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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河南省汝阳盆地原划分的古近系始新统“蟒川组”中新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这个动物群主要

以植食性的巨型、大型蜥脚类恐龙为主，兼有鸭嘴龙类及肉食性小型兽脚类、大型肉食龙类为辅的恐龙动物群，经初

步研究确认至少有１０种以上新属种恐龙，还有大量的恐龙蛋壳、龟鳖类、双壳类、植物类等丰富的动植物化石，被称

为“汝阳巨型蜥脚类恐龙动物群”。该动物群代表了我国早白垩世晚期至晚白垩早期的恐龙动物群，其分异程度也

比以前想象的高得多。而轮藻、介形虫和孢粉等微体化石组合特征、地层叠合关系和区域对比等综合分析，更多显

示了汝阳盆地赋存恐龙化石的地层时代为早白垩世中晚期的特征。无疑，汝阳盆地原划分为始新世的“陈宅沟组”、

“蟒川组”应为白垩纪，至于是早白垩世中晚期或是晚白垩世早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确定。

关键词：汝阳；巨型蜥脚类恐龙；动物群；白垩纪

　　河南省汝阳县刘店乡—三屯乡数百平方千米范

围内，出露着一套红色的岩层，以往一直将其时代归

为古近系。当地村民在该红色岩层中采集“龙骨”作

为一味中药已历史悠久，并且作为商品小规模性采

挖也有５０年以上的历史。

１９８９年根据汝阳三屯乡一位长期收购“龙骨”

的曹鸿欣老人的来信，我国恐龙专家董枝明先生委

派他的学生，本文作者之一，吕君昌到实地调查，发

现了一些恐龙的尾椎椎体以及牙齿等零星化石，但

由于种种原因，未作深入研究，消息也不为河南省内

地质部门所知晓。

２００６年初，河南省地质博物馆在实施全省脊椎

动物化石调查发掘项目时，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的专家们一起发现了大面积分布的恐龙化石

群。通过三年多的化石调查、发掘、修复和研究表

明，这是一个以巨型、大型蜥脚类恐龙为主、兼有小

型兽脚类、甲龙类、鸭嘴龙类、大型肉食龙类的丰富

的恐龙动物群，该动物群被命名为汝阳巨型蜥脚类

恐龙动物群（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为研究早白垩世晚

期至晚白垩世早期恐龙动物群的系统演化及古生

态、古环境提供了重要信息，也为该区地层时代确

定、层序划分和构造演化提供了重要信息。在采挖

恐龙化石的同时，在本区新发现了数层介形虫、轮

藻、孢粉及双壳类等化石，为含恐龙地层时代确定提

供了新的证据。

１　地质概况

汝阳县位于河南省中西部，属洛阳市管辖。汝

阳盆地位于汝阳县的南部，大地构造位处华北地台

（一级构造单元）南部边缘华熊台缘坳陷（二级构造

单元）内的渑池—确山陷褶断束区（三级构造单元）

和崤山—鲁山拱褶断束区（三级构造单元）的接触部

位（河南省地质矿产厅?）。

汝阳盆地是由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断裂所控制

的断陷拉分盆地，总体形态似条状弓形。盆地出露

地层自下而上为以火山碎屑岩为主的九店组，以粗

碎屑巨厚层砾岩为主的“陈宅沟组”，以砾岩、砂岩、

泥岩等河湖相交替出现的“蟒川组”（因新的地层组

正在建，下文仍引用原组名，加引号以示区别）、石台

街组。以云梦山———三屯为界，可将盆地划分为东

西两部分。西部受北西向断裂控制，呈北西—南东

向展布，缺失上部地层石台街组；东部受北西向和北



东东向两组断裂的控制，呈南西—北东向展布，缺失

下部地层九店组。１∶２０临汝幅（１９６４年）、１∶５万

汝阳幅、杨楼幅（１９９６年）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均将

九店组地层时代划为早白垩世，将之上的地层时代

均确定为古近纪（河南省地质矿产厅?）。

图１汝阳盆地恐龙化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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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恐龙化石分布与赋存组合特征

２．１　恐龙化石点分布与埋藏学特征

已发现化石点密集分布在汝阳盆地东部的刘店

乡—三屯乡之间约３０ｋｍ２范围内。均赋存于原“蟒

川组”。其下部为一套棕红色粉砂质泥岩夹灰白色

厚层状砾岩，含钙质结核的粉砂质泥岩，上部为巨厚

灰白色砾岩夹棕红色粉砂质泥岩、局部夹薄层泥灰

岩组成的陆相红色陆源碎屑岩沉积物，地层总厚度

大于２１４９．５ｍ（河南省地质矿产厅?）。经过前期工

作，笔者等将汝阳盆地含恐龙化石的“红层”建立白

垩系新的地层组，详情将另文发表。

在汝阳刘店—三屯乡一带，共发现恐龙化石点

１０２处（还有化石点陆续被发现），已规模发掘了２９

处（图１）。化石多赋存在棕红色泥质粉砂岩、砂岩

层或砾岩透镜体中，往往在厚层砾岩之下的１～３ｍ

的泥质粉砂岩层中；在巨厚层砾岩中有时可见到零

星的化石碎块。发掘的化石除郝岭、刘富沟、史家沟

巨龙类个体部分椎体相连外，大多数化石骨骼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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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呈散乱堆积。每个化石点发掘出的化石大部分

为单个个体，也有一些化石点有多个个体、大小混

杂、多层堆积。如史家沟上下有四层化石层，上部两

层是小型兽脚类的后肢骨、椎体等多个个体堆积，下

部为中—大型蜥脚类化石堆积体；盛水沟化石点则

有至少３个巨型—大型蜥脚类化石的股骨、以及肱

骨和部分椎体堆积。其埋藏特征表明，它们都是经

过了水流搬运，在水动力减弱的低凹处堆积埋藏，受

水动力的影响，有分选现象。部分巨龙类部分椎体

相连，表明是其死亡后尚未完全腐烂、由筋腱相连而

整体搬运而至。

２．２　恐龙化石时空组合特征

从目前已发现的恐龙化石来看，在原划定的“蟒

川组”下—中部约５００ｍ厚的地层中，至少有１１个

以上层位有恐龙骨骼化石分布（图２）。从下至上发

现的恐龙及组合为：①大型蜥脚类———汝阳黄河巨

龙（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发现于郝岭；②大型蜥脚

类———史家沟岘山龙（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窃蛋龙

类———刘店洛阳龙（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及似鸟龙类，

发现于史家沟；③正在研究的巨型蜥脚类，发现于花

庙沟；④巨型蜥脚类———巨型汝阳龙（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发现于盛水沟；⑤大型蜥脚类———汝阳黄

河巨龙，发现于刘富沟；⑥中型结节龙类———洛阳中

原龙（徐莉等，２００７），发现于沙坪西沟；⑦中型蜥脚

类，发现于王沟；⑧未命名的鸭嘴龙类，发现于沙坪

西沟；⑨不完整的甲龙类，发现于二郎庙；⑩不完整

的甲龙类，发现于昌村王岭及；⑾不完整的甲龙类，

发现于上东沟南等。其主要组合特点是，中—下部

层位以巨型—大型巨龙形蜥脚类、小型兽脚类恐龙

为主，中—上部为中型巨龙型蜥脚类、结节龙类、鸭

嘴龙类，而甲龙全部发现在上部层位。虽然还有很

多化石没有全部修理出来，古生物地层序列尚不能

完全建立，但自下而上恐龙的属种组合有所不同，其

演化原因在探讨之中。

３　恐龙动物群特征

经对发掘修复出的化石研究确认，汝阳盆地至

少存在１０种以上不同类型的恐龙。植食性的主要

以多数个体巨大、体形粗壮的蜥脚类恐龙为主，个体

中等的以甲龙类、鸭嘴龙类为辅，其次还有肉食性的

窃蛋龙类、似鸟龙类、驰龙类等多属种恐龙，以及大

量的恐龙蛋、龟鳖类、双壳类、植物类等动植物化石，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恐龙动物群 （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

已命名的恐龙有：巨龙型蜥脚类———汝阳黄河

巨龙（犎狌犪狀犵犺犲狋犻狋犪狀狉狌狔犪狀犵犲狀狊犻狊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巨型汝阳龙（犚狌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犵犻犵犪狀狋犲狌狊 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 中 型 蜥 脚 类 史 家 沟 岘 山 龙

（犡犻犪狀狊犺犪狀狅狊犪狌狉狌狊 狊犺犻犼犻犪犵狅狌犲狀狊犻狊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ａ）， 结 节 龙 类———洛 阳 中 原 龙

（犣犺狅狀犵狔狌犪狀狊犪狌狉狌狊犾狌狅狔犪狀犵犲狀狊犻狊徐莉等，２００７），窃

蛋龙类———刘店洛阳龙（犔狌狅狔犪狀犵犵犻犪犾犻狌犱犻犪狀犲狀狊犻狊

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共５种恐龙。

３．１　汝阳黄河巨龙

汝阳黄河巨龙是本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恐龙骨骼

化石，属于大型蜥脚类恐龙。从一根保存完整，长达

２．９３ｍ的背肋来看，是目前已知体腔最大的蜥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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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它有别于刘家峡黄河巨龙。总的特征为前部

尾椎椎体具有低矮的、蘑菇状的神经棘，神经棘末端

的后表面具有大而深、圆形的棘后凹陷，神经弓低矮

且具有小的神经管道。而其前部尾椎的横向扩展形

成平台状的荐椎神经棘末端说明，汝阳黄河巨龙可

能是一身体披甲的蜥脚类恐龙，在后期发掘中也发

现了不完整的甲片。据这些特征，在蜥脚类恐龙中

建立一新的分类单元：黄河巨龙科（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

３．２　巨型汝阳龙

巨型汝阳龙为巨型蜥脚类恐龙，属于巨龙型类

安第斯龙科（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其背椎具有神经

棘低、缺少椎前关节突隔板等特征，其单个背椎椎体

直径达６０ｃｍ，比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恐龙———阿根廷

龙还大９ｃｍ。胫骨长１２７ｃｍ，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

粗壮、质量最大的恐龙之一。

３．３　史家沟岘山龙

史家沟岘山龙属于中型蜥脚类恐龙，由于化石

材料暂时归入新蜥脚类，其详细分类位置有待于化

石材料全部修理出之后才能确定 （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ａ）。

３．４　洛阳中原龙

洛阳中原龙属于结节龙类甲龙。是我国目前唯一发

现的、有确凿证据的结节龙类恐龙，为研究甲龙类的

系统分类和演化、迁徙、古地理分布及古环境提供重

要信息 （徐莉等２００７）。

３．５　刘店洛阳龙

刘店洛阳龙为进步窃蛋龙类，与其他窃蛋龙类

相比，以其下颌的吻端部分没有下翻，下颌缝合部Ｕ

形，坐骨主干向后部稍微凹陷以及主干的前边缘明

显地转移到坐骨闭孔突的前边缘为特征 （Ｌ̈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ａ）。

此外，初步鉴定出的化石有中型蜥脚类、似鸟龙

类、弛龙类、鸭嘴龙类、甲龙类、白鲨齿龙类等不同属

种的恐龙化石，正在研究当中。

汝阳黄河巨龙、巨型汝阳龙、史家沟岘山龙等大

量不同属种的巨龙型蜥脚类的发现，显示在早白垩

世晚期至晚白垩世早期，蜥脚类恐龙构成一个较丰

富的类群，分异程度也要比以前想象的高得多。

４　时代讨论

汝阳盆地大规模恐龙化石的发现，促使要对盆

地的地层序列、时代归属、地质构造演化作重新认

识。本文仅对时代进行讨论。

４．１　九店组地层时代及与上部地层接触关系

汝阳盆地是一个山间断陷盆地，以往对该区进

行过１∶２０万、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本世纪初针

对找煤在盆地西部做过煤炭勘查。１∶５万杨楼幅

填图时，采集九店组底部晶屑凝灰岩中黑云母作Ｋ

Ａｒ同位素测年，测定年龄为１０７Ｍａ（河南省地质矿

产厅?），为早白垩世晚期。“陈宅沟组”为一套巨厚

砾岩，与下伏九店组有明显的平行不整合间断，认为

两者为不整合接触关系。上覆地层因没有化石证

据，根据沉积特征，划为了古近系陈宅沟组、蟒川组

和石台街组。

２００７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江小均等在九

店组采集了３组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测年样品，结

果显示九店组一段的年龄为１３３±１Ｍａ，九店组二

段中部的年龄值为１３０±２Ｍａ，九店组二段顶部的

年龄值为１３０±１Ｍａ（江小均等，２０１０），这一组年龄

数据表明了九店组的时代应为早白垩世中期的欧特

里夫期，而不是以前认为的早白垩世阿尔布期。

上覆原“陈宅沟组”—九店组的接触关系，除以

往区调工作认为是不整合接触关系外，目前仍有其

他两种不同认识。江小均、柳永清等认为，二者接触

界限上、下地层产状一致，九店组顶部为滨浅湖环

境，“陈宅沟组”底部不具有底砾岩，而是冲积扇三角

洲前缘辫状侧向堆积的河道砾岩夹砂岩透镜体。它

们之间普遍可见的冲刷侵蚀面是在陆相沉积中常见

的一种关系，在原“蟒川组”、石台街组中也非常普

遍，二者应为整合接触关系，认为原“蟒川组”时代应

为早白垩世晚期（江小均等，２０１０）。笔者等观察到，

原“陈宅沟组”底部砾岩中含有很多九店组沉凝灰岩

砾石，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冲刷面，可见存在一定的沉

积间断，在一些地方又为连续沉积，二者应为微角度

不整合—平行整合接触关系，沉积间断时间相对较

小。这与九店组主体是火山碎屑沉积的环境有关。

关于原“蟒川组”—“陈宅沟组”的关系，以往区

调工作均认为是整合接触，而（江小均等，２０１０）根

据在刘店一带观察到的“蟒川组”不整合在寒武系之

上的地质现象，认为原“蟒川组”—“陈宅沟组”为超

覆不整合关系。经笔者等野外追索发现，刘店一带

不整合在寒武系之上的地层为原“蟒川组”的上部层

位，属于盆缘地理超覆不整合关系。故认为原“蟒川

组”与“陈宅沟组”应为整合接触关系。

４．２　赋存恐龙化石的地层时代讨论

４．２．１　恐龙化石依据

汝阳刘店乡郝岭、史家沟发现了几枚肉食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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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经研究发现其与非洲的早白垩世晚期阿普特

期—晚白垩世早期赛诺曼期地层中的白鲨齿龙

（Ｈｏ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的类似（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在

史家沟化石坑发现的棘龙类牙齿与在埃及晚白垩世

早期 赛 诺 曼 期 沉 积 中 埃 及 棘 龙 （犛狆犻狀狅狊犪狌狉狌狊

犪犲犵狔狆狋犻犪犮狌狊）（Ｈｏｌ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类似（Ｌ̈ｕ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ａ）。汝阳黄河巨龙与产于甘肃兰州盆地下白垩

统河口群的刘家峡黄河巨龙（尤海鲁等，２００６）类似。

巨 型 蜥 脚 类 的 巨 型 汝 阳 龙 （犚狌狔犪狀犵狅狊犪狌狉狌狊

犵犻犵犪狀狋犲狌狊）（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与发现于阿根廷的

阿根廷龙（犃狉犵犲狀狋犻狀狅狊犪狌狉狌狊）（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ａｎｄＣｏｒｉａ，

１９９３）相似，其动物群组合面貌与该动物群组合相似

（Ｌ̈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而阿根廷该恐龙动物群是晚白

垩世早期赛诺曼期到土仑期。

因此，从恐龙动物群组合特点看，其时代应为早

白垩世晚期阿普特期—晚白垩世早期土仑期。

４．２．２　轮藻化石依据

笔者等在“蟒川组”下部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和靠

近恐龙化石层位附近的紫红色粉砂质泥岩中采集了

大量的微体化石样品，经分析鉴定，获得了一些轮

藻、孢粉和介形虫样品。在曹家村１０２Ｈ７、１０２Ｈ

８、１０３Ｈ１４，狼洞沟１１３Ｈ１，土桥西沟１１５Ｈ１，

曹家村南沟９１００孢２、９１００孢３，下刘富沟９２０３

Ｈ１，共 八 个 样 品 中 见 轮 藻 化 石。 主 要 有：

犆犾狔狆犲犪狋狅狉 狕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 Ｗａｎｇ ｅｔ Ｌｕ，

犉犾犪犫犲犾犾狅犮犺犪狉犪ｓｐ．，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狊狋犻狆犻狋犪狋犪（Ｓ．Ｗａｎｇ

Ｗａｎｇ，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狊狔犿犿犲狋狉犻犮犪（Ｐｅｃｋ）Ｌ．Ｇｒａｍｂａｓｔ，

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狓狌犪狀狕犻犲狀狊犻狊 Ｙａｎｇ，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狏狅犾狌狋犪

（Ｐｅｃｋ）Ｌ．Ｇｒａｍｂａｓｔ，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犾犪狋犻狅狏犪狋犪 Ｚｏｕ，

犗犫狋狌狊狅犮犺犪狉犪 ｓｐ．，犃犾犻狊狋狅犮犺犪狉犪 狑犪狀犵犻 Ｙａｎｇ，

犃犾犻狊狋狅犮犺犪狉犪 狆狅犮狌犾犻犳狅狉犿犻狊 Ｙａｎｇ， 犆犾狔狆犲犪狋狅狉

犼犻狌狇狌犪狀犲狀狊犻狊 ＷａｎｇｅｔＬｕ，犃犮犾犻狊狋狅犮犺犪狉犪犿狌狀犱狌犾犪

Ｐｅｃｋ，犃犮犾犻狊狋狅犮犺犪狉犪犺狌犻犺狌犻犫犪狅犱犲狀狊犻狊Ｓ．Ｗａｎｇ等。

棒轮藻科的犆犾狔狆犲犪狋狅狉的历程很短，在亚洲、欧

洲 及 北 美 洲 仅 限 于 早 白 垩 世，犆犾狔狆犲犪狋狅狉

狕狅狀犵犼犻犪狀犵犲狀狊犻狊是我国早白垩世早、中期的重要化

石，犆犾狔狆犲犪狋狅狉犼犻狌狇狌犪狀犲狀狊犻狊（图３ａ）是Ｂａｒｒｅｍｉａｎ期

的重要化石分子，在国外曾报道于法国北部、西班牙

北部、罗马尼亚、葡萄牙Ｂａｒｒｅｍｉａｎ；在国内，曾见于

新疆准噶尔盆地吐谷鲁群胜金口组至连木沁组、甘

肃酒泉盆地下沟组和中沟组、内蒙古固阳组和李三

沟组、江西信江盆地周家店组、陕西商县凤家山组

等。在 １０２Ｈ７、１０２Ｈ８、９１００孢２ 中 均 见 的

犉犾犪犫犲犾犾狅犮犺犪狉犪（图３ｂ）是个全球性分布的属，其时代

始于早白垩世巴雷姆期的早期，繁盛于巴雷姆期至

阿普特中期，绝灭于阿普特晚期。九个样品中均见

到轮藻科的 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狊狋犻狆犻狋犪狋犪（图３ｃ），在我国早

白垩世中期地层中常见，如：甘肃酒泉盆地下沟组和

赤金堡组、安徽歙县岩塘组、内蒙古固阳组、河南西

谭楼组、河北丘城组、甘肃兰州河口组、河北丰宁九

佛堂组、湖南衡阳东井组；犃犮犾犻狊狋狅犮犺犪狉犪犿狌狀犱狌犾犪最

早发现于美国洛基山区阿普特期和阿尔布期，在国

内广泛分布于早白垩世中晚期地层中。

从轮藻化石组合分析看，其基本上反映了早白

垩世中晚期的特征。

４．２．３　介形虫化石依据

在“蟒川组”中—下部的曹家村１０２Ｈ７、１０２

Ｈ１４、１０３Ｈ１６，狼洞沟１１３Ｈ１，土桥西沟１１５Ｈ

１，曹家村南沟９１００孢３，下刘富沟９２０３Ｈ１，花庙

沟剖面１０５Ｈ１八个样品中见到介形虫化石。主要

种 属 有： 犣犻狕犻狆犺狅犮狔狆狉犻狊 犮狅狊狋犪狋犪 Ｇａｌｅｅｖａ，

犣犻狕犻狆犺狅犮狔狆狉犻狊ｓｐ．，犆狔狆狉犻犱犲犪狌狀犻犮狅狊狋犪狋犪 Ｇａｌｅｅｖａ，

犆狔狆狉犻犱犲犪犮狅狀犮犻狀犪 Ｈｏｕ，犆狔狆狉犻犱犲犪ｓｐ．，犆犪狀犱狅狀犪

狊犺犪狀犵狊犺狌犻犲狀狊犻狊Ｓ．Ｚｈａｎｇ，犆犪狀犱狅狀犪犪狌狉犻狋犪 Ｈｏｕ，

犆犪狀犱狅狀犪 ｓｐ．， 犆犪狀犱狅狀犻犲犾犾犪 ｓｐ．， 犇犪狉狑犻狀狌犾犪

犾犲犵狌犿犻狀犲犾犾犪（Ｆｏｒｂｅｓ，１８５５），犇犪狉狑犻狀狌犾犪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犪

Ｍａｎｄｅｌｓｔａｍ，犈狌犮狔狆狉犻狊 犻狀犳犪狀狋犻犾犻狊 Ｌ̈ｕｂｉｍｏｖａ，

犈狌犮狔狆狉犻狊犱犲犫犻犾犻狊Ｌ̈ｕｂｉｍｏｖａ。

犣犻狕犻狆犺狅犮狔狆狉犻狊广见于中国的白垩系，迄今未见

有产于新生代地层的报道。犣犻狕犻狆犺狅犮狔狆狉犻狊犮狅狊狋犪狋犪

（图３ｄ）在我国南北方的上、下白垩统都常见，如：辽

宁义县九佛堂组、甘肃兰州河口组、北京丰台组、山

西左云组、河北西瓜园组等早白垩世地层和吉林白

城嫩江组、吉林双辽四方台—明水组、湖北跑马岗组

等晚白垩世地层。犆狔狆狉犻犱犲犪狌狀犻犮狅狊狋犪狋犪（图３ｅ）多见

于下白垩统，如：新疆准噶尔盆地吐谷鲁群、北京丰

台组、河北九佛堂组、辽宁沙海组、内蒙古固阳组、河

南周口商水组、河南确山西谭楼组等，但在松辽盆地

上白垩统青山口组—嫩江组也有大量产出。犆．

犮狅狀犮犻狀犪曾见于甘肃玉门赤金堡组、北京丰台组、内

蒙古固阳组和新疆吐谷鲁群等早白垩世地层。

犆犪狀犱狅狀犪狊犺犪狀犵狊犺狌犻犲狀狊犻狊、犆．犪狌狉犻狋犪见于河南周口

下白垩统商水组，后者还见于湖北跑马岗组。

犇犪狉狑犻狀狌犾犪犾犲犵狌犿犻狀犲犾犾犪常见于西欧上侏罗统至下

白垩统，在我国曾见于云南下白垩统普昌河组、河北

大北沟组、浙江寿昌组、馆头组、山东蒙阴西洼组以

及安徽嘉山上侏罗统。犇．犮狅狀狋狉犪犮狋犪在我国的白垩

系分布十分广泛，如：云南普昌河组、安徽下白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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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汝阳盆地原“蟒川组”轮藻（ａ～ｃ）、介形虫（ｄ、ｅ）和双壳（ｆ）化石

Ｆｉｇ．３Ｔｈｅｆｏｓｓｉｌｓｏｆ轮藻（ａ～ｃ）、介形虫（ｄ、ｅ）和双壳（ｆ）ｉ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ｕｙａｎｇＢａｓｉｎ

（ａ）酒泉盾轮藻；（ｂ）扇轮藻未定种；（ｃ）具柄中生轮藻；（ｄ）肋纹枣星介；（ｅ）单肋女星介；（ｆ）青山中村蚌

（ａ）犆犾狔狆犲犪狋狅狉犼犻狌狇狌犪狀犲狀狊犻狊Ｚ．ＷａｎｇｅｔＨ．Ｎ．Ｌｕ．；（ｂ）犉犾犪犫犲犾犾狅犮犺犪狉犪ｓｐ．；（ｃ）犕犲狊狅犮犺犪狉犪狊狋犻狆犻狋犪狋犪Ｓ．Ｗａｎｇ，Ｚ．Ｗａｎｇ；

（ｄ）犣犻狕犻狆犺狅犮狔狆狉犻狊犮狅狊狋犪狋犪Ｇａｌｅｅｖａ；（ｅ）犆狔狆狉犻犱犲犪狌狀犻犮狅狊狋犪狋犪Ｇａｌｅｅｖａ；（ｆ）犖犪犽犪犿狌狉犪狀犪犻犪犮犺犻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Ｇｒａｂａｕ），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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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渡组、辽宁阜新组、河北临城组、河南商水组、四

川蓬莱镇组、广东上白垩统南雄组等。犈狌犮狔狆狉犻狊

犻狀犳犪狀狋犻犾犻狊亦广见于我国的下白垩统，如：内蒙古苏

尼特右旗的查干里门诺尔组、固阳组、河北滦平大北

沟组、甘肃河口组、山西左云组、甘肃新民堡群、辽宁

义县组、九佛堂组、北京丰台组、河北丘城组等。犈．

犱犲犫犻犾犻狊见于内蒙古查干里门诺尔组、固阳组、甘肃

新民堡群、辽宁九佛堂组等。犈．狊犻狀狌狅犾犪狋犪曾见于

辽宁九佛堂组。

介形虫化石多数分子是早白垩世常见分子的组

合特征。

４．２．４　孢粉化石依据

在汝阳县三屯曹家村１０２Ｈ８、花庙沟１０５Ｈ

４、庙岭１１１Ｈ５、太山庙１０７Ｈ２、曹家村南沟９１００

孢１、９１００孢２化石点、李疙瘩村 Ｈ６００５１点等地

剖面或点上所采的样品中，见到数量不等的孢粉化

石，其中，编号１０２Ｈ８、１１５Ｈ４、、９１００孢１、９１００

孢２样品化石数量达到统计要求，这些样品中化石

类型、优势分子相同，时代相近。化石组合均都为蕨

类植物、裸子植物分子，基本以蕨类植物占主体，只

有９１００孢１、９１００孢２中裸子植物占优势。未见

被子植物分子。

见 到 的 主 要 属 种 有：蕨 类 植 物 孢 子 以

犎狊狌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犆犻犮犪狋狉犻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犇犲狀狊狅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为

优势分子，见犎狊狌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ｐ．、犎．犾犻犪狅狀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犎．狉狌犵犪狋狌狊、犆犻犮犪狋狉犻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ｓｐｐ．、犆．ｃｆ．

犱犪犺狌犻犮犺犪狀犵犲狀狊犻狊、犆．犿犻狀狅狉、犇犲狀狊狅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ｓｐｐ．等；

裸 子 植 物 中 以 犆犾犪狊狊狅狆狅犾犾犻狊 花 粉 占 优 势，见

犆犾犪狊狊狅狆狅犾犾犻狊ｓｐｐ、犆．犵狉犪狀狌犾犪狋狌狊、犆．狆犪狉狏狌狊、犆．

犪狀狀狌犾犪狋狌狊。犘狊狅狆犺狅狊狆犺犪犲狉犪有一定含量；松柏类双

气囊花粉仅见犘犻犮犲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未见气囊分化不完

善的古老松柏类花粉；单沟花粉见犆狔犮犪犱狅狆犻狋犲狊、

犆犺犪狊犿犪狋狅狊狆狅狉犻狋犲狊，但含量较低。

上述孢粉组合最具时代意义的是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科孢子和裸子植物花粉的犆犾犪狊狊狅狆狅犾犾犻狊。国内外资

料表明，早白垩世是犔狔犵狅犱犻犪犮犲犪犲科孢子大量繁盛

的时期，又以犆犻犮犪狋狉犻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最为关键，它的出

现与否及多寡涉及侏罗纪、白垩纪的划分问题，大多

数孢粉工作者把这一化石属作为白垩纪的标准化

石，它的出现是划分侏罗纪、白垩纪地层的重要依据

之一。从国内已发表的晚侏罗世孢粉组合尚未见到

犆犻犮犪狋狉犻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如甘肃民和盆地大通河组（余静

贤，１９８２）、辽宁北票土城子组下段（蒲荣干、吴洪章，

１９８２）；早白垩世最早期该属化石是很少的，到凡兰

呤期才开始增多，欧特里夫─阿普第期大量繁盛；在

松辽盆地早白垩世沙河子组─晚白垩世青山口组一

段有较高含量。犎狊狌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犑犻犪狅犺犲狆狅犾犾犻狊是中国

北 方 早 白 垩 世 特 征 分 子，犆犻犮犪狋狉犻犮狅狊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犆犾犪狊狊狅狆狅犾犾犻狊在国内早白垩世地层中广为分布。在

曹家村剖面可见早白垩世重要化石 犎狊狌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

犛犮犺犻狕犪犲狅犻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犆犪犾犾犻犪犾犪狊狆狅狉犻狋犲狊、犑犻犪狅犺犲狆狅犾犾犻狊等

（河南油田）。

因此，从孢粉组合上看，其地质时代更倾向于早

白垩世中晚期。

４．２．５　双壳化石依据

笔者等在刘富沟、郝岭“蟒川组中部”采集到了

双壳化石。经鉴定刘富沟Ｌ１样品中见１个较完整

个体，为青山中村蚌犖犪犽犪犿狌狉犪狀犪犻犪犮犺犻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

Ｇｒａｂａｕ。郝岭Ｈ１样品中见４个完整个体标本，均

为青 山 中 村 蚌 （亲 近 种）犖犪犽犪犿狌狉犪狀犪犻犪 ａｆｆ．

犮犺犻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Ｇｒａｂａｕ。郝岭Ｈ２样品见５个较完

整 个 体，见 有 青 山 中 村 蚌 犖犪犽犪犿狌狉犪狀犪犻犪

犮犺犻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Ｇｒａｂａｕ（图３ｆ），青山中村蚌（亲近

种）犖犪犽犪犿狌狉犪狀犪犻犪ａｆｆ．犮犺犻狀犵狊犺犪狀犲狀狊犻狊Ｇｒａｂａｕ，近

圆中村蚌 犖犪犽犪犿狌狉犪狀犪犻犪狊狌犫狉狅狋狌狀犱犪 ＧｕｅｔＭａ。

时代建议为早白垩世，相当于辽西义县组—九佛堂

组、山东青山组层位。

４．２．６　讨论

从恐龙化石所赋存的地层中所采集、鉴定的轮

藻、介形和孢粉微体化石的组合看，其恐龙所生存的

时代应为早白垩世中晚期的巴雷姆期－阿尔布期之

间；从恐龙组合特征看，其时代应为早白垩世晚期的

阿普特期－晚白垩世早期土仑期之间。结合九店组

为早白垩世中期的欧特里夫期（１３０Ｍａ），其上还有

厚约５００多米的巨厚层砾岩，含恐龙化石这套地层

时代应为早白垩世阿普特期到晚白垩世土伦期间。

５　结论

（１）汝阳盆地化石发掘、修复结果表明，恐龙化

石大多经过水流搬运，多数散落零星，多数散落零

星，只有少数巨龙型蜥脚类恐龙部分相连。在地层

中自下而上的恐龙组合不同，其中下部以大型—巨

型巨龙型蜥脚类、小型兽脚类恐龙为主，中—上部为

中型巨龙型蜥脚类、结节龙类、鸭嘴龙类为主，而上

部全部为甲龙类。形成这种组合演化的原因尚在讨

论中。

（２）汝阳巨型蜥脚类恐龙动物群，是以巨龙型蜥

脚类恐龙为主，还有大量的甲龙（结节龙）类、小型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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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类、鸭嘴龙类、大型肉食龙类（白鲨齿龙类）等１０

余种不同属种的恐龙组合。表明巨型蜥脚类恐龙为

主的动物群是一个较丰富的类群，分异程度也要比

以前想象的高得多。

（３）从恐龙化石组合特征、无脊椎动物化石鉴定

结果及地层接触关系上初步判定，汝阳盆地新发现

的恐龙化石所赋存的地层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到晚

白垩世早期，阿普特期—土仑期之间。

致谢：本文双壳类化石由中国地质大学刘本培

先生鉴定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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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ｉａｎｆａｕｎａ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ｓｉ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ｃｒｏｆｏｓｓｉ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ｈａｒｏｐｈｙｔａ，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ｓａｎｄｓ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ｐｏｌｌｅｎｓ，ｓｔｒａｔｕ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ｙ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ｔｏ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ｍｉｄ—ｌａｔ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Ｅｏｃｅｎｅ“Ｃｈｅｎｚｈａｉｇ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ｙ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ｌｏｎｇｔｏ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ｔ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ｍｉｄ—ｌａｔｅＥａｒｌｙ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ｏｒｅａｒｌｙ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ｉｇａｎｔｉｃｓａｕｒｏｐｏｄｓ；ｆａｕｎａ；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ｕｙａｎｇ，Ｈｅｎａｎ

８６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