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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武定旧城组的地质时代

王 俊卿 朱 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北京
,

通过地层层序与生物群分析
,

云南武定地区旧城组的时代相当于早泥盆世 晚期
。

武定地区泥盆系连续沉积
,

旧城组之下为具
“

坡脚动物群
”

的坡脚组
,

与郁江组相当
。

旧城

组应是四排阶的沉积
,

产有丰富的节甲鱼类化石
,

面貌与欧洲及澳大利亚同期的节甲鱼类相

近
。

海 口 组应归入中泥盆世早期的 阶
,

大致相当于湖南的跳马涧组
。

关 键 词 云南武定
,

旧城组
,

早泥盆世
,

早期脊椎动物

一
、

旧城组的由来与含义

年
,

王俊卿根据前人资料和多年在武定地区的工作实践
,

把该区含鱼化石地层

分为两部分
。

上部为灰白色
、

浅黄色石英砂岩
,

夹中厚层 白云质灰岩
,

底部有一层鲡状

赤铁矿层
,

含鱼化石
, ,

沂
, 众

, 以及总鳍鱼类
。

下部为黄褐色石英砂岩
,

夹黑色页岩
,

含鱼化石
尹 卿

,

五 ￡ 众 妇了￡“ 故 印 “
, 夕 和 月况

。

两部分岩性在野外区别十分明显
。

根据所含鱼化石内容
,

上部确定为海 口组
,

代表

中泥盆世晚期
。

而下部鱼群性质与西欧
,

特别是斯匹卑尔根岛当时认为是中泥盆

世早期 的鱼群性质相近
,

因此认为其时代亦属 期
。

另外
,

下音钟层所含

鱼群在华南当时仅在云南武定地区被发现
,

这套地层无法与华南其它地区进行直接对比
。

基于此
,

当时另建一新组 —旧城组
。

为了便于与世界其它地区含有相似鱼群内容的地层对比
,

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厘定

旧城组的内容
。

厘定后的含义如下
·

旧城组
,

仅见于云南省武定地区 命名剖面位于武

定旧城附近
,

由人民桥至疏沙坡 岩性由两部分组成 下部为浅黄色
、

白色中厚层石英

砂岩
,

中间夹黄绿色
、

灰黑色泥质
、

粉砂质页岩
,

厚约 上部为黑色页岩
,

风化后

呈深灰色
,

极易剥离
,

底部有一层较薄的灰质泥岩
,

厚约 产有丰富的鱼类化石
,

下

部的砂岩中产有节甲鱼类化石 印 和植物化石碎片
,

上部除

个体较小的胭甲鱼类 外
,

主要是一些个体较大的节甲鱼类
,

计有

水
,

故 艺 , 元 ,

月况 和

二
、

与上下岩层的关系

潘江等 在 《华南陆相泥盆系 》一文中
,

基于坡脚组与海 口组 系指广义的

原稿收到 日期 一 一 修改稿收到 日期 一 一



期 王俊卿等 论云南武定旧城组的地质时代

海 口组 —作者注 之间有很大的生物缺失
,

因而深信两者之间应有沉积间断
。

赵秀馄

在 《武定地区泥盆系 摘要 》一文中也持同样看法
。

刘玉海等
、

王俊卿
、

朱敏等
、

刘时藩 等均认为
,

武定地区泥盆纪地层为连续沉积 ,

之间没有间断
。

虽然在旧城组与海 口组之间有 一 厚的粗砂岩
,

担这并不能代表沉积

间断
,

而很可能是沉积环境变化所致
。

王俊卿
、

刘时藩 根据所产鱼化石的性质
,

将旧城组与西欧含相似鱼

群的地层对 比
,

认为其时代与 相当
。

该组与坡脚组的上下关系是他们定时代的另

一重要依据
。

随着地层古生物研究的深入
,

长期以来被广泛采用的关于华南泥盆系的划分现 已发

生很大变动
。

许多地层古生物工作者
,

根据他们的研究工作与国外的新成果
,

建立了新

的华南泥盆系的地层层序 侯鸿飞
,

廖卫华等
,

潘江等
,

白顺 良等
,

侯鸿飞等
, ,

将原划归中泥盆统的郁江组
、

坡脚组
、

甘溪组和四排组均归入

下泥盆统
,

前三者大致与下 相当
,

后者则与上 相当
。

云南武定地区的坡

脚组含有典型的坡脚动物群
,

无疑也应属下泥盆统
,

与欧洲下 相当
。

在该地区
,

坡脚组之上为旧城组
,

两者为连续过渡
。

旧城组是一套陆相沉积
,

生物群主要以鱼类化

石为主
,

此外有少许植物化石
,

但保存不好
,

多为碎片
。

含相似鱼群的地层在欧洲也有
,

其时代过去一般认为是 或
一 ,

因此
,

日城组就被置于 如此

说成立
,

那么在武定地区似乎就缺少了相当于四排阶的沉积
,

这又与实际的地层层序相

悖
。

因为上面 已提到
,

从坡脚组到海 口组均为连续沉积
,

仅仅是由于沉积环境的变化
,

导

致沉积物成分的明显不同
。

三
、

生物群的性质与时代归属
旧城组所产化石

,

除了少数植物碎片外
,

主要是盾皮鱼类化石
。

目前已记述的除个

体较小的胭 甲鱼类外
,

其它多为个体较大的节甲鱼类
,

计有
,

脚
记叉飞了’’

, ,

和 月“ 。儿 。

这一鱼群内容相当丰

富
,

但到 目前为止
,

其绝大多数成员在华南仅在武定地区发现
。

就业已记述的节甲鱼类

而言
,

却均可以与西欧或澳大利亚的进行比较
。

艺刀 王俊卿
、

王念忠
,

与欧

洲的 万‘ 和 非常相似
。

产 和 的 成

最初被置于早泥盆世
, , ,

后 来
,

和

认为 应属于 中泥盆世早期 期
。

年代后
,

许多学者
, 。 , 一

对这一套地层又重新进行了研究
,

认为含有 和 , 的 和其上的 的

时代应属于早泥盆世的 期
。

故 王俊卿
、

王念忠
,

的枕区特别长
,

这一特征与西欧所产的 和澳大利亚所产的 口‘ 相似
, ·

认为 的时代可从 到
,

认为产于澳大利

亚的 和 众夕 以及 均具有较长的枕区
,

时代为
。

乡 、 王俊卿
,

是另一个体较大的节甲鱼类
,

头部后部特征与澳大利亚的

的特征相近
,

而前部则与产于欧洲北部的 相似
,

时代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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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刘玉海
、

王俊卿 建立
,

隶属
,

从具有皮质骨吻囊
、

松

果片位于眶前片之前而论
,

该属与 潘江等
, ,

图
、 、

台
、 、 , ,

图
, ,

相似
。

认

为 二 应属于 日
,

该科化石最早发现于澳大利亚
,

目前在我国华南

已有发现
,

时代为
。

只发现于西欧的
。

台 和

脚 众 两属均产于加拿大
,

其时代为 或
。

通过上面的讨论与比较可以看出 从地层层序上看
,

旧城组位于坡脚组之上而且连

续
,

应与四排组相当 从鱼群主要成员的性质上看
,

完全可以同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相似

鱼群比较
。

因此
,

云南武定地区旧城组无疑应归入早泥盆世
,

相当于上 阶
。

四
、

相关问题
·

上述分析
,

无论从鱼群的性质还是从岩层的上下关系看
,

旧城组的时代应属埃姆斯

晚期
,

与我国南方含海相无脊椎动物化石的四排组相当
。

这样就出现了

个问题 一是 “

旋 台 的时代问题
,

二是与穿洞组的关系
,

三是海 口组的时代问题
。

到 目前为止
,

旧城组所产的胭 甲鱼类化石被记述过的只有 一属一

种
,

仅发现于武定地区旧城组
,

世界其它各地均未见报道
,

因此相互间无法对比
。

刀“‘ 在武定地区与前面提到的大的节甲鱼类化石产于同层
。

既然根据大的节甲鱼类化

石群的性质认为
,

该鱼群与欧洲和澳大利亚早泥盆世埃姆斯期的鱼群极相近
,

含相近鱼

群的层位在时代上应大体相当
,

那么
, “ 的时代 自然也就解决了

。

穿洞组系云南区调队于 年创立的
,

建组剖面位于云南沽益下双河村附近
,

其岩

性为 褐黄色中细粒石英杂砂岩
,

夹灰紫色
、

绿灰色粉砂质钙质泥岩
,

厚度约 一
。

产有
, 刀优

, “ 站 ,

另外还有介

形类 故
,

万‘ 等无脊椎动物化石
。

最初建立该组是用于代表中泥盆世

早期陆相沉积
。

从岩性上看
,

穿洞组似乎与旧城组有些相似
。

然而两者鱼群除 。

外
,

差别较大
。

穿洞组鱼群中以胭甲鱼类居多
,

而旧城组的鱼群则以节甲鱼类为主
。

据

笔者多年在该地野外工作观察
,

从不与 刀沉 议
、

义幼丙 众 同层产出
,

穿

洞组的 可能在鉴定上有误
。

在曲靖地区
,

早泥盆世徐家冲组 云南地质志称

其为翠峰山组 与其上地层为不整合接触
,

而 众
,

均产在

不整合面之上
,

在穿洞组与下伏地层之间缺失一套产有大的节甲鱼类地层
,

因此笔者认

为穿洞组与旧城组为上下关系或部分重叠
。

武是地区泥盆纪地层是连续的
。

该地区广义的海 口组包括两部分
,

即旧城组和狭义

的海 口组
。

在云南省的不同地区
,

狭义的海 口组超覆在下泥盆统或不同时代的前泥盆系

地层之上
,

所产鱼化石有
, , 。 , 翻 等

,

此外有

植物化石 尸
,

心 等
。

传统看法认为海 口 组为中泥盆世晚期

期
。

前已谈到
,

根据旧城组所产鱼群性质
,

该组应属早泥盆世晚期 期
,

由

于武定地区泥盆系乃连续沉积
,

这就有必要重新考察海 口组的时代
。

地层古生物工作者

根据产有相同的鱼化石常将云南的海 口组与湖南的跳马涧组相比
,

过去将它们同时归入

中泥盆世晚期
,

近年来
,

随着工作的深入
,

对跳马涧组的时代有了新的认识
,

王成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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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论华南泥盆纪艾菲尔期 地层 》一文中认为
“

湖南跳 马阿组上部产

、 的层段为基维特阶
,

而其下的大部分地层也应归入艾菲尔阶
。 ”

这

就 十 分 明 确 地 指 出 在 含 有 以 层 之 下 产 有 尸 讨耐。耐

以及 众 的层段应属艾菲尔阶
。

王根贤等 在研究湘中中泥

盆统时
,

根据牙形石 尸 初 带
、

竹节石 故 带和 介

“
一

贝
一 召刀户 腕足类珊瑚组合同层产出

,

说明含上述化石的棋梓

桥组下段相当于国外的 阶下部无疑
。

跳马涧组伏于棋梓桥组之下
,

因此跳马涧组

的时代应早于
。

湘中跳马涧组产鱼化石 和 八
,

在该组上部

的黑色页岩内产大量抱粉
,

多为国内外 期可靠和常见分子
,

所有这些都说明位于

阶棋梓桥组之下的跳马涧组归入中泥盆世早期 阶为宜
。

海 口 组与跳马涧

组均以产胭甲鱼化石 钻 , “ 而闻名
,

历来认为两者的时代相当
。

因此
,

云南的海 口组 自然地归入中泥盆世早期的 阶
。

这样
,

武定地区的旧城组与海 口组

不论在地层层序上还是鱼群性质上均为连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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