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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二叠纪生物成礁模式探讨

陆廷清 文应初 强子 同

(西南石油学院 )

范嘉松 闻传芬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内容提要〕 二叠纪生物礁广泛发育于我国南方碳酸盐岩地区
.

鉴于许多研究者从成礁的外部

环境因紊来探讨生物礁的发育模式
,

笔者从我国南方二叠纪生物礁的内部成礁因素分析
,

即从

主要造礁生物— 钙质海绵和钙质藻类等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埋藏和保存特点方面进行分

析
,

继而提出了华南二叠纪海绵礁的成礁模式
。

此模式不同于其它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礁的成礁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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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叠纪生物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碳酸盐岩地区
,

早在 1 9 6 3 年何可梗在贵州紫云就 已

发现二叠纪生物礁的存在
,

随后逐渐在我国南方广大地区二叠系不同层位的碳酸盐岩地层

中都有发现
,

绝大多数为海绵礁
,

但在湖南慈利地区发现有二叠纪珊瑚礁的存在 0
。

许多研

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本区二叠纪生物礁进行了研究 L’ 一 `〕 ,

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对成礁环境和

成礁模式进行了分析讨论
,

但他们着重于从外部环境因素来探讨其成因或形成过 程
’ 2一 `

·
? ,

从生物礁的内部结构和造礁生物本身的特性来研究二叠纪生物礁的形成过程者较少
「5

’

。

鉴

于此
,

本文拟从主要造礁生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埋藏和保存特点来讨论二叠纪生物礁

的形成过程
.

2 二叠纪造礁生物主要门类及特征

二叠纪生物礁中的生物门类非常繁多
,

但对礁的形成起积极
、

主导作用者仅有三四类
。

目前对这几类生物的生物学特征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

分类系统也进行了重新厘定
,

并还不断

有新的属种描述
,

这大大地丰富了造礁生物的内容
。

2
.

1 藻类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荃金项 目 (编号 : 4 91 7 2 0 8) 的部分成果
.

. 本文 1 9 9 7年 9 月 2 9 日收稿
。

. 本文为 19 9 7年地 层古生物学术研讨会论文
。

O 刘岭山等
, 18 79

,

生物礁及礁型油气藏学术讨论会论文 (摘要 )汇编
.

广东石油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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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礁的形成
,

藻类起了很大的作用
。

对中国南方二叠纪生物礁来说
,

没有藻类的参与
,

它就不可能形成
。

真正参与造礁的藻类有古石孔藻 ( A cr h ae ol it h op
o o ll 。 )

、

管壳石 (孔 ,I, i--

p勺 et : )和少量蓝绿藻
。

古石孔藻和管壳石是两 种仍有争议的钙质藻类
,

王生海等 ( 1” 4 ) 对

其结构
、

生态与亲缘关系作了较详细的讨论
,

认为古石孔藻应归属于红藻类
,

而不是蓝绿藻

类
;
同时通过与现代海绵动物的比较研究

,

将管壳石归属于海绵类
’ 6 1 。

管壳石和古石孔藻类

在华南二叠系普遍分布于礁相地层中
。

古石孔藻生活于硬底
,

呈皮壳状
,

具层状构造
,

单层厚

仅25 一 50 拌m
,

一层层地包裹其它生物或碎屑颗粒
,

并平行于所包裹生物的表面形成包壳
。

包

壳一般厚 1~ 3m m
,

最厚可达 s m m
。

靠近所包裹的生物部分保存较好
,

向外靠近被胶结的骨

架孔隙部分常被交替成明暗相间的互层状
,

意味着海水对生物构造有较大的影响
。

古石孔藻

在造礁过程中的粘结
、

包壳和缠绕作用
,

对连接骨架
、

进一步坚固礁体均起了重要的作用
。

管壳石在很多方面与古石孔藻不同
。

管壳石内部具有网状构造
,

并 由中央管
、

网状构造

和外皮层三部分组成
。

外形主要为圆柱状
、

亚圆柱状或皮壳状
,

有些甚至呈分枝状
,

长度一般

为 1~ 1
.

s m m
。

在生物礁中
,

管壳石主要分布于礁基
,

礁核和礁石相中也有一定数量
,

常被古

石孔藻包裹
。

2
.

2 钙质海绵

钙质海锦是二叠纪生物礁中最重要的造架生物
,

人们对它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并补充

描述了许多新属新种
〔, 一 ’ 。 二,

对分类系统或种属也重新进行了厘定 〔川
。

钙质海绵包括串管海

绵 ( S P从、 t o oa )
、

纤维海绵 (I 。 oz oa ) 和硬骨海绵 (S cl e or .tP 洲 ig a 。 )三类
。

海绵动物营水生底

栖生活
,

是多细胞动物中最原始
、

最简单的一类
。

它具有特殊复杂的水道系统和鞭毛室
,

又有

细胞分化程度不大
,

无组织器官
,

表现其再生能力很强
。

若把海绵切成小块
,

每块都能独立生

活
,

而且还能继续长大 l2[ 〕
。

另外
,

当海绵体死亡后
,

中胶层内形成的球形芽球还可以生存下

来
,

在适当的条件下
,

芽球内的细胞从芽球上的一个开 口 出来形成新的海绵个体
` ’ Z J 。

显然
,

钙质海绵与珊瑚
、

层孔虫等造礁生物的繁殖方式不同
,

在生长形式上也明显不同
。

在中国南方二叠纪生物礁中
,

各种钙质海绵保持原来生长状态者极少
,

大多呈倒 伏状
,

完整性较差
。

在大多数礁体中
,

每个海绵体几乎都被古石孔藻包裹
,

或被其它生物所缠绕
.

这

与地质历史时期其它生物礁内生物保存情况及组 合情况明显不同
。

许多研究者在研究华南

二叠纪生物礁的过程中都注意到这种现象
,

但未作合理的解释
「, 一 `

· ’ 了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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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它造礁生物

其它造礁生物包括水媳类
、

苔薛虫类
、

珊瑚类和其它疑难类生物
,

它们在生物礁中的作

用显然没有藻类和海绵生物重要
,

数量也较少
,

但也不能忽视它们
。

出现在二叠纪生物礁内

的水媳类有板状水媳和团块状水熄两类
,

前者起粘结和遮挡作用
;后者起造架作用

。

苔鲜虫

多为块状复体
,

以变 口目 (丁 r学 。 st m at a) 为主
。

四射珊瑚和横板珊瑚在二叠纪时 已衰退至最

后绝灭
,

但在生物礁中仍有一定数量
,

四射珊瑚的少数属种可单独形成珊瑚礁
〔,二。

3 成礁模式

通过对二叠纪生物礁中主要造礁生物— 钙质藻类和钙质海锦的生物学特征
、

生态学

特征
、

埋藏及保存特点的研究
,

笔者认为二叠纪生物礁的形成过程较为特殊
。

通过对贵州
、

四

少l }
、

湖北
、

广西等地 20 多个二叠纪海绵礁体的观察研究发现
,

在有利于礁形成的基层上生活

着大量的管壳石和其它钙藻类
,

它们使基层碎屑滩或生屑滩固定
,

形成稳定的生物礁基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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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钙质海绵和钙质藻类大量发育成礁
。

成礁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
,

因此在礁体中很难划分

出J a m e s
提出的生物礁体发育的四个阶段或期

丁” ; 。

华南二叠纪生物礁中主要的造架生物— 钙质海锦不象珊瑚那样可以任其向上生长
,

因其个体小
,

为串珠状
、

链状
、

柱状
,

少数为分枝状
,

自身的格架难以形成有效的抗浪结构
。

当

钙质海绵个体长到一定大小时
,

生命力开始衰退
,

但未死亡
,

这时皮壳状的古石孔藻就开始

一层层地包裹它
,

少数被其它藻类所缠绕
。

一旦海绵体被包裹或被缠绕
,

其进水孔和出水孔

就被阻塞
,

水道 系统也失去了其功能
,

海绵体彻底死亡
。

死亡后的海绵体较容易被海浪
、

水流

推倒
,

甚至有的海绵体被海浪击成碎片
,

古石孔藻仍继续包裹它
,

在与早期海底胶结作用的

共同影响下
,

使其固定下来形成抗浪格架
。

显然
,

华南二叠纪生物礁中钙质海绵呈倒伏状
,

保

存完整者少
,

用水动力较强这种单因素来解释
,

不免有失科学性
。

早期死亡的
、

被古石孔藻包裹或被其它生物所缠绕的这些海绵体为后来的海绵生长或

其它底栖生物提供了稳固的基层
,

同时也为适合生活于粗粒沉积物之上的生物提供了理 想

的生活场所
。

这一过程被 iK dw e n ( 1 9 8 6) 描述为古代和现代底栖生物群落发生演替的主要营

力之一〔 ’ `了。

因海绵的再生能力很强和其独特的繁殖方式
,

在海绵个体生命力处于旺盛时期
,

可能是 由于海绵的水道系统功能强
,

古石孔藻不会包裹它
。

当其生命力又开始衰退时
,

古石

孔藻又包裹它
,

并重复上述过程
。

华南二叠纪海绵礁就是在钙质海绵生物不断生长
,

然后被

古石孔藻包裹或被其它生物所缠绕
,

海绵体死亡后被海浪推伏或击碎
,

仍继续被古石孔藻包

裹
,

形成稳固的抗浪格架
,

并为后来的海绵和其它底栖生物的生长提供了稳定的基层
。

如此

反复地发展
,

就形成了阶段性不明显
、

耸立于海底之上的海绵生物礁
。

上述这种成礁模式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南方二叠纪海绵生物礁的形成过程
。

由此可见
,

中

国南方二叠纪生物礁的形成模式明显不同于地质历史时期的其它任何生物礁体
,

更不同于

现代热带
、

亚热带浅海中广布的珊瑚礁
,

这主要是由其主要的造礁生物— 钙质海绵和钙质

藻类独特的生物学特征
、

生态学特征及其它们共同作用所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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