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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西峡盆地晚白圣世红色陆相碎屑岩系地层中 (包括高沟组
、

马家村组
、

寺沟组 )
,

产有类型多
、

数量大
、

成窝性好的恐龙蛋化石
。

已发现有 7 科 8 属 10 种
。

自下而上
,

恐龙蛋的

种类
、

数量
、

含蛋层数
、

蛋窝均大幅度地减少
,

由高沟组内 5 科 67 种
,

约 10 层含蛋层
,

至寺

沟组内仅存 1 科 l 属 2 种
,

含蛋层为 2层
。

恐龙绝灭原因的研究
,

已有 30 种以上的学说或观点
,

但这些观点都不能圆满地解释恐龙的绝灭 问题
。

恐龙的绝灭应该是多因素的
,

既有地外的灾变
,

又有地内
,

生物本身生理的因素
。

在内
、

外因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

恐龙才有可能绝灭
。

关键词 恐龙蛋 含蛋地层 恐龙绝灭原因 西峡盆地

西峡盆地横贯豫
、

陕两省的内乡
、

西峡及商南县
,

呈北西西
一

南东东向展布
,

东西长约

1 0 k0 m
,

南北宽约 5~ 1 k3 m
,

面积 1 0 k0 m
2

左右
。

燕 山运动在我国东部具有普遍性
,

是 中新

生代盆地形成的最主要的基本动力
。

晚 白奎世时
,

在以总体挤压为特征的应力场中
,

拉张

应 力明显加强
,

即第 l 扩张期或燕山运动三幕
,

并以块断构造
、

差异运动为主
.

在东秦岭

造山带正向隆起构造的背景上
,

形成了一系列北西西向近于平行的地壳表层断陷盆地
,

由

南而北分布有李官桥
、

浙川
、

西峡
、

夏馆
一

高丘
、

五里川等盆地
。

它们发生
、

发展
、

消亡的

演化历史
,

总体是相似的
,

但也存在差异
,

是秦岭后造山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断陷内沉

积了一套以河流相系列为主
,

伴有浅湖相或滨湖相 的红色碎屑岩系
。

1 9 7 4 年
,

在西峡盆地

近 4 0 0 o m 厚的沉积中
,

发现多窝恐龙蛋化石
,

以及少量恐龙骨骼和饱粉化石 〔̀ 〕
。

90 年代
,

在

西峡
、

内乡两县所属的 40 余个村
、

镇近 6 0 0 km
“
范围内发现和发掘了上百处恐龙蛋化石

。

西

峡盆地一举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恐龙蛋化石的重要产地
,

具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

引起 了国

内外学者的关注
。

1 恐龙蛋产出层位及类型

西峡盆地恐龙蛋化石
,

据 目前统计
,

已有 7 科 8 属 10 种
,

此外
,

尚有少量新属
、

新种

还在研究中〔 2一 5〕
。

恐龙蛋化石自下而上分布于高沟组
、

马家村组
、

寺沟组中
。

其中以高沟组

内层数最多
,

寺沟组内最少
,

且蛋窝分布不广泛
。

在马家村组 中
、

下部及高沟组内
,

蛋窝

分布普遍
,

各种类型蛋共生
。

其主要特点是
:

①含蛋层数多
,

三个岩组内的含蛋层近 20 层 ;

②原始状态保存好
,

大部分恐龙蛋窝及蛋化石保存十分完好
,

形态规整
,

排列清楚
,

成窝

性明显
,

未见后期扰动和搬运迹象
; ③时代基本可靠

,

红层中有我国晚 白奎世时期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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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圆形蛋
、

棱齿龙蛋和椭圆形蛋
,

产有该时期的饱粉组合
; ④类型繁多

,

据不完全统计
,

世

界范围内共有各类恐龙蛋化石约 50 种
,

河南省有 20 种左右
,

西峡盆地约 10 种
,

占全省 1/

2 ,

其中包括世界上过去曾未发现过的长圆柱蛋
; ⑤蛋化石数量 巨大

,

分布面积约 6。。 k m
Z 。

目前 已发掘的蛋化石约 1 0 0 0 。枚左右
。

据野外统计
,

在分布较集中的阳城
一

庙山一带等地
,

分

布密度达 4 个 /m
Z

左右
。

蛋化石在区内大量集中产出
,

可能与较多的不同类型恐龙和每只恐

龙有高的产蛋率及最低的孵化率等有密切的关系
。

否则
,

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来解释
。

现

将恐龙蛋化石赋存的层位及类型列述如下
。

1
.

1 高沟组

分布于盆地的北部
,

不整合在古生界南湾组之上
。

岩性主要为紫红
、

棕红色细砂岩
,

粉

砂岩
,

钙质粉砂岩
,

砂砾岩
,

砾岩
,

中粗砂岩
,

夹砂质页岩
。

成分成熟度
、

结构成熟度均

较低
。

砾石成分复杂
,

棱角一次棱角状
。

斜层理
、

交错层理
、

块状层理常见
。

含较多钙质

结核或结核状泥质灰岩透镜体
。

岩相变化较大
,

岩性不甚稳定
,

属冲积扇沉积体系
。

普见

虫迹及干裂
。

厚度 自西向东变薄
,

厚约 65 5~ 15 0 0 m
。

在西坪
、

馒里营北
、

宋沟
、

走马岗
、

王堂等地的该组地层中产有丰富的恐龙蛋化石
,

计有 5 科 6 属 7 种
。

长圆柱蛋科 (新科 ) L o n g it e r e s o o l i t h id a e F a m
·

n o v
·

长圆柱蛋属 (新属 ) L o , : g i t e r e s o ol i t h u s g e n
·

n o v
·

西峡长圆柱蛋 (新种 ) L
·

X i x i a e , ` 5 15 s p
·

n o v
·

树枝蛋科 D e n d r o o l i t h id a e

树枝蛋属 D e , : d r o o l i t h u s

树枝蛋未定种 .D sP
·

蜂窝蛋科 F a v e o l o o li t h id a e

杨 氏蛋属 Y o u n g o o l i t h u s

夏馆杨氏蛋 Y
.

二 i a g : ` a n e n s i n [6〕

蜂窝蛋属 F a v e o l o o l i t h u s

蜂窝蛋新属
、

新种 .F ge 几
` t S .P ”

vo
,

圆形蛋科 S p h e r o o l i t h i d a e

副圆形蛋属 P “ ar sP 入e ro ol i动us

副 圆形蛋未定种 .P sP
·

二连副圆形蛋相似种 P
.

e f
.

ir e n e n s i s

网格蛋科 D i e t y o o l i t h id a e

网格蛋属 D i c t少o o l i t h u s

内乡网格蛋 D
.

n e i x i a
, ,
ser

n s i s

同时
,

在阳城黄龙庙洼
、

虎头山
、

赤眉包沟
、

马营
、

庙山等地该组地层中还发现了恐

龙骨骼化石
,

初步鉴定为兽脚类
、

秃顶龙类及鸟脚类恐龙
。

1
.

2 马家村组

整合于高沟组之上
,

分布于盆地中部的五里桥
、

土门娅
、

七峪
、

丹水
、

袁店
、

赵店一

线
。

主要岩性为浅灰绿
、

灰白
、

浅黄
、

暗紫
、

褐红色含砾细砂岩
,

粉砂岩
,

含砾中粗砂岩
,

泥质
、

钙质粉
、

细砂岩
,

夹砂质泥岩
,

砂砾岩
、

砾岩
,

结核状泥灰岩
,

含钙质结核或团块

及凝灰质火山物质
。

常见斜层理
、

水平波状层理
、

槽状斜层理
、

水平层理及干裂
。

岩性
、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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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甚稳定
。

不同岩性和大小的透镜体相互交错
。

中
、

东部厚约 1 6 0 0一 Z 0 0 0m
,

向西尖灭
。

主体属洪泛平原
、

边滩沉积
。

东部为浅湖相沉积
。

局部产有唬拍
、

煤线及煤屑
。

虫迹较多
,

有一定数量的抱粉化石
。

恐龙蛋化石计有 4 科 4 属 5 种
。

圆形蛋科 S p h e r o o l i t h id a e

副圆形蛋属 P a ar sP h e or ol iht us

副圆形蛋未定种 .P sP
·

二连副圆形蛋相似种 P
.

e f
.

i r e n e n s i s

树枝蛋科 D e n d r o o l i t h id a e

树枝蛋属
,

D e n d oor l i t h “ s

树枝蛋未定种 .D sP
·

椭圆形蛋科 O v a l o o l i t h id a e

椭圆形蛋属 O v a l o o l i t h u s

椭圆形蛋未定种 .o sP
·

棱齿龙蛋科 H y p s i l o p h o d o n t h id a e

棱柱形蛋属 p r i s m a t o o l i t h u s

戈壁棱柱形蛋 p
.

ge 沉。 ” is[
`

.

5〕

在阳城西南梁沟等地
,

散见恐龙肢骨化石
。

1
.

3 寺沟组

与下伏马家村组为连续沉积
,

分布于盆地南部
,

向西尖灭
。

主要岩性为灰黄
、

灰白
、

紫

红
、

褐红色含砾粗砂岩
,

细砂岩
,

粉砂岩
,

钙质细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夹砂砾岩
,

砾岩
,

砂

质泥岩
,

含钙质结核
。

斜层理
、

水平波状层理常见
。

产虫迹及饱粉化石
。

厚约 63 0一 10 o 0 m
,

属洪泛平原或三角洲相沉积
。

东部为浅湖相沉积
。

在粉房沟
、

张营
、

南岗等地
,

该组中下

部产恐龙蛋及少量骨骼化石
。

蛋化石 1科 l 属 2 种
。

圆形蛋科 S p h e r o o l i t h i d a e

副圆形蛋属 P a ar sP he or of it h .uY

副圆形蛋未定种 .P sP
·

副圆形蛋新种 .P sP
·

on .v

需要指出的是西峡盆地晚白圣世的沉积记录是不完全的
。

盆地底部未见早白至世沉积
,

寺沟组上部迄今未见晚 白翌世最晚期以产巨形蛋
、

长形蛋为特征的蛋化石组合
,

而且在圆

形蛋类演化过程中
,

也未发展到最晚期的椭圆形蛋类
。

因此认为顶部似缺失马斯特里赫特

(M a a s t r ie h t i a n ) 期沉积
,

赛诺曼 ( e e n o m a n i a n ) 期底部也可能缺失
。

结合抱粉组合
,

其时

代大体相当于赛诺曼一坎潘期
。

西峡盆地与本区其他盆地晚白里世恐龙蛋化石层位对 比见表 1
。

2 恐龙绝灭问题

恐龙绝灭问题是当代地球科学
、

生命科学研究的 重大课题
,

也是促进天体学
、

地质学
、

生物学等学科 间相互渗透和边缘学科发展的一种推动力
。

1 00 多年来
,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生

活在地球上长达 l 亿多年之久的恐龙
,

在全球范围内突然绝灭的研究从末间断过
,

各 自从

不同事实
、

不同的逻辑思维角度出发
,

提出了既有联系或者相互对立的 30 种以上的假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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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峡及本区其他盆地恐龙蛋化石层位对比表
C o r r e l a t i o n o f t h e h o r izo n s o

f t h e d i n o
sa u r e g g f 韶

5 115 f
r o m t h e

X ix ia B as in a n d o t h e r b a s i n s

岩岩石地层层 西峡盆地地 衡阳盆地地 南雄盆地地 金衡盆地地 莱阳盆地地 浙 川盆地地

上上上 寺寺 副团形蛋蛋 车车 巨形蛋蛋 南南 巨形蛋蛋 衡衡 副圆形蛋蛋 王王 长形蛋蛋 寺寺 长形蛋蛋

白白白 沟沟沟 江江 副圆形蛋蛋 雄雄 长形蛋蛋 江江 蜂窝蛋蛋 氏氏 副圆形蛋蛋 沟沟沟

噩噩噩 组组组 组组组 群群 南雄蛋蛋 群群群 群群 椭圆形蛋蛋 组组组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椭团形 蛋蛋 上上上上上上上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马马马马 副 圆形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马马 椭圆形蛋蛋

家家家家 树枝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家家 副圆形蛋蛋

村村村村 椭圆形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村村 树枝蛋蛋

组组组组 梭住形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组组组

高高高高 长圆柱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高高 蜂窝蛋蛋

沟沟沟沟 树枝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沟沟沟

组组组组 杨 氏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组组组

蜂蜂蜂蜂窝 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副副副副 团形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网网网网格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蛋

观点
。

直到今天
,

仍在探索之中
。

其基本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

①地外因素
,

包

括超新星爆发说
,

小行星撞击地球说
,

太阳黑子爆发说
,

巨大分子云撞入说等
; ②地内因

素
,

代表性的主要有地壳剧烈变化
,

造山运动说
,

火 山爆发说
,

地磁场变化说
,

大陆漂移

说等
; ③恐龙生理机能因素

,

主要有种族老化说
,

生物进化说
,

恐龙蛋壳结构异常说
,

遗

传基因库缺损说等
; ④环境及生态等其它因素

,

如冰川及气候变冷说
,

食物链中断说
,

食

物中毒说
,

温室效应说
,

环境剧变说等
。

总的来说
,

各种假说或观点多偏重某一个侧面或

方面
,

反映了地史时期生物绝灭问题研究的不全面性
。

因此
,

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恐龙的全

球性绝灭问题
。

白奎纪末期至第三纪初期
,

是生物发展演化
、

变革的地质时期
,

处于急剧

变异
、

分化的动态中
。

生物的大量绝灭
,

决不是某一单一因素或原因造成的
,

应是地内
、

地

外
、

生物自身等各种复杂矛盾或因素相互发展
、

相互作用的结果
。

由于各种因素在其中所

起作用的强弱程度
、

时间长短及生物 自身适应性的不同
,

而使各类生物 的兴衰和灭绝程度

不一致
。

概言之
,

恐龙绝灭原因的研究
,

只能用相互制约的多因素机理和渐变与突变相结

合的科学思想
,

选择符合事实的观点
,

来分析探讨恐龙的绝灭问题
。

只有如此
,

才能逐步

揭开生命发展上的一些重大问题
。

河南省恐龙蛋化石非常丰富
,

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重要产地之一
。

而西峡盆地在众多含

蛋盆地 中
,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为研究恐龙的绝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素材
。

西峡盆地恐龙蛋化石不仅分布广泛
,

数量非常巨大
,

计有 7 科 8属 10 种
,

主要集中分

布于高沟组及马家村组内
.

寺沟组内相对较少 s[]
。

高沟组 内约有 10 层左右含蛋层
,

蛋化石

计 5 科 6 属 7 种
。

马家村组含蛋层在 7层 以上
,

蛋化石计 4 科 4属 5种
,

层数
、

种类 比高

沟组明显减少
。

至寺沟组下
、

中部
,

数量急剧下降
,

含蛋层为 2 层左右
,

蛋化石仅 l 科 1属

2 种
,

该组上部 目前均末发现蛋化石
。

从上述可以看出
,

含蛋层及各类由下而上明显减少
,

高沟组至马家村组含蛋层数减少 30 %
,

种类数减少 29 写
,

似有渐变的势态
,

并有副圆形蛋

类
、

树枝蛋类延续上来
。

从马家村组至寺沟组
,

含蛋层数减少 80 %
,

恐龙蛋种类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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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5%
,

蛋窝及蛋的绝对数量亦大幅度地降低
,

种类也发生了变化
。

同时
,

从恐龙的类型
、

数量来看
,

也同样的发生了急剧变化
。

高沟组内产有一定数量的兽脚类
、

秃顶龙类及鸟脚

类恐龙
,

马家村组仍可多处见到一定数量的恐龙骨骼化石
,

至寺沟组仅下部见到一处恐龙

肢骨化石
,

中
、

上部在全区均未发现
。

这就显示 了恐龙绝灭时具有在渐变基础上突变的性

质
。

在恐龙发展演化史上
,

剑龙类在早白坐世 已衰败绝灭
,

而角龙类则是在晚白奎世高度

繁盛并最后绝灭的代表之一
。

故在类型上也是逐渐减少和绝灭的
。

但是
,

渐变与突变过程

的长短应是随着多因素在事件中的地位及参与程度而定的
。

在晚白奎世
,

大量成窝的恐龙

蛋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

蛋形规整
,

极少被孵化
,

有胚胎者也非常少见
。

而在晚白奎世之前

或者之后的地质时代中
,

则无此现象
。

这就说明恐龙 (蛋 ) 的繁殖机能出现了障碍和变态
,

或者孵化环境的剧变致使大量的蛋不能有效孵化而保存下来
。

如在马家村组中
、

上部南北

宅一带的灰白色 中细粒砂岩中
,

见到一窝 (不完整 ) 5枚恐龙蛋化石
,

蛋近似圆形
,

蛋径

(直径 ) 约 13 ~ 1 c5 m
,

蛋距 1 ~ sc m
,

保存完好
,

在放大镜下观察
,

均无蛋壳
,

推测原蛋应

为一种无钙质壳的软蛋
。

这种蛋如何保存下来值得研究
,

但属病态蛋应肯定无疑
。

正如赵

资奎指出的
, “

病态结构的蛋壳… … 易碎而无法保证胚胎的正常发育
” , “

是恐龙最后绝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 。

恐龙是一种变温动物
,

卵的孵化主要依赖太阳提供的热能 ( 自然孵

化 )
。

因此
,

正常卵在自然状态下能否孵化
,

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
,

但适宜的温度
、

湿度等

环境因素
,

也是孵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

在高沟组
、

马家村组
,

特别是寺沟组 内产有较多的饱粉化石
。

通过对饱粉组合的研究
,

发现以较多的耐干旱的莎草旅属为主
,

并出现荒漠植物麻黄类
,

未见水生植物
,

而适于荒

漠及干沼的草本植物亦较多
,

其组合反映了气候干旱
、

炎热的特点
。

同时
,

对恐龙蛋壳气

孔道结构适应性的研究
,

也证明此时气候干旱炎热
。

据瑞士学者许靖华对晚白奎世末沉积

物氧同位素的研究
,

证明晚白奎世末气温增高约 10 ℃
。

我国学者杨卫东根据广东南雄盆地

碳酸盐及恐龙蛋壳氧同位素组成
,

计算得出晚白奎世温度约为 26 ~ 29 ℃
,

比正常温度高出
6一 9 ℃

。

进一步证明晚白垄世时
,

气候干燥炎热
。

赵资奎也指出
: “
蛋壳氧同位素异常增加

,

可能表示当时曾出现过相当严重的干燥气候
” 。

气候持续干旱炎热
,

造成土壤贫疮
,

对各类

植物的生长和繁茂形成严重的威胁
。

区内植物化石非常罕见
,

也佐证了强氧化
、

干旱条件

下植物不繁茂的生态状况
。

这与我国华南及我省当时植被极不发育的总体状况是一致的
。

因

而
,

以大量植物为生的大型爬行动物— 恐龙类
,

在高温条件下
,

既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和

选择食物的机会
,

又不能在超过本身耐热
、

耐旱的生命极限条件下正常生存
。

丧失食物造

成生理机能紊乱
,

产生病态
,

致使形成不成熟或病态的卵
。

同时赖以 自然温度孵化的过程

亦不能实现
,

故孕育着衰落和灭绝的潜在危机
。

实践证明
,

任何生物对低温的承受能力远

远超过耐高温的能力
。

恐龙也不例外
。

恐龙绝灭是全球性的事件
,

局部因素或小范围内的

异常事件不可能导致恐龙类在全球的衰亡和消失
。

而古气候的变化在全球具有普遍性
,

并

已为全世界晚白奎世的沉积记录
、

袍粉组合及其它古生物化石特征充分证明了的
。

但干旱

炎热气候形成的原因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赵资奎在研究广东南雄盆地 白垄系与三叠系地层界线附近恐龙绝灭时指出
,

我国华南

地区受到微量元素的污染
,

干旱气候使其更加富集
,

并与病态蛋壳同时发生
。

他还指出最

后一类恐龙是在白奎系与三叠系界线之前 20 ~ 30 万年开始绝灭的图
。

杨卫东也指出
,

南雄

盆地恐龙蛋壳内稀土元素出现异常
。

我国内蒙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

在国外
,

约有 50 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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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奎系与三叠系界线粘土层内发现了铱异常
。

1 9 8。 年
,

L
.

lA va or z
在意大利

、

丹麦白垄系

与三叠系界线附近的沉积岩中发现外来氨基酸
。

在加拿大阿伯特白垄系与三叠系界线粘土

层中又发现毫微米级金刚石等
。

以上都是地外撞击事件的有力证据
。

外来天体撞击或爆炸

可产生大量的宇宙射线及其他射线
,

破坏大气臭氧层
,

使大辐射量的宇宙射线透入大气层

而达地表
,

此时生态环境急剧变化
,

恐龙体内生理活动失去平衡
,

产生病理性变化
。

大量

植物群被放射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富集污染后
,

直接造成恐龙内分泌系统的失调
,

使机体不

能发挥正常的代谢功能
,

殃及后代的繁殖
。

大量成窝恐龙蛋化石的存在
,

蛋壳元素异常及

无壳等的出现
,

则是重要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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