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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吐鲁番桃树园二叠一三叠系古地磁特征初步研究
,

建立了二叠一三叠系界线磁性层柱
,

将其界线置于

锅底坑组币下部
,

即 3 7
~

3 6 层 (采点 66
一 6 .5) 对二叠

、

三叠系古地磁研究表明
,

其古纬度为北纬 26
“ 一

35
“ ,

属热带一北

温带古气候环境
,

与古生物资料和沉积相相一致
,

推断古生物灭绝与新生
,

可能与地磁的转化密切相关
.

关键词 :桃树园 ;二叠一三叠系界线 ;古气候 ;极性倒转

曰曰团团因

次

二叠一三叠系界线的划分是地层学中十分关键

问题之一这个时期地史上发生板块联合形成泛大陆

及最大规模的生物更替
,

并可能存在更大的天文地质

事件
,

二叠一三叠纪在古气候
、

古海洋方面发生巨大

变化
,

对它们的研究
,

不仅为区域地质调查
、

矿产勘探

和成矿预测提供可靠地层依据
,

而且对阐明古生代一

中生代地质发展史
、

生物演化
、

沉积环境和古气候

演化提供重要信息
.

为古地理再造提供依据
.

国际地科联对二叠一三叠系界线的研究十分重

视
,

专门设立了二叠一三叠系界线研究委员会
,

新疆

从 198 1 年以来对二叠一三叠系进行了专题研究
,

测

制了大量地层剖面
.

新疆吐鲁番桃树园地区二叠一三

叠系发育
,

地层出露齐全
,

化石丰富
,

是世界上研究非

海相二叠一三叠系界线的理想地区之一
,

经过长期研

究
,

现对地层中脊椎动物
、

植物
、

抱粉等化石分布已

有较清晰的认识
`

研究区位于吐鲁番一哈密地块北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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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研究区二叠一三叠系出露于吐鲁番盆地北缘塔

尔朗达坂之南
,

不整合于上石炭统祁家沟组之上
.

总

体为一个向斜构造
,

部分地区地层倒转 (图 .l)

据新疆地层表
,

桃树园地区二叠一三叠系剖面由

上而下为 IJ, 2] :

小泉沟群 ( T 2
.

庐叮 ) 厚 s 4 8 m

郝家沟组 ( Th3 ) 厚 10 7 m

11
.

黄灰
、

深灰色泥岩
,

夹一厚层灰黄色砂岩底部

图 1 研究区地质略图

” 9
.

1 s im p lin ed g eol 呢i cal ma p o f s t u dy are
a

1
.

地质界线 ;2 不整合界线 ;3 断层 ;.4 逆断层 ;5 岩层产状及倾角
lQ

一
西域组 ; N叨

— 葡萄沟组 ; Nl

一
桃树园组 ;lJ

s

— 水西沟组 ;

J l

一
西山窑组瓜

+

挤口
~

一刊
“
泉沟群 ;

丁、 hs 忙- 上仓房沟群 ; szP h

一
下仓房沟群 ;几倒一一桃东沟群 ;

lP hs b

-
- 石人沟组 ; C Zq

~

一一祁家沟组

和上部夹煤线
、

菱铁矿结核及叠锥状灰岩薄

层
,

含植物化石 :

aD na e op s is fe cu
n

da B e o ou u ia

ez ill e ir, G 10 ss eP勺“ “ m .os h es ie n s奴 Ne
口 ca al m iet s

ca er er 云.N ca 咫 i
· n o i d e s 58 m

1.0灰色厚层砾岩及灰黄色砂岩夹黄灰
、

深灰色

砂泥岩 49 m

—
整合

—黄山街组 (T声 s) 厚 176 m

9
.

灰绿
、

深灰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夹碳质泥岩及

薄层砂岩
,

含菱铁矿结核
,

含植物
、

瓣鳃类化石
.

植物
:

D a n a e o p s i :

f
。 e “ 。 以 a ; 瓣鳃类 :

eF gr a n o e o n c h a s i b i r i ca
,

E b u 尹’e] e件5 15
,

F
e

l
o 八 g a 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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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u r t a ,

S ib ire c o n e
h a a

on do n te 记亡s ,

.s s h e n s

len
s is

,

口绍方a 用 i e lla y en hc “ a n e n s is 12 8 m

8 灰绿色泥岩夹黄绿色砂岩
,

砂岩中含铁结核
,

泥

岩含植物及叶肢介碎片 s m

—
整合

—克拉玛依组 (T -2 3k ) 厚 2“ m

.7 黄绿
、

灰黄色厚层粗粒砂岩 lZ m

6
.

褐红色夹少量黄绿色泥岩
,

底部含叶肢介碎片 科 m

.5 灰绿色砂岩
、

砂质泥岩夹泥岩 25 m

4
.

褐红色泥岩
、

砂质泥岩
,

含植物
、

介形类
、

脊
`

椎动物及叶肢介化石碎片 :植物 : D a n ae o p : is

fe
e u n由

,

介形类
:
D a rw i n u

la e
l

o n g a at :爬行类 :

uT 响
n e n s u e h u s

由 b a m e n s is
,

Vuj hs k o v ia s ia
e n s is ,

K a n n e m e y e r i i d
a e

,

g e n :两栖类 : p a ro r o s a u r o s

t u
咖

n e n s is
8 4 m

3
.

灰绿色厚层粗粒砂岩夹砂质泥岩透镜体 s m

2
.

褐红色砂质泥岩
,

局部含钙质结核
,

靠底部夹有

灰色泥岩薄层
,

含叶肢介化石 48 m

1灰色块状底砾岩 38 m

—
整合

—上仓房沟群 ( T
l s人b

) 12 ] 厚 Zo i m

烧房沟组 ( T
l s )

、

83 m

5
.

褐
、

紫红色砂质泥岩
,

夹蓝绿色中
一

粗砂岩
,

顶

部为紫色泥岩 48 m

.4 蓝绿色厚层砾岩
、

砾状砂岩
,

夹褐色砂质泥岩
,

含钙质结核 35 m

—
整合

—韭菜园组 (T 必 厚 118 m

3 浅紫色
、

蓝绿色条带砾岩与褐红色砂质泥岩及

泥质砂岩互层 35 m

2
.

棕红色
、

褐红色砂质泥岩夹浅紫色砾岩透镜体
,

含丰富的爬行类化石 : yL : t or as ur “ : he id in
,

.L

la t扩人
, n s ,

L or b z褚s t u s
,

L
.

y o u n g i
,

hC
a s m a ot s a u

ru s

y u a n i 6 1 m

1
.

紫灰色
、

浅紫色厚层状粗粒砂岩
、

砾状砂岩
,

夹紫红色褐红色砂质泥岩及一薄层灰岩
,

灰岩

中含腹足类
: 厅夕d r o 乡i a r u r夕a n e n s i s :介形

类
:
D a rw in u za 。

z
o n g a at 及脊椎动物等化石 2 2 m

—
整合

—T 仓房沟群 (P庐无
a

) tZ ] 厚 3 87 m

锅底坑组 (几
一

T诊 ) 厚 83 m

7 灰绿
、

暗褐色夹灰黑色砂质泥岩
、

泥岩
,

夹砂

岩
、

砾岩透镜体及泥灰岩薄层
,

含钙质结核
,

下

部有一层砾岩
,

含抱粉
:

A gn iop t` ir
s

,

o s m un da
,

1君 i e t ir le te s ,

S itr
a t o P in ite

s ,

巧 rat t ian
,

C
o dr 口 ite n a

,

S r

` n o z o n o t ir l e re s, P s e “咖尸i n u s
,

P i n i re s
,

P in u s
,

P o

dO
` a
印 u s

,

oC
n旅 ra e ,

aC y t o n i a
.

83 m

—
整合

—梧}同沟组 (P Z w ) 厚 5 6 m

.6 绮绿色泥岩与中一细粒砂岩不均匀互层
,

夹深

灭色泥岩
、

煤线及三层灰岩薄层
,

含较丰富的

力
、

植物化石 :植物 : e a l l i p r e r i s c h a n g i
,

(了 z e i l l e r i
,

C o m i a s P
. ,

N
o e g g e r a r h i o 夕5 15

诬
zj i

n

就 i ` n : 15 : 瓣鳃类
: A n r h r a c o n a u r a

月
1 i n s k i e 九5 15 ,

P a l a e o
m

u r e l a i l i n s
k i e n s i s ,

J , a l a e o m u t e
l a k y s e r

l i n g i
,

.P y e c t o
d o n t a ,

〕 a la e a n o t o n ra e a s t o ` 尸 P s e u d o
l

o n 君s s i m a ,

只 if s e h i
r r i

,

尸 n e g l e e t a ,

尸 v e r n e u i l i :介形类 :

〕a

脚 i n u la e
lo n g a ra , .

D
.

l “ e i d a
,

D
,

P a r a l l e l a ,

)
.

a r c t i e a ,

D
.

f
u r e i l l

a z a
,

D
.

n e g o t i a l s ,

)
.

b r a s c 儿n i c o ar
,

D
.

s t e
zm a e v i

,

D
.

e u
印 i c a r a :抱

汾: A n g i o 尸 t 。 r
i s

,

乙夕。 o 尸o d i o s ,

L e i e r r i z
e r e s

,

廿

eP h o r r i le t e s ,

C o 刀理P ro r r i l
e r e s ,

rT
a c hy r r i l

e t e s
,

气z e 陀 o
l

e te s ,

S te n o z o n o r r i le te s
,

vC ca
s ,

B e n n e r rit e s ,

’
I

n a e e a e ,

P o
d e ca rP “ 5

OC
n

价ar e
,

aC 夕ro n ia :还

育硅化木及爬行类牙齿化石
.

56 m

—
整合

—泉 子街组 (P Z叼) 厚 2 48 m

5
.

灰绿色砾岩
、

砂岩与暗褐色
、

灰绿色砂质泥岩

互层
、

中部夹有紫灰色砾岩及砂岩
,

含钙质结

该及植物碎片 64 m

4
.

灰绿色泥岩夹褐
、

灰黑色泥岩及灰绿色细砂岩

尊层
,

含钙质结核 29 m

3
.

渴灰色厚层疙瘩状钙质粗砂岩
,

夹褐色砂质泥

者及二层黄绿色砾岩
,

含钙质结核及抱粉 :

竹tat t ian ,. oC
n

诉 ar e 厂aC y t o n ia 2 7 m

2
.

黄绿色泥岩夹褐灰色疙瘩状钙质砂岩
、

灰绿色

砾岩及灰黑色泥岩
,

含有钙质结核
.

钙质砂岩和

钙质结核中含爬行动物化石
、

植物化石等
.

爬

行类 : T u

far
n o d o n 乡o g d

a e n s i s
,

J i n , u s a r i a

` a o s 儿 u 夕 u a n e n s i s : 植 物 : e
a l l i尸 l e r i s

, c u rifo li
a

,

C
o m i

a
d

e儿 ta ta
,

C la dOP h l e b is o z a k ii
,

p e e叩 t e r is o r
i e n r a

li s ,

p re or 刀h夕11“ m e
ar t u n , ;抱

粉 : A n g i叩 re r i s ,

p a l
e o c o n

lfe ar
e ,

p a l e o 尸ie e a
,

P s e “ d
`少 in u s

,

P ice i te s s t r ia ta t o P in
iP it e s

,

Wa lC h i ist
,

尸o

do ca 切 us
,

co
n诉 ar e ,

c 司 ot n
ia 及硅化木等 66 m

1 灰绿色厚层砾岩与暗褐色砂质泥岩不等厚互

层
,

上部以砂质泥岩为主夹砾岩透镜体
,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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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 厚 的灰 黑色 泥 岩
,

含 植物 化 石 :
oC m ia

sP
, ,

C de
n at te

,

oC mp os p tt ir s w on ig i, aC “ iP et isr
a e u t晌 lia

,

C o
ire

n at l is
,

c 如m i te s s p
,

抱

粉
二A n g i叩 r e r i、

,

S e l
o n i n e l l

a ,

o s o
u n da

,

raT
e

勺 t ir z e

te 戈场 ” 盖e n o z o n o t ir l
e ,

S tn o z o n o 了ir le t e s ,

G in gk
o ,

O 切 esr sa ic est
,

aP le 口
co

n

诉 ar e, 尸 m ot c口 n

诉 ar e, aP
le op

“ 了e a ,

P m ot e e d ru s
,

sP e u
d o P in u s ,

sP
e u

do aw ic h

i a
,

P i e e l t e s
.

P o d o c a

rP u s
,

P s o P h o 护 h a e r a ,

aC ot n ia
,

tS
r

ia l口 P in
iP ite s ,

oC
n !fe ar e

,

尸od 口az m te s,

In
ap

e rt u or P o l le n
it e s

,

6 2 m

—
整合

—桃东沟群 (P洲) 总厚 倪摊 m

塔尔郎组(P 拼) 厚 4 l l m

8
.

黄绿色泥岩夹砾岩及砂岩
,

含植物:
aC ll iP t er is

a l r a i
e a

,

C o m i a d e n t a t a
,

C
.

y i e h u n e n s i s ,

C o m P s o P f e r i s 飞v o n g i i
,

N o e g g e r a t h i o P s i s

i l j i n s 无 i e n s i s : 抱粉 : H 夕m e n e 夕h 夕 l u
m

,

P s
eP h e sP 加e m

,

I
n a

P e r 亡“阳 p o l le 林 i招 5 4 3 m

下伏地层 :祁家沟组( C刃 )

7
.

暗褐色砂质泥岩夹砾岩及砂岩
,

上部砾岩为灰

绿色 4 8 m

6
.

黄绿色泥岩夹砾岩及砂岩
,

下部夹有暗褐色砾

岩及砂质泥岩
,

中部夹有炭质泥岩及植物碎片 54 m

5
.

暗褐色砂岩
、

砾岩与砂质泥岩的不均匀互层
,

上部砂质泥岩中含钙质结核
.

133 m

4
.

灰绿色薄层状泥灰岩与浅紫色
、

灰绿色泥岩夹

薄层砂岩
,

泥灰岩中含鱼化石及介 形类
.

鱼 :

uT 响
n

ia at o hs
“
一 an en

s
;is 介形类 :

aD rw 认“ al ?

s P
. ,

K l a m a e r i a
? s P

.
,

B e g d a s e h a n i e a s P
. ,

OC
n o do n l i P h o

耐 ia s m

3
.

浅紫
、

紫灰色砾岩
,

含砾粗砂岩与浅紫色泥岩

不 等 互 层 夹 泥 灰 岩 薄 层
,

含 瓣 鳃 类 :

A n t h r a e o n a u r a o 合11君u a :介形类 : or m i e l l a

i n o n d i t a ,

.T a f f
.

o b l o n g a J o n e s : T
.

a f f
.

ct he 用夕
s ch

e w i, T al at cal 及鱼化石 1 22 m

2
.

紫灰色薄层泥灰岩夹紫红
、

兰绿色泥岩
,

底部

为紫灰色砾状砂岩 ;泥灰岩石含鱼 : uT arf
n ia

at
o s

h “ ya n e n s is 3 m

—
整合

—大河沿组(P 劝 厚 19 3 m

1
.

暗褐色巨厚层砾岩及棕红色含砾粗砂岩
,

上部

夹黄绿色砾岩及泥灰岩透镜体
,

下部有一层安

山吩岩 19 3 m

- - - - - -

一不整合一
_ _ _ _ _

2 古地磁样采集

根据研究目的
,

按 3 种方法布置古地磁采样点
.

野

外用轻便钻机
,

直接从新鲜岩石露头上钻取岩心样
,

用磁罗盘反倾向定向
.

二盛一三盛系界线附近采点 从 P wZ 上部至 T J

下部详细测制 1 , 100 0 比例尺地层剖面
,

剖面号为 I
、

11
,

共划分 77 层
,

每层均布置古地磁采点
,

点距为 .0 5一 l

m 左右
.

个别泥岩段
,

采样困难
,

点距达 Z m 左右
.

每个

采点钻取 1个岩心样
,

共布置 1 17 个采点
.

采样层位见

图 .2

克拉玛依组采点 在含爬行类层位附近布置了

3 个采点
,

每个采点钻取 5一 6 个岩心样
,

样品号为

15 0一 16 7
,

共采集了 17 个岩心样品
.

二亚一三亚系特征及采点分布 采样剖面为向

斜北翼
,

从不整合附近向下的 P Zd-一 P洲 下部 (向斜核

部 的 nI 号剖 面 )
.

根据 岩层 出露实际情况布置 了

2 0卜2 8 6 采点
,

共 86 个采点
,

每个采点 ! 一 2 个岩心样
:

其 中
,

上 石 炭 统 C z叮(20 一2 13 ) 采 点
,

13 个 岩 心

样 : p Z

域2 14一2 5 1)采点
,

3 7 个岩心样 : P Z叮(2 5 2一 2 7 8 )采

点
,

2 6 个岩心样 : p洲 ( 2 7 9一 2 8 6 )采点
,

7 个岩心样
.

3 测试
、

统计

样品测试在新疆地质矿产局地质矿产研究所古

地磁实验室进行
,

测量仪器为英制 M S
一

l 型便携式旋

转磁力仪
,

全部样品采用系统热退磁
.

退磁步骤

为
: N R M

、

1 0 0 ℃
、

2 0 0 ℃
、

3 4 0 ℃
、

4 0 0 ℃
、

4 5 0 ℃
、

5 X() ℃
、

5 4 0 ℃
、

5 8 0 ℃
、

6 2 0 ℃
、

6 8 0 ℃
,

部分样品到 7 2 0 ℃
.

具代表性样品的热磁结果 (图 3)
,

分析表明样品

中主要载磁矿物具有 54 0一6 80 ℃的阻挡温度
,

表明其

为以不同比例组合的磁铁矿和赤铁矿
,

少数样品中阻

挡温度为 3 40 ℃左右的低矫顽力磁性矿物
,

可能为磁

赤铁矿等
.

古地磁数据处理采用 R J nE ik n 博士提供的

软件系统
,

分别采用了过原点或分段统计
.

1 1 中一上三要统克拉玛依组

样品采自 T Z
一

3k含椎脊动物化石群层位附近
,

样品

天然剩磁强度为 1
.

60
x lo

一

2一 16
.

7 x lo
一

Z A加
.

该处由

于地层倒转
,

采用
:

sD
’
二 2 功+ 18 0

“ 一

D s ,

sI
`
二

一

sI

式中刃
了
一
一一转换前磁偏角 ;

sD
’

— 转换后磁偏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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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疆吐备番桃树园二盈一三盛系界限层段磁性特征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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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
、

筛选用 8 个样品统计获得
:

D s = 18 2
.

4
“

;sI = 4 7
.

4
。

: 口 95 = 7
.

5 :

D s ’

==4 7石
“

: sI
’

=
一

4 7
.

4
。

由于该岩石处于过渡极性段
,

只统计
、

计算古纬

度
.

获得古纬度二28
.

5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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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下三至统 (烧房沟组+ 韭菜园组 )

样品采自 I号剖面和 n号剖面
,

样品天然剩磁强

度为 2 5 x 10
一

气2
.

6 6 x 10
一

2 户J m
,

部分样品为 3
.

l x

10
一

3 一5
.

4 又 1 0
一

, A力n ,

最高可达 5
.

8 又 1 0
一

’
刀

n l
.

样品分为

2 个部分
,

or 3一 127 采点为倒转产状
,

根据 : D : 任2 价

+l 80
一

D : ;sI 任
一

sI
,

经分析
、

筛选
,

用 6 个采点统计
,

获

得
: D : 任15

.

8
“ :ls 任5 3

.

9
“

; 。 9 5= 一9
.

0
“ .

1 2 8一 3 8采点为

正 常产状
,

经分析
、

筛选
,

用 3 个采点统计
,

获

得
: D s = 3 50

.

7
“

:sI = 4 4
.

2 “ ; 。 9 5= 2 7
.

1
“ .

通过倒转检验
,

用 9个采点统计
,

获得 :D
s = 3 56

.

2
“

;

sI 二51
.

7
“

;古地磁极
:
功= 2 85 .5

“
; 人 二78 .7

“ ,

古纬度

sI = 4气4

7 2
.

5
)
:

表
I Ub l

样品号

。
; 。 9=5 10 .4

“
;古地磁极位置

: 功二 28 1
.

9
“

; 入 =

吕尸= 5
.

2
“

: 6 m = 13
.

1
。

:古纬度 = 2 6
.

1
“

N
.

新疆吐鲁番桃树园二盛一三皿系古地磁数据表
T h e P ia eo ma g n e it e d a t a Of P e r n d a n J 肠 a s s i e i n

退磁

区段

地理坐标
D 召 19 0 95

= 3 2
.

3

3
.

3

o

N

下三至一上二盛统锅底坑组

106424317彬伽们川绷枷

样品采 自 I 号剖面
,

样品天然剩磁强度下部较高
,

为 1
.

0 3 x 10
一

`一 5
.

5 6 x 10
一

’
刀m

,

中上部较低
,

为 3
.

7 o x

10
一

3一 2
.

6 6 x 10
一

Z A八11
.

该剖面样品分 3种情况
:① 10 1一 76 采点为地层倒

转 ;② 7 5~ 5 9 采点为地层正常 ;③5 8~ 2 8 采点为地层倒

转
,

倒转地层采用
:D 、 任2 功+l 80

一

D ,
;sI 一 .sI 经分析

、

筛

选
,

分段获得各段古地磁结果见表 1
,

.2

用 巧 个样品统计
,

获得特征磁化方向
: D = 6

.

4
。

;

sI 二5 5
.

4
。

; a 9 5 = 1 5
“

;古纬度极位置
:
价= 23 2

.

9
“

; 入

= 5 1
.

2
。

: 占尸= 1 5
.

2
“

: 占m = 2 1
.

4
。

;古纬度 = 3 5
.

9
O

N
.

.3 4 上二盈统梧桐沟组

样品采自2 条剖面
:

① l一 27 采点为地层倒转 ;② 111

号剖面 2 79
一 2 86 采点为正常地层

.

样品天然剩磁强度

为 1
.

2 0 x 10
一

,一 2
.

0 1 x 10
一

Z A m/
,

倒转地层采用
:。 : `

= 2

沪+l 80
一

D ;s sI
`
二

一

15
.

经分析
、

筛选
,

用 19 个采点统计
,

特征磁化方向
:D =s 19 7

.

2
“

;sI =
一

46
.

6
“

; 。 9 5
=8

.

8
“

.

古地

磁极位置
:
功

= 2 21
.

3
“

; 人 = 6 9
.

3
“ ; 占p 二 7

.

3
“

; 占m =

11
.

3
“

;古纬度 = 27
.

9 洲
.

.3 5 上二盈统泉子街组

样品采自111 剖面
,

样品号为 2 5 2~ 2 7 7,共 26 个岩心

样
,

样品天然剩磁强度为 1
.

1 x 10
一

3 一.2 0 1、 10 *2

hnA
,

个

别样品较高
,

最高达 .4 35
x 10

一

, 户的 11
.

经分析
、

筛选
,

用

17 采点统计获得特征磁化方向:D =5 19 5
.

0
“

边阵石 1
.

9
“

;

。 95 =9 .4
“

;古地磁极位置
:
功= 21 .6 3

“
;人= 74

.

1
“

济p = 8
.

8
“

;

占m = 12
,

8
“

;古纬度二32
.

5
“

N
.

.3 6 上二亚统桃东沟群

本群划分二个组
: P Zt 和 P洲

.

样品采自l 号剖面
,

采点号为 2 14 一25 1
,

样品天然剩磁强度 1
.

2 x ol
一

3一 .6 33
义 10

一

Z A角 l
,

个别可达 8
.

46
x 10

一

Z A n/ 1
.

经分析
、

筛选
,

用 24 个采点统计
,

获得特征磁化方向:D =5 3 55
.

7
“

;

28 * 2 00 一6 2 0

3 0 2 8 0~ 6 2 0

3 1 2 0()
~ 6 2 0

33 * 2 8 0~ 5 4 0

34 * 2 8 0一5 8 0

36
*

2 8 0~ 6 2 0

37
* 2 (X) ~ 6 2 0

39
*

l X()
一6 20

4 5 2 8 0一5 8 0

5 2 2 8 0一6 2 0

5 3 2 8 0~ 6 2 0

5 4 2 8 0~ 6 2 0

57 * 1X()
一5 8 0

平均
n = 6

5 9 3 40 ~ 6 2 0

6 0
*

3 40
~ 5 8 0

6 3
* 4 2 0一6 2 0

64 A * 4 2 0一6 2 0

66
*

4 2 0~ 6 2 0

67
*

5创 ) ~ 6 2 0

6 8* s t刃 ~ 6 2 0

6 9 A *
3魂O~ 5 4 0

7 3 4 2 0一 58 0

7 3A * 5 (洲)~ 6 2 0

7 4 5 (卫) ~ 6 2 0

7 5 5 (刃 ~ 6 2 0

74 A 4 2 0~ 6 2 0

平均 n 二 5

82
*

2 8 0` 6 2 0

8 3
*

3 4 0~ 54 0

8 5 4 20
~ 54 0

8 6 2仪 )一6 2 0

9 1 s t刃 ~ 6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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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刃 一6 2 0

99 *
2 8 0一 5(刃

10 1 34 0~ 54 0

10 2 * 2 8 0一 540
平

一

匀n
料

总平均 n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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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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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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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2
.

1

2 3
.

9

2 1
,

2

2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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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度系数 ; 价— 古地磁极纬 J组 人

— 占地磁极经度

.3 7 上石炭统祁家沟组

样品采自111 号剖面
,

采点号为 20 1一 21 1
,

岩性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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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玄武岩
,

样品天然剩磁强度较强
,

为 6
.

65
x 10

一

’ -

2
.

36 刀m
.

经分析
、

筛选
,

用 8 个采点统计
,

获得特征磁

化方向
: D s 二5 .0 5

“

;sI = 55
.

1
“

; 。 9=5 12 3
“

;古地磁极
: 功

二 17 2
.

6
“ : ^ == 5 0

.

9
“

: 占p = 12
.

4
。

; 占m = 17
.

5
“ ;古纬度

= 3 5
.

6
“

N
.

地 质
20( , 4 年

从表中古纬度可以看出
,

其位于北纬 26
“ 一

35

2ll[][{31t5141[16]181171191

4 讨论

.4 1 二至一三盈系界线磁性特征

通过研究
,

建立了该地区二叠一三叠系界线磁性

地层柱 (图 .3) 从磁性柱状图看
,

P wZ 上中部以正极性

为主
,

在其顶部出现了混合极性
,

将其对比成 D a
正极

性段 .P Z
一T , g 底部开始到锅底坑组中部

,

频繁出现了

极性倒转
.

从 12 层 (采点 28 )到 巧 层 (采点 4 0)
,

为 3 个

负极性夹 2 个正极性段
,

将其对比为 bD 混合极性段 ;

从 16层 (采点 4 1 )到 2 5 层 (采点 5 3 )
,

为 3个负极性夹 3

个正极性段
,

将其对比为 D c 混合极性段 ;从 26 层 (采

点 54 )到 36 层 (采点 65 )
,

为 4 个正极性夹 4 个负极性

段
,

将其对比为 D d 混合极性段二从 37 层 (采点 6 6) 向上

至 74 层 (采点 1 17)
,

夹 3 个正极性段
,

将其对比为 aF

混合极性段
.

据目前二叠一三叠系磁性地层研究口间
,

将二叠

一三叠系界线置于 F留D d 之间
,

将吐鲁番桃树园二叠

一三叠系界线划于 P Z~

一T l g 中下部
,

即 3 7一3 6 层之间

(采点 6 6一65 之间 ),其磁性特征可与吉木萨尔大龙口

剖面相对比
.

.4 2 二亚
、

三亚系磁性特征及古环境变化的探讨

根据本次桃树园二叠一三叠系古地磁研究
,

获得

了该地区二叠
、

三叠系古地磁结果 (表 .2)

属于热带一北温带古气候环境
.

从目前古生物和沉积

相研究结果看
,

为炎热
、

湿润气候
、

其与古地磁结果是

一致的7[ 一9]
.

.4 3 古生物灭绝的假设

前人对大型爬行类和古脊椎动物灭绝已有不少

假说
,

如行星撞击地球
、

火山喷发造成环境变化等
.

从

目前对二叠一三叠系界线古地磁特征研究中发现
,

凡

极性频繁变化时期
,

古生物门类多发生灭绝或新生
,

如二叠纪二齿兽灭绝
,

到三叠纪水龙兽新生
,

白奎纪

恐龙的灭绝等
.

古磁场倒转与地球内部变化和太阳系

变化有关
,

笔者认为地磁场转化对生物存在着明显影

响
,

认为在不以人们意志所控制的地磁场变化中古生

物种属灭亡与新生可能发生
,

这一认识仅是一个初步

设想
,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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