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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东基岿区三叠系一直缺少生物化石依据。前人在该套地层底部发现了铱等元素异常，认为可作为划

分英楚蓑酵霞装藏据。笔畿在{：25万淄落枣疆嚣竣遣震调套孛，予该楚爆中善次发襞了燕羚霓石，结合蘩入

极簿异常特征，经区域对比确定其形成于早一中三藏世，并认为区内孙家沟组相当于牮北地区的和尚沟组，刘家

沟组则相当于二马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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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三叠系主要分布在淄博～章丘的基卷

区和聊城的豫伏区。隐伏隧前入已在钻孔中发

现孢粉及轮藻化石，其时代确定为单一中三摄

世[1]，藤基岩区却一直缺少生物化石依据。

1988年1：20万章丘幅区调项目及1990年1：

20万黎安、新泰幅区调项腿在章丘市于家庄和

淄搏市照仑镇三爨系底部不整合嚣上发现了铱

等元素异常，将其归为三疆纪(当时称凤凰LlJ

组)。1996年全图地层清理，《山东省岩石地

层》[23在缺少生物诧石情况下，仅依据岩性特经

与山西省三叠系对比后，将其下部嬲为晚二疆

世孙家沟组，上部归早三叠世刘家沟组(该方案

滏震至今)。笔者在最近遴行的l：25万溪蒋

幅区调工作中，于该套地层中首次发现了孢粉

化石，鉴定结果认为孢粉化石组合时代应归属

三叠纪。

1 区域分布及岩石特征

山东三叠系地表出露鼹限于淄褥一章丘中

生代向斜构造盆地南缘，下部孙家沟组以紫红

色粉砂质泥岩为主，局部夹含燧石条带泥岩鞭

凝获震细砂岩，褒部发育砂砾岩；上部剜家沟组

以砖红色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夹黄绿色细砂

岩及粉砂岩，斜层理发育。该地层与下伏二叠

纪石盒子组呈微角度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

触，上与侏罗纪坊子组平行不整合接触。区域

变化特征为东薄西厚(豳1)，在淄博昆仑一带厚

369 m，章丘地区厚572 m。聊城地区三叠系[1]

(链孔中)可分嚣段：上段由浅灰色细砂岩、浚棕

色粉砂岩、泥密组成；下段由浅棕色细砂岩夹紫

色泥岩及砂砾岩组成，总垂厚1 221 m。赵志

清(3]纛李光璧c4】先焉在该层中发现孢粉及轮藻

化石，创名为聊城组，确定时代麟中三叠馓，后

经地层清理[2]和区域对比，定其为中三叠世二

马蘩组。

2孢粉组合及地质时代

本次工佟在章豆审普集镇予家庄一带测裁

地层剖面，该处地层出露良好，且二叠系一三叠

系地层连续，孢粉采自孙家沟组中下部紫红色

泥卷及裁家游组中部灰黄色细砂岩孛的黄绿色

页岩夹层。由于该套地层粗碎屑(砂岩)相对较

多，孢粉不易保存，样品分先、后二次采集十余

件。化石签定工作由中国辩学院南京趣震古生

物研究所尚玉珂先生完成。首先采用氢氟酸分

离法，再用进暖高倍显微镜于孙家沟组及划家

沟缀中鉴定出孢粉化石16个属嘲，主要有

T口#柙i口Ps夕ori￡疗s ， S亡ri口￡Z芒8s，Acn咒￡庇o￡r主ZP芒8s，

D锐参lezis参or{￡es，P链nc￡a妻is参ori￡8s，P，．。topi矬艇s}

Psop幻s夕矗口8r以，还觅有少量D瑟￡yo夕矗了zz搿z据s，

收稿日期：2004一07一06

基衾疆营：嚣土资源大清查顼蟊l：2s万淄博枣搭嚣域逢囊谴豢瑗嚣(2001{3000026)

作者简介：李庆平(1955一)，男，高级工耩师，从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226 地质调查与研究 第27卷

9．49×10～，高出界面上下3～5倍；As在界

面处是83．5，超出沉积岩中As丰度值(6．6×

10“)13倍；Ir的峰值在界面之上(浙江长兴、四

川广元两剖面Ir的峰值也是在界面之上)。Cs、

Sc、Ta、Rb、Th、Sm、Lu等元素，在界面以下为高

含量，在界面以上含量则突然降低，形成瀑布式

下落曲线(图2)。这种特殊的地球化学现象与

区域性T／P界面之间普遍存在的铱异常等痕量

元素特征，具有很好的相似性和可对比性。造

成T／P界面上这种特殊的地球化学现象，目前

多用“灾变事件”解释，即天外物质(例如慧星、

陨石等)猛烈撞击地球，使部分元素发生浓集，

部分元素发生分散，同时造成地球生物的大量

绝灭和气候环境的突然变化。“灾变事件”发生

后，气候变得异常干旱炎热，形成了数百米的红

层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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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章丘市于家庄T／P界面铱异常等痕量元素异常图(据李昶绩①)

Fig．2 Diagram showing the iridium and other trace elements an伽aly at T／P

interface in Yuji妣huang，Zhangzhou City

以上特征说明区内在二叠纪与三叠纪之间

的界面上存在着铱等元素异常。异常主要出现

在二者之间5 cm厚的红色粘土层中，该粘土层

可与南方P／T界面上的粘土层对比[6、73；而界面

之上具有明显的Ir、Au、As、Cr、Sb、Fe等元素异

常峰值，与国内外一些P／T界面有共同之处，故

认为界面之上地层乃三叠系，非二叠系。

4 与山东聊城地区(隐伏区)三叠

系对比

本区与山东聊城地区三叠纪地层[11对比具

有以下特征：①二者在岩性上大致相同，均为下

部岩石粒度较粗，上部相对较细，并在底部都发

育砂砾岩，都沉积在二叠系之上，总体岩石粒度

聊城地区偏细f②在色调上二者基本相同，下部

均为紫红色一中上部呈浅灰(白)色一上部浅棕

色(砖红色)；③在厚度上东薄西厚，东部淄博市

昆仑一带厚度300多米，章丘市于家庄500多

米，西部聊城地区大于1 000 m；④生物化石等

时：聊城地区以轮藻及孢粉为主，孢粉化石主要

有Ar口￡ris户ori￡8s，0s7n“咒d口cidi￡er， T口e咒i口e5一

pori￡Ps， S￡ri口芒。夕i咒i￡es， S芒rin￡o声odocnrpi￡已s，

Pro￡05口cc“zi挖日；本区以孢粉组合P“咒c￡n￡is—

声ori芒es—T口P孢ines pori￡gs—Ac口竹￡九o￡riZe￡es 为

主，但保存相对较差。在两地出现的孢粉种属

上，二者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时代均属早一中三

叠世。

据此分析认为：本区与聊城地区三叠系很

可能为同一盆地沉积物，时代属早一中三叠世，

而本区三叠系处于盆地的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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