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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J▲ 蔓．

日U 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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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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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

料和其他地质工作成果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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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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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为地质矿产部八十年代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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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各省、市、自

治区地质矿产局负责本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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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区域地质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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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有实际资料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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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贡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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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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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

陕西省(简称陕)位于中国的中部，东径105。297至111。157、北纬31‘407至39。357之

间。南、北分别与四川、内蒙古两省(区)接壤，东、西分别与山西、河南、湖北及甘

肃、宁夏等省(区)毗邻。全省面积195800km2。
“

陕西地形的总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o。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南部为陕南秦岭巴山

山地(简称陕南秦巴山地)，中部为关中盆地。地势由西向东倾斜。
一

陕北黄土高原南界。北山”，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主要组成部分，海拔为900—1500m。

高原北部为毛乌素沙漠，中南部在原、粱、峁及沟壑等黄土地形背景上，有白于山、子午i

岭、黄龙山等，海拔1400—1800m；高原西南缘的陇山为六盘山余脉，东与。北山”相连，

南抵渭河峡谷与秦岭山脉相峙，海拔1200—2400m。。北山”泛指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盆

地过渡地带的一系列山丘，如岐山、钻天山等，海拔1200—1651m。高原内较大的河流有

无定河、延河，洛河，泾河等，由西北向东南注入黄河及渭河。黄河由北而南流经陕北黄

土高原与晋西高原山地之间，是黄河中游的峡谷急流地段，其中有著名的壶口瀑布及龙门

峡。
‘

关中盆地东西长约360km，南北宽约30—60km，俗称。八百里秦川”。渭河横贯盆

地，东入黄河，河槽地势低缓，海拔322--600m。渭河南，北两侧地势，由一、二级河流

阶地到高出渭河200—500m的一级或二级黄土台原，呈不对称阶梯状增高。

陕南秦巴山地的地势结构为两山夹一川。陕境的秦岭走向近东西，是秦岭山系的骨

千，北陡南缓，巍峨壮丽，海拔1500—3000m。主脉分布于北部，海拔2000m以上的山峰

连绵矗立，构成中、高山地形，为黄河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岭。太白山海拔3767m，

为秦岭主峰l华山海拔2083m，素以。断崖千尺，雄伟非凡”著称。由太自山往西分

南岐山、凤岭和紫柏山三支南下，太白山至洋县闻山峦叠嶂，俗称。九岭十八坡”，太自

山往东至商洛山区，山势结构如。掌状”，向东、南分成嶙岭、流岭、鹘岭一新开岭等支

脉。秦岭北陡南缓的山势，导致北坡溪峪短急，较大者为黑河、津峪、灞河等I南坡诸水

源远流长，除嘉陵江由北而南直入长江外，其余褒河、滑水河、子午河、旬河、金钱河、

丹江诸水均南入汉江；分隔秦岭主脉和小秦岭的洛河由西而东注人黄河。川、陕问的大巴

山、米仓山呈西北一东南走向，一般海拔1500—2000m，长约三百余公里，最高峰化龙山

海拔2917m。大巴山、米仓山北坡有牧马河，任河、坝河诸水依势北入汉江。汉江横贯秦

岭、巴山之间，源于紫柏山和米仓山西端。勉县武候镇至洋县龙亭铺之间为汉中盆地，

长约lOOkm，宽5--25km，海拔500--600m。龙亭铺以东汉江穿凿基岩形成洋县一石泉大峡，

谷，著名的黄金峡即在大峡谷的西段。向东过安康入湖北境内，于汉口注入长江。

陕西的地貌景观，无疑是中生代以来地壳构造运动的综合反映。

陕西为内陆省，南北狭长，兼有我国南，北气候带的特征。陕北北部届温带；陕北南

‘·————-—-———-—————。————-—-—-。。一

。陕西省地图集(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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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中盆地、秦岭南坡海拔1000m左右以北地区属暖温带；南部其余地区属凉哑热带。

总体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暖干燥，夏炎热多雨；秋凉较湿润，冬千寒。全省年平均气温

5·9—15·7℃。一月平均气温最低，为3．5一一10．2℃，极端最低气温一32．7℃，七月平均气

温最高，除高山区外为20．o一27．7℃，极端最高气温达41．O一43．4℃。全省年降水量340一

1240mm，南多北少。六至九月为雨季，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为千季，四至五月和十月为干

湿过渡季节。7 t ；

本省有多种植被类型，可划分为草原地带，落叶阔叶林地带及含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

叶林地带等三个植被地带和若干植被亚地带。草原地带位于陕北长城沿线以北，属内蒙鄂

尔多斯草原的南部，以沙生植物为主。落叶阔叶林地带位于长城沿线以南至关中盆地，属

’于华北植物区系的西段。其中，陕北为黄土高原森林草原亚地带，主要植被为旱生灌木及

草本植物，乔木有油松、侧柏等，农作物以谷物为主，关中盆地为栽培落叶阔叶林亚地

，‘带，主要栽培植物为杨、柳、果木等，农作物以谷物、棉花为主，为陕西的主要农业基

地。陕南秦巴地区属中国南，北植物区系的过渡区，为含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叶林地带。其

中秦岭北坡由上而下具有高山灌丛草句带、针叶林带、桦木林带及松栎林带等垂直分带现

象；秦岭南坡及巴山北坡为常绿阔叶j落叶阔叶混交林亚地带，主要植被类型为含常绿乔

灌木的松栎混交林；汉江谷地及其两岸属常绿阔叶林亚地带，汉中，安康、西乡等盆地盛

产稻谷。，

陕西省地处我国南北和东西地质构造的枢纽地带，包含中朝准地台、秦岭褶皱系

及扬子准地台三大构造单元。地层出露齐全，岩浆活动强烈，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丰

富，是研究中国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及矿床学等学科的良好地区之

一，在中国地质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外地质学者所瞩目。据记载，陕西的地质工作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至今有百余年的历史。按调查性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初期调查阶段(1866--1949)：早期涉足陕西的是德国人F．V．李希霍芬(F．V．R扣

chthofen，1866)、奥地利人L．洛采(L loczy)和匈牙：利人斯戒义(Szechenyi，1877—

4880)、俄国人B．A．奥勃鲁契夫(B．A．06pyqeB，1893)、美国人B．维理士(B．willis')

和E．布拉克威尔德(E．／31aclcwelder，1903)等国外地质学家，均系局部路线地质调查性

质。其中F．V．李希霍芬首先注意到宝鸡至凤县间的变质地层，称“秦岭片岩一，认为可

与。五台系”和。泰山系”对比，划归太古界。B．维理士和E．布拉克威尔德，把秦岭北

坡周至县黑河一带的变质地层称。甘峪湾片岩”，也认为属太古界，其上的地层谓之。黑

水系”，划归古生界，并将大巴山至长江峡谷地区震旦纪至志留纪地层分别视为寒武奥陶

系。鸡心岭灰岩”和志留系一下石炭统。新滩页岩”。随后，主要是我国的一批地质学家

陆续在陕西进行了路线地质调查。其中，李捷、朱森(1928)曾在鄂、陕交界的武当山、

大巴山地区首次找到了志留纪化石，确定了该区志留系、前震旦系。武当片岩量等地层“】·

．赵亚曾、黄汲清(1931)第一次较系统地划分出秦岭北坡的‘旧寒武前纪秦岭系”和广义

的。秦岭地轴”，秦岭南坡震旦一奥陶纪。柞水系”、志留纪。石瓮子灰岩”、泥盆纪。古

道岭灰岩一和。疙瘩寺板岩”、石炭纪。略阳灰岩”、石炭=叠纪。镇安系”、=叠纪“草

凉驿煤系”以及汉中梁山奥陶纪。直角石灰岩”、。艾家山页岩”、。汉南杂岩基”等地层、岩

石和构造单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吕翕声(1938)，李均衡(1940)，曹士绿和韩影山‘窖

等，在秦岭南坡进行了较广泛的矿产地质调查，对区域地质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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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豪㈨，杨敬之和谷德振∞，黄懿邸J、张伯声‘口及叶连俊和关士聪‘83等，经路线地质观

察，分别指出米仓山广泛发育着下古生界和二叠系、三叠系等地层，初步确定了前震旦纪

。火地垭系”、。结晶片岩”和。汉南杂岩”，以及陕、甘、川交界震旦一志留纪。碧FI系”

等地层和岩浆活动。与此同时，不少中、外地质学者围绕煤、石油等能源矿产，对陕北地

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先后有B．A．奥勃鲁契夫(1893)，日本的大壕(Otsuka)

和佐滕弥市郎(Yaichiro sato，1907)、法国的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930)，我

国的杨钟健(1930)、斯行健和潘钟祥(1925一1936)，赵国宾(1931)、王竹泉和潘钟祥

(1934)以及美国的A．W．葛利普(A．W．Grabau，1940)等。其中赵国宾对陕北的寒武

系、奥陶系和石炭系曾有较早的描述。王竹泉，潘钟祥首先发现了陕北的侏罗纪和白垩纪

化石o】，潘钟祥确立了白垩纪“保安系M1们。

上述中外地质学家均为陕西地质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全面调查阶段(1950--196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发展，陕西的地贡、矿产工作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地质、冶金、煤炭、石油、化工．核

工：建材等部门的地质工作者，先后在陕西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地质普查和矿床地质勘琛

工作，相继发现和探明了一批工业矿床，使陕西的矿产资源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作

证明，陕西省是一个以钼、金、汞锑、铅锌和煤、磷、硫、重品石、石油、天然气等为特

色，矿种较齐全，矿产资源较丰富的省区之一。有关部门还较系统地开展了中、大比例尺

的区域地球物理和区域地球化学探矿工作，提供了大量找矿信息，为研究陕西的区域地球

物理场、地球化学场和深层地质构造提供了较充分的资料。

1956--1969年，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在东经104。至113。、北纬32。至35。207，包括

陕南、关中、豫西、鄂西北．、川北及甘南等地区，系统地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以

下简称区调)工作，先后完成30．5个图幅的区调任务；同时，石油、煤炭等部门所属地质

单位，先后在陕北、关中地区开展了以找矿为主的1：20万区调工作}有关科研、教学及其

他部门的地质工作者，对某些区域性地质、矿产问题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工作。从

而完成了全省的区调任务，获得了大量实际资料，填补了大面积地质空白区，全面地提高

了陕西的地质研究程度，提供了一批地质科研成果和可供普查或勘探的矿产地及找矿线

索，为进一步开展1：5万区调、系统总结和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合研究与l：5万区调阶段(1961--1982)：陕西区调队自1960年结束陕南地区1：20万

区调工作之后，即陆续开展了综合研究与系统总结工作，先后编写(制)了《秦岭地质志》

(1960)、《东秦岭地层》(196"／)、1：50万东秦岭地质图(1969)和西秦岭地质图(1973)。

与此同时，地质部第三石油普查勘探大队和石油工业部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曾编制有陕北

地区中、小比例尺石油地质图集(1964)，编写有陕北、关中地区的石油普查地质报告(1974，

1977)，煤炭系统也对渭北煤田编有中、大比例尺地质图及相应文字总结。1975—1977年，

由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三石油普查勘探大队和陕西区调队等单位，共同撰写了《西北

区区域地层表(陕西分册)》。1976--1980年，由我局组织，以陕西区调队为主，陕西省

。现称陕西省地质矿产局，简称陕西地矿局。

9陕西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简称陕西区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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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地质勘探公司、地质部第三石油普查大队，长春地质学院、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安地

质学院，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地质力学研究所及我局地质，物探等单位协作，对1978年

以前陕西的区域地质，矿产(铁、铜、磷、硫为主)成果，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编制了

比例尺为1：50万的陕西省地质图，岩浆岩分布图，构造体系图，构造体系与矿产分布规律

图，铁，铜、磷硫矿产分布与找矿远景图等一套图件，相应编写了这些图件的说明书和一

些专题研究报告，与此同时，由局主编的1：50万陕西省构造体系与地震震中分布规律图及说

明书也相继完成。我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编制了全省l：50万水文地质图、关中地区1：20‘

万一套图集等，物化探队编制了全省1：50万航磁(△丁)等值线平面图，综合研究队编制

了秦巴地区l：50万地球化学图等，其他兄弟单位也编制了所属工作区的中、大比例尺地质

图、矿产图等综合性图件，有的还编写了相应的说明书或总结报告。1980年始，我局区调队

又陆续完成了陕西省断代地层总结的大部撰写任务和某些地层的专题研究任务，并进行了

l：20万图幅修测的准备工作。‘

1961年以来，我局区调队等单位，在成矿有利地段相继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

作。截止1982年已完成14．5个图幅的调查任务。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地层古生

物、岩浆岩、变质岩、地质构造及矿产等方面，也作了大量区域性综合研究工作。

通过上述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陕西的地质矿产研究程度，取得了较大进展。诸如建立

了陕西的地层系统，进行了地层区划，划分了沉积岩、岩浆岩、变质岩的岩石类型及岩浆

括动、变质作用时期，从不同的大地构造学观点划分了陕西的构造单元；对陕西的主要矿

产(尤其是反映本省特色的矿产)进行了成矿区划和某些矿产形成条件的分析，指出了成

矿远景和找矿标志。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和科研成果。

o陕西省区域地质志》就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的

要求及安排，由陕西区调队进行编写的。工作始于1982年4月，至1984年完成供审稿，1985

年6月经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和本局组织审查评议。编写《陕西省区域地质志'

的目的，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地质找矿、科研、教学提供系统的区域基础地

质资料，一同时，便于国内外地质学者系统了解陕西省区域地质全貌，以利于省际、国际间

的地学交流。
。

本。志”使用的资料，是以1：20万区调成果为基础，广泛收集和参考了本局和其他系

统、科研、教学等单位的有关地质成果。因此，它是全省广大地质工作者和国内有关单位

地质工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资料利用时间，一般截止于1982年9月。

‘陕西省区域地质志》，是在陕西省地质矿产局总工程师尚瑞钧、局科学技术委员会顾

问阎廉泉、局科技处处长壬友文、主任工程师方永安和陕西区调队总工程师卢一伦的指

导下进行编写的。由张二朋任主编，陈书铭、陈榕任副主编，陈书铭，陈榕、史秉德、

鲜于开梅、姚恒兴和李天夏编写绪言及第一篇地层，徐怀艾、张兰芳、郭丕康和崔志忠编

写第二篇沉积岩，严阵、张海军、黄云玉、徐玉武和滕人林编写第三篇岩浆岩I高洪

学、谢茂祥和张维高编写第四篇区域变质岩，孔繁宗、王振东和刘克全编写第五篇区域地

质构造I张二朋编写第六篇区域地质发展史及结语，张承智审核区域地质构造篇的区域地

球物理场特征；张素珍、曹玉锁，常桂琴，刘弗言、张合友、侯福成，李俊敏、许全

成．宋志卿、万兆发，霍向光，沙亚州、孙民生、张福祥，李维钧，刘雁，汤亚琪等，编

制各类图、表及文字誊抄工作，区调队出版分队负责本。志”附图1：100万陕西省变质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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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编稿原图和1：100万陕西省地质构造图编稿原图的编制，插图、表的清绘及有关出版工

作，测绘队负责l：50万及l：100万陕西省地理底图的编制，1：50万陕西省地质图编稿原图的

编制及出版清绘工作。本“志”第一篇由陈榕、史秉德，马润华审核，第二篇由陈榕审核，

第三篇及第四篇由陈书铭审核，第五篇及第六篇由张二朋审核，摘要由陈书铭审核，全

。志”由张二朋审定。摘要的英文翻译为金同安、丁培榛，杨宗镜、陈志、程淑兰、夏祖

春、李行及冯益民，附图及主要插图、表的英文翻译为方永安、朱伟欣、韩湘涛，由谌义

睿统一校核。编著过程中，区调队领导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管理，有关科室作了积极的配

合。因此，这是一项集体劳动成果。 ．

以程裕淇为首的评审委员会和评审员王鸿祯、董申保、郝诒纯，孙殿卿、刘宝瑁、胡受

奚、沈其韩、姜春发、李先梓、安三元、高焕章、耿树方、尚瑞钧、王友文、方永安等学

者、专家，对本。志”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参加评审的代表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董申保，

贺高品、张寿广和姜春发、高焕章分别对变质岩和地质构造进行了具体指导，肖序常、任

纪舜就所求教的重要地质问题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梁玉佐曾亲赴现场鉴别和详细鉴定了宽

坪群等地层的叠层石I编写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笔者在此一并致以

深切的谢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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