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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山古生物地层研究述评

韩 乃 仁
(桂林工学院资源工程系 )

摘 要 据 2 1 5篇有关江山的古生物学
、

地层学研究成果
,

简述了浙江江山古生物地层

的研究历史
.

概述了三叶虫
、

笔石
、

腕足类等古生物研究的现状
.

提出应进一步研究这

些保存完好的化石的细微构造及生态
,

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测试地层的物质成分和划分岩

相
.

加强对石炭系
、

二叠系的研究
,

以便对江山古生代地层有全面深人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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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地壳的活动性来研究其历史
,

从大地构造到古生物各个门类
,

都有不同的观点
。

像

华北寒武纪
、

奥陶纪沉积
,

一般认为是地壳稳定的地区
,

而西北的祁连山
、

天山地区则认为

是地壳活动的地区
。

在活动与稳定地区之间有不少过渡区
。

这些过渡区
,

既代表了长期的地

壳稳定及活动的历史
,

也代表了一般的地壳发展
.

浙江省的江山
、

常山和江西省的玉山县
,

这三
“

山
”

地区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地壳既活动又稳定的地带
,

研究它更有助于对复杂的地壳活

动地带与稳定地带进行对比
。

古生物地层工作者过去对这里的研究重点是下古生界
,

确切的说主要是寒武系
、

奥陶

系
.

尤其是围绕着寒武一奥陶系的界线
,

也曾因争取成为世界性的界线层型剖面
,

在江山雄边

做过较系统多学科的研究
,

出了不少 的科研成果
。

但严格的说
,

这些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

处
。

这些不足之处有待今后用较长的时间
、

较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探索
.

对中国的东南地区以

及对世界上与之相应的地质条件
·

的对比
,

江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
。

研究它的地层及古生

物则是整个 21 世纪的任务
,

现在的工作仅是一个开端
。

笔者从 19 6 5 年开始在江山从事古生物及地层工作
,

对江山的寒武系
、

奥陶系地层中的化

石
,

尤其是奥陶系的化石做过不少研究
,

但研究领域毕竟比较狭窄
.

对江山的古生物学及地

层学的细节深人研究
,

笔者期望新的一代将应用新技术
、

新方法和新理论来研究江山的古生

物学地层学
,

而且不止于现在所谈及的学科
。

本文提供的资料索引及浅显的讨论若能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一些实际资料
,

激发一些新的思路
,

并期望所提出的论文清单中尽量少有遗漏
,

笔者即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

l 历史的回顾

最早研究浙西地质的是刘季辰
、

赵亚曾 ( 19 2 7)
,

他们的
“

浙江西部地质
。

〔 ` 〕一文在 20 世

19 9 5年8月 2 9 日收稿
,

19 9 6年3月 6 日改回
.

作者简介 : 韩乃仁
,

男
,

19 3 5年出生
,

教授
,

古生物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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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 0 年代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
,

像后来用的砚瓦山灰岩就来 自此时
。

30 一 40 年代
,

主要是围

绕着地质矿产及有关的基础地质研究
,

像舒文博 (3 )
,

乐森碍
、

蒋溶 (4 〕 、

李陶
、

金维楷 〔2 〕 、

盛萃夫 川 〕
、

李捷
、

张文佑 〔” 〕
、

刘辉泅 (l4 〕
,

都是研究地质矿产及煤田地质方面
.

像礼贤煤

系就是这一阶段提出的
,

对地层古生物 已开始 了奠基性的研究
。

像王恭睦 〔”
,

舒文博
、

陈

旭
、

张更 〔“ 〕
,

乐森碍 〔 9〕
,

盛苹夫 〔 ” 〕
,

许杰 〔 ’ 2 〕 ,

对地层及三叶虫
、

珊瑚
、

笔石等化石
,

已开始了专门的研究
。

1 9 3 5 ~ 19 4 5 年
,

日本侵略中国
。

地质研究几乎中断
,

很少有论文问世
.

解放后
,

50 年代
,

在经济与地质工作恢复和大发展的同时
,

做了一些基础地质工作
,

尤

其是生物地层学的研究
.

在这 10 年中以卢衍豪
、

穆恩之
、

侯佑堂
、

张 日东
、

刘第墉的
“

浙西

古生代地层新知
”

〔 ’ “ 〕十分重要
,

至今还用着卢衍豪等所建的地层名称
,

并对其划分不断地提

出补充 和讨论
。

古生物 的研究则 以 笔石和介形类做 了 一些开创性 的分 类研究
,

如侯 佑

堂 〔 ’ 9 )
,

穆恩之 〔20 〕
,

穆恩之
、

李积金 〔22 〕
,

穆恩之 (23 〕
,

穆恩之在江山
、

常山发现的中国笔

石科
,

以及关于攀合笔石等研究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
。

而这一阶段的研究几乎全是生物地

层学的研究
,

其对后来进行浙西的 1 : 20 万地质测量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

60 年代 ( 19 60 一 19 6 6)
,

浙西古生物地层研究比较活跃
,

共发表了 27 篇论文
。

其中古生

物分类学论文 13 篇 (见文献 〔 2 7〕
、

〔 3 0〕
、

〔3 3〕
、

〔4 2〕
、

〔 4 3〕
、

〔 4 4〕
、

〔 4 5〕
、

〔4 6〕
、

〔4 9〕
、

〔5 1〕
、

〔5 1〕几 ( 54 〕 )
,

主要研究的门类是笔石
,

也有珊瑚和头足类的报道
.

地层研究论文共 巧

篇 (见文献 ( 2 8〕
、

〔 2 9〕
、

〔 3 1〕
、

〔 3 4〕
、

〔 3 6〕
、

〔 3 8〕
、

〔 3 9〕
、

〔 4 0〕
、

( 4 6〕
、

〔 4 8〕
、

〔 5 0〕
、

〔53 〕 )
,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地质会议是浙西古生代地层现场会议 (全国第一届地层会议的浙西

地层现场会议 )
。

围绕该会议
,

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

中科院地质所和浙江省地质局所

属单位
,

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
,

对浙西的古生代
、

中生代地层做了介绍
,

尤其对下古生界研

究论文较多
。

古生物论文中以笔石为主
,

古生物地层学 中也以笔石地层研究较多
,

这与穆恩

之教授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
。

实际上浙西笔石地层已成为中国东南区重要的对 比剖面
,

在

世界性的笔石地层对 比也有一定的地位
。

20 世纪 70 年代 ( 19 71 一 19 80 )
,

江山附近的地质研究以古生物地层为主
,

而关于古生代

地层古生物的研究有 21 篇 (总共有 30 篇 )
,

其中以卢衍豪
、

林焕令
〔 7” 〕 的

“

浙西寒武一奥陶系

的分界及所含三叶虫
” ,

卢衍豪
、

穆恩之 〔 7 7 〕 的
“

中国奥陶系底界及顶界
”

和戎嘉余 ( ’ “ 〕 的
“

中国

的赫南特贝动物群 ( H ir n a nt ia fa u n a ) 并论奥陶系与志留系的分界
”

3 篇文章影响较大
。

尤其

是后者
,

在国际上很受古生物界重视
,

戎嘉余 80 年代污问欧洲时曾在英国和瑞典作过报告
。

相对这一时期三叶虫以及其所含三叶虫地层研究较多
,

笔石有一些综合性的文章
,

还有少量

的珊瑚
、

头足以及菊石的研究
。

如赵金科
、

郑灼官 〔“ “ 〕 的菊石研究
,

李罗照
、

韩乃仁 〔52 〕对

腕足类的研究
,

及徐桂染
、

李凤麟 〔 7 6 〕对少见的锥石的研究等也有一些报道
。

中生代的煤系

地层
,

陈其爽等 〔“ 7 〕也开展了一些研究
。

20 世纪 80 年代是江山古生物地层研究最活跃的时期
,

共发表论文 85 篇
。

尤其是对江山

的寒武一奥陶系的界线的古生物学及生物地层学的论文很多
,

主要对江山雄边剖面进行研究
.

19 7 6 年张敬礼
、

韩乃仁
、

李罗照
、

金玉书等人为地质教学目的在江山北部稚边实测了寒武系

的剖面
,

该剖面 比 19 5 3 年卢衍豪
、

穆恩之等人在稚边北的杨柳岗实测的剖面地理条件更好

(山坡平缓
,

化石易采 )
,

因此卢衍豪教授于 19 80 年重新详测此剖面 (参加剖面实测与化石采

集的有卢衍豪
、

钱义元
、

林焕令
、

鞠天吟
、

韩乃仁
、

李罗照
、

李歌军等 )
。

以此剖面向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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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联申报为国际寒武纪一奥陶纪界线层型
.

在此期间
,

以此剖面为基础发表了 27 篇论文
,

内

容包括了三叶虫
、

笔石
、

牙形石
、

头足类
、

小壳化石
、

沉积岩
、

阴极发光
、

岩相古地理
、

生

物地层
、

化石分带
、

寒武一奥陶纪的界线
.

与此同时对古生物分类学
,

个体古生态
、

古生物的

壳的构造也做了一些研究
.

虽然礁边剖面经国际寒武一奥陶系界线工作组讨论
,

未被采用为界

线层型
,

但雄边剖面交通方便
,

化石丰富
,

分带清楚则是公认的
。

缺点是一些小构造破坏了

部分剖面
,

加上对古生物研究还不够详尽
,

尤其是多学科的长期持续的研究
.

但是
,

雄边剖

面的研究
,

在现时仍是国内研究较详尽的剖面
,

至今每年都有 中外地质古生物工作者参观研

究
,

对笔石和三叶虫研究
,

现已有国外学者参加
。

19 80 ~ 19 8 9 年
,

对江山的地层研究已向纵深发展
,

由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组织的有

关专题研究
,

对江山雄边寒武系一奥陶系界限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生物地层学
、

沉积学以及

其 他研究方 法 的研 究 的论文
.

如卢 衍豪 〔 ’
06)

,

卢衍 豪等 〔 ’
08)

,

裴 进贤 〔 ’
l2)

,

黄贺

林 〔 1 13 〕 ,

刘橘银 ( 114 )
,

穆恩之
、

林尧坤 ( 1 15一 1 16 〕 ,

李罗照 〔 l `9 〕
,

杨万蓉 〔 125 〕
,

赵振化

等 〔 126 〕
,

施少峰 〔 ’ 30 〕
,

鞠天吟 〔 161 〕等
.

该时期对笔石的研究有穆恩之
、

林尧坤对新厂笔石的

研究
,

杨达拴 ( 19 8 1) 对下曲对笔石的研究
,

俞剑华
、

方一亭 ( 19 8 1) 对
“

香蕉笔石
”

的研

究
,

陈旭等 ( 19 83 ) 对宁国组底部工字笔石带的描述
,

朱敏达 〔 ’ 35 〕和韩乃仁 〔 `36 〕 对江山有

轴
、

隐轴笔石的研究
,

陈旭等 〔 ’ 38 〕关于五峰期笔石的分异及沉积环境的研究
,

c 。 。 p er 和倪寓

南 〔 ’ 46 〕 对江山假等称笔石细微构造的研究
。

陈旭等 ( ’
57) 对 u n

du lo gr aP ut : 的发育形式的研

究
,

这个时期的三叶虫研究也很活跃
,

韩乃仁 〔 9 9〕 〔 ’ oo 〕 〔 ’ 20) 〔` 32) 〔` 64) 对奥陶纪三叶虫的研究主

要研究背壳腹边缘上的构造
。

卢衍豪
、

林焕令 (l6
9〕 对浙西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

.

头足类主要

是对寒武纪头足类的研究
,

先后有陈钓远等 〔“ 9 〕
,

李罗照 〔 ” 8 〕等研究
,

以李罗照的研究较

详
。

李罗照 〔 90 〕还对奥陶纪的角石也有较详细的研究
。

腕足类化石主要研究奥陶纪的
,

如李

罗照 ( ’ 19 〕
,

C o c k a n d R o n g ( 15 9 〕 。

对奥陶纪珊瑚也有一些研究
,

如林宝玉 ( 8`〕 〔 105〕 〔 12 2 〕 。

此

外
,

对浙江西部 的上古生代及 中生代的地层及 化石也有一些文章报道
。

如陈巫基
、

沈炎

彬 〔93 〕
,

陈其爽
、

徐孝坤
( ’

l8)
,

赵修枯
、

陈其爽
、

吴修元等
〔 ’ 43 ) ,

傅肃雷 〔` 60 〕等
。

但上古生

界化石研究较少
,

且不够深入
。

到 90 年代
,

对浙西的研究进人到古地理环境及具体的化石分带研究
。

但着重于奥陶纪地

层
,

像陈旭等对宁国期笔石的分带
,

以及 A er in g 和 iL a
vn er

n 的划分
,

戎嘉余对 A s h isl 腕足

类的讨论
,

以及戎嘉余
、

李罗照对三分贝动物群的研究
,

都对奥陶纪的动物群及划分有重要

的意义
,

这里应 该提到的张元动博士 的
“

渐赣
“

A er in g一 iL a n vi r n ”

笔石动物 群及其演化模

式
” 〔 2oo 〕和詹仁斌博士的

“

A s h isl iaa n 腕足类
”

( 19 94 ) 则对浙赣东北一带的奥陶纪生物群研究

更进一步
·

这一时期主要对各个门类化石的较深人的探索
,

像戎嘉余等 〔2“ ’ 〕
,

陈旭等 ( 2
03)

,

韩乃仁等
〔20 ` 〕

。

对综合地层的研究也较多
,

如陈旭等 〔 ’ % 〕
,

方一亭等
〔 `92 〕等等

。

2 古生物学及地层学研究概况

2
.

1 古生物学

关于笔石的研究有大量的论文
。

主要以穆恩之及其学生在浙江江山及常山的宁国页岩的

研究
,

穆在 19 5 7
、

19 5 8 年前后研究的中国笔石科的几个笔石属
,

如 召艺” go
r只P t us

,

A l l o g r
aP t us

和 yT los
r口P t us 等已被国际承认

,

并多次引用
.

穆恩之
、

李积金 ( 19 57 ) 对浙西的攀合笔石类

的研究对浙西来说是经典的
.

许杰等 ( 19 7 9) 对浙西的二角笔石的论述
,

则是相当精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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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胞管之形成研究也是当今世界上的较好论文之一 关于笔石的发育形式韩乃仁等发表

过几篇论文
.

陈旭与韩乃仁 ( 19 89 ) 对 U n
du los

r
aP t us 的发育形式的研究

,

也已为国际承认
。

对早奥陶世早期漂浮的树形笔石
,

陈旭也做过详细的描述
.

最近对笔石的再生与伤残 (韩乃

仁
、

陈旭 19 9 4) 也有一些报道
.

浙西的笔石
,

尤其是宁国期的笔石保存较好
,

矿化标本较

多
,

它将仍是今后多年研究的内容
,

而且将不限于研究褐铁矿化的笔石①
。

关于三叶虫研究
,

主要是卢衍豪
、

林焕令等
“

浙江西部寒武纪三叶虫动物群
”

做系统分类

的研究
。

浙西江山的奥陶纪三叶虫
、
卢衍豪早在 1外4 年就开始研究

,

而且建立了寒武系
、

奥

陶系分组分阶的基础
.

其 19 55 年的
“

浙西古生代地层新见
” ,

基本上写出了浙西地层划分的基

础
。

韩乃仁关于奥陶系黄泥岗组的三叶虫腹边缘及潘杰尔器官对三叶虫壳的构造也有一些新

的认识
。

腕足类化石研究主要着重奥陶系的腕足类
,

李罗照
、

韩乃仁的
“

浙西三分贝类
”

(8 ’ 〕 以及

后来戎嘉余
、

李罗照 的三分贝研究 〔 193 飞
,

在世界对 比上有一定的作用
.

c 血ks 和戎嘉

余 〔`
59) 研究过 F o

ilo m en
a
腕足动物群

.

近来戎嘉余
、

詹仁斌
、

韩乃仁 (20
, 〕研究的有关长坞组

的腕足类
,

已在美国古生物学报上发表
.

该文对始石燕的最老标本做了研究
.

这些研究对世

界上 A s hj il 期的腕足类的对比以及腕足类在中国东部的分布规律都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

石炭

纪
、

二叠纪都有一些硅化了的腕足类
,

但均未进行深人研究
.

寒武纪头足类最早是由李罗照
、

韩乃仁于 19 8 0 年发现于雄边剖面并做了系统采集
,

陈钧

远
、

齐敦伦 〔 89) 做了简要报道
,

李罗照 川
7 〕详细描述了这些原始的直壳头足类

.

浙西的奥陶纪

头足类
,

最早是张 日东 (43 〕研究了砚瓦山组的头足类
.

后来
,

陈钧远 ( 19 7 4 )
、

赖才根 (79 )
、

李罗照 〔90 〕 、

齐敦伦 〔 ’ 27 ) 及李罗照 ( 19 9 2) 研究的旋壳形鹦鹉螺
.

但是大量的头足类还待工

作
,

尤其是黄泥岗组中头足类
,

详细的研究还没有开始
.

而船山组及栖霞组的硅化的鹦鹉螺

及菊石
,

虽有零星的采集
,

但仍无人进行研究
。

沈炎彬 〔 ’ 34 〕描述了江山下奥陶统宁国组的胡桃虾化石
.

但是
,

大量的胡桃虾在印堵埠组

也有
,

在宁国组上部含硅质岩中也有不少
,

这些还有待今后工作
。

中国最早的海星在江山长坞组发现过 〔 `8 4 〕
.

在晚奥陶世的黄泥岗组也有海百合亚门的拟

海蕾的发现
,

但一直未被描述
.

在石炭
、

二叠系也发现大量的海百合茎及少量的海百合的曹

部 (李罗照正在研究 中 )
。

70 年代
,

在栖霞灰岩 中还发现过海胆的碎片
,

以及步带板上的大

棘
,

当时在南京古生物所丁作的研究生曾专程到江山采集海胆
.

韩乃仁等 〔 9 , 〕研究了在早二迭世的硅质岩中的硅质壳蜓南京篷的构造及层式
。

后来
,

周

又敏等 〔 ’ “ 〕又研究了它的口孔通道及畸形
,

但是与之同层位的球蜓
、

豆蜓和史大夫蜓都是立

体的标本却还没有研究
.

这些大量的硅化壳蜓的研究
,

对其构造及发生都有有利于对蜓的认

识
.

而在其层位中还有不少 cS h w ag er i all 甚至 尸ar afu su ll’n a
蜓的硅化壳是更值得深人研究的

.

江山的珊瑚类研究较少
,

林宝玉等 80 年代在采集三巨山灰岩的床板珊瑚时曾到江山的坛

石乡工作过
,

也曾对砚瓦山组的小型床板珊瑚做过一些研究
.

但石炭一二叠系的四射珊瑚至今

仍无人研究
,

虽然发现不多
,

但化石仍具一定的研究意义
.

奥陶纪地层中有不少锥石
,

(徐桂

荣
、

李凤林 19 89 ) 还有软舌螺
,

惜无完整的标本
。

安泰库在 90 年代曾在浙江江山系统地采集了牙形石样
,

并对牙形石与笔石层位上的对比

①张元动
.

浙赣A r
en ig 一iL an vi m 笔石动物群及其演化模式

.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19 93 年博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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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讨论
。

2
.

2地层学

9 19 5年全国地层会议
,

浙西地层现场会议是其 中几个现场会议之一
。

其重点是介绍浙西

的下古生界 (主要是寒武系和奥陶系 )
,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鸿允先生为首的研究浙西

的震旦纪地层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卢衍豪
、

穆恩之等提出江山
、

常山一带

的下古生界的划分
。

19 5 3 年卢衍豪
、

穆恩之
、

候佑堂
、

张 日东
、

刘第铺在江山
、

常山一带测

制了一系列的寒武系
、

奥陶系剖面
,

并于 19 5 5 年发表
“

浙西古生代地层新见
” ,

把刘季辰
、

赵

亚曾在 30 年代的地层名称重新厘定
,

并给与新的定义
,

这一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

从 19 55 年

以后
,

很多地质工作者
,

古生物及地层专家多次到江山
、

常山一带工作或实习
,

基本上对这

一划分给予承认
。

在古生物学
,

以及沉积岩石学
、

生物地层学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

补充

和少量修改卢
、

穆的划分
。

寒武系由卢衍豪等提出的有荷塘组 (早寒武世晚期 )
、

大陈岭组 (早寒武世末期 )
、

杨柳

岗组 (中寒武世 )
、

华严寺组 (晚寒武世早期 )
、

西阳山组 (晚寒武世晚期 )
。

奥陶系有印诸埠

组 (早奥陶世早期相 当于 T er m a d co ia n 期 )
、

宁国组 (早奥陶世末期相 当于 A r
en ig ia n 和

L l a n v i r n i a n 期 )
、

胡乐组 (早奥陶世末期相当于 L la n d e i lo 和 C a r a d o c i a早早期 )
、

砚瓦山组

(晚早期相当于 C ar a d co 晚期 )
、

黄泥岗组 (晚奥陶世 中期相当于 A s h i igl ian 早期 )
、

长坞组

(晚奥陶世晚期相当于 A s ih isl ia n
中期 )

。

其中大陈岭组是卢
、

穆工作后提出
,

李蔚秋
、

俞从

流 〔5 ` 〕发现节头虫后划分的
.

杨家骚 〔 9 2 〕描述过江山雄边的中寒武统三叶虫
.

由于围绕着寒

武系与奥陶系的分界
,

卢衍豪
、

穆恩之
、

陈旭等先后对这一界限的三叶虫
,

尤其是笔石做了

多 次 研 究
.

把 浙 江 江 山雄边剖 面 做 了 详 细 划 分
,

认 为 在 tS au
r
og

r
aP t us 层 中还 有

yH st e r o le n u s ,

而在 S t a u r
呀

r
aP t u s

dl’c h o ro n : u s 层之下还有一带地层中存在 yH
s t e r o l e n u s ,

和极

少量的刀 ic yt oe ne m 。 ,

卢
、

穆认为这是奥陶系的最下部
。

陈旭等 ( 19 93 ) 认为在 T r
en 拍do

。
笔

石带
,

最下为 S ra u r
雌

r
即 t u s

dl’c
o t o n , u s 带

,

中为 p s ig r
即 t u s

带
,

(与北方的赵祥麟
、

张舜新

( 19 8 5 ) 提出的相对应 ) 最上为 A de glo
r
即 t u s 一C lo n o g r

即 t u s 带
。

关于 A r e n ig 一L l a n v i r n 的分界
,

穆 恩 之 认 为 以 C a r d i口g r
即 t u s a n切 l u s

带 与 其 上 的

iD办m go
r
aP ust

。
lle as 。 带为其界限

。

但最近陈旭等 〔 ’ % 〕认为 c ar id go
r
aP ut : 。

mp lu : 与澳州的心

笔石不同种
,

另外其他笔石 也不能完全 对 比
,

提 出以 c ar id og
r
aP t us (尸ar ac ar id og

r
op ut s)

u n

扣
r二 is 为 A r e n ig 最上一个带

,

而以 U n
du lgo

r
aP r “ 5 a u s t r o de n t a r u s

做为 L l a n v i r n
期的最下一

个带
,

并在 刀北h o

lso
n
呀

r
即 t u s

fa se i e u l a r u s
带下面建立 T p a r

叮 10 55 叮
r
即 t u s t e n ta c u la t u s 带

。

这

在江
、

常
、

玉三山地带是很合适的
.

关于胡乐组的时代
,

陈旭认为 Ne m ag
r
aP t us g r ac il is 带为 C ar a d oc 早期 (这也是穆恩之过

去的分带 )
·

19 79 年笔者协助安泰痒采集牙形石样时
,

对于江山有些地区 (金目坞 ) 的砚瓦山

组底部样中有相当于 Ne m ag
r
aP t us gr ac iils 带的牙形石

,

而在同一地点却采不到 Ne m ag arP
t us

化 石
,

说 明砚 瓦 山组 泥灰岩 的底 部
,

有 时是在 Ne o ag
r只p t us 层 之上

,

有 时则包 括 了

Ne m ag
r
aP ut s .

换句话说
,

砚瓦山组有时代表了整个 C a
ar d o c 期的地层

.

黄泥岗组的 aN
n k l’n 口 iI ht us 层

,

真正含有化石的岩层厚度不超过 50
c m

,

而在其 中及其下

的腕足类 oF ilo m en a ,

经戎嘉余 ( 19 74
,

19 88 ) 研究认为应归人早 sA hg iil 期
。

而黄泥岗组的

底界与砚瓦山组之间岩性是经常变化的
,

也可以说两组之间是以岩性划分的
,

但各地在时间

上则是有差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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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坞组中的三 什卜虫
,

经多年采集
,

即将由周志毅
、

韩乃仁等描述
,

长坞组中的腕足类经

戎嘉余
、

詹仁斌
、

韩乃仁的研究 〔 200
〕
认为应属 A s h igl l 中期

,

大 约相 当于 T a脚孙
,

ag arP
t us

ytP
ic us 带

。

或其下 的层 位
,

笔石 很少
,

经 陈旭 ( 19 8 6) 研究 也认 为 应属 sA h igl l 期
,

D ic e lglo
r
aP r u s s z e e h u a n e n

.sls 带
,

即相当于陈旭等 ( 19 9 3 ) D
.

e o n 少 al n a r u s 带
。

长坞组在江山
、

常山一带
“

顶部
”

被剥蚀
,

为一不整合面
.

长坞组在横向上较短的距离内

(1
.

5 一 .2 5 k m )
,

厚度相差不下百米
,

因此长坞组的顶部是什么样的岩性及化石
,

尚未发现
,

这是研究不够的
,

而横向上研究也不足
.

浙江省区调队在 70 ~ 80 年代曾提出过文昌组代表晚

奥陶纪
,

但文昌组与长坞组是什么接触关系 ? 在什么地点有接触关系 ? 文昌组有什么化石带

… … 等等都是不清楚的
.

从生物地层学角度
,

文 昌组的建立尚有欠缺
。

长坞组 中是有笔石

的
,

但这些笔石真正描述过的很少 (陈旭等 19 9 3 )
,

仅经一般鉴定而写出的属名没有图像证

实
,

故长坞组的化石尚属可疑
。

结合煤田的勘查
,

陈其爽等研究过石炭纪的植物及地层
。

但大多数都是对地层的划分提

出一些鉴定名单
,

具体的植物化石研究
,

并附有照片
、

图像的成果很少
。

叶家塘煤系虽在浙

西及江山都在开采
,

但详细的研究成果较少
.

金玉书虽作过研究
,

但论文未见公开发表
。

陈其爽等 〔” 8 〕对上三叠煤系的研究发现海相夹层 ; 傅肃雷 ( 19 88 ) 〔 ’
60) 则对江山大隆组

古生物特征
,

主要以菊石及二叠与三叠系界限做过研究
。

《华东地质学院学报 》 19 9 0 年第 4 期刊载了江山古生代地层研究论文专辑
。

但生物地层学

的论文仅是前人工作的小结
,

又缺少岩石地层学的研究成果
。

对前人发表过的论文未列参考

文献
,

令月惑到不足
。

该院师生常年在江山工作实习
,

相信今后对该区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

学的研究定会有较多高质量的论文问世
。

3 江山古生物学及地层学研究展望

江山早古生代地层 中化石相当丰富
,

除三叶虫
、

笔石外
,

亦有大量的腕足类
、

叶虾类
、

头足类和瓣鳃类
,

还有珊瑚和层孔虫
,

牙形石和小壳化石
,

还有锥石
、

软舌螺和介形类等等

化石
。

上述各门类化石都先后有人做过研究
,

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然不足
。

如在雄边对寒

武纪剖面的实测过程中发现
,

寒武系的下
、

中
、

上各统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分界
,

而各统的化石带研究十分粗糙
,

尸 se u 故〕g lyP
t ag no sl us 带具体有些什么化右

,

这些化石在量和

质上有什么特点
,

各化石带之问有没有有机的联系…… 等
。

虽然卢衍豪
、

林焕令 ( 19 89 ) 写

出了浙西寒武纪三叶虫
,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说
,

只是概括地描述 了浙西寒武纪三叶虫的轮

廓
。

笔者认为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研究寒武纪各阶的三叶虫
,

甚至三叶虫化石带
。

又如寒武

纪最后一个带 L 口 t ag
n os lu : he dl’n i 带的三叶虫

。

而浙西的三叶虫研究基本上处于雏型
。

在 江 山黄泥 岗
,

宁 国组 的下部 在 A )z 夕g go
r
aP t us su ce i cu : 带 中有 一走 向的 断层

,

使

A珊go
r
aP 扭

, su ce l’cu
, 带只剩有 Z m 厚

。

在断层的一侧发现了两块 G On l’ag
r
aP t us

,

林刚 (l5
8 〕在

此层之上的层位
,

于横塘又发现 Y us h an og
r
aP t us

,

说明 A yz g go
r
op t us su ce ic us 带的上

、

下层中

有丰富的化石未被发掘
。

从详细研究的角度看
,

陈旭等 ( 19 9 3) 提 出的这么多的奥陶纪笔石

带应该逐一研究这些笔石带的内涵
,

一个带一个带地研究
,

这不止对笔石的认识将更加深人

也将不断地发掘新笔石化石
,

有利于从质和量上来研究笔石的发展和变化
。

江山的笔石地层

中笔石丰富
,

同时又不十分密集
,

是一个相当好的研究笔石的条件
,

而笔石带又具有一定的

大区域和国际对比的条件
,

恐怕再有一二代人的努力
,

也难于完全
、

彻底地研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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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地区的奥陶纪腕足类丰富
、

繁多
。

戎嘉余和詹仁斌等对某些层位已开展了较详细的

研究
,

但是奥陶纪各层中的腕足类
,

真正已研究的只是一点点
,

而大量的腕足动物化石
,

则

尚未予重视
,

笔者当初采集时就忽视了这一点
,

丢弃了无数可研究的材料
,

现在深感可惜
.

做为一个古生物工作者
,

不应该丢弃自己不研究或研究很少的东西
,

应该将其送给有关专

家
,

以便共享人类的财富
.

如果说笔石
、

三叶虫还做 了一些工作
,

那么腕足动物则做 的很

少
。

至于寒武纪的腕足类研究就更少了
。

相信今后对腕足类的研究定会超过三叶虫
、

笔石的

研究工作量
.

江山的古生代化石
,

主要是三叶虫
、

笔石
、

腕足类
,

还有头足类
.

其保存相当完好
,

像

三叶虫的内模
、

外模
,

在结核中的保存已经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
。

笔石有在页岩保存的半立

体的褐铁矿化标本
,

也有笔石保存在宁国期的灰岩中
,

腕足类在三巨山层 中有大量的实体标

本
。

这些都将是研究化石的壳的构造及机能的好条件
。

据江山古生物地层研究内容统计
,

奥陶系最多 (约占 60 % )
,

而寒武系 (约占 巧% ) 尤

其是石炭系
、

二叠系研究较少 (均 < 10 % ) ; 从内容上看
,

古生物学研究约占 55 %
,

地层学研

究约占 3 0%
。

本文承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陈旭教授
、

张元动博士
,

浙江石油地质研究所

鞠天吟高级工程师
,

华东地质学院张利民教授等提供了不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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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 出宝责意见
,

韩 东力

帮助誉抄论文
,

顺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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