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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志以历年来广东省区域地质调查成果为基础，同时参考了普查勘探、地质科研资辩，较全面，

系统地总结了广东地层。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和地质构造等方面的主要地质特征，分析探讨了

区域地质发展史。内容丰富·实际资料多，反映了广东区域地质特色。全志共百余万字，并附英文

接要和1：100万广东省地质图、广东省岩浆岩图，广东省地质构造图等三幅彩图。可供广大地质工作

者和地质科研，教学及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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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质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

展，填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得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地质资料，解决了许多基础

地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并且找到一大批矿床或矿产地，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及地质科

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一比二十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

料和其它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各省，市、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系统地公开出版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次。它

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重大进展

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和地质研究程度，全面系统地为国民经

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专业性

强，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年代的一项重要

任务。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任务的具体规划部

署，由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I各省、市、自

治区地质矿产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

具体编写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负责进行。

《区域地质志》的内容一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其图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五十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

大。因此，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有地质资料为基

础，突出本省、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有地质研究程度

及基本区域地质构造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

随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充实、完善、发行新的版

本。

地质 矿产 部

一九八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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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广东省(简称粤)是我国最南部的一个省o。在大地构造上，广东大陆及海南岛大部属

华南褶皱系的西南部，海南岛南部崖县。地区及西沙群岛一带属南海地台。省内地层发育

齐全，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成矿条件良好，矿产资源丰富，其中以硫，铅、

锌、铜，钨、锡，银、金、铁、铀，铌、钽等为主，是环太平洋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南海大陆架的石油也具有良好前景。因此历来为地质界和矿业界所重视，是我国近

代地质工作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

一，自然和经济地理简况

广东全境除大陆部分外，还包括海南岛，大陆沿岸岛屿和南海诸岛及礁滩。其西、

北、东分别与桂、湘、赣、闽诸省区毗邻。陆地面积大于220000km2，人口超过6000万。

省会广州市，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中心，也是我国国际交往的南大门。

广东地形总的特点是北高南低，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和台地次之，海岸线长而曲

折，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省份。地形可分六个区：①粤北山地。主要包括大庾岭及骑

田岭的支脉，属南岭的一个组成部分，山脉走向与构造线有密切关系，呈弧形向南凸出，

一般海拔1000--1500m，其中乳源西北与湖南接壤的石坑崆，高达1902m，为全省之

冠。地形复杂，平地少。②粤西山地台地。包括珠江三角洲以西及雷州半岛一带，主要有

云开大山，大云雾山等，为东北一西南走向的低山丘陵，一般海拔1000m，东北方向狭长

的河谷盆地穿插其间。当河流横穿山脉时则形成峡谷。沿海花岗岩丘陵连绵不断，常常直

抵海岸。西南部雷州半岛是一近代熔岩，经过浅海沉积，剥蚀而成的低平台地，海拔在

100m以下。③粤东北山地和粤东南丘陵。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北，主要有青云山、九连

h山、罗浮山、莲花山和海岸山。多为东北一西南方向平行排列的中低山，海拔1000m左

右。山间广泛分布红色盆地，沿海为低矮丘陵和狭窄平原，较大者有韩江下游的潮汕平原。

+④珠江三角洲。它是西、北，东江汇集于下游后形成的三角洲的总称。平原上河网纵横，

岗丘错落，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⑤海南山地台地。海南岛(简称琼)是我国第

二大岛，面积32200km2。由山地、丘陵和台地组成的穹隆状海岛，中南部五指山和

黎母岭组成穹隆核部，群峰之首的五指山主峰海拔达1867m，向四周地势依次降低。岛北

台地宽广，与雷州半岛(简称雷)地质地貌景观极为相似，合称琼雷台地。琼雷之间被琼

州海峡相隔，海峡宽20kin，水深60m。可能是新生代微型扩张的产物。⑥南海诸岛。是

我国南海中南部许多小岛的总称，由珊瑚岛、滩，礁和暗沙构成。

1广东河流众多，具有流量大、含砂量少，汛期长、水力资源丰富等特点。主要河流有

珠江(包括西、北、东三江)、韩江、南渡江、漠阳江和鉴江等。珠江以西江为干流，发

源于云南，流经广西后转入粤境，在三水以下河道分汉成网而进入南海，全长超过2000km．

东、北两江全长均在500km以上。其次为韩江，全长410km，是该省第二大河。

●本书定稿时，广东省辖海南行政区．1988年4月海南省正式成立，书中未做相应改动。

●■县现改为三亚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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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我国纬度最

年平均气温从北往南由

低的省份，北回归线横穿该省大陆中部，具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

19—25℃，是我国平均气温最高的省份。夏长冬短，北部、中部有

霜冻。该省大部年平均降水量在1500mm以上，其中海南岛东南部、莲花山东南侧，北江

中下游和漠阳江流域多达2000mm以上。5—11月为台风季节，对海南岛及广东大陆沿海

地区影响较大。

广东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以．

下简称建国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农田水利失修，江河泛滥，农业歉收，成为长期缺粮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逐

步实现了粮食自给，尤其是近几年粮食连年丰收，农业呈现一派大好形势。粮食以稻米为j

主，次为红薯、木薯、玉米、小麦和高梁。经济作物以甘蔗，黄麻，花生，蚕桑和水果为．

主。海南岛有橡胶、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海产品、淡水养殖业在国内也有重要地位。

广东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省几乎没有重工业，

轻工、纺织业也很落后。建国以后，钢铁、煤炭、采矿、冶金、石油，化工、电力，机．

械、电子、制糖、造纸等工业蓬勃发展，其中不少轻工业产品在全国以至在国际上亦有一

定的地位。

广东交通发达，虽然铁路不多，但京广线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广九、黎湛线亦非常重

要。海运和内河航运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公路交通是我国最发达的省(区)之一，省内绝．

大部分区、乡都可通汽车。航空以广州为中心，有航班通往国内、省内许多重要城市和香

港，还有国际航班通往一些友好国家。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简况

据记载，1868—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来华考察时曾到韶关、英德一带调查，著

有c中国》一书。1914年，日本人野田势次郎到中国考察，曾到北江、东江、西江流域作过

路线地质调查，著有《支那地学调查报告》一书，这些文献是广东近代地质工作的最早记

录。

1927年，冯景兰、朱翱声到粤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著有譬广东曲江、仁化、始兴、

南雄地质矿产》一文。1928年，朱庭祜、张会若到乳源、曲江、乐昌一带，张会若、朱翔

声到英德、翁源一带，冯景兰、张会若到英德至韶关的铁路沿线，王镇屏到乐昌狗牙洞一

带作路线地质矿产调查，写有调查报告。1929年，张席裎到西江沿岸，李学清到三水、高

要、高明、鹤山、新会、台山一带，李殿臣到雷州地区，李承三到海南北部作地质调查，

均著有地质调查报告。

30年代，李承三、哈安姆、古力齐到广州近郊，徐瑞麟到北江沿岸及广九铁路沿

线，乐森碍到梅县，蕉岭，徐瑞麟，蒋溶到西江沿岸，四邑o，两阳。地区，张席裎，t孙
云铸、章熙林研究郁南连滩剖面，朱森、田奇璞、王晓青到乐昌狗牙洞，王镇屏，蒋溶到．

廉江、化州，吴川，电白及信宜、罗定地区，李殿臣、王镇屏到遂溪、廉江，朱庭祜到东．

莞、宝安，张兆瑾到粤北地区，徐克勤、丁毅到赣粤交界，高平到兴宁、紫金，张伯辑，

方瑞濂到中山大霖作地质调查或矿点踏勘，相应著有调查报告。他们创立了许多地层各

O为开平，台山、新会、恩平四县的统称。

9即阳江、阳春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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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划分了不少地层单位。1927至1939年，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是广东地质调查工作的

一个重要发展时期。1939年，李四光的《中国地质学》概括了广东某些地质调查成果。

40年代，莫柱荪，杜衡龄到连县，陈康到连县东陂，陈励刚、马祖望到海南岛石碌，

田独，张伯辑、刘适隆到曲江，张伯辑、刘毓初到兴宁、五华、平远、潮安，陈国达到茂

名盆地，周仁沾，陈君拔到澄海、揭阳、普宁等地作地质矿产调查，穆恩之研究连滩剖

面，均著有调查报告。1945年，黄汲清曾用英文版发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综

合总结了前人工作成果，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地质文献，书中涉及了广东构造运动和构造单

元划分问题。 。
．．

建国以前，国内外老一辈的地质工作者在广东做了不少开拓性地质调查工作，积累了

不少地质成果，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当时历史

条件的限制，调查工作不可能做得系统而深入。

建国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地质工作蓬勃发展。50，年代初期，有省工业

厅和中南地质局所属的地质队伍，1956年以后，有地质、冶金，煤炭、地震、石油、化

工、建材、核工业及水利电力等部门所属的地质队伍，分别做了大量的地质矿产普查勘

探、水文工程地质以及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工作，发现和探明一大批矿床，为国家提供

了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同时亦积累了不少基础地质资料。

建国以来，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在广东做了许多地质科研工作，尤其是近几

年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诸如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冶金地质学院等在海南铁矿会战

所做的基础地质工作，南京大学、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对花岗岩及

其与成矿关系的研究J广州地理研究所对珠江三角洲形成和演变的研究，南海海洋研究所

对沿海第四纪地貌和新构造运动的研究，地质科学院和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对某些地层的

研究，省地矿局科学研究所对粤北泥盆纪的研究等都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基础地质研究

成果。 ·

广东全面系统的1：20万陆地区域地质调查是从1956年南岭区域地质测量大队成立开始

的，至1973年全部完成，历时17年。1：5万区域地质调查是从1960年开始的，60年代完成

3幅，70年代完成8幅(或地区)。

广东的1：20万区调工作，大致是以2kin的路线间距跑遍了广东陆地，加上1：5万区调

和专题研究的观测路线总长达260000km，观测点达260000个，测制的剖面总长9000km，

找到古生物化石近30000块，磨制岩石薄片近30000片，作了1700多个岩石样品的分析，获

得了约450个同位素年龄数据，从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性资料，在地层、侵入岩、火

山岩、变质岩和地质构造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使广东基础地质的研究程度大大

提高。

1958--1959年，根据区调成果编制了一套1：50万广东省地质图件，1960--1964年，按国

际分幅编制了一套l：100万地质图件，1966--1969年，重编1：50万广东省地质图；1972—1973

年，编了全国地质图集(1：300万)中的广东省部分，1974—1977年，新编一套1：50万广

东省地质图件，1979年，编了1：50万广东省构造体系图。上述图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起了

应有的作用。

三，编写本志的资料来源和编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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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本志的资料来源，主要以广东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历年来的区调成果为

主，即以1977年编制的1：50万广东省地质图及其说明书为基础，并收集了截止1982年(部

分至1984年)各单位的新资料、新成果，加上此次为编写本志而做的野外检查成果综合编

写而成。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有：海南岛部分地层，采用或参考了海南地质队、冶金934队

近几年的新资料，粤北泥盆系的划分，采用了省地矿局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粤中、粤

北中新生代地层的划分，采用或参考了地矿部第十二普查大队的新资料，第四系地质采用

或参考了广州地理研究所的划分方案，花岗岩类的成因类型，采用了杨超群的划分方案，

并参考了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及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变质岩类型的划分，采

用了董申保的划分方案；南海大陆架新生代地层使用了南海地质指挥部及南海石油公司的

资料，等等。因此，本志是一项大集体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的综合反映。

为完成本志的编写任务，广东区调队于1982年4月成立了编写组。1982年5—9月收集

资料，同年10月至1983年1月野外检查，8月提交设计书(含编写提纲)，1984年6月完成

第一稿，同年10月提供评审验收。编写工作是在局、队的领导下，在局副总工程师杨超群

和大队总工程师郭日恒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杨超群自始至终作了全面具体的技术指导，

确定和处理重大地质问题，审定编写提纲，并主审了全部文稿。本志项目负责人梁敦杰

(前期任大队副总工程师，后期任大队长)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全志文字的贯通工作。大

队地质科、三分队负责人许益民、傅叙、周国强先后协助做了大量组织工作。

本志全文除绪言．结语外共分6篇41章，彩色附图3张，插图342张，图版8版，附

表245张。各篇章的执笔人是：绪言，梁敦杰，第一篇地层，周国强、陈培权，第二篇火

山岩及火山作用，郭清福、周振林，第三篇侵入岩及侵入作用，许益民、徐庆登、朱白

朗I第四篇变质岩与变质作用，蔡木潮I第五篇地质构造，何淼祥，第六篇区域地质发展

史，梁敦杰I结语，周国强。主要编图人员是：地质图，蔡守康，谭健；地质构造图，黄

启贤，何淼祥，岩浆岩图，陈祖清、蔡守康、许益民、郭清福、蔡木潮。1：100万地理底

图由省局测绘大队负责编绘。该队还帮助了植字，照相，制版工作。

参加资料整理人员有：黄惠平、李有恒、吴永光、鲍玉麟、郭灿然、苏广信、陈远

光、姜广春。还有短期参加数据统计、文稿誊抄、复印、打字等工作的张和平、封铁、李

红玉等近20个同志。参加图件清绘的有：梁嘉璐、张仲民、谭永堂、袁芳芳、赵佩贞、黄

瑞情、丁玉香、’李宗厚、陈美娟、王楚芬、许文玉、黎炳炎以及湖南区调．队绘图室的同

志。

第一稿脱稿后由省地矿局组织了局、大队联合初步审查组，以杨超群为组长，郭日恒

为副组长共18人组成，对各篇章进行了全面审查，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提高本志质量

起了重要作用。为保证本志的质量，广东省地矿局聘请杨超群研究员．贺同兴教授，翁世

劫副研究员、任纪舜副研究员，丘元禧副教授，钟铿高级工程师、刘公民工程师，吴继远

工程师，饶家光工程师，南颐工程师、秦炳生工程师，张显球工程师为各篇章和附图的评

审员，专家们作了具体指导，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有的还一起到野外进行了现场考察，

对提高本志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o 60年代称广东省地质局区域地质铡量大队．包括761队、762队、763队、764队，70年代称广东省地质(地

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以下均简称广东区调队



1984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的指导下，由广东省地矿局主持，邀请评

审员以及省内外有关单位、地质出版社及五四三厂的代表进行了评审验收。之后，作者根

据决议书精神和评审员意见修改定稿。由梁敦杰、岑汝河、潘洪彪，王宝琛进行了统稿，

同时由岑汝河，蔡守康，张廷业、胡粟芳等开展了出版编辑工作。

本志文字部分的责任编辑是岑汝河，三大附图的责任编辑是蔡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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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层

第一章 概 述

广东地层发育，自上元古界至第四系均有出露。其中海域除近岸部分岛屿外，几乎全

被沉积岩所覆盖。全省地层占陆地总面积的65％，沉积建造类型复杂，赋存各类沉积矿

产，尤其是海域油气藏远景较大。

广东的地层研究始于本世纪的2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大部分地层已划分到

组、段，共建立了130多个地层单位(表1)。其中下奥陶统新厂组及下志留统连滩组是我

国含笔石地层比较典型的剖面，南雄盆地的下第三系古新统是华南地区的典型剖面。它们

一直受到国内外地层古生物学家的重视。

广东跨两个一级地层区，即华南地层区及南海诸岛地层区。以海南岛南部的九所一陵

水大断裂为界，分别相当于华南褶皱系及南海地台两个大地构造单元，经历了迥然不同的

发展阶段。

华南地层区，包括广东大陆、近岸岛屿及海南岛的大部分。上元古界为浅海类复理石

碎屑岩建造，以夹多层变质火山岩为特征。沿复式背斜的核部，出露于粤西北区的连山鹰

扬关、粤西区云开大山、粤东北区的梅县、和平九连山等地。下古生界寒武系八村群及陀

烈群，以类复理石碎屑岩为主，局部夹碳酸盐岩类。在粤北及粤中区，奥陶系下中统为笔

石页岩相，中上统为类复理石碎屑岩建造，粤西区则以含壳相化石的碎屑岩为主。志留系为

半深水笔石页岩相沉积。上述地层组成华南褶皱系的基底。上古生界岩性及岩相变化较大、

总的特点是海浸由西北向东南扩大。泥盆系中、上统以陆相一浅海相碎屑岩为主，于粤北、

粤西、粤中区见碳酸盐岩沉积。石炭系及下二叠统下部以浅海台地相碳酸盐岩为主夹海陆

交互相及浅海相碎屑岩。上二叠统以海陆交互相含煤碎屑岩为主，具准地台型性质。下中三

叠统，在粤北区为浅海碳酸盐岩沉积过渡到滨海湖泊相碎屑岩，粤中区以碎屑岩为主，而海

南岛北部的九曲江组为内陆盆地相粗碎屑岩，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于华力西期混合岩之

上。印支运动开始了广东大陆以断陷为主的发展阶段。上三叠统以明显角度不整合覆于下

伏地层之上，粤东区艮口群以浅海一滨岸相碎屑岩为主，局部夹火山岩，粤中及粤北区为

海陆交替含煤碎屑岩，粤西区小云雾山群为陆相含煤碎屑岩，沿断裂带呈串珠状分布。下

侏罗统金鸡组以海相碎屑岩为主，桥源组为海陆交互相，局部夹火山岩。中侏罗统漳平组

为湖泊相红色碎屑岩沉积，普遍含火山凝灰质。粤北区中侏罗统马梓坪群(?)以山间盆

地相粗碎屑岩为主。上侏罗统高基坪群分布于粤东地区，为巨厚的陆相火山碎屑岩及熔岩

堆积。白垩系及第三系，除珠江口及北部湾盆地外，普遍以陆相红色碎屑岩为主夹多层火

山岩及膏、盐沉积，近海见滨岸沼泽相及海相含油页岩沉积。第四系除海，陆相碎屑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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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l广东区域地层简表

地层分区 华 南 地 层 区 南海诸岛地层区

灯笼沙组(Q∥)

全
现代河漫滩 现代潮坪

鸟 类层

万顷沙组(Q·∥) 雷虎组
新 礁 灰岩

统
横栏组(Q·五) (9‘，)

第 冲洪积I级阶地 海积I级阶地 珊瑚贝壳层
三角组(Q‘，)

’、，-^，、，、，、^_^，、，、，一

礁灰岩火山角砾岩

西南组(Qsx)

畔＼(03序)

上 冲洪积Ⅱ级阶地 海积Ⅱ级阶地四 更 石排组(Q3sh)
新

新 统
冲洪积Ⅲ级阶地 ? 海积Ⅲ级阶地

系

中更
新统 冲洪积Ⅳ．V级阶地 北海组(Q6) 石卯岭组(Q2sh) 碹 灰岩

下更
新统 大台组(QId) 湛江组(QIzh) 胭脂岭组(Qxy) 礁 灰岩

上 高棚岭组(N29) 莺歌海组 永兴组
新 万山组(N2wn) 望楼港组(N2∥)
统 老虎岭组(N21) (N2y) (N2yu)

生
上 佛罗组 黄流组

粤海组(Nly) 灯楼角组(N1d)
第 由 尚村组(Nlsh) (Nil) (N T hg)

目

=
角尾组

长
梅山组

德
‘_●

新 韩江组(Nlhn) 组系 (N1i) 坡
组 (Nlm)

统 (Nixn)黄牛岭组(N Lh) 下洋组 三亚组
珠江组(Nlzh)

(Nleh)
(N1，) (Nl，)

界 渐 涠洲组 长昌组 陵水组
新 珠海组(E归^)
统

油柑窝组 丹霞群
(Esw) (E3ch) ‘(E3Z)

下

始 (E．sy) (＆．耐口) 华涌组(E2h)

第 流沙港组 昌头组

新 宝月组(E2by)
(E2Z) (E2f石)三 统

旆心组(E26) E
系

古 罗佛寨群(E1．d／)
新 莘庄组(EtJ) 长流组(Eivh)
统

自
上 闸江群 南雄群 大蝴山组(K彳) 报万群

叶塘组(K2y)
Ks

● 统 (K2zhi) (K2行撑) (K26∥)

垩

中 下 罗定群 百足＼白鹤洞组 合水组 官草湖群 鹿母湾群＼临高组
系 山群＼

!12：．＼(摹12一
●‘‘

统 (Kl以) (K16。)＼(Kxb) (Ki再) (KlF露)

‘，、，■^，、，一 一～’生
上统 高基坪群(J39t) J。

界 侏 ●
’-，-，■1～ ‘√、，、，L，k^01√、，、^，

中统 马梓坪群(凡mz) 漳平组(J踞^)

罗
桥源组(Jl。)

系 下统

金鸡组(Jl，)



续表1

地层分区
。

华 南 地。1 层 区 南海诸岛地层区

申

生

界

上

一古

生

界

下
古
生
界

元
古
界

三

叠

系

叠

系

石

炭

系

出

统 小云雾山群(T·秒) I 艮口群(T39n)

黄坌群(T拍一)

统 大冶群(Tidy)

上

统

下

统

由

麻田组(P2mt)

九陂组(P2D
梅田组(P2m)

长兴组

(P矿五)

圣堂组I
(P2“n)I

沙湖组I
l

(P?shh)I
⋯⋯．一_J

大隆组

(PId，)

翠屏山组

(PF)

水竹塘组l 4东组’(P，J)

(P2sh)I 格顶组(P：g)，

谷田组(itg)

茅口组(Plm)

童子岩组(P，l，

山组(Pt∥)

九曲江组(Tl，)

南龙组(P，^)

江边组

(Pt／)

栖 霞 组

船 山 组(C。以)

鹅顶组(P,ed)

峨查组(Pte)

光片山群

黄 龙 组(c2五)

壶天群

(C2．曲j)

下

统

铡 水 组(clf)
女1im

石 磴 子 组(clsh)
((’l=五)

刘 家’塘 组(cz，j)

大潮组
盂公坳组(Clm) 龙江组

(Ctd)
邵东组(cl，) (Cl，)

(C2·sen)

一?⋯⋯石岭组(CI拍Z)-_-～—，、，、√、J‘-，一
青天峡组(Clq)

一?⋯⋯
南好组

(cI神

泥

盆

系

志
留
系

一
奥
陶
系

上

统

‘榴江组”

(D3，)

融县组

(D3，)

锡矿山组

(D杯)

大乌石组

(D耐)

余田桥组

(D3，)

春湾组

(Dl拍)

双头群

(D3拍)

由

统

一
下

统

东岗岭组(D矗)

信都组(DvO

贺县组(Dr^)

岭下群(Ssln)

棋子桥组
(D2日)

桂头组

(胁譬)

『鼎湖山群

f(Dv,dh)

l，一何而j

文 头 山—(S2—w)
下统

由

滩 组(slf)

三尖群(02．·sn)
龙头寨

页1F琢
下黄坑

群(02．3ln)

组(020h)

组(olxh)
缩尾蛉群(olf口)

组(0Ir)

寒
武
系

中统

下统

八 村 群 (ebe)

t

岳岭群

(o--syO

t

陀烈群

(etl)

震且系
乐昌峡群(Z2lc)

扈扬关群(Ztyn)
云开群(Zyu)

抱板群

Z6占

誊唆缉5Q乏2
沙塘组(02s)

牙花组(Oty)

盔基茎!量型±!．
⋯太董馥!蔓丝型蔓⋯

Z

注．各地层单位的接触关系-——整合接触J⋯⋯平行不整合接触，——角度不整合接触或喷发不整合接触J
⋯⋯⋯．接触关系不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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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巨厚的海相礁灰岩沉积，厚达4000m。

生界

物组

的浅

第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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