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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冀西北坝上高原的张北、康保等地发育着两套新生代红层 ,分别为上新世石匣组和中更新世赤城组。石

匣组为一套深红、绛红色的粘土、砂砾层 ,岩性、岩相变化大 ,其中含有丰富的具铁锰质薄膜的钙质结核和黑色锰

质斑点 ,并有丰富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和孢粉。孢粉中喜暖喜湿分子约占 19 % ,形成于炎热湿润气候条件下 ,

与现代北亚热带气候条件相似。赤城组为一套冲洪积红黄色亚粘土夹棕红色粘土、砂组成 ,分布较为局限 ,含个

体小、形状不规则的钙质结核 ,并有周口店动物群的化石分子和孢粉。孢粉中以中性喜温的松属占绝对优势 ,喜

暖喜湿的分子约占 7 . 6 % ,形成于温和较湿润气候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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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西北坝上高原的张北、康保一带广泛分

布新生代红层 ,河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调

查大队将其厘定为上新统① ,河北省地质局将其

划分为上新统壶流组[ 1 ] ,河北省地质矿产局在

《河北省岩石地层》中将其厘定为上新世石匣

组[ 2 ] 。近几年来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研究

所在坝上地区进行了多个测区的 1 ∶5 万区域

地质调查工作 ,分别将其厘定为中更新世赤城

组②和上新世石匣组③。笔者在参加 1 ∶5 万伊

胡塞幅、公会幅、张北牧场幅的区域地质调查工

作中 ,对这一带的新生代红层进行了详细观察

与研究 ,发现红层为两套地层 ,分别为上新世石

匣组和中更新世赤城组 ,二者在地层特征、古生

物、古气候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以伊

胡塞 - 张北牧场测区资料为基础 ,综合分析研

究 ,将两套地层的特征分别进行介绍。

1 　石匣组 (N2 s)

1 . 1 　地层特征

1 . 1 . 1 　一般特征

石匣组分布较广 ,主要分布于康保县的哈咇

嘎、脑包地、沽源县的高家地和张北县的张北牧

场、乌兰胡洞、白塔、脑包底、东瓦窑、花号、前四顶

等地(图 1) 。石匣组主要岩性 :下部为绛红色粘

土 ,底部有不稳定的砂砾层和绛红色含角砾粘

土 ;上部为绛红色粘土夹黄色中砂、细砂层 ,含具

铁锰质薄膜的钙质结核和黑色锰质斑点。产状

近于水平 ,厚度 3 ～ 10 m ,与上覆赤城组为平行

不整合接触 ,与下伏新太古代变质岩系、中生代

侵入岩、新生代汉诺坝组以角度不整合接触。

该组粘土颜色呈深红、绛红色 ,含锰质斑点

和具铁锰质薄膜的钙质结核 ,说明岩石中含有较

高的 Fe3 + 和 Mn4 + [3 ] ,粘土呈团粒结构 ,干时坚

硬 ,呈小碎块(3 ～ 5 mm) ,湿时粘性程度高 ,具有

一定的可塑性 ,切面光滑 ,其特征与长江以南地

区的全新世红土相似 ,说明形成于热带、亚热带

湿热环境 ,是强烈的化学风化淋滤的产物[4 ] 。

上新世石匣组中的钙质结核呈棕红色、褐

色大小不等的疙瘩状、球状 ,表面非常粗糙、凹

凸不平。疙瘩大小一般 10 ～ 20 cm 左右 ,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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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 30 cm ;具空腔结构 ,空腔大 ,内部发育有方

解石晶簇 ,壳皮较薄 ,一般为 3 ～ 5 mm ;断面参

差不齐 ,圈层构造不发育 ;固结程度高 ,比较坚

硬 ,锤击不易断开 ;不含或含少量粉细砂粒 ,但

常有小砾石 ;结核表面及内部具有铁锰质薄膜。

钙质结核呈层分布 ,与古土壤关系不大 ,淋滤特

征明显 ,是 CaCO3 迁移—富聚的结果 ,属次生结

核 ,其特征与山西保德红土中的结核一致①。

图 1 　石匣组和赤城组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the Shihe and Chicheng Formations

1.石匣组(N2 s)分布区 ;2.赤城组(Qp2c)分布区 ;3.乡镇 ;4.村庄

1 . 1 . 2 　代表剖面
(1) 张北县乌兰胡同北西 1 . 8 km 石匣组

(下部)剖面 (图 2) 。

图 2 　张北县乌兰胡同上新世石匣组剖面素描图

Fig. 2 　Sketch showing the section of Pliocene Shixia

Formation in Wulanhutong area , Zhangbei County

1. 马兰组黄土 ;2. 绛红色粘土 ; 3. 不等粒砂 ; 4. 残积角砾 ;

5. 新太古代东井子岩组黑云斜长变粒岩

　　剖面位于张北县乌兰胡洞北西 1 . 8 km 处

的山坡之上 ,属自然断面 ,控制石匣组地层厚度

2 . 8 m ,依据岩性特征可分为三层。

　　上覆地层 :马兰组 ( Q p3 m) 黄土

平行不整合

石匣组 ( N 2 s) > 2 . 8 m

3) 深红、绛红色粘土 ,顶面有 0 . 02 m 厚的风化壳 ,为较

疏松的棕红色粘土 ,且接触面凹凸不平。粘土呈团粒结构 ,

干时坚硬 ,呈小碎块 (3 ～ 5 mm) ;湿时粘性程度高 ,具有一

定的可塑性。可见具铁锰质薄膜的钙质结核 ,为棕红色、褐

色 ,呈大小不等的疙瘩状、球状 ;表面非常粗糙凹凸不平 ;大

小一般为 10 ～ 20 cm 左右 ,个别可达 30 cm;空腔结构 ,空

腔大 ,内部发育有方解石晶簇 ,壳皮较薄 ,一般为 3 ～ 5

mm;断面参差不齐 ,圈层构造不发育 ;固结程度高 ,比较坚

硬 ,锤击不易断开 ;不含或含少量粉细砂粒 ,但常有小砾石 ;

钙质结核呈层分布 ,与古土壤关系不大。 0 . 5 ～ 1 . 3 m

2) 浅黄灰色不等粒砂 ,疏松 ,不稳定。 0 . 5 m

1) 残积角砾 ,角砾大小混杂 ,大者在 10 ～ 15 cm ,一

般在 5 cm 左右 ,角砾成分为黑云斜长变粒岩 ,疏松 ,时见

绛红色粘土充填角砾之间 ,不稳定。 0 ～ 1 m

角度不整合

下伏 :新太古代东井子岩组 ( A r3 d)黑云斜长变粒岩

　　(2) 康保县哈咇嘎乡南东剖面

剖面位于康保县哈咇嘎乡南东 0 . 85 km 处

的一个现代洼地之中 ,为一人工断面 ,剖面控制

地层厚度为 5 . 7 m ,据岩性特征可分为 8 层。

　　上覆地层 :晚更新世迁安组 ( Q p3 q)灰褐色含砾亚砂土

平行不整合

石匣组 ( N 2 s) > 5 . 7 m

8) 绛红色粘土 ,含黑色锰质斑点 , 斑点大小 2 ～ 5

mm ,用手捻摸可以污手 ,鼻闻无臭味。 0 . 4 m

7) 绛红色粘土夹薄层细砂 ,粘土中含黑色锰质斑点。

0 . 6 m

6) 黄色中砂。 0 . 1 m

5) 绛红色粘土与黄色中砂互层 ,单层厚 3 ～ 4 cm。

0 . 7 m

4) 绛红色粘土 ,含黑色锰质斑点。 0 . 1 m

3) 黄色中砂夹薄层绛红色粘土。 0 . 4 m

2) 绛红色粘土 ,含黑色锰质斑点 , 粘土呈团粒结构 ,干

时坚硬 ,呈小碎块 (3 ～ 5 mm) ;湿时粘性程度高具有一定

的可塑性 ;切面光滑。 3 . 2 m

1) 黄色中砂 ,潜水面位于该层顶界。 > 0 . 2 m

未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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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 3 　岩性岩相变化

本组岩性岩相变化较大 ,在山区出露于沟

谷、山坡、山顶 (唐县期夷平面) 。位于山顶、山

坡之上者为残、坡积 ,仅保留其底部 ,岩性为含

绛红色粘土的砂砾石、绛红色粘土质砂砾石 ,厚

度小 ,厚 0 . 2 ～ 0 . 5 m ;位于沟谷中者为滨浅湖

相绛红色粘土 ,仅保留其下部 ;厚度较小 , 厚 2

～ 3 m ;出露于盆地内部者 ,局部尚保留其上部

的湖相绛红色粘土夹黄色中砂、细砂 ,厚度亦较

大 ,厚 > 6 m。这说明了在石匣组沉积之后 ,地

壳曾一度上隆接受剥蚀。

1 . 2 　古生物特征

1 . 2 . 1 哺乳动物化石

河北区调队和河北地质学院 (1977) 先后在

张北县两面井乡十五号、小奔红村及王油房西

北等地石匣组绛红色粘土中分别采到古脊椎动

物化石 ,经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研究认

为属三趾马动物群 ,主要分子有 : Chilot heri um

sp . (大唇犀) 、Ict it heri um sp . (鼬鬣狗) 、Cer2
vavit us sp . (上新鹿) 、S i nocaster cf . anderssoni

(中国河狸相似种) 、Hi p p arion cf . peat yodus

(平齿三趾马相似种) 、S amot heri um sp . (萨摩

麟) 、Hi p p arion sp . (三趾马) 和 H yoena vari a2
bil is (变异鬣狗) 等。鉴定者认为化石属混合型

组合 ,应属上新世早期产物[ 5 ] ①。

1 . 2 . 2 　孢粉特征

石匣组孢粉特点是 : ①乔木植物花粉居多

数、种类数量多 ,占总数的 59 . 4 %(平均) ,而且

其中又均以温带针叶裸子植物 Pinus (松属) 及

阔叶被子植物 B et ul a(桦属) 和北亚热带阔叶被

子植物 Quercus(栎属) 、J ugl ans(胡桃属) 、Til ia

(椴属) 等含量较高。②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数

量较少 ,占总数 28 . 30 % ,其中以 Gramineae (禾

本科) 、A rtemisi a (蒿属) 、Cyperaceae (莎草科)

为主 ,分别占总量的 14 . 9 %、6 . 0 %、3 . 8 %。

③蕨类植物孢子少 ,仅占总数的 12 . 1 % ,而且

其中又以水生的水龙骨科孢子较多 ,占 6 . 0 % ;

水龙骨科的含量变化较大 ,最高可达 12 . 7 % ,

最低为 1 . 9 %。孢粉特征表明石匣组形成时期

的气候比较湿润 ,为温暖湿润气候 ,古植被面貌

为森林 - 草原景观 (图 3) 。其特征可与晋北地

区上新世孢粉特征进行对比[ 6 ] 。

①河北省地质局第二区调大队. 1 ∶20 万康保幅、太仆寺旗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80 .

②山西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山西的晚新生代地层 ,1985 .

图 3 　康保县哈咇嘎石匣组( N2 s)剖面孢粉图式
Fig. 3 　Sporopollen chart of the Hamiga Shixia Formation section in Kangbao County

　　　　　1 . 含砾亚砂土 ;2 . 绛红色粘土 ;3 . 黄色细砂 ;4 . 黄色中砂 ;5 . 乔木植物花粉 ;6 .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 ;7 . 蕨类植
　　　　　物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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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古气候特征

古气候特征由沉积物特征、古生物、古植被

面貌等反映出来。

1 . 3 . 1 　沉积物

沉积物呈深红、绛红色 ,粘土含量高 ,含有

锰质斑点和具有铁锰质薄膜 ( Fe3 + 、Mn4 + ) 的钙

质结核 ,其岩性特征与长江以南地区全新世红

土相似 ,说明其形成于热带、亚热带湿热条件 ,

是强烈的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作用的产物[ 3、4 ] 。

1 . 3 . 2 　钙质结核

钙质结核中呈棕红、褐色 ,呈大小不等的疙

瘩状、球状 ;个体较大 ,大小一般为 10 ～ 20 cm

左右 ,个别可达 30 cm ;表面非常粗糙凹凸不平 ;

空腔结构 ,空腔大 ,内部发育有方解石晶簇 ,壳

皮较薄 ;结核表面及内部具有铁锰质薄膜 ;钙质

结核呈层分布 ,与古土壤关系不大。说明其形

成于湿热气候条件下 , 碱金属迁移和聚集

中[ 7 ] ②。

1 . 3 . 3 　哺乳动物化石

上新世早期温暖湿润 ,中期比较干旱 ,晚期

又比较湿润。三趾马动物群有森林型、草原型

及混合型三种类型 ,从动物生态环境上看 ,北方

三趾马动物群 ,同一时期不同地点有草原及混

合类型之分 ,在同一地点于时间上也有森林、草

原及混合类型的变化[ 5 ] 。上新世石匣组中含有

三趾马动物群化石 ,属森林 - 草原混合型 ,可与

华北保德期红土对比 ,形成于湿热环境下[ 5、8 ] 。

1 . 3 . 4 　古植被

由孢粉组合特征可看出 ,乔木花粉居多 ,可

占 50 %以上 ,而且其中又以针叶裸子植物 Pi2
nus(松属) 较多 ,其次为阔叶被子植物 B et ul a(桦

属) 、Quercus (栎属) 、J ugl ans (胡桃属) 、Til i a

(椴属) 等 ,其时植被应属针阔叶混交林。在阔

叶被子植物中 ,除 B et ul a (桦属) 外 , Quercus (栎

属) 、J ugl ans(胡桃属) 、Til ia(椴属) 等均是温暖

较湿气候环境下生长的植物 ,这类植物占总数

的 15 %左右。在灌木及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

中形成于干旱环境的 (蒿属) 与代表湿生环境的

(莎草科) 、(水龙骨科) 大致互为消长关系 ,前者

最高可达 11 . 2 % ,最低为 2 . 4 % ,后者最高别为

5 . 6 %、10 . 5 % ,最低分别为 1 . 2 %、1 . 9 %。综

上所述 ,在该套地层沉积期间属于温暖湿润气

候环境 ,接近于现代北亚热带的气候环境 ,气候

有波动 ,这与孙有斌等人的研究成果一致[ 7 ] 。

古植被为森林 - 草原景观。据孢粉组合及其古

植被反映的古气候 ,不仅与晋北、冀北地区上新

世可对比 ,也可与华北地区的上新世早、中期的

孢粉组合及古植被、古气候资料对比。综上所

述 ,石匣组形成时期为炎热湿润气候环境 ,其间

出现过多次偏干的气候波动。

1 . 4 　时代讨论

石匣组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 ,

主要有 Chilot heri um sp . (大唇犀) 、Ict it heri um

sp . (鼬鬣狗) 、Cerv avit us sp . (上新鹿) 、S ino2
caster cf . anderssoni (中国河狸相似种) 、Hi p p2
arion cf . peat yod us ( 平齿三趾马相似种 ) 、

S amot heri um sp . (萨摩麟) 、Hi p p arion sp . (三

趾马)和 H yoena v ari abil is (变异鬣狗) 等 ,均为

三趾马动物群的主要分子 ,时代为上新世。

石匣组中孢粉丰富 ,乔木植物花粉居多数、

种类数量多 ,而且其中又均以温带的 Pi nus (松

属) 、B et ul a (桦属) 和北亚热带阔叶被子植物

Quercus(栎属) 、J ugl ans (胡桃属) 、Til i a (椴属)

等含量较高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数量较少 ,以

Gramineae (禾本科) 、A rtemisi a (蒿属) 、Cyper2
aceae (莎草科) 为主 ; ③蕨类植物孢子少 ,而且其

中又以水生的水龙骨科孢子较多。其特征可与

晋北地区上新世孢粉特征进行对比[ 6 ] ②。

综上所述 ,石匣组形成于上新世。

1 . 5 　区域地层对比

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的石匣组在岩石

特征、岩石组合、钙质结核、哺乳动物化石、孢粉

特征、古气候、古植被面貌等均可与山西省的保

德组、内蒙的宝格达乌拉组以及河北省阳原县

泥河地区的壶流河组对比 (表 1) [ 8、10、11 ] 。

2 　赤城组 (Qp2 c)

2 . 1 　地层特征

2 . 1 . 1 　一般特征

该组分布局限 ,仅零星出露于康保县合少

村、东井子等地。由冲洪积红黄色亚粘土夹棕

红色粘土、砂组成 ,局部含砾和钙质结核 ,质地

均匀致密 ,较硬 ,具大孔隙 (较马兰黄土少) ,层

理清晰 ,前人称红黄土或红色土 C 带[ 1、9 ] 。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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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兰组平行不整合覆盖 ,其下与石匣组呈平 行不整合接触 (图 4) 。厚度为 4 . 4 ～ 6 m。

表 1 　石匣组、赤城组地层对比

Table 1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of the Shixia and Chicheng Formations

时 　代
山西省区域地质志

(1989)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

地质志 (1991)

辽宁省区域地质志

(1989)

杨子赓、林和茂

(1996)
本 　文

中更新世 离石组 赤峰黄土 上三家子组 周口店组 赤城组

上新世 保德组 宝格达乌拉组 壶流河组 石匣组

　　图 4 　康保县合少村南砖瓦厂采土坑赤城组剖面

Fig. 4 　Chicheng Formation section

at southern Heshao village tile kiln in Kangbao County

1 .软体动物化石采集点 ;2 . 哺乳动物化石采集点 ;3 . 红黄色

粘土 ;4 .红黄色亚粘土 ;5 .黄色中砂 ;6 .黄土 ;7 .人工堆积

　　该组为一套浅红色、红黄色粘土、亚粘土夹

黄色中砂 ,粘土中局部含有钙质结核 ,由其颜色

分析其中含有一定量的 Fe3 + [ 3 ] ;粘土干时较为

坚硬 ,呈较小的碎块状 (8 ～ 10 mm) ,湿时粘性

程度较高 ,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其岩性特征可

与长江以南地区的红黄壤的相似 ,形成于亚热

带 - 温带温湿气候条件 ,属于化学风化、生物风

化作用的产物[ 4 ] 。

钙质结核呈灰白、灰黄色 ,不规则状、姜状 ,

表面光滑 ;大小一般为 5 ～ 10 cm ,部分可达 15

cm ;多数具空腔结构 ,空腔小 ,一般 0 . 5 ～ 1 cm

左右 ,圈层构造较为发育 ,内部一般由 2 或 3 个

不同色调、成分和结构的圈层 ,圈层具颜色内深

外浅、结晶程度内好外差、质地内密外疏的特

点 ;断面较平整 ,常带有针孔、虫状孔洞或放射

状裂口 ;固结程度较差 ,锤击易断或酥碎成小

块 ;含有较多的粉细砂粒 ;多呈断续层状分布 ,

与古土壤密切相伴 ,少数稀疏分布 ,垂直地层分

布。其特征与山西离石黄土一致①。

2 . 1 . 2 　代表性剖面

康保县合少村南 1 . 7 公里砖瓦窑采土坑赤

城组剖面 (图 4) 。

　　上覆地层 :马兰组 ( Q p3 m) 棕黄色亚砂土。

平行不整合

5) 红黄色粘土 ,含钙质结核。 0 . 3 m

4) 红黄色亚粘土 ,下部含少量钙质结核。在下部采集

一热释光测年样 ,结果为 (10 . 74 ±0 . 83) ×104 a。 2 . 3 m

3) 棕红色粘土 ,含少许钙质结核。在上部采得哺乳动

物化石 ; Dicerorhinusmercki (梅氏犀) 、Palaeoloxodon s p .

或 Elep has s p . (古菱齿象或亚洲象。 0 . 7 m

2) 红黄色亚粘土 ,下部含少量钙质结核。 1 . 1 m

1) 黄色中砂。 > 1 m

未见底

2 . 1 . 3 　岩性岩相变化

本组区内出露局限 ,为一套冲洪积物 ,岩性

岩相变化小。

2 . 2 　古生物特征

2 . 2 . 1 　哺乳动物化石

本次工作在康保县合少村南中更新世赤城

组中下部棕红色粘土中发现了哺乳动物化石 ,

经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为 Dicerorhinus

mercki (梅氏犀) 、Palaeoloxodon sp . 或 Elep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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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 (古菱齿象或亚洲象) 。鉴定者认为前者广

泛分布于北方更新世 ,但在中更新世最为繁

盛①。Dicerorhi nus mercki (梅氏犀) 、Pal aeol2
oxodon sp . (古菱齿象) 均为周口店动物群的主

要分子 ,属森林 - 草原型[ 5 ,8 ] 。

2 . 2 . 2 　孢粉特征

赤城组孢粉以乔木植物花粉为主 ,平均占总

数的 78 . 3 %(平均) ,且以温带的 Pinus (松属) 为

主 ,占总数的 65 . 8 % , Quercus (栎属) 仅占 4 % ,

此外还有微量中温带的 A bies (冷杉属) 和 Tsuga

(铁杉属)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仅占的 8 . 9 % ,主

要是旱生的 Artemisia (蒿属) 和 Gramineae (禾本

科) ,分别占 2 . 3 %、2 . 6 % ;蕨类孢子占总数的 13

% ,主要为湿生的 Polypodiaceae(水龙骨科) 、Poy2
podium (水龙骨属) ,其次为 Hymenophyllum (膜

蕨属) 、Hicriopteris(里白属) (图 5) 。孢粉特征表

明赤城组形成时期气候温和偏湿 ,古植被面貌为

森林 - 草原景观。其特征可与冀北地区中更新

世孢粉特征进行对比[6 ] 。

2 . 3 　古气候特征

2 . 3 . 1 　沉积物

赤城组为一套浅红色、红黄色粘土、亚粘

土 ,由其颜色分析含有一定量的 Fe3 + [ 3 ] ,其岩性

特征可与长江以南地区的红黄壤相似 ,形成于

温带温湿条件 ,是较强化学风化、生物化学风化

作用的产物[ 4 ] 。

2 . 3 . 2 　钙质结核

赤城组中所含钙质结核呈不规则状、姜状 ,

个体较小 ,一般为 5 ～ 10 cm ,部分可达 15 cm ;

具空腔结构者 ,空腔小 ,具较明显的圈层构造 ,

内部一般由 2 或 3 个不同色调、成分和结构的

圈层 ,圈层具颜色内深外浅、结晶程度内好外

差、质地内密外疏的特点 ;呈层状产出 ,长轴平

行于地层分布 ,多与古土壤密切伴生 ,一般分布

于古土壤之下 0 . 5 m 处。其特征说明形成于温

和较湿润气候条件下的淋滤淀积环境②。

图 5 　康保县合少村赤城组( Qp2 c)孢粉图式及组合带

Fig. 5 　Sporopollen chart of the Chicheng Formation section in Heshao village , Kangbao County

1 . 红黄色粘土 ;2 . 红黄色亚粘土 ;3 .黄色中砂 ;4 .乔木植物花粉 ;5 .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 ;6 . 蕨类植物孢子

2 . 3 . 3 　哺乳动物 本组中下部浅红色粘土中产哺乳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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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erorhi nus mercki (梅氏犀) 、Pal aeoloxodon

sp . 或 Elep has sp . (古菱齿象或亚洲象) ,属周口

店动物群 ,形成于温和较湿润气候条件下 ,为森

林型 ,可与北京地区的周口店组对比[ 5、8 ] 。

2 . 3 . 4 　古植被

该组中所含植物花粉以乔木花粉占绝对优

势 ,而且乔木花粉中又以温带针叶植物 Pi nus

(松属) 为主 ,其次为阔叶植物 Quercus (栎属) 、

Ul m us (榆属) 、B et ul a (桦属) ,此外还含有少量

的北亚热带的植物分子 J ugl ans (胡桃属) ,前者

可占总数的 2/ 3 ,后者仅占总数的 1/ 10 ,可见其

时为以松为主间有少量栎、榆、胡桃、桦等组成

的森林景观。此外在灌木及草本植物和蕨类中

有很多喜暖好湿的分子 ,如 M y riop hy l l m (狐尾

藻属) 、Cyperaceae (莎草科) 、Davalliaceae (骨碎

补科) 等。由此分析沉积物形成于温和较湿的

气候环境 ,位于山地环境。

2 . 4 　时代讨论

本次工作在合少村采集到哺乳动物化石 ,

经鉴定为 Dicerorhi nus mercki (梅氏犀) 、Pal ae2
olox odon sp . 或 Elep has sp . (古菱齿象或亚洲

象) ,为周口店动物群的主要分子 ,时代为中更

新世[ 5、8、9 ] 。

赤城组中孢粉丰富 ,以乔木植物花粉为主 ,

且以温带的 Pi nus (松属) 为主 , Quercus (栎属)

较少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含量低 ,主要是旱生

的 A rtemisi a(蒿属) 和 Gramineae (禾本科) ;蕨

类孢子含量较高 ,主要为湿生的 Polypodiaceae

(水龙骨科) 、Poy podi um (水龙骨属) 。孢粉特

征可与冀北地区中更新世孢粉特征进行对

比[ 6 ] 。

另外 ,在康保县合少村获得一热释光为

10 . 74 ±0 . 83) ×104 a 的年龄值。

综上所述 ,赤城组形成的时代为中更新世。

2 . 5 　区域地层对比

冀西北坝上地区的赤城在岩石特征、岩石

组合、钙质结核、哺乳动物化石、孢粉特征、古气

候、古植被面貌等均可与山西省离石组、内蒙古

赤峰黄土、辽宁省上三家子组以及北京地区周

口店组进行对比 (表 1) [ 8、10 ～ 12 ] 。

3 　结论

1 . 石匣组为一套深红色、绛红色粘土组合 ,

夹黄色砂 ,底部发育含粘土砂砾石层 ,本组以沉

积物颜色鲜艳、色率深为特色 ;粘土中含有锰质

斑点及具铁锰质薄膜的钙质结核 ,其中所含钙

质结核个体大 ,呈疙瘩状、球状 ,表面凹凸不平 ,

具空腔结构 ,空腔大 ,壳皮薄 ,圈层构造不发育 ;

出露位置由山顶—盆地 ,高低均有 ,代表了唐县

期夷平作用 ,是地壳稳定时期的产物[ 13 ] ;产丰富

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 ;孢粉中乔本花粉约占花

粉总量的 59 . 4 % ,除松以外喜暖好湿的栎、胡

桃、榆、椴及喜温的桦等阔叶植物含量较高 ,约

占乔木花粉一半左右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含

量较高 ,约占总量的 28 . 3 % ,其中所含湿生分子

含量较高 ;孢粉所反映的古植被面貌为针阔叶

林 - 森林景观 ,古气候面貌为炎热湿润气候。

2 . 赤城组由一红黄色、浅红色粘土、亚粘土

组成 ,沉积物颜色浅 ;其中含有钙质结核 ,个体

小 ,呈不规则状、姜状 ,表面光滑 ,多具空腔结

构 ,腔体小 ,圈层结构发育 ;本组分布局限 ,出露

于盆地、沟谷等地势低洼处 ,形成于断块强烈活

动时期[ 13 ] ;产周口店动物群化石 ;孢粉乔木花粉

占绝对优势 ,以喜温中性的松为主 ,桦、栎等阔

叶分子较少 ,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较少 ,仅占总

量的 8 . 9 % ,湿生分子以狐尾藻为主 ,含量低 ;

古植被面貌为针叶林 ,古气候为温和较湿润气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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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s of the Cenozoic Red Beds
in Zhangbeī Kangbao Region , Northwestern Hebei Province

WAN G Xinḡ jun , GUAN Xiaō yan , ZHAN G Dē sheng ,

ZHU Genḡ xin , WAN G Dē qiang , BAN Chanḡ yong

( Hebei Insiti tute of Regional Geolog y and M ineral Resources , L ang f ang 065000)

Abstract :Two diff e re nt red beds a re located i n t he Bas ha ng Plateau , Zha ngbei K̄a ngba o Region ,

N ort hweste rn He bei Provi nce . They a re na me d Plioce ne Shixia For mation a nd Mid P̄leist oce ne

Chiche ng For mation resp ectively. Shixia For mation is comp osed of da r k red , brow n red clay a nd

sa ndy gravels . The lit hology a nd lit hof acies cha nges f reque ntly. I t is rich in calca reous concretions

wit h f e mic me m bra ne on it a nd blac k ma nga nous sp ots . A nd it also conte nts a bunda nt Hipp a rion f au2
na f ossils a nd sp orop olle n . The t he rmop hilous a nd hygrop hilous sp orop olle n is a bout 19 % of all . I t

f ormed in t or rid a nd wet climate , w hic h rese m bles t he cli mate of t he nort he rn subt rop ical zone i n t he

moder n ti me . Chic he ng For mation is ma de of light red , re d yellow alluvial p̄ luvial sub c̄lay , brow n

clay a nd sa nd. It dist ributes locally a nd conte nts calca reous concretions wit h small a nd a bnor mal

s hap e . A nd it conte nts Zhoukoudia n f auna f ossils a nd sp orop olle n . The neut ral t he rmop hilous p i neˉ

ge nus sp orop olle n p redomi nates ove r all , a nd hygrop hilous sp orop olle n is a bout 7 . 6 %. It f or med i n

t he mild a nd wet cli mate .

Key words : N ort hweste r n Hebei Provi nce ; Ce nozoic red beds ; Shixia Formation ; Chiche ng Forma2
t 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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