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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孔虫的形态及其指相意义

蔡雄飞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层孔虫是一类底栖固着的海洋生物
,

从寒武纪晚期到白至纪地层中都有分布
,

但最盛时

期是泥盆纪
,

不但属种数量急剧增加
,

而且分布亦很广泛
。

由于层孔虫本身对环境介质极其

敏感
,

不同的环境可以有不同的形态
,

因而可以成为判断沉积环境的标志
。

一
、

层孔虫的各种形态

根据对湘中
、

西秦岭等地泥盆纪大量层孔虫属种骨骼分析和统计
,

层孔虫的各种形态大

致可以分为几类
:

1
.

块状层孔虫类

常见的有柱状
、

球状
、

半球状 (图 l )
.

它们的个体范围变化很大
,

小者十几厘米
,

大者可

达数米
。

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坚固地附着海底向上生长
,

具有较强的抗浪性和造礁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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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层孔虫的各种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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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枝状层孔虫类

枝可长可短
,

分枝可多可少
。

它们的个体和枝状形态变化都很大
,

均具有障积灰泥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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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3
.

板状层孔虫类

由骨骼起伏不平的薄板重叠形成
。

它们的大小和形状变化也很大
,

小者 1 0一 20
c m

,

大者

近数米
,

都是以粘结灰泥为沉积特点
。

二
、

层孔虫的形态与环境关系

根据层孔虫化石的三种基本形态
,

可以确定它们具有三种不同的生态功能
。

虽然层孔虫

化石代表了热带至亚热带洁净的
、

正常海盐度
,

光照较好的浅海环境
,

但通过层孔虫形态与

环境剖析
,

可以进一步划分出浅海的一系列微观地貌
。

块状层孔虫类型往往表明是在清洁的高能动荡环境
,

一般处于潮下几米深的地 区
。

以西

秦岭毕家山组大型复礁体为例
,

该礁体位于成县一带
,

礁体较大
,

高 50 0一 6 00 m
,

地 貌上 成

为一个险峻的大陡崖
。

造礁生物始终以单一形态的柱状
、

球状层孔虫为主
,

在礁核中
,

个体之

间紧密衍接
,

具有较强的抗浪能力
。

正是由于这种对波浪的障壁作用
,

使得灰泥得以沉积
。

通

过对该礁纵向序列造礁生物群落和附礁其它门类生物群的组合研究
,

发现这些骨架层孔虫

造礁深度始终未变
,

处于潮下几米深的高能动荡地区
,

而附礁动物群
,

如腕足
、

珊瑚
、

海百合

茎等均被打碎
,

但未见搬运的痕迹
,

显然是较强海浪作用所致
。

礁体之能够连续向上生长
,

是

由于海盆的沉降速度始终同礁的生长速度保持一致的结果
,

因而块状层孔虫的生长水深始

终处于极浅水
。

再从湘中许多层孔虫礁体来看
,

凡是造礁方式以球状层孔虫出现
,

一般都位

于潮下几米处
。

因此块状层孔虫一般生长在清洁高能动荡的环境中
,

水体深度从几一十几

米
,

它们对泥沙
、

盐度
、

深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

枝状层孔虫从生态上来说
,

由于具有分枝状形态
,

必然增加抗浪的阻力
,

但是分枝越多
、

越长
,

越不能经受波浪的打击
,

充其量是一种中等程度能量的产物
。

虽然它们也能参与造礁
,

可以在骨架岩中少量出现
,

也可以出现在以枝状层孔虫为主的障积灰岩— 往往表示礁体
` 由繁盛期走向衰弱时期

,

但枝状层孔虫更多的是出现在礁后泻潮相环境
。

在西秦岭层孔虫礁

体中的枝状层孔虫往往被打碎
,

在礁后大量堆积
。

在湘中猪婆大山
、

大乘山隆起四周的一系

列台地边缘相礁
,

一旦双孔层孔虫出现就十分繁盛
,

其种属单调
、

数量多
,

缺乏或极少见到其

它门类生物
。

因此
,

只要双孔层孔虫出现
,

就标志着礁盖层的开始
,

其生长环境是一种咸化的

水体
。

因为这些台地边缘礁的盖层均为一套侧向延伸稳定的无生物化石的白云岩
。

由此可

以确定双孔层孔虫的繁盛
,

往往标志着咸化水体的产生
,

而枝状层孔虫往往代表礁后相
,

表

示礁后盐度较高的中
、

低能环境
。

板状层孔虫不具备造礁能力
,

但能起粘结作用
。

根据我们对湘中泥盆纪层状碳酸盐岩地

层和礁相地层的大量观察
,

板状层孔虫往往与生物碎屑
、

生物滩
、

礁基底骨屑滩共生
,

而 当柱

状
、

球状层孔虫一出现
,

板状层孔虫立即消失
。

以湘中清潭冲礁体为例
,

该礁体是个不大的具

透镜状堤礁
.

礁体可以划分为两次造礁期
:

第一次是在以板状层孔虫和其它门类的生物灰岩

组成的基底上
,

发育了以枝状层孔虫为主的造礁生物
;
第二次在出现一层厚 20

c m 的板状层

孔虫和其它门类共生的碎屑灰岩后
,

之上又发育了球状层孔虫造礁生物
。

在生物碎屑灰岩

中
,

可见断续分布的纹层
。

清潭冲礁体中由两层含板状层孔虫组成的生物碎屑灰岩
,

若在该

礁体底部出现
,

则为形成礁的准备阶段
;
若在礁体中成层出现

,

反映了礁体生长的间歇期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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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生物碎屑灰岩中
,

板状层孔虫的细层基本只能平行板面生长
,

反映了沉积速度慢
,

板状层

孔虫生长也慢的条件
。

两层生屑灰岩中生物碎屑含量特别多
,

主要 由断枝状通孔珊瑚组成
,

其次为切珊瑚和一些腹足类
。

这些生物碎屑多集中层面分布
,

排列无定向
,

未见磨蚀迹象等

特点
,

代表了它们属于潮间带产物
。

因此
,

清潭冲礁体造礁环境始终不太稳定
,

忽而靠近海

岸
,

忽而在潮下
,

反映了海盆沉降速度与礁的生长速度极不协调
,

因而不可能有利于礁体在

适合的环境很好生长
。

在湘中泥盆纪层状碳酸盐岩地层中
,

含板状层孔虫微
、

泥晶灰岩经常与砂晶灰岩呈上下

关系
,

这个沉积序列底部往往由再作用面作为开端
,

然后伴随较强的水流作用
,

搬运来的大

量生物碎屑和顺粒灰岩先后沉积
。

随着潮汐流变弱
,

沉积了含板状层孔虫微
、

泥晶灰岩 (图

2 )
。

这是典型的潮间带沉积标志
,

再作用面和砂晶灰岩代表低潮坪环境
,

而含板状层孔虫的

微泥晶灰岩则是潮间低能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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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湘中白路村板状层孔虫生物碎屑灰岩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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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板状层孔虫的大量出现
,

可以作为潮间带的标志
。

三
、

层孔虫的形态是良好的相分析标志

各种层孔虫化石不仅是泥盆纪时期划分和对 比地层的重要手段
,

其更重要的是具有直

观的指相作用
。

不同的层孔虫形态可以有不同的形成环境
,

根据形态特征
,

我们可以进一步

划分出浅海环境的一系列微地貌
,

确定不同的水深
,

从宏观上进行微相分析 (图 3 )
。

根据泥盆纪时期层孔虫常具较强的造礁能力特点
,

可以根据它们在纵向上不同的形态

展布序列来判断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
,

从而可较准确地反映造礁时期的沉积环境变

化和研究礁的发育
、

繁盛
、

衰弱以及消亡的发展演化历史
。

与此同时
,

根据不同类型的层孔虫

与不同水体深度的关系
,

可以研究海盆沉降速度与礁生长速度的关系
,

从而有助于了解区域

海平面变化状态
。

其次根据层孔虫形态的指相意义
,

即可对造礁环境进行类 比和确定它们在 区域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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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层孔虫不同形态与环境关系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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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变化过程
,

也可以研究异地生物礁间的差异
。

如扬子板块上的湘中地 区泥盆纪棋子桥组

礁体和西秦岭泥盆纪毕家山组为代表的大型复礁体
,

前者多为一系列小礁
,

后者为大礁
。

两

地所处的构造单元明显不同*,前者稳定
,

后者活动
。

两地的造礁层孔虫组合形态亦完全不同
,

前者是板状层孔虫到枝状或球状层孔虫再到板状层孔虫的一系列造礁旋 回
,

后者始终为代

表高能
、

动荡环境的柱状层孔虫
,

因而礁体长得十分高大
,

成为西成地区的控矿主要因素
。

综上所述
,

泥盆纪 层孔虫的不同形态与环境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利用这种形态
,

常常可

以作为我们观察
、

分析泥盆纪地层的重要相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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