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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丹和山阳红色盆地及其象牙化石的发现

陕西的商 ( 县 ) 丹 ( 凤 ) 及山阳盆地
,

均系小型的山间型盆地
。

因其中遍布着第三系的红色地层
,

故

名日红色盆地
。

该红色地层
,

呈厚层状
。

整个红色地层的厚度
,

一般为 50 一 1 00 米
,

部分可达20 。米
,

其中

尚发现有小的挠曲和断层等现象
。

商丹红色盆地
,

呈矩形状
,

作北西西向延伸
,

长 60 公里
,

平均宽 5公里左右 , 山阳红色 盆 地
,

略呈不

等边的四边形
,

亦呈北西西向或近东西向延伸
,

长 26 公里
,

平均宽约 4公里
。

上述两个红色盆地
,

均依断裂而位存
、

严格爱断裂构造的控制
,

即商丹盆地
,

位于商丹大断裂带中
,

山阳盆地
,

受山阳一凤镇大断裂的控制
。

因此认为上述盆地的形成
,

系断陷构造而成
,

属断 陷 型 构 造盆

地
。

上述盆地的形成
,

亦说明了商丹大断裂与山阳一凤镇大断裂
,

具多期继承性的活动特点
。

据研究上述

两条深大断裂
,

至少在早古生代时就已存在 ( 因断裂有加里东期等的超基性
、

基性和中酸性岩浆活动等 ) ,

之后于晚古生代
、

中生代及新生代初期又发生多次复活
,

因而控制了红色盆地的发展
。

第三系红色地层的

产状特征及挠曲和断裂现象
,

又证明了红色盆地形成和 红色陆相岩层沉积之后
,

又有新构造运动的屡次发

生
。

确实证明了红色盆地位存之处
,

是一个长期不断活动的地带
,

因此推测
,

也可能是地震易于发生的地

带
。

近年来
,

经陕西十三地质队一分队等同志告知
,

在商丹及山阳红色盆地中
,

曾由农民先后发现了 乳 齿

象象牙化石
。

前者于商县县城之东的东龙山一带第三系地层表面的风化层中 ; 后者是在山阳县的板 岩 镇一

带的河床之中
。

该化石经有关人员初步鉴定
,

前者可能属乳齿象 ( M as t o d o n b or
s o in ) 之牙齿

,

珐琅质很厚
,

齿脊间

尚有多量之白蜚质充填 ; 后者系一长约 30 厘米
、

扁圆长径 7厘米的牙齿 ( 铲齿象牙 )
。

二者虽均未直接采自于第三纪地层之中
,

但很有可能系第三纪 ( 上第三系 ) 地层中之生物遗迹
。

因 为

在该区邻近的兰田地区
,

已在上第三系之上新世和中新世地层中
,

发现了象牙化石
。

如 上 新 统 之 霸 河组

中有四佼齿象化石 ; 中新统之寇家村组中有三棱齿象 ; 冷水沟组中有铲齿象化石等
。

再 则 又可据 该 区第

三纪地层之岩性特征分析
,

当时的气候是比较温暖的
,

亦很宜于象类生物的生存
。

反过来
,

象牙化 石之发

现
,

又可进
一

步地印证该区地层属第三纪无疑
,

同时对该区的古气候
、

古地理
、

古生态环境
,

又提 供 了这

一方面的住证
,

而
_

且还填补了该区本地层中未找到化石之缺陷
。

( 本刊通讯 员王清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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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论文中
,

大部分采用综合研究方法
,

论文质量
、

水平较过去有显著提高
。

我国层控矿床研究虽已取得很大进展
,

但尚存在一些有待继续深入和加强研究的问题
。

如对层控矿床

概念
,

尚须进一步商讨和确立
;

对层控矿床的范围问题 , 层控矿床的矿源层问题 ; 层控矿床的时空分布问

题 , 层控矿床形成机制问题等在今后层控矿床的深人研究中均尚待研究和明确
。

( 任 束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