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8 4
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第五卷

B u l l
.

N a n
j i n g I n s t

.

G e o l
.

M
.

R
. ,

C h i n e s e A e a d
.

G e o l
.

S e i
.

V o l
.

5 ,

第一号

N o
。

1

关于江苏南部的丁山组的建组问题

俞学光

( 江 苏省地矿局区域地质查调队 )

一
、

研 究 史

1 9 7。年江苏区测队一分队在进行 1/ 5 万丁蜀幅区调过程中
,

于宜兴县丁蜀镇青龙山

南坡黄龙组下部白云岩中发现艇类及珊瑚化石
。

经鉴定后认为这些化石系 巴什基尔晚期

产物
,

逐将该地黄龙组分为两段
:

灰岩段 ( 上 ) , 白云岩段 ( 下 )
。

并认为灰岩段相当

于宁镇一带黄龙组的全部
,

白云岩段在宁镇一带缺失
,

而宁镇一带的老虎洞组亦在本区

缺失 ( 江苏区调队
, 1 97 3 : 1 /日万社清幅

、

张清幅
、

丁蜀幅区域地质调查中间报告 )
。

1 9 7 6年我队 ( 1 / 2 0万无锡幅
、

苏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仍持此议
。

同年俞学光将此 白

云岩段建组
,

称丁山组 ( ` 〕 ( 江苏地质
, 1 9 7 4年第 1期 )

。
1 9 7 9年陈华成等〔么〕分黄龙组

为上
、

下两段
,

分别相当于灰岩段和白云岩段
,

并将
“ 下段

”
所产之艇群称之为 尸se “ -

d os t a
f f el la 带

。
19 8 1 年毕德昌认为

,

在长江下游和州组或高骊山组与中石炭统黄龙组

之间普遍发育一白云岩层
,

所含化石因地而异
,

表明该 白云岩属穿时产物 ( 江苏省古生

物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论文摘要 )
。

胡世忠 ( 1 9 8 1 ) 从古生物组合
、

地

壳运动
、

岩相旋回等方面考虑
,

认为苏浙皖地区黄龙组下部的白云岩各地是同时的
,

为

中石炭世早期
,

此白云岩仍含于黄龙组内为宜 ( 长春地质学院庆祝建院三十周年科学研

究论文集
, 7 分册 )

。
1 9 82年沈喜伦分黄龙组为上

、

下段
,

其基本观点与我队1 9 7 3年观

点相同 〔 , 〕 。

二
、

丁山组的创名剖面

宜兴县丁蜀镇青龙山南坡剖面 ( 测制者
:

陈玉忠
、

李长清
、

靖汝琴
、

俞学光等 )
。

上覆地层
:
黄龙组灰白色厚层灰岩

。

产
: 布

E
o
f

o s u l` n 。 t汀 a n g u
l
。

( R a u s e r e t B e
l

-

j a e v
)

,
P r o

f
: s o l f n e

l l
a 功 a , 夕少 u萦夕 e n t a玄e n s i s S h e n g

—
整 合

—3
.

灰色厚层白云岩
。

含隧石结核
、

条带
。

顶部夹中层 白云质灰岩透镜体
。

白云质

灰岩透镜体中产
:

M ￡l l e r e l l
a m` n “ nr a S h e n g ,

S c h u b e r t e
l l

a s p
. ,

P r o
f

u s u
l了

-

注 , 种名前有
’

号者系盛金章教授鉴定
,

其余由笔者鉴定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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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l l a s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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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米

2
。

浅黄含色云母片粉砂岩夹灰黑色页岩
。

产珊瑚
: L 玄t h o s t r o t泣o n e l l

a s t y l a戈￡s ( T r a u t , c h o l d )
,

L
.

b e艺玄。 s k` e , s玄s ( F o m l e h -

e v
)

,
C a ” 玄n 亡a e P h f P P玄a X

。

Y u ,
F o m 玄e h e v e

l l
a s 宕n e n s玄5 X

.

Y u ;

`

艇
: 介 P r o

f 。 : u
l`

, e
l l a e f

. o v a t a R a u s e r , 辛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 a n o v 公R a u s e r , . P
.

s u b g u a d犷a t a 刀 o Z h g a
l玄

e a S a f o n o v a o
·

4米

一 一 一 一 假整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
高骊山组灰黄色泥岩和钙质泥岩

,

含少量细砾石
。

本剖面丁山组总厚 22
.

2 米
,

层 1
、

3 产有艇和珊瑚化石
。

其中珊瑚 L ` t h
o st or t勿 -

n e
l l

a s t夕 l
a x `s

曾发现于黔西威宁组下部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带

, ( 名〕 ,

广东黄龙组的 P s e u -

d o s , 。 f f
e

l l
a一尸 r o f

“ 5 0
1̀
。 e l la

带
,

(
5 〕 ,

莫斯科盆地中石炭统顶部及北欧斯匹茨卑尔根岛

中石炭世地层内
。

蜓类
,

由于已出现隔壁平直的尸 or 了
“ s ul `。 el la

c f
.

vo of “ ,

而 E
O
f
“ “ “ -

il an 及 A lj ut 。 。 el la 尚未 出现
,

所以这个艇群相当于黔西威宁组 尸 or f
“ : lu `ne l la 带下部的

尸
.

p a r ” a 一尸
. r h。 , b。 `d 。 : 亚带 〔 “ 〕 ,

时代为巴什基尔期晚期
。

本组之蜓群可称之为尸
r -

o
f u s u

l`n e
l l

a
带

。

( 它的层位低于宁镇山脉的白云岩
,

属于莫斯 科 期 的 P r o
f

u s u
l`

, e l l
a

带 〔 7 〕 。

(笔者曾于 1 9 7 7年建议宁镇山脉黄龙组下部的艇群改称 E o
f su lu i an 带

。

)

本组之 白云岩内夹有灰岩透镜体及含有细砾石
,

以此特征可以区别于老虎洞组白云

岩
。

本组在苏南境内分布于吴县一宜兴一漂阳一带
。

三
、

关于丁山组的创名

盛金章等 〔 ’ 〕 详细研究了南京金丝 岗黄龙灰岩 ( 组 ) 所产的筵类
,

认为该剖面上没

有见到 巴什基尔期的 ( 艇 ) 分子存在
。

金丝岗黄龙组底板出现尸 or f讹诚讯 le l
a :
万

。 of a
是

该属内隔壁褶皱较强的一个种
,

底板往上约 5 米出现 E o
f uS “

l宕an
。

在与金丝岗毗邻的徐

家山
,

黄龙组底板即出现 E o
f su lu 佃 a( 安徽省区调队

, 1 9 7 7
: 1 / 2 0万南京幅区域地质调查

报告 )
。

这两地的黄龙组顶部均出现 F u s u l玄n a g u a s￡e夕I`。 d r i c a
徐家山尚出现 P r o t s 讨`e ` e s 。

故此两地点的黄龙组应相当于莫斯科阶 ( 苏联通常以 A I]’ “ tvo el la al 了ut 。 沉ca 和百。
f us “ -

行an 的出现做为莫斯科阶的开始 )
。

宁镇山脉的其他地点
,

如 孔 山
、

船 山 黄 龙 组 内

所产艇类均与此相似
,

故在黄龙组的标准地区一宁镇山脉
,

黄龙组的时代均 为 莫 斯 科

期
。

宜兴丁蜀镇青龙山黄龙组 ( 灰岩 ) 底部产有E o
f

o s lu `。 a ,

顶部产有 F su lu `。 。 q au 对-

c
川扭d r 论 a ,

与宁镇山脉相似
,

时代为莫斯科期
。

下伏的白云岩 ( 丁山组 ) 时代为巴什

基尔期晚期
,

如把这层 白云岩也包括在黄龙组内
,

称之为下段
,

而以灰岩为上段
,

则在

宁镇山脉分布的黄龙组就只有上段
,

果如此则何以称标准地区 ? 笔者考虑到黄龙灰岩创

名半个世纪 以来
,

均 以宁镇山脉为标准地区
,

这一
“
标准

”
不应动摇

,

而应将宜兴的这

一段白云岩另立新名
,

故 1 9 7 6年创新名丁山组
。

“ 组 ”
是穿时的

,

那么能否将丁山组纳入老虎洞组呢 ? 回答是否定的
。

理由
:

.l

者虎洞组属于下石炭统的海退序列
,

而丁山组属于中石炭统的海进序列
。

把 如此分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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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统级海侵序列的
“ 组 ”

合并在一起是不适宜的 , 2
.

时间上的不连续
,

老虎洞组时

代为早石炭世末期
,

而丁山组为中石炭世巴什基尔期晚期
,

二者间尚缺失巴什基尔期早

期的层位 ; 3
.

两组之岩性有差异
。

四
、

丁山组的穿时

19 7 4年朱绍隆
、

朱德寿著 《浙皖边界地区黄龙群下部花石山白云岩时代的探讨 》 一

文 ( 地质科技
, 1 9 7 4年第五期 )

,

报告安徽广德独山花石山白云岩中 ( 本名与青海中震

旦统花石山群同根 〔 8〕 ,

故前者应予废弃 )
,

产有筵类四种
,

其中 尸
: eu d os at f f le la

o n -

行qu
。和尸

.

co o P os `at 两种
,

据 《俄罗斯地台及毗邻地区中石炭世筵类》 一书所载
,

出

现在纳缪尔阶上部至莫斯科阶卡西尔层
。

据盛金章教授研究 〔 ’ 〕 ,
尸 or 了us ul i en l la 叨。 n -

g y iu 富集于太子河流域小市灰岩中 (有 A l]’ ut vo
。 l la 多种伴生 )

,

在蚂蚁灰岩下部也有发

现
。

黔西 ( “ 〕这个种主要产于 p r o
f

u s u
l`n e

l l
a
带上部的 p r .

功 a n g 夕u `亚带 ( 有 E
o

f
u s u

l` -

月 a )
,

也可延续至 F u s u
l
。̀ e

l l
a 一F u s u l̀ 。 a

带底部
。

P s e u d o切 e d e k玄n d e l l玄, a p r o l奴 a 已被

改名为
。

le l le
a P or 八二 a ,

最近茵琳 〔 ` “ 〕 详细地讨论了这个种的分布
: 它初见 于小市灰

岩
,

以后陆续发现于青海祁连山南坡克鲁克群 ( 与E o
f su lu ian 伴生 )

,

新疆 昆仑山西部

的中石炭统 ( 与 A l j
u t o v e lla

伴生 ) 和江苏徐州附近本溪组的 P r o f
u s u l` n e

l l
a P a r v a

带

( 该带中E o
f su lu 认

。和 A lj ut 。 。
le la 尚未出现 )

。

故尸
, .

二 。 。 g y “ f的产出时代应为莫斯科

早期
,

而 V er el la P or 行戈 a 为巴什基尔期晚期至莫斯科期早期
。

总之
,

从上列四个种的

时代分析可知
,

独山黄龙组下伏的白云岩的时代为莫斯科期早期
。

湖北黄石螺丝壳山 〔 ” 〕黄龙组 ( 灰岩 ) 底部产 F “ : ul `en l la 等
,

其层位相 当于莫斯科

阶上部
,

下伏的
“
大浦组

”
产 E of us “ 八an

,
尸 or f su lu

。̀习aI 等
,

时代为莫斯科期早期
。

上述两地的白云岩均以丁山组命名为宜
,

因此亦说明丁山组是穿时的
。

五
、

中石炭世早期下扬子区古地理概况

1
.

上海一德清古剥蚀区 宜兴青龙山丁山组下部白云岩内含有石英细砾石
,

含 量

约 5 %
,

砾石次圆状
,

砾径 3 毫米左右
,

分选良好
。

昊县西山岛丁山组下部白云岩内砾

石含量增加
,

约 10 %
,

砾石磨圆度为中等或次棱角状
,

砾径增大
,

可达 10 毫米
。

浙江湖

州黄龙洞丁山组内砾石含量显著增多
,

夹有 4层共厚 7
.

2 米的细砾岩
,

丁山组顶部白云

岩内也含有少量砾石
,

砾径约 5 毫米
,

磨圆度中等或次棱角状
。

上述说明丁山组内所含

之砾石向东
、

向南含量增多
,

砾径变大
,

磨圆度变差
。

因此这些砾石的来源区应在宜兴

的东方和南方
。

另据苏
、

浙
、

皖各省区域地层表
,

大致在休宁一德清一上海一线缺失 巴

什基尔期晚期地层
,

故推测这一线在巴什基尔期晚期为一剥蚀区
。

此实为江南古陆的北

延部分
。

2
.

海水由北东向南西入傻 下扬子区 ( 包括鄂东
、

皖北南部
、

皖南
、

浙北
、

苏南

及苏北南部 ) 的海浸方向
,

可根据各地接受沉积的时间早晚来大致确定
。

由前述可知
,

本区东北部的江苏宜兴是巴什基尔期晚期开始接受沉积的
,

而木区西南端的鄂东黄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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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期初期才开始接受沉积的
,

且本区南侧又有江南古陆将本区与华南海隔开
,

故可

以大致确定在巴什基尔期晚期海水由北东向南西方向入侵本区
。

如果上述推论 能够 成

立
,

那么位于苏南与鄂北之间的安徽贵池许家坦
、

广德坡山
,

在黄龙组 ( 灰岩 ) 下伏的

白云岩中找到的 尸 se u d 。 :
at f f le la 等就不能是巴什基尔期早期的产物

,

而视为巴什基尔

期晚期产物为宜
。

笔者认为
,

在鄂东一苏南范围内缺失巴什基尔
一

早期沉积 ( 苏北南部是

否存在尚待证实 )
。

六
、

结 论

1
.

下扬子区在巴什基尔期早期为一剥蚀区
。

2
.

巴什基尔期晚期
,

海水自北东向南西方向侵入下扬子区
,

形成咸化泻湖环境
。

其时江南古陆由赣北皖南 ( 休宁 ) 北延至德清一上海一线
。

3
.

莫斯科期海侵进一步扩大
,

江南古陆大部分被海水淹没
,

呈岛海状
。

下扬子海

湾与广 阔的华南海连成一片
。

4
。

丁山组穿时明显
。

其时代为巴什基尔期晚期 ( 苏南东部
、

浙北及皖南大部 ) 至

莫斯科期早期 ( 安徽广德独山
、

鄂东 )
。

5
.

分布于无为一巢县一含山一南京一带的老虎洞组与丁山组是两套不同的
、

分别

独立的白云岩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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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2 , 鄂东黄石地区
“
大浦组

”
的时代问题

。

此层学杂志
,

第 6 卷
,

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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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M E N C L A T U R E O F D IN G S H A N F O R M A T I O N

IN S O U T H JIA N G S U

Y u X u e g u a n g

( R e g玄o n a
l G

e o
l

o g 玄c a
l S u r v e y T e a m ,

G e o
l

o g玄e a
l

B u r e a u o
f J f a o g s u P r o v f n e e

)

Ab s t r a e t

B a s e d o n a s t u d犷 o f t h e d e t a i l o f s e e t i o n o f H u a n g l o n g f o r m a t呈o n o n

t h e s o u t h e r n s呈d e o f Q l n g l o n g m o u n t a l n
( D i n g s h a n p r e f e e t u r e ,

J i a n g s u

P r o v
.

) i n 1 9 7 6
, t h e a u t h o r s t r e s s e d t h a t

, a s t h i s f o r m a t i o n , e o n t a i n i n g

E o f
u s u l f n a I n i t s l o w e r p a r t a n d F u s u

l`n a q u a : `e夕l
。̀ d r ￡e a 三n 呈t s u p p e r

p a r t ,
b e

l
o n g s t o M o s e o w 三a n ,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t o t h a t o f N a n j i n g 一 Z h e n j i a n g

m o u n t a i n s w h i e h i s u , e d t o b e e o n s l d e r e d a s s t a n d a r d s e e t i o n 。

T h e l王u -

a n g l o n g f o r m a t i o n i n D l n g s h a n e a n b e d i v ld e d 王n t o t h o d o l o m l t e s t a g e

( l o w e r ) a n d l i m e s t o n e s t a g e
(

u p p e r )
。

B u t a s t h e H u a n g l o n g f o r m a t i o n o f

N a n j i n g一 Z h e n j呈a n g m o u n t a i n s p o s s e s s e d o n l y t h e u p p e r o n e , w h a t 15 t h e

e q u i v a l e n t f o r t h e l o w e r o n e ? T h e a u t h o r s u g g e s t s a n e w n a m e ’

D i n g s h a n

f o r m a t i o n ’
t o t h e Q o l o m i t e l a g e r s o f H u a n g l o n g f o r m a t l o n i n D 呈n g s h a n

p r e f e e u t r e , a s n o e h a n g e n e e d s f o r t h e s t a n d a r d s e e t i o n o f e g p e l o e a l i t y

i n N a n j i n g一 Z h e n ja n g a r e a .

I n a d d i t呈o n , t h e a u t h o r p o i n t s o u t t h a t t h e D i n g s h a n f o r m a t i o n s h o u l d

n o t b e In e l u d e d i n t o t h
e L a o h u d o n g f o r m a t i o n , t h o u g h i t s h o w s d至a e h r o n o u s

e h a r a e t e r s 。

A s t l [ a g e o f L a o h u d o n g f o r m a t i o n 15 l a t e E a r l y C a r b o n 三f e r o u s ,

i n d i e a t e d b y 呈t s r e g r e s s 呈v e s e q u e n e e o f l o w e r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
t h e a g e o f

D i n g o h a n f o r m a t i o n 15 l a t e B a s h k i r 三a n o f M i d d l
e C a r b o n 王f e r o u s ,

In d i e a t e d

b y i t s t r a n s g r a s s l v e s e q u e n e e o f M l d d l e C a r b o n i f e r o u s .

F u r t h e r m o r e ,

b o t h o f t h e m 15 a b s e n t o f e a r l y D a s
h k i r i a n a n d t h

e i r l i t h o l o g呈e a l e h a r a e t e r s

各r e d i f f e r e n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