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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太古界普渡河群龙头山组近底部凝灰质板岩中富赤铁矿的条带，大气充氧事件的记录，东川，蒋家沟；B.中太古界元江群绿汁江组底部

的藻团白云岩及赤铁矿，大气充氧及蓝绿藻大爆发事件的记录，易门，罗茨；C.中太古界元江群狮子山组顶部红-黑相间的条带状白云岩，

中太古代晚期大气充氧事件的记录，禄丰，羊脑哨；D.中太古界元江群岔河组底部的球粒状石英岩中石英球粒的塑性变形，应属盆内

自生矿物，元江，热水塘；E.中太古界元江群迤纳厂组磁铁矿条带泥质板岩，显示了距火山机构较近的热水沉积特征，东川，

鹦哥嘴；F.中太古界元江群曼林组钾化球粒状石英岩与黑色泥质板岩的韵律特征，与因民组类似，易门，三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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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龄”。一些不一致直线的下交点往往在原点附

近，这实际上反映了地质体抬升、剥露过程中，由于

温-压条件的改变，锆石内部放射成因子体同位素

丢失，即所谓“现代铅丢失”。因此，对锆石U-Pb同
位素年龄的解释一定要与野外地质事实、区域地壳

发展演化历史相结合，不能简单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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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球早期生命与环境协同演化研究

最新的国内外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成果表明，

早期地球大气中游离氧的出现可能不是蓝绿藻的

贡献，而是板块俯冲作用将大量的水带到核-幔边

界后产生的一系列复杂作用的结果[35]。从滇中地区

的实际情况分析，元江群岔河组约3.07Ga的火山岩

可能记录了板块构造体制的启动，而绿汁江组底部

大量叠层石、非叠层石藻席、核形石白云岩、藻粘结

白云岩等可能是最早的大气充氧作用的结果，而非

原因；绿汁江组底部或狮子山组中普遍发育的肉红

色白云岩、肉红色条带状白云岩可能也是大气充氧

的沉积记录。新太古界普渡河群龙头山组中出现

了褐红色富赤铁矿条带状泥质板岩、泥砂质赤铁矿

条纹-条带等，表明大气中氧含量的进一步升高，最

早的真核单细胞生物也可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元古界易门群亮山组中简单多细胞生物的出现

可能是休伦冰期后，地球表层系统再次充氧的结

果，也是地球早期生命发展演化的重要转折点，在

国内属首次发现；国外也仅发现于美洲的苏必利尔

地区、非洲加蓬共和国Franceville地区[13]。但研究程

度都不高，甚至连基本的分类方案都尚未提出。

从本次研究的成果分析，地球早期的大气充氧

事件可能并非始于古元古代早期的所谓“大氧化事

件”[14-25]。中太古代晚期蓝绿藻的大爆发，新太古代

中期条带状铁建造（BIF）及沉积型赤铁矿的出现都

可能是大气充氧的结果，古元古代简单多细胞生物

的出现应属休伦冰期后，大气再次充氧的结果。

总之，滇中地区新建的中太古代元江群、新太

古代普渡河群、古元古代易门群记录了地球早期生

命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是当今地

学研究的前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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