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 华 南 上
、

下 二 叠 统

分 界 问 题 的 商 榷

胡 世 忠

在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 ( 1 9 7 9) 以前
,

我

国采用统一地层分类
。

华南区扬子分区上
、

下二叠统的界线
,

通常置于吴家坪组 (滇黔川

其底为峨嵋山玄武岩 ) 与茅口组之间
,

代表

这一界线的是有一明显的假整合面
,

即东吴

运动
。

经多年实践
,

对其认识比较一致
。

而

江南
、

东南分区却不尽然
,

将其置于堰桥组

与孤峰组或童子岩组与文笔山组之间
,

还是

置于龙潭组与堰桥组或翠屏山组与童子岩组

之间的意见颇不一致
。

尽管如此
,

但大家却

都强调以东吴运动作为划统的构 造 上 的 依

据
。

会后
, 《中国地层指 南 及 其 说 明 书》

( 1 9 8 2) 出版
,

推行多重地层划分
。

有些地

质学者强调生物地层
,

就仅据某种标准化石

之发现
,

便将上
、

下二叠统的分界线上移至

龙潭组 中部含安德生菊石群海相段底部
“

单

相
”
页岩中 (孟逢源等

, 1 9 8 0
、

冯少南等
,

1 9 8 4)
。

另有些古生物学者则强调岩石地层
,

认为大隆组
、

堰桥组岩性与龙潭组难划分
,

便统统划归龙潭组
。

其时代 自早二叠世晚期

至二叠纪末 (姚兆奇等
, 1 9 5 4) (见表 1 )

上
、

下二叠统的分界问题
,

亦即龙潭组

的下界问题
。

龙潭组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含

煤地层
。

这条界线正确与否
,

不仅关系到华

南二叠系的划分对比及其生物群 演 化 的 研

究
,

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煤 田地质生产和科研

工作
。

因此
,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
,

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从生产实践上都是值得作进一步研

讨的
。

关于地层界线的性质及其选择
,

历来就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地层

表要反映 自然地质历史阶段
,

各阶段之间的

界线不可随意选择
,

要选定在生物群明显更

替的位置上 (即自熙界线 )
。

我国地质 学 家

孙云铸早就指出
, “

确定划 分 界
、

系
、

统
、

阶的原则
。 ·

“ …应用综合研究方法
,

并以生

物地层方法为主
,

同时并依据各期地壳运动

和沉积旋迥
,

尤其对各期的升降运动 (沉积

间断 ) 更加重视
” 。

另一种观点认为生 物 界

是渐进的
,

地层表是人为的结构
,

表中各地

层单位之间的界线
,

视怎样划分 方 便 而 定

(即人为界线 )
。

国际地层分类小组委 员 会

1 9 6 7年 7 月的简报 中说
, “

界线层型总 是 选

择在连续沉积的系列内
。

年代地层单位的界

线决不应放在不整合上
” 。

此种观点在 我 国

也有不少支持者
。

如有的学者就明确提出
,

地壳运动的不连续界面是不能作为年代地层

界线的
。

东吴运动实非上
、

下二叠统的
“

自

然界线
” 。

笔者认为
,

这后一种观点是 值 得

商榷的
。

地层划分对比的 目的
,

主要是为了指导

生产和科研工作
。

倘若采用多重地层划分
,

年代地层界线选择在岩性和化石内容没有剧

变的连续层序
“

单相
”

中
。

那么
,

就是说只

有整合能作为界线
。

而这整合界线还要划在
“
单相

”
中

。

这就意味着要在地质条件稳定

不变单一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岩石 中研究生物

进化
,

来划分界线
。

这在理论上恐怕是违反

生物环境控制论的
。

在生产实践上将是难以

应用的
。

因它在宏观上是看不见的
。

除古生

物工作者外
,

都难对地层进行划分与对 比工

作
。

势必给区域地质调查和填图工作带来困

难
。

由此看来
,

在
“
单相

”

中选择界线是不

可取的
。

当然
,

在不同岩相 中选 择 整 合 界

线
,

可将时间间隔缩减至最小程度
。

但也不

能由此就否定假整合或不整合作为界线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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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是地壳运动不平衡性所造 成 在 各 地

的不同表现
,

是同时共存
、

对立统一的
。

在

一些剖面中生物组合彼此更替的明显界线还

往往与假整合相应
。

因此
,

对不同时代地层

界线的确定
,

既要在连续层序岩 层 中 去 选

定
,

又要研究假整合或不整合
,

并结合区域

性的构造运动
。

只有这样的地层界线才有意

义
。

鉴于上述
,

本文主张采 用 统一地 层 划

分
,

选择自然界线
。

所谓
“

统一
” ,

就 是 统

一时间
。

构造运动
、

岩相古地理变化
、

生物

群的更替等
,

都是地壳发展统一过程的不同

表现
。

在其演化中
,

稀有的事件起重大关键

性的作用
。

它是在短暂时间内飞 跃 式 发 生

的
,

是近等时的
。

现已知的地质事件主要有

全球性的构造运动
、

生物演化过程中的重大

变革
、

海进与海退
、

古气候变迁
、

古地磁倒

转
,

以及陨星冲击地球的
“
灾变

”

等
。

这些

事件都与地层
、

古生物相关
,

并在其中留下

了踪迹
,

从而为研究地质事件提供了条件
。

反过来
,

这些事件也为划分对比地层及确定

地层界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根据上述地层划分原则
,

笔 者 将 华 南

上
、

下二叠统的 自然分界线划在吴家坪组与

茅口组
、

龙潭组与堰桥组
、

翠屏山组与童子

岩组之间
。

代表这一界线的是有一较普遍存

在的假整合面
,

即东吴运动
。

首先从生物群的变革来看
。

二叠纪腕足

动物以长身贝类最突出
,

龙潭期内尤为繁盛
,

并特化为蕉叶贝
、

欧姆贝
。

龙潭期艇类特色



是
:

曾繁盛于茅口期具拟旋脊
,

副隔壁
、

个

体较大的费伯克艇科
、

新希瓦格魏科的分子

几乎绝迹
。

代之而起的是一类个体小
、

壳形特

殊
、

构造简单的属群
。

尤以喇叭艇最为繁盛
。

这些生物群的明显变革
,

显然与环境剧变相

关
,

环境剧变又不能不归咎于东吴运动
。

由

此看来
,

生物演化的阶段性与地壳运动的阶

段性似乎是相符的
。

再从岩相沉积旋迥来看
。

以二叠系标淮

地区之一的苏南为例
。

栖霞组 (包括其底煤

系 ) 为浅海相缝石结核灰岩弓孤峰组为海相

含磷或锰质硅质岩* 堰桥组为滨海过渡相局

部含煤的砂页岩沉积、 龙潭组为海陆交替含

煤碎屑岩建造* 长兴组或大隆组又复为浅海

相灰岩或硅质岩
。

从上述岩相发展序列看
,

栖霞组至长兴组构成一个较完整 的 沉 积 旋

迥
,

若以其为 I 级旋迥
,

则在此旋迥内部依

相的组合情况
,

还可分为两个 n 级旋迥
。

我

国二叠系一贯采用二分法
。

那么上
、

下统各

自应受一个 n 级旋迥控制
。

以堰桥组滨海过

渡相砂页岩作为下统一个 n 级旋迥的结束
,

以龙潭组底部陆相中一粗粒长石石英砂岩作

为上统另一个 11 级旋迥的开始
。

这是符合地

壳运动在空间上既有连续又有间 断 的 规 律

的
。

以长石石英砂岩及其底砾岩 之 底 作 为

上
、

下二叠统的自然分界线应是合理的
。

在

长石石英砂岩之上
,

紧接着铝土质泥岩
、

含

大羽羊齿植物群页岩及主采煤层
。

因此这层

长石石英砂岩
,

还是找煤的良好标志层
。

最后
,

以东吴运动事件来看
。

纵观二叠

系各组之间
,

唯龙潭组与堰桥组
、

翠屏山组

与童子岩组之间
,

普遍有一层 中一粗粒长石

石英砂岩及底砾岩
。

在长江下游地区 自北东

向南西它覆于堰桥组
、

武穴组及茅口组各种

岩性的接触面上
,

产状大致平行
。

所有这些

都表明其间应有一假整合存在
。

由于假整合

面区域性的存在
,

再结合上述岩相突变及生

物变革
,

都并非是偶然的巧合
,

而应是东吴

运动在本区合乎逻辑的反映
。

故以该运动所

造成的假整合面作为上
、

下二叠统 自然分界

线
,

是合适的
。

但由于运动的不平衡性
,

它

在华南各地所表现的形式也就不同
。

最大的

特点是茅 口期末南方海发生大规模海退
,

井

堆平原化
,

为龙潭期成煤提 供了有 利 的 条

件
。

此外
,

在康滇古陆东侧有峨嵋山玄武岩

喷发活动
。

玄武岩区外侧剥蚀 区茅口灰岩顶

部风化形成铝土岩及铁锰质岩
。

华夏古陆西

侧则急剧升隆沉积了以陆相为主 的 粗 碎 屑

岩
。

而苏浙皖交界处距古陆 较 远
,

海 水 较

深
,

东吴运动对该处虽有所波及
,

可能没有

使其露出水面
,

继续接受沉积
。

堰桥组顶部

灰岩的喇叭建一新米斯雄带似可说明
。

由此

看来
,

华南上
、

下二叠统之间
,

既有整合关

系
,

也有假整合接触
。

这就为我们研究界线

层型
、

生物群演化
、

二叠纪煤的形成及其分

布规律
,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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