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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地区早泥盆世古海洋环境① 
— — 来 自腕足类壳体的地球化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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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川龙门山地区泥盆系是解决我国华南区与西北区及国外泥盆系对比的纽带，也是全球古生代气候变化对 

比研究的一个重要地区。但该地区早泥盆世古海洋环境研究一直缺乏同位素地球化学方面的证据，影响到该地区泥 

盆纪地球化学记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进而影响全球范围内的古生代气候变化对比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我们 

通过龙门山地区早泥盆世保存完好的腕足化石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对该地区早泥盆世海洋的古地理环境特征 

进行了探讨。保存鉴定结果显示：腕足化石壳体结构保存完整；阴极射线照射下壳体不发光或部分壳体呈微弱橙黄 

色；大多数壳体微量元素Mn<250 g、Sr>400 g。表明腕足化石保存完好，后期成岩作用影响微弱。同位素 

结果揭示龙门山地区8 O值在 一4．5％e一 一9．9％c(PDB下同)之间，明显低于该时期世界其他相同纬度地区的 8 0 

值 (一1．7％e～ 一6．9％0)；微量元素Fe、Mn含量变化与氧同位素组成变化呈反相关系。这说明龙门山海域当时处于 

海水同开阔海水交流不畅，海水化学成分受陆源淡水注入控制。这一发现从同位素地球化学角度对龙门山古海洋环 

境做出了判别 ，为龙门山地区同位素及微量元素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短尺度对比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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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龙门山泥盆系发育完整、出露良好、连续、化 

石丰富，是国内外研究泥盆纪碳、氧、锶同位素演化趋 

势及地层对比的焦点 J，已建立较为完整的碳、锶 

同位素曲线_4 J。却很少涉及利用同位素探讨龙门 

山地区泥盆纪早期古海洋环境，导致泥盆纪早期龙门 

山海洋古环境状况一直缺乏同位素地球化学方面的 

证据。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该地区泥盆纪地球化学 

记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同时也影响古生代气候 

变化对比研究。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四川龙门山 

泥盆系关于古生物、层序地层以及同位素进行了一系 

列的调查研究 ⋯，龙门山地区同湘、黔、桂等地区 

古生物可以对比，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也发现龙门 

山地区的腕足地方性属种⋯J。表明龙门山早泥盆世 

海洋畅通。此外，高联达 通过对龙门山下泥盆统 

甘溪组和谢家湾组疑源类研究证实，该时段龙门山海 

域为正常近岸浅海环境。但是，地层学研究发现四川 

龙门山泥盆纪早期平驿铺群同下覆志留纪普遍为平 

行不整合或微角度整合，证实泥盆纪早期海水非原地 

残留海水。同时令人疑惑的是 ：龙门山海域古海水来 

源通道在古生物地理学研究方面却没有确切的证 

据¨̈ ，其南北两侧无论岩性、古生物还是同上下地层 

的接触关系都同龙门山地区绝然不同，显示龙门山海 

域同南北两侧地区海域古环境不同。 
一

般而言，海域相通或交流不畅通，都会在古生 

物学、地层学以及岩相古地理学等方面留下证据。但 

是不同学科观点相互冲突，显然无法判定龙门山海域 

相通或海水交流不畅通。在此种情况下，针对海域开 

放状况以及海水交流不畅通的地球化学信息不同，对 

龙门山海域古环境状况进行探讨不失为一种比较理 

想的方法。 

通过地球化学方法反演古环境变化。首先要求 

沉积物在形成过程中同海水达到同位素平衡；其次， 

要求没有遭受成岩后生作用的影响。腕足化石(低 

镁方解石成分)具有较强抵抗成岩后生作用的能力； 

壳体生长过程中同位素同海水达到平衡 ， ；时代 

分布比较久远被认为是研究古生代海洋环境变化的 

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273001)和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 目(编号：07LCD13)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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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样品。本文拟利用四川龙山腕足化石的地球化 

学研究，通过对微量元素 Fe、Mn的来源分析以及氧 

同位素组成变化原因的追究，探讨龙门山海域泥盆纪 

早期古环境变化。 

图 1 研究区域的地理位置 

1 地质背景 

四川龙门山泥盆纪剖面位于成都西北约 200 

km，在江油县城西北约30～40 km。剖面始于北川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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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km(图 1)，构造简单，呈 

单斜连续出露 J。研究区内泥盆系以巨厚石英砂岩 

等碎屑岩沉积为特征，下统中部至中统下部碎屑岩与 

碳酸盐岩互层；中统上部至上统则碳酸盐岩沉积连续 

发育。该地层中化石丰富，其中腕足化石 Pseudoky— 

matothyris同世界其他地区可进行对比。其具体岩性 

描述及化石分布见图．2。在早泥盆纪平驿铺群可见 

三角洲以及河口湾沉积 。 

地层系统 柱状图 牙 形 石 带 岩性及其生物 采样层位 
一 50m 

二 P．serotin“ 泥品、亮品生 _ 
物碎屑灰岩及 _● 埃 厶 泥品灰岩与礁 

子 扶岩。富含珊 蝴与 孔虫化 

卜 组 

姆 
泥 谢 褐灰色粉砂质 泥岩

、 粉 砂岩， 

家 中一细粒石英砂 
··_一 P．perbonus 岩 夹灰色 亮 晶， 

斯 湾 _一 1 泥品生物碎屑 一 l·· 灰岩
。并 富含 人 

组 型腮翼 燕。 

统 甘 褐灰色泥质粉 P
． dehisce 砂岩 、粉砂质 

阶 P．perbOelblS 少数灰色亮品生 溪 物碎屑灰岩
， 富 

龠有中小型横 
l · - - 展型石燕 。 

l ● l P．dehiscen6 

组 

图2 腕足化石样品分布 

磨制薄片。其实验条件为电压 10 kV，电流强度 5 

A。微量元素测定在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国家重点 

实验室Vista MPX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一光发射光 

谱仪 ICP--OES上完成。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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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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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同位素分析在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球化学研究所 MF--Isoprime型同位素质谱仪完 

成。研磨至 200目的样品，烘干。称量 400 Ixg，在 

50℃条件下烘置 12 h后，送人连续流同位素质谱仪 

进行测定。其中碳、氧同位素标准测定：其测试标准 

为：GBW04405、GBW04406、TB2GB04417，测试数据 

均以 PDB表示，测试精度为 盯≤0．1％v。 

2 样品采集及测试方法 3 保存鉴定 

2．1 样品采集 

研究样品采 自于四川龙 门山泥盆纪甘溪剖面 

(图1)，其分布在甘溪组、谢家湾组以及二台子组，沉 

积厚度583 in，基本上相当于国际下泥盆统埃姆斯阶 

(图2)。样品全部为腕足化石，因化石分布等原因， 

采样间隔0．2～15 m不等。 

2．2 阴极发光实验及微量元素测定 

阴极发光实验在成都理工大学 CL8200Mk阴极 

发光仪上完成。将样品清洗干净，从不同角度切开， 

为了保证腕足化石所含地球化学信息的原始性， 

在对腕足化石进行同位素分析前对每个样品分别使 

用微结构识别、阴极发光识别以及微量元素含量识别 

进行了保存程度识别和判定。 

通常情况下，显微镜下壳体结构有明显溶蚀现象 

或任何重结晶及次生矿物形成现象，则表明壳体已被 

成岩后生作用所改造  ̈， J。研究区域的腕足壳体结 

构保存完整，基本上没有明显溶蚀及重结晶现象存 

在，仅有极个别后期充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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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 m

图 3 腕 足类 壳体 的正 交偏光 ( a
，

c ) 和 阴极发 光 显 微 照 片 ( b
，

d )

F i g ． 3 T h e p h o t o g r a p h s o f o r t h o g o n a l p o l a r i z a t i o n a n d c a t h o d o l u m i n e s c e n c e i n b r a c h i o p o d s h e l l s

阴极发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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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埔 0

。 阴极 发 光 的激 活 剂对 方解 石 和 镁 方 解 石 矿

物而 言 是 M n
¨

， 但 同 时 还 存 在 着 猝 灭 剂 ： F e
¨

和

F e
¨

( 主 要 为 前 者 )
¨ L ” J

。 成 岩 后 生 作 用 一 般 导 致

M n
¨

、
F e

n

的升 高 ， 促使壳 体 在 阴极 射线 照 射 下 呈 现

橘黄色 。 图 3 a 中可 以 明显 看 到壳体很 多 垂 直 的微 裂

隙 ， 颜 色较 深 ， 但 在 阴 极 灯 照 射 下 ， 发 光 不 是 很 明 显

( 图 3 b ) ， 表 明样 品存在 较多微 小 的破碎裂 隙 ， 有 少 量

的后 期 物 质 充 填 。 同时 ， 在 图 3 c
、

d 中可 以 看 到壳 体

存在破 碎 的小 洞 ， 可 能为腕 足 类壳体 的疹状 构造 充填

后 期物质 ( 见 图 3 d ) 。 在 图 3 d 中可 以 见 到壳 体边 缘

平 行壳体展 布 的橙 色充 填物 ， 可 能为纤 维 层 空 隙问充

填有后 期 物质 。

微 量 元 素保存 鉴 定 方法 ， 就是 利用 腕 足 化 石 壳体

s r
、

F e
、

M n 的含 量 判定腕足 化 石 壳体是 否 经 历 成 岩 后

生 作用
¨ L 伸 J

。 现 代 腕 足 壳 体 中 ，
F e

、
M n 含 量 较 低 而

s r 含 量 较 高 ， 而 遭 受 后 期 成 岩 作 用 影 响 的腕 足 类 壳

体 中 F e
、

M n 含量 将 大 大 提 高 ，
s r

、 N a 含 量 降低
悼叭 “ ]

。

同时 D e n i s o n 等
旧 引

认 为 S r ／M n 比值 大 于 2 的样 品 没

有 遭 受成 岩蚀 变作用 。 微 量 元 素测 试 结 果 表 明 ：样 品

S r ／M n 比值 如 图 4 所 示 ， 基 本 上 都 是 大 于 2 。 大 约

9 0 ％ 样 品 中 M n 元 素含 量 低 于 2 5 0 ¨g／g 。 表 明样 品

保存完好 。

图 4 腕 足 化石 中 S r 、 M n 含 量 比值

( 国际上 目前应用 微量 元 素判定标准 ：S r > 4 0 0 斗g／g ，

M n < 2 5 0 p , g ／g
[ 2 3 , 2 4 J )

F i g ． 4 T h e r a t i o o f M n ／S r i n b r a c h i o p o d s h e l l s ．

( T h e i n t e rn a t i o n a l s t a n d a r d o f t r a c e e l e m e n t ：

S r > 4 0 0 Ix g ／g ， M n < 2 5 0 Ix g ／g )

上 述 特征表 明 ：如果 在样 品准备过程 中仔细避 开

后 期改造 的微 细充填物 ， 基 本 上 可 以 避免成岩后 生 作

用 的影 响 。 研究 样 品 可 以 用 于 提取 原 始 的海 水地 球

化学信息 。

4 结果

氧 同位素组 成如 图 5 所 示 ， 研 究 区 域 内甘溪 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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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谢家湾组所对应的下泥盆统埃姆斯阶氧同位素组 

成变化幅度很大，在 一9．9％c～一4．5％c之间波动，平 

均值为一7．9％e。在甘溪组，8埔0值波动非常大，最 

大值为 一4．5‰，最小值为一9．9％0，经历了高值一低 

值一高值变化过程。在谢家湾组开始阶段急剧降低， 

之后开始缓慢上升。因其变化趋势的显著差别，甘溪 

组氧同位素组成平均值 一7．9％o，稍稍低于谢家湾组 

的一7．6％o。但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西班牙、德 

国、俄罗斯、墨西哥)同时期腕足化石的氧同位素组 

成而言，Van geldern 氧同位素组成变化 一5．7％0～ 
一 1．7％e，平均值为 一3．3％0。Verizerl2 氧同位素组 

成变化 一6．9％c～一3．0％c，平均值为 一5．1％c。四川 

龙门山化石氧同位素组成无论是变化趋势还是平均 

值都低于同时期其他地区达⋯3％o 4％。左右。 

微量元素 Fe、Mn变化趋势如图6所示：其变化 

趋势同氧同位素变化趋于一致。在甘溪组和谢家湾 

组频繁波动。 

5 讨论 

海相碳酸盐岩氧同位素组成受多方面因素控 

制 。温度、盐度、成岩后生作用以及海水 自身氧 

同位素组成等都会造成海相碳酸盐岩氧同位素组成 

发生很大的变化。海水温度变化对海相碳酸盐岩氧 

图5 四川龙门山及世界其他地区上泥盆世氧同位素组成对比 
(其中，实心圆代表Veizer．1999 E 、Van Geldern，2006 E ]数据，空心圆表 

示研究数据。绝对年龄参考 Gradstein 2004 J以及牙形石带对比而定) 

Fig．5 The comparison of oxygen isotope between Sichuan 

Longmenshan and the other areas in the world． 

Solid dot presents Veizer．1999 L ，Van Geldern．2006 L ．hollow dot 

presents data in the study． The absolute age reference the Gradstein 

2004 E ]and the c0nodont zone) 

图6 下泥盆纪埃姆斯阶氧同位素及Fe、Mn含量变化趋势(图中趋势线根据3点移动平均拟合而成) 

Fig．6 The trend of oxygen isotope and the content of Fe，Mn(The fit was the three point running averag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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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组成的影响为 0．22％J~C[21j，也即是说在温 

度变化到达4～5℃的情况下，海水氧同位素变化组 

成波动为 1％v。假设在海水自身氧同位素组成不变 

情况下，海相碳酸盐岩氧同位素组成变化 3％o～4‰， 

相当于温度变化 12～16℃。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 

生物能承受的高温极限变化范围为 1～5cC之间，温 

度大幅度改变必然会影响狭温性生物生存。而腕足 

动物作为一种狭温～狭盐性生物，泥盆系埃姆斯阶早 

期化石壳体在龙门山广泛分布，足以证明温度不是造 

成研究区域氧同位素组成低值的主要原因。而且，利 

用已有研究 关于古温度计算方法和本文氧同位素 

数据计算，龙门山海域古温度高达 45~C之多。如此 

高的水温，别说腕足，就是其他生物都会受到生存危 

机。同样如此，盐度也不可能造成研究区域的氧同位 

素组成变化如此之大。关于成岩后生作用，在前面保 

存鉴定中已经详细地描述了研究区域中腕足化石壳 

体保存完好，成岩后生作用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因 

此，海水自身的氧同位素组成可能是造成研究区域海 

相碳酸盐岩中氧同位素组成偏低的主要原因。 

通常情况下，除了温度、盐度影响，海水氧同位素 

组成受控于冰盖的消融及增生、海水分层效应以及不 

同源的水流注入。关于冰盖的消融及增生，泥盆纪早 

期很少见到相关报道，对海水氧同位素组成影响应该 

非常微弱。并且即使是有影响，对于全球海水影响应 

该是一致的，龙门山地区海水氧同位素组成与同世界 

其他地区氧同位素组成差距应该不大。但研究结果 

显示龙门山海水 8t80值明显低于与其他地区的氧同 

位素组成，幅度达到 一3％。～一4％e之多。至于海水分 

层效应，Railsback_2 估计相对于全球海水平均 的 

6埔0值，分层效应影响为一0．5％o～一1．5％o。将其作 

为致使龙门山区氧同位素值如此低的主要原因显然 

不够。而对于不同来源的水流，海水具有较重的6 0 

值，河流淡水8 0值明显偏轻。南海盆地海水8 0 

值研究表明 ，来 自赤道太平洋的黑潮海水以及人 

海河流淡水混合，其 6 0值范围为于 一3．4‰ ～ 
一 1．4％o，其差距也仅仅只有 一2％v。这里不妨假设一 

下，如果龙门山海域同开阔海域海水交换通畅，龙门 

山海洋中 8墙0值同时受海水以及人海河流淡水混合 

的影响，龙门山海水氧同位素组成不可能如此之低。 

如果，龙门山海域同开阔海域隔绝，在仅仅只有人海 

淡水注入的情况下。一方面，淡水注入造成氧同位素 

降低；另一方面，位处赤道附近的龙门山海域 会由 

于热带气候的影响造成盐度升高，进而导致氧同位素 

组成偏高。当淡水注入对氧同位素的影响超过蒸发 

作用对氧同位素的影响时，有可能出现实测结果的情 

况。但是同高联达【 的正常近岸浅海环境观点相冲 

突，同时无法解释同湘、黔、桂以及欧洲拥有共同的生 

物属种。在此种情况下，既要解释氧同位素组成偏 

低，又要说明龙门山地区早泥盆世时期同远在欧洲的 

西班牙拥有有着共同特征的腕足属种，必须满足两个 

条件。一是龙门山海域同开阔海域相通但海水交流 

不通畅；二是淡水注入超过蒸发作用对氧同位素的影 

响。 

海水与平均河水的全铁含量分别为3．4 L和 

700 L，全锰含量分别为 0．4 g／L和 7 L ， 

二者都是河水比海水高得多。而河水氧同位素组成 

相对于海水来说就低得多。前面已经讨论过，在海水 

交流通畅情况下，河水注入相对于开阔海域海水来 

说 ，影响不足使氧同位素组成负偏移 一3％0～一4‰。 

但是，如果处于海水交流不畅状况下的龙门山海盆来 

说，河水注入对氧同位素组成的影响就至关重要。在 

不考虑温度等其他因素影响下，高Fe、Mn，低氧同位 

素组成，代表着河水注入量多。低 Fe、Mn，高氧同位 

素组成，预示着河水注入量小。腕足化石微量元素 

Fe、Mn含量变化以及氧同位素组成趋势(图6)呈反 

相关关系，显示着河水的注入控制着海水氧同位素组 

成。值得注意的是：海相碳酸盐岩的成岩蚀变过程是 
一 个 Fe、Mn的获取过程，并且大多数情形下造成氧 

同位素的严重负偏。图6显示，Fe、Mn高值正好对应 

着腕足化石的 8 0低值，这种趋势是否为成岩蚀变 

作用所致?现代腕足壳体研究表明：Fe(Brand1989) 

含量为 2O～610 IXg／g，Mn含量为 5～460 txg／g。研 

究中 Fe、Mn含量基本上都在此范围内，显示着腕足 

化石没有遭受成岩蚀变。此外，前述保存鉴定表明研 

究中腕足化石基本上没有遭受成岩蚀变的影响。 

陈源仁 研究四川龙门山海水古通道时提出， 

泥盆纪时期，龙门山区周围为高峻的康滇古陆和川中 

古陆，海水只能到达边缘。可能情况是，龙门山海域 

形成过程中，海侵发生，使开阔海域海水进入龙门山 

区，形成龙门山海域。但是由于古陆的存在，龙门山 

海水同开阔海域海水交流不畅。海侵时期同开阔海 

域海水交流畅通，海退时期受淡水注入影响。只有这 

样才能解释龙门山地区早泥盆世沉积同远在欧洲的 

西班牙拥有相通特征的腕足属种，而氧同位素以及微 

量元素Fe、Mn的趋势变化受淡水注入影响的情形， 

同时也揭示了氧同位素高一低一高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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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利用微体结构识别、阴极发光识别以及微量元素 

组成识别等方法对来 自四川I龙门山腕足进行了保存 

程度识别，显示其良好的保存状况，基本上代表了原 

始的海水同位素信息。通过对腕足化石氧同位素组 

成以及微量元素 Fe、Mn的分析，龙门山泥盆纪早期 

埃姆斯阶腕足化石的氧同位素组成(一4．5‰ ～ 一 

9．9‰)，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氧同位素组成(一 

1．7％e～ 一6．9％c)。同时，Fe、Mn含量同氧同位素 

组成的演化呈负相关，其高值正好对应氧同位素组成 

的低值。表明在泥盆系埃姆斯阶早期龙门山海域同 

开阔海域海水交流不畅，大量陆源河水注人，造成氧 

同位素组成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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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eanic Environment During the Early Devonian in Longmen Shan Area： 

geochemical evidence from brachiopod shells 

CHENG Hong—guang LI Xin—qing YUAN Hong—lin WANG Ke—zhuo 

WANG Bing I． CHENG Jian—zhong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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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menshan section iS a classical Devonian section in the world．and hence becomes the foCUS of Pa． 

1eozoic paleocliamte studies．But in the early Devonian．it is short of geochemical isotopic attestation for the paleoen— 

vironment．It will affect the comparison of geochemical signals between the Longmenshan and the other areas in the 

world，and also hinder the studying of the paleoclimate in Paleozoic．In this study，geochemical signals that came 

from well preserved brachiopod shells were used to discuss the paleoenvironment．The preservation show：brachiopod 

shells are well；noncathodoluminscence and Mn<250 g，Sr>400 g．It is witness that diagenetic alteration 

was small and even not．The 8 O values一4．5％。～ 一9．9％。was evidently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s 8 O 

values r一1．7％0～ 一6．9％0)in the world．And the trace elements Fe and Mn have inverse isochronous trend to the 

8 O values．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eawater circulation in the Longmenshan was unsmooth．and its 8 O value was de— 

salinized by the input of continental fresh water．Current study will provide a convincing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ntrast 

of isotope and trace elements on the worldwide scale． 

Key words brachiopod，oxygen isotope，Longmenshan of Sichuan，trace el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