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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

从区域范围讨论华北石炭二盛纪地层划分问题

尚冠雄 汪曾荫

�煤炭工业部地测队�

问题的提出与回顾

华北石炭二迭纪地层问题是我国研究早
、

工作多
、

但又程度低的一个地质问题
。

近二

十余年来
，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太原层型剖面

，
促进了那里工作的进展

。

但自中石炭世开始

发展起来的华北巨型沉积盆地
，
由于地域辽阔

，
各处地形高低不一

，
沉积次序先后有别

，

有些问题囿于一点很难获得满意的答案
。 一

本文试图结合古地势差异
、

海水进退等方面资料
，

从区域范围探讨华北石炭二叠纪地层的划分
，
并拟提出初步方案作为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

华北石炭二叠纪划分问题的焦点是太原统与山西组的划分
。

其讨论大致经历了兰个阶

段
�

第一阶段主要是修正了那琳对层型剖面上七里沟砂岩与北岔沟砂岩的判误
，
将界限划

定在东大窑灰岩之顶
、

北岔沟砂岩之底
。

其下太原统的时代定为晚石炭世， 其上山西组的

时代定为早二迭世
。

它反映了����年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时的认识
。

第二阶段是层型剖面

上太原统所含三层灰岩与太原以南发育的多层灰岩如何对比的间题
。

一种意见认为应和南

侧下三层灰岩对比， 另一种意见虽末明确是出应和上三层对比
，
但却以为南侧层位最高的

灰岩即是东大窑灰岩
。

近年来通过在太原西山自北而南的追索
，
以及与太原东山

、 一

阳泉等

地近距离断续追索对比
，
这一问题也渐趋明朗

。

月门沟层型剖面太原统的三层灰岩自下而

上为庙沟灰岩
、

毛儿沟灰岩 �由一隧石层分为上
、

下两个灰岩分层�与斜道灰岩
，
那里的

“ 东大窑灰岩 ” 层位是一层黑色页岩
。

南到北岔沟
，
东大窑变为厚层纯灰岩

， 一

但庙沟和毛

儿沟之间的距离已大为缩短
，
据作者实测

，
由�

�

��米缩小为�
�

�弓米
。

再向南
，
这两层灰岩

更有合并的趋势
，
或虽未合并但从其间富含海相化石的泥岩中也完全可以看出它幻实属同

一次海进的沉积
。

所以层型剖面与南侧对比的三层灰岩是庙沟一毛儿沟灰岩
、
斜道灰岩和

东大窑灰岩
。

其次
，
最下部的庙沟一毛儿沟灰岩由

“
庙沟

” 、 “ 下毛儿 钩 ” 、 材上 毛 儿

沟
”
等二 个灰岩分层组成的现象也可以在向东南方向的追索中辫识

。

在太原东山它们自下

而上分别称为涧道沟
、

南窑沟
、

关门沟灰岩， 在阳泉则称为腰固石
、

四节石
、

固石灰岩
，

或总称为四节灰岩
。

这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层型剖面三层灰岩与南侧多层灰岩地区的卞三

层对比可能是合适的
。

当前
，
讨论进入第三阶段

，
即在确认多层灰岩地区自下而上的第三

层灰岩是东大窑灰岩以后
，
东大窑以上的包括数层灰岩的层段是否划入山西组� 以及山西

组的时代是否由此而成为晚石炭世�

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本文试图就这个间题提供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

由于作
。

所以本文仅仅是一次中间性
、

尝试性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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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层型剖面及其南侧之对比

太原西山万��钩部面自那琳����年描述发表以来
，
六十年中曾有大量的文章反复予以

介绍
，
两届地层会议前后也都有很好的总结

。

据作者对太原西山月门沟
、

北岔沟两个剖面

中太原统蜷科
、

牙形石等化石的初步研究
，
可以划分为三个缝带

�

��� ���“ �����切����‘�� �假希瓦格簸�带
�

包括���“ �����切���
�‘�� ��

。 ，
���一

切 。 �����。 ����，�。 �，
�

� �化��������以及�
��田�������一属的其它种

，
代表东

大窑灰岩
。

��������������� �小顿巴缝�带
�

包括�
。 ，��������

，
�

�

掩��������� ��
。 ，
�������

�

����动���� ��
�

等
，
代表斜道灰岩及毛儿沟灰岩上分层

。

����������
������� �皱壁嫉�

一���
���

�，。�￡�。 �似纺锤缝�带
�

包括�
。 ������

，

�
。

���脚���月�百�
，
�

� �介�����路���
，
�

�

������二�
，
�

� ���
� ��二�����等

，
代表

庙沟灰岩及毛儿沟灰岩的下分层
。

由于石炭纪牙形石在点
、
面上的研究程度所限

，
目前还不具备分带的条件

。
当前的资

料可以说明晚石炭世以��������������二 �曲额齿刺�一属的优势和中石炭世相区别
，

后

者是以��‘
�
�������

“ � �异额齿刺�一属的优势为特征的
。

对太原统牙 形 石
，
我 们 暂 依

������������
��“ �属中一些种的消长关系划分两个组合

。

第一组合约可和越科之 ���
、

‘��带相比较，
以������

��������二较丰富的种群为特征
，
包括�

�

����训�。 ，
�

�

�����’ �

���
，
�

� 。��夕�����“ 、 ，
�

�

功 。 ��“ �、 ����、
，
�

� 。 ，，�。 �“ �等
，

按数量统计又以�
� 。 ������“ �“ 、 �多�

及�
�
�������� �次多�为丰

，
因此暂以这两个种作为组合的代表

。

第二组合约可相当蜷科

之 ���带
，
除含有与前者共有的����

������� ����‘�时�。 “ ����
，
�，��‘夕。 �����“ � ��

� ，

����，‘��‘” � ��
。

外
，
��������������“ �一属则比较单调

，

作者当前的材料中仅有�
� �����

�����一种
，
�万世禄等的资料中还有�

�

功���“ �����‘�� �
� �������“ � 和 ��������������“ �

的其它种一起兴起于庙沟
、

毛儿沟和斜道灰岩
，
然后又独自延入东大窑灰岩

，

根据这一消

长的特征
，
暂以�

。

��洲少��作为第二组合的代表
。

此外
，
牙形石第一组合中还产有中石炭世分子�击 。

那�����
“ “ ����“ �� “ “等� 缝类上 带

���有�
����夕��‘。 � ��夕。 川��，

�“ �����“ �
“ ������� ��

�

等具有早二迭世色彩的分子
，

这也

是一些颇饶意义的现象
。

层型剖面与南侧的对比是认识分政之所在
。

据天津地矿所与山西区调队资料
，
层型剖

面太原统的三层灰岩分���与晋东南地区的下三层灰岩相当
，
即庙沟一毛儿沟灰岩相当松窑

沟灰岩
，
斜道灰岩相当老余沟灰岩

， 东大窑灰岩相当红矾沟灰岩
。

其生物地层对比的具体

内容虽与本文不尽相同
，
但结果却大体吻合

。

在红矾沟即东大窑灰岩的相应层位之上
，
这

里还有第四层灰岩称为附城灰岩
， 第五层灰岩称为山垢灰岩

，

研究者将其划入 山 西 组 范

畴
。

自晋东南东越太行山
，
河北峰峰也是太原统发育的著名地点之一

，
其中包括八层灰岩

。

底部的下架灰岩和大青灰岩含以 �“
����加脚����及口

“ “ ��’ 了。 �峨“ 两属中的各种旋类化石
为主

，
还有个别的����‘����� �������等

，
可以与��夕��

�
��

������一������
��。 ����带的庙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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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儿沟灰岩相当
。

向上为中青与小青灰岩
，
均包括海相页岩在 内

、

，
以含��

。 勺����对哪

��‘夕。 ���
������，

�
�������

��� �������等腕足类化石为主
，
按层序关系， 可视为 与 斜 道

灰岩相当
。

再上为伏青灰岩
，
其中虽然尚未发现尸��

“ ��������夕��公��
，
但含有包括���山

�

�����。 � ��������
，
�

� ��������
���在内的���功�������一属 的大量种群

，
可以和东大窑灰

岩对比
。

如是
，
则在相当东大窑的层位之

�

�还发育有山青
、

野青及一座等三层灰岩
。

自太行山东麓南行
，
在予西的禹县一带

，

太原统亦含八层灰岩
。

但灰岩厚度增大
、

灰

岩在太原统地层中所占比例由峰峰的���左右增为���左右
。

自下而上的第一层灰岩中含

旋类化石有�
���‘�。 ������

，
�������了�

，
���“ ��������

，
���功����‘��，

���“ �����‘ ����‘” �

及有孔虫化石��������
，
��，�时��沁等

。

其中�
���州 。 � �布雷迪虫�主要兴盛于中石炭世

中
、

晚期
，
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属

。

结合层序关系
，
将此层灰岩与庙沟一毛儿沟灰岩相

对比
。

第二层灰岩中产������’ �，
������������等

，
可与小青灰岩或斜道灰岩相当

。

第三

和第四层灰岩相距甚近
，
以含多种多样的�

��功�������及���“ �����切����‘。 �为主
，
我们

将其与层型剖面的 ��
���。 �。 �切 。 ������带相对 比

，
即相当东大窑灰岩或伏青灰岩

。

也就是

说
，
予西一带在相当东大窑的层位之上还有第五

、

第六
、

第七和第八等四层灰岩
。

三
、

关于在太原统上部建组的假说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将东大窑灰岩及其相应层位作为一条水平方向的对比基线

，
自层

型剖面向南
，
此线之上在阳泉发育有南峪灰岩一层灰岩� 晋东南发育有两层灰岩，

�

峰峰为

三层灰岩� 禹县为四层灰岩
，
呈现了一幅灰岩向南方递增的有规律变化图象

。

如此规律显

然不是偶然的
，
它反映了太原统沉积过程中华北地台北部不断上升的结果

，
这一点还将于

下文中结合构造地质作一些简短的说明
。

总而言之
，
说北部抬起也好

，
说沉积中心南移也

好
，
都指出南部诸区在东大窑灰岩之上比层型剖面多出了一套地层沉积

。

这一套地层显然

不是太原西山的
“
太原统

” 。

如果我们将太原西山自晋祠砂岩底到东大窑灰岩顶作为一个

地层组
，
则东大窑灰岩以上的这一段地层可以建立一个与前者同级的地层单位

，
即建立一

个新组
。

根据当前的资料和研究程度
，
作者建议这个新组暂名为 州匕大峪组

” ，
而将其下

一段地层限称为
“
西山组

” 。

本文的北大峪组之上
，
即北岔沟砂岩底面至骆驼脖砂岩底面

的山西组依其植物化石组合仍然归属早二叠世不变
。

北大峪系河北峰峰的石炭二叠纪代表性剖面
，
这里有几方面有利条件

�

�
�

峰峰地区的八层灰岩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
它不仅是一个地点的名称

，
实际 上 是

冀南予北地层小区的通用名称
，
有一定代表性

。

�
�

自层型剖面经阳泉
、

晋东南
、

然后跨越太行山而达峰峰
，
各区之间分灰岩对 比 的

脉络比较清楚
，
有较好的可靠性

。

�
�

以峰峰为代表的太行山东麓煤田
，
是华北地台二级构造单位华北坳陷区的西 翼

，

它与鲁西
、

两淮煤田遥遥相望
，
以此为起点将有利于和坳陷区东翼的对比

。

这一意见目前作为假说提出
，
主要是感到其生物地层内容尚不完备

，
需要在今后加以

丰富和补充
，
作者也将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

但是当前有两方面的线索值得考虑
�

首先
，
华

北地台南部的北大峪组在垂直与水平方向的位置都和近年来在扬子地台西部建立的龙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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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相似性
。

龙吟组的剖面位置在晚石炭世马平组与早二迭世早期梁山组之间， 而北大

峪组则在晚石炭世太原统的
“
西山组

”
与早二迭世早期的山西组之间

。

龙吟组的水平分布

并不遍及整个扬子地台
，
而主要发育于黔西一带� 北大峪组可能也仅在层型剖面之南即华

北地台中南部或东南部才有发育
。

因此我们将这南北两个新建的地层单位加以类比
，
以期

在相互启示中推动研究工作的进展
。

其次
，
根据贵州区调队资料

，
龙吟组在黔西又分为碳

酸盐岩相及碎屑岩相
，
二者均含极丰富的海相动物化石

，
包括簇科

、

珊瑚
、

腕足类及头足

类等
，
其中以缝科化石最为重要

，
缝科中又以尸��

����
“ 。 “�‘�� �假纺锤蜷�一属的极丰富

种群为醒目的特征
。
我们知道

，
这个属自�

�
���� �顿巴� ����年建立以来

，

对它的鉴定曾

经经历了一个很曲折的过程
，
直到����年该属的模式种被重新研究之后我国才使用较广

。

因此华北东大窑灰岩及其以上灰岩中
，
原被鉴定为���切 。

那����的大量种群
，
在重新检视

之后也不是不可能具有可以和黔西尸����。 了二��‘��相同或相似的一些分子
。

当然这在目前

仅仅是一种设想
，
还有待于今后工作的验证

。

四
、

层型剖面北侧之对比及太原统的分组

晋西北保德一带的石炭二迭纪地层早于����年即由王竹泉调查
，
随后李 四 光

、

赵 亚

曾
、

尹赞勋等分别描述了其中的菇
、

腕足类
、

瓣鳃类及头足类化石
。

他们将剖面最 「部的

一层灰岩称为张家沟灰岩
，
时代定为中石炭世� 以上依次还有扒袖沟灰岩

、

保德灰岩及海

相的土门页岩
，
时代则定为晚石炭世

。
����年高葆常重新研究了保德剖面

，

发现张家沟灰

岩中含有大量缝科化石
，
如��‘�‘�‘���，

�“ ��‘���“ ����
，

�
���‘夕��“ �等

，
其时代应和以上

地层一致归于晚石炭世
。
同时张家沟灰岩与扒袖沟灰岩中均以富含����‘����� �麦 缝 �为

特征
，
当前被描述的即有九种之多

，
包括�

�����’， �
�

加�，��‘������，���，
�

�

���“ ���、 �、
，

�
� “ �讼宜�����‘�

，
�

�
������� 。 ‘。 。 ���

，
�

�

��伴“ �“ �
，
�

���‘����‘�，
�

�

�������‘�“ �，
�

’ �

��枷��昨诫��
�二菇 ����

。 朗����等
。

我们在研究工作中
，
也曾为华北石炭纪地层中何以缺

少华南马平阶下部以含����￡“ ‘�“ 丰富种群为特征的����‘。 ��邵带而感到困惑不解 ，
保德的

资料才终于使人豁然开朗
。
此外扒抽沟灰岩与保德灰岩之间还发育一层厚达��米的主要煤

层
。

地处晋西北的保德与太原西山直线相距不过���公里
，
其太原统主要煤层层位不应有太

大变化
，

这里的主煤层即应相当太原西山地区庙沟灰岩以下的丈五煤和九尺煤
，

主煤层以
一

�

的扒袖沟灰岩和张家沟灰岩正可代表层型剖面上所缺少的���“ “ �邵带
。

主煤层以上
，
保德

灰岩和土门页岩很可能分别与庙沟及毛儿沟灰岩相当
，
或者也可能包括斜道灰岩在内

。

由

此可见
，
华北全区完整的太原统沉积其下部必需以保德的资料加以补充

。

据高葆常介绍
，

张家沟灰岩以下还有一含植物化石的层位
，
产��� �������� �� ��� ，

�
·
�������

，
����� �

。 ��对�
。 � ����

�口�����等
，
显然仍为晚石炭世沉积

，
我们可以将从这一植物化石 层 直

到扒楼沟灰岩顶面的一段地层称为
“
保德组

” ，
用以代表太原统的下部层段

。

至此
，
我们可以将华北晚石炭世及早二迭世地层系统列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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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石 带 或 化 石 组 合

上 组

下石盒子组

�川����������� ��‘���“ �����一�
�� ” ����� ���

���
。

一���内�少
��������� 田���召‘ 组介辛

西 组

�阴��召亡������� ��������
‘����一��� ” �������‘

���
一万州��������������川 ����“ 优 组合辛

二迭系

北大峪组 �暂名�

�可能为 ��� “ ���
��“ ��凡� ���

�

或 ���田���，���

���
�

带�

���������二 。 ������ 带

������������� �� � �������翻� 组合

中 组

�� ，�今�，丫。 �了�� 带

西 山 组

尸，‘�� ���
“ ����，旧一

�
���，

�
、 ������ 带

��������儿������“ �

���夕����，�，‘�一

�
� �夕�了��之

‘� 组合

下 组

保 德 组
犷�������� ‘ 带

辛 转引李星学����年意见

五
、

从华北地台东部石炭纪海水进退变迁检验地层划分

中奥陶世之后
，

华北地台经历了一亿四千万年之久的剥蚀期
，

直到中石炭世才开始接

受沉积
。

至少在黄河 以东的华北东部
，
中石炭世的海水是 自东向西推进的

，
其中经过太子

河流域的一支在西进中受到内蒙古陆的阻挡
，

因此主要海流应是经过辽东半岛南 端 的 一

支
。

复州湾的本溪组 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魄带
，
而且 自东向西逐带超覆

，
达到黄河东岸的

可能仅为其上带即�� 、�����带
。

这一 自东向西的海相沉积序次一直持续到晚石炭世早期
，

也就是说�����’ ��’���海进与� “ 翎八肥海进的路线是基本一致的
。

这一方面的详细情况 作 者

拟于另文讨论之�
。

和本文相关的间题是
�

由于晚石炭世早期的海进并不是由南而北的
，

而

是沿地台北部由东而西的
，
所以在层型剖面或其南侧地区即缺失了���’ �������带

。

在�
。
�’��’ �

��’ ��’ �
带即保德组沉积之后

，
华北地台北缘又发生了一次地壳活动

，
在总的地貌景 观

�

上 由

东低西高变为南低北高
，
开始接受南方马平海的海侵

。

顺便指出
，

华北地台北部由于濒临

蒙古海槽
，
又正值蒙古兴安地槽的主要回返期

，
所以一直处于活动状态

。

作者在大青山南

麓实测石炭二迭纪剖面时
，
即注意到了由于晚石炭世地层不整合覆于奥陶纪灰岩之

�

上
、
以

及石炭二迭纪的粗碎屑类磨拉斯建造所反映的地台边缘华力西褶皱现象
。

在这一因素影响

下
，
地台北部的地形起伏相对复杂一些

，
从中石炭世开始

，
地台内部还发育了不少于三到

四条北东向或北东东向的隆起
，
海进沿其间低平地带成为

“
通道式

” ，

从而也制约了地层与

�文成之后
，
喜者又曾到晋西北一带观察

，
认识到这一时川的海相沉积还应和西部海域有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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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的沉积变化
。

华北地台以南为广阔的华南陆棚海
，
地壳相对稳定

，

从太原世中期接受

来自南方的海进之后
，
由于地台南部地形分异比较简单

，
所以海进基本为

“
广覆式

” 。

开

始的西山组����
��
�“ ���‘��一�“ ����

��“ �‘。 �带沉积范围最广
，

可 以直达晋北
�
至�����。 �

���切�口���’ ��带可能便仅达于太原一线前后
。
以后历次海进中海岸线不断南迁

，
尸�
�����一

。 �功����油�带之后的第一次海进岸线止于阳泉� 其后止于晋东南� 其后又止于冀南予北�

再后止于禹县一线
，
最后可能止于平顶山及其东延的淮南一带

。

总之
，

自中石炭世至晚石

炭世早期阶段
，

海水由东而西呈通道式进入
，
并且向西逐

“
带

”
超覆� 晚石炭世中

、

晚期

阶段
，
海水由南而北呈广覆式进入

，
并由北向南逐

“
带

”
逐

“
层

”
退覆

，
进退有序

、

变化

井然
，
反证了地层划分与对比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

。

海岸线不断南迁
，
在线间地带出现一

些残留海或泻湖是十分 自然的
。

因此在地台中部不能排除于山西组出现半咸水相地层沉积

及生物遗骸
，

在南部甚至不能排除这些沉积物于更高层位中出现
。

例如在予西一带
，
于山

西组底面���米以上的上石盒子组近顶部地层中仍然有助
�����

等化石的大量出现
。

本文使用的一部分缝科化石资料承王国莲同志鉴定
，
牙形石资料是经应中铐同志鉴定

，

由路素明同志提供的
，
仅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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