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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石群落生态学研究分析

黄石地区栖霞组沉积环境

颜佳新 赵锡文 杜远生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内容提要〕 湖北省黄石地区栖霞组出露良好
,

化石丰富
,

是化石古生态分析的理想地区
。

通过

化石统计
、

化石形态功能分析
、

埋藏学分析和围岩沉积学研究
,

本区栖霞组中共识别出五个化石

群落 (从下往上 ) :

① rC
o r i l h岁份 O

r th ot e t i ,: a (C O )群落 ,② S
c h : ` c h e rt el la

一

S p o n g e ( 5 5 )群落 ;③

月
口少口 s a k a ￡a ( H )群落 ,④ Sp o n g e ( S )群落和③ yT l oP l e c `a 一

p
a
ar

c a ,: i n i a ( T p )群落
.

化石群落及岩

相特点在纵向上和横向上的一致变化
,

表明本区栖霞组形成于一南高北低的缓坡沉积环境
,

整

个栖霞组为一大的海侵序列构成
,

各种化石群落和岩相的发展演化均是在这一缓坡沉积背景下

形成的
.

关键词
:

栖霞组 群落古生态 缓坡沉积环境

群落古生态学主要研究
:
( 1 )化石群落的组成和结构

、

构造
,

如查明群落的组成
、

优势度
、

分异度和属种分布密度等
; (2 )群落中各组分的埋藏特点和形态功能分析

;
( 3) 群落的时空分

布及演化
。

最终从古生态角度恢复化石所生活的沉积环境
,

特别是沉积环境的水深
、

底质
、

水

动力条件
、

沉积速率
、

水体混浊度
、

水体含氧量和盐度特征等
〔̀ 一 `」。

华南二叠纪栖霞期构造稳

定
、

地层岩相厚度变化小
、

岩性单调
、

沉积构造也较单一
,

但生物化石丰富
,

因此生态分析成

为其环境分析的重要方法
。

黄石地区位于华南板块北缘
,

上扬子区与下扬子区的过渡地带
,

了解该区沉积环境演化历史具重要理论意义
。

但以往该区的岩相工作均较为粗略 〔, ” 冲 。 。

本

文根据作者自 1 9 8 6年以来在该区详细的古生态研究成果
,

从化石群落古生态角度分析该区

的沉积环境时空分布及演化
。

1
’

群落古生态特征

1
.

1 单门类古生物化石生态分析

生物的生存离不开环境
,

环境通过物理的
、

化学的和生物的因素作用于生物
。

寻找化石

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古生态分析的主要内容
。

化石生态分析与现生生物生态分析

0 本文 1 9 9 5 年 10 月 5 日收稿
。

O 王文海
、

万家康
, 1 98 。

,

那东南地 区早二益世麻土坡煤系沉积特征及控煤因素
,

内部资料
。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19 81
,

鄂湘地区下二益统梁山组含煤性特征的研究
,

内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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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它是包涵时间在内的动态分析
.

从动态角度看
,

并非所有作用于生物的各因素都等价
,

首先
,

特定背景中的环境变化往往只引起少数因素的明显变化
;
其次

,

虽然控制某生物属种

分布的因素很多
,

但关键的可能仅仅只有几个
。

当这少数几个因素降至 2一 3 个时
,

生态就成

为决定性的因素 (L
e
iib g ’ 5 L a w )

.

因此在化石生态分析中
,

建立所有化石属种 (及特征 )与所

有环境因素的静态关系固然重要
,

但更有意义的是识别出那些随环境变化发生明显改变而

与可能危及生物生态的核心因素
,

找到它们与化石特征的动态关系
.

本区栖霞期沉积环境各因素综合分析表明
,

其核心因素为水动力条件
.

在栖霞期缓坡沉

积背景下
,

水动力条件实际上是水深的反映
,

它们的变化导致环境中一系列其它因素的变

化
,

如基底
、

水体盐度和水体含氧量的变化
.

生态对各因素的响应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 (表

1 )
。

与前人对华南二叠纪化石及化石组合生态分析基本一致 〔 ,一 `们
。

表 1 黄石地区栖霞组中化石特征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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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埋藏学分析

化石埋藏学研究生物死后至形成化石的整个过程
,

主要研究化石的形成
,

其主要影响因

素有环境水动力状况 (化石的磨蚀和搬运 )
、

沉积速率 (埋藏 )和成岩作用 (石化
、

溶解 )
。

前两

者对环境分析最为重要
。

很显然其核心因素仍为沉积环境水动力状况
。

从埋藏学角度
,

本区

栖霞组化石群对水动力状况的反映可以从如下两方面体现
:
( l )化石 (生物颗粒体 ) 自身的完

整程度 (表 2 ) ; ( 2 )化石群相对于原生活状态及相互位置的改变量 (表 3 )
。

本 区栖霞组生物化石大多保存较完整
,

反映中等一弱搅动水动力条件
,

主要属原位生活

化石群和原地化石群
。

1
.

3 群落古生态分析

本区化石群落古生态工作采用大化石与微体化石结合的方法
,

在野外露头面上进行大

化石统计
,

每个样方 (1 m
Z
) 由 25 个 小样方 ( 。

.

04 m
2
)构成

,

配合详细的古生态观察描述和采

样鉴定
,

共统计 30 多平方米
。

微体化石主要依据薄片镜下鉴定统计
,

共鉴定统计 20 0 余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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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石栖霞组中生物颗粒体完整程度与水动力条件的关系

T的 10 2 叙 la ti o sn h i p o f b io c l“ s t ic c o m p l e华, e s s a n d h y d r o d y n a m ie e o n d i ti o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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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保 完整
,

如腕足
、

瓣鳃鳃 I 级枝解解 ! 级枝解解 , 级枝解解 N级枝解解
存存存 类两壳仍钦合合 具复合节

、

片类的的 钙化弱
、

枝蔓细弱弱 硬体显 微组构结构构 破碎
、

磨蚀
,

成为生生
特特特特 化石其节

、

片互相相 流体阻力大的类型型 强度弱者断裂
,

如如 物碎屑顺拉和灰泥泥
点点点点 分离

,

如腕足
、

双壳壳 折断
,

如部分藻
、

苔苔 拉状
、

住状结构的的的
两两两两瓣分开保存

,

海海 醉享享 软体类壳往往先于于于
百百百百合茎断开开开 具平行片状结构的的的

腕腕腕腕腕腕足壳断裂裂裂

表 3 黄石地区栖霞组化石群埋藏类型与水动力条件关系

T
a b l e 3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f f
o s s i l t a Ph o n o m ic t y P e s . n d h y d r o d y n o m ie e o n d i ti o n s

i n t h e

g i x i a F o r m a ti o n ,
I l u a n g s h i

,

H u b “ i

水水动力力 平 静静 弱搅动动 中等搅动动 强 搅 动动
条条件件件件件件

化化化 保 留原生活状状 保 留 在 原生 境境 保 留在原 生境境 部分 化石 被带带 大多 留在 原生生 全部被带 出生生
石石石 态

,

如直立的海海 内
.

但并非原生生 内
,

部分化石有有 出生境
,

化 石可可 境 内
,

有外来分分 境
,

化 石 有 分分
特特特 绵绵 活状态

,

随机无无 被动定向排列列 有定向排列列 子加入
,

化石可可 选
、

定向和磨损损
点点点点 定向分布

,

如粤粤粤粤 有定 向排列列列

部部部部朝下珊瑚瑚瑚瑚瑚瑚

化化石群群 原 位位 原 地地 混 合合 异 地地

生生生活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化石群群 化石群群生生生生活群群 改造群群 残留群群群群

综合考虑化石保存特点
、

沉积构造及地层序列和空间分布等特点
,

共建立五个与环境密切相

关的化石群落
,

按地层顺序
,

从下到上为
:

1
.

3
.

1 ` ’r u
irt lyz isr

一口尹才h ot 以in a ( C O )群落

本群落以腕足
、

腹足类为主
。

腕足动物主要丰富度为 1
.

2
,

总的相对丰富度 0
.

4 8 5。
,

个体

数几乎占整个群落 1 2/ (相对于大化石而言 )
,

主要为 C洲 lr’t 勿 ir : ,。 犷忿h ot et 动 a ,

且它们主要分

布于该群落 (表 4 )
.

海绵动物化石在本群落中居第 3 位
,

特别在底部较丰富
,

与其它群落中海绵相比
,

个体

一般小 (直径 k m 左右 )
,

中央空腔小
,

体壁厚
。

藻类化石属种较单调
,

主要为伪 m 。 。 co id 姗
` ,

尸e

mr oca lc “ l“ :
及 P s eu d vo er m iP oer

l la
,

但数量极为丰富
,

平均约占岩石体积的 25
.

8%
。

它们

为广适性藻类
,

形态上以分枝少的圆柱状为主
。

有孔虫以单层玻纤结构壳为主 ( 78
.

3% )
,

如

aP da
n 舒“ ,

ieG
n

itz 动。 和 刀心“ `

r,’a
,

表面较光滑
,

壳饰少 , 缝化石在下部极为发育
,

主要为粗

纺锤形的 iM
is ill

n a 。

内栖生物主要形成生物扰动
,

使得部分岩石均一化
。

化石埋藏学特点表明
,

有些生物颗粒体
,

如介壳
,

有弱定向
,

完整程度属 I 级枝解
,

因此

反映中等水动力条件
.

群落产出围岩为生屑泥粒岩
、

生屑粒泥岩
,

含少量漂浮砾
,

部分生物就

固着在这些漂浮砾之上
,

因此群落基底属软质砂基底
。

总体来看
,

本群落的属种丰富度
、

分异

度
、

均一度均较低
,

根据群落组分
、

结构及生态分析
,

结合围岩特点
,

本群落生活水深应属底

栖组合带 2 ( B A一 2
,

即潮间带 )『
,
· ` ·

, J
.

1
.

3
·

2
.

S c h u c hert
e l al

一
S p o n g e

( 5 5 )群落

本群落中海绵化石丰富
,

主要为 P eor nt’ d e l l a
,

其次为腕足
、

腹足类化石
。

腕足化石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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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黄石地区栖霞组化石群落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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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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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S` h“ hc e rt e

all 占优势
,

与 C O 群落相比除出现少量新生发子外 (如 hC
o n et e : )

,

总的相对丰富

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

如 S cll uc he 汀
e

lla 由第 3 位跃居腕足类中的第 1 位
。

藻类化石中伪m
-

n oc od iu m 和 尸 e

r7n oc a lc iu 。 相 对比例亦有所调整
,

新出现 U n g d a er lla 和 尺 。斑 ia
,

分异度明显

高于 C O 群落
。

非避有孔虫中
,

单层玻纤结构壳比例下降
,

多层结构壳和隐粒结构壳比例增

加 (约各占 1 / 2 )
.

双壳类出现营游泳生活的 H 。 。 n
oP ec et , : 。

内栖生物除造成生物扰动外
,

尚

保留少量垂直层面潜穴和 Z o
op 勿cu

: .

埋藏特点类似 C O 群落
。

群落产出围岩为生物碎屑粒泥岩和生物碎屑泥粒岩
。

基底仍为软质砂基底
。

群落的分

异度和均一度较 C O 群落稍高
,

其中有孔虫和藻类增加明显
。 ’

群落生活环境可能与 C O 群落

类似 同属 B A一 2
,

但其水深明显有所增加
,

可能属 B A 一 2 下部
。

1
.

3
.

3 万叮 a s a k ia ( H ) 群落

腕足动物在本群落中具较高的总的相对丰富度
,

但分异度和均一度也较高
。

万口少as ak ia

在本群落中达到繁盛程度且层位稳定
。

腕足动物大多肉茎发育
,

如 0 rt h ot iclI l’a
,

A t勿 lr’s
,

SP ilr’ g
eer lla 和 st ;e , 。 is m a .

此外
,

个体较大
,

自由躺卧的乃 lop l ec at 亦较发育
。

群体四射珊

瑚 尸olx
t he ca ll’s 多为下半上 凸透镜形

,

而横板珊瑚 H ay as ak ia 和 勿 ;ir 啥 op
口ar 为 丛状 或朵

状
,

大多原位保存
,

但亦可见尊部朝下的保存状态
。

本群落中藻类化石丰度较低
,

一般少于生

屑的 1 5%
,

个别岩石中甚至不含藻屑
.

其中优势的是 P e

二oc al cu 坛: 分枝较多的种
,

与 5 5 群

落相 比
,

U n

夕
a er l la 和 oK m z’a 比例有所增加

,

反映沉积环境水体相对平静
。

有孔虫在本群落

中无论是个体数量上还是种属数目止都达到繁盛程度
。

数量上占优势的是 lG
口m o s P i ar

,

G--lo

bi v a l v u l i n a ,

P a d a n g i a 和 N o d o s a r i a .

壳形扁平的 八 m m o d i s e u : ,

对
“ z t i d i s c u : ,

E o la s i o d i s c u : ,

x 动gs lla 叮 id sc us 和 Ne
o dl’ sc us 亦占重要地位

。

透镜形的缝 N 。 : k i en lla 在本群落中丰富
。

T ` 一

t ar at x is 双层壳壁和宽圆锥形壳
、

E 口 la sl’ o dl’ sc u :
壳侧的纤维加厚层

、

N o d os ar ia 壳表的沿壳体

长轴分布凸起的肋条
,

明显起加固壳体作用
,

增强其抗磨蚀性和抗静水压力能力
。

生物颗粒

体完整程度属 I 一 I 级枝解
,

为弱搅动型保存
。

群落的分异度和丰富度均较高
,

产出围岩为屑藻
、

生屑粒泥岩与具水平层理的细生屑泥

粒岩石层
。

沉积环境为浪基面附近的开阔潮下环境
。

故本群落位于 B A 一 3 带内
。

1
.

3
.

4 s p o n g e ( s )群落

本群落以丰富的原位保存的海绵化石为特征
,

主要为 p e or 沂 d el la
,

另外还出现少量硬

海绵类的 aT bu le oz a ,: ,

直径一般 2一 4c m
,

中央腔大
,

体壁一般较薄
。

藻类化石和有孔虫较少

(表 5 )
.

产出围岩为含少量生屑的灰泥岩
、

粒泥岩
.

岩石 中灰泥 比例高
,

单层厚度大 (可达

s m )
。

为一含藻
、

海绵的灰泥丘
,

形成了浪基面以下沉积环境中
,

故本群落属 B A 一 4带内
。

化

石生态特点表明
,

环境水深就属 B A 一 4 带的上部 (即上陆棚带 )
.

1二 3
.

S yT l即 l e ct a 一 p a ar c a n i n i a ( T P )群落

本群落以含较多单体四射珊瑚 尸 a ar c a n i成 a
及较多腕足与Z妒 l e c at 为特征

。

此外海绵亦

较发育
.

整体上藻表化石和有孔虫化石均较少
,

藻类化石以藻叶片纤细
、

分枝多的类型为主
。

有趣的是
,

可 以见到 U n g d a
er l la 缠绕于海百合茎上向

.

上生长
,

这是一种平静
、

低能的软基

底
,

并尽可能靠近水面以获得更多光照而采取的最佳途径
.

非避有孔虫以双层结构壳和隐粒

结构壳者占优势
。

腕足动物以巧 loP lec at 占优势
。

很明显
,

这种壳薄
、

体腔狭窄
、

表面积辣大

的腕足类极好地适应了该软而多水的基底以及低氧
、

低食物供乒的环境
。

本群落产出围岩以

灰泥岩为主
,

少量生屑粒泥岩
.

围岩中生物扰动构造不发育
,

但 Z o
op lly

c u :
较丰富

,

反映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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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贫氧的特点 [1s 〕 。

生物颗粒体完整程度为完整至 I 级枝解
,

保存状态为平静至搅动型
。

根

据上述特点
,

本群落生活环境为浅海陆棚中部
,

属 B A 一 4 下部
。

表 5 黄石地区栖霞组化石群落统计值比较表

T a b l e 5 C o m P a r is o n o r s切 t i s t ie a l d a t a o n f o s s il 亡 o m m u n it i e s i n t h e

Q ix ia F o r m a t i o n ,

H u a n g s h i
,

H u悦 i

群群 落落 C 000 S SSS HHH SSS T PPP

统统计值值 oC m
...

C o m
---

C o m
...

C o m
...

C o m
...

丰丰丰 多门类类 1
.

3 222 1
。

6 111 2
。

0 333 1
.

7 777 2
。

1444

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度度度 腕足足 1
.

2 444 1
。

1 333 1
,

5 00000 1
。

8 111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藻藻藻藻 1

.

8 555 2
。

2 999 3
。

0 666 1
.

6 777 1
。

9 777

有有有孔虫虫 1
。

2 222 1
。

7 777 2
。

6 555 1
.

9 555 乙 2 777

分分分 多门类类 1
。

1 333 1
。

3 444 1
。

6 777 1
。

2 666 1
。

6 888

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异度度度 腕足足 1
.

4 999 1
。

4 666 l
。

6 77777 1
.

8 666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藻藻藻藻 1

.

0 777 1
。

4 888 1
。

4 777 0
。

7 222 1
.

3 666

有有有孔虫虫 1
。

4 444 1
.

8 888 2
。

1 666 1
。

7 333 2
。

0 222

均均均 多门类类 0
.

6 333 0
`

6 999 0
。

8 666 0
。

6 555 p
·

8666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JJJJJ 腕足足 0
。

7 777 0
`

9 111 0
。

9 33333 0
.

9000

藻藻藻藻 0
.

5 111 0 7 111 0
。

6 777 0
。

4 555 0
.

7666

有有有孔虫虫 0
.

8 000 0
、

9 000 0
.

8 444 0
。

8 333 0
。

8 444

底底洒组合带带 B A 一 222 B A 一 222 B A 一 333 B A 一 444 B A 一 444

2 沉积相

通过对本 区 6 条岩相剖面
、

近 20 0 件岩性切片研究
,

综合考虑沉积构造和化石生态特

点
,

本 区栖霞组可划分为五种沉积相 (图 1 )
。

2
.

1 藻滩相 ( F A 一 l)

岩石颜色多为深灰色至黑色
,

层厚中至厚层状
,

生物扰动构造极为发育
,

致使均一化岩

层面或风化面上出现深浅不同的斑块
。

但在生物扰动构造发育差的层中
,

可见介壳生屑成堆

分布
,

沿层面以 0
.

4一 0
.

s m 的间隔重复出现
,

其中生屑长 k m 左右
,

主要 由腕足类壳
、

腹足

类壳
、

海百合茎和缝等组成
。

弧形弯曲片状碎屑以凹面朝上为主
,

它们是在中等强度底流情

况下沙波迁移的结果 (图 2) 闭
。

藻滩相包括介壳碎屑
、

藻屑粒泥岩
、

泥粒岩微相和藻屑
、

介壳

碎屑漂浮砾岩或砾岩微相
.

微相特点反映出中等能量浅水动荡环境
,

盐度正常至稍有变化
,

使得藻类和腹足类得以繁盛
.

发育 C O 和 5 5 群落
。

2
.

2 滩间洼地相 (F A 一 2)

岩性 由黑色薄层含碳质泥质灰岩或含少量生屑的灰泥岩组成
,

大化石少见
,

偶见缝和个

体小壳薄的 S cll 。 ` he rt e l l a 和 cll olt et es
.

镜下生屑含量少于 10 %
,

仅含少量完整的介形虫
、

有

孔虫和腕足碎片或刺
。

水平层理发育
。

反映平静弱还原的潮下环境
。

2
.

3 开阔潮下相 ( F A 一 3 )

由藻屑粒泥岩
、

生屑泥粒岩和具水平层理的细生屑泥粒岩组成
。

隧石结核或硅质团块发

育
,

亦发育较多的丛状或朵状横板珊瑚和少量透镜状四射珊瑚
。

虽大多原位保存
,

但有时可

见透镜状四射珊瑚粤部朝下
,

反映出较为平静的水体但偶有较强的搅动
,

发育 H 群落
。

2
.

4 灰泥丘相 ( F A 一 4 )

岩性由灰色巨厚层含少量生屑的灰泥岩和藻屑粒泥岩组成
,

灰岩单层厚可达 8一 g m
,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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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

二
二二〕 涨潮

巨二拭 >退潮

< )

一
涨潮

攀势萦育梦冬母一
甲长

图 2黄石地区栖霞组中生物碎屑堆的形成
`

Fi g
·

2P rod u eti on of bi o el a sti epi l e sb yth emi盯
a ti n o of a s

m
al l

a n sd ri即 ] e
i nth e

Qi xi
a

F o
rma ti n o,

H u a n g s h i
,

H u b e i

少量生物扰动
,

大量发育原位保存的海绵化石
,

尤其在本相的顶部和底部可达 2 0一 30

个 / m Z 。

由此可见海绵在灰泥丘的形成和保存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在地层剖面上呈宽缓

丘形
,

往两侧厚度逐渐变薄
,

单层厚度减薄
,

层数增多
。

岩性渐被具水平层理的灰泥岩
、

粒泥

岩所代替
。

发育 S 群落
。

2
.

5 浅海陆棚相 ( F A 一 5)

主要由深灰色 中厚层至厚层灰泥岩
、

粒泥岩组成
,

含较丰富的隧石 团块及遗迹化石

oz op 勺 cu : 。

发育 T P 群落
,

总体上化石密度极低
。

3
一

化石群落的横向变化
、

纵向演替与沉积环境

上述五个化石群落各具特色
,

各自组成一独立群落
,

群落之间的差异 明显
。

但从下往上

(即从 C O 群落至 T P 群落
,

图 l) 群落结构的变化亦具规律性
,

总体来看
,

群落的均一度
、

分

异度逐渐增高
,

反映出沉积环境水深逐渐增加
,

环境由动荡多变演化为平静稳定 (表 5 )
,

体

现了环境对生物的控制〔`
·`〕

.

当然不同门类生物的分异度变化亦有其自身因素的影响
,

藻类

化石在 B A 一 2 和 B A 一 3 中的分异度和均一度均比较高
,

这与其生长对光的需求是分不开

的
。

藻类的繁盛不仅为有孔虫
、

腹足类等提供生活栖息地
,

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它们提供了食

物来源
,

因而其分异度在这两个带的群落中繁盛 (表 5 )
。

群落的变化与上述岩相分析的结果

是一致的
,

清楚地表明本区栖霞组是由一个大的海侵序列组成 (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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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群落的识别及其

空 间展布 既是生态地 层划

分与对 比
,

又为沉积相和沉

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上述五个化石 群落除 S 群

落主要局 限于 大冶湖北 侧

外
,

其余四个均稳定地分布

于本区
。

但在空间上它们随

沉积环境的变化可出现轻

微的结构调整
,

主要表现如

下
.

( 1 )在四棵煤矿剖而
,

C O 群落底部缺乏钙泥质沉

积
,

发育有 一 层 厚 约 .0 5m

的笛管珊瑚 生屑层
,

反映为

清水滩相沉积环境
。

往东至

浪基面

洼地

图 3

F ig
.

3

黄石地区栖霞期化石群落分布与沉积环境模式图

M o d e l s h o
w i

n g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o n o f fo s s

il co m m u n i t i
e s

a n d d e p o s i t io n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d u r

i
n g t h e Q i

x
i
a n s t a g e

螺丝壳山
,

往南至干鱼山和太子庙
,

该滩相生物碎屑层消失
,

代之以厚约 Zm 的黑色碳质
、

泥

质灰岩
,

反映了近岸渴湖沼泽沉积环境
。

( 2 ) S 群落和灰泥丘沉积相仅分布于大冶湖北侧
,

最为发育地段位于四棵煤矿附近
,

厚

可达 16 m
,

长约 2 00 m ; 往东见于大 王山
、

螺丝壳 山
,

规模变小
;
往西 至大冶杜家湾

,

丘厚仅

6m ;
往南不发育

。

〔3) 在大冶湖北侧的螺丝壳山的 H 群落中
,

尸。
如才h ca ll’s 总的相对丰富度为 n

.

7%
,

在四

棵剖面约占 10 %
,

而在南侧的大冶西阪李和阳新太子庙剖面中可大于 20 %
。

( 4 ) T P 群落在大冶湖北侧常发育大量 Z O
op ly}

c 。
,

而在其南侧则极少或不发育
。

以上这些变化清楚地表明本区栖霞期沉积环境是一海底地貌呈北低南高
、

坡度很缓的

缓坡沉积环境
.

各种沉积相化石群落的演化发展均是在这一缓坡背景下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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