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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 来在辽 西 北票 四合屯发现 了大量的早期鸟类及
“

长 毛
”

的小 型兽脚类恐 龙化石层
,

完美的化石形态表明本 区

发生过多次非正常生物集群死亡事件
。

化石层与火 山 凝灰若层 (或火山 灰 )密切共生在一起
。

本文选择 了其中四个化石数童巨

大 的脊推动物化石层
,

对其中凝灰 岩 (或火 山灰 )中的火 山玻璃及斑 晶矿物 内原生 岩浆包裹体的挥发分 成分进行 了电子探针

.W] 定
。

研究结果表明
,

与世界相 同成分 的其它火 山 相比
,

本区 火山喷 出气体 的含量较 高
;
火 山喻出的各种 气体 (H CI

、

H F
、

H
Z
S

、

(S ) 。
、

(S ) 3 和 H式) 蒸汽 ) 的组成比例 不 同
,

对应着化 石层 内夺推动物化石组合也存在差异
。

作者认 为
,

火山 喷出的 气体及火山灰

( 尘 ) 的综合气候效应是造成本 区 生物集 群死亡 的重要原 因
。

关键词 火 山活动
;
集群死亡

;
硫酸气溶胶

;
史氧层

; 四合屯

中图法分类号 P 31 7
.

3

近年来
,

我国古生物学者在辽西北票四合屯及周边地区

热河群义县组下部的湖相沉积夹层中
,

发现了保存完美的早

期鸟类化石
、 “

长毛
”

恐龙
、

原始哺乳动物以及大量鱼类和两

栖 类化石 ( C h
e n 己t a z

. ,

1 9 9 8 ;
汪筱林等

,

1 9 9 8 ; H o u a n d

C h
e n ,

1 99 9 )
。

这些发现轰动了国际古生物学界
,

使热河生物

群成为全世界古生物学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

它对促进

生命发展历史中若干难题 (如鸟类及其飞行的起源
、

早期哺

乳动物的起源与演化等 )的研究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王

基
,
1 9 9 9 )

。

近两年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开展
,

在 四合屯 H
.

g m 的剖

面上
,

已发现十余个由大量脊椎动物组成的化石层
,

每层代

表了一次非正常集群死亡事件 (汪筱林等
,

1 9 9 9 )
。

化石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批准号
:
4 9 9 7 2 0 30) 资助项 目

.

第一作者简介
:

郭正府
,

男
, 1 9 6 3 年 10 月生

,

博士后
,

副研究员
,

火山学及古气候变化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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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凝灰岩 (或火山灰 )密切共存在一起
。

暗示了火山活动与

脊椎动物集群死亡事件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

另外
,

现代

火山观测和理论研究表明
,

大规模火山活动喷出的火山气

体
、

火山灰等可造成大范围的气候与环境突变
,

进而导致周

围地区动植物的迅速死亡和掩埋 ( Br as se u r a

dn G ar n ie
r ,

1 9 9 2 )
。

目前
,

对热河生物群的研究主要涉及生物群的时空分

布
、

古生物学
、

地层学及古生态等方面 ( c h en
巴, al

. ,
1 998

;

汪筱林等
,
1 9 9 8 ;

H
o u a n

d C h
e n ,

1 9 9 9 ; 陈王基
,
1 9 9 9 )

,

这些

研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

但对与脊椎动物化石层共存的凝

灰岩 (或火山灰 )所代表的火山喷发喷出气体的研究鲜见报

道
。

本区化石密度大
,

保存完整
,

与凝灰岩 (或火山灰 )关系密

切
,

是探讨火山喷发与生物集群死亡关系的理想地区
,

这方

面的工作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热河生物群的新的突破 口
。

本

文选择了四次规模较大的生物集群死亡事件及相应的火山

凝灰岩 (或火山灰 )作为研究对象
,

在测定了凝灰岩 (或火山

灰 )斑晶矿物中岩浆包裹体和基质玻璃的挥发分气体组成的

基础上
,

探讨了火山喷出气体成分与脊椎动物化石组合之间

的对应关系
,

初步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四次大规模生物集群死

亡的原因
。

灰白色英安质沉凝灰岩
,

夹于剖面 2 5 ( 1 )层富含小型兽脚类

恐龙化石的灰黑色页岩中
,

沉凝灰岩与化石层共存在一起
。

样品 Y L O01 为此剖面中富含 1 8 ( 6 )层脊椎动物化石的灰黑

色页岩中的火山灰 (图 1 )
。

地质简况及样品的层位

辽西及其周边地区位于中国东部大陆边缘北东向展布

的西太平洋板块俯冲构造域与近东西向分布的欧亚构造域

交叉复合的构造位置 (陈义贤
,

陈文寄等
.

1 9 9 7 )
。

剧烈而频繁

的火山活动是我国东部中生代构造运动的重要特征和表现

形式
。

火山活动以其活动时间长
、

期次多
、

强度大
、

火山岩分

布面积广和类型齐全而独具特色
。

辽西四合屯含有大量脊椎动物化石的湖相沉积
,

呈北北

东向分布在长约 12 一 14 k m
,

宽约 4 一 5 k m 的范围内
,

化石主

要产出地点包括四合屯
、

尖山沟
、

张家沟
、

黄半吉沟
、

团山沟

和李八郎沟等地
。

本区出露的地层为义县组下部 (图 1 )
,

总厚

度约 1 1 0一 1 5 o m
,

共分为 s 段 9 层 (汪筱林等
,
1 9 9 8 )

。

第一段

(1 层 ) 为冲积相粗碎屑岩
,

第二段 ( 2
一
4 层 )以中基性熔岩为

主
,

局部夹湖相砂页岩沉积
,

第三段 ( 5
一
9 层 )由滨

、

浅湖~ 半

深湖
、

深湖相砂岩
、

页岩和凝灰岩组成
。

其中第 6层和第 8层

是脊椎动物化石的主要埋葬层位
。

本文研究标本的层位属于

第三段的第 6 层
,

所有样品均采自四合屯同一人工发掘剖面

(图 1 )
。

样品 Y L o o l
、
Y L o o Z

、

Y L o o 3 和 Y L o o 4 分别属于汪筱

林等 ( 1 9 9 8) 划分的第 18 层的第 6 小层
,

25 层的第 1 小层
,

25

层的第 2 小层和 29 层的第 4 小层
。

样品 Y L 00 4 为四合屯发

掘剖面 2 9 ( 4 )层富含孔子鸟化石的灰黑色页岩中间层内的火

山灰
,

它与化石层层位相同
。

样品 Y L 003 为发掘剖面 25 (2)

层富含恐龙化石的灰黑色页岩中的火山灰
。

样品 Y L 0 02 是

2 样品的挑选及测试方法

显微镜下观察表明
,

本区的凝灰岩和火山灰主要由斑晶

(或晶屑 )和基质玻璃组成
,

主要斑晶矿物组合为石英+ 透长

石 + 歪长石 士斜长石士黑云母
,

基质主要为玻屑和浆屑
,

其

形态各异
,

呈鸡肋
、

犬齿状等
。

样品的挑选与处理程序如下
,

先将样品粉碎
,

在双目显微镜下挑出新鲜的斑晶 (或晶屑 )
、

玻屑和浆屑
,

然后将它们用树胶镶嵌在载玻璃片上
,

抛磨斑

晶矿物直至暴露出岩浆包裹体
,

利用电子探针测试岩浆包裹

体和基质玻璃中 CI
、

F 和 S 的含量
,

选定工作电压 1 5k V
,

电

流 6 ~ 1 5 n A
,

束斑直径分别为 l 一 1 0拜m (包裹体 )和 1 5一

2 0产m (基质玻璃 )
。

水的含量通过
“

差异法
”

获得 ( D e v in e e t

al
. ,

19 95 )
。

该方法通过调节束斑直径 (包裹体测量的束斑直

径较小
,

而基质玻璃测量的束斑直径相对较大 )最大限度减

小基质中微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 通过延长测定时间提高

元素的测试精度和降低测量下限
。

本文采用的实验技术经国

外许多实验室证实 (如样品的平行测量
、

测定国际标样和不

同的 实验 室 验 证 等 ) ( D e v
i
n e ` t a z

. ,
1 9 9 5 ;

H
a r m a n d

cS h m in ck
e ,

2 0 0 0)
,

是一种高精度的测定挥发性组分的方法
。

各挥发性组分的相对分析误差为 5% ~ 8% ( S )
、

3 %一 5%

(F )
、

二 6% (C l) 和 < 8% (H ZO )
。

为了保证斑晶矿物中岩浆

包裹体的封闭体系
,

本研究挑选具如下特点的岩浆包裹体

(图 2) 进行测试
:

( a )包裹体形状规则
、

无色透明
,

边缘无裂

隙
,

在主晶矿物中分布无规律
。

无气泡 (或体积 < 10 % )
,

无子

矿物
。

( b) 包裹体体积大小适中(直径为 25 ~ 7即m )
。

个体太

大
,

不易保持封闭性 ; 个体太小
,

容易受
“

边界层效应
”
影响

。

3 结果

3
.

1 火山喷出的气体成分及相对含 t

具有上述特征的岩浆包裹体是主矿物结晶过程中捕获

的周围熔浆经迅速冷凝的产物
,

其挥发分组成代表了火山喷

发前斑晶矿物结晶过程中其周围岩浆的挥发分成分 ; 与斑

晶共存的基质玻璃中挥发分的成分代表了火山喷发后经过

去气作用残存在岩浆中的挥发分组成 (夏林析
,
1 9 8 8)

。

两者

之差为火山喷出的气体成分的相对含量
。

研究区岩浆包裹体

和基质玻璃中挥发分组分的含量见表 1
,

相应的火山喷出的

气体成分的相对含量列于表 2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本区火山喷

出的气体含量总体上高于世界其它相同成分的火山喷出气

体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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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6 ) 〕

△ Y L O 0 2

L2 5 ( 1 )

△ Y L OO 3

〔25 ( 2 ) 〕

△ Y L OO 4

[ 2 9 ( 4 ) 〕

国固囚圈口口回回口
具平行层理的沉凝 久岩

灰黑色含火山 灰具平行层理的页岩 (含小型兽脚类

恐龙及大量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 )

层理发育的灰黑色页岩

灰黑色层理不发育的 页岩
,

含大量火 山灰 (尘 )
,

并且富含孔子鸟化石 ( C’O
o

fu
c : 拟 , o r , r ,

)

灰色富含火山碎屑的凝灰质泥岩
,

泥页岩

灰黑色含火山灰的页岩 (含有大量满洲龟
,

翼手 龙
,

鹦鹉嘴龙等 )

灰黑色含火山灰 〔尘 )的页岩 〔富含大量小型兽脚类

恐龙及大量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 )

l1t 砾 岩

`
疑 灰 岩

粉砂 岩一 粉砂质泥岩

中基性 侵入岩

中 基性 火山熔 岩

砂 岩

中 细 砾 岩

砂 砾 岩

本文样 品对应的汪筱林等 ( 1 99 8) 发掘刑面的层位 与层号

徉 号

取 卞羊 位 仪

国目昌圈圈盔目因四

图 l 辽西四合屯及周边地区义县组下部综合柱状剖面与取样位置图

(据汪筱林等
,

1 9 9 8
,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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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岩桨包裹体及玻劝基质中挥发性组分的含 t (% )

T
a b le 1 V

o l a t i le e o n t e n t s o f g l a s s
i
n e lu s

i
o n s a n d m a t r ix g la s s e s ( % )

样号 剖面层位
,

斑晶矿物

Y L 00 1 1 8 ( 6 ) 0 0 5 0
.

2 0 0
.

2 8

Y L 0 0 1 1 8 ( 6 ) 0
。

0 5 0 2 3 0
。

4 0 3
.

0 1

5 10 2
二

6 0
.

3 2

6 1
.

2 1

Y L 0 0 1 1 8 ( 6 ) 0
.

0 6 0
.

2 1 0
。

3 6 2
.

8 9

Y L 0 0 1 1 8 ( 6 ) 0
.

0 6 0
.

2 1 0
。

3 8 2
.

9 4

6 0
。

8 9

6 1
。

2 5

Y L 00 1 1 8 ( 6 )

测试对象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基质

基质

基质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基质

基质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基质

基质

基质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包裹体

基质

基质

基质

歪长石

歪长石

歪长石

石英

石英 0
.

0 5 0
.

2 5 0
.

2 9

Y L 00 1 1 8 ( 6 ) 0
.

0 3 0
.

1 3 0
.

1 0

3
.

2 8

0
.

0 6

6 2
.

1 2

6 3
.

0 1

Y L 0 0 1 1 8 ( 6 ) 0
.

0 2 0
.

1 1 0
.

0 8

Y L 0 0 1 1 8 ( 6 ) 0
.

0 3 0
.

1 3 0
。

0 8

1
.

0 1

0
.

2 9

6 2
.

2 1

6 2
。

0 2

Y L 0 0 2 2 5 ( 1 ) 0
。

0 8 0
。

1 6 0
.

1 5

Y L 0 0 2 2 5 ( 1 ) 0
.

0 9 0
.

1 8 0
.

1 5

2 4 0

2
.

4 8

5 7
.

3 2

5 9
.

8 0

Y L 0 0 2 2 5 ( l )

歪长石

歪长石

歪长石

石英

石英

石英

0
.

0 8 0
.

1 4 0
.

1 7

Y L 0 0 2 2 5 ( l ) 0
.

0 7 0
.

1 6 0
.

1 8

2
.

4 6

2 4 9

5 8
.

64

5 7
.

8 1

Y L 0 0 2 2 5 ( 1 ) 0
.

0 7 0
.

1 7 0
。

1 5

Y L 0 0 2 2 5 ( 1 ) 0
。

0 6 0
.

1 6 0
.

16

2
.

5 8

2
。

7 1

5 7
.

4 3

5 9
.

0 8

Y L 0 0 2 2 5 ( 1 ) 0
.

0 3 0
.

1 2 0
.

0 9 0
.

6 1

Y L 0 0 2 2 5 ( l ) 0
.

0 2 0
.

1 3 0
.

0 9 0
.

7 2

6 0
.

0 7

6 2
。

9 1

Y L 0 0 3 25 ( 2 ) 歪长石

歪长石

歪长石

石英

石英

石英

0
.

1 0 0
。

15 0
。

1 6 2
.

6 7

Y L 0 0 3 2 5 ( 2 ) 0
.

0 7 0 1 6 0
.

1 9 2
.

5 1

5 9
.

3 3

5 8
.

3 2

Y L 0 0 3 2 5 ( 2 ) 0
.

0 9 0
.

1 6 0
.

18 2
。

8 2

Y L O 0 3 2 5 ( 2 ) 0 0 9 0
.

1 8 0
.

1 5 2
。

9 0

6 0
.

2 1

6 1
.

0 9

Y L 0 0 3 25 ( 2 ) 0
.

0 8 0
.

18 0
。

1 7

Y L 0 0 3 25 ( 2 ) 0
.

0 7 0
.

1 9 0
。

16

2
。

4 0

2
。

4 1

60
.

3 3

60
。

8 9

Y L 0 0 3 2 5 ( 2 ) 0
.

0 2 0
.

1 4 0
.

10 0
.

6 9 6 0
.

1 1

Y L 0 0 3 25 ( 2 ) 0
.

0 3 0
.

1 1 0 1 2 0
.

7 0

Y L 0 0 3 2 5 ( 2 ) 0
.

0 3 0
。

10 0
.

0 9 0
.

8 1

6 1
.

3 2

5 9
.

4 4

Y L 0 0 4 2 9 ( 4 ) 0
.

0 3 0
.

1 8 0
.

1 7 5
.

1 8

Y L 0 0 4 2 9 ( 4 )

歪长石

歪长石

歪长石

歪长石

石英

石英

0
.

0 3 0
.

2 0 0 1 4 4 8 1

6 5
.

2 1

68
。

4 2

Y L 0 0 4 2 9 ( 4 ) 0
.

0 3 0
.

18 0
.

0 9 4
.

6 6 6 6
.

3 1

Y L 0 0 4 2 9 ( 4 ) 0
.

0 4 0
.

2 3 0
.

1 6 5
.

7 2

Y L 0 0 4 2 9 ( 4 ) 0
.

0 2 0
。

2 4 0
.

1 1 5
.

6 2

68
.

5 5

6 8
.

18

Y L 0 0 4 2 9 ( 4 ) 0
.

0 3 0
.

2 0 0
.

1 1 4
.

9 1

Y L 0 0 4 2 9 ( 4 ) 0
.

0 2 0
.

1 3 0
.

0 3 1
.

2 8

6 9
.

3 2

7 1
。

32

Y L 0 0 4 2 9 ( 4 ) 0
.

0 2 0
.

1 1 0
。

0 2 1
.

7 2 6 9
.

1 6

Y L 0 0 4 2 9 ( 4 ) 0
.

0 2 0
。

1 3 0
.

0 2 1
。

5 5 7 0
.

3 3

,

样品在四合屯发掘剖面中的层位
。

* ,

岩浆包裹体和基质玻璃中 51 0 : 含量
.

测试者
:

郭正府
.

测试单位
:

比利时 K U L 大学及德国 aB y r
eu ht 大学

.

测试仪器
:
C a m ec

a S X 50 型电子探针
.

实验条件
:

电压 15 k V
,

电流 6~ 15 n A
,

束斑直径分别为 l一 10 拌m (岩浆包裹体 )和 巧~ 2。拜m (基质玻璃 )
.

测试误差
:

lC 为玉 6% ; F 为 3% ~ 5% ; S 为 5写~ 8% ; iS 为压 1%
.



部正府等
:

火 山活动与辽西 四合屯脊推动物集群 死亡 关系的初 步研究 1 2 1

表 2

T
a b l e

辽西火 山喷出气体的含量 ( %
,

均值 )及其与同类世界其它火山的对比

C
o n t e n t s o f v o la t ile e m is s i o n s in w

一
I
J

i
a o n in g a n

d i t s e o m p a r is o n w it h t h
o s e in o t h

e r e r u p t i o n s
w

o r l dw id e w it h t h e

s a m e c o m P o s l t l o n s

样号或火 山

Y L 0 0 1

Y L O 0 2

Y l
声

0 0 3

Y L 0 0 4

A g u n g

C a nr p a n i a n

K r a k a t a u

S t
.

H e l e n
s

T a nr b o r a

H ZO N a Z O / K zO

0
.

0 2 7 ( 4 6% )

0
.

0 5 0 ( 20 % )

0
.

0 5 7 ( 20% )

0
.

0 1 0 ( 7 2% )

0
.

0 38

0
.

0 02

0
.

00 4

0
.

0 0 4

0
.

0 07

0
.

0 9 7

0
.

0 3 7

0
.

0 5 3

0
.

0 8 2

0
.

2 55

0
.

0 70

0 0 6 5

0
.

10 7

0
.

0 61

0
.

0 4 1

0
.

0 1 5

0
.

0 0 6

0
.

0 8 9

2
.

5 0 5

1
.

8 5 5

1
.

8 8 5

3
.

6 3 3

1
.

16

0
.

0 3

3
.

0 9

4
.

9 1

3
.

0 7

1
.

4 1 1

1
.

8 42

1
.

90 6

8 8 62

5 10 2

二

6 1
.

1 5 8

5 8
.

3 4 7

6 0
.

0 28

6 7
.

6 6 5

6 3
。

5 2

6 0
.

4 2

6 8
.

9 2

6 9 9 0

5 6
.

5 8

二
( )内的数字为 H Z S 气体的百分 比

,

根据岩浆包裹体中 N a ZO / K Z O 比值
,

按 H a r m s a n d cS h m i n e k e ( 2 0 0 0 )的模式计算
。

* *

岩浆包裹体中 5 10 : 含量 (均值 )
。

其它火 I[J 喷发气体的数据来源于 D e v in e 。 t a z
.

( 1 9 5 4 )

表 3 火山喷出气体的相对百分比
`

T a b le 3 C
o n t e n t s o f v o la t il e e r u P t e d

样号 H ZO

Y L 0 0 1 1 8
.

98 3 6
.

0 2 5 1
.

3 7 2 5
.

3 6

Y L 0 0 2 34
.

72 1 3
.

6 6 14
.

0 8 1 8
.

7 8

Y L 0 0 3 3 9
.

3 5 1 9
.

8 8 13
.

0 8 1 9
.

0 8

Y L 0 0 4 6
,

94 3 0
.

4 3 2 1
.

4 6 3 6
.

7 8

*

同种气体在 四次喷发中的相对比例 (均值 )

图 2 石英晶屑中的岩浆包裹体

( G 为岩浆包裹体
; B 为气泡 )

F ig
.

2 T h
e g l

a s s in e
l
u s io n ( G ) w it h

a
b
u
b b l e ( B ) i n

q u a r t z p h
e n o e r y s t

.

B a r a t l o w e r r ig h t 15 5 0产m

3
.

2 火山喷发的气体成分与脊椎动物化石组合的关系

表 3 和图 3 表示本文研究的四次火山喷发喷出气体的

组成特征
。

这四次喷发相比较而言
,

样品 Y L o 01 代表的火山

喷发喷出的气体组分以 lC 和 F 为主
,

喷出的 lC 的含量相当

于 1 8 1 5 年 T a m b
o r a
火山的 3 倍 ( 1 8 1 5年 T a m b o r a

火 IJJ 喷发

造成了 5 8 0 0 0 人死亡
,

S t
o t h

e r s ,
1 9 8 4 )

,

其次为 S 和水蒸汽

(表 2 )
。

形成样品 Y L o 02 和 Y L o 03 的火山喷发其火山气体组

成相似
,

均以 s 占优势
,

喷出的 s 含量 比 1 9 6 3年的 A g u n g 火

山还高 ( 1 9 6 3 年 A g u n g 火山喷发导致北半球地表温度降低

了 1
.

3℃
,
e h

e s t e r ,

1 9 9 3 )
,

其水蒸汽
、
F 和 C I 含量居次要位

置 (表 2 )
。

Y L o 04 对应的火山喷发
,

喷出的气体以水蒸汽为

主
,

卤族元素的含量相对也较高
,

但 S 的含量较低
。

另外
,

镜

下观察表明
,

样品 Y L o 04 的火山尘 (d us )t 含量较高 ( 20 %左

右 )
。

上述特征说明
,

四次火山喷发喷出气体的相对组成差异

较大
。

表 4 列出了四次火山喷发喷出的气体组成特征与研究

区四次大规模脊椎动物集群死亡事件形成的化石组合层之

间的对 比关 系
。

可 以看出
,

火 山喷出的各种气体 成分 (如

H e l
、

H F
、
5 0

2
、

H
Z
s 和 5 0

。

等 )的相对比例不同所对应的化石

种类与组合也不同
。

如形成 Y L o 04 火山灰的火山喷发气体以

水蒸汽和火山尘为主
,

所对应的是大量孔子鸟化石
;
形成

Y l
矛
0 0 2 沉凝灰岩和 Y L o 03 火山灰的火 山喷发的气体均以硫

化物气体为主
,

对应的脊椎动物化石 以众多小型兽脚类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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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 l )

为主
;
形成 Y L o ol 火山灰的火山喷发以卤化物气体为主

,

对

应的化石以大量满洲龟和小型 恐龙等脊椎动物为主 (图 1 )
。

并且
,

在发掘剖面的 1 8 ( 6) 层之上没有再发现如此大规模的

脊椎动物化石层
。

122姚姚姚姚2000/1000/

Y L 0 0 1 Y 100 2 Y L 0 0 3 Y IO0 4

图 3 四次火山喷发喷出气体成分相对比例的直方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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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对现代活火山的观测表明
,

火山喷发可造成大量生物死

亡
。

例如
,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L a m in g ot n

火山在 1 9 51 年

的喷发形成了规模巨大富含水蒸汽的火山灰云幕
,

炽热的火

山灰云迅速扩散
,

毁灭了附近约 2 3 0k m 2

范围内的动植物
,

造

成了约 6 0 0 0 多人和大量动植物死亡 ( R o
b
e r t a n d D e e k e r ,

一9 5 0 ; 刘若新
,
2 0 0 0 )

。

再如
,

1 7 5 3 年冰岛 t a k i火山喷出的大

量卤化物气体
,

弥漫在冰岛上空
,

污染了岛上及附近地 区的

草原植被
,

导致所有 吃过 当地 青草 的羊群 死 于 氟 中毒

( R o b e r t a n
d D e e

k
e r ,

1 9 8 0 ) ; 1 9 6 9一 1 9 7 4 年夏威夷 K i la u e a

火山喷出的大量硫化物气体使 20 公里之外的硬花甘蓝等植

物遭受到严重的损害
,

造成植物叶茎枯萎
,

甚至死亡 ( U
.

.S

G e o l o g i e a l s u r v e y
,
1 9 9 7 )

。

类似的实例不胜枚举
。

表 4 火山气体组合与脊椎动物花石组合的关系

T a b l e 4 T h
e r e l a t io n s h ip b

e t w
e e n v o l a t il e a s s o e ia t i

o n s a n d v e r t e b r a t e a s s e m b la g e s

样号 样品层位
`

火山气体组合 脊椎动物化石组合及保存特征

Y L 0 0 1 18 ( 6 )层
H C I 和 H F 为主

,

硫化物气体和

H 20 蒸汽次之
。

满洲龟
、

翼手龙
、

鹅鹉嘴龙等
。

化石保存完整
。

Y L 0 02

Y L 0 0 3

2 5 ( l )层

2 5 ( 2 )层

硫化物气体 ( H ZS
、
5 0 : 和 5 0 3 )占优势

,

H zO 蒸汽
、

H C I和 H F 次要
。

以小型兽脚类恐龙为主
,

含有大量的鱼类及无脊椎动物
,

所有化石骨骼
、

羽毛
、 “
羽毛

”

状结构和尾羽

等保存完好
.

Y L 0 0 4 2 9 ( 4 )层
H ZO 蒸汽为主

,

卤化物气体也较高
,

硫化物气体较少
。

另外含大量火山尘
。

大量孔子鸟化石
。

化石具完整的骨骼和羽毛
,

前后肢及尾羽伸展
,

脖颈前伸
,

骨架长轴具定向排列
。

,

指样品在四合屯发掘剖面中的层位
.

* * 通过 比较样品与标准样的 S K L 波峰
,

可 以获得火山气体中不同氧化态 S ( S 日十
,

S
峨十 ,

S“ 一 )的比例
,

在三种硫化物气体 ( H Z S
,
5 0 : 和 5 0 3 )

中
,

S O Z t 5 0 3

的含量较高
,

H Z S 次之
.

目前研究认为
,

火山喷出的 S
,

lC 和 F 组分主要以 H
Z
S

、

5 0
2 、

5 0
3 ,

H C I 和 H F 等 气 体 形 式 存 在 ( B r a s s e u r a n
d

G
r a n ie r ,

1 9 9 2 ; H a r m a n
d S e

h m in e
k

e ,
2 0 0 0 )

。

火山喷发主要

通过两种方式造成生物集群死亡
,

一种是直接方式
,

即由于

火山喷出的熔岩流
、

火山碎屑流和泥石流将周围的生物化为

灰烬
,

这种方式的影响相对较小
,

并且生物难以保存下来 ;

另一种是间接方式
,

即由于火山喷发把大量的火山气体
、

火

山灰 (尘 )及其气溶胶喷至大气圈 (甚至平流层 )
,

导致气候与

环境的骤然变化
,

进而造成生物集群死亡
,

随后沉降的火山

灰 (尘 )将死亡的生物迅速掩埋
,

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生物集群

死 亡的范围广
、

数量多
,

化石保存完整 ( U
.

5
.

G eo log ica l

s ur ve y
,

199 7)
。

地史时期保存下来的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化石

(层 )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
。

间接方式导致生物集群死亡主要

表现在
:

( 一)火山喷出的硫化物气体 (H Z S
、

5 0 :

和 5 0
3

等 )造成地

表温度突变
,

使某些生物不适应新的气候环境而死亡
。

大量



郭正府等
:

火山 活动与辽西四合 屯脊推动物集群死亡 关来的初 步研 究1 2 3

的0 5
:

和 50 3

气体随喷发柱进入大气圈( 甚至平流层) 后
,

在

紫外线直接照射下
,

会发生一 系列光化学反应 (如 2 5 0 2 + 0
:

~ 2 5 0
。 ,

5 0
3 + H z

O ~ H
:
5 0

;

等 )
,

形成火山 H Z S O
`

气溶胶层
,

它们吸收太阳幅射
,

使到达地表的太阳总幅射量减小
,

导致

地表温度骤然下降
,

产生
“

火山冬天
”
效应

,

从而对生物产生

危害 ( S t o t h
e r S ,

1 9 8 4 ;

郭正府等
,

1 9 9 5 )
。

观测发现
,

印度尼

西亚的 T a m b or
a
火山在 1 8 1 5 年 4 月喷出的大量硫化物气体

使北半球明显变冷
,

导致了 1 8 1 6年的
“

无夏之年
” ,

造成附近

S
u
m ba w a

、

L o m b
o
k 与美国东北部地区数千头牛羊和大面积

植物死亡 ( S t o t h e r S ,

1 9 8 4 ;
C h

e s t e r ,
1 9 9 3 )

。

( 2 )火山喷发的有毒气体 ( H
:
S

、

H C I和 H F 等 )
、

水蒸汽

及火山尘
,

会产生浓密的火山灰云幕
,

造成周围动物窒息而

死亡 (R o
b
e r t a n

d D e e
k

e r ,

1 9 8 0 )
。

( 3) 火山喷发破坏臭氧层
,

进而造成对生物的影响
。

某些

火山喷发会导致大气圈中臭氧浓度降低
、

使大气圈臭氧层减

薄
,

甚 至形成
“

臭氧洞
” ,

造成地表的动植物接受过量紫外线

幅射
,

严重时可导致大范围内动植物死亡
。

火山喷发主要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破坏大气臭氧层
: a

.

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

灰 (尘 )及气溶胶会促进平流层多相化学过程的发生
,

导致臭

氧总量减少
,

臭氧层减薄 ( B r a s s e u r a n
d G r a n ie r ,

1 9 9 2 ) ; b
.

在火 山硫化物气体氧化形成硫酸气溶胶的过程中
,

会造成臭

氧光解 ( 0
3

~ 0
2

+ 0 )速率增加
、

生成速率相对减少
,

从而导

致臭氧总量减少 ( P ar t h
e r ,

1 99 2 ) ; c
.

火山喷发的卤化物气

体通过光化学反应
,

直接导致臭氧总量减少 (H of m an
n a n

d

O l t m a n s ,

1 9 9 2 ;
郭正府等

,
1 9 9 8 )

。

火山喷发的卤化物气体

(如 H :(l ) 在强紫外线幅射 下
,
H CI 会分解出 lC 原子

,

发生如

下光化学反应
:
H CI + h 二 ~ H + lC

,

lC + 0
3

~ 1C 0 + 0
。 ,

:(l 0 +

0 ~ lC + O
: ,

造成大气圈 O
。

总量减少
,

使 0
3

层减薄
,

甚至破

坏臭氧层
,

在局部地区形成
“

臭氧洞
” ,

使地表的动植物接受

过量紫外 线幅 射
。

目 前 人 们普 遍认 为 1 9 9 1 年 菲律 宾

iP n at u
b

o
火山喷发至平流层的火 山气体及气溶胶组合是造

成 1 9 9 2 年秋季南极上 空臭氧洞面积骤然增加的主 要原 因

( B r a s s e u r a n
d G r a n i e r ,

1 9 9 2 )
。

上述表明
,

火山喷发对气候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火山气体

的含量和成分
。

火山气体的含量越高
,

种类越多
,

对气候的影

响越严重
,

反之亦然
。

表 2 显示
,

本区火山喷出的气体含量高

于相同成分的其它火山喷发的气体含量
,

说明本区火山喷出

的气体总量的比例较高
,

在喷发规模相同的情况下
,

它们对

气候的影响较严重
。

四 合屯发掘剖面 2 9 (4 )层富含孔子鸟化石 (图 l )
,

是该

区最富集的化石层
,

所发现的化石 全部为 C o 刀 j 狡e iu s
or 。 、 ,

本

区 9 。%以上的鸟类化石来自这一层
,

该层 已发现孔子鸟化石

近干件
,

化石保存了完整的骨骼和羽 毛
,

前后肢及尾羽伸展
,

脖颈前伸
,

骨架长轴具定向排列 (汪筱林等
,

199 9 )
,

表明为

成群飞翔鸟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

由表 4 可以看出
,

与此层

对应的火山活 动喷出的气体以水蒸汽和卤族气体 ( H CI 和

H F )为主
。

镜下观察表明
,

此层中的火山尘 d( us )t 含量较高

(达 20 %左右 )
。

作者认为
,

四合屯发掘剖面 2 9 ( 4) 层孔子鸟

的集群死亡可能是由于火山喷出的大量水蒸汽
、

卤族气体和

火山尘导致鸟类窒息而致
。

另外
,

野外观察
,

富含鸟化石的灰

黑色页岩层属半深湖一深湖相
,

缺失边缘相
。

该层发现的孔

子鸟化石均为成年个体
,

没发现幼年个体
。

推断火山活动开

始时
,

喷出的一些有毒气体 (如 H F
、

H e l
、

H
Z
s

、

5 0 2

和 5 0
3 )会

不同程度地溶于湖水中
,

形成新的大气
一

湖面化学平衡
,

使深

湖
一

半深湖上空火山有毒气体浓度相对较低
,

飞翔能力强的

成年个体选择了深湖
一

半深湖上空作为临时
“

避难所
” 。

然而
,

随着火山活动强度逐渐增大
,

火山喷出的卤族等有毒气体
、

水蒸汽及火 山灰 (尘 )的量越来越大
,

形成高浓度富水的火山

灰云幕
,

它对深湖
一

半深湖上空鸟类羽毛具有强烈的粘附作

用 ( U
·

S
·

G
e o
l
o g ie a l S u r v e y

,
1 9 9 7 )

,

导致鸟类最终不堪
“

负

重
”
飞行和缺氧而死亡

,

沉入湖底
。

半深湖
一

深湖静水还原环

境及频繁火山活动提供的大量火山物质
,

使尸体快速埋葬
,

并保存了上面所描述的飞行状态 (肢体伸展
、

脖颈前伸等 )
。

由于大量有毒气体随着火山喷发喷向空中
,

当它们因 比重较

大向地面沉降时
,

会与火山喷出的大量水蒸汽结合 (表 3 )
,

形

成酸雨
。

因此
,

相 比较而言
,

地表火山气体的浓度比鸟类飞行

的空中要小得多
。

另外
,

此次火山喷发的挥发分以 卤族气体

为主
,

硫化物气体总量相对较小 (表 3
,

图 3 )
,

因此
,

对地表温

度影响也较小
。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此次火山喷发对地表爬行

动物影响较少
,

这可能是在发掘剖面 29 ( 4) 层中没有或很少

发现爬行动物化石的一个原因
。

从发掘剖面 2 5 ( 1 )和 25 (2 )层可看出两次小型兽脚类恐

龙集群死亡事件 (图 1 )
。

2 5 ( 2 )层化石以 尸 or at cr h a e

oP et yr x -

C au d 功 et yr x 为代表
,

位于灰黑色页岩中
,

化石层上覆厚度 5

m m 的英安质凝灰岩
。

镜下观察及电子探针测试显示
,
2 5 ( 2 )

层富含恐龙化石 的灰黑色页岩中含有火山灰
,

其化学成分与

上覆凝灰岩相同
,

可能为同一次火山喷发的产物
。
2 5 ( 1 )层 以

S i
n o s a u

呻
t e砂 x 一D or m

a e o s a u r i d a e
化石为代表

,

产出于厚度

约 s m m 的黑色页岩之中
,

其间夹厚度约 l m m 灰白色英安质

层凝灰岩
。

这两个化石层的共同特点是
,

以小型兽脚类恐龙

为主
,

含有大量的鱼类及无脊椎动物
,

所有化石骨骼
、

羽 毛
、

“

羽毛
”
状结构和尾羽等保存完好

,

有的恐龙胃部还保留有胃

石
,

中华龙鸟胃腔中保留未消化的食物 (汪筱林等
,
199 9 )

,

真

实地记录了化石快速埋葬的过程
,

是非正常死亡的直接反

映
。

形成 Y L o 02 凝灰岩和 Y L o 03 火山灰的两次喷发喷出气

体的相对比例以 5 0 2

和 5 0
3

为主
,

达到火山气体中 S 总量的

80 % (表 2和 3 )
。

作者认为
,

火山活动喷出的大量硫化物气

体及其硫酸气溶胶
,

它们会造成地表温度突变和对大气臭氧

层的破坏
,

使大批冷血类型恐龙不能适应气温变化和过量紫

外线辐射而死亡
。

有些恐龙个体
,

如
“

长毛
”

的温血类型恐龙

适应这种环境而生存下来
,

但当火山活动规模很大
,

其对气

候的影响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

会导致各类恐龙突然死亡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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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 1 )

后
,

滞留在大气圈中的大量火山灰 (尘 )会由于重力而沉降下

来
,

迅速筱盖动物的尸体
,

使其不被氧化
,

对化石层的完整保

存有贡献作用
。

发掘剖面 1 8 (6 )层记录了另一次大规模的脊椎动物集群

死 亡 事 件 ( 图 1 )
,

化 石 包 括 拟dcn h “
or hc

e
ly

: s .P

尸t e or d a c yt z
o ide

a ,
g e n

.
e t sP

.

n
vo

. ,

p
s i t t a c os a u

ur
s s P

.

等 (汪

筱林等
,
1 9 9 8)

,

它们产于灰黑色页岩中
,

该层之上迄今没有

再发现脊椎动物化石层
。

显微镜观察显示
,

富含化石的灰黑

色页岩中含有火山灰
。

斑晶矿物及其包裹体的电子探针测试

结果表明
,

火山灰的化学成分与其上下两层凝灰岩相同
,

它

们可能为同一期火山喷发的产物
。

该火山喷出的气体成分以

lC 和 F 为主
,

其喷出的相对比例位于四次火山喷发之首
,

另

外
,

其水蒸汽的含量也较高 (表 3 和 4)
。

我们认为
,

这次火山

喷发喷出的大量 H CI 和 H F 气体会破坏大气奥氧层
,

严重影

响生态环境 ; 其次
,

硫化物气体与水蒸汽会形成浓厚的硫酸

气溶胶层
,

导致地表温度骤然下降
。

最终造成本区 1 8 ( 6) 层脊

椎动物集群死亡
。

与火山灰 (尘 ) 相比而言
,

火山气体由于在大气圈中滞

留的时间较长
,

扩散范围较大
,

通过光化学反应造成对气候

与环境的影响
。

因此它们对气候与环境影响的时空范围较

大
、

且影响程度较严重 (D e v i n e e t a z
. ,

1 9 5 4 )
。

与发掘剖面 1 8

( 6) 化石层 (图 l )对应的火山喷发喷出的气体含量相对较高
,

且成分以对臭氧层有重要影响的 H CI 和 H F 为主 (表 2 和

3 )
,

而火山灰含量较低
,

因此此次火山喷发对气候的影响较

深远
。

作者认为这可能是造成 18 (6 )化石层之上没有再发现

脊椎动物化石层的原因
。

致 谢 样 品 的 测 试 工 作 得 到 比 利 时 K U L 大 学

J
.

H
e r t o g e n

教授
、

J
.

M
a r e e l s 和 M

.

R
o m a

i
n

博士的帮助
,

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

R e f e r e ll C e S

5 结论

火山活动与辽西四合屯脊椎动物集群死亡事件的化石

记录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
。

不同的脊椎

动物化石组合层内火山灰斑晶中包裹体和玻璃基质的气体

含量的相对比例存在着差异
。

火山活动主要通过间接方式

导致本区生物集群死亡
。

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和不同成分气体

( H C I
,

H F
,

H
: S

,

50
2 ,

H
: O 等 )的气候

、

环境综合效应是造成

这些生物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
。

需要指出的是
,

本文只是选择了四次规模较大的生物

集群死亡事件及相应的火山凝灰岩层 (或火山灰 )进行了研

究
。

在四合屯富含脊椎动物化石层位的 n
.

g m 的发掘剖面上

已分辨出百余层火山灰 ; 另外
,

研究表明 (陈义贤和陈文寄
,

19 97 )
,

辽西及邻区发育大面积的同时代火山岩
,

此时辽西及

邻区火山活动十分强烈
,

并且具多期次
、

多旋回的喷发特征
。

从四合屯凝灰岩中火山碎屑的粒度及化学特征判断
,

这里距

火山喷发地不会很远
。

那么
,

如此频繁
、

强烈的火山活动和

这些脊椎动物集群的发生
、

辐射
、

绝灭
、

复苏的演化过程之间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值得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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