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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目摘 要 以吐鲁番一哈密盆地3口钻井中所获得的生耢化石为依据，对其进行1较为知致的 

地层却】分，并讨论1它们的时代归属。撤据丰富的孢粉化石，首次确定1三叠纪地层在哈密盆 

地的存在。 ，’ 
．． ， 

暗 二 - 象 分类号∞ 
扪密百jl·，珂  ⋯ 

吐鲁番一哈密盆地(简称吐一哈盆地)目前已有不少钻井，其中 60年代钻井约 100多口，80年代重 

新勘探以来 ，业以完成的钻孔有 5口(止于 1988年)。对于井下的地层划分与对比均有专门机梅进行研 

究(玉门石油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吐一哈综合研究队负责对原有钻井地层的分层对比工作I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承担对科学探索井台参 l井的专题研究工作I华北石擅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承 

担托参 l井和哈参 1井的专 门研究工作等)，我们对部分重要参数井进行了观察研究。 

1988年 ，在测制完盆地西南缘艾维尔沟、西北缘桃树园子和盆地中部连术 等晚古生代及中生代 

地层剖面以后，应邀对台北凹陷台参 l井的岩心进行了观察对比。该井完成后对钻遇最低层位的时代曾 

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巳钻到了三叠系．经我们观察认为．台参l井从上到下其岩性特征、生物群面貌 

和地层间的接触关系均与连术 剖面完全可以进行对比，据此提出该井未穿透侏罗系 ，下部层位应为中 

下侏罗统的意见。此问题后来得到了证实，井采纳了我们的方案． 

1988年底，啥参 1井正进行钻探，未能系统观察。该井钻至l 500 nl以后，大套暗色泥岩及粉、细砂 

岩呈互层出现，对其下部层位(2 000 m左右)的地层时代归属存有较大分歧，有人认为仍为侏罗系，有 

的剜认为巳钻达二叠系。为及时提供该岩心段的地层时代信息，曾采集了深度在l 900 nl上下的标本进 

行处理，获得了丰富的孢粉化石 ，并发现 Neocatamites carrerei等植物化石。根据孢橱组合面貌分析 ，认 

为其时代为晚三叠世 ，井首次发现晚三叠世地层在晗密盆地的存在。 

1989年夏，在实测野外地质剖面时，对哈密拗陷和托克逊凹陷的 3 I=l参数井(哈参 1井、托参 1井 

及胜 101井)的岩心进行了观察描述，采集了部分古生物样品进行室内分析鉴定，井对其生物群特征．地 

层时代及划分对比进行了初步研究．由于没有系统的录井资料．下面仅根据所采集的动、植物化石和所 

取得的孢粉资料，井结合岩性及岩相特征提出地层划分及时代归属依据，进而与盆地周缘相近的地层剖 

面进行对照，提出初步对 比意见。对未见生物化石的层段未予讨论。 

1 哈参 1井 

该井位于哈密市西北约 25 km处的兰(州)新(疆)公路北侧附近。完钻井探为 2 615．92 in。根据岩 

性特征及获得的生物化石分析，新生代以下钻遇地层为t中生代的侏罗系中下统，自上而下包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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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组(J x)、三工河组(J s)和八道湾组(JIb)；上三叠统郝家沟组(T。h)和黄 山街组 (T；hs)；中三叠统克拉 

玛依组 (T k)。 

经过对哈参 l井进行 系统取样和分析鉴定 ，在井深 930~2 466 nl之间的岩心段中获得了比较丰 

富的孢粉化石，在井深 699．34~705．55 m，860．87~864．37 m，930．O0～l 035．19 m及 1 431．53～ 

2 296．45 m岩心段获得植物化石。 

1．1 晚三叠世生物群及其分布特征 

在井深 1 575 m以下各岩心段的孢粉组合如下： 

在井深 2 461．75~2465．96 m地层中，见蕨类植物孢子，Lycopodlacidites sp．，Duplexisporites gY— 

ratios，Annulispora folliculosa，Annulispora sp．，Aratrispirites exignus等}裸子植物花粉：Piceaepollen— 

ires sp．，Pinuspollenites sp．，Protohaploxypinus sp．等分子。 

在井深 2 090．62～2 296．45 m层段中，见蕨类植物孢子 ：Stereisporites sp．，Cyclogranisporites sp．， 

opodiumsporites subrotundus，Annulispora sp．，A．folliculosa，Aratrisporites exignus，A．minimus，A． 

fischeri．A．grannulatus}裸子植物花粉仅见有 Caytonipollenitespallidus，但比较丰富 

井深 2 211．73～2 215．06m的岩层中．含有丰富的孢粉。蕨类植物孢子有 ：Retusotriletes sp．，A~ic- 

ulatisporites sp．，Baculatisporites sp．，Acanthotriletes sp．．Annulispora folliculosa，Aratrisporites￡ 一 

ignus，A．9qscheri，A．grannulatus，M arattispmites scabratus，Cingulatisporites sp．·Palycingulatlsporites 

sp．等}裸子 植物花粉 ：Alisporites sp．，Chordasporites sp．，Taeniaesporltes sp．，Caytonipollenltes pal— 

lidus．C．CO~eCUtU$，Spheripollenites sltbgranulatus，Psophosphaera sp．，Cycadopites typicus，Ephedrip— 

ires sp．等。 

井深 2 049．78～2 055．23 m的层段中，获得裸子植物孢子：Granulatisporites sp．，Baculatisporites 

sp．，Neoraistrickia sp．，Acanthotriletes sp．等}裸子植物花粉：Alisporites sp．，Piceaepollenites sp．，Pi— 

Mspollen~es sp．，Protohaploxypinus sp．，Calliala妒mites sp．等。 

在井深 l 573．20～l 578．5O12"1．的层段 中，也获得了丰富的孢粉化石 ，标本为黑色泥岩，其中具多条 

沥青细脉 ，含 Neocalamites hoerens?s植物化石 蕨类植物孢子：Calamospora sp．，Punctatisporites sp．， 

Cyclogranisporites sp．．Osmundacidites wellmanii，Verrucosisporites sp．，Aratrisporites scabartus，A． 

paenulatus}裸 子 植 物 花 粉：Protoconiferus p．，Protopinus sp．·Pseudopinus sp．·Florinites sp．， 

Chordaspo~tes sp．，C．singulichorda，Pinites sp．，Acclnctisporites sp．,Pinuspollenites sp．,Piceaepollen— 

ites sp．，Podocarpldites sp．，Caytonlpollenites pallidus．Psophosphaera sp．，Chasmatosporites sp．。 

植物化石见于井深 1 431．53～2 296．45 m的地层中，主要分子有：Neocalamites carrerei，N．carci— 

noides，N．hoerensis及 Danaeopsls sp．。 

1．2 晚三叠世地层的确定及时代讨论 

对于哈参 1井的地层划分与地面、邻区盆地及其他地区的对 比，主要以古生物资料为依据，结合岩 

性及岩相特征予以概略讨论 。 

哈参 l井根据生物群组合面貌和岩性特征，结合盆地厨缘三叠系的沉积发育特征，可能最耀钻 到 

中、上三叠统克拉玛依组。该组在吐一哈盆地及其周缘地区为一跨统的地层单位 ，其上都根据化石组合 

仍属晚三叠世。其证据是 ；其一 ，从岩性特性来看，晚三叠世地层在吐一哈盆地以灰绿、深灰及灰黑色．泥 

岩及粉砂质泥岩为主，而克拉玛依组上都则以出现棕红、褐红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为特征；其二是在井 

深 2 462．25 rJl的岩层中所含的孢粉化石与其上晚三叠世孢粉化石面貌几乎完全一致 ．井含有晚三叠世 

常见植物化石 Neocalamites carrerei等，且比较丰富。因此该岩心段最低也只能属于克拉玛依组的上部 

层位，在此以下可能为克拉玛依组下部层位 

晚三叠世孢粉组合中，裸子植物花粉多于蕨类植物孢子，前者占组合总数的 62 。裸子植物花粉以 

双囊粉较多，除主要有 Alisporites，Piceaepollenites，Pinuspollenites及 Caytonipollenites外，本体具肪的 

双囊粉占有一定数量 ，Chordasporites，Taeniaesporites及 Protohaploa'ypinus共占 7 。Psophosphaera和 

Cycadopites在组合中比较常见，而 Cerebroplollenites及 Callialasporites只是偶尔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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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蕨类植物孢子中．以具纹饰的为主，有 Granulat pmites． iculatisporis， m“ dacidit 及 Neo- 

raistrickla，具环的 Annulispora及单缝的 Aratrlsporites在组台中频繁出现，而 Marattisporites仅零星可 

见 。 

在上述组合中，Annulispora，Amtrisporites及具肋双囊粉都是三叠纪常见分子，尤其是 Ara— 

trisporites被视为三叠纪的标志分子，而且这两个属也都是晚三叠世较为特征的化石．所以本组合属三 

叠纪无疑 。从总的组合面貌分析 ，该组合既不同于以Lundbladispora为特征的早三叠世孢粉组合，也区 

别于以 Punctatlsporites为特征的中三叠世孢粉组合，而与陕甘宁盆地延长组及吐鲁番桃树园子和托参 

1并的晚三叠世组合特征极为相似，其时代应划归为晚三叠世 

在并深 1 431．53～2 296．45m的许多层段中，均发现有较多的植物化石 Neocalamites cnrrm ，N． 

carcinoides．N．hoerensis及 Danaeopsis sp．．虽然属种不多，却具有比较重要的地层意义。上述化石广泛 

产出于新疆及其邻区晚三叠世地层中。 

从并深 1 573．2O～l 578．50 m层段中获得的孢粉，虽然类型简单，但却具有重要地屠意义。孢子中 

Aratrisporites占优势，该属孢子在南、北半球广泛分布于三叠纪 ，在前苏联主要见于中 晚三叠世，它的 

广阔的地质分布被认为是三叠纪指示性的孢子。花粉中主要是一些气体与气囊分化不够完善的古型松 

柏类双囊粉 ，并见有三叠纪常见分子Chordasporites。具肋双囊粉，如丁 ，ffaesporites，Striatites(=Proto- 

haplo：cypinus，Striatoabletites。Striatopodocarpites)在组合中未见到。上述情况与长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 

院(1982)对 陕甘宁盆地南部中生界孢粉组合 的研究结果很相似 ，据资料介绍．延长组第五段的孢粉组 

合中，Aratrisporites居显著地位，无肋双囊粉增加，而具肋粉在组合中仅零星出现或无。这与本组合的 

特征是一致的。另外，手标本见有丰富的植物化石Neocalamites hoerensis，其时代归属与上述孢粉组合 

是一致的。 

根据以上生物群面貌分析 ，并结合岩性及沉积相特征，我们认为将井深 1 404 m作为侏罗系和三叠 

系的界线 比较合适 ，将以下地层划归中上三叠统小泉沟群。 

哈参1并是否钻遇下三叠统上仓房沟群，是我们根重视的问题之一。根据前面所讨论的中上三叠统 

生物群面貌及其岩性特征 ．参考哈密盆地北缘库莱地 区下三叠统上仓房沟群的岩性特征及地层层序．认 

为该井未钻遇下三叠统。库莱地区下三叠统上仓房沟群发育完整，层序清晰，主要岩性为紫红、褐红 色砾 

岩、细砾岩、含砾粗砂岩、细砂岩、泥岩等，灰绿色岩石很少，且仅见于剖面的下部和顶部，总厚度为 

529．3 m，在下三叠统韭菜园组底部首次发现承龙兽化石Lystrosaurus sp．。哈参 1井在井深 2 090 m虽 

然也出现 了少量棕红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但以深灰色泥岩为主，并含有 中、晚三叠世的孢粉组合及植 

物化石 ，总体反映了中三叠统克拉玛依组沉积特征 ，而与下三叠统上仓房沟群的岩性特征却相差甚远。 

1、3 早、中愫罗世生物群及其分布特征 

在 井深 1 030、78～1 035、19 m 层段中获得了下列孢粉化石。蕨类植物孢子 lDeltoidospora sp、， 

Cythidites minor，Granulatisporites sp，，Osmundacidites wellmanii，0，n inus，Cibotimnspora j~tncta，C． 

paradoxa，C．jurenensls，Lycopodiumsporites subrotundus，Dupleacisporites gyratu$等；棵子植物 花粉i 

Protopinus sp．IAlisporites sp、，Quadraeculina limbata，Q、enigmataICerebropollenites sp、，C2~cadopires 

typicus，C．nitldus等 。 

在并深 930．OO～699、34 m的地层中，孢粉组合面貌与上述井深 1 030．78～1 035、19 rot层段基本 

相似 ，主要分子有：Cyathidites minor~Cibotiumspora血ncta，C．paradoza，c、jurenensis，Quadraeculina 

limbata，Q、enigmata，Cerebropollenites sp．，Callialaspmites sp，·Cycadopires typicus，C．nitidus等 。 

井 深 699．34～ 705、55 m 岩 层 中 含 有 下 列 植 物 化 石：Sphenobaiera sp、，Ginkgoltes sp，． 
● 

Czekanowskia riglda，Phoenicopsis sp、，Equisetites sp，，Podozamites sp．。 

在井 深 86O．87～ 864．37 m 层 段中含 有 ClaclopMebis calcariformis，Podozamites lanceolatus， 

Ginkgoltes sp．，gquisetites ferganensls。 

在井深 930．O0～1 035．19 rlR地层中含有 ：Czekanowskia r~ida，Equisetites ferganensis．Ginkgoites 

sibiricus，Podozamites lanceol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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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早、中株罗世地层的确定及对比 

从上述早 、中侏罗世生物群面貌不难看出，在孢粉化石中出现了 Cyathidites minor，Cibotiumspora， 

Cerebropollenites，Callialasporites，Cycadopires，~uadraeculina等一些侏罗纪组合 中常见分子 ，而 一 

athidites minor含量高，是国内外许多中侏罗世孢粉组台的显著特征。其组合总体面貌与陕甘宁盆地中 

的延安组、哈密三道蛉、鄯善火焰山等地区中侏罗世孢粉组合特征比较相似，其时代应归于中侏罗世。从 

井深 l 034 m 附近出现了以 Cyathidites minor，Cibotiumspora，Quadraeculina和 Cerebropollenites等为 

代表的侏 罗纪孢粉常见化石，同时又未见到诸如 Annulispora，Aratrisporites及具肋双囊粉等三叠纪的 

孑遗分子。井深 l 034 m以上出现 20 m以上的含砾砂岩和砾岩，再向上为泥砂岩及煤层，而 l 034 m以 

下为黑色及灰色泥岩和砂岩，上下微相也有差异，故将 l 034 m作为中侏罗统的底界。而下侏罗统八道 

湾组的下部，在区域上又稳定地分布着一套灰白色砾岩、砂砾岩及粗砂岩，该套地层见于 l l79～l 400 

m，其下为深灰色粉砂质泥岩，其中含有常见于晚三叠世的植物化石组合，Neocalamites carrerei，N．ca?'- 

cinoides，N．1meremis及 Dannaeopsls sp．，所以将 l O34～l 404 m层段划为下侏罗统 ，这与前面三叠系 

顶界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上述孢粉组合中未发现自晚侏罗世开始出现的海金砂科的孢子，由此说明哈 

参 1井可能缺失晚侏罗世地层 ，这一结论与哈密三道蛉地区及其周缘侏罗系的沉积发育特征也是相一 

致的。 

2 托参 1井 

托参 l井位于托克逊县以西约 38 km处的公路南侧。构造位置为吐鲁番拗陷托克逊一 吐鲁番凹陷 

西部伊拉湖构造带。完钻井深为 3 109．48 m，根据生物群特征及其岩性分析，钻遇地层 自上而下为中侏 

罗统三间房组和西 山窑组，下侏罗统三工河组，中上三叠统小泉沟群，包括上统郝家沟组和黄山街组，中 

统克拉玛依组。底部在井深 3 098．7 m层段被断层切割，为灰绿色含方解石脉的角砾岩，角砾具断层擦 

痕。 

2．1 孢粉组台面貌及时代讨论 

托参 1井岩样经分析和鉴定，分别在下列层段中获得孢粉化石： 

在井深 2 535．38～2 540．29 m的岩层中获得了下列孢粉化石 蕨类植物孢子：Granalatlsporites 

sp．，Anapiculatisporites marginispinosus，Cibotiumspora paradoxa，C． renensis'Duplexisporites undu— 

latus，D．gyraDxs等}裸子植物花粉{Protoconiferus sp．，Chordasporites sp．,Taeniaesporites novimundi, 

Protohaplol3,pinus sp．，Podocarpidites proximus等。 

井探分别在 2 443．64～2 452．32 m，2 433．84～2 442．25 m和 2 131．20～2 133．72 m 的层段中获 

得了孢粉组台面貌非常相似的分子，而且极为丰富。蕨类植物孢子：Dictyophyllidites sp．，Cyathidites 

minor．Calamospora sp．，Retusotriletes  ̂ s．R．f rr讲 “s·Punctatispmites sp．·Apiculatisporis sp-’ 

A．spinlger，Anapiculatlsporites marglnispinosus，Baculatisporites Co?nalt?netzsl$， B-versiformis' 

Lophotriletks sp．，Acanthotriletes sp．，Neoraistrickia sp．，Cibotiumspora扣ncta，C．paradoxa，C·血 一 

P 5打．Converrucosispmites sp．，Verrucosisporites sp．．Osmundacidites wellmanii，Annulispora planula， 

A．folllc“losn，Annullspora sp．，Lophozonotriletes sp．，Krauselisporltes扣nggarensis，正 sp．，Polycln— 

gulatisporites sp．，Aratrisporites granulatus，Lycopodlacidites rugulatus·Lycopodiumsporites·sp-，Du- 

plemlsporitP ” d“latus，D．gyratu$。裸子植物花粉：Protoconiferus sp．·Chordasporites sp．,Colepectopol— 

lis sp．．Taeniaesporites novimundi，T．fiaochengensis，T．junior·T．novlaulensis，Protohaplo~ypinus sp-， 

Striatoabletltes sp．．Striatopodocarpldites sp．，Podocarpidites s p．，P．proxlmus ’Alisporites sp-' 

PityosporitP sp．，埘  “tosaccites sp．，Pinuspollenites sp．，P．ceaepoHenites，Cycadopites typicus，C．ca?'- 

pentieri,Chasmtosporites sp·· 

在井深 l 865．34～l 869．34 m岩层中仅获得几粒蕨类植物孢子；Lyc opodiumsporites sp-。裸子檀 

物花粉丰富}Cycadopites typicus，C．carpentieri，Piceaepollenites sp-，Pinuspollenites sp·，Quadraecu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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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可copodiumaporites sp．等 

井深 1 861．26～1 865．34 m的层段中未见孢子化石．仅获得了下列裸子植物花粉：Quad~。eculi a 

sp·,cycadOP ires~ypieus·C·∞ 叩 entieri，Chasmato@ orites sp． 

在井深 1 526．10～1 531．10 m岩层中出现了下列孢粉 蕨类植物孢子：8terei~。rites Pe rⅡt s． 

D ettoid唧 "d sp．， athidiresminor，Oranulati~orites sp．，Ap Hta 却 otis印 n面"，Baeulati~’orites CO- 

md"men s'B·versiformis'Lophot~'itetes sp·'Acanthot~'iletes sp．·Cibotium@ d jmncta．Verrucoai@orites 

sp··Osmnsdacidires eUmasii，0．d印hHs’Po印cingHfdti@orites sp．．Lycop odlHm印orites sp．．D“ lex l牛 

porites undulatus等 ；裸子植物花粉 ：P o DcD rHs sp．．Protopinns sp．。CD ectop口Ilis sp．．A，{印orites 

sp．。quadraevntina sp．，Cycadopitestypicus等。 

上述组合中裸子植物花粉多于蕨类植物孢子，占总数的 56 ，孢子占44 。 

蕨类植物孢子中主要是具纹饰的三缝孢，以具刺的最多．有 却 iculati@otis，A 。piculati@ 和 

L叩hotritctes；其次是 Osmund acidires，Bacuta 泖 orites，0 Ⅱ Ⅱ l印0rl 8及 Neorai~trickia，Verrncosis- 

ori~es及 c矾 er Ⅱc。 印。r￡￡es。光面的 0a~idites，Delgoidogpora，DietyophiRdites，Cihotium~0r 多见 

于井深 1 861．26～l 869．34 m的层段中，以下则极少，只零星出现 具环的孢子在组合中常见，有 d 

null@oM，Dupfez却oritss，Krauselisp l ∞·A rⅡ 印orites等，其中以A nHf}印oPa最多．占 6 。而单缝 

孢 Aratri~orites仅偶尔发现。 

裸子植物花粉中以无肋双囊粉占优势为特征．以Alt~orites为主．占 20 ，其次是 Pisn~otlenites． 

Picsaepollenites和 Podocar'p ires在组合中频繁出现 另外具少量的 P Dc∞玎"Ⅱs．Protopinus及 

0had raecultna 具肋双囊粉主要有 Colepect~ollis，Taeniae@ar~tes，P~otohd loz } Hs。Stridtoabietites． 

并且以Taeniae@Orites较常见。具肋双囊粉见于井深 2 535．38～2 540．23 m，2433．84～2442．25 m和 

2 131．20～2 133．72 m岩层中，其他样品中均未出现。组合中单沟花粉Cycado~lk。在井深 1 865．34～ 

1 869．34 m层段中较丰富．且伴有较多的 Chasmata~orites。在其以下地层中仅零星出现 

从上述孢粉面貌及分布特征来看，可得出下列 3点结论 t 

(1)井深 2 540．29～2 131．20 m的孢粉组合特征反映了晚三叠世的面貌．与吐鲁番桃树园子、哈参 

1井、亩木萨尔大龙口等地区的上三叠统黄山街组和郝家沟组，及陕甘宁盆地的上三叠统延长组孢粉面 

貌极为相似，可以进行对比。 

(2)在井深 2 540 m以下的岩层中未获得孢粉化石．根据吐一哈盆地及其周缘该套地层的岩性特征 

及其与上覆、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和沉积特点，推测其时代可能为中、晚三叠世．可与克拉玛依组对比 

该层段主要岩性为砾岩．在底部井深 3 098．7 m处为灰绿色角砾岩。角砾岩具断层擦痕和方解石细脉． 

说明该处有断裂破碎现象。这一特征与邻近的艾维尔沟一带克拉玛依组的沉积特征是一致的 在艾维 

尔沟地区．克拉玛依组厚 70．4 m，中、下部有 40 m左右的灰绿、黄绿色块状砾岩、含砾砂岩，底部砾岩与 

上二叠统上部灰黑、黑色泥岩，夹薄层灰岩及褐灰色粉砂质页岩呈断层接触。局部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因而，根据地层层序、岩性特征及接触关系，推测该段地层的岩性特征与中一上三叠统克拉玛依组非常 

相似，而与上二叠统的沉积特征却相差甚远 

(3)井深 2 084．29～1 031 m 出现了一些繁盛于侏罗纪的孢粉分子 ：Cibotium@ d，Ouad raecutina． 

Deltoido印Ora1．DictyophyIlidires．0athidites，Litcopodium~,Torites·Dupfez却 orites，回∞dopires等-而繁 

盛于中侏罗世的 白athidite~t minor含量很少，因此，该层段的时代可能为早侏罗世 

2．2 植物化石面貌及时代讨论 

晚三叠世分别见于井深2 535．38～2 540．23 m．2 443．64～2 452．32m和2 433．84～2 442．25m的 

岩层中 主要分子有；Olossophyf m sp．，0．shenste~ssis，Neocalamites car~rerei，Ⅳ．heerensis 上述植物化 

石属种虽然简单．但却为吐一哈盆地晚三叠世郝家沟组和黄山街组中的主要化石 其时代归属与孢粉的 

结论是一致的。 

早侏罗世植物化石分别产于井深 2 079．23～2 084．65 m．1 861．26～ 1 865．34m，】712．20～ 

1 7】7．20m，1 526．10～1 531．10m及 1 348．10～1 183．30m的岩心中 见有下列属种：gqut~etites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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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ganensis，E． sp．，Podozamites lancolatus(L．et H．)，Sphenobaiera longifol缸 (Prome[)Florin， 

Czekano'wskia rigida Heer，Nilssonia orientalis Heer．球形松果及鱼鳞化石。上述植物化石时限虽然较 

长，但是．在吐一哈盆地及其周缘地区却是早慷罗世三工河组和八道湾组中的常见分子．结合孢粉组合 

及岩性特征，其时代为早侏罗世似无疑问。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岩性及沉积环境，对该井做 以下概略划分：井深 2 084～2 124 m之间，为一套 

灰色及浅灰绿色砾岩，其下出现一套黑色及黑灰色泥岩 ，若将这套砾岩视为下侏罗统的底部砾岩 。则可 

将 2 124 m．深度作为侏罗系的底界。其上、下的沉积相也有明显差异。同样根据区域上侏罗系的沉积特 

征及该井生物群分布情况 ，以井深 950 m处作为中、下侏罗统的界线是较为合适的。 

3 胜 101井 

胜 101井仅在井深 598．7l～602．71 m(样品编号：Shb一18)、609．63~613．83 m层段中分析出了 

丰富的孢粉化石，同时含有较多的叶肢介、双壳、介形虫及鱼鳞化石，现列名单如下： 

蕨类植物孢子；Clamospora sp．，Osmundacidites wellmanii Couper，Densoisporites sp．，Lycopodi— 

umsporites clavatoides Couper。 

裸子植物花粉 IPalaeoconiferus sp．，Protoconiferus sp．，Protopinus subluteus Bolchovitina，Pristi一 

，lHspollenites rousei(Poeoek)Pu et W u．Piceires expositus．P．podocarpoides Bolch．Piceaepollenites coI?l- 

planatiformis(Boleh．)Xu et Zhang，P．mesophyticus(Pokr．)Xu et Zhang，Pinuspollenites sp．， 

Podocarpidites sp．，Quadraeculina limbata Mal，Q、enigmata(Couper)Xu et Zhang，Araucariacites au$一 

tralis Cookson，CerebroplIenites mesozotcus(Couper)Nilsson．Callialasporites sp．．Cycadopites sp．，Chas- 

matosporites apertus (Rogalska)Nillsson，C．elegans Nilsson．Classopollis annula “ (Verb．)Li，C． 

parvus(Brenner)Xu et 27nang，C．qiyangensis Li et Shang。 

另外台有叶肢介：Euestheria sp、，Sinokontikia?sp．}双壳 ：Ferganoconcha elongata，Pseudocardinia 

sp．}介形虫 IDarv~inula impudica．D．sarytimenensis及鱼鳞化石，是中侏罗世的常见属种。 

在上述孢粉组合中，孢子植物花粉占绝对优势，占总量的 85 ，其中 Classopollis居首位 ．占 70 ． 

其次是橙科及罗汉松科花粉占 lO ，主要分子有 Piceites，Pinuspollenites·Piceaepollenites，Quadraeculi— 

n口及 Podocarpidites。较原始的具囊粉 Protoconiferus，Palaeoconiferus不多。其余分子，如 Callialas- 

t~ t*s，Cerebropollenites，Araucariacites及 Cycadopites仅零星可见。 

藏类 植物 孢 于占 1O 以上，常 见 分 子有；Cyathid~es minor，Osmundacidites及 Concavis— 

simisporites，其他属种都是个别或偶尔出现。 

从上述组合中的孢粉成分来看，都是侏罗纪孢粉组合中的常见分子 ．未见三叠纪孑遗分子 ．如 Ara— 

trisporites，Annulisporites，Taeniaesporites及 Chorda妒orites等，其总体面貌显得较新，与陕甘宁盆地的 

直罗组和安定组孢粉组合特征有相似之处。从 Classopollis的含量高来看 ．与安定组很相似 ．但该组合中 

未见到晚侏罗世开始出现的某些海金砂科的孢子，我们所见到的 Concavissimisporites个体小，外壁也较 

薄，其亲缘关系可能与桫椤科有若．因此，结合动物化石及岩性特征·该组合的时代可定为中侏罗世，可 

与中侏罗统三间房组和七克台组对比。 

4 结束语 

对于上述 3口井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为吐一哈盆地的石油勘探提供了可信的生物组合及地层划分 

对比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参考价值。 

孢糟化石由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张子福助理研究员负责分析与鉴定；另外，还得到了玉仃石抽管理局、研究院领导 

和同行耵的大力支持爰热情帮助。在此向他I门表示衷心感谢。 (下转第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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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弧菌的分离研究’ 

郭爱莲” 侯静芬” 黄淑菊 ’ Q ．|。 
。 。 _ - 。  一 ● ‘ ， ‘ _  ’ 一  

(1)西北大学生物系+710069．西安太白北路 1号I 2)西安交通大学 ．710049．西安市威宁西路_第一作者 48岁，女 ，耐教授 ) 

摘 要 报道 1脱硫弧 菌(。 f，0 渤如 口 )的分离研究情况。应Jlj BaarB，s乜rkey 

和改 良的 Miller氏培养基，从 9种土壤和污泥中分 离出了脱硫弧 菌，并对其生理生化特性作 

1一定研究和探讨。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对管道细茵腐蚀机理的1解和认识。 

姜苎 堕型 ； 巧S 分类号Q939 J ， 一 

∞i：}《生物腐蚀，越来越引起工程界的关注，它涉及石油、化工建筑、电力、钢铁、矿山、机械 、通 

讯、航空、核能等多种工业部门，这类微生物的分离研究也 日益受到重视“ 。Butlin和 Vernon以及 

Minehin。 曾报道受严重腐蚀的地下管线 70 归于细菌作用。Kulman报道了类似的研究结果，Iversen 

报道有一组被腐蚀的生产油井，其中 77 是由于硫酸盐的还原作用。英国菌腐蚀损失 1．3亿英镑／年， 

美国微生物腐蚀达 160~170亿美元／年，我国在这方面的损失估计也高达 22亿元／年。由此可见细菌腐 

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惊人的。厌气细苗的腐蚀和硫酸盐还原菌存在有密切关系 ，脱碱弧菌(Desulfov~b- 

rio desulfurlcans)是一类重要的硫酸盐还原菌，是铁和低碳锕腐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存在 ， 

钢的腐蚀速度可增加 15倍，故对脱硫孤菌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土样取 自地下 1 m深处(施工处)的自然土及污泥 本实验分别从西安的 9个地方取土样。 

表 1 土样来源及编号 

1．2 培养基 

采用下列培养基进行分离、纯化和培养 

1．2．1 富集试验培养基 用 Baars培养基作初步分离物的富集。 ，用加或不加 NatSO，，加入不同亚铁 

盐作以对照。配制 Baars培养基 ，98．07 kPa，25 min灭菌。另外配制 1 的 FeSO。(NH。)lSO．·6HlO的 

溶液，蒸 l h．连续 3天进行间歇灭苗，使用前临时在每 100mL培养基内加入 5mL的上清靛．再配制 

· 国家自然辩学基金资助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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