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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J ll松潘马拉墩晚三叠世侏楼组

的遗迹化石及沉积环境

杨逢清 王治平 朱世宏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内容提要〕 四川松播马拉墩晚三亚世侏侨组首次发现大量遗迹化石
。

本文根据不同遗迹属在

不同层位中的相对丰度建立了两个遗迹组合
,

即 材
尸g 口 g ar P t朋一 A rt h r

oP h班。 组合及 N eD ,eI er i
-

set 一 P勿
c o 3 i P h

o n

组合
,

大致相当于 eS il ac he
r ( ” 6 7) ltJ 的 N er e i tes 遗迹相

.

同时利用遗迹化石及

沉积特点进行了沉积环境分析
,

认为侏俊组的沉积环境为大陆斜坡下部至盆地边缘
。

关键词
:

遗迹化石 N
o er ,’et ,

遗迹相 上三叠统侏侨组 沉积环境 松播马拉墩

四川松潘马拉墩位于若尔盖地块的东南缘
。

晚三叠世早期的侏屡组是以深水相的碎屑

岩型沉积为主
,

富含双壳类和遗迹化石
。

尽管对该组所含 万
口 le bl’ a

的生物地层学有一定研

究
,

但对遗迹化石及沉积环境分析方面的工作非常薄弱
。

笔者于 1 9 9 4 年 7 月在镇江关龙头

寺至马拉墩公路边多处采集到大量的遗迹化石 (采集点见图 1 )
,

经鉴定有 27 个遗迹属
、

遗

迹种 37 个 (含未定种 )
。

1 侏楼组时代及遗迹化石分布

侏 楼组是一套砂岩和板岩的不等厚互层
,

在板岩中采到双壳类 万
口 lo l,l a y “ , , , , “ , ,。 15 1、

,

H
·

c L yu ;nl “ “ sl’s
,

H
.

lP ur iar d l’at
。 ,

H
.

cf
.

ltP’ co sa
,

H “

lob ia s p
.

和大量密集成层分布的

尸os i d O n l’a s
PP

.
,

上述双壳类中前三者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广泛
,

是晚三叠世卡尼期的重要

分子
。

因此
,

侏楼组无疑属晚三叠世早期沉积
。

马拉墩侏楼组遗迹化石分布于 6 个点 (图 1 )
,

由于构造断裂较发育
,

上下地层间关系不

十分清楚
,

从岩性比较
,

M D Z一M D 6 较相似
,

为砂岩夹板岩或与板岩互层
; M D 7 则以板岩为

主或与砂岩互层
,

很可能层位略比 M D Z一 M D 6 高一些
。

含遗迹化石的岩性简述如下
:

M D Z 青灰色中厚层 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灰 黑色粉砂质板岩
,

板岩 内含 遗迹化石

P la , : 。左才e s s P
.

,

P勿
c o s iP h o o s p

.
,

llC
o n d r i t尸5 s P

.

M D 3 灰黑色中层钙质粉砂岩与深灰 色粉砂质板岩互层
。

板岩内产遗迹化石
: A rt 几、

P lls
c u s s P

. ,

从诊邵 g
r a P t o n a四 u a le

,

M
.

i r r e g u l a er
,

M
.

s P
. ,

H
e l i co llr aP h e s P

. ,

N 尸。 , ,产er i t e s

s P
.

,

hC
o n d ir et s s P

.
,

万 e l , n i n t h oP
s is s P

.
,

万刁 ic Ol l’t h u s s P
.

,

N 己er l’t e s s p
.

. 本文 1 9 9 6 年 l 月 22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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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4 灰黑色 中层 中粗粒杂砂岩

夹薄层粉砂岩及 板岩
,

含遗迹化石

A rt h r op h少c u : s p
.

,

P勿
c o J “ s p

.
,

P
·

P e d “ m
.

M D S 灰黑色薄至中厚层细粒钙

质杂砂岩夹黑 色粉砂质板岩
,

板岩内

产遗 迹 化 石 G ar 洲 le ir a
sP

. ,

p h y
-

c o s t’P h o ,: i n e e rt u m
,

P勿
c

od
e s s P

.

M D 6 黑 色中厚层 中粒杂砂岩夹

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含遗迹化石 万
尸

i-l

c o l i t h u s s P
. ,

材 ` g a g r a P t o n s P
. ,

N e o , : e

er i t e s s P
. ,

A lr 几r妒 lyI
c u s s P

. ,

P l a , : o l i t e s s p
. ,

月巴l i c o r h aP h e s P
. ,

P ll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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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e f

.

c i cr i , : a t u 从
,

U or
-

h e l m i n t h o i d a s P
.

M D 7深灰色粉砂质
、

泥 质板岩
,

图 1 松潘马拉墩地理位置图

▲ 遗迹化石采集点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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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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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灰黑色薄层粉砂岩或与灰黑色中厚层中至细粒砂岩呈互层
,

含丰富的遗迹化石
:

P la llo
-

l i r e s s p
. ,

H e l i e o l i t h o s s p
. ,

P 勿
e o d 尸: s p

. ,

P
.

P e d u m
,

P
.

e i r c i o a t u m
,

P
.

s p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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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东l i c o llr aP h e s p
.

,

llC
o , : d r

l’et s s P
. ,

N e o n e er i t e s s P
.

,

C o c h l ic h , z u s s p
. ,

人人
.

群 g ar P t o , 2 s p
. ,

M
.

i
err

g u l a
er

,

N eer
i t es s P

. ,

P勿
c .os ,’P h o n s P

. ,

P
.

i ; : c e rt u m
,

G o r d l’a s p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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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a er
, : a i

,

人人
, ,: o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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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
尸 l ic o ic 几,: : ` 5 s p

. ,

iC cr u l i c h ; , 15 s p
. ,

B ,’fl ` n g i t e s s p
.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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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勿
-

c o s s p
. ,

D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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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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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

s i n功 le x ,

G ar
, : u l a r i a s p

.
,

G
.

l u m br ico i d e s ,

P l a g i o g m : 1 5 s p
. ,

P a l e

od i企

yt o , : s p
.

, P ort OP
a le od i c

yt
o , 2 s p

. ,

P a l e o , n e a , : d or
, : e f

.

b i s e ir u le
,

P
.

,
,

o bu s t z̀ ,妙
,

H
e l m i , J t h oP

s i s

s P
. ,

llC
o , : d ir t e s s P

.

遗迹化石的分布层位及相对丰度见图 2
。

2 侏楼组遗迹化石组合及遗迹相

由图 2可以看出
,

遗迹化石的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
。

根据遗迹 比石的分布特点
、

组分及

丰富程度可划分出二个遗迹组合
,

即 ( 1) M云ga g r a P t on 一 A rt h r o P hy cu 、 组合
,

该遗迹组 合分

布于 M D Z一M D 6 中
,

主要由耕作迹 衬户ga
g r a P t o,l 和觅食迹 A月 llr oP h cy lst

,

1 1戒co rIJ aP h 尸 组

成
,

另外尚产有 p lly
c os iP h o , : ,

llC
o n d r i l e s ,

p l a , : o l,’t 尸 s ,

N e o , , e , i t e: ,

leI
z , n i , , t ll 妒

、 j、
,

万
e z扮 01 1

-

t h u : ,

N e er i t e : ,

P h岁
o d e : ,

G ar
,: u al r i a 和 U or h e l , , ` i , : t h o i da 等

。

( 2 ) N
尸。 , , e , i t e: 一 P lls

c os i Ph o ,`

组合
,

分布于 M D 7 点
。

该组合分异度相对较高
,

遗迹类型丰富
,

以层问觅食迹占主导地位
,

计 有 24 属 (图 2 )
,

其中以 P hy c os iP h洲 最为丰富
,

不受深度控制跨相的 }C
, 。 ” d ir set

, p za , , -o

ilt se
,

P勺co d es j 了d。 , 。
rP ill cll ,lu

:
数量亦较多

。

上 述 化 石 中
,

A c a ,: t h o kr a P h e ,

oC
c h i l i c h , : : ` s ,

H
e l m i , , t h oP 沁

,

H
e l i c o z i t方u : ,

N e er s t e : ,

N e o n

eer
i t e s ,

几f云邵 g a P t o 一: ,

P or t OP
a le o d i c

yt
o ,: ,

P a le o d ic t y o ” ,

U ocr h e l一, , i , , t几o i d a ,

D i c

yt od
o r a ,

p a la e o , n e a n d or
,: ,

p 几少 c o s l’P 几
.

0 ,: ,

eD
, : J阳 r i e h , : i u m 等分子为 阶 er i t se 遗迹相常见化石

。

因而
,

两组合均属 S e i l a e h e r ( 1 9 6 4
,

1 9 6 7 ) f Z
, ’ 二
所提出的 Ne er i t e s

遗迹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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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川松播马拉墩晚三叠世侏凄组遗迹化石分布
、

相对丰度及遗迹相

F ig
.

2 D i
s t r ib u t io n a n d r e la t i

v e a b u n
d

a n e e s o f t r a e e fo s s
il s a n d ie h n o f a e ie s

i n th
e

L
a t e

T r i a s s ie
Z h u w o F

o r m a t io n i n
M

a la d u n ,

S o n g p a n ,

S ie h u a n

3 侏楼组沉积环境分析

遗迹化石是地史时期特定环境下生物活动所留下来的遗迹或遗物
,

其指示环境的意义

日益受到沉积工作者的重视
。

从遗迹化石分布 (图 2) 可以看出
,

M D Z一 M D 6 的遗迹化石有

1 3 属
,

皆以水平潜穴为特征
,

形态类型以旋卷型
、

蛇曲型为主 (表 1 )
,

其中 10 个属为深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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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石相分子
,

它们是
:
尸勿印

` iP h on
,

A叮h
orP

h ) c u : ,

桥 ga g ar p t on
,

eH ilc
o llr a p h 。 ,

N eO ” 尸
er i纪: ,

价 lln i ,: t人oP
s i: ,

价
zi c ol .lt ll u : ,

N e
er i r es

,

G ar , u l a r i a ,

U ollr
e l m i n t h o i d a ,

其余 3 个属为跨相遗迹

属
,

也常见于复理石相
。

总体来说
,

从遗迹组合所指示的环境为半深海中至下部
。

这一环境

也可以从造迹 生物的生态习性比例上得到证实
,

据表 2 统计
,

13 属中牧食迹 比例最大
,

达

46
.

1铸
,

其次为觅食迹
,

占 38
.

5呱
,

居住迹和耕作迹各占 7
.

7呱
。

当前这种比例与 E k d al e
等

( 1 98 4 )闭的海洋深度同遗迹化石相互关系来对照
,

反映半深海大陆斜坡下部遗迹组合特征
。 ·

表 1 四川松潘马拉墩晚三扭世株樱组遗迹化石习性分类表

T a U e 1 T h e h a b i t e las s i fl ca ti o n o f t h e t ar e e fo s s i l s fr o m t he L鱿 e T r i as s i e Z h u w o F o r m a ti o n

i n M a l a d u n ,

S o n g P皿
,

S i e h u a n

生生态习性性 形态类型型 特 征征 遗迹化石 (属 ))) M D Z一M D 666 M D 777

居居住迹迹 圆形遗迹迹 圆日形或椭圆形形 C i r c以 ic h月 f ,,, JJJ

单单单枝直遗迹迹 不分枝
,

表面光滑无饰饰 P la n盯立““ 了了 了了

觅觅食迹迹 单枝直遗迹迹 扁平 凹状
,

条带
,

具横肋肋 P l a g `。 g 阴 u sssss 丫丫

表表表表面具横纹纹 A r t汤八功汤。丫“ sss 了了了

多多多排直遗迹迹 一系列直或徽弯线状脊脊 材。 n

翻
。 犷户h ic h n u sssss 了了

单单单枝或分析潜穴遗迹迹 穴壁具瘤粒粒 G胭刀 u al r 抽抽 了了 了了

分分分枝潜穴遗迹迹 均分枝枝 C h o n d r it 心 sss JJJ 了了

束束束束状分枝枝 P妙
e o d己::: JJJ 了了

蛇蛇蛇曲形弯曲遗迹迹 任意蛇曲曲 oC
r d i aaaaa 了了

螺螺螺旋形遗迹迹 鹿角状具回填构造造 P hy co s iP h o nnn 了了 了了

牧牧食迹迹 单枝直遗迹迹 纵直
,

表面具螺纹纹 H el 滚c o泣c丙刀 u ,,, 了了

扁扁扁扁椭圆形痕脊
,

平行排列列 月刁泣̀“ 人口户h `̀
JJJ JJJ

单单单枝微曲遗迹迹 曲线状
,

一侧具棘状短棘棘 通` a 拍功 r h a P h `̀̀ JJJ

分分分枝形遗迹迹 树枝状状 刀己粉d r o打c h禅泣u 阴阴阴 丫丫

圆圆圆形遗迹迹 不规则团圈形形 D艺c t ) od 二二二 了了

扁扁扁平状遗迹迹 具 回填构造造 Z o

oP hyc osssss 了了

曲曲曲叉型遗迹迹 紧密排列迁曲线线 〔了r

动己 l明泣n t h o 玄J口口 了了了

弯弯弯曲型遗迹迹 宽松
“

宽曲形
””

N
亡o n e

er 三
止亡sss 了了 了了

宽宽宽宽松
“
蛇曲形

””
N e性 i t e吕吕 了了 了了

不不不不规则弯曲曲 H e

加 i n t丙oP
s行行 了了 了了

蛇蛇蛇曲形弯曲遗迹迹 波浪形形 C“ 丙l ic 几扮 u sssss JJJ

蛇蛇蛇蛇曲形形 H el i c o l众h公公 了了 了了

不不不不规则蛇曲曲 P a l e o 书, 亡 a 月 d r 。 ””” 了了

耕耕作迹迹 网状遗迹迹 不规则蛇曲网状状 M e g a g ar 户t o nnn 了了 了了

规规规规则多边形网状状 尸` le o d介t y onnnnn 了了

分分分枝蛇曲及弯曲型遗迹迹 蛇曲外缘处分枝枝 P or 之o P al 己
od 介 t y o 。。。 丫丫

M D 7 的遗迹化石异常丰富
,

共有 24 属
,

24 属中有 17 属常见于深水复理石相中 ( 图 2 )
,

约占总数的 68 %
。

遗迹化石面貌与上述组 合基本相似
,

生态习性比例也相似
,

仍以牧食迹占



岩 相 古 地 理

第一位
,

为总数的 48 %
,

觅食迹为 32 %
,

耕作迹 12 %
,

居住迹仅占 8 %
。

潜穴仍以平行层面的

水平管
、

蛇曲管为特征
。

与前一组合的不同点在于
:

( l) 牧食迹和耕作迹的比列提高
,

而觅食

迹的比例相对下降
; ( 2) 遗迹化石的分异度和丰度均高于前一组合

; ( 3) 含遗迹化石的层位内

所含双壳动物较少
。

以上特点表明本组合所在层位当时水略比前一组 合深
,

处于半深海大陆

斜坡底部至海盆边缘的低能静水环境
。

eS ila
c

he
r ( 1 9 6 7) 认为

,

N e er iet
:
遗迹相代表深海环境

,

其遗迹化石分布于半远洋泥及浊

积岩的远端沉积中
。

E k da l e ( 1 9 8 4 ) 也认为
,

此遗迹相主要发育在浊流沉积可到达的深海平

原
。

K s i。 z ik e w ic
z

( 1 97 7) 川根据波兰喀尔巴叮山区侏罗纪到第三纪复理石中的有孔虫水深资

料
,

推测共生 的 N e er it es 相遗 迹 出现 在水深 6 00 m ~ 2 o 0 0 m
,

其中有 些类 型的水 深大 于

Z o o o m
。

又据对现代 N e
er l’et ,

遗迹相的研究
,

非洲西北部地区现代大陆斜坡 从er iet
:
遗迹相

的水深约 2。。。m ; L a m o nt 海洋研究所对太平洋
、

印度洋 N e
er l’et :

遗迹相的观察
,

水深大于

4 o 0 Om
。

参照古代及现代 Ne er it es 遗迹相水深资料
,

侏侨组 Ne er l’t es 遗迹相的分布深度可能

相当半深海中下部至深海
,

水深在 2 0 o 0 m 左右
。

必须说明的是马拉墩侏屡组的遗迹化石不属于 八份介。打 遗迹相的最深水类型
,

深海类

型的网状遗迹 出现很少
。

.

eM ga g r a p t。 。 一 A rt h
orP 勺cu : 和 阶

。 , 。 ,’et
,一 尸如

c o iP h o,l 两个遗

迹组合尽管都属 N e
er l’et :

遗迹相
,

但两组合的丰度及分异度差别较大
,

这可能与食物 供应控

制有关
,

在浊流沉积中食物又受地形条件的制约
,

在大陆斜坡区
,

食物不易稳定留存
.

而到深

海平原地形相对平坦
,

浊流带来的食物易于保存
,

而且浊流还能提高深部水体溶解氧的含

量
,

使海盆边缘生物群的分异度和丰度都相对要高
,

其遗迹化石相应要丰富得多
。

因此
,

上两

个遗迹组合反映的环境有所差异
,

前者位于大陆斜坡下部
,

而后者位于大陆斜坡底部至海盆

边缘
。

此环境也 可从 沉积岩石学 的特征得到佐证
。

M D Z一M D 7 为一套 浊流沉积
,

据 对

M D S
一

6
、

M D 6
一

2 和 M D 7
一

1 浊流沉积中鲍马序列 A
、

B
、

C
、

D
、

E 各段出现频度的统计 (表 2 )
,

M D S
一

6 和 M D 6
一

2 中以 A 段 ( 2 5 % )
、

B 段 ( 2 7
.

0 8 % )及 D 段 ( 2 2
.

9 2 % ) 出现的频度较高
;而在

M D 7
一

l 中则以 E 段 ( 3 1
.

9 % )
、

D 段 ( 2 9
.

3 1 % )和 C 段 ( 2 7
.

5 9 % )出现频度较高
,

A 段和 B 段

相对不发育
。

以上数据表明
,

M D 7
一

1 从岩石特征表明以远端浊流沉积为主
,

其沉积位置为深

海平原边部
; M D S 及 M D 6 以近端浊流沉积为主

,

位于大陆斜坡下部
。

由此看出
,

马拉墩侏屡

组的沉积环境从遗迹化石研究结果与沉积学的研究完全吻合
,

水体随着环境演变而逐渐加

深
。

表 2 四川松潘马拉墩晚三叠世侏俊组鲍马序列统计表

T a b le 2 S t a t i s t ics o f t h e B o u m a s e q u e n e e s in t h e L a et T
r ia s s ie Z h u w o F o r m a t io n

i n M
a l a d u n ,

S o n g P a 一 ,

S i e h u a n

亏亏炎炎
AAA BBB CCC DDD EEE

出出出现现 百分比比 出现现 百分比比 出现现 百分比比 出现现 百分比比 出现现 百分比比

次次次数数 %%% 次数数 %%% 次数数 %%% 次数数 %%% 次数数 %%%

MMM D S
一

666 2mmm l 222 25
.

000 l 333 2 7
.

0 888 555 10
.

4 222 l 111 2 2
。

9 222 777 14
.

5 888

MMM D 6一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MMM D 7一 111 2
。

7 5 mmm 777 6
。

0 333 666 5
。

1 777 3 222 2 7
.

5 999 3 444 2 9
.

3 111 3 777 3 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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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

(照像标本保存在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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