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卷 2 期
1 9 8 5年 4 月

沉 积 学 报
A CT A SE D IM E N T O L O C}IC A S IN IC A

V o l
.

3 N o
.

2

A p r
.

1 0 8 5

黔南桑朗地区上二要统和泥盆系中

的遗迹化石及其沉积环境

何远碧 高卫东 张廷山

(西南石油学院 )

在黔南望漠县桑朗区 (图 1 ) 马岭岗上二叠

统剖面和水电站中上泥盆统剖面中有比较丰富的

遗迹化石
。

根据采得的材料统计
,

共有 7 个属 10

个种 (包括未定种 )
,

其中有两个新属和四个新

种
。

在描述这些遗迹化石的同时
,

笔者还根据岩

石学特征及遗迹化石的组合特征来对当时的沉积

环境作一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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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叠统

关于马岭岗的上二叠统沉积
,

在唐杰的论文

( 1 9 8 1年 )l ) 中已作了充分的论述
。

他把该剖面的

沉积物划分出了四种不同岩性
、

结构
、

构造的岩

石类型 (图 2 )
:

¹ 中一薄层状偶夹厚至块状绿灰

色多屑凝灰岩 ( 简称T 型 ) ; º中一厚层状灰 色

凝灰质灰岩或钙屑凝灰岩 (简称T 一 C型或C一T 型 )

1

—
马岭 岗上二叠统剖面

2

—
水电站泥盆系剖面

图 1 地理位里图

F 19
.

1 L o e a t i o n o f t h e s t u d y a r e a

( i ) M a li n g g a n g U p p e r P e r m i a n

s e e t i o n

( 2 ) D e v o n i a n

hy d r o 一 e le e 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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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 n a t t h e

s t a t i o n

»深灰色 中厚层至块状灰岩 ( C型 ) ;
¼ 深灰色块状岩屑流沉积 ( D

·

F型 )
。

在这几种岩石类型 中
,

除D
·

F型外
,

其它三种类型均为一套具明显正 向粒级 递 变

层系和有发育不完整 ( 个别完整 ) 的鲍马序列
。

浅水生物与深水生物混积
。

浅水生物都

经过改造
,

有海百合
、

腕足类
、

软体
、

钙藻的碎片以及有孔虫
、

钙质海绵骨针等
,

还有

从台地边缘搬运来的粘结岩岩屑
。

深水生物化石有放射虫和大量的硅质海绵骨针
。

D
·

F型岩屑流沉积中砾石成分混杂
,

以粒泥岩为主
,

次为颗粒岩
,

并含少量的粘结

岩和凝灰岩等
。

砾石大小混杂
,

分选差
,

最大砾径可达 1 . 6米
。

砾石定向不明显
,

无粒级

递变现象
。

根据以上特征和它的古地理位置
,

他把它定为
“
台裙坡脚亚相

” 。

西南石油学院碳

酸盐研究室 ( 19 8 2年 ) 把它定为以火山灰流浊积岩为主
,

夹碳酸盐角砾岩
、

钙屑岩等碳

酸盐岩重力流沉积
。

l) 唐杰硕士研究生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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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型安山质火 山碎 屑型浊积岩 2
.

C
一

T 型火 山碎屑一钙屑混 合型浊积岩

3
.

C型钙屑型浊积岩 4
.

D
.

F型岩屑流沉积 石
.

一掩盖

图 2 马岭肖上二 . 统浊积岩结构一构造图 ( 引自店杰 )

F 19
.

2 S t r u e t r u a l s e he m e o f M a lin g g a n g U p p e r P e r m ia n tu r b id it e

在这套沉积物中的49 层
、

48 层和25 层都有丰富的遗迹化石
。

遗迹化石主要发育在 C

型岩石中
,

含遗迹化石的岩石多为含硅质海绵骨针的泥晶灰岩
。

遗迹化石有
:
丛芽迹未

定种 ( C ho o d r i t。 : s p
.

) 似虫形迹未 定 种 (万
e l。 ‘。 tho p s i: s p

.

) 马 岭 岗 漫移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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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a n o li t e : m a lin g g a n g e 。: i : )
,

马岭岗拟嫁迹 (P a r a e ho m 。 t f c h。。: 。 a l‘。 g g a 。 g e n -

: 公: )
,

格洛克迹属 ? ( G lo e k e r fa ? s p
.

)
。

这些遗迹化石中
,

似虫形迹在赛拉赫 ( S e il ac h e r ) 的遗迹化石中
,

是半深 海 到深

海浊积岩相的典型分子
。

格洛克属也是发现于复理石中
。

丛芽迹在各个相带都出现
,

但

根据赛拉赫的统计
,

它在复理石相中最多
。

漫移迹在西藏阿里地区中侏罗一下白蟹统的

复理石相中也发现过
。

拟缘迹垂直向下掘穴得不深
,

就向水平方向掘穴
。

由此可见
,

该

遗迹相总的特征是沿上层面或在其附近近平行层面分布
,

形成分枝状
、

蛇曲状
、

不规则

交叉的网状 以及放射状 的拖迹和潜穴系统
。

这一组合特征与赛拉赫的半深海一深海遗迹

相特征是一致的
。

在半深海及深海盆地底部
,

海水含氧量低或缺氧
,

光照微弱
,

生物稀

少
,

食物主要靠浊流和远洋沉积物供应
,

氧气主要靠浊流携带来
。

这样
,

蠕虫等造迹生

物只能在沉积物表面或在其附近摄取周 围表面的食物
,

而蛇曲形
、

网状等型式有利于它

们更有效地摄取食物
。

二
、

泥 盆 系

本区出露了中泥盆统的火烘组 (出露不全 ) 和上泥盆统的桑朗组和代化组
,

属于南

丹型沉积
。

由于岩性以灰黑色泥岩
、

硅质岩为主
,

生物以浮游生物 占绝对优势
,

贵州地

层古生物工作队地层组 ( 1 9 7 6年 ) 1) 将该类沉积物笼统地划为半深海 (远洋静海 ) 至 深

海相沉积
。

鲜思远等 ( 1 9 8 0年 )认为南丹型泥盆系代表浅海深水
、

远岸
、

宁静环境下的

沉积
。

又认为
: “

晚泥盆世晚期
—

锡矿山期的南丹型沉积 (代化组
、

三里组 )
,

一般

都具有骊状结构
、

泥质条带结构
,

这可能代表略高于潮下带的沉积
” 。

笔者通过野外和

室内观察
,

认为桑朗地区的泥盆系是一套半深海到深海的重力流沉积为主的沉积
。

桑朗地区的泥盆系根据水电站剖面由下而上描述如下 (图 3 )
:

中泥盆统

火烘组

第一岩性段 ( l 一 7 层 )
,

厚 14 3
.

5米 由粉砂岩一泥岩一含竹节石泥 岩 的韵律

层组成
。

灰黑色
,

风化后为褐黄
、

褐灰色
。

韵律层中通常粉砂岩和含竹节石泥岩很薄
,

1 一 3 厘米
,

最厚为n 厘米 ; 泥岩厚 60 一80 厘米
。

韵律之间为突变接触
。

薄粉砂岩只具

平行纹理
;
厚粉砂岩的纹理由下至上可见平行纹理一交错纹理或包卷纹理一 上部 平 行

纹理
。

因此
,

每个韵律相当于鲍马序列的D
、

E 或 B
、

C
、

D
、

E层
。

含 竹 节 石 泥 岩 为

E 层 顶 部 的 含 远 洋浮游生物层
,

主要是壳薄 的塔 节 石 ( N 。田ak 沁 ) 和 光 壳 节 石

( S 才y l‘01 ina )
,

其次为体小壳薄的腕足类化石
。

这些化石均平行层面 分布
。

该层还见

有不清楚的槽模
。

第二岩性段 ( 8 一16 层 )
,

厚2 0 8
.

6 0米 本岩性段与第一段的不同点为
:

( 1 )粉

砂岩和泥岩中普遍含钙质
; ( 2 )具有交错或包卷纹理的粉砂岩层增多增厚

; ( 3 )可见大

韵律中套几个小韵律的现象 ( 图版 亚
, 8 )

。

1) 贵州地层古生物工作队地层组
.

贵州 的泥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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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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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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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

含钙质的粉砂岩
、

泥岩和含竹节石泥岩组成的韵律层鬓
第二段

粉砂岩
、

泥岩和含竹节石泥岩组成的韵律层

米

I
tlll卜IU第�段

图 3 水电站泥盆系柱状图

S e h e m a t i e e o lu m n o f D e v o n i a n a t t h e h y d r o 一 e le e t r i e s ta t i o n

第三岩性段 ( 17 一35 层 ) 厚4 2 6
.

4米 为灰岩或钙质粉砂岩与泥岩的韵律层
。

灰岩

为粒泥状灰岩或泥粒状灰岩
,

含较多的陆源和生物碎屑
。

生物碎屑有腕足类
、

海百合茎

等
。

具粒序层理和包卷层理
。

泥岩为灰黑色
,

含塔节石和光壳节石
,

偶见放射虫 ( ? )

和硅质海绵骨针
。

本段有重荷模
。

该段遗迹化石丰富
。

在25 层采得有
:
格洛克迹属 ? ( G loc k e : ‘a ? s p

.

)
。

在 相 当

于 31 一35 层河对面的冲沟中
,

拾得不少遗迹化 石
,

有 丽 线迹 未 定 种 ( C os 。。:
ha Ph。

s p
.

)
、

桑 朗躬}形迹 ( L u o b r i c f c hn u s s a n 夕la n g e 。s fs ) 和蛇!形迹未定种 ( L u o b : i e ‘-

e hn u s s p
.

)

第四岩性段 ( 36 一40 层 )
,

厚1 8 0
.

0 7米 37 一40 层覆盖
。

36 层为砾屑灰岩夹钙质

泥岩
。

砾屑大小不等
,

成分复杂
,

排列杂乱
。

大者达80 厘米
,

小者几厘米
。

砾屑成分有

浅水成因的灰岩
,

如由珊瑚
、

层孔虫
、

苔鲜虫等组成的生物灰岩
,

以及含腕足类
、

海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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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茎 的粒泥状灰岩
;
也有深水成因的泥岩成分

,

泥岩中含竹节石类生物
。

填隙物为砂屑

和灰泥
。

第五岩性段 ( 41 一45 层 )
,

厚 6 3
.

7 2米 灰黑色薄层状泥岩与硅质泥岩 互 层
。

生

物有塔节石
、

光壳节石
、

硅质海绵骨针和体小壳薄的腕足类和介形虫
。

上泥盆绕

桑朗组 (46 一 50 层 )
,

厚 1 2 1
.

37 米 灰黑色薄层状硅质岩和硅质泥岩夹粒泥状灰

岩
。

硅质岩中含竹节石类生物
、

放射虫和硅质海绵骨针
、

体小壳薄的腕足类
。

灰岩中含

海百合碎片和竹节石类生物
。

具粒序层理
。

代化组

第一岩性段 ( 51 ~ 53 层 )厚44
.

56 米 条带状灰岩由生屑泥晶灰岩条带或粉屑灰岩

条带与硅质岩或硅质泥岩条带组成
。

生屑泥晶灰岩含少量海百合 碎 片 和 竹 节 石 类 生

物
。

具粒级递变和微波状层理
。

角砾状灰岩为条带状灰岩的同生角砾岩
。

该段有不 明显

的重荷模
。

5 2层产遗迹化石桑朗漫移迹 ( p la n o li t e s s a n 夕la n g e o s ‘S )
。

第二岩性段 ( 54 一60 层 )
,

厚 1 2 2
.

4 9米 灰一深灰色泥质条带灰岩
。

它们由亮晶

砂屑灰岩条带
、

亮晶鲡粒灰岩条带和泥质条带组成
。

前两者含介形虫
、

有孔虫等碎片 ;

后者含放射虫 (图版 I
, 7 )

。

有的砂屑灰岩 (图版 1 9 ) 和鲡粒灰岩具粒级递变
。

54 层

遗迹化石丰富
,

为桑朗漫移迹 ( p la n o li te s s a n g la n g e n s lS )
。

火烘组生物以壳薄的竹节石类生物为主
,

还有壳小而薄的腕足类
。

除遗迹化石外
,

其它底栖生物极少见
。

本组生物以浮游生物为主
,

小腕足也可能是营假漂浮生活
。

火烘组第一
、

二
、

三岩性段虽以泥岩为主
,

但通过仔细观察
,

发现它们有极好的韵

律性
。

由于韵律底部的粉砂岩和顶部的含竹节石泥岩很薄
,

又容易风化
,

这样
,

在风化

剖面上就不容易发现它们
。

每一个韵律相当于鲍马序列的D
、

E 层或 B
、

C
、

D
、

E层
。

有

槽模
、

重荷模等
。

但缺乏鲍马序列的A层
,

B
、

C层也不太发育
,

因此
,

它应属于远基浊

积岩相
。

本组第三段含有丰富的遗迹化石
,

其中的丽线迹是典型的半深海一深海的遗迹化石
。

其它的遗迹化石都沿层理面分布
,

它们互相交叉成不规则的网状或放射状
,

应为半深海

一深海的遗迹化石组合
。

火烘组第四段36 层砾屑灰岩既有台地边缘浅水成因的灰岩砾屑
,

又有深水成因的泥

岩砾屑
,

大小混杂
,

填隙物为砂屑和灰泥
,

显然为岩屑流沉积
。

第五段为薄层状泥岩与硅质泥岩的互层
,

含大量的浮游生物
,

为远洋沉积
。

桑朗组以硅质岩为主
,

少数具粒级递变
,

也可能属远洋沉积
。

代化组为条带状灰岩
。

在这些条带中
,

虽有鲡粒条带
,

但泥质条带中缺乏蓝绿藻形

成的纹理
,

相反
,

它却有放射虫等深水化石
。

有的砂屑灰岩条带具粒级递变
;
鲡粒灰岩

条带有不平整的底面
。

含漫移迹这种平行于层面分布的遗迹化石
。

都说明它们仍为深水

环境的重力流沉积
,

而不是略高于潮下带的沉积
。

重力流把台地上的砂屑和鲡粒搬运到

深水中沉积下来
,

与正常盆地沉积交替出现
,

形成现今的条带状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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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化石记述
.

丛芽迹属 C h o 牡 d r 玄t e s V o ” S te r n be r g , 1 8 3 3

丛芽迹 (未定种 ) C h o ” d r 东t e s s p
.

( 图版 I
, 1

、

2 )

描述 为树枝状分枝的小型潜穴
。

分枝多
,

排列成簇丛状或放射状
。

分布略平行

于层面或与层面斜交
。

分枝的潜穴粗细均匀
,

近于圆柱形
,

直径 1 一 2 毫米
。

分叉角度为

3 0
。

一4 0
。 。

讨论 化石多保存了C hon d : i te :
潜穴系统的分枝部分

。

其主茎不清楚
,

但分枝宽

度及角度与典型的C ho o d r ‘te s相似
。

S e ila e h e r ( 1 9 5 5 ) 和O s g o o d ( 1 9 7 0 ) 等人认为是

食泥动物 (蠕虫 S ip u n e u lo id ) 的进食构造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模县桑朗区上二叠统
。

丽线迹属 C o s仇 o r h a P h e F u e h s , 1 5 9 5

丽线迹 (未定种 ) C o s饥o r 人a P h 仑 s p
.

( 图版 I
,

3 )

描述 为不分叉的蛇曲形拖迹
。

较为规则
,

每个蛇曲一般不靠近
,

仅少数交叉
。

它

可分为大小两级
,

宽度分别为 0
.

5一 1 毫米及 1 一 2 毫米
。

痕迹末端稍变窄
,

表面光滑
,

略

高出层面
。

讨论 本标本整体形态清晰可见
,

但与典型的Cos m or h o Ph。略有差别
。

如蛇 曲形末

端略有变窄
,

局部见有交叉现象
。

F uc h s ( 1 8 9 5 )认为是典型的拖迹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中泥盆统
。

似虫形迹属 H e l饥玄” t h o P s 玄s 工Ie e r , 1 5 7 7

似虫形迹 (未定种 ) H e 正m 家牡 th o p s 东5 s p
.

( 图版 I
, 5 )

描述 蛇曲状拖迹
,

呈
“ S ”

形的回钩状
。

痕迹宽度均一
,

约为 6 毫米
。

讨论 其成 因推测为造迹生物觅食而成的拖迹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上二叠统
。

漫移迹 属 P la 牡。艺玄t e s N i。h o ls o n , 1 5 7 3

马岭岗沮移迹P la 牡。正家t e s 饥 a l玄” g g a ”g e 牡 s 玄5 H e e t Z h a n g ( s p
. n o v (图

版 I
, 6

、

7
、

8 )

描述 沿层面分布的半圆形管状潜穴
。

管体略有弯曲
,

宽度均一
,

为 7 毫 米 左

右
。

不分叉
,

它们相互交叉排列成不规则 的网状
。

痕迹表面光滑无饰
。

比较 本种与P I。 n o li te s b e v e r le夕e n s ￡s ( B illin g s , 1 8 6 2 ) 比较
,

管体宽度均

一
,

而且相互交叉排列较为规则
。

与P la n o li te s s t r i a t u s ( H a ll
, 1 8 6 0 ) 比较

,

其表

面光滑无饰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 朗区上二叠统
。

桑朗漫移迹 P la 牡。忍玄t e s s a ”g 忍a n g e n s 玄5 H e e t Z h a n g (sp
. n o v .

) ( !习版

I
, 9

、

1 0 )

.

标本保存在西 南石油学院碳酸盐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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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为半圆形管状潜穴
。

管体直或微弯曲
。

痕迹宽度可分为三级
,

分别为
: 1

一 2 毫米
、

3 一 4 毫米及 6 一 7 毫米左右
。

大小管体相互交叉成不规则的网状
。

其表面

光滑无饰
。

比较 本种与P la n o l‘te s o a lfn g g a o g e n s f: 比较
,

前者管体稍小
,

并可分为三

级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上泥盆统
。

躬!形迹属 L “仍 b r 玄e 玄c h 牡 u s G a o a t: Zh a n g ( g e n . n o v .

)

模式种 L “饥b r 东e ic 人牡“ 5 s a n g 艺a ”g e n s玄5 G a o e t Zli a n g ( s p
. n o v .

)

特征 为细长稍弯曲的管状潜穴
。

潜穴相互交叉
,

直径均一
。

表面具横环
,

每个

横环中部呈瘤状突起
。

潜穴与层面近于平行
。

比较 本属与尸la 。。li tes 比较
,

其管体较小
,

并有瘤状纹饰
。

它与 A r th r o Ph夕
-

。“ :
也相似

,

但后者大得多
,

横切面为次方形
,

中间有纵向凹陷
。

该属的成因推测可能

是蠕虫动物的觅食迹
。

分布及时代 贵州中泥盆统
。

桑朗拐!形迹 L u tn b r 玄c 玄e h 牡 u s s a 牡 g 忍a ” g e ”s东5 G a o e t Z h a n g (g en . e t
.

s P
. n o v ·

) (图版 I
, 4 )

。

描述 为细长稍弯曲的管状潜穴
。

管体均一
,

直径为2
.

5毫米左右
。

潜穴相 互 交

叉
。

表面具有不太清楚的横环
,

每个横环中部具瘤状凸起
。

潜穴与层面近于平行
。

讨论 化石产于灰黑色薄一中层状泥岩中
,

保存较好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中泥盆统
。

躬l形迹 (未定种 ) L u 饥b r ic ic h 牡 u s s p
.

( 图版 I
, i

、

2 )

描述 形为细小的管体
。

直径为 0
.

6毫米左右
。

管体相互交叉呈杂乱的 网 状
。

痕

迹略凸出于层面
,

顶部为宽缓的弧形
。

表面隐见有纵向单列的瘤状纹饰
。

讨论 化石产于灰黑色薄层状泥岩中
,

风化程度较高
,

标本采集的块小
,

局部痕

迹见有脱落现象
,

部分保存较好
。

其成因推测为小型蠕虫类动物的觅食迹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中泥盆统
。

拟场迹 属 P a r a e h o 饥a t玄c h ” u s H e e t G a o ( g e n . n o v .

)

模式种 P a r a e h o 饥a t玄e h ”“ 5 tn a l玄牡 g g a ” g e ” 5 15 H e e t G a o (s p
. n o v .

)

特征 小型的扁丘状构造
。

丘体堆积物微显纹理
。

丘顶至下有一垂直的潜穴
,

有

的侧向分出平行层理的穴道
。

潜穴 内为具有纹理的含有机质非常丰富的充填物质
。

比较 其形似C ho o at i o h。。: ,

所不同的是本属为小的扁丘状
,

堆成丘的物质 不

是粪粒组成
,

而且潜穴直径大
,

有的并有侧向穴道
。

丘状堆积物为造迹生物挖掘出的沉

积物
。

潜穴内部充填的丰富的有机质为造迹生物的排泄物
。

其成因可能为造迹生物的居

住及觅食迹
。

分布及时代 贵州上二叠统
。

马岭岗拟爆迹 P a r a c h o 饥a t玄c h 牡 u s m a 正i” g g a ” g e ” s 玄5 H e e t G a o

( g e n . e t s p
. n o v .

) ( 图版 l
, 3

、

4
、

5 )

描述 形为小的扁丘状构造
。

大小不等
,

丘高为 8 一15 毫米
,

直 径 为 8 一48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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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丘体堆积物微显纹理
。

丘顶至下具一直径为10 毫米的管状潜穴
。

管穴底部具黑色有

机质丰富的回填物 ( 为造迹生物的排泄物 )
。

管穴侧面有的分出几条平行于层面直径约

为 l 毫米的穴道
。

穴道均被黑色的有机物质充填
。

有机物质微显纹理
。

管穴顶部有的呈

凹形
,

有的被同期沉积物充填呈尖锥状
。

讨论 本种均沿层面分布
。

个体大小不一
,

可能为造迹生物大小不同所致
。

个体

大者构造完全
,

而且清晰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上二叠统
。

格洛克迹属 ? G 忍o c 花e r ￡a ? s p
·

描述 中心为凸出的放射锥状
,

锥高约 10 毫米
。

围绕中心区具有 8 个肋
,

呈辐射

状排列
,

向边缘断续分布
。

肋粗细均一
,

宽约 7 毫米
。

其断面凸出于层面呈半圆形
。

肋

直或稍曲
。

表面无饰
。

讨论 化石产于具交错层理的钙质砂岩的下层面
,

标本未采下
。

它与G lo c 吞e : l’a

不同的是后者中心区没有放射锥状凸起
,

而有主肋和小肋之分
。

它们之间有较明显 的区

别
,

但由于我们未采下标本
,

又缺乏照片
,

建立新属的证据不足
,

故放此属中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中泥盆统
。

格洛克迹属? G 忍o c 几e r ia ? s p
.

( 图版 亚
, 6 )

描述 形略呈放射状
。

放射肋凸起
,

宽度均一
,

约 9 毫米宽
。

横切面为半圆形
。

讨论 化石未采下
,

只附有野外照片
。

中部具有的凹穴可能是中心痕迹脱落而造

成
。

它与 G loc k e : i a 比较
,

后者有主肋和小肋之分
。

产地及层位 贵州望漠县桑朗区上二叠统
。

本文承蒙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 究生部杨式溥教授和本院侯方浩
、

方少仙副教授审

阅全文
,

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
;
本院碳酸盐研究室同志提供部分照片和标本

,

并一起参

加野外工作
;
综合 室同志帮助照相

、

磨片
、

绘 图等
。

一并表示感谢
。

收稿 日期 19 8 3年 1 1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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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e r e fo r e ,
th e D a ih u a F o r m a ti o n s h o u ld b e the d e e p 一w a te r g r a v ity flo w d e p o s i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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