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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东

(贵 州地矿局地质科学研究所 )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黔中
、

黔南三叠纪古生物群的古生态
,

古环境作研究后
,

提出了中三叠统

青岩组 (或新苑组 )中深水瓣鳃
、

菊石群落的堆积形成机理 ;贵州龙水生爬行动物群繁盛
、

埋藏
、

保存受控于拉丁期全球大海退以 及特殊的台地边缘
“ S ”

形浅滩带上出现的半封闭海湾 ;同时
,

建

立了由台地至深水的 4 个遗迹化石组合
,

牙形刺和瓣鳃类化石从浅水至深水沉积层中的分布系

列
。

关键词
:

古生态 古群落 三叠纪 贵州

在黔中
、

黔南 1 : 5 0 0 0 0 区域地质调查中
,

从碳酸盐台地
、

台地边缘浅滩
、

台缘斜坡至深

水盆地沉积层中采集了大量的遗迹化石
,

牙形刺
、

瓣鳃类等化石
。

通过对实际材料的分析
,

并

综合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
,

提 出了早
、

中三叠世遗迹化石组合及遗迹相
,

试编了奥伦尼克

期
、

安尼锡克期和拉丁期早期生物群的古生态图
;
建立了牙形刺和瓣鳃类由浅水向深水环境

过渡的系列
.

同时对贵州龙水生爬行动物群
,

深水菊石
、

瓣鳃群落形成机理提出了新认识
。

1 奥伦尼克期牙形刺浅水一深水系列

奥伦尼 克期牙形 刺 从 台 地 至深 水盆 地具 有明显的 分带性
;
即 台地

、

台缘 主 要 为

N e o sP a t h o d u s t ir a ,: g l a r l’s N
.

W Oa
岁

, , i
,

另有少量刺体粗壮
、

齿棒厚的 p a ar c h i or g , , a t h : ` s 分

子
,

种属单调
,

其在安顺组灰质白云岩中普遍存在
。

斜坡上部牙形刺丰富
,

种属多
,

刺体较粗

壮
,

分枝少
,

齿棒厚
,

其主要分子为 N e os P at 加d i’s W
a a
ge 瓜

,

共生牙形刺有 N
.

;lo m e ir
,

q 沪lr’--

d o d e

lla
,

H ib ba dr 刁 la
,

O az kr o id an
,

H动 d 尸od
e

lla 等
。

斜坡下部
、

深水盆地以狭盐性
、

刺体小
、

分枝
、

齿棒较细配 N eo go
, d ol lle

a j lu,
o at 组成

,

种属很单调
。

2 安尼锡克期瓣鳃类浅水一深水系列

由浅水至深水环境
,

瓣鳃类组合呈现出以下变化
;

碳酸盐台地上的瓣鳃类化石以个大
、

壳厚
、

纹饰粗而稀少为特征
,

化石有破损
,

并有异地

埋藏分子
,

分异度较高
,

其主要分子有 L eP t oc h洲dr ia al be rt ii
,

场 ,)P all
r沁 90 1试fu ss i, M

·

vO
。 -

at p le “ or m g a 君 ol n g o at
,

另外 A so e

lla i lls ir ca 亦丰富
。

台缘浅滩及台缘斜坡顶部化石以 E n -

ot il “ m dl’ sc t’t e : 、

0 r,z l’t h op ce et n ,

场oP 加 ir o ar d l’a at 为主
,

化石亦不完整
,

属种单调
。

斜坡下部
、

. 本文 1 9 , 6年 s月 2 4 日收稿
,

19 , `年 9 月 2 5 日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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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 盆地 以D a
o, :

ell
a i o d ic a ,

P o s id o ” ia a f f
.

W
e n g en s i s ,

H
a l动 ,’a e

om
a at

,

E n et l , P le u ar e f
.

gu , be il 为主
,

种属单调
,

化石以壳小
、

薄
、

纹饰细密
,

保存良好
,

很多化 石双壳相连
,

排列具

方向性为特征
,

属营浮游一半浮游生物群
。

3 早
、

中三叠世遗迹化石组合及遗迹相

黔中
、

南从碳酸盐台地至深水盆地可建立四个遗迹化石组合
:

3
.

1 双h i z o co r a l l i u m
一

H
o sr e h o即h i c h n i u m 组合

该遗迹化石组合分布于浅水局限碳酸盐台地
〔D ,

赋存于中三叠统关岭组 (松子坎组 )泥

质灰岩中
,

其主要 为 R ill oz
~ ll,’ “ m

,

万。 sr elI o
oP h l’hc in

u m
,

另外还有 A , 爪 co ilt se
,

oG dr ,’a
,

P le , o il et s ,

S k o l i t h o s , p 7 d d d i n ic h o u s ,

了决 a l a s s n o ld es
,

伪阳 Zillt es
, C h o r ,d r i t e s ,

R h a b d o,’ c h , : :一m
、

aC
v a lu ic h n u : 组成

,

它们以层面迹为主
,

少量属层 内迹
,

与其共生的有少量腹足类
、

瓣鳃类化

石
。

3
.

2 S k o il ht o :
组合

:

其主要分布于黔中
“
S

”
型台缘浅滩带 的亮晶灰岩

、

内碎屑灰 岩
、

砂砾屑灰岩 中
,

如垄头

组灰岩
。

由单一的层内迹组成
,

主要遗迹化石有 S k ol iht os
,

孙
a la ss llo ide

: ,

伪 z i,l d ir cu m
,

代表

水动力强
,

生物只有营钻孔穴居的环境
。

3
.

3 C h o n d ir t e : 组合

该 组 合 以 l}C
o ,: d r i t es

,

P s i le
, : i c几, : u , ,

A er n i c o l i t e s 为 主
,

另外 还 有 P ort op
a l e od i c t y o , , ,

L oP h co ot 耐“ m
,

c
o s m o llr aP h 尸

,

c
O c h l’l ,’c ljn

“ : ,

p llx
c os ,’P olI

n ,

o ld ha m ia 等组成
,

遗迹化石种属丰

富
,

以层面迹为主
。

该组合主要分布于台缘斜坡上部
〔
气

3
.

4 aP l e o m e a n d r a n 一

万el m in t h op
s is 组合

该组合分布于 台缘斜坡下 部 至深 水盆 地 环境
,

主要 遗 迹化 石 有 P a l e o m ae , d
~

,

刀
己 lm动 ht oP

s l’s
,

尸or ot
一

尸 a la eo id c
yt 似卿

.

4 深水瓣鳃类
、

菊石化石层成因

深水瓣鳃
、

菊石化石层产于青岩组

(或新苑组 )第一
、

二段浊积岩的鲍玛序

列 D 段泥岩层层面上
。

该泥岩层水平纹

理发育
,

层面上迭积丰富的小型薄壳瓣

鳃类和菊石化石
,

丰度达 50 个 1/ 。 oc m
Z 。

这些化 石具有定 向性排列
,

特 别是瓣鳃

类化石
,

其咏端均指向 1 2 00 ~ 14 00
。

化石

保存好
,

种属单 调
,

主 要为 D ao 1le l la l’,l
-

d i c a
,

P o s i d o , , i a a f f
.

w e , : g e ,: 5 15 和

H u is h u i t尸: c f
.

b l’if d u : ,

另外 aD
o , 尸 ll a 19

-

, :动 121: ,

D
.

P r o d u c t a ,

万 a zo 6血 ` o m a at 亦

丰富
。

而 B
、

C
、

E 段仅含少量化石
,

且保存 图 1 化石丰度与沉积岩性关系

差
,

呈 碎 片 状
,

丰 度 仅 为 5 一 10 F ig
·

1 d ia g r a m s h o w i
n g ,h e r e l a , io n s h i p be ` w

e e n

个 / 1 0 o e m
,
(图 z )

。

f o
s s
i l

a b u n d
a n e e s a n d s e

d im e n t a r y li t h o一o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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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叠纪安尼锡克期黔南地区浊流发育
,

浊流进入盆地
,

可以把菊石
、

瓣鳃类遗体揉碎
,

所

以 A
、

B
、

C 段化石以碎片为主
。

浊流发生时
,

造成盆地底部缺氧
,

富含 H多 的水体和细粒物

质一起上涌扩散
,

当这些带 H : S 的缺氧水体扩散到浮游菊石和瓣鳃类生活的水位时
,

就会

大量杀死菊石和瓣鳃类生物
,

犹如现代的
“

红潮
”
(图 2 )

,

因此
,

在鲍马序列 D 段 (即悬浮物质

沉淀阶段 )
,

瓣鳃类和菊石大量堆积
,

形成生物事物层
。

浊流沉积结束
,

盆地底层水体又趋于

平静
,

这时形成块状泥岩段 ( E 段 )
,

其中含菊石和瓣鳃类化石丰度仅为 5一 10 个 / l o oc m
’ ,

代表生物正常死亡沉积
,

其中以菊石为主
。

图 2 菊石
、

瓣鳃化石群落堆积形成机理

F ig
.

2 A e e u m m u la t i
o n a n d g e n e t ie m e e h a n i s m fo r

t h e am m o n o id
a n d P e l

e e

yP o d e o m m u n i t ie s

5 兴义顶效贵州龙 ( K ue ihc D us a
ur us )动物群

中三叠统竹杆坡组为碳酸盐台地局限海湾环境沉积的深灰 色薄层状泥晶灰岩
、

泥质灰

岩和泥灰岩层
,

兴义顶效贵州龙动物群即产于其中
,

其主要由 K ue ic h ou sa u。 、 h iu (胡氏贵州

龙 )
,

K u e i c h o u s a u ur s 和未定名的水生爬行类
,

A s i a leP id o t u s s h i n舒i e n s ss (兴义亚洲齿鱼 )
,

5 1
-

, : , u g n a t h u : k u e i e h
ow

e n s i: (贵州中华 真领鱼 )
,

P e lt oP le u 。 , or i。。 t a l i: 及 材d l a c os t ar ca le
-

t er il le, E n

am al co st ar ca 等组成
.

化石群保存完好
,

胡氏贵州龙的眼眶
、

齿
、

脊椎都清晰
,

其前
、

后肢趾呈扇状张开
,

推测其趾与鸭趾相似
,

可以游泳
。

相似的鳍龙类化石
,

先后见于贵州清镇
、

贵阳
,

云南开远
、

宣威
,

西藏定 日
、

聂拉木
,

湖南

桑植
,

四川重庆等地中三叠统地层中
` 3 , 。

最近
,

在贵州贞丰又发现了 中三叠世早期恐龙遗

迹
〔幻 。

国外
,

在欧洲阿尔卑斯及德国中三叠统地层 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鳍龙和鱼龙化石
。

上述

资料说明
,

中三叠世水生爬行动物曾广泛分布于古地中海
,

属古地中海生物区的一类代表化

石
。

根据中三叠世古地理资料
,

上述水生爬行动物大部分生活在上杨子台地南缘
。

它们的个

体长一般在 6 c0 m 以上
,

且化石多不完整
。

而兴义顶效贵州龙保存极为完整
,

丰度也高
,

是独

一无二的
,

这与拉丁期古地理有着重要关系
。

中三叠世拉丁期
,

全球发生了大海退
,

上扬子地台区也不例外
。

由于海退
,

上扬子台地南

缘的
“
S

”

形浅滩带大部分露出水面
,

形成了具有干裂
、

石膏模
、

渗流豆
、

栉状构造的大气淡水

成岩产物— 洛非尔旋回层
〔” .

这时兴义顶效一带成为一个闭塞的海湾
,

北
、

东
、

南三面均为

岛屿环绕 (图 3 )
,

只有西侧与局限海相通
。

这样的古环境水体宁静
,

有机质丰富
,

盐度正常
,

鱼
、

虾大量繁殖
,

这为贵州龙提供了大量食物
,

成为水生爬行类动物生活的最佳环境
。

随着全球海平面上升
,

上扬子台地 区发生了海浸
, “
S

”

形岛屿被海水淹没变成浅滩
,

这

时兴义顶效的闭塞海湾随之消失
,

水体变得动荡
,

有机质大量减少
,

鱼
、

虾大量死亡
,

水生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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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已发现爽州龙产地
;2

.

推测产贵州龙区 ;3
.

群体 海百合化石

F ig
.

3 S k et eht os h owt h e

那 la

匆 o e cl娘 yo fK 召 ei Ch
o o

a s
“
翔

5
d

u r
i

n gt h e
a e

r
l yL

a d in ia n( M id d l eT r iR s s i e)

1 = kn ow n o fa el it yo fK “
蔽 h佣

as“ r“ s, 2= i n fe r r e d l o e a l it y o f K u e ic h o u s a : `
ur

s ; 3 = e o l o n i
a l e r

in o i d a l fo s s
il s

行类动物遭受了灭顶之页
。 `幻

`

6 早
、

中三叠世古生态模型

6
.

1 奥伦尼克期 (图 4)

台地区水体局限
,

以间歇性渴湖为主
,

生物种属单调
,

数量少
,

仅少量的瓣鳃类
、

腹足类
、

藻类
、

牙形刺
。

其中瓣鳃以 E nt iol
“ m

,

E u m o
rP h ot is

,

p t er ia 为主
,

牙形刺以 N
·

tr i翻 g “ z o ir , 为

主
,

藻类 (蓝绿藻 )表现为层状
、

波状
,

局部潮道出现核形石
。

台缘浅滩生物较繁盛
,

有核形石
、

腕足类
、

珊瑚
、

瓣鳃类化石
,

化石常破碎
,

属高能环境生物组合
。

斜坡一深水盆地生物以菊石
、

瓣鳃类为主
,

另有少量牙形刺
.

斜坡上部生物相对丰富
,

以 c l a ar ia
,

为主
,

另有少量 N eo g o n -

do le l la 工玩习e11 l’t es
.

斜坡下部至深水盆地生物稀少
,

仅见少量的浮游菊石
、

牙形刺
。

6
.

2 安尼锡克期 (图 5)

台地区水体相对奥伦尼克期开放
,

大量的底栖腕足类
、

腹足类
、

瓣鳃类繁殖
。

台缘浅滩生

物组合与奥伦尼克期相近
。

斜坡带生物丰富
,

但 属种单调
,

以体小薄壳 为特征
,

瓣鳃以

aD o,l lle
` ,

P os id o o i a
,

H
a zob i a 为主

,

菊石以 B a la t o ,: i t e s
,

H a l l a n d i t
e s ,

L e ioP hy l l i t e s

为主
,

及少

量牙形刺 N e o g 。 : J成`

lla 组成
,

属深水浮游生物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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