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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奥陶纪末扬子海盆介壳动物群生态组合的划分%并结合介壳动物群产出的岩性特

征的研究%分析了当时海盆内部的沉积分异特点&扬子海盆中部%水体相对较深%为浅海较深

水盆地%指示的生态域"DEB?*$到海盆东部水体逐渐变浅%生态域以DEB?*为主$海盆西

部水体变得更浅%生态域以#DE#为主’此外%将海盆划分为中部浅海深水黑色硅质页岩盆

地’东’西部浅海碎屑岩和浅海碳酸岩?碎屑岩沉积盆地’从南往北%进一步对以上#个沉积

区进行了水体深浅变化的探讨%并且认为&海盆中部%由西南往东北方向%水体逐渐变深%沉积

中心位于湖北’湘中及湘北部分地区(桃园!安化一带)$海盆西部和东部%从南往北%水体均

由浅变深(在海盆西部%黔北生态域#DE#%川中至川东#DE#%川北和陕南为DEB$在海盆东

部%浙江桐庐’常山一带#DE#%安徽泾县和南京等地$DEB?*)’此外%根据生物群和岩性的

空间变化%认为扬子海盆以北面临大洋或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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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大学(武汉)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地层古生物的研究’

A!奥陶纪末扬子海盆古地理研究现状

经过多年的研究%普遍认为&奥陶纪末扬子海盆

为一半封闭的浅海盆地*A%!+’然而%由于&(A)关于华

北与扬子板块碰撞对接的地质时代%缺乏直接的地

质标志证据%所以只能对盆地以北面临古陆还是海

洋进行推测$(!)对剖面资料缺乏全面的认识%所以

目前对奥陶纪末扬子海盆及其周缘地区的海陆分布

存在不同看法&其一%盆地北临华北古陆%东临华南

海*A+$其二%盆地北临洋盆%东临华夏古陆*!+’另外%
随着地质工作的不断开展%关于奥陶纪末扬子海盆

的古生物和地层资料日益丰富%为更加深入’全面地

了解海盆当时的古地理特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
是%利用奥陶纪末介壳动物群的横向变化探讨沉积

环境的分异涉及较少%前人普遍认为奥陶纪末扬子

海盆为一浅海盆地*A!B+%至于海盆内部如何分异%其

周缘古陆如何控制海盆的沉积环境的变化等问题还

有待深入研究’

!!奥陶纪末扬子海盆介壳动物群的分

布特征及其意义

!’"!奥陶纪末扬子海盆介壳动物群的分布

奥陶纪末%由于冰川作用的影响%全球气温下

降%使 得 !"#$%$&"% 动 物 群 在 世 界 各 地 广 泛 分

布**%H+’在我国扬子海盆%!"#$%$&"%动物群尤为发

育%并且属种丰富’数量多**%C+%但由于沉积环境不

同%在扬子海盆内部%该动物群也常常被其他的介壳

或浮游动物群所取代’
奥陶纪末%在浙江于潜!安吉一带%发育腕足

’()"#*+($%17’,-&"+%%与之共生的有三叶虫.%-/
+%$"&"$%;I’及笔石0*#+%-*)#%1&,2*32,($2"2$常

山!桐庐一带产三叶虫.%-+%$"&"$%;I’’双壳类’
腹足类和少量笔石*"+’安徽泾县北贡一带产三叶虫

.%-+%$"&"$%;I’’腕足类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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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K34,;I’及双壳类""#$在北贡以南的同期地层

中主要产笔石动物群’江西武宁!玉山一带产三叶

虫.%-+%$"&"$%;I’%腕足类4%#*+%-*+($%;I’&另
还含笔石%双壳类%介形虫和腹足类""#’湖北西部’主
要指长江和汉水之间(是该省!"#$%$&"%动物群的

主要产地&其中又以宜昌地区最为丰富&分异度和丰

度极大&共!"属#H种&其中主要包括正形贝目的

.%-+%$(--%;I’&!"#$%$&"%;I’&5"$$(--%;I’&

.#%6*#&7"2;I’和8"#*&7"2;I’&小咀贝目的4-(9&*/
&7:#(--%;I’&石燕贝目的!"$;(--%;I’及扭月贝目

的<(1&%($*1*+%;I’&4%#*+%-*+($%;I’&’()"/
#*+($%;I’"*&@!AA#$在湖北东部的同期地层中&笔石

动物群取代了!"#$%$&"%动物群"A!#’在湖南&奥陶

纪末的介壳生物仅发育于桃源!沅陵一带&其他地

区发育同期的笔石动物群"A##’陕西宁强产三叶虫

.%-+%$"&"$%;I’和腕足类!"#$%$&"%;I’&4-(9&*/
&7:#(--%;I’&.%-+%$(--%;I’&=#%9&(*-(1&%($%
;I’等$镇 巴 产 三 叶 虫.%-+%$"&"$%;I’及 腕 足 类

!"#$%$&"%;I’&!"$;(--%;I’&>#6"9,-*";(%;I’&
’()"#*+($%;I’&4%#*+%-*+($%;I’和’17%$*+/
($%;I’等&稍往北到司上!鸡心岭&介壳动物群的

分异度稍微增大&包括三叶虫.%-+%$"&"$%;I’&腕

足类 5"$$(--%;I’&!"#$%$&"%;I’&’()"#*+($%
;I’"AB#’川东奥陶纪末的介壳生物主要包括三叶虫

.%-+%$"&"$%;I’和腕足类!"#$%$&"%;I’$相比之

下&川东西北地区的同期介壳生物的属种有所增加&
包括.%-+%$"&"$%;I’&!"#$%$&"%;I’&5"$$(--%
;I’&’17%$*+($%;I’""#$川东北的城口地区观音

桥层产三叶虫.%-+%$"&"$%;I’和腕足类’()"#*+/
($%;I’&4%#*+%-*+($%;I’’据 四 川 省 区 域 地 质

志&川西缺失奥陶纪末沉积’贵州北部%东北部为该

省奥陶纪末介壳生物的主要产地&如在松桃陆地坪

和桐 梓 红 花 园&产 三 叶 虫 .%-+%$"&"$%;I’和

4-%&:9*#:17(;I’等&以及腕足类.%+%$(--%;I’&
!"#$%$&"%;I’&5"$$(--%;I’&!"$;(--%;I’&4-(9/
&*&7:#(--%;I’&4%#*+%-*+($%;I’等’
!’!!奥陶纪末扬子海盆介壳动物群的组合特征

戎嘉余""#根据国内外!"#$%$&"%动物群的属种

特征将 其 划 分 成#个 组 合)’A(5"$$(--%/4-(9&*/
&7:#(--%组 合’以 下 简 称 LMF组 合(&包 括 .%-/
+%$(--%&(2&,;"$%#"%’N,&K,4(&!"#$%$&"%2%)"&/
&"?(#% ’>18%<(&5"$$(--% 5"(-%$%( ’O3KI&3(&
E17%$*+($%@-&#"A’>,-3P3.Q,:&213P(&4-(9&*&7:#(--%

表"!腕足分类与个体大小

O,R&3A D-,1/2%I%S;<;.3K,4S24S2:2S6,&;2T3

属名 分类’目( 个体大小*KK

5"$$(--% 正形贝目 B!*
B*A*#&7"2 正形贝目 ##
.%-+%$(--% 正形贝目 B!*
>$$"(--% 正形贝目 *!"
.#%6*C"% 正形贝目 B!H
.#%6*#&7"2 正形贝目 "!A)
B#,9"D(&"$% 正形贝目 "!A)
8"#*&7"2 正形贝目 C!AA
E-"?&*$"% 正形贝目 AA
B#"1-(2"% 正形贝目 @!A!
!"#$%$&"% 正形贝目 #)!B)
’17%$*+($% 扭月贝目 C!"
’()"#*+($% 扭月贝目 #!*
4%#*+%-*+($% 扭月贝目 #!*
<(1&%($*1*+% 扭月贝目 !)!#)
<(1&%($% 扭月贝目 !)
47"-7(;#% 顶孔贝目 ##
’9%$&7*9#%$"% 顶孔贝目 #C
4-(9&*&7:#(--% 小咀贝目 一般A)!!)&最小达#
!"$;(--% 石燕贝目 A)

!!分类和个体大小的确定主要根据文献"C#和"A)#’

9#%22"9*2&%’N,&K,4(和 !"$;(--%9#%22%"$9"1"($2
’U2&&2,K;(等$’!(.#%6*#&7"2/B*A*#&7"2组合’以下

简称NMO组合(&属种分异度较大&超过!)种&除了

LMF组合的分子.%-+%$(--%&!"#$%$&"%&5"$$(--%&
’17%$*+($%&4-(9&*&7:#(--%&!"$;(--%之外&还含有

B*A*#&7"2+"#%6"-"2V%4J&B#,9"D(&"$%2"$($2"2V%4J&
.#%6*#&7"29%(-(62>,-3P3.Q,:&213P&!*#;(#-(:(--%
17’"$(A1(9&%&%’O3KI&3(&47"-7(;#%97%$)$"$)($2"2
V%4J及’9%$&7*9#%$"%等特有属种$’#(4%#*+%-*+/
($%/’()"#*+($%组合’以下简称FME组合(&属种特

别单调&仅含A!!个属种&包括4%#*+%-*+($%1*/
-*$"9%’O3KI&3(和’()"#*+($%,-&"+%>,-3P3.Q,:M
&213P’

上述LMF组合以#A)KK大小为主&少数属种

可达#!B1K’表A(&大部分分子壳饰简单&属种分

异度不高&约B!C种&其 中 !"#$%$&"%和’17%/
$*+($%壳薄而体轻&腕基粗壮&肌痕发达&具有在较

深水 压 力 的 条 件 下 自 由 启 闭 两 壳 的 能 力$.%-/
+%$(--%和5"$$(--%个体小&约B!*KK&壳薄体

轻&也具有较深水的特征"A*&AH#$此外&5"$$(--%喙直

立&适宜于泥质含量较高的底质"AC#$4-(9&*&7:#(--%
和!"$;(--%的个体大小为A!!1K&壳饰相对复

杂’总体上&LMF组合发育于水体相对较深&泥质含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