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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海陆交互相保罗系

李蔚荣

(地矿部黑龙江第一区这地质调查所)

摘 要 黑龙江省东部体罗系，是中国唯一体罗纪海陆支互相沉积，80年
代，国内地层古生物L作者在密h、虎林地区建立丁龙爪沟鲜中上部层序。 4年

来，现壳类的一些古生物研究者修订某些属钟，而置龙爪沟，平时代归白叠S己.'司

时，部分国内、外研究 菊石 学 者 修 改了 部分保 在 不 住 的 怀 本 已 定 名 单 ，才巳 80 年代

前所建龙爪沟，平先!J归平白量世晚期。 如且E此结论，则黑龙江省将缺失丁体罗9己

沉积 ， 实 际上 亦 元， 这种 可 能 。 本 文 全 面 总 统 介 绍 丁 最 近 几 年研究龙爪沟 饵 '带进

展.排除了传统地层学研究观点，用现代沉积学和地，层学理论，完兽丁黑龙江省

海陆文互相龙爪沟'平内容，进行多重划分对比研究。 龙爪f句'乎完兽与确立，将对

中国和 滨求 平 洋 同 期地层划 分对比 、 后 相古地理 、 生物地，层 、 寻 找 能 扭' 矿 产 和地，

史研究.有骨重要价值u

美撞司 黑龙江省 体罗t.. 龙爪沟'平

1 区域地质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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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东部属提太平洋构造蜡一部分c 印支运动后中生界发育较全M 晚印支运动

后擂皱成山，在敦密断裂以北的北东东向断陷带肉，沉积了自早保罗世一晚保罗世与向流

一三角洲体系关系雷切的海陆交互相地层。 晚保罗世晚期这海自高峰，面积达23阪)()km2

(图l)。 在老爷岭地换的佳木斯隆起东缘，自绥读一集贤-�鸭山一勃利一鸡西→平阳

镇沉积了一套晚保罗世海陆交互相吉煤地层，它与鸡西一虎林地区的龙爪向群上部含煤

地层是同期沉寂，并很少出露地表。 在那丹哈达岭龙爪向群庵部不整合在晚三叠世大佳

河组〈飞dj)上;在虎林县迎春地区与诺利期南政鸭山组(T3n)呈假整合接触3 在理提一双

鸭山和勃利、鸡西地区假整合在原玛西群域于河组上部陆相含煤地层之下G

2 岩石地层分类划分

1958年在虎林县龙爪沟�!:现了菊石化石Arct.町'ephaJ.i.te.s •确定了中晚保罗世海相沉积

司 收摘:96 - 011 -24.政国:96 - l() -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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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ç 1963年陈广雅建立上、中‘下部三分的上悻罗统龙爪沟群，其分布指虎林县的毡

爪沟至杨岗一带。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了研究Jt爪沟群高潮，先后育中国科学院

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研究所、地质矿产部沌阳地质矿产研究所、长春地

质学院、黑龙江省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等生产、教学和科研部门的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参

预专项研究c 黑龙江省东部中生代含煤地 层研究队，提出一个龙爪询群分五个坦(辈德

组、七虎林组、下云山组、上云山组和珠山组)的方案二 比阳地质矿产研究所育类仰的划分

方案。 黑龙江省第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等单位提出了一?七分方案。(裴僵组J�p、七点

林组J�q、红星城组J_zh，朝阳组J3，.h、云山组J3)'、曙也组J�sh ，珠山组J3 Z) 。 这一时期的研究

区域仅限于虎林县云山一一鸡东县平阳镇、东大山的狭长地带，研究对象为中一一上佛罗

纯龙爪淘群中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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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爪沟样分布略困

在80年代末至目前，黑龙江省1120可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完成.并开展第二代区调工作- 石
油 、 煤 炭部 门 为开 发 能 血矿产，对 龙 爪向 群 的岩柑
古地理做了系统研究二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为编

墓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对保罗系海陆交互相岩

石地层单 位 进 行了 清 理 相 深 入 研究 ， 工作区域 的

扩大和进一步研究工作，在岩否、生物租年代地层

方面有了新的发现的选展。

2.1 大架山组01 d) 

龙爪向群(Jlln)最下部岩石地层单位(含白鹤

山组J)bl1- )出露在虎林县大架山、方山林场、兴
凯、云 山和玛京县东 大山等地( 固 2) 0 ffl:i部有较
厚砾岩，不整合一假整合覆于诺利阶大{圭词组

< T3 dj)租南现鸭山组(T3n)上。 向上为以灰色为主

精 花�'和细 砂组 中 薄 层状砂岩 、 极 岩互 层 ， 间 层租韵
律状沉积，夹少量提灰缸j;岩3 岩石含岩屑普遍，成

熟度较低，为近岸多ìw.快速沉积已 最大厚度13ωm"

大架山组含丰富多采的海生暖水型相玲水型动物他否D 主要有菊石、放射虫、育孔

虫‘:<<壳类、腹足类、腕足类和单体六射珊湖等。 菊石以P.silocerataceae - Angulaticeras组合

为代表。 现壳类下部l� Otapina组合、上部川Propeamu:rsium olenekensis - Lirrw. cf. panoa -

}Vucu1ana ( JU()iteria) acuminata组合为代表。 在大草山层型剖面上采取了二组蜘一艳、同ft

素等时线测年样品ι 下部年令值为187'1a，上都为18H1a 据层序地层、古生物和同位素

栅年等资料，大架山组时代应属单保罗世中晚期。

2.2 辈檀组(J1P)

分布于玛东县京大山，密山市裴德乡，虎林县兴凯.Æ爪沟、云山、方山林场‘姐木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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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979年张超等昨东胜忖组).， 下部为哥岩砂砾岩，上部为砂岩、提玩岩、角砾醺灰岩

夹粉在þ岩。 上部与七虎林河组(J2q)整合接触:下部与大架组(Jld)为假整合关系，并超砸

于晚二叠世地层之上。 层型剖面在密山市裴德乡东胜村北。 最大厚厦460m�

建组初期涵义为陆相含煤沉积.1985年在上部角砾提兢岩的泥质岩夹层中果到古柿

目海相双壳类化百.而证实践组并非纯陆相沉积。 陆相层含鞭丰富植物化石，属于

COl7Ú.opteris - Phoeníco，严is植物群晚期的Neocalamiles hoerensi.s - Todil.es dentia.血ta组合。 该

组中获得伺-盖同位素年令值为173- 167Mac 确定裴德组时代归中保罗世早期。

2.3 七虎林河组(J1q)

是撞地层指南修订的名称{前称七虎林组、1979年张超等秸辈德组)。 下界以粉砂岩

与裴德组凝灰质岩石划界:上界U厚层黑色泥质垣岩与上覆虹星域组分界。 均为连攘沉

和a 下部为灰、灰黑色中、薄层状粉砂岩、睫灰在�'岩;上部是黑色厚层状泥质、粉砂质握岩z

最大厚度680m二 著名的北极小头菊苟( . .tmocephalites )产于上部植岩中。 中下部含较多植

物化石.属N阳叫amites hoerensls - nd;leS denticutala组合。 在云山层型泥质岩石中测得押

一直同位素年令为158Mac 据层序地层、古生物和同位素测年等资料，七虎林河组时代相

当中株罗世巴特期(Balhon倒n)-早卡洛期(L. Callovian) " 

2.4 红皇城组(J2h)

它与七虎林河组相伴兮布ο 由灰色、灰黄色中、厚层状杂砂岩、睫灰砂岩、钙质砂岩.

夹薄层状粉砂岩和拥青质泥岩组成。 顶部与朝阳组中性火山角际岩、含角砾凝灰岩呈假

整合关系G 最大厚度640mc 富严悔生双壳类、海百合茎等化石ι tJ.含丰富的Corhula‘As

ta巾. Hartwellia等和C".-clon-clú'ω为主要生物特征巳 其时代可能为中一晚卡描期(M - r .  

Callo".ian) 0 

2.5 朝阳组(J3ch)

层型在虎林县云山{图3) ， 为龙爪沟群中次一级沉积旋回早期岩层，属填平补齐性

质.断续分布于东大山、胡子山、龙爪沟相云山等地ζ 由灰黑色火山质厚层火山角哥、岩、含

角哥、凝荒岩{部分地区相变为培岩) :央黑色厚层含岩屑泥质岩μ 它与上覆曙光组为整合接

触:与红星域组为假整合关系。 最大厚度460m， 在泥质岩中产SilUJpsammobω. Camp

toructes等海相政壳类:半咱水生活的粒鳞鱼Co.'L'o!.ep臼sp;还在泼水腹足化石J!it:i，阿n1.. <I\ •双
壳类Fcrganoca阳ha.并吉RujJùrdia - Onych印'P$Ï$植物群早期组合化石。 在层型剖面泥岩

中刚得挥一直同位素年专为150Ma.在归人该组的花岗岩怦一直同位素年令为口5�da 朝

阳组时代为晚株罗牛津期( Oxforoian)趋合理I

2.6 曙光组(J.�i?-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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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扩大的单位(舍以前云山组、珠山组、石河北组和东荣组)。 是龙爪陶醉最主

育的一个组组单位。 北起辑嚣，南至鸡东县3西自鸡西.东至乌苏里江畔，海攫沉积面相

23值)()km2 " 曙光组下部为黄褐色等中、租粒中厚层状砂岩，夹薄桓状勘砂岩z上部粉砂岩

居多.与细砂岩呈韵律状祝积，含多层可果煤。 下部砂岩中含丰富海生双亮类化石，以

llOgrωmon ( I . ) ÌJognomono由íes - Liotrea aff. plaMica组合为代表。 上部粉砂、泥质岩层中含

多门类悔生动物化石.主要有:<<壳、腹足、腕足、介形虫租菊石等。 菊石以Strebl剖nae -

PeriφhinoUnoe组合为代表s班亮英m叩ammobia- Acomya组合为代表。 在曙光组下部和

上部有二组怦一量同位素测年样品，年令值为157M且和141M."， 年令和古生曲指示的时

代趋向一致。 曙光组时代应归晚牛津(U.臼fordi8l1)一伏尔加期(Volgi8l1)。

2..7 东安镇组(J3d)

地表仅见于饶词到东安镇一带.面租5km2(固的ι 下部为灰白色厚层中一一细拉长

石石英砂岩租杂砂岩.上都为黑灰色薄层状粉砂一一泥质植岩。 呈韵律状沉积。 顶部缺

失，下都为曙光组黑色粉砂岩为连续沉棋。 最大厚度?15m。 泥质岩层下部富含海相双壳

费和菊石等。 菊石以picω，nia - Rtuenia组合为代表。 政壳费主要为加恼一属，以B.

Volge町•B . ru.ssien.si.s • B. unsec:lum.siJ • B . fischeriana， • B . oken.si.s等。 曾金庚(1985)曾划分了

四个带，实际在剖面上己定名的Buchia带化石种是混生的，而菊石在最上层位与Buch囚

的主要种是共生的c B町hia不具有础立分带标志。 所以东安镇组时代应为Kimmeridgi8l1

- Valgi8l1期。

3 古生物与生物地层

3.1 动物群特征

主要为海生动物.偶见曾是水生活的政壳英、腥足类和半威水生存的鱼类。 陆表海生动

物.最韧仅发现在龙爪向群中上部，近年来，在原"城子同组"中下部，南京鸭山组中上部，

那丹哈达岭保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丰富的海生动物群。 官1门同属于黑龙江省东部株罗缸

悔浸生物群。 其种类多样，软体动物中取壳纲最为繁盛.腹足纲、菊石、腕足门、瑞皮门、节

肢门中介形纲、原生门的有孔虫、放射虫段之，还有少量的腔肠动曲门珊蝴u 这些生物呈

暖水和降水型共生.浮游和底栖相混生c 在龙爪向群中上都植物化石往往见于海相化石

的同一菁、本中。 说明黑龙江省东部株罗纪的一种特殊古地理环境。

3.2. 生物地层划分

( 1)双壳类划分:分布于龙爪沟群各组的双壳类.在地层划分中起重要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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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葡石:龙爪沟群菊石以往仅发生在七虎林河组中。 近十年在大韶山组、曙光组、东

安镇组中找到大量葡石.它们中一些属种对龙爪沟群划分和确定时代有重要意义(表1、

图版)。
表1 黑龙辽省海相保罗一白歪系划分表

生 物 地 层
岩石地层 年代且也应

菊石生物地层组合

n.-rr. - VoJg.St.oge 

东安铺组 Pi.:lOnÏ<J - R，但由血组合 M.U.Knnm.St同ge

Kimrn . SIagt' J， 
5坦rebllJ�圃-P�冉昭lIIQ.t'组合

朝阳纽 可能舍精石
0..，.. - 也mm .臼av

红星城组 可能含有石 Batho. - C .. lIo.St.oge 

七庞林宵组 A附属呐d阳- No.忡。由剧组合 Butho.Sta哥' J: 

裴德组 主要为陆相阮棋 AlÙen. - Balo. St.oge 

大银山组 P'Ü<<froJ.副四:Je-A.r曹u阳血.....组合 u嗣.Sen回 J， 

(3) 介 形虫 : 仅分布在龙爪 掏 群曙光组 中上部 ， 是较系 统 研究和进行生物地层 划分 门
类之一。 共 :ittj分 三个组合 ( 张 立 君 19&2) 自 下而上为 ;

Cypridea -Scabriculoc)pri.s -阿a如m血-GaUiaecy1ytM凡&。组合

Scabriculocypri.s obtw叩ina-MarukLs阳nia tr臼ngt血ω组合

Prowcylyere ruldireti.culata -也M时叮tyeri缸elegan.s -MaTUÚ!Úωm血阳时剧组合

(4 )腕足地层特点:腕足类的果集研究程度较低，难于进行单位划分。 但对岩石地层

分类和时代厘定，有一定意义a 已发现的腕足动物均为小嘴贝类。 主要分布在曙光组中

上部G 在大架山组、七虎林河组偶有发现。 在我得的10属19种中，已知种有Monticlarella

rectoumobona邸• Kallirhynchia namlu.en.si s • K. parva • Daghanirh.mchia血gkanien血• Paroir句πchia

bel缸 ， 它们 主要分布在 Callovian - Oxforoian阶。

(5)海相向鞭潭类地层划分:分布在曙光组顶部(含原..城子河组"中部)c 可划分三个

组合c 由下而上:①Parcodinia - Ganyaulacysta - Hystrichogonyaulax组合。 广布于北半球

Kimmerid�归n阶，少数在Volgian阶。 6 Oligosphaeridi.um - Chlam)dophorella - Subtuísph.aere 

组合。 繁盛于 晚株罗世一一早白圭世。 ③Canningia - OCCÍ5l町'sta - Aμea组合。 其中主要

属种见于英国、北美、澳大利亚的早白圭世地层中υ

目前，箭石、珊珊、放射虫和有孔虫等，采集和研究程度还恨不够，有待提高。

(6)植物:是龙爪掏群中繁盛种 类.主要产于中上部二 分属于两个植物群

①Coniopteris - Phoenicopsis植物群晚期组合• Neocalamites hoeren.sis - Todites dcnticulata 

组合。分布在裴德组和七虎林河组中。其时代归中悻罗世无疑。②Ruffordia - Onychiiopsis 

植物群早期组合• Æcanthopteris gothonii - Nil.s .sonia sinensis组合ι 这一组合植物主要分布

在朝阳组和曙光组中，它们主要是保罗纪-早白圭世常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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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造地层格架与古地理特征

黑龙江省东部保罗系属滨太平洋构造壤一部分.地层的形成受晚印支运动挤压条件

下的张裂断陪控制c 以穆棱河为界，在河以北左旋运动形成的东西向断陆内，叠加了(最

大厚度)4田)(} - s(汩的m的沉积ι 30多年的地层研究资料证实，地层中无推覆构造迹象，远

可由40多条地表实测剖面相结孔资料得到认证。 但后期局部断裂活动给研究工作带来

了一定困难。 晚保罗世经历了一次大面朝海浸.在佳木斯隆起东缘.由军川经绥棋、集贤、

政鸭山、�桦、勃利、东大山、鸡西至鸡东，形成了龙爪向群上部南北向沉积.而结束了保罗

纪海陆交互相沉朝建造(图s)c

罐院 售. .鸭山

τ - 二-_.丛I!I "-----

二�‘ t.，<

.\一 一 '1" -

. -
• \- - .-�二〉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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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草....r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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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飞飞---_J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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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ut::_:. '.. -��.:� __' /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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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5 黑龙江省绥滨一鸣东平体罗一平白叠世地层格架略图

Arlm.一麻山群大理岩.P�l一二龙山组叶理化安山岩;]，d一大哥I!IJI组砂砾告、砂者、盼砂泥质岩óJ;p一裴德组厚厚状含

砾砂岩、中粗粒砂岩.J�q一七鹿林柯组勘砂岩、现质右.hh一红星峨组细砂岩、精砂岩.沥青质泥岩iJ，，，h一朝阳组'f'性

火山角砾在厚恩泥岩Ihsll一曙光组下部细伊岩t部份细砂岩互层央薄媒层;K，C'一峨子河纽向前1帽砂岩央镇居: K.，M 

穆棱组精细砂岩、提灰砾岩互臣。

龙爪询群的岩石、生物迹象提示我们，并经近年来岩相古地理研究，其沉积物形成环

境与河流一三角训体系关系密切υ 告石普通含岩屑较多.成熟度低。 为多精快速沉积特

征。 海生萄物与植物化石共存，暖水型与咛水型、浮游与鹿栖生物共生，除了生扮自身的

迁移外，反映了黑龙江省东部中生代滨太平洋活动带特殊的与断陷有关古地理环境(图

6)。

5 龙爪沟群时代

古生物提供时代意见喃自1958年发现第一个亚考珩菊石( Suhkossmatía )后.赵金科先

生又定名另一块菊百为北极小头菊石( .4rctocepluúites ) .而确定龙爪沟群在60年代归晚保

罗世。 70-80年代古生物研究有很大进展_ N"怆eo肘fωalami巾utt"S回.咀s为代表的Cω'071io，山iωop附te旷仇r瓦ri:. - P用hl时J厅阳Je71仔71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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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组合建立;腕足、介形且都有很好标本。 从而使龙爪沟群(裴德组一曙光组)时代修叮

为B句∞i皿- Kimmerid回m 期 。 80 年代 末 在 原 龙爪沟群上 、 下部发现了新的沉现岩层 . 在
下都大架山组中发现了Psiloc曹刷刷饵• Angulωu::e邸. Glericeras等:在七虎林词组中又发现

了Morpn耐哩阳菊.tl;在曙光组和上部的东安镇组发现了Pic/on血. &.seni4 ; SlreblüÜUU! • 

Pe risphindir町等Kimrr町idgian期菊石。 目前龙爪沟群中古宝物提供时代归佛罗纪元幢g

• 

回6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中生代冲积扇一扇三角洲沉积体系模式囱
1 -冲飘扇;2-嗣三角洲平原{包括分流何道、何间洼地.沼泽、湖泊)β-嘲三角洲前串最近瑞河口坝;4 -扇三角洲前缉
远a嗣同口垠.5-前三角洲

近10年来.在龙爪祠群层型剖面的各组组单位中，采取了约120个同位素测年样品.

用制-锦等时线相悍-氢法1J!�得年令值{大架山组187 - 182Ma裴德组173 - 167MII.七虎

林何组158Ma立，朝阳组150Ma土，曙光组157 - 141Ma)为187 - 141M!lo 上述同位章四年

提供的时代数据与古生物指示的时代意见是一致的。 龙爪询群在黑龙江省掏造和层序地

层中的位置，经几十年生产实践，确定其时代为保罗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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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皮克将菊百未定种P比阳n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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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版 说 明
(化石图版均缩小113)

第8卷

1.外模、侧槐.编号IX Hd!;2.部分内核{则提.示缝合钱.编号同前。产地=烧河县东安镇东安铺理，时代为Jμ

3植之字形葡石未定种Pha.ulo.ig=ug sp. 左外模.侧视，编号H5例。.产地层位:虎林县兴凯乡A一队七虎林河组(J，q) ， 

4. .:lt段头菊石未定种Ardoe�phcd'les &p 外模.侧夜.产炮与匡位:虎林县七虎林林场桥头七虎林河组(J，q)

5 -7.植舍菊石未定种Rι1�1U4 sp. 

5.6侧视，并示缝合喝口应砚，编号应Hd，咽产地与层位z饶阿县东安镇东安镜组(J1d) c 

8.安其拉恃菊石未定种�lIgul，ιIlicer.... op. 侧视，编号应H;:504.产地'j层位:虎林县五林洞乡大娘山，大要山组(J，d) ，时

代t早保罗世，

9-10 .d.? Gl即町，回未定种，倒砚，编号PIH" ，产地:虎林县大架山，层1主:红星地组(J2h) 0 

11 - 13.弛菊石未定种�Ioc�r，西部

11.外摸，侧视.示生*线.编号P，.H1o产地=密山市唱起德.:lt山.居住:七虎林柯组(J:q); 12 -13. [i，归时甩ep.1.1内

核，倒槐.编号P)Hs， .产地t虎林县大架山.层位:组星城组(J，h) • 

The Jurassic system of Continental - Oceanic 

F ac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Li Weirong 

(No.1 R唁ional Geoløgkol s.uv .. ying ln.t;tut.. J H..;lo吨ji.ang，Ministry or c.，.，]ogy and MII...ntI Re刚回酷}

Abslract 

币1e JlllllS6íc syslem in lhe easlem of Heilongjiang pro、rince is the only continental - oceanic fa

cíes sedìments. in which Jllrassic coπelaled closelyω lhe ri \'t"r delta regi町，回e slrata may be divid

ed into Dají脑han Forrnaüon(Jjd) .Peide Formation(J�肘. Qi hlllinhe F 0回国tion ( J2 q ) • Hongxingdl t"ng 

Fonnation(J2的. Chaoyartg F ormalion ( J J c的. Shllguang Fonnation (JJsh ) and Donganzhen Fonnalion 
(1) d) . Great progress h出been made in bíostratigraphic sllldy. Twenly - four biostratigraphic :lOnes 

and assemblag田 ha\'e �en set up. whic:h were repre臼nted by arnmonites: Pictonia - Rasenia臼

semhlage; Streblitinae - Perisphineúdae assemblage; Arctocephalitej - Morphceras dSst>mblage 

and Psitocerataceae - .4nguiaticeras assemblage. Besides ammoniles. fossils ha\'ing been disc-o\'t'red 

were marine animals : bivalves. Gastropoda. crinoid阻，但tra{'叫a. foraminifem. radiolarians. Anthozoa 

and fresh water bivah'凹. Gastropods • fish and rich也ssil pl皿lS. Recent study proved that lht> faults 

formed dllring the later lndosinian mo\'emenl ha\'t> produc�d the Longzhaogou Group' s special 

palat>吨raphic environment. which corτelated cl(配ly 10 the m'�r delta regime. Since tht> past fifteen 

yea后 • one hundred isotopic specimens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each foπnation of the Longzhaogou 

Group' model section. ils age is 190 - 140 Ma，ηle Jllrassic conlinental - Oceanic fa{'i凹. mdf>ntiÍlC'

tion and perfection is of great for tht> COITelatlOn between China and near P8cific biostllltllm. palaeon

tol吨y • paleogeograp峙.discov四ng natural fuels and ores and tht> study of geochronic geology. 

Key Words: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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