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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霸地区始新世晚期至渐新世

早期的生物群及其沉积环境

唐 祥 华
(石 由助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

北京

廊坊
一固安凹陷

、

大厂凹陷及霸县二台阶
,

而积约 3 5 0 0平方 公 里 ( 图 1 )
。

下 第 三

系沙河街组三段
、

四段地层厚达 5 0 0 0米以上
,

是本区油气的生储层
。

开展古生态和沉积

环境的研究
,

为本区的岩相模式和沉积体系
、

预测有利含油相带的研究提供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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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京津峨地区始新世晚期海漫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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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
,

作箭观察了柳泉
、

安次
、

固安
、

中岔口
、

别古庄及 凤河营等地的岩芯
,

分别做了微体古生物 ( 介形类
、

藻类 ) 及瓣鳃类
、

鱼类的鉴定
,

同时搜集了有关资料
,

现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

一
、

微体古生物群及其它门类化石的生态与古生态分析

介形类
、

藻类等在本区下第三系沙河街组三段
、

四段地层中分布广泛
,

数量丰富
,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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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较好
。

主要化石属种及产出层位如表 1
。

表 1京津猫地区徽体古生物地层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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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组合相带的划分

介形类
、

藻类 1) 作为相的指 示生物有特殊 的意义
。

本区的介形类
、

藻类中有特殊的

陆相化石群
,

在其它地区丫见
。

如 华北介亚科 ( 万 ,̀ ab 。 i 。 f ,:
ae )

、

华花介属 ( C h 1n o c 一

y t h e r e )
、

渤海藻科 ( B o h a f d i o a 。 。 a e ) 等
。

根据介形类
、

藻类及其它门类化石的组合特征
,

可划分三个生态组合相带
:

1) 美星介
、

拟星介正常陆相组合相带 在这一组合相带中
,

介形类中以美星介

( C夕 P r ` 。 o t o s )
、

拟星介 ( C夕户
, 0 1 5 )

、

金星介 ( C 夕 P r f s )
、

玻璃介 ( C a o d o n a )

占优势
,

其代表种为 C 夕夕r i o o t o s r 。 , i f
o r 。 ` s 、

e
.

` g 。 e 。 : 、

e 夕户 r o i : 夕。 I。 s t r ` s
等

。

上述二个 属种是国内外现代淡水至半咸水水域及陆相沉积盆地新生代地层 中常见的
。

这

种典型的陆相化石群
,

总的特征是属种单调
,

壳形壳饰简单
,

一般以光 滑者居多
,

壳壁

较薄和无铰结构为主
。

在本区主要分布于沙 四段中下部地层中
。

此组合相带主要反映陆

相淡水环境
。

2) 南星介
、

德弗蓝藻海陆过渡相组合相带 在这一相带中
,

介形类 以南星介
、

湖

1 ) 任丘 i山山 研究院蔡
、 i 国

、

郑国光 鉴定介形类
、

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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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介
、

华花介
、

玻璃介
、

美星介等占优势
、

代表种为刀 , , s t r o e夕户 r i s I e o i s 、

1 1。 , ” O c 夕 t h e r e

I o n 夕 i l e i f
o r o i s 、

C h i o o e夕 t h e r e V e 。 t r i e o s t a t a
、

C a o d o n a a e e l ` 。 f s 等
。

藻类以德弗

蓝藻 D e j l a ,: 〔 l r e a 、

褶皱藻 C a 。 :户e o f a 为代表
,

还有瓣鳃类的球规 ( S 户h a o r i ,`。 s P )
、

鱼类 的鲜科
1 ) ( C l u P e i d a e ) 〔 图版 I 〕

。

介形类属种的形态特征与其生活环境有关
,

这就为研究介形类化石的形态特征 以推

断其生活环境提洪了可能
` )

。

渤海湾下第三系介形类分布在黑灰
、

深灰
、

揭灰色泥岩中

的属种具有壳体较扁平
,

或腹侧膨大
,

壳壁薄
,

两瓣近等或叠覆不明显
,

壳饰多样等特

征
,

代表了在环境较稳定
、

水盆较深
,

有机质较丰富的淤泥质底还原环境中生活的底栖

介形类
’

} 态群落的特点
。

在沙质泥岩中
,

介形类壳壁一般较厚
,

两瓣异覆较强
,

壳面光

滑
。

可能 代丧尘活于砂泥质底的浅水动荡环境
`
!
1

的介形类生态群落的特点
。

在炭质泥岩

发育的岩层中
,

介形类壳饰简 单
,

一般具不明显的峰窝或小瘤 ; 属种少
,

个体数量较丰

京时富集成层
,

可能代表沼 i杀环境中生活的介形类生态群落 的特点
。

本区的介形类南星介属
、

玻璃介属个 体较大
,

保存较差
,

壳面光汾
。

而湖花介属个

体较小
,

保存相对较好
,

壳饰明显
,

以粗大蜂窝为主
,

次为瘤脊壳饰
。

并大部分 以单瓣

产出
。

南星介属首先发现于山东济阳拗陷沙四段上部地层
,

与海生 的龙介虫 ( S er P “ la )

栖管
、

中国枝管藻 ( C l a d os i P h 。 。 l’a 石 、 sn i : ) 共同组成造礁骨架
,

形成礁体
。

但 南

星介也发现于柴达木盆地
、

藏北高原盆地
、

新疆及其它地区陆相渐新统 中
“ )

。

它对盐度

的适应性强
,

可生活于淡水至半咸 水
、

咸水中
。

华花介属为渤海沿岸地区下第三系所产

的新属
。

此属与湖花介在铰合构造和肌痕等方面均 很近似
,

同属于浪花介科 ( C y t h 。 : -

i d a e )
。

浪花介科是一种咸水
、

半咸水介形类
,

仅少数可以生活于淡水环境
。

它的壳 壁

一般较湖花介厚
,

壳饰也较湖花介复杂得多
,

在我国广西第三系那读组至岂 宁 组 中 发

现
,

是本区目前唯一可 以对比的种群
,

而真正 内陆地区陆相沉积中
,

从未见过类似这种

壳饰的属种
。

从古地理状况看
,

这类化石见于我国渤海湾盆地
、

北部湾 i活岸及苏联里海

地区等
,

都是近海大型盆地
。

因此
,

我们认为华花介属的出现
,

说明渤海湾盆地下第三纪

曾经遭受过海相的某些影响
,

华花介或许代表了近海大型陆相湖泊中 生 活 的 介形类特

点
。

同时
,

本区沙四段上部地层中又见到海相德弗蓝藻
、

鲜科鱼化石
、

有孔虫及淡水湖泊

安静环境的球蜕
。

蛆类多为陆地淡水相生物
,

许多蛆类营底栖爬行生活
,

常发现在滨湖

浅水相中
,

而球蚁可以附着于它 自己的分泌物上
,

营悬 浮漂游生活
,

分布范 围 比 较 广

泛
。

因此
,

沙河街组四段上部具海陆过渡相化石群
.

它们显然不是生活在正常海水中的类

型
,

而是与海水 曾经有过联系的淡水
、

半咸水或咸水环境的产物
。

另外
,

除在本区南部

赵兰庄地区的赵心 1 井多段井深发现 J
’

了J
`

孔虫化石 3 ) 后
,

最近冀 中拗陷位于雁翎地区刘

李庄构造顶部的雁 1 18 井有孔虫的发现 4 ) ,

打开了冀中拗陷沙四段至孔店组红色哑 地 层

的大门
,

为
几

仁区沙四段 L部地层属于海陆过 i度相 i兀积环境提供了祈 证据
。

1 ) 任丘油 叫 研究院平学 聪
、

蔡治 }〕 同 志提 洪负 类标本
,

由中 国科学 院 古仔淮功物 勺古人类 研究 听怅 弥 觉教授

鉴定
。

瓣 鳃类 由中国 科学院南京古生 物研究 所 瓣鳃 类组鉴 定
。 )

2 ) 孙镇城等
,
辽 河断陷下第三 系 古生物组 合分 区 及及古地理意义

。

3 ) 祝 王衡等
,

冀中拗陷下第三 系 沉积和 研究
,

任丘油田研究院
。

4 ) 陶洪兴
,

雁 118 井第三 系有孔 虫 及 其意 义
,

任丘 油 田研究院
。



2 期 唐祥华
、

京津霸地区始新世晚期至渐新世早期的生物群及其沉积环境 99

3 )华北介
、

渤海藻非正常陆相组合相带 在这一组合相带中
,

介形类 以华北介
、

玻璃介占优势
,

代表 种 为万
u 。 b 。 ` n ￡a h u a d o n夕 e ” 5 1 5 、

H
·

C h i n e n s i s 、

H
·

C o s t o t ` s -

P ` n a t a 、

H
· o b s c u : a 、

C a o d o o a a d o l t a 、

C
·

夕r a o d i s 、

C
·

P o s r a b s e f s s a
等

。

藻类

以B o h 。 l’ d l’ 。 。
、

尸 。 , 。 b o h 。 ` d l’ n 。 为代表
。

华北介属壳壁厚
,

不仅适应平静深水 泥 底
,

也能生活在浅水砂泥底环境
。

本区出现的带瘤脊类型的华北介是在深水环境形成的
。

深

水环境一般多淤泥
,

华北介壳体上的瘤
、

脊
、

刺状突起或宽平的腹平面适应于泥底栖息防

止壳体下陷的形态功能之一
。

玻璃介属在不同环境中
,

壳形的变化比较明显
。

如在淤泥

质底的较深水环境 中
,

壳体以梯形
、

三角形的为主
。

在砂泥质底或生物碎屑质底的较浅

的环境 中
,

则以伸长类型为主
。

本区与华北介 属 共生的有以远伸玻璃介 ( C a 。 d on
a

a d川 at )等 占优势的玻璃介组合
。

远伸玻璃介壳体较一般的伸玻璃介 ( C o Zd on
a d i f j

-

u : a ) 更大
、

更长
、

壳体相对更加扁平
,

特别是壳壁极薄
,

易破损
,

绝大部分个体 均 为

内核或内模
。

通常这种形态的壳体
,

只能生 活于水底平静的深湖环境
。

华北介属
、

玻琅

介属对盐 度的适应性强
,

可生活于淡水至半咸水中
。

渤海藻属 ( B o h ia d i n a ) 和付渤海藻属 ( 尸 a r a b o hal’ d i an ) 是和海相有关 的 沟 鞭

藻类
。

目前国内外藻类工作者对于以化石沟鞭藻类探讨其生态 问题
,

尚未取得一致的看

法
。

渤海藻属
、

付渤海藻属都属于渤海藻科 ( B ho ia d f o a c e a e )
,

有腹背之分
,

具上 下

壳体或顶孔
、

顶棘等
。

这些构造形态特征
,

相似于 甲藻门尸y : or P h y at 的 横 裂 甲 藻纲

D i n o P h y c e a e ,

即所谓沟鞭藻类 D i o fl
o g o l l a et : 。

在本区的渤海藻属
、

付渤海藻属

和盘星藻属 ( P e d f a : r : 。 m )
、

毛球藻属 ( C o o a : p h a e , f d `“ 。 ) 等淡水藻类共 生
、

说

明渤海藻
、

付渤海藻既能生活于半咸水
、

咸水 中
,

也能生活于淡水中
,

其适应性较强
。

以本组合相带的生物特征看来
,

这一相带反映着较深水的湖相沉积环境
。

2
.

生态组合层序的划分

在不同的环境下
,

有不同的生物组合
,

水平方 向上的组合变化
,

称为
“
生态组合相

带
”
而地层中生物组合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

称为
`

性态组合层序
” 。

前者反映生物组合

在空间的变化
,

后者则反映生物组合在时间上的变化
。

按照生物化 石组合的变化 ( 表 1 )
,

我们划分 了两个组合层序
:

1 ) 海侵
、

海退层序 这是一个从陆相 ~ 海陆过渡相~ 陆相的地史过程
。

其化石

组合层序 ( 从下至上 ) 为
:

C 夕P r ` ” o t u s 一 C 夕 P r o i s
带海侵层序 A u s t r o e夕 P r i s 一 D e

f l a o d r e a
带海退层 序万

“ 。 -

b 。 1 o i a 一 B o h a i d f n a 带
。

由于气候变暖
,

造成海面的上升
,

并引起海侵的发生
。

后 由于气候 转 冷
,

海 面 降

低
,

造成海退的发生
。

在地质历史上
,

海侵与海退的交替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
。

温暖时期与海侵相对应
,

而寒冷时期则与海退相伴随
。

渤海湾盆地早第三纪沙河街组四段上部的海侵发生的根本原因
,

主要在于始新世晚

期 以来的气候波动
。

海侵代表了当时温暖时期的气候
,

这和本区发现的大量代表亚热 带

气候环境的藻类化石及形成属于盐生植物的麻黄粉大量发育的抱粉化石是一致的
。

2 ) 湖面升降层序 在陆相环境 中
,

由于气候的变化
,

影响湖面的升降
。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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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群
,

反映了湖面升降的变化过程
。

C 夕 p r ` n o ` u s 一 C y p
r o ` s
带塑堕i竺步梦 H

u a
b

e ` n ` a 一 B o h a f d ￡n a
带湖面下降星宜

C 夕P r f o o t u s 一 C y P r o f s
带

。

二
、

化石群的分异度与盐度的关系

化 石群的分异度可反映沉积环境的盐度
、

深度和温度的变化
。

因此
,

介形虫化石群

的简单分异度
,

常常可以作为古盐度的标志
。

一般的规律是
:

浅海相地层中所含介形虫

的种数
,

一般要 比陆相地层为多
。

美国西部的大盆地 ( 包括内华达
、

犹他两州和爱达荷州

的南部 )
,

分布面积约 50 万 K m
“

范围内的全部新生代三个纪的数千米陆 相 地 层 中
,

仅见 10 6种 ( 或亚种 ) 介形虫
,

而我国渤海湾盆地在约 20 万 K m
“
面积内数千米早第三纪

一个纪的地层 中
,

就发现 4 28 种 介形 虫
,

这种分异度的巨大差别
,

反映了渤海湾盆 地 不

仅有陆相
,

而且有海陆过渡相地层发育
。

早第三纪的渤海湾盆地范围十分广阔
,

以济阳拗陷为例
,

初期是一个陆相盆地
,

在

沙河街组沉积的早期 ( 沙四段 ) 接受海侵
,

成为海陆过渡相盆地
,

盐度曾几度变化
。

京

津霸地区在始新世晚期局部地区接受海侵
,

成为海陆过渡相盆地
,

至渐新世早期湖盆水

域扩大
,

湖水淡化
,

分异度曲线的变化
,

反映了古盐度的变化
。

本区安 29 井沙四段上部

( 2 2 7 0一 3 0 5 0米井段 )
,

生物属种繁盛
,

分异度曲线出现峰值
,

反映水质咸度较高
,

代

表半咸水
、

咸水环境
; 而从井深 2 2 7 0米以上化石群的分异度曲线低平

,

反映淡水环境
。

从图 2 可见
,

山东济阳拗陷沙四段上部明显地反映出高峰
,

发育为碳酸盐地层
,

同时还

地地地 济阳拗陷总数数 侮块样品 的
飞

砰均种 数数数 「一下亩两雨王西丽丽 占故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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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介形虫化石群的简单分异度与古盐度对比图

F i g
u r e 2 C o m p a r

i
s i o n o f s i m p l e d i v e r s

i t i e s o f o s t r a e o d a

e o m m u n i t i e s w i t h p a l e o s a l i n i t y

广泛发现有孔虫及通常为海生的多毛类龙介虫栖管
、

德弗蓝藻化石等
。

本区的介形类化

石分异度曲线的变化与济阳拗陷是一致的
。

因此
,

介形类化石群简单分异度是与海侵造

成的古盐度变化相对应的
。

此外
,

本区发现的海相德弗蓝藻
、

有孔虫
、

鲜科鱼类等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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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本区始新世晚期为海陆过渡相沉积环境
。

三
、

关于沉积环境的认识

1
.

沙四段上部是在海水影晌下的半咸水湖泊沉积

沙 四段上部处于一个完整的沉积旋回的末期
,

厚度约 7 00 一 8 00 米
,

为一套砂泥岩间

互层
。

沉积 中心岩性变细
,

泥质岩为主
,

而四周较粗
,

以砂砾岩为主
。

沉积体系的大致轮廓是牛驼征水下隆起位于湖盆中央
,

其西侧廊坊
一固安凹陷 最 深

大于 1 0 0 0米
,

为半封闭湖
; 东侧凹陷最深大于 7 00 米

,

属盐湖
。

现今的武清凹陷和北部凤

河营
、

候尚村一带
,

皆属于洪积
一冲积平原环境

,

陆上总面积为 2 7 0 0 K m “ ,

湖泊面 积 为

4 3 00 K m
2 。

沙四段上部沉积时由于湖岸线的频繁变迁和纵向上的稳定发育
,

在近岸地带滩
、

坝

砂往往是相间出现
,

在破浪带以外地区
,

水动力条件变弱
,

主要发展滩砂
。

以别古庄地区为例
,

其化石组合特征是被子类花粉种类繁多
,

其中栋属 > 榆属
,

株

粉属和漆树粉属代表热带
、

亚热带气候
。

裸子类花粉麻黄含量高
,

它多代表炎热气候
,

截类中的凤尾蔗和希指蔗抱属是干热气候的植物
。

均代表了干热气候下的陆相小盆地沉

积 ( 表 2 )
。

此外
,

海相的德弗蓝藻属
、

鲜科鱼类及有孔虫的出现
,

反映了与海有某种

联系的半咸水环境
。

由于沙四段上部沉积时
,

气候炎热
、

干旱
,

降雨量少
,

湖水蒸发量

大于降雨量
,

湖水局部浓缩出现 了半封 闭湖与盐湖
,

形成了白云岩及膏盐的沉积
。

由于

水质较咸
,

发育了一套适应较咸水环境的属浪花介科的华花介属
、

湖花介属
。

并沉积了

一套深灰色
、

黑灰色含有机质的泥岩和一些藻灰岩
,

为 良好的生油物质
。

这套微咸水到

半咸水的半深湖到深湖相沉积与有利储油的相带相配合
,

决定油气勘探的有利范围
。

表 2 京津肠地区沙四段上部主要熟类抢粉介形虫化石分布表

T a b l e 2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t h e m a i n s P e e i e s o f a l g a e ,

s p o r o 一 p o l l e n a n d O s t r a e o d a
i
n t h e u p P e r p a r t

o f t h e m
e m b e r o f s 五a h e j i e F o r m a t i

o n r
i n

B 。
1 j i

n g 一 T i a n i i n
一 B a x i

a n a r e a

化石名称

\ 、

\

\

裸子类

干 早一温湿

被 子 类 } 介 形 类

温带 亚热带 热带
淡水半
咸 水

一丽星介属真星介属美介星属玻璃介属南星介属湖花介属漆树粉属株粉属忍冬粉属愉粉属栋粉属杉粉属麻黄属

类早一希藏 抱指截属干一凤尾蔗抱属

丈.毛球藻属水
.
月王,厂

类一

一盘星藻属

淡一
一

藻一一褶皱藻属

一咸一
、,!ùL.
、.
`一幻、一弗德蓝藻属一半水一乡去丛浪库

层位

一一一 乙乙 △

…
OOO OOO ★ ★★ ★★ 一一 ★

·
★ 一★ △△ ★★

△△ △△△△△△△ * 一*******

△少量 O 常见 ★大量

2
.

沙三段下部为半咸水
一淡水较深湖相沉积

沙三段沉积时
,

构造活动减弱
,

凹陷开阔连通
,

气候潮湿
,

发育了深
一滨 浅湖 的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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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

岩性为一套灰
、

深灰色泥岩夹薄层油页岩
、

泥灰岩及砂砾岩
,

仅北部砂岩发育
。

泥

岩含有介形类化石
,

同时有碳化植物叶
,

沿层面见有腹足类分布
。

水平层理发育
,

夹薄

层砂岩呈微波状
一
透镜状层理

。

抱粉组合较为单一
,

以渤海藻科和栋粉属M日 f a o
eo ￡d ` et :

的繁盛为特征
。

沙三段沉积时期地形趋于平坦
、

水域扩大
、

水体变淡
。

富含深水生活的

华北介属及玻璃介属等及栋属花粉的广泛发育
,

说明气候已由干热逐渐转为潮湿
,

湖水

由咸水
、

半咸水变为淡水
。

生物与其生活环境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

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着一定的生物
。

从湖

花介属
、

华花介属及华北介属
、

玻璃介属这两个生物群的更替
、

反映了沙四段上部时期

为半咸水环境
,

末期基本绝灭
。

由于沙三段沉积时期盆地普遍下降
,

水域扩大
,

使湖水

淡化
,

不宜华花介属
、

湖花介属发育
,

而发育一套壳厚
、

具粗蜂巢的华北介化石群
。

而

能适应不同环境的玻璃介属继续大量发育存在 ( 图 3 )

私不
- 一万一一万一二二二二二引

— 下一「

—
下工

一

万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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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一 工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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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 三

街 }段归
坡玻形璃介州日日日|光滑南址介沙四段上部

组

图 3 京津城地区沙三段沙四段上部化石群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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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h e a r e a u n d e r w e n t t h r e e e h a n g e s ,

h o t
,

d r y ) h o t ) h u nt i d
,

t h e d e p t h o f l a k e
w

a t e r , s h a l l o w 一 d e e p ,
s h a l l o w ; t h e p a l e o s a l i n

i t y
,

f r e s h

w a t e r
一 b r a e

j
、
i

s
h

、、 。 t e r , s a l i n e w a t e r ) f r e s h w a t e r ; t h e b i o l o 吕i e a l s P e e i e 3 , e o n t i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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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al fa ei e sb iot a、t ra s nit io nal fa e
i

e sb iot a一 , e o n t i n e n t a l f a e i e s b i
o t a

。

A l l t h e s e

a r e s p e e
i

a l f e a t u r e s o f f o s s
i l g r o u p s

i
n t h i

s a r e a d u r
i

n g t h e e a r l y T e r t i a r y
.

( 3 ) 1 t 1 5 o f g r e a t s i g n i f i e a n e e t o r e e o g n i z e t h e s t r a t i g r a p h y o f t r a n s
i t i o n a l

f a e i e s f o r p r o s p e e t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i n g 0
11 a n d g a s f i e l d s

.

I t h a s b e e n p r o v e d i n

p r a e t i e o t l
l a t t h e t [吸 n s i t i o n a l f a e

i
e s d e p o s i t i o n 15 a n i m p o `

,

t a n t s o u r e e f o r

}
, y d ;

一

o c a r
b

o , , :
·

e s e : 、
,

o
i

r .

I
、

l、 e : e
f

o : e ,
i t 主5 o n e o f t l , e r e 、 。 a r e h s t:

l
〕
j
e e t s t o b e d e 、 I t

、气
,

i 走}
2 t o a n a l手

一 、 e t }
z e d e p o s i t i o n a l e n 、 i r o n m e n t f

o r 0 11 f
o r m a t i o n 5 0 a s t o t r a e e

士1
2 c

f
a 一

i。
、 、 r a 、

一

。) 1 2
·

a b l e t o
}
z 、

一 〔 l r o o a [
,

1
。 。 n r c 、 e t 、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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