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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二叠世至中侏罗世鄂尔

多斯盆地与海区关系的讨论

张 杭

(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研究所 )

在不少论著里都认为鄂尔多斯盆地二叠纪及以后的沉积为纯陆相
,

有人以石盒子群的

沉积作为该区
“

内陆盆地
”

或盆地阶段开始的标志
。

但近年来积累的某些新资料使研究者

认识到
:

至少到早三叠世鄂尔多斯与海还有相当密切的连系
,

常受海泛波及
;
甚至到中侏

罗世
,

那尔多斯也不宜称为
“

内陆盆地
” 。

一
、

石盒子群和孙家沟组 的海相层

1
.

上石盒子组的海相层

近年来
,

在邻尔多斯西缘 (如贺兰山沙巴台
、

桌子山南端的公勿素等 ) 上石盒子组内

发现某些特殊的岩层— 在野外定名的
“
硅质岩或硅质泥岩

”

中发现了生物碎屑岩
。

据黄

舜兴
、

司俊霞等的研究可分为
:

l) 生物碎屑粘土岩
,

生物碎屑占 25 一 88 %
,

其中海绵骨针

最为发育
,

尚有介形虫
、

腕足类
、

有孔虫 ?( )
、

抱球虫 ?( ) 的碎屑
; 2) 生物架蛋白石岩

,

以海绵类为主的生物含量可达 90 %
; 3) 藻灰岩

,

以蓝绿藻为主并含骨屑和少量石英砂粒
。

它们往往都和少量细绿泥石和海绿石共生
。

显然从所含的生物类型看
,

它们是海相层
。

实

际上
,

上述地区的这种
“

硅质泥岩
”

不只发现在上石盒子组
,

在其下地层中也可见及
。

但

需指出
,

不是野外定名的所有
“

硅质泥岩
”

都是生物碎屑岩
,

其中有的是火山凝灰岩
、

层

凝灰岩
。

类似的现象也发现在鄂尔多斯东南邻的豫北晋南地区
。

兰昌益亦将野外所定的
“
硅质

岩
”

分为三种
: l) 健石层

,

其石英和玉髓占 80 一 85 %
,

主要是无优势方向排列的海绵骨针
,

一般 30 0一 4 0即m
,

部分曾受磨蚀
,

此外还有少量方解石
、

泥质和煤的显微组分 (木栓体 ? ) ;

2 ) 泥质健石层
,

石英等硅质矿物占 60 一 75 %
,

余为细分散的泥质 (以高岭土 为主 ) 及方解

石
、

碳质等
,

海绵骨针占 40 %左右
,

一般 3 0D 一 6 0 0o m ; 3) 硅质碳泥岩
,

碳质和泥质占 80 %
,

碳质主要为凝胶化组分类稳定组分的角质体
、

木栓体和小抱子等
,

20 %的硅质多为细小的

( 2 0一 4 0“ m ) 硅质顺粒
.

这种
“

硅质岩
”

或海绵骨针岩常与其他海相动物化石及海绿石共生
,

野外工作时常俗

称其为
“

三海
” 。

化石中常见腕足类
、

腹足类及珊瑚碎片
,

但最多的还是舌形 贝
。

据葛宝勋

研究
,

二叠系中的含舌形贝层在平顶山有 23 层
、

禹县 15 层
、

登封 7 层 (向西减少 )
。

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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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煤田也见有古尼罗蛤 (八功犯。 犯如 Ps
.

) 及瓣鳃类贫齿目化石共生
。 “

三海
”

出现的层位可从

山西组到上石盒子组
,

而 以下石盒子组的下及中部 (所谓四煤组到六煤层 ) 最发育
。

上石

盒子组顶部的
“

八煤组
”

从磷酸盐分析证明的古含盐度为 17 一 2搜%。 ,

属海陆过渡环境 .
,

这

与岩相分析表明的滨海三角洲的结论也是吻合的
。

在对鄂尔多斯西
、

南边缘海相层有所认识后
,

对盆地东邻的山西地区石盒子群海相层

的存在就容易理解了
。

上石盒子组顶部的隧石层 (或健石条带和结核层 ) 可作为分层对 比

的标志层
,

向南层数增多
、

层厚加大
,

出现的上界有抬高之势
,

在晋南该层位可夹灰岩
,

在

垣曲窑头在距顶 9 7 m 的灰绿色页岩中采到舌形 贝
,

在临汾河底前十亩剖面上石盒子组第三

段中也发现舌形贝 .
。

这些化石并不完全在同一层内
。

看来
,

包括顶部隧石层和灰岩层在内
,

上石盒子组上部有多次海侵 (或海泛 )
。

这一推断也与河曲一带上石盒子组海相层的发现互

相印证
。

据黄舜兴的研究
,

河曲梁家碳发现两层为海绵骨针岩
:

一为生物架蛋白石岩
,

生

物架由海绵构成
,

蛋白石占矿物组成的 98 % , 另一层 为海绵骨针绿泥石粘土岩
,

其中生物

以海绵和介形虫为主
。

鄂尔多斯盆地内由于受钻井资料的局限及研究程度的限制尚无海相层的报导
,

但从边

缘地区及井下上石盒子群上部的岩性推断
,

亦应存在海相层
。

2
.

孙家沟组 (石千峰组 ) 的海相层

60 年代在渭北发现石千峰群内有两个海相化石层
,

后来杨遵仪等分别定其为多饰正海

扇 (枷
,椒介乡蒯 is n犯lf if’ 洲 n is ) 组合和莫氏翼蛤 (月勿勿 cf

~
c瓜凌祝O 组合

,

时代分别为早三叠世

早期的下和上斯西期
。

但对这两个海相化石层的归属颇有争论
。

殷鸿福等认为分别属孙家

沟组和刘家沟组
; 程政武等则认为上海相化石层属其建议新立的

“

歧山组
” 。

笔者对该化石

层层位从岩性特征和接触关系上作了详细的论述
,

认为两个海相化石层皆属孙家沟组上段
,

进而认为孙家沟组是一个具穿时性的岩石地层单位
,

在华北地台南缘其上部为三叠系 .
。

渭北石千峰群的下海相化石层可大面积追索
,

在耀县安里村见与半咸水相的阿布蚌

(月乙妇为 印
.

) 及小细齿蚌 ( M妙诚加白如 sP
.

) 共生
,

在晋南孙家沟上部灰岩和灰质结核层明显

增多
,

垣 曲窑头剖面上共有数十层
,

所夹灰岩厚度为 0
.

2一 l m
,

采到的海粗瓣鳃类化石
,

据

杨遵仪鉴定可能为 刃功咒护。 印
. 。

因而有理由认为该地孙家沟组顶部的灰岩层为海相层或与海

侵有关
。

这一海相层位在豫北主要见于孙家沟中部 (称瓣鳃泥灰岩段 )
,

除瓣鳃类外 尚可有

舌形 贝
。

在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邻区存在有早三叠世海相层
。

在宝鸡南 8 k0 m 秦岭留凤关一带 有

早三叠世复理石
。

在麟游以西的秦安有下中三叠统海相地层
,

出露厚度 > 26 3m
,

岩性为页

岩
、

含介壳 (腕足类 ) 砂岩
、

壳灰岩
、

细状灰岩
、

砂质灰岩和灰岩
,

产腕足类和海相瓣鳃

类化石
。

此外
,

在鄂尔多斯盆地西缘贺兰山北段沙巴台
,

孙家沟组下部见兰绿藻灰岩和生

物残屑 (约占 朽% ) 泥岩
,
在盆地西北部鄂托克旗伊 8井

,

孙家沟组下部亦见虫迹灰岩
,

二

者层位相当
,

很可能是同一次海侵的产物
。

综合海相层及其它新资料
,

笔者推断早三叠世鄂尔多斯和 山西为近海平原
,

它极平缓

. 葛宝助等
,
1 9 84

.

豫西二叠纪含煤岩系沉积环境探讨
.

. 萧素珍等
,
1 9 8 2

,

山西的二叠系
.

. 张抗
.

1 9 8 9
,

孙家沟组穿时性的讨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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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南倾斜
,

南和西缘受海的影响大
。

当海侵发育时
,

大面积成为潮坪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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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那尔多斯断块及周缘孙家沟组上段沉积时古地理古构造略图

l
一

岩相和亚相分区界线 , -2示意性的古河道
, 3

一

荃底断裂
. 4

一

地层等厚线
. 5

一

古陆或缺失沉积区

卜三角洲相 . ,
一

三角洲前缘相
. ,

一

近海平原
一

潮坪相
. vI

一

潮坪
一

滨海平原相
. v 一

泻湖
一

潮坪相
. 讥

一

浅海
一

火山和

F堪
.

1 歇 . tc h 双 aI P出 o幼 n g 拌血以招6O gj ar Pb y an d 训妞 eo t。目 o n ics d u r i n g de lx万 i t i on
o f ht

e o 川 05 f a ul t b lco k a n d

山。 u P讲
r
m
e
m be

r
of t he s u n

如 g o u F o r n劝 it on

l二 . d恤” n

atr y 臼 d .e a n d su bf . d es bo u
旧 ar y , 2~ 翻比介比 t沁钾幽翎b e nn le ; 3~ 加“ 1 fa u lt , 4 , ” 旧

,
e ho 幽 Un e o f t h e s t r a t a -

5~ 。匕 扭 n d or
n o n一洲山 m亡川 ar y r e川 o n

1 . d目 . 加 d . , t 一 de lat
~

f or
n t faC加翔 . l o

n` 灯劝。 r e P因 n一 t记目 f肠 t f a e油
. W ~ t l dal f肠 t 一。 ” s t a l P lia n af e

油
.

V 二匈加-n t id at afl t f a d . , 讥 ~ n e r l t沁
一 v o k冶 n l c fa e ise

二
、

中
、

晚三叠世至 中侏罗世

1
.

中
、

晚三 . 世

前已提及
,

盆地西南缘存在早
、

中三叠世海相层
,

而秦岭的中三叠世海槽的楔状尖端

至少可达 1 09
O

E 附近
。

盆地南缘的中三叠世纸坊组在韩城薛峰川
、

耀县石川河仍可见咸水

(或半咸水 ) 相的斜蚌 (刃滋“ 如吕 s p
.

)
,

石川河还见与盘龙介 伍夕翻 , 墉 ) 及蠕虫类石灰虫共生
。

看来
,

中三叠世的海区仍离鄂尔多斯盆地不远
,

是否有海侵波及是值得研究的
。

黄第落和邵宏舜测定了邻尔多斯二叠系至侏罗系含盐量变化并与准噶尔作了对比
。

以

氯离子含量 0
.

02 一 0
.

03 %为淡水和微咸水的分界
,

可以发现有三次咸化过程
:

第一次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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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世
,

特别是石千峰群沉积时
,

某些层

段的含盐量韦数可高达
“ %

。

这显然不能

单纯用
“

干早气候
”
来解释

,

而应与前面

提到的海侵有关
。

另两次为晚三叠世 (特

别是延长群第二
、

四段沉积时 ) 和中侏罗

世安定期 (图 2 )
。

同时发现准噶尔盆地同

期的含盐量变化曲线与西北区古气候演

变恰好吻合
,

但鄂尔多斯盆地晚二叠世

至晚三叠世水质演化与古气候情况恰恰

相反
。

笔者注意到至少延长群第二段沉

积时湖水范围大
,

气候潮湿并适合于生

物繁殖
。

因而
,

含盐量及介形虫组合所表

现的水体咸化就不是仅用
“

蒸发作用较

强
”

所能解释
。

与晚二叠世 的情况相对

照
,

延长群第二
、

四段沉积时含盐量的增

高很可能与某种海泛带来的海水混入有

关
。

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鱼化石

研究的佐证
。

在陕北的延长群和 延安群中产有龙

鱼和 弓蛟化石
。

1 9 5 2 年发现于横山哄麟

沟的横山龙鱼 &勿洲记砒尹 触目哪彻恻烈瘤 是常

见于格陵兰
、

冰岛
、

斯匠茨贝根等地海相

三叠系
、

侏罗系中的鱼类
。

而弓蛟类的软

骨鱼
,

一般认为属海相或河 口相
。

早在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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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那尔多斯盆地二登纪至侏罗纪含盐量的变化

(据黄第落等修改
,
1 9 65)

F返
.

2 V a r ia t io sn i n sa il n i ry in ht e

or d os 助
s in f or m

r七 r而
a n ot Jur ass ic ( m o d l n目 介吮 H u a n s

众 fa n e t 目
,
1 9 65 )

多年前
,

杨钟健就据其推论我国一些中生代湖盆可能与海相沟通
。

刘宪亭在鉴定 弓蛟化石

时也认为该种鱼与陆相地层间似有些矛盾
,

值得进一步研究
。

薛祥煦认为
,

综合产弓蛟地

层的特点
, “

似乎也有一些与海 (或与海相关连的环境
,

如泻湖 ) 相联系的迹象
,

如与安定

弓蚊共生的介形虫以季米里亚虫为主… …这类化石喜居于微咸水环境
” 。

三
、

对二叠纪至三叠纪古地理 的新认识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二叠纪到早三叠世华北区古地理总体面貌是北高南低的大平原或

准平原
,

南部近海
,

鄂尔多斯就位于这个滨海平原的西部
。

该阶段沉积以陆相 (河流
、

湖

泊和滨岸三角洲平原 ) 为主体
。

但随着海面的升降或华北断块区地壳的升降和块断掀斜运

动
,

海水可很快地波及平原的相当大的部分
,

使之出现海相化石和某些与海有关的特征
,

这

种海侵或海泛又可很快的退缩
,

使整体具陆相特征的岩系中夹有某些与海有关的岩层
。

从

二登纪到三叠纪海水向南
、

最后 向鄂尔多斯盆地西南侧退去
,

海水影响的范围逐渐变小
.

不

言而喻
,

鄂尔多斯西南边缘海侵的次数多
,

持续时间也长
,

而其北缘受海的影响则较小
。 .

即使到中
、

晚三叠世
,

盆地西缘已经变成隆起区
,

鄂尔多斯地 区仍是北高南低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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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

南缘近海
。

中生代古地理研究证明
,

延长群的南界没有边缘相
,

以延长群第二段

(几
,

) 为例
,

在目前保存南边界的铜川
、

旬邑和济源都为湖水最深之处
;
向南

,

鄂尔多斯盆

地可能与西秦岭一巴颜喀拉一带海域相连
。

因此
,

二叠纪到三叠纪鄂尔多斯地区不是
“

内

陆
”
沉积盆地

,

而是
“

边陆
”
的滨海平原或滨海河湖相区

。

,

侏罗纪邻尔多斯南缘也具有了一定的封闭性
。

海域的主体部分已离本区较远
。

但本区

主体仍是一个平原河
、

湖
、

沼相区
。

在以河流发育为主的时期 (如侏罗系宝塔山砂岩段沉

积时 )
,

可有大河通往海区
,

而在以湖沼为主的地区
,

这些近海大湖或湖群可能以某种通道

与海区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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