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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度变化研究是理解地球气候系统变化的关键环节之一
'

通过对海水温度变化的了解'可以系统地了解全球气候演化

规律及其驱动机制
'

由于腕足化石具有保存完好以及分布年限长等优势'提取腕足化石中氧同位素信息进行古生代海水温度

变化研究'已成为常用手段'但利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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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进行古温度变化的探讨却很少报道
'

通过对四川龙门山泥盆纪腕足化石中

氧同位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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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微量元素的提取'结合微体结构观察(阴极发光等实验'在判定腕足化石保存良好的前提

下'发现根据腕足化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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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比值计算的温度相比氧同位素推算的温度'同生物学(古地理学证据显示

的温度更为接近
'

此结果可能是由于利用氧同位素计算温度时古海水氧同位素未知及其不稳定性造成的
'

尽管腕足化石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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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温度计同样受海水的盐度以及
P

Q

等因素的影响'但计算结果显示'其反演的古温度比较接近真实的温度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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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水温度变化研究'是了解地质历史时期地

球气候系统演化的关键环节之一'对认识全球气候

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子具有重要意义
'

长期以来'国

内外学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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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等几种不同的地球化学方法对不同

时代的古海水温度进行研究$卢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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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提取生物化石壳体中稳定

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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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海水古温度最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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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成功地反演了地质历史时期

不同时代的古海水温度变化'但由于古海水自身的

氧同位素未知和海水氧同位素是否恒定等问题'以

及
P

Q

值(盐度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利用生物壳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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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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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古温度变化研究'多数只进行了长期演

化趋势的定性或半定量推算'很少进行较为详细的

定量研究
'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利用生物壳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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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进行古温度计算上取得了重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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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有孔虫(珊瑚(双壳以及箭石

等生物化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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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信息的提取'成

功地反演了三叠纪以来的古海水温度变化'同时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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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温度计对海水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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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值和盐度变

化进行推算$陈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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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生

物壳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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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温度计很少涉及到古

生代海水温度变化的研究
'

研究表明"腕足化石壳体'分布广泛'时代长久

而持续'其低镁方解石成分$具有较强的成岩后生作

用%被认为是研究古生代环境变化的理想样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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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通过对腕足化石壳体同位素信息的提

取'成功地建立了寒武纪至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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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演化曲线'并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同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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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地层曲线广泛地应用到生物地层对比和定年

研究
'

但是由于古海水自身氧同位素组成未知'利用

腕足化石氧同位素对古海水温度估算方面仍然无法

进行较为详细的定量研究
'

如果腕足化石壳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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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能用于古海水温度变化的评估'不仅可

以成功跨越氧同位素温度计中古海水氧同位素组成

缺失的障碍'定量地对古生代海水古温度变化进行

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氧同位素温度计对古

代海水氧同位素组成(海水的
P

Q

值以及盐度变化

进行综合研究'为碳循环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

研究提供较为详尽的资料
'

目前'利用腕足化石壳体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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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进行古温度研究的报道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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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镁和硫在腕足化石壳体

中的分布时认为'在打破有机质结构的情况下可以

利用腕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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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计算古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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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壳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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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可以指示海水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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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利用腕足化石壳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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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进行古

海水温度变化的研究缺乏系统评估
'

研究中采集四

川龙门山泥盆纪腕足化石'通过微体结构鉴定(阴极

发光和微量元素含量等多种方法对其进行保存程度

识别
'

对保存完好的腕足化石进行氧同位素以及微

量元素信息的提取'对比氧同位素温度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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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的计算结果'对腕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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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能否反

演古海水温度变化进行系统评估'为后期进行古生

代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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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研究剖面古地理位置处于赤道附近$白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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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成都西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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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距江油县城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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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北川桂溪粮站附近'止于沙窝子石灰

窑
'

泥盆系沿涪江支流平通河两岸分布'全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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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简单'呈单斜连续出露$候鸿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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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域是一套巨厚石英砂岩为代表的

碎屑岩沉积'下统中部至中统下部'以碎屑岩与碳酸

盐岩互层为特征&中统上部至上统'以碳酸盐岩的连

续发育为特征'沉积厚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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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足化石采集分布于金宝石组(观雾山

组(土桥子组以及小岭坡组'仅仅下泥盆统平驿铺群

以及上泥盆统沙窝子组以及茅坝组未能采集腕足化

石
'

样品全部为腕足化石'因化石分布等原因'采样

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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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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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保存鉴定

阴极发光实验在成都理工大学
:GF)**NCM

阴

极发光仪上完成
'

将样品清洗干净'从不同角度切

开'磨制薄片
'

实验条件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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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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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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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在地球化

学研究所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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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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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子吸收光谱仪上测定'测

试精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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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同位素测定

经过清洗(风干的腕足化石壳体'在双目体视显

微镜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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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钻头去除表层易受蚀变

的壳体'尽量避开纤维层'在棱柱层上刮取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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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同位素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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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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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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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温度计算

研究中针对氧同位素温度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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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温度计'由于目前还没有任何

关于腕足生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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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计算海水温度文献发

表'只能根据现有的其他生物壳体中如珊瑚(有孔

虫(双壳以及箭石等研究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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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进行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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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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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鉴定

为了确保研究中腕足化石的地球化学信息没有

遭受后期成岩蚀变作用的影响'使用微结构识别(阴

极发光识别以及微量元素含量识别等方法对每个样

品的保存程度进行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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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体结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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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显微镜下壳体

结构有明显溶蚀现象或重结晶及次生矿物形成现

象'表明壳体已被成岩后生作用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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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的腕足壳体结构保存完

整'基本上没有明显溶蚀及重结晶现象存在'仅个别

有后期充填物溶蚀及重结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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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发光实验及扫描电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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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发光

实验及扫描电镜实验作为鉴定碳酸盐岩壳体重结晶

最重要的方法'在目前的腕足壳体研究中颇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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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发光的激活剂对方解石和镁方解石矿物而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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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e和
O5

!e

$主要

为前者%$

R45/=%6

'

+AF+

&黄思静'

+AA)

%

'

成岩后生

作用一般导致
N6

)e

(

O5

)e升高'促使壳体在阴极灯

照射下呈现橘黄色
'

图
)3

中可以看到壳体纤维层中

有许多与壳体展布平行的裂隙'其颜色比较深
'

阴极

发光图
)@

中有着微弱的发光现象'但不是特别明

显
'

在高放大倍数的扫描电镜相片中$图
).

(

)[

%'可

以清晰地看到'腕足化石壳体结构保存完好'没有明

显的溶蚀或者重结晶现象
'

<:;:<

!

微量元素含量识别
!

微量元素含量识别就

是利用腕足化石壳体
N6

(

2/

(

O5

元素含量判定腕足

化石壳体是否经历成岩后生作用$

R45/=%6

'

+AF+

&

?/%==K.6%#$2'

'

+AA"

%

'

现代腕足壳体中'

O5

(

N6

含量较低而
2/

含量较高
'

通常情况下'成岩后生作

用造成腕足化石壳体中
O5

(

N6

含量大大升高'

2/

含量下降$

$54Y5/%#$2'

'

+AF"

&

W%%%#$2'

'

+AA!

%

'

N%//4=%6.6@X/.6@

$

+AF"

%和
X/.6@

$

+AFA

%测得现

代腕足
N6

含量为
M

"

#"*

#

L

#

L

'

2/

含量为
)**

"

+M**

#

L

#

L

'R%

PP

%#$2'

$

+AF".

%报道结构完好(阴极

灯照射下不发光的腕足化石样品中
N6

#

)M*

#

L

#

L

'

2/

含量为
!**

"

!#**

#

L

#

L

'̂%/05%#$2'

$

)**M

%用

N6

#

)M*

#

L

#

L

(

2/

$

#**

#

L

#

L

作为腕足化石保存完

好的标准
'

此外'

H564=%6%#$2'

$

+AA#

%认为
2/

#

N6

比值大于
)

的样品没有遭受成岩蚀变作用
'

等离子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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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腕足类壳体扫描电镜相片$

.

'

[

%及其壳体在正交偏光

相片$

3

%和阴极发光实验相片$

@

%

O4

L

') Z152-N4K.

L

5=%9[/.314%

P

%@=15&&=

$

.

'

[

%'

015%/J

01%

L

%6.&

P

%&./4Y5@

P

1%0%K43/%

L

/.

P

1=%9[/.314%

P

%@

=15&&=

$

3

%

.6@3.01%@%&8K465=3565

P

1%0%K43/%

L

/.

P

1=

%96%6J&8K465=3560%9[/.314%

P

%@=15&&

$

@

%

光谱仪测试结果表明"样品
2/

#

N6

比值基本上大于

)

'其
2/

(

N6

含量基本上满足
N6

#

+**

#

L

#

L

'

2/

$

#**

#

L

#

L

$图
!

%'显示研究样品保存程度良好
'

上述
!

种鉴定方法的结果显示"研究区域龙门

山地区的腕足化石样品保存完好'没有明显遭受后

期成岩作用的迹象'表明其蕴含的地球化学信息具

有较好的原始性'可以用于反演四川龙门山泥盆纪

时期古海水地球化学信息
'

<:9

!!

;=

>

值"

?

@

#

A%

比值及其计算的古温度

研究中保存完好的腕足化石的氧同位素组成如

图
#.

所示'氧同位素组成基本上分布在
I#d

"

I+*d

$

RHX

%之间'并且随着时间积累'逐渐加重
'

考虑到泥盆纪处于间冰期以及前人研究中泥盆纪时

期古海水氧同位素的取值$王大锐等'

)**+

%'研究

中将龙门山泥盆纪古海水的氧同位素取值为
!

?b

I!d2N]W'

根据式$

+

%所计算的温度随着时间变

化逐渐降低'最高时温度达到
M*c

'且大部分时期

温度都在
!*

"

#*c

之间$图
#3

%

'

同时'考虑到前人

研究中常常假设古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为
I+d

2N]W

'所计算的结果显示'古海水的温度比假设

古海水氧同位素组成为
I!d2N]W

的温度高得

多'基本上每个对应时期都相差
+*c

左右
'N

L

#

:.

比值基本上都在
M

"

)*c

之间$图
#3

%'根据
N

L

#

:.

比值计算古海水温度在
+*

"

!* c

之间变化

$图
#@

%

'

图
!

!

腕足化石中
2/

(

N6

含量比值

O4

L

'! Z15/.04%=%9N6

#

2/46[/.314%

P

%@=15&&=

国际上目前应用微量元素判定标准"

2/

$

#**

#

L

#

L

'

N6

#

)M*

#

L

#

L

#

!

讨论

B:;

!

氧同位素及其古温度

;/5

>

$

+A#,

%认为在平衡条件下'碳酸盐从水中析

出沉淀时'沉淀时的温度变化会使碳酸钙中的

+F

]

#

+"

]

比值发生适度的变化
'

即海水中析出的自生

碳酸盐矿物的氧同位素组成是水体温度和水体同位

素组成的函数
'

根据这一原理'地球化学家们对古生

代的温度变化进行了反演$

%̂/05%#$2

&

)**M

&

N3V/018/%#$2'

'

)**,

&

V/K56@f4Y%#$2'

'

)**F

%

'

仅

泥盆纪时期而言'

R%

PP

%#$2'

$

+AF".

%对研究北美地区

泥盆纪古温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气温比现在高出

+*c

'或者泥盆纪时期海水氧同位素组成远低于现

代海水中的氧同位素组成
'

同时'

X/.6@

$

+AFA

%根据腕

足化石中氧同位素组成认为泥盆纪时期属于温暖时

期
'

近年来'

<.6?5&@5/6%#$2'

$

)**"

%报道在假定海水

氧同位素组成为
I+d2N]W

时推算埃姆斯阶(艾菲

尔阶以及吉维特阶早期的温度在
)Mc

左右'但是吉

维特晚期(氟拉期以及法门期的温度却比
)Mc

高出

"

"

+#c

'这同泥盆纪时期生物繁盛的现状相矛盾
'

然

而
<.6?5&@5/6%#$2'

$

)**"

%在假定海水氧同位素组成

低于
I+d2N]W

时'计算出的温度在早泥盆世时期

为
+Fc

'远低于低纬地区的实际温度
'

研究中假设海

水氧同位素组成为
I+d2N]W

时'计算的温度基本

上都高于
!*c

'甚至高达
"*c'

同时'假设海水氧同

位素组成为
I!d2N]W

时'计算的古海水温度如图

#3

所示'埃姆斯阶的温度高达
M*c'

根据式$

+

%可以发现'温度计算受到腕足化石壳

体中氧同位素组成以及海水中氧同位素组成的影

响
'

对于海水中氧同位素而言'如果是现代海水'通

过实测可以取得海水中氧同位素组成的真实数据'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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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腕足化石氧同位素组成(

N

L

#

:.

比值及其温度计算
$其中

3

'

@

分别为根据氧同位素和
N

L

#

:.

比值计算的温度%

O4

L

'# ]D

>L

564=%0%

P

5<.&85=.6@N

L

#

:./.04%=46[/.314%

P

%@=15&&=

'

.6@0153.&38&.05@05K

P

5/.08/5

进而较为准确地估算出真正的温度变化
'

但是在面

对地质历史时期的样品而言'准确地测试海水中的

氧同位素组成'存在较大的困难
'

通常情况下'研究

者都根据相关文献对研究中的古海水氧同位素组成

进行假设$

<.6?5&@5/6%#$2'

'

)**"

%

'

考虑到泥盆

纪时期很少有关冰川的报道'常常将
I+d

作为泥

盆纪时期古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
'

研究中将泥盆纪

时期古海水中氧同位素组成假定为
I+d

时'计算

出的古温度远高于
!*c'

即使根据王大锐等$

)**+

%

假设的泥盆纪时期华南海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为
I

!d

推算'龙门山地区泥盆纪时期的温度计算也大多

高于
!*c'

根据龙门山地区古生物及其沉积相研

究'龙门山地区到处出露着大量的古生物'腕足(三

叶虫(珊瑚等随处可见
'

种种迹象表明'龙门山海域

在泥盆纪时期为正常的亚热带海域
'205

P

156=

%#$2'

$

)**)

%测定现代低纬地区海水温度为
)!

"

)Ac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假设泥盆纪时期古海

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为
I+d

'还是
I!d

'据此计算的

古温度都明显高于其他证据显示的温度
'

对于这种

结果'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无论古海水氧同

位素组成假设正确与否'在长达近
#*N.

的时段

内'古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保持一致'并且恒定在某

个定值'这是科学界至今为止无法证实的结果'长时

间段内古海水氧同位素组成的可能变化会造成温度

计算出现偏差
'

其次'泥盆纪时期龙门山海域古海水

中氧同位素组成可能受区域因素的影响'与根据常

理假定的泥盆纪古海水的氧同位素组成存在一定的

差异'从而导致古温度计算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

而

对于腕足化石壳体中的氧同位素来说'除了前面讨

论过的成岩后生作用的影响外'生命效应以及壳体

生长时海水的温度(盐度等都有可能造成壳体中氧

同位素组成的差异
'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腕足生物的

生命效应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现代腕足生物$

:./J

P

5605/.6@G%1K.66

'

+AAM

%以及腕足化石的实测

数据显示"腕足壳体的次级棱柱层同海水达到同位

素平衡'可以较好的保存原始的同位素信息
'

但是根

据式$

+

%中计算古温度时仅仅考虑了温度对壳体中

氧同位素的影响'根本没有涉及海水中盐度等其他

因素对于壳体中氧同位素组成的影响'必然会导致

古温度计算中存在某种偏差
'

B:9

!

?

@

#

A%

比值及其古温度

)*

世纪
)*

年代'科学家们就发现自生碳酸盐

中
N

L

成分和温度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

生物壳体生

长时'从海水中吸收
:.

(

N

L

等元素形成碳酸盐壳

体
'

由于海水中
N

L

#

:.

比值基本上处于恒定'生物

壳体
N

L

#

:.

比值主要受周围环境参数的影响$

G5.

%#$2'

'

+AAA

%

'

浮游有孔虫中
N

L

含量受控于温度

$

G5./%#$2'

'

)***

'

)**)

&

205

P

156=%#$2'

'

)**)

%

'

20%&&%#$2'

$

)**+

%认为温度是控制球石中
N

L

#

:.

的重要因素
'

上述研究表明'海水的温度变化是影响

生物壳体中
N

L

#

:.

比值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生物壳

体中
N

L

#

:.

比值的提取'可以有效地反演生物壳体

生长时期的海水温度的变化
'

研究中'根据

N3V/018/%#$2'

$

)**,

%使用过的
N

L

#

:.

比值温度

计计算的古温度在
+*

"

!*c'

由于目前对于现代腕足生物的
N

L

#

:.

比值研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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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是很完善'没有专门针对腕足生物的
N

L

#

:.

比

值温度发表'研究中采用的
N

L

#

:.

比值温度计并非

专门针对腕足生物壳体'不同的生物壳体无论生长

过程还是壳体成分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没有调整

的直接引用肯定会在古温度计算上存在一定偏差
'

其次'腕足化石壳体中的
N

L

(

:.

等微量元素在后期

的埋藏过程中极易流失'给古温度计算造成偏差
'

当

然'腕足壳体中
N

L

(

:.

等微量元素同样受壳体生长

过程时海水的盐度等因素的影响
'

尽管如此'利用腕

足化石中
N

L

#

:.

比值所计算的古温度同相似的低

纬度海洋的温度基本一致'也同研究地区所出露的

古生物所反映的信息基本相似
'

B:<

!

对比

上述两种古温度计计算方式有着一个共同的前

提条件'即腕足壳体的保存程度完好'可以提取较为

原始的地球化学信息
'

由于腕足壳体生长时'其

N

L

#

:.

比值和氧同位素组成都受到海水的温度(盐

度等因素的影响&但在计算古温度的时候没有考虑

除温度外其他因素对二者的影响
'

除此之外'二者存

在着几点差异"首先
N

L

#

:.

比值计算的古温度相对

于氧同位素温度计计算的结果而言'更加接近真实

的古温度
'

其次'氧同位素古温度计在计算古温度时

涉及古海水中氧同位素组成'而古海水氧同位素组

成的未知性及其稳定性给古温度的计算造成很大的

不确定性
'

所以'尽管腕足生物
N

L

#

:.

比值温度计

还没有专门限定'通过借鉴其他生物的
N

L

#

:.

比值

温度计发现'利用腕足化石
N

L

#

:.

比值'可以更为

真实地反演古温度变化
'

M

!

结论

腕足化石的氧同位素温度计和
N

L

#

:.

比值温度

计在满足腕足化石保存完好'氧同位素组成(

N

L

(

:.

都为原始信息的条件下'都可以进行地质历史时期的

古海水温度反演
'

对于氧同位素温度计而言'根据情

况假设的古海水氧同位素组成计算结果明显高于实

际情形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古海水氧同位素组成的未

知性以及稳定性所造成的古温度计算偏差
'

当然'使

用氧同位素温度计未能涉及的古海水盐度等其他因

素'也可能造成古温度的偏差
'

尽管同样在计算过程

中没有考虑壳体生长时海水的盐度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

N

L

#

:.

比值温度计的结果同实际情况较为接近
'

由于研究中使用其他生物确定的
N

L

#

:.

比值温度

计'腕足化石
N

L

#

:.

比值所反演的古温度是否真实'

有待对腕足生物中
N

L

#

:.

等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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