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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泥盆系的风暴遗迹相

王 约
一

龚一鸣
(贵州省独山县 国土资源管理局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内容提婆」 风暴沉积岩在黔南泥盆系地层中比较常见
,

其中的遗迹化石也较为丰富
,

为研究

风暴遗迹相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

风暴作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影响了沉积环境的水能量
、

含氧量

等物化条件
,

遗迹化石群也随之有所变化
.

本文研究了发生在 lG o ifu
n g iet

: ,

s k iol t
ho

, ,

C理
二 ia `

和 Z因P hy
c o s

等不同遗迹相环境中的风暴沉积遗迹化石组合
,

把它们划分为三种类型
: ( 1) 单调

型风暴遗迹相
,

风暴作用较弱
,

风暴沉积过程中的遗迹化石属种和数量较少
,

但仍与风暴前后的

遗迹化石组合属于 se il ac h er ( 1 9 6 7 )的相同遗迹相 , ( 2) 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风暴沉积形成新的遗

迹相附加于较低能的遗迹相中
;
(3 )多元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随着强烈风暴作用强度的变化
,

在

风暴沉积期出现两种以上遗迹相的沉积环境
。

关键词 风暴沉积 遗迹化石 风暴遗迹相 泥盆系 黔南

近岸浅海地带由于风暴或咫风引起的突发性
、

间歇性的短期沉积事件
,

是现代和古代海

洋常见的现象
,

并为国内外沉积学

界所重视
。

黔南泥盆系中由风暴作

用 形成 的风 暴 沉积 岩 比较常见

(图 1 )
,

其中的遗迹化石也十分丰

富
。

遗迹化石作为地史时期生物活

动留在沉积物表面或内部的痕迹
,

代表在某种环境条件下造迹生物的

行为习性
,

在反映和解释沉积环境

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

本文研

究黔南泥盆系风暴岩中的遗迹化

石
,

浅析风暴沉积与遗迹化石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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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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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遗迹相的分布不仅与海水深度有关
,

还受温度
、

能量
、

盐份和底质等因素的控制
。

竺相 红 层

、 它 。 夕尸 n ` “
相 5 无

。 一: t人,。 相 (
` , 。 z ` 。 。 。

相 z
。 。 p ` , 。 , , 3

相 N e r “ ` , e , 相

图 2 S
e
i la e h e r 的遗迹相深度分带模式(据S e il ac h e r ,

1 9 6 7 )

F i g
.

2 eS il
a e h e r , 5 m o d e l o f b a th y m e t r i e i e h n o

f
a亡i

e s ( a f t亡r
S

e il a e h e r ,
1 9 6 7 )

1
.

都匀班庄中泥盆统蟒山群马鬃岭组上部的风暴遗迹相 (图 3一A :) 风暴前后为细粒石

英砂岩
,

具交错斜层理
,

产遗迹化石尺人ioz c o ar zl i u 。 ,

hT
a l a s s i n o

ide
s ,

p s

ilo
n i e h n u s ( ? )

,

llC
o n -

dr iet
:
等

,

属 eS il a hc e :
的lG os s

ifu
n g iet

:
遗迹相

。

风暴期间
,

首先在风暴侵蚀面上沉积具正粒

序层理的含砾石英砂岩
,

再沉积具丘状层理的中粒石 英砂岩
,

其中产遗迹化石 S ko ilt !lo
: ,

A er
n i co l i t e s ,

p a l a e
OP 彻

c o s
等

,

属 S k o l i t h o s
遗迹相

。

2
.

独山大河 口中泥盆统独山组屯上段下部的风暴遗迹相 (图3一B)
: 风暴前为具交错斜层

理的细粒石英砂岩
,

产遗迹化石八er n i e o l i t e : ,

P a l a e
op 入y e u : ,

hC
o n

idr
t e s
等

。

风暴来临
,

先沉积

具正粒序层理的含砾石英砂岩
,

再沉积具丘状层理的中粒砂岩
,

产遗迹化石 S k ol it h os
,

A er 瓜co
-

ilt es 等
。

风暴过后为细粒石英砂岩
,

产遗迹化石s ko ilt h os
,

A er in co il et : ,

尸al a e
op 勺cu :

等
。

风暴沉积和风暴前后的沉积物中遗迹化石组合均属 于S k of iht os 遗迹相
,

不同的是风暴

前后的遗迹化石中含有觅食潜穴
,

且属种和数量较多
。

3
.

独 山半坡下泥盆统舒家坪组上部的风暴遗迹相 (图3一c )
:

风暴岩为具丘状层理的中

粒石英砂岩
,

产遗迹化石S ko ilt ho
: 。

风暴前后为具交错斜层理的细粒石英砂岩
,

产遗迹化石

P a l a e
op h少 c u s ,

S k ol i t h o s ,

P la o o l i t e s ,

C h o n d ir z e s
等

。

4
.

独山马家屯和丙拉中泥盆统大河口组下部和上部的风暴遗迹相 (图 3一 D
、

E )
:

风暴前

后 为细粒石英砂岩
,

具水平层理和斜层理
,

产遗迹化石 T ie cll icll nu
: ,

P勿
c o d e s , 尸 la llo il et : ,

aP la e
oP 勺cu

: ,

hc oll dr iet
:
等

,

属 s ie l ac he
,
的 c ur iz al : 。

遗迹相
。

风暴沉积为具丘状层理的中

一细粒石英砂岩
,

产遗迹化石 S ko ilt llo
: ,

材. 王
oc ar t er ion 等

,

为S k ol t’t ho
:
遗迹相的主要分子

。

.5 独 山凉亭
、

花园中泥盆统独山组宋家桥段的风暴遗迹相 (图3一 F
、

G卜风暴前后为渴

湖相沉积的含黄铁矿结核的砂质粉砂岩
、

细砂岩
,

产遗迹化石 z o oP 勿
` os

,

clI
o

dn lr’t es
,

sc al ar
-

iut ba
,

lP an iol ekt
,

oG dr i。 等
。

风暴来临
,

先沉积中一细粒石英砂岩
,

具正粒序层理或丘状层

理
,

产遗迹化石你 21 , d “ c u m
,

hT
a la s s￡n 反d e : ,

P a la e
op 勺

c u s
等

。

属 S k ol i t h o s
遗迹相

;
再沉积具

丘状层理的细粒石英砂岩
,

产遗迹化石侧如 m a u l i c h n u s ,

p a l a e
吵hy

c u s ,

C r u z i a n a ,

C h o ,` d r i t e s

和少量的hT
a 伍 s s sn o i j e , ,

伪 l i n d r i u m 等
,

属rC
u z i a n a

遗迹相
。

2 各遗迹相中的风暴遗迹相及其浅析

2
.

1 GZo s s

ifu
n g i t e s

遗迹相

G Z口” ifU
n g i t es 遗迹相经过 S e i l a e h e r ( 1 9 6 7 ) 「

,〕 、

F r e y 和 S e i l a e h e r ( 1 9 8 0 ) 〔3 ] )等的系统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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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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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
e t i o n s o f th e s t o r m d e p o s

i t
s a

dn t r a e e
of

s s
i l s

i n S o u th G u
i hz o u

1 , h u m om
e k y e r o s s一 s t r a t i fi e a t沁 n , 2= o b l iq u e e r o s 。 一

be d d i n g

述和研究
,

普遍认为是代表潮间
、

潮上带坚实但未 固结的底质环境
,

遗迹化石多为垂直或斜

倾的滤食性潜穴
: R ih

z
oc oar ill

“ m
,

hT
a la ss ion i de

:
等

。

当风暴来临
,

首先冲刷先期的沉积物
,

同时将碎屑簸扬
。

风暴逐渐减弱
,

被风暴涡流所携带的碎屑依粗细重新沉积
,

形成具正粒序

层理或丘状 层理的较松散砂质底 层
,

适应 于 S k ol iht os 遗迹相的 S ko l,’t h os
、

A er
n i c o l i t es

、

尸 a al ,
op hy

c u :
等造迹生物群所栖居

.

在剖面上呈现 lG os s

,’fu
n g iet

s一 S k of iht os 混合型风暴遗迹

相的特点
。

2
.

2 Sk o l iht
o:
遗迹相

绝大多数的 S k o l i th os 遗迹相代表高能滨海潮间
、

潮下带的浅水环境圈
。

在突发性风暴作

用下
,

水动力更加强烈
,

海水变得更加混浊
,

导致 S k ol it h os 遗迹相中的一些觅食造迹生物等

不能生存
。

在这一新的生态领域中
,

仍栖居着属种和数量较少的能抗御高能和较混浊水体等

环境参数变化的垂直或U 型垂直滤食性潜穴
。

在独山组屯上段和舒家坪组剖面上 (图 3一B
、

)C
,

风暴前后的S k o l i t h os 遗迹相中含有 S k ol it h sD
,

A er
n ic ol iet

s
等滤食性潜穴和尸al ae op h ,

es

cu : ,

尸勿 n ol l’et : ,

cll on d r i t e ,
等水平和分枝觅食潜穴

。

在风暴 沉积期 间
,

仅有数量较 少 的
S k iol ht os

,

A er
n i c o l i et :

等滤食性潜穴
,

表现为属种和数量较少的
、

以垂直滤食性潜穴占主要

为特征的S ko ilt h os 单调型风暴遗迹相
。

2
.

3 e ur z ia n a
遗迹相

C ur iz an
a
遗迹相所代表的近滨沉积环境遇到风暴作用时

,

所导致的风暴遗迹相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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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曾被 F r e y 和S e il a e h e r ( 1 9 8 0 )
,

P e m b e r t o n 和 F r e y ( 1 9 8 4 )
,

F r e y 和 P e m b e r t o n ( 1 9 8 4 ) 〔
` 〕 ,

杨

式溥和戎昆方 l( 9 8 8) 圈
,

杨式溥 ( 1 99 0) 3j[ 等表述和研究
,

是 目前研究较为详细的风暴遗迹

相
。

林文球 ( 1 9 87) 将由风暴作用导致的低能C r u z ia an 遗迹相中附加高能 S ko ll’t h os 遗迹相的

遗迹化石组合称为
“
C ur z ia an

一

S知 ilt h os 混合型遗迹相
’
,6[ 〕 。

在独 山大河 口组中
,

含有 eT i c h ic h n u s , p h ) c
od

e s , p a l a e
oP勿

c u : ,

p la n o z.let
s ,

以
o n j r i t es 等

的 c ur z l’a n a
遗迹相 组合中

,

在风 暴来临时附加高能 S k ol i t ho
,

遗迹 相 的分 子
:
S k iol t ho

: ,

oM
n o c ar t e ir o n

等
,

而构成 rC
u z i a n a 一

s 泛o zi t入os 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2 4 Z o
op hy

c o s
遗迹相

z o
oP h , c os 遗迹化石群 目前均认为是代表低氧

、

低能的沉积环境
〔 2

一
`

、

刀
。

独山组宋家桥段

的 z占oP勺 co :
遗迹化石组合代表局限海 台地相的渴湖沉积 7j[

。

在强烈风暴来临时
,

水流首先

冲刷先期沉积物
,

形成不平整的侵蚀面
。

当风暴开始减弱
,

被风暴搅动
、

携带的悬浮碎屑逐渐

沉积下来
,

形成具有正粒序层理或丘状层理的砂质底层
,

适应于高能
、

较松散流动基底等环

境参数的 S k ol iht os 遗迹相造迹生物占据这一生态空间
。

风暴逐渐衰减
,

沉积物表面有机物较

为丰富
,

有利于生物的繁衍 81[
,

遗迹化石组合为分异度较高
、

数量较为丰富的cr uz i a n 。
遗迹

相
。

风 暴过 后
,

风 平浪静
,

风暴层被盖 上 Z O
oP 勺

c os 遗 迹相
。

在 剖面 上 展现 为 Z O p P勺
c os

-

S ko ilt h os
一

C八理iz an
a 多元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3 讨论及结论

风暴沉积代表短期间断性的
、

高能的环境突变沉积事件
,

主要发生于浅海近岸地带
。

风

暴岩以其侵蚀面
、

滞积层
、

正粒序层理和丘状层理等岩石学特征夹在相对低能的沉积岩中
。

作为与环境密切相关的由绝大多数底栖生物所营造的遗迹化石
,

对突发性的风暴沉积事件

也有较为敏感的反映
,

往往表现为相对高能的遗迹相附加于相对低能的遗迹相中
,

构成较复

杂的风暴遗迹相
。

依据风暴强度的大小或影响的强弱
、

持续时间的长短和发生的地带等
,

可

将风暴遗迹相分为三种类型
:

单调型
、

混合型和多元混合型
。

3
.

1 单调型风暴遗迹相

风暴强度或影响相对较弱
,

风暴与风暴前后的遗迹化石组合均属于同一遗迹相
,

但突发

性的风暴多少改变了沉积环境的吻化条件
,

使部份 (如表生的爬行或觅食等 )造迹生物不能

生存或不被保存
,

而形成属种和数量较少的
、

以内生潜穴为主的单调型风暴遗迹相
。

主要发

生于 S k可 i t h o s 和 rC
u z i a n a

遗迹相中
。

S k ol l’t h os 单调型风暴遗迹相在风暴岩中仅含有 S ko ll’t h os
、

A er
n i c o l i t es 等滤食性潜穴

,

未

见或罕见在风暴前后常见的尸
a
la

e

oP lly
c u : ,

lP an iol t es
,

hC 胡d irt es 等觅食潜穴
。

3
.

2 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由于较强风暴所引起的水能量增强和沉积物基底性质的改变以及其它环境参数的变

化
,

导致适应于新环境的新的遗迹化石群附加于风暴前后相对低能的遗迹相中
,

在剖面上出

现两个不同的遗迹相
。

一般发生在G los
s

ifu
n梦 t se

,〔争以 iz 朋
a
和Z o

op 勺
c os 遗迹相中

。

C
r u z z’a an

一

S k ol ,’t h os 混合型风暴遗迹相反映两个不同遗迹化石群的习性和两种生态环

境
,

代表两种不同的水动力条件等沉积环境
。

3
.

3 多元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突发性的风暴沉积在其强烈的风暴发生到结束有一个能量变化的过程
,

环境参数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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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变化
,

与环境相关的遗迹化石群表现出两种以上遗迹相的转变
,

呈现出多元性的复杂的

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一般发生于 Z。
叻勿co :

遗迹相中
。

在野外风暴岩剖面上
,

往往多元混合型中常常附加有混合型
,

混合型中也常常有单调型

的存在
,

反映风暴沉积过程中风暴能量并非均一
,

有一定的波动性增减过程 (图 4 )
。

下|||
田·了

|
.

11!11|土

嘿
{

上J下
A

毛毛几丁三三

`̀ , ...

二二
, .

,
. .

……
... . . . . . . . ---

亡亡竺多
`

” … “
’

…
’

“ …
`

’ `

…
’

“ …
’

““

lll 444

图4 风暴遗迹相
A

.

风暴前后沉积旧
.

风暴沉积
: 1

.

单调型风基遗迹相
. 1

.

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1

.

多元混合型风暴遗迹相
,

1
·

oZ
o p h cy o s ; 2

.

Se a l a r i t u b a , 3
.

G or d i a 卜4
.

P l a n o l i t e s , 5
.

C h o n d r i t e s ; 6
.

S k o l i t h o s ;

7
.

M o n o e
ar

t e r i o n , B
.

A er
n i e o l i t e s , 9

.

P a l a e o Ph y e u s . 1 0
.

T h a l a s s i n o id e s , 1 1
.

C y l i n d r i e u m ;

1 2
.

C r u z i a n a ; 1 3
.

众 d y m a u l i e h n u s ; 14
.

T e i e h i e h n u s . 1 5
.

P卜y c o d e s

F ig
.

4 T h e s t o r m
一 r e la t e d i e h n o f

a e ie s
in t h e s t u d y a r e a

A = p r e 一 a耐 p o s t
一 s t o r m 妞e p o s i t s , B = s t o r m d e p o s it s ; x = m o n o t y p e s t o r m

一 r e la t e d i e h on f a e ie : ;

I = m i
x e d s t o r m

一 r e la t e d ie h n o f a e
i
e s ; I = m i xe d m u l t i P l e s t o r m

一 r e la t e d i
e h n o fa e ie s

遗迹相的相互交错或变化
,

也可能是相邻遗迹相之间的过渡相
,

或海平面升降和沉积空

间的相对变化等所引起 的环境变化
,

在研究风暴遗迹相时
,

应结合沉积学
、

岩石学等研究成

果
。

在野外工作中得到中国地质大学刘本培教授和广西地质科研所吴治教授级高工等的帮

助和指导
,

并提出大量的宝贵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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