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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讨皖南地区黄龙组底界及其白云

岩时代的归属问题

李恒昆 张营芬

( 安徽省地矿局 3 22 地质 队 )

安徽南部石炭系发育良好
、

分布广泛
、

化石丰富
,

是研究华南地区石炭系的良好地

区之一
。

安徽区调队
、

南京地矿所
、

南大地质系
、

安徽省地质局 32 2队
、

32 1队等单位都先

后做了一些工作
,

地层单位名称一直沿用 19 30 ~ 19 3 5年地质界前辈李四光
、

李毓尧
、

朱

森等研究宁镇山脉地质时所创建的黄龙灰岩— 黄龙组
。

其岩性是
,

底部为 白云岩
,

下

部为厚层粗结晶灰岩
,

中
、

上部为灰白或微带红 色质纯灰岩
。

夏邦栋 ( 19 5 9 ) 在研究宁镇地区中石炭统黄龙组底部白云岩时
,

根据接触关系将它

单独分出
,

取名老虎洞白云岩
,

认为其时代可能相当苏联的纳缪尔阶
。

陈敏娟
、

肖立功

( 1 9 6 3 ) 根据在龙潭黄龙山顶部老虎洞白云岩中发现的珊瑚化石
,

将其层位置于维宪末

期
。

陈敏娟
、

黄建辉 ( ” 〕 先后又在龙潭黄龙山
、

汤山及孔山北坡相当层位中采到大量珊

瑚
、

腕足类等化石
,

并根据珊瑚 L `t h o s t r o t`o n o e e o夕 a n u 。 ,

L
.

`r r e g咖
r e ,

L
.

`r r e g -

“
l

a r e a s i a s f c u m ,
L

。

P l
a ” o c夕 s t a t u m ,

Y u a n o P h夕 Il
u m k a n s “ e n s e ,

A r a e h n o
l

a s 用 a e夕l
-

`dn ir cu m 的组合特征
,

认为它们具有浓厚的大塘晚期珊瑚化石特色
,

又将老虎洞组归入

下石炭统
,

代表宁镇地区大塘期后期的沉积
。

安徽沿江一带的和县
、

含山
、

巢县
、

无为等地
,

在黄龙组粗结晶灰岩之下和州组之

上
,

也普遍存在一套白云岩 ( 巢北为灰岩 )
。

安徽区调队 ( 19 7 4 )
,

夏广胜
、

徐家聪 〔 。〕

根据蜓和珊瑚化石特征 ( L￡t h o s t r o t i o n o c e o 夕 a n u 。 ,
A u

l`
n a e a r ` n a t a ,

G匆 a n t o P r o d “ c -

t “ 5 .

E O s t a
f f

e
l l

a 夕r o `k e n s `5 R a u s e r
)

,

将这套地层划入早石炭世晚期
。

安徽南部地区的 广德
、

宣城
、

径县一线
,

在黄龙组粗结晶灰岩之下与高骊山组之

间也存在一套白云岩 ( 实际上是 白云岩夹灰岩 )
。

安徽区调队将其划入黄龙组底部
。

陈

华成等〔喀〕认为宁镇区的白云岩属早石炭世
,

广德
、

宣城一带的白云岩则是另一套白云

岩
,

并根据艇类特征
,

拟建立 尸:
eu d os t af fe “ a

带
,

以代表该区的中石炭统最底部的一

个姚带
。

朱绍隆等 ( 1 9 7 4 ) 在研究浙皖边界地区
“
黄龙群

”
时

,

根据蜓类化石
,

认为其

底部白云岩属于中石炭世早期沉积
。

沈喜伦 〔 ’ 〕通过岩相古地理的研究
,

认为苏南中
、

下石炭统之间存在两套不同时代
、

不同性质的白云岩
,

而且明显地受到当时 古 地 理
、

古构造的控制 , 分别归属于下石炭统老虎洞组和中石炭统黄龙组下段 ( 指宣兴
、

评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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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等地 )
。

笔者在安徽南部地区作

过一点研究工作 ( 图 1 )
,

根据姐
、

牙形刺
、

岩性
、

岩相
、

古构造及接触

关系
,

认为安微南部地区黄龙组底部

白云岩段的时代属于中石炭世早期
,

与江苏宁镇地区和安徽和县
、

含山
、

巢县
、

无为一线的白云岩 为 异 期 同

相
。

根据岩石地层单位的定义
,

安徽

南部地区的黄龙组仍以石英细砾岩为

其底界
。

我们的工作是在 32 2 队领导的关

/

\ 高淳

叨

东\宁水、厄卜口

护
口

.

/

工作区简图

0 20 4 0公里

d茂林

X 锅山
丫 剖面位置

怀支持下进行的
,

牙形刺是安徽石油处沈后工程师提供的
,

图 1

薄片由本队韩方国
、

张家旺

两 同志磨制
,

{空鑫鱼
一

塑{
同志清绘图件 ; 参力。部分野夕卜工作的有马同运

、

李 恩 荣
、

付尚

厚
、

钱统丁
、

朱生彬
、

钟志坚等同志
,

还有浙江长广煤矿地质队的骆善胜和汪文牛两同

志
。
笔者均在此表示感谢

。

fflJ 面 介 绍

( 一 ) 宜城水东石头山剖面 ( 图 2 )

图 2 宣城水东石头山黄龙组 fflJ 面图

上覆地层 船山组 ( C
3。

) 灰色厚层灰岩
,

微带红 色
,

含缝 R ug OS oj 盯ul “̀ ” p
·

,

P s e u d o 、 e h功 a g e r 玄。 a s p
.

, 珊瑚 E
o介e p f o g o Ph y l l

u m s p
. 。

一 一 一 一 假整合 一 一 一 一

黄龙组 ( C
:

h ) 总厚 5 8
.

8 1米
1 0

.

灰白色微带红色块层状致密灰岩
,

含腕足类 C h
o r `s t`t e s 川 o s q u e n S `5 F I S C h e r ,

蜓类 F
u s u l̀ n e ll a b o e k` M o e l l

e r ,
F

。 o b e s a S h e n g ,
F u s u

l￡n a s p
. 。

5
.

6 7米

9
.

浅由红色
、

灰白色块层状纯灰岩
,

中部 富 含蜓 F us 时 i彻 l la b oc 厉 t加 nQ `ca

R a u s e r ,
p s e o d o s t a

f f
e

lla e f
. s P人a e r o fd

e a ( E h
r e n b o r g )

,
p r o

f
u s u

l i n e
l ta

s p
, 。

25
·

3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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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浅肉红 色块状致密灰岩
。

含艇 p r o
f o s u

li
n e

l l
a e f

.

to r
妙

a m a i S a da ,
p

·

“ p一

1 2
.

1米

7
。

浅灰色厚层粗结晶灰岩
。

7
.

4米

6
.

灰色厚层白云岩
,

顶部砂岩状
,

岩性坚硬风化面平整
,

不呈刀砍状
。

1
.

6米

5
。

浅灰色厚层灰岩局部夹细晶灰岩条块
。

含艇 ( X d一 2) sP eu d os at f了el la k a un m of

19 0 ,
P

。 c f
.

k a n u m a f I g o P
。 s p

.
,

P r o
f

u s u
l i

n o l l a e f
。 e y b a e a L e o n t o v 卜

c h , 牙形刺 ( W
一 5 ) I d i o g n a rh o f d e s n o d u

l f f
e r u s

( E l l i s o n 毋 G r a v e s
)

,

D i p l -

o g n a t h o d u s e d e n t a t u s
( B主t t e r

)
,

N e o 夕n a t h o d u s s 夕用沐 e t r f e u s ( L
a n e

)
,

E
u一

夕r `。 n *。 、 `。 。 。 ￡c r 。 、 。 n才。才。 ( E 1115 。 。
)

,

万 。̀6
a r 、击

。 夕a r 。 。 R h 。 d e s ,
A 。 s t -

i n & D r u e e ,

H
。 s p

. ,

H 玄
n d e o d e ll a

h fbb a r d f C o l l i n s o n & D r u e e ,

H
-

`b e r g e n s了5 B i s e h o f f
,

万宕
n d e o d e

l l
a e f

。 : u b t f l i s U l r i e h 及 B a s s
l

e r ,

H
-

s P
. 。

1
.

3米
4

。

深灰色厚层白云岩
,

风化石似刀砍状
,

岩性坚硬
。

1
.

8米

3
.

浅灰色厚层致密灰岩
。

含蜓 ( X d一 z ) e f
.

T a ` t: e h o e
l l

a t a `t : e
h

o e n : `5 S h e n g ,

P r o
f

u s u
l f

n e
l l a e f

。

功 a o g y u玄 S h e n g ,
P

。 s p
. ,

P : e u d o s * a
f f

e
l l

a k a n u川 a f

19 0 ,
E o s t a

f f
e

l l
a e f

. a n g u l a r ` 5 B r a z h n i k o v a .

反小型海百合茎
。 1

.

2米

2
.

深灰色厚层白云岩夹灰色薄层透镜状灰岩两层
,

白云岩风化石似刀砍状
。

含牙

形刺 ( W
一 1 ) D ` p l

o g n a r h
o d u : e d e n t a t “ :

( B i t t e r
)

,

D
。 n o d o s u : 19 0 ,

I d i o g -

” a t h o d u ; d e l f c a t u s G u n n e l l
,

I
。 s p

.
,

I d i o g 月a t h o 玄d e : c o r r u g a t u s H a r
l t e n ,

N e o g n a t h
o d u s s y协用召 t r f c u s

( L a n e
)

,

H f n d e o d e
l l

a 玄b e r g e ” s f s B i s e
h

o f f
s

L o n c
h

o d i n a 。 f
。

f
u r n玄s h玄 R e x r o a d

,
E u P r 宕o n宕o d玄n a e a o e r o a ( C o

l l i n s o n 及

D r u e e
)

,
O 之 a : k o d f ” a d e

l f
e a t u : ( S t a u f f e r & P l

u m m e r
)

,
O

。

h宕n d e i C l
a r

k
e ,

0
. s p

.
,

P r f o ” `o d玄n a s p
.

,
S P a t h o 口n a t h

o u s s p
.

,
S t r e P t o g n a t h

o d u s s p
.

,

A d e t o g o a t h o d u :
l

a u t u : ( G u n n e l l )
。

1
.

6 5米

1
。

褐黄色石英细砾岩
、

粉砂质页岩
,

砾石以白色石英为主
,

次圆状
、

次棱角状
。

( 细砾岩单层厚 0
.

14 米
,

钻孔岩心为 0
.

13 米 )
。

0
·

7 4米

一 一 一 一 假 整 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高骊山组 ( C , g ) 褐黄色粉砂岩及褐红色含铁质细砂岩
。

安徽区调队在白云岩段还采到尸
r o

f
u s u

l`
n e

l l
a t o r

妙
a o a i S a d a ,

O
: a叨 a ￡n e

l la t “ r -

g f d a S h e n g ,
0

. e f
.

为r a s n o 寿a n s掩f S a f o n o v a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掩a n u o a i P a u e f : e -

P t a t a
19 0 ,

P
。 : P h a e r o i d e a ( E h r e n b e r g )

,
P

。 e f
。 s P h a e r o 宕d e a

( E h r e n b e r g )
,

P
-

e f
。

l
a r 玄o o o v a e R a u s e r e t S a f o n o v a ,

E o s t a
f f

e
l l

a c f
。 r o t u n d a D u r k i n a

等艇 类化

石
。

( 二 ) 宜城澳口子孙堂剖面

黄龙组 ( C
:

h ) 总厚 ) 4 5
.

8 2米

掩盖未见顶
。

9
,

浅灰色块层状含生物碎屑灰岩
。

局部含有微量硅质
,

风化面呈 网格 状
。 ’

含艇

F u s u l f
n e

l l
a s p p

. 。
7

.

7 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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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灰白色块层状度质纯岩含蜓 F u s i e
l l a s p

. ,
F u : u l i n e

l l a s p
·

。
1 9

·

1 0米

7
。

灰色块层状粗结晶灰岩 7
.

79 米

6
。

黄灰色厚层白云岩
,

性极坚硬
,

风化面平整
,

在 1
.

6米处
,

夹深灰色薄层 ( 1一

2 厘米 ) 细致灰岩透镜体
。

2 米

5
.

浅灰色厚层致密灰岩
,

含缝 ( X k一 2 ) p r o
f

u : u
l` n e l l

a s p
·

,
p s e u d o : t a

f f
e l l

a

s p
。

及 E o
f

u s u
l公。

a s p
. 。

1 米

4
。

深灰色厚层白云岩
,

具棕紫色团块状斑块
,

糖粒状结构
,

岩性坚硬
。 1

.

6米

3
.

浅灰色厚层灰岩
。

含艇 ( X k一 1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S
e

h u b e r t e
l l

a s p
· 。

米 1
.

2

2
。

深灰色厚层微晶白云岩
,

风化面呈锯齿状
、

角砾状
,

岩性坚硬
。

4
.

4米

1
,

。

褐黄色石英细砾岩
,

中层状
,

砾石 以白色石英为主
,

砾径一般 2 一 3 毫米
,

大

者 6 一 8毫米
,

砾石次棱角状
,

浑圆状
,

硅质铁质胶结
、

较坚硬
。

0
.

95 米

一 一 一 一假 整 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高骊山组 ( C
l g ) 浅黄色泥岩 (

’

0
.

4米 )
、

黄白色泥质 粉 砂岩 ( 0
.

6 5

米 )
、

浅灰色石英细砂岩 ( o
`

2米 )
。

( 三 ) 广德独山剖面 ( 图 3 )

了口、
、

一
S

.O

图 3 广德独山黄龙组剖面图

上覆地层 船山组 ( C
。 c ) 灰色厚层灰岩 , 含不规则硅质条带

,

在岩石表面呈树

枝状
、

网格状
。

含艇 T r i t i e ￡t e s s p
.

,
p : e u d o : e

h功
a g e r `n a s p

· ,

珊瑚 E
o k e P i o g o P h少 l

-

J
u伪 s P

· 。

—
整 合

—黄龙组 ( C
Z
h ) 总厚 99

.

1 6米

8
.

灰白
、

浅肉红色厚层质纯灰岩
,

上部细晶灰岩
。

含蜓F su lu i ne l la p se dn
o boc 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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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p r a e b o c寿f R a u s e r ,
F

。 s p
.

,

sP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s p

.

, 腕

足类 C人o r i: t i t 。 : s p
.

,
A t h y r i s s p

.
,

C h o n o t e s s p
. 。

6 1
.

7 9米

7
.

浅灰色块层状灰岩
,

含硅质网格 或 结 核
。

含缝 F u s u l 。̀ e
l l

a b o c k` t i o a n ￡e a

R a u s e r , c f
.

T a 玄才: e h o o
l l

a 才a玄t : 己h o e n s 玄5 S h e n g ,

P s e o d o s才a
f f

e
l l

a e f
。 s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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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 o
f

u : u
l f

n e
l l

a s p
. 。

2 4
.

5 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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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灰白
、

灰色粗结晶灰岩
。 3

.

5米

5
.

深灰色厚层灰质白云岩夹灰岩透镜体
。

5
.

2米

4
.

深灰色厚层白云岩
、

含牙形刺 ( d s
一4 ) I d ò g n a r h

o d u s d e l f c a t u : G u n n e l l
。

1
.

3米

3
.

浅灰色厚层致密灰岩
,

白云石化显著
。

含艇 ( d s
一 3 ) p :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a n t i q u a

D o t k e v i e h
,

p
. e f

.

寿a n u m a ￡ 19 0 ,
p r o f

u s u
l i

n e
l l

a e f
.

夕a r 。窃 ( L
e e e t

C h e n
)

,
P

。 s p
.

, 牙形刺 ( d s
一 3 ) I d f o g n a t h o d u s d e l i e a t u s G u n n e l l

。
0

.

9米

2
.

浅灰色厚层灰质白云岩
、

风化面似砂岩状
,

大量方解石细脉穿插呈网状
。

1
.

4米

1
.

褐黄色中层状石英细砾岩
,

砾石以白色石英为主
,

砾径 2 一 3 毫米
,

少量 4 一
7 毫米

,

分选性好
,

层理
、

韵律清晰
,

硅质铁质胶结
,

下部梢松
、

上部较硬
。

0
.

5米

一 一 一 一假 整 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高骊山组 ( C
, g ) 黄灰色粘土岩及粉砂岩

。

在独山一带相当于下部白云岩段的灰岩中采到 尸 or j
u :

ul ￡en lal 功 。 n g y “ ` ,
尸 se dn 。 -

四 e d e 几̀ n d e
l l i

n a P r o
l` , a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e x g r . e o o P o s` t a
等艇类化石 〔“ 〕 。

( 四 ) 广德独山查靡村剖面

黄龙组部分剖面 ( 上面未测 )

7
.

灰色厚层粗结晶灰岩 ( 未见顶 )

6
。

灰色厚层微带红 色白云岩
。

0
.

82 米

5
.

浅灰色厚层灰岩
。

含艇 , 牙形刺 ( G e
一 2 ) A d e t o g n a t h o d u :

l
a o t u:

( G u n n e
l l )

,

D fP l o g n a t h o d u s n o d o s u s 19 0 ,

H f儿 d e o d e
l l

a s p
.

,
I d玄o g n a t h o d u s d e

l f
e a t u s

G u n n el l
.

0
.

72 米

4
.

浅灰色厚层白云岩
,

风化面呈刀砍状
。

1
.

貂米

3
.

浅灰色厚层灰岩
,

白岩石化显著
。

含蜓 ( G 。
一 1 ,

G d一 1 ) 尸 se ud os t af ej “ 。

C f
·

k a n u阴 a ` 19 0 ,
p

. s p
·

,
p r o

f
u s u

l` n e
l l

a s p
·

; 牙形刺 ( G e
一 1 ) E

u夕r

ioo
-

。玄o d `n a m `e r o d e n t a t a ( E l l i
s o n )

,

L o n c
h o d i n a e f

.

f
u r n ` s

h i R e x r p a d
, _

0
.

4 5米
2

.

浅灰色厚层白云岩
。

一

.1 45 米
工

.

掩盖 ( 沿走向见细砾岩 ) 0
.

45 米
一 一 一 一 假 整 合 一 一

·

一 一

下伏地层 高骊山组 ( C , g ) 黄灰色泥质粉砂岩
。

·

( 五 ) 径县宋村剖面

音」面位于径县铜山公社西北约 3 公里的宋村西小岭
。

一

、
,

- ,

上覆地层 船山组 ( C 。 c ) 灰岩
。

一 一 一 一假 整 合 一 一 一 一

黄龙组 ( C
Z

h ) 总厚 48
.

01 米
·

8
.

灰白色块层状质纯灰岩
,

含艇 F u s u l` n e l l
a b o c k i M

o e l l e r ,
尸

。 : p
.

,
F u s u

l i
n a

s p
.

; 腕足类 E e h宕n o e o n e h u s e l e g a n :
( M e C o y )

,

C h o r i : t玄t e : s p
.

,

M
a r t玄n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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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r内

: e协 i夕l
o

b
o s a T s e h e r n y s e h e w

。
1 5

.

5米

7
.

灰白色块层状质纯灰岩
,

节理面常有铁质浸染
。

8
.

5米

6
。

深灰 色厚层粗结晶灰岩
。

7 米

.5
。

灰色巨厚层白云岩
,

上部呈浅灰色中厚层
。

8
.

5米

4
.

灰至黑灰色厚层灰岩
,

近上部化石丰富
。

含缝 ( sJ 一 I B ) 尸 or f us ul `en l la
。 .f

c 夕b a e a L e o n t o r i e h
,

一

P
.

P a r v a c o n o o
l

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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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u o a i 19 0 ,

S
e h u

b
e r t e

l l
a

f
u s玄f

o r
而

5 R u i
,

E o
f

u s u
l f n a s p

。 带 ; 牙形

刺
:

宋 2 ( 2一 2 ) I d f o 夕n a t h o d u s s p
. 。

0
.

6米

3
.

浅灰色厚层灰岩
、

顶部为一层 ( 3 一 5 厘米 ) 薄层白云岩
。

含 缝 ( sJ 一 I A )

P r o
f

u s u
l苦

n e l l a r h o o b o `d e s ( L e e e t C h e n )
,

有孔虫 E n d o rh y r a s p
.

,
B r a 一

d y i , a s p
.

,
P a l a e o t e 二 t u

l
a r f a s p

.
,

C l f o a e a 。 ; m f n a s p
.

;
牙形刺

:

宋 1 ( 2一 1 )

I d 亡。夕n a t h o d u s d e
l公

e a t u s G u n n e l l
。

1
.

3 5米

2
.

灰至深灰色块层状白云岩
,

风化面呈刀砍状
。

3 米

1
.

褐黄色石英细砾岩 ( 0
.

3 6米 )
,

上部黄色泥质页岩 ( 0
.

20 米 )
。 0

.

56 米

一 一 一 一 假 整 合 一 一 一 一

下伏地层 高骊山组 ( C : g ) 泥质粉砂岩及细砂岩
。

本剖面 1层及 5层 以上
,

根据 32 2 队区调分 队的探槽和实测剖面资料整理
。

二
、

黄龙组底界及白云岩时代的讨论

1
.

古生物特征 从上述音J面表明
,

安徽南部地区黄龙组底部的 白云岩段 富含艇类

及牙形刺化石
。

艇类有
: P r o

f
u s u

l玄
n e l l a p a r v a ,

P
.

p a r o a e o n o o
l

u t a ,
P

.

叨 a n y u了
,

P
。

t o r f y a -

川 a i
,

P
。 r h o m b o fd e s ,

P
。 c f

。 e夕 b a e a , e f
.

T a f t z e h o e
l l

a s p
.

,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a n -

t`g u a ,
p

·

k a n u m a ` ,
p

· S p h a e r o i d e a ,
p

· e x g r · c o m p o s i t a ,
p

· c f
·

l a r `O n o ” a “ ,

P
。

k a n u o a f P a u c i s e P t a t a ,
E o s t a

f f
e

l l
a e f

。 r a t u n d a ,
S e h u b e r t e l la

f
u s f f

o r m `s ,

O
z a功 a f o e l la *u r g `d a ,

0
. 。 f

。

k r a s n o k a n s掩i ,
E o

f
u s u

l f
n a s p

.

等
。

其中 P
.

p a r v a 和

尸
。 r

h
o m b川 d e :

的地理分布很广
,

前者见于我国南部黄龙组的 尸or f
“ : ul 玄en l la 带

,

南京

金丝岗黄龙组灰岩的 P r o
f

u s u
l`n e l l a

带 ( ` ’ 〕 ,

江苏贾汪泉旺灰岩的 P r o
f

u s u
l
。̀ e

l l
a
带 〔 ’ “ 〕 ,

苏联顿湮茨盆地
、

顿巴斯盆地
、

乌拉尔
、

中亚的 巴什基尔阶 ( B as h k ir ia n) 上部
,

俄罗

斯地台的韦雷层
、

西班牙 C a nt ab
r i a n 山脉尸 or f us ul ien l la 带的A 亚带和泰国北部的 尸or

-

f
:` s u

l i
n e

l l a P a r v a
带 ;后者广布于我国南部黄龙组的 P r o

f
u s u l宕。 e

l l
a
带

、

苏联顿涅茨盆地
、

顿巴斯盆地巴什基尔阶上部的 p r o
f

u s u
l`

n e
l l

a r h o o b o `d e s
带以及西班牙 p r o

f
u: u

l`n e
l l a

带的 B 带
。

P :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a n t f q“ a

见于我国贵州西部威宁组底部的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带
、

苏北贾汪的泉旺头灰岩的 P r o
f

u s u
l`n e l l a

带 〔 ` 。 〕 。

在苏联 P
. a n t `q u a

( D u t
.

)是 巴

什基尔阶下部的带化石或特有分子
,

但有时也可上延到 巴什基尔阶上部
。

应当提出的安

徽南部地区所含 E o s t a
f f

e l l
a
及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a n t￡q u a

数量均甚少
。

另外在径县米村

.

由盛金章教授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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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城溪 口剖面含有E
o
f

u s u l` n a ,

仅溪 口剖面 P s e u d o s t a
f f

e l l
a
与P r o

f
u s u

l i n e
l l

a
似有层

位上下关系 , 其它剖面中尸 or f us ul `ne lal 与 尸se du os t aj f el al 几乎都是共生
,

这可谓皖南

地区的P r o
f 。。

。 l`” e
l l

a
带一大特点 ; 与贾汪泉旺头灰岩的 P r o

f
u s碗` n e

l l
a 夕a r o a带极为相

似
。

可见皖南地区黄龙组白云岩段可与苏联巴什基尔阶大致相当
。

牙形刺在 4 个剖面中含有
:

I d i o 夕n a t h o `d e s e o r r u夕a t u s ,
1

. n o d u
l i f

e r u : ,
I d `o g n -

a t h o d “ 5 d e
l i

c a矛“ s ,

I
。 s p

.
,

D东P矛o g n a t h o d u s ” o d o s u s ,

D
。 e d e n t a t u s ,

A d e t o g n a *h o -

d u s
l

a u t u s ,

E
u P r 宫o n f o d f n a e a 口 e r n a ,

E
。

川 f e r o d e ,: t a t a ,

万 f n d e o d e l l
a

h ib b a r d i
,

H
.

ib e r g e n万f s ,

H
。 e f

.
s u b t艺r f s ,

H
. s p

.
,

H f bb a r d e
l l

a P a r v a ,

H
. s p

.
,

L o n e
h

-

o d i n a e f
。

f
u r n奋s h f ,

N e o g n a t h o d u s s少。 。 e t r i e u s ,

O
: a r k o d宕n a d e

l i
e a t u s ,

O
。

h言n d -

e i
,

O
。 s p

.
,

P r i o n玄o d宕n a s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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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 t r e P t o g n a t h o d u s s p
.

( g e n 。

e t s p
. n o v .

)等
。

其中 I d i o 夕n a t h o `d e s e o r r u夕a t u :
在北美产于宾夕法尼系 的 莫 罗 阶

( M o r r o w a n ) 〔 ` 〕 ,

也见 于辽宁复州湾本溪组下部 , N e o g n a t h o d “ : s y m o e t r ` e u s
的分布

有限于莫罗阶
,

该种在我国新疆昆仑山北坡 中石炭统卡拉乌依组也有产出
,

并见于山西

太原的本溪组
。

因此
,

从牙形刺和艇类化石都说明皖南地区黄龙组底部的这套白云岩段

的时代应归属于中石炭世早期
。

2
.

岩性特征及接触关系 安徽南部地区黄龙组底部普遍发育着一层 石英细 砾岩
,

成份单一
,

以白色石英为主
,

分选性好
,

具板状层理
,

与砂岩组成韵律
,

是滨海海滩环

境的沉积
,

具有底砾岩的性质
。

这层细砾岩与白云岩段形影相依
、

相伴产出
。

由于靠近

江南古陆边缘 ( 图 4 )
,

代表着中石炭世海进的滨海泻湖沉积
,

缺失和州组 及 老 虎 洞

组
,

明显地假整合于高骊山组之上
。

而宁镇地区及安徽巢县
、

无为一带则是 连 续 沉 积

的
,

仅是短暂的升起
。

3
.

古地理古构造特征 (图 4 ) 安徽南部地区中石炭统开始沉积前
,

以北 东向形

皖南中石炭统沉积基底示意图
~ ~ J

厂 \

皿困困回区区反一
门一

娇

二
_ “

瞥 }

、 .

\丫、

图 4 皖南中石炭统沉积基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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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3 个不同的基底构造
,

代表着不同的活动性
,

是淮南运动升降的反映
。

北区 (怀宁
、

无为
、

巢县
、

和县
,

包括宁镇地区 ) 中石炭统是继承和州组或老虎洞 组 的基 底 , 中区

( 铜陵
、

凡昌
、

芜湖包括漂水 ) 主要是五通组的基底
,

是个隆起区控制着南
、

北两区的

沉积
。

南区 ( 包括安徽的太平
、

径县
、

宣城
、

广德一线及苏南的深阳
、

宜兴 , 浙江的长

兴
、

吴兴等地 ) 在高骊山组沉积后随之升起
,

经历 了剥蚀间断
,

直至中石炭世海进时
,

长期升起的华北地台和华南广大地区此时才被海水所淹没
。

伴随海进的同时带进了相似
.

的生物群
,

如华北本溪组
、

华南的威宁组
、

江苏南部及安徽南部地区的黄龙组底部都存

在着可以对比的 P r o
f

u : u
l f

n e l l
a
蜓带

,

以及可以对比的牙形刺 I d 宕o g n a t h o i d e : c o r r u g a t。 :

一N e o g o a t h
o d u s s 夕m o e t r i e u s 一 I d `o g n a t h o d u s d e l i e a r u : 组合动物群

。

4
.

我们认为安徽南部地区的黄龙组底部白云岩的时代属于中石炭世早期
,

黄龙组

的底界仍划在石英细砾岩之底
。

北区与南区的白云岩为异期同相
。

南区的黄龙组可划分

三个岩性段
、

由上而下为纯灰岩段
、

粗结晶灰岩段及白云岩段
。

本区石炭系与邻区及国

外对 比见下表
。

拿

本区石炭系与邻区与及国外对比裹

系

…
统

…
阶

…
皖 南 ” 区 镇

{
华 南

…
苏 联

}
, 欧

…
“匕 美

萨克马尔阶

船 山 组 船 山 组 马 平 组 斯蒂芬阶

卡西莫夫阶

狼 营 阶

费吉尔阶

米 萦 阶

阶阶塞 尔尔热阿格
马平阶

黄 龙 组 威 宁 组

莫斯科阶

巴什基尔阶
维斯发阶

德斯莫伊

内 斯 阶
阿托克阶
莫 罗 阶

老虎洞组

和 州 组

高骊 山组

纳缪尔阶 纳缪尔阶 切斯特阶
上 司 组

维 宪 阶 梅拉梅克阶

高 骊 山 组

金 陵 组
(王胡村组 )

旧 司 J组
维 宪 阶

威宁阶一塘大阶

金 陵 组 汤 耙沟组 奥萨格阶
杜 内 阶 杜 内 阶

{! }{{{{日{}}}…}!日{ 革老河组 金德胡克阶

岩关阶

上统一统中

石炭系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 2 〕

〔 3〕

〔 4 〕

〔 5 〕

王志浩等
, 1 9 8 3

:

甘肃靖远地区石炭系靖远组的牙形刺
。

古物学报
,

22 卷
, 4 期

。

华东地区区域地层表
。

1 9 7 8
,

安徽省
、

浙江省
、

江苏省及上海市分册
,

地质出版社
。

朱绍隆
、

朱德寿
,

1 9 7 4 :
浙皖边界地区

“
黄龙群 ” 下部花石山白云岩时代的探讨

。

地

质科技
,

5期
。

陈华成等
, 1 9 7 9 :

江苏及安徽南部早石炭世地层
。

地层学杂志
,

3 卷
,

4 期
。

陈敏娟
、

黄建辉
,

1 9 8 0 :

再论宁镇地 区老虎洞组的时代
。

地层学杂志
,

4 卷
,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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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7 〕

〔 8 〕

〔 9 〕

〔 1 0〕

〔 1 1〕

张遴信
,

丙琳
,

1 9 8 0 :
江苏滨费县的趁类

。

古生物学报
,

19 卷
, 4 期

。

沈喜伦
, 1 9 8 2 :

江苏南部黄龙组底部白云岩的时代归属间题
。

地层学杂志
, 6 卷

,

期
。

顾威国
,

1 9 82
:

鄂东黄石地区
“
大埔组

”
的时代

。

地层学杂志
, 6 卷

,
4 期

。

夏广胜
。

徐家聪
, 1 9 8。 ,

安徽巢湖地区早石炭世地层
。

地层学杂志
,

4 卷
, 2 期

。

丙琳
,

、

1 9 83
:
江苏贾汪煤田泉旺头灰岩的趁类

。

古生物学报
,

22 卷
, 2 期

。

盛金章等
,

1 9了6 :
江苏南京金丝岗黄龙灰岩剖面及趁类分带

。

古生物学报
,

15 卷
,

期
。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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