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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前寒武纪古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生物门类、群落生态、生
物演化及方法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杜汝霖、田立富等对龙凤山生物群的发现和研究就是这一系列重要进展中的一个突出成果。
就目前所知，龙凤山生物群是新元古代早于Ediacara生物群而较早出现的一个有时代和区域特色的宏观
生物群落，其代表分子龙凤山藻是最早具组织器官分化和底栖生态的藻类生物，组织器官的分化，证
明它是真核多细胞较高级的藻类植物。
这些地球早期的化石记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前寒武纪生物界的面貌、起源和演化的认识。
　　近年来，对燕山地区原青白口系下马岭组三段，已多次测得有13多亿年的同位素年龄数据，故该
组应属中元古界。
据此，青白口系将被重新划分而仅包含长龙山组（或骆驼岭组）和井儿峪组。
产出于长龙山组的龙凤山生物群将是青白口纪时代最早、类型独特、含量丰富、保存完好、罕见的生
物群，这对于探讨宏观后生生物的起源与演化及地层对比都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杜汝霖等自1978年发现龙凤山藻后，就一直坚持研究，不断深化，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新元
古代青白口纪龙凤山生物群》一书就是他们近三十年来对龙凤山生物群研究长期积累的一个全面系统
的总结。
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龙凤山生物群的命名由来与发展、分布、层位与时代、门类与属种、生态、生物组
合、生物演化位置、地层意义与国内外生物群对比等；系统地描述了宏观藻类化石和遗迹化石，并探
讨了宏观藻类的生物分类和归属。
全书内容丰富，是对前寒武纪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书中浸透着作者对古生物的研究心血和执着追求以及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令人钦佩。
相信该书的问世，一定会对我国前寒武纪古生物学研究有重要的推动、借鉴和参考价值，我衷心祝贺
该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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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与总结了青白口纪龙凤山生物群的命名由来与发展、产地分布与时代、门类与
属种、生态与环境、与国内外生物群对比，并深入探讨了宏观藻类的生物分类和归属问题。
本书在系统论述地球早期生物起源与演化的基础上，阐明了龙凤山生物群在生物演化过程中的位置和
地层意义。
    本书对研究前寒武纪生物演化、生物群落分类、生态、环境及地层意义等具有重要意义，可供地质
科研、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人员及地质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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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真核生物（Eukaryotes）的出现　　在地球早期生命起源和进化的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进化
事件之一是真核生物的出现。
举目所见，花草树木、人鱼虫鸟，都是由真核细胞组成的多细胞生物。
　　自原核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以后，经过近10亿年的地质演化和原核生命的作用，大约在22亿年前，
地球大气圈中的氧气含量有了明显增加（Cloud，1986）。
也只有大气圈中氧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真核生物才可能出现。
这不仅是因为真核生物进行有氧代谢，还因为有丝分裂本身就是需氧过程，而且真核生物不能防御强
烈的紫外线，只有在氧化大气圈形成的同时，臭氧层形成之后，地球才适合真核生物的生存
（Javauxetal，2001）。
地球氧化大气圈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原核生物，特别是蓝藻的释氧作用。
无可置疑，真核生物也是由原核生物演化而来。
　　地球上最早的真核生物的证据可能来自澳大利亚北部距今27亿～25亿年的沉积岩石之中，它是以
生物标记物——甾烷的形式从岩石中分离出来的（Brocksetal，1999），而最早的保存了形态学方面证
据的可能是产于加拿大冈福林特组（GunflintFormation）燧石层中的某些球状化石，这些化石具有类
似萌发管或原生质的突起，年龄约为19亿年（张昀，1998）。
另外，一些保存在中国北方中元古界串岭沟组（距今18亿～17亿年）的大型球状疑源类化石（图7—1
）（直径约100um）是早期真核生物的可靠证据（阎玉忠，1985）。
这些化石同时间接地表明，地球在距今20亿年左右已经有了具一定氧含量的大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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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前寒武纪古生物研究成果：新元古代青白口纪龙凤山生物群》特点：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
国青白口纪龙凤山生物群的研究成果，为前寒武纪古生物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特色的实例。
论据充分、技术全面，不仅提出了宏观藻类的分类、鉴定、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而且还对宏观藻类
的自然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新元古代生物群研究现状和对比，而且还讨论了地球
早期生物的起源与演化。
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探索性，可供从事前寒武纪地质、地层古生物及区域地质的研究人员和地
质类高等院校师生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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