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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进一步精确限定黔西南中三叠统坡段组的地质时代，论文选择贵州册亨中三叠统坡段组典型剖

面开展了石珊瑚及牙形石生物地层研究，在中三叠统坡段组（中上部）识别出石珊瑚３属３种，它们包括

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犪犻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识别出牙形石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带。该 带 除 含 有 带 分 子 外，还 含 有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犲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犮狌狋犪，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犾狆犻狀犪犪犾狆犻狀犪，犆狉犪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犽狅犮犺犻，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犻犾犻狊，犘狉犻狅狀犻狅犱犻狀犪ｓｐ．，犔狅狀犮犺狅犱犻狀犪ｓｐ．等重要

牙形石。通过对牙形石特征的分析和国内外同名带的对比，认为坡段组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带大体可与贵州

省盘县地区羊圈－楚皮凹剖面中三叠统关岭组上段、贵州罗甸关刀（２）剖面关刀岩楔、和云南开远马者哨法郎组的

同名化石带对比，进而确定贵州册亨地区坡段组含牙形石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带的地层时代为安尼期的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期。

关键词：石珊瑚；牙形石生物地层；坡段组；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期；册亨；贵州省

　　扬子地台西南缘贵州青岩、安顺、贞丰、册亨、兴

义一带广泛分布中三叠世台地边缘相和斜坡相的地

层，其中中三叠世碳酸盐岩地层剖面连续、出露良

好、层 序 完 整 （Ｍｏｕ Ｃｈｕａｎｌｏｎｇ，１９８９；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ＭｅｉＭ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４），是

开展中三叠统古生物和地层研究的重要地区。安尼

期扬子区台地边缘礁（滩）相沉积地层以坡段组为代

表。坡段组由贵州区调队在１：２０万兴仁、安龙幅区

调（１９８０）中建立，命名地位于贵州册亨坡段附近，与

上覆垄头组（局部边阳组）、下伏安顺组整合接触，断

续分布于黔西南宽约１０ｋｍ范围内（图１，Ｂ）（贵州

省地矿局区调院，１９９６）。坡段组以册亨县坡段剖

面发 育 最 好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１９８７；ＭｏｕＣｈｕａｎｌｏｎｇ，１９８９；

贵州省地矿局区调院，１９９６）。关于册亨坡段剖面

岩性、地理位置、岩石地层单位沿革及各门类生物群

组成等相关研究见 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１９８７），Ｙａｎｇ Ｚｕｎｙｉ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黔西南地区中三叠世生物礁（滩）相的研究

已较充分，相关资料见 ＸｕＧｕｉ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Ｅｎｏｓａｎｄ Ｗｅｉ（１９９５），ＸｉａｏＪｉａ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Ｅｎ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Ｌｅｈ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ＪｉｎＨｕ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Ｌｅｈｒ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等，在此不再

赘述。牙形石和菊石是三叠纪地层划分对比的重要

依据。由于岩性的限制，目前在黔西南的册亨地区

坡段组中还没有牙形石的报道；虽有石珊瑚的报道，

但既没有描述也没有图版，所以目前册亨地区坡段

组的石珊瑚的资料仍非常欠缺。在前人研究基础

上，本文对贵州册亨地区坡段剖面坡段组（图１，Ａ）

石珊瑚和牙形石进行了详细研究。

１　册亨坡段剖面坡段组地层介绍

为进一步确定黔西南三叠系坡段组的时代，作

者２０１４年重点在黔西南册亨坡段组中上部（剖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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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图１　（ａ），册亨坡段组石珊瑚及牙形石化石采集位置；（ｂ），黔南坡段组相分布图

（修改自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ｕｒｅａｕ，１９８７；Ｅｎ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Ｆｉｇ．１　（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ｃｏ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ｄ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ｈｅｎｇ． （ｂ），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ｆａ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ｏｄ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１９８７；Ｅｎｏ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点坐标：２５°０５′５５．１″Ｎ，１０５°４３′９．６″Ｅ，剖面终点坐

标：２５°０５′５９．３″Ｎ，１０５°４３′７″Ｅ，相当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１９８７），贵

州省地矿局区调院（１９９６）第１７－３１层）对石珊瑚和

牙形石标本进行了系统采集，共采集石珊瑚化石４１

件，牙形石标本１３件，所有标本现保存在国土资源

部地层与古生物重点实验室。经室内分析，共鉴定

出石珊瑚３属３种，牙形石５属９种，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了坡段组石珊瑚及牙形石的生物面貌和组成特

征资料，并为确定坡段组的地质时代提供了重要

依据。

现将黔西南册亨坡段组自上而下描述如下：

各层位其他门类化石资料和地层划分主要依据

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９８７），贵州省地矿局区调院（１９９６），此处只补充本

文新报道的石珊瑚和牙形石资料。

上覆地层 边阳组褐灰色粘土岩夹细砂岩。

———整合———

坡段组

２８３１．上部深灰色泥晶砾屑灰岩。下部灰、深灰色厚层

生物碎屑藻灰岩，含大量群体珊瑚。产珊瑚：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

犱犲犾犻犮犪狋犲；牙形石犔狅狀犮犺狅犱犻狀犪ｓｐ．，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

犖．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犖． 犪犾狆犻狀犪 犪犾狆犻狀犪， 犖． 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

犆狉犪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犽狅犮犺犻，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犻犾犻狊。 １１６ｍ

２２２７．青灰色厚至中层含砾藻屑灰岩为主，夹粘结藻灰

岩及泥、淀晶砾屑灰岩。普遍见海百合、双壳类，腕足类、腹

足类、有孔虫、介形虫等生物碎屑，富含大量群体珊瑚。产珊

瑚：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犪犻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

牙 形 石 犔狅狀犮犺狅犱犻狀犪 ｓｐ．，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狀犪狏犻犮狌犾犪，犖．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犖． 犪犾狆犻狀犪犪犾狆犻狀犪，犖． 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犖． 犪狋狌狋犪，

犆狉犪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犽狅犮犺犻，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犻犾犻狊，犘狉犻狅狀犻狅犱犻狀犪ｓｐ．。

１２９ｍ

１７２１．青灰色－浅灰色厚层藻屑、藻团块灰岩、粘结藻

灰岩，夹泥晶生物碎屑灰岩。除蓝绿藻外，含有孔虫、海百

合、双壳类、腕足类、苔藓虫等生物碎屑。 ９１ｍ

１１１６灰色厚层亮晶及泥晶砾屑灰岩为主，夹粘结藻灰

岩及生物碎屑灰岩。产双壳类、腕足类及菊石等化石。８８ｍ

６１０．灰色厚层泥、亮晶藻屑砾屑灰岩夹藻屑灰岩，生物

碎屑灰岩。产双壳类、腕足类和菊石等化石。 １１８ｍ

１５灰、浅灰色厚层亮晶生物碎屑灰岩夹亮晶藻团块灰

岩及藻屑生物屑灰岩。产双壳类、腕足类和菊石等化石。

８５ｍ

———整合———

下伏地层　下三叠统安顺组灰色中厚层细粒灰

质白云岩。

２　册亨坡段组石珊瑚

此前曾经报道在贵州册亨地区坡段剖面的坡段

组中 有 珊 瑚 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 ｃｆ． 狊狌犫犾犪犲狏犻狊。因 为

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的地质历程限于侏罗纪－白垩纪，之前

鉴定的所谓三叠纪的“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与真正侏罗纪

－白垩纪的 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 具有不同的内部构造

（Ｃｕｉｆ，１９６５，１９７４；ＤｅｎｇＺｈａｎｑ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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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此前我国学者鉴定的三

叠纪的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都应该归入犚犲狋犻狅狆犺狔犾犾犻犪或其

他属（ＤｅｎｇＺｈａｎｑ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Ｌｉ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本文作者在贵州册亨地区坡段组中上

部发现大量群体珊瑚（图２），从形态结构等特征来

看，主要为丛状复体，个体较小，平均体径在２～

３ｍｍ左右。从骨骼构造特征来看，下部层位的珊瑚

多为隔壁型鞘壁，且鞘壁较厚，隔壁致密，一般地隔

壁数量及级数较少，横列骨骼发育较少，缺乏轴部构

造；上部层位的珊瑚为表壁型鞘壁，隔壁数量众多且

细薄，鳞板丰富，发育轴部构造。总的来说，隔壁装

饰较少，隔壁排列方式多为辐射对称排列，繁殖方式

有萼内出芽或萼外边缘出芽。珊瑚属种多为地方性

的，如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犻犻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仅见于我国广西

田阳再停拿中三叠统 板 纳 组；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

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仅见于我国贵州贞丰下按中三叠统竹杆

坡组（ＤｅｎｇＺｈａｎｑ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Ｌｉ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而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曾见于阿尔卑斯

北部 上 三 叠 统 Ｂｏｒｔｅｐａ 组 （Ｍｅｌｉｎｉｋｏｖａ，１９８３；

Ｄｒｏｎｏ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及帕米尔地区ｐｌｅｖｔａ上三叠

统地层中（Ｔｕｒｎｅｋ，１９９７）。这些珊瑚的发现进一

步丰富中三叠统坡段组石珊瑚生物面貌和组成

特征。

图２　黔西南册亨中三叠统坡段组中上部群体珊瑚野外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ｖｉｅｗｏｆｂｅｄｄ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ｏｆＰｏｄ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ｅｈｅｎｇ，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ｒａｌｓ．Ｓｃａｌｅｂｅｌｏｗｉ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ｍｅｔｅｒｓ

３　册亨坡段组牙形石生物地层

依据牙形石属种特征和地层分布情况，在贵州

册亨 坡 段 组 中 可 以 识 别 出 一 个 牙 形 石 带，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带。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带位于剖面的２２层至３０层。该带顶、底

界均以带分子首现和消失为标志，除带分子外，还

含 有：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犲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犪犮狌狋犪，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犾狆犻狀犪犪犾狆犻狀犪以及一些分枝

型分子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犻犾犻狊，犆狉犪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犽狅犮犺犻，

犘狉犻狅狀犻狅犱犻狀犪ｓｐ．，犔狅狀犮犺狅犱犻狀犪ｓｐ．等（由于化石数量

有限，分枝型分子难以组成器官，暂时按形态分类）

（图３，４）。

图３　黔西南册亨中三叠统坡段组中上部牙形石地层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ｐａｒｔｏｆＰｏｄ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ｉｎＣｅｈｅｎｇ，

ｗｅｓ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最早由Ｍｏｓｈ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６５）发现于北美内华达的 Ｐｒｉｄａ 组（Ｍｏｓｈｅｒ，

１９６８），之后在欧洲的匈牙利巴拉顿高地和意大利南

阿尔卑斯地区的 Ｐｒｅｚｚｏ灰岩和 Ｂｕ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组

（Ｋｏｖáｃ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０）、西班牙东北部Ｌ’Ａｍｅｔｌｌａ

剖面和 ＲｉｅｒａｄｅＳａｎｔＪａｕｍｅ剖面 的下 壳灰岩

（ＭáｒｑｕｅｚＡｌｉａ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西特提斯伊比利亚

安尼阶中上部（ＥｓｃｕｄｅｒｏＭｏｚ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等地层

中均有报道，由其建立的化石带代表安尼期的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期（Ｓｗｅ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７０；Ｋｏｚｕｒ，２００３）。

在中国，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见于贵州紫云石

头寨剖面新苑组（ＤｉｎｇＭｅｉｈｕ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０）、贵州

平坝地区兰木组（ＷａｎｇＺｈｉ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４）、贵州

省盘县新民的羊圈－楚皮凹剖面中三叠统关岭组上

段（ＳｕｎＺｕｏ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４）、西藏聂拉木县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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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册亨坡段组中上部牙形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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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Ｍｏｓｈｅｒａｎｄ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５）．１，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１２４，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４；２，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１４３，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

Ｙ４；３，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１２９，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８；４，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１４７，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９；５，１１，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Ｂｕｄｕｒｏｖ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ｏｖ，１９７５；５，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８８，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４；１１，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１１４，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９；６７，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犲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Ｈｕｃｋｒｉｅｄ，

１９５８）；６，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６６，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５；７，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８５，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９；８，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犮狌狋犪（ＫｏｚｕｒｉｎＫｏｚｕｒ，１９７２），

ｕｐｐｅｒｖｉｅｗ，，×９５，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６；９，犆狉犪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犽狅犮犺犻（Ｈｕｃｋｒｉｅｄ，１９５８），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９８，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９；１０，犘狉犻狅狀犻狅犱犻狀犪

ｓｐ．，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１４３，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６；１２１３，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犾狆犻狀犪犪犾狆犻狀犪ＫｏｚｕｒａｎｄＭｏｓｔｌｅｒ，１９８２；１２，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１１６，ｓａｍｐｌｅ

ＰＤＰＤＹ９；１３，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１１２，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９；１４，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犻犾犻狊Ｔａｔｇｅ，１９５６，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ｉｅｗ，×１５０，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ＰＤＹ８

朗弄拉山口东约３～４ｋｍ 处的土隆群中组（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７６），地层的时代主要集中在

安尼期的中晚期，少量可以延伸到拉丁期。依据形

态变化及地层分布状况，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又被划分出的不同形态型或亚种（Ｋｏｖáｃ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目前以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为代表的

牙形 石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带 常 被 作 为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阶的重要划分标志（ＹａｏＪｉａｎｘ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 最早报道于保加利

亚 ＧｏｌｏＢａｒｄｏ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地区的Ｐｅｌｓｏｎｉａ亚阶中上

部（Ｂｕｄｕｒｏｖｅｔａｌ．，１９７５）。其后，在意大利的

Ｐｒｅｚｚｏ灰岩（Ｋｏｖáｃ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０）、阿尔卑斯地区

的中三叠统安尼阶的 Ｇｊｕｒａｊ组（Ｇａｅｔａｎ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匈牙利南部 Ｍｅｃｓｅｋ山区（Ｋｏｖáｃ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匈牙利东北部（Ｈａｇｏｒｎ，２００６）、德国下壳灰

岩（Ｊｅｎａ组）中三叠世安尼期 Ｂｉｔｈｙｎｉａｎ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期（Ｇ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西特提斯伊比利亚安尼阶中

上部（ＥｓｃｕｄｅｒｏＭｏｚ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美国内华达西

北部的Ｐｒｉｄａ和Ｆａｖｒｅｔ组（Ｃａｒｅｙ，１９８４）、伊朗中部

Ｎａｋｈｌａｋ的Ａｌａｍ组（Ｂｅｒ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和西北太

平洋海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ｅａｓ）中三叠统下部

（Ｋｌｅｔｓ，２００６）地层中都有发现，是特提斯生物区和

太平洋生物区安尼期Ｂｉｔｈｙｎｉａｎ亚期到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亚期地层中常见牙形石分子（Ｂｕｄｕｒｏｖ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Ｐｉｓａｅｔａｌ．，１９８０；ＭáｒｑｕｅｚＡｌｉａ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在中国，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 发现于贵州关岭

一带的三叠系杨柳井组下部（ＣｈｅｎＬｉｄ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贵州罗甸关刀（２）剖面三叠系关刀岩楔内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和贵州省盘县新民

的羊圈－楚皮凹剖面中三叠统关岭组上段（Ｓｕｎ

Ｚｕｏ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其时代延限大致对应于

中三叠世安尼期中－晚期。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犲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 由 Ｈｕｃｋｒｉｅｄｅ（１９５８）首

次报道。在欧洲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从安尼阶

延续到诺利阶下部，在北美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

从安尼阶延伸到卡尼阶（Ｍｏｓ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６５；

Ｍｏｓｈｅｒ，１９６８）。在中国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狀犪狏犻犮狌犾犪，

发现于贵州关岭新铺乡竹杆坡组顶部（ＣｈｅｎＬｉｄ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贵州贞丰挽澜竹杆坡组下部（Ｚｅｎｇ

Ｘｉ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贵州省盘县新民的羊圈－

楚皮凹省盘县地区羊圈－楚皮凹剖面中三叠统关岭

组上段（ＳｕｎＺｕｏ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４），是见于安

尼晚期－卡尼早期的牙形石分子。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犮狌狋犪 最早发现于德国图林根

州安尼期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期地层中，常见于西特提斯安

尼期的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中晚期至拉丁期 Ｆａｓｓａｎｉａｎ早期

（Ｎ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在中国见于贵州省盘

县新民的羊圈－楚皮凹省盘县地区羊圈－楚皮凹剖

面中三叠统关岭组上段（ＳｕｎＺｕｏｙ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犾狆犻狀犪犪犾狆犻狀犪发现于西特提斯

的匈牙利等地，是匈牙利的巴拉顿高地Ｆｅｌｓｏｏｒｓ剖

面安尼阶－拉丁阶界线地层上的重要的牙形石分

子；在中国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犪犾狆犻狀犪犪犾狆犻狀犪发现于贵

州西南部的关岭县永宁镇中三叠统杨柳井组（Ｃｈｅｎ

Ｌｉｄ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贵州盘县地区羊圈－楚皮凹剖

面中三叠统关岭组上段（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和

贵州 罗甸 关 刀 （２）剖面 关刀 岩楔 上 部 （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分 枝 型 牙 形 石 犆狉犪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 犽狅犮犺犻，

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狋狅狉狋犻犾犻狊，犘狉犻狅狀犻狅犱犻狀犪ｓｐ． 等曾发现在

北美内华达和奥地利中三叠统（Ｍｏｓｈ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６５；Ｍｏｓｈｅｒ，１９６８）、德国阿尔滕地区中上三叠统

（Ｋｏｚｕｒｅｔａｌ．，１９７２）、土耳其凯梅尔西部地区中下

三叠统（Ｏ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中国在云南省罗平县大

凹子村中三叠统关岭组（ＺｈａｎｇＱｉ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是中三叠世地层中常见的分枝型牙形石分子。

从上 述 牙 形 石 的 组 成 和 特 征 看，坡 段 组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牙形石带的大体时代为安

尼期的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期。

４　讨论

根据 ＭａｒｑｕｅｚＡｌｉａｇ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研 究，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出现在奥地利、保加利亚、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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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册亨坡段组中上部石珊瑚化石

Ｆｉｇ．５　Ｓｃｌｅｒａｃｔｉｎｉａｎｃｏｒａ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Ｐｏｄ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ｈｅｎｇ，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ｃ，ｆ，ｈ）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ａ），横切面，×３；（ｃ），×１７，（ｆ），×１７，（ｈ），×２０，部分个体横切面；采样号：ＰＤ０６０１。

（ｅ，ｉ）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犪犻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Ｄｅｎｇ。（ｅ），横切面，×１８；（ｉ），纵切面，×３．５；采样号：ＰＤ０６０２。（ｂ，ｄ，ｇ，ｊ，ｋ）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

Ｍｅｌｉｎｏｋｏｖａ。（ｂ），某一个体横切面，×２３；（ｄ），横切面局部，示薄的表壁及细薄而多的隔壁，×１３；（ｇ），纵切面局部，示密集分布的鳞板，×

２１；（ｊ），纵切面，示侧方出芽，×９；（ｋ），横切面，×４；采样号：ＰＤ２０。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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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ｆ，ｈ）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ａ），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ｃ），×１７，（ｆ），×１７，（ｈ），×２０，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ｐ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０６０１．（ｅ，ｉ）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犪犻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Ｄｅｎｇ．（ｅ），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８；（ｉ），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５．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０６０２．（ｂ，ｄ，ｇ，ｊ，ｋ）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Ｍｅｌｉｎｏｋｏｖａ．（ｂ），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ｎｅ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ｒａｌｌｉｔｅ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ｃｏ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２３；（ｄ），ｐａｒｔ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ｅ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ｃａ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ｔｈｉｎ

ｓｅｐｔａ． ×１３；（ｇ），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ｄｉｓｓｅｐｉ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ｅｎｓｅｌｙ，×２１；（ｊ），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ｏｆｂｕｄｄｉｎｇｌａｔｅｒａｌ，×９；（ｋ），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４．ＳａｍｐｌｅＰＤ２０

德国、匈牙利、日本、美国内华达、斯洛文尼亚、南阿

尔卑斯和西班牙的三叠系安尼阶的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阶中

上部到拉丁阶的Ｆａｓｓａｎｉａｎ亚阶下部，相当于菊石

犘犪狉犪犮犲狉犪狋犻狋犲狊 狋狉犻狀狅犱狅狊狌狊 带 上 部 到

犈狅狆狉狅狋狉犪犮犺狔犮犲狉犪狊犮狌狉犻狅狀犻带。在亚洲东北部，含牙

形石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的层位可以与菊石

犉狉犲犮犺犻狋犲狊狀犲狏犪犱犪狀狌狊带的犉狉犲犮犺犻狋犲狊狀犲狏犪犱犪狀狌狊 和

犘犪狉犪犳狉犲犮犺犻狋犲狊 狊狌犫犾犪狇狌犲犪狋狌狊 亚 带 对 比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带的重要分子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犫狌犾犵犪狉犻犮犪

出现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日本、斯洛文尼亚、南阿尔

卑斯和西班牙的三叠系安尼阶的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亚阶到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亚阶下部，相当于菊石 犃犵犺犱犪狉犫犪狀犱犻狋犲狊

犻狊犿犻犱犻犮狌犿 带到犘犪狉犪犮犲狉犪狋犻狋犲狊狋狉犻狀狅犱狅狊狌狊带的位置

（ＭáｒｑｕｅｚＡｌｉａ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从贵州册亨地区

坡段组牙形石整体特征和区域对比关系看，我们认

为贵州册亨地区坡段组牙形石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

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带赋存地层的时代应为安尼期的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亚期。贵州册亨坡段组 犖犲狅犵狅狀犱狅犾犲犾犾犪犮狅狀狊狋狉犻犮狋犪

带大体可与贵州省盘县地区羊圈－楚皮凹剖面中三

叠统关岭组上段（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４）、贵州罗

甸关刀（２）剖面关刀岩楔（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ｅ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云南开远马者哨中三叠统法郎组二段（Ｗａｎｇ

Ｚｈｉ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０）同名化石带对比。

５　珊瑚化石描述

本文采用 Ｔｕｒｎｅｋ（１９９７）及廖卫华和邓占球

（２０１３）的分类系统。

石珊瑚目ＳｃｌｅｒａｃｔｉｎｉａＢｏｕｒｎｅ，１９００

五剑珊瑚亚目ＰｅｎｔａｓｍｉｌｉｉｎａＤｅｎｇ，２０１３

五剑珊瑚科ＰｅｎｔａｓｍｉｌｉｉｄａＤｅｎｇ，２００６

五剑珊瑚属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Ｄｅｎｇ，２００６

模式种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犵狌犪狀犵狓犻犲狀狊犻狊Ｄｅｎｇ，２００６

再停拿五剑珊瑚 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犪犻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

Ｄｅｎｇ，２０１３

（图５，ｅ，ｉ）

２００６犘犻狀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ａｆｆ．犛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邓占球，

ｐ．４０，ｐｌ．１，ｆｉｇ．９

２０１３犘犲狀狋犪狊犿犻犾犻犪狕犻犪狋犻狀犵狀犪犲狀狊犻狊，廖卫华和邓

占球，ｐ．９４，ｐｌ．３３，ｆｉｇ．１０

描述 丛状复体。个体圆柱状，横切面圆形，体

径约为１～２ｍｍ。隔壁型鞘壁，厚度达个体半径的

１／４。隔壁致密，辐射对称，体系较规则，计有三级，

数目约２０条，５条一级隔壁，直伸，几达个体中心；５

条二级隔壁，长度约为一级隔壁的３／４；１０条三级隔

壁，短小，长度约为一级隔壁的１／４。隔壁侧面光

滑。无轴部构造，未见床板和鳞板。萼内二分裂

出芽。

比较 描述标本与广西田阳再停拿的标本相较，

仅个体体径略小于后者（３～４ｍｍ），其他特征一致。

柱珊瑚亚目ＳｔｙｌｏｐｈｙｌｌｉｎａＬ．Ｂｅａｕｖａｉｓ，１９８０

柱珊瑚科ＳｔｙｌｏｐｈｙｌｌｉｄａｅＦｒｅｃｈ，１８９０

匾珊瑚属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Ｆｒｅｃｈ，１８９０

模 式 种 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 狆犪狉犪犾犾犲犾狌犿

Ｆｒｅｃｈ，１８９０

斯 皮 茨 匾 珊 瑚 犘犻狀犪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 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

（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１８９９

（图５，ａ，ｃ，ｆ，ｈ）

１９８４犘犻狀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 （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

邓占球，孔磊，ｐ．４９５，ｐｌ．３，ｆｉｇ．９．

２０１３犘犻狀犮狅狆犺狔犾犾狌犿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 （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

廖卫华，邓占秋，２０１３，ｐ．３５，ｐｌ．２，ｆｉｇｓ．１２－１３；

ｐｌ．２９，ｆｉｇｓ．８－１０；ｐｌ．３２，ｆｉｇｓ．１０，１１．

描述 丛状复体。个体圆柱状，横切面圆形或椭

圆形，体径约１．５～３．５ｍｍ。隔壁型鞘壁，厚度一般

为个体半径的１／５。隔壁致密，外端膨大，向内逐渐

变细薄，数目约２４～３２条。隔壁四级，通常一级隔

壁伸达个体中心，但不汇成轴部器官，部分个体一级

隔壁在轴部膨大或者弯曲，但这一性状并不稳定；二

级和三级隔壁按级序变短，四级隔壁发育不完全，呈

短刺状。隔壁侧面一般平坦或者有少量瘤状突起。

无轴部构造。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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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描述标本与邓占球和孔磊（１９８４）及廖卫

华和邓占球（２０１３）描述的采自贵州贞丰下按中三叠

统竹杆坡组的标本区别在于后者个体更大些（体径

约３．５～４ｍｍ）。但 ＤｅｎｇＺｈａｎｑｉ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Ｌｉａｏ Ｗｅｉｈｕａ 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均 将 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

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１８９９）作为同义

名，认为贞丰的标本与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１８９９）南阿尔卑斯

Ｏｒｃｏｔｈａｌ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ｂＳａｎＲｏｃｃｏａｌｓＢｌｏｃｋ中三叠世

安尼期的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在横切面的特点

上基本一致，实际上，后者的隔壁在表壁区与表壁融

合加厚成一个显著的三角区，然后迅速变尖灭并且

一般地波浪状或之字型弯曲，本文作者在贵州盘龙

树发现数量众多的与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１８９９）标本一致的

珊瑚化石，该特征稳定地存在，所以本文没有将

犜犺犲犮狅狊犿犻犾犻犪 狊狆犻狕狕犲狀狊犻狊 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 （Ｔｏｒｎｑｕｉｓｔ，

１８９９）作为同义名；而贞丰的标本隔壁一般地刺状，

隔壁从外端向内逐渐变细薄与当前描述标本一致。

此处暂时保留种名。

古石芝亚目犃狉犮犺犪犲狅犳狌狀犵犻犻狀犪Ａｌｌｏｉｔｅａｕ，１９５２

基夫珊瑚科犆狌犻犳犪狊狋狉犪犲犻犱犪犲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ａ１９８３

基拉珊瑚属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ａ，１９８３

模式种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Ｍｅｌｉｎｉｋｏｖａ，１９８３

雅 致 基 拉 珊 瑚 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 犱犲犾犻犮犪狋犲

Ｍｅｌｉｎｏｋｏｖａ，１９８３

（图５，ｂ，ｄ，ｇ，ｊ，ｋ）

１９８３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犱犲犾犻犮犪狋犲 Ｍｅｌｉｎｏｋｏｖａ，ｐ．５２，

ｐｌ．４，ｆｉｇ．１．

１９８７ 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 犱犲犾犻犮犪狋犲 Ｍｅｌｉｎｏｋｏｖａ，

ＴｕｒｎｅｋａｎｄＲａｍｏｖ，ｐｐ．３６－３７，ｐｌ．６，ｆｉｇｓ．３

－４．

１９９７ 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 犱犲犾犻犮犪狋犲 Ｍｅｌｉｎｏｋｏｖａ，

Ｔｕｒｎｅｋ，ｐ．９６，ｐｌ．９６．

描述 丛状复体。个体圆柱状，体径约 １～

２ｍｍ。表壁型鞘壁，薄。隔壁细薄而多，长达中心，

因保存原因各级隔壁不易区分，隔壁数目难以判断。

但可见隔壁在个体中心形成一个显著的轴部器官，

隔壁侧面发育近似羽翅的装饰。合隔桁稀少，大量

鳞板充填在隔壁之间。萼外边缘出芽。

比较 描述标本依据薄的表壁型鞘壁，隔壁细薄

而众多，且隔壁侧面发育装饰，及显著的轴部器官，

无疑应该归入 犌犻犾犾犪狊狋狉犪犲犪 属。当前标本近似于

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ａ（１９８３）描述的帕米尔东南Ｂｅｌｋ河谷与

ＫｈａｎＹｕｌｙ之间的标本，以及 Ｔｕｒｎｅｋ（１９９７）描述

的帕米尔ｐｌｅｖｔａ的标本，区别在于后者个体体径

更大些（５～９ｍｍ）。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宝贵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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