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西和县洞山西汉水群首次发现牙形石

黎 观 城
( 中山 大学地质学系 )

西 和县位于秦岭山脉西段和 甘肃省东南部
。

该区的泥盆纪地层最 初 由 叶 连俊
、

关士聪

( 19选4 ) 命名为西汉水系 ( 19 5 9 年全国第一次地层会议更改为西汉水群 )
,

根据所含化 石
,

时代大致定为中泥盆世
。

近年来
,

甘肃有色冶金勘探公司在进行矿产普查的同时
,

将洞山地区

的泥盆纪地层命名为洞山组
,

并分为 四个岩性段
,

第一
、

二段主耍者性为绿色板岩
、

钙质板

岩
、

中厚层砂岩
、

砂质板岩夹泥质条带灰岩
,

第三段为灰色中至巨厚层 枯结灰岩及泥粒灰岩
,

第四段为灰绿色到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根据第三段中含有 Y哪朋彻 ill 阳
5 p

.

( 其实 为 错 误鉴

定
,

经地科院侯鸿飞研究员鉴定实为 尸叼肋`J已习 脚
a

gu 时行 ) 而划为上泥盆统
。

1 9 8 5一 19 8 7年
,

笔者在西和地区泥盆纪地层中首次处理到不牙形石
,

为该 区的地层 时代

讨论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
。

其中尤以洞 山的牙形石保存好且数量多
,

主要产在洞山组的第三段

灰岩中
.

在该段 的下部发现的牙形石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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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牙形石分子分布分析
,

参照国际牙形石泥盆纪标准化石带
,

洞山组第三段的下部包含

了中泥盆世古维特 期的重要带化石 凡如gn 叮h二 加 cr 琳
,

p
.

cr ist at 耽
,

而没有 出现代表 晚 泥

盆世的牙形石分子
;
到第三段上部则出现了晚泥盆世弗拉斯期的重要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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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高层 位 只

到 aP iil 二才。结户沽 梦 g二带
,

而还没见出现法门期的牙形石分子
。

综 上分析
,

洞山组第三段下部 以下应属中泥盆统 ( 但困第一
、

二段缺乏化 影扩而难 以确定

共最低层位 )
;
第三段上部以上应属上泥盆坑

,

至于第四段是否达到 了法门阶尚待进一步研究
。

,

6盛
.





圈 版 1 说 明

标本鉴定经中国地质大学赵锡文和丁梅华二位副教授审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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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层位为甘肃西和县洞山上泥盆统洞山组
,

其余为甘肃西和县洞山 中泥盆 统 洞山组
。

图版 1见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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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河群上部发现大型牙形刺化石

19 8 5 年 4 月
,

笔者在实测紫阳焕古滩剖面时于洞河群上部层位的灰色凝灰质板岩底部采到大型牙形刺

化石
,

该化石长 3毫米
,

宽 1 毫米
。

经同济大学姚伦棋教授鉴定为 尸 or 勿 p a n d o ar d us sP
. ,

时 代 为 中晚奥

陶世
。

这类化石产出的层位洞河群分布于秦岭地槽南缘紫阳一平利小区
,

该套地层平行不整合于耀岭河群之

上
,

覆于下志留统大贵坪组之下
。

由于无生物依据
,

以往将该套地层统称为洞河群
。

在洞河群分布 区
,

其

上 覆 层大贵组底部也无可靠生物依据
。

这给该套地层的时代划分
、

与邻区地层的对 比以及上限时代的确定

都带来了困难
。

这次所发现的牙形刺产出层位洞河群凝灰质板岩厚约 2 00 米
,

其下为厚约 4 00 米的火山岩

系
。

其上为原划大贵坪组底部的灰黑色炭质板岩
。

凝灰质板岩与炭质板岩整合接触
。

同年笔者又在炭质 板

岩中采到笔石
,

经区调队古生物组赵健鉴定为 M o n o g ar 声 us sP
.

和 G如tP o g or 川 us sP
. ,

均属下志留统下

部常见种属
。

根据洞河群上部发现的牙形刺化石
,

结合在其上覆层所发现的笔石
,

基本可以认为洞 河群 的

上限时代为中晚奥陶世
。

( 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苏宝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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