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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西峡白垩纪地层和蛋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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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西峡地区恐龙蛋化石分布进行全面评价同时，还首次报道了鳄类蛋化石、鸟类蛋化石、赵营组的

无脊椎动物化石，这些新发现不仅丰富了西峡地区生物群面貌，也揭示了伏牛山南麓白垩纪构造盆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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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

西峡县分布范围东经１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北纬

３３°００′～３３°４８′，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东面与内乡县，

西面与陕西商南县，南面与淅川县，北面与卢氏、栾

川、嵩县相邻，是河南省第二大县。其自然地理位置

处于丹江上游，南阳盆地内；北有伏牛山、东伴桐柏

山、西靠秦岭—武当山、南邻大洪山—荆山，形成四

面环山，中部平坦的盆地环境；全县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面积为３４５４ｋｍ２。

西峡所在南阳盆地，地处秦岭褶皱带、华北地

台、扬子地台三大地质构造单元之间的沉积凹陷内，

属秦岭大背斜的南翼，为秦岭地轴次一级褶皱带。

受秦岭构造带影响，伏牛山南麓在中生代末期发育

了一系列北西—南东向断裂带。由断裂带形成的构

造盆地，自北向南雁行式排列，分别座落在河南的西

峡—内乡、淅川、湖北的郧县。盆地顺序为：桑坪—

夏馆盆地、西坪—赤眉盆地、淅川滔河盆地、郧县—

郧西盆地。盆地的断陷基底及两侧地层由老变质

岩、花岗岩组成，属于山间构造盆地。受构造运动影

响，各盆地在沉积时代、沉积物来源、沉积速率、沉积

厚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盆地形成后期，在

燕山运动作用下，受到地质应力挤压和剪切又重新

被分割，并最终保存下支离破碎的白垩纪沉积记录。

为深入了解各盆地之间的相互联系，笔者建议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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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峡县‘桑坪—夏馆盆地’和‘西坪—赤眉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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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点（ｆｏｓｓｉ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村庄（ｖｉｌｌａｇｅ）；━剖面（ｓｅｃｔｉｏｎ）；Ｋ２犾六爷庙组（Ｌｉｕｙｅｍｉａ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２犣犺赵营组（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Ｋ２犣走马岗组（Ｚｏｕｍａｇ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对各盆地的地层划分，采用各自的岩石地层单位是

有意义的。

西峡—内乡境内平行分布着２个带状盆地（图

１），北部的桑坪—夏馆盆地（由于断层作用该盆地又

被切割成东西两部分）与南部的西坪－赤眉盆地。

如果盆地仅限于西峡县境内，也可称为桑坪盆地和

西坪—丹水盆地。

２　桑坪盆地

桑坪—夏馆盆地位于西峡县西北部和内乡县北

部，由于断层使这一盆地不连续，之间被老地层隔断

近５０ｋｍ，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半部见于内乡县的

夏馆一带，西半部分布于西峡县的桑坪。盆地在西

峡县也可称桑坪盆地，其面积约４０ｋｍ２，地理坐标

为东经１１１°１０′～１１１°１７′，北纬３３°３９′～３３°４１′。桑

坪盆地由于受南北两条近于平行断层的切割，致使

这一盆地成为狭长状；盆地中的地层沿南西西—北

东东方向分布，盆地的南、北两翼地层不同程度地被

切割掉，尤以北翼最明显。在盆地的南部斜穿一剖

面，大体可观察到向斜轴部的如下特征：在盆地西北

部的卢氏县岭东村（３０１国道６５ｋｍ处）附近，为一

套紫红色含蛋化石的砂砾岩地层，产状向南倾；而在

盆地西南的黄沙村一带，地层向北倾；这两地地层汇

至三道河，即向斜的轴部，其产状变得平缓，是盆地

的向斜中心，岩性为紫灰色厚层砾岩。该盆地白垩

系在沉积岩相上有别于西坪—赤眉盆地，更不同于

淅川盆地沉积特征，因此它应有一套独立的岩石地

层单位。

由黄沙向北穿越桑坪盆地，经三道河至西峡与

卢氏交界的岭东村，地层产状相向倾斜，具有向斜盆

地的特点。在三道河一带产状变得平缓，是盆地的

向斜中心，即三道河以南地层向北倾斜，三道河以北

地层向南倾斜。向斜轴部岩性具有标志性，为紫灰

色厚层砾岩；盆地南翼地层齐全，由下而上大体可分

为三个岩石地层单位；底部与下伏老地层为断层接

触关系。盆地的北翼受断层影响，使最下部（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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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黄沙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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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点（ｆｏｓｓｉ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村镇（ｖｉｌｌａｇｅ）；━剖面（ｓｅｃｔｉｏｎ）

组）地层缺失。桑坪—夏馆盆地的三套地层为：

黄沙组（方晓思等，１９９８）：命名剖面位于西峡

桑坪黄沙村东南黄土岗。过去曾将这一盆地晚白垩

世最底部沉积笼统称为“高沟组”，然而该盆地岩相

不同于淅川盆地，也不同于西坪—赤眉盆地，因此有

必要建立新名。新组名取自桑坪镇的黄沙村，该岩

组是以一套暗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夹砂岩及紫灰色砾

岩为主的沉积。该组底部为暗紫红色含砾泥质砂岩

与下伏地层黄色变质砂岩为断层接触，本组在命名

剖面上的厚度为６０ｍ；根据化石的时代特征，将这

套地层划入下白垩统。

桑坪组（方晓思等，１９９８）：命名剖面位于西峡

桑坪黄沙村，新组名取自桑坪镇。由于地处桑坪镇，

这套沉积分布广泛并含蛋化石，故以桑坪命名。剖

面从村东南黄土岗向西北方向延伸，岩性为紫红色

泥质粉砂岩与砾岩互层，并分别于岩组底部及中部

的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中发现蛋化石，该组厚约３４６

ｍ；根据蛋化石演化特征和地层产出诸葛南阳龙

（犖犪狀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狌犵犲犻犻），将这套地层划入下白

垩统。

三湾组（方晓思等，１９９８）：命名地点取自黄沙

村东北的三湾，该组岩性为紫灰色厚层状砾岩，偶夹

粉砂岩，为向斜的中心，未见顶，厚度约３００ｍ；根据

地层沉积旋特征，将这套地层划入上白垩统。

所测剖面位于西峡县桑坪乡西北７ｋｍ处的黄

沙村，起点在该村东南的黄土岗，剖面沿山梁北东方

向测制，止于老鹳河南岸（图２）。所测剖面属桑坪

盆地的南翼，地层大致北倾，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

晚白垩世；下伏地层为一套老变质岩系，与其上白垩

系呈断层接触；该剖面地层出露清晰，层序完整，地

层含孢粉、恐龙骨骼、蛋化石，岩石地层自上而下列

述如下（图３）：

上白垩统三湾组 （２５０ｍ）

１０．紫灰色巨厚层砾岩，局部夹少量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和砂

岩（未见顶） ２５０ｍ

整合

下白垩统桑坪组 （４９０ｍ）

９．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夹紫灰色砂质砾岩，砾径最大可达５

ｃｍ，砾岩层厚可达１ｍ，粉砂岩中含有较多的钙质结核及

多层次生石膏，局部夹砂岩层，顶部开始出现较厚层的紫

灰色厚层砾岩，砾石无分选，但磨圆度好，砾径１～１０ｃｍ

８０ｍ

８．紫灰色厚层砾岩夹薄层状紫红色泥岩，灰绿色砂质泥页

岩，含孢粉：犆犲犱狉犻狆犻狋犲狊ｓｐ． １６０ｍ

７．紫红色砂质砾岩与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互层，细砾，０．５～２

ｃｍ，在顶部为厚层砾岩，砾径多为１０ｃｍ左右，含蛋化石

４０ｍ

６．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夹紫灰色砾岩或互层，含诸葛南阳龙

犖犪狀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狌犵犲犻犻 ２４ｍ

５．紫灰色砂质细砾岩与紫红色泥岩互层，砾石较小，多为１

～１０ｃｍ，向上砾径变大，岩性亦渐变为以砂质砾岩为主

９０ｍ

４．紫红色含砾泥质粉砂岩、砂岩，夹紫灰色薄层砂质砾岩及

中厚层砂岩，层理发育，砾石分选差，磨圆度中等，砾径

最大可达１５ｃｍ，往上砾石层变厚，但砾径变小 ５８ｍ

３．紫红色含砾砂岩，向上渐变含细砾粉砂岩，夹中厚砾岩

层，砾石为铁质砂岩，磨圆度好，但无分选，砾径１～１０

ｃｍ ３８ｍ

整合

黄沙组（６０ｍ）

２．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夹少量砾岩和细砂岩，含钙质结核，

砾石次圆状，以石英为主 ３６ｍ

１．红色泥质粉砂岩夹细砂岩，含较多的钙质结核，底部夹含

砾砂岩，砾石风化而成褐铁矿，砾径最大可达１５ｃｍ２４ｍ

＝＝＝＝＝＝ 断层 ＝＝＝＝＝＝

下伏地层　元古宇浅灰色变质砂质板岩

　　１９９５年在测制黄沙剖面时曾在桑坪组中发现

过蛋化石，后在桑坪的石嘴湾、蜲岈、盆地的北翼岭

东村东南山坡桑坪组中也发现了１０ｃｍ大小的圆形

蛋化石。２００４年在内乡夏馆考察时于盆地的南翼

又发现一处蛋化石点（Ｎ３３°２２′２２″，Ｅ１１１°４６′５０，

１″），层位桑坪组，即南阳龙骨化石点的上部，北东约

１０９ｍ处。目前桑坪—夏馆盆地已发现蛋化石有桑

坪椭圆形蛋犗狏犪犾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犪狀犵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石嘴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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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西峡桑坪乡黄沙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ａｎｇｐｉｎｇ，Ｘｉｘｉａ

１砾岩；２砂砾岩；３砂岩；４泥质粉砂岩；５砂质板岩

１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２ｇｒｉｔｓｔｏｎｅ；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４ｐｅｌｉｔｉｃ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５ｓａｎｄｙｓｌａｔｅ

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西坪杨

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以及七里坪发现的

鳄类蛋化石闫氏内乡蛋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犻。所

见化石归入圆形蛋科犛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犻犪犲和鳄类化石蛋

科（新科）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ｏｏｌｉｔｈｉｄａｅＦａｎｇ，ｆａｍ．ｎｏｖ．。桑

坪盆地蛋化石的特点是以圆型蛋为主，个体小，类型

少，个体一般在５～８．５ｃｍ之间；蛋壳厚，为２～１．８

ｍｍ。该盆地产出的恐龙蛋化石除杨氏蛋外，其余

类型都具有强壮的棱柱体，棱柱体与棱柱体之间排

列紧密。棱柱体内侧乳突圆钝，并具有结节和放射

状纹。乳突与乳突之间具有楔状间隙，在乳突层之

上，棱柱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板状的棱柱层。发育

的棱柱层，是蛋壳增厚的原因，对卵壳起着保护作

用，增加卵壳的厚度自然会加强抵御外界侵蚀的能

力。这些蛋化石的壳虽厚，但可以通过气孔道与外

界保持交流。尤其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

犲狀狊犻狊的壳，其厚度明显大于其它种类，但它本身除

具有较多的乳突间隙，在棱柱层内具有气孔道外，另

在壳体表层还分布着小的气孔缝隙，其密集程度要

大于棱柱层的气孔道的数量，这种结构起到空气流

通作用。通过桑坪盆地产出的蛋化石分析，这里的

环境较动荡，爬行动物要生存，要在这种条件下繁衍

后代，蛋壳增强了厚度，提高了抗震动能力。

１９９６年４月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

所赵喜进、徐星等根据当地农民提供的线索，在内乡

夏馆镇黄金村发现一具恐龙骨骼化石。该化石经研

究命名为诸葛南阳龙（犖犪狀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狌犵犲犻犻Ｘｕ

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时代确定在早于晚白垩世。诸葛南阳

龙的发现为划分桑坪盆地年代地层提供了佐证。

３　西坪—丹水盆地

西坪—赤眉盆地位于桑坪—夏馆盆地与淅川滔

河盆地之间，由于受南北两个近于交叉的断层控制，

盆地西部在西官庄附近近于封闭；而在盆地的东部

黄坪附近出现向南折转收缩趋势，造成盆地西北狭

窄，东南宽阔的楔形格局。盆地由西自西坪，向东南

内乡赤眉镇延伸扩展，横贯了西峡县及内乡县的西

半部；整个盆地面积约１０００ｋｍ２，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北纬３３°００′～３３°４８′。

盆地向斜构造，北翼地层出露齐全，南翼常缺失

下部地层。盆地地层分为三套岩石地层单位，由下

而上为：

走马岗组（河南地质局石油队，１９６０）：厚４９７．３

ｍ，该剖面起点为西峡县城关东北走马岗的仓房，经

陈家、西边村、吴岗村、郭家营村，止于陆医庙坡顶。

其原意为一套紫灰色厚层状中砾岩夹褐色、褐红色

中厚层砂岩及褐红色中厚层细砂岩、泥质粉砂岩夹

砾岩透镜体；后又分为２个岩性段，根据岩性和化石

分布，走马岗组上段砾岩段仍归上白垩统，走马岗组

下段砂岩段与桑坪组对比后划入下白垩统，底部与

老地层呈断层或不整合接触。

赵营组（河南地质局石油队，１９６０）：原含义是整

合于走马岗组之上的一套紫红至棕红色中厚层泥质

粗粒长石石英砂岩，夹棕黄至灰紫色粗砂岩，上部夹

多层肝紫色砂质页岩。现在新的含义（方晓思等，

１９９４）：即赵营组整合于走马岗组之上，其分布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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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西峡红山水库—丹水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Ｄａｎｓｈｕ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南、北两翼。赵营组主要以杂色层为特征，然而在盆

地西部岩相变化大，下段岩性以紫红、黄色、灰白等

杂色泥质粉砂岩、砂岩、泥岩为主，上段为紫红色泥

岩与砂岩互层，岩石露头在地貌上呈密集的凹凸条

带状，厚度大于１０００ｍ，划归上白垩统。

六爷庙组（由河南地质局石油队，１９６０）：原含义

是：这套地层出露于城关东南陆医庙（误为“六爷

庙”）一带，时代划为早第三纪，岩石地层由北向南，

底部与上白垩统赵营组整合接触，顶部与太古宇大

理岩呈断层接触；岩性为灰白、紫红色厚层状中砾

岩、细角砾岩夹紫褐、褐红色中厚层砂岩及细砂岩、

泥质粉砂岩夹砾岩透镜体；厚度４９７．３ｍ。我们注

意到六爷庙组并未分布如此广泛，它仅仅零星见于

向斜盆地的轴部，即盆地的中心部位偏南。六爷庙

组厚度较小，分布局限，该岩组与赵营组岩性变化不

是很大，但还能区分，在此对原剖面的岩性描述进行

了修改并给予新的含义。六爷庙组底部为含砾砂

岩，下部灰黄色厚层块状砂岩夹紫红、暗紫色薄层泥

质粉砂岩及褐色泥岩，上部灰白色厚层石英砂岩夹

紫红色含砾砂岩，砂岩交错层发育；厚度近３００ｍ。

有关时代归属最后通过古地磁结果定论，目前仍归

入上白垩统。

红山水库—丹水实测剖面

剖面曾在１９９５年进行过测制，为配合古地磁取

样及准确统计蛋化石点，２００５年我们重新测制这条

剖面，并修订了剖面终点位置。剖面起于阳城红山

水库南，经虎头山、阳城村、油坊水库、梁家、周家、河

东、茧场、三里庙，止于丹水镇南（图４，图５）。

上白垩统六爷庙组（剖面于向斜轴部结束 Ｎ３３°１２′１９．

９″，Ｅ１１１°４０′０２．１″，Ｈ２７６ｍ）（３１０ｍ）

１３８暗紫红色中层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与灰黄色中—厚

层泥质粗砂岩互层，砂岩局部含少量砾石，上部砂岩薄

层状，４３ｍ处产状９０°∠１０° １６ｍ

１３７灰黄、黄灰色厚层砂质砾岩，上部砾石减少成含砾粗砂

岩夹紫红色细砂岩条带，砾石为石英、花岗岩、片麻岩、

紫红色泥岩团块，砾石分选和磨圆度中等，大小０．５～２

ｃｍ，个别４～５ｃｍ ３．９ｍ

１３６灰色、黄灰色中—厚层含砾粗砂岩，向上砾石减少呈褐

黄色中—厚层泥质粗砂岩夹暗紫红色薄—中层泥质粉

砂岩、粉砂质泥岩 １４ｍ

１３５灰色、黄灰色中—厚层含细砾粗砂岩，上部夹暗紫红色

薄层粉砂质泥岩，向上砾石减少呈粗砂岩，为浅砖红色

中层粗砂粒岩 ５．６ｍ

１３４紫红、浅灰紫色中—薄层泥岩和粉砂质泥岩夹灰黄、灰

紫色中层细砂岩 ５ｍ

１３３暗紫红色中—厚层泥岩、粉砂质泥岩与灰黄色中—厚层

细砂岩呈不等厚互层，上部为灰黄色厚层泥质细砂岩夹

紫红色薄层细粉砂岩及条带 １２．８ｍ

１３２黄灰、灰黄色厚层含砾粗砂岩，砾石局部集中成细砾岩，

砾石大小为１～２ｃｍ，个别４～５ｃｍ ２ｍ

１３１灰黄、紫灰色薄—中层粗砂岩 １８．８ｍ

１３０浅褐黄色含砾粗砂岩，砾石 为０．５～１ｃｍ，个别到２ｃｍ，

次棱角状，成分：石英、燧石、变质岩等，分选差，磨圆度

不好，向上砾石减少为含砾粗砂岩 ０．７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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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灰黄色厚层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泥质粉砂岩

３３．９ｍ

１２８暗紫红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与浅绿灰、

黄灰色中—厚层泥质细砂岩，呈不等互层 ６．９ｍ

１２７灰黄、浅砖红色厚层泥质粉—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粉

砂质泥岩 ３．７ｍ

１２６灰黄薄—中层泥质粉细砂岩与暗紫红色中—薄层泥质

粉砂岩互层 ６．４ｍ

１２５暗紫红色中—厚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与灰色、砖红

色中—薄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１０．８ｍ

１２４灰黄、浅紫灰色厚层泥质粉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中层

泥质粉砂岩 ５．０ｍ

１２３灰黄、紫灰色薄—中层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泥质粉砂

岩 ６．２ｍ

　　（平移由 Ｎ３３°１２′４２．８″，Ｅ１１１°４０′１７．８″，Ｈ２２４ｍ 至

Ｎ３３°１２′３２″，Ｅ１１１°４０′０５．５″，Ｈ２２５ｍ）

１２２穿越丹水镇公路，地层露头大部覆盖，顶部为紫灰、浅

灰、浅绿灰色层泥质粉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粉砂质泥

岩 ９０ｍ

１２１紫红、浅紫红、黄灰、灰黄色中层、中厚层泥质细—粗砂

岩夹暗紫红色薄层泥质粉砂岩，向上砂岩增厚，泥岩减

少 ６．７ｍ

１２０黄灰、紫灰色厚层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粉砂质泥

岩 ２６．７ｍ

１１９浅砖红、灰黄色中—厚层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泥岩

１１．９ｍ

１１８黄灰、紫灰厚层泥质细砂岩，浅砖红色薄层砂岩夹紫红

条带状薄层粉砂质泥岩 １４．３ｍ

１１７紫灰色中—厚层砾粗砂岩，底部５０～６０ｃｍ砾岩，砾石２

ｃｍ，分选性和磨圆度好，以石英、燧石为主，向上紫灰、黄

灰薄—中层泥质细砂岩夹紫红色薄层泥质粉砂岩８．５ｍ

　　　　－ － － － － 假整合－ － － － －

赵营组（２１１８．４ｍ）

１１６紫灰、黄灰、浅砖红色泥质粗砂岩 ２１．７ｍ

１１５紫灰、黄灰中—厚层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中层泥

质粉砂岩，中部暗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增厚成中厚层

２６．３ｍ

１１４暗紫红厚层泥岩夹黄灰中—厚层砂岩，含孢粉犃犫犻犲狋犻狀犲

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犆犲犱狉犻狆犻狋犲狊ｓｐ．，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４２．６ｍ

１１３灰黄色厚层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中层粉砂岩

６２．８ｍ

１１２暗紫红色中—厚层泥岩夹砂岩 ４０．６ｍ

１１１黄灰、灰黄、紫灰中—厚泥质粉砂岩，夹暗紫红色中—薄

层泥质粉砂岩 １５．７ｍ

１１０暗紫红色薄—中层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与黄灰、紫灰

薄—中层泥质细砂岩互层 ２９．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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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黄灰薄—中层泥质细砂岩与紫红、暗紫薄层泥质粉砂岩

互层，上部砂岩增厚，砂岩中有虫管 ３７．４ｍ

１０８紫红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夹灰黄色薄—中层泥质

粉细砂岩 ３０ｍ

　　（平移由 Ｎ３３°１３′２１．５″，Ｅ１１１°４０′１１．２″，Ｈ３１１ｍ 至

Ｎ３３°１３′１９．４″，Ｅ１１１°４０′１３．８″，Ｈ２６３ｍ）

１０７紫红色中—厚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与黄灰、紫

灰薄—中层泥质细砂岩互层 ５６ｍ

１０６暗紫红色薄层泥质粉砂岩与黄灰中层泥质细砂岩互层

１３．５ｍ

１０５黄灰、灰紫色中—厚层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泥质

粉砂岩，中部砂岩变粗，含砾石，局部成薄层砾岩层

１６．５ｍ

１０４暗紫红色中层状泥质粉砂岩与薄—中层黄灰、灰紫泥质

粉砂岩互层 ３５．２ｍ

１０３黄灰、紫灰薄—中层中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层泥质粉砂

岩，向上砂岩增多增厚，中部砂岩成厚层，上部砂岩成薄

层 １８．４ｍ

１０２黄灰、紫灰中—中厚层质泥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中层

泥质粉砂岩 １５．２ｍ

１０１暗紫红色中—厚泥质粉砂岩，上部黄灰中—薄层细砂岩

１９．２ｍ

１００黄灰、灰紫色中—厚层泥质中—细粒砂岩夹暗紫红薄层

泥质粉砂岩 ６．９ｍ

９９紫红色薄—中层泥质粉砂岩与浅灰、黄灰薄层泥质中—

细粒砂岩 １５．９ｍ

９８黄灰色中—厚层中—细粒砂岩与紫红色厚层泥质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不等厚互层 ２１．２ｍ

９７暗紫红色中—厚粉砂质泥岩夹黄灰色中—厚层中细粒砂

岩 ５２ｍ

　　（平移由 Ｎ３３ｏ１３′３１．０″，Ｅ１１１ｏ４１′０８．６″，Ｈ３１１ｍ 至

Ｎ３３ｏ１３′４０．０″，Ｅ１１１ｏ４０′１６．９″，Ｈ２５３ｍ）

９６底部黄灰、紫灰厚层粗砂岩，向上紫红、砖红色薄—中厚

层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与浅灰绿色薄层泥质中粗粒

砂岩互层 ２１．８ｍ

９５底部黄灰厚层含砾粗砂岩，向上紫红、砖红色薄—中层泥

质粉砂岩夹灰紫、浅灰薄层泥质细砂岩，中上部紫红色

薄—中厚层砂岩、浅灰绿色粗砂岩、含砾粗砂岩成不等厚

互层（“两棵树”终点） ３２．５ｍ

９４中厚层紫灰、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

７６．３ｍ

９３浅灰绿、灰黄、紫灰厚层，含细砾中—粗粒砂岩，中上部紫

红色薄—中层泥岩夹浅灰绿色薄层细砂岩，上部紫红色

中—厚层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浅灰绿色薄层细砂

岩 １８．６ｍ

９２砖红色薄层泥质粉砂岩与薄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３１．７ｍ

９１浅灰绿色中层泥质中—粗粒砂岩，垂直层面有虫管与暗

紫红色泥质粉砂岩成不等厚互层，中上部砂岩增厚增多

２６．９ｍ

９０砖红色中—厚层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浅灰绿色

薄—中层泥质粉细砂岩 ３０．１ｍ

８９灰、浅灰绿色厚层中—粗粒砂岩，向上砖红色中—薄层粉

砂质泥岩与紫灰色薄层粉细砂岩不等厚互层，上部浅灰

绿色中层砂岩增多，产蛋化石（对应蛋洞 ＡＧ）犇犲狀犱狉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狊犪狀犾犻犿犻犪狅犲狀狊犻狊，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犳狌狉犮犪狋狌狊 ２４．８ｍ

８８砖红色中层粉砂质泥岩夹浅紫灰色含钙泥质粉细砂岩

９．５ｍ

８７灰黄、紫灰、黄灰中层泥质细砂岩及紫红色粉砂质泥岩，

上部夹薄—中层浅灰绿色中—粗粒砂岩（对应展馆）３７ｍ

８６下部砖红色厚层泥质粉砂岩，向上灰紫色中层含钙泥质

细砂岩（土地庙） ３６．６ｍ

８５紫灰色中—厚层含钙泥质细砂岩、夹暗紫红色薄—中层

泥质粉砂岩或砂岩夹泥岩 １７．５ｍ

８４砖红色中—厚层泥质粉砂岩，顶部含钙质结核 １８．９ｍ

８３浅紫灰厚层含砾粗砂岩夹砖红色中层泥岩，产骨片

１０．６ｍ

８２砖红色中—厚层含钙泥质粉细砂岩夹紫灰色薄层粉砂

岩，于该层中部产骨化石（“消息树”） ２９．９ｍ

　　（平移由 Ｎ３３ｏ１４′０４．０″，Ｅ１１１ｏ４１′１６．３″，Ｈ２３９ｍ 至

Ｎ３３ｏ１４′０４．７″，Ｅ１１１ｏ４１′１２．０″，Ｈ２４３ｍ）

８１底部浅紫灰 含砾厚层状粗砂岩，向上紫红、砖红色中—厚

层含钙泥质粉—细砂岩夹紫灰、灰绿薄层钙质中—细粒

砂岩，中部浅紫灰、黄灰厚层含砾粗砂岩与暗紫红色含钙

泥质中—细粒砂岩，顶部紫灰色厚层含钙泥质中—细粒

砂岩，产蛋化石（对应藕池沟）０４ＯＣｈＧ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２２．９ｍ

８０砖红色厚层泥质粉细砂岩，含灰绿色细砂岩斑块 ６９．１ｍ

７９紫灰、灰色厚层粗砂岩，局部与暗紫红色厚层含钙粉细砂

岩成不等层互层 ６３．８ｍ

７８紫红、暗紫红中—厚层泥质粉细砂岩，垂直层面发育虫管

３５．９ｍ

７７底部浅紫灰色厚层含细砾粗砂岩，下部砾石集中成１０ｃｍ

砾岩层，节理发育，之中充填紫红色泥质条带，中上紫红、

砖红色粉砂质泥岩及泥质粉砂岩，顶部紫灰中—厚层含

砾粗砂岩 １６．１ｍ

７６紫红、砖红色厚层含钙泥质粉砂岩夹紫灰、灰色中—厚层

含砾粗砂岩 １９．７ｍ

７５紫灰、灰色厚层含砾粗砂岩夹、紫红中—厚层中—粗粒砂

岩，其中含钙质团块 ２２ｍ

７４底部灰、紫灰中层含砾粗砂岩及砂质砾岩，向上暗紫红、

紫红中—厚层含砾泥质粉砂岩钙质结核较多，泥岩中含

１０～２０ｃｍ灰绿色粉砂质泥岩斑块，对应（探点２）产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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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跖骨化石，产蛋化石０４ＪＣｈＨＤ１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０４ＪＣｈＨＤ２ 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 ４１．３ｍ

７３黄灰 、紫灰色含砾粗砂岩及砾岩夹黄灰色中—厚层含砾

砂岩 ４４．２ｍ

７２砖红色厚层含钙泥质粉砂岩夹紫灰色中—厚层含砾粗砂

岩 １０．８ｍ

７１灰黄中—薄层含砾粗砂岩夹紫灰色含钙泥质中—细粒砂

岩 ７．４ｍ

７０紫红、砖红厚层含钙粉砂质泥岩 ４．７ｍ

６９黄灰、灰、紫灰厚层含细砾粗砂岩 ７．３ｍ

６８紫红、砖红色中—厚层含钙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灰

黄色中—厚层含钙中—粗粒砂岩 ９．７ｍ

６７黄灰、浅灰色厚层含砾粗砂岩及分布不均的砾岩，具浅紫

红色粗砂岩条带，顶部夹紫红色薄层粉砂质泥岩 ５．５ｍ

６６砖红色中—厚层泥质粉细砂岩，夹浅灰、紫灰色薄层中—

粗粒砂岩含钙质砂岩 １３．１ｍ

６５黄灰、浅灰色厚层含砾粗砂岩，上部夹一层紫灰、灰紫含

砾粗砂岩 ２．７ｍ

６４暗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夹黄灰、灰黄色中—厚层含砾粗砂

岩，在上部灰绿色泥岩中含介形虫、叶肢介：尖缘网格叶

肢介犇犻犮狋狔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犪犮狌狋犪Ｎｉｕｓｐ．ｎｏｖ．，卵形网格叶肢介

犇．ｃｆ．狅狏犪狋犪，网格叶肢介犇．ｓｐ．、双壳类：结管假喜蚌

犘狊犲狌犱狅犺狔狉犻犪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犪狋犪，山东球蚬犛狆犺犪犲狉犻狌犿狊犺犪狀狋狌狀

犵犲狀狊犻狊、腹足类：圆扁旋螺犎犻狆狆犲狌狋犻狊ｓｐ．、植物碎片等化石

２３ｍ

６３黄灰色厚层含砾粗砂岩，夹暗紫色薄层砂岩 ９．７ｍ

６２暗紫红色含钙粉—细砂岩夹灰色厚层粗砂岩 １０．９ｍ

　　（平移由Ｎ３３°１４′５１″，Ｅ１１１°４０′５０．７″，Ｈ３１１ｍ至 Ｎ３３°

１４′４１．１″，Ｅ１１１°４１′０４．６″，Ｈ３１１ｍ）

６１下部浅紫红泥质粉砂岩夹黄、绿紫灰薄层泥质粉砂岩，中

部浅紫红色粉砂泥岩与黄灰色薄层含砾中—粗粒砂岩互

层，上部黄、黄灰色含砾粗砂岩夹紫灰色中—粗粒砂岩

３６．４ｍ

６０黄灰、浅灰中—厚层含细砾粗砂岩夹紫灰色中—厚层泥

质粉砂岩，上部局部夹有砾岩层产蛋化石（探点１）０４ＪＣｈ

１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 ３０．７ｍ

５９紫红、紫灰色中—厚层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浅灰、

紫灰、黄灰含细砾中—厚层中粗砾砂岩，产蛋化石（河东

蛋 点 ５）０５ＨＤ５ 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ｓｐ．

ｎｏｖ．， （茧 场 蛋 点 ２）０４ＪＣｈ２ 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 １５ｍ

５８灰色厚层砂岩与紫褐色厚层含砾粗砂岩互层，上部砾石

增多，夹紫红色中—薄层泥质粉砂岩，上部成中—薄层砾

石层，含孢粉犆犲犱狉犻狆犻狋犲狊ｓｐ．，犆犻犮犪狋狉犻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犆狔

犮犪犱狅狆犻狋犲狊ｓｐ．，犇犲犾狋狅犻犱狅狊狆狅狉犪ｓｐ．，犇犲狀狊狅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

犔狔犵狅犱犻狌犿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犕狌狉狅狊狆狅狉犪ｓｐ．，犘犻犮犲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ｓｐ．，犘犻狀犪犮犲犪犲，犘犻狀狌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犘狅犱狅犮犪狉狆犻犱犻狋犲狊ｓｐ．，

犘狉狅狋狅犮狅狀犻犳犲狉狌狊ｓｐ．，犜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ｓｐ．，犝狀犱狌犾犪狋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

５２ｍ

５７紫灰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夹黄灰，紫灰色含钙泥质薄层粉

细砂岩，产蛋化石（河东蛋点４）０５ＨＤ４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 １５．２ｍ

５６灰紫中—薄层粉砂质泥岩与浅灰色、黄灰含砾粗砂岩成

不等厚互层，产蛋化石（河东蛋点１）０５ＨＤ１１犇犲狀犱狉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２２．１ｍ

５５黄灰、紫灰色中—厚层含砾粗砂岩，黄灰夹紫红色薄层泥

质粉 砂 岩，含 孢 粉 犃狉犪狌犮犪狉犻犪犮犻狋犲狊ｓｐ．，犘狋犲狉犻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ｓｐ．，犜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ｓｐ． １５．８ｍ

５４砖红、紫红粉砂质泥岩中—薄层与浅砖红、灰紫色中层含

细砾粉砂岩互层，产蛋化石（河东蛋点３）０５ＨＤ３犘犪

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 ４４．６ｍ

５３黄灰，浅紫灰色砾岩和含砾砂岩与紫灰色中—厚层含砾

泥质粉砂岩互层，含钙质结核，产蛋化石 （茧场蛋点５）

０４ＪＣｈ６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牛 王 村 西 沟）

０５ＸＸＮＷ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犪狀犾犻犿犻犪狅犲狀狊犻狊，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茧场蛋点４）０４ＪＣｈ５犘犪狉犪狊狆犺犲

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０４ＪＣｈ５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

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茧场蛋点３）０４ＪＣｈ４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０４ＪＣｈ３１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

狊犻狊ｓｐ．ｎｏｖ．，０４ＪＣｈ３２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

狊犻狊 １６．２ｍ

５２底部灰黄色中—厚层砂质砾岩，中上部紫红，暗紫红含钙

泥质粉砂岩，夹灰紫色中—厚层含砾粉砂岩，产蛋化石

（河东小蛋—蛋点２）０５ＨＤ２１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

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０５ＨＤ２２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ｓｐ．ｎｏｖ． ２３．１ｍ

５１紫灰色中—厚层粉砂岩与暗紫红色厚层泥质粉砂岩互

层，泥质粉砂岩含薄层钙质条带层 １０．１ｍ

５０灰紫含砾粉砂质泥岩、粉砂岩，中—厚层状，夹灰紫、褐黄

色含砾，中—粗粒，中—厚层砂岩 ３２．１ｍ

４９灰黄、灰紫巨厚层砾岩，砾石２～３ｃｍ，大的５～２０ｃｍ，磨

圆度好，分选差，定向排列不明显，夹紫红色泥质粉砂岩，

上部砾石减少，砂质增高，为砂质砾岩 ３０．９ｍ

４８紫红色含砾泥质粉砂岩，含钙质结核 ３５．４ｍ

４７紫灰、浅黄褐色厚层砾岩，上部为含砾粗砂岩 １４．９ｍ

４６紫红色厚层泥质粉砂岩，夹含砾粗砂岩 １５．１ｍ

４５紫灰色中—厚层状粗砂质砾岩，往上砂质增高砾石排列

定向清楚，夹暗紫红色泥岩，砾石分布不均夹有黄褐色薄

层细砾岩，产蛋化石（周家蛋点１）０５ＺＨＪ１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 ２０．８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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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灰紫色厚层含砾粗砂岩，砾石比下层减少，夹一层灰紫色

含细砾粗砂岩，厚１．５ｍ，产蛋化石（梁家蛋点３）０５ＬＪ３

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 ４２．４ｍ

４３底部灰紫色厚层含钙砂岩 ２５．５ｍ

４２紫灰、灰紫厚层含砾粗砂岩，砾石局部集中成砾岩，产蛋

化石中上部夹暗紫红色中厚层泥质粉砂岩，上部中厚层

含钙泥质粉砂岩，钙质成２ｃｍ厚盖板层 ２５．３ｍ

４１底部紫灰 、灰紫、暗紫色厚层含砾粗砂岩，砾石定向排列

清楚，局部呈砂质砾岩，砾石分选差，磨圆好，砾径１～３

ｃｍ，个别达５～１０ｃｍ，产蛋化石（梁家蛋点１～２）０５ＬＪ２

０５ＬＪ１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中上部为紫红色粉砂

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中至薄层砂质砾岩泥岩中钙质结

核团快多呈层状 ５０．４ｍ

４０紫灰色中厚层含砾砂岩为主，局部呈呈细砾岩，砾石１～２

ｃｍ，个别３～５ｃｍ，磨圆度滚圆一次楞角，砾石为板岩、片

岩，砾石排列顺层清晰，上部紫红色含砾粉砂岩 １８．１ｍ

３９紫灰色厚层状含砾粗砂岩，向上砾石减少，夹中薄层砂质

细砾岩 １７．２ｍ

３８下部紫灰色厚层状中、粗砾砂岩，向上砾石减少，泥质增

高，为泥质细砂岩，上部为暗紫红色厚层粉砂质泥岩及泥

质粉砂岩，中间夹薄层细砾岩 １９．６ｍ

３７暗紫、紫灰 、灰紫色厚层含砾粗砂岩 ７．８ｍ

３６紫灰色含砾中—厚层中至厚层砂岩与砖红色含钙泥质粉

砂岩呈不等状互层 １５．３ｍ

３５紫灰 、灰紫色厚层砾岩，磨圆好，分选差，砾径３～５ｃｍ，个

别１０ｃｍ，夹紫红色中—厚层含砾粉砂岩，及暗紫红色粗

砂岩 １８．７ｍ

整合

走马岗组　上段 （８４０．４ｍ）

３４紫灰色中厚层含砾粗砂岩夹灰紫色中层砾岩，砾石磨圆

好，砂质胶结，上部为含砾泥质粉砂岩 ６．３ｍ

３３底部黄褐、紫灰、紫红色含钙泥质细砂岩 ５．９ｍ

３２紫红色含砾粉砂岩，夹暗紫色含钙细砂岩透镜体（油坊沟

水渠） ４２．５ｍ

３１灰、紫灰巨厚层砾岩，夹紫灰色中厚层含砾粗砂岩，砾石

定向排列清晰，５～１０ｃｍ，个别到３０ｃｍ，磨圆度好，分选

差，含孢粉 犆犺犪狊犿犪狋狅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犉狅狉犪犿犻狀犻狊狆狅狉犻狊ｓｐ．，

犘犻犮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Ｐｉｎａｃｅａｅ，犘狅犱狅犮犪狉狆犻犱犻狋犲狊ｓｐ．，犘狊犲狌

犱狅狆犻犮犲犪ｓｐ．，犜狉犻犮狅犾狆犻狋犲狊ｓｐ．，犜狉犻犮狅犾狆狅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ｓｐ．３９ｍ

３０灰紫色砾岩，砾石磨圆度好，砾径５ｃｍ，夹紫红色中—厚

层含砾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有灰紫色粗砂岩透镜

体（油坊沟水库） ２８７．１ｍ

２９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与砾岩呈不等厚互层，粉砂岩中含砾

石，砾径２ｃｍ，上部以含砾薄层砂岩为主 ３４．９ｍ

２８灰褐色中—厚层砾岩，砂质胶结，较松散，中—细砾，分

选、磨圆较好，２～４ｃｍ，个别５～１０ｃｍ，夹中至薄层含砾

粗砂岩 １０．２ｍ

　　（平移由 Ｎ３３°１６′０．８７″，Ｅ１１１°４０′５０．４″，Ｈ２８３ｍ 至

Ｎ３３°１６′１１．８″，Ｅ１１１°４０′４０．８″，Ｈ３２３ｍ）

２７深红色泥质粉砂岩与泥质粉砂岩互层，上部含钙质结核，

油坊沟水库北，发现蛋片（油坊水库蛋）０５ＹＦＧ犇犲狀犱狉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３４．５ｍ

２６下部为砖红色粉砂岩，厚１．５ｍ，上部灰褐色砾岩，砾石３

～５ｃｍ，个别１０ｃｍ，上部夹黄褐色薄层 ２．４

２５紫红色巨厚层砾岩，砾石排列方向不明显，砾径５～

１０ｃｍ，个别３０ｃｍ．，上部砾石大，个别达４０ｃｍ，夹层薄且

明显减少，偶夹砂岩层 ３４．５ｍ

２４灰褐色厚层砾岩夹多层中层粗砂岩，砾石磨圆度好、分选

差，成分石英岩、片岩 １９．３ｍ

２３暗紫红色厚层砾岩，砾石分选差，上部偶夹薄层砂岩１０～

２０ｃｍ ７１．３ｍ

２２灰褐色厚层砾岩，夹多层含砾中—薄层粗砂岩 １５．１ｍ

２１灰褐色巨厚层砾岩夹薄层灰色含砾粗砂岩，磨圆好、分选

差，砾石一般５～１０ｃｍ，最大３０～４０ｃｍ，定向排列清晰

７１．９ｍ

２０砖红色含砾钙质泥岩夹灰、灰紫色砾岩，分选、磨圆不好，

砾径３～５ｃｍ，个别可到１０～２０ｃｍ，成分：紫灰色板岩、

片岩，产蛋化石（渠南村蛋点）０５ＱＮ１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８８．７ｍ

１９黄褐色巨厚层砾岩，砾岩磨圆、分选度好，成分：片麻岩，

石英岩、砾径５～１０ｃｍ，最大３０ｃｍ ７６．８ｍ

整合

下白垩统走马岗组　下段　（２１０．８ｍ）

１８深砖红色粉砂质泥岩，夹灰绿色含砾砂岩及粗砂岩

３１．８ｍ

１７浅紫灰色砾岩与含砾粗砂岩、浅紫灰含砾粗砂岩与浅灰

色泥质砂岩呈条带状韵律层，紫灰色泥质高些，斜层理呈

３０度角（河流相） ３ｍ

　　（平移由 Ｎ３３°１６′５１４１．３″，Ｅ１１１°４０′４５．８″，Ｈ２９０ｍ至

Ｎ３３°１６′３３．８″，Ｅ１１１°４０′４０．７″，Ｈ２８８ｍ）

１６暗紫红色粉砂岩与泥质粉砂岩互层，含钙质结核，结核大

小２ｃｍ，产蛋化石（杨家沟蛋点）０５ＹＪＧ－１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骨化石点２ １．２ｍ

１５浅砖红色含砾细粉砂岩，夹薄层砾岩透镜体 ４．６ｍ

１４紫红色粉砂质含钙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灰绿、紫灰色含砾

粗砂岩与薄层砾岩，泥岩中含钙质结核，并含灰绿色砂质

斑块，（虎头山）骨化石点１含禽龙坐骨 ３０．５ｍ

１３紫红色砾岩，上部砾石减少，砂质增高，局部含砾粗砂岩

４．１ｍ

１２紫红色泥岩，含钙质结核，产蛋化石 （对应张堂点）犕犪犮

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７．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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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灰色砾岩，底部砾石密度大，向上变稀、变小，砾石１～２０

ｃｍ，中部夹灰岩透镜体 ４ｍ

　　（平移由 Ｎ３ｓ°１６′４９．７″，Ｅ１１１°４０′５８．５″，Ｈ２９４ｍ 至

Ｎ３３°１６′４６．３″，Ｅ１１１°４３′４５。２″，Ｈ２８７ｍ）

１０紫红—砖红色厚层块状含砾粉砂质泥岩，中部夹中—厚

层砾岩透镜体，有一小错动，具球状风化现象，含钙质高，

上部有薄层状钙质结核，厚１０ｃｍ １８．２ｍ

９紫红色砾岩，上部砾石密度小，砾石大小不一，１～５ｃｍ，个

别２０ｃｍ ９．７ｍ

８紫红色含钙泥质粉砂岩，局部含钙质结核，上部夹薄层钙

质团块透镜体并夹两层紫灰色砾岩透镜体 ２．６ｍ

７紫色厚层状砾岩，夹紫红色含砾钙质粉砂岩，砾石５～３０

ｃｍ，磨圆度不好，成分板岩、片麻岩等 １０．８ｍ

６砖红—紫红色含砾泥质粉砂岩，中间夹薄层砾岩，砾石１～

５ｃｍ，个别至２０ｃｍ，粉砂岩含钙较高，含钙质结核１９．２ｍ

５灰色—灰紫色砾岩夹紫红色含砾中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

层厚不到１ｍ，砾石成分石英岩、灰岩、板岩，次棱角状，砾

岩砂质胶结，砾石以扁圆为主，顺层排列 １２．１ｍ

４上部夹多层砾石层，砾石１～５ｃｍ，紫红—砖红含砾泥质粉

砂岩 １９．９ｍ

３灰白、灰紫砾岩与紫红色含砾粉细砂岩互层，砾石为灰岩、

石英岩、板岩，磨圆以次棱角状为主，大小１～２０ｃｍ，一般

为５ｃｍ，扁圆为主，局部有小错动，砾岩呈透镜状，厚１ｍ

多；薄层为４０ｃｍ左右，砾岩３层，泥岩２层，砾岩层面不

平整本，夹粉砂岩；泥岩紫红—砖红色，夹薄层钙质泥岩，５

～１０ｃｍ，泥岩中含砾石，底部较多 ９．３ｍ

２暗紫红色含砾泥质—细粉砂岩，上部夹薄层浅紫灰色含砾

泥质粗砂岩，砾石有片岩、石英岩、灰岩 １８．９ｍ

１暗紫红色砾岩，砾石１～２０ｃｍ，片岩、灰岩，磨圆度差，呈棱

角状，分选性差，大小不一，一般为２～３ｃｍ，胶结物泥砂

质，紫红、暗紫色 ３．４ｍ


　　　　　　　　　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灰紫色石英片岩及黄色片岩，片理４２°∠６５°　　

（Ｎ３３°１６′５４．８″，Ｅ１１１°４０′４５．３″，Ｈ３００ｍ）

　　目前在西峡西坪—丹水一带的地层中已发现蛋

化石点１００多处，确切的产出层位１７层；蛋化石分

别归于６科８属１６种（在剖面出现６科６属１２

种）。西坪—赤眉盆地产出的蛋化石类型多，数量

大，主要类型有圆形蛋、小长形蛋及大长形蛋；蛋化

石个体长度在５～５１ｃｍ之间，一般在１３～１６ｃｍ的

数量居多，其中１３ｃｍ以下的蛋明显扁圆或为小长

形蛋，１４～１６ｃｍ的蛋体近于圆形，４０ｃｍ以上的蛋

为巨型长形蛋。目前在剖面上记录的蛋化石有（图

６）：树枝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分叉树

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犳狌狉犮犪狋狌狊，三里庙树枝蛋犇犲狀

图６　西坪—赤眉盆地蛋化石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ｎＸｉｐｉｎｇＣｈｉｍｅｉ

ｂａｓｉｎｏｆＸｉｘ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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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犪狀犾犻犿犻犪狅犲狀狊犻狊，赵营树枝蛋 犇犲狀犱狉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茧场长形蛋（新种）犈犾狅狀犵犪

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杨家沟长形蛋

（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ｓｐ．ｎｏｖ．，

赤眉长形蛋（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犮犺犻犿犲犻犲狀狊犻狊ｓｐ．

ｎｏｖ．，西峡巨型长形蛋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

犪犲狀狊犻狊，石嘴湾副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

狑犪狀犲狀狊犻狊， 阳 城 副 圆 形 蛋 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西坪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

犵犲狀狊犻狊以及红坡网格蛋犇犻犮狋狔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犺狅狀犵狆狅犲狀狊犻狊，

夏馆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犪犵狌犪狀犲狀狊犻狊等。还在

剖面以外其他地点发现了蛋化石，其中任沟犇犲狀

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土 门 东 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狋狌犿犲狀犱狅狀犵犲狀狊犻狊Ｆａｎｇ，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犇犲狀

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樊 营 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

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犇犲狀

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犳狌狉犮犪狋狌狊，王家门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犪狀犾犻犿

犻犪狅犲狀狊犻狊，赵 营 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内乡七里坪 犖犲犻狓

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犻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等化石。首次在

西坪—赤眉盆地发现鳄类蛋化石、鸟类蛋化石以及

长形蛋等新种类。新建鳄类化石蛋科（新科）犆狉狅犮狅

犱犻犾狅狅犾犻狋犺犻犱犪犲ｆａｍ．ｎｏｖ．、内乡鳄鱼蛋属 （新属）

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ｇｅｎｎｏｖ．、闫氏内乡鳄鱼蛋（新

种）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犻ｓｐ．ｎｏｖ．；原始鸟蛋化石

科（新科）犗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犻犱犪犲Ｆａｎｇ，ｆａｍ．ｎｏｖ．、原始

鸟蛋属（新属）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Ｆａｎｇ，ｇｅｎｎｏｖ．、

土门东原始鸟蛋（新种）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狋狌犿犲狀

犱狅狀犵犲狀狊犻狊Ｆａｎｇ，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该盆地蛋化石演变特点为，下部以长形蛋为主，

向上过渡为大量圆形蛋及少量小长形蛋；蛋壳结构

由紧密型变化为松散型，蛋壳由厚减薄，向着透气性

好的趋势发展，并逐渐走向特化（见蛋化石分布图）。

与山东诸城、浙江天台、广东南雄、河源等盆地的蛋

化石进行比较，西峡地区的蛋化石最高层位出现的

类型大量是圆形的树枝蛋类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这与浙

江天台盆地蛋化石分布很相似。而其他一些地区白

垩纪晚期所见的蛋化石几乎以长形蛋类犈犾狅狀犵犪

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为主。

近年来西峡地区又陆续在走马岗组、赵营组中

发现大量骨骼化石，现已初步鉴定出多种爬行动物

类型，包括有原角龙（下颌骨，图７（ｅ））、鸭嘴龙（牙

齿，图７（ｂ））、肉食龙（牙齿，图７（ｆ））、蜥脚类枢椎

（图７（ｃ））、恐龙坐骨、龟鳖类（骨板）等，目前西峡恐

龙动物群面貌已露端倪。

２００５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还

在测制剖面时，于西峡三里庙附近（Ｎ３３°１４′３５．１″，

Ｅ１１１°４１′０５．０″，Ｈ２９１．６ｍ）首次发现无脊椎动物叶

肢介、介形虫、双壳类等化石（化石分别由庞其清、牛

绍武，２００５．１２鉴定），这样进一步验证了西坪—赤

眉盆地的地层时代为晚白垩世。

介形虫：犕狅狀犵狅犾狅犮狔狆狉犻狊狌狀狅狉狀犪狋犪（Ｐａｎｇ），犕．

ｓｐ．，犈狌犮狔狆狉犻狊狔犻犱狌犲狀狊犻狊 （Ｈｏ），犈．犿狌狉犻犮犪狋犪 Ｈｏ，

犈．狆犪狉犪狋狉犻犪狀犵狌犾犪狋犪Ｙｅ，犈．犺狌犫犲犻犲狀狊犻狊Ｇｏｕ，犈．ｓｐ．，

犎犲狋犲狉狅犮狔狆狉犻狊狊狌犫狊犻狀狌犪狋狌狊 Ｈｏ，犆狔狆狉犻狊狅犫狋狌狊犪狀犵狌犾犪

犆犺犲狀犵，犆狔狆狉犻犪狆犲狀狋犪犵狅狀犪Ｓｏｎｇ，犆狔狆狉犻狊ｓｐ．，犆犾犻狀狅

犮狔狆狉犻狊狆犪狉狏犪Ｈｏ，犆犪狀犱狅狀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Ｈｏ，犆犪狀犱狅狀犻犲犾

犾犪犿犻狀狌狋犪Ｙｅ，犆．犿狅狉犱狏犻犾犽狅犻犕犪狀犱犲犾狊狋犪犿 等，计有

１０属１０余种，是以犈狌犮狔狆狉犻狊犕狅狀犵狅犾狅犮狔狆狉犻狊犆犪狀

犱狅狀犻犲犾犾犪为特征的化石组合，其中以犈狌犮狔狆狉犻狊较为

丰富，种类较多。

叶肢介：尖缘网格叶肢介犇犻犮狋狔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犪犮狌狋犪

Ｎｉｕｓｐ．ｎｏｖ．，卵形网格叶肢介犇．ｃｆ．狅狏犪狋犪，网格

叶肢介犇．ｓｐ．。网格叶肢介主要产于东北松辽盆

地上白垩统青山口组至姚家组，是 犖犲犿犲狊狋犺犲狉犻犪

狇犻狀犵狊犺犪狀犽狅狌犲狀狊犻狊带和犇犻犮狋狔犲狊狋犺犲狉犻犪犲犾狅狀犵犪狋犪带中

的重要分子，其时代为晚白垩世早期。假喜蚌见于

松辽盆地上白垩统四方台组至明水组；内蒙二连上

白垩统二连达布苏组；山西上白垩统助马堡组；浙江

金华上白垩统中戴组等，其时代为晚白垩世。

双壳类：结管假喜蚌犘狊犲狌犱狅犺狔狉犻犪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犪狋犪，

山东球蚬犛狆犺犪犲狉犻狌犿狊犺犪狀狋狌狀犵犲狀狊犻狊，山东球蚬见于

姚家组和山东上白垩统王氏组，时代为晚白垩世。

腹足类：圆扁旋螺犎犻狆狆犲狌狋犻狊ｓｐ．

植物碎片等化石。

４　桑坪盆地与西坪—丹水盆地地层时

代对比

　　（１）产于桑坪组紫红色泥质粉砂岩中的诸葛南

阳龙（犖犪狀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狌犵犲犻犻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属禽龙类（图８）。诸葛南阳龙具有６个荐椎，从保

存下来的尾椎神经棘与脉弧之间的比例，它更接近

于鸭嘴龙；腰带的坐骨远端呈微弱弯曲；前肢的肱骨

的三角胸嵴发育，尺骨和桡骨相对纤细，类似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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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西峡地区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

Ｆｉｇ．７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ｂｏｎｅ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Ｘｉｘｉａ

（ａ）恐龙肢骨；（ｂ）鸭嘴龙牙齿；（ｃ）蜥脚类枢椎；（ｄ）赵营周家沟恐龙化石；（ｅ）原角龙下颌骨；（ｆ）霸王龙牙齿

（ａ）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ｂｏｎｅｓ；（ｂ）ｔｏｏｔｈｏｆＨａｄｒｏｓａｕｒｉｄａｅ；（ｃ）ｔｈｅａｘｉｓｏｆ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ｏｍｏｒｐｈａ；（ｄ）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ｆｏｓｓｉｌｓｏｆＺｈｏｕｊｉａｇｏｕ，

Ｚｈａｏｙｉｎｇ；（ｅ）ｔｈｅｍａｎｄｉｂｌｅｏｆｐｒｏｆｏｃｅｒａｔｏｐｓ；（ｆ）ｔｏｏｔｈｏｆＴｙｒａｎｎｏｓａｕ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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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桑坪－夏馆盆地发现的诸葛南阳龙（复原图）

Ｆｉｇ．８　犖犪狀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狕犺狌犵犲犻犻（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Ｘｉａｇ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ｏｆＮｅｉｘｉａｎｇ

龙，远端尺骨髁明显大于桡骨髁；掌骨形态特殊，掌

骨细长，部分愈合在一起，第二掌骨为第三掌骨长的

９０％，明显长于鸭嘴龙类；后肢的股骨远端部分较平

直，其时代在晚侏罗世—晚白垩世早期。根据恐龙

研究和这一地区区域特征，位于最北面的桑坪盆地

接受沉积的时间大体为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早

期，沉积时间要早于南部的西坪—赤眉盆地。

１９９５年在西坪—赤眉盆地的阳城虎头山曾找

到过恐龙的坐骨（图９），层位为走马岗组下段。由

于材料少，当时把它归入到蜥脚类。现在看来这块

坐骨的形态更接近于禽龙，特别是坐骨远端呈微弱

弯曲，可归入禽龙类。因此西坪—赤眉盆地虎头山

化石点的层位大体与产出南阳龙的夏馆盆地黄金村

化石点的层位相当，时代可以对比。

（２）就桑坪盆地岩石地层而言，桑坪组与三湾

组之间岩石地层出现了很大变化，由紫红色泥质粉

砂岩、紫灰色砂质砾岩沉积变为紫灰色巨厚层砾岩

沉积。随着构造运动加剧，地壳抬升，沉积旋回发生

了变化，到了三湾组沉积期，即盆地沉积后期，岩石

地层是以砾石为主，颗粒变粗，这种变化可以作为晚

白垩世早期的一个界线标志。

与西坪—丹水盆地比较，虽然三湾组未见蛋化

石，但其岩性与走马岗组上段是一致的，大套砾岩沉

积更为接近，从岩石地层上可以对比，大体属于同时

代的产物。而走马岗组下段是以砂岩、粉砂岩为主

夹砾岩，地层厚度为２１０．８ｍ。从沉积厚度上比较，

仅相当桑坪组的中上部地层；根据沉积时间分析，夏

馆南阳龙化石点与阳城虎头山骨化石点大体上也是

对应的，西坪—丹水盆地应该是在桑坪组的沉积中

期开始沉积，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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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西峡阳城虎头山发现的恐龙骨化石

Ｆｉｇ．９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ｂｏｎｅ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Ｈｕｔｏｕｓｈ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Ｔｏｗｎ，Ｘｉｘｉａ

（ａ）－坐骨（ｉｓｃｈｉｕｍ）；（ｂ）－骨骼（ｂｏｎｅ）

（３）赵营组产出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时代属于晚白垩

世，其中介形虫类型是以犈狌犮狔狆狉犻狊犕狅狀犵狅犾狅犮狔狆狉犻狊

犆犪狀犱狅狀犻犲犾犾犪为特征的组合，犈狌犮狔狆狉犻狊较为丰富，种

类也较多，犈．狔犻犱狌犲狀狊犻狊（Ｈｏ）始见于湖北宜都上白

垩统新店群，在湖南衡山上白垩统戴家坪组也有发

现；犈．犺狌犫犲犻犲狀狊犻狊Ｇｏｕ（＝犈．犪狀犵狌犾犪狋犪犢犲）始见于湖

北安陆上白垩统贾店组，在湖南衡山、攸县上白垩统

戴家坪组，海南临高上白垩统临高组及江苏句容上

白垩统赤山组也有一定的分布；犈．犿狌狉犻犮犪狋犪Ｈｏ和

犈．狆犪狉犪狋狉犻犪狀犵狌犾犪狋犪Ｙｅ分别首现于湖北当阳上白

垩统跑马岗组及湖北京山上白垩统贾店组上部，前

者在青海乐都上白垩统民和组，后一种在湖南麻阳

上白垩统锦江组也有一定的分布。犕狅狀犵狅犾狅犮狔狆狉犻狊

狌狀狅狉狀犪狋犪（Ｐａｎｇ）首现于山西左云、右玉、大同一带上

白垩统助马堡组。犎犲狋犲狉狅犮狔狆狉犻狊狊狌犫狊犻狀狌犪狋狌狊Ｈｏ初

见于湖北当阳上白垩统跑马岗组，相继在新疆沙湾

上白垩统东沟组、古近系渐新统安集海河组、新近系

中新统沙湾组，江苏苏北渐新统三垛组，湖北荆门渐

新统周矶组和云南的古近系均有一定的分布。

犆狔狆狉犻狊狅犫狋狌狊犪狀犵狌犾犪Ｃｈｅｎｇ见之于青海民和、乐都

上白垩统民和组。犆狔狆狉犻犪狆犲狀狋犪犵狅狀犪Ｓｏｎｇ出现在

甘肃兰州下白垩统上部的河口组。犆犾犻狀狅犮狔狆狉犻狊

狆犪狉狏犪Ｈｏ初现于湖北宜都上白垩统新店群和当阳

上白垩统跑马岗组，在福建沙县下白垩统上部沙县

组中部也有发现。犆犪狀犱狅狀犪狊犻狀犲狀狊犻狊Ｈｏ首现于湖

北当阳上白垩统跑马岗组，相继在安徽乌衣上白垩

统、舒城下白垩统黑石渡组，广东南雄上白垩统南雄

组，江苏东台古新统，四川乐山、邛崃上白垩统灌口

图１０　西峡阳城茧场探点中的３窝蛋化石分布

（０４ｊｃｈ－１－１，０４ｊｃｈ－１－２，０４ｊｃｈ－１－３）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ｓｓｉｌｅｇｇ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ｒｅｅ

ｃｏｔｅｓｆｒｏｍ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Ｔｏｗｎ，Ｘｉｘｉａ

（０４ｊｃｈ－１－１，０４ｊｃｈ－１－２，０４ｊｃｈ－１－３）

注：探点４ｍ×４ｍ间方，深３．５ｍ处遇蛋化石层，见３窝恐龙蛋化

石，呈三角形分布。北面一窝编号０４ｊｃｈ１３（取回），共９枚，个体扁

圆形，１０×１０×４ｃｍ，杂乱分布；东面一窝编号０４ｊｃｈ１１（取回），共８

枚，圆形，直径８～９ｃｍ，厚５ｃｍ，杂乱分布；西面一窝编号０４ｊｃｈ１２，

共９枚，个体圆形，１２×１２×６ｃｍ，杂乱分布；北东之间窝距２．８ｍ，

东西窝距４ｍ，北西窝距４．１ｍ；３窝蛋均已孵化。经鉴定３窝蛋化

石均为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

组，北京西山上白垩统夏庄组，南黄海上白垩统长门

岩组均有一定的发现。犆犪狀犱狅狀犻犲犾犾犪犿狅狉犱狏犻犾犽狅犻

犕犪狀犱犲犾狊狋犪犿 初见于哈萨克斯坦上白垩统赛诺曼阶，

以后相继在我国上白垩统湖北当阳的跑马岗组、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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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衢县的衢江群、广东三水的三水组、内蒙雅布赖盆

地的金刚泉群均有着较广泛的分布，在下白垩统内

蒙苏尼特右旗的巴彦花群、辽宁义县的九佛堂和阜

新的阜新组中也有一定的发现，该种在蒙古上白垩

统耐梅盖特组中也有发现；犆犪狀犱狅狀犻犲犾犾犪犿犻狀狌狋犪Ｙｅ

始现于松辽平原上白垩统四方台组和明水组，相继

在山西左云上白垩统助马堡组，内蒙二连上白垩统

二连组及辽宁阜新下白垩统阜新组有一定的分布。

介形虫的分布表明，虽有些种类自早白垩世开

始出现，但绝大多数属种均系我国晚白垩世常见分

子，故含该介形虫化石组合的赵营组的时代已进入

晚白垩世，大体可与江汉平原边缘地区湖北上白垩

统的跑马岗组、贾店组、新店群，江苏的赤山组、泰州

组，浙江的衢江群、桐乡组，广东的南雄组、三水组及

山西的助马堡组等地层相对比。

（４）西坪—丹水与桑坪两个盆地蛋化石

概括桑坪盆地和西坪—丹水盆地的蛋化石具有

早白垩世晚期与晚白垩世之间的两种特点。它们之

间除属种类型和数量存在明显差异外，桑坪组与走

马岗组下段蛋化石的特征要原始，走马岗组上段与

赵营组出现的蛋化石要进化。总体看桑坪组与走马

岗组下段这期间的蛋化石类型，多以小型副圆形蛋

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椭圆形蛋犗狏犪犾狅狅犾犻狋犺狌狊、杨氏蛋

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为主，化石个体普遍偏小，而且蛋壳

厚；蛋壳棱柱体结构排列紧密、气孔不发育，之后逐

步出现巨型长形蛋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和杨氏蛋

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等种类，并伴有少量树枝蛋 犇犲狀

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和小型长形蛋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走马岗

组上段的蛋化石以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的迅速减

少并最后消失为特征，伴有少量巨型长形蛋犕犪犮狉狅

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和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继续上延，

显示出一个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的组合特点。随着赵

营组的蛋化石在种类和数量上明显增多，不仅上下

产蛋层位密集，而且同一层的蛋窝之间的分布距离

也很近（图１０），此间大量出现的蛋化石种类是以蛋

壳气孔丰富的丛状蛋类为特征，主要属种有树枝蛋

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网格蛋犇犻犮狋狔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等，还伴有副

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和一些小个体的长形蛋

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蛋化石的演化趋势

是，蛋壳的棱柱体由紧密型向松散型演变，蛋壳厚度

减薄，蛋壳的透气性能加强，并更加走向适应环境的

表１　西峡的蛋化石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犈犵犵犳狅狊狊犻犾狊犻狀犡犻狓犻犪，犎犲狀犪狀

蛋化石

赵营组

树枝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分叉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犳狌狉犮犪狋狌狊，

三里庙树枝蛋Ｄｅｎｄｒｏｏｌｉｔｈｕｓｓａｎｌｉｍｉａｏｅｎｓｉｓ，

赵营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狕犺犪狅狔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茧场 长 形 蛋 （新 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Ｆａｎｇ，ｓｐ．ｎｏｖ．，

赤眉长形蛋（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犮犺犻犿犲犻犲狀狊犻狊Ｆａｎｇ，

ｓｐ．ｎｏｖ．，

石嘴湾副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

阳城副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犮犺犲狀犵犲狀狊犻狊，

西峡巨型长形蛋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

红坡网格蛋犇犻犮狋狔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犺狅狀犵狆狅犲狀狊犻狊，

土门东原始鸟蛋（新属、种）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狋狌犿犲狀

犱狅狀犵犲狀狊犻狊Ｆａｎｇ，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走
马
岗
组

上
段

下
段

西峡巨型长形蛋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

西坪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杨家沟长形蛋（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

Ｆａｎｇ，ｓｐ．ｎｏｖ．，

树枝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夏馆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犪犵狌犪狀犲狀狊犻狊。

西峡巨型长形蛋犕犪犮狉狅犲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狓犻犪犲狀狊犻狊，

西坪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杨家沟长形蛋（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

Ｆａｎｇ，ｓｐ．ｎｏｖ．，

树枝树枝蛋犇犲狀犱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犱犲狀犱狉犻狋犻犮狌狊，

桑
坪
组

桑坪椭圆形蛋犗狏犪犾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犪狀犵狆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石嘴湾副圆形蛋犘犪狉犪狊狆犺犲狉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狊犺犻狕狌犻狑犪狀犲狀狊犻狊

夏馆杨氏蛋犢狅狌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狓犻犪犵狌犪狀犲狀狊犻狊。

闫氏 内 乡 鳄 鱼 蛋 （新 属、种）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犻

Ｆａｎｇ，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特化方向发展，树枝蛋的大量出现是生物演化的一

个例子。可以看出赵营组蛋化石不仅区别于走马岗

组上段蛋化石，而且与桑坪组及走马岗组下段的蛋

化石面貌也不同。在由早白垩世晚期向晚白垩世过

渡期间，主要反映在走马岗组上段地层，蛋化石种类

及数量明显减少，说明生物在晚白垩世初期有一个

演化低潮过程。

根据桑坪组、走马岗组与赵营组蛋化石的形态

变化，可以划分出早白垩世晚期与晚白垩世蛋化石

之间的差别。从蛋化石产出面貌和它们的演化特征

可以证实，桑坪—夏馆盆地沉积的时间要早于西

坪—赤眉盆地。桑坪—夏馆盆地的黄沙组、桑坪组

与西坪—赤眉盆地的走马岗组下段地层的时代为早

白垩世晚期；西坪—赤眉盆地的走马岗组上段、赵营

组 的时代属于晚白垩世（表１）。阳城赵营组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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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西峡地区白垩纪沉积盆地地层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犲犱犻犿犲狀狋犪狉狔狊狋狉犪狋犪犳狉狅犿

犡犻狓犻犪犮狉犲狋犪犮犲狅狌狊犫犪狊犻狀狊

图１１　茧场长形蛋（新种）蛋壳结构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犈犾狅狀犵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犼犻犪狀犵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Ｆａｎｇ，ｓｐ．ｎｏｖ．

图１２　杨家沟长形蛋（新种）蛋壳结构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

狔犪狀犵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Ｆａｎｇ，ｓｐ．ｎｏｖ．

介形虫、叶肢介、瓣鳃等无脊椎动物化石，以及产出

的脊椎动物的鸭嘴形恐龙牙齿、原角龙颌骨等化石

也得到证实，赵营组的时代属于晚白垩世时期，比桑

坪组要晚，由此提出西峡地区白垩纪沉积盆地地层

对比意见（表２）。

蛋化石描述

茧场长形蛋（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犼犻犪狀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犉犪狀犵，狊狆．狀狅狏．

薄片号：０５ＨＤ－５（０５ＨＤ－２－２）

种名词源：新种以原产地河南西峡阳城茧场

（Ｊｉａｎｃｈａｎｇ）命名。

特征描述：小长形蛋，蛋长１０ｃｍ，宽４ｃｍ，高４

ｃｍ，壳表具纹饰，壳厚０．７ｍｍ；乳突圆锥状，具球节

及清晰的放射纹；乳突层占壳厚的１／３，排列具明显

的间隙；棱柱层致密，具生长线纹理粗而平直；大部

分气孔道可贯穿壳体（图１１）。

比较与讨论：５９层处发现的新种与犈．犪狀

犱狉犲狑狊犻比较蛋壳要薄，壳表不平整，起伏较大，乳突

层与棱柱层界线要明显，生长线较平缓，气孔道也

多。

产地及层位：西峡阳城茧场，赵营组（Ｋ２）

杨家 沟长形蛋 （新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犵犼犻犪

犵狅狌犲狀狊犻狊犉犪狀犵，狊狆．狀狅狏．

薄片号：０５ＹＪＧ－１

种名词源：新种以原产地河南西峡阳城杨家沟

（Ｙａｎｇｊｉａｇｏｕ）命名。

特征描述：蛋表具纹饰，壳厚０．６ｍｍ；乳突宽

圆，排列紧密，具球节及放射纹；乳突层厚０．１ｍｍ，

气孔道发育，向上可达棱柱层底部；棱柱层致密，具

波状生长线，于壳表处尤为明显，上部生长线角度变

大；乳突层与棱柱层界限清楚（图１２）。

比较与讨论：与犈．犲犾狅狀犵犪狋狌狊比较，该新种壳

薄，生长线角度大。

产地及层位：西峡阳城杨家沟，走马岗组（Ｋ１）

赤眉 长 形 蛋 （新 种）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犮犺犻犿犲犻犲狀狊犻狊

犉犪狀犵，狊狆．狀狅狏．

薄片号：０６０５２５—２

种名 词 源：新 种 以 原 产 地 河 南 内 乡 赤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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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ｍｅｉ）命名。

特征描述：一窝长形蛋共１６枚，蛋的个体长１０

ｃｍ，最宽处４．５ｃｍ，两头尖圆（图１３）；壳厚０．７

ｍｍ；棱柱层致密，厚度约占壳厚的１／２，其上部有一

层方解石层覆盖，约占棱柱层的１／２；乳突排列紧

密，长度为壳厚的一半；具球节及放射线；气孔道丰

富，贯串整个蛋壳（图１３）。

比较与讨论：该种乳突长度约占壳厚的１／２，与

其它长形蛋相区别；另外其棱柱层的１／２又被方解

石化，成为明显的标志层。与内蒙古发现的戈壁棱

柱形蛋相比较，赤眉长形蛋的个体明显要小，蛋壳也

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环境分析，新种出现

在西峡南部盆地内乡一侧，说明该种对环境的要求

较高，更适合地貌平坦、水体丰富的环境。该种与鳄

类化石一样，具有指相性。

产地及层位：赵营与赤眉交界附近，赵营组

鸟类化石蛋科（新科）犗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犻犱犪犲犉犪狀犵，犳犪犿．

狀狅狏．

原始鸟蛋属（新属）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犉犪狀犵，犵犲狀

狀狅狏．

土门东原始鸟蛋（新属、种）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狋狌

犿犲狀犱狅狀犵犲狀狊犻狊犉犪狀犵，犵犲狀犲狋狊狆．狀狅狏．

薄片号：０４ＴＭＤ－１－１

属、种名词源：新属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由Ｐｒｏ

ｔｏ（原始的）＋ｏｒｎｉｔｈ（鸟类）＋ｏｏｌｉｔｈｕｓ（蛋化石词尾）

构成；新种以原产地河南西峡阳城土门东 （Ｔｕｍｅｎ

ｄｏｎｇ）命名。

特征描述：半个小长形蛋，估计全长４ｃｍ；蛋皮

薄，厚０．１５ｍｍ，蛋壳由棱柱体密集排列组成；气孔

道丰富，乳突具球节及放射性；壳中部由一条直直的

暗色条带穿过（图１４）。

比较与讨论：该种壳太薄了，这种类型不可能

是恐龙蛋化石，应该是鸟类蛋化石。与现代鸡蛋比

较，其蛋皮厚度比鸡蛋皮还要薄，是由短小的棱柱体

紧密排列在一起；而且鸟蛋化石的重要特征，在于蛋

壳中横向分布有直的、连续的、具有不同宽度的褐色

条带
""

我们称为‘染色带’。这种染色带与鸡蛋皮

的染色带是相似的（图１５），土门东原始鸟蛋化石具

有２条等宽的黑褐色染色带，其位置出现在蛋壳的

中—下部，宽度不大，平行分布。与鸡蛋皮相比，只

不过鸟蛋化石的条带颜色、宽度以及所处位置不同。

鸡蛋皮的条带为黑褐色，一宽一窄２条，之间的宽度

之比为１：３，除乳突层和壳表外，蛋壳的绝大部分基

本被覆盖。鸟蛋化石蛋壳的基本结构与恐龙蛋大体

相同，这些特征反映了它们之间在演化关系上有联

系。

产地及层位：西峡阳城土门东东北５００ｍ处，

赵营组（Ｋ２）

鳄类化石蛋科（新科）犆狉狅犮狅犱犻犾狅狅犾犻狋犺犻犱犪犲犉犪狀犵，犳犪犿．

狀狅狏．

内乡鳄鱼蛋（新属）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犉犪狀犵，犵犲狀狀狅狏．

闫氏 内 乡 鳄 鱼 蛋 （新 种）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犻

犉犪狀犵，狊狆．狀狅狏．

薄片号：０６０５２５－１

种名词源：新种以闫荣浩先生（Ｍｒ．ＹａｎＲｏｎｇ

ｈａｏ）命名，对他在西峡蛋化石博物馆建设中所做贡

献表示崇敬。

正模（图１６），薄片号：０６０５２５－１，标本保存在

中国地质博物馆。

特征描述：一窝小圆形蛋约３０多枚杂乱堆置

在一起，蛋个体５．５×５ｃｍ，有的为４ｃｍ。蛋壳表面

平滑，壳厚２．３ｍｍ；从蛋壳的剖切面看到，棱柱体

由多层不规则的结晶体组合而成，壳中部有一条明

显的界线，是由上下两部分结晶体呈锯齿状镶嵌在

一起；棱柱体底部见有球节和放射纹。

比较与讨论：鳄类蛋化石在我国西峡地区是首

次发现，这类化石的蛋壳由方解石结晶体组成（图

１７），与恐龙蛋不同，棱柱体不均匀，被结晶体分隔成

几段。与龟鳖类蛋化石也不同，龟鳖类蛋壳微细结

构是由一个个呈放射状的文石 （ａｒａｇｏｎｉｔｅ）丛状体

组成。鳄鱼蛋化石是标志性化石，它的生活习性具

有很强的指相性。现在的鳄类主要生活在山麓的溪

水中、季节性河流地带或山区低谷的湖泊、水塘、沼

泽等湿地，它不能长期远离水源。鳄鱼蛋化石的出

现表示是处在山脚下低平的河流地带，与恐龙蛋不

混在一起，它是在河岸沙地边挖洞筑巢。根据产地

分析，夏馆—七里坪一带应该是鳄类、恐龙生活栖息

的主要环境。

产地及层位：内乡夏馆—七里坪一带，早白垩

世桑坪组（Ｋ１）

５　河流水系与恐龙生态的联系

　　秦岭东端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几座支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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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赤眉长形蛋．化石及蛋壳结构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ａｎｄ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犈犾狅狀犵犪狋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犮犺犻犿犲犻犲狀狊犻狊

（ａ）蛋化石；（ｂ）蛋壳结构（壳厚０．７ｍｍ）

（ａ）ｅｇｇｆｏｓｓｉｌ；（ｂ）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０．７ｍｍｔｈｉｃｋ）

图１４　 土门东原始鸟蛋化石及蛋皮结构

Ｆｉｇ．１４　犘狉狅狋狅狉狀犻狋犺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狋狌犿犲狀犱狅狀犵犲狀狊犻狊ａｎｄ

ｉｔｓ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蛋壳结构（壳厚０．１５ｍｍ）；（ｂ）蛋化石（长度４ｃｍ）

（ａ）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０．１５ｍｍｔｈｉｃｋ）；

（ｂ）ｅｇｇｆｏｓｓｉｌ（ｌｅｎｇｔｈ４ｃｍ）

图１５　鸡蛋蛋壳结构（壳厚０．２ｍｍ）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ｅｇｇ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０．２ｍｍｔｈｉｃｋ）

成，呈扇状展开。伏牛山为最南面的一支，其山体为

北西—南东走向。桑坪盆地、西坪—丹水盆地位于

伏牛山南麓，大体与伏牛山走向平行。从北至南地

势逐渐由山地趋于平缓，构成丘陵和山间盆地。伏

牛山地区发源了淇河、老灌河及湍河３条河流，向南

流入丹江。几条分散的河流将盆地串连起来，特别

是老灌河贯穿了桑坪盆地、西坪—赤眉盆地、淅川滔

河盆地、郧县—郧西盆地，使几个盆地之间保持着地

域间的联系。恐龙等生物通过水流在盆地之间往

来，通过水流可以迁徙到上游地带产卵，孵化后的幼

体又能随着水流回到平静的湖泊沼泽地带生活，因

此这一区域具有同一个动物群的生态环境。另外在

同一盆地中生态环境也有变化，西部多为山地、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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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闫氏内乡鳄鱼蛋（新属、种）化石（ａ）及蛋壳结构（ｂ）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ａ）ａｎｄ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ｏｆ犖犲犻狓犻犪狀犵狅狅犾犻狋犺狌狊狔犪狀犻Ｆａｎｇ，ｇｅｎｅｔｓｐ．ｎｏｖ．

（ａ）蛋化石；（ｂ）蛋壳结构（壳厚２．３ｍｍ）

（ａ）ｅｇｇｆｏｓｓｉｌ；（ｂ）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ｇｇｓｈｅｌｌ２．３ｍｍｔｈｉｃｋ）

图１７　鳄类蛋壳示意图

Ｆｉｇ．１７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ｏｉｄ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陵，河流源头，则成为恐龙繁衍产卵的地方；东部多

为平缓的区域，水体丰富、植物繁盛的湿地，成为恐

龙等生物生息之地。

目前在西坪盆地及桑坪—丹水盆地已发现的脊

椎动物有禽龙、鸭嘴形恐龙、霸王龙、原角龙、龟鳖类

等化石，还有恐龙蛋化石、鸟类蛋化石、鳄类蛋化石。

特别是内乡夏馆—七里坪一带出现的鳄类蛋化石，

这是一类重要的指相化石，它表明这里是盆地低平

区，水体丰富，分布着一些湖泊、沼泽等湿地，有利于

鳄类的生息。这一区域对恐龙动物来说也是一处很

好的生活环境，恐龙等脊椎动物主要集中在盆地东

面的湖泊沼泽、平坦的区域中生活，这里提供了食物

和栖息地，而西部的河滩沙地又成为它们最好的繁

衍地方。

６　结语

西峡县境内存在南北两个盆地，即西坪—丹水

盆地和桑坪盆地；与内乡连起来也可称为西坪—赤

眉盆地和桑坪—夏馆盆地，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

们可以笼统地称其为“西峡盆地”，但如果仅把其中

的一个盆地单独称为“西峡盆地”，或仅指其中一个

为“西峡盆地”是不恰当的。

有关白垩系顶界时代问题，近来古地磁一些分

析结果显示，大体在赵营组与六爷庙组之间有一个

间断面。西坪—赤眉盆地蛋化石的最高层位目前确

定在三里庙恐龙蛋遗址处，以上基本为空白地层，特

别是六爷庙组未见蛋化石。因此六爷庙组的时代有

可能重新划分，在此提出初步想法。本文对顶界时

代划分还是按照原来的观点处理，目前暂把六爷庙

组放白垩系，作为一个问题还要做深入的工作。

致谢　卢立伍、牛绍武、李永安、庄忠海、李震

宇、黄宝春、王雪娅、刘金茹等给予的帮助；在工作中

还得到了西峡县政府和龙城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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