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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合川自流井组植物化石的发现

李旭兵+孟繁松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湖北 宜昌 ,,&##&)

摘要!描述了发现于合川自流井组东岳庙段的三种似木贼植物化石+即 -./01230321405/167889:+

-;5<32=<501’>?9@@9A:)和-;BC5/DE<=01’F8GHIH;)>?9@@9A:J标本保存良好+依据植物和双壳类化

石的分布关系+提出自流井组东岳庙段的时代为早侏罗世晚期至中侏罗世早期J同时+分析了东

岳庙段的岩相特征和沉积环境J
关 键 词!植物化石K东岳庙段K早侏罗世晚期K中侏罗世早期K沉积环境K重庆合川

中图分类号!LM",;N* 文献标识码!O

重庆合川炭坝一带’图 ")的陆相侏罗系自流

井组是指伏于中侏罗世新田沟组之下+连续沉积在

晚三叠世须家河组之上的一个地层单元+该组顶P
底分界明确+层序清楚+发育齐全+化石丰富+是四

川盆地重要的标准地层之一J以前对该剖面的化石

未作过系统的采集和研究J(##"年笔者在合川炭

坝剖面系统采集了一些植物P双壳类P介形类和孢

粉等化石+并对自流井组大安寨段P马鞍山段P东岳

庙段P珍珠冲段和綦江段及其上覆新田沟组P下伏

须家河组进行了剖面实测J本文主要记述了这次所

采集的植物化石+其层位为自流井组东岳庙段J采

集的三种植物化石形态特别+保存完好J文中描述

了化石特征+并对其产出层位QQ东岳庙段的时代

等进行了讨论J

" 植物化石的产出层位

川东一带的自流井组主要为一套湖相砂泥岩

和碳酸盐岩沉积+其中富含淡水双壳类化石R"S+植

物化石比较稀少J近些年来+四川自流井组的含义

变动较大+现沿用的自流井组自下而上包括綦江

段P珍 珠 冲 段P东 岳 庙 段P马 鞍 山 段 和 大 安 寨 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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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植物化石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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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记述的植物化石+产于该组东岳庙段J
东岳庙段为灰色P黄绿色钙质泥岩P钙质碳酸

盐岩+夹介壳灰岩和泥质粉砂岩+厚 ]*;*^+含大

量双壳类化石 _12/‘CB<=‘0E0<1/aDbE<c78Y+_;
<Eb/5<3<dG@\:;+_;2550e30B<dG@\:;+_;=C3/E‘<
dG@\:;+f/3/255<=C3/E‘<g7IGh9H+f;b0b<E32<E
g7I;+f;Bi<Bi5Cj0g7I;+k0a0=2BCEBi<<EC‘CE3Cl
0‘21’m?\8HZ;)+k;10Bi/<E2E101no等K植物化石

有 -./012303215<32=<50167889:+-;405/1’>?9@@9A:)
和-;BC5/DE<=01’F8GHIH;)>?9@@9A:等以及介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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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3405!6(%"77%-"
8913:;<=和孢粉等化石>笔者采集的植物化石位于

该段第 ?小层5厚度为 @A6BC5是一套灰D黄绿色

页片状钙质泥岩5上部夹一些黄灰色粉砂岩>

E 东岳庙段的地质时代

自流井组东岳庙段的时代问题5至今意见仍不

统一5有的认为该段属早侏罗世FE5?G5也有的认为此

段为中侏罗世FHIJG>顾知微FBG教授于@KJE年根据古

脊椎动物D古植物和淡水软体动物化石提出自流井

组的时代为中侏罗世5嗣后很长一段时间为大家所

接受>自@KBH年以来5有人对自流井组的时代属于

中侏罗世产生了异议5主张应归属早侏罗世>随着

双壳类化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川东D川西南等地所

谓L香溪群M的时代全部归入晚三叠世5就很自然地

引出上覆L自流井组M的时代归属问题>目前比较一

致的看法是綦江段D珍珠冲段属早侏罗世5但对东

岳庙段至大安寨段的时代是早侏罗世还是中侏罗

世则说法不一>东岳庙段的剖面自下而上描述如

下N
上覆地层N马鞍山段 灰D黄绿色中厚层O厚层状细粒

长石石英砂岩5具大型斜层理5依此砂岩层为标志与下

伏地层分界>

PPPPPPPPPP假 整 合PPPPPPPPPP
东岳庙段8厚 QJ6JC=

H6上部紫红色D局部夹黄绿色泥岩R下部黄绿D灰紫等杂

色泥岩 @@C

?6灰D黄绿色页片状钙质泥岩5上部夹黄灰色粉砂岩>含

植物 ST’%7UV%VU7"VU#"(%7W011;X5S6Y%(’*8Z/;[[;2X=
和 S6-\(’*&"#%78913]̂]6=2/;[[;2X等 和 介 形 类

!"#$%&’(" )%)"&%*+’,%-"./01023405!6(%"77%-"

8913:;<=等及孢粉等化石 @A6BC

E6灰D深灰色页片状钙质泥岩夹灰色薄层O中厚层状介

壳灰岩5下部黄绿色钙质粉砂岩5底部为厚 @6EC的

粉 砂 岩>产 双 壳 类 化 石 _7U’,\-"#,%&%"7’‘*)&"

a01b5_6"&)’("V"c3[<X65_6U((%+V%-"c3[<X65_6

#\V’&,"c3[<X65_6U((%+V%-"c3[<X65d’V’U(("-e"-P

(\f%eg0̂65d’V’U(("#\V’&,"g0̂3h;]5d6)%)"&VU"&

g0̂65i%‘%#U-\&-e" "&\,\&V\%,U78j/<1]k6=5i6

7%-e’"&U&7%7lm等5介形类 !"#$%&’(")%)"&P%*+’P

,%-"n0]̂ <bo<5!6%*+’,%-"./01023405!6(%"77P

%-"8913:;<=5pUV"-q+#%77’‘\f"V"n<;5pUV"-q+#%7

-"VU&’("#("8a0]:<[Xb0=等 和 脊 椎 动 物 化 石 鳞 齿 鱼

rU+%,%,\&q’7X26 @K6BC

@6灰D黄绿色粉砂岩D粉砂质泥岩夹介壳泥质粉砂岩>产

双 壳 类 化 石 _7U’,\-"#,%&%"U((%+V%-"c3[<X65_6

"&)’("V"c3[<X65_6#\V’&,"c3[<X65d’V’U(("-e"-P

e(\f%g0̂6等 B6EC
整 合

下伏地层N珍珠冲段 底部为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砂质

泥岩5上部为砂质泥岩>

在 东 岳 庙 段 采 集 的 植 物 化 石 ST’%7UV%VU7
Y%(’* W011;X5 S6("VU#"(%78Z/;[[;2X=和 S6
-\(’*&"#%78913]̂]6=Z/;[[;2X5都 属 于 木 贼 属

ST’%7UV%VU75ST’%7UV%VU7("VU#"(%7和 ST’%7UV%V%U7
Y%(’*W011;X与英国中侏罗世约克郡植物群中所

产 ST’%7UV%VU7("VU#"(%7和 ST’%7UV%V%U7Y%(’*
W011;X完全一致>英国约克郡的下侏罗统为海相沉

积5中侏罗统为海相与淡水沉积互层5淡水沉积称

为三角洲系或河口系5下河口系确切时代相当于晚

阿连晚期FAG5其植物化石经 W011;XFKG等 的 深 入 研

究5计有 JK属 @QK种5见于我国同期沉积中的重要

属 种 中 就 有 ST’%7UV%VU7("VU#"(%75S6‘U"&%等 有 节

类植物化石FAG>ST’%7UV%VU7("VU#"(%7和 ST’%7UV%VU7
-\(’*&"#%7两植物化石在柴达木盆地及其边缘地

区F@sG的 t0[<];0]期 饮 马 沟 组 uv310w;0层 也 出 现

过>ST’%7UV%V%U7Y%(’*x"##%7在辽宁南票后福隆

山的中侏罗统海房沟组F@@G也出现过>东岳庙段含大

量双壳类化石 _7U’,\-"#,%&%"7’‘*)&"a01b5_6
y$U%-e\’U&7%75_6"&)’("V" c3[<X65 _6U((%+V%-"
c3[<X6等>该双壳类化石与顾知微8@KBJ5@KAE=提
出 的 中 侏 罗 世 r"*+#\V’(" 8S\("*+#\V’("=
-#U*U#%z _7U’,\-"#,%&%"y$U%-e\’U&7%7化 石 群

相当>而 _7U’,\-"#,%&%"的铰齿与湖南D江西D广

东 等 省 早 侏 罗 世 微 咸 水 或 淡 化 海 湾 的 双 壳 类

r%(%&)U(("等的铰齿接近>在皖D鄂东南早侏罗世象

山群下部武昌组发现 ST’%7UV%VU7w{6("VU#"(%7植物

化石F@EG>
综上所述5东岳庙段的时代应属早侏罗世晚期

向中侏罗世早期过渡阶段5所以自流井组东岳庙段

的时代为早侏罗世晚期至中侏罗世早期比较合适>

? 东岳庙段沉积环境分析

晚三叠世末至早侏罗世初5印支运动使四川西

部褶皱成山>由于稳定的龙门山z康滇古陆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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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运动对东部影响较小!但须家河期已形成

的冲积盆地周边山系进一步上升"此时!气候亦转

变 为炎热#干旱"四川东部侏罗纪$含白垩至第三

纪%大型红色内陆盆地就是在这种古构造和古气候

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早侏罗世晚期至中侏罗世早

期!江油&广元&南江&万源一带!正处于温湿气

候条件下的冲积扇&湖滨沼泽&浅湖环境!向南过

盐亭&蓬安&大竹一线后!即过渡为温湿#干旱的

大型湖泊环境!向外至重庆合川一带为滨湖和浅湖

环境"之后$在中侏罗世早期%!重庆合川一带湖盆

基底开始抬升!并有一次明显的水退过程!使湖底

一度普遍露出水面"随后!湖盆相对下降!四川东部

广大地区处于浅湖&滨湖或滨湖沼泽环境’()"
重庆合川自流井组东岳庙期!就处于早侏罗世

晚期至中侏罗世早期的浅湖&滨湖或滨湖沼泽且

湖底开始抬升的沉积环境"沉积物自深湖至浅湖由

黑色#紫色泥页岩向黄绿色#灰色砂泥岩#灰岩过

渡"浅湖区内生物比较繁盛!富含双壳类和经搬运

过的爬行类肢骨碎块及植物"自流井组自下而上每

个岩性段的岩性及化石面貌略有差异$图*%"珍珠

冲段为紫红色夹黄绿色砂质泥岩#细粒石英砂岩!
未发现化石+东岳庙段为灰色#黄绿色钙质泥岩#钙

质碳酸盐岩!夹介壳灰岩和泥质粉砂岩!化石特别丰

富!含大量双壳类化石 $,-./0123405653最 常 见!

7/8/.993#:5;54.2162<3也 有 发 现%以 及 植 物 化 石

=>/5-.858.-属"底界面$?@*%为珍珠冲段与下伏地

层的分界面"为A型层序界面!其识别标志是层序

界面上下沉积韵律明显不同!界面之下沉积物由下

向上逐渐变粗!而界面之上则由下向上总的趋势是

先粗再变细!表明界面上#下的沉积旋回不同"
该层序的 B?C相当于珍珠冲段!底部灰色细

粒石英砂岩夹砂质泥岩!上部为砂质泥岩!系边滩

沉 积"C?C为珍珠冲段和东岳庙段剖面的 DE*
层!系一套灰色#黄绿色钙质粉砂岩#钙质泥岩夹中

厚层状介壳灰岩!底部为粉砂岩!属滨&浅湖沉积!
富 含双壳类化石"F?C为东岳庙段剖面的 (EG
层!为灰色#黄绿色页片状钙质泥岩!顶部为紫红

色#黑色的杂色泥岩!含植物茎干化石!为三角洲&
滨湖沉积"

从沉积物颜色指数上看!东岳庙段自下而上呈

灰色H黄绿色H紫色!反映出一个温湿H半干燥H
干燥的气候环境"

从上述岩性段的岩石和生物化石特征可以看

出!东岳庙段沉积时均为温暖偏热气候下的浅湖环

境!因气候条件使 IJ*和 F*J释放!促使湖水中

IKIJ(浓度增高!逐渐沉淀形成淡水灰岩"

图 * 合川自流井组沉积相柱状简图

LMNO* PMQMRSMTNLUVWKXMUTYZ[MWZTXKV\]K̂MZYMTFẐ_RKTKVZK
DO长石石英砂岩+*O钙质泥岩+(O粉砂岩+GO灰岩+‘O钙质粉砂岩+aO介壳灰岩+bO粉砂质泥岩+cO石英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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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化石描述

似木贼属 "#$%&’()*+,-*-,+./#0$1#023455
侧生似木贼 ’()*+,-*-,+67-,876*+9:;<==<>&?

9图版@图 3A5?

3B!C’()*+,-*-)D67-,876*+@EF00<&@GGG页@插图 5@C@HI

3BH3’()*+,-*-)D 67-,876*+@EF00<&@GJ页@插 图 CKLM@"@

E@3JKI

3BHN’()*+,-*-,+67-,876*+@OPQQP@HB页@图版 3@图 HA35I

材料 较完整的茎干化石 5块R
描述 茎分节与节间@节间有纵脊与纵沟相间

排列R茎宽 3A3ICST@节间长 GST左右@节部不

膨胀R叶鞘不分裂9图版@图 3AG?或分裂较浅9图
版@图 5?@由 G4A5C枚宽 3TT左右的小叶所组

成@长约 NTT@叶齿顶部较尖R叶鞘表面具有点

痕R
比 较 与 讨 论 本 种 的 标 本 和 ’IU,8V7W,W+*+

.#XF0Y93BJN?93N页@图版 G@图 GCAGB?非 常 接

近@区别在于费尔干似木贼的节隔膜是以比较明显

的 卵圆形及其辐射线较短9常为其半径 3ZG或更

少?为特征的R根据哈瑞士和川崎93B5B?的意见@东
亚以往定为费尔干似木贼的不少标本@都可以归改

为 侧 生 似 木 贼[35\R本 种 与 李 佩 娟 等[3J\所 定 的

’()*+,-*-)D67-,876*+@9:;<==<>&?9!J页@图版G@图

CAHF]图版 5@图GA5]图版33@̂ 图3]图版3H@图

3?很一致R
产地与层位 重庆合川@自流井组东岳庙段R

线形木贼 ’()*+,-*-,+U*6)+EF00<&
9图版@图 !A4?

3BNB’()*+,-)DU*6)DEF00<&@3H3页]图 3AGI

材料 较完整的茎干化石9图版@图 !AN?和

不完整的叶鞘化石9图版@图 4?@共 C块R
描述 茎分节与节间@节间有纵脊与纵沟相间

排列R茎细弱@直径 !TT左右@节间长可达 BST
以上@茎面具细弱的纵脊或纵沟 5A!条]节部不肿

大]叶鞘长 3JTT左右@由 3JA3C枚宽 3TT左

右的小叶所组成R叶齿长约 GACTT@顶端钝圆或

钝尖R
比 较 与 讨 论 标 本 与 英 国 约 克 郡 植 物 群

’()*+,-)D U*6)D9EF00<&@3BNB@3H3A3HB页]图

3?化石基本一致R辽宁南票后富隆山中侏罗统海房

沟组 ’()*+,-)DU*6)D9EF00<&@3B4N@GHN页]图版

3@图 H?标本与当前标本形状一致@但后者的体积

较大R
产地与层位 重庆合川@自流井组东岳庙段R

柱状似木贼 ’()*+,-*-,+_‘6)DW78*+
9a0b$2$I?:;<==<>&
9图版@图 BA3G?

材料 茎干化石9图版@图 Bc33c3G?和节隔膜

化石9图版@图 3J?@共 !块R
描述 茎分节与节间@节间有纵脊与纵沟相间

排列@相邻节间的脊和沟通过节时略错开或不相错

开R茎保存的宽度 GA5ST@节间长 GST左右@节
部叶宽 3A3ICTT@基部联合成叶鞘@叶鞘长 3AG
ST@叶数不甚明显@在宽约 5ST的节上大致有叶

3C枚左右@估计每轮叶的数目可在 5J枚以上R叶

齿较长@约 JICA3ST@下半部具缝合沟@其宽度大

于毗邻的叶齿@缝合面上部平@向下逐渐狭细R在叶

和平滑的节间上见有纵行排列的细微条纹@节隔膜

常单独保存为化石@卵圆形@最大直径 5I!ST@其

辐射线的长度一般不超过半径的一半R
比较与讨论 标本可与定为 ’I_‘6)DW78*+的

下列英国约克郡标本比较R
3B35’()*+,-*-,+_‘6)DW78*+@EF==#@5页@图版 GI

3B!C’()*+,-*-,+_‘6)DW78*+@EF00<&@GGN页@插图 NI

3BH3’()*+,-*-,+_‘6)DW78*+@EF00<&@3C页@插 图 !@Cdcecfc

gI

当前标本在茎的宽度@叶的宽度和数目以及联

接沟的长度c宽度上都与英国种基本符合R但本种

分离叶齿较长R由于有些标本为茎干断片@所以也

有人定为 ’()*+,-*-,+ShI_‘6)DW78*+R
产地与层位 重庆合川@自流井组东岳庙段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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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所描述的植物化石均采自重庆合川自流井组东岳庙段%标本保存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X$23$y"%#y#%")|#%-|)y")J;8CC8E9*侧生似木贼

&$茎干% @&K&6为图 &的放大% @3%登记号 :"J344X&&

3$茎干% @&K36为图 3的放大% @3%登记号 :"J344X&3

X$茎干% @&KX6为图 X的放大% @3%登记号 :"J344X&X

0?2$23$y"%#y#%"’y)$"567789%线形木贼

0?($窄线形的细茎% @X%登记号 :"J344X&0T344X&(

2$叶鞘% @X%登记号 :"J344X&2

’?&3$23$y"%#y#%"z&)$4}|-y")Q7>HuH$*J;8CC8E9柱状似木贼

’$茎干% @&K’6为图 ’的放大% @3%登记号 :"J344X&’

&4$节盘% @&%登记号 :"J344X34

&&$茎干% @&K&&6为图 &&的放大% @3%登记号 :"J344X3&

&3$茎干% @&K&36为图 &3的放大% @3%登记号 :"J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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