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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扬子台地及其南缘早奥陶世道保湾期生态地层的研究
,

划分出了 7个生

态相域
,

即
:

aB
t o ot ma 一c 恤之浏 h扭m 群落台地生物礁生态相域

、

ca la ` h`二 m一 A cr ha eos cyP
h ia 群落

台地生物礁生态相域
、

iS on 八 hi ,

群落内陆棚生态相域
、

aC

一
,

群落中一外陆棚生态相域
、

痴 J “ e。 ,
群落深水斜坡生态相域

、

T以 ar g ar P泛。 群落盆地边缘生态相域
、

D idy 阴
D g朋 P t。 :

群落

深水盆地生态相域
。

根据生态相域的组合特征
,

建立了4个生态相区和 1个生态相体系
.

生态地层

研究的结果揭示了中扬子台地及其南缘道保湾期的生态特征
、

古生物地理和古构造及沉积古地

理等特征
。

关锐词 群落 生态相 奥陶纪 中扬子台地 华南古大陆边缘

作为地层学的一个新的分枝
,

生态地层学仍处未成熟的发展阶段
,

主要体现于其理论部

分尚不成熟和完善
,

尤其是在生态地层单位体系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
。

在该方面
,

笔者曾

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1[ 一们
,

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生态地层理论模式 2j[
,

即纵向生态地层单位

模式 (包括生态相带
、

生态相组和生态相群 )和横向生态地层单位模式 (包括生态相域
、

生态

相区和生态相体系 )
。

本文亦采用该模式并用于中扬子台地及其南缘早奥陶世道保湾期生态

地层的研究
。

通过对湖北宜 昌黄花场实测剖面
、

松滋刘家场实测剖面
、

湖南石门杨家坪实测

剖面
、

桃源热水坑剖面
、

九溪剖面以及安化毛铺子剖面
、

新化炉观剖面 . 的阿仑尼克早期 (道

保湾期 )石生态特征和沉积特征的分析
,

本文建立了 7个生态相域
、

4个生态相区和 1个生态相

体系 (图 l )
。

1 生态相域的划分

根据生物群落与沉积特征的组合类型
,

将研究区划分出以下 7个生态相域
。

1
.

1 uB ot st o m a
一ca la t蔽 u 。 群落台地生物礁生态相域

分布于峡东宜 昌黄花场等地 区
,

其中发育 B at os t
om

a
一 ca l at h iu m 群落

〔5 〕 ,

以 B at os t
,

a

为特征分子
,

ca la ht l’u m 为优势分子
,

丰度为 30 %一 40 %
,

并呈原地生长状态保存
。

该类生仇
一般呈杯状

、

角锥状
、

柱锥状及碗状等形态
,

以单体形式产出
,

无分枝现象
,

且基本上呈开 口

. 本文 1 9 9 6年 9月 9日收稿
.

. 本成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荃金资助
。

. 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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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扬子台地及其南缘道保湾期生态相体系示意图
I

·

B a t os omt
a 一

aC l a t h i“ 。 和 C a al t h i u ,
一
A cr 六a

. “ 护 h注a 群落台地生物礁生态相 区
;

1
.

51 , 。

hrt is 和ca , 。

cfo
, ar , 群落陆栩生态相区

: ,
.

E , J火 er
a : 群落深水斜坡生态相区

,

W
·

了飞̀翔 g阳户扭` 和刀`心 , 口翻昭户子侧了群落深水盆地生态相区

F ig
.

1 S k e t e h t o s h o w t h e e e o s t r a t i g r a p h i e f扛e
i
e s s y s t e m o f th e

M i dd l e Y a n g t : e p l
a t f o r m a n d

i t
s s o u t h e r n m a招 i n d u r蔽n g t卜e

aD
o b a o w a n i

a n (E a r ly o r d o v
i
e
i
a n )

I ” 召召 t o st
om

a 一 C知亡“ t h i“ m a n d 〔乞al t h i“ m
一
A cr h a 毋 o

ics 劝 h ia p ]
a t fo r功

o r g a n i
e r e e f e e o s t r a t ig

r a p h ie f a e i e s r e g i o n ,

, = 5 1” o rt h i s a n d aC 执 oer ce ar
s s h e l f e e o s t r a t i g r a p h i e f a e ie s r e g io

n ,

I = E月 J认, e
ar

s d e e p
一

w a t e r 5 10衅
e e o s t r a t ig r a p h i e fa e i e s r e g i o

n ;

N = T
尸` ar g r 只P止

u s a n d 众烫四
泣

叮阴户̀
。 5 d e e p

一

w
a t e r b a s in e e o s t r a t i g

r a p h i
e fa e

i
e s r e g io n

端朝上
、

封闭而较尖的一端朝下原地状态保存
。

aC l at ill u m 均具有内外两个体壁和一个中央

腔
,

而且内外体壁上均具有许多规则的呈网状排列的小孔
,

体壁间可见类似海绵动物的水道系

统
.

由aC l a t h iu m 的结构构造特点可知
,

该类生物可能与海绵动物具有某些亲缘关系
,

并营底

栖固着方式生活
,

且可能靠从流动的水体中滤食微生物等为生
,

食物由体壁上的孔进入体内
,

经消化后
,

由中央腔上方的 口孔内排出体外
.

该类生物原地固着生长
,

与 B at os ot m a 一起形成

抗浪格架
,

障积灰泥
,

形成了障积岩隆礁 .s[
`」。

该群落中的组成生物还有头足类
: 拟` cn 丙“ or

-

c er a s ,

lC i t e ” J优ear
s 汇b 犷君口 n o e e ar s

等
;
腕足类

:
T r i t oe c h i a s p

. ,

￡oP
u n e t a at s p

.

等
。

其中
,

腕足类

均为浅水底栖生态类型
。

头足类均具有壳体呈弯锥形和扩大迅速
、

密集的气室
、

粗壮的体管以

及发育的内锥等特征 7j[
,

这种形态与结构 只能使体重增加
,

并增大运动的阻力
,

不利于快速游

泳和在较深水中生活
。

在该生态相域中生物礁之间多为亮晶砂屑
、

砾屑灰岩
,

其中的孔隙较为

发育
.

而礁体中灰泥含量较多
,

可能有利于油气的生成
。

本生态相类型应属 E F 3
一

2[
,」

。

L 2 ca al t报 u m 一 A r c
加

e os cyP h ia 群落台地生物礁生态相域

分布于湖北松滋刘家场地区
,

其中发育有 aC la t h iu m 一 A cr ha eo s勺沪h t’a 群落
。

其组成有

托盘类 ca la ht iu m sP
.

;
海绵类

; A cr ha eos cy Ph ia sP
.

;
腕足类

:

N an
o叮h is s p

.

; 蓝绿藻以及头足

类
:

aM cn h “

~ ar
, sP

·
,

oC er
o n oc e ar : s p

.

等
。

其中
,

ca la t hi
u m 为优势分子

,

其丰度为40 %一

60 %
,

个体密度为 100 个 /m
,

左右
。

A cr h~
,。功 ih

a
为该群落的特征分子

,

其含量亦较丰富
,

丰
·

度为 20 % ~ 30 %
,

该生物与aC la t h l’u m 一起
,

原地固着生长
,

在蓝绿藻的缠绕和包裹下
,

形成

了粘结 一障积格架
,

吸附和障积灰泥
,

并形成了粘结一障积岩隆礁
。

A cr h ae os c y Ph l’a 多呈单

体
,

外形呈杯状
、

锥状等
,

具内外两个体壁和一个中央腔
,

且体壁上布有小孔
,

壁间发育水沟系

统
,

由其结构构造可知
,

其生活方式为从流动的水体中摄取食物
,

废物从中央腔上方 口孔内排

出
。

本生态相域中80 % ~ 90 % 的生物均为底栖固着造礁生物
,

其生态相类型仍属E F 3一 2
。

1
·

3 iS n 。材肠 群落内陆棚生态相域

见于湖南石门杨家坪及慈利岩泊渡一带
,

其中发育 S in川 h is 群落
,

其组成主要为腕 足

类
:
S i n or t h i s s p

.

;
三叶虫

:
S z e c入u a n e ll a s p

. ,

lI l a e n u s s p
.

及匆呻勿
s u ur s s p

.

等
; 头 足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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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汗“ 。 oc e ar : s p
.

等
。

其中
,

以 5 2 尸c h u a n e l l a 为优势分子
,

其丰度为 2 0 % ~ 3 0写
。

其次 以 1 1
-

la , u :
较为丰富

。

本群落中 g0 %的生物均为底栖生物
,

10 %的生物属游泳 型
。

iS
n

喇 h is
、

11
-

la en u : 和 oC ,
a ,

oce ar ,
均 为扬子 区 物征分 子

,

且 多生 活 于 浅海 陆棚 的上 部环境 中
。

sz ec h u a en lla 和匆mP h夕s u ur ,
在扬子区和江南 区均有分布 sj[

,

该类生物可能具有较大的对环

境的忍耐性
,

既可生活于较浅的浅海域
,

又可生活于较深的浅海以及深水斜坡环境
。

但从本

区生物总貌以及沉积物以生物碎屑灰岩为主来看
,

本群落应代表内陆棚生态环境
,

其生态相

类型属 E F 4
。

1
.

4 ca m e or ce ar ` 群落中一外陆棚生态相域

分布于湖南桑植鹿耳口及桃源热水坑一带
,

其中发育aC m e

ocr ear
,
群落

,

其组成主要有

头足类
:

ca m

~
: h uP he o se ;

三叶虫
:
刀2口 en us sP

.

及笔石
:
D idy m og

r a P t us s p
.

等
.

本群落

的分异度较低
,

但优势度较高
,

以aC m

~
:
为优势分子

,

其丰度为 30 %福 40 %
.

该生物在

江南区出现较多
,

但在扬子 区亦有分布
,

该类生物具有壳体直
,

壳体扩大缓慢
,

体管较小和气

室较大等特征
,

表明其具有较快速游泳能力
,

适应于较深水中生活
。

D i办m o g ar P t us 属典型

的漂游型生物
,

适应于较深水生活
。

而 lI l ae 、 :

为底栖型三叶虫
,

为扬子区特征分子
.

本群落

中的生物在扬子区均有分布
,

其中
,

60 %生物 曾见于江南区
,

且适应于较深浅海中生活
,

这表

明
,

由中扬子台地越往南
,

水体越深
、

越开阔
,

过渡性质的生物含量越多
。

该群落产于灰色泥

晶灰岩中
,

并有泥岩夹层
。

上述特征表明
,

该生态相域应属 E F S
一

6生态相类型
。

1
.

5 枷do ce asr 群落深水斜坡生态相域

见于湖南桃源九溪至崇阳留咀桥一带
,

其中发育游泳性 E n d oc
, ar :

群落
,

其组成比较单

调
,

以 游泳 型头 足类 为 主
,

底栖型 较少
。

头 足 类有
:
E n d OC~

: sP
.

,

B ac t内ce ar , s p
. ,

伪
-

d os ot m

~
, s p

.

及 aC m e

~
, , p

.

等
,

其中以 E n d虎 e ar :
为优势分子

,

丰度为 20 % ~ 3 。%
。

本群落中的头足类多数壳体直
,

扩大缓慢
,

体管较小和气室较大等特征
,

表明它们能在较深

水环境中作较快的游泳运动
。

本群落中的组成分子主要分布于江南 区闭
,

虽然在扬子区亦有

分布
,

但无扬子区的特征分子
,

故体现了过渡区的特征
。

E n d oc e ar :
群落产于深灰色薄层泥

晶灰岩与粉屑
、

砂屑灰岩的互层中
,

可见沙纹层理
、

粒序层理及底侵蚀面等构造图
,

反映深水

斜坡相特点
。

由上述特征可知
,

本生态相域应属 E F 7类型的生态相
,

其中的泥晶灰岩为可能

的生油层
,

砂屑灰岩中孔隙较为发育
,

有利于油气的储层
。

1
.

6 T et ar g or p ut `
群落盆地边缘生态相域

分布于湘中安化至益阳一带
,

发育典型的深水漂游型 T以 ar g 几护t su 群落
,

组成分子主要

为笔石
:

eT
t r a g r a P t u : a m i i

,

T
.

: `m i l i: ,

T
.

o u a d ir b ar c入i a r u : ,

及办m o g ar P t u , 儿i r u , : J o ,

刀
.

a sP e -

、 :
等

,

其中
,

eT
t ar g 卜a

P t “ ,
为优势分子

,

丰度为 60 %
。

本群落中的组成分子均为江南生物地

理区中的特征分子
,

它们产于薄层泥质粉砂岩与页岩互层中
,

粉砂岩中发育小型沙纹层理和

水平层理
,

反映了盆地边缘相特点
,

其生态相类型应属 E F S
,

有利于油气的生成
。

1
.

7 众dy m o g or p ut
:
群落深水盆地生态相域

主要分布于湘中新化地 区
,

发育典型的漂游型 iD勿m og
r a P t us 群落

,

其组成分子 为

D i内m og
r a P t u s 属的 4个种即D

.

a d n o

、 is
,

D
.

h iur n

do
,

D
.

n ic 入o t s o n i
,

D
.

: im i zi: 等
。

它 们均为

江南区特征分子
,

产于黑灰色页岩中
,

水平纹层发育
,

底栖生物十分贫乏
,

反映了深水盆地的

静水生态环境
,

其生态相类型属 E F S
,

本生态相域的黑色页岩中有机质较为丰富
,

因溶解氧

少
,

故应为有利的生油相域
。



岩 相 古 地 理

2 生态相区的建立

根据生态相区的含义和研究区生态相域的组合规律
,

本文建立了4个生态相区
,

分述如下
。

2
.

1 丑a t o s t o m a
一ca l a t h i u m 和C a l a t h i u m一 A r c h a e o s

cy p枷 群落台地生物礁生态相区

包括峡 东宜昌
、

松滋等地 区
,

由 B at os t
om

a
一 aC l at h iu m 群落台地生态相域和 aC la ht l’--

“ 二一 A hcr
。

~ 卿户h t’a 群落台地生态相域组成
。

该生态相 区中的生物 70 % ~ 80 %均为底栖固

着生态类型
,

且为主要的造礁生物
,

10 %的生物为游泳性
,

它们均为扬子生物地理区的特征

分子
。

本生态相区属中扬子碳酸盐岩台地的主体
,

该时期以发育生物礁为特征
。

2
.

2 is
n 。材h is 和 ca m e or ce 、 :

群落陆棚生态相区

包括湘西北石 门
、

慈利及桃源北部地区
,

由iS 。 材hi ,
群落内陆棚生态相域和山 m。

,

~
: 群落中一外陆棚生态相域组成

.

本相区以底栖型生物和 游泳型生物混合为特征
,

40 铸

~ 50 呱生物为扬子生物地理区中的特征分子
,

其它生物在扬子区和江南区均为分布
,

反映了

由中扬子台地向南
,

水体逐渐变开阔和变深
,

从而导致了本相区的生物表现出过渡性质
。

2
.

3 nE d o ce ar : 群落深水斜坡生态相区

包括桃源九溪至崇阳留咀桥等地 区
,

仅由E , d~ ar ,
群落深水斜坡生态相域组成

,

其特

征详见前文
。

该相区中的生物体现了过渡区的特征
。

因此
,

在沉积古地理性质上属江南边缘

海与中扬子台地南侧陆棚区之间的深水斜坡相区
.

在构造性质上属华南被动大陆边缘的一

部分
。

2
.

4 T et ar g
arP ut :

和 D沁m og arP ut ;
群落深水盆地生态相区

包括湘中安化至新化等地 区
,

由丁召￡。 g r a P t us 群落盆地生态相域和 iD 如 nI og
r a P t u :

群

落深水盆地生态相域组成
,

该相区中以发育漂游型生物为特征
,

底栖生物十分贫乏
,

且均为

江南生物地理区中的特征分子
,

体现了江南边缘海的特征
。

3 生态相体系的建立

根据生态相体系的含义
,

研究区可建立一个生态相体系
。

刀C A
、

S C
、

E 和 T 刀群落 (台地一陆棚浅海一深水斜坡一深水盆地 )生态相体系

包括本文中的 2
.

1
、
2

.

2
、

2
.

3
、

2
.

4生态相区
,

展布于鄂西宜昌至松滋
、

湘西北石门至桃源

热水坑
、

桃源九溪及湘中安化至新化一带
,

其中发育的群落生态类型依次以浅水底栖固着

型
、

浅海底栖移动型
、

较深水游泳型和深水漂游型为特征
,

其地理分布分别体现了扬子生物

地理 区
、

过渡生物地理区及江南生物地理区的特点
,

沉积古地理特征体现 了由中扬子碳酸盐

岩台地相区
、

中扬子台地南缘浅海陆棚相区
、

深水斜坡相区向深水盆地相区逐渐变深的格

局
。

在构造性质上本生态相体系体现了扬子地台区
、

扬子地台南缘陆棚区
、

华南被动大陆边

缘及江南边缘海盆地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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