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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１ ∶５万坡脚等幅区调工作中ꎬ于广西隆林过兴实测的罗楼组剖面ꎬ在第 ５ 层发现具有

重要意义的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 ａｎｄ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ꎬ目前国内外均以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首

现作为三叠纪的开始ꎻ并在第 ４ 层发现晚二叠世最晚期的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ꎬ４
层上部发育较多晚二叠世后期的介形虫化石ꎮ 由此表明ꎬ在过兴剖面罗楼组 ４ 层与 ５ 层间存在

着一重要的地质界线即二叠系 －三叠系界线ꎬ并由下而上划分出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和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两个牙形石带ꎬ分别代表上二叠统长兴阶最高层位牙形石带和下三叠统印度阶

首个牙形石带ꎮ
[关键词]过兴地区ꎻ罗楼组ꎻ二叠系－三叠系界线ꎻ牙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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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过兴地区位于扬子陆块南缘ꎬ属右江盆地北

西侧ꎮ 此地广布二叠系及三叠系地层ꎬ贵州省地

质调查院在 １ ∶５万坡脚等幅的区调工作时ꎬ于广西

隆林过兴实测了过去常被归为下三叠统的罗楼组

剖面ꎬ在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地层附近采集大量牙

形石微体化石样品ꎬ经送样分析鉴定ꎬ在剖面第 ５
层发现具有重要价值牙形石分子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微小欣德刺)ꎬ该牙形石是多分子器官一种ꎬ样
品中 出 现 多 个 Ｐａ 分 子ꎬ 目 前 国 内 外 均 以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首现作为三叠纪的开始ꎻ５ 层之

下第 ４ 层中发现晚二叠世最晚期的牙形石带分子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前小欣德刺)ꎬ伴生有上二叠

统最上部的标准分子 Ｍｅｒｒｉｌｌｉｎａ ｕｌｔｉｍａ(最后梅里

尔刺)ꎬ并在 ４ 层中、上部发现较多晚二叠世后期

的介形虫化石ꎮ 这些牙形石生物群的发现表明在

过兴剖面罗楼组第 ４ 层和 ５ 层之间存在着一重要

的地质界线即二叠系－三叠系界线ꎮ

２　 地层剖面介绍

剖面(ＰＭ３０３)位于贵州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交界处南盘江南侧隆林县过兴ꎬ地理坐标为 ２４°
５３′４５″Ｎꎬ１０５°２０′４８″Ｅꎬ剖面点交通较好ꎬ有乡镇级

公路通达ꎬ剖面位处村级硬化路边上(图 １)ꎮ 剖

面测制岩石地层为合山组和罗楼组ꎬ岩石地层层

序清楚ꎮ
合山组:仅测制了合山组顶部地层ꎬ岩性主要

为深灰色中厚－块状含燧石生物屑灰岩ꎬ燧石呈透

镜状、条带状顺层分布ꎬ生物屑以海百合茎、海绵、
腹足、蜓化石及少量植物碎片组成ꎬ生屑含量 ２０％

４０％ꎮ

６４１



罗楼组:底部为灰色中厚－厚层状含角砾状灰

岩、微生物岩、生物屑灰岩ꎬ含小壳化石ꎻ下部为绿

灰、黄绿、黄灰色薄至中厚层状泥岩、钙质泥岩、粉
砂质泥岩、含钙质泥质粉砂岩夹灰、浅灰、褐灰色

薄层泥晶灰岩、泥灰岩、瘤状灰岩及链状灰岩ꎬ局
部夹玻屑凝灰岩ꎬ常由泥岩、泥质粉砂岩与灰岩相

间组成基本沉积层序ꎬ岩石中发育水平层理、纹层

状层理ꎬ富含菊石、瓣鳃类化石ꎻ上部为灰、浅灰色

薄至中厚层状含生物屑灰岩、泥晶灰岩、泥质条带

状灰岩、链状灰岩ꎬ夹紫灰、绿灰色薄层泥岩、钙质

泥岩、粉砂质泥岩及少量灰色中至厚层状砾屑灰

岩ꎬ局部夹玻屑凝灰岩ꎮ 岩石具水平层理及水平

状、微波状泥质条带ꎬ产丰富的菊石化石ꎬ个体保

存较好ꎮ

图 １　 广西过兴剖面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ｏｘｉｎｇꎬＧｕａｎｇｘｉ

剖面上的年代地层:
长兴阶ꎬ与该阶相对应的岩石地层有合山组

顶部、罗楼组底部ꎬ含有 １ 个牙形类带:１ Ｈｉｎｄｅ－
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ꎮ

印度阶ꎬ与该阶相对应的岩石地层为罗楼组

底部和下部ꎮ 包含的生物地层有 ２ 个牙形类带:
１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带ꎬ２ Ｎｅｏｓｐａｔｈｏｄｕ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ｎｓｉｓ
带ꎮ １ 个双壳类带:１ Ｃｌａｒａｉａ ａｕｒｉｔａ－Ｃｌ ｓｔａｃｈｅｉ 组
合带ꎮ

奥伦尼克阶ꎬ与本阶相对应的岩石地层为罗

楼组上部ꎮ 包含的生物地层有 ４ 个牙形类带:
１ Ｎｅｏｓｐａｔｈｏｄｕｓ ｗａａｇｅｎｉ－Ｎｅｏｓｐａｔｈｏｄｕｓ ａｂｒｕｐｔｕｓ 带ꎬ
２ Ｉｃｒｉｏｓｐａｔｈｏｄｕｓ ｃ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ｉ 带ꎬ ３ Ｐａｒａｃｈｉｒ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ｄｅｌｉｃａｔｕｌｕｓ－Ｐ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ｉｎａ ｏｂｌｉｑｕａ 带ꎬ４ Ｎｅｏｓｐａｔｈｏｄｕｓ
ｈｏｍｅｉ－Ｎｅｏｓｐａｔｈｏｄｕ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带ꎮ

本文中研究的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ꎬＨ ｐｒ－
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等生物化石群就产于罗楼组的底部(距离

罗楼组底约 １ １ ８ ２ ｍ)微生物岩和含生物屑灰

岩层中ꎮ

３　 生物特征

本次在过兴剖面二叠系－三叠系界线附近共

计采集牙形石样 ２２ 件ꎬ其中有 ５ 件样品产牙形

石ꎬ６ 件样品中发现介形虫ꎬ生物化石主要发育于

罗楼组下部的第 ４、５ 两层(图 ２)ꎮ
剖面第 ４ 层ꎬ距离罗楼组底 １ １ ８ ｍꎬ岩性

为微生物岩(蓝藻粘结)ꎮ 在本层下部(距离罗楼

组底约 １ １ ２ ５ ｍ)采集的 ＹＣ４－１ 及 ３ＹＣ－２ 两

件样品中发现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
(图 ３－１３、１５)ꎬ该分子主齿位于前端ꎬ粗大突出、
直立ꎬ主齿之后多分布 ８－１０ 个细齿ꎬ短而粗状ꎬ分
离、直立ꎬ前几个细齿高度约为主齿的 １ / ２ꎬ细齿高

度向后变小ꎬ最后端一个细齿ꎬ高度明显降低ꎬ后
部形成一个明显的陡坎ꎬ基腔后部膨大ꎮ 此种是

晚二叠世最高层位的牙形石带分子ꎬ在重庆中梁

山凉风垭(袁东勋ꎬ２０１１)和浙江长兴煤山(Ｙｉｎ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１ꎻＮｉｃｏｌｌ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２ꎻ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７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７ꎻＯｒｃｈａｒｄꎬ２０１５)二叠系一三叠

系界线的研究中ꎬ均将该种列为晚二叠世最晚期

的牙形石带化石ꎮ ＹＣ４－１ 样品中伴生有牙形石

Ｍｅｒｒｉｕｉｎａ ｕｌｔｉｍｒ Ｋｏｚｕｒ(图 ３－１７)ꎬ该牙形石为伊朗

上二 叠 统 最 上 部 的 标 准 分 子ꎬ 另 有 牙 形 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ｍｉｃｒｏ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Ｗｕꎬ２０１４(图 ３－３)ꎬＨｉｎｄ￣
ｅｏｄｕｓ ｃｆ 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ｉｓ Ｗａｎｇ(图 ３－５)ꎻ３ＹＣ－２ 样品

中伴生牙形石 Ｌｉｇｏｎｏｄｉｎａ ｓｐ ꎻＹＣ４－３ 样品中发现

牙形石 Ｈｉｂｂａｒｄ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ａ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Ｈｕｃｋｒｉｅｄｅ)ꎮ 在

对该层所采牙形石样品 ＹＣ４－２ ＹＣ４－６ 处理过

程中溶离出许多晚二叠世介形虫生物化石ꎬ计有

Ｓｃｕｔｉｋｉｒｋｂｙａ ｍａｇｎａ Ｘｉｅ (图 ３ － １６)ꎬ Ｂａｉｒｄｉａｃｙｐｒｉｓ
ｃｆ Ｌｏｎｇｏ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Ｗｅｉꎬ Ｈｅａｌｄｉａ ｃｆ Ｓｕｂｃｉｒｃｉｎａｎｔｉｓ
Ｗａｎｇꎬ Ｂｙｔｈｏｃｙｐｒｉｓ ｈｏｎｇｙａｎｅｎｓｉｓ Ｗａｎｇꎬ Ｐａｎｘｉａｎｉａ
ｃｆ Ｓｕｂ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 ＷａｎｇꎬＤａｒｗｉｎｕｌｏｉｄｅｓ ｃｆ Ｏｖａｔａ Ｗａｎｇꎬ
Ｄａｒｗｉｎｕｌｏｉｄｅｓ ｃｆ Ｏｂｅｓａ Ｗａｎｇ 等ꎬ这些介形类化石

主要产于长兴阶上部ꎬ多数介形虫曾发现于贵州

晴隆中营上二叠统长兴组地层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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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广西过兴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地层及生物化石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ｉｎ ＧｕｏｘｉｎｇꎬＧｕａｎｇｘｉ

　 　 剖面第 ５ 层ꎬ距离罗楼组底 ８ ８ ２ ｍꎬ岩性

为生物屑灰岩ꎮ 样品 ＹＣ５－１ 中发现重要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 ａｎｄ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见图 ３－４、
６、８ １２、１４)ꎬＨ ｐａｒｖｕｓ 一种是 Ｋｏｚｕｒ ａｎｄ Ｐｊａｔａｋ－
ｏｖａ(１９７６)在前苏联阿塞拜疆库拉(Ａｃｈｕｒａ)地区

三叠系底部发现并建立ꎬ该牙形石为多分子器官

种(Ｍａｔｓｕｄａꎬ１９８１)ꎬ样品中发现 Ｐ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 分子

(多个)和分枝分子 Ｐｂ ｅｌｅｍｅｎｔ(２ 个)及 Ｍ ｅｌｅｍｅｎｔ
(１ 个)ꎮ 此分子特征为短而高的片状刺体ꎬ主齿

位于刺体的最前端ꎬ较长大、端正ꎬ少数微向后斜ꎬ
略有弯曲ꎬ主齿之后有 ５－８ 个细齿ꎬ主齿与细齿之

间高差明显ꎬ细齿约为主齿高度的 １ / ３ꎬ刺片后缘

微向外凸或者近陡直ꎬ刺体基部为开阔基腔ꎮ 此

种在我国四川江油飞仙关组底部首次报道(王志

浩ꎬ１９８１)ꎬ之后在国内越来越多地方ꎬ如湖北利

川、云南保山、富宁、重庆凉风垭、江西乐平、广西

珠琳、浙江长兴煤山及西藏珠峰地区等相当时代

的地层中相继发现ꎻ在国外克什米尔的 Ｇｕｒｙｕｌ Ｒａ￣
ｖｉｎｅ、印度的 Ｓｐｉｔｉ、伊朗的 Ａｂａｄｅｈ 和 Ｋｕｈ－ｅ－Ａｌｉ
Ｂａｓｈｉ、巴 基 斯 坦 的 Ｎａｒｍａｌ Ｎａｌａ、 澳 大 利 亚 的

Ｇａｒｔｎｅｒ Ｋｏｆｅｌ、意大利的 Ｔｅｓｅｒｏ、加拿大的北极地

区、美国西部、东帝汶、原苏联高加索等地也有分

布(殷鸿福等ꎬ２００１ꎬ董致中ꎬ２００６ꎬ王成源ꎬ２０１６)ꎮ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系为广相性的分子ꎬ分布是世界

性的ꎬ在低纬度、高纬度、浅水相、深水相、台地及

盆地类型的地层中均有此种的纪录ꎮ 二叠系－三
叠系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ＧＳＳＰ)于 ２００１ 年由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批准ꎬ地点定在我国浙江省

长兴县煤山ꎬ明确以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首现

层位定义三叠系的底界(殷鸿福ꎬ２００１ꎬ２００６ꎻ彭善

池ꎬ２０１４)ꎮ ＹＣ５－１ 样品中伴生有晚二叠世最晚

期至早三叠世最早期的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ｉｎｆｌａｔｕｓ
(Ｎｉｃｏｌｌꎬ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ｅｔ Ｗａｎｇ)(图 ３－１、２、７)ꎮ

过兴剖面中ꎬ出现了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的两个重要牙

形石种 Ｈ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和 Ｈ ｐａｒｖｕｓꎬ地层分布上前者

位于后者之下ꎬ两者形态上较为相似ꎬ具有相同的

演化规律ꎬ故可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先驱种ꎬ两者之

间具有演化关系(Ｗａｎｇꎬ１９９８ꎬ武桂春等ꎬ２００２ꎬ王
成源ꎬ２０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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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广西过兴二叠系－三叠系界线主要生物化石

Ｆｉｇ ３　 Ｍａｊｏｒ ｂｉｏｆｏｓｓｉ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ＧｕｏｘｉｎｇꎬＧｕａｎｇｘｉ
图 １、２、７ 为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ｉｎｆｌａｔｕｓ(Ｎｉｃｏｌｌꎬ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ｅｔ Ｗａｎｇ)ꎬ均为口面视ꎬ１:×２１０ꎬ２:×２７０ꎬ７:×２１０ꎬ样品 ＹＣ５－１ꎮ 图 ３ 为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
ｄｕｓ ｍｉｃｒｏ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Ｗｕꎬ２０１４ꎬ侧视ꎬ３:×２００ꎬ样品 ＹＣ４－１ꎮ 图 ４、６、８ １２、１４ 为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 ａｎｄ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ꎬ均为侧视ꎬ４:×

２７０ꎬ６:×２３０ꎬ８:×３００ꎬ９:×３００ꎬ１０:×１８０ꎬ１１:×１８０ꎬ１２:×２３０ꎬ１４:×２７０ꎬ该种为多分子器官种ꎬ其中图 ８ 为 Ｐｂ ｅｌｅｍｅｔꎬ图 １１ 为 Ｍ ｅｌｅｍｅｔꎬ其余

均为 Ｐ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ꎬ样品 ＹＣ５－１ꎮ 图 ５ 为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ｃｆ 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ｉｓ Ｗａｎｇꎬ１９７５ꎬ侧视ꎬ３:×１４０ꎬ样品 ＹＣ４－１ꎮ 图 １３、１５ 为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
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ｇ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ꎬ１９９０)ꎬ均为侧视ꎬ１３:×１８０ꎬ样品 ＹＣ４－１ꎻ１５:×２３０ꎬ样品 ３ＹＣ－２ꎮ 图 １６ 为介形虫 Ｓｃｕｔｉｋｉｒｋｂｙａ ｍａｇｎａ Ｘｉｅꎬ口面视ꎬ１６:
×１１０ꎬ样品 ３ＹＣ－２ꎮ 图 １７ 为牙形石 Ｍｅｒｒｉｕｉｎａ ｕｌｔｉｍｒ Ｋｏｚｕｒ Ｓｃｅｌｅｍｅｎｔꎬ侧视ꎬ１７:×２７０ꎬ样品 ＹＣ４－１ꎮ

９４１第 ２ 期　 　 　 　 　 易成兴ꎬ等:桂西北过兴地区罗楼组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的发现及其地层学意义



４　 牙形石生物地层

据过兴剖面上牙形石分子分布特征ꎬ由下至

上划分出两个牙形石带ꎬ分别为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
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和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带(图 ２)ꎬ代表过兴

地区上二叠统长兴阶最高层位和下三叠统印度阶

首个牙形石带ꎮ

４ １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
位于剖面第 ４ 层ꎬ此带以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Ｋｏｚｕｒ)分子为主体分子ꎬ上以第 ５ 层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分子的出现为顶界ꎮ 除带分子外ꎬ伴生牙

形类化石 Ｍｅｒｒｉｌｌｉｎａ ｕｌｔｉｍａ Ｋｏｚｕｒ Ｓ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ꎬＨｉｂｂａ￣
ｒｄ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ａｕｔｉｓｓｉｍａ ( Ｈｕｃｋｒｉｅｄｅ)ꎬ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ｍｉｃｒｏ￣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ＷｕꎬＬｉｇｏｎｏｄｉｎａ ｓｐ 等ꎬ另出现大量介形虫

类ꎮ 浙江长兴煤山地区先后有学者在上二叠统长

兴阶上部建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Ｎｉｃｏｌｌ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０２ꎻ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７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７)ꎬ煤山

层型剖面长兴阶最晚牙形石带为—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
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殷鸿福ꎬ２００６)ꎻ袁东勋ꎬ沈树忠(２０１１)
在重庆中梁山凉风垭剖面长兴阶最 顶 部 建

Ｈ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ꎻＫｏｚｕｒ (１９７６)、Ｏｒ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５) 将

该带列为长兴阶最高层位的牙形石带ꎮ

４ ２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带
位于剖面第 ５ 层ꎬ以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Ｋｏｚｕｒ

ｏｎｄ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即微小欣德刺一种首现为底界ꎬ伴
生牙形类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ｉｎｆｌａｔｕｓ(Ｎｉｃｏｌｌ ｅｔ ａｌ )ꎮ 此带

为我国学者王成源、王志浩(１９８１)最先提出ꎬ其广

布世界各地相当时代地层ꎬ在浙江长兴煤山层型

剖面列为三叠系首个牙形石带ꎬ已经被确立为全

球三叠系底界的标志ꎮ

５　 结语

据过兴剖面第 ５ 层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的首现和

第 ４ 层 中 发 现 的 晚 二 叠 世 最 晚 期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分子ꎬ参考 ４ 层中、上部出现的介形虫化

石(主要产于二叠世后期)ꎬ将二叠系与三叠系界线

置于罗楼组的 ４ 层与 ５ 层之间ꎬ并由下至上划分出

２ 个牙形类化石带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带和 Ｈｉｎｄ￣
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带ꎬ前者代表二叠系长兴阶最高层位牙

形石带ꎬ而后者为三叠系印度阶首个牙形石带ꎮ
剖面第 ４ 层岩性为微生物岩(蓝藻粘结)ꎬ５

层为含生物屑灰岩ꎬ和长兴煤山层型剖面、重庆中

梁山凉风垭等剖面相比ꎬ本处缺二叠系－三叠系界

线粘土层ꎬ这应为沉积环境差异原因ꎮ 剖面上第

４ 层与 ５ 层间产状一致ꎬ无侵蚀面、风化壳等间断

现象ꎬ牙形石分子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ｒａｅｐａｒｖｕｓ 及 Ｈ ｐａｒｖｕｓ
的发现ꎬ两者的层位分布及演化关系ꎬ均说明该地

的二叠系－三叠系地层为连续整合接触关系ꎮ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ｐａｒｖｕｓ 等牙形石的发现ꎬ增加了桂

西北过兴地区的古生物方面的新信息ꎬ对确定过

兴地区二叠系－三叠系地质界线提供了直接证据ꎬ
在与其它地区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地层进行对

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致谢:本文牙形类、介形类化石由云南省地质

调查院董致中、王伟处理并鉴定ꎬ评审专家提出宝

贵修改建议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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