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指定天然紀念物 

木下貝層 

平成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指定 

    木下貝層，是自千葉縣北部向茨城縣南部範圍廣泛分佈的地層，名稱來自於調查研究自印

西市木下地區開始的學術背景。 

    此貝層屬於大約十二萬年前的地層，那時關東平野（包括印西市）是被稱“古東京灣”的

有進深寬廣之海灣。此海灣附近的洋流與海浪帶來的貝殼漸漸堆積而組成的，就是木下貝層。 

    在木下貝層中發現的貝類化石中最多的，有衣蚶蜊、中國蛤蜊、木下蛤仔、白貝、耳口露

齒螺等等。此外曼氏孔盾海膽的化石也比較常見。 

    現在也與這種相同的貝類，還棲居於近海海岸、離岸旁邊。木下貝層的發現，不僅闡明了

當時淺海海底中的多種多樣（包括化石）之堆積結構，又開啟了關東平野地層研究之端處。據

於這樣地質學上的重要性，木下貝層被指定為日本天然紀念物。 

 

※木下交流之杜歷史資料施設，也有木下貝層的展示解說。若有時間，請訪問參觀！ 

※非常危險請勿進入。請勿採取化石之類。法律上禁止。 

 

令和三年八月 

印西市教育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