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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秭归泄滩沙镇溪组底部轮藻化石的发现

陈辉明-张振来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湖北 宜昌 ++&##&)

摘要!晚三叠世轮藻化石在世界各地发现很少-在我国南方亦尚属首次发现.报道了秭归盆地上

三 叠 统 沙 镇 溪 组 底 部 的 轮 藻 化 石-计 有 &属 +种’包 括 (个 新 种)!/01223045637389:8;317<53

=>?@ABCDBEFGHAIC-/JK<103L1L8<8MNJF>OP-Q9L13045637383LK<31L8<8MNJF>OP-R23S<T<7<1223

S15473’UHEIHV>OMVW).根据沙镇溪组轮藻化石在国内外地质时期的分布-结合同层中所产孢粉

化石的组合特征-详细讨论了含化石层位的地质时代-认为属晚三叠世早期-并对当时的古植

被X古地理X古气候做了初步探讨-对化石进行了描述.
关 键 词!轮藻化石Y沙镇溪组Y上三叠统Y秭归盆地Y湖北

中图分类号!Z["&P\+ 文献标识码!]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及其水位的提

高-库区内的一些地质遗迹-包括地层标准剖面X古
生物化石产地等将被淹没.为抢在蓄水之前作好保

护工作并挑选新的替代地质剖面-宜昌地质矿产研

究所’"[[,̂ (###年)对峡区自太古宙至侏罗纪地

层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_"‘-在秭归

盆地泄滩镇沙镇溪组底部获得的轮藻X孢粉和介形

虫化石即是本项目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之一.由于晚

三叠世轮藻化石在国内外发现较少-故笔者对其进

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 地层概述

沙镇溪组系陈楚震等_(‘所建-标准地点位于湖

北秭归沙镇溪-泄滩与沙镇溪隔江相望-相距仅 &
Va左右.据张振来等_&-+‘资料-地层综述如下!

上覆地层!香溪组’b"K)!黄灰X灰X灰黑色细砂岩X粉砂

岩X泥岩及炭质泥岩夹煤线.底部为灰白色厚层块状石

英 砂 岩X砾 岩.产 植 物 c4S<018;7<L51;8’dABMe)-

Q4L<4;017<8T9773f3L3’gA>FhEHAC)-Qi1j3L4k8j<3

8103513lBBA-m0<24;6n229T54L0<f9TU?B等 X双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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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地层与孢粉研究P

/<:<7154L563 3L3S4L04<S18’oGBA@WMGBO)-p<n3Lf<3

K<3LfK<1L8<8oGBFBCqEH>等及孢粉化石.
整 合

沙镇溪组’r&8)!

+J灰白X灰色厚层块状石英长石砂岩 \a

&J灰X灰黑色薄层粉砂质泥岩X炭质泥岩X粉砂岩夹石英

细砂岩及煤线.产植物 Q23S4;621:<8MNJ-c31L<4;8<8

MNJ等X双壳类sL<4L<0181T1<1L8<8oGBF-tn4;647<3

u79f<’lBHeBW)等及叶肢介 v9180617<3n<;<Lf23Lfw

1L8<8oGBF等化石 ++a

(J黄灰X黄绿X灰X灰黑色薄层^厚层石英细砂岩夹炭质

粉砂岩X粉砂质泥岩及煤线 \#a

"J灰X灰黑色薄层泥质粉砂岩夹石英细砂岩X炭质粉砂

岩X炭质泥岩-底部夹薄层泥质灰岩.产植物 c4S<018

861LK<1L8<8’dxHF)-/<L4501L<8863i61LK<1L8<8yE等X
双壳类 tn4;647<3z{Ju79f<’lBHeBW)-tJz{J;74w

:21T30<598oGBFBCyE@及 叶 肢 介 v918617<354L07303

oGBF等化石 "[a
整 合

下伏地层!巴东群水家湾组’r(8)!黄灰X灰白色中薄层

泥 质 白 云 岩X泥 质 灰 岩 夹 泥 质 粉 砂 岩.产 双 壳 类

tn4;647<3MNJ-m017<3MNJ以及 |7307<8;47<018f73L92w

3098% m740463;24Kn;<L982<T;<S98为代表的孢粉组合

和疑源类化石.

轮 藻 化 石 产 自 沙 镇 溪 组 第 一 层-距 底 界 约

#J"*a处的黑色钙质粉砂岩中-同层中还发现有

介形虫及孢粉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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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藻化石组合特征及地层时代讨

论

沙镇溪组底部轮藻化石计有 "属 #种$其中包

括 !个新种$它们是 %&’(()&*+,)-)./’&)0’01/1234
5674$%41891:)’-/+);6<=>?@A?B5CD>E@$F80’G
)&*+,)-) 1)0./)’01/1234 5674$H()I/J/-/’(()
I’+*-)KLDBEDM672MNO$以后者的数量最多$主要为

中小型个体$没有见到比较大的类型P
%&’(()&*+,)-)$F80’)&*+,)-)$H()I/J/-/’(()

在中三叠世时最为繁盛$至晚三叠世时转为衰退$
目前仅在欧亚大陆发现少数几个种P从本组合所见

的几个种来看$QRDEBSB>B?RRDE?T6>D曾见于俄罗斯

地台南部里海盆地中三叠世U晚三叠世VUW轮

藻化石带及保加利亚拉丁阶至诺利阶XY$Z[P该种在

我国尚未见报道P%&’(()&*+,)-)1891:)’-/+)见于

德国 \?TMR?5]=>̂和 _C‘>B5̂?5中三叠世上壳灰

岩 统 Ka33?> \=2TC?RMDRMOXb[P %&’(()&*+,)-)
./’&)0’01/1和 F80’)&*+,)-)1)0./)’01/1为 新 种$
前者与产自瑞典 LTD5BD中三叠世 \=2TC?RMDRM或

c6d?> M?=3?> 的 %4,*’((-/+’01/1 e6>5 Df
AD5@<B?5Xg[h俄罗斯地台南部中U晚三叠世iUW
轮藻化石带的 %498(j)-/+)LDBEDM672MNXZ$k[及产自

我 国 河 南 济 源 晚 三 叠 世 谭 庄 组 的 %4l/m8)0’01/1

cBXno[有些相似p后者与见于俄罗斯地台南部VUq
化 石带h保 加 利 亚 拉 丁 阶r瑞 替 阶 的 F4+):/&)&)
LDBEDM672MN?@;B2B?R?72MN及见于我国陕西铜川

晚 三 叠 世 瓦 窑 堡 组 的 F4&*0j+,8)0’01/1sD5̂ ?@
t=D5̂Xnn[h湖 北 南 漳 中 三 叠 统 巴 东 组 的 F4J/-)

c=Xn![相似P就属种的分布而论$其时代为中三叠世

晚期r晚三叠世比较合适P
长江三峡地区中三叠世轮藻化石极其丰富$已

报 道 的 有 Y属 !g种$建 立 了 安 尼 阶 u*-*+,)-)
,89’/’01/1r H()I/J/-/’(()&)/:/0j’01/1和拉丁阶

%&’(()&*+,)-)9)I*0j’01/1r %&’0*+,)-)m8)0)0G
’01/1两 个 组 合$其 中 后 一 组 合 即 有 !o种$
%&’(()&*+,)-)和 %&’0*+,)-)在数量和种类上均占

绝 对 优 势$伴 生 有 u*-*+,)-)$H()I/J/-/’(()$
F80’)&*+,)-)的少数类型Xn"[P而沙镇溪组组合属

种比较单调$H()I/J/-/’(()的数量较多$化石体积

偏小$与上述中三叠世轮藻化石组合有一定差别P

国内已知的晚三叠世轮藻化石甚少$仅有王振等Xnn[

报 道 了 陕 西 铜 川 瓦 窑 堡 组 的 轮 藻 化 石 两 个 种v
F80’)&*+,)-))+8J/0)&)LDBEDM672MN和 F4&*0jG
+,8)0’01/1sD5̂ ?@t=D5̂p李祖望Xno[描述了河南

济 源 谭 庄 组 中 发 现 的 轮 藻 化 石 %&’(()&*+,)-)
l/m8)0’01/2cB和 %4j-)+/(/1cB两个种P本文所记

述的轮藻化石组合与上述两地晚三叠世轮藻化石

进行对比是困难的$但所见的属基本相同$有的种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沙镇溪组轮藻化石的时代

更倾向于晚三叠世P
同层中所产孢粉化石也是首次在沙镇溪组底

部发现的新材料P经笔者研究$组合中以裸子植物

花粉占优势KY"4bwO$其中以与苏铁类和银杏类有

关的单沟花粉为主$占 "Z4gwp其次为无肋双囊粉

Kb4#wOh圆 球 形 花 粉KZ4#wO和 具 肋 双 囊 粉

Kn4ZwO等P蕨 类 植 物 孢 子 少 而 单 调$占 组 合 的

n!4!w$主要为 F)()J*1:*-)KY4kwO$x008(/1:G
*-)K!4nwO$x-)&-/1:*-/&’1Kn4ZwO等P疑源类较

多$占 组 合 的 "#4nw$以 (’/*1:,)’-/I/)为 主

K!Y4YwO$u1/(*1+,/y*1:*-/1次之K#4gwO$出现个

别的F/-+8(/1:*-/&’1’z8/:*()-/1等P上述组合中的

主要分子在中h晚三叠世孢粉组合中常见$尚缺乏

可资比较的组合P与本组下伏地层水家湾组K拉丁

期晚期Ox-)&-/1:*-/&’1j-)08()&81ru-*&*,):(*G
.m:/081(/J:/I81孢粉组合Xn#[比较$区别在于vKnO
蕨类植物孢子类型有所增加$并出现了晚三叠世常

见的类型$如 x008(/1:*-)$而 x-)&-/1:*-/&’1的数

量明显减少pK!O与苏铁类h银杏类有关的单沟花粉

大量出现$此类花粉在我国南方上三叠统云南禄劝

舍资组XnY[$西藏安多土门格拉组XnZ[$湘赣地区安源

组和三丘田组Xnb[$四川宝鼎龙硐煤系Xng[等组合中$
一般占 Yw{now$最高可达 "ow以上P在本区沙

镇溪组中h上部的孢粉组合中占 nYwXnk$!o[pK"O具

肋双囊粉的含量明显降低$无肋双囊粉的地位显得

更为突出pK#O疑源类特征比较接近$但所出现的

F/-+8(/1:*-/&’1’z8/:*()-/1曾 见 于 本 区 沙 镇 溪 组

中上部和香溪组Xnk[P据此$我们认为当前孢粉组合

的时代属晚三叠世的可能性最大P这一结论$进一

步佐证了轮藻化石属于晚三叠世P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沙镇溪组所含轮藻和孢粉

化石的地层代表了晚三叠世早期的沉积P拉丁期

末$海水从本区退出$晚三叠世开始上升为陆$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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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角洲和湖泊沉积环境!周围山地生长着松柏

类"苏铁类"银杏类等乔木植物!林下生长有蕨类植

物!水边和浅水地带生长着比较茂盛的疑源类植

物"轮藻植物和介形类"叶肢介"双壳类等动物!反

映当时的水体比较浅和平静!可能是由于从海洋上

升为陆地不久!从干热的气候刚转变为湿热的气候

环境#总体看来!水生植物比较繁盛!陆地上生长的

植物尚不很茂盛#而至晚三叠世中"晚期!湖泊和沼

泽面积进一步扩大!有着良好的炎热潮湿气候环

境!植物生长极为茂盛!在本区形成了重要的聚煤

阶段#

$ 化石描述

孔轮藻科 %&’&()*’*(+*+,-.’*/0*12!3456
星孔轮藻亚科 72+88*2&()*’&9:+*+,-.’*/;
0*12!3456

星孔轮藻属 <=>??@=ABC@D@E&’F*GH*F;
2I9+F!34JK

泄滩星孔轮藻L新种M<=>??@=ABC@D@
NO>=@P>PQOQ1R-F&S-

L图版!图 3T$M

描述 藏卵器瓶状或近长椭球形!顶颈突出呈

颈状!顶端截平!底部尖圆#长宽比为3-KKT3-JJ!
最大宽度位于中部偏下#螺旋细胞凹!间脊窄!侧视

螺旋环数 U!环宽 JVW/!赤道角 3JT6VX#螺旋细

胞至顶颈基部旋转角增大!近乎直立升起!顶孔五

角形!宽约 JJW/!底孔圆五角形!宽约 KVW/#
比 较 新 种 的 外 形 与 瑞 典 7(*F9*中 三 叠 统

YZ1()+8[*8[或 ,&\+’[+ZR+’的 <=>??@=ABC@D@
CA>??]OB>PQOQE&’F*GH*F2I9+FÛ_颇相似!但后者个

体较大!一般都在 JVVW/以上!顶颈略细而高!侧

视螺旋环数多#本种外形"大小与俄罗斯地台南部

里 海 盆 地 中 三 叠 统 ‘ a b 轮 藻 化 石 带 的

<=>??@=ABC@D@cd?e@]OB@7*9:*[&S1[f5̂_及 我 国 河

南济源上三叠统谭庄组的 <=>??@=ABC@D@gOhd@P>P;
QOQ,93̂V_较为接近!区别在于里海盆地的标本赤道

角大得多i河南济源的标本顶颈短!侧视螺旋环数

亦多#
产地层位 湖北秭归泄滩!上三叠统沙镇溪

组#
亚 球 形 星 孔 轮 藻 L比 较 种M<=>??@=ABC@D@

Bj-QdcQk@>DOB@l&IZ’+2H+9F)*’:2!3454
L图版!图 5M

3454 72+88*2&()*’*1Z01R*+’9(*l&IZ’+2H+9F)*’:2!$m5页!图 版

n!图 K*a(-

描述 藏卵器球形!顶部突起呈短细颈状!底

部宽圆#长$4VTKKVW/!宽$KVT$5JW/!长宽比

为 3-3JT3-6V!最大宽度位于中部#螺旋细胞凹!
间脊窄!侧视螺旋环数 4T3V!环宽约 JVW/!赤道

角 UX#顶底孔五角形!宽约 $JW/#
标本外形"侧视螺旋环数等特征与 <=>??@=ABC;

@D@QdcQk@>DOB@颇相似!但体积小!顶颈短!归入本

种尚有所保留#
产地层位 湖北秭归泄滩!上三叠统沙镇溪

组#
楔 轮 藻 亚 科 oZF+*2&()*’&9:+*+p-q*Fr+2
EZ*Fr!34mU

楔轮藻属 sdP>@=ABC@D@7*9:*[&S1[f!3456
三 峡 楔 轮 藻 L新 种MsdP>@=ABC@D@
Q@PNO@>PQOQ1R-F&S-

L图版!图 KTJM

描述 藏卵器宽尖卵形至椭球形!顶部宽锥形

突 出!底 部 尖 突#长 K35TKU3W/!宽 $$UT$5K
W/!长宽比为 3-$6T3-KJ!最大宽度位于中部#螺

旋细胞凹!间脊窄!侧视螺旋环数 3V!环宽 JVW/!
赤道角约3JX#螺旋细胞至顶部无明显变化!呈斜上

升形成楔形突起#顶底孔小!约 $VW/#
比较 本种与俄罗斯地台南部里海盆地中"上

三 叠 统 的 sdP>@=ABC@D@B@kO=@=@7*9:*[&S1[f+2

l919+8+S1[f5̂_比较接近!但底部明显尖突与后者有

别#新种与里海盆地中"上三叠统的 sdP>@=ABC@D@
@PedQ=@7*9:*[&S1[f5̂_亦有些相仿!但后者体积较

大!中部特宽!下部急剧收缩!底部呈尖锥形#本种

在 外 形 上 与 我 国 陕 西 铜 川 上 三 叠 统 的

sdP>@=ABC@D@=APeBCd@P>PQOQq*Fr+2EZ*Fr3̂3_略
相似!区别在于后者底部下延呈细柄状#本种与湖

北 南 漳 中 三 叠 统 巴 东 组 的 sdP>@=ABC@D@tOD@

,Z6̂3_在外形"侧视螺旋环数都比较接近!但本种体

积小得多#
产地层位 湖北秭归泄滩!上三叠统沙镇溪

组#
孔 轮 藻 亚 科 %&’&()*’&9:+*+,-.’*/0*12!
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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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氏 轮 藻 属 !"#$%&%’%(""#)*+,*-./0-12
3453

华 美 弗 氏 轮 藻 !"#$%&%’%(""#$(67’#
8)*+,*-./0-19)*+,*-./0-123453

8图版2图 5:339
34;< =>?#(’76?#’#@$(67’#=#%$#A7BCAD233E页2图 版F2G2图

HI2H;J

3453 !"#$%&%’%(""#$(67’#)*+,*-./0-123HH页K

描述 藏卵器球形2顶部宽圆2底部圆或宽圆L
长 MM<:N3;OP2宽 MIH:M;NOP2长宽比为 3JE5
:3J3N2最大宽度位于中部L螺旋细胞凹2间脊窄2
侧视螺旋环数 4:3E2环宽约 NEOP2赤道角 3EQ以
下L螺旋细胞至顶部无明显变化2顶底孔小2五角形

或圆五角形2宽约 MEOPL
标 本 与 !"#$%&%’%(""#$(67’#的 特 征 基 本 一

致2唯体积略小2故视为同种L
产地层位 湖北秭归泄滩2上三叠统沙镇溪

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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