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长阳组建组剖面的问题

!长江三峡地区珍贵地质遗迹保护和太古宙"中

生代多重地层划分与海平面升降变化#$汪啸风%陈孝

红%张仁杰等%&’’&%地质出版社""以下简称 ’&专

著(出版后%许寿永认为其中的泥盆系$张仁杰)冯少

南 等%*+,-,",.&(和石炭系$冯少南)张仁杰等%*+
,.-",/&(两章有侵犯其著作权问题0宜昌地质矿产

研究所组织有关专家一行 1人$姚华舟)汪啸风)徐安

武)陈孝红)张业明)傅泰安(和作者$张仁杰)许寿永

等(%于 &’’-年 .月 2日对该剖面进行了实地考察%
现将所见剖面的实际情况和考察组的意见叙述如下%
供读者参考甄别0

, 剖面出露与转石问题

长 阳 组 命 名 剖 面 现 在 的 出 露 情 况 与 张 仁 杰 等

,//.3&’’’年研究该剖面时的情况有所不同%与许

寿永等 ,/4’年测制此公路人工剖面的实况也明显有

别$见长江三峡地层参观指南%,/4.%图版,&左图5淋
湘溪剖面的长阳组(0据张仁杰等$&’’&(文中的照片

和他在现场介绍%当时剖面因风化作用岩石较松散且

含转石%他们在灰岩转石$’&专著%图版 ,4图 &左上

角(中 找 到 石 炭 纪 金 陵 组 的 牙 形 石 6789:;<=>?@
87;:AB7@=AC<@DEFGHIGJKLJMN)OAB>7;7PQ88<8QRA@
$ST(化 石$文 中 未 附 照 片(%并 据 此 认 为 许 寿 永 等

$,/42(所建该组的剖面描述中U第一层顶部灰白色石

英细砂岩及第二层底部的薄层生物碎屑灰岩小透镜

体实际上都是转石而非露头V$’&专著%*+,2,(%从而

认为该命名剖面不能客观反映该组的含义和岩性特

征0
现在的情况是5剖面上部局部仍有浮土)转石掩

盖%但中下部因公路开挖出露较好%显示了长阳组的

客观存在%并可清楚地看见所夹的沉积成因的灰岩透

镜体%而张仁杰等$&’’&(所指石英细砂岩转石仍在路

边$’&专著%图版 ,4右下角(%但可能不属高骊山组0
据此考察组认为%该组上部地层虽有少部被掩盖%但

仍可见到基岩露头%许寿永等 ,/42年没有把转石当

成基岩0

& 构造与层序问题

张仁杰等$&’’&(首次在正式出版物中指出长阳

组命名剖面上部存在断层构造%但对构造作用的估计

似乎过高%例如5U该剖面构造复杂%存在三组断层%地
层层序混乱%致使长阳组的命名剖面并不能代表梯子

口组与金陵组之间的地层%而很可能是金陵组之上的

高骊山组之一部分V$’&专著%*+,2,(0经考察组进一

步核实%断层对地层存在影响$许寿永保留疑义(%但

并没有影响剖面上所见大套层序的叠置关系%张仁杰

等 &’’&年对该剖面地层归属的意见与此次考察组所

见剖面的情况不一致0

- 化石层位问题

张仁杰等在 ’&专著中$*+,2,(指出5U在命名剖

面上部泥岩中所述的碗足类化石显然不是该剖面所

产V$许寿永执笔%,/42%!长江三峡生物地层学W晚古

生代分册#第三章%石炭系%*+-1%长阳组命名剖面第

2层化石(0经考察组核实%这些化石的确不是在连续

的公路剖面上采集%而是在沿走向平移到 ,X’余米外

的山坡下的金陵组之下的泥岩中采获0但冯少南等将

长阳组下部的牙形石 YQA7:;<=>?@$Z OAB>7;7PQ88<(
8QRA@W 6789:;<=>?@A;7[;<=?@带改属为金陵灰岩的

化石带$’&专著%*+,4’(值得商榷0

2 关于资料引用问题

冯少南等$&’’&(在U长江三峡地区石炭纪生物群

的多样性V$’&专著%*+,./",4,(中引用了!长江三

峡 生 物 地 层 学W晚 古 生 代 分 册#U石 炭 系V的 资 料

$,/42(%没有说明资料出处0尽管冯少南当时是课题

组组长%但其中的U石炭系V由许寿永执笔完成%冯少

南等在后续著作中未注明资料出处欠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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