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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德保钦甲早
、

中泥盆世的牙形刺

及其地层对比和指相意义初析

熊 剑 飞

(地质部第八石油普查勘探大队实验室 )

牙形刺是一种已经绝灭的微体化石
,

产于海相寒武
-

一
一三迭纪地层中

。

由于它具有

个体小
,

数量多
,

分布广
,

演化迅速
,

分带明显等特点
,

在地层划分和对比
,

尤其在海

相地层开展石油普查工作中
,

越来越受到重视
。

1 97 7年
,

笔者在一批泥盆系样品中
,

经

分析鉴定后
,

它们对地层对 比及 指相分析很有意义
。

今将德保钦甲剖面中牙形刺情况作

一报导
。

一
、

地 层 概 述

剖面位于广西德保钦甲燕洞
。

由吴治
、

王国田等测制(参见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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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德保钦甲泥盆系自然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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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至深灰色灰岩
,

夹少量 白云岩透镜体
。

产牙形刺
:
H in d e o d el la s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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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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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至中
、

厚层状灰岩
,

产大量腕足类 ( 如
z

丝里竺 sP
.

等 ) 及牙形刺

2 5
。

多傍段

2 4
。

2 3
。

P o ly g n a t h u s lin g u if o r m is li n g u id o r m is
。

深灰色厚层状含泥质灰岩
。

产牙形刺
: p o ly s n a t u s in v e r s u s

o

4
.

7 8米

1 4
.

5 6米

深灰色薄至中
、

厚层状泥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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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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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中
、

厚层状泥灰岩夹硅质岩条带

灰至深灰色厚层状生物灰岩
。

深灰色泥灰岩夹硅质条带
。

深灰色中

深灰色中

厚层夹硅质条带灰岩
。

厚层含白云质及隧石团块灰岩
。

产牙形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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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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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灰色硅质灰岩
.

深灰色薄至中
、

厚层隧石结核灰石
。

产牙形刺
: P ol y g n at 五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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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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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甲组

多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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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灰色中
、

厚层 白云岩夹石英岩透镜体
。

1 8米

3 米

深灰色薄至中
、

H i n d e o d e lla

厚层含泥质灰岩
,

夹少量硅质条带
。

产牙形刺
:

Pr i s e i lla ,

r o d u s s t r i a t u s s t r i a t u s ;

o g n a th o d u s o P t i m u s 。

o z a Pk o d i n a d e n e k m a n n i , P a n d e -

P o ly g n a th u s P e r b o n u s , S Pa t h
-

10 3米

平城段
1 3

.

深灰色厚层白云质灰岩夹灰色灰岩透镜体
。

产牙形刺
:

P o ly g n a t h u s d e h i n s e e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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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灰色中
、

厚层灰岩夹灰色白云质灰岩条带或透镜体
。

2 7
。

1 1米

H i n d e o d e lla sP
。多

e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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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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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牙形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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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 a n d e r o d u s s t r i a t u s s t r主a t u s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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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1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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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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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浅灰
、

深灰色中
、

厚层状灰岩夹白云质团块
。

产牙形刺
:

翌竺些塑丝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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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r ia tu s s t ri a tu s
。

6 4
。

8 3米

下泥盆统 (那高岭组一略 )

郁 江 组 ( 大部分略 )

1 0
.

深灰色 中层泥灰岩
。

产牙形刺
:

Po zy g n a t h u s d 。h in se 。n s
。

,

_

_ _
一

\

—
不整合

—
下伏地层

:

上寒武统

在上列剖面中总共发现牙形刺 10 属 23 种 ( 其中包括新种3个 )
。

此外
,

本剖面 还 产

大量珊瑚
、

腕足类
、

层孔虫及竹节石等化石
。

钦甲组中产竹节石坐竺业护 匹丝些丝妙

lo n g lin o n s is ; N o w a k ia e a n e e lla ta 等 , 产床板珊瑚p a e h v fa v o s ite s , s c o lio p匹勺

C la d o Po r a , Y a e u tio p o r a 及C v lin d r o id e s等
。

德保组产竹 节石N o w a k i a r ic h te r i ,

N 户w a k i a h o ly n e n s is
。

四射珊瑚及 床 板 珊 瑚 则 更 丰 富
,

有A c a n th o p hy llu m ,

L e p to in o p h y llu m , “B r e v is e p t o p h y llu m
” , B e ilu ip o r a , F a v o s i te s等

。

腕足类则大量

出现于群平段
,

主要为 z d im ir 一M eg as tr o p hi
a 组合

。

通常牙形刺及竹节石与含珊瑚
、

腕足类的礁 灰岩互层产出
,

部分也有混生现象
。

二
、

时代讨论及地层对比

早
、

中泥盆世的牙形刺
,

以台型分子最为重要
。

当前
,

主要根据西欧和北 美 的 资

料
,

已建立了多愕刺属 ( P ol y g n at hus ) 的地层系列
。

自埃姆斯阶到艾菲尔阶
,

划分 为

8个牙形刺带
。

钦甲剖面中
,

多愕刺极为丰富
,

目前已分析出四个带 的 分子
。

因此
,

可

与国外研究较详的地区进行对 比
,

其情况如图2所示
。

其中
,

卫旦丝旦旦因鱼竺圣住竺互三卫互竺旦乡

在国外为下埃姆斯阶的一个带化石
,

相当于竹节石N o w a
ki

a z li c h o v e
ns is 带

。

在 我

国广西六景及长扩的郁江组
,

四川龙门山的甘溪组中 均 已 发 现 此 种
。

P ol y g n at h us

P旦工些些
“也为 下埃姆斯阶上 部 的一 个带化石

,

大约 与 竹 节 石坐竺丝
a
仁旦r些i旦旦兰i

带相当
。

在俞昌民等新命名的广西二扩组
,

云南广南达莲扩组和 四川龙 门山的谢家湾组

中都已发现该种
。

而 P ol y g n at h u s s e r
ot in u s在欧洲为上埃姆斯阶 顶部的 一 个 带 化

石
,

它在广西隆林含山的先力组
、

象州的四排组也都已有发现
。

因此
,

以多鳄刺建立的

地层序列的代表性
,

在我国华南地区
,

也是有所反映和能够得到验证的
。

另外
,

在钦 甲所发现的牙形刺中
,

除台型分子以外的其它属种
,

均为常见于晚志留

世到早
、

中泥盆世的牙形刺分子
。

其中
: B e lo d e lla r e s im a ; B

.

tr ia n g u la r is ,

H in d e o d e lla P r ise illa ; P a n d e r o d u s s tr ia t u s s t r ia tu s , P
。

v a lg u s 国内外

见 于 早
、

中 泥盆世
, B e lo d e lla t r ia n g u la r is la t a 则为王成源

、

王志浩 ( 1 9 7 8 )

在广西郁江组大联村段及 云南达莲扩组建立的新亚种
,

无疑应归入早泥盆世
。

N e o Pr i-

o n io d u s b ie u r v a tu s , o z a r k o d in a

住些卫
c k m a n n i, o

. c f : A u s tr a lis 在 加 拿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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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德保钦 甲多胯刺属的地层序列及其与西欧北美的对 比

(早泥盆世晚期及中泥盆世早期)

和澳大利亚见子中志 留世到中泥盆世末期
,

尤以S p a th o g n a t h o d u s o p t i m u s , s
.
e f

.

丝卫兰旦少
⋯
时限较短

,

前者在加拿大及澳大利亚见于西根阶末期到埃姆斯阶
,

后者在澳大

利亚和英国只见于埃姆斯阶
。

这几个属种
,

除旦丝四丝些
r es i
塑在我 国发现于云南广南

中泥盆世的坡折落组外
,

其余的也发现于广西的郁江组
、

四排组
、

扩丁组以及四川甘溪

组
,

云南达莲扩组中
,

而 这些组的时代
,

由其它门类的化石早已确定
,

均归属 早 泥 盆

世
。

综合上述牙形刺动物群的生物地层分析
,

按照 1 9了4年华南泥盆系会议划分早
,

中泥盆

统界限的意见 ( 以竹节石带N o w a k i a e a n e e lla t a和N o w a k i a b a r r a n d e i之间划分 )

来讨论时代问题的话
,

钦甲组有丰富的牙形刺
,

产下埃姆斯阶的两个多聘刺带化石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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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貌可与西欧早泥盆世兹利柯夫阶 ( 或下埃姆斯阶 ) 相对比
;
德保组则应与达勒扬阶

( 或上埃姆斯阶 ) 到艾菲尔阶对比
。

两者可 以牙形刺卫丝丝些些些 卫竺兰卫卫竺
s 之 消 失

为界限
。

在我 国研究泥盆纪生物地层最好的地区之一的广西
,

其海相沉积可划分为 两 大 类

型
:

象州型 (相似于西德莱茵相区 ) 一一 主要由生物灰岩
,

泥灰岩和白云岩组成
,

以底

栖生物为主要生物群落
,

代表富氧
,

动荡的浅海滨海沉积
; 以及南丹型 (相似于捷克波

希米亚相区 )

—
主要 由黑色泥岩

,

泥灰岩
,

硅质岩和炭质页岩组成
,

间夹灰岩和硅质灰

岩
,

生物群落以浮游生物为主
,

代表远岸
,

静水海盆沉积
。

至今
,

对象州型的腕足类和

珊瑚的研究
,

已建立了系统的组合序列
。

对南丹型地层
,

也已建立了类似于波希米亚的竹

节石序列
。

但是
,

正 由于底栖生物对于环境的反映灵敏
,

具有明显的地区性
,

它们难 以

进行大区域和不同相区的对比
。

因之
,

南丹型和象州型地层 的对 比迄今还存在 不 少 问

题
,

主要表现在中/ 下统分界对 比上
。

牙形刺 目前认为是一种有希望进行直接对 比 的化

石
,

钦 甲剖面的岩性为象州型和南丹型的过渡类型
,

不仅产有丰富的底栖型腕足类和珊

瑚化石
,

而且发现了不少浮游类型的牙形刺和竹节石
。

在象州型代表剖面四排组中王成

源报导了已发现早泥盆世的牙形刺
,

笔者在南丹型的隆林含 山
,

大新榄抒等剖面中也发

现丰富的牙形刺
。

这样
,

钦 甲剖面牙形刺的发现
,

对解决泥盆纪海相沉积的两大类型一

象州型和南丹型的对 比
,

将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

( 表 1 )

表 1
:

广西泥盆纪南丹型
、

象州型及过渡型对比简表

石淮实髦越质

一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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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指 相 意 义 初 析

就我国目前所发现的牙形刺化石而言
,

它们都只产于寒武到三迭纪的海相地层中
,

其中奥陶系
,

泥盆系
,

三迭系最为丰富和研究较详细
。

就广西的泥盆系来看
,

除了最底

部的陆相莲花山砂岩外
,

从那高岭组到三里组的海相碳酸盐岩中
,

都有牙形刺化石的发

现
,

而且它们也只与海相的化石如菊石
、

竹节石
、

腕足类和珊瑚等共生
。

在泥盆纪时期
,

广西地区早泥盆世除桂东北大瑶 山
、

龙 山一带为陆相沉积外
,

其余

地区全为一个广阔的浅海盆地
。

大致从早泥盆世中期 (那高岭期 ) 以后海水由南向北浸

进
,

岩相发生分异
,

由于基底起伏及受到构造的影响
,

形成了岩相多变的多种浅海碳酸

盐沉积
。

大致 以都阳山
-

—
大明山北西向断裂为界

,

以西为盆地相的南丹型沉积区
,

以东

为台地相的象州型沉积又
,

两者间为台地边缘相为过渡区
。

各沉积区又随着地形
,

封 闭

等情况的差异
,

又可形成许多不 同亚相为沉积区域
。

至晚泥盆世晚期发生大规模海退
,

局部形成了浅海陆棚沉积
。

为了说明牙形刺受到岩相控制的情况
,

可根据其发 育 的 有

无
、

数量的多少列表如下
:

表 2
:

广西 泥盆系碳酸盐岩各沉积相中牙形刺化石的分布概况

岩岩 相相 牙形刺分布概况况 代表性地点或剖面面

潮潮 上 泻 湖 相相 无无无

潮潮潮 潮 滩 相相 无无无

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极极极极 多多 象州
,

武宣三里组组

少少少 象 州 四 排 组组

半半封闭泻湖相相 无无 北 流 黄 京 山 组组

生生 物 滩 相相 较 少少 钦 甲 德 保 组组

生生 物 礁 相相 多多 德保
,

天等钦甲组组

浅浅 滩 相相 不 明明明

斜斜 坡 相相 多多 大 新
,

含 山山

泥泥 质 灰 岩 相相 多多

硅硅 质 岩 相相 无无 南宁亭子
,

赖良良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南 丹 罗 富富

陆陆 林 德 峨峨

相相 带带 岩 相相

滨滨 海 相相 潮 上 泻 湖 相相

(((潮间一潮上带 )))))))))))))))))
潮潮潮潮 潮 滩 相相

坪坪坪坪坪坪坪坪坪

浅浅浅 台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海海海 相 带带 半封闭泻湖相相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潮潮潮潮 生 物 滩 相相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带带带 台 地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缘缘缘 相 带带 浅 滩 相相

斜斜斜斜 坡 相相

盆盆盆 地地 泥 质 灰 岩 相相

相相相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硅硅硅硅 质 岩 相相

泥泥泥泥 岩 相相

开开开阔陆棚相带带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在靠近古陆的潮上带是不产牙形刺 的
,

只有水体稍深的潮间带
,

沉积环境间歇动荡的潮坪相 内
,

才产有丰富的牙形刺化石
。

而在台地相中
,

由于水动力

相对较小
,

水体宁静
,

适宜于底栖生物生活
,

虽然也产有牙形刺 (如象州的四排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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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属种单调
,

数量不多
。

当海水咸化时
,

如北流黄京山组 白云岩
,

则不产 牙 形 刺
。

在

盆地相中
,

除泥灰岩亚相区外
,

由于水较深
,

安静闭塞
,

缺氧
,

光照不足
,

处于一种弱

还原环境下的泥质岩和硅质岩两亚相区
,

迄今早
、

中泥盆世尚未发现牙形刺
,

只有在海

水中钙质含量相对增高
,

地形相对凸起 的地方
,

如那坡
,

崇左等地
,

才见有比较丰富的

牙形刺
。

而牙形刺产出最丰富的地方是两个相带的过渡区域台地边缘相带
,

混生
,

底栖

型生物和漂浮—游泳型生物都非常丰富
。

因此
,

以多愕刺 为代表的早
、

中泥盆世牙形

刺
,

在这一相带内异常丰富
,

如钦甲
、

六景
、

大新都是这种情况
。

至于开阔陆棚相中
,

由于水体较 深
,

则不宜于牙形动物的生长
。

综上所述
,

根据牙形刺产出特征
,

可概括如下
:

其一
,

牙形动物产出最丰富的部位是

台地边缘相和盆地边缘相
。

其二
,

凡富产牙形刺的地方
, C a C o :

的含量相 对较高
。

此点除

了在盆地相中三个不同亚相之间有明显表现外
,

在我们实际操作处理样品时也发现
,

凡

是产牙形刺的样品
,

其溶解度就高
,

残渣极少
,

是 C a C 0 3

百分含量较高的缘故
。

由此
,

可

以推论牙形动物最适宜的生活环境
,

应该是正常浅海 ( 海水较浅
,

氧气充 分
,

盐 度 适

中 )
,

但海水一定应稍有动荡
。

这样的环境
,

在早
、

中泥盆世是台地边缘相或盆地边缘

含钙高的区域
,

在晚泥盆世则为潮 间带的潮坪相
,

正好都是几个相区 交界变化的区域
。

由此
,

可以认为
,

凡产牙形刺丰富的地方
,

泥盆纪时期无疑应该是这些地方
,

这也就是

牙形刺 的指相意义
。

另外
,

关于牙形刺形态属种的古生态问题
。

据前述之钦 甲资料
,

牙形刺都与床板珊

瑚
,

腕足类等在礁相灰岩 中互层产出或混生
。

根据珊瑚化石只生活在暖海
,

水深一般不

超过 40 公尺
,

营底栖生活的情况
,

与其相拌生的多愕刺 ( p ol y g n at h us ) 为代表的早
、

中泥盆世牙形刺的古生态亦应该如此
。

四
、

新 种 描 述

绞齿刺属p le e t o s p a th o d u s

属型
: p le e t o sp a t h o d u s

B r a n so n M e h l
,

1 9 3 3

fle X u o s u s B r a n s o n M e h l
,

1 9 3 3

多文绞齿刺 (新种 ) p le e t o sp a th o d u ” d u o w e n n s is ( S p
· n o v

·

( 图版2 9一3 0 )

特征
:

刺体粗壮
,

扭曲
,

基腔明显内凸
。

描述
:

刺体由较粗壮齿棒构成
,

拱 曲并 向内弯
。

主齿大
,

居 中部
,

断面圆
。

前后齿

棒近等
,

前齿棒微外扭
,

其上具 4 个圆形细齿
,

前第
一

二齿与主齿近等大
; 后齿棒具 6个圆形

细齿
,

彼此分离不等大
。

基唆位于主齿下
,

且向内侧膨大和向上翻
,

齿唇 突出
。

讨论与比较
:

本属繁盛于 中
,

上志留世
,

早泥盆世所产 目前只见于马来西亚兰卡威

岛及英 国南威 尔士
。

此系我国早泥盆世中首次发现
。

当前标本较相似于P
.

fle x u os u s ,

因其基腔更大和 内张凸出予以区别
。

产地层位
:

德保钦早
,

多文段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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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鳄刺属 p o ly g n a th u s H in d e , 1 5 7 9

属型
: p o ly g n a th u s d u b fu s H in d e , 1 8 7 9

德保多聘刺 (新种 ) p o ly g n a th u s d e b a o e n s is ( s p
. n o v

.

)

( 图版 1 6一 1 7 )

特征
:

齿台显著后翘
,

几乎与主体垂直
。

基腔较大
。

描述
:

齿台前宽后窄
,

收缩显著
,

后翘明显
。

自由齿片高
,

向后 渐变矮
,

由融合的

细齿渐变为庆状齿脊
,

该齿脊在后部外处亦同样向后翘
。

基腔相对大
,

占据 着 刺 体 未

翘的大部份位置
,

有皱边 , 其后龙脊发育
。

比较
:
新种未翘部分之形态类似于格 氏种 ( P

.

gr o n b e rgi )
,

以其显著后翘予 以区

别
。

产地层位
. 同前种

。

钦甲多聘刺 ( 新种 ) p o zy g n a th u s q in ji a e n s is ( s p
.
n o v

.

)

( 图版 2 3一 2 4 )

特征
:
齿台近舌形

,

后部约 含处向内弯折
,

并发育横脊
。

前部齿脊两旁具 有 两 列 沈

状吻脊
。

描述
:

齿台近舌形
,

在后部约 古处向内弯折
,

使后端尖
。

自由齿片 短
,

其 后 延 齿

脊只达齿台中后部
,

即被后部横脊中断
。

齿台前部齿脊旁有两列庆状吻脊斜向 齿 台 中

部
,

其两旁并满布虎状肋脊或横脊
。

近 脊沟仅 限于齿台前食处
,

前宽而 后 渐 窄
。

基 腔

小
,

位于齿台中前部
,

两边微外翻
,

并向前伸出窄槽
,

其后则龙脊发育
。

讨论
:
本种以后部有横脊而可区别于其它具吻脊的种

,

如 (旦
二
互旦旦丝

】
E止兰丝l垫竺2

等
。

目前材料中
,

凡多聘刺具吻脊之种
,

层位均较高
。

当前的材料
,

有可能系此种类之

原始祖先?

产地层位
:

同前种
。

( 收稿日期 19 8 0年 1月 1 5 日 )

.
卜.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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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 图影均放大40 倍
,

标本保存于八普实验室 )

1一2 s p a th Q g 旦旦th o
四

, c f
·

1 1具旦竺i呈( p h ilip )
,

侧视
,

反 口视
。

钦 甲平城段
,

1 3 _ : 。

3一4 壑旦
.

鱼些些竺叫些 些兰些些旦M
o s k a le n k o ,

侧视
,

反口视
。

钦 甲多文段
,

I : _ l 。

5 旦些卫旦望丝些 sP
· ,

侧视
。

钦甲群平段
,

l 一 ; 。

6一7 及旦)9些兰l些 里兰互鱼竺色 ( p h ilip )
,

均侧视
。

钦 甲多文段
,

I
。一 。 o

8一9
鲤

‘

些些少 丝纽竺旦贝
a

也 ( St
“
uf f“r )

,

对应侧视
。

产地层位同上
。

1 0一 1 1 旦丝9些些 州
a n g竺

.

1兰二主冬 l月笙旦
-

W
a n g & W

a n g ,

均侧视
。

产地层位 同

上
。

12一 13 p o ly g n a th u s f o lifo rm is S n ig ir e v a ,

口视
,

反 口视
。

产地层 位 同上
.

1 4一1 5 丝些兰丝些 竺旦1旦竺; ( p h ilip )
,

对应侧视
。

产地层位 同上
。

1 6一 1 7 p o ly g n a th u s d e b a o e n s is ( sp
·

n o v
.

)
,

正型标本 口 视
,

反 口 视
。

钦

甲多文段
,

I
。一 5 。

1 8一 1 9 p o ly s n a th u s g r o n b e r g i k la p p e r & Jo h n s o n ,

反口视
,
口视

。

产 地

层 位同上
。

2 0一2 2 H in d e o d e lla a d u n c a B ise h o ff & Z ie g le r
,
口视

,

侧 视
,

反 口 视
.

把荷纳标组
,
B l : _ : 。

2 3一 2 4 p o ly s n a th u s q in jia e n s is ( s p
.
n o v

.

)
,

副 型 标 本 口 视
,

反 口 视
。

钦

甲多文段
,

I 卜
。 。

2 5一 2 6 p o ly g n a th u s p e r b o n u s ( p h ili p )
,

反口视
,
口视

。

钦甲钦甲组
,

1 3 一 : ,

五
: _ : 。

2 7一 2 8 p o ly g n a th u s se r o tin u s T e lf o r d ,

口视
,

反 口视
。

钦甲 群 平 段
,

l
‘一 ‘ 。

2 9一 3 0 p le e t o s p a th o d u s d u o w e n e n s is ( sp
.
n o v

.

)
,

正型标 本 口 视
,

前视
-

钦甲多文段
,

I
。一 。 。

3 1一 3 2 o z a r k o d in a e f
·

A u s t ra lis Ph ilip & Ja c k s o n ,

均侧视
。

钦甲 群 平

段
,

班
‘ 一 ‘。

3 3 N e o p r io n i o d u s b ie u r v a t u s ( B r a n s o n & M e h l )
,

侧视
。

钦甲平城 段
,

I
: _ : 。

3 4 9些工巨旦竺堕 旦鲤丝些里丝 z ie s le r ,

侧视
。

钦甲多文段
,

卜
一 : ·

35 一36 些多里夕些兰 sP
. ,

口视
,

后视
。

天等把荷塘丁组
, B l 卜 : 。

3 7一 3 8 p a n d e r o d u s s t r ia tu s s tr ia tu s ( S t a u ffe r )
,

对应 侧 视
。

钦 甲 平 城 段

I 。一 : , 多文段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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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h is e e n s ; P
.

p e r b o n u s , P
.

in v e r s u s ; p
.

se r o t in u s ) a r e fo u n d a n d th e th e w r it e r s u g g e s t s t h a t t h e Q in jia F o r m
-

a t io n a n d D e b a o F o rm a t io n to b e L o w e r a n d M id d le D e v o n ia n in a g e 。

T h e e o n o d o n ts z o n e s a r e e o r r e la t e d w ith r e la te d s t r a t a o f W
e s te r n E u r o P e

a n d N o r th A m e r ie a .

M e a n w h ile
, Pr e lim in a r y in v e st ig a t io n o n D e v o -

n i a n c o n o d o n ts a n d th e ir s ig n i fi e a n e e in i n d ic a tin g f a c ie s a r e d is c u s s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