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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组含有孔虫化石层位的沉积环境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从生物壳体的锶同位素地球化学 

特征对其中的有孔虫进行 了进一步研究。样 品采 自泥河 湾小渡 口剖面 27，28层的 有孔虫化石(：~bnion 

shansiensis Wang)和与其共生的介形虫和膜足类 同时，对该剖面22层介形虫以及流经该剖面的桑干河 

和支流 壶流河河 水的 Sr， sr值 也进行 了测定 结果表明，有孔 虫壳体 sr， Sr值为 O．7lI 190～ 

0．7I 2 018，介形虫壳体为0．710 6I 2～0．7】1 48I 腹足类碎片为 0．710 299 0．712 057，壶流河为 O 709 960， 

合流前桑干河为0．7tl 72l，合流后桑干河为0 7I1 508，22层介形虫壳体为0 710 564~0．714 240。同层位 

的有孔虫与介形虫 腹足类 的 Sr／ Sr值相互重叠，显示 出具有相近或相同锶同位素组成的特点，证明他 

们具有相同的宿生水体 有孔虫壳体的锶同位素组成与陆相的 2 层介形虫壳件以及现代桑干河河水的 

”SH Sr值相互重叠 说明当时有孔虫生活在内陆环境。以同时代海水的 sr含量(8×10 )和 Sr／ Sr 

值 (0 709 147)为海水端员，合流后的桑]F河的 sr含量 {取世界河流的平均值(O I×'0 )和 SrJ”Sr值 

(0 7】1 508)为陆表水端员，进行海水．陆表水混合水体的 Sr／ sr_盐度模式计算，无论是有孔虫还是介形 

虫 腹足类的 Sr／ Sr的最小值所得出的盐度值都远远小于 0．35％0，大部分接近 0‰值。这些结果和特征 

说明，有孔虫、介形虫和腹足类所宿生的古水体没有海水的加^，为一纯陆相环境， 

如考虑埋藏后生作用对生物壳体 SrJ S r组成的影响，可能有如下 3种情况。1)参与后生作用的流 

体为海水。由于海水的 sT含量远大于陆表水，若遭受后生改造 的生物壳体将具有该时期海水 Sr／ Sr 

值 (0．709)，而有孔虫的”Sr／ Sr的最小值 (0．7lI】9)远大于 O 709，介形虫 腹足类 的最小值 (0．710 299)也 

远大于 0．709 显然，这种假设难以成立 2)参与后生作用的流体为封存(卤)求，迄今未见有发现泥坷湾 

盆地第 四纪地层有封存 (卤)水的报道，而且生物化石群所斌存的地层为一套 渗透性很好的砂质牯土．砂 

及其组台。这种可能性也可排除。3)参与后生作用的流体为大气降水，若生物壳体是海相或过渡相的， 

由于地表水的 sI含量远远小于海水或过渡相承体的 sf含量，因此地表水的冲洗 混合作用对海相或过渡 

相的生物壳体的 Sr／ Sr值 的改造是微弱的，有资料显示造种改造作用的幅度小于 0000 l，可以忽略不 

计。也就是说，即使这种后生作用的出现，生物壳体的 Sr／ Sr值 电应反映出与海水值 (0 709)相 同或相 

近的特点，但事实则不然 

以上两种考虑或不考虑埋藏后生作用对生物壳体 Sr／ Sr值影响的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 

的 造个结论支持了泥河湾盆地小渡口剖面第 四纪有孔虫化石群与从属种上 已经确定为陆相生物的介形 

虫．腹足类的宿生古水体是相同的，为陆相环境的结论，以及佐证了古泥河湾陆相有孔虫出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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