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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地质学的发展简史和研究现状，着重叙述了有关地球和地壳的基本知识，简明扼要地阐述
了地球内部和地表各种动力地质作用的基本原理及其主要产物，概述了地球和岩石圈演变的历史，系
统地介绍了地球科学与人类的关系。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与工程地质有关的内容——重力地质作用，阐述了重力引起的斜坡变形及重力灾
害的工程防治措施。
    全书文字简洁，插图简练，便于初学者阅读。
本书是地质学专业的入门教材，也是相关专业和地球科学爱好者首选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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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生命起源与地质年代学　　第一节 生命的起源与演化　　第一个生物经过再生、繁殖和
演化，进而形成无数的生命形态，并布满整个地球。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历险记。
古菌类和后来的细菌在水里、空气中以及地上迅速繁殖，在20多亿年中构成了一个生物圈。
这个生物圈的成员之间彼此交流，由此又先后产生了真菌和真核生物。
然后，它们又集合和组织成多细胞植物和动物。
生命在海洋里蔓延开来，它们登上陆地，使世界充满树木和花草，昆虫和鸟类飞翔天空。
于是，在地球上形成“生命之树”。
人类是这棵生命进化树上最奇异的枝条。
　　一、前寒武纪时期　　对最早的真核生物化石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真核生物只能出现在地球大气圈含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即最初大气圈形成之后。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距今大约14亿年的贝克泉(Beck Spring)出产具有大的单细胞形体和分叉的管状绿
藻，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化石是真核细胞有机体，并可能是已知最老的、真正的真核细胞化石。
另一个被证实为真核细胞的化石是在澳大利亚苦泉( Bitter Spring)组的灰岩中发现的，其年龄约为10亿
～9亿年，其中有些细胞呈现出正在进行细胞分裂的状态。
　　最早的动物化石出现在前寒武纪（距今6亿年前）晚期的震旦纪。
软躯体后生动物在震旦纪冰期之后得到突发性的迅猛发展，在距今7亿～6亿年间成为海洋生物的统治
者。
这一生物发展阶段可分为前埃迪卡拉和埃迪卡拉两个亚阶段。
前埃迪卡拉亚阶段以中国的淮南生物群为代表，埃迪卡拉亚阶段以澳大利亚的埃迪卡拉动物群为代表
。
　　二、古生代时期　　古生代（距今6亿～2. 25亿年）总共经历了3亿多年，这是地球上生物大规模
发育的时期。
在5亿～6亿年前，在地球学家称为寒武纪的开始之时，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
出现了，是什么原因使得早期寒武纪世界能够激发这样的生命“爆发”？
长期以来这是古生物学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这一时期首次在地球上出现了以鱼类为代表的脊椎动物，也首次出现了陆生植物和两栖类爬行类
动物，晚期又有大量生物（如三叶虫等）灭绝，说明生物由海洋到陆地、由水生到陆生都是在这个时
期内完成的。
这一时期内保存下来的化石有：以三叶虫为代表的节肢动物、以笔石为代表的笔石动物、以贝壳为代
表的腕足动物、以角石为代表的头足动物、以珊瑚为代表的腔肠动物、以蜓科为代表的原生动物。
这一时期的植物化石主要有各种裸子植物化石，如芦木、轮木及羊齿类的化石。
　　三、中生代时期　　中生代（距今2. 25亿～0. 65亿年）包括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个时期，
时间跨度约1.6亿年。
古生代末的构造运动使地球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反应灵敏的生物也变化极大，三叶虫、腕足、笔石，
四射珊瑚等大都灭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高等的生物种属，产生一些形体巨大的脊椎和爬行类动物，
恐龙就是代表，而且它由兴起、繁盛直到衰亡。
哺乳动物得到了发展，首次出现了鸟类。
植物的陆生种属也大大繁盛起来。
这一时期以恐龙及植物中的蕨类、苏铁、银杏、松柏等裸子植物占了统治地位。
中生代也称为恐龙的时代。
中生代后期，恐龙变得越来越少，到中生代末期恐龙最后终于全部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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