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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层学中
“

岩组
”

含义的商榷
关

姚华舟 盛贤才

(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宜昌 4 4 3 0 0 3)

摘 耍 建议把岩组界定为构造变形强度上介于组与杂岩之间的过渡性地层类型及划分这类地

层的荃本单元
。

组是原岩组构保存良好的地层类型
,

即这类地层的结构构造主要是沉积构造
、

火

山岩原生构造
。

岩组的结构构造则主要是后期变形变质过程中形成的劈理
、

片理等构造面理
,

是

由构造置换作用形成的次生结构构造
。

岩组和杂岩的区别在于
:

杂岩的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更强

烈
,

原生沉积单层被肢解
.

不同层位的地层发生了强烈的构造混合并常伴有同构造期或 (和 )后期

的岩浆作用的改造 ;岩组内部及岩组之间则依然保存了明确的岩性和构造分界
,

各 自保持着相对

的独立性和连续性
,

具有一定的延展范围
。

提出了界定岩组的具体标准并认为岩组的英语译名以
“

M ix ed Fb mr at ion
”

或创名为
“

M ix fo mr at ion
”

较合适
。

关镇词 岩组含义 地层类型 地层基本单元 地层划分

1 组的一般含义

岩石地层的划分
,

目前普遍地使用组 ( F b mr
a t io n )作为其基本单位名称或在这个基础上稍有

变化
,

这在各国地层指南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

按照岩石地层的基本含义
,

它可以是沉积岩
、

火山

岩或变质岩
,

或由这些岩石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共生所组成川
,

这适用于作为其基本组成单元的

任何一个组
。

但地层学的实践表明
,

组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沉积地层
、

火山地层或它们虽经

变质但原始层面
、

层理基本保存的地层
。

这种约定俗成的实际用法对地层学研究基本起着主导

作用
。

日本的地层指南甚至直截了当地把基本单元 凡~
t
ion 译作累层

,

高级别的 G OrU p 和低级

别的 N企m悦 r
则分别译为累层

、

部层图
。

显然这种实际用法是强调地层的原始建造特征
。

但岩

石地层或其划分单位终究是表示地层而不仅仅是表示沉积建造或火山建造特征
,

即表示现在的

物质状态
,

其物质内容是地层形成过程中的建造作用及其后漫长的改造作用的综合效果
。

也就

是说
,

每一个岩石地层单元都包含着建造和改造两方面的内容
。

如果认可组的流行实际用法
,

则

必须提出相应的另一套单位名称
,

以代表改造作用强烈而建造特征基本丧失及过渡类型的地层
。

(国际地层指南》提出
“

杂岩
”

(臼m p lex )一名
,

以代表构造变形复杂
、

岩层原始排列顺序被破坏的

地层单位
。

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上述矛盾
,

但还远不能解决根本间题
。

因为除了建造特征鲜

明的和改造特征鲜明的典型地层类型外
,

更多的是过渡类型的地层
。

2 岩组概念的提出

我国从 1 9 8 6 年开始的 1 : 5 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试点研究
,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不断实践
,

1 9 9 8 年 7 月 1 2 日收稿
。

,

地质矿产部科技专项项 目 ( 9 6 一 2 9) 和国家自然科学荃金资助项 目 ( 4 98 72 01 5) 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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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

其中对岩石地层划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其突出的贡献之一
。

房立 民

等 31[ 提出了
“

岩群 一 岩组 一岩段
”

这一套基本单位名称
,

以代表组与杂岩之间的过渡性地层
。

这套名称虽然还没有被赋予十分明确的内涵
,

各单位也没有 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
,

但它在总

体结构上无疑弥补了传统岩石地层单元划分体系的不足
,

至少其出发点和基本含义是这样的
。

对这套单位名称的基本含义说明如下
。

同组在一般岩石地层单位中所处的位置一样
,

岩组是这种过渡性地层类型的基本划分单

元
,

它所包含的物质内容和组相当或基本相当
。

所不同的是岩组的变形变质作用强
,

其顶底界

面一般为构造界面而不是组的原始建造界面
。

岩群
、

岩段则是在物质内容上分别与一般岩石

地层单位的群
、

段相当或基本相当的过渡性地层类型的基本单位
。

岩群通常由区域性规模的

构造带或构造变质带所围限的地层体所组成
,

其内部由两个或两个 以上具有成生联系的岩组

或组所组成
。

相邻的岩群既可以是不同造山带的产物
,

也可以是同一造 山带不同构造 阶段的

产物
。

岩段 由岩组 内单一岩性或一种主要岩性夹某种岩性或几种岩性的共生所组成
,

其顶底

界面为构造面
,

有时构造作用面不明显但相邻岩段之间构造样式或岩性特征显著不同
。

目前

趋向于把群 一 组 一 段作划分单位的变形变质作用较弱的地层称为岩石地层
,

而把岩群 一 岩组

一岩段作为划分单位的变形变质作用较强的地层称作构造岩石地层 [’
·

4
·

5 〕
,

二者连 同杂岩分别

相当于当前所称的史密斯地层
、

有限史密斯地层和非史密斯地层
。

3 对岩组的界定

早在 1 9“ 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程裕淇教授在其主编的 (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间题和工作方

法》一书中就使用过岩组
、

岩段两词 〔61
,

这是我国最早提出的岩组
、

岩段概念 ; 1 9 90 年程裕淇教

授在其主编的 (1
: 5 00 万中国地质图说明书》中又使用了岩群一词 [ 7〕

。

但程老对岩群
、

岩组
、

岩

段的用法实质上相当于杂岩
,

或者说其岩群
、

岩组
、

岩段是对杂岩作进一步划分的不同级别的

单位
。

自 1 9 8 6 年以来
,

我国的 1 : 5 万 区调填图
、

全国地层清理
、

( 中国地层典
·

太古宇)[
“ ]等科

研工作和有关著作中开始较广泛地使用岩群
、

岩组的概念 ; 目前正在开展的 1 :
25 万造 山带和

变质岩区填图试点的有关图幅也使用了岩组作为地层划分和填图的基本单元
。

然而
,

由于 尚

未形成统一一致的岩组概念
,

在具体用法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混乱
。

如有的把板块缝合带

的构造混杂岩 ( M el an ge )称作岩组
,

有的将经历强变形变质和岩浆作用改造的杂岩 (。 m p lex )

划归岩组
、

岩群 ;也有些基本符合 (变质岩 区 1 : 5 万区域地质填图指南 )的基本指导思想的用

法
。

造成这些分歧与混乱的根本原因
,

无疑是 目前对作为基本单元的岩组的概念的阐述很笼

统模糊
,

没有易于把握便于操作的具体标准
。

从岩组作为组与杂岩间的过渡性地层这一根本

属性出发
,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近年来笔者对义敦岛弧造山带的工作体会
,

我们把岩组定义

为
:
岩组是在构造变形强度上介于组和杂岩之间的过渡性地层类型及划分这类地层的基本单

元
。

界定岩组的标准如下
。

( l) 岩组是造山带和大陆基底分布最广泛的地层类型
,

是进行地层划分的基本单位
,

主要

属有限史密斯地层范畴
,

部分跨入非史密斯地层之列
。

( 2 )岩组不同于组和杂岩这两种地层类型
。

组是原岩组构保存良好的地层类型
,

即这类地

层的结构构造主要是沉积构造
、

火山岩原生构造 ;岩组则主要是后期变形变质过程中形成的劈

理
、

片理等构造面理
,

是由构造置换作用形成的次生结构构造
。

和杂岩的区别在于
:

杂岩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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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变质作用更强烈
,

原生的沉积单层被肢解
,

不同层位的地层普遍发生了非连续性构造变形
,

出现了强烈的构造混合并常伴有同构造期或 (和 )后期的岩浆作用的改造 ;岩组 内部及岩组 之

间则依然保存明确的岩性与构造分界
,

各自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侧向连续性
,

具有较

稳定的延展范围
。

( 3) 属于岩组范畴的地层主要是造山带中一深构造层次的地层
,

如义敦岛弧带前岛弧期早 一 中

三叠世地层
、

桐柏 一大别造山带苏家河群
,

浅一表构造层次的地层则主要属于组的范畴
。

某些强碰

撞造山带的浅构造层次亦可部分形成岩组
。

对稳定大陆而言
,

其结晶与强烈变形基底属于岩组及

杂岩的范畴
,

如扬子板块及其边缘的腔岭群
、

神农架群
、

武当群
,

上部盖层则属于组的范畴
。

( 4 )岩组的基本特征
:

A
.

岩组的结构构造主要是劈理
、

片理等构造面理
,

原生结构构造消失殆尽或基本消失 ;

B
.

岩组的原生沉积单层被强烈改组— 劈理 一 片理化
,

香肠 一 布丁化
,

构造分解
,

构造流

失
,

构造折叠等等 ;

C
.

原生基本层序被打乱
:
由于强烈的改组

,

特别是构造分解
、

塑性流变
、

构造流失
、

构造折叠

等作用
,

使某些沉积层在剖面上消失
,

某些层被重复
,

某些层被分解成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的单

层
,

某些层厚度减薄
,

某些层厚度增大
,

因此岩组 内各单层的组合形式与其沉积时各单层的组合

形式即原始基本层序可以存在很大差别
,

绝不能简单地把岩组各单层的自然组合形式当作原始

基本层序
。

实际上属于岩组范畴的地层
,

其沉积时的原始基本层序已难于原原本本地恢复
,

其恢

复是大概的
、

带有推测性的
,

是一种综合
。

在某些极端变形变质条件下
,

地层被均一化改造或进

一步形成新的变质分异纹层
,

原始沉积层消失殆尽
,

完全不能恢复原始基本层序 ;

D
.

岩组的地层厚度不等于其变形变质前的地层厚度
,

二者可以相差几倍甚至更大
,

这是

由塑性变形
、

构造流失
、

构造折叠等因素所引起的 ;

E
.

岩组内部的岩层分界可以和原始岩层界面重合
、

平行
,

也可以斜交 ;

F
.

岩组的顶底界一般是断层— 与原始建造面平行或斜交
,

少数情况下是构造作用不很

强烈的界面— 相当于原始叠覆的两个组经历统一构造作用后变成的两个相对位移不大的岩

组 ;侧 向上可以为断层所围限
,

也可以相变为其它岩组— 相当于原始相变的两个组经历统一

构造作用后变成的两个相对位移不大的岩组 ;

G
.

作为正式划分命名的岩组必须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

即具有可填图性 ;

H
.

岩组的年代地层柱不等于剖面上各岩性单层的简单的
、

自然的叠覆
,

后者通常是个时

间线被折叠
、

扭曲
、

部分重复
、

部分断失
、

部分倒向的年代曲线
。

只有通过精心修复
,

有时要对

许多剖面进行综合分析
、

对 比
,

才能恢复比较详细的真实年代地层柱
。

在某些极端变形变质作

用造成地层被均一化改造或进一步形成新的变质分异纹层的情况下
,

岩组 内部的年代地层柱

不能得以恢复
,

此时只能采用同位素年龄法或 (和 )残留的化石确定其大致地质年代
。

4 关于岩组的英译名

岩组曾被译为 孙
e k 凡

r m a t io n [’ ] o
、

怂 so
e i a t io n [` 0 〕

、

凡
r m a t io n

co rn p le x [ 8 〕.
。

第一种译法

. 朱显章
,

武当山岩群杨坪岩组益加褶皱
。

殷鸿福
,

杜远生
,

张克信主编
,

非史密斯地层与造 山带地质研究进展
,

19 98
。

. 全国地层委员会办公室
,

中国地层指南 (征求意见稿 )
, 19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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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字面和一般意义上把
“

岩组
”

拆解为
“

岩石 ( R co k)
”

和
“

组 ( oF mr at io )n
”

两个名词的联合译

解法
,

但
“

组
”

的一般含义亦包括此两点
,

即这种译法没有反映出
“

岩组
”

不同于一般
“
组

”

的特殊

性
。

第二种译法
,

把
“

岩组
”

译为 A反刃 c i at io n
即岩石组合

,

其含 义似乎更为一般
,

因为所有岩石

地层单元都毫无例外地具有岩石组合的涵义
。

第三种译法实际上是把
“

岩组
”

当作了组一级的
“

杂岩
”

(岩群则相当于群一级的杂岩 )
,

是杂岩进一步划分的单位级别
,

这显然有违于把岩组作

为组与杂岩之间过渡性地层单元的基本 目的与用法
。

本文建议把
“

岩组
”

译为 M i xe d oF mr
a -

t io n
或创名为专业词 M ix fo r m a t io n ,

相应的岩群
、

岩段分别译为 M ix e d G or
u p

、

M ix e d M e m b e r ,

或分别创名为 M igx or
u p

、

M i x m e m b e r ,

理由如下
。

( l) 作为正式划分的
“

岩组
” ,

是三度空间连续统一的地层体
,

在 区域地层格架和地层序列

中占据着其它地层不可取代的位置 (时空范围 )
,

这是其作为地层和地层划分单位的本质特征
,

也是其与其它岩石地层单元 的共同属性 ;同时在物质内容 (量 )或单位级别用法上与组相当

— 关于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

因此其译名应以岩石地层单位类型而且是组
“

oF mr
a -

t io n’’ 作为中心词或词根
。

( 2)
“

岩组
”

与一般岩石地层单位
“

组
”

的根本区别在于岩组 内部的岩性单层因揉皱
、

构造分

解
、

构造流失等作用而不再保持其原始稳定性
,

一些岩层在剖面上消失
,

一些岩层被多次重复
,

并形成新的岩性层
,

即原有的岩性单层组合被打乱
,

形成了新的单层间不同程度混合的单层组

合 ;也就是说
,

各岩性单层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混合穿插是岩组不同于组的根本特征
。

因此我

们采用混合
“

M i x e d
”

作为修饰词将岩组译作
“

M i x e d oF
r m a t io n ” ,

或采用
“

M ix ”

和
“

OF
r

am
t io n ”

的联合
,

将其译作
“

M ix fo r m at ion
” ,

我们更偏向于后一种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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