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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龙坡脚剖面中三叠世安尼期
牙形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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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贵州安龙坡脚剖面新苑组位于扬子地台和右江盆地交汇处，为中三叠世台缘斜坡相沉积，在该组中

上部发现了牙形石动物群，除少量分枝分子外，都归属于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属，建立了 ４ 个牙形石带，自下而上分别为：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Ｎｅ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未见顶界）带。
时代为中三叠世安尼中晚期，其特殊的古地理位置，对系统研究与对比罗平生物群、盘县动物群的古生态环境，以及

区域地层对比、地层格架建立，探讨该时期盆地演化提供了基础资料。
关键词：新苑组；安尼期；牙形石；罗平生物群；贵州安龙

　 　 罗平生物群（张启跃等， ２００８）是三叠纪生物全

面复苏与辐射的标志性生物群，它是以食物链顶端

的海洋爬行动物为主而重建的正常海洋生态系统

（Ｓｏｌé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Ｈｕ Ｓｈｉ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它产于

关岭组二段中部的灰黑色中薄层泥晶灰岩中，时代

为中三叠世安尼期的 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亚期（Ｋｏｚｕｒ， ２００３）。
其北侧的盘县动物群也在该层位发现富集成层的海

生爬行动物、鱼类及多门类无脊椎动物化石（Ｗａｎｇ
Ｌｉ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Ｓｕｎ Ｚｕｏ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最近通

过 １：５ 万区域地质调查，我们在云南泸西（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丘北、富源、贵州兴义（谢韬

等， ２０１６）等地发现同时期的化石点（图 １），极大的

拓展了该时期生物群的分布。 上述古生物化石多为

原地埋藏保存（张启跃等， ２００８），这需要当时的环

境、气候有利于生物的繁衍，该时期安龙雷公滩—坡

段一线碳酸盐岩台地边缘的生物建隆的障壁作用使

西侧台地处于半封闭—封闭的局限浅海环境（图

２），这种特殊的古地理环境为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

存环境。 本文在安龙雷公滩—坡段一线以东安龙坡

脚斜坡相新苑组中发现同上述生物群层位同时代的

牙形石生物地层，对其岩石组合沉积环境研究，为进

一步了解当时的古地理环境提供资料。

１　 剖面描述

贵州安龙坡脚新苑组剖面位于扬子地台与右江

盆地交汇处，其北侧为扬子地块碳酸盐台地，南侧为

南盘江碎屑岩盆地。 该剖面出露新苑组上部地层，
以斜坡相浊流沉积为主，属扬子地台与右江盆地过

渡型沉积，剖面位于贵州安龙县坡脚乡（图 １），剖面

起点地理坐标为 ２４°５８′３６．８″Ｎ，１０５°２６′５２．７″Ｅ，终点

地理坐标为 ２４°５８′２４．８″Ｎ，１０５°２６′４６．８″Ｅ。
边阳组（未见顶）

２２ 层：灰绿色薄层状泥岩夹土黄色中—薄层状细砂岩。
整合

新苑组

２１ 层：土黄色、灰绿色薄层状泥岩夹灰质条带、灰岩透镜体。
含 牙 形 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ｄｅｃｒｅｓｃｅｎｓ，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ｓｐ．，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ｍüｌｌｅｒｉ，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８．４１ ｍ
２０ 层：厚块状灰色砂屑灰岩、砾屑灰岩，单层厚度大于 ２ ｍ

１０．３１ ｍ
１９ 层：土黄色薄层状泥岩夹泥灰岩。 泥灰岩层面不平整，呈

疙瘩状 ４．３０ ｍ
１８ 层：灰色中厚层状含砾屑灰岩夹土黄色薄层状泥岩。 含

牙 形 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ｙｐｒｉｄｏｄｅｌｌａ
ｖｅｎｕｓｔａ，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Ｃｙｐｒｉｄｏｄｅｌｌａ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ｉ ４．３２ ｍ

１７ 层：灰色厚块状砾屑灰岩，单层厚度大于 ２ ｍ ４．９１ ｍ



图 １ 贵州安龙及邻区中三叠世安尼期岩相古地理图（据
王志浩和钟端，１９９４；梅冥相等，２００３；崔克信等，２００４ 修

改）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ｉｓｉ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Ａｎｌｏ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ｈａｏ ａｎｄ Ｚｈｏｎｇ
Ｄｕａｎ， １９９４；Ｍｅｉ Ｍ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Ｃｕｉ Ｋｅ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Ⅰ—半局限台地相；Ⅱ—局限台地相；Ⅲ—台地边缘礁滩相；
Ⅳ—台缘斜坡相；Ⅴ—深水盆地相

Ⅰ—Ｓｅｍｉ⁃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ｅｓ；Ⅱ—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ａｃｉｅｓ；
Ⅲ— Ｒｅｅｆ—ｓｈｏ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Ⅳ— Ｓｌｏｐ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ｎ
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Ⅴ—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ａｃｉｅｓ

１６ 层：灰色薄层状微晶灰岩夹灰色中层状砂屑灰岩。 含牙

形石：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ｈａｍａｔｏ，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３．０６ ｍ

图 ２ 贵州安龙及邻区中三叠世安尼期沉积模式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ｉｓｉ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Ａｎｌｏ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Ａ—罗平大洼子；Ｂ—罗平石山脚；Ｃ—兴义雷打田；Ｄ—安龙坡脚剖面

Ａ—Ｄａｗａｚ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ｕ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Ｂ—Ｓｈｉｓｈａｎｊｉ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ｕ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Ｃ—Ｌｅｉｄａｔｉ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Ｘｉｎｇｙｉ Ｃｉｔｙ；
Ｄ—Ｐｏｊｉａ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ｌ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１５ 层：厚块状砾屑灰岩，单层厚度大于 ２ｍ ３．８１ ｍ
１４ 层：灰色中层状砂屑灰岩，夹薄层状砂屑灰岩。 含牙形

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ｃｔｅｎｏｉｄｅｓ，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４．１１ ｍ

１３ 层：灰色厚块状含砾屑灰岩，单层厚度约为 ２ ｍ ６．３４ ｍ
１２ 层： 灰 色 薄 层 状 砂 屑 灰 岩 夹 泥 岩。 含 牙 形 石：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ｓｐ． １１．９９ ｍ

１１ 层：中层深色含燧石结核灰岩、青灰色极薄—薄层状泥

岩。 灰岩见大量生物碎屑，以海百合茎为主，泥岩具

有水 平 纹 层。 含 牙 形 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Ｃｙｐｒｉｄｏｄｅｌｌａ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ｉ，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ｃｏｒｎｕｔａ，Ｎｅｏｈｉｎｄｅｏｄｅｌｌａ ｓｐ．和微体鱼

类、海绵骨针等 １２．１３ ｍ
１０ 层：薄层—极薄层灰黄色泥岩夹深灰色中—薄层状生物

碎 屑 灰 岩。 含 牙 形 石：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Ｃｙｐｒｉｄｏｄｅｌｌａ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ｉ， Ｃｒａ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ｏｓｔｅ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ｒａ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Ｋｏｃｈｉ，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ｐｅｔｒａｅｖｉｒｉｄｉｓ 等和微体

鱼类 １．０１ ｍ
９ 层：土黄色、青灰色薄层状泥岩 ９．０２ ｍ
８ 层：灰色角砾状灰岩。 含牙形石：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ｍüｌｅｒｉ，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ｓｐ．，Ｎｅｏｈｉｎｄｅｏｄｅｌｌａ ｓｐ．等及微体鱼类 ４．０４ ｍ

７ 层：青灰色薄层状泥岩，具有水平层理 ２３．５７ ｍ
６ 层：青灰色薄层泥岩夹灰绿色中—薄层状细砂岩，砂岩中

见大量植物碎屑 ２１．２７ ｍ
５ 层：土黄色中厚层状细砂岩夹青灰色泥岩，泥岩发育水平

层理，砂岩中见大量植物碎屑 ２０．３９ ｍ
４ 层：灰色厚块状砂屑灰岩，单层厚度约为 ２ ｍ，见海百合碎

屑。 含牙形石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ｓｐ．和微体鱼类 ３．６２ ｍ
３ 层：灰—深灰色中—薄层状生物碎屑灰岩、土黄色中—薄

层 状 泥 岩。 含 牙 形 石：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Ｎｅｏｈｉｎｄｅｏｄｅｌｌａ ｐｅｔｒａｅ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ｉ，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ｍａｔａｙｅｎｓｉｓ ｂｕｄｕｒｏｖｉ， Ｈｉｂｂａｒｄｅｌｌａ ｓｐ．，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ｃｆ

１８２第 ２ 期 谢韬等：贵州安龙坡脚剖面中三叠世安尼期牙形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ｍüｌｌｅｒｉ，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ｃｆ． ｍａｇｎ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等和微体鱼类

１０．６０ ｍ
２ 层：中—薄层状灰绿色细砂岩、灰绿色粉砂质泥岩组成，向

上泥质成分增多，砂岩中见大量植物碎屑 ２１．９７ ｍ
１ 层：灰色—深灰色中—薄层状生物碎屑灰岩夹灰黑色、褐

黄色薄层状泥岩，灰岩中见大量生物碎屑，以海百合

茎 为 主。 含 牙 形 石：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ｃｆ． ｄｅｃｒｅｓｃｅｎｓ， Ｃｙｐｒｉｄｏｄｅｌｌａ ｃｏｎｆｌｅｘａ，
Ｐａｒａｃｈｉ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ｓｐ．，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等及微体鱼类

１．２２ ｍ
未见底

２８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图 ３ 贵州安龙坡脚剖面新苑组牙形石化石

Ｆｉｇ．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ｊｉａ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１１ 层；２、３、７—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２１ 层； ４、 ８、 ９—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 ３ 层； ５、１０、 １４、 ２０—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分别采自 ３ 层、３ 层、１１ 层、１４ 层；６—Ｐａｒａｃｈｉ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ｓｐ．，１ 层；１１—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１８ 层；１２—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２１ 层； １３—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ｃｆ． ｄｅｃｒｅｓｃｅｎｓ， １ 层； １５、 １６、 １８—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分别采自 １１ 层、 １１ 层、 １４ 层； １７、 １９、 ２１—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３ 层；１～１０ 比例尺 ３００ μｍ； １１～２１ 比例尺 ５００ μｍ
１—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ｂｅｄ １１； ２，３，７—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ｂｅｄ ２１； ４，８，９—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 ｂｅｄ ３； ５，１０，１４，２０—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ｂｅｄ ３， ｂｅｄ ３， ｂｅｄ １１， ｂｅｄ １４； ６—Ｐａｒａｃｈｉ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ｓｐ．， ｂｅｄ １； １１—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ｂｅｄ １８； １２—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ｂｅｄ ２１； １３—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ｃｆ． ｄｅｃｒｅｓｃｅｎｓ， ｂｅｄ １； １５， １６， １８—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ｂｅｄ １１， ｂｅｄ １１， ｂｅｄ １４； １７， １９， ２１—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ｂｅｄ ３；１～１０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３００ μｍ； １１～２１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５００ μｍ

２　 牙形石生物地层

贵州安龙坡脚新苑组剖面，牙形石化石分带性

较强，具有重要的时代对比意义，可识别出 ４ 个与国

内外进行对比的牙形石带， 自下而上分别为：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Ｎｅ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和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带。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带，下界以带分子（图 ３
中 ５、１０）的出现为特征；上界以出现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为标志，此带除带分子外，其它组成分子颇

多，重要的有 Ｎｅｏｈｉｎｄｅｏｄｅｌｌａ ｐｅｔｒａｅｖｉｒｉｄｉｓ，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ｉ， Ｌ．ｍüｌｅｒｉ， 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图 ３ 中 ４、８、９）， Ｃｒａｔｏｇｎａｔｈｏｄｕｓ ｋｏｃｈｉ， Ｃ．
ｐｏｓｔｅ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ｐｅｔｒａｅｖｉｒｉｄｉｓ。
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图 ３ 中 １７、１９、２１）贯穿整个

本带，另外还伴生许多微体鱼类的鱼牙和鱼鳞化石，
重要的有：Ｍｕｃｒｏｖｅｎａｔｏｒ ｍｉｎｉｍｕｓ， Ｃｏｍｐｌａｎｉｃｏｒｏｎａ ａｆｆ．
Ｃ．ｒｕｇｏｓｉｍａｒｇｉｎｅｓ。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最早报道

于保加利亚 Ｇｏｌｏ Ｂａｒｄ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地区（Ｂｕｄｕｒｏｖ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ｏｖ，１９７５），常见于特提斯生物区和太平洋生物

区安尼期 Ｂｉｔｈｙｎｉａｎ 亚期至 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亚期地层（Ｐｉｓ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 Ｂｕｄｕｒｏｖ ａｎｄ Ｔｒｉｆｏｎｏｖａ， １９９５）。 在中

国，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发现于贵州关岭一带的

杨柳井组下部（陈立德和王成源， ２００９）和贵州省盘

县羊圈 － 楚皮凹剖面关岭组上段 （ 孙作玉等，
２０１４）。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带，底界以带分子（图 ３
中 １５、１６、１８）的首出现为标志，顶界以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的首现为标志；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图
３ 中 １４、２０），Ｇｌａｄ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ｔｅｔｈｙｄｉｓ 继续延续本带，
其它重要的组成分子有：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ｈａｎｂｕｌｏｇｉ，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ｉ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ｃｔｅｎｏｉｄｅｓ，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ｍｕｌｔｉｈａｍａｔｏ，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图 ３ 中

１）， 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 ｔｏｒｔｉｌｉｓ 以及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ｃｏｒｎｕｔａ。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最早发现于保加利亚的 Ｇｏｌｏ
Ｂａｒｄ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地区，以其为带分子建立的化石带

被认为是中三叠统安尼阶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亚阶最下部的一

个牙形石带 （ Ｂｕｄｕｒｏｖ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ｏｖ， １９７２； Ｋｏｚｕｒ，
１９８０）。 在中国，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见于贵州平

坝板纳组（王志浩和钟端， １９９４）、贵州青岩剖面垄

头组下部（武桂春等， ２００８）和贵州省盘县羊圈－楚
皮凹剖面关岭组上段（孙作玉等， ２０１４）。

Ｎｅ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带，此带的底界以带分子

（图 ３ 中 ２、 ３、 ７、 １１） 的首现为特征；顶界以 Ｎ．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的出现为标志。 伴生的分子有：
Ｃｙｐｒｉｄｏｄｅｌｌａ ｖｅｎｕｓｔａ， Ｃ．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ｉ 等。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最早由 Ｍｏｓｈｅｒ 和 Ｃｌａｒｋ（１９６５）发现于北美

内华达的 Ｐｒｉｄａ 组，由其建立的化石带代表安尼期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亚期（Ｋｏｚｕｒ， ２００３； Ｓｗｅｅ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０）。 在

中国，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见于西藏聂拉木县土

隆群中组（王成源和王志浩，１９７６）、贵州紫云石头

寨剖面新苑组（丁梅华和黄清华，１９９０）、贵州平坝

肖家乡剖面青岩组（秦典夕等， １９９３）、云南开远和

贵州平坝地区的法郎组和兰木组（王志浩和钟端，
１９９４）、贵州罗甸檬江剖面许满组（王红梅， １９９６）、
贵州罗甸关刀 （ ２） 剖面关刀岩楔 （ 王红梅等，
２００５）、 贵州青岩剖面垄头组下部 （武桂春等，
２００８）、贵州省盘县羊圈－楚皮凹剖面关岭组上段

（孙作玉等， ２０１４）和贵州册亨坡段组（薄婧方等，
２０１７）。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带，此带的底界

以带分子（图 ３ 中 １２）的首现为特征，未见顶。 伴生

分 子 有： Ｐａｒａ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ｅｘｃｅｌｓａ， Ｐｒｉｏｎｉｏｄｅｌｌａ
ｄｅｃｒｅｓｃｅｎｓ， Ｌｏｎｃｈｏｄｉｎａ ｍüｌｌｅｒｉ 等。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最 早 由 Ｋｏｖáｃｓ 等 （ １ ９ ９ ０ ） 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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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贵州安龙地区及邻区中三叠世安尼期沉积相带特征对比表（据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７ 修改）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ｉｓｉ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Ａｎｌｏ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７）

相带名称 岩石地层单位 岩性特征

半局限台地相 关岭组 灰岩、白云岩、白云质泥岩、杂色泥岩（罗平生物群产出层位）
局限台地相 花溪组 藻白云岩、泥晶白云岩夹灰质白云岩

台地边缘生物礁、滩相 坡段组 浅灰色、灰白色厚块状砂屑生物屑灰岩

台缘斜坡相 新苑组 粉砂岩、泥岩夹灰岩、泥灰岩、砾屑灰岩夹钙屑浊积岩、滑塌角砾岩

盆缘斜坡—深水盆地相 许满组 泥岩及细砂岩、粉砂岩夹灰岩、泥灰岩、生物介壳灰岩

Ｎｉｃｏｒａ 等（１９８４）从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划分出的

“ ｃｏｒｎｕｔａ ” 形 态 型 建 立。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在地层中的首现，大致对应安尼阶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亚

阶 底 界 （ Ｍｅｃｏ， １９９９ ）。 在 中 国，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 见于贵州罗甸关刀（２）剖面关刀岩

楔（王红梅等， ２００５）、贵州省盘县羊圈－楚皮凹剖

面关岭组上段（孙作玉等， ２０１４）。

３　 岩性组合特征

根据岩性、岩相等组合特征，该剖面在垂向上可

以划分为 ３ 个岩性段：一段（１ ～ ４ 层）和三段（８ ～ ２１
层）岩性主要为夹薄至厚层块状生物碎屑岩、砂屑

灰岩、砾屑灰岩和中—薄层粉砂岩、细砂岩的黄灰色

泥岩，根据沉积特征、剖面序列等宏观特征观察，泥
岩系原地慢速悬浮堆积即背景冲积物，生物碎屑灰

岩均为异地搬运沉积，物源来自于北侧的上扬子台

地，依据规模和层内结构可以分为碎屑流、浊流和规

模较大的块体流异地堆积（即楔状体）（图 ４ａ—ｄ）；
二段（５～７ 层）岩性为细砂岩、粉砂岩和泥岩组成的

浊流沉积，细砂岩、粉砂岩中可见植物碎片和炭屑，
为来自不同方向的陆源碎屑岩（图 ４ｅ、ｆ）。 综合分

析总体为一套台缘斜坡相沉积。

４　 讨论

罗平 生 物 群、 盘 县 动 物 群 位 于 牙 形 石 带

Ｎｉｃｏｒａｅｌｌａ ｋｏｃｋｅｌｉ 带， 时代为中三叠世安尼期的

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亚期（Ｚｈａｎｇ Ｑｉｙ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Ｓｕｎ Ｚｕｏｙ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Ｎｉｃｏｒａｅｌｌａ ｋｏｃｋｅｌｉ 最早报道于德国盆

地 Ｍｕｓｃｈｅｌｋａｌｋ 组（Ｔａｔｇｅ， １９５６），它是德国盆地和特

提斯生物区安尼期 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亚期的标志分子，通常

与 Ｐｅｌｓｏｎｉａｎ 亚期菊石分子共生（Ｋｏｚｕｒ， 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 Ｋｏｚｕｒ，１９８０； Ｎａｒｋｉｅｗｉｃｚ， １９９９）。 安龙

坡脚剖面新苑组剖面该段地层时代为中三叠世安尼

期 Ｂｉｔｈｙｎｉａｎ 亚期至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亚期，未进入拉丁期，该

段地层可以邻区进行对比。
从罗平大洼子到安龙坡脚，由西向东，沉积格局

为半局限—局限台地—台地边缘滩—台缘斜坡—深

水盆地（图 １），其相带特征如表 １ 所示。 半局限台

地内关岭组沉积灰岩夹泥岩、白云岩的岩石组合，具
有水平层理、生物扰动等沉积构造，化石丰富。 局限

台地内花溪组沉积以白云岩为主的一套组合，具有

藻纹层、水平纹层，小型交错层理、鸟眼构造，大化石

稀少，显示水体安静而咸化的特点。 台地边缘生物

滩坡段组主要沉积一套浅灰色、灰白色厚块状砂屑

生物屑灰岩，生物屑主要为藻屑，而砂屑的磨圆度和

分选性好，为亮晶方解石胶结，显示了海水浅而水动

力强的环境特征。 台缘斜坡新苑组为一套砂泥岩、
灰岩夹砾屑灰岩的岩石组合，塌构造发育，化石丰

富，主要以菊石、双壳和腕足为主。 深水盆地许满组

出露一套深水灰泥与陆源碎屑浊流沉积，陆源碎屑

浊积岩由粉至细砂级石英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

泥岩、泥岩组成的复理石岩系，发育典型鲍马序列。
这种岩性、岩相的变化，直接导致中三叠世安尼

期生物群落、海洋环境的改变。 沿安龙雷公滩—坡

段一线碳酸盐岩台地边缘的生物建隆的障壁作用使

西侧台地处于半封闭—封闭的局限浅海环境，水动

力较弱，水体较闭塞，但可能仍与其东的广海相通，
这样的古环境有利于生物繁殖。 在罗平生物群产出

层位水平纹层发育（白建科等，２０１１），反应水体宁

静；且地球化学特征显示气候比较温暖潮湿（孙媛

媛等， ２００９；周长勇等， ２０１４），生物大量繁殖。 这

种在台缘浅滩带之后，位于局限浅滩带内侧的古地

理环境为古生物繁衍的较佳场所，如中三叠世拉丁

期的兴义顶效贵州龙动物群（杨瑞东， １９９７）、晚三

叠世卡尼期的贵州关岭生物群（王尚彦， ２００６）。
同时，在坡脚剖面 ３ 层、４ 层、８ 层、１０ 层、１１ 层

发现大量的鱼牙和鱼鳞化石，其中 Ｍｕｃｒｏｖｅｎａｔｏｒ
ｍｉｎｉｍｕｓ 在美国内华达州西北部的中三叠世安尼期

４８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图 ４ 贵州安龙坡脚剖面新苑组岩性特征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ｊｉａ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夹于泥岩之中的钙屑浊积岩和碎屑流砾屑灰岩；（ｂ）—碎屑流成因的层状砾屑灰岩；（ｃ）—生物碎屑灰岩，多为藻类和介屑；

（ｄ）—亮晶粒屑灰岩；（ｅ）薄—厚层浊积砂岩，砂岩主要为岩屑砂岩；（ｆ）—碎屑岩组成的浊流沉积

（ａ）—ｃａｌｃｉ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ｒｕｄｉ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ａ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ｂ）—ｌａｙｅｒｅｄ ｃａｌｃｉｒｕｄ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ｂｉｏｃｌａｓ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ｓ，
ｂｉｏｄｅｂｒｉ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ｓ；（ｄ）—ｓｐａｒｒｙ ｇｒａｉｎｓｔｏｎｅ；（ｅ）ｔｈｉｎ—ｔｈｉｃｋ ｂｅｄｄｅ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ｌｉｔｈｉｃ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ｆ）—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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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中也有发现（Ｃｕｎ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其在坡脚剖面

对应为牙形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带，同罗平生

物群时代相当（Ｂｕｄｕｒｏｖ ａｎｄ Ｔｒｉｆｏｎｏｖａ， １９９５；Ｚｈａｎｇ
Ｑｉｙ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由于罗平生物群以含大量鱼类

化石为特征 （张启跃等， ２００８； Ｈｕ Ｓｈｉ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推测这些鱼牙和鱼鳞来自西侧的台地内部。

５　 结论

在贵州安龙坡脚剖面新苑组上部的层段中建立

了 ４ 个与国内外进行对比的牙形石带，自下而上分

别 为：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ｃａ、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ａ、 Ｎｅ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和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ｏｎｓｔｒｉｃｔａ ｃｏｒｎｕｔａ（未见顶界）带，时代为中三叠世安

尼期 Ｂｉｔｈｙｎｉａｎ 亚期至 Ｉｌｌｙｒｉａｎ 亚期，未进入拉丁期。
该剖面垂向上可以划分为 ３ 个岩性段，岩石组合为

一套砂泥岩、灰岩夹砾屑灰岩，是台缘斜坡相沉积，
可同台地相关岭组、花溪组，台地边缘生物礁、滩相

坡段组以及深水盆地相许满组进行对比，对探讨该

时期盆地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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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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ｊｉ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ｍａｒｇｉｎ ｓｌｏｐ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ｂｕｔ ｎｏｔ 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ｉ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Ａｎｉｓｉａ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Ｘｉｎｙ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ｉｓｉａｎ；ｃｏｎｏｄｏｎｔ；Ｌｕｏｐｉｎｇ Ｂｉｏｔａ；Ａｎ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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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１；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９⁃０２⁃２１；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２

８８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９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