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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 的阐述 了河南诸盆地 的下第三纪地层
,

以大量 的微体古生物资料论证了它的时代归属
,

提 出

了古新统 的存在 和分布
.

业根据大量的藻类化石确认这些地 区当时处于湖相和有时有短暂的北北东向 海 浸

的 沉 积环境
。

并南河南省中一新生代沉积盆地很多
,

大小盆地约20 多个
。

陆相下第三系极其发育
,

含有丰富的石油
、

油页岩
、

石有
、

盐矿
、

天然碱等矿产
。

其中开封盆地
、

周 口盆地
、

阳盆地
、

济源盆地
、

三门峡盆地
、

灵宝盆地
、

卢 氏盆地
、

桐柏盆地
、

潭头盆地
、

洛阳盆

图1 河南中
一

新生代沉积盆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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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李官桥盆地等主要盆地
,

近几年来进行了详细地质调查工作
,

积累了许多丰富的资

料
,

并初步建立了各盆地的地层层序
。

但是由于陆相沉积盆地的隔绝和地层
、

古生物在

各盆地中发育参差不齐
,

以及工作不断地深入发展
。

使河南诸盆地下第三系的划分和对

比
,

至今仍存在着不少需要讨论和商榷的问题
。

本文根据我们鉴定的古生 物 资 料 (抱

粉
、

介形类
,

轮藻等 )
,

并参阅了一些资料
,

提 出一些粗浅看法 ( 图1
.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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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河南主要中
一

新生代沉积盆地下第三系对比表

一
、

许多盆地古新统和下始新统为过渡关系
,

不易划分

自从广东南雄盆地发现典型古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以来
,

中国东部古新统的存在 已被

广大地层古生物工作者所接受
,

根据对比
,

近年来在河南的一些中一新生代陆 相 盆 地

中
,

也陆续发现了许多古新世的沉积和多种门类 的化石
。

潭头盆地的潭头群2组
,

主要岩性
:
下部为灰褐色砾岩

; 上部为暗红色
,

灰绿色泥岩与

灰白色灰岩互层
。

过去都将其划归为晚始新
一

世
。

近些年来
,

在其中发现一些中一晚古新世

的哺乳类化石
,

如p a s to r a le d o n t id a e 、

p s e u d o e t o p id a e 。

Me s o n y e h id a e 、

B e m a la m b d a 等 (童

永生等
, 198 0)

,

其 中B e m al a m b da 是我国广东南雄盆地古新统上湖组的典型化石
, Pas t。卜

a le d o n t i d a e p s e u d o e t ip i d a e
是亚洲晚古新

一

世动物群的重要化石
,

潭头群 2组的J也质时代应

为中一晚古新世
、

和广东南雄盆地上湖组
、

内蒙古脑木根组
、

安徽的望虎墩组上段相对比
。

l)
、

本文是研究课题的缩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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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组中也发现了较多的抱粉化石
,

其组合特征是 以被子植物花粉占绝对优势
,

主要

化石为U lm o id e iPit e s t r ie o s t a t a , U
.

k r em Pi , U lm iP o lle n it e s m in o r , Plie a P o llis g r a n u la -

tu s , p r o t e a esd i tes s p
.

B e a u p r e a id ite s s p
. , p r o te a e id it e s sp

. , C y a th id ite s s p
.

等
。

此抱粉

组合和上湖组
,

江苏古新世阜宁群一组的抱粉组合很相似
。

潭头群1组为棕红色 砾 岩
、

含砾砂岩
、

砂岩等
,

未发现化石
,

暂仍将其划归为古新世
。

潭头群2组之上的 潭 头 群 3

组
,

岩性主要为浅米黄色泥灰岩
、

油页岩
、

泥岩等
,

该组中发现脊椎动物 P ro di n oc er a -

tin a e ,
^ r eh a e o la m b d id a e , s in o h o d r ia n u s sie h u a n e n sis等

,

地质时代为早 一 中 始 新

世
。

抱粉化石以常绿和落叶阔叶树的三孔沟花粉居重要位置
,

并含有较多松科
,

罗汉松

科花粉
,

时代也为始新世早一中期
。

潭头群各组之间均为连续沉积
。

三门峡盆地 的门里组
,

为暗紫红色
、

砖红色
、

灰绿色砂质泥岩
、

砂岩夹含砾砂岩
,

其下部泥岩中曾发现有晚白玺世的介形类C r e s t o e y p r id e a a m o e n a , C y p r id e a sp
. 。

该组

的上部泥岩中发现有丰富的抱粉化石和介形类化石
。

抱粉组合除发现有较多的两气囊花

粉外
,

被子植物花粉含量也较高
,

还发现有个别的A q u ila p o lle n ite s ,

N o r m a p o llis
。

介

形类化石 以E u e y p r is为主
,

有少量 C y p r id e a ,

L im n o e y th e r e , S in o e y p r is等
,

这些化石

充分说明门里组上部可能包含有古新世 ( 或早始新世 ) 的沉积
。

洛阳盆地的陈宅沟组
,

主要为紫红色
、

砖红色砂
、

泥岩
、

砾岩
,

未发现化石
;
与下

伏地层白坚系为不整合接触
。

上覆地层蟒川组下段与陈宅沟组为连续沉积
,

主要岩性为

紫红色含砾砂岩
、

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夹石膏
,

其中发 现的抱粉化石中
,

有较多的热带

一亚热带植物花粉
,

和少许原始 被子植物花粉
,

主要化石为Pl ica p ol li “ sP
.

Ul m iP ol le n -

it e s m in o r
等

。

介形类
,

轮藻化石中 为E u e y p r is w u t u e n s is , C y p r is d e e a r y i ,

o b tu S O -

eh a r a sp
. , s te p h a n o e h a r a s p

.

等早始新世常见 化石
。

如上化石表明蟒川组 下段地 质

时代为早始新世
。

(很可能包含有部分古新世沉积
。

)

玉皇顶组分布于李官桥盆地和南阳盆地
,

岩性主要为棕红色
、

灰 白色
、

灰黄色粉砂

质泥岩
、

泥灰岩
、

砂岩等
。

该组中曾发现有哺乳 类 A sio e o r y p h o d o n ,

H e p t o d o n
为 北

美
,

西欧早始新世的特征化石 ( 徐余渲等
, 1 9 7 9 )

,

地质时代应归属早始新世
。

但介形

类
、

轮 藻化石主要为
: C y p r is d e e a r y i , E u e y p r is w u t u e n s is , L im n o c y th e r e W e X ia n -

e n sis , G o b ie h a r a t e n e r a ,

G r o v e s ie h a r a e ha n g z h o u e n s is , o b t u so eh a r a jia n g lin g e n -

5 15 ,

P e e k i。h a r a sp
.

G y r o g o n a q ia n lin g ie a
等古新世一始新世常见的化石

。

玉皇顶组下

部所发现的抱粉化石
,

仍然以被子植物花粉为主
,

但出现了一些少数L y g o di u m sP or ites
,

Sc hi za e oi sP or it e s
等抱子

,

反映了自坚纪和早第三纪的过渡类型
,

因此我们认为玉皇 顶

组下部仍含有部分古新世沉积
。

周 口盆地东部的沈丘凹陷和倪丘集凹陷中 ( 以阜深3井
、

周参 1井为代表 )
,

上第三

系之下
,

见一套棕褐色
、

紫褐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粉砂岩
、

砂岩夹泥灰岩的地层
,

其中

发现的轮 藻化石G r o v e sieh a r a e h a n g z h o u e n sis ,

G
.

k ie la n i , o b t u s o eh a r a b r e v io v a -

115 , Pe e k ie h a r a s u b sPh e r ie a ,

N e o e h a r a h u a n a n e n sis C h a r ite s s a d le r i ,
H a r b in ia

e a la th if o r m is
等

。

介形类化石以S in o e y Pr is P u le h r a , E u e y p r is lo n g ie a llid a , L im n o

c y th e r a sp
. ,

D a r w in u la sp
. ,

C y p r is s p
.

等
。

而抱粉化石则以E p h e d r ip it e s , T a x o -

d ia e e a e , p in a e e a e花粉含量很高
,

另外还见有较多 的 U lm ip o lle n ite s m in o r , p li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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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llis s p
. , s u b t r ip o r o p o lle n it e s sp

. 。

各 门类 化石大致可以和玉皇顶组 对 比
。

在 周

口盆地东部 (沈丘
,

倪丘集凹陷 ) 各钻井中都没有发现核桃 园组和大仓房组
,

中始新世

一渐新世的沉积在周 口盆地东部可能缺失
。

总之
,

门里组
,

谭头群 2组
,

蟒川组下段和玉皇顶组中的各门类化石
,

已充分 反 映

河南古新统的确切存在
,

但各组上部都存在着逐渐过渡的早始新世地层
。

二
、

中始新统分布稳定
、

化石易于对比

大仓房组普遍发现于李官桥盆地和南阳盆地
,

主要岩性为一套棕红色
、

紫红色砂砾

岩
、

砂岩
、

砂质泥岩
、

泥岩互层
,

该组中所发现哺乳类
:

A m y n o d o n tid a e , p a la e o sy o p s ,

Me s o n y eh id a e C o r y p h o d o n ,

时代为中始新世
。

大仓房组中介形类化石主要为 E e h in o -

ey p r is sp
. , P s e u d o e u e y p r is e h in e n sis , C y p r in o t u s n efa n d u s等

、

轮藻化石 主 要 是

大量的o b t u s o e h a r a s p p
.

G y r o g o n a q ia n jin g ie a
等

。

这套微体化石有其独特性
,

和江汉

盆地的荆沙组完全可以对 比
。

三门峡盆地的坡底组
,

洛阳盆地的蟒川组 中一上段
,

均发

现有较多的抱粉化石
,

主要以松科具气囊花粉和榆科花粉较多
,

并有少量热带一亚热带

植物花粉出现
,

该抱粉组合和荆沙组的抱粉组合也很相似
。

济源盆地的余庄组
,

聂庄组

中发现有o b t u s o e h a r a jia n g lin g e n sis , G y r o g o n a q ia n jin g ie a ,

占绝对优势 的 轮 藻 化

石
,

和大仓房组可以对 比
。

总之
,

如上的微体化石组合 (介形类
,

轮藻
、

抱粉 ) 普遍见

于江汉盆地的荆沙组
,

渤海沿岸地区的沙河街组 四段
,

横向上分布稳定
,

易于对比
。

三
、

上始新统是本区早第三纪沉积中
,

最为发育的地层

依据板块学说的观点
,

在 始新世中期以后 (大约40 一45 M a )
,

印 度 板 块向劳 亚

古陆俯冲
,

形成了早第三纪以来中国大陆最为剧烈的一次构造运动
,

破坏了古新世至中

始新世以来较为稳定的局面
,

使四川盆地及东南一些盆地上升 (在许多较大沉积盆地中

此次运动表现明显
,

如苏北盆地阜宁组和戴南组之间的吴堡运动
,

江汉盆地表现为荆沙

组顶部区域性的剥 蚀面 )
。

在河南地区也形成许多新的沉积盆地
,

使之上始新统是本区

最发育的沉积
,

也是赋存古生物最多的地层
,

含有丰富的 哺 乳 类
、

介形类
、

腹足类
、

抱粉
、

植物和轮藻等化石
。

河南许多盆地中发现的晚始新世哺乳类动物化石
,

主要特征

是以奇蹄目 ( p e r is s o d a e ty la ) 的 B r o n to th e r iid a e , L o p h ia le tid a e , D e p e r e t e llid a e ,

A m y n o d o n t id a e , E o ln o r o p id a e
等科

,

和 C o r y p h o d o n 类繁 盛 为 特 征
。

主 要 属 有
:

E o m o r o P u s ,

L o p h ia le t e s , D e p e r e t e lla , B r e v io d o n , C a e n o lo p h u s ,
A m y n o d o n ,

L u sh ia m y n o d a n , F o r s t e r e o o P e r ia ,

G o b io h y u s , P r o P te r o d o n , E u d in o e e r a s
等 等

。

这些化石均是亚洲晚始新世标准层位内蒙伊尔丁曼哈组或锡拉木仓组的常见分子
。

发现

如上化石层位的有灵宝盆地的卢氏组
、

卢氏盆地的卢氏组
、

洛阳盆地石台街组
、

桐柏盆

地的毛家坡组
、

李士沟组和五里墩组
、

李官桥盆地核桃园组等
。

三门峡盆地的小安组
,

主要岩性为黄色
、

黄绿色泥岩
,

浅灰色泥灰岩和灰白色
,

灰

绿色砂岩
。

本组中虽未发现哺乳类化石
,

但含有大量的介形类
、

腹足类和抱粉化石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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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形类化石主要为C y p r is d e e a r y i , C
. s u b g lo b o s a ,

s in o e y p r is f u n iig e n s is ,

C y p r -

in o tu s “p e c io s u s , E u c y p r is s p
. ,

H e r p e t o e y p r is sp
.

等
。

这些属种均是 我 国东 部 晚

始新世常见类型
。

在灵宝盆地的项城组
,

卢氏盆地的卢氏组
、

项城组
,

桐柏盆地的五里

墩组
、

李士沟组
、

李官桥盆地
、

南阳盆地核桃园组
‘

、

济源盆地的余庄组等
,

也发现了类

似的介形类化石组合
。

晚始新世的抱粉组合
,

主要是以Pi na ce ae 的两气囊花粉和被子植

物的落叶阔叶植物花粉占优势
、

并有少量的亚热带一热带植物花粉
。

此类型的抱粉组合

也见于余庄组
、

聂庄组
、

项城组
、

卢氏组
、

五里墩组
、

小安组
、

沙河街组四段
。

灵宝盆地的项城组
,

岩性主要是灰绿色
、

灰褐色砾岩
、

砂岩
、

泥岩
、

泥灰 岩 夹 煤

线
、

油页岩等
。

其中富含大量的腹足类化石
,

主要属种为
:

A p le x a sP
. ,

A us t r al or bi s

P s e u d o a m m o o iu s h u a n g h o e n sis , C a lb a s P
. ,

H IPPe u tis lu m in o sa , O v a s sim in e a

a n t ig u a , P a la e a n e y lu s sP
. , P h y s a y u a n eh iie n sis , P la n o r b is s P

. , R a d ix s P
. ,

P s e u d o Ph y s a sP
. , P s e u d a m n ie o la s P

. , S u e e in e a s P
. ,

V a lv a ta sP
。 , V

。

( C in e in n a )

fr a g ilis ,

z o n it o id e s sp
. 。

瓣鳃类为
: E u p e r a sin e n s is

。

地质时
·

代为晚始新世
。

其 中

有些属种
,

也见于五里墩组
、

余庄组
、

聂庄组
、

小安组
、

核桃园组中
。

总之
,

晚始新世地层在河南主要中一新生代 沉积盆地均有分布
,

并含有丰富的多门

类的动
、

植物化石
。

四
、

下
、

中渐新统在本区分布局限
,

晚渐新世沉积缺失

始新世末期
,

中国东部又 曾一度上升
,

表现明显有
:

江汉盆地潜江组和荆河镇组之间

为假整合接触 ( 地震区域大剖面上有上超 ) ; 苏北盆地上升
,

戴南组沉积范 围的明显缩

小和广大面积的缺失
; 以及华北盆地沙河街组三段和 四段之间明显地沉积间断

。

在河南

南部也使得一些小盆地上升结束沉积
,

如桐柏盆地
、

潭头盆地
、

洛阳盆地等等
。

渐新统在河南一些地区不发育
,

分布不广泛
。

南阳盆地和周 口盆地西部 ( 舞阳
、

襄

城凹陷 ) 的核桃园组
,

下
、

中部岩性主要为灰色
、

深灰色泥岩
、

粉砂岩
、

细砂岩
、

其介

形类化石主要以C y p r in o t u s
为主

,

其次为C y p r is , E u e y p r is , Ily o e y p r is , C y p r id o p 、15 ,

等属为代表
。

轮藻化石则 以G r o v e s ie h a r a g o n g a n e n s is为主
,

并有一定数量 的C r o f tie -

lla ,

H a r r is ieh a r a ,

S p h a e r o e h a r a ,

C h a r it e s ,

G y r o g o n a q ia n jin g ie a 等
。

这和江汉 盆

地潜江组的介形类化石及轮藻化石组合可以对比
。

抱粉化石主要 以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

花粉发育
,

蔗类植物抱子较少
。

被子植物花粉中主要是温带植物
,

以 u lm ac ea e , Fag
a -

e e a e
.

J u g la n d a e e a e , B e t u la e e a e为主
,

并 见有一些 草本植物花粉
,

裸子植物花 粉 在 核

桃 园组二段一三段 以松科为主
,

一般则以衫科 占优势
。

此抱粉组合特征和我国东部始新

世晚期或渐新世早期的抱粉组合基本相似
。

南阳盆地的核桃园组二段中产有 爬 行 类
:

S in o h a d r ia n u s sp
.

腹足类
: S in o p la n o rb iS s in e n s is , p la n o r b is s p

.

和 瓣 鳃 类
:

s p h a e r iu m 。r
。 : iv ie o xu m

、

s
. s u b s o lid u m 等始新世晚期的化石

,

这基本和李官桥 盆 地

核桃园组相似
,

所 以我们认为核桃园组下部可能包括晚始新世沉积
。

廖庄组仅发现在南阳盆地和周口盆地西部 (襄城
、

舞阳凹陷 ) 的核桃园组之上
,

为

一套棕红色
、

棕紫色
、

灰自色砂泥岩沉积
。

其中介形类化石仍以C y Pr in ot us 为主 ; 轮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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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则以M a e d le r isp h a e r a eh in e n s is ,
G r o v e s ie h a r a s in e n s is

为主的化石组合 ; 抱粉组

合中见有M e lia e e o id ite s , R u t a e e o ip o llis及网状纹饰的三沟
、

三孔沟类型花粉
,

此组合

特征和华北盆地沙河街组一段
,

苏北盆地三垛组上段抱粉组合很相似
。

从如上化石组合

来看
,

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渐新世中期
。

济源盆地的泽峪组
、

南姚组
、

T 庄组均含有丰富的M a e d le r lsp h a r a eh in o n sis 轮 藻

组合
,

地质时代也归属于渐新世
。

此外三门峡盆地的柳林河组
,

灵宝盆地和卢氏盆地的

十里铺组
,

均为一套棕褐色半胶结的砾岩
、

砂砾岩夹泥岩
、

泥灰岩
。

一般按岩性和地层

层序也多归于渐新统
。

渐新世中期以后
,

受喜山运动影响中国东部又一次抬升
,

表现为华南大部分地区
,

江汉盆地
,

苏北盆地的隆地
,

形成广大地区渐新世 晚期沉积和生物群的缺失
。

而华北盆

地则其相反
,

为盆地的扩大和继续沉降
,

形成了沉积较厚的东营组
。

五
、

许多盆地晚始新世一早
、

中渐新世受到海水影响
,

业

发现海相生物化石

七十年代末期许多学者 已提出沿海盆地海相夹层和海陆过渡相的存在
,

但内陆盆地

的海浸存在与否
,

仍有置疑
。

近年来对海水影响范围和海水通道方向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

南阳盆地的泌阳凹陷
,

周口盆地的襄城凹陷
,

舞阳凹陷和板桥盆地的核桃园组
,

桐

柏盆地的五里墩组中都发现有较多的藻类化石 (李振雄等
, 1 9 8 2 )

,

其中以泌阳凹陷的

核桃园组中最为丰富
,

最高含量有时可达到抱粉
、

藻类化石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
。

所发

现的主要属
,

种为
:

卵形德弗兰藻 ( D ef la n d rea o v at a )
、

皱网渤海藻皱网亚种 ( B o h
-

a ad in a : e tir u g o sa s u b sp
.

r o tir u g o sa )
,

光面付渤海藻光面亚种 (P a r a b o h a id 一n a la e v ag a ta

su b sp
.

la e v ig a t a )
,

光面付渤海藻小型亚种 (p a r a b o h a id in a la e v isa ta su b s P
.

m in o r )
,

粒面付渤海藻(p a r a b o ha id in a g r a n u la ta )
,

付渤海藻未定种 (p a r a b o ha id in a s p
.

)
,

锥 藻

属未定种 ( C o n ie o id iu m s P
.

) 透明光面球藻 ( L e io sPha ev id ia h y a lin a )
,

皱面 球 藻

( R u sa s p h a e r a e o r r u g is )
,

细网褶皱藻 ( C a m p e n ia m ie r o r e tie u la ta )
,

不定褶皱 藻

( c a m p e n ia ir r e g u la r is )
,

盘星藻末定种 ( p e d ia s tr u m sp
.

) 等
。

德弗兰藻
,

渤海藻
,

付渤海藻均是海水环境或与海水有联系的水域生活的 藻 类 化

石
,

而褶皱藻
、

盘星藻等都是属于淡水藻类
,

这样的化石组合反映了海相
,

陆相生物群

的混生现象
。

这些藻类化石和渤海湾地区的早第三纪沙河街组中藻类化石非常相似
、

可

以对比
,

在沽化
、

东营等地区都有大量发现
,

以后又在开封盆地的东明凹陷沙河街组中

也有所发现
。

上述的藻类化石在襄城凹陷
,

舞阳凹陷
、

板桥盆地
、

桐柏盆地
、

泌阳凹陷

的大量出现
,

充分说明了核桃园组
,

五里墩组沉积时受到了来 自渤海湾海水的影响
,

带

来了完全相同的藻类生物群
。

海水注入的方向
,

来 自北北东方向
,

从渤海湾开始
,

经过

开封盆地东部的东明凹陷以通道的形式流入襄城凹陷
、

舞阳凹陷
、

板桥盆地
、

桐柏盆地

和泌阳凹陷中
。

这些海相生物群在河南早第三纪内陆盆地的发现
,

为进一步讨论其沉积

环境
,

提供了新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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