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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象山县石浦群的时代

徐北煤

(浙江省石油地质研究所
,

杭州 3 10 0 23)

石浦群地层的时代
、

沉积相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

笔者经过两年来对该地层的工作
,

在其上部的

灰岩中找到了多门类化石并通到口寸该地层9个同位素年龄样分析
,

确定石浦群为下白至统
,

属海陆过渡

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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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附近出露一套火山碎屑砂岩
、

砂砾岩
、

泥岩
、

硅质岩
、

凝灰岩夹薄层

及透镜状灰岩
。

由于自60 年代发现该地层以来
,

一直未找到可靠的化石证据
。

因此对该地层

的时代
、

沉积相争论较大
,

说法不一
。

笔者经过两年来对该地层进行野外观察和室内工作
,

子其上部灰岩层中找到了门类众

多的化石
,

其中有达尔文介
、

河边螺属
、

豆螺科
,

遗迹化石有锥状中华角管虫
、

簇状簇管虫
、

江

苏右旋虫等虫管以及藻叠层石等
。

抱粉有裸子植物的冷杉属
、

雪松属
、

铁杉属
、

云杉属
、

落叶

松属
,

芦类植物有凤尾蔗属
、

水龙骨属
。

超微化石有颗石藻(无法定种属)
、

硅藻
、

双菱促舟藻
(相似种)

。

结合前人和我们对该地层侵入体的同位素年龄分析(表1)
,

得出该地层应属于下

白圣纪
,

其沉积相应为海陆过渡相的沉积
,

并改称之为石浦群(K
,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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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石浦群 (K
,
城)地层侵人体的同位紊年龄

根据前人测定的石浦群 (Kl 劝)的同位素年龄
,

我们认为除两个中基性岩脉偏低外
,

其他

酸性岩脉的同位素年龄均在10 0NIa 左右
,

我们认为是可靠的
。

根据我们在石板岗采的晶屑玻

屑熔接凝灰岩和在沙扩湾村南海边所采的花岗斑岩样的 K- Ar 法同位素年龄全岩分析
,

其

结果亦分别为114
.

6Ma 和96 Ma (表2
.

3)
。

表2 象山石浦石板岗全岩玲Ar 法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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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象山石浦群(K
,功)花岗斑岩侵人体 K- Ar 法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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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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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于干门港采了流纹斑岩四个样做 R b
一

sr 法等时线测定(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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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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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表明该组数据相关性较好
,

其结果同位素年龄 t~ 91 Ma 的数据是可信的
。

根据前人的同位素年龄和我们所测的玲Ar 法以及 Rb
一

Sr 法等时线法结果全一致
。

我所陈其 同志曾在铜瓦门采得植物化石有
: 及价伽而 sP. 倪城为之沥 sP

·

灼咖,叨白心 sP
·

& 戚汕由 (1切吻仰吧) 〔、及护认纽坛, ,
.

。俄戚油d 通招 sP
.

等
,

其时代定为早白奎世
。

亦与同位素年龄

数据一致
。

表5 石浦群(Kl 劝)与邻区地层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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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l) 经过我们对石浦群 (Kl 动)侵入体的同位素年龄分析

,

100 随 左右是可靠的
。

石浦群

(K
1劝 )地层应早于1 00Ma

,

排除属于下第三系的可能
.

(2 )根据石浦群(Kl 劝)多门类古生物
,

石浦群(Kl 劝)亦不属于上古生代以前的地层
。

应属

于中生代地层 (下白圣统)
。

(3 )根据以上证据
:
石浦群(Kl 劝)应包括天台群

,

其相应位置如表5所示
。

(收稿日期
: 198 9年9月l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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