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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黔晚奥陶世三叶虫的研究并尉希上奥陶毓

的上下界楼简题
”
渡后

盛羊夫先生最近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的
“
川黔晚奥陶世三叶虫的研究井讨论土奥陶统的上下界线问题

”
这篇文章

中�古生物学报
，
第 �� 卷

，
第 �期

，
第 ���一��� 页

， �����
，
根据三叶虫化石井结合笔石

、

头足类等化石拿的分析
，
以及

地层沉积与地质构造等情况
，

分华南上奥陶统为五辜阶�上�与盐津阶�下�
，

井提出其土下界线的初步意见
。

根据岩相及

沉积的观点
，
盛先生认为华中西南区及华东区的浙西

、

皖南
、

赣东北等地区含有 反
，��
��。 ， �八�。 ，�� 。

的介壳相灰岩与

含有 �。 ���������，�，
�������

，
的笔石页岩之间

，
是中国南部奥陶纪地层 中最明显的分界线

，
有利于实际的应用

，
建议作

为奥陶系中
、

上统的分界线
。
在长江三峡地区

，
以庙坡页岩以上的宝塔石灰岩为上奥陶统的底部 �在浙西

、

赣东北及皖

南宁国
、

太平一带
，
以胡乐页岩以土的砚五山组

，
作为上奥陶统的底部

。
盛先生在讨论上奥陶统的下界问题时又提出�

“
华南含有 “ ， 。

�����
，
���初

。 。 。
的宝塔石灰岩属介壳相地层

，
当然不产笔石相的笔石拿

，
所以在华南很难发现 ������

‘卜

�����户，，，� 户�����
�，·

带
， �

�

���‘ � ，�带及 ��������，二产�，，， ���，�。 ，�带等属于 ������ ���」�
期笔石

。

洪友崇三峡

上奥陶统初期的笔石拿
，
除去新种外

，
计有 ��������，二户��‘， ，����� ‘

��
����

，
���������。 户�，，、 ������ �� ����‘，�����

，

���，，，����，、 户才‘，� ����叮“ �，， ���
�

�����，�，� ����� �� �
���

，
尸，�，，己����，，，����，二户�，‘， ��人�，、 ��������

��������
，
��多左。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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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列笔石化石
，
绝大部分旧种

，
包括 ���，�����，�户�，，了

户。 �，��
�，·

带
， �

�
�“ �，���带

， ���，
，

�� ����夕，�‘� 。 �������带及 尸���‘，���，二户��‘， ��
·，。 �厅�

带的笔石掣分子
，
这一化石拿

说明宝塔石灰岩和盐津阶的沉积时期
，
均属于 ��

�
������

� 。
的初期及中期

，
其化石产地就是宝塔石灰岩薄至 �米的分

乡区
，
更说明宝塔石灰岩已部分相变为笔石页岩的笔石相时

，
它与盐津阶同产不可分割的同一笔石拿落

” 。
�同上

，
第

，��页�从这一段的引语中
，
我们认为有下列两个间题需要讨论和加只澄清�

一
、

洪友崇描述的笔石拿 �地质学报
，
第 �� 卷

，
第 �期

， ��，��是采子庙坡页岩组
，
还是采于庙坡页岩组之上的

另一层笔石页岩的问题
。

二
、
临湘石灰岩与宝塔石灰岩的相变及宝塔石灰岩相变为盐津阶的笔石页岩的问题

。

关于第一个间题� 洪友崇���弓��描述的
“
三峡区上奥陶统初期的笔石拿

” ，
一方面地层层序搞错

，
另方面还把一些

重要笔石种属鉴定错了
，
如 ���，�，，��，

·。 户�‘，， 。 ��������� ��������
，
�，�为����户云，，� 叮，‘��八用 “ ���，��，，， ��

����和 �
�

���切�����
，
�������� 等

。 ��多�年
，
张文堂先生总结中国奥陶系时

，
对洪友崇所测制的剖面已作了修正

，

井指出易庸恩

描述的长江三峡奥陶纪 ��
�
������

� 。
期的三叶虫化石 �古生物学报

，
第 �卷

，
第 �期

， �����
，
除去 ����，

��耐�“ ���

���� � ������� 一种外
，
其余的化石则全部产于庙坡页岩 �见张文堂

， ����，
���页�

。

葛梅钮同志描述鄂西庙坡页岩

的笔石拿时�古生物学报
，
第 � 卷

，
第 �期

， �����
，
亦指出了洪友崇描述的笔石系采于庙坡页岩

。
盛先生认为洪友崇

与葛梅任两人的分歧间题
，
须从野外实地研究来解决

。
笔者 ��多�年冬和 ����年冬

，
曾先后随同张文堂先生

、

王钮和

穆恩之两先生到鄂西调查下古生代地层
，
详细测制剖面�从洪友崇所附的剖面照片 �见洪友崇 ����，

图版 �
，

图 ��
，
我

们清楚的看出
，
洪友崇描述的笔石基就是张文堂等所刽的分乡中学后面山坡

�
�庙坡页岩的标准剖面

。

为了证明这一

点
，
我们把洪友崇实测的剖面与张文堂等实测的剖面一并附此对照

，
就一目了然 �见图 �，

图 ��
。
洪友崇描述的笔石

，

系采于庙坡页岩组
，
该组共厚 �

�

�� 米
，
下部 �

�

�� 米为黑色页岩
，
产笔石和三叶虫化石 �上部 。 �

�� 米为黄色页岩
，
产介

形虫和三叶虫化石
。
因此

，
盛先生把洪友崇描述的笔石归于上奥陶统

，
认为是盐津阶的产物 �而把葛梅钮描述的同一

层位的笔石却叉置于中奥陶统
，
显然是不合适的

。
不论宝塔石灰岩或砚瓦山组中

，
均未见有笔石页岩

。

关于第二个间题� 临湘石灰岩与其下伏的宝塔石灰岩常有相互消长的情况
，
这是事实

。
盛先生根据分乡宝塔石

�� 这一种是属于 ��� ” �
��证��

，

位于五攀组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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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园石灰岩 �
�

大湾组

宜昌分乡庙坡奥陶系剖面图 �据张文堂

�
�

钻牛潭石灰岩 �
�

庙坡页岩 �
�

宝塔石灰岩

�����

�
�

临湘石灰岩 �
�

五攀页岩

�庙坡即分乡中学
，
并非分乡小学—笔者�

分乡小学

阿石拯 钥笔石靡真笔层

�叮�

图 � 宜昌分乡小学奥陶系剖面图 �据洪友崇 ��，��

�
�

宝潜石灰岩�狭义� �
�

黑色页岩 �
�

瘤状石灰岩

�本剖面第 �层包括红花园石灰岩
、
大湾组和枯牛潭石灰岩

，
第 �层即庙坡页岩

，

第 �层包括宝塔石灰岩和临湘石灰岩
。

—笔者�

灰岩薄至 �米的情况
，
把洪友崇描述的所谓

“
上奥陶统初期笔石拿

”
的笔石页岩

，
来说明宝塔石灰岩已部分相变为笔石

页岩的笔石相
，
它与盐津阶同产不可分割的同一笔石拿落

。

从我们野外实地观察结果
，
宝塔石灰岩相变为笔石页岩的

情况是有的
，
就是宝塔石灰岩底部相变为庙坡页岩

，
而不是宝塔石灰岩上部相变为产盐津阶的笔石页岩�其地点不是

在宝塔石灰岩薄至 �米的分乡区
，
而是在分乡北面的棠坯

。

在棠烧区
，
临湘石灰岩厚 巧 米

，
宝塔石灰岩厚 �� 米

，
而

庙坡页岩厚达 �
�

�米
，
清楚地可以看出

，
宝塔石灰岩与庙坡页岩有相变关系

。

在分乡区
，
临湘石灰岩厚�� 米

，
宝塔石

灰岩厚 �米
，
庙坡页岩厚 �

�

�� 米 �在分乡张家阻厚 �
�

�米�
，
共厚 ��

�

�� 米�在棠娜区
，
这三个地层单位共厚 ��

�

�米
，

它们总厚度几乎相等
，
但彼此的厚度则有不少出人

，
可以清楚看出

，
这三个地层单位之间相互渭长的密切关系

。

从化

石内容来看
，
分乡区庙坡页岩的上一带

，
即 �� 。 昭��川

“ ‘
�������

，
带中

，
虽然亦发现有少数 ���” ���“ 的存在

，
但

几个亚带不清楚 �而在棠娜区
，
��加������� �邝����� 带可清楚地分为三个亚带

，
下部以 �����������多��� 为特征

，
中

部以 �印勿��
��了“ ，

为特征
，
上部以 �、 �����。 为特征

。
从整个笔石摹的性质看来

，
棠坯区庙坡页岩上部的笔石层

位似比分乡 �。 二��，�户��‘， ����万��， 带高
，
可能相当于英国 ���������� 期的 ������������，‘， ���才��

�厂
带�在浙江亦

有类似情况
，
江山和龙游的胡乐页岩仅有 ��夕户�����户�“ ， ，����才�‘������� 带和 ��，二��尸�户�，‘， �犷�����， 带

，
而在昌化

，
在

�。 ，” ����户��， �������， 带之上
，
倚有 ����������户��， ，��� 。 ��� 带 �见葛梅钮

， ������在皖南
，
胡乐页岩的���一化石

带
，
即 刀���。 ， ����洲。 ， 。 ��方��，�����。 户���� 带此江山和龙游的 ��� ����户���， �������， 带要高

。
如果仅根据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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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队
，
在一些地区相当于 �

。 二�����
“ ‘
犷����行 带之上的宝塔石灰岩或砚瓦山组作为上奥陶统的底部�而在另一些

地区则相当于 ������
口
����多。 ��肠��� 带之上的宝塔石灰岩或砚五山组作为上奥陶统的底部

。
从对以上鄂西

、
浙酉

和皖南等地庙坡页岩或胡乐页岩的笔石带情况看来
，
说明胡乐页岩或庙坡页岩和砚瓦山组或宝塔石灰岩之间有相变

关系
，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
如果按照岩性来划分

。
则上奥陶统底界参差不齐

，
不是在同一条界线上

。

另外
，
盛先生在外文部分�同上

，
第 ���页�把庙坡页岩的笔石带写成 ����������

“ ， �������� 带
，
据我们所知

，
庙

坡页岩分为两个笔石带
， ，�一带呼 ��夕户���。 户�“ � ����‘ ������� 带

，
上一带呼 �����。 夕�“ ‘ �犷�����‘

带
。
还有

，
盛

先生在 ���页脚注里
，
认为英国的 ���������� 从 ���二�������君�， 耐�

，���带开始
，
据我们所知

，
英国 ����������

过去是从 �寿，、 �
��印扭

， “ 心了。 �带开始至 尸扮�
�尹即翔

� ��二
口月沙带为止�后来重新研究

，

��
�
������� 范围护

大
，
把过去包括在 ����������� 中的 �。 二�

岁
����， �������� 带和 ��������，�砰“ � ������

�，
带从 ����������� 中分

出来
，
归于 ����������

。
因此

， ���������� 修正后的新定义
，
包括 �。 二����户若“ ， �������， 带至 ��。 “ �����户�“ ， ��。

�

��，行 带
。

鉴于临湘石灰岩与宝塔石灰岩有相互消长的关系
，
而且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界线

，
中

、
上奥陶统的分界线划在临湘

石灰岩和宝塔石灰岩之间是不科学的
，
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困难

。
在 ����年穆恩之先生在

“
中国含笔石地层

”
一

文中曹提出�
“
长江流域上奥陶统和中奥陶统之间是连续的

，
�洲左�����人

“ �
仅在临湘石灰岩上部出现

，
临湘石灰岩

下部有属于中奥陶统的可能
” 。
�第 �� 页�就目前的研究程度看来

，
我们认为中

、

上奥陶统的界线划在产 �。 左�����

�人“ ，
的涧草沟组�或狭义的临湘石灰岩

、

黄泥岗组
、
汤头组

�

��与宝塔石灰岩 �或砚瓦山组
、
汤山组�之间

，
比较合适

。

�细砂。 ���加，
层位相当固定

，
而且地理分布相当广泛

，
在野外容易找到

，
划分上不至于发生困难

。

李 积 金
�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新 害 预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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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夏邦焉攀科学考察图片集 希夏邦弄拳科学考察队骗

这里精选了希夏邦马攀科学考察队于 ����年攀登希夏邦马攀期间所拍摄的部分照片
，
共�� 幅

。
这

些图片是这次登山考察活动的写真
，

集中而真实地反映了这次登山在冰夕��
、

地质
、
古生物

、

地貌
、
生物等方

面科学考察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希夏邦马攀地区雄伟
、

奇特的自然风光和冰川地区特有的冰桥
、
冰塔

、

冰

洞等美妙和罕见的景物�另外还介绍了气象
、

测绘
、
医务等方面的活动

。

打开图集
，

为我国登山健儿征服了的最后一座拔海八千来以上的处女攀—那神妙奇幻的冰雪世界
，

便呈现在眼前�层峦迭嶂
，

争奇竞险�冰塔林立
，
参差明灭

，
千姿万态�摇摇欲坠的冰桥

，
裂隙纵横的冰瀑布

，

骇目惊心的雪崩
，
还有那水晶宫般的冰洞…… 。

在这风光无限的险攀之上
，
艰苦卓绝地活跃着我国科学工

作者�在拔海 �，���米高处的冰川上打出 �� 米深的测温钻孔
，

在拔海 �，
��� 米处发现了海生龙化石

，
测绘

地形
，
探查气象

，
观察地层

、
岩石

·

一
，
取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成果

。

这些图片都附有简明
、
生动的文字说明

。

这部图片集不仅是一部很好的科学成果
，
而且也是一部难得的摄影艺未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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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期版扭布面精装 中
、
英文版 ���� 年 �月出版 估价���

�

�� 元

科 孕 必 燕 私 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及本社各地阴市部发行

�

—澳

�

�
。重�亚。
﹄

。
�︸

，
�

�
︻

���

�� 限于上部产 �翻左�。 价入“ ，
的层位

，
其下的地层归人宝塔石灰岩�或砚瓦山组

、

汤山组�之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