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万《巫山县幅》（$%&’(()((*）、《官渡河幅》（$%&’((+((*）区调联测部分成果。

改回日期：,(((-!,-,(；责任编辑：宫月萱。

第一作者：李志宏，!&#+年生，助理研究员，从事区域地质调查及牙形石生物地层研究，邮编：%%.((.。

据牙形石论鄂西茅口组顶部古岩溶不整合面形成时代

李志宏 牛志军 陈立德 黄照先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摘 要 鄂西二叠纪茅口组顶部古岩溶不整合面粘土层中产丰富的牙形石，计有.属.种,未定种，标本色泽和

被磨损特征等显示它们均为再沉积产物。通过对上述牙形石属种的演化特征、地质时限及产出层位的研究，认为

该古岩溶不整合的形成时代为二叠纪/012345晚期—6473845345早期（!"#$%&&#’#带上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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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西地区，近年的!"#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中，确定二叠纪茅口组与上覆孤峰组呈明显的假整

合接触，以茅口组顶部发育古岩溶不整合面等暴露

标志为特征（牛志军等，,(((；陈立德等，,(((）。然

而茅口组顶部古岩溶不整合面的形成时代仅是根据

茅口组 类化石带的缺失或大部分缺失推测而来，

上覆的孤峰组黑色硅质岩中不含 类化石，将如何

解决岩溶不整合的形成时代问题？笔者近期在湖北

省建始县黄岩村测制二叠纪剖面时，在茅口组顶部

岩溶不整合面灰白色粘土层中，采集了重约#((9
的样品，共获得牙形石标本%&枚。其中 !%$)*)+,
-).%..##$%&&#’#&枚、!"()$’$%&&#’#!&枚、!":7;
,枚、/#+0)*+#’12$:7;!!枚、30+-%)-2$40+2’2$*
枚，为确定茅口组顶部岩溶不整合面的时代提供了

可靠的化石依据。

! 剖面描述

该剖面位于湖北省建始县天生镇黄岩村，剖面

序列自上而下为：

中二叠统孤峰组

上部为灰黑色中薄层泥岩与浅灰色中薄层细晶白云岩

互层。产菊石：5.’2-)6%&#$:7;，7#&#6%.’0’%$:7;等；中部为灰

黑色薄层泥岩与薄层硅质岩不等厚互层；下部为灰黑色薄层

泥岩夹薄层硅质岩，偶夹浅灰色薄层细晶白云岩；底部为灰

黑色薄层硅质泥岩，产腕足类：892#42.#&0#:7;等

!+;(*<
—————————假 整 合—————————

中二叠统茅口组

, 浅 灰 白 色 薄 层 粘 土 层，产 牙 形 石：!%$)*)+-).%..#
#$%&&#’#，!"()$’$%&&#’#，!":7;，/#+0)*+#’12$:7;，30+,
-%)-2$40+2’2$及鱼牙化石碎片 (;(.<

! 浅灰色厚层生屑泥粒灰岩夹薄层泥灰岩，含少量燧

石结核。灰岩顶面起伏不平，暴露裂隙和溶孔构造发育。产

类化石：861:#*%&0+#:7;，;12$%+%..#6)+06)6<.0-&06#等；珊

瑚类：=)(1)(1<..)-024:7;；牙形石：!%$)*)+-).%..##$%&&#’#
等 #;((<

（以下为茅口组中上部，剖面描述从略）

, 古岩溶不整合面粘土层及牙形石的

再沉积特征

茅口组顶部古岩溶不整合面粘土层厚约!!#
=<，呈灰白色，含少量砂屑，砂屑主要成分为白云

质、钙质。粘土岩的厚度与下伏灰岩顶部溶蚀沟的

深浅成正比，延展性较好。此粘土层在川东北旺苍

双河的相当层位内也有报道（邱威挺等，!&&!），可见

其在中上扬子区分布是很广泛的。该粘土岩下伏的

厚层灰岩中普遍发育大量灰色方解石充填的暴露裂

隙和溶孔，密集分布于顶界向下约,!%<厚的地层

中。部分溶孔中见渗流砂，这是由于海平面下降，台

内碳酸盐沉积物整体暴露，遭受淡水淋滤而形成。

粘土岩代表古岩溶不整合面的风化层，相当于岩溶

发育的青壮年期（詹姆斯，!&&,）。上覆孤峰组底部

常见腕足类、双壳类碎屑富集层，是孤峰组初期的海

侵生物面沉积，表明茅口组顶部岩溶发育的结束。

本文所记述的牙形石均产于黄岩村剖面茅口组

顶部粘土岩内，计有.属.种和,未定种：!%$)*)+,
-).%..#()$’$%&&#’#>?5@A?5，!"#$%&&#’#6B41A?8
>?5@A?5，!;:7;，30+-%)-2$40+2’2$（’BB3:05），

/#+0)*+#’12$:7;等。该粘土岩样品未经酸处理，

直接用水清洗后筛洗。笔者鉴定标本时发现：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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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 !"#$%$&’$("(())#"**)+)标本颜色为浅灰—灰

色，色泽性差，齿台及齿片细齿、瘤齿磨损程度较高，

齿系明显变钝。所有的 !,-$#+#"**)+)标本，齿片

及齿台上的瘤齿、横脊磨损痕迹可见，磨损程度相对

小些，色泽性略好。笔者将此粘土层中的!,)#"*.
*)+)，!,-$#+#"**)+)与产于黄岩村剖面第"层生屑

粒泥灰岩的 !,)#"**)+)进行对比，发现后者标本

色泽性好，且齿片细齿完整、尖锐，尽管其赋存于高

能环境中，但保存状态仍明显好于粘土层中的标本。

另外从牙形石的丰富度来看，第"层生屑粒泥灰岩

的牙形石则大大低于粘土层中的样品。结合粘土岩

的沉积环境，笔者认为，这些牙形石标本为再沉积产

物。!,)#"**)+)标本磨损程度高于!,-$#+#"**).
+)标本，说明前者可能受到淋滤和溶蚀的时间相对

长些。

# 古岩溶不整合面的形成时代

为了叙述便利，我们暂将茅口组古岩溶面粘土

岩中的牙形石称之为!,)#"**)+).!,-$#+#"**)+)“组

合”。该“组合”中!,-$#+#"**+)个体较大，齿台对

称—略不对称，齿台后端向一侧偏转，前齿台侧缘发

育小 的 横 脊 与$%&’(&)*+,-)(,)（"!.!），/&01&，

（"!.!）图片比较，特征一致。该种在北美德克萨斯

和爱德华地区二叠纪+,%%$&)23)组4,5%,’段上部

至67$389:段下部出现。!,)#"**)+)的标本特

征是：齿台拱曲，不对称；齿台前方锯齿微弱，齿台后

方 尖且侧弯。!,)#"**)+)曾见于与!,-$#+#"**)+)
相同 产 地 的 $-,’’2$&)23)组;3<=->,%%:段 和

6&)?&)1=&段以及+,%%$&)23)组的4,5%,’段。!,
)#"**)+)，!,-$#+#"**)+)在我国华南扬子地层区

有广 泛 的 地 理 分 布（王 成 源，"!@!；;-1A1&321)5，

"!!!；蒋武，"!@@）。!,)#"**)+)是茅口亚统 >3’
*1&)阶上部!,)#"**)+)带的标准化石，!,-$#+#"**).

+)则 为 茅 口 亚 统$&B1=&)1&)阶 底 部!,-$#+#"**)+)
带的特征分子（金玉 等，"!!!）。在演化系列上属

!,)#"**)+)!!,-$#+#"**)+)演化序列，在地层层

位上二者呈上下关系（/&01&，"!.!）。从前述粘土岩

中的牙形石具再沉积特征来看，它们应是在茅口组

顶部古岩溶不整合面形成时期，因牙形石抗风化能

力强而得以保存，在风化过程中混生于一起而成。

同时表明，鄂西地区茅口组顶部古岩溶不整合沉积

间断的时限应为二叠纪 >3’*1&)晚期—$&B1=&)1&)
早期（!,)#"**)+)带上部—!,-$#+#"**)+)带）。

成文过程中徐安武研究员给予了热情支持，张

开明副研究员、段万军高级工程师参加野外工作，在

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陈立德，李志宏，黄照先等CDEEEC湖北建始黄岩二叠系孤峰组底部陆

源碎屑岩的发现C地层学杂志，DF（#）：DE.!DE!C
蒋 武C"!@@C四川盆地二叠系牙形石研究及其油气意义C西南石油

学院学报，"E（D）："!!C
金玉 ，王向东，尚庆华等C"!!!C中国二叠纪年代地层划分和对比C

地质学报，.#（D）：!.!"E@C
牛志军，段其发，付泰安等CDEEEC湖北建始G巴东地区茅口组顶部古

岩溶不整合面的发现及意义C中国区域地质，"!（#）：D.H!D@EC
IJ詹姆斯，J>肖凯著C胡文海，胡征钦等译C"!!DC古岩溶C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H@C
邱威挺，古鸿信C"!!"C试论川东北下二叠统孤峰组燧石（硅质岩）的

沉积环境C岩相古地理，（H）："!@C
王成源C"!@!C中国古生代牙形刺生物地层C见：崔广振，石宝珩主

编C中国地质科学探索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D!!#KC
/&01*L$%&’(&)*M’,*4+,-)(,)C"!.!CN03%<=13)&)*O&P3)3823Q
=-,I3’=-R8,’17&)SBB,’J,’81&)/"$%$&’$("(()#"**)+)738G
B%,PCT3<’)&%3QJ&%,3)=3%352，DH#!D.KC

;-1A1&321)5，6,1;-1%3)5，L1+1),=&%CC"!!!CJ,’81&):,U<,)7,
:=’&=15’&B-23Q:%3B,Q&71,:1);3<=-,’)V<1?-3<&)*1=:&BB%17&=13)
1)’,Q1)1)57-’3)3:=’&=15’&B-1793<)*&’1,:CW)：X1)43)5Q<&)*
O3)5T1))&)（,*:C）CJ’37,,*1)53Q=-,1)=,’)&=13)&%73)Q,’,)7,3)
J&)5,&&)*=-,J&%,3?317G6,:3?317=’&):1=13)C><-&)：$-1)&S)1G
0,’:1=23QV,3:71,)7,:J’,::，#K!FDC

!"#$%#&’()*#&+),-./01&0’&,23.4).."#!&5&’
6)&+&78&,2).3&0309#-.#,0:7;#3<0’#,,#=’,&2>&0&=&0.-

L1Y-1-3)5 I1<Y-1Z<) $-,)L1*, 4<&)5Y-&3P1&)
（0123)&%4&#+1+5+"$67"$($%8)&’!1&"*)(9"#$5*2"#，:5;"1）

$;-.,)1. O-,73)3*3)=:1%%<:=’&=,*1)=-1:B&B,’[,’,73%%,7=,*Q’38B&%,3(&’:=<)73)Q3’81=2&==-,=3B3Q=-,
J,’81&)6&3(3<M3’8&=13)，[,:=,’)4<9,1CO-,73)3*3)=:&’,B’3*<7=:3Q’,*,B3:1=13)，&::-3[)9273%3’，%<:G
=,’&)*[3’)G3<=7-&’&7=,’3Q:&8B%,:C+&:,*3)=-,,03%<=13)&’27-&’&7=,’1:=17:，5,3%3517&%=18,%181=:&)*
83*,:3Q377<’’,)7,3Q73))3*3)=:，=-,B&%,3(&’:=<)73)Q3’81=21:73):1*,’,*=39,3QL&=,>3’*1&)—N&’%2
$&B1=&)1&)1)J,’81&)C（1C,C，<BB,’B&’=3Q6C&:,’’&=&?3),—6CB3:=:,’’=&?3),）C
?#4@&,=- J,’81&) 6&3(3<M3’8&=13) J&%,3(&’:=<)73)Q3’81=2 73)3*3)= 4<9,1

D 地 球 学 报 DEE"年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