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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的近代深海和古代沉积岩中发现的宇宙尘在产状和形态上极为相似
。

2宇宙尘的化学组成

白平纪宇宙尘的化学组成与已报导的地外物质有很好的可比性
,

但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

1) 能谱分析结果表明 (表 1 )
,

该宇宙尘的元素组成以硅质为主
,

占 63
.

25 %
,

与已报导的

玻璃质宇宙尘的成分极为接近
,

且铁的含量高于镁的含量
,

这也正好反映了地外物质富铁贫

镁的特征
; 另外

,

该宇宙尘化学元素组成中含硫 8
.

61 %
,

这在前人报导的硅质宇宙尘中还未

曾见过
,

从而具有地外陨硫体微球粒的某些特征
。

表 l 宇宙尘与围岩能谱分析元素含 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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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表 1 可知
,

宇宙尘与其围岩的化学组成有很大差别
,

其显著特点是围岩不含 s
、

N a

而富 aC
、

iT
,

围岩中 iT /is
、

iT / eF 和 eT s/ i都比宇宙尘高
。

3) 通过与中太平洋西部海域近代沉积物中宇宙尘和澳大利亚陨石氧化物成分及某些 比

值 的 比较便可看出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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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iT 0 2

/ eF o 的比值除澳大利 亚陨石外
,

为 0
.

16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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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一致
。

这也佐证了塔里木白垄纪宇宙尘的特征
。

表 2 不同宇宙尘级化物组成及其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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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2
、
3

、
4 均转引自《扫描 电镜在地质上的应用 》 (陈丽华

, 19 8 6)

4) 通过对地外物质
、

宇宙尘
、

陨石和月岩某些氧化物 比值资料的统计
,

便可看到 (表 3 )
,

在宇宙尘和 陨石中 iT 仇s/ io
:

比值大都为 0
.

01
,

而在不同月岩中该比值较大
,

为 0
.

01 4 ~ .0

09
,

但同一类月岩中该比值却很稳定
,

由此看来该比值对宇宙尘的判别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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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塔里木盆地 白至纪宇宙尘的产状
、

形态和化学组成均可与文献报导的宇宙尘类比
,

为

以硅质为主的硅一铁微球体
,

很可能是一种新类型
。

这在我国白垄纪地层发现尚属首次
。

2) 统治地球长达 1 亿多年的恐龙
,

在 6 5 0 0万年前的白奎纪末期遭到突然灭绝 的厄运
,

从此消声匿迹
。

L u s e 和 W e r e t A l v e v e z ( 1 9 7 8 )父子和许靖华 ( 19 8 0 )都认为是一颗小行星或彗

星在白奎纪末期突然撞击地球
,

导致环境改变
,

恐龙绝灭
。

但至今国内外并末找到有关白垄

纪宇宙尘的直接证据
。

我们在塔里木盆地 白至纪砂岩岩芯中宇宙尘的发现对天
、

地
、

生的研

究有其重要意义
。

表 3 地外物质中某些氧化物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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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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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22

77777 白色月壤壤 0
.

0 1 444 0
.

1 111

88888 灰色月壤壤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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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000 表 土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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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 111 月球高山物质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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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 3一 11 号的比值均根据 《月质学研究进展 )}( 贵阳地化所
,

19 7 7) 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

2 号据《扫描电镜在

地质上的应用 》 (陈丽华
,

19 8 6 )
。

; 3 ) 消融型宇宙尘的研究
,

自 M ur
r

ay 首次报导迄今 已有一个多世纪 的历史
,

国外有关文

献的数量进入本世纪 90 年代后锐减
,

似乎研究已近于穷尽 (王尔康等
,

1 ” 3 )
,

而我国学者近

年来在宇宙尘研究中的新发现和新进展
,

将会对地外物质的认识与研究带来新突破
,

对天
、

地
、

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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