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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浙闽赣地区非海相侏
`

罗
、

白蟹系界线

丁保 良 蓝善先 汪迎平

( 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 )

内容提共 本文 通过对 区内所产双壳类
、

昆虫
、

介形类
、

鱼类
、

植物与袍粉等

六个门类化石组合特征与序列及其所属时代的分析研究
,

认为寿昌早期至晚期生物

群有明显的更替现象
,

前者归建德生物群早期组合
,

后者属建德生物群晚期组合
,

并结合岩石组合特征与火 山活动
,

将浙闽赣地区非海相侏罗
、

白坚系界线置于寿昌

组中段与上段及与其相当岩组之间
,

同时提出国内有关地区两系界线划分的建议
。

关妞饲 非海相地层 ; 白王系 /侏罗系界线 , 浙闽梭
、

目前
,

关于侏罗
、

白垄系的界线
、

国际
_

仁还没有最后定论
,

非海相侏罗
、

白垄系的

界线更是如此
。

在我国
,

这一界线争论 已久
,

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
。

争论的焦

点在于辽西热河群
、

浙西建德群及与它们相当岩层的时代归属
。

概 述

浙西是建德群的命名地
,

它早已为广大地质
、

古生物研究者所熟知
。

建德群是由建

德系 ( 刘季辰
、

赵亚曾
, 1 9 2 7 ) 建德层 ( 舒文博 19 3 0 )

、

建德统 ( 顾知微等
, 1 9 5 9 )

、

建德亚群 ( 顾知微
, 19 6 2 ) 等演变而来

。

目前
,

建德群自下而上包括劳村组
、

黄尖组
、

寿昌组 ( 广义 ) 与横山组
,

对这一层序的认识比较统一
,

唯其时代归属众说纷纭
,

概括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

1
.

将侏罗
、

白要系界线划在寿昌组上段与横山组之间
。

( 顾知微
, 1 9 8 0 ) 等 ;

2
.

将建德群的大部分归入下白平统
,

侏罗
、

白平系界线暂划在劳村组上部
。

( 郝

治纯等
, 1 9 8 2 ) 等 ;

3
.

整个建德群都归入下白平统
,

东南地区普遍缺失上侏罗统
。

( 陈不基等
, 1 9 8 2

、

胡华光
、

1 9 82 ) 等 ,

4
。

整个建德群归上侏罗统
,

横山组的顶界即为侏罗
、

白平系的界线
。

( 马其鸿
,

1 9 8 0 ) 等 ,

5
.

侏罗
、

白垄系界线划在黄尖组与寿 昌组 ( 广 义 ) 之 间
。

( 周志炎等
, 1 9 80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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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

本区侏罗
、

白要系界线的划分直接涉及到建德群的时代归属
。

本区株罗
、

白噩系界线的划分

1 9 8 0一 85 年间
,

笔者在浙闽赣 ( 东
’

)
r

地区从事晚期中生代地层的研究工作
。

根据对

工作后所获资料的分析和研究
,

并引用前人研究成果
,

对区内非海相侏罗
、

白平系分界

作一探讨
。

I
。

层序及古生物群

本文涉及的范围包括浙江
、

福建与江西东部
。

由于以往的区域地质调查
、

普查找矿

以及专题研究等工作
,

大多按行政区划进行
,

各省均有独立的
、

传统的
、

惯用的地层名

称
。

为叙述方便起 见
,

文 中选用发育较全
、

出露良好
、

化石丰富
、

研究较详的浙江地层

系统为代表
。

浙浙 江江 福 建建 江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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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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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侏罗统 {{{} 渔 山 尖 组组 毛 弄 组组组 梨 山 组组 林 山 组组

服 \ }
浙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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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二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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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一

一

巴

建德群产有丰富的生物化石
,

前人曾做过详细研究
。

19 7 4年
,

浙江石油地质大队曾

提出
“
寿昌化石群

” 一名
,

指的是广义
“
寿昌组

”
的化石面貌

。

后来
,

陈其爽 ( 1 9 8 3 )

将
“
寿昌化石群

”
改称为寿 昌生物群

,

系指劳村组至寿昌组的化石面貌
,

时代归晚侏罗

世
,

并将横山组的生物化石单独称它为混合型生物群
,

时代归晚侏罗世至早白平世
。

笔者通过对本区建德群及与其相当岩层中已有生物化石的分析与比较
,

认为建德群

中所产各门类化石组合特征
,

既与其 F伏中
、

下侏罗统古生物群特征迥然不同
,

又与上覆

下自奎统中
、

上部古生物群面貌差别显著
,

它可以构成独立的生物群
,

在此称它为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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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垄系界线 4弓

生物群
,

代表本区晚侏罗世至早白垄世早期的生物面貌
。

此外
,

根据建德生物群内上
、

下生物组合的差异
,

将建德生物群进而划分为早期与晚期两个组合
,

前者归晚侏罗世
,

后者归早白奎世早期 ( 见表 1 )
。

亚
。

界线上下生物群的演变

据对双壳类
、

昆虫
、

介形类
、

鱼类
、

植物和抱粉等六个门类化石不完全统计
,

从寿

昌早期至晚期生物群有较明显的更替现象
,

兹分述如下
:

1
。

双壳类

本区劳村期至寿昌早期所产的双壳类化石
,

曾经顾知微
、

马其鸿 ( 1 9 7 6
、

1 9 8 0 ) 系

统研究
,

计有 4 属 20 余种 ( 比较种或亲近种 )
,

主要代表者有
:

F er g 。 。
oc on hc 。 “ 沉八 -

e a ,
F

.

l i
a o 戈￡e n 。宕s ,

尸
.

,人o u e h 。 n g e n : `s ,

M
e n g y i n a `a h u a d o n g e n o i s ,

M
.

p u j i a ” g e o s i , ,

N a k a m u r a o a 艺a c h i n g : h a n e n s f s ,

N
.

s u b r o t u n d a ,
S P h a e r 宕u川 j e h o l e n s 。 ,

s
.

s e
l

e n g i n e -

n : e ,

5
.

: h e x i e n : e
等

,

笔者暂称它为费尔干蚌一蒙阴蚌 ( F e r g a n 0 0 0 n c h a 一

M
e n g y 玄n a f a )组

合
,

这一组合属 于晚侏罗世正型费尔干蚌一热河球规 F er g 。 , “ 。“ 。 。
ha 卯

a d r at “ 一
S p h“ “ 一

r f u o j e h o
l

o n s e
) 化石群或正型费尔干蚌 一 蒙 阴 管 蚌 ( F e r g a n o e o o e h a q u a d r a t a -

S o
l

e o a f a m o n g y f n e o s i s
) 化石群 ( 顾知微

, 1 9 7 6
、

1 9 85 ) 的下部组合
。

费尔干蚌属 ( F er 夕an oc on hc a
) 最早发现于苏联中亚地区侏罗系中

,

此后在苏联西

伯利亚
、

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南部以及我国北方和东南等地侏罗系中较为常见
。

工作区域

费尔干蚌属产出最高层位是寿昌早期地层
,

在邻区皖南岩塘组
、

皖中大别山北麓毛坦厂

组与黑石渡组下部也有产出记录
。

上述地区产费尔干蚌化石层的上下大多为火山岩层
。

蒙阴蚌 ( M 翻 g刃二沁 ) 属系陈金华 ( 19 8 4 ) 根据山东蒙阴组 原 定 为
“
珍 珠 蚌

”

( M ar ga irt 汀er a ) 或
“
管蚌

”
( S ol en ia 。

) 而修订的新属
,

其个体较大
、

特 征明显
、

分布较广
、

层位稳定
,

在我国鲁中
、

西的蒙阴组
、

辽西九佛堂组
、

陕甘宁盆地志丹群
、

甘肃酒泉盆地赤金堡组 以及新疆准噶尔盆地吐谷鲁群等均有产出
。

上述蒙阴蚌产出层位

大致相当于热河群及与其相当岩层的中部
,

时代有属晚侏罗世或早白奎世之争
。

寿昌晚期地层产有丰富的双壳类化石
,

常见而 重 要 的 分 子 有
:

N 砍
。 。 ur an ia a

c h` n g : h a n e n s i s ,

N
.

s u b r o t u n d a ,

N
.

e l o n g a t a ,

N
.

z h e j f a n g e n s i 。 ,

N
.

s u b e q u玄l a t e r a l i s ,

K o r e a n a f a j f a n g 戈公e n : 宕5 D i n g ( M S )
,
? C夕

o t r 玄口o n f o 玄d e s 夕 u n n a n e n s i s ,

S P h a e r f u川

P u j了a n g e n s e ,
s

.

e o r e a n ` e u川 ,
5

.

之h e j i a n g e n s e ,
5

.

夕a n b主a n e n s e ,

s
.

d a y a o e n s 召 ,

ll
C o r b i c u l a ( M

e o o c o r b`e u
l

a )
“ ? t e t o r玄e n s i s , “

C
.

( M
.

)
“

? l玄a o n 宕n g e n s i s , “
C

.

( M
.

)
’ `

?

c
f

.

夕u o e n e n s i :
等

,

显而易见
,

上述双壳类化石是以 N 砖
a o u r a o a ￡a 和 S p h a o r ` u协

两属为主
,

故文中拟建中村蚌一球蛆 ( N a k a o u r a n a `a 一 S p h a e r宕u 。 ) 组合
,

代表本

区早白垄世早期双壳类面貌
。

中村蚌属 ( N 砧
a o ur an ia a

) 广泛分布于亚洲中部与东部上侏罗统一下白垄统中
。

球

舰属 ( S P h a er 沁。 ) 常与中村蚌共生
,

时限较长
。

特别应该指出
,

个别 K or ae an 绝 与

? C y ot : 匆on 沥 d 。 :
等原始类三角蚌类的出现

,

对探讨地层时代较有意义
。

高丽蚌 ( K or e -

an 成
。

) ( Y a
gn

, 19 7 6 ) 最早发现于朝鲜南部卯谷组 ( J
3
? )

,

在我国滇西景星组与

滇中普昌河组也有产出记录
。

雏蚌 ( C y o t ; 匆洲`。记 。 。
)( 郭福祥

, 1 9 31 )首先发现于滇西

时代有晚侏罗世与
一

旱白平世之争的景星组
。

辽西热河群也出现有类三角蚌类的早期代表

E o n f P P o n o n a `a : f n e n s言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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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就双壳类化石而言
,

劳村期至寿昌早期与寿昌晚期组合面貌不同
:
前者

以 F e r 夕a n o c o n e h a
与 M

e n o 夕`n a i a
为主

,

而N a k a o u r a , 。 ` a
与 S户h a e r i u 。 无论从种群及个

体数量上比之于寿昌晚期地层中同类化石显得单调而贫乏
; 后 者 以 N ak

“ 。 ur an 成
a
与

S P ha er 她 nr 两属最为丰富
,

显示了较大的分异度
,

同时开始出现原始类三角蚌类 K or e -

a n a f a
与 ? C y o t r `g o n f o fd e s

分子以及
“

C o r b f e u l a ( M
e s o e o r b f e u

l
a

)
”

?
。

2
。

昆虫

本区昆虫化石林启彬 ( 1 9 8 0 ) 曾作过系统研究
,

并建立三个 昆虫群
:
劳村期昆虫为

M打
。

如朋 rP a 群
,

计有 7 个属
,

大多为地方性属种
,

时代归晚侏罗世
;
寿昌早 期 昆 虫

为 E P h e m e r o P s f: 群
,

计有 8 个属
,

其中以 E P h e o e r o P s f s t r f s e t a l`s
最为重要

,

这一化

石是我国北方热河动物群三个代表分子之一
,

在辽西仅产于热河群义县组至九佛堂组
,

在冀北
、

北京
、

吉林与甘肃酒泉等地大致与热河群中
、

下部相当的岩层中均有产出
,

在

闽浙皖等地相当地层 中时有发现
。

此外
,

在苏联外贝加湖盆地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南部

也屡有报导
,

产以 E P he o er o P is o t ; i se t al l’s 为主昆虫群的地质时代
,

在苏联与我国都有

争议
,

林氏认为归晚侏罗世至早白婴世
。

寿昌晚期地层 中
,

被发现的昆虫化石较少
,

林氏认为归 5 01 “ “ P 洲 or p a 昆虫群 ( 此

群延续整个下白垄统 )
,

近几年来
,

还发现鞘翅类及摇蚊类等化石
,

然而
,

迄今未曾在

此层位 中发现可靠的 E p h e 。 。 r o p : i: t r `s e t 。 l`: 。

3
。

介形类

浙闽赣 (东 )地区劳村期至寿昌期地层 中富产介形类化石
,

其研究较详
,

论著较多则

首推浙江地区
。

1 9 8 0年叶春辉等研究浙江寿昌期介形类后
,

认为寿昌早期介形类为女星

介一准噶尔介一刺星介一达尔文介 ( C y p , id 。 。 一 D uj n g ar 。̀ a 一 R ih o
oc y p ir s一

D ar 叨`。 ul 。
)

等组合
,

这一组合特征是以 C y P ir d ae 属为主
,

时代归早白平世早期
,

但又指出此 组 合
“ 比起国内外早白奎世以 C y P , id ae 属为主的介形类化石组合面貌

,

不论从种属类型及

个体数量方面都显得少
、

单调
” 。

最近据叶氏面告
,

他认为上述组合的时代应归晚侏罗

世
。

本区各地寿昌晚期介形类组合面貌大同小异
,

为女星介一达蒙介一蒙古介一达尔文

介 ( C夕夕 r `d e a 一 D a o o n e l l a 一

M
o n g o l`a n e l l a 一

D
a r 切` n v l a

) 等组合
,

其特征是在个体数量与

属种数量上都是以女星介属 占优势
,

除 C 夕rP l’d 。 。
( C y rP 记

。 a) 亚属外
,

还出现 C y p lr’ d o a

( M
o r i n i a ) 亚属

,

同时出现 Z f z fp h o e y p r i s : f o a k o v i
,
D a r 功 i n u l a p o s t i t r u n e a t a ,

D
。

le g “ 。 认 el la 等种属
,

叶氏等认为这一组合时代归早 白垄世
。

4
。

鱼类

本区寿昌期地层所产的丰富的鱼类化石
,

曾经张弥曼等 ( 19 7 7 ) 系统研究
,

主要有

M e s o e l“ P e a s h o 叨 e h a ” g 仑” s玄s ,
S 玄” a 邢玄a h u a ” a ” e n s公s ,

F u o h u ” k公a n夕玄a e h e s玄召”
。 ` s -

H
u a s h` a g r a e `l`

s ,
p a r a c l u 力e a e h e t u n g e n s i s

与 I k e e h a o a 。 `。 m o r ￡d `o n o l l`
s
等

,

张氏等

称它为 以寿 昌中鳞鱼 ( M
e s o e

l
u p e a s h o 功 e h a n g e n s i s ) 为主的鱼群

,

反映了浓厚的 晚侏

罗世色彩
。

其中产于浙东给云寿昌早期地层 中的 I k ce h a o a 。坛 鱼化石
,

是东亚晚期中生

代特有的淡水鱼类
,

它首先发现于内蒙古罗汉洞组至径川组 中
,

此后在陕北径川组中也

有产出
,

并与狼鳍鱼 ( L 夕co tP er a
) 共生

,

在寿昌晚期地层中
,

至今未有这一属的报导
。

5
.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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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垄系界线

本区侏罗一白奎纪火山沉积地层中所产植物化石
,

从总体来说属于 R叮 f or id a -

O o y c爪。 P : is 植物群
。

根据笔者近几年采获的丰富植物化石
,

并综合前人资料
,

发现

本区上述植物群从下往上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

尚可对其作进一步划分
,

大体可分为
:
劳

村期一寿昌早期植物组合
,

其主要 分 子 有 G l e `e八e n `t e s n `P夕o n e ,: 5 15 ,
C l

a d o夕h l
e b i s

b r o功 n f a n a ,

C
.

e , f l宕f
o r m i s ,

O n y c h玄o p s f s e l o n g a t a ,

C o n 宕o p r e r f s e
f

.

b u r e j e n s f s ,

R a p h a e l`a 。
f

.

d` a川。 n s i s ,

P t `l
o p h y l l u m e a u e a s i e u 。 ,

D玄e t y o 之 a川 f t e s s p
.

,
O t o z a m i -

t e s l玄n g u宕f
o l f u s ,

C : 。左a n o 、 s 存̀ a e
f

.

r i g f d a ,
S o l e n `t e s m u r r a 夕a o a ,

P a 夕i o P h夕l l u 。

s p
.

,
B : ac h y p h夕U“ 。 。 b e s o m等

。

这一植物组合是以发育威类
、

苏铁类和松柏类为其

主要特征
,

此外
,

尚保存一定数量的银杳类植物
。

从这组合中含有早
、

中侏罗世常见的

C
。 。 ` o夕t e r i s ,

尺 a夕h a e l￡。 c
f

.

d`a o e n s `s ,

银杏类植物以及较多的苏铁类植物 来 看
,

显

示了其较古老的色彩
,

此外松柏类植物类型比较单调
,

属种数量较贫乏
,

表明其仍处于

繁盛发育的早期阶段
。

从 上述特征的分析
,

这一组合与侏罗纪植物群的关系较为密切
。

它

与邻区皖南炳丘组及岩塘组
、

皖中砖桥组
、

大别山区毛坦厂组及黑石渡组下部
、

江苏西

横山组上部和云合山组以及广东高基坪群等
,

都或多或少含有类似的植物组合
,

此外
,

就蚌壳藏科和银杳类植物而言
,

本组合与北方热河群义县组
、

九佛堂组及与其相当地层

的植物组合也有一定关系
,

时代似应归晚侏罗世
。

寿昌晚期植!ytI 组合
,

常见属种有
:

G l e `c h e n i t e s ,: `夕夕o n e n s i s ,
S夕h o n o 夕t e r ` S n `t`d u

l
a ,

C l
a d o P h l e b`。 b r o 山 n `a n a ,

O n夕e h f o P s ` 5 e l o n夕a t a ,

P t i l o P h夕l l u阴 b o r e a
l

e ,

D ` e t夕 o Z a -

m f t e s e
f

.

e a l e 。才u s ,
O t o z a 。 ` t e s e

f
.

存l玄P s t e `n `艺,

Z a m `o P h夕 l l
u m b u e h f a n u 。 ,

B r a e h夕
-

P h夕Il
u阴 o b e s u m ,

B
.

e r a s s u哪 ,
C u P r e s : f n o e

l
a d u s e

l
e g a n s ,

C
.

g r a c `Ì s ,
C

.

l a ` y a o g 。 。 s `s ,

P a g `o p h y l l u o s p
.

,
S a g o n o p t o r i s s h o u e h a n g e n s i s

等
,

这一组合与其下

一植物组合的差异
,

主要表现在
: 1

.

威类植物中
,

C on fo tP er l’s 属趋于衰亡
,

几乎不见

其踪迹 ; 2
.

银杏类植物大为逊色
,

仅偶尔见及 G 。̀
的

。 `t es ; 3
.

松柏类植物进入繁盛

发育阶段
,

属种多
,

类型杂
,

显示了较大的分异度
。

这些特征与昌都地区的多尼组
、

拉

萨附近的林布宗组
、

鄂东南的灵乡组中
、

下部
、

皖南岩塘组上部
、

大别山区黑石渡组上

部
、

山东莱阳组上部等植物组合所显示的特征基本一致
。

时代归早白垄世早期
。

6
。

抱粉

劳村期至寿昌早期地层中抱粉组合经综合分析研究
,

是以裸子植物花粉 占绝 对 优

势
,

一般为总数的 90 %以上
,

威类植物抱子含量极其贫乏
。

裸子植物花粉中又以 lC as 二 -

P of il s
花粉含量最高

,

约占组合总数的 70 % 以
_

上
,

与其伴生的有少量M on
口胡 lcl’ t盯

,

S P hae
一

r i夕o zze n `t e s ,

p s o 夕h o s户h 。 e r a ,

A r a u c a r ` a e `t 。 、 及带气囊的松柏类花粉等
。

蔗类植物抱

子中有少量的 D e l t o i d o s P o r a
与 P u n c t a t i s P o r `t e “

等
。

此组合与安徽
、

江 苏
、

zU东
、

青

海
、

云南等地相应岩层中的抱粉组合较为相似
,

并与苏联南部高加索
、

哈萨克斯坦与中

亚地区的相当层位的抱粉组合可以对比
。

寿昌晚期地层抱粉资料贫乏
,

面貌不清
,

但与寿昌晚期地层关系密切的横山期地层

的抱粉组合中
,

虽仍以裸子植物花粉占优势
,

但与寿昌早期组合相比含量明显减少
,

一般

为总数的 60 一 80 %
,

lC as 二 P ol 八: 花粉含量也开始衰减
,

并普遍出现 E 二 se 印ol len f et :
花

粉
一

与c ￡。 at : 。̀ 。 : 行p or 讨 se 抱子等早白妥世抱粉组合中的常见分子
。

因此
,

寿昌早期与横

山期地层抱粉组合差异较为明显
,

时代归早白噩世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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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六个门类化石组合的分析
,

寿昌早期至晚期生物群的更替较为清楚
,

可归

纳为三个方面
: l ) 某些门类化石组合特征不同

。

如寿昌早期昆虫属于 E P he 巾 er O

sP l’s

群
,

晚期归 S
o

l
u s i P a n o r P a

群 ; 介形类在寿昌早期为 C夕P r id e a 一 D j “ n g a r i e a 一 R h`n o -

e少P r `s 一
D

a r功 `n u l a
等组合

,

晚期为 C夕P r ￡d e a 一
D

a m o n e
l l a 一

M
o n夕o

l i a n o
l l

a 一 D a r 切 `n “ l a
组

合 ; 抱粉组合寿昌早期 以 C l as so P ol l沁 为主 ( 平均占组合总数的 70 % 以上 )
,

蔗类植物

抱子含量极其贫乏
。

寿昌晚期抱粉面貌不清
,

但与寿昌晚期地层关系密切的横山期抱粉

组合为 C l a s s o P o ll i s ( 4 0 %以上 ) 一 E 二 e s i P o l l
e n f t e 、 ( 0

.

6
一 2 0 % ) 一 C i。 a t r f c o s i s P o r宕t o s

( o一 4 % ) ,
2) 某些门类化石属有明显的垂直更替现象

。

如寿昌早期特有的化石属是
:

F e r夕 a n o e o n e h a ,

M
e n夕夕`n a `a , E 夕h e m e r o夕s `: , 了存e e h a o a ,: * a 。

寿昌晚期特有的化石属

是
: K o r e a n a东a , ? C 夕。矛r f g o n `o `d e s , “

C o r b i e u l a
( M e s o c o r b玄c u

l
a )

“
? ; C夕P : id e a ( M

o r 卜

` a ) ; 3 ) 某些门类化石
,

在寿昌早期与晚期地层中虽有同名属种
,

但从前者到后者
,

在种群和个体数量
.

上有明显的变化
,

如 N a k a m u r a n a ￡。 ,

S夕h a e r su
构 C少夕r `J e 。 ( C夕夕r i -

d e a
) , O

。夕 e h i o P s :̀
与松柏类植物等由少 , 多

,

C o n ￡o P t e r ￡s ,

银杏类植物与 C l
a s s o P o l l i s

等则 由多一少
。

从上分析不难看 出
,

劳村期至寿昌早期与寿昌晚期生物群面貌有明显差异
,

前者归

建德生物群早期组合
,

时代属晚侏罗世 , 后者归建德生物群晚期组合
,

时代属早白奎世

早期
。

因此
,

就生物群的演变来看
,

本区侏罗
、

白垄系界线置于寿昌早期地层与晚期地

层之间是合适的
。

班
.

界线上下沉积特征与火 山活动

工作区域劳村期至寿昌中期的岩石组合特征及火山活动概述如下
:

劳村期地层主要

由紫红色沉积碎屑岩与火山碎屑岩组成
,

火山活动属间隙性的弱喷发阶段
,

反映了本区晚

侏罗世大规模火 山喷发的前奏 ; 黄尖期地层则以火山碎屑岩及熔岩为主
,

是本区晚侏罗

世火山喷发鼎盛时期的产物
,

在此期间
,

区内火山活动规模大
,

喷发强 烈
,

火 山 空 落

物
、

灰流与岩流的广泛存在
,

为 国内其他地区所罕见
,
寿昌早期地层主要为一套色调较

暗的沉积细碎屑岩
,

夹少量火山岩
,

反映火山活动处于相对宁静阶段
,

在一些继承性的

构造盆地及火山洼地中
,

形成 了山间盆地或内陆湖泊的砂
、

泥岩沉积
,

伴有零星的火山

喷发物 ; 寿昌中期地层主要由熔岩
、

火山碎屑岩组成
,

但与前期火山活动相比
,

规模要

小
,

强度较弱
,

火山物质分布局限
。

由上可知
,

从劳村期至寿昌中期地层沉 积 岩 层 较

少
,

主要由火山岩类组成
。

它们是本区晚中生代火山主要喷发阶段的堆积物
,

分布广
,

厚度大
,

岩类多
, 几乎遍布浙东与闽东

, 明显属于一套陆上火山喷发沉积组合
,

表明此

时地壳处于相对活动状态
。

寿昌晚期地层岩石组合特征则以杂色沉积细碎屑及泥质岩为主
,

夹少量火山岩
,

生

物化石 丰富
,

显然属于湖相为主的细碎屑及泥质组 合
,

反映地壳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综上所述
,

劳村期至寿昌中期地层与寿昌晚期地层
,

在沉积类型
、

火山活动与地壳

活动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因此
,

寿昌中期地层与晚期地层之间应是一条 重 要 的 界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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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第三号 试论浙闽赣地 区非海相侏罗
、

白坚系界线

结 论

前 已叙述
,

寿昌早期与晚期之间是一生物群更替的界限
,

侏罗
、

白平系界线应置于

其间
。

但是
,

寿昌早期地层与晚期地层之间尚有一段不产生物化石的火山岩地层
,

即寿

昌中期地层
,

因此
,

两系界线的具体位置应结合沉积特征与火山活动
。

如前所述
,

寿昌

中期地层与下伏岩层关系比较密切
,

从劳村期至寿昌中期所形成的岩层可看 作 一 个 整

体
,

属于同一沉积类型
,

反之
,

它与寿 昌晚期地层相比
,

无论从岩石类型与火山活动考

虑都有较明显的差异
。

所以
,

从生物演变
,

结合沉积特征与火山活动
,

本区侏罗
、

白平

系界线应置于寿昌中期地层与晚期地层之间
。

从而表明生物特征
、

沉积特征与火山活动

等直接或间接受构造运动的制约
。

顺便提及
,

据笔者曾观察辽西阜新盆地与建昌盆地热河群剖面以及阅读已报导的资

料
,

亦持将热河生物群划分为早期
、

中期与晚期三个化石组合的观点
,

并认为建德生物

群的早期与晚期组合分别与热河生物群的中期与晚期组合大致可以对比
,

但热河生物群

早期组合在本 区尚未发现
。

按照本文对本区侏罗
、

白里系界线的认识
,

笔者建议我国有关地 区两系界线作如下

划分
:

皖南位于岩塘组之内
,

苏南划在大王山组顶界
,

滇中划在妥甸组与高 峰 寺 组 之

间
,

辽西划在热河群九佛堂组与阜新组之间
,

吉林通化划在桦皮甸子组与 亨 通 山 组之

间
,

冀北划在南店组与青石硷组之间
,

内蒙古划在李三沟组与固阳组之间
,

陕甘宁位于

径川组与喇嘛湾组之间或划在和尚铺组与李洼峡组之间以及甘肃酒泉盆地划在赤金堡组

与下沟组之间 ( 见表 2 )
。

最后必须说明
,

非海相侏罗
、

白要系界线是长期争论的问题
,

绝非笔者在局部地区

的工作所能解决的
,

本文仅作个探讨
,

为研究这方面间题的专家们提供一些局部地区的

实际资料
,

这是笔者写本文的目的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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