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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覆体的泥盆 系地层生物繁盛．1]类众 多，下 、中泥盆统有丰富的 

腕足粪．次为珊瑚 ．双壳娄、三叶 虫和 角石；中、上泥盆统碳酸盐地层中发育 

大量牙开j石 ．特别是Patmatolcp~s极 为丰 富．经分析研 究划分出11个化石带和 

化石组合，聚娄分析谱 系盈表现出来的l0个化石组合与它吻合 可进行 区域对 

比．在此基础上，对泥盆 系的地层 单元殪下 、中．上泥盆统之间的界线进行 T 

划分．对化石特征进行T描述。 

关键 词 生物地层； 化石 带与 化石 组合} '尼盆 系；龙 门山地 区 

本课题地层研究范围，主要 限于北川断裂 和马角坝断 裂之间。出露的 地层为志留 

系、沿盆系 、石炭系和=叠系等。尤以泥盆系地层发育垒 ，化石丰富，层序清楚．研究 

程度较高。因此．本文亦以泥盆系地层研究为重点。 

1 泥盆系古生物和地层 

泥盆系与下伏志留系地层为假整合接触，与上覆石炭系地层为整合关系，其厚度变 

化大，最厚可达4700米，擐薄数百米．但分布有一定规律。 

1．1泥盐系岩石地层单位 

龙门山泥盆系地层研究历史悠久，早在1927年赵亚曾，黄汲清将泥盆系划分为：下 

统为平驿铺砂岩，中统称为白石铺荻岩，上统称唐王寨灰岩。1939年朱森等将下统称为 

平驿铺层，巾统为莽马坝纽．观雾山系；上统为唐王寨层。1 956年乐森王导等．将下统称 

为平驿铺石英砂岩；中统包括甘溪组，沣马坝组和观雾山组；上统为沙窝子白云岩，茅 

坝灰岩。197a年王珏等正式建立各组名称，即：下统为平驿铺组；中统包括甘溪组 、：弗 

涛 

邓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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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㈣ 

一将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马坝组 观雾山组 ；上统为沙窝子组和茅坝组。这些组的建立，为广大地层工作者所通 

用。1978年陈源仁 1)对该区泥盆系进行了新的划分。1988年成都地矿 所出版的 《四川 

龙 门山地区泥盆系地层古生物及沉积相》一书(2) 对北川桂溪剖面做了大量工作 ，将泥 

盆系划分了十五个组 (见表 1)。我们主要是对雁 门坝、枫顺场——硫铁矿一带的泥盆 

系地层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所采用的岩石地层单位是：平驿铺组 甘溪组．养马坝组 ． 

观雾山组 沙窝 组 茅坝纽。 

1 1，1平驿铺组 

命名于平武县平驿铺，以一套灰白、浅灰色石英砂岩为主，峡深灰 、灰绿 黑色砂 

裘 1 龙 门 山 泥 盆 系 划 分 沿 革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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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泥质粉砂岩及少量寅岩 其厚度变化，以乎驿铺为最厚，2350米，桂溪228±米，枫 

顺场1847米，雁门坝698米。在捞砂岩、页岩中舍有髋足类、瓣鳃类、海百台，植物化石 

碎片等，与下伏志留系呈假整合接触。成都她矿所 (1988)在挂溪剖面中．将原来的平 

驿铺组，重新捌分为：桂溪组．术耳厂组、观音庙组和关山坡组 (丧 I)。潘江等1975 

年以来，在雁门坝剖面平驿铺组巾上部发现了鱼类化石。根据所含化石平驿铺组为早泥 

盆世沉积。 

现将雁 门坝泥盆系地层剖面从老至新描述如下。 

下伏志 留系 黄灰色页岩 
— — — — ⋯ — — — — 假整合接触———— 

乎驿铺组口】 厚698米 

1～ T 灰白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麦混质粉砂岩，具冲洗层理，虫迹，波痕， 

生物扰动，26．19米 

8 灰自色中薄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具冲洗层理，粒级递变，水平虫孔，10、9米。 

g--JO 黄灰 ．灰白色厚层状石英砂岩夹粉砂岩 ，具冲洗、水平层理，29．22米 

]1--l2 灰白色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央泥鹰粉砂岩 ，具冲洗层理，波痕，含植物化 

石 37、86米。 

l3～l5 灰白色中厚层细粒石英砂岩央粗粉砂岩，具水平、冲洗层理， 8．92米。 

l6～l9 灰色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具递变层理 ，冲洗层理，34．s2米 

2O～2 下部灰色．绿 灰色细砂 岩过渡为泥质粉 砂岩，层面具植物碎片，生物扰 

动；上部黄绿色粉砂质泥岩央细粒石英砂岩，26．75米 

22～2 灰白色中一薄层状细粒石英粉砂岩、黑色砂质泥岩，228．94米。 

2 黄色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夹粉砂质页岩及糨粉砂岩，67．2米。 

28 下、巾部为灰白色厚～中层状绷粒石英砂岩，具冲洗层理，往上过渡为泥质龇 

粉砂岩及页岩，上都灰色薄层状石英砂岩夹槛粉砂岩，具水平、波状层理；干扰、 

流水渡痕 含铁质团块+，88、5米。 

2 黄自色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往上过渡为粗粉砂岩，含植物化石碎片， ．9米。 

1．1．2甘溪组D 

原 “甘溪组”名，是i953年包茨，彭开启等命名的。1957年乐森 寻在 “四川龙门山 

区泥盆纪地层分层分带及对比”一文中公开发表。原始含义是指平驿铺砂岩之上，养 

坝组石灰岩之下的一套黄绿色页岩为主，中夹砂岩，杂砂岩和扁豆状不纯荻岩，含腕足 

类 、双壳类、三叶虫及拖鞋珊瑚的地层、厚加一8s0米。 

陈源仁 (1978)[̈ ，万正权 (】980)．他们从生物角麈出发．分别对愿 甘溪组避 

行了重新划分 (见表 2)。 

我们在雁门坝、枫顺场、硫铁 矿等测制并研究了甘溪组剖面，无治从岩丝、古生 

物，不易划分 出自柳坪组、谢 家湾组，故本文采 用原甘溪组的含义 (表 2)。在雁门 

坝、枫脱场一带，甘溪组 地层中，腕足类十分丰富，另 含珊瑚、双壳类、三叶虫 和大 

型角肴 (一米长 )。现将雁门埂剖面中的甘溪组地层描述如下： 

30 褥灰色泥质租粉砂岩，褐铁矿质粉砂岩，粉砂质粘土岩，铁质粘土岩等 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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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2 甘 潢 组 划 分 对 比 表 

包茨r】q501 乐森瑶 (1956) 陈源仁(~978)、万正权(1980) 

谢 家 湾 组 

廿’ 溪 组 甘 溪 组 

白 柳 坪 纽 

岩中含植物化石 碎片，具生铷扰 动构造，水平层理 构造。粘土岩中具 粉砂质透镜 

体 ，厚65．3米 。 

3l 灰绿色钙质细粉砂岩，暗 灰色粉砂 质页岩、石 英杂砂岩中 央 5层生屑亮晶灰 

岩，介壳亮品灰岩 ，岩石中具粒 序层理，丘状层理。本层见水平层理 ．植物化石碎 

H 。另见角石化石，其中一个长达 】米，另一个长80厘米，个体完整，结构清楚 ． 

厚9．3米 。 

32 黄灰色粉砂质泥岩 ，粉砂岩过渡 到灰白色中一薄层状细粒石英砂岩的二次旋迢 

层，泥岩及粉砂岩产丰富的腕足化石，砂岩层面上其波痕。产腕足类： 

Eurysp[ri[er yanmenbaensis，Roslrospiriler of cheebie，Athyrisina． 

珊瑚：Calceola sp，和双壳类等，厚40．2米。 

33 下部为灰绿色泥页岩 ，粉砂质泥岩过渡为细粒石英砂岩央页状粉砂岩 ，生物屑 

泥质粉砂岩，由六次旋迪组成。页岩 ．泥岩中含丰富的腕足化石 ，砂岩层面上见浪 

成波痕及垂直虫孔。厚48．1米。 

产腕足类：Euryspiriler yanmenbaensis，Atttyrisina trimida，Athyrisina heimi． 

Athyrisina g obasd，Acrospirirler sp．B．等。 

1．1．3沣马坝组 D。 

命名于江油莽马埂村南苦麻柳附近， 乐森碍 等未公布 本单位具体剖面 岩性层序 

万正权 (198I)将原养马坝组划分为两个组即 (采 3)。 

表3 靠’马 坝 组 划分对 比表 

乐森：寻(1956) l 万 正 权 (1981) 
一 一  — - — - _  _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j 养马坝组 Xenossiri]er]ongi 

养 马 坝 组 腕足动物群落 

二台子组 珊瑚 层孔虫等．石灰岩层 

谢家湾纽 Otospir~]er xie$iawenemsgs 

Euryspiri[er p甜口dox“s． 

腕足动物群落 

二台子组为富珊瑚、层孔虫的灰黑至黑色厚层泥晶灰岩，亮晶砂屑灰岩发礁灰岩。 

莽马坝组由万正权重新厘订的含义，将舞马坝组限定为 Xenosp~riler longiY~lZdg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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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足类的生物碎屑灰岩与钙质石英砂岩不等厚互偿。我们在雁门坝削面，仍以含Xeno— 

spir r[ong~的地层为养马坝组，其岩性为生物灰岩及细粒石英砂岩为主，厚291米。 

养马坝组在本区以平驿铺为沉积中心 (厚1062米 )。 

雁门坝、硫铁矿养马坝组含有丰富的腕足类化石，其次还有珊瑚 、双壳类 层孔虫 

和三叶虫等，厚29卜一300米。现分层描述如下： 

34 绿灰色中层状台铁 泥岩与灰色页岩互层，底部有 8米厚层状黄绿色抛岩，含大量的 

腕足类化石，多数完整、少数破碎 ，上部泥岩中央刺毛珊瑚及珊瑚团块。厚69．4米。 

产腕足类 Xenosp?riler fongi，Acrosp?ri[er sichaaneasis，Kuangsia longmensh。 

arler~si8． OtospirfrSer shenduwanensis，Euryspiriler yanmenbaensis，Leptaena 

I hcrnboidaI括， Camarc~cechia Farasapp~o，A ~rypa interrupta， A thyrisinoidea 

sp A．，Otospiriler sp．A， 

三叶虫：Monodechene[；0 macrocephlus．珊瑚、双壳类、角石等。 

35 下部为黑色页岩夹泥晶生桶获岩，页岩中夹生物团块 (珊瑚．层孔虫等 ，。中部为 

泥晶生屑灰岩过谴为页岩的韵律层 ，页岩中常夹几--20厘米厚的风暴介壳虫，其丘 

状层理，中上部为黑色厚层状生物团块执岩燕页岩． ￡部为薄层状泥晶生屑获岩兆 

少量黑色页岩，厚78．8米 。 

产腕足类化石：XenospiriSer lon6i，0~ospirifer s n姐w0ne “ ．Camarotoechia 

parasappho，Atrypa interrupta等。 

3b 下部为灰色中层状荻质细粒石英砂岩．薄层状的砂岩中夹黄灰色页状含细粒石英 生 

物碎埔粘土岩层。24．q米 。 

37 夜 白色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具板状层理和垂直虫孔 8．5米 

38 黑色和灰黑色页岩，粉砂质泥岩 ．失黄色铁质细粒召英砂岩，页岩中见许多介形虫 

化石 。28．4米 。 

39 灰色～赔灰色中薄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具浪成渡痕，央黑色页岩。]0．5米。 

40 暗灰色细粉砂岩及粉砂质中兜泥岩和灰色细粒石英砂岩，泥页岩中含许多介形虫、 

叶肢介化石。49．3米。 

4l 灰色中一薄层细粒石英砂岩，黄绿色薄层泥质粉砂岩，荻一灰黑色页岩等组成旋迥 

层。薄一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具大量垂直虫孔页岩，泥岩中含大量的炭化植物碎 

片化石，岩石 中见瓣鳃等化石。厚55米。 

1．1．4观雾山组D 一s 

j 939年朱森等命名为观雾山系，J956年乐森玛最初称观雾山石灰岩，原台义是指莽 

马坝组之 I二，沙窝子组之下的一套富古腕足类、蔷藓虫黑色不纯石灰岩及镁质召灰岩为 

主的地层 区域上厚度变化为600--1000米 

陈源仁 (1978、1984)、万正权 (1983)、将厦观雾山组划分为三个组即(表 4)。 

我们在雁门坝、硫铁矿所i基4的观雾山纽为一套厚425米的中厚层状白云岩 ，其中含大 

量的牙形石，特别是Palmato[ep~s(蹼刺 )极其丰富，底部含有Folygnathus，$chmfdt— 

oana：ftus等。其时代中泥盆统和上泥盆统。除了牙形石外，未见其它化石。 

现将雁门坝 “观雾山组”地层详细描述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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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j 观 赛 山 纰 划 分 刈 比表 

41 云化生属灰岩，细 砾屑白云岩．泥灰岩与蚝岩的互层．怩质含生埚细品白云岩， 

见珊瑚、棘屑、腕足类，层孔虫碎悄。35．7米。 

43 灰色厚层状细品白云岩，砾屑白云岩，含生屑细品自云岩，砾屑排列杂乱．大小不 
一

， 显水平层理，含丰富的牙形石。66．9米。 

牙形石：Schmidtognathus hermanai，polygnmhits multidens，Ozarkodina sp， 

Poly
，
dubi ous， HindeodelIa sp

． ， Poly
．

dengler ，Schmidlogna!hus witIekindti， 

P 1opoIygnalhus Iriengutis， PoIygna；h~s sp
．
B

． riO＼ ，等。以上分子属于中泥盆统。 

44 灰黑色一黄灰色含生眉纹层状泥岩及细 晶白云岩，含植物碎片，薄壳介形虫， 肢 

介，瓣鳃 类等。厚 28 米̂ 。 

J 5 灰～灰白色厚层状中一细晶自云岩，厚5 5．e米．含牙形石： (从下至上 ) 

Ancyrodel iⅡn odosa (瘸锚刺 ) 

Palmatolepis subperlobala(亚小叶蹼刺 ) 

PaIm atolepis sp
． (蹼 刺 ) 

N 0m 0gH0， “s sp
． (伪 刺 ) 

Spathognathus sp
． (窄 鞭刺 ) 

Pa
． gigas (巨大蹼 刺 )第18带 带化石 

Pa
． s~brecta (亚直蹼刺 ) 

Pa
． mln“ "“H“ (小蹼刺小亚种 ) 

Hindeodella sp (欣德刺 ) 

4n 灰色～披内色薄堪状细品白云岩，含生崩细品 云岩，砾 细品白云岩，偶见生埘 

及夼壳 。含丰富的牙形石 厚21．3米： 

岔牙形石： 

Pa~matolepis minu Ca mlnuta (小蹼刺小亚种 ) 

Pa
．

poole~ (普尔蹼刺 ) 

Pa glabra prima (光秃蹼刺始亚种 ) 

Pa
．
subperloboto (亚小叶蹼刺 ) · 

Pa [riangulari~ (三角蹼刺 )第J 9带带化石 ． 

Lonchodina s ， ’ (矛刺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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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7“ I’
． 

Pa
．
quadranfinodosa quadran chrodoso 

Hi~deodella sp． 

Ne0pri0 0d“s sp 

P口 d 0 ep glabra 0c“ 

Pa
．

gracilis s$gmoidotis 

Spnf 0g月口fhHs sp
． 

PalmatoIepls marginifera marg~nifera 

Pa
．
perlobo~a schi~sdewolli 

Pa gl曲 r口 [epta 

Sen “la sp 

Palmalodella sp
．  

0zarkodina sp． 

r巴荷德剃 、 

(心方蹼刺四方 啦种 ) 

(欣德刺 ) 

(锯片刺 ) 

f光秃蹼剌光尖亚种 ) 

细I踌剌扭曲亚种 ) 

(窄鬈片齿剌 ) 

(边缘蹼剌边缘弧种 ) 

f小口}．壤剿 ) 

(光秃蹼刺细弱亚种 ) 

(双翼琉刺 ) 

(小掌刺 ) 

(奥泽克刺 ) 

P皿na．．"o~epis subperlobata (亚小叶蹼刺 ) 

47 一j 部为中层状细晶自云岩，向上变为薄层，中上部细品自云岩，亮招藻团头自署岩 

及亮晶团块自云岩，具渡状纹层，寓古牙形石．犟15,2．4米． 

牙形石： 

Palmatolcp(s rl~omboidia 

Pa
．
miauta minula 

Pa
．
graciO Us slgmoidalis 

Pa
．
subper~曲ata 

Hindeodella sp
．  

0：a，kodina sp 

Falcodus sp 

Neoprlon~odus sp
．  

Pa~malolepis trangularis 

Pa marginifera margini~era 

Pa poolei 

Pa
．

glabra pectina~a 

Pa
．
glabra O~l~tO 

Pa
．marglni|er8 nodosa 

Betodeg~a bilinearis 

Falcodus vorf口biI 

P口
．
glabra lepl~ 

Po~ygnathus sp
， 

Patma~or．epfs glabra prgma 

P0．stoppe t 

Spathognathodus sp． 

2O 

(菱蹼刺 )萼努01带带化石 

(小蹼刺小亚种 ) 

(细蹼刺扭曲亚种 ) 

(亚小叶蹊刺 j 

(欣德刺属 ) 

(奥泽克刺 ) 

(镰齿刺 ) 

(新锯片齿剌 ) 

(三角蹼刺 )(第l9带带化石 ) 

(边缘蹼刺边缘亚种 )第22带带化 

(波尔蹊刺 ) 

(光秃蹼剌梳状亚种 ) 

(光秃蹼剌光尖强种 ) 

(边缘蹼刺瘤亚种 ) 

(双小针剌 ) 

(易变镰齿刺 ) 

(光秃蹼刺细弱亚种 ) 

(多 刺 ) 

(光滑蹼剌始 II) 

(斯托甫尼蹼剃 ) 

(窄颢齿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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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tl(L11 x m 【l 

Pa
．
pu'tits pgrus 

Pa dPZ r0， !n 

Pa
，
graci~is g，acilis 

Pa
．
glabra glabra 

Nothognathe~,la sp
．  

48 灰白色块～厚层状中～细晶白云岩， 

n．8米 

纤细躜刺满卡征种 ) 

(微小蹼刺微小亚种 J 

(娇柔小掌剌 ) 

(细蹼刺细亚种 ) 

(咒秃蹼刺光秃亚种 ) 

(伪颢刺 ) 

夹少量灰白色薄层状细晶 r|云岩．产牙形石， 

牙形石：Palmatogepis pectinato。 

49 灰 白色薄层细晶自云岩中夹灰黄色泥灰岩，暗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产牙形石 ．厚 

7
． 5米 

形石 ：PaDnatolepis glabra gl abra 

d2 一4 为观雾山组，下 部为42—44层含中泥盏 统 牙形石，如含 sc d 0gm h“s 

hermana~，Polygr~athus dubius等等。45—49层产大最的PaSmatolepis，时代为上 

泥盆统 。 

I
． 1．5沙窝子纽 D。 

乐森碍原称沙窝予 云岩．原龠义是指原现雾山石灰岩之上，茅坝捉岩之下的一套 

含腕足动物：Cyrtospfrifer sinensis，Cyrtospffi r，Spiriferoides和珊瑚TabulophyI— 

lure garskyi v0r kuanwushanensfs等的白云岩央较纯灰岩的地层，区域厚度为35O—— 

550米。万正权等叉将原沙窝子组中的下部以层孔虫泥晶荻岩 含生物灰岩 ，纹层藻纹泥 

品灰岩为特征的称为小岭坡组，具体划分如下 (表 5)。 

裘 5 沙 窝 子 组 划 分 对 比 表 

本文采用抄窝子组原始含义，即包括万正权划分的 “小岭坡组”和 “沙窝子组”。 

在雁门坝 硫铁矿等地区．沙窝子组为一套灰自色中一薄层状掘晶灰岩，化石很少，也 

无牙形石，厚度497米。在区域上厚度变化，平驿铺厚 542米，桂溪厚 623米，沙窝子厚 

670米。现将雁门坝的涉窝子组从老至新详述如下： 

50 灰白色板状具水平层理含生屑泥晶获岩 生捅泥品灰岩，泥质泥晶灰岩，泥荻岩组 

成绞烬，中央少星钙质页岩，生屑主要为棘屑、介形虫，拇绵骨针、钙球等，形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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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薄 旧 硒l ： J泥l 的嗣 J 禽Yl~lTl Tf／／rflf p )0术 

{ 薄层状 】 化含生州泥l 狄岩，tII必薄 ．砂 毙f；lI『版崭，含生 泥品荻岩．砂 

生屑泥晶荻岩等．』}水平纹层椅造。厚n6．H米。 

52 下部为肯灰色 层纹状的含生啊泥晶灰岩 ．，k屑主要有钙球 ．介形虫碎埔、棘J 、 

海绵骨针等． j泥品组成很薄的韵律屡。中部为黄灰色具水平纹层状的泥品灰岩． 

云化生屑泥品灰岩 上部为黄灰色一暗灰黄色台 屑泥灰岩：牙形石：Drp~nodus 

sp．，石燕类：Cyrtospirffer sp．厚31 2．1米 

s3 青灰色板状其纹层状含生屑泥品灰岩．及泥品灰岩组成， L部为含 竹节石泥忍灰岩 

略具白云化 (由 5～10％不等粒 自云石组成 )逐渐过渡为白云化生硐泥品灰岩 厚 

111．4米 ． 

1．1 6茅坝 组 D。 

乐森l寻(1 950) 味命名为茅坝石灰岩。命名剖面在江油雁门坝西北茅坝村附近 

原岔义是指沙窝子由云岩之 E的一套含化石甚少的浅灰色及灰白色的灰岩为主．顶 

部具鲕状结构的地层。其厚度变化为，平驿铺41 7米，桂溪173米．沙窝子98米。雁 

I J坝360米，含牙形石，腕足类化石等 

观将雁 门坝地区茅坝组详述如下： 

5 荻色厚理状生眉白云化泥晶灰岩，具水平层理 

产牙形石：Polygnathus yannag~boensi$nOV．sp．(雁门坝多 刺、新 种 ) A 

t2：ognathus sp
． ，

H：ndeodell口 p
． 厚7 O5米。 

j5 暗灰色厚层状 白云化含生屑泥晶灰岩，上部央泥灰质条带。具冲刷面。 

古牙形石：Polygnathus yanmenbaensfs rlOV sp Apatognathus sp． 厚 l5 56米 

j0 荻黑色厚层状球粒生屑泥灰岩．亮晶扳岩，含少量石燕腹足类 、菊石随机或顺层分 

布．具不等厚纹层。 

含腕足类：C3-rtospirifer sp． (，j石燕 ) 厚4 9米 

5 黄灰色厚层状亮晶～泥晶球粒灰岩，具不规则泥质条带．生屑随机分布 。 

含牙形石：Spatog~tathodus sp． (片鞭刺 ) 

腕足类：Camarpecnia ksfk“口 gsh ensis，Cy~ospiri：er sp． 厚27．08米 ， 

58 灰色厚层状～块状亮品球粒灰岩，内具泥纹 (J 5--5毫米不等 j，生枵 随机分布 

厚 23．0l米 

5 c】 灰色厚层块状亮晶球粒灰岩夹球粒薄灰质结榜灰岩 

含腕足类；Yunnanellina sp． 厚22、4】米 

0̂ 灰色厚层状迭层藻及藻团块，藻灰结核灰岩 厚27．5米。 (茅坝组在雁门坝地区未 一 

到顶 ) 

从整个泥盆纪来肴，沉积中心均在平驿铺．桂溪、沙窝子～带 其厚度变化见表 6。 

1．1．7长滩子组 C I 

范影年于1980年命名，原称长滩子段，其上范氏命名为黑岩窝组 现在的长滩子组 

实际上包括长滩子段和黑岩窝组 命名剖面在沙窝予村以东长滩子对岸的石灰窑‘带， 

岩性是灰色，深灰色致密灰岩．结晶灰岩，具不规则蜥粒结构的一段地层，富含珊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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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龙门山逆冲推覆体泥盆系各组厚度统计 (球 ) 

D 

沙窝子组 

— — 观 雾 山组 

D 芥马坝组 
— — 甘 溪 组 

D 平驿铺组 

D 

r未见顶 ) 

497 柬 测 

42 5 ．105．1 3 

2q1 3O JI 

223 3b4 

o90 J H 7 

224Q 

55l】 

790 

．150 

375 

7SO 

32I5 

S42 

1 223 

J052 

26[J 

2350 

5854 

623 

853 

320 

435 

228】 

4596 

570 

lll】 

358 

449 

【95 5 

459i 

石等。厚1 20．63米 长滩子组之上整合覆以白云岩，风化呈黑色，呈刀砍状，又命名为 

黑岩窝组 

在桂溪．茅坝组、 潍子组 黑岩窝组包括两个牙形石组合带．即从老至新： 

(I)Polygrla nMs znepotensis一，⋯P chongtanz gens~s组台带。 

(2)Siphonodella duplicala⋯⋯Polygnathus or,-g；,posticus组合带 

第二个组合带主要分布于黑岩窝组下部，厚18．6米，其底界以Siphonodella的首次 

出现为标志 ，所 以Siphonode~Ia duplfc0ta一一一Polygnathns~onglposticus组合带，无 

疑属于早石炭世 。 

1
． 2混盆纪 生物地层 

龙门山地区泥盆系地层中，化石丰富、门类齐全，在桂溪剖面，成都地矿所(1988) 

2]做了大量的古生物工作，对腕足类、双壳类，珊瑚、三叶虫、介形虫．层孔虫，竹节 

石和牙形石等．做了细致 系统的研究，并将各门类都划分了化石带或生物组台，对解决 

龙门山泥盆系地层划分和时代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雁门坝 、橱顺场一硫铁矿泥盆系剖面中，也系统地采集了各门类化石，发现 

下、中泥盆统有较丰富腕足类，其次是珊瑚，双壳类、三叶虫和角石等 。在 中，上泥盆 

系碳酸盐地层 中发现了大量的牙形石．特别是 Potmatolepis(蹼刺 )极为丰富。对以上 

化石我们进行了化石带和 化石组合 的划分，并且进 行了微机R型聚类 分析，其 效果较 

好。现将各化石组合分述如下 (从老至新 ) 

其划分如表 7。 

( 1 )Sgnoszechuanaspis y口nm 肋 船 sls⋯ 一L0 g ns H口印 fs iaHgy0“e托s 

鱼化石组合。 

(2)Acrospir ifer medius——F“rsp r ifer yah menbae~sis顶峰带 (腕足 )[4 

设带位于32层．化石丰富，E， 口nⅢ 柚0ens话 占主要地位，A，medius次之。两者 

有一种继承关系，由于蔺者的大量繁盛 ，直至完全被后者F．yanmenbaens~,s代替。除腕 

足动物外迹有少鼍双壳 类 、头足类混杂 其中。化石保存 完整，水平成层 排列，壳噱朝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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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 · 腌f1坝、疏铁矿混盆系刘分驶化磊组召 

上 

泥 

盆 

境 

D 3 

茅 埋 纽 lj．Po~ygnathus yanmenbaensis~ Apa!ognathus牙形石组台 

抄离子组 ‘ 10．CyrZosp~riIer sgnensis yunnanellina sp组合 (腕足 ) 

9．pa~matolepiS margin~fera缘脊蹼刺带 

．pa~matoizp$S riangularis~角蹼 刺带 

观雾山组 ． 7 pa~matoIepis gigas巨大蹼刺带 

^
．

Schmidtognathus witlekinti~ polygnathus 

dubius牙形石组合 

葬马坝组 一 

甘 溪 组 

5．Xenospir~]er 1o．g~---- Kwangsia longrnenshQ~1．ellsis顶峰带 

J
．Xenospfr~ler，o 一 A 舢 globasa组合带(腕足} 

3．Eurysp；．ri[er，口r‘fne}曲。ensis——XeH0s西r{|e 

，0 g谤i台带 (腕足 ) 

2．Acrosp~rifer med~us——E“ spf，玎 yanmenbaensis 

顶峰带 (腕足 ) 

平 】．S Znoszechuanasp~s yanmenbaensis--LungmenshanaspiS 

驿 州口 g 0He es 

镀 (雁门坝中华四川鱼 )组台 

组 江湖龙门山鱼 

下，可认为是愿池生长的：A，tr~ed ”s与通常所称的 “东京石燕动物群”中 的典型分予 

Acrospirt]er tonkinensis耜似，在龙门 山其 它翻 面中也产 于付 溪组内，比较 常见于 

E．ynn e曲口e”s 也属于E paradoxu~类型的化石，这个化石在欧 洲主要分布于早泥 

盆世埃姆斯阶 (包括考文阶底部 )，在我国的贵州和广西地区也十分普遍，均在早泥盆 

世晚期的沉积中，丑H四排组和舒家坪组。在龙门山的挂溪和沙窝于剖面中，产出于谢家 

湾组中，即广义的甘溪组上部。E．ya~meo,baensis的分布～直延皱 到 33层，但从33层 

下部开始，数量已经明显减少。 

(0)Euryspirilcr j，口，lf eHh0ens s⋯ 一XenospiriIer~ongi组台 }L 4， 

该带位于33层中部，茸．ya~menbaensis仍 占多数，但个体明显变小。x ~ongi数 

薅较少，个溶电小，但在下层位没有出现，在本骷 出现的基面不是特别高，两翼也较宽 

展。根据这一特征，X．fongf很可能是从 Acrosp~riler演化 而来 。x Iongi是首次出 

现，它在广西泥盆系中，出现于中统下部的应堂阶，现把它视为中统下部的标准化石， 

在华南的分布靛广泛，产蹦x．fongl柏层 垃，n然槐代表中泥盆世早期的沉积。 

(4)Xenosp~ri拈r Iong ～一Athyrisina glo~asa组合带。 

拨组台带位于33层上部，以x．]ong~和A．glogasa为代表。AthyrfsiRa的出现使地 

县戛具有中泥盆统的特征，因为A h sf a在广西．湖南等地的诧盆系地层中都分布手 

中混盆统 在龙门山地区的桂溪歪沙窝予削面中，Athyrtsina出现于=台予组及其以上 

中 泥 盐 统 吼 ～下 混 盆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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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t1 r、J 束在 早泥盐世的沉积中安现过，图{ ，A：ny ~sina是中泥盆统的典型分子 

} 合 ． ，7g 的发展， l̂年代地层单位米看，这段地层已完全进入 巾泥盆早期柏沉积。 

r 5) r 0印 Piler longi一 一K~vangsia z0ng” e r 口 nsis顶峰带。 3) 

法带位 于34层底部，带化石数量很多，在某些层位内两者含量几乎 占岩石总体积的 

25％左右。其它腕足化石也秘多，它们大多数 是中混 盆分子。Kwangsfa在华南地区是 

比较典型的中泥盆统标准化石，在贵州出现于中统下部的龙洞水纽，该带的Acrospiri一 

／er sfc 口 侣Hsis，Leptaena rhc~mboidlis和Coma~otoechia parasapho也是常见的中泥 

盆统化石。不仅腕足类 ，共生的双壳类Glossit 0，hunanensis和三叶虫Monodechen— 

ella"l0croc ph口z“ 也是产于巾泥盆统的。因此．整个生物群完全脱离了早泥盆世的影 

响，形成新的生态群落，而34层与其下蚋地层在岩性 上备具特点：从化石和岩性结合起 

来肴．34层应属苒马坝纽 ．而其下地层属于甘溪组。 

(6)sc f"id ogn口 s w?ttekint；一一Potygnathus dubius(维德根斯密特刺一杜 

比尤多 剃 )组合．该 组台出现予 雁门坝现雾山组 巍部 (43层 )的白云岩 中，共生有 

P0zy muItiolens．Poly．o[engleri等$ch．Ⅶittekinti，Poly．dubius分 子在北美 、 

我同广西，均出 现在 Sch hermannl⋯⋯P0zy．crfslalus带至下 Poly．asymmetricus 

带。在桂溪剖面未发现本组合，但相当于它的~arcus带。时代是中泥盆世晚期，即东岗 

岭阶的顶部。 

(T)Palmatolepis gigas (巨大膜刺 )带 

(8)Palmatolepis tl"iangularis (三角壤刺 )带 

(g)Palmatolepis margfn玎Er口 (缘脊蹼刺 )带 

以上三个牙形石带．出现在雁 门坝 (43—49层 )、琉铁矿剖面的观雾山组的自云岩 

中．种类及数量相当丰富 ：保存 良好，白云岩中能 聚存牙形石，是因为牙形石的成分为 

磷酸盐，故不易白云化，其 它化石可能 被白云化了，故 来见其它化石，其它 牙形石分 

子，请见图版 2、 3，Palmatolepis分子在桂溪剖面一个也未被发现，这可 能是受其环 

境控制的关系 

雁门坝和硫铁矿大量繁盛的Patmatotepis分子是在观簿山观组中上部，相当于桂溪 

剖面的观雾山组和土桥予组，即I,ratcus带至asymmewicus带的层位，时代为上泥盆统 。 

(10)Cyrtospirifer sinensis⋯⋯Yunnanellina sp (中华 弓石燕一小云 南贝 ) 

组合 。 

在雁门坝沙窝子组 (50—53层 )，岩性为薄层状石灰岩，不含牙形石．其它化石亦 

很少，相当于桂溪剖面的小蛉坡组和沙窝子组。 

(11)Polygnathus yanmenbaensls⋯⋯Apatognathus(雁门坝多颚剌一梨颚刺 ) 

纽 台。 

出现在雁门坝剖丽54—60层，属茅坝组，共生有腕足、珊瑚等化石，时代为晚泥盆 

世晚 期 。 

1．3雁门坝泥贫系剖面化石R型聚类分析 

雁门坝泥盆系剖面，化石丰富．其中含有腕足类、角石、双壳类、珊瑚、三叶虫和 

牙形石等。对备类化石进行了定量分拚和数_犀统计，剩用激机进行了聚娄分桁，得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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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谱系蝌 f周 l、网 

谱系【墨j上可以 清楚 看出各个化石 组合的分布 规律。陵区泥盆系从老至新共划分 

六个组，即平驿铺蛆 、甘溪组、芥马坝组 、观雾山组、沙窝子组和茅坝组 (膊 I)。 

由于平驿铺组产的鱼化石，数昂少 分布零星，未进行统计处理。 溪组和眷马坝纽 

为混合相沉积 (即以砂泥岩为主 )，以产腕足类化石为主。观雾山组 、沙窝子组和茅坝 

组为涛水沉积 (即碳酸盐沉积 )，以产 牙形石为主 经过计算机处理，从 R型谱系图分 

析可 以得到l0个化石组合 ( 1、2和表 8) 各纽内化 石的相关系数取到 0．7以．J 。 

下泥盆统甘溪组 

I组合： 以腕足类分子为主．本组合包括：x J⋯⋯Euryspir~]er yanmenbaensls, 

x ⋯ A~hyrisina tumida~X ⋯⋯Bivalvia(双壳类 )，它 们的相关系数为 0．996— 

0．893 

I组合：以腕足化石为主，包括x ⋯·Athyrisind heimi!X B⋯⋯Acrospiri]er 

sp．B
． i X 9⋯⋯A~hyrislna gtobasa~从生物地层 I 看，Euryspiri]er，Acrospiri]er是 

下泥盆统甘溪组的标准化石。 

中泥盆统养马坝组 

厦组合： 以腕足类化石为主，包括x 5⋯⋯Xenospiri]er]ongi；XI z⋯⋯Otospiri] 

r s?：en fMw0 es X ⋯··Kwangsia logmenshanenSis；从生物地层上看，Xenospir— 

i]er]ongi是中泥盆统初期的标准化石。 

Ⅳ组合：是三叶虫和腕足类的组合，包括x ⋯”Camarotoechia parasapho；x ? 

一 一 Atrypa iu!errupta~ xl 8一 ·一Af矗 r f 0i d10 sp
．

A
．等。 

观雾 山组下部 

V组合：以中泥盆 统肾形石分子为 主的组台，包 括：x ．⋯⋯Schmidtognathus； 

X 2 2⋯ ⋯ Polygnathus multidens； X：：⋯ ⋯ Polygnathus dubius； X2 7⋯ ⋯ Pseudopotyg— 

rtathl,ts !angularis~X2 8⋯⋯Polygnathus．sp．B 等。均为中泥盆统的重要分子。 

泥盆统观雾 山组 中 L部有 4个牙形石组台。 

Ⅵ组合： 以牙形石中的 Patmatolepis(蹼剌 )为主体，设属 是上泥 盆统的 特殊分 

子。本组包括：x ⋯--Pa．!riangularis；X ⋯一Pa． glabra 0c“ 0：x 5 0⋯⋯P口 

gtabra lepta； X 5 z⋯ ⋯Pa．rhombo~dia； X 5：⋯ ⋯ Palmatodella； X 4 c⋯ ⋯ Lonc~odina 

等，其中，Pa．triangulat es和Pa．rhomboidia为上泥盆统的牙形石带化石。 

Ⅶ组合： 以牙形石为主，包括：x ⋯‘Fatcodus X 5 5⋯⋯Pa．gtabra pectina． 

x 6⋯ ⋯ Pa
． glabra gtabra；X!IPalmatolepfs sp等。 

Ⅷ组合：主要为牙形石，包括：x。s⋯⋯Pa．g~abra prima~X4 ⋯‘Potygnathu 

0c 0；X 5 7⋯⋯Fatcodus v0riabil；X}8⋯ ⋯Pa．marginifera margini]era等 

Ⅸ组合：仍 以牙形石为主．包括x。4⋯⋯Pa gigas!X 3⋯⋯Spathogrtathus等。 

沙窝子组．未发现化石。 

茅坝组 ，X组台：土 要为牙 形石，包括：x ⋯‘’Potygttathus yanmenbaensis~ 

x e 5⋯⋯Apatognathus等分子。 

微机处理后而得到的组台．与常规分析划分的化合组台．基本上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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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龙门山雁门坝泥盆系剖面传统和计算机制分化石组合对比衰 

⋯

i
． ． ． 一 一堡～箜 一竺 ～要 皇一 一 ； 戳 

上 

泥 

盆 

统 

茅 坝 组 ¨‘ 
组合 X 组 合 

沙窝予组 l 

现 

D1 i 

下 f 溪 

泥 I 

盆 i 组 

统 l— —  

D， 平驿铺组 

10．cy r!∞pf，奸 r“m{”sb—— 

y“n 础e}li『加 sp组合 (腕足 ) 

9．P0·marg~nifero缘脊梯带 

8．Pa-trlangularis：
_ ． 角蹼刺带 

．Pa-g~gas巨大蹉刺带 

6．Schm ldtognathus w ittekintl 

— —

P0ly·dubius牙形石组台 

⋯ — — —  — — — — ’  

1I一 1噩～ 礓 

i ～珏组台 
· V 组 台 

5．Xenospfriler，0 g{—— Kwangsla 

$ongmenshanensfs顶峰带 (腕足类 ) 

4．Xeno-，0’增f——At i他。glObaSa 

组合带 (腕足 ) 

Euryspfrifer yanmenbaensls~ Xeno 

如ngi组台带 (腕足 ) 

2．Aerospfr~ler medi"s——E - 

yanmer~bagnsia疆峰 (带腕足 ) 

1．鱼化石组合 

l 直一Ⅳ组合 

f 
I I一Ⅳ组 合 

Ⅱ 组 合 

I 组 合 

1．4龙门山地 泥盆纪古生物地 分析 

龙I"J山泥盆系地层 有丰富而多门类生物化石，如：腕足类、珊瑚、双壳类、层孔 

虫、竹节石 牙形石、介形虫等等。 

首先，从腕足动物来看，许多地点形成巨大的生物堆积 ，如舟壳层和舟壳濉在各剖 

面都馄普遍。根据现代海洋中的腕足动物大多生活在温暖的海洋里，从赤道向两极，腕 

足动物从数 基和种类上都有减少的趋势，且古代的腕足化石常出现于礁相中，证明了腕 

足类是适台于温暖海 在龙门山泥盆系中，中、上统腕足化石非常丰富，而下统较少， 

其原因是与况积相有姜，因为下泥盆统以砂岩沉积为主，在砂泥质较重的沉积物中，是 

不适合腕足类生存的 从腕足化石的丰度、产出状况，说明龙门山泥盆纪时海水温暖， 

IfH光充足，处于热带、亚热带海洋环境。 

龙 门山地区泥盆蕞地层中．含有大量的珊瑚化石。珊瑚可分为造礁珊瑚，非造礁珊 

瑚。前者对温度一般要求在2O一25。左右，低于或高于此温度都不能 生存。现代的六射 

珊瑚在海洋中形成大旦礁津，分布在赤遣两侧60。范围 ，南北纬约23 之阔的热和亚热 

带浅海．而龙门山区混盆纪的珊瑚．包括四封珊瑚：床板珊瑚，属种多。数量犬，主要分 

布医在桂溪剖阿中，BIG2屡以Disphyttia为主形成珊瑚礁，B120层 以si”o5加"g0助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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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形成珊瑚礁，因此，说明当时是属于热带边缘地鲢。 

龙门山区泥盆系地层中层孔虫非常丰富，在桂溪剖面中观雾山组、沙窝子组层孔虫 

形成了礁体，在雁门蠼剖面35层中，以苔藓虫为主，形成了礁体。以上事实都说明，该 

区在泥盆纪时海水潞暖 (15。--20 )．处于热带或亚热带位置。 

值得注意的娃，在雁 门坝硫铁 矿剖面观雾 山组 自云岩 中产有大量的 Pa Zmato|epis 

(蹼剌 )，而在桂 溪剖面相应 层位观雾 山组和土桥 子组中，一垃P m口 0lep如也未发 

现。根据研究(6 ，1971，Seddon和Sweet指出，lcriodus⋯⋯PoZygnathus类的牙形剌 

限于上光带 (约20Ore)．而Patmatolepis⋯⋯Ancyro类型则在海面以下较深的水层中． 

可能低于40m。而Druce(1973)将牙形 剌分为三个生物相区， I相区为 缀浅的以单锥 

型为特征， I相区，介于中间深可达s0米 ，l相区低于5[米，而Palmatolcpis处于礁前 

相和礁问相，深度达5O米。Klapper(1980)结台现代板块学的成 就指 出，牙形动物并 

非全球性分 布的，以Palmatole#is办侧，仅限 于泥盆纪时 的古赤道 两侧 的热带暖水海 

域，在寒冷的极区 是没有的。这和我们 在研究区84个细 粒石英砂岩古她磁分 析为南纬 

1 5
．5发，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龙门山区泥盆系所产的各类化石来看，处于赤道两侧的热带暖水海域是为无疑 

的。但在现雾lfj组时，桂溪剖面海水比雁门坝浅 (小于50米 ，当时产大擐的Pa~malo— 

lepis海水大约在5O米 ： 

1．5雁门坜泥盆系下，中统和中、上统界线讨论 

1．5．1下 、中统界线讨论 

在龙门山地区，乐森碍 垠早 (1956)将下、中统界线置于他的甘澳组和荐马坝组之 

问。以后，壬珏和俞昌民 (1962)义将甘溪组的底界作为中统的底界，万正权 (1981) 

将中统的底界置于二台予组之底。 

1980年，国际地层委员会泥盆系分会在巴黎会议期问，确定下 、中统界线划在牙形 

石Polygnathus co,talus patu~us带和P．c．parlif s带之间，并以par~ius的首次出现为标 

．昌，这个界线大致相当于艾斐尔阶的底界 但在雁门坝地区．这一段地层 以砂岩和泥岩 

为主，不合珂=形石，但腕足动物序 列连续、进化特征明显 对代属性清楚，为此 ，我们 

以腕足动物化石带为标准 ，划分出一条与国际所确定的以牙形石为标准的界线相当的界 

线 

如前面 “泥盆纪生物地层”一节中所述，根据岩性特点和化石群总面貌，37和33层 

属甘溪组，34层属薄马坝组 虽然甘溪组和莽马坝组分别具有下、中统的特征，但我们 

却不能把下、中统的界线划在两组之问，按照现代地层学的原则，年代地层单位的界线 

必须鲻在一段连续沉积的地层 中。 

计溪组中的 Eurysplri~er yanmenbaens[湄 于 E．paradoxes类型的化石。 ．#ara— 

doxus在默溯地层中分布广泛，在阿登地区见于埃姆斯阶，在荣茵地区见于上埃姆斯阶， 

在捷克巴兰德盆地见于埃姆斯阶，由此看，E．paradoxus在欧洲是埃姆斯阶的典型分子， 

在华南地区，Enryspiriler广泛存在，属于下泥盆统上部四 排阶门，而埃姆斯阶与四排 

阶是同时的。对于Xenospiri[ ，fongi在广西产 出 的层位褶当于应常阶，也即四排阶之 

上，而应堂阶与艾斐尔阶相当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醛代 分组 层号 厚度 带化石分布 

*  

马 34 69
．
4 

D 2 坝 

组 
雌  莒7 

妻 · × 
_ 

33 d8．1 

甘 口 

溪 ● 
DI 组 讪。 ’ 暑 等 

鲁 书 
要 32 40．2 目 

《 

图 3 雁 门现下中挹盆统界线的划分 

国际上所定的下 、中泥盆统界线在艾斐尔阶底界，故此，我们将雁门坝剖面下 tp 

统的界线确定在Euryspirif r yanmenbae~zsis--Xenospirif r[ongi组台带内，以x 

longf的首次出现为标志 (如矧3)．也即在雁门坝剖面33层中部．距33层起点约3f 米 

这条界线与国际地层委 员会确定 的界线是相当的 (如表 g、 

表 9 雁门坝中下泥盆统分界和国际对比表 

本区腕足化石带 中国分阶 时代 欧洲分阶 国 际 牙 形 石 

xen0s p{ri， 

Euryspirifer y口 mPn 口 ，zs括带 

带 带 

应 堂 阶 D 2 艾斐尔阶 Fo~ygnatgus c．partitus带 

四 排 阶 D： 爱姆斯阶 Polygnathus c．pa／ulus带 

I．5．2中、上统界线讨论 

从乐森 辱(1956)到万正权 (1983)，龙门山地区中、上统的界线都没有变化，与 

乐氏最早的定义相同，即把中、上统的界线划在观雾山组和沙窝子组之间。 

根据国际泥盆纪地层委员会的决定，巾、上泥盆统界线确定在牙形石Pol3gna／hus 

asymme／ri$z~s下亚带的底界，以Ancyrodella rolundiloba的首次出现 为标志。按照这 

一 定义，在龙门山桂溪剖面上．确切的 中、上泥盆统界线位置确定在观雾山组最 上部B 

127层底界之上I．8米处 

对于雁门坝剖面，在观雾山组下部发现大量的牙形石， 它们妊由中统逐渐过渡到上 

统的。但是．在这些牙形石 中没有发现Pol2 gna：hus(IsyJnme 2~[cu3 在43层中，见到 

Schmidtognathins hermanai．S．1 i：te 衍d!{．Polygnathus dubius和p “I fderl s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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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泥盆统分子，扁子Vd，c 上亚带，因此43层属中统无疑。44层为黑色 

页岩，束发现牙形石。在45层上部出现大量的 Palmatolepis gigas，Pa．subrecta，Pa． 

subperlobata和Pa．m~uta等，这些耜是有代表性的上泥盆统分子，因此45层上部已属 

上统是肯定的。在45层中部，发现有Ancyrodella 0d0s口，这是属于a~ymmet#"icus带的 

分子，它最早出现的位置 比nsym ef， c“s最早出现的位 置稍高。在桂溪剖 面的B126层 

分析出A．b~nodosa，该种最早出现于asymmetrieus最下亚带上部，与 A．nod05Q可以比 

较，非常接近于作为中、上泥盆统界线的 asymmetricus下亚带 底界。在广西地区，A． 

rtodosa最早出现的位置也比as．ymmetricus最早出现的位置稍高 (如表10)。因此，在未 

表JO Ancyrodella~ 种的发生位置 

下 亚 带 A．r优"n l叻口发生于此亚带底部 
P 口 ’mm rfc“s带 1 0 目* 

最下亚带 A．bf帅∞s口发生于此亚带上部 。‘’’一 ” 

发现A．roturtdiloba的情况下，可 

以把A．r~odosa作为一个辅助标志。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将雁门坝胡面 

的中 上泥 盆统 界 线划在 45层中 

部 ，以A．nodosa的最早 发生位置 

为参考，距45层底界约20米处，如 

图 4所示 

1．5．3与桂溪剖面界线的对比 

挂溪剖面的下、中泥盆统界线 

位于养马埂组项部，B93层底界， 

相 当于原始定义 的养马埂组．t-．部； 

雁门埂剖面的下、中统界线位于甘 

溪组顶部 桂溪剖面的中、上泥盆 

统界线位于观雾山组最上部，Bf 

层底界之上 1．8米处，相当于原始 

定义的 观雾 山组 上部；雁门 坝剖 

面的中、上统 界线位于观雾山组下 

部 ． 

时代 丹组 层号 覃度 牙)瞽石分布 

21．3 

o_ 

理 

SS．̂  
I 

誊 

． 6 

● - 

山 
13' d3 ‘6

．  

H  

毫 

置 兰 1 

． 
5· 

● 

甚 

4： ’ 

固 4 雁内埙中、上泥盆统界线的划分 

从上面可以看出，如以岩石地层单位为准，似乎桂溪剖面的界线比雁门埂剖面的界 

线高。 

生物的迁移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与地质时代相比，可以忽略不甘。因此，以同 

样的化石为标准在不同地点所确定的界线被认为是厨时的。由于桂溪剖面和雁门坝剖面 

的年代地层单位界线都是采用相侗或相当的化石为坤J分标准，故而这两个剖面的统间界 

线必然是同时的。 一 

一 桂溪剖面的统间界线此雁翱坝辩面高薛原爵实际上的由于岩石地层单位的穿时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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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也即海水由桂溪向雁门坝防向侵入，这与其他方面获得的证据不谍而台。按照我 

们所使用各组的定义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下、中泥盆统界线为例：当桂溪地区已经沉积 

甘溪组时，雁门坝地区由于地势较高，还没有甘溪组沉积 当桂溪地区已经开始抗积养 

马坝组时，雁门坝地区才开始沉积 汁溪组。因此，一条同时的下、中统界线在桂溪音叮面 

位于荐马坝组，在雁 门坝剖面位于甘溪组。中、土统界线的情况与此相似 。 

综上所述，雁门坝剖面与桂溪剖面分别划分的下 中泥盆统和巾、上泥盆统界线是 

相当且同时的．符台现代地层学的原则。 

2 石炭系古生物和地层 

由于我们的工 区石炭系地层出露较少，因此未作具体工作。1988年叶干等r 8)对龙rJ 

山石炭系珊瑚组合进行-j 系统研究。在此，借用该资料进行阐述。 

在江油 北川等石炭系地层中，以碳酸盐沉积为主夹有少量的碎用岩，禽有丰富的 

珊瑚、腕足、蜒和有孔I直等化石。剂面如下： 

二叠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假整合—— ⋯ 一  

石炭系上统 (Cz) 

船山组：自色厚层灰岩、上部见有较多的豆状结构氟岩 (即含薄灰岩 )，局部见到 

同生砾岩。底部有一层紫红色砂岩及砾状灰岩 产珊瑚：Caninla，Amygdalop zl0i— 

des，蜓：Pse d0sc 1 ngcrina，RugOsofusuI 口等。厚25—45米。 

黄龙组：灰白色中厚层、厚层灰岩，戎有生物碎屑灰岩，底部有一层红紫色砂泥质 

灰岩及酥状献岩。产蜒 Fusulina，瑚珊：Kion．ophyllum，Skolekophyllum，Adaman— 

ophy$$m，Det~etzites等。厚4O一5O米 

石炭系下统 (C )，总长沟群： 

厚120～1 60米。厚层灰岩兜少量碎屑岩，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 (大塘阶 )： 

灰白色、白色荻岩。产有大量的珊瑚，腕足，有孔虫等 珊瑚：KusbassophylSum， 

MelanoPhyll~*m， Carcino研 yllum， kiz~lia， Dibunophy~lum， Kv．eichouphyllum， 

P0ra ys0 ophyzl"m，Hexaphyl[}d．腕足：Balakhonia，Dielasma， Gigantoproduc— 

tus，Striatifcra，Gondotina等，有孔虫 Da~nella，Lituotubetta，Palaeotentu~aria， 

Med；0c，is等。底部有一层紫红色粘土质粉砂岩，不见化石，与其下的岩关 阶为假整合 

接触。 ， 
。

F部 (岩关阶 )： 

祆黑色厚层灰岩，层面问常夹泥抄碾，产珊 瑚：Neobeichuano yllum，Belchua— 

nophyllum，cyslo rentis等，往上灰岩颜色变浅、变薄、腕足类 化石增多。珊瑚有： 

Pseudouralinia，Gire~tia，腕足有：Eochor~stites，Marti~ieHa，有 孔虫：Totgr~a— 

yella，SbptatoMrnaYell0等。底部有芮薛虫Fenestella，遗迹化石，介形虫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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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泥盆系上统，茅域组： 、 一 

灰 白色厚层荻岩，产有孔虫；Quas~endothura comrnutli．s(Rauser) 

叶干、杨菊芬将龙门山区石炭系的珊瑚划分为八个组台，并与国内的石炭系地层进 

行了对比。 (见表¨ )。 

表11 四川龙门山石炭系珊瑚化石带及其与邻区的关系 

石 

炭 

系 

’F 

统 

塘 

阶 

珊 瑚 组 台 序 列 

Caninia ，H印 f” 7 fs— — A"z g— 

dalophylloides ivanovi
． (组合礓) 

本组合在其它地区的出现 

我国华南 苏联 欧洲等地 

7．Kionophyllum-- Kumpanop— 

hyllum．(组合'i藿) 
～ ⋯ 一 一 一 一 ～ ⋯ ⋯ ⋯ 一  

6．Skolekophyllum-- Adama~op— 

hyllUm(组合Ⅵ ) 

5．C口rc fz0p7 fH}竹 gangamolome__ 

Palae05m {l 0 parac。nc口v口 

(组合V ) 
⋯ 一 。 ⋯ ～ 一 — — 一 一 一  

4．DibunoPhyllum -- Hexaphyllia 

(组 仑 Ⅵ ) 

欧州 北美、苏联和我国桂 

粤等地同期地层对 比。 

欧州、苏联、我国新疆、华北、 

华西等地。 
+ ⋯ 一  一 ⋯  ⋯ ～ 一  

l 西欧、苏联。我国湘、粤地区。 
f 

一 一 — — — —— — —  一 ⋯ ～ ⋯ 一 ～ 一 — — —  

；苏联、我国东部 新疆西藏、 

：：湘、粤等。 
一 — — —  一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一 — 。 一 — 。 一  

3．Kusbassophyl~um--parathysatto～l苏联、西欧。我国贵州、旗南、 
l 

Phyll HI gig。 fP“m(组合Ⅱ) i广东-湘 粤 新疆等地。 

2．PseudouraHn．ia--Circell~a ： 西欧、苏联。我国贵州、内蒙、 

(组台 I) 

1．Ne0be c ̈ 口 0p ZZ肼 卜 一 

Cyslophrentis(组台 I) 

。 新疆等。 
1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一  

l 美国、加拿大 、西欧 、我国 

： 青海等。 

3 泥盆系主要化石特征描述 

3．1腕足动物 

疹粒双腹扭形 贝Dic。 0 r。ph d p~nctata wang~1955 

图版 1 11 ‘ 

特征：贝体中等，轮廓近横方形，最大宽度位于横 中线上。两壳凸凹，腹中槽窄， 

脊壳缓凸，中央也发育一中槽。壳面瘟有细密多分棱的壳纹。腹壳上副铰齿完 ，脊壳 

主突起双叶状，两侧各有一短的腕基，中隔脊高强。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n堋．甘溪组。 。 

一组 部 一 代 山 一 黄 允 组 船 下 一 

对 一 石 渡 系 上 统 

岩 美 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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剐清浩穹房贝Camarotoechia parasappho Wan8，1955 

圈版 1 13 

特征：贝体中等，轮廓近五边形，两壳等双凸型，壳宽大于壳长。中槽宽，始于壳 

顶，向前迅速加深。壳喙小直耸，微弯。中隆低。壳线特强，简单，顶部作棱形，中槽 

内有 4条，侧区各约 8条，均始于喙部。 

产地及层位 江油雁门埂，养马坝组。 

江油穹房贝Camaro~oechia Jiangyouensis Den，1988 

围版 1 5 

特征：贝体中等，轮廓近不等七边形。职凸型的最大壳宽位子前郝。腹壳微凸，中 

槽始于顶部，宽浅。腹壳喙小，直耸。脊壳隆起高，中隆不明显，被舌状体截切。壳线 

长，棱形，均发生于喙部，中槽内 6条，侧区备12条。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门坝，养马坝组。 

球形准无窗贝：A 姆risiⅢ g~obasa Den，1988 

图版 1 6 

特征：贝体中等，轮廓钝菱形。铰合线短，壳长稍短于壳宽，两壳强烈突起，呈近 

等的双凸型。腹壳嚎钝尖，弯曲，茎孔圆形，截切壳噱顶端。中槽明显，槽内具 B条壳 

线。脊壳喙低而弯曲，中隆发育。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 门蜘，甘 溪组。 

膨胀准无窗贝：Athyris~na tumida Hou et Xian，1975 

图版 l l0 

特征：贝体较大，横卵圆形，双凸型。腹壳喙小，弯曲，茎孔圆。中槽自喙部发生， 

向前运渐加宽加深，前端向背方强烈突伸，呈舌状体。脊壳凸起较高，中隆顶圆。全壳 

面覆有低圆的放射线。同心层发育，呈叠瓦状。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门坝，养马坝组。 

甘溪等准无窗贝：Parathyrisina ganxidt~sis Wan et Chen，1980 

图版 1 T 

特征；贝体中等，轮廓横圆形，宽大于长，铰合线弯曲，约短于壳宽，主端圆，近 

等双凸型。腹壳喙部阔圆，徽弯曲，茎孔大。中槽始于嚎部，中隆阔圆。壳线粗强，捌 

区各有 8一l0条，壳面全体覆有叠瓦状同心层．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门境，甘溪组。 

中间巅石燕：Aerospiriler tnedius Hou et Xian，1975 

固舨 2 

特征：贝体较大，轮廓 为宽的兰角形，主端佞伸出主角， l避 等双凸型。腹壳喙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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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铰台面为宽的三角形，近直立，在蝾下方微内创，三角孔窄 中槽发臼噱部，深。 

舌状突伸强烈。·p隆凸起强，窄圆。槽隆光滑无褶饰 侧遥各有 7— 8条低圆的壳褶。 

产地及层位 ：江油雁门坝，甘溪组 ： 

雁门坝阔石燕 ：￡“}yspiri]er nHmeHb口 甜 Wan 198{} 

图版 1 1 4 

特征：贝体大，轮廓阔三角形，铰台线直，主端锐角状，两壳近等双凸型。两喙徽 

弯曲，腹霞合而平直，低而狭长。腹中槽窄，较深，槽底浑圆。背中隆低，隆脊平圆． 

删区备具l3条壳摺．全壳面覆有同心层．前缘附近特强 

产地及层位 ；江油雁门坝．甘溪组 

冯氏奇石燕：Xenospiri]er iongi(Grabau)，1931 

翻版 1 3 

特征：贝体较大，轮廓五菱形，主端不展伸，主角方形。腹壳中等凸度，艘铰台面 

特别高，呈三角形。中槽Fh喙部开始，不具壳褶。背壳凸度稍大，中隆也由喙部开始。 

两翼具短的放射褶．每翼壳褶数 4— 6条。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门坝，养马圳纽。 

龙门山广西 贝!Kwangsia Iongmensnanensis Den．】9ss 

圈版 I 2 

特征 ：贝俸大，沿铰合线向两侧伸展。腹壳平缓，近平凸型。喙部微突，铰台面低 

矮，主端钝回 中槽发 育，从喙部开始逐渐变宽变深，舌状体向背方强烈突伸。中隆高 

耸。中槽由壳线较弱，两侧粗强，同心层发育，呈迭瓦状。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门坝， 莽马坝组。 

深度湾耳石燕：Otospiri]er shenduwanensis Den．1988 

图版 1 4 

特征：贝体大，轮廓半圊形。铵合线直，等于最大壳宽。主端钝圆，双凸型 喙部 

尖而弯曲，悬于铰台面之上，铰台 面长，微内凹。中槽 深，槽 内同心纹明显，舌状体 

短。中隆窄圆，光滑。侧区各县8一如条粗圆的壳线 全壳覆有同心层，层缘具双排刺 

癌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门坝，养马坝组。 

巨大无洞贝：Atrypa magna Grabau，1931 

图版 1 g 

特征：贝俸大，轮廓1丘圆形，主靖圆，蝮惫微凸，喙尖耸而微弯。中槽不明星 前 

缘向背方凹曲。背壳鹰起大于腹壳，中隧不显著 壳线蜜寨，均匀，腹壳l；l=分叉毒增 

加为主．背壳 以插入式增加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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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层 位： ：浦硫铁矿， 雾山纽。 

间断无 洞贝：A~rypa it~Ler rupta G rabau，J931 

罔版 l 8 

特征 ：贝体小 ，壳宽大于壳长。腹壳喙直耸，茎孔近圆形，铰台面桶三角形。中槽 

不发育，背壳凸度太于腹壳，喙部微弱。壳线细密，向前多次作分枝或捕入式的增加． 

在前缘附近壳线密度每5毫米为10条。 

产地及层位．江油雁n坝，莽马坝组 

布 丁鹑头 贝：s圩f”g0c即 !“s bur~ini Defrance，1 825 

阿版 I 1 

特征：肌体巨大，两壳凸度约相等，最大厚度位于中部，主端浑圆。背壳横圆．腹 

壳长圆。腹壳喙商耸，稍弯曲，腹铰 合面显著 ，顶端具卵形茎孔=壳面其同心线。腹壳 

内铰齿短，中隔板高大，延伸达前缘 ，向后方逐渐变低，加宽。 

产地及层位 ：江油硫铁矿 ，观雾山组 

3 2牙形石 

痛锚剌：Ancyrode~la nodosa Ulrich ＆ Bassler，1926 

图版 2 网8 

特征：平台三角形，一般具三叶，前H}细，后叶短狄 。I1由齿片很发肖，隆脊发育 

直到后端，次隆脊位于近边，达后端。 

产地及层位 在欧 产于Ancyrognathus triangularis至g~gas带(Zfegler，i977)； 

， 西产于桂林组；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下部。 

裂腔多颚刺：Polygnathus dehiscens Philip＆ Jackson，1967 

翻版 2 2a，b 

特征 平台 近舌形，后部 1／3处 作浑圆 形折曲。近脊淘较深；平台边缘 有短的肋 

脊，后部具横脊。基腔开阔，皱边窄小，基腔占反口面大部区域，向后基腔较平或浅槽 

形 

产地及层位 ：产予北美出 如cens带至gro岫ergi带下部；广西部江阶及四排阶下部， 

龙门山桂溪甘溪组。 

极美多颚刺：Polygnathus perbonus Klaooer＆philip,】971 
、 

’ 

、图}{酲2 38，b 、 

特征：自由齿片艇，隆脊一般延仲至平台中后方可达后端。平台后部横脊发育，近 

脊淘宽探。平台外缘中岳部向内成角状折曲。外缘具肋脊。基腔中等大小，中部宽并有 
一 基舞，向前后伸出窄槽，-基腔在履部微微外翻。 -- 一 

产地及层位 广西下泥盆统 ；龙门山桂溪甘溪组 

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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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预刺：P0 yg棚 cr0 “s Telford．】07： 

图版 2 5a．b 

特征 ：平台外缘折 曲强烈．外缘比 隆脊及内缘 高。基坑小，基坑 后部基腔完全翻 

转．基坑外面有小的耳状突起 。 

产地及层位：产：F欧洲 seroz ls带至上p口 “"s带 ；广西下泥盆统；龙门山 桂溪莽 

马坝组。 

扎比尤多霸剌：Po~ygnothies dubfus Itinde，l870 

罔版 2 6 

特征：平台轮廓披 舒形，不对称，外平台 比内平台更宽 嵋l，自由齿片 短。口面有 

晰， 分离或融合成瘤脊。基腔圆，位于平俞1 3处： 

产地及层位 ：在：『B黄产于上 e#manni⋯⋯cr埘 “s带至下asymmetricus带；广西上 

渑盆统底部 ：龙门山雁门甥．观雾山组底部。 

假叶多颚 _』．Po~ygnathus pseudo]ollalus Wittekindt，1966 

图版 2 T 

特征：平台具有横脊或具有横向排列的瘤，平台在前部一般收缩，自由齿片占整体 

的1／3或1．／2 

， 地及层位：敞洲 - o。 e 口 Ⅱs带(~-．ensensis带，在广西产于应堂一东岗蛉阶 

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 

雁门坝多颚刺 (新种 )Polygnathus y口 me肋口P s (sp，YIOV)Jiang，1088 

『划版 3 ]5、J 6、I7 

特征 平台拱曲，光滑仅在边缘具斜横纹 ，F{由齿片短，隆脊直达后端内侧缘．近脊 

}是『宽缓，反口面基腔小呈菱形，位于平台与 齿片交结处，龙脊细而高凸，盘横细而浅。 

比较：本种与P0l ”口 ns dengleri~ 点在于：平台光 滑无瘸，隆脊达后端内 

侧，基腔小菱形位于齿片与平台交结处 。 

产地及层位：四川龙门山雁门规，上泌盆统茅坝组底部。 

洁净多颚刺洁净亚种 Polygnathus purzcs purus Voge s，]951 

版 2 9 

特征：平台叶状，向后端收 缩变尖，齿脊 达后端，自由 齿片略等于 平台长。基腔 

小 ．龙脊清楚。 ’ 

产地及层位：欧洲晚泥盆世至早石炭世；广西堑林三里组顶部；龙门山雁门坝观雾 

山组 。 

诺里斯多领刺相似种：Polygnathus“ ~zorris Uyeno，1957 
‘  

- 一 

。

。  ·  函履 ’一 一 。 。 ， 

特征；平台上有细而．不蟛财的横脊 横脊问沟很深，呈皱纹状，几乎不见隆脊·rT 

。 3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出齿片短 基睦小。龙脊高． 一 

产地及层位：北荚产予上 盆统 部 r 产于桂林组底部 龙『J山雁r1坝观雾山 

组 。 

三角蹼剌 ：Palma~olepis~riangu}静珏 sd e|M口"，1955 

图版 2 10 

特征：_qL台近三角形，表面具均匀的$【l瘤，中瘤显著，隆脊微弯，向后端变弱。具 

侧叶次隆脊微弱。平台后端稍翘。 

产地及层位：欧iI}f产于 Pa．triangularis带歪 Pa．crepida带 广西上林榴江组上部 

三三基黑组下部t龙门山现雾山组下部。 

亚小叶蹼刺；Palmatolepis subperlobata Brauson ＆ Mehl，1934 

图版 2 1l、1 2 

特征：内平台较外平台宽，后端圆，表面具鲨皮状细瘤，具附叶。中瘤清楚，隆脊 

从自由齿片至中瘸高凸，稍弯曲，向后消失。无侧隆脊。外平台在齿片一端收缩。 

产地及层位：广西 上泥盆统；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 

四方癌蹼刺弯亚种：Palmatolepis quadrantin鲥OSa injtexa Muller．1956 

周版 2 14 ． 

特征：平台近椭尉形，外平台前缘始于中蹭 与齿片前端之中问处．内平 台前缘始于 

齿片前端，内平台后部呈 弧形，无铡叶 ，中瘤 明显，齿片隆 脊扭曲，中瘤 之后隆脊微 

弱。表面纹饰很细。有齿垣但缓不呈脊状。 

产地及层位：致洲产于rltomboiJea至margini rd带 (Ziegler，1977)；广西武宣 

产于三里组{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 

始蹼刺：Palmatolepis prima Ziegler＆ Huddle，1962 

图版 2 1s 

特征：平 台舌形，狭而长，外平台前缘始于中瘤至齿片前端的1／3处，内平台弯曲平 

绥，内 十边缘向后收缩呈舌状 中瘸明显，齿片与隆脊徽弯曲，隆脊向后端逐渐变弱， 

齿垣微弱。 

产地及层位：欧洲上泥盆统；龙门山雁门坝现雾山组。 

巨大蹼刺：Palmatotepis gfgt／$Miller＆Youngquist，1947 

图叛 3 2，3，5 

特征：平台侧叶明显凸伸，表面饰 以粗瘤。齿片～隆脊扭曲，无次隆脊．隆脊后端 

消失。平台后端上拱。 =． 

产地及层位 欧、美、澳及广西产于gig甜 带 她 山雁门坝观雾山组中部。 

高边壤刺寓边亚种："Patmato|e~fs marg|nlJera ma~glnlfera Helmr，1 95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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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版 3 i3、 4 

特征：内平台宽而平，外平台狭而凸，平台后缘呈圆弧状，表面饰 以细瘤 齿垣发 

育高凸，与隆脊之间形成深淘。齿片一隆脊弯曲，中瘤明显 。隆脊向后方变弱 

产地及层位 欧洲上泥盆统；龙门山雁门坝、硫铁矿观雾山组 中上部 

菱形蹼刺：Palmatolepis rhomboidea Sannemann·1955 

图版 3 6 

特征：平台近椭圆形。内平台前缘始于齿片前端稍后位置，外平台前缘始于更靠后 

的位置，约在中瘤与齿片顶端之间。齿片一隆脊扭曲，侧叶不发育，表面纹饰细，平台 

后端向上翘。 

产地及层位：欧洲rhomboidea带至下margin~fera带；广西产于三里组。 

四方瘤蹼刺扭曲 亚种：P口f r}1口 oze口is q“酣r口n odos口inf~exoitea Ziegler，1962 

图版 3 T 

特征：内平台宽 ，外平台窄，内平台边缘向后端转近90。，齿垣不发育，齿垣一隆脊 

扭曲程度中等 。 

产地及层位：欧洲产：T-rhomboidea带~margintSera带i广西上林三里组{龙门山雁 

门坝观雾 山组 

光秃蹼刺梳状亚种：Palma~olepis glabra pect~nata Ziegler，1962 

图版 3 l0 

特征：平 台及隆脊均扣曲强烈， 

淘，齿垣为脊状。 

产地及层位：欧洲产于法门阶 ： 

齿垣高而强，发育最好，齿垣与齿片之间有明显槽 

广西产于ueltler带；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上部。 

光秃蹼刺始亚种：Patmatotepis glabra prima Zlegler，1967 

图版 3 11，14 

特征：平台窄长，无侧叶，表面装饰极细，齿片一隆脊稍弯曲，中瘤明显，中瘤后 

隆脊逐渐消失不迭后端。齿垣发 育，齿垣前端为凸圆形。 

产地及层位：欧溯产于Crepida带~marglnifera带；在广西产于三里组；龙门山雁 

门坝观雾山组上都。 

3．3化石圈版及说明 

版 1 

1．Strfngocepl~alus burtiai D~france， 1：825 - 

lal背视I lb：腹视}×0．51 F一2601；江油硫铁矿，观雾山组。 

2
、

。 Aevos rl ，m阳i s Hou et Xlan，197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a：背视{2b：腹视；“1：Y一3233；江油雁 门坝，甘溪组 

3．Xenospiriyer]ongi(Grabau)，1931 

3a：背视；3b：腹视；×0．8i Y～3400；江油雁门坝，莽马坝组 

4．Otospirf]er e， d“w口，le}2sis Den，198,q 

肯视； ×0．8：Y一3412；汪泊雁门堋．诈马坝组。 

5．Camarotoeelffa Jiangyouensls Den，1 9Kq 

5口：腹视i 5b：背视；×0．8；Y一34O1；江{冉雁门规，荐马坝组。 

1
．

Athyrisina globasa Den， 1q88 

阳：脏视；6b：背视； <工：Y--3301；江油雁门坝 甘溪组 

7．Parathy~ fsina ganxiensis W an et Chen， 1980 

艟视；×0．8；Y---3203~江油雁门坝，甘溪组 。 

¨ A ypa fn．terrup~a Grabau， J93{ 

艘视；×l：Y--3409；江油雁门坝，莽马坝组。 

9
．

A ypa 口占托 Grabau， 931 

腹视； ×0．5；F—l033；江油硫铁矿，观雾山组 

1 O， Athyrtslna gum ida H ou et Xian， 1q75 

腹视；×1；Y一3306；江油雁门坝，养马坝组 。 

1． Dic0以0s rop punctara W ang， 1 955 

背视；×】i Y一3304；江油罹门坝，冲溪组 

1 2．Kwangsi(~longmenshanensfs Den， 1988 

】2a：背视：12b：腹视 ×0．8；Y～3404；江油雁门坝，莽马坝组 

1 3．Camarotoechfa parasappho W ang， 1955 

13a：背视 i】3b：腹视； ×】；Y一3407；江油雁门坝，养马坝组。 

14．Enryspfrile r Ⅱn n nb0e s s W an，1980 

i4a：背视；I4b：腹视；×0．8；Y～3201；江油雁门坝，甘溪组 。 

翻版 2 

1 Pandorinellina exigua guangxiens~ W ang ＆ W ang，1937
． 龙门山桂 溪，B37 

一

I，甘溪组。 

2a、b Polygnathus dehlscens Philio ＆ Jackson 1969 

2a：口视，2b：反口视，B40一I，龙门山桂溪，甘溪组。 

3a、b Polygnathus perbonus，Philip，1966．3a 口视，3b 反口视，B48～3，龙 

门山桂溪，甘溪组。 

4a、b lcrtodus expanus Branson ＆Mehl，1938．4a口视，4b反口视，龙门山桂 

溪，斧马坝组。 

5a、b Polygnathus s8，ofim Telford，1975．5a口视。5b反口视，龙 门山桂溪， 

养马坝纽，B48--3． r 

6 PoIygnathus dubfus Hindc，1879．口_祝，43,-'C，龙门山靡门坝，观雾山组。 

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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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oI g 。：h“ se“dofo“a拙s wittekir~d 1966 口视，f143一C，挖门山稚门坝， 

观雾山组。 

8 Acyroclella nodosa 

坝，观雾山组 。 

9 Polyg~mthus paras 

雾山组。 

Ulrich ＆ Bassler， 1926
． 日视 ，门45--x106，龙门山雁门 

purus，Voges，1959．13视，门46一c2．龙门山雁门坝，现 

10 PaZmato$epis trlangularis Sanneman，1955．口视，门46一c‘。龙门山雁门坝， 

观雾山组。 ‘ 

I】一12 Palmatolepis subperlobata Branson＆ Mehl，1937．口视，门46--C‘，龙 

门山雁门坝，现雾山组 。 

14 Palmatolepfs quadrantinodosa fflexa MUller，1956．门46一cd， 13视，龙门 

山雁门坝，观雾山组。 

1 5 PalmaWJepts prima Zicgler＆ Huddle，1952．口视，门46一C ，龙门山雁门 

坝，观雾山组。 

13 Po~ygnathus sp．日视，门46一ca，龙门山藤门规，观雾山组。 

图版 3 

1 Palmatolep~s graeilis m0”c口 Ziegler， 1962
．
门47一l，13视，龙 门山雁门坝， 

观雾山组。 ’ 

2 3、5 Palmatolep~s gigas Millet＆ yoUnguist，1947．门47—7，R：一D～c，口 

视 ．龙门山雁门坝 ，硫铁矿，观雾山组。 ． 

4、13 Palmatolepis marginffera margint]era Helms，1959．门47～CIS，门 47一 

C12，口视，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 

6 Palmatolepls rhomboid~ Sanneman，1955．日视，门47～cl，龙门山雁 门坝， 

观雾山组。 

7 Palmatolepis quadrantlnodosa inltexoidea Ziegler，1962．门 47一c5，口视 ， 

龙门山雁门坝 ，观雾 山组。 

8、9 PoZygt~athus trlgonieus Ziegler．8口视 ．9反口视，f]47--C7，龙门山雁门坝． 

观雾山组。 

l0 Palmatolepis glabra pectinota Ziegler，1962．口视，门47一cl，龙门山雁门坝， 

观雾 山组 

l1．14 Palmatolepis glabra prima Ziegler＆ Huddle，1959．I：1视，门 47一cl2， 

龙门山雁门坝，观雾山组。 

12 Po|ygnathus c，，norrisi Uyeno，1967．口枧，门 47一c， 龙门山 臃门坝 ，观雾 

山组 。 

!s、1 6、17 Po~ygn,athus yan~enbaensls(sp．rtOV)Jiang，1988．i5，l7一 口视 ，16 

一 反口视，门s4一c，龙门山雁门坝，茅坝组， 

18 Apatognathus sp 1：1视，门54一c．龙门山雁门坝，茅规组。 

注 均放大60倍，标本保存在西南石油学院古生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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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 N J{l龙门山泥盆系化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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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2 四川龙门山泥盆系化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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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3 l~Jl[龙门山泥盆系化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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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STRATIGRAPHICAL RESEARCH 

OVERTHRUST NAPPE OF TANGW ANGZHAI 

AREA lN L0NGMEN MOUNTAIN 

Jiang W a Den Tao 

(Department Geo~ogicoZ Exploration ) 

Abstract 

Livin~ thin~s thr3ve in Dev3nlan strata of the nappe， and their species 

were numerous．In Lower and Middle Devonian there were rich brachiopods， 

and then corals， bivalves， triobites and cephalopods
．
The carbollatc strata 

in M iddle and Upper Devonian contained abundant conodonts， specially Palm a— 

tolepis．Through analysis and research， we have divided the fossils into ten 

tossiI zones and assemblages．The ten fossil assemblages showedin the dend— 

rogram of cluster analysis tally with them ， by which we can make regional 

correlation
． According to this，we have classified stratigraph．ical units，def— 

ined the boundary of Devonian series．and described the characterfstics Of 

fossils． 

Key Word ：Biostratumt Fossil zone and assemblage；Devonian Longmel~ 

M Ountoi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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