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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一

对北京十三陵前寒武系常州沟组

充填管状构造的探讨

宋天锐 高 健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 京 )

.
J J ` . 日` .

月lJ 舌

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现象在35 亿年前形成的岩石中已经发现一些 踪迹 ( s 。 h 。 p f )

〔 2 6 〕。

但是
,

目前比较公认的最古老的动物化石是出现在 7 亿年前后的沉积地层中
,

被

称之为伊迪克拉后生动物化石 ( E id ca
r a n M e at z

oa
n f os

s
il

s
)

。

在此 以前是否有更 古

老的后生动物化石问题
,

一直为古生物学家
、

地层学家和沉积 学 家 所 注 意
。

W
a l。 ot t

( 1 5 9 9 ) 〔2 7〕最先在上前寒武系中部大约 1 0一 ]
.

1亿年的地层 ( B e l t S u p e r g r o u p ) 中
,

描

述过两种古老的痕迹化石
,

分别定名为
:

P I。 。 0 1 f t 。 :
和H

。 l m `。 t h o i d i。 h。 ` t e : 。

后来
,

C l o u d ( 14〕和W
a l t e r 〔 2 8〕等对这些痕迹化石进一步研究后

,

认为W
a l c o t t描述的痕迹化 石

或者是藻类
,

或者是一些孤立的波痕或结核
。

以后
,

S ab
r o d in ( 19 7 1 ) 在苏联的上前寒

武系里菲组中
,

发现了一种规则的管状充填痕迹化石
,

直径 1
.

3毫米
,

管壁边界清楚
,

伴

生有团粒 ( 粪粒? )
,

用 K 一 A r
法测得这些团粒为 12

.

7亿年的同位素年龄值
,

并将 这 种

充填管状痕迹化石定名为 R u夕 o i n
f

r a e t u s 。

P a l i j ( 1 9 7 4 ) 〔 2 3〕并论述了这一痕迹化石
,

但根据地层产状对其年代有怀疑
。

K a u f f m a n
和 S t e i d t m a n n ( 1 9 7 6 ) 首先在一次会议上做了

: "
这些是最古老的后生

动物痕迹化石吗 ? ” 的报告 〔 l幻 ,

此报告的全文于 1 9 8 1年正式发表在美国古生物杂 志 上
〔
197

。

他们声称在大约为 20 亿年的M e id 。 i n e P e

ak 石英岩中
,

发现了 9种不同 形 态的最

古老 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图 6 )
,

并确认其中的 1
、

2
、

3 和 8 四种形态必定是后生

动物痕迹化石
,

称之为疑生物化石 ( D u b i o f C. s s i l s )
。

K a u f f m a n
等人的发现发表以后

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

但也引起了争论
,

例如C l o u d ( 1 9 5 3 ) 〔 14〕认为 K a u f f m a n
等人所谓

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是一种沉积构造— 泄水构造
。

K au ff m a n
等 人 立 即 ( 1 9 8 3 ) 〔 20 〕

回答了 cl
o u d的质疑

,

仍坚持认为是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并进一步论证了与泄水构造 的

许多不同之点
。

华北燕山一带上前寒武系中
,

曾经做了不少地层古生物工作
,

主要是根据古藻
、

叠

层石和疑源类进行研究和对比
。

1 9 7 8年张购曾发表题为
: “

十三亿年前的单细抱真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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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 3〕的论文

;
并且描绘了细胞结构和细胞分裂的显微现象

。

其后
,

沙庆 安
、

潘 正莆

( 19 81 ) 〔们和尹磊明 ( 19 81 ) 〔 5 〕从沉积构造
,

成岩作用 ( 硅化作用 ) 角度也研究了这

一时代的岩石
,

并提出了对真核生物遗迹的可置信程度的疑问
。

笔者在研究北京十三陵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的沉积构造和沉积相标志时
,

发现在潮

坪沉积的砂一粉砂泥质互层 沉积中
,

普遍发育充填管构造
,

其中一些十分像掘穴
。

这套

地层 的对比地质年龄大约为 19
.

5亿年
,

恰恰与 K au ff m an 等在美国怀俄 明 的 M e d i c i n e

P e a k石英岩时代大致巧合
,

与其中的所谓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的图形十分相似
。

我们不敢肯定这些掘穴状充填管构造是不是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因此与可能有

关的种种沉积构造进行了比较
,

以企引起同行的注意和讨论
。

地层和沉积相

北京十三陵的上前寒武系 ( 自下而上 ) 包括
:
长城系 ( 常州沟组

、

串岭沟组
、

团山

子组和高于庄组 )
;
蓟县系 ( 杨庄组

、

雾迷山组
、

洪水庄组和铁岭组 )
;
青白口系 ( 下

马岭组
、

长龙山组和景儿峪组 )
。

这套地层的形成大约经历了由十九亿年至八亿五千万

年漫长的地质年代〔 1 〕。

本文介绍 的掘穴状充填管构造产出于这套地层的底部常州 沟 组

中
。

常州沟组由一套粗
、

细碎屑岩组成
,

直接沉积在太古代变质岩的风化侵蚀面上
,

角

度不整合相接触
。

在常州沟组的碎屑岩地层底部出现含砾石的粗砂岩
,

具大型槽状层理
、

花彩弧状交

错层理等沉积构造
,

显示河 口分支河道沉积特征
。

紧接其上沉积了砂
、

粉砂泥岩薄层状

互层的潮坪沉积
,

具有青鱼刺状双流向交错层理
,

具前积纹层 的透镜层理和压扁层理
、

流痕构造
、

波痕
、

雨痕
、

冰模痕构造等浅水沉积相的标志 〔 2 〕
。

本文所介绍的掘穴状充

填管构造发现于这段砂一粉砂泥互层 中
,

而且大部分充填管都是由砂质层向下充填入粉

砂泥质层中的
。

充填构造的描述

充填构造按其纵
、

横截面观察
,

可以分为管状和非管状两种类型
。

管状型充填构造

包括
:

近于垂直岩层层面的短柱状孔穴充填 ( 图 l a ,

图版 I
, 1 )

,

孔的直径多 为 3

毫米
,

长 10 毫米左右
。

这种与掘穴十分相似的充填管构造中
,

几乎都充填着粗 石 英 粉

砂
。

充填管边界清晰
,

肉眼可明辨
。

充填管内含碳酸盐矿物相对较少
,

而在上覆砂层 中

碳酸盐矿物较多 ; 另一种充填管是具有弯曲的尾部 ( 图 1 ,
b

、 。 ,

图版 I
, 2

、
5 )

,

通常孔 口较粗
,

有时一个孔 口在下部分叉
,

或成为
“
根瘤状

” 。

有的充填管是 由砂质薄

层向上贯入泥层的 ( 图 l e ,

图版 I
, 3 )

。

再有一种充填管是在贯入泥质层后分 支 双

向延伸
,

从标本中可看出
,

这种分支的充填管是由岩层层面引伸下贯
,

犹 如 蠕 虫 爬痕

( 图 I f
,

图版 亚
, 3 )

。

笔者注意到上述管状充填是不与层面的 泥 裂
、

冰冻裂痕等缝

隙相连接的
。

非管状的充填构造形态比较复杂
,

有的成梳状
,

有的近似枕状或根瘤状
;

有的与砂层内的包体絮带状相连 ( 图 Z a 、

b
、 c 、

d
,

图版 I
, 4

、
6 ,

l
, 6 )

。

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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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充填物虽然与宿主岩层也是边界分明
,

但是
,

有时可看到向上延伸时与干裂缝相通
,

或者与平行砂层的次一级细分层连接
。

总之
,

充填管构造与非充填管的充填物是有不同

特点的 ( 表 1 )
。

表 1 充城管构造与非管状充坡物比较衰

T a b l e 1 C o r r e l a t i o n o f b u r r o w 一 l i k e t u b e f i l l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s

a n d u n l i k e t u b e f i l l i n g s

纵 断面呈掘穴状
,

笔直或弯曲
,
三 维观察均为

管状

纵断面为根瘤状
,

分支或不规则
,

呈结肠状或管状

者
,

三维观察为片状

长短不定 ; 断续延伸由 s m m一 20 m m

充境物颗粒不均
,

含砂和粉砂
,

分选差
,

宿主岩石

为泥岩
,

内外差 别大
。

充填物挤压变形
,

可出
一

现结肠状
,

有
_

支撑柔皱纹理
。

态一一形 小大

质分物组

软沉积

变 形

层位与

方 向

充填物与层位关系不固定
,

可穿层
,

一般也是向下

充填
,

但多分叉
。

与岩层表
面千裂痕
的关系

一般长 5 一 1 0m m
,

直径 2 一 4 m m
。

充填管内一般 为粉砂
,

宿主岩石为粉砂泥质
,

管内外只有粉 砂含量的差别
。

无论是充填管笔直或弯曲
,

宿主岩石没有出现

支撑柔皱纹理
。

充填管构造 与上斑层有 明显 的层位关系
,

都是

向下充填
。

三维观察未发现与岩层面干裂痕的连贯
。

三维观察发 现与干裂痕连通者较多
。

比 较 与 分 析

与揉皱的泥裂充城物比较

P 。 tt i oj h n
在其

“ 沉积岩
” 一书中提到揉皱的泥裂充填物构造 〔的时指出

: “
在许多

情况下
,

从剖面上看
,

逐渐变细的砂质充填是变形的
, `

被揉皱的
’

或被扭曲的
。

充填

物比较宽的上端甚至现出向上冲进上覆地层
。

这种揉皱作用是不可压缩的充填物试图使

它们自己适应宿主岩石的压实和厚度减小所造成的结果
” 。

原著中并附有W
e b e r所摄的

一张照片 ( 图 3 a )
。

笔者在河北蓟县上前寒武系的串岭沟组中
,

发现较 W
e b e r

所 摄 的

更典型的现象 ( 图版 I
, 1

、
2 )

,

粉砂质泥裂充填物贯入串岭沟组页岩中
。

当宿主岩

石— 泥质岩受压缩时
,

粉砂质充填物呈现弯曲
,

由于粉砂充填物较坚硬
,

于是在充填

物被压出现结肠状卷曲时
,

页岩的细层理也有相对顶弯的现象 ( 图 4 叭 b
、 。 、

d )
。

但

是
,

这些揉皱的泥裂充填物是层状或不连续层状的
,

并非管状
,

与北京十三陵常州沟组

中某些非管状充填物有相似之处
,

但是与掘穴状充填管则完全不同
。

与球状和枕状构造比较

球状和枕状构造是一种宏观的沉积构造〔 2 5〕 ,
K ue

n e n
用实验方法探求这种沉积构造

的成因 ( 图 3 b )
,

认为其形成是由于
“
未固结的砂沉陷到类似液体状的底层中产生的

,

十三陵常州沟组中的非管状充填物中
,

如枕状
、

根瘤状的砂质充填 物 的 形 态
,

与K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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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
。

直管状 b
.

弯管状 ( 底部分叉 )
c

.

根茎状

d
.

直管及弯管 状 e
.

直管
、

弯管及 向上延伸 ( 向上贯

入 可能为泄水作用引起 ) f
.

弯管状 ( 下部分支 )

圈 1 北京十三院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的

捆穴状充坡管构造

F 19
.

1 B u r r o w
一 l i k e t u b e f i l l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s i n C h a n g z h o u g o u F r
.

o f t h e

U p p e r P r e e a m b r i a n i n M i n g T o m b s

D i s t r i e t , B e i j i
n g , a

.

s t r a i g h t t u b e ,

b
.

b e n d t u b e , e
.

r h i z o m e l i k e , d
.

s t r a

i g h t t u b e a n d b e n d t u b e , e
.

s t r a i g h t

t u b e a n d b e n d t u b e e x t e n d i n g i n t o

t o p l a y e r ( w a t e k e s e a p e ) , f
.

b e n d

t u b e ( b r a n e h e d i n b o t t o m )

e n e n
的实验模型有某些相似之处

,

只是相

对规模小得多
。

但是
,

与掘穴状充填管比

较
,

很难想象当砂沉陷到液体底层时
,

能

保持管状外形
,

以及长而弯曲的尾部
。

与负荷变形构造比较

负荷变形是软沉积变形的一种类型
,

R e i n e c k和 iS n g h介绍这种沉积构造时〔“ 5〕 ,

认为是不均匀的负荷受到了垂直运动的调

节
,

卷 曲状砂体沉陷入可塑状的泥层之中

( 图 3 c
)

。

十三陵上前寒武系的非 管 状

充填物中也有类似的充填构造
,

如梳状
、

管束状砂质充填物 ( 见图 Z a 、

d图版 I
,

4 )
,

这些非管状充填构造一般是成群出

现
,

虽然没有规则的排列
,

但大致是单向

的
,

与正反向延伸的掘穴状充填管不同
。

与火焰构造和空气捕获构造比较

砂层受到不均匀负荷挤压或者由于空

气捕获所产生的向上冲力
,

都可产生类似

火焰构造的包卷层理 ( 图 3 d )
,

梁 瑞 仁

博士来华讲学时
,

介绍了 B o e r
用实验方法

证实空气捕获形成向上包卷层理的形成原

理 l)
。

十三陵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也 发

现少量向上冲刺的砂质充填构造
,

但是和

火焰构造不完全相同
,

最主要的区别是管

状有弯曲 (见图 l e)
。

与冰冻裂除充城构造比较

北京十三陵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
,

看到了冰晶印模和冰冻裂隙构造
,

其特征

和已有文献中〔 15 〕〔 22 〕记述的
、

也和笔者所

做的实验结果很相像
,

拟在另文中论述
。

冰模或冰裂
,

所共同之点是具
“
V

”
字形裂口

,

且两壁平直 ( 图 3 e )
。

本文介绍的掘穴状充填管与这些冰裂充填都不相同
。

由纵
、

横

截面看亦无联系
。

与甚底活动引起的液化充坡构造比较

地震或由地震引起的基底活动常伴有喷砂等液化充填构造 ( 朱海之
, 1 9 8 2 ) 〔 7 〕 ,

国

外一些沉积学家曾论述到这些现象 ( F r e i d m a n
和 S a n d e r ,

19 7 8 〔 16〕 P l i
n t , 1 9 8 3〔 2 4〕 )

。

但是
,

地震引起的喷砂充填一般都是较大的沉积构造现象
,

砂体液化充填物可延伸数米

1) 梁瑞仁
,

19 8 1
,

沉积学讲座汇编
,

地质部海洋地质调查局科技情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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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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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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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

a
.

梳状 b
.

枕状
、

球 状 c 。

根瘤状 d
.

卷曲状

圈 2 北京十三映常州沟组中的非 I 状充城构造

F 19
.

i n

2 U n l i k e t u b e f i l l i n g s i n C h a n g z h o u g o t一 F r
.

M i n g T o m b s D i s t r i e t
,

B e i j i
n g

, a

1i k e ,

b
.

b a l l a n d p i l l o w l i k e , e
.

r o o t

l i k e ,

d
.

e o n v o l u t e d

.

c o m b _

t u m o u r 一

f

雄

勺

a
.

揉皱 的泥裂充填物 ( 据 Pet il j
o
h

n ) b
.

实验产生的球

状和枕状 构造 ( 据 K
u e n

en ) c .

负荷变形构造 ( 据R ie

n ec k等 ) d
.

空气捕获包卷 ( 据 B
o
er ) 与不均匀负荷的

火焰构造相似 e
.

冻裂充填构造 ( 据 C t 。 。
k等 ) f

.

泄

水构造 ( 据 L
o w e

)
。

( 示意描绘 )

圈 3

图 3

文做中记旅的各种砂质充演构造

F 19
.

3 、
r a r i o u s s a n d f i l l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s f r 。小

r e f e r e n e e s , a
.

f o l d e d m u d e r a e k f i l l i n g s

( P e t t i j
o ]i n )

,

b
.

b a l l a n d p i l l o w s t r u e t u r e s

r e s u l t e d f r o m t h e e x P e r im e n t ( K u e n e ) , e
.

l o a d d e f o r m a t i o n ( R e i n e e k a n d S i n g h )
, d

.

e o n v o l u l t e d b y e a t e h i n g a i r ( B o e r )
, e

.

f r o z e n e r
.

、 ( : k 川 l i n g ( C r o o l: e t
.

a l ) , f
.

w a t e r e s e a P e ( L
o w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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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几米
。

考虑 到北京十三陵常州沟组是处于上
、

下前寒武系之接触界线附近
,

各种地

质事件 ( 包括频繁的地震活动 ) 都可能发生 1)
。

因此
,

由于基底活动引起砂质充填的 现

象也不是不可能的
。

不过
,

这种充填力不可能造成这种小规模的细长弯曲管状
。

在研究

北京十三陵常州 沟组的标本时
,

曾注意到有一块标本上同时存在着内层错断和充填管两

种构造类型 ( 图 5 )
。

夹在上下两连续层的平行层之间的内层错断
,

它反映地震等基底

活动造成的影响
。

而在同一块标本上存在较短的充填管是否与内层错断或者古地震的抖

动有联系呢 ? 有待研讨
。

下戈十于

a
.

泥裂产生阶段
, a V , 字形裂缝

,

两壁平直 b
.

砂质充填阶段
,

由上至下贯入裂缝中 c
.

开始压缩阶段
,

泥 层厚度压缩变薄
,

砂质

充填物的压缩 比例相对较小 d
.

进一步压缩并接 近成岩阶段
,

砂质

充境物 比宿主岩石坚硬
,

使页岩层理在砂质充填物的上
、

下两端 出现

膝状弯 曲 ( 图版 I
,

1
、

2 )

圈 4 河北蔺县上前寒武系长城系串的沟中探纹的泥裂充坡物形成阶段模式

F 19
·

4 M o d e l o f t h e o e e u r r e n e e
’

o f f o l d e d m u d e r a e k f i l l i n g

i n C h u a n l i n g g o u F r
.

o f t h e U p p e r P r e e a m b r i a n i n

J i x i a n ,

H e b e i , a
.

t h e a V ” t y p e o r a e k a P p e a r e d

w i t h s t r a i g h t w e d g i n g w a l l s
,

b
.

s a n d s f i l l e d i n t o

m u d e r a e k f r o m t o p t o b o t t o m e
.

m u d h o s t

b e e a m e t h i n n e r b y e o m p r e s s i o n a n d s a n d f i l l i n g s

l e s s s h o r t e u e d r e l a t i v e l了 , d
. a t t h e d i a g e n e t i e s t a g e

b e n d l a m i n a e a p P e a r e d s u r r o u n d e d t h e s a n d f i l l i n g s

u n d e r m o r e e o m P r e s s i o n ( s e e P l a t e 11一 1
,

2 )
,

1) 宋天锐
:

关于沉积岩地层 中的信古地震信息 《 天文
、

地质
、

地震
、

气象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 》 ,
19 8 3



2 !, ! 宋天锐等
:
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飞飞

鬓痊垂 ,,
图图。 9一土 - ; c mmm

图 5 内层借断构造出现在上下连续的平行层之间
,

反映地瓜等

若底活动的形晌 ( 标本上伴有较姐的充城管构造 )

F 19
.

5 I n t e r f o r m a t i o n a l f a l , I t b e t w e e n u p p e r

a n d l o w e r , t w o p a r a l l e l l a y e r s r e f l e e t i n g s e i s m i e

i n f l u e n e e f r o m b a s e m e n t a e t i v i t y ( m a n y t u b e f i l l i n g s

i n t h e s a m e s p e e im e n )

与泄水构造相比较

快速堆积的砂体
,

或者含有不均匀水分的泥
、

砂互层
,

受到上覆岩层的巨大压力时

产生泄水构造 ( 图 3 f )
。

L o w e ( 1 9 7 5 ) 曾对此种构造的形成机理和形态类 型 做 了 详

尽论述〔 2 1〕。

加拿大地质学家 M i d d l e t o
n ,

W
a
l k e r

和 H e i n 等 ( 1 9 8 2 ) 在 IA S 1 1届会

议上介绍了加拿大寒武一奥陶系深海浊积岩中的种种泄水构造
。

泄水构造的主要特点是

反映泄出之水由下向上的冲挤作用
,

泄水线
、

碟状构造亦是如此
,

常州沟组的掘穴状充

填管构造中大部分是向下充填的 ( 图 l a 、

b
、 。 、

d
、

f
,

图版 I
,

1
、

3
、

5 )
,

只有较

少的向上贯入充填物
,

可能与层内泄水有关 ( 图 l e ,

图版 I
,

2 )
。

常州沟组的充填管

构造与常见的泄水构造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
充填管的长度一般较短

,

只有几毫米至十

几毫米
,

而泄水构造的泄水线可长达数厘米至数十厘米 ; 常见的泄水构造有沿层的
“
碟

状构造
”
和穿层的线状构造

,

而充填管构造既无沿层的
,

也不切穿层理
,

只是保持在同

一夹层之中 ; 另外
,

一般在砂岩的泄水线构造内部与周围岩石的碎屑矿物成分和粒度没

有什么区别
,

而常州沟组的管状充填构造内部与宿主岩石之间的矿物含量与平均粒度是

不 同的
。

照片中可看出
,

充填管内含粉砂较多
,

成为白色
,

宿主岩石以粘土矿物为主并

含有机质多
,

成为黑色
。

讨 论

K a u f f m a n
和 S t e i d t m a n n ( 1 9 5 1 ) 研究了美国怀俄明州东南部上前寒武系的石英岩

( M e d i c i n e P e a k Q u a r t y i t e
) 是一套潮坪沉积

。

其对比地质年代大约为 2 0亿年
,

差不

多相当北京十三陵常州沟组的层位
。

K au ff m an 等在这套石英岩中发现了 9 种不 同形态

的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图 6 )
,

他们认为这 9种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中

的第 1
、

2
、

3
、

和 8 四种形态
,

肯定是最古老的无脊椎动物造成的掘穴
。

北京十三陵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的掘穴状充填管构造与K au ff m a n
等发现的上述

四种最古老的痕迹化石十分相似 ( 见图 l a
一 f )

,

从显微镜下观察这些掘穴 状 充 填 管

时
,

看出两侧均出现有如蠕虫滚动产生的卷曲现象 ( 图 7 )
,

为进行对比
,

选择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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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6 典日怀俄明州上前寒武系的M ed i ci en

P ea k石英岩中发理的大种最古老的后生动

物化石 ( 据K a u f f m a n ( S t e i d t m a n n 示愈

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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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 h e o l d e s t m e t a z o a n f o s s i l s

d i s e o v e r d i n M e d i
C i n e P e a k Q u a r t z i t e

o f t li e U p p e r P r e e a m b
r i a n i n

W y o m i n g U
.

S
.

A ( s k e t e h e d f r o m

K a u f f m a n a n d S t e i d t m a n n )

显生宙 ( 晚二叠世 ) 有掘穴 的标本切片进

行比较 ( 图 了b )
,

这块标本采自广 东 曲

江一仁化地区晚二叠世煤系 的三角洲一泻

湖相交替层位
,

其中双瓣类
、

无铰纲腕足

类等动物化石丰富
,

各种大小形态的掘穴

图 了 北京十三映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拥

穴状充坟管构道的a 橄图象
,

石 英粗粉砂

(白色 )充填入粉砂泥中 ( 照色 ) , 管盛卷曲

( a)
,

其形态与广东曲江一仁化上二 . 统〔的

中之翻穴充演很相似 ( b )( 今见图版 I
,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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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 i e
r o s e o p i e f i g u r e s o f b u r r o w -

1i k e t u b e f i l l i n g s t r u e t u r e i n C h a n g z h o u

g o u F r
.

o f t h e U p p e r P r e e a m b r i a n i n

M i n g T o m b s , B e i j i
n g , e o a r s e s i l t

( w h i t e ) e x t e n d e d t o s i l t了 m u d ( b l a e k )
,

t u b e w a l l
e u r v e d ( a )

, a n d w i t h t h e

5 i m i l a r s h a p e o f r e a l b u r r o
w f i l l i n g

( b ) i n t h e P e r e m i a n S t r a t a i n Q
u

j i
a n -

R e n h u a a r e a ,

G u a n g d o n g , C h i n a ( s e e

P I a t e 11一 3
,

4 )

也很多〔 6 〕 ,

由显微镜观察其内壁构造与上前寒武系的充填管构造十分相像
。

我们注意到最近发表的 C l o u d ( 2 9 5 3 ) 对K a u f f m a n
等人论文的评论〔 ,峨〕 ,

C l
o u d不认

为在M e d i。 i ne P e a k石英岩中存在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他认为 K an ff m an 等人

描述的是泄水构造
,

同时指出
,

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痕迹化石是在E id ca at
n
层 的上部

,

不能想象会在20 亿年的地层中出现痕迹化石
。

但是
,

K a
fn f m a n

等 在 答 复 中 引 用 了

L 。 , e < 197 5 )的资料〔 2幻 ,

他指出的两点是值得重视的
:

( l ) 泄水构造一般表现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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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期 宋天锐等
:

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9 3

下向上的冲挤运动
,

并可产生泄水线
、

碟状构造或不规则液化通道引起的软沉积变形 ;

( 2 )泄水构造一般不与固定的层位保持紧密联系 , 因此
,

K a
fn f m a n

等认定他们所发 现

的是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或称之为疑生物化石 ( d n b i of
o s s i l : )

,

而不是泄 水

构造
。

北京十三陵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的掘穴状充填管构造
,

多数是由上 向下 充填

的
,

也是与固定层位有紧密联系的
。

那末
,

这些也是最古老的后生动物痕迹化石吗 ? 由

此笔者又联想到
:
如果 K a

fn f m a n
等人在 M e id ic n e P e a k石英岩中发现了后生动物痕迹

化石
,

北京十三陵常州沟组中的掘穴状充填管也是这类化石
,

那末
,

在 7 亿年左右出现

E id c ar a n
动物群之前的十几亿年期间

,

出现过些什么大的灾变事件
,

使这些最 古 老 的

生命未能延续下来 ?

我们也注意到 C l o u d
,

E l e m m e y ,
D u r h a m和 B y e n s

等人对所谓最古老后生动物痕

迹化石的论述 〔 1 1〕 。

如果确实在 20 亿年的沉积物中不可能存在后生动物痕迹化石
,

那末
,

无论是在M e d i。 i n o P e a k石英岩中
,

或者是在北京十三陵上前寒武系常州沟组中发现的

充填管构造
,

都是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产生的
,

而这种掘穴状充填管构造的动力机理尚有

待我们继续探讨
。

( 收稿 日期 19 8 4年 1月 2 5日 )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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