Neopro tero zoic— Cambrian boundary in Guizhou Province fo r geologist is

di fficult. Then, the 60 m thick base Cambrian consisting of mudstone interbedded thin limestone w as

discovered recent ly in Yingping, Fuquan County , Guizhou Province. This discovery is beneficial to study

the ocean envi ronment of the early Cambrian.

The no table nega tiv e C isotope excursion on Neopro tero zoic— Cambrian bounda ry in Ying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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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quan County, Guizhou Province compares wi th the most continuous C iso tope chemost ratig raphy f rom

the Xiaow ai toushan M ember of the Laolin section in Lunaqian vi llage, Huize County , norther n Yunnan

Province, southw est China , and that f rom the upper Tsagaan Oloom Forma tion of southw est M ongolia,

and tha t from the upper Salar rny Go l of nor thern Siberia, and tha t f rom M ackenzie M t. Canada, and that

f rom Iran, Oman, Po land and Britain. The notable nega tiv e carbon iso tope excursion has been shown to be

a powerful tool fo r the g lobal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Neoproterozoic— Cambrian bounda ry.

The no table negativ e C iso tope excursion in Yingping section, Fuquan County , Guizhou Province,

w hich is lo cated at 20 m thick succession over the Dengying dolostone, then, betw een this no table negativ e

C iso tope excursion and the Dengying dolo stone has 8 m thick black sha le and siliceous ro cks bea ring

abundant Brado rida and Priapulida fossils , it i s show n that ocean animals w are th riving while the black

shale and si liceous rocks deposi ted, but the g rey-g reen mudstone interbedded thin limestone wi th no table

negativ e C iso tope upon the black shale and siliceous rocks is deficient in fossils , and i t i s show n tha t mass

ex tinct ev ent at the N eopro tero zoic— Cambrian closely rela te to this global negative C iso tope excursion,

but no t ox ygen-deficient ev ent.

Key words: Ca rbon isotopic; radiation; Pro tero zoic— Cambrian boundary; Guizho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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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早白垩世一新梳颌翼龙类化石
董枝明 1) , 吕君昌 2)

1)吉林大学古生物学及地层学研究中心 ,长春 130026;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 100044

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100037

　　根据发现于辽宁省西部下白垩统九佛堂组的一近乎完

整的梳齿颌翼龙类下颌 , 确立了一新属新种: 短颌辽西翼龙

Liaoxipterus brachyognathus gen. e t sp. nov . 短颌辽西翼龙

以它前部扩张的下颌缝合部 ,左右第四齿槽间的距离最宽等

特征不同于发现于辽西及其周边地区任何具有头骨保存的

翼龙类 ,基于其扁宽的下颌吻端 ,牙齿大小分异小及短的下

颌缝合部 ,把它归入梳齿翼龙类 ,短颌辽西翼龙以其较少的

牙齿数目区别于其他梳齿颌翼龙 , 它不同于其他下颌缝合

部前端扩张的鸟手翼龙类 ,比如 Anhanguera piscator ,

Coloborhynchus robustus. 前者的牙齿大小和形状变化不那么

大。

辽西早白垩世一新的鸟掌龙类化石

吕君昌 , 季强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100037

　　根据发现于辽宁省西部下白垩统义县组的一近乎完整

翼龙骨架 , 确立了鸟掌龙类一新属新种: 崔氏北方翼龙

Boreopterus cuiae gen. et sp. nov.。崔氏北方翼龙以其数量

多的牙齿 , 且前部的九对牙齿大于后部的牙齿 , 上下颌的第

四对牙齿稍微大于第三对等特征不同于辽西及其周边地区

所发现的任何具有头骨保存的翼龙类。 总的来说 , 它的牙齿

大小和形状的变化不及变化很大的其他鸟掌龙类如

Anhanguera piscator和 Coloborhynchus robustus。这一新分类

单元与其它的鸟掌龙类共有相对大的第三和第四对牙齿。

中国辽西早白垩世侯氏红山龙 (恐龙:鹦鹉嘴龙科 )一成年个体标本

尤海鲁 1) ,徐星 2)

1)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100037; 2)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100044

　　本文记述了发现于辽西下白垩统义县组陆家屯的一完

整恐龙头骨及下颌。它代表侯氏红山龙 ( Hongshanosaurus

houi You, Xu et Wang , 2003)一成年个体。比较研究表明红

山龙 ,作为鹦鹉嘴龙科的第二个属 ,与鹦鹉嘴龙属区别于具

有较长的吻部 (约头骨长的一半 ) ,和椭圆形且长轴指向背后

方的外鼻孔 ,眼眶和下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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