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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矿产部笑十二石油普查大队

三水盆地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是 白平纪沉积区
。

东南区有 40 多 口井钻遇白平系
,

发

育较全
,

厚达 3 0 0 0多米
; 西北区有 9 口井钻遇白垄系

,

在石角一带地表出露 良好
,

此 区

未见下统
,

上统很发育
,

厚达 1 0 0 0多米
,

不整合于晚古生界之上 ; 两区之间为中央隆起

区缺失 白垄系
。

白垄系的层序是根据钻井资料建立的
,

自下而上划分为下 自平统 白鹤洞组
、 _

七白哭

统三水组和大望山组
。

一
、

下白坚统的划分与对比

下统仅见于广州市南郊的白鹤洞
、

石溪和顺德县北溶附近的钻井 中
,

统 称 白 鹤 洞

组
。

岩性上部为灰
、

深灰色薄层状含石膏泥灰岩
,

厚 70 一85 米
; 中部为暗红

、

暗紫红色

粉砂岩与深灰色泥灰岩近等厚互层
,

含 石 膏团 块
,

产 叶 肢 介
: T e n ue st he

ria

C u rv a ta ,

植物
:

M a n i c a (M
.

) C f
,

p a p illa s a及抱粉化石
,

厚 3 0 0米
; 下部为暗紫红色

粉砂质泥岩与深灰色灰岩互层夹粉砂岩条带
,

产抱粉化石
,

未见底
,

厚 > 1 82 米
。

最 大

处可达 56 0 米
。

其顶界 以深灰色泥灰岩与三水组底部的暗紫红色砂砾岩
、

粉砂岩或粉砂

质泥岩呈整合接触
。

顺德北詹地区岩性 以棕
、

灰棕色含灰泥质粉砂岩与含灰粉砂质泥岩

互层为主
,

夹灰
、

深灰色灰质泥岩
,

底部夹砂砾岩
、

含砾砂岩
,

普遍含斑点状
、

团块状

或细脉状石膏
,

产介形
、

叶肢介
、

轮藻
、

抱粉
、

植物化石
。

初步划分为 四 段
,

总 厚 约

1 8 0 0米
,

不整合于燕 山期绿灰色黑云 母花岗岩之上
。

顶与三水组的棕红色砂砾岩呈整合

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

根据岩性
、

厚度
、

层序和抱粉
、

植物化石分析
,

广州南郊所揭露的 l勺鹤洞组大致相

当于顺德地区 白鹤洞组第四段
,

两者抱粉组合和植物化石基本相同
,

岩性也大致可以对

比
。

但 白鹤洞一带深色层及泥灰岩比较发育
,

产叶肢介
,

未见介形虫
、

轮藻化石
; 顺德地

区则以泥岩
、

粉砂岩为主
,

深色层较少
,

并产介形虫
: C yPr id e a SP

. , D ar w in ul a S p
. ,

L y e o Pt e r o e yPr is s p
.

及轮藻
:

A t o p o e h a r a sp
. , A

.

? t r iv o lv is ,

M e s o e h a r a Pa r a g -

r a n u lif e r a ,

M
. e f

. sy m m e t r ic a , O b t u s o e h a r a sPh e r ie o v a lis等
。

自鹤洞组 四段的抱粉组合以裸子植物花粉占绝对优势和被子植物花粉含量很少为主

要特征
,

根据组合中的克拉梭粉属
、

隐孔粉属
、

希指藏抱属
、

无突肋纹抱属
、

短 突肋纹

抱属
、

纵肋单沟粉属等主要分子在国内外下白至统中常见
。

再结合被子植物花粉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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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及其含量
,

宋之深等认为自鹤洞组的时代属
一

早白垄世晚期
,

即阿普第晚期一阿尔必

期
。

与江苏葛村组
、

湖北五龙组
、

湖南神皇 山组等对 比
; 植物化石袖套杉属 (M a ni “a )

广见于欧
、

美早 白垄世晚期
,

为北美早 白平世的标准分子
。

乳 突袖套杉 曾见于宁夏六盘

山群
、

浙东寿 昌组和馆头组
、

赣南石溪组和赣州组
;
薄壳 叶肢介类 ( T e n ue

sth er id e “ )

见于湘南神皇山组
、

赣南赣州组
、

闽西南沙县组
、

粤东北兴宁群
。

顺德地区的白鹤洞组产轮藻化石属于整洁真开 口轮藻一对称中生轮藻植物群
,

其 中

A t o P o e h a r a t r iv o lv is
、

M e s o e h a r a s y m m e t r ie a 、

O b t u s o e h a r a e y li n d r ie a 、

0
.

s o n gh
e e
ns is 是美 国落基山阿普第阶的重要分子

,

前者是世界性分布的种
,

被视为阿普

第阶的标准分子
。

在国内此轮藻植物群见于安徽杨湾组
、

福建沙县组
、

广东海南岛临高

组
,

故从轮藻化石分析
。

顺德地区的白鹤洞组也该属早白垄世晚期
; 介形类为侏罗一白垄

纪常见化石
,

由于数量少
,

保存较差
,

组合面貌还不够清楚
,

目前还无法提供更具体的

时代意见
。

根据 上述生物群面貌分析
,

白鹤洞组的时代属白要 纪无疑
,

叶肢介化石鉴定者认为

属晚白噩纪早期
,

抱粉
、

轮藻
、

植物化石则反映早白奎世晚期的面貌
。

叶肢介仅见于个

别层位
,

数量也少
,

抱粉等化石分布较广
,

数量较丰富
,

故 目前将 白鹤洞组置于早 白至

世晚期较为合适
。

粤中的百足山群
.

前人在鹤山县那水发现植物P h o e n ie o p s is S p , B a ie r a sp
. ;
叶

肢介B a ir d e sh e r i a e f
.

m ed d e n d e r fii ,

瓣鳃类F e r g a n o e o n e h a sp
.

; 平顶 山见抱粉组合
:

藏类 占绝对优势 ( 9 3
.

9 % )
,

裸子植物花粉 ( 6
.

1 % )
,

未见被子植物花粉
。

依 据 以上

化石长期以来将其归属 中或中
、

晚侏罗世
。

近年来我队在开平金鸡煤矿区钻井中发现轮

藻A t o p o e h a r a t r iv o lv is和 o b tu s o e h a r a e y lin d r ie a ,

那 水 发 现 叶 肢 介 F e iy u n ella

z h ed o n g e n sis , L in h a i ella lo n g ifo rm is , L
.

m ir if ie a ,

及介形类 N a sh u in i a g a o h e e n sis

(G e n
.

et S p
. n o v

.

)等
,

经陈王基同志复查原那水发现所谓的费尔干蚌实为一块叶肢介化

石
,

原定为B a ir d e s th e r ia e f
.

m e d d e n d e r fii的标本现应归属于F e iy u n e lla sp
.

及 L in h
-

ai e lla sp
. ,

即那水百足 山群产临海叶肢介一飞云叶肢介动物群
,

可与浙江天 台群对比
,

属

晚白垄世早期
。

轮藻
、

介形类化石则主张百足山群为早白垄世 晚期
。

上述 化石都来 自百

足 山群下部
,

因此百足山群属 白垄纪已无多大争议
。

从地层时代和轮藻化石分析
,

白鹤洞组与百足山群可 以大 致进行对比
,

因而有人认

为白鹤洞组似无保留的必要
,

主张用百足 山群 (或百足 山组 ) 代之
,

笔者认为这样处理

不妥
,

理由是
:

两者岩性和生物群仍有明显区别
。

植物
、

抱粉
、

介形虫
、

叶肢介等组合面

貌明显不同
,

两者没有相同的属种
,

无法直接进行对 比
,

就 轮 藻 化 石 分 析
,

除 均 产

A to Po
“h “r a tr iv ol vi s

似可进行对比外
,

白鹤洞组轮藻科很常见
,

属种和个体数量较丰

富多采
,

其总貌与极为单调
、

几乎全为棒轮藻科的百足山群仍有明显区别
;
百足山群粗

碎屑岩较多 ( 尤其上部和下部 )
,

有凝灰质岩
、

层凝灰岩等火 山岩夹层
,

以及普遍有 片

理化
、

绢云母化等轻微变 质现象
,

显然有别于没有火 山岩夹层
、

未受变质的 白鹤洞组
。

故百足 山群和 自鹤洞组应分别作为粤中和三水盆地地方性的地层单位保留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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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上白要统的划分与对比

三水盆地上白要统分布较广
,

由下粗上细的两个沉积旋回所组成
.

在西北区 大望山

附近化石丰富
、

研究较详
、

层序清楚
,

健叮分为如下两组四段
:

上覆地层 古新统 萃庄组 灰岩质砾岩
- -

- 一

—
整合或平行不整合

—
-

大望 l
一

lJ组 (以 z K Z井为层型剖面 )

二段
、

灰绿
、

探灰色泥灰岩
、

灰质泥岩与暗紫红色粉砂岩
、

含砾粉砂 岩 互 层
,

厚

1 7 6米
。

产介形虫
: e y p r id e a e a v e r n o s a ,

e
.

x in d ia n e n s is
,

C
.

d 宜p lo n o d a ,

C
.

d o r s o s u le a t a
.

C
. e lo n g a t a ,

C
.

( p s e u d o e y p r id in a ) g ig a n t。几
.

p o r p o c y , 飞r is

o r b ie u la t a ,

p
.

g lo b r a ,

Qu a d r a e y p r is d a la n g s里i a n e n 、1 5 , C :
、

交 t o e y p 广id e a q l么a d
-

r a ta
,

E u e y Pr is im P a r i lis , C a n d o n a d e e liv is , P a r a e a n d o n 几 ? h l二n a n e n s is ,

L im n o e y th e r e o r ie n t a lis ,
轮藻

: H o r n ie h a r a d a la n g s h a : 、e n s i :
。

M 。: o e h a r a

lo n g io v a t a ,

M
. r u b e o la

,

O b t u s o e h a r a I a n p in g e n s is
,

0
.

b r e v 豆e y ljn d r ie a ,

0
.

d a la n g s h a n e n sis
,

G r a m b a s tie h a r a t o r n a t a .

G
. a m Plio v a t a ,

C h a r it e s

t e n u is
,

C h
.

g u a n Pi n g e n sis , C h
.

d a la n g sh a n ie a , G y r o g o n a q i a n jia n g ic a ,

M a e d le r isPh a e r a s a n s h u ie n sis , C r o ft ie ll a h e k o u e n sis
,

L a t o e h a r a e u r t u la
,

L
. e y lin d r ie a ,

腹足类
: p a r a t e in o s t o m a ? sp

. ,

B ith y n ia ? sp
. ; 抱粉组合

:
(l )

裸子植物花粉占优势
,

占3 3
.

3 3一77
.

5 8 %
,

主要有克拉棱粉属 ( 2 6
.

0 8一 5 2
.

5 8 % )
,

隐

孔粉属 ( 4
.

8 5一 1 5
.

1 7 % )
,

皱体双囊粉属 ( 1
.

4 5一 1 1
.

2 % ) ; ( 2 ) 旅类抱子 占1 3
.

7 9一

3 0
.

4 3 %
,

以凤尾藏抱属
、

希指旅抱属
、

加蓬抱属为主 ; f 3 ) 被子植物 花 料 占 8
.

62 一

3 6
.

3 2 %
,

以榆粉属
、

付紫树粉属
、

抱形粉属
、

褶皱粉属为主
,

次为鹰粉属
、

亚三 孔 粉

属
、

江 苏粉属
、

江汉粉属
、

五边粉属
、

克氏粉属等
。

一段中
、

下部为灰紫
、

暗紫红色砾岩夹粉一细砂岩
,

局部夹泥灰岩
, __

仁部为深灰
、

灰绿色泥灰岩与紫红色粉一细砂岩互层
,

厚约 2 00 米
。

产介形虫
: C yPr id e “ d iPl o n od

a ,

C
.

x in d ia n e n sis , C
。

b r e v is , C
. a n x ia n g e n s is

,

C
.

( P
.

) g ig a n te a , C
.

( P
。

)

su b t e r a , P o rP o e y Pr is o r b ie u la t a , P
。

lg o b r a ,

Qu a d r a e y P r is P u silla
,

Q
。

d a la -

n g s h a n e n s i. , C a n d o n a d e e liv is , C
.

( C a n d o n ie lla ) e a n d id a ,

C y Pr o is g u a n g -

z h o u e n s is , E u e y Pr is im Pa r ilis
,

M e t a e y P r is k a it u n e n sis ,

M o n g o li a n e lla ?

e u rv a t a , L im n o e y th e r e o r ie n t a lis ; 轮藻
: C r o ftie lla h e k o u e n s is , e

.

la e v i s
,

G o b i e h a r a d e s e r ta ,

O b tu so e h a r a la n p i n g e n si s ,

0
.

b r e v i e y l主n d r主e a , C h a r立te s

d a la n g sh a n le a , C h
.

t e n u is
,

Ch
.

g u a n Pi n g e n sis
,

M a e d le r is Ph a e r a s h a n 吕g a n -

g e n s is
,

M
. sa n s h u ie n s is , S te p h a n o e h a r a f o r tis ,

M e so e li a r a m o n g o lie a ,

H o r n ie h a r a d a la n g sh a n e n sis
,

G y r o g o n a q ia n ji a n g ie a
.

G
.

w u b a o e n sis
,

L a t o e h a r a c u r tu l压
, L

. e y lin d r ie a ,

L
.

y u a n a n e n s is ; 抱粉组合
: ( 1 ) 咨!子植物

花粉 占25
.

35 一 7 2
.

2 6 %
,

以隐孔粉属为主 ( 1 1
.

97 一 5 2
.

9 4 % )
,

皱体双囊粉属 ( 2
.

82 一

1 3
.

2% )
,

克拉梭粉属 (。一 4
.

2 % ) , ( 2 ) 磺类抱子占12
.

6。一 5 8
.

4 5 % 主要 为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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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藏抱属 ( 5
.

8 8一 26
.

05 % )和希指旅抱属 ( 4
.

2一 1 4
.

08 % )

属
,

加 蓬抱属等 ; ( 3 ) 被子植物花粉 占12
.

3 8一 2 5
.

1 6 %
,

,

次为多环抱属
,

瘤纹 四抱

以抱形 粉 属 为 主 ( 4
.

9 3 一

8
.

8 4 % )
,

次为榆粉属
、

付紫树粉属
、

—
整

江苏粉属等
。

合

—
—三水组 ( 以水 7井为层型剖面 )

二段 上部为紫红
、

暗紫红色灰质 泥岩夹灰绿
、

深灰色泥灰岩
,

局部夹灰岩
,

厚 80

米
.

富产介形虫
: C y p r id e a e a v e r n o s a ,

C
. r e e t a

.

C
.

d a la n g sh a n e n sis , C
.

( p
.

)

9 ig a n t e a ,

C
.

( P
.

) S u b t el a , C r is t o e y Pr id e a a m o e n a ,

C r .

? ig n o t a
,

C r . o b e s a ,

C lin o e y Pr is a e u le a t a ,

C a n d o n a d e e liv is , C
。

( C a n d o n ie lla ) e a n d id a , P a r a -

e a n d o n a h u n a n e Jl siS , E u e y P r is v u lg a lis , E
.

b r e v itu r g id a , C y P r o is g u a n g _

z h o u e n s is ,

M e t a e yPr is k a it u n e n sis
, C y e lo e y P r is m in u t a ; 腹足类

: V a lv a t a

e f
。 s in e n s is

,

T r u n e a t e lla S a n sh u ie n siS , T
. s p

. ,

p y r g u la ? x ijia n g e n sis ,

P h y sa sh a k a n g e n s is ,

H y d r o b i a sp
. ;
瓣鳃类

: s p h a e r iu m g ib b e r u m
, s p li

. sp
. ,

轮藻
: C 全l a r it e s g u a n p in g e n s is

,

C h
.

t e n u is
,

G o b ic h a r a d e s e r t a
,

G
.

n ig r a ,

M a e d le r isp h a e r a m in u s e u la
,

M
. S a n s h u ie n s iS ,

M e s o e h a r a p a r a g r a n u lif e r a ,

M
.

m o n g o lie a ,

S Ph a e r o e h a r a P a r v u la , S Ph
.

g r a n u life r a ,

E u a e list o e h a r a

in d is tin e t a , o b t u so e h a r a e u lm in a , 0
.

l a n p in g e n sis ,

S t e p h a n o eh a r a b r e v io -

v a lis , P e e k ie h a r a z u o m a lin g e n sis , R h a b d o e h a r a h isPid a , R
.

jia n g d u e n s is ,

L a t o e h a r a 。u r t u la , L
. e y lin d r ie a ;

抱粉贫乏
,

个别样品以藻类为主
,

占6 5 %
,

主要关
: s a vi tr ini a ( 60 % ) ;

旅类占30 %
,

三角抱属 ( 27 % ) ;
裸子植物花粉 占 5 %

,

主要为克拉梭粉属
; 被子植物 花粉含量很低

。

中部为紫红
、

灰紫 色泥质粉砂岩夹薄层或

条带状砾岩
、

砂砾岩
、

含砾砂岩
,

厚 96 米
。

下部为紫红色粉砂岩
,

局部夹紫灰色细一 中

砂岩
,

含石膏
,

厚 1 3 7米
,

产介形虫
: C y p r o is g u a n g z h o u e n sis

,

C r is t o c y p r id e a

f ab a r ia
,

C r 。 s P
. , E u e y Pr is ? s P

. ,

C y e lo e y P r is m in u t a , C a n d o n a ( C a n d o -

n ie lla ) e a n d id a ;
腹足类

: P y r g u la ? x ijia n g e n s is
,

T r u n e a t e lla sP
. ; 轮藻

:

M a e d le r isPh a e r a m in u se u la , o b tu s o eh a r a ? sP
. , 0 e u lm in a , C h a r it e s g u a n -

Pin g e n s is
,

S Ph a e r o e h a r a g r a n u life r a , S Ph
.

Pa r v u l a , L a t o eh a r a e u r t u la ,

L
. e y lin d r ie a 。

一段 以浅灰
.

灰色细一中粗砂岩为主
,

与灰紫色砂砾岩
、

含砾砂岩
,

紫红
、

紫灰

色泥质粉砂岩不等厚互层
,

未见底
,

厚 > 23 0米
。 一

L部产介形虫
: C r is to “y p ri d e a ? sP

. ,

E u e y p r is ? sP
. ; 腹足 类

: T r u n e a t e lla sP
. , p y r g u la ? x ijia n g e n s is ; 抱粉组合

:

( 1 ) 蔗类抱 子 占 2 6
.

0 1一4 8
.

7 8%
,

以 希 指 藏 抱 属 ( 2 3
.

8 9一 3 6
.

5 8 % ) 和 风 尾 威

抱属 ( 5
.

5 6一 1 7
.

6 9% ) 为主 ; ( 2 ) 裸子植物花粉占2 6
.

0 8一 4 5
.

1 3%
,

以克 拉 梭 粉 属

( 7
.

32 一 2 5
.

6 6% ) 和隐孔粉属 ( 1 0
.

1 8一 1 6
.

2 6 % ) 为主
,

次有麻黄粉属
,

杉粉属
、

皱球

粉属
、

皱体双囊粉属等
, ( 3 ) 被子植物花粉占8

.

8 4一 2 0
.

3 2 %
,

以 褶 皱 粉 属 ( 1
.

7 7一

6
.

4 8% )
、

抱形粉属 ( 2
.

44 一 5
.

3 1 % )
、

榆粉属为主
。

上 白至统是由两个下粗上细的沉积旋 回所组成
,

即三水组和大望 山组分别构成下粗

上细的沉积旋 回
。

三水组一段沉积物相对较粗
,

二段相对较细普遍含有石膏
。

大望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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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则以灰绿
、

深灰色泥岩
、

泥灰岩
、

灰岩等较发育为标志
。

这种下粗上细的沉积特征

和岩石组合颇具代表性
,

在三水盆地各地所见
,

与大望山地区大同小异
,

一般都能划分

为两组四段
。

三水组和大塑山组的介形虫
、

轮藻
、

抱粉均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组合
,

即

典型地区的上 白坚统可划分为两个生物群和四个不 同性质的化石组合
,

并与岩石地层单

位的划分大致吻合
。

东南区上 白垄统也划分为三水组和大塑 山组
,

其沉积特征和生物群总貌与西北区非

常类似
,

完全可 以进行对比
。

在岩石组合方面总的特征是一致的
,

也是 由下粗上细的两

个沉积旋 回所组成
,

其主要区别是
:

( 1 ) 广 州市白鹤洞
、

怡乐村
、

三元里等地三 水 组

一段的砾岩
、

砂砾岩较发育
,

与西北区相比显得更粗一些
; ( 2 ) 广州市区西壕 口至二

沙头一
二

带三水组二段的深灰色泥岩
、

泥灰岩特别发育
,

有时与棕红色泥岩互层
,

反映该

区 当时可能处于沉降中心
,

水体较深
,

距物源区较远 ; ( 3 ) 大塑山组一段在佛山一顺

德谭村一带的粗碎屑岩较少
,

泥质粉砂岩和泥岩较发育
; ( 4 ) 广州市北部大塑山组二

段沉积物较粗
,

深灰色
.

层不发育
,

与西北区的宝月和水 7 井所见类似
,

而与其他地区不

同 ; ( 5 ) 广 州石围塘
、

芳村
、

顺德谭村等地的大塑 山组中部夹数层灰绿色玄武岩
,

而

其他地区未见
。

盆地东南区上白坚统生物群与西北区大同小异
,

可 以进行对比
。

三水组一段 由于岩

性较粗
,

至今未发现化石
,

广州市区 三水组二段据岩性判断应富含微体化石
,

遗憾的是

大多未系统采集
,

因此生物群面貌还不十分清楚
。

目前以三元里 T K 7井为代表
,

该井三

水组二段富产轮藻
: C h a r ite s g u a n p in g e n s is , Ch

.

h e n g jia n g e n s is ,
G o b ie h a r a

d e s e r t a ,

M a e d l e r isPh a e r a s a n sh u ie n sis , O b tu s o e h a r a la n Pin g e n s is , 0
. e u l-

m in a , E u a e list o e h a r a in d istin e t a
,

S p h a e r o e h a r a g r a n u life r a , L a t o C h a r a

e u r tu la及介形类
:

C a n d o n a sP
. , C

.

d e e liv is , C
.

( C a n d o n ie lla ) e a n d id a ,

Qu a d r a c y p r is s p
. , C r is t o c y p r id e a sp

. , E u e y p r is sp
.

等属种
,

轮 藻组合可与

西北区三水组二段对比
,

但介形类面貌特殊
,

很难进行比较
。

此外
,

东南区三水组腹足

类化石很少
,

组合面貌不清
,

至今未发现抱粉
。

东南区人塑山组化石产地和层位较多
,

组合特征 比较明显
,

可以沙坑水 4井 ( 5 6 3
.

1

一9 3 7
.

6 7米 )为代表
,

产介形虫
: C y p r id e a x in d ia n e n s is , C

.

d ip lo n o d a ,

Q u a d -

r a e y Pr is d a la n g sh a n e n s is , P o r p o c y P r is o r b ie u la t a , P
.

g lo b r a , P a r a ily o e y -

P r is t a iz h o u e n s is
,

C y e lo e y P r is m in u t a , P a r a e a n d o n a h u n a n e n s is
,

E u c y -

p r is sp
. , C y Pr o is sp

. , C a n d o n a ( C a n d o n ie lla ) e a n d id a ,

M e t a e y P r is k a i-

t u n e n s is
.

L im n o c y th e r e 印
. ; 腹足类

: P a r a t e in o st o m a t u r r ie u la t a , Ch a r y -

d r o b ia Py r a m is
,

R e es id e lla st r ia t a , V a lv a t a ( e in e in n a ) s h a k e n g e n sis ,

V a lv a t a e f
. s in e n s is , P h y s a s h a k e n g e n s is ;

瓣鳃类
: p is id iu m e f

. sh a n tu且 -

g e n s e , 轮藻
:

M a e d le r is p h a e r a s a n sh u ie n s is ,

M
. sh a n g g a n g e n sis

,

G o b ie li a r a

d e s e r t a ,
C r o ftie lla h e k o u e n s is , G r o v e s ic h a r a k ie la n i , p e k ie h a r a f o sh a n e n s is

等
。

大塑山组介形类化石与西北区特别类似
,

同属圆形扣星介一大望山方星介一新店女

星介动物群
,

只是属种组成及其丰富程度稍有不同
,

如西北区女星介属非常茂盛
,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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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体数量均多
,

居绝对优势
,

还见少量冠女星介
; 而东南区女星介属种及数 量 均 较

少
,

圆星介属
、

柔星介属
、

球星介属等较常见
;
两区轮藻植物群也大体相 同

,

可 以 对

比
,

但横江水 9 井以富产G y r o g o n a 、

o b t u s o eh a r a两属为主要特征
; 此外

,

东 南 区富

含 P a r a te in o st o m a t u r r ie u l a t a
一 R ee s id e lla s t r ia t a

腹足类动物群
,

但抱 粉 组 合 较西

北区贫乏
。

综上所述
,

三水盆地上 白整统主要见于西北区和东南区
,

按岩性划分为两组四段
,

两区三水组和大望山组的沉积特征和生物群组合基本相同
,

可 以对 比
。

上 白垄统的顶
、

底界线比较清楚
,

在典型地区大望山一带未见底界
,

在石角
、

宝月和广州T K 7井均不整

合于晚古生代地层之上
,

在顺德和 白鹤洞附近整合或平行不整合于白鹤洞组之上
; 顶界

与下第三系萃庄组呈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

由于白噩系顶部岩 性通常较细
,

而下第三系

底部普遍有厚达20 一 80 米 的底砾岩
,

二者岩性突变
,

界线清楚
,

容易划分
。

但也有例外
,

如

顺德水 71 井 白奎一下第三系呈渐变过渡的整合关系
,

需要仔细采集化石
,

才能准确划分
。

四
、

与南雄上白奎统对比

南雄盆地南雄组 已确立的华南上白奎统的典型层位
。

三水与南雄两盆地上白垄统的

沉积特征及生物群面貌极为相似
,

可以进行对比
。

两盆地沉积序列均表现为粗一细一粗一细等四个部分
,

沉积旋回很相似
。

三水组一

段与南雄组大风段沉积物均较粗
,

以砾岩
、

砂砾岩等粗碎屑岩为主
; 三水组二段与南雄

组主田段沉积物较细
,

以粉砂质泥岩
、

泥质粉砂岩和灰绿色泥灰岩或灰质层特别发育为

主要特征 ;大望山组一段与南雄组旋水段又是一套粗碎屑岩发育的地层 ; 大望山组二段与

上湖组坪岭段沉积物均较细
,

以粉砂质 泥岩为主
。

只是前者更细一些
,

还发育深灰色灰

质 泥岩
、

泥灰岩
、

灰岩等 ‘)
。

可见
,

上白噩统从沉积旋回和岩石组合特征
,

两盆地 都 十

分类似
,

完全可以对比
。

南雄和三水上白噩统均发现恐龙蛋
、

腹足
、

介形类和轮藻化石
,

南雄脊椎动物较丰

富
,

三水则较富含抱粉
、

腹足和瓣鳃类化石
。

两盆地层型剖面的介形类和轮藻化石
,

属

种丰富多采
,

研究较详
,

易于对 比
。

水二段和主田段均产冠女星介一女星介一方星介动物群
,

相同的种 有 C r is toc y -

Pr id e a a m o e n a 、

C y p r id e a e a v e r n o s a 、

C
. r e e t a 、

C
.

( P
.

) g ig a n t e a 、

C
.

( p
.

)

su b t r a 、

C lin o e y P r is a e u l e a t a
、

C y P r o is g u a n g z h o u e n s is
、

C a n d o n a d e e liv is

等
,

其主要区别是主田段冠女星介属和方星介属特别繁茂
,

尤其前者种类繁多
,

居统

治地位
; 而水二段C y p r id e a 、

E u e y p r is
、

C a n d o n a 、

M e t a e y p r is等属却 占优 势
,

冠女

星介种类及数量远不及主田段 丰富多采
,

一

方星介也较少见
。

轮藻相同的有M ae d lo r is 一

Ph a e r a m in u se u la 、

Ch a r it e s g u a n Pin g e n sis
、

Ch
.

h e n g jia n g e n s is
、

M e s o eh a r a

m o n g o lie a 、

G o b ieh a r a d e s e r t a 、

E u a e lis t o eh a r a in d istin e te
、

S Ph a e r o eh a r a

1) 笔者将南雄盆地上白坚统岩石地层单位划分为南雄组大凤段
、

主田段
、

项水段和上湖组岭坪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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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v u la
、

o b tu so eh a r a la n p in g en s is
、

0
. e u lm in a 、

G r a m b a st主e h a r a e y lin d
-

rie o v a t a
、

L a t o c h a r a e u r tu la等
,

区别是主 田段种类更多含 H o r n ie h a r a d a la n g -

s h a n e n s is
。

C h a r e it es d a la n g sh a n ie a 、

G y r o g o n a q ia n jia n g ie a 、

G r a m b a sti-

eh a r a a m Plio v a ta
、

o b t u s o e h a r a la n p in g e n s is等
,

并发现孔轮藻科的p o r o e h a r a

a nl ue ns is ,

而三水组未见
。

即水二段与主田段介形和轮藻化石总貌相似可以对比
,

但

优势类群有所不同
。

大塑山组与上湖组坪岭段介形类动物群面貌基本相同
,

完全可以对 比
。

二者绝大部

分 属种相 同
,

如C y p r id e a x in d ia n e n s is
、

C
.

d ip lo n o d a 、

C
. e lo n g a ta

、

C
.

( p
.

)

s u bt e r a 、

C
.

( P
.

) g ig a n te a
、

Qu a d r a c y p r is d a la n g sh a n e n s is
、

p o r p o e yPr is

o r b ie u la t a
、

P
. s Ph a e r o id a lis

、

P a r a i ly o e y p r is t a iz h o u e n s is
、

Ilv o e y p r is

s u bh u a n g q ia o e n s is
、

C y e lo e yP r is m in u t a
、

C yP r o is g u a n g z h o u e n s is
、

E u e yPr is

im p a r i lis等
,

所不同的是大望山组女星介属特别繁盛
, C y p r id e a r e e ta

、

e
. e a v -

e r n o s “ 、

C
·

b r ev is
、

C
· a n x ia n g e n s is 等是南雄组主田段的主要分子之一

,

并发现

少量 C r is t o c y p r id e a q u a d r a ta
.

反映大望山组延续时间较 长
。

大 塑山组与坪岭段 轮 藻

组合面貌也极为相似
,

均具浓厚的晚白至世色彩
,

相同属种有 H or ni c h a r a d a la n g -

s h a n e n sis
、

C h a r ite s g u a n p i n s e n sis
、

Ch
.

h e n g jia n g e n sis
、

G o b ie h a r a d e se r t a

S Ph a e r o e h a r a Pa r v u la
、

o b tu s o ch a r a b r e v ic y lin d r ic a 、

0
.

la n p in g e n s is
、

G r a m b a stie h a r a am Plio v a t a 、

G r o v e sie h a r a k ie l a n i , S te Ph a n o e h a r a m ie r o e -

c a c a , L a t o ch “r a c u r tu la
, L

.

g u a n g d o n g e n s is 等
。

主要区别是坪岭段富含下第三

系常见的G r o v eslc h a r a C h a n g z h o u e n s is
,

而该种在大望山组未见
。

综上所述
,

.

三水与南雄盆地上 白垄统在沉积旋回
、

岩石组合和生物群总貌方面均可

直接进行对比
。

三水组与南雄组大凤段和主田段对比
; 大望山组一段与南雄组吹水段相

当
,

二段与上湖组坪岭段对比
。

三水盆地各门类化石 (介形
、

轮藻
、

抱粉
、

腹足
、

瓣鳃等 ) 的研究者一致认为三水

组和大望山组的时代为晚白里世
。

然而
,

大望山组与南雄上湖组坪岭段的微体化石 (尤

其介形类 ) 基本相同
, _

匕湖组又公认为古新统
,

所以有些人将大望山组也置于古新世
。

近年来我队在南雄层型剖面系统采样后发现上湖组中上部与下部的微体化石组合明显不

同
,

’

下部 (坪岭段 ) 为圆形扣星介一泰州似土星介一新店女星介组合及稍短宽轮藻一常

州厚球轮藻组合 ; 中上部为真星介一土星介动物群和大型复杂装饰 的轮藻植物群
。

1 9 8 2

年又在坪岭剖面坪岭段发现两窝恐龙蛋化石
,

证明上湖组下部 ( 坪岭段 ) 仍是恐龙动物

群的延限带
。

至今国际上仍公认以恐龙的绝灭为白垄系的顶界
,

因此南雄盆地白恶系的

顶界应上移至上湖组坪岭段与下惠段之间
,

这正是恐龙
、

女星介
、

宽轮藻等中生代类群

绝灭的界线
。

如前所述
,

大望山组二段与上湖组坪岭段相当
,

时代应属晚白 奎 世 最 晚

期
。

根据各门类化石鉴定意见
,

再结合地层层序考虑
,

笔者认为三水组的时代属晚白坚

世早一中期
,

大塑山组为晚白矍世晚期
。

三水盆地白里系的划分及其对比参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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