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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贵州罗甸云干地区二叠系生物礁岩发育，尤其在云干地区出露丰富的、保存完好的造 

礁海綿化石，笔者初步野外观察和采样后将剖面划为A、B、C、 D 四段，由下至上分别为含有孔虫 

泥晶海綿骨架岩、泥晶海綿骨架岩、亮晶海綿骨架岩和含叶状藻海綿障积岩。初步共鉴定出纤 

维海綿纲下4 科 6 个属和房室海綿纲下8 科 11属；其中，发现的雷妮亚科ieiraiidae的雷妮亚属 

为国内首次发现报道，本文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另通过对造礁海綿房室海綿属统计， 

将本礁和贵州紫云、广西隆林的二叠世生物礁进行房室海綿相同属重现率进行计算比较，发现 

本碟和紫云礁重现率更高，说明他们的造礁生物群团相关性更加密切，群落结构相似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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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罗甸云干地区地质概况

贵州西南部罗甸一带位于古南盘江盆地北缘 

和上扬子台地南缘交界处，这种古地理条件加上 

自泥盆纪以来的海盆扩张作用导致此盆地发育丰 

富的地垒、地堑，有利于生物礁的发育（秦建华 

等，1991;范嘉松等1990;张维等1992)。所以罗 

甸地区有丰富的二叠系礁相地层出露，自茅口期 

到长兴期的礁点均可在本地区找到，而且沿古扬 

子台地边缘发育宽可达2 km ,长数十公里的台地 

边缘礁，而且相当多的露头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 

造礁生物化石，可惜的是对这一地区的礁研究的 

极少，事实上罗甸地区的礁的化石保存完整度和 

丰富度足以和广西隆林、贵州紫云地区等国内研 

究的比较多（范嘉松等，1986，1987，2〇〇2 ;吴亚生 

等，1989，1994，2000;王永标等，1997;张孝林等， 

1988)的礁相媲美。

笔者发现的云干剖面在罗甸云干乡西北方向 

约 4km的卡里山处，该剖面礁核部位沿公路出露 

约二百五米（图 1所示）。研究区礁灰岩极厚，南 

面出露部分与下三叠统乐康组不整合接触，北面

台地内部与下三叠统安顺组不整合接触。围绕孤 

立台地演化方面，已有一些学者对本地区的三叠 

系地层进行了较丰富研究 （ Daniel Lehrmann et aZ 
2009;Xia〇-wei Li et aZ 2〇l2) ,但对本地区二叠系 

礁灰岩地层，特别是造礁生物古生态学方面进行 

研究的极少（贺自爱等，1981)。

2 贵州罗甸云干生物樵的岩相、 

化石基本面貌

在礁核中心处测得总厚度约110 m,由岩相 

和化石面貌特征，可将此礁点层面分为A、B、C、 D 
四段。A 段:礁核相灰黑色泥晶海绵骨架岩，厚度 

约 35 m,发现钙质海绵化石最为丰富、化石个体 

大而完整，海绵骨架间夹有孔虫颗粒灰岩，发现小 

领针海绵、多囊腔海绵化石最多，古石孔藻发达， 

腕足较多。B 段礁核相浅黑色泥晶海绵骨架岩， 

厚约20 m,钙质海绵化石依然丰富，化石以小领 

针海绵和棒射海绵出露较多。此段泥质很丰富， 

不见有孔虫藻类颗粒灰岩。C 段礁核相浅灰色亮 

晶海绵骨架岩，厚度约21.5 m,化石出露较少，分 

异度较低、个体也小。D 段礁核相浅黑色海绵障

[ 收稿日期 ] 2 01 7 -0 5 -10
[ 作者简介 ] 刘冬洋（1984— ），男，贵州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碳酸盐岩和生物礁岩方面的研究。



第 2 期 刘冬洋.喻美艺:贵州云干生物礁房室海绵重现率研究与蕾妮亚科蕾妮亚属 f c h a 发现 • 105 •

尺关

卡里山

5 &
沫阳镇

S3 2

剖面地点

1km 2 km

图 1 贵州罗甸云干交通位置图

积岩，厚度约43.5 m，此段钙质海绵化石最为单 

一 ，仅见小领针海绵出露、个体最小，但是叶状藻 

极发育，为典型的障积岩。同时，礁前相出露较 

广，以生屑砾屑堆积为主，礁后相，暂未发现。

目前共鉴定出纤维海绵纲下4 科 6 个属、房 

室海绵纲下8科 11属 和 硬 海 绵 —个属 

(详细情况见表1)。

3 贵州云干、紫云和广西隆林房 

室海绵重现率

为了考察不同生态群落的相似性，可以对 

用统计学方法对它们的群落里的优势物种进行 

比较。因此，我们在知道本研究区和紫云、隆林 

的造礁物属种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对他们各 

自群落里出现的共同属种的统计比较来考察他 

们的相关性，比较不同造礁群落中造礁物的相 

似程度。

下 面 有 两 种 比 较 简 明 的 方 法 （吴亚生， 

1995)[15]，即重现率统计方法A 和方法B。假设 

A 群落的造礁海绵属数量为h ，!？群落的造礁海 

绵属数量为n2，他们共同的属数量为r ，则 A 方法

计算两个群落共同属的重现率公式为 ： K = c/N， 

(N取 ^ ，n2之间的较小值）。B 方法计算两个群 

落共同属的重现率公式为:K z c / U j n2)。两种 

方法都能反映出群落的相关性。区别是 B 方法 

比A 方法更多地把群落总体相似度考虑进去了。 

我们分别用A、B 两种方法统计出了云干卡里山 

(长兴期）、紫云石头寨（长兴期）（林启祥，1992) 

和隆林祥播（茅口期）（吴亚生，1991)他们房室海 

绵的重现率情况，三个礁点的房室海绵已鉴定出 

属及共同属重现率统计情况如表U
由表1可知，A、B 方法统计的罗甸云干和紫 

云石头寨房室海绵共同属重现率分别为:71. 43% 

和 27. 7 8 %，而云干和隆林房室海绵共同属的重 

新率分别为:54. 5 5 %和 22. 22。由 A 方法得出云 

干和紫云石头寨的共同属重现率是云干和隆林祥 

播共同属的重现率的1. 3 0倍，由B 方法得出的值 

是 1.25倍。

两种算法都可以看出云干和紫云生物礁的房 

室海绵的重现率要高很多，也即说明云干礁和紫 

云礁相关性要大于隆林，他们之间造礁生物群落 

结构更加相似，同时也说明茅口期和长兴期生物 

礁面貌的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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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个礁点的房室海绵的属及其共同属的重现率

Table 1 Genus and the repetition rate in inozoin of three reef points

科 名
紫云获头讓生物礁 罗甸平生物礁 广西隆林生物礁

属名 属名 属名

Colospongia Colospongia
居海绵科 Colospongiidae Guangxispongia

Cystospongia

克利托海绵科Cryptocoeliidae Cryptocoelia

隐腔海绵科 Crystothalamiidae Cystothalaomia Cystothalamia Cystothalamia
西斯淘科 Cystauletidae Cystauletes
瓜德鲁普海绵科Guadalupiidae Guadalupia

内抱粒海绵科 Intrasporeocoeliidae
Intrasporeocoelia
Rhabdactinia

Intrasporeocoelia
Rhabdactinia

Intrasporeocoelia

叠瓦腔海绵科Imbricatocoeliidae Imbricatocoelia Imbricatocoelia
雷妮亚海绵科Leiniidae 
帕劳海绵科Parauvanellidae

Leinia
Parauvanella

多囊腔海绵科 Polycystothalamiidae
Am ply siphonella Amplysiphoinella

Poly cystothalamia  
A m ply siphonella

Polycystocoelia Polycystocoelia
塞巴加斯海绵科Sebagsiidea

Waagenella

Dictyocoelia
Stylocoelia

特巴格海绵科Tebagathalamiidae Tebagathalmia Tebagathalmia
异腔海绵科 Thaumastocoeliidae Sollasia Sollasia
轮海绵科 Verticillitidae 
月斯克海绵科Vesicocaulidae

Phragmocoelia
Solidothalamis

紫云、云干、隆林各自科属数 7 11 16
紫云、云-科膚童现攀 71.4 3 % ( A..算:截）47.. 78# ( B  算法）

云1%:隆林科属董现率 54. 55餐(:A:算廣），22. 22%(B 算法）

注 :表中拉丁属对应的中文名为:居 海 绵 属 广 西 海 绵 属 咖 m gia，西斯图海绵属Cystosptmgia,克利托海绵属Crypto- 
coeZia，隐腔海绵属Cysto成aZamia,西斯淘海绵属Cy_wZe£es,瓜德鲁普属GwadaZwpia，内抱粒海绵属/扮rasporeocoe^a,棒射海绵属 

^ ，叠瓦腔海绵属加扣 0c〇e〖i a ，雷妮亚海绵属Zeinia，帕劳海绵属 Para_m eZZa，泡力西海绵属AWycystof/iaZamia，纯管海绵属AmpZyh- 
，多囊腔海绵属 fWycystocoe/ia，狄克提海绵属Z)ic£yocoeZia，斯提罗海绵属 Sfy/ocoe/ia，瓦根海绵属 l^ a a g e n ^ a，特巴格海绵属 Te- 

ic^af/iaZmia，索 拉 斯 海 绵 属 ,算海绵属P/ira^mocoe/ia，索利多海绵属5Wic^/iaZamia。

4 新发现的雷妮亚科/_e/n/'/'dae 

雷 妮 亚 属 / S p . 化石描述

辉.质海錦纲 Class Calcispongea De Bainvil-le,1834 

房蜜海绵目：Sph&tetozoa Steinmann, 1882 

霄妮3E海绵科 Family Leiniidfte Snowbari-Daryan， 

1990

雷妮派海绵属 Gemts ie/wia Sft。— -Darfira， 

1990

赏妮狐海绵腾.(未定种 ） ieinia sp.
(图 2b)

特征海绵体昌分枝叉柱状，每枝虫宽大的、 

相互叠覆的房室组成，房室单列室上一层全超覆 

与下一层房室之上，大量小型的支柱穿越房室。

描述海绵体前半段呈分支圆柱状，后期可 

分裂为两枝，分支边缘呈酸浪状，样本未分支部分 

直径约20 mm;两个单分支呈对称状后单支直径 

约 8 mm,样本分支出露部分长约40 mm.P.廣窒麗 

盾状，且相互叠覆。房室单列室上一:議全超覆与下 

一层房蜜之J i .»样本房室高約〇. 5 _ i 〜1.5 _ i.之 

间。具±下方向穿越房室壁的水管，水管长度可达 

4 个房室高度。房室塗具微孔，微孔极发育，相对 

相连。房室间具填充物，从上下方向有跨越房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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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支柱大小、高度不一，呈辐射状排列，样本支 

柱高约0. 2 mm〜2 mm之间，在收缩处的上下咅P位 

为孢粒形态，说明孢粒是海绵体的骨骼的一部分， 

这些能跨越房室的小支柱和孢粒关系密切。

讨论从这些海绵体的形态来看，基本上与

^  W ̂  ^  Leinia schneeebergensis Senowbari —
D ary an, 1990 ( Senowbari — Daryan et al y 1990, 
pi. 5 0 /1，5 ) ( Snowbari-Dary ef aZ 1990)极为相似，

即海绵体呈二分枝柱状体，单分支宽约8 mm;每 

枝都由较宽大的相互叠覆的房室组成，往往有超 

覆叠置。房室极为低矮，高约〇. 5 mm〜1. 5 mm。 

穿越房室的支柱极发达，高约〇. 2 mm〜2 mm。 

由 上 比 较 可 确 定 是 它 们 为 同 为 Leiniidae科 

Leinia Ĵ 〇
产地及层位贵州云干上二叠统地层。

标 本 编 号 yg-8。

图 2 “a”为 Le/n/a sctoeeebe/pens/s 模式种标本，“b”为云干剖面样本

Fig. 2  “ a” represent the model sample for Leinia schneeebergensis sp ecies,
“ b ” is specimen found in Yungan reef.

5 结论

i . 云干生物礁造礁海绵属种丰富、分异度很 

高而旦保存极完好，从目前的初步工作鉴定的属 

种来看， 究区属种的丰富度和大于贵州紫云、和 

湖北利川相当:，仅次于广西隆林生物礁。

2..研究K 发现的雷妮亚科 ieiniidae雪妮亚 

属 为 国 内 首 次 发 现 报 道 ，说明华南生物礁 

的造礁生物的丰富性非比寻常，有待对云m 物 

礁进行进一步发掘研究C,
3.通过用A、B 两种算法的重现率公式比较 

发现:两种算法下云干生物礁和紫云生物礁的共 

同属重现率都要大于隆林生物礁，B卩不管是只考 

虑共同属的相关性还是从造礁群团整体上来比 

较，前两者造■生物群团相关性更加密切，群落结 

构相似度更高。也说明从茅P 期到长兴期华南生 

物礁房室海绵面貌的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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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Lein iidae in L ein ia  and 
Reappearance Ratio Research about Inozoin of Yungan Reef in Guizhou

LIU Dong-yang,YU M ei-yi
{Colleg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 Guizhou, China )

[ Abstract] There are lots of Paleozoic reefs outcrop in South China,especially in Yungan Guizhou Province 
well. Base on the lithofacies and fossils,we subdivided the section into A^B^C and D four sectors, Sector A and 
B are micrite framestone sponge fossils are abundant, sector C is sparry framestone and sector D is Bafflestone 
and diversity fossils of sponges is poorest. We have identified 6 genus in 4 Families of Inozoa, 11 genus in 8 
Families of Sphinctozoa.Especially Its Leinidiiae Leinia， s first show in South China. To Study ecosystem, we 
analyse Sphinctozoan  ̂genus reappearance ratio between Ziyun reef and Longlin reef, found that value of reap
pearance ratio between Yungan and Zinyun is higher than Yungan and Longlin which indicate than the former 
set， s ecosystem is more similar than later set.
[ Key words ] Permian reef; Sphinctozoan ； Ecosystem ； Leinia; Reappearance ra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