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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窑街朱儿庄红层抱粉组合

与地质时代
①

`
马玉贞

2

陶明信
3

陈发源
, (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

,

兰州 7 3 0 0 0 0 )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兰州 7 3 0 0 0 0)

3 (窑街矿务局
,

兰州 7 3 0 0 8 0 )

提 要 对窑街朱儿庄红层的抱粉和地层层序及时代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对比研究
。

在朱儿庄红层

剖面中划分出 3 个饱粉组合
:

①枫香粉属一棣粉属组合
,

时代为早一中始新世 ;②柳粉属一朴粉属 一拌粉

属组合
,

属始新世中
、

晚期 ;③栋粉属 一柳粉属 一样粉属组合
,

属晚始新世一早渐新世
。

研究表明
:

窑街地区

朱儿庄红层始新世抱粉组合与中国东
、

西部地区抱粉组合相似
,

均发育以亚热带和暖温带植物为主的亚热

带型落叶阔叶林
,

气候炎热
;

始新世晚期至早渐新世则演变为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树种为主的针阔叶混交

林植被
,

气候温暖湿润
。

关键词 红层抱粉 饱粉组合 地质时代 植被类型

第一作者简介 马玉贞 女 37 岁 硕士 讲师 新生代抱粉

1 区域地质与研究工作概况

窑街煤 田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红古 区境 内
,

是甘肃省的主要煤炭生产基地
。

煤田地处中祁连 山东段
,

区内最高海拔 2 4 5 8
.

96 m (马家岭 )
,

大通河流经煤 田西部
,

形成

河流冲积阶地
。

窑街煤田是在前寒武变质岩系基底上形成的侏罗纪断陷盆地
,

整个古生界缺失
,

中
、

新

生代陆相沉积建造直接覆于前寒武结晶基底之上 (图 1 )
。

本区侏罗纪煤系地层研究程度较

高
,

但其上发育的一套红层 从未发现大化石
,

窑街矿务局方面曾在该红层中采样进行抱粉

分析
,

但未获得抱粉化石
。

故其时代因无任何生物化石资料而难以确定
。

红层指大陆环境中形成的红色沉积岩系
,

主要由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和页岩组成
,

其中常

夹有杂色岩层
,

但红色岩层应占 60 %以上
。

红层在全世界广泛发育
。

例如美国西部的二叠系

与三叠系
,

中北欧的泥盆系老红砂岩 ( o ld r e d s a n d s t o n e )和 中欧二叠系的新红砂岩 ( n e w r e d

sa
n ds ot en )均为典型红层

。

在中国
,

中生代至第三纪红层发育
,

特别是第三纪红层在全国广泛

分布
〔 ,〕 。

①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 目 (编号
:
0 4 8 8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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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红层中化石稀少
,

加之其横向相变快而又岩性单调
,

缺乏标志层
,

故此研究工作难

度较大
。

有关第三系划分与对比的古生物化石主要是哺乳类
、

腹足类
、

介形类
、

轮藻及少量抱

粉
,

且除哺乳类外
,

其它化石多产于非红色地层或红层的非红色夹层中
,

而占主体部分的红

色沉积层中化石稀少
。

因此
,

第三纪红层研究是整个地层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

而 中

国西
一

北区较之华南区其研究程度更低
,

许多地区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

饱粉学研究被应用于很 多领域
,

其

卞
,

卜
,

。

中一个极重要的领域就是地层的划分与

对比
,

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

但红层

中的袍粉研究工作一直未能取得突破性

进展
。

苏联饱粉学家 H
.

A 鲍尔霍维金娜

曾说
: “

在苏联
,

一般不对红色岩石进行

分析
,

原 因是能获得大量饱子花粉的机

会太少
” 。

我国袍粉学者曾在 50 年代末

对甘肃酒泉红层
“
火烧沟统

”
和湖南

“

文

明司红色岩系
”

(认为属下 白平统 )进行
,

了饱 粉分析研究
,

结果大部分样品均未

获得袍粉
,

仅在个别样品中获得少量袍

粉而无法进行统计研究
〔2

,

3〕 。

因此
,

抱粉

工作者曾
一

度普遍认 为红色沉积层中基

本上 不含或很少含抱粉化石
,

植物界在

该环境中自然也不发育
。

近若干年来
,

我

国抱粉工作者在第三系中也做了相当多

的饱 粉研究工作
,

推 动了第三 系研究工

作的深入 与发展
,

但袍粉样 品多采 自非

红层或红层中的非红色夹层
。

1 99 1 年 i0

月
,

通过 国际情报 网联机检索 系统
,

对

B io lo g i e a l A b
s t r a e t s

(生物文摘 )和 ( ; e o r e f

(地质地理 )两个文献库就红层袍粉文献

进行 了系统检索
,

结果涉及到第三纪红

层袍粉的文献仅有一篇①
,

即中国宋之

深 1 9 5 8 年 对酒 泉红 层抱 粉研 究 的报

N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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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粉采样剖面位置

图 1 窑街煤田地质构造与抱粉采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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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表明
,

自宋之深之后
,

国内
、

外在第三纪红层抱粉研究方面均无任何报道
。

因

此
,

第三纪红层饱粉研究仍是生物地层学中一个近于空白的研究领域
。

本文第一作者近年在第三纪生物地层研究工作中
,

针对西北地 区第三系多为红层
,

而红

层中大化石稀少而多为哑层的地质特征
,

首先对红层中红色样品的抱粉分析方法进行了反

复试验研究
,

并最终建立起一套新的
、

具有良好效果的红层抱粉分析方法
,

从而在第三纪红

层抱粉研 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犷̀

,

5 〕 。

①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

199 1
,

关于第三纪红层饱粉研究的文献检索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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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街煤矿 CO :
气体项目研究组在煤田西侧朱儿庄及其以北对红层剖面进行 了

实测和抱粉样品系统采集工作 ( 图 1 )
,

经对该批样 品进行室内分析处理
,

获得 了抱子花粉化

石
。

这也是此套地层中发现的首批化石资料
,

因此在地层的时代划分及当时的植被演化研究

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

2 地层及其研究概况

窑街地区侏罗系之上的红色地层较发育
,

主要分布在煤田东侧大抱环一带 (即 1F
9

断裂

带以东地区 )和大通河西岸朱儿庄以北及红 山村以北的大片地区 (图 1 )
。

该套红层的时代划分比较混乱
。

窑街矿务局等单位曾先后做过工作
,

并采集了一些抱粉

和微体化石样品
,

但绝大多数样品没有分析出化石
。

1 9 7 7 年
,

窑街矿务局暂将其归为第三

系
,

并注明这仍是一个有待继续工作的问题①
。

现将此工作剖面岩性和采样点 自上而下扼要叙述如下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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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粉采样点

图 2 朱儿庄红层实测剖面与抱粉样品位置图

F ig
.

2 M
e a s u er d Zh

u e rz h
u a n g R

e d eB d eS
e t io n a n d t h

e
P

o in t s o f s

卯
r于卯 Ile n as m p l

e s

朱儿庄剖面 (图 2)

上覆地层
:

第四系
。

一一一一不整合一~ ~ ~

3
.

棕红色
、

砖红色厚层状粉砂岩夹褐红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

底部为薄层砂质砾岩
。

采抱

粉样 7
、

8
、

9
、

1 0 号
。

厚 8 4
.

o m

2
.

砖红色厚层状细砂岩夹薄层灰色细砂岩
。

采抱粉样 5
、

6 号
。

厚 60
.

o m

1
.

紫红色
、

棕红色砾岩夹砖红色薄层粉砂— 细砂岩
。

砾岩砾石成分复杂
,

主要有绿色

片岩
、

硅质岩和花岗岩等
,

分选性与磨园度均差
。

采抱粉样 1
、

2
、

3
、

4 号
。

厚 62
·

s m

一~ ~ ~ 平行不整合 ~ ~ ~ 一

下伏地层
,

上侏罗统

① 窑街煤田及外围地质图说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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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饱粉组合及其时代与环境分析

在朱儿庄剖面中
t

共采集 10 个袍粉样品
,

均获得袍粉化石
。

总体上看
,

该剖面植物群以被

子植物占绝对优势
,

以具孔类
、

三沟类和三孔沟类为主
,

主要有朴粉属 ( eC lt 台户“ z￡” 众es )
、

枫香

粉 属 (五匆u以am ba
r P o l len 流

、 )
、

黎粉属 ( hc en
o
户对护汉坛 )

、

柳粉属 ( S以红护汉 le碗 es )
、

栋粉属

(Q u

ecr 次汉咖 )
、

棣粉属 (材
e z
~ 耐

众e : )
、

辉粉属 (尸阴￡动沉加拢
n众es )

、

大戟粉属 ( E u Ph or 祝改此 s )

和 械 粉属 ( A ` e成如 l l e ” 此
、 )

,

其 它 还 有 胡 桃粉属 ( J u g l a sn 加l l e碗 es )
、

拟 桦 粉属 (召以 u -

z“ 己疏户况距刀众es )
、

漆树粉属 ( hR帅此
: )

、

百合粉属 ( L 兹、 心众es ) 和管花菊粉属 ( T u b u l ifl or 心旋
、 )

等
。

裸子植物次之
,

主要为无 口器粉属 (I an P曰嘴 u
or P o l l e n

此
、 )

、

杉粉属 ( T 久之心妞eae P ol l e n此 : )
、

双束松粉属 (尸in us P
o ll e n it es )和拟落叶松粉属 ( aL

r ic 次刁iet
、
)

。

旅类抱子很少
,

主要为瘤面海金

沙抱属 ( L , g心赫户胡况: )
。

根据袍粉属种与含量在剖面上的分布
,

可将其划分为 3 个组合带

(表 1 )
,

自下 (早 )而上 (晚 )为
:

表 1 窑街朱儿庄红层剖面抱粉含 t 表

肠 b l e 1 T h e p e cr e n t a g e o f卿
r o 一

卯ll e n f r o m z h u e r z h u a n g R e
d 玫d se

e t io n i n
Y

a o
ji

e 一 t o
be

c

命 t in u e
d

乍乍定寻之=
一

一
垫粉 组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抱抱

乒另蝴踌踌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l 000

22222 4 222 3 555 6 777 777 10 444 2 1 777 1 84 666 8 333 7 555 l 666

被被子植物花粉粉 9 7
.

333 1 444 76
.

111 777 8 8
.

555 9 8
.

222 9 9
.

222 8 1
.

999 9 7
.

444 444

裸裸子植物花粉粉 1
.

777 l 222 14
。

99999 7
。

777 1
.

888 0
.

777 1 5
.

777 1
.

333 999

蔗蔗类抱子子 1
.

000 999 9
.

00000 3
。

88888 0
.

111 2
.

444 1
.

333 333

银银杏属 G in k g ooooo lllllllllllllllllll

罗罗汉松粉属 P记民
a r p id i t a sssssssssss 1 000 0

.

55555555555

雪雪松粉属 eC d r ip i t e sssssssssssssssssssss lll

拟拟落叶松粉属 L a r ie o id i t e sssss 333 1
.

55555 1
.

000 1
.

44444444444

云云杉粉属 p i e e a e

卯 lle n t e sssssssssssssssssss 11111

双双束松粉属 P i n u s

即 xle n i t e sss 1
.

000 111 1
.

55555 1
.

99999 0
.

222 4
.

88888 222

铁铁杉粉属 I s u g a e

即一le
n i t

e sssssssssssssssssssssss

杉杉粉属 aT
x
od i a e e a e

即 i l e n i t e sss 0
.

333 222 4
.

555 222 3
.

88888 0
.

33333 1
.

33333

无无 口器粉属 I n a伴 rt u or 卯 lle n i t e sss 0
.

333 555 6
.

000000000 0
.

0 555 8
.

44444 444

麻麻黄粉属 E p h e d r sp it e sssssss 1
.

555555555 0
.

0 555 2
.

44444 lll

柳柳粉属 aS l i a x i卯 lle n ; t e sss 0
.

777 lll 4
。

555 222 5 1
.

000 3
。

222 5 9
.

666 1 3
.

333 1 6
.

000 lll

胡胡桃粉属 J
u g l a n

卿 l l e n i t e sssssss 1
.

5555555 1 8888888 0
.

11111

拟拟桦粉属 eB
t u la e eo i卯 l王e n i t e sssss

11111111111 0
.

33333 4
。

00000

恺恺木粉属 A ln i即 ne n i t e sssssssssssssss 0
.

222222222

拟拟棒粉属 M o m ip i t e sssssssssssssssssssssss

栗栗粉属 C u p u il fe or i因 lle n , t e sssssssssssssss 0
.

222222222

栋栋粉属 Q
u e cr a id i t e sss 1

.

000 333 4 55555 1
.

000 0
.

555 3
.

777 3 8
.

666 5
.

3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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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C o n t in u e d

11111 夕夕 444 333555 666 777 888 999l 000抱抱 粉

乒黔醚粉粉未未 最最
6 777 777 1 0 444 2 1 777 18 4 666 8 3337 555 1 666

方方卜粉属 c e 】t i , m l l
e n i t e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 任 `̀

苦苦款款款款
8 4

.

333 0
.

777 1
。

222 4
.

000 222

朴朴粉属 C e l t i s卯 ll e n l t e sssssssssssssssssssssss

愉愉搽属 1 Tlm im tl尸 n i t e 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只

偷偷粉属 U l n l l
op lle n l t e sss 92

.

88888 1 1
.

999 lllllllll 4
.

888 6
.

77777

知知吞奴 )属 1 1。 , 一;月 ,
m坛

r r洲 、 11户 n ; t 户 ,,,,,,,,,,,,

枫枫杳粉属 L iq u id a m ba r

卯 l le n , t e sssssss 2 6
.

9999999 刁
。

55555 1
.

222 1
.

33333

右右亩奴备启 h月。 1亏。 。~ i d亏+ p 、、、、、、、、、、、、

裸裸粉属 M e il a e eo id i t e sss n
_

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

友友 书身板卜屠 T 10 ,
~

110。 ;+ 0。。。。。。。。。。。。

冬冬青粉属 I le x
op ll e n i t e sss

米米
111 1

.

555 III 2 2
.

111 2
.

333 4
.

777 4
.

888 5
.

33333

谧谧史 脚、 钾轰 t 矛一。 ~ 二~ ~ :~ ~ 11~ ~ 布+ 。 。。。。。。。。。。。。

拌拌粉属 F
r a x in o i即 ll e n i t e sssssssssssss 0

.

555 0
.

111 2
.

444 4 00000

司司全 壬升 翻 、 疾会 D 卜~ ; , 二+ 。 。。。。。。。。。。。。

漆漆树粉属 R h o ip i t e sssssss A
`

只只只 1 0
.

666 0
.

555 0
.

444 1
.

222 1
.

33333

...

J尸 含肋 业产、 r是 勺 ,
_ _

_ L ~ _ L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大戟粉属 E u p h o r
b i a e i t e sssssssss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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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 马玉贞等
:

甘肃窑街朱儿庄红层饱粉组合与地质时代

3
.

1 枫香粉属一株粉属组合带

包括 1
、

2
、

3号样 品
,

以被子植物占优势
,

达 76
.

1%一 97
.

3%
,

其中以具孔类为主
,

如枫

香粉和朴粉属
,

三孔沟粉属和三沟粉属也有一定含量
。

热带和亚热带分子含量较高
,

并有零

星草本植物
;
裸子植物含量少且无优势分子

,

包括双束松粉属
、

杉粉属
、

无 口器粉属和拟落叶

松粉属
;
蔗类见有瘤面海金沙抱属和水龙骨单缝袍属

。

此组合与邻区西宁一一 民和盆地始新

世洪沟组一
、

二段抱粉组合的总体面貌相似而可对 比
。

西宁一 一民和洪沟组一
、

二段的抱粉组合中威类抱子和具囊松柏类含量不多
,

裸子植物

以麻黄粉为主
,

而被子植物占优势
,

且以榆科和山毛律科花粉为主
,

三沟粉
、

三孔沟粉
、

网纹

三孔沟粉含量较高
,

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尚有桃金娘粉
、

山龙眼粉和紫树粉等
〔6 , 。

朱儿庄第一

抱粉组合也含有较多的榆科和山毛样科花粉
,

三 沟
、

三孔沟粉类和热带
、

亚热带分子含量较

高
,

裸子植物和蔗类抱子含量较低
,

所不同的仅是含有较多的枫香粉属
。

枫香粉属是较古老

的一个属
,

其化石花粉在第三纪地层中经常出现
,

在我国分布很广
。

故可将此组合的时代拟

定为早一 中始新世
。

朱儿庄剖面第一抱粉组合中含有较多的现今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枫香粉属
,

表明当时

(早一 中始新世 )气候温暖
。

现代榆科主要分布在热带
、

亚热带及温带地区
,

是喜光耐旱的植

物
,

其中朴树产于黄河及长江流域
;现代谏

、

大戟均为热带
、

亚热带分子
。

该组合热带和亚热

带分子含量高
,

说明当时气候炎热
。

从整个抱粉组合来看
,

当时的植被面貌为亚热带的落叶

阔叶林
,

气候与植被均与当今中国南部地区相似
。

3
.

2 柳粉属一朴粉属 一将粉属组合带

样品号为 5
、

6
、

7 号 (4 号样未统计 )
,

其特征为被子植物占优势
,

达 88
.

5一 99
.

2%
,

裸子

植物花粉和蔗类袍子含量很低
。

被子植物花粉中具三沟和三孔沟的分子较为丰富
,

如柳粉

属
、

稗粉属
、

械粉属
、

大戟粉属
、

栋粉属和漆树粉属
。

具孔分子愉科 (如朴粉属 )和胡桃科也有

一定的含量
。

和上一组合相 比
,

三沟和三孔沟分子明显增加且总体上超过了具孔分子
,

具孔

类和热带
、

亚热带分子明显减少
,

含有零星草本植物
。

裸子植物花粉以杉粉属和双束松粉属

为主并略有增加
。

本组合与邻区柴达木盆地中始新世晚期路乐河组上部和西宁一 民和盆地

始新世中
、

晚期洪沟组三段的抱粉组合相似而可对比
。

路乐河组上部的抱粉组合中蔗类袍子

零星出现
,

裸子植物以麻黄粉属 为主
,

被子植物数量多且种类复杂
,

其中数量较多的是三沟

和三孔沟类
,

具孔分子较少
,

和菊科类有关的刺三孔沟粉属和与黎科有关的薄粉属 已出

现
〔 7“ 。

洪沟组三段的饱粉组合中
,

旅类抱子和裸子植物较少
,

被子植物中以朴粉属最多
,

三沟

粉和三孔沟粉次之
,

出现少量草本花粉
,

菊科含量明显增加
〔6〕 。

故朱儿庄第二袍粉组合的时

代可定为始新世 中
、

晚期
。

本抱粉组合中温带分子虽增加较 多 (如柳粉属 )
,

但仍含有一定量的热带
、

亚热带分子

(如大戟
、

漆等 )
,

气候仍较温暖炎热
,

与柴达木盆地路乐河组相比
,

气候也较湿润
。

3
.

3 栋粉属 一柳粉属 一样粉属组合带

该组合仍以被子 植物 占优势
,

为 81
.

9一 91
.

4%
,

且 以三沟类和三孔沟类 为主
,

如栋粉

属
、

柳粉属
、

秽粉属
、

漆树粉属和大戟粉属
;仍有少量热带和亚热带分子存在

,

草本植物花粉

有所增加
。

裸子植物较前也有所增加
,

且以双束松粉属和无 口器粉属为主
。

本组合可与柴达木盆地晚始新世 一早渐新世下干柴沟组下部抱粉组合和西藏晚始新世

一早渐新世牛堡群第二组合对 比
。

这两个组合很相似
,

其特征是
:

被子植物以三沟和三孔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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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

如栋粉属
、

徕粉属
、

芸香粉属
、

柳粉属
、

稗粉属和拟 白刺粉属
;
具孔花粉有一定的含量

,

如恺木粉属
、

胡桃粉属
、

拟桦粉属和薄粉属等
。

松柏类花粉明显增加
,

有云杉粉属
、

单束扮粉

属
、

双束松粉属和雪松粉属
。

此外
,

还有少量的草本植物
〔,

,

的 。

与上述两组合相 比
,

朱儿庄第三组合中反映暖温带的具孔分子 (如朴粉属
、

枫香粉属和

无 口器粉属 )含量较高
,

具囊松柏类较低
,

这与窑街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相当大的关系
。

故

本组合时代可厘定为晚始新世 一早渐新世
。

宋之深等研究表 明
,

我国南部地区早第三纪各期抱粉组合的变化趋势大致为
:

早第三纪

早期
,

组合中的被子植物以古老类型的具孔类 (如亚三孔粉属
、

褶皱粉属
、

脊偷粉属
、

小榆粉

等 ) 为主
;
稍晚

,

古老类型的具孔花粉有所减少
,

三沟和三孔沟类增加
,

麻黄粉属普遍存在
,

时

代分别为古新世晚期和始新世早期
。

始新世时
,

组合面貌有所变化
,

被子植物 中三沟及三孔

沟类逐渐增多
,

具孔类退居次位
,

一些古老分子渐次灭绝
;
早始新世

,

组合中除上述分子外尚

有一定数量的古老分子
;
中始新世以被子植物中的三沟及三孔沟类占优势

,

古老分子较缺

乏
,

具孔分子很少和具气囊花粉极少为特征
;
晚始新世

,

松柏类
、

尤其是具气囊的松科明显增

加
,

占有一定数量
。

渐新世
,

组合面貌又有了较明显的变化
,

主要是松柏类占有一定的 比例
,

同时桦科和胡桃科花粉增加较多
`8〕 。

综上所述
,

朱儿庄红层剖面所含抱粉组合的特征表明
,

其时代主要为始新世
,

顶部延续

到渐新世早期
。

即始新世抱粉组合中热带
、

亚热带分子明显增加
,

具大量三沟
、

三孔沟花粉
,

这是当时我国东 (南 )
、

西部抱粉组合的共同特征
,

表明当时气候湿热
。

与全国相比
,

当时西北

区的耐旱分子含量较高而气候较为干旱
。

朱儿庄剖面含有一定的耐旱分子如榆科和棣粉属

等
,

但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均少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路乐河组
,

且含有一定量的无口器粉

属和杉粉属
,

故窑街气候较湿润
,

处于中国东
、

西部气候的过渡区
。

4 认识与讨论

根据在窑街朱儿庄红层 中获得的较丰富的抱粉化石资料
,

结合有关地区的抱粉资料进

行综合对 比研究
,

得到如下认识
:

1) 窑街朱儿庄红层剖面所含抱粉可划分为 3个组合
:

①枫香粉属一糠粉属组合
,

时代为

早一 中始新世
;②柳粉属一朴粉属一秽粉属组合

,

属始新世中
、

晚期
;③栋粉属一柳粉属一稗

粉属组合
,

时代为晚始新世 一早渐新世
。

2) 朱儿庄红层剖面主体为始新统
,

其顶部属下渐新统
。

3) 窑街地区在始新世发育以亚热带和暖温带植物为主组成的亚热带型落叶阔叶林
,

气

候较炎热
;
始新世晚期至早渐新世演变为以暖温带落叶

、

阔叶树种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植

被
,

表明当时气候为北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
。

4) 窑街地区始新世抱粉组合与中国东
、

西部地区植被相似
,

气候亦差别不大
,

但从渐新

世早期开始出现差异
。

收稿 日期
:

19 9 4 年 7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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