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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１９９９年６月，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原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心）整体划归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此中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１０余年来，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的正确领导下，中心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地质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
务院 《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落实 “新机制”，推进 “３５８”，
以学科建设为主线，以科技创新、地质找矿突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积极面向
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业务能力，初步建立了适应国家公益性地质
工作要求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

目前，中心业务发展形成了以基础地质调查、资源评价、水工环地质调查为主体，以实验测
试、物化遥为支撑，逐步向油气地质、地质遗迹保护、岩矿综合利用等领域拓展的良好格局。

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心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土资源大调查、地质矿产调查评价、
国土资源部行业基金专项、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科技部、商务部、全国地层委员会、境外
风险勘查基金、中央及湖北省地勘基金及横向科研等项目共３００余项，年度项目经费从不足

２００万元增加到超过１亿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项 （参加）、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
项 （参加）、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２项 （参加）、二等奖５项、湖北省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１项、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１项、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图幅一等奖２项、
发明专利２项；发表论文９３０多篇，出版专著２６部。地调科研成果显著，地质调查组织实
施能力增强。

１３年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正确领导下，武汉地调中心发挥项目管理和业务中心两
个优势，统筹部署中南地区地质调查工作，与地方各相关管部门、地勘单位、高校和有关企
业协调联动，加强管理，形成了富有生机活力的地质找矿工作新机制，大调查成绩斐然。新
增的 “钦—杭”、“湘西—鄂西”、“武当—桐柏—大别”相继被纳入国家级成矿区 （带），“锡
田找矿模式”成为业内的重要品牌，湖南花垣－凤凰整装勘查区新增铅锌远景资源量１０００
万ｔ，广西扶绥—龙州地区整装勘查区铝土矿远景资源量１．４亿ｔ。

水工环地质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三峡库区干流与支流、鄂西及渝东山区的地质灾害调查
取得重要区域性成果，预测并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巫山龚家方崩塌。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发挥了
应有的作用。近年来，研究领域走出山川河谷，拓展至长江中游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北部
湾等地区，并开展了环境监测及涌浪灾害研究。涌浪实验室也在建设之中。

中心的传统优势学科地层古生物专业通过长期科研积累，使得国际奥陶系最后一枚 “金
钉子”落户于宜昌黄花场，这是国土资源部系统迄今获得的 “以我为主”的唯一一枚 “金钉
子”。此外，关岭生物群、长江源区三叠纪伟齿蛤、华南奥陶纪几丁虫、青海二叠纪 类、
海南岛泥盆纪生物群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２００７年，中心以全球地质视野，在地调局系统率先成立了境外地质研究室，先后在埃
塞俄比亚、厄里特立亚、印度尼西亚、蒙古等７个国家开展了或正在开展地质矿产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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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最受关注的 “走出去”技术力量。
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实验测试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自主研发的实验信息管理系统

（ＬＩＭＳ）２００４年投入全面应用，在全国同类型实验室中率先实现了自动化、网络化实验信
息管理，目前已在地勘系统普遍推广。

油气地质调查工作和队伍建设初见成效。物探、地理信息、遥感专业的组建形成了地质
调查技术支撑体系。地质资料和技术服务能力提升，面向全行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了各类资料
的查询、借阅、复制等服务。地质遗迹评价、地质公园建设、龙化石博物馆建设与开放，有
效地推动了重要地质遗迹的保护，拉动了地方旅游经济，促进了地球科学知识的普及。

值此建所５０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将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心完成的主要项目成果及中南大区地
质调查主要工作进展简要汇编成册，作为武汉地调中心建所５０周年巡礼与阶段性工作总结。
但由于时间仓促，部分项目成果未能收录齐全。在成果的剪辑、取舍中也难免有失偏颇，或
存在纰漏。

当前，中国地质工作仍处在重要的机遇期：国家高度重视，社会需求旺盛，地质工作者
受到广泛关注。但随之而来的深化改革已迫在眉睫！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地贯彻 “事业立所，业务兴所”的方针，牢牢把握住业务发展这条主线，积极面向国民经
济建设主战场，立足中南，放眼世界，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加强地质科技创新，把中心的
地质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姚 华 舟

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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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地地地层层层古古古生生生物物物

■中国震旦系及显生宇若干年代地层单位的划分及其时限研究

项目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
起止时间：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项目负责：汪啸风
报告编写人：陈孝红１，汪啸风１，王传尚，陈立德１，周志强２，张录易２，曹芳３ （１．武

汉地质调查中心，２．西安地质调查中心，３．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成果概况：本项目主要目标任务是研究震旦纪、奥陶纪和志留纪地层及其内部具有代表

性的统与阶的界线剖面，应用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提出或厘定上述各系及其内部统与阶的界
线层型剖面和界线点 （或层）的生物对比标志和时限。项目组通过剖面系统测制，岩石和化
石标本的采集与鉴定以及地球化学和同位素样品的测试等，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有关中下
奥陶统界线和奥陶系与志留系界线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主要成果如下。

（１）在系统测制和研究湖北宜昌莲沱和泗溪、秭归庙河、湖南桃源理公港、陕西宁强高
家山、李家沟原上震旦统剖面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南方不同相区震旦纪岩石地层和层序地层
划分对比方案。

（２）对峡东震旦系陡山沱组下部大型复杂疑源类、庙河生物群、西陵峡生物群、湘西理
公港震旦系留茶坡组武陵山生物群和陕西南部宁强高家山生物群进行了系统地采集与研究。
初步查明了上述各生物群的产出层位、组合特征、时代及其对比意义，提出并厘定了震旦系
生物地层序列，系统描述了本次新发现的一些碳质印膜化石新属种，为重新厘定的震旦系与
国际新元古代末期相当地层的对比，提供了新的依据。

（３）对秭归庙河陡山沱组、宜昌泗溪灯影组进行了Ｃ、Ｏ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系统研
究，阐明了三峡地区震旦系碳同位素组成特点及其地层对比意义，并采用Ｒｂ－Ｓｒ法对峡东寒
武系水井沱组和震旦系陡山沱组顶部的黑色页岩中的自生黏土矿物进行了同位素地质测年。

（４）在震旦系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层序地层和碳同位素地层的综合研究基础上，以地
质事件序列和相关生物群的出现为依据和划分与对比标志，率先提出了重新厘定的中国震旦
系年代地层单位划分方案。建议以南沱冰期结束后的海侵为标志，将震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
下统田家园子阶、庙河阶和上统泗溪阶、龙灯峡阶，并与国外同期地层进行了对比。

（５）根据国际奥陶系与下志留统年代地层研究的动向，通过对湖北宜昌黄花场、王家
湾、普溪河和远安苟家垭及四川城口廖子口奥陶系与下志留统笔石、三叶虫、牙形石和几丁
虫的系统研究，重新厘定了中国奥陶系和下志留统下部年代地层系统，并为 《中国地层指南
说明书》所引用；针对奥陶系生物地层研究的薄弱环节，修订并重新建立了该区上奥陶统三

·３·上篇　地质科研成果汇编



叶虫生物地层序列；与中国古大陆环境重建项目中有关若干年代地层界线研究课题以及中国
地层委员会的相关课题的研究相结合，向国际上提出了宜昌黄花场剖面为全球中下奥陶统界
线层型的建议，并在宜昌王家湾全球奥陶系与志留系界线候选剖面和远安苟家垭剖面进一步
研究基础上，重新修订了奥陶系与志留系界线的划分标准。

（陈孝红　汪啸风　编）

■震旦纪年代地层划分的界线标志和时限的研究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地质调查局
起止时间：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
项目负责：汪啸风
主要完成人：汪啸风，陈孝红，王传尚，陈立德等
成果概况：
（１）该项研究主要针对我国乃至全球震旦系内部年代地层研究滞后的情况而开展。在对

扬子板块盆地、斜坡和台地相２０多条震旦系剖面岩石、层序和年代地层的综合研究基础上，
先后发表了 《震旦系底界及内部年代地层单位划分》（汪啸风等，２００１）；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Ａｒｃｈ，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ｄｉｎｉａ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Ｗａｎｇ等，２００１）等多篇成果。

（２）指出三峡地区上震旦统至下寒武统可以划分出５个三级层序 （层序１～５），并识别
出５次海退／海进事件 （图１）。每一个层序的转换和生物复苏均与高位域白云岩之后出现的
海侵域黑色岩系 （黑色页岩、硅质岩、白云岩、灰岩）密切相关。据此在灯影组已分出４个
岩性段的基础上，将陡山沱组也划分为４个岩性段。

（３）在讨论当前全球前寒武系和中国震旦系年代地层划分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三
峡地区震旦纪和寒武纪生物地层学、层序地层学和年代地层学的综合研究，提出：

１）中国传统的震旦系底界和后来建立的陡山沱阶和灯影峡阶的底界是不合适的。前者
位于不整合面上，而后两者的底界分别位于相对动荡的低位域的开始和由海退所形成的高位
域的开始，不仅横向变化大，而且很难保存和发现可供对比的生物和化学标志。

２）建议将中国震旦系划分为二统四阶，底界分别位于陡山沱组第二段近底部，即靠近
陡山沱组第二段黑色页岩与第一段灰白色白云岩之间，以出现分异度高、个体较大、构造复
杂的疑源类为标志，该界面与南沱冰期后所形成的海侵生物面基本一致；第二个阶底界以陡
山沱组第四段黑色页岩中庙河生物群的出现为标志；第三个阶的底界以灯影组石板滩段文德
生物群的辐射为标志，同时主张将原灯影峡阶的底界要么下移到陡山沱组第４段产庙河生物
群的黑色页岩底部，要么上移到灯影组产文德生物群的石板滩段黑色页岩夹炭质灰岩底部，
因为这两个界面分别与南沱冰期后形成的层序２和层序３的最大海泛面基本一致。

·４·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科研成果集锦



图１　对三峡地区震旦系内部生物、年代、层序地层划分的建议 （汪啸风等，２００１）

（汪啸风　编）

■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宜昌黄花场金钉子剖面的内涵和启示

项目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层委员会
起止时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项目负责：汪啸风
主要完成人：汪啸风，Ｓｔｏｕｇｅ　Ｓ．，陈孝红，李志宏，王传尚等
成果概况：经国际奥陶系地层分会和有关专家近２０年的调查与评述，我国湖北宜昌黄

花场剖面得以在与全球其他地区相当剖面的比较与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经国际奥陶系分会
（ＩＳＯＳ）、国际地层委员会 （ＩＣＳ）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ＩＵＧＳ）批准和认定为中奥陶统
暨大坪阶底界的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 （ＧＳＳＰ），即金钉子，其主要原因如下。

（１）黄花场剖面交通方便，距宜昌市仅２２ｋｍ，剖面位于宜昌至兴山主干公路旁，坐落
于三峡国家地质公园奥陶系园内，并建有保护区和金钉子剖面指示碑和保护标志，一直受到
国家和各级政府的保护。

（２）所建议中／下奥陶统界线上下剖面出露完美，厚度适中，构造简单，未见任何构造
破坏；牙形石色变指数 （ＣＡＩ）和有机壳化石反射率的研究表明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该
剖面适宜开展古地磁和化学地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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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界线处于海侵的序列中，岩性、岩相均一，尤其是在连续的下／中奥陶统界线地层
中保存了世界上最早出现的Ｂａｌｔｏｎｉｏｄｕ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并有此种和其他多种类型牙形石
（Ｇｏｔｈｏｄｕｓ，Ｍｉｃｒ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Ｐｅｒｉｏｄｏｎ和Ｐａｒｏｉｓｔｏｄｕｓ谱系演化系列）佐证，这是世界其
他地区相当剖面所不能媲美的 （表１，图１）；并有笔石和保存完美的几丁虫伴生，故而使所
确定的界线易于在北大西洋牙形石生物地理区和大西洋笔石生物地理区进行精确对比；亦可
在北美中大陆牙形石生物地理区和太平洋笔石生物地理区识别和对比。

表１　黄花场剖面牙形石分带及其与相关笔石带的对比

全球的统 笔石生物带 牙形石生物带

中奥陶统

大坪阶

Ｏｎｃｏｇｒａｐｔｕｓ　 Ｂａｌｔｏｎｉｏｄｕｓ　ｎｏｒｒｌａｎｄｉｃ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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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场金钉子剖面所确定的中奥陶统和大坪阶底界界线生物层和点位，位于大湾组底界
之上１０．５７ｍ处，即ＳＨｏｄ１６层底部，与Ｂａｌｔｏｎｉｏｄｙ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首次出现的点位一致，较
牙形石Ｍｉｃｒｏｚａｒｋｏｄｉｎａ　ｆｌａｂｅｌｌｕｍ 首现层位低０．２ｍ，与上下Ａｚｙｇｏｇｒａｐｔｕｓ　ｓｕｅｃｉｃｕｓ笔石生
物带的界线接近，与Ｂｅｌｏｎｅｃｈｉｔｉｎａ　ｃｆ．ｈｅｎｒｙｉ几丁虫生物带的底界基本一致，较几丁虫

Ｌａｇｅｎｏｃｈｉｔｉｎａ　ｃｏｍｂａｚｉ首现层位低０．５ｍ，易于在全球识别和进行精确对比；此外，界线之
下０．６ｍ处所显示的从高位到低位的层序转换面和碳同位素最大偏移，与全球此时所发生低
位事件密切相关，可作为识别该界线的物理和化学标志。

值得提出的是，黄花场 “金钉子”的建立仅仅为我国中／下奥陶统界线研究挤入世界先
进行列开了个头。通过对黄花场和相邻陈家河、丁家坡等剖面中下奥陶统界线高精度生物地
层学的研究，以及不同国度奥陶系专家对该剖面及界线层所采集主要门类化石的检查、评述
和相互交流，加上近两年来笔者等对我国江南过渡区北缘湖北通山和湖南桃江等地下与中奥
陶统界线剖面的研究，在肯定黄花场金钉子剖面作为全球中奥陶统与下奥陶统界线对比标准
的同时，笔者等深深地感到，“金钉子”的建立仅仅是奥陶系研究的冰山一角，由此引伸出
下列一些更深层次的，或以往尚未重视的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否则，就违背了研
究和建立 “金钉子”的初衷。

（１）黄花场金钉子剖面的建立为全球中奥陶统与下奥陶统界线的划分与对比树立了通用
的时间标尺，但不同相区中奥陶统与下奥陶统界线识别与精确对比问题，即Ｂａｌｔｏｎｉｏｄｕ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生物带与深水盆地相区相当笔石带的精确对比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这
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当时处于低纬暖水型 （或太平洋型）的笔石相区，如何识别和划分中下
奥陶统界线问题。这也是长期以来全球不同生物地理区和生物相区中／下奥陶统界线划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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