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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南区晚白奎世古气候的初步研究

周世全 王德有
.

冯祖杰

(河南省地矿厅地调 四队 ) (河南省地质科研所 ) (南阳师专地理系 )

【内容提要〕 豫西南区分布的一系列拉分槽盆内
,

沉积了一套以红色碎屑为主的砂
、

砾
、

泥与灰

质混杂的上白翌统地层
,

时代相当于赛诺曼期一马斯特里赫特期
.

综合区 内沉积学
、

岩石矿物

学
、

古生物学等古气候标志性特征
,

认为该区属于亚热带一热带干旱一半干旱气候区
,

是我国华

南亚热带一热带古气候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一研究结果
,

对于揭示恐龙的古生态特征
、

绝灭间题

及秦岭造山带后造山阶段与古地理环境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关键词 晚白坚世 亚热带一热带干旱一半干早古气候 豫西南区

豫 西南区的上白里统地层
,

主要分布于秦岭造山带东部的李官桥
、

浙川
、

西峡
、

夏馆
一

高

蛋
、

五里川等地壳表层断陷盆地内
,

呈北西一南东向展布
,

属于走滑
一

拉分槽盆
,

并被配置在

不同基底构造之上 (图 l )
。

由于它是秦

岭造山带后造山阶段 的重要 组成 部

分
,

同时该区又是 我国恐龙蛋化石 的

重要产地
,

因此探讨研 究该 区晚白垄

世沉积环境
、

古地理
、

古气候及古生态

等
,

应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

本文

拟就 区内晚白奎世古气候作以初步讨

论
。

25 km

1 地层概况

区内上 白奎统地层的划分对 比
,

几经演革
,

出现多种方案
,

时代归属也

意见不一
,

目前 多引用周世全等 1 9 7 5

年的划分方案 .
,

即自下而上划分为高

沟组
、

马家村组
、

寺沟组 (胡岗组 ), 及

以后命名的夏馆组
、

朱阳关组
、

好汉坡

组
,

分别代表豫西南区各盆地的晚白

翌世沉积 (表 1 )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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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豫西南晚白奎世古气候略图
.1 石膏

. .2 恐龙蛋产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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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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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豫西南上白至统地层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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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晚白圣世早期高沟组

高沟组主要分布于渐川
、

西峡
,

相当于分布在夏馆
、

五里川
、

召北等盆地内的夏馆组
、

朱

p日关组
、

好汉坡组下部层位
。

岩性主要为褐红
、

棕红
、

少量灰白相间的一套砾岩
、

砂砾岩
、

砂岩

及少量砂质泥岩
,

西峡
、

五里川等地产有唬拍
。

该组属 山麓坡积及洪积扇相沉积等
,

常分布于

盆地的边部
,

混积特点突出
,

泥石 流
、

泥流及河床滞留沉积常见
。

厚度各地不一
,

多在 60 一

1 2 0 Om
。

该组化石 比较丰富
,

恐龙蛋 计有 5科 6属 10 种以上
,

特别是西峡长圆柱蛋 (图 2 )
,

长 345 一 6 10 m m
,

壳厚 1
.

2一 3
二 o m m

,

目前国内外未见报道
。

轮藻在浙川
、

夏馆
一

高饭盆地内计

有 4属 G种
。

抱粉化石以西峡盆地较丰富
,

组合中以旅类植物抱子为主
,

次有裸子及被子植物

花粉
。

西峡阳城
、

夏馆等地见有晰脚类等恐龙肢骨化石
,

并有恐龙脚 印
。

夏馆等地有较多的龟

鳖蛋产出
。

据报道
,

五里川盆地内钾氢法同位素年龄为 7 o M a 。

概括上述各门类化石面貌
,

区

内高沟组及相应的层位时代均可置于晚白乎世 旱期
。

图2 长圆柱蛋〔oL
n g it eer

s o o l ihl 。 )
,

示两个蛋化石同时产出
,

产于西峡阳城上白里统高沟组中
、

下部
,
只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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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晚白翌世中期马家村组

主要分布于渐川
、

西峡
,

相当层位为分布于夏馆
一

高扳
、

五里川及召北盆地中的夏馆组
、

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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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组上部地层
。

岩性主要为各类复成分砂岩
、

泥钙质粉砂岩
、

钙质粉砂岩
、

钙砂质泥岩及砂砾岩
、

砾岩
,

少量砂质泥灰岩
、

结核状泥灰岩
,

呈棕红
、

灰黄及灰白色相间出现
。

浙川
、

西峡盆地见有窝状

煤
、

煤线及煤屑
,

前者含有一定量的泥质石膏
。

五里川
、

夏馆
一

高扳等地的砾岩
、

砂砾岩增多
。

主要

属于洪泛平原
、

滨湖及水下三角

洲
、

干三角洲相沉积
,

伴有曲流河

相
,

局部产生洼地沼泽
、

咸水硫酸

盐湖相沉积
。

该组化石亦较丰

富
,

但在各盆地中数量不一
。

恐

龙蛋化石 目前已有 5科 5属6种

(图 3 )
。

轮藻化石据不完全统计

有 4属 6种
,

其中以我国土著种京

山孔轮藻
、

安陆孔轮藻为多
。

抱

粉组合有旅类植物中以各种莎

草旅抱为主
,

裸子植 物花粉以

P a ig oP 勿“ “ m
一
P ol le 耐 et :

占 大

多数
,

被子植物 花粉在 10 %左

右
。

虫迹化石普遍
,

尤以西峡
、

渐

川为多
。

在西峡
、

渐川
、

夏馆等盆
·

地 内见有鸭咀龙类
、

晰脚类及鸟

脚类恐龙肢骨化石
,

最近在夏馆

还发现保存较好但不完整的鸭

图3 树枝蛋 (刀哟决d oor ilt 人su )
,

产于浙川滔河马家村

上白蛋统马家村组中部
,
x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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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龙化石
。

浙川盆地尚有介形类
、

瓣鳃类等
。

厚一般在 30 0一 1 6 00 m
,

与上
、

下层均呈过渡关系
。

上

i胜各类化石基本上反映了赛诺晚期至康尼亚期的生物群特点
,

故其时代可划归晚白奎世中期
。

1
.

3 晚白至世晚期寺沟组

主要分布于浙川
、

西峡盆地内
,

相当层位为分布于李官桥盆地内的胡岗组
。

岩性主要为粉

砂岩
、

中粗砂岩
、

砂质泥岩
,

夹砂砾岩
、

砾岩
,

少数盆地内夹砂质泥灰岩
,

以棕红色为丰
,

间夹少

量灰绿色
。

沉积环境为洪泛平原
、

三角洲及滨湖一浅湖相
,

局部为河流相沉积
。

厚度不等
,

薄者

仅 30 m
,

厚者达6 3Om
。

该组化石主要有
:

恐龙蛋已有 3科 3属 7种
,

包括长形蛋科
、

圆形蛋科
、

椭

圆形蛋科等
,

以李官桥盆地胡岗组为多
。

轮藻化石主要见于渐川盆地内
,

计有 2属 2种
,

并有少

量介形类
。

袍粉化石主要分布在西峡盆地内
,

组合为
:
蔗类植物抱子占73 写

,

其中莎草破抱

占“
,

8%俘子植物花粉占 13
·

4 %
,

其中仰 ca ` ,

B en
,

let tz’t es
,

lC as soP or iet
`

等占 .8 7写 ;
被子植

物花粉 占 1 3
.

6%
,

其 中yM
月 a c eo i而

召 ,

丁犷“ “ s z u e e o t iP !ot i: s t ir a t u s ,

O br i l u l妙
0 11 15 S t

iar
t u s
等

占 n
.

8%
。

虫迹比较多
。

时代为晚白垄世
,

大体相当于坎潘期至马斯特里赫特期
。

2 晚白奎世古气候的标志特征
’

2
.

1 古生物标志

2
.

1
.

1 恐龙蛋及恐龙化石

恐龙类是热带
、

亚热带动物群的代表
,

它们适应炎热
、

干旱的气候环境
。

根据赵资奎对恐

龙蛋壳气候适应性的研究
,

认为自下而上各类恐龙蛋壳的结构
、

绝大部分的气孔道系统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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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蛋甲丁水份蒸发和维持胚胎温度恒定等的功能上显示出更加适应 炎热干旱气候的特点
。

代表早期的蜂窝蛋
、

树枝蛋类 (图 )4 为主的组合
,

其蛋壳结构适应潮湿
、

炎热的环境
。

晚白奎

世中期的圆形蛋
、

椭圆形蛋
、

棱柱形蛋类组合
,

它们的蛋壳则适宜于干燥和气温稍低的环境

下保存
。

而晚期以巨形蛋
、

长形蛋
、

副圆形蛋为主的组合
,

其蛋壳结构在演化过程中就更加适

应干旱
、

炎热的气候
。

图 4 树枝蛋 ( eD
o d or ol 比h。 )

,

纵向上呈三层分布
,

产于西峡阳城上白至统马家村组 卜酬
。 .

` 。
.

18

F i g
.

4 D e 儿
d

r 伪对i t h材
: fr o m t h e l o w er p a r t o f t h e U p P e r C r e t a e e o u s

M
a
jiacu

n F o r m a t io n in X i x ia
,

H e n a n 义 0
.

1 8

目前在浙川
、

西峡
、

夏馆
、

南召等地发现的鸭咀龙类
、

晰脚类
、

鸟脚类等恐龙化石来看
,

它

们是生存在干旱
、

炎热的热带
、

亚热带气候区域内的山麓草原动物群
,

此外尚有龟鳖类动物
。

.2 .1 2 抱粉化石

抱粉化石是揭示古植被
、

古气候的重要化石
。

区内抱粉化石主要见于西峡
、

夏馆盆地中
。

高沟组的饱粉数量不多
,

组合为
:

旅类植物饱子以各种莎草旅抱为主
,

次有无突肋纹抱
、

光面

三缝抱等
;
裸子植物花粉以环圈克拉索粉

、

隐孔粉
、

苏铁杉粉
、

柏科等
。

马家村组抱粉组合为

以各种莎草旅抱为主的旅类植物泡子
,

次有无突肋纹抱
、

海金沙抱
、

秒锣抱
、

金毛狗抱等
;
裸

子植物花粉以尖叶杉粉
、

克拉索粉
、

皱球粉及麻黄粉
、

本内苏铁 目
、

苏铁 目
、

银杏目等
;
被子植

物花粉主要为山龙眼科
、

三孔沟粉
、

主突孔粉
、

三沟粉等
。

寺沟组抱粉组合为以各种莎草旅抱

为主的蔗类植物抱子
,

少量海金沙抱
、

光面三缝抱等
,

占总量的73 %
; 裸子类花粉为银杏粉

、

苏

铁粉
、

本内苏铁粉
、

环圈克拉索粉
、

单齿极沟粉
、

安定型拟罗汉松粉
、

无 口器粉等
,

占 13
.

4%
;
被

子植物花粉以小型条纹球形粉
、

桃金娘科
、

凹边无患子粉
,

忍冬粉
、

小型博镇粉等
,

占托
.

6%
。

从上述各个抱粉组合特征来看
,

高沟组所反映的古植被面貌属于干旱少雨的古气候
。

而马家

村组抱粉所显示的古植被性质则反映了古气候继承了高沟组时期干旱
、

炎热的特点
,

荒漠植物

麻黄粉属的出现
,

更是古气候干旱
、

炎热的可靠证据
。

寺沟组抱粉组合反映的是耐干旱的莎草

藏数量
、

种类大大增加
,

未见水生植物
,

故古气候仍然干旱
、

炎热
,

甚至更干旱一些
。

植物化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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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

也说明了在强氧化和干旱
、

半干旱条件下
,

植物不易保存的古生态环境
。

2
.

1
.

3 轮藻化石
·

轮藻化石在渐川盆地中比较丰富
,

且种属也较多
;
夏馆

一

高饭
、

西峡盆地内个别见到
,

主

要属种有孔轮藻
、

钝头轮藻
、

似轮藻
、

梅球轮藻
、

松辽轮藻
、

开 口轮藻等
。

轮藻主要生活于淡水

或半咸水环境
,

大多产于热带
、

亚热带
,

它们要求环境相对稳定
、

水浅
、

光照较强
。

轮藻一般出

现于滨湖
、

浅湖及洪泛平原环境
,

因此
,

适于它们生活的古气候应是干旱炎热为主
,

伴有短期
.

湿热的交替性气候
,

与我国华南南雄
、

衡阳
、

常桃
、

江汉等盆地中的轮藻植物群生活的气候条

件基本一致
.

2
.

1
.

4 痕迹化石

痕迹化石非常丰富
,

大量发现于西峡
、

浙川
、

夏馆
一

高饭等盆地中
,

以石针迹为主
,

产于粉

砂岩
、

细砂岩或中粗砂岩的接触部位
,

大部分垂直于岩层层面
,

以直立穴为主
,

与恐龙蛋共

生
,

充填物为砂泥
、

钙质
。

此类潜穴主要是栖息
,

不是觅食
,

因此要求在水面之上或濒临水体
,

且要求环境相对稳定
,

而气候多雨
、

水体经常淹没潜穴处不适宜于生物的生存
。

区内的虫迹

主要见于洪泛平源
、

河湖三角洲
、

滨湖等环境
。

据湖南常桃
、

衡阳
、

广东三水
、

山东莱阳等盆地

的研究 O ,

虫迹亦产于洪泛平原
、

干三角洲
、

河湖三角洲
、

滨湖至浅湖等沉积相中
。

由此可知
,

生物生存时的古气候应属于干旱炎热的亚热带一热带气候范围
。

2
.

2 沉积与岩石学标志

2
.

2
.

1 岩石
、

岩相标志

区内各盆内的部分岩石混积特征非常显著
,

是典型的泥
、

砂
、

灰及氧化铁掺和的混杂岩

石
,

其分布较广
,

出现于洪积扇
、

洪泛平原及河湖三角洲中
。

成分
、

结构成熟度较低
,

搅混构

造
,

砂泥掺杂
,

含较多泥砾
、

砾石及大小不一的砂包体
。

具二元或三元结构
。

含灰质 团块
、

钙

质结核
,

以块状
、

厚层层理 为主
,

可 见交错层理
、

斜层理
,

粒序层明显
。

岩石中含钙量在

2
.

61 %一 8
.

31 %
,

高者达 40 %
,

或者形成泥灰岩
,

缺乏有机质成分和 C
、

N
、

s 等元素
,

但 B a
含

量较高
。

常见恐龙蛋及虫迹化石
。

混积岩不应是水下或水流的沉积物
,

而是干旱炎热气候条

件下发育的一种高密度流沉积
。

洪积扇主要分布于各盆地边部
,

时由多个小的洪积扇构成扇体系
。

岩石以粗碎屑为主
,

夹粉砂岩
、

细砂岩及少量砂质泥岩
,

向湖盆方向平均砾径变小
,

分选差
,

颜色棕红
、

褐红
。

胶结

物为砂
、

泥
、

钙质
,

多呈基底或孔隙式胶结
。

可见交错层理
、

斜层理
,

内部冲刷面较多
,

岩性不

稳定
,

多呈透镜体出现
.

洪积扇往往发育于干旱
、

半干旱气候区域
,

据有关研究资料
,

我国华

南的南雄
、

常桃
、

衡阳
、

江汉及华北南部的莱阳等盆地的洪积扇均分布在干旱气候区
。

因此
,

区内的洪积扇
,

也应处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
。

2
.

2
.

2 颜色

沉积岩的颜色是反映沉积环境的重要标志之一
。

区内岩石呈棕红
、

褐红
、

紫红色
,

局部黄

色
。

据统计
,

红色可占总厚度的 43 %一 67
.

90 %
,

个别盆地更高
.

红色是高价铁的氧化物或氢

氧化铁所致
,

含量一般在 5
.

86 %一 6
.

86 %
,

高者占10 肠以上
,

低铁在 0
.

3 %一 0
.

45 %
,

反映氧

化或强氧化环境
。

黄色更常见于干旱炎热气候的陆相沉积物中
。

故本区岩石的颜色代表 了以

干旱为主的气候特征
。

.
`

吴萍
,

1 9 7 7
,

中南区白蟹纪一早第三纪岩相古地理特征简述
,

中南地质科技情报
,

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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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2. 3 层面构造

层面构造也是反映沉积岩成因的重要标志之一
。

区内层面构造主要有泥裂
、

雨痕
、

脚印
、

虫迹及波浪等
。

泥裂分布较为普遍
,

呈多角形
,

形似龟板
,

断面呈 V 形
,

上宽下窄
,

多角形大小

不等
,

大者直径可达 3 0e m一般 1 0一 20c m
,

小者 sc m 左右
,

深 2一 10c m
。

并见泥裂与泥砾共

生
。

雨痕在几个盆地中见到
,

在泥质粉砂岩
、

砂质泥岩层面上最为清晰
,

保存较好
。

虫迹 比较

丰富
,

主要为直立穴
,

一般大体垂直于层面
。

波痕及印模少见
,

未见植物根系的扰动
。

冲刷面

分布较广
,

界面凹凸不平
,

一般在砂砾岩与砂岩或砂质泥岩之间
,

反映了水流的
.

间歇性与不

稳定性
.

层面构造之所以能保存
,

反映了少雨的气候条伴
。

本区层面的构造特征清楚地指示

了干旱炎热气候条件下的沉积环境
。

.2 么 4 矿物成分

区内沉积中
,

指示干旱炎热气候条件环境的矿物主要有长石
、

水云母及坡缕石
、

石膏等
。

长石晶形保存完好
,

而且新鲜
,

水云母
、

角闪石亦有一定含量
,

坡缕石在岩石及恐龙蛋中均有

发现
,

铁的氧化物分布非常广泛
,

有机质含量几乎为零
,

只是在浙川
、

西峡
、

五里 J! }
,

盆地内见

有极少量的煤线
、

煤屑和唬拍
,

也缺乏N
、

P
、

S 等元素
。

在渐川马家村组
、

李官桥胡岗组
、

西峡

马家村组
、

夏馆
一

高扳的夏馆组等均含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石膏
、

石膏质泥岩及纤维状石膏
。

上

述说 明
,

区内的古气候以干早炎热为主
,

化学风化极弱
。

而湿热的古气候
,

则是短暂的
。

.2 .2 5 钙质结核或钙质层

在高沟组
、

马家村组
、

寺沟组中
,

钙质结核分布相当普遍
,

结核大小不等
,

形态各异
,

成层

或零散出现
,

当钙质结核集中时可形成结核状泥灰岩层
。

其次它作为岩石的胶结物
,

在粉砂
、

细砂岩
、

砂质泥岩等地层 中最为常见
。

大量碳酸盐矿物的出现和碳酸盐渍化
,

反映了碱性环

境和干旱环境的特点
,

此时 p H 值应大于 7
.

8
,

也有利于蒙脱石
、

水云母的形成
。

因此
,

它的出

现无疑是干旱炎热气候条件的结果
。

3 结语

白奎纪是地史中重要的半干旱一干旱炎热气候期之一
,

晚白里世古气候是早 白垄世古

气候的继续和发展
。

综合前述古气候的指示标志
,

可以认为豫西南区晚白奎世是我国华南亚

热带一热带古气候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故其总体上是以干旱炎热为主
,

伴有暂时性的湿热气

候
,

与我国东部古气候的特点是基本一致的
。

由于持续干旱
,

生态环境恶化
,

恐龙赖以生存的

食物— 植物骤减
,

加上地外及其生物本身等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
,

至晚白至世末
,

恐龙全

部绝灭
。

干旱气候是风成沉积的基础和前提
,

同时邻区江汉等地 已发现有 白垄纪的风成沉积
,

故

区内极可能有此类沉积
。

因篇幅在此不予讨论
。

本文是豫西南区晚白里世古气候的初步研究成果
,

涉及较多从事区内
“

红层
”

研究者的

劳动
,

因而是集体工作的成果
,

在此谨向他们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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