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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最佳地质

..1 面入手
,

对元谋盆地茂易一 马头 山剖 面进行 了详细 的地质测童
、

编录和多学科

综合研究
。

作者对剖面的宕石地层学
、

生物地层学
、

磁性地层学
、

重矿物和岩相 古

地理的主要特征进行 了简要的总结 ; 并对第四 纪下 限 ( N /Q 界限 ) 的各种标志进

行了讨论
。

在此基础上确定 了元谋盆地 第四 纪 下限为 2
.

48 M a B
.

P
.

左右
,

并对该

盆地第四 纪地层进行 了划分
。

作者认为过去对元谋盆地 第四 纪地层划分的所谓
“
元谋组

” ,

实际 上是一套跨 第三 纪晚期和 第四 纪早期的地层
。

作者根据不 同级别

岩石 地层单元划分方案和命名原则
,

将这套河湖相 地层按地层规范定为元谋群
,

其中的下部地层沿用周明镇最早提议 的名称
“

沙沟组
” ,

上部地层称为
“

元马组
” 。

关键词 元谋盆地 第四 纪下限 晚新生代 地层划分

由张宗枯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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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项 目
,

自

1 9 8 6年立项以来
,

经过野外踏勘
、

调查研究
、

室 内资料整理和综合分析
,

对该地区第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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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的研究取得 了新进展
。

现将该项 目关于元谋盆地第四 纪地质的主要研究成果予以总

结报道
。

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研究历史较长
。

卞美年 ( 1 9 0 4) 〔` 〕
曾将元谋盆地 含马等化石的

河湖相地层命名
“

元谋层
” ,

时代定为上新世
。

而
“

元谋组
”
一名最早见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编写的《中国区域地层表 (草案 ))} 一书
〔 2 , 。

1 9 6 5 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钱

方等于上那蚌附近的这套河湖相地层中发现两颗人牙化石
〔 3〕 ,

此后
,

有很多地质学家对该

套地层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
。

钱方等于 1 9 6 5一 1 9 7 7 年间
,

先后对老鸦塘一牛肩包一带的

地层剖面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

并逐步建立了该套地层的岩性序列
。

他们依据老

鸦塘一牛肩包剖面地层资料
,

将该套地层划分为 5个岩性段
。

最下段定名
“

龙川组
” ,

其上

分 4 段共 28 层
,

统 称
“

元谋 组
” ,

为 第四纪 早 期 的 沉积
,

将其年代先 确 认 为 3
.

1 0一

1
.

S OM a B
.

P
.

〔` 〕 ,

后又确认为 3
.

4 0一 1
.

3 3M a B
.

P
.

〔 5〕 。

作者在实施
“
川滇南北构造带 中段晚新生代地质研究

”

的课题中
,

比较系统地对元谋

盆地晚新生代地层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

选择了盆地内地层最连续又完整的茂易一马头山

剖面进行了详细的地层测量编录
,

并从岩石地层学
、

生物地层学
、

磁性地层学及岩相古地

理和重矿物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
,

以该剖面为主
,

结合盆地内其它地段地层的研究
,

总

结出元谋盆地第四纪地层的划分方案
。

1 茂易一马头山剖面的地质特征

茂易一马头 山剖面位于元谋县城南约 k6 m 处
,

西起元谋盆地西缘的茂易村附近
,

向

东经甘塘至盆地东缘的马头山
,

东西几乎横贯整个元谋盆地
,

全长约 gk m
。

地层西老东

新
,

向东及北东倾斜
,

倾角 5一 1 2
“

(图 1 )
。

剖面包括了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早期沉积的一

整套河湖相地层
,

相当钱方等的
“

元谋组
”

第一至第四段
。

实测剖面总厚度为 5 97
.

45 m
。

图 1 茂易一马头 山第四纪地质剖面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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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质粘土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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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岩石地层的主要特征

茂易一马头山剖面在野外实测时自下而上分 为122 层
,

现将其主要岩性特征 自上而

下简述如下
:

( l) 第 1 22 层
,

厚度大于 l om
。

岩性主要为红褐
、

浅褐和灰棕色砾石
、

卵砾石层
。

卵
、

砾

石为次棱角一次圆状
,

岩性成分复杂
,

分选极差
,

为洪积相
。

地质时代属中更新统
,

不整合

于下伏岩层上
。

( 2) 第 1 21 一 1 18 层
,

厚 51
.

l o m
,

主要为红棕
、

棕褐
、

灰棕
、

灰绿及灰黑色粘土
、

粉砂质

粘土
、

含砾粘土
、

粘土质粉砂
、

含砾粉细砂
,

夹红褐
、

灰黄色粗砂砾石层
,

局部钙质胶结或半

胶结
。

本段上部沉积物粒度较粗
,

除个别层外基本都为粗砂砾石层
,

颜色以红褐及灰黄色

为主 ; 至中
、

下部粒度逐渐变细
,

以粘性土为主夹砾石薄层或透镜体
,

颜色逐渐变为灰褐
、

灰绿及灰黑色
,

含有云南马 ( E q u u : y u n
an en n “ : )等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

本段砾石层横向不

稳定
,

多以透镜状产出
,

砾石以棱角状居多
,

大小混杂
,

分选较差
,

呈迭瓦状排列
。

呈现出由

上部的洪积相
,

逐渐过渡到中
、

下部的河湖相的岩性特征
。

与下伏地层连续沉积
。

( 3) 第 1 17 一 87 层
,

厚 1 76
.

l o m
。

主要为红褐
、

棕褐
、

灰黄及灰绿色粘土
、

粘土质粉砂夹

砂层或互层
。

上部以红褐
、

灰黄及灰绿色粘土与粉砂互层为主
,

水平层理发育
,

含植物残

体
、

介形虫和极丰富的软体动物以及云南马等哺乳动物化石
,

具明显的湖沼积水洼地特

征 ; 至中部变为红褐色含砾 中
、

粗砂与棕褐
、

灰绿色粘土互层
,

组成 7 个韵律层
,

砂层厚

1一 Zm
,

具板状
、

槽状交错层理
,

粘土呈水平层理
,

含软体动物及植物化石
,

呈现河床及漫

滩交替相沉积特征
; 至中

、

下部又渐变为红褐
、

灰绿和灰黑色粘土与粉细砂互层
,

具水平层

理
,

含软体动物
、

植物化石和石膏晶体
,

具明显的静水洼地或冲积扇前洼地沉积特征
。

本段

底部为一层厚约 s m 左右的黄色中粗砂
,

含砾石
,

具大型板状
、

槽状交错层理
。

黄砂层下部

有一层厚约 15 一 1 c7 m 砾石层
,

砾石层下有一铁质薄层
。

该黄砂层及下伏铁质层在区域上

分布极稳定 (可作为标志层进行区域对比 )
。

与下伏地层假整合接触
。

(4 )第 86 一 12 层
,

厚 2 77
.

6 o m
。

主要为红棕
、

棕褐色厚层中粗砂
、

中细砂
、

细粉砂与红

褐
、

灰黄
、

灰绿色粘土
、

粉砂质粘土互层
。

本段岩性的最大特点是沉积物粒级 由粗到细大至

组成 22 个韵律层
。

中粗砂具大型板状
、

槽状交错层理
,

粉砂粘土层具水平层理
。

顶部常发

育 2一 sc m 棕红色铁盘或铁质层
,

中部粘土层含煤线和石膏
,

下部粘土层含大量炭屑
,

中

下部粘土层及相应层位含法氏大水獭 ( E n
勿 d ir o d on c f

.

fa l co en ir )
、

进步脊棱齿象 ( tS
e -

go lop h od
o n s t e g o

do
n t o i d e : p or g er s s u : )

、

云南大唇犀 ( c 人i zo t人e r i u m y u n n a n e n s i s )和类象剑

齿象 ( st eg od
。 , ` l eP h an ot id 。 )等大型哺乳动物化石

。

底部为一层厚 Zm 的灰褐
、

灰黄色含

小砾和岩屑的中粗砂
,

砂层具斜层理
,

并含大量炭屑
。

与下伏地层假整合接触
。

( 5) 第 n 一 ( l) 层
,

厚 83
.

05 m
。

主要为紫红
、

紫褐
、

灰褐和灰绿等杂色粘土
、

粉砂质粘

土偶夹少量砂层
。

上部以杂色粘土为主
,

显水平层理
,

局部含黄铁矿晶体
;
中部粒度变粗为

中粗砂
、

粉细砂与粘土不等厚互层
,

粗砂层具波状交错层理
,

含小砾石
,

部分钙质胶结
; 到

下部又渐变为以粘土为主
,

偶夹粉细砂层及砂层透镜体
,

粘土具钙质 网纹
,

粉砂层中偶含

钙质结核及小砾石
。

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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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生物地层学的主要特征

( 1) 古脊椎动物
: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宗冠福等将元谋盆地及其附近晚新生代

地层中已有的和本次工作中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综合分析
,

由老到新依次划分四个

动物群
:

小河古猿动物群
,

时代大致相当中新世一上新世初 (约 3
.

40 M a
之前 )

,

具有非常

丰富的古猿
、

三趾马以及晚中新世类型的动物化石
;
沙沟法 氏水獭动物群

,

时代大致相当

晚上新世 (高斯极性时 )
,

以法氏大水獭
、

进步脊棱齿象和锡瓦犀等较进步类型的动物化石

为代表
;
元谋人动物群

,

时代相当早更新世 (松 山极性时 )
,

以肉食类和偶蹄类为主
,

且云南

马是该动物群的主要成员
;
小米地动物群

,

时代为晚更新世
,

所有种类均为大熊猫一剑齿

象动物群成员
,

但动物群中尚未发现大熊猫剑齿象这两个成员
,

以偶蹄类为主 (表 1 )
。

此次野外工作在茂易一马头山剖面及剖面附近相应的层位中发现哺乳动物化石计有

9科 1 2 属 1 9 种
:

表 1 元谋盆地哺乳动物化石层位对比表

T a
b le 1

.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b e

d d i n g l
e v e

l
s o

f m a m m a
l f

o s s i 1s in Y
u a n m o u B a s in

·

MMM
a B

.

P
...

世世 欧洲哺乳动物物 中国北部哺乳乳 南亚哺乳动动 禄丰古猿动动 元谋古猿猿
111一一 /////////////////////// 动物期 /阶阶 物期 /阶阶 物期 /阶阶 动物期 /阶阶
222一一 统统 生物带 M NNN 期 /阶阶阶阶阶阶

33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44一一 更更 1 777 一一 泥泥 上上 宾宾 石石 兀兀

555一一 新新 1 666 维 lll 河河 锡锡 久久 灰灰 谋谋

666一一 早早 1 555 拉 ’’ 湾湾 瓦瓦 — , —— 坝坝坝
777一一 /// 1 444 弗弗弗弗弗弗弗弗弗 利利 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
888一一 下下 1 333 朗朗 游游 克克 特特特 法法

999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22222 河河河 罗罗罗 氏氏111 0一一 上上 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特特特 水水
111 1一一 新新 1 000 鲁鲁 静静静静静 獭獭
111 2一一一 999 西西 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刁、、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 河河
门门门门门 拉拉 保保 中中 多多多多

中中中

一一一
罗罗 德德 锡锡 克克克克

一一一一一 利利利 瓦瓦 帕帕帕帕
新新新新新 安安安 利利 赞赞赞赞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克克 纳纳纳纳
///////// 瓦瓦 }霸霸霸 格格格格

上上上上上 雷雷 河河河 里里里里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

兔形 目 L a g o m o r p h a

兔 & 户口 r d e a g e n , e t s p
,

i n d e t

啮齿 目 R o d e n o a

布氏低冠竹鼠 B r 。 。
勺

r爪oz my
: bl ac 石

竹 鼠 R h i z o

卿
5 s p

.

鼠科未定种 ( 1 )材
“ r i d a 。 g e n e t S p

,

i n d e : ,

I

鼠科未 定种 ( 2 )M
u r i d a 。 g e n e t S p

,

i n d e 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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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目 C a r n i v o r a

法氏大水獭比较种 E n
勿 dr勿 d on c f

.

af l co ne ri

长鼻目 P r o b o s e id e a

进步脊棱齿象 S t e g
o lPo h o d o n s t e g o d o n t o i d e s P

r o
g

r e s s u s

师氏剑齿象 S t e卯 d o, z d a n s k夕 i

类象剑齿象 S t e g o d o n e l动 h a n ` o i d e s

奇蹄 目 P e r i s s o d a c t y l a

云南马 E g u u s 夕u n n a n e n s i s

似锡瓦犀 R h i n o c e r o s e f
·

s i v a l e n s i s

犀未定种 R h i n o c e r o s “ p
·

云南大唇犀以 i l o t h e r i u n : 夕“ n n a n e n s i s

偶蹄 目 A r t io d a e t y l a

似低枝粗鹿 eC o a i t u s c f
·

d e m i s s u s

鹿未定种 ( 1 ) eC 二
u s s p

·

I

鹿未定种 ( 2 ) eC vr u s s p
·

2

牛未定种 B os “ p

似楔羚未定种 ( 1 ) S
e l e n
吵

。厅 a x s p
·

I

似楔羚未定种 ( 2 ) S
e l e n
妒

。八 a x s p
·

2

上述哺乳动物化石包括法氏水獭动物群和元谋人动物群
。

其中
,

上部地层中比较重要

的化石有云南马
、

水鹿及牛等偶蹄类
,

它们均产 自马头山村附近该剖面上部大约 1 18 层

( 61
.

10 m )附近
;
下部地层中比较重要 的化石有法氏大水獭

、

进步脊棱齿象
、

师 氏剑齿象
、

类象剑齿象
、

似锡瓦犀
、

云南大唇犀
、

似低枝祖鹿
、

似楔羚等
,

它们分别产自小西村丙间
、

甘

塘村西及茂易村东南沟一 带
,

位 于 剖面 1 2 层 ( 5 1 4
.

s o m )
、

6 1 层 ( 2 8 6
·

S Om ) 和 6 2 层

( 28 5
.

85 m )及相应的层位
。

上述化石的发现为茂易一马头 山剖面地质时代的确定提供了

极为重要的依据
。

( 2) 微体古生物 (介形类
、

轮藻 )
:

夭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王强等在茂易一马头 山剖面采

集 62 5 块样品分析
,

共见介形虫 12 属 25 种
,

其中有 7 个未定种
,

皆属金星介超科
;
共见轮

藻 5 属 13 种
,

其中有 3 个未定种
。

可视作上新世标志种 的正式美星介 ( 〔洛沪;ir lo t us fo
r -

m a ir s )
、

粒形球状轮藻 〔SP
n a e

or
c h a ar g a m u zife ar ( H e e r )M a d l e r 〕产 自该剖面下部 6 2 层底

之上 0
.

1 0m (深度 2 85
.

75 m ) 处 ; 上部地 层 中比较 重要 的介形类 有简单新 斗星介 ( N eo
-

。 乡ir d oP iss
: i
mP

ie x : )
、

土 星界 未定种 ( I ly 。 沪ir : s
PP

.

) 畸 型 泡丽 星 介 (尸 yn so 勺 )P lr a d *

fo o i: )和小玻璃介未定种 (aC
n d on ie ll a S p p

.

)等
。

这些微体古生物化石均具有重要 的地

质时代和古环境意义
。

( 3) 抱粉植物群
: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罗宝信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童国榜等在

茂易一马头山剖面系统采集了抱粉样品分析研究
。

经测试鉴定
,

全部样品其获抱粉 1 7 1 5 5

粒
,

分属 1 74 个科属
,

其中现生科属 占 42 %
。

该剖面中抱粉分布具有如下特点
:

①剖面下部 (以 23 7
.

s om 为界
,

下同 )样品中抱粉数量多
,

上部抱粉数量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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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抱粉中下部木本成分较上部多
,

而草本成分较上部少
;
相反

,

上部木本成分较下部

少
,

草本成分较下部多
;

③抱粉种类下部含湿热成分多于上部
,

而上部以干热成分占优势
;

④裸子
、

被子和藏类抱粉三者含量在下部曲线交错较多
,

在上部曲线基本平稳发展
,

无急剧的升降波动
。

其中藤类抱粉粒数下部多于上部
,

裸子
、

被子抱粉下部少于上部 (图

2 )
。

志 含 q l 马军

一
匡国

,

迄国
2 【三〕 3

【口
;

固
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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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茂易一马头山剖面抱粉图式

F i g
.

2 S p o r o p o l l e n
d ia g r a m o f M

a o y i
一

M
a t o u s h a n p r o fi le

.

1
.

粘土 ; 2
.

粉砂质粘土 ; 3
.

粘土质粉砂 ; 4
.

砂 ; 5
.

砂砾 石 ; 6
.

裸子植物 花粉 ; 7
.

被子植物花粉 ; 8
.

蔗类植物抱子
。

依据抱粉数量和种类的分布特点
,

将该剖面进一步细分 12 个抱粉组合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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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带 ( 5 9 7
.

4 5一 5 1 5
.

o o m )
,

含松属 (尸 i n u : )
、

栋 ( Q
u e r c u : )

、

禾本科 ( G r a m i n e a e )
、

水龙

骨 (尸 0 1 , )P心 i a c e a e )及少量的子栋树 ( eD
c a s P e r m u m )等

;

一 带 ( 5 1 8
.

0 0一 4 7 1
.

o o m )
,

含栋属 ( Q
u e cr u : )

、

桦 ( B e t u l a )
、

雪松 ( C e d ur : )及少量的罗

汉松 (尸。己o c a
净

u s )和泪彬属 ( aD
c yr d i u m ) ;

l 带 ( 4 7 1
.

0 0一 4 2 8
.

o o m )
,

含水龙骨 ( p o ly P 0 d i a c e a e )
、

桦属 ( B e t u l a )
、

朴 ( eC l t i s )
、

禾本

科 ( G
r a m i n e a e )及少量的械 ( A c e r )和榆 ( U l m u s ) ;

w 带 ( 4 2 8
.

0 0一 3 7 8
.

o om )
,

化石单调
,

主要有凤尾藏 ( P t e r i: )
、

瓦韦属 (及户i s o r u s )及少

量栋属 ( Q
u e cr u s ) ,

v 带 ( 3 7 5
.

0 0一 3 5 5
.

o o m )
,

松属 (尸 i n u : )占绝对优势
,

并含胡桃属 ( J u g l a n s ) 及少量桦

属 ( B e t u l a ) ;

班 带 ( 3 5 5
.

0 0一 2 7 7
.

o o m )
,

以云杉 ( P i c e a )
、

冷杉 ( A b i e : ) 及松 ( P i n u : ) 为主
,

含少量栋

属 ( Q
u e cr u : )

、

胡桃属 ( J u g l a n s )和锻属 ( T i l i a ) ;

姐 带 ( 2 7 7
.

0 0一 2 5 2
.

o o m m )
,

含松属 (尸 i n u s )
、

桦属 (召 e t u l a )
、

水龙骨 ( p o l y p o d ia e e a e )
、

禾本科 ( G
r a m i n e a e )及少量栋属 ( Q

u e cr u s ) ;

恤带 ( 2 5 2
.

0 0一 2 3 7
.

s om )
,

以草本篙属 (八 rt e m i s i a )
、

禾本科 ( G r a m i n e a e )和桦属 ( B e -

t u l a )占绝对优势
;

仪带 ( 2 3 7
.

5 0一 1 8 8
.

o om )
,

含松属 ( P i n u : )
、

栋属 ( Q u e r c u : )
、

篙属 ( A rt e m i s i a )
、

凤尾旅

属 ( P t e .rz : )及少量的棕搁科 ( P a lm e a )和桑寄生科 ( L o r a n t h a e e a e ) ;

x 带 ( 1 8 8
.

0 0一 10 8
.

o o m )
,

含 松 属 ( P i n u : )
、

油 杉 属 ( K e t e l e e r i a )
、

枫 香 属

( L i q u i d a m ba r )
、

榆属 ( U lm u : ) 及少量的冷杉 (八 bi e : )
、

云杉 ( P i c e a )和枪属 ( A l n u s ) ;

班带 ( 1 0 8
.

0 0一 5 6
.

o o m )
,

含栋属 ( Q
u e cr u : )

、

禾本科 ( G r a m i n e a e )
、

凤尾蔗 ( P t e r i: )及

少量的木犀览属 (O ze a )
、

铁杉属 (孔
u g a )

、

栋科 (M e l i a e e a e )和卫矛属 ( E u o
妙 m u s ) ;

郑 带 ( 5 0
.

0 0一 3 9
.

o o m )
,

含 松属 (尸 i n u : )
、

铁杉属 ( T s u g a )
、

云杉属 ( p i c e a )
、

栋属

( Q u e
cr

u :
)及少量的忍冬属 ( L o n i c e ar )

、

柳属 ( S a l i x )和恺属 ( A l n u :
)

。

在 第 8 带剖面深度 2 3 7
.

s o m 界线上下
,

胡桃属 ( J u g l a n s )
、

山核桃属 (aC 卿
a )和杉科

( T ox od ia ce a e )三类植物抱粉含量变化很大
;
其中胡桃属在此界线以下共 出现 17 次

,

而在

此界线附近 (深度 24 5m )全部消失
; 山核桃属和杉科在此界线以下分别出现 5次和 13 次

,

此界线以上只各出现一次
。

前人在元谋的研究成果 以及在华北和国外均记述有同样的现

象
,

即 山核桃
、

杉科等在第三纪比第四纪多
〔 , , 。

上述分布规律及绝灭种属和 出现频率降低

等现象为研究地层时代和古沉积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

1
.

3 磁性地层学的主要特征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李素珍和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张金起等对茂易一马头 山剖

面进行 了系统的磁性地层学研究
。

本次采用以热退磁清洗法为主进行逐步退磁
。

为确定

最佳退磁温度范围
,

首先选择代表性样品 ( 21 块 )进行退磁实验
,

确定最佳温度段 ( 2 5 0一
3 0 0℃ )

,

全部样品均以 1 0 0 ℃
、

Z o o C
、

3 0 0℃
、

3 5 0 ℃
、

4 0 0 C 的温度进行逐步退磁
,

用美国产

P S M
一

2 型数字旋转磁力仪测量原生剩磁
。

为较准确地测定原生剩磁的磁化方向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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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 A
、

20 0℃
、

30 o C
、

3 50℃
、

4 00℃温度段中的磁偏角
、

磁倾角及古纬角值绘制曲线图
,

确

定极性带
。

综合分析茂易一马头山剖面上 23 0 个古地磁样品的测试数据
,

对照最新国际古地磁

极性年表
,

该套地层可判认出三个极性带和七个极性亚带
:

即松山反 向极性带 ( 1 2 2一84

层
,

o一 2 4 7m )
、

高斯正 向极性带 ( 8 3一 1 3 层
,

2 4 7一 5 1 2m )和吉尔伯特反向极性带 ( 1 2一 1

层
,

5 1 2一 5 9 7
.

4 5m ) ;
极性亚带为后贾拉米洛 ( 1 6一 ZOm )

、

贾拉米洛 ( 4 0一 4 8m )
、

奥尔杜威

( 9 9一 z 1 2m )
、

留泥 旺 ( 2 1 0一 2 2 3 )
、

凯纳 ( 3 9 7一 4 5 5m )
、

马莫斯 ( 4 2 1一 4 3 1m ) 和 科奇 蒂

( 5 7 5一 5 9 5m )
。

剖面时限为 3
.

9 0一 0
.

s oM a B
.

P
. ,

沉积历时约 3 0 0 万年左右
。

平均沉积速

率约为 n
.

06 一 28
.

80
c m k/

a ,

属河湖相中较稳定的沉积
。

相 比而言
,

高斯正向极性带的沉

积速率 ( 28
.

80
c m / k a ) 要大于松 山反 向极性带 ( 14

.

I k m / k a ) 和吉尔 伯特反 向极性带

( 1 1
.

o 6c m / k a )的沉积速率
。

本次测试结果与本区 已有磁性地层学研究成果可以对比 ( 图 3 )
。

由于本剖面实测厚

度大
,

跨越地层时限长
,

捕获信息量相对丰富
,

上部测 出后贾拉米洛极性亚带
,

下部测出科

奇蒂极性亚带
。

年 }极
龄 }性

(M
a ) l柱

剖面名称 } 红卫村 一 牛肩包
老鸦塘 一 杨柳村

一
红卫村 一牛肩包 一

大那乌老鸦塘 一 牛肩包

钱方等 : 9 7 6年 } 程国良等
, 9 7 6年

茂易 一 马头山 ! 牛肩包

作者及 时间 l 梁其中 等 1 9 86 年 本文 1 95 9年 l 本文 i , s , 年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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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岩相古地理的主要特征

地质研究所阂隆瑞等通过野外观察测量和室 内分析
,

依据沉积物的颜色
、

岩性
、

结构
、

生物化石
、

粒度分析
、

扫描电镜和差热分析的综合研 究
,

将茂易一马头 山剖面自下而上划

分三个岩相段
:

I 岩相段 (第 1一第 14 层
,

50 8
.

70 一 5 97
.

45 m )
,

基本属湖相沉积
,

分布在盆地西部边

缘
,

包括水下冲积扇
、

三角洲和浅湖三个亚相
;

I 岩相段 (第 1 5一第 1 1 8 层下部
,

7 4
.

8 0一 5 0 8
.

7 o m )
,

除顶部 ( 1 6
,

4 8
.

6 0一 1 0 6
·

ZOm )

为湖相沉积外
,

都为河流相沉积
。

分布在元谋盆地广大范围内
,

构成该盆地 自下而上基本

稳定的主体沉积
。

包括河道残留
、

边滩
、

天然堤
、

河漫湖
、

决 口扇五个亚相
。

河流发育前期

可能属网状河一曲流河过渡类型
,

后期天然堤发育
,

成为典型的曲流河
;

l 岩相段 (第 1 18 层上部一第 1 21 层
,

1 0
.

00 一48
.

60 m )
,

为坡洪积相
,

分布在盆地东

部边缘
,

包括扇端
、

扇中和扇根三个亚相
。

本段沉积物分选较差
,

粒度曲线显示类似重力流

曲线
,

重矿物品种单一
,

可能为近源沉积
。

顶部 (第 1 22 层
,

0一 l om )
,

根据地层沉积结构
,

构造特点大致可分为洪积相
、

冲积相

和残坡积相
。

茂易一马头山剖面地层岩相古地理的主要特征完全反映了元谋盆地上新世一早更新

世时期盆地断陷沉积阶段的历史
:

第一阶段
,

初期坡洪积相阶段
;

第二阶段
,

前期湖相阶段
;

第三阶段
,

河流相阶段
;

第四阶段
,

末期洪积相阶段
。

从地理位置上看
,

自盆地边缘至盆地 中心
,

相模式依次为坡洪积相~ 湖相 ~ 河泛平原

相 ~ 洪积相
。

盆地间歇性上升时期
,

发育 冲积相
、

洪积相和红土
。

1
.

5 重砂矿物的主要特征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张玉芳在茂易一马头 山剖面 的部分层位采集 74 块重砂矿

物样品进行测试研究
,

结果表明该剖面沉积物中矿物成分以轻矿物为主
,

其含量达 99 %

以上
,

重矿物含量较低
,

仅为 0
.

07 一 0
.

56 %
,

各类样品中优势矿物有三类
:

①赤铁矿
,

平均含量为 44
.

90 % ;

②错石
,

平均含量为 24
.

72 % ;

③白钦石
,

平物含量为 1 0
.

06 %
。

此三类矿物总量接近 80 %
。

各类样品中含量较低的重矿物有磁铁矿
、

褐铁矿
、

金红石
、

电

气石
、

锐钦石
、

石榴石
、

磷灰石
、

绿帘石等
,

其含量不足 1%
。

仅在某一段样品中出现的有普

通角闪石
、

黑云母
、

择石
、

透闪石
,

十字石等
。

按重矿物组合的形态特征
,

将该剖面地层 自下而上划分三个重砂矿物组合段
:

第 I 组 合段 (第 1一第 n 层
,

51 5一 5 95 m )
,

赤 铁 矿 占绝 对 优 势
,

其平均 含 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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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

20 %
,

矿物风化系数为 148
.

80
,

矿物形态主要为次棱角一次 圆状
,

偶见棱角状颗粒
;

第 l 组合段 (第 12 一第 1 05 层
,

1 49 一 5 15 m )
,

错石一赤铁矿一白钦石一钦铁矿组合
。

矿物风化系数为 1 58
.

3 0
,

矿物形态颗粒为次棱角一次 圆状
,

少量棱角状
;

第 皿 组合段 (第 10 6一第 12 2 层
,

o一 14 9m )
,

赤铁 矿一错石组合
。

矿物风化系数为

7 3
.

3 1
,

部分颗粒 为棱角状
,

部分为次棱角一次圆状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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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茂易 马头 山剖面重矿物百分含量
、

风化系数及长英比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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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组合段剖 面深度 2 47 m 以下至第 I 组合段
,

不稳定矿物普通 角闪石基本消失
,

2 47 m 界线之上至第 班组合段不稳定矿物普通角闪石含量大于背景值
,

且连续 出现
。

这一

现象说明此界线上
、

下的古沉积环境存在 明显差异
。

综上述
,

茂易一马头 山剖面地层完整连续
,

出露条件极好
,

其中赋存有极为丰富的地

质
、

古生物
、

古气候
、

古环境及古地磁方面的信息
。

除顶部砾石层外
,

四个岩性段 (见后叙 )

反映的岩石地层特征清晰典型
,

沉积相序完整连续地 反映了由浅湖
、

河湖交替到冲洪积相

变化的全过程
,

整套地层连续记录了古地磁三个极性 时和七个亚极性时事件
;
并含有两个

面貌
、

性质
、

时代不同的古脊椎动物群 (法氏水獭动物群和元谋人动物群 )
,

十二个抱粉组

合和三个重砂矿物组合 (表 2 )
。

可见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研究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及

N / Q 界限的剖面
。

以此剖面提供的各种信息确定元谋盆地第四纪下限和划分晚新生代地

层
,

应该说依据比较充分
,

结论相对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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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谋盆地第四纪下限的讨论和晚新生代地层的划分

自钱方等建立了
“

元谋组
”

的地层层序
,

确定了
“

元谋组
”

的地质时代以来
,

又有很多地

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相继对该套地层进行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

并提出种种地层时代

划分方案
,

如尤玉柱等
、

刘东生等
,

其实质问题仍然是第四纪下限的位置和
“
元谋组

”

的地

层时代
,

而这一间题正是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和关键所在
。

2
.

1 元谋盆地第四纪下限的讨论

自 8 0 年代以来
,

中国黄土系列研究成果表 明
,

在 约 2
.

48 M a B
.

P
.

前后黄土开始 出

现 〔幻 ;
除黄土出现外

,

还有一系列重要地质事件发生
;
在全球范围内

,

众多的第四纪地质研

究成果表明
,

在这一时限前后古环境也发生过重大变化
,

这些重大地质事件的发生
,

为第

四纪下限的确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
。

因此
,

近年来国内第四纪地质学界 已趋向于选取

2
.

48 M a B
.

P
.

作为第四纪下限
。

根据本次对茂易一马头山剖面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

果及 多重标准划分地 层的原则
,

本文认为元谋盆 地第 四纪 下 限年代学 界 限应 于

2
.

4 8M a B
.

(P 剖面古地磁 M /G 界线 )附近
,

岩石地层界线应在剖面深度为 237
.

20 m 的巨

厚黄砂层底部
。

现将主要依据简述如下
。

( 1) 岩石地层学标志
:

在茂易一马头山剖面深度 23 1
.

95 一 2 37
.

20 m 出露一层区域 上

极为稳定的巨厚黄砂层
,

黄砂层下部有一薄层砾石层
,

砾石层之下还有一层铁质薄层
,

黄

砂层下伏为粘土及粉砂质粘土薄层
,

反映沉积环境 由深水突变为浅水
。

以此黄砂层为界
,

上
、

下部岩石地层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

①下部地层以粘土为主夹砂层
,

砂层少见
;上部为粘土与砂层互层

,

砂层增多
;

②下部砂层粒度较细
,

以中
、

细砂为主
,

偶夹含砾砂层或砂砾石透镜体
;上部砂层粒度

较粗
,

多以粗砂砾石层或含砾粗砂层产出
;

③下部粘土层中炭质粘土夹层增多
,

偶含薄煤层及煤线
,

粘土 中炭屑含量增加
; 上部

炭质粘土少见
,

未发现煤层及煤线
,

粘土中偶含炭屑
;

④下部地层多为紫红至灰色
,

以紫红色 系为主
,

粘土层顶部常发育 2一 s m m 棕红色

铁盘
; 上部地层多为棕褐至灰色

,

以灰色系为主
,

未发现铁质层
。

黄砂层上
、

下岩性的差异反映出上下部地层沉积环境的差异
,

沉积环境的变化是以黄

砂层为界开始的
。

从地层接触关系上看
,

虽然此界线不存在典型剥蚀面
,

但铁质层的存在说明此处是一

曾因水位下降或河流横向摆动形成一小的沉积间断似乎无可非议
。

作者将全剖面铁质层

作了统计分析
,

黄砂层 以上未发现铁质层
,

以下较厚者有 4 层 (深度分别为 2 37
·

20 m
、

24 2
.

65 m
、

24 6
.

80 m 和 3 72
.

20 m )
,

以此层厚度最大且和下伏两层铁质层距离较近
。

说明黄

砂层沉积前元谋盆地地壳有过构造抬升
,

起码是沉降速率变缓
,

因而出现一短暂的沉积间

断至使黄砂层下部形成一薄层铁质层
,

而且这一地质事件和国内其它许多地区同一时限

(2
.

48 M aB
.

P
.

)前后发生的地质事件如河北阳原
、

蔚县盆地古湖盆边缘地壳抬升
,

河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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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强 ` 9〕 ;
河南三 门峡地 区因构造抬升出现沉积 间断

戈̀ 。 , ;绿三门的终结和黄三门的出现

等等可以对比
〔 , 〕 。

( 2) 生物地层学标志
:

在茂易一马头山剖面下部及其相应层位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
,

其中的法 氏大水獭与周明镇 ( 1 9 6 1 )记述的标本完全相同
,

可与印度上锡瓦利克的标志种

对 比
,

时限大于 3
.

00 M a B
.

P
.

; 云南大唇犀是从 小河动物群 (新第三纪早期 ) 延续下来的
;

师氏剑齿象与北方新第三纪的大型剑齿象为同一类型
;
进步脊棱齿象较中锡瓦利克多克

帕赞层中的达拉特脊棱齿象要进步等等
。

可见该剖面下部发现的这些主要哺乳动物化石

均为法氏水獭动物群的主要成员
,

是新第三纪的标志种
。

剖面上部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云

南马
、

鹿
、

牛等
,

则是元谋人动物群的主要成员
,

特别是云南马化石
。

在研究这两个动物群

时
,

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学家及地质学家们特别注意到法氏水獭动物群和元谋人动物群

性质
、

生态环境及其所在层位的地层岩性特征和沉积环境的明显区别
:

法氏水獭动物群以

奇蹄 目中的犀类和长鼻目为主
,

尤 以长鼻 目种类居多
,

反映了一种森林
、

森林一草原过渡

类型的生态环境
。

岩石地层为以粘土为主的湖相
、

河湖相地层 ;元谋人动物群早期以食肉

目和偶蹄目 (第三纪残余种 )为主
,

晚期食肉目减少
,

偶蹄 目和奇蹄 目成为动物群主体
,

代

表了一种温暖的以草原为主的疏林一草原生态环境
。

岩石地层多为粘土与砂互层的以河

流相为主的曲流河
、

网状河一曲流河类型
。

上述差异的界线正好是古地磁 M / G 界线
,

时

限为 2
.

48 M a B
.

P
. 。

这一界线自然地将生物地层单元和岩石地层单元的划分原则有机地

统一了起来
。

剖面微体古生物的研究
,

亦为 N /Q 界线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本剖面下部 62 层

( 2 8 5
·

85 m ) 出现的正式美星介和 61 层 ( 2 8 6
.

40 m )出现的粒状球形轮藻
,

在华北平原众多

地区
〔“

、 ` , 〕和汾渭盆地
〔` 3〕
都可视作上新世的标志种用以划分 N /Q 界线

,

它们基本限于在

2
.

48 M a 以前的地层中出现
,

这些结论 目前已在国内众多地区得以确认
。

本剖面正式美星

介和粒状球形轮藻出现的层位恰在古地磁 M / G 界线之下 38 m 附近
,

此界线之
_

仁未见出

现
。

剖面抱粉植物群中一些属种亦在古地磁 M / G 界线附近 (剖面深度 2 37
.

50 m )绝灭及

出现频率变化
。

在此界线以下
,

胡桃属共出现 17 次
,

山核桃属出现 5 次
,

而云杉和冷杉属

达全剖面含量最高值
;
此界线以上

,

胡桃属最终在剖面 2 45 m 附近消失
,

山核桃属和杉科

仅各出现一次
。

抱粉地层学中的这一事件是古气候湿热和干凉变化的明显标志
,

它表明在

这一时限 (2
.

48 M a )前古气候相对湿热
,

而在这一时限后古气候逐渐转为干凉
。

这一事件

正是抱粉学要探讨的关键性问题和 N / Q 界线确定的重要依据
。

( 3) 矿物学标志
:

在茂易一马头山剖面深度 2 4 7m 附近
,

岩层重砂矿物成份发生明显

变化
,

此界线以下的沉积物中
,

普通角闪石基本消失
,

此界线以上普通角闪石含量大于剖

面背景值
,

且连续出现
。

这一现象前人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 原的研究成果中亦有报道
,

如

据河北平原 6 个典型钻孔统计表明
,

各种曲线都反映出普通角闪石等非稳定矿物在 M / G

界线以上含量很高
,

以非稳定矿物组 合为主
,

M / G 界线以下非稳定矿物角闪石等含量 明

显减少或趋于消失
,

以稳定矿物组合为主
〔“

· 。

上述现象绝非偶然巧合
,

普通角闪石属不稳

定矿物
,

受热液蚀变后极 易变为黑云母
、

方解石等
。

界线上下角闪石含量的差别说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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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前后古气候曾普遍发生过由相对湿热到干凉的重大变化
。

上述各学科研究成果在古地磁 M / G界线
、

年代地层学界限 (2
.

48 M a B
.

P
.

)和岩石地

层学界线 (剖面深度 2 37
.

20 m )上下的标志
,

说明此界线上下曾有过地层沉积环境
、

构造变

动
、

古气候
、

古环境及古生物群的重大变化
,

第四纪下限位置确定在这一界线符合以年龄

地层学为基础
、

结合生物地层学和气候地层学等综合因素的划分方案
。

2
.

2 元谋盆地晚新生代地层的划分

代表元谋盆地晚新生代一整套河湖相地层的茂易一马头山剖面
,

除顶部砾石层外
,

实

际上是一套跨第三纪晚期和第四纪早期 的地层
,

它形成于 3
.

90 一 0
.

73 M a B
.

P
. ,

将 N /Q

界线确定在位于剖面深度 23 7
.

20 m
、

古地磁 M / G 界线的位置
,

时限为 2
.

48 M a B
.

P
. 。

依据

不同级别岩石地层单元国际地层划分方案的惯例和命名原则
,

将这套跨上新世和早更新

世连续沉积的岩石地层定为
“

元谋群
” 。

元谋群可划分为上
、

下两部分
,

下部为上新世地层
,

采用周明镇 ( 1 9 6 1 )提出的沙沟组的命名
,

其地质年代为 3
.

90 一 2
.

48 M a
.

B
.

P
. 。

沙沟组地

层进一步划分为上 ( I 段 )
、

下 ( I 段 )两段
,

I 段 (第 n 一第 1 层 )位于剖面深度 5 14
.

80 一

5 9 7
.

4 5m ; I 段 (第 8 6一第 22 层 )位于剖面深度 2 5 7
.

2 0一 5 1 4
.

s o m
。

元谋群上部属下更新

统
,

定名为元马组
,

地质年代为 2
.

48 一 0
.

83 M a B
.

P
. 。

元马组亦进一步划分为上 ( I 段 )
、

下

( I 段 )两段
,

I 段 (第 1 1 7一第 8 7 层 )位于剖面深度 6 1
.

1 0一 2 3 7
.

2 0m ; l 段 (第 1 2 1一第

1 18 层 )位于剖面深度 10
.

00 一 61
.

l o m
。

顶部砾石层 (第 1 22 层 )定名马头 山砾石层
,

时代

为中更新世早期
。

元谋群下部的沙沟组大约相当钱方等划分的
“

元谋组第一
、

第二段
” ;上

部的元马组大约相当
“
元谋组三

、

四段
”
(表 3 )

。

除重点研究茂易一马头山剖面外
,

这次工作中项 目组还对元谋盆地及其附近其它典

型地段的晚新生代地层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以剖面的研究成果为

主
,

其它点面上的研究成果为辅
,

将元谋盆地第三纪上新世至第四纪全新世地层进行了系

统的划分
,

其层序如下
:

全新统 ( Q
`

)

冲积层
; 洪积

、

冲积层
;坡洪积层

。

一

一
不整合一

一
上更新统 ( Q

3
)

(鱼洗 以南地区 )

红土风化层
、

洞穴堆积 ( Q互)

一
不整合一—

—
瓦扎等组 ( Q压)

(鱼洗以南地 区 )

龙街组 (局部上复有红土风化层
,

Q玉)

—
不整合

一
中更新统 ( Q

Z
)

红土 风化层 ( Q芝)

~ ~

一
不整合

—一中山
、

月龙砾石层 ( Q乏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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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整合一

一
牛王山

、

马头山砾石层 ( Q玉)

~ ~ ~

一
不整合一

一
下更新统— 上上新统 ( Q

,

一 N落)

元谋群

元马组 ( Q
l )

一
一

一
假整合 ~
一

一
沙沟组 ( N芝)

一

一
假整合

一
下上新统 ( N } )

钙质砾岩

一

一
不整合

一
下伏地层

:

前震且系葺林群
、

花岗岩或中生代红层
。

表 3 元谋群地层划分对比表

T
a b l e 3

.

C
o m p a r is o n o

f
s t r a t i g r a p h ie d iv i s io n o f Y

u a n m o u G r o u p
.

本刘东生等尤玉柱等钱方等尤玉柱等周明裴文地层表中国区域0
0úbertE

·

甲一
·卞美

年
( 1洲 0 )

中
( 1防1)

镇
( 1防 l ) 1盯 3) 19刀) (M a ) . (址打日) l (份即 )

竺

靡昌黑
元马

早更
元

73.0

上那蚌组中更新世上那蚌组中更新世团第四段

元

早
晚 }元

( 1洲 O )

覃伍

( 1〔屹0 )

覃丁亮 早 }元 i早 !元

元谋早更新世

元
早更

第三段
更 更 更 1

.

印

街含

组
新世

2
.

幻 谋 } }组 }
卜叶

-一」2
·

妃
组
1
上】沙 }

更

老洪沟组更中新世
谋

新

谋

新

谋

新

马化

新

2
.

48
谋

新世第二段谋元谋组早更新世1
1

到1
.

世 组 }世 组

灌
上 ! 沙世

石层

新 2
.

田
沟

沙 }新 }沟

组世

组沟

新上

ù日3

第一段

组

} 龙 } }
{ J11 } }世

世 ! 组 { 3
.

印 l

群 ! 新 !组

沙沟组?晚上新世沙沟
上新

3
.

印
钙砾质石层

世

组
.

世

更新世

谋层

3 有关问题的讨论

1
.

位于元谋县城西北
、

相距约 3 k0 m 的竹棚盆地
,

自 1 9 8 6 年以来相继发现人猿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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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
,

钱方等曾根据小河蝴蝶梁子剖面建立
“

小河村组
” ,

根据豹子洞著剖面建立
“

竹棚

组” 它们分别相当吉尔伯特极性时和高斯极性时
。

其后又将两个地层组合并改称小河组
,

将
“

竹棚组
”

作为小河组上段
, “

小河村组
”

作为小河组下段
,

归入吉尔伯特极性时
。

大体相

当 5
·

5 0一 3
·

s o M a B
.

P
.

时段的沉积
〔` 5〕 。

小河组为一套冲洪积相地层
,

岩性主要为紫红
、

棕红色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与红

棕
、

灰黄
、

灰白色砂
、

砂砾石互层
,

可见厚度约 80 m 余
。

其中含有丰富的人猿超科和古脊椎

动物化石
,

据统计约有 44 属 68 种
,

称为小河古猿动物群
。

其成员除有非常丰富的古猿外
,

还有三趾马及晚中新世类型的哺乳动物化石
,

它的成员十分接近禄丰古猿动物群
。

目前国

内外大多数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认为小河古猿动物群的地质时代大致相当中新世末一

上新世初
,

小河组的地层年代约为 5
.

44 一 3
.

80 M a B
.

P
. ,

应属中新世末一上新世早期的沉

积
〔 5〕 。

2
.

元谋群沙沟组下伏钙质砾岩
,

从岩性层位和典型剖面露头位置对比
,

可能与钱方等

建立的龙川组相当
。

龙川组的地层年代大致为 3
.

50 一 4
.

20 M a B
.

P
.

或更早一些
〔 5 , 。

按古地

磁提供的这一年代数据
,

龙川组下段大致相当于小河组上部
,

龙川组上段时代较小河组

新
。

除古地磁资料外
,

小河组的抱粉资料所反映的古气候与龙川组抱粉资料反映的古气候

相去甚远
,

目前龙川组地层中尚未发现古脊椎动物化石及其它更具说服力的分层依据
,

因

而和龙川组上段相当的钙质砾岩与小河组的关系很难进一步 明确
,

只暂将其置于小河组

之上
。

3
.

沙沟组最初由周明镇 ( 1 9 6 1) 根据法氏大水獭所在层位命名
,

相当中锡瓦利克的多

克帕赞层
,

时代为上新世晚期
〔的 。

按 目前哺乳动物群对比应相当上锡瓦利克的塔特罗特层

晚期至宾久层早期
。

1 9 7 4 年尤玉柱等将班果盆地发现的 10 种哺乳动物化石加入
“

沙沟动

物群
”

名单
,

时代亦定为上新世
,

大体相当钱方等划分的
“

元谋组
”
一段

〔, 6〕 ,

刘东生等又据

尤玉柱等的化石及古地磁材料
,

将钱方等划分的
“

元谋组
”
一段和第二段 的大部分通称沙

沟组
〔̀ ’ 〕 。

由沙沟组的命名及其沿革可见沙沟组的定义和 内涵十分明确
。

尽管小河组建组

后在
“

沙沟动物群
”

中后增加的那部分哺乳动物化石分出划归小河动物群 了
,

但沙沟组和

小河组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却不容忽视
:

①小河组为一套砂质粘土与砂砾石互层的冲
、

洪积相地层 ;沙沟组为一套以粘土为主

夹砂层的湖相地层
;

②小河古猿动物群有非常丰富的古猿
、

三趾马及晚中新世类型的动物化石
,

它的面貌

十分接近禄丰古猿动物群 ( 44 属 中有 30 属见于禄丰 ) ;沙沟组的法 氏水獭动物群只含上

新世晚期的法氏大水獭和进步脊棱齿象等动物化石
,

缺乏古猿和三趾马等化石
,

且法氏水

獭动物群的成员均与上锡瓦利克的相似
。

③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表明
,

小河组的地层年代为 5
.

44 一 3
.

80 M a B
.

P
. ,

属 中新世末

一上新世早期的沉积
;
沙沟组的地层年代为 3

.

90 一 2
.

48 M a B
.

P
. ,

属上新世晚期的沉积
。

本次沙沟组的划分沿用前人的名称且承袭了沙沟组的定义及 内涵
,

因此沙沟组地层

应局限在产法氏大水獭和进步脊棱齿象化石的一套含炭质粘土的湖相地层中
,

相当钱方

等所称
“

元谋组
”

第一
、

第二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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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尤玉柱等曾提出
“

元谋组
”

三分的地层划分方案
,

将
“

元谋组
”
上部 (相当第四段 )划

为中更新统
,

定名
“

上那蚌组
” 。

其根据之一是
“
上那蚌动物群

“

绝灭种比例为 50 %
,

总体面

貌较进步
;
其次在庄房梁子相应的层位发现华南常见的中一晚更新世的代表化石东方剑

齿象
〔` 8〕 。

刘东生等亦认为
”

元谋组第四段
“
应为布容极性时的沉积

“ ” 。

据林一璞等统计
,

元谋人动物群种比例为 93 %
,

且认为庄房梁子发现的所谓东方剑

齿象
,

其实很象缅甸伊洛瓦底层的类象剑齿象
,

加之后来又在
“

元谋组
”
四段发现 了云南水

鹿和爪蹄兽等一些早更新世代表种的化石
,

使元谋人动物群逐渐恢复其古老的面貌
,

并可

与山西榆社和河北泥河湾的动物群对比
〔 , ” 。

本次工作在茂易一马头山剖面发现的云南

马
、

水鹿等化石
,

其层位相当钱方等的
“

元谋组
“

第四段
,

在茂易一马头山剖面
、

牛肩包剖面

测制的古地磁极性柱和李普等
〔 20)

、

陈国 良等
〔2 `〕
所测结果能较好地对应 (图 3 )

,

由极性柱

的对比可确认相当
“

元谋组
”
四段的

“
上那蚌组

”

为松山极性时的沉积
。

故
“

上那蚌动物群
”

和
“

上那蚌组
”
不宜再用

。 “

元谋人动物群属早更新世
” 〔22j 的结论是正确的

。

5
.

龙街组旧称
“

龙街粉砂层
” ,

由卞美年 ( 1 940 )命名
,

属更新统
〔 ,〕 。

对龙街组的地质时

代各家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本项 目组认为将其确定为晚更新世中期至后期的沉积更为恰

当
:

①
“

龙街粉砂层
”

沿金沙江河谷呈线状分布
,

其堆积与金沙江发育密切相关 ;

②
“
龙街粉砂层

”

与下伏
“
元谋组

”
间有沉积间断

,

呈明显的角度不整合
〔213

,

不能视为

连续沉积
;

③重砂分析结果表 明
, “

龙街粉砂层
”

的风化系数 (0
.

3 6) 与现代河床的风化系数接近
,

推断其形成时代较新
;

④中更新世古气候曾有过两期湿热过程
,

均未在
“

龙街粉砂层
”

中得以反映
,

故认为它

是在湿热期后形成的
;

⑤
“

龙街粉砂层
”
上部深灰色粉砂质粘土经全有机质

’ `
C 测年

,

其年龄为 2 8 5 8 0士毙艺名a

B
.

P
. ,

按测年结果推断其地质时代应为晚更新世中
、

晚期
。

元谋盆地及其附近地质情况十分复杂
,

由于种种原因
,

尚有不少问题未能充分研究
,

如龙街粉砂层的地质年代与成因
,

仍有不同看法
; 又如在元谋盆地内是否沉积有中新世地

层
,

各家亦众说纷纭
,

等等
。

对遗留的问题
,

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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