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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地区白垩系较发育，仅“淮安组”（包括部分浦口组）最大沉积厚度可达6000m以上。钻遇
的中生界中油气显示活跃，迄今有70余口的钻井中见油气显示，主要在白垩系，尤以“浦口组”、“
淮安组”较多。“淮安组”中的暗色泥岩厚达1500m，是有希望的生烃源，又有丰富的盐矿资源。晚
白垩世晚期的泰州组更是储油层之一。世界上分布于白垩系的大油气田十分丰富，其储量可占大油气
田总储量的近1／3，且90％以上的大油气田的油、气的生成、运移和聚集的时间在白垩纪和古近纪、
新近纪。我国松辽盆地的大庆油田是我国主力产油气基地就是例证。这些均与白垩纪气候温暖、海浸
范围较广、板块活动强烈、生物死亡和演化较频繁，导致有机质丰度较高有关。同时白垩纪的三期缺
氧事件，使有机质得于保存，成为油气源的物质基础。从油气普查勘探和盐矿等综合找矿看，对江苏
地区的白垩系应有足够的重视。　　江苏地区的白垩系主要发育于盆地内，地表出露十分零星。地层
的发育、后期地壳运动的改造和在盆地中对揭露深部地层能力的限控，至目前，上白垩统主要见于苏
北盆地；下白垩统主要见于苏南句容盆地。苏北盆地面积3500km2，是苏北一南黄海盆地的陆上部分
，是中新生代陆相盆地。句容盆地面积1500km2，是位于苏南隆起上的陆相中生代残留盆地。　　江
苏地区白垩系虽发育，但由于陆相地层沉积相变化较大，沉积岩与火山喷发岩的同期异相或交替出现
，甚至不同坳陷因构造间隔而沉积自成体系，这些均导致了本区地层对比或与外区地层对比的困难。
盆地边缘或隆起地区地层出露范围的窄小和零星，所含化石的稀少，对地层的全面认识和对比更是雪
上加霜。　　笔者在近30年的生产实践中，亲自或参与鉴定了约12。口钻井和若干露头剖面近2t）00
块（包）的白垩系样品，在逐年对白垩系的龙王山组、云合山组、大王山组、葛村组、浦口组、赤山
组或“淮安组”、泰州组等井下系统剖面样品的孢粉组合等的研究中，渐渐积累和完善了江苏地区白
垩纪各期的孢粉资料。　　本书简要叙述了江苏地区白垩系的建组史、各组段的岩性特征及地质概况
，论述了我国早、晚白垩世的微植物地理区及本区在世界微植物地理区中的属性。在已产有较多或丰
富的孢粉化石的约1200块（包）样品的基础上，精选系统产出孢粉化石的具有代表性的若干钻井剖面
为主体，进行近距离的孢粉组合和地层对比，结合其他一些样品或地面露头样品，综合成了白垩纪各
时期的孢粉组合带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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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苏白垩系及其被子植物花粉和演化(精)》主要内容包括：作者经近30年的潜心生产、研究、资料
积累，建立了白垩系自下而上的系统有序的20组孢粉组合带和1组丹尼期孢粉组合带。以此为基础，探
讨了江苏地区白垩纪被子植物花粉的演化阶段和演化规律，论证、补充和完善了江苏地区白垩系各组
段的序列。从第一手资料积累的长期性、系统岩芯孢粉分析资料的可靠性而言，这是一部该领域的“
绝版”性专著。著作中第一手资料丰富，内容新颖独特，并兼有鉴定孢粉化石“工具书”的性质，对
于石油地质、煤炭地质等地质生产单位以及与地质、孢粉学领域有关的科研、教育、生产应用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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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山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7年退休
。1937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乌镇，1962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在地质矿产部第六普查勘探
大队从事钻井地质和石油地质研究。1969年开始从事孢粉学研究。连同本著作，单独或合作发表专著
、论文达300多万字，共37篇（本）。合作专著《江苏地区白垩一第三纪孢粉组合》和《中国孢粉》（
第一卷，晚白垩世和第三纪孢粉）分别被国内孢粉界公认为是我国孢粉学发展时期和成熟时期的代表
作之一。　　单独或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1篇，论文集有《古孢粉学研究和应用》，专著有《拟千屈
莱粉类（化石）及其演化》和《孢粉地质学》，连同本著作创建新属18属，新种260多种。多篇论文被
俄罗斯莫斯科全俄科技情报研究所和美国杜尔萨大学等有关杂志转载，有3篇论文摘要发表于第5届和
第7届国际孢粉会议论文摘要集。　　在近30年的生产实践、研究中，将孢粉学与地质学紧密结合，应
用孢粉学解决地质构造方面的宏观地质研究作了些奠基工作。撰写了《应用孢粉资料探讨苏北白垩一
第三纪地壳运动》、《双气囊花粉与三垛运动》、《孢粉学与地壳运动及实例分析》和《正常孢粉颜
色指数与埋深的关系及其在地质构造中的应用》等论文。依据国内外孢粉学的有关资料及本人的生产
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综合研究和总结，编写了《孢粉地质学》，这是孢粉学与地质学边缘科学的首部
专著，是以研究微观的孢粉等微古植物化石，来探讨、研究宏观的地质现象、地质作用和有关矿产等
与地质学有关內容的专著。　　在孢粉结构功能和演化方面的研究也有较高的造诣和独特的见解，代
表作有《刺参粉和江汉粉的结构功能和演化》、《风媒向虫媒演化的刺参粉》和《拟千屈菜粉类（化
石）及其演化》。后者被美国同行称为杰出的单型花粉著作，对演化作了高标准的解释。　　1979年
中国孢粉学会成立至2000年，被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孢粉学会理事，是国际孢粉学会、中国古生
物学会、中国石油学会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员。个人业绩被收编于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知识界国
际名人录》（1995－1996）和国内的《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中国世纪专家》（第四卷）
、《中国专家大辞典》（5）等10多种名人、专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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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江苏地区孢粉学研究简史和地质概况第一节 研究区位置和材料、方法第二节 江苏地区孢粉学
研究简史第三节 白垩系划分及分阶年龄值第四节 地层建组简史第五节 地层岩性简述第六节 构造概况
第二章 早白垩世孢粉组合带序列及时代归属第一节 第1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苏铁粉－希指蕨孢组
合第二节 第2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松科－原始松粉组合第三节 第3孢粉组合带，松科－原始松粉－
克拉梭粉组合第四节 第4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苏铁粉－隐孔粉组合第五节 第5孢粉组合带，克拉梭
粉－隐孔粉－棒面粉组合+第六节 第6孢粉组合带，无突肋纹孢－克拉梭粉－星粉组合第七节 第7孢粉
组合带，克拉梭粉－无突肋纹孢－晚三沟粉组合第八节 第8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隐孔粉－早三孔
沟粉组合第九节 第9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希指蕨孢－晚三孔沟粉组合第十节 第10孢粉组合带，克
拉梭粉－锡林粉－晚三孔沟粉组合第三章 晚白垩世孢粉组合带序列及时代归属第一节 孢粉化石产地
和资料来源第二节 第11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希指蕨孢－紫树粉组合第三节 第12孢粉组合带，希指
蕨孢－克拉梭粉－英吉莎粉组合第四节 第13孢粉组合带，希指蕨孢－克拉梭粉－克氏粉组合第五节 
第14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希指蕨孢－泉头粉组合第六节 第15孢粉组合带，克拉梭粉－希指蕨孢－
拟千屈菜粉类组合第七节 第16孢粉组合带，希指蕨孢－克拉梭粉－北方粉组合第八节 第17孢粉组合带
，希指蕨孢－刺参粉－棒瘤四沟粉组合第九节 第18孢粉组合带，皱体双囊粉－隐孔粉－榆粉组合第十
节 第19孢粉组合带，榆粉－鹰粉类－坚固粉组合第十一节 第20孢粉组合带，榆粉松科－刺参粉组合第
十二节 第21孢粉组合带，松科－榆粉－江苏粉组合第四章 江苏白垩纪被子植物花粉的演化阶段第一节
国际上对被子植物花粉的研究概况第二节 我国对被子植物花粉演化阶段的研究和意义第三节 早期被
子植物花粉的特征和认识过程第四节 江苏地区白垩纪被子植物花粉的演化阶段第五节 江苏地区白垩
纪被子植物花粉演化的特性和共性第六节 白垩纪被子植物花粉演化序列和规律及其成因第七节 江苏
地区白垩纪被子植物花粉演化阶段与国内外的对比第五章 江苏地区白垩纪微古植物地理区的属性第一
节 早中白垩世全球的微植物地理区第二节 晚白垩世全球的微植物地理区第三节 我国白垩纪微植物地
理区第四节 江苏地区白垩纪微植物地理区在全球中的属性第六章 被子植物花粉描述第一节 无萌发器
粉类和歧槽粉类第二节 单沟粉类第三节 椭球形三沟粉类第四节 扁球形三沟粉类第五节 多沟粉类第六
节 三突起粉类(包括鹰粉类)第七节 椭球形三孔沟粉类第八节 扁球形三孔沟粉类第九节 三孔合沟和三
孔副合沟粉类第十节 多孔沟粉类第十一节 单孔粉类第十二节 赤道、亚赤道多孔粉类第十三节 正型粉
类第十四节 散孔粉类和多合体粉类参考文献属种索引英文摘要图版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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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几乎未开展孢粉学研究工作。随着我国石油地质工作的开展，孢
粉学工作迅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石油地质调查勘探工作始于西部地区，孢粉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
那里。徐仁教授（1955、1956）的《植物碎片和孢子花粉的研究及其在地质学上的意义》和《吐鲁番
、酒泉和柴达木盆地第三纪沉积中的孢粉组合和其地质时代》是我国孢粉学最早应用于石油地质的论
文。徐仁教授是我国孢粉学的创始人。　　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李四光的理论和建议，我国的石油
地质工作自西部地区转移至东部地区。1958年，在江苏地区开展了石油地质调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紧跟着开展了江苏地区的孢粉学研究工作。6。年代末，中国地质科学院王大宁、孙
秀玉等从北京来江苏协助地矿部第六普查勘探大队培训孢粉分析、鉴定人员和筹建孢粉组。70年代初
，地矿部第五普查勘探大队自湖北江汉地区调至江苏地区开展工作。该时期，除上述三个单位外，尚
有南京地质矿产所、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等6－7个单位，在江苏地区开展了孢粉学研究工作。　　张春
彬（1962）的《江苏句容早白垩世孢粉组合》是江苏地区孢粉学的第一篇论文。以后研究规模较大的
论文有：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教研室和江苏省第六普查勘探大队实验室（1978）《苏北地区早第三
纪孢粉组合及其古地理古气候意义》，郑亚惠、周山富、刘祥琪等（1981）《苏北和南黄海盆地晚第
三纪孢粉>>和宋之琛、钱泽书（1989）《苏北盆地泰州组孢粉研究》。尤其值得提及的是1973年在江
苏石油勘探指挥部崔振东指挥的授意下，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地矿部第五、第六普
查勘探大队合作，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1965年的初步总结的基础上，补充充实资料，
深入全面研究，进一步对江苏地区的白垩纪、古近纪、新近纪的孢粉组合。进行总结、提高，合作编
写了《江苏地区白垩纪一第三纪孢粉组合》一书。1975年2月脱稿交出版社，计划年内出版，同时手稿
在全国流传。因某些原因，该书直至1981年才正式出版，导致一些著作中的某些新属种创建日期的混
乱。该书被中国孢粉界公认为中国孢粉学发展和繁荣时期（1976一1998年）的代表作之一。至目前不
完全统计，有关江苏地区的孢粉学著作和论文有60篇（册）以上，其中有关白垩纪的孢粉学著作、论
文有20多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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