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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中地区茅口晚期地层的划分对比

—银屏组的建立及其意义

赵永泉 徐家聪 黄国成

�安徽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安徽长江流域二叠系分布广泛
，
发育完整

，
地表出露良好

，
含有多门类古生物化石

，

历来是研究我国华南二叠系的重要地区之一
。

前人曾对其做过大量的工作
，
取得了不少地

质成果
。

但是
，
对于早二叠世孤峰组硅质岩之上

、

晚二叠世龙潭组下部长石石英砂岩段之

下
，
一套以页岩为主的地层—即所谓

“
不含煤段

”
或

“ �煤组
”
�以下简称砂页岩段�

，

由于缺少生物地层资料
，
造成划分上的不统一

、

时代归属问题上的意见分岐
。

另外
，
在与

繁昌
、

宿松等地孤峰组之上所谓
“
茅口灰岩

”
�胡海涛�����或

“
新林段

”
�何炎等�����

的层位对比上
，
一直混乱

、

悬而未决
。

各家不同划分对比意见如表 �所列
。

概括表中意见
，

主要存在两种倾向
�

一是将砂页岩段放在龙潭组下部
，

时代划归晚二

叠世早期� 另一种则划归早立叠世晚期
，
作为孤峰组上段处理

。

笔者在皖中一带参加����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
，
一直注意对这一问题 的观 察

。

自

����年以来
，
较为系统地搜集了区域野外基础资料

，
在这套地层中采获了较多的菊石

、

腕

足类
、

瓣鳃类等化石
，
经研究

，

其时代属茅口晚期和茅口期
。

为了建全安徽的二叠系地层

层序
、

便于区测填图及区域地层对比
，
根据地层规范命名原则

，
在孤峰组之上新划分出并

列的两个地层单位—银屏组或武穴组
。

在����年由安徽省地质学会
、

安徽省 古 生 物 学

会
、

安徽区测队共同举办的 《巢湖地区古生代至三叠纪地层现场讨论会》和����年安徽省地

质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
，
笔者作了介绍

，
得到于会代表

、

专家
、

学者的赞同
。

现在此作

一概括地介绍
，
以供进一步讨论和参考

。

一
、

区域地层特征

皖中一带二叠系
，
隶属中国华南地层大区扬子地层区下扬子地层分区

，
具有扬子型沉

积特征
。

视其各期沉积
、

生物群落的分异特点
，
又可具体划分出两个沉积亚型—巢县亚

型及宿松亚型
。

巢县亚型
，

主要分布在和县一巢县一安庆
、

芜湖一铜陵一贵池及宣城一径县一带 � 宿松

亚型只分布在宿松
、

东至及繁昌县至南陵县丫山间
。

茅口晚期两亚型沉积区内特征完全不

同
，
巢县亚型为碎屑

、

硅质沉积
，
系浅海台地泻湖相产物

，
新建立一个地层单位

，

称银屏

组 � 宿松亚型为浅海台地碳酸盐沉积
，
引名武穴组

。

�一�银屏组

命名地点在安徽巢县南部银屏公社
，
标淮剖面在巢县银屏公社后董村西约 �公里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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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中地区茅口晚期地层的划分与对比

、 ��认
拐

。 争 坪米

图 � 樊县银屏后董刘面图

�，�一龙潭组 � ��夕一银屏组， �，�孤峰组

岗北坡土公路旁 �图��
，
地表出露连续

，

为一单斜地层
，

倾向北东东
，

倾角��
‘

一��
。 ，
描

述如下
�

上扭地层
�

上二叠统龙潭组 �����

灰
、

微显棕色中至中厚层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内含泥硅质砾石

，
大小

为�� �厘米
，
呈椭球状

、

串球 状沿层理
、

斜层理方向富集
。

含 植物 化 石
�

����”
�

仍
，
��“ 仍 ��

� ， �灿
�

彻��
�，�� ��

� ， ����” �����“ 夕 ��
� ，

��
�����，讼 叩

· ，

��盈�����
��艺� 。�

� ，

� � � � � � �

一假 整 合
� � � � �

一
下二亚统

�

银屏组 ����� 总厚��
�

��米

�
�

浅灰至灰色粉砂质页岩
。

�
�

��米

�
�

灰黑色薄层硅质岩
、

硅质页岩夹三层厚�
�

��
、 。 �

��
、 。 �

�� 米厚的暗猪肝色锰

土质 泥 岩
。
含 菊 石

�

��
������‘���� 腕 足 类

� ��������� �����二 苔 鲜 虫
�

����和
��� ��

� ，
腹足类

� ���“ 、 灿���� ��
� ， ��，��

�。 之�二� ��
� 。

�
�

��米

�
�

灰色中至中薄层长石石英粉砂岩
。

含头足类
�

�众无
��‘�

�，�� ��
�

�
�

��米

�
�

灰黑色炭质页岩
。

富含瓣鳃类
�
对�解‘” � ��

�

� 昆虫
� ����������二� ��。 ‘��‘� �����只�

，
��，�‘，�‘�

�
����� �������

� 。
�

�

��米

—
整 合

—下伏地层
�
下二叠统 孤峰组 ���妇

灰白
、

灰黄色薄层硅质页岩夹钙质页岩
。

含菊石
� �，咭。 �“ ��。 。 ��

· ，

腕足类
� 刃�� �“ 。 �‘�

。 ，。 几“ �峪� ��
������工�，苔鲜虫

�

������，口 ��
·

另外
，
无为县白牡山剖面 �图 ��可作为银屏组的辅助剖面

。

该剖面位于无为县打鼓

庙东之白牡山南麓
，
自下志留统高家边组至三叠系南陵湖组均为连续出露

，

为 一 条 倾 向

北
、

倾角��
。

一��
。

的单斜地层
。

现摘其银屏组部分描述如下
�

上扭地层
�

上二叠统龙潭组 �����

灰
、

灰黄色薄至中薄层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页 岩
。

含植物化石
�

�‘��” �����，蓄� ��
� ， �‘��” ��” ����� �� “ 哪￡” ��‘���� ����

�、
�

� �

一 假 整 合
� � � �

一

下二盛统
�
银屏组 ����� 总厚“

�

��米

��
�

褐
、

褐黄色含铁锰结核粉砂质泥岩
。

�
�

��米

�
�

灰
、

深灰
、

蓝灰色薄层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夹硅质岩
、

硅质页岩
。

含菊石化

石碎片
。

招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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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灰色薄层粉砂质页岩
、

炭质页岩
。

含菊石
� ��‘

�
�，，����，。 � 、 �

� ，
��尸����才�了。 � 、 � �

瓣鳃类
� �一尸���、 �艺‘� 、 ��

�

�
腹足

类
� 万�‘�，，，��“ �，‘�

��
·

�
�

深灰色薄层粉砂质页岩夹粉砂岩
、

细砂岩
。

�
�

浅蓝灰色薄层石英粉砂质泥岩夹两层含铁锰结核泥质粉砂岩
。

�
�

灰黑色炭质页岩及灰绿色含炭质页岩
，

中部夹浅褐黄色含磷铁 锰 结 核 粉 砂

岩
。

含植物化石碎片
。

�
�

灰黑色薄层含炭质泥质粉砂岩夹炭质页岩
。

�
�

灰黑色薄层含泥质
、

铁质粉砂岩夹黄褐色薄层细砂岩
。

�
�

灰黑色薄层含炭质页岩
。

含瓣鳃类
�
对少��动

“ “��

�
�

灰黄
、

灰
、

灰黑色页岩
，
含铁锰结核

。

—
整 合

—下伏地层
�

下二叠统孤峰组 ������

深灰
、

蓝褐灰
、

灰色硅质岩夹硅质铁质页岩
。

含腕足类
�

�
“ 叮‘。 �“

耐吧���

” “ �艺� ������
，
��一 �� ���� �犷�‘犷艺‘�，

，
犷�� ��

·

�‘�，心�“ ” 公�� �����一� �� � 一

�
�

�。米

�
�

��米

�
�

��米

�
�

��米

�
�

��米

��
�

��米

�
�

��米

�
�

��米

狱
’

、 入
、

一�

图 � 无为县白牡山剖面图

���龙潭组， ���银屏组 � ���孤峰组

区域上
，
银屏组层位稳定

，
岩性单一

，
生物群特征一致

，
各地地层特征如图 �所示

。

总体来看
，
主要岩性为灰

，

灰黑色页岩
、

炭质页岩
、

粉砂质页岩
，
下部 夹 粉 砂 岩

、

细砂

岩
，
上部夹硅质岩

、

硅质页岩
、

锰土质泥岩或薄层灰岩
、

钙质砂岩
，
时夹劣煤层

。

沉积厚

度北薄南厚
，

长江沿岸一带在��一��米� 宣城
、

径县地区增至���米左右
。

本组 底 部见瓣

鳃类富集层
，
下部含腕足类

、

菊石
、

昆虫
、

植物� 上部含菊石
、

腕 足 类
、

腹 足 类
、

瓣鳃

类
、

苔醉虫
、

三叶虫及鹦鹉螺
、

鱼等
。

其主要属种及区域分布情况如表 �所列
。

依据银屏组中的生物群落组合特征
，
可建立���，，�无�” ����，�卜�‘��耐��云�犷‘�

一

�少��艺” �

爹��合带
。

该组与下伏地层分界清楚
，
位于底部富含��

���� 化石的页岩与弧峰组顶部硅质岩
、

硅质页岩之间
，
为整合接触关系

。

与上覆地层龙潭组的分界亦很清楚
，
龙潭组下部长石石英砂岩段的底部含砾石 �长江

以北含泥砾
，
径县

、

宣城
、

宁国一带含石英砾�
，
还见粘土质

、

铁锰质风化壳�见于安庆
、

芜湖
、

铜陵
、

贵池
、

径县�
，
形成了一个明显地沉积间断面 �东吴运动所造成�

。

另外
，
龙

潭组下部长石石英砂岩段中只含植物化石
，
反映出陆地河流

、

湖泊相的沉积特征
� 银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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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银屏组所含主要化石及区域分布表

物门类 含山 �巢县 �安庆 �贵池 �芜湖

�夕‘ ����厉�
‘�亡

�力。 “ ‘ 石浮” ���己�口了 ��
�

�口犷汗‘ 廿����巴了 只�
�

�‘�� ‘��‘���尸��亡 己��了 ��
�

� “ �
亡 儿���亡� “ 了 ��

�

��“ 丁左�亡刀�
‘� ，「，�

�亡�亡占廿�去了 ，��
�

�
。 。
天

。 ��� �一，
·

�廿功 。 昨了��� ��
�

�亡����“ � 刀 。 厉石�

���陵陵 宣城城 径县县

�����
十十 ���

�����
���

十十

十十十十 斗
���

日日一一日日川一曰曰日一日曰

�‘ ”��，‘“ ’�
·

�����月 ‘了 �一飞
�

������岁阴 “ ��
�

�
�
��

�

����己刀妊�

�斗���亡比 ��
�

川�及����口
��

�

�“ ����人住�“ � ���
�

�才��������“ ‘ ·
��

�

�己��碑。 脚户五��“ � ��，
�

�������� ��
·

�入萝������‘ ，一，
�

��左
。 �� ‘ ��。 “ ， ��扩�川�

��。 脚
�
沙
� 。 ‘ ，万�

���“ 刀����己��下 刀��口����健�����口

��石己招���亡��‘ �亡 ��子�二

��入亡力 ��几夕��“ � ���
·

�汤�二�，” �，�， �亡�，，，，刀��巴
，召

�几���户�‘ ��‘ ，筐，
�

�亡 ‘ ���巴�犷� ��
·

����
‘���亡万 ��

�

��刀��了��一口��才 ��
�

�����
十十

�����
���

十十十十

丰丰丰 」���

十十

���������

����� ��� ���

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

瓣鳃类

腹足类

����

…
‘

……下

�一�一…一土�一…一� 醉 虫

三叶 虫

一一

一
���‘ ������������曲‘ �����

叮扑
、

硅质岩中含菊石
、

腕足类
、

瓣鳃类等海相化石
，

呈现出一个海相沉积特征
， �

卜下地

层��
�
�
，
在生物群落

、

沉积环境等方面均具突变性质
， �
玫两者间应为假整合接触

。

�二�武穴组

武穴组一名来源于
“
武穴灰岩

” ，
系陈旭先生 ����年在论述鄂东南阳新灰岩之分层时

所洲
，

指的是
“
孤峰层

”
硅质岩之上

， “
炭山湾煤系

”
�相当吴家坪组下部王坡页岩段�之

卜
·

套灰岩地层
。
����年金玉歼

、

胡世忠同志引用到本区
，
代表以往所谓的

“
茅口灰岩

”
或

“
新林段

”
等

，
作为茅口晚期一地层单位

，
本文将其改为武穴组

。

命名地点在湖北广济大

老山
，
但无实测地层剖面

，

安徽宿松县坐山一带
，
与之邻近

，
武穴组 发 育 较 好

，
顶底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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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中地区茅口晚期地层的划分对比

全
、

层序清楚
、

化石丰富
，
与命名地点特征一致

，
故建议以宿松县坐山剖面 �图 ��作为

武穴组的标准剖面
。

现介绍如下
�

上覆地层
�

上二叠统吴家坪组 ���动

黄色页岩及炭质页岩含植物 化 石
� ��‘ �，�吵��，�� 、 �

� ， ��‘，�
����拼 ��

� ，
尸，。 ������、 ，，， ，�

� � � � � � � �

一假 整 合一
卜

一
� �

下二盈统
�

武穴组 ���动 总厚��
�

��米

�
�

浅灰色致密块状灰岩
。

含竣
�
�����人���。 ，，二 ‘ ��

‘ ，
刀

�。 。 �����‘。 � ��，���才� ����
，

�
�

‘ 。 “ 。 落���‘����一
���

，

�
� ��

�

���记
� �����。 名���

，

�
�

��
� ‘户冶，，

四若己
弓� ��朗台

，

以
。 ������� ��

。 少���，�

����
�‘ 。 ��

�

�
�

��米

�� 浅灰
、

灰色厚层块状灰岩
，
方解石脉发育

。

含蜓
� ��、 拈邸�伽“ 。 �

�

��
“ 。 ��“

������
��

，
�

�

�

外
。 �，�云�。 。 �����

，
�

�

形 ‘ ��公” ����口 �����
�

�
�

��孟����落�
��‘，

��
�����尽���

，
�

�
��

� ，
尤赫�

。 ，萝匆� ��
� ，

以
�肋砌���

、 �二 �
�

�艺娜那潇
� �����

，

�
�����二���，‘二� ��

� ，
�

�

��
�

���‘ ���� ，
刃

� ‘ ，。 �论 “ ���
�，� ��

��������
�

��
�

��米

�
�

灰色块状致密性脆灰岩
。

含旋
� ��，���几， “ �。 ，‘，� 舒�����， ����� ，

万
��” ��，���‘，。 ��

� ，
�人“ �。��不

� �
动。 。 �

岁，�，���
。 ，、 �� ���刀召�腕足类

�

对
。 ，才多‘ �‘�汀

‘ 。 ，�� ��
�

��米

�
�

灰
、

深灰色块状致密灰岩
。

含延
� ��，��，�，� ��枯‘��汤，� �叩

���
，
��人二昭

�，�，� ��
�

多
腕足 类

� �夕�������“

��
� ， ��

�

��苏，‘�
。 ， ��

�

�
�

盛�米

�
�

灰
、

青灰色块状致密灰岩
，
含迷石结核及硅质白云质灰岩斑块

。

含雄
�对�、 ‘�‘ ����� ��

� ，
尸‘�，��话二

���，�” � ��
�，
腕足类

� �二�二“ 。 ‘ ��‘，� 、 �
一
�

珊 瑚
� ����������。 印

�

��
�

��米

—
整 合

—下伏地层
�

下二叠统孤峰组 ��，
沙

灰黑色硅质岩夹灰岩透镜体
。

含腕足类
� 口，�‘�人�。 ，�‘。 。 ‘、 �“ ， �����， 竣

� �����

��叨��
��落” ����

� ， ��企‘，�” ���� ��
·

� 几山

�

图 � 宿松县坐山剖面图

�’�留一吴家坪组， �，即一武穴组， �’�‘ 一孤峰组

武穴组在东至县
、

繁昌县至南陵县 �山间及江西彭泽
、

湖北武穴
、

广济一带岩性特征

与宿松一带基本相同
，
主要为一套灰

、

青灰
、

深灰色中厚层灰岩
、

含健石结核 �或条带�

灰岩夹生物灰岩
，
厚��

�

�一���
�

��米
，
一般在��一���米间

。

本组富含旋类化石
，

常 见 分

子及在区域上分布情况如表 �所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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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武穴组所含主要化石及区城分布表

彭泽宿松繁昌
类一�

泽彭繁昌 宿松「一 推 化 石 名 称 化 石 名 称

十

�

��十��������十十十十���

� �

�
筑

���加
亡
友
一。 � 。 。 ��，左，

�，�用�一���� ��
·

百
。 “ 儿 �此

占
�

�� ” ��了万，� 口

��五����刀� ��
·

�
�

���几夕�五亡��

�
。

万‘ ��万�称�

�
。

而月亡 刀万�

�“ 心
��������称� ，�

�

�
�

�“ ��入��

�
�

户拍时
������口

�
� �五�心汤公

亡 ” 弃 ‘

�为“ “ �亡��� ��
·

�
� �。 树������耐

�‘印

�
。

沙��“ �
���于‘

�
�

万称亡月而事

�
� “ 人即口召，��加

。
����，，

�����“ 介，��加 ，��及万�‘ �
�。 ，� �

尸‘ ��、 石“ 公召。 ��那 ��卯��，。

���即�����朋
，�

·

十 十

�

��十

�����

缝

���亡�月 ‘ ��
·

�
�

�尸�亡���‘

�
�

�������

�
�

友，���。 。 ，� �

�
� ‘石东� ‘ �留刀 “ �

�己���了亡��止伦� ，�
�

�
�

�，左
��‘

�
。

��“ 夕一��亡�

�
� � �，��比���

�
� 亡��‘ �‘ ����

� ，

�
。

�，’ ��，砂����口

�
� 了�方口亡����亡 “

�
�

招，� ��亡 ” �，‘

�
�

���万�。

�巴 。 了‘ 石即
‘��亡���

‘
� �一，

·

�
� �人亡� ‘

�
� 亡����‘ 一，���

亡�口

�
�

���夕���巴矛

�
�

左�
‘。 一�人。 留。 � “ ，

�
�

�一����

�
�

�产己�

�
�

脚亡刀�君

�
�

阴�‘������‘ �‘�岁��“ �口

���石。 。 友��比
、��

·

�
。
�����‘

�
�

�尸��“ �“

犷
�

为亡，��

犷
�

忿亡 ” ������口

十 �

� �
类

�

� � 十

十 十

贬
� � �

十 �

�

� � 十

����几介树� ��
·

�
�。 而翻���

��口 ��
·

�夕����亡��� ��
�

���左�夕对� ���” 己��毖�己了

� �

�

十

足腕类
十���

� 十

����月����解
��

·

口月��盯 。 ��口 ��
·

十

十

藻类

十

珊瑚 才亡月多‘ 亡�‘ �坛 ��
�

十

…
‘�������������，���������

����������������������������…
����������������������������

丫 之
·

幢介
飞子扮亦 �

叮
厂

叮
、

��� 户厂

伽

�
。
己一 � 。卢 �米

，�万 甲
’�� 百米

即

图 � 宿松县坐山武穴组 ���，�与孤峰组
���劝 接触关系素描图

�一硅质岩
、

硅质页岩， �一灰岩透镜体， �一灰宕，

�一浮土层

图 � 宿松县芦塘角北西山头武穴组 � ��
，�
动

与吴家坪组 ��
�，�接触关系素描图

�一灰岩， �一碳质页岩
、
粉砂质页岩夹煤

， �一含隧

石结核灰岩， �一浮土层

依据其生物群落富集
、

延限特征
，
可建立�劝��’ ，�一

��
口、 钻��“ “ 组合带 。

本组与下伏地层孤峰组为连续沉积
，
孤峰组上部硅质岩中夹灰岩透镜体

，
武穴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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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地区茅口晚期地层的划分与对比

夹硅质或缝石条带
，
两者间应为整合接触

，
接触关系如图 �所示

。

与上覆地层吴家坪组分界明显
，
武穴组顶部为灰岩

，
吴度坪组底部为页岩 �王坡页岩

段�� 且武穴组丰富的建类动物群只繁衍至顶部
，
未见上延

，

吴家坪组底部页岩中只含植物

化石
，
形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生物群落

，

说明沉积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截然不同� 另外
，

接触界线处见有铁
、

锰质风化壳
，
故两者应为假整合接触

，
接触关系如图 �所示

。

二
、

时代归属问题

银屏组中所含的 ���、 。��” ������
一“ ��，切��。 ‘�一几�少��讯� 组合带的生物群

，
反映了

茅 口晚期色彩
。
��。 ‘���，���。 �是我国东南诸省茅口晚期具地方性特征的最常见分子

，
在

浙江西部丁家山组的石门堂段
、

江西东北部湖塘组的彭家段及福建童子岩组中均很丰富
，

江苏南部堰桥组中也见及 � �企

���
，�������

，
��雌��你六��都是华南茅口期常见的菊石分子 ，

腕足类
�

��������� 以往我国未见报道
，
本区也是首次发现

，
它是东南亚早二叠世地层中常

见分子 � ���娜�耐�在我国亦只产于早二叠世地层中
，
以茅 口期为多见 ， 瓣鳃类五�夕��协�

虽延限于石炭
、

二叠纪
，
但从我省及江苏南京

、

无锡
、

浙江长兴等地资料来看
，
均稳定地

富集在茅口晚期地层中� 至于银屏组中含有植物化石
，
姚兆奇 ������

、

李 星 学
、

姚兆奇

������等作了详细地论述
， ‘ 咭�耐口

声。 行植物群不只限于晚二叠世早期
，
它从茅口晚期

就开始出现
，
我国东南诸省与银屏组相当沉积的地层中均有发现

。

从上述可知
，
银屏组的

时代应划归早二叠世茅口晚期
，
它与苏南堰桥组

、

浙西丁家山组中的 石 煤 层 段
、

石门堂

段
、

赣东北湖塘组彭家段及福建童子岩组相应层位相当
，
与西南诸省茅口组上部 ���公、 �

爪
。哪伪��“ ，�带亦系同期异相沉积

。

武穴组中的艇类化石分子
，
在西南诸省茅口组上部都很富集

，
组 合 面 貌 一致

，
均为

���时” �一���、 衍��万，�带中特征分子
。

另外��
。 ，艺��“ 认� ，

����。 伽�等分子还见于苏南堰

桥组
，
浙江北部

、

西部
、

江西中部
、

东北部
、

福建
、

广东等地相当同期异相沉积地层中
，

其时代属早二叠世茅口晚期无异
。

银屏组与武穴组之间的关系
，
从上述时代论述中可看出

，
它们系茅口晚期不同类型的

沉积
。

从区域上来看
，
它们同位于孤峰组合 �你。 ����邝卜�����萝��才���、 ���舒 组 合带的

硅质岩之上� 龙潭组 �吴家坪组�下部含‘咭�，��乡介万�
一���时，，耐群认植物群的碎屑沉积

之下
，
层位完全相当

。

近来我们在宿松一带工作时
，
于孤峰组下部硅质岩及上部所夹的灰

岩透镜体中
，
采获了三层艇类化石

，
主 要 分 子 有��

�������群伽。 ���
· ，
��琳�“ ��� ��

·

��再姗��对似 ��
�

等
，

与孤峰组中��协������
，

��
口
��‘������、 ���” 群 生物群落组合带中

常见的菊石
、

腕足类分子共生
，
这说明该组系茅口组下部������呱�邵讯

�带的同期异相沉

积
，
也可进一步说明其上的银屏组

、

武穴组与茅口组���“ ，“ 一
��

。 ，‘����你�带层位相当
。

三
、

岩相古地理概况

皖中地区二叠纪时的古地理展布格局
，

基本承袭了石炭纪末期的面貌
，
仍为下扬子海

域
。

淮阳古陆呈北东向条带颠连于海域之北
，
属高山丘陵地形

，
继续接受风化剥蚀

，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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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内碎屑物质的主要供给区� 江南古陆位于海域之西南部
，
由于累经风化作用

，
地势已

被移平
，
呈低丘

、

隆岗形式出现
。

下扬子海向西与扬子海相连
，
东南与浙赣海贯通

，
呈向

东张口的喇叭状展现
。

当时位处古北纬��
“

左右的温带
，
气候温和

，
雨水 丰 富

，
动

、

植物

都很发育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沉积环境的改变

，
组成了一个个不同特征的以底栖生物为主

的才匕物群落
。

�一�茅口早期岩相古地理概况

自栖霞期下扬子海域发生大规模海浸
，
沉积了一套碳酸盐之后

，
至茅日早期

，

由于东

吴运动波及全境
，
地壳上升

，
促使海水向西南方向退去

，
使之沦为浅海台地

，
沉积了一套

厚�。一��米的硅质岩类� 仅江南古陆北缘部位 �即宿松一贵池一繁昌一带�形成一长条状

台沟
，
沉积了一套硅质

、

含锰碳酸盐岩系
，
厚��一���米

。

�二�茅口晚期岩相古地理概况

茅口晚期
，
地壳继续缓和上升

，
海水仍旧不断地向西南退出

，
使下扬子 海 域 成 为滨

海
、

浅海泻湖环境
，
沉积了一套以泥质为主夹硅质岩系

，
厚一般在��一��米

，
沉积中心宣

城
、

径县一带厚在���米以上
。

由于陆源水涌入
，

海水淡化
，
促使一些狭盐 度 生物绝灭和

外迁
，
只剩下一些广盐度的个体较小的广盐度底栖和游泳动物

，
同时

，
近海陆地及海滨砂

丘
、

泥沼地带
，
大羽羊齿植物群开始繁衍 � 原茅口早期江南古陆北缘的台沟地带

，

茅口晚

期时
，
在宿松

、

东至及繁昌
、

南陵等两端地区形成浅海台盆
，
接受了一套厚 ��一��� 米左

右的碳酸盐岩沉积
。

茅 口期末
，
东吴运动发展到顶峰阶段

，
地壳剧烈上升

，
海水全面向西退出

。

晚二叠世

龙潭早期
，
本区沦为海滨平原

，
接受了一套河流

、

湖泊
、

沼泽相碎屑沉积
。

四
、

结 束 语

�一�皖中一带茅口晚期客观地存在两种不同岩相的沉积
，
山于以往 研 究 程 度的关

系
，

造成地层划分上的混乱
。

经我们对其岩性
、

生物群
、

沉积特征
、

上下接触关系等方面

的研究
，
认其时代均属茅口晚期

，
与�����’ ” �一���而���“

” “ 带层位相当
。

故新建银屏组
，

引名武穴组
，
作为同期异相沉积的两个地层单位

。

这样
，
解决了地层划分上长期不统一局

面
，

完善了安徽二叠纪地层序列
，
便于区域地质调查中填图单位的确定及与邻区进行地层

对七匕
。

�二�孤峰组一名
，
来源于

“
孤峰层

” ，

系����年朱森
、

刘祖彝在皖 南 贵池一带工作

时
，

根据叶良辅
、

李捷 ������所创的
“
孤峰镇石灰岩

”
引改而来

，
作为

“
栖霞灰岩

”
之

上
， “
龙潭煤系

”
之下一套硅质岩

、

硅质页岩
、

灰质页岩地层的地层名称
。

后人在应用时
，

含义都较混乱
，
划分标准也不一

，
有的用以代表硅质岩系

，

认为是茅口灰岩的 ������娜
�

郡
，、
朋 带 及 ��，���’ ，�一���，行���伽� 带 相变

，

有的包括其上灰岩 �即武穴灰岩�或碎屑岩

口任银屏组层位�
，
还有的把栖霞组上硅质层之上层位也划入

，

等等
。

我们 通 过对茅口期

地以的研究
，
银屏组

、

武穴组的建立
，
恢复了孤峰组的原始含义和划分标准

，
其只相当茅

口 早期������，�岁而” “ 带的硅质岩相沉积
，
其它任何超其范围的划分

，
都不符合原始建组

含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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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中地区茅口晚期地层的划分对比

�三�银屏组
、

武穴组建立后
，
进一步明确了上

、

下二叠统的界线
。

以往大多将上
、

下二叠统的界线放在碎屑岩 �银屏组�与硅质岩或碎屑岩 �龙潭 组
、

吴 家 坪 组�与灰岩

�武穴组�之间
，
这就造成不同岩相沉积区内

，
分统界线高低不一

，
也必然造成区域对比

上的混乱
。

通过银屏组
、

武穴组的建立
，
确定了茅口晚期两种不同岩相沉积的存在

，
使龙

潭组只限于长石石英砂岩之上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沉积
，
其下界 �即上

、

下二叠统分

界
，
在巢县亚型沉积区内位于银屏组顶部页岩

、

硅质页岩与龙潭组长石石英砂岩
、

砂砾岩

之间� 在宿松亚型沉积区内处于武穴组灰岩与龙潭组 �吴家坪组�底部碎屑岩之间
。

这为

研究海西期东吴运动的性质
、

位置也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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