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 年 ∀ 月

中 国 岩 溶

# ∃ % & ∋(∋ ) ∗#∃ &∗+ ∗# ∃

, − .

织金洞扫尾豪猪粪堆积层的抱粉组合

及其地质意义
‘

朱文 孝 李 坡

/责州省山 地 资源研 究所 0

提 要 通过对贵州织金 洞扫尾 豪猪粪堆积层抱粉组合分析研 究

及
’‘

# 年龄测定
,

明显地反 映出织金 洞地 区近 . 1� 。士 � �2 3
来的古植被

和古气候均属 北亚 热带的植被面貌及气候特征
。

划分 出的四个抱粉带

所反 映的植被演替过程为
4

松 占优 势
,

混有桦
、

栋常绿阔叶 的针叶林5

松占优势
,

含 五加
,

栋和 山核桃 的针 叶阔叶混 交林5 松 占优势
,

栋
、

五 加

和桦增多的针叶阔叶混交林一松为 三
,

混有胡桃
、

五 加和愉落叶阔叶的

针叶林
6
相应的气候变化是

4

温和偏湿5 温缓偏干5 温 暖湿润5 温凉干

操
。

关键词 扫尾豪猪粪层
7
袍粉 组合

6 古植被
,
古气侯

6

贵州织金 洞
。

8 前 言

织金洞是座享有盛名的喀斯特旅游洞穴
,

位于贵州省织金县城东北郊的溶丘洼地中
。

该洞

由 − 条支洞组成
,

洞道可分 ! 层
,

洞深 , �8 9 /相对高差0
,

洞长 ! , � − 9 6平面展布具有菱形 网格

状特征
,

发育总体方向为 + : 6洞穴围岩为下三叠统夜郎组黄村坝薄至厚层块状灰岩
。

洞 内沉

积形态繁多
,

环境复杂
〔, 〕

。

在该洞一支洞—豪猪洞 /原名鼠洞 0内堆积了距今 . 8 8 8 多年
、

面积

�8 8 余平方米
、

厚几厘米至 ; 2 2 < 9 不等的扫尾豪猪 /∃ => < ? ≅ ? ≅ Α 9 3 < ? 2 ≅ ? ≅ Α 0粪便层
,

粪层层次清

楚
,

保存完好
,

分别分布在洞内 ! 支次一级的小支洞 内/图 � 0
,

距主洞洞口 !Β 8 一 1 18 9
,

相对高

差 � �8 9 左右
。

堆积层所处洞道封闭性 良好
,

洞温恒定 �� 5 � �
7

− ℃
,

湿度 Β� Χ一Β! Χ
。

粪层剖

面特征主要为松散干燥粪粒
,

多孔块状胶结和粉末状三种类型结构交替出现
。

根据其形态结构

特征的变化
,

我们采集  块
’‘
# 年龄测定样品和 �Β 块泡粉组合分析样品进行测定分析研究

,

其

中 , 号堆积点和 ! 号堆积点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纵剖面
。

文中
’‘
# 年龄测定数据由北京大学考古

系完成
,

抱粉组合分析 由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分析鉴定
。

介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 . �8 �80 部分成果
7

第一 作者简介
4

朱 文孝
,

男
,

!, 岁
, � 1 Β 年贵州工学院地质系毕业

,

副研究员
。

− − 8 8 8 � 贵阳 市延安东路 !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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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金洞扫尾豪猪粪堆积层的抱粉组合及其地质意义 , − 1

� 扫尾豪猪粪层的抱粉

组合及其所反映的古植被

和古气候

经样品抱粉组合分析
,

共

获泡粉含量总数 � Β − � 粒
,

分属

−! 个科属
,

其中乔木植物花粉

�, , . 粒
,

占总数的 . .
7

�. Χ
,

分

属 , Β 个科属
6
灌木及草本花粉

�Β ! 粒
,

占总数的  
7

 � Χ
,

分属

� � 个科属
6
族类植物抱子 ! !�

粒
,

占总 数的 , �
7

 � Χ
,

分 ��

个科属
。

抱粉中主要科属有
4

松

属 /Δ动≅ 4 0
、

桦属 /Ε <= ≅ ;3 0
、

栋属

/Φ≅

<?Γ≅
Α 0

、

胡桃属 /Η 2 ∀ ;3 Ι Α0
、

榆属 /ϑ ;9
≅ 4 0

、

五加科 /∃ ? 3;Κ3 =
Λ

3 < < 3 < 0
、

禾本科 /) ?3 9 ΚΙ < 3 < 0
、

篙

属 /∃ ?= <9 众必 0
、

菊科 /# 2 9 Μ 2 Α Κ
Λ

= 3 < 0
、

水龙骨科 /Δ2 Ι Μ 2 Ν Κ3 < < 3 < 0

、

卷柏属 /& <;3
∀ Κ”<“30

、

凤 尾蔗

属 /Δ =<? 众0及真旅纲/Ο Κ;Κ< 3 ;< Α 0
。

根据剖面抱粉组合特 征
,

自下

而上可划分 为 ! 个抱粉带 /图

, 0
4

7口回回画卧画卧卧卧卧卧画

图 � 织金洞扫尾牵猪粪堆积层分布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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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堆积 6 ,
7

粘土堆积 6 �
7

石笋 6 !
7

石钟乳 6 −
7

钙板
6 .

7

流痕 6 1
7

坍

塌块石 6 Β
7

水池 6  
7

陡坎 6 �8
7

石膏
6 ��

7

场陷坑 6 �,
7

天窗
, ��

7

竖井
7

�
7

� 松属 一水龙骨科一卷柏属一 菊科一桦科抱粉组合带 / ∗0

本带
“# 年龄测定为 . 1 �8 士 ��8

3 6
粪层结构为黄红色钙质粉砂夹粪粒

,

抱粉组合以松属 占

第一位
,

含量 �1 Χ一−8 Χ
,

喜温湿的水龙骨占第二位
,

含量 �Β Χ一,− Χ
,

其次为少量的卷柏属
、

菊
、

篙
、

栋及桦
。

抱粉组合反映当时的植被为以松属为主混有常绿阔叶的针叶林
,

显示气候为温

和偏湿
,

相当于北欧大西洋期 ςΩΤ
。

�
7

, 松属 一水龙骨科一 菊科一栋属一五加科抱粉组合带 / ; 0

该带
, ‘# 测定年龄距今 ! − �8 士  8

3 6
粪层结构为灰白色松散干燥粪粒

。

抱粉组合以松属 占

优势
,

含量 �8 Χ一 !Β Χ
,

阔叶植物抱粉 比 ∗ 带增加
,

如栋属
、

山核桃属及五加科等
6
耐 旱的篙

属
、

菊科含量也较高
,

分别在 ! Χ 5 Β Χ
6
水龙骨科泡子比 ∗ 带减少

,

含量在 �8 Χ 以下
6
其次还含

有 � Χ左右的冷杉和铁衫花粉
。

本带饱粉组合反映森林植被为针叶阔叶混交林
6气候温暖偏

干
,

相 当于大西洋期
。

�
7

� 松属 一水龙骨科一禾本科一 五加科 一栋属抱粉组合带/; 0

本带“ # 测定年龄为距今 � . Β 8 士 1 8 3 、

� 8 . 8 士 1 8 3
及 � Β Β − 士 1 8 3 。

粪层结构
4

上部黑色多孔块

状胶结
,

中部棕色松散粉禾夹粪粒
,

下部深棕色多孔块状胶结
。

抱粉组合以松属占优势
,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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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Χ左右
,

阔叶植物品种及花粉含量 比 ∗ 带增多
,

五加科
、

栋属
、

桦属花粉含量均大于 − Χ
,

篙

属
、

菊科植物基本消失
,

中性的禾本科有所增加
,

蔽类植物品种较多
,

其中水龙骨科抱子含量达

�8 Χ 一 �− Χ
。

该带反映的森林植被类型仍为针叶阔叶混交林
,

显示气候温暖湿润
,

相当于北欧

的亚北方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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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织金洞扫尾豪猪粪堆积层抱粉组合综合图式

ΟΚ∀
7

, &Μ 2 ? 2 Μ 2 ;;<Ι 3 Α Α < 9 Θ;3∀ < 2 Ρ ∃ =>< ? ≅ ? ≅ Α 9 3< ? 2 ≅ ? ≅ Α Ν ≅ Ι ∀ >Κ;; ΚΙ Σ > ΚΤΚ
Ι < 3 Υ <

�
7

块状胶结粪粒
6 ,

7

干燥松散粪堆 6 �
7

多孔块状胶结
6 !

7

松散类夹粪粒
6 −

7

粉砂夹粪粒
6 .

7

’
℃

测年采样位置 1
7

乔木植物花粉 6 Β
7

滋木及草本植物花粉 6  
7

蔗类植物抱子 6 �8
7

含量〔, Χ
。

�
7

! 松属一水龙骨科一禾本科 一榆属一胡桃属抱粉组合带 /_ 0

本带
’

℃ 年龄测定为距今 � . Β8 士 ;。。3 和 � �. − 士  83
。

粪层结构
4

中
、

上部为棕黑色多孔块

状胶结夹粪粒
,

下部松散干燥粪粒夹少量针状石膏
6 抱粉组合主要以裸子植物 的松属为主

,

含

量高达 .�
7

1 Χ
,

被子植物下降
,

有少量的榆属
、

五加科
、

禾本科和喜凉的胡桃属
,

蔗类植物仍 以

水龙骨科为主
。

该带反映的植被类型为以松为主混有落叶阔叶的针 叶林
,

显示气候温凉干燥
,

相当于北欧亚大西洋期
。

, 结 论

通过抱粉组合分析研究
,

明显地反映织金洞地 区近 . 1 � 8 士 � � 8 3 以来
,

古植被和古气候均

属北亚热带环境的植被面貌及气候特征
,

古植被主要以森林植被为主
,

蔗类植物较多
。

森林植

被具有垂直带谱的特征
,

如山核桃
、

枫香
、

枪木
、

胡桃
、

栋
、

榆
、

桦及五加等木本常绿阔叶及常绿

落叶阔叶植物组成的阔叶林
、

适宜于盖生在岩石上的水龙骨等藤类植被可能主要分布在溶丘

洼地及岗地上
,

峰丛及中
、

低山上主要生长 以松为主的针叶林
,

同时也显示古地貌类型主要为

溶丘洼地
、

峰丛洼地
、

喀斯特垄 岗深谷及中
、

低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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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织金洞扫尾豪猪粪堆积层 的饱粉组合及其地质意义 , −  

! 个抱粉带所反映的古植被演替和古气候变化过程如表 � 所示
。

表 ; 织金洞地区近 . 1 � 8 士 � � 83 来植被演替及气候变化表

⎯ 3 Θ
7

� ∴ 3 ? Κ3 = Κ2 Ι Α ΚΙ Υ < ∀ < = 3 = Κ2 Ι 3 Ι Ν < ;Κ9 3 =< 2 Ρ Σ > ΚΤΚΙ
<3 Υ < 3 ? <3 ΚΙ => < ;3 Α = . 1 � 8 士 � � 8 α < 3 ? Α

, 落# 测龄值 /3 0 抱 粉 带 气 候 气候期 /北欧 0

� � . −士  。 松属 一水 龙骨科 一 禾本 以松为主 混有愉
、

胡桃
、

五
∗∴

�. Β8 士 � 8 8 科 一榆属 一胡桃属 加落叶阔叶的针叶林
温凉千燥 亚 大西 洋期

� ΒΒ −士 1 8

� 8 . 8 士 1 8

� . Β 8 士 1 8

松属 一 水龙 骨科 一 禾本 松 占优 势
,

栋
、

五 加和桦增

互 科 一五 加科一 栋属 多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温暖湿 润 亚北方期

! − � 8士  8
松属 一 水龙 骨科 一 菊科

一 栋属一 五 加科

松 占优势
,

含五 加
、

栋
、

山核

桃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温 暖偏干 大西洋 期

. 1 � 8 士 � � 8
松 属 一水 龙 骨科 一 卷柏

属一 菊科 一桦属

以松 为 王 混有常 绿 阔 叶的

针叶林
6

族类植物较多
湿和偏 湿 大西洋期

经对比
,

作者对织金洞地区古气候变化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与邻近的惠水盆地
〔�二,

镇宁梭

马仁‘二
等地区全新世地层泡粉组合揭示的古气候变化特 征有较大的相似性

,

由此认为文中所述

的资料及结论是可靠和正确的
。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李坤教授和陈铁梅教授
、

中科院地质所赵树 森研究员及国家地震局

地质所麦学舜和严富华二位先生的大力帮助
,

杨汉奎研究员审阅过全文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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