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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中广顺一带梁山组遗迹化石的

首次
一

发现及遗迹相探讨

王尚彦

(贵州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

在 1 :
5 0 0 0 0 广顺幅区调过程中

,

首次发现广顺地区下二叠统粱山组有大量丰富的遗迹

化石存在
。

本文特作以报道
,

并为该区早二亚世古环境分析提供了新的地质资料
。

一
、

广顺地区梁山组简介

梁山组为早二叠世栖吸早期的沉积地层
。

它与下伏地层上石炭统马平组 (主要 由亮晶生

物屑灰岩
、

团粒灰岩组成) 呈不整合接触扩与上搜卞全叠统栖嫂组吧由泥一细晶生物屑灰岩夹

钙质页岩
、

泥灰岩
、

健石灰岩组成 )呈整合接触
`

梁山组主要由石英砂岩
、

页岩和粘土岩组成
;
也见有生物屑硅质岩

。

有较多的腕足类和

瓣鳃类化石存在
。

梁山组为滨海相沉积
,

厚度变化大
。

遗迹化石主要产于下部石英砂岩中
。

由于页岩和粘土岩易风化
,

很难找到好的露头
,

故而其中是否有遗迹化石存在
,

尚待进一步

工作
。

二
、

遗迹化石特点及其所提供的古环境信息

造迹生物活动受其生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

且留下的遗迹一般不易被搬运
,

因而遗迹化

石是很重要的沉积相标志之一
。

本文根据广顺地区梁山组遗迹化石特征
,

对产遗迹化石岩层

的古沉积环境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

(一 )造迹生物种类

梁山组下部遗迹化石数量多
,

分异度高
。

这说明当时海底有多种底栖或内栖生物存在
。

现在发现只有腕足和瓣鳃化石
。

这可能是有些为软体生物
,

不易保存下来成为化石
。

有较多

的生物存在
,

证 明环境不缺氧
。

(二 )底层沉积物的物理性质

梁山组遗迹化石基本都没有变形
,

轮廓清晰
,
很多潜穴 ( , h 动盆汤陀贺 sP ; 月汤戚么” 。 ; 拍级艺别̀ ;

兀代* 必 , 以以哪 )的蹼状纹理清晰可见
。

这些特征都说明底层沉积物的塑性很强
。

否则
,

潜穴往

往因变形而不清楚
。

因此
,

潜穴的纹理构造也很难保存下来
。

当然
,

若有生物分泌的粘液形

成衬壁
,

即使塑性差的沉积物也可以保留清晰不变的潜穴
。

但梁山组中的潜穴没有见到衬

壁
。

(三 )环境的水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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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迹化石的保存状况来看
,

梁山组中的遗迹化石主要有垂直或基本上垂直层面的层

内潜穴和层面上或略倾斜层面的潜穴两大类 (图 1 )
。

垂直或基本垂直层面的潜穴 ( 如 引以沥山 sP
.

; 及山观即汀幽 sP
.

; 乃即配阮朋以翻咏哪 印
.

, )
,

反映

造迹生物生活环境水动能较强
,

环境参数变化较大
。

其理由有二
:

一是水动能强
,

生物潜入沉

积物 内躲避水的冲击
;
较强的水动能可使供生物食用的有机质卷起

,

生物得以维持
,
二是环

境变化在底层以上大
,

底层以下变化小
,

且越往下环境参数变化越小
。

因此在环境参数大的

情况下
.

生物就会向底层下掘穴
,

以避开环境变化给它们带来的危害 (吴贤涛
,

19 86 )
。

层面上的潜穴保存完好
,

而且延伸长
,

蛇曲形蜿蜒展布 (如 价如诫加夕廊
吕如狱痴如” )或密集

交切重复排列 (如 尸勿肋之淤￡ 肋或讯卯口几护 . 吕招
,

几如印神犷哪 仙` 砂 is )
,

反映其形成环境水动能不太

强
、

变化不大
。

首先
,

水动能强
,

层面迹不易保存
,

一般都被冲掉或使其变得模糊不清
。

其二

是水动能不强
,

生物在底层表面活动
,

不易受到冲击
。

再就是水动能弱
,

不能把沉积物卷起
,

可供生物食用的有机质主要分布在底层表面 (吴贤涛
,

198 6 )
,

故而生物将在沉积物表面觅

食
,

形成各种层面 觅食潜穴
。

另一大量存在的特殊遗迹化石— 墙形迹 (乳疵渐动网公 )
,

层面上看是管状或凹槽状迹
,

层

内为垂 直层面或稍有弯曲的具蹼状构造的板状潜穴
。

它们是生物进食而 向下挖掘的潜穴
。

赛

拉赫 ( se la hc er )认为其一般出现在浅海 (林文球
,

1 9 8 5 ;
昊贤涛

,

1 98 6 )
。

w R o be rt 等在研究美

国犹他洲煤湾谷 (C oa l rC ee k ca yn o) 上白噩统 st ar iP on 组遗迹化石时
,

见有 了俗汕宜滋。
,

其古

沉积环境为岸外 ( o f fs h o r e ) ( R o b e r t W F r e y a n d J a m e s D
.

H o w a r d
,

19 8 5 )
。

这些资料都说明 介
戚 ihc llus 一般出现在水动能不太强的环境

。

梁山组中其多和 月口
朋之沁`

共生在一起
,

也说明这一

点
。

下部遗迹化石以层内潜穴为主
,

上部以层面潜穴为主
。

如前所述
,

反映其水动能条件由

下向上
,

由强变弱
。

遗迹化石全为潜穴
,

由生物进食
、

觅食
、

居住而形成
。

这说明其沉积环境总的比较动荡
。

若环境安静
,

应该大量分布于层面的规则图案型移迹
、

觅食迹出现
,

而很少为潜穴
。

前面所说

的水动能强弱是相对的
。

三
、

遗迹相

梁山组最下部遗迹化石以层内垂直或基本上垂直层面的潜穴为主
,

与 se ll ac h er 划分的

遗迹相对 照
,

和 S k o l i th o s 遗迹相基本相同
。

较上 部的遗迹化石组合和下部差异较大
,

以 肋
角妃拓绍 和 外瘤无疏

n。 占绝对优势
。

其特征

即 不同于 sk 汉枷
。
遗迹相

,

也不同于 伪
:

~
k 遗迹相

。

本文将其 定为 介必无必加哪 (墙形迹 )一

尸阮祝叫么卿 (漫移迹 )遗迹相
。

它的遗迹化石以层面进食和觅食潜穴为主
,

以大量出现 介七无以
,

`

和 助on l如 s 为特征
。

和其共生的遗迹化石有平行或略倾斜层面的 仍。诫六幼 s (树枝状分枝的潜

穴 系统— 均分潜穴 )刀彻么占戚。如全吕 ( Y 字形分枝的潜穴系统— 海生迹 )等
。

该遗迹相主要

分布于滨海砂质底层低能环境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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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化石保存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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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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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卜分遗还化石 系统描述
。

拟螺形迹属 月。 l , 东。 t人。 户5 15 H e e r 18 7 7

S 形拟蠕形迹 (新遗迹种 ) H
e
l。 感。 t l , o p : 15 、 10 0 1口。 u 、 w an g ( n

,

i e如
0 s p

.

) (图 2 )

图 2 5 形拟蠕形迹 (新遗迹种 )素描图

iF g
.

Z j人材跳白提八沪尹s ` , 及尹朋更成哪 了s p
.

n 。认 )
卜
.

!毅
、

、

特征 层面上蛇曲形展布的不分枝潜穴管
。

转折端圆滑宽缓
,

呈 u 形
。

整个形状象字母

叹
” 。

怜体表面无饰
,

直径 1 5 m m 左右
。

讨论 该遗迹种与 刀户白刀诫h即* 俪
;
2抽白子、 . 相似

,

但前者转折宽缓呈 u 形而不象后者带 点
`

一

才形
。

该种与 石间
了川峥记切户柳沂 如。 (吴贤涛

、

198 6 )的区别是前者管粗
.

为 s 形而不是绳状
。

该种

气 。 涌讥 )

丽
。 ( M oll y rF jtz iM 】卜

,

198 刁) 的区别是后者呈波状弯曲
.

转折端 为缓 v 形
。

推测为

0

O

味 人 自`’

叼幸保存 在贵州 ( ( 域地质训杏 人队

肠
J 犷

.

磷
.

` ” 夕
,

寒武纪奥陶纪 儿种遗迹 化约及找古土 怨分 析 地质科技情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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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觅食潜穴被充填后形成
。

产地及层位 贵州广顺下二叠统梁山组
。

扁带迹属 价 ck ￡a G lo c k e r 1 8 4 1

其环纹扁带迹 价
c互̀ a a 。 。 u 王a ta 以oc k er 1 8 4 1 (圈 3 )

图 3 具环纹扁带迹素描图

F饱
.

3 K液角自 倒周勿白

描述 层面上呈 弓形略上凸的扁带状迹
。

具有孤形横纹
。

宽 I Om m
,

长数厘米
。

讨论 最 初 曾被解释 为植物化石
,

后来解释 为食沉积物动物 形成的潜穴 (林文球
,

19 85 )
。

笔者认为是生物进食迹
。

产地及层位 同上
。

拟娜迹属 p a r a e 人。 , a 老应e人。 u s H e et aG
o 19 8 4

马岭岗拟探迹 P a r a c九。

~
t女人 n u s . a l谨rt `扣雌

。 。 s“ H e et G a o 1 9 8 4 (图 4 )

图 4

iF g
·

马岭岗拟缘迹素描图 (层面 )

八即叱祝洲斌翻阮幽 洲而 .那 . .
归哪

描述 层面上为小的圆丘状构造
,

丘项为一小圆坑
。

丘显微纹理
,

直径 弓O~
,

高 20 nI m
。

丘下岩层内有一直径大小和丘相同的不分枝垂直潜穴
。

讨论 何远碧等在研究贵州桑朗地 区上二叠统和泥盆系遗迹化石时建立该种
。

该迹与

。如朋￡ihc 哪 形似
,

所不同的是该种为小的扁丘状
,

堆成丘的物质不是粪粒
,

而且潜穴直径大

(何远碧等
,

1 98 4 )
。

该迹与物mm 边ic 几几韶 “卯即砧 (王尚彦
,

19 8 7) 也很相似
,

区别是前者丘顶 为

凹坑而不是乳头状凸起
,

且丘下有一管状潜穴
。

何远碧等认为该迹 为生物居住兼觅食迹
。

产地及层位 同上
。

漫移迹 (平管迹 )属 刊
。 。 o “ 。。 s N i比 0 1: o n z 8 7 3

具环纹漫移迹 (新遗迹种 ) P 王a o o 王̀ t o s a , 。 。 ta , 。 5 W a n s ( n
.

i ch n o 印
·

)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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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具环纹漫 移迹

(新遗迹种 )素描图

F堪
.

5 月劝。 必爵 倒抽曰如
,

橱 (印
.

n o v
.

)

特征 层面上微曲的管状潜穴
。

潜穴表面具 v 形叠锥状横纹
。

管径 I Om m 左右
。

管不

分叉
。

讨论 本种与 彻~ 肠“议元 ,

~
〔杨遵义等

.

1 9 8 2) 极相似
,

所不 同的是该种为圆管

状潜穴而不是下凹的带状迹
。

该种与 月欣冲泌: , ~ 。 (R
。比 rt 等

,

1 98 峨)的不同点是后者的

横纹呈新月形裂纹
。

可能是生物进食潜穴主动充填后形成
。

产地及层位 同上
。

马岭尚漫移迹 p 王a o o 之̀ t o s o a ￡̀” 公公。 。 ` 。 。 s ￡5 eH
e 。劝

。
雌 (图 6 )

图 6 马岭岗漫移迹素描图

lF g
.

6 月肠心脚朗 洲山正弱 . J

卿甜

描述 沿层面分布的不分枝圆柱形管状潜穴
。

管体多微曲
,

密集重复排列
,

相互交切
,

构

成不规则网纹
。

管体宽度均一
,

1 00 m m 左右
;
表面无饰

。

讨论 为造迹生物觅食潜穴被充填后形成
。

该迹与 助耐骊 加七劝
.

侧卿绍必 比较
,

管体宽度

比较均一
,

而且相互交叉排列规则
;
与 尸如加之山吕 翻 ,沁加吕比较

,

其表面无饰
。

产地及层位 同上
。

古蕊迹属 p a互a , 。户儿 , ` 。 5 H a l l 1 8 4 7

管状古燕迹 aP 她
。 o户人y e “ 5 t u b u al r 拓 aH l l 18 4 7 (图 7 )

描述 层面上直或微曲的圆柱状潜穴管
,

潜穴管有重叠交切现象
,

偶见分枝
。

管径 6一

1o r o r n
。

讨论 该迹与 尸勿功“么绍 极相似
,

所不同的是该迹见有分枝现象
。

最初 H all ( 1 8礴7) 认为是

古藻类的
“

枝体
” 。

aJ m。 ( 1 8 5 5) 解释为遗迹化石
,

他认为是生物成因的爬行迹
。

现在认为是食

沉积物生物形成的潜穴
。

产地及层位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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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管状古藻迹素描图

F地
.

7几由即神笋助 如心以阶幼

培形迹属T `eh ￡eh 。 “5 se i一c ah e r 15 95

培形迹未定种T 。`eh ic h ns us p
.

( 图8 )

图8 墙形迹( 未定种 )素描图

F逗
.

8 叭瘤肠而妙P s
·

描述 层面上为圆管状潜穴或凹槽迹
,

有的可见纹饰和分枝现象
。

层内横断面 为直或微

曲的具蹼状构造的潜穴
,

有的可穿层
。

纵切面看它们是板状迹
,

有的是倾斜的 (见图 1 )
。

讨论 是造迹生物挖掘的进食构造
。

产地及层位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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