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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皖边界地区
“

黄龙灰岩
”

下部

花石山白云岩的时代

朱绍 隆 朱德寿

( 浙江省煤田地质勘探公 司 )

一
、

前
- 习 .

「1

黄龙灰岩自19 3 0年李四光等创立 以来
,

一 向包括白云岩段在内
,

其时代为中石炭世

经多年的详细研究
,

建立 了生物化石带
。

但 1 9 6 4年以前
,

在白云岩段内一直未获生物化

石
,

对白云岩的时代也无争议
。

64 年以后
,

先后在不同地区白云岩段内采获了不少生物

化石
,

据化石门类
,

属种之异 同
,

对白云岩段时代归属则产生 了争论
。

笔者在皖南及浙北工作二十多年
,

于 64 年即已发现白云岩段内所夹薄层纯灰岩 中含

蜓
。

74 年讨论了花石山白云岩时代气 定为中石炭世早期
,

相当欧洲纳缪尔阶 B
、

C两期
。

近几年来对宁镇地区老虎洞白云岩
,

宜兴一带丁 l
一

l[ 白云岩
,

本区花石山白云岩时代
,

讨论颇多
。

有的认为这些白云岩有上 下层位关系
,

分属早石炭世晚期及中石炭世早到中

期不同时代
。

有不少 同志曾对我们 74 年提出的看法进行了讨论
。

为此
,

笔者又重新观察了

原测的刽面
,

再次采集化石
,

新测了煤山镇南花石山的剖面
,

获得了丰富艇科化石
’ 气

并收集研究了区测资料
。

根据所取得资料再次作了分析研究
,

与有关地区加以对比
,

发

现这一白云岩段的层位稳定
,

岩性标志明显
、

上下层位关系清楚
。

各地并无上下层位关

系
,

其时代仍属 中石炭世早期沉积
。

二
、

剖面记实

本区中石炭世地层 自安徽省广德县独山沿北东向至浙北长兴县煤山
,

而转北东东至

长兴县李家巷
、

昊兴县小梅一带均有出露
,

而以独山至煤山最发育
,

构造简单
。

区内中石炭世底部以一层厚 40 ~ 50 公分石英砾岩与早石炭 世高骊山组呈平行不整合

中石炭 世下部白云岩与
“
老虎洞白云岩

” 〔 ` 〕 、 “ 丁山白云岩
” ” .

的岩性别无二态
,

层

位相当
。

但本区则含 2 ~ 3 层薄层纯灰岩
,

总厚 15 ~ 20 米
。

.

地质科技 1 9 74年第 5 期《渐皖边界地区
“
黄龙群

”
下部花石山白云岩时代的探讨o))

二 缝经盛金章教授及张遴信同志鉴定
,

所有鉴定成果及薄片均保留在笔者处
。

, ” 丁山自云岩是 1 9 7 6年俞学光创名
, 1 9 76年古生物学报薄5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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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区中石炭世地层均 为 海相 灰

岩
,

岩性及厚度变化不大
,

现选其三

条剖面记述于次
:

( 一 )
、

独 山剖面

位于安徽省广德县独山
,

马鞍山

背斜的西北翼
,

地层走向近南北
,

倾

向北西
,

倾角 4 5” 左右
。

上覆地层
:
船山组 ( C

: 。 ) : 灰一

灰白色具球状构造厚层纯灰岩
,

富含

雄及腕足类化石
,

总 厚 32 米
。

雄
:

P s 召 u d o s e八田 a g e r萝,: a 阴 o e l l e r落 R a u s一

e r ,
T r玄t玄e 宕t e s s e h功 a g e r玄n a e

f
o r m玄:

R a u s e r ,
T

.

v a r 艺a b玄l玄
5 R o s o v s k a y a ,

T
。

P a r o u
l

u s
( S e h e l lw i e n

) ; 腕足类
:

回 J
`

德

、 ”
一

’ .

、 二

新杭
。

/
’

旧 、

/
。 。 1 2公 甲

J
_ _ _ _ _

_
_

_ _
-

- - - - -一 -

一
~ . 一 . ~ ~ ~ . . .

图 1 音吐面位置图

S c 人e l l叨玄
e 儿 e l l

a c ,
·

a n f s t r玄a ( P h i l l i p s
)

整 合

5
.

灰 白色略显微红色 厚层纯灰岩
,

富含嫂类 F u s u l`。 e
l l

a e o
l

a n `a e
( L e e e t C h e n )

,
F

.

p s e u d o bo e k` ( L e e e t

C h e n
)

,
F u S “ l`n a S C h e l l田 `e n ` ( S t a f f )

,
F u s u l`” a c f

.

l
a 儿 c e o l

a t a L e e e t

C h e n ,
B e e d e ￡n a P s e u d o k o n n o ` S h e n g ,

B e e d e ￡n a e l e g a , 5 R a u s e r ,
F u S -

Ie
l l

a t夕P i e a L e e e t C h e n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k h o t u o e n s `5 R a u s e r ,

P s .

t i优 a n `e a R a u s e r ,
P s

.

s夕h a e r o fd e a ( E h r e n b e r g )
,

O z a 田 a ` n e l l a v a z h a a l￡e a

S a f o n o v a ,
T a 艺t : e h o e l l

a t a f: e h o e n s i s S h e n g ,

P r o
f

u s o l宕n e l l
a r h o o b o `d e s

( L e e e t C h e n
) ; 腕足类 E

o o a r g ￡n `j
e r a l o n g ￡; P`。 a ( S w e r b y )

,
E e h ”̀ o e -

o n e 人u s e
l

e g a n s
( M

产 e o y )
,

S q u a ,: a l a r ￡a r o s t r a t a ( K u t o r g a
) 等

。

厚 9 0~ 1 2 5米
。

4
.

灰白色粗晶灰岩
,

含艇
:

F u s `e
l l

a e f
.

P a r a d o 二 a L e e e t C h e n ,

P r o
f

u s u l￡-

。 e l l
a e f

. r h o o b o fd e s L e e e t C h e n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E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等
。

7
·

5一 1 3
·

6 4米
。

3
.

团块状砾岩
: 乃是以大小不等之次园状白云岩团块为砾石

,

由灰岩或粗晶灰岩

胶结而成
。

白云岩团块直径一般为 5 一 10 C M
。

底部局部发育有石 英细砾及白

云岩细砾组成的不稳定细砾岩
。

1 一 3 米

一 一 一 一平行不整合 一 一 一 一

2
.

灰
、

灰白色白云岩
,

厚层状
,

风化面具明显的皱纹
,

外部似糖粒状结构
,

质极

坚硬
。

中夹薄层纯灰岩两层
,

含艇类
: 尸 or 了。

s
ul `n
威

。 切 an g y亩 S h e n g
,
尸 s -

e u d o o e d e k玄n d e
l l落

n a P r o
i玄二

a S h e n g ,
P s e u d o s t a

j f
e l i

a e x g r 。 a n矛石g 、 a D u t -

k e v i e h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e x g r . C o m p o s ￡t a G r o z d i l o v a e t L e b e d e v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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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气 D 公b
u n o P h少l l

u o t : s̀ h a n e n : e C h i
,

C h a e t e t e s s p
.

等 2 7
.

5米

1
.

棕黄色砾岩
:
其组成为石英及石英砂岩砾石

,

砾径一般 l 厘米
,

最大 5 厘米
,

浑园状
_

,

分选良好
,

局部具微韵律性
,

钙质胶结 0
.

5米

一 一 一 一 平行不整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
早石炭世高骊山组

,

杂色砂页岩
,

夹薄层灰色砂质页岩
,

含植物化石料

S 才玄g 水 a r ` a s p
. ,

S u b l
e P i d o d 君 n d r o n e f

.

水玄r a b f l e
( M a t h o r s t )

。

本音J面的北东西边村白云岩段厚 15 米
,

笔者在其下部所夹 0
.

8米薄层纯 灰岩 中采到

艇类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 u b g u a d r a t a G r o z d i l o v a e t L e b e d e v a ,
P : . e x g r . a n t i q u a

D 二 kt e vi o h及小个体腕足类化石
,
在中

、

上部薄层纯灰岩 ( 1
.

2米 )内采到缝类 尸 or f su u -

l玄
n e

l l
a e f

。

p a r 口 a ( L e e e t C h e n )
,

P r o
。

P a r口 a v a r 。 e o n v o l u t a
( L e e e t C h e n

)
,

P s e u d o 叨 e d e h f o d e
l l f n a P r o

l f x a S h e n g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珊瑚
: L 公t h o s t r o t落o n e l l

a

s p
.

及腕足类
:

C h o r `s t i t e : s p
.

等
。

(二 )
、

坡山剖面

位于浙江省长广煤矿附近
,

中石炭世地层分布在背斜的两翼
。

由于风化而形成U形

谷
,

核部早石炭世高骊山组已出露
,

中石炭世灰岩组成陡崖
,

露头甚佳
。

中石炭世
“
黄

龙群
”
中下部地层

,

经详细测量
,

其分层如下
:

1 1
.

灰白色纯灰岩
,

含少量硅质结核
。

含艇甚多
: F u s u

l f n e l l
a 。 f

.

p s e u d o b o c 壳̀

( L e e e t C h e n
)

,
P r o

f
u s u

l`
n e

l l
a e f

. r h o m b o `d e s
( L e e e t C h e n )

,
F u : u

l f n a

s p
.

,
B e e d e i n a

l
a n e e o

l
a t a L e e e t C h e n ,

B e e d e f n a e
l

e g a n s
R

a u s e r e t

B e l j a e v 。

10
.

灰 色
、

灰白色粗晶质灰岩
,

含雄化石
:

F
u s ` e l l

a s p
. ,

F u s u l`。 e l l a c f
.

b o e 秃̀

M
o e l l e r 。

4 米

6
.

团块状砾岩
:
大小不等次园状白云岩团块

,

由粗结晶灰岩胶结而成
。

底局部见

细砾岩
。

3
.

7米

一 一 一 一 平行不整合 一 一 一 一

8
.

暗灰色白云岩
,

表面含较多的石英粒
,

粒径 。
.

1厘米左右
,

并呈有规律的排列
。

0
.

8米
7

.

灰白色薄层含白云质隐晶灰岩
。

白云石呈 自形菱面体
,

粒度 0
.

2 ~ 0
.

3毫米
,

菱

而体节理发育
,

双晶罕见
,

呈
“

斑晶
”
状分布

,

含量在巧 %左右
。

方解石呈隐晶

状
,

微晶集合体
,

粒度 0
.

1毫米左右
,

含量大于 75 %
,

其次少许铁 质
。

含魏类

化石
: P r o

f
u s u l玄n e ll a p a r v a ( L e e e t C h e n )

,
P r o 。

夕 a r o a v a r . 。 o 。 ” 0
1时

a

( L e e e t C h e n ) ; 瑚瑚料气 L玄t h o s才r o t f o n o l l a s p
.

,
A存a夕夕h y l l

u o s p
。 。

0
.

7一 1米
6

.

灰黄一浅灰色
,

致密块状
,

巨厚层白云岩
。

白云岩自形及半自形晶
,

粒 度 在

0
.

1毫米 以下
,

含量达 95 % ; 其次方解石在岩石裂隙中充填约 5 %
,

少量黄铁矿
。

体

珊 141 肠年廖卫华同志鉴定
。

“ 召了京古生物研究所邓龙华同志鉴定
。

“ . ’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珊瑚组 1 98 0 年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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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面皱纹极发育
。

3
.

75 米

5
.

灰~ 灰 白色含石英颗粒之纯灰岩
,

几乎全由方解石组成
,

大都为隐晶质
,

少数

为微粒状集合体
,

粒度 0
.

1毫米
,

为生物碎屑灰岩
。

含雄类
: 尸“ “ d 。 ; taj 了el la

: u
bg o a d r a t a G r o z d i l

o v a e t L e
b

e d e v a ,
P : 。 u d o s t a

f j
e

l l
a e x g r 。

a n t i g u a

D u t k e v i e h
,

P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0
.

2 5~ 0
.

5米

4
.

灰白色
,

骤观之呈砂状白云岩
。

4 米

3
.

灰白色白云质隐晶灰岩
。

方解石呈隐晶状
,

少数微晶集合 体
,

粒度。
.

1毫米以

下
,

含量达 80 % , 白云石呈 自形菱面体
,

粒度 0
.

2~ 0
.

3毫米
,

呈斑状分布
,

含

量在 1 5 %左右
,

其次为铁质
。

含维类
: p s e u d o s ` a

f f
e

l l
a a n 。̀ u a s u b s p . p o -

: t e r宕o r S a f o n o v a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0
.

5~ 0
.

9米

2
。

深灰色
、

厚层状白云岩
。

5 米

1
.

棕黄色砾岩
:
石英砾石达 90 %

,

分选良好
,

磨园度较佳
。

砾径 2 ~ 4 毫来
,

一

般 3 毫米
,

最大达 5 毫米
。

由细粒至粗粒石英
、

泥岩岩屑
、

石英岩屑
、

少量角

闪石
、

电气石等组成胶结物
,

整个岩石呈基底式胶结
。

。
.

4 5米
一 一 一 一 平行不整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

早石炭世高骊山组
,

含植物化石
: A : t er oc al

a , ` t es s .P

(三 )
、

花石 山剖面 (图 2 )

位于长兴县煤山镇南 1公里
。

石炭纪地层走向北东
,

延长十几公里
,

出露 良好
,

倾

向北西
,

倾角 37
“

左右
。

该处自中石炭世底部始至五通群砂岩顶部均以槽探揭露
,

露头良

好
,

石炭纪音」面完整
,

且化石丰富
。

`乞

{
’ 山

「二 ] [二口
久岩 自云 负久六

巨二 [三困
细 砂丫佘 松卜下于

巨二l 匕口
自 岩 祝日欠久宕

区…
411 叭结核

匹口 医习
}仃吹 伏久宕 砂硕臾宕

巨引 巨王习
;

川勿{七f , 卜白1勿了七f「

花石 山剑面

鼎小

上覆地层
:
晚石炭世船山组 ( C 3 c ) :

灰白色中厚层状纯灰岩
。

含蜓类 尸: 。 d os
c -

h叨 a 习e r f n a ,、 o e
l l

e r f R a u s e r ,
T r￡t子e艺t e : s c人。 a g o r f r a e

j
o ,。犷5 R a u s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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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

—8
。

肉红色
、

深灰 色
、

灰 白色厚层至中厚层状灰岩
,

含艇类化石
:

F “ s u
l f” a n 夕t口 i e a v a r 。 c a l l

o s a S a f o n o v a ,
F u s u

l i n e
l l

a e x g r 。 e o
l

a n公a e

( L e e e t C h e n )
,

F u s u
l`” e

l l
a b o e 掩玄 v a r 。

t玄川 a n f e a R a u s e r ,
F “ s u

l`” e
l l

a

b o e掩f v a r .

P a u e i s e P * a t a R a u s e r e t B e l ja e v ,
B e e d e 玄n a e

l
e g a n s R a u s e r

e t B e l j a e v 。 。
2 4米

7
.

灰白色厚层状 同生砾状灰岩
,

含缝类
: F u s u

l￡n e
l l

a 夕r a e b o e k i R a u s e r ,

F
u -

s “
l犷

n e l l
a P s e o d o b o e k i ( L e e e t C h e n )

。

3 米

6
.

灰 色
、

灰 白色厚层至巨厚层灰岩
,

含艇类
: 尸 se ud os t af 了el la

s .P
,

F su lu ` n e -

l l
a e f

。

P s e u d o b o e左i ( L e e e t C h e n
)

,
B e e d e宫n a P s e u d o k o n称。玄 l o n g a

( S h一

e n g )
。 2 0 ~ 2 5米

5
.

灰 白色厚层
,

巨厚层状微含白云质灰岩
,

夹硅质及白云质条带
。

含姚类
:

F u s u
l i n e

l l
a e f

.

t y P i c a L e e e t C h
e n ,

F u s i e l l
a e f

。

m u i S h e n g ,

F
u s “ -

l￡
n e

l l
a e f

. o b e s a S h e n g ,
P r o

f
u s u

l i o e
l l

a s p
.

,
E o : t a

f f
e

l l
a s p

.
,

P : e “ -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2 2 ~ 2 3米

4
.

灰白色粗晶灰岩
,

含艇类
: 尸 r o

f
u s u zf n e zl a s p

.
,

p : 。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9一 1 2米

3
.

含白云岩团块的粗晶灰岩
,

白云岩团块大小不等
,

最大达 0
.

1米
,

次园状
,

分布

不均匀
。

底部局部见有细砾岩透镜体
。

1一 3 米

一 一 一 一 平行不整合 一 一 一 一

2
.

灰
、

灰白色
,

微带玫瑰色厚层 白云岩
。

其中夹白云质灰岩及纯灰岩各一层
,

厚

约 4 0~ 5 0 厘 米
。

上部白云质灰岩中含筵类
: P r o f

u s u
l i

n e
l l

a e o n o o lu t a
( L e e

e t C h
e n

)
,

P r o 。 e f
。 r h o 优 b o宕d e s L e e e t C h e n ,

P r o
。 e f

。 r h o 协 b o玄d e s L e e

e t C h e n ,
P r o 。 e f

。 s t a
j f

e
l l a o

f
o r o f s K i r e e v a ,

P r o 。 o v a t a ,
R a u s e r ,

S e h u b e r t e l l
a l a t a L e e e t C h e n ; O : a功 a ` n e

l l
a
等

,

下部纯灰岩含艇类
:

P s e u d o s t a
f

e
l l

a e f
。

g o r : k y f ( D u t k e v i e h )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15米

1
.

棕黄色石英砾岩 ; 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砾岩及石英砂岩砾石
,

砾石滚园度及分

选性均较好
,

砾径一般 1厘米左右
,

由砂质
、

钙质铁质胶结
。 0

.

5米
一 一 一 一 平行不整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

早石炭世高骊山组
,

系一套杂色砂质页岩夹细砂岩和一层鲡状赤铁

矿
。

产植物化石
: S u b l e夕记 o d e n d r o n 切 u s`h o n s e ( S z e

)
.

本剖面白云岩 内夹两层薄层纯灰岩或白云质灰岩 ; 下层灰岩含化石较多
,

上层含化

石较少
。

而往西沿走向至葡萄山
,

则上层含化石较丰富
,

这可能与白云质含量的多少有

关
。

三
、

时代的讨论

从上面记述的剖面可见
,

本区
“
黄龙灰岩

”
不论从岩性或化石组合

,

接触关系
,

明

显的划分两个部分
。

以团块状砾岩为底界上部和李四光等建立的M a 、

M日两个化石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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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其下部白云岩段所含的雄及珊瑚说明此层位属中石炭世早期
,

且上下之间有明显的

沉积间断
。

因此
,

应当把白云岩段从旧义的
“
黄龙群

”
中划分出来

,

单独建立一个岩石

地层单位
。

( 一 ) 接触关系及岩性

本区独山
、

坡山
、

花石山三条剖面是早
、

中石炭世地层 比较完整的音」面
。

早石炭 世

地层出露 良好
,

由化石证明广德独山
、

长兴煤山一带确有早石炭世葡萄山组
,

金陵组及

高骊山组气 其上缺失和州灰岩
,

并于其顶部见有一层 0
.

5米的砾岩
,

全区分布稳定
。

且

在区域上
: 长江南岸

,

这层砾岩绝大部分复盖在早石炭世高骊山组之上
,

但在安徽无为

则盖在早石炭世和州灰岩之上
,

于贵池覆盖在五通群之上
。

所 以此层砾岩具明显的超覆

现象
,

属中石炭世底砾岩
。

此层砾岩的存在及本区和州灰岩的缺失
,

有力的证明本区中

石炭世之前
,

早石炭世之末
,

有过一次地壳运动— 淮南运动
。

因此
,

认为华南早
、

中

石炭世间
,

未见有值得注意的间断现象〔1 0〕是不确切的
。

笔者于 1 6 7 4年提出的此论
,

近

年来已被越来越多的地质事实所证明
。

白云岩与纯灰岩之间
,

本区普遍存在粗结晶灰岩和以次园状白云岩团块为砾石
,

由

纯灰岩或粗晶灰岩胶结而成的甲块状砾岩
。

而团块状砾岩底部
,

局部发育有不甚稳定的含

石英砾的细砾岩
。

我们认为此层团块状砾岩与夏邦栋在宁镇发现的砾岩层
,

岩性颇为一

致
,

层位相当
,

不过厚度没有那么大
,

仅 2一 3 米
。

此外
,

长兴
、

吴兴一带也有类似沉

积
,

可见此砾岩分布广泛
,

是带有区域性的
。

由此证明白云岩与其上之纯灰岩之间
,

有

一沉积间断
,

代表地壳的一次上升运动
。

本区白云岩外貌性状
、

岩石结构
、

物质成分均与宁镇区
“
老虎洞白云岩

” 别 无 二

态
,
现将其M g O

、

C
a O含量列表对比如下

:

本区与宁镇地区白云岩中M g O
、

C a O含 t 对比表

\\\ \ 地地 坡 山山 坡 山山 花石 山山 花石 山山 龙 潭潭 龙 潭潭 栖 霞霞 黄龙山山 赣铅山山
或或 \

、

点点 111 222 ]]] 222 111 222 1111111

份份
、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2 0
。

6 333 2 0
。

8 111 1 9
。

8 777 2 0
。

3 88888 1 6
。

7 000 1 6
。

6 555 2 0
.

5 000 2 1
。

5 000

333 0
。

9 666 3 1
。

2 777 3 1
.

1 666 3 6
。

1 44444 3 6
。

6 000 3 3
.

8 222 3 0
.

4 000 3 1
.

3 000

因此
,

从岩性接触关系及物质成份来看
,

其层位应相当
。

白云岩为灰白色或灰黄色
,

少数暗灰 色
,

糖粒状结构
,

风化面溶蚀纹极为发育
,

其

间夹 2 ~ 3 层纯灰岩
。

在华南凡有
“
黄龙群

”
或

“
威宁群

”
存在

,

在其底部都带有一层

白云岩存在 ( 8 ) ( 1 0 )
,

分布广泛
,

岩性及厚度均无大的变 化
。

从宁镇区到西南贵州
,

白

云岩的厚度渐渐增大
:
宁镇区 14 ~ 20 米

,

本区 15 一 20 米
,

贵池近 30 米
,

江西北部 15 一 30

米
,

广西北部80 米
,

贵州达 1 00 米
。

这些地区的白云岩于 1 9 5 9年前一直与其上 的粗 晶 灰

岩
、

纯灰岩等统划归中石炭世维斯发期
。

自1 9 7 4年始
,

由于各地又先后发现 了大量生物化石
,

岩层间接触 关系方 l盯的地质资

料也不断的得到丰富
。

因此
,

将白云岩段从
”
黄龙群

” `

}
,

划分 出来
,

已无岐见
。

但各研究

地质科技 1 9 7 5年第 6 期《苏
、

浙
、

皖早石炭 世地层划分的 i J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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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部花石山白云岩的时代 1 09

者均依据自己所获资料将白云岩放在不同时期
,

甚至 于在同一地层小区之内
,

认为有上

下层位之分
。

( 二 ) 岩石地层

宁镇地区
、

本区以及江苏宜兴丁山等地区
“
黄龙群

”
的岩石组成都可分成三个部份

自下而上为白云岩
,

粗晶灰 岩及纯灰岩
。

不同研究者都公认而无疑意
,

可见岩性之标准
,

沉积序列完整无缺
,

各地一致
。

近年来各处相继在粗晶灰岩之底部发现有团块状砾岩或名之为
“
灰岩团块

” ,

自此

之上其时代与层位一致也无分岐
。

唯其下白云岩的层位分岐甚大
,

俞学光同志更将本区

花石 山白云岩的时代与江苏宜兴一带
“
黄龙群

”
的粗晶灰岩之上的纯灰岩相对比

。

这种

对比既否认了白云岩段顶部普遍存在的团块状砾岩 ( 及底部细砾岩 )
,

又误将本区白云

岩段底部棕黄色或土黄色石英砾岩与岩性
,

层位完全不相当的团块状砾岩相对 比
,

那么

本区的粗晶灰岩和纯灰岩不是相当船山组的层位 了吗 ? 我们认为这种忽视岩石性质及沉

积序列
,

也否定本区白云岩段之内大量生物化石的确凿事实的对比是不妥的
。

白云岩底部砾岩的砾石成分
,

浑园度
,

胶结物成分及胶结形式
,

苏
、

浙
、

皖一带也

是完全相同的
,

沉积厚度一般稳定在 0
.

4~ 0
.

5米之间
,

而且其分布又是相当的广泛
。

因

此这层砾岩是黄龙群的底砾岩
,

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

这层底砾岩之上的白云岩
,

自皖南

宣城王胡村
、

广德独山
、

坡山到浙江长兴花石山
、

吴兴苍山
、

江苏宜兴丁山等
,

各地岩

性一致
,

而且 自下而上都含有逐渐变细的石英颗粒
,

其中所夹的 薄层 纯 灰 岩 岩 性 也

很一致
,

都含有白云石及石英颗粒
。

这些都说明其古地理条件
,

沉积环境和物质来源的

一致性
。

因此
,

我们认为这层底砾岩之上的白云岩
,

可以划为一个独立的岩 石 地 层 单

位
,

称其为花石山组 气 并且从所含古生物群来分析
,

也是 同一时期的一个生物地层单

元
。

( 三 ) 生物群 (生物地层 )

上列三个剖面
“
黄龙群

”
中

、

上部灰岩中所含艇类化石
:

F su lu `, 。 ,

F su lu i ne l la’

p r o
f

u : u
l i n e

l l
a ,

T a ` t二 e
h

o e l l
a ,

A l j
u t o o e

l l a ,
E o s t a

f f
e

l l
a
等与宁镇地区的

a
黄龙群

,,

宜兴青龙 山
a
黄龙群

,,
内所含 F o s o

l`
n a ,

F u s u
l`

n e
l l

a ,
P r o j

u s u
l`n e

l l a等基本一致
,

而与

辽宁太子河流域本溪群中的 F u s u
l`n a 一 F u s u l i n e

l l
a
带

、

E
o s t a

f f
e

l l
a : u b s o l a n a

带亦可对

比
。

陈旭
、

盛金章曾指出
: E o s t a

f f
e

l l a s u b s o l a n a
带可与美国和 日本 p r o

f
“ 。“

l`。 e
l l a
带

对比
,

和苏联巴什基尔阶相当
,

F su “ l玄n a 一F su 以`。 l la 带则相当于美国及 日本的 F su u -

il an
一F su 时`ne “ 。

带
,

大致相当于苏联的莫斯科阶〔1的
。

本区团块状砾岩之 上黄龙组中

自下而上这种生物分带也是明显的
,

即下部 E o : t a
f f

e l l a ,
尸 r o

f
u s u

l`
n e

l l
a ,

T a i t : e h o e l l
a

蜓类相当于M a
带之一部与苏联的巴什基尔期相当

,

上部含 F us 心 i , 。 一 F “ su l`彻 lal 即M
。

带及一部份的 M
。

带
,

相当苏联莫斯科期
。

所以
,

E 。 : t a
f f

o l la : 的 。 ol 。 ” 。
带与F 琳 ul `an

一F

“ “ 彻阮
:

la 带之和相当于苏联的巴什基尔期和莫斯科期
。

.
1 9 7 4年笔者据《 中国石灰系 》一书第 2 4页上载

“
华南各地… … 广西大埔白云岩

、

浙江长兴花

石山 ( 1 9 5 6盛金章 ),, 的记载
,

称花石山白云岩为盛金章所创
。

后盛先生面告
,

系我们误解
。

但此名在地质文献中已较多地引用
,

故延用为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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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的白云岩中所夹的 2~ 3层纯灰岩中所采得的艇类
,

经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

上部有
: P r o

f
u s “

l`
n e

l l
a P a r 口 a

( L e e e矛 C h e n )
,

P r o f
“ s u l i n e

l l a P a r o a v a r . e o n ” o l
u t a

( L e e e t C h e n
)

,

P r o
f

o s u
l言

n e
l l

a 功 a n g y `11 S h e n g ,
P : e o d o 切 e d ke f n d e

l l i
n a p r o l玄二 a

S h e n g
。

上述四种为我国中石炭世常见的分子
,

华南
“
黄龙群

” 下部
,

太子河流域本溪群的

下部
,

以及祁连山的克鲁克群的中上部都有其分布
。

但本溪群下部有 E os t a
f f el la : ub so 卜

an
。
出现

,

而本区白云岩中纯灰岩内尚未发现 E os t a
f f el la

,

仅在白云岩之上的粗晶灰

岩中见到 E os t af f el la 和 T 。 ` t韶 hoe l la
。

所以本区白云岩的层位应较本溪 群 ( 含 E 。 : -

taj j el la
: ub so l

o n a
) 的层位

、

克鲁克群中上部层位更低
。

据贵州一带的情况分析
,

原始

的 尸 or f us ul l’n eI aI 和 尸 se u d os at f f el la 的层位都较低
,

一般都在中石炭统下部
,

时代

属中石炭世早期
,

本区也不应例外
。

特别是本区白云岩段内下部第一层纯灰岩中含姐类
: 尸: 。 “ d os t a

f f et la e x gr
.

co -

m P o : i t a ,
P s e u d o s t a

j f
e

l l
a s u bq u a d r a * a ,

P ;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c f

。
g o r s h y i P s e u d o s t a -

jj ell
。 e x g r . 。 。匆ua 四个种气 张遴信同志在鉴定时指出

辛 . : “
前两种为中石炭世早

期
,

后 一种 (尸: 。 “ d os t a
f f el la

e x gr
.

an t `q “ a) 一般层位可以更低
,

但仍限中石炭世
。 ”

此外 D ￡b o n o p h y l l
u m t u s h a n e n s e ,

L i t h o s t r o t i o n e
l l

a 位在其上与 P r o
f “

s u l i
n e

l l
a
共生

。

虽宁镇地区白云岩中尚未找到 尸: eu d os t af f le la 等艇类化石
,

但含有和】本 区 相 同 的

刀`6 u n o夕人夕 zl
u m r “ s h a n e n s 。

及 乙`t h o s t r o t f o n e
l l

a ,

可见所含化石 也基本相似
。

只是有的

剖面发现较多的 L言t h os t or t f o n ,

和少量的 A “ “ an
,

但正如俞建章 〔 ’ “ 〕 指出这 些 珊 瑚
“
在我国中石炭统历来就有发现

” , ” 而 A ul `an … 可延续到中石炭统纳缪尔阶
” 。

因

此宁镇地区的老虎洞白云岩也当属 中石炭世早期
。

值得一提的是应 中愕在句容县赣船山
、

南京大连山老虎洞
、

茅 山仙人洞
、

宜兴东岭

水库和黄龙 山
、

皖南广德独山
、

坡山等剖面白云岩段中发现丰富的牙形刺
,

均属中石炭

世早期的 I d i o夕n a t h
o `d e s c o r r u夕a t u s

一 I d `o g n a t h
o d u s d e l`e a t u s

动物群
奉 .
气 这充分

说明苏皖边界及宁镇地区的这套白云岩
,

同属于中石炭世早期的沉积
。

杨敬之
、

盛金章指出
:
中国南部

“
黄龙群

” 两个化石带
“

M
。
带的全部和 M

。

带的上

部和莫斯科阶相当
。

而 M
。

带的下部可能和巴什基尔阶相当
” 。

所以本区白云岩之上应相

当苏联的巴什基尔阶和莫斯科阶之和
,

两者之间的界线目前尚未清楚
。

根据王鸿祯
、

杨

式薄等认为 D `b u o o P h夕l l
u m t u s h a n e n s e

是纳缪尔阶的分子
,

本区原始的艇 P s e u d o s t -

al ej lla 的几个种位在其下
,

理应归属纳缪尔阶
。

因此就本区而言纳缪尔阶均处于 中石

炭世早期
。

纳缪尔阶地层
,

按生物群的性质可分成三期 ( A
、

B
、

C )
,

欧州石炭纪按传统二分

法
,

而将纳缪尔阶全部归属晚石炭世早期
,

介于维宪期和维斯发期之间
,

亦即相当我国

以往划的早
、

中石炭世之间
。

本区西部贵池地区黄龙组下部白云岩底部 尸: eu d os t a
f f

o
l la 之下

,

靠近 早 石炭世

.

盛金章先生 ( s o
.

7
.

2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e f g o r s h y i )鉴定

二 65 年加月及 79 年 12 月两次鉴定函件中都有如此说明
` . 由

应中愕 1 9 8 3年 9 月
“
长江下游黄龙组底部自云岩中的牙形刺及其地层意义

”
(油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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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州灰岩含有 Es o ta
f fa l l l ej

“ d m i la eR a
s u br e,

此化石层位可能更低
,

它与早石炭世
·

和州灰岩中的 E os t a
f f el la hho

: `en
。̀ a C h a n g 较为亲缘

。

而和州组 ( 和州灰岩 ) 和贵

洲下石炭统大塘后期的上司段 ( 上司组 ) 地层相对比
,

已有人作了充分的论证
。

贵州相当纳缪尔阶的地层
,

近年来经吴望始
, 〔 “ 〕杨式溥

, 〔 “ 〕杨逢清
, 〔 ` “ 〕等研究

,

从雄类腕足类
、

珊瑚
、

菊石等化石分析分成两个部份
,

各分属于早石炭世和中石炭世
。

早石

炭世赵家山组 ( 德坞组
、

摆佐组 ) 中
、

上部艇
、

珊瑚
、

腕足类等化石和苏
、

浙
、

皖一带和

州组含 E 。对 a
f f le la 与吴望始在赵家山组所建立的 E os t af f le la 生物群面貌一 致故可

对比
。

且在黔西赵家山组 ( 德坞组 ) 中含有
:

H
0 0 0 e e r a s ,

p r o s h u m a r d ` t e s ,

C r a v e ” -

o e e r a : ,

H
o m o c e r a t o 记 。 s

菊石 〔 “ 〕 〔 “ 〕 〔 ` “ 〕 ,

而 H o m o c e r a s
是西欧纳缪尔阶A期 ( H带 )

的一个相当重要带化石
,

因此 目前均以 H o m oc
e r as 化石的出现定为与纳缪尔 A 期相当

或对 比
。

和赵家山组连续沉积的威宁组中所含的 尸: 。
dn

o st af f
o

l la 带
、

尸or f
u s

ul i en lla
带

、

F “ :
ul `en “ a 一F us ul in 。

带三个艇带〔 “ 〕和苏
、

浙
、

皖一带自白云岩段始至统称
“
黄龙

群
” 顶所含的艇科化石几乎完全一致

。

而从威宁组 ( 或滑石板组 ) 中下部所含 P : eu d -

os taf 介“ a
化石分析和本区花石山组可以完全对 比

。

其上部可与本区黄龙组对比
。

贵州盘县的威宁组 ( 相当于滑石板组与达拉组之合 ) 〔 “ 〕 〔 ` ” 〕 〔 ` 7〕 所 含 尸se “ d。 -

: t a
f f

e l l
s
带下部开始出现了 R e t `e u

l
o c e r a s

菊 石
,

在 P :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之 上 部 则 产

G
a s t r `o e e r a a 和 B r a n n r o c e r a s

菊石
。

R e t i e u
l

o c e r a s
则作为纳缪尔阶的顶界 带 化 石

。

所以威宁组中下部和本区花石山组应属纳缪尔阶的 B
、

C期
。

至此
,

根据白云岩段内已采得的化石
,

及其上下岩层接触关系
,

可将此段白云岩从

旧义的
“
黄龙群

”
中划分出来

,

建立花石山组及黄龙组两部份
,

而取代
“
黄龙群

” 一名
。

将黄龙组的含义定为
:
今后凡指黄龙组仅限定在白云岩之上

,

船山组之下
,

其岩性中上

部为灰白色之纯灰岩
、

质细而性脆 ; 底部为粗晶灰岩和以白云岩团块为砾石
,

由灰岩或

粗晶灰岩胶结而成的砾岩
。

现列表于后
,

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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