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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果洛
、

玉树地区二叠纪和

三叠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
‘’

杨式溥

爹加
,

书今

(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 )

内容提要 本文系统描述了产 自我国青海南部巴彦喀拉山脉玛沁
、

甘德
、

玛多等地二 叠一三 叠

纪 ( 主要是三叠纪 ) 复理石相的遗迹化石
。

主要遗迹属如
: 尸al e o d fct y 。”

,

( 古网迹 )
,

尸ro t。 -

P a le o d ic t少o n ( 原始古网迹 )
,

M e 夕a g r aPt o ” ( 巨画迹 )
,

H e l水in th o ‘d a ( 蠕形迹 )
,

H e l
-

。f”rh o p s fs ( 拟蠕形迹 )
,

H e l‘e o lithu s ( 螺旋迹 ) L o p h o c t e n io m (冠梳迹 )清 楚地证明 为 深

海N e re 介s遗迹相典型代表
,

也是迄今为止该遗迹相在我国发现最丰富的地区
。

遗 迹 化石产地玛

沁
、

玛多深海相位于我国两个板块之间的对接带附近
,

说明遗迹化石同古构造的关系
。

主两词 中生代 遗迹化石 复理石相 板块对接带

作者简介 杨式溥 男 61 岁 教授 古生态学

青海省地质局区测二队
,

近儿年在青海省南部阿尼玛卿山
、

巴彦喀拉 山地 区的果洛

自治州和玉树 自治州开展区测找矿工作
。

本文研究的遗迹化石系该区测队在玛沁幅
、

玛

多幅和优云幅二叠系和三叠系所采集
。

一
、

青海南部遗迹化石产地简述

遗迹化石的产地 ( 图 1 ) 位于黄河的发源地果洛自治州的玛多县北部和玛沁县下大

武
、

花石峡
,

甘德县青珍
、

石峡煤矿
、

昌马河以北等地
。

在巴彦喀拉山以南产地为玉树

自治州沿金沙江的称多县竭武一带
。

这些地区大多位于 4 0 0 0 m 以上的高原
,

气候寒 冷
,

交通困难
,

过去地质研究工作开展较少
。

承蒙该区测队叶松龄和毛平均二位同志
,

热心

寄送标本和地质资料
,

作者对他们及青海区测队深表谢意
。

二要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

1) 青海省 (玛沁幅 )甘德县青珍下二叠统为绿色灰色砂岩
、

页岩夹薄层灰岩
,

在

薄层灰岩中采集遗迹化石 (编号 1 H s 1 2 1 3 一 1
,

1 H
s i Z1 3 一2 ) 如下

:
S 夕ir o P夕c u s 、fn -

ha ‘e n s i s ie h n o s p
. n o v · ,

I饥Po n o 芝21夕Phu s s p
. ,

D e o d r o t i c ho u s ha n tZ s e he l‘
,

2) 青海省玛沁县昌大公路 ( 昌都一果洛公路 ) 第 7 道班
,

北支沟 1 2 0 0 m
,

二叠纪
_

1) 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番一龟
、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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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海果洛和玉树地 区二叠
、

三叠系复理石相遗迹化石产地略图

F19
.

1 Pe r m ia n a n d T r ia s s ie fly t e li t r a e e fo s s il lo e a lit e s

f r o m G u o lu o a n d Y u sh u R e g io n s ,

Qin g ha i

JJ一|
、

绿色长石砂岩及深灰色薄层灰岩
,

厚约2 00 m
,

灰岩中产遗迹化石
:

N o r 。 i t。: 100 0 1 s p
.

c ho n d r ‘te s b ff
u r c a ru 、 N e r e f t。: sp ,

C ho n d r i t e s ‘u tr f。a 才u s

3) 青海玛沁县昌马河以北下二叠统厚层中粒长石砂岩夹薄层灰岩含遗 迹 化 石
、

( 编号 亚H s 3 1 7 9 一 1 ) : I m 夕o n o 夕l夕Phu s to r g u e u d u s ,
p la n o li te s s p

.

4) 青海省玛多县北部二叠纪采集有下列遗迹化石
:

绿色板岩 (编号IH s 2 0 2 4一1 ) 中产H
e lo i。 tho ‘d a sp

.

绿色粉砂岩 (编号 IH
, 2 0 2 4 一2 ,

IH
sZ o 2 4 一 4 ) 产户

r o to 户a le o d i c t少o n in c o m 户o s i ta ·

花石峡灰色粉砂岩 (编号IH
s 2 1 0 5一 z ) 产H

。lm fn tho fd a sp
.

黄绿色细砂岩 (编号 IH
s

1 8 9 9 一 1 ) 产B u tho tr e夕hi s b if
u r c a tu s .

绿色板岩 (编号IH
, 1 9 4 4 一3 ) 产 p h夕c o s‘户ho n in e e r ta

.

5 )
、

青海省玛多县二叠一三叠纪采集遗迹化石如下
:

薄层绿色细砂岩 (编号IH
s 1 5 8 0 一 1 ) 产M

e g a 夕: a 夕to n ir r。口u la r e .

黄绿色粉砂岩 (编号Ip
Z ‘ H

: 2 6 一1 ) 产H
e lm io tho 夕: ‘: e

f
.

‘r r e g u la r e .

深黑色粉砂质板岩 (编号IW 1 1 8 9 一2 ) 产H
e lm io tho Ps ‘5 sp

.

浅灰色薄层灰岩 (编号 IW 2 2 8 9一1 )产 L o 户ho 。t。。i u o s p
.

H
e lie o li thu s s a 优夕e l-

a y o i ,
A e a 才h o r ha 力he d e li c a tu 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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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遗迹化石大多是属于 S e ila c
he

r A
.

所定的 N er el’ tes 遗迹相的典型化石
,

其中

如
: N e r e ‘re s ,

H
e lm i o tho i d a ,

P r o :
Lo p a le o d fe ty o n ,

P a le o d fe t y o n ,

M
e g a g r a p to 。 ,

尸h夕。。: ‘p h。。
,

L o p h 。。 t。。fo m 等遗迹属
,

均常见于欧洲中生代 深水复理石沉积
。

青海省南部三叠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的产地如下
:

1) 玛沁县下大武公社雪前沟剖面
,

薄层绿色硬砂岩及石英砂岩夹泥质灰岩中采集

有下列化石 (编号xH
, 2 5 0 5 一z ,

IH
s
乏;5 9 一 3 ): P a le o d fc t夕o n r e夕u la r e ,

N e o n e r e i t e S

b fs e r ia li s ,

D e n d r o t i c h n 优 s p
. ,

1〕la ”0 1‘te s s P
.

2) 玛沁县石峡煤矿以南 10 公里俄合玛沟剖面由长石砂岩
、

粉砂质板岩
、

钙质泥板

岩组成
,

厚约三千余米
,

底部为玄武岩
,

中部及上部含下列遗迹化石
:

第 4 层灰色细粉砂岩 ( 编号 I P ; 。H
,

4一 1 )产C ho n d r ‘te s
f

u r C a tu S ·

第 5 层灰色粉砂质板岩 (编号P I : 。H s s一l ,
5一 2 ) 产C ho n d r ‘te s e

f
. a

f in ‘u ￡t e s .

第 9 层灰色长石砂岩及粉砂岩 ( 编号 I P , 。H s g 一2 ) 产
:

M
u e o s t e r ‘a s 力

,
p a le -

o d 1c t夕o n 5 to r 之之f
,

C f r e u lic hn u 泞? sp
.

3) 青海玛沁幅玛多境内吉迈二道班西南 5 公里
,

灰绿色中薄层粉砂岩及灰岩
。

昌

马河以北为长石砂岩及泥质板岩
,

采集两种遗迹化石 (编号 1 H s 33 7一1 )
:

H el o fnt h-

0 1 d a la b y r in thf e a
和P la n o lfte s sp

.

4 ) 青海玛多县北部采集下列遗迹化石
:
C ho n d : 1 te : a : bu : 。u la (编号 IH s 1 0 9 5一1 )

C ho n d r ‘t e s
f
u r e a ru s ,

(编号IH s {28 5 一 1 )
,

H
e lm ‘n tho Ps fs (编号IH s 2 0 1 8 一1 )

,

S u -

b lo r e 。 : fo fa (编号 IH s 2 0 7 0一 i ,
IW 2 2 5 9一1 )

,

H
。lo f。才八o fd a s p ,

(编号IH s 5 4 5一1 )
,

H e lm ‘n tho P s ‘5 te n fs (编号 IH s ZC, 7 0一 3 )
,

P h夕c o s iPho 。和H
e l。‘n t人o P s i s (编 号

IP
‘ :
W

3 : 一 1 )
,

P h夕c o s ‘Ph o n in e e r ta (编号IP : 。
W 7 一1 )

,

H
e l。‘n t ho P s f: ( 编 号

IH s 5 4 5 一 1 )
,

P h夕c o s fPho n sp
.

( 编号IH s 5 4 5一1 )
,

H
e lm ‘n tho i d a s p

.

(编号 l

p
。
H 3 一1 )

,

H
e l。‘。 tho 夕5 1 5 s p

. ‘

〔编号 IW 5 6 2一1 )
。

5) 青海玉树州称多县竭武一倒邦公路西侧出露三叠系 剖面
,

剖 面起 点 为 东 经

9 7
“

2 9 ‘一。
“ ,

北纬 3 3
0

7 产2 0
“ ,

终点为东经 9 7
0

2 2
‘ ,

北 纬3 3
“

1 0 ‘。

底部与黑色厚层灰岩及

及绿色破粹状熔岩接触
,

其上为一套厚度巨大 的砂岩系
,

由褐灰色粗粒长石砂岩
,

灰色

粉砂质板岩
,

薄层状灰色粉砂岩
,

黄褐色页岩组成
,

厚度达数千米
。

遗迹化石产于下列

层位
。

第3 3层灰色细长石砂岩夹页岩
,

产C f : c u lfe ho u s .

第 3 7层灰绿色页质板岩产尸h夕e o s ‘夕人o n ‘。 c e r ta ,

H
e lo i n tho 声d a s p

.

G o r d ‘a

阴 o la s i e a 。

第57 层绿色泥质粉砂岩产
: 尸hy o .

” iPho o s p
.

第6 8层褐灰色半厚层泥质粉砂岩产
:

H
e l。‘。‘ho ￡d a s p

.

M
e g a g r a 夕t o ” s p

一

盛渺
�

,
·

二
、

遗迹化石群及其沉积环境

1
.

遗迹化石产地的地质构造背景

青海南部的玉树地区晚三叠纪地层称巴墉群
,

巴塘群以北是出露宽约 50 一2的 k 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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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喀拉 山群 (即原称西康群 )
,

为巨厚地槽型复理石沉积
,

遗迹化石产在玛沁县和玛

多县及玉树地区称多县
,

前两个产地在地质构造上为玛沁一修沟对接带
,

后者位于玉树

一治多断裂附近
,

为唐古拉板块与巴彦喀拉山板块之间的俯冲带
。

证明遗迹化石产于二

叠纪和三叠纪古代槽区半深海大陆斜坡至深海底部所形成的浊流沉积 中
。

2
.

遗迹化石的系统分类

文内共描述复理石相遗迹化石 15 个遗迹属
,

20 个遗迹种 ; 大部分遗迹在我国首次发

现
。

其中以保存在岩层下底面凸起的雕画迹 ( G r o
Pt

。
川 y p t‘d : ) 占主要位置

。

一小 部

分遗迹产生在岩层上表面
,

或岩层内部
。

遗迹化石的形态特征多种多样 ; 主 要 以 蛇曲

形
、

螺旋形
、

星形
、

网格形为主
,

一小部分为柱形潜穴 (水平分布 )
,

下面列表说明这

些遗迹属的形态特征及其系统分类
:

表 1 青海省二 . 纪一三必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形态分类表

T a ble 1 Cla s sifie a tio n o f tr a e e f o s s ils o f P e r 扭 ja n a n d

T r ia s s ie flys eh in Qin g h a i

分 类 遗 迹 属 名

1)
。

直形潜穴 光滑无饰

串 珠 状

尸la ”o l. te s

I协P o ”o 夕l夕Ph赵s

2 )
。

分枝潜穴 多次分枝
,

沿层面斜交 C人。”d r ite s

H
e l爪i”fh o Ps了s

H e l‘e o l亡t人u ‘

N e re‘te s

N e o ”e re i te s

H e l仍 f”云人。公了a

厂
心

l
了

!l
、

造造构构填填回回无具
3)

.

蛇曲形潜穴不分枝

‘日
7

硬
.

不规则蛇曲不交切

螺丝 状蛇曲形

蛇曲形两侧具羽状构造

蛇曲形内部具横扳构造

规则等距蛇曲形

4 )
.

蛇曲形潜穴分枝

蛇曲顶部具分枝一次

羽状多次分枝

均分式 分枝

P r o to Pa fe o d ic ty o ”

L o Pho C te ”“ m

M
e g a g r a Pto n

5)
.

螺 旋 形
鹿角状具回境构造

松散卷 曲

P hy c o s公P几。”

S Pir o P人夕e “ s

6 )
。

网 格 状 规则六边形 P a le o d fe f夕o n

7 )
.

星 形 辐射脊不整齐 S u blo r e ”之 i”i。

3
.

遗迹化石习性特征

青海二叠
、

三叠纪遗迹属大部分亦见于世界其他地区 (欧 洲
、

美 洲
、

日 本 ) 中生

代一新生代 复 理 石 相 ( S e ila 。h e r 1 9 5 4
、

1 9 5 8
、

1 9 67
、

1 9 6 4 ; K sia z k ie w i。 2 1 9 7 0 ;

T a n a k 1 9 7 1
,

V 了a lo v 0
. a n d G o le v B

.

1 9 6 6 )
。

虽然属种并不如白里纪和老第三纪

属种分异度高
,

但主要的类别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14 属之多
,

如汀
。
加 f时ho P: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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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n o 夕l夕Ph夕s ,

H
e l水 f o t入o i d a ,

H
e lie o li t hu s ,

大o Pho c t e ”“m ,
P r o t o Pa le o d fc t夕o n ,

Pa le o d ‘e t夕o n ,

M
e 夕a g r a P to n ,

N e r
l

e ‘te s ,

N e o ” e r i t e s ,
S Pfr o h夕c “s ,

S u blo r e ”-

2 l’Pia
,

C ho n d r ￡t e s ,
P hf c o s fPho n

.

从习性方面分析
,

青海二叠三叠纪复理石相的遗迹化石主要表现为食泥动物活动的

行为习性
,

和建造网格用来诱捕微生物的觅食习性
。

( 1 ) 牧食迹 (尸as
。‘ch

。萝a ) 是动物沿沉积物表面或其内部运动兼觅食活动形成的

潜穴
,

如H
e lm ‘n t ho ‘d a

H
e lm fo th o l)s ‘s

,

N e r e ‘t ; ,
N

e o n e r e ‘t e s 。

( 2 ) 耕作迹 ( A g : f o
hn l’a 一A

·

A ek d al 。
等1 9 8 4 ) 是具有规则几何形态 的 水 平 潜

穴 (复杂的蛇曲形
,

螺旋形和网格形 ) 如P o le o d ie t夕o n ,
P r o t o Pa le o d ‘e t夕o n ,

M
e夕a -

g r a p to 。
等雕画迹

。

S e ila c h e r A
.

( 1
’

977 ) 认为是动物建造的兼有诱捕食物和培养微生

物作为食物的潜穴系统
。

( 3 ) 觅食迹 ( F o di o h ni a ) 食泥动物形成的竖井式的潜穴
,

沿富含食物的层水平

铺开
,

如C人o n d r ‘re s P h‘c o s ￡Pho n ,
L o Pho e t e n iu m

.

从采集的遗迹化石群来看
,

以牧食迹和耕作迹和觅食迹为主
,

缺乏浅水中常见的滤

食运动居住潜穴
,
停息迹和爬行迹

,

可以证明是属于 S e il a 。h。r ( 1 9 6 3 ) 划分的N e , 叮 -

tes 相
。

为浊流沉积中的特征遗迹
。

三
、

青海二叠三叠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系统描述

从旅迹 C ho n d , ￡te s V o n S te r ): b e r g 1 8 3 3

特征
:
分枝状潜穴系统

,

分枝斜穿过岩层
,

或平铺在层面上
。

常见两次以上分枝
,

味

分枝角度基本一致
,

各分枝潜穴直径基本相同
,

分枝内部具有回填构造
。

分布
:
寒武纪一第三纪

,

世界各地
。

分又丛藻迹Ch o , d , ‘t e s
fu r e a tu s ( B r o n g n ia r t )

图版 1 , 1

描述
:

丛枝状觅食潜穴
,

潜穴宽约1
.

s m m
, 2 一 3 次分枝

,

分枝角度 约45
。 ,

保存

于粉砂岩层面上及层面内
,

潜穴颜色比围岩深
。

产地
:

青海玛沁幅 (编号1 1P5 H s
29

一1 ) 剖面29 层二叠纪
。

玛沁丛藻迹C ho n d r ‘t e s m a夕 ia n e n s i s i。h n o s p
. n o u .

图版 I
, 2

描述
:

丛藻迹分枝细
,

直径 > 1 : : m
,

表面光滑
,

可见两次以上分枝
,

分枝 密集成

丛状
。

产地
:
青海玛沁幅

。

旅形丛藻迹C ho n d , ft e :
filsfo r m fs C o s te r

图版 I
, 3

描述
:
分枝细密

,

直径。
.

sm m
,

分枝夹角约25 一30
。 ,
分枝简单

,

分散稀疏
。

产地
:

玛沁幅玛多县三叠纪钙质粉砂岩
。

姗形迹H
e l二 fn tho Ps fs H e o r 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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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型
:

H
e l。‘n tho P s i s m a 夕n a U lr ie h 1 9 0 4

特征
:
简单蛇曲形潜穴

,

不分枝
,

表面光滑无纹饰
。

同H el m ‘。th ol’ d 。相似
,

但

并不紧密和等距离排列
。

分布
:
奥陶纪一第三纪

,

世界各地
。

玉树拟蠕形迹 (新种 ) H
e lm i , tho P : 1 5 夕u s hu e n s i s ie h o sp

. n o v .

图版 I
, 4

描述
:
高度弯曲的蛇曲形

,

直径1
.

5一 2 m m
。

两个回转之间长约 1 。m
,

两端靠近
,

中间间距较宽
,

保存于灰色薄层泥质板岩之间
。

讨论
:
新遗迹种以高度蛇曲形

,

在两个回转处互相接近为特征
,

区别于 已知各种
。

产地
:

青海玉树称多县竭武晚三叠世
。

蟠形迹H
e lo fn rho i d a S e h a fh a u t l 1 8 5 1

属型
:

H
e lo fn tho id a Ia by八 n th ie a H e e r 1 8 6 5

特征
:
沿沉积物内部规则的蛇曲形潜穴

,

蛇曲形通道密集
,

相互平行
,

作 1 80
。

回转

互不相交切
。

分布
:

寒武纪一第三纪复理石相
,

世界各地
。

迷途蠕形迹H
e lm i n tho i d a Ia b夕r i n th i c a H e e r

图版 I
, 1

描述
:

保存在薄层泥质粉砂岩底面的内部潜穴
。

潜穴规则
,

紧密靠近
,

但 互 不 相

交
,

通道宽约 1 一 1
.

s m m
,

通道一端排列紧密
,

彼此间距约 1 m m
,

另一端稍 宽
,

约为

3 m m
,

通道均作 1 5 0
。

的回转
。

产地
:
青海优云幅昌马河北三叠纪 3 37 点东

。

蠕形迹未定种H
e lo fn t ho fd a s p

.

图版 I
, 5

描述
:

泥质板岩内规则蛇曲形潜穴
,

宽约1
.

8一 2 m m
,

潜穴似H
o
lm i。 th o:’ d a ,

但

保存不完全
,

核心近螺旋形
。

产地
:

青海玉树三叠纪

玛沁蠕形迹H
e l阴 f”t ho fd a o a g i e o e n s ‘5 ie h ll o sp

. n o v .

图版 I
, 2

描述
:

保存在绿色板岩中的H
e lm ‘n tho id a

与以上描述的H
。lm ‘*: tho id a la b夕, i。-

tni c a
相似

,

区别是该种通道之间的间距较宽
,

约 5 m m
,

蛇曲形较不规则
,

遗迹 通 道

分布宽2
.

5一 3 c m
,

长约 7 e rn
。

产地
:

青海玛沁幅玛多县 (编号IH sI3 9IQI )

螺旋迹H
e lf c o li thu : H a n t a s e he l 1 9 6 2

属型
:
H

e l公e o 1f thu s s a m Pe la y o f A z p e itia 一M o r o s

特征
:

雕画迹
,

一级蛇曲形潜穴较宽
,

二级蛇曲形由许多规则的螺旋状环节组成
,

外形为螺旋形链状排列
,

风化后排列成雁行形
,

产出于复理石相岩层下底面凸起型
。

分布
:
白坐纪一老第三纪

,

意大利
,

西班牙
,

波兰 ; 中国产于青海玛多二叠一三叠

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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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果洛
、

玉树地区二叠纪和三叠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 7

桑伯莱约螺旋迹万
。 zf。。 lf rhu : ‘a 。夕e la 夕o f A z p e itia 一M o r o s

图版 亚
, 3

描述
:

螺旋状旋转的蛇曲形潜穴
,

通道直径 2 m m ,

保存在薄层灰岩底部
,

形成 雁

行状排列的断续通道
。

产地
:

青海玛多县 D 2 2 s 9点南1 5 0 0 ,二 ;
二叠一三叠纪 ( 编号 IW 2 2 8 9 一 1 )

。

欺骗雕迹 I o Po , o 夕I夕Pho s V y a lo v 1 9 7 1

属性
: I m 夕o n 夕l夕夕hu s t o r g u e n d ,‘S

特征
:
单一的枝形潜穴

,

似串珠状套管
,

略作弯曲
。

分布
:

晚三叠世
,

中亚帕米尔西南
。

项链欺骗雕迹了。夕
。。口l夕夕h u : to r 叮u e , d “5 V y a lo v

图版 I
, 6 a

描述
:

串珠状遗迹
,

直线形排列
,

直径粗约 1 m m
,

长 1
.

5 。m
,

每个串珠略小于 lm m

保存在岩层表面
,

同岩层面平行
。

分布
:
青海优云幅玛沁三叠 纪 (编号IH s 3 1 7 9一 1 )

冠梳迹L o Pho c t e o iu m R ie h te r 1 9 5 0

属型
: L o Pho e t e n ￡。m e o m o s u m R e in h o ld R i。h t c r 1 8 5 1

特征
:

遗迹紧密排列成束
,

分枝似梳齿状
,

向内方弯曲
,

同主枝相连接
。

常产于底

面之下为凸起花纹
,

主枝宽 1 一 2 m m
,

侧枝更细密
,

长约 10 m m (外貌似地形图上的山

岭 )
,

为系统觅食迹
。

分布
:

奥陶纪一早石炭世
,

欧洲
,

德国及葡萄牙 , 石炭纪一二叠纪
,

北美
;
老第三

纪
,

欧洲 ; 常见于复理石相
。

青海玛多县
,

二叠一三叠纪
。

冠梳迹未定种L o Pho c te ”f u m s p
·

图版 亚
, 8

描述
:

许多聚集在一起的丝状小枝
,

向内方弯曲
,

每个主枝约 15 一20 m m 长
,

主枝

又分出许多平行的细小分枝
,

向内侧同一方向弯曲成梳状
。

保存于薄层灰岩的界面上
。

只采集有一块化石
,

未定名
。

讨论
:

同C h a m be r i ia n
所描述的二叠纪A t o k a

组所产L o Pho c te n ‘u m 人a u d ‘m m ‘。-

e , 1 C h a m b e r lia n 比较相近
。

产地
:

青海玛多
,

浅灰色薄层灰岩点南1 8 0 0 m (编号IW 2 2 eg 一 1 )
。

巨画迹M
e g a g r a Pto n K s ia z k ie v : ie z 1 9 6 8

属型
:
M

e 夕a夕r a P to , ir r e夕u la r o K s ia z k ie w ie z

特征
:

不规则的雕画迹
,

由 1 一 5 m m 粗细
,

直而略弯曲的蛇曲形分枝组 成
,

近 似

网孔构造
,

分枝近直角形
,

近似均分笔石状
,

网孔多为未闭合的四边形
,

似地图的边界

线
。

分布
:
白垄纪 日本

、

波兰 , 老第三纪波兰 ; 三叠纪
,

中国青海
。

不规 RIJ 巨画迹M
。夕a 夕r a P to n i r r 。夕u la r e K sia z k ie w i e z

图版 I
, 5

特征
:

细长略弯曲的潜穴
,

潜穴直径约 1 m m
,

粗细均匀一致
,

常为近垂直二分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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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均分笔石式分叉
。

网孔不规则
,

未封闭
。

保存成薄层粉砂岩的底面凸起
。

产地
:
青海省玛多县三叠纪 (编号IH s1 8 5 0一 1 )

。

新砂蚕迹N e o n e : e fte : S e ila e h e r 1 9 6 0

属型
:

N e o n e r e i te s b fs e r ia li s S e ila e h e r

特征
:
不规则弯曲的链状

,

向层面内凹
,

两边缘光滑
,

中间具有两行或单行排列的

粪粒或粘土质充填或为同方向凹曲的小板状充填物
,

为食泥动物的潜穴觅食迹
。

常见有

双形现象 ( 即潜穴内部双行或单行回填构造 )
。

分布
:

奥陶纪
,

伊拉克 ; 早石炭世
,

德国 , 中侏罗世
,

英国
、

德国 , 早白坚世
,

日

本 ; 中国青海三叠纪
,

西藏
,

白垄纪
。

常见于复理石相
,

亦见于浅海相
。

双列新砂蚕迹N e o n 。: e玄才e : b公: e : fa l1’: S e ila e h e r 1 9 6 0

图版 I
, 6

描述
:

不规则弯曲的蛇曲形潜穴
,

保存为薄层粉砂岩底部的次生圆柱形凸起
。

潜穴

直径约。
.

8一 1 o m
,

蛇曲形粗细一致
。

左侧潜穴内部具两排小圆球形粪粒充填
,

小球 直

径约 Z m m
。

产地
:
青海玛沁下大武公社南前雪沟三叠纪 (编号3 89 一 2 )

。

砂蚕迹N e r e i t e s M a o le a y 2 5 5 9

属 型
: N e r e 公te s c a m 6 r e ”s f s H a n t z e h e ll 1 9 62

特征
:
蛇曲形潜穴

,

由狭窄的中间沟及两侧部规则排列的小 叶片状组成
,

侧部叶片状

为椭圆形
,

叠覆排列
,

上部具有纵纹
。

蛇曲形排列紧密组成半圆环状
,

为内生食泥动物牧

食迹
,

常见于薄层浊积岩顶面
,

该遗迹属为Se ila 。h e r深水相深度分带的典型化石
。

分布
:

奥陶纪一石炭纪
,

欧洲
、

美国
、

南美
、

北非 ; 第三纪 (始新世 )
,

日本 , 中

国青海
,

三叠纪
。

罗密塞砂蚕迹N e r e ft e : lo o m f : 艺 E m m o n s 1 9 2 8

图版 l
, 7

描述
:

蛇曲形潜穴作半圆形回转
,

中间具窄沟
,

两侧排列成规则的小叶原片
。

潜穴

宽度 4 m m
,

长度 4
.

sc m
,

遗迹保存于薄层灰岩表面
。

讨论
:

除个体略小以外
,

基本特征同德国泥盆纪所产该遗迹属相同
。

产地
:
青海玛沁

、

昌都一果洛公路 7 道班北支沟 1 2 0 om
,

二叠纪 (编号IW Zo 4一1 )

古网迹 Pa le o d i e *夕o n M e n e g hsn i 1 5 5 0

属型
:

P a 1 e o d fe t y o n s tr o Z 之f宕M e n e g h in i

特征
:

大小相同的网格构造
,

往往具有规则的六边形
,

网孔形似蜂巢状
,

网孔边缘

由光滑
、

粗细一致的通道组成
,

常为六边形 , 偶有 4 一 8 条边脊
。

各遗迹种网孔直径大

小不相同
,

从 1 m m 到50 m m 不等
。

边脊交界处或其它部位上偶有圆形或椭圆形疹瘤
,

为

通道向上的开 口
。

分布
:

奥陶纪一第三纪
,

世界各地
,

大多见于复理石相
。

规则古网迹P a le o d i e *夕o n r e g u la r e ( S a 。e o )

图版 I
, 7

描述
;
保存于薄层粉砂岩底部凸起

。

为规则整齐的六边形网格
,
网孔宽约 7 贝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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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果洛
、

玉树地区二叠纪和三叠纪复理石相遗迹化石 g

边脊为光滑的细圆管 (直 径 1 m m )
,

由于经过强烈侵蚀
,

部分网孔不完整
。

产地
:
青海玛沁下大武公社南

,

二叠
:纪一三叠纪 (编号 IH :

25 0 5一1 )
。

思陶儿兹古网迹P a le o d fc t夕o n : t r ‘): f i M a n e g h a in i 1 8 5 0

图版 I
, 4

描述
:
均匀一致的六边形古网迹

,

网孔 3 一 4 m m
,

大小一致 ; 受到浊流侵蚀 后
,

部分网孔保存不全
,

保存在泥质板岩底面
,

为内模凸起
。

产地
:
青海玛沁石峡煤矿南俄合玛沟三叠纪 (编号 I尸 : 。H sg 一 2 )

。

旅管迹P h夕c o s ￡Pho n Fise h e 一O o s te r 18 5 8

属型
: P h夕e o s fPho 。 ‘n e e r tu m Fis e h e r一 o o s te

特征
:
沿层面分布的螺旋形觅食迹

,

为许多半圆形弧状或U 字形 潜穴
,

多次分枝成

鹿角状
,

为食泥动物系统觅食迹
。

分布
:
奥陶纪一第三纪

,

世界各地
。

可疑旅管迹P人夕c o s iPho n ‘, e e r tu n : F is。h e r 一O o s t e r 1 5 5 5

图版 l
, 8

描述
:
保存于泥质板岩上层面

,

与层面平行或斜交
,

潜穴呈小U 字形弯弧或半圆形

弧
,

多为略弯曲的分枝
,

似鹿角状
,

弧通道宽约 1 m m
。

产地
:
本种在青海玛多县泥质板岩中相当常见

,

亦见于玉树地区
,

采集标本数量较

多 (编号 I P
‘么
W

3 2 一 1 )
。

漫移迹P la ”o li te : N ie h o ls o n ,
1 8 7 3

属型
: P la n o l‘re s 刀u lg a r ‘5 N ie li o ls o n

特征
:
柱形潜穴

,

表面光滑
,

偶具纹饰
,

一般不分枝
,

与表面平行或斜交
。

内部充

填与母岩不同
。

分布
:
前寒武纪一现代

沮移迹未定种p la n o li te s s p
,

图版 I
, 6 b

描述
:
保存在岩层上表面的柱形潜穴

,

长约 3 。m
,

粗 1
.

sm m
,

表面光 滑无 饰
,

略

弯曲
,

不分枝
。

产地
:
青海玛沁三叠纪同Im p o n o g ly p h u s共生

。

原始古网迹P r o t o Pa le o d fc t夕0 0 K s ia z k ie w ie z 1 9 7 0

属型
:

P r o to Pa le o d f c t夕。” i n e o rn P o s了tu m K sia z k ie w ie z

特征
:
不规则的古网迹

,

网孔构造不规则
,

未形成完整的多边形
,

或网孔不闭合
,

大部分蛇曲形通道的弯曲顶端具有各自的分枝
。

分布
:
早世炭世

,

欧洲 , 早白里世
,

日本 , 白蟹纪一第三纪
,

欧洲
,

南美 ; 中国西

藏
,

三叠纪
。

未接原始古网迹P r o t o Pa le o d ‘e tJ, o n fo e o 川P o s‘ru m K s ia z k ie w i。 z

图版 I
, 9

、

1 0

描述
:
较纤细的蛇曲形潜穴

,

蛇曲形弯曲趋向于形成网格
,

但未封闭
,

仅成U形
,

在蛇曲形顶端弯曲的外侧
, l

具有短的黍真分杖
, 通道真径 1 m m 。



1 0 沉 积 学 报 6 卷

讨论
:
同K s iaz k 三e w i。:

描述的该属属型种相同
。

产地
:
青海玛多三叠纪 (编号 1 H sZO24

一1 )
。

旋燕迹S Pf r o Ph夕c u s H a n t z s e h e l 1 9 6 2

属型 :
M

u e n : t e r fs b ie o r ”fs H e e r 1 8 7 7

特征
: 环曲形岩层底部潜穴凸起

,

直径粗约 5 一20 m m
,

末 端卷曲 成 螺 旋 状
,

绳

状
,

盘旋方向不规则
。

表面光滑
。

讨论
: S e ilac

c h e r 认为是牧食迹
,

沉积前底部遗迹
,

多见于复理石相
。

也许是粪便

化石
。

分布
:
密西西 比系一宾夕法尼亚系

,

北美 , 白要纪一第三纪
,

欧洲
,

南美洲 , 中国

青海
,

二叠纪
。

青海旋藻迹 S Pfr o Ph夕e o s q ‘n ha ‘e o s i“ ie h n o s p
· 11 O v ·

图版 I
, 1 1

描述
:

螺旋状卷曲的遗迹
,

直径粗约 4 一 5 m m
。

自内部逆时针方向旋转约 两 圈
,

表面光滑
,

保存于粗砂岩底部凸起
。

讨论
:
描述标本同波兰 K z iaz k ie w ic z 1 9 7 0描述产于波兰始新世的该遗迹属 (图s c )

相似 , 但波兰标本未定遗迹种名
,

仅指出为较粗的简单螺旋型 ( p
.

305 )
。

分布
:
青海玛多二叠纪 (编号 1 H

s
12 1 3一1 )

。

亚洛伦茨迹S 。b lo r e 。: ‘。‘a K s ia z k ie w ie z

属型
:

S 。b lo r e o z ￡。‘a Pla o a K s ia z k ie w ie z

特征
:

放射状遗迹具有空白中心区
,

由长度大致相等的12 一20 条放射脊 ( 肋 ) 组 成

圆形或椭圆形排列的放射环
,

排列整齐
,

整个星状迹直径 约 3 一 6 o m
。

S “bZor en
2 io l’a

遗迹属外形上同L or 。或
。t’a 相同

。

区别为外形不甚规则
,

中心空白区宽大
,

常呈椭圆或

不规则形状
。

分布
:

白要纪一第三纪
,

波兰 , 中国青海晚三叠世
。

细小亚洛伦茨迹S 。b lo r e o z f。‘a Pu s‘lla K s ia z k ie w ie z n

图版 I
,

1 2

描述
:
围绕空白中心成放射状潜穴

,

中心区直径约1
.

sc m
,

放射状潜穴约20 余 条
,

在基部多为二分枝
。

讨论
:

描述化石近似于波兰所产S o bl or
。
二 fo l’a P。: l’l la

,

并以较纤细和 较 短 的放

射脊区别于S 。b lo ‘e 。之l’o l’a p la n a ·

K s ia z ·

产地
:

青海下大武二叠纪 (编号 1 H
s2 5 0 3一 1 )

。

全部图版照片是 由本校研究生部张建英同志拍摄
,

标本保存在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

究生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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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G HAI

Ya n g 乏; hiPu

(B ijin g G r a d u a ta S e h o o l,

W u h a n C o lle g e o f G e o
lo g y )

A bs tr a e t

1
’

h e fly s e h tr a e e fo s s ils d e s e r ib e d in t王一15 p a p e r in e lu d in g 1 5 ie h n o g e n e r a a n d 2 0

ie h n o s p e e ie s ,

W e r e e o lle e t e d fr o m the P e r m ia n一T r ia s s ie s t r a t a in th e G u o lu o a n d

Y u s h u r e g io n s , s o u the r n Q in g ha i
,

ths e s tw o p la e e s ha v e b e e n m o s t a b u n d a n t in t r a e e

f o s s ils o f N e r e it e s fa e ie s in C h in a u p t o n o w
.

A ll t r a e e fo s s ils a r e w e ll一 p r e s e r v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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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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