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马东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套碎屑岩!硅质岩

建造，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古生物资料，该套沉积岩

系的层位和时代归属存在极大争议。前人曾将此套

地层命名为南皮河组［"］，并根据在弄巴新黑山新寨

岩屑石英砂岩中采获植物化石!"#$%$&&’($)*$？ #$%
和+,’-*%.%*.-？ #$%，将整套岩层的时代归属晚二叠

世。"&’(万耿马、南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云南

省区域地质志》［’］、《云南省岩石地层》［)］都采用该岩

石地层单位。冯庆来、刘本培等［*+,］多次对耿马弄巴

地区进行研究，在硅质岩中分别发现了晚泥盆世和

早二叠世龙呤期、茅口期的放射虫化石，从而将硅质

岩的时代归属晚泥盆世—早二叠世，确认耿马地区

存在泥盆系。

" 耿马地区牙形石组合特征

及时代讨论

笔者等于’(("年开展"&’-万临沧县幅、滚龙幅

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期间，在耿马的大龙塘—勐省一

带（图"）原划为南皮河组的硅质岩系中采获了大量

的 牙 形 石 。 在 耿 马 县 大 龙 塘—芒 洪 乡 公 路’%.)+
)%- /0里程间，出露宽约,(( 0的浅灰色、灰白色、灰

黑色薄层硅质岩、泥质硅质岩，灰绿色、灰白色、浅灰

色薄层状硅质泥岩和薄层状凝灰质泥岩，夹浅灰色、

灰绿色中—厚层状岩屑石英杂砂岩、薄层状泥岩。岩

石褶皱变形较强。通过对剖面详细观察（图’），在*个

层位中发现了大量勿需酸溶解、在手持标本表面便

可直接鉴定的牙形石（表"）。种属较多，外部形态特

征清楚，但由于多为印模，微细结构构造保存不佳。

根据牙形石在剖面上的垂直分布情况，从下至上，可

划分为’个能与国内外同期地层直接进行对比的牙

形石带，即：/$(0$%"(.1*- 2*2$-带、/$(0$%"(.1*- %)*$&3
2’($)*-带（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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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耿马东部大龙塘等地的硅质岩系中新发现大量牙形石，可建立两个牙形石带：/$(0$%"(.1*- 2*2$-带、/$(0$3
%"(.1*- %)*$&2’($)*-带。此套含牙形石硅质岩系的时代属于晚泥盆世弗拉斯阶!法门阶，对比为曼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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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耿马地区牙形石产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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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分布于剖面第（"）层

中下部层位，除带化石!"#$"%&#’()* +)+"*外，重要分

子 有 ：!, #)-+./&0$)*，!, 1.-%)"-’-*)*，!, *.20’3%"，!,
04’-"-" -"*.%"，!,04’-"-" 04’-"-"，!, (0&5’0*"，6’&7
(0)&-)&8." *$)%4$等。这些化石除本区外，还广泛见

于滇西保山一带何元寨组上部、沧源—孟连一带的

曼信组中上部，在广西横县六景、象州中平等地的

闭谷组、四红山和大乐的榴江组［%&#’］中均有发现。与

欧 洲 弗 拉 斯 阶 上 部 的!"#$"%&#’()* +)+"*带 层 位 相

当。其时代属于晚泥盆世弗拉斯期晚期。

（!）!"#$"%&#’()* %0)"-+.#"0)*带。分布于第（"）层

上部至第（(）层中，以!"#$"%&#’()* %0)"-+.#"0)*的出现

为其特征，除带化石!"#$"%&#’()* %0)"-+.#"0)*以外，

重要分子有：!, 8’#)3"%.#" 8’#)3"%.#"，!, *.2(’0&2"7
%"，!, 4"-)，!, 8’#)3"%.#"，9-3:0&8’##" 2.3;’:’-*)*，
6’&(0)&-)&8.* (0&-"，6,*$)%4)，<)-8’&8’##" *.2%)#)"，

=&-34&8)-" 3.05"%"，=)+&-&8)-" $"+-)8’-*，>?"0;&87
)-" ’#’+"-*等；除此之外尚有部分!"#$"%&#’()* +)+"*

图! 云南省耿马县大龙塘泥盆系温泉组（)@）—曼信组（)$）实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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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岩屑石英杂砂岩；I—泥质岩与砂岩构成的水道沉积；#’—牙形石化石采集点；##—植物、放射虫化石采集点；#!—分层号

表# 耿马大龙塘地区牙形刺产出层位及属种一览表

!"#$% & ’())"*+ ,- ./% /,*01,23 "24 5%2%*" "24 36%70%3 ,- 7,2,4,2.3 02 ./% 8"$,25."25 "*%"，9%25)"

牙形刺带时代 层位 主 要 属 种

法
门
阶

（)"
!）

<)-8’&8’##" 48, ’A.)8’-%"%"，6’&(0)&-)&8.* 2)3.05"%.*，!&#:+-"%4.* 48, )-5’0*.*

第
︵
(
︶
层

B0’("-&8.* 0J,，C#*&-’##" 0J,，D"#3&8.* 0J,，D, 5"0)"2)#)*，<)-8’&8’##" 0J,，=)+&-&8)-" 48, $"+7
-)8’-*，=, ("-8’0)，=&-34&8)-" 3.05"%"，6’&(0)&-)&8.* *$)%4)，>?"0;&8)-" ’#’+"-*，!"#$"7
%&#’()* 0J,，!", 48, *.2(’0#&2"%"，!", 8’#)3"%.#"，!", 8’#)3"%.#" 8’#)3"%.#"，!", 4"-)，!",
04’-"-" -"*.%"，!", 04’-"-" 04’-"-"，!", %0)"-+.#"0)*，!", *.20’3%"

第
︵
"
︶
层
上
部

9-3:0&8’##" 2.3;’:’-*)*，<)-8’&8’##" 48, 3&0(.#’-%"，<,48, 0.2%)#)*，=)+&-&8)-" $"+-)8’-*，=,
48, ("-8’0)，6’&(0)&-)&8.* (0&-"，>?"0;&8)-" 48, #"3’0’，!"#$"%&#’()* 0J,，!", 48,#)-+.)/&0$)*，

!", 48, 04’-"-"，!", 4"-)，!", 8’#)3"%.#"，!", 8’#)3"%.#" 8’#)3"%.#"，!",#)-+.)/&0$)*，!", %0)"-7
+.#"0)*，!", *.20’3%"，!", *.2(’0#&2"%"，E("%4&+-"%4&8.* 48, *%0)+&*.*弗

拉
斯
阶

（)"
#）

下

部

第
︵
"
︶
层

=&-34&8)-" 0J,，6’&(0)&-)&8.* 0J,，6, *$)%4)，!"#$"%&#’()* *(,，!", 48, #)-+.)/&0$)*，!", 8’#)7
3"%.#"，!", +)+"* +)+"*，!",1.-%)"-’-*)*，!", #)-+.)/&0$)*，!", 04’-"-" -"*.%"？，!", 04’-"-"
04’-"-"，!", *.20’3%"，E("%4&+-"%4&8.* 0J,

!,+)+"*带

)#>! 第（#）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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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分子上延至该带中，如.$/0123456708，.9 6:;1<1<
1<83=<，.9 6:;1<1< 6:;1<1<等。除本区外，这些化石

还广泛见于滇西保山一带何元寨组上部、沧源—孟

连一带的曼信组中上部；在广西横县的闭谷组至融

县组底部［%］也有发现。其时代属于晚泥盆世法门期

早期。

该套地层岩性组合、牙形石特征与昌宁—孟连

带广泛分布的中—上泥盆统曼信组特征一致，可以

进行对比，属于同一岩石地层。此外，面上区域地质

调查填图证实，曼信组与温泉组属于不同环境的沉

积体，两者间应为横向相变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

的上下叠置关系［&&］。

! 耿马地区泥盆纪牙形石发现

的地层意义

耿 马 地 区 原 划 为 上 二 叠 统 南 皮 河 组 的 地 层

（&’!"万耿马幅），由于缺乏可靠的化石资料，不同学

者对其时代归属的认识差异较大。该区晚泥盆世牙

形石的发现，不仅证实该套岩系中存在泥盆系地层，

也为重新认识南皮河组的组成和时代提供了化石依

据，并为恢复昌宁—孟连带的时空演化格架提供了

地质依据。

牙形石由董致中高级工程师、王伟鉴定，图版由

张伟明高级工程师拍摄，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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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小叶掌鳞刺.</7<=5/;D08 83AD;6/5A<=< B:6G@FG 95 -9MD 产出层位：剖面第（#）层3采集号：;<=1""/=#=+=L=!=&3
&&3近直掌鳞刺.</7<=5/;D08 83A6;>=< F0//;6 ;= G5312H308= 产出层位：剖面第（#）层3采集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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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重大地质科技项目汇报交流会”，于

!##"年!月$%&!$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中国地质调查局

健全完善后召开的第一次跨部门、跨专业、跨学科的学术 交

流会，是对温家宝同志关于地质工作四个“一体化”指示的具

体落实。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

领导同志，国土资源部有关司局的负责同志，地调局各直 属

单位分管科技工作的领导，以及有关院士、专家和地调局 机

关有关部室的代表共$"#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交流一年来地质科技工作取得的主要

成果，探讨新形势下如何组织和开展地质科技工作、促进 科

研与调查的结合。

会上，寿嘉华副部长在开幕式上作了《促进科 研 与 地 质

调查紧密结合，开创地质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报告；科技部基

础司张先恩司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孙枢院士、国家 自

然基金委员会地学部柴育成副主任和国土资源部 国 际 合 作

与科技司黄宗理司长，分别就国家科技工作发展方向、地 球

科学展望及国家自然基金重点资助领域等问题作了报告。包

括李廷栋、肖序常、谢学锦、袁道先、陈毓川、郑绵平’位院士

在内的!(位专家报告了各自负责的重大地质 科 技 项 目 的 进

展情况和主要成果。地调局各直属单位向大会提交了本单位

!##!年地质科技工作总结材料。

寿嘉华副部长在闭幕式上所做的《开拓思路，加强交流，

依靠科技全面提升地质工作水平》的总结报告，对中国 地 质

调查局在科技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在综合研究、原

始创新、成果推广和扩大服务领域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同时，就进一步推进科研与调查的结合问题做了 重 要

的指示。报告还重点论述了科技工作在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定

位、依靠基础调查工作促进原始创新、通过综合研究抓 整 装

成果、信息共享与交流合作、端正学风、人才梯队建设、国际

合作和项目管理等八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这次会议通过多学科、跨部门的交流，有助于理清思路、

开阔视野，起到了促进学科之间、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推进直属单位专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这次

会议将我局主要工作领域和阶段性成果向国家科技部、国家

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领导和 专 家 进 行 汇

报，提高了地调工作的显示度，加深了国家综合部门对 我 局

科技工作的了解和部门之间的沟通。这种了解和沟通对于我

局科技工作进入国家科技工作主流至关重要，为基础性、公

益性和战略性地质调查工作与国家层次研究之间的结合，架

设了桥梁。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 供稿*

·动态与信息·

“中国地质调查局重大地质科技项目汇报交流会”在京召开

析［+］, 地球科学，$%%-，"!（"）："$(."!’,
［’］ 冯庆来，叶玫, 造山带区域地层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例剖

析［/］,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0#.%0,
［-］ 钟铿，吴诒，殷保安，等, 广西的泥盆系［/］, 武汉：中国地质大

学出版社，$%%!,$."(0,
［(］ 王成源, 广西泥盆纪牙形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集刊，$%(%，（!1）,

［%］ 白顺良，等, 广西及邻区泥盆纪生物地层［/］, 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
［$#］白顺良，董致中，等, 云南泥盆纪牙形石序列［/］, 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段向东，等, 滇西南耿马弄巴地区南皮河组正层型剖面地层层

序、时代的重新认识［+］, 地层学杂志，!##"，待发表2

!"# $%&’()"*+ (, -")(.%/. ’(.($(.0& %. 01" -/2(.30/.3 /*"/，4".35/，

&(601#"&0"*. 76../.，/.$ 01"%* &0*/0%3*/8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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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向东等：滇西南耿马地区泥盆纪牙形石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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