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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广西上泥盆统牙形石样品的过程中�笔
者在广西桂林垌村和横县六景两个剖面的同一层位

中发现了大量的微球粒�经过多方研究后认为�该微
球粒与以往报道的硅质、铁镍质和磷质微球粒不
同［1�2］�很可能是牙形石动物在排卵期排出的卵细
胞�类似于现代的鱼卵．其大小250μm 左右�呈球
状、椭球状�部分微球粒表面具脐状或对称型脐状浅
凹．在球切面上微球粒的球核、球幔和球壳分异清楚
（图版Ⅱ）．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微区分析表明：球核、
球幔和球壳的共有成分是磷、碳�特有成分是铁主要
存在于球核和球幔中．这种成分特征与动物卵细胞
在成岩和后生过程中经脱水、脱羧、脱甲基、脱氨基
和脱硫后的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的成分颇为一
致．球壳和球幔与牙形石属 Palmatolepis sp．的齿片
和齿台的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微区分析结果非常类

似�说明二者的成分和物质结构有较大的亲缘性．我
们认为这种磷质微球粒很可能是牙形石动物排出的

卵细胞�球核、球幔和球壳可能分别代表卵细胞的细
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类似于现今的鱼卵．脐状或
对称型脐状浅凹可能代表卵细胞的动、植物极和以
其为始端进行有丝分裂的开始．
自 Stauffer（见文献 ［2］）首次描述奥陶系和泥盆
系中与牙形石共生的微球粒以来�有关微球粒的成
因提出了多种推断和解释：如牙形石动物的卵容器
构造�动物的耳石�无机沉淀颗粒�牙形石动物分泌
的珍珠等［2］．其中�以牙形石珍珠说提供的资料最详
实�影响最广．但我们的资料在如下4方面不支持磷
质微球粒为牙形石动物分泌的珍珠的推断．
其一：在磷质微球粒10倍至50倍的球切剖面
上�均未见有规则或不规则的明暗、厚薄相间的同心

层构造�微球粒的整体形态规则；其二：微球粒内部
的矿物成分和结构具有三分性�即在球壳、球幔和球
核内部一致�在三者之是既存在共性－－－均含磷酸
钙�也存在不同－－－有机碳含量和磷酸钙的有序度
不同；其三：部分微球粒表面具有在游离、塑性状态
下被碎屑物压印、刻划的痕迹（图版Ⅱ）；最后�在我
们所分析的40余个层位的牙形石样品中�仅在与角
砾状灰岩事件层紧邻的样品中见有微球粒�经多次
复查�其余样品中未见有微球粒�这表明微球粒的埋
藏和保存与高能量、快速事件沉积有关．我们认为正
是这种事件使得那些具有活性、刚刚发生卵裂（对称
型脐状浅凹）或尚未发生卵裂的牙形石动物卵细胞
死亡、埋藏．
地层记录中从寒武纪至三叠纪与牙形石共生的

微球粒有多种成分和结构�其成因可能难用一种模
式概括和解释．我们提供的磷质微球粒系牙形石动
物产出的卵细胞的证据尽管是有限的�但这些证据
和推断为我们揭开牙形石分子及其整体的绝灭、演
化之谜提供了新线索�即牙形石分子的绝灭与牙形
石动物卵细胞在灾变事件中遭受高能物理事件摧残

（地震波的震撼�碎屑物的撞击、伤害�快速沉积物的
掩埋）和超量有毒金属对海水的污染、毒化可能有一
定的关系�正像恐龙的绝灭与恐龙蛋的大量埋藏、孵
化不出小恐龙以及有毒物质在恐龙蛋中富集有关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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