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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孤峰组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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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南京，210016)

摘要 过去地层划分，偏重年代地层顺序，强调时、空、岩的统一。由于化石的不断发现或

年代解释的变化。对孤峰组的划分命名就常有变动且争论不休。在“八五”期间。江苏开展了多

重地层划分对比研究，经这一地层清理发现，孤峰组不仅限于苏皖及广西来宾地区，而且在华南

各省几乎均有分布并含多种矿产资源。尤其在华南地块北缘一自宁镇山脉，巢湖经黄石、武昌

至四川旺苍、广元一带更为发育。它自东向西由老变新，即由茅口早期变至茅口晚期。孤峰组

是一明显的穿时岩石地层单位，其与茅口组灰岩段还呈翘翘板式的沉积。

关键词 岩石地层单位孤峰组江苏

中图分类号P534．46

1孤峰组的创名、沿革及其研究现状

孤峰组原称孤峰层，系由“孤峰镇石灰岩”一名演变而来。叶良辅、李捷1924年在皖南

泾县煤田地质调查时，将相当黄龙、船山、栖霞组一大套灰岩统称“孤峰镇石灰岩”。朱森、刘

祖彝⋯1930年在贵池附近地质考查时则将栖霞灰岩与龙潭煤系之间的一黑色页岩层取名

为孤峰层。俟后，李四光、朱森【21在《南京龙潭地质指南》和李毓尧、李捷、朱森b1在《宁镇山

脉地质》中将其引入江苏。并指出孤峰层为“硅质页岩及灰质页岩等，常夹硅质薄层，全体色

黑，风化后呈红色或紫色，最大厚度不过15m。其中化石以G∞砌ce膦及其相近者为多，
⋯⋯常见化石有：1．G∞￡砌cernscf．磊蹴矗ee姗．，2．a批瑚sp．，3．己¨幻ni口。伍．r池￡危咖ni
Frech．。此层与其下栖霞层为不整合接触，于皖南等地颇为明显，于本山脉中则有似为连续

者”。嗣后，均从此说法并以宁镇山脉的孤峰层作为划分对比的标准而被广泛使用。

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1959)盛金章Ho在总结中国二叠系时将孤峰层改称孤峰组，其层

位与浙江丁家山组、福建文笔山组、江西呜山组等大致相当，同是我国西南地区茅口组中、上

部(Ⅳe∞c砌嗽e矗耽带、蹦ei眦带)灰岩的相变。1962年作者bo根据野外勘探队在苏州、无锡

地区煤田普查钻孔中所见龙潭组下部不含煤段之顶砂质灰岩中发现了以新米斯蜒类为主的

茅口晚期标准动物群。故将该段与下伏孤峰组合并命名为堰桥组，代表茅口期碎屑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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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1964年王竹泉等№1称孤峰段，认为孤峰段以含砌咧娜砌ce瑚一懈加ce瑚菊石群
及磷结核为特征，与其下茅口组或栖霞组呈假整合或不整合接触，与上其连续沉积的官山段

合并称之为“邵阳阶”，又以＆咖m妇如姚为标准，将其划人上二叠统。1977年在编制华东地
区区域地层表期间，作者又将孤峰组和堰桥组分别代表茅口期的早期和晚期。并根据闽、

浙、皖等省栖霞组中上部cn凇ffiM蜒带的发现，已将其由茅口组下部改归栖霞组的上部。
提出孤峰组的层位只应与茅口组的Ⅳe05慨讹蜓带相当。此后，金玉歼、作者[71在研究
安徽南部及宁镇山脉孤峰组的腕足化石时，也认为孤峰组是介于栖霞组与武穴组灰岩(蜓

带)或堰桥组之间，彼此连续沉积，也证实了这一看法。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1979)詹立培、

陈毓龄、李莉等旧1在总结中国的二叠时，仍把如舭玩讹蜓带作为茅口组下部，把原属栖霞

组上硅质层(凡吲讥以i，榔，蒯￡函ep￡咖蜓带)划归孤峰组的底部。扩大了孤峰组的范围，与孤
峰组的原意相去甚远。1988年张遴信、芮琳、周建平等归1却将苏锡地区的弧峰组归人堰桥

组，又将宁镇地区的堰桥组划入弧峰组，把它们与茅口组相对比，时代为早二叠世晚期。综

上所述，弧峰组创建虽已70余年，但对其划分对比仍争论。究其原因，就不能不归结于采用

传统的统一地层划分方法(《地层规范草案及地层规范草案说明书》n洲1960)所致。它过分

地偏重于地层年代归属、顺序和化石内容，强调时、空、岩的统一，而忽视岩石地层单位及其

时空变化的研究。由于化石的发现，年代解释的变化或不同人的解释差异，就使岩石地层划

分命名常有变动，造成混乱。按照统一地层划分概念，地层只有一种划分，一种统一的地层

单位(界、系、统、阶)，强调地层划分统一于时间，其它的岩石地层单位、生物地层单位等都必

须与时间相一致，岩石地层单位的群、组、段的界线必须与年代界线相吻合。如龙潭组对应

龙潭阶，其下部“不含煤段”之顶灰岩发现了以MeZ屁m为主的茅口晚期蜓类群后，为了
维持龙潭组属晚二叠世早期的概念，有的研究者就把“不含煤段”与其下伏孤峰组合并而另

名“堰桥组”，也有的学者将其直接划入“孤峰组”，时代都是早二叠世晚期。由此可见，基本

思想都是从地质时间的统一观点出发，把岩石地层单位当作等时体。理论依据是构造运动、

古地理变迁、沉积和剥蚀作用、变质作用、岩浆活动以及生物演化等都是地壳发展统一过程

的不同表现。这就是地层学上的统一性。

国际地层学界从50年代起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76年《国际地层指南》Ⅲ1的问世，

反映了地层划分理论走向和多年来世界许多知名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认为地层的岩石特

征多种多样，有多少种能用于划分的依据，就有多少种类的地层划分及其单位。这就是地层

划分的多重性(图1)。其依据是一种特征的变化不一定总和另一种特征的变化相一致。最

常用的有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三种。

地层学的研究，从地层叠覆原理发展到沉积层侧向堆积原理的认识，从传统的统一地层

划分概念发展到多重地层划分的概念，成为现代地层学的理论基础。多重地层划分的研究

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大量地下地层资料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满足从不同侧面研究

地层各种特征和属性的要求而产生的，是地层学发展的必然阶段。为了推动我国地层学的

研究和地层单位管理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1／5万区调填图，提高我

国地层学研究水平，原地质矿产部及其直管局从1991至1994年实施一项重大基础地质研

究项目一全国地层多重划分对比研究，简称“全国地层清理项目”。通过地层清理对孤峰组

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本文就这一认识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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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多重地层划分和多种地层单位图(据Hedde唱，19r76)

Fig．1 The龇城ple s删卿hy cb础c撕on and uIli协(丘Dm}氐Iderg，19r76)

2孤峰组的现在定义、层型及地质特征

笔者在参加江苏地层清理项目期间，以现代地层学理论为指导，按照“地层指南”的规

定，从岩石地层宏观整体岩性一致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初朱森、刘祖彝所厘定的及其后李四

光、李毓尧、李捷等所补充的孤峰组的涵义，是完全符合作为一个独立的岩石地层单位划分

原则的。其上、下界线均划在岩性突变的位置上。因此，孤峰组的现在定义是指栖霞组与龙

潭组之间的薄层硅质岩、硅质页岩、粉砂质泥岩、碳质页岩、锰质页岩，下部页岩含锰及磷质

结核。含菊石、腕足类、双壳类、放射虫等化石。底至栖霞组以厚层灰岩为止，含锰页岩出现

为界；顶至龙潭组薄层硅质岩为止，含个体甚小的双壳类等化石的页岩为界。在江苏境内孤

峰组与下伏栖霞组、上覆龙潭组均为整合接触。正层型在安徽省泾县孤峰镇附近。次层型

为江苏省旬容县河冲剖面(江苏区测队，1977年实测)：

上覆地层：龙潭组灰黄色粉砂岩、页岩

——整 合——

孤峰组

6．黑色硅质页岩与燧石岩互层

5．黑色硅质页岩，含磷结核，含量20％～30％，含菊石凡喝驷琉咄船诹池如
腕足类囱咖d啦矿．庇胁危咖以

4．灰色中厚层泥质灰岩，呈透镜状，含腕足类Ⅳe印如a啦m矗蛐画

珊瑚m‰_0p埘舾m印．，苔藓虫屁础}招如5：P．
3．黑色硅质页岩，含少量磷结核

2．暗灰色中层泥质灰岩，呈透镜状

1．黑色硅质页岩，局部含硅藻土

——整 合——

下伏地层：栖霞组 黑色硅质岩夹灰岩透镜体

总厚度9．80m

3．90m

3．60m

O．40m

0．60m

0．70m

O．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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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境内孤峰组的地质特征是据其岩性有二分特点：下部以黄褐色硅质页岩、钙质页岩

为主，含磷硅质结核，含腕足类、菊石、牙形刺、放射虫及鱼等化石，厚度7。10m左右；上部

为硅质岩夹硅质页岩，化石较少，有双壳类、腕足类、菊石、放射虫等，厚度在10m左右。滨

海地区夹有多层灰岩，苏州、无锡地区硅质明显减少而泥质增多，南京东郊排山，其上部有铁

质泥岩，夹含凝灰质页岩。南京龙潭厚度16m，茅山顶宫25m，宜兴岗下约30m，吴县45m，苏

北滨海50m。综观孤峰组岩性自东向西硅质增多，泥质减少，厚度逐渐变薄。宁镇山脉一带

以含磷质结核为特征，完全可与安徽泾县孤峰镇附近正层型标准孤峰组对比。

3对孤峰组层位及其与茅口组关系的新认识

过去，一般认为孤峰组仅限于苏皖南部、浙北及广西来宾等地。又因在其上覆地层中末

获可靠的标准蜒类化石，就将仅相当茅口组下部灰岩段的孤峰组与整个茅口组灰岩相对比。

二者为同期异相，时代是早二叠世晚期，还认为孤峰组硅质岩也属浅海沉积环境形成的。其

实孤峰组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均有出露，在华南分布颇广。近几年来，

随着沉积岩石学的迅速发展，经我国地质学者研究，认为孤峰组主要为深灰、灰黑色薄层硅

质岩、硅质页岩、泥岩组成的韵律层。具水平层理，有星散状黄铁矿颗粒，锰、磷、有机碳含量

高。所含化石主要为硅质放射虫、海绵骨针，另有菊石、牙形刺、小型薄壳腕足类等。菊石常

见有A如“幽ceⅫ，尸嘶口ceZ￡缸∞，P0mg∞￡砌ce麟等；牙形刺以营游泳生活的Ⅳe090n幽fe耽为代表
的齿合型分子。从岩性和生物群特征分析，是在深水缺氧的饥饿盆地沉积环境形成的。

1994年冯庆来等[131根据沉积构造特征、生物组合和地球化学分析等，将武昌地区孤峰组硅

ol华夏古陆

03胶南古陆

Ⅱ；浙赣闽三角洲
Ⅱ{苏北滨海平原

Ⅲi川鄂局限台地
Ⅲ；滇黔赣开阔台地

Ⅲ；滇黔湘台地边缘
Ⅲj滇黔湘台缘斜坡

Ⅲ；湘桂盆地
Ⅲ；黔桂盆地

Ⅲ；钦防盆地
Ⅲ；南秦岭盆地

Ⅲi下扬子盆地
Ⅲ§台湾盆地

Ⅱ一k潮坪一泻湖
S浅滩

PE台地边缘

0P开阔台地

m孤立台地

DP三角溯平原

DF三角溯前前缘

RP局限台地

PB台盆(沟)

Dw深水盆地

Ba次深海

图2中国南方早二疆世茅口期岩相古地理罔(据王立亭，1994)

ng．2 ne phase palaeogeography 0fPe砌aII Maokor stage in soum Clli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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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划分为两个沉积相带，下部斜坡相和上部盆地相。目前所知，孤峰组硅质岩主要分布

在：华夏克拉通边缘下扬子盆地；扬子克拉通北缘被动大陆边缘南秦岭盆地；陆间裂谷湘桂

盆地；残留钦防盆地等(图2)。它分布的如此广泛并非偶然，是有其构造背景的。晋宁运动

使华夏陆块和扬子陆块在江山以东拼合，在江山以西尚未衔接，其间为次深海一深海浊积岩
堆积。自震旦纪沿江绍缝合带的斜向俯冲转变为左行走滑，形成江绍转换断层，使华夏陆块

向东、扬子陆块向西运动，华南盆地成为转换拉张盆地。加里东运动使这两陆块连接成统一

的华南陆块。自泥盆纪开始，统一的地壳在拉张机制作用下，主要形成一系列张性盆地。二

叠纪沉积盆地是整个晚古生代沉积盆地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有继承性。此间，中国南方进入

了以裂谷作用为主的活动阶段。在克拉通南北两边被动大陆裂陷槽(缺氧饥饿盆地)都有孤

峰组硅质岩分布，并出现了台地与盆地相间的格局(图2)。华南地块位于特提斯海(洋)的

东段，东濒太平洋，它是四周被深水包围的的一海底高地。故二叠纪沉积盆地的演化与特提

斯海的打开和闭合密切相关。据古地磁资料，张正坤u40(1984)对扬子陆块峨眉山玄武岩等

研究，其古纬度在赤道以南2．4。。由此推断二叠纪华南地区位于赤道附近。其断陷盆地与

广阔的特提斯海贯通，冷热海水得以对流。加上茅口早期强烈火山活动，使硅质含量剧增。

所有这些都为孤峰组放射虫硅质岩沉积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孤峰组硅质岩在华南地区宏观展布来看，华南地块显然受强大南北向拉张构造应力

场控制。在下扬子地区受加里东运动区域性抬升的影响，使江南隆起带隆升，位于该隆起带

与华北地块之间的狭长地带断陷，自江苏宁镇山脉，安徽巢县、安庆、宿松，经湖北黄石、武

昌、京山向西至四川巫山、旺苍、广元一带绵延2000km的海槽沉积了以含放射虫、菊石、腕足

类、双壳类、牙形刺等硅质岩为主的孤峰组。硅质岩由50％以上的放射虫和硅质海绵骨针

组成，这是生物和生物化学作用的结果u5|。一般认为放射虫是属于正常盐度下的广海浮游

生物，是反映深海沉积的重要标志。根据现代海洋研究，放射虫大多平行纬度呈带状分布于

赤道两侧。前已提及，二叠纪华南地区位于赤道附近。温暖环境有利于放射虫的大量繁殖。

近些年来发现孤峰组硅质岩夹层中有多层蚀变凝灰岩或火山物质。据1994年夏邦栋等u6J

研究，火山岩夹层的厚度小，层数众多，并已全部泥化。但仍有残留的流动构造。火山岩的

存在表明下扬子区在茅口早期处于引张环境。从而说明早二叠世以来明显的东吴运动，火

山活动较激烈，火山喷发产生的二氧化硅被放射虫吸食，转化成硅质放射虫壳体堆积。因

此，孤峰组硅质岩可能是在海槽和盆地中生物成因硅质岩。

最后，应提及的是，华南地块北缘绵延2000km、呈东西展布的孤峰组硅质岩带，其层位

因地而异。它在下扬子盆地苏南、浙北位于栖霞组与龙潭组下部“不含煤段”(即堰桥组含

Ⅳe0，砒e肋弛蜒类群之间；在皖南繁昌、铜陵及宿松地区孤峰组位于栖霞组(含能删Z讹带)
与武穴组灰岩(含№6e讹带)之间。显然，下扬子地区的孤峰组仅与茅口组下部灰岩(Ⅳe∞一
批卿矗m带)相当。时代为早二叠世茅口早期。但在四川巫山、旺苍、广元一带，据李汝宁
等[171(1980)研究认为，孤峰组却位于茅口组灰岩与吴家坪组王坡页岩段之间，其层位与茅

口组上部(即恸eim带)相当，时代为茅口组晚期。根据上述层位对比，对孤峰组的时代取
得了较确切的认识：自东向西由老变新，即由茅口早期至茅口晚期。显然，孤峰组是一个明

显的穿石岩石地层单位。它与茅口组灰岩段呈翘翘板式的沉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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