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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组有孔虫化石群的银同位素研究

王世杰 董丽敏 林文祝 李春来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贵阳 夕 犯

汪 品先 赵泉鸿 吴锡浩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开放实验室

,

上海 〕洲更〕 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研究所
,

北京 犯

关键词 有孔虫 银同位素 陆相 泥河湾组

学术界对于我国东部不少新生代陆相盆地中存在的含有孔虫化石群层的沉积环境问题
,

一直存在着海相和陆相沉积之争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
,

难以用壳体形态或属种组成有效

地区别现代盐湖与弱海相性 如潮上带
、

泻湖 有孔虫群 ‘〕 鉴于河
、

湖水和海水之 间存在着较

大的化学和同位素成分的差别
,

壳体地球化学方法则可能是解决间题的一条 出路 为此
,

我

们对赋存于 泥河湾盆地小渡 口 剖面 厚 达二 十余 米
,

含 肠 站 即 肠
认 单种有孔虫化石群的 层上部和 层地层进行连续取样 因分析所需

有孔虫量的关系
,

本次工作仅选择有孔虫密度大于每公斤样 枚的样品

进行惚同位素分析工作 图

一 止吧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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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渡 地层剖面及采样层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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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粘上质粉砂
,

为粉砂质粘土
,

为粘上
,

为黄土
,

为极性倒转
,

功 为正极性
,

为样品点
,

为含有孔虫样点 小渡 剖面的岩性
、

地层和古地磁据陈茅南等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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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明小渡 口剖面有孔虫生活时的水体为内陆湖泊
,

完全可 以排 除与海有联 系的

海相性水体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

迄今已报道 的野外 区域地质工作
,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从构

造上说明当时远离大海的古泥河湾湖 距海岸线 是怎样与海相通的冈 近几十年来
,

国外学者已陆续报道 了一些与海无关的内陆咸水
、

半咸水湖中发现有孔虫现生种的事实
,

说

明在 内陆湖泊 中生存有那些能忍受极度偏离海水的有孔虫种属是完全有可能的 ’ 因此
,

完

全有理 由认为
,

我国小渡 口 剖面有孔虫化石群属 内陆非海相有孔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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