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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古植物群探讨束鹿凹陷的沉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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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师范学院

,

成都 )

介
:

叙豪艺一 子
协

污饮

前
~ 目` .

亡口

束鹿凹陷位于河北省东南部
。

西去2 0 o k m
,

太行山的支脉延伸
,

东去 ZOo k m达渤海

湾
。

近年来华北石油勘探设计研究院
、

华北石油第四勘探公司和成都地质学院 等 单 位

都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他们认为束鹿凹陷主要是从始新世开始沉积
,

在沉积

过程中这里没有发生剧烈构造活动
,

因此是一个断层不发育而又少圈闭的单断型凹陷
。

总面积为 6 5 9 k m
2 ,

基底最深达 7 ,

50 0 m
,

地层为下第三系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本文试

图运用抱子花粉
、

藻类和疑源类等微古植物群资料来探讨其地质时代及沉积环境等
。

作

者从八三年初开始对本凹陷进行工作
,

重点对晋 45 井系统采样42 块次 ( 岩屑 40 块
、

岩心

2 块 )
,

另外还有晋 5 2井
、

晋 56 井
、

晋 33 井的岩心样品共 27 块
。

经分析宫晋 45 井所有样品均不同程度地获得化石
,

且绝大部分岩屑样化石丰富
,

岩

心样品的化石含量一般较少
,

因此本文以45 并为主的微古植物群加以论述
。

一
、

晋45 并微古植物群的特征

晋45 井位于该凹陷的东南部
,

分析样品井段自2 1 5 0至 3 3 0 0m
,

样品间距 20 m 左右
,

岩性为灰色
、

灰绿色
、

灰褐色泥岩
。

.

所含微古植物的特征如下
:

微古植物是指高等植物的抱子花粉和低等植物的抱子及简单植物体化石的总称
。

当

地球进入早第三纪的时候
,

正是被子植物演化发展的早期阶段
,

也是古老植物区系和新生

植物区系交替的过渡时期
。

因此反应在化石组合中的特征是
:
那些中生代尤其是侏罗纪

盛极一时的克拉梭粉 ( 亡l
a s s o p o l l i s ) 已不复出现

,

其它如杉粉 ( T a x o d i a p o
l l e n i t e s )

松粉 ( p i n u s p o l l e n i t e s
)麻黄粉 ( E P h

e d r i P i t e s ) 等虽然都还存在
,

但从发展的角 度 来

看
,

裸子植物花粉的含量有下降的趋势
,

代之而起的却是这些丰富多彩的被子植物花粉

占居首位
,

其中又以三孔
、

三孔沟等类型的花粉含量最高
,

这种特征和欧洲早第三纪抱

粉组合中的三孔
、

三孔沟花粉可达 5 0%的情况 ( B
o u

l t
e r

W i l k i
n s o n ,

1 9 7 8 )是一致的
。

根据恩格勒 ( A
.

E n g l e r ) 夯类系统的观点〔 2 〕 :
莱荚花序类在演化地位上是比较

原始的
,

而该组合中这些三孔
、

三孔沟等花粉又大多属于菜黄花序如
:
杨柳科 ( S al i。 -

a e e a e )
、

桦木科 ( B e t u l a e e a e
) 山毛样科 ( F a g a e e a e ) 等

,

表明它们在被子植 物 中

的原始性和古老性
,

此外还有一些演化地位稍高的类型 如
:
芸 香科 ( R ut a c e

ae ) 株科

( M e l i a e e a e ) 无患子科 ( S a P i n d a e a e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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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处在发展中的被子植物花粉类型虽然很多
,

但是它们之间的形态差异都很小
,

这又表现了它们的过渡性
,

过渡类型对分类工作往往是不利的
,

因而给划分地层带来了

很多不便
。

所幸的是
,

该植物群中含有较多的藻类和疑源类
,

这不仅有利于划分地层
,

同时对古地理环境的再现也将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

因为藻类和疑源类绝大多数生活在水

域里
,

它们对水体的性质及其分布范围等的反映都比较确切
,

所以近年来对 沟 鞭 藻 类

( D s n 。 f l a g e l l a t e : ) 和疑源类 ( A c r i t a r c h s ) 的研究工作已经逐渐被大家重视起来
,

其它藻类的研究也都得到了重视
。

如早第三纪的硅藻研究
。

虽然美国
、

苏联
、

新西兰等

的藻类学者在 40 年前就有过报道
,

但在我国这方面 的研究不多
,

可供对比的资料较少
,

化石硅藻在河北省束鹿地区的发现
,

还属首次
。

藻类和疑源类 的高含量又往往和石油 的形成关系很大
,

据 iL j e m b a c h ( 1 9 7 5 ) 提出

耐微生物腐蚀的袍子花粉
、

树蜡和树脂等生物有机体碎屑
、

藻类和微生物是形成石油的
·

原始物质〔 3 〕
。

本区内麻黄 ( E Phe dr iP i et s
) 的生长特别繁茂也是重要特点之一

,

但是蔗类却比较

少
,

根据以上微古植物的特征及其分布情况可分成下列四个组合
。

( 一 ) 疑源类和愉粉离含 , 组合

井深 2
, 1 50 一 2

,
3 55 m

,

分布于东营地层
,

本组合以疑源类为主
,

花粉次之
,

抱子最少
。

此特征和东淮凹陷下第三系的情况是一致的
。

1
.

被子植物花粉占化石组合的 20 %

榆粉属 U l m i P o
l 矛e n i t e s 2 0一 3 0 %

胡桃粉属 J u 夕 l a n s夕o l l
e n i t e : 1 8一 2 0%

栋粉属 Q u e r c o i d i t e : 5 %

柳粉属 S a 11二 i P o l l e n i t e s 6 %

山核桃粉属 C a r夕。 P o l l e n `t e s 3 %

化香树粉属 p I
a t夕 c a r 夕a P o l l e n i t e : 1 %

蔡粉属 C h
e n o P o d i P o l l i s i %

2
,

裸子植物花粉占化石组合的20 写
:

双束松粉属 p i n u s P o l l
e n i t e : 2 0一 3 0%

麻黄粉属 E 夕h e j r `P i t e : 1 5一 2 0%

云杉粉属 p i c e a e
P o l l

e n i t e :
`

2 %

柳杉粉属 C
r 夕P o t o m e r i a P o l l

e n ` t e :
一

1 %

雪松粉属 C e j r `户i t e : 1
.

5%

冷杉粉属 A b i
e s P o l l e n i t : s %

3
.

熟类和疑谏类占化石组合的 50一 60 %

三角抱属 D e
l l t o i j o s夕o r a

.

’

i %

粒面球藻属 G r a n o
d i

s c u s夕r a n u l l
a t u s 2 0 %

穴面球藻属 H
。 。 g a r o d ` s e “ : 10 %

网面球藻属二D i ct y lt’ dl’ n m 20 %

角凸藻属 P r o o f n a ” g “
I
a : i a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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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纹藻属 P i n n u l a r i a l %

( 二 ) 胡挑粉属高含 t 组合

井深 2 ,

35 5一 2
,

61 6 m
。

分布于沙河街一段地层
。

本组合以化石含量普遍 下 降 为 特

点
。

胡桃粉高含量归属于沙河街一段地层和渤海沿岸地区的特征是一致的
。

1
.

被子植物花粉占化石组合的50 %

胡桃粉属 J 。 夕 I
a n : P o l l

e n 矛t e s 1 0%

栋粉属 Q u e r e o f d f t e : 8 %

榆粉属 U l m `P o l l e n i t o s Z %

桦粉属 万e * u 了石e 户o l z
e n ` t e : 3 %

株粉属 M
e l f a e e o f d f才。 : 2 %

2
.

裸子植物花粉占化石组合的 20 %

麻黄粉属 E P h e d r `P `云e s Z %

苏铁属 C y ca o l %

3
.

蔗类植物和藻类占化石组合的功%

凤尾蔗抱属 P t e r i s P o r 窟t e : .

1 %

秒锣抱属 C y a t人f d f t e : 1
.

5%

舟形藻属 N a v i c u
l
a l %

薄球藻属 T en au l %

( 三 ) 麻黄粉属胡挑粉属
一
恺木粉属组合

井深 2 , 61 6一 2 , 9 05 m
,

多分布于沙河街二段
。

本组合以被子植物为主
,

裸 子 植 物 次

之
,

藻类和孩类植物较少
,

其中以麻黄属胡桃属和恺木属含量高
,

归属于沙河街二段地

层可与渤海沿岸地区对比
。

1
。

被子植物花粉占本组合的5 5%
:

胡桃粉属 J
u g l

a n s P o l l
e o f t e s 2 5%

株粉属 Q
u e r e o i d i t e : s %

榆粉属 U I川宕P o l l e n i t e s s %

栗粉属 C u P u l l’f e r o `P o l l e 。 ` t e s 6 %

枫香粉属 L i夕u sd
a m b a r P o l l o n i t o s l %

桦粉属 B e t u l a o P o l z e n i t e s Z %

恺木粉属 A l n ` P o l l e n ` t e s 3 %

无患子粉属 S a P` , d a c e i d` t e s Z %

山龙眼粉属 P r o t e a c宕d f t e s l %

芸香粉属 R “ t a P o l l e n i t e s l %

山核桃粉属 C
a r少 a P o l l e 。 ` t e s l %

2
.

裸子植物花粉 占本组合的 40 %

麻黄粉属 E P h e d r i P i t e : 1 9%

云杉粉属 P ` e e a e
P

o
l l e

o f t e o 4 %

铁杉粉属 T s u g a e p o
l l

e n ` t e s 4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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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松粉属 D o d o e a : P i d i t e s
.

3 %

破隙杉粉属 T a x o d i。 。 e a e P o l l e n i r e : h`a t u s Z %

油杉粉 K e t e l
e e r i a Z %

3
.

旅类植物艳子和燕类占本组合的 5 %

水龙骨单健抱属 尸 0 2夕户o J 、 a e e a e s户o r * t e s Z %

紫其抱属 O
s m u n

d
a c fd i矛e : 2 %

桥弯藻属 C y , b e l l
a Z %

摺皱藻属 C a m P e n宕a i %

( 四 ) 栋粉
一
麻黄粉和旅类的高含 , 组合

井深 2 ,
905 一 3

, 3 00 m
,

分布于沙河街三段地层
。

本组合以裸子植物花粉为主
,

尤其麻

黄粉占绝对优势
,

被子植物花粉居第二位
,

藻类第三
,

蔗类抱子最少
。

1
.

被子植物花粉占组合的 40 %

栋粉属 Q u e r e o f d i t e : 2 0%

胡桃粉属 J u a l a n s P o l l
e n i t o s x o%

榆粉属 U l o i P o l l e 。 ` t e s “

4 %

无患子粉属 S a p i n d a c e `d ` t e : 2 %

枫香粉属 L i夕 u i d a m b a r P o l l e n i t e s Z %

芸香粉属 R u t a e e o `P o l l ` 5 1 %

漆树粉属 R h o i P ` t e s l %

山龙眼粉属 P r o t e a c i d i t e s l %

葬粉属 C h e n o p o d i p o l l i
s i %

2
.

裸子植物花粉占组合的 50 %

麻黄粉属 E P h
e d r `P i t e s

.

7 0%

双束松粉属 P i n u s P o l l e n i t e s 2 0%

罗汉松粉属 尸。 d o
ca

: lP’ dl’ et : 2 %

油衫属 K e t e l e c r i a
.

2 %

云杉粉属 P `e e a e P I l e n i t e s i %

苏铁属 C y ca : 1 %

3
.

熟类和旅类袍子 占组合的 10 %

水龙骨单健抱属 p o l夕户o d i a e e a e S
P

o r i t e “

三角抱属 D e l t o f d o s P o r a

紫其抱属 O
s o u o d a c i d ` t e s

秒锣抱属 C 夕a t h记`才e s

渤海藻属 B o h a i d i n a

薄球藻属 T洲ua

桥湾藻属 C y m b o l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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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微古植物群及其沉积环境的探讨

任何植物群都离不开它们的生存环境
,

一定的植物群落也能反映一定的生态环境
,

因此就当前微古植物群的特征来探讨该凹陷沉积时期的气候变化和地理状况是可能的
。

首先必须了解
,

当时的植被是以大量古老的北温带落叶阔叶 树 种 如
:

胡桃属 ( J
“ -

g l
a n s

) 桦属 ( B e t 。 l a ) 棒属 ( C o r y l u s )
、

栋属 ( Q u e r e u s )
、

榆属 ( 〔Z l m u s )
、

核属 ( A “ )r 等为主
,

同时还有亚热带植物区系延伸进来的分子如
:

无患子属 ( S a :P’ n -

d o s ) ilJ 龙眼属 ( H
e
l i

e 。̀ ) 山矾属 ( S夕m P l
o c二 ) 黄祀属 ( E n 夕e

l h
a r d t i a ) 漆树属

( T 口 x i c 口 d e n d or
n ) 等

,

其中还有不少分子来 自热带植物区系
。

例如
:
早先在 热 带 亚

洲
、

大洋洲
、

美洲等地均有分布的罗汉松 ( 尸
o d oc

o r P su ) 就是显著的例子
。

由以上树种构成当时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
,

而属于针叶树种的罗汉松散生于

林中
,

其它如
: 云杉属 (尸 fce a)

、

松属 ( 尸云n “ : ) 等分布在附近的丘陵地带
,

在 较 远 的

高山上 ( 2
,
0 00 m 以上 ) 却生长着要求气温更低的树种

,

如铁杉属 ( T su g a )
。

喜欢干热

的麻黄类则密布在盐碱湖盆边缘的斜坡上
。

此外
,

为数不多并且要求湿热环境的蓝类植

物分布于林下潮湿的地方
。

藻类和疑源类大多集中在水域里
。

上述植物特征表明该地区当时的气候和今天北亚热带气候相似
,

年平均温度大约在

16 一 17 ℃左右
,

比现在当地气候 ( 年平均 12 一 13 ℃ ) 高 3 一 4 ℃ ,

而且比较干早
。

据已有抱粉资料分析
: 凹陷的东南部 ( 45 井 )西侧是由西向东倾斜的斜坡

,

其最大高

差可达 1
,
000 m左右

,

这是由沙一段出现的层位上界得出来 的
。

如
:
晋 36 井 1

,
3 25 m ( 位

于最西边 ) 依次向东为
:
晋 6井 1

,
4 9 5m

、

晋 s 井 1
, s 3 1m

、

晋 2 8井 2 ,
3 10 m

,

晋 4 5井 2
,
3 3 5m

等 ( 以上几口井的抱粉资料大部分来自华北油田勘探设计研究院 )
。

在此凹陷周围的广大平原上
,

既有山丘又有洼地
,

针叶树多在山丘挺立
,

阔叶林常

在平原成荫
,

林下有稀疏的蔗类生长
,

水域里又有藻和疑源类丛生
,

根据藻类的分布情

况分析水体的变化规律如下
:

沙河街三段地层沉积时期
,

藻类很繁盛
,

一

其中有海生类型渤海藻 ( B ho ia d ia ) 同 时

也有淡水类型的桥弯藻属 ( C y 。加 11。 ) 但是二者又都有些例外
,

如桥弯藻属在含有少

量盐分的水体中其生活不受影响
。

据克尔贝 ( 1 9 2 7一 1 9 3 2年 ) 提出的硅藻分类体系
,

由

此推测当时的湖水含有一定的盐分是可能的
,

至少是属于微咸水型
,

也许由于 气候 干

燥
,

湖水不断蒸发
,

水面逐渐下降
,

水体慢慢缩小
,

湖水的含盐度有所增加
,

直到沙一

段时期达到顶峰
,

但最多也不过是半咸水型
。

因为此时出现了N 。 。 f。 “ l。 (它最多生活在

半咸水域中 )
,

延续到东营组沉积时
,

也许因为补给水量大于蒸发量 的结果
。

于是湖水

又有所增长
,

其含盐度随之略有下降
。

因为在东营组上段有淡水硅藻 ( 尸`。 。 “ l o r ia ) 出

现
。

与此同时疑源类又特别繁盛
,

而疑源类大多数是生活在咸水中
,

这样说明在东营组

沉积时期的湖水虽然有淡化的趋势
,

但也绝不是纯淡水
,

至少是微咸水型
。

. .

综上所述
:

( 1 )该地区的古植物是以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为主
,

耐干早的麻黄类又极其

丰富为特色
。

所以当时的气候是古北亚热带型
,

而且偏于干燥
,

比现代当地的气候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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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 4 ℃
。

( 2 )该凹陷为非典型的淡水湖
,

湖水的含盐度
:
沙三段 ( 微咸水

一
半咸水 ) , 沙 二

段 (半咸水 , 微咸水 ) 、 沙一段 (半咸水 ) , 东营组 (半咸水 , 微咸水 )
。

湖内水体的范围随气温的变化也有所不 同
。

如
:
沙三段时期

,

水体由大到小
,

从沙

一至东营组可能水体又从小逐渐增大
。

岩样由华北石油第四勘探公司提供
,

杨素湘与笔者共同分析处理 〔 1 〕 ,

标本照 相 由

作者承担
,

冲洗放大由刘思平 同志协助完成
。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
,

何建民同志
,

徐晓山

同志都给予很大帮助
,

最后经富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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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飞审阅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 日期 1 9 8 4年 8 月 13日

参 考 文 献

〔 1 〕 宋之深等
, 1 9 5 6

,

抱子花粉分析
,

科学出版社
。

〔 2 〕 郑勉
, 1 9 5 4

,

中国种子植物分类学
,

上
、

中册
,

上海新亚书店出版
。

〔 3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所集刊
,

第一号
, 1 9 82

,

科学出版社
。

〔 4 〕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
,

1 97 6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

科学出版社
。

〔 5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室抱粉组
,

1 960
,

中国植物花粉形态
,

科学出版社
。

〔 6 〕 5
.

K
.

D u t t a a n d S a h , 5
.

C
.

D
.

,
19 70 , P a i y n o 一 S t r a t i g r a p h y o f t h e T e r t i a r y

S e d i m e n t a r y F o r m a t i o n s o f A s s m P a l a e o n t o g r a P h i e e , V
.

B 13 1 P
.

1一7 2

DE P O S IT!O NAL E N V IRONM EN T S O F SHU L U

D E P R E S S ION

—
V! EW E D F ROM T HE P O IN T

O F M IC R O P AL EO BO T AN IC F LO RA E

Re n Y u n q i n g

( S i e h u a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J )
住

A b s t r a e t

口

T h i s p a p e r d e a l s w i t h t il e m i e r o p a l e o b o t a n i e f l o r a e o f t h e L o w e r T e r t i a r y d e p r e s -

s i o n i n S h u l u ,

H e b e i p r o v i且 e e , a e e o m p a n y i n g t五e s t u d y o f t h e T e r t i a r y s t r a t i g r a P h了

s e d i 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a n d P r o s P e e t i v e 0 11 r e s e r v e s o f t il e s t u d y a r e a .

T h e m a j o r e f f o r t

h a s b 。 。 n 也 a d e t o r e v e a l t h a t t h e m i e r o p a l e o b o t a n i e f l o r a e a r e e h a r a e t e r i z e d b y t 五e

P r o d o m i n a n e e o f p r i m i t i v e A n g i o s p e r m o P h y t a , o v e r 一 a b u n d a n t ju t e p o l l e n , a l g a e a n d

A e r i t a r e五
.

T h e a u t五o r h a s p u t f o r w a r d h e r o w n v i e w s w h e r e b v t 五e p r o f i l e s o f

t h e d e p r e s s i o n 也 a y b e d i v i d e d i n t o f o 住 r s t a g e s 一 S h a h e j i e T h i r d S e e t i o n S h a h e -

j i e S e e o n d S e e t i o n ,

S h a h e j i e F i r s t S e 。 t i o n a n d D o n g y i n g F o r 皿 a t i o n .

T h e a u t h o r h a s

a l s o d i s e u s s e d t h e p a l e o g e o g r a p h i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 p a l e o b o t a n l e l a n d s e a p e , a n d P a l e o -



4期 任韵清
:

用微古植物群探讨束鹿凹陷的沉积环境 1时

e l i m a t i e e o n d i t i o n s i n t h e d e p r e s s i o n d u r i n g i t s s e d i位 e n t a r y p e r i o d a s f o l l o w s :

1
·

T五e p a l e o g e o g r a p h i e e n v i r o n 皿 e n t s : d u r i o g t h e e a r l i e r p e r i o d o f S h a五e j i e T h i r d

S e e t i o n ,
t h e d e P r e s s i o n w a s o e e u p i e d b y a v a s t l a k e s u r r o u n d e d b y p l a i n s d r a i n e d b y

s t r e a m s f l o w i n g i n t o t h e l a k e ,

I n i t s s o u t h一 e a s t e r n p a r t t h e r e m a y h a v e e x i s t e d a

d e l t a o r a s e t o f s h o r e s i d e s a n d b a r s , w i t h a 血 o u o t a i n r a n g e o v e r Z0 00 m e t e r s h i g h l y i n g

f a r t h e r a w a y ,

D u r i n g t h e l a t e r p e r i o d o f S h a h e j i e T h i r d S e e t i o n ,
t h e l a k e w a s c o n -

t r a e t e d t o a s t r i p i n t h e m i d d l e a n d a f t e r w a r d s t h e w a t e r b o d y t e n d e d t o e x p a n d
,

a s a r e s u l t o f P o u r i n g i n 也 o r e w a t e r t h a n e v a p o r a t i n g
, w h i e h s e r v e s t o e x p l a i n w h y

i n t h e D o 皿 ` j立n g F o r 皿 a t i o n s t a g e t h e w a t e r b o d y w a s s w o l l e n w i t h s e e m i n g l y l o w e r

s a l i n i t y a b o 往 n d i n g w i t h a l g a e a n d A e r i t a r e h
,

2
.

T h e p a l e o b o t a n i e f l o r a e a n d p a l e o e l i m a t e , T 五e a n c i e n t f l o r a e i n t h e s t u d y a r e a

m a i n l y m i x e d f o r e s t s o f e v e r y g r e e n a n d d e e i d u o u s b r o a d l e a f t r e e s , s u e h a s J u 夕 I a n ,

L
.

,

犷 Im u s L
.

,

Q
u e cr u s L

.
, B e t u la L

. ,

H e l c̀ i a L o u r a o d S a P i n d “ s ,

W h e r e a s d r o u g h t

一 e n d u r i n g ju t e s w e r e o v e r 一 a b u n d a n t
.

T h e e l i二 a t e
,

t h e r e f o r e ,
w a s n o r t il s u b t r o p i e ,

w i t il a n i n e l i n a t i o n o f a r i d宜t v
.

T h e a n n u a l a v e r a g e t e m p e r a t o r e w a s 3 一 4 ℃ 五19五e r

t h a n t h a t o f t o d a y
,

I n t h e D o n g j i n g F o r m a t i o n s t a g e t h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r o p p e d a

l i t t l e
-

I n s h o r t , t h e d e p r e s s i o n w a s f o r 扭 e d b y t h e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o f a n o n 一 t y p i e a l f r e s h

w a t e r l a k e , o r i g i n a l l y u n d e r t h e r e l a t i v e l y d r y n o r t h s u b t r o p i e e o n d i t i o n s .

李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