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八八八八
。

( 基 础地质 )
。

~
、 尹
~ 岁

。

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组笔石分带

付 力 浦

(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听 )

陇
一

县龙门洞的平凉组最早由田在艺 ( 1 9 4 8) 采得笔石两层
,

穆恩之 ( 1 9 5 9 ) 认为系中

奥陶纪产物
,

和平凉页岩相当
。

西北有关的石油
、

地质
、

区测单位
,

亦先后在 这 一 带 工

作
。

1 9 6 2年车福鑫在这一带发现
_

L奥陶统背锅山组
,

次年罗守文
、

景伯勤与笔者在郭勇

岭
、

车福鑫和陈汉均的带领下
,

在这一带对奥陶系作 了进一步工作
,

测制
`

了龙 门洞平凉

组剖面
,

系统采集了笔石标本
,

发现这里平凉组剖面中笔石动物群非常丰富
,

虽然大部分

尚未研究
,

仅根据一些外形特征明显容易咚定的属种大致可分为五个笔石带
,

并可与英

国标准笔石带对比
.

陇县龙门泥中奥陶统平凉组实测剖面 ( 图 生 ) 1 5 2米
:

上覆地层 上奥陶统背锅山组灰色砾状灰岩

—
一
假 整 合—1 7

.

兰绿色页岩夹青灰色灰岩
,

间有半透明黑色煊石层
,

上部灰岩夹层多
,

下

部页岩多
,

页岩层理不佳
。

含笔石 D i e r a n o g : a p t o s . s p
.

( D
. e X g r . c l i

-

。 g a n i )
,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s p
.

( C
. e 二 g r 飞b i e 匕r n i s

)
,

O r t h o g r a p -

t u s s p
. ,

G I了p t o g r a p t o s s p
。

8
一

s米

16
.

青灰色含泥质灰岩
,

.

层理不 良
,

风化后呈半瘤状
,

间夹页岩 5
.

7米

1 5
.

掩盖
`

约 5米

14
.

灰兰色含钙质页岩
,

层理 良好
,

呈板状
,

夹青灰色灰岩凸镜体三层 7
.

。米

1 3
。

掩盖 约 3 5米

1 2
.

灰黑色板状页岩
,

风化后呈黄绿色
。

含笔石 C l i m a 。 。 g r a p t u s o1 ll g x ia’
-

n e n s l s (
s p

.
n o v .

)
,

C
. s p

.

C
. s p

.

B
,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u s s p
.

1 3
.

3米

1 1
.

黑色薄页岩
。

含笔石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lt s s o x t e n s e二 1 11 5 琴l l e s e t W
o o d

C 11坦 a e o 只 r a p t u s s p
. ,

G l y p t o g r a p t u s s p
. ,

D i d了爪 o g r a p t u s e u o d u s

L a p w o r : h
,

D
。
了u a n i s 。 。 ,

节肢动物 C a r j o e a r i s w r i g h i i S
a
l t

e r

及小型菊石状的腹足类
,

i0 米

10
.

同生角砾状灰岩 。
。

5米

9
.

黑色页岩
,

顶部油黑发亮好似煤片
,

下部层理较厚
,

有时泥砂质较多
,

笔

石极富 C l i m a e o g r a p t住 5 P e l t i f e r L a p w o r t h 二C
.

b i e o r n i s
H

a
l l

,

C
。

·

3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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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r 义d o n t a t u s L a p w o r t h
,

C
。

d i p la e a n t五u s B` l位 a n
,

C
。

s p
. ,

P s e “
-

d o c l i m
a e o g : a p t ; 、 s p

. , P
.

s h a r e n b
e r g i ( L a p二 o r t il )

,

心 i y p t o g -

r a p t u s S p
. ,

o
r t h o g r a P t u s s p

. ,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权 5 s e x t e n s t o r t u s

R
u o d e o a n n ,

D i e r a n o g r三p 仑。 5 k a n s u e n s i s S
u n ,

D
.

p i n g l i a n g e n s
乓
s

( G r a b a甘e t s
” 。

)
, ·

D i d y ` o g r a p t u s s a ` i t t i “ u l i s
G

u r
l e y

,

D
.

e u o
d

u s L a p w o r t h
,
D

.

y u a n i S u n
,

D
。

? s p
. ,

C o r y n o i d e s s p
. ,

L e -

p t o g r a p t u s s几
,

.

L
, a s e e n d e n s E l l o s e t 访 o o d 9

.

6米

同生角砾灰岩 。
。
4米

黑色页岩夹钙质页岩
, 一

顶部页理极薄
,

油黑发亮
,

下部层理较厚
。

含笔石

C l i m a e o g : a p t u s s p
。 ,

D i e o
l l

o g r a p t u 、 s p
.

5
。

2米

同生角砾灰岩
·

O
。

5米

黑芭页岩夹钙质页岩
。

含笔石 C l i o a e o g r a p t o s s p `
,

卫s e u d o c
l i m

a -

e o g r a p t u s s p
。 ,

G l了p t o g r a p t zz : s p
. ,

O 了 t h o g r a p t u s s p
. ,

A 皿p l
e x o -

g r a p t u s ` p
. ,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u s o e x t e n s e x i l i ` E l l e s e t W
o o

d
,

D i e -

r a n 。 ` r a p t u s p夏n g l i
a n g o n 、 1 5 ( G : a b a o e t S u 二 )

, L e P t o g r a p , 。 5 s p
.

7
。

5米

同主角砾灰岩
一

’

。
。

2米

黑色页岩
,

板状为主
,

夹钙质员岩或似薄层灰岩
。

含笔石 N e m a g ar p t u s

g r a e i 11
5

( H a 11 ) D i e e ! l o g r a p t u s s p
. ,

D
.
s e x t e 二 5 e x i l定5 E l l e s e t

W
o o d D i e r a n o g r a p t u s s P

。 ,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s p

。

P s e u
d

o e
l i m

a e o g ·

r a p t u s s h a r云n b e ,
·

` i ( L a p w o r t il )
,

o o r t h o g r a p t u s .

s p p
。 .

G l y p t o -

g r a p t u s s p
. `

D i d了口 o g r a p t d s
’

y tt a n i S u n
,

D
. e o o d u s

L
a p w o r t h

,

R e t i o g r a p t住 5 s p
.

9
。
4米

掩盖
,

向上 5米处出露黑色页岩夹灰绿色钙质页岩及硅质或岩
。

含笔 石 G l y
-

p t o g r ; p t : 1 5 e f
。
t e : e t i o s e u 10 5

( H i s i o g叮 )
,

G
.
s p

. ,

C l i 二 a e o g r a -

p t u s s p
。 ,

O 二 t h d g
: a p t u s : p

.

1 9
。

0米

黑色页岩与同生角砾状灰岩互层及灰绿色钙质硅质页岩
。

含笔石 G ly p t 。 -

g r a p t u s S p
. ,

O
r t h o g r a p t u s s p

. ,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s p
. ,

P 版e u d . c -

11二 a e o g r a p t o s s h a r e n b e : 9 1 ( L a p w o o t h )
,

P
.

d e o i t t o l
a b i o s o s

G e E
,

L e p t g g r a p t u s s p
。 ,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o s s p

.

1 0
。

4米

一
一限 整 合—下伏地层

J

下奥陶统 ( 兰维尔阶 ) 青灰色薄层灰岩
, ’

层面呈瘤状
,

仅

见三叶虫碎片和细长管状化石
,

下部掩盖 2 4
.

6米
,

深灰至浅灰色中厚层灰

岩
, .

有时微发红
.

14
.

9米

由于此剖面是沿龙门洞沟底测的
,

上段被淤土冲积掩盖
,

故于沟西侧坡

补测剖面的
.

8米
:

上复地层 背锅山组青灰色厚层演岩
,

底部青灰至灰白色砾状灰岩
,

许多砾石由珊瑚
、

层孔虫组成
,

还含海林擒茎
、

腕足类
、

三叶虫 B or , et
-

:
007

.6.5

.4

:
月J
Z

1
。

舒



5
。

4
。

3
。

2
。

o P。主5 g r e g a r i a v a r . n o v .

— 假 整 合
一兰灰色页岩夹青灰色石灰岩层

,

有的灰岩凸镜体底部含少量砂岩
,

砂粒中

混有三叶虫和腕足类碎片
,

间有黑色微透明健石凸镜体
。

上部 凸 镜 厚 而

宽
,

下 部 有 减 少 变 薄 的 趋 势
。

产 笔 石 C iI m ac
o g 1’a p tus

“
.P

,

G I了p t o g r a p t u s s p
。 ,

O r t h
o g : a p t o s s p

.

2 8
。
i 米

兰灰色页岩夹泥灰岩瘤块
,

向上过渡为凸镜体
,

风化后呈土黄色 2 3
.

7米

兰绿至黑色页岩
,

风化后呈褐黄色
,

有时呈泥状
,

似有泥裂现象
。

含笔石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l o n g 又 i a n e n o i s (
s p

.
n o 丫 .

) C
。

d i p l
a e a n t h u ` B u

l
-

m a n
,

C
.

b i户o r n i s H a l l
,

C
。

s p
.

B
,

C
. s p

. ,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u s s p

. ,

D
。
: m 三t h i R u e

d m
a n n ,

D
。
g 往 r l e全 L a p w o r t h

,

D i e r a n o g r a P t u s 2 1
-

e z i e o i n u t , s
H ”

,

D 豆d y m o g r a p t u s y o a a i S
o n

,

三叶虫 C y e
l
o -

p了 g e s p
. ,

T e
l
“ p h i u a s p

. ,

A m p 了二 s p
. ,

1 l l a e n u s s P `
,

T r f n o -

d往 5 s P
。

3米

兰灰色页岩夹泥灰岩瘤块
,

层理不寿
,

风化后呈 泥状土 黄色

瓦兰色板状页岩
,

含笔石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b i e o r o i s H a l l
,

O r t h o g -

r a P t u s s P
。 ,

D i e e l l o g r a P t u s s p
。

灰兰色页岩
,

风化后土黄色
,

层理良好
。

含笔石 C il m “ “ 。 g ar tP us lo n -

g x 立a n o n s i s

(
s p

。 二 o v .

)
,

C
。 s p

.

B
,

G l了p t o g r a p t u s s p
. ,

D i e e l l o
-

g r a P t u s s e x t e n s e x i l i
s E l l e s e ` M 7 0 0

d
,
D

。
s p

. ,
D i e r a n o g r a P t u s

s p
. ,

D i d y m o g r a p t u s y u o n i S u n 以上三层共 3 9米

掩 盖

沟 底剖面 第 2层产园滑雕笔石 比较种 G I ` p t o g r a p t u s e f
.

t e r e t j u s c o
l
u s ,

第 3层产

纤细丝笔石 N e
m

a
gr

a p ut s g r a c 三11 5
应与平凉官庄剖 面和华南 J亩坡页岩这 二 带对 比

。

第 6层产小循栅笔石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p e l t i f e r
应与英国

、

澳洲和北美的同 名 带对

比
。

这个带除一些遍布整个中奥陶统的分子外
,

以一对底刺 不 很 宽 的 双 刺 栅 笔 石 .C

b i
e o r n i s数量极多

,

它是 : i匕美 位 于N e m a g r a p t u s g r a e 主11 5
带之上 C ! i m a c o g r a p t u s

b i e o r n i s
带的带化石

,

在瑞典和英国可延至 D i e r a n o g r a p t u s e l i 二 g a u i带
。

三刺栅 笔 石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奴 5 t r i d e 二 t a t u s
曾见于北祁连妖魔山组

,

在英国见 于 C
.

p e l t i f e r
带至

C
。
w i 13 o n i带

。

两刺栅笔石 C
.

d i p l
a e a n t h u s

通常出现 在 C
.

b i e o r n i s
带

、

C
.

p e l t i f e r
带

或更高
,

曾见于浙江昌化 D i o r a n o g o p t u s , i n e n s is 带
,

新疆伊姆冈恩一
一塔乌山 萨

尔干塔格群
,

在江西永新还被当作淋江组下部的带化石
。

楔形叉 笔石 D 了c e 1 fo g r a p t o s

s妞 t e n s
在英 国 见于 N e m a g r a p t o s g r a e i l i s

带—
C l i o a e o g r a p t u s p e l t i f e r

带
。

棒笔石 c o r y n 。 i de : 也是欧美和我国见于 N e m a g r a p t 。 : g r 。 。 11 1蚤带上部或之上的
一

属
。

除此还有不少大型的直笔石类
。

总的印象是比N e m a g : a

tP
。 “ g r a o i l i “

带高
,

C l i m ac og
-

ar p t o s p e
l t主f

o r
的出现证实了这一点

。

本种过去曾放在 C
.

b i c
or in

s
内

,

与之区别在底

刺较肥大
,

在龙们洞本层找封有三个个体
,

沿底刺轴宽 1
.

5毫米
,

沿笔石体轴宽达 3
.

1毫米

( 附图见
《
西北地质科技情报卜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

西北区奥陶系的生物分层
” 一文 )

。



沟西侧剖面下部的陇县栅笔石 C l i m ac o g ra p t us l 。 n g式 。
ne ns 介是一个与欧 美 卡

拉多克 晚期 C
.
e a u

d a t tt s ,

C `s t了 l
o i d e s ,

C
.

t o b
u
l i f

e r u s
类相近的新种

,
底刺细长

,

体长

3 0一 40 毫米
,

宽一般 2毫米
,

中
、

后段胞管密度中等
,

每厘米 9一 10 个胞管
.

最大区别在

始段 10 毫米范围内胞管排列明显密集
,

产于询坡西侧剖面第 4层的正型标本始段 10 毫 米

内14 个胞管
,

沟曝剖面第招层的副型标本达切毫米 15 个
,

其次
,

中轴出露无包裹物 ( 附

图同上 )
。

共生的 6种 笔 右 D s c e l l o g r a p t u s : 二 r a e i
,

D
。

, m i th
,

D i e o l 全0 9 : a p t u s

z i e z a e 二 i n u t u s ,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b i e o r几 i乓
,
C

.

d i p l a e a o t h
u s
曾见于湘中磨刀 溪

组
,

浙江昌化胡乐组
一

七部
。

此外
,

还找到一个栅笔石
,

始部见有一个椭园形圆盘
,

很象 C l卜

。 a 。 。 g r a p ut
s

`

, i ls on i
,

但这个园盘的中心不是正好对准笔石的中轴
,

稍微偏 一 点
,

而且稍凸起园盘的表面物质极薄
,

颜 色 也较 浅
,

不像笔石 体本身几个质膜那样厚
,

虽

然本层刚好相当此带
,

但只有一个可疑的标本
,

因此
,

C
.

w i l s o in 在这里究竟是否存在

尚待进一步工作证实
。

本层笔石出现 几个新种
,

根据现有老种尚不便进行确切对 比
,

但

地层层位上位于整个平凉组 1 50 米的约了。一 1 00 米处
,

在 C
.

p e l t i f e r 带之上
。

根据共 生 的

三叶 虫 动物群却能对比出确切的层位
。

除剖面中所列 5属
,

在龙门洞小桥附近相同层位共

有十余属
,

与滇西含 S i n o e e r a s e h i n e n s e
的上蒲缥组下部

、

南郑梁山宝塔 组 S i n o e e r a s

e
h i n

e n s e
带 和 湘 中 磨 刀溪 组以 C y e l o F y g e ,

s y 二 p h y s o p s ,

M i e r o p a r i a
,
T r i n o d u 。

为特征 的三叶虫动物群是可以对比 的
,

只是由于生物地理区的原因后三地增加了一些如

p h i x l i p
s i二 e l l a , H a o m a t o e二 e o i s ,

Z b i r o v i a 等典型南方型的属
。

磨刀溪组的三 叶虫

据周天梅的研究有 14 属
,

所含笔石经汪啸界研究可分为上部D i “ r “ “ “ g r “ p t ` “ “ l in g “ in

/ D
. r a m o s u s l o n g i e o o l i s带和下部 C l i o a e o 名 r a p t u s e o r o n a

/ C
。

b a r o g w a n a t红i

z

玩 gn
。
。 “ i “带

,

下部带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的 C
.

w i ls 。

呼带相当
。

详见表 1
.

这四个地

点三叶虫动物群相同的对比
,

证明了笔石相平凉组 C l元二 a e o ` r 二 P t o s l o n ` z i a 二 e n s i s带

和磨刀溪组的一部分与壳相 S 还 oc
e r
as

o h i n
二

s e
带时代相当的关系

.

紧接背锅山组之下的 D i甲
a n o g ar tP 。

, p
.

( D
.

xe g : . c il n g a
in ) 口 穴 方

,

胞 管

每厘米 10 个
, 、

应属于 D
。 。 i1 ,如滋种群内一新种

,

与之区别仅在 分支部分由基部 l
。
8毫米

向上增宽至 2毫米
,

这种增宽现象在叉笔石 中很少见
,

由于攀合部分只 保 留 了 很 少 一

点
,

尚看不出全貌
,

故未建种
.

另一个 C l i ln a c o g o p ut
o s p

.

( C
.

ex g r ,
b ic o

nr i “ )

一对肥大的底刺完全愈合成一三角形
,

与苏联泰麦尔的 C
.

m e o b r a
吐 f e r u ` O b叭

e t

S o b o
le

v s k a y a
有些相似

,

但底刺末端并不伸突
,

也可能为一新种
。

田在艺在龙 门洞所测剖面分为三层
,

第 2层 2 ,0。米灰岩即为背锅山组
,

第1层 1。米
,

就

是本剖面的第 1 2和 1 3层
,

尚采有 D i c e i l o g r a p t : 5 5 “ X t a ” 5 E l l e s “ t W
o o d

,

D i c r a -

皿 o g r a p t u s 、 p
. ,

C l i m蕊e o g r a p t u s b i e o r n i s i--l 二 22
,
e

. e f
。 e a u d a t : 5

L
a p w o r t五

、

O r th o g r a p t o s s p
. a f f

. a p i e u l a t u s E l l七
5 e t w

o o d等
。

其中 C l i 。 ` e o g r a p t n s 。 a u -

da ut s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业D i o r a n o g r砚p t 。 、
cl i n ga in 的重要成员

,

在澳 大利 亚 它

见于 -D h i a n 、带
,

在北美见于维俄拉 ( V I Q l a ) 灰岩
、

尤梯卡 ( U t i e a

) 灰岩
、

卡纳胶

哈里 ( C a 二 a j o h a r 又e) 页岩和马哥 ( 班
a g o g ) 层

,

都与吹洲的层位大致相当
.

在我 国 则

见于江西永新石 口组与O : ht o g ar p t u s q u a d : i m uc
r o n ; t us 共生

,

湘中磨刀溪组 也 有

相似种
.

D 主
c e l l o g r a p t o s s e 二 t a n s e二豆11“ 可能不 限于胡乐期

,

它在磨刀溪组相 当才韩



衰 1 中国四个地点卡拉 多克晚期三叶虫属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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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期的地层中也有出现
,

这 诊

分证据
.

田在艺过去的资料也提供了本层属中奥陶统顶带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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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在艺的第 3 层

所产笔石 据 穆 恩 之

(一九五五 )的意见
.

亦与平凉页岩相当
。

第三石油普查大队在

这层还找 到 对 笔 石

D i d y m o g r a p t u s
等

平凉组的常见属种
,

证明这层笔石不可能

延续到晚奥陶世
.

一

九七六年三月由陕西

区测队
、

第三石油普

查大队
、

甘肃第一 !左

测 队
、

西北大学
、

西

北地质研究所共同重

新观察了这条剖面
,

认为田在艺的这个第

三层确是平凉组的一

部分
,

与第 2层 背 锅

山组之间还发现了含

大量中寒武世三叶虫

S u n a s p i s ,

P o s h a -

n ia 等的鱼雨状 灰 岩和

薄层生物灰岩
,

故肯

定为断层所 隔
。

平凉页岩一名为

袁复礼一九二三年创

自甘肃平凉官庄
,

据

许多观察者谈其实这

里岩性是 以薄层灰岩

和钙质页岩为主
,

所

采笔石经 孙 云 铸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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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 杯 l

G l y p t o g r a p t u s t e : e t i u s e u l u s
带

,

自从附近其他地点也发现类 似 笔石群
,

包括陇县

龙门洞在内长期 以来被误认为鄂尔多斯西
、

南缘的中奥陶统笔石地层只包括这两 个带
。

实际上陇县龙门洞剖面出露完整
,

包括中奥陶统五个笔石带
,

顶部为
.

上奥陶统背锅山 组

所复
。

平凉官庄的剖面未见顶
,

只相当陇县龙门洞剖面的下部
,

二者岩性 没 有 重 大差



别
,

由于平凉组一名沿用很广而且已久达 50 余年
,

因此没有必要另起新名
,

不过定义需

要补充
.

平凉组的标准剖面可以重选改在陇县龙门洞
,

其层位包 括 相当于 G l y p ot gr
a -

p t u s t e r e t i u s c u l u s
带—

D I C r a n o g r a p t u s e l i n g a n i带的 沉积
。

在陇县龙门洞平凉

组下部大致相当G
.

t e r e t i u s e u l u s
带—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p e l t i f e r
带的 部分为黑色

炭质板岩夹钙质页岩
、

硅质页岩和灰岩薄层
,

平凉组上部的其余部分为灰色风化后灰绿
、

兰绿至黄绿色页岩
、

粉砂质页岩
、

凝灰质页岩
,

愈向南有砂质
、

凝灰质愈增多的规律
,

厚

度也增大
。

如在段家峡常夹。
.

5一 5米或更厚的粗屑凝灰岩
,

在其北 1。多公里的石管村夹

凝灰岩和层凝灰岩就较薄
,

再 向北 20 公里的龙门洞就很少见凝灰岩
,

只是岩性呈现明显

的灰绿
、

兰绿至黄绿色了
。

相当卡拉多克晚期笔石相地层在我国发现的地点还不多
,

目前计有祁连山斜壕地 区

的斯家沟组
,

永登的中堡群
,

陕西陇县龙 门洞的平凉组
,

新疆柯坪的其浪组 和 坎 岭组

( 詹士高一九六四年称因干组 的下部 )
,

湘中的磨刀溪组
,

江西永新的琳江组
,

都曾建

立一系列笔石带
.

与我国已发现的中奥陶笔石地层相比 ( 见表 2 )
,

以陕西陇县和 湘 中

发育及分带较全
,

笔石群较丰富
,

地层厚度不大
,

笔石带在剖面上的分布比较连续
,

赣

西琳江组笔石的分带情况并不理想
。

陇县平凉组上部的笔石 目前采集和研究的还不够
,

如果再补充一点工作的话
,

是有条件成为我国中奥陶统笔石分带的标准剖面之一
。

( 参考资料从略 )

北祁连震旦亚界的初步划分

甘庸省地质局第二 区测队五分队

一 箭 古、 门幼 口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
“

开发矿业
”
的指引下

,

在绵延千里的祁连山
,

发现

了丰富的矿产资源
,

浅变质的沉积变质型铁矿尤为广泛
。

然而
,

对于这个巨厚含铁岩系

的研究则比较差
,

以致长期以来
,

未能弄清它所形成的地质时代和层位
,

前人主要是根

据岩性多划为早古生代或寒武一奥陶系
。

其实
,

含丰富化石 的早古生代地层不仅在沉积

建造上与含铁岩系有所不同
,

其间被区域性断裂相隔
,

而且至今尚未见有可采规模的铁

矿 , 在分布广泛的含铁岩系内
,

却又未发现过早古生代的化石 ( 图 1 )
。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

我们在北祁连含铁岩系的主要分布区内进行

区测工作
。

一九七二年
,

在含铁岩系中首次发现了震旦亚代迭层石的线索
。

一九七三一一

九七四年间
,

对朱龙关河一黑河
.

上游及镜铁山地区的含铁岩系
,

进行了反复的调查
。

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