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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地区下三叠统飞仙关组的 

双壳类与古水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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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要 庆北碚地区 。一三叠蛇 E仙关虹扼灰岩中苫大量双壳羹化石，其排州有一定规律．所研完 

的样皇 中，过壳嘻卧竞诛平分战与古书漉方 向一致 ，壳嘻指示术j克方向．遗机 州量 53个壳诛 ，髭敷理 

萎 篓 裳膨 ， 主题词：古生物化石j盟壳婀f古水漉方向；圭庆 飞扯I 组 r；醑斗艺，嘲 ，矗 。c乙／ ＼ 

重庆北碚地区三叠系地层出露完整，其中下三叠统的飞仙关组划分为 5段，一、三、五段主 

要为紫红色钙质泥岩和泥灰岩，二、四履为灰色鲕粒灰岩和介屑、砂屑、砾屑灰岩等．在紧红色 

钙质泥岩和泥灰岩层段中含大量双壳类化石，化石种类单调，以克氏蛤(Clara~a印．)为主．这些 

化石大多集中分布在岩层表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本文通过定量分析，对双壳类化石的排 

列方式与古水流关系进行讨论． 、 

1 数据测量 

在翔断古水流流向册研究中，古生态学家对长形化石如直壳鹦鹉螺、箭石、汀节石等给予 

过较多的注意，但对娄似予克氏蛤的宽体双壳类能定量化研究则很缺乏 ．克氏蛤既非长形 

化石，也非辐射对称化石 ，讨论它在水流申的定向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本次研究的样本，选择在北碚地区天府背科南东翼飞仙关组第三段中．在该段紫红邑薄层 

泥灰岩表面上密市克氏蛤化石．其壳体星卵圆形．近于不拿}，表面具极细雨均匀的蜀心线，无放 

射线． 

野外观察，化石垒为凹面向下，所有壳体的排列呈定向性，排列的主轴线与过壳醵的壳体 

平分线一致．据 妇w(1978年)的研究，当水流流速低于 0．3．,／s时，双壳类壳体以壳喙与水 

流方向相对，且壳体凹面向上和凹面向下均有；当水流流速大于0．57m／~时，壳体的壳喙与水 

流方向一致，即壳喙指向水流方向，且壳体垒为凹面向下 ．我们观察的样本，壳体全为凹面向 

下，属上述第二种情况，即水流流速大于 0．57m／s．壳喙指示水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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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采用随机取样．先在壳体上用铅笔划出过壳喙的壳体平分线，后用罗盘确定平分线的 

走向，以壳喙指向为准． 

测量方法与波痕走向的测量方法相同．用一块小木板置于贝壳层的岩层面上 ，使其一边与 

岩层走向平行 ，在木板上画出过壳喙的壳体的平分线 ，再以与岩层走向平行的耶条边为轴 ，翻 

动木板至水平位置、测量木板上的平分线方向即为壳体平分线的原始方向，不需要再进行室内 

校正 ． 

样本测量数据 见 表 1． 

表 1 克氏蛄的角度观察值 

虚数( ．) ． I． 度数(口．) 05k~"i 

一 0．656l 

一 0．￡293 

- 。1∞ l8 

f)．2588 

r  0 】397 

· 0 】0d5 

一 C 0872 

— 0．0698 

— 0 0349 

+ 0 (1349 

+ 0．0698 

+ 0．1392 

一 O．1392 

一 O．1 7,36 

上 0．1 908 

+ 0．1 908 

+ O．2250 

+ O．225O 

+ 0．2250 

+ 0 2756 

+ 0．2756 

+ 0．2756 

+ 0．2756 

+ 0．2756 

+ 0．309O 

+ 0 309O 

一 0．3090 

O．75 d 7 

O 777} 

一 O．7986 

O 9659 

～ 0 99O3 

一 O．鲫 d5 

一 O．9962 

— 0．∞ 76 

— 0．999 

一 0．999{ 

0．9976 

一 O 9908 

一 O．99O3 

一 O．98d8 

一 O．9816 

一 O．9816 

— 0．97 4 

— 0．97{{ 

一 0．97t{ 

一 0．96i 8 

一 O．961 3 

一 O．96】3 

— 0．96l3 

— 0．96】3 

— 0 951】 

一 0 95I】 

一 0．95lj 

+ 0．3t2O 

+ 0．3420 

+ O．3746 

+ 0．3907 

+ 0 4067 

+ 0 4226 

4-0．{695 

+ 0．{848 

+ 0．5299 

+ O．54{6 

+ O．6】57 

+ O．6293 

+0．656I 

+0．656I 

+ 0．6974 

0．731{ 

+ 0．7431 

+ O．7886 

+ 0．87{6 

+ 0．8988 

+ 0．0336 

+ 0．9925 

+ 0．9903 

-4-0．9848 

0．98,18 

+ 18．39l5 

一 O．9397 

一 O．9397 

— 0．9297 

～ O．92O5 

一 O．9l 35 

一 O．0063 

— 0．8829 

— 0．874 6 

— 0．8{80 

— 0．8387 

— 0．8192 

— — 0．7880 

一 O．777l 

— O．75 7 

一 O．7547 

— 0．7193 

— 0．6820 

— 0．669i 

— O．6】57 

一 O．48{8 

一 O．438,t 

— O．3584 

— 0．12l 9 

+ 0 1392 

0．1736 

+ 0 I736 

一  2．2709 

剐 驯 撇 瑚 ㈨ 咖 ㈨ 川 ⋯ 川 Ⅲ ㈨ 蝴 蛳 。 加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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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 53个观察值作圆形直方图，如图1所示．以圆周 360 表示方向，矢径表示观察次数 

‘  

2 定量分析 

在平面内观察参数的测量值实际上都 

是二维的，可作矢量解释．在测量众多的角 

度数据之后 ，如何确定一个角度样本的均 

值矢量是很重要的．在这里简单的算术平 

均 值 是错 误 的，＆ 州 (1971)曾 举例 说 

明，如测量 的两个数 据是 0 和 359。，其平 

均值约为 180 的 ，这是一个与真实 方向正 

好相反的数据． 

现采用 确 棚 (1971)所介绍的方法⋯ 

． 假如已爰I量 Ⅳ个角度 (i=1，⋯，Ⅳ)，相 

应于第 ·个角度的单位圆的圆周上的点有 

坐标 

五一∞ ， =棚蛳 圈 1 飞仙关组第三段中克氏蛤的方 向_丹布图形直方 图 

该样本均值矢量的分量是 z一( +。．堋 +⋯+m )／Ⅳ 

即 ；一 ∑ ；同理 一 ∑ 
。 。。 。。 。 。。 。- _- -● 。 ● 一  

采用极坐标，则距原点距离r=、／(-2+ ) 

而角度 0： o瑚 =z／r，嘲0一r／， 

由此可以求得角度矢量的均值 0． 

观察围 l，存在着单峰分布的趋势．这是样本垒域分布申真正的单峰呢 ，还是均匀分布而 

因直方图等级间隔造成的假象?现采用雷利(舶 )检验． 

引入 矗= ~／ +矸聘 

其中， =2J卿  ． 一厶 a ． 

雷利检验先求检验统计量 z，定义为 z= ／N 

给定显著水平 P，查雷利z值表可得 z，，当z>z，时则均匀分布的假设筏拒绝，反之亦然． 

该样本的均值矢量坐标由下列步骤求出 

：18．3915／53=o．3470 =一{2．2709／53一一o．7976 

： √(0．3470) +(～ 0．7976) 一0．8698 

均值角度由此求出 

∞胡一0、3470／0．8698=0．3989 

0 7976／0．8698；0．9170 

因此均值角度为 294。． 

雷利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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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3915 W： 一 42．2709 

于是 

z=E(18．3915) +(～42．2709) ]／53：40．1 

当P=I 时，舀=4．605<~40．1，因而是该样本确为单峰分布而非均匀分布 

3 讨 论 

早三叠世的飞铀关期，在四川盆地的西侧摩滇古陆隆起成陆，西北侧为龙门山岛链，限制 

了四川海域与JIl西糟海的沟通，北侧为汉南海隆，东北侧为大巴山海隆．四川海盆呈现西高东 

低的地势及京探西谩的海域特征，在南部方向有特提斯海水侵入，东南方向有古太平洋海水侵 

入，并有水道与北及西北之槽海相连“]． 

本文分析的样本产层、北碚地区飞仙关组第三段，沉积厚逾 200m，岩性单调．下部是紫褐 

色粉砂质泥岩夹透镜状生屑泥晶灰岩 ，中部褐灰色泥质岩与泥灰岩 ，上都紫褐色钙质泥岩、泥 

灰岩夹生屑泥晶灰岩透镜体．薄至中厚层或厚层状水平层理．生物扰动发育，是形成厚层状外 

貌的主因．生屑泥晶囊岩均呈波痕样的底平顶凸状，波痕走向30。至 210。，反映的古水流方向 

与上面的分析一致．措动变形频现，偶见埋藏沙波、小型i巾刷填集的i巾淘．上、下部以双壳类和 

腹足类生屑为主，含部分棘屑与鱼骨，中部的多个层面有大量菊石聚集 ]． 

飞仙关组第三段属于泻湖沉积，具有堡堤屏障 ]．在威化的泻湖中，要引起生物群的变化， 

适应正常盐度的生物，如棘皮、头足，大多数臃足、苔藓虫等死亡；适应变动盐度的生物，特别是 

双壳类、腹足类和介形虫用数量增加．从种属上看，泻湖的特征是种属单调，但某些种属特别繁 

盛，即形成种晨步、个体多的情况，这是因种问生存竞争强度降低的缘故．飞仙关组第三段的情 

况正是如此，所台化石几乎全为双壳类，种属单调，以克氏蛤为主，但个体数量巨大，密布岩层一 

成化泻潮中，由于蒸发量太，潮水单向流入泻湖，被浪作用敬弱，较多地受潮汐作用影响， 

井在泻湖岸造成一片竟坦的灌坪地带，其上有湘渠袁潮溃．潮坪为中——低能环境，而潮渠和 

潮溪为较高能环境． 

根据定量分析得出的台贝壳层水瀛方向应为 294。，即北西方向，表明贝壳受东南方向侵 

入的海水影响，印受古太平洋海水侵入影响，海水沿堡堤屏障上的缺El、即潮汐通道灌入泻湖 

内，这与四川盆地早三叠世的地势、海域特征和飞仙关组第三段的沉积环境是吻台的一 

在观察样本中，贝壳全为凹面向下，据 (1986)的研究，这种情况代表一种高能环境， 

凹面向下是这种类型的壳体对于水流作用来说最为稳定的产状“3．由此可以判断，这些贝壳， 

是在较高能的潮渠中形成的，潮渠的末端指向大陆方向，恰好与计算分析的方向一致·潮水上 

涌时沿潮渠推进，到末端呈发散状态，回流时或为授漉形式，因此上涌的潮水使贝壳呈定向排 

列，而回流的水漉由于能量分数而变得镦弱，不再影响贝壳的排列方向．前面谈到，该样本中贝 

壳的产状说明水流速度大于 0．57m／s，在潮坪上，水漉速度可达一节(约 l-851=r,~／h=0·514m／ 

)，在潮渠中，漉逢可达 3节 ．潮坪上水流速度为 0．514,．／s 于 0．5 ／s，不能形成这种贝 

壳堆积；而潮渠水漉速度达到 1．54m ，大于 0．57m／s，可形式这种贝壳堆积，这是又一个有力 

的证据． 

综上所述，东南方向侵人的海术通过障壁上的潮汐通道灞进泻湖．继续推移到潮坪，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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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这样的较高能环境中堆积了贝壳沉积．可以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通过贝壳的产状恢复当时 

的水流方向，并结台其它因素，判断出地史时期的沉积环境和地理格局，本文的研究证明这种 

方法是成功的． 

参 考 文 献 

R·A·暑门特．定量古生态学导论，科学出版杜．1883 

刘宝君．沉积岩石学．地质出版杜，]980 

刘宝君，曾永孚．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1985 

崔德树·藕醺琛．早 中三叠世四川盆地古地理概貌厦与油气关系探讨．岩相古地理文集(第2辑)．地 

质出版社，1986 

扬国芙-．重庆北碚地区下三叠毵飞仙关组沉积相的基本特征．西南石油学院学报．1987．9(2) 

D·V·阿搭尔．古生态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81 

J·R·多德、R·J·斯坦顿．古生态学概念与应用．南京大学出舨社，1989 

RELATIoN BETW EEN BIVALVIA AND 

PALAEoCURRENT IN FEⅨ IANGUAN FoRMATIoN 0F 

LOWER TRIASSIC IN BEIBEI，CHONGQING 

DengTao 

( 自删 盯 咖 唧 ) 

Ah~a'act 

There are nutrty[osdls of Bivatvia in the marl of Feiximt~qmn [ommttoa of Lower Triassic in 

Beibet，Chongqing．The shells arrangement h regulIr．In the samples under study．the bisectors of 

the sheRswhich throug}ltheirbeaksm  paralld tothe／mlaeocurrentdirection．andthe be|l【’mdi— 

cates the current direction．Alter mee．~ring 53 sheUs at random ，we calculated the lmlaeocurrent 

direction，which is 294。．with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and proved these shell members~sedi． 

mentary environmeiit to be tidal ditch Orl tidal flat of lagoon． 

Key words Paleobiologic fossil；Bivalvia；Palaeocurrent direction：Chongqing 

l  2  3  4  5  6  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