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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三叠世华南地区海相沉积广为发育%陆相沉积仅在海南岛和康滇古陆的东缘零星分布%植物化石非常罕见
&

报道的植

物化石采自黔西滇东陆相岔河剖面宣威组顶部'海陆过渡相密德剖面和土城剖面的卡以头组下部%与晚二叠世晚期宣威组植

物化石比较%植物类型单调%保存较破碎%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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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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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石松纲
+

种(楔叶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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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真蕨纲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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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形态类型(种子蕨纲
"

种(大羽羊齿类
"

种(另未鉴定类型
(

种
&

从纲级分类看%植物化石以石松纲和种子蕨纲为主要成分%类

型较多%数量较大
&

这些植物化石不仅包括前人报道的该地区同一时期所有植物化石%而且发现许多具有地层意义和演化意

义的新类型%如石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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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囊属&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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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木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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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与早三叠世早期的海相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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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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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JJ$53/4<

&同层或之上出

现%其地质时代暂属早三叠世早期
&

鉴于
!""#$%

&

'(

在全球三叠纪地层分布时限及广布性%提出以
!""#$%

&

'(

的首次出现作为

海陆过渡相三叠纪沉积的开始
&

通过对该植物组合中其成分的生态分析%结合岩性特征%认为黔西滇东地区早三叠世早期处

在湿润的气候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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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等"黔西滇东地区早三叠世早期植物化石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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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关早三叠世植物化石的正式报道始于

()

世纪
A)

年代末
&

王立新等$

*BAG

&首次报道山西

沁水盆地早三叠世和尚沟组的
1$%3+72%'#

化石%引

起国内外古植物学家的关注(与此同时%周志炎和厉

宝贤$

*BAB

&报道了海南琼海县九曲江早三叠世晚期

植物化石%并建立了华南该时期
F%3+7

&

0%+'6'325

G7$0*'#

植物组合%从而为华南早三叠世植物群的研

究奠定了基础
&

此后%孟繁松$

*BB(

&又对该地区做了

许多研究工作%使早三叠世晚期植物群内容更加丰

富
&()

世纪
G)

年代以来%有关华北早三叠世研究不

断取得新进展%特别是对石千峰群中'上部$即刘家

沟组和和尚沟组&早三叠世植物研究$

_-5

S

-5@

_-5

S

%

*BG(

(王自强和王立新%

*BGB

%

*BB)

&%建立了

早三叠世早期刘家沟组的
1$%3+72%'#

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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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合和早三叠世晚期和尚沟组的
1$%35

+72%'#(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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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合
&

这些重要成果的取

得%不仅明确了华南'华北早三叠世植物群具有与西

欧斑砂岩$

L75/<-5@</435

&植物群基本相同的性质%

而且为研究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后陆地植物的复苏

提供了新材料
&

早三叠世海相沉积几乎遍布于整个华南地区%

陆相沉积仅在海南岛和康滇古陆的东缘'贵州西部

和云南东部零星分布%植物化石非常罕见
&

据报道%

华南早三叠世早期植物仅见于黔西滇东交界处二叠

系
H

三叠系界线之上的下三叠统底部$姚兆奇%

*BAG

&%其层位大致相当于中国西南地区飞仙关组下

部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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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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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主要分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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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合属种单调%其成分均为晚二叠世华

夏植物群的孑遗分子
&

由于含这些植物化石层位之

下产早三叠世早期的双壳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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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而佐证了

此组合属早三叠世早期
&

本文报道的植物化石采自黔西滇东地区陆相岔

河剖面'海陆交互相密德剖面和土城剖面$图
*

&

&

有

关这
!

条剖面的二叠纪
H

三叠纪界线的划分前人已

做过长期研究$王尚彦和殷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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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逢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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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剖面含早三叠世早期植物化石种类丰

富%不仅包括姚兆奇$

*BAG

&发现于该地区同一地质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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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交通和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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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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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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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河部分

时期的所有类型%而且出现许多具有重大地质意义

的属种%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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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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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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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植物

化石的获得%不仅成为了解和研究华南早三叠世植

物面貌的重要材料%而且对阐述古植物地理分区'植

物群的迁移'古植物事件等均提供了重要依据
&

*

!

剖面岩性特征和植物化石分布

本文研究的陆相岔河剖面'海陆过渡相密德剖

面和土城剖面为一系列连续沉积的二叠系
H

三叠系

界线剖面$图
(

&%地层出露完整%其岩石地层单位自

老至新分为宣威组'卡以头组和东川组
&

宣威组是一

套以灰黄色砂岩和粉砂岩为主夹有煤层或煤线的陆

源碎屑沉积%植物化石丰富
&

卡以头组整合于宣威组

之上%由一套黄色'灰黄色泥岩'粉砂岩夹砂岩或硅

质岩组成%无煤层或煤线%含植物化石较少
&

早三叠世的植物化石主要出现在宣威组的顶部

及卡以头组中'下部$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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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就已知的
!

个剖

面植物化石保存状况看%多为异位埋葬型$

O%%$20I

/0$5$7<W7.3-%

&和植物碎片埋葬
&

现将
!

条剖面早三叠世早期植物产出情况简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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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岔河剖面

早三叠世植物化石产于两层界线粘土层$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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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

层&之上的
"B

层'

A)

层和
A*

层%它们均属宣

威组顶部
&

其中
"B

层为晚二叠世华夏植物群的孑遗

分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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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石保存较好(

A)

层和
A*

层为可供鉴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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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交互相密德和土城剖面'陆相岔河剖面早三叠世卡以头组岩性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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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交互相密德剖面

该剖面位于云南宣威密德乡%早三叠世早期植

物化石产自卡以头组的下部
&*B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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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植

物化石属异位埋葬型%属种单调但数量较多%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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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植物化石伴生的还有早三

叠世海相双壳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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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和腕足动

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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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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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有大

量植物碎片'可能属于肋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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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早三叠世植物化石层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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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蕨纲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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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a H H

=72

&

(7

&

0%+'(

&

3".0'"%+-'(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a H H

大羽羊齿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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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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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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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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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石$

L

&

;'.%+#(

&和介形虫$

4#"

C

5

6#'#

%

M7$$'"%$$#

&

&

@AC

!

海陆交互相土城剖面

贵州盘县土城剖面与密德剖面相差
F)DJ

左

右%两剖面出现的动'植物化石非常相似%植物化石

稳定地产自
!

"

F

个层位
&

同样%在土城剖面卡以头

组底部
*A

层和
*G

层发现了
!""#$%

&

'(

%

1%.7

&

0%+'(

%

1%$0#(

&

%+232

%

<0'

C

2#+'#

和
4%

&

'676%"6+7"

等%并

同时发现早三叠世海相双壳类化石
>"'7"'0%(

%

J7I#

&

0%+'#

和
10%+'#

等%腕足动物化石
4'"

C

3$#)

((

层和
(!

层发现了大量可供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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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7"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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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7

&

0%+'(

%

1%.7

&

0%+'(

%

1%$0#(

&

%+232

2#+0'"(''

等属植物碎片和双壳类化石
>"'7"'0%(&(F

层仅有海相化石出现
&

(

!

植物组合特征

宣威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部的植物组合类型相

对于该地区晚二叠世晚期宣威组中'上部要少%允许

鉴定到种级的类型就更少%但本文报道的这个小型植

物组合却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基本特征和地质意义
&

BA@

!

植物学特征

本组合计
*F

属
!*

种%其中以
!""#$%

&

'(

为主

的石松纲
+

种(楔叶纲
+

种(真蕨纲包括形态类型
A

种(种子蕨纲
"

种(大羽羊齿类
"

种(另未鉴定类型

(

种$表
*

&

&

从纲级分类看%这个组合以石松纲和种

子蕨纲为主要成分%类型较多%数量较大
&

密德和土城两剖面所采集到新类型之一"

!"5

"#$%

&

'(

$脊囊属&化石都是以散落的单个孢子叶形

式保存的
&

该属归于石松纲水韭目水韭科%草本%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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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生%是一类海岸边缘沼泽陆生植物$

Z%3204

%

*B*)

(

孟繁松等%

()))

&

&

目前发现的
!""#$%

&

'(

植物化石

有
!)*%'$$%+'

%

!),+%-'.

/

(0'(

及原位大孢子%它们

仅仅出现在海陆交互相剖面%如密德剖面的
*B

层'

(*

层和
((

层%土城剖面的
*A

层和
*G

层
&

该属化石

始现于早三叠世早期%灭绝于晚三叠世早期
&

有关

!""#$%

&

'(

属的地质分布'演化意义等已在另文发

表$喻建新等%

())G

(

R7%0#$&

%

()*)

&%在此不再

赘述
&

岔河'密德和土城
!

条剖面所采集到新类型之

二"

1%$0#(

&

%+232

$盾籽属&化石%数量较多%但保存

欠佳%孢子叶和营养叶均有出现%该属归于种子蕨

科
&

本文报道的
1%$0#(

&

%+232

植物化石有
1)

2#+0'"(''

%

1)$7,3$#032

等
&

这些化石出现在密德

剖面的
*B

层'

(*

层和
((

层%土城剖面的
*A

层'

*G

层'

((

层和
(!

层和岔河剖面的
A)

层'

A*

层
&

本属分

布广泛%见于欧亚大陆晚二叠世
H

三叠纪和南非中

三叠世(我国南'北方晚二叠世
H

中三叠世均有

出现
&

晚二叠世残余分子大羽羊齿类植物化石保存较

差%多为植物碎片%但叶脉清晰可见%可鉴定到属的

有
?'

C

#"07

&

0%+'(

和
?'

C

#"07.$%#)

文中研究的
!

条

剖面均有保存
&

组合中其他植物化石名称及出现的

层位详见表
*&

综上所述%黔西滇东宣威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部

植物组合代表一个以石松纲'种子蕨纲为主(真蕨纲'

楔叶纲和大羽羊齿类次之%而松柏纲十分贫乏的植物

类群
&

笔者参考前人对华南晚二叠世晚期$李星学%

*BB+

&'早三叠世$周志炎和厉宝贤%

*BAB

(孟繁松%

*BB(

&和中三叠世$孟繁松等%

()))

&植物组合中的石

松植物的分布与演替情况后%提出以混生大羽羊齿植

物的特有石松植物作为组合名称命名
&

黔西滇东宣威

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部植物组合暂被称为混生晚二

叠世晚期大羽羊齿孑遗分子的脊囊植物组合
&

BAB

!

生物地层学特征

有关我国南方早三叠世植物化石的研究%始于

周志炎和厉宝贤$

*BAB

&对海南岛琼海县九曲江一带

岭文组的研究%曾报导有
*G

属
()

种(

*BB+

年增为

(G

属
!G

种$李星学%

*BB+

&%它们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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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F%7.#$#2'0%(

'

F%3+7

&

0%+'6'32

'

!$5

,%+0'#

'

G7$0*'#

'

?$

/&

07$%

&

'(

等
&

岭文组植物化石属

种有许多与西欧斑砂岩植物群相同%且产植物化石

的岭文组层位及岩性与西欧斑砂岩非常相近%它们

同属早三叠世晚期%即奥伦尼克期%建立早三叠世晚

期
F%3+7

&

0%+'6'325G7$0#*'#

植物组合
&

本文新建

立的混生晚二叠世晚期大羽羊齿孑遗分子的脊囊植

物组合与岭文组的植物组合相比%有明显不同
&

新植

物组合中石松类
!""#$%

&

'(

%种子蕨类
1%$0#(

&

%+5

232

非常繁盛%晚二叠世大羽羊齿植物残留分子依

然存在%未见岭文组中占统治地位的松柏类植物化

石
&

所以%在地质时代上%黔西滇东宣威组顶部和卡

以头组下部的混生晚二叠世晚期大羽羊齿孑遗分子

的脊囊植物组合比海南岭文组
F%3+7

&

0%+'6'325

G7$0#*'#

植物组合要早
&

与华北早三叠世早期刘家沟组
1$%3+72%'#

H

'#7.;%"

C

%"('(

植物组合$王自强和王立新%

*BGB

&相

比%两个植物群在组成上都是十分单调的%均以石松

类植物为主%并有种子蕨植物大量存在
&

不同的是本

文报道的植物组合是以
!""#$%

&

'(

为主%而刘家沟

组以石松类的
1$%3+72%'#

$肋木属&繁盛
&

虽然两个

植物群在组成上存在差别%但仍可反映出华南'华北

在早三叠世早期草本石松类植物进入繁盛时期
&

这

与全球范围内早三叠世各个植物区均以石松类植物

为主是一致的
&

黔西滇东地区混生晚二叠世晚期大

羽羊齿孑遗分子的脊囊植物组合化石在扫描电镜下

有肋木属大孢子发现$将有另文发表&

&

在黔西滇东

宣威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部虽然未发现
1$%3+72%5

'#

%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今后在此发现
1$%35

+72%'#

化石是有可能的
&

当前组合与著名的西欧斑砂岩$

L75/<-5@</435

&

植物群相比%存在明显的区别"$

*

&松柏纲在斑砂岩植

物群中占显著位置%而宣威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部植

物组合中的松柏植物稀少($

(

&本组合中种子蕨纲占

显要地位%而西欧斑砂岩植物群中%该植物非常贫乏(

$

!

&西欧斑砂岩植物群的绝大多数有属%如
1$%3+72%5

'#

%

!"727

&

0%+'(

%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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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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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3+#

%

G7$0*'#

%

@'$$('7(0+7,3(

%

O3..'0%(

等在本文组

合中均未出现
&

我们知道%斑砂岩植物群产于斑砂岩

上部层位%具有浓厚的中生代植物特征%该植物群时

代属早三叠世晚期至中三叠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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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2D4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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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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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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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此可见%保存有晚二叠世大羽羊齿

植物化石的宣威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部植物组合时

代要早于西欧斑砂岩植物群
&

安加拉早三叠世植物化石比较稀少%仅通古斯

克盆地早三叠世植物群属种相对较多
&

该植物群以

真蕨类占绝对优势%种子蕨类居于次要地位%松柏类

则极为单调
&

该植物群基本上是晚二叠世安加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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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等"黔西滇东地区早三叠世早期植物化石研究的新进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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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滇东密德和土城剖面部分动物化石分布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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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的延续%与我国早三叠世植物群迥然相异
&

故与

本文报道的植物群无法进行比较
&

冈瓦纳早三叠世植物群$

?2%$7

S

0%35%0#$&

%

*BBA

&%无论是在分类上还是在植物群特征上都很难

与我国早三叠世植物群相联系及比较
&

澳大利亚植

物群在早三叠世最早是以盾籽植物'石松类'盔籽植

物和松柏类为主%蕨类在植物群中逐渐发展
&

该地区

最早报道的早三叠世植物群是鲍恩盆地早三叠世植

物群$

_$$@-5@L44</$5

%

*BG"

(

9-5/.3%%-5@_4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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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植物群种类较少%主要是草本石松类植物%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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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0+7,3(

和早三叠世特征属种

的肋木植物$

_03/4

%

*BG*

&

&

笔者新发现植物群与该

植物群相比%共同特征是两个植物群均以草本石松

植物占统治地位
&

通过上述同一时期不同植物地理区系下植物组

合对比分析%结合黔西滇东宣威组顶部和卡以头组下

部所产的动物化石分布时限$图
!

&%将这一植物组合

的地质时代定为早三叠世早期$印度期&是合适的%并

结合
!""#$%

&

'(

的分布时限%提出以
!""#$%

&

'(

首次

出现作为华南海陆交互相三叠纪沉积的开始
&

!

!

早三叠世早期古气候初探

黔西滇东地区宣威组顶部到卡以头组下部地层

中保存的植物群表明二叠纪
H

三叠纪过渡时期%二

叠纪残存分子与早三叠纪早期新生分子共同存在并

促进植物在早三叠世的复苏
&

一些繁盛于晚二叠世

的类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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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V

之交的大灭绝事件中幸存下

来%与早三叠世早期大量繁盛的新生分子石松类水

韭科脊囊属植物
!""#$%

&

'(

的出现共同组成早三叠

世植物群面貌
&

晚二叠世宣威组地层发现了大量成煤植物化

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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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煤层或煤线经常出现%有的还接

近
\IV

界线
&

据此推测%二叠纪末黔西滇东地区为

温湿型气候%但不排除受到北方干旱气候的影响
&

该

区在早三叠世早期卡以头组虽然煤层缺失%但从植

物组成成分看%成煤植物仍然存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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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它们与

!""#$%

&

'(

同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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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碎片甚至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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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层位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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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在含煤地层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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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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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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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煤植物的根座结构化

石%通常原位保存于煤层之下%但是在黔西滇东地区

晚二叠世地层中%

<0'

C

2#+'#

却常常在不含煤层或

不在煤层之下的地层发现
&

在早三叠世印度期早期

地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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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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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个叶座同

层埋藏
&

这些植物均代表潮湿的气候类型%与华北早

三叠世红层中发现的代表干旱气候的植物群截然不

同$图
F

&

&

这种潮湿的条件显然更适宜大羽羊齿类

植物的残存%造就了该地区二叠纪末陆地植物滞后

灭绝%促进早三叠世早期陆地植物超前复苏
&

F

!

结论

综上所述%在全球范围内早三叠世各个植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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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滇东与华北地区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植物化石和沉积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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