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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华北型 )早寒武世沉积环境演化

及其痕迹化石组合
0

阎国顺 张恩惠 王德有

( 河南省地质科研所 )

〔内容提要} 到目前为止本省内早寒武世尚未发现有梅树村期和竿竹寺期沉积
,

仅有沧浪铺期

和龙王庙期沉积存在
。

在济源一博爱一武吵一线以南地区有沧浪铺阶辛集组
、

朱砂洞组和 龙王庙

阶馒头组
。

该线以北只有龙主庙阶辛集组和馒头组
。

辛集组是个受特定环境控制的穿时地层单

7口
.

早寒武世沧浪铺早一中期 (辛集组 )沉积环境是潮下浅水陆棚和滨岸潮下带
、

滨岸潮坪潮间

带
。

沧浪铺中一晚期 (朱砂洞组 )沉积环境是滨岸碳酸盐潮坪缓坡一潮间一潮上蒸发坪和潮间蒸

发岩洼地以及潮下碳酸盐浅水缓坡
。

龙王盾期(馒头组 )沉积环境是滨岸碳酸盐岩潮坪缓坡和潮

下碳酸盐岩浅水缓坡
。

早寒武世痕迹化石主要产于三 个层位
,

可分为 H
一

T 组合和 L
一

B 组合
。

前者为潮下浅水陆棚

风暴环境痕迹组合
,

后者为潮间一潮上低能泥坪环境痕迹组合
。

早寒武世痕迹化石共 11 属 (l 新属 )
、

1 6 和叔 新种
、

l 相似种
、

10 未定种 )
。

关键词 早寒武世 环境演化 痕迹化石组合

1 前言

河南省华北型早寒武世沉积为地台型
,

露头 区主要分布在豫西
、

豫北地 区
,

豫东南与安

徽接壤的四十里 长山地区亦有零星出露
。

区 内早寒武世地层学在 解放前曾 由李希 霍芬

(1 9娜 )
、

孙健初 (1 93 3 )
、

曹世禄 ( 19 3 5) 等人进行过零星工作
。

新中国成立后
,

冯景兰
、

张伯声
、

张尔道
、

王曰伦
、

杨志坚等人先后做了不少工作
,

但都未进行系统研究
。

60
几

年代以后
,

河南 省

区调队
、

河南省地研所以及刘印环
、

裴放和作者等先后进行了大量的区调和系统地研究工

作
,

建立了早寒武世地层层序
,

进行了岩石地层和生物地层划分
。

目前虽然在地层划分上存

在不同意见 (主要是将辛集组和朱砂洞组 合并统称
“
辛集组

” ,

还是分开分别建组的问题 )
几 ,

但

对早寒武世岩石地层层序
、

沉积特征
、

沉积序列
、

沉积环境
、

生物特征等认识已基本一致
。

近

年来在研究河南省早寒武世岩相古地理及铅锌矿找矿远景时
,

作者采集了大量痕迹化石
,

并

丝堕座鱼互{堕迹担三丝积环境作了系统研究
,

本文就是该区 ( 图 ` )研究工作的总结
。

奋本文 1 , 9 2年 6月 1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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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痕迹化石产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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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寒武世沉积环境

研究区早寒武世沉积缺失梅树村期
、

年竹寺期及沧浪铺期下部
,

仅有沧浪铺期中上部及

龙王庙期分布
。

它们与下伏震旦系罗圈组 (或东坡组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或超覆在前寒武 系

不同层位之上
,

与上覆中寒武统毛庄阶为连续沉积
。

表 1 河南省早寒武世各岩石地层单位时代

aT b l e 1 5 ` r a t ig r a l) h i e t i一n e o f E a r l y C a一 b r i a n 11上h o 吕t r a t ig r a p h ic u n l t s I n H e n a n P r o v i n ce

地地层时代代 豫西 及四十里长山地 区区 豫北太行 山地 区区

早早寒武统统 龙 王庙阶 (任 DDD 馒头组组 龙王庙阶阶 馒头组组

((( e
一

))))))))) 辛集组组

沧沧沧浪铺阶 (任 DDD 朱砂洞组 (中一晚期 )))))))

辛辛辛辛集组 (早一中期 )))))))

早寒武世沧浪铺期海侵是 由南向北侵入到济源一博爱一武阶一线
,

该线以南的沧浪铺

期广泛发育
。

到龙王庙期
,

海侵范围扩大
,

全省均被海水侵没
,

因而龙王庙期在全省均有发

育
。

在济源一博爱一武陆一线以南的豫西地区及四十里长山地 区和该线以北的太行 山地区
,

其地层层序有明显不同 (见表 l )
。

辛集组陆源碎屑沉积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

是一个由南向

北逐渐抬高的穿时地层单元
。

各组间均为连续沉积
。

2
.

1 沧浪铺期沉积环境

.2 .1 1 沧浪铺早一中期 (辛集组 )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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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陆棚主要分布在叶县杨寺庄及确山胡庙以南区
。

沉积特征以细粒为主
,

属砂岩一泥

岩相区
。

岩石类型为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泥钙质粉砂岩
、

碳质泥岩夹少量泥晶生物碎屑灰

岩
。

多为中一厚层状
,

发育水平层理
。

生物化石较少
,

主要为小壳动物化石和少量三叶虫化

石
.

表明海水相对较深
,

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
,

水流不畅
,

环境相对闭塞
。

滨岸潮坪潮下带位于鲁山
、

临汝
、

灵宝朱阳一带
,

紧靠浅水陆棚 内侧
。

以发育风暴沉积为

特征
。

本区含磷沉积均为风景沉积
。

此外尚有潮下浅滩和远岸砂坝
,

以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

熟度高为特征
。

痕迹化石主要分布在风景沉积序列的顶部
。

滨岸潮坪潮间带位于三门峡
、

混池
、

宜阳
、

临汝以北地区
。

主要为砂坪
、

砂泥坪和灰泥坪
。

沉积物主要为中一细粒钙质石英砂岩
,

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高
。

常发育脉状层理
、

砂泥互层层理和透镜状层理
,

在砂岩层面上常见波痕且多为干涉波痕
。

在灰泥坪发育区
,

泥

晶灰岩常见鸟眼构造
。

生物不发育
。

在垂向上陆棚沉积位于下部
,

向上为潮下风暴沉积和潮

下浅滩
、

远岸砂坝
,

潮间坪位于上部
,

潮上坪不甚明显
。

构成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
。

.2 .1 2 沧浪铺中一晚期 (朱砂洞组 )沉积环境

浅水潮下缓坡分布于灵宝一确山一带
,

以藻灰岩一泥晶灰岩相为主
,

局部为低能泥晶灰

岩相
。

岩石多以灰色
、

灰黑色中薄一中厚层状泥晶灰岩为主
,

生物主要为藻类
,

形成波状叠层

石
、

柱状叠层石
、

藻凝块和藻色壳等
。

富泥质条纹的泥晶灰岩经后期不均一白云岩化可形成

云斑灰岩
。

滨岸潮上一潮间蒸发坪位于潮下缓坡内侧直至滨岸带
,

除近岸发育陆源碎屑外
,

主要岩

相类型为藻灰岩一泥晶灰岩相
,

局部有低能泥晶灰岩相
。

在临汝蟒川
,

于膏溶灰岩之上
,

云斑

灰岩之下的泥质泥晶灰岩中保存有 物
列“ 必绍 印

· ,

该环境中还常发育有含石膏碳酸盐岩
,

其

含量在 10 写以下
,

并见有石盐假晶
,

水平纹层和波状水平纹层十分发育
,

常见鸟眼构造
。

层

理类型有透镜状层理
、

砂泥互层层理
、

波状层理和小型砂纹交错层理
。

层面上还可 见到波痕

和干裂
`

生物稀少
,

主要为藻类
,

有少量痕迹化石
。

滨岸潮间洼地蒸发岩位于潮间带低佳地区
·

岩相类型有泥晶灰岩
一

膏灰岩相和膏灰岩
-

藻灰岩相
,

常发育水平层理
、

水平波状层理
、

砂泥互层层理
。

常见鸟眼构造和波痕
,

含膏灰岩
,

膏质溶失后常见
“

鸡栏状
”

构造
,

显示出潮间带特征
。

但石膏和硬石膏等盐类沉积又常为层

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具纹层构造
,

与含石膏和膏质微晶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呈薄互层交替重

复出现
,

可见微粒序及微冲剧面
。

它们和萨布哈的结核状石膏
、

肠状石膏明显不同
,

具有咸化

泻湖的特征
。

生物除藻类外
,

十分贫乏
。

2
.

2 龙王庙阶 (馒头组 )沉积环境

龙王庙阶的辛集组仅分布在豫北太行山地区
,

是海侵初期滨岸陆源碎屑沉积
,

厚度一般

小于 Zm
。

龙王庙阶馒头组全区广泛发育
,

其沉积环境如下
:

.

浅水潮下缓坡分布在民权一尉氏一许昌一舞阳一线以东及东南地区
。

因海水受水
一

F隆

起的阻隔
,

水循环受到限制
·

水动力条件较弱
·

岩相类型为灰岩
一

泥岩相
,

可见灰褐色
、

棕褐 色

和棕红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白云质泥岩
、

含泥质泥晶灰岩
、

微晶白云岩及少量藻灰岩
,

水平

层理和水平波状层理发育
。

生物除藻类外
,

尚
一

有三叶虫
、

腕足类
、

腹足类和软舌螺等
、

在泥岩

中常可有保存完整的三叶虫化石
。

滨岸潮坪缓坡 (包括潮间坪和潮上坪 )分布在 民权一尉氏一许昌一舞阳一线以西
,

包括

豫西
、

豫北的广大地区
。

该区海水较浅
、

水循环受到限制
,

水动力条件 以潮汐作用为主
,

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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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以泥晶灰岩相为主
。

颗粒含量低
,

滩不发育
。

沉积构造有砂泥互层层理
、

透镜状层理
、

脉

状层理
、

波状层理和小型砂纹交错层理
,

有时可见羽状层理
。

层面构造常见有波痕
、

流雨痕
、

泡沫痕及干裂
。

鸟眼构造广泛发育
。

在滨岸潮坪缓坡的局部较低洼地 区
,

发育有含石膏假晶

微晶 白云质灰岩和白云质泥晶灰岩
。

在紫红色泥晶灰岩层面上可见到立方体石盐假晶
,

在鲁

山
、

范县地区还有范围不大
、

厚度较薄的石膏和硬石膏
。

在馒头组中部紫红色含粉砂泥晶灰

岩的层面上发育有小型进食潜穴等痕迹化石
,

此外还可见少量的三叶虫 (图 2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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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痕迹化石
、

痕迹相及环境

3
.

1 早寒武武世痕迹化石

研 究区早寒武世痕迹化石分布在鲁山
、

宝丰
、

临汝寄料
、

蟒川
、

大峪
、

灵宝朱 阳
、

林县泽

下
、

辉县七里沟等地
,

在剖面上主要产于三个层位
:

( 1) 沧浪铺早一中期辛集组含磷风暴沉积中的灰紫色薄层钙质石英粉一细砂岩层面上
。

主要痕迹化石有
:

进食潜穴类二分沟迹 刀公伽附瓜反流、
肪 印

. ,

节藻迹 llP 那护le
s
印

. ,

漫游迹 跳耐枷
sP

.
,

p
.

印
.

c , p
.

稗 n

喇us
,

拖迹类窄拟蠕形迹 了几6林 ild llo 矛515 sP
.

,

线形迹 口砰 llat 印
. ,

玫瑰 色拖洛万

迹 (相似种 ) 叭汀
,

~
、

卿 cf

~
,

属种未定 G en
.

et sP
.

idn et
.

,

停息迹类斧形迹 八娩卿产戚反俪、 ?

sP
.

,

粪粒核形迹类卿形迹 加
” l石r

ha 痴
。
印

.

B
。

上述痕迹化石可简称为 H
一

T 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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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钾)沧浪铺中一晚期朱砂洞组中部潮间一潮下低能环境泥晶灰岩层面上
,

仅发现有漫游

迹类潮虫迹 仇必切翻交滋朋
吕 s .P

,

可能为节肢动物的爬行迹
,

因发现的痕迹化石不多
,

暂不定其

组合名称
。

淤蒸嘿蒸色熙!哭鬓澎薰燕
合

。

3
.

2
_

痕迹相及其形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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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3 年 ( 3 ) 河南省 (华北型 )早寒武世沉积环境演化及其痕迹化石组合

对痕迹化石的研究表明
,

无论现代和古代
,

不同门类的生物在相同的生活环境中有相似

的习性和行为
,

产生大致相似的痕迹类型
。

而同一门类的生物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则产生不

同的痕迹类型
。

众所周知
,

痕迹化石分布主要受海洋底质的性质和水动力条件的制约
。

一般

说来
,

在相似或相同的海洋底质和水动力条件下可以形成相似或相同的痕迹化石
。

然而
,

近

年来
,

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例外的情况
,

如代表浪击面以下浅海外缘及半深海大陆斜坡环

境的动藻迹 z 阅内 co
s ,

却大量存在于河南省石炭系的太原组灰岩中
,

太原组灰岩形成于陆

表海的浅水陆棚或开阔海湾条件下是多数地质工作者承认的事实
。

因此
,

在研究痕迹化在组

合形成环境时必须将痕迹化石组合的本身特征与沉积特征
、

原始沉积构造标志综合考虑方

可正确区分不同的环境
。

3
.

2
.

I H
一

T 痕迹化石组合特征及形成环境

该痕迹化石组合大部分分子产在辛集组含磷风暴沉积层序的 D
、

E 段
,

为风暴停息期的

沉积
。

痕迹化石主要有进食潜穴
、

拖迹
、

停息迹
、

粪粒核迹等类型
。

分异度较高
,

个体丰度中

等
,

造迹生物觅食富含有机质高的细粒沉积物
,

从而改造了低能沉积物所造成的觅食构造为

主的类型
,

代表了浅水低能和较深水低能环境
,

属于 rC 路~ 痕迹相
。

在具生物扰 动的丘状

层理的岩层内产有极为丰富的沁
n o l交e 吕 ,

丰度较高
,

分异度很低
,

往往是一个种布满层面
。

生

物扰动破坏了丘状层纹
,

有时可见 laP lot l旋
8

残留的斑痕
,

代表着风暴浪刮蚀水底而留下的痕

迹残痕
。

所以 H
一

T 痕迹化石组合是风暴条件下形成的化石组合
。

3
.

2
.

Z B
一

L 痕迹化石组合特征及其形成环境

这一痕迹化石组合产在龙王庙阶馒头组 中部暗紫色
、

紫红色含泥粉砂质泥晶灰岩层面

上
,

主要有进食潜穴类微小短线迹
、

漫游迹和粪粒核迹构成
。

其中微小短线迹多平行于层面

或微斜交于层面分布
,

丰度高
,

分异度低
,

是短期稳定环境的产物
。

该种沿层面到处可见
,

但

在其上下层位中却不见其踪迹
,

无论是在豫北地区或在平顶 山地区都是如此
。

该造迹生物很

可能是个先机种 (。 ,阿 lII] “ ic s脚 c

娜 )
。

粪粒核迹的存在也证明其绝非高能环境下的产物
,

所以

B
一

L 组合代表着本区潮间一潮上带的低能环境
。

4 痕迹化石描述

4
.

x 短线迹属 (新属 )阶e
诚

。
ed( 汕

, ,招 Y a n ( i C h n o g e n
·

n o V )

模式种 肠 e和汉众泊 Z t

毓韶
。 i

、 u

俪 Y a n ( i e h n o s e n
·

e t S p
·

n o V
·

)

特征
:

一种细小的进食潜穴
,

一端比另一端略细
,

不分叉
,

表面微显分节
。

多平行层面
,

或

微斜交层面
,

个体大小近等
。

比较
:

新痕迹属可与 撇
。“ 故绍 N oc h ol s on 进行比较

,

但新痕迹属略显分节
,

一端较粗
,

另

一端较细
; 而后者表面光滑

,

不分节
,

且粗细近等
。

产地层位 河南省
,

下寒武统
。

微小短线迹 (新痕迹属
、

种 )汤。 ,

“玩 丽 icll
、
朋 。 认滋游 Y an ( ihc n og en

·

et 印
·

“ vo ) (图版 2 ,

图

s a 、

s b )

化石保存于紫色薄层粉砂屑灰岩层面上
。

潜穴多平行于层面或微斜交于层面
。

呈直线

型或微弯曲的弧形
。

直径宽约 0
.

5一 l m m
,

长度小于 cI m
,

表面具不明显的模沟
,

使其成分节

状
,

它们的排列无定向性
。

讨论 林县
、

平顶山地区相同层位的岩层表面布满该种痕迹
,

而该岩层面的上
、

下层 位



岩 相 古 地 理

皆不见其踪迹
。

这种造迹生物有可能是环节动物的先机种
。

产地层位 林县泽下乡冯家峪
;
下寒武统馒头组中部

。

4. 2 分沟迹属 刀̀匆沙而以必加嘟 Yu n o g 1 92 7

二分沟迹 (未定种 )刀应勿歹加滋交几
。
韶s P

,

(图版 2, 图 9)
一

痕迹化石保存于灰色薄层磷质石英砂岩的层面上
,

呈下浮脊痕
,

平行于层面分布
。

简单
、

光滑的蛇 曲形拖迹
。

中部具浅而明显的
一

中沟将痕迹分为近等的两部分
,

两侧略向下倾斜
。

宽

.0

cm3 左右
·

讨论 痕迹与属型种相比则较窄
,

弯曲度较大
。

产地层位 鲁山辛集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下部
。

4
.

3 线形迹属 G加枷 E m m o n s , 1 8 4 4

线形迹 (未定种 ) ` 卯崖故 s p
.

(图版 3
,

图 旬

痕迹化石保存在褐色薄层状中细粒砂岩层面上
,

呈下浮脊痕
。

简单
、

光滑呈弓形弯曲
,

宽

2
.

s m m ,

中部具浅而窄的中沟
。

一

讨论 该属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蠕虫类的拖迹
。

当前标本与 M
.

R
.

w al et 等 ( 1 9 8 9) 所记载

的 .o sP
.

( 23 1 页
,

图 S B) 的特征十分相似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乡北水峪
,

沧浪铺辛集组下部
。

.4 嫂 拟蠕形迹属 刀叻刀葱浏加那拼 H ee
r ,1 8 77

窄拟蠕形迹 (相似种” 几 6几。“如脚 cf
.

let 。 衍 K如
z k沁 w icz

,

1 9 6 8( 图版 2
,

图 5 ;
图版 3 ,

图 2
、

4)

1 9 7 7 H eb 月讯咖那绍 蜘
拉is K s i a z k ie w ic z, R o n泌 w icz

,

aP
n d P ie n k o w众 i

,

G
.

IP
.

Za ,

Zb
.

痕迹化石保存子紫色砂岩层面上
,

属蠕虫拖迹
,

平行于岩层层面
,

呈近圆柱形
,

作弧形弯

曲
,

宽 2一 3 m m
。

表面光滑
,

两侧边具极窄地边缘脊
二

产地层位 宝玉观音乡北水峪
,

沦浪铺辛集组下部
。

4
.

5 躬}形迹属 孟趁圳加 , 枷 M u n

set
: ,

1 8 31

躬I形迹未定种 A 腼咖~ 俪 印
.

A (图版 2, 图 6)

痕迹化石保存于紫色薄层细砂屑灰岩层面上
。

痕迹呈长卵形颗粒状
,

长 1
.

8一 2
.

s m m
,

宽 .0 s m m
,

高小于 l m m
。

长轴方向多变
。

成堆状分布或呈似链状分布
,

弯曲形
,

宽 妇n m 左

右
。

讨论 这一粒状粪粒痕迹
,

很可能由具体腔能转动方向的动物介形类所造成
。

产地层位 林县泽下乡冯家峪
,

馒头组中部
。

蚁形迹未定种 B 加恤ica 痴
。 sP

,

B (图版 3
,

图 7)

痕迹化石保存于紫红 色薄层砂岩层面上
。

痕迹呈大小不 等的肾形
。

小者长 3 m m ,

宽

.ls
m叭 大者长 s m m ,

宽 3 m m
。

两端略窄而圆
,

凸出于岩层面上
,

表面粗糙
,

排列不规则
,

零星

散布于岩层面上
。

比较 该未定种与 八 印
.

A 的最大区别是个体大而不具连状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下部
.

4
.

6 潮虫迹属 枷奴
幻
滋滋。

。 Br ad y
,

19 码

潮虫迹 (未定种 )仇俪耐枷肪 sP
·

(图版 1, 图 7)

痕迹化石保存于灰岩层面上
,

呈下浮脊痕
。

似鱼骨状
,

两排斜沟被直而光滑的中沟分开
,



2 9 9 3 年 ( 3 ) 河南省 (华北型 )早寒武世沉积环境演化及其痕迹化石组合

斜 沟与中交角为 40
“ 。

斜沟分深浅两组交互 出现
,

每 I O m m 内有斜沟各四条
。

整个痕迹宽

l e m
。

讨论与比较 当前标本与模式种相比
,

前者弯曲
,

后者因保存不全
,

看不出有弯 曲迹象
,

但其余特征酷似
。

与 o
.

h
刀加勿班

* Y a gn (杨式溥
,

198 4 )相 比
,

前者较后者窄
,

前者斜沟分深浅两

组
,

后者只一组
。

考虑到当前标本保存欠佳
,

暂以未定种置于本属内
。

多数研究者认为该属

是节肢动物的爬迹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

朱砂沟组中部
。

节藻迹属 ltP 刀
c伏 le 吕 R i e h et r ,

1 8 5 0

节藻迹 (未定种 ) llP卿俪 sP
.

(图版 2
,

图 l)

痕迹化石不规则地分布于紫色砂岩层面上
。

痕迹呈帚状凸出
,

帚端被浅中沟分为两部

分
,

每一部分均具低弱的条状脊
。

帚柄较长
,

具不明显的条状脊
,

柄宽 6一 7 m m
,

常作两分叉
。

痕迹可彼此互相穿越
,

形成交叉
。

讨论 多数痕迹学家认为节藻迹是蠕虫动物的进食潜穴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

沧浪铺阶辛集组底部
。

4
·

7 斧足动物迹属 凡距̀卿嫩
。

1,5 s
e

u a e h
e r ,

29 5 3

斧足动物迹属 ? (未定种 )八介印脚zicll 。。 ? 印
.

(图版 3
,

图 8)

痕迹化石保存于深灰色中粒石英砂岩层面上
。

椭圆形或近平圆形凸起
,

简单
,

表面光滑
,

大小不等
,

大者长 7m m
,

宽 4 m m ;小者长 4m m
,

宽 3m m
。

杂乱分布
。

讨论 有些研究者认为属斧足动物的痕迹
,

系 八招枷 痕迹属的同义名
;
也有人认为后者

个体小
,

不一定是斧足类的停息迹
。

停息迹一般应是上浮沟痕
,

而当前标本属上浮沟痕的印

模
。

产地层位 鲁山辛集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下部
。

4
.

8 漫游迹属 撇耐汤
占 N i e h o l s o n ,

1 8 7 3

疹状漫游迹 黝
n口l旋

占 矛u 。

咖 11,5 R o n i e w e z o t p i
e n k o w o k i (图版 2

,

图 2
,

7 )

19 7 7 陈
、汉众e 吕 洲

,

咖 t邵 R o n ie w e z e t iP e n k
o w s k i

,

P
·

2 7 7
,

P l a et l a
·

痕迹化石保存于深灰色薄层砂岩的层面上
。

痕迹多呈疹状或短脊状
,

直径约 2一 s m m
。

杂乱地分布于
几

岩层面上
,

周围被浅的凹沟所围绕
。

与其共生的尚有其它长棒状漫游迹
。

比较 当前标本与正型标本相比
,

只是前者比后者直径略小
,

其余特征完全一致
。

产地与层位 鲁山辛集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下部
。

八角形漫游迹 而耐橱 浏 icll
n
娜 C ha m be ir ia n ,

1 9 7 1( 图版 3
,

图 1)
,

1 9 7 1 1吸了双以众c `

刚 icll
n
翻 C h a m b e r l a i n ,

P
.

3 4一 5 0
.

痕迹化石保存于紫红色钙质砂岩层面上
,

呈弯曲的棒状潜穴
,

多不分叉
,

表面光滑
,

杂乱

分布
,

部分潜穴可横过其它潜穴
,

直径一般为 l一 Zm m 多平行岩层层面分布
,

少数微斜交岩

层层面
。

讨论 该类痕迹属蠕虫类觅食和居住潜穴
。

产地层位 辉县七里沟
,

馒头组
。

漫游迹 (未定种 ) A 黝
、

ol 标 sP
.

A (图版 l
,

图 2)

痕迹化石保存于灰黄色中薄层细砂岩层面上
,

呈圆柱或或亚圆柱形
,

表面光滑
,

不弯曲
,

不分叉
,

直径 3 m m
,

一般长 15 一 20 m m
。

多平行于岩层层面或微斜交于岩层层面
,

部分潜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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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互相横越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乡椿树庄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上部
。

漫游迹 (未定种 ) B 肠耐渤 sP
,

(B 图版 1, 图 3)

痕迹化石保存于紫色薄层钙质石英粉砂岩下层面
,

呈下浮脊痕
。

潜穴不规则的密布于岩

层表面
,
呈棒状

,

近直或微弯曲
,

表面光滑
,

多数互相斜交横越
。

潜穴主体平行岩层层面
·

端部

斜交岩层层面
,

直径 3一 4 m m
。

比较 该痕迹种以其较弯曲而密集的特征区别于 A 未定种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北水峪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中部
。

漫游迹 (未定种 c) 肠
刀以“邵 印

.

c( 图版 1, 图 1)

痕迹化石保存于灰紫色薄层钙质石英砂岩层面上
,

潜穴直径多在 7一 1 o m m 之间
, 呈蠕

虫状
,

宽窄有变化
,

表面粗糙
,

潜穴密集并排或互相穿越
。

整个岩层层面几乎全部被潜穴占

据
。

讨论 该未定种最大特征是潜穴直径大
·

表面粗糙而排列密集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

沧浪锵阶辛集组底部
。

4
.

9 拖洛万迹属 , 。种

~ 卿 w eb by
,

1 9 70

玫瑰色拖洛万迹 7场甲

~ 卿 .cf ~
w eb by (图版 1

,

图 5
,

6)

1 9 7 0 叭卯 r次逮舰 n

卿
,

械
w e

b b y
,

.P l o o一 10 1, if郎 18 A一 B
’

痕迹化石保存于紫红色薄层砂岩的岩层面上
。

呈蛇曲或任意弯曲的拖迹
。

宽 Zm m
,

可 以

互相联结形成网状
。

由于收缩
,

形成许多距离不等的环节
,

环节间沟有深有浅
·

讨论与比较 当前标本与模式种相比
,

除环节稍长外
,

其余特征均相似
。

与 ?
.

咖~
*

aY gn ( 1 9 8吐)相比
,

在痕迹宽窄
,

环节大小方面两者相似
,

但最明显的的区别是当前标本环节

间均连续
,

没有间断存在
。

作者认为与模式种的差异是种 内变异
,

与后者的差异是本质差

异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

沧浪铺阶辛集组底部
。

蠕虫迹 ? (图版 2
,

图 3
,

的

痕变化石保存于灰绿色薄层砂岩层面上
,

呈长条形凹沟
,

长 (图 3 ) 4
.

c7 m
,

(图 4 ) c3 m ;
宽

(图 3) 4m m
,

(图 4) 6 m m
。

两端较尖
,

中部近等宽
,

具微弱的环节和环节沟
。

讨论 当前标本与邢裕盛
、

刘桂芝 (1 9 7助研究的蠕虫印痕?

腼俪 极为相似
。

作者认为

当前标本为停息迹
。

是否为 反
“ ,

iias 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产地层位 舞阳柏庄
,

沧浪铺阶辛集组底部
。

属种未定 G en it sP
.

i dn et
.

(图版 1 ,

图 4 ; 图版 3 ,

图 5)

痕迹化石保存于灰色薄层钙质磷质石英砂岩的层面上
,

大致平行层面或微斜交子层面
。

简单光滑而微弯曲的拖迹
。

具浅而明显的中沟
,

将痕迹分为近等的两部分
,

痕迹而互相横越
、

叠覆
。

宽 0.8 一 I c m
。

痕迹与软舌螺共生
。

产地层位 宝丰观音堂椿树庄
,

沧浪铺阶辛集组中部
。

本文系作者在从事河南省 (华北型 )早武世岩相古地理及层控铅锌矿控矿环境研究的成

果之一
。

同作者一起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席运宏
、

王家德同志
。

在化石鉴定程 中
,

焦作矿业

学院胡斌同志给予了大力帮助并提供宝贵资料
,

化石鉴定结果由该院吴贤涛教授审定
。

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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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程中吴教授给予热情指导
,

对上述 汁出辛勤劳动的同志
,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许效松
、

牟传龙
,

1 98 7 ,

丘状交错层理类 型及环境意 义
,

地质科技通报
,

第 n 期
.

许效松
、

牟传龙
, 1 9 9 0

,

河南省鲁山辛集下寒武统辛集组丘状 层理类型及环境意 义
。

河南地质
,

第 8 卷
,

第 3

期
。

陈其英
、

陈志明
,

均男
,

豫西早寒武世进 积含磷岩系
。

磷酸盐 犷床及其研究
,

化工部地质研究所
,

科学出版社
。

杨遵 仪
、

殷继成
、

何廷贵
,

1 9 8 2
,

四川峨眉甘洛等地寒武纪早期遗迹化石
。

地质论评
,

第 28 卷
,

第 4 期
。

杨式 溥
,

1 9 8 4 ,

长江三峡 志留纪遗迹 化石及其沉积环境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第 23 卷
,

第 6 期
。

何廷贵
、

裴放
、

符光宏
,

1 0 84
,

河南方城下寒武统辛集组的一些小壳动物化石
。

古生物学报
,

第 23 卷
,

第 3 期
。

昊贤涛
,

1 9 7 86
,

痕迹学人门
,

煤炭工业出版社
.

河南省地质矿产局
, i 日8 9

,

河南省区域地质志
,

地质出版社
。

洪国 良
、

杜风军
、

林德超
,

工9 9 0 ,

河 南鲁 山辛集寒武系岩石学特征及其沉积环境分析
,

哎华北地台早古生代 岩相

古地理 》 ,

地质出版社
。

湖北省地质局三 峡地层研究组
,

10 78
.

峡东地区震旦纪至二叠纪地层古生物
,

地质出版社
。

蒋志文
、

罗惠麟
、

张世山
, 1 9 8 2

,

云南梅树村 剖面早寒武世梅树村期的遗迹化石
。

地质论评
,

第 28 卷
,

第 工期
。

H a n t cz h e l ,

W
. , 1 9 7 5

.

T ar e e F b s s孟七 a l ld P r o bl e l , l a ri c a
.

T r
留七招

e o n In

ve
犷之e b ar ` e

凡 le o n t o 】o昌y
.

几 r t
,

W
, G e c l

.

S OC

A m e r
。

a n d U n i v
。

K a n s a s习 P r e s s
.

R o n 沁w e z , R
.

a n d P i e n k o w s k i , G 二 19 7 7
.

T r a e e F o s s i l s o f t h e P o d h a le F l y s e h 釉
s i n

,

T r a e e F蝴i l s Z
.

G e
OI

.

J
.

S p e e i a l l s s ue

9
. , S e e l H o u s e P r

肠
s L! v e r P o o l

-

W a l t e r ,

M
.

R
. , E I曲 In s t o n e , R a n d H ey s , G

.

R
. , 19 8 9

.

P ; o 宜e r oz of e a : l d E a r l y C a rn b r i a n t r a e e of s s i ls f r o n l r h e A n l a d e u s

a n d o e o r g in a B a s i n s ,

eC
n t r a l A u s t r a l i a , A l e h e r i n g a . V o l

.

1 3 , N O .

4
.

E V O L U T I O N O F N O R T H C H IN A
一 T Y P E E A R L Y C A M B R I A N

S E D I M E N T 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A N D T R A C E F O S S I L

A S S E M B L A G E S I N H E N A N P R O V I N C E

Y a n G u o s h u n Z h a n g E n h u i W
a n g D e y o u

( H e n a n I n s t孟t u te o f G e o l o g i e a l S e i e n e e s )

A B S T R A C T

叫油叮

E x e e
P t t h e

Q
n s la n g Pu ia n a n d L

o n g w a n g m i a o ia n ( E a r ly aC m b r ia n ) se d i王n e n t s , n o t h e M e ls h u -

e u n ia n a n d Q i o n g z h u s i a n s e d i m e n t s h a v e b e e n n o t ie e d u P t o n o w i n H e n a n P r o v i n e e
.

F o r i n st a n e e ,

t h e X i n j i a n d Z h u s h a d o n g F o r 一1 1 a ti o n s ( C a n g l a n g P u i a n ) a n d t h e M a n t o u F o r m a t i o n ( L o n g wa
n g

-

m 认 o i a n ) a r e d i s t r i b u t e d o v e r t h
e r e g i o n s o u t it

o
f th e J iy u a n

一 B o ’ a i一W u z h i z o n e , w h e r e a s i n ht e

r e g i o n n o r t h o f i t t h e X i n j宜 a n d 入f a n t o u F o r m a t i
o n s ( L o n g w a n g m la oj a n ) o e e u r

.

I t 15 e l ea
r t h a t ht e

X i n j i F o r m a t i
o n 15 a d i a e h r o n o u s s t r a t ig

r a Ph i e u n i t f o r m e
d i n a s P e e if ie e n v

i r o n m e n t
.

T h e e v o l u t io n o f th e E a r ly Q m b r ia n s e d i .刀 e n ta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st i n t h e s t u d y a r e a m a y b e g e n -

e r a l iz e d a s f o l lo w s
.

T h e e a r ly a n d m i dd l e C a n g la n g Pu i a n ( E a r ly aC m b r ia n ) X i n ji F o r m a t i o n w a s 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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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叱i t e乒i n t h e s u
bti d a l 咖 a l l o w

一

w a ter
s

he l f a n
d li t t o ra l 石d a l f l a t 一 s u b t id a l z o n e s , a n d t h

e
l i t t o r a l t i d a l

f l a t 一 i n 沈 r t i d a l z o n e ; t h e m id d le a n d la t e
C a n g l a n g P u ia n Z h u s h a d o n g F o r l们 a t io n w a s e o 一l f i rl e d t o th

e

l i t t o r a l ca r bo n a t e t i d a l f la st 一 r a m P s 一 i n t e r t i d a l a n d 沁 p r a t id a l e v a Po r a t i v e f l a 招
,

i n et r t id a l
e v a P o r a t i e

de p r

ess io n s a n d s u b t id a l ca r b o n a et s it a ll o w
一

wa
t e r t a m讲

, a n d t h e L o n g w a n g m i a o i a n M a n t o u F o r m a -

t i o n
一

w a s l a id d o w n i n t h e n tt o ar l e a o b o n a t e t i d a l f l a st 一 r a m p s a n d s u b it d a l e a r b o n a t e s h a l lo w
一

w a t e r

f a m P s
-

T h “ 血 r l y
.

C a m b r ia n t r a ce f o SS i l s i n t h e r e以o n o c C u r d o m i n a n t l y i n ht r e e h o r i z o n s ,
i n c l` , d豆n g H

-

T a n d L
一

B a

sse nr bl a g e s
·

hT
e

fo
r m e r r e p r e s e n t s t h

e t r a c e
f o 资 11 a SS e m b la g既 i n th e s h a l l o

w
一

w a t e r

hs
e if “ t o r m e n v i r o n巾 e n t s , w h

e r e a s th e la t t e r r e p r e s e n 比 t ll o s e i n t h咤 i n et r t id a l一 s u p r a t id a l l o w
一。 “ e r g y

tn ud
一 f lat e n v i r o n m e n st

·

1 1 g e n e ar a n d l 6 sP
e

iC e s o f t r a e e f o s s il s a r e de s e r ib e
d i n d e at i l i n t h i s Pa P e r

·

心 y w o r d` :

aE
r l y aC m b r ia n , e v o l u t i o n o f s e d i m e n t a r y e n V

ir o n m e n t , t r a e e
f o沼 i l a s s e

m b l a g e

图 版 说 明

图版中放大倍数除注 明者外
,

均为原大
。

所有照片未径任何修饰
,

痕迹化石标本保存在河南省地质科学

研

孤
图版 1

l
`

邢明以汤夕印
`

C

来集号
:

e : w gF
一

l ; 宝丰观音 堂乡北水峪
; 沧浪铺阶辛集组底部

。

.2 子%切硬汤巨` 印
,

A

采集号
:
任

,

hc ltn
一

1 ; 宝丰观音堂 乡格树庄
; 层位同上

二

3
.

矛协动“ 沽店 s p
.

R

采集号
:
任

: W gF
一 2 ;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 层位同上
。

4
.

G e n
.

e t s p
.

加 d e t
·

采集号
:
任 , w 飞

一 1 ;
产地层位同上

。

5
, 6

.

了勺r用“
椒卿 cf

. , 。
肠` W e b b y

采集号
:

均为任
, W gF

一 3 ; 产地层位同上
。

7
.

汰如耐`〕` . 。 、 p
.

; 产地层位同上
;
沧浪铺阶朱砂洞组中部

。

图版 2

.1

~
印

.

采集号
:

e : W几
一 1 ;宝丰观音堂北水峪

;沧浪够阶辛集组下 部
·

2
, 7

.

孙饰汉宜翻 尹确亡`如
占

R on 加 w e z 曰 P证 n k o w s k i

采集号
:

均为任
, I F g 一卜鲁山辛集

;层 位同上
。

3,4戚
迹

采集号
:
任 l w卜卜舞阳柏庄

;
层位同上

.

5
,

子孙孟̀ .翻协办廊 吐
`

碗
初衍 K s i az k 加w cz

采集每
:

白 w 飞
一

h 宝丰观音堂乡北水峪
;沧浪铺阶辛集组底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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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加 目必r 公价血
a

sP A

采集号
: x切 F g 一

l ;
林县泽下 乡冯家峪

;
馒头组中部

.

名a ,

s b
.

肠
,

八》截班洲肠汤
”
肋 J犷翻“ 肪 y 汕n ( ic h n姐

e n
. e t

.

s P
.

n o v
.

)

采集号
:
任 , X翔 F g一 1 ; s b x s ; 产地 层位同上

。

图版 3

1
。

只山 d 迈
吕

娜白加肪 C h a m b e r l a i n

采集号
:
任 l h q 一 1 ,辉县七里沟 ,馒头组

。

2
.

石份6刃:触动即油 e f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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