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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实测剖面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厘定了宾县凹陷白垩纪地层层序 : 下白垩统板子房组、宁远村组、淘淇河组、泉头组和

上白垩统青山口组、姚家组。综合运用岩性地层、生物地层、地质事件和同位素年龄的方法将宾县凹陷白垩系与松辽盆地进行了

对比。根据同位素年龄对比 , 板子房组相当于沙河子组上部和营城组下部 , 宁远村组相当于营城组中上部。根据植物化石组合分

析 , 淘淇河组可与营城组顶部、登娄库组和泉头组底部对比。“鸟河组”下部红层作为区域性气候事件的产物可与泉头组下部对

比 ; 该组以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和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 var. nota繁盛为特征的介形类化石组合与青山口组相似 , 轮藻类

化石Atopochara trivolvis、Aclistochara songliaoensis和Obtusochara niaoheensis在泉头组至嫩江组均有发现 ; 因此将“鸟河组”分解

为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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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taceous stratigraphic sequence of the Binxian subbasin is re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stratigraphic sections,

combin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 It is composed in ascending order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Banzifang Formation, Ningyuan-

cun Formation, Taoqihe Formation and Quantou Formation and the Upper Cretaceous Qingshankou Formation, Yaojia For-

mation and Nenjiang Formation. Based on the lithostratigraphy, biostratigraphy, geological events and isotopic ages, the au-

thors correlate Cretaceous strata of the Binxian subbasin with those in the Songliao basin. Isotopic dating of volcanic rocks in-

dicates that the Banzifang Forma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upper part of the Shahezi Formation and the lower part of the

Yingcheng Formation, while the Ningyuancun Forma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middle and upper parts of the Yingcheng For-

mation. The Taoqihe Formation may correlate with the top part of the Yingcheng Formation, Denglouku Formation and

lowermost part of the Quantou Formation according to lithological and fossil plant assemblage evidence. The red bed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abolished “Niaohe Formation” as the product of the regional climatic event is equivalent to the lower part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Quantou Formation. The ostracod assemblage in this form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prosperity

of 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 and 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 var. nota,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Qingshankou Formation, and the

charophytes Atopochara trivolvis, Aclistochara songliaoensis and Obtusochara niaoheensis are found in the Quantou,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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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kou, Yaojia and Nenjiang formations; therefore the “Niaohe 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the Quantou, Qingshankou,

Yaojia and Nenjiang formations.

Key words: Songliao basin; Binxian subbasin; Cretaceous;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 黑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1∶20万宾县幅( L- 52- XX) 区域地质测量报告.1967.

1967年黑龙江省地质局完成的1∶20万宾县幅!将宾县凹

陷中生代地层区划置于滨东地区 , 建立了本区中生代地层层

序 : 中 侏 罗 统 太 安 屯 组 ( J2t) 、上 侏 罗 统 宁 远 村 组 ( J3n) 和 下 白

垩统淘淇河组( K1t) 、鸟河组( K1n) 。之后 , 由于宾县地区处于

松辽盆地和张广才岭两大构造单元之间的过渡地带 , 不同学

者对宾县凹陷中生代地层区划归属和地层层序有不同认识 ,

主要存在2种观点 : ①宾县地区地层区划属张广才岭地层分

区 [1～4], 将其中 生 代 地 层 划 分 为 中 侏 罗 统 太 安 屯 组 ( J2t) ( 张 志

诚1985年称长安屯组) , 上侏罗统帽儿山组( J3m) , 下白垩统板

子房组( K1bn) 、宁远村组( K1n) 、淘淇河组( K1t) 和上白垩统嫩

江组( K2n) ; ②宾县地区是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宾县- 王府凹

陷的一部分[5]( 图1) , 其白垩系自沙河子组到青山口组均有出

露[5～10]( 表1) 。

该区的基础地质问题研究薄弱 , 限制了对宾县凹陷油气

地质规律的认识。针对这一问题 , 本文旨在通过实测宾县凹

陷周缘的地层剖面 , 厘定宾县凹陷的白垩纪地层层序 , 运用

岩性地层、生物地层、地质事件和同位素年龄的综合地层对

比方法探讨宾县凹陷白垩系与松辽盆地之间的对比关系。

1 宾县凹陷周缘白垩纪地层剖面

根据前人的研究[1～4]和笔者野外调查的成果 , 将宾县凹陷

周缘白垩纪地层层序划分为下白垩统板子房组 ( K1bn) 、宁远

村组 ( K1n) 、淘淇河组 ( K1t) 、泉 头 组 ( K1q) 和 上 白 垩 统 青 山 口

组( K2qn) 、姚家组( K2y) 。笔者对淘淇河组、泉头组、青山口组

和姚家组进行了详细的剖面实测 , 测制了6条剖面 ( 剖面分布

见图1) 。

1.1 下白垩统

( 1)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新甸镇望江屯—胜利镇山后王家

屯下白垩统淘淇河组下段实测剖面 ( 图2中P1) : 剖面出 露 于

宾县新甸镇松花江沿岸的望江屯—胜利镇山后王家屯一带。

岩性为淘淇河组下段巨砾岩、砾岩、砂砾岩夹砂岩。

淘淇河组下段( 未见顶)

4.黄褐色砂砾岩夹薄层含砾粗砂岩和细砂岩 79 m

3.黄褐色厚层状花岗质粗砾岩 , 夹2～3层浅黄褐色含砾粗砂岩

244 m

2.灰褐色花岗质巨砾粗砂岩 , 夹薄层灰黄色含砾粗砂岩与细

砂岩 130 m

1.浅黄褐色花岗质巨砾岩 29 m

( 2) 宾县凹陷东缘宾县胜利镇刘方屯—吴家屯下白垩统

淘淇河组实测剖面 ( 图2中P2) : 剖面出露于宾县胜利镇 淘 淇

河沿岸的刘方屯—吴家屯一带。岩性为淘淇河组砾岩、砂砾

岩、砂岩夹粉砂岩。

表1 宾县地区中生代地层区划归属和地层层序划分沿革

Table 1 Assignment of the Mesozoic in the Binxian subbasin and histor ical

review of th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the Mesozo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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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覆地层: 泉头组砾岩、砂岩夹粉砂质泥岩

——— 整 合 ———

淘淇河组上段 :

11.灰白色细砂岩、中砂岩互层夹黄褐色砂砾岩与粉砂岩

152 m

10.灰白色细砂岩、中砂岩互层夹砂砾岩 135 m

9.黄褐色砂砾岩、砾岩、粗砾岩夹中细砂岩 , 底部砂岩中有植

物化石碎片 235 m

8.黄褐色砂砾岩夹砾岩和灰白色中、粗砂岩 , 砂岩中见有植物

化石 522 m

7.黄褐色砾岩 、砂 砾 岩 、中 粗 砂 岩 , 可 相 变 为 砂 砾 岩 、砾 岩 互

层 , 底部砂岩中见植物化石 146 m

6.黄褐色砂岩夹粗砂岩 140 m

淘淇河组下段 :

5.灰白色中细砂岩和黄褐色粗砂岩互层夹砾岩 , 砂岩中有植

物化石 359 m

4.灰白色砂岩与黄褐色砂砾岩互层 185 m

3.黄褐色砂砾岩夹砂岩 , 底部为砾岩 103 m

2.灰白色粗—细砂岩 , 底部为细砂岩与粉砂岩互层 60 m

1.黄褐色砂砾岩、砾岩夹灰白色中细砂岩 >75 m

( 3) 宾 县 凹 陷 北 缘 宾 县 民 和 乡 猴 石 山 下 白 垩 统 泉 头 组

(“鸟河组”下部 ) 实测剖面 ( 图2中P3) : 剖面出露于宾县民和

乡松花江沿岸的猴石山一带。岩性为泉头组黄色、紫红色砾

岩、含砾粗砂岩和紫红色、灰色粉砂质泥岩。

上覆地层 : 青山口组灰色泥岩

——— 整 合 ———

泉头组

15.上部紫红色泥岩 , 下部黄褐色粗粉砂岩夹紫红色粉砂质泥

岩 , 底部为细砾岩 53.0 m

14.黄色中粗粒砂岩夹灰绿色与紫红色粉砂质泥岩 , 底部为细

砾岩 21.0 m

13.紫红色与灰色粉砂质泥岩互层 , 夹有黄色中细砂岩 , 底部

为细砂岩 35.4 m

12.紫红色泥岩夹灰绿色泥岩 12.3 m

11.紫红色、灰绿色泥岩与粉砂质泥岩夹粉砂岩 65.0 m

10.黄色薄至厚层状细砂岩 , 底部为粗砂岩与细砾岩 13.0 m

9.灰白色、浅黄色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 6.3 m

8.黄色中细砂岩夹细砾岩 14.0 m

7.灰绿色泥岩 , 底部为厚1.5 m的细砾岩 8.3 m

6.灰白色粉砂岩、灰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夹薄层细砾岩 7.3 m

5.褐黄色、灰白色粗砂岩与细砾岩 5.6 m

4.灰白色与褐黄色细砾岩夹粉砂岩、粗砂岩 18.4 m

3.褐黄色细砂岩夹粗砂岩 14.5 m

2.灰白色粉砂岩、细砂岩夹细砾岩 6.7 m

1.紫红色、土黄色粗砾岩、细砾岩与含砾粗砂岩 >66 m

1.2 上白垩统

青山口组 出 露 于 宾 县 鸟 河 乡 白 石 采 石 坊—白 石 粮 库 和

宾县糖坊镇二大聚子—华家屯一带 , 岩性 为 灰 色 、灰 绿 色 泥

图1 宾县凹陷地质略图和剖面位置( 据1∶20万宾县幅地质图修改 , 构造分区参照参考文献[5])

Fig.1 Geological map of the Binxian subbasin showing outcrop locations

1—角度不整合; 2—断层; 3—海西期花岗岩; 4—燕山期花岗岩; 5—土门岭组; 6—太安屯组; 7—宁远村组; 8—淘淇河组;

9—泉头组; 10—青山口组; 11—姚家组; 12—丁山村组; 13—第四系; 14—公路; 15—剖面位置及编号( P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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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宾县凹陷周缘下白垩统淘淇河组—上白垩统姚家组实测剖面( P1—P6)

Fig.2 Cross sections ( P1 to P6) of the Lower Cretaceous Taoqihe Formation to Upper Cretaceous

Yaojia Formation at peripheries of the Binxian subbasin

1—花岗岩; 2—砾岩; 3—砂砾岩; 4—含砾粗砂岩; 5—砂岩; 6—粉砂岩; 7—泥质粉砂岩; 8—粉砂质泥岩;

9—泥岩; 10—页岩; 11—灰岩; 12—泥灰岩; 13—第四系粘土; 14—黄铁矿; 15—介形虫化石

P6剖面F—F′: 宾县凹陷北缘糖坊镇马家粮库—二大聚子上白垩统青山口组—姚家组(“鸟河组”中上部) 实测剖面

P5剖面E—E′: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鸟河乡红石砬子—鸟河屯上白垩统青山口组—姚家组(“鸟河组”中上部) 实测剖面

P4剖面D—D′: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鸟河乡白石采石坊上白垩统青山口组(“鸟河组”中部) 实测剖面

P3剖面C—C′: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民和乡猴石山下白垩统泉头组(“鸟河组”下部) 实测剖面

P2剖面B—B′: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胜利镇刘方屯—吴家屯下白垩统淘淇河组实测剖面( 在宾县幅区测报告基础上测制)

P1剖面A—A′: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新甸镇望江屯—胜利镇山后王家屯下白垩统淘淇河组下段实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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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宾县凹陷周缘白垩纪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3 Cretaceous stratigraphic columnar section

at peripheries of the Binxian subbasin

1—流纹斑岩质凝灰熔岩; 2—安山玢质凝灰熔岩; 3—安山玢

岩; 4—砾岩; 5—砂砾岩; 6—含砾粗砂岩; 7—砂岩; 8—粉砂

岩; 9—泥质粉砂岩; 10—粉砂质泥岩; 11—泥岩; 12—灰岩;

13—泥灰岩; 14—泥灰岩结核; 15—介形虫; 16—黄铁矿

岩夹介形虫灰岩层 , 含介形虫化石和黄铁矿结核。姚家组

出露在宾县鸟河乡红石砬子—鸟河屯和宾县糖坊镇华家

屯—马家粮库一带 , 岩性为紫红色泥岩 , 含粉砂岩结核和

介形虫化石。

( 1)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鸟河乡白石采石坊上白垩统

青山口组(“鸟河组”中部) 实测剖面( 图2中P4) : 剖面出露

于 宾 县 鸟 河 乡 松 花 江 沿 岸 的 白 石 采 石 坊 —白 石 粮 库 一

带 , 岩性以灰绿色泥岩为主 , 底部为深灰色泥岩 , 富 含 介

形虫化石 , 夹数层介形虫灰岩层、泥灰岩结核层和黄铁矿

结核层。

青山口组( 未见顶)

7.灰绿色泥岩 5 m

6.褐黄色介形虫灰岩层 0.45 m

5.灰绿色泥岩 , 含介形虫 , 夹2～3层介形虫灰岩层 , 下部有1

层断续成层分布的泥灰岩透镜体 15 m

4.浅灰绿色泥 岩 , 上 部 为1层 厚 约10 cm的黄铁矿层( 已褐

铁矿化) 10 m

3.土黄色泥灰岩 , 单层厚15～20 cm, 夹3～5层薄层介形虫灰

岩 10 m

2.灰绿色泥页岩 , 含介形虫化石 , 夹3～5层断续成层分布的

泥灰岩透镜体 , 含草莓状黄铁矿( 已褐铁矿化 ) 结核4～5

层 15 m

1.深灰色泥岩 , 见介形虫化石及鱼化石碎片 11 m

( 2) 宾县凹陷北缘宾县鸟河乡红石砬子—鸟河屯上

白 垩 统 青 山 口 组 —姚 家 组 (“鸟 河 组 ”中 上 部 ) 实 测 剖 面

( 图2中P5) : 剖面出露于宾县鸟河乡松花江沿岸的红石砬

子—鸟河屯一带 , 岩性从灰绿色泥岩渐变过渡为紫红色

泥岩 , 含介形虫化石和粉砂岩结核。

姚家组( 未见顶)

10.黄绿色灰质泥岩 , 中部夹砖红色灰质泥岩和灰质粉砂

岩 , 底部夹1层扁豆状泥灰岩 27.3 m

9.棕红色、紫红色泥岩 65.3 m

8.棕红色泥岩和浅棕红色灰质泥岩 , 下部夹2层薄层状灰

绿色粉砂岩结核层 16.2 m

7.棕红色、紫红色泥岩互层 , 含灰绿色粉砂岩结核 135.6 m

——— 整 合 ———

青山口组

6.紫红色、灰绿色泥岩互层夹薄层灰白色粉砂岩和介形虫

灰岩条带 , 泥岩中含介形虫化石 1.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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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采样和选样由王璞珺完成; 分析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Ar同位素年代学实验室完成

表2 宾县凹陷板子房组、宁远村组火山岩K- Ar同位素测试年龄数据

Table 2 K- Ar dating of volcanic rocks of the Banzifang and

Ningyuancun formations in the Binxian subbasin

序

号
样品号 采样位置 采样位置的经纬度 层位 岩 性 测试样品 年龄 /Ma

1
D250 - K1n -

30
宾县中心屯 N: 45°42.412′ E: 127°43.809′ 宁远村组

安山质晶屑

熔结凝灰岩
全 岩 111.2±1.0

2
D247 - K1n -

27
宾县中心屯 N: 45°42.167′ E: 127°49.326′ 宁远村组

安山质晶屑

凝灰熔岩
全 岩 113.7±1.2

3
D242 - K1n -

22
宾县中心屯 N: 45°42.015′ E: 127°46.122′ 宁远村组

灰色流纹斑岩质

晶屑凝灰熔岩
长石斑晶 115.7±1.1

4 D221- K1n- 1 宾县中心屯 N: 45°42.015′ E: 127°46.122′ 宁远村组
灰紫色流纹斑

岩质凝灰熔岩
长石斑晶 122.5±1.0

5
D258 - K1bn -

2
宾县板子房 N: 45°35.851′ E: 127°37.206′ 板子房组

青灰色安山

质凝灰熔岩
全 岩 124.4±1.3

6
D259 - K1bn -

3
宾县板子房 N: 45°35.851′ E: 127°37.206′ 板子房组

青灰色安山

质凝灰熔岩
全 岩 125.5±1.2

7
D262 - K1bn -

6
宾县板子房 N: 45°35.851′ E: 127°37.206′ 板子房组

青灰色安山质-

流纹质凝灰熔岩
长石斑晶 127.6±1.3

8
D263 - K1bn -

7
宾县板子房 N: 45°35.851′ E: 127°37.206′ 板子房组

青灰色安山

质凝灰熔岩
全 岩 128.2±1.4

5.黄色、黄绿色、灰色薄层状泥岩夹黄色泥灰岩结核层 , 含介

形虫、叶肢介化石 11.6 m

4.灰白色薄层状粉砂岩 1.1 m

3.灰绿色泥岩、页岩 , 含黄绿色粉砂岩结核和介形虫、叶肢介

化石 12.4m

2.灰色、棕色夹紫色粉砂质泥岩 , 含介形虫化石 13.5 m

1.灰绿、黄绿色夹灰色泥岩、页岩 , 含介形虫化石 35.4 m

( 3) 宾县凹陷北 缘 宾 县 糖 坊 镇 马 家 粮 库—二 大 聚 子 上

白 垩统青山口组—姚家组 (“鸟河组”中上部 ) 实测剖面 ( 图2

中P6) : 剖面出露于宾县糖坊镇马家粮库—二大聚子松花江

沿岸 , 岩性从灰绿色泥岩渐变过渡为紫红色泥岩 , 含介形 虫

化石和粉砂岩结核。

姚家组( 未见顶)

13.棕红色厚层状泥岩 3.6 m

12.紫红色泥岩 , 底部黄绿色粉砂质泥岩 5.6 m

11.棕红色厚层状泥岩 , 上部夹灰白色泥灰岩结核 8.0 m

10.灰绿色薄层状泥岩 , 沿层理面发育介形虫化石 2.8 m

9.紫红色泥岩夹浅黄绿色泥岩和条带状粉砂质泥岩 15.5 m

8.灰白色粉砂质泥岩夹浅紫色泥岩 2.7 m

7.上部棕红色泥岩 , 下部黄绿色泥岩夹泥灰岩结核层 6.6 m

6.紫红色泥岩夹灰绿色薄层状泥岩 , 含介形虫化石 20.6 m

——— 整 合 ———

青山口组

5.灰绿色泥岩 , 含介形虫化石 9.4 m

4.上部灰紫色泥岩 , 下部灰绿色薄层状泥岩 3.3 m

3.浅灰绿色泥岩 , 含钙质结核与介形虫化石 22.7 m

2.浅灰绿色薄层状泥岩、粉砂质钙质介形虫泥岩与泥岩互层 ,

沿层面有铁质结核分布 52.9 m

1.浅黄色泥岩、灰绿色钙质介形虫泥岩与泥岩互层 158.3 m

2 宾县凹陷周缘剖面白垩纪地层层序

根据实测的宾县凹陷周缘6条地层剖面 , 并结合1∶20万宾

县幅区测报告和前人 [3, 4, 11]关于宾县地区板子房组、宁远村组

火山岩层段的研究 , 建立了基于野外剖面的宾县凹陷周缘白

垩纪地层层序( 图3) 。

2.1 下白垩统

( 1) 板 子 房 组 ( K1b) : 以 安 山 岩 和 安 山 质 凝 灰 熔 岩 为 主 ,

夹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及英安岩。与下伏上侏罗统帽儿山组、

上覆宁远村组为断层接触 , 厚度大于657 m。

( 2) 宁 远 村 组 ( K1n) : 为 一 套 喷 发 、爆 发 相 为 主 的 酸 性 火

山岩组合 , 岩性以凝灰熔岩、熔凝灰岩为主 , 夹酸性熔岩和珍

珠岩。与上覆淘淇河组角度不整合接触 , 厚度大于11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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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作为参比把本区曾广泛使用的“鸟河组”列出 , 但建议使用其分解出的地层单元: 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

② 周缘剖面未见嫩江组出露 , 根据“鸟河组”发现的化石组合推测宾县凹陷存在嫩江组

③ 黑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1∶20万宾县幅( L- 52- XX) 区域地质测量报告.1967.

( 3) 淘淇河组 ( K1t) : 为一套冲积- 洪积相地层 , 岩性为砾

岩、含砾粗砂岩和砂岩。与上覆泉头组整合接触, 厚度2614 m。

( 4) 泉头组( K1q) : 岩性为黄色、紫红色砂砾岩 , 夹含砾粗

砂岩和紫红色、灰色粉砂质泥岩。与上覆青山口组整合接触 ,

厚度为346 m。

2.2 上白垩统

( 1) 青山口组 ( K2qn) : 岩性为灰绿色泥岩 , 含介形虫化石

和灰岩结核 , 底部为深灰色泥岩夹黄铁矿结核层。与上覆姚

表3 宾县凹陷白垩系与松辽盆地的对比关系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retaceous of the Binxian subbasin and that of the Songliao basin

贾军涛等: 哈尔滨东宾县凹陷白垩纪地层层序及其与松辽盆地的对比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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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1∶20万宾县幅( L- 52- XX) 区域地质测量报告.1967.

"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第八届全国古地理学及沉积学学术会议资料———野外地质考察景观简介.2004.

家组整合接触 , 厚度428.6 m。

( 2) 姚 家 组 ( K2y) : 岩 性 为 紫 红 色 泥 岩 , 含 灰 白 色 粉 砂 岩

结核和介形虫化石。厚度大于244.4 m。

3 宾县凹陷白垩系与松辽盆地的对比

3.1 板子房组

张志诚1997年创建于宾县板子房 , 时代定为早白垩世 [4],

该组安山质凝灰岩K- Ar同位素年龄测定值在124.4～137.0 Ma[11]

之间( 表2、表3) , 相当于沙河子组上部和营城组下部。

3.2 宁远村组

黑龙江地矿局区测队1967年创建于宾县宁远村, 时代定为

晚侏罗世。该组安山质晶屑凝灰熔岩K- Ar同位素年龄测定值

在111.2～124.4 Ma[11]之间( 表2、表3) , 相当于营城组中上部。

3.3 淘淇河组

仲伟成等1964年 创 建 于 宾 县 胜 利 镇 淘 淇 河 沿 岸 的 公 正

屯( 今吴家屯) 一带。对于淘淇河组层位的认识存在4种观点:

①在登娄库组以下[1, 4, 12]; ②相当于登娄库组[11]; ③相当于登娄

库组和泉头组之和[13]; ④相当于泉头组!。

本 组 的 植 物 化 石 锥 叶 蕨 属 ( Coniopteris sp.) 、带 羊 齿 属

( Taeniopteris sp.) 在 松 辽 盆 地 营 城 组 也 有 发 现 ; 锥 叶 蕨 属

( Coniopteris sp.) 、尼 尔 桑 属 ( Nilssonia sp.) 、枞 型 枝 属 ( Elato-

cladus sp.) 、苏 铁 杉 属 ( Podozamites sp.) 发 现 于 登 娄 库 组 ; 枝

脉蕨属( Cladophlebis sp.) 在泉头组也有发现[9]。

根据植物组合对比 , 并结合下伏宁远村组同位素年龄标

定( 表2、表3) , 淘淇河组相当于营城组顶部、登娄库组和泉头

组底部之和。

3.4 “鸟河组”

王丹群等1967年创立于黑龙江宾县鸟河乡 , 1997年黑龙

江地矿局将其废除 , 归入嫩江组。当前对“鸟河组”层位的认

识还存在争议 , 主要有2种观点 : ①是嫩江组的一部分 [3, 4]; ②

相当于泉头组、青山口组和姚家组之和"。

“鸟河组”下部红层发育 , 在宾县凹陷北缘宾县民和乡猴

石山剖面出露4层紫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层和底部紫红色

砾岩层。多数学者认为红层是炎热干燥气候事件的产物[14～18],

具有区域性大面积分布的特征 [19], 尤其是紫红色砾岩层可作

为区域性对比的标志层[20]。该段可与辽宁省昌图县籍家岭剖

面泉头组的沉积特征[21]相对比。

“ 鸟 河 组 ” 所 含 轮 藻 类 化 石 中 的 缚 紧 奇 异 轮 藻

( Atopochara restricta) 发现于泉头组三、四段和姚 家 组 , 鸟 河

钝 头 轮 藻 ( Obtusochara niaoheensis) 发 现 于 泉 头 组 三 段 至 嫩

江组 , 宾县梅球轮藻 ( Maedlerisphaera binxianensis) 发现于青

山口组 , 三 褶 奇 异 轮 藻 ( Atopochara trivolvis) 、松 辽 开 口 轮 藻

( Aclistochara Songliaoensis) 发现于青山口组二段至姚家组一

段 , 白垩似轮藻( Charites cretacea) 发现于嫩江组一段和四方

台组[22];“鸟河组”介形类化石有外凸三角星介( 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 、外 凸 三 角 星 介 友 谊 变 种 ( 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

var. nota) 、肥大狼星介 ( Lycopterocypris valida) 、肾状狼星介

( Lycopterocypris reniformis) 、富 湖 女 星 介 ( Limnocypridea co-

piosa) 、德惠女星介 ( Cypridea dekhoinensis) !, 这 种 组 合 与 青

山口组相似 , 其中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是青山口组一段的

特征化石 , Triangulicypris torsuosus var. nota是青山口组二段

的特征化石 ; 叶肢介化石中的卵形网格叶肢介( Dictyestheria

ovata) 发 现 于 青 山 口 组 中 上 部 , 链 叶 肢 介 ( Halysestheria sp.)

发现于青山口组中上部至嫩江组一段[23]。

经过以上分析 , 笔者认为应将“鸟河组”分解 为 泉 头 组 、

青山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宾县凹陷周缘剖面出露的“鸟河

组”下部相当于泉头组 , 中部相当于青山口组 , 上部相当于姚

家组。宾县凹陷周缘剖面虽未见嫩江组出露 , 笔者推测在凹

陷内部的其他部位应存在嫩江组。

4 结 论

宾县凹陷白垩纪地层层序自 下 而 上 为 下 白 垩 统 板 子 房

组 ( K1b) 、宁 远 村 组 ( K1n) 、淘 淇 河 组 ( K1t) 、泉 头 组 ( K1q) 和 上

白垩统青山口组( K2qn) 、姚家组( K2y) 、嫩江组( K2n) 。根据同

位素年龄和岩性、岩相组合对比 , 板子房组相当于沙河 子 组

上部和营城组下部 ; 宁远村组相当于营城组中上部。根据植

物组合分析 , 淘淇河组相当于营城组顶部、登娄库组和 泉 头

组底部之和 ; 根据生物组合和红层对比 , 将“鸟河组”分解为

泉头组、青山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根据地层对比结果 , 从

泉头组沉积时期开始 , 宾县凹陷与松辽盆地已构成统一的湖

盆 , 发育了相同的地层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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