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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11月27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以封面文章发表了本
书作者孙革等撰写的《追索最早的花——中国东北侏罗纪被子植物：古果》的论文，引起国际古植物
学界及植物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插图0.1）。
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由孙革等于辽宁西部北票地区首次发现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
（Archaefrutusliaoningensis）这一重要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重视。
一时间，中国、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近百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插
图0.2）。
美国新闻网（CNN）称这一新发现是“植物学的突破”，《旧金山时代报》等称赞“世界最古老的花
发现在中国”，著名古植物学家、康奈尔大学克瑞培特教授（W.LC，epel：）在美国《科学》杂志同
期上撰文赞扬这一发现“对研究演化生物学的课题之一‘被子植物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称
“最终解开达尔文的‘讨厌之谜’（abominablemystery）已不会超过十年”，等等。
与此同时，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来电、来信表示祝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海外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纷纷寄来热情洋溢的贺信、贺电，他们为自己的祖国
有如此重要的科学发现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1998年底，这一科研成果被评为“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和“1998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
一。
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都对这项重要科研成果给予了
奖励。
　　两年过去了。
在1999－2000年的日子里，有关“辽宁古果”及其伴生的早期被子植物的研究又有许多新的发现；特
别是在对“辽宁古果”的生殖生物学研究以及与早期被子植物伴生的植物群的研究中，有了许多新的
进展或突破。
2000年8月在中国秦皇岛市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古植物学大会上，本书作者曾作了有关这一研究新进展的
报告，引起国内外古植物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和兴趣。
许多专家以及关心此项研究的同行和朋友们也一直希望有一本有关中国辽西早期被子植物及其伴生植
物群较全面的、系统的书。
这便是本书作者决定撰写本专著的初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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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西早期被子植物及伴生植物群》以“辽宁古果”等早期被子植物为重点和引线，系统地研究
了中国辽西地区晚侏罗世尖山沟植物群的组成、性质及时代，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被子植物发生的地
质地理背景及全球被子植物的起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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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革（SUNGe），1943年9月生，辽宁沈阳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国际古植物学协会副主席.中国古生物学会秘书长，中国古生物学会古植物学分会副主任，吉
林大学兼职教授。
1968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1 985年于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1988-1989年于英
国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从事博士后研究。
曾在中国吉林天桥岭首次发现晚三叠世“南方型”植物群；1992年率课题组于黑龙江鸡西首次发现早
白垩世重要早期被子植物化石：1998年首次发现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提出“被子
植物起源的东亚中心”假说，同年此成果由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并被评为“1998年中
国十大科技新闻”及“1998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一。
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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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 尖山沟组的建立　　季强等（1999）在北票四合屯所测剖面及综合地层柱剖面，其基本地层层
序是可靠的；只是他们将似　　g应属于前期的一套玄武安山岩层视为后期侵入的岩床（岩脉）的观
点，尚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季强等将这　　囊三段地层从广义义县组底部划出来、建立“炒米甸子组”的创意，是可
取的。
但由于近年来以“中华龙鸟”及　　赞辽宁古果等为代表的重要化石是产于四合屯－横道子－黄半吉
沟－尖山沟一带，而并非产于炒米甸子附近，特别是，炒米甸子村是坐落在大面积分布的土城子组之
上，因此如以此地名作为组名，很容易使人误解。
另外，“尖山含化石沉积岩夹层”（即“尖山沟层”）是国内外地质古生物学界早已熟悉和长期使用
的名称，因此，将此套地层命名为“尖山沟组”，可能比命名为“炒米甸子组”更合适些。
　　尚须说明的是，“尖山沟组”一名最早曾被王钰等（1954）用于辽宁本溪地区一套晚中生代的杂
色沉积，作为大明山群上部的“尖山沟层”；后又被顾知微（1962）、斯行健及周志炎（]962）等同
时改为“尖山沟组”。
但]976年，经辽宁区域地质调查队查实，上述所谓的“尖山沟组”实际上是下伏小东沟组的倒转层位
；因此上述本溪地区的“尖山沟组”一名早已被取消，也无人再予以使用。
据此，现本书作者在辽西地区新建尖山沟组，似不存在“重名”之嫌。
　　如上所述，当前新建的尖山沟组，代表土城子组之上、狭义义县组之下的一套以沉积岩为主、夹
中基性火山岩的地层，即以传统的“尖山含化石沉积岩夹层”为主、并包括其下部的火山岩或火山一
沉积碎屑岩。
本组时代为晚侏罗世或晚侏罗世晚期。
其建组剖面为北票上园阳坡地沟一黄半吉沟一尖山沟剖面（参见第3章）。
　　尖山沟组的建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1）尖山沟组是在土城子组经过地壳短暂上
升剥蚀、又下沉后，最先接受沉积的地层。
这套地层在不整合面上起到填平补齐的作用。
尽管它在一个盆地内的分布往往是局限的，但它在辽西地区不同的盆地中有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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