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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白至纪岩石地层划分

郑桂森 李安宁

( 北京市地质调查所)

摘要 笔者在北京西山沱里一大灰厂一套白坚纪地层进行 1
,
5万区调时

,

发现原辛庄组与芦尚坟组

下部的紫色岩层是出露于不同构造部位的同一层位
;

原辛庄组建组剖面顶底不全
。

因此
,

本文废弃辛庄

组
,

解体芦尚坟组
,

将这套地层由底至顶划分为东狼沟组
、

大灰厂组
、

蛇里组
、

夏庄组
。

1 9 3 3年
,

谢家荣先生在北京西山沱里一大灰厂一带
,

建立 了本区白噩纪地层系统川
,

自底至顶

有奢髻山组
、

大灰厂系
、

辛庄系
、

沱里组
、

芦尚坟组
、

夏庄组
。

此后几十年 中
,

有不少单位和专家来本区调查研究
〔2一 , 〕 ,

对地层划分及时代归属各说不一
,

主

要关键问题是辛庄组
,

有人认为它应在佗里组之下
; 又有人认为在沱里组之上

;
也有人认为它属于

芦尚坟组的一部分
。

笔者在第二轮 1 : 5万石景山幅
、

良乡幅区调中
,

详细调查 了上述问题
,

研究了地层剖面层序
、

岩

石组合
、

岩相变化
、

顶底关系和 区域构造
。

发现原辛庄组与芦 尚坟组下部的紫色岩层是出露于不同

构造部位的同一层位
;
在剖面结构

、

岩石组合
、

岩相变化上与沱里组紧密相关
;
原辛庄组命名地的辛

庄组底部被断层切割
、

顶部被第三系长辛店组砾岩覆盖
;
在丰参二孔中大灰厂组之上不存在与辛庄

组相当的层位
。

因此
,

建议废弃辛庄组
,

解体芦尚坟组
。

把这套地层 由底至顶划为东狼沟组
、

大灰厂

组
、

沱里组
、

夏庄组 (表 1 )
。

1 岩石地层单位划分及特征

1
.

1 东狼沟组 ( K
,

dl ) 指角度不整合于八宝山推覆断层及其推覆体之上
、

含有热河生物群化石

分子的火山一沉积岩系
,

地表出露于大灰厂一带
,

在丰参二孔 5 70 m 以下见及
,

厚 38 0 ~ 50 Om
,

组名

源于陈恺
、

熊永克
〔2 〕 ( 1 9 3 5) 的

“

东狼沟集块岩系
” ,

辛庄村北显示其层序特征如下
。

扭mmmm
月任月认ǎ匕O口4O口11

上覆地层
:

大灰厂组黄绿色一黑色页岩

—
整合接触

—
东狼沟组第二段 ( K ,

成
2 )

12 灰色一黄色凝灰质砂岩
、

砾岩夹沉凝灰岩

n 灰紫色气孔杏仁状橄榄玄武岩

10 紫色玄武岩

9 紫色沉火山角砾岩

8 紫色玄武岩及灰绿色气孔状玄武岩

7 含火山岩块火山角砾岩

1 l m

1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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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沉角砾凝灰岩

5 紫色玄武岩与灰绿色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
喷发不整合

一
东狼沟组第一段 ( K

,
dl

, )

4 灰色沉火山角砾岩夹沉角砾凝灰岩

3 灰色沉火山角砾岩夹细砾岩及砂砾岩

2 灰色复成分砾岩夹岩屑细砂岩

1 紫灰色复成分砾岩夹粉砂岩

—
角度不整合

—

1 5 m

2 7m

3 0 l m

2 0 6m

1 6m

5 2 m

2 7 m

下伏地层
:

蓟县系雾迷山组白云岩 ( xJ w )

该组含有热河生物群化石分子
,

在大灰厂西本组第二段顶部凝灰质砂岩及凝灰岩 中
,

萧宗正
〔6〕

等采获下列化石
:

腹足类 T or c h i护 i r a d o n g l a n g g o u e n s i s ( s p
. , n o v

.

)
,

介形虫
:

q 户
r i己e a u n i c o s t a t a

,

双壳类
:
F er g an oc on hc a s

ub ce ut ar ils
,

鱼类
:

iS an m ia s p
.

等
,

并用这些化石论证了该组时代为早白奎

世
。

在该处东狼沟组不整合于石炭系变质砂页岩之上
,

向西南至羊圈头本组不整合于奥陶系马家沟

组之上
。

作者于本组第二段第二及第三层玄武岩中各采了一个同位素年龄样品
,

经北京铀矿地质研

究所用 K
一

A r
全岩稀释法测定

,

获得了 1 05
.

3士 2
.

l7 M a 和 1 00
.

14 士 2
.

35 M a
的年龄数据

,

支持了该

组归属早白要世的意见
。

1
.

2 大灰厂组 ( K
l d h) 专指整合于东狼沟组之上的一套含有大量热河群生物化石 的黄绿色一黑

色页岩
,

地表出露于大灰厂一带
,

在丰参二孔中 4 18 ~ 5 70 m 见及
,

厚 30 一 1 50 m
。

大灰厂西南剖面层

序特征如下
。

mmmmmmmmmmmm
ē乃óao臼月达
人月任自臼庄
人

1今
é1
通O乙119ó

上覆地层
:

佗里组第一段 ( K l lt )黄色砂砾岩

—
整合接触

—
大灰厂组 ( K l

d h)

n 灰黄色厚层状泥质粉砂岩夹页岩

1 0 灰黑色页岩
,

底部为一层 15c m 的粘土岩

9 黑色炭质页岩夹灰黑色薄层状粉砂岩及黄色页岩
,

含化石

8 土黄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

7 灰色页岩夹黄绿色粉砂质页岩
,

含化石碎片

6 灰黄色粉砂质泥岩

5 灰黑色炭质页岩夹黄绿色钙质页岩

4 灰色页岩
,

含化石碎片

3 黄绿色页岩

2 灰黑色炭质页岩夹薄层状粉砂岩

1 灰黑色页岩

—
整合接触

—
下伏地层

:

东狼沟组凝灰质砂砾岩
、

砂岩

该组含有 丰富的热河生物群化石分子
,

据洪友崇等
以 〕
研究

,

在大灰厂北黑色钙质页岩中产鱼化

石
:

yL
c
oP t e ar d a 二i d i ( S a u v a g e )

,

叶肢介 E o s e s t h e r i a d a h u i e h a n g e n s is W
a n g

,

双壳类 N a k a m u r a n a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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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 ni gs h na ne si : ,

腹足类 v vl 护 ar
u : s p

. ,

抱粉组合以裸子植物占优势
,

其中以松柏类为主
;
另据萧宗

正等 o 研究该组介形类化石是一个以 q , 八己 e a a m i s i a W
o lb u r g

一

q 沪ir de
a u n i c o s t a t a G a l e e v a

为代

表的组合
,

鱼化石
:

勿
`
oP et ar t ok un

a ig a ,

L
.

l on ig ` eP he lus
,

L
.

s p
.

等
,

上述化石产于晚侏罗世至早白

垄世
。

1
.

3 论里组 ( K
:
t) 本组分布广

,

由地表露头和钻孔揭露其岩性是一套黄色
、

黄褐色
、

紫色粗碎屑

及细碎屑岩
,

按岩性组合 自下而上可分为三个岩性段
。

第一段 ( K
l
lt )分布于大灰厂一后甫营一带

,

整合于大灰厂组之上
,

是一套黄色砾岩
、

砂岩层
,

丰参二井中 32 4 ~ 42 2m 所见岩性与之相当
,

厚

I Oo m 左右
;
第二段分布在沱里一张庄一带

,

与谢家荣先生 19 3 3年所建佗里组相 当
,

厚 2 00 ~ 3 00 m
,

丰参二井 80 ~ 3 24 m 所见岩层与之相当
;
第三段指分布于辛庄

、

晓幼营
、

上万
、

辛开 口
、

青龙头
、

岗上

一带
,

包括原辛庄组和芦 尚坟组下部的紫色砂砾岩层
,

厚 40 om 左右
。

由辛开 口剖面
、

沙窝一岗上剖

面和丰参二井 3 24 一 4 22 m 显示的该组层序特征如下
。

沱里组第三段 ( lK 尸 ) (辛开 口剖面 )顶部被黄土顶盖 > 3 69 m

1 8 灰紫色巨厚层一块层状复成分砾岩夹深灰色中层状泥质细砂岩和透镜状含砾砂岩 4 8m

17 灰绿色一黄色中厚层状复成分砾岩夹灰一灰紫色中薄层状含砾泥质细砂岩
,

顶部

夹含砾粗砂岩 28 m

16 灰紫色巨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中薄层中细粒泥质砂岩互层
,

底部为一层黄色中厚

层状砂砾岩 86 m

15 上部为巨厚层状复成分砾岩
,

下部为黄色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泥质砂岩互层 21 m

14 灰紫色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砂岩互层
,

近顶部为灰紫色巨厚层状复成分砾岩夹中

薄层状含砾砂岩及泥质砂岩 7l m

13 上部为灰紫色砂砾岩及含砾砂岩
,

中部为杂色巨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砂岩
,

下部

为黄色中薄层砂砾岩及粗砂岩互层 sl m

12 灰紫色中厚层一巨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灰紫色中层状含砾粗砂岩互层 34 m

—
整合接触

—
第二段 ( K , t , ) (沙窝一岗上剖面 ) 2 1 8m

n 灰紫色中层状含砾粗砂岩与含砾细砂岩互层
,

下部夹砾岩透镜体 44 m

10 灰紫色中层状砂砾岩与灰 白色中厚层状砂砾岩互层 3Om

9 黄色中薄层细一粉砂岩与灰紫色中厚层状砾岩互层
,

夹砂砾岩 33 m

8 灰紫色中厚层状含砾粗砂岩与土黄色薄层泥质粉砂岩互层
,

底为复成分砾岩 1 8m

7 土黄色中厚层状含砾粉砂岩
、

含砾细砂岩与含砾粗砂岩互层
,

夹薄层砾岩 40 m

6 灰紫色中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灰黄色中薄层状泥质粉砂岩互层 5 0m

5 土黄色厚层状复成分砾岩
,

夹砂砾岩透镜体及薄层含砾细砂岩 3m

—
整合接触

—
第一段 ( K l t ` ) (丰参二井 ) 9 8m

4 黄色砾岩与灰
、

褐灰色中细粒砂岩夹褐棕色泥质粉砂岩 22 m

3 褐色粉砂质泥岩夹褐棕色粉砂岩及中砂岩
,

含钙质结核 27 m

2 黄色砾岩
、

含砾砂岩及深灰
、

绿灰色细砂岩夹黑灰色粉砂岩
,

见叶肢介化石碎片
,

粉

砂岩中富炭屑 lZ m

1 上部褐色粉砂质泥岩
、

棕灰色泥岩夹灰色粗砂岩
,

中下部是黑灰色粉砂质页岩夹灰

O 萧宗正等
,

1 9 8 9年
,

北京中生代地层及古生物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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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粉砂一细砂岩
,

底部为灰绿色砾岩

—
整合接触

—
下伏地层

:

大灰厂组 ( K , d h) 灰色一灰黑色粉砂岩
、

页岩

2 8m

该组剖面顶部被黄土覆盖
,

在青龙头水库见有与夏庄组整合接触关系
。

据王 自强等
〔 3〕
研究

,

在大灰厂北第一段黄色砂砾岩中含双壳类
:

N ak
a m ur an ia hc in gs h an es is

,

SP h a e ir u m i n fl o t u m
,

F e r g a n
oc

o n c h a

aY
n s h a n e n s i s

,

腹 足 类
: P or ba i e a l i a g e ar s s im o ir

,

叶 肢介
:

E o s e s t h e月 a s p
. ,

介形虫或刀
〕 ir d e a e f f

, u n i e o s t a t a
等

,

在公主坟一带第二段中含植物化石
,

如 V i tm i a

d o l u d e n k o i
,

A c a , t h OP t e ir s o
即

c h i o i d e s
等

,

在土洞
、

岗上第三段中采到 A e a n t h oP t e ir s g o t h a n i
,

O t z a -

m it es d en it cu la ut
:
等

;
这套化石组合具早白奎世中晚期特点

。

1
.

4 夏庄组 (KZ x) 指分布于夏庄西
、

常乐寺
、

大苑村以东至朝阳山
、

刘太庄一线
,

包括原芦尚坟

组上部的黄色砂岩
、

页岩和原夏庄组
,

岩性组合是一套黄绿色砂页岩
、

泥灰岩
,

夹有少量砾岩
,

上部

紫色粉砂岩中夹多层 1一 3m m 的石膏层
,

厚 60 0m 左右
,

剖面测于芦尚坟一刘太庄
,

层序如下
。

上筱地层
:

第三系长辛店组 ( E Z
hc )砾岩

一
角度不整合

—
夏庄组第二段 ( K Zx Z ) 2 9 6m

14 土黄色中层泥质粉砂岩夹 1一 3m m 厚的石膏层
,

顶部为一层 .0 s m 厚的含细砾岩屑

粗砂岩 17 m

13 黄色泥质
、

粉砂质泥岩
、

页岩夹 1一 3m m 的膏岩层
,

底部为含细砾砂岩 2 7m

12 黄绿色一灰绿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夹薄层及透镜状泥灰岩
,

底部为 l m 厚的中粒

砂岩和钙质粉砂岩 29 m

n 上部为土黄色细砂岩及页岩
,

下部是灰紫色厚层状复成分砾岩与土黄色厚层状含

砾粗砂岩 13 m

1 0 黄色中厚层状中粗粒砂岩及泥质粉砂岩 1 8m

9 黄色中厚层一中薄层状泥质粉砂岩夹黄色中粒砂岩
,

顶部为杂色泥质页岩 54 m

8 黄色及灰绿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

泥岩夹细砂岩
,

底部为褐色厚层状含砾粗砂岩

及细砂岩
,

含植物化石碎片 89 m

7 上部灰白色薄层状泥灰岩
、

杂色泥页岩夹细砂岩
,

下部灰黄色中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夹黄色中层状砂岩
,

底为一层厚Zm 的复成分砾岩 48 m

—
整合接触

—
第一段 (K Z x `

) 2 9 7m

6 土黄色
、

杂色薄层状粉砂岩夹页岩
,

底为一层粗砂岩 53 m

5 黄色中厚层状含砾粗砂岩夹浅黄色细砂岩及粉砂岩 43 m

4 灰黄色中薄层状细砂岩与粉砂岩互层
,

底部夹黑色页岩 12 m

3 灰紫色及杂色中厚层状粗砂岩与复成分砾岩互层 12 m

2 灰黄色中薄层细砂岩与粉砂岩夹灰紫色粉砂岩及黄绿色页岩
,

底部含透镜状含砾

粗砂岩 1 2 1m

1 黄色
、

黄绿色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组成韵律层
,

夹钙质页岩及粗砂岩
,

底部为厚

层复成分砾岩 56 m

—
整合接触

—
下伏地层

:

蛇里组第三段灰紫色复成分砾岩
、

砂岩及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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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含有大量生物化石
,

其生物组合面貌与热河生物群完全不 同
。

据洪友崇等
〔 4〕
研究

,

在芦尚

坟本组一段 中含昆虫类 x i s人a n ia fu
s

ifo
r m is

,

F a n g s h a i a p u n c t a t a ; p or s卿 t i n
妒 t e ir s L u s h a n

gfe
n e n -

51 5 ,

X i s h a n o c a r a b u s p a二 u s ,

及
s c u s l u s h a n g f若n e n s i s

,

在夏庄西第二段采到双壳类
:
X i s h a n

oc
o n c h a x i

-

a z h u a n g e n s i s
,

腹足类为
: p s e u d a r i n i a g i g a t a

一

Z aP yt c h i : ` 5 t u
rr i t u s 一材

己 s o c o c h l iOP
a a u r i fo

r
m i s 组合

,

介

形类为
:
C y p r id e a 一 C a n d o n a 一 T im i r i a s e v i a 组合

,

耿良玉
〔, 〕于此处采到 q 沪

r i n o t u s (万 e t e or ` y P r i: ) x i s
-

人a n e n s i s s p
.

n o v ,

q 户or i s g i g a s s p
.

n o v
等

,

王 自强
〔3〕
等在刘 太庄和朝阳山采到 C i s s i t e e f

.

p a 二 ife
-

“ us
,

oC in et : s p
.

等
,

这些化石及化石组合表明夏庄组为早白垄世晚期至晚白垄世早期
。

本文把夏庄

组时代暂归属于中白要世
。

2 关于取消辛庄组
、

解体芦尚坟组的讨论

1 9 3 3年谢家荣先生
〔 l〕
把辛庄村至大灰厂村之间的一套紫红色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命名为辛庄

系
,

层位置于大灰厂组之上
。

辛庄组由此而来
。

1 9 5 8年
,

彭世福先生把辛开 口一带整合于佗里组之上

的一套紫色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对 比为辛庄系
,

层位当然置沱里组之上
,

由此产生了辛庄组层位究竟

是在蛇里组之上还是其下 的争论
。

1 9 6 1年
,

北京地质局
、

北京地质学 院对这套地层采用谢氏划分方

案
,

图面处理上把辛开 口一带的辛庄组与沱里组之间画为断层接触
。

后来许多学者都对彭 氏的意见

表示支持即
〔们 〔5〕 。

作者依据第二轮 1 : 5万区调资料
,

参考前人成果
,

从岩石地层划分角度
,

提出取消

辛庄组
、

解体芦 尚坟组
,

把这套地层自底至顶划分为
:

东狼沟组
、

大灰厂组
、

沱里组
、

夏庄组
。

各组特

征如前文所述
。

这样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

2
.

1 原辛庄组建组剖面无顶无底

在谢氏当年的建组剖面上
,

作者发现其辛庄组底部被 N E 向延伸的黄庄一高丽营断裂切割而

与大灰厂组呈断层接触
,

而非是整合于大灰厂组之上
,

顶部被始新世长辛店组砾岩角度不整合覆

盖
,

因此
,

建组剖面并不能确定其层位在大灰厂组之上或沱里组之下
。

因此
,

按要求不够建组条件
。

2
.

2 大灰厂组之上不存在与辛庄组相当的层位

在后甫营东至大灰厂一带
,

大灰厂组黑色页岩之上为一套黄绿色砾岩及砂岩
,

向西至羊圈头一

带超覆于东狼沟组之上
,

王 自强等将其划归佗里组底部明
,

作者赞同这一观点
,

并把它作为沱里组

第一段
;
在丰参二井 中大灰厂组黑色页岩

、

粉砂岩之上 (孔深 3 24 一 4 22 m )为一套灰黄色
、

灰褐色砂

砾岩
、

粗砂岩组合
,

与大灰厂一带地表露头所见岩性一致
,

因此大灰厂组之上不存在与辛庄组紫色

岩层相当的层位
。

2
.

3 辛庄组与芦尚坟组下部紫色岩层是整合于佗里组之上的同一层位

沱里一大灰厂一带为一轴向 N E 5 o0 方向延伸宽缓向斜构造
,

核部位于北洛平至西王佐一带
。

辛

庄组的命名地位于该向斜北西翼辛庄一带
。

由辛庄向南西方 向追索
,

这套紫色岩层断续 出露
,

至辛

开 口 一带与彭 氏所确定的辛庄组连为一体
,

由此 向南东方 向延伸至上洞
、

马家坟
、

岗上
、

张庄一带与

芦 尚坟组下部紫色砂砾岩
、

粉砂岩相接
,

因此向斜北西翼的辛庄组与南西转折端的彭氏辛庄组和南

东翼的芦 尚坟组下部紫色岩层是分布于不同构造部位上的同一层位
,

同时作者发现在辛开 口 一带

不存在分割蛇里组与上覆紫色岩层的 N E 向断层
,

两套岩层呈渐变过渡的整合接触关系
,

确如彭氏

所言
,

这套紫色岩层整合于蛇里组之上
。

2
.

4 发育于不同地段的这套紫色岩层具有相同的岩石组合
、

物质组成和相似的古生物化石

详细的野外填图
,

证实在辛庄
、

辛开 口
、

上洞
、

岗上和张庄等地这套紫红色岩层均 由砂砾岩
、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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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粉砂岩构成
。

但是在砾石粒径和含量上又显示了由辛开 口 向北东和南东方 向变小和减少的规

律
,

而且由辛开 口向岗上
、

张庄方向这种变化尤为明显
。

在上述地点的砾石统计结果表明
,

这套岩层

的物质组成完全一致
,

均以中性火山岩为主
,

酸性岩和基性岩居次
,

并可见有石灰岩
、

白云岩和隧石

砾石
。

据前人川资料
,

这套紫色岩层含古生 物化 石以植物为主
,

如在上洞一带采获 A ` 。 ,
ht oP et ir :

g
o t h a n i

,

。 洲叻
t e r i s s i n e n s i s

,

岗上采获 SP h e ,
妒 t e r

i
s s p

.

等
,

且以含量少为特点
。

2
.

5 辛庄组
、

芦尚坟组下部与论里组剖面结构和相序相同

作者对辛庄
、

岗上一带这套紫红色岩层剖面观察发现
,

它们具有相同的剖面结构
,

均 由砾岩或

砂砾岩~ 粗砂岩或粉砂岩
,

时而夹有含砂砾岩
;
在砂岩层层面上发育冲刷面

,

呈凹凸不平状
,

或使砂

岩变成透镜状
;
这种特点与沙窝一岗上剖面所见谢氏所建沱里组一致

。

把上述地段紫色岩层和沱里

组剖面分层用马尔科夫链原理进行分析
,

它们相序构成完全一致
,

这不但说明了辛庄组与芦尚坟组

下部紫色岩层具有相 同的岩石组合
、

岩层叠置关系
,

而且说明了这套岩层与蛇里组是不可分割的
,

它们都是冲洪积扇环境中重力流~ 牵引流 的沉积产物
。

综上所述
,

辛庄组建组剖面顶底不全
,

不具备建组条件
;
芦 尚坟组下部紫色岩层与辛庄组是同

一层位
,

且整合于佗里组之上
,

从岩石组合
、

剖面结构
、

相序构成上与沱里组密不可分
,

上部黄绿色

岩层与夏庄组关系密切 0
。

因此作者按 《中国地层指南及说明书 》 ( 1 9 8 1) 和《 1 , 5万沉积岩 区填图方

法指南 》 ( 1 9 9 1) 关于组的定义和划分要求
,

把辛庄组取消
,

芦尚坟组解体
,

分别归人蛇里组和夏庄

组
。

本文撰写过程 中得到了田本裕
、

鲍亦 冈及陈克强高级工程师的支持指导
。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

李伟
、

茹祥德等同志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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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学杂志
,

第 3卷
,

第 1期
。

洪友崇
、

王思恩等
,

1 9 8 2 ,

京西晚期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的研究
。

地质学报
,

第 2期
。

陈正邦
,

1 9 86
,

对北京西 山大灰厂一佗里地 区白里系辛庄组所处层位的讨论
。

地质论评
,

第 33 卷
,

第 1期
。

萧宗正
、

杨洪连等
,

19 83
,

京西大灰厂东狼沟组新知
。

地质论评
,

第35 卷
,

第2期
。

耿 良玉
,

1 9 8 4
.

北京西山夏庄组介形虫记述
。

古生物学报
,

第23 卷
,

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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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T H O S T R A T I G R A P H I C D I V I S I O N O F T H E C R E T A C E O U S I N T H E

T U O L I
一

D A H U I C H A N G A R E A
,

W E S T E R N H I L L S
,

B E I J I N G

Z h e n g G u i s e n a n d L i A n n i n g

A b s t r a e t

I n t h i s p a p e r ,
t h e C r e t a e e o u s 一n t h e T u o l i

一

D a h u i e h a n g a r e a ,

W e s t e r n H i l l s
,

B e i j i n g
,

15 l i t h o s -

. 郑桂森
、

李安宁
,

1 9 9 2年
,

北京佗里 一 长辛店白要纪断陷沉积盆地的发展演化
,

北京地质
,

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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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a t i g r a p h i e a l l y d i v id e d i n a s e e n d in g o r d e r in t o t h e D o n g l a n g g o u F o r m a t i o n ,

D a h u ie h a n g F o r m a -

t i o n ,

T u o l i F o r m a t io n a n d X i a z h u a n g F o r m a t io n
.

I t e x p o u n d s t h e t h e o r y a n d g r o u n d s f o r r e ie e t i n g

t h e X i n z h u a n g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d i s i n t e g r a t i n g t h e L u s h a n g f e n F o r m a t i o n
.

B e s id e s ,

i t 15 e o n f i r m e d

t h a t t h e D o n g l a n g g o u F o r m a t i o n 15 r e p r e s e n t e d b y a n a s s o e i a t io n o f p y r o e l a s t i e r o e k s , s e d im e n t a r y

r o e k s a n d b a s a l t
.

T h e i s o t o p e a g e s o f 1 0 5
.

3士 2
.

7 z M a a n d 1 0 0
.

1 4士 2
.

3 5 M a w e r e o b t a i n e d f o r t h e

f i r s t t im e
.

上 期 更 正

本刊 1 9 9 4年第 1期第84 页第 7行中
, “
矿物成分等四方面的变化特征

” ,

应为
“

矿物成分变化等四

方面的特征
” 。

第 8 8页第 2 7行中
, “

O 线
”

应为
“
D 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