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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容 8 介 

“集刊 ”第 六 号 包括 生物 地 层 学 论文 三 篇 :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纪 生 物 地 层 研 究 的 进展 > 一 文 根 据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特 征 ， 
讨论 了 我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的 划分 ,着重 探讨 早 , 中 泥 盆 世 海 相 沉 积 各 期 (如 北 

流 期 、 郁 江 期 等 ) 珊瑚 与 腕 足 动物 群 的 组 合 以 及 下 、 中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问题 。 
文 未 有 化 石 描述 和 图 版 。 

“贵州 西部 的 石炭 系 > 一 文 根 据 珊 瑚 、 饶 类 、 腕 足 动物 和 头 足 类 等 化 石 组 
合 探讨 了 黔 西 石炭 纪 地 层 的 划分 : TARR BIER BA, Be (ies 
子 扩 段 、, 十 里 铺 段 和 新 官厅 段 ) 和 赵 家 山 组 (后 两 者 为 新 建 地 层 单位 ) 中 石 

次 统一 一 威 宁 组 ;上 石炭 统一 一 马 平 组 。 文 末 有 化 石 图 版 。 
<“ 甘肃 靖 远 石炭 纪 生 物 地 层 > 一 文 主要 从 古 植物 学 观点 ,结合 岩 相 , 岩 性 

特征 , 讨论 了 甘肃 靖 远 地 区 的 石炭 系 的 划分 问题 。 作者 认为 羊 虎 沟 群 下 部 
存在 有 相当 于 欧洲 纳 级 尔 阶 的 地 层 , 名 为 靖 远 组 ,并 建议 将 我 国 西北 地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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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南方 泥 盆 纪 生 物 地 层 研 究 的 进展 ” 

Lk Wek RF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A Sf # 要 

本 文 从 生物 地 层 学 的 观点 出 发 ,根据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的 特征 , 对 中 国 南 方 的 泥 盆 系 , 按 不 同 
岩 相 沉积 类 型 , 分 别 叙 述 其 生物 群 组 合 和 地 层 的 划分 。 着 重 讨 论 了 早 、. 中 泥 盆 世 海 相 沉积 中 ， 
各 期 珊瑚 与 腕 足 动物 群 的 组 合 及 地 层 的 划分 、 对 比 。 

文中 比较 详细 地 讨论 了 我 国 南方 北 流 期 沉积 的 生物 地 层 特征 ,提出 “四 排 页 岩 ” 的 时 代 应 
属 北 流 期 。 从 分 析 主要 门类 化 石 的 时 代 分 布 和 生物 地 层 层 序 , 提出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应 属 艾 姆 斯 
期 。 根 据 各 种 沉积 类 型 中 ,不 同门 类 化 石 的 组 合 特征 与 世界 各 主要 地 区 的 对 比 ,并 参考 国外 关 
于 下 ,中 泥 盆 统 分 界 的 主要 意见 及 方案 ,对 中 国 南 方 下 ,中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 进 行 了 初步 探讨 。 

中 国 南 方 的 泥 盆 纪 地 层 化 石 丰 富 , 岩 相 复杂 ,包含 着 世界 上 已 知 的 几 种 比较 典型 的 泥 

盆 系 沉积 类 型 ; 作为 中 国 泥 盆 系 分 层 标准 的 一 些 地 层 单 位 和 标准 剖面 也 多 建立 在 此 区 。 

详细 研究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纪 地 层 和 化 石 群 ， 不 仅 有 助 于 解决 生产 实践 中 提出 的 地 层 划 分 对 

比 和 岩 相 十 地 理 的 问题 ,还 有 助 于 解决 世界 泥 盆 系 的 对 比 、 一 些 生 物 群 落 的 迁移 和 演化 中 

心 等 问题 。 

自 1959 年 全 国 地 层 会 议 对 中 国 的 泥 盆 系 进 行 初步 总 结 以 来 ,近年 广大 地 质 工作 者 又 

将 该 系 的 地 层 古 生物 研究 工作 向 前 推进 一 步 ;对 一 些 标准 剖面 重新 观察 ,结合 岩 相 特征 深 

人 研究 了 一 些 层 眉 的 动物 群 ,获得 了 不 少 新 资料 。 因 此 ,对 过 去 的 分 层 对 比 就 有 必要 进行 

补充 和 修订 。 本 文 根 据 近年 来 积累 的 资料 , 试 对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特 征 , 以 

及 若干 地 层 时 代 对 比 问题 进行 探讨 ; 并 附 以 中 .下 泥 盆 统 常见 化 石 的 图 版 和 简要 描述 。 
4 

一 、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的 岩 相 和 生物 相 特 征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系 的 岩 相 变化 复杂 ,动物 群 受 岩 相 类 型 的 控制 ,往往 亦 具 有 相应 的 组 合 

特征 。 根 据 初步 分 析 ,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纪 地 层 基 本 上 可 分 为 两 种 沉积 相 , 即 陆 相 - 演 海 相 与 

浅海 = 半 深 海 相 。 浅 海 - 半 深海 相 又 可 分 为 象 州 型 和 南 丹 型 两 种 沉积 天 型 

陆 相 及 滨海 相 沉积 多 碎 居 岩 类 , 主要 是 砂岩 、 砾 状 砂岩 夹 砂 质 泥 岩 及 泥岩 含 鱼 夫 及 

植物 化 石 , 并 有 介 形 虫 及 无 铵 纲 腕 足 动 物 。 这 种 岩 相 的 沉积 构成 我 国 南方 泥 盆 纪 早 期 较 

厚 的 碎 属 岩 系 及 中 、 晚 泥 盆 世 陆地 边缘 浅海 沉积 中 的 夹层 。 中 国 东南 部 晚 泥 盆 世 产 

m ‘ ; ee SH ie Be 

Be Om RENE ei, BLS ESIG2 OMI: SARA WEI: 
菊 石 是 由 阮 亦 萍 、 何 国雄 作 的 ;三 叶 虫 是 由 张 文 堂 作 的 ; 笔 厂 是 由 穆 恩 之 \ 倪 寅 南 作 的 ; 竹 节 石 是 由 称道 成 、 穆 丁 
南 作 的 ;植物 是 由 李 星 学 、 蔡 重阳 分 别提 供 的 。 南 京 地 质 古生物 研究 所 在 西南 地 区 工作 的 同志 提供 了 部 分 关于 
野外 观察 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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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lepis 鱼 化 石 群 及 Leptophlocum 植物 化 石 群 的 陆 源 碎 届 沉 积 ,也 应 属于 这 种 岩 相 。 
象 州 型 海 相 沉积 在 中 国 南方 分 布 较 广 ; 可 以 广西 中 部 象 州 二 塘 及 横 县 六 景 郁 江 沿岸 

OIG MP LRA. HELIER RRA GRA, BEER 
泥岩 为 主 ,并 夹 有 砂岩 。 这 种 类 型 的 沉积 含 丰富 的 化 石 , 多 属 底 栖 固 着 类 型 ,如 层 孔 虫 . 珊 
瑚 腕 足 动物 ,蔡伦 虫 \ 海 百合 等 ;并 有 瓣 鳃 类 、 鹦 巫 螺 、 腹 足 类 、 介 形 虫 , 竹 节 石 等 伴生 。 在 
某 些 地 区 的 一 定 层 段 内 形成 生物 礁 。 根 据 沉积 物 中 碳酸 盐 类 和 砂 泥 质 成 份 含量 的 不 同 ,其 
生物 群 的 属 种 组 合 特征 又 有 差异 。 总 的 来 说 ,这 种 类 型 代表 近 岸 \ 富 氧 环境 下 的 浅海 沉积 

南 丹 型 海 相 沉积 可 以 广西 南 丹 罗 富 的 泥 盆 系 为 代表 。 该 区 的 中 泥 盆 统 ,主要 是 黑色 、 
深 灰色 泥岩 及 粘土 岩 ; 上 泥 盆 统 为 黑 灰色 硅 质 粘土 岩 , 泥 岩 及 泥 质 条 带 状 灰 岩 。 化 石 组 合 
单调 ,以 漂浮 和 游泳 生物 的 竹 节 石 \ 菊 石 为 主 ,并 有 三 叶 虫 、 介 形 虫 及 少数 腕 足 动物 等 。 代 
表 远 岸 . 缺 氧 ,水 体 平静 的 海盆 地 沉积 。 

早 、 中 泥 盆 世 南 丹 型 海 相 沉积 的 分 布 , 自 广西 南 丹 至 贵州 盘 县 ,形成 一 走向 北西 - 南 东 
的 狂 条 地 带 ; 在 西藏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 则 形成 又 一 东西 向 条 带 。 根 据 区 测 队 同志 提供 的 次 
料 , 在 云南 的 保山 \ 丽 江 及 墨江 一 带 , 都 有 这 种 类 型 的 沉积 。 有 的 地 区 是 笔 石 与 竹 节 石 共 
生 , 有 的 地 区 竹 节 石 与 菊 石 共生 或 仅 有 竹 节 石 。 广西 境内 的 德 保 , 靖 西 \ 南 宁 市 附近 及 云 
南 的 文山 等 地 泥 盆 纪 沉积 以 碳酸 盐 岩 类 为 主 ,化 石 群 具有 两 类 型 混 生 的 特征 ;有 待 详细 工 
作 后 , 作 进 一 步 的 划分 。 晚 泥 盆 世 南 丹 型 海 相 沉积 的 范围 增 大 , 广西 中 部 及 贵州 的 长 顺 、 
惠 水 一 带 的 上 泥 金 统 均 属 此 类 沉积 。 上 述 几 种 类 型 的 沉积 , 在 早 泥 盆 世 晚期 至 中 泥 盆 世 
的 分 布 ,大 致 如 图 1 所 示 。 

需要 指出 的 是 , 上 述 几 种 类 型 的 沉积 , 无 论 在 垂直 方向 还 是 水 平方 向 的 分 布 , 均 有 指 
状 交叉 的 过 湾 现 象 ; 在 一 定 的 地 区 内 , 动物 群 也 有 混 生 的 情况 。 当 然 , 上 述 几 种 类 型 的 岩 
HAR, 仅 是 初步 划分 ,不 可 能 全 面 反映 泥 盆 系 的 岩 相 变化 ; 例如 ,属于 同期 的 象 州 型 海 相 
沉积 ,往往 在 礁 状 灰 岩 沉积 与 砂 泥 质 夹 泥 灰质 沉积 中 ,分 别 含有 属 种 组 合 差异 较 大 的 底 枉 
生物 ,以 致 被 误 认为 不 同时 期 的 沉积 。 

二 、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的 化 石 带 及 化 石 群 组 合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化 石 群 的 组 合 特征 与 罕 相 关系 十 分 密切 。 过 去 由 于 忽视 了 其 间 的 内 

在 联系 , 片面 强调 了 某 一 方面 , 致使 对 一 些 地 层 时 代 的 确定 和 横向 对 比 作出 错误 判断 , 从 

而 未 能 建立 比较 符合 客观 实际 的 生物 地 层 层 序 。 因此 , 充分 研究 各 个 不 同 相 区 内 比较 典 

型 的 剖面 ,结合 岩 相 特征 ,深入 研究 其 中 的 生物 群 组 合 ,并 前 明 和 国外 同期 地 层 的 对 比 , 实 

为 当前 研究 中 国 泥 盆 系 的 迫切 需要 。 兹 根据 现 有 资料 ,按照 不 同 岩 相 沉积 中 的 生物 群 , 试 
对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系 的 化 石 带 及 生物 组 合 分 别 叙 述 如 下 : 

(—) 南 丹 型 海 相 沉积 的 化 石 带 

这 种 类 型 的 沉积 地 层 , 主 要 是 根据 笔 石 . 竹 节 石 及 菊 石 等 麻 序 及 游泳 生物 的 分 布 规律 

划分 层 带 。 其 特点 是 : 这 类 化 石 在 地 层 上 垂直 分 布 的 时 限 比较 短 , 横向 分 布 的 范围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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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有 些 化 石 带 可 作为 洲际 对 比 的 依据 。 

泥 盆 系 的 笔 石 在 我 国 过 去 未 见报 导 。 一 般 认 为 正 笔 石 目 只 限于 志 留 系 。 在 国外 , 对 

于 泥 盆 纪 笔 石 的 研究 也 是 近 几 年 才 开始 。 实 践 证 明 ,这 类 笔 石 群 可 以 延至 早 泥 盆 世 ,而 且 

不 少 属 、 种 对 划分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具 有 重要 意义 。 

根据 现 有 资料 , 早 泥 盆 世 布拉格 期 的 笔 石 类 只 有 两 个 属 , BUSA (Monograptus) 和 

新 单 笔 石 (CIVeomozograptx5)， 两 者 关系 比较 密切 ,同属 单 笔 石 科 (Monograptidae), 它们 的 

笔 石 体 多 为 中 等 大 小 , 始 部 通常 向 背部 弯曲 , 末 部 近 直 , 但 胎 管 和 胞 管 的 性 质 差异 比较 明 

显 。 泥 盆 纪 的 单 笔 石 以 发 育 胎 管 背 舌 为 特征 。 新 单 笔 石 以 发 育 特别 宽大 的 宽 锥 形 胎 管 为 

特征 , 这 种 宽大 的 胎 管 , 在 奥 陶 纪 和 志 留 纪 的 正 笔 石 类 还 很 少见 到 。 另 外 , CRANKS 

石 类 的 另 一 特征 , 就 是 笔 石 体 始 部 胎 管 为 “xzczzatxs” 式 , 至 末 部 胎 管 口 部 则 逐渐 向 后 退 

缩 , 形 成 明显 的 口 穴 , 胞 管 间 颖 合 线 是 斜 的 ,不 是 直立 的 。 

我 国 泥 盆 系 的 笔 石 群 首 见于 西藏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 产 自 早 泥 盆 世 凉 泉 组 的 下 部 ,并 可 
建立 一 个 笔 石 带 , 称 喜马拉雅 新 单 笔 石 带 CNeomonograpius himalayensis Zone)o 这 个 笔 石 

群 包含 的 重要 分 子 ,; 有 Neomonograptus himalayensis, N. atopus rigidus, Monograptus tho- 

masi, M. cf. yukonensis 等 。 其 中 ，M. thomasi, M. yukonensis 广泛 分 布 于 澳大利亚 、 苏 

联 、 加 拿 大 、 美 国 等 地 的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内 。 与 珠 峰 所 产 Neomozograptas atopus rigidus 最 

为 接近 的 笔 石 N. atobxr， 是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和 希 米 亚 布 拉 格 期 地 层 中 的 标准 分 子 。 因 此 ， 

可 以 确定 珠 峰 的 新 单 笔 石 带 的 时 代 , 亦 应 属于 布拉格 期 。 

最 近 , 在 四 川 宝 兴 磺 厂 的 泥 盆 纪 地 层 内 ,也 发 现 布拉格 期 的 笔 石 Neomonograptus falca- 

rius (Koren)， 含 化 石 岩层 与 上 .下 地 层 的 关系 , 尚 待 研究 。 此 种 笔 石 最 初 发 现 于 苏联 北部 

WZ (& (Tlaii-xoit), FE (Koren, 1971) 并 据 以 建立 一 个 笔 石 带 

rius 带 , 相 当 于 布拉格 组 的 底部 。 云 南 墨 江 地 区 找到 的 笔 石 Monograptus yukonensis fang- 

ensis 是 我 国 目前 已 知 泥 盆 系 最 高 层 位 的 笔 石 。 

上 述 笔 石 带 与 世界 其 他 地 区 泥 盆 系 笔 石 带 的 对 比 , 如 下 表 所 示 : 

Neomonograptus falca- 

地 区 中 国 泰 

ies i @ |= a | B a a inde Ges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墨江 oe 

Monograptus Monograptus 
布 yukonensis yukonensis 

fangensis fangensis 
拉 Neomonograptus Monograptus 
格 himalayensis yukonensis 

M. thomasi 
Neomonograptus 

Br falcaritis 

tL | RRMBRH 苏 联 m & x 美 国 

Neomonograptus Monograptus Monograptus 
布 atopus pacificus pacificus 

M. yukonensis 
拉 Monograptus M. yukonensis 

yukonensis M. thomasi 
格 M. thomasi 
阶 Neomonograptus 
al falcarius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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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市 石 的 一 些 属 种 也 可 用 作 划 分 泥 盆 系 的 层 带 。 在 国外 , 对 竹 节 石 的 研究 已 有 百 祭 
年 的 历史 。 包 切 克 〈Bouzek，1964，1967) 曾 系统 研究 中 波 希 米 亚 海 西 相 或 波 希 米 亚 相 泥 
盆 纪 地 层 中 的 竹 节 石 ,并 对 中 .下 泥 盆 绕 划分 了 若干 化 石 带 。 在 我 国 , 虽然 近年 和 才 开 始 对 
休市 石 进 行 研究 ， 但 在 广东 \ 广 西 . 贵 州 . 云 南 . 四 川 等 省 和 西藏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的 海 相 泥 
盆 纪 地 层 内 , 相继 发 现 大 量 的 竹 节 石 。 其 中 , 除 波 希 米 亚 泥 盆 纪 洛 赫 考 夫 期 (Lochkoviany 
竹 节 石 带 的 分 子 外 ,其 他 带 化 石 在 我 国 南方 泥 盆 系 的 相应 层 段 内 均 已 找到 ,这 就 为 划分 和 
对 比 我 国 南方 南 丹 型 海 相 地 层 提 供 了 重要 依据 。 现 就 广西 罗 富 、 云 南 广 南 系统 剖面 内 竹 
节 石 出 现 的 层 序 与 西藏 珠穆朗玛 峰 地 区 的 属 种 ,初步 建立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系 竹 节 石 的 分 带 ， 
其 与 捷 殉 斯洛伐克 波 希 米 亚 泥 盆 系 竹 节 石 带 的 对 比如 下 表 所 示 : 

中 国 南 方 泥 贫 系 的 竹 节 石 分 带 与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希 米 亚 竹 节 五 带 的 对 比 

捷克 斯 洛 伐 克 is 西 去 

449) 52 (Boucék, 1964, 1967) By Ft 
———————————— ss OOO — — | 

Nowakia otomeri- 

西 8 « 
BB te 
Ls 

N. otomeri- 

Styliolina sp. 

N. otomeri N. otomeri N. otomeri 

东 
Styliolina sp. a 

a 

组 

‘| N. sulcata N. sulcata 

N. holynensis 

N. richteri N. richteri - richteri 

SF Me xt | Sah een N. cancellata N. cancellata . cancellata 

RBH | N. barrandei ‘| N. barrandei . barrandei 

利 
柯 阶 | N. zlichovensis 

praecursor 

N. cf. zlichovensis . zlichovensis 

Sy) ee [oe he 。 actaria N. acuaria 布 Guerichina 
凉 拉 strangulata a Guerichina 

‘ ; xizangensis 
格 Nowakia acuaria oat 

Br N. acuaria 组 N. acuaria 

洛 夫 | Paranowakia 
inkermedia 

P. bohemica 

综合 上 述 关 于 笔 石 及 竹 节 石 的 分 带 对 比 意 见 , 参 照 现 有 的 菊 石 方面 的 资料 ,对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南 丹 型 海 相 地 层 的 分 带 如 表 1 AT AN 

(=) 象 州 型 海 相 地 层 的 生物 组 合 

这 种 类 型 的 沉积 主要 是 根据 珊瑚 、 腕 足 动物 ̀  层 孔 虫 等 底 栖 固着 型 生物 组 合 分 层 和 对 

比 ; 其 特点 是 : 底 栖 生 物 对 生活 环境 具有 比较 敏感 的 适应 性 , 生物 群 多 具 地 区 性 特色 , 同 

时 期 的 生物 群 随 古 地 理 条 件 与 岩 相 的 不 同 ,其 组 合 面貌 往往 有 明显 的 差异 。 因 此 ,在 据 以 

划分 对 比 地 层 时 , 应 结合 岩 相 特点 , 综合 分 析 主要 门类 的 组 合 特征 , MARAT A 

属 种 的 “标准 ” 性。 根据 现 有 资料 , 试 对 中 国 南 方 泥 盆 纪 象 州 型 海 相 地 层 的 主要 化 石 群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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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特征 ,分 期 予以 讨论 。 

1. 那 高 岭 期 动物 群 ”以 腕 足 动物 为 主 , 伴 以 少量 珊瑚 、 竹 节 石和 瓣 鲁 类 。 腕 足 动物 

以 小 咀 贝 类 的 Sphaerirhynchia, Ferganella A, Astutorhyncha, Bathyrhyncha t/D BR 

类 仅 有 Chonetes sarcinulatus; AQ#RINZRA Hysterolites “(KEI 4S, Delthyris 甚 少 ; 

此 外 ,还 有 个 别 的 Atrypa reticularis 

Hysterolites 在 阿 登 地 区 主要 出 现在 西根 阶 , 在 波 希 米 亚 则 见于 布拉格 阶 , 在 澳大利亚 

限于 下 泥 盆 统 的 基 尔 戈 尔 段 相 当 于 早 艾 姆 斯 阶 (Talent, 1963), 还 见于 美国 内 华 达州 艾 姆 

斯 阶 的 Eurekaspirifer pinyonensis 带 。 一 般 地 说 ,该 属 可 视 为 西根 阶 至 艾 姆 斯 阶 的 重要 分 

子 。Sppaerizpyzcpiz 始 见于 志 留 纪 ;, 在 澳大利亚 的 基 尔 成 尔 段 西欧 的 柯 布 兰 兹 阶 和 苏联 乌 

拉 尔 东 坡 下 泥 盆 统 的 索 有 罗 维 申 斯 克 层 都 曾 有 报导 〈KyzpkoBg，1963)。 根据 已 知 的 资料 ， 

Ferganella 产 于 苏联 中 亚 地 区 早 泥 盆 世 地 层 。 Astutorhyncha 在 波 希 米 亚 和 艾 斐 尔 区 以 及 

HAW Ace, 多 数 的 种 限于 志 留 系 和 下 泥 盆 统 , 少数 种 可 延至 中 泥 盆 统 Havlicek, 

1961)。 Bathyrhyncha 在 西欧 限于 吉 丁 阶 。 Chonetes sarcinulatus 是 西欧 艾 姆 斯 阶 的 常见 

分 子 , 但 也 可 延至 艾 斐 尔 阶 底部 。Deliyrix 也 是 西欧 下 泥 盆 统 的 分 子 。 

综合 分 析 上 述 腕 足 动物 群 在 世界 各 地 的 分 布 ， 芳 虑 到 和 上 履 郁 江 组 腕 足 动物 群 的 明 

DES, AN, 其 下 还 有 含 鲁 化 石 的 早 泥 盆 世 的 陆 相 岩层 , 把 那 高 岭 组 与 西根 阶 进 行 对 比 

的 可 能 性 是 存在 的 。 

那 高 岭 组 的 四 射 珊瑚 仅 有 Chalcidophyllum nahkaolingense 〔〈 新 种 ) 及 Eoglossophyllum 

minor 〈 新 属 、 新 种 )。 后 者 无 助 于 时 代 的 对 比 ,前 者 仅 在 澳大利亚 的 西根 期 至 艾 姆 斯 期 地 

层 内 见 到 ,可 供 时 代 对 比 的 参考 。 
2. 郁 江 期 动物 群 ”这 个 动物 群 以 广西 南宁 至 六 景 ， 沿 郁 江 北岸 的 郁 江 组 所 产 者 最 

为 典型 。 与 那 高 岭 期 动物 群 比较 , 郁 江 期 动物 群 的 面貌 , 具有 明显 的 差 寞 ; 不 仅 化 石 的 数 

量 观 增 ,而 且 种 类 繁多 ,几乎 包括 无 脊椎 动物 的 大 多 数 门类 ; 其 中 以 腕 足 动物 最 多 ,珊瑚 化 

石 中 的 拖鞋 珊瑚 千 百 密 聚 , 大 量 床板 珊瑚 组 成 小 型 礁 块 。 这 一 地 区 的 郁 江 组 按 岩 性 可 分 

A+ (ERS, 1964), 化石 集中 产 于 下 部 的 石 洲 段 及 上 部 的 六 景 妇 ,并 可 相应 地 分 

为 下 部 与 上 部 两 个 生物 群 组 合 。 现 仅 就 珊瑚 和 腌 足 动物 的 组 合 特征 及 时 代 分 布 , 分 别 予 

以 叙述 : 

(1) 下 部 组 合 包 括 广西 六 景 郁 江 组 的 霞 义 岭 段 及 石 洲 段 ; 广西 武宣 二 塘 的 郁 江 组 下 

部 ;广西 罗 富 的 益 兰 组 ;云南 广 南 狭 义 的 坡 脚 页 岩 等 层 段 内 的 化 石 群 。 
四 射 珊 瑚 :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Heterophaulactis semicrassa 组 合 。 

该 组 合 中 ,上 述 两 个 为 首 的 分 子 限于 石 洲 段 内 ,其 中 Xyszritpylilozades 尚 见于 广西 二 塘 

的 郁 江 组 及 云南 广 南 的 坡 脚 页 岩 。 Heterophaulactis 昌 系 一 个 地 方 型 新 属 , 但 比较 接近 于 

Stathmoelasma, 后 者 产 于 澳大利亚 的 新 南 威尔士 的 上 晚 艾 姆 斯 期 或 艾 斐 尔 期 地 层 内 (Pedder, 

1965)。 具 套 锥 体 构 造 的 泡沫 珊瑚 , 即 过 去 魏 德 衣 〈《Wedekind，1924，1925) 所 称 的 Lytho- 

phyllum 及 Nardophyllum 等 ,是 这 个 组 合 内 为 数 较 多 的 分 子 , 在 西欧 及 苏联 乌拉 和 尔 的 中 
VERRALL), BABAR, a Pseudomicroplasma 及 Diplochone ,th iA WT 

世界 各 地 的 中 泥 盆 世 地 层 内 。 拖鞋 珊瑚 在 石 洲 段 内 产 出 最 多 , MBAR EB ADEM 
角 在 50°—70° AIAN Calceola sandalina sandalina 及 其 相近 的 类 型 ,到 形体 细小 罕 长 、 贾 



= 4S: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纪 生 物 地 层 研 究 的 进展 7 

角 仅 30" 一 40” 的 Calceola sandalina acuminata, | ReF7FRA WH eAW Calceola 

sandalina elongata, MBF" To RA AA HAWN Calceola sandalina sinense 等 ;都 共生 在 此 

BE, 甚至 共生 在 同一 岩 块 上 ( 乐 森 租 、 俞 昌 民 , 1957)。 如 所 周知 , KORERERADA PBI 
种 产 于 欧洲 及 澳洲 的 下 泥 盆 统 外 ,在 世界 各 地 都 见于 中 泥 盆 统考 文 阶 并 延至 吉 微 特 阶 。 

Microcyclus 在 此 组 合 内 也 占有 相当 数量 ， 这 个 属 主要 产 于 美国 及 加 拿 大 的 中 泥 盆 世 汉 密 

顿 期 地 层 内 , 并 被 视 为 该 期 地 层 的 标准 化 石 之 一 。 Microcyclus 在 阿尔 及 利 亚 北部 与 摩 洛 
哥 等 地 的 中 泥 盆 世 早期 地 层 内 也 有 大 量 产 出 (Le Maitre，1952)。 并 与 邦 江 组 所 产 者 比较 
接近 ,而 且 也 是 与 较 多 的 拖鞋 珊瑚 共生 。 在 艾 斐 尔 地 区 的 艾 斐 尔 组 内 也 找到 过 Microcyclus 
(Birenheide，1971)。 

床板 珊瑚 : 在 这 个 组 合 内 包含 有 Favosites, Squameofavosites, Caliapora, Alveolites, 

Thamnopora, Syringopora, Aulopora, Thecostegites, Heliolites Sek. HbR ait 

群 特征 都 接近 于 Favosites goldfussi 族 类 。 有 关上 列 属 群 的 时 代 对 比 意 见 , 将 在 讨论 郁 江 

期 动物 群 的 上 部 组 合 特征 时 一 并 分 析 。 
eyez: Dicoelostrophia crenata-Parachonetes nasutus 组 合 。 

本 组 合 的 特点 是 具有 明显 的 地 区 性 色彩 , 如 Dicoelostrophia, Xenostrophia, Elymospi- 

rifer 等 都 未 见于 国外 。 但 是 , 本 组 合 内 也 含有 不 少 世 界 性 分 布 的 属 种 ,如 以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ARAN MME, AAA. Acrospirifer 在 世界 各 地 的 中 .下 泥 盆 

统 广 泛 发 育 , 对 西欧 来 因 相 地 层 的 划分 对 比 , 具有 较 大 意义 。 索 里 〈Solle，1953) 曾 对 来 因 

区 标准 剖面 上 的 Acrospirifer 种 群 进行 分 析 研 究 ， 将 A. arduennensis 种 群 限 于 西根 阶 至 

下 欧姆 斯 阶 , A. mosellanus 种 群 限 于 上 艾 姆 斯 阶 ,4. intermedium 种 群 限于 艾 斐 尔 阶 下 部 。 

而 莱 康 特 (M. Lecompte, 1967) 和 王 德 卡门 (Vandercammen，1963) 则 主张 Acrospirifer 所 

包含 的 种 族 仅 限于 下 泥 盆 统 的 西根 阶 , 其 他 种 群 都 称 为 Euryspirifer” ;于 是 ,将 Acrospirifer 

primacous 限于 西根 阶 ， ”Baryszaiyzijfer arduennensis 限于 艾 姆 斯 阶 ,并 将 “ 瑟 . ”zzaterzaediz77 

视 为 考 文 阶 底部 的 带 化 石 。 尽 管 他 们 对 Acrospirifer 属 的 含义 有 不 同 的 理解 ,但 对 上 述 各 

种 群 在 西欧 来 因 相 地 层 出 现 的 层 序 , 基本 认识 是 一 致 的 。 就 我 国 郁 江 组 所 产 4erospzrzfer 

的 种 群 类 型 来 看 ,在 下 部 组 合 中 就 已 出 现 相当 于 “ardzxezzensis ， “mosellanus” |) he “inter- 

medium” 等 种 群 的 混 生 现象 。 根 据 初 步 观察 , 本 组 合 中 的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最 搂 近 

FARKAS “aerduennensis” BE, 而 且 个 体 亦 占 多 数 , (BSA S “intermedium” tA 

的 分 子 ; 如 A. papaoensis 

本 组 合 中 还 含有 数量 很 多 的 Parachonetes, Atrypa, Uncinulus, Aulacella, Athyris 等 。 

Parachoneses 最 初 见于 苏联 中 亚 地 区 的 晚 西根 期 地 层 (Haxadopopa，1937)， 其 后 ,在 乌拉 
尔 的 西根 期 地 层 和 库 兹 涅 茨 克 盆地 的 萨 拉 伊 尔 层 均 曾 见 及。 戎 斯 尼 茨 卡 娅 认为 萨 拉 伊 尔 

层 的 时 代 虽 然 在 苏联 被 视 作 早 艾 斐 尔 期 ， 但 应 与 西欧 的 上 艾 姆 斯 阶 对 比 《PoHCHHUKag， 

1960，1962)。 Parachonetes AWFIRAAW FUCA SISA KA BE (Talent, 1963) 以 及 

相当 于 艾 姆 斯 期 的 Receptaculites 1K (Johnson, 1966; Philip & Pedder, 1964), 该 属 也 

是 美国 内 华 达 州 Eurekaspirifer pinyonensis 带 和 Acrospirifer kRobehana 带 内 的 重要 分 子 

(Johason，1970)， 时 代 也 相当 于 艾 姆 斯 期 。 由 此 可 见 ，Peracponztes 是 一 个 世界 性 分 布 、 

层 位 比较 稳定 的 属 。 Uncinulus orbignyanus 在 阿 登 地 区 被 视 作 考 文 组 下 部 Cob 融 的 市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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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Lecompte，1967)， 在 艾 斐 尔 地 区 则 限于 艾 姆 斯 阶 的 海 斯 道夫 层 和 艾 斐 尔 阶 底 部 的 劳 
HE (Werner，1969)，, 该 种 在 本 组 合 中 也 有 存在 。 另 外 ，4z8y7iz concentrica 在 西 德 是 上 

艾 姆 斯 阶 韦 特 道夫 层 和 下 康 特 尔 群 的 分 子 (Werner，1969; Solle, 1942), 在 本 组 合 也 比较 
多 。 应 当 指 出 ,本 组 合 还 含有 Aulacella eifeliensis 和 Mesodouvillina birmanica, AW 

西欧 及 缅甸 的 艾 斐 尔 阶 , 后 者 则 是 缅 匈 北 搓 邦 八道 坪 地 区 艾 斐 尔 阶 的 分 子 。 

(2) 上 部 组 合 仅 包 括 广西 南宁 至 六 景 郁 江 组 的 大 联 村 段 及 六 景 眉 的 化 石 群 。 
四 射 珊瑚 : Heterophrentis angusta~Amplexiphyllum hamiltoniae 组 合 。 

AAG HON BH, RZ FRAG Aw i, Amplexiphyllum, Stereoelasma 

等 小 型 单 带 型 珊瑚 为 主 的 分 子 , 在 下 部 组 合 中 尚未 见 到 , EMBRAER 

BUNA, HH Amplexiphyllum hamiltoniae 产 于 美国 纽约 州 的 奥 农 达 加 灰 岩 及 汉 密 顿 

组 ,以 及 西欧 阿 登 地 区 中 泥 盆 绕 下 部 的 Corb, Cox PIS ERA. Heterophrentis 在 下 部 组 

AB, 但 本 组 合 内 的 种 群 和 个 体 数 目 都 急骤 增加 , 尤 以 形体 较 大 、 回 春生 长 现象 显著 的 

H. angusta 最 为 暴 型。 该 属 在 欧洲 和 北非 的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虽 曾 见 到 ,但 主要 产 于 北美 。 就 

郁 江 组 所 产 Heterophrenis 的 丰富 程度 和 种 的 近似 性 而 言 , 与 美国 内 华 达州 的 内 华 达 灰 岩 

底部 500 鹃 层 段 内 所 产 者 十 分 近似 。 斯 顿 姆 (Stumm, 1937) 最 初 报 导 内 华 达 珊瑚 群 时， 

认为 其 时 代 是 中 泥 盆 世 早期 , 并 指出 与 西欧 来 因 区 中 泥 盆 世 Celceola 灰 岩 中 的 珊瑚 群 有 

较 密切 的 关系 。 病 后 ,约翰逊 (Johnson, 1970) 报导 美国 大 盆地 腕 尼 动 物 群 时 , 建立 了 
Eurekaspirifer pinyonensis 带 ， 置 于 下 泥 盆 统 艾 姆 斯 阶 的 中 、 上 部 , 而 这 个 带 的 及 足 动物 群 

又 与 上 述 内 华 达 珊 瑚 群 共生 ,因此 珊瑚 群 的 时 代 也 就 相应 地 视 作 中 、 晚 艾 姆 斯 期 。 指 出 这 

一 点 ,对 分 析 郁 江 期 珊瑚 群 的 时 代 是 有 一 定 意 义 的 。 

泡沫 型 珊瑚 及 盘 珊 瑚 的 数量 , 在 此 组 合 内 设 有 明显 的 变化 , 但 是 , 拖鞋 珊瑚 却 大 为 减 
>, FEFRIKAY $Calceola sandalina acuminata 迄 未 找到 ; C. sandalina sandalina 类 型 的 分 子 

也 较 少 见 ,而 顶 角 的 宽度 近 于 90° 的 C. sandalina rectangulata 却 是 此 组 合 所 仅 有 。 此 外 ， 

本 组 合 还 含有 一 个 Rhizophyllum 和 一 些 与 Aphyllum 类 似 的 分 子 , 都 是 从 志 留 纪 延 续 而 

来 的 。 总 之 , 这 个 组 合 的 四 射 珊瑚 ,基本 上 承袭 下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拖鞋 珊瑚 显著 减少 , 单 带 

型 分 子 增多 ,是 这 个 组 合 的 基本 特征 。 

在 这 个 组 合 内 ， 床 板 珊瑚 的 属 种 大 为 减少 ， 除 Favosites, Squameofavosites 外 ， 尚 有 

Pleurodictyum 及 Aulopora 等 属 。 总 观 郁 江 组 的 床板 珊瑚 ,容易 给 人 以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的 印 

象 , 尤其 是 以 Favosites goldfussi 为 代表 的 种 群 , 都 是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地 层 内 所 和 常见。 西欧 
KAKH, PRBAADRER, IB) “cultrijugaus” BAN KRMWA: Favosites goldfussi, 

Pleurodictyum problematicum, Alveolites suborbicularis, Heliolites porosus = (Bassler, 1950), 

28 ES ABIL AA SY. Pleurodictyum 在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地 层 内 偶 有 所 见 , 一 般 认 为 

是 早 泥 盆 世 比较 标准 的 分 子 ，P. problematicum 就 是 来 因 区 艾 姆 斯 期 目前 已 知 的 密 窗 数 种 

珊瑚 化 石 中 突出 的 代表 。 根据 苏联 泥 盆 纪 珊 瑚 化 石 演 化 阶段 的 主要 特征 来 看 〈Dubatolov 

& Spassky， 见 Oswald, 1967), 早 泥 盆 世 是 以 鳞 刺 状 的 峰 党 珊瑚 类 的 繁盛 为 特征 ,而 中 泥 

盆 世 早期 则 以 Paciyjavosizey 的 大 量 出 现 为 标志 , 如 果 按 此 标准 对 比 , 则 郁 江 期 的 床板 
HORA PRUNE. 

综 上 所 述 , 郁 江 期 珊瑚 群 既 包含 较 多 的 中 泥 盆 世 早期 色彩 的 分 子 , 也 存在 着 一 些 艾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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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期 相当 典型 的 属 种 , 还 有 一 些 属 群 是 从 志 留 纪 延 续 而 来 ， 骨骼 构造 比较 简单 , 总 的 特征 
反映 出 早 泥 盆 世 和 中 泥 盆 世 珊 瑚 群 混 生 的 现象 。 孝 虑 到 郁 江 组 之 上 还 存在 更 为 典型 的 艾 
斐 尔 期 珊瑚 群 一 一 北 流 期 珊瑚 群 ,从 生物 地 层 层 序 上 推断 , 郁 江 期 珊瑚 群 的 时 代 只 能 与 西 
欧 的 艾 姆 斯 期 对 比 , 是 否 还 包含 艾 斐 尔 期 早期 的 沉积 , 即 中 、 下 泥 盆 统 的 过 渡 层 , 尚 难 确切 
定论 。 将 郁 江 期 珊瑚 群 同 世界 上 几 个 主要 地 区 同期 的 珊瑚 群 相 比较 ， 不 难 发 现 其 间 存 在 
比较 明显 的 差异 , 似 可 代表 一 个 独特 的 生物 地 理 分 区 。 

腕 足 动物 : Eosophragmophora sinensis—Parathyrisina bella 组 合 。 

本 组 合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基本 上 与 下 部 组 合 相 似 。 Acrospirifer 种 群 仍 有 相当 数量 , 增加 
了 个 体 较 大 的 A. increbescens; Dicoelostrophia, Elymospirifer, Parachonetes 等 属 种 与 个 体 
的 数量 显著 衰减 , 代 之 以 Zezenea， Xenostrophia Bt hs), Devonochonetes, Uncinulus 等 属 种 

个 体 的 大 量 增多 。 同 时 , HOLT IRA Ey Bt ——Eosophragmophora 及 
Parathyrisinag 其 中 ，Zezexea 在 六 景 恨 内 极为 繁多 ,但 种 群 简单 ; 该 属 是 典型 的 北美 分 子 ， 
时 代 分 布 可 从 志 留 纪 延 至 中 泥 盆 世 。 本 组 合 中 的 工 . depressa 可 与 美国 内 华 达州 Eureka- 
spirifer pinyonensis 带 中 的 L. fagerholmi 相 比 拟 。 小 咀 贝 类 中 Uncinulus mesodeflectus 十 

分 接近 于 艾 斐 尔 地 区 上 艾 姆 斯 阶 韦 特 道夫 层 中 的 VU. pila, AMAA SRO RK 
下 艾 斐 东 阶 (相当 于 西欧 的 上 艾 姆 斯 阶 ) 最 底部 的 带 化 石 Dazcizz1zix parallelepipedus 相 比 

$8, WET A 28 (Pholidostrophiinids) 在 本 组 合 大 量 繁育 , 除 新 属 Xenostrophia 外 , 根据 外 

形 鉴定 还 有 和 Nadiastrophia, Phragmostrophia 相 类 似 的 分 子 , 后 两 个 属 在 澳大利亚 和 北 

美 都 是 艾 姆 斯 阶 至 艾 斐 尔 阶 的 产物 。 仅 限于 本 组 合 的 两 个 新 属 Eosophragmophora 与 

Parathyrisina 的 个 体 数量 相当 多 ,是 本 组 合 的 典型 分 子 ,两 者 分 别 与 西欧 中 泥 盆 统 的 了 prag- 

mophora 和 下 述 北 流 期 的 Athyrisina 都 有 近似 的 形态 。 此 外 , 大 联 村 段 常见 到 的 Elythyna, 

是 苏联 库 兹 湿 茨 克 盆 地 萨 拉 伊 尔 层 中 的 分 子 (PxkoHcHHIKag，1952)， 也 见于 美国 内 华 达 
INA EXE YY Elythyna |B (Johnson, 1970). 

综 上 所 述 , 郁 江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也 具有 中 、 早 泥 盆 世 分 子 混 生 的 现象 ;其 中 的 主要 属 

都 可 与 西欧 .北美 艾 姆 斯 期 所 产 者 互 比 ,但 不 能 否认 还 含有 一 些 西欧 艾 斐 尔 期 早期 的 属 

种 ,还 存在 相当 比例 的 地 方 型 分 子 ,似乎 也 形成 一 个 独特 的 生物 地 理 区 。 

郁 江 期 动物 群 的 分 布 范围 , 在 地 区 上 有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 广西 境内 除 郁 江上 游 南宁 至 

六 景 一 带 外 ,仅见 于 贵 县 定 布 及 武宣 二 塘 ; 向 北 至 鹿寨 、 桂 林 等 地 ， 郁 江 组 相 变 为 砂 质 沉 

积 , RAMU. FRR (1938) 曾 描述 过 一 些 云南 广 南 坡 脚 页 岩 中 的 珊瑚 和 腕 足 动物 
AG, 其 中 顶 角 穿 小 的 Calceola sandalina aczzozzat 如 ， 仅 见于 郁 江 组 的 下 部 珊瑚 组 合 中 。 

1971 年 ， 地质 古生物 研究 所 在 西南 地 区 工作 的 同志 于 广 南西 洋 街 的 坡 脚 页 罕 中 ， 又 采 到 

郁 江 动 物 群 下 部 组 合 的 标准 分 子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FRM) 1938 年 所 列 坡 脚 页 岩 
中 的 及 足 动物 共 10 种 , 其 中 的 Chonetes sp., Chonetes cf. zeili, Thiemella? communis, 

Stropheodonta (Douvillinella) annamitica, Stropheodonta (Douvillina) inaequistriata, 似 应 分 

FB Parachonetes, Aulacella, Dicoelostrophia, Xenostrophia 《新 属 )。 而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更 是 郁 江 组 下 部 组 合 中 的 常见 分 子 。 因 此 ,无 论 从 珊瑚 化 石 或 腕 足 动物 化 石 来 

A, 获 义 的 坡 脚 页 岩 动 物 群 仅 相 当 于 郁 江 期 动物 群 的 下 部 组 合 。 广西 罗 富 益 兰 组 的 爱 足 

动物 群 亦 应 与 郁 江 组 的 下 部 组 合 相 比 。 根据 现 有 材料 , 郁 江 期 动物 群 是 我 国 南方 和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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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 北部 地 区 所 特有 ,其 组 成 分 子 既 显示 有 浓厚 的 地 区 性 特色 ,又 反映 出 早 、. 中 泥 盆 世 动 

物 群 的 混 生 现象 ; 属 种 的 繁多 ,个 体 的 丰富 ,是 世界 其 他 地 区 同期 生物 群 所 不 能 比拟 的 。 

3. 北 流 期 动物 群 北 流 期 动物 群 的 标准 产地 在 广西 南部 的 北 六 县 。 该 处 的 北 流 组 

BEY 800 米 , 目 下 而 上 分 为 黄 庆 山 段 、 贵 塘 段 、 鸭 壤 段 。 底 部 的 黄 庆 山 段 为 白云 岩 , 除 床 

板 珊瑚 Thamnopora 外 ,未 见 其 他 化 石 。 典 型 的 北 流 期 动物 群集 中 产 于 上 部 的 两 个 层 段 ， 

以 珊瑚 及 腕 足 动物 为 主 , 伴 有 层 孔 虫 及 少数 其 他 门类 化 石 。 北 六 期 动物 群 昌 仍 含有 一 些 

郁 江 期 的 分 子 , 并 且 也 有 一 些 属 种 可 延至 东 岗 岭 期 , 显示 出 它 的 继承 性 和 过 湾 性 。 但 是 ， 
LL Zdimir pseudobaschkiricus, Megastrophia uralenis 为 代表 的 腻 足 动物 群 和 床板 珊 珊 

Favosites, Squameofavosites 的 存在 ， 可 作为 与 东 册 岭 期 动物 群 区 分 的 标志 。 同 时 ， 根 据 
Acanthophyllum, Trapezophyllum, Utaratuia, digonophyllids 〈 腾 珊瑚 类 ) 等 四 射 珊 瑚 以 及 

Ilmenia, Athyrisina, Eospiriferina, Kwangsia 等 脏 足 动物 的 出 现 ， 又 是 与 郁 江 期 动物 群 区 

分 的 重要 佐证 。 根 据 现 有 资料 , 北 度 期 动物 群 初 步 可 分 为 两 个 组 合 ,其 特征 如 下 : 

下 部 组 合 : 包括 广西 北 流 的 贵 塘 段 ;武宣 二 塘 及 其 北部 老虎 岭 的 新 造 村 眉 ; 贵 州 普 安 

的 负 子 窗 组 及 四 川江 油 养 马 坝 组 的 一 部 分 层 眉 内 的 化 石 群 。 

PUSS HA: Trapezophyllum cystosum—Acanthophyllum torquatum 组 合 。 

FEIXP AGH, Acanthophyllum 是 比较 突出 的 ,这 个 属 在 西欧 艾 裴 尔 阶 内 很 多 , 宾 任 

海德 (Birenheide, 1961) 认为 它 是 艾 斐 尔 地 区 艾 斐 尔 组 的 标准 化 石 。 在 贵州 普 安 的 负 子 窖 

组 也 曾 找到 艾 斐 尔 了 区 的 Acanthophyllum torquatum, FEA IELAI EES Trapesophyllum 
是 北 流 期 珊瑚 群 中 另 一 个 重要 分 子 , 在 上 \ 下 两 个 组 合 内 都 有 , 但 种 的 特征 不 同 。 该 属 在 
西欧 艾 斐 尔 组 的 上 部 及 苏联 萨 扬 - 阿 尔 泰 区 的 善 金 层 均 有 报导 ; 在 苏联 曾 被 当 作 Erido- 

phyllum 了 予以 描述 ( 见 PKentouoroza, 1960). HAH Trapezophyllum cystosum 产 于 广西 北 

流 的 贵 塘 段 及 广西 四 排 四 排 组 下 部 的 鹿 马 段 , 对 确定 四 排 页 岩 的 时 代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Zelophyllia 与 Tryplasma 是 本 组 合 内 两 个 单 带 型 珊瑚 , 骨骼 构造 比较 简单 ,后 者 自 志 留 纪 
即 已 出 现 。 北 流 组 所 产 的 Tryzplaszpa devoniana 及 Zeloppy11za， 在 苏联 产 于 下 一 中 泥 盆 

统 。 尽 管 如 此 , 这 两 个 属 在 广西 北 流 、 武 宣 二 塘 、 横 县 六 景 、 贵 州 普 安 ,甚至 云南 文山 的 北 

流 期 地 层 均 有 分 布 , 结合 其 他 属 种 , 是 识别 北 流 期 地 层 的 重要 标志 之 一 。 此 外 , 本 组 合 内 
还 有 形体 细小 、 顶 角 狭 穿 近 似 Caiceola sandalina acuminata WIRED APIA Cysti- 

bpyl1oiders， 也 可 以 说 明 与 郁 江 期 珊瑚 群 有 一 定 的 关系 。 
这 个 组 合 内 的 床板 珊瑚 , 仍 以 Favosites goldfussi, Squameofavosites 为 主 , 不 同 于 郁 江 

组 的 是 Pachyfavosites WOH, ICL Pachyfavosites ertangensis WIKIA TERR), 可 作为 地 

层 对 比 的 依据 。ZDictyofazxosites 一 般 多 见于 早 泥 盆 世 , 北 流 组 下 部 组 合 内 却 出 现 了 这 个 属 
的 一 些 种 ,是 比较 特殊 的 现象 。Fazyosztes lumaensis  Thecostegites parabouchardi 两 个 种 ， 

分 别 见于 广西 武宣 的 新 造 村 段 及 四 排 的 鹿 马 段 , 可 以 互 比 。Cladobora vermicularis, Calia- 

pora uralica 等 都 曾 在 苏联 乌拉 尔 艾 斐 尔 组 上 部 找到 。 日 射 珊瑚 类 除 Heliolites 外 ,还 出 现 

艾 斐 尔 期 地 层 内 常见 的 Pachycanaliculay Beilizubora《〈 新 属 ) 是 本 组 合 特有 的 地 方 型 分 子 e 

对 比 广西 中 部 及 贵州 独 山 地 区 北 访 组 的 生物 地 层 层 序 ， 可 以 看 出 北 流 组 下 部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在 两 种 不 同 的 岩 相 沉积 内 ,具有 不 同 的 属 种 组 合 。 在 以 碳酸 盐 为 主 的 者 相 沉积 内 ， 
出 现 Zdimir pseudobaschkiricus—Megastrophia uralensis AG, Xwize) Post RR BALA 



王 #5: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纪 生 物 地 层 研 究 的 进展 11 

塘 段 的 腕 足 动物 群 。 在 以 砂 泥 岩 为 主 的 沉积 中 ， 则 出 现 以 Euryspirifer shujiapingensis 为 
Bea MR. 这 就 是 贵州 独 山地 区 猴 儿 山 组 舒 家 坪 段 的 动物 群 。 在 广西 地 区 ,这 个 
动物 群 还 广 于 四 排 组 的 下 部 层 眉 内 ,有 关 其 动物 群 的 分 析 , 将 在 讨论 四 排 页 岩 的 时 代 对 比 
问题 中 一 并 叙述 。 现 仅 就 Zdimir pseudobaschkiricus—Megastrophia uralensis 组 合 的 特征 ， 

分 析 讨 论 如 下 。 

广西 北 流 地 区 贵 塘 段 的 腕 足 动物 ,以 Zdimir, Megastrophia, Carinatina 为 主 。 这 三 个 
属 在 苏联 都 是 艾 裴 尔 阶 的 主要 分 子 ; RITE RAE (Poxoncunman, 1958, 1967) 认 
APRA “Conchidiella” (BN) Zdimir) 的 地 层 均 可 对 比 ， 并 相当 于 西欧 晚 艾 斐 尔 期 的 
Anacestes 带 ; 霍 达 列 维 奇 (Xomraneaaq，1959) 描述 的 中 、 北 乌拉 尔 东 坡 艾 韭 尔 阶 馈 土 太 
沉积 中 的 腕 足 动物 群 ， 其 中 的 “Conchidiella” pseudobaschkirica, Megastrophia uralensis, 

Carinatina arimaspa SBEMEH, HARAFREARAN ARE. ERK, & Zdimir, 
Megastrophia 的 地 层 还 有 了 萨 拉 伊 尔 的 善 金 层 (Pxkocamttkam， 1959), BHAA CHIE HE 
Fei Re (Hanmpxun, 1958; Kaxera, 1962)、 南 乌拉 尔 东 坡 的 别 依 层 (Taxepa, 1962); 关 

于 该 层 的 时 代 , 多 数学 者 倾向 属于 艾 斐 尔 期 。 

根据 羡 特 纳 〈Gaertner，1958) 的 报导 , 在 欧洲 卡尔 尼克 -阿尔 卑 斯 山中 泥 盆 统 的 礁 状 
Ke, Zdimir aff. pseudobaschkiricus 的 发 现 。 

含 Zaizzztz，Megastropjpia 的 地 层 , 除 广西 的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外 ,还 有 贵州 普 安 的 缸 子 窗 
4 CARVER, 1963) 和 四 川 龙门 山 的 养 马 坝 组 〈 乐 森 玛 ,1956; MARS, 1961), HA 
部 和 四 川 起 都 以 西 的 迭 部 当 多 沟 剖 面 内 ,在 相当 于 “ 吉 微 特 ” 阶 的 地 层 之 下 , 尚 有 820 KB 
的 白云 质 及 硅 质 石灰 岩层 ， 其 顶部 也 产 Megastrophia sp., Acrospirifer fongi, Athyrisina sp. 

等 腕 足 动物 群 , 这 套 地层 很 可 能 相当 于 北 流 组 ( 张 研 , 1964, 简报 )。 近 来 , 在 鉴定 野外 队 
标本 时 ,还 发 现 云南 广 南西 秦岭 白 龙 江 一 带 , 也 有 Zdimir 的 存在 。 

在 北 流 组 的 标准 地 点 ，Zdimir，Megastzrophia 仅见 于 北 流 组 的 中 部 , 其 上 还 有 一 段 岩 
层 产 北 流 组 动物 群 上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 但 是 ,在 四 川 龙门 山区 Zazmir 开始 出 现 于 养 马 坝 组 
的 中 部 ,一 直 延 续 到 顶部 , 其 上 直接 履 以 含 Szrzzgocetpalxus 的 观 雾 山 组 , 这 与 苏联 的 情况 

比较 一 致 。 售 何 解 释 这 种 现象 , 不 外 有 两 种 可 能 : 一 是 四 川 养 马 坝 组 的 沉积 环境 适合 于 
Zdimir, Megastrophia 的 生存 ; 另 一 是 四 川 养 马 坝 组 的 顶部 缺失 相当 于 北 流 组 上 部 的 沉积 。 

这 两 种 情况 , 就 是 熟 非 , 尚 待 今后 进一步 工作 。 

上 部 组 合 : 包括 广西 北 流 的 鸭 坏 段 、 武 宣 二 塘 地 区 的 老虎 岭 段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山 的 龙 

TAK BRULEE 
四 射 珊瑚 : Uzaratuia sinensis—Sociophyllum minor 组 合 。 

这 一 组 合 中 的 Usaramia 分 布 最 广 , 在 广西 贵州 南部 .四 川 灌 县 等 地 均 有 见 及 ; 在 广 

丁 七 建 , 相当 于 四 排 页 岩 上 部 的 泥 灰 岩层 内 也 曾 上 发现 , 对 确定 四 排 页 岩 的 时 代 有 重大 意 

Mo 该 属 在 西欧 地 区 尚 无 报导 。 佩 德 (Pedder，1964) 描述 的 加 拿 大 西北 部 的 赫 姆 ,海德 

列 斯 和 那 汉 等 组 眉 内 的 四 射 珊瑚 群 中 , 均 有 该 属 的 存在 ,共生 的 还 有 Sociophyllum, Grypo- 

phyllum 等 ,与 本 组 合 的 分 子 很 相近 , 层 位 上 似 可 互 比 。Urorazwia 这 个 属 名 在 苏联 泥 盆 纪 
四 射 班 瑚 的 文献 中 未 曾 见 到 ,但 是 ,在 苏联 的 艾 斐 尔 组 上 部 ,被 描述 为 Foyolopiyuzum 的 某 
些 种 似 应 属于 Utaratuiag Cyathophyllum dianthus 原 产 于 艾 斐 尔 地 区 的 艾 斐 尔 组 顶部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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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微 特 组 下 部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出 组 龙 铜 水 段 的 标本 与 西欧 所 产 者 几 近 一 致 。 Byrezirezpto- 

phyllum kochanensis 产 于 苏联 乌拉 和 尔 等 地 的 艾 斐 尔 组 上 部 , 与 广西 所 产 者 也 十 分 相似 。 在 
本 组 合 内 仍 见 有 Trapezophyllum, 同时 还 增加 了 从 状 的 Phacellophyllum 和 单 体 的 Macgeea, 

它们 都 是 中 泥 盆 世 至 晚 泥 盆 世 早期 常见 的 属 , 以 发 育 马 蹄 状 鳞 板 为 特征 。 拖鞋 珊瑚 虽然 
不 多 ,但 是 , 广西 老虎 岭 所 产 的 Calceola sandalina Zati7zao8oxez525， 与 四 川江 县 水 磨 沟 所 产 

的 十 分 接近 。 泡 计 型 珊瑚 在 这 个 组 合 内 仍 占 有 相当 数量 ,但 骨骼 构造 已 趋 于 复杂 化 , 隔壁 

锥 分 有 裂 成 板 状 隔 壁 , 代表 泥 盆 纪 泡 沫 型 珊瑚 上 发展 史上 一 个 新 的 演化 阶段 。 这 类 珊瑚 在 欧 

洲 艾 斐 尔 期 地 层 内 很 多 , 由 于 分 类 观点 的 不 同 , 对 属 名 取 含 分 歧 很 大 ,如 Digonophyllum, 

Zonophyllum, Pseudozonophyllum 等 属 有 的 人 统称 之 为 Plasmophyllum (Birenheide, 

1964), 在 广西 ,这 类 珊瑚 比较 少 , 但 在 贵州 的 龙洞 水 段 , 单 体 珊瑚 和 这 类 泡沫 珊瑚 都 显著 

增多 , 且 伴 以 若干 地 方 型 双 带 型 珊瑚 的 新 属 种 。 

床板 珊瑚 : Fazositer 在 本 组 合 内 仍 占 一 定 的 数量 ,并 出 现 了 一 些 梳 块 状 的 种 ,十 分 接 
近 于 Parastriatopora, 分 布 较 广 ,是 本 组 合 的 特征 之 一 。 其 他 如 Squameofavosites, Caliapora, 

Thamnopora, Roemeripora 等 属 ， 也 都 包含 比较 丰富 的 种 群 。Syzzzgozpora eifeliensis bei- 

liuensis 在 广西 北 流 及 武宣 两 处 均 有 产 出 ,其 所 在 的 层 人 段 可 以 互 比 。 

北 流 期 珊瑚 的 分 布 范围 ,要 比 郁 江 期 广泛 得 多 ;不 仅 全 西 、 贵 州 两 地 有 共同 的 分 子 , 云 

南 东南 部 、 四 川西 北部 、 秦 岭 地 区 , 甚至 新 疆 北 部 也 都 找到 这 一 珊瑚 群 。 

北 流 期 的 珊瑚 群 属 种 虽 多 , 但 与 郁 江 期 相反 , 除 少数 地 方 型 属 种 外 , 绝 大 多 数 属 群 都 

在 国外 有 着 广泛 的 分 布 。 艾 斐 尔 区 是 国际 泥 盆 系 标 准 剖 面 所 在 地 区 之 一 ,该 区 的 中 泥 盆 

世 四 射 珊 瑚 经 魏 德 肯 (Wedekind，1924，1925) 的 研究 ， 分 中 泥 盆 统 为 三 部 分 和 八 个 带 。 

魏 德 肯 的 珊瑚 分 带 虽 已 无 人 采纳 , 但 所 包含 的 内 容 尚 可 用 于 地 层 对 比 。 根据 魏 德 肯 划 作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的 四 个 带 , 即 D 一 D, 带 的 珊瑚 而 言 《 大 致 包含 诺尔 段 以 上 的 艾 斐 尔 组 为 基 

本 上 可 与 北 流 期 动物 群 对 比 。 至 于 艾 斐 尔 组 底部 的 劳 什 段 与 艾 姆 斯 组 顶部 的 海 斯 道夫 

Be, 也 就 是 过 去 习惯 称 为 中 、 下 泥 盆 统 过 渡 层 (culirijugaus 层 ) 的 珊瑚 化 石 ， 根 据 巴 斯 勒 

(Bassler, 1950) 综合 整理 的 名 单 , 其 中 既 有 郁 江 组 与 北 流 组 共有 的 一 些 属 种 ,如 Calceola 
sandalina, “Lythophyllum”, “Nardophyllum”, Alveolites, Favosites goldfussi, Heliolites 等 ， 

也 有 与 郁 江 组 比较 接近 的 Plexzrodzczyxzz problematicum, jf] Acanthophyllum 却 是 仅见 于 

北 流 组 的 。 

在 阿 登 地 区 泥 盆 系 标 准 剖 面 上 , 珊瑚 化 右 出 现 的 最 低层 位 在 布尔 组 的 Coib Be, 大 致 

相当 于 艾 斐 尔 组 下 部 的 劳 什 段 。 根 据 莱 康 特 〈Lecompte, 见 Oswald, 1967) 等 所 列 这 个 层 

段 内 的 珊瑚 化 石 名 单 , 其 中 有 仅 产 于 郁 江 组 的 Amplexiphyllum hamiltoniae, hA—ERB 

Abst LF ABYL ZA ADA EZA, BM Calceola sandalina, Cystiphylloides 等 ,更 有 不 少 属 仅见 于 北 

PARED EMME, 如 Acanthophyllum, Tabulophyllum, Stringophyllum, Zonodigono- 

phyllum 等 。 根 据 上 述 分 析 , 西欧 中 .下 泥 盆 统 过 渡 层 段 内 的 珊瑚 分 子 , 与 其 说 接近 于 郁 江 

组 ,不 如 说 更 接近 于 北 疲 组 。 

北 流 组 珊瑚 群 与 苏联 乌拉 和 尔 西 坡 的 别 依 层 和 拖鞋 珊瑚 层 等 层 人 段 内 所 产 者 比较 接近 ， 

尤其 是 和 苏联 萨 扬 -阿尔 泰 区 善 金 层 的 珊瑚 群 , 具有 更 密切 的 关系 。 澳 大 利 亚 东南 部 过 去 

定 为 中 泥 盆 世芳 文 期 地 层 中 的 一 些 珊瑚 分 子 , 如 : Trapezophyllum, Breviseptophy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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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lolasma), Acanthophyllum clermontense, digonophyllids 4, AIAGRZART PON APA 

仅 相近 , 甚至 相同 。 但 是 , 近年 来 , 澳大利亚 产 上 述 珊瑚 地 层 的 时 代 均 被 改定 为 艾 姆 斯 基 
《Strusz，1972)， 这 也 是 在 对 比 时 值得 注意 的 问题 。 

就 全 球 泥 盆 纪 珊瑚 的 发 展 史 而 言 , 中 泥 盆 世 艾 斐 尔 期 是 珊瑚 繁育 的 极 盛 时 期 ,不 仅 个 
体 数量 多 ,而 且 属 种 丰富 ,分 布 范围 也 比较 广泛 , 北 流 期 珊瑚 群 基本 上 符合 这 一 情况 。 

腕 足 动物 : Athyrisina squamosaeformis—Eospiriferina lachrymosa 组 合 。 

这 一 组 合 的 腕 足 动物 群 较 下 部 组 合 更 为 丰富 , 但 仍 具有 浓厚 的 地 方 色彩 , 如 Bospiri- 
ferina, Athyrisina, Kwangsia 等 属 都 是 地 方 型 的 。 但 是 , 也 有 一 些 属 种 可 以 与 世界 其 他 地 

区 对 比 ， 如 广西 武宣 老虎 岭 段 中 的 Llmenia zxwagazovae， 就 兽 见 于 苏联 库 兹 涅 茨 克 盆地 的 
善 金 层 《&omareBra，1959)， 贵 州 龙洞 水 段 中 的 Nymphorhynchia 也 常见 于 善 金 层 及 费 
干 纳 的 中 泥 盆 统 块 状 灰 岩 中 〈Kaumera，1962)。 中 乌拉 尔 斯 维尔 德 洛 夫 斯 克 地 区 艾 斐 尔 阶 

产 有 Gypidula biplicata 〈XomareBHd，1959)， 类 似 的 标本 也 见于 贵州 的 猴 儿 山 组 。 此 外 ， 

Carinatina subplana 与 我 国 广西 北 六 组 中 的 一 些 标 本 也 极 相似 。 西 欧 艾 斐 尔 地 区 中 泥 盆 

统 艾 斐 尔 阶 容 克 堡 层 中 的 “4zrytyrif”"， 按 其 外 部 形态 及 内 部 构造 而 言 ， 与 我 国 北 流 组 常 

见 的 Athyrisina 并 没有 大 的 区 别 。 

，， 综 上 所 述 , 北 流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具有 独特 的 组 合 , 与 郁 江 期 和 东 岗 岭 期 的 分 子 都 可 区 
4y3AHFE, Acrospirifer, Nadiastrophia Uncinulus 等 郁 江 期 常见 的 分 子 ， 与 Rensselandia, 

Emannella 等 东风 岭 期 的 分 子 在 北 流 组 的 存在 ,又 可 看 出 北 流 期 腕 足 动物 群 与 郁 江 期 和 东 

岗 岭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之 间 的 相互 联系 。 
4A 东 岗 岭 期 动物 群 XP BED BETAS Stringocephalus, Bornhardtina 最 为 

典型 , 时 代 相 当 于 欧洲 的 吉 微 特 期 , 似 无 争议 。 但 是 , 东 岗 岭 期 的 沉积 在 我 国 南方 分 布 很 

广 ; 厚度 有 时 可 达 于 米 以 上 , 化 石 丰 富 。 过 去 虽然 对 一 些 主要 门类 作 过 一 些 描述 报导 , 但 

远 不 足以 概括 东 岗 岭 期 动物 群 的 人 全貌。 前 人 建立 的 一 些 化 石 带 , 受 地 区 和 岩 相 的 局 限 , 应 

用 于 区 域 好 层 对 比 也 存在 困难 。 因 此 ,对 东 岗 岭 期 动物 群 的 系统 研究 ,结合 生物 地 层 的 详 

细 划 分 和 对 比 , 实 为 必要 。 
对 东 岗 岭 期 的 四 射 珊瑚 ,过 去 描述 了 一 些 属 种 , 也 曾 建立 过 一 些 珊瑚 带 。 乐 森 理 

(1937 年 ) 在 《广西 中 泥 盆 统 珊瑚 群 》 的 专著 中 , 描述 了 产 自 广西 9 个 不 同 地 点 的 13 种 四 

射 珊瑚 。 其 中 除 产 于 平 南 县 白马 圩 所 谓 白 马 页 岩 中 的 4te1obpy1lurzz multiseptatum, A. 
peimaense, Sociophyllum (= Spongophyllum) rosiforme 等 三 种 属于 北 流 期 以 外 ， 其 余 的 

均 属 东 岗 岭 期 。 Epi (1948 年 ) 描述 云南 东部 中 泥 盆 世 多 种 四 射 珊 瑚 ,分 该 区 中 泥 盆 

统 为 上 中、 下 三 部 分 ,并 建立 了 7 个 珊瑚 带 。 这 些 珊瑚 化 石 所 在 的 地 层 , 包 括 过 去 认为 是 

下 泥 盆 统 的 南 盘 江 灰 岩 到 中 泥 盆 统 顶 部 的 曲靖 侦 。 近年 来 , 由 于 在 南 盘 江 灰 岩 内 找到 

Bornhardtina 腕 足 动物 群 , 证 明王 鸿 桢 所 建立 的 7 个 带 均 属 东 岗 岭 期 。 解 放 以 来 , EAR 

刊物 和 教科 书 上 记述 的 中 国 泥 盆 系 的 珊瑚 化 石 带 , 绝 大 多 数 均 限 于 东 岗 岭 期 。 乐 森 静 、 吴 

望 始 (1964) 在 《珊瑚 化 石 》 一 书 中 ， 曾 把 我 国 中 泥 盆 统 自 上 而 下 分 为 下 列 4 SA 

i: 
4, 东山 双 锥 珊瑚 带 (Diplochone tungshanense Zone) 

部 。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 东 岗 岭 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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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瓦尔 特 切 珊瑚 带 (Temnophyllum waltheri Zone) 

2. DUKE (Tabulophyllum annulatum Zone)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 郁 江 阶 上 部 。 

1. 中 国 拖 鞋 珊 瑚 带 (Calceola sandalina sinense Zone)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 郁 江 组 下 部 。 

上 列 分 带 , 除 中 国 拖鞋 珊瑚 带 确 属 郁 江 阶 下 部 外 , 其 余 三 个 带 均 系 东 岗 岭 阶 。 

东 几 岭 期 的 腕 足 动物 群 以 往 报导 甚 少 。1928 年 , 乐 森 至 创建 东 岗 岭 灰 岩 , 以 Szzzgo- 

cephalus, Bornhardtina 作为 标准 化 石 , 与 西欧 艾 斐 尔 区 的 吉 微 特 阶 对 比 。 葛 利 普 人 1931)、 

Fy BE (1938) 曾 划 分 该 期 地 层 为 Strizgoceppalzs obesus 及 S. burtini 下 、 上 两 个 带 。 实 

践 证 明 ,在 我 国 南 方 许多 地 区 的 东 册 岭 组 , 这 两 个 种 是 混 生 的 。 王 钰 \ 俞 昌 民 等 《1965) 曾 

对 广西 中 东部 东 岗 岭 组 钓 分 层 分 带 作 过 简要 报导 。 由 于 当时 将 一 些 不 完整 的 标本 误 认 是 
Stringocephalus 或 Bornhardtuna, BE) ne AV PeAAMAL, RMWIAFALRAI 

BHI — BB) Be, BLES TAR BU ZA AYER BB BR 4 BR, IV PIE 

FAP RES AR I oh a = BT IRCA ASE ARS, EW 

面 的 实际 资料 亦 未 整理 就 绪 , 目前 尚 难 提 出 一 个 比较 全 面 并 符合 客观 实际 的 化 石 组 合 。 

根据 对 广西 .贵州 .云南 东部 .四 川 龙 门 山 区 、 计 南 中 部 等 地 区 东 岗 岭 期 动物 群 的 初步 观察 

和 鉴定 结果 , 试 将 一 些 重要 属 种 在 东 岗 岭 期 地 层 中 出 现 的 顺序 、 地 区 上 的 分 布 和 关于 一 些 

层 段 的 划分 .对 比 的 意见 简 述 如 下 : 

东风 岭 阶 下 部 的 化 石 群 特征 : 在 我 国 北 流 期 地 层 之 上 ， 比 较 普 遍 存 在 一 个 富 产 四 射 

珊瑚 © Dendrostella trigemme 的 灰 岩 层 段 。 在 广西 象 州 二 塘 各 剖面 , KTP ERMA 

组 的 底部 ,共生 的 化 石 稀少 , 仅 有 Beatterspyia (= Fasciphyllum) 等 。Demaxoste112 trigemme 

及 其 相近 的 种 族 在 国外 分 布 很 广 , 在 西欧 阿 登 地 区 ,此 种 与 Fasciphyllum 被 视 为 芳 文 组 

中 、 上 部 的 一 个 带 化 石 ; 在 英 斐 尔 地 区 ,苏联 及 加 拿 大 西北 部 吉 微 特 组 下 部 也 都 产 有 此 种 。 

这 个 种 在 我 国 南方 北 流 组 的 上 部 及 东 岗 岭 组 的 中 .上 部 亦 有 少量 存在 。 尽 管 如 此 , 考虑 到 

这 个 种 群 在 壮 、 黔 、 桂 几 省 东 岗 岭 组 的 底部 普遍 出 现 ,共生 的 其 他 珊瑚 化 石 又 比较 单调 ,所 

以 仍 不 失 为 对 比 地 层 的 标志 。 在 广西 北 流 组 的 标准 剖面 上 ，Dezdrosteljz trigemme 与 
Battersbyia, Roemeripora 共生 。 Dezdroste1la trigemme 以 及 相近 的 种 ,还 见于 贵州 狸 出 的 

雪上 段 ,云南 盘 溪 的 南 盘 江 灰 者 和 四 川 龙 门 山 区 观 雾 山 组 的 下 部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在 云南 

东部 贵州 南 部 广西 二 塘 等 地 区 的 上 述 层 眉 内 ， 与 珊瑚 化 石 共生 的 腕 足 动物 中 已 开始 有 

Borzpardi2aa， 但 尚未 出 现 Stzizgoceppal1zs; 在 广西 北 流 剖面 , 产 Dendrostella HERS5E 

上 产 Stringocephalus 的 层 位 ,相距 也 有 100 Ko 

东 岗 岭 阶 下 部 的 脑 足 动物 群 以 Bornhardtina uncitoides, B. burtiniformis, Rensselandia 

circularis AVE, Stringocephalus 尚未 出 现 。Bozrzpardtizaa uncitoides, Rensselandia circularis 

fs DLT PEK AGRA EE . Bornhardtina uncitoides 产 于 西 德 来 因 区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的 网 头 贝 灰 岩 以 及 贝 吉 斯 地 区 和 绍 厄 尔 地 区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的 昂 司 勒 层 。 丁 道 衡 (1936) 

认为 该 属 在 西欧 的 出 现 要 时 于 Stringocephalus; 魏 德 上 表 (《Wedekind，1939) 在 阐述 来 因 区 

中 泥 盆 统 三 分 的 主张 时 , 曾 以 Bornhardtina 作为 中 泥 盆 统 中 部 的 标准 化 石 ; 克 劳 德 \Cloud 

1942) 也 指出 该 属 自 中 泥 盆 世 中 期 才 开始 出 现 ; 在 苏联 该 属 产 于 吉 微 特 阶 的 较 低 层 位 ,如 

南 乌拉 尔 的 下 吉 微 特 阶 英 弗 拉 道 马 尼克 层 (Taesa, 1962) 和 库 兹 巴 斯 中 吉 微 特 阶 底部 

的 凯 勒 盖 什 野 \《PxoHcHEHag，1967)。 上 述 情况 与 我 国 南方 各 地 是 一 致 的 ,因此 从 腕 足 动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 东 岗 岭 阶 下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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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 石 的 角度 可 将 Bornhardtina 的 出 现 作 为 东 岗 岭 组 与 北 流 组 的 划分 标志 。 

综合 以 上 分 析 , 东 关 岭 阶 下 部 生物 群 的 主要 特征 , 是 四 射 珊瑚 Dendrostella trigemme 

和 脑 足 动物 Bornhardtina uncitoides, Rensselandia circularis 等 属 种 的 出 现 。 根 据 这 一 组 

合 特 征 ; 以 下 各 地 区 泥 盆 系 的 相关 层 段 可 以 进行 对 比 , 如 广西 二 塘 的 咏 卓 段 , 广西 六 景 的 

民 娘 组 的 第 一 岩 段 , 贵州 独 山 的 二 上 段 ,云南 盘 溪 的 " 南 盘 江 灰 岩 段 ? 以 及 四 川 龙 门 山区 观 

雾 山 组 的 底部 层 段 。 

东风 岭 阶 中 部 的 化 石 群 特征 : 东 岗 岭 期 的 一 些 标准 的 珊瑚 和 腕 足 动物 属 种 ， 都 集中 

产 于 这 个 层 段 内 ,而 且 种 类 繁多 , 标志 着 泥 盆 纪 生 物 演化 史上 的 一 个 新 阶段 。 就 以 _Ezmdo- 

phyllum—Dialythophyllam 为 首 的 四 射 珊瑚 而 言 , 属 种 大 量 增加 ，, CELL Temnophyllum wal- 

theri, Hexagonaria, Disphyllum, Billingsastraea, Stringophyllum Sunophyllum, Phacello- 

phyllum, Cystiphylloides kwangsiensis, Pseudomicroplasma fongi 等 在 贵州 独 山 、 王 佑 和 云 

BARMERA, ATA Calceola sandalina subsp.o ERR, HATKT ERY 
NW, KRESS EWS (1948) 建立 的 Calceola., Keriophyllum, Endophyllum, Temnophyl- 

lum 44 #H92)-. Endophyllum 的 涵义 较 广 ,现在 一 般 都 把 单 体型 的 种 群 归 于 Tabulo- 

phyllum, ACATHENS Endophyllum SRY E. bowerbanki ABMS AK AAME, 

在 我 国 南方 也 仅 包 括 以 EF. yunnanense 和 E. guizhouense 为 代表 的 种 群 。 该 属 在 云南 盘 

溪 朔 今 段 顶部 、 贵 州 独 山 鸡 窝 寨 段 底部 、. 四 川 龙门 山区 观 雾 山 组 中 部 以 及 湖南 棋子 桥 组 底 

邵 等 层 眉 内 均 有 产 出 。 据 此 可 以 判断 , 湘 中 棋子 桥 组 应 该 大 致 相当 于 东 岗 怜 阶 的 中 部 。 如 

HF Swe (Bothriolepis) REED “Leptostrophia” 的 "跳马 润 组 " 划 归 东 岗 岭 期 ， 

也 是 合乎 正常 层 序 的 。 因 此 , 王 钰 、 俞 昌 民 (1962) 将 跳马 润 组 作为 郁 江 阶 的 一 个 亚 阶 , 归 

于 艾 斐 汞 期 的 意见 应 予 更 正 。 Endophyllum 虽 未 见于 广西 中 部 的 几 个 泥 盆 系 剖面 ， 但 是 

Dialythophyllum 在 黔 . 桂 ̀ 汗 东 及 四 川 的 几 个 剖面 内 均 有 见 及 ; ERR, 该 属 的 层 位 

要 比 Endophyllum WIERLRS RS —2S. Dialythophyllum 在 艾 斐 尔 地 区 是 吉 微 特 阶 上 部 的 

二 个 带 化 石 ,在 苏联 则 作为 吉 微 特 阶 中 、 上 部 层 段 的 一 个 重要 分 子 ; Temzzoppy1luzz walthert, 

Stringophyllum 等 属 种 也 常 共生 在 上 述 层 段 站。 另外 ,在 贵州 独 山 的 鸡 泡 段 底部 和 云南 盘 

WS Be ELRBIYA Seringophyllum isactis, AEAMH ERER AE, AED 

的 东 岗 岭 组 也 有 产 出 。 
东 岗 岭 阶 中 部 的 腕 足 动物 以 Strzzgocezbpalzis 种 群 和 Bornhardtina 种 群 共 生 , 伴 以 穿 

孔 贝 类 的 一 些 地 方 型 分 子 ， 如 : Acrothyris, Paracrothyris, Leioseptathyris 等 为 主要 特征 。 

常见 分 子 有 Stringocephalus obesus, S. burtni, S. ovatus, Bornhardtina yunnanensis, Acro- 

thyris kwangsiensis, Paracrothyris distorta 等 属 种 。 除 这 些 常见 分 子 外 ,各 地 区 的 组 合 也 略 

有 不 同 , 如 二 塘 地 区 以 Paracrothyris distorta, Leioseptathyris modica, Bornhardtina orientalis 

三 者 为 主 ; 六 景 地 区 则 产 大 量 的 Bornhardtina 及 Rhynchospirifer 的 地 方 种 ; BAU, BR 

HU th Seringocephalus 和 Bornhardtina 地 方 种 为 特征 。 这 一 现象 说 明 它 们 是 同时 期 不 

同 沉积 盆地 中 的 产物 。 
这 二 组 合 的 腕 足 动物 群 的 若干 属 种 大 都 是 世界 性 分 布 的 。 Stringocephalus obesus 和 

Sir. 1 汪 都 是 西欧 吾 微 特 阶 的 标准 分 子 。 在 海 西 相 沉 积 中 ，Stringocepialius 自 吉 微 特 
看 击 部 玫 开 始 出 现 (Me Laren, 1962)。 而 在 来 因 相 沉积 中 ， 该 属 在 吉 微 特 阶 下 部 就 已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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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加 拿 大 不 列 颠 哥伦比亚 东北 部 也 有 相似 的 报导 CWarren & Stuleck, 1962, McLaren, 

1962)。 在 苏联 该 属 仅 产 于 南 乌 拉 尔 吉 微 特 阶 上 部 的 契 司 拉夫 层 (TazkeBa，1962) 和 库 北 

巴 斯 吉 微 特 阶 中 部 的 萨 丰 诺 夫 层 (PizoHcHHIKag，1967)， 与 我 国 南 方 各 地 Stringocephalus 

出 现 的 层 位 是 比较 一 致 的 。 从 内 部 构造 及 外 部 形态 来 看 ，4cerotjyris 和 Paracrothyris 都 十 
分 接近 于 Geranocephalus (Geranocephalus) Crickmay, 1964 和 Geranocephalus (Stringo- 

mimus) Struve 1965， 前 者 产 于 艾 斐 尔 地 区 的 吉 微 特 阶 和 加 拿 大 西部 吉 微 特 阶 的 拉 姆 派 

特 ”" Tag “Ramparts” Limestone), 后 者 则 见于 艾 斐 尔 地 区 的 上 吉 微 特 险 。 就 全 部 组 合 来 

说 , 东 岗 岭 阶 中 部 的 腕 足 动物 群 与 苏联 南 乌拉 尔 山 西 坡 的 最 为 接近 ,存在 着 相同 或 相近 的 
种 ,如 : Gypidula, Atrypa, Rensselandia, Stringocephalus, Bornhardtina 等 ,但 是 ,我 国 南方 

上 述 腕 足 动物 群 产 出 的 层 位 , 可 能 比 苏 联 的 低 一 些 。 

综合 分 析 东 岗 岭 阶 中 部 的 珊瑚 和 腕 足 动物 ,可 据 以 对 比 下 列 各 地 区 的 有 关 层 眉 ， 如: 

广西 二 塘 的 福 隆 段 中 .下 部 ,六 景 民 塘 组 的 第 二 层 段 ,贵州 独 山 的 鸡 泡 段 及 鸡 窝 寨 眉 的 中 、 

下 部 , 云南 盘 溪 的 疱 今 段 上 部 及 曲靖 段 , 四 川 龙门 山区 观 雾 山 组 的 中 .上 部 和 湘 中 的 棋子 

桥 组 。 

东 册 岭 阶 上 部 的 生物 群 特征 : 在 广西 二 塘 、 贵 州 独 山 等 地 区 的 东 岗 岭 期 地 层 的 上 部 

层 段 内 ,已 出 现 我 国 上 泥 盆 统 下 部 余 田 桥 组 的 标准 化 石 Sinodisphyllum. FEIX-BRAE 

他 的 珊瑚 化 石 极 少 , 故 就 珊瑚 化 石 而 言 , 中 泥 盆 统 与 上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 是 应 进一步 深入 研 

FAA; 目前 , RAKE DS AR (Cyrtospirifer) 的 出 现 , (FARAH, EVER 

的 依据 。 

Bee MA Stringocephalus 为 代表 的 穿孔 贝 类 大 都 灭绝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双 膛 贝 科 
(Ambocoeliidae) 的 代表 ,如 Emanuella, Ambothyris, Crurithyris 以 及 Rhynchospirifer, Spina 

trypa, Leiorhynchus 等 ,有 些 地 区 甚至 还 有 主要 产 于 上 泥 盆 统 的 Hypothyridina, {A Cyrto- 

spirifer HARUM, 这 种 现象 也 见于 苏联 一 些 地 区 的 吉 微 特 阶 的 上 部 。 包 含 这 一 组 合 的 层 

段 有 广西 二 塘 的 福 隆 段 上 部 .六 景 民 塘 组 的 顶部 、 贵 州 独 山 的 鸡 窝 寨 恨 上 部 以 及 湖南 棋子 

桥 组 顶部 。 

关于 全 部 东 岗 岭 期 床板 珊瑚 的 特点 , 主要 是 一 些 比 较 原 始 的 属 如 Saxamceojfavorites 和 

狭义 的 Favosites 等 已 告 绝迹 , 仅 Pacpyjavosztes 仍 有 存在 ; 日 射 珊瑚 类 显著 衰落 , 仅 残 留 
少数 Heliolites 与 Stelliporella; 但 Thamnopora, Oculipora, Natalophyllum 等 属 群 却 大 

AS BE; Coenites, Crassialveolites, Cladopora 等 属 群 的 繁育 也 是 特征 之 一 。 

综观 东 岗 岭 期 的 珊瑚 与 腕 足 动物 群 , 可 以 看 出 它们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的 广泛 性 。 许多 典 

型 属 种 在 西欧 、 苏 联 \ 加拿大 西北 部 和 美国 西部 的 吉 微 特 期 沉积 中 均 有 出 现 。 但 是 ,， 就 我 

国 南方 各 地 东 册 岭 期 主要 门类 的 生物 群 组 合 来 看 ,在 地 区 分 布 上 又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差异 性 ， 

并 与 所 在 地 区 的 岩 相 特征 似 有 关系 。 概 言 之 ,贵州 独 山 、 王 佑 地 区 ,云南 东部 曲靖 ` 盘 溪 一 

带 , 四 川 龙门 山地 区 以 及 湘 中 地 区 的 东 岗 岭 期 动物 群 比较 近似 。 这 些 地 区 在 东 央 岭 期 比 

较 邻 近 陆 地 边缘 ,沉积 物 除 碳酸 盐 类 外 ,还 有 砂 质 及 砂 泥 质 夹层 , 珊 瑚 组 合 多 属 岸 礁 类 型 ， 

腕 足 动物 则 以 贝 体 小 、 具 壳 饰 的 类 型 为 主 。 广 西 中 部 地 区 东 岗 岭 期 的 沉积 物 虽 以 碳酸 盐 

A=, 但 二 塘 、 象 州 、 六 景 三 处 此 期 的 珊瑚 、 腕 足 动物 存在 着 一 定 的 差异 。 二 塘 好 区 多 灰 

岩 , 珊 瑚 群 以 Billingsastraca 为 首 的 块 状 复 体 类 型 为 主 ; 象 州 地 区 的 沉积 物 , 泥 质 及 泥 灰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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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增多 ,珊瑚 群 出 现 了 较 多 的 单 体型 分 子 ; 六 景 地 区 主要 是 薄 层 灰 岩 及 生物 碎 届 灰 岩 ， 
复 体型 珊瑚 极 少见 到 , 单 体型 珊瑚 与 二 扩 、 象 州 所 产 者 亦 有 不 同 。 以 上 三 地 区 的 腕 足 动物 
男 然 都 以 穿孔 贝 类 为 主 ,但 种 群 也 不 尽 相同 ,个 体 的 大 小 也 有 差异 。 以 上 仅 概 述 东 岗 岭 期 
生物 群 随 所 在 地 区 岩 相 的 不 同 而 出 现形 态 ` 组 合 上 的 变异 现象 , 值得 今后 进一步 加 以 研 
Eo 

BARB MA bie esis hw BW aR AAO HE, AXARWS Vk, HAY 
群 组 合 名 单 及 地 层 划 分 对 比 可 参阅 表 1 。 

(=) 陆 相 -滨海 相 地 层 的 化 石 群 及 有 关 地 层 的 讨论 

我 国 南方 许多 地 区 泥 盆 系 的 下 部 ,普遍 有 一 套 厚 度 不 等 的 砂岩 及 砂砾 岩层 ,在 广西 称 

巡 花 山 群 。 地 质 部 泥 盆 系 专题 研究 队 (1965, 以 下 简称 地 质 部 ) 分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的 莲花 山 

群 为 三 个 岩 段 , 在 中 、 上 部 岩 段 内 ， 采 得 以 Kwangsilepis-Lianhuashanolepis 为 主 的 彩 甲 类 

Gita; 同时 指出 , 在 贵州 贵阳 乌 当地 区 泥 盆 系 底 部 的 石英 砂岩 中 , 也 采 得 类 似 的 鱼 化 石 

群 ,时 代 可 以 互 比 , 均 属 早 泥 盆 世 。 

在 云南 东部 , 泥 盆 系 下 部 的 砂岩 层 出 露 最 厚 处 达 二 千 余 米 , 过 去 称 翠 峰山 群 或 龙华 山 

Peo MAPK, WEB ERMS RRR URA=TAR, 在 下 部 及 中 部 的 岩 段 内 采 获 大 量 

了 Polybranchiaspis-Yunnanolepis 为 主 的 鱼 化 石 群 ( 刘 玉 海 等 ,1973), 未 见 到 与 广西 相似 

的 分 子 。 但 据 地 质 部 同志 〈《1965) 的 意见 , 广西 迁 花 山 群 中 的 鱼 化 石 Kwangsilepis, TER 

南村 峰山 群 中 也 曾 找到 。 如 系 属实 , 则 广西 莲花 山 群 与 云南 桩 峰 山 群 大 致 可 以 对 比 。 
关于 龙华 山 群 的 时 代 , 最 初 是 根据 植物 化 石 Drepanophycus spinaeformis 而 确定 为 早 

ea. Ws, 在 标准 地 点 含 上 述 植物 化 石 层 之 上 , RWS Awa, 从 而 对 其 时 代 的 归 

属 发 生 争论 。 李 星 学 (1963) 主张 龙华 山 群 代表 早 泥 盆 世 陆 相 地 层 。 徐 仁 〈1966) AA 
峰山 群 含 Zosterophyllum yunnanicum-Drepanophycus spinaeformis HEEB Pleat, i 

龙华 山 剖 面 龙 华山 群 下 部 含 Drepanophycus spinaeformis WEBB, 可 能 是 早 泥 盆 世 过 渡 到 
中 泥 盆 世 的 沉积 ,其 上 产 Protolepidodendron scharyanum, Protopteridium minutum 等 植物 

HEE, 应 属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 刘 玉 海 等 通过 对 龙华 山 群 标准 剖面 的 测 制 和 相关 地 层 的 研 
究 , 明 确 指 出 含 植物 化 石 Zosterobpyllzuzz yunnanicum-Drepanophycus spinaeformis 的 岩层 ， 

RLF SALA Polybranchiaspis-Yunnanolepis 的 层 位 之 上 ,在 曲靖 一 融 , 其 上 履 地 层 是 含 沟 

wee MS OZ. IN, 还 指出 “龙华 山 群 ”的 涵义 混乱 ,在 标准 地 点 , 确实 包含 一 部 分 中 泥 

盆 世 好 层 ,而 且 很 可 能 是 坡 脚 页 岩 的 相 变 产 物 , 建 议 用 徐 家 冲 组 代替 龙华 山 群 。 上 述 意见 

有 其 合理 的 方面 。 但 是 ,根据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西南 队 的 同志 1972 年 在 云南 地 区 工作 结 

果 , 认为 在 标准 地 点 曲靖 于 峰 山 出 露 的 殿 峰 山 群 , 包含 四 个 连续 沉积 的 岩 段 , 鱼 化 石 主要 

产 于 下 部 的 两 个 岩 段 ,植物 化 石 Zosterophyllum—Drepanophycus 等 主要 出 现 于 上 部 的 两 个 

关外 。 票 峰山 顶 出 露 的 是 含 植物 化 石 的 层 眉 。 王 日 伦 等 当初 创立 浴 峰 山 群 这 个 地 层 单 位 ， 

并 确定 其 时 代 属 于 早 泥 盆 世 , 也 是 根据 其 中 所 含 的 植物 化 石 。 因 此 ,无 论 是 从 岩层 出 露 的 

实际 情况 或 从 于 峰 山 群 的 最 初 涵义 出 发 ,上 述 意见 值得 进一步 探讨 。 

再 者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在 西南 地 区 工作 的 同志 ,在 云南 广 南 狭 义 的 坡 脚 页 知之 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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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泥 岩层 内 曾 采 获 Zosvterobpyl1aumz， 而 在 坡 脚 页 岩 及 其 上 的 地 层 中 , 迁 未 见 到 此 类 植物 化 

石 , 似 可 说 明 上 述 植物 化 石 的 层 位 应 在 坡 脚 页 岩 之 下 。 其 次 , 与 云南 狭义 的 坡 脚 页 岩 相当 

的 地 层 , 在 广西 中 部 是 郁 江 组 的 下 部 。 根 据 侯 鸿 飞 41959) 报导 , 在 郁 江 组 下 部 起 义 岭 段 

A, 曾 采 获 植物 化 石 Protolezidodezdroz， 郁 江 组 与 过 花山 群 之 间 的 海 相 地 层 那 高 岭 组 ,在 

云南 尚 无 报导 。 因 此 , 从 生物 地 层 的 层 序 推断 ,是 否 能 把 徐 家 冲 组 视 作 坡 脚 页 岩 相 变 的 地 

层 ,也 值得 今后 进一步 研究 。 

综 上 所 述 ,我 国 南方 早 泥 盆 世 陆 相 地 层 , 似 可 分 为 两 个 生物 群 组 合 : FRAN EF 

部 ,在 云南 是 以 _ Polypramcjpzasjpis-Yzzzazolepis 为 主 ; 在 广西 中 部 及 贵州 贵阳 乌 当 等 地 区 是 

以 Kwangsilepis—Lianhuashanolepis 为 主 的 鱼 化 石 群 组 合 。 下 泥 盆 统 上 部 , 是 以 植物 化 石 

Zosterophyllum yunnanicum—Drepanophycus spinaeformis 为 主 的 组 合 。Zoszeroppy11zzz 在 贵 

州都 匀 的 蟒 山 群 下 部 亦 曾 找到 , 说 明 嵌 山 群 下 部 岩 组 的 时 代 应 属 早 泥 盆 世 。 

关于 我 国 南方 泥 盆 系 含 询 鳝 鱼 (Botzprzoletzs) 层 的 时 代 及 其 对 比 ,争论 已 入。 近年 来 ， 

下 于 新 资料 的 积累 ,对 这 一 问题 的 认识 新 趋 统一 。 其 中 , 以 刘 玉 海 等 对 云南 东部 关于 沟 鳞 

ARON RARE AR RABE. 归纳 刘 玉 海 等 的 意见 计 有 三 点 : 《1) 在 采 自 云南 东 
部 的 沟 鳞 鱼 化 石 群 中 , 发 现 有 Bothriolepis sinensis 和 了 .darjzpsjpazezsis， 闻 者 产 于 湘 中 ， 

后 者 产 于 粤 北 的 桂 头 组 , 说明 壮 、 湘 . 粤 三 省 的 沟 鳞 鱼 层 可 以 对 比 。 2) 在 云南 , SWRA 

共生 的 尚 有 大 甲鱼 及 穿 鳞 鱼 , 后 两 类 鱼 化 石 在 国外 多 见于 早 . 中 泥 盆 世 ,说 明 在 我 国 沟 鳞 

鲁 的 出 现时 于 国外 某 些 地 区 。《〈3) 明确 云南 东部 询 鳞 鱼 的 垂直 分 布 范 围 , 在 徐 家 冲 组 之 

上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曲靖 组 或 中 、 晚 泥 盆 世 宰 格 灰 者 之 下 , 因此 , 认为 沟 鳞 鱼 层 的 时 代 应 属 中 

泥 盆 世 〈 刘 玉 海 、 王 俊 卿 ,1973)。 以 上 所 述 , 系 就 陆 相 地 层 的 互 比 对 沟 鳞 鱼 层 时 代 提 供 的 

依据 ; 现 再 就 海 相 地 层 及 其 化 石 群 ,对 沟 鳞 鱼 层 的 时 代 提 供 一 些 补充 意见 。 

我 们 知道 , 我 国 南方 含 沟 鳞 鱼 的 地 层 , 并 非 全 是 陆 相 沉积 , 而 是 属于 滨海 相 或 海陆 交 

替 相 沉积 。 在 不 同 地 区 的 沟 鳞 鱼 层 之 上 或 下 , 均 存 在 着 海 相 地 层 。 BHAWAN 

层 位 虽 有 数 层 ,但 其 垂直 分 布 范围 ,基本 上 限于 含 Seringocephalus 或 Bornharduna 动物 群 

的 华宇 组。 在 曲靖 一 带 , 缺失 那 高 岭 期 至 北 流 期 地 层 , 有 的 好 方 沟 鳞 鱼 层 直 接 超 履 于 寒 武 

系 或 奥 陶 系 之 上 。 湖 南 中 部 含 沟 鳞 鱼 的 跳马 词组 , 由 于 发 现 了 Stringocephalus, FTL 
已 证 实 属 于 中 泥 盆 世 晚 期 , 即 东 册 岭 期 。 另 外 ,与 沟 鳞 鱼 经 常 共生 的 直立 轮 茸 《8Syciwixzr 

me1o)， 层 位 比较 稳定 ,有 助 于 沟 鳞 鱼 层 时 代 的 确定 。 直 立 轮 营 在 云南 东部 及 湖南 中 部 也 

与 沟 鳞 鱼 共生 ; 在 广西 象 州 则 产 于 东 疯 岭 组 的 中 、 上 部 , 与 海 相 化 石 Swingocephalus 等 共 

生 ; 在 四 川江 油 马 角 坝 ,该 种 的 一 个 变种 产 于 观 雾 山 组 。 因 此 , 从 沟 鳝 鱼 所 在 的 层 位 ,以 及 

共生 的 直立 轮 纤 的 层 位 来 看 ,都 属于 东 闵 岭 期 海 相 沉积 的 某 一 夹层 , 这 就 进一步 明确 了 我 

国 南方 沟 鳞 鱼 层 的 时 代 应 属 中 泥 盆 世 晚期 , 即 东 疯 怜 期 。 

三、 美 于 中 国 南方 泥 盆 系 若 干 地 层 问题 的 探讨 
1. 概论 北 流 组 生物 地 层 的 特征 及 四 排 页 岩 ” 的 时 代 《〈 人 参阅 图 2) ， 北 流 组 最 早 是 用 

以 代表 广西 、 贵 州 境 内 郁 江 组 之 上 、 东 岗 岭 组 之 下 浅海 沉积 的 一 个 地 层 单位 〈 王 犹 等 ， 
1965)。 实 践 证 明 , 北 流 期 沉积 的 分 布 范围 并 非 限 于 黔 、 桂 两 地 ,我 国 南方 许多 地 区 均 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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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个 问题 在 分 析 我 国 南方 象 州 型 海 相 地 层 生物 群 一 节 中 ,已 经 详细 讨论 ,概括 起 来 
可 以 这 样 认识 : 北 流 期 珊瑚 群 具 有 典型 的 西欧 艾 斐 尔 期 的 色彩 。 床 板 珊瑚 中 存在 着 大 量 
目 志 留 纪 上 延 的 Feavorzters，S9xameojavosites， 迄 未 见于 东 岗 岭 期 , 据 此 可 作为 区 分 这 两 个 
时 期 沉积 的 标志 。 四 射 珊瑚 Acanthophyllum, Trapezophyllum, Utaratuia SEAL AA BA 
型 属 群 , 与 郁 江 组 的 Heterophaulactis, Xystriphylloides, Heterophrentis angusta 等 标准 属 种 

组 合 各 具 特 色 , 也 是 易于 辨别 的 。 北 流 组 中 以 腾 珊 瑚 类 为 代表 的 泡沫 型 珊瑚 , 隔壁 锥 已 分 
Be CASK Bis BE, 与 郁 江 组 中 仅 具 隔 壁 锥 的 泡沫 型 珊瑚 相对 照 ,也 显示 出 泡沫 型 珊瑚 演化 上 
进入 了 一 个 新 的 阶段 。 就 腕 足 动物 来 说 , 在 以 碳酸 盐 为 主 的 沉积 区 内 ， 产 大 量 的 Zip 
pseudobaschkiricus 与 Megastrophia za1ezsi5， 既 不 同 于 东 岗 岭 期 的 Stripgoceppa1uur 动物 

和 群 ， 也 明显 地 区 别 于 郁 江 期 动物 群 。 在 以 砂 泥 质 和 泥 质 为 主 的 沉积 区 AN, Athyrisina 

Squamosaeformis, Eospirtferina lachrymosa, Acrospirtfer fongi, Kwangsia yohi 等 都 是 北 流 

组 所 特有 , 而 郁 江 组 中 一 些 典型 属 如 Dicoelostrophia, Xenostrophia, Parathyrisina 等 , 迄 未 见 

Titi. BRAM S, 郁 江 组 是 以 侧 要 放射 福 稀 芷 粗 强 的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A. increbescens, A. papaoensis SATE; MACMAN ARAMA HRD, H$ BED 
FA DUN FER Et RS, FoR UR, AMR GE ARP ENS Buryspzzzfer， 以 及 个 体 较 
大 的 Acrospirifer kwangsiensis 为 重要 分 子 。 PEMA, 北 流 组 与 郁 江 组 的 腕 足 动物 组 

合 , 差异 是 相当 明显 的 。 

在 南 丹 型 海 相 沉积 中 ,浮游 生物 演化 阶段 上 的 显著 不 同 , 更 有 利于 区 分 郁 江 期 及 北 流 

期 地 层 。 相 当 郁 江 期 晚期 的 菊 石 ,是 一 些 松 卷 全 外 卷 型 ,表面 具有 明显 放射 状 横 肋 、 缝 合 
线 简单 的 壳 体 ， 属 于  Anetoceras 和 Erbenoceras Fo VITA Nowakia barrandei, 

N. zlichovensis 等 ， 更 是 这 个 时 期 所 特有 。 而 相当 于 北 流 期 沉积 中 的 菊 石 , 则 以 包 卷 紧 密 
的 壳 体 和 无 脐 孔 的 类 型 如 4gozmzatziter，4z2azcester 和 Pinacites 等 为 特征 。 竹 节 石 中 的 

Nowakia cancellata 和 N. richteri 也 仅 限 于 此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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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分 析 以 上 各 主要 门类 化 石 的 组 合 特征 ， 北 流 期 生物 群 代表 一 个 特定 的 演化 阶段 

的 产物 , 与 其 上 履 及 下 伏地 层 中 的 生物 群 相 比较 , 显示 其 独自 的 阶段 性 。 

关于 北 流 组 的 上 限 , 也 就 是 与 上 覆 的 东 岗 岭 组 的 关系 ,就 广西 中 部 、 黔 南 独 山 \. 四 川西 
北部 等 地 区 所 见 , 两 者 一 般 都 是 连续 帝 积 , 岩 性 上 均 以 碳酸 盐 类 为 主 , 可 以 根据 各 自 特 有 

的 化 石 群 子 以 区 分 。 云南 曲靖 、 盘 误 等 地 缺失 北 流 期 地 层 ， 相 当 于 东 岗 岭 期 总 积 的 华 宁 

组 , 超 覆 于 下 泥 盆 统 雁 峰山 群 (包括 徐 家 冲 组 ) 之 上 。 在 湘 中 、 湘 西北 、 黔 东 、 鄂 西 及 黔 南都 

匀 等 地 , 北 疲 期 地 层 或 者 缺失 ,或 则 相 变 为 砂岩 。 

关于 北 流 组 的 下 限 ,涉及 到 两 方面 的 问题 ,一 是 北 访 组 下 部 的 白云 岩 段 的 时 代 及 其 归 

属 ,二 是 北 六 组 与 郁 江 组 的 关系 , 现 分 别 讨论 如 下 : 

广西 中 部 的 几 个 泥 盆 系 痢 面 , 北 流 组 含 化 石 的 层 眉 , 都 位 于 中 部 及 上 部 ,下 部 普遍 有 

一 段 平 均 厚 达 300 米 左右 的 白云 岩层 。 其 中 化 石 很 少 , 除 上 部 采 获 Thamnopora 一 种 外 ， 

迄 未 找到 其 他 化 石 。 关 于 这 段 岩 层 的 时 代 及 其 归属 ,可 结合 下 述 两 个 剖面 的 佐证 予以 解 

Ro 
在 四 川江 油 至 平 武 间 , ATW eRe ACM ERARIBA, Zdimir 5 Megastrophia 

动物 群 出 现在 养 马 坝 组 中 部 ,并 延续 到 该 组 的 顶部 。 而 在 广西 北 流 组 的 标准 剖面 上 , 同样 

的 动物 群 仅 限于 贵 塘 段 。 如 果 这 两 个 剖面 开始 出 现 上 述 动物 群 的 层 位 , 可 以 直接 对 比 , 那 

么 养 马 坝 组 下 部 的 层 段 应 与 广西 北 六 组 下 部 的 白云 岩 段 对 比 。 分 析 养 马 坝 组 下 部 层 眉 内 
的 化 石 群 ， 其 中 的 Euryspirifer, Acrospirifer fongi, Athyrisina heim & hi 2a MEA 

Zonodigonophyllum, Digonophyllum 09 St Sti REEAS WON, 5) BARAK BRAT ER, 09 

MET Abit : 

另外 , 云南 广 南 细 掌 及 西洋 街 等 处 的 泥 盆 系 剖 面 , 在 坡 脚 页 岩 之 上 的 灰 岩 层 眉 内 , 曾 

采 获 菊 石 Erbenoceras 与 四 射 珊瑚 Amplexiphyllum 等 ,应 相当 于 广西 郁 江 组 的 六 景 段 ;再 

上 仅 数 米 的 层 位 内 , 即 发 现 典型 艾 斐 尔 期 竹 节 石 Nowakia cancellatag Het, 也 可 以 间接 

推断 郁 江 组 之 上 的 白云 岩层 , 亦 应 属于 北 疲 期 沉积 。 联系 到 以 碳酸 盐 为 主 的 几 个 北 流 组 

剖面 ,其 底部 的 白云 岩层 与 其 上 含 化 石 的 灰 岩 层 , 在 岩 性 上 都 是 连续 过 渡 的 关系 , 而 与 其 

下 以 砂 泥 质 为 主 的 郁 江 组 则 分 界 清晰 ,也 可 说 明 北 访 组 的 下 限 , 以 划 在 白云 岩层 的 底部 比 

较 合 适 。 

在 广西 武宣 二 塘 一 带 , 可 以 看 到 北 流 组 与 下 伏 郁 江 组 的 完整 剖面 。 该 处 自 六 峰山 林 

场 周围 的 福 隆 水 库 直 至 屯 头 村 附近 ,长 达 数 公里 的 剖面 , 依次 出 露 东 岗 岭 组 ( 厚 约 500 米 ) 

北 流 组 ( 厚 约 900 米 ) 及 郁 江 组 \ 厚 约 600 米 )。 此 处 的 郁 江 组 与 六 景 地 区 比较 , 岩层 厚度 

显著 增 大 , 含 料 石 的 灰 岩 层 在 中 部 增多 , 顶部 产 Elythyna, Nadiastrophia Shieh, PM 
产 四 射 珊瑚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及 腌 足 动物 Dicoelostrophia, Parachonetes, Parathyrisina, 

Eosophragmophora, Acrospirifer 等 ,基本 组 合 与 六 景区 的 郁 江 组 相似 。 北 访 组 底部 的 白云 

岩 和 硅 质 灰 岩 , 与 郁 江 组 顶部 的 泥岩 及 泥 质 灰 岩 呈 连 续 沉 积 ,接触 界线 位 于 二 塘 至 妙 皇 小 

路 旁 的 河床 内 ,枯水期 间 铺 晰 可 见 。 从 这 一 完整 剖面 , 可 以 看 到 郁 江 组 、 北 流 组 、 东 岗 岭 组 

三 个 独立 而 又 互 有 联系 的 地 层 单位 , 在 岩 性 上 和 生物 群 组 合 上 , 既 具 有 各 自 的 特性 , 又 存 

在 着 相互 间 的 关系 ,并 且 三 组 的 厚度 也 保持 着 相应 的 均衡 。 

关于 四 排 页 岩 的 时 代 问 题 展 经 讨论 ,但 没有 取得 统一 意见 。1964 年 ,在 对 四 排 页 岩 标 

e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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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地 点 出 露 的 地 层 , 进行 剖面 测 制 与 化 石 采 集 的 基础 上 , 曾 分 四 排 页 岩 为 上 部 的 四 排 女 及 
下 部 的 鹿 马 段 ,并 根据 当时 对 腕 足 动物 和 珊瑚 化 石 的 初步 分 析 , 认为 四 排 页 岩 的 时 代 应 属 
peat I, 与 广西 的 郁 江 组 、 云南 的 坡 脚 页 岩 和 四 川 的 甘 溪 组 及 养 马 坝 组 下 部 对 比 
(EEF, 1964), 限于 当时 对 泥 盆 系 生物 地 层 基本 层 序 认识 上 的 局 限 性 , 将 四 排 页 岩 与 邦 
江 组 或 坡 脚 页 岩 对 比 的 意见 是 不 恰当 的 。 诚 如 侯 鸿 飞 (1965) 所 指出 : “从 对 四 排 页 岩 的 
腕 足 动物 群 的 分 析 , 很 难得 出 相当 于 郁 江 组 的 结论 。” 但 是 , 侯 鸿 惟 等 把 四 排 段 完全 与 贵州 
狸 山 猴 儿 山 的 每 家 坪 段 对 比 ,看 来 也 有 商检 的 必要 , 将 在 下 面 论 及 。 王 、 俞 等 通过 对 北 流 
组 及 其 化 石 群 的 初步 认识 ， 曾 指出 四 排 页 岩 有 属于 北 流 期 沉积 的 可 能 性 CEES, 1965, 
第 4 页 ) 当时 未 进行 详细 讨论 , 现 补充 如 下 : 

关于 四 排 页 岩 化 石 群 的 特征 ,在 分 析 北 流 期 动物 群 一 节 内 曾经 提 到 , 为 了 充分 说 明 问 
题 起 见 , 有 必要 扼要 地 重复 和 补充 。 四 排 页 岩 中 的 珊瑚 化 石 主 要 产 于 下 部 的 鹿 马 仆 , 就 床 
板 珊瑚 而 言 ， 虽 然 其 属 群 组 合 与 郁 江 组 十 分 相似 ,可 以 逐一 对 比 ,但 是 种 群 却 截然 不 同 。 
重要 的 是 , GRAN Favosites lumaensis, Thecostegites ertangensis 等 , 曾 分 别 见 于 广西 北 

六 的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与 二 扩 的 北 流 组 新 造 村 段 . 四 射 珊瑚 迄 未 见 到 郁 江 组 的 标准 组 合 分 子 ， 
而 Trapezophyllum cystosum 却 在 广西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内 产 出 。 所 以 , 从 鹿 马 段 的 珊瑚 化 石 
来 分 析 , 应 属 北 流 期 动物 群 下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 鹿 马 段 中 的 腕 足 动物 不 多 , WA Nadiastro- 
phia, Euryspirifer, Athyrisina 等 属 ， 也 接近 于 北 流 组 动物 群 下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 粗 略 地 看 ， 
四 排 段 中 的 腕 足 动物 群 似乎 与 郁 江 组 的 相近 似 , 但 细 加 辨识 ,它们 之 间 的 不 同 之 处 仍然 是 
主要 的 。 在 郁 江 组 大 量 出 现 的 齿 扭 月 贝 类 Dicoelostrophia, Xenostrophia 等 属 , 在 四 排 页 

岩 中 迄 未 见 及 , 却 出 现 了 典型 的 艾 斐 尔 期 分 子 Radiomena。 从 石 燕 贝 类 来 看 , PLATA 
RRA Elymospirifer 和 4eroxpirzfer， 在 四 排 页 岩 中 或 告 绝 迹 或 极度 减少 ; 四 排 页 岩 中 被 
认为 是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的 标本 , AAA Ren, 数量 8 一 10 根 , 齿 板 前 延 达 

到 壳 长 的 一 半 , 实际 上 应 该 是 一 新 种 Acrospirifer subtonkinensisg 到 目前 为 止 , 尚未 在 

邦和 江 组 内 见 到 北 流 期 所 特有 的 Euryspirifero FEAR WAKE, 郁 江 组 常见 的 Parathyri- 
sina 在 四 排 眉 内 也 未 见 到 ,而 北 流 期 的 标准 分 子 Achyrisina 等 , 却 出 现在 四 排 豚 内 。 此 外 ， 
郁 江 组 常见 的 Parachonetes, Levenea, Uncinulus 在 四 排 组 也 都 未 见 。 可 以 说 明 , 四 排 页 岩 

与 郁 江 组 的 腕 足 动物 群 存在 着 实质 性 的 差别 ,而 与 北 流 期 腕 足 动物 组 合 特征 却 是 一 致 的 。 

因此 ， 鹿 马 段 动物 群 可 与 北 流 组 动物 群 的 下 部 组 合 相互 比较 似 属 无 疑 。 四 排 侦 虽 然 产 有 
较 多 的 北 流 组 上 部 动物 群 组 合 的 分 子 , 如 Kwangsia yohi 4, (BE, CHREA RA SACK 
组 上 部 层 女 进行 对 比 ? 根据 腕 足 动物 组 合 来 看 ,目前 尚 难 肯 定 , 因为 其 中 还 产 有 北 流 期 动 
物 群 下 部 组 合 的 分 子 ， 如 Nadiastrophia shujiapingensis, Euryspirifer sp., “Spirifer” qua- 

driplicatus 等 。 不 过 ,在 与 四 排 圩 相 邻 的 七 建 〈 即 七 排 圩 ) 附近 , 曾 于 泥岩 层 内 采 获 Eury- 
spirifer shujiapingensis, Nadiastrophia sipaiensis, “Spirifer” quadriplicatus 等 ; 在 其 上 的 灰 

岩 及 泥 灰 岩层 内 , MR Eospiriferina lachrymosa, Kwangsia sp., Acrospirifer kwangsiensis, 

Athyrithina sp. 等 , 与 大 量 的 四 射 珊瑚 Uiaratuiz 共生 。 可 以 说 明 , 北 流 期 地 层 的 上 、 下 两 

个 动物 群 组 合 ,在 四 排 地 区 是 存在 的 ,下 部 的 与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山 组 舒 家 坪 段 所 产 者 完全 一 
致 ;上 部 的 与 贵州 独 山 的 龙洞 水 人 、 广 西北 流 的 鸭 壤 眉 及 武宣 二 塘 的 老虎 岭 恨 所 产 者 亦 可 
对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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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之 ,根据 对 四 排 页 岩 动 物 群 的 分 析 , 只 能 得 出 它 是 属于 北 流 期 沉积 的 结论 。 在 四 排 、 

七 排 以 及 头 排 周 围 地 区 , 目前 尚未 采 获 郁 江 期 的 标准 组 合 分 子 , 过 去 认为 属于 那 高 岭 组 及 

巡 花 山 群 的 砂岩 层 , 可 能 代表 郁 江 组 及 其 以 下 的 地 层 , 甚 至 可 能 还 包括 一 部 分 北 流 期 的 沉 

积 。 当 然 , 目前 对 四 排 页 岩 的 时 代 对 比 以 及 对 北 流 组 特征 的 认识 , 还 是 不 够 全 面 的 , 有 待 

于 在 四 排 页 岩 出 露地 区 测 制 更 为 完整 的 剖面 , 并 对 其 化 石 组 合 进行 系统 分 析 , 这 样 , 才 可 

能 进一步 检查 现 有 认识 的 正确 与 否 。 

从 以 上 对 四 排 页 岩 化 石 群 的 分 析 及 时 代 对 比 的 讨论 ， 可 以 看 出 北 访 组 在 岩 相 和 生物 

相 两 方面 变化 的 复杂 性 。 从 这 一 认识 出 发 , 当 北 访 期 地 层 从 以 碳酸 盐 为 主 的 沉积 , 相 变 为 

以 砂 泥 质 为 主 的 沉积 区 内 , 底 栖 的 珊瑚 、 腕 足 动物 群 , 由 于 适应 变化 了 的 生活 环境 , 属 种 组 

合 也 随 之 产生 差别 , 这 是 符合 客观 规律 的 。 因 此 , 如 果 仅 仅 根 据 岩 性 进行 对 比 ,那么 ,在 以 

碳酸 盐 为 主 的 沉积 区 内 ,就 很 可 能 把 北 流 组 误 认 为 是 东 岗 岭 组 ;在 以 砂 泥 岩 为 主 的 沉积 区 

内 ,又 会 把 相当 于 北 流 期 的 四 排 页 岩 看 成 是 郁 江 组 。 同 一 时 期 的 沉积 ,在 相距 不 远 的 地 区 . 

分 别 被 置 于 上 .下 两 个 不 同时 期 的 地 层 单位 。 这 样 ,不 仅 造成 地 层 对 比 上 的 混乱 和 厚度 计 

算 上 的 误差 , 还 将 影响 对 沉积 区 岩 相 古 地 理 的 解释 , 这 确 是 一 个 值得 引起 注意 的 现实 亲 

题 。 

2.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及 我 国 南方 中 .下 泥 贫 统 的 分 界 

ALAN EW AE BREARH, BPMLAAB IRB. GUN AEN Bee 

WEE, BREA 230 Ko MIAN SEWER Ya lal Lee Alea VeKaARRAWK 

层 , 构成 一 个 沉积 旋 迎 。 郁 江 组 的 化 石 种 类 党 多 , 尤 以 腕 足 动物 和 珊瑚 为 最 ,珊瑚 化 石 含 
有 大 量 西欧 艾 斐 尔 期 的 标准 化 石 Calceola sandalina 及 Microcyclus 等 ,特别 引 人 注 目 。 攻 

此 , 多 数 地 质 工作 者 认为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应 属 中 泥 盆 世 艾 斐 尔 期 。 与 郁 江 组 下 部 层 眉 大 致 

相当 的 地 层 , 在 云南 广 南 地 区 称 坡 脚 页 岩 , 尹 赞 勋 《1938) 研究 其 中 的 动物 群 时 , 认为 可 与 

PERRIN, PIERRE WEE, BU Paraspirifer cultrijugatus 带 对 比 。 TRAE (1956) 研究 

四 川 龙门 山 区 泥 盆 纪 地 层 及 其 化 石 群 时 ， 对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是 否 全 部 属于 中 泥 盆 世 早 期 曾 

提出 疑问 。 侯 鸿 飞 《1959) 曾 描 述 郁 江 组 的 部 分 腕 足 动物 ,并 确认 其 时 代 属 中 泥 盆 世 艾 斐 

尔 期 。 

对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首 次 提出 异议 , 认为 可 能 属 早 泥 盆 世 晚期 的 , 见于 地 质 科学 研究 院 泥 

盆 系 专题 队 的 报告 中 (1965)， 其 论据 有 二 : 一 是 分 析 郁 江 组 中 的 腕 足 动物 群 ， 认 为 属 群 

特征 具有 浓厚 的 早 泥 盆 世 色彩 。 二 是 在 广西 南 丹 县 益 兰 一 罗 富 一 带 , 含 郁 江 期 腕 足 动物 

群 的 益 兰 组 之 上 的 塘 丁 组 内 ， 产 有 西欧 艾 姆 斯 期 标准 菊 石 Brpezoceras 和 Anetoceras 等 > 

再 上 才 出 现 西欧 艾 斐 尔 期 标准 菊 石 Pinacites jugleri 等 ， 而 且 这 些 层 段 都 是 连续 帝 积 的 。 

上 述 意见 及 发 现 , 对 重新 认识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 具 有 重要 意义 。 

参照 上 述 意见 ,结合 近年 来 的 新 资料 , 试 对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及 对 比 提出 以 下 的 看 法 : 

珊瑚 和 腕 足 动物 在 郁 江 组 为 数 最 多 ,对 其 中 主要 分 子 的 时 代 分 布 ,已 在 分 析 郁 江 期 动 

物 群 的 特征 一 节 中 加 以 讨论 。 过 去 把 郁 江 组 划 归 中 泥 盆 世 艾 斐 尔 期 , 也 是 基于 对 其 中 的 

主要 门类 化 石 的 时 代 分 析 。 如 从 珊瑚 的 角度 强调 了 Calceola 的 标准 性 ， 从 腕 足 动物 的 第 

度 则 强调 与 那 高 岭 组 动物 群 性 质 的 差别 ， 对 区 人 琶 虫 〈《 杨 敬之 ，1956) MRR Kee. 

1956) 的 研究 结果 , 也 都 提出 属于 中 泥 盆 世 早期 的 意见 。 Ath, BMI Bei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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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出 露 有 砾石 层 , 表 明 与 下 伏 那 高 岭 组 之 间 , 可 能 存在 沉积 间断 。 但 是 ,如果 全 面 地 分 析 
郁 江 组 主要 门类 化 石 的 组 合 特征 ， 并 不 能 得 出 全 部 属于 中 泥 盆 世 艾 斐 尔 期 的 结论 。 诚 如 
上 述 关于 郁 江 期 动物 群 分 析 一 节 中 所 指出 ， 无 论 是 珊瑚 还 是 腕 足 动物 的 属 群 中 ,都 有 大 量 
的 艾 姆 斯 期 的 分 子 存在 ,此 其 一 。 近 两 年 来 ,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西南 队 曾 两 次 详 测 广西 南 
FATS Ba, 除 在 塘 丁 组 内 采 获 Erbenoceras, Anetoceras 等 菊 石 外 , BATHE Nowakia 
zlichovensis, N. barrandei 等 ， ABE HE Se eR oe DK A KW F VER BEAE FAA RS) 
F, Milt WEBS T AAAI Th OY RPE ZA AA, ANB We Se aR OF IH 另外 , 在 云南 广 南 
坡 脚 页 岩 之 上 的 灰 岩 层 内 , 曾 发 现 Erbenoceras 与 广西 郁 江 组 上 部 六 景 眉 的 标准 四 射 珊瑚 
Amplexiphyllum 共生 ,说 明 郁 江 组 上 部 的 时 代 , 也 应 属 晚 艾 姆 斯 期 , 此 其 二 。 最 后 , 在 郁 
江 组 及 其 相当 地 层 之 上 , 还 出 现 有 更 为 典型 的 艾 斐 尔 期 即 北 流 期 的 动物 群 。 因此 ,根据 以 
上 三 点 , 把 全 部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视 作 英 姆 斯 期 , 似乎 不 无 理由 。 

郁 江 组 的 时 代 既 确定 为 艾 姆 斯 期 , 随 之 而 产生 的 , 就 是 中 国 南方 中 .下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问题 。 为 了 便于 讨论 起 见 , 有 必要 先 把 近年 来 国际 上 对 中 、 下 泥 盆 统 分 界 的 几 种 主要 意见 
简 述 如 下 : 

自从 1958 年 召开 第 一 次 国际 志 留 、 泥 盆 纪 地 层 会 议 以 来 , 关于 泥 盆 系 的 专门 性 国际 
| 会 议 已 开 过 四 次 。 对 于 中 .下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问 题 存在 着 不 同 的 认识 ,基本 上 可 归纳 为 三 种 
意见 或 方案 \ 参 阅 表 2)。 

第 一 种 意见 是 把 中 .下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 置 于 艾 斐 尔 组 与 艾 姆 斯 组 之 间 。 在 艾 斐 尔 地 区 
是 如 此 ， 在 捷克 斯 洛 伐 克 波 希 米 亚 的 泥 盆 系 标准 剖面 也 是 如 此 。 这 条 界线 在 化 石上 的 依 

” 据 ， 主 要 是 将 菊 石 Gyroceretizer gracilis 的 出 现 ， 作 为 中 泥 盆 世 沉积 开始 的 标志 , 所 以 在 
西欧 通称 这 条 界线 为 “grocilis 线 ”Cgraciis-Grenze)。 在 捷克 斯 洛 伐 克 , 除 菊 石 外 ,还 依据 
竹 节 石 作 为 分 界 的 标志 , 具体 地 说 , 这 条 界线 是 置 于 产 Nowakia cancellata 的 艾 斐 尔 组 与 
产 Nowakia barrandei, N. praccursor 及 N. zlichovensis 等 的 兹 利 柯 夫 组 之 间 。 这 种 分 界 

适合 于 海 西 相 地 层 。 

第 二 种 意见 与 上 述 意见 稍 有 出 人 。 在 阿 登 地 区 ,由 于 未 找到 和 菊 石 的 标准 分 子 ， 该 处 

市 \ 下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是 根据 腕 足 动物 、 珊 瑚 和 牙 形 刺 。 作为 中 泥 盆 世 沉积 开始 特征 的 , 是 
“Euryspirifer intermedium” 种 群 代 替 了 “Euryspirifer mosellanus” 种 群 和 Calceola sandalina 

及 Polygnathus cf. webbi, P. linguiformis linguiformis 的 出 现 。 在 地 层 上 , 这 条 界线 是 位 

于 考 文 组 与 艾 姆 斯 组 之 间 , 这 种 分 界 适 合 于 来 因 相 地 层 。 海 西 相 与 来 因 相 之 间 的 对 比 并 

非 一 致 , 艾 斐 尔 组 的 底 界 要 稍 高 于 考 文 组 的 底 界 , 约 相当 于 考 文 组 的 Co b 段 之 底 。 

第 三 种 是 苏联 现今 通用 的 方案 (PxkoHcHamkag，1962，1967)。 苏 联 地 质 工作 者 把 中 

泥 盆 统 艾 斐 尔 组 分 为 两 部 分 : LRASB ED WR Zdimir pseudobaschkiricus 等 为 特征 ， 

相当 于 西欧 阿 登 地 区 的 考 文 组 ;所 谓 的 下 艾 斐 尔 组 ,大 致 相当 于 西欧 的 上 艾 姆 斯 组 或 兹 利 

柯 夫 组 。 换 言 之 , 他 们 对 中 .下 泥 盆 统 的 界线 , 是 划 在 相当 于 上 艾 姆 斯 组 与 下 葡 姆 斯 组 之 

间 。 

联系 到 我 国 南方 的 情况 , 如果 按照 上 述 第 一 种 方案 划分 中 .下 泥 盆 统 , 那 么 ,这 条 界线 

在 广西 罗 富 地 区 就 应 划 在 塘 丁 组 与 塘 乡 组 之 间 ; 在 广西 六 景 等 地 区 划 在 郁 江 组 及 其 相当 

地 层 与 北 流 组 及 其 相当 地 层 之 间 ; 在 云南 广 南 一 带 则 划 在 坡 脚 页 岩 与 其 上 相当 北 流 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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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之 间 。 四 川 龙门 山区 的 甘 溪 组 , 从 目前 已 知 的 化 石 资料 , 还 没有 见 到 标准 的 郁 江 组 的 
RF, HBAS (1965) 分 出 的 上 甘 溪 组 的 动物 群 , 其 中 也 有 不 少 分 子 兄 于 四 排 页 岩 或 北 
流 组 5 因此 , 甘 溪 组 的 时 代 尚 待 系统 研究 四 川 龙门 山区 泥 盆 系 部 面 内 的 化 石 群 后 ,才能 得 
Ho (BRK aid”) 
-按照 第 二 种 意见 划分 我 国 南方 中 \ 下 泥 盆 统 的 界线 ,看 来 与 上 述 情况 出 人 不 大 ， 因为 
我 国 南 方 泥 盆 系 北 流 组 的 下 限 与 考 文 组 的 下 限 大 致 相当 。 

按照 第 三 种 方案 划分 我 国 南方 中 .下 泥 盆 统 的 界线 , 在 象 州 型 海 相 沉积 地 区 内 ,这 条 
FRM ALT ABTA |. PRR Za, 即 郁 江 组 的 大 联 村 段 与 石 洲 段 之 间 ; 在 象 州 型 与 

南 骨 型 海 相 沉 积 交 又 过渡 地 区 内 , 如 广西 罗 富 剖面 , 则 位 于 益 兰 组 和 塘 丁 组 之 间 , 在 云南 

广 南 一 带 ; 则 位 于 狭义 的 坡 脚 页 岩 与 其 上 的 灰 岩 层 段 之 间 。 

根据 出 述 三 种 划分 方案 的 具体 情况 ,对 南 丹 型 海 相 沉 积 来 说 ,第 一 种 方案 是 比较 容易 

接受 的 ;因为 其 中 的 浮游 生物 的 演化 阶段 基本 上 与 西欧 相似 , 但 在 野外 实际 划分 时 , 岩 性 

上 往往 不 易 明 确 区 分 。 对 象 州 型 海 相 沉 积 而 言 , 在 北 流 期 沉积 以 碳酸 盐 类 为 主 的 沉积 区 

内 ;采用 第 一 种 方案 划分 中 .下 泥 盆 统 的 界线 , 尚 竟 强 可 以 接受 。 但 是 ,在 以 砂 泥 质 为 主 的 

北 流 期 沉积 区 内 ,上 述 划 分 意见 便 难 于 使 用 。 在 南 丹 型 和 象 州 型 沉积 的 过 渡 区 内 , 采用 第 

三 种 划分 方案 , 岩 相 特征 和 生物 群 组 合 上 均 分 界 明晰 , 也 是 比较 合适 的 。 无 论 是 在 云南 的 

户 南 或 广西 的 有 罗 富 和 南宁 市 以 南 等 地 区 , 旱 艾 姆 斯 期 帝 积 还 保留 象 州 型 沉积 特征 ,而 晚 艾 

姆 斯 期 沉积 已 相 变 为 南 丹 型 沉积 。 但 是 ,在 象 州 型 沉积 地 区 ,上 述 方案 就 与 实际 情况 出 人 

Ko ANAM MEK, 无 论 在 岩 相 和 生物 特征 上 , 均 难 将 郁 江 组 分 割 , 找 出 一 

条 作为 “ 统 ” 一 级 的 地 层 界 线 。 因 此 ,有 必要 根据 我 国 南方 泥 盆 系 生 物 群 和 区 域 地 质 的 特 

点 ,进行 具体 分 析 和 讨论 。 
| PHAR Oye RE, 就 腕 足 动物 而 言 ,在 西欧 来 因 区 , 此 期 是 以 大 量 的 

Acrospirifer arduennensis 种 群 为 特征 ;苏联 则 出 现 以 玉 eriizsfie-Fagrazie AEN SARS 

物 群 ;美国 西部 的 内 华 达 地 区 是 以 Acrospirifer kobehana-Eurekaspirifer pinyonensis 为 首 的 

BHAA By OE RAFI WAM RIA ZEW WPL Nadiastrophia, Machaeraria, Reef- 

soni, Maorstrophia WHEE EWA. LRSM MBUL AOR, SABLE 
HILL Dicoelostrophia-xenostrophia 为 特色 的 组 合 ， 虽然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分 子 可 以 互 比 ,但 也 存 

在 着 明显 的 差别 8。 就 四 射 珊 瑚 而 言 ， 以 产 出 大 量 Calceola sandalina 45 Microcyclus ARF 

点 的 郁 江 期 珊瑚 群 , 与 世界 其 他 地 区 艾 姆 斯 期 珊瑚 群 比较 , 可 以 说 是 绝无仅有 。 产 生 这 种 

府 物 群 在 地 区 上 的 差异 性 ， 不 能 不 联系 到 当时 的 古 地 理 环境 以 及 生物 群 的 迁移 和 演化 的 

速率 等 因素 加 以 考虑 。 就 世界 范围 来 说 , 艾 姆 斯 期 的 海 侵 规模 比较 小 ,不 同 地 区 海 相 地 层 

多 是 分 离 的 海盆 地 内 沉积 ,由 于 各 大 盆地 内 十 地 理 环 境 的 差异 , 必然 导致 兰 相 特征 和 生物 

群 组 合 的 不 同 。 西欧 地 区 以 艾 斐 尔 和 阿 登 等 地 为 例 , 艾 姆 斯 组 及 其 以 下 各 组 段 的 地 层 , 均 

以 夏 质 沉积 为 主 ,化石 奖 少 ,珊瑚 化 石 除 个 别 属 种 外 ,几乎 没有 ; 自 艾 斐 尔 期 开始 才 有 灰 岩 
或 泥 灰 涯 的 沉积 ,适应 底 栖 生活 的 各 门类 生物 的 繁育 。 因 此 ,欧洲 的 中 \ 下 泥 盆 统 的 分 界 ， 
在 标准 地 所 和 附近 地 区 是 适用 的 ， 一定 程度 上 反 陕 出 该 地 区 岩 相 沉积 和 生物 演化 的 客观 
ii. (LE, 应 该 承认 , 地 壳 的 各 部 分 不 仅 有 共同 的 发 展 灾 ， mA bKRAS BAA 

质 历程 ,在 共性 中 富有 各 自 的 特殊 性 。 各 门类 生物 的 演化 速率 不 同 ; 反映 在 演化 阶段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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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也 是 客观 存在 的 , 由 此 , 产生 了 地 层 划 分 上 的 不 一 致 性 , 这 种 情况 在 各 地 质 时 代 的 地 

层 中 是 懂 见 不 鲜 的 。 根据 译 游 生物 的 演化 阶段 特征 , 把 相当 于 郁 江 期 的 地 层 划 归 下 泥 盆 

统 固然 合理 , 但 是 联系 到 我 国 南方 郁 江 期 沉积 中 , 党 育 着 大 量 中 泥 盆 世 的 珊瑚 群 , 姬 
Calceola sandalina, Microcyclus, Pseudomicroplasma, Cystiphylloides ++++++ ; 床板 珊瑚 中 的 

Favosites, Squameofavosites SIQJERaIHH; 腕 足 动物 群 也 存在 不 少 的 艾 斐 尔 期 分 子 ， 

如 : Uncinulus orbignyanus, Mesodouvillina burmanica, Aulacella eifeliensis, Acrospirifer 

papaoensis, Punctatrypa, Elythyna, Athyris concentrica 等 属 种 。 总 之 , 郁 江 组 内 以 底 栖 生 物 

为 主 的 动物 群 组 合 , 呈现 有 中 泥 盆 世 的 色彩 ,这 一 点 是 不 能 否认 的 。 

再 从 沉积 特征 来 考虑 ,， 郁 江 组 与 其 下 的 那 高 岭 组 分 属 不 同 的 两 个 沉积 旋 迎 。 ERE 

南方 早 泥 盆 世 早期 , 普遍 存在 一 套 含 鱼 和 植物 化 石 的 碎 习 岩层 , 代表 陆 缘 滨 海 沉积 ; BAB 

高 岭 期 , 局 部 地 区 始 有 族 海 -浅海 相 沉积 , 代表 了 一 个 海 侵 的 过 程 。 那 高 岭 期 后 , 随即 海 

退 , ARBAB, 出 现 了 海 相 帝 积 , 构成 另 一 沉积 旋 迎 。 两 个 沉积 旋 人 迎 的 沉积 

物 在 岩 相 上 的 差异 是 明显 的 ,生物 上 的 间断 更 是 清楚 的 。 因 此 ,根据 动物 群 的 新 生 分 子 大 

量 出 现 作为 划分 地 层 的 原则 , 攻 虑 到 郁 江 组 与 其 下 伏 岩 层 在 沉积 特征 和 生物 组 合 的 差异， 

把 郁 江 组 作为 我 国 南方 中 泥 盆 统 最 下 部 的 一 个 地 层 单位 ,并 非 没 有 理由 。 

目前 ,世界 许多 地 区 兹 利 柯 夫 期 或 晚 艾 姆 斯 期 的 动物 群 中 , 也 发 现 有 中 泥 盆 世 的 分 子 

存在 , 查 鲁 由 元 《Chlupac, 1967) 曾 指出 一 些 产 于 兹 利 柯 夫 阶 的 中 泥 盆 世 分 子 , 如 : Mima- 

goniatites fecundus, Pseudobactrites bicarinatus Fo FRRWE HED LEA RMEREM 

(1967) 也 曾 指 出 : 苏联 相当 于 兹 利 柯 夫 期 或 晚 艾 姆 斯 期 地 层 内 , Ae eae 

生 的 现象 , 这 个 时 期 沉积 的 地 层 应 该 单独 建 阶 。 事实 上 这 段 地 层 在 苏联 就 被 置 于 中 泥 盆 

统 , 称 为 下 艾 斐 尔 阶 。 因 此 , 苏联 的 中 泥 盆 统 实际 上 也 是 趋向 三 分 的 。 在 西欧 , 也 有 人 主 

张 把 来 因 区 的 艾 姆 斯 组 .比利时 的 布 里 页 岩 和 波 希 米 亚 的 兹 利 柯 夫 灰 岩 单独 划 出 , 作为 中 

泥 盆 统 的 最 下 部 的 一 个 地 层 单位 。 总 之 , 目前 国外 对 中 .下 泥 盆 统 分 界 的 问题 , 也 尚未 取 

得 一 致 的 认识 。 根 据 我 国 的 具体 情况 , 似 可 考虑 把 郁 江 组 置 于 中 泥 盆 统 的 下 部 。 这 样 , 我 

国 南 方 的 中 泥 盆 统 自 下 而 上 就 应 分 为 郁 江 组 、 北 流 组 、 东 岗 岭 组 。 按 照 这 种 意见 , 则 中 、 下 

泥 盆 统 的 界线 ,在 广西 南宁 一 带 应 置 于 郁 江 组 与 那 高 岭 组 之 间 ; 在 广西 罗 富 或 云南 广 南 一 

带 应 置 于 益 兰 组 或 坡 脚 页 岩 与 其 下 含 植物 Zosterophyllum Se fat Abs Ale le’ aS 

地 层 之 间 。 这 一 意见 仅 作 为 问题 提出 ,以 期 在 今后 的 实践 过 程 中 得 到 解决 。 

综 上 所 述 , 有 关 我 国 南 方 几 个 主要 地 区 的 泥 盆 系 的 对 比 , 如 表 3 AAR 

四 、 主 要 门类 化 石 描述 

床 板 避 天 

鹿 马 蜂 梨 珊瑚 (新 种 ) Favosites lumaensis Yu et Deng (sp. nov.) 

(Albg Vil, 10, 11) 

块 状 群 体 ,个 体形 状 为 不 规则 多 边 形 。 较 大 个 体 一 般 为 五 一 七 边 形 , 体 径 2.1 一 2.6 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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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周 围 比较 整齐 地 排列 着 体 径 仅 1.5 一 1.7 毫米 的 小 个 体 。 个 体 体 壁 较 薄 , 厚 0.025 一 0.075 
BEAK, 近 交 角 处 局 部 可 增 厚 至 0.125 毫米 。 体 壁 内 的 中 线 明 显 , 直 。 壁 孔 孔 径 为 0.175 一 
0.25 毫米 ,在 壁面 上 排 成 两 行 , 孔 距 为 0.42 一 0.75 毫米 。 床 板 完整 , 平 直 ， 排列 规则 整齐 ， 
一 般 间 距 为 0.8 一 1.45 毫米 , 少数 为 0.6 一 0.7 毫米 。 在 少数 个 体 的 纵 面 内 , 体 壁 内 缘 见 有 
少数 尖 细 突起 ,可 能 是 壁 刺 。 

比较 ”本 种 与 我 国 大 兴安 岭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的 _ Favoriter shengi Lin 相近 ,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本 种 的 壁 孔 稍 小 ,床板 分 布 较 稀 , 壁 刺 极 少 。 本 种 不 同 于 西欧 阿 登 地 区 和 苏联 库 兹 涅 蒋 
盆地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所 产 Favosites robustus Lecompte 之 处 ,在 于 它 的 个 体 大 小 分 异 显著 , 壁 
孔 稍 小 。 

产地 层 位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鹿 马 段 ; 武 宣 二 塘 六 峰山 , 北 流 组 新 造 村 外 。 

二 塘 厚 梨 珊 瑚 (新 种 ) Pachyfavosites ertangensis Yii et Deng (sp. nov.) 

(图 版 VII， 图 8，9) 

块 状 群体 ,由 多 角 状 个 体 组 成 ,个 体 以 五 边 形 居多 , 体 径 0.75 一 0.85 BK, BAKE 0.92 

毫米 。 个 体 体 壁 厚 达 0.15 一 0.25 毫米 ,中 线 尚 明显 。 由 于 体 壁 明显 增 厚 ,致使 个 体 的 内 腔 

至 圆 形 。 壁 孔 一 列 , 圆 至 椭圆 形 , 孔径 0.25 毫米 , 孔 距 宽 达 1.5 毫米 左右 。 床 板 中 央 微 下 

ML), EPUB TUK, 相 邻 床板 的 间距 稀 者 宽 达 0.75 毫米 , 密 者 仅 0.25 一 0.40 BK, BER 

见 。 

比较 ”本 种 与 广 布 于 苏联 及 西欧 中 泥 盆 统 艾 斐 尔 组 及 吉 微 特 组 底部 的 Pachyfavosites 

polymorphus (Goldfuss) 相 比 ,区 别 在 于 本 种 个 体 较 小 , 体 壁 稍 薄 ,无 壁 刺 。 与 Pachyfavosites 

vilvaensis Sokolov 相 比 较 , 本 种 的 个 体 稍 小 , 壁 孔 较 小 ,排列 较 稀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北 流 ,武宣 二 塘 等 地 ;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及 新 造 村 段 。 

盘 状 肋 网 珊瑚 (新 种 ) Pleurodictyum discoidea Yii (sp. nov.) 

(图 版 IE， 图 21 一 23) 

群体 外 形 盘 状 , 顶 面 稍 突起 , 宽 自 23.5 至 33 毫米 不 等 , 厚 5.2 一 9 毫米 。 和 群体 的 底面 

履 有 较 厚 的 基 外 壁 , SASK, 底面 中 心 或 固着 于 腕 足 动物 壳 体 上 , 或 留 有 一 个 小 型 

Mo 个 体 自 群 体 基 部 向 四 周 呈 扩散 状 排列 , 横 面 形状 为 较 规 则 的 五 至 六 边 形 ,大 小 比较 

均匀 体 径 为 7.5 一 9.4 毫米 。 个 体 苯 部 浅 凸 状 ， 苯 壁 稍 向 内 倾 。 个 体 壁 厚 0.3 一 0.4 SEX, 

顶 面 饮 齿 状 ,并 见 壁 孔 贯 穿 。 隔 壁 组 织 表现 为 细小 的 瘤 点 , 呈 纵 列 分 布 于 壁面 内 。 

在 切 经 群体 中 央 部 位 的 一 个 纵 切 面 内 , 群体 底 壁 较 厚 , 由 层 状 组 织 构成 , 其 中 有 若干 

简 状 羽 栅 。 个 体内 腔 较 绪 , 自 底 壁 至 苯 部 高 仅 2 毫米 ; 体 壁 内 隐约 可 见 中 线 。 在 底 壁 内 或 

体 壁 中 不 规则 地 散布 着 大 小 不 等 的 壁 孔 , 形状 以 圆 形 为 主 , DISMAL, 孔径 大 者 可 达 

0.3—0.35 BK, /|\q 0.2—0.25 BK Kiko 

比较 ”就 群体 的 形状 而 言 ， 与 本 种 最 为 接近 的 是 产 于 北美 纽约 州 中 泥 盆 统 汉 密 顿 组 

的 Pleurodictyum stylovorum (Eaton); 勒 迈 特 (Le Maitre, 1952) 也 曾经 描述 过 这 个 种 ， 

标示 产 自 北非 的 下 泥 盆 统 顶部 。 本 种 的 异 点 ,主要 表现 在 它 的 个 体 大 小 比较 均匀 ,而 且 个 
体 稍 大 。 在 北非 的 中 .下 泥 盆 统 内 也 盛产 Pleurodictyzamz， 其 中 ,网 P. spinulosum Le Mai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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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群体 外 形 与 本 种 相似 ,但 是 ,其 他 特征 显著 不 同 。 

Pitti. | mB; MLA, NRE 

ACHLSIL GAB) Beiliupora Yu et Deng (gen. nov.) 

特征 ”群体 由 若干 核 状 体 交 织 成 网 格 状 。 MAR AAS RRO, 与 枝 体 表面 旦 

直角 状 相 交 。 著 部 形状 为 小 型 角 圆 一 多 角形 。 个 体 的 体 壁 较 厚 ， 由 羽 状 层 组 成 于 并 且 由 

核 体 的 轴 部 疝 边 部 逐渐 增 厚 。 床 板 细 , 平 列 或 斜 列 状 。 联 结 孔 少 , 隔壁 刺 少 , 偶 见 呈 鳞 刺 

状 。 
属 型 Beiliupora beiliuensis Yi et Deng (gen. et sp. nov.) 

比较 ”本 属 的 群体 形状 有 些 接近 Egosiella Dubatolov, (E42, 7AM MEERA 

内 展 布 的 特点 却 显 著 不 同 。 就 个 体 的 横 面 形状 及 发 育 鳞 刺 和 壁 孔 等 特点 而 言 , ABS 

Caliapora Schliter 也 有 些 近 似 ,但 是 ,就 群体 的 形状 和 个 体 排 列 的 特点 而 言 , 两 者 截然 不 同 。 

上 流 北 流 孔 珊瑚 (新 属 、 新 种 ) Beiliupora beiliuensis 

Yu et Deng (gen. et sp. nov.) 

(Alb Vill, 图 5—7) 

群体 由 若干 枝 状 体 交 织 排列 成 网 烙 状 。 个 体 在 校 体内 呈 扁 状 分 布 , 自 枝 体 的 轴 部 向 

外 并 向 上 伸张 , 与 枝 体 的 表面 呈 直 角 相 交 。 个 体 的 体 径 为 0.6 一 0.7 毫米 ,轮廓 为 角 圆 至 多 

角形 。 体 壁 由 羽 状 层 组 成 ,中 央 的 黑 线 明 显 ,在 核 体 轴 部 带 内 个 体 的 壁 厚 为 0.1 一 0.175 & 

米 ; 至 梳 体 的 边缘 增 厚 至 0.25 毫米 。 壁 孔 少 , 圆 至 椭圆 形 , 孔 径 0.15 毫米 。 床 板 平 列 或 斜 

列 , HEA AAA, 密 聚 者 间距 0.25 一 0.38 22K; 稀 芷 者 间隔 -0.5 一 0.7 毫米 5 eben i 

的 个 体内 床板 分 布 较 稀 。 壁 刺 少 ;, 偶 见 呈 三 角形 鳞 刺 状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 贵 塘 段 。 

艾 斐 尔 笛 管 珊瑚 北 流 亚 种 (新 亚 种 ) Syringopora eifeliensis 
beiliuensis Yu et Deng (subsp. nov.) 

(图 版 VIIL， 3, 4) 

丛 状 群体 ,个 体 间 近乎 平行 状 排列 。 个 体 的 体 径 0.4 毫米 左右 ; 相 邻 个 体 的 间距 2 25 

米 许 。 个 体 的 壁 厚 0.2 一 0.25 毫米 。 联 结 管 的 管 径 0.1 毫米 ,间隔 3 一 7 毫米 不 等 。 床板 下 

凹 状 或 漏斗 状 。 轴 管 不 明显 。 无 壁 刺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西欧 及 苏联 中 泥 盆 绕 常 见 的 Syringopora eifeliensis Schliter 比较 

接近 , 仅 有 的 差别 在 于 它 的 个 体 稍 小 , 相 邻 个 体 间 隔 较 密 到 , 体腔 内 轴 管 不 明显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北 流 , 武 宣 二 塘 等 地 ; 北 流 组 ,了 鸭 壤 段 及 老虎 岭 段 。 

淮 布 恰 特 套 板 珊瑚 (新 种 ) Thecostegites parabouchardi 

Yu et Deng (sp. nov.) 

(图 版 VII 图 1, 2) 

大 型 块 状 群体 。 个 体 约 呈 平 行 状 排列 ， 横 面 圆 形 , (ALL 0.96 一 1.0 毫米 者 居多 。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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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EEL 0.7 一 0.8 毫米 为 主 ,少数 仅 0.55 毫米 。 相 邻 个 体 间距 0.2 一 0.25 毫米 , 少数 
1% 0.35 毫米 ,部 分 个 体 紧 相 衔接 。 个 体 体 壁 厚度 0.13 一 0.3 毫米 ; 表 壁 较 细 , 色 黑 致 密 ,有 
时 具 亮 带 , 一 般 厚 0.05 一 0.08 2K, 较 粗 的 达到 0.14 一 0.16 BK, 联接 板 宽度 0.4 一 0.6 BE 
米 ,分 布 不 太 匀 称 , 间 距 以 1.7 一 2.5 毫米 者 居多 ,1 一 1.25 者 次 之 。 床板 细 , 形 状 有 平 或 浅 
Ws, 也 有 呈 陡 斜 的 泡沫 状 或 漏斗 状 的 。 相 邻 床板 间距 0.12 一 0.3 毫米 。 壁 刺 不 发 育 , 仅 
在 少数 个 体 体 壁 内 缘 见 有 一 些 尖 细 的 突起 。 

比较 ” 本 种 与 我 国 南方 上 泥 盆 统 常见 的 Thecostegites bouchardi (Michelin) 相 比 较 ， 
人 不同 之 处 在 于 它 的 个 体 体 壁 稍 薄 , 床 板 比较 复杂 。 本 种 不 同 于 Thecostegites tabulatus (Ed- 
wards & Haime) 之 处 ,在 于 它 的 个 体 排列 比较 杂乱 ,联结 板 分 布 不 均匀 。 

产地 层 位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 鹿 马 段 ;广西 武宣 二 塘 , 北 流 组 、 新 造 村 段 。 

四 射 性 到 

四 分 小 盘 珊瑚 (新 种 ) Microcyclus quadripartites Yii (sp. nov.) 

(图 版 II, A 1a) 

个 体 圆 盘 状 , 直径 14.4 一 17.3 毫米 , 厚 2.8 一 3.2 毫米 ; 底 平 ,部 分 个 体 的 底面 中 央 有 内 
MR, MES, 有 明显 的 同心 状 生长 纹 , 并 出 露 辐射 状 细 肋 。 固着 印痕 位 于 个 体 底面 中 
Ro 个 体 顶 面 稍 凸 ,中 央 具 深 陷 四 穴 , 直 径 宽 达 8 一 10 毫米 。 四 个 内 沟 明显 , LUEAW 
下 陷 较 深 , 外 宽 内 罕 , 内 端 止 于 中 央 回 穴 的 边缘 ,为 两 侧 的 一 级 隔壁 阻 切 。 主 隔壁 短 峭 状 ， 
长 2 毫米 ;对 隔壁 长 度 仅 及 个 体 半径 的 1/3; 两 个 侧 隔壁 短 于 其 他 一 级 隔壁 。 除 四 个 原生 
隔壁 外 ,一 级 隔壁 总 计 18 一 20 个 , 由 个 体 边 部 延伸 至 中 心 相交 ,在 中 央 凹 究 的 边缘 又 然 下 
倾 。 隔 壁 顶 缘 微 呈 饮 齿 状 ,外 缘 呈 直立 状 ;次 级 隔壁 极 短 , 其 长 度 不 及 一 级 隔壁 的 1/5。 

Stk 5 
隔壁 的 排列 公式 : Se ela 

比较 ”本 种 不 同 于 云南 坡 脚 页 岩 所 产 Microcyclus intercalare (Yin) 之 处 , 在 于 它 的 

个 体 顶 面 中 央 有 一 个 较 宽 的 止 穴 , 四 个 内 沟 比 较 明 显 ,一 级 隔壁 均 伸 达 个 体 的 中 心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车 站 及 石 洲 村 附近 , 南宁 市 大 联 村 附近 ; 郁 江 组 六 景 恨 及 石 

WER 0 

| EK Ba A(t) Heterophrentis angusta Yi (sp. nov.) 

(图 版 i, 图 9—12) 

珊瑚 体 大 而 长 ， 外 形 锥 一 柱状 ， 长 72 一 129 毫米 不 等 。 个 体 上 部 回春 状 生 长 现象 明 

显 。 在 直径 为 17 一 25 毫米 的 切面 内 , 有 33 一 46 个 一 级 隔壁 , 平均 数 40 个 。 它们 的 长 度 

约 为 个 体 半 径 之 半 , 轴 端 微 弯曲 ,或 呈 旋 曲 状 ， 部 分 隔壁 轴 端 接触 。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为 一 

级 隔壁 的 1/2, 轴 端 弯曲 , FARM THA BES Eo PRE RAT A, 边 部 为 

层 状 组 织 所 围 , 形 成 较 罕 的 边缘 厚 结 带 。 主 内 沟 罕 , 主 隔 壁 中 等 长 度 或 稍 短 。 对 隔壁 及 其 
邻 侧 的 次 级 隔壁 均 长 于 其 他 隔壁 。 在 个 体 末 部 切面 内 所 有 隔壁 均 短 缩 。 

床板 较 完 整 , 轴 部 宽 , 平 列 或 微 下 凹 , 边 部 陡 斜 下 倾 , 轴 缘 部 人 微 上 巴 ; 在 5 毫米 长 度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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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有 3 一 7 个 床板 。 无 鲜 板 。 

比较 ”本 种 与 美国 西部 内 华 PKR Ka REE EWABT TS Heterophrentis nevadensis Stumm 

及 与 其 相近 的 一 些 种 都 比较 接近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它 的 一 级 隔壁 稍 长 , 主 内 沟 较 罕 , 主 隔壁 

稍 长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车 站 及 五 合 附近 ; 郁 江 组 六 景 眉 。 

异 半 闭 珊瑚 (新 属 ) Heterophaulactis Yi (gen. nov.) 

特征 ” 单 体 珊瑚 , 较 大 ,外 形 宽 锥 状 , 少数 近 贺 柱状。 隔壁 有 二 级 , BRAK. 

体 下 部 全 体 增 厚 并 侧 向 衔接 ;至 个 体 上 部 , 仅 主 部 隔壁 在 床板 带 内 增 厚 ,并 成 两 侧 对 称 排 

列 。 一 级 隔壁 由 对 部 向 主 部 依次 变 短 。 主 内 沟 明 显 , 主 隔 壁 较 细 短 。 鳞 板 带宽 ,由 半球 状 

鳞 板 组 成 , 横 面 内 呈 同 心 圆 状 。 床 板 较 完整 ,中 央 宽 , 平 列 或 徽 下 四 ,两 侧 凸 起 ,与 鳞 板 带 

交界 处 下 倾 状 。 
属 型 Heterophaulactis semicrassa Yi (gen. et sp. nov.) 

Kees SABER RIF IRA FW SE 7 BABY Stathmoclasma Ped- 

der, AM ZETA RVREEK FIAT AAR. Ab, FEAR, Piemocrs WL 
Aulacophyllum Edwards et Haime 与 Hallia Edwards et Haime 等 也 比较 近似 本 属 , 但 是 ， 

作为 Aulacophyllum 等 属 的 主要 特征 之 一 的 是 , 主 部 隔壁 呈 羽 状 排列 , 对 部 隔壁 呈 辐 射 状 

排列 ,这 种 特殊 的 隔壁 排列 形式 在 本 属 内 不 存在 ; 在 床板 的 形状 上 , 这 几 个 属 之 间 的 差别 

也 比较 明显 。 从 个 体 发 育 显示 的 特征 来 看 ,本 属 应 从 志 留 纪 的 Phaulactis Ryder 演化 而 来 

半 厚 状 异 半 闭 珊瑚 (新 属 、 新 种 ) Heterophaulactis semicrassa Yii 

(gen. et sp. nov.) 

〈 图 版 II， 图 1 一 8) 

珊瑚 体 最 大 直径 宽 达 45 一 47 毫米 ,长 107 一 117 毫米 ,个 体外 壁 上 有 细弱 环 纹 及 纵 殉 

肋 纹 。 个 体 幼年 至 青年 期 的 隔壁 增 厚 并 侧 向 衔接 , 呈 羽 状 排列 。 个 体 上 部 切面 内 , 隔壁 自 

主 部 向 对 部 依次 变 细 并 短 缩 , 主 内 沟 渐 趋 明显 , 鳞 板 带 相应 增 宽 。 在 体 径 为 42 毫米 的 成 

年 个 体 横 面 内 , 隔壁 数 456 一 59) X 2, 主 隔 壁 显著 短 缩 , 主 内 沟 向 内 增 宽 , 主 部 隔壁 在 床板 

带 内 增 厚 ,对 部 隔壁 全 部 变 细 。 一 级 隔壁 的 长 度 相当 于 个 体 半 径 的 1/2, 次 级 隔壁 稍 短 于 

一 级 隔壁 , 轴 端 依附 于 相 邻 一 级 隔壁 之 上 。 

BENT KE, 个 体 对 部 内 鳞 板 多 达 10 一 12 列 ， 鳞 板 顶 面 凸 向 个 体内 上 方 , 大 小 比较 均 

匀 ; 主 部 内 鳞 板 仅 5 一 6 列 , 倾斜 较 陡 。 鳞 板 形状 为 半球 状 , 横 面 内 一 般 为 同心 圆 状 , 个 体 

下 部 床板 形状 较 简 单 完 整 ,分 布 较 黎 ,在 10 毫米 内 计 3 一 6 个 ;至 个 体 上 部 ,床板 形状 稍 趋 

AR, 中 央 平 列 或 徽 下 四 ,两 侧 凸 起 ,与 鳞 板 带 交 界 处 又 渐 趋 下 倾 , 局 部 出 现 交 叉 迭 置 现 

象 ,在 10 毫米 长 度 内 计 8 一 12 个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 石 洲 段 项 部 。 

古 舌 珊瑚 (新 属 ) Eoglossophyllum Yi (gen. nov.) 

特征 ”小 型 弯 锥 状 单 体 珊瑚 。 隔 壁 有 两 级 , 较 短 , RAK, 一 级 隔壁 短 缩 。 鳞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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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ZE 0 RAR TE BEE, RAR BEER, 2 Fila EG. 
属 型 Eoglossophyllum minor Ya(gen. et sp. nov.) 

比较 ”本 属 与 Ceratophyllum Girich 或 Glossophyllum Wedekind 等 属 有 一 定 的 近似 

之 处 ， 但 是 , 它 的 隔壁 构造 与 形态 比较 简单 。 从 个 体 发 育 的 特征 来 看 ,本 属 应 从 志 留 纪 的 
Lykophyllid 族 演 化 而 来 。 

小 型 古 舌 珊瑚 (新 属 、. 新 种 ) Eoglossophylluam minor Yii (gen. et sp. nov.) 

(图 版 I, 28—36) 

小 型 弯 锥 状 珊瑚 ,长 13 一 25 毫米 ,最 宽 处 直径 16 毫米 左右 。 在 个 体 幼年 期 至 成 年 期 
PTA, PAE, AK, 主 隔 壁 突出 ; 无 鳞 板 , 仅见 肥厚 的 床板 的 断面 。 成 年 期 个 体 体 径 

BSE 8.4 一 11 毫米 ,隔壁 数 (31 一 32) X 2, 一 级 隔壁 长 度 不 及 个 体 半径 的 1/2。 主 部 内 隔 
壁 在 边缘 部 较 细 , 进入 床板 带 呈 槐 状 增 厚 , 围绕 主 隔壁 呈 羽 状 排列 。 对 部 隔壁 较 细 ; 出 现 
鳞 板 带 。 至 茜 部 切面 内 ,所 有 隔壁 均 变 细 短 缩 。 鳞 板 带 由 6 列 左右 的 鳞 板 组 成 ,外 侧 3 列 

鳞 板 为 小 型 半球 形 , MAREE; 内 侧 3 列 显 著 增 大 , PEMA, 并 与 床板 带 相 接 。 床 板 带 

宽 , 床 板 较 完整 , 平 列 或 斜 列 状 ,排列 较 稀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那 高 岭 鱼 脊 珊瑚 (新 种 ) Chalcidophyllum nahkaolingense Yii (sp. nov.) 

(图 版 I, 图 25—27) 

单 体 珊瑚 。 在 直径 为 6.4 毫米 的 个 体 始 部 切面 内 , 一 级 隔壁 肥厚 状 ， 伸 达 个 体 轴 部 ， 

呈 两 侧 对 称 状 排列 ,总 数 20 个 ;其 中 , 主 隔壁 与 对 隔壁 相连 ,次 级 隔壁 呈 短 槐 状 , 位 于 相 邻 

一 级 隔壁 之 间 , 无 鳞 板 。 

在 直径 为 .21 毫米 的 个 体 上 部 切面 内 ,隔壁 数 增 至 29 x 2。 一 级 隔壁 细 ,， 稍 弯曲 , 长 

度 约 相当 个 体 半径 长 度 的 1/2 或 稍 长 ;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为 相 邻 一 级 隔壁 长 度 的 1/2 至 

273, 个 别 的 更 短 些 。 个 体 轴 部 留 有 一 个 较 宽 的 空间 。 隔 壁 基 部 略 呈 三 角 状 加 厚 ， 出 现 交 

FARMS BERLE BER, 由 6 一 8 列 鳞 板 组 成 ,大 小 不 一 , 倾斜 较 陡 , 在 个 体 横 面 内 呈 角 

圆 形 或 “人 ?” 字 型 。 床 板 带 较 宽 , 轴 部 床板 平 列 完 整 ,或 交叉 重 迭 , 呈 下 四 状 , 在 5 SKK 

BEA, Ait 5 一 8 个 。 在 鳞 板 带 与 轴 部 床板 之 间 尚 有 一 列 斜 列 状 的 小 床板 。 

比较 Chalcidophyllum Pedder 目前 仅 知 产 于 澳大利亚 的 西根 阶 至 下 艾 姆 斯 阶 ;本 种 

与 此 属 已 知 各 种 相 比 较 ,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它 的 隔壁 较 短 , WE ii BOE, 床板 的 形状 比较 简单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细 桌 珊瑚 (新 种 ) Trapezophyllum gracile Yi et Liao (sp. nov.) 

(图 版 X, 图 1，2) 

块 状 复 体 珊瑚 。 个 体 以 六 边 形 居多 , 体 径 3 一 9 毫米 。 隔 壁 数 (14 一 15) X 26 一 级 隔 

壁 的 长 度 约 为 个 体 半径 之 半 , 个 体 中 央 留 有 宽 约 3 毫米 的 空间 。 羽 顶 直 立 及 隔壁 增 厚 的 

部 位 在 近 轴 端 处 ,并 出 现 明 显 的 内 墙 构造 。 

个 体 边 部 鳞 板 1 一 2 列 , 平 列 状 , TH SARE; ABR A, 由 一 列 细小 的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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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 型 鳞 板 组 成 。 床 板 平 列 状 ,中 央 微 上 凸 或 下 止 , 少数 呈 交 错 状 , 并 在 边缘 处 分 裂 出 一 些 

小 型 斜 倾 的 侧 板 。 在 5 毫米 长 度 内 , 计 6 一 8 个 床板 。 幼体 产 自 母体 边缘 的 鳞 板 带 内 ， 导 

致 隔壁 在 鳞 板 带 内 呈 断 续 状 ,未 达 外 壁 。 

比较 ”本 种 的 主要 特点 是 : 马蹄 状 鳞 板 极为 细小 ,组 成 一 列 狭 罕 的 马蹄 形 鳞 板 带 , 外 

列 鳞 板 呈 泡 沫 状 上 凸 。 它 与 苏联 萨 拉 依 尔 中 泥 盆 统 善 金 层 所 产 Tyratpexobpy11zuzz asiaticum 

(Ivania) 比较 接近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本 种 的 隔壁 较 短 ,数目 较 少 ,床板 的 形状 不 同 。 

产地 层 位 ”广西 象 州 妙 皇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段 。 

泡沫 桌 珊 瑚 (新 种 ) Trapezophyllum cystosum Yi et Liao (sp. nov.) 

(Alb IX, Al 11, 12) 

球 块 状 复 体 珊瑚 ,最 大 标本 124 X 200 毫米 。 个 体 多 角 柱 状 , 横 面 六 至 八 边 形 。 个 体 

的 体 壁 完整 , 厚 0.05 一 0.1 毫米 。 在 直径 为 4.2 一 8 毫米 的 横 面 内 ， 隔 壁 数 (14 一 19) X 2, 

一 级 隔壁 较 长 , 轴 部 伸 近 个 体 中 心 ;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约 为 一 级 隔壁 的 3/4 或 4/5。 组 成 隔 

壁 的 羽 桶 呈 扇 面 状 排列 ， 羽 桶 直立 部 位 与 一 列 马 蹄 状 鳞 板 相合 ， 在 隔壁 的 内 端 呈 梭 状 加 

Bo 

SB AS rir HA PA Ap SS 7 8 iy ZB, Wh aE UA UK, ES, eA TARY, 在 5 

毫米 长 度 内 有 11 一 13 个 ;内 列 鳞 板 与 床板 带 紧 贴 , SRK, 排列 规则 , 每 个 鳞 板 的 凸 起 

高 度 约 0.2 一 0.35 毫米 ,在 5 毫米 长 度 内 计 16 个 。 横 面 内 相应 部 位 出 现 不 太 规 则 的 内 墙 。 

床板 带宽 3.2 一 4.2 毫米 ,床板 简单 , PHBE, Bi Ee PM, Swit Ah i a 

出 泡沫 状 小 板 ,在 5 毫米 长 度 内 具有 10 一 11 个 床板 。 复 体 营 边缘 芽 殖 , 子 体 产 目 母体 边 

部 的 泡沫 市 内 。 
比较 ”本 种 不 同 于 澳大利亚 Sulcor RAHA Trapezophyllum coulteri Hill 之 处 ,在 

于 它 的 个 体 大 小 不 太 均 匀 , 隔壁 较 多 , 内 墙 不 够 明显 , 床板 稍 复 杂 。 西 德 艾 斐 尔 地 区 艾 斐 
尔 组 上 部 的 Trapezophyllum dicasticum Glinski 在 个 体 大 小 ， 隔壁 数目 和 床板 的 形状 上 也 

与 本 种 较为 相似 , 但 是 , 西 德 种 的 马蹄 形 鳞 板 稍 复杂 ,两 侧 尚 有 一 些小 泡 半 板 ,隔壁 较 长 ， 

隔壁 呈 梭 状 加 厚 的 部 位 也 较 宽 。 

产地 层 位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 鹿 马 段 。 

贵州 内 珊瑚 (新 种 ) Endophyllum guizhouense Yii et Liao (sp. nov.) 

(Allg XIv, 图 14， 15) 

大 型 块 状 复 体 。 个 体 较 大 , 体 径 38 一 47 毫米 。 体 壁 中 央 的 黑 线 明显 ,内 缘 着 生 羽 状 

EB, 并 附 有 三 角形 隔壁 基部 ,形成 钝 圆 形 锯齿 状 的 体 壁 带 , 厚 2 一 6 SEK. 隔壁 数 〈36 一 

40)X2, 边缘 部 为 泡沫 板 所 阻 切 。 一 级 隔壁 较 细 , 微 弯 曲 , 在 个 体 近 轴 部 处 规则 好 加 同一 

方向 旋 曲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约 为 一 级 隔壁 的 1/3 一 1/2,， 部 分 的 轴 端 亦 顺 次 弯曲 , 附 于 相 邻 

一 级 隔壁 之 上 。 
边缘 泡沫 板 大 , 向 个 体内 部 逐渐 变 小 , MEARE, 局 部 为 层 状 层 加 厚 , 并 着 生 少 数 

REA, HBR RR, SEMA TE, PRAM MEG, Ae, A 

沫 状 小 板 ; 轴 缘 侧 板 的 底 旦 下 四 状 。 床 板 带宽 度 近 20 毫米 , 稍 宽 于 泡沫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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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 Endophyllum yunnanense Mansuy 相 比 ， 个 体 的 体 径 稍 大 ， 隔 壁 稍 多 ， 

BES FS eK. EEN Endophyllum abditum Edwards et Haime 相 比 ,本 

种 最 大 个 体 的 体 径 小 于 英国 的 标本 , 隔壁 稍 多 , 鳞 板 带 稍 宽 , 一 级 隔壁 的 轴 端 旋 曲 较 显 著 。 

产地 层 位 ”贵州 独 山 ; 独 山 组 , 鸡 窝 寨 段 。 

贵 塘 针 珊瑚 (新 种 ) Acanthophyllum guitangense Yii et Liao (sp. nov.) 
(Al 1X, 图 7，8) 

单 体 珊 瑚 ， 外 形 阔 锥 状 ， 昔 部 具 宽 而 平坦 的 划 台 ， 个 体 横 面 圆 形 一 亚 圆 形 ， 体 径 

30 X 35 毫米 。 隔 壁 数 37 X 2。 一 级 隔壁 几乎 伸 达 个 体 中 心 , 轴 端 向 一 方 旋 曲 ,并 具有 糊 

，” 板 状 凸 起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约 为 个 体 半径 的 3/4。 TAKA MAEASH BRAS, 

致使 隔壁 的 中 段 呈 梭 状 加 厚 , DRA FAA RK. 

鳞 板 带宽 ,由 半球 状 鳞 板 组 成 ,由 个 体 边 部 向 内 , 斜 度 逐 渐变 陡 , 形 体 相应 增 大 。 在 横 

面 内 旦 和 角 圆 形 或 人 字形 排列 ,部 分 呈 同 心 圆 状 ,排列 比较 规则 整齐 。 床板 带 罕 ,由 不 完整 

示 床板 组 成 ,排列 杂乱 ,并 为 增 厚 的 隔壁 轴 端 的 断面 所 穿 切 。 在 鳞 板 带 与 床板 带 的 交界 处 

尚 有 较 穿 的 、 向 个 体 轴 部 缓 斜 的 过 渡 带 , 由 泡沫 状 侧 板 组 成 。 成 年 期 个 体 床板 带 的 宽度 与 

个 体 体 径 的 比值 (DVDc) 为 0.33。 
比较 ”本 种 不 同 于 澳大利亚 泥 盆 系 所 产 Acanthophyllum clermontense (Etheridge) 之 

处 ;主要 在 于 它 的 珊瑚 体 是 单 体 ,不 是 亚 复 体 ;隔壁 的 增 厚 部 位 主要 是 在 鳞 板 带 内 , 而 不 是 

在 床板 带 内 ;个 体 边 部 没有 侧 鳞 板 ,而 只 有 普通 的 同心 圆 状 或 角 圆 状 鳞 板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 贵 塘 段 。 

WHA Xystriphylloides Yi, Liao et Deng 

FAPMALE Xystrigona Yi (subgen. nov.) 

wee HRIRS IK, MASK. SRP ARR. REE, Hie Ala RAT 

壁 , 星 两 侧 对 称 状 排列 , 边 部 细 , 中 段 增 厚 , Ain. ZAR BER TREE RAT RA 

统 。 鳞 板 参 列 ,基部 宽 , 顶 面 上 凸 。 床 板 带 分 异 成 内 外 两 带 , 轴 部 床板 的 两 侧 凸 起 成 弧 , 轴 

缘 侧 板 排列 规则 ,底面 下 止 。 
亚 属 型 Xystrigona trizonata Ya(subgen. et sp. nov. ) 

比较 ”这 个 亚 属 主要 是 根据 复 体 及 个 体 的 形状 自 Xystriphylloides 属 内 分 出 ,后 者 的 

复 体 形状 为 从 状 ,个 体 圆柱 状 ,而 本 亚 属 的 复 体 为 块 状 , 个 体 多 角 状 。 就 珊瑚 体 的 外 形 而 

言 , KWES Xystriphyllum Hill 更 为 接近 , 不 同 之 处 主要 在 于 本 亚 属 的 床板 带 已 趋 复杂 

化 ,分 异 成 内 外 两 带 。 再 者 ， 本 亚 属 的 隔壁 厚薄 不 匀 多 变 , 而 Xystriphyllum 的 隔壁 限于 

ZEB RIE. Xystriphylloides 4) 45 BET, AS AL PE RB SPR PL Be PS PB ew 

等 地 的 郁 江 期 地 层 内 均 曾 见 及 ,而 Xystrigona 目前 仅 知 产 于 广西 六 景 附近 。 

= stk ASE. MH) Xystrigona trizonata 

Yii (subgen. et sp. nov.) 

块 状 复 体 珊 瑚 ,由 多 角 状 个 体 组 成 , 个 体形 状 一 般 为 五 一 六 边 形 , 体 径 7 一 7.8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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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者 8 BK, 较 小 的 约 5 毫米 。 成 年 个 体内 ,隔壁 数 〈18 一 20) X 2。 隔壁 中 段 呈 梭 状 加 

厚 , 一 级 隔壁 几乎 伸 至 个 体 中 心 , 轴 端 指 同 最 长 的 一 个 隔壁 ， 呈 两 侧 对 称 状 排列 。 次 级 隔 

壁 的 长 度 稍 长 于 一 级 隔壁 的 长 度 之 半 。 在 鳞 板 市 与 床板 帝 的 交界 处 和 轴 缘 侧 板 带 与 轴 部 

床板 带 的 交界 处 , 均 有 层 状 加 厚 现 象 。 隔 壁 在 这 些 部 位 内 也 有 增 厚 现象 , 致使 个 体内 出 现 

内 墙 或 假 内 墙 构造 。 

纵 面 内 三 个 带 的 界限 分 明 , 边 部 鳞 板 市 由 3 一 4 列 鳞 板 组 成 。 在 2 毫米 长 度 内 ，, 平均 
有 6 个 床板 ,5 一 8 个 侧 板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 石 洲 段 。 

长 隔壁 拟 竟 珊 瑚 (新 种 ) Zelophyllia longiseptata Yu et Liao (sp. nov.) 

(Alm IX, 图 1， 2) 

单 体 珊瑚 , 外 形 圆柱 状 ,基部 微 弯曲 , ShRENE, 3TH REVS TEE AE KB 
体 直径 20 一 30 毫米 , 隔壁 数 (29 一 33) x 2。 隔 壁 基部 略 加 厚 , 形 成 狭 窑 的 边缘 厚 结 带 ; 轴 
端 纤细 , 呈 波 浪 形 弯曲 ,或 向 一 方 旋 曲 。 一 级 隔壁 的 长 度 约 为 个 体 半径 的 1/2 一 2/3， 少数 
伸 达 个 体 中 心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为 一 级 隔壁 的 1/2 一 3/4。 
床板 薄 , 完整 , 偶 呈 交错 状 , 中 央 平 列 或 下 凹 ,边缘 部 向 个 体 中 央 倾 斜 或 呈 马 鞍 形 上 
凸 。 无 鳞 板 。 

比较 “本 种 与 属 型 Zelophyllia tabulata (Soshkina) 最 主要 的 区 别 ， 在 于 个 体 的 边缘 
厚 结 带 狭窄, 隔壁 内 端 细 , 不 呈 棒 锤 状 加 厚 ,床板 比较 完整 , 平 列 状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 贵 塘 段 。 

Pa Rl SEACH) Tryplasma guanxiensis Yu et Liao (sp. nov.) 

(Ali 1X, Al 3—6) 

单 体 珊瑚 ,外 形 弯 圆柱 状 , 直径 19 一 24 毫米 。 隔壁 短 , 由 包含 于 层 状 组 织 中 的 杆 状 

羽 桶 组 成 。 隔壁 数 (44-46) X 2。 一 级 隔壁 的 长 度 不 及 个 体 半 径 的 1/4,，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仅 及 一 级 隔壁 的 1/2 一 2/3, 或 略 短 。 隔 壁 基 部 肥厚 , 侧 向 衔接 并 形成 宽 约 2.1 毫米 的 边 

BT ATU BIA, en i SNE A Ko 

床板 完整 , 平 列 或 微 弯 曲 , 偶 呈 交错 状 ,在 5 毫米 长 度 内 有 4 一 7 个 床板 。 它 们 的 表面 

上 常 有 长 短 不 一 的 隔壁 刺 , 呈 尖 而 细 的 三 角 状 。 体 壁 内 缘 亦 可 见 向 上 和 斜 伸 的 刺 状 隔壁 。 

比较 ”本 种 与 苏联 乌拉 尔 及 库 兹 音 茨 克 盆 屯 下 泥 盆 统 及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所 产 Tryzlas- 
ma hercynica (Peetz) 比较 接近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本 种 的 个 体 较 大 ,隔壁 数目 较 多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 贵 塘 段 。 

细 陋 壁 不 全 珊瑚 (新 种 ) Atelophyllum graciliseptatum Liao (sp. nov.) 

(图 版 X, 图 5，6) 

大 型 单 体 珊瑚 ， 外 壁 薄 ,， 未 保存 。 个 体 直径 约 50 毫米 ,隔壁 数 达 144 个 以 上 。 隔 壁 

细 , 微 弯曲 , 有 时 断 续 状 。 一 级 隔壁 长 ,但 尚未 伸 达 个 体 的 轴 部 ,次 级 隔壁 的 长 度 约 为 前 者 

的 1/2 或 2/3。 个 体 中 央 为 形状 不 规则 的 泡沫 板 所 占据 ,其 上 常 着 生 隔 壁 脊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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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板 约 10 一 12 列 , 圆 形 或 长 椭圆 形 ,多 向 中 央 倾 斜 , 在 横 面 内 旦 “人 ?字形 、 同 心 状 或 
其 他 不 规则 状 。 床 板 泡沫 状 , 两 侧 向 轴 部 倾斜 , 而 轴 部 的 则 呈 下 凹 状 。 床 板 带 与 鳞 板 带 的 
界限 不 清楚, 是 过 渡 的 。 

比较 ”本 种 以 其 隔壁 细 薄 为 特征 , 据 此 ,可 区 别 于 本 属 的 其 他 各 种 。 

产地 层 位 广西 象 州 妙 皇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段 。 

厚 泡 间 壁 珊瑚 (新 种 ) Dialythophyllum crassum Yii et Liao (sp. nov.) 

(All XIV, Al 9—11) 

小 型 单 体 珊 瑚 。 在 直径 为 11 毫米 的 个 体 横 面 内 ,一 级 隔壁 有 21 +, BRK, KE 

仅 及 个 体 半径 之 半 。 隔壁 由 夹 含 于 层 状 层 内 的 简 状 羽 桶 组 成 。 层 状 组 织 在 个 体 边 部 增 厚 ， 

并 侧 向 衔接 而 成 宽 达 2 毫米 的 边缘 厚 结 带 。 次 级 隔壁 没 于 厚 结 带 内 。 个 体 中 部 为 泡沫 板 

所 占据 。 

边缘 泡沫 板 较 小 ,3 一 4 列 ,向 个 体 中 部 倾斜 较 陡 , 在 个 体 边 部 为 隔壁 厚 结 带 所 捧 。 床 

板 宽 , 钨 沫 状 上 吓 , 平 列 状 ,大 小 不 一 。 

比较 “本 种 的 个 体 较 小 ,隔壁 肥厚 ,与 苏联 库 兹 巴 斯 言 微 特 阶 上 部 所 产 的 Dialythophy- 

lum crassiseptatum Bulvanker 比较 接近 , 尤其 是 与 该 种 的 青年 期 个 体 横 面 的 特征 相似 ;但 

是 ,苏联 种 的 形体 较 大 ,成 年 期 个 体内 的 隔壁 长 ,数目 多 , 几 无 边缘 厚 结 带 。 本 种 与 布 里 凡 
则 尔 〈ByripaaHkep) 1958 年 描述 为 Pseudomicroplasma nesterowskii (Peetz) 的 标本 也 有 一 

定 的 近似 之 处 , 但 是 ,本 种 的 边缘 厚 结 带 内 常 出 现 泡 沫 板 于 间隙 中 , 次 级 隔壁 短 。 

FMB | RMA; RIA 

拖鞋 珊瑚 直角 状 亚 种 Calceola sandalina rectangulata Yi, 1957 

(图 版 I， 图 1 一 3) 

HORROR EY, TEE 3.8 毫米 , 长 22 毫米 ,顶端 夹 角 近 乎 90 度 , 据 此 可 以 
区 别 于 其 他 各 亚 种 。 对 隔壁 粗壮 突出 。 

PIB PELL MUL, ARES 

拖鞋 珊瑚 南宁 亚 种 Calceola sandalina naningensis Yoh, 1957 

(Ah, A 12 一 14) 

拖鞋 状 珊瑚 , 个 体 宽度 一 般 为 2.5 一 4 毫米 ,长 2.5 一 4.55 OK, 长 宽 比 值 约 0.9 一 1.2。 

个 体 顶 角 为 50。 一 65"。 对 隔壁 粗壮 突出 ,末端 收缩 如 梭 ,， 两 侧 各 有 18 对 长 短 相间 排列 的 

RE, BLA, SW), 盖 内 隔壁 呈 特 殊 的 马蹄 形 凸 起 , 为 本 亚 种 区 别 于 其 他 各 亚 

种 之 处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邦 江 组 , 石 洲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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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是 动 物 

东方 隔壁 贝 (新 属 ) Eosophragmophora Wang (gen. nov.) 

特征 ” 亚 圆 形 ; 腹 壳 强 凸 ,交互 面 高 ,只 部 弯 突 ,三 角 孔 洞开 ; 背 壳 平 凸 ,交互 面 低 , 三 

角 孔 为 主 突起 充 塞 。 壳 纹 细密 。 

IB BIER, Be = FATE, TUR TH; A oe, STA SH, BEA SERB os ee 

TEKH A; PE MRM KA. HRSA: 中 隔 板 特别 高 强 , 自主 突起 前 

伸 , BARA. TBE 0 | 

属 型 Eosophragmophora sinensis Wang (gen. et sp. nov.) 

比较 ”在 外 形 上 , 新 属 与 产 于 西 德 和 波兰 中 泥 盆 世 的 Phrzagmobppora Cooper 1955, 最 

为 接近 ,主要 区 别 是 Phragmophora 的 腹 壳 三 角 孔 具 假 窗 板 , 而 新 属 则 为 洞开 的 。 在 内 部 构 

造 方面 ,新 属 的 腹 壳 肌 痕 面具 发 育 的 隔 背 ， 隔 脊 前 部 显露 一 条 浅 的 沟 痕 ,可 能 是 由 于 与 背 

壳 高 强 的 中 隔 板 接触 所 形成 。 但 比 纳 特 〈Biernat) 所 描述 的 背 板 穴 〈dorsal septum cavity), 

在 新 属 却 未 见 到 。 在 背 壳 内 部 ,新 属 的 肌 痕 面 呈 长 方形 , 具 明 显 的 围 背 ; 中 隔 板 自主 突起 

前 即 开 始 答 起 , 顶端 尖 突 ,并 延伸 达 于 前 缘 , 5 Phragmophora 比较 , 均 有 相当 的 差异。 

中 华东 方 隔 壁 贝 (新 属 、 新 种 ) Eosophragmophora sinensis Wa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Iv, 图 7 一 13) 

贝 体 亚 圆 形 ,长 宽 近 等 ; 腹 壳 高 凸 ,中 线形 成 隆 脊 ,向 两 侧 迅 速 倾 降 ; 贸 合 线 平 直 , 稍 短 

FRARE; REDS, BS, Beams BR), BS, =A. Are, He 

FABER, BEARER A; 交互 面 低 , 正 倾 型 ; 三 角 孔 宽大 ,为 主 突起 所 充 塞 。 壳 纹 簇 

型 ,多 插 人 和 分 校 式 增加 ,同心 生长 线 明 显 。 壳 疹 细 密 。 

BBR; Bia), 横 三 角形 ; AIR, 但 粗 强 , 微 向 外 侧 弯曲 , 环绕 心脏 形 的 肌 痕 

面 ; 启 肌 痕 巨大 , 双 叶 型 ; 闭 肌 痕 不 易 识 别 ; 肌 痕 面 为 一 低 兰 分 隔 , 前 延平 行 地 分 为 两 核 , 直 

达 前 缘 ; 脉 管 痕 两 对 , 后方 的 始 自 齿 板 前 侧 , THe eR, 向 前 分 为 二 校 。 背 窗 腔 

浅 ; 主 突起 长 方形 ,被 深 沟 分 为 双 叶 型 ; 匀 窝 深 , 三 角形 ; 腕 基 粗 大 , 向 腹 方 个 突 ; 肌 痕 面 较 

大 ,长 方形 , 围 缘 隆 起 若 低 养 , 前 后 两 对 肌 痕 近 相 等 ;中 隔 板 狭 薄 , 在 主 突起 前 方 即 出 现 , 特 

别 高 强 , 三 角形 , 顶端 向 后 方 弯 突 , 后 边缘 凹 曲 , 前 边缘 凸 曲 , 延 伸 达 于 前 缘 。 

PRE J RATAN, REAR; BLA, NRE 

齿 扭 贝 未 定 种 Stropheodonta sp. 

(Ahk Vill, 图 5—7) 

WA IEIME Ase MEMESARE—T. UAB) KREWEABEKHLRA 

形 , 主 端 纯 圆 ; 壳 纹 细密 ,多 次 分 校 , BR. KREAKEN2Z3AWA; 肌 痕 面 圆 形 , 启 肌 
BEX, 双 时 状 , 团 肌 痕 小 ， 中 隔 肴 低 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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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层 位 ”广西 庵 寨 四 排 ;四 排 组 ,四 排 侦 。 

深 缺 双 腹 扭 形 贝 (新 种 ) Dicoelostrophia crenata Wang (sp. nov.) 

(Al tv, 图 19—23) 

DEX, 轮廓 双 叶 形 或 肺 形 , 主 端 近 直 角 或 轻微 突 伸 , 前 缘 凹 缺 特 别 宽 长 。 腹 壳 深 
止 ;中 沟 亦 深 , 沟 底 缓 凸 ; 背 壳 强 凸 ,最 高 处 近 中 部 , 向 四 周 倾 降 较 急 ,中 槽 狭 深 , 槽 底止 曲 ， 
共和 友 层 ,与 腹 壳 中 沟 相 互 截 切 。 壳 纹 均 始 自 只 部 , 背 壳 的 较 稀 朴 , 腹 壳 的 较 细密 ; 除 后 方 平 
FIT RAN 2 一 3 根 外 , 其 余 壳 纹 均 作 多 次 插入 式 的 分 枝 ,形成 强烈 的 簇 形 。 

PER 5 Dicoelostrophia punceata Wang 比较 ,新 种 的 特点 是 强烈 凸凹 型 的 贝 体 ， 特 
别 宽 长 的 前 缘 止 缺 和 明显 签 型 的 壳 纹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 BNE 

舒 家 坪 天 轴 扭 贝 (新 种 ) Nadiastrophia shujiapingensis 

Wang et Wu (sp. nov.) 

(图 版 XI Al 5, 6) 

壳 体 小 , 横 宽 , Eig RSE 5 HF LY a ES PRT 5 CAS HE TH DOH AH ABA 

«BRAN AGH A; AU), 椭圆 形 , 为 启 肌 痕 所 包围 ; We PAYOR BA So 9 

#o 

ARARRK; VR; RRR PRA KMD, BAAS; 前 缘 具 低 的 围 

#o 
tes SHOT RAARIW FIERA RAR RAEW Nadiastrophia superba Talent 比 

RR KRANETREANMARALCAMAEAF, MBAR o 

Powe | PERE, POHEZA, PORE Be; ANT LL RR ILLU, 猴 儿 山 组 、 每 家 坪 段 。 

洁净 天 轴 扭 贝 ( 新 种 ) Nadiastrophia nitida Wang et Wu (sp. nov.) 

(图 版 Xin 图 1 一 4 

壳 体 中 等 , 横 方 形 , 主 端 尖 锐 ; RF A, 前端 向 背 方 强烈 膝 折 ; 饰 纹 粗细 相间 。 

腹 壳 启 肌 痕 长 椭圆 形 ; 闭 肌 痕 小 ,长 卵 形 ; 启 肌 痕 为 一 宽阔 的 隔 背 所 分 开 ; 前 绿 具 低 的 

FAAS FU SERRA RA 2/3. 

比较 ”新 种 与 Vadicstrobpia shujiapingensis (新 种 ) 的 区 别 , ERLE F MARA, 76 tk 

成 强烈 四 凸 型 , 腹 壳 启 肌 痕 长 椭圆 形 。 

产地 层 位 “广西 鹿寨 四 排 ;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奇 扭 形 贝 (新 属 ) Xenostrophia Wang (gen. nov.) 

TE HAT, BAM ON, 前 缘 向 背 方 急 又 膝 折 ; 微 纹 粗细 相间 。 腹 元 肌 少 面 已 

大 , 横 方 形 , 为 低 背 所 环绕 。 背 壳 具 匀 窝 板 ; 肌 痕 人 台 盾 形 或 亚 方形 , 向 前 逐渐 隆起 ; 肌 隔 一 

般 仅见 于 肌 合 ,为 中 穴 所 限制 ,有 时 则 前 延 形成 短 隔 板 ,但 不 达 围 缘 ; BORE, A 

易 辩 识 ; 侧 腕 疹 异 向 延伸 , 前 端 并 向 外 侧 弯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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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型 Spaleria (Telaeoshaleria) ytikiangensis Wang, 1955 

the EE (Talent), PES CHarper et al.) 以 及 约翰 逊 (Johnson) 曾 先 后 指出 ， 

Shaleria (Telaeoshaleria) ytikiangensis 可 能 归属 于 Nediastopjia Talent 或 Phragmotro- 

phia Happer, Johnson et Boucot。 但 是 , 无 论 在 外 形 上 , 还 是 在 内 部 构造 上 ,都 不 难看 到 

Xezostrobpia《〈 新 属 ) 的 特点 。 与 Nadiastrophia 的 区 别 , 在 于 贝 体 大 , 主 端 不 尖 突 , 腹 肌 痕 面 

KATE MARE ONT, BAL BUR, 背 肌 痕 面 隆起 若 台 ,无 围 背 。 根 据 特 大 的 贝 体 , 横 方形 的 

AE WWE, 盾 形 或 长 方形 而 非 横 方形 的 育 肌 痕 人 台 , 腕 兰 及 短 隔 板 的 特点 几 方 面 ， Xezostro- 
phia & Phragmostrophia 也 是 可 以 区 分 的 。 

郁 江 奇 扭 形 贝 Xenostrophia yukiangensis (Wang), 1936 

(图 版 Vv, 图 1 一 7) 

贝 体 横 长 方形 ,最 大 壳 宽 位 贸 合 线 , 主 端 近 直 角 ; 强 烈 的 凹凸 型 , BA, FHA 

方 急骤 膝 折 ;用 月 两 壳 三 角 孔 均 被 窜 凸 的 假 窗 板 所 覆盖 ;党 纹 细密 ， 两 根 细 纹 之 间 有 3 一 
5 根 答 纹 。 

腹 壳 匀 合 线 的 全 长 或 近 于 全 长 具 列 齿 ; 腹 突起 强大 , 向 前 分 为 两 个 低 状 ,环绕 闭 肌 痕 
的 后 部 ; 肌 痕 面 巨大 , 横 方 形 ; 闭 肌 痕 骨 状 ,被 和 目 腹 突起 前 方 伸 出 的 肌 隔 所 分 开 , 肌 隔 前 延 

不 超过 闭 肌 痕 面 ; 启 肌 痕 双 叶 形 或 肺 形 , 侧 关 较 低 ， 前 内 侧 为 一 三 角形 或 长 方形 隆 脊 所 分 

离 ; 肌 痕 面 两 侧 布 满 突 粒 , 前方 有 放射 状 的 膜 痕 ; 缘 脊 显著。 

背 壳 主 突起 强大 , MH HARA RRA RH; 肌 痕 面 隆 起 呈 合 状 ， 盾 形 或 亚 方 

形 ;后方 一 对 位 外 侧 , 前 方 一 对 位 中 部 ; 肌 隔 细 ; 中 穴 明 显 ; 短 隔 板 或 存在 或 消失 , 不 与 前 缘 

联接 ; 腕 兰 亦 隆起 , 与 肌 痕 侣 不易 区 分 ;仅见 侧 腕 兰 , 有 异同 延伸 , 前端 并 向 外 侧 弯 曲 ; 肌 痕 面 

周围 布 满 细小 突 粒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六 景 段 。 

美丽 辐 月 贝 ( 新 种 ) Radiomena concinnusa Wang et Wu (sp. nov.) 

(Aig XU, A 28, 29) 

SoS, WA, ee EWA, RAR RA 52k 5 Bo AT 

缩 ,形成 浅 宽 的 凹 缺 。 壳 纹 细密 。 

腹 壳 启 肌 痕 巨大 , 肺叶 状 , 被 明显 的 隆 脊 所 围绕 。 背 壳 肌 痕 台 长 方形 , 短 隔 板 短 ; 侧 腕 

SRE; HAWES KA ; 主 突起 双 叶 形 , 相 上 距 较 远 ; 中 从 明显 。 

比较 ”新 种 与 R. irregularis (Roemer) 比较 ， 和 

背 壳 内 短 隔 板 未 超过 壳 长 的 中 部 。 

产地 层 位 ”广西 鹿寨 四 排 ;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BSR (eH) Parachonetes nasutus Wang (sp. nov.) 

(All V, 图 17—20) 

AK, BOW = Fal’, RGA FA 50k, En PL ; 腹 壳 强 凸 , eR, RS 
特别 罕 薄 ; 沿 腹 、 背 两 壳 的 纵 中 线 , all — Te A, ZB eT I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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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To TL , DUPRE AB ASRS El FoR, 两 侧 的 始 自 壳 缘 , 均 向 前 方 作 两 次 插 人 式 的 分 枝 。 
EER = Parachonetes nasurus (新 种 ) 的 特点 是 较 大 的 贝 体 ， 亚 三 角形 的 轮廓 和 前 缘 中 

部 作 短 鼻 形 的 延伸 ， 与 产 于 美国 内 华 达州 的 P。 macrostriatus (Walcott) 是 易于 辩 别 的 。 

产地 技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 石 洲 段 。 

横 展 费 干 纳 贝 (新 种 ) Ferganella transversa Wang (sp. nov.) 

(Alki, 图 11 一 17) 

横 卵 形 至 亚 五 角形 ,最 大 壳 宽 约 在 横 中 线 , 两 壳 凸 度 近 相 等 ; Ee, TS, 三 角 双 

板 联接 , FL) 5 痛 吧 强烈 弯曲 , 隐 于 腹 喉 的 下 方 ; 腹 中 隆 、 背 中 槽 均 自 贝 体 中 部 开始 出 现 ， 

向 前 逐渐 加 宽 , 但 并 不 十 分 高 深 ; 壳 裙 棱 形 , 隆 上 5 一 7 根 , AN 4 一 6 根 , 侧 区 8 一 11 根 ; 同 
DRAB Msc Ae SNA, FE TBE; ACAI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产 于 苏联 中 亚 部 分 费 于 纳 的 Ferganella turkestanica Nikiforova 相 

当 近 似 , 但 新 种 的 贝 体 一 般 较 大 , 轮廓 近 于 横 卵 形 , 壳 裙 数目 也 较 多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AMI FEM” (eH) “LImenzia ”dafensmenensis Wang (sp. nov.) 
(图 版 Xu, 图 18—20) 

Na), 横 卵 形 至 亚 五 角形 , 镶 合 线 直 长 , 主 端 钝 圆 ; 不 等 双 凸 型 ,， 腹 壳 强 隆 。 腹 壳 交 

互 面 特 高 , SH, 斜 倾 型 , 三 角 孔 巨大 , 约 占 交 互 面 宽 的 1/3; 吃 尖 小 , SHAW; AHA 

线 显露 一 个 浅 狭 的 四 沟 。 背 壳 交 互 面 低 绪 , 正 倾 型 , 微 上 四 曲 ;三 角 孔 亦 大 , 横 阔 ; 壳 面 纵 中 

线 也 有 一 个 窍 狭 的 小 沟 。 贝 体 仅 有 细密 的 同心 纹 。 

比较 “当前 标本 与 T. waganorae (Breivel) 的 区 别 , 在 于 它 的 贝 体 较 小 ， 两 壳 沿 纵 中 

线 的 小 沟 不 很 显著 。T. subhians Rzhonsnitskaya 与 当前 的 标本 也 颇 相 似 ,但 它 的 壳 面 上 不 

仅 具 有 同心 纹 ,而 且 还 有 细密 的 放射 纹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宣 二 塘 六 峰山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段 。 

亚 东京 颖 石 燕 (新 种 ) Acrospirifer subtonkinensis Wang et Wu (sp. nov.) 

(图 版 XI 图 20 一 22) 

比较 ”与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Mansuy) 比较 , 新 种 的 特点 在 于 : C1) WAKE BERS 

*K, PEG F = fae: (DM MRA, HARA; GAA ARE, mA. 

PME PF PaREREPSHE; POE, PUREE. 

BRIE ZF (He) Elythyna ovata Wang (sp. nov.) 

(AW VL 图 8—13) 

IN, WON, RORGPRAAE, EME. PRAM: Arc AS 

HH, SEBEL AY BEES JE UA 2 一 3 Pee ze Ean a As, TALL 

排列 。 

比较 与 苏联 库 北 涅 茨 克 盆 地 所 产 的 Elythyna dubroviensis Rzhonsnitskaya 相当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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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 但 广西 的 标本 轮廓 近 于 横 卵 形 或 横 方 形 ,同时 , PA SEB 

产地 层 位 ”广西 南宁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大 联 村 段 。 

六 景 咀 石 燕 ( 新 种 ) Rhynchospirifer liujingensis Fang (sp. nov.) (M.S.) 

(图 版 XV, 图 6 一 7) 

ABSA), 轮廓 半圆 形 , RERAK, SP RAT H, EMP MA; 两 壳 凸 度 

近 相 等 ; 帝 面 复 有 低 平 的 细 壳 线 及 同心 状 壳 层 。 腹 壳 咏 宽 钝 , 微 弯 曲 ;交互 面 斜 倾 型 , 与 接 

合 面 的 夹 角 大 于 60 度 ， 少 数 接近 下 倾 型 ， 其 上 有 一 组 平行 于 匀 合 线 的 横 纹 , 及 另 一 组 直 

立 的 纵 除 。 痛 壳 沿 中 线 轻微 隆起 ; 交互 面 低 短 ， 平 坦 或 弯曲 ; 两 壳 交 互 面 形 成 宽阔 的 交 

角 。 

比较 ”新 种 接近 于 R. abbachensis Paulus， 两 者 交互 面 的 特征 相似 ,但 后 者 的 壳 吃 较 

弯曲 , 腹 、 背 两 壳 的 中 线 均 有 明显 的 中 央 凹 槽 , LAB), RAIS Mo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东 岗 岭 组 。 

箭 袋 石 燕 ( 新 属 ) Elymospirifer Wang (gen. nov.) 

特征 ” 轮 廊 横 方 , 贸 合 线 等 于 或 稍 短 于 最 大 壳 宽 , 主 端 方 或 钝 圆 ; 双 凸 型 , 腹 壳 较 强 。 

腹 壳 交互 面 高 ,三 角 孔 洞开 ; 背 壳 交 互 面 低 ; HL PARRA TERE 1 一 2 RAH 

的 增加 ; 微 壳 饰 是 同心 状 排列 的 梳 形 刺 ,在 隆 、 村 的 前 部 偶 或 相连 成 纹 。 腹 壳 齿 板 高 强 , 沿 

中 槽 外 缘 向 前 伸展 , 几 达 壳 长 的 1/2 Rb; SEERA; BER SCAR Ao 
属 型  Tmpzcdospzyzjfer Rwangsiensis Hou 

比较 ”就 槽 、 隆 均 有 壳 线 这 一 外 形 来 看 ， 与 新 属 最 为 近似 的 是 Tzaosjiarzfr Grabau, 

但 两 者 的 区 别 还 是 明显 的 。Tzdostpzrijfer Wee BOHR, ADM; MP BMWs, 除 主 端 前 

的 几 根 外 , 其 余 都 是 分 梳 的 ,有 时 还 形成 簇 形 。 更 主要 的 是 葛 利 普 已 明确 指出 : Indospirifer 

的 微 壳 饰 ,是 由 许多 细 纹 组 成 , 自 隔 沟 向 袜 脊 两 侧 作 局 形 分 布 。 而 新 属 的 微 壳 饰 则 是 梳 形 

细 刺 , 偶 或 相连 成 直 纹 。 再 者 ,根据 已 知 资料 ，Tzdoszirzzjfer 限于 东 岗 岭 期 ,而 新 属 则 限于 

郁 江 期 , 层 位 相当 稳定 。 

广西 箭 袋 石 燕 Elymospirifer kwangsiensis (Hou) 

(Alm Vil, 图 6 一 14) 

贝 体 较 大 , 轮廓 横 方形 , 主 端 近 直角 , 微 突 伸 ; 中 隆 . 中 槽 低 浅 , 均 始 目 吧 部 ,向 前 迅速 

加 宽 。 壳 线 圆 棱 形 , 隔 沟 深 ; 中 槽 内 一 般 7 根 , 仅 中 央 一 根 偶 而 分 枝 ; MB TABS, IS 

均 始 自 只 部 , 作 1 一 3 次 分 枝 式 的 增加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 石 洲 段 、. 六 景 段 。 

美好 准 无 窗 贝 (新 种 ) AtAhyrisina squamosaeformis Wang (sp. nov.) 

(图 版 XI A 7—12) 

贝 体 较 小 , 亚 方 至 横 椭 圆 形 , 匀 合 线 短 于 最 大 壳 宽 , 主 端 鳄 角 状 ,前 接合 缘 呈 宽阔 的 单 

禄 型 ; 腹 壳 最 高 凸 度 位 于 壳 顶 的 近 前 方 , 后 转 面 低 ; 中 模 始 见于 顶 区 的 前 方 ,向 前 逐渐 加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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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宽 , 在 前 缘 约 等 于 壳 宽 的 1/3, 并 作 短 舌 状 延伸 ; 葵 孔 巨大 , 过 中 窗 型 。 背 壳 隆 凸 较 缓 ， 
中 隆 亦 自 顶 区 开始 显露 ,向 前 增高 ,但 比较 低 狭 ; 吃 部 强烈 弯曲 , 掩 伏 于 腹 壳 葵 孔 之 下 。 全 
体 具 粗 强 亚 校 形 的 壳 裙 , 壳 层 特别 发 育 ,规则 而 整齐 。 

比较 ”新 种 与 产 于 广西 南宁 附近 的 Achyrisina minor Hayasaka 最 为 接近 , 但 后 者 的 

表 壳 最 高 隆 凸 处 位 于 前 缘 , 中 隆 相 当 显 著 , 前 接合 缘 呈 强烈 的 单 裙 型 ,同时 ,同心 状 壳 层 排 
列 不 甚 整齐 。 

产地 层 位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山 ; 猴 儿 山 组 ,龙洞 水 段 。 

等 准 无 窗 贝 (新 属 ) Parathyrisina Wang (gen. nov.) 

特征 ”外形 及 壳 饰 都 近似 准 无 窗 贝 (4zpyrisiza Hayasaka, 1920), {ARE MSAFE 
属 型 Parathyrisina bella Wang (gen. et sp. nov.) 

比较 。 Parathyrisina (HR) 与 Athyrisina 的 外 形 和 壳 饰 虽说 近似 , 但 还 是 容易 识别 

Ho Parathyrisina 的 壳 禄 不仅 粗 宽 , 而 且 返 瓦 状 同心 层 间 的 隔 距 也 较 稀 牙 ,更 主要 的 是 槽 、 

隆 均 无 饰 福 。 两 者 的 内 部 构造 ,基本 上 相似 。 

美丽 等 准 无 窗 贝 (新 属 、 新 种 ) ParatApyrisina bella Wang (gen. et sp. nov.) 

(图 版 Y, 图 21, 22; Ah Vi. 图 1) 

MOR BIIE, 两 壳 凸 度 约 相等 ; 腹 壳 只 部 阔 圆 ,轻微 弯曲 , 茎 孔 巨 大 ,无 三 角 双 板 ,后 转 面 
不 发 育 ; 背 过 只 部 强 灾 , 隐 于 蔡 孔 下 ; 腹 中 槽 与 背 中 隆 虽 浅 低 ,但 颇 明 显 ,无 饰 福 ; 侧 村 各 有 
MAH 5 根 , 隔 沟 狭 浅 ; 贝 体 全 部 具 稀 朴 的 履 瓦 状 壳 层 。 

比较 “新 种 与 pororjyrzsina sangnae (Hou) 比较 ,区 别 在 于 贝 体 较 小 ,轮廓 为 横 卵 形 ， 
两 壳 隆 度 均 较 低 。 

产地 层 位 “广西 南宁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六 景 眉 。 

唐娜 等 准 无 窗 贝 _ParatAhyrisina tangnae (Hou) 

n (图 版 VD 图 2，3) 

贝 体 较 大 ,长 宽 约 相等 ,轮廓 亚 圆 形 ; MRT 4—6 TRU, WIE; 齿 板 

IK, 后 倾 , 与 壳 底 联接 ; 肌 痕 面 长 方形 ,几乎 伸 达 壳 面 的 中 部 ; 后 侧 区 显示 粗 粒 形 的 卵巢 痕 。 

PRR SE, K= THE MRA AIRE, ARB ABE: 外 久 板 长 三 角形 , 为 柱 形 附 加 过 质 

AS ARMK EE, 后 顶端 有 一 小 圆 孔 ; 内 外 匀 板 界限 明显 , ARRHIK, 三 者 形成 三 

叶 状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六 景 段 。 

布丁 形 布 哈 丁 贝 ( 新 种 ) Bornhardtina burtiniformis Fang (sp. nov.) (M. S.) 

(图 版 XV, 图 19—21) 

壳 体 中 等 或 较 大 ,轮廓 横 贺 形 ,最 宽 处 位 于 贝 体 中 部 稍 后 ; 侧 视 双 凸 型 , 腹 壳 较 强 。 腹 
PEWTER Beebe, PETTY PRR BL, Bea; 后 转 面 宽 三 角形 ,三 角 孔 宽大 ;幼年 由 体 三 
角 双 板 分 离 ,或 仅 基部 联合 ;成 年 贝 体 蔡 孔 闭 缩 ,限于 后 转 面 的 后 方 , KORTE,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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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凸 度 均 匀 , 壳 顶 宽 隆 ,一 般 不 具 中 央 四 模 。 
比较 ”新 种 与 Szzzgocetppa1zs burtini Defrance 的 外 形 极 相 似 , 只 能 依据 内 部 构造 加 

以 区 分 ;同时 , mash A Hh SAKA.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宣 二 塘 及 横 县 六 景 ; 东 六 岭 组 。 

东方 布 哈 丁 贝 (新 种 ) Bormnpardizna orientalis Wu (sp. nov.) 

(All XV, Al 22, 23) 

壳 体 大 ,一 般 长 72 毫米 , 宽 55 BK HAKONE, UMASS ROD, seis es 后 侧 缘 

向 嗓 方 收缩 ,成 80” 交角, 最 大 壳 宽 位 中 部 ; 主 缘 强烈 弯曲 , 侧 缘 成 宽 缓 的 弧 形 , 前 缘 直 缘 

型 ; 壳 面 光 请 无 饰 。 腹 壳 横 疝 凸 度 大 于 纵向 , 壳 面 沿 中 线 平缓 隆起 ,向 两 侧 急 又 倾 降 ; Fe 

AA, 尖锐 , 强烈 弯曲 ; 后 转 面 宽 ,内 凹 。 背 壳 平 缓 隆 凸 , 壳 顶 区 不 明显 。 
比较 ”新 种 与 B. yunnanensis (Sun et Hou) 最 为 近似 ， 区 别 在 于 后 者 贝 体 中 线 有 了 明 

显 的 中 槽 , 壳 只 不 如 前 者 肿 大 。 新 种 与 3B. onychophora Spriestersbach 也 有 相似 之 处 ,但 后 

者 的 虹 部 多 强烈 扭曲 ,而且 背 壳 顶 区 强烈 隆起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宣 二 塘 ; 东 岗 岭 组 , 福 隆 段 。 

似 络 孔 贝 (新 属 ). Paracrothyris Wu (gen. nov.) 

特征 ” 索 体 大 ,轮廓 长 卵 形 , 侧 视 双 凸 型 , 凸 度 缓和 ; 腹 壳 后 转 面 发 育 , 喉 部 直 伟 , 常 下 

扭 ， 顶 端 有 一 圆 形 蕉 孔 。 腹 壳 内 具 短 齿 板 , 近 咏 端 有 一 短 的 中 隔 疹 。 背 壳 内 具 大 的 主 突 

起 ; 镶 板 联合 ,为 一 对 隔 板 所 支持 。 

B®! Paracrothyris distorta Wu (gen. et sp. nov.) 

比较 ”新 属 与 Acrothyris Hou 的 区 别 在 于 : 1. 壳 体 较 大 ; 2. BR FAN PAR H 

fB5 Geranocephalus (Geranocephalus) Crickmay 和 G. (Stringomimus) Struve 的 区 别 ,在 

TBA SLBA eA, Bem CBANWABATL, 背 壳 内 部 无 隔 板 , EX 

起 顶端 分 又 。 

畸形 似 结 有 孔 贝 (新 属 、 新 种 ) Paracrothyris distorta Wu (gen. et sp. nov. ) 

(Ak XV, 图 8—13) 

特性 见 属 征 。 贝 体 度 量 最 大 值 : 宽 54 毫米 ,长 67 毫米 , 厚 34 毫米 ;常见 的 贝 体 度量 

值 : 宽 40 一 47 BEX, 长 50 一 60 AK, |B 20 一 23 毫米 。 后 侧 缘 在 咏 顶 交角 为 60 一 70 。 

无 中 隆 及 中 槽 。 壳 面 光 滑 无 饰 。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宣 二 塘 ; 东 岗 岭 组 , 福 隆 段 。 

光滑 板 窗 贝 (新 属 ) Leioseptathyris Wu (gen. nov.) 

特征 和 三 角 双 板 联合 , 限制 

一 个 长 卵 形 的 下 窗 型 蕉 孔 。 腹 壳 内 有 具 发 育 的 齿 板 , 向 腹 方 分 开 ; PARR, 并 为 一 

对 短 的 短 隔 板 所 支持 ,但 不 形成 腕 棒 槽 。 壳 面 光 请 无 饰 。 
属 型 Leioseptathyris modica Wu (gen. et sp.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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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新 属 内 部 构造 及 外 形 均 十 分 接近 Scpzarhyris_ Cloud, 主要 区 别 在 于 前 者 背 壳 内 
部 的 短 隔 板 较 短 ,前 延 不 远 即 消失 ,未 形成 腕 棒 槽 。 

中 等 光滑 板 窗 贝 (新 属 、 新 种 ) Leioseptathyris modica Wu (gen. et Sp. nov.) 

(图 版 XV, 图 14—18) 

充 体 中 等 ,一 般 长 20 一 25 毫米 , 宽 19 一 23 毫米 .最 大 壳 宽 位 中 部 , 侧 视 等 双 凸 型 ; 后 
侧 缘 加 只 尖 收缩 成 80” 交角 ; 铵 合 线 短 , 弯曲 , 侧 缘 及 前 缘 形 成 均匀 的 弧 形 ,前 缘 直 缘 型 。 
sca OS Hh, SHG, 三 角 双 板 联合 , SILKE. KE. BEAR ARE 
育 的 长 齿 板 ,向 腹 方 分 开 ; 背 壳 内 部 具 联 合 铵 板 , 为 长 的 中 隔 板 所 支持 , 但 未 形成 腕 棒 模 ; 
BRAK, A AIR ATER Hilo 

产地 层 位 “广西 武宣 二 塘 ; 东 岗 岭 组 , 福 隆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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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 文 付 印 期 间 , 笔 者 收 到 成 都 地 质 学 院 陈 源 仁 同志 来 函 ,告知 在 四 川 龙门 山区 泥 盆 系 
甘 溪 组 标准 地 点 ， 原 甘 溪 组 的 下 部 采 得 瓦 ysterolites sp., Chonetes sp., Acrospirifer  sp., 

“Eospiriferina” wangi, “E.” nakaolingensis he shyt; 并 于 原 甘 溪 组 的 上 部 ， 可 能 

包括 原 养 马 坝 组 的 底部 ， 采 到 数量 相当 多 的 Dicoelostrophia sp., Uncinulus sp. 及 Acro- 

spirifer sp 等 腕 足 动物 化 石 。 说 明 原 甘 溪 组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地 层 应 相当 于 广西 的 郁 江 组 ， 

下 部 甚至 有 可 能 与 广西 的 那 高 岭 组 对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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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I 那 高 岭 组 动物 群 

柬 状 戟 贝 Cpometes sarcinulatus (Schlotheim) 

1. 腹 视 ; 2. 背 视 ; 3. 腹 内 ; 4. 背 内 ; X2。 Bids: 23593 一 23595。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Ab SEK RIN Hysterolites nakaolingensis (Hou) 

5. 腹 视 ; 6. 背 视 ; 7. 前 视 ; 8. 侧 视 ; 9. 用 内; 10. 背 内 ; X15, 登记 号 : 23596—23598,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Kah RFA GHA) Ferganella transversa (sp. nov.) 

11. fA; 12. 背 视 ; 13. 侧 视 ; 14. 前 视 ; 15. 内 模 腹 视 ; 16. 内 模 背 视 ; 17. 内 模 后 视 ; x15, Bids: 

23599， 全 型 ; 23600， 等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广西 球 咀 贝 Sphaerirhynchia guangxiensis (Wang) 

18. 腹 视 ; 19. 背 视 ; 20. 侧 视 ; 21. 内 模 前 视 ; 22. 内 模 腹 视 ; 23. 内 模 背 视 ; 24. 内 模 后 视 ，X 2。 登记 
号 : 23601 一 23602。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那 高 岭 鱼 并 珊 瑚 (新 种 ) Chalcidophyllum nahkaolingense (sp. nov.) 

25、26. 横 面 ， X 5; 27. 纵 面 , X 3. 登记 号 : 23676 一 23678， 正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小 型 古 舌 珊瑚 (新 属 、 新 种 ) Eoglossophyllum minor (gen. et sp. nov.) 

28. 外 形 ，Xi1; 29.88, X 3; 30. 纵 面 ，X3。 Bids: 23679—23680, 副 型 。 31-9, X15 
32 一 36. 横 面 连续 切面 ，X 3。 Bids: 23681 一 23685， 正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那 高 岭 组 。 

图 版 工 郁 江 组 珊瑚 动物 群 

拖鞋 珊瑚 直角 状 亚 种 Cealceole sandalina rectangulata Yu 

1. 底 视 ; 2. 正 视 ; 3. 侧 视 ; X 1。 Bids: 23686, | RANK PLANK. 
人 尖 角 状 拖鞋 珊瑚 Calceola sandalina acuminata Mansuy _ 

4. 正 视 ; 5. 底 视 ; 6. 侧 视 ; X 1.5。 登记 号 : 23687。 7. 正 视 ; 8. 底 视 ; 9- ML; 10 一 11. 荨 盖 外 视 ， 
内 视 ; X 2。 登记 号 : 23688,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拖鞋 珊瑚 南宁 亚 种 Calceola sandalina naningensis Yoh 

12. 外 形 ; 13,14. SRAM Sl; X 1。 Bids: 23689, 23689a,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孝 江 组 石 

洲 段 。 

四 分 小 盘 珊 瑚 (新 种 ) Microcyclus quadripartites (sp. nov.) 

15 .正视 ; 16. 背 视 ; 17. 侧 视 ; X 1.5。 Bids: 18678， 正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六 景 眉 。18. 正 
视 ; 19. 背 视 ; 20. 侧 视 ; X 1.5。 Bids: 18679， 副 型 。 广西 南宁 市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盘 状 肋 网 珊瑚 (新 种 ) Plerrodzczyzzza discoidea (sp. nov.) 

21 .正视 ; 22. 底 视 ，X 1; 23. 纵 面 ，X 6。 登 记号 : 23690, 23690a; 正 型 。 | REAR; LARK 
= 

Fiennes Amplexiphyllum hamiltoniae (Hall) 

24, 26, 28.441; 25、27- 纵 面 ; X 2。 Bids: 18698—18702, | REAR; MUIANRE. 
= (WM Xystriphylloides nobilis Yu, Liao et Deng 

29.481: 30. 纵 面 ; X 3。 登记 号 : 18705, 18706; 正 型 。31. 横 面 ; 32. 纵 面 ; X 3. Bids: 18707, 
18708; 副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图 版 HI 孝 江 组 珊瑚 动物 群 

半 厚 状 异 半 闭 珊瑚 (新 属 、 新 种 ) Heterophaulactis semicrassa (gen. et sp. nov.) 

1.5), X1; 3 一 5. 横 面 ，X 2; 6—7.m, X1; 8. 纵 面 , :X 1 登记 号 : 18687—18689, 18690, 

18695 一 18697， 正 型 。 2. 横 面 ，X 1。 Bids: 18691， 副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FEtk Sa AGH) Heterophrentis angusta (sp. nov.) 

9. 外 形 ，X 1; 10. 横 面 ; 11.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18684 一 18686， 正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六 

本 Xystrigona trizonata (subgen. et sp. nov.) 

13. 横 面 ; 14. 纵 面 ; X 3。 登记 号 : 18711—18712, ER,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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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 

图 19—23. 

图 24—27.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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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6. 

图 17 一 20 . 

21, 22. 

图 1. 

Al2, 3. 

图 4 一 7 . 

图 8 一 13 .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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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 IV 孝 江 组 腕 足 动物 群 

艾 斐 尔 小 槽 贝 Aulacella cifeliensis (Verneuil) 

1. 腹 视 ; 2. 背 视 ; 3. 后 视 ; 4. 前 视 ，X 2; 5. 用 内， 6. 背 内 ; X.2。 登记 号 : 23603 一 23605。 ”广西 南 
宁 市 五 合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中 华东 方 隔壁 贝 (新 属 、 新 种 ) Eosophragmophora sinensis (gen. et sp. nov.) 
7 ASL; 8. AF; 9. MUL; 10. 后 视 ，X 2.5; 11. 腹 内 ; 12.4: x3; 13-8 AMM: x3, 登 
记号 :23606， 全 型 ; 23607, 23608, =A, 广西 南宁 市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六 脉 妥 。 
疹 粒 双 腹 扭 形 贝 Dicocelortrobpia punctata Wang 

14. 腹 视 ; 15. 背 视 ;，16. 后 视 ，X 1.53 17. 腹 内 ， 18.4; X1.5, Bide: 23609—23611, 广西 

REAR MLAARE. 
深 缺 双 腹 扭 形 贝 (新 种 ) Dicoelostrophia crenata (sp. nov.) 

12. 腹 视 ; 20. 背 视 ; 21. 侧 视 ;22. 后 视 ; 23. 前 视 ; X 1.5。 登记 号 : 23612， 全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OAT; ABYL ZA GIN Ek. 
$f fa) (HSE 4EZR DL Mesodouvillina birmanica (Reed) 

24. 腹 视 ; 25. 背 视 ; 26. 侧 视 ; X 1; 27. 微 壳 饰 ; X 5。 登记 号 : 23613,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石 洲 
Bro 

图 版 V 郁 江 组 腕 足 动物 群 

郁 江 奇 扭 形 贝 Xezostrobpjpze ytikiangensis (Wang) 

L.A; 2. 前 视 ，X 1.5; 3- 微 壳 饰 ，X 35; 4.5-BIA, X2; 6、7. 背 内 ; 又 2。 Bids: 23614, 
23615， 近 型 ; 23616 一 23619， 共 型 。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南 宁 市 伶俐 ; PLANAR. 
奥 比 尼 钩 形 贝 Uncinulus orbignyanus (Verneuil) 

8. 腹 视 ; 9. 背 视 ; 10. MUL; 11. 前 视 ; 12. 后 视 ; X 2。 登记 号 : 23620, 广西 南宁 市 五 合 ; 郁 江 组 石 
INEZ. 
J Pave Devonochonetes kwangsiensis (Wang) 

13. 腹 视 ; 14.7790; 15. 侧 视 ; X 1.5; 16. 背 内 ; X 1.5, 登记 号 : 23621, 23622,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ABILZA NRE o 
ASR GAP) Parachonetes nasutus (sp. nov.) 

17. 腹 视 ; 18.7740; 19. MUA; 20. 前 视 ; X 1.5, Bids; 23623, 2M, 广西 横 县 六 景 石 洲 村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美丽 等 准 无 窗 贝 (新 属 、 新 种 ) Perctipyriszzt bella (gen. et sp. nov.) 

21 . 腹 视 ; 22. 背 视 ; X 2。 Bids: 23624， 全 型 。 广西 南宁 市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六 景 疏 。 

图 版 VI 孝 江 组 腕 足 动物 群 

SMSAEA AGE.) Parathyrisina bella Wang (gen. et sp. nov.) 

侧 视 ，X 2。 登记 号 : 23624， 全 型 。 广西 南宁 市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六 景 段 。 

唐娜 等 准 无 窗 贝 Parathyrisina tangnae (Hou) 

2. 腹 内 ; 3.- 背 内 ; X 2。 登记 号 : 23625, 23626,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六 景 段 。 
INGE RAGHE Acrospirifer papaoensis (Grabau) 

4. 腹 视 ，5. 背 视 ;， 6. 后 视 ; 7. 前 视 ，X 1.5。 . 登记 号 : 23627, | RRENRAWNA: PLA, 

AR Ko 
SNCS AG Gath) Elythyna ovata (sp. nov.) 

8. AGM: 9.498; 10. 侧 视 ; 11. 前 视 ; 12. 后 视 ; X 1.5; 13. 微 壳 饰 ; X 6. 

共 型 。 广西 南宁 市 大 联 村 ; 郁 江 组 大 联 村 段 。 
同心 无 窗 贝 Athyris concentrica (Buch) 

背 视 ，X 1。 登记 号 : 23630。 广西 南宁 市 五 合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近似 ) 莫 塞 周 石 燕 施 太 宁 格 变种 Acrospirifer aff. mosellanus var. steiningeri Solle 

15. 腹 视 .， 16.29%; 17. MUM; 18. 后 视 ; 19. 前 视 ; X 1。 登记 号 : 23631, REAR GAAS 

WA AWE. 
FR MBH Acrospirifer tonkinensis (Mansuy) 

20. 后 视 . 21. 背 视 ，22. 前 视 ，23. 腹 视 ; x1, Bids: 23632, PRRANR GHA PLACA, 

登记 号 : 23628，23629， 



zl 1—5. 

6—14. 

图 版 VI 3028 Be Ee 

7 lai see Acrospirifer increbescens (Wang) 

1. 腹 视 ; 2. 背 视 ; 3. MUM; 4. 前 视 ; 5. 后 视 ; X1, 登记 号 : 23633, | ARBAR PLANAR. 
J Pani ts Bike Elymospirifer kwangsiensis (Hou) 

6- 腹 视 ; 7. 侧 视 ; 8. 背 视 ; 9. 前 视 ，X 1-5; 10. 内 核 腹 视 ; 11. 内 核 后 视 ，X 1.5; 12、13- 微 壳 饰 ， 
X 5; 14. 横 切面 ，X 4。 登记 号 : 23634 一 23636。 广西 南宁 市 五 合 ; 郁 江 组 石 洲 段 。 

图 版 VII 北 流 组 床板 珊瑚 动物 群 

准 布 恰 特 套 板 珊瑚 (新 种 ) Thecostegites parabouchardi (sp. nov.) 

1. 横 面 ; 2. 纵 面 ; X 4。 登记 号 : 23691, 23692; 正 型 。 广西 鹿 守 四 排 ; 四 排 组 鹿 马 段 。 
艾 斐 尔 笛 管 珊瑚 北 流 亚 种 (新 亚 种 ) Syrzzgobpora eifeliensis beiliuensis (subsp. nov.) 

3. 横 面 ; 4.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23693, 23694; 正 型 。 J Past At MAR. 
北 流 北 流 孔 珊 瑚 (新 属 、 新 种 ) Beiliupora beiliuensis (gen. et sp. nov.) 

5. 横 面 ; 6. 纵 面 ，X 2; 7- 纵 面 ; X6, 登记 号 : 23695, 23696; FM, fy Albee Atma eR. 
JRE SMG) Pachyfavosites ertangensis (sp. nov.) 

8. 横 面 ; 9. 纵 面 ; X 4. 登记 号 : 23697, 23698; 正 型 。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 
。 鹿 马蜂 划 珊 瑚 (新 种 ) FEazyosztes lumaensis (sp. nov.) 

10. 横 面 ; 11. 纵 面 ; X 4。 登记 号 : 23699, 23700; 正 型 。 广西 鹿寨 四 排 ; 四 排 组 鹿 马 段 。 

FARR IX 北 流 组 四 射 珊瑚 动物 群 

长 隔壁 拟 竟 珊 瑚 (新 种 ) Zelophyllia longiseptata (sp. nov.) 

1. 横 面 ; 2.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18713, 18715; 正 型 。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 
广西 刺 隔壁 珊瑚 (新 种 ) Tryplasma guangxiensis (sp. nov.) 

3、4. 横 面 ; 5. 纵 面 ; X 2。 Bids: 18720 一 18722; 正 型 。 6. 横 面 ，X 2。 登记 号 : 18723， 副 型 。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幅 塘 段 。 
贵 塘 针 珊瑚 (新 种 ) Acanthophyllum guitangense (sp. nov.) 

7. 横 面 ; 8. 纵 面 ; X 2。 Bids: 18744, 18745; 正 型 。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 
补 状 针 珊 瑚 Acanthophyllum torquatum (Schliter) 

9. 横 面 ; 10. 纵 面 ; X 1.5。 Bids: 18746，18747。 贵州 普 安 和 甸子 窗 FSA. 
。 泡沫 桌 珊瑚 (新 种 ) Trepezobppy1lzzz cystosum (sp. nov.) 

LL.B; 12.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18730, 18731; 正 型 。 广西 鹿 寄 四 排 ;四 排 组 鹿 马 恨 。 
花 型 杯 珊瑚 Cyathophyllum dianthus Goldfussi 

13 . 横 面 ，X 1。 登记 号 : 23701,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山 ; 独 山 组 龙洞 水 段 。 

FARR X 北 流 组 四 射 珊瑚 动物 群 

细 桌 珊瑚 (新 种 ) Trapezophyllum gracile (sp. nov.) 

1. 横 面 ; 2. 纵 面 ; X 4。 登记 号 : 18772, 18773; 正 型 。 广西 象 州 妙 皇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段 。 
小 型 伴侣 珊瑚 ~Sociophyllum minor Yu, Liao et Deng 

3. 横 面 ; 4.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18732, 18733, eee Ss itmaAakm. 
细 隔 壁 不 全 珊瑚 (新 种 ) Atelophyllum graciliseptatum (sp. nov.) 

5. 横 面 ; 6. 纵 面 ; X 1。 Bids: 23702, 23703; EM, 广西 象 州 妙 皇 新 造 村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眉 。 
中 华 乌 塔 拉 图 珊瑚 Uraratuia sinensis Yu, Liao et Deng 

7. 横 面 ; 8.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18766，18767。 NAA RIL; RIL AK. 
EL Fa Ba BE A Brezzsetbptobppyllztzz kochanense Ermakova 

9. 横 面 ; 10. 纵 面 ; X 3。 登记 号 : 18728, 18729, eRe tMmAeRKR. 



i 1—3. 

图 版 XI 北 流 组 腕 足 动物 群 

AWMige EM Umenia waganovae (Breivel) 

1 . 腹 视 ; 2.779; 3. MUM; X 1.5, 登记 号 : 23637, 广西 武宣 二 塘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段 。 
图 4 一 6、16. 假 巴 斯 基 尔 答 底 贝 Zdimir pseudobaschkiricus (Tschernyschew) 

图 7 一 11.: 

图 12 一 15. 

图 1 一 4. 

图 5，6. 

图 7 一 12. 

图 13 一 17 . 

图 18，19. 

20—22. 

23, 24. 

图 25—27. 

28, 29. 

图 1 一 4. 

图 5 一 7. 

图 8 一 12. 

图 13，14. 

图 15，16. 

图 17. 

18—20. 

es 5. 背 视 ; 6. MU, xX 1; 16. 横 切面 ; x2, 登记 号 : 23638, 23639, 广西 北 流 ; ACHE Be 

TRE) Pal Kwangsia yohi Grabau 

7. 背 视 ; 8. 腹 视 ; 9. 后 视 ; 10. MUI; 11. ATM; X1.5, Bigs: 23640, 广西 平 南 白 马 ; 北 六 组 上 部 。 
SRE Megastrophia uralensis (Verneuil) 

12. fH, X15 13. 腹 壳 交 互 面 ，X 2; 14. 腹 内 ，X 1; 15. GUM, X1. Bids: 23641-23644, 广 
西北 流 ; 北 流 组 贵 塘 段 。 

图 版 XI 北 流 组 腕 足 动物 群 

洁净 天 轴 扭 贝 (新 种 ) Nadiastrophia nitida (sp. nov.) 

1. 腹 视 ; 2. 前 视 ; 3. 背 视 ，X 1.5; 4. 腹 内 ; X 2。 Bids: 23645 一 23646， 共 型 。 广西 鹿寨 四 排 ; 
四 排 组 鹿 马 段 。 
每 家 坪 天 轴 扭 贝 (新 种 ) Nadiastrophia shujiapingensis (sp. nov.) 

32- 背 内 ; 6. 乃 内 ; X 3。 登记 号 : 23647, 23648; 共 型 。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美好 准 无 窗 贝 (新 种 ) Athyrisina squamosaeformis (sp. nov.) 

7. 背 视 ， X 1; 8. 腹 视 ，9. 背 视 ， 10. 侧 视 ，X 2.5; 11. 腹 内 ;， 12. 背 内 ， X 2.5。 登记 号 : 22395, 
22397, 22398,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山 ; 猴 儿 出 组 龙洞 水 段 。 
YAMA Acrospirifer fongi Grabau 

13. 腹 视 ; 14.794; 15. 后 视 ; 16. 前 视 ; 17. 侧 视 ; X 1, 登记 号 : 22402, 贵州 独 山 猴 儿 山 ; 猴 儿 山 
组 龙洞 水 段 。 
Se A ERA ike Euryspirifer shujiapingensis Hou et Xian (M. S.) 

18. fae; 19.44; X 1。 Bids: 23649, 23650, 外 州 独 山 钦 儿 山 ; 猴 儿 山 组 舒 家 坪 段 。 
WHR GH Acrospirifer subtonkinensis (sp. nov.) 

20. 腹 内 ; 21. 背 内 ， 义 1; 22. 微 壳 饰 ，X 5。 登记 号 : 23651—23653, HA, 广西 鹿寨 四 排 ;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POE “Aske” “Spirifer” quadriplicatus (Chang) 

23. 内 核 腹 视 ; 24. 内 核 背 视 ; X 1.5, 登记 号 : 23654, 23655,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GHW) BI BAH cf. Alatiformis alatiformis (Drevermann) 

25. Jaw; 26.794; 27. 腹 视 ; X 1。 登记 号 : 23656, J PaRBR HE; PO HEA POHER. 
美丽 辐 月 贝 (新 种 ) Radiomena concinnusa (sp. nov.) 

28. 内 核 腹 视 ，29. 内 核 背 视 ; X 2。 Bids: 23657， 全 型 。 广西 鹿寨 四 排 ;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图 版 XU 北 流 组 腕 足 动物 群 

WSR MEFE BR Athyrisina heimi (Grabau) 

1. 内 核 腹 视 ，2. 内 核 背 视 ; 3. 内 核 后 视 ，X 1; 4. 壳 饰 ; X5. 登记 号 : 23658, 23659, 广西 鹿寨 四 

HE; PO HEB PO HEBER © 
HAMA LH Stropheodonta sp. 

5. 腹 外 模 ; 6. 背 外 模 ; 7. 腹 内 ; X 1.5。 登记 号 : 23660—23622, J pa ReIEPHE ; PUHEZAPUHEEL 
VA a MEARE Eospiriferina lachrymosa Grabau 

8. 腹 视 ，9. 背 视 ， 10. Ma; 41. 前 视 ，X 2; 12. 微 壳 饰 ; X 4. 登记 号 : 23663, 22401, ”中州 独 山 

猴 儿 山 ; 猴 儿 山 组 龙洞 水 段 。 
SPERM GH Acrospirifer kwangsiensis (Chang) 

13.293; 14.989; X 1, 登记 号 : 23664, 23665, 广西 武宣 二 塘 ; 北 流 组 老虎 岭 段 。 

AeA A Euryspirifer sp. 

15. 内 核 腹 视 :16. 内 核 背 视 ，X 1, 登记 号 : 23666,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阔 石 铬 未 定 种 Euryspirifer sp. 

内 核 腹 视 ，X 1。 登记 号 : 23667。 广西 鹿寨 四 排 ;四 排 组 四 排 段 。 

AMI HE A'GH) “Ilmenia” dafengmenensis (sp. nov.) 

_18. 腹 视 ，19. 侧 视 ，20. 背 视 ，X 2.5。 登记 号 : 23668, 广西 武宣 二 塘 六 峰山 ; ACA Hele Bo 
国史 机 22. 美 壳 平 舟 贝 Carinatina arimaspa (Eichwald) 

49M, X1, X 1.5. 登记 号 : 23669, J PGAC HE; LHe PEI BL 



All, 2. 

图 3 一 4. 

5 一 8 . 

图 9 一 11. 

图 12，13. 

图 14，15. 

图 1 一 3. 

图 4，5. 

图 6， 7. 

图 8 一 13 . 

图 14 一 18. 

wy 19—21. 

Aj 22, 23. 

Ajl, 2. 

#13, 4. 

图 5，6. 

图 7，8. 

图 版 XIV ” 东 岗 岭 组 四 射 珊瑚 动物 群 

广西 似 泡 沫 珊瑚 Cystizzppyliozdaes kwangsiense Yoh 

1. 横 面 ; 2. 纵 面 ; X1, Bids: 22557，22558。 贵州 王 佑 ; 独 山 组 鸡 窝 寨 侦 。 
三 分 芽 枝 星 珊瑚 Dendrostella trigemme (Quenstedt) 

3. 横 面 ; 4.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23704，23705。 广西 武宣 二 搞 ; 东 岗 岭 组 。 
匀 射 绳 珊瑚 Stringophyllum isactis (Frech) 

5. 横 面 ; 6.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22538, 22539, 云南 华 宁 盘 溪 ; 华 宁 组 获 今 段 。 7. 横 面 ; 8: 纵 面 ， 

XX 2。 Bids: 22540, 22541, 趴 州 独 山 大 河口 ; 独 山 组 鸡 泡 段 。 
厚 间 泡 壁 珊瑚 (新 种 ) Dialythophyllum crassum (sp. nov.) 

9、10. 横 面 ; 11. 纵 面 ; K1, 登记 号 : 23706 一 23708， 正 型 。 广西 象 州 斗 莲 岭 ; 东 岗 岭 组 。 
四 分 六 方 珊瑚 Hexagonaria quadrigemina (Goldfuss) 

12. 横 面 ; 13. 纵 面 ; X 2。 登记 号 : 22551, 22552, 云南 华 宁 盘 溪水 头 寨 ; 华 宇 组 。 
贵州 内 珊瑚 (新 种 ) Endophyllum guizhouense (sp. nov.) 

14. 横 面 ; 15. 纵 面 ; X 1。 登记 号 : 23709，23710。 贵州 独 山 ; 独 山 组 鸡 窝 寨 眉 。 

RR XV 东 岗 岭 组 腕 足 动物 群 

KEESHW Emanuella takwanensis (Kayser) 

1. 背 视 ; 2. 侧 视 ; 3. 腹 视 ; X 1。 Bids: 22417, BHARR; PrAweek. 
布丁 刺 无 洞 贝 Sbpzzatryba bodini (Grabau) 

4. 背 视 ;5. 腹 视 ; X 1。 登记 号 : 22405。 AAR, KTABSE. 
WNBA Ake GR) RAynchopsirifer liujingensis (sp. nov.) 

6.4; 7. 腹 视 ; X 1。 Bids: 18266, 2M,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东 岗 岭 组 。 
畸形 似 匮 孔 贝 (新 属 、 新 种 ) Paracrothyris distorta (gen. et sp. nov.) 

8.794; 9. 腹 视 ; 10. 侧 视 ; X 1; LL ROR BARRA; 12. 示 背 壳 主 突起 及 铵 板 下 机 
的 两 支 板 ，X 2; 13. 示 疹 质 构造 ，X 10。 Bids: 23670， 全 型 ; 23671，23672， 等 型 。 广西 武宣 三 
塘 ; 东 岗 岭 组 福 隆 段 。 
中 等 光滑 板 窗 贝 (新 属 、 新 种 ) Zezosebziatpyri25 modica (gen. et sp. nov.) 

14. 背 视 ; 15. 腹 视 ; 16. 侧 视 ，X1; 17. 横 切面 , 示 腹 壳 齿 板 及 背 壳 联合 铵 板 为 隔 板 所 支持 ，X2; 18. 示 
疹 质 构造 ，X 10。 Bids: 23673， 全 型 ; 23674， 等 型 。 广西 武宣 二 娘 ; 东 岗 岭 组 福 隆 段 。 
ti SEAT GH) Bornhardtina burtiniformis Fang 

19.794; 20. 腹 视 ; 21. Ml; X 1。 Bids: 23592, +H, 广西 武宣 二 塘 ; 东 岗 岭 组 福 隆 段 。 
KAAS T AGH) Bornhardtina orientalis (sp. nov.) 

22.474; 23. 侧 视 ; X 1。 登记 号 : 23675, 2H, | HRS KRKABER. 

图 版 XVI 中 泥 贫 统 层 孔 虫 化 石 

塞 尔 温 小 层 孔 虫 Strozaatobporella selwyni Nicholson 

1. 纵 切面 ; 2. 弦 切面 ; X 10。 登记 号 : 21959, 21960, 广西 北 流 ; 北 流 组 。 
广西 绞 层 孔 虫 Plectostroma kuangsiense Dong 

3. 纵 切面 ; 4. 纺 切面; X 10。 Bids: 21957, 21958, J Parti; Ate. 
RETR B FL Actinostroma clathratum Nicholson 

5. 纵 切面 ; 6. 弦 切面 ; X10, 登记 号 : 23587, 23588, 广西 武宣 二 塘 , 横 县 六 景 ; 东 岗 岭 组 。 
施 吕 特 尔 巷 柱 层 孔 虫 豆 erzpzatostrozaa schliteri Nicholson 

7- 纵 切面 ; 8. 弦 切面 ; X10, Bids: 23589, 23590, 广西 武宣 二 塘 ; 东 岗 岭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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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XVII pee RHEE 
Pil, 2. RHA AK Fistuliramus changi (Yang) 

1. 弦 切面 ，X 20; 2. 纵 切面 ，X 10。 登记 号 . 15192, ; 郁 江 组 下 35.4. EBERSSEBH Fistulipora lamellosa Yang ‘ere a 
3.52, X 20; 4. 纵 切面 ，X 10, 登记 号 : 23591。 广 西 横 县 ; 郁 江 组 上 部 。 图 3，6. AS weawh Fistulipora fungoides Hu 

5. 纵 切面 ，X 10; 6.540, X20, 登记 号 : 15189。 广西 横 县 ; 郁 江 组 上 部 。 图 7. Ki Bie Sh GEA) Fenestella cf. elongata Krasnopeeva 
”和 硬 体 正 面 ，X 20, 登记 号 : 15202, 广西 横 县 ; 郁 江 组 上 部 。 

加 8，9. baer Beh Petalotrypa sinensis Yang et Hu 
8. 横 切面 ，X 20; 9.3K Wi, X40, Bide: 15281, 广西 象 州 ; 东 岗 岭 组 下 部 。 10, 11. Bu BMA Fistuliramus mishanensis (Yang) 
10. 驴 切面 ，X 20; 11. 纵 切面 ，X 20。 登记 号 . 15265, 广西 象 州 ; 东 岗 岭 组 上 部 。 

图 版 XVII 下 ,中 泥 盆 统 竹 节 石 
1 尖锐 塔 节 石 Nowakia acuaria (Richter) 

1. X20, 登记 号 : 22955, PORCRDIA ALR RA 
图 2. PEPPER Giirichina xizangensis Mu 

2. X15, 登记 号 : 22956, POR AR A AL RR RAS 
3, 4. GHIWDZAMAHAA Nowakia cf. zlichovensis Boutek 

3,4. X15, Bids: 22779, 22780, RBAS STALE. 
到 5. 巴 氏 塔 节 石 Nowakia barrandei Bouéek et Prantl 

5. X20, Bids: 22785, APS & eT AEB. 
A 6. 格子 塔 节 石 Nowakia cancellata (Richter) 

6. X50, 登记 号 ; 22791, 云南 广 南 ; 中 泥 盆 统 下 部 。 
图 7，8. ”袖珍 塔 节 石 Nowakia richteri Bougek et Prantl 

7. X 50; 8. X20, Bids: 22792, 22793, 广西 南 丹 罗 富 ; 塘 乡 组 下 部 。 
FA9, 10. 少 肋 塔 节 石 Norwekiz sulcata (Roemer) 

9,10. X20, 登记 号 : 22952, 22953, 广西 德 保 ;中 泥 盆 统 。 
图 11. FRE HEA5 4G Nowakia otomeri Bouéek et Prantl 

11. X20, 登记 号 : 22954, 广西 南宁 市 附近 ;中 泥 盆 统 上 部 。 
图 12，13. TIGA Hemipsila tangdingensis Mu et Mu 

12,13. X20, 登记 号 : 22798, 22799, > RBAP STALE. 

FARR XIX 泥 贫 系 其 他 门类 化 石 

Wl. .， 稀 肋 松 卷 菊 石 Anetoceras rariplicatum Ruan et He 

侧 视 ，X 1。 登记 号 : 22022， 正 型 。 | eK PALM. 
图 2. RD HA a5 35 Anetoceras obliquecostatum Ruan et He 

侧 视 ，X 1。 登记 号 : 22021, EM, RAS a Tw. 
图 3，4. ABR Dechenella (2) liujingensis Chang 

3.Xm, X 4.5; 4. 尾 部 ，X 3。 Bids: 21689, EAM; 216960, 广西 横 县 六 景 ; 郁 江 组 上 部 。 
图 3，6. 广西 镜 腿 虫 Ppecops guangxiensis Chang 

5- 头 部 ，X 5; 6. 尾 部 ，X 3。 Bids: 21695， 正 型 ; 21696。 广西 南 丹 罗 富 ; 塘 乡 组 。 
图 7，8. GSERARKH Gravicalymene maloungkaensis (Mansuy) 

7.43%, X5; 8. 尾 部 ，X 5。 登记 号 : 21698, 21699, RRA STAR. 
图 9. 罗 富 镜 眼 虫 Ppacozps luofuensis Chang 

XB, X5,. 登记 号 : 21697， 正 型 。 | AAS S BSA. 
10. 喜马拉雅 新 单 笔 石 Neomonograptus himalayensis Mu et Ni 

10. X3, 登记 号 : 23092, EM. AMRWKAAPAILRR RAD 
图 11. RIE a AG Neomonograptus falcarius (Koren) 

1. X 4。 POISE XB; FIER BE 
图 12. 托 氏 单 笔 石 Monograptus thomasi Jaeger 

12. X 3。 登记 号 : 23118, ARRAN RR GRA 
图 13 . 奇异 新 单 笔 石 劲 直 变 种 Neomonograptus atopus rigidus Mu et Ni 

13. X 3。 登记 号 : 23111， 正 型 。 西藏 肾 拉 木 甲村 北 凉 泉 ; 凉 泉 组 。 
图 14. BHKSZA Monograptus nyalamensis Mu et Ni 

14.x3, 登记 号 : 23107, EM, ARABHWAKPAILGR 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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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 Tunshang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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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 义 岭 段 Xiayiling Mem. 

EME Xinzaocun Mem. 

354848 Yaoso F. 

ao 38 BY Yarang Mem. 

养 马 坝 组 Yangmapa F. 

幽 兰 组 Youlan Fm. 

郁 江 阶 Yukiang Stage 

融 县 组 Yunghsien F. 

云 台 观 群 Yuntaikuan Gr- 

在 结 组 Zaijie F. 

兹 利 柯 夫 阶 Zlichko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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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号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No. 6 
1974 2 4H Mem. of Nanking Inst. of Geol. & Palaeont., Acad. Sinica Febr., 1974 

mM BH om KR 

Rei Ke SEF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内 容 提 要 

本 文 主要 根据 珊瑚 、 煞 类 、 腕 足 动物 和 头 足 类 等 化 石 组 合 ， 探 讨 贵州 西部 石炭 纪 地 层 分 层 

问题 ,重新 划 黔 西 石 炭 系 为 : 马 平 组 (上 石 谈 统 ) 威 宁 组 (中 石炭 统 ) 和 下 石炭 统一 i LAL 

(新 建 八 草 海 组 (新 建 ) 和 敏 竹 湾 组 , 并 与 国外 有 关 石 炭 系 分 层 作 比较 。 此 外 ， 还 专门 讨论 了 黔 

PEA KAW IAT BSA 

GAIN PED ak TK ok Ait AAG HY RA RARE, 化 石 丰 富 , 为 我 国 研究 石炭 纪 地 

层 主 要 地 区 之 一 。 

本 区 的 石炭 系 迭 经 前 人 研究 , 创建 了 不 少 地 层 名 称 , 其 含义 却 不 完全 相同 。 1963 年 ， 

我 所 黔 西 地 层 队 在 该 区 《图 1) 系统 地 测 制 了 剖面 , 根据 地 层 层 序 、 生 物 群 特征 和 岩石 性 

质 , 把 贵州 西部 的 石 痰 系 重新 作 了 划分 。 现 将 前 人 的 划分 意见 与 我 们 的 划分 作 一 比较 , 如 
FATA: 

x oye 6 x Bw | S Bm &* | Bt BA, ee 2 
(1914) (1962) (1962) 1 TS ** (1964) 

BL KR 要 | # us 
q a 

LA _ 4B | = 平 组 

2 x |x » a) + |,°. 4a 
& | 滑石 板 组 pe 明石 权重 | 2 |e 

】 统 

上 德 1 组 威 宁 组 
aie ee 一 一 区 赵 家 山 组 

». | METRE ka A - | ba Ra = 

_— - ra ag | HET BR 
oe qi ye 十 里 铺 灰 岩 大 塘 组 

下 目 司 组 统 =. 海 | + 3 

. ~ | 旧 司 含 煤 组 了 
中 Be | ng ee 

AN ae a os FL ae 三 

re REVERE | » | mim | oe : | BARBS | 统 | oe wae og 

a So 天 a x 组 i ae (未 见 底 ) 
革 老 河 组 革 老 河 灰 岩 

* 本 文系 根据 黔 西 地 层 队 提供 的 地 层 , 古 生物 资料 写成 。 参 加 1963 年 黔 西 地 层 队 的 有 : Shiela. eH As 
明 , 郑 灼 官 , 芮 琳 、 王 克 良 、 雇 卓 庭 和 闫 纪 明 等 同志 。 

** 杨 式 清 、 金 晓 华 等 系 根据 黔 南 和 黔 西 的 地 层 资 料 , 综 合 进行 划分 的 。 
”前 中 央 地 质 调查 所 于 1947 年 出 版 。 



吴 望 始 等 : AINGRM ARR 73 

All. 黔 西 交 通 位 置 图 

一 、 贵 州 西部 石 崇 系 的 分 层 系统 及 上 生 物 群 

(—) BP Am Si (A 2) 

LGABA ”” 繁 禾 湾 组 是 贵州 西部 下 石炭 统 最 下 部 的 一 个 地 层 单位 。 它 的 名 称 系 
WAT CYL (1914) 的 旧称 , 范围 仅 限于 原 " 繁 禾 湾 页 岩 ” 的 下 部 。 在 威 宁 城 南 约 4 公里 的 

繁 竹 湾 附近 ,在 背 斜 轴 部 出 露 的 厚度 为 178 米 , 底 部 则 未 出 露 。 在 水 城 和 盘 县 没有 发 现 和 

它 相当 的 地 层 。 它 的 岩 性 为 黑色 钙 质 页 岩 和 硅 质 结核 层 ,化 石 较为 丰富 ,以 珊瑚 和 腕 足 类 
为 主 。 

根据 繁 禾 湾 组 腕 足 类 的 分 布 规律 ,大 致 可 以 建立 两 个 组 合 : 上 部 Schuchertella magna 

组 合 * 下 部 为 Fusella shaoyangensis 组 合 。 Fusella shaoyangensis 组 合 所 在 岩层 的 厚度 , 约 

A 80 Ko Fusella 是 这 一 组 合 的 主要 分 子 , 在 苏联 和 西欧 ， 这 个 属 常 产 在 杜 内 阶 ， 少 数 见 

于 韦 先 阶 , 在 我 国 湖南 邵阳 、 湘 乡 的 刘 家 塘 组 或 旧称 孟 公 场 组 的 上 部 产 有 Fusella shaoyan- 
5ez5155o 这 个 组 合 中 除 Fausel1a shaoyangensis 以 外 ， 尚 有 : (AAC387—398) Rhipidomella 

sp., Schuchertella sp., Megachonetes zimmermanni (Paeckelmann), Tomiproductus sp., Ovatia 

levicosta (White), ?Praewaagenoconcha cf. kiangsuensis (Chu), Camarotoechia xuanchen- 

gensis Ching, ?Brachythyris sp., Fusella sp., F. cf. raidonensis (Tolmatchew), Punctospirifer 

Sp., Composita sp., Eochoristites sp., $LHH, Eochoristites, Praewaagenoconchus cf. kiang- 

suensis 和 Camarotoechia xuangchengensis ®3 LF op, ii. be — Tis WY ee ZA, TH PSE XI) BE 

FEZ) Be FN LU A AB A 8 o 

} 
| 

| [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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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组 合 内 的 珊瑚 化 石 不 多 ,， 仅 发 现 Keyserlingophyllum, 这 个 属 在 苏联 乌拉 尔 、 亚 

美 尼 亚 和 哈萨克 斯 坦 等 地 的 杜 内 阶 上 部 较为 常见 ,在 我 国 华南 地 区 , 除 在 江苏 金陵 组 内 产 

有 类 似 Keyserlingophyllum 的 标本 以 外 ,在 其 他 地 区 的 同期 地 层 内 尚未 发 现 过 。 

根据 分 析 腕 足 类 和 珊瑚 化 石 的 性 质 ， Fusezla shaoyangensis 组 合 无 疑 属 早 石炭 世 的 

杜 内 期 。 
Schuchertella magna 组 合 中 的 腕 足 类 仍 甚 丰 富 ， 计 有 : (AAC 401—408) Delepinea 

subcarinata Ching et Liao, Pugilis pustiliformis (Rotai), Pugilis sp., Flucturia sp., Puncto- 

spirifer sp. , ELH, Schuchertella magna, Pugilis pustiliformis EPP RMB RAWEA 

阶 上 部 常见 的 化 石 , 在 我 国 南部 岩 关 期 晚期 沉积 内 , 却 至 今 没 有 发 现 过 。 值 得 注意 的 是 ， 

当前 组 合 的 腕 足 类 化 石 已 具 圳 先期 的 色彩 , 例如 :Deezzzea subcarinata 和 Pugilis 都 可 

上 延至 鸭子 塘 段 , 此 外 ,共生 的 珊瑚 化 石 Cazratpersel1a compacta Garwood 昌 在 我 国 系 首 

次 发 现 ,但 曾 见 于 英国 下 石 吕 统 \Avonian) 的 $ THA, Arachnolasma 一 属 至 今 仅 在 我 国 的 

大 塘 期 帝 积 内 发 现 。 但 芳 虑 到 当前 组 合 所 在 岩层 的 岩 性 与 Fusella shaoyangensis AAW 
相同 ， 却 不 同 于 上 有 轿 地 层 鸭 子 塘 段 ， 同 时 ，Scpzcpherte11a magna 在 Fusella shaoyangensis 

组 合 中 已 经 出 现 ,在 鸭子 塘 段 却 未 见 及 , MARTE Schuchertella magna 组 合作 为 杜 内 

期 末期 的 产物 。 

2. 草 海 组 草 海 组 是 这 次 新 创 的 地 层 名 称 。 EMT MT eT Ee, 2 

面 出 露 最 为 完好 ,化 石 丰 富 , 厚 度 达 920 米 左右 , 下 部 以 泥 灰 者 为 主 ;中 部 为 泥 质 灰 岩 和 纯 

灰 岩 ;上 部 则 以 白云 质 灰 岩 为 主 。 根 据 岩 性 和 生物 群 特征 , 草 海 组 又 可 分 为 三 个 岩 段 : 下 

部 鸭子 塘 段 ,中 部 十 里 铺 段 和 上 部 新 官厅 段 。 在 盘 县 和 水 城 ,没有 发 现 和 草 海 组 相当 的 地 

层 。 

C1) 鸭子 塘 段 : 鸭子 塘 段 亦 是 这 次 新 创 的 地 层 名 称 。 标 准 地 点 在 威 宁 城南 约 2 公里 

的 鸭子 塘 附 近 , 约 相当 旧称 “ 繁 笑 湾 页 岩 ” 的 中 部 和 上 部 。 岩 性 为 灰 黑 色 中 层 至 厚 层 泥 灰 

Ao ERT A RIL, BTR 550 K, EMRE 440 米 。 根 据 其 中 所 含 腕 足 类 和 

珊瑚 化 石 的 分 布 规律 , 拟 建 立 三 个 脏 足 类 组 合 和 三 个 珊瑚 化 石 组 合 。 

i. Delepinea subcarinata-Megachonetes zimmermanni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在 鸭子 塘 段 的 下 部 ,所 在 地 层 的 厚度 约 为 150 HK, 产 有 : CAAC8—35; AAC 
417—447) Rhipidomella sp., Schizophoria sp., Leptagonia distorta (Phillips), Overtonia 

sp., Leptalesia sp., Dictyoclostus tienpingwaensis (Ozaki), Argentiproductus sp., Fusella 

sp., Lochengia sp. “0 —fARUSE, Leptagonia distorta, Overtonia 等 常见 于 本 组 合 的 上 

部 ;在 中 部 以 Megacpometer zimmermanm AX; FROM Delepinea subcarinata, Lochengia 

为 特色 。 当 前 组 合 中 有 些 分 子 系 由 繁 敌 湾 组 延续 而 来 , 但 却 在 本 组 合 才 大 量 楷 衍 ， 如 
Delepinea subcarinata 和 Megachonetes zimmermanni. 本 组 合 主 要 产 有 较 多 的 韦 先 期 分 

子 ， 如 Zeptagomia，Ozertomwia， 这 两 个 腕 足 类 化 石 曾 见于 欧洲 、 亚 洲 及 北极 地 区 新 地 岛 的 
韦 先 阶 ; Argentiproductus 亦 是 欧洲 韦 先 阶 的 常见 分 子 , 此 外 ，ZDictyoclosta5 tienpingwaensis 

目前 仅 在 庆 南 中 部 的 梓 门 桥 组 发 现 。 因 此 ,我 们 把 本 组 合 归属 韦 先 期 的 早期 。 

ii. Vitiliproductus gréberi-Pugilis hunanensis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所 在 地 层 的 厚度 约 为 150 一 190 米 。 除 代表 分 子 外 ,， 尚 有 : CAAC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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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448—476) Rugosochonetes aff. mosensis (Demanet), Delepinea cf. destinetzi (Vaug- 
han), Antiquatonia ustyensis Sarytcheva, Balakhonia cf. yunnanensis (Loézy), Cleiothyri- 
dina obmaxima M Chesney 等 。 一 般 说 来 Pugilis hunanensis 和 Cleiothyridina obmaxima 

比较 富 集 于 上 部 ; Visiliproductus gréberi, Delepinea cf. destinetzi 等 多 见于 本 组 合 的 下 

部 。 当 前 组 合 的 腕 足 类 , 具有 显著 的 韦 先期 色彩 。 如 Vitiliproductus gréberi 和 Pugilis 

hunanensis 在 我 国 大 坟 期 初期 的 沉积 中 是 最 常见 的 分 子 , MELO TA, 
宁 镇 山脉 的 高 策 山 组 及 云南 沾 益 的 下 石炭 统 ， 后 者 则 大 量 出 现 于 湖南 中 部 的 石 磅 子 组 和 
贵州 南部 的 旧 司 组 。 ERY, Vitiliproductus 产 在 苏联 中 哈萨克 斯 坦 杜 内 阶 的 上 部 和 下 
先 阶 的 下 部 \?)。 Balakhonia 的 地 理 分 布 较 广 , 曾 先后 见于 苏联 费 尔 干 纳 盆地 和 库 茨 涅 荡 
殉 盆 地 以 及 马 来 亚 等 地 韦 先 阶 的 上 部 。 在 当前 组 合 中 , 只 有 Delepinea ch. destinetzi 是 产 
在 西欧 的 杜 内 阶 。 

iii. Gigantoproducius gigantoides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处 于 鸭子 塘 段 的 上 部 ,所 占 地 层 的 最 大 悍 度 为 200 米 。 本 组 合 以 产 Gigan. 

toproductus 为 特色 。 在 西欧 ， 这 个 属 始 于 韦 先 阶 的 $ 带 ,繁盛 于 D 带 和 纳 缕 尔 阶 的 下 部 ， 
在 我 国 南 部 , 广泛 见于 大 塘 期 沉积 内 , 在 新 疆 波 罗 霍 洛 山北 坡 和 青海 欧 龙 布鲁克 下 韦 先 

阶 的 上 部 及 中 韦 先 阶 内 , 亦 均 可 见 及 。 与 它 共 生 的 腕 足 类 尚 有 Echinoconchus elegans 
(M’Coy), #1 Schellwienella reprinki Sokolskaja 等 , 前 者 的 地 质 历程 较 长 , 自 韦 先期 中 期 

延续 至 二 迭 纪 。 

在 层 位 上 , 鸭子 塘 段 的 三 个 珊 珊 化 石 组 合 与 腕 足 类 组 合 大 致 相当 。 鸭子 塘 段 下 部 的 
A Clisiophyllum vesiculosum #443, 以 产 Clisiophyllum 为 特征 。 这 个 组 合 包 括 : (AAC 

8—38; AAC 412—447) Clisiophyllum curkeense Vaughan, Cl. vesiculosum (Garwood), 

Cl. spp., Heterocaninia tahopoensis Yi, Kueichouphyllum sp., Caninophyllum? sp., Arach- 

nolasma sp., Cyathaxonia cornu Michelin, Syringopora sp., Lophophyllum sp., Zaphren- 

tites sp. So Clisiophyllum curkeense 和 Cl. vesiculosum 在 我 国 系 首 次 发 现 , 在 英国 , 这 

两 个 种 产 在 ,C: 亚 带 至 S, 亚 带 。 Kueichouphyllum 和 Heterocaninia 的 标本 不 多 s。 这 两 个 

属 常见 于 黔 南 的 旧 司 组 、 湘 中 石 石子 组 和 广西 兴安 的 黄金 组 。Cyathaxrozmia cornu Michelin 

的 出 现 是 引 人 和 人 注意 的 。 这 个 种 是 西欧 杜 内 阶 的 常见 分 子 , 在 韦 先 阶 内 很 少见 及 。 HFS 

前 组 合 出 现 较 多 的 韦 先期 分 子 , 以 及 伴生 杜 内 期 的 代表 , 显示 了 本 组 合 的 珊瑚 化 石 呈 现 韦 

SSA FAN To 
vi. Michelinia weiningensis—Syringopora ramulosa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的 主要 特点 是 床板 珊瑚 Michelinia 和 Syringopora BAI HME, 四 射 珊瑚 则 
很 少见 及 。 

隐 子 塘 段 上 部 的 珊瑚 化 石 组 合 称 为 Kucichouphyllum sinense-Cyathoclisia simplex 组 

合 。 
当前 组 合 的 珊瑚 化 石 的 性 质 类 似 于 Cszobppyllzz2z vesiculosum AG, (HEL Kuei- 

chouphyllum sinense 的 大 量 出 现 为 主要 特征 ， 此 外 ,， 产 出 数量 众多 的 Siphonophyllia 和 

构造 复杂 的 Neoclisiophyllum, 在 层 位 上 ,这 个 组 合 大 致 又 可 以 分 作 上 下 两 部 分 : 下 部 以 

Siphonophyllia 和 Caninia 为 代表 ;上 部 化 石 其 为 丰富 ,以 Kucichouphyllum sinense 为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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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尚 有 : Heterocaninia sp., Bothrophyllum sp., Yuanophyllum sp., Clisiophyllum spp., 

Cyathoclisia simplex (sp. nov.), Diphyphyllum sp., Thysanophyllum minus Thomson 等 。 

Siphonophyllia —KRERE MMR LTH BAIA, 数量 很 少 , 在 青海 欧 龙 布 鲁 

克 的 城墙 沟 组 内 甚 为 丰富 。 这 个 属 在 威 宁 地 区 的 发 现 对 阐述 这 个 地 区 动物 群 的 性 质 具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2) +H: 十 里 铺 段 源 目 丁 文江 《1914) 的 “十 里 铺 灰 岩 ”。 在 威 宁 城南 十 里 许 

的 十 里 铺 村 附近 比较 发 育 ,为 一 套 黑色 中 厚 层 泥 质 灰 岩 ,向 上 逐渐 变 为 浅 灰 色 的 灰 岩 。 在 

KAT A BEA 90K, dt EZ) 170 米 。 在 水 城 和 盘 县 ,没有 发 现 和 它 相 当 的 地 层 。 

十 里 铺 段 的 化 石 群 在 种 属 和 数量 上 ,都 比 鸭子 塘 段 的 贫乏 。 腕 足 类 以 Gigantoproductus 
moderatus (Schewetzow) 最 常见 ,可 称 之 为 Gigaztoprodzcias moderatus 组 合 。 与 这 个 种 共 

生 的 有 Gigaztobpyrodzctas praemoderatus (Sarytcheva) 和 Delepinea depressa Ching et Liao, 

珊瑚 化 石 以 Lithostrotion 和 Diphyphyllum cf. hochangpingense Ya 的 出 现 为 特征 ， 除 这 

两 个 珊瑚 化 石 外 , 尚 有 Kueichouphyllum sp., Chaetetes sp. 和 Dibunophyllum sp.o 

G) METER: 新 官厅 段 一 名 是 沿用 丁 文江 (1914) 所 称 的 “新 官厅 克 质 石灰 岩 "。 在 

威 宁 小 屯 头 , 新 官厅 段 厚 约 200 米 。 在 岩 性 上 ，, 它 与 十 里 铺 段 的 界限 比较 铺 晰 , 与 赵 家 山 

组 比较 相似 。 在 盘 县 , 没有 发 现 与 它 相当 的 地 层 , 在 水 城 沙 子 坡 的 新 官厅 段 , 其 顶 界 和 底 

界 都 不 清楚 。 
目前 ， 新 官厅 段 的 腕 足 类 仅 发 现 Gigantoproductus 一 属 ， 计 有 四 个 种 : Gigantopro- 

ductus moderatus (Schewetzow), G. edelburgensis (Phillips), G. superbus (Sarytcheva) 和 

G. geniculatus Tingo G. edelburgensis (Phillips) 在 本 段 开始 出 现 ， 但 数量 较 少 。 这 个 种 

在 我 国 湘 中 的 梓 门 桥 组 、 黔 南 的 上 司 组 、 青 海 欧 龙 布鲁克 的 怀 头 他 拉 组 以 及 甘肃 臭 牛 海 

组 其 为 常见 。 在 西欧 ,出 现 于 D; 亚 带 至 E_ 瑟 带 ,在 苏联 ,见于 韦 先 阶 的 上 部 和 下 纳 纪 尔 
阶 。 

珊瑚 化 石 在 本 段 比 较 富 集 ， 属 种 也 较 多 。 我 们 拟 建 立 Lithostrotion pauciradiale— 

Carcinophyllum simplex ZAG o BRTRKRAFH), ii Arachnolasma cylindricum Ya, Aulina 

sp., Chaetetes sp., Cyclochaetetes sp., Carcinophyllum tushanense (Chi), C. lonsdaleiforme 

Salée, Corwenia sp., Dibunophyllum sp., Diphyphyllum cf. hochangpingense Yi, Hexa- 

phyllia sp., Lithostrotion rossicum (Stuckenberg), L. irregulare var. asiatica Yabe et Ha- 

yasaka, Neoclisiophyllum sp., Kueichouphyllum heishihkuanense Ya, K. sinense Ya 及 

Heterocaninia sp. 等 。 , 

当前 组 合 的 珊瑚 化 石 群 与 十 里 铺 段 的 具有 一 定 的 联系 ,但 本 组 合 的 种 属 较 多 , 构造 形 

态 更 趋 复杂 , 典型 的 三 带 型 分 子 更 多 ,可 以 认为 是 草 海 组 珊瑚 化 石 群发 展 的 高 级 阶段 。 此 

外 ,本 组 合 中 出 现 的 duling 的 构造 特征 是 不 同 于 在 韦 先期 后 期 和 纳 纱 尔 期 早期 芽 见 的 

Aulina rotijformis， 后 一 个 种 具有 清晰 的 轴 管 , 而 当前 组 合 的 4zjiza HARRAH, 形态 

上 类 似 于 Orionastraeao 

PRU 赵 家 山 组 是 新 创 的 地 层 名 称 。 标准 剖面 在 威 宁 城 东 约 3 公里 的 赵 家 

山 附 近 。 岩 性 为 灰白 色白 云 质 灰 岩 和 灰色 结晶 灰 岩 , 厚 约 200 米 。 在 岩 性 上 , 与 下 伏地 层 

新 官厅 疏 和 上 柳 地 层 威 宁 组 均 系 逐 渐 过 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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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兽 拟 采用 德 场 组 (1962, 杨 式 清 ) 一 名 代替 赵 家 山 组 , 但 水 城 德 地 附近 德 雹 组 的 
底 界 不 明 , 上 部 包括 了 一 部 分 中 石炭 统 , 且 生 物 群 性 质 又 不 清楚 , 故 未 采纳 。 金 晓 华 曾 用 
威 宁 组 二 名 代表 黔 西 下 石 央 统 的 最 高 地 层 单位 。 自 1914 年 丁 文江 创建 “ 威 宁 灰 岩 ” -多 
以 后 ,地 质 二 生物 工作 者 在 使 用 与 此 名 有 关 的 名 称 时 , 虽 不 甚 绕 一 ,但 一 般 说 来 .都 是 沁 指 
我 国 西南 地 区 中 石炭 世 的 沉积 ,而 且 和 迭 见于 中 外 文献 ,所 以 , 仍 以 “ 威 宁 组 ”来 代表 中 石炭 
世 的 沉积 。 

在 水 城 德 坞 赵 家 山 组 出 露 不 全 , 厚 约 240 米 ,底部 为 断层 所 割 切 , 底 界 不 明 , 产 出 的 化 

石 与 威 宁 地 区 的 不 完全 相同 , 主要 是 菊 石 、 腕 足 类 和 有 和 孔 虫 , 而 珊瑚 化 石 较为 罕见 。 盘 县 

石 坝 赵 家 山 组 的 底 界 不 清 , 岩 性 为 灰 黑色 泥 质 灰 岩 和 纯 灰 岩 , 出 露 厚度 为 370 米 左 右 , 化 

石 稀少 。 

根据 赵 家 山 组 的 腕 足 类 和 珊瑚 化 石 的 分 布 规律 ， 我 们 拟 建立 一 个 腕 足 类 组 合 和 两 个 

珊瑚 化 石 组 合 。 
及 足 类 组 合 称 为 Gondolina—Gigantoproductus edelburgensis 组 合 。 这 个 组 合 包括 以 

下 属 种 : (AAC 134—177, 209—247)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gensis (Phillips), G. 12- 

tissimus (Sowerby), G. irregularis (Janischewsky), Striatifera angusta (Janischewsky), 

Echinoconchus sp., Phricodothyris sp., Athyris sp.. FLtH,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gensis 

(Phillips), Striatifera 和 Gondoling 目 赵 家 山 组 下 部 即 有 发 现 ， 及 至 上 部 仍 屡见不鲜 。 

Gondolina FEA LS Striatifera 十 分 相似 ， 但 它 具 有 显著 的 匀 合 面 。 在 黔 西 地 区 ， 这 

个 属 分 布 广泛 ， 层 位 稳定 , 不 失 为 赵 家 山 组 的 重要 化 石 之 一 。 近 年 来 ， 在 四 川 \ 广 西 和 西 

藏 东 部 等 地 的 大 娘 期 晚期 沉积 内 也 多 次 发 现 这 个 属 。 Strietijera 一 属 的 地 理 分布 较 广 ， 

地 质 历程 较 短 , 产 在 欧洲 、 亚 洲 、 北 美 西部 韦 先 阶 的 上 部 至 纳 引 尔 阶 的 下 部 , 而 繁盛 于 下 

纳 纪 尔 阶 。 根 据 记 载 ,这 个 属 在 我 国 早 石 痰 世 地 层 中 也 很 第 见 , RBA SMEAR 

统 和 三 迭 系 中 也 有 报导 。 这 是 一 个 颇 饶 兴味 而 需要 澄 铺 的 问题 。 但 是 , 在 黔 西 地 区 的 赵 

家 山 组 以 上 的 地 层 中 ,我 们 却 始终 没有 发 现 Swriatiferas 
在 水 城 德 坞 赵 家 山 组 的 中 部 , 产 有 众多 的 菊 石 ,主要 属 种 有 : (AAL 40 一 68) Homoceras 

cf. subglobosum (Dollé), H. spp., Proshumardites karpinskyi Rauser, Homoceratoides spp., 

我 们 称 之 为 Homoceras 带 。 Homoceras = PURKAB AR A 上 部 的 一 个 带 化 石 , 它 的 地 质 历 

FGA, MRT ABH Fa, Proshumardites 和 Homoceratoides 的 地 质 分 布 , 可 

自 顷 雏 尔 阶 延续 至 维 斯 发 阶 或 巴 什 基 尔 阶 。 

在 赵 家 山 组 上 部 开始 出 现 的 艇 类 ,都 比较 原始 ,几乎 全 为 Eostaffella, 个 体 很 多 ,种 族 

很 少 , 可 称 为 Eostaffella 带 。 

赵 家 山 组 的 两 个 珊瑚 化 石 组 合 ,下 部 的 称 Palacosmilia stutchburyi 组 合 ,所 在 地 层 的 

厚度 约 为 100 2K, 上 部 的 称 Dibunophyllum turbinatum-—Lithostrotion decipiens 组 合 , 所 占 

地 层 的 厚度 亦 为 100 米 左右 。 
Palacosmilia stutchburyi 组 合 中 包括 : (AAC 137—146, 211—226) Lophophyllum 

cherneyense Carruthers, Arachnolasma sp., Palacosmilia regia (Phillips), P. sp., Chaetetes 

rossicus Bethan xia Sokolov, Ch. janischewskyi Sokolov, Chaetetipora sp., Carcinophyllum 

sp., Aulina rotiformis Smith, A. puerilis Smith et Yio Palacosmilia WAMR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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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独 出 上 司 组 ,广西 柳城 罗 城 组 云南 保山 下 石炭 统 的 上 部 以 及 青海 欧 龙 布鲁克 怀 头 他 

拉 组 的 上 部 都 曾 有 发 现 。 这 个 属 在 西欧 下 石炭 统 的 S 带 即 有 出 现 , BEF D; 亚 带 至 工 

0 Palacosmilia regia 仅 产 在 西欧 的 D: 亚 带 至 世 带 ， 在 我 国 , 见于 青海 欧 龙 布鲁克 的 怀 

头 他 拉 组 上 部 和 新 疆 波 罗 霍 洛 山北 坡 的 纳 纪 尔 阶 。 此 外 ，4wliza rotiformis Smith 的 出 现 

是 引 人 注 意 的 。 这 个 种 在 西欧 常 被 视 为 纳 尔 阶 下 部 卫 带 的 标准 化 石 , 有 时 亦 可 在 韦 先 

BHO ERB. ERE Kew LT LBM, 繁盛 于 纳 纱 尔 阶 的 下 部 。 在 我 国 , 曾 

见于 湖南 湘 乡 的 样 门 桥 组 、 甘 肃 的 臭 牛 沟 组 和 青海 欧 龙 布 鲁 克 的 怀 头 他 拉 组 上 部 。 
Dibunophyllum turbinatum-Lithostrotion decipiens 组 合 包 括 的 属 种 繁多 ， 主 要 的 有 : 

(AAC 148—177, 227—247) Lithostrotion irregulare var. asiatica Yabe et Hayasaka, L. 

portlocki (Bronn), Lytvophyllum sp., Corwenia socialis (Perna), Carcinophyllum vaughani 

Salée, Dibunophyllum percrassum Gorsky, Palaeosmilia regia (Phillips), Oinghaiphyllum sp., 

Gangamophyllum sp., Aulina carinata Yi, Neoclisiophyllum vesiculosum (Yi), Lopho- 

phyllum cherneyense Carruthers, Kizilia wetningensis Wu et Zhao, Chaetetes spp.o 当前 组 

SHWRBMCARN ERS Palacosmilia stuchbury 组 合 的 类 似 , 有 些 属 种 系 由 后 者 延续 而 
来 ,如 Palacosmilia regia (Phillips) 和 Lophophyllum cherneyense Carruthers 等 。 但 是 ,本 

ZAG Dibunophyllum turbinatum M’Coy 和 块 状 的 Lithostrotion decipiens (M’Coy) 的 大 

量 出 现 为 特色 。 当 前 组 合 的 某 些 分 子 曾 见于 我 国 南部 大 塘 期 后 期 的 况 积 中 ,如 Auline 

carinata Yii, Lithostrotion irregulare var. asiatica Yabe et Hayasaka, L. decipiens (M’Coy), 

Neoclisiophyllum vesiculosum (Ya) o Qinghaiphyllum 和 Gangamophyllum 在 本 组 合 的 

HARE SIR BI AIL, XAT BRAS BKK HS KS hi EM, 

我 国 南部 其 他 地 区 的 同期 地 层 中 尚 没有 发 现 过 。 

综合 赵 家 山 组 的 腕 足 类 、 菊 石和 珊瑚 化 石 的 性 质 , 可 以 认为 赵 家 山 组 大 致 可 以 与 西欧 

韦 先 阶 上 部 的 D, Wit MAAS no PABA EA Hie. 同时 也 可 以 推论 我 国 南部 大 

塘 期 后 期 的 沉积 亦 包 括 了 一 部 分 相当 于 纳 纪 尔 早期 的 沉积 。 

根据 上 述 早 石 谈 世 生 物 群 的 性 质 ， 初 步 认为 贵州 西部 的 早 石 炭 世 生物 群 与 华南 的 不 
完全 相同 。 除 产 有 我 国 南 部 下 石 痰 统 常 见 分 子 Kucichouphyllum 和 Lithostrotion 等 以 外 ， 

尚 具 区 域 性 比较 明显 的 化 石 ， 如 华南 地 区 岩 关 期 晚期 常见 的 Pseudouralinia, FERRIS AA 

未 曾 见 及 ， 却 为 常见 于 苏联 乌拉 尔 、 亚 美 尼 亚 和 哈萨克 斯 坦 杜 内 阶 的 Keyserlingophyllum 

所 替代 。 据 目 前 已 知 的 资料 ， 玉 ceyserizgoppyllum 仅见 于 甘肃 狗 部 和 玛 曲 的 岩 关 期 后 期 

的 沉积 中 , 在 华南 地 区 ， 除 南京 附近 金陵 组 产 有 一 块 可 疑 的 Keyserlingophyllum 标本 外 ， 

在 其 他 地 区 同期 沉积 中 尚未 发 现 。 了 鸭子 塘 段 上 部 的 Siphonophyllia 在 青海 欧 龙 布鲁克 的 

城墙 沟 组 的 上 部 颇 为 常见 ,这 个 属 在 湖南 湘 乡 一 带 的 刘 家 塘 组 亦 偶 有 发 现 , 在 华南 其 他 地 

区 尚未 见 及 。 此 外 ，9Oizgphaippyllzz 和 Gangamophyllum 在 赵 家 山 组 的 出 现 亦 是 很 有 意 

义 的 。 这 两 个 属 仅 见于 青海 怀 头 他 拉 组 上 部 。 腕 足 类 的 性 质 不 如 珊瑚 显著 , 除 产 有 我 国 

南部 的 常见 分 子 外 , 广 布 于 西欧 、 苏 联 下 石 次 统 的 分 子 也 懂 见 不 鲜 , 如 Megachonetes, 

Delepinea, Pugilis 和 Praewaagenoconcha a5 Te 365 FES 2A FO SRD iL, (BE PK 

杜 内 阶 和 韦 先 阶 下 部 常见 的 Syringothyris 和 Pseudosyrinx 始终 没有 发 现 , XARBER 

曾 见 于 新 疆 波 罗 霍 洛 山 的 下 石炭 统 。 前 人 曾 称 以 地 方 型 分 子 为 主 的 华南 区 下 石炭 统 的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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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 化 石 群 为 中 国 型 ”, 称 具 较 多 西欧 分 子 的 西北 地 区 的 为 “英国 型 ” 当前 黔 西 地 区 早 石炭 
世 动 物 群 同时 具有 这 两 种 类 型 的 分 子 , 似乎 显示 了 过 渡 型 的 性 质 。 

(=) 中 石 迪 统一 一 威 宁 组 (图 3,4) 

1914 年 ， 本 文江 曾 创建 威 宁 系 一 名 。 (RA, 地 质 工作 者 在 使 用 与 威 宁 系 这 一 和 名称 有 
关 的 地 层 单位 时 , 其 涵义 却 不 尽 相同 , 如 威 宁 灰 岩 ( 丁 文江 , 1914); 威 宁 系 ( 计 荣 森 , 1931， 
丁 文江 \ 葛 利 普 ，1933); 威 宁 系 〈 王 鸿 桢 ,1945); TBE ( 杨 敬 之 等 ,1962， 与 丁 文江 \ 葛 
利 普 的 威 宁 系 大 致 相当 ); 威 宁 组 ( 金 晓 华 等 , 1962); 威 宁 灰 岩 ( 杨 式 溥 ， 1964)。 丁 文江 
最 初 所 称 的 威 宁 系 几乎 包括 了 黔 西 地 区 的 石炭 系 ， 他 所 称 的 威 宁 灰 岩 包 括 一 部 分 下 石炭 
统 的 上 部 和 全 部 中 、 上 石炭 统 ， 金 晓 华 等 的 威 宁 组 则 限 用 于 早 石炭 世 晚期 的 沉积 。 HF 
的 ;尽管 名 称 不 完全 统一 , 但 大 多 数 都 是 指 中 石炭 世 沉 积 而 言 的 , 有 一 部 分 人 则 怀疑 尚 包 
括 早 于 中 石 痰 世 的 沉积 。 

本 文 引用 的 威 宁 组 , 用 作 专 指 贵 州 西 部 中 石炭 世 的 沉积 。 下 界 始 自 -Prewdoriaffe122z， 
‘Choristites, Carinthiaphyllum 和 Reticuloceras 的 出 现 , 上 界 止 于 Fusulina 的 灭绝 。 

威 宁 组 在 黔 西 发 育 良好 , 岩 性 主要 为 灰 岩 ， 偶 而 夹 有 白云 质 灰 岩 , 厚 自 115 米 至 665 

米 ; 富 产 各 类 化 石 , 菊 石 类 只 在 盘 县 剖面 上 见 及 。 威 宁 组 在 盘 县 剖面 上 最 厚 , 达 665 米 , 金 
晓 华 等 (1962) 曾 将 其 作为 标准 地 点 ,并 把 中 石炭 统 划 分 为 滑石 板 组 和 达 拉 组 。 杨 式 溥 、 巩 

福生 等 \1964) 采 用 了 这 种 分 层 , 但 其 界线 稍 低 。 巩 福生 (1965) 还 将 达 拉 组 分 成 两 个 亚 组 。 

由 于 威 宁 组 的 下 部 和 上 部 的 岩 性 相似 , 不 易 再 进一步 划分 , 故 本 文 不 拟 采 用 这 种 分 层 , 而 

只 沿用 了 杨 式 矢 等 建立 的 三 个 能 类 化 石 带 。 这 三 个 艇 类 化 石 带 自 下 而 上 为 : 1) Pseudo- 
staffella 带 ; 2) Profusulinella 带 ; 3) Fusulinella-Fusulina 带 。 在 黔 西 地 区 各 剖面 中 , 它 

们 所 占有 的 地 层 厚 度 如 下 表 所 示 : 

厚 度 〈 米 ) 剖 
面 :| RTT ee oe | km | 盘 县 滑石 板 

“AB 带 

Fusulinella—Fusulina 带 167.0 62.0 | 93.8 56.7 

115.8 69.5 246.0 45.0 | 665.7 Profusulinella 带 70,6 | 312.3 46.3 

74,7 ASS 82.7 564.0 Pseudostaffella 带 

(1) Pseudostaffella HF: 这 个 带 所 在 岩层 的 岩 性 为 灰 岩 偶 夹 白云 各。 EL Pseudo- 

staffella 的 出 现 作为 此 带 的 开始 ,上 界 止 于 Profusulinella 的 出 现 。 与 Pseudostaffella 共生 

的 有 地 质 历程 较 长 的 Prexdoezdotpyra，Siejfjfella， LIRA F GREER MIEN Eostaffella, 

菊 石 类 是 这 个 带 中 具有 一 定 地 层 意 义 的 组 成 分 子 之 一 。 在 盘 县 滑石 板 剖面 上 ,于 

Pseudostaffella 带 的 下 部 开始 出 现 Reticuloceras (AAK 20—45), 1X} HAREM KME 

ARR HULA, 与 它 共 生 的 有 Proxphzmardites。 在 Pseudostaffella 带 的 上 部 尚 产 有 其 他 菊 

| 石 类 Gastzriocerar 和 Branneroceras Fo 

Pseudostaffella 带 内 主要 的 腕 足 类 为 Choristites mansuyi Chao 和 Weiningia, J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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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赵 家 山 组 有 时 亦 可 发 现 。 一 般 说 来 , 这 个 属 不 上 延 到 Profusulinella 带 。 Choristites 

mansuyi 等 具有 宽 平 壳 线 的 种 类 的 延续 时 限 较 长 , 常 上 延至 Profusulinella i. TEX it 
W init" Phricodothyris, Martinia, Dielasma, Enteletina, Linoproductus, Neospirifer, 

Echinoconchus, Enteletes, Buxtonia, Avonia, Dictyoclostus Shit, RF LARA 

Gondolina, Striatifera 和 Gigantoproductus 等 在 这 个 带 内 未 曾 见 及 ， 说 明 下 石炭 统 和 中 石 

次 统 的 腕 足 类 是 代表 两 个 不 同 的 发 展 阶段 。 

在 Pseudostaffella 带 内 出 现 的 珊瑚 化 石 有 Koninckocarinia, Axolithophyllum, Carin- 

thiaphyllum, Sestrophyllum, Kionophyllum 和 Lithostrotionella stylaxis (Trd.) 4, Hy 

Carinthiaphyllum 和 Kionophyllum mA RHUL, ARRZA Carinthiaphyllum—Kionophyllum 

组 合 。 
(2) Profusulinella 带 : 这 个 带 以 Profusulinella 的 出 现 为 下 限 , ERIE Fusulinella 

或 Fusuling 的 开始 出 现 。 所 含 艇 类 种 属 较 Prezxdosteffezz HWE EB, EBL Profusu- 

linella 和 Eofusulina FARE Pseudostaffella 带 的 属 群 几 乎 全 部 上 延至 此 带 , APE 

比较 进化 , 壳 体 较 大 , 旋 背 也 较 显 著 。. 

这 个 篮 带 内 的 许多 腕 足 类 分 子 系 由 前 一 个 带 延 续 而 来 的 。 人 常见 的 珊瑚 化 石 有 Tima- 

mia, Yunophylloides, Ivanovia, Caninia simpliseptata Chio 

(3) Fusulinella-Fusulina 带 : 这 个 带 的 生物 群 仍 以 艇 类 最 富 ,， 除 带 化 石 大 量 繁 衍 以 
Sh, Fusiella 及 Schubertella 亦 很 多 ， Pseudostaffella 呈现 个 体 大 ， 旋 兰 显 著 和 壳 圈 多 的 

类 型 ，Eoszajfjfella 在 这 个 带 内 又 减 。 腕 足 类 成 分 类 似 前 一 个 带 。 珊瑚 化 石 较 少 见 , RAL 
量 Bothrophyllum 的 代表 。 

(=) 上 石 痰 统一 一 马 平 组 (Bl 4, 5) 

马 平 组 在 贵州 西部 的 分 布 比较 普遍 。 它 的 岩 性 大 致 可 以 分 成 三 部 分 : 于 部 为 小 灰 色 

生物 灰 岩 ;中 部 以 浅 灰 色 生 物 灰 岩 及 有 具 球状 构造 的 灰 岩 为 主 ;上 部 为 灰色 致密 灰 岩 。 在 威 

宁 ， 马 平 组 的 下 部 和 中 部 各 夹 厚 约 3 一 7 KA 8 一 10 米 的 黄色 砂岩 。 在 水 城 剖 面 上 , MA 

一 层 厚 仅 2.3 米 的 砂岩 , 底部 尚 有 一 层 0.5 米 厚 的 泥 质 灰 岩 。 在 盘 县 剖面 上 ,未 曾 见 及 砂 

岩 。 马 平 组 的 厚度 约 为 96 米 至 126 米 。 
马 平 组 的 复 带 可 以 分 成 两 个 带 。 上 带 称 Pseudoschwagerina 带 , 下 带 称 Triticites 带 。 

IX PA EQ Schwagerinids 的 分 子 为 主 ， 如 Triticites, Quasifusulina, Rugosofusulina 

等 几乎 遍布 整个 马 平 组 , 两 个 带 以 Pseudoschwagerina 的 出 现 作为 划分 的 标志 。 在 黔 西 地 

区 各 个 马 平 组 的 剖面 上 ，7zzzcites 带 的 底部 均 出 现 Mozmzizparw， 我们 即 以 此 属 的 出 现 作 

为 马 平 组 的 底 界 。 

这 个 地 区 的 马 平 组 的 腕 足 类 不 甚 丰 富 , 常 见 的 有 Dictyoclostus uralicus (Tschernyschew) 

和 Meekella sp., Nantanella mapingensis Grabau, Composita sp. F¥{]PRZA_ Dictyoclostus 

uralicus-Meekella 组 合 。 

马 平 组 的 珊瑚 化 石 较为 丰富 ,按照 它们 在 层 序 上 的 分 布 ,大 致 可 以 分 成 两 部 分 : 下 部 
以 Nephelophyllum, Pseudotimania 和 Bothrophyllum 为 多 见 ,我 们 拟 建 立 Nephelophy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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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timania 组 合 ; 上 部 以 复 体 珊瑚 为 主 , 可 以 Kepingophyllum* 为 代表 , 称 之 为 Kepin- 
gophyllum AAG. BR Kepingophyllum 以 外 ， 在 马 平 组 的 顶部 尚 产 有 与 早 二 迭 世 常见 的 
Wentzellophyllum KA THIARS ki, 这 一 现象 对 于 研究 石炭 纪 和 二 迭 纪 珊 瑚 化 石 的 
狂 化 关系 是 有 一 定 意义 的 。( 图 6, 7) 

二 、 呐 州 西部 的 石炭 系 与 国内 外 
有 关 地 区 同期 地 层 的 对 比 

Ai reals, ASCARI BS WK GRAMME AE PR, MLE 1 KS: 

=. RYE MR MS ARR Al wi 

FER, HAS S GMKAS ARAN RRS ARAL, FE 1933 
4, J XL. BAS CKRRE WERT RMN AA Re EweH(1945) 
根据 珊瑚 化 石 的 性 质 , BE AWE HTS He TA A BP BO BH G+ 
FER, HIRES Rat — 2 He BH A HT, SEE (1962)iK 
为 相当 西欧 D, 一 E 一 R 带 的 沉积 在 黔 西 地 区 称 为 威 宁 组 , WRN PRE, & 
‘ARE (1962) 建立 的 德 坞 组 一 名 用 以 代表 相当 西欧 E 一 R 带 的 沉积 , 其 地 质 时 代 亦 归属 早 
石 奖 世 晚期 。 傣 后 , 杨 式 溥 、 巩 福生 、 杨 因 清 (1964) 又 将 贵州 上 司 组 顶部 与 西欧 纳 雏 尔 A, 
B《 相 当 于 E—R, 亚 带 ) 相 比 , 将 中 石炭 统 的 滑石 板 组 下 部 与 纳 雏 尔 C (相当 于 R, 一 G, 亚 
带 ) 进 行 对 比 。 

从 土 述 情况 可 以 看 到 金 晓 华 等 (1962)、 杨 式 溥 (1962) 将 纳 缪 尔 期 的 沉积 全 部 归属 早 
石炭 世 ， 以 后 杨 式 溥 等 1964) 又 仅 将 ER, 亚 带 归 属 早 石 炭 世 ,将 RG, 亚 带 隶 属 中 石 
wet. 地质 工作 者 对 于 纳 缀 尔 期 沉积 的 地 质 时 代 存 在 着 不 同 的 看 法 。 在 国外 ,有 关 纳 缀 
尔 阶 的 地 质 时 代 亦 是 众说 纷 云 。 在 西欧 , 学 者 们 关于 纳 缪 尔 阶 的 地 质 时 代 的 意见 是 一 至 
的 ， 习 惯 于 将 纳 缪 尔 阶 作为 上 石炭 统 的 下 部 沉积 。 它 的 标准 地 点 在 比利时 的 纳 刍 尔 
(Namur), 攻 利 时 的 石炭 系 分 作 两 部 分 ,下 石炭 统称 Dinanticane， 上 石炭 统称 Houillere, 
PBARAA Houillere 的 下 部 。 一 般 说 来 , WERE FR, 下 部 称 雪 克 
囊 硫 化 铁 页 着 组 CAssiese de Chokier), 主要 为 结核 状 黑色 页 岩 ， 产 有 Eumorphoceras 和 
Homoceras, 上 部 称 安 登 砂岩 组 (Assiese d’ Andenne) 含有 少量 长 身 贝 、 菊 石 类 的 Reticuloceras 

以 及 植物 化 石 等 。 在 苏联 , ABR BRET FRRALD, APAARAAR RL Fil 

布 罗维奇 (JIa6poga7 等 人 认为 纳 级 尔 期 菊 石 类 是 一 个 发 展 的 整体 , 石炭 纪 菊 石 类 的 最 大 
FEC EASA IE EAR Zl. 阿 依 曾 维尔 格 (Ansenpepr) “SHEE BRA 
Hons HAO BES ATL RAUL OER, BM AS RO ADRAR—T RW 

* Kepingophyllum 系 由 吴 望 始 和 周 康 杰 于 1965 年 根据 新 疆 柯 坪 上 石炭 统 康 克 林 群 的 材料 建立 的 新 属 , 其 特征 
为 “ 块 状 复 体 珊瑚 ,个 体 为 多 角 状 ,少数 为 互 谋 状 。- 外 壁 时 有 缺失 ,外 壁 偶 由 鳞片 状 小 板 汇集 而 成 。 有 时 发 育 三 
级 隔壁 ,泡沫 带 发 育 不 稳定 。 复 中 柱 由 中 板 \ 斜 板 和 辐 板 组 成 。 床 板 平 列 状 或 微 向 中 心 倾 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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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 , 其 中 存在 变化 间断 , 这 种 间断 表现 在 纳 级 尔 早 期 ( 即 钠 缕 尔 Ay we REY Gigantopro- 
ductus edelburgensis, Antiquatonia insculptus, Striatifera atrypoides, Aulina, Lonsdaleia, 

Dibunophyllum, Hypesammina vulgaris, Archaediscus samarina, Endothyra globusa 等 ,没有 

EEANAS EIT GAY TB A B), HAR, EBS MERRY LIL Choristites, 
Pseudostaffella, Ozawainella 等 ,因此 主张 将 相当 于 纳 绿 尔 早期 的 沉积 归 人 韦 先期 ,相当 纳 
BAAR SAE + SERS, EWM ER AWE, 

在 水 城 德 坞 的 赵 家 山 组 的 中 上 部 ,我 们 兽 采 获 Homoceras, 在 盘 县 滑石 板 的 咸宁 组 的 
下 部 和 中 部 采 得 Reticuloceras, 并 于 威 宁 组 的 中 部 和 中 上 部 采 获 Custjtiocefl， 从 而 进 一 

步 证 实 黔 西 地 区 发 育 相 当 西 欧 纳 邹 尔 期 的 沉积 ， 但 其 中 所 含 的 生物 群 性 质 与 西欧 的 不 完 
全 相同 , 却 十 分 类 似 苏 联 顿 涅 茨 盆 地 。 

在 水 城 德 坞 赵 家 山 组 , 与 Homoceras 共生 的 主要 腕 足 类 为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 

gensis (Phillips), Striatifera angusta Janischewsky 和 Gondolina %, EAE) Eostaffella 为 

主 ,珊瑚 化 石 没有 发 现 。 但 在 威 宁 的 赵 家 山 组 , 大 量 的 珊瑚 化 石 与 Gigantoproductus, 
Gondolina, Eostaffella 等 共生 ,主要 属 种 为 ”Paulecorzzz1zc regia (Phillips), Aulina carinata 

Yi, Dibunophyllum turbinatum M’Coy 以 及 Lithostrotion decipiens (M'Coy) 等 。 有 些 腕 

足 类 和 珊瑚 化 石 分 子 在 新 官厅 段 已 有 出 现 ， 如 Gigantoproductus, Aulina 和 Palaeosmilia 

So HMB A tek TA Mb, 与 Reticuloceras 共生 的 主要 化 石 仍 为 腕 足 类 和 能 类 。 赵 

家 山 组 中 第 见 的 腕 足 类 分 子 在 威 宇 组 中 已 不 复出 现 , 却 为 新 生 分 子 所 替代 ,如 Choristites 
的 大量 繁 衍 以 及 其 他 中 石炭 世 常 见 的 Plicatifera chaot Grabau, Enteletina, Martinia lata 

(Grabau) 等 ,这 些 化 石 并 上 延至 威 宁 组 的 上 部 。 MRE PMR, Eostaffella HY 
有 出 现 ， 但 同时 伴生 数量 众多 的 Psexdortefjfelza， 后 一 个 属 且 可 延续 至 威 宁 组 的 中 部 和 上 
部 与 Gastrioceras 和 Profusulinella, Fusulinella 共生 。 威 宁 组 的 珊瑚 化 石 主要 富 集 于 威 

SHIR, 4 Choristites, Pseudostaffella 一 起 产 出 的 属 种 主要 为 Carinthiaphyllum, Kiono- 

phyllum 和 Sestrophyllum “4 Aulina, Dibunophyllum turbinatum M’Coy, Palacosmilia 和 

Lithostrotion decipiens (M’Coy) 等 亦 不 再 出 现 。 上 述 情况 ,表明 Homoceras 带 和 Reticulo- 

ceras 带 或 者 赵 家 山 组 与 威 宁 组 的 腕 足 类 、 珊 瑚 类 和 艇 类 是 代表 了 两 个 不 同 的 发 展 阶 段 ， 

且 各 自 呈 现 早 石炭 世 和 中 石炭 世 的 色彩 。 至 于 赵 家 山 组 和 威 宁 组 的 菊 石 类 是 否 代 表 一 个 

发 展 的 整体 ,有 待 于 今后 进一步 的 研究 。 但 是 ,我 们 未 曾 发 现 Reticuloceras 与 Homoceras 
共生 ,在 盘 县 滑石 板 剖 面 上 , 它 却 可 与 Gastrioceras 共生 ,似乎 Reticuloceras  Gastrioceras 

的 关系 比 之 与 瓦 omocerar 的 关系 更 为 密切 。 

根据 上 述 生 物 群 性 质 的 分 析 , 可 以 看 出 黔 西 地 区 相当 纳 针 尔 期 沉积 ,包括 了 两 个 不 同 

地 质 时 代 的 生物 群 ,所 以 不 宜 将 它 作 为 一 个 独立 的 地 层 单位 而 归于 中 石炭 世 或 早 石 炭 世 。 
BAW Homoceras 的 层 段 作为 赵 家 山 组 的 一 部 分 , 属 早 石 庆 世 晚期 ; 产 Reticuloceras 

HERR TAN es, RPA Rt. IN, RATA RA “AB RY 一 名 ,主要 

是 黔 西 地 区 的 生物 群 和 岩 相 有 很 大 程度 不 同 于 比利时 的 标准 剖面 ,另外 ,一 个 地 层 名 称 跨 

越 两 个 地 质 时 代 也 是 不 合适 的 。 

现 就 黔 西 地 区 相当 纳 角 尔 期 沉积 的 生物 群 列 表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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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县 水 城 威 7 西 欧 

威 Pseudostaffella Pseudostaffella Pseudostaffella 

中 == Choristites Choristites Choristites 

za Gastrioceras Profusulinella Profusulinella Gi 

5 ae Reticuloceras 

部 Profusulinella 纳 上 

RK 威 Reticuloceras Choristites Choritstites 

di Pseudostaffella Pseudostaffella Pseudostaffella a 5 五 

6 下 Choristites Carinthiaphyllum Kionophyllum 

部 Carinthiaphyllum 

Eostaffella Eostaffella Eostaffella 

下 家 Striatifera angusta Homoceras Striatifera angusta 

| Condolina Gondoline Gondolina Hit 
A 组 Gigantoproductus Striatifera angusta Gigantoproductus 

a edelburgensis Gigentopraductm edelburgensis Br 绕 

R aa edelburgensis Aulina carinata oe 

Bs 上 Dibunophyllum 
Z turbinatum 

部 
| Palaeosmilia regia 

除 上 述 情况 以 外 , 关于 Gastrioceras PHHJABDMASTAR HRA, 自 第 一 次 国 

际 石 炭 纪 会 议 以 来 都 设 有 取得 一 致 的 看 法 ,归纳 起 来 ,大 致 有 两 种 意见 , 梅 留 克 斯 (Mailleux， 

1928)、 德 马 涅 (Demanet，1941) 倾向 于 将 Reiiczxl1oceras (EH RMERAAIAR, Gastrio- 

ceras 带 作为 维 斯 发 阶 的 底 界 。 在 苏联 , 大 部 分 学 者 亦 都 将 Gastriocera TAAL ZEA 

阶 。 另 一 种 意见 则 主张 将 G WEA ASA AAA (Renier， 1927; Hudson, 1945)o 

目前 ,我 们 尚 无 充分 的 资料 阐述 GC, 亚 带 的 归属 问题 。 但 是 引 人 注 意 的 事实 是 上 纳 绑 尔 阶 

即 安 登 砂 贿 组 的 顶部 是 不 含 Gastrioceras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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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m | 

1, 2. Schuchertella magna Tolmatchew 

腹 壳 内 模 及 背 壳 内 模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RTBTMRAS AS 

3—6. Megachonetes zimmermanni (Paeckelmann) 

背 内 \ 腹 内 \ 腹 视 及 背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刘 家 埠 草 海 组 鸭子 塘 段 。 

图 7. Camarotoechia xuanchengensis Ching 

腹 壳 内 模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刘 家 埠 繁 笑 湾 组 。 

图 8, 9.  Keyserlingophyllum sp. 

横 切面 及 纵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10. Praewaagenoconcha kiangstuensis (Chu) 

腹 壳 外 模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11, 12. Delepinea subcarinata Ching et Liao 

腹 视 及 后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刘 家 埠 草 海 组 鸭子 塘 段 。 

图 13，14. Carruthersella compacta Garwood 

横 切面 及 纵 切 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RTT RASA 

B15, 16. Cravenia sinensis Wu et Zhao 

横 切面 及 纵 切面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图 17. Fusella shaoyangensis (Ozaki) 

腹 壳 内 模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刘 家 埠 繁 禾 湾 组 。 

图 18. Vitiliproductus groberi (Krenkle) 

腹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KT MRE SAB TMA. 



zy 1—3. 

图 4. 

图 5，6. 

图 7，8. 

图 9. 

图 10. 

图 11. 

12, 13. 

图 14. 

oH mw U 
Delepinea depressa Ching et Liao 

腹 视 及 背 视 ，X 1l。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小 屯 头 草 海 组 十 里 铺 段 。 
Clisiophyllum vesiculosum (Garwood)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鸭子 塘 草 海 组 鸭子 塘 段 。 
Pugilis hunanensis (Ozaki) 

腹 视 及 背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Diphyphyllum ct. hochangpingense Yi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RTETRRSATBRR, - 
. Michelinia weiningensis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RT MRE BAB TIER. 
Gigantoproductus moderatus (Schewertzov) 

MUL MRM, X1, PH RE: RTISTHR BATTER. 

版 III 

Kueichouphyllum sinense Ya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刘 家 埠 草 海 组 鸭子 塘 段 。 
Carcinophyllum irregulare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KRTRTRBRBARETR. 
Aulina puerilis Smith et Ya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3。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赵 家 山 组 。 
Dibunophyllum turbinatum M’Coy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Palaeosmilia regia (Phillips)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 Lithostrotion pauciradiale (M’Coy)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小 屯 头 草 海 组 新 官厅 段 。 
. Lithostrotion decipiens (M’Coy)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赵 家 山 组 。 
。 Siphonophyllia sp.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鸭子 塘 草 海 组 鸭子 塘 段 。 

版  IV 

Gondolina weiningensis Ching et Liao 

背 视 \ 腹 视 及 侧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赵 家 山 组 。 
Striatifera striata (Fischer) 

al,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Homoceras cf. subglobosum (Dollé) 

侧 视 及 腹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赵 家 山 组 。 
Kizilia weiningensis Wu et C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赵 家 山 组 。 
Eostaffella tranae Ganelina 

轴 切 面 ,，X 50。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Eostaffella mosquensis Vissarinova 

轴 切 面 , X 50。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gensis (Phillips) 

腹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赵 家 山 组 。 
Palaeosmilia stutchburyi (Edwards et Haime)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赵 家 山 组 。 
Qinghaiphyllum sp. 

Mm,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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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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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ulinella pseudobocki Lee et Chen 

轴 切 面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Pseudostaffella greenlandica Ross et Dunbar 

‘hi,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Pseudostaffella paradoxa (Dutkevich) 

轴 切 面 ，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Choristites mansuyi Chao 

腹 视 \, 背 视 及 侧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盘 县 滑石 板 威 宁 组 。 
Plicatifera chao: (Grabau) 

腹 视 ， x i, 产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Muirwoodia sinensis Ching et Liao 

侧 视 及 腹 视 ， x Lo 产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Pseudostaffella nibelensis Rauser 

mH, X 30。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Pseudostaffella antiqua posterior Safonova 

轴 切 面 , X 30, HREM: 威 宁 小 屯 头 威 宁 组 。 
Eofusulina triangula Rauser et Beljaev 

轴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盘 县 达 拉 威 宁 组 。 
Profusulinella rhomboides Lee et Chen 

HY,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Fusiella typica Lee et Chen 

Mm, X50, HREM: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Profusulinella weiningica Chang 

HY,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Profusulinella priscoidea Rauser 

thy,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盘 县 达 拉 威 宁 组 。 
Fusulinella solizalichi Daimatskaja 

thm,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Fusulina okensis Rauser 

轴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Sestrophyllum astraeforme Fomitschev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Fusulina quasicylindrica var. compacta Sheng 

轴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版  YVI 

Gastrioceras cf. cumbriense Bisat 

侧 视 及 正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盘 县 滑石 板 威 宁 组 。 

Reticuloceras kueichouense Chao et Liang 

侧 视 及 腹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Kionophyllum ovatum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威 宁 组 。 

Donetzites regulare Wu et Zhao 

横 切面 及 纵 切 面 , X 4。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Lithostrotionella stylaxis (Trautschold)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3。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雹 威 宁 组 。 

Lytvophyllum minor Wu et Zhao 

横 切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Caninia simpliseptata Chi 

12. 横 切面 , X1.5; 13,14. 另 一 块 标本 的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X 1.5. 产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威 宁 组 。 
Carinthiaphyllum exquisitum Wu et Zhao 

横 切面 及 纵 切 面 ,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湾 湾 头 威 宁 组 。 

Axolithophyllum cylindricum Wu et C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 上 。 



版  VI 

All, 2. Nephelophyllum simplex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赵 家 山 马 平 组 。 
图 3 一 7.。 Timania lophophylloides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人 么 站 马 平 组 。 
图 8，9. Antheria polygonalis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赵 家 山 马 平 组 。 
图 10—12. Pseudotimania delicata Wu et Zhao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赵 家 山 和 水 城 德 坞 的 马 平 组 。 
图 13 一 16。 Caninia obliquis tenuis (Fomitschev) 

横 切 面 及 纵 切面 ，X 2.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赵 家 山 马 平 组 。 
图 17，18. Kepingophyllum sp. 

横 切 面 及 纵 切 面 ，X 2。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版 VIII 

Al. Rugosofusulina stabilis Rauser 

轴 切 面 ,X 10。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马 平 组 。 
图 2. Triticites subashiensis Chang 

轴 切 面 ，X 10。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么 站 马 平 组 。 
图 3. Boutonia cheni Ho 

轴 切 面 , X 40。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磨 刀 石 马 平 组 。 
图 4. Montiparus weiningica Chang 

轴 切 面 ， x 25.0 产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图 5. Quasifusulina arca Lee 

轴 切 面 ,X10。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马 平 组 。 
图 6. Quasifusulina longissima Moeller 

轴 切 面 ， x 10, 产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图 7. Hemifusulina ovata Chang 

轴 切 面 ,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磨 刀 石 马 平 组 。 
图 8，9. Meekella sp. 

腹 视 及 背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ALE 
图 10. Dictyoclostus uralicus (Tschernyschew) 

腹 视 ，X 1。 产 地 及 层 位 : 同上 。 
图 11. Pseudoschwagerina subrotunda Ciry 

Ym, X 10。 产 地 及 层 位 : 水 城 德 坞 马 平 组 。 
图 12. Pseudoschwagerina moungthensis Deprat 

轴 切 面 ，X 10。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磨 刀 石 马 平 组 。 
图 13. Pseudofusulina kankarinensis Chang 

thy,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么 站 马 平 组 。 
图 14 一 18。 Nantanella mapingensis Grabau 

腹 视 、 侧 视 , 背 视 及 前 视 ，X 1; 腹 视 ，X 1.5。 产 地 及 层 位 ; 威 宁 磨 刀 石 马 平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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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 靖 远 石炭 纪 生 物 地 层 ” 
$E% tet BEM RET 

,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 

A &£ # & 

本 文 从 生物 地 层 学 ;特别 是 从 古 植物 学 的 观点 出 发 ,并 结合 岩 相 、 岩 性 特征 ,对 甘肃 靖 远 的 
尖 石炭 纪 地 层 和 所 含 化 石 作 了 较 详 的 划分 和 讨论 。 在 原来 所 谓 羊 虎 沟 群 的 下 部 ,根据 动 ,植物 化 
n A SNAERA, KERRY OWAS ROME, RAZS HA, 

2. PRE MTE FLAN ADRK SAREE ADENEDWES Le 
Xo RRBVENRBURBELUW RA RANWEEA, AED IM KABA 
地 层 归 于 中 石炭 统 , 代 表 中 石炭 世 早期 的 沉积 。 

靖 远 县 位 于 甘肃 省 东北 部 。 大 地 构造 位 置 处 于 北 祁 连 加 里 东 裙 皱 带 的 东南 段 。 

本 区 各 纪 地 层 发 育 较 全 , 自 南山 群 变质 岩 系 至 第 三 系 均 有 出 露 。 其 中 , 石炭 系 含 可 采 

炬 层 和 其 它 人 矿产 。 因 此 , 进一步 划分 石炭 纪 地 层 , 对 今后 的 地 质 勤 探 和 有 关 问 题 的 探讨 ， 
都 有 一 定 的 意义 。 

Rl. 甘肃 靖 远 石炭 纪 地 层 划分 沿革 对 比 表 

kim. RSM | HRA Iw | He Cw 部 
133 SERB 本 交 

(1948) Sascay (1959) 

isk? P | 石 盒子 统 | P | 五 盒子 统 Be | > ae ae 

(六 ) 薄 层 灰 岩 页 岩 
砂岩 层 

C5 : 

(人 五) 砂岩 页 岩层 
( 含 煤 ) 

(四 ) 薄 层 灰 岩 页 岩 
wee 

| 三 7 页 岩 砂岩 层 

二 ggenee ara 
岩层 夹 石灰 岩 c: | Rw 
缺 ? 站 “eva aay aes 

Ci D, | “ 老 君山 群 上 部 
(一 ) 砾 岩 及 砂砾 岩 Rane Rasa : 

© AXAGE 1965 年 野外 工作 的 材料 写成 ,参加 野外 工作 的 有 蔡 重 阳 、 姚 兆 奇 . 吴 秀 元 。 文 中 主要 动物 化 石 由 下 

列 同 志 协 助 鉴 定 : Bs GH) PHB KER) AUER) SEF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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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远 地 区 石炭 纪 地 层 的 研究 虽 开 始 较 早 ， 但 由 于 前 人 对 化 石 采集 不 够 系统 和 生物 地 

层 学 上 的 综合 研究 不 够 ,在 时 代 划 分 上 存在 不 少 问题 。 因 此 ,我 们 赴 该 区 对 有 关 地 层 作 了 
进一步 观察 , 测 制 了 一 些 较 详 的 剖面 ,采集 了 较 多 的 化 石 。 经 初步 分 析 整 理 和 参考 前 人 的 

研究 成 果 , 提出 了 一 些 新 的 看 法 , WEES WR 1)。 
野外 工作 期 间 , 得 到 有 关 单 位 和 同志 的 大 力 协 助 ,在 此 ,我 们 再 次 表示 谢意 。 

地 层 层 序 和 十 生物 特征 

靖 远 地 区 石炭 纪 地 层 大 致 成 北西 - 南 东 向 条 带 状 分 布 , 以 磁 窗 地 区 保存 较 全 ,实测 厚 

度 达 800 RA, 所 含 动 ` 植 物化 石 相当 丰富 , 可 作为 靖 远 石炭 纪 地 层 的 标准 剖面 。 本 区 除 
早 石 痰 世 早 期 , 即 杜 内 期 外 ,包括 了 国际 上 通常 划分 石炭 系 所 有 阶 的 代表 。 全 纪 各 阶段 沉 

积 之 间 没 有 大 的 间断 , 与 上 履 二 迭 纪 红 层 和 下 伏 晚 泥 盆 世 老 君山 群 之 间 均 为 假 整 合 接触 。 

由 于 古 地 理 和 后 期 剥蚀 的 影响 , 靖 远 各 地 石炭 系 的 岩 相 厚度 变化 较 大 ;总 的 来 看 , 目 
东 往 西 有 由 厚 变 薄 的 趋势 。 根 据 野外 观察 和 室内 研究 ,以 及 在 前 人 工作 的 基础 上 ,我 们 对 

靖 远 地 区 石 痰 纪 地 层 的 系统 剖面 提出 了 如 图 1 所 示 的 初步 划分 。 

一 、 早 石 痰 世 地 层 

靖 远 及 其 邻近 地 区 未 发 现 可 靠 的 杜 内 期 地 层 。 本 区 最 老 的 石炭 纪 沉 积 属 于 早 石炭 世 
晚期 , 即 韦 先期 ,通称 臭 牛 沟 组 。 

RAW (Ci) 以 磁 窒 大 水 沟 及 榆树 梁 西 坡 出 露 最 全 , 最 厚 处 达 500 RK, 剖面 实况 

如 下 : 

磁 窒 大 水 沟 臭 牛 沟 组 实测 剖面 ( 见 图 2-1) 

上 覆 地 层 : 中 石 痰 世 靖 远 组 (C2) 

整 合 

Sita LB (CI). 
36. RIKI AVE IRE TH, ERB IRA AK RDC: 珊瑚 Aulina sp. 
等 ; 腕 足 类 Dictyoclostus sp. 及 海 百合 葵 等 Re 44.00 米 

P45) 灰白 粗 粒 石英 砂岩 ee 21025 

34. RRBERRKKA  BEDMWItA: BEA Gigantoproductus geniculatus Yang et Ting, 

Kansuella sp., Fluctaria undata (Defrance), Composita sp., Marginifera viseeniana 

Chao, Echinoconchus elegans (M’Coy), Tornquistia sp., jig Pentremites sp。 及 海 百 

PRED pe 801-55 

REBAR (Ci): - 

33. 灰 黑 砂 质 页 岩 夹 薄 层 砂岩 , 含 植物 化 石 碎 片 , 顶部 含 薄 层 石 膏 ; 中 .上 部 夹 两 层 海 相 泥 

灰 肉 及 页 岩 ， 产 动物 化 石 : BH Prylopora sp., Fenestella sp.， 脑 足 类 Rugosocho- 

metes hardrensis (Phillips) ee 19.30 米 

32. KE 中 厚 层 石英 粗 砂 贿 5 10.65 #* 







Si: 

30. 

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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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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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 see Ee +... GL ee 5.48 米 

薄 至 中 厚 层 石英 砂岩 ,底部 局 部 含 砾 , 顶部 产 植物 化 石 . Lepiaozezarom cf. volkma- 

2 放风 SEED <0. +-ivecenccanseoesiyreenesqasseessestannsdemabp ate aptncebeil< sien teal x 5.88 米 

灰 、 灰 黑 砂 质 页 岩 夹 薄 层 砂岩 , 富 含 植物 化 石 : Lepidodenraromz sp. (2n. sp.), Bothro- 
dendron sp. (?n. sp.), Neuropteris cf. antecedens Stur,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 

gense Nath., Triphyllopteris cf. rhombifolia Daber, Holcospermum sp., Boroviczia sp. 

RP AMinnincminaisiaiee'eoc.000 cies eecwnnesivicesevivieus ou bd «dele aspWhrida tilpee cise Spb Redback cook twabdeamareds 10.82 ae 

灰 黑 粉 砂 质 页 岩 , 黑 色 页 岩 夹 薄 层 细 砂 岩 , 页 岩 中 含 闵 铁 矿 结核 ,底部 夹 三 层 薄 煤 , 产 
KALA: Neuropteris cf. gigantea Sternb., N. cf. lunata White, Lepidodendron sp., 

Calathiops sp., ‘Trigonocarpus spa, -o2+00ssnesssccccccvssoavevcc sec seceussensconeoccevss 36.71 米 

eC Ey SEE Es HR AY poems ve ecb eo todas Noedse cnc onde cdowadsauvawncasens 2.80 米 

下 部 灰白 中 细 粒 石英 砂岩 ， 上 部 为 深 灰 粉 砂 质 页 岩 ， 夹 煤 线 ， 其 上 富 含 植物 化 石 : 
Lepidodendron cf. losseni Weiss, Lep. volkmannianum Sternb., Lepidophloios? sp., 

Ulodendron sp., Aspidiaria sp., Bergeria sp., Stigmaria cf. ficoides (Sternb.), Carpo- 

lithus SP 5.76% 

25. 深 灰 粉 砂 质 页 岩 ,风化 面 灰白 色 , 中 夹 薄 至 中 厚 层 砂岩 ,下 部 夹 一 煤 线 。 上 部 页 岩 中 
产 植 物化 石 : Letpzidodezdyrom sp., Cardioneura? sp。 及 共生 的 脑 足 类 化 石 Lingula sp. 

Ores en. .. Soc uxtunce desde cn daotgausa carve ant tEedeienmerse-auinaian aang ane haemme 8.00 米 

24. 0-80 sy = See 4.00 米 

23. 灰 黑 粉 砂 质 页 岩 ; 产 植物 化 石 Lepidodendron sp. pp 6.00 米 

22. KA = eg sate oti FU WALA: Lepidodendron spp., Lepidophyllum sp. 
eee c cece ccs cc secs csc essed vcccccesecees see ce eee sees sense nsssesenssesssccsesssscessesessesseeess 6.44 水 

RFGAPE (Ci): 

21。 紫 红粉 砂 岩 夹 黄 绿 粉 砂岩 , 中 含 钙 质 结核 , WBHKAIES, SUBAR—E- 
ccc ccc eeccccnccceceececececeesssseessssescasecssecesesscssssscssscssssssnssssssssssssesassseses 6.34 a 

20. 底部 为 石英 砾 岩 ,下 部 为 粗 砂 岩 , 上 部 为 黄 绿 中 细 粒 砂岩 .ee 3.17 米 
19. 下 部 为 黄 绿 中 和 粒 砂 肉 ， 上 部 为 紫红 泥 质 粉 砂岩 corccreccceecrc erect eeeeeeceeeeeeee 9.50% 

18. 特色 含 砾石 英 粗 砂岩 具 交错 层 理 和 4.20 米 

U7: 灰 绿 薄 层 细 砂 震 ， Kas Decides de santok cipcte css COaca ket VeasnsWil ccuas eee Tasees oes 6.40 米 

16、 楷 红 泥 质 粉 砂岩 , 中 部 富 含 钙 质 结核 ee 6.40 米 

15. SELES ERB DRA DES, FB cece ceeceteeeeee een eneeeneees 2.00% 

14. RABE, AIRE th, LITE, BIR 17.50 3 
13. 黄 绿 中 至 细 粒 长 石 石英 砂岩 , 中 部 夹 一 层 厚 约 一 米 之 粗 砂 岩 ， 间 夹 紫红 , 灰 绿 泥 质 粉 

本 
5.31 米 

ae 

init 

10. 

紫红 泥 质 粉 砂岩 ,上 部 夹 一 层 厚 约 50 厘米 之 灰 绿 细 砂 岩 , 中 含 钙 质 结核 … 12.50 米 

下 部 灰 绿 中 厚 层 长 石 石英 砂岩 ,中 部 紫红 、 灰 绿 细 砂 岩 及 粉 砂岩 , 中 夹 钙 质 条 带 及 结 

核 。 上 部 灰 绿 中 厚 层 中 细 粒 砂岩 ,顶部 夹 此 红 泥 质 粉 砂岩 及 俩 质 结核 …… §, 85.56 

灰 绿 中 粒 长 石 石英 砂岩 , 夹 灰 岩 透镜 体 。 底部 局 部 为 含 砾 粗 砂岩 , 具 斜 层 理 和 交错 层 

理 。 上 部 紫红 ,、 灰 绿 泥 质 砂岩 ;, 具 水 平 层 理 浊 pe 
8.73 米 

灰 绿 含 砾 粗 砂 岩 , 具 斜 层 理 , 夹 灰 岩 透 镜 体 , 底部 具 冲 刷 面 。 上 部 为 灰 绿 粉 砂岩 及 中 

粒 长 石 石英 砂岩 , 中 夹 谈 岩 透镜 体 
4.60 米 

- 下 部 灰 绿 薄 至 中 厚 层 长 石 石英 砂岩 及 粗 砂 岩 , 中 夹 茵 层 或 透镜 状 灰 岩 * 上 部 为 灰 绿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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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SS. SE een + on cicilaeileh Athi oh, aes eae oe 3.30 

7. 灰 绿 中 至 薄 层 中 粒 长 石 石 英 砂岩 , 沿 层面 砾石 富 集成 层 , 交错 层 理发 育 , 上 部 为 紫红 
区 深 灰 蒜 畴 汪 caning «0s <0a1 ennntonsoetatec wan yehadah 5.40 米 

6. 下 部 紫红 粉 砂岩 与 灰 绿 粉 砂岩 互 层 ,中 夹 薄 层 灰 岩 , 上 部 为 灰 绿 粉 砂岩 与 薄 层 中 细 粒 
ae TSG Pa Tren ~ Foo - vincent oe ee 19.20% 

5. 深 灰 薄 至 中 厚 层 白 云 质 灰 岩 ,， 含 少量 石英 砾 , 产 少 量 腕 足 类 化 石 ; Regosocpozetes 
laguessianus (Koninck), Schuchertella sp. pe 3.00 

4. 下 部 为 灰 绿 泥 质 粉 砂岩 , 间 夹 灰 黑 灰 岩 条 带 , 中 部 为 灰色 薄 层 钙 质 自 云 岩 , 中 夹 灰 绿 

粘土 质 粉 砂岩 , 上 部 为 灰 绿 粉 砂 质 页 岩 与 薄 层 灰 岩 互 展 pp 8 区 到 类 

3. 灰 绿 中 厚 层 中 粗 粒 石英 砂岩 , 含 少量 石英 砾 , 顶 部 夹 厚 约 1 米 的 灰 岩 透镜 体 ……………- 
ee 9.10 米 

2. 灰 \ 略 带 紫 红 中 厚 层 含 碎 导 泥 块 灰 岩 ,中 夹 紫 红 及 杂 色 石英 粗 砂 岩 与 石英 砾 岩 。 灰 岩 

中 碎 属 自 下 而 上 变 少 ,颗粒 变 细 ，, 钙 质 成 分 增多 。 碎 必 成 分 为 石英 \ 煤 石 \ 砂 岩 , 直径 
一 般 为 0.5 一 2 .0 BK, PR URE 9 BE Fy EIR cence ee cece eee ceneneeeeeenae 38.42% 

下 傣 地 层 : eRe A We LM (Ds) 

EWM 357.32 K, 按 岩 性 及 沉积 旋 旬 可 分 为 下 .中 .上 三 段 。 今 将 这 三 段 的 古 

生物 和 岩 性 、 岩 相 特 征 以 及 沉积 环境 等 分 别 概述 如 下 。 

1. 自 牛 沟 组 下 段 Ci) 。 按 岩 性 特征 可 分 为 上 .下 两 部 。 下 部 以 含 碎 层 泥 块 灰 岩 、 

薄 层 白云 质 灰 岩 、 钙 质 和 白云 岩 为 特征 ,代表 海 进 初 期 疙 海 .浅海 环境 下 的 一 套 碎 层 及 泥 、 钙 

质 沉 积 ; 并 有 随 着 海水 加 深 , 碎 导 成 分 减少 和 和 钙 质 增多 的 现象 。 上 部 为 一 套 紫 红 及 灰 绿 砂 

页 岩层 ,以 富 含 钙 质 结 核 及 薄 层 石膏 为 特征 ,化 石 稀 少 。 本 段 下 部 所 夹 的 薄 层 灰 岩 或 灰 岩 

BAKE LAMBA, 反映 了 由 浅海 至 汽 湖 、 河 流 相 况 积 环境 的 变迁 ,为 海 退 期 的 沉积 。 

同时 ,还 反映 了 本 区 臭 牛 沟 组 训 积 之 初 的 气候 可 能 是 干燥 的 ,这 才 有 可 能 形成 分 布 较 广 的 

A BUR o 

下 段 地 层 中 化 石 不 多 , 只 在 下 部 发 现 少量 的 腕 足 类 。 HH, Rugosochonetes laguessia- 

nus 主要 分 布 于 杜 内 阶 上 部 至 韦 先 险 下 部 ,在 天 祝 磨 石 沟 的 臭 牛 沟 组 下 部 也 有 相似 种 的 发 

现 。 结 合 本 区 下 段 地 层 的 特征 ,可 以 认为 下 段 地 层 的 时 代 属 于 韦 先 期 早期 。 但 是 ,在 设 有 

进一步 发 现 可 靠 的 化 石 以 前 ,不 能 完全 排除 本 段 下 部 地 层 有 属于 杜 内 期 的 可 能 性 。 

2. 臭 牛 沟 组 中 段 Ci) 以 灰 黑 砂 页 岩 含 煤层 及 夹 有 薄 层 海 相 泥 灰 岩 、 灰 岩 为 特 

征 , 煤层 在 局 部 地 区 达 可 采 厚 度 。 本 段 岩 性 与 下 段 上 部 紫红 、 灰 绿 含 石膏 岩层 易于 辨别 。 

由 于 海水 时 进 时 退 , 形 成 了 一 套 滨 海 沼 泽 相 含 煤 碎 导 沉 积 。 含 煤 帝 积 及 动 . 植 物化 石 的 大 

量 出 现 ,反映 了 韦 先期 中 期 的 气候 条 件 已 由 干旱 转 为 温 齐 。 

本 段 崖 相 及 厚度 变化 较 大 ,在 大 水 沟 为 121.96 米 ,， 只 在 中 .上 部 发 现 三 层 海 相 页 者 与 

泥 灰 岩 。 在 东部 相距 仅 数 公里 的 榆树 梁 西 坡 则 达 206.84 米 , 且 夹 较 多 的 海 相 灰 者 和 泥 灰 

岩 。 总 的 来 看 ,厚度 由 东 向 西 逐 渐变 小 ,这 可 能 与 当时 的 古 地 理 环境 有 关 。 

动物 化 石 以 腕 足 类 较 多 ,并 有 一 些 具 有 地 层 意义 的 属 种 ,如 Rugosochonetes hardrensis 

个 别 昌 可 见于 中 石炭 统 , 但 主要 分 布 于 下 石 谈 统 ; Echinoconchus elegans 的 地 质 历程 较 长 ， 

但 在 我 国 西北 及 西南 等 地 区 早 石炭 世 地 层 中 最 为 常见 。 激 鳃 类 中 较 重 要 的 分 子 有 

| i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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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blopteria anisota, Aviculopecten cf. zacrolir， 前 者 常见 于 韦 先期 地 层 , 后 者 在 英国 只 见 

于 下 石炭 统 。 总 的 说 来 ,这 些 动物 化 石 显示 了 好 层 的 时 代 应 属 韦 先期 。 
植物 化 石 的 主要 属 种 有 Lepidodendron volkmannianum, Lep. cf. losseni, Cardiopteri- 

dium cf. spetsbergense, Triphyllopteris cf. rhombifolia, Neuropteris cf. antecedens, Rhodea 

aff. filifera, Sphenopteridium? sp. 以 及 种 子 化 石 Boroviczia sp., Holcospermum sp. 等 。 

这 些 分 子 显示 其 地 层 时 代 属于 时 石炭 世 的 可 能 性 最 大 。 还 应 特别 提 到 的 是 , 这 里 已 出 现 
TR Lepidodendron dichotomum, Neuropteris cf. gigantea, N. cf. lunata 等 具有 较 新 时 

代 特 征 的 分 子 。 这 一 方面 给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增 添 了 较 晚 期 的 色彩 , 另 一 方面 也 说 明 这 一 植 

物 群 的 特殊 性 。 即 使 如 此 , 从 整个 植物 群 的 面貌 来 看 , 仍 以 早 石炭 世 的 分 子 占 优势 , 且 其 

上 覆 地 层 含 有 韦 先 期 动物 化 石 , 也 说 明 这 一 植物 群 应 属 早 石炭 世 韦 先期 。 

.3. 臭 牛 沟 组 上 段 Ci) 为 一 套 薄 至 中 厚 层 灰 岩 , 含 料 石 条 带 和 结核 , 下 部 夹 海 相 

砂 页 岩层 。 灰 岩 中 富 含 海 相 动物 化 石 , 表 明 为 温暖 气候 条 件 下 的 浅海 沉积 ,是 早 石炭 世 晚 

期 最 大 一 次 海 侵 的 产物 。 
本 段 厚度 在 大 水 沟 为 50 余 米 ,在 东部 榆树 梁 竟 达 140 余 米 。 靖 远 其 它 地 区 均 未 发 现 

有 这 样 厚 的 含 料 石 灰 岩 ,但 相当 于 本 段 的 地 层 是 存在 的 。 

本 段 盛产 珊瑚 、 腕 足 类 、 环 皮 动 物 等 化 石 , 其 中 腕 足 类 最 为 丰富 ,地 层 意 义 也 较 大 。 如 

Gigantoproductus geniculatus 3) FPEILW RW RAWA, Kansuella 在 我 国 及 欧洲 主要 

分 布 于 下 石炭 绕 , 西 北 的 臭 牛 沟 组 中 也 常 有 发 现 ; Marginifera viseeniana 为 韦 先 期 常见 化 

A, 武威 等 地 的 臭 牛 沟 组 中 皆 有 分 布 ; Fluctaria xmdata 在 我 国 可 以 从 韦 先期 上 延至 中 石 

炭 世 ,而 Tornquistia 一 属 以 往 在 我 国 未 有 报导 , 在 欧洲 则 出 现 于 韦 先 期 至 纳 纱 尔 期 。 珊 

HULA 4zliza 等 为 早 石炭 世 的 标准 化 石 。 

RL AE BAD, SIE Tornquistia sp. 和 Fluctaria undata 都 充分 显示 了 这 上 段 

地 层 的 时 代 属 于 韦 先期 晚期 ， 与 祁连山 北 坡 武威 一 带 臭 牛 沟 组 上 部 广泛 海 侵 期 的 浅海 相 

年 质 及 泥 质 碎 居 沉 积 相 当 , 大致 可 与 祁连山 南 坡 的 怀 头 他 拉 组 对 比 。 

臭 牛 沟 组 与 下 伏 的 晚 泥 盆 世 老 君 山 群 上 部 的 产 状 基本 一 致 , 但 两 者 的 岩 相 不 同 。 前 

老 的 下 息 为 含有 韦 先 期 早期 动物 化 石 的 海 相 沉积 , 后 者 则 为 陆 相 ; 同时 , 相当 于 杜 内 期 的 

沉积 在 未 区 未 经 证 实 , 因而 臭 牛 沟 组 与 老 君 山 群 之 间 在 本 区 应 视 为 假 整合 关系 。 

值得 注意 的 是 , 靖 远 的 臭 牛 沟 组 与 祁连山 其 它 地 区 的 相当 沉积 虽 有 相似 之 处 ,但 也 有 

它 的 特殊 性 , 特别 是 与 祁连山 北 坡 的 其 它 剖 面 有 所 差异 : 《1) 本 组 厚度 达 500 RAK, MH 

BALA YHA ILE 100 米 左右 ,景泰 黑山 也 不 过 150 2K; (2) AA LRM AAR AE 

frp EBT LIA 114 米 ,在 祁连山 北 坡 其 它 地 区 均 未 达 这 样 的 厚度 ; 《3) 臭 牛 沟 组 之 上 有 一 

套 相当 于 纳 级 尔 期 的 好 层 一 一 靖 远 组 , 两 者 间 为 连续 沉积 。 

上 列 事实 ， 为 再 造 祁 连 山地 区 早 石炭 世 后 期 的 古 地 理 环境 提供 了 新 的 资料 。 具 咎 沟 

组 上 疏 有 一 套 正常 的 浅海 灰 岩 沉积 及 与 上 履 好 层 无 明显 的 间断 这 一 事实 ， 说 明 早 石 痰 世 

后 期 的 海 侵 在 祁连山 东 缘 持续 的 时 间 较 西 段 武威 一 带 长 些 。 可 能 ， 祁连山 区 的 海 侵 除了 

月 一 支 是 由 西 往 东 的 以 外 ， 还 有 一 支 是 自 南 向 北 伸延 的 。 祁连山 区 早 、 中 石炭 世 的 动物 

at 特别 是 腊 足 动物 群 ,与 华南 及 西南 的 关系 较为 密切 , 这 在 某 种 程度 上 也 支持 了 上 述 设 

起， 此 外 ， 下 .中 石 央 统 之 间 的 间 断 在 祁连山 北 坡 的 有 些 地 区 虽 比较 显著 , 但 在 南 坡 的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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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布鲁克 及 北 坡 的 靖 远 等 地 区 并 不 明显 ,这 说 明 早 石炭 世 晚 期 的 地 壳 运 动 并 非 到 处 一 致 。 

同时 , 也 应 注意 到 臭 牛 沟 组 沉积 时 岩 相 古 地 理 的 变化 ,上段 灰 岩层 在 某 些 地 区 的 缺失 , 一 
方面 可 能 是 受 后 期 的 剥蚀 , 另 一 方面 也 可 能 是 由 于 相 变 所 致 。 因 之 ,只 有 对 各 个 地 层 剂 面 

进行 较 细 致 的 生物 地 层 研 究 , 并 了 解 古 地 理 对 岩 相 ,厚度 的 控制 作用 , 才 可 能 对 各 地 早 石 
次 世 地 层 进 行 比 较 确 切 的 对 比 。 

二 、 中 石 痰 世 地 层 

中 石 痰 世 地 层 在 祁连山 北 坡 一 般 通 称 羊 虎 询 群 。 就 标准 剖面 所 含 的 化 石 而 言 ， 其 时 

代 相 当 于 维 斯 发 期 。 标 准 地 点 的 羊 虎 沟 群 直接 不 整合 于 “南山 群 之 上 , 因而 该 剖面 是 否 
完全 ,一 直 是 不 清楚 的 。 一 般 都 习 于 将 臭 牛 沟 组 以 上 的 地 层 笼统 地 归于 羊 虎 沟 群 ,而 很 少 

考虑 其 生物 地 层 学 上 的 原 有 涵义 。 这 次 在 靖 远 磁 密 臭 牛 沟 组 之 上 通称 的 羊 虎 沟 群 下 部 ， 
发 现 了 一 套 不 仅 在 岩 性 上 、 更 重要 的 是 在 生物 群 的 特点 上 都 与 原来 理解 的 羊 虎 沟 BB A 

不 同 的 沉积 ,我 们 将 它 划 为 一 个 独立 的 地 层 单 位 一 一 靖 远 组 ,以 代表 我 国 西北 地 区 中 石炭 
世 导 期 的 纳 纱 尔 期 沉积 ,从 而 将 本 区 的 羊 虎 沟 群 限 用 于 相当 西欧 维 斯 发 期 的 地 层 ,并 改称 
为 羊 虎 沟 组 。 

本 区 的 中 石 炭 世 地 层 在 磁 密 共 厚 250 余 米 , 今 将 剖面 列 述 如 下 : 

磁 窗 榆树 梁 一 红土 洼 靖 远 组 和 羊 虎 沟 组 实测 剖面 ( 见 图 2-2，3) 

ERWE: HARARE (C3) 

e 

羊 虎 沟 组 上 段 (C2 一 ): 
69. 灰 黑 钙 质 页 岩 ,， 顶部 为 黑色 页 岩 夹 煤 线 ces eee ee ecceeeeeececeeeeneceeeecseeeeeneees 3.75 米 

68. 黑色 页 岩 与 灰 贿 互 层 , 产 动物 化 石 : 脐 足 类 Dictyoclostus houytiensis (Ozaki), Cho- 

ristites sowerbyi Fischer, Linoproductus sp.; ¥RHR2AS Sanguinolites cf. tropidophorus 

(Meek); =F I Ditomopyge sp. pe 203253 

67 © PAGES, DUAL TRIE BYR ccreeeereceeenescesessescescenecssensensccsscaaeaaseescoessnaia 2.00 *% 

66. EO REO a emer eee Neuropteris sp., Lino- 
PLETIS Spa FEE veveecceerccccecenencccesencceesecedeencecsesssssecensnessseresessseescceeeaeres 21.50 #K 

=F R48 Fee (Cz): 

65. 上 部 为 2 米 黑色 薄 层 泥 灰 岩 , 夹 装 铁 矿 结核 ; 产 动 物化 石 : PER Schellwienella sp.; 

腹 足 类 Strobus sp., Retispira sp., Euphemites sp。 及 珊瑚 化 石 ;下 部 为 黑色 块 状 灰 岩 ， 
含 泥 质 较 多 ,; 产 脏 足 类 化 石 : Choriszztesy crassicostatus Semichatova, Plicatifera sp.+++++ 

ere ree eee er 3.50% 

64. 黑色 页 岩 夹 薄 煤 三 层 ; 煤 层 顶板 为 灰 岩 ,内 产 腕 足 类 化 石 : Plicatifera chaot Grabau, 
Dictyoclostus sp., Martinia sp. .ee 本 站 本 二 7.15 米 

63. PRET, FUE REDD GS cceceeeceeeeeceeeeeceeeeeceeeeceeeeeeeeeseceeecseeeseeeeees 1.20% 

62. 灰 黑 砂 质 页 岩 , 风化 后 灰 褐 色 , KVREZAT GERER-E, 含 植物 化 石 碎片 黄 多 
sis cuales Beh sti iret fates Aah absentee hdaloutat ode cs ais Va salnasuedens eUbapth ate atatig coke edycn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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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上 其 白 厚 层 至 块 状 石英 粗 砂 岩 , 风 化 后 灰 黄 ,底部 有 时 含 细 砾 , 产 植物 化 石 : Lepidodcr- 
2 15.94 # 

—-#£ 4 

ti 48 ER (C;~*): 

60. 浅 灰 、 土 黄粉 砂 质 页 岩 , 富 含 钙 质 ;, 产 动物 化 石 . 胶 足 类 Martinia remota Chao; LE 

ZE Bilinguites aff. superbilingue (Bisat) -+e+cescsscssecseeecteecsecscsesensescecseens 12.75 # 

SO BE Ur BFE BUY WD ak Hy nwo oe cen eneccncnseeccccvccccnccsvcsnccacsccnverescscuccesss 3.34% 

See Bee Be ETE AL «enone eco ecw estavuvs ces ove wnnnsatdcoundecapdbbesacdbteusanadesebepas 1.00 ¥ 

Shh. 

56. 

55% 

54. 

黑色 页 岩 , 中 夹 一 层 薄 煤 及 一 层 泥 质 灰 岩 , RAR HRR, 产 动物 化 石 : 腕 足 
28 Cancrinella sp., Dictyoclostus sp., Choristites sp.; 头 足 类 Gastrioceras cf. listeri 

(Martin), Epistroboceras sp. BERS ASSL Boece eee ececeeeeceeeeneeeeeeeeneeenees 24.83 K 

墨色 钙 质 页 岩 ， ERR SPA ERECT IRE pv。 I.88 米 

灰 黑 及 黑色 页 岩 , 含 少量 植物 化 石 碎 片 ; 夹 可 采 煤 一 层 , 中 部 夹 一 层 灰 黑 灰 岩 , 风 化 后 
常 成 椭 球 状 , 含 腻 足 类 等 动物 化 石 pp 25.94 米 

Ria, RRARARECR, 夹 薄 煤 一 层 及 薄 层 灰 岩 四 层 ， 灰 岩 中 产 动物 化 石 : 
脑 足 类 Linoproductus simensis (Tschernyschew), Choristites yanghukouensis Chao, 

Phricodothyris sp.; fiZ}228 Mourlonia cf. sarrauti Mansuy, Meekospira sp., Angyom- 

phalus sp., Glyphodeta? SP。 ssrssesssrececevcsecscenseceeescccsussesssceseussensussenses S206 

MmAPR (C.*): 

Bots 灰 黑 、 黑色 页 岩 ;, 风 化 后 薄片 状 ; 产 植物 化 石 : Botprodezdrom cf. circulare Sze, Neurop- 

teris cf. gigantea Sternb., ?Linopteris sp., Sphenopteris? sp., Trigonocarpus sp.-*+ 9.44% 

52 .灰白 中 一 细 粒 石英 砂岩 , 夹 黑色 粉 砂 质 页 岩 , PMMICA: Lepidodendron aolungpy- 

lukense SZE cecccecceccccccncnccesenccsncscsscensreseeseesssssssssasssassasseussssesssseseess 3.45 = = 

51。 灰 黑 页 岩 及 砂 质 页 岩 , 中 部 夹 煤 线 , 产 植物 化 石 : Nezrobteris sp. 等 3.99% 

50. 灰白 石英 细 砂 岩 oosesjs5io5seseeeoaeeeoeoooosseosssseseseesos re ce 3 

靖 远 组 下 段 (CI): 
出 必 

aes 

alin 

46. 

Os 

A Sie 

44, 

灰白 石英 细 砂 岩 与 灰 黑 页 岩 互 层 , 产 植物 化 石 : Nezxropteris sp. a (n.sp.)- 8.56 K 

KA 中 粒 石 英 砂岩 Bee cctmania See conna’s Vas cuuee CamGemawileibenee an sad PRakenCRrnaesesananee 3.00 米 

灰白 中 粒 石英 砂岩 与 砂 质 页 岩 及 泥 质 粉 砂岩 互 层 , 夹 煤 线 , 产 植物 化 石 : Pecopteria 

cf. aspera Brongn., Sphenopteris sp., Aphlebia sp., Neuropteris cf. gigantea Sternb., 

?Linopteris Spi os cs aW ae ale ws aU eRe wentp eats adn me weney 6Pee Sea ssheansen yyy os ou sNeey saean ses 9.00 米 

灰 黄 粗 砂 岩 ceccceccececccccecccaceccccccsceeenssessecccecccccsesesessesas
secscscensccescecses 1.30 

黑色 页 岩 与 泥 质 粉 砂岩 互 层 , 含 少量 黄 铁 矿 和 石膏 薄 层 ,顶部 夹 薄 煤 层 , 产 植物 化 石 : 

Calamites sp., Mesocalamites cf. ramifer (Stur), Sphenophyllum sp., Pecopteris cf. 

aspera Brongn., Neuropteris cf. gigantea Sternb., N. aff. schlehani Stur, N. cf. 

tenuifolia (Schloth. ) : cprouacenepvacdebudeseSsepbuwedese esq ee.etpeeer'ns Adee s0¥esRea0nes >see 8.66 a6 

RARE BRPADRAK; 中 部 夹 灰 紫 薄 层 钙 质 页 岩 及 石膏 , 顶部 灰 岩 含 硅 质 较 

多 ,; 产 动物 化 石 : 头 足 类 Eumorphoceras bisulcatum aff. varicatum Schmidt, E. kansu- 

ense Liang (n. sp.), Domatoceras sp. AW ONE: 3 5c =o | A = 
22.88 米 

灰 黑 砂 质 页 岩 ， 风 化 后 灰色 ， 夹 薄 层 石英 砂岩 ， 产 植 物化 石 : Neuropteris 
gigantea 

Sternb., N. tenuifolia (Schloth.), Linopterts neuropteroides (Gutb.), L. cf. muenst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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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hwald), L. densissima Gu et Zhi (n. sp.), Mariopteris sp. (?n. sp.), Cardiopte- 

ridin sofa wepbisiet medio beaaitih 03 te s29eatasaseat sha Rs ao 3.33 米 

灰白 中 粒 石 英 砂 贿 ， 间 夹 灰 白粉 砂 只 0 ai oo 10.3236 

下 伏地 层 : FARR +A AA LE (Cr) 

磁 窒 大 水 沟 靖 远 组 实测 剖面 ( 见 图 2-1) 

上 覆 地 层 : 晚 石 痰 世 太 原 群 (C3 ): 

(Wr ie) 

靖 远 组 中 段 (Ci 一) : 
44, He Fa EB eee tees tees cases 5 bomen 和 ee 4.70 米 

MARE (Cr): 
人 

42 

AN 

40. 

32% 

38). 

底部 为 灰色 砂 质 页 岩 , ch, LRAT, PMLA: Newropieris aff. schlehani 
Stur (?n. f.), N. cf. lunata White, Linopteris lepida Gu et Zhi (n. sp.), Cardio- 

pteridium sp. creress+ eee cececcccccceseccs oo oo ae je 4.92 米 

下 部 为 灰色 粉 砂 质 页 岩 , 上 部 为 石英 砂岩 ,厚度 不 稳定 。 下 部 产 植物 化 石 : Beuzpero- 
phyllum mirabile (Sternb.), Mesocalamites sp., Asterophyllites tenuifolius (Sternb.), 

Calamostachys sp. (n. sp.), Annularia sp. (?n. sp.), Sphenophyllum sp. (n. sp.), 

Pecopteris aspera Brongn., Sphenopteris sp., Neuropteris gigantea Sternb., WN. cf. 

schiitzei Potonié, N. tenuifolia (Schloth.) (?n. f£.), Neuropteris sp. a (n. sp.), Lino- 

PLEFiS SD。 oo oo 0 4 (4 

灰白 中 一 粗 粒 石英 砂岩 ,下 部 含 石英 砾 ; 颗 粒 由 下 而 上 变 细 -pp vee 2.25 米 
RE RWRAA, BSWWItG: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Stur), Palaeostachya? sp., 

Pecopteris aspera Brongn., P. cf. plumosa (Artis), Cardiopteridium? sp., Cardioneura 

sp. (n. sp.), Neuropteris gigantea Sternb., N. schiitzei Potonié, N. tenuifolia (Schlo- 

th.) (Pn. £.), Neuropteris sp. a (n. sp.), Linopteris intricata Gu et Zhi (n. sp.), 

L. densissima Gu et Zhi (n. sp.), Linopteris sp., Sphenopteris cf. hollandica Gothan 

et Jongmans, Sphenopteris sp., Rhodea cf. sublepoldi (Stockm. et Will.), Cordaites 

palmaeformis (Goepp.), Alcicornopteris? sp. (n. sp), Boroviczia sp., Calathiops sp., 

Carpolithus sp., Hexagonocarpus? sp., Holcospermum? sp. (?n. gen. et sp.), Trigo- 

nocarpus spp., Zeilleria? SP saat wiih 5.73 oe 

js Nese Rc ag So Rr) ET RAMPART BS . 1.40% 

灰 黑 粉 砂 质 页 岩 , 间 夹 薄 层 砂岩 , 产 板 足 党 类 (Eurypterida) 的 头 部 化 石 , 并 富 含 植 物 
化 石 : Calamites cf. suckowi Brongn.,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 (Stur), Annularia sp. 

(?n. sp.), Calamostachys sp., Sphenophyllum sp. (n. sp.), Pecopteris aspera Brongn., 

Cardiopteridium? sp., Cardioneura sp. (n. sp.), Diplotmema cf. patentissimum (Et- 

tings. ), Neuropteris gigantea Sternb., N. cf. obliqua (Brongn.), N. tenuifolia (Schloth. ) 

(?n. £.), Neuropteris sp. a (mn. sp.), Linopteris intricata Gu et Zhi (n. sp.), 

L. densissima Gu et Zhi (n. sp.), Rhacopteris sp. (n. sp.), Cordaites palmacformis 

(Goepp.), Cordaites sp. (n. sp.), Potoniea sp., Carpolithus sp., Hexagonocarpus sp., 

Holcospermum? sp. (?n. gen. et sp.), Strobolites sp. (cf. Ulostrobus Sp.) 

i=) 
= 

Rn p= ge 4 - * 

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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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殴 白 含 砾 粗 砂 岩 ,局 部 砾石 增多 为 砾 岩 ,砾石 的 滚圆 度 其 佳 2 5.64 米 
= 4 

下 伏地 层 : PARRA A LB (Cc?) 

ERR HE REBUT, HRI HBR A ae, 可 分 为 靖 远 组 和 羊 虎 沟 组 两 部 分 ， 
其 间 为 整合 接触 。 

1. 353048 (C)) FREE OA AA ALES HERMES) 9 FE ch. b= Be CLAN 1). 
(1) si FE (CI) RRS se NTT Rie, 其 岩 性 以 灰白 至 灰 黑 色 为 特征 。 Paihia Pe AA GAME REE AR, 显示 这 一 海域 曾 一 度 封 闭 为 泻 湖 。 从 岩 性 变 化 相当 大 这 点 来 看 , RSMAS, 下 眉 地 层 在 岩 性 上 与 其 下 的 臭 年 沟 组 入 AOL, 得 底部 代表 新 的 旋 胃 开始 的 砂岩 层 极 易 与 自 牛 沟 组 分 开 . BP FoI 
下 段 地 层 中 所 产 的 Eumorphoceras bisulcatum aff. varicatum FAY PERF BEG GE Rl 

PES Ey ii LPB SPRMEALA, It BABY A A, 
ARES WAMILEA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gense,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等 , H—TBA BIA ORLA, Ja WU EDR INAS An A 期 所 特有 的 种 。 
ARG ERS A, 3X Be ON ERA FB AH 

(2) sai 28h Be (C}-?) 为 一 套 砂 崖 夹 页 岩 为 主 的 陆 相 地 层 ， 以 灰 黑 至 黑色 为 特征 , 夹 
有 煤 线 , 产 植物 化 石 ,代表 温和 气候 下 的 湖沼 沉积 。 

中 段 产 植物 化 石 Lepidodendron aolungpylukense, Bothrodendron cf. circulare, Neuro- 
pteris cf. gigantea, Sphenopteris? sp. 等 ,与 斯 行 健 (1960) PSRs AS FF 7S ik eH 

尔 期 植物 群 甚 为 相似 , 但 青海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属 于 纳 级 尔 哪 一 期 , 当时 未 曾 肯定 。 就 当前 情 
次 来 看 ,上述 植物 化 石 所 在 层 位 之 上 就 是 相当 于 纳 缪 尔 C 期 的 靖 远 组 上 段 地 层 。 那么 ,与 
当前 植物 群 十 分 相似 的 欧 龙 布鲁克 植物 群 的 时 代 属 于 纳 级 尔 B 期 的 可 能 性 就 很 大 。 还 值 
PERN, 青海 剖面 中 含 欧 龙 布鲁克 植物 群 的 层 位 之 下 还 有 130 米 左 右 的 地 层 , 它 是 否 
SABE ATTRA, 也 值得 进一步 研究 。 

(3) 靖 远 组 上 段 〈C 和 -?) 为 一 套 灰 黑 至 黑色 的 浅海 及 滨海 沼泽 相 含 煤 沉 积 , Saree 
属 ! 灰 岩 中 产 丰 富 的 动物 化 石 ,说 明 这 是 温 温 气 候 条 件 下 的 产物 。 本 段 地 层 中 产 海 相 动物 
化 石 的 薄 层 灰 岩 风化 后 常 成 权 球 状 ,是 其 它 层 位 中 的 灰 岩 所 没有 的 特征 。 

BCAA Choristites yanghukouensis, Martinia remota HILFE; Linopro- 

ductus simensis 在 西北 和 见于 早 、 中 石炭 世 ; Mourlonia cf. sarrauti 也 是 早 、 中 石炭 世 的 

分 子 。 这 给 本 段 地 层 增 添 了 中 石炭 世 早期 的 色彩 。 

下 部 灰 岩 中 开始 出 现 较 多 数量 的 Choxistizer， 根 据 乌 斯 特 里 茨 基 (1959) 的 意见 ， 此 
属 的 首次 出 现 应 视 为 巴 什 基 和 汞 期 的 开始 ,也 即 与 西欧 的 纳 角 尔 C 期 相当 。 

产 于 本 段 顶部 的 毯 菊 石 类 Bilinguites aff. superbilingue 种 名 虽 未 确定 ， 但 其 地 质 时 

WRF ABA C 期 应 无 疑问 。 

值得 竹 意 的 是 ,本 段 上 部 出 现 的 毯 菊 石 类 Gaszriocerar ck. listeri 虽 未 见 到 缝合 线 , 但 

其 外 部 纹饰 与 维 斯 发 A 期 的 Garzriocerasr listeri 可 以 比较 。 因 此 ,本 段 上 部 是 否 与 维 斯 发 

A 期 相当 , 还 需 作 进一步 的 研究 。 但 芳 虑 到 本 段 顶部 产 有 Bilinguites aff. superbilingue, 

并 从 岩 相 旋 退 特征 以 及 野外 实际 需要 出 发 ， 我 们 暂 将 靖 远 组 的 顶 界 划 在 局 部 含 故 的 厚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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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M AZ Fo 

FEIN XEN, B4ATAS RAN CHMITR EAC Aa HRA 

类 的 证 据 , Re 4TAB SR BMT Rett IE. AK, RERBARR 

ASTRA E Pim ERH E、H、R、G 四 个 化 石 带 , HW E HAG Tot BIRR A 

A CIA; Hie Rip RAMS TB. AA, H 带 和 了 R 带 在 靖 远 还 未 发 现 其 代表 分 

子 ,但 据 杨 敬 之 ̀ 吴 望 始 (1965) 的 资料 , 在 靖 远 东北 不 远 的 宁夏 同心 一 带 已 有 Homoceras 

的 发 现 , 说 明 该 处 很 可 能 有 相当 于 五 带 的 地 层 存 在 。 了 R 带 的 毯 菊 石 代表 虽 至 今 未 曾 在 西 

北 发 现 ,但 这 并 不 排除 在 西北 地 区 相关 地 层 的 研究 中 ，Rezicxlocereas 一 属 将 有 被 发 现 的 可 

能 。 

大 水 沟 的 剖面 与 榆树 梁 剖 面相 距 仅 3 公里 , 但 由 于 岩 相 变化 较 大 , 这 里 没有 碳酸 盐 类 

况 积 ;加 上 断层 的 影响 , 靖 远 组 的 厚度 仅 30 余 米 。 大 水 沟 剂 面 中 层 44 在 岩 性 上 大 致 可 与 

榆树 梁 剖 面 中 层 50 厚 层 砂岩 比较 ; 大 水 沟 剖 面 中 含 化 石 的 层 42 和 榆树 梁 剖 面 产 化 石 的 

层 47 不 但 在 岩 性 上 , 而 且 从 所 产 植物 化 石 的 内 容 上 完全 可 以 对 比 。 因 之 , AKA 

植物 化 石 的 这 段 地 层 相当 于 纳 纪 尔 A 期 的 靖 远 组 下 段 ,而 层 44 则 为 中 段 的 底部 地 层 。 从 

这 段 地 层 中 产 有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gense, Diplotmema 

cf. patentissimum 5 F¢H{—AB ER A 期 的 标准 化 石 来 看 ,也 给 这 一 结论 提供 了 可 靠 的 证 

据 。 

靖 远 组 与 奥 牛 沟 组 的 接触 关系 在 本 区 似 为 整合 。 这 是 因为 : 〈1) 臭 牛 沟 组 顶部 灰 岩 

之 上 未 见 侵蚀 面 ,在 靖 远 组 底部 也 没有 典型 的 底 砾 岩 存 在 ;〈2) 臭 牛 沟 组 厚 层 灰 岩 的 下 部 
发 现 韦 先 期 晚期 常见 的 Gigeztobyrodauctaus， 天 azste1la AR BIA—-AB GAD Flucearia 

undata, Tornquistia sp. (00, Mite Sit FRAMARTAE EAI E, NRA 

YES} Eumorphoceras bisulcatum aff. varicatum 等 ， 其 下 还 有 一 些 在 欧洲 见于 狄 南 世 至 

SRB RA HANIA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gense, Diplotmema cf. patentissimum 

等 。 从 上 述 化 石 所 显示 的 时 间 来 看 ,未 见 有 明显 的 生物 演 替 上 的 间断 。 

至 于 一 般 所 指 祁 连 山 地 区 下 .中 石炭 统 之 间 的 间断 ,在 靖 远 没有 明显 的 反映 。 即 使 在 

甘肃 中 部 及 西部 某 些 地 区 , 如 中 国 科 学 院 祁 连 山 地 质 队 〈1963) 所 测 的 剖面 中 , FL 

统 在 有 些 情况 下 也 是 整合 接触 。 杨 敬之 、 吴 望 始 (1965) 也 认为 ,西北 地 区 下 、 中 石炭 统 之 

间 可 为 整合 或 假 整合 接触 。 看 来 ,两 者 间 纵 有 间断 ， 也 不 象 有 些 人 所 设想 的 那样 普遍 存 

在 。 

2. 羊 虎 沟 组 (C3) 本 文 将 羊 虎 沟 组 限 用 于 相当 西欧 维 斯 发 期 的 地 层 ， aoe 

溪 组 大 致 相当 。 本 组 分 为 两 段 , 分 别 相当 于 维 斯 发 早期 和 晚期 。 

C1) 羊 虎 沟 组 下 段 (C 和 -) 主要 为 土 黄 薄 层 细 砂 岩 和 砂 质 页 岩 夹 薄 煤 层 ; 底部 厚 层 砂 

岩 局 部 含 砾 ,代表 新 的 沉积 旋 迎 的 开始 ;最 上 部 主要 为 灰 岩 和 泥 灰 岩 , 富 含 动物 化 石 。 

动物 化 石 中 Cpozistiztes crassicostatus, Plicatifera chaoi Wi MABABABA B 期 

至 维 斯 发 早期 ,从 未 发 现 于 比 维 斯 发 早期 更 晚 的 节 层 中 。 

底部 砂岩 中 产 植 物化 石 Lepidodendron aolungpylukense Szeo 此 种 最 初 被 斯 行 健 

(1960) 描述 自 青海 的 纳 纪 尔 期 地 层 ,但 它 是 一 个 新 种 ,这 次 发 现 于 较 高 的 层 位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关于 这 个 种 时 代 分 布 方面 的 新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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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A ER (ce) 的 下 部 为 土 灰 钙 质 粉 砂岩 和 砂 质 页 岩 夹 薄 煤 层 ， 产 植物 化 
A; LA SEB AY RA SARA TERS LE, 顶部 夹 煤 线 , 富 含 动物 化 石 。 
动物 化 石 中 Dictyoclostaus houytensis 和 Choristites sowerbyi 为 中 石炭 世 晚 期 的 重要 

分 于 。 前 者 常见 于 华北 的 本 溪 组 ， 后 者 见于 西北 的 羊 虎 沟 群 和 苏联 顿 涅 茨 煤田 的 莫斯科 
阶 顶 部 。 动 植物 化 石 总 的 面貌 都 为 将 本 段 地 层 的 时 代 定 为 维 斯 发 晚期 提供 了 充分 证 握 。 

三 、 晚 石 伙 世 地 层 

西北 地 区 晚 石炭 世 地 层 与 华北 地 人 台 的 相当 沉积 类 似 , 也 称 太原 群 。 靖 远 地 区 的 太原 
群 厚度 不 大 ,以 臻 易 被 忽视 。 太原 群 在 前 人 工作 中 或 未 涉及 或 虽 有 报导 但 缺乏 古生物 证 
据 , 这 次 才 在 磁 窒 得 到 确证 。 太原 群 剖面 在 磁 窒 保存 较 全 , 但 也 只 有 40 米 左 右 。 SHR 
面 列 述 于 下 。 

磁 窗 红土 洼 太原 群 实测 剖面 ( 见 图 2-3) 

上 覆 地 层 : 二 和 迭 纪 紫 红 \ 灰 绿 杂 色 地 层 (P) 

太原 群 (C:): 

75. 深 灰 灰 岩 , 往 上 硅 质 增多 ， Ot iA Ne 9 ee 
oseeeooooooooovccovovovOooooeoooov coooovooooooooooooooosoooooovooooooovvovoov 5.45 K 

Coe eee cece en ee cece tence cece tense teense ease ene e ee ee eee een sew eee Hee ee eeeeneeeeseesseneseeseeeees 3.95 s< 

73. VETTE, 下 部 泥 质 较 旬 ee 1.20 * 

72. a, FRRA, 上 部 灰 紫 , 间 有 黑色 团 块 , 产 动物 化 石 : BR Rhombopora sp.; 

脑 足 类 Choristites norini (Chao), Neospirifer cf. orientalis Chao, Dictyoclostus 

- taiyuanfuensis Grabau, Brachythyrina strangwaysi (Vern.), Linoproductus cora (Orbigny ) 

oo ASD 

BAe, LAL GHEE HR ben cetheeeocesectelgstocnabeccensetcnesspandaacedeesececseudss 7.41% 

70. 灰 黑 ,表面 青 灰 ,中 至 厚 层 灰 岩 , 间 夹 黑色 页 岩 薄 层 ， 产 动物 化 石 : Bae Fenestella 
sp., Penniretepora sp.3 珊瑚 Bradyphllum? sp.; 脐 足 类 Choristites norini (Chao), 

Dictyoclostus uralicus (Tschernyschewy ) 18.36 * 

整 合 

下 伏地 层 : PARA RA LR (Cr) 

太原 群 在 这 里 为 一 套 灰 白灰 黑 中 厚 层 状 海 相 灰 岩 夹 页 岩 , 可 能 代表 石 谈 纪 了 晚期 最 大 

海 侵 的 产物 。 这 段 地 层 中 富 含 珊瑚 、 若 众 虫 、 腕 足 类 、 三 叶 虫 等 化 石 , 尤 以 腕 足 类 最 为 丰 

富 。 

太原 群 与 羊 虎 沟 组 之 间 的 界线 在 岩 性 上 无 明显 的 标志 , 但 作为 太原 群 底 界 的 层 70 中 

所 产 Choristites norini, Dictyoclostus uralicus 等 都 是 华北 太原 群 的 标准 分 于 ; AZ, 其 与 

羊 虎 沟 组 的 分 界 在 化 石 内 容 上 十 分 明显 。 

剖面 中 所 产 的 Diceyoclostus taiyuanfuensis 更 是 华北 太原 群 中 最 为 稍 见 的 标准 化 石 ; 



x2. 祁连山 地 区 石炭 纪 地 

HmR Eee 

& &@ Ff 42 @ 

灰白 至 灰 黑 中 厚 层 状 灰 岩 夹 页 岩 ， nna 灰 黑 、 BRO He RK 
质 层 。 40 米 73 米 x | SERRE 
Dictyoclostus taiyuanfuensis, D. uralicus, Pseudoschwagerina ee 
Linoproductus cora, Choristites norint, ceps, Dictyoclostus taiyu- 

i Brachythyrina strangwaysi. 原 anfuensis, Choristites pav- 
i 和 lovi, Neuropteris pseudo- 

vata, Lepidodendron ocu- 
群 lus-felis, Annularia stel- 

lata, Sphenophyllum ob- 
longifolium 

LED We Rie Ie hee tLRERESRY DA, KRAKRA, VER 
3, Swe, 45 3K 
Dictyoclostus houytiensis, Choristites so- 

ake 

BS werbyi, Sanguinolites cf. tropidophorus, 

ad 
球状 灰 岩 及 煤层 254% 

i | © Neuropteris sp., Linopteris sp. Choristites sp., Margini- 
nabs | LE fera sp., Chonetes sp., 

发 | B | 沟 | 下 | 主 黄 薄 层 细 砂 岩 和 砂 质 页 岩 , 最 上 部 为 灰 岩 、 AAA 
ERA RRO SRDS SME. 苇 | N. cf. gigantea, Linopteris 

期 35 米 sp-(cf. L. neuropteroides), 
Sphenophyllum emargina- Choristites crassicostatus, Plicatifera : 
tum, Lepidodendron sp. chaoi, Lepidodendron aolungpylukense 

RASA EY RAAKSEKANBARA, 
a RRR Ka kta RRR. 70 米 
Linoproductus simensis, Choristites yang- 
hukouensis, Martinia remota, Bilinguites 

纳 aff. superbilingue, Gastrioceras cf. listeri 

灰 黑 至 黑色 砂 质 页 岩 夹 浅 灰 细 粒 砂岩 ， 沟 

S Le 3 aolungpylukense, Bothro- P 
dendron cf. circulare, Neuropteris cf. giga- 
ntea, ?Linopteris sp., Sphenopteris? sp. 

二 ROSRAB ATS, FARR IA REI | a 
页 岩 及 薄 层 石 
Eumorphoceras bisulcatum aff. spent 
E. kansuense,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 Pecopteris as- 
pera,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gense, 
Neuropteris gigantea, Linopteris neuro- 
pteroides, L. densissima 

BERBERS, SRARTMAR, PRK 
BAUR A. 50—140 3K 
Aulina sp., Fluctaria undata, Gigantopro- 
ductus peniénlaras. Kansuella sp., Torn- 
qustia sp., Marginifera viseeniana, Echi- 
noconchus elegans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上 | Soa RR Se 
岩 泥 灰 岩 互 层 。 
Yuanophyllum ioolede 
Arachnolasma sinense var. 

a aichiapingense, Aulina ro- 
BE tiformis, Kansuella kan- 

suensis, K. maxima 

KOR BARE, FEA Te aK Be 
SBR. 20—200 米 
Lophophyllidium sp., Bees har- 
drensis, Echinoconchus elegans, Streblo- 
pteria anisota, Aviculopecten cf. macrotis, 
Lepidodendron dichotomum, Lep. cf. los- 
sent, Lep. volkmannianum, Cardiopteri- 
dium cf. spetsbergense, Triphyllopteris cf. 
rhombifolia, Neuropteris cf. antecedens, 
Rhodea aff. filifera 

abet 中 a 2 

Triphyllopteris? Be 5 
Neuropteris sp., ?Calami- 
tes sp. 

上 部 为 紫红 及 灰 绿 砂 页 岩层 ， 富 含 钙 质 结核 
及 薄 层 石膏 ; PONS RIESE ea 
云 质 灰 岩 和 和 个 质 白云 岩 。 80 米 
Rugosochonetes laguessianus, meee 
la sp. 

BRA BRYA. 
Dictyoclostus sp., Pet: 
liangchowensis 

组 至 peak ts eee 

Ee 

2 Aub # EE B® Ds) 



层 及 生物 群 概略 对 比 表 

甘肃 武威 带 

〈 杨 敬之 等 ，1965; 中 国 科 学 院 ，1963) 

RERANO AAS, ROAR ART Aho " 

Choristites cf. pavlovi, Brachthyris cf. shansi- 
ensis, Martinia semiglobosa, Sphenophyllum 
oblongifolium 

KERR Ka SER aARKEY A. 40 K 
Chonetes carbonifera, Echinoconchus | cf. 
punctatus, Lepidodendron sp. 

Re. KRAVRASRRa, 夹 灰色 砂岩 ,下 部 为 
Ka 40 米 ° 

Martinia strangwaysi, Chonetes carbonifera, 
Overtonia elegans, Choristites yanghukouensis 

下 部 灰 岩 中 产 : 
Homoceras sp., Cravenoceras? acutum, Eumor- 

phoceras chungweiense 

0 ae 或 
中 上 部 以 粘土 页 岩 、 泥 灰 岩 灰 岩 为 主 ， 下 部 砂 页 
岩 含 煤 , 底 部 为 砂砾 岩 。 100 一 130 米 
Aulina carinata, Yuanophyllum kansuense, 

Arachnolasma irregulare, Chonetes extensa, 

Gigantoproductus giganteus, Neos pirifer liang- 

chouensis 

| 
(Ds) 

一 一 | 一 ~ 

— LS eee 

i 连 山南 莉 

《 杨 敬 之 等 ，1965; 中 国 科 学 院 ，1963) 

第 = 系 

灰色 灰 岩 。 厚度 不 详 
更 Rugosofusuling complicata, Quasifusulina 

longissima 

~ mo 

上 部 以 灰 岩 为 主 , 夹 少许 红色 砂 质 页 岩 及 白色 石 
英 岩 ;下 部 砂岩 \ 页 岩 \ 煤 层 夹 数 层 灰 岩 。 548 米 
于 部 产 化 石 : 
Pseudostaffella sphaeroides, Pseudowedckin- 
dellina sp., Choristites yanghukouensis, Dic- 
tyoclostus semireticulatus, Echinoconchus 
punctatus 

克 | 下 部 产 植物 化 石 : 
Lepidodendron aolungpylukense, Lep. volk- 
mannianum, Bothrodendron circulare, Meso- 
calamites sp., Pecopteris mui, Sphenopteris 
chinghaiensis 

鲁 

oJ 

群 

上 部 浅 紫 \ 灰 色 灰 岩 ,下 夹 炎 石 结核 及 砂岩 , 其 底 
iK SO et SOAs ee ee 

Ke 
3 Aulina rotiformis, Yuanophyllum kansuense, 
头 QOinghaiphyllum sinense, Dorlodotia minor, 
他 Gigantoproductus edelburgense 

拉 

组 

i EERS Baer ae Te 
红色 砂砾 岩 。 28 

城 0 oppressa, Lithostrotion juce- 
“um, Dibunophyllum delinghanense, Amygda- 

墙 | lophyllum etheridgei, Grandispirifer mylken- 

sts 
WW 

组 

~ 一 一 一 个 个 一 一 人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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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tedia remota 在 华南 见于 上 石炭 统 及 二 和 迭 系 中 ; Neospirifer orientalis, Brachythyrina 

strangwaysi, Linoproductus cora 等 虽 也 出 现 于 较 老 的 地 层 , 但 在 西北 及 华北 的 太原 群 中 也 

是 常见 的 。 从 腕 足 类 总 的 面貌 来 看 ,这 段 地 层 的 时 代 属 于 晚 石 痰 世 应 无 疑问 。 

本 区 太原 群 与 上 履 的 二 迭 纪 地 层 为 假 整合 接触 , 其 主要 依据 是 : 〈1) 二 和 迭 纪 的 紫红 、 

灰 绿 陆 相 地 层 与 太原 群 海 相 地 层 的 产 状 基本 一 致 ;《〈2) 在 许多 地 方 可 看 到 二 迭 系 的 底部 

有 一 层 砾 岩 ;〈3) 在 不 同 地 区 ,二 人 迭 系 覆 于 太原 群 的 不 同 层 位 之 上 。 

关于 靖 远 的 石 痰 纪 地 层 与 祁连山 其 它 地 区 的 对 比 问 题 ， 由 于 在 靖 远 所 发 现 的 一 些 和 棱 

菊 石 类 和 植物 化 石 在 其 它 节 区 尚 无 正式 报导 , 难 作 详 细 的 讨论 ,于 此 只 根据 动 植物 群 总 的 

面貌 列 成 一 概略 的 对 比 表 〈 见 表 2)， 以 供 参 芳 。 

靖 远 组 纳 缪 尔 期 植物 群 的 特点 
eg CH XK ABS 7h C 期 地 层 中 未 发 现 植 物化 石 。 

靖 远 地 区 相当 于 纳 引 尔 B 期 的 植物 群 内 容 比 较 贫 乏 , 只 发 现 Lepidodendron aolungpy- 
lukense, Bothrodendron cf. circulare, Neuropteris cf. gigantea, Sphenopteris? sp。 等 化 石 ， 

HENS eek S HAS Ke pe 

Fala REM Se LW Re4ATAS RAD MEMRHH Rn. CRRA AH 

标准 分 子 , 但 更 重要 的 是 出 现 了 许多 维 斯 发 期 Neuropteris-Linopteris 类 群 中 常见 的 标准 

分 子 。 这 一 植物 群 共 约 30 属 47 种 , 在 主要 的 26 个 种 里 ,7 个 种 以 往 只 见于 纳 舱 尔 A 期 

以 后 的 地 层 中 ,有 4 个 种 自 维 斯 发 期 才 开始 出 现 ; 就 7 个 新 种 而 言 , 其 中 3 个 种 接近 于 韦 

先 - 纳 纱 尔 A 期 的 种 , 另 4 个 种 具有 强烈 的 维 斯 发 期 植物 的 面 勇 〈 表 3)。 
IX— AEE,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 M. cf. ramifer, 

Pecopteris aspera, P. cf. plumosa,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gense, Diplotmema cf. pa- 

tentissimum, Neuropteris schlehani #EKKINWBSRAWNAT, BAGH HILT RRR 

邮 层 中 ; 但 象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WEAD AI INEILA. 这 些 植 物化 石 与 

BAIA Eumorphoceras 等 一 起 , BAR Ti X—-BHRMN RAAB AA 
令 人 惊讶 的 是 ， 象 Neuropteris gigantea, N. tenuifolia, Linopteris neuropteroides, 

Cordaites palmaeformis 等 维 斯 发 期 或 者 更 晚期 的 典型 分 子 竟 与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等 共生 , 而 且 有 的 还 直接 产 于 含 Eumorphoceras 的 海 相 层 位 之 下 。 在 这 些 具有 强烈 维 斯 
发 期 植物 面貌 的 分 子 中 , 除了 个 别 的 种 , 如 Neuropteris 8igeztea， 根 据 高 腾 (W. Gothan, 

1953) 的 意见 , 可 作为 先驱 分 子 见 于 纳 纪 尔 B 期 外 ,其它 的 一 些 在 欧美 只 见于 维 斯 发 期 。 

这 种 以 往 认 为 是 属于 不 同时 代 的 植物 分 子 的 混杂 现象 , 在 国外 也 曾 发 现 过 。 克 里 什 

托 弗 维 奇 (A. HKpmrodogag，1957) 曾 提 到 ,“ 特 别 有 趣 的 是 卡拉 干 达 盆地 的 植物 群 ， 

它 一 方面 同时 具有 通古斯 和 维 斯 发 两 植物 群 的 分 子 ， 另 一 方面 又 同时 具有 古老 和 年 青 的 
分 子 。” 卡拉 王 达 组 中 既 有 Asterocalamites, Mesocalamites, Angaropteridium 和 Neuro- 

pteris antecedens 等 十 老 分 子 ,又 同时 存在 Pecopteris, Alethopteris, Neuropteris tenuifolia, 

Calamites suckowi, Calamites cisti 等 维 斯 发 色彩 相当 浓 的 分 子 。 由 于 没有 发 现 其 它 门 类 

的 标准 化 石 ,以 致 关于 卡拉 干 达 组 时 代 的 争论 至 今 未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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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opteris 属 的 出 现 值得 特别 注意 , 这 不 仅 是 由 于 它 是 一 个 中 石炭 世 最 常见 的 重要 

属 ， 而 且 还 在 于 这 是 具有 比 早 石 痰 世 时 占 主要 好 位 的 放射 状 脉 序 更 为 进化 的 网 状 脉 序 的 

植物 。 以 网 状 叶 脉 为 特征 的 植物 , 如 Lonchopeeris 和 Linopteris 两 属 , 就 今 所 知 , 其 最 初 

出 现 的 时 代 不 老 于 维 斯 发 早期 。Zozcpotteris 至 今 只 发 现 于 欧洲 ,而 Linopeeris 则 几乎 广 

3. 靖 远 组 纳 缪 尔 期 植物 群 主 要 分 子 地 质 历 程 

ee att Rp = 

ml eae ee 
=e Tc) 

mm At 2M KA 

AM Lycopodiales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Sternb)--------------- 

Lepidodendron aolungpylukense Sze--------------- 

Bothrodenaron cf. circulare Sze-------------------- 

AK Articulatae 
Calamites cf. suckowii Brongn.-------------=------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 (Stur) ------------------ 

Mesocalamites cf. ramifer (Stur)------------------- 

Asterophyllites tenuifolius Stockm. et Will.----------- 

Sphenophyllum sp. (? n. sp.) --------------------- 

Hye RI Fe Filicales et Pteridospermae 
Babepters aspera Brongn.-------------=-~------- 

Peceprentsciaplumosa (Artis) -------------~->-----5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hergense Nath------------- 

Cardioneura sp. (n.sp.) ----------------°777--7- 

Diplotmema cf. patentissimum (Ettings.)----------- 

Mariopteris sp. (7 N. Sp.) -一 -一 

Wedregiera’ gigdnied Sternb.--------------------- 

Neuropteris cf. lunata White -------------~----~- 

Neuropteris tenuifolia (Schloth.) ----------------~ 

Neuropteris aff. schlehani Stur (? a. f.) 一 

Linopteris newropteroides (Gutbier)--------------- 

Linopteris intricata Gu et Zhi (n.sp.)-----------~- 

Linopteris lepida Gu et Zhi (n.sp.)---- 

Linopteris densissima Gu et Zhi (n. sp.) ------7--- 

Rhacopferis sp. (n. sp.) ---------------77 777777777 

Sphenopteris cf. hollandica Goth. et Jongm.---=~---~~ 

Rhodea cf. sublepoldi Stockm. et Will.---------~> ~~" > == 

AA Cordaitales 
Cordaites palmaeformis 

ce 

Sea + Pebadt He for 

+ 

(Goepp.)------------- ut
 

+ IRAE 
+ 国内 发 现 但 层 位 不 确切 

e Sty Stockmans et Williere (1953,1957) 

o xX B Crookall (1955-64) et Lacey (1952) 

e 波 艺 (西里 西亚 ) Stopa( 957) 

e tHE Wagner (manuscript, 1958) 

a 苏 HK (MEK) Novik (1952) 

A = B® Moore et Read (1944,1955) 

x 德 国 Hartung et Patteisky (1960) 

Remy et Haviena (1962) 



114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集刊 第 6 号 

泛 分 布 于 北半球 各 大 洲 。 我 国 西北 和 华北 的 中 石炭 统 中 也 常 有 Linopteris 发 现 ,但 也 从 

未 发 现 于 较 维 斯 发 期 为 早 的 地 层 中 。 

Linopteris 属 在 纳 纱 尔 A 期 地 层 中 的 发 现 , 不 但 在 生物 地 层 学 上 , 而 且 在 植物 学 上 也 

具有 较 大 的 意义 。 Neuropteris 和 Linopteris 一 直 被 认为 是 关系 极为 密切 的 属 ,在 国外 曾 

发 现 过 偶数 羽 叶 型 Linopteris obliqua 与 花药 连 生 在 一 起 的 标本 , 而 这 种 花药 与 偶数 羽 叶 

型 Neuropteris 的 花药 完全 相似 ， 这 更 证 实 了 它们 间 的 亲缘 关系 。 因而 ， 在 Neuropteris 
gigantea {RRM AY Neuropteris 已 较为 常见 的 情况 下 ， 属 于 偶数 羽 叶 型 的 Linopeeris 

neuropteroides 等 的 出 现 ,从 植物 演化 的 角度 来 看 ,是 很 目 然 的 事 。 

总 的 来 说 , 靖 远 组 纳 纱 尔 A 期 植物 群 的 特点 ,从 时 间 上 看 , 它 既 具有 古老 的 面貌 ,同时 

又 带 有 强烈 的 维 斯 发 期 植物 群 的 色彩 ;从 植物 群 的 成 分 来 看 , 它 与 下 伏 臭 牛 沟 组 以 鳞 木 类 

为 主 的 早 石 炭 世 晚期 植物 群 形成 鲜明 的 对 照 ， 这 是 一 个 以 种 子 蕨 类 为 主 的 独特 的 纳 针 尔 

A 期 植物 群 。 

这 一 植物 群 昌 有 目 己 的 特点 ,但 从 整个 组 合 来 看 , 仍然 可 与 欧 亚 同时 期 的 植物 群 比较 

( 表 3、4)。 表 3 综合 了 这 一 植物 群 的 主要 分 子 在 世界 各 主要 产地 的 地 层 分 布 情况 ,从 中 

， 也 可 看 出 这 一 植物 群 在 时 间 上 的 特点 。 

高 膳 (W. Gothan, 1952) 引用 了 大 量 资料 ,说 明 在 纳 录 尔 A、B 期 之 间 有 “植物 群 的 

RR TET AE. MT, 从 植物 群 的 特点 来 看 , AS RAS SEA, MUA 

尔 B 期 开始 的 植物 群 则 具有 维 斯 发 期 的 面貌 。 但 不 少 的 研究 工作 表明 〈Jongmans，1951 ; 

Remy et Havlena, 1962), 许多 地 方 在 纳 录 尔 A、B 期 之 间 都 未 见 到 有 “植物 群 的 飞跃 ” 现 

象 。 然 而 ;有 意思 的 是 , 这 种 现象 在 靖 远 似 发 生 于 韦 先 期 与 纳 角 尔 A 期 的 植物 群 之 间 , 而 

AEE AAU A、B 期 的 植物 群 之 间 。 而 更 重要 的 是 ,在 这 里 的 纳 纱 尔 A 期 植物 群 中 出 现 

了 通常 只 在 维 斯 发 期 才 发 生 的 网 状 脉 序 。 这 种 演化 过 程 中 的 突变 现象 ,一 般 也 可 用 ̀ 植物 

FEA QR RAR. (A Bete HA Ze, 从 现 有 的 资料 来 看 ,这 种 现象 在 全 球 并 非 同时 出 现 ， 

也 并 非 各 邮 一 致 。 这 种 在 不 同 地 区 生物 群 有 它 目 己 发 育 的 特点 ,应 该 是 很 目 然 与 合理 的 。 

关于 纳 纱 尔 期 地 技 的 名 称 及 其 归属 问题 

目前 ,我 国 在 许多 地 区 都 已 证 实 有 相当 于 纳 缪 尔 期 的 沉积 存在 。 所 以 ,对 这 段 屯 层 的 
命名 问题 已 被 提 上 了 议事 日 程 。 杨 式 清 (1959, 1964) 根据 苏联 的 地 层 系统 , 将 新 疆 的 相 
当地 层 定 为 纳 级 尔 阶 。 但 苏联 一 般 所 谓 的 纳 刍 尔 阶 只 包括 了 相当 于 西欧 纳 雏 尔 A 和 B 期 
的 沉积 , 与 西欧 纳 雏 尔 阶 原 义 不 同 。1958 年 第 四 届 国 际 石炭 纪 地 层 会 议 后 ,苏联 学 者 已 同 
意 取 消 他 们 现 用 的 “ 纳 缀 尔 阶 ,而 将 代 之 以 新 的 地 层 名 称 。 因 之 , BARRY” 
RARE EH 

从 “ 阶 2 的 定义 来 看 , 纳 级 尔 阶 原 有 涵义 的 适用 范围 应 该 是 当时 属于 英国 -比利时 海域 
的 一 些 地 区 。 中 国 从 地 理 位 置 上 讲 , 更 为 远离 英 、 比 纳 缪 尔 期 的 海域 , 而 生物 群 又 具有 自 
己 的 特色 ,我 们 认为 , RR IA EE RA “SBR”, 而 应 给 相当 于 纳 缪 尔 期 的 
地 层 另 立 新 名 。 本 文 的 靖 远 组 就 是 在 这 种 情况 下 建立 的 。 

he MH SOUR, 在 西欧 石炭 系 二 分 为 下 、 上 两 统 , HBB Em ESAS 







李 星 学 等 : 甘肃 靖 远 石炭 纪 生 物 地 层 115 

底部 ,至 今 一 直 沿 用 。 在 苏联 及 其 它 有 些 地 区 ,将 石炭 系 三 分 ,一 般 将 纳 饮 尔 A.B 期 地 层 
归 大 下 统 ,而 把 C 期 地 层 归 和 人 中 统 ,作为 巴 什 基 尔 阶 的 底部 。 但 也 有 -一 部 分 人 主张 将 A 其 
地层 归 人 下 统 ， 而 B、C 期 地 层 归 和 人 中 (上 ) 统 。 后 者 的 主要 理由 是 : A 期 的 动物 群 ( 腕 中 
类 、 珊 瑚 有 和 孔 虫 等 ) 与 韦 先期 的 相似 , 而 B、C 期 的 则 具有 中 (了 晚 ) 石 炭 世 的 特征 ; 从 植物 群 
来 看 , A、B 期 之 间 在 欧洲 有 些 地 方 有 一 明显 的 “植物 群 的 飞 暑 > 存 在 。 这 一 论点 也 得 到 不 
少 学 者 的 支持 。 即 使 如 此 ， 在 纳 缪 尔 期 地 层 的 归属 问题 上 至 今 还 无 定论 。 但 有 一 基本 一 
致 之 点 是 , 纳 缪 尔 期 地 层 的 划分 和 归属 ,必须 根据 各 个 地 区 的 具体 情况 ， 不 能 机 械 地 套用 
外 国 的 公式 。 

我 国 的 石炭 系 采 用 三 分 法 ， 但 以 往 对 相当 于 纳 绿 尔 期 的 地 层 研究 较 少 ， 对 其 归属 问 
题 的 讨论 还 不 多 。 就 靖 远 地 区 的 情况 来 看 , 将 相当 于 纳 绿 尔 期 的 地 层 暂时 归属 于 中 石炭 
统 比较 合适 。 这 是 因为 , 从 古 植 物 的 资料 来 看 , 纳 缀 尔 A 期 就 已 出 现 了 大 量 新 的 属 种 , 特 
别 是 数量 相当 多 的 具有 网 状 叶脉 的 Linopreris 的 出 现 ， 更 使 这 一 植物 群 具有 欧洲 维 斯 发 
-期 的 面 角 。 从 植物 的 演化 来 看 ,网 状 脉 序 的 出 现 ,不 能 不 认为 是 一 个 “飞跃 > 现象 。 其 次 ， 
从 整个 祁连山 区 的 石炭 纪 地 质 发 展 史 来 看 ， 下 石炭 统 臭 牛 沟 组 与 中 石炭 统 羊 虎 沟 群 之 间 
在 有 些 地 方 有 一 明显 的 间断 ;而 纳 级 尔 期 地 层 又 是 从 原来 被 笼统 归于 羊 虎 沟 群 下 部 的 地 
层 中 划 出 的 , AS, 归于 中 石炭 统 在 实用 上 也 较 方便 。 

青海 欧 龙 布鲁克 产 纳 缪 尔 期 植物 群 的 克 鲁 克 群 下 部 地 层 , 穆 恩 之 等 1962) 根据 其 中 
SABRUCE Hostaffella 以 及 上 下 地 层 的 关系 ;将 它 归 于 中 石炭 世 的 初期 。 现 在 看 来 ,这 
种 归属 不 但 在 地 层 学 上 ,而 且 在 古生物 证 据 上 都 可 以 认为 是 比较 正确 的 。 

从 动物 群 演 蔡 的 角度 来 考虑 , CWB A 期 地 层 归于 下 石炭 统 也 有 它 合 理 的 一 面 。 
这 不 但 是 由 于 毯 菊 石 类 在 演化 上 与 韦 先期 晚期 的 关系 比较 密切 ， 而 且 在 靖 远 组 上 段 地 层 
中 的 动物 分 子 也 带 有 中 石炭 世 早期 色彩 的 缘故 。 但 是 ,目前 对 于 这 方面 的 研究 还 比较 少 ， 
资料 还 不 多 ,因而 应 用 动 、 植 物 群 的 特征 在 划分 地 层 上 的 不 同 看 法 , 只 能 有 待 在 今后 进 一 
步 的 综合 研究 中 得 到 解决 。 目 前 ,我 们 主要 根据 植物 群 演 替 的 特点 和 区 域 沉积 特征 ,将 相 
当 于 纳 弘 尔 期 的 地 层 暂时 归 人 中 石炭 统 ,代表 中 石炭 世 最 早期 的 沉积 。 

结 语 

综 上 所 述 ,可 以 归纳 为 如 下 几 点 : 
1. 靖 远 的 石炭 纪 地 层 发 育 较 全 , 并 含 可 采 煤 层 ; 自 下 而 上 可 分 出 早 石炭 世 臭 牛 沟 组 、 

中 石炭 世 靖 远 组 、 羊 虎 沟 组 以 及 晚 石炭 世 太 原 群 。 
2. 臭 牛 沟 组 按 岩 性 可 分 为 三 个 段 ,其 时 代 大 致 分 别 相当 于 韦 先期 的 早 、 中 、 晚 期 ;其 下 

底 与 晚 氟 盆 世 老 君山 群 上 部 地 层 呈 假 整 合 接触 。 
3. 原来 笼统 地 归于 所 谓 羊 虎 沟 群 下 部 的 一 套 地 层 ,根据 生物 群 及 岩 性 特征 ,已 单独 划 

出 .定名 为 靖 远 组 , 代表 相当 于 西欧 纳 纪 尔 期 的 沉积 ,并 主要 根据 植物 群 及 区 域 沉积 特征 ， 
将 它 归 人 中 石炭 统 底部 ,代表 中 石炭 世 早 期 的 沉积 。 

4. 靖 远 组 下 部 纳 缪 尔 A 期 植物 群 的 发 现 ， 为 古 植物 学 及 生物 地 层 学 提供 了 颇 有 意义 
的 新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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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 义 的 羊 虎 沟 组 代表 相当 于 西欧 维 斯 发 期 的 沉积 , 与 华北 的 本 溪 组 相当 。 
6. 太原 群 在 这 里 可 能 由 于 后 期 的 剥蚀 , 保存 的 厚度 不 大 ; 但 它 的 存在 , 已 有 动物 化 石 

的 验证 。 

附 : 新 种 描述 

甘肃 真 形 菊 石 (新 种 ) Eumorphoceras kansuense Liang, n. sp. 

(图 版 I， 图 la, 1b, 1c.) 

特征 ” 壳 体 较 小 , 呈 盘 状 , 半 内 卷 。 腹 部 呈 穹 圆 形 , 腹 侧 部 具 一 浅 的 纵 沟 。 侧 部 微 凸 ， 
饰 有 往 前 弯 的 横 肋 , 肋 在 外 旋 环 的 中 后 部 较 粗 , 至 外 旋 环 前 部 变 得 细 长 。 侧 面 的 横 肋 有 时 
2 一 3 SR, 并 在 脐 缘 上 结 成 弱 瘤 。 脐 的 宽度 和 深度 中 等 , FARA. 缝合 线 的 腹 叶 被 

一 低 的 中 鞍 分 成 两 个 小 支 叶 , 腹 支 叶 及 侧 叶 的 下 端 略 圆 。 

产地 和 层 位 ” 靖 远 磁 窒 ,榆树 梁 齐 面 层 44,， 靖 远 组 下 段 。 

密 网 羊 齿 (新 种 ) Linopteris densissima Gu et Zhi, n. sp.* 

(ARR UI, 3, 3a.) 

FPwAR ie wees, MM RAB E4, 靖 远 组 下 段 。 

ite =e (St) Linopteris lepida Gu et Zhi, n. sp. 

(BR UI, 4, 4a.) 

特征 “小羽 片 长 约 2.5 厘米 , 宽 约 9 毫米 , KSEE, MPT, ORR, 
基部 心 形 。 中 脉 非常 明显 , 几 达 小 羽 片 顶端 ; 侧 脉 分 又 并 联结 成 较 均匀 而 细密 的 网 眼 。 
中 及 两 侧 有 单 凸 透镜 形 伴 殉 眼 。 

比较 “本 种 与 主要 见于 欧洲 早 二 先世 的 规则 网 羊 齿 (inopzeris germari Giebel) 的 区 
别 主要 在 于 小 羽 片 较 小 、 顶 端 较 尖 并 具有 伴 网 眼 。 
产地 和 层 位 ” 靖 远 磁 窗 ,大 水 沟 训 面 层 43, EDR FB 

缠 网 羊 齿 (新 种 ) Linopteris intricata Gu et Zhi, n. sp. 

(图 版 II， 图 5，5a-. ) 

HE TKS ARBEIT, TORR, 基部 心 形 或 偏 斜 形 , 边缘 彼此 接触 。 中 脉 明 
GSH, 直达 小 羽 片 顶端 ; 侧 脉 分 又 并 互相 联结 , 紊乱 而 不 规则 。 网 眼 多 边 形 或 长 萎 形 ， 
大 小 不 均匀 , 中 脉 附近 的 较 大 , 向 边缘 逐渐 变 小 和 变 密 , 接近 侧 边 处 的 最 小 \ 最 密 , 并 几乎 
与 侧 边 直 交 。 

* 此 新 种 系 中 国 科学 院 南京 地 质 古 生物 研究 所 和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古 生 代 植 物化 石 > 编写 小 组 根据 本 文 的 材料 建 
立 的 (Gu et Zhi)， 下 同 。 作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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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 lb, lc. HRABBAGH) Eumorphoceras kansuense Liang, n. sp. 

la, 侧 视 , X 2; 1b, ATM, X 2; 1c, MAR, X60. MAAR. Kew RAGE 44. 

图 2a, 2b. MAHBMABREUH Eumorphoceras bisulcatum aff. varicatum Schmidt 

2a, MHL, X 1.5; 2b, BAER, X6, MBAR. BEM RHE 44。 

Al3, 4. 胜 比 林 比 林 菊 石 (近似 种 ) Bzlzzgrztes aff. superbilingue (Bisat) 

3, MIG, X 1.5; 4, 侧 视 ,，X 2。 BBALR. MHALEMHE 60. 

5a, 5b. 利 斯 特 腹 菊 石 (比较 种 ) Gastrioceras cf. listert (Martin) 

5a, MH, X 1; 5b, BM, X1, WAL. Maw RAH 57. 

图 6. EAR GRR Choristites crassicostatus Semichatova 

Bw, Xl, 羊 虎 沟 组 下 段 。 磁 窗 红 土 洼 剖面 层 05。 



图 7. KRW Plicatifera chaoi Grabau 

Ba, X 1。 SRBATR. BBALEMAE 64, 
8. 圆 轮 戟 贝 (未 定 种 ) Tornquistia sp. 

背 视 ,，X 3。 REGAL. BBAKAAHE 34, 
92 太原 网 格 长 身 贝 Dictyoclostus taiyuanfuensis Grabau 

AAW, X 1。 太原 群 。 磁 窖 红土 洼 剖面 层 72。 
图 10a, 10b, 10c. 46H) 40 Marginifera viseeniana Chao 

10a, 侧 视 ，X 1.5; 10b, 前 视 ，X 1.5; 10c, AM, X15, REAALE. BEKKAMME 34. 
All. SZ SRR Rugosochonetes laguessianus (Koninck) 

BM, X15, 臭 牛 沟 组 下 段 。 磁 窖 大 水 沟 剖 面 层 5。 
图 12. WA aSk ee Rugosochonetes hardrensis (Phillips) 

腹 视 ，X 1.5。 REBAR, BEKKAMHE 33, 
图 13, 13a, 14. 大 脉 羊 齿 ( 比 较 种 ) Nezrozpteriz cf. gigantea Sternb. 

13，X 1; 13a，X 5; 14, X1, 臭 牛 沟 组 中 段 。 磁 窖 大 水 沟 剖 面 层 28。 
图 15 . 多 形 铲 羊 齿 (比较 种 ) Cardiopteridium cf. spetsbergense Nath., X 1, 

ROAR, BEAKAABHE 29, 
图 16. 洛 森 镁 木 ( 比 较 种 ) Lepidodendron cf. losseni Weiss, X 1, 

RAAT. BEAKGHUBE 26, 
图 17. 坛 鳞 木 Lepidodendron volkmannianum Sternb., X 1。 

RtAATR, BEAKAMME 26, 

图 版 Il 

图 1, 2, 2a. #4 Eleutherophyllum mirabile (Sternb.) 

1, X1; 2, X1; 2a, X3. SCATR. BRBAKAABE 42, 
图 3, 3a. ASEH FEH Mesocalamites cistiformis (Stur) 

3, X15; 3a, X3, 靖 远 组 下 段 。 磁 窖 大 水 沟 剖 面 层 40。 
图 4，4a. 49S Asterophyllites tenuifolius (Sternb.) 

4, X13; 4a，X 3。 BLATR. BEAKGMBE 42, 
图 5, 6, 6a. #AKERS2ELH Pecopteris aspera Brongn. 

5, 羽 轴 , X 1; 6, X15 6a, X3, HMATR. BBEAKAAME 42, 

图 版 II 

Kill, la. 脉 网 羊 齿 Linopteris neuropteroides (Gutb.) 

1, X1; la, X3. B3aATR. Be RABE 43. 
Al2, 2a. 大 脉 羊 齿 Neuropteris gigantea Sternb. 

2, X1; 2a, X5, BRATR. BRM RABE 43, 
3, 3a. 密 网 羊 齿 ( 新 种 ) Lizobpteris densissima Gu et Zhi, n. sp. 

3，X 1; 3a，X 3。 SWATR. Be RAE 43. 
4, 4a. 蛇 皮 网 羊 齿 (新 种 ) FLzzopteriz lepida Gu et Zhi, n. sp. 

4, X1; 4a，X 3。 靖 远 组 下 段 。 磁 窗 大 水 沟 剖 面 层 43。 
5, 5a. 缠 网 羊 齿 (新 种 ) Linopteris intricata Gu et Zhi, n. sp. 

5，X 1; 5a，X 3。 靖 远 组 下 段 。 磁 窗 大 水 沟 剖 面 层 40。 
6 . 圆 窝 木 (比较 种 ) Bothrodendron cf. circulare Ste X 1。 

WA, Bem RARE 53. 
ohh 鱼鳞 木 Lepidodendron aolungpylukense Sze X 1。 

靖 远 组 中 段 。 磁 窖 榆树 梁 剖面 层 52。 
8, 8a. 和 希 氏 脉 羊 齿 ( 近 似 种 ) Neuropteris aff. schlehani Stur 

8，X 1; 8a，X 3。 靖 远 组 下 眉 。 磁 窗 榆 树 梁 剖面 层 45。 





II 版 纪 生 物 地 层 
sae 
Aa A Ke mn > 

ke& 



李 星 学 等 ;: 甘肃 请 远 石 炭 纪 生物 3 

NN 
fi 
2 Qo ees 

Rett 4 
he aA 

? * 

NS 

PON aa 



中 科 院 植物 所 图 书馆 

AIM AU 
$0003368 



i EY 97% 2, sot 

北京 植物 所 

MEMOIRS OF NANKING INSTITU 

_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No. 6 

< CONTENTS 

Advances in the Devonian Biostratigraphy of South China pp 

Wang Yi, Yi Chang-ming, Wu Qi ( 1 ) 



MEMOIRS 

OF 

NANK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6 

Z 

SCIENCE PRESS 

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