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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 １∶ ５０ ０００ 区域地质调查，在滇中易门地区前人划分的中元古界东川群鹅头厂组灰黑色炭泥质板岩中首次

发现了大量保存较好的宏体多细胞生物化石。通过镜下分析、电子探针及电镜扫描的研究，确证其是迄今为止生物

结构最为完整的个体较大的多细胞宏体生物化石，填补了云南境内前寒武纪地层无生物化石的空白，宏体生物化石

的发现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及科研价值，是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研究领域中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对地球早期地球环境

演化与生命进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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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昆阳群”出露于云南滇中及东川等地区，主要

为一套浅变质的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及少量火山

岩，时代为中元古代，区域上共划分为 ８ 个组级岩石
地层单位。黄草岭组、黑山头组、富良棚组、大龙口

组、美党组统称为下亚群，因民组、落雪组、鹅头厂

组、绿汁江组统称为上亚群。各自组级岩石地层单

位的野外接触关系清晰，层序并不存在争议，但上

亚群、下亚群之间均为断层，上、下关系一直存在争

议，并持续半个多世纪，简称“正八组”与“倒八组”

之争，也有学者主张属横向变化关系。

尹福光、孙志明等（２０１０）在野外调查的基础
上，结合前人的成果资料，将出露于东川地区的因

民组、落雪组、黑山组（即区域上所称的鹅头厂组）、

青龙山组（即区域上所称的绿汁江组）等 ４ 个组级
岩石地层单元称为“东川群”；而将主要出露于昆

阳玉溪一带的黄草岭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美党
组等 ４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元称为“昆阳群”，二者均
属中元古代。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上、下叠置关

系，而属横向关系。本文认为这一认识基本上符合

滇中地区的地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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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二级项目“龙门山 －
滇中成矿带通安和宁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所属

子项目“云南 １ ∶ ５ 万二街、易门县、鸣矣河、上浦贝
幅区域地质调查”（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由云南省地质调查
院承担。项目组在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工作中，在滇

中易门地区前人划分的东川群鹅头厂组灰黑色炭

泥质板岩中发现疑似竹节石或似软舌螺的生物化

石，是迄今为止云南境内首次在前人划分的中元古

代地层发现的生物结构最为完整，个体较大的生物

新种化石。根据本次采获的锆石 Ｕ － Ｐｂ 年龄数据
推算，化石可能年龄为 ２２ 亿年左右，还有待研究
证实。

２０１６ 年，朱茂炎研究员课题组在河北省迁西县
和宽城满族自治县燕山山脉南麓地区“中元古代”

沉积岩石地层中发现了距今 １５． ６ 亿年、个体长
３０ｃｍ以上的大型多细胞生物化石群，化石以灰褐色

有机碳质膜的形式保存在岩石中，包括带状、舌状、

楔形和长卵形等多种形态的化石。近期由法国等

多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组在加蓬的弗朗斯维尔发

现了 ２５０ 多个保存完好的生物化石，并对其中 １００
多个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科学家对其周围沉积

物年龄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这些化石已有 ２１ 亿年
的历史，是地球上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多细胞体。

这些最早的多细胞生命体化石呈扁圆盘状，直径约

为 １２． ７ｃｍ，有扇贝状外缘和辐射状条纹等形态。
本次发现的化石与加蓬弗朗斯维尔的化石形

态较为相似，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为数不多的

多细胞生物，也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多细胞生

物；本次发现不仅改变了以前关于地球生命早期演

化的既有认识，也为重新从不同角度探索距今 ２３ 亿
年至 ８ 亿年的地球提供了新思考。

图 １　 化石宏观特征
ａ、ｂ． 化石宏观形态特征；ｃ． 野外化石露头；ｄ． 化石呈团粒状表面为炭质薄膜状；ｅ． 疑似伴生水母化石；ｆ．与化石伴生的疑似藻类；ｇ、ｈ、ｉ． 化石

ＣＴ扫描图像

Ｆｉｇ． １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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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化石形态特征
根据对保存较为完整的 ２０ 块标本的研究分析

及统计，化石主要包括长条形、舌状、楔形个别呈尖

锥状等形态类型，多数长 ０ ８ ～ ｌ ｌｃｍ，宽度达 ０ ３ ～
０ ６ｍｍ，呈竹节状。部分样品中可见疑似藻类、水母
伴生这些炭质生物宏观化石，不仅形态规则，生物

结构明显，部分有叶柄、叶片，说明这些生物是能进

行光合作用的真核生物（图 １），由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对化石（图 １ａ、ｄ）进行 Ｘ射线 ＣＴ 扫描，分析化
石的内部结构，化石生物结构明显，呈分枝状（图

１ｇ、ｈ、ｉ）。

２　 化石成分分析
由国土资源部昆明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对

化石（１ａ、ｄ）进行电子探针、能谱分析及电镜扫描分
析（图 ２）。对两个样品不同位置进行分析，化石成
分及围岩成分有明显差异，化石成分以 Ｃ、Ｐ、Ｃａ 元
素为主少量 Ｏ 元素 Ｃ、Ｏ、Ｐ、Ｃａ 元素为生物的主要
元素组成元素，从成分判断为生物。通过对化石进

行能谱分析，由图 ３ 可知，化石结构清楚，与围岩元
素含量差异明显。由图 ４ 可知，化石 Ｃ、Ｏ、Ｐ、Ｃａ 明
显高于围岩与生物元素组成成分一致。

图 ２　 电子探针布设位置
Ｆｉｇ． 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ｐｒｏｂ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图 ３　 化石背散射电子图
Ｆｉｇ． ３　 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图 ４　 样品各元素含量能谱图
Ｆｉｇ． ４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ｓａｍｐ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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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意义
滇中易门地区前人划分的中元古界东川群鹅

头厂组灰黑色炭泥质板岩生物化石的发现有重大

的科学意义及科研价值，是地球早期生命演化研究

领域中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对地球早期环境演化

与生命进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为研究前寒武纪

地层时代提供化石依据，也填补了云南境内前寒武

纪地层无生物记录的空白。

致谢：野外得到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廷栋院

士、陆松年研究员、肖庆辉研究员、潘桂棠研究员的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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