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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地区发现三门马牙齿化石

我们在进行兰州地区大震对策研究的地震地质考察工作中
,

在西 固区西梁园乡西梁园村

南山半坡采到四颗马牙化石
,

经兰州大学谷祖纲老师鉴定为
: E q u u s S a m e in e n s i s ( 三门

马 ) 的上牙第四枚前 臼齿 ( P
二 4

) 和三枚 臼齿 ( m
; 、

m Z 、

m
3
)

。

这四枚马牙化石
,

产于上第三纪未期剥夷面上的洪积砾石
、

碎石层夹浅桔黄色之砂质亚

粘土层中
。

其上覆为中更新统的浅黄色石质黄土
,

下覆为上新统之冲
、

洪积棕红色含砾砂岩

夹泥岩
,

以中等倾角向东北倾斜
,

二者为典型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

上述上第三纪未期的剥夷面
,

在兴隆山山前广泛发育
,

向东可延经榆中县直达定西县
。

不言而喻
,

兰州地区首次发现的三门马牙齿化石
,

对于研究兰州地 区的第四纪地层和古

气候
、

古环境的恢复及其第四纪时期的构造运动等
,

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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