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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南部下寒武统的

划分及其底界

石 新 增

�吉林省地矿局区调队�

分布在吉林省南部的下寒武统
，
为典型的地台沉积

。

由于地层发育
、

化石较丰富
、

露

头良好及地理位置的重要
，

曾被认为解决我国南
、

北震旦系和寒武系对比和衔接的桥梁
，

是很关键的区域之一
。

一

一
、

研究历史概述

区内寒武系下统研究程度较低
。

先后有长春地质学院
、

长春地质学院吉南区测大队
、

吉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及通化地质大队等单位工作过
。

其地层划分见表 �
。

表

����� �
。

������������
�

寒武系下统划分对比沿革表

�������� ��� �沉
�������� �� ��� ����� ����飞����刀

长长春地质质 长 地 院院 长 地 院院院 吉林省地质局局 本本 吉 林 省省

学学 院院 吉南区测队队 安 素 兰兰兰 通化地质大队队 文文 地 矿 局局
�������� ������ �������� �������� 区调大队队

��������������������

寒寒寒 下下 石 桥 组组 石 桥 组组 石 桥 组组 毛 庄 组组 毛 庄 组组 中统统 毛 庄 组组

武武武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系系系系 馒 头 组组 馒 头 组组 馒 头 组组 馒 头 组组 馒 头 组组 下下 馒 头 组组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碱碱碱碱碱碱碱碱 厂 组组组 碱 厂 组组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沟 组组组 黑 沟 组组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洞 组组

震震震震震震 青沟子组组 �碱 厂 组组 碱 厂 组组 震震 青沟子组组 震震 青沟子组组

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旦 旦旦旦旦旦旦旦 旦旦旦旦旦旦旦
震震 旦 系系 �戈道江组组 系系 八道江组组 八道江组组 ��道江组组 系系 八道江组组 系系 八道江组组

二
、

剖面介绍

在浑江市八道江镇青沟子及通化县水洞一带测得下寒武统剖面层序如
一

�
�

上覆地层
�
寒武系中统毛庄组

—
整 合

—馒头组
� �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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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砖红色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

��
�

紫色页岩与紫色薄层状泥质灰岩互层

��
�

紫色粉砂岩
、
粉砂质蟹岩

� 一

卜
一 …
六

�

��
。

紫色粉砂岩与紫色薄层泥灰岩互层

��� 灰色中厚层舔岩
、

一

��
�

灰黑色
、

灰绿色页岩与灰色薄层灰岩互层
，
产化石

， �‘ 加解。
��

�

��
�

紫色钙质粉砂岩与灰色薄层灰岩互层
，
产化石

�

腼
“ ‘
�’ 。

印
·

��
�

紫色砾岩
，
砾石成份复杂

、

大小不一

—
整合或乎行不整合

—碱厂组 �仑
�

�’�
��

�

黑灰色中厚层状白云质灰岩

功一搞灰色中厚层状花斑状灰岩

�� 灰白色中层状砂质灰岩

�
�

青灰色沥青质灰岩

�
�

灰黄色中厚层状含角砾状钙质砂岩

一
平行不整合

—黑沟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盛
�
�心�

�
。
���

�
。
���

��
。
���

�
。

����

好
�

灰紫色条带状灰岩夹有灰紫色碎屑灰岩
。 �

紫色中厚层状叠层右灰岩

—
整 合

—水洞组 ��
，
��

�
。

灰紫色条带状含海绿石石英砂岩

�� 紫色页岩

�
�

紫色及黄绿色页岩

�
�

灰黄色粘土质风化壳

—
整合或不整合

—下伏地层
�
震且系上统青沟子组

在通化县水洞一带水洞组层序如下
�

上班地层
�

黑沟组

—
整 合

—��
�

土黄色钙质粉砂岩
、

含磷

��
�

灰至黄揭色薄层状含长石粉砂岩
、

粗砂岩篮见有胶磷矿碎屑

��
�

紫红至黄绿色薄层粉砂岩
、

含碑

��
�

暗灰色含磷含砾砂岩
，。 �

灰绿色胶磷矿砾岩 含 大 量 的 二��、 ， �矽��
，，

�二、州�� ‘肠
�。 石、 �。 介

，

�����再��� �‘ �‘ 己” ‘， �“��“ �无��� �‘�细‘ ” 时�， �犷了无“ � 吞��。 ‘法落
湘君” 郎

�� ���亡“ 。 ，

含磷高达���

�
�

灰紫色中厚层含铁质磷块岩
�

�

灰绿色中厚层状含海绿石砂质磷块岩
、

层面上具有波痕和和雨痕

�
�

灰色中厚层状砂质磷块岩与黄绿色薄层状砂质磷块岩互层

�
�

灰紫至黄绿色中层状粉砂质细砂岩
、

含磷

�
�

紫色至黄绿色中薄层状胶麟矿砾岩
，
含确高达���

，
含丰富的小壳动物化右
弋

�
。
���

�����

�
。
���

��
。
���

�
。

���

�
。
���

�
。
���

�
。
�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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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若
�
���，。 考 ��

�

扣。 。 �。 介 肠�扩
。对��

����。 公�，
�‘���‘ �，“ � 印

� ，

�而‘��” 官‘
��
印

� ，
��谊。 ‘�“ � ��

� ，
��，
���

���
，蓄�二� ��

� ，
�“ ，。 。 �几��� ��

· ， ��，��艺���

��
二��

‘�“ �， �公，����，�� ��劣‘，。 ，
月夕��“ ����“ � ，�

· ，
�茗����

“ ，�
�

�
，

紫红色薄层状粉砂岩
、

局部夹粉色含海绿石铁质细砂岩
，

具波痕 及干裂构造
，

含磷

�
�

紫红色含砾粉砂岩
，
多数为胶磷矿砾石

，
少数为含磷粉砂岩砾石

，

含 磷最高

可达到 ��
�

��

�
�

黄绿色薄层状海绿石粉砂岩

�
�

棕黄色风化壳
，
主要为棕黄色软泥

，
在软泥中含有胶磷矿砾石

，
有 的呈饼状

砾石

—
整合或不整合

—下伏地层， 震旦系上统青沟子组

上述部面代表了区内下寒武统的基本层序
。

少

，

舀肠�失
、

�，立，

。

���

�
。
���

�
。
���

�
。
���

三
、

下寒武统的划分与对比

根据本区下寒武统出露的岩性
、

岩相
、

接触关系及所含的生物化石
，
可将区内早寒武

世地层
，
从下到上划分为四个组

，

即水洞组
、

黑沟组
、

碱厂组
、

馒头组
。 ‘

�一�地层的划分

水洞组
�
是����年吉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新创造的一个地层单元

。

是一套含

丰富小壳动物化石的含磷岩系
，
其上

、

下接触关系清楚
，
与上覆黑沟组呈整合接触

，

与下

伏震且系呈整合或不整合接触
。

可与我国西南的梅树村组及渔户村组相对比
。

区内的水洞组

可分为两个岩性组合段， 其上段
，
下部为含磷砾岩

、

磷块岩
、

杂色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铁质

海绿石粉砂岩
。

上部为钙质砂岩
、

粉砂岩
。

其中含磷高达��写
。

含丰富的小壳动物化石
�

万、 诉坛“ ���瓜畔
，

��
” �。 ，�。场。�� �落��‘�。时�，

�������� ���
��邪落

，

口“ 献耐��哪 方石�痴
，

�对��坛 �砧��
，
�落峪哪邸 而介�

。

下段� 上部主要为含磷砾岩
、

含磷砂岩及粉砂岩互层出

现
。

砂岩
、

粉砂岩中含海绿石
、

层面上具有波痕
、

干裂等层面构造
。

含有较丰富的小壳动

物化石
� �屏�落耐渗��

��
� ，

�公“ ��伴，“ � ��
·

�砂。 。 �“ �
，
刀。云��叮�落� ����时“ �介伴���，

洲
� ��

� ，

�形而不“ � ��
� ，
�群���

���汀�“ � ��
� ，

介
�哪�几��� ��

� ，
刀叮介�若�

��
� ，

压” �。萝才�� ��
�
�邓���姗

，

�落护���加哪 哪丽柳
，

�少价加��泌 ��
� 。

下部
，
主要为一套紫红色至黄绿色细砂 岩

、

粉 砂

岩及砂岩
，
局部夹铁质细砂岩

，

在层面上具有泥裂及波状层理
，

底部为含磷砾岩
，

含磷高

达��写
。

本组厚度可达��
�

���
。

黑沟组
�

是����年通化地质大队建立的
，
当时认为本组可分为两个岩性段， 其下段是

以含磷砾的碎屑岩为主
，

其底部为含磷的砾岩
、

砂砾岩
、

磷块岩
。

向上则变为砂岩
、

粉砂

岩
、

粉砂质页岩及泥岩
。

上段则是紫红色至粉红色含叠层石具条带状造构的一套碳酸盐
。

本文的黑沟组是指原
“
黑沟组

”
的上段

，

是指紫色至紫红色的碳酸盐沉积
。

本组没有采到

三叶虫化石
。

厚度大于�
�

���
。

可与我国西南的耸竹寺组或相当的层位进行对比
。

碱厂组
�

本组以深灰至黑灰色中厚层状花斑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沥青质灰岩为主
、

靠近下部或底部为含砾砂岩
、

角砾状钙质砂岩
、

粗砂岩及含钙质砂岩组成
。

本组产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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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备
通

，�欲，�

� ��、 ��哪。 ��
�

三叶虫化石的碎片及 �胡“ ��协 �形哪，对�
，
���沐�形“ ��

�

与上覆及下伏

地层均为整合接触
。
在鸭绿江盆地厚度大于 �

�

���
、

浑江盆地大于 ��
�

��米
，
样子哨盆地

可达���
�

���
。

相当枪浪铺期
‘

的沉积
，

可与辽宁的碱厂组
，

河北的府君山组相对比
。

馒头组
�

该组为一套砖红色
�、

紫色及紫红色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
、

页岩夹有灰岩及钙
��硬百

在在质砂岩
，
在粉砂岩中具有食盐假晶及紫色含石膏粉砂岩夹含膏白云质灰岩及硬石膏层

。

石膏层中含有食盐假晶
。

在北部样子哨盆地及南部鸭绿江盆地本组下部灰岩层数增多
。

灰岩及页岩中产化石
�
����‘。脚� �几落。 ，“ �，

����落�再事� ��
� 。

�二�关于生物地层学方面的资料

区内的馒头组是一九六三年在 ���� 万慢江
、

长白县幅的地质调 查 中
，
首次 在 长 白

半截沟剖面中采到了三叶虫化石�招而而
“ ��

·
�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间省地质局区调

大队先后在浑江市八道江镇的青沟子
、

集安县的汞洞子
、

柳河的孤山子
、

水库
、

长兴堡的

剖面中亦采到了三叶虫化石 �毗“ ���
� ��公、 ，蕊�，

��哪落而
� ��

� ， 一九七五年以后通化地

质大队先后在辉南复兴屯
、

十八眼井及柳河
、

长白等地也相继发 现了 ���不介几赫 化石
，
从

而确定了区内馒头组的分布
。

关于碱厂组迄今没有发现可靠的尸������附们 只在样子哨盆地及鸭绿江盆地采到了� 。 �

��‘而
。 ��

� ，

����介解
�

而娜丽
，
在浑江盆地的大阳岔及青沟子发现了可疑的三叶虫碎片

。

从剖面结构分析及其所处的层位可与辽宁的碱厂组
、

河北的府君山组相对比
，
可视为区内

沧浪铺期的沉积
。

黑沟组在本区没有采到三叶虫化石
，
只采到了叠层石

、

藻类及微古样品
，
现在正在鉴

定之中 �采集样品送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本组地层可视为笼竹寺期的沉积
。

水洞组是一套含磷岩系
。

一九七七年吉林省地质局通化地质大队在本组上段的含磷砾

表 � 本区与国内下寒武统划分对比衷

����� �
。
����灯������

� ������叨
��� �。 仃�����曲

�� ��� ���盯 �������� 主刀 ���七���。
����� ��� ����� ����， �� �����

区
�

�
地

、

地层

全 ·

…
峡 ·

…一…二…一…一…二 本 义

吉林南部

中 � 不 户
。 。

汤宁� �
�

�二 沪�〔 巴��

井兀 �
高 台 组 高 台 组 �毛庄组 � 毛庄组 �毛 庄 组 � 毛 庄 组 毛 庄 组

龙王庙组 石龙洞组 清虚洞组 馒头组 馒头组 馒 头 组 �馒 头 组 �馒 头 组

�

�下 �
�二

一 。 、 ，
�

武 � � 浴很瀚组

天河板组

石 牌 组

金顶山组
府君山组 �碱 厂 组 �碱 厂 组

明心寺组 辛集组 �猴家山组

系 �统 �笨竹寺组 水井沱组 黑 沟 组

牛蹄塘组
辛 集 组

含砂砾岩层
梅树村组

黄鳝洞组
水 洞 组

上

� � �
�户喇

�

�

�
�

产了 、 护�尸、 �
八

�

汗
、
产 、 乃�声，吕，

产、 尸
、
丫

夕 、
洲

�

一
� 、

灯 影 组 灯 影 组 灯 影 组 四顶山组
青白口系

景儿峪组
康 家 组 青沟子组

圈罗组

震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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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及磷块岩中采到下列小壳动物化石
�

八，。 云。 �二�方，。 ，
��戚

口

吧才加�� �‘�耐��协
，

口， ��

��成��� ���俪耐
凡
邓耐俪 ��脚。 ，

价����� ���外
· “ 叮。 ��。 一

��“ 郎等 小壳化石
。
一

九八二年区调大队在含磷岩系的下段磷砾岩及磷块岩中获得下 列 化 石
� �介。 �口，

服
�吐

，

��。 “ 玩
�，

��才������
。 ��耐�勿

，

腕，口��翔。 � ，�
� ，

助
�
介水��� 印

� ，
�水哪俪

，
��

� ，

几
，

喇��口�

“ 坛， ��
� ，

介
，哪协

��� ��
· ， “ 。 “ ��� ��

�

洲韶介毗
，

价二时加�� 、 。 ‘，�，

价���“ 居 ��
�，

���万流��二 ��
� ，

等小壳化石组合
。

据以上小壳化石的组合特点
，

其上段所产的小壳化石

组合的特点
，

相当于我国西南梅树村组的�、道湾段
，

其下段所产的小壳化石组合相当子梅
树村组的中谊村段

。 ·

综上述内容
，
区内下寒武统出露是完整的

，
划分是清楚的

，
岩石地层学及生物地层学

方面的证据是充分的
。

可与华北
、

东北南部及西南
、

华中的下寒武统进行对比
，

其对比划

分方案见表 �
。

资

石多�

四
、

关于区内寒武系的底界

区内寒武系的最底部层位水洞组
，

是一套含小壳动物化石的含磷岩系
。 ’

�一�水洞组的区域地层分析

含磷岩系的层位位于震旦系上统青沟子组之上
，

下 寒 武 统 黑沟组之下的一套含磷地

层
。

由于发育程度不同
，

横向变化较大
，

但在水洞
、

浑江
、

长白等几个地区发育较好
，

化

石丰富
、

岩性组合及其旋迥较清楚
。

可与其它地区的寒武系底部的非三叶虫带的含磷岩系

相对比
。

从区域地层发育和对比情况来看
，

水洞组分别覆于震旦系八道江组藻灰岩及青沟

子组的沥青质灰岩
、

薄层状灰岩及黑色页岩之上
。

在有的剖面上
，

它们的接触界面是凸凹

不平的
，

并有胶磷矿砾石及古风化壳粘土物质的存在
，

二者呈整合
、

平行不整合或超覆不

整合的接触关系
。

�二�水洞组含磷岩系的岩相及沉积环境的分析

根据对剖面的初步分析和研究
，

含磷沉积带分布由水洞地区至长白沿鸭绿江沿岸方向

延伸
，
它形成于晚震旦世结束时的一个古海岸滨海带环境中

。

水洞至浑江地区
，

含磷岩系

的厚度
、

沉积岩性
，

从西向东总的变化特点是
�

本组地层厚度从水洞的���
，

向东至小干

沟为 ���至旱葱沟为 ���
。

含磷岩系 的岩 性 自西向东变化为杂色粉砂岩
、

页岩夹石英砂

岩
、

胶磷砾岩
，
往东则变为杂色页岩夹菱铁矿化灰岩扁豆体

，
其变化趋势由西向东碳酸盐

有所增高
。

就生物活动而言
，

西部有较发育的小壳动物化石而往东 逐 渐 减 少
。

标志性矿

物在西部海绿石较多而东部赤铁矿较多
。

从含磷性上分析
，
水洞一带以胶磷砾岩和石英砂

岩胶磷矿为主
，
黑沟地区以含磷赤铁矿薄层灰岩及含磷砂岩为主

，

为含磷的高矿化带
。

而其

它地区的十八眼井
、

干沟子
、

大阳岔等地则为含胶磷钙质砂岩
，
含赤铁矿细砂岩及硅铁磷质

结核
。

综上分析
，
水洞组含磷岩系的沉积环境处于由震旦晚期滨海潮间带或滨海潮汐淡化

泻湖
，
向下寒武统黑沟组所出现的干旱气候碱化泻湖之交替过渡环境

。

�三�水洞组的生物地层分析

水洞组即含磷岩系
，
根据其岩性及所含的小壳动物化石

，
可明显的分为两个小壳化石

组合
。

第一小壳化石 组合 为
�

�“ ，��，，琳 ��
· ，

�化，、 ��、 “ “
·

乡。 娜俪
，
�口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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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价 �脚�’’ ” “ ‘� ��
· ，
��‘明“ 。 ���

，
尸“ 尸
吧劲��“ 名讹 ��

· ，
了、 犷翎‘触“ ，��

，
乙‘哪漏韶 比

“脚姚
‘���而�� “ ���，‘ �汀娜如 ��

一

��而娜加 ��” 该华石组合是以几
尹
昭名口

�

���‘俪一�介” ‘����一八
犷
照‘彻�

卜
��萝落歹州‘留一通加“ 讹为 其组合特征

。
可与我国云南晋

宁的梅树村阶的中谊村段相对比
。

产于本组上段磷砾岩中的小壳化石为
� 乙‘拐�侧召� �砂

�

解姗
，
�“
秘��蜡场

�‘ �加�‘周触
，

��娜触‘ 口碑岁召” ，

口湘召邝才加“ ���‘“ 邺奋，

少加哪 枷万
，

召鳍
�

��添，，
���偏彻“ 姚 ��

·

其小壳化 石 组 合 是 以 �“ 心
，时加“ 一万口娜��“ 哪一

“ ‘ 。 ‘ 为组合的第二小壳化石组合
，

相当于我国亏南晋宁梅树村阶的八道湾段
。

其第一

小壳化石组合大体相当于中谊村段中的�盯‘ ��。对不娜一�‘户加��” 。
而��� 组合及 �口肋‘加‘ “

一�介��‘加哪一�” 动�，“ ��组合中的常见分子
。

区内所产的遗迹化石与小壳动物化石在层位李基本上是吻合的
。

其中尸丙少
‘ 口由�，

护‘ 。 ，

��订哪胁是澳大利亚����
���组尸�������一����订��� 组合中的代表性分子

，
这一遗迹化石

组合与梅树村阶中的 �赫耐
�“ ��一���

�“ “ ��，。 组合相 当，
而 �“ �洲

。 “ � �班二乡。��“
��洲哆，��乡�� ��

·

与�妙����
、 ���。 “ 共生

，
故属中谊村段

。

区内所 产 ‘ ，�衍 ��
�

是梅树

村阶中八道湾段‘ ���依一几�舒 。�蒯
�组合中的代表性分子

。

根据上述所产的小壳动物化石

及遗迹化石组合与我国华中及西南的黄鳝洞组
、

麦地坪组及贵州西部梅树村阶 的 戈 仲 伍

段
、

冒龙井段
、

陕南的宽川铺组所在的层位大体相当
。

据钱逸
、

罗惠麟等人资料
，

我国西南的梅树村组可大致与苏联 西伯利亚的 ���贝����
阶

、

英国的�叨一���������带
、

澳大利亚南部地区的�加����组
、

法国的������� �们。飞����
，

加拿大的��
���。二 �二二及摩洛哥的����� ���������

�食���的层位相当
，

小壳动物化石完

全可以对比
。

又因其下伏地层青沟子组
，
据邢玉盛

、

刘桂芝
、

欧阳舒
、

尹磊明等同志认为
�

从生物

群总的面貌来看
，
的确具有从震旦纪向寒武纪过渡的性质

。
从微古植物来看是从球藻亚群

向刺球藻亚群过渡的一些类型
，
也出现了国内外下寒武统开始时出现的一些刺球藻亚群分

子
。

动物方面海 帛骨针及蠕虫动物的大量出现
，
标志着时代的偏新

。

这种动植物群在边界

层位中的混生
、

昆杂现象是生物演化的一般规律
，

意味着区内震旦系逐步向寒武系过渡的

趋势
。

所以
，

就目前吉林省南部区所掌握的资料及认识水平将区内寒武系的底界置于水洞组

的最底部是比较恰当的
。

召��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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