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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渝东南地区中石炭统黄龙组中$发现了丰富的志留纪牙形刺化石$因此黄龙组必须解体为 @

个岩石地层单位&将志留系的地层新建立一个岩石地层单位'水江组&它是一套灰白 k灰黄色细 k微晶灰

岩#白云质灰岩$时见重结晶现象和角砾状&与上覆石炭系黄龙组或二叠系梁山组假整合接触$下伏志留系

韩家店组整合接触%

关键词!渝东南地区&志留系&岩石地层&水江组&牙形刺

((中图分类号!HDEA 文献标志码!L

A(建组缘由

A+A(问题的提出+地区,黄龙组-的解体

AIG! 年#熊永先先生在川东南武隆县!现属重庆市"羊角镇矿洞坡#于下二叠统梁山组和志留系韩家店

组之间的一套厚约数O的白云质灰岩地层中#采到K787&2/4&&;f%5Z2!S%&&4T"#遂将其划为中石炭统#由于其

岩性$层位$时代和湖北黄龙组相当#故以黄龙组命名% 在渝东南武隆县和南川区#以至相邻的黔北道真地

区#赋存有一套层位相同$岩性一样的地层% 从 AIG! 年至今长达 B" 年历史长河中#由于没有采到任何化石#

故所有的地质报告和图件#都按照熊永先先生的意见#将这套地层划为中石炭统#并以黄龙组名之% 近年

来#在渝东南地区进行 A vD 万区域地质调查时#在南川区原划为石炭系黄龙组的上部灰岩中#发现了丰富的

石炭纪牙形刺#而在其下部发现了丰富的志留纪牙形刺化石!化石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

定"% 显然#如果还是将这套地层叫-黄龙组.就很不合适了#必须将属于志留系的部分地层划出#另外定名

才行% 也就是将-黄龙组.解体为两部分% 上部保留-黄龙组.一名划归石炭系#下部另取名而划入志留系%

A+@(,岩石地层单位-与,组-的定义

@""A 年 G 月由-全国地层委员会.编写$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层指南及其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

是我国地层工作的纲领性技术规范% 其中关于-岩石地层单位.的定义是&-岩石地层单位是根据可观察到

并呈现总体一致的岩性!或岩性组合"$变质程度或结构特征#以及与相邻地层间关系所定义和识别的一个



三维空间的岩石体%.-单位的鉴别要求是整体岩石特征的一致性%.关于-组.的定义是-组是岩石地层划分

的基本单位#用于地质填图$描述和阐明区域地质特征% 组是野外宏观岩类或岩类组合相同$结构类似$颜

色相近$呈现整体岩性和变质程度特征一致$空间上有一定的延展性#并能据以填图的地层体%.

'A(

A+!(建组理由

新划出的这套地层为浅灰白k灰黄色碳酸盐岩岩石#细k微晶结构)在地貌上常形成陡坎#与下伏韩家

店组的页岩软层很易划分)与其上覆石炭系黄龙组假整合接触#易于识别)有时伏于二叠系梁山组铝土质粘

土岩之下二者呈假整合时#更易区分% 它们在空间上有一定分布#在图上完全可以填出% 这些特征完全符

合上述+中国地层指南及其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关于-岩石地层单位.和-组.的定义#以及新建组级岩石

地层单位的要求% 因此#为野外地质填图找矿工作的需要和区域地层对比#同时提高地层研究程度#我们按

+中国地层指南及其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

'A(的要求#新建立一个岩石地层单位222水江组%

@(水江组特征

@+A(单位名称及名称来源

这个新的岩石地层单位的中文名称为水江组#英文名称为 =.72m2;/0K%TO;<2%/% 水江是重庆市南川区一

个镇的名称#位于包头C茂名高速公路![#D"A ##E ZO处% 层型剖面位于离重庆市水江镇约 # ZO的反壁

岩#有公路相通% 由于-反壁岩.地名太小#在地图上很难找到#故以它所在的镇2-水江.命名!图 A"%

图 A(水江组层型剖面交通位置及区域地质简图

@+@(命名剖面

@+@+A(层型剖面

层型剖面位于南川区水江镇反壁岩#地理坐标为&F&A"BtABs@Gw#_&@ItA"s@Ew#现将剖面列述于后!图 A

图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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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覆地层&二叠系梁山组 灰黄色铝土质粘土岩

222222222假整合222222222

志留系(水江组

G+黄灰色厚层状含砂质细晶灰岩#产牙形刺&LU82?%0/;<.78;7&;528#64&%?4&&;8U+#S7&<25%8<;<78?;a.7f;4/828#*a;TZ%?2/;

8U+# H;/?4T%?788U+# H;/?4T%?78 7/25%8<;<78# H847?%f4?4&&; 8U;<.;# H<4T%8U;<.%?784%U4//;<78# H<4T%8U;<.%?784%U4//;<78#

=U;<.%0/;<.%?788U+#h7TO24&&;8U+# G+" O

!+黄灰色厚层含砾灰岩#砾石为钙质#砾径 D k@DOO#有一定磨圆度#产牙形刺&H;/?4T%?788U+#H;/?4T%?788UU+#

*a;TZ%?2/;8U+# G+! O

@+黄灰色中层状含砂屑细晶灰岩#风化面有砂感% 产牙形刺&=U;<.%0/;<.%?788U+#

H;/?4T%?788U+# "+G O

A+底部为黄灰色厚层含砂砾屑灰岩#砂砾屑以钙质为主#见少量方解石脉#产牙形刺&H;/?4T%?788U+# A+E O

222222整合222222

下伏地层&志留系韩家店组 灰黄$灰绿色含粉砂质页岩#水平层理发育

@+@+@(参考剖面

参考剖面位于武隆县长坝镇东山乡民主村#地理坐标为&FA"Bt!"sA!w#_&@ItA#s@Gw#现将剖面列述于后

!图 A$图 @ 左"%

图 @(水江组层型剖面"右#和参考剖面"左#实测剖面图

上覆地层 中石炭统黄龙组

浅灰白色中层状细晶灰岩#见少量方解石脉#产牙形刺&=<T4U<%0/;<.%?78%UU&4<78#c?2%0/;<.%?78?4&25;<78) "+@ O

222222222假整合222222222

志留系 水江组

G+浅灰黄色中层状细晶灰岩#见重结晶现象#产牙形刺&H<4T%8U;<.%?784%U4//;<78#H<4T%8U;<.%?784%U4//;<78#*a;TZ%?2/;

U;T;U&;/7882O;# "+! O

!+浅灰黄色细晶灰岩#产牙形刺&H;/?4T%?788U+# *a;TZ%?2/;8U+# A+I O

@+浅灰色中层状细晶灰岩# "+B O

A+灰绿色薄层状含泥质细晶灰岩#产牙形刺&LU82?%0/;<.78;7&;528#[;&4T%?78O;5T%4P5;:;<78#*a;TZ%?2/;5W+Y;70%%&;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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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Z%?2/;8U+#H;/?4T%?788U+#H<4T%8U;<.%?784%U4//;<78#=U;<.%0/;<.%?788U+#h7TO24&&;8U+# "+A O

222222整合222222

下伏地层 志留系韩家店组(灰绿色含钙质页岩

@+!(水江组的定义

水江组的定义是&一套灰白k灰黄色滨海k浅海相的细k微晶灰岩$白云质灰岩#可见少许砂屑和方解

石脉#时见重结晶现象和角砾状#偶夹少量页岩#产丰富的牙形刺化石&LU82?%0/;<.78;7&;528#64&%?4&&;8U+#

S7&<25%8<;<78?;a.7f;4/828#*a;TZ%?2/;U;T;U&;/7882O;#*a;TZ%?2/;8U+#H;/?4T%?787/25%8<;<78#H;/?4T%?788U+#

H847?%f4?4&&;8U;<.;#H<4T%8U;<.%?784%U4//;<78#H<4T%8U;<.%?784%U4//;<78#=U;<.%0/;<.%?788U+#h7TO24&&;8U+%

该组其下与志留系韩家店组整合接触#其上与中石炭统黄龙组或二叠系梁山组假整合接触% 按照牙形

刺#它的时代为志留纪兰多维利! &̂;/?%:4TV"统特列奇!34&V5.2;/"阶H<4T%8U;<.%?784%U4//;<78带@"

% 由于该

组恒假整合伏于中石炭统黄龙组或二叠系梁山组之下#未见顶#故地层常残留不全% 因此#该组之上界不明

确厘定% 但可肯定它不会高到申伍德!=.42/Y%%?2;/"阶% 当然#这里厘定的顶界#只是水江组残留的最高

层位%

!(水江组的划分标志和地理分布范围

!+A(划分标志

前已述及#该组恒假整合伏于中石炭统黄龙组或二叠系梁山组之下#整合于志留系韩家店组碎屑岩之

上#一套厚约数OkA" O左右的浅灰白k灰黄色细k微晶灰岩$白云质灰岩#是其划分的标志%

!+@(地理分布范围

据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所收集到的资料#水江组主要分布在渝东南的南川区$丰都县$武隆县$石柱县和

黔北地区的道真县等地区!A v@" 万南川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I C!" 页$A v@" 万黔江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C!D 页"#地层特征与上述层型剖面和参考剖面一致% 在渝东南的酉阳县和秀山县等地#在秀山组!相当

该区的韩家店组"上部#也有一套产牙形刺H<4T%8U;<.%?784%U4//;<78的地层'!(

#其岩性相变为薄层灰岩或条

带状灰岩$灰岩透镜体#并与钙质页岩呈不等厚互层状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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