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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本书是对贵州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是一部综合性的地质专著．全书除绪言和结语外，

分为地层·沉积岩和沉积作用．火成岩，地质构造及区域地质发展史等五篇，‘志)力求突出贵州区域地质的特

色及规律。全书共百余万字，有插图267幅，插表134张，图版10帧，并有英文摘要和1：50万贵州省地质图，

l：100万贵州省地质构造图两幅彩色附图。本书可供从事区域地质，普查勘探、地质教学，地质科研的人员以

及国民经济有关部门参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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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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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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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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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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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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贵州省简称贵或黔，地处祖国西南腹地，属云贵高原的一部分，或称贵州高原，面积

1 7，万余平方公里，是我国沉积矿产丰富的省(区)之一。她以地层发育齐全，生物化石丰

富、碳酸盐岩分布广泛和岩溶景观奇特闻名于世。

贵州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约1000m，地势西部较高，自中部往北、东、南三面下降坡

度陡峻，是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一部分。西部高原除赫章、威宁一带相对较平
。

坦外，一般高原面比较破碎。苗岭为高原中部山地的主体，岭谷起伏，但脉络不甚明显，

山问小型盆地和宽谷较多，乃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I南部和中部是碳酸盐岩的主要分

布区，景观奇妙多样，洞穴颇为发育；黔北的大娄山和黔东北的武陵山，均以陡急的北坡

下降到四川盆地。本省河流多为典型的峡谷河流，中上游河床深切，岸壁陡峭，多瀑布、

暗礁和险滩，水流湍急。通航者主要是乌江，赤水河、清水江和都柳江之下游或中下游。

黄果树瀑布位于北盘江的支流打邦河上游，宽81．2m，落差66m，是我国著名的大瀑布。

贵州省的交通有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的川黔、湘黔、贵昆和黔桂4条铁路干线，以及

以地州市县为中心的公路网，全省80％左右的乡镇通公路。交通较为方便。

贵州地处北纬25。一29。之间，主要为亚热带气候，湿润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

季不甚分明。据历史气象资料，一月份平均气温4—9℃，南部的罗旬，北部的赤水河谷在

10℃以上I七月份平均气温20一27℃，由西北部向南部，东北部和北部河谷递增。全年无

霜期7—10个月。年平均降雨量1000mm左右，一半以上集中于夏季。

贵州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汞，煤、磷、铝，锰、重晶

石和大理石等矿产和水利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植被资源和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

是振兴贵州经济的有利条件。只要充分发挥上述资源优势，贵州四化建设是大有希望的。

贵州的植被资源丰富，主要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但由于贵州的地形起伏较大，气

、 候分异明显，生态环境复杂，故植被分布因地而异。自东而西，植被类型由我国东部区系

的湿性常绿林，逐渐过渡为西部区系的偏干性常绿林。自南(或南东)向北西，地带性的

植被由南亚热带的河谷季雨林，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向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合林演

变。南部局部干热河谷则为干性稀树草地。在高原区海拔较高的构造侵蚀山地，因生态环

境的垂直变化，导致植被类型在基带上的垂直分异，并有不同的植被垂直组合。

贵州地质调查的历史较长。早在本世纪初叶，即开始零星的地质工作。丁文江(1914)

在黔西、滇东地区作路线地质调查时，称威宁地区的石炭纪地层为威宁系。本世纪二十年

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乐森碍、丁文江等对黔北的早古生代和贵阳附近中生代地层进行

了调查，并建立了一些地层名称。三十年代初期，丁文江，俞建章等对黔南地区的泥盆系

和石炭系进行了研究，所建立的地层名称及珊瑚化石带，奠定了上述地层划分的基础。三

十年代中期，王日伦等在黔东南及邻区进行路线地质调查，创立下江系一名，并肯定南沱

冰碛岩的存在。四十年代初期，刘之远，尹赞勋和卢衍豪等初步建立了黔北地区早古生代

的地层系统，并对三叠纪地层进行了划分和命名。大致同时，许德佑、陈康等对黔西南的

I



三叠系进行了较详细的划分，为该区中、下三叠统的分层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贵州地质事

业创业者之一的罗绳武先生，自三十年代初起即在贵州大部分地区进行过大量的地质矿产

工作。四十年代后期，贵州省地质调查所编制了1：50万贵州省地质略图等。这些对贵州省

地质工作均起了奠基作用。李四光教授(1939)和黄汲清教授(1945)在其专著中均对贵

州的地质构造特征有综合论述。四十年代初，李四光教授还研究了贵阳乌当洛湾第四纪冰

川。对于贵州的火成岩，1932年罗绳武等在纳雍调查铜矿时曾对该地的峨眉山玄武岩进行

过研究，1937年在梵净山进行矿产调查时，报导过该区的火成岩。三十年代中期，壬曰伦

在黔东南进行路线地质调查，曾描述过镇远和黔桂边境的部分火成岩体。1942年，赵家骧

对贵州西部的峨眉山玄武岩有较详细的描述。

，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地质调查工作多是零星而又不够系统的，并侧重于地层方

面。尽管如此，这些工作属于奠基性的，有的至今仍有较大的意义和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适应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需要，我省的地质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短短几年间，地质、冶金、煤炭、核工业和

建材等部门的地质队伍，先后在贵州进行有关矿产的普查找矿和勘探工作，发现和探明了

一批矿产地及工业储量，填制了相应的大中比例尺图件，使我省地质研究程度有了明显的

提高。

1958年，贵州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成立，开展了全省范围内的1：20万区域地质调

查(简称区调，下同)。经过23年的努力，于1981年胜利地完成了全省的区调任务。在地

层、古生物、沉积学、火成岩和构造等方面都获得了大量而丰富的资料，并有不少新的发

现和进展，大大地提高了贵州的区域地质研究程度。在区调工作的后期，特别是1978年以

来所进行的全省性的基础地质和应用基础地质研究，把我省区域地质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

平。如贵州地层古生物工作队编著的贵州各时代地层总结o，《西南地区区域地层表贵州分

册》和《西南地区古生物图册贵州分册》(1978)，l：50万贵州地质力学编图，l：50万贵州

省地质图囝等。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现代地球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新学术观点的渗透和影响，区

调队运用多重地层划分的概念，研究了我省一些重要的地质年代界线(如震旦系一寒武系、

寒武系一奥陶系、泥盆系一石炭系、石炭系一二叠系和二叠系一三叠系界线)I用现代沉积学

的理论，研究贵州有关时代的沉积环境或岩相古地理，运用地质历史分析和板块构造观点

研讨贵州的地质构造等等，均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与此同时，有关地质科研和教学单位，以及其他地质队伍，在贵州作了大量地质研究

和矿产普查勘探工作，对提高贵州的区域地质研究程度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罗绳武教

授对贵州大地构造特征的总结(1959)，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对显生宙若干

时代的生物地层研究，地质部第八普查勘探大队对贵州古生代地层的划分，沉积相的分析

和地质构造的研究，北京地质学院殷鸿福等对贵州三叠系的研究(1962)等等，都有较大

的影响和作用。

上述工作，为全面总结贵州区域地质特征和编制《贵州省区域地质志》创造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

O内刊，1979，资料保存在贵州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e贵州区调队，1981，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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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贵州省区域地质志》(简称《志》)是根据地矿部有关文件精神，由我局责成区调队负

责编制的。1982年9月提交《志》的设计书。之后，对一些重要地质问题作了必要的野外调

查，随即转入资料搜集整理、综合分析和成果编制。《志》的编写，以当代地球科学中的一

些新的学术思想为指导，力求突出贵州区域地质特色，并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和有所

提高。1984年10月，贵州省地矿局聘请了李春昱、池际尚、杨遵仪、路兆洽、刘宝瑁、项礼文，

陈晋镳、侯鸿飞、殷鸿福、王荃、曹照垣和江能人等评审员，对《志》进行了认真的评审．

陈克强、田玉莹，伦志强、汤汉章和张庆文等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并同意予以公开出版：

《志》所引用的资料，是几十年来在贵州从事地质调查的无数地质工作者，特别是区调

队员辛勤劳动的结晶。《志》本身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在整个编制过程中，省地矿局总工

程师k塞垃焦I、何立贤曾多次进行指导和帮助，并得到国内一些著名的地质学家李春昱、王
鸿祯和刘宝瑶等教授的指导。编写的分工是：地层的第一章为王砚耕、秦守荣j朱顺才和

陈玉林，第二章尹恭正，第三章王钢和焦惠亮，第四章龚联瓒，第五章王立亭，第六章吴

祥和，第七章肖伟民，第八章董卫平，第九章廖能林，第十章壬克勇，第十一章林树基二

周启永和刘爱民执笔，沉积岩和沉积作用的第一章为吴雪华(不含石灰岩)，石灰岩及第

二章叶念曾，第三至五章桑惕和王立亭执笔；火成岩为王砚耕、郑启钤和凌长富执笔；地

质构造及1：100万贵州省地质构造图由何洪仁和韩宝智编制；区域地质发展史由陈毓遂执

笔；绪言和结语由王砚耕执笔；1：50万贵州省地质图由谢俊邦负责编制。全部文稿及图件

经刘裕周、魏家庸和王砚耕定稿。区调队所属各单位，特别是绘图室、制印厂，打字室、

科技档案室等为《志》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贵州省区域地质志》这部著作，倾注着区调队

全体同志的劳动，是团结协作的硕果。

贵州第一部区域地质专著还包含了为我省地质事业献身的老一辈地质学家，在贵州从

事过地质工作并给我们帮助和支持的各地质、科研、教学单位的劳动成果，我们谨向他们

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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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层

贵州的地层发育齐全，古生物化石丰富，素有。地层古生物宝库”之称。自中元古字

至第四系均有出露，海相地层的层序连续，赋存有丰富的煤、磷、铝、锰和大理石等沉积

矿产。随着现代地层学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四化建设的发展，贵州的地层工作将显得愈来愈

重要，其意义也更加明显。

中、晚元古宙以海相碎屑沉积为主，古生代至晚三叠世中期则是海相碳酸盐沉积占优

势，晚三叠世晚期以后则全为陆相碎屑沉积。按壬鸿祯教授的综合地层区划意见(1978)，

贵州省境内主要属扬子地层区，次为江南地层区。寒武纪至早二叠世为古地中海大区的生

物群(主)和澳大利亚一太平洋大区生物群，晚二叠世则为华夏植物群。

本篇参照多重地层划分的概念，分别对各断代进行了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和年代地层

单位等的划分，并论述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还按照界线层型的原理讨论了若干重要的高级

年代地层单位——系或统的界线。

11{{|11●{J●1●



第一章元古，字
’··’1

贵州的元古字主要分布在黔东和黔中，尤其在黔东大片出露。这套地层伏于寒武纪梅一

树村阶之下，时限距今约600—1400Ma。按全国地层委员会决议，属中、晚元古字(或称上

前寒武系)。地层组分主要是陆源碎屑岩，次为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少量碳酸盐岩，多属

陆缘海相活动类型沉积，大部分已变质为绿色岩系。自下而上分为两套岩群和一个系，阳

梵净山群／四堡群、下江群／丹洲群／板溪群和震旦系(表1)。

表1 贵州元古宙地层系统

hbl。l Stf^tigraphlc system of Proterozoic in Gu／zhou

第一节 梵净山群／四堡群

两岩群均是伏于武陵运动造就的不整合面之下的火山一沉积变质岩系，二者的层位桐

当，地层特征亦相似，同属中元古宙。

一、岩石地层特征

梵净山群和四堡群均主要由变质火山岩。和陆源细屑岩组成，其层序如表2·并分述

如后。

表z 梵净山群／四堡群层序

TAble 2跚ratigraphic-equence of Fanjialrshaa／Sibao Groups

魄岩 暗组

慧 崖 溪 组 四
上部

净
铜 厂 组

堡 ⋯⋯⋯⋯

山 回香坪组

群 塞妻髦鲁
群

下部

(未露底) 向金阿组 (未露底)

(一)梵净山群

出露在黔东北的梵净山区，面积约270km2．厚逾10000m。湘黔桂三省(区)．前寒武

● 对辉绿岩及超基性岩暂按区调队意见．，F为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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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地层工作组称其为梵净山组，划归下板溪群o。贵州区调队1974年改称梵净山群，建立

了层序(本文沿用)。

1．淘金河组 。

浅灰一灰色变余砂岩、变余粉砂岩，变余凝灰岩夹板岩与灰、灰绿色变质基性熔岩

(略有分异的辉绿岩或辉长一辉绿岩，个别有含长辉石岩)间互成层，以沉积变质岩为主．

分，3个段，：叶，·=段各为沉积一喷发岩，第三段为沉积岩夹熔岩。厚1025--1330m(未露

底)-．．以淘金河附近出露较好，(图1)。 ．： ⋯

： 一 。‘’南南西

余

图1贵州印江淘金河淘金河组实测剖面略图’
一

Fig·1 Schematic sectJob o，Taojinhe Formation in Taojinhe，Yinjiang,Guizhou。

．．，r

上覆地层余家沟组灰，深灰色变余砂岩，粉砂岩。

Ⅲ，。。÷、÷ ，：i’ 二二：南二。一整．台———‘。0 ：

掏金河组第三段 j。一。～ 厚506Ill
‘ lo．顶部浅灰色变余粉砂岩，中部浅灰色变余粉一细粒杂砂岩、变余凝灰岩及凝

灰质板岩组成lO--lOOcm之韵律，下部灰色粉砂质板岩。 73m

9．浅灰，灰色变余粉一细粒杂砂岩夹变余凝灰岩。 、
58 nl

8．灰，绿灰色变质辉绿岩，近顶部夹辉长一辉绿岩．
’‘。

259 Ill

7．浅灰，灰色变余凝灰岩夹变余粉一细粒杂砂岩。 118Ill

淘金河组第二段 厚852 m

6．灰，绿灰色变质辉绿岩，上部夹辉长一辉绿岩。
。 。‘’

187m

6．上部浅灰色变余粉砂岩夹变余凝灰岩，中，下部灰，深灰色变余粉一细粒杂

砂岩夹变余凝灰岩及板岩。
’

4．浅灰，灰色变余凝灰岩与浅灰至深灰色变余粉一细粒杂砂岩互层。

3．浅灰，灰色变余杂砂岩。

淘金河组第一段

2．浅灰绿及灰绿色变质辉绿岩。

1．浅灰、灰色变余粉一细粒杂砂岩夹粉砂质板岩。下与白岗岩侵人接触。

165m

228m

102m

厚>140Ill

131m

>12m

2．余家沟组

由变余粉一细砂岩、变余凝灰岩、绢云母千枚岩、板岩及变质基性熔岩等组成，分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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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所夹千枚岩及千枚状板岩具有特

辉绿岩互层。易与上、下地层区分。

(图2)。
牛风包

北

余家淘组二段

图2贵州印江大罗，牛风包余家沟组剖面略图
Fig．2 Schematic sections of Yujiagou Formation at Daluo

and Niufengbao，Yinjiang。Guizhou

上覆地层 肖家河组灰色变余凝灰质砂岩。 ．，

’——整合——
余家沟组第二段 厚530—690 m

9．绿灰色变质辉绿岩。 39 m

8．上部浅灰至灰色变余细粒杂砂岩，下部浅灰色绢云母板岩。 23 m

7·深灰色变质辉绿岩。 20m

8．上部灰白色含粉砂铁白云石绢云母板岩，中部绿灰色粉砂质绿泥绢云板岩，

下部灰色变余粉一细粒杂砂岩。， 一

6．灰色变质辉绿岩。

t．上部粉砂质板岩与变余粉砂岩互层l中部变余杂砂岩夹砂质板岩I下部含粉

砂钙质绢云母板岩及砂质板岩。均为浅灰色。

余家沟组第一墨

3．深灰与浅灰色交互的变余杂砂岩夹变余粉砂岩，粉砂质板岩及千枚状绢云母

板岩。 ，r，

2．深灰夹浅灰色变余杂砂岩，粉砂岩夹板岩(绢云母板岩及粉砂质板岩等)。

1．深灰色粉砂质绿泥绢云板岩夹绢云母千枚岩。 一

——整 合一

‘5lm

308—468 m

93m

厚326m

119m

180m

27m

下伏地层淘金河组浅灰色绢云母板岩。

3．肖家河组

由变余砂岩、变余粉砂岩、板岩及变质基一超基性熔岩组成3—5个旋回。沉积变质岩主

要为灰及深灰色，层次薄。熔岩有单一的辉绿岩，也有分异的辉绿岩一橄榄辉石岩，偶见

不具枕状构造的细碧岩及角斑岩。以一层较厚的辉绿岩为标志分为两个段。总厚868—

1393m。肖家河剖面可作代表(图3)。

上覆地层 回香坪组灰色变余砂岩与深灰色绢云母板岩。

——整合——
肖家河组第二段 厚402m

16．中部黑绿色变质辉石橄榄岩，向上，下递变为浅灰绿色变质橄榄辉石岩，变

质辉长～辉绿岩及变质辉绿岩。 ‘42 m

15．上部浅灰、灰色斑点板岩夹变余砂岩·下部灰，绿灰色绿泥石石英岩夹绿泥



东

图3贵州印江肖家河肖家河组剖面略图

Fig．3 Schematic sectj∞of Xiaojiaho FoTmation in Xiaojiahe．Yinjlang，Guizhot

石石英板岩． 。80m

-14．浅灰绿色变质辉绿岩。 19m

13．灰，绿灰色斑点板岩．1ain

12．中部深灰，暗灰色变质辉石橄榄岩，向上．下递变为灰绿色变质辉石岩，辉

长一辉绿岩或辉绿岩，顶部ln't为灰，浅绿色变质角斑岩．

11．中上部灰色变余砂岩夹砂质板岩，下部灰，绿灰色变余凝灰岩．

10．上部灰绿色变质角斑岩，下部灰，绿灰色变质辉绿岩．

9：浅灰绿色粉砂质绢云母板岩夹变余砂岩．

8．灰，绿灰色变质辉绿岩，顶部为浅灰色块状变质细碧岩．

7．灰、深灰色变余凝灰质砂岩夹砂质板岩及绢云母板岩．

肖家河组第一段

6．灰，绿灰色变质辉绿岩。

5．灰色砂质绢云母板岩．

4．深灰色绢云母板岩夹变余砂岩及变余粉砂岩．

3．灰色石英绢云母板岩夹变余凝灰岩．

2．灰，深灰色变余凝灰质砂岩夹绢云母板岩及石英绢云母板岩．

1．灰，深灰色砂质绢云母板岩，下部夹变余砂岩及变余扮砂岩．

‘——整合——

7lm

23m

5 m

19m

40m

8Tm

厚725m

167m

42m

160m

178m

124ⅡI

54珊

下伏地层 余家沟组浅灰色绢云母角闪石英岩夹板岩． 、

4．回香坪组

为熔岩夹沉积变质岩，偶见基性火山集块岩及火山角砾岩。熔岩主要为变质细碧岩及

辉绿岩，其次为变质超基性岩(辉石橄榄岩及橄榄辉石岩)及辉长一辉绿岩，少见变质角斑

岩。熔岩层常有不同程度的分异，由内部向上、下基性度降低，结晶粒度变小．分异完整

者，中心是堆晶的超基性岩，边部偶有角斑岩。细碧岩常具枕状构造。沉积变质岩夹层累

计仅占15—24％。以绢云母板岩及变余粉一细砂岩为主。总厚1824--4101m。以一些分布

稳定的熔岩为标志，分为6个段．回香坪和太子石两剖面可作为代表(图4)．

上覆地层铜厂组浅灰色变余凝灰质砂岩．

——整合——
回香坪组第六段 ， 厚128m

25．灰绿色强烈绿泥石化及滑石化蚀变含硫化铜镍矿物的变质超基性岩，顶部l珥

为浅灰绿色变质辉绿岩． 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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