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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三水芦苞 & 大塘地区

古近纪早中期淡水生物群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李金刚，洪文勇，温永文，王艳党

（广东省地质勘查局七一九地质大队，广东 肇庆 $")#"#）

摘要：对研究区内地层进行了多重划分对比，将古近纪地层划分为莘庄村组、土布心组、宝月组和

华涌组 - 个岩石地层单位，并在该地层中首次发现轮藻、介形虫、腹足类、双壳类、鱼类、植物 )
个门类 , 个化石组合 "$ 属 )# 余种生物化石，填补了本区生物地层的空白。根据岩石地层层

序、生物组合特征和 , 个动植物化石组合的国内外对比，确定其形成时代为古新世 & 始新世，

形成环境为陆相淡水，气候干旱、炎热。喜马拉雅运动使本区抬升为陆地，进一步证实晚古新

世海侵边界大致在南边镇 & 水锅尾 & 基塘连线之南东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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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地勘局在三水盆地北段开展(+ $ 万四会县、

芦苞圩幅区域地质调查时，在东部芦苞 & 大塘地区

三水盆地北段北西缘的古近纪地层中，发现古新世

& 始新世的陆相淡水生物群计 ) 个门类 , 个化石组

合 "$ 属 )# 余种，填补了本区生物地层的空白。

(! 地质概况

该区研究程度比较低，只进行过 ( + "# 万区域

地质调查!，前人将区内地层划分为泥盆纪桂头群、

老虎坳组、天子岭组，第三纪丹霞群（划分为上、中、

下三个亚段，我们将其定为古近纪）和第四纪冲积

层。本次 (+ $ 万区域地质调查将北江断裂以西划

分为泥盆纪老虎头组（9!）、天子岭组（9"）、帽子峰

组（9#$）及零星的大赛坝组（5%&）、土布心组（:’）；

北江断裂以东，广布白垩纪、古近纪、第四纪地层，

埋深均较浅，一般在 & "# / & $# ; 均见石炭纪地

层，呈沉积不整合接触关系。其中，古近纪地层为

重点研究对象。本次工作根据岩石地层、生物地层

对比［(］，自 下 而 上 可 分 莘 庄 村 组（ :(）、土布 心 组

（:’）、宝月组（:’)）、华涌组（:*）。莘庄村组与白

垩纪大塱山组（<%!）呈平行不整合关系；根据钻孔

资料，第四纪地层地表划分为睦岗组（=$），其下为

大湾镇组（=%+），它们共同构成北江流域的冲积平

原和丘陵地貌。

三水盆地为受北江断裂控制的断陷盆地，区内

仅见北西缘，呈 >>: 向展布。盆地形态在平面上

呈单倾式结构（ 倾向 >?，倾角平缓）；在剖面上呈

侧叠式结构，上覆古近纪（ 西侧），下伏白垩纪（ 东

侧）。自古新世以后，喜马拉雅运动将盆地抬升为

陆地，长期遭受侵蚀，因此，白垩纪、古近纪地层埋

深均较浅。

"! 淡水生物群组合特征

本区发现的古近纪早中期淡水生物群属陆相，

在三水盆地北段，除石角镇高咀剖面三水组（<&&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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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盘螺）报道外［$］，本区古近纪地层中化

石尚属空白，本次工作沿北江东侧的洼地，南起芦

苞镇的刘岗、经大塘镇的照天龙，向北延至石角镇

的高岗、狗腌、新村、岗仔等地，在古近纪地层中新

发现 "% 处化石点，计有轮藻、介形虫、腹足类、双壳

类、鱼类、植物类等 % 大门类、& 个化石组合、$’ 属

%( 余种淡水生物化石群（图 )），从而填补了区内古

近纪生物地层的空白。

!! "# 轮藻

区内轮藻仅出露于青林（") 号剖面），它和介

形虫共生，只见有 &’%()*+,"-" #"./0.12.)0) 兰坪钝头

轮藻，在该点其含量极为丰富，保存完好，个体小，

长 (! ’ ##。这个种最早发现于云南晚白垩世至古

新世地层中，在三水盆地见于三水组和莘庄村组，

龙归和东莞盆地见于莘庄村组，南雄盆地见于南雄

群、罗佛寨群以及湖北江汉平原的新沟咀组［"］和江

西池江盆地的池江组。它们往往与 34-*1*." 50".6
70.10+"（潜江扁球轮藻）构成穿 $ # % 纪的“穿纪”化

石组合带。

!! !# 介形虫

划分 上、下 两 个 组 合，下 组 合：8(+4/-0) )".6
),(02.)0)（三水真星介）# 90.*+4/-0) -2%()"（钝中华金

星 介）# :"-"0#4*+4/-0) +,".1;,*(2.)0)（ 常 州 似 土 星

图 )! 三水芦苞 # 大塘地区地质略图

&’(! )! )’#*+’,’-. (-/+/(’01+ #1* /, 23- 4561/781219( 1:-1 ’9 )19;35’
)! 第四纪睦岗组；$! 古近纪华涌组；"! 宝月组；*! 土布心组；’! 莘庄村组；%! 白垩纪大塱山组；&! 石炭纪测水组；+! 石磴子组；,!
大赛坝组；)(! 泥盆纪帽子峰组；))! 天子岭组；)$! 老虎头组；)"! 燕山期四会序列白石岗单元；)*! 柳园单元；)’! 龙湾单元；

)%! 实测、推测地质界线；)&! 平行不整合界线；)+! 实测、推测断裂；),! 航卫片解译隐伏断裂；$(! 地层产状；$)! 化石采集点及

编号；$$! 钻孔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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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组合。

该组合多分布在大塘镇照天龙、青林，北延至

石角镇高岗、新村、狗腌、岗仔等地，有 % 处 &’ 个化

石点，含介形虫 ( 属 &) 种，如：!"#$%&’( ()*(+"’*,(’(
!"#$%，!- ./*00")*,*(’(，!- &’( ()*(+"’,*(’(，1$%&/’(
)*( ，2’*/#$%&’( &,3"()，2- *’3,4) !"#$%，5)&)’4$/#$%&’(
#+)*06+/",*(’( +#$ ,- ./0，744$/#$%&’( +,*0$)*0,*(’(
10#$，1$%&/’( 8"9’*,*(’( !"#$%，？1)*./*’,44) )*( ，

5)&)#)*./*) %)&)44,4) !"#$%，:’;*/#$3+,&, +/*00)*<
0,*(’( !"#$%，:- 4’&)3) !"#$%，:- .)4)*0(+)*,*(’(
!"#$% 等。且以 !"#$%&’(（ 真星介）、2’*/#$%&’(（ 中华

金星介）、1$%&/’(（ 柔星介）、:’;*/#$3+,&,（ 湖花介）

等 * 属大量出现为特色，在国内和广东三水、龙归、

东莞和南雄盆地古近纪早中期地层中广泛分布。

!"#$%&’( ()*(+"’*,(’( 特征与赣南池江组的江西金星

介 1$%&’( =’)*09’,*(’(［*］非常相似，有可能同种；5)&)<
’4$/#$%&’( #+)*06+/",*(’( 是我国南方古近纪早、中期

的重要分子之一，见于江苏阜宁群、安徽双塔寺群、

浙江长河群、河南灵宝项城组［$］，湖北方家河组、湖

南霞流市组、广西上洋组和赣南池江组，在区内以

古新世莘庄村组中最为常见。

上组合：1$%&/’( &,*’>/&;’(（肾形柔星介）+ 2’*/<
#$%&’( ’*3,&;,.’)（ 过渡中华金星介）+ :’;*/#$3+,&,
+/*00)*0,*(’(（红岗湖花介）组合。

本带展布面积较广，芦苞镇刘岗至石角镇岗

仔、高 岗 ’ 处，有 ’ 属 * 种，如 1$%&/’( &,*’>/&;’(
!"#$%，1- 8"9’*,*(’( !"#$%，2’*/#$%&’( ’*3,&;,.’)
!"#$%，:’;*/#$3+,&, +/*00)*0,*(’( !"#$% 等，个体含

量均较丰富，且以 1$%&/’(（柔星介）属的大量出现为

特色，它呈密集的芝麻饼状，大小个体混杂，这反映

在水体较稳定的情况下，介形虫群体死后就地堆

积、埋藏的特点，1$%&/’( 见于湖北龚家冲组和洋溪

组以及广东龙归盆地宝月组，在三水盆地始新世宝

月组最为显著［"］。

!( "# 腹足类

区内称 ?)4@)3) #+)*06+/",*(’(（常州盘螺）+ A(<
(’;’*,) &,3/%,&#"4)（网盖拟沼螺）组合，其展布于大

塘镇油金大桥以北地区 &# 处化石点，计有 % 属 ,
种，如：?)4@)3) #+)*06+/",*(’( +0，5"%/’.,( )*( ，A"(<
3&)4/8’( )*( ，5+$() 8,’=’)*0,*(’( +0 ,- !"#$%，A((’;<
’*,) &,3/%,&#"4) 2#$%，B,44);$) )*( ，5)&+$.&/8’) )*(

等，其中以 ?)4@)3) #+)*06+/",*(’( 和 A((’;’*,) &,3/<
%,&#"4) 两种多而常见为特点。前者见于江苏常州、

高邮等地阜宁群二至三组［)］；后者在国内古新世地

层中广泛分布，如江苏阜宁群（3& + " ），湖北龚家冲

组（3&）和渔洋组（3&），广东南雄盆地浓山组（3’
& +

3&
"）［%］。在三水盆地所见时限较长，自古新世至始

新世的莘庄村组、土布心组和宝月组都常见。

!( $# 双壳类

区内称 2%+),&’"; &’@’#/4";（ 河球蚬）+ !"%,&)
(’*,*(’(（中华环蚬）组合。本带多见于大塘油金大

桥至石角高岗一带，有 " 属 ’ 种，与 !- (/4’.) .0#$%
,- !"#$%（坚固环蚬）、介形虫 5)&)#)*./*) %)&)44,4)
及腹足类 5+$() 8,’=’)*0,*(’( 共生。2%+),&’"; &’@’<
#/4";（4#5#6&7）见于三水盆地土布心组，新疆准噶

尔盆地古近纪下绿色组。!"%,&) 属是欧、亚和北美

洲古新世常见分子，!- (’*,*(’( 首见于河北涿县和山

西垣曲始新世垣曲组，后来在广西南宁、百色，安徽

来安、南陵，河南栾川和湖南衡阳等盆地始新世地

层中均大量发现。此组合特点是在三水盆地莘庄

村组未见，多分布于土布心组、宝月组。

!( %# 鱼类

区内 所 见 鱼 化 石 主 要 有 C"*03’*0’#+3+$( &’(
%8#&9:9) 490 ,- ;#$%（ 秀丽洞庭鳜）。本属种多见于

大塘镇照天龙 + 石角镇岗仔一带，有 * 处均见为单

一属种，多与介形虫、腹足类、植物化石共生，其保

存完好，含量丰富。该属为刘东生（&()"）首次发现

于湖南临澧的剪家溪组，并见于石门、湘乡的下弯

舖组（郑家坚，&()"）、湖北新沟咀、江苏阜宁群四组

和安徽舜山集组等晚古新 + 早始新世地层中。在

三水盆地多见于古新世莘庄村组。

!( &# 植物

本区称 5)4’8’*’) 4)9’>/4’)（ 密脉旱梅）+ C&)%)
%)"4"4)（ 楔叶菱）组合，在三水盆地内分布广，常见

于芦苞镇刘岗至石角镇岗仔一带，有 $ 处 * 个属

种，且与鱼、腹足类、介形虫、双壳类化石共生，有

5)4’8’*’) 4)9’>/4’) </8/=9$（密脉旱梅）、5- )*0"(3’>/<
4’)（49 .( >( ）（ 狭叶旱梅）、D)&#+)*’3,( )*(（ 似地

钱）和 C&)%) %)"4"4)（?,::）?8/@$（楔叶菱）。5)4’<
8’*’) 为矮小的常绿灌木，叶质厚，是高温、干旱环境

下生长的植物，反映内陆相高温、干旱气候。该属

在国外见于土库曼南部的古新 + 始新世。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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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于湖南衡阳盆地霞流市组、湘乡盆地下

弯舖组、常桃盆地剪家溪组和陕西渭南盆地白鹿塬

组、甘肃环县固原群以及土库曼南部的始新世地层

中；’( ")*+,-$%&!$" 见于湖北方家河组、江西清江组、

江苏阜宁群三组、湖南霞流市组和下弯舖组。

"! 地质意义

!! "# 地质时限

从上述岩石地层和生物群组合特征分析，区内

仅见古新世至始新世内陆湖泊、沼泽、河流相沉积，

未见渐新世的海相沉积。

区内古近纪早中期岩石地层由老至新有莘庄

村组、土布心组、宝月组、华涌组，所含动植物化石组

合显示地质时限清楚（表 $）。

除 ./-+,&01"2" !")3$)*4),$,（兰坪钝头轮藻），是

“穿纪”化石组合外，其他 % 个化石组合地质时限在

古新世至始新世内。

古新世莘庄村组（"#），以 5+0632$, ,"),1+$4),$,
（三水真星介）# 7$)&0632$, 24-+,"（钝中华金星介）#
’"2"$!6&0632$, 01")*81&+4),$,（ 常州似土星介）带和

9+)*-$)*$01-16,（ 秀 丽 洞 庭 鳜）及 ’"!$/$)$" !"#$%&!$"

（密脉旱梅）# 92"3" 3"+!+!"（楔叶菱）组合为主，在

古新世时大量出现。

始新世宝月组（"/6），以 :632&$, 24)$%&2;$,（ 胃

形柔星介）# 7$)&0632$, $)-42;4<$"（ 过 渡 中 华 金 星

介）# =$;)&06-1424 1&)**")*4),$,（红岗湖花介）组合

及 731"42$+; 2$>$0&!+;（河球蚬）# 5+342" ,$)4),$,（中

华环蚬）组合为主，在始新世时大量出现。上、下延

续时间有限，如淡水蚬在莘庄村组就没有发现。

!! $# 沉积环境分析

通常一定的地质环境（ 海相、陆相；炎热、寒冷

等）有相应的生物组合，反之，一定的生物组合特征

指示相应的地质环境，除过渡地带不明显之外，总

体地质环境是明朗的。

从区内上述淡水生物群组合特征看，未见海相

的有孔虫化石组合及个体，全是陆相淡水环境的介

形虫、腹足类、双壳、鱼类化石属种。从植物化石组

合分析，轮藻也是陆相淡水的，而楔叶菱、密脉旱

梅、似地钱等陆相植物，指示古气候条件是高温、干

旱的。

从三水盆地白垩 # 古近纪钻孔地层划分资料

分析［&］，盆地北段（芦苞 # 石角）是陆相盆地，南部

中心盆地（ 三水 # 佛山）是海（ 弱）# 陆（ 主）相盆

表 "# 古近纪早中期淡水生物群分布

%&’() "# *+,-.+’/-+01 02 -3) 2.),3 4&-). ’+0-& +1 5&.(678+99() 50:)1)

’(

万方数据



!
华 南 地 质 与 矿 产! ! ! ! ! ! ! ! ! ! ! ! ! ! ! ! ! "##$ 年!

地，这是一同时异相的连环盆地。在晚白垩世两盆

地是相连的，但在古新世时两盆地分离开来，依据

相指 示 生 物———有 孔 虫 !"#$"#$%&’（ 诺 宁 虫 科）、

($)$")$%&’（粟虫科）、*$+,"-.$%&’（圆盘虫科）、/0$-$))$1
#$%&’（盘旋虫科）看，晚古新世海侵边界位置大致在

南边镇（南 $ 孔）% 水锅尾（水 "& 孔）% 基塘（!""’
孔）连线之南东地带，其边部有宽 " ( ) #$ 的过渡

带先觉院（水 *# 孔）% 马房（!"& ( + 孔）。北西地

带即三水盆地北段（芦苞 % 大塘 % 石角）则全是陆

相湖盆沉积。

*! 结论

古近纪淡水生物群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三水

盆地北段是喜马拉雅运动抬升为陆相湖盆，古气候

干旱、炎热；古新世多次海浸尚未达到此区，其盆地

北西缘海浸边界，大致位于南边镇 % 水锅尾 % 基塘

连线地带。这些新资料，将对研究三水盆地古近纪

岩石地层划分、生物群、沉积相及古地理、古气候和

普查找矿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承蒙中国新星石油广州公司张显球高级工程

师的亲临指导和采集化石及鉴定工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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