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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研究了我国泌阳 凹 陷下第三 系核桃 园组核三上段— 核二段湖相碳 酸盐岩 系中的藻

类 化石
,

划分出三个藻类组合
,

F or 阴。 cll yt ar 组合
,

D i’t y oI ld iu m 组合和 R u g as Ph

~
一刀扮 yt 沉 id 放 m 一 C o ” -

。 耐 r 介ys t。 组合
,

它们反映的盐度变 化依次 由高到低
。

藻类 的纵向分布呈现出繁 盛一衰亡一繁盛的旋 回变

化
,

在藻类繁盛期 指示高盐度的藻类组合与指 示低 盐度藻类组合交 替出现
。

藻类组 合特征及旋 回变化表

明
:

泌 阳 凹 陷核桃 园组 核三上段一核二段 沉积时期
,

古湖泊水体的盐度在微咸水环境 的背景下
,

存在三次

咸 化期 和两次淡 化期的波动
,

古 气候经历了三次相对炎热干旱期和两次温暖湿润期的演变
。

微量元素含量

变化也反 映了这 一特征
。

关键词 藻类组合 核桃园组 湖相碳酸盐岩系 古环境 泌 阳 凹 陷

第一作者简 介 闻 存凤 女 31 岁 助理研究员 地层古生物学

泌阳凹陷是我国东部中新生代内陆断陷盆地
,

面积 10 0 0 k m
Z ,

在盆地中心沉积了下第

三系核桃园组湖相碳酸盐岩系
。

本文系统采集分析了盆地 中心 区云 1 并
、

云 2 井核三上段

至核二段藻类样品 10 8 块
,

60 % 的样品不同程度含藻类化石
,

分三个藻类组合
。

根据藻类

组合特征
、

藻类的古生态环境
,

分析了湖相碳酸盐岩形成时的古环境变化
。

首次描述了泌

阳 凹陷下第三 系核桃园组湖相碳酸盐岩系中藻类组合特征
,

为研究古环境变化提供了藻类

化石依据
。

1 核桃园组沉积特征

泌阳凹 陷下第三系从下到上沉积了玉皇顶组
、

大仓房组
、

核桃园组和廖庄组
。

核桃园组 自下而上分三段
。

核三段为较深湖相沉积
,

下 部分 5 个砂组
,

为深灰色泥岩
、

砂质泥岩夹粉砂岩
、

灰质

细砂岩
,

少量粗砂岩及灰色
、

褐色泥质 白云 岩 ; 上部分三个砂组
,

为灰色
、

深灰色淤岩
,

灰

白色砾状砂岩
,

砂岩中夹褐色油 页岩
,

以厚层泥岩为主 夹灰质粉砂岩
。

核二段为浅湖相沉积
,

为灰色
、

浅灰色泥岩与同色细砂岩
,

以泥岩为主
,

夹深灰色
、

灰

色页岩
、

棕褐色油页岩
、

灰色泥质白云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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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段为滨湖相沉积
,

为浅灰色
、

灰绿色 泥岩与浅灰色细砂岩
,

粉砂岩呈略等厚互层
,

夹绿色 页岩及劣质油页 岩
。

在凹陷沉积中心 区
,

核三上段和核二段主要是湖相碳酸盐岩系
,

为灰色白云 岩
、

泥质

白云岩
,

黑色
、

深灰色泥岩
、

白云质泥岩
,

夹粉砂质泥岩
,

在核三上段的顶部至核二段夹

天然碱层
。

2 藻类化石群及组合特征

泌阳凹陷中心 区下第三 系核桃园组核三上段至核二段碳酸盐岩系中
,

藻类化石除某些

层段含量高外
,

总体上
,

丰度较低
,

属种少而单调
。

藻类组合中
,

以疑源类为主
,

其次是

沟鞭藻和绿藻
。

疑源类有 8 属 n 种
,

出现最多的是网面球藻 (未定多种 ) ( D l’’l y ot ld l’u m sP p
.

)
,

其次是

小 皱 面 球 藻 ( R “ g act Ph * ar m in or )
,

零 星 出 现 的 有 细 网 面 球 藻 ( D ict y ot 心 l’u 阴

m i’ r o r ℃ t l’’- ul at u m )
、

江苏网 面球藻 ( D
.

j ia o g s ue o st )
、

雅洁开 口 藻 (尸切
户

“ s P h ae ar b el Zat “ la )
、

粒

面 粒 面 球 藻 ( G ar n
心 l’’ o u s g ar n u l o r u s )

、

毛 球 藻 ( C
O m a s P h a e

idr l’u m s
p

.

)
、

细 刺 藻 ( C
.

s P动at u m )
、

环纹藻 ( G 川
c e n r r ic 夕s t ￡ 5 s p

.

)
、

光面球藻 (介介
,、 Ph a e ,

记 uI m s p
.

)
。

藻一类组
地层 要 藻 类 分 布 古盐度

变化

了

了
对
、

朴ó卜
井深州

|
几

叫

卜m

15 0 0

_ 1 60 0

石

1 7 0 0

2 !

又扩 召
V

低~ 高 ! 合

洲日阮
段组

F c

组合

一

"
一

、组冶cF男
。

一眠
组合
一
cF组30100100C的伪oo1旧9012引-

: les
。̀|z:

饱|么

0弋00心04石6
,̀ |
2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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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泌阳 凹 陷石 l
、

石 艺 井核桃园组主要藻类 含量 及盐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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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鞭藻有 9 属 9 种
,

组合 中以壶形弗罗姆藻 ( F。 * “ ` h yt ar ) 为主
,

个别发现有小古囊

藻 ( aP la es t
om ` ys 肠 m in , )

、

锥藻 ( C口
n扮

dol
iu ” , )

、

芋头藻 ( aP
r e o d l’n ia sP

.

)
、

稠密芦管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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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之 n, Zo Ph a ￡

r’, P衍 d e , , s a )
、

杯 管 心 球 藻 ( (
、
口厂以。 Ph a e ,

记 lu o c a n zh a r e l l u , n )
、

渤 海 藻

(召屏
l a

id 动 a) 以及 P h e l o d ln lu m 加 ch 笋
、

e ar
、
和 ,I ,a 刀夕“ P h ae

r i d l’u 阴
、

绿藻有盘星 藻 (尸
e
d ia .vt lr , )n )

、

褶皱藻 (山川 P en 故 ) 和 穴 面球藻 ( H。 ,
ga

r r
对 isc su ) 三 属

。

根据藻类的优势属种 D初 y “ id iu m
,

F ~ ea ,!j yt ar
,

R u g as 户h ea ar 的含量变化可 进一步

分为三个藻类组合 (图 1 )
。

.2 1 F or
~

kr yt ar 组合 (F
C 组合 )

在 H梦
,

H子一 H』下段
,

H少上段 出现
。

组合中壶形弗罗姆藻占绝对优势
,

伴有少量网

面球藻
、

皱面球藻
、

毛球藻和个别盘星藻
。

2
·

2 众ct y时 id i u m 组合 ( D
:

组合 )

在 H J 上部至 H罗下部出现
。

组合 中网面球藻 占绝对优势
,

含个别皱面球藻
、

盘星藻
、

稠密芦管球藻和杯管心球藻
。

2
·

3 uR g a s尸h a e ur 一众ct y “ i d iu m 一 C朋“ n t ir c夕s r e s 组合 ( R IX 二组合 )

在 H少段出现
。

组合中以皱面球藻
、

网 面球藻为主
,

同时含较多环纹藻
,

少量光面球藻

以及个别盘星藻
。

3 藻类组合的古环境意义

3
.

1 藻类组合与古湖水盐度

利用藻类进行介质环境的恢复
,

目前 已积累了许多有借鉴意义的资料
。

壶形弗罗姆藻 ( F ar
,

en a 认 yt ar )
,

属沟鞭藻中的横列甲藻纲
,

在湖相沉积中出现
,

代表

高盐环境 〔 , 〕 。

同样其它沟鞭藻在陆相沉积 中出现
,

绝大部分生活在水体盐度较高的环境中
。

盘星藻 ( eP d l’a st ur
,

)n 为绿藻门的水网藻科
,

是生活于 淡水中的藻类
。

常出现在淡水型

湖泊
、

池塘
、

河流
.

水深很少超过 15 m 的水体中
,

是一种很好的淡水指相化石 〔 2 , ,

绿藻门

的 另 一 属 褶 皱 藻 (山 m P阴 l’a ) 一 般 也 认 为 反 映 典 型 的 淡 水 湖 泊 环 境川
。

环 纹 藻

“ 诫、 ,ll
,
一

扮ys 扮、 )
,

在我 国东部新生代温暖潮湿的淡水湖沼沉积中常有发现
,

属于 淡水湖沼 的

藻类或是河漫滩积水沼泽的藻类
〔们 。

网 面球藻 ( D l’t y “ 心 l’u m )
〔` 〕 、

皱面球藻 ( lR烤-a’ P h , ar )〔
吕〕 、

光面球藻 ( eL ,’os hP ae dlr
t’a )〔”

、

粒面粒面球藻 ( G ar n
心 is ,u 、 g ar

n ul at .uf ) 〔
5〕在海相

、

半咸水
、

淡水沉积中都可找到
,

指相意义

不如上述藻类
,

要根据其它指相化石综合判识水体的盐度
。

从上述藻类的生态习性可 以看出
,

F c 藻类组合指示的水体盐度较高
,

R l ) C 组合指示的

水体盐度较低
,

iD 组合指示的盐度介于 F c 和 R IX { 两组合之间
。

泌 阳凹 陷云 1 井
、

云 2 井核桃园组微体藻类主要是广盐型 疑源类网面球藻
、

皱面球藻

以及高盐型 沟鞭藻类壶形弗罗 姆藻
,

淡水型 藻类平均含量较低
,

说明该区核桃园组核三上

段至核二段的总体盐度高于 正常淡水
。

从岩性来看
,

从核三上段顶部开始到核二段都沉积

了天 然碱层
,

天然碱是气候炎热
、

湖盆浓缩变浅的产物
,

说明核二段沉积时的气候较核三

段干燥炎热
、

水体盐度也较核三段高
。

但从藻类组合反映的盐度变化特征来看
,

水体在高

盐背景下存在三次 相对咸化期 和两 次相对淡化期
。

三次咸化期是
:

H梦段
、

H梦到 H少下部

和 H少上 部
,

两次淡化期是
:

H了段和 H少下 段
。

这种 变化特征与可 溶性盐类离子和微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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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含量反映的古盐度变化一致 ①
。

3
.

2 旅类的旋回变化与古环境

核三上段至核二段
,

藻类从下到上呈现出繁盛

一衰亡一繁盛的旋回变化
,

经历了 4 次相对繁盛期

( 图 2)
。

在繁盛期中又 以代表盐度较高的藻类组合

和代表盐度较低的藻类组合交替出现为特征
,

这种

藻类组 合的旋 回变化反映 了古环境的旋 回变化过

程
。

泌阳凹陷核三上段一核二段沉积时期
,

发育纯

内陆湖泊沉积体系
。

在纯内陆湖泊中
,

水体盐度的

变化主要受控于气候
。

当气候温暖湿润时
,

降雨量

大
,

湖泊水体的水量补给充分
,

水体淡化
,

淡水藻

类繁盛 ; 当气候炎热干旱时
,

降雨量少
,

湖泊水体

补给不足
,

处于蒸发状态
,

使水体盐度升高
,

淡水

藻类衰亡
,

代之而起的是高盐藻类的兴起和繁盛
。

因

此
,

当湖水盐度较低时
,

反映出古气候环境温暖湿

润
,

湖泊处于淡化期 ; 当湖水盐度较高时
,

反映出

古气候环境炎热干旱
,

湖泊处于咸化期
。

由于气候
、

水介质条件的变化
,

根据生物对环

境的适应规律
,

当气候变得炎热干早
、

水质咸化时
,

淡水型藻类减少
,

因而藻类衰亡
,

为了适应环境的

这种变化
,

咸水藻类逐渐发展起来
,

占优势 ; 当气

地地层层 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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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泌阳 凹 陷云 l
、

云 2井

F i g
.

2

核挑 园组藻类纵向分布

A l g a e
d i s t r ib u t io n of H et a o y u a n

F o r m a t io n in W
e
l l

s
Y

u n 1
a n d Y

u n Z

in B i” n g eD p er s s i o n

候转暖而湿润时
,

水质淡化
,

咸水型藻类衰亡
,

藻类又一次减少
,

直至淡水型藻类逐步兴

起并萦盛
。

因而在该区核三上段到核二段藻类呈现出繁盛一衰亡一繁盛的旋回变化以及各

策盛期中高盐藻类和较淡水藻类交替出现的现象
。

样 品由河南石油勘探局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心 实验室分析
,

笔者表示衷心感谢
。

工

作过程 中得到邵宏舜研究员
、

妥进才博士
、

袁剑英博士 的热情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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