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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肢介化石在河西走廊赤金堡组
、

新民堡群的分布

沈 炎 彬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河西走廊西部赤金堡组及新民堡群是生油

岩系
，
富含叶肢介化石

。
研究这些化石对于确

定地层时代
，
进行地层对比以及探讨晚侏罗世

、

早白至世叶肢介动物群分布规律是有意义的
。

����年 �一夕月
，

笔者与甘肃区测二队中

生代专题研究队同志一起
，
在玉门

、

酒泉一带测

制地层剖面
，

采获大量化石标本
。
关于叶肢介

化石属
、
种的记述

，
大多已编入陕甘宁地区古生

物化石图册�在印刷中�
。
本文着重分析叶肢介

化石在赤金堡组及新民堡群的分布规律
、

动物

群性质
，
同时讨论有关这两组地层的含义问题

。

赤金堡组叶肢介化石群

—东方叶肢介群

该组叶肢介化石特别丰富
，

个体一般较大

�最大可达��毫米�
，
标本保存良好

，
常见到精美

的纹饰以及完好的壳瓣内层—膜质层
。
化石

主要采自三个地点� 玉门清泉公社下沟
，
玉门

赤金堡公社赤金桥西及嘉峪关大草滩水库�图�

�

一��
。
其中以下沟剖面叶肢介的层位及属

、
种

较多
。
兹将该地地层及化石产出情况扼述如下

�图 ��
。

�剖面图及岩性分层根据牛绍武资料
�

改编整理
。

�

上覆地层 下白噩统新民堡群下 沟组 紫红

色
、
灰绿色厚层砾岩

—
整合或假整合—一

�
一

上侏罗统赤金堡组 总厚 ���� 米

上段

��
、

暗紫色
、
灰黄色 中粗粒长石砂岩

、

粉

砂岩
，
斜层理发育

。
顶部泥质粉砂岩层面凹

凸不平 ��米

��
、

灰色
、

灰绿色含砾粗砂岩
、

粗砂岩与

灰绿色
、

暗紫色粉砂岩不等厚互层
，
砂岩具斜

层理
、
交错层理 ��米
��

、

灰绿色中厚层含砾粗砂岩与灰绿色

泥质粉砂岩互层
。
底部灰绿色厚层砾岩的砾

石成分以石英岩
、
脉石英为主

，
少为黑云母斜

长片麻岩 ” 米

中段

��、

黄褐色细一粗粒砂岩与灰绿色粉砂

岩互层
，
含昆虫化石���

��，�，，
� ��米

��、
灰色

、
灰绿色粗砂岩与灰绿 色粉砂

岩
、
页岩互层

，
含昆虫与植物化石 �����，��

。

�

��米

�、
灰绿色粉砂岩

、
页岩夹两层黄褐色含

砾粗砂岩
。
含昆虫

、

植物
、

介形类化石 ���
��，

�，
�

。
叶肢介有���

��，�，，��。�，��一 �

�� 石��。 ，，五。 ，��

����招 ��米

�、
灰褐

、

灰绿色薄至中层状砂岩与灰绿

色
、
灰黑色粉砂质泥岩不等厚互层

，
夹一薄层

石膏
。
含昆虫化石 ����，��一 �。

叶肢介有���
��，�

��一�，������卜
�

���
�，。 ，�人�‘ � ��

� ，�
�

��
�、 。 。 。 ���。 �

���

��动沙召
， �

·

��
·

�‘ ������。 、 ， ��，��
�，，��，��

��
·

�少量�
， �����“ �人‘ ��� ��

·

�少量� ��米

�
、

黄褐
、

灰绿色中至厚层状含砾砂岩
、

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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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与灰色
、
灰绿色粉砂岩

、

泥岩不等厚互层

��米

�
、

灰绿色中粒砂岩与粉砂岩
、

页岩互层
、

夹两层薄石膏
、
含瓣鳃类

、

腹足类
、

介形类
、

轮

藻化石
。
叶肢介有���

��，�。
�� 石。 ，��，�。厅。 。 �

�

��，��
， �

·

�，�沁
，
��。 ，�人���� �������。 。 ，�‘ ��米

�
、

黄褐
、
灰绿色厚层块状含细砾粗砂岩

与灰绿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
泥岩中含介形类

、

轮藻化石 ���
����，

� ��米

�
、

黄绿色页岩
，
具微细层理

，
夹一薄层石

膏
。

富含瓣鳃类
、

腹足类
。
介形类

、

轮藻
、

昆虫和

鱼化石���
��，�‘

�
。
叶肢介有���，。 ，几。 �� 。 石�。 ，�，

�

�����人邵�� ����� “ 。 ，��了
，
�

·
���了�廿。 了�了 ��米

�、

黄绿色薄层至中厚层细粒至 中粒砂岩

与深灰色纸状页岩不等厚互层
，
富含昆虫化

骆于城 孰孰孰‘ 赤金望绍化石巨目赤童望组口头�新民鳃化石区习新民鲜�头

“ 泉 水 西互 花 亩岩

民困次淘东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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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叶肢介化石产地分布图

图 � 玉门新民堡下沟东侧赤金堡组剖面图

石 ���
��，��

�
，

��米

�、

灰色
、

深灰色纸状页岩及灰绿色薄层

泥岩
。
富含瓣鳃类

、
腹足类

、

介形类
、

植物
、

轮

藻
、
昆虫和鱼化石 ���

��，��
、 ����，��、 ����，��� ，

�
。

叶肢介有� ��，�“ ��二二��
� �，���

，
�

�

����，�匆
，

��了“ �五寸，�� ������，， �
�

��“ 叮�
。 ，�，石，， �

�

�，�，�，
，

�
�

���
�

��������叮��
， �

�
����刀��

，
��“ �人。 ���

������ 。 ，�￡�，
�

， � �����
，
�

�

夕����，�，��� ��米

�
、

暗紫色厚层粉砂质泥岩
、

深灰及青灰

色纸状页岩夹灰绿
、

紫红色细砂岩
。
含昆 虫

化石 ���
��，��

�
。

叶肢介有� ��，�了�五。��� ���
�

二泛����
�犷�红

， �
�

��
， ，

��
。 ，才人。 ��� �，���， ��米

一
断 层

一剖面下部因断层错动
，

赤金堡组出露不全
。

在赤金桥西侧
，
于该组中段及上段发现的叶肢

介化石有 �������
�一，， ��日����

， ����。 一�， ����翔一�，

����� �����人。厅� 动���
，户。 ��，��� ����

�� ��二
，

�
，
���

�

���介
�����������

��

�
，
�����厅� ����韶矛

。 刀，�， ���� �� ����
，
�

�

邵
�，“ ��

后 ���� �� ����
，

�
�

户��二。 打 ����� 嘉峪关西大草滩 水库所
产的叶肢介有�����

，�卜�，������夕�
� �，���入���� ����

�“ �“ ���刀��， ���� �� ����
，
刀口‘�������� �岁

���
����

�
�

。
另外在北山炭窑子附近产 刀口‘ “ 才人‘厅召

�������
�人�厅��

，�厅��� ���� �� ���� 。
赤金堡组

共发现 �属 �亚属 �� 种叶肢介化石
，

名单及分

布情况见表 �。

赤金堡组的叶肢介以东 方 叶肢介
一
叠饰叶

肢介�肠
�。 ��人。 ���

一。 ����入�����两属的组合为特征
。

其中的 �。 。 ��人���。 ���
�

����
�������

，
�

�

�夕‘ ��，

�
�

��
“
�
������

，，�，
，
�

�

����。卯
，
�����人币

� 夕�’�勿��

��痴
，

都是晚侏罗世热河生物群的常见分子�张

文堂等
，
�����陈不基

、
沈炎彬

，
��夕��

。
百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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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赤金堡组
、

新民堡群叶肢介化石分布表

赤金堡组
��户

新民堡群����
种 属 名 称

下沟组 中沟组

��了�，���，�� 。 ��
� ” ，�������，�厅 ��

� ���
�

及 ���，��匆月�亡。功 ����

�
� �，��� ���

��
�

�
�
������召 ���

��
�

凡
�肚��’ ，�“ 。 几，�’� ���� �� ��� 。

�，
川

�，�， ���� �� ����

�
�

万啊
“ �二�二万� ���� �� ����

�
。

�犷�口�了 ���� �� ����

�
� �
份

，

“ 召 ���� �� ����

�
�

��
“ ，� 。 。 ��人。 �萝���

�
���

� ���� �� ����

�
�

��
�

��
�����云。 �� ���� �� ����

�
�

����
���多人�‘ �

�
，介�’�才� ���� �� ����

�������厅夕 夕�石口己刀 ‘�� ��� 。

�
�

对探���‘亡刀��� ���� �� ����

�
�

�粉���‘ ���� �� ����

�
。 忿人。 “ ��刀岁

刀�行 ���� �� ����

�
�

��
�夕“ �“ �，�，��� ���� �� ����

�
，
��拄 ��’ 亡刀 ‘�‘ ���� �� ����

尸‘ 亡“ 澎亡括左�川
亡了 叮���左�用���作万了 ����

召�” �“ ��协刀���� 口粉��� ���� �� ����

�
。
�“ 奋沙��才� ���� �� ����

�亡���巴�多人亡尸�� ��
�

��，夕�
��公人�，�� ��

�

�
�

��，五����，，�� ���
��� �� �����

�
�

夕���，����� ���
��� �� �����

�
�

��。 。 ，
价 �����

�
。 夕�刀����以 ���� �� ����

�
。

水萝” �� ���� �� ����

丫
�

��’ ，，’��，，，�� ��
�� ������

�己���亡了苦入����
一

����万��” ‘�� ����

�
� �人� ” �仍涂亡���‘ ���� �� ����

��君人亡��人尸犷���‘�‘ ��“ �居月�人‘ 刃�陀了打 ���� �� ����

�

十

�

�

十

十

，��‘ 。
和 �衍��

�厅。
在该组中

、
下部特别丰富

，

至中部 刀“ 。 �加石。
分异出现新的 类 型

，
如 丑

�物二翻����州力亚属
，

而 压。 ��娜
‘
属的数量有

所减少
，

��
�
��
亡��加��’� 与 ��

口

��’�����瘫 属开始

少量出现
。
�

�

��
���，�，�人�成��玉门叶肢介亚

属�的个体数量很多
，

装饰特征较稳定
，
仅出现

于该组中部
。
最近在宁夏恩根陶来上侏罗统亦

有发现
，

其地层意义
，

今后应予以注意
。

嘉峪关大草滩水库的叶肢介全为 ��
�

州加
�

‘ � 和 ���������
。
属

，

保存极佳
，

所不同者是这

里的 ������
����

，
生长带上的网状装饰 比较复

杂
，

腹部的线脊具有清楚的
“
滨生长线瘤

”
构造

。

从叶肢介组合面貌看
，

这里与下沟地区
，
赤金桥

地区赤金堡组是一致的
。
从区域地层发育来看

也是相似的
。
但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里的层位应

属于新民堡群
。

综观赤金堡组的叶肢介
，

显然是属于晚侏

罗世我国北方广泛分布的东方叶肢介群
，
其中

出现的 ��，��
�������� 和 ����������厅� 数量甚

微
，

不占优势
。
这种现象正说明 �����’ 。 ，��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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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和 ����介�了入�厅� 从 �万。 �方耐
�
演化

开始的时间
，

是晚侏罗世
。
该组所含的昆虫

�

即����������
���������

，，
��������，� ��，���

����鱼 �

�����纪
�� ��

·

� 瓣鳃类� ��入���“ � 夕
�入���，�‘， 及

腹足类
� 尸�����’ �����

，
也都是我国 晚 侏 罗世热

河生物群最常见而重要的分子
。

走廊地区赤金堡组属河湖相沉积
，

富含有

机质
，
是主要生油岩层

。
这里无火山沉积物

，
但

整个生物群的面貌与内蒙古
、

冀北
、

辽西等地同

时代的生物群同属一个生物地理区系—古黑

龙江水系�陈圣基
，
��夕��

。

新民堡群叶肢介化石群

—延吉叶肢介群

新民堡群的叶肢介化石
，

在南山的肃南青

沟
，
玉门旱峡及昌马�图 ���等地较多

，
个体一

般中等大小
，

所见者都是 ���������厅
�
和 �

�

���
��

“ ����。 ，
层位相当下沟组及中沟组

。

在旱峡沟口

有 �����
。 ，�人�厅� 人��人，云���，�， ���

��� �� �����
，

�
�

夕���，�，��， ���
��� �� �����

，
�

�

��� 。 ，，�，

�����
，
刃

��成
�，�乃���奋 �人�����。 。 ，�� ���� �������

在昌马沈家湾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口����，���，该� �������。 刀��， ���� �� ����

，

�
�

����
��’���， �����。

下沟地区新民堡群也含叶

肢介化石
，

但数量比赤金堡组少得多
，
保存也较

差
。
下 沟 组 产 。 确。 �方�，��卿�， ��即

��，��” ��‘��

助
�。 。 � ����

，
�����

�，，乃���� ��
�

�据以往资料看
，

中沟组 有 �����
�，，人����叮 。�

�

人��人�����“ � ������

�� ����
�

，
�

�

��
�

夕、 。 ���。 ，�， ���
��� �������

� 。

新民堡群叶肢介化石面貌
，
比赤金堡组有

较大变化�，后者最常见的 ��二、 加��’� ，
��’�����厅“

属
，
此时已基本消失

，
���夕�明�

�厅�
，
������������

则代之而起
。
个体小而较圆

，

具有直线装饰类

型的 �������人
。 ‘ 叩“ ‘

开始出现
。

�����
�“ ����� 、

�“
���

���再�‘ � 及 �汀����雨���矛�
，

都是我国早白

至世延吉叶肢介 ���
，
�����爪��群的重要分子

，

其中 �
�

万，。 ，
价

，
�

，

���人，���，，介
，
�

�

，“ ����，
后

则是这一动物群中较常见的分子
。
如在陇东六

盘山群
，
吉林延边大拉子组

，

胶东莱阳组
，
浙江

寿昌组
，

安徽岩塘组
，
江西石溪组

，

福建坂头组

及云南普昌河组均有分布
。
这一动物群在朝鲜

南部则见于下白至统庆尚群
，

在 日本福冈县分

布于白至系关门群�或砚石群�
、

胁野亚群 ��
��

����
，
�����

，

时代为早白奎世早中期
。 ���������

�

����“ 万 与另一个相近的属 。 ，
�����人

���’ 召
一样

，

主

要分布于白至纪
，
在热河群中还未曾发现与东

方叶肢介群共生
。
因此

，

新民堡群的叶肢介化

石
，
指示了其时代为早白噩世

。
这与介形类�侯

砧堂
， �����

、

抱粉�徐仁
、

周和仪
，
�����及轮藻

化石�王水
，
�����所确定的时代是接近的

。
这

几个门类虽将赤金堡组�原下惠回堡群�亦定为

下白至统
，
但都指出其与新民堡群�原上惠回堡

群�的化石面貌是有差异的
。

亚洲东部东方叶肢介群和延吉叶 肢介群
，

是分布最为广泛
，

数量最为丰盛的两个动物群
，

经常发育在火山沉积岩系中
，

关于这些火山沉

积岩系地层的划分
、

对比及时代归属
，
目前仍众

说纷云
。
从叶肢介化石研究方面看

，

东方叶肢

介群与延吉叶肢介群
，
是先后出现的两个动物

群
。
直接能证明它们是上

、

下关系的剖面
，
有安

徽舒城晓天的毛坦厂组和黑石渡组�陈不基
、

沈

炎彬
， ��夕��

。
前者含东方叶肢介群

，
后者产延

吉叶肢介群
。
下沟地区赤金堡组和新 民堡群

，

出露在一个连续剖面上
，

这两个叶肢介群的先

后出现
，

进一步证明它们是关系密切
，
而又有区

别的两个动物群
。

由此看来
，
对河西走廊西部赤金堡组

、

新民

堡群生物群的深人研究
，
对于我国东部陆相中

生代火山岩系与西部内陆沉积地层的对比
，
对

于北方及东南沿海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火山沉积

岩系的对比
，

都是有意义的
。

赤金堡组
、

新民堡群的地层含义

这两组地层名称已沿用很久
，

但关于它们

�
甘肃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区测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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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命名含义
，
长期以来未能查清

。

赤金堡

组系王尚文 ����一 ����年间
，
在走廊及北山地

区填制 ���万地质图时命名的
，

地点在赤金堡

北与赤金峡之间
。
该组底部砾岩不整合覆于花

岗岩之上
，
含瓣鳃类

、

腹足类
、

介形类及植物等

化石
，
时代定为晚侏罗世

。
惠回堡群为孙健初

所创立
，

命名时间要早
，

地点在新民堡附近
，
时

代定为白至纪
。

长期来
，
这两套地层之间的对比关系一直

不明
，
一般将赤金堡组置于新民堡群之下

。
经

近年来的工作证实
，
王氏所称的赤金堡组

，
实与

孙氏的下惠回堡群相当
，

都含同一的生物群
，

岩

性也相似
。

下沟地区下惠回堡群底部受断层影响
，
下

部地层基本缺失
，

这里地层只相当于赤金堡地

区赤金堡组的中
、

上部
。
过去有人把断层之下的

地层
，
称为赤金堡组�赖星蓉

、

李应培
，
�����

� ，

其实是新民堡群�图 ��
。
为了避免地层使用中

的混乱
，
本文建议这段地层都称赤金堡组

，
代

表晚侏罗世沉积
。
而将新民堡群的含义加以限

制
，
专指原作者所称的上惠回堡群

，
时代为早白

至世�表 ���
。

西北区区域地层 表甘 肃省 分册 �在印刷

中�
，
用赤金桥组代替赤金堡组

，
本文认为仍用

原名为好
，
只需完善其含义

。
玉门赤金桥道班

石油河两侧
，
赤金堡组底部不整合覆于花岗岩

之上
，
下部及中

、

上部地层出露清楚
，
上部常被

第四系覆盖
。
但在低窝铺与 赤 金 峡 火车站之

间
，
上部地层有所出露

，

可看到新民堡群底部含

砾砂岩与其整合接触的关系
。
总的说来

，

赤金

堡组的岩性可分三部分
� 下部以暗紫色

、

灰色

砾岩为主
，

夹粗砂岩�中部以灰绿色
、

灰色粉砂

岩
、

纸状页岩为主
，

夹细砂岩或含砾砂岩 � 上部

为紫红色
、

灰色粗砂岩
、

含砾砂岩
，

夹泥岩及粉

砂岩
，
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沉积旋迥

。
大量化石

发现于中部及上部
。
在走廊西部地区

，

该组不如

新民堡群分布广泛
，
在南山常缺失

。

在下沟剖面
，

新民堡群又可明显地分为两

个沉积旋迥
，

每一旋迥底部均以数十米厚的紫

红色
、

灰绿色砾岩开始
，

向中部逐渐变细
，

上部

表 �� 赤金堡组
、

新民堡群地层划分主要沿革

徐 旺

������
甘肃省区测二队

������
西北区区域地
层表甘肃分册

本 文

上 岩 组 中 沟 组 中 沟 组新民堡群乓

上惠回堡群
��

�

�

下 岩 组

下 沟 组

低窝铺组
下 沟 组

上亚群

赤 金 堡 组
��

�

�
桥 组刃

宁�

金�赤

新民堡群氏

广‘、

下惠回堡系��
�

�

赤金堡系��办
下 亚 群

新新新
民民民

堡堡堡
群群群
����

�

���

又较粗
。 “
甘肃分册

”
分别命名为下沟组及中沟

组
。
与此同时

，
在下沟组之下

，
又建立低窝铺

组
。
关于这组地层是否存在

，
是值得商榷 的

。

因为在下沟剖面
』

相当于所谓低窝铺组的层位
，

实际是下沟组受断层错动而造成的地层重复部

分
，
而不是正常的上

、

下两套地层层序
。
在赤金

堡公社低窝铺附近
，

更未见三组�低窝铺组
、

下

拘组及中沟组�地层连续出现的剖面
，

相反
，
那

里的岩层分段性不如下沟明显
，
有较多的泥灰

岩
，
乃至含生物灰岩

。
至于根据某些门类化石

，

认为两地的面貌有所差异
，

这可能与沉积环境

有关
。
本文对该区地层的划分如表 � 所示

。

长久以来
，

有关的地层命名十分混乱
，

往往

同名异义
，
或同义异名

，
无统一的划分

，

随之带

来地层对比及生物群层位的混乱
，
影响地层工

作的深人研究
。
河西走廊西部地层出露 良好

，

�
酒泉西部盆地侏罗系

、

白垄系及介形类化石的研究
。

第

一届全国地层会议文件 �����
，
����

。



� 期 沈炎彬� 叶肢介化石在河西走廊赤金堡组
、
新民堡群的分布 ���

接触关系清楚
，

生物门类齐全
，

化石数量丰富
，

是中生代陆相地层的重要研究地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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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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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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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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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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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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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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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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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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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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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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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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