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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海兴海羊曲地区侏罗纪陆相地层发育,为山间断陷盆地,研究区羊曲组为其标准剖面,分为2
个岩性段:下部岩性为河湖相紫红等杂色粉砂岩、泥岩夹煤线及砂砾岩,上部为河流相–冲积扇紫红等

杂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和砾岩。其中粉砂质泥岩中产丰富的腹足化石,均为非海相腹足类,共4属10
种 (包括2个未定种),并建立一个组合:Amplovatvataantiqua-Psedamnicolaacuta-Amnicolakushuix-

ianensis组合,其时代应为中侏罗世中晚期 晚侏罗世早期,生活环境为气候较干热的湖泊、池塘环境,

之后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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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研究区地质图及实测剖面区域地质背景图简图

((a)据文献 [4]修改;(b)据文献 [3]修改)

1 地质概况及研究程度

兴海盆地剖面位于青海

省兴海县西秦岭分区,属于

兴海 泽库盆地的一部分,地

貌上表现为正断层拗陷山间

断陷盆地。在区域构造上[1]

(图1),该盆地位于由北侧祁

连山造山带、南侧松潘–甘

孜造山带、西侧昆仑造山带、
东侧西秦岭造山带所围成的

菱形区域内,属于秦昆接合

部造山带兴海–苦海蛇绿混

杂岩带的一部分,受青海南

山断裂、多禾茂断裂、瓦洪

山断裂、甘德断裂等多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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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断裂控制[2]。
研究区的侏罗系羊曲组 (Jy)发育较好,主要以砂岩、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组成。青海省第一区调

队在兴海县河卡乡旧羊曲测制了侏罗纪地层剖面,建立羊曲群,划分为上、下2个亚群。岩性主要为:
下部灰、灰绿、紫红、灰白等色砂岩、砾岩、夹不稳定煤线泥岩组成;上部为紫红、灰绿色 (或青灰

色)砂岩、泥岩夹含砾砂岩或砾岩,上、下部分为超覆关系。下亚群与下伏下 中三叠统隆务河群不整

合接触[5]。
前人对在该区域内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侏罗纪地层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不同角度对区内侏罗

纪构造热事件[6]、构造动力学背景[2,7]、裂变径迹年代学和侏罗系找煤前景、聚煤作用[8,9]进行了一系

列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此外,对该地区的各门类生物均有研究。魏彬炎[10]对青海省北部侏罗系中报道

过大 量 开 口 轮 藻 Aclistocharanuguishanensis 以 及 真 开 口 轮 藻 (Euaclistocharalufengensis,

E.yongpingensis,E.yunnanensis,E.sublaevis)。“青海地层表”[11]在中侏罗统上部的达米滩组中发

现了淡水双壳类Sibireconchacf.shansiensis (Chow),Sphaeriumsp.及介形虫 (Darwinulacf.chan-
gxinensisYe,D.cf.sarytimensisSharapora,D.magnaJiang,Metacyparissp.,Gyranlussp.等)。
何元良[5]根据钻探资料的植物化石 Coniopteristatungensis,C.hymanophylloidesPhonicopsissp.,

C.zekanowskiarigida,Podozamiteslanceolatus等,将兴海县尕马羊曲的羊曲群下亚群划分时代为中

侏罗统,厘定为羊曲组 (Jy)。张克信等[12]对塔妥煤矿Jy的研究,在含煤砂泥岩段获得丰富的晚三叠

世 孢 粉 化 石: Aratrisporites tenuispinosus,Calamospora nathorsti,Chordasporites sp.,

C.australiesis,Lundbladisporanejburgii,Stenozonotriletessp.,Taeniaesporitessp.,T.novimundi
等。张发德等[13]分析讨论了青海茫崖地区中 下侏罗统植物化石,认为其时代应为巴柔阶 巴通阶。

尽管前人对该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对侏罗系的生物地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淡水双壳、
植物等大化石的研究,以及孢粉、介形虫、轮藻等微体化石的分析探讨,但对该剖面的侏罗纪腹足类化

石至今未有正式报道,该次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2 地质特征

实测的羊曲剖面 (起点:N35°40'8″,E100°13'39,深度2656m;终点:N35°40'6,E100°13'28″,
深度2718m)位于兴海县城东北方向约32km处 (图2)。该剖面是一套以河湖相沉积为主的陆源碎屑物

沉积,总厚度约130m,根据野外岩性特征及沉积构造,主要为扇三角洲,湖泊相沉积。Jy角度不整合

于下 中三叠统的隆务河群之上,顶部与新近系贵德群角度不整合接触。剖面下段岩性为河湖相紫红色

杂色粉砂岩、泥岩夹砂砾岩,上段为河流相 冲积扇紫红等杂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和砾岩。笔者共采

集到腹足标本159件,采自距底部75m的粉砂质泥岩中。经室内修整在可鉴定的98件中,识别出腹足

类化石4属10种。

3 腹足化石组合与特征

描述的腹足化石共4属10种 (图3),均采自兴海盆地尕马羊曲剖面Jy中。其中主要包括Amplo-
valtasuturalis、A.antiqua、A.deformis、A.manasensis;Pseudaminicolaacuta;Amnicolaobso-
lete、A.kushuixiaensis;Valta (Liratina)subtilistriata。化石个数较多,但保存一般,且仅见于剖面

中部的灰绿色、灰黑色粉砂质泥岩中。上述属种均为前鳃亚纲的淡水腹足类,是陆相侏罗系的常见分

子[14~16]。根据以上分子可以划分为一个组合:Amplovatvataantiqua-Psedamnicolaacuta-Amnicola
kushuixianensis组合。

Amplovatvataantiqua-Psedamnicolaacuta-Amnicolakushuixianensis 组合种属种相对单调,但个

数较多,且均为侏罗纪的典型分子[17]。其中Amplovalta是该组合中的优势属,包括:Amplovaltasu-
turalis、A.antiqua、A.deformis、A.manasensis。其模式种产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上侏罗统莫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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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18],在中国陆相中侏罗世地层中有广泛分布,是地层对比的重要依据。余汶等[19]最早在浙江诸暨同

山组发现A.antiquaPan,后来厉宝贤等[17]在甘肃靖远王家山组,朱祥根[20]在新疆吐鲁番盆地七克台

组先后均有发现该种化石。

图2 兴海盆地实测羊曲剖面Jy综合柱状图

PseudaminicolaacutaPan 原产自甘肃靖远王家山组[17],后来朱祥根等人[20]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沙

湾县的头屯河组中也有发现大量该化石,近年来在齐古组底部也发现了该分子。这2个地区同时也产

Valta (Liratina)subtilistr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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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古老大盘螺Amplovaltaantiqua (1侧视、2顶视);3.大盘螺未定种Amplovaltasp. (前视);4.变形大盘螺Am-

plovaltadeformis (背视);5-6.圆形大盘螺1Amplovaltasuturalis (5背视、6顶视);7圆形大盘螺2Amplovaltasu-

turalis (背视);8-9.玛纳斯大盘螺 Amplovaltamanasensis (8背视、9侧视);10. 旋脊螺未定种 Valta (Liratina)

sp. (顶视);11-12. 细纹旋脊螺Valta (Liratina)subtilistriata (11背视、12顶视);13-14.细纹旋脊螺Valta (Lira-

tina)subtilistriata (13侧视、14顶视);15-16.不显河边螺Amnicolaobsoleta (15顶视、16侧视);17-18. 尖假河螺

Pseudaminicolaacuta (背视);19. 苦水峡河边螺Aminicolakushuixiaensis (背视);20. 河边螺未定种Amnicolasp.
(背视)注:图中比例尺均为5mm。

图3 青海兴海盆地侏罗纪羊曲组典型腹足化石

上述这2个属多数可见中侏罗世地层。该组合带中还包含有Amnicolakushuixianensis,该种广泛

分布于新疆齐古组底部、甘肃苦水峡组下部、陕西富县的安定组以及四川蓬莱镇组及山东滕州[21]。

4 时代及其古环境探讨

该组合中的腹足化石组合可对比甘肃靖远王家山组、新疆准噶尔盆地七克台组的腹足类,同时与浙

江同山组等地的生物群具有相似性,其时代大致相当。潘华璋[22]将中国非海相侏罗纪划分3个组合,
其中中侏罗世中晚期和晚侏罗世早期的组合序列分别是:Amplovat-vataantiqua-Costovalvataantiqua-
Psedamnicolaacuta-Lufengospira 组合和Amnicolakushuixi-anensis-Cincinnapenlaizhenensis 组合。
由于该次研究中未采集到任何Cincinnapenlaizhenen-sis个体,且以Amplovalta为优势属。结合上述

组合序列,青海兴海盆地尕马羊曲剖面Jy应属中侏罗世中晚期,可能延伸到晚侏罗世早期。
侏罗纪时期,青海的巴颜喀拉山 松潘 甘孜等地区已隆起,并以此为界分隔了南北2部分。南部仍

存在海,而北部为陆相沉积。王思恩等[23]认为,自中侏罗起,北部主要为山间盆地及山前坳陷盆地,
该地区气候逐渐由半潮湿 半干旱 干旱逐渐转变。区内剖面下部为灰黑色,灰色、灰绿色砂岩,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化石采集层即为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向上主要发育一套紫红色,红棕色粉砂岩、粗砂

岩。根据现生盘螺科的生态资料显示,它们是一种广适性生物,在欧洲盘螺通常生活在湖泊、池塘或流

速很慢的河流。而在美国,盘螺一般生长在环境气候更冷,水深更大的死水环境。盘螺的地理分布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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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广布,欧洲、非洲、北美洲及亚洲等均有广泛分布,而大盘螺Amplovalta在侏罗纪 白垩纪,在各

地区非海相地层中均有发现[15,22],两者生态特征相符。综上所述,中侏罗世中晚期,青海地区兴海盆

地Amplovatvataantiqua-Psedamnicolaacuta-Amnicolakushuixianensis 组合的生活环境为气候较干热

的湖泊环境,而后其气候越来越干旱。

5 结论

1)青海兴海羊曲地区Jy中发现了腹足化石,鉴定识别出4属10种,并建立一个组合:Amplo-
vatvataantiqua-Psedamnicolaacuta-Amnicolakushuixianensis 组合。通过对不同地区的腹足化石组合

进行对比分析,将Jy的时代厘定为中侏罗世中晚期 晚侏罗世早期。

2)青海兴海盆地侏罗纪地层中发现的腹足类化石组合表明其生活环境为气候较干热的湖泊环境,
结合岩性特征分析在此之后晚侏罗世其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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