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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官桥盆地上寺组时代的商榷

曲新国 张世阶 徐明生

河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

南阳

上寺组 与核桃园组为整合关系
.

它不是核桃 园组的横向相变产物
,

而是核桃 园组的上覆地层
,

具 有一

定的厚度
,

独特的岩性
、

明确的接触关系
,

是盆地回返收缩阶段的沉积
.

按照优先率
,

上寺组一名应 当 保

留
,

继续使用
.

根据核桃园组上段所产的化石属于晚始新世
,

作者认为将上寺组划为渐新统较为合适
.

李官桥盆地位于秦岭东段南侧
,

横跨豫
、

鄂两省
,

第三系出露完好
,

化石丰富
,

是

河南省第三系代表性剖面
。

又 因地处南北过渡带上
,

历年来备受地层工作者关注
,

前往

该地研究盆地内
“红层”

者众多
,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

研究程度和划分精度不断提高
。

上寺组原为河南省地质局石油队 ( 1 9 1 6 ) 所建
,

专指李官桥盆地
“红层

”
上部的一

套无化石的砾岩
,

常被称作上寺砾岩
。

当时定其时代为晚第三纪
,

与下伏核桃园组的接

触关系为角度不整合
。

这一观点被后人沿用多年
。

1 9 7 9年周世全等发表了河南李官桥盆

地
“红层 ” 划分的意见一文

,

认为上寺组是核桃园组相变的产物
,

二者产状一致
,

将上

寺组与核桃园组合并
,

取消上寺组一名
,

统称核桃园组
,

归上始新统下部
,

并另建凤皇

镇组以代表上第三系 (表 1 )
。

笔者近期前往李官桥盆地考察了
“红层” ,

获得了 一 点

新认识
,

报导于此
,

供 同行参考
。

为了方便讨论起见
,

本文引录周世全等 ( 1 9 7 9 ) 文中

表1 李官桥盆地
“
红层

”
划分对比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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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湖北均县一河南浙川县仓房实测剖面
。

本文略有补充和调整
,

并增加了有关文献的化

石资料
。

一
、

地 层 剖 面

下
、

中渐新统上寺 组 ( E 互一 E 孟S )

2 3
.

灰黑色巨厚层砾岩
,

红色砂泥质胶结
,

底部夹紧红色薄层泥岩
。

—
整 合

—
上始新统核桃园组上 段 ( E 墓h

:

)

2 9 9
。

3 m

2 2
.

灰绿
、

褐红
、

紫红色泥岩夹砾岩
,

底部夹灰 白色泥灰岩及钙质泥岩
。

砾岩 性 质

与2 3层同
。

1 8 7
.

9功

上始新统核桃园组中 段 ( E 盒h
: )

21
.

紫红
、

红褐
、

灰色钙质泥岩
,

夹灰白色 泥 灰 岩
。

中 部 产 脊 椎 动 物 化 石
:

T in o s a u r u s lu sh ie n s is , T s in lin s o m y s y o u n g i, 腹足类
: s in o p la 一n o rb is s in e n s is ,

H IPp e u t is lu m in o sa ,
A p le x a lu b r ie a , p la n o r b is s P

.
, 介形 虫

: C yPr主s d 。‘a r y l
,

C
.

fa v o s a ,
C y p r in o d u s e f

.

p a r a m ete s ,
C y e lo e yp r is sla e ia lis

,
C

.

h a n jia n g en s is
,

c a n d o n i ella s u z in i
,

C
.
a lb ie a n s ,

E u e y p r is s ta g n alis
, E

.
s p

. ,
c yp r o is s p 二 2 0 0

.

5 m

20
.

灰 白色泥灰岩
,

中部为泥灰岩与泥岩互层
。

1 4 3
.

8二

上始新统核桃园组下 段 ( E盆h
: )

1 9
.

灰白
、

灰绿色钙质泥岩夹褐红色泥岩
,

下部夹灰白色微显红色之结核状泥灰岩
、

薄层状泥灰岩
。

底部灰绿色泥岩中产脊椎 动 物 化 石
: s in o h a d r ia n u s s ic h u a n e n s is ,

Pr is tieh a m Ps u s a ff
.
r o llin a ta ,

S e iu r a v u s s P
. ,

M ia e is a ff
.

in v ie tu s M
.

lu s h ie n s is ,

S i n o Pa sP一 T ri te m n o d o n s P
. ,

A n d r e w s a re h u s sP
. ,

S ia n o d o n s P
. ,

Ch u n g e h ie -

n ia si eh u an e n s is ,
? Pro tita n s P

。 ,
Co lo d o n s P

. , Pr o hy r a e o d o n s P
. ,

D e Pe r e t e lla

sp
. , T e le o lo Ph u s e f

.

m e d iu s , T
.

s ie h u a n e n si s , L o Ph i o le te s e x p e d i tu s , L
. e f

.

m in u tu s ,
Pr o la e n a Pa r v a ; 介形虫

: C a n d o n a a b r u Pta , C
.

r e e ta n s u l a ta , p s e u d o eu -

e yPr is sP
. ,

E u e yPr is sP
. ,

C yPri s s P
. ,

C y Pr o i s s p
. ; 腹 足 类

: p la n o r b i s s p
. 。

1 9 7
。

7 m

18
.

灰白色
、

灰绿色泥灰岩夹红褐色含钙质泥岩
,

底部为紫红色泥岩
。

8 7
.

8 m

—
整 合一

—
中始新统大仓房 组 ( E 盘d )

1 7
.

褐红色泥岩夹含膏泥岩
、

钙质膏质泥岩
、

钙泥质石膏岩
,

中部夹灰白色薄 层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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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5
·

灰岩
。

产脊椎 动 物 化 石 : R o d e n tia in d e t
. ,

? C a r n iv o r a i n d e t
. ,

M e s o n y c h id e a

in d e t
. , L o Ph i ale tid a e in d e t

. , C r o e o d illi a in d e t
. ,

? C o r yP加 d o n s P
. , E u ry o d o n

m in o m u s , Pa la e o s y o Ps s P
. 。

3 9 8
.

7 m

1 6
.

红褐色砂质
、

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粉砂岩
、

砂砾岩
,

含微量石膏及 钙质 结 核
。

1 9 7
。

lm

15
.

红褐色砂质
、

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砂砾岩和泥质砾状砂岩
。

8 1
.

8m

14
.

灰色
、

灰白色砂砾岩
。

5
.

5 m

13
.

红褐色含砾砂质泥岩
、

砂质泥岩
,

夹含砾粉砂岩
、

含膏砂质泥岩
、

砂 砾 岩
,

中

部夹薄层石膏
。

产腹 足 类 化 石
: v a lv a ta ( c in c i n n a ) f r a g ili s ,

v
. sp

.
; 介 形 虫

:

C a n d o n i e lla a lbie a n s , C
. su z in i , C

. s p
. , E u e yPr is sP

. 。

3 0 s
.

lm

12
.

灰白色砂砾岩
。

1 1
.

5 m

1 1
.

红褐色含砾砂质泥岩
、

粉砂岩
,

夹灰白色砂砾岩
。

产脊椎动物化 石 : si n o had
-

r i a n u s sie h u a n e n s is , L o Ph i ale te s s P
. 。

6 4
。

4 m

10
.

灰色
、

浅灰色砂砾岩
。

16
·

sm

9
.

灰
、

红褐
、

砖红色含砾砂质泥岩
、

含砾粉砂岩
,

夹浅灰色薄层砂砾岩
。

下部第四

系掩盖较多
,

从零星露头看来
,

掩盖之下主要为泥岩
、

粉砂岩
。

1 1 5
.

8 m

—
整 合

-

—
上古新统一下始新统玉皇顶 组 ( E全

一E孟y )

8
.

灰
、

灰绿
、

棕红色粉砂质泥岩与灰白色泥灰岩互层
,

顶部以泥灰岩与大仓房组泥

岩
、

粉砂岩分界
。

上部泥灰岩中产脊椎动物化石
: ? G ob ia th e riu m sp

.

中
、

下部 泥 灰

岩中产介形虫
: C yPr is d e e a r y i

。

z 0 6
.

6 m

7
.

浅棕红
、

浅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夹灰白色泥灰岩
。

泥灰岩中产腹足类
: A us tr al or

-

b is o d h n e r i , p h y s a se itu ia ,
A p le x a s p

.
; 介 形 虫

: C y Pr is d e e a ry i , ; 轮 藻 :

K o s m o g y r a s PP
. ,

H a r r is ie h a r a s p
. 。

3 3
.

3 m

6
.

灰
、

灰白色泥灰岩
,

夹钙质粉砂质泥岩
、

钙质泥岩
。

底部泥灰岩中产脊推动物化

石 : A s io e o r i o p h o d o n e o n ieu s ,
A

.

lo p ho d o n tu s ,

M a n t eo d o n fle r o w i ;
腹 足 类

:

A u s tr a lo r b is p o e u d o a m m o n iu s ju n x i an e n s is ;
介 形 虫

: C y p r is d e e a r y i , C
.

e f
.

fa v o s a ,
C

.

h e n a n e n s is ,

D a r w i n u la e ylin d r ie a , E u e yPr is su b tria n g u la ta ,
Ca n d o n a

X i e h u a n e n s is , C a n d o n ie lla m i n im a , CyPr is x ie h u a n e n s is
。

2 3 3
.

7 m

5
.

灰黄
、

浅灰色粉砂质泥岩
,

局部含钙质结核
。

中部产脊椎动物化石
: M a nt eo d o n

e f
.

m e ix ie n s主s , 介 形 虫
: C a n d o n a X ic h u a n e n s is , C a n d o n i ella m in 主m a , C yPr is

X ie h u a n e n s is , C
.

h e n a n e n s is 。

7 5
.

7 m

—
整 合

—
下一中古新统 白营 组 ( E 卜 E 圣b )

4
.

灰白
、

浅肉红色中厚层泥灰岩
、

砂质泥灰岩
,

下部夹少量砂质泥岩
、

钙质泥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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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腹足类
:

3
.

灰白

B i th y n ia s P
. , Ph y s a s P

. ;
介形虫

:
D o g lin e lla s

ub Pa r a lle la
。

1 1 3
.

、

浅灰色粉砂质泥岩夹钙质泥岩
.

36
.

4 m

9 m

一

一一
一一八

口整

上白至统胡 岗组 ( K
:
h )

2
.

棕红
、

红褐色含砾泥质粉砂岩
、

含砾粉砂质泥岩
,

夹透镜状砾岩
。

产恐 龙 蛋 化

石 : E lo n g a to o li th u s a n d r e w si , E
. e lo n g a t u s ,

M ae r o o lit h u s e f
.

y a o tu n e n s is

9 3
。

1
.

棕红
、

红褐色砾岩
。

砾石成分主要为条带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O

3 m

9 m

一一
~

一
不 整 合

一一~
寒武系 ( 〔 ) 灰

、

深灰色条带状灰岩
。

二
、

讨 论

1
.

关于上寺 组的名称

从 整个剖面来看
,

自下而上各组的岩性特征清楚
,

容易区别
。

上寺组砾岩并非核桃

园组的横向相变产物
,

而是整合在核桃园组之上的一个独立的地层单位
。

核桃园组具有明显的三分现象
。

下段 (剖面 18
、

19 层 ) 为灰白色
、

灰绿色粉砂质泥

岩
、

钙质泥岩
,

夹少量泥灰岩
。

中段 (剖面 20
、

21 层 ) 以灰白色泥灰岩
、

灰绿色
、

棕红

色粉砂质泥岩为特征
。

上段 (剖面22 层 ) 以灰绿色
、

红色泥岩夹砾岩为特征
,

仅底部夹

少量灰白色泥灰岩
,

此段是核桃园组向上寺组演变的过渡层
。

野外观察
,

从第22 层底开

始夹少量薄层透镜状砾岩
,

向上砾岩夹层逐渐增多
,

单层厚度和透镜层的延伸长度逐渐

增多
,

单层厚度和透镜层的延伸长度逐渐增大
,

最终演变为上寺组巨厚层砾岩 ( 图 1 )
。

核桃园组上段所夹之砾岩性质与上寺组砾岩雷同
,

分选差
,

磨圆度低
,

成分一样
,

都是

来 自下伏地层的石灰岩
,

砾径相近
,

为中
一

粗砾岩
。

红色砂泥质胶结
。

核桃园组上段的泥岩与砾岩夹层沿走向犬牙交错
,

穿插相变
,

出露很 好
,

清 晰 可

辨
。

胡岗组
、

白营组
、

玉皇顶组
、

大仓房组
、

核桃园组的岩性易风化
,

形成盆地 内大面

积平缓丘陵地形
,

多被开垦为农 田
。

上寺组砾岩坚硬耐风化
,

形成盆地北缘绵亘东西的

高峻山岭
,

高出核桃园组约20 om
,

地形
、

地貌迥然不同
。

综上所述
,

本文认为周世全等 ( 1 9 7 9 ) 提出的上寺组砾岩与核桃 园组之间无不整合

存在的观点是正确的
。

但上寺组砾岩并非核桃园组沿走向相变的产物
,

而是核桃园组的

上覆地层
,

具有一定 的厚度
,

独特的岩性和明确的接触关系
,

它代表了盆地回返收缩的

历史阶段
。

因此
,

按照优先率原则上寺组一名应当保留
,

并重新确定其时代概念
。

2
.

关于上寺组的时代

在周世全等 ( 1 9 7 9 ) 文章问世之前
,

有关文献中的上寺组是一个混合体
,

包括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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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寺组与核桃园组住状图

庄一上寺一核桃园一带的上寺砾岩和核桃园

以东到凤皇镇一带的凤皇镇组砾岩
、

泥岩
、

泥灰岩
。

周世全等经过研究将旧概念的上寺

组解体为两部分
,

下部近 3 00 m 为上寺砾 岩
,

并入核洗园组
。

上部约 3 00 m 砾岩
、

砂岩
、

泥

岩
、

泥灰岩波命名为凤皇镇组
。

上 寺 组 砾

岩与凤皇镇组之间为角度不整合关系
。

凤皇

镇组上部泥灰岩中产脊椎动物化 石 G a z e lla

g a u dr yi 时代为上新世
。

下
、

中部 砾 岩
、

砂

岩
、

泥岩未获化石
,

推其时代应为中新世
。

不言而喻
,

位于不整合面之
一

『的上寺组砾岩

理应早于中新世
。

核桃园组产丰富的脊椎动物化石
,

对确

定其地质时代起着决定性作 书
。

核
一

F段产的

封�剑启�司习岩口创清�到�岩日曰佗一
。

一
J

一二
.

一一�二昵二二灰一宝一l一工一
户

一一二一质二�一浏一厂二图一二砾二一泥一三一引一二一尼一见一

岩门
..11肖石恢一夕�少

�
状一一书玲核一

久汗�有
�两铭一|日

IL无冷

T e le o 飞o Ph u s e f
.

m e d i u s , L o Ph i a lo t e s e f
.

m i n j t u s , L
。 e X P e d i tu s , P r o t i t a n s P

. ,

C 。I c d o n s p
.

等为亚洲上始新统的标准层位伊尔丁哈曼组和萨拉木仑组的常见分 子
,

更

多的见于伊尔丁哈是组
。

核中 段 上 部 产 的 T i ” o “a u r u s lu sh i e n s i “ , T s i n li n g o ln yS

y o u n 只i 见于河南卢 氏盆地灼上始新统卢氏 组
。

C yp r i s d e e a r y i , C y p r o i s , C a n d o n a 比

校丰富
。

这些化石在南襄盆地井下核桃园组一廖庄组大量 出现
,

而在核桃园组 以 下 的

井段则较少
。

关绍 曾 ( 1 9 8 4 ) 指出
, E u e y p r i s 和p s e u d o e u e yp r js属常在第三系 的 较 高

层位出现
。

考虑到核桃园组产化石的层位 ( 剖 !酥n 层中部 ) 以上仍有近30 Om 地层 无 化

石 ( 核上段 )
,

应当是晚始新世晚期的地层
。

那么由此上推
,

整合在其上的上寺组时代

应晚于晚始新世
。

综上所述
,

以上覆和下伏地层的化石及接触关系为佐证
,

限定了上寺组的时代早于

中新世而晚于始新世
,

必定为渐新世
,

大体与南襄盆地的廖庄组相当
。

就沉积环境而言
,

上寺组为一套中
一

粗砾岩
,

属盆地回返期的山间快速堆 积
,

厚 度

近3的m
。

而寥庄组为一套棕红色泥岩
、

灰白色
、

灰黄色粉砂岩
、

细砂岩
、

砂 砾 岩
、

细

砾岩
,

夹白色纤维状方解石岩 ( 假石膏层 ) ,

属盆地发展后期的河
、

湖相沉积
,

沉积速

度相对较慢
,

厚度逾50 Om
。

把地层厚度与沉积速度结合来考虑
,

可想
,

上寺组结 束 的

时间应略早于廖庄组 ( 表2 )
。

三
、

结 束 语

总之
,

上寺组一名应当保留
,

厘定后的上寺组时代为早一中渐新世
,

与南 襄 盆 地

的廖庄组相当
。

这样
,

南襄和李官桥二盆地早第三纪地层系统和对比关系就比 较 清 楚

了
。

南襄盆地和李官桥盆地是沉积环境不同的两个早第三纪沉积盆地
,

地方性岩石地层

单位应当分别命名比较合适
。

但是
,

由于多年来石油勘探中已经把李官桥盆地相应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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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李官桥盆与南襄盆地白翌一第三系对比表

第13 卷

地地 质 时 代代 李 官 桥 盆 地地 南 衣盆 地 (并下)))

晚晚 第 三 纪纪 凤 凰 镇 组组 凤 凰 镇 组组

⋯⋯⋯⋯⋯⋯⋯⋯⋯⋯⋯⋯⋯⋯⋯】1⋯⋯}⋯⋯}}⋯111】11
---

⋯⋯⋯1⋯{⋯⋯川川}}}1⋯}⋯}}}
}}}}} 渐渐 晚期期 以以以以以以

早早早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不不不 世世 中期期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乡乡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 廖 庄 组组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寺 组组组
早早早早期期 以以以以

始始始始
卜

--- 以以 核核 上 段段 核核 上 段段
新新新新

⋯
‘‘‘ 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 匆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世世世世
}
期期期 园园 中 段

...

园园 中 段段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下下下下下下下 段段段 下 段段

中中中中中 以以 大 仓 房 纽纽 大 仓 房 组组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早早早早早 已已 玉 皇 顶 组组 玉 皇 顶 组组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古古古古 晚晚 日日日日
新新新新 期期期期期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中中中中中 E卞卞 白 营 组组 白 营 组组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早早早早早 目目目目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晚晚 白 至 世世 K 222 胡 街 组组 胡 岗 组组

层名称引进到南襄盆地
,

生产上广泛应用
,

约定俗成
,

难 以更改
。

只有廖庄组是依南的

盆地的特点命名
.

如果现在全面更改地层名称
,

将会给生产带来困难和麻 烦
。

鉴 于 此

情
,

本文对南襄盆地仍使用现行的地层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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