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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篙山地区的三要系

席文祥 巴光进

�河南地矿局区调队�

摘要 篙山地区的三叠系主要分布在登封县大金店
、

东金店及芦店等地
，

为一套 紫红一灰

绿色内陆河流一湖泊相碎屑岩沉积
，
总厚度达 ����������

，

其中产丰富的动物和植物化石
。

该系与下伏二叠系石千峰组呈整合关系
，
其上部被第三系所不整合覆盖

。

根据岩性 特征
、

生物

组合及区域地层对比
，
将本区三叠系划分为

�

下三叠统刘家沟组
、

和尚沟组
，
中三叠统 二马营

组
、

油房庄组
，
上三叠统椿树腰组和谭庄组

。

篙山地区地层发育齐全
，

但以往对本区三叠系的研究较差
。

近几年来通过 ��� 万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
，
发现本区三叠系发育完整

、

层序清楚
、

化石丰富
，
下面就三叠系的统

、

组

划分
、

古生物特征及其时代等
，

由老至新简述如下
。

�
�

三叠系各组的基本特征

�
�

� 下三叠统

�
�

�
�

� 刘家沟组
�

主要岩性为紫红色中粗粒石英砂岩
，

夹少量粉砂岩和泥岩
，
岩性较

坚硬
，

是良好的建筑石料
。

其中产丰富的抱粉化石
，
以及脊椎动物化 石

，

厚 ����
。

�
�

�
�

� 和尚沟组
�

主要岩性为紫红
、

鲜红色钙质泥岩
、

粉砂质泥岩夹粉晶泥灰岩
，

含

较多钙质结核或钙质夹层
。

岩性质软易风化
，

其中含虫迹
，

厚 ���
。

�
�

� 中三叠统

�
�

�
�

�二马营组
�

主要岩性为灰紫色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上部夹黄色长石砂岩及数

层深绿色薄层微晶泥灰岩
。

粉砂岩及泥岩中虫迹极为发育
，

黄色长石砂岩中含植物化石
，

深绿色泥灰岩中含丰富的轮藻和介形虫
，
另外

，

还发现有脊稚动物化石碎 片
，

厚 ����
。

�
�

�
�

� 油房庄组
�

主要岩性为杏黄色长石砂岩夹少量紫红色泥岩
、

粉砂岩
，
产植物化

石
，
厚 ����

。

�
�

� 上三叠统

�
�

�
�

�椿树腰组
�

主要岩性为紫红
、

黄绿
、

灰绿色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之互层
，
夹少

量泥灰岩及油页岩
，
韵律发育

，

产双壳及植物化石
，
厚 ����

。

�
�

�
�

� 谭庄组
�

主要岩性为黄绿
、

紫红色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夹少量灰岩透镜体
、

炭质泥岩及煤线
，

含菱铁矿结核
，

产丰富的双壳和植物化石
，

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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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生物特征及地层时代讨论

�
�

� 抱粉
� ����年张振来

、

欧阳舒在登封县安庙的刘家沟组中发现抱粉 ��属 �� 种
。

其中裸子植物花粉占 ��
�

��
，

蔗类植物抱子占 ��
�

��
。

花粉中以具气囊的为主
，

其中本体不具肋条或裂缝的两气囊花粉
，
主要有 ��落����落介。

和 ���、 �动
����瓜���

，

蔗类抱子以 ���云犷曲乡。万才��等为主
。

该组合内早三叠世的属种占较 大比例
，
包括 户���少胡。 、 ��、 戈嘟

，
��曲�” ����� ��

·
�“ �

�苏如�，
�

�

为
�‘介

，‘、 ‘�，

尤��。 而������‘才�� ���‘夕落�，�
，
���，书��动

。 ，落��� ��，日乞，邵，杯�，

�‘，。 �

�����，，‘��� ��才‘�、 �，
��众�‘����� 方�而�么�

，
�

·
�痴，�少。 ‘ �，时�

等 及 �少����澎么“ �‘�“ 。� ��
�

，“ �������
，

�����云，����才公���少落���
��

� ，
��������公�苏��� ��

�

户����，�����等
。

该组合中含有相当多的分子 �约 �� 种�
，
见于国内外早三叠世地层中

。

如 �云劣琳瓜户。 �

��。，公云。 � ，�“ ������
，
�疏����公‘。� ��

�

哪
�落云。 �

，
�

�

知
�

���
，公雨�，

�����’������，落��� ���‘�‘。 、 �
，

对����私二 ��、 枷�等
，
见于云南富源早三叠世的卡以头层中

，
与山西交城刘 家沟组抱粉组

合也有相同的种属
。

本组合中也出现一些晚二叠世的分子
� ���“ �乡口�“ ��

，

�哪�
口云动

口�����
，

��耐�
吵洲“ ��

等
，

表明刘家沟组已接近二叠系与三叠系的界线
。

�
�

� 轮藻
�

在卷门水库的二马营组中发现丰富的轮藻化石
，

经河南省地科所鉴定
，

计

有 �属 ��种
�
�才‘��“ ������� �����。苏��、 �公�

，
�

·

几“ ，�几�，�胡“ �，
�

�

�‘��苏对舒万
，
�

�

���公�法‘哪
，

�
�

���公、 �公“ 、 �、 �公�
，
�

�

�公，�萝、 ‘ ，�万�
，
万

�

�公“ ���“ ‘ ��“����
����落��� �

����。 落�几��“ 介��试�茗�
，

叮
�

��，扩
于，�。 、 而 。 ，

�
� 。 、 二公���、 蕊。 � ��。 、 ��几“ �。 �。耐“ ，

�
�

���耐脚二公
，
�

�

�口、 打而�、 � ，
�

�

�加二郡几。 二�二�公
�� �，‘。 ‘ ����几��� ��。 二万二��“ � �‘ 若��几�尹� �方。 、 ��肋�二�公�

，
�

�

��二��么二�公“ 、 ��

、 �么�� �����几‘ ，“ ��
�

等
。

其中主要为
�
�介��心��几酬 。 初盯�丽。 、 而�，

�
�

几“ 。 ‘肠，��。 介 ，

�哪�。 向几。 � 由。 及八
�。 ���

，��公�
，

�
�

�、 二公“ �‘ 、 �公�
，
���，��几“ �“ �����

，
万

�

����么�公耐
，
以上组合为 �云‘��耐��几“ �。 一几五不

����

诉�����一�才
�、 ��几�尹� 轮 藻 群

。

其 中 以 ��‘������几“ �“ �����而��，�万。
，
�

�

�‘��公、 �艺公为 最 重

要
。

以上轮藻可与湖北巴东组
、

江苏黄马青组
、

山东聊城组及陕西二马营组等中三叠世的

轮藻化石组合相对比
。

在国外与德国
、

瑞典
、

苏联的中三叠世轮藻组合中的大多数种属相

同或相似
。

�
�

� 介形类
�

在登封卷门和茶亭沟的二马营组中发现较多的介形类化石
，

经河南省地

科所鉴 定有
�

�砂二执耐 。 ��‘ “ 、 初耐“ ，
�

·

由���
，�咖“ �，

�
�

��耐哪���
，
�几跳而、 ��� 户��

�

此么户。 ，
�

�

�诩妙“而咖而 。 ，

�� ��二�方，而 。 ，、 而“ 等
。

其中的陕西介见于陕西铜川高崖底
、

马

莲滩桥等地的中三叠世二马营组
� 斜达尔文介

、

高崖底陕西介等种
，

均为陕甘宁盆地中三

叠世早期二马营组的主要分子
。

�
�

� 双壳类
�

在椿树腰组和谭庄组中发现有丰富的双壳类化石
� �标

�、 对��、 �� ��
�

�� ‘ ���云�
，
�

�

��，�加
召���，�，�苏�

，
�

�

��
�

�犷试比���“ �“
，
�

�

��公�，小‘�“ ��
，
�

�

�，‘�����“
， �‘，落。

几，“ ，���和
，‘�、 而�

，
��户公���“ ，‘�万�“ 。 ���

�

�����
�

等
。

该组合中的三角陕西蚌
、

斜卵陕西蚌
，
近卵陕西蚌等

，

多出现于陕北延长群二
、

三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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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延长群二段和济源谭庄组等晚三叠世地层中
。

�
�

� 植物化石
�

主要发现于二马营组
、

油房庄组
、

椿树腰组和谭庄组中
。

其中二马营

组及油房庄组中的植物化石多为碎片
，

仅见有
�

�������哪“ �� ��
� ，

与济源仙 口油房庄组及

陕北中三叠世植物群相同
。

在椿树腰组中产植 物化石
�

�����坛阴万�二 ��你即“ ，

灼
“ ‘“ �‘�

��� ��
�

等
，
亦见于济源上三叠统椿树腰组和陕北延长群二段中

。

在谭庄 组植 物 化石比较

丰富
，
主要有

�

�������哪‘��、 肋�犷‘ 、 “ ‘�，

�
·

��，，�，�‘ ，

�
�

少。 君��，‘。
，
�夕耐

���落才。 � ��
�

等
。

上

述植物群组合面貌与陕北延长群和济源
、

义马地区的谭庄组的植物组合基本一致
。

�
�

� 脊椎动物
�

在刘家沟组下部发现二齿兽 �若����娜 牙齿 �中国科学 院 古 脊椎动

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鉴定�
，

时代为晚二叠世
。

在陕甘宁盆地产于中三叠统二马营组
，

在新疆

产于晚二叠世梧桐沟组及中三叠世克拉玛依组
。

可见二齿兽生存于晚二叠世一中三叠世
。

在二马营组中发现 �而二���
�阴�少。 咖�副肯氏兽�

，
可与陕甘宁盆地边 缘 的中三叠统

纸坊组和山西宁武
、

沁水等地的含中国肯氏兽动物群的二马营组对比
。

�
�

� 虫迹
�

主要产于和尚沟组
、

二马营组和油坊庄组中
，
以二马营组中为最发育

。
在

二马营组的暗紫色泥岩
、

粉砂岩中虫管直径 �一�� ��
，
形如蛆蝴

，

横七竖八无序 排列
，

虫迹大量出现是本区二马营组的主要特征
，
可作为区域地层对比的标志

。

由于笔者技术水平有限
，

文中难免有不少谬误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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