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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阳地区下三叠统凝缩段的

遗迹化石特征

王 尚彦

(贵州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 )

[内容提要 J 贵阳地区下三亚统是一个完整的碳酸盐岩层序 (相当于三级旋回层序 )
。

该层序中

的凝缩段由深色薄层 (单层厚。
.

sc m ~ I c m )的泥晶灰岩和泥质条带灰岩组成
。

凝缩段中产丰富

的遗迹化石
.

该遗迹群落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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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文本还讨论了此遗迹群落的形成原因
.

关键词 凝缩段 遗迹化石 下三叠统 贵阳地区

1 层序简介

贵阳地区是三叠纪碳酸盐台地和陆源碎屑盆地的过渡带 (相变线在贵阳市南花溪
、

青岩

一带 )
。

本区下三叠统为一完整的层序 (相当于三级旋回层序 )
。

在碳酸盐台地中
,

该层序底界

在上二叠统的大隆组硅质岩与长兴灰岩之间
。

贵阳大隆组尖灭后
,

其底界即在沙堡湾段与长

兴灰岩之间
。

这是一个无明显剥蚀现象的 1 型不整合面
。

顶界在安顺组第二段顶部 (在奥伦

阶内 )
。

由陆上暴露带 (渣状层
、

龟裂纹
、

鸟眼和小型帐蓬构造 ) 和海岸暴露带 (即大型帐蓬构

造带 ) 组成
,

这是一个 I 型不整合面
。

层序内部由海侵体系域
、

高水位体系域和低水位体系域

构成
。

海侵体系域为海侵期形成的呈退积结构的匀斜型碳酸盐岩缓坡体系
,

由沙堡湾段
、

大

冶组第二段下部和罗楼组第二段下部组成
。

高水位体系城为在高水位期形成的呈进积结构

的
、

具缅粒滩的前缘变陡碳酸盐岩缓坡体系
,

由大冶组第三段
、

安顺组第一和第二段
、

罗楼组

第二段上部组成
。

低水位体系域可分为两部分
:

下部为低水位早期形成的呈进积结构的碳酸

盐岩斜坡体系
,

由罗楼组第三段的角砾岩舌组成
,
上部为低水位晚期形成的呈加积结构的碳

酸盐岩一陆源碎屑岩混合体系
,

由罗楼组第三段上部组成
.

在海侵体系域顶部和高水位体系

域底部的凝缩段
,

由大冶组第二段上部组成川
。

2 凝缩段岩相特征

贵阳地区下三叠统中凝缩段
,

岩性主要为灰绿 色或深灰色薄层 (单层厚以。
.

sc m ~ 1。 m

为 主 ) 泥晶灰岩和泥质条带灰岩 ( 图版 I
一

1 3 )
,

厚 13 0 m 左右
。

垂 向结构呈现规律的韵律性

. 本文 19 9 6年 12月 2 3 日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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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幻
。

由于具有强烈的生物扰动层
,

一些灰岩呈

蠕虫状
、

斑块状 (图版 卜 1 0 )
、

瘤状
、

链状等
.

灰岩单

层 间常有毫米级厚的
“ 泥皮

” 。

岩石中普遍含分散

状黄铁矿
,

石英少见
,

有 自生矿物海绿石存在
,

重

矿物以最稳定的错石
、

金红石
、

电气石为主
。

遗体

化石较少
,

仅见有少量微体瓣鳃
、

菊石等
。

产大量

丰富的遗迹化石为其显著特征 31[
。

3
,

凝缩段遗迹化石特征

该凝缩段遗迹化石群落见图2及图版
。

此遗迹

群落的特点是
:
( 1 )生物扰动构造是很常见的遗迹

化石
,

致使许多灰岩呈蠕虫状
、

斑块状等
。

( 2) 以上

层面迹为主
,

具
“

泥皮
”
夹层的泥晶灰岩上层面

,

往

往遗迹化石很发育
.

( 3) 形态 复杂
,

以 网状
、

放射

状
、

分枝状和不规则线状弯曲形为主
,

它们往往在

同一层面密集重复排列 (图版 I 一
3

、

8
、

1 4 )
。

( 4 )成因

类型以觅食迹和啮食迹 为主
,

也有少量停息迹和

移迹
。

( 5) 单条遗迹宽度 (或直径 )较小
,

几乎全都

小于 k m
,

并以小于 0
.

sc m 者占绝大多数
。

图 l 贵阳地区下三叠统凝缩段中的韵律层
1

.

较纯的泥晶灰岩
; 2

.

泥质条带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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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贵阳地区下三叠统凝缩段中遗迹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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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贵阳地区下三叠统凝缩段中遗迹化石群落
,

与 se il ac h e r ( 1 9 8 0) 提 出的产于深海盆地的

N e
er iet

,
遗迹相相似 [’j

.

故有人将贵州三叠纪产该类遗迹地层的沉积环境定为台缘斜坡一

广海盆地团
。

实际上
,

该遗迹群落在开阔碳酸盐台地内部 (谷立等地 )依然存在
,

因此
,

笔者曾

提出过遗迹化石组合不绝对受海水深度控制的认识
「̀ ]

。

现用层序地层学理论
,

可以对贵阳地

区下三叠统这些
“

深水型
”

遗迹化石组合作 比较合理的解释
。

该遗迹群落的产出地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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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组第二段上部
,

正是层序地层学研究者所称的凝缩段
〔 ,〕

。

而凝缩段是区域性最大海侵期沉

积于中一外陆棚至盆地内的贫陆源碎屑的海相薄层低速沉积段
。

凝缩段沉积时
,

虽然在碳酸

盐台地中的绝对水深不一定很大
,

但相对于上下相邻地层沉积时的环境水深却是最大的
。

在

这种情况下
,

环境水动能不会很强
,

生物能够在沉积物表面 自由活动
,

而不需要潜入沉积物

中躲避海水冲击
,

形成保存完好的上层面遗迹
。

由于陆源物质缺乏
,
内源物质较少

,

因而沉积

速率较小
,

生物的活动速度远远大于沉积物的沉积速度
,

生物在有限的沉积物中反复
“

挑拣
”

食物
,

就会形成大量生物扰动构造
。

又由于沉积物供应不足
,

随沉积物而来的食物就会相应

不足
,

这样就迫使生物以复杂的图案型移动觅食或啮食
,

才会最经济
,

该凝缩段普遍含分散

状黄铁矿
,

岩石颜色深
,

实体化石贫乏且个体小
,

故推测沉积底层可能属贫氧 (不是还原 )状

态
,

造迹生物可能多为小型蠕形类
,

故形成的遗迹单条痕迹宽度 (或直径 )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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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说明 (遗迹化石均产于贵阳地区下三叠统大冶组第二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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