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北山E or ed ll’ ch l’a 的发现及下寒武统划分对比

范 国 琳
( 甘肃省地矿局酒泉地矿 调查队 )

、
1 9 86 年笔者在甘肃肃北县明水乡破城山北侧进行 1 : 5 万区调时

,

于原称奥陶系砂井 群

及中上寒武统西双鹰山群中
,

采 获了较多的三叶虫与小型无铰纲腕足类化石
,

经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林焕令鉴定三叶虫为 E or ed l 。̀从。 s p
.

,

李守军鉴定腕足类为 O bo l。 : s p
. 。

E or ed
-

ll’c h必 的 发 现在天 山一北山区还是首次
,

这对该区下寒武统的划分对 比
、

古地理与生物 区系

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

多年来
,

许多地质生产和科研单位对甘肃北山地区寒武系都作过详细的研究
,

使北山区寒

武 系的划分对比逐年深入
,

日臻完善
。

1 9 81 年俞伯达等与 《 甘肃区域 地 质 志 》 ( 1 9 8 6 ) 对

北山地区寒武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

并对其顶底界与统界的确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本

文只对北山地区下寒武统 的划分对 比提出下列意见
,

以供讨论 ( 表 1 )
。

表 1 北山区下寒武统划分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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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双鹰山组

分布在罗雅楚山
、

双鹰山及大豁落井与内蒙阿左旗好比如一带
。

东西长 300 余公里
,

宽

约数十公里
。

1 9 6 0年西北地研所修泽雷
、

赵祥生等在开展 1 : 扰 。 万区调工作 时
,

将双鹰 山一带 寒 武

添命为双鹰山群
, 1 9 6 6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 研究所陈立军

、

刘光夏等将其分为上
、

下部
,

上都命为大葫芦组
,

下部称双鹰山组 ; 1 9 6 5 年西北地质 科学研究所将上
、

下部合并改命为双

:脚劝缪酒 并分为上
、

下两个岩段
,

上岩段主要岩性 由灰岩
、

硅质岩与含磷硅质岩组成
,

下岩

段称镁质碳酸盐岩段
,

主要由砾状 白云质 大理岩
、

含砾 白云质灰岩及角砾灰岩等组成
。

其下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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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地层为硅质大理岩及含藻白云岩
,

划归震旦统称大豁落山群
,

二者为角度不整 合接 触
。

1 9 8 1年甘肃地质局地质力学队俞伯 达 编 写 《 甘肃的寒武系 》 及 1 9 8 6 年 《 甘肃 区 域 地 质

志 》 时
,

对北 山地区下寒武统作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

在东部洗肠井地区首次发现了震旦系及

其冰碳层
,

命谓洗肠井群
,

确定了与下寒武统的假整合接触关系
,

并与双鹰山地区进行了对

比
,

又在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原划双鹰山组上下岩段之间发现了平行不整合
,

将下岩段的砾

状镁质碳酸盐岩划归震旦系洗肠井群
,

上岩段含三叶虫化石地层划归下寒武统
,

仍用双鹰山

组的名称
。

该组所含化石三叶虫有 S
oerr

d i
s c u s ,

E
r
b￡

a ,

C o zo d i s e u : ,

丑o o n 。̀ ,
刀e
叨

e r o , i e l l u s

及单板类 S。 肋 l la 等
,

厚 12 米
。

给了双鹰山组以新的含意
,

时代相当于沧浪铺组中上部 加

龙王庙组
。

与上覆中统大豁落井组呈整合接触
。

现将双鹰 山组剖面地层从上到下抄录如下
:

肃湘县 大豁井东刽 面 ( 据俞伯达等
,

1 9 8 1 )

上覆地层
:

中统大豁落井组

—
整 合

—
一一

双鹰山组 ( el s )
6

,

灰白色厚层味粗晶生物灰岩
,

产丰富的三叶虫
:

s e ; r 。 、 `s e “ : , ;
. ,

e 。 ,。 、 `: e 。 : , p
. ,

S u b e i a s P
. ,

单板类有 S e e ” e l l a e f
.

r o t è u

lat
a

5
.

黑色薄层硅质岩

4
.

浅灰色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灰岩
,

下部夹紫灰色薄层结晶灰岩
,

产丰富的三叶虫
:

S e r r o d i
s e “ 5 s P

. ,

百 , b i a s p
.

及腕足类化石

3
.

黑色硅质岩

2
.

浅灰色中层状结晶灰岩
,

内产三 泞于虫
: S 。 :

or d i
: 。 。 : s p

. ,

尸 r ot o l 。 。 `d a 。 ,

软舌螺类

H y ol iht es 及小型无铰纲腕足类化石

1
.

灰紫色中一薄层状铁质含砾灰岩
,

内含少量化石碎片
-

- - -
- -

- -

一 平行不整合
-

下伏地层
:

震旦系洗肠井群

5 米

2 米

1 米

1米

( 二 ) 破城山组

为本文新建组
。

出露于本区蓟县系断陷盆地中
,

东延伏于第四系之下
,

向西 被 断 层 所

截
。

东西向展布
,

可见长 15 公里
,

宽 0
.

5一 2 公里
。

本组地层在 1 9 6 6 年甘肃地质局地质力学队 1 : 20 万区调资料中
,

下部称为中上寒 武 统

西双鹰山群
,

上部称下奥陶统砂井群
,

底部有厚约百余米地层仅局部出露
,

称为下寒武统双

鹰 山组
,

均未采获化石
,

仅据双鹰 山地层岩性对比而定
。

现在除底部原称双鹰山组未获化石

外
,

其上的西双鹰 山群与砂井群中均采到早寒武世早期三叶虫标准分子 E or 掀 l i o h l’a ,

层位相

当于滇东妹竹寺组上部
。

该组划分的四个岩段中除第一岩段 ( 下部 ) 无化石外
,

二
、

三
、

四

岩段均有 E o er dl 。̀爪 a
控制

。

第一岩段厚 1 95 米可能为笨竹寺组下部地层
,

甚或包括梅 树 村

组
,

但需今后进一步工作取得依据后再行划分 d 因此
,

该地层不应再归属双鹰山组
。

为了便

于区域划分对 比
,

现暂命名为破城 山组
。

按沉积韵律与岩性将本组分为上
、

下部 共 四 个 岩

段
,

由老到新为
:

下部 第一岩段
:

浅灰绿色
、

紫褐灰色薄层泥质板岩
,

夹灰色薄层含硅质团块泥灰岩与

硅板岩
。

出露厚> 1 95 米
。



上部 第二岩段
:

浅灰色厚层状含砾钙屑砂质灰岩
、

含灰白云岩
、

泥晶灰岩及黑色硅质

岩
。

泥晶灰岩中含 Eo der lci h ai
,

厚 2 06 米
。

第三岩段
:
褐灰

、

深灰及浅黄色薄层状含磷石英细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夹黑灰色薄层

硅质岩及灰岩小扁豆体
。

内含较多的 E o er dl `。尔 a
及 O bol su

,

cA or 公he la
。

厚 56 5 米
。

与上下岩

段为整合接触
。

第四岩段
:
黑灰色薄层硅质岩

,

夹浅灰色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与灰岩小扁豆体
。

内

含百。柑成 ic h沁 与 O b。坛 sa
。

出露厚 > 4 23 米
。

该组四个岩段 比较而言二
、

三岩段相变较大
。

如含灰白云岩在西段呈串珠状 透镜 体 产

出
,

细砂岩与黑色硅质岩沿走向在数百米内互为相变的现象亦为常见
。

现将剖面地层由上到

下抄录如下
。

肃犯县破城 山剖 面 ( 据酒泉地调队三分队 )

破城 LIJ 组 ( e , p )

上部 第四岩段

23
,

灰黑色薄层硅质岩

22
.

灰白色薄层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夹灰岩小扁豆体
。

内含三叶虫 E or e dl ihc 沁 sP
.

小型腕足 类 o b o l u s : p
.

2 1
.

灰黑色薄层硅质岩

20
.

浅褐黄色薄层钙质粉砂岩
,

夹灰黑色薄层硅质岩

19
.

灰黑色薄层硅质岩

第三岩段

18
.

褐黄色薄层钙质粉砂岩
,

夹灰岩小扁豆体
。

产有 oE er dl ihc ia sP
.

1 7
.

揭黄色薄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

16
.

浅灰色薄层泥质粉砂岩

15
.

浅绿灰色薄层状砾岩
。

砾石成分为中酸性火山岩

14
.

灰黑色薄层硅质岩

13
.

浅灰绿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12
.

褐灰色薄一中层状碳酸盐硅质岩
,

夹灰岩扁豆体
,

内含三叶虫 E or ed l ihc 她
s p

. ,

型腕足类 O b o l“ 5 s P
.

, A e r o索he l a s p
.

1 1
.

深灰色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10
.

褐灰色薄层状细粒石英砂岩

9
.

浅灰
、

灰绿色薄层细粒钙质长石石英细砂岩

第二岩段

8
.

深灰色中厚层状硅质岩
,

夹灰岩透镜体

7
.

灰黑色中厚层状含铁硅质岩
,

夹泥晶灰岩

6
.

深灰色中厚层状泥晶胶结的砂屑灰岩
,

内产 E 。阳 dl i cll ia sP
.

碎片

5
.

浅灰色厚层状含灰白云岩
,

呈串珠状透镜体产出

4
.

浅绿灰色中厚层状含砾钙屑砂质灰岩

下部 第一岩段

合
.

浅灰绿灰色薄层状泥质板岩

厚 1 3 5 9米

> 4 2 3 米

1 7 4 米

26 米

4 6米

3 8米

1 39 米

5 65 米

2 3米

3 7米

6 3 米

1 9米

2 4米

3 9 米

2 1 米

8 米

2 1 7 米

1 14米
2 0 6 米

8 1米

3 1米

4 7 米

7 米

4 0 米

19 5 米

61 米



.

紫褐红色薄层状泥质板岩
,

夹灰色薄层状含硅质结核泥晶灰岩及硅板岩
,

紫灰色薄层状泥硅质板岩

拐2 米

12 米

断 层一
下伏地层

:

蓟县系平头山群

( 三 ) 区域地层对比 ( 表 2 )

表 2 北 山 区 下 寒 武 统 对 比 简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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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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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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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 人a 朴 g f a

水井沱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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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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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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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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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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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竹寺组

武统

板岩

A I l
a t h

` e a
一

Y
“ ” ” a ” o 才h e c a

月 ” a b d
r i t e s

一

树梅村

J组 (C￡r o o th e “ a

下 伏 地 层
蓟县系

一平头 山组
{震旦系洗肠井群 震旦系

奇格布拉克组
震旦系 梁罐

-

…灯影组

’

据俞伯达 ( 19 8一 )
,

. 据项礼文等 ( 19 5 1 ) 修改
.

在双鹰山组中出现以 C a l o d s̀ e u s ,

B o : 。 fa ,

E r b`a ,
S e

orr d`
s e u s ,

S u b o f a 及 B e r g e m n i e l l “ :

为主的生物组合
,

共中前 4 个属为苏联西伯利亚下寒武统波托马阶 ( B ot
o nr i a n ) 和 勒拿 阶

,

4
,



( L e
in

a n ) 常见分子
,

而 B e
gr

e or 成。 l lsu 是华北区辛集组的重要分子
。

可与新疆博罗霍洛山

地区磷矿沟组
、

柯坪分区吾松格尔组
、

小兴安岭五星镇组及三峡区石牌组顶部和天河板组对

比 (
,

项礼文
,

1 9 8为 张太荣
, 19 8 3 ) 时代应属早寒武世抢浪铺的中晚期加龙王庙期

。

这个生

物组合表明该区属
“
天山型动物群

”
或称过渡型动物群 ( 卢衍豪

, 1 9 7 9 )
。

破城山组依岩性与化石分为上
、

下两部
,

在上部地层中除产有 E 。 )’e dl 。̀ h沁 三叶虫外
,

还

有小型无铰纲腕足类 O bo lus 与 月c or the at
。

E or ed 八hc 沁是昆明妹竹寺组上部带化石
。

这表明

破城山组上部可与滇东 E o er dl i o hl’ a
带基 本相当

,

亦可与肖尔布拉克组下部相比
。

破城山组下部地层未获化石
,

岩性以灰绿
、

紫褐色泥质板岩为主
,

夹灰色薄层含硅质结

核泥晶灰岩
,

厚约 195 米
。

层位可与滇东妹竹寺组的妹竹寺剖面 1一 2 层对比
。

甚或有 梅 树

村组的可能
。

( 四 ) 动物群类型与岩相古地理概述

从双鹰山组与破城山组的岩相与主要生物群看
,

二者有较大的区别
。

破城山组出露的主要岩性下部为灰绿
、

紫褐红色泥质板岩 ; 上部为灰色钙质粉砂岩
、

长

石石英砂岩和黑灰色硅质岩夹灰岩
,

属台型 浅海相沉积
。

上部产的 E or e而 ihc ia 营底栖 生 活

方式
,

属中国扬子海区
,

为东方动物群滇东型主要成员 ( 项礼文
, 1 9 8 1 )

,

说明该区在早寒

武世早期与扬子海是相通的
。

向西到塔里木柯平地区则 出 现 以 K妙伽圳 sP 姑
,

iT 助涵助 oc ` -

P ha lu : 为代表的地 区性分子
,

这表明天 山与北山在早期海水可能互不相通
。

`

破城山北与双鹰

山一带之间
,

被破城 山一平头山前寒武纪隆起形成的屏障所隔
,

致使双鹰山一带在早期未能

接受沉积
。

到中晚期海侵范围扩大到双鹰山一大豁落井尸带
,

并与新疆天 山及苏联西伯利亚

海水沟通
。

使双鹰山
`

一带形成…工锡海海摘
,
:沉积了以黑色薄层含磷硅质岩与灰岩岩层

。

生物

方面则班现了漏生动物群— 夭叮型动物群
。

( 参考文献略 )

J

户 、 产 , 尸气
、 尸峨

科技消息 )
、 训 尹 、 洲

碑 、 、尸 、 护

西安地矿所三位科技人员分赴美
、

匈
、

澳进行研究和考察工作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的三位科技人员 1 9 8 8 年冬分赴美
、

匈
、

澳进行科学研究和考察工作
,

已回到了原单

位
。

从事蛇绿岩研究的朱宝清副研究员
,

根据中美地学合作 《 中国及美国西部部分地区缝合带蛇绿岩 和 蓝

片岩带构造演化及岩石学研究 》 项目的要求
,

与美国史坦福大学的柯尔曼教授
、

刘忠光教授等
,

一起考察

研究了美国西海岸典型的蛇绿岩及高压变质岩系
,

并做了实验工作
。

从事环境评价和治理研究的董发 开 副

研究员
,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考察地下水开发利用和环保工作
,

参观了工厂
、

科研单位和管理 部 门
,

回

国后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了专题考察报告
。

从事三叶虫研究的周志强副研究员
,

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科 学

学院坎贝尔教授之邀
,

去堪培拉合作研究中国内蒙古西部泥盆纪镜眼虫类化石
,

共同撰写了 《 中 国 内蒙古

西部额济纳旗珠斯楞海尔罕地区泥盆纪镜眼虫超科三叶虫 》 论文
,

将在西德 《古化石学 》 杂志上发表
。

( 西安地质矿产研 究所 胡振 宗 )

, 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