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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笔石的研究始于1924年，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
穆恩之、陈旭（1962）曾作过初步总结，扼要地描述了435种笔石，对当时大面积的地质测量工作和古
生物人才的培养，都起到积极作用。
自196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地层古生物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在我国许多地区、许多层位又
相继发现了大量笔石，特别是边远地区的西藏、新疆、海南等地笔石的发现尤其重要，使我们对中国
笔石的总体面貌有了全面认识，并填补了我国早泥盆世和早石炭世笔石序列的空白。
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我国已描述的笔石达3000余种。
丰富的笔石动物群为深入研究笔石的起源、演化、分类、笔石序列、生物地理分区等笔石基础理论问
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与此同时，在笔石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
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去一些笔石工作者，常把种内的差异视为种间差异，于是把实际上同种的笔石，
误定为若干新种和新亚种，致使全球范围内同一时期笔石属种的对比出现一定困难。
种和亚种的正确鉴定是笔石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它对研究笔石的系统分类、起源、繁衍和绝灭，笔
石的分带、对比，以及笔石的分异度和生物地理分区等重要理论问题至关重要。
因此，依据对种的概念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的认识（种内存在着居群间的明显间断，笔石体的宽度和胞
管数据上的微小差异，实际上是种内不同居群的差异，而不是种间的间断），对过去已描述的笔石进
行系统的厘定，十分必要。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它不仅对我国及全球笔石学的深入研究，笔石带的精确划分、对比，
以及奥陶、志留系的分统建阶等将起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对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自身的发展也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当前许多省、区开展的1：50000地质测量工作有直接指导作用；对在笔石地层中寻
找稀有元素也有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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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笔石》是世界范围内笔石材料最丰富、笔石序列最完整、笔石类型最齐全的一部笔石巨著
，属种描述之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笔石》对我国1924年至1995年已描述的3000余种笔石作了系统厘定，分析整理归并为2286种，每
种除描述其形态特征外，还论及其地层和地理分布，对属和种与种之间的区别有的也作了讨论和比较
。
《中国笔石》总结了我国笔石研究的历史概况，在系统描述大量笔石属种的基础上，根据近年来发现
的新材料，修正和补充中国笔石带的划分及其与国外的对比，分析中国奥陶纪地层分区及其岩相生物
相特征，论述中国奥陶纪笔石动物群类型，以及正笔石式树形笔石和正笔石的演化和分类，参照新的
分类标准，对中国笔石作了系统的归类。
　　《中国笔石》是对中国笔石全面、系统、深入总结的一部大型权威性工具书，可供国内外同行，
有关高等院校和地质、石油、煤炭、冶金、水文等生产单位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在科研、教学和生产实
践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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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此类笔石又回归正笔石目。
但两位学者对此未命名亚目与其它两亚目（胎管刺亚目和均分笔石亚目）还是区别对待的，称其为“
并系群”。
值得指出的是，此亚目并未被命名，说明将它置入正笔石目的主张未必成熟，值得商榷。
我们认为，从笔石发展、演化历史和特征而论，正笔石式树形笔石类是一类介于树形笔石目与正笔石
目之间的过渡类型，它从漂浮型树形笔石演化而来，进而演变为正笔石类，特别是对笔石亚目一类的
笔石，起到承前启后（从其分布的地质时代看也应当如此）的作用，作为中间类型的正笔石式树形笔
石，它拥有双重特征，据此冠以“正笔石式树形笔石”是非常恰当的。
所有笔石学者在讨论其归属问题时，即使考虑到它的双重特征、过渡类型，也往往注入各人的侧重和
偏爱，从而拥有各自的分类。
由此，我们认为即使把它独立成单独的目，争论可能还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本书根据我们以往的分类，仍然将其归入树形笔石目。
　　胞管的特点是确定笔石亲缘关系的自然标志，据此，上述的正笔石式树形笔石类隶属树形笔石目
。
然而，胞管的变形是笔石演化的主要趋向之一，这一共识在笔石纲中运用于科属的划分已是屡见不鲜
。
正笔石目的中国笔石科、双头笔石科等就是根据胞管的变形而建立起来的独立的科，被世界笔石界所
接受。
笔者之一注意到正笔石式树形笔石类中的戟笔石等的正胞管孤立呈管状的特点，明显地有别于其它反
称笔石科的分子，而将其从反称笔石科中分出，创立戟笔石科，后来，赵祥麟、张舜新（1985）在研
究吉林早奥陶世新厂期上斜笔石时，详细地研究一类的标本，充实和修正了戟笔石科的定义。
与此同时，他们又发现另一类上斜式的笔石，这类笔石的笔石体始部的正胞管末端孤立（一般在最
初2-3对），继而胞管孤立部分很快变短、消失，变成前后部分叠覆的直管状，呈锯齿状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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