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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黑龙江地区的费尔干蚌��
�
������������

其和 日格

�中国地质科学院区调处�

上黑龙江地区广泛分布侏罗纪
、

白奎纪地层
。

��年代
，

前人沿黑龙江流域进行路线地质调查时
，

在大
、

小西尔根气河上游发现有 �尸曙
� �������� �����

�

或 �借
������� �����

�

�陈楚震鉴定��而徐仁

在大司洛夫卡河下游
、

三十二站一带上黑龙江群中鉴定出大量中生代植物化石
，

时代置于中一晚侏

罗世
。

��年代
，

黑龙江省第二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

在漠河一塔河地区全面开展����万区调工作
，

在这

套中生代地层中又发现了大量各门类化石
，

进一步充实了上黑龙江地区中生代地层系统
，

丰富了生

物地层内容
。

笔者依据这些成果
，

着重阐述费尔干蚌的产出特征及其在地层划分中的意义
。

通过近年来区调工作
，

在上黑龙江地区发现的双壳类有 材�����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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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价����������
�
和 材

口

��
��������� 两属种类较多

。

这些双壳类的发现
，

为地层划分提供了可靠的生物

依据
。

就 ����
�
�����’’ �� 属而言 ，

以往在确定地层时代时
，

很少将它做为很重要的化石成员对待
，

尤

其是生物化石丰富的地区更是如此
。

但是
，
������������

�
在上黑龙江地区分布特征

、

产出频数
，

确

有其地域性的特点
，

即它的产出层位及时限有着相对的稳定性
。

因此
，

为在森林植被覆盖严重的上

黑龙江地区进行基础地质工作
，
������������

� 成 了地层划分
、

时代确定难得的生物依据
。

根据

价����������
�
属种产出和与其共生的双壳类及其它门类化石特征

，

在上黑龙江地区可明显地划分

出两个稳定的
“
标志层

” ，

即中侏罗统二十二站组 ��
�

���和下白奎统上库力组��
，��

。

二十二站组是上

黑龙江中生代沉积盆地中一个重要的地层单元
，

形成时代限于中侏罗世
。

而上库力组则为中生代大

兴安岭火山岩带中的一个重要地层单元
，

其时代限于早白奎世
。

但也有人认为其时代应属晚侏罗

世
。

� 侏罗纪的费尔干蚌

侏罗纪的 ������������
�
属仅产于该区中生代沉积盆地之河流

、

湖沼相正常碎屑沉积的二十

二站组中
。

该组是黑龙江省区调二 队一 队在塔河县二十二站 �卫东林场 �后 山新建的地层单元

������
，

主要 分 布 于 二 十三 站
、

盘 中一依 西 肯
、

鸥浦 一带
，

是 �����
�������

�
主 要 产 出层 位

。

����
�����

���
�
的大量出现

，

是区调中准确确定该组时代归属和填图单元的重要生物标志
。

二十二站组以河流相
、

河流一湖泊边滩相
、

浅湖相细碎屑岩为主
，

部分地区为沼泽及牛扼湖相

沉积
。

该组产丰富的双壳类
、

腹足类淡水动物化石
，

并伴生有介形虫
、

叶肢介
、

昆虫等
。

����������
�

‘ �� 均产于黑灰色泥质粉砂岩
、

粉砂泥质岩
、

粉砂岩及泥质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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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共生 材
口���

�����，���� 类两个属 �个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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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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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虫 ����，��������� ��
�

及保存不好的介形虫

类
。

共生于二十二站组的植物化石组合
，

为丰富的 ������
�����一尸���爪

�
����� 植物群 �不出现 ���

，’���������
。

该组下伏地层为下一中侏罗统绣峰组 �原科多提埃沙基河组�
，

为一套山前复合冲积扇

相和辫状水系沉积相�砾岩
、

砂砾岩
、

含砾砂岩及少量细砂岩
、

粉砂岩类组成�
，

局部显示为近湖沼相

沉积
，

在岩石组合上可以与二十二站组区分
。

绣峰组出现的生物主要为植物
，

是含有 �����������
、

的��
，��������一����

，�������
，
植物群

。

双壳类仅少量出现
，

在开库康地区胜利林场一带 �
����。

第��

层深灰色泥质粉砂岩�夹煤线�中
，

产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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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共生双壳类有 ���� ��
�

及 ��������� �碎片�
。

很明显 ��

塔
�������入� 生存所需要的是水

流 比较稳定的深 水环境
，

属种较多
。

而下伏的绣峰组
，

由于沉积相的不同
，

不宜双壳类生活
，

故仅在

适合的场所得以生存少量属种
。

� 白奎纪的费尔干蚌

上黑龙江地区白奎纪的费尔干蚌
，

出现层位更为稳定
，

在下白奎统上库力组集中产出
，

该组是

中生代大 兴安岭 火 山岩带的一 个 主要 地 层 单 元
。

在 含煤 岩 系下 白要 统 九峰 山组也有个别

价����������
�
产出

，

但未出露地表�见于钻孔中�
，

且仅局限于漠河县霍拉盆煤盆地
。

上库力组主要分布于二十五站龙河
、

图强
、

长缨
、

二十二站南部等地
，

为一套流纹质
、

流纹英安

质火 山岩及 火 山一沉积岩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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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于 层 状 凝 灰岩 及火 山灰凝灰岩 中

，

主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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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昆虫 ������������ ���������� ��������
，

鱼 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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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尾部�
�
介形虫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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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叶肢介 ���尸������� ��
� 。

植物有 �赵
刀����

� ��
�

和

细小干旱型 �����尸����� ��
� 。

在上黑龙江地区上库力组出露较好地区
，

可发现 ������加��
� 一�����

��
�����一与

�
������ 群的

主要分子
，

但多数产地仅为 ������������
�
一个属产出

。

虽然如此
，

只要在上黑龙江地区的中生代

火山岩带中有 ����
�
�������� 出现

，

那么其归属于上库力组确切无疑
，

因为它仅局限于火山带中的

这一
“
标志层

”
中

，

多年来的区调填图证实了它的可靠性
。

上库力组分别由中心式火山爆发一溢出相

火山作用形成的岩石组合和火山一沉积碎屑岩 �空气介质
、

水介质�岩石组合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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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产于火山带中相对稳定的小水盆环境中
。

根据历年区调获得的同位素测年资料
，

该组年龄在���

一 �����
之间

。

上黑龙江地区的双壳类多数属种仅繁盛于中侏罗世
，

唯 ����
�
�������

�
这一属衍存至晚侏罗

世或早白噩世
，

其它双壳类均未 见存有衍续种属
，

而仅存的 ������������
�
属能衍续到上库力组沉

积时期
，

证明它有较强的生存适应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