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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胆 幽烷以及它们对应的芳构化产物
,

特别是三芳甲藻幽烷
,

所以我们认为这类球状化石

可能是植物甲藻 目的祖先类型
,

是这些特征生物标记物的主要来源 如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话
,

那么
,

似球状沟鞭藻化石可 以对寒武系
、

上震旦统相对高丰度的甲藻幽烷的存在给予一种

新的解释

现生球状沟鞭藻是沟鞭藻中的小类群
,

我们对于现生球状沟鞭藻的知识是很有限的 现生

球状沟鞭藻是很难发现和人工培养的 化石球状沟鞭藻也从未有过报道 现代球状沟鞭藻类

的人工培养及分子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及热模拟工作也没有做过
,

所以把 尸 归

入沟鞭藻类并不是一种定论 尽管根据形态学特征和生物标记物把这一化石视为球状沟鞭藻

不失为 目前条件下一种合理的抉择 我们相信
,

古生物学和分子有机地球化学的结合会对恢

复生命发展史起重要作用

石盐沉积广泛分布于古生代以来的沉积岩中 保存于膏盐沉积中的藻类群落
,

包括球状

沟鞭藻
、

盐藻
,

某些底栖宏观藻类长期以来是被忽视的 今后在膏盐沉积中会获得更丰富的化

石资料和信息
,

我们的观点也会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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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中更新世微玻陨石事件的年龄估算

海陆对比复杂性的一个例证
王 吉良 赵泉鸿 成鑫荣 王汝建 汪品先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上海 以洲〕

摘要 研 究证 实了中更新世微玻陨石层位于布容 松 山 舰 界线之下
,

并根据南海 ,

和 柱状样同位素和古地磁资料推算的沉积速率
,

计算出深海中更新世微玻陨石层的

年龄早于 舰 界线
,

约为 一 而黄土剖面中的中更新世微玻陨石层却位于 舰 实测界线之

上
,

这是 由于黄土 中的 舰 实测界线 已向下偏离其真实位置所造成
,

反映了古地磁极性事件在黄

土剖面 中记录的复杂性
,

同时也增加 了海
一

陆地层对比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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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微玻陨石 布容 松山 界线 中更新世 海
·

陆对比

在迄今所知的新生代 微 玻璃陨石事件中
,

发生于中更新世的是年龄最新
、

散落面积最大

的一次
,

其分布范围为地球表面的 ’ 在我国
,

中更新世玻璃陨石广泛报道于海南岛和华

南沿海 , 而其微玻陨石曾经发现于黄土剖面 ,
,

近年来又见于南海的深海柱状样中 由

于微玻陨石在海洋和陆地都有分布
,

并且其产出层位在磁性地层序列 的布容正 向时和松山反

向时之间的磁性倒转事件 即 界线 附近
,

被认为是极好的地层标志
,

对海
一

陆地层对比尤

显重要

世纪 年代以来
,

对印度洋
、

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 及南海 的深海柱状样高分辨

率研究
,

都揭示了微玻陨石层发生在 界线之下
,

其年龄要早于磁性倒转事件约

然而
,

黄土剖面中微玻陨石发现在 界线之上
,

例如在洛川黄土剖面中
,

微玻陨石发现在

界线之上 处
,

其年龄估算为距今 ’ 这种层位上的差异已造成海

陆地层对比时的困惑 本文试图通过南海 个深海沉积剖面的研究
,

求得微玻陨石在剖面中

的确切产出位置及其形成年代
,

以利于海
一

陆地层的精确对比

材料与方法

本次工作对南海 个深海沉积物剖面 孔
,

柱状样 和 舰 界线附近

的 块沉积物样品进行分析 孔位于
’ ‘ , ’ ,

水深
,

钻

孔进尺 ’ 该孔 以来具较高的沉积速率
,

是本次工作重点 对 舰界线 孔深

处 附近 的层位按照 的间距采样
,

进行微玻陨石的分析 结果在深度
,

,

和 的 块样品中发现了微玻陨石共 枚
,

其中在孔深 和

的两个样品中最为富集
,

分别为 和 柳 柱状样
’ ’ , ’ ,

水深
,

柱长 和
“ ‘ , “ ’ ,

水深
,

柱长 钻取于

年的
一

航次 ’‘ 我们在柱状样 柱深 、 段和柱状样 柱深

处分别发现了大量的微玻陨石 同时
,

还从上述 个剖面的样品中挑出保存完好的浮游有孔虫

壳体
,

在同济大学海洋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用 质谱仪测定了

氧
、

碳稳定同位素

南海中更新世微玻陨石的年龄估算

如图 所示
,

在 孔和 柱状样的剖面中
,

微玻陨石富集层和 舰 界线两者

都位于海洋氧同位素分期 第 期向 期的过渡阶段
,

而微玻陨石富集层又明显早于

界线 这种现象在印度
,

苏禄海 和苏拉威西海 等孔中均是

如此 , 」 柱状样尽管缺乏古地磁资料
,

但同其他剖面一样
,

微玻陨石产于 的过渡

时期 古地磁地层学研究表明
,

舰界线和松山反向时的哈拉米洛 事件上界在

孔分别位于孔深 和 ’“ ,

在 一 柱状样中分别位于孔深 和 ’ 图

界线和哈拉米洛事件上界的年龄分别采用
,

‘ 和 〔’ 据此
,

计算得出的沉积速

率在 孔为
,

在 柱状样为 。 孔的微玻陨石高值峰 孔深

处 位于 界线之下
,

根据沉积速率可以计算出微玻陨石事件的发生要早于

转变约 在 柱状样中
,

界线与微玻陨石富集层相距 。 ,

计算出微玻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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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

微玻陨石 枚
·

古地磁

柱状样
一

微玻陨石 枚
·

,

柱状样

微玻陨石 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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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海 孔
、

柱状样 和

占,‘

中的微玻陨石层位
、

界线和氧同位素记录

苏拉威西海
印度洋 南海 南海

一

微玻陨石 枚
· 一 , 微玻陨石 枚

· 一 , 微玻陨石 枚
· 一‘ 微玻陨石 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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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

· 一

中国

洛川黄土剖面

磁化率
· ‘

盔盔盔
··

日日
犯犯犯

三、侧张

图 印度
一

太平洋区钻孔中的微玻陨石分布与古地磁极性界限的关系及其与黄土剖面的对比
,

,

和 及洛川黄土剖面中的微玻陨石分布
、

古地磁和磁化率资料分别根据文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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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事件的年龄较 转变约早

印度
、

太平洋区中更新世微玻陨石富集层的年龄

等人 通过对苏禄海
’ , , ,

水深 和苏

拉威西海
’ , ‘ ,

水深 两孔中微玻陨石的研究
,

推算出

中更新世的撞击事件发生在 界线之前 左右 印度洋 孔
, ,

“ ’ ,
、

水深 中的微玻陨石高值峰位于 界线之下 而 界线和

哈拉米洛事件顶面的深度分别位于 和 处 ’”
,

‘ 图
,

两者之间层段的沉积速率为
,

据此可以推算出微玻陨石年龄早于 界线约 孔该层段因具强

烈的生物扰动
,

所估算出的较大年龄值可能不太可靠

讨论

综合 以上 的分析
,

我们可 以得 出中更新世撞击事件的年龄在古地磁 转变之前约
一 若以 转变的年龄 ’ 〕为准

,

澳大利亚
一

亚洲地区中更新世撞击事件发生的

年代约在距今 一 期间

我国内地黄土剖面 界线附近也发现微玻陨石
,

但与深海剖面不同
,

这些微玻陨石产

在 舰 界线的上方 , 以洛川黄土剖面为例
,

微玻陨石层和 界线两者都位于第 黄土层

中
,

微玻陨石见于 的上部
,

界线位于其下方约 一 。 , 图 深海剖面和黄土

剖面中微玻陨石层和 界线位置上的差异反映了海
一

陆地层对 比的复杂性 许多深海的研究

资料
, ,

’ 揭示
,

界线位于 期的过渡阶段亦即 期的初期
,

在南海 孔和

柱状样中也是如此 图 黄土的磁化率曲线和粒度曲线与深海氧同位素曲线对比的结

果也表明
,

黄土层 及其上覆的古土壤层 形成时代分别相当于深海氧同位素的第 和

期 「’“
,

’ 〕 很显然
,

与深海剖面中 界线的位置对比
,

黄土剖面 中实测到的 界线位置

明显偏低 最近
,

等人 专门研究了这种海
一

陆地层中 界线和微玻陨石层位置上的差

异
,

指 出黄土剖面中剩余磁性信号不是记录在当时的地表
,

而是记录在地表之下一定的深处
,

其深度因岩性而异
,

因而在黄土剖面中实测到的 界线要较其真实位置偏下 以洛川黄土

剖面为例
,

真实的 舰 界线如图 所示应该向上推移 一 , 位于含微玻陨石层的上方

可见
,

单纯根据古地磁极性事件对 比黄土与深海地层
,

可以产生 巨大出人
,

对海
一

陆地层年代

对 比的复杂性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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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直

天然低温久辉铜矿 中的畴结构及缺位结构
涛 薛纪越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联系人
, 澄

,

摘要 利用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技术得到天然低温久辉铜矿的畴结构及缺位结构图像 东乡久

辉铜矿 高分辨晶格像显示 天然低温的久辉铜矿 中存在久辉铜矿与蓝辉铜矿纳米级交生

的畴结构 虽然两者之间存在六方辉铜矿状结构过渡带
,

但它们仍然遵循 久辉 几辉 的结晶

学取 向关系 天然低温久辉铜矿中存在 一 的 原子缺位 在久辉铜矿的单位晶胞中

平均每 夕 的宽度就会存在 一 个 原子的缺位
,

这一缺位率与其成分
一 , 相吻合

类键词 久辉铜矿 高分辨晶格像 畴结构 缺位结构 江西东乡

在
一

体系矿物中
,

纯久辉铜矿的实验合成需经历长达两年的实验时间
,

而且合成物的

成分范围很窄 ’ 但它在 自然界中却并不罕见 国外早在 年
,

利用 射线衍射研

究
一

体系矿物时
,

就发现了高温下具四方晶系对称性的 物相
,

并知道它在常温下具

有更低的对称性 年 和 的研究把这一物相确定为一种独立的矿物

一一久辉铜矿
,

为纪念 功 而将其命名为 盯 在国内
,

直到 年才有关于东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