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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内乡夏馆—高丘盆地的夏馆组及其时代!

周世全#，朱广彬#，冯祖杰!

（# 河南省地勘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河南南阳 "7%$$%）

（! 南阳师范学院地理系，河南南阳 "7%$6#）

摘要：夏馆—高丘盆地的红层时代，根据目前已有恐龙蛋、孢粉、轮藻与盆地发展史及邻区

同位素年龄资料综合分析，归属晚白垩世早期或中—早期比较合适。按照“中国地层指南”的规

定，建议恢复和正式使用夏馆组一名，废弃高沟组、马家村组、桑坪组等名称，并不需再建新的岩

石地层单位。河南西南部的众多盆地内的红层时代基本上属于晚白垩世。

关键词：夏馆组；晚白垩世早期；恐龙蛋；恐龙；秦岭造山带；河南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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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馆—高丘盆地位于内乡夏馆、镇平高丘一带，盆地呈北西—南东向的狭窄长条形展

布，长约 7" >?，宽约 # 5< @ % 5< >?，面积约 #9$ >?!，是北秦岭中央造山带内的表层断陷盆地，

盆内沉积了一套以混杂为特点的类磨拉石粗碎屑建造，沉积体系配置样式主要为冲积扇相、

河流相、洪泛平原沉积，表现了盆地走滑伸展演化的沉积特征。盆内红层自 #:<6 年开始至

7$ 年代，划分一直粗略欠详，时代意见不一。#:7< 年周世全等在盆内发现恐龙蛋化石后，地

层划分及时代归属有了重要进展［#］。近些年来，随着区测及科研工作的发展，进一步积累了

较多的地层古生物资料。为使豫西南中新生代红层研究深化，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

《中国地层指南》的原则和规定，应该恢复和正式建立夏馆组"，以代表该区的一套红层，并

对时代归属进行必要的讨论。这对于东秦岭造山带后造山阶段演化历史和全省红层划分对

比的研究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地层剖面

# 5# 夏馆西安沟东岭地层剖面

剖面位于夏馆镇西安沟东岭，剖面方向 "6A，剖面系河南省地矿厅地调四队区调分队

#:9< 年实测，略加修改、补充。层序自上而下为：

上白垩统夏馆组（B#
!C） 未见顶 总厚度 <!!5% ?

!

" 赵喜进等，#::6，南阳盆地晚白垩世沉积层序初探，中国南阳 :6’恐龙及恐龙蛋化石保护国际研究学术讨论会

会议论文（内刊）。

收稿日期：!$$! 8 $7 8 #6
第一作者简介：周世全（#:%7 @ ），男，湖南湘乡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中新生代地层研究和矿产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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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红色含铁泥质砂岩与砂质砾岩互层 !#$%&’ (
’ 紫红色砂质砾岩，夹含砾长石细砂岩 $"%’" (
# 紫红色含砾粗粒长石砂岩、砂质砾岩 !$%!$ (
) 棕红色砂质砾岩，夹细至中砂岩，相当于该层的河边产恐龙蛋化石 *"%*" (
$ 棕红色含砾粗粒长石砂岩 *+%#! (
, 棕红色砂质砾岩，夹薄层粗粒长石砂岩，相当于该层 层位中下 部 产 恐 龙 蛋 化 石 !"#$%%&’()*+

,’"$*"#-#+’+、蜥脚类恐龙骨骼及脚印化石 )+%,) (
+ 褐灰、红色钙质含砾长石砂岩 !%)! (
& 棕红色粗砂质砾岩，夹紫红色含砾粗砂岩、细至中砂岩，相当于该层的中部产恐龙化石 ."#/"#$%0

+"*1*+ 2)*$-’’ 上部产恐龙蛋化石 $!%!) (
* 紫红色砾岩夹砂岩 )!%#! (
! 紫红色角砾岩 +%,# (

- - - - - - - - 角度不整合 - - - - - - - -
下伏地层：石槽沟组片麻岩

! %* 内乡马山口西北庵北地层剖面

剖面位于内乡马山口西北庵北一带，南起庵北北，向北至竹园一带，剖面方向 )&.。剖面

由河南省地矿厅地调四队 !’’" 年测制，略加修改、补充。层序自上而下为：

夏馆组（/!
*0） 未见顶 总厚度 !"’#%)! (

!* 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夹粗砂岩、细砂岩、泥质粉砂岩 )+%+& (
!! 紫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夹薄层砂砾岩、不等粒砂岩、细砂岩、泥质砂岩，相当于该层中部的王

场北马坪一带，产恐龙蛋化石 3"1"+4)-1%%&’()*+ 12% &!&%) (
!" 紫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夹泥质粉砂岩、薄层砾岩 )"%$* (
’ 紫红色粗砂质砾岩 +%$# (
# 紫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粗砂岩、细砂岩、粉砂岩互层，含裸子植物花粉 5&"++%4%&&’+ 12% !&"%,! (
) 紫红色粗砂质砾岩 *%$# (
$ 紫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砂砾岩、粗砂岩、细砂岩及泥质粉砂岩互层，含蕨类植物孢子 6-&(%’7%+0

4%1" "71’-##’+，裸子植物花粉 5&"++%4%&&’+ 12%，被子植物花粉 5)-#%4%7’4%&&’+ 8’91%4%1"(*+，相当于该层西部产恐

龙蛋化石 3"1"+4)-1%%&’()*+ 12% *’)%", (
, 紫红色砂质砾岩，夹粗砂岩 *,%)" (
+ 紫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 $%!& (
& 紫红色砂质砾岩 *%"$ (
* 紫红色复成分含砾粗砂岩，相当于该层中部的南岗产恐龙化石 :;"&%%&’()*+ 12% *)%,# (
! 紫红色砂质砾岩或砂砾岩，相当于该层下部的靳河龙洼北一带产恐龙蛋化石 3"1"+4)-1%%&’()*+ 12%

!!$%’+ (
- - - - - - - - 角度不整合 - - - - - - - -

下伏地层：古元古界石槽沟组片麻岩或下白垩统白湾组（东部）

* 时代讨论

夏馆—高丘盆地内的一套粗碎屑沉积，其时代归属从 ," 年代至今，大概有以下几种意

见：!老第三纪；"白垩纪；#老第三纪—白垩纪；$晚白垩世早—中期；%早白垩世晚期。

在时代归属问题上产生分歧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可靠的可资确定时代的古生物化石，

或在找到古生物化石后，由于某种原因，对其代表的时代意义有不同的认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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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地矿局 !" 队在豫南红层研究工作中，于夏馆北部后庄和镇平柳泉铺南岗发现恐

龙蛋化石后，使红层时代的认识有了重要突破。周世全等遂将盆内红层与西峡盆地对比，从

下而上亦划分为高沟组、马家村组、寺沟组，时代为晚白垩世!。!##$ 年周世全等认为该区

缺失寺沟组，将下部两组的时代置于晚白垩世早—中期［"］。!#%# 年赵资奎研究了后庄的蛋

化石，将其归为蜂窝蛋科 !"#$%%&’()*+ 属，命名为 !"#$%%&’()*+ ,’"$*"#-#+’+，并发现与其共生的

蜥脚类恐龙骨骼和脚印化石。时代定为白垩纪［&］。!##$ 年赵喜进等根据红层底部稍上部

位发现一具无头骨的原鸭嘴龙化石，并作了路线剖面，从而新创夏馆组，时代归于早白垩世

晚期或晚白垩世早期。实际上，两位赵氏学者所见的恐龙和蛋化石的层位，基本上都在下

部，只是后者稍靠下。!#’( ) !##! 年间，河南省地矿局地调四队，在 !：( 万区测中在夏馆一

带发现轮藻和孢粉化石，将其与西峡盆地高沟组相比，时代归为晚白垩世。!### 年冯祖杰

等正式引用夏馆组［*］，并附有剖面资料。"+++ 年夏馆的恐龙化石经徐星等研究，认为属于

一新禽龙类，同时引用了应废弃的桑坪组一名，时代定为早白垩世晚期，即阿尔布期［(］。为

了使豫西南区内红层划分对比和时代认识逐渐趋于统一，根据夏馆—高丘盆地内近些年的

地层古生物资料及盆地发展演化历史研究，对夏馆组的时代归属进行必要的讨论，以达到剔

非纳正的目的。

（!）夏馆—高丘盆地内的蛋化石，比较丰富，分布遍及各地。从纵向上看，自下而上均有

产出，其蛋化石类型主要为 ."/"+0)-/%%&’()*+ ,-.、12"&%%&’()*+ ,-. 及 !"#$%%&’()*+ ,’"$*"#-#+’+，
尤以前者丰广。而 ."/"+0)-/%%&’()*+ ,-.、12"&%%&’()*+ ,-.则是我国王氏组、二连达布苏组、南

雄组、苏巴什组、铜鼓岭组、三水组、白鹤洞组、宣南组、徽州组上段、赤城山组、车江组、青龙

山高沟组等晚白垩世地层中的常见种类［"，%］，在蒙古东部上白垩统牙道黑达组（/01234561
738916:3;）及其他地区上白垩统中也有分布［’］，在北美蒙大拿等地也有较多产出。赵资奎等

曾指出：“蜂窝蛋科新类型是和副圆形蛋共生在一起的⋯⋯，时代应为晚白垩世为宜［$，%］”。

现在夏馆杨氏蛋和副圆形蛋类、尤其是演化最后阶段的椭圆形蛋类共生在一起的，故其地层

时代应归为晚白垩世早期为宜。

（"）蜂窝蛋类在我国宁夏阿拉善佐旗早白垩世—晚白垩世、浙江天台晚白垩世两头圹

组、郧县青龙山晚白垩世高沟组、河南西峡晚白垩世高沟组等均有发现［#，!+］。在蒙古人民共

和国南戈壁省和东戈壁省晚白垩世 <18=; >3?36 组中见到，在北戈壁高地亦有发现［’］。由此

可见蜂窝蛋类的地层时代虽未完全肯定，但大部分分布在晚白垩世沉积中。赵资奎（!#%’，

!#%# 等）认为：“我国的恐龙蛋化石其时代是白垩纪晚期”，并指出“西峡盆地以蜂窝蛋科为

特征的组合应归于晚白垩世为宜”［$，%］。但赵氏在研究宁夏阿拉善佐旗和河南夏馆的蜂窝蛋

科蛋化石时，将其时代分别划归早白垩世—晚白垩世和白垩纪。夏馆盆地赵氏当时还不了

解在此处已经发现副圆形蛋、椭圆形蛋和其它门类化石产出，且无其它材料佐证，新类型蛋

化石的可比性，相对又困难一些，所以，实际上杨氏蛋的时代地位是未定的。因而地层时代

归属不够精确。随着蛋化石在我国进一步丰富和研究的深入，蛋化石的组合类型及新类型

的蛋化石所代表的时代意义，将会越来越清晰［!"］。鉴于上述，夏馆杨氏蛋代表的时代似置

于晚白垩世早期为宜。

（&）恐龙蛋壳结构及演化趋势，是划分和确定地层时代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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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对蛋壳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认为蜂窝蛋类是原始类型的代表，长形蛋类、圆形蛋类等是比

较进步的［!］。结构原始与进步都是相对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概念。因此，结构演化过程或

趋势的时间长短，不可能与地层的形成时代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对应过程，只能是限定在一个

大体的框架内。更不能用一种新类型的蛋化石来绝对性地判定该地层就是什么时代。蛋壳

结构的演化过程类似于生物在地史中的进化，古生物地层学是经过长期实践对比产生效应

的，由此可见，原始类型的 !"#$%%&’()*+ ,’"$#"#-#+’+ 的时代，应按照蛋化石组合特征、演化过

程和其它门类化石、同位素年龄资料、盆地构造演化特点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才是比较正确

划分和界定红层时代的方法。

（"）河南省地矿局地调四队在 #：$ 万小水、夏馆幅区测中，于夏馆一带采获轮藻化石

.%#$&’"%/)"0" %&’，该化石在我国首见于松辽盆地嫩江组，在浙江的衢县组、桐乡组、江苏赤

山组等地基本上产于晚白垩世晚期。在马山口庵北剖面中，发现少量孢粉化石，有 1-&(%’23
%+4%0" "20’-##’+、5)-#%4%2’4%&&’+ 6’/0%4%0"(*+ 及 5&"++%4%&&’+ %&’。前两者在新近纪和古近纪古新

—始新世地层中发现，并有一定丰度。在河南潭头古新世高峪沟组、南阳、周口玉皇顶组、双

浮组、核桃园组及廖庄组中均有发现。在潭头 1-&(%’2%+4%0" 含量可达 ( ’ )* + )* ，南襄、舞

阳等的始新世核桃园组中含量可达 #* + "* ，廖庄组内含量则达 #(* 。5)-#%4%2’4%&&’+ 6’3
/0%4%0"(*+ 在潭头高峪沟组含量小于 #* ，在南襄、舞阳、周口盆地内核桃园组、玉皇顶组含量

达 , ’-* 。5&"++%4%&&’+ 经历时间较长，可出现在侏罗纪至古近纪早期。此孢粉与五里川盆地

朱阳关组中部的孢粉种属也大体一致。孢粉数量虽少，但为夏馆组归属晚白垩世早期或早

—中期，提供了较有力的佐证。

（$）徐星等（.(((）研究了中原地区唯一的较完整的一具恐龙化石，该化石产于夏馆组的

底部，基本上与赵资奎（#-)-）等所采 !"#$%%&’()*+ ,’"$*"#-#+’+ 和蜥脚类恐龙尾椎骨化石及一

个脚印化石的地点大体为一个层位。距底部不整合面约 #(( + .(( /。徐氏用系统发育分析

方法鉴定，将其定名为 7"#8"#$%+"*0%*+ 9)*$-’’，由于完全缺少头骨材料，无法判定该龙进化

的水平。“头后骨骼形态已经相当进步”、“形态上和鸭嘴龙更为相似，代表一种很进步禽龙

类”、“南阳龙类似于鸭嘴龙”、“股骨远端形态非常接近于鸭嘴龙类”、“肱骨形态⋯⋯南阳龙

更接近于棱齿龙类”，他根据目前已知禽龙类化石国内外的产出和化石大都“出自在晚侏罗

世至早白垩世地层中”的情况，倾向于将夏馆组红层的“地质年代为早白垩世晚期，可能为阿

尔布期”，并“推论包括西峡盆地在内的南阳地区的红层可能都含有下白垩统”［$］。头骨形态

是分类的主要依据和基础，头后骨骼形态的演化，只能是为分类提供一些次要的信息和依

据。因此，在 7"#8"#$%+""0*+ 9)*$-’’ 无完整头骨时，其分支系统的位置值得进一步研究，它

可能为禽龙类的一支为适应晚白垩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特化的一类恐龙，也可能为鸭嘴龙

类，故其时代也需要在获得更多的材料时，才能作为大化石起到判定时代依据的主导作用。

在此也需要提出“南阳地区的红层”盆地包括五里川、夏馆—高丘、西峡、淅川、李官桥和南阳

盆地等，上述各盆地经过几十年的大量地层古生物工作和积累的资料的研究，目前基本可以

证明除夏馆—高丘盆地东部白湾存在下白垩统白湾组外，其他盆地尤其是西峡盆地至少在

目前不存在早白垩世沉积［#］。

（!）五里川与夏馆—高丘断陷是北秦岭造山带后造山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秦岭造山

带构造体制转化过程中，构造应力场和动力变化时，地壳受区域性挤压整体上隆，在原有大

断裂的基础上拉张形成的断陷盆地，反映了地壳处于不同构造应力状态之下。五里川、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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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高丘盆地同受朱阳关—夏馆大断裂的严格控制，西部挠起沉积粗碎屑岩，东部沉降，沉积

物相对较细，沉积中心向东南迁移，且盆地演化历史较短，发育冲积扇相、河流及洪泛平原沉

积、扇三角洲沉积［!!］。在盆地东部白湾一带，夏馆组砂砾岩呈角度不整合在已被各门类化

石厘定的早白垩世白湾组之上，上部被新近系凤凰镇组不整合覆盖。同时，豫南众多的小型

断陷的形成历史，自中央造山带向南，时代逐渐由老变新，时间差基本上在一个期或阶，形成

阶梯状态，此为区内中新生代地层时代的确定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五里川盆地朱阳关组

中部的花岗岩脉内获得的全岩 " # $% 法同位素年龄为 &’ ()，反映其时代不应早于晚白垩

世［*］。在蛋化石方面，两盆地内基本一致，都是以 !"#"$%&’#(()*+&,$、-.")(()*+&,$、/"01(()*+&,$
2*"1,"0’0$*$ 为主，只是夏馆———高丘盆地未见蜂窝蛋类。根据前面所述盆地演化历史、不整

合面和同位素年龄、恐龙蛋化石的可比性，认为夏馆组、朱阳关组的时代应为晚白垩世早期

或早—中期。

+ 结语

（!）夏馆—高丘盆地的夏馆组自 !,,- 年赵喜进等创名后，先后被周世全等［!］、冯祖杰

等［.］分别在正式刊物上使用该名，今后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根据“中国地层指南”的

规定，建议恢复正式使用该名于夏馆盆地，废弃使用高沟组、马家村组及桑坪组等名。目前

更没有必要创立新的名称，以避免引起豫西南地区和全省中新生代地层名称的混乱。

（*）夏馆组的时代，根据“时代讨论”的分析和意见，在目前无更多可靠的地层古生物资

料，同时该区红层时代在河南地质界基本存在统一认识的情况下，建议维持现状，不必勉强

或在证据不足时，去变更夏馆组属于晚白垩世早期的意见。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丰富，

夏馆组的时代最终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文中不妥之处，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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