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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寒武世疑源类的古生物地理学意义 

尹凤娟，薛祥煦 

(西北大学 地质学系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根据早寒武世疑源类在全球的古地理分布，并参考古地磁和动物化石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 

早寒武世疑潍粪的古地理分区。结果表明：早寒武世在全球范围内可分为 2个疑源类古地理大区， 

即渡罗的海 北美 亚、澳大区和地中海大区；我国西南地区早采武世筇竹寺期，可根据疑源类分为 

两个生态区．即扬子区和江南区。这一研 究结果为夸后各 区生态结构分析 ，提供 了重要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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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源类曾广泛分布在寒武纪海洋中，营表层水 

浮游生活。由于疑源类的生存和分异与环境变化密 

切相关，因此可以根据疑源类的组合来讨论、恢复古 

地理环境，同时需要动物化石、古地磁及大地构造等 

方面的知识加 综合分析。 

卢衍豪等曾将全世界早寒武世三叶虫的古地理 

分布归纳为 3个动物群，即东方动物群、西方动物群 

及过渡动物群[1。东方动物群以Redlichia为特征． 

主要分布在中国一澳大利亚一带。西方动物群以 

Olenellian为特征 ，位于欧美一带。中间动物群主要 

分布在西伯利亚一中东一带，以东西两动物群混生 

的过渡动物群为特征。舒德干等依据高肌虫动物群 

的分布与纬度 温度变化的密切关系，将北美从欧美 

区分出．并与亚洲、澳洲和南极洲共同组成暖水动物 

群分布区0j，而波罗的海、欧洲中南部则构成冷水动 

物群分布区。此外，Cowie；Palmer和杨家骡等都做 

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尽管他们的意见各不相同， 

但对早寒武世波罗的海与亚、澳地区分属两个不同 

的生物地理大区有着一致的认识 。笔者依据疑 

源类的研究结果 ，认为上述共识值得商榷。 

纵观早寒武世疑源类的古地理分布，在世界范 

围内早寒武世可划为两个古地理大区(Realms)，即 

波罗的海(原苏联欧洲部分、波兰、瑞典、丹麦、挪威、 

英 国)北美一亚、澳大区和地中海大区(欧洲中南部 

和北非)。波罗的海 北美一亚、澳大区在早寒武世分 

布于中低纬度区(见图 1)．水体温度高，使疑源类得 

以大量繁衍和发展。表现在该大区疑源类的组合特 

征是，分异度高，丰度大，特别以 ~14icrhystrldium和 

Skiagia尤为突出．而且 Cornasphaem'dium 可作为 

该大区的指示分子。地中海大区此时处于高纬度区， 

水体温度低，疑源类组合的特点是分异度小．不具波 

罗的海 北美 亚、澳大区的指示分子。由此看来，古 

纬度 水温的变化与疑源类的繁衍生息密切相关，并 

直接影响着疑源类的古地理分布。 

将波罗的海 北美 亚、澳区划归为一个古地理 

大 区的重要原 因，是基于疑源类的研究结果 。波罗的 

海、北美和我国西南地区早寒武世疑源类组合表现 

出明显的相近性 ，都是 喇球亚类为主，球形亚类和 

网面亚类等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引人注目的是，西南 

地区疑源类组合中37 ～50 的分子为西伯利亚、 

波罗的海和北美地区所共有(见表 1)，明显地表现 

出波罗的海、北美、西伯利亚与西南地区在生物地理 

上的亲密关系。另外，西南地区中寒武世早期疑源类 

组合与澳大利亚中部 Tempe组合具有良好的可比 

性，My,z'ococcoides~ttrrterosa在两区组合中均丰富， 

~Iicrhystridium lanatum ，M  tornatum，Skiagia cil— 

iosa和许多球形亚类的分子均为两区所共有。上述 

事实表明，波罗的海一北美 亚、澳区同属一个古地理 

大区。 

早寒武世动物化石的研究成果，也为波罗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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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亚、澳大区在生物地理上的密切关 系提供了证 

据 北美与波罗的海及亚、澳区三叶虫动物群的明显 

相似，卢衍豪已阐述清楚，在此不再赘述。舒德干以 

化石比较学研究和节肢动物 Tuzma，Isoxy、海绵 动 

物 Leptornitus以及高肌虫 Alutids动物群共存于北 

美和亚、澳地区等事实，揭示了北美与亚、澳地区在 

生物地理上的亲密关系，而小壳动物化石 Tord~l— 

ta，Tomm~ia，Carnrnenetla，Sunnaginia，Atlathefd 

和 Chancelloria共存于我国华南和英国，HyotithFl— 

tus，Coleoloides和 Circotheca等均发现在我 国华南 

和丹麦等的事实，进一步表明我国西南与渡罗 的海 

地区在早寒武世时存在着以某种浅海生物的沟通方 

式，从而不难看出两区在生物地理上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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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早寒武世疑源类古地理分布图 

Figl Early Cambrian acritarch paleoprovince 

近年来，古地磁、古地理、古气候和古构造的研 

究成果表明，中国、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澳大利 

亚、南极洲、北美和渡罗的海板块在早寒武世都分布 

在中低纬度区 。这大体与疑源类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从而进一步说明波罗的海、北美和亚、澳地区 

应属于同一古地理大区。据Scotese和Mckerrow绘 

制的早寒武世古地理复原图 ，波罗的海板块分布 

在中纬度区。实际上，波罗的海板块在早寒武世并无 

可信的古地磁资料．将其置于中纬度区是由于沉积 

相的缘故 考虑到 Scotese和Mckerrow的意见 ， 

笔者将波罗的海板块在晚前寒武纪摄晚期古地理复 

原图的位置略向北移，即仍处于中纬度区，使该区温 

度 比Scotese和 Mckerrow推测的稍高，这与波罗的 

海地区高分异度的疑源类组合面貌近于一致。 

地 中海地区作 为一个独立的古地理大区，主要 

缘于本区早寒武世疑源类组台面貌与渡罗的海一北 

美一亚、澳大区的不同。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捷克 

斯洛伐克早寒武世疑源类分异度低，以球形亚类分 

子为主，棘刺亚类中的 ．~Iicrhystridlum有些记录， 

Skiagia属中只见 s．citiosa和 S．compressa，普遍缺 

失 Comasphaeridium口～lo]。摩洛哥、利 比亚和突尼斯 

只有中寒武世的疑源类记录Et1]，而我国西南地区和 

东欧地区同时期疑源类组合与其难以相比。由此看 

来，地中海地区在早寒武世 自成一个特定的古地理 

大区。 

此外．我国西南地区早寒武世筇竹寺期可分为 

两个生态区(subprovinces)，即扬子区和江南区。扬 

子区除具大量小壳动物 高肌虫、古杯动物和三叶虫 

外，疑源类的丰度和分异度较大，而江南区为远离海 

岸的较深水滞流还原环境，三叶虫有少数漂游生活 

者，疑源类较少。扬子区又可进一步分为西区、中区 

和东区。西区靠近古陆，以滨海一浅海沉积为主，生 

物主要有底栖的三叶虫 和高肌虫 ，疑源类组合分异 

度高，以~ficr stridium和Skiagia等刺棘亚类为 

主，但个体普遍小。中区为离岸较远的浅海相沉积， 

可见底栖、自辨和营浮游生活的三叶虫．疑源类类型 

和丰度减少。东区离岸更远 ，以漂浮、自游生活的动 

物群为主．疑源类组合在本区的特点是分异度偏低， 

球形亚类中的Leiosphaerldia丰度高，个体大．刺棘 

亚类等在组合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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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早寒武世疑源类在中国西南、西伯利亚 、波罗的海和北美分布表 

Tab-1 Distribution of acritarch in the Early Cam brian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Siberia，Baltica and North Am erica 

中国西南地区 西伯利亚 东欧地台 瑞典 格陵兰 

Hlliumel 自“Itica · · · 

ArchaeD iscina bo lata · 

Baltisphaeridium dubium · · - 

Baltist】haeridium pilosiusculum · - 

Baltisphaeridium m ultist，inosum 

Baltisphaeridium sp．A 

Baltisphaeridium sD-B 

ceEt er㈣ SP．A 

C m ?quadrature · 

Celtiberi“ robustum 

Cerebrosphaera sp A 

Comasphaeridium agglutinaturn 

C'omasphaerM ium haikouense sp．nov． - 

Coma~phaeridium strigosum 

Cymatiosphaera cristata 

C~ atiosphaera risi＆ 

C)~atiosphaera postii · · ’ 

Filiosphaeridium sp．A 

Fimbriaglomerella rninuta · · 。 

Granomarginata squarnacea · - · 

[．efosphaeridia sD A - 。 · 

f~eiosphaeridia s0 B - · ‘ 

Lophosphaeridium fr“，M。 “m - ‘ ‘ 

Lophosphaeridium tem ativum ‘ ‘ 

Lophosphaeridium sp-A 

~$licrhystridium bravicornum · · 

s~ticrhystridium off． r“ 

Micrh nridium ella e2e~lSis 

Micrhystrrdium ell11 ticum 

M icrhystridium la ＆ “ · - · 

Micrhystrldium pallidum · 

34icrhystridium pr~atum 

Micrhystridium shongjiachangens~sp．IIOV 

Micrhvstridium s☆inosum · · 

M icrhvstridium tornatztm · · · 

Polygonium co~lplum sp I|OV． 

Pterospermel~a vitalis ‘ ‘ 

Pterospermella ynunanensis sp nOV． 

Retisphaeridium dichamerum · 

Skiagia ci~osa ‘ ‘ 

Skiagia f d 。 ‘ ‘ 

Skiagia orblculore ‘ ‘ ‘ 

Sk zagia ornala ‘ ‘ ‘ 

Skiagia ．wottira · 

Sphaerocongragus variabilis 

srnanites bobrow,skae · · - 

smanite$tene[1us · · - 

7"rem atosphaeridium h0ztedahlii 

Xueia simple3"I1OV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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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Cambrian palaeObiOgeOgraphy of acritarch 

YIN Feng—juan，XUE Xiang—xi 
(Department of Ge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acritarchs．two realms，i．e．the Bahica—North America 

Asia．Australia realm and M editerranean realm are recognized．During the Early Cambrian period，the for— 

tiler lies at low to middle latitudes with higherwater temperature，which were favourabIe for acritarch to 

flou rish and differentiate．This is demonstrated by the high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of the assemblage． 

Ⅱ5 Ⅱ ridi“， is the indicative element ot the realm．During the same period．the latter may lie at high lat— 

itudes with lower water temperature，as the diversity of the assemblage was low and there was no the in— 

dicative dement of the former．The Earl?,'Cambrian acritarch biogeography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may be ecologically divided into Yangtze and Jiangnan Provinces．which coincides with paleozoologi— 

cal data． 

Key words：realms；acritarchs；Early Cam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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