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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拉萨地体的典中)那玛剖面设兴组上部新发现孢粉组合，其特征为：孢粉化石多为第三纪常见分子，未发现早白垩世

和晚白垩世特征分子。因此样品产出的层位不可能属于白垩纪的沉积。孢粉组合以落叶、阔叶植物为主体，主要为桦科的桤

木粉（!"#$%&""’#$(’)）、桦粉（*’(+",’%&""’#$(’)）、枥粉（-,.%$#$%(’)），山毛榉科的栎粉（/+’.0&$1$(’)）胡桃科的胡桃粉（2+3",#)4
%&""’#$(’)），榆科的榆粉（5"6$%&""’#$(’)），椴科的椴粉（7$"$,%&""’#$(’)）等，热带、亚热带植物孢粉少量出现；草本植物花粉出现

很少，如晚第三纪常见的藜科（?79:>@>A32=929），菊科（?>1@>83B29），禾本科（CD213:929）及蓼科（E>4F;>:2=929）等，指示了样品所

在层位沉积时的气候并不干旱；早第三纪早期大量出现的三孔沟，网面三孔沟等花粉少量出现；孢粉总的面貌反映了温凉、湿

润的温带气候，指示了落叶、阔叶森林广泛分布。孢粉组合更接近于早第三纪中晚期的面貌，其时代可能属于始新世)渐新世。

本次孢粉的面貌与伦坡拉盆地的牛堡组中段孢粉化石面貌有些相似，与牛堡组上段和牛堡组之上的丁青组（渐新统）孢粉面

貌相差甚远。因此推测，典中)那玛剖面设兴组产出孢粉的层位与牛堡组中段可能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或稍晚的时代。典中)
那玛剖面的设兴组可能不仅仅包括晚白垩世晚期的地层，还包括下第三系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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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兴组的由来及命名

设兴组是从原来的塔克那组划分出来的一个地

层单位，建组剖面在堆龙德庆县马区设兴村。拉萨

地区最早命名的白垩系地层是“林子宗红层”和“林

子宗火山岩”，是由政务院西藏工作队地质组!"#$
年提出的。!"%&年，西藏地质局第三地质队将前者

命名为塔克那组，后者称火山岩组，并合成林周群。

!"%$年，该队研究了塔克那组之下的煤系地层，分

出下部（以页岩为主）林布宗组与上部（以砂岩为主）

楚木龙组，合称拉萨群。!"%#年，西藏地质局综合

普查大队将拉萨群改称林布宗群，分下部楚木龙组

与上部的白郎组，与西藏地质局第三地质队划分的

林布宗组和楚木龙组大体相当。

上述两个地质队及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从这

两组地层（主要是下部）中采集了植物化石、菊石及

双壳类化石，在塔克那组灰岩、泥灰岩中采得主要化

石为菊石和有孔虫，说明属于下白垩统上部的阿普

第’阿尔必阶。但在塔克那组中所采的双壳类!"#$
%&’()#*%+,(*-*+.+，/-.0,-(12(3’.4#+0(0(等是喜马

拉雅上白垩统上部的化石。!(!))万拉萨幅地质图

说明书采纳了塔克那全归上白垩统的意见，王乃文

（!"*+）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是有问题的，塔克那组含

义太广，所包含岩层太多，时限太长；并根据赵进喜

在拉萨以西的麻江地区的红层与火山岩互层中（原

塔克那组的上部）发现晚白垩世晚期马斯特里赫特

阶的恐龙化石5(4,&4-6,(7-,-.，与前述双壳类化石

所指时代相当，认为塔克那组下部包括了下白垩统

上部，上部包括了上白垩统，因此，有必要将该组进

一步划分。

!"*)!!"*!年，王乃文等在拉萨附近、羊八井/
曲水主干公路沿线及林周地区研究了侏罗/白垩系

地层，理出了侏罗系地层层序，订正了白垩系地层层

序和时代。在楚木龙组与塔克那组之间分出另一套

地层，砂岩与页岩互层的海侵初期地层，称为朗巴

组，可能属于巴列姆阶。并把原来的塔克那组下部

灰岩、泥灰岩与钙质页岩单独划分出一组，保留塔克

那组一名，原先的红层部分另立一组，称设兴组。狭

义的塔克那组属下白垩统上部阿普第/阿尔必阶，设

兴组属上白垩统；并且保留林子宗组名称，将它理解

为设兴组之上的块状中性为主的火山岩，其时代为

白垩纪末或延至第三纪初。

& 关于设兴组生物地层研究

王乃文（!"*+）报道了设兴公社的设兴组第&!

$段产双壳类896,.3#*0-(+0’(4.*(，认为相当于坎

潘阶。赵进喜在拉萨以西麻江地区的红层与火山岩

互层（原塔克那组的上部）发现晚白垩世晚期马斯特

里赫 特 阶 的 恐 龙 化 石5(4,&4-6,(7-,-.（王 乃 文，

!"*+）。刘训等（!""&）认为设兴组时代属晚白垩世

无疑。徐钰林等研究了林周澎波农场医院治育种场

间设兴剖面，在剖面中部鉴定到牡蛎化石5&4*#$
3#*0-（5,&%’(-(）:-+.427#+(，896,.3#*0-#+0’(4.$
*(，8-0#+0’-#*),#*%+,(*-*+.+等（西藏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

林宝玉等（!"*"）报道了澎波农场种畜牧场和典

中/那玛剖面，并在典中/那玛剖面发现介形虫和孢

粉化石，孢粉主要产自典中/那玛剖面的第+、"、!!
和!$层灰绿色页岩中，主要有：;-0.0’.74#6.0-+%-#’$
%-*+.+，<’.4#76.0-+，=&(0,.3.0-+9.*#’，=>(2+0’(7.+，

?*327(0.+6#’.0-+， =&4(3#6.0-+， 5.4-(-6#77-*.0-+，

@-*+.+6#’.0-+，8’(24(’.(4.0-+，=7(++#6#77.+，=-’-$
A’#6#77-*.0-+9-+#)#.42+，B.’-0.+6#’.0-+ 等；被 子 植

物，其时代可能是晚白垩世早期。在典中/那玛剖面

的设兴组上部（第%层）发现介形虫化石：870(*.$
4&6’.+011.A.+6.*C-’(，87.,-!，87.,-&，D4(*A’.42$
7#4&6’.+？.*%-*.42+，D.？,-.，=&6’.3#6+.+011.A2$
%.*+(:.42+。这一介形虫组合数量多而属种单调，与

蒙古人民共和国乃木盖特（234536）盆地上白垩统

乃木盖特组的介形虫组合非常类似，故鉴定者认为

设兴组产介形虫的地层也应属于晚白垩世。林宝玉

等（!"*"）通过上述&类化石研究结果结合设兴组的

地层层位（位于阿普特/阿尔布期的塔克那组之上）

认为，整个设兴组的时代应为晚白垩世，设兴组上部

的时代定为晚白垩世晚期更合适。

在!(&#万当雄幅地质调查中，针对典中/那玛

剖面的红层采集了大量的孢粉样品，样品由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孢粉分析实验室分析完成在剖

面上部的黑色泥岩夹层中（7+’!8#$号样品）分析

出了孢粉化石。

$ 孢粉化石的新材料及特征

!"# 孢粉化石

设兴组中上部的黑色泥岩夹层中（7+’!8#$
号样品）产出数量并不是很丰富的孢粉化石，主要

有：E+92*3(4.3.0-+,-.（紫萁孢），F-.#0’.7-0-+,-.
（光 面 三 缝 孢 ），?*327(0.+6#’.0-+91.:-7(9-*0.+
:;<6=,9>（套膜波缝孢比较种），50-’.+.+6#’.0-+,-.

（凤尾蕨孢），F(A.0’.4#76.0-+9.*#’:336?>@（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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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形三孔粉），!"#$%&$’()*$%+,-$’&(.&"/0)"%0,!""#
$%&（细粒唇形三沟粉），1(&($,*(&$,’()（具唇孢），

2()3*(4$"’+($,*(&$%+,’()（具环水龙骨孢），2$/0,5
*())+/$%+,’()（ 双 束 松 粉 ），1"6(4$"’+"+*())+/$%+,
7$"%0,（*+#+,&"）!-".(（破隙杉粉），8)/$*())+/$%+,
-"%"*)",-0,（*+#+,&"）*+#+,&"（变形桤木粉），8)5
/$*())+/$%+,9+&0,（*+#+,&"）*+#+,&"（真桤木粉），8)5
/$*())+/$%+,%+/0$*()0,$/,0"#1’2+（薄极桤木粉），

8)/$*())+/$%+,’()（桤木粉），:+%0)"+*())+/$%+,’()
（桦粉），;"&*$/$*$%+,’()（枥粉），<(-$*$%+,%&$"/5
.0)0,（$+,0"#3""）4%",0（三角莫米粉），=0+&5
’($4$%+,-$’&(7+/&$’$（*+#+,&"）*+#+,&"（小 亨 氏 栎

粉），=0+&’($4$%+,7+/&$’$（*+#+,&"）*+#+,&"1%+.’)
"#1%"&,)（亨氏栎粉），=0+&’($4$%+,",*+&（1%+.’)
"#*56)）$/,0"#4%",0（粗 糙 栎 粉），=0+&’($4$%+,
-$/0%0,（4276)）!""#$%&（小栎粉），=0+&’($4$%+,
’()（枥粉），>)-$*())+/$%+,’(()（榆粉），?0.)"/,5
*())+/$%+,’(()（胡桃粉），@&"6$/($*())+/$%+,’()（
粉），1$)$"+*())+/$%+,$/40#$%$%"#$)$,（*+#,&"）*+#,&"

（小椴粉），1$)$"+*())+/$%+,’()（椴粉），A(%7"/$*()5
)$,#",,+/,$,$#+8"-（倍什高腾粉），1&$*(&(*())+/$%+,
’()（三孔粉），1&$’()*(&(*))+/$%+,’(()（三孔沟粉），

B*+&’0)0-*())$,’()（ 口 盖 粉 ）和 !(/$’+&"*())$,
’(()（忍冬粉）。孢粉中以被子植物占优势，蕨类植

物和裸子植物均少量出现。

!"# 孢粉化石主要特征

设兴组孢粉化石的主要特征为：

（9）从*:;9<=>样品中分析出的孢粉化石多为

第三纪常见分子，未发现早白垩世和晚白垩世特征

分子，因此其产出层位不可能属于白垩纪的沉积。

（?）孢粉特征反映了以落叶阔叶植物桦科的桤

木粉（8)/$*())+/$%+,）、桦粉（:+%0)"+*())+/$%+,）、枥粉

（;"&*$/$*%+,），山毛榉科的栎粉（=0+&’($4$%+,），胡

桃科的胡桃粉（?0.)"/,*())+/$%+,），榆科的榆粉（>)5
-$*())+/$%+,），椴 科 的 椴 粉（1$)$"*())+/$%+,）等，热

带、亚热带植物孢粉少量出现。

（>）草本植物花粉很少出现，指示样品所在层位

沉积时的气候并不干旱。

（:）早第三纪早期大量出现的三孔沟，网面三孔

沟等花粉少量出现。

（=）孢粉总的面貌反映了温凉、湿润的温带气

候，指示了该区落叶、阔叶森林广泛分布。推测青藏

高原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白垩纪时仍为大陆剥蚀区

和内陆盆地沉积区，晚白垩世时升温事件占主导地

位，干旱热带向北扩大，此时青藏高原均被干旱热带

所覆盖。在生物分区上为劳亚;特提斯生物大区中

国南方生物区的西南;西北生物省，古气候总体上是

亚热带干旱气候（陈炳蔚等，9@@A）。这与本次孢粉

组合所反映的以落叶、阔叶森林广泛分布的温凉、湿

润的温带气候不同。

: 设兴组的地层时代

上述孢粉均为第三纪常见分子，显示了第三纪

植物群的特征，考虑到早第三纪早中期及晚第三纪

孢粉类型很少出现，该组孢粉组成更接近于早第三

纪中晚期的面貌，其时代可能属于始新世;渐新世。

孢粉化石面貌与伦坡拉盆地的牛堡组中段孢粉

化石面貌有些相似，与牛堡组上段、牛堡组之上的丁

青组（渐新统）孢粉面貌相差较大。伦坡拉盆地始新;
渐新统称牛堡组，为紫红色砂岩、砾岩和棕红色砂

岩、泥岩，中间夹有一套灰绿色及灰白色泥岩，含有

!$-/(’3%7+&+70#+/+/,$,等介形虫及以栎粉属;榆粉

属为 代 表 的 孢 粉 组 合。其 孢 粉 组 合 是 以 小 栎 粉

（=0+&’($4$+,-$/(&），小亨氏栎粉（=C-$’&(7+/&$5
’$）和粗糙栎粉占优势，其中还有始新世常见分子麻

黄、粗糙无患子粉等古新世常见的小榆粉、江西五角

粉等。孙孟蓉等认为，这个孢粉组合与见于江汉盆

地早始新世新沟咀组一段、江西新余组的孢粉组合

相似，故定牛堡组中段的时代为早始新世（李云通

等，9@B:）。因此可推测，典中;那玛剖面设兴组的孢

粉产出层位与牛堡组中段可能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

或稍晚的时代。

考虑 到 该 样 品 产 出 的 层 位 要 高 于 林 宝 玉 等

（9@B@）报道的孢粉化石层位，因此认为，典中;那玛

剖面的设兴组不仅包括晚白垩世晚期的地层，还包

括下第三系的成分。由于孢粉化石还不很丰富，此

剖面的设兴组到底包含了多少下第三系的地层尚需

进一步研究。

= 讨论

几乎所有研究过设兴组的人都一致认为，设兴

组应为晚白垩世地层。但就前人报道的化石情况

看，证据并不是充分和直接的。此次分析研究的孢

粉组合所反映的地层时代与前人的认识也存在不

同。

（9）设兴组作为晚白垩世地层的重要单位已经

得到了广大地质工作者的认同，但无论是孢粉组合、

介形虫组合还是牡蛎化石都不能充分地解决地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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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及延限问题，其化石面貌仍然是模糊的，建组剖面

的化石内容也很稀少，其它几条剖面的化石也很少

出现。从典中!那玛剖面的化石情况看，将该剖面的

红层定义为设兴组，并将其时代定为晚白垩世，直接

证据并不是十分充分的，林宝玉等（"#$#）也未下肯

定的结论，因而典中!那玛剖面的红层时代的确定仍

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秃顶龙）被认为是晚白垩

世晚期马斯特里赫特阶特有的化石，但其产出的层

位与设兴组的关系尚须进一步明确。设兴组目前的

几条剖面零星分布，剖面之间的对比关系不很清楚。

例如，澎波农场联岗!种畜场设兴组下部剖面中设兴

组下伏的地层是否为塔克那组尚缺乏足够的化石依

据。典中!那玛剖面的起点处未见灰岩，因而本剖面

的设兴组与塔克那组之间到底缺失了多少地层不得

而知。典中!那玛地区与邻近地区的岩石产状是不

协调的，且缺乏明显的标志层和化石层，与邻近的红

层相对比，典中!那玛剖面与联岗剖面的关系是否为

上下关系不得而知。因而典中!那玛剖面与塔克那

组的接触关系尚不明确。

（)）典中!那玛剖面设兴组的岩性与建组剖面的

岩性是有所差异的。王乃文（"#$*）指出设兴剖面的

设兴组主要为塔克那浅海相逐渐过渡为海陆交互

相，海相层越往上越薄，反映出在总的海退背景上的

几个海水进退旋回。岩性主要为红色页岩、中薄层

砂岩，夹灰岩和砂砾岩，在典中!那玛剖面设兴组主

要为红色页岩、泥岩、中层砂岩夹砂砾岩，未见灰岩

及火山岩层。由岩性和介形虫所反映的环境分析，

典中!那玛设兴组是沉积于淡水!微咸水的滨海湖盆

环境（林宝玉等，"#$#）。因而典中!那玛剖面的红层

是设兴组标准剖面之上的地层，抑或是等时异相关

系，从地层接触关系上尚不能下最后结论。

（*）林子宗组主要是由安山岩、英安岩、粗面岩、

凝灰岩、流纹岩及凝灰质砂岩、砾岩组成，底部常有

底砾岩，尚未发现可靠的化石。该组最初多被置于

白垩系，后来将其置于设兴组之上。王乃文（"#$*）

将其理解为设兴组之上的块状中性为主的火山岩，

时代为白垩纪末或第三纪初。林宝玉等（"#$#）在典

中!那玛剖面设兴组的研究中将其处理为以角度不

整合覆盖在设兴组之上。林子宗组中的熔岩同位素

年龄多在+,!-,./，个别为$$./，由这些年龄数

据判断，林子宗组的时代主要应是古新世—始新世

（林宝玉等，"#$#）。本文报道的孢粉组合的时代与

前人的认识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如何认识这一现象

还需要进一步工作。

致谢 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王乃文研究员、王

大宁研究员、吴珍汉研究员的指导。孢粉化石的照

相及图版制作由王大宁研究员完成，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图版说明（!"#$%&’$%）

（本图版所列孢粉均产自西藏林周县典中!那玛剖面设兴组上

部，标本号为0*!"1+)，放大倍数均为$,,倍，化石现保存于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三室）

"!)&*+,-*(&,&.&’(（光 面 三 缝 孢），薄 片 登 记 号：七，照 片 编 号：23!

45,"!,+。

%!/012(",*.’+-*,&.67(3&("4&0,*.89:;<&6=（套膜波缝孢比较种），薄

片登记号：四，照片编号：2345,%!,*。

)!!,&-*.*.’+-*,&.&’(（凤尾蕨孢），薄片登记号：八，照 片 编 号：23!

45,"!,%。

*!!,&-*.*.’+-*,&.&’(（凤尾蕨孢），薄片登记号：二，照 片 编 号：23!

45,%!"*。

+!)&*+,-*(&,&.&’(（光面三缝孢），薄片登记号：五，照片编号：2345,"!

%-。

-!5.4201"#*1*,&.&’(（紫 萁 孢），薄 片 登 记 号：一，照 片 编 号：23!

45,%!,+。

>、$!62&-#+*1*,&.4*#-+$&0-*#*（0?;?@AB）0?;?@AB（小亨氏栎粉），薄片

登记号：六，照片编号：2345,"!"-。

#、",!62&-#+*1*,&.$&0-*#*（0?;?@AB）0?;?@ABC=?D&(B;C=BA@(（亨氏

栎粉），薄片登记号：三，照片编号：2345,"!%%、2345,"!%*。

""!62&-#+*1*,&.".’&-（C=?D&(B;07E(）4:@FB;G=B@F（粗糙栎粉），

薄片登记号：三，照片编号：2345,"!%$。

"%!)"7*,-*#+(’*,&.4*0+-8BB;4=A（小型唇形三孔粉），薄片登记号：

八，照片编号：2345,"!,*。

")!)"7*,-*#+(’*,&.4*#-+8-"02(",2.8BB;4=A（细粒唇形三沟粉），薄

片登记号：八，照片编号：2345,"!,)。

"*!"-!9-*#+(’+-+’((&0*,&.&’’(（三孔沟粉），薄片登记号：三、一、六，

照片编号：2345,"!%#、2345,%!""、2345,"!%+。

">!9-*’+-+’+((&0*,&.&’(（三孔粉），薄片登记号：一，照片编号：23!

45,%!",。

"$!62&-#+*1*,&.&’(（栎粉），薄片登记号：五，照片编号：2345,"!%)。

"#!:&,2("&’+((&0*,&.&’(（桦粉），薄片登记号：二，照片编号：2345,%!

")。

%,!%%!;(0*’+((&0*,&.3&-2.（0?;?@AB）0?;?@AB（真桤木粉），薄片登记

号：七、七、一，照片编号：2345,"!,$、2345,"!""、2345,%!,>。

%)!%+!;(0*’+((&0*,&.4","’(".42.（0?;?@AB）0?;?@AB（变 形 桤 木

粉），薄片登记号：四、三、五，照片编号：2345,"!)+、2345,"!)"、

2345,"!%,。

%-!;(0*’+((&0*,&.,&02*’+(2.4:@FB;C&/?（薄极桤木粉），薄片登记

号：五，照片编号：2345,"!%"。

%>!;(0*’+((&0*,&.&’(（桤木粉），薄片登记号：一，照片编号：2345,%!

,-。

%$、%#!<28("0.’+((&0*,&.&’’(（胡桃粉），薄片登记号：六、四，照片编

号：2345,"!"*、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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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粉），薄片登记号：零，照片编号：()*+"#$

#,、()*+"#$--。

!-、!.$+,-’.&,,#/’)#*%&&’（榆粉），薄片登记号：四、一，照片编号：

()*+"-$"#$"#、()*+"-$"/。

!!$01$.’/’.’)#*%&’（枥粉），薄片登记号：七，照片编号：()*+"#$#"。

!0!!,$2’,’1#.&,,#/’)#*’/("3’)’)13’,’*（123’）123456（小椴粉），薄片

登记号：八、六、七，照片编号：()*+"#$"#、()*+"#$#-、()*+"#$

"7。

!8$2’,’1#.&,,#/’)#*%&’（椴粉），薄片登记号：三，照片编号：()*+"#$

!"。

!/$4’/"*.&,,#/’)#*%&’（双束松粉），薄片登记号：四，照片编号：()$

*+"-$"!。

."$215&(’1%#1#.&,,#/’)#*6’1)"*（123’）9:6;&（破隙杉粉），薄片登记

号：五，照片编号：()*+"#$-0。

.#$!"#$%&’(’)#*-’/")"*（<=>?’）9663*@5（小栎粉），薄片登记号：

一，照片编号：()*+"-$"8。

.-$7.#$%","-.&,,’*%&’（口盖粉），薄片登记号：七，照片编号：()$

*+"#$",。

.!、..$8&/’%#$1.&,,’*%&&’（忍冬粉），薄片登记号：六、三，照片编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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