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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纪陡山沱组磷质红藻的发现

赵 东 旭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

根据有关研究文献可知
,

产出钙质红藻的最老的年 代 是寒 武 纪 ( J
.

L
.

W
r
ag

,

19 7 7 )
。

笔者报道的这些磷质红藻发现在华南陡山沱组的磷块岩矿层中
。

有的磷块岩含

这种磷质红藻达 50 % 以上
,

局部可 以单独构成藻磷块岩
。

磷质红藻产出的地点有贵州瓮

安的英坪
、

大塘
、

开阳
,

湖北荆襄的大峪 口
,

宜昌的桃坪河
,

湖南石门杨家坪
、

江西上

饶朝阳
,

陕西汉中天台山和勉县茶店等地
。

层位上的分布特点是
,

比较集中地出现在陡

山沱组上部或顶部的主要矿层中
。

红藻叶状体的形态呈结核状
、

柱状和卵 圆形 ( 图版 I
, 1

、

2
、

5
、

7 )
,

一部分叶状体很

不规则并且集聚在一起组合成凝块状
、

树枝状等复杂形态
。

有的叶状体已破碎成碎屑 ( 图

版 I
、

s a)
。

叶状体从 0
.

1毫米到数毫米不等
,

一般小于 1毫米
。

由于有机质的污染
,

可

以清晰或比较清晰地看到叶状体内的细胞和由细胞组成的细胞列
。

细胞列彼此紧密平行

排列并多呈放射状生长 ( 图版 I
, 2

、
6

、

7 )
,

有的还呈现出清晰或比较清晰的生长

层 ( ? ) ( 图版 I
, 5

、
7 )

。

不规则状叶状体内的细胞列生长方向也不规则 ( 图版 I
,

4 )
。

细胞多被有机质等污染成黑色或黑灰色
,

但是细胞壁多为透明的磷灰石 ( 图版 I
,

3
、

7 )
。

因而细胞的纵隔壁和部分横隔壁清晰可辨 ( 图版 I
, 2

、

3
、

7 )
,

但是横

隔壁往往不如纵隔壁那么清晰可辨
。

细胞大小约 10 微米到 20 微米
,

其纵断面的长度略大

于横断面的宽度
。

细胞横断面为不规则的多边形
,

但 由于有机质污染和重结晶影响
,

其

原始状态多遭破坏 ( 图版 I
, 9 )

。

根据 J
.

L
.

W
r a g ( 1 9 7 7 a , 1 9 7 7 b ) 等对钙质 红 藻

的研究和分类
,

上述红藻属于管孔藻科 ( S ol en 。 力or 。 。 。 。 。
)

,

其中大部分为管 孔 藻 属

( S o l e n o P o r a )
。

上述红藻除部分被硅化外
,

都是磷质 的
。

根据化学分析
、

红外光谱和 X
一

射 线 衍 射

分析测试结果
,

可知组成红藻的矿物是碳氟磷灰石
。

高倍偏光镜下
,

它呈泥
、

微晶结构

并显光性 ( 图版 I
, 8 ) ;

但有的碳氟磷灰石已重结晶成细晶粒状
。

在扫描电镜中可以

看到
,

组成细胞隔壁的泥
、

微晶磷灰石多为不等粒状
; 重结晶后多呈具品形的板状

。

但

是
,

无论是泥
、

微晶磷灰石还是重结晶板状磷灰石
,

在叶状体内它们均呈同轴排列
,

因

而在正交偏光镜下呈现出同一的光性方位 ( 图版 I
, 8 )

。

这些磷质红藻峋发现对古生物学
、

地层学和磷块岩成矿研究都很有意义
。

红藻的产

出时代由寒武纪推前到震旦纪
。

为红藻研究中出现的疑难 问题 ( 如分类
、

起源等 ) 提供

了新资料
。

陡 山沱组具有了生物地层学的内容
。

根据这些红藻的发现和有关 6 51 百 万 年

的年龄数据 ( 秦克令等
, 1 9 8 3 ) ,

有理由把陕南汉中天台山
,

勉县茶店
、

略阳何家岩和



1期 赵东旭
:

震旦纪陡山沱组磷质红藻的发现 12夕

金家河一带的磷块岩确认为震旦纪陡山沱期而不是泥盆纪
。

红藻在矿层中出现而且局部

富集成矿层
,

表 明它在磷块岩沉积成矿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笔者感谢李菊英
、

陈梦峨同志对笔者的指导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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