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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西—鄂西成矿带自新太古界至第四系均有发育。依据大地构造演化特征，结合地层发育特征及岩相古地理，按青白

口纪和南华纪—震旦纪两个阶段进行地层区划分。青白口纪时期，研究区分为南秦岭地层区、黄陵地层区、梵净山地层区、

武陵 -雪峰地层区与四川盆地区。南华纪 -震旦纪时期，研究区分为南秦岭地层区武当地层分区、陨均台地层分区及扬子地
层区湘黔鄂地层分区、湘中分区。对成矿带岩石地层提出了对比方案，主要为：石桥铺组和黄狮洞组来替代甲路组；沿用乌

叶组而弃用砖墙湾组；重新定义清水江组，将以板岩为主的地层都归属清水江组，相当于番召组上段、清水江组、平略组之

和；保留原清水江组之上的隆里组而弃用平略组（黔）和岩门寨组（湘）；弃用陨均台地区的“陡山沱组”和“灯影组”，沿用尚

家店组和青山寨组的定名；采用老堡组来替代留茶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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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igraphy of Western Hunan-Hubei metallogenic belt has developed since the Neoarchean to

Quaternary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tectonic evolution, stratigraphy and lithofacies palaeo-

geography, we divide the Neoproterozoic stata of the area into the Qingbaikou stage and Nanhua-Sinian stage.

During the Qingbaikou stage, the metallogenic belt is divided into five stratigraphic regions called Southern Qin-

ling, Huangling, Fanjingshan, Wuling-Xuefeng and Sichuan basin,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Nanhua-Sinian stage,

the belt is divided into Southern Qinling stratigraphic region (including Wudang and Yunjuntai stratigraphic sub-

region) and Yangtze stragraphic region (including Hunan-Guizhou-Hubei and Central Hunan stratigraphic subre-

gion). We also recommende to adopt or redifine some stratigraphic units. Keep Huangshidong Formation and

Shiqiaopu Formation instead of Jialu Formation, use Wuye Formation and discard Zhuanqiangwan Formation.

Qingshuijiang Formation is redefined to describe the main slate strata and equivalen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up-

per part of Fanzhao Formation, Qingshuijiang Formation, Pinglue Formation. Disuse Pinglue Formatio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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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概况

1.1新元古代地层学研究简史
湘西 -鄂西成矿带是全国 20条重点成矿带之

一，跨越湘、鄂、川、黔、陕五省及重庆直辖市，矿产

资源丰富，新元古代地层研究历史悠久。早在 1924

年，李四光等地质工作者在长江三峡地区创建的

“崆岭片岩”、“南沱冰碛岩”、陡山沱组、灯影组等岩

石地层单位，随后，李捷、朱森等（1930）于湖北武当

山创建“武当片岩”，王晓青和刘祖彝 1936 年在湘

西建立板溪系和冷家溪系，王曰伦 1936年在黔东

桂北建立长安砂岩、富禄砂岩、老堡层、下江系 [1-6]。

这些地质工作的先驱，为湘鄂西地区地层研究奠定

了基础。1959年第一次全国地层会议将湘北赣北

的板溪系分为上、下板溪群，而将贵州地区的板溪

群分为拉揽组和枷榜岩组[3,4,7]。1962年，江涛与华媚

春创立了”神农架群”。至 20世纪 70年代，湖南将

武陵运动不整合面上下的地层分别称为板溪群与

冷家溪群，贵州将该不整合面上、下地层称为下江

群与梵净山群。20世纪 80 ~ 90年代湖南将新晃 -

芷江断裂以南的“黑板溪”层系命名为高涧群。20

世纪 90年代开始，湘西 -鄂西成矿带各省区在统

一的地层分区下，以多重地层划分为原则，对各省

的岩石地层单位，特别是“组”级地层单位进行了清

理，所编著的各省岩石地层也成为了各省地质调查

的重要参考与规范。

至 20世纪 90年代，武陵运动界面之下的冷家

溪群与梵净山群被归入中元古代，地质年龄为

1000 ~ 1400 Ma，其上的板溪群与下江群被归入新

元古代，时代为 800 ~ 1000 Ma，武陵运动的时限

定在 1000 Ma，与格林威尔造山运动相对应。

从 2000年开始的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湘西

-鄂西成矿带各省区陆续开展了 1︰25万及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促进了对前寒武系的研究。对一

些地层单位进行了重新定义，也新建了一些岩石地

层单位，如白竹坪火山岩建造、凉风垭组等。同时，

碎屑锆石谱系研究、高精度锆石定年及沉积地球化

学等新技术、新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地层研究之中，

改变了对许多前寒武地层的传统认识。如冷家溪

群、板溪群、高涧群、梵净山群、下江群形成时代均

为青白口纪[8-20]，820 Ma为武陵运动的结束时间，江

南造山带并非格林威尔造山带，武当（岩）群的地质

年龄为 848 ~ 746 Ma[21]，相当于峡东地区的莲沱组

或略早于南沱组。

1.2新元古代地层沉积序列的重新厘定与对比问题
地质年表和地层表是地层学研究的基础。新发

布的中国地层表（试用稿）（2012）较之前的中国地

层表有较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太古代由原来的

三分变为了四分；原作为中元古界的长城系已归入

到古元古界，蓟县系为中元古界最底部地层单位；

南华系由原本的二分变为了三分；寒武系 -震旦

系、震旦系 -南华系的界线被重新厘定。在新的中

国地层表的框架下，如何重新厘定研究区岩石地层

单位，确定各个地层单位的地质年代，有待于进一

步地细致的研究工作。

湘西 -鄂西成矿带内各省的岩石地层单位在

跨省使用时，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现象仍然存

在，需要统一划分的标准，例如：老堡组（鄂）与留茶

坡组（湘）、冷家溪群（湘）与梵净山群（黔）、板溪群

（湘）与下江群（黔）等。即使是同一岩石地层单位，

在不同地区也可能表示不同的岩性组合，如“陡山

沱组”在扬子内部、扬子东南缘及南秦岭地区的岩

石组合差异较大。此外，同一岩石地层单位，在各省

划归的地质时代也可能不一致。

湘西 -鄂西成矿带新元古代岩石类型多样，沉

积环境复杂，化石稀少且缺乏时代意义，能用于高

精度锆石定年的地层标志较少。新元古代地层中能

用于地层对比的划分标志有南华纪冰碛岩、锰矿层

以及震旦纪磷矿层及震旦纪 -寒武纪的硅质岩，但

and Yanmenzhai Formation (Hunan) and keep Longli Formation. The “Doushantuo Formation”and“Dengying

Formation”in the Yunxian and Yunxi area are replaced by“Shangjiadian Formation”and“Qingwangzhai For-

mation”, respectively. Disuse“Liuchapo Formation”and persist“Laobao Formation”.

Key words: Neoproterozoic;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stratigraphic region; lithofacies-paleogeogra-

phy; Western Hunan-Hubei metall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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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似的岩石地层是否具有等时性尚不能确定，

限制了对前寒武纪地层划分与对比的研究条件。本

文以最新的国际地层表（2010）、中国区域地层表

（2012试用稿）为基础，对湘西 -鄂西成矿带前寒

武系地层序列进行了综合对比与研究。地层年代多

以近年来发表的高精度锆石测年为主要参考依据。

岩石地层的对比主要依据其岩性组合特征、沉积环

境及构造背景。

2地层分区

2.1地层分区的原则及依据
地层区划主要依据是地层特征，它有别于构造

区和沉积区，地层特征是受诸多因素（如地壳活动、

古地理、古气候及古生物演化等）影响形成的综合特

征，地层区划在考虑地层特征的同时，必须考虑形成

这些特征的因素，其中构造环境条件和构造发展过

程对地层的形成起着制约作用。本文所采用的地层

分区在考虑大地构造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各阶段地

层发育特征、岩相古地理特征来进行综合分区。

近年来对青峰断裂带以南的地层区划多是以

冷家溪群与板溪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界面（即武陵

运动）来进行划分[22-23]，但是该界面并不适合研究区

内南秦岭地区以及神农架 -黄陵地区。南秦岭地区

青白口系连续，无明显的不整合界面。神农架地区

与黄陵地区青白口系与南华系呈角度不整合，而非

820 Ma的界线年龄。湘西 -鄂西成矿带内太古代 -

青白口纪为变质基底的形成阶段，南华纪才开始形

成未变质的沉积盖层，且南华纪全球性的雪球事件

导致研究区内发育大陆冰川及冰海沉积，这与前南

华的气候条件和沉积类型迥然不同，是一个重要的

古气候转折点和沉积转折点，本文遂以太古界 -青

白口纪及南华纪 -震旦纪这两个不同阶段进行地

层分区。在不同的阶段，以制约地层形成的构造环

境条件和发展过程，以及各沉积盆地的演化特征，

来进行不同级别的地层分区。

（1）大地构造背景概况

湘西 -鄂西成矿带的基本构造格局是在晋宁

期由多块体拼合的扬子基底上发展演化而来，其在

晋宁期的构造演化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新元古

代时期，对扬子陆块南缘与华夏地块碰撞汇聚带的

位置、边界性质、碰撞机制和时空演化等认识虽有

分歧，但据基本地质事实与最新研究成果分析，可

得到以下两条基本认识：（1）发生在该期的重大构

造事件以板溪群与冷家溪群及相当层位的区域性角

度不整合为代表，地层与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显示其

时代主要在 850 ~ 820 Ma之间,（2）扬子陆块与华夏

地块的汇聚边界位于湘西 -鄂西成矿带的东南部，

该成矿带在大地构造分区上均位于扬子陆块内部。

对于扬子陆块北缘的构造演化存在两种不同

的认识：地幔柱和板块裂谷模型认为，扬子陆块北

缘的地球动力学模式与扬子东南缘在时间和机制

上一致 [24]。然而岛弧模式认为，至少在 <950 ~

735Ma期间，扬子板块西缘 -北缘仍然是活动大陆

边缘构造背景[25]。Dong et al.（2012）在扬子西北缘的

汉南 -米仓山地区识别出向北移动的岛弧岩浆作

用，并认为其经历了 824 ~750 Ma俯冲碰撞、~720

Ma地壳加厚和 ~706 Ma伸展垮塌等几个构造演化

阶段[26]。这一现象可能表明扬子陆块西北缘与东南

缘在新元古代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和动力学机制

似乎并不完全相同，该区可能经历了长期的增生造

山作用。该区武当群沉积 -火山岩系（~755 Ma）被

认为形成于陆缘岛弧环境，而耀岭河群火山 -沉积

岩系（~680 Ma）则产生于大陆裂谷环境[27-28]。在武当

地区发育大量 640 ~ 630 Ma的镁铁 -超镁铁质岩

体都来源于富集地幔，被认为是扬子板块北缘新元

古代 Rodinia超大陆裂解过程最晚期的产物 [29]，表

明扬子陆块北缘经历了持续时限更久的从板块俯

冲增生向陆内伸展裂解的演化过程。扬子板块北缘

从震旦纪到志留纪一直是秦岭商丹洋的南侧被动

大陆边缘，堆积了巨厚的陆缘沉积体系。

当前多数成果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江南造山带

和扬子陆块陆缘区，而对扬子陆块内部次一级块体

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演化的研究显得相对较弱。

基于成矿带内黄陵结晶基底和神农架褶皱基底在

沉积建造、岩浆活动、变质变形等多方面的差异性，

笔者认为在扬子陆块内部存在沿神农架地块与扬

子陆核区之间的新元古代古构造结合带，其与扬子

陆块周缘构造拼合带一起成为 Rodinia超大陆陆缘

连续碰撞 -增生带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统一的扬子

克拉通。

（2）沉积古地理格局概述

青白口纪

青白口纪早期，南秦岭地区处于商丹洋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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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沉积物以陆源碎屑为主偶夹变质火山岩，之后

强烈的裂谷发育，火山大量喷发，在海相盆地内发

育火山喷发沉积夹陆源碎屑沉积，至晚期时火山活

动减弱，沉积以细碎屑岩为主，半深水相浊流沉积

较多，具有复理石特征，沉积水体逐渐变浅。

神农架地区青白口纪早期为滨海碎屑与山前

垮塌碎屑岩混合沉积，中期为陆棚边缘盆地沉积的

细碎屑岩类，晚期为浅水陆棚相的薄层粉砂岩与页

岩，而与其相邻的黄陵地区，青白口系为海相陆源

碎屑沉积的泥砂质岩复理石建造夹火山碎屑岩建

造。在峡东地区，南华系上覆于黄陵花岗岩之上，缺

乏青白口纪的沉积。

武陵 -雪峰地区，冷家溪群 /梵净山群沉积早

期，海盆处于较深的斜坡 -盆地环境，沉积浊积岩

及海底扇相，具复理石韵律特征，中期有区域性海

底火山喷发活动，但仍处于深水环境，晚期盆地整

体抬升，水体变浅。晋宁运动（武陵运动）导致冷家

溪群 /梵净山群沉积物发生变形褶皱。武陵运动之

后，新晃 -芷江断裂带以北的板溪群主要为河流、

滨岸、潮坪、浅海等砂质沉积夹泥质、钙质沉积，其

顶部发育火山碎屑沉积岩系，为大陆边缘沉积，而

断裂带以南的高涧群和下江群下部为潮坪环境下

的钙泥质沉积，中部与上部为深水盆地环境下的黑

色碳泥质沉积及低水位楔高密度流，总体表现为一

套砂岩、砂板岩为主的类复理石建造。

南华纪

武陵运动造成了扬子东南陆缘普遍暴露剥蚀，

在长安组沉积时期，随着造山后的地壳伸展，出现

了海侵，并且在黔阳、洞口一带，发育了较为完整的

长安冰期沉积，厚度超过 1000 m。在托口 -沅陵一

带亦有不完整的长安组沉积，而在扬子地层分区内

普遍缺失长安组沉积[30]。长安冰期结束以后，渐暖

的气候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快速上升，扬子地区

也开始接受沉积。湘中、黔东南地区发育滨海 -浅

海碎屑岩建造，而扬子地区发育河流 -河口湾相为

主的陆相沉积物，两者古地理格局差异明显。

南华系中部为古城组与大塘坡组沉积期，此时

湘桂盆地发生海侵，并扩展至峡东及神农架地区，

这一时期沉积物以冰碛砾岩及相应间冰期含锰

碎屑岩沉积序列为代表。古城组沉积时期，研究

区内发育冰碛砾岩，神农架地区古城组最厚可达

105 m，向南多成透镜状产出。至大塘坡组沉积时

期，研究区自北而南，水体逐渐加深，沉积厚度也逐

渐变大，在石门以北主要是以黑色页岩为主的泻湖

相沉积，厚度几米到十几米，大庸和沅陵一带则为

灰黑色、灰绿色的含锰砂泥岩的陆棚相沉积，厚度

达 80 m，到洞口一带则演变为以粉砂质泥岩为主

的深水沉积，厚度大于 200 m。

南华系上统为陆相与海相冰川沉积、冰水滨浅

海至冰水次深海沉积期。江南隆起区或为古陆剥蚀

区、或为陆相冰川堆积地貌。此时扬子与湘中地区

的岩相仍存在明显差异：扬子的南沱组为陆相冰川

沉积为主，而湘中地区的洪江组为海洋冰筏 -冰融

泥石流沉积为主。

南秦岭地层区南华系为基性岩夹细碎屑岩（耀

岭河组），为伸展环境下的裂谷盆地或弧后盆地沉

积，其中夹多套砾岩，与冰碛砾岩相似，疑为冰期作

用的产物。

震旦纪

震旦纪初期气候极端温暖，浅海地区沉积了

“盖帽白云岩”。随后发生大规模海侵，在上扬子地

区为台地相灰岩和陆棚相的的黑色碳质页岩、粉砂

页岩互层，构成广阔的碳酸盐台地相区，在其边缘

部位发育了斜坡和台缘盆地相区，在大庸等地出现

了代表较深水斜坡环境的碳酸盐滑塌沉积[31]。随后

的海平面下降，在上扬子地区的沉积以台地相、台

地浅滩相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扬子地台北缘由南华纪时期的裂谷盆地发展

为稳定的台缘，沉积了中厚层状粉砂岩、钙质板岩、

粉砂质板岩、硅质泥质板岩及厚层条纹状泥质灰

岩，夹细晶灰岩及微晶白云岩（陡山沱组），而在郧

县 -郧西断裂以西尚发育有深水盆地相沉积（江西

沟组）。

继陡山沱末期的海侵后，上扬子地区古地理环

境可划分为碳酸盐潮坪相区、开阔台地相区、台缘

斜坡相区和台缘盆地相区[31]。碳酸盐岩潮坪相区主

要分布在宜昌、神农架、南漳、京山、监利、慈利一

带，以泥粉晶白云岩、粉晶白云岩夹藻叠层白云岩

为主。碳酸盐岩潮坪相区外围仍为宽广的开阔台地

相区，主要沉积物是鲕粒白云岩、核形石白云岩、凝

块石白云岩和粉、微晶白云岩，局部夹页岩和粉砂

质泥岩。台缘斜坡相仍位于大庸 -通山一带。该时

期沉积物以具台地特征的碳酸盐岩和具盆地特征

的硅质岩和碳质页岩为主。扬子北缘的古地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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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震旦早期陡山沱组沉积时期相类似，沉积地层为

“灯影组”与霍河组，为浅水碳酸盐台地沉积，整体

上显示海水变浅。

2.2各地层分区的特征
2.2.1前南华纪地层分区

湘西 -鄂西成矿带青白口纪地层主要分布于

南秦岭、神农架、黄陵、湘西北、湘中地区。根据各地

区基底物质组成的差别，将研究区自南向北划为南

秦岭地层区、神农架地层区、四川盆地地层区、梵净

山地层区及武陵 -雪峰地层区（如图 1），分区岩石

地层划分与对比表见表 1。

（1）南秦岭地层区

位于青峰断裂带以北地区，前南华纪时大地构

造位置属扬子陆块北缘弧后盆地，青白口纪沉积为

武当（岩）群，下部为变沉积岩系，中部为变火山岩

系，上部为变沉积岩系。

（2）神农架地层区

神农架褶皱基底又称神农架穹隆，是一个很特

殊的地质体,中元古代神农架群为巨厚的台地相碳

酸盐岩建造。新元古代青白口纪凉风垭组为滨海 -

陆棚相碎屑岩沉积，与区域上广泛出露的磨拉石建

造（如随南地区的花山群）相当，其上与南华纪南沱

组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说明新元古代神农架地区

亦存在着造山作用。

（3）黄陵地层区

位于新华断裂系以东，以现今出露的黄陵背斜

及其周缘为主体。青白口纪，发育一套浅变质泥岩、砂

质岩复理石夹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建造，为晋宁造山

运动期间前陆盆地沉积，其上被南沱组冰碛岩覆盖。

（4）四川盆地地层区

四川盆地的基底在工作区内主要为隐伏基底，

未出露于地表，在此不赘述。

（5）梵净山地层区

该区主体位于江南造山带西南段东北缘，核心

地区为一长轴呈南北走向的椭圆形梵净山群出露

区，四周被下江群围限。梵净山群分为 7个组级地

层单位，从下到上依次为淘金河组、余家沟组、肖家

河组、回香坪组、铜厂组、洼溪组及独岩塘组[2]。晋宁

图1湘西-鄂西成矿带青白口纪地层分区图

Fig. 1 Stratigraphic subregion During Qingbaikou period of

Western Hunan-Hubei metallogenic belt

图2湘西-鄂西成矿带震旦纪-南华纪地层分区图

Fig. 2 Stratigraphic subregion During Nanhua to Sinian of

Western Hunan-Hubei metall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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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运动后，下江群主要为浅变质砂岩、凝灰质砂

岩和少量碳酸盐岩，自下而上分为甲路组、乌叶组、

番召组、清水江组、平略组、隆里组[2]。

（6）武陵 -雪峰地层区

该区位于荆当盆地以南，湘西 -鄂西构造带以

东的地区，前南华纪构造位置处于扬子板块南缘被

动大陆边缘。青白口系下部为冷家溪群、上部为板

溪群与高涧群。冷家溪群与板溪群、高涧群均呈角

度不整合接触关系，对应于武陵运动。板溪群与高

涧群在湖南省内以辰溪 -新晃 -芷江为界，北部为

板溪群，南部为高涧群。此外，在鄂西鹤峰走马坪及

石门杨家坪一带见一套灰色板岩，归为青白口系张

家湾组。

2.2.2南华纪 -震旦纪地层分区

依据南华纪 -震旦纪的板块构造和地质演化

特点，并结合地层发育特点、沉积相和生物古地理特

征，可将湘西 -鄂西成矿带地层划分为南秦岭地层

区与扬子地层区。南秦岭地层区内该时期呈现东高

西低的古地理格局，且十堰 -襄樊断裂两侧地层序

列明显不同，遂细分为武当小区与陨均台小区。扬子

地层区该时期北高南低，大致以托口 -怀化 -沅陵

-益阳一线为界，两侧的地层序列及岩相古地理差

异较大，遂细分为湘黔鄂分区与湘中分区（见图 2）。

（1）南秦岭地层区

位于青峰断裂带以北地区。南华系为耀岭河

组，沉积裂谷盆地型的基性火山岩系夹细碎屑岩。

至震旦纪，该地层区构造位置处于秦岭商丹洋的南

侧被动大陆边缘，出现沉积相分异，武当小区震旦

系为江西沟组与霍河组，为深水盆地硅质岩 -页岩

相；陨均台小区为“陡山沱组”与“灯影组”，为碳酸

盐岩台地沉积。

（2）扬子地层区

湘黔鄂分区:指托口 -怀化 -沅陵 -益阳一线

以北地区。南华系下统为莲沱组，为河流 -河口湾相

的碎屑岩沉积；中统为古城组冰碛砾岩与大塘坡组

含锰细碎屑岩；上统为南沱组，为冰碛砾岩沉积，震

旦系下统陡山沱组为碳酸盐岩台地 -台沟沉积相，

而震旦纪上统灯影组为浅水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湘中分区：位于湘黔鄂分区以南地区。南华系

底部为长安组冰碛砾岩沉积，其上为富禄组间冰期

浅海碎屑 -泥质岩建造；中部大塘坡组为含锰细碎

屑岩系；上部洪江组为冰筏 -冰融沉积的细碎屑岩

表1 湘西-鄂西成矿带新元古代地层划分与对比表
Table 1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during Neoproterozoic of Western Hunan-Hubei of Western Hunan-

Hubei metall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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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震旦系下部为金家洞组黑色硅质岩 -页岩，上

部为老堡组（留茶坡组）硅质岩。

3岩石地层划分与对比

3.1青白口纪下江群与高涧群
1962年湘、桂、黔三省（区）前寒武系踏勘组将

武陵运动不整合面之上含砾岩系下的地层，并以怀

化 -溆浦 -双峰一线为界，将板溪分为北部的红

“板溪”与南部的黑“板溪”[4]，分别对应现在的板溪

群、高涧群，但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发现过渡关系。而

在新晃 -芷江断裂以南、洪江 -溆浦断裂以西，高

涧群下部和上部却发育大量的火山碎屑沉积，相应

的沉积厚度也较大，延入贵州被称为“下江群”，这

与其北侧火山 -碎屑沉积只发育在底部和中上部

的“红板溪”地层系统以及洪江 -溆浦断裂东南部

的高涧群显著不同[13]。

高涧群主要分布在从江 -洪江 -溆浦 -涟源

-双峰一线以南，可分为上下两个沉积旋回。下部

旋回底部为火山 -陆源碎屑岩系，称石桥铺组；往

上为钙质岩系，以灰紫色为特征，称黄狮洞组；其上

沉积了一套深灰色至灰黑色、黑色细碎屑岩夹酸性

火山岩系。上部旋回下部为灰色长石石英砂岩夹板

岩，为架枧田组；上部为岩门寨组板岩夹粉砂岩。马

慧英等（2013）通过对高涧群砖墙湾组上部的层状

凝灰岩进行 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测试，加

权平均年龄为 774± 2.6 Ma[13]。刘伟等（2011）获得

黄狮洞组流纹质凝灰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为

828± 10 Ma，而侵入于黄狮洞组中的花岗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为 805± 9.2 Ma[32]。

下江群在黔东地区普遍发育，主要为浅变质砂

页岩、凝灰质砂岩、凝灰岩及少量碳酸盐岩，为一套

浅海陆棚 -陆坡相沉积，自下而上分为甲路组、乌

叶组、番召组、清水江组、平略组、隆里组。高林志等

（2010）对黔东地区下江群的斑脱岩进行了研究，测

定了甲路组斑脱岩锆石年龄 814.0±6.3 Ma和清水

江组斑脱岩锆石年龄 773.6± 7.9 Ma[10]。高林志等

（2011）报道了梵净山地区下江群之下白岗岩的锆

石 U-Pb年龄为 835± 5 Ma[11]。因此，下江群的底

界为青白口纪，清水江组之上可能已经进入了南华

纪。

高涧群延入贵州境内被称为“下江群”，两者实

为同物异名。牛志军等（2014）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并

重新厘定了该地层序列[22]。湘西 -鄂西成矿带采用

该方案。新厘定的地层序列主要有：贵州地区的甲

路组分为下部碎屑岩段和上部含钙岩段 [1]，湖南省

地质矿产局（1996）对此两段分别命名为石桥铺组

和黄狮洞组[4]。本文弃用甲路组，而引用湖南省的正

式命名。石桥铺组为复成分杂砂砾岩建造，厚 230

~ 956 m；黄狮洞组为千枚岩碳酸盐岩建造，厚 110

~ 350 m，为锰、铁、铜矿及多金属矿产赋存层位。贵

州的乌叶组和湖南的砖墙湾组岩性一致，界线划分

标志相近，本文采用较早命名的乌叶组而弃用砖墙

湾组。乌叶组下部为砂板岩建造，上部为灰黑色含

炭质板岩建造。贵州地区的番召组下部砂岩段相当

于湖南架枧田组，为一套砂板岩建造；对清水江组

进行了重新定义，将以板岩为主的地层都归属清水

江组，相当于贵州地质矿产局（1996）划分的番召组

上段、清水江组、平略组之和，废弃平略组（黔）和岩

门寨组（湘），保留清水江组之上的隆里组。重新定

义后的清水江组以具复理石韵律的板岩层为特征，

在中部出现较多的凝灰质成分，沉积厚度具西厚东

薄的特点，黔东南最厚可达 4000 m[2]。

3.2 陨均台分区“陡山沱组”与“灯影组”
震旦纪时期，南秦岭武当分区均为深水硅质岩

-页岩沉积，下震旦统为江西沟组，上震旦统为霍

河组。东侧陨均台分区内为碳酸盐台地沉积，《湖北

省岩石地层》定义该区下震旦统为“陡山沱组”，上

震旦统为“灯影组”。

陨均台分区的“陡山沱组”下部为含砾砂岩、泥

质页岩、粉砂岩和钙质页岩（千枚岩），上部为含泥

质砂质白云岩、钙质千枚岩和大理岩，顶部为砂岩、

粉砂岩、千枚岩、砂质白云岩、泥质白云岩。而在陨

均台以东的随南地区，“陡山沱组”下部为粗碎屑岩

系，上部为细碎屑岩系，不含碳酸盐岩。湖北省第八

地质大队（1977）与湖北区测队（1982）先后将该地

层称为“尚家店组”和“岔河组”。而扬子陡山沱组四

分明显，以层型剖面为例，一段为“盖帽白云岩”，二

段为黑色碳质泥岩、页岩，三段为白云岩，四段为黑

色泥岩、页岩，富含胶磷矿及磷块岩。鉴于本小区内

该地层与扬子地区“陡山沱组”岩性组合差异较大，

本文不采用扬子区的“陡山沱组”名称，根据命名优

先原则，而采用“尚家店组”名称。

陨均台分区的“灯影组”下部由深灰 -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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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质灰岩（臭灰岩）或白云质组成，具铅锌矿化，

夹含磷页岩、含磷白云岩与磷块岩，形成有磷矿床；

上部由灰白色、灰黄色细晶白云岩、角砾状白云岩、

硅质条带白云岩组成。扬子地区灯影组具有典型的

“两白夹一黑”的岩石组合特征，以灯影组层型剖面

为例，下部为灰白色厚层状内碎屑白云岩；中部黑

色薄层状含沥青灰岩，含燧石条带及结核，产宏观

藻类；上部灰白色中 -厚层状白云岩，含燧石层及

燧石团块，顶部硅磷质白云岩产小壳化石。陨均台

地区的“灯影组”尽管与峡东地区灯影组均为以白

云岩为主的地层，但其表现出的地层层序差异明

显，建议本小区不采用“灯影组”名称。湖北省第八

地质大队（1977）与湖北省区测队（1982）先后将该

地层称为“青山寨组”与“白兆山组”，根据地层名称

命名优先的原则，采用“青山寨组”名称。峡东地区

陡山沱组与灯影组界线的凝灰岩锆石的 U-Pb 比

值年龄加权平均值为 549.9± 6.1 Ma，代表了灯影

组底界年龄[33]，而陨均台分区的青王寨组尚未有年

龄值的报道。

3.3 留茶坡组与老堡组
分布于扬子地台东南缘及湘中地区，上覆于

金家洞组或陡山沱组、下伏于牛蹄塘组的一套以

灰色或黑、白相间条带的薄 -厚层状不夹其它岩

性的纯硅质岩，在各省有不同的命名。《湖南省岩

石地层》将该套地层称为留茶坡组、《贵州省岩石

地层》称其为老堡组。笔者认为，留茶坡组与老堡

组为同物异名。留茶坡组由王超翔、边效曾于 1949

年在湖南安化留茶坡所创建的“留茶坡燧石层”演

变而来，老堡组的命名起源于王曰伦（1936）在广

西三江县城西老堡乡所创的“老堡硅质岩”，根据

岩石地层命名优先原则，本次停用留茶坡组，沿用

老堡组。老堡组的分布在大部分地区比较稳定，在

湘西厚 7.6 ~ 137.6 m，在贵州铜仁、石阡等地厚几

米到 120 m。

4结论

（1）湘西 -鄂西成矿带自新生界至第四系均有

分布。结合大地构造演化、地层发育特征、岩相古地

理等方面分析，按青白口纪和南华纪—震旦纪两个

阶段进行地层区划分。

（2）青白口纪时期，研究区分为南秦岭地层区、

黄陵地层区、梵净山地层区、武陵 -雪峰地层区与

四川盆地区。南华纪 -震旦纪时期，研究区分为南

秦岭地层区武当地层分区、陨均台地层分区及扬子

地层区湘黔鄂地层分区、湘中分区。

（3）本项目调查与编图过程中，对岩石地层进

行了划分对比，主要有：弃用甲路组，以石桥铺组和

黄狮洞组代替；停用砖墙湾组，沿用乌叶组；重新定

义清水江组，将以板岩为主的地层都归属清水江

组，相当于番召组上段、清水江组、平略组之和，弃

用平略组（黔）和岩门寨组（湘），保留清水江组之上

的隆里组；弃用陨均台地区的“陡山沱组”和“灯影

组”，恢复尚家店组和青山寨组的定名；弃用留茶坡

组，沿用老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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