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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横县六景早泥盆世遗迹化石及其古生态学意义

杨 式 溥

�武汉地院北京研究生部�

本文研究的遗迹化石系作者���。年
，
同王治平及研究生胡昌铭

、

孙特
，
����年同王成

文在广西横县六景车站以北下泥盆统连花山组至那高岭组下部所采集
。

该段地层以碎屑岩

为主
，
主要为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岩
，

顶部偶夹泥质灰岩透镜体
。

那高岭组之下的

莲花山组以往所知保存的实体化石比较贫乏
，
其中一些层位产古老的鱼类化石 �无领类及

胭甲鱼等�骨片
，
上部偶见个别的双壳类

、

舌形贝及介形类化石
。

在这段实体化石比较贫

乏的地层中却发现有丰富的遗迹化石
。

文内共计描述遗迹化石 �个遗迹种
，

分属于 �个遗

迹属
。

遗迹化石的发现
，
对于该区早泥盆世早期�莲花山期至那高岭早期�的沉积环境和古

生物群落特征
，
可以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证据

。

作者对共同收集化石的上述同志们表示感谢
。

一
、

莲花山组遗迹化石产出的层位

广西六景的莲花山组自下而上划分为三个岩段
，
即伶俐段

、

横县段和六坎口段
，
总厚

约���米一��。 。米 �王枉
、

俞昌明
， ����

，
侯鸿飞

、

鲜思远等
， ��了��

。

下部伶俐段为紫红

色粗砂岩及砾岩
，
超覆于寒武系地层之上

，
其中未发现化石

。

中部横县段为紫红色厚层砂

岩及粉砂岩
，
在其下部泥质粉砂岩内见有大量垂直层面的潜穴管石 针迹 �����计����

，

系

滤食性动物曾经居住过的 潜 穴 管 群
。

由于层位稳定
，
个体数量多

，
可称为莲花山石针迹

群落
。

上部六坎 口段主要岩性为紫红色细砂岩及泥质粉砂岩
，
有些层面见有波痕 �图版 �

一�� 及交错层 � 靠近顶部发现下列 �种遗迹化石
，
基本上是觅食潜穴构造为主

�

�
�

六景克鲁斯迹 �。 万。 ，� 万“�伽��璐介 �
�

�������
�

系三叶虫类的 爬行觅食 潜 穴
。

�
�

广西酬形迹 �。 ，加‘�即依 �二“ ” ��讼朋此 �
�

�������
�

可能为无脊椎动物的粪化石
。

�
�

丛藻迹第一种�加，击诉
� ��

�

�，
蠕虫类觅食潜穴系统

。

�
�

动藻迹未定种 ����勿
‘�� ��

�

可能为多毛类蠕虫 �� �水平觅食构造
。

�
�

弯曲古藻迹��������
��勿

��� �。 ，。 �伽� 卫
�

�������
�

其中以三叶虫类内肢挖掘形成的克鲁斯迹�二叶石�为主
，
故称其为六景克鲁斯迹群落

。

二
、

莲花山组的沉积环境分析

莲花山早期 �伶俐段�为粗粒紫红色砂岩夹砾岩
，
其中未采到任何实体或遗迹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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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山中期 �横县段�下部紫红色粉砂岩内发现大量直立潜穴管群
，

定名为莲花山石

针迹 �����“ ��� �公�，������二二�‘� �
�

�������
�

�����
，
系滤食性动物居住过的潜 穴 遗

迹
。

它们往往密集成层
，
原地埋藏时保存为垂直层面的管群

，

直径�
�

���厘米
。

个别层位

石针迹管穴往往被水流冲刷重新埋藏
，
管穴可以互相斜交

，
无秩序的堆集在同一层内

，
这

�正明当时受强烈的水动力搅动和重新搬运
。

产有石针迹的横县段大致相当�
�

��������� 所

确定的古海洋深度石针迹 �����订����遗迹相带
、

应相当于滨海潮间带环境
。

山于适应强

烈的潮汐和波浪作用和经常变化的盐分及温度
，

在砂质基底内动物营垂直潜穴才能得到发

展
。

遗迹化石单调 �只有石针迹一种�但个体数量相当多而密集
。

证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

生物分异度相当低
。

莲花山组晚期 �六坎口段�随着海侵扩大
，
海水加深

，
六景附近出现较深些的亚滨海

区环境
。

六坎口段岩性为分选较好
，
颗粒度较细的细砂岩和粉砂岩

，
偶见有波浪及交错层

理
。

在其上部出现大量遗迹化石
、

本文称其为克 鲁 斯迹 群落 ��洲对��� �。 ，哪“ 耐妙�
。

在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内产有大量的三叶虫遗迹六景克鲁 斯 迹 ��州厅�” � �伽�你��哪介 �
�

�������
�

�����
，
及直径较细的丛藻迹 ��加，击‘介。 ��

�

�� 以及少量动藻 迹 �����入夕‘ �

。 � 、 �
�

�和其它遗迹化石
。

这个遗迹化石群落的古海洋深度大致相当�
�

������五�� 所划分

的滨浅海区
，
即�邝�认” �遗迹相

，
证明当时随着海水的加深

，
水内所含的有机 质不 断 地

沉淀在海底泥砂中
，
由滤食性动物群逐渐转变为以食泥动物为主的遗迹 化石

。

克 鲁 斯 迹

��脚万“ ，�� 为三叶虫类利用内肢挖掘形成的觅食潜穴
，
丛藻迹 ��肋，�对介��一般 认 为

可能是蠕虫动物 ���的觅食潜穴系统
，
而动藻迹 ����户匆

�。 �则认为是食 泥动 物 �可 能

为多毛类蠕虫�形成的具有蹼状构造与层面斜交的觅食迹
。

另外还产有可能是粪化石的叫

�侈迹 �。 娜�对���艺� 及少量古藻迹 ��� ��
������抑

�，‘�����潜穴
。

上述遗迹化石证明为亚滨海区潮下带环境
，
遗迹化石群落常见于盐分正常

，
水的动力

逐渐减弱
，
底部含有丰富的有机质食物的泥砂质底层

。

偶见有浪成波痕及交错层理
、

证明

仍然是位于低潮带至波浪基准面附近 �图 ��
。

同莲花山组相近似的遗迹化石群落见于北美西部沿考迪勒拉冒地槽区
，
晚泥盆世至早

石炭世的遗迹化石群 ������
�

�
�

��������� ��� �
�

������������页�
。

在上述 地 区
，

浅

海地台区晚泥盆世�����页岩内含有同六景所产相同的遗迹属
�
����郊再��

，
�。 ‘厉���

，
���

���泌
饭

姚
，

加‘ 厉介��衍���吵��翎
“ 等� 不同的是在泥盆纪以后早石炭世发育了更深的地

槽和
，

尚具有其他一些遗迹化石
。

含有上述遗迹化石群的 ����� 页岩的沉积环境
，
该 作者

认为是地台
�

�浅海亚潮带 �������� ������� �����环境
，
海洋深度可以和本区对比

。

�

总起来说
，

厂
’

西横县六景附近早泥盆世莲花山组代表地台浅海区海侵逐渐加深的沉积

环境 伶俐段粗碎屑岩砾岩和粗砂岩无遗迹化石保存
，
可能为河流相沉积或潮上带

，
新形

成的海侵超覆于古老的寒武系之上
。

横县段代表滨海浅水潮间环境石针迹 ������’ 才����遗

迹和
�

继之在莲花山晚期六坎 口段
、

海水进一步加深
，
出现潮下带环境��������相

，
在其

顶部出现�
。 。 �五���

�
相较稳定的静水沉积环境

，

其中以 �、 荔�，� ，
���耐八花

�，
���户妙��

�

等遗迹化石为主
。

莲花山组的岩性以紫红色砂岩粉砂岩为主
，
说明当时气候比较干燥和炎

热
，
匀强烈氧化的滨浅海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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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岩

、 巨习
页岩 � ��� ����

古 �

一
一 � 】

目目目麟附︸囚口口

图 � 广西横县六景早泥盆世沉积剖面 �上�和遗迹化石古深度分布图 �下�

�一石针迹 �及
����汤。 ，， �一克鲁斯迹 ��，������ �二叶石�， �

�

�一丛藻 迹 �石�����
�。 ，， ‘一动 藻迹 ���户乃夕。 �，，

�一双菌迹 ���“ �砂�
��， �一漫游迹 ����������

三
、

莲花山组遗迹化石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一般来说
，
莲花山组以粗碎屑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为主
，
生物化石比较贫乏

。

除去在上

部层位发现过古老的鱼化石骨片 �它们属于底栖游泳类型�以外
，
属于正常盐分的底栖无

脊推动物非常缺乏
，
偶在个别夹层内找到过稀少的双光类

、

舌形贝和介形虫
，
以往资料不能

证明海水盐分正常
，

这也可能是生物化石稀少

的原因
。

目前在莲花山组找到的遗迹化石
，
为莲花

山组曾经生活过多门类的生物
，
但未保存实体

化石提供了证据
。

尽管无法判断造迹生物的具

体属种
，
但可以肯定有大量滤食性动物的居住

潜穴石针迹���������
、

蠕虫类潜穴系统���耐
�

叮介�
、

环节动物多毛类的觅食构造 �口吵��
‘娜

、

节肢动物三叶虫类的掘穴觅食爬行迹 ��洲厉
�

�” �� 以及可能为其 它 生 物 产 生 的 粪 化 石

��“ 哪�犷众�犷公��
。

根据遗迹化石可以证明至少有���种生物

曾经生活过
。

如果把已知的化石类别 �实体及

遗迹化石�共同加在一起
，
可以证明至少曾经

有��个左右不同类别的生物
，
曾经在莲花山期

生活过 �图 ��
。

上述莲花山 组的�邝厉�，�群

图 � 广西早泥盆世莲花山期化石群丰度示

意图 �未经数量统计大致的比例�

图右侧表明实体化石类别

图左侧表示遗迹化石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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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中的大部分遗迹化 石
，

特别是三叶虫的遗迹 ������
，
均常见于世界上 其他地区的浅

海相地层
。

因此根据遗迹化石证明六景地区海相下泥盆统
，

并非自那高岭组开始
，

而至少

是从莲花山中期即已开始
。

当时是处于近岸边缘海区
。

从这些遗迹化石所代表的造迹生物习性分析
，
可以证明莲花山初期为海佼开始阶段

、

系靠近海岸的极浅的滨海
、

保存大量滤食性动物居住过的垂直管状潜穴
。

到莲花山组中晚

期
，
保存有节肢动物三叶虫类遗迹��州厉

�、 ��和大量觅食潜穴系统 ����耐对加
、 � 以 及少

量动藻迹 ��。 口���二�
，

标志着海侵逐步加深
，
达到正常盐分的陆棚滨浅海

。

过渡 到那高

岭期以后
，

开始出现大量潜穴构造�茗�。
峪伽

，
���耐八扮

。 和 ���。 行介。 及共生的正常盐分

的多门类化石
，

如
�

腕足动物
、

软体动物
、

珊瑚
、

苔鲜虫等
。

这是一个完整的海侵逐步加

深�，�毛�吐程
。

四
、

那高岭组的遗迹化石及其沉积环境

一 ’一

西六景的那高岭组根据岩性及化石划分为三个岩性段
�

即下部那高岭段
，

中部蚂蚁

岭段���上部霞义岭段 �侯鸿飞
，
鲜思远

，
�����

。

遗迹化石产于那高岭段下部
、

其岩 性 主

要为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灰岩透镜体
。

遗迹化石产在不含灰岩的黄绿色泥岩内
，

并见有舌形

贝 《乙蓄，�“ �� ���
。

遗迹化石层位之下的灰岩透镜体内含有腕足类
�

�毗峪而
�

������� ��，
�

及 ���’�时���介���
�

啊
” 梦 等

。

粉砂岩及页岩内见有苔醉虫
、

直角石及腹足动物和 双壳类

等多门类化石
。

那高岭段鉴定的遗迹化石产在粉砂质泥岩内
，
保存不佳

。

计有三种遗迹化

石
� ��丛藻迹未定种 ��再。 ，���耘� ��

�

��
， ��广西漫游 迹 ����” ��汤

� �留‘ ，��‘�、 �‘�

�
�

�������
�

��双菌迹未定种 ��‘�。峪萦娜 ��
�

�
。

三种遗迹化石均为潜穴化石
。

那高岭段的沉积环境同莲花山期比较
，
有以下特征

�

�
�

那高岭段的岩性较莲花山期泥质增多
，
颗粒度变细

，
层理不发育

，
缺乏 交错 层理

及波痕等
，
化石大多为原地埋藏等

。

这说明此时该区距岸较远
，
水动力减弱

，

缺乏波痕和

潮汐的搅动
。

为地台上浅海环境的亚滨海带 ����������� �����
，
也可能位于有效波浪基

准而之下
。

�
�

那高岭段开始出现大量海洋正常盐分的无脊椎动物化石门类
�

具饺纲腕足动物�小

嘴贝
、

石燕贝等�
、

苔鲜虫
、

直角石及软体动物等
。

说明该段海水盐分正常
，
梅 浸 加深

，

生物分异度增高
，
生活环境和保存条件均较莲花山期好

。

弓
�

那高岭段发现的三种潜穴遗迹化石
，
均产在不含实体化石的个别夹层

。

但 同 一层

内个沐数量多
，
密集成层

，
潜穴同层面平行或斜交

。

根据前人 资料
， ���，��艺翻�和 ���，�

�八介、 见于从滨浅海到较深水盆地的各种环境
，

岩相适应较宽
。
�彻耐万幼

� 则较常见于 浅

海区地台边缘过渡地带
。

因此
，
������� 曾经提出建立一个介于 �少。 ��’ �，� 遗迹相和 ���

�

广妙
‘ 。 遗迹相之间的 ���，�杯耘。 遗迹相

。

双菌迹����鳍主��� 潜穴
，
最早发现于北非 泥盆

系
， ‘

行又发现于巴墓斯坦寒武系及北美奥陶系
、

泥盆系及下石炭统
。

所有的产地均为细粒

沉积物
，
造迹生物生活于低能沉积环境底部

，
水中含有适量的氧气及食物

，
特别常见于滨

浅海 几角洲港湾环境
。

最近作者在汉阳锅顶山志留系顶部及其泥盆系乌桐砂岩层中也采集

到���，，�公���� 该化石亦见于我国贺兰山中寒武统毛庄组 �杨式溥
‘
����年�

。

上述几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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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双菌迹均产于地台海侵的开始阶段或近岸边缘海区
。

二
、

遗迹化石系统描述

�一�广西横县六景下泥盆统莲花山组遗迹化石系统描述

克鲁斯迹 ��。 厉�” � �，������� ����

属型
�
�少“ 对�” � 洲���“ �

，。比����

特征
�

纵向延伸的鱼骨状二叶型潜穴
，
形成于沉积层表面以下

，
为三叶虫的内肢挖掘

凹痕
。

多保存为上部岩层底面的内模凸起
，
近

“
� ”

字形斜交的两排肋形斜脊
、

交角因种

类不同而各异
，
常被中沟分开

，
偶有外边缘或头刺的划痕

。

外形宽�
�

���厘米
，
长约�����

厘米不等
。

讨论
�

克鲁斯迹被认为系三叶虫内肢在松软沉积物中搜寻食物的挖掘觅食迹
，
同皱饰

迹 ������������相似
，
并曾见有二者的过渡类型

。
� ���������主张克鲁斯迹同皱饰迹

合并为一属
，
但许多学者仍坚持分为两属

，
区别是后者成椭圆的二叶型

，
两侧隆脊斜交

，

角度较小
。

分布
�

晚元古代至泥盆系世界各地
。

�
�

六景克鲁斯迹 �，“ 厅�，� �讯了‘。 岁。 对� �������
�

�
�

���� 图版 �一�
、
�

、
��� 图版

��一��
�

遗迹种名称根据遗迹化石产地广西横县六景
。

描述
�

保存于紫红色细砂岩层面上的纵长二叶形挖掘觅食迹
，

宽度�
�

���
�

�厘米
，
长

度���厘米
。

为大致长度相近的两排抓痕
，
形成宽

“ � ”
字形

，
交角 ��� 度左右

，
抓痕有

时略成簇状
。

保存好时可见每条抓痕一分为二
，
证明内肢顶端的爪为二个

。

抓痕宽约 �
�

�毫

米长约�����毫米
，
表面宽平

，
抓痕之间间隙较窄

。

二叶型遗迹高出于层面凸 隆约 �
�

��

�毫米
。

讨论
�

六景克鲁斯迹同产自德国泥盆系的�川对�” � 动�” �” 相近
，
区别是六景标本中

沟不明显
，
两排抓痕交角稍宽

，
同�

� 。 耐���� 区别是两排抓痕的交角较宽
。

分布
�

广西横县六景车站东
，
下泥盆统莲花山组顶部紫红色粉砂岩

。

好�形迹 �。 、 �“ ��万� �位����� ����

属型
� �“ 娜�对���艺� 茗” ����公” “ 哪 �������

特征
�

常为盘卷缠结的绳索状遗迹
，
可伸长

，
或弯曲成马蹄形

。

遗迹粗细大致为均匀

的扁圆形内模
，
粗�一�毫米不定

，
表面略显粗糙

。

讨论
�

多认为可能是鱼类
、

海参类或蠕虫类的粪化

石
。

分布
�

欧洲
、

北美
，
志留纪一第三纪

。

�
�

广西蝴形 迹 �。 哪�汀��对� �姗
”
���

�” “ � �����

�，�
�

���
�

��鳍 �图版 �一��
、

图版 ��一��
、

图�
。

描述
�

经常同�。 万“ ” “ �匆�伽��” 对“ 共同保 存 在 图

一起
，
见干紫红色粉砂岩上

，
形成凸起的内模

、

多数盘

凡凡
�

白 廖廖
户户 巴巴

广西好�形迹加，吞，介�，￡。

再‘ �哪
臼。 ，’� 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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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弯曲或成马蹄形

，
直径�

�

���毫米
，
长约 �毫米

，
表面光滑或具微小圆粒

。

�寸论
�

同遗迹属型比较
，
新遗迹个体小

，
常为 �形

、

马蹄形或�字形
，
少数盘卷

，
同

北美 �����页岩所产 �。 哪�对��万�� ��
�

相近
。

分布
�

同前一种
。

常保存在�������� 化石之上
。

达藻迹 ���” 房万幼� ���川���� ����

�
‘一

泛分布于各时代和各种沉积环境 �地台型
，
地槽型�深度不同的枝状潜穴化石

。

潜

穴分枝角度相等
。

�
�

丛藻迹未定第一种��口，�对介� ��
�

�图版 �一�
、

图版 �一�
。

描述
�

丛状小形觅食潜穴
，
分布于紫红色粉砂岩层面上

。

常见���次分枝
，
分枝角度

��度左右
，
潜穴直径粗 �毫米

，
长���毫米

，
偶见沿一中心呈扩散形

。

��论
�

描述遗迹近似于���，�对幼� ���� � ������ ������ �����
。

丛藻迹 被 认 为

可能是蠕虫类的觅食迹潜穴系统
。

分布
�

莲花山组上部
，
常单独成层保存

，
分布较广泛

，

并不限于一层
。

古藻迹 �������妙
��� ������理�

夫属型
�
����������“ � 才“ �“ ��，‘� ����

特征
�

柱形或亚柱形潜穴充填
，
常缓曲

，

潜穴与层面斜交或平行
。

经常不分枝
、

也可

能偶有分枝
。

外表光滑或具细纵纹
，
长约��厘米

，
宽约����毫米

。

计论
�

最早以为是藻的分枝
、

故名古藻迹
。

现在认为是食沉积动物形 成 的 潜 穴
，

同

�，��幻心���遗迹属相似
。

区别是后一属不分枝
，
充填物质与母岩颜色各异

。

分布
�

前寒武纪一现代
，
世界各地

。

�
�

弯曲古藻迹 ���������乡几�哪�����哪” �细� �������
�
�

�

���� �图版 �一��新遗迹

种
，
名称根据形状成弯弧

。

涝述
�

弯曲成弧形的柱状潜穴
、

长 �厘米
，
直径�一�毫米

，
半凸起于红色砂岩层面上

，

潜穴丧面被剥蚀
，
个别部分压扁

。

讨论
�

描述化石的特征同古藻迹相同
，
但外表剥蚀未见细纵纹

，
并且弯成弧形

。

目前

只能暂归此属存疑
。

分布
�
�“ 西六景莲花山组黄色粉砂岩

，
亦常与���，�八云�� ��

�

�共同保存 在 一层内
。

边藻迹 ���户��
��� �������鳍

� ����

属型
�
��‘��茗��� �叮�耐，‘� ����� ����

待征
�

大型具蹼状构造 ���������� 的螺旋形觅食迹
，
外部形态变化很大

。

在岩层内

戍叠锥状平展
。

具中央和边缘细通道 ���
����及弧度较大的薄板构造

，
随着向岩层下 方

的延伸
，
叠锥逐渐扩大

。

汁论
�

早期以为动藻迹可能是藻类印痕
，
后来被认为是蠕虫类沿一定层面形成螺旋形

食泥匹 ����������
， �����

，
或多毛类蠕虫 ����

�������造成的食泥迹 �������� ， �����
。

亦有 声
、

认为系海鳃类 ���� ����相近的动物觅食活动形成 ��������
， �����

。

分布
�

泥盆纪一第三纪世界各地
。

， ·

动藻迹未定种 ���沙�
��� ��

�

�图版 �一�
，
图 ��

描述
�

仅发现一块保存不全的遗迹
，
外形近椭圆形

，
向右方旋转的平板状构造

，
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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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有中央通道以及像伞状延伸的顶部
，
遗迹前部细节保存

不佳
，
全体宽约 ���

，
长 ����

。

分布
�

广西六景莲花山组顶部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内
。

石针迹 ����茗���� ��������� ����

属型
�
����“ ��� �‘” ��犷‘�

属征
�

纵长柱形管穴充填
、

底部浑圆
，
常相互平行

，
表

面光滑
。

直径粗细不等
，
长可达数厘米

、

常垂直于岩层表面

分布
，
保存在岩层内聚集成群

。

讨论
�

一般认为系滤食性动物居住潜穴
。

动物居住在管

穴内营滤食性生活
。

多见于近岸滨海相
、

水流动能强烈的地

区
。

分布
�

澳大利亚北部前寒武纪
、

世界各地寒武纪一泥盆

纪
、

南非上石炭统
、

北美二叠纪
、

下白奎统
。

图 � 动藻迹 �口吵无����

素描图

�
�

莲花山石 针迹 ����艺云��� �艺�，加
����，�，�‘� �

�

�������
�

���� �图 版 �一��新

遗迹种
，
名称来源于产地莲花山组

。

描述
�

在莲花山砂岩下部及中部保存为柱形直立管
，
与层面斜交或垂直

。

柱形管直径

约 �厘米左右
，
长约���厘米

，
表面光滑无纹饰

，
内部充填物质较母岩色稍浅

，

颗粒稍细
，

柱形迹大致互相平行
，
并垂直岩层分布

，
但有时无秩序

，
可能由于次生冲积

。

讨论
�

同属型相似
，
但较长

，
个体较粗

。

分布
�

莲花山组中下部常单独成层保存
。

�二�下泥盆统那高岭组遗迹化石描述

漫游迹 ���，��萝介� 州
�五。 ��。 刀

属型
�
���” ��云介� �����对� ��������� ��� ������

特征
�

圆柱形或近柱形潜穴填充
，
表面光滑无纹饰

，
直径 ���� 毫米

。

一般不分枝
，

常与岩层面平行或斜交
，
潜穴彼此可相交叉排列

，
潜穴内充填物往往与母岩不同

。

分布
�

前寒武纪一现代
，
世界各地

。

�
�

广西漫游迹 ������公才�� �毗
” ��试�” �公� �

�

�������
�

���� �图版 ��一��遗迹 化 石

以产地广西命名
。

描述
�

水平柱状潜穴
，
平行层面或与层面斜交

，

往往大量密集或分散保存于黄色泥质

页岩之上
。

潜穴直径 �
�

���毫米
，
长约 ���

�

�厘米
。

一般外表风化后光滑
，
偶见有不规

则的横纹
。

讨论
�

近似产于德国上石炭统的���” ��介�� 、 �，��，。 ，
但潜穴个体较粗

，

保存好时上

有细横纹
。

分布
�

广西横县六景下泥盆统那高岭组下部黄色泥质岩石
。

丛藻迹���，�衬介�
������

�塔 ����

�
�

丛藻迹未定第�种 ���，�万��、 ��
�

� �图版 ��一�
、
�

。

�

描述
�

仅见到平行分布于层面上的枝状潜穴
。

直径一般�
�

�毫米� ���次分 枝
，
分枝

角度约��度左右
。

表面一般光滑
，
当保存好时偶有横纹

。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一���年

讨沦
�

当前描述的化石同莲花山组上部发现的���，�，介�� ��
�

�较相近
，
但潜穴 增粗

，

二者均类似于�人
。 俘滚万��� ���� � �发现于北美上奥陶统辛辛那堤 ����

������ �〕 ���层�
。

层位
�

那高岭下部
，
黄色粉砂页

，
王成文采集

。

双菌迹�萝�。 ，�茗‘�� ����� ����

属型
，
�萝�。 。 �公耘� �����������

特征
�

两端哑铃形或对称的双箭头形
， ‘
卜间联以较细的直管潜穴

，
长约�一�厘米

，

膨

大的两端常陷人层内呈半圆形
。

多见于滨浅海
，
三角洲或港湾沉积

。

讨论
� ��������� �����

，�����认为是特殊的
“
�

”
形觅食构造

，
��������� ����认

为是压扁的倒
“ 二 ”

字形潜穴
，
造迹动物不明

。

分布
�

巴基斯坦早寒武世
，
中国贺兰山北部中寒武统毛庄组

、

华南泥盆系
，
北非

、

欧洲

��古生代
，
北美泥盆纪一早石炭世

。

�
�

双菌迹未定种 �艺�。 ，�落云。� ��
�

�图版 ��一��

描述
�

保存在黄色泥岩内的哑铃形潜穴
，
两端呈圆形

，

直径�一�毫米， 中间联接管约

�毫米
，
全长约�一�厘米

，
常与层面平行或斜交

。

讨论
�

同属型种�萦户。 �艺��� ��二�，附�行 相比较
，
潜穴长度较大

，
较细

，
由于 保存不

佳
，

未定遗迹种名
。

分布
�

广西六景下泥盆统那高岭组下部黄色泥质岩内
。

��〕

‘�
，
��页

。

〔 �〕

〔 �〕

〔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王钝
、

俞昌明
、

吴岐
， ����

，
中国南方泥盆纪生物地层研究的进展

。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集刊
�

第 �

中南地区区域地层表 �广西部分�
。

杨式溥
， ����，

中国寒武系
、

奥陶系几种遗迹化石
。

武汉地质学院情报室
“
地质科技

，
第四期

。

������� �
�

���� ����五���了

���令���， ��������订一�������
，
������������

�

��� � ” 去���‘ ������� �������
��������� �����

���� ��� 记������
‘
��������

�

��������
，���一���

。

〔 � 〕 ��������� �
�

� ��� ��������� �
�

���� �几�� ��������
一

����� ��，
���，����，， ����� ������� ��� ������

�

一��卜 � ��� ���且�� ��� ��
��������� ��

��������� 认
，������ ������� ������

�

� ���� ������� �，
������ �� �

�

�
�

����一��� ���

�
� ，二

�

����二�， ���一���
�

〔 �〕 ��������� �
，
�

� ���� ���，，���� �
�

���� 肠�
�‘。 岁���

， ����� ������� ���� �������� 一
���，�，������ ����

‘，雷 �
’ ，� ，�������，�� � 。 ，� ��，、��� � �

�

�
�

�
�

��������������
， ����������������

，
���印

�������
�

�� ������ ���
一���

�

〔 �〕 正�践己��������
�

���� ����� ������� ��� �������、������
，
������� � �、 ��������

���� �，毯���� ，、��，�。 即
�

�。 ��

�
。

亡� 〕 ����几����� �
�

���� �����������
���� �� �了��� �� �����

�

������� �����即
� ���

�

�，���
一
���

�

二�〕 �������一�� �
�

���� ��“ 万��称� ������������ �� ��� 一������������� �������� ，�� 〔���� 一、
�

�
‘
���� �《，，���� �‘��

�

亨�� �
‘

� �
�

�，
�

�了��、�。 ， 。 �、� �
�

�
�

������ ���
�

�
�一����

�

�伴�，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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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鳍 �������� �������
，

����对
��， �����一������� �����

��
�

��� ������ ���� ��������
������ �� �� ��������� �� ��������� ���

��������� ���� �������� ����公云��� ����� ����
���� � ����� ���� ��������

���
·

��。 万��� �公。 ��，��，���
，
�。 、 �，���，艺� �二�，��萝�，��艺�

，
���，�，艺���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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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图 版 说 明

�图版照像系地质学院研究生部王树元同志摄
，

化石标本保存在武汉地质学院研究生

��卜�

图 版 �

�
六景克鲁斯迹�，，，���，� ��，，��。 �

， 。 。 ， 。 �

���、 �����
�

莲花山组上段紫红色细砂岩

� 广西好�形迹��，，。 ����
��� 左�，�心 。 � 。 、，‘ �

�

���【、 �，�，
�

层位同上

� 弯曲古藻迹 �� � 尸‘�����产几夕‘ �，了���二，，， ‘ ，。 � ，� ��� ����� �，，
�

莲花山组上段黄色粉砂岩

� 从藻迹第一种�寿
。 。
击��

，， �尸
�

�

莲花山组紫红色粉砂岩

� 动藻迹未定种�
��户人��，‘， ��

�

莲花山组顶部紫红色泥质粉砂岩

� 莲花山石针迹�左
���动�， ��。 刀力，��，石口 。 ， 。 。 ， ，，� ，��，，，���

，

莲花山组中段紫红色砂岩

图 版 �

�六景克鲁斯迹�
，�，�，�。 � ���‘����

��石， ，�� ���川 。 ，�
�

莲花山组上段紫红色粉砂岩

� 丛藻迹第一种��
�，
����多

。 � ��，
�

�

莲花山组上段紫红色细砂岩

� 丛藻迹第二种�人。 �����。 ， ��，
�

�

那高岭组底部黄色粉砂岩

�漫游迹未定种�
，�������。 � ��，

�

那高岭组底部黄色粉砂岩

�双菌迹未定种�
，
�
，，。 ���� ， ��，

�

那高岭组浅黄色泥质页岩

� 波痕采自莲花山组中部紫红色砂岩岩层表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