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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新登字085号

内容简介

本志以黑龙江省l·20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实际材料为基础，参考有关单位在本省的基础地质资料。较全

面系统地总结了黑龙江省各时代地层、狄山岩及火山作用、侵入岩及侵入作用、变质岩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

和地质发展史等基本特征。除绪育和结语外，共分六篇。一百余万字。插图173张．附表69张，图版18版，并

有英文摘要，以及1 l 1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地质图和1—2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岩浆岩图、

地质构造图．本志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省内区域地质研究现状。内容比较丰富，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区域地质专

著。为从事区域地质研究、矿产资源普查、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地球物理、地震地质研究的科技人员和大专

院校师生了解与研究本省基础地质提供了综合性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书由哈尔滨龙地科技开发公司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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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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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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特别是1·2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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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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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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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l t 50万至l t 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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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矿产鄙’

1982年7月

翳

∞殇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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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黑龙江省地处兴安岭一内蒙地槽褶皱区和兴凯湖一布列亚山地块区的南部，自晚太古代

以来，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极频繁，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良好，矿产蕴藏量丰富，

’其中尤以石油、煤、金为最重要，还有铜、铅、锌、石墨、铁等。

黑龙江省早期的地质调查工作始于20年代，大规模的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开始于50年

代末期，1957年起，·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o、黑龙江省

地质矿产局。的领导下，系统开展全省1。20万和1t5万区域地质调查，积累了丰富的地质资
’

料，解决了许多基础地质问题。为了全面整理和总结区域地质成果，提高研究程度，充分发

挥基础地质工作的战略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根据地质矿产部的要

求，由第一区调大队编著《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及其相应的一套地质图件。

一、自然地理和经济概况 ·

。

黑龙江省(简称黑)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最北部，东面和北面隔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与俄

罗斯相望，西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南部与吉林省接壤。面积4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400

多瓦，包括汉、满、蒙古、朝鲜、回、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等十多个民

族。全省共设10个地级市、‘4个地区、14个县级市、55个县，省会设在哈尔滨市。，

全省地势北部和东南部为连绵的山地，东北和西南为广阔的平原，可分为四个区域：北

部山地(包括大兴安岭北段和小兴安岭)、东南山地、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山区海拔在600一

1400m之间，绥化东的平顶山海拔1429mf平原地区海拔在50--200m之间。

本省水系发育，总流向由西向东，主要为黑龙江水系，东南角一小部分屑绥芬河流域，

中部有小面积为乌裕尔河内流区。全省共有大小河流1700多条，其中lOOkm以上的河流70

多条，’总延伸长度达19 800km，主要河流有黑龙江(中俄界河)、松花江及其北源嫩江、乌

苏里江(中俄界河)。主要湖泊有兴凯湖(中俄界湖)、镜泊湖、五大连池等。五大连池和镜

泊湖均由第四纪玄武岩流堵塞河道而成。五大连池有“天然火山公园”之称。镜泊湖也是一

个旅游的好去处。

黑龙江省大部属中温带，最北部属北温带，同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是我国气温最低的

省分。季节冬长夏短(北部则冬长无夏、春秋相连)。冬季在极地大陆气团控制之下，气候严

寒、干燥；夏季受副热带海洋气团的影响，降水集中，气候温热、湿润，日照长，适宜作

物生长。春、秋两季气候多变，春季多大风，降水少，易发生干旱，秋季降温急剧，常有早

霜。年平均气温从北向东南为一S'C至4"C，全年有五个月的时间平均气温在O'C以下，最冷

月(1月)平均气温，从北往南由一31℃逐渐递增到一15℃，在漠河极端最低气温曾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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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52．3℃，为全国最低纪录，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从北往东南由18℃递增到23℃。无

霜期多在100天至140天之间，大兴安岭地区无霜期只有80至90天。年降水量从东向西逐渐减

少，东部雨量充沛，可达600mm，利于农业生产，松嫩平原西部雨量稀少，仅300mm左右，

利于放牧。年日照2400一2800小时。

农业以春小麦、大豆、玉米、谷子、高粱、水稻为主，产量常居全国首位，甜菜产量

占全国的70％左右，亚麻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森林面积约占全省面积1／3，木材积蓄量约占

全国的1／4。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之一。

黑龙江省工业以煤炭、木材、石油化工、机械为重点，组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

农业产品由大型水力和火力电站全套设备、重型机械、精密机床、电机、仪表、量具、刃’

具、矿冶设备、机车车辆、石油、原煤、焦炭、木材、亚麻、毛纺织品、甜菜糖等。

本省是我国交通运输最发达的省分之一。铁路运输里程达7000kITI，哈尔滨是铁路网的

中心，向南有京哈线通往祖国首都北京，向东有滨绥线、向西有滨洲线通向国境口岸I公

路干线有20多条，公路通车里程44 000km，94％以上的乡镇可通汽车，内河航道通航里程

达6800km，哈尔滨、佳木斯、黑河为主要港口，哈尔滨有可起落现代大型飞机的机场，可

与省内、外重要城市通航。

二、区域地质研究程度

本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工作者开始了本省的地质调查工作。谭锡畴(1924)调查了鹤

岗煤田的中生界，并将其划分为侏罗系的石头河层及下白垩统的东山层和南岭砾岩。王恒升

(1929)对穆棱、密山的煤田以及对鸡西市和穆棱县八面通一带的结晶片岩和柳毛石墨矿进

行调查。谭锡畴、王恒升(1929)首先把嫩江县周围的黑色页岩命名为“嫩江页岩系”。尹赞

勋(1931)报导了在哈尔滨顾乡屯发现的猛犸象动物群。他们是中国人自己研究本省地质矿

产的先驱。

． 20年代和30年代初，俄国人阿涅耳特调查了穆棱煤田，在二层甸子(玉泉)附近的石

灰岩中发现了二叠纪动物化石。 ‘

1937年以来，一些日本地质人员茬交通比较方便的地点或矿产地附近进行了一些地质

调查工作。竹山俊雄、浅野五郎、牛丸周太郎、森田日子次等将本省的一些零星的地质矿产

资料分别编入《北满北东部的地质和地志》和《满洲北部的地质和地志》，并对本省的地质

构造和地史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但实际资料很少。1941年浅野五郎对麻山附近变质岩的研究

提出了麻山统(今麻山群)，1940年日本人Hatori首次报导密山县黑台“晚泥盆世一化石I

1942年矢部长克和杉山敏郎建立下泥盆统泥鳅河页岩。其它一些人如：竹山和浅野(1937)、

大石和高桥(1938)、大石和森田(1943)，对中生代含煤地层的划分、对比和主要含煤层

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成果。

2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地质工作，只限于某些点与线的地质调查，对我省部分地区的

地层及个别地点的侵入岩、火山岩和变质岩，只有肤浅的认识，是地质工作的起步阶段。

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末，我省地质工作逐步得到发展。1965年以前，地质调查工作仍然

是一些零星的、不系统的，从事研究的人也不多。1957年以后，在我省开始了大规模的区域

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积累了大量地质资料，开始对我省地层有了轮廓性的认识。

1959年以后，由于区调工作全面开展以及对石油和煤炭的系统普查和勘探，发现了许

多重要的化石组合，建立了一套新的地层单位，使全省的地层系统趋向完善。1973--1976年，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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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质、煤田、石油等有关单位通力协作编制《东北地区区域地层表》(黑龙江省分册)，对

1976年以前积累的大量地层资料进行了搜集、分析和综合。《地层表》和有关论文的出版，

标志着我省地层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三十年间，省地矿局各有关单位

编制了一系列图件，包括1t100万中国东北北部地质图(1959)，黑龙江省地质研究程度图

一览表(1960)，1，100万哈尔滨市幅等6幅地质图和大地构造图(1961)，1 1100万及1 l

50万黑龙江省地质图及说明书(1966)，1 t50万黑龙江省地质构造图(1966)，1 1400万黑龙

江省地质图及构造体系图(1972)，1。50万黑龙江省东部地质图(1979)，1t100万、1：50万

黑龙江省及邻区地质图及说明书(1980)，1-100万黑龙江省及邻区构造体系图及说明书、黑

龙江省及邻区地震震中分布图及说明书、黑龙江省及邻区黑自卫片镶嵌地质图(1980)，1·

200万黑龙江省变质图及说明书(1983)，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研究程度图(1987)。1。20

万区调工作自1966年开始，按内部出版要求进行工作，截至1988年底，先后由第一区调大

队、第二区调大队和吉林省区调大队(跨省图幅)完成1 t20万区调面积共计264 617km。，累

计完成完整图幅58幅、非完整图幅16幅。这些成果对地质工作规划部署、矿产勘查、地质科

学研究和教学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以下简称第一水文大队)、第

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以下简称第二水文大队)、地矿部九。四水文地质大队在本省平

原地区及部分山区开展了1，20万水文地质调查和第四系课题调查研究工作。大庆石油管理

局科学研究设计院在平原地区进行石油地质工作，分别对第四系和白垩系做了大量研究工

作。此外，省地矿局物探大队做了大量的区域物化探工作，自1979年起完成了全省1·100

万区域重力工作，编制了全省1t100万重力布格异常图，它是进一步研究我省大地构造、深

部构造和成矿远景区划的重要基础资料。 ，

三、资料来源及编写分工

本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黑龙江省两个区调大队和吉林省区调大队在省境内的地质调

查成果，其次是黑龙江省两个水文地质大队、地矿部九。四水文地质大队和大庆石油管理

局科学研究设计院在平原地区的工作成果I同时参考了截至1988年底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

及煤田、冶金、建材等系统所属各地质队的有关资料，以及省内外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

有关成果。部分资料截至1989年3月。
‘

区调工作过程中，各种样品分析、鉴定的主要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以下简称南京古生物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所)，地质矿产部地

质科学院(以下简称地科院)、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所)、宜昌地质矿产研

究所(以下简称宜昌所)，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中心实验室、各区调大队实验室等。7

本志地质年代表，前寒武纪参照国内传统划法，早元古代下限2500Ma，中元代下限

1850Ma，蓟县纪下限1200Ma，青白口纪下限1000Ma，震旦纪下限800Ma，显生宙基本上

采用W．B．Harland等(1982)地质年代表，本志将兰维恩期划入早奥陶世，马什布鲁克

期划入中奥陶世，顶界年限450Ma。石炭系仍三分，阿什舍尔期划入晚石炭世。顶界年限

280Ma，上、中统以296Ma为界。阿林期划入早侏罗世，丹麦期划入晚白垩世。

第一区调大队于1985年3月组成地质志编著队，由大队总工程师张海马日兼任主编、周庆

仁任副主编。绪言、地层概述、结语由周庆仁执笔，第一篇前寒武系由王成孝执笔，下古生

界由浦全生执笔，上古生界由刘殿生执笔，三叠系、上白垩统由袁福盛执笔，侏罗系、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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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统由李蔚荣执笔，新生界由胡君生执笔；第二篇火山岩和火山作用由苗晓执笔，第三

篇侵入岩和侵入作用，陈乐国撰写绪言及前寒武、华力西期及燕山期花岗岩，栾慧敏撰写

加里东期、印支期花岗岩和第四章l第四篇变质岩和变质作用由白景文执笔；第五篇由佟

志芳撰写构造章节，米明德撰写深部构造章节；第六篇地质发展史和摘要由张海马日执笔。摘

要由张兴洲等译成英文。1t100万地质图由刘俊杰、隋连城编制，1t200万岩浆岩图、地质构

造图由隋连城、刘俊杰和有关执笔人编制；崔秀石编辑岩石图版，刘荣芝编辑化石图版。全

书由张海期、周庆仁统稿。图件由张海期定稿。参加编志工作的还有王文兴、贺显碧、王秀

琴、王云、金石基、鲁德石、郑万来、姜俊虎、陈德森、潘林举、韩松山等。地理底图由省

局测绘大队提供，邱玉书负责组织图件绘制，地质编稿原图由苏自强、任桂芬、彭群芳、宋

英、孙玉芳、裴秀荣、龚淑云、刘娟、翟德平等绘制。

本志编写成初稿后，先于1988年12月由省局组织初审会议，经省内外专家讨论并提出

修改意见。1989年8月完成供审稿，由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受地质矿产部的委托，在哈尔滨

主持召开了《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及地质图件公开出版审查验收会议。最后由审查验收

委员会、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代表，以及到会同志作出决议，一致认为本志及其地

质图件符合公开出版要求，予以验收。编著单位按照决议书并参考具体评审意见，再次对全

文进行压缩和修改。最终定稿后，由金基东组织实施出版前的文字编辑和图件绘制工作。周

庆仁参与了部分文字编辑；洪克章、李玉珂参与了图件色样制作。

在供审稿的成稿过程中，黑龙江省地矿局总工程师徐衍强和地矿处王丹群高级工程师

及有关领导关怀和指导，并由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聘请长春地质学院教授卢良兆，沈阳所

副研究员苏养正，地科院副研究员李子舜，第二水文大队高级工程师崔荣久，中国地质大

学教授邱家骧，地科院副研究员洪大卫，北京大学教授董申葆，地科院研究员姜春发，地

矿部直属管理局高级工程师简人初、田玉莹，地质出版社副编审伦志强、编辑朱玉瑛对有

关篇章和图件进行了评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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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层

概 述
‘

，

黑龙江省地处古亚洲构造域和滨太平洋构造域交接复合部位。各时代地层发育齐全，沉

积类型繁多，生物群落丰富，化石保存较完好。露头不好，常被浮土和植被掩盖。小兴安岭

北端的古生界、完达山地区的中生界、松嫩平原的白垩系、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附近的第四

系是地层研究的理想地区之一。，

黑龙江省地层分布广泛，面积达35万余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76％。包括隐生宙五

个层位12个群和显生宙11个系，其中以泥盆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四系最为发育。大部分

地层已划分到阶、组或段，共建立240个地层单位(表卜0—1)。对各时代地层的岩性、岩相、

厚度、古生物群、接触关系、沉积环境等特征及其变化已基本查明，对地层含矿性也有不

同程度的了解。本省可划分为两个地层区，包括7个地层分区、19个地层小区(图l一0—1)。

上太古界主要分布于鸡西市麻山地区以及密山、虎林等地，麻山群属早期地壳上的火

山岛海活动的雏形地槽沉积，回位素年龄值2539Ma。下元古界的兴东群分布于萝北、桦南、

勃利、林口等地，为陆源建造一含铁硅建造，此外，还有东风山群和兴华渡口群。中元古界

黑龙江群分布于萝北、依兰、桦南、穆棱、虎林等地，为深海优地槽形沉积。上元古界下部

马家街群分布于桦南和萝北，属冒地槽沉积；本省西北部还有风水沟河群、落马湖群。上元

古界上部张广才蛉群分布于张广才岭东坡，为粘土岩一中基性海底火山岩建造一砂泥质复理

石建造；黄松群分布于太平岭地区，为一套含炭质的粘土岩、泥质粉砂岩和火山岩建造；此‘

外，还有一面坡群、零点群。 、

兴凯湖一布列亚山地层区的古生界以宝清小区具代表性。下寒武统见于兴凯湖滨和萝

北，为碳酸盐岩。缺失中、上寒武统及下古生界。下泥盆统为滨海沼泽相碎屑岩，中泥盆统

为滨海一浅海相碎屑岩一杂礁碳酸盐岩及海陆交互相碎屑岩，上泥盆统为陆相火山碎屑岩

及红色碎屑岩。下石炭统为滨岸相中酸性火山碎屑岩，缺失中石炭统，上石炭统为酸性火山

碎屑岩，湖(河)相含煤碎屑岩。下二叠统下部为中性一中基性火山岩，下二叠统中部一上。

二叠统下部有滨海一浅海相陆源碎屑岩一造礁碳酸盐岩，含腕足、珊瑚及鲢科化石。上二叠

统上部至下三叠统有陆相火山类磨拉石，产混生的安加拉与华夏型植物。

天山一兴安岭地层区的古生界以兴隆一罕达气分区具代表性。下寒武统兴隆群分布于大

兴安岭北坡，下部为浅变质的陆源碎屑岩一碳酸盐岩，上部为细碎屑岩一火山岩，西林群

见于伊春，为镁质碳酸盐沉积。中、上寒武统缺失。下奥陶统至下石炭统为一套巨厚的优、冒

地槽型沉积，罕达气小区有21个地层组，兴隆小区有11个地层组，化石车富。缺失中石炭统。

上石炭统至上二叠统在华安小区和玉泉小区均具代表性。上石炭统为陆相酸性、中酸性火山

岩一碎屑岩，局部产植物化石。下二叠统为中基性火山岩和浅海相钙质碎屑岩一碳酸盐岩，

含丰富的腕足、珊瑚等海相动物化石。下二叠一上二叠统为浅海一海陆交互相一陆相细碎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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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o_l黑龙江省地层分区图
*

Fig．1-0—1 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晚太古代一早侏罗世早期时期分区t卜天山一兴安岭地层区111一额尔古纳分区，I}～漠河小区，Ii一额木尔山小馐I
I}一塔河小区I 12～兴隆一罕达气分区，I；一兴隆小区，I；一罕达气小区I 13一小兴安蛉分区，jj一华安小区，砖一沐

河小区I I；一玉泉小区I 14一伊春一延寿分区，I卜兴凯湖．布列亚山地层区I Ill一张广才岭一太平蛉分区'Il}一海林

小区，Hi一共和／J、[Z IⅡi一瑚布图河小区，IIz一佳木斯一虎林分区，IlI一佳木斯小区fⅡl一宝清小区，Ⅱ2一兴凯湖

．一小区t!Is一完达山分区，IJ；一饶河小区

早侏罗世中期一白垩纪时期分区。JI一大兴安岭一小兴安岭分区，JII一伊春一玉泉分区l JIⅡ一佳木斯-完达山分区

第三纪(或晚自垩世)一第四纪时期分区。RI一大兴安岭分区I RⅡ一松嫩平原分区I Rm一小兴安岭分区I

RIv一大青山一太平岭分区l Rv一三江平原分区，RW--兴凯湖平原分区

岩夹碳酸盐岩，含丰富的冷暖混合型动、植物化石。_t=--叠统为陆源粗碎屑岩，富含安加拉

型植物。上二叠一下三叠统为安山岩夹正常碎屑沉积岩，所含陆生植物具有延续性。

此外，在伊春一延寿分区下奥陶统有石英砾岩和石英砂岩不整合于下元古界之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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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缘碎屑岩一火山碎屑岩建造。中奥陶统为类复理石及海相安山玄武岩建造。上奥陶统及志

留系缺失。在黑龙宫下泥盆统为滨海一浅海相陆源杂色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在二合营、宏

川等地，中泥盆统为滨海一浅海相陆源杂色粗碎屑岩建造，产腕足、苔藓虫及珊瑚；在福

兴屯中泥盆统有陆源河流一湖沼相类磨拉石建造，产西伯利亚型植物化石。下石炭统沐河小

区为陆源细碎屑岩一火山细碎屑岩建造，属地块盖层沉积，塔河小区为硅质岩、泥质岩、碳

酸盐岩，属陆缘活动带过渡类型沉积。

兴凯湖一布列亚山地层区的中生界以完达山分区具代表性。该区早印支期抬升之后，经

过中三叠世的隆起剥蚀夷平，形成西陆东海的不同沉积类型。上三叠统太平岭一带及其往

西，为陆相酸性一中酸性火山岩建造，含植物化石，．为陆内沉积，宝清小区为海陆交互相

含凝灰质碎屑岩建造，动植物化石丰富，尤以海相双壳类著称，具太平洋诺利期代表性化

石，海陆交互相之上还有陆相碎屑岩夹红层建造和陆相火山岩夹沉积岩，为陆缘过渡区沉

积：整个完达山分区，中、上三叠统为深海相硅质页岩建造及硅质岩一泥岩交替沉积，富产

放射虫及牙形石。上三叠统一下侏罗统，为巨厚的中酸性火山质浊积岩、放射虫泥质岩及枕

状熔岩。下侏罗统永福桥组为复理石建造，其上为南大塔山组不整合覆盖。中一上侏罗统以

至下白垩统，在佳木斯一虎林分区及完达山分区为海陆交互相沉积，化石丰富，含有Arcto-

cephalites等为代表的北极区动物群。依据Buchia分带确定侏罗一白垩系界限在海相层内

存在于东安镇组中。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鸡西群仅分布在佳木斯小区。 +．。

天山．兴安岭地层区的中生界，其下部以小兴安岭分区为代表，下三叠统为杂色河湖相

陆源碎屑岩，中三叠统缺失，上三叠统为陆相酸性一中酸性火山岩，下侏罗统为安山岩夹

薄层凝灰岩。上部的中侏罗统一下白垩统以额尔古纳分区为代表，中侏罗统为河流一湖沼相

含煤粗碎屑岩建造，上侏罗统底部为河流相盆地沉积，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为由三期中性

一基性火山岩与两期酸性火山岩交替组成，后两次中一基性岩喷发前有河湖相含煤碎屑岩

沉积；下自垩统上部和上自垩统以松嫩小区为代表，由一套陆源河湖相粗碎屑沉积、浅湖

河流相沉积、浅湖一半深湖～深湖一浅滩相沉积和杂色浅湖一浅滩一河流相沉积组成，含

油、气层，动、植物化石丰富，松嫩小区以外则为山间盆地河湖相沉积。+

新生界：下第三系为杂色河流一湖沼相松散碎屑岩含煤建造，夹两期玄武岩f上第三系

以河流相粗碎屑沉积为主，夹有两期玄武岩。生物标志以下第三系较丰富，上第三系较贫。

第四系为多种成因堆积一冲积层，其间有数期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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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一前寒武系

黑龙江省前寒武系发育较全。上太古界和下、中、上元古界都有出露，分布地区广泛，

岩性复杂，变化较大，形成了中深变质岩系至浅变质岩系。

元古界尤其是上元古界在黑龙江省广大区域内的厘定，为解释以往1 t 20万区域地质

调查报告中难予确定时代的地层寻觅到归宿，对认识黑龙江省前寒武纪地史具有重要意

义。

黑龙江省前寒武系的研究，早在1936年日人门田重行在奇克特一抚远间进行了地质

调查，笼统地划分为前寒武纪结晶片岩及片麻岩。1940年，日人内野敏夫对柳毛石墨矿做

了专门工作，认为含石墨矿的片麻岩和白云质大理岩岩层可与辽河系对比。1941年日人浅

野五郎对麻山铁矿进行了镜下研究，在麻山柳毛一带调查，撰写了《矽线石红柱石主要矿

物成分之变质岩及麻山统》一文，将这套岩系命名为“麻山统”，隶属太古代。1944年，日

人坂口重雄等编制的1 t 40万《依兰图幅的地质说明书》将依兰的变质岩岩层划为上下两

层，推测其时代为前寒武纪，并认为与桦川湖南营和勃利双河一带的结晶片岩相当。

5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前寒武系的研究有了新的局面。1957年姜春潮在呼玛县创建

了落马湖变质岩群，1960年徐烈等在呼玛县创建了兴华渡口群，时代为前寒武纪。1956年

姜春潮等在萝北县凤翔一兴东一带普查填图，划分出震旦系石灰岩，上元古界兴东岩系，

下元古界黑龙江杂岩系。1959年以前，在本省东南部曾建立了三套群一级的地层单位，即

黑龙江群、麻山群和兴东群。但对它们之间的接触关系、层序和时代的认识差别极大。

1963年以前各家的认识可归纳为三种意见(表l—l—1)。1975年以后，经过系统的区域地质

调查，以至1979年《东北地区区域地层表》(黑龙江省分册)出版，“黑龙江群”与“麻山群”

之间认为是整合接触关系，“黑龙江群”在下，“麻山群”在上}还认为“兴东群”等于“麻山

群"。这一方案一直被广泛沿用。其实，上述两群之间的接触部位是在同一个地质体里，在

岩性相近的“接触”部位划分成两个“群’’是不得当的。．

表1-1—1前寒武系层序简裹‘

中国科学院黑龙江流域综 中国科学院黑龙江流域综 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

合考察队乌苏里江地质队 合考察队小兴安岭地质队

(1963) (1963) ‘(1959)

上元古界 麻山群 兴东群 上元古界 兴东群
。

元古界 黑龙江群 ，⋯一^^^·-～?⋯
下元古界 黑龙江群 下元古界 黑龙江群

一一一一，、·m?M—·v～
太古界 麻山群 兴东群 太古界 太古界 麻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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