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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山 东省 青 岛市 灵 山 岛 下 白 垩统沉积 岩地层首 次 发 现 鱼类和 叶肢 介 化 石 ．

鱼类 化石 为

仏 ＼Ｖｏｏ （］ｗ ｍ
．

（ ｌ
（ 中华 狼鳍鱼 ） ；

Ｂｆ肢介化石为
＇

咖 Ｃ ｈｅ 丨ｉ
（ 延吉叶肢 介属 ） ， 分为 ４ 个种 该鱼化石属 于热河

生物群的典型分子 ， 和该叶肢介属在胶莱盆地 中 广泛分布 ， 属于早 白垩世陆相河 湖动物群 两类 化石同层保存 ，化

石保存完整 ， 属于原地埋藏 ， 所以含这些化石的地层应属 于陆相沉积 ， 而与 海相沉积关 系不大 这套地层 因岩性和

沉积环境与胶莱盆地南部地区的莱阳 群法 家茔组 （
Ｋ

，／）非常接近 ， 建议 使用法家茔组之 名 ， 而不使用因被 认 为是海

相浊流沉积而命名 的
“

灵山 岛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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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 。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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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２ ）
，
山东省地矿局认为 出露两套地层 ：

上点为
一个建房地基开挖槽 （ 图 ２ ａ ） ， 槽深 ４ｍ

， 揭露地

部的青山群八亩地组 （
Ｋ

，

Ｍ 火 山岩不整合覆盖于下

部的莱阳 群法家茔组 （
Ｋ／） 沉积岩之上 ， 法家茔组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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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３地形等

属于河 湖 相沉 积 （ 山 东 省第 四 地 质 矿产 勘 查院 ，

Ｙ／／Ａ氏迖

２００３
） 。 吕洪波等 （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１ ２
） 根据软沉积变形构Ｒｅ ｓ ｉ ｄｅｍ ａｌ ａｒｅ ａ

造认 为这套沉积岩地层是一套形成于洋盆中的大陆ｆ＼风 景区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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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一个新的岩石地层单位——灵 山 岛／．＼剖面 位Ｋ

组。 但钟建华 （
２０ １ ２ ）认为这是

一

套陆 内体制 下 的ｊＳＳＳ
ｎｄａ 〇

三角洲相沉积 ，
而不是海相浊积岩 。 由此可以看 出 ， ｊ

以上对这套沉积岩地层沉积环境 的认识大相 径庭 ，（ｊ

原因在于都是依赖沉积构造 的特征 ，而缺乏指相化／
Ｙ

、

）

沟＃
ｌ ｈｅ ｆｏ ｓｓ ｉ ｌ——

石的有力麵 。＾ ．一

一

，

＼
３ｒ ４５

＇

〇 Ｌ ４ｒ

在前人多次对灵 山岛地质进行考察与研究而寻ｙ＾
） 〇洋礁岛

找动物化石未果的情况下 ， 笔者 等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１ １ 月士
１

｜

＾￥
▲ 一ｊ

对灵山岛考察过程中 ，恰遇村民进行建筑地基开挖 ，ｆＩ

幸运地在开挖的这套地层 中首次发现了鱼类和叶肢

介化石 。 这一发现对于这套地层的划分和形成环境

的恢复具有重要 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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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灰黑色泥页岩夹浅灰色砂岩 （ 图 ２ ｂ ） ， 下伏为整 （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
１
９９０

） 对 比鉴

合接触的
一

套厚约 ２ｍ 的灰黄色砂岩 （ 图 ２ ｃ ） 。 该地定均属于 Ｌｅｃｏｐｔｅｒａ
ｉ ｒ ｉｅ／ｗｂＷｏ ｏｄｗａｒｄ

（ 中华狼鳍鱼 ）

层与张海春等 （
２ ０ １ ３ ） 所建灵 山 岛组时描述剖面 的 （ 图 ３ ） 。 其中两块为成体化石 （ 图 ３ ａ

、
３ ｂ ） ，

—

块为

第三层相当 。幼体化石 （ 图 ３ ｃ
） 。 成体头部未保存 ，但椎体和鳍保

鱼化石和叶肢介化石主要保存于泥岩之 中 ， 同存精美 ；而幼体保存完整 ，椎体骨化较弱 。

层保存 （ 图 ３ ｃ
）

，
鱼化石保存比较完整 ，有 的头部缺３

失 ； 叶肢介化石保存完整 （ 图 ２ｅ
、

２ｆ
） ，许多叶肢介双

壳仍然铰合在
一

起或者分离不远 （ 图 ２
ｇ ） 。 在薄层本次发现的 叶肢介 化石数量较大 ，壳体虽然保

砂岩 中可见植物碎片化石 （
２ ｄ 、

２ ｈ ） 。存完整 ，但纹饰保存不甚清楚 「 经与前人研究成果

．（张文堂等 ，

１ ９７６
； 沈炎彬 ，

１ ９８ １

；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
２区域地 质 调 查 队

，

１ ９９０） 对 比 鉴 定 ， 均 属 于

本次发现的鱼化石有三块标本 ，经与有关资料Ｃ ｈ ｅｎ（ 延吉叶肢介属 ） ， 分别属 于 ４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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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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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化石？寺精确鉴＾ 。

张海春 ， 吕洪波 ， 李建 国 ，
王 俊 ，张 素菁 ， 董晓朋 ， 张 星 ，黄财 ， 舒云

４ 化石发现的地质意义
麵新地层单位

—灵山岛组．

（
１

）本次研究的化石在该地属于首次发现 ， 这张文堂 ， 陈Ｓ 基 ，沈 炎彬 ．
丨 ９７６ ． 中国 的叶肢 介化 石 ． 北京 ：科学 出版

填补 了以往没有动物化石发现的空 白 ，对于这套地＿华 ． ２〇 １２ ． 灵山 岛 中生代沉积岩是 深水远 源池积岩 、还是 陆内 三

层的划分和形成环境的恢复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角洲沉积 ？
——与 吕洪波 教授商 榷 ． 地质 论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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