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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南省地处中国大陆东部腹地，中国中央造山带的中部，是中国南北之间地质、地理、生物和气
候的天然分界或过渡带，也是中国南北板块的拼合带和重要的矿产成矿带。
由于大地构造位置的得天独厚和南、北板块碰撞带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历史，使其在167000km2的版
图内，分布着华北和华南板块上皆有的、未有的，以及在特定地质构造演化阶段和环境中生成的过渡
性地层古生物地质遗迹资源，地层自老至新出露齐全，古生物化石颇为丰富，因此成为研究中国大陆
地壳演化和生物演化的理想场所，是国内外地质学家研究地层古生物的重要地区之一，研究成果极为
丰硕。
河南是著名的地层古生物资源大省。
　　经过多部门几代人几十年的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已发现各类古生物化石产地8 000余处（点），以
河南省区域性地名命名的各类古生物属种模式标本有500多种，各个门类的古生物化石在河南几乎都有
发现，有些古生物属种为国内稀有、世界罕见，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部分属种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和开发利用价值。
　　河南最早的古生物化石是发现于登封地区古元古界嵩山群五指岭组中的叠层石和微古植物化石，
距今20亿年左右。
在中元古界的汝阳群、五佛山群和新元古界官道口群、栾川群中，叠层石和微古植物化石更加丰富且
类型多样。
　　河南最早的无脊椎动物化石是发现于叶县杨寺庄寒武系底部辛集组的小壳动物化石，时代虽略晚
于云南梅树村期（阶）的梅树村小壳动物化石群，但在国内外仍具有重要影响，被命名为杨寺庄动物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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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省地层古生物研究》丛书是河南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下达的两权价款地质环境类项目——“
河南省古生物地质遗迹调查评价”的部分成果。
项目由河南省地质博物馆立项并承担完成。
全书分七册。
第一分册：前寒武纪；第二分册：古生代（豫西南地区）；第三分册：早古生代（华北型）；第四分
册：晚古生代（华北型）；第五分册：中生代；第六分册：新生代（前第四纪）；第七分册：地质环
境变迁。
该书是一部合500万字的地层古生物专著。
    河南省前寒武纪地层发育，古生物化石资源相对丰富。
本分册第一篇为项目综合研究成果，全面汇集、整理了河南省及邻近地区前寒武纪叠层石、微古植物
和遗迹化石名单，赋存的岩石地层单位（组）。
对河南省元古界发育的多条平行不整合界线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划分为A、B两类。
指出A类界面是弧一陆碰撞引发的构造运动在陆架盆地中的沉积记录，与角度不整合界面一样都可以
作为构造层的分界面。
以构造层划分研究为基础，结合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成果，参考古生物化石资料，提出了河南省及邻近
地区前寒武纪地层划分对比方案。
第二篇、第三篇为论文选辑和文献目录，收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河南省前寒武纪地层古生物研究
方面的部分论文和几乎全部的论文、论著文献目录。
    本书系统地总结和汇总了几十年来有关河南省及邻近地区地层古生物和地质环境变迁研究成果，内
容翔实，其论点论据反映了现今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本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工具书。
可供从事基础地质、勘查找矿、地质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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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古代晚期微体生物群——一个早期生命的新窗口    河南鲁山汝阳群云梦山组遗迹化石  第三篇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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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基岩区岩石地层　　岩石是一切地层研究工作的载体，是做好区域地质工作最重要的前提。
岩石地层单位建立需要：研究单一岩层岩石的结构构造、粒序变化特征、颜色变化特征、层面特征、
层理变化、结构面类型等的纵、横向变化规律，或者两种或两种以上岩石的结构构造、粒序变化、颜
色变化、层理变化、层面特征和结构面类型的组合规律，使得这一组合对上、下岩层有明显的区别并
且区域上可以追索而较稳定，再者，明显的标志层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内容。
基于上述，本书编著者抱着对岩石地层的研究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详尽准确地对岩层进行分类描
述，对上、下地层界面指出明确的标志。
对前人已建立的地层单位首先要尊重，全面看待，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再客观地概述出新意见。
　　河南省古近系、新近系（基岩出露区）可划分为豫西地层分区和豫西南地层分区，两个地层分区
，共划出10个沉积盆地，37个组级地层单位（尚有2个待建）。
现分别按盆地介绍。
　　1.1 豫西北地层分区　　1.1.1 汤阴盆地　　汤阴盆地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以东地区。
它主要出露在安阳、鹤壁、汤阴、新乡境内，沿京广路铁路呈条带状分布。
盆地内新生代地层主要发育的是新近纪地层。
　　虽然早在1935年王钰等已对本区新生代地层进行过研究工作，但以后近20年内无地质工作者涉足
该盆地内新生代地层。
自50年代末期先后有石油系统、地矿系统许多生产和科研单位进行过区域地质填图或科研专题研究，
曾在新近系的层序划分和时代归属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资料，提出了宝贵意见。
目前的地层系统正是对前人工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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