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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次报道太行山南段长城系赵家组中发现的大量后生动物遗迹化石, 其主要为潜穴和爬行迹, 顺层或近

于垂直层面分布,类型丰富, 保存良好,距今大约2000Ma, 对研究后生动物的起源与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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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Kauffman和 J.R.Stetman ( 1976)在美国

怀俄明州东南部前寒武系大约2000Ma年 Medicince

peak石英岩中发现了最古老的后生动物遗迹化

石
[ 1]

,引起了普遍的重视,但也不免有所争论 。宋天

锐( 1987)在北京十三陵前寒武系常洲沟沉积构造和

沉积相标志时, 也发现了一些充填管状构造的潜穴

化石,地质年代大约是1950Ma[ 2] ;随后又有中元古后

生遗迹化石的报道
[ 3～ 8]

。王立峰及笔者等人在太行

山南端苍岩山地区中元古代长城系赵家庄组发现了

大量的后生动物遗迹化石 。

赵家庄组位于长城系的最底部, 是杜汝霖教授

1985研究太行山中南段长城系地层是建议命名的

一个新地层,年代约2000Ma[ 9] 。

本次发现的遗迹化石位于河北省井陉县巷岩山

地区(图 1)赵家庄组中。赵家庄组与上覆常洲沟组

呈局部不整合接触与下伏的古元古界呈角度不整

合;厚度为0 ～ 150m左右, 其中的测鱼 、想思沟一带

较厚, 东西两侧薄。岩性主要为紫红色页岩夹叠层

石白云岩 。底部砾岩分布局限;下部为灰紫色页岩,

薄层状 、透镜状石英细砂岩及铁质粉砂岩,含遗迹化

石;中部为紫红色页岩夹叠层石鲕粒白云岩;上部为

紫红色页岩夹粉红色薄层白云质石英砂岩。遗迹化

石分布在测鱼 、阳坡一带的赵家庄组的下部(图 2) 。

上覆地层:⑥常洲沟组灰白色厚层砂岩及石英岩状砂岩。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1.剖面及化石位置;2.研究区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section and fossil locality;2=study area

局部不整合

赵家庄组

⑤紫红色长石石英含少量薄层页岩。 8.74m

④暗红色粉砂质页岩夹薄层白云质砂岩(拌有泥裂, 波痕

构造) 。 11.08m

③紫红色长石石英夹暗红色的粉砂质页岩。 22.09m

②紫红色铁质粉砂岩 、薄层石英细砂岩(底部含遗迹化

石) 。 5.94m

角度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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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遗迹化石产出层位(阳坡剖面)

1.变质安山岩;2.长石石英砂岩;3.石英砂岩;4.粉砂岩;5.白云质砂岩;6.页岩;7.第四系冲积物;①-⑥.剖面层位

Fig.2　Stratigraphic horizons of trace fossils in the Yangpo section

1=metamorphic andesite;2=feldspar quartz sandstone;3 =quartzose sandstone;4 =siltstone;5=dolomitic sandstone;6=shale;

7=Quaternary alluvial sediments.① to ⑥.Section horizons

下伏地层:①古元古界南寺组青灰色变质安山岩。

遗迹化石产于赵家庄组的铁质粉砂岩 、薄层石

英细砂岩之中, 分布厚度2m左右;潜穴集中在单层

(约20 ～ 30cm厚) , 在层内或沿层面分布,未见有穿过

岩层的现象。潜穴个体较粗大,直径2 ～ 11mm, 大多

数呈垂直层面分布的圆柱体, 可测量长度多为0.5 ～

4cm 。在层面上, 潜穴呈圆形, 分布较为密集, 与围

岩界限清楚。在紫红色铁质粉砂岩中的潜穴充填了

灰白色白云质粉砂岩 。

( 1)似海藻迹( Thalassinoides sp.) :小型分叉,圆

管形管道掘穴, 呈 y 型分叉(图版 1, 3) ;分叉点突出

肿大, 层面平行分布, 孔径多数为4mm左右, 长约

20 ～ 4Omm, 充填灰白色泥和碳酸盐岩, 充填管边界

清晰 。

(2)针管迹( Skolithos sp.) :圆柱状管体掘穴,垂

直层面排列,呈直形管,表壁光滑,在层面上呈圆形

凸起(图版 2, 4) ,直径2 ～ 9mm,充填灰白色泥和碳酸

盐岩,充填管边界清晰。

(3) 罗斯托洛万迹( Torrowangea sp.) :不分叉,

自由弯曲, 连续单一形状,表壁光滑, 分布在层面上

(图版 3) , 孔径多数为5mm左右, 长约4Omm左右,充

填灰白色泥和碳酸盐岩, 充填管边界清晰。

(4)蠕虫迹( Helminthoida sp.) :遗迹保存于紫红

色薄层砂岩层面上, 呈任意弯曲或蛇曲形托迹(图版

1) , 宽约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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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间的沟有深有浅 。

(5)线形迹( Gordia sp.) :遗迹化石保存于紫红

色钙质砂岩层面上(图版 1, 2) , 呈弯曲的棒状潜穴,

多不分叉, 表面光滑, 杂乱分布,部分潜穴可穿过其

他潜穴,直径一般为2mm左右,多平行岩层面分布,

少数微斜交岩层层面。

( 6)圆锥迹( Cylindrichnus sp.) :倾斜潜穴, 宽窄

变化,回填构造明显, 孔径多数为3.5mm左右, 长约

10 ～ 4Omm, 充填灰白色泥和碳酸盐岩, 充填管边界

清晰(图版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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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Th— Thalassinoides Sp;

S—Skolithos sp

To— Torrowangea sp

H—Helminthoida sp

G —Gordia sp

C— Cylindrichnus sp

Trace fossils from the Changchengian Zhaojiazhuang Formation in the

Taihang Mountains, Hebei

QIU Zhen, DUAN Xian-le, PAN Zhi-long, WU Qi-sheng, Zhao Peng

(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1, Hebei , China)

Abstract:Abundant metazoan trace fossils were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 Changchengian Zhaojiazhuang

Formatio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These trace fossils include the burrows and crawling traces are

preserved in the consequent bedding plane or in the bedding plane nearly perpendicular to rock beds.They are dated at

2000 Ma B.P., and rich in type, well preserved and well defined.The discovery of these Mesoproterozoic trace fossils

is important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eriv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etaz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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