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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讨论了龙门山中段白石
一

苟家大型飞来峰内早埃姆斯期的甘溪组分布及岩性特征
。

首次将甘溪组划分为两个生态地层单元
,

即 A ” 创劝咒” ” 山

R代比以。 n at 群落及 众“ 以仍￡阳神沁

及仪尹刘i ar 召” 刃灿 aor 群落 ;指定了群落的层型剖面
,

分析了各群落的生物组成
、

丰富度
、

生态特征

及生态环境
。

认为区内早埃姆斯期属深水陆棚至深水盆地沉积环境
,

为龙门山区泥盆纪沉积盆

地的性质和演化提供了新资料
。

关 键 词 :龙门山中段 ; 白石
一

苟家飞来峰 ;早埃姆斯期 ;生态地层 ;群落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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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献标识码 : A

1 区域地质背景及岩石地层特征

四川龙门山中段汉川县水磨白石至崇州苟家一带
,

发育由泥盆系至下三叠统海相地层

组成的大型飞来峰
。

该飞来峰叠覆于上三叠统至白翌系的红色岩系之上
,

出露面积大于

30 k0 时
,

是龙门山地区仅次于
“

唐王寨向斜
”

的上古生界出露区 (图 1 )
。

该飞来峰内泥盆纪

地层发育
,

笔者首次在汉川水磨及祟州九龙沟发现有甘溪组出露
,

并分别在水磨
、

白石及九

龙沟测制了早埃姆斯期的甘溪组生态地层剖面
。

本文甘溪组为包茨等 ( 1953) 原甘溪组的含

义
,

即包括了
“

白柳坪组
” 、

窄义的甘溪组及
“

谢家湾组
” 。

区内甘溪组岩性主要为深灰斗易灰

至灰黑色中薄层钙质泥岩
、

钙质粉砂质泥岩夹条带状泥质含微砂石英粉砂岩及多层深灰色

泥质生物碎屑灰岩
。

产腕足
、

双壳
、

三叶虫
、

珊瑚
、

菊石及竹节石等生物化石
。

2 生态地层 (群落 )划分

古生物群落是指在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生活在一起的生物群 〔̀
,

2〕。

群落是生态地层的

基本单位
。

笔者通过坟川县水磨
、

白石及崇州九龙沟 3 条生态地层剖面测制
,

采用生态地层

工作方法
,

根据生物组成
、

相对丰富度
、

优势种和特征种的特征以及生态环境及围岩岩性
,

将

区内早埃姆斯期的甘溪组划分为两个古生物群落
,

即 工五此 los t和灿故
.

E “ 州讥翔 g 沉化口乙~ 群

落 (简称 -D E 群落 )和 A n e t oc 召 r a s ,

lP ec t心
o n
at 群落 (简称 -A P 群落 )

。

作为群落命名的生物

均为群落的优势生物或特征生物
。

收稿日期 : 199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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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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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龙门山中段白石

一

苟家飞来峰及甘溪组剖面位置图

1
.

志留一泥盆系浅变质地层 ; 2
.

泥盆系一下三叠统飞来峰 ;3
.

上三叠统一白里系准原地岩系 ;

4
.

逆断层 ; 5
.

飞来峰边界 ; 6
.

甘溪组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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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落分析

3
.

1 D i , ols t r’ , ih -a E o s
op har 脚即人少

“ 群落

D
一

E 群落层型剖面 D E群落位于甘溪组下部
,

群落建立的层型剖面位于汉川县三江

白石村北侧白果坪
,

由于断失而未见顶底
,

出露厚度大于 441
.

s m
。

D一群落组成及丰度 群落生物化石十分丰富
,

除大量的腕足动物外
,

还有丰富的双

壳
、

三叶虫
、

珊瑚
、

腹足和海百合等生物
。

图 2 示坟川白石白果坪 R E 群落内各生物类别及

其丰度 (表示某生物的个体数占该样品中生物个体总数的百分数 )
。

总的相对丰富度则表示

在各样品中的平均相对丰度 (图 3 )
。

从图 3 可 以看出
,

腕足动物 于肠叨笼tt 故
,

A t h少 i:
,

uH
-

an
n

咖on eest
,

A t灰厂泛
s in a ,

aP ar t入了 iis an 及双壳类 (B I V A U妊粥 )组成了该群落的优势生物
,

其数量 占整个群 落生物的 51
.

43 %
。

群落的特征生物主要是腕足类 及
`肥之os t or hP 故

,

E 山刃疵 r “ g m o

hP
o ar

,

于肠姗l lel 勿
,

兀m sn 施
,

乙改沼” 口。 ,

它们只见于 D E 群落中
。

其中作为群

落命名 的生物 及心 zos t l℃P石ia
,

& 义沪入m g m刃纳。 ar 延伸 时间短
、

数量少
,

仅 占群落的

2
.

4 4%
,

但能反映群落的特征
。

生态特征及生态环境 D E 群落中腕足
、

双壳及三叶虫类个体普遍较小
,

保存完好
,

以

壳薄为特征
,

反映其生境海水较深
、

能量较低
。

腕足动物绝大多数都以肉茎低固定底栖方式

生活
,

其次是以腹壳平躺海底的不活动底栖方式生活
,

以悬浮营养物质为食 (表 1 )
。

腕足

尸乙`以心 dn at 以双壳张开而未脱铰地保存
,

其生活方式可能在较深水海底附近游泳生活
。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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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坟川县水磨白石早泥盆世群落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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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类以活动内栖或游泳方式生活
。

在局部较高能的地区可有少量珊瑚及海百合茎营固着底

栖方式生活
,

部分呈角砾状产出的珊瑚为来自其生境外的台缘或斜坡上部
,

不能作为本群落

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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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群落围岩主要为深灰 /褐灰
洲

恢黑色中薄层钙质泥岩
、

钙质粉砂质泥岩夹泥质粉砂

岩
,

偶见有中薄层含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夹层
,

水平层理构造十分发育
,

生物化石都为平行层

理产出
。

从生态及沉积特征都反映属较海水陆棚生态环境
,

泥质基底底质
。

--D E 群落生物

化石丰富
,

生物类别多
,

个体数量也较多
,

其分异度指数 ( D )则为 17
.

95
。

该群落生态复原

如图 4 所示
。

3
.

2 A n e t oc e r a s
一

P l e c tod o n t a 群落

-A P 群落层型脯助剖面 区内凡 P 群落由于断失而出露不全
,

呈孤立小型飞来峰体或

构造断片产出
,

分布于坟川县水磨及崇州九龙沟等地
。

群落层型剖面指定于坟川县水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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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及coe l o s t ro 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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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群落生态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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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脚
九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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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m
”店拟

至铁合金厂对岸
,

地层出露厚度大于 2 44
.

5。
。

辅助剖面指定于崇州三郎镇九龙沟
,

地层厚

度大于 13 7
.

5 9饥
。

-A P 群落生物组成及丰度 -A P 群落位于测区甘溪组内
,

其生物类别少
,

但生物个体的

数量较丰富
,

以腕足类
、

菊石类
、

竹节石类为主
,

少量三叶虫
。

该群落由于被断失而出露不

全
,

综合汉川水磨剖面及崇州九龙沟剖面资料
,

几 P 群落的生物组成及相对丰度如图 5 所

示
。

其中优势生物为菊石 A en ot ` e厂a :
和腕足 lP

e c t叔
o n at 及竹节石类

,

其数量分别 占群落生

物组成的 29
.

1%
,

24
.

91 % 和 20
.

8 %
。

这些优势生物也同时为该群落的特征生物
。

在该区

泥盆纪地层中
,

菊石 A en tOC e 抓a :
及竹节石仅见于该群落中

。

腕足 尸z“ 才诫d” at 虽在 D
一

E 群落

中有出现
,

但数量较少
,

而在 -A P群落中却异常丰富
。

生态特征及生态环境 在 -A P 群落中
,

菊石类营游泳方式生活
,

以水中悬浮营养物质

为食
,

死亡后下沉泥质海底并平行于层面完好保存
。

竹节石类为以悬浮营养物质为食的浮

游生物
,

在以低速沉积的泥质岩层上呈无定向顺层分布
。

数量丰富的腕足类 lP ec t叔
o n at 一

属产出状态特殊
,

大都以双壳张开方式保存在一起
,

并以壳内侧朝下
,

其生活时可由张合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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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A 刀以

~
~

P阮奴勿
刀 at 群落生物组成及相对丰度

F ig
.

5 Or g an lsm
s
an d ist

r d a it ve a b u n dan
e e of A n 创力。 犷a s-

PI 氏奴为左at

~
yt

壳产生水流而营短距离的游泳方式生活 (表 2
,

图 6) 3[, 4〕。

少量的薄壳类腕足 瓜 gun
al 在 -A

P群落中以固着飘浮方式生活
,

部分可与浅水区的固着内栖方式相似
。

仅有少量腕足如

eD lej i an
,

We
i
hco eln 勿 可以肉茎弱固定海底生活

,

三叶虫营移动底栖方式生活
。

因此
,

凡P

群落生物主要以游泳
、

漂浮方式生活为主
,

反映环境海水深
、

底质软
,

不适合于固着底栖生物

生存
。

飞h b】e Z

表 2 A n e女 r 曰飞“ ~

只滋奴为
九 at 群落生活方式及营养结构

L iv ign s yt le 叨 d n u扮 it iv e SU 加栩田 c e of A en t。以 , a -s 刊 eC t记砚 at c o n业 n 切肚 yt

限限限
表 栖栖 内 栖栖 游

`

泳泳 浮 游游 假浮游游

非非非 固 定定定定定定

不不不活动动 活 动动动动动动

食食沉积物物物物物 T R ll月旧 I们巧巧巧巧

食食悬浮物物 尸趾以心d n aaat T R I L OB I叨巧巧 L动郡纽纽 只滋奴如凡勿勿 T E NT AC U L IL巧巧 瓜
,昭 , 纽纽

认认认抢葱认训召 Z纽纽纽纽纽纽纽

烧烧烧好 i aaaaaaaaaaaaan

食食草肉类类类类类 A ” 日 tOC 曰叱比比比比

在 -A P群落中虽然生物个体较多
,

但生物类别少
,

分异度指数仅为 6
.

52
,

只有适合于该

群落生境生活的生物才能大量繁盛 (图 6 )
。

-A P 群落围岩主要为深灰 /灰黑色薄层钙质粉砂质泥岩夹灰黑色中薄层瘤状泥灰岩
,

含

星散
、

斑点状黄铁矿
,

水平层理普遍发育
。

在汉川水磨
,

-A P 群落下部见有钙质浊积岩
,

沉积

环境具海水深
、

能量低
、

较还原的特征
,

属斜坡一深水盆地环境
。

综上所述
,

-A P 群落生物类别单调
,

分异度低
。

其生境属深水低能盆地环境
,

泥质或含

灰泥质软底
,

不宜底栖生物生存
,

大多数生物以游泳
、

浮游为主 (图 6 )
。

相当于底栖组合

B八占
一

6 生态位
。

--A P 群落中的生物组合特征与鲜思远等 ( 1980) 建立的 A n e t

ocear
s ~ E人沁n

~
:
带大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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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 n 以议洲叨矛月` 如为 n ta 群落生态复原图

Fi g
.

6

只滋名“ 勿n ta

R已习ns tru c t ion of li vi ng h a b its of 况王口 O 〕 [I U n U n l

环该动
。

uel 么
,

A 力忍 t o o 日叹乙卜
月滋忿“ 扮

” at

2
.

瓜吧
“ 么 ; 3

.

A角叻义 e 厂a s ; 4
.

T E N D锐U L IDS

ty

刃呀万~
;

6
.

T R I以犯 IT ES

当
,

与广西郁江动物群及云南坡脚动物群层位大体相同
,

大量的腕足 尸“ 以“ 勿” at 一属及竹

节石类化石与广西南丹型泥盆系纳标组的生物相似5[, 61
,

-A P 群落的时限应比 D E 群落晚
,

属早埃姆斯期晚期
。

-A P 群落在龙门山区尚属首次发现
。

4 早埃姆斯期古环境讨论

在龙门山中段水磨
一

苟家大型飞来峰内没有出现平释铺组
,

养马坝组一茅坝组地层齐

全
。

尽管由于推覆构造复杂
,

甘溪组呈断片出现
,

但其地层层序仍清楚
。

以 D E 群落为代

表的甘溪组下部相当于早埃姆斯期早期
,

其中腕足动物 肠
`
妒入翔 g 沉化娜乙。 ar

,

及似 z出 t Or hP 记

等具浓厚地方色彩的生物分子
,

其地层分布窄
,

时代意义明显
。

在龙门山中段早埃姆斯期早

期为较深水的陆棚相沉积
,

与龙门山北段北川
、

龙门山南段天全
一

灵关地区的甘溪组 7[, “ 〕及

广西郁江组不论在岩性
、

生物面貌及沉积环境方面都大致可以对比
,

仅本区海水相对略为偏

深
。

但以 -A P 群落为代表的甘溪组上部发生了强烈的沉积环境分异
,

其群落生物组成广泛

分布于世界各地浮游相地层中
,

其时代属早埃姆斯晚期
,

与广西南丹型泥盆系塘丁
一

纳标组

生物面貌相似5[, 61 。

-A P群落在龙门山地区属首次发现
,

目前仅见于汉川水磨及崇州九龙

沟
。

这一时期在龙门山北段和南段都为生物组成及生态环境明显不同的 E u :r 声 Pi
r

ife
r e x

,

gr
.

加m J既us 群落 (陈源仁等
,

1 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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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龙门山中段水磨
一

苟家地区的泥盆系均为外来岩系
,

其总体特征与龙门山

其它地区 (如南段灵关
一

金台山飞来峰等 s[] )基本一致
。

因此我们所分析的古环境是指当时

形成时的地理位置的古环境
,

并非是现在展布的空间位置
。

尽管目前很难推断飞来峰到底

是来 自北西侧多远的地方
,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即龙门山泥盆纪沉积时与华南海是相通

的
,

不是封闭的海湾环境
,

同时龙门山地区泥盆纪沉积盆地本身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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