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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部某盆地早第三纪

半咸水有孔虫化石群的发现及其意义

汪 品 先 林 景 星
同 济 大 学 地质科学研究院

‘ 之 一

一
、 目 吕

有孔虫是典型的海洋生物
,

在河湖等淡水水域和与海洋毫无关系的咸水湖沼里
,

都没

有有孔虫
,

因此
,

它是海相和海陆过渡相及残留海的指相化石之一
。

我国过去只在新疆
、

西藏
、

台湾三省发现过第三纪的有孔虫化石
,

其余广大地区均未见报导
,

并全都认为是陆

相地层
。

年夏
,

在我国中部某盆地早第三纪末期荆河镇组地层中
,

发现了保存完好

的有孔虫化石
。

这一发现
,

说明该盆地在早第三纪的地质历程中
,

并非始终是一个陆相盆

地
,

很可能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与海有一定的联系
。

同时也表明
,

这一盆地的邻近地区应有

海侵发生
,

等等
。

这些问题的研究
,

关系到我国东部地区早第三纪海侵的规模
、

次数
,

沉积

矿产的找矿方向和远景评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

我们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提出一些

粗浅的看法
,

如有不当之处
,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二
、

地 层 简 介

该盆地在白奎纪初期开始沉降
,

形成一巨大的沉积盆地
。

在整个早第三纪的地质历

程中
,

盆地逐步上升
,

沉积面积不断缩小
,

至早第三纪末期
,

荆河镇组只在凹陷中部有所沉

积
。

此后盆地全部升出水面
,

至晚第三纪开始重新沉降
,

在早第三纪末的侵蚀面上
,

又接

受了上第三系广华寺组的一套厚 一 米的陆相粗碎屑沉积和第四纪平原组的砾石
、

砂
、

淤泥等陆相沉积
。

现将早第三纪地层由老到新简述如下

下伏地层 白奎系
。

新沟嘴组 主要为一套灰色
、

红色泥岩
。

夹砂岩及灰岩
,

含芒膏岩及石盐岩
。

厚

一 米
。

荆沙组 以紫红色泥岩为主
。

夹少量灰绿色泥岩和砂岩
,

含石膏
。

厚 一

米
。

。

组 主要为灰色泥岩
、

砂岩
、

钙芒硝岩及石盐岩
。

厚 米至 米
。

本

组蒸发岩特别发育
,

石盐岩多且厚
,

呈频繁韵律层出现
。

荆河镇组 主要为灰绿色泥岩
。

夹粉砂岩
。

厚 。米至 米
。

该组沉积时盆地

开始淡化
,

未见石盐岩层
。

注 承湖北地质学院郝贻纯同志审改文稿
,

提出宝贵意见
,

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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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瞿地层 上第三系
。

我们在荆河镇组下部的岩样中
,

分析出一些保存完好的有孔虫化石
,

与介形虫化石共

生
。

有孔虫 扁平圆盘虫 新种 。 占 , 。 , ’
,

圆盘虫未定种 活
· ,

圆盘虫 占行
,

串球虫 人 。

介形虫 似纺锤美星介 夕 , , , ,

美星介 未定种 夕 , , ,

斗星

介 未定种
,

似三角真星介 ‘ “ , 。

三
、

种 属 描 述

圆盘虫科 而
,

回盘虫属
,

低螺旋
,

近圆形
。

平凸
,

一般腹面较平
,

背面较凸
。

壳缘圆至角状
。

背面可见所有房

室 腹面只见最后一圈房室
。

具脐叶
,

从每一个房室的基部向脐部延伸
,

呈放射状排列
。

脐叶下面的空腔可以通连房室内部
。

壳壁钙质有孔
,

脐叶透明无孔
。

裂缝状拱形 口 孔
,

由

内边缘延至外脐部
。

分布及时代 中国
、

欧洲
、

北美
、

新西兰
、

澳大利亚
、

太平洋
、

大西洋
。

始新世至现代
。

扁平圆盘虫 新种
· ·

图版 图 一
,

一

近圆形
。

壳缘浑圆
,

微呈瓣状
。

背面平凸
,

腹面近平
,

中部微凹 。

二圈
,

至 室
,

末圈 至 室
,

逐渐增大
。

房室近三角形
,

背部室面一般较平而腹部室面稍鼓
。

有时末室

突然增大
,

而且在腹面骤然增高
。

早期缝合线粗厚
、

平
、

微弯 晚期则细
、

下凹
。

脐叶较小
,

近三角形
,

向脐部延伸
。

脐部开放
。

壳壁光滑
。

裂缝状拱形 口 孔
。

脐叶下亦开放
。

壳径 毫米左右
,

最大 毫米
。

厚 毫米左右
,

最厚 毫米
。

比较 法国中始新统的泡状圆盘虫 , 与本种相似
,

但

前者壳缘尖锐
,

而后者浑圆
,

容易区分
。

变异 本种末室形态
,

有的和以前房室一样
,

·

有的突然增大
,

且在腹面骤然增高
。

其

形状从扇形
、

近椭圆形至近四方形者都有
。

层位 下第三系荆河镇组
。

标本数量多
。

登记号 一
。

一
。

为正型
,

为副型
。

圆盘虫 未定种 “

图版 图 一

近卵形
。

壳缘浑圆
,

瓣状
。

背面近平
,

腹面凹下
。

二圈
,

至 室
,

末圈 室
,

增大

较快
。

房室近扇形
。

背面室面近平
,

腹面室面则凸起
。

早期缝合线粗
、

平
、

近直
、

后倾 晚

期则细
、

凹
、

微弯
、

后倾
。

脐叶发育
,

三角形
,

伸向中央
,

脐或开或闭
。

壳壁光滑
。

裂缝状拱

形 口 孔
,

脐叶下亦开放
。

壳径 毫米左右
,

最大 毫米 厚 毫米左右
,

最厚 毫米
。

比较 本种与法国巴黎盆地
,

中始新统中的花托圆盘虫 沂 ’, 叮。 , 反

相似
,

但前者背面缝合线后倾 后者近放射状
,

壳口 又具薄唇
、

个体也较大
,

壳壁具粗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 期 汪品先
、

林景星 我国中部某盆地早第三纪半咸水有孔虫化石群的发现及其意义

孑
,

易于区分
。

因标本较少
,

暂不定种
。

变异 不同个体脐叶发育程度各异
,

使脐或开或闭
,

尤以最后几室的脐叶变化较大
。

层位 下第三系荆河镇组
。

登记号 一
。

圆盘虫未定种
·

图版 图

五边形
。

壳缘圆
。

背面平
,

腹面近平
,

中央微凹
。

‘

二圈半
,

共 ”室
,

末圈 室
,

增大较

快
。

末室近梯形
,

其余房室腹视近三角形
,

背视近四边形
。

早期缝合线平而粗厚
,

晚期近

直
、

后倾
、

细而下凹
。

脐叶极为发育
,

三角形 , 伸至中央
,

联成一片
,

把脐部完全封闭
。

壳壁

光滑
。

裂缝状拱形口 孔
。

壳径 毫米
,

厚 毫米
。

比较 本标本以背腹均平
、

脐叶特别发育
,

五边形的壳形等特征易和其他种区分
,

因

仅有一个标本
,

难于确切定种
。

层位 下第三系荆河镇组
。

登记号

链形虫科
,

串球虫属
,

壳长
、

单列
、

近直
、

房室少
,

逐渐增大
。

缝合线近水平
、

微凹
。

胶结壳
,

壳面粗糙
。

末端

式圆形 口 孔
,

端部具清楚管状 口 颈
。

分布及时代 世界各地
。

石炭纪至现代
。

‘

串球虫 未定种 左 叩
·

图版 图

壳长
、

单列
,

房室为圆柱形至亚球形
。

仅见三室
。

胶结壳
,

表面粗糙
。

缝合线近平
、

凹

下
。

壳长 ”毫米 壳径 毫米
。

讨论 本标本保存不好
,

房室可能部分断缺
,

未见口 孔
,

难于进行确切鉴定
,

目前仅据

其一般特征
,

暂定为串球虫属
。

层位 下第三系荆河镇组
。

数量极少
。

登记号
。

四
· 、

该盆地微体动物化石群的分析

首先
,

让我们先归纳一下该盆地有孔虫化石群的特征
。

属种单调

由两属两种组成
,

但以扁平圆盘虫 新种 , ,
·

‘ ,

占绝对优势 占
,

而独具一格
。

壳体小
、

扁平圆盘虫 新种 该 , 。 , , ,

壳径最大为 毫米
,

壳厚为 。一 毫

米
,

与其相似的法国巴黎盆地的泡状圆盘虫 打 , 而 的壳径为 毫米
,

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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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虫的壳径比后者小两毫米
。

种内变异大 详见描述部分

与陆相淡水一半咸水介形虫共生

这里共生的介形虫有似纺锤美星介 , , ,

美星介 未定种 ,’ “

,

斗星介 未定种 夕户
,

似三角真星介 “即户 , “ 。

其中
,

美星介 仰
, 口 ,“ 一属大多数种生存在淡水里

,

有部分种可以生存在 一

痴 咸度的环境中
。

斗星介在淡水至咸度为 一 痴 的水域中均能生存
,

一般生存

在底深 米左右的水盆地里
。

真星介以前认为只生存在淡水中
,

但从其与半咸水有孔虫

共生
,

以及当时沉积物中还含有石膏等少量蒸发岩
,

都说明它们中有些种在水体咸度达

一 殉 时
,

仍能生存
,

或者当它们从淡水进入到半咸到微咸水时
,

仍能生存
。

因此我

们在这里把它们视为陆相淡水一半咸水种类
。

介形虫共三属四种
,

在属种数量上比有孔虫多
,

而且是常见分子
。

在种内变异上
,

介

形虫比有孔虫小得多
。

一个物种
,

当其现在生存的环境与其原来 遗传 所要求的环境相

差无几时
,

一般变异就小
,

相反就大
。

或者
,

环境条件 如水温
、

含氧度
、

咸度等 动荡不定

时
,

变异也大
。

对有孔虫来说
,

决定的主要因素是咸度
,

咸度越低 或变化越大
,

能适应的

有孔虫就越少
,

有时只有几种或一种
,

而且种内变异很大
,

特化畸形个体也相应增多
。

而

对介形虫某些种类来说
,

咸度就不一定是决定因素
,

因为有些介形虫的属种在淡水至半咸

水中均可生存
,

而种内变异却不大
。

所以我们认为
,

在这个微体动物群中
,

介形虫是原地分子
,

而有孔虫则是外来分子
。

五
、

荆河镇组沉积时的古地理问题

在探讨古地理问题之前
,

让我们对现代半咸水有孔虫的生态分布作一简略介绍
。

有孔虫是典型的海洋生物
,

但和其他许多海生动物一样
,

也可以生存在与海洋有密切

关系的半咸水环境里
。

现代半咸水有孔虫大致可分成两大类
。

河 口
、

泻湖

河 口 、

泻湖为与海相通
,

受海水影响的水域
。

受海水影响的河口 ,

一般均有胶结壳的

有孔虫生活 当其咸度与正常海的咸度相近时
,

则以钙质壳的有孔虫为主 在远离海岸的

淡水段中
,

有孔虫不能生存
,

’

因而没有有孔虫
,

只有带壳的变形虫 ’、 。

因为

在种类繁多的正常浅海有孔虫动物群中
,

只有极少数适应性很广的广生性种类
,

才能适应

生活条件动荡不定的河 口 和泻湖环境
。

所以在这些水域里生存的有孔虫种属显得非常单

调
,

壳质薄
、

壳体小
、

纹饰弱
,

而种内变异却相当大
。

这些都是半咸水有孔虫动物群的特

征
。

如长江口 就有个体小的钙质有孔虫
,

由河 口上溯达 公里之远
。

残留海

残留海为海侵区域海退后的残留水盆地
,

它包括与大海隔绝的内海
、

海湾
、

地下水盆

地
。

它们可以位于离海洋很远的内陆地区
。

如苏联的里海与咸海都是晚第三纪末海侵后

的残留海盆
。

咸度分别为 一 瓜 及 痴
,

各有 种与 种有孔虫生活
。

匈牙利的一

个现代内陆湖 中生活一种胶结壳的有孔虫
,

系中新世海侵的遗留种 。 在非洲撒哈拉大沙

漠和中亚喀拉库姆沙漠的地下水 半咸至微咸水 中
,

也发现过现代有孔虫
,

它们也是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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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纪海侵的孑遗
。

在中亚地下水中生存的有抱环虫 ’
、

圆盘虫 行 及瓶

虫 。。 等
。

这些原是钙质壳有孔虫
,

由于生活条件变化
,

变成透明
、

极薄的假几丁质壳

了
,

它们显然是很难保存为化石的
。

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
,

对其河流和淡水湖泊做过大量的水生生物调查和底质分析

工作
。

均未发现有孔虫
,

所以在陆相淡水水域里
,

是没有有孔虫的
。

那么
,

在与海洋虽毫无联系
,

却具有与海洋大致相同的条件 如盐度
、

水温
、

含氧度等

的内陆盐湖中
,

有没有有孔虫生存呢 由于该盆地远离海洋
,

又从未见过 自三迭纪以后的

海侵报导
,

而在它的早第三纪末期地层中
,

却发现了有孔虫化石
,

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特别

重视
。

我们这次专门对西藏的绍戈湖
、

班戈湖
,

青海的大柴旦湖
、

察尔汗湖四个著名的现代

盐湖的底质进行了分析
,

结果仅见介形虫湖花介
。口 ‘ 而无有孔虫

。

其他国家的

调查
,

也同样证明这点
。

二总之
,

从现有资料 无论是从现代还是从地史时期对有孔虫的研究 来看
,

凡在内陆水

域中发现有孔虫群
,

只能是两种类型 与海相通的陆相湖盆 残留海
。

还有无其他

可能
,

尚待将来发现和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再来探讨荆河镇的古地理问题
。

圆盘虫主要在正常浅海营底栖爬行生活
,

它能忍受较高或较低的咸度
,

是一种既适应

于半咸水也适应于微咸水的极少数有孔虫之一
,

分布相当广泛
。

在与海洋相通的现代淡

化水域内常有发现
,

如北美的泻湖
、

欧洲的河 口
、

咸海等地
。

它在早第三纪分布比现代还

要广泛
。

该盆地下第三系荆河镇组下部
,

发现以扁平圆盘虫 新种 ‘ ,

为代表的有孔虫动物群与陆相淡水二半咸水介形虫共生
,

与法国巴黎盆地始新统 上 部 地

层的化石组合极为相似
。

在巴黎盆地原定为湖相的 组灰岩中
,

后来分析出大量的

有孔虫化石
,

也只有花托圆盘虫 ’ 。 一属一种
,

与陆相介形虫
、

腹足类及

轮藻共生
,

经详细研究后
,

认为并非湖相沉积
,

而是泻湖相半咸水沉积
,

但咸度低
。

大致

相似的例子还很多
,

如法国侏罗山西麓渐新统灰岩中
,

也曾发现圆盘虫与陆相介形虫
、

轮

藻等共生的化石群
,

是 期海侵影响下半封闭水盆地的产物
。

此外
, 犷

如欧洲东南部
,

苏联高加索
、

中亚费尔干
、

勘察加半岛西岸
,

叙利亚
,

德国来因河
,

委内瑞拉
,

美国索尔顿等

盆地的第三纪地层中
,

均发现过有孔虫化石与陆相化石共生的化石群
,

它们都是与海有密

切关系的泻湖
、

海湾
、

滨海沼泽一类过渡性半咸水盆地的产物
。

现代的例子
,

如法国利翁湾沿岸的泻湖中就有几种有孔虫与轮藻及陆相淡水一半咸水

介形虫土星介 口 行 共生的生物群
。

荆河镇组有孔虫化石群的情况
,

与上述古今中外的实例相似
。

所以它不是单纯的陆

相盆地
,

至少在荆河镇组沉积时期
,

应是与海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有一定联系的盆地
,

很可

能是一个与当时的古海或古海湾相通联或时通时闭的海陆过渡性半咸水盆地
。

考虑到荆

河镇组是该盆地最后收缩期的产物
,

因此
,

该盆地可能从始新世的前期开始
,

就处于这样

的状况了
。

由于是海陆过渡性盆地
,

所以无论是在沉积物还是生物群的组份上都表现了相互渗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地 质 学 报 斗 年

透的复杂情况
。

该盆地在整个早第三纪期间
,

沉积了大量的盐类物质
,

从整个盐类沉积类型看
,

陆相

成分占优势 如硫酸盐多
,

所以有人认为是陆相盐湖 但有些地段出现了碘嗅偏高的情

况
,

与上述说法有些矛盾
。

因为碘嗅偏高就可能与海相盐湖有关
。

从化石方面
,

也发现了

这种矛盾情况 一方面有陆相介形虫 一方面又出现了来自海域的半咸水有孔虫
。

所有

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一盆地在早第三纪
,

既不是单纯的陆相盆地
,

也不属于正常的海域
,

很

可能是以陆相为主
,

但受海侵影响的过渡性盆地
。

由于盆地与当时海侵的古海或古海湾

相通
,

海水沿着通道流人
,

把海洋中一些物质和生物携带进来
,

从而造成上述沉积相和生

物相的复杂情况
。

六
、

结 束 语

我们认为该盆地下第三系荆河镇组有孔虫化石群的发现
,

从现在看
,

虽然离海很远
,

但其化石组合性质却表明 在其沉积期间或沉积以前
,

相邻的区域内应有海侵发生
。

这

是有可能的
。

迄今为止
,

我国在山东
、

下辽河的早第三纪 广东
、

广西等一些地区的第三纪

地层中
,

都陆续发现了有孔虫化石或其他海相化石
。

说明我国东部地区在第三纪期间
,

确

曾发生过海侵
。

至于海侵的规模
、

次数
,

以及这些盆地的相互关系及与海的通道等等问

题
,

都值得我们今后进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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