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蒸发盐等ꎻ王从凤等 ５５ 认为ꎬ产生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的掌鳞

杉科生长于温暖、干旱的环境ꎻ苗淑娟 ５６ 分析认为ꎬ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含量愈高ꎬ其生长的环境愈干旱ꎻ余静贤

等 ５７ 认为ꎬ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的母体生长时需要干热气候ꎮ
一般认为ꎬ土城子组在不同盆地发育的程度不

一ꎬ形成的环境和沉积序列不同ꎬ所含生物化石有

异ꎬ但其共同点是均在干热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红杂

色陆相碎屑岩ꎮ 千家店盆地土城子组整体以红杂

色碎屑岩为主ꎬ但局部有灰绿色和黑色粉砂或泥质

页岩出现ꎮ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的高峰组合加之本文样品

ＴＣＺ(２)－ｂｆ－２ 取自千家店盆地土城子组第二段黑

色页岩层中ꎬ并有大量动植物化石发现 １－２ ꎬ黑色页

岩层的出现表明当时局地处于静水的还原环境ꎮ
由此表明ꎬ在北方整体较干旱或半干旱的气候条件

下ꎬ至少在局地有湖泊气候的存在ꎮ

４　 结　 论

(１)本文详细报道了北京地区土城子组孢粉组

合ꎮ 延庆千家店地区晚侏罗世早期的孢粉组合以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高含量ꎬ少量松柏类的无肋双囊粉ꎬ极少

蕨类植物孢子和无被子植物孢粉为特征ꎮ
(２)根据其孢粉组合特征ꎬ可与陕甘宁盆地安

定组、冀北－辽西土城子组二段或中下部层位产出

孢粉组合对比ꎬ其时代为晚侏罗世早期ꎬ并与盆地

剖面上的测年数据吻合ꎮ
(３)根据本次孢粉组合特征研究ꎬ结合前人研

究成果ꎬ认为研究区高含量的 Ｃｌａｓｓｏｐｏｌｌｉｓ 指示气候

环境为干热气候ꎬ土城子组沉积期内局地会出现相

对潮湿的湖相气候环境ꎮ
致谢:感谢项目组成员的大力支持ꎬ感谢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实验室黎文本老师

对孢粉样品的鉴定ꎬ感谢审稿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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