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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贵州兴义烂滩剖面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在该剖面第 ６ 层中发现 ３ 类辐鳍鱼牙齿化石，其伴生有介

形类 Ｃａｖｅｌｌｉｎａ ｊａｎｇｙｏｕｅｎｓｉｓ，在 １２ 层中发现软骨鱼类鱼鳞化石和 ２ 类辐鳍鱼牙齿化石，在第 １４ 发现大量的粗菊石

Ｔ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ｓ ｓｐ．。 在该剖面上建立了 ２ 个牙形石带，自下而上分别为：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和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ａｄｐｏｌｅ 带。 根据牙形石特征，把中晚三叠世拉丁和卡尼期的界线定于 １２ 层底部。 该剖面为该区中上三叠统之交的

地层提供了较好的生物地层格架，对地层时代划分及区域对比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晚三叠世；竹杆坡组；鱼类微体化石；牙形石；贵州兴义

　 　 兴义地区位于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处，交通极为

便利（图 １）。 该区中—晚三叠世地层海相碳酸盐岩

地质记录良好，是研究中—晚三叠世生物地层的理

想区域。 拉丁末期和卡尼早期扬子地台西南缘沉积

地层以竹杆坡组为代表。 竹杆坡组最初由王钰等

（１９６３）命名，现指整合于杨柳井组白云岩或垄头组

块状亮晶灰岩之上，小凹组泥质灰岩之下的一套含

双壳类、腕足类化石的灰色中厚层灰岩、白云质灰

岩，时代为中三叠世拉丁期至晚三叠世卡尼早期

（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１９９７；曾雄伟等， ２０１４；李志

广等，２０１６）。 在竹杆坡组地层中含多层化石丰富

的黑色岩系化石库，典型的剖面和化石点在贵州龙

的发源地贵州省兴义市顶效绿荫村 （杨瑞东，
１９９７），和贵州兴义市乌沙镇泥麦古村（马乐天等，
２０１３；邹晓东等， ２０１５），以保存属种丰富的海生爬

行动物化石、产出大量胡氏贵州龙为特色，多门类脊

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共同繁盛的重要生物群落。
笔者在贵州兴义地区从事 １：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中（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❶），发
现一条地层连续、露头较好、顶底齐全的竹杆坡组剖

面———贵州兴义烂滩剖面，在该剖面上发现大量的

鱼类微体化石和牙形石，为研究中晚三叠世之交生

物群落演化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资料。

图 １ 贵州兴义烂滩剖面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ｔ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ｇｙｉ，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　 剖面描述

贵州兴义烂滩竹杆坡组剖面位于兴义市西侧岔

米村烂滩附近，剖面起点地理坐标为 ２５°０４′０７．５″Ｎ，
１０４°４７′５２．２″Ｅ，终点地理坐标为 ２５°０４′１３．６″Ｎ，１０４°
４８′１０．２″Ｅ。 剖面岩性及生物地层特征如图 ２ 所示。
在地层分区上属于上扬子地层区下属的黔西南地层

小区（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１９９７），构造位置属于扬

子陆块兴义隆起区（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７）。 岩

性及厚度自上而下为：



上三叠统小凹组

１４ 层：灰黑色中薄—中层状炭质泥岩夹薄层状深灰色

泥灰 岩。 含 牙 形 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菊 石：
Ｔｒａｃｈｙｃｅｒａｓ ｓｐ．；双壳：Ｈａｌｏｂｉａ ｓｐ．。 ４５．２９ ｍ

整合

中—上三叠统竹杆坡组：３１４．３３ ｍ
１３ 层：深灰—灰黑色中—厚层状泥灰岩夹灰黑色炭质

泥岩。 ５２．１３ ｍ
１２ 层：中—薄层状含生物碎屑泥质灰岩，风化面呈波丘

状 起 伏。 含 牙 形 石：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Ｐ．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ａ、Ｐ．
ｆｏｌｉａｔｅ ｆｏｌｉａｔａ、Ｅｎａｎｔｉ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ｚｉｅｇｌｅｒｉ，鱼牙、鱼鳞 。

３９．８３ ｍ
１１ 层：灰—深灰色中薄层状泥晶灰岩夹炭质页岩，底部

出露一层中层状含燧石结核泥晶灰岩，向上灰岩

中的泥质成分逐渐增多。 含鱼牙、鱼鳞。 ７．４１ ｍ
１０ 层：浅灰—灰白色中薄状微晶灰岩，含生物碎屑，主

要为海百合茎。 向上岩石颜色逐渐变深。 含牙

形 石：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Ｐ．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Ｅｎａｎｔｉ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ｚｉｅｇｌｅｒｉ，鱼牙、鱼鳞。

７５．４２ ｍ
９ 层：灰色中薄层状瘤状灰岩夹泥灰岩，风化面呈灰黄

色。 ６．６７ ｍ
８ 层：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灰岩夹纹层状灰

岩。 ２６．１８ ｍ
７ 层：灰色中厚层状微晶白云岩夹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

灰岩。 ３．４０ ｍ
６ 层：灰—深灰色纹层状灰岩。 含介形虫： Ｃａｖｅｌｌｉｎａ

ｊａｎｇｙｏｕｅｎｓｉｓ Ｘｉｅ，鱼牙。 １６．３６ ｍ
５ 层：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灰岩。 ２１．８６ ｍ
４ 层：灰—浅灰色中厚层状砂屑灰岩夹纹层状白云质灰

岩。 １５．４８ ｍ
３ 层：灰白—浅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夹纹层状白云岩。

９．５５ ｍ
２ 层：灰—浅灰色中厚层状白云质灰岩，夹纹层状白云

质灰岩。 ４０．０４ ｍ
整合

中三叠杨柳井组＞１３．５９ ｍ
１ 层：灰白—浅灰色中厚层状粉—细晶白云岩。 １３．５９ ｍ
未见底

２　 鱼类微体化石的特征

在烂滩剖面上发现的鱼类微体化石包括了鱼鳞

和鱼牙，形态多样，属于不同的类型。 下面分类型介

绍其特征。
鳞片类型 １：图 ３ｉ，大小 ５６０ μｍ×４１０ μｍ。 为软

骨鱼类鳞片，由冠部、颈部和基部组成。 鳞片冠部后

倾，呈三尖状，冠后缘有三个冠尖，其中中部的冠尖

图 ２ 贵州兴义烂滩剖面岩性柱状图及主要化石分子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ｔ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ｎｇｙｉ，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ｔｏ ｓｈｏ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ｈ ｍｉｃｒｏｒｅｍａｉｎｓ
１—泥晶灰岩；２—泥质灰岩；３—泥灰岩；４—生物碎屑灰岩；５—
瘤状灰岩；６—砂屑灰岩；７—白云质灰岩；８—白云岩；９—纹层灰

岩；１０—泥岩；１１—鱼牙；１２—鱼鳞

１—ｍｉｃｒ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２—ｍｕｄｄｙ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３—ｍａｒｌｓ；４—ｂｉｏｃｌａｓ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５—ｎｏｄｕｌａｒ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６—ｓａｎｄ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７—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８—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９—ｌａｍｉｎａｔｅ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１０—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１１—
ｆｉｓｈ ｔｏｏｔｈ；１２—ｆｉｓｈ ｓｃａｌｅ

略大，冠部上表面中央平台略突，向后收缩呈脊状，
中央平台与冠部边缘之间为宽缓的鞍沟，下表面光

滑无饰。颈部连接冠部和基部。 基部较冠部大，呈近

４０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图 ３ 兴义烂滩剖面典型鱼类微体化石

Ｆｉｇ． 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ｍｉｃｒｏｒｅｍ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Ｚｈｕｇａｎ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ｔ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Ｘｉｎｇｙｉ，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ｄ）、（ｅ）、（ｆ）—鱼牙类型 １（辐鳍鱼类鱼牙），（ａ）、（ｄ）剖面第 １２ 层，（ｅ）、（ｆ）剖面第 ６ 层；（ｂ）—鱼牙类型 ２（古鳕鱼类鱼牙），剖面第

１２ 层；（ｃ）—鱼牙类型 ３（比耶鱼类鱼牙），剖面第 ６ 层；（ｇ）—鱼牙类型 ４（辐鳍鱼类鱼牙），剖面第 １１ 层， （ｈ）—鱼牙类型 ５（辐鳍鱼类鱼

牙），剖面第 ６ 层；（ｉ）—鳞片类型 １（软骨鱼类鳞片），剖面第 １２ 层；（ｊ）—鳞片类型 ２（软骨鱼类鳞片），剖面第 １１ 层

（ａ）， （ｄ）， （ｅ）， （ｆ）—Ｔｏｏｔｈ ｔｙｐｅ １ （Ａｃｔｉｎ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ｎ ｔｏｏｔｈ）， ｂｅｄ １２， ｂｅｄ １２， ｂｅｄ ６， ｂｅｄ ６； （ｂ）—ｔｏｏ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Ｐａｌａｅｏｎｉｓｃｏｉｄｅａ ｔｏｏｔｈ）， ｂｅｄ
１２；（ｃ）—ｔｏｏｔｈ ｔｙｐｅ ３ （Ｂｉｒｇｅｒｉａ ｔｏｏｔｈ）， ｂｅｄ ６；（ｇ）—ｔｏｏｔｈ ｔｙｐｅ ４ （Ａｃｔｉｎ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ｎ ｔｏｏｔｈ）， ｂｅｄ １１， （ｈ）—ｔｏｏｔｈ ｔｙｐｅ ５ （Ａｃｔｉｎｏｐｔｅｒｙｇｉａｎ ｔｏｏｔｈ），
ｂｅｄ ６； （ｉ）—ｓｃａｌｅ ｔｙｐｅ １ （Ｃｈｏｎｄｒｉｃｈｔｈｙｅｓ ｓｃａｌｅ）， ｂｅｄ １２；（ｊ）—ｓｃａｌｅ ｔｙｐｅ ２ （Ｃｈｏｎｄｒｉｃｈｔｈｙｅｓ ｓｃａｌｅ）， ｂｅｄ １１

圆形，基面微微内凹，中部的孔管系统开口较小。 这

与陈立德（２００２）在贵州关岭小凹剖面瓦窑段下部

发现的卡尼阶的 Ｓｅｒｒａｔｏｃｏｒｏｎａ ｈａｌｂｅｒｄｉｆｏｒｍｅ Ｃｅｎｇ（戟
状锯齿鳞）相似，不同在冠尖较少，仅三个，且基部

较大，基下表面中部的孔管系统开口较小。 与王念

忠等（２００７ｂ）在浙江长兴县煤山剖面二叠 ／三叠系

界线层上下软骨鱼类化石弓鲛科 Ｈｙｂ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鳞片

不同在于颈部不发育。 与张保民等（２０１２）在贵州

贞丰竹杆坡组剖面中发现的拉丁阶的 Ｆｒａｇｉｌｉｃｏｒｏｎａ
ｗａｎｌａｎ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Ｚｈａｎｇ 不同在于基部更大，近圆形，颈
部不发育。

鳞片类型 ２：图 ３ｊ，大小 ５３０ μｍ×２３０ μｍ。 为软

骨鱼类鳞片，由冠部、颈部和基部组成。 鳞片冠部呈

披针形，冠后缘有三个冠尖，其中中部的冠尖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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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部上表面中央平台高突，中央平台前部为狭长的

椭圆形，向后收缩呈脊状。 冠部下表面光滑无饰。
颈部连接冠部和基部。 基部呈近菱形，基面内凹，有
孔管系统，位于基部下表面中央，约占基部下表面的

１ ／ １０。 这与张保民等（２０１２）在贵州贞丰竹杆坡组

剖面中发现的拉丁阶的 Ｆｒａｇｉｌｉｃｏｒｏｎａ ｌａｂｒｉｔｒｉｃｕｓｐｉ
Ｊｏｈｎｓ 相似，不同在于两翼冠尖略矮于中部最大冠

尖，冠部上表面中央平台更为凸起。 与陈立德

（２００２）在贵州关岭小凹剖面竹杆坡组上部、关岭瓦

窑剖面竹杆坡组中部发现的拉丁阶—卡尼阶的

Ｆｒａｇｉｌｉｃｏｒｏｎａ ｐａｒａｌａｂｒｉ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ｓ Ｃｅｎｇ （假横环单尖脆

弱鳞）不同在两翼表面高凸不明显，冠前部没有显

著的横向脊，基下表面中央孔管系统不大。
鱼牙类型 １：图 ３ａ、ｄ、ｅ、ｆ，呈扁尖锥状，长度 ４８０

～９６５ μｍ，两侧具明显的侧棱，侧棱的一侧呈扁平

状，另一侧略凸出，齿根具少数细的纵脊纹，略为粗

大，断面呈椭圆状。 为硬骨鱼纲辐鳍鱼类牙齿化石。
与王念忠等（２００７ａ）在浙江长兴煤山 Ｚ 剖面长兴组

上部发现的 Ｂａｏｑｉｎｇ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ｉｃｒｏｄｏｎｔｕｓ Ｗａｎｇ（小齿

葆青鱼）相似，不同在于齿根更大，侧棱更为扁平。
鱼牙类型 ２：图 ３（ｂ），呈纤长的单锥形，微微向

后弯曲，长度 ８５０ μｍ，尖端质帽小，且表面光滑无

饰，齿根表面具有细而密集大致平行排列且不连续

的纵向细脊纹。 为硬骨鱼纲古鳕鱼目牙齿化石。 这

与王念忠等（２００７ａ）在浙江长兴煤山 Ｚ 剖面长兴组

顶部发现的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ｉｃｈｔｈｙｓ ｚｈａｏｉ Ｗａｎｇ（赵氏浙江

鱼）和贵州紫云四大寨中二叠世晒瓦群第三段中发

现的硬骨鱼类古鳕鱼牙化石（季强等， ２００９）相似，
不同在于齿根底部表面具有细小的纵向脊纹。

鱼牙类型 ３：图 ３ｃ，呈短粗的单锥形，长度 ８２５
μｍ。 齿帽表面具有细而密集大致平行排列且不连

续的纵向细脊纹，向上明显收缩成齿尖。 而齿根没

见纵向细脊纹，齿根约与齿帽等长，略为粗大，呈筒

状，断面近圆形。 为硬骨鱼纲比耶鱼属牙齿化石。
这与 Ｒｉｅｐｐｅｌ 等（１９９６）在美国内华达中三叠世的比

耶鱼牙化石（Ｆｉｇ．５ ｃ）相似在于齿帽具有密集的纵向

脊纹，不同在于齿根纵向脊纹不发育。
鱼牙类型 ４：图 ３ｇ，呈短粗的单锥形，微微向后

弯曲，长度 ５４０ μｍ，尖端部分破损。 整个牙齿表面

具有细而密集大致平行排列且不连续的纵向细脊

纹，齿根与齿帽间有一明显环形脊，齿根较为粗大，
呈圆柱状，断面近圆形。 为硬骨鱼纲辐鳍鱼类牙齿

化石。
鱼牙类型 ５：图 ３ｈ，长度 ４５０ μｍ，牙齿尖端质帽

与齿根间有一明显的向内凹入的细环，整个牙齿表

面光滑无任何饰纹。 齿根略为粗大，呈筒状，断面近

圆形。 为硬骨鱼纲辐鳍鱼类牙齿化石。 与王念忠等

（２００７ａ）在江西修水东岭剖面长兴组上段底部发现

的辐鳍鱼类牙齿相似，不同在于牙齿破损，齿帽与齿

根间的凹环不明显。 与毛羽等（２０１３）在鄂西建始

罗家坝剖面中二叠统孤峰组发现的辐鳍鱼类牙齿相

似，不同在于齿根下部明显变粗。

３　 牙形石生物地层

依据牙形石属种特征和地层分布情况，贵州兴

义烂滩剖面可识别出 ２ 个牙形石带，自下而上为：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和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ａｄｐｏｌｅ 带。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带，烂滩剖面下

部生物碎屑灰岩或白云岩未获取牙形石标本，不能

判断是否为首现位置，顶界以 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的首现为标

志。 该带位于烂滩剖面 １１ 层（含）之下。 此带以发

现带分子 Ｐ．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图 ４ｂ）为特征，伴生分

子有 Ｐ．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 （ 图 ４Ｆ） 和 Ｅｎａｎｔｉ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ｚｉｅｇｌｅｒｉ。 Ｐ．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最 早 由 Ｂｕｄｕｒｏｖ 和

Ｓｔｅｆａｎｏｖ（１９６５）命名，以其为带分子建立的化石带被

认为是上三叠统卡尼阶最下部的一个牙形石带

（Ｋｒｙｓｔｙｎ， １９８３；Ｋｏｚｕｒ， １９８９；Ｂａ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孙
作玉等， ２００５；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在中国，Ｐ．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多见于西南地区的法郎组、竹杆坡

组、瓦窑组、边阳组和天井山组，如贵州关岭（杨守

仁等， １９９５；王红梅， ２０００；陈立德和王成源， ２００２；
孙作玉等， 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六枝

（杨守仁等， ２００２）、贞丰 （杨守仁等， １９９５； Ｓｕｎ
Ｙａ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 罗 甸 （ 王 红 梅 等， ２００５；
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 镇宁 （ 王志浩和钟端，
１９９０）、兴义（王成源等， １９９８），云南罗平（王志浩

和钟端， １９９０；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开远（王
志浩和钟端， １９９０），四川江油北川（王志浩和戴进

业， １９８１）等地。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ａｄｐｏｌｅ 带，底界以带分子的首现

为标志，未见顶。 该带位于烂滩剖面 １２ 层（含）之

上。 此 带 以 发 现 带 分 子 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为 特 征， Ｐ．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图 ４ｃ、ｄ、ｅ、ｇ）继续延续本带，伴生

分子有 Ｐ． ｆｏｌｉａｔｅ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ａ（图 ４ａ）、Ｐ．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Ｅｎａｎｔｉ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ｚｉｅｇｌｅｒｉ。 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最早发现于日本

中部的 Ａｄｏｙａｍａ 组（Ｈａｙａｓｈｉ， １９６８），由其建立的化

石带被认为是晚三叠统卡尼阶 Ｊｕｌｉａｎ 亚阶下部的一

６０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图 ４ 兴义烂滩剖面典型牙形石化石

Ｆｉｇ． 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Ｚｈｕｇａｎ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ｔ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Ｘｉｎｇｙｉ
（ａ）—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ａ，剖面第 １２ 层；（ｂ）、（ｃ）、（ｄ）、（ｅ）、（ｇ）—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ｂ） 剖面第 １０ 层、

（ｃ）、（ｄ）、（ｅ）、（ｇ）剖面第 １２ 层．（ ｆ）—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剖面第 １０ 层

（ａ）—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ａ， ｂｅｄ １２；；（ｂ）、（ｃ）、（ｄ）、（ｅ）、（ｇ）—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ｂｅｄ １０， ｂｅｄ １２， ｂｅｄ １２， ｂｅｄ １２， ｂｅｄ １２；（ｆ）—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 ｆｏｌｉａｔａ，ｂｅｄ １０

个牙形石带 （ Ｇａｌｌｅ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７；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在中国，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见于

西南地区的竹杆坡组中，如贵州关岭（杨守仁等，
１９９５；陈立德和王成源， ２００２；孙作玉等， ２００５；
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贞丰（杨守仁等， １９９５；
Ｓｕｎ Ｙａ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六枝（杨守仁等， ２００２），云南罗平（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等地。

４　 讨论

海相拉丁阶—卡尼阶界线，以菊石 Ｄａｘａｔｉｎ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的首现位置标志卡尼阶的底界（Ｍｉｅｔ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在我国目前没有发现定义该界线的标准

菊石分子（童金南和殷鸿福， ２０１５）。 作为第二辅助

标准的牙形石 Ｐ．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的首现位置作为

卡尼阶的底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Ｋｒｙｓｔｙｎ， １９８３；
Ｋｏｚｕｒ， １９８９；Ｂａ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孙作玉等， ２００５；
Ｌｅｈｒ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但 Ｐ．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延限

长，不同发育阶段形态多有不同（Ｋｏｉｋ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
Ｈｏｐｋｉｎ， ２００９；Ｃｈｅｎ Ｙａｎ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且与标准

菊石分子 Ｄａｘａｔｉｎ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不等时出现（Ｋｒｙｓｔｙ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Ｏｒｃｈａｒｄ， ２００７；Ｍｉｅｔ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甚
至与拉丁期菊石混生出现（杨守仁等， １９９５；Ｋｒｙｓｔｙ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０； Ｚｏ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因此，有学者提出以牙形石 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的首

现作为卡尼阶的开始标志（孙作玉， ２００６；郭文等，
２０１７），因为 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的首现点与菊石 Ｄａｘａｔｉｎａ ｃｆ．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的 首 现 点 最 为 接 近 （ Ｋｒｙｓｔｙ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据此，我们使用 Ｐ． ｔａｄｐｏｌｅ 的首现作为卡尼

阶的底部（表 １），在烂滩剖面竹杆坡组上部（１２ 层

及以上）归入卡尼阶，竹杆坡组下部（１１ 层及以下）
归入拉丁阶。

在扬子地台西南缘竹杆坡组中发现鱼类化石主

要集中在贵州龙动物群层位，目前发现有 １０ 属 １０
种（苏德造，１９５９；刘冠邦等， ２００３； Ｔｉｎｔｏｒｉ ｅｔ ａｌ．，
２ ０１２；耿丙河等，２０１２；Ｘｕ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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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滇东、黔西南地区拉丁—卡尼阶牙形石带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ｏｄｏｎｔ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Ｌａｄｉｎｉａｎ—Ｃａｒｎｉ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在周边同时期发现有较多的鱼类微体化

石，如张保民等（２０１２）在贵州贞丰挽澜剖面竹杆坡

组地层中发现 ４ 属 ６ 种软骨鱼类鱼鳞化石；陈立德

（２００２）、Ｃｈｅｎ Ｌ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ｕｎｙ（２００３）和 Ｃｈｅｎ Ｌｉ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在贵州关岭地区中晚三叠世法郎组中发

现的软骨鱼类微体化石等，这些鱼类和鱼类微体化

石（包括烂滩剖面发现的 ２ 种鳞片类型和 ５ 种鱼牙

类型） 与西特提斯同期的鱼群关系密切 （金帆，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同时，可与该地区早、中三叠世的鱼类

和鱼类微体化石进行对比，如早三叠世广西田东的

软骨鱼类（王念忠等，２００１）、中三叠世罗平生物群

中的鱼类化石（张启跃等，２００８；谢韬等，２０１９），这
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脊椎动物演化、复苏和

辐射提供了材料。
烂滩竹杆坡组剖面可与扬子地台西南缘周边竹

杆坡组剖面进行对比，如贵州关岭永宁剖面（竹杆

坡组层型剖面）（王钰等， １９６３；贵州省地质矿产局，
１９９７；孙作玉等， ２００５；曾雄伟等， ２０１３）、贵州贞丰

龙场剖面 （贵州省地质局❷， １９８０； Ｓｕｎ Ｙａ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贵州兴义乌沙泥麦古剖面（邹晓东等，
２０１５；Ｚｏ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贵州义龙顶效剖

面（陈宗富， １９８５；胡智丹等， ２０１８）、贵州贞丰挽澜

剖面（张保民等， ２０１２；王建坡等， ２０１３；曾雄伟等，
２０１３）、云南罗平板桥牛补歹剖面（云南省地质局❸，
１９７７；孙作玉， ２００６；曾雄伟等， ２０１３）、云南罗平钟

山菜子塘剖面（云南省地质局❸， １９７７；Ｚｈａｎｇ Ｚａｉ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等，进而为研究竹杆坡组的岩石、生物

和年代地层提供基础，也为该区拉丁—卡尼期地层

划分和对比提供材料。

５　 结论

在贵州兴义烂滩竹杆坡组剖面第 ６、１１ 和 １２ 层

发现大量的鱼类微体化石，共分出 ２ 种鱼鳞类型和

５ 种鱼牙类型。 同时，建立了 ２ 个牙形石带，自下而

上 分 别 为：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ｐｏｌｙｇｎ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 和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ａｄｐｏｌｅ 带，以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ａｄｐｏｌｅ
带底界（１２ 层底）作为中—上三叠统拉丁和卡尼阶

的界线。 该剖面可与扬子地台西南缘其他竹杆坡组

剖面进行对比，对确定扬子地台西南缘中—晚三叠

世地层层序、时代划分及区域对比具有重要的意义。
致谢：牙形石由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

调队董致中老师鉴定，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

意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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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ａｒｎｉａｎ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ｄ １２． Ｉｔ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ｎｅａｒｂ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Ｚｈｕｇａｎｐｏ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ｓｈ ｍｉｃｒｏｒｅ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ｏｄｏｎｔ； Ｘｉｎｇｙｉ，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 ｓｉｎｃｅｒｅｌｙ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Ｎｏｓ． １２１２０１１４０６８１０１，
ＤＤ２０１６００２０），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１５０２０１３）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Ｘｉｅ Ｔａｏ，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２，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ｍａｉｌ：ｘｔ１９８２ｃｄ＠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１１⁃２４；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２０１９⁃０３⁃１８；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５

２１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