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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坪山新区恐龙蛋化石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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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圳市坪山新区境内出露了一套上白垩统至古近系古新统的紫红色、砖红色河湖相碎屑岩沉积。近期

在这套地层下部的紫红色泥质砂岩中首次发现了成窝的恐龙蛋化石和大量的蛋化石碎片。简要报道这些蛋化石

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蛋壳的显微结构和矿物组分及初步分类学分析结果。深圳坪山新区产出的恐龙蛋化

石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埋藏的地层层位以及蛋化石结构而显示出重要的地质意义，为研究白垩纪期间恐龙

的迁移、古地理分布、演化以及地层划分和对比提供了极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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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osaur eggs found in Pingshan，Shenzhen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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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nosaur egg nests and lots of eggshells were found from the Upper Cretaceous red sandstones
in Pingshan of Shenzhen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se dinosaur
eggs，including the outcrop section，eggshell micro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and the taxonomy analysis．
Due to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the egg nest site，stratigraphic position and eggshell structure，these di-
nosaur eggs are of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provide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migration，geo-
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dinosaurs and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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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区在晚白垩世期间发育了一系列断陷盆

地，盆地中沉积了一套紫红色湖泊相碎屑岩［1］，

其中含有不同丰度的恐龙蛋化石，尤以粤北南雄盆

地和河源盆地最为丰富，已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

较深入的研究［2 － 4］。粤中地区晚白垩世地层中的恐

龙蛋化石虽有零星的发现，但位于南部沿海的深圳

地区一直未有恐龙蛋化石的报道，长期被视为恐龙

足迹未达之地。深圳市东部坪山新区境内，出露了

一套上白垩统至古近系古新统的紫红色、砖红色河

湖相碎屑岩沉积。2013 年 7 月，深圳市勘察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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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地质灾害巡查时，于崩塌堆

积物中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化石。深圳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对此高度重视，并委托由本

文作者组成的项目组开展前期研究工作。项目组经

详细的野外调查，在这套地层下部的紫红色泥质砂

岩中首次发现了数窝原地埋藏的恐龙蛋化石和大量

的蛋化石碎片，确定了恐龙蛋化石的原生产出层

位。本文作者对恐龙蛋化石产地进行了地层剖面测

制、化石采集和初步分类学工作，并对蛋化石进行

了微细结构分析。本文仅对蛋化石初步研究成果作

简要报道。

1 地层剖面及含恐龙蛋化石层位

产恐龙蛋化石地层出露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

街附近的低丘上 ( 图 1) 。
露头剖面地层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22 层，其中

1 － 13 层属上白垩统大塱山组 ( K2dl) ，恐龙蛋化

石产于第 11 层紫红色泥质粉细砂岩中，14 层以上

岩性 发 生 显 著 变 化，属 古 近 系 古 新 统 莘 庄 村 组

( E1x) ( 图 2) 。剖面描述如下:

图 1 深圳市坪山恐龙蛋化石产地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dinosaur egg site in Pingshan，Shenzhen

图 2 深圳市坪山恐龙蛋化石点实测地层剖面

Fig. 2 Stratigraphic section of the Dalangshan Formation-Xinzhuangcun Formation showing position of
the dinosaur egg nests in Pingshan，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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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近系古新统莘庄村组 ( E1x)
22. 浅紫红色含砾砂岩与砾岩互层 ( 未见顶) 2. 5 m
21. 棕黄色砾岩 2. 0 m
20. 紫红色粉砂质细砂岩 0. 6 m
19. 棕黄色、浅棕红色砂砾岩、砾岩 1. 3 m
18. 浅砖红色、棕黄色粉砂岩、细砂岩与砾岩互层 2. 1 m
17. 棕黄色、浅砖红色含砾砂岩夹砾岩 1. 2 m
16. 浅紫红色含砾粉细砂岩 1. 2 m
15. 浅紫红色含砾粗砂岩和粉砂质细砂岩 0. 4 m
14. 棕黄色、浅砖红色巨砾岩和含砾粗砂岩 1. 7 m

－ － － － － 平行不整合 － － － － －
上白垩统大塱山组 ( K2dl)
13. 紫红色泥质粉砂岩 2. 5 m
12. 紫红色泥质粉砂岩，含灰白色泥质粉砂团块 4. 7 m
11. 紫红色含钙泥质粉细砂岩，含恐龙蛋化石 2. 3 m
10. 紫红色钙质含砾细砂岩 1. 5 m
9. 紫红色砂质砾岩 0. 5 m
8. 紫红色砂砾岩 0. 4 m
7. 紫红色砂质砾岩 0. 6 m
6. 紫红色砂砾岩 0. 4 m
5. 紫红色砂质砾岩 0. 2 m
4. 紫红色含砾粉砂岩 0. 5 m
3. 紫红色砂砾岩 1. 5 m
2. 紫红色钙质含砾粉砂岩 1. 6 m
1. 紫红色钙质含砾砂岩 ( 未见底) 0. 8 m

2 恐龙蛋化石特征

已发现的成窝状产出的恐龙蛋化石个体呈椭圆

形，长径约为 9 cm，短径约为 7. 5 cm，呈层叠状

排列 ( 图 3) 。蛋壳呈灰白色，蛋壳表面粗糙不平，

壳厚一般为 2. 0 ～ 3. 4 mm。XＲD 矿物测试结果表

明，蛋壳矿物组分主要为方解石。蛋壳由乳突层和

棱柱层组成，二者界线较清晰，接触面略有起伏

( 图 4A) 。乳突层几乎占壳厚的 1 /2，乳突长，排列

紧密，乳突圆钝，其上分布有密集的水平生长线。
蛋壳的棱柱层具羽状结构，由斜向分布的羽状层组

成 ( 图 4B) 。羽状层自与乳突层接触部位开始出

现，向蛋表延展。棱柱层上也分布有水平生长线。
乳突层中气孔道很发育 ( 图 4C) ，棱柱层气孔道减

少 ( 图 4D) 。气孔道大小不一，有的气孔道贯穿

整个蛋壳，有的可横向连接，成岩过程中气孔道被

方解石所填充。有些蛋壳呈变异现象，蛋壳变薄，

可薄至 1 mm，羽状棱柱层缺失，仅保存乳突层。
根据蛋壳的显微结构特点，深圳市坪山新区发

现的恐龙蛋可归类为 Pinnatoolithus Fang 2009 ( 羽

片蛋属) 。具羽状结构的恐龙蛋由方晓思最早发现

于南雄盆地［5］，并建立羽状蛋科 ( Pinnatoolithidae
Fang，2009 ) 、羽 片 蛋 属 ( Pinnatoolithus Fang，

2009) 。蛋壳羽状结构被认为可能是恐龙演化后期

出现的变异特征，代表恐龙向鸟类演化过程中的一

种过渡类型［5 － 6］。

3 恐龙蛋化石发现的地质意义

广东省境内已有多处晚白垩世地层中发现了恐

龙蛋化石，尤以南雄盆地和河源盆地为两大主要恐

龙蛋化石埋藏地。但深圳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恐龙

蛋化石，被视为恐龙足迹未达之处。此次在坪山新

区大塱山组地层首次采获的恐龙蛋化石填补了这一

地区的空白，并由于其蛋化石埋藏地独特的地理位

图 3 深圳市坪山成窝保存的恐龙蛋化石

Fig. 3 Dinosaur egg nest found in Pingshan，Shenzhen

图 4 深圳市坪山恐龙蛋化石显微结构

Fig. 4 Photomicrographs of dinosaur eggshells
A. 蛋壳剖切面; B． 棱柱层 ( 剖切面) ; C． 棱柱层气孔 ( 弦切面) ; D． 乳突层气孔 ( 弦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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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埋藏的地层层位以及蛋化石的结构而显示出重

要的地质意义，为研究白垩纪期间恐龙的迁移、古

地理分布、演化以及地层划分和对比提供了极好的

材料。
此外，恐龙蛋化石的发现为地层时代的确定提

供了可靠依据。该套紫红色、砖红色河湖相碎屑岩

沉积的时代此前尚存有疑问，曾全部被划归为古近

系古新统莘庄村组［7 － 8］，根据此次在地层中发现的

恐龙蛋化石和岩性特征，可确定下部的紫红色碎屑

岩应划分为上白垩统大塱山组 ( K2dl) ，上部砖红

色为主的粗粒碎屑岩应划分为古近系古新统莘庄村

组 ( E1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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