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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调查项目研究工作简讯

滦平盆地陆相层型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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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相侏罗A白垩系界线及附近地层研究长

期争论较大，亟待建立划分对比标准———层型（也称

“金钉子”）。按国际地层委员会（CEEF）的决议，“层

型剖面”必须出露完全、沉积连续、化石丰富，具足够

的沉积速率，排除构造和变质交代的影响。陆相地

层沉积由于受气候、大地构造、火山喷发和盆地演化

控制，形成复杂多变的充填序列，长期以来未能找到

符合“层型”标准的剖面。

“中国地层标志化石及重点层型剖面”项目陆相

层型组经持续 D 年的艰苦工作，踏勘路线约 CGG 余

H0，测制剖面 CG 余条，累计剖面厚度 C GGG 余 0，系

统采集大量标本，终于在河北滦平县火斗山乡张家

沟找到了较为理想的剖面，使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冀北滦平盆地陆相侏罗A白垩系发育完全，但前

人工作深入的大店子东沟剖面具有明显缺陷，不能

作为层型候选剖面：其底界附近堆积了多层巨厚“蜂

窝梁砾岩”，有人认为存在沉积间断；底界向上约 FG
0 厚地层内一直没有找到化石；顶界附近见有约 DG
0 厚的玄武安山岩，上覆巨厚的冲积扇砾岩，说明当

时构造活动强烈。

张家沟剖面沿山沟东北侧的山梁延伸，岩层完

全裸露，岩性以单一的浅湖A半深湖相泥页岩和粉砂

岩夹砂岩为主；化石丰富、门类繁多；界线附近没有

砾岩和火山岩（层）；整个剖面表现为单斜地层，倾向

IJ，倾角平缓约 DGK；符合层型标准。

经初步研究，张家沟剖面计有介形虫、叶肢介、

昆虫、鱼、双壳类、腹足类和植物等多门类化石：底界

发现以 <0"#80"%"0 为主体的介形虫化石组合，为限

定热河动物群和“层型”提供了充分依据。底界之下

地 层 中 含 1(=0-0>+=-%#?@&0"=%".’//0?A#’&,(=0-0? >+=-%?
,(=#%# 组合和 B’#$(-%0?C’-0$’#$8’-%0 组合，代表大北沟

组 的 前 热 河 动 物 群；底 界 之 上 为 1(#’#$8’-%0?
1=8’3’-(=#%#?@+>(=$’-0 组合，属大店子组的热河动物

群。

剖面由若干个完整、连续的湖泊A扇三角洲沉积

旋回序列组成。底界附近为水下分流河道A浅湖沉

积相序，顶界附近为浅湖A半深湖A深湖沉积相序。

顶、底界限同时排除了火山岩和巨厚冲积扇砾岩造

成的沉积间断和对建立“层型”的不利因素的影响，

保证生物发育演化的连续性与多学科综合研究。

同时经过详细的野外追索研究，初步建立了“层

型”顶、底界面间的沉积A地层格架模型，对“层型”

顶、底界的确定和“层型”内沉积、地层和盆地发育演

化以及区域对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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