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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滇古陆东侧早奥陶世
遗迹化且合及其指相意义

沈志达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

曾 羽 梅冥相 沈建

(贵州工学院地质系研究 生 )

提要 康滇古陆东侧的下奥陶统
,

发育有一套碎屑岩相岩石组合
,

遗迹化石丰富
,

其组合与沉积相的

关系密切
,

起到了极好的指相佐证
。

遗迹化石组合有三个特点 : l
、

Cr uz anl
a 产出层位由西向东升高

,

具穿

踌 时性
,

越过了整个早奥陶世 ; 2
、

c ur 对胡。 分布较广
,

而 ks ol it ho : 较局限 ; 3
、

cr 二 nal
。 与 ks

口 itl ho 、 在时

间上交替出现
,

而在贵州赫章县则只有 Sk ol i tho : 相
。

主皿词 早奥陶世 遗迹化石 指相 康滇古陆东侧

第一作者简介 沈志达 男 58 岁 高级工程师 区域地质及地层古生物学

康滇古陆东侧的奥陶系
,

主要指分布于四川峨眉
、

峨边
、

雷波
、

汉源
、

宁 南 ; 云南巧

家
、

会泽
、

武定
、

富明以及贵州的赫章
、

贵阳乌当一带地区的奥陶纪地层 (图 l )
。

该区 下

奥陶统发育良好
,

主要地层为一套碎屑岩相的岩石组合
,

生物繁多
,

遗迹化石丰富
。

30 年代
,

尹赞勋教授就研究了该区的一些 Cr uz ai na 遗迹化石
: 杨式溥等 ( 19 8 5) 对石

南武定 下奥陶统 C r
二 ai n “

遗迹化石群落及其地层 和 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
,

秦洪宾等

( 19 87) 从形态功能的角度讨论了三叶虫的运动习性及遗迹等
。

总的来说
,

该区遗迹化石的

研究程度是很高的
。

本文拟从遗迹化石组合这个角度出发
,

对遗迹化石组合及其指相意义进

行初步的讨论
。

一
、

地层分布特点

本区的早奥陶世地层
,

可以分为 3 个小区
,

即 : 工峨眉峨边小区 ; 11 巧家武定小区 ; 班

赫章乌当小区
。

现将各小区地层的主要特征简述如下 :

I 峨眉峨边小区

该区位于四川西南
,

包括峨边
、

峨眉
、

甘洛
、

汉源
、

荣经等县或大部分地区
。

下奥陶统

由下到上分为罗汉坡组
、

大乘寺组和下巧家组
。

罗汉坡组 上部为浅灰
、

紫红
、

灰紫
、

灰绿色等杂色页财
、

砂岩 ; 下部为日 云岩
、

灰

岩与砂岩页岩互层
。

含三叶虫 L ho
a , p os l’s

,

L os hna
e

all
,

头足类 c 口泞王er oc er “ 、 Ps
.

厚 70 一

1 6 0m
。

大乘 寺 组 灰绿
、

黄绿 色偶 夹 紫红 色 页岩
、

砂 岩 夹 泥 质 粉砂 岩
。

含 笔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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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y d imo gP a r
t u sb刃面 s

,

.D 火伪 x us
,

三叶虫 Ta hi u

ngs
h na ai

,

以及腕足类
、

头足类等
。

遗迹

化石 C r u z ai o a
, `

D油。甲h ci h n u s 等
。

厚 53~ 26 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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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康滇古陆东侧下奥陶统分区及遗迹化石产地示意图

F ig
.

1 s k e t e h m a p o f D iv i s io n o f the L o

诫 Qdr
o v i d a n a n d d i s t ri b u it o n o f the t r a e e of s s i ls a lo n g th e

e a s et nr s id e o f K a n g d ia n lod la n d

下巧家组 灰至深灰色中至厚层结晶灰岩
、

生物灰岩或砂泥质灰岩
,

间夹页岩
。

厚

37~ 90m
。

n 巧家武定小区

该区分布于四川宁南
、

云南巧家
、

会泽
、

武定
、

’

富明等地
。

由下至上划分为汤池组
、

红

石崖组及下巧家组
。

汤 池组 为灰 绿 色 页岩
、

触质 页岩 夹灰 白色粗 砂 岩及 石英 砂 岩
,

产 三 叶虫

Ps oil Pec
h a

nli
a k uo i Tu 心 zt ue ull Ps ; 腕足类 : 口r ht si Ps

.

; 遗迹化石 : Cr uz ai n a
,

Sc oy en ai
,

C h o

ndr
iest

,

ht a al ss 认 o

dei
s ?( )

,

p俪ot es
,

q nli dr ci mu 等
。

本组在宁南
、

巧家
、

雷波
、

永

善二带缺失
.

厚 10
.

6一 84
.

7m
。

红 石 崖 组 主 要 为 紫 红
、

紫 灰 及灰 绿 色含 云 母 砂 岩 夹 页岩
,

产 三 叶 虫 :

Ta l’h u ” g hs na ai
,

Ps oil Pec ha nil ;a 笔石 : D协, go Par
tus 火决 x。

,

D
.

b脚du s 等
,

遗迹化石

Sk
o il ht o s

,

C uzr dni
a

,

R u s po 妙 c os
,

M o n 口脚。 , h et h n us
,

仰nil dr ci um 等
。

厚 3 5一 96m
。

下巧家组 以 白
、

黄白色的泥灰岩
、

白去质灰岩为主夹少量页岩
,

砂岩
、

产笔石

A ca nt h og
r
Pa tus

, 一

D ne dr go
r稗p tus ; 三 叶虫 :

Ba thy ur 行c
po s

,

Ta hi u
馆

s h a n

l’;a 遗 迹 化石

0 . 2勿” 等
。

厚 30一 96m
。

111 赫章乌当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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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分布于贵州的赫章
、

毕节
、

习水
、

贵阳乌当一带
。

早奥陶世地层划分为桐梓组
、

红

枪园组及泥潭组
。

桐梓组 为深灰
、

灰色厚层状微至细晶的白云岩
、

灰质白云岩
,

上部夹石英砂质白去

岩
。

含健石团块
。

底部常具生物碎屑钙质白云岩
。

常夹产腕足类化石的灰绿
、

黄绿色页岩
、

粘土岩
。

厚 7 4
.

7一 16 7m
。

红花园组 为深灰
、

灰色厚层灰岩
、

结晶灰岩
。

富含古海绵
、

头足类
、

海 百合茎
、

腕

足类等化石
。

厚 30一 IO0m
。

泪潭组 主要为黄绿
、

灰绿
、

灰黄
、

紫红砂质页岩
、

粉砂岩及含云母碎片细砂岩
。

上

部常夹生物碎屑灰岩
、

灰色中厚层细至粗晶灰岩
。

化石丰富
。

产三叶虫
、

笔石
、

腕足
、

头

足
、

棘皮动物等
。

在赫章遗迹化石主要为 :
Sk

口 lit hos
,

D PI ol cr a el r ot 。
,

Th
a al ss ni ol dei

` ,

Ch no di est 乌当则以 c r
uz nai

a
,

R us op hy c us
,

对跟ga
r
po tno G ot kc er ai 等为主

。

上述的罗汉坡组与桐梓组在层位关系上可以直接对比
,

汤池组仅相当于桐梓组或罗汉坡

组的上部
。

大乘寺组相发于红石崖组
。

红花园组相当于红石崖组的下部
。

泥潭组则相当十红

石崖组上部和下巧家组 (表 1 )
。

表 1 康波古陆东侧早奥陶世地层分区对比表

T a b le 1 T h e ta b le o f s u b d iv is io n a n d e o r er la ti o n o f e a r ly O r d o v ie ia n

o n t h e e a s t e r n s id e o f K a n 朗 ia n o ld la n d

谕谕叱是是是
峨眉峨边小区区 赫章乌当小区区

巧巧巧家武定小区区区区

下下下 下巧家组组组组

胜胜
泪泪

奥奥奥奥奥奥
组组 潭潭

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组组统统统 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

石石石石石 红花园组组

崖崖崖崖崖崖

组组组组组组

汤汤汤“

粼粼粼
罗汉坡组组 桐梓组组

???????????

二
、

遗迹化石产出特征

该区遗迹化石在地层中的分布相当广泛
,

尤以 cr uz ai n a 遗迹化石最为突出
,

分布最

广
。

在四川荣经
、

峨眉
、

峨边地 区
,

C r
uz 俪

a 遗迹化石主要产于下奥陶统大乘寺组
。

笔者

通过在峨边背风 山的工作
,

采有峨边双形迹
,

交替双形 迹 (新遗迹种 ) 等遗迹化石
。

s e i la c h e r A
.

( 1 95 5 )
,

e ri m e s P
.

( 1930 ) 认为 D mi o , h ci h n u s (双形迹 ) 是三叶虫爬行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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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

用一侧足肢支撑在海底
,

用另一侧足肢耙扫海底沉积物并搜觅食物微粒时形成
。

除

C r “ 艺ai na 和 D mi o Pr h ci h n us 外
,

尚有一些水平或斜交层面的潜穴
。

雷波
、

永善地区 cr uz nai
a 产于下奥陶统红石崖组

.

宁南
、

巧 家一带 的遗 迹化 石较 为 丰 富
,

除克鲁斯 迹 ( C ur z ai n
a) 外有 单形 迹

(M
o n o m o , h ci h n us ) 双 形 迹 ( D l’m o , h ci h n us )

、

柱 形 迹 ( C y il n d r ci
mu )

、

针 管 迹

(Sk oil ht os 厂 皱饰迹 (R os Po 勺
c。 )

、

平管迹 (尸勿” o itl es ) 等
。

该区的 C
r
uz ai na 遗迹化石与

Sk oll’ ht os 遗迹化石互层产出
,

但总的趋势 Sk
口lit h os 层位要低

。

两个不同环境的遗迹化石互

层产出可以说明 : ①水体很动荡
,

水体能量变化大
。

②总体上
,

该地红石崖期为一潮间一潮下

交互旋回变化的过程
。

富民
、

武定一带
,

汤池组所产的 C川 z ai n a 是早奥陶世层位最低的 Cr uz io n a 遗迹化石
,

汤池组中产 有柱形迹 (匀nIi dr ci mu ) 针管迹 ( Sk
口Ii t hos ) 平管迹 ( p nal

o lit es ) 海生迹

( 7’h a al ss 切口葱凌夕) 均分潜迹 ( hc on dir it es ) 斯柯菌迹 ( Sc oy en ai ) 等遗迹化石
。

es il ac he
r

( 1% 7) 建立了 Sc oy en ai 遗迹相
。

本文根据 Sc oy en ai 产出地层的沉积相等方面特征
,

认为

cs oy en ai 也可产于潮上带 (如泥坪 ) 等沉积环境
。

富民一带红石崖组与巧家
、

宁南不同的

是 : 红石崖组为一潮汐作用较强烈的潮滩沉积
。

贵州赫章早奥陶世循潭期地层中所产的遗迹化石主要是 : 针管迹 (Sk
o li ht os ) 双杯遗

(D PI ot cr a el r ot n) 海生迹 ( Th a 左” s ni 口dei )s 均分潜穴 ( Ch on dl’ t es ) 等
。

为 ks
o lit h os 遗迹相

的遗迹化石组合 (曾羽
,

19 88)
。

上部主要是一些直立的管穴
,

而下部主要为一些水平的爬

迹
、

潜穴
` ,

该遗迹化石组合特征表明了迅速海退的过程
.

Sk
o lit ho : 遗迹相被认为是滨岸带

前滨或潮间高能带的产物
。

贵阳乌当泪潭组
,

据戎昆方等 ( 19 87) 研究
,

认为遗迹化石主要产于泥潭组的上段
。

有

克鲁斯迹 (C
r
uz ai n a) 皱饰迹 (R os op 抑uc )s 巨画迹 (M eg ga

r

op
t on ) 迪戈迹等遗迹化石

。

分析上述遗迹化石的产出特征
,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 ①遗迹化石 (主要指克鲁斯

迹 ) 产出层位由西向东抬升
,

以富民的汤池组变为乌当地泪潭组上段
,

时限几乎跨越的整个

早奥陶世
,

遗迹化石亦具
“

时穿性
” ,

这种遗迹化石的穿时过程则反映了古环境古地理的变

化
。

② C r uz ai n a 遗迹相分布范围广
,

而 Sk
o lit ho

s
遗迹相出现在云南巧家

、

四川宁南
、

贵州赫

章等水体能量高的前滨或潮间高能地带
,

说明 Sk
o li ht os 的出现是同水体能量的变化密切相

关的
.

③在纵向上 o uz ai na 和 Sk
o lit ho

: 遗迹相的交替出现则反映海水动荡
、

水体能量变化

大的特点
。

在贵州赫章遗迹化石由水平爬迹到垂直潜穴的变化过程则反映了一个砂体向海推

进
,

水体由深变浅和进积型沉积过程
。

④早奥陶世早期遗迹化石主要分布在康滇古陆东侧的

西部
,

即四川威远
、

` 卜

宜宾
、

云南盐津
、

彝良
,

贵州威宁
,

云南宣威以西的地区
,

东部少见
。

而晚期则主要分布于康滇古陆东侧的东部
,

即上述变化带以东的地区
.

三
、

遗迹化石组合及其指相意义

遗迹化石的时空分布与沉积环境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

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指相意义
。

以威远
、

宜宾
、

彝良
、

宣威一线为变化带
,

遗迹化石组合的时空分布及所指示的沉积环

境东西分异显著
.

在西部地区
,

从红花园期 (乃至桐梓期晚期 ) 至循潭早期的地层均属陆缘滨岸相地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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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区均可见 Sk
0t l io h :相 C u rz

n a i
a相遗迹化石 互层产出

,

在富民
、

武定一带为

Sk
口

ll’ht os 相 cr uz nai
a 、

Sc oy en 故 相遗迹化石互层产出
。

表明在靠近古陆边缘的这一区域
,

由于周期性的潮汐作用及潮汐波浪作用和好天气与大风天气的交替变化而使这海水很浅的水

体的海平面变化剧烈
,

形成上临滨
、

前滨
、

后滨相旋回变化的特征
,

它产于分选性好但不稳

定组分含量稍高 (长石
、

岩屑各占 5一 10 % ) 的砂岩
、

粉砂岩
、

泥页岩中
,

发育大量波痕及

交错层理
,

泥裂等沉积构造
,

构成一个典型的滨岸沉积序列 (图 2)
。

该相区南部的富民一

带
,

Sc oy e ” l’a 相遗迹化石分布比北部稍多
,

说明该地水体比北部稍浅
,

沉积表面时而露出海

面而变为潮上泥坪的特征
。

柱柱 获 田
---

岩 石 组 分分 沉 积 构 造造 沉 积 相相

,,,

烟砂岩及粉趁岩
,

泥质粉砂岩夹粉砂质质 发育故状交锗层理和缺乏水流成因构造
,,

为曲踌卜
~

后滨相岩石石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 页岩
,

泥岩薄层
,

夹有砂岩通镇体或或 在砂岩层两士产。 “ zI

,
,

另见雨痰
,,

构成的栩上海滩滩

lll - 一 一 一 一 lll
薄 层

。。

泥拼及翻汐通镜伙层理等
.....

石石分交乡乡乡乡乡

耳耳垂军军军军军
二二艺之

.

丫》沁沁沁沁沁

幸幸主彝巷巷 长石石英砂岩
,

岩屑石英砂岩及岩属长长 浪成对称和不对称波痕
,

千涉波痕及 削削 为上临 滨
、

前滨相岩岩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砂岩
,

其岩石中碎 周月拉启园度度 顶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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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层理
,

椒状交锗层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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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性好至极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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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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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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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公奋奋
.

泥质 岩砾屑 夹有泥质粉砂岩及粉砂质质 及 s k oli ol̂
: 相遗迹化石互为成层产出

,,,

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泥岩薄层
。。

富民等地发育大及斯扣浦 迹 。s’ 。 , “ 司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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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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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lllll 说明此地海水更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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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潭早期滨岸砂体向海进形成的重向沉积层序及砂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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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的贵阳
、

毕节
、

赫章一带由于离古陆稍远
,

遗迹化石的产出特征与西部迥然不

同
,

主要分布发育于循潭组中
。

澹潭早期的地层为一个砂质进积型海岸沉积序列构成的陆缘

滨岸一浅海陆棚过渡相带
,

在其上部属前滨相的砂岩中发育大量 Sk oli t h.ov 相的遗迹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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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k s
口t l iho s

,

D PI ot cr eaf
r oi n

,

Th
a al s s ni o ide s 等

,

它表明其产出的砂岩属前滨相 (潮间冲洗

带 ) 之产物 (图 3)
,

该地区的砂岩以石英砂岩为主
,

磨园度及分选性好
,

与西部砂岩之重

要区别是不稳定组分如长石
,

岩屑含量较小 ( < 2 % )
。

剖剖 面面 段段 代表性的原生沉积构造造 共生的沉积构造造 一般岩性性 环峨解释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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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变层理
,

具完整整 泥质粉砂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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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循潭早期陆架一滨岸带之过渡带的纵向沉积模式 (据梅冥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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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 h e v e r t ie a l s e d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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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l it t o r a l z o n e in e a r ly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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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潭晚期的地层为陆源碎屑砂页岩及中厚层棘皮生物屑灰岩和生物碎屑灰岩互层所构

敖
,

在其砂页 岩 中产 c r
uz ai n 。 相遗 迹化石

,

如 Cr uz nai
a

,

R os op 勺
c US

,

G ot kc er ai,

D mi o Pr hi hc un
: ,

M ge ga
r
Pa ot n 等 (以贵阳乌当为最典型 )

。

由于它是中高能生物碎屑岩与中

低能砂页互层的岩石体
,

因此其沉积相归属争论较大
,

有浅海陆棚相 (戎昆方等
,

19 87) 及

潮沟相 (未发表资料 )
。

C r
uz ai n a 相遗迹化石的指相意义 : “

主要产于中
、

高能的潮下环境

中夕 (R ee dni g
,

1 982)
,

再综合其岩性及其空间变化规律认为它属于潮下中高能浅海环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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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
,

具体地说可能为潮汐控制的浅海线性砂脊之特征
,

其沉积序列及遗迹化石的产出特征

及其与相邻地区的沉积序列对比图见图 4o

m飞,.J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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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基介壳缩聚层

岩
、

砂岩
、

泥 典岩

洲泥晶灰岩
泥晶生物壳灰岩及泥灰

水平故层及小型交错层 理

粉砂岩泥 臾岩

摹摹纂纂
蒸蒸萎萎

拜拜奉奉

A B C

A :
为潮上底能浅海相 :B 为潮下一潮间高能浅海沉积相 :C 为潮 下低能浅海沉积相 (台地拗陷带 )

图 4 循潭晚期潮汐控制的浅海沉积相动态模式 (沉积序列 )

F ig
.

4 T h e m a P o f a e fi v e m u d o lu s ( se d im e n ta r y se q u e n e e
)

o f t li e tid e e o n t r o ll in g s h a l lo w s e a

s e d im e n t a r y af e i e s i n L a et M
e it a n A g e

从上可知
,

由生物活动在地史时期留下的痕迹一一
-
遗迹化石与沉积环境关系密切

。

随着

康滇古陆东缘的沉积环境在早奥陶世的时空演替
,

从而形成其分布富有规律的遗迹化石组

合
,

而赋予其重要的指相意义
。

四
、

遗迹化石系统描述

1
、

规则克每斯迹 (新遗迹种 )

Cr
u

1z’a
n a r

ge
u al r ai Sh e n e t Z e n g n o v

.

i e h n o s P
.

(图版 I 一 l )

特征 纵向伸长的二叶型爬迹
,

具 :
“

V
”

字型斜交的两排肋形斜脊纹饰
,

两排肋脊被

一中沟分隔
,

两叶呈规则的长方形内膜
,

凸度较小
,

抓良平行排列
,

比较规则
,

与中沟的交

角为 55
“

- 石0
“ ,

宽 10 c m
,

长 > smc
,

每厘米具 3 条抓痕
,

表面见生物的水平潜穴
。

讨论 与属型等比较
,

两叶较规则
,

正规呈长方形状
,

抓痕排列整齐
,

抓痕与中沟的

交角比较稳定
,

表明三叶虫在览食过程中
,

行动较为稳健
。

分布 云南富民天马山下奥陶统汤池组

2
、

双形角克每斯迹 (新遗迹种 )

Cr
u z ai n a di n 笼o Pr h ie o n 台 She n e t Ze n g n o v

.

ie h n o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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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一 2)

特征 纵向伸长的二叶型爬迹
,

长 15 一 2C0 m , 宽 --7 smc
,

中沟较直
,

以抓痕形成的
“
V

”

字型开 口为前方
,

可分出抓痕与中沟有两组截然不同的交角
,

前部较大 40
“

一石O
“ ,

最

大者近 80
“ ,

后部 20
“

至 30
“ ,

遗迹呈弧形突起
,

每厘米内有至 6 条抓痕
。

讨论 与皱克鲁斯迹比较
,

不具褶皱内的横脊
,

并且抓痕与中沟的交角为截然不同的

两组
。

分布 云南巧家下奥陶统红石崖组
。

.3低角克 . 斯迹 (新遗迹种 )

C 护uz ai n a n a n e o n si S h e n e t Z e n g n o v
.

i e h n e sP
.

(图版 I 一 3 )

特征 纵向伸长的二叶形爬迹
,

保存状态为底层面长形潜穴内膜
,

二叶型爬迹具有近
. ,

“
v

”

字型斜交的两排肋形斜脊纹饰
,

两排肋脊被中沟所隔
,

化石长度为 2C4 m
,

宽 1Zmc
,

抓

痕与中沟交角为 20
。 -一 2 5

“ ,

内膜突度为 1
.

5一
一
Zmc

,

斜脊密度每厘米 3一4 条
。

讨论 该遗迹化石与属型相比
,

不具褶皱横脊
,

较杨式溥描述的叉形克鲁斯迹要宽
,

特别是抓痕与中线的交角小
。

分布 四川宁南银厂沟下奥陶统红石崖组

.4 峨边双形迹 (新遗迹种 )

D mi o Pr h hci
n us e b la n e n s si Sh e n e t Z en g n o v

,

Ic h n o s P
.

(图版 I 一4 )

特征 为不对称的爬迹
,

由两组不同类型的印痕
,

中叶较大
,

另一叶较小
,

大的一叶

为大致平行的细长爪痕斜沟
,

局部呈
“
s
”

状弯曲
,

斜沟长 4一 sncl
,

斜沟旁具币
.

次一级的斜

沟
,

其上尚有与之斜交的一组瓜痕
,

内膜呈椭园柱园突起
。

小的一叶短而钝
,

长约 Zmc
,

呈雁行状排列
,

两组印痕与运动方向斜交
。

讨论 与属型及杨式溥 (l 9 85) 描述的双形迹相似
,

区别在于大的一叶的爪痕上
,

有

与之斜交的另一组抓痕
,

且有次级斜沟存在
。

内膜呈椭园柱状突起
。

分布 四川峨边背风山下奥陶统大乘寺组

.5 交替双形迹 (新遗迹种 )

D mi o Pr h i e h n u s r e t ci u al r si S h e n e t Z e n g n o v
.

i e h n o s P
.

(图版 I 一 5 )

特征 不对称的一种爬迹
,

具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印痕
,

左叶及右叶抓痕交替出现
,

两

叶抓痕均具平行的抓痕斜沟
,

右侧叶抓痕上
、

下两部为平行斜伸
,

中部为反
“
s
”

形弯曲
。

左

叶抓痕上部不明显
,

逐渐过渡到下部的平行斜伸
,

抓痕可分叉
,

两叶抓痕均与运动方向斜

交
。

讨论 与模式种比较差异较大
,

标本的两叶交替出现
,

这一现象较为特殊
,

左侧抓痕

由弱变强
,

表明三叶虫左侧是肢的作用是从次要变为主要的
,

而另一侧是肢的作用逐渐变

小
,

说明该遗迹是三叶虫交替换左
、

右足肢运动形成的
。

分布 四川峨边背风山下奥陶统大乘寺组

.6 椭园桩形迹 (新遗迹种 )

Cy ll’n dr ci u m o v a t u s S h e n e t Z e n g n o v
.

ie h n o 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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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一6 )

特征 长柱形管穴充填管为椭园状
,

表面光滑
,

管穴直径 5一 s ncl
,

总体垂直 于层

面
,

极少数与层面斜交
,

成群保存在底层面上
。

讨论 与 C y l in d ri e u m g r e g a ri u m K in k 194 4 比较
,

管体呈椭园柱状
,

并 且局部有斜

交层面的管穴
。

分布 云南巧家
、

富民下奥陶统

付馄教授指导了野外工作及本文的写作
,

野外工作得到了四川 2 0 7 地质大队
、

攀西地

质大 队廖鸿昌
、

张应圭
、

王孟绮 ; 昆明工学院地质系李世勋等同志及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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