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第 26卷　第 3期
2005年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ｏｌ.26　Ｎｏ.3

文章编号：1671-4814(2005)03-168-11

浙江省上石炭统—中二叠统生物地层
划分进展

①

颜铁增,王孔忠 ,陈小友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浙江杭州 311203)

　　摘要：本文划分论述了浙江省上石炭统—中二叠统 16条化石带 (其中 11条为新建化石
带 ),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它们分布于老虎洞组、黄龙组、船山组、梁山组、栖霞组、孤峰组、龙潭组
下部的地层,可分别与滑石板阶、达拉阶、逍遥阶、紫松阶、隆林阶、栖霞阶、祥播阶、茅口阶、冷坞
阶等 9个阶对比。探讨研究了上石炭统底界、下二叠统底界和中二叠统底界；指出上石炭统未
见底,缺失罗苏期的沉积；下二叠统底界位于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ｕｂｒｏｔｕｎｄａ带之底,以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
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的始现作为底界的标准；石炭—二叠系界线位于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ｃｒａｓｓｕｌｕ 带与 Ｓｐｈａ-

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ｕｂｒｏｔｕｎｄ 带之间；中二叠统的底界位于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腕足组合带之

底,以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的始现作为中二叠统底界的标准。进一步论证了船山组是一个跨
越石炭—二叠系界线的岩石地层单位,下部归属上石炭统逍遥阶,中部归属下二叠统紫松阶和
上部归属下二叠统隆林阶。
　　关键词：上石炭统；下二叠统；中二叠统；化石带；划分对比；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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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上石炭统—中二叠统,主要分布于杭州—桐庐—江山一线,在浙北长兴、安吉一
带也有少量出露,是一套灰岩夹碎屑岩、硅质岩的海相沉积地层,自下而上划分出老虎洞组、
黄龙组、船山组、梁山组、栖霞组、孤峰组以及龙潭组 (下部 )等地层单位。其中的灰岩还是
浙江省主要的石灰岩矿产层位,经济价值大。这些石灰岩往往发育喀斯特地貌,形成很多的
风景名胜地,如杭州灵隐、玉皇山、灵山、桐庐瑶琳仙境、垂云通天洞、建德灵栖洞、金华双龙
洞、兰溪涌雪洞等。因此,对这套地层的研究,是有较大的地质意义和现实的经济意义。

前人对浙江省上石炭统—中二叠统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李希霍芬 (1882)、田野势
次郎 (1915)、朱庭祜 (1924)等对桐庐冷坞、杭州西湖等地的灰岩进行研究,并称为 “皇莆石
灰岩 ”、“东坞里层 ”、“飞来峰层 ”等 [1]；刘季辰、赵亚曾 [2] (1927)指出桐庐冷坞等地的 “皇莆
石灰岩 ”相当于下扬子的 “栖霞灰岩 ”；盛莘夫 (1951)把 “飞来峰层 ”下部中、上段改称船山
石灰岩,中部改称栖霞石灰岩 [3],杨敬之等 [4] (1962)改称船山群；李星学等 [5] (1963)改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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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组、栖霞组。最近十几年以来,各家对浙江省石炭系、二叠系有过众多研究,系统和具代表
性的是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 》[1]和 《浙江省岩石地层 》[3],但其生物地层和年代地层的划分对
比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与现行国内、国际划分方案的对比还有较大差别,难于协调一致 (表
1)。

表 1　浙江省石炭系、二叠系地层划分系统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1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Ｐｅｒｍｉａｎｉｎ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为了统一浙江上石炭统—中二叠统划分,并给出一个合理的划分意见,笔者在桐庐杨
家、沈村、岭坞山等地精测了老虎洞组、黄龙组、船山组、梁山组、栖霞组、孤峰组地层剖面,在
剖面上系统地采集了化石,主要为 、牙形刺和介形虫,已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按照现行国
内、国际最新年代地层划分方案,可分别与国内 9个阶、国际 10个阶对比。

桐庐地区是浙江省研究上石炭统 —中二叠统的代表地区,笔者有幸参加国土资源大调
查项目 (1∶250000金华市幅 ),重点对该地区的上石炭统—中二叠统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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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地层剖面上系统采获的、牙形刺和介形虫化石进行了深入研究,结合前人在该地及相邻地
区的剖面及生物资料,从下至上划分出 16条化石带,其中 11条为本次工作新建的化石带
(表 2)。

表 2　浙江省晚石炭世—中二叠世地层划分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2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Ｐｅｒｍｉａｎ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1　上石炭统
浙江省上石炭统可划分对比出滑石板阶、达拉阶、逍遥阶等三个阶,对应的岩石地层有

老虎洞组、黄龙组和船山组下部,包含 6条化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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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组合带
本带化石分布于浙北长兴地区老虎洞组下部,带内主要分子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Ｐ.ｏｚａｗａｉ,Ｐ.ｃｆ.ｇｏｒｓｈｙｉ.Ｐ.ｓｐ.等。其中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是我国贵州盘
县滑石板阶建阶层型剖面上的带化石,也是俄罗斯巴什基尔阶 (Ｂａｓｈｋｉｒｉａｎ)的带化石,并与
北美宾夕法尼亚系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ｎ)中的莫洛阶 Ｍｉｌｌｅｒｅｌｌａ带和阿托克阶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带之间
的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层对比；Ｐ.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见于贵州盘县滑石板阶建阶层型剖面 (15层 ～23
层 )[6],也见于俄罗斯下巴什基尔阶 Ｐｒｉｋａｍｓｋｙ层至上巴什基尔阶。最近 (张遴信,2004)建
议将 Ｅ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ｉｎａｐｒｏｔｖａｅ—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演化系列中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的始现作
为滑石板阶的底界,认为层位大致相当于国际地层表中巴什基尔阶中部 [6]。本文采用以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的始现作为滑石板阶的底界的划分方案。
1.2　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ｓ组合带

本带依据杭州龙井剖面 [3]老虎洞组底部白云岩中大量的牙形刺化石建立,主要分子有
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ｓ,Ｉ.ｓｉｎｕｏｓｕｓ,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ｓ,Ｈｉｂｂａｒｄｅｌｌａｓｐ.,Ｄｅｃｌｉｎ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ｌｅｔｅｒｌｉｓ,Ｈｉｎｄｅｏｄｅｌｌａｓｐ.,Ｄｅｃｌｉｎｏｇｎａｔｈｏｅｕｓｌｅｔｅｒｌｉｓ,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ｓ,Ｈｉｂｂａｒｄｅｌｌａｓｐ.Ｎｅｏｇ-
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ｂａｓｓｌｅｒｉ等,其中 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ｓ是贵州达拉阶下部的带化石 [7]或为达拉阶

下部 Ｍｅｓｏｇｏｎｄｏｄｅｌｌａｃｌａｒｋｉ带中的特征分子 [8]。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ｓ带化石及带内重要分
子 Ｉ.ｓｉｎｕｏｓｕｓ等是辽宁本溪、河北峰峰、鲁南、苏北、山西太原、内蒙桌子山地区本溪组中的
带化石或特征分子 [9]。据此,可新建浙江省 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ｓ牙形刺带,仅分布于浙江
老虎洞组下部,时代归属晚石炭世达拉期早期,底界起于 Ｉ.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ｓ带化石的始现。
1.3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ｘ延限带

本化石带为本次工作新建的 带,依据桐庐杨家剖面 [10]老虎洞组系统的化石 薄片建

立,除 带 分 子 外,主 要 分 子 有：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ｐｒｉｓｃａ,Ｐｒｏ.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ｓ,Ｐｒｏ.ｃｏｎｖｏｌａｔ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ｃａ,Ｆｕｓｉｅｌｌ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ｔｒｉａｇｕｌａ,Ｅ.ｒａｓｄｏｒｉｃａ,Ｐａｒａｅ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ｓｉｍａ,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ｅｌｌａｌａｔａ等。本化石带底界起于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止于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属的始

现,其时代为晚石炭世达拉期早期,分布于老虎洞组中、上部和黄龙组下部。此带化石尚包
括长 兴 花 石 山 剖 面 [11] 老 虎 洞 组 所 含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ｃｆ.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Ｐｒｏ.ｏｖａｔ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ｃｆ.ｇｏｒｓｋｙｉ和杭州龙井剖面黄龙组下部层位所含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ｗａｎｙｕｉｙｅｎ-
ｔａｉｅｎｓｉｓ,Ｐｒｏ.ｃｏｎｔａｎｓ,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ｋｈｏｕｔｕｅｎｓｉｓ,Ｔａｉｔｚｅｈｏｅｌｌａｔａｉｔｚｅｈｏｅｎｓｉｓ,Ｅ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ｃｆ.
ｐｒｏｌｉｘａ等分子。本带化石丰富,大多数属种广布于华南同期的石灰岩中,其中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是贵州盘县达拉阶层型剖面下部的带化石,而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ｓｉｍｐｌｅｘ,Ｐｒｏ.ｏｖａｔａ,Ｅ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等属种是本带的重要化石 [8]。该带底界比 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ｓ牙形刺带略高。
1.4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ｂｏｃｋｉ—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ｍａｙｉｅｎｓｉｓ组合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 带,分布于黄龙组上部,是依据桐庐杨家剖面 [10]系统的 薄片而

划分建立。本带化石除带分子外,还有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ｐａｒａ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ｅｌｌｉｎｏｉｄｅｓ,Ｆ.ｐｒａｃｏｌａｎｉａｅ,Ｐｒｏ-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ｗａｎｇｙｕｉ,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ｅｌｌａｑｕａｓｉｏｂｓｃｕｒａ以及从下伏地层中延伸而来的 Ｐｒ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ｓ,Ｅ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ｒａｓｄｏｒｉｃａ,Ｐａｒａｅ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ｓｕｂｔｉｌｉｓｓｉｍａ,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ｅｌｌａｌａｔａ等分子,其时代
为晚石炭世达拉期晚期。以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属的始现为本化石带之底,顶界止于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
ｄｕ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牙形刺的始现。本带化石尚包括：杭州龙井剖面黄龙组上部所含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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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Ｆ.ｑｕａｓ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ｍｏｓｑｕｅｎｓｉｓ,Ｆ.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ｏｉｄｅｓ,Ｆ.ｃｆ.ｃｏｎｌａｎｉａｅ,Ｆ.
ｃ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Ｎｅ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ｅｄｅｓ,Ｏｚａｗａｉｎｅｌｌａｖｏｚｈｇａｌｉｃａ,Ｂｅｅｄｅｉｎａｃｈｅｎｉ,Ｂ.ｐｓｅｄｏｎｙｔｒｉｃａ,
Ｂ.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ｉ,Ｂ.ｔｅｉｌｈａｒｄｉ,Ｂ.ｍａｙｉｅｎｓｉｓ,Ｂ.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Ｂ.ｔｒｕｎｃａｌｉｎａ,Ｂ.ｐｓｅｕｄｏｋｏｎｎｏｉ,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ｏｚａｗａｉ,Ｐ.ｐａｒａｄｏｘａ等；长兴葡萄山剖面 [10]黄龙组中上部层位中采获的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ｓｅｕｄｏｋｏｎｎｏｉ,Ｆ.ｏｂｅｓａ,Ｆ.ｐｒｉｓｌｉｎａ,Ｆ.ｃｆ.ｐａｋｈｒｅｎｓｉｓ,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ｏｂｅｓａ,Ｆ.ｃｆ.
ｐｓｅｕｄｏｂｏｃｋｉ,Ｔａｉｔｚｅｈｏｅｌｌａｔａｉｔｚｅｈｏｅｎｓｉｓ等；江山岸碓剖面黄龙组上部采获的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
ｔ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ｒａｓｐｈａｅｒｏｉｄｅｓ,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ｍａｙｉｅｎｓｉｓ等分子。本组合带以种类繁多的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和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属为特征 [8],广泛分布于华南各地的黄龙组石灰岩中,是作为贵州盘县达拉阶层
型剖面上部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带内的带分子。

本次新建的 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ｂｏｃｋｉ—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ｍａｙｉｅｎｓｉｓ组合带,除带分子外,Ｆ.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Ｆ.
ｑｒａｓｉ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Ｂｅｅｄｅｉｎａ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ｅ,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ｐａｒａｄｏｘａ等也是本带的重要的分子。
1.5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组合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牙形刺带,分布于船山组底部,依据桐庐沈村剖面系统的牙形刺样品
建立。带内主要分子有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Ｓ.ｏｐｐｌｅｔｕｓ,Ｓ.ｃａｎｃｅｌｌｏｓｕｓ,Ｓ.ｓｐ.Ｄｉｐ-
ｌ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ｓｐ.,Ｉｄ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ｌｏｂｕｌａｔｕｓ等。本带的底界始于 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的出现为标志,
顶界目前尚不清楚,大致止于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的大量出现。本带的层位相当于张遴信 (2000)认同
的有孔虫 Ｍｏｎｔｉｐａｒｕｓｗｅｉｎｉｎｇｉｃａ—Ｐｒｏｔｒｉｃｉｔｅｓ带 [8],地质时代为晚石炭世逍遥期早期。在贵州
紫云羊场剖面 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牙形刺带底界略低于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ｕｓ 带底界 [12],这与
浙江桐庐沈村剖面的情况相同。

本次新建的 Ｓｔｒ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牙形刺带,其带分子 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广泛分布于
我国北方同期的石灰岩中,如辽宁复县、河北唐山、峰峰、河南平顶山、陕西韩城、甘肃宁夏等
地的晋祠组中均有分布,并作为带分子建立 [9]；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ｕｌｕｓ也是我国南方马平阶、俄罗斯
Ｋａｚｉｍｏｖｉａｎ阶和 Ｇｚｈｅｌｉａｎ阶、北美的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ａｎ阶至 Ｖｉｒｇｉｌｉａｎ阶的带分子。
1.6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ｃｒａｓｓｕｌｕｓ顶峰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 带,分布于船山组下部,是依据桐庐沈村剖面 [13]系统的 薄片建

立。本带除带分子 Ｔ.ｓｕｂｃｒａｓｓｕｌｕｓ外,主要分子有 Ｔ.ｃｆ.ｐａｒｖｕｌｕｓ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Ｔ.ｃｆ.ｍｏｎｔｉｐａ-
ｒｕｓＭｏｅｌｌｅｒ,Ｔ.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ｕｓＲｏｓｏｖｓｋａｙａ,Ｔ.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ｅｔＳｔａｆｆ,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Ｒｏｓｏｖｓｋａｙａ,Ｔ.ｌｏｎｇｔａｎｉｃａＺｈａｎｇ,Ｔ.ｍｅｄｉａＳｈｅｎｇｅｔＳｕｎ,Ｔ.ｏｖｏｉｄｅｕｓＣｈｅｎ,Ｔ.ｎｏｉｎｓｋｙｉｐｌｉ-
ｃａｔｕｓＲｏｓｏｖｓｋａｙａ等,共生的分子有：Ｑｕａｓｉ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ａＭｏｅｌｌｅｒ,Ｑ.ｃｏｍｐａｃｔａＬｅｅ,Ｑ.ｃｆ.
ｃａｙｅｕｘｉＤｅｐｒａｔ,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及 Ｐ.ｓｐ.其地质时代为晚石炭世逍遥期晚
期。本带的底界以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属的大量出现为标志,顶界止于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的始现。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属曾经作为南方船山组的标志性化石而广泛应用,通过各地近年来的详细研
究,将该属的某些种建立带化石,如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2000)在马平阶上部划出 Ｔｒｉｔ-
ｉｃｉｔｅｓ带,全国地层委员会 (2002)在逍遥阶将该带进一步细分为 3个亚带,从上至下为：Ｔ.
ｍｏｇｕｔｏｖｅｎｓｉｓ亚带、Ｔ.ａｃｕｔｕｓ亚带、Ｔ.ｏｂｓｏｌｅｔｕｓ—Ｔ.ｍｏｎｔｉｐａｒｕｓ亚带 [13]；在福建沙县船山组划分
出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ｈｉｋ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ｓ带 [14],福建龙岩船山组划分出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带 [15]；在
贵州南部船山组划分出 Ｍｏｎｔｉｐａｒｕｓｗｅｉｒｉｎｇｉｃａ—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ｐａｒａｍｏｔｉｐａｒｕｓ带 [16]；在广西宜山船山
组划分出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带和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ｐａｒａｍｏｔｉｐａｒｕｓｍｅｓｏｐａｃｈｙｓ带 [17]；在云南小独山船山组
划分出 5个带,从上至下为：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ｈｉｋ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ｓ带,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ｄｉｔｙｏｐｈｏｒｕｓ带 ,Ｔｒ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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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ｉｔｅｓ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ｉｓ带,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ｍｏｎｔｉｐａｒｕｓ带,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ｉｄｅｓ带 [18]。本文所
划出的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ｃｒａｓｓｕｌｕｓ带是上石炭统最上部的一个带,上界为二叠系之底。
1.7　上石炭统的底界及问题

浙江老虎洞组是浙江上石炭统最底部的一个地层单位,以浅海相白云岩为主夹灰岩,本
文新建的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带分布于老虎洞组底部,与滑石板阶对比。而浙江老虎洞组
的下伏地层是下石炭统叶家塘组陆相含煤地层,它所含植物化石可与德坞期 —大塘期陆相
地层对比,也就是说老虎洞组与叶家塘组之间缺失罗苏期的沉积。

叶家塘组所产植物化石：(上部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ｉｓｓｃｈｌｅｈａｎｉ—Ｍａ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ａｃｕｔａｚ组合,划归德坞
阶 [3]；(下部 )Ａｎｉｓｏｐｔｅｒｉｓｃ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ｒｃｈａｅｏｃａｌａｍｉｔｅｓｓｃｒｏ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组合,划归大塘阶 [3]。
其中 Ａｒｃｈａｅｏｃａｌａｍｉｔｅｓｓｃｒｏ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产于甘肃臭牛沟组下部,也是中国非海相石炭系 6个植物
组合序列 [19]中的第二个组合中的重要分子,地质时代与欧洲维宪期、国内大塘期相当。因
此,浙江代表滑石板期沉积的海相地层老虎洞组下部和代表德坞期 —大塘期沉积的陆相地
层叶家塘组之间还缺少罗苏期的沉积 (表 1)。而在岩石地层剖面上清楚地表明,浙江上石
炭统老虎洞组普遍与下伏地层下石炭统叶家塘组或更低层位 (如：珠藏坞组 )平行不整合接
触,因此,浙江上石炭统未见底。这也许是在罗苏期,浙江处于地壳的抬升时期,广遭剥蚀而
未见沉积。
1.8　石炭系的顶界

浙江省石炭系的顶界划在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ｃｒａｓｓｕｌｕｓ 带的消失或止于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

的始现,对应的中国年代地层系统为逍遥阶或马平阶或小独山阶的顶界,对应的国际年代地
层系统为格舍尔阶之顶,对应的岩石地层为船山组下部。
2　下二叠统

浙江省下二叠统可划分对比出紫松阶、隆林阶等二个阶,对应的岩石地层有船山组中部
—上部和梁山组,包含 5条化石带。
2.1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ｕｂｒｏｔｕｎｄａ标志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 带,分布于船山组中部,是依据桐庐沈村剖面 [13]系统的 薄片建

立。本带化石除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ｕｂｒｏｔｕｎｄａ带分子外,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ｃｆ.ｂｏｒｅａｌｉｓ
Ｓｃｈｅｒｂｏｖｉｃｈ也是此带的主要分子。这一 带的丰度和分异度都较高,如 Ｒｕｇｏｓ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Ｑｕａｓｉ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及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5属 24种,重要分子有：Ｑｕａｓｉ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ｃａｙｅｕｘｉＤｅｐｒａｔ, Ｑ. ｃｏｍｐａｃｔａ Ｌｅｅ, Ｒｕｇｏｓ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ｐｒａｅｖｉａ Ｓｈｌｙｋｏｖａ, Ｒ. ｐａｒ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ａ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ｏｖ,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ｓＳｈｅｎｇｅｔＳｕｎ,Ｔｒｉｔ-
ｉｃｉｔｅｓｌｅ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Ｚｈｕ,Ｔ.ｌｏｎｇｔａｎｉｃａＺｈａｎｇ,Ｔ.ｂｅｌｌｕｓＣｈｅｎ,Ｔ.ｄｉｃｔｙｏｐｈｏｒｕｓＲｏｓｏｖｓｋａｙａ等,其
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紫松期。本带的底界以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的始现为标准,以 Ｓｐｈａ-
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和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的高丰度、高分异度为特征,显示它们在华南第一次
大规模属种的分异情况,它们这种高分异特征与西南地区早 —中二叠世 类复合标准序列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0]。
2.2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ｐｌｅｘ顶峰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 带,分布于船山组上部,是依据桐庐沈村剖面 [13]系统的 薄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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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带 化石以壳体内外壳圈形状相近、隔壁褶皱强烈而规则的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属为主,
以该属的个体数量相当丰富、但分异度低为特征。带内主要分子有：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ｓｅｕｄｏ-
ｓｉｍｐｌｅｘ,Ｅ.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ｃｆ.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Ｐ.ｃｆ.ｓａｐｐｅｒｉ等。本带以 Ｅｏｐａｒａ-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ｐｌｅｘ的始现为底界,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隆林期早期。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属盛
产于浙江船山组上部,它在江苏、安徽、福建等相邻省份和西北地区也有发现,如福建沙县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ａｒａｒｅｇｌａｒｉｓ作为船山组上部的带化石；在塔里木地层区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属作为

船山统上部的带化石。因此,近年来有些学者将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属及其种归纳为地方性
带 [21]。
2.3　Ｓｗｅ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ｐａｒａ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延限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牙形刺带,分布于船山组顶部,是依据桐庐沈村剖面系统的牙形刺样
品建立。带内主要分子为 Ｓｗｅ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ｆ.Ｐａｒａｇｕｉｚｈｏｒｅｎｓｉｓ,Ｓ.ｓｐ.,Ｓ.ｐａｒａｇｕｚｈｏｒｅｎｓｉｓ等。
以 Ｓ.ｐａｒａｇｕｉｚｈｏｒｅｎｓｉｓ的始现作为本带之底界,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隆林期晚期。
2.4　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Ｐｒａｅ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ｅｍａｃｉａｔａ—Ｂａｓｓｌｅｒｅｌｌａｏｌａ组合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介形类组合带,产自桐庐沈村剖面船山组上部。本组合带介形类化
石较为丰富,计 12属、4亚属和 19种,主要组成分子包括 Ｒｏｕｎｄｙｅｌｌａꎿ ｐ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ｉｓ,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
(Ｐｒａｅ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ｅｍａｃｉａｔａ,Ｈ.(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ｂａｓｓｌｅｒｉ,Ｈ.(Ｋｅｓｌｉｎｇｅｌｌａ)ｓｈｅｎｃｕｎ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
Ｋｉｒｋｂｙｅｌｌａ(Ｂｅｒｄａｎｅｌｌａ)ｓｐ.,Ｃａｖｅｌｌｉｎａｌｏｎｇａ,Ｂａｉｒｄｉａｔｏ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Ｂ.ｍｕｎｄａ,
Ｃｒｙｐｔｏｂａｉｒｄｉａｌｕｎｇｔａｎｅｎｓｉｓ,Ａｃｒａｔｉａｓｕｂｇｕｓｅｖａｅ(ｓｐ.ｎｏｖ.),Ｂａｓｓｌｅｒｅｌｌａｆｉｒｍａ,Ｂ.ｃｆ.ｆｉｒｍａ,Ｂ.
ｏｌａ,Ｂ.ｓｕｂｏｌａ(ｓｐ.ｎｏｖ.),Ｈｅａｌｄｉ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Ｗａｙｌａｎｄｅｌｌａｃ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Ｈｅａｌｄｉａｎｅｌｌａｓｐ.2
等。其中 Ｈ.(Ｐｒａｅ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ｅｍａｃｉａｔａ已知产自美国上宾夕尔法尼亚系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ｎ)到
下二叠统狼营阶 —列奥纳德阶界线 (Ｗｏｌｆｃａｍｐｉａｎ—Ｌｅｏｎａｒｄｉａ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主要是狼营阶。
在中国新疆叶城下二叠统赛力亚克群 (相当于船山统 )也有分布；Ｈ.(Ｈｏｌｌｉｎｅｌｌａ)ｂａｓｓｌｅｒｉ产
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系和早二叠世狼营阶,欧洲西班牙维斯发阶,中国新疆叶城下二叠统赛力
亚克群和河南贡县太原组 [22] (Ｌ3)(=太原组大涧段。王德有等,1987)；Ｂａｓｓｌｅｒｅｌｌａｏｌａ分别
产自江苏南京龙潭和句容栖霞组,河南禹县、鲁山和洛阳太原组大涧段 (相当于船山统 )；
Ｃｒｙｐｔｏｂａｉｒｄｉａｌｕｎｇｔａｎｅｎｓｉｓ产自南京龙潭栖霞组和河南龙门太原组大间段；Ｂａｉｒｄｉａｍｕｎｄａ产

自新疆柯坪县苏巴什下二叠统巴立克组；Ｃａｖｅｌｌｉｎａｌｏｎｇａ和 Ｈｅａｌｄｉ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产自前苏联乌

拉尔地区中、南部早二叠世空谷阶 (Ｋｕｎｇｕｒｉａｎ)；Ｂａｓｓｌｅｒｅｌｌａｆｉｒｍａ已知产自美国堪萨斯州宾
夕尔法尼亚系顶部 (ꎿ )和下二叠统,中国江苏句容栖霞组和河南贡县和陕县太原组大涧段；
Ｒｏｕｎｄｙｅｌｌａꎿ ｐａｐ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ｉｓ产自贵州六枝郎岱龙潭组。根据上述分析,本介形类组合代表的时
代为早二叠世,特别是船山世。在此之前,在华南船山统,特别是紫松阶和隆林阶的介形类
的组合面貌一直不明,本次对船山组介形类化石的研究报道,在华南尚属首次。根据沈村剖
面本介形类组合带、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ｐｌｅｘ 带、Ｓｗｅｅ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ｐａｒａ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牙形刺
带三者分布地层和相互关系的研究对比,本介形类组合带大致与 Ｅ.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ｐｌｅｘ 带和

Ｓ.ｐａｒａ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ｎｓｉｓ牙形刺带层位相当,见表 1。
2.5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ｔ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ｃｈｅｗｉ延限带

该带化石产于江山 —桐庐地区梁山组和船山组顶部,为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 》[1]1989建
立,《浙江省岩石地层 》[3]1996应用。主要分子有：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ｔ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ｃｈｅｗｉ,Ｓ.ｃｆ.ｔｓｃｈｅｒ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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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ｗ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Ｓ.ｃｕｓｈｍａｎｉ,Ｓ.ａｆｆ.ｐａｉｌｅｎｓｉｓ,Ｓ.ｔ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ｃｈｅｗｉｖａｒ.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ｉｓ,Ｅｏｐａｒａ-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ｐｕｓｉｌｌａ,Ｅ.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ｐｌｅｘ,Ｅ.ｃｏｎｉｃａ,Ｅ.ｂｅｌｌｕｌａ,Ｅ.ｐａ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ｓ,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ｃｆ.
ｓｏｌｉｄａ,Ｐ.ｂａｓｃｈｋｉｒｉｃａ等,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与隆林阶上部对比。
2.6　二叠系的底界

浙江省二叠系的底界,即下统的底界位于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ｕｂｒｏｔｕｎｄａ带之底,以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的始现作为底界的标准。这一底界相当于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2000)
Ｓ.ｖｕｌａｇｒｉｓ—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ｉｓ带之底,也相当于全国地层委 (2001)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
ｇｅｒｉｎａ延限带之底,所对应的年代地层系统为紫松阶之底 (中国 )或阿瑟尔阶 (Ａｓｓｅｌｉｎａ)之底
(国际 ),对应的岩石地层大致为船山组中部。
3　中二叠统

浙江省中二叠统可划分对比出栖霞阶、祥播阶、茅口阶、冷坞阶等 4个阶,对应的岩石地
层有栖霞组、孤峰组和龙潭组下部,包含 5条化石带。
3.1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组合带

本腕足类组合依据桐庐冷坞剖面 [3]建立,分布于栖霞组底部。带内主要分子有腕足类
Ｃｈｏｎｅｔｅｓｔｅｎｕｉｌｉｒａｔａ,Ａｃｏｓｑｒｉｎａｉｎｄｉｃａ,Ｎｅｏｐｌｉｃａｔｉｆｅｒａｓｉｎｔａｎｅｎｓｉｓ,Ｄｅｒｂｙｉａｃ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ｅｎｓｉｓ,Ｕｒｕ-
ｓｈｔｅｎｏｉｄｅａｃｆ.ｃｒｅｎｕｌａｔａ,Ｓｐｉ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ｉｆｅｒａｓｐ.,Ｃｒｕｒｉｔｈｙｒｉｓｓｐ.,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Ｗａｒｇｉｎｉｆｅｒａｓｐ.等,与其共生的化石还有三叶虫、 、苔藓虫、双壳、珊瑚等门类。以 Ｏｒｔｈｏ-
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的始现为本带底界,地质时代为中二叠世栖霞期早期。
3.2　Ｍｉｓｅｌｌｉｎａｃｌａｕｄｉａｅ延限带

本带依据桐庐冷坞剖面 [1,3]的 化石建立的 带,分布于栖霞组下部。带内主要组成
分子有： 类 Ｍｉｓｅｌｌｉｎａｃｌａｕｄｉａｅ,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ｍｉｎｏｒ,Ｎ.ｃｆ.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Ｐｉｓｏｌｉｎａｃｆ.ｓｕｂｐｈｅｒｉｃａ
等,与本带共生的有珊瑚 Ｐｒｏｔｏｍｉｃｈｅｌｉｎｉａｓｐ.,Ｍｉｃｈｅｌｉｎｉａｍｕｌｉｃｙｓｔｏｓａ,Ｐｏｌｙｔｈｅｃａｌ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Ｙａｔｓｅｎｇｉａｈａｎｇ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Ｙ.ｈｕｐｅｉ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ｈｉｕｙａ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Ｃｙｓｔｏｍｉｃｈｅｌｉｎｉａ
ｓｐ.；腕足类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Ｔｙｌｏｐｌｅｃｔａｃｆ.ｎａ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ｐｉｎｏｍａｒｇｉｎｉｆｅｒａｓｐ.,Ｃｈｏ-
ｎｅｔｅｓｓｐ.,Ｍａｒｇｉｎｉｆｅｒａｓｐ.,Ｄｉｃｔｙｏｃｌｏｓｔ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ｕｓｓｐ.,Ｂｕｘｔｏｎｉａｓｐ.等。

以 Ｍｉｓｅｌｌｉｎａｃｌａｕｄｉａｅ的始现作为本带的底界,这与金玉玕等 [21] (1999)划分的 带相

同,地质时代属中二叠世栖霞期晚期或罗甸期晚期。
3.3　Ｃａｎｃｅｌｌｉｎａ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ｏｉｄｅｓ—Ｖｅｒｂｅｅｋｉｎａｇｒａｂａｕｉ组合带

为本次工作新建的 带,分布于栖霞组上部。依据桐庐岭坞山剖面系统的 薄片建立。
本带化石除带分子外,主要分子还有 Ｃａｎｃｅｌｌｉｎａｄｅｎｎｅｒｉ,Ｖｅｒｂｅｅｋｉｎａｖｅｒｂｅｅｋｉ,Ｐａｒａｖｅｒｂｅｅｋｉｎａ
ａｋａｓａｋｅｎｓｉｓ,Ｙａｎｇｃｈｉｅｎｉａｈａｙｄｅｎｉ,Ｙ.ｉｎｉｑｕａ,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ｓｋｉｎｎｅｒｉ,Ｐ.ｍｕｓｔｉｓｅｐｔａｔａ,Ｐ.ｄａｌｉｓ-
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ｌａｎｇｗｕｅｎｓｉｓ,Ｎ.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Ｎ.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ｉａ,Ｎ.ｑｕａｓｉｈｕａ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等。本
带的 化石很多,属种的丰度和分异度都高,以 Ｃａｎｃｅｌｌｉｎａ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ｏｉｄｅｓ和 Ｖｅｒｂｅｅｋｉｎａ
ｇｒａｂａｕｉ为主,前者具副隔壁和拟旋脊,后者壳体圆球形、并具拟旋脊。本带的底界为 Ｖｅｒ-
ｂｅｅｋｉｎａｇｒａｂａｕｉ的始现或以 Ｃａｎｃｅｌｌｉｎａ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ｏｉｄｅｓ的始现为标准。地质时代为中二叠
世祥播期。
3.4　Ａｌｔｕｄｏｃｅｒａｓ组合带

本带为菊石带,分布于孤峰组。主要依据桐庐冷坞剖面 [3]的菊石化石建立,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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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舒家、李家一带还补充收集到大量的菊石化石 [23] (周祖仁等,1995)。本带主要化石有：
Ａｌｔｕｄｏｃｅｒａｓｓｐ.,Ａ.ｚｉｔｔｅｌｉ,Ｃｈｅｋｉｎｇｏｃｅｒａｓｃａｒｉｎａｔｕｍ,Ｔｏｎｇｌｕｃｅｒａｓｌｅｎｇｗｕｅｎｓｉｓ,Ｄａｕｂｉｃｈｉｔｅｓｓｐ.,
Ｋｕｆｅｎｇｏｃｅｒａｓｓｐ.,Ｄｏｍａｔｏｃｅｒａｓｓｐ.,Ｐａｒａｇｓｔｒｉｏｃｅｒａｓｓｐ.,Ｐ.ｃｆ.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ａｌｅ,Ｐ.ａｒｔｏｌｏｂａｔｕｍ,
Ｐ.ａｆｆ.ｃａｓｔａｔｕｓ,ｃｆ.Ｓｔａｃｈｅｏｃｅｒａｓｓｐ.等。其底界以 Ａｌｔｕｓｏｃｅｒａｓ始现为标准,地质时代为中二
叠世茅口期或为孤峰期。上述化石中 Ａｌｔｕｄｏｃｅｒａｓ是金玉玕等 (1999)在华南孤峰阶下部划出
的带化石 [21],也是周祖仁 (1985)寿昌菊石群下部的代表分子 [24]。
3.5　Ｐｏｌｙｄｉｅｘｏｄｉｎ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延限带

本带为 带,分布于龙潭组下部。主要依据桐庐冷坞剖面 [3]龙潭组下部的 化石建

立。带内分子主要有 Ｐｏｌｙｄｉｅｘｏｄｉｎ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Ｐ.ｔｕｎｇｌｕｅｎｓｉｓ,Ｐ.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ｖａｒ.ｌｅｎｇ-
ｗｕｅｎｓｉｓ,Ｍ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ｌｌａｍｉｎｕｔａ,Ｋａｈｌｅｒｉ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化石,与其共生的还有菊石、腕足等。本
带底界以 Ｐｏｌｙｄｉｅｘｏｄｉｎ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的始现作为标准,地质时代为中二叠世冷坞期。
3.6　中二叠统的底界

浙江省二叠系中统的底界位于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腕足组合带之底,以 Ｏ.ｃｈｅｋｉａｎ-
ｇｅｎｓｉｓ的始现作为中统底界的标准。这一底界与中国年代地层系统为栖霞阶或罗甸阶之底
是一致的,对应的岩石地层大致为栖霞组底部,这与金玉玕等 [21] (1999)认同的 Ｂｒｅｖａｘｉｎａ
ｄｙｈｒｅｎｆｕｒｔｈｉ 带大致相当。
4　结论

(1)浙江上石炭统可划分对比出滑石板阶、达拉阶和逍遥阶三个阶,缺失上石炭统下部
的罗苏阶层位,上石炭统未见底。老虎洞组作为浙江省上石炭统最底部的一个地层单位,所
含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ａｎｔｉｑｕａ带是上石炭统最底部的一条 带,与滑石板阶对比,老虎洞组与下
伏地层叶家塘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而叶家塘组是浙江省下石炭统最上部的一个地层单
位,含二个植物组合带,(上部 )Ｎｅｕｒｏｐｔｅｒｉｓｓｃｈｌｅｈａｎｉ—Ｍａｒｉｏｐｔｅｒｉｓａｃｕｔａｚ组合和 (下部 )Ａｎｉｓｏｐ-
ｔｅｒｉｓｃ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ｒｃｈａｅｏｃａｌａｍｉｔｅｓｓｃｒｏ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组合分别与德坞阶及大塘阶对比。因此,
在海相地层老虎洞组与下伏陆相地层叶家塘组之间还缺失相当于罗苏阶的这段地层。

(2)浙江石炭—二叠系界线位于 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ｓｕｂｃｒａｓｓｕｌｕ 带与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ｓｕｂｒｏ-
ｔｕｎｄ 带之间,二叠系的底界以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属的始现为标准。这与 1982年黄汲清
提出恢复他早年 (1932)以 类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的出现作为二叠系下界的方案是一致的,
也与现今国际的划分趋势相一致。

在此之前,《浙江省区域地质志 》(1989)将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ｔ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ｃｈｅｗｉ带之底作为二叠系
的底界,而 《浙江省岩石地层 》(1996)将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带作为石炭系的顶界,将石炭—
二叠系的界线划在 Ｓｐｈａｅｒ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带和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ｔ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ｃｈｅｗｉ带之间。

(3)浙江省中二叠统的底阶划在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组合带之底,以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

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的始现为准。二叠系上统和下统的分界划在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ｔｓｃｈｅｒｎｙｓｃｈｅｗｉ带和
Ｏｒｔｈｏｔｉｃｈ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带之间。

(4)浙江船山组是一个跨越石炭—二叠系的岩石地层单位,它含有四条 带、二条牙形
刺带和一条介形虫组合共 7条化石带 (表 1)。对比研究结果,船山组下部归属上石炭统逍
遥阶,中部归属下二叠统紫松阶和上部归属下二叠统隆林阶。

致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张遴信研究员、祁玉平副研究员分别对桐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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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剖面、沈村剖面、岭坞山剖面的 和牙形刺化石鉴定研究,王尚启研究员对沈村剖面介形
虫化石的鉴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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