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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贵阳地区下三叠统沙堡湾组

遗迹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王尚彦

(贵州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

贵州区域地质调查大队一分队在作贵阳 片区 1 ,
5 0 0 0 0 区调过程中

一
首次发现该区 (图

1 )下三叠统沙堡湾组上部灰岩中有大量丰富的生物潜穴化石存在
。

本文在介绍该组遗迹化

石的基础上
,

根据遗迹化石特征和其它沉积标志对黄铁矿是否一定指示沉积底层水体为还

原环境和遗迹化石组合是否绝对受海水深度控制提出看法
,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一遗迹化石 主要采样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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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沙堡湾组简介

沙堡湾组是 1 : 5 0 0 0 0 花溪幅区调所定义的岩石地层单位 (图 2)
。

其下伏地层是上二叠

统大隆组 (由蒙脱石粘土岩
、

硅质岩和页岩组成 ) ; 上覆地层为下三叠统大冶组 ( 由泥晶灰岩

和少量颗粒灰岩组成 )
。

它们与沙堡湾组呈整合接触
。

按沉积特征沙堡湾组分为二段
:

下段为黄褐一灰绿色页岩夹薄层泥晶灰岩
。

产丰富的菊石和瓣鳃化石
,

是一套底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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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咖一伽 ~
组合 0

。

由于露头一般都不好
,

是否有遗迹化石存在
,

尚不清楚
。

上段为黄绿一黄褐色页岩与从色泥晶灰岩互层
·

页岩单层厚度以毫米级为主
,

灰岩单层

厚度以厘米级为主
。

遗体化石少见 ,但灰岩中遗迹化石却非常丰富
。

岩层中含少量分散状黄

铁矿
。

据岩相古地理分析
,

沙堡清组为浅海陆枷沉积.
。

图 2 贵阳地区沙堡湾组柱

状图及其遗迹化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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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遗迹化石介绍

遗迹化石产于沙堡湾组上段灰岩中 (图 2 )
。

遗迹化石全为层内潜穴
。

它们是生物觅食或

觅食兼居住构造
。

在某些灰岩层中
,

潜穴密集分布 (图 3 的 3
, 刁

,

9 )
。

潜穴化石除 ,、 “ “ 倪油刃“ 留

外
,

其它个体都较小
,
管径 2一 1 51,1111

,

以 7。 左右为多
。

这反映造迹生物个体不大
。

大部份潜

穴充填物和其上复页岩的成分一样
。

这说明潜穴形成后
,

页岩沉积物 才沉淀
。

很多潜穴壁或

内部有黄铁矿存在 ( 图 3 的 7b)
。

有些潜穴周围有乳白色晕圈 (图 3 的 9 )
。

沙堡湾组的遗迹化石 组合 (图 2 ) 和滨海环境的相似
,

它们是 方。蒯蜘尸成如
沼幼人、娜

,

品切￡“饭沼 ,公协奴娜初沁` 和 Y 形潜穴等
,

现分述于后
:

沙姻迹属 ( ge n璐 方翻初以必绍 ) (图 3 的 2 )
:

垂直层面无跳状构造的 u 形潜穴
。

层面上为成

对出现的圆孔
。

潜穴开 口处直径较大
,

向下转折处较小
。

该迹与 D咖尤优 , 。
妙如

。 的区别是后者具

蹼状构造且管呈烟管状突起
。

该迹与 伪众
湘 ic 无月翻召 伪耐臼而习 ( Br cu

e
M cc ar thy

,

l 9 7 9)’ 相似
,

区别是

前者近 .U 形弯曲而不象后者呈宽缓弧形弯曲
。

现代沙蜗动物 (渺 eJ ` 咖 )可建造该类居住潜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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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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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遗迹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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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迹属 ( g e n u s P.9 如瘤lnl
: 。 )( 图 3 的 7 b)

:

垂直层面的小型钩状弯曲潜穴
,

形状象字母 J
。

潜穴管直径 2叨川
,

长 1 5 , , “ “
。

类潜穴
。

潜穴内有少量黄铁矿存在
。

现代生物鬼蟹 ( hg os t er ab )可形成该

针管迹属 ( g e Jl u s S ko之“加 s ) (图 3 的 6
,

7 a ,

s a
,

b8 )
:

垂直或微倾斜层面的直或微曲的单管状

鸽次
。

成群密集分布
。

管径多 为毫米级
。

此类潜穴在沙堡湾组比较常见
。

海生迹属 se(
”
us ajtT laan `

’ (图 3 的 ` ,

5 ’ :

向上三度空间 Y 字形分枝的潜穴系统
。

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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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垂直层面上看均为分枝状潜穴系
,

空间上看为架状
。

现代生物 甲壳动物十足 目虾可形成该

类居住兼觅食潜穴系统
。

Y形潜穴 ( Y 一 s h ap ed b u r or w )( 图 3 的 8。 )
:

垂直层面且开 口 向上层面的 Y 形潜穴
。

底端

收敛呈淮状
。

层面上管径比层内小
。

三
、

讨论

(一 )沉积岩层中有少里分散状黄铁矿存在
,

其沉积时底层水体不一定是还原环境
。

沙堡湾组上部虽然遗体化石少见
,

但却有大量丰富的遗迹化石存在
。

这说明沙堡湾组上

部沉积时
,

沉积底层有较多的底栖
、

内栖生物或底栖兼游泳的生物活动
。

只是这些生物不具

硬体或其它原因使生物硬体不易保存为实体化石
。

有较多的生物存在
,

证明当时水体底层不

是还原环境
。

沙堡湾组上部若层中
.

普遍含有少量分散状黄铁矿
,

存在遗迹 化石的灰岩也不例外
。

黄

铁矿在还原条件下才能形成
,

但这并不能说明沉积底层水体一定是还原环境
。

如前所述
,

灰

者中虽有黄铁矿
,

沉积层水体却不是还原环境
。

实事上
,

黄铁矿可以在成岩过程中形成 堆

积在一起的沉积物
,

除表层与水体接触部份可能处在氧化环境外
,

下部则为还原环境
。

沉积

物中的铁质在细菌作用下就可以形成黄铁矿
。

(二 )谁迹化石组合不绝对受海水深度控制
。

·

德国奢名遗迹学者赛拉赫 ( s iel ac h er ) 又外或年指出
,

遗迹化石组合受控于海水深度
。

他提

出了 5 个遗迹相来恢复梅洋的相对深度
。

这 5 个遗迹相是分布于近岸红层或非海相层的
从刀梦抓证遗迹相 ( 由简单的垂直潜穴及劫物足迹组成 从分布于近岸潮间带和靠近滨海砂质沉

积环境的 名肋之“加吕
遗迹相 ( 主要由垂直管状潜穴和 “ 形潜穴组成 )

、

分布于潮下带浅海环境

的 你` 勿、 遗迹相 (主要为沿层面分布的爬行迹和停息迹 )
、

分布于浅海陆棚环境的 乙男砂挤 、邓

遗迹相 ( 以系统觅食潜穴内主 )及分布于深海环境的 万创沦油绍 遗迹相 ( 以复杂
、

规则的网状
、

弯

曲状和旋圈状啮食迹为主 )
。

遗迹化石组合总的变化趋势是随着海水的加深
,

由垂直层面的

简单层内潜穴变为复杂
“

图案
”
型层面啮食迹

。

但许多资料与这一模式不符
。

沙堡湾组为浅海陆棚沉积
,

却存在一套以垂直或略倾斜层面的层内潜穴化石组合
。

这是

在较深水的环境出现
“
浅水

” 型遗迹化石
。

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沙堡湾组上部沉积时环境参

数变化较大引起的
。

因为越向底层以下
,

环境参数变化越小
。

若环境参数变化大
,

生物就会

向沉积底层掘穴
,

以避开环境变化带来的危害
。

这可以从以下两点看出
:

沙堡湾组上部是单

层厚度以厘米级为主的泥晶灰岩和单层厚度以毫米级为主的页岩互层
,

两者呈突变接触
,

山

灰泥沉积突变为泥质沉积
,

这是沉积物成分的突变
;
灰岩为泥晶结构

,

无沙纹和泄水
、

液化构

造
.

说明灰泥沉积时环境 比较安静
,

灰岩上层面时有冲刷构造
,

可见灰质砾屑
,

有的呈叠瓦状

排列
,

砾屑被泥质包裹
,

这说明灰质沉积后有较强的牵引流冲刷作用
,

这是水动能条件的突

变
。

很多资料说明
,

在较浅水环境中也有
“

深水
”
型遗迹化石存在

。

贵阳市花溪地区下三叠统

大冶组下部 (潮下浅海沉积 )有 C。胡。 加沙 (丽线迹 )和 ltP 剔(刀``砂切 : (藻管迹 )
。

夏邦栋等 ( 19 8 7)

在浙西开化上奥陶统复理石中见有即。 侧白司osn (环形迹 )
,

其沉积环境 为潮下浅海
。

杨遵仪等

( 19 8 2) 在四川峨嵋
、

甘洛等地寒武纪早期浅海沉积地层中发现了单槽连环状拖迹一卫
材“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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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俪瀚 (多圈迹 )
。

这些现象的出现
,

并非偶然
。

因为遗迹化石特征不仅与海水深度有关
,

而且与底层类型
、

能量条件
、

食物供应和保存状况有关
。

虽然后四者与海水深度有一定的联系
,

但不绝对受海

水深度的控制
。

这一观点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过
。

另一不可忽视的影响遗迹化石特征的因素

就是生物本身的生活习性
。

有些造迹生物能适应较广的环境
,

却具有特定的行为习性
,

从而

其活动留下的遗迹也大体相似
。

这就会造成
“

深水
”
型和

“

浅水
”
型共生在一起

。

再者
,

环境本

身也是比较复杂的
。

例如在浅水环境中
.

若有障壁等作用使其局部成为相对低能环境
,

这就

可能形成与深水环境相似的遗迹化石
;如在较深水的环境里

,

突发的风暴等作用造成短时高

能环境
,

可能会造成与浅水环境相似的遗迹化石
。

由上述可知利用遗迹化石分析
、

恢复古沉积环境时
,

应结合其它沉积特征
,

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
,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
。

全文经成都地质学院沉积地质矿产研究所林文球教授审阅
,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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