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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n：The仃ace fossiI Chon赫tes is discovered ill nle boundary inten词be鲰，eenⅡle black graptolite

shale锄d Gu锄yinqia0 Membe塔0f tlle Wufeng FcI姗撕on iIl tlle W觚舀i删锄scc吐on，Yich锄g arca，Hubei，

Cllina．Based∞锄alysis ofⅡle paleoecological dlaracte髑觚d related bifacies wi吐l t1]屺change of sea le、rcl of

tlle Yangzte basin in ttle con℃spIDnding period，it is suggested tllatⅡle nucmatioIls in nle de粤．ee of pal勰。一

oxygenation Of me bo仕om wate璐．Result f如m吐lis paper is mat me uppe砷ost part of black shaJe of Wufeng
Fbnnalion represented a锣pical oxy星rcn—deficient eIlviro啪em，whereas tlle Hjnlanda f．auna floudshed in ac．

砒ic印V的ment，锄d bet、)l，een nlem，me Chon“tcs fauna illdic锄ed a obvious仃肌sition舶m oxygen—defi—

cient由o acmbic facies 0fⅡle bottom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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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简介

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陈立德、陈州丰等合著的《中线大宁河补水工程区区域地质与地质灾害》一

书，近日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在“大宁河流域环境工程地质调查评价”项目成果基

础上完成的。书中介绍了南水北调中线大宁河补水工程区区域地质概况、区域环境工程地质条件及崩滑

流等地质灾害的发育状况和基本特征。对拟建剪刀峡水库库尾发现的白鹿泥石流沟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对大宁河、堵河流域引水线路区岸坡稳定性进行了分段评价。分析了区域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和活动

断裂对引水路线工程的影响，认为位于引水线路区天然河道段的活动性青峰断裂带对引水工程的影响有

限。

在初步评价大宁河补水工程东线和西线各方案工程地质条件的基础上，认为一级泵站大昌八角丘取

水口场址工程地质条件较好；在比较檀木与神基坪站址环境工程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檀木较神基

坪更适宜做西线方案剪刀峡水库库尾二级取水口的新认识。西线剪刀峡(檀木一茅草坡)方案自大昌

八角丘至剪刀峡隧址区地表岩溶发育，岩溶涌水、涌泥是该隧洞段关键性工程地质问题；檀木至茅草坡深

埋长隧洞存在高地应力至软岩流变、长隧洞局部高压涌水、局部岩溶涌水、近河断裂接触性岩溶涌水等工

程地质问题。

西线剪刀峡(檀木一茅草坡)方案在控制性越岭隧洞长度及其可实现最短单洞长度、隧洞埋深、不

稳定岩体洞段长度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优势。

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教学、科研工作均具有一定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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