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剖面所在图幅大地构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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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北部!<7=万多巴区幅位于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板片的北缘（图!），笔者在进行该幅野外

地质调查时，在永珠超基性岩带以北申扎县雄梅乡

以东的拉赛一带发现了一套早古生代地层———拉赛

灰岩，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

据拉赛灰岩路线剖面（图7），该套地层层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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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早奥陶世拉赛灰岩路线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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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层状白云岩；（!）厚层状灰岩；（;）厚层状泥质灰岩；（<）中薄层含粉砂泥质灰岩；

（=）中—薄层状泥质灰岩；（>）化石采集位置

由上述剖面可以看出，本套地层以灰—深

灰色厚层状灰岩、泥质灰岩为主，上部夹有杂色岩

层。这个岩石组合类型不同于申扎古生代台地上已

报道过的任何岩石地层单元。笔者在上述剖面第;层

中部采得头足类化石，经郑春子（教授级高工）鉴定

为’./01230.45 8)&（图;），并认为该化石的地质时代

应为奥陶纪。!"":年:!月，笔者将该批化石送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挺恩研究员检查确

认为’./01230.45 8)&，并提出西藏自治区北部申扎

县雄梅乡拉赛一带的’./01230.45 8)&的地质时代应

为早奥陶世晚期。

众所周知，中国的奥陶纪头足类化石明显地划

分为北方型珠角石动物群和南方型直角石动物群。

其中珠角石动物群包括’./01230.45 （阿门角石）、

67891230.45 （ 五 顶 角 石 ）、&./230.45 （ 链 角 石 ）、

’3891230.45（珠角石）等；直角石动物群包括:91230.45
（震旦角石）、;93<9=91230.45（米契林角石）等。关于青

藏高原昆仑山以南地区奥陶纪头足类化石的研究

至 今 仅 有 中 奥 陶 世 头 足 类 化 石 的 报 道 ， 且 以

;93<9=91230.45（米契林角石）为主体，具典型的南方

型直角石动物群的特征。而目前我们所发现的’.>
/01230.45（阿门角石）系北方型珠角石动物群中的

代表性分子。该属广泛分布于中国北部、朝鲜、欧

洲、俄罗斯、北美及格陵兰的奥陶纪地层中。:??@年

陈均远曾报道在昆仑山地区已有发现。但昆仑山以

南地区、华南地块以往研究中均未有发现。因此，我

们认为在冈底斯板片北缘出现北方型动物群化石

’./01230.45（阿门角石）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我们

认为’./01230.45（阿门角石）的地质时代应早于以

往人们报道的冈底斯北缘其他头足类化石的时代，属

于早奥陶世晚期动物群，即应属北方（华北陆块）上升

为陆之前早奥陶世晚期最大海侵期的产物。

综上，冈底斯北缘’./01230.45（阿门角 石 ）的

发现，增加了该区古生物群的重要信息。从地层学角

度看，它证实了在永珠超基性岩带北侧有早奥陶世

地层存在。从大地构造角度看，本区至少是处于两个

大陆的过渡带。这样一个生物群过渡带的存在，为研

究冈瓦纳古陆的演化历史及区域构造格架的建立提

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项目尚在进行中，有关该套地层与其他相关

地层的关系及古生物组合演化特征，将在!""!年的

野外工作中予以详细研究。

图 ; 阿门角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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