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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青白口系的厘定

单 翔 麟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2 1 4 1 5 1 )

中国南方是否存在青白口 系
,

以及如何划分
、

对 比
,

是长期争论的! 要地质间题
.

作者遵循构造岩浆旋回划

分前寒武系的基本原则
,

根据区城不整合面
、

沉积建造
,

结合同位素地质年淤
、

徽古植物组合
,

以扬子地 区为重

点
,

进行分析研究
,

提出中国南方青白 口系的底界为晋宁运动造成的不整合面
,

顶界在与莲沱组底界或与莲沱

组相当层位的底界交界处
,

同位素地质年龄分别为 10 士
、

8 士亿年
.

文中并分区叙述青白口系的地层特征
。

关健词 青白 口系 晋宁运动 莲沱组 同位家地质年龄 地层特征

作者简介 单翔麟 男 55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

0 前 言

近年来
,

地质学者普遍认为长江三峡上前寒武系剖面
,

没有反映中国南方的全部沉积面

貌
,

下震旦统莲沱组底界与中元古代末强烈的晋宁运动主幕造成的地层不整合面是不相吻

合的
。

在扬子克拉通断陷或边缘裂陷区
,

此二结构面之间有一套浅变质的分布极不稳定的山

间或 山前磨拉石
、

火山磨拉石沉积层
;
在克拉通边缘拗陷区有砂泥质 (部分夹火山质 )复理石

或火山复理石沉积层
。

对于这套地层的时代
,

即是否属于青白口系
,

以及如何划分
、

对 比
,

仍

是长期争论的重要地质问题
。

部分学者认为
,

莲沱组底界与晋宁运动主幕造成的不整合面间的地层属于震旦系 (刘鸿

允
,
1 9 8 3 )

,

即置于我国北方青白口系之上
;
部分学者称之为

“

上元古界
”
(王鸿祯

,

1 98 5 )
,

意即

震旦纪以前的上元古界地层
;
仅有个别学者认为属于青白口系 (王日 伦等

,

1 9 8 0 )
,

即与北方

的青白口系时代相同
,

但是由于该套地层中存在着数个局部性的火山喷发不整合面
,

致使在

划分
、

对比地层时
,

认识不一
。

作者根据地壳运动造成的区域不整合面
、

沉积建造的演化及对 比
、

同位素地质年龄
、

微

古植物组合特征
,

认为该套地层应属青白口系
。

结合地层的变质
、

变形等特点
,

对比划分了中

国南方青白口系 (表 1 )
。

现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

1 中国南方青白口系的划分

1
.

1 确定中国南方青白口系的依据

近年来
,

在中国南方莲沱组及其相当地层底面与中元古界顶面即晋宁运动主幕造成的

不整合面之间的地层中获得了一批同位素地质年龄数据 (表 1 )
,

主要有苏雄组 7
.

94 ~ 8
.

85

亿年
;花山群 8

.

1 5
、

8
.

4 4 亿年
; 上墅组 9

.

0 1
、

8
.

1 8 亿年
; 重溪组 8

.

1 8 亿年
;
合桐组 5

.

3 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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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马底异组 9

.

50
、

10
.

1 亿年
;
张八岭群 8

.

48
、

8
.

64 亿年
;
东沟坝组 8

.

29 亿年
;
吴墩组 8

.

91

亿年
,

这些地质年龄数据均在 1 9 8 2 年 7 月全国《晚前寒武纪地层分类命名会议》决定的青白

口 系参考年龄值 8
.

00 一 10
.

00 亿年的范围内
,

与蓟县地区青白口系下马岭组 (9
.

58 亿年 )
、

景儿峪组 (8
.

5 3
、

8
.

6 2
、

8
.

9 9 亿年 )时代相当
。

神农架地区马槽园组
、

大洪山地区花山群等可与我国南
、

北方晚前寒武纪地层衔接和对

比的重要地区之一—苏皖北部的青白口系曹店组
、

八公 山组
、

刘老碑组 (全岩枷铭等时线

年龄 8
.

40 亿年 )进行对比
,

均为山间或山前拗陷粗碎屑沉积 (磨拉式建造 ) ;
具有同样明显的

界面
,

下界面均为中元古代末强烈的构造运动 (分别为晋宁运动主幕
、

凤阳运动)造成的不整

合面
,

上界面均为震旦系大幅度的超覆
;
震旦系岩性

、

建造也可进行对比
。

这种沉积建造特

点
、

构造环境变迁的一致性
,

提示了界面的大致等时性
。

张八岭组
、

马底释组
、

丹洲群
、

·

花 山群
、

马槽园组 (邢裕盛
,

1 9 7 6) 与蓟县剖面 (陈晋镰
,

1 98 。)
、

苏皖北部 (苏皖北部上前寒武系研究项 目协作组 )青白口系的微古植物组合非常相似

(表 2 )
,

都具有形状较复杂
,

个体较大
,

膜壳较厚
,

表面具饰纹的特点
,

前三单元地层中还发

现蓟县剖面中青白口系特有的大褶包 (Ma
‘

roP
tyc h a “p

·

)o

依据以上理由
,

可以确定中国南方存在青白口系
,

上述地层归属青白口系
。

1
.

2 中国南方青白口系界线的厘定

1
.

2
.

1 下界

中国南方大部分青白口系的变质程度普遍不高于低绿片岩相
,

为山间或山前磨拉石红

色碎屑岩或火山岩
、

火山
一

沉积岩组成
,

与下伏中等变质的中元古界地层之间普遍为区域性

不整合接触 (表 l )
。

这反映了中国元古代末发生的晋宁运动主幕是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
,

并

广泛伴随岩浆活动
,

造成扬子
、

黔湘赣
、

江南
、

南秦岭
一

大别山地区古生代盆地的基底构造层
。

青白口 系是古生代盆地第一个系一级的地层
。

尽管地史上构造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未必都是

同时的
,

但是一些 巨大的构造旋回
.

相对地说是近于 同时的
,

因此遵循用构造岩浆旋回划分

前寒武系的基本原则
,

确定将晋宁运动主幕造成的不整合为青白口系的下界
。

在中国南方与

晋宁运动主幕造成的不整合面相当的有贵州梵净运动
、

安徽皖南运动
、

湖南武陵运动
、

广西

四堡群运动
、

江西九岭运动
、

浙江神功运动等造成的不整合面
。

但是
,

在江南
、

南华区自西北

向东南
,

四堡运动和武陵运动的强度逐渐减弱
,

仅造成平行不整合面 以至整合接触面 (表

l)
。

1
.

2
.

2 上界

中国南方青白口 系的上界确定在与上覆下震旦统莲沱组底界或其相当层位的底界的界

面处
.

这一界面为低角度不整合
、

平行不整合或整合接触面 (表 1 )
,

显示构造环境由裂陷(或

断陷 )转为拗陷
,

地壳运动强度减弱
,

是地壳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的重要转折阶段
。

该地壳运动

即晋宁运动尾幕
。

黔湘赣区
、

江南区和南华区的青白口系为浅
一

深海相碎屑岩或复理石建造
,

不同于扬子

区
。

但三区青白口系上覆下震旦统五强溪组
、

漠滨组
、

拱洞组与扬子区莲沱组为相变关系
,

并

且均覆有冰成岩系
,

因此
,

五强溪组等应与莲沱组相当
,

作者暂依目前划分这些地层的底界

作为青白口 系的上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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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白口 系徽古植物对比表

蔺 县 苏魄北部 瀚 洲 湘 北 片东南 大洪山

* 白口 系 * 白口 系 张八岭组 ¹ 马底蜂组‘
翎

.

洲群下部 . 花山群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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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种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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俪” + 一 一 一

T
.

门止翻用 + 一 一

T. 咖
“朋m 一 _

T
,

阴f 了口

加tu 功 十 一 一 _ _

T
.

j“m 认 a斤扭优 + 一

T
.

门加or 一 一 _ _

T J 石户介“. + 一

丁份门以。
护h 口曰心甘注“价 五川介d 知h价 T im + 一 一 一 一

T
.

材渗
” “t“拼 一 一 一

r “r “c ha .

ica f以er “泊份口 ( . p no v
、

)

1
.

古生物显示特征
: ·

独特的
, + 大t 出现的 ; 一 出现 的

2
.

资料来源
:

¹ 姚仲伯等
,

皖中前寒武系—兼谈变质火 山岩的生成 环境
,

安徽 区域地质
, 19 7 9 ,

第 3 期
; º湖南地矿

局
,

湖南地层
, 19 8 6 ; » 秦守荣等

,

贵州的上前寒武 系
, 198 5 ;

¼ 湖北地矿局区调队
,

宜城幅
、

随县幅区域地质侧 t 报告
,

19 8 2
。

1
.

3 中国南方青白口系地质年龄的确定

L 3
.

1 下限地质年龄的确定

鉴于各地青白口纪开始接受沉积的时间有先后
,

并且采集青白口系底部的同位素年龄

样品甚少
,

大多同位素年龄数据反映的层位往往偏上
。

因此确定青白口系下界地质年龄的依

据包括了下伏中元古界上部地层和侵入岩等诸方面同位素地质年龄数据
。

湘北马底释组下部次安山纷岩
、

安山岩全岩铆银法地质年龄分别为 10
.

10 士 1 亿年
、

9
.

50 士 0
.

5 亿年 . 。

云南罗茨苏雄组底部紧接底砾岩
,

距不整合面不到 Zm 处的碱性玄武岩

全岩铆银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85 亿年 (孙家聪
, 198 5 )

。

云南武定苏雄组底部粗安岩全岩伽

铭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87 士 0
.

55 亿年 (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9 89 )
。

湖北兴山马槽园组全岩铆

. 陈晋钧等
, 197 9 ,

中国的展旦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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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法年龄 9
.

9 3 士 0
.

2 8 亿年 o
。

晋宁地区不整合于苏雄组之下的中元古界昆阳群顶部柳坝塘组炭质板岩全岩铆锈等时

线法地质年龄 10
.

02 土 0
.

22 亿年(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 9 8 9 )

。

川西盐边群基性熔岩
、

辉长岩全

岩铆惚等时线法年龄 1 0
.

06 士 0
.

5 8 亿年 (李继亮
,

1 98 4 )
。

不整合于历 口群之下的上溪群伏

川蛇绿岩衫钦等时线法年龄 1 0
.

24 士 0
.

3 亿年 (周新民等
,

1 9 89 )
。

不整合于重溪组之下的双

桥群怀玉山蛇绿岩衫钦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9
.

30 士 。
.

34 亿年 (徐备等
,

1 9 8 9 )
。

侵入于中元古界
,

不整合于青白口系之下的侵入岩同位素地质年龄有
:

不整合于苏雄组

之下的峨 山花 岗岩全岩40 A r /a
g
A r
快中子法地质年龄 9

.

79 士 。
.

17 亿年
、

铀铅法地质年龄

10
.

4 8 亿年 (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 9 89 ) ;
汉川兴文坪闪长岩体铀铅法地质年龄 1 0

.

43 亿年 .
。

不整合于铁船 山组之下的庙埂石英 闪长岩体错石铀铅法地质年龄 9
.

50 亿年 . ;
南江辉长岩

全岩钾氢法地年龄 10
.

50 亿年 .
。

不整合于丹洲群之下的本桐花岗闪长岩体全岩铆铭等时

线法地质年龄 10
.

63 士 0
.

95 亿年.
。

不整合于红子溪组之下的梵净山关太岭白云花岗岩白

云母钾氢法地质年龄 9
.

“ 亿年 .
。

不整合于下震旦统铜门组之下的九岭花岗岩体 (未见侵

入落可米群丫
。
A r / ”A r

快中子法地质年龄 9
.

37 士 0
.

06 亿年 (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 98 9 )
。

不整

合于震旦系下统休 宁组 之下 (未见侵入历 口 群 )的休宁花 岗岩体铆 银等时线法 地质年龄

9
.

63 士 0
.

0 6 亿年 (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 98 9 )
。

不整合于震旦系下统休宁组之下 (未见侵入历

口群 )的休宁花岗岩体铆惚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9
.

63 士 0
.

06 亿年 (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 98 9 )
。

由上可见不整合于青白 口系之下的晋宁运动主幕岩浆岩侵入时期在 8
.

50 ~ 10
.

50 亿年之

间
,

其中在 10 亿年前后较为集中
。

鉴于青白口系是在晋宁运动主幕之后
,

与晚期构造
、

岩浆活动同时形成的
,

分布局限
,

极

不稳定
,

各地开始接受沉积的时间也有先后
,

因此样品往往采集于偏上部的层位中
,

年龄数

据普遍偏低
,

结合侵入岩的同位素地质年龄分析
,

初步确定青白口系下限地质年龄 1 0
.

00 士

亿年
。

1
.

3
.

2 上限地质年龄的确定

确定南方青白口 系上限地质年龄的依据主要是
:

四川甘洛苏雄组上部英安岩全岩伽银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12 士 0
.

0 06 亿年
,

越西小相

岭苏雄组上部流纹岩铆惚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7
.

94 亿年 (马国干
,

1 9 84 )
,

中上部英安斑岩

8
.

44 亿年 (王曰伦
,

1 9 8 0 )
.

赣东北上墅组顶部英安岩全岩铆银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18 亿年

(陈思本等
,
1 9 88)

。

广西丹洲群合桐组辉长辉笋错石铀铅法地质年龄 8. “7 亿年0
。

略阳东沟

坝组方铅矿枷银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29 亿年 .
。

嘉山张八岭组错石铀铅法地质年龄 8
.

64

. 湖北地矿局
,

湖北地质志
,

1 9 9 0

. 四川省地矿局地质矿产科学研究所
,

四川省地图说明书(百万分之一 )
,

1 9 8 1

. 陕西省地矿局
,

陕西省区城地质志
, 1 9 8 6

. 广西壮族 自治区地矿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

1 9 8 2

. 秦守荣等
,

贵州的上前寒武系

.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

碧 口群时代
、

层序及划分对 比的研究(阶段小结)
,

1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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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年 .
。

不整合
、

平行不整合于青白口系之上的下震旦统同位素地质年龄主要有
:

三峡莲沱组下

旋 回上部凝灰岩错石铀铅谐和曲线法地质年龄 7
.

84 士 0
.

12 亿年 (置信度 95 % )( 地矿部中

国同位素地质年表工作组
,

1 9 8 7 )
.

四川苏雄下震旦统开建桥组下部玄武岩全岩钾氢法地质

年龄 7
·

5 9
、

7. 26 亿年 (董榕生等
,

1 9 7 9 )
。

陕西略阳断头崖组全岩枷惚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7
.

61 亿年 .
。

丹江 口市灵应观耀岭河群铀铅谐和曲线法地质年龄 7
.

96 士 0
.

79 亿年 .
。

侵入于青白口 系
、

不整合于下震旦统之下的岩体同位素地质年龄主要有
:

侵入于苏雄组

又为开建桥组不整合筱盖的摩沙营花岗岩钾氢法地质年龄 7
.

94 (马国干等
, 1 98 4 )

、

8
.

29 亿

年 0
,

峨眉花岗岩钾氢法地质年龄 8
.

13 和 7
.

87 亿年 (刘鸿允
,

1 9 8 3 )
。

不整合于下震旦统三

郎铺组之下侵入于西乡群的汉南花岗岩全岩枷银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00 亿年
,

错石铀铅谐

和曲线法地质年龄 8
.

68 亿年.
。

侵入铁船山组的南江麻柳闪长岩体角闪石钾氢法地质年龄

8
.

03 亿年 (叶伯丹等
,

19 8 6 )
。

侵入丹洲群的摩天岭花岗岩体铀铅法的二组谐和曲线图解地

质年龄的平均值为 7
.

60 亿年和全岩伽惚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7
.

96 亿年
,

平英花岗岩体铆银

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02 亿年 (刘家远等
,

1 9 8 8 )
。

未见侵入青白口系
,

但不整合于莲沱组之下的黄陵花岗岩体错石铀铅法地质年龄 8
.

”

士 0
.

0 7 亿年(胡世玲
,

刘鸿允
, 1 9 89 )

,

黑云母钾氮法地质年龄 8
.

03 士 0
.

07 亿年
,

磷灰石铀铅

法地质年龄 8. 42
、

8. 6 9
、

8
.

75 和 8
.

80 亿年 (王曰伦等
,

1 9 8 0)
,

全岩铆银等时线法地质年龄

8
.

1 9 士 0
.

5 2 亿年 (马国干等
,

1 9 8 4 )
,

黑云母
‘o
A r /

, g
A r
快 中子法地质年龄 8

.

9 3 7 士 0
.

0 6 7 亿

年
,

角闪石
‘。
A r /a

,
A r
快中子法地质年龄 8

.

86 士 0
.

0 46 亿年 (胡世玲
、

刘鸿允等
, 1 9 89 )

。

黄陵

花岗岩大量的同位素地质年龄值在 8
.

9一 8
.

0 亿年间
,

远小于中元古代末晋宁运动主幕的地

质年龄值
。

穿入黄陵花岗岩体
,

又同被莲花组不整合覆盖的伟晶岩脉白云母钾氢法地质年龄

8
.

03 亿年
、

钾微斜长石 7
.

98
、

7
.

99 亿年(马国干等
,

1 9 84 )
,

这三数据反映黄陵花岗岩浆的最

后冷凝年龄值
。 ‘

以上青白口系顶部与震旦系下统底部同位素地质年龄数值间隔较小
,

侵入于前者不整

合于后者的火成岩体同位素地质年龄都集中在 8 亿年前后的短时期内
,

据此确定中国南方

青白口 系上限地质年龄为 8
.

。士亿年
。

迄今对于前寒武系的系一级单位的定义划分及其界线的准则
,

还没有一个初步的国际

协议
。

中国南方青白口系与国外全球性
、

区域性划分方案对比见表 3
。

2 青白口系地层分区及区域地层特征

根据沉积建造
,

结合岩浆活动和构造格架展布特征
,

将中国南方青白口系分为七个区
,

即扬子区
、

黔湘赣区
、

江南区
、

南华区
、

浙闽区
、

南秦岭
一

大别区
、

滇西区 (图 1 )
。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华东地质概况—华东地区地质图(1
,
5。。万 )说明书

, 1 9 8 0

. 陕西省地矿局
,

侠西省区域地质志
,

19 8 6

. 湖北省地矿局 区调队
,

竹山幅 (1
:

20 万 )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19 8 2

. 四川省地矿局
,

四川省五十万分之一地质图说明书
,

1 9 8 1



·

1 5 2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5 卷

衰 3 前寒武纪年代地层划分方案(年龄单位亿年)

国国外全球性划分方案案 国外区域性划分方案案 中国南方划分方案案

美美美 国国 苏 联联 印 度度度

萨萨顿顿 戈耳迪奇奇 地质研究所所 谢米哈托夫夫 萨卡尔尔 本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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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国外全球性划分方案和 区域性刘分方案分别据刘鸿允 19 8 3 年《前寒武 系的划分—中国南方前寒武系的 划分

和对比间班 》表 l 、

2 简化
.

介介
海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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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南方青白口纪地层分区及沉积建造图

1
.

陆相火山磨拉石建造
; 2

.

陆相磨拉石建造
; 3

.

中下部陆相
一

浅海相磨拉石
、

上部陆相玄武岩
、

流纹岩建造
; 4

.

陆相夹

海相火 山磨拉石建造
, 5

.

滨海
一

浅海相磨拉石建造
: 6

.

海挽欠山碎屑复陆屑岩建造
; 7

.

海相 含陆屑玄武岩流纹岩或钠质基

性
、

胶性火山岩建造
, 8

.

复理 石建造
; 9

.

火山复理石
,

钠质基性酸性火山岩
,

底部有少 t 磨拉石建造
;
10

.

古陆区
; 11 一级

地层区界线
; 12

.

二级地层区界线
.

1
.

扬子区
: I ,

攀西小区
, I :

落可泰小区
, 1 3 历 口小区

, I 。皖浙犊小区
, 1 5

江绍小

区
, 1 .

神农架小忆
; 1

.

黔湘技区
; ,

.

江南区
; W

.

南华区
; v

.

南秦岭
一

大别区
: v : 汉 南小区

, v :
.

勉县
一

连 云港小区
; 切

.

澳西区
, 妞

.

浙闽区
:
姐 1

.

浙南
、

闽西小区
,
n :

.

闽东小区
。

2
.

1 扬子区 (I)

本区青白口系分布在扬子克拉通核部的六个断陷盆地中
,

属于陆相 (局部夹少量海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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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拉石或火山磨拉石建造
。

常呈楔状
、

透镜状分布
,

极不稳定
,

并有超覆和缺失现象
,

局部有

喷发不整合面
。

2
.

1
.

1 攀西小区 ( I ,
)

青白口系称苏雄组
,

主要 出露在喜德一沪定
、

武定一安定以及坟川
、

盐边等地 (表 1
、

图

1 )
。

该组与下伏中元古界昆阳群
、

会理群等呈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澄江组或开建

桥组呈低角度不整合
、

平行不整合或整合接触
,

局部为过渡关系
。

苏雄组地层呈紫红色
,

除底

部个别见有砾岩外
,

主要有流纹岩
、

流纹斑岩
、

熔结凝灰岩
、

英安岩
、

具河流相交错层理的火

山碎屑沉积岩
,

少量凝灰质集块岩
、

火山角砾岩(图 2 )
,

组成多韵律的陆相火山
一

沉积岩
。

一

般厚 26 0 ~ 44 0 m
。

小相岭处有 10 余个喷发旋回
,

并有数个喷发不整合面
,

厚 1 2 0 o 0 m
。

2
.

1
.

2 落可米小区 (I
:
)

青白口 系称落可米群
,

出露于修水
、

彭泽二地
,

与下伏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呈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铜门组呈平行不整合或不整合接触
。

紫红
、

灰绿色
。

下部为凝灰质角砾岩
、

火山角砾岩夹少量凝灰质砂岩和凝灰质板岩
;上部为凝灰质砾岩

、

层凝灰岩
。

厚 2 18 一22 4 m
。

2
.

1
.

3 历 口小区 (1
3
)

青白口 系称历 口群
,

出露于东至
、

歇县一带
,

与下伏中元古界上溪群
、

上覆震旦系下统休

宁组均呈不整合接触
。

由下而上分为邓家组
、

铺岭组
,

两者为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

邓

家组主要 由河
一

湖相粗粒长石石英砂岩
、

岩屑砂岩
、

含砾砂质板岩
、

细砂岩组成
,

夹少量变质

晶屑凝灰岩
,

岩性变化较大
,

厚 22 2 ~ 1 5 64 m
。

铺岭组主要 由变质流纹斑岩
、

变质流纹质凝灰

岩
、

变质英安岩
、

变质英安质凝灰熔岩组成
,

夹千枚岩
、

含砾千枚岩
、

千枚状 砾岩
。

厚达

2 1 8 lm
。

2
.

1
.

4 皖浙赣小区 (I
;
)

青白口系称井潭组
,

分布在款县一姿源间
,

与下伏中元古界双桥山群
、

上覆 下震旦统铜

门组均呈不整合接触
。

下段主要为流纹质和英安质凝灰岩
,

夹同类熔岩
,

底部为千枚状砾岩
,

厚 1 9 1 9 m ;上段下部为安山岩
、

杏仁状安山岩
,

上部为变流纹斑岩夹千枚岩
,

厚 26 2 m
。

2
.

1
.

5 江绍小区 (1
5
)

青白口系自下而上分为骆家门组
、

虹赤村组和上墅组
,

出露于绍兴至上饶间
,

与下伏中

元古界双桥山群呈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志棠组呈不整合
、

平行不整合接触
。

各组

地层 自上而下分述如下
:

骆家门组下部为陆相砾岩
、

长石岩屑砂岩夹酸性火山碎屑岩
;
中上

部为滨海
一

浅海相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
、

硅质泥岩互层
,

夹少量层凝灰岩
、

砂质泥灰岩
,

岩相
、

厚

度较稳定
,

厚 1 8 7 3 m
。

虹赤村组以浅海相中
一

粗粒长石岩屑砂岩为主
,

夹泥质粉砂岩
、

长石细

砂岩
,

底部为含砾砂岩
,

厚 22 7m
。

上墅组分布在浙江 肖山
、

诸暨至江西广丰一带
。

普遍为陆
’

相玄武岩
、

流纹岩建造
。

主要由紫红
、

灰紫色中基性
一

酸性火 山岩夹沉积细碎屑岩组成
。

肖山

上墅组有 6 个喷发旋回
,

每一旋回下部为玄武岩
、

安 山玄武岩
、

安山纷岩
、

中基性火 山粗碎屑

岩
;
上部为流纹岩

、

流纹斑岩
;顶部偶夹细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其中第一旋回以中基性火山岩

为主
,

向上各旋回中酸性火山岩渐增
,

至以酸 性火山岩为主
。

厚达 3 9 0 0 m
。

该小区南缘上饶
、

广丰附近
,

上墅组下部为浅海相
,

以凝灰质板岩
、

变凝灰质细砂岩
、

变沉凝灰岩为主
,

夹碳酸

盐岩
、

炭质板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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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扬子地区育白口系地层柱状图

1
.

变质砾岩
, 2

.

变质杂砂岩
, 3

.

变质长石砂岩
, 4

.

变质砂岩
; 5

.

变质凝灰质砂岩
; 6

.

变质石英砂岩
. 7

.

变质粉砂岩
; 8.

变质泥岩
, 9

.

灰岩
. 1 0

.

千枚岩
; n

.

炭质千枚岩
. 12

.

板岩
; 13

.

炭质砂质板岩
, 14

.

砂质板岩
, 15

.

凝灰质板岩
; 16

.

大理岩
,

17
.

变玄武岩
; 18

.

变细碧岩
,
19

.

变玄武质角砾岩
;
20

.

变流纹质角砾岩
, 21

.

变流纹质凝灰岩
,
22

.

变辉绿岩
, 23

.

不 整合接

触
;
24

.

平行不整合接触
; 25

.

整合接触
.

2
.

1
.

6 神农架群小区 (I
。
)

青白口系称马楷园组
,

与中元古界神农架群呈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莲沱组呈低角度不整

合或整合接触
,

属磨拉石建造
。

马槽园组下部为山间盆地相砾岩层
,

砾石成分以白云岩碎屑为主
,

滚 圆度和分选性均

差 ;
向上部过渡为河湖相细碎屑岩

,

主要有粉砂岩
、

长石砂岩
、

杂砂岩
,

个别见有玄武岩和酸

性凝灰岩
,

顶部有板岩
、

白云岩
。

厚> 2 6 o o m
。

2
.

2 黔湘翰区 ( I )

该区位于扬子区的南侧
,

北起遵义
、

桑植一线
,

南至萍乡
、

椒浦
、

凯里一线附近
。

该区青白

口系有湘北板溪群下部马底释组
、

黔东板溪群 下部红子溪组
。

分别与下伏中元古界冷家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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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梵净山群为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震旦 系下统板溪群上部五强溪 组
、

鹅厂坳组呈整合接

触
。

主要为滨海相磨拉石建造
。

紫红色
,

少量灰白色
。

下部主要为变砾岩
、

砂砾岩
、

含砾砂岩
、

石英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组成
;上部为长石石英砂岩

、

石英砂岩
、

岩屑砂岩
、

粉砂岩和板岩
,

局

部夹少量泥灰岩
、

白云岩
。

益阳沧水铺马底释组下部有厚 5 1m 的变火 山角砾岩
、

变安 山岩
、

变安山集块岩
、

变凝灰岩及安山岩
、

英安岩
。

芷江
、

桃源一带上部夹有较多的凝灰岩
、

凝灰质

砂岩
。

地层厚度由西北向东南增大
,

北部石门东山峰一杨家坪一带厚 1 95 m
,

向南至大庸 田坪

一带厚> 50 0m
,

南部最大厚度> 3 0 0 0 m
。

2
.

3 江南区 (l )

青白口系分为黔东南下江群下部甲路组
、

乌叶组
,

桂北丹洲群下部白竹组
、

合桐组和湘

中板溪群下部高涧组
。

由西北向东南
,

青白口系与下伏中元古界冷家溪群
、

四堡群地层产状

交角减小
,

渐趋一致
,

呈平行不整合至整合接触关系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下江群中部番召组
、

丹洲群上部拱洞组
、

板溪群上部漠滨组为整合接触
。

该区与黔湘赣区青白口 系为相变过渡
。

除元宝山附近以外
,

均属大陆斜坡区类复理石
、

复理石建造
。

深灰
、

灰绿
、

灰黑色
。

下部粗复

理石建造
,

为变质岩屑砂岩
、

细砂岩
、

变质粉砂岩
、

砂质板岩
、

钙质片岩互层
,

夹大理岩
;上部

细复理石建造
,

为砂质板岩
、

炭质板岩
、

板岩
、

千枚岩互层
,

夹凝灰质砂岩
、

变质凝灰岩
。

衡山
、

双峰有英安岩
、

英安斑岩
。

黔阳山石洞高涧组有玻质玄武岩
、

角砾杂斑玄武岩
。

沉积韵律清

楚
,

西部尚有鲍马序律
。

厚达 4 0 0 0 m 以上
。

元宝山附近的青白口系为丹洲群下部白竹组
、

合桐组与下伏中元古界四堡群不整合
、

平

行不整合接触
。

白竹组下部为变质砾岩
、

含砾粗砂岩
、

千枚岩
,

具河流相交错层
;上部千枚岩

、

钙质片岩夹大理岩
,

原岩为滨
一

浅海相
,

厚 27 6 ~ 9 79 m
。

合桐组为变质砂岩
、

千枚岩
、

板岩韵律

互层
,

向上炭质板岩增多
,

并有硅质岩
,

局部夹基性熔岩
,

厚 8 00 m 以上
。

屏边附近元古一下古生界未分层
,

称瑶山群
,

为灰绿
、

灰黑色变质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

岩
、

页岩互层
,

厚达 5 1 0 0 m 以上
。

2
.

4 南华区 (N )

位于龙胜
、

常宁
、

宜春
、

绍兴一线以南至武夷 山东侧
。

已知青白口系有龙胜丹洲群合桐

组
、

赣中神山群和重溪组
,

为浅
一

深海相钠质基性酸性火山岩建造
、

火山复理石建造
。

桂北青白口系为丹洲群合桐组
,

未见底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丹洲群上部拱洞组为整合接

触
。

下部主要为变砂岩
、

变粉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和千枚岩互层
;
中

、

上部主要为细碧岩和含

炭千枚岩
、

千枚岩
,

并有大量中基性熔岩
、

角砾熔岩
、

角斑岩
、

集块岩
、

基性凝灰角斑岩
、

大理

岩
,

细碧岩具枕状构造
。

厚 2 2 5 o m 以上
。

萍乡一弋阳一带青白口系称神山群
,

在丰城洛市和中元古界双桥山群相连
,

关系不清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上施组为连续沉积
。

主要由砂质绢云千枚岩
、

炭质绢云千枚岩
、

绢云千枚

岩
、

细碧岩
、

玄武岩
、

石英角斑岩组成
,

夹变沉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
、

千枚状细砂岩
、

硅质板岩
、

白云质灰岩
。

戈阳铁砂街火山喷发韵律发育
,

夹大理岩
。

厚达 3 4 7 4 m
.

德兴一广丰一带的青白口系称重溪组
,

与下伏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呈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

下震旦统为整合接触或有局部间断
。

下部为类磨拉石及类复理石沉积
,

主要为富含火山碎屑

的杂砂岩
、

粉砂岩
、

凝灰质板岩
,

底部为砾岩
;上部细碧岩

、

玄武岩
、

角斑岩夹凝灰岩
、

杂砂岩
,

顶部有英安岩
。

厚度> 3 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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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南秦岭
一
大别区 (v )

位于扬子区的北侧
,

文县
、

商城
、

霍山至连云港一带
。

青白口系地层变化较大
,

分小区叙

述如下
:

2
.

5
.

1 汉南小区 ( V ;
)

位于扬子区的西段北侧
。

青白口系主要为陆相火山喷发岩组成
,

夹少量海相或河流相沉

积岩
。

宁强 附近的青 白口系称刘家坪群
,

未见底
,

与上覆下震旦统代安组呈不整合接触
,

系火

山磨拉石建造
。

呈紫灰
、

灰绿色
。

可分三个喷发旋回
,

有二个喷发不整合面
。

各旋回下部普

遍为火山角砾岩
、

熔结角砾岩
、

集块岩
,

少量玄武岩
;
上部为熔结凝灰岩

、

凝灰岩
、

流纹岩
、

英

安岩
,

个别有炭泥质岩夹层
。

出露厚度 > 3 0 0 o m
。

旺苍
、

南郑间的青白 口系称铁船山组
,

与下伏中元古界火地埂群
、

上覆上震旦统陡山沱

组均呈不整合接触
。

呈紫红色
。

依喷发沉积间断可分为三段
。

主要 由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
、

碱性流纹岩
、

熔结角砾岩
、

流纹质或英安质火山角砾岩组成
,

夹少量成层性很好的砂泥质岩

及炭硅质岩
,

个别见有玄武岩
。

厚 3 80 一 2 3 3 1 m
。

汉中
、

洋县间的青白口 系称西乡群
,

与下伏中元古界三花石群
、

上覆下震旦统三郎铺 组

均呈不整合接触
。

自下而上可分为孙家河组和大石沟组
,

之间为不整合接触
。

孙家河组下部

为灰绿色
、

上部紫红色
,

以英安质凝灰岩为主
,

夹安山质和流纹质凝灰岩
、

沉凝灰岩
。

大石沟

组紫灰
、

灰紫色
,

主要为玄武岩
、

安山岩
、

流纹岩
、

粗面岩
,

夹火山角砾岩
、

泥球状凝灰岩
、

凝灰

质砂砾岩和砂质泥岩等
。

厚度 > 18 0 o m
。

2
.

5
.

2 勉县一连云港小区 (v :
)

文县
、

勉县一带的青白口系称东沟坝组
,

与下伏中元古界碧 口群
,

上覆震旦系下统断头

崖组均呈不整合接触
。

该组地层为钠质基性
、

酸性火山岩建造
。

主要为凝灰质绢 云石英片岩
、

粉砂质板岩
、

板岩
、

沉凝灰岩
、

流纹岩
、

中基性熔岩
、

角斑岩
、

石英角斑岩夹炭质板岩
、

白云质

灰岩
。

厚 70 0 m 以上
。

安康
、

房县一带的青白口系称两郧群
,

与下伏中元古界武当群或陡岭群呈不整合接触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或整合接触
。

灰白
、

灰绿色
。

下部主要为变质砂岩
、

绢

云千枚岩
、

变质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
,

可分若干沉积韵律
。

夹火山角砾岩
、

火 山集块岩
,

底部有

数米厚的砾岩
。

上部主要为流纹岩
、

流纹英安岩
、

粗面岩及凝灰岩夹板岩和灰岩
。

在安康牛

山可分为七个喷发韵律
,

上部的韵律层 内碱性火山熔岩较多
。

安康牛山和豫鄂交界处发育火

山粗碎屑岩
,

为火山活动的两个中心部位
。

平利附近以火山碎屑沉积岩
、

正常沉积岩为主
,

处

于远离火山活动中心的海盆环境
。

厚达 5 3 0 o m
。

随县
、

黄破间的青白口系为随县群古井组
,

未见底
,

与上覆震旦系下统随县群柳林组整

合接触
,

浅变质
。

由一个完整的火山
一

沉积旋回组成
。

主要 由变酸性含砾凝灰岩
、

变酸性晶屑

岩屑凝灰岩
、

变流纹岩
、

变石英角斑岩
、

变酸性晶屑玻屑凝灰岩等组成
,

顶部为 1 93 m 厚的变

质粗粒一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安陆古井组 由基性
一

酸性火山岩组成五个喷发旋回
,

旋回下部

有变玄武岩
。

大洪山区的花山群
,

与中元古界打鼓石群呈不整合接触
,

和上覆莲沱组呈微角度不整合

至平行不整合接触
。

该区南部花山群下部主要为山麓或河湖相砾岩
、

石英砂岩
;上部为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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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浅海相钙质板岩
,

夹泥质白云岩
,

厚 52 0一 2 8 9 4 m
。

该区北部花山群主要为变酸性含砾晶屑

岩屑凝灰岩
、

变酸性晶屑凝灰岩
、

玻屑凝灰岩
、

流纹岩
、

底部为砾岩和富含钙质的粉砂岩
、

少

量白云岩
,

厚 3 3 2m
。

滁县
、

连云港一带的青白口系称张八岭群
,

与下伏中元古界海洲群
、

上覆震旦系下统周

岗组均呈不整合接触
。

张八岭群由下而上分为北将军组和张八岭组
。

北将军组主要为灰黑
、

灰绿色粉砂质千枚岩
、

千枚岩互层
,

夹白云质灰岩
,

可能为复理石建造
,

厚 56 6 m 以上
。

张八

岭组
,

灰白
、

深灰
、

青白色
,

下部主要为灰质粉砂岩
、

白云母长石石英砂岩
、

含砾千枚岩
,

夹石

英角斑质凝灰岩
、

灰岩
、

硅质岩
、

含锰粘土
,

具水平纹层
;上部为石英角斑岩

、

凝灰质粉砂岩和

凝灰质熔岩
、

凝灰角砾岩和角斑岩互层
,

为火 山碎屑复陆屑建造
,

厚达 3 5 9 1m
。

2
.

6 滇西区

在该区澜沧江和元江一藤条江两个近于南北向的条带上分布的变质岩
,

普遍被 中新生

界覆盖
,

出露很少
,

地层很难详细划分
。

分布在澜沧江西侧昌宁一动海一带的浅变质岩称澜沧群 (Pt
。
一Pz

:
)

,

主要为各类片岩

和基性火山岩
,

恢复原岩为砂
、

泥质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

基性
一

中基性火山岩
,

具复理石特征
。

铆银法地质年龄 7
.

巧 亿年
。

其中所产的微古植物和叠层石指示为上元古界一下寒武统
。

分布在高涧至金平一带的哀牢山群和洱源至下关的苍山群
、

昌宁至动海一带的大动龙

群三套变质岩系的岩石组合
、

区域变质程度等特征综合分析表明
,

应是大体相当的地层单

位
,

只是各地出露程度和部位有一定差别
。

哀牢山群不整合于泥盆系之下
。

三套地层均由各

种混合岩
、

片麻岩
、

变粒岩
、

片岩
、

大理岩夹斜长角闪岩组成
,

其原岩为杂陆屑砂岩
、

泥质岩夹

碳酸盐岩
、

中基性火山岩
,

属火山复理石 建造
。

哀牢山群厚达万余米
。

哀牢山群铆银法同位

素地质年龄 8
.

37 亿年
、

10
.

51 亿年
,

含震旦系一下寒武统古袍子化石
。

哀牢山群经金平向东

南延伸至越南境内
,

安沛混合岩铆银法地质年龄 9
.

92 亿年
,

角闪石钾氨法地质年龄 20
.

7 ~

2 3
.

0 亿年
。

苍山群测得的枷银法地质年龄 5
.

01 亿年
。

2
.

7 浙闽区 (姐 )

该区位于会稽山古陆南
、

北
、

东侧
,

以丽水
、

政和
、

大埔一线为界
,

可分为东
、

西两小区
。

2
.

7
.

1 浙南闽西小区 (VI
,
)

浦城至长汀一带的青白 口系称吴墩组
,

主要为变质杂砂岩
,

夹粉砂岩
、

石英 片岩
、

硅质

岩
,

底部有砾岩
。

往西南方向沉积物粒度变细
,

火山物质增加
。

长汀附近火山碎屑岩
、

杂砂岩

发育
。

厚达 3 6 0 0 m 以上
。

南部长汀至永定一带青白口系称楼子坝群
,

沉积物较北部细
,

原岩主要为细
一

粉砂岩
、

凝

灰质砂岩
、

泥质岩
、

硅质岩不等厚韵律互层
,

含磷
、

黄铁矿
,

水平层理发育
,

偶见波状层理
。

为

浅
一

次深海相砂泥质复理石建造
。

厚达 6 3 7 1m
。

2
.

7
.

2 闽东小区 (VI
:
)

建匝
、

安溪等地不整合(?) 龄震旦系稻香组之下的大岭组变粒岩
、

片岩
,

和下伏中元古界

龙北溪组为连续沉积
。

龙北溪组
、

大岭组岩石组合可与建宁
、

宁化等地不整合龄下元古界麻

源群
、

青白口系吴墩组之间的中元古界绿片岩
, 、

厚层变粒岩
、

薄层石英变粒岩
、

片岩组合地层

对比
,

故大岭组可能为中元古界的上部
。

东南沿海地区零星分布的片岩
、

变粒岩
、

混合岩时代

尚未定论
。

因此
,

该区是否存在青白口系尚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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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作者遵循用构造岩浆旋回划分前寒武系的基本原则
,

主要根据地壳运动造成 的区域不

整合面
、

沉积建造的演化及对比
,

结合同位素地质年龄和古生物组合特征
,

以扬于区青白口

系为重点
,

进行分析研究
,

提 出了划分中国南方青白口系的界限
、

时限和对比方案
,

并较全面

地叙述各区青白口系地层特征
。

但是
,

滇西区和江南区屏边附近的青白口 系变质程度较深
,

化石甚少
,

时限又长
,

缺乏地层意义
,

同位素地质年龄样品分布不均匀
,

青白口 系上
、

下界线

尚未确定
。

浙闽区青白口 系变质深
,

目前对其时代归属分歧较大
,

还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

本文是在完成
“

七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扬子地区古生代盆地构造演化和油气关

系》过程中
,

综合大量兄弟单位资料基楚上编写的
,

工作 中得到张渝昌
、

秦德余高级工程师的

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日期
: 1 9 9 0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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