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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白至系的三分

王孟绮

�四川省地矿局攀西地质大队�

四川盆地白奎系的划分
，
虽有若干方案

，
但都缺乏足够的佐证

，
尤其是生物地层资料

较少
。
��������。年

，
盆地开展了��幅�

�
��万区调联测工作

，
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

物研究所及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

地质部地质科学院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四川地

矿局研究所等单位的配合下
，
在白奎系中发现了大量多门类化石

，
从而提供了四川盆地白

至系划分的可靠依据
。

四川盆地白奎系的划分争议较大
，
尤其是二分白垄系上

、

下统的界线划分
，
都要涉及

到夹关组的归属问题
。

由于夹关组的岩性标志明显
，
与下伏的天马山组和上覆的灌口组有

显著的区别
。

过去
，
主要根据岩性特征不同于下白至统

，
而划归上统， 后在新津二带的夹

关组下部发现有早白奎世的鱼化石
，
故将其归属下统多 这次区调初期阶段

，
在仁寿等地见

其下部含二分早白奎世晚期的分子
，
虽然夹关组上部生物面貌不明

，
但因其厚度大

，

认为

上部有属晚白奎世的可能
，
故将夹关组笼统的归为早一晚白噩世

。

但就上述三种划分意见

而言
，
在对四川盆地白噩系的研究史上

，
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目前
，
就夹关组及其相当层

位中的化石来看
，
它显示了四川盆地存在着一套早

、
晚白噩世间的过渡层

，

是独立
，

的岩石

地层单位
，
穿时性特征明显

，
归属上统或下统都不恰当

，
若将上

、

下统界线置于其中
，
那

么这个界线也只能是理论上的
，
难于指导生产实践

。

为此本文提供有关四川盆地白翌系三

分的材料
，
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

一
、

四川盆地白至系三套岩石地层的层序

四川盆地白噩系发育
，
为非海相红色碎屑沉积

，
厚达���。余米

，
分布面积约 ��。 。�平

方公里
，
是重要的含矿层位

，
也是国内研究白奎系的理想地区之一

。

根据地层的发育情况
、

沉积相类型和构造发展历史的差异
，
可将四川盆地白至系分为

三个区
，
见 �图�� ，， 工

�

梓渔巴中区 �简称 �区�
，

称城墙岩群
，
归属早白垄世

。
卫

�

成

都雅安区 ��区�
，
白奎系发育齐全

，
可划分为下统天马山组� 中统夹关组， 上 统 灌 口

组�
。
皿

�

宜宾习水区 ��区�
，
习称嘉定群

，
除顶部划归下第三系而外

，
其余均属 白噩

系
，
缺失下统

，
中统为窝头山组及打儿幽组� 上统为三合组及高坎坝组�

。

上述各区白里系的下伏层皆是上侏萝统蓬莱镇组
。

过去不少学者以此推论城墙岩群与

嘉定群为同时代地层
，
区调结果

，
证实了盆地

·

五区的夹关组直覆于 �区城墙岩群不同层位

� 各组涵义基本同四川省二区测队 ����������万邓蛛幅
，
区调联侧中 ���助 �又补充丰富了材料

。

� 四川省地质局航空运域地质调查队 ����。 �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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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区与 五区的大面积追索与对比认为
，
嘉定群下部窝头山组

、

打儿幽组与夹关组

同属中统
，
嘉定群中上部的三合组和高坎坝组与灌口组层位相当

。
因此

，
四川盆地的白蟹

系按岩石地层明显地分为三大套
，
层序清楚

，
由老到新归纳为

�

下统城墙岩群
，
天 马 山

组， 中统夹关组
，
窝头山组及打儿幽组

�

上统灌口组
，
三合组和高坎坝组

。
�表��

�一�下白垄统

�
�

城墙岩群 与下伏层蓬莱镇组呈假整合接触
，
局部可能为整合接触

。

自下而上划分

为苍溪组
、

白龙组
、
七曲寺组及古店组 〔 了〕 。

苍溪组 建组剖面在间中县立道沟至苍溪城南塔子山
。

为紫灰
、

灰紫
、

浅黄色块状岩

屑长石砂岩
、

长石岩屑砂岩央岩屑砂岩及紫红色粉砂岩
、

泥岩
。

底部为巨块状岩屑砂岩或

长石砂岩
，
常夹钙质砾岩透镜体

。

厚�������米
。

白龙组 建组剖面在剑阁县白龙场
。
为紫红

、

灰紫色粉砂岩
、

泥岩与岩屑砂岩互层
，

底部为黄灰色块状岩屑长石砂岩或透镜状砾岩
。

厚������米
。

七曲寺组 建组剖面在梓渔县七曲寺
。

底部为灰紫
、

砖红色厚层块状岩屑长石砂岩夹

透镜状砾岩
，
其上为岩屑长石砂岩

、

岩屑砂岩夹粉砂岩
、

泥岩
。

厚��，����米
。

古店组 建组剖面在中江县古店场
。

为砖红色粉砂岩与泥岩互层
，
夹紫灰色块状钙质

岩屑砂岩
，
底部为紫红色块状岩屑长石石英砂岩夹透镜状钙质砾岩

。

厚������米
。

总的看来
，
城墙岩群具有多级次复合韵律特征

，
反映出苍溪组等四个二级 及 若 干 三

级
，
和更次一级韵律层

，
属正粒级序列

。

砂岩中的层理构造及岩石的矿物和结构成熟度
，

也都反映了河流相特征
，
局部是湖泊相

。

但在龙门山前缘一带
，
属山麓相沉积

，
是沉积盆

地的边缘相
，
分布局限

，
以剑门关一带为代表

，
假整合在上侏罗统莲花 口组之上�

，
从老至

新为剑门关组
、

汉阳铺组
、

剑阁组 〔 ’ 〕 。

其 层序与苍溪组
、

白龙组
，
七曲寺组大致相对应

，

与古店组相当的层位缺失
。

�
�

天马山组 由四川石油队 ������
，
建于双流县苏码头天马山一带

。

由砖红
、

棕红

色泥岩
、

粉砂岩及砂岩夹多层砾岩组成
，
色调鲜艳

，
亦属河流相

，
厚�����米

。

假整合在

蓬莱镇组之上
，
该组相当城墙岩群下部层位

。

�二�中白奎统
�

�

夹关组 四川大渡河队 ������
，
初建于邓妹县夹关

，
以雅安大石板一 带 出 露 良

好
，
为一套棕红

、

棕黄色厚层块状砂岩
，
局部夹泥岩

。

底部具砾岩
，
砾石成 分以 灰 岩 为

主
，
次为石英岩

、

白云岩
、

砂岩
、

岩浆岩等
，
成分较复杂

，
在纵向上显示 韵律 结 构

。

厚

�������米
。

为河流相及沙漠相沉积
。

与天马山组呈假整合接触
，
或直接超覆在蓬莱镇组

之上
。

�
�

窝头山组及打儿幽组 命名地点在宜宾三合场一带为夹关组的同期沉积
，

前者下部

为砖红色岩屑长石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底为含砾砂岩或砾岩

，
上部为砖红色石英砂岩

、

粉砂岩夹泥岩
，
厚����牡米

。

为河流相沉积
。

假整合在蓬莱镇组之上
。

后者岩性单一
，
主

要为砖红色块至巨块状长石砂岩
、

岩屑长石砂岩
，
为河流相及沙漠相

，
厚���一���米

。

� 莲花 口组为侯德封等 ������创名
，
划归剑门关砾石层底部

，
属白奎系

。
四川二区测队 ����右�

，
归属上株罗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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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白垄统

�
�

灌 口组 赵家骥 ������
，
建于大邑灌 口

，
以邓睐夹关

、

芦山一带发育最好
。

下部

为棕红色粉砂岩
、

夹泥岩及细砂岩� 中部以棕红
、

紫红色泥岩为主
，
夹多层角砾状泥岩

、

杂色钙质泥岩及泥灰岩
，
为含盐层位� 上部以棕红色泥岩为主

，
夹粉砂岩

、

杂色钙质泥岩

及泥灰岩
，
为湖泊相

，
厚�������米

，

与下伏夹关组整合局部呈假整合接触
。

�
。

三合组与高坎坝组 命名地点在宜宾三合场一带
。

与灌口组可对比
。

三合 组为 砖

红色岩屑长石砂岩夹泥岩
，
或互层

，
厚�������米

。

高坎坝组为砖红色块状岩屑长石砂岩
、

粉砂岩夹棕红
、

砖红色泥岩
，
厚��一���米

。

二者均属河流相
。

二
、

四川盆地白至纪早
、

中
、

晚期的生物群

四川盆地白圣系中含有较丰富的化石
，
有介形类

、

双壳类
、

叶肢介
、

腹足类
、

轮藻
、

抱粉及脊稚等
。

其中尤以介形类最多
，
经笔者统计

，
认为在纵向上可分四个组合

�

�
�

第一组合 这一生物群代表城墙岩群及天马山组
。
为�‘���“ ����一尸￡����夕��记��一

�夕������一�
�夕����� 组合

。

与之共生的有���叨�����
、
���������

、
����������

、

� ��

���夕����
、

�
����������

、
�夕��������夕��‘�

、
�������������

、

�
�������路����及�

��夕�卜

��
、

�����
“ �。 ��夕���’�等属

，
按上述组合分子在地层中的变化

，
又分为四个亚组合

。

第一亚组合 分布于苍溪组
。
以��、 ��“ ����一�

�夕���￡�一�����
�夕夕�����为主

�

其特

点以�����
�����属占绝对优势

，

有�
�

�����口������
、
�

�

���
��������

、
�

�

��‘��������三个

亚属
。

第二亚组合 分布于白龙组
。

为������夕夕�����一�‘����
����������������一��

��口�

����������������一�夕�
�����组合

。
������夕������大量出现

，
有�个以上的种

。
�夕���

�

���属
，
多为�

�

����������亚属代表
。
�����加�属也常见

，
但与苍溪组不同的是

，
����

��夕����它夕�炸����衰退
，
以�

�

���夕��夕�����取而代之
。

第三亚组合 分布于七曲寺组
。
���夕夕“ ���������夕������一��

��夕“ ���������夕��‘ ��一

������夕夕�����一�夕夕
�‘��� ��夕�������为组合代表分子

。
�‘���“ ����属达到鼎盛时期

。

��������有�
�

����������
、
�

�

���������两亚属
，
与白龙组以单调的�

�

���力������

亚属代表
，
和以�

�

���切时“ �� 为特征的古店组都不相同
，
在中江一带还发育 �‘叼��’����

属
，
是否在区域上也有代表性

，
还待今后证实

。
��������属已衰退

。

第四亚组合 分布于古店组
。
以�夕��������彻

������一�����
����� ����������� �一

�����夕��‘�一��朋
��夕������为代表

。
以含�

�

���功������为主要标志
，
���夕夕����� 属 以

�
�

�����夕������为主
，
�

。
�����������仅存少量

，
�

�

�����������亚属已衰退
。
�������

�

������属仍较常见
，
但种很单调

。

�
�

第匕组合 分布在夹关组下部
，

及嘉定群下部窝头山组和打儿幽组下部
。
以�夕��

�

������夕�������一�
���������夕夕���一�夕�

����� ��‘�“ ����夕�������为组合 特 征
。
以

�夕������为主
，
有�

�

��夕�������
、
�

�

���������夕�������
、
�

�

��
�������三个亚属的代

表
，
尤以前两个亚属最丰富

。

组合中���������������属也较发育
，
以及������‘������ 、

���功��“ ��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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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组合 分布于夹关组上部
。

是以�
����������、一�

�￡������行���一����户���

为代表的组合
，
包括�

��夕户�‘� 户���。 。 �� ����������
，
五“ �￡�夕户���

，
����。 。 � ��夕 �

�����夕��‘�� �� “ 。 ����� ��等
。

�
�

第四组合 分布于灌口组
，
及嘉定群上部三合组和高坎坝组

。
以�八�����妙����一

�、 �����夕����一���
����� ��������夕��‘�����一�

������为 组合特征
，
计有��‘����夕�

户�￡��� 、

������
�夕户�‘�、

�夕户����� ����“��
�夕夕�������

、
�夕户����� �对���。 艺。 � �

、

��” ���� ���������
、
��” ���� �������������

、
��日��拜� ��夕�����夕�����

、
��陇拐 �

��夕�人���
、
� “ �夕����

、
�“ ” ��夕����

、
�夕����

、
�夕�����

、
�夕������“

�、
������亡夕����

、

刃��������
、
�������夕�����

、
�夕����夕����等属

。

上述各介形类组合
，
反映了三个演化阶段

，
第一组合代表早白蟹世

，
第二

、

三组合反

映了早
、

晚白奎世之间的过渡类型
，
第四组合为晚白奎世的产物

，
见 �表��

。
�司时

，

与之

共生的其它门类化石面貌也清楚地显示了早
、

中及晚期三个不同的阶段
。

衰 � 四川盆地�皿系三密岩组及介瘩类组合序列

划划 分分 岩 性 特 征征 介 形 类 组 合 �带���

上上上 灌
豪豪季参参

朽渡〔
、

紫红色粉砂岩
、、

第第 ‘ 八扮却钾八岭
“

一 口四以限别尸
记扮— 今卿泌匆匆

统统统 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坝 泥岩
、

夹泥质灰岩或泥灰灰 四
���

�凡翻匆钾洲冰如 �—
‘边龙困公花在在

口口口 组组
�一 �

一
，一 夕夕

岩 卜上部夹裔盐层
，
下部部 组

拿拿拿

声声声、、、、、、、、、、、、、、 夹杂色砂质泥页岩
，

底部部 合合合

组组组 虽虽
� — �— ���

为砾宕
，
含砾砂岩

。。。。

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厚��一 ����米米米米

「「「「丢笼分日日日日日
�������

� � 、

���������

鬓鬓鬓鬓彝彝彝彝彝，，，， � 一一一一一

李李李李李菩菩菩菩菩
�������

·

川川川川川
������� � — 一一 ‘ �

一一一一一
�������

�

州州州州州
������� � 心 。。。。。

中中中 打打 一��� 砖红色块状砂岩夹少量 ���第第 设的以心锐创卿
�

必

一认
沙动例似椒—�今州诊诊

统统统 夹 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儿 泥岩
，

底部具块状砾岩或或 组组组
幽幽幽幽幽 为含砾砂岩

。。

合合合
，，，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厚���一���米米米米

子子子勺 飞飞 �
一 — — ���������

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冤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组组组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伽叭论
召 ‘今严‘减翅，

一确‘ 诊以勿咤尹
丫沙

——
「「「「石二�

一 ‘ — 一一一

组组 今户
‘

枷 〔�掀如弓脚
丫场她���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巨巨巨巨西三

���������
下下下 减减

口
一

�
���

砖红
、

萦红
、

厌紫等色色 第第 第四亚组合合
忽念瑟六吮忿窦杯挫写默耘翻翻

统统统 冶

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蓄
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等
，，

组组组组

者者者 组组 开升于飞井洛
、、
底部常夹砾岩

、

含砾砂旨
，，

合合合合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组成多级次夏合钧津层
，，，，，

「「「「 �‘ 一 ‘ ����一 厚巧了一 ��了。米米米米米������� 日日日日日日
������� 印 。 � 】】】】】】
�������一 一 一

子 �������
第三亚组合合 滋咄，必仰以湘尹农物�一，�‘无泛心。 “ ���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冶协职即
‘初分口一今卿

‘‘ 叭�匀沪八晚的的

������� ������������
【【【【一 一 一

�从 �����������
厂厂厂厂万一

�

一下 �����������
�������

日日日日日日
补补补补，下下下下下下

������� 一 一 一� �������
第二亚组合合 几竺六忽孟淤州捻黯

此构构
��������� � 汀汀汀汀汀汀

「「「「
一

�三乙一 户，三了 】】】】】】
������� ，，，，，，

�������卜奋‘
�

忿忿忿忿忿忿
��������� 二�二少件二，门门门门门门
「「「「
不二‘ 舀‘ ‘ 知 叮叮叮叮

第 一亚组合合 五
�

“ ，

—刀少山留
‘ 凌 一
一，凡油动尹的幽幽�������子拼井 不书卜卜卜卜卜卜

三三三三攀葬胃�����������
�������世�可—，，，，，，

早期
，
与介形类第一组合共生的有双壳类以�吐�。 。��帕‘�属具有代表性

，
还有���

�

夕。 ������
、
����即�

�。 � 叶肢介以����，
������‘�为代表

，
另有���

������
、
������������

、

��，����������
、
��������������‘�， 轮 藻 以��������。 。 ����属 为 主

，
少 量��夕������

、

月 。
����������， 抱粉以裸子植物花粉占绝对优势

，
约占总数” �以上 ，

截类植物抱子小 于

���
，
其中有白

几

里纪常见的海金沙科抱子
，
尚未发现被子植物

，
另有脊椎������

�����
��

�阿吐波鳄科�
、
�������� ��� �肉食龙超科�等

。

中期
，
下部层位与第二介形类组合共生的双壳类��沁时

。 “ ‘。 �尸��’���” ”协�
，
为�

�

尸
�

万
�

蚌群的重要分子
， �“ 卫

、 「�」，
叶肢介有�����盆才�����

、

���夕�‘ �����‘� 、

��城��才����� 及

少量��夕�����
�� 轮藻���

�苦���
、
������������

、

叮
��������� 腹足类以且���

������
、
��。 、



第��辑 王孟摘
�
四川盆地白坚系的三分

�����阴
�属为代表

。

上述化石群展现了白垄纪早期的面貌
。

另在夹关组下部还见鱼类�
���

记���� 对叮�
�����’ � ��

，
属早白垄世

。

上部层位
，
由于部分可能属沙漠相化石较少

，
目前

仅在少数层位发现介形类等
，
为第三组合

，
但清楚地反映出白里纪晚期的面貌

，
所以该期

化石群是早与晚期之间的过渡型
。

晚期
，
介形类特别丰富

，
见第四介形类组合

，
在盆地西部

，
与之共生的有半咸水有孔

虫
，
为����洲属的若干种仁“ 一 ，

具有单调
、

变异强烈
，
与陆相介形类共生等特征

。

该期 抱

粉以蔽类抱子为主
，
其中希指获占绝对优势

，
裸子植物花粉次之

，
出现了大量被子植物花

粉
。

一些地区还见叶肢介���
������犷�

、
���������公���� ， 轮藻����夕������� 及 恐 龙 脚

印化石
，
盆地边缘黔江一带见�

������������ �鸭咀龙科�
。
�

三
、

四川盆地三分白至系各统界线

�
�

白奎系底界

四川盆地白垄系底界位置是长期争论的问题
，
本文依据近年区调所获生物地层及岩石

地层的新材料
，
认为四川盆地侏罗一白噩系界线在 工区置于城墙岩群苍溪组与蓬莱镇组之

间
，
仅剑门关一带划在剑门关组与莲花 口组之间

，
五区划在天马山组与蓬莱镇之间

。

城墙岩

群底部在区域上以紫灰或灰紫色�局部为黄色�块状中细粒长石砂岩
，
夹钙质砾岩透镜体为

标志
，
与蓬莱镇组顶部的紫红色泥岩或粉砂质泥岩呈假整合接触

，

两套岩性差异较大
，
是

不同环境下的沉积
，
城墙岩群和天马山组代丧较强氧化或干燥气候条件下

，

地壳
�

�

匕升后
，

强烈剥蚀和快速堆积的产物
，
与蓬莱镇组沉积时期

，
地形高差不大的湖泊河流相沉积是 巡

然不同
。

二者的生物群面貌亦有较大差异
�

蓬莱镇组的介形类是以�
��切�二��

、

�������
�

��为主
，
其次以��

�，������
、

���，�������
、

汀
������，

·

了�
、

��。 ，���������等为组合特征
，
这些

属有的上延到城墙岩群
，
甚至在个别层位上还以���山�����

、
���������为主

，
如���切���‘�

�记，���夕� ��� �����
，
或景星组

、

普昌河组中常见的 ��，������� ����� �����〕等
，
但中晚

侏 罗 世 常 见的 ���������� ���夕����������� ������� ��
，
��������� ��“ �叼�

����、 ‘ 、

�� �
等分子 〔 “ 〕 ， 至今尚未在城墙岩群中发现

，
而是以上述第一介形类组合为特征

，
它反

映 了 四 川 盆地早白垄世淡水介形类的面貌
。

其中前三个亚组合更接近
，
与云 南 高 峰 寺

组
、

青海民和盆地大通河组的介形类相似
，
第四亚组合为另一特色

，
出现 了以 �夕���’�。

���功����’ ��为主的介形类组合
，

与云南普昌河组中的分子类同 ��〕 ，
这就说明了第一介形类

组合与以 �������� 为主的早白奎世淡水介形类性质一致
，
又普遍含有亚洲东部地区特有

的�������������� “ 、

������沁�“ ��。 属
，

也表现出区域性的特色
。

再从中生代非海相介形

类的演化来看
，
大个体的���切�’� “ �� 占优势的介形类动物群

，

分布在城墙岩群之下
，
而城

墙岩群则以 �‘�����“ � 、
尸������������ 等分子大量出现为特征

，
新老分子更异明显

，
据

新类型开始兴盛时期作为白垄纪的开始
，
是比较合理的原则

。

双壳类也与准噶尔盆地南缘

以 ��人���� “ �
、

�
����� “ �����’ �

等为主的动物群很接近
，
属于类三角蚌

一 日本蚌
一
球舰化石

群
，
也反映了早白噩世生物群的面貌

。

总之
，
城墙岩群中所含各门类化石

，

有不少分子 与热

� 据四川省地质局���队 ���了��
。
����万黔江幅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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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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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

河动物群相近
，
与滇中高峰寺组及普昌河组

，
滇西景星组类同

，
与陕北志丹群

、

甘肃新民

堡群
、

东河群
、

青海大通河组及河 口下亚群也可对比
，
其时代理应相同

，
均属早白里世

。

因此
，
四川盆地白奎系之下界划分

，
与我国东北

、

西北
、

西南等大型盆地的侏罗白玺

系界线基本一致
，
和滇中盆地妥甸组与高峰寺组

、

滇西景星组与坝注路组
、

西昌会理盆地

的飞天山组与官沟组之间的界线可对比
。

与日本石彻白亚群
、

朝鲜卯谷组
、

苏联下苏昌组

等的下界也大致相当
。

时代相当于别里阿斯一巴列姆期
。

�
。

白玺系下统与中统的界线

该界线置于夹关组或嘉定群窝头山组之底
。

夹关组以底部的砾岩与下伏天马山组的棕

红色泥岩夹薄层岩屑砂岩接触
，
天马山组色调鲜艳

，
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不连续面

，
常有超

覆现象
。

窝头山组超覆在蓬莱镇组之上
，
底部以块状或巨块状长石砂岩

、

岩屑长石砂岩夹

砾岩或含砾砂岩为划分标志
，
但底部层位有由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
尤以黔北习水一带

底界最低
。

夹关组和打儿幽组中的生物面貌
，

带有早
、

晚白垄世之间的过渡色彩
，
卞部发

育的第二介形类组合
，
以早白里世最繁盛的���

�����为主
，

组合中的�
。
肋�����������

较

发育
，

有�
� �������� ��� ，

�� �� ���
，
�

�

����￡户����� ��，�
� ������，�。 ��， ��

，

后一属常见于新疆
、

云南
、

浙江及广西等地二分早白奎世晚期地层中
。
滇中马头山组

、

曼

岗组中常见的�夕�
�‘��� ��夕������� �������������� ��� �� ����，

�
�

���������� �

夕�‘��心 ��“ 二‘������‘� �� �� ��� 〔 么 〕 ，
在该组合中较丰富

，
与之共生的双壳类 尸��。 ��，

“ ��� ��������“ �‘�� ��
· �����” 夕�” �‘� ��������� �� �� ����也是下白奎统中具有代表

性的分子
。

轮藻��
����������� ��。 夕��������� �

�

� ���为我国二分早白奎世晚期的 重 要

代表之一
，
尤其代表了我国南方早白翌世晚期的地方性轮藻群落

，
还有国内外早白圣世常

见的�
�������� ���户‘���� ��

�

�
����

，
�

��夕�������� ������之比较种等
。

上述材料

充分阐明了夹关组
、

窝头山组及打儿幽组的下部时代属二分早白垄世晚期
。
其上部发育的

第三介形类组合
，
为二分白垄系上统常见的分子

。

由此可见
，
夹关组等在同一岩石地层单

位中
，

其下部层位的化石组合为早白圣世晚期的类群
，
上部为晚白垄世的面貌

，

其生物的基

本特点是早白奎世晚期向晚白里世过渡
，
反映了白至纪中期的面貌

，
故将夹关组等划归中

统
，
大致相当于阿普第一土仑期

。

与云南马头山组
、

日本赤岩亚群
、

朝鲜洛东群及新罗群

相对比
。

�
�

白圣系中统与上统界线

在 五区置于夹关组顶部的黄棕
、

棕红色厚层岩屑砂岩
、

岩屑长石砂岩与灌口组底部浅

棕
、

灰褐色厚层砾岩之间， 互区划在打儿幽组顶部的砖红色厚层块状岩屑长石砂岩与三合

组砖红色薄层泥质岩屑砂岩之间
。

将灌 口组
、

三合组和高坎坝组归属上统
。
两区的上统虽

层位相当
，
而岩性岩相上有较大的差异

，
前者为湖泊相

，
后者为河流相

，
不含膏盐层

。
但

�

化石群尽相同
，
有丰富的���’ ��������’ ���

、

�“ ‘ ���������等 华南晚白垄世介形类动物 群

的重要 分 子�
�〕 ， 如��‘�犷��夕夕����� �椒���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其 中��
�����

�����������沁�也是华南红色盆地上白荃统常见分子
，
而���八���以大型个体的�

。
�尸��

。 ������������ 亚属为代表
。

总之
，
介形类面貌与我国晚白垄世晚期的���对����������

�“
����

���汀�介形类动物群有密切关系 〔 �卫。

因此
，
灌 口组

，
三合组及高坎坝组时代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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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晚白里世
。

灌 口组中有半咸水动物群的发现
，

说明四川盆地西部并非单纯的内陆盆地
，

这也是盆地西部与南部的差异
。

其它生物如叶肢介
、

抱粉
、

脊椎等都反映了白垄纪晚期的

生物群面貌
。

据此
，
与广东南雄组

，
江汉盆地的罗镜滩组加红花套组加跑马岗组

，
江苏的

赤山组及泰州组
，
云南江底河组等对比

，
时代应属康尼亚克一马斯特里赫特期

。

�
�

白垄系与第三系界线

四川盆地目前仅发现有下第三系的存在
，
而且分布较局限

，
因此

，
这条界线划分所涉

及的范围主要在 �区的名山
、

芦山
、

乐山及夹江一带
，
及 �区的宜宾柳嘉等个别地段

。

由

于四川盆地下第三系中尚未发现哺乳类化石
，
若按恐龙类的灭绝和哺乳类的大量出现的原

则来划这条界线
，
目前尚有困难

，
仅能依据现有的微体化石资料

，
将白圣系与下第三系界

线置于灌 口组与名山组之间
，
前者属白蛋系

，
名山组归下第三系

。

二者呈连续过渡关系
，

但界线也是清楚的
，
是以灌口组顶部的紫红色泥岩结束

，
暗棕色泥质粉砂岩的出现

，
为名

山组底部标志
。

名山组为棕红
、

暗棕红色粉砂岩
、

泥岩夹泥灰岩薄层
，
上部亦产钙芒硝及

石膏等
。

最厚可达����余米
。

从沉积相及岩性上看可为灌 口组之继续
，
或者为相似条件下

的产物
。

但从生物群面貌来看
，
名山组与下伏灌 口组有显著的不同

，
名山组的介形 类组 合 为

�����夕��‘�一��夕��夕����一�夕����一�了����夕�����
，
主要有�����夕��‘� �����夕����� �� ，

�
� ��������� �� ，

�
�

���夕� �� ，
��夕��夕���� ��

�

������������ ����������
，
�夕����

。 �
�

�����夕‘ ��������
，
�‘����夕����� ���������� ��，

�
� �二 ‘�‘����� ����等代表

，

其介

形类虽具有中
、

新生代分子混生现象
，
但仍以新生代分子为主

。

其它还有轮藻����������
、

�������
�
��

��� “
����‘� �

�

���� � ��
� ，
带有明显的新生代色彩

，
生物群中没有灌 口

组的代表分子出现
，
这说明以灌 口组与名山组的界线

，
作为中生界与新生界的分界线

，
是

可行的
。

在 �区这条界线置于高坎坝组与柳嘉组之间
。

柳嘉组为棕红色巨块状砂岩及粉砂岩夹

泥岩
，
为河流相 �下部可能为沙漠相�

，
与下伏高坎坝组岩性岩相有很大区别

，
但仍为整

合接触
。

柳嘉组所含属种单调的介形类�
������ ��

� 。 ‘������二�
，
� “ �夕��‘�，

�����夕��

���� 等
，
也大致反映了新生代的面貌

。

综上所述
，
可见四川盆地的白垄系在岩石地层及生物地层单位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了

三分性
，
建议考虑三分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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