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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 Oryctocephalus indicus的分布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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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黔东南两条新测剖面的整理 、已有剖面的进一步挖掘和已有剖面的资料的整理, 厘定出几个寒武

系第三统底界附近有代表意义的三叶虫属种在这些剖面中产出层位。经过对比研究, 认为 Oryctocephalus indicus在黔

东南分布广泛,个体清晰, 层位稳定并延伸较长,可以作为很好的标准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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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寒武系的内部划分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引

起了很多地层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和研究[ 1～ 3] 。同时

新的国际地层表已经将寒武系细分为 4个统
[ 3, 4]

,

传统的中 、下寒武统界线被更名为寒武系第二统和

第三统间界线, 但对其界线划分着存在分歧, 第三统

的底界FAD(首现分子)的选择主要有 3 种观点,即

三叶虫 Oryctocephalus indicus, Ovatoryctocara granula-

ta, Arthricocephalus chauveau
[ 5, 6] 。 但 在 Lancatria-

Oryctocephalus的连续演化系列中以 Oryctocephalus

indicus (图 1)的首现作为第三统的开始[ 7, 8]的方案优

点较多,较有可能成为正式的第三统底界的首现分

子[ 9, 10] 。所以很多学者近年来对黔东南寒武系第二

统和第三统间候选层型剖面———乌溜剖面的进行多

方面研究 (疑源类
[ 11]

, 碳 、氧同位素
[ 12, 13]

, 稀土元

素[ 13] ,微量元素[ 14] , 遗迹化石[ 15] , 埋藏学和生态

学[ 16 ～ 18] , 层 序地层[ 19] 和洲 际间生物 地层对

比[ 7, 9, 10, 20] ,但对乌溜剖面所在黔东南过渡带内的

Oryctocephalus indicus 还没有做具体的研究或对比 。

本文作一尝试。

图 1　三叶虫 Oryctocephalus indicus

Fig.1　Trilobite Oryctocephalus indicus

2　研究区概况

主要研究区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地跨扬子准

台地与华南褶皱带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 。地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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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宇四堡群 、下江群 、埃迪卡拉系, 寒武系至第四

系均有出露, 其中寒武系出露广泛(图 2) 。本文研

究的地层从下向上为寒武系的清虚洞组/乌训组 、凯

里组 、甲劳组。其中凯里组是一个跨第二统和第三

统的岩石地层单位, 以泥岩和粉砂质泥岩为主,产有

底栖的华北型三叶虫及浮游的东南型三叶虫及其它

门类化石,包括 Oryctocepalus indicus
[ 8]
。

图2　黔东南寒武系过渡相分布简图(据文献[ 8] , 有修

改)

1.相区界线;2.寒武系出露区

Fig.2 　 Sketch to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ambrian

transitional facies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 modified from Yuan

Jinliang et al., 2002)

1=facies boundary;2=Cambrian strata

　　凯里组在黔东南变化如下:自西南丹寨县九门

冲经剑河县革东八郎,向东北至铜仁一带 。凯里组

下部和上部的灰岩逐渐增多, 页岩厚度变薄, 灰岩的

颜色由浅灰色逐渐变为深灰色, 到铜仁附近 。基本

上已由页岩为主的凯里组变为以灰岩为主的夜背湾

组。其厚度则由西南向东北变薄,由丹寨县九门冲

剖面的326m至铜仁市南部黄家院剖面的20余米[ 21] 。

尽管如此,所含动物群的面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

是凯里组的顶界在各地略有不同
[ 8]
。

3　剖面介绍

全球标准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中的单位,以

完整的 、详细的地区或区域地层学为依据时, 才是有

效的[ 22] 。本文涉及的剖面中乌溜剖面 、苗板坡剖

面 、巴水涯剖面 、川硐剖面位于剑河县, 朱砂剖面位

于镇远县,平寨剖面和九门冲剖面位于丹寨县,在空

间上面有较大的分布(图 3,图 4, 图中寒武系仍按三

图 3　乌溜剖面一带的地质简图

∈ 2-3 ls.娄山关群;∈ 2j.甲劳组;∈ 1-2 k.凯里组;∈ 1 ts.清虚洞

组;∈ 1p.杷榔组;∈ 1n.牛蹄塘组;∈ 1b.变马冲组;Z2.上震旦统;

Z1.下震旦统;Ptbn.板溪群

Fig.3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around the Wuliu section

∈ 2-3 ls = Loushanguan Group;∈ 2 j = Jialao Formation;

∈ 1-2k=Kaili Formation;∈ 1 ts =Qingxudong Formation;

∈ 1p= Balang Formation; ∈ 1n = Niutitang Formation;

∈ 1b=Bianmachong Formation;Z2=Upper Siman;Z1=Lower

Sinian;Ptbn=Banxi Group

分法) 。

乌溜剖面位于剑河县革东镇八郎村后山, 距八

郎村约1km, 由赵元龙 、黄友庄等人于1984年测制

( 1989年和1990年重新测制, 1999年对各层的厚度进

行了修订) 。该剖面凯里组厚214.2m[ 8] 。 Orycto-

cephalus indicus 在离凯里组底部52.8m处首现, 已知

向上延伸约88m。

苗板坡剖面位于剑河县革东镇屯州村西北苗板

坡山脊,距乌溜-曾家崖剖面之北约1km, 由赵元龙 、

杨瑞东 、郭庆军等人于 1997年测制。出露较好, 三

叶虫主要采自凯里组中下部
[ 8]
。 Oryctocephalus

indicus在剖面上离凯里组出露的底部约30m处首现,

已知向上延伸约76m 。

川硐剖面位于剑河县革东镇川硐村西2km处,

由赵元龙等在1985年测制[ 8] 。Oryctocephalus indicus

在离凯里组底部约84m处首现, 已知向上延伸约

70m 。

巴水崖剖面离乌溜剖面东北方2 ～ 3km (图 3) ,

由杨荣军等在2005年测制[ 23] 。Oryctocephalus indicus

在离凯里组底部约26m处首现, 已知向上延伸约

26m 。

平寨剖面位于丹寨县兴仁东南约9km的平寨村

边处,由赵元龙等人于1984年测制[ 8] 。Orycto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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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黔东南过渡相中剖面生物 、岩相对比图

1.白云质灰岩;2.生物屑灰岩;3.白云岩;4.泥灰岩;5.粉砂质泥岩;6.灰岩;7.碳质灰岩;8.泥岩;9.断层;10.覆盖层;11.凯里组顶底界;12.

O.indlcus的底界。 □ Oryctocephalus indicus; Bathynotus; Redilchia;◎ Nangaops

Fig.4　Correlation of fossils and lithofacies in several sections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southeastern Guizhou

1=dolomitic limestone;2=bioclastic limestone;3=dolostone;4=marl;5=silty mudstone;6=limestone;7=carbonaceous limestone;

8=mudstone;9=fault;10 =overburden;11=top and basal boundary of the Kaili Formation;12=basal boundary of the trilobite

Oryctocephalus indicus.□=Oryctocephalus indicus; =Bathynotus; =Redilchia;◎=Nanga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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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us在离凯里组底部约38m处首现, 已知向上延

伸约90m。

九门冲剖面位于丹寨县南皋乡三湾村至甲劳村

之间, 由张正华 、周志毅 、袁金良等人于 1970年测

制,张文堂等人于 1979年正式发表。这是凯里组的

标准剖面[ 8] , 凯里组总厚326.20m 。 Oryctocephalus

indicus在离凯里组底部约110m处首现, 已知向上延

伸约124m。

朱砂剖面位于镇远县朱砂村, 由杨荣军等在

2005年测制
[ 23]
。 Oryctocephalus indicus 在离凯里组

底部约12m处首现,已知向上延伸约 16m 。

上述剖面以乌溜剖面研究较深, 苗板坡剖

面[ 18] 、川硐剖面[ 24] 、平寨剖面[ 25]和九门冲剖面[ 8]也

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而巴水涯剖面 、朱砂剖面则研究

较少[ 23] 。但剖面之间尚缺乏对比 、研究 。

笔者实测了巴水涯和朱砂剖面,对平寨 、乌溜剖

面做了进一步的野外工作, 并收集了一些原始的资

料,在各个剖面第二统和第三统间界线附近发掘及

整理力度较大, 所以 Oryctocepalus indicus 首现处上下

化石采集工作比较细致。凯里组上部化石亦相当丰

富,但本文重点不在此。

4　对比与讨论

各个剖面岩石地层单元凯里组的厚度都较大

(朱砂剖面未见顶) , 主要为粉砂质泥岩, 产状较平

缓,岩性较稳定 。其上覆地层为甲劳组(朱砂剖面不

祥) , 下伏地层为清虚洞组或乌训组, 它们与凯里组

的接触关系都为整合接触(苗板坡剖面除外) , 这说

明当时为较稳定的沉积环境。

在三叶虫化石方面, Oryctocephalus indicus 的产

出最低层位均在凯里组下部, 分布带较宽,在黔东南

州分布广泛,每个剖面均有大量的 O.indicus 产出,

而且个体较清晰 。同时还出来很多有洲际对比意义

的分子, 如 Bathynotus, Redlichia 等(图 5) 。该特征

可能向上延伸到铜仁地区
[ 21, 24]

。

从各个剖面的差异性来说,乌溜剖面相对其它

的剖面具有优势,包括剖面出露完整,没有较大的断

层或覆盖层,界线附近化石丰富,且在下面产有第二

统典型分子 Redichia, Bathynotus 约1m左右
[ 9]

, 所以

乌溜剖面也是该地区第二统和第三统的间地层和岩

相的较典型剖面 。

近期,赵元龙据资料认为西伯利亚也有 Orycto-

cephalus indicus 的出现[ 26] , 说明其分布有明显的扩

大。寒武系三大生物区都有 Oryctocephalus indicus的

图 5　寒武系部分古大陆三叶虫层位对比图(据文献[ 5] ,

有修改。灰色条带代表本文 O.indicus的下部层位)

Fig.5　Correlation of the trilobite-bearing horizons on several

continents during the Cambrian ( modified from Geyer, 2005.

The grey band represents the lower horizon of the trilobite

Oryctocephalus indicus discussed in the text.)

存在,使 Oryctocephalus indicus 成为第三统首现分子

又增加了一个有利条件, 使乌溜剖面成为潜在的第

二统与第三统界线层型剖面又一个有利条件。

致谢:野外工作中得到邰通树 、张振晗的协助,

在此表示感谢 !

参考文献:

[ 1] 　GEYER G, SHERGOLD J H.The quest fo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divisions of Cambrian time [ J] .Episodes, 2000, 23:188-195.

[ 2] 　FLETCHER T P.Ovatoryctocara granulata:The key to a global Cam-

brain stage boundary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olenellid, redlichiid and

paradoxidid realms [ J] .Palaeontology, 2003 , 70( 1) :73-102.

[ 3] 　彭善池, L.E.Babcock.全球寒武系年代地层再划分的新建议

[ J] .地层学杂志, 2005, 29( 1) :92-96.

[ 4] 　彭善池.全球寒武系四统划分框架正式确立[ J] .地层学杂志,

2006, 30( 2) :147-148.

[ 5] 　GEYER G.The base of revised Middle Cambrian:are suitable

concepts for a series boundary in reach? [ J] .Geoscience Journal,

2005, 9( 2) :81-99.

[ 6] 　PENG SHANCHI, ZHU MAOYAN, BABCOCK L E.Cambrian

research in the new century-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ambrian System [ J] .Episodes, 2006, 29(1) :51-53.

[ 7] 　袁金良,赵元龙,王宗哲,等.贵州台江八郎下 、中寒武统界线及

三叶虫动物群[ J] .古生物学报, 1997, 36( 4) :494-524.

[ 8] 　袁金良,赵元龙,李越,等.黔东南早 、中寒武世凯里组三叶虫动

物群[ 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 9] 　赵元龙,袁金良,朱立军,等.我国中—下寒武统界线研究的进

展及前景[ J] .地层学杂志, 2001, 25(增刊) :383-390.

[ 10] 　赵元龙,袁金良,郭庆军, 等.全球中 、下寒武统界线研究现状

及展望[ J] .自然科学进展, 2004, 14( 12) :1383-1388.

68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 3)



[ 11] 　杨瑞东,尹磊明.黔东早—中寒武世凯里组疑源类组合及其界

线意义[ J] .微体古生物学报, 2001, 18(1) :55-69.

[ 12] 　杨瑞东,朱立军,王世杰, 等.贵州台江中 、下寒武统界线附近

碳同位素负异常的生物和地层意义[ J] .中国科学, 2002, 32

(6) :500-506.

[ 13] 　郭庆军,杨卫东,赵元龙, 等.贵州中 、下寒武统界线层型候选

剖面地球化学特征研究.地球化学, 2001, 30( 4) :383-389.

[ 14] 　朱立军,赵元龙.贵州台江中 、下寒武统界线剖面微量元素地

球化学特征[ J] .古生物学报, 1996, 35( 5) :623-630.

[ 15] 　王约,朱志澄,赵元龙,等.贵州台江下—中寒武统凯里组遗迹

化石群落与环境关系的探讨[ J] .古生物学报, 2006, 45( 2) :243

-251.

[ 16] 　张正华,沈建伟,龚显英,等.贵州台江中寒武世凯里动物群保

存环境初探[ J] .古生物学报, 1996, 35(5) :607-619.

[ 17] 　杨瑞东, 赵元龙.我国早期后生动物群的特异埋藏机理探讨

[ J] .沉积学报, 1999, 17( 1) :161-165.

[ 18] 　朱茂炎, B.D.Erdtmann,赵元龙.贵州中寒武世凯里化石库的

埋藏学和生态学初步研究[ J] .古生物学报, 2001, 38(增刊 ) :28

-57.

[ 19] 　王约,喻美艺,彭进,等.贵州台江八郎凯里组层序地层及海平

面变化初探[ J] .地层学杂志, 2006, 30( 1) :34-41.

[ 20] 　Sundberg F A.,袁金良,等.华南与美国西部间下 、中寒武统界

线对比[ J] .古生物学报, 1999, 38(增刊) :102-107.

[ 21] 　王琨.凯里组三叶虫组合在铜仁一带的发现及其意义[ J] .贵

州地质, 1992, 9(4) :340-344.

[ 22] 　国际地层委员会.国际地层指南(第二版) [ M] .北京:地质出

版社, 2000.

[ 23] 　杨荣军,聂开省,赵元龙.贵州剑河巴水崖 、镇远朱砂凯里组研

究[ 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 2005, 34( 6) :12-15.

[ 24] 　赵元龙,袁金良,张正华,等.华南过渡区凯里组及同期地层的

初步研究[ J] .地层学杂志, 1993, 17( 3) :171-178.

[ 25] 　郭庆军,杨卫东,赵元龙, 等.贵州丹寨下 、中寒武统界线划分

[ J] .矿物岩石, 2001, 21( 4) :11-18.

[ 26] 　ZHAO YUANLONG, YUAN JINLIANG, PENG SHANCHI et al.

Proposal and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Lower-Middle Cambrian bound-

ary [ J]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2004, 14( 2) :1033-1038.

Dis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rilobite Oryctocephalus indicus in

southeastern Guizhou

YANG Rong-jun1
, WANG Yu-xuan2 , ZHAO Yuan-long2

(1.College of Energy Resources, Chengdu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Chengdu 610059, Sichuan, China;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03, Guizhou, China )

Abstract:There has long been an open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Global Stratigraphic Section and Point

(GSSP)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econd series and third series of the Cambrian.Abundant research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China towards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trilobite Oryctocephalus indicus for defining the base of the third

series of the Cambrian.The examin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several sections in Guizhou show that the trilobite

Oryctocephalus indicus is characterized by widespread occurrence, well-defined individuals, stable horizon, and lateral

extension, and thus may be selected as an excellent index fossil.

Key words:Cambrian;trilobite;southeast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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