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宝塔组的沉积环境及时代

盛苹夫 姬再 良

宝塔组以具典型的水下沉积 构 造 胶 缩

纹
,

产有丰富的中华 震 旦 角 石 (从。 Oc
e娜:

`
解娜舫

。 ) 以及三叶虫等壳相生物 灰岩 为特

征
。

遍布华中
、

西南地区的数十万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
。

岩性单一
,

厚度稳定 (常为 20 ~

3 5米 )
,

出露良好
,

常被视为奥 陶纪 地层的

重要标志
。

几十年来
,

尽管已有不少学者进

行比较详细的研究工作
,

对宝塔组的生物群

特征
、

沉积环境及时代归属提出了一些新的

看法
,

但由于各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不 同
,

故

早在 1 9 2 4年
,

李四光
、

赵亚曾调查长江三峡

地质时
,

创立了艾家山系
,

提出 宝塔 灰 岩

( P ag
o d a) 一名

,

指出宝塔 灰 岩 为艾家山

系的上部
,

其下部为杨子贝层
,

下部属中奥

陶统
,

上部属中奥陶统或上奥陶统之底部
。

嗣

后
,

宝塔石灰岩一名被众多的地质学家所沿

用
,

并逐步明确了宝塔灰岩组的含义
。

但是
,

1 9 4 9年以前
,

宝塔灰岩是极广义的
,

除少数

地区外
,

包括枯牛潭灰岩和临湘石灰岩及其

相当地层
。

解放后
,

绝大部分地区宝塔组的

下界已基本上限定
,

而上界至今尚未统一
。

按照岩石地层单位组的定义原则
,

结合

考虑古生物化石组合
,

笔者建议将宝塔组定

义为
:

位于含 N a , 解 , ol 众 h潞 带的临湘组或

涧草沟之下
,

覆于庙坡页岩或十字铺泥灰岩

之上的胶缩纹灰岩
,

古生物化石 以 头 足 类

压” oc 群as hc 讯哪 se 和三 叶虫 尸哪 a户解“ `户
-

s`” e l l 4 为特征
。

关于宝塔组的沉积环境
,

过去
,

大都认为

宝塔灰岩的裂纹构造为典型的
“

龟裂纹
”

构

造
,

这样就将宝塔灰岩视为地壳振震频繁
、

气候干热
,

海底经常露出水面的滨海潮汐相

沉积
。

那么
,

宝塔灰岩是不是这种环境下的

产物 ? 所谓的龟裂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 对于

这些问题
,

只要我们仔细分析研究宝塔灰岩

的沉积环境标志以后
,

就不难知晓宝塔组的

沉积环境以及
“

龟裂纹
”
构造 的 形 成 机理

了
。

1
.

宝塔灰岩分布十分广泛
,

厚度稳定
,

岩石成层性好
,

无明显 粗细 变化
; 2

.

宝塔

组所含的头足类
、

三叶虫
、

腕足
、

腹足
、

介

形虫
、

海百合茎
、

层孔虫
、

海旦刺
、

钙质海

绵以及其它生物的生态分析证实宝塔灰岩不

属滨海潮汐相沉积
; 3

.

宝塔灰岩的 裂 纹构

造在剖面上不呈直立的
“
V

”

字形
,

裂纹的

宽度上下基本相等
,

层底面的裂纹构造形态

与层表面裂纹相 同
,

显然不是暴露地表形成

的
“

龟裂
”
纹构造

。

根据上述环境标志
,

笔

者认为宝塔灰岩属于开阔浅海环境下的台地

相沉积
,

其中的裂纹构造
,

就是在这种环境

之下形成的
。

呈凝胶体的沉积物沉积之后
,

在盐度适中
、

胶体脱水收缩作用下
,

垂直层

面形成了胶体收缩裂纹
,

简称胶缩纹 0
。

关于宝塔组的时代问题
,

目前有三种不

同意见
,

一种是把庙坡组和宝塔组 同归于中

奥陶世 (张文堂
, 1 9 5 7 , 1 9 6 2 , 1 9 5 2 ;

卢衍

豪
, 19 5 9 , 1 9 7 5 ;

穆恩之等
, 1 9 4 9

,

1 9 7 9
,

1 9 8 3) , 第二种方案是
,

将奥陶系 二 分
,

将

宝塔组置于上奥陶统下部 (赖才根等
, 1 9 8 3 ;

曾庆变等 19 8 3) ;
第三种是作者 主张 的划分

方案 (盛萃夫
, 19 6 4 , 1 9 7 3 , 1 9 7 4 , 2 9 5 0 ,

19 82 )
。

但是
,

无论是三分还 是两分
,

或 者

说将宝塔组置于中奥陶世或晚奥陶世的划分

方案
,

均将宝 塔组 视为是 C ar a d oc ia n 中期

的地层
。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工作
,

尤其是通

过对宝塔组三叶虫动物群的研究
,

认为宝塔

. 见姬再良
,

1 9 8 2, 《地质报
》 3 20 期

,

一种 值得

注意的沉积构造一胶缩纹
。



华南震旦纪磷块岩中钻蚀生物的

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东 野 柏俊生

华南地区磷块岩按其形成阶段
、

结构
、

成因类型划分为微粒磷块岩
、

颗粒磷块岩和

壳粒磷块岩三大基本类型0
,

笔石在壳粒磷

块岩中发现了钻蚀微生物化石及钻蚀微生物

栖孔
。

钻蚀微生物或内石栖微 生物 (e n d ol i -

t五5 m i cr oo gr
a址 s m s) 是指以化学和机械方

式刺入坚硬岩石底质中并生活在岩石或其他

石质里的生物
,

钻蚀微生物的栖孔 (b or ign )

是钻蚀微生物活动的遗迹
。

钻蚀生物及其栖

孔
,

在国外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被研究发现
,

最近十五年来
,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很快
,

已

能够对钻蚀微生物化石及遗迹进行分类
、

鉴

定和环境解释
。

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

晚
,

在前寒武纪古老地层 中尚未发现确实可

靠的钻蚀生物
。

钻蚀微生物在坚硬底质中留下沟槽
、

孔

洞和通道易被保存并石化
,

由于栖孔微小
,

可以全部保存下来
,

而钻蚀微生物本体则较

. 东野等
,

1 9 8 2
,

中国扬子盆地磷块岩岩石学与

磷块岩序列
, 《第五届国际磷 块 岩讨 论会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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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时代属于晚奥陶世 C ar a d oc 中
、

晚期至 d幼。 “ os 这些属或其中的一些种均是波兰
、

A hs ig n 早期
。

因而
,

若采用三分 方 案
,

把 波希米亚和斯堪的纳维亚
、

苏联的鸟兹别克
、

宝塔组置于晚奥陶世就要比置于中奥陶世更 哈萨克晚奥陶世地层中的产物
。

( 3 )
、

宝塔

为合适
,

而且同世界其它地区奥陶系的划分 组的三叶虫动物群中的绝大多数属种延人临

也基本上能够符合起来
。

湘组或涧草沟组
,

就 H am m at oc ne m id ae 科

需要提及的是
,

宝塔组的三叶虫动物群 的三叶虫来说
,

只要宝塔组所具有的
,

在临

以 p 哪 a户解 ll P“ 附 l协 和 A哪户h y 云万。” 为 代 湘组也已发现
。

这说明宝塔组与临湘组的三

表
,

其主要性质是
:

( 1 ) 绝大多数 属 种都 叶虫动物群基本相似
,

两者具有密切的亲缘

是下伏地层庙坡组及十字铺组所没有的
,

而 关系
。

是新兴的
,

据笔者粗略统计
,

新兴属达 25 个 综上所述
,

并考虑已往研究成果
,

即宝

以上
。

( 2 )
、

从现有资料可知
,

宝塔组的三 塔组沉积建造的变异
; 牙形石绝大多数属种

叶虫运物群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属种是接 是欧洲晚奥陶世的分子 (陈 英 华
,

19 83 ) ;

近或完全相同于欧洲晚奥 陶世 ( C ar a d oc 中 腕足类组合的时代为 晚 奥 陶 世 (刘弟墉
,

期至 sA h ig U 早期 ) 类型的
,

百分之 十为我 19 83 )
,

无疑宝塔组的时代宜确 定为 C ar ad
-

国华南特产
,

剩余百分之十与北美
、

澳大利
o ic 皿 中

、

晚期至 A s五ig ill
a n 早期

。

其下界

亚的分子接近
。

这说明宝塔组的三叶虫动物 大体相当于英国笔 石 带 lC 公哪哪 og 绍声哪

群不仅具有地方动物群的性质
,

而且具有强 P le 万f 群 与 lC ` , ac og 娜声哪 二订 os 耐之间
,

烈的欧洲晚奥陶世动物群的色彩
。

在此值得 其上 界 位 于 P le 。幼 g邝声 。 , “ , 。 万:
带 中

一提的有 P瓜“ 若P旅” el al A哪 Ph少介初” ,

H a 一
部

。

犷P l’d el 依 (s
.

1
.

) I sb 群g 协
, Z厉 , 。 协

,

H ` 一 (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