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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郑清胜谢继伦

神农架林区西靠巴蜀，东望荆襄，南临三峡，北依武当。大巴山余脉

蜿蜒全境，群山绵绵，万壑淙淙。3 252平方公里的山川，普覆着莽莽林

海，养育着7．8万神农儿女。

神农架因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多样性，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重视。国家建立了神农架国家级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并

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入选世界银行GEF

—B项目。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业已获准。

神农架资源富饶，水电、林特、矿产、旅游四大资源得天独厚，具有

极大的开发潜力，特别是近年来旅游业异军突起，飞速发展，逐渐成为

支柱产业，引起了旅游界的高度重视。

昔日沉睡千年的神农架，交通闭塞，人迹罕至。虽有无数奇珍异宝，

却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今日的神农架，四通八达，百业俱兴，大自然的

勃勃生机与人类的欣欣向荣交相辉映，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来源于无数

神农儿女的生命、鲜血和汗水。为记录他们开天辟地的宏伟壮举，为展

现神农架瑰丽神奇的迷人风采，为给我们未竞的建设事业提供宝贵的

历史资料，神农架第一部志书应运而生。《神农架志》凝聚了广大修志人

员之心血，积累了各方贤达之智慧，今日得以成书，实属可嘉可赞。

庆喜之余，欣然命笔，略赘数语，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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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定名《神农架志》，由概述，自然环境，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野生植物资源，旅

游资源，土地、矿藏、水资源，科学技术，自然保护，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人物，大

事记以及文献辑录等部分组成。 ．

二、断限。本志记事原则上上起唐贞观年间(627年)，下止公元1990年。

三、纪年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后括注以公元纪年。文中。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建置前”、“建置后”系指1970年神农架林区建置

前、后。
。

四、数字表述。除朝代纪年、农历以及引文序数用汉字外，均以阿拉伯字表述。数据以统计

部门资料为准，统计部门缺少的资料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五、计量单位。一般采用公制，单位以汉字标记．如公斤、公里、米、立方米等。引文则录用

原计量单位。面积用亩或平方公里、平方米。

六、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和一、二、三级保护植物，其名称冠以汉字学名、俗名和拉丁文

名。 ．

七、地名表述。以《神农架地名志》为准。

八、人物。设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收入本志者以卒年为序收入志

内。

九、资料。本志资料来源于正史、旧志、碑文、科学论著、出土文物、报刊杂志、有关人士回忆

录、民间口碑，经过考证，去伪存真，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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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架地处川鄂交界鄂西北一隅，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架木为城，采尝百草，救民 ·!

疾夭，教民稼穑而得名。1970年5月28日，国务院批准划兴山、房县、巴东3县连边地带的24 ·‘

个公社、2个药材场、1个农场建置神农架林区，由湖北省直辖。其东连保康县，西接四川省巫

山、巫溪县，北倚房县、竹山县，南临兴山、巴东县，总面积3 253平方公里。1990年辖3镇18多

及林业管理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副县级单位，总人口7．8万人，汉族占95％，其他为土
” 家、回、苗等9个少数民族。 ，’ ·

’

远古时期，神农架为汪洋大海，经燕山和喜玛拉雅山运动逐渐抬升成了多级台地。全境群

蜂竞拔，沟壑纵横，林海茫茫，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在1 700米以上。最高点神农顶，海拔

3 105．4米，有“华中第一蜂”之称I最低点下谷坪石柱河，海拔398米。垂直高差达2 707．4米。‘

群峰中海拔在2 500～2 900米的有望农亭、刘享寨、南天门等20余座；海拔3 000米以上的有

大神农架、小神农架、金猴岭、杉木尖等6座。由西向东横贯倾斜的神农架山脉，是湖北省境内

长江与汉水的第一级分水岭。地质构造属杨子准地台神农架——黄陵台隆．地层古老，出露较

全，尤以上前寒武系及下古生界地层最为发育，由大巴山脉东延的余脉组成中高山地貌。 ’

神农架处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受其环流控制，气温偏凉而且多雨。海拔每上升100米，

季节相差3,-。4天，构成低山、中山、亚高tit 3个气候带，立体小气候明显，年降水量分别为 j

761．4、973．7、1 528．4毫米，海拔3 000米以上年降水约2 ooo～2 500毫米，年均降水总量

．．36．44亿立方米．
’

?
’

’ 神农架溪河呈树枝状幅射，受地势及气候条件的影响，铸就了落差较大，水量富集，流速湍
‘

急之特点。有分属长江流域的沿渡河、香溪河水系和汉水流域的南河、堵河水系。大小溪河300

余条，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57万千瓦。 ’-‘，

’’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立体小气候，使神农架成为中国东西南北植物种类的过渡区域和众多

．动物繁衍生息的交叉地带。千百年来，因群峰相锁，亘古洪荒，原始封闭，人迹罕至而留下很多

自然之谜．“野人一、“怪兽”之说流传甚广。
’ 一 7

‘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学者奥古斯汀·亨利首次进入神农架探奇考察，采集了数

以千计的植物标本回国研究，发现其中有许多是新种新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宣统二年 ．

(1910年)，美国园艺家恩斯特·亨利·威尔逊曾先后两次进入神农架，采集植物标本万余号，

拍摄照片数百幅，载入了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威尔逊植物志卜书。民国11年(1922年)，日
本国平陵贞千、江元义一觊觎中国矿产资源，曾在神农架宋洛河开冶铜矿。外国人的猎取，宝贵

资源的流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重视，民国11年(1922年)、14年(1925年)间．植物学家陈．

焕镛、钱崇澍、秦仁昌、陈嵘、周鹤昌先后进入神农架，探察山川地貌·采集植物标本。民国31年 ．。

．(1942年)，房县县长贾文治组织了138人的探察团踏察神农架，撰写出了洋洋三万余言的《神

盟F≯0量．Z}p卜蠢分霹_。w，▲黪女融b—r黔n“，，蛩譬Zp'iP．僻p‰奄，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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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农架志

农架探察报告》。建国后，尤其是林区建置后，神农架逐渐成为国内专家、学者、大专院校师生考

察实习的基地。同时，也按一定外交途径，接纳外国学者的考察。1970～1990年间，国内外科学

家来神农架科考活动达数十次之多，主要有地质地貌考察，动植物考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980年中美科学家联合对神农架植物进行考察；1987年中日联合考察神农架中草药资源。《神

农架植物》、《中国神农架》、《神农架鱼类》、《神农架及三峡地区作物种质资源考察》、《神农架真

菌与地衣》等多部考察、学术专著先后出版问世。

神农架拥有高等维管束植物2 288种，苔藓200多种，低等植物中的真菌、粘菌734种，地

衣187种。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有被称为“中国鸽子树”的珙桐；二级保护植物有光叶珙桐、连

香树、水青树、香果等16种；三级保护植物有秦岭冷杉等23种。珍稀植物有头顶一颗珠、江边

．一碗水、七叶一枝花、文王一枝笔等。动物有高等动物两栖类lo种，爬行类19种．兽类71种，

鱼类35种，鸟类238种，已发现被命名的低等动物数百种。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有金丝猴、华南

． 虎、金钱豹等8种；二类保护动物有湖北毛冠鹿、林麝、猕猴等44种。白熊、白獐、白麂、白蛇等

白化动物被国家列为受保护的珍稀动物。“野人”之谜、白化动物之谜，尚在锲而不舍的考察之

中。 ．
， ．、

，．* 神农架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史。又因谷深林密，多雄关险隘，历来为兵家回旋屯兵踞守之所。

相传，早在唐代薛刚驻兵于神农架西部九湖坪；清顺治九年(1652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农

民起义军刘体纯、李来亨屯兵神农架西南山区，联明(朝)抗清(朝)达11年之久；乾隆六十年

(1795年)，韩仕孝、白三儿在神农架冷盘垭聚众倡白莲教对抗清廷；继有长阳县白莲教首领林

之华率部入境；嘉庆六年(1801年)，襄阳樊仁杰率白莲教军大败清军于神农架新华马鬃岭；同

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德才、启王梁成富率部经神农架三道沟、九湖坪，挥师北上

竹山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木鱼坪王兆熙、王兆银组红带会抗清。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

1930"-1932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部红三军开辟了巴(东)兴(山)归

(秭归)和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神农架建立了红花、古水两个区苏维埃政府及23个乡苏维埃

政府。一批盼望解放的农民子弟参加红军，组织赤卫队、游击队、红色补充军，配合红军与敌作

战60余次，毙敌2 000余人，开展了威武雄壮保卫红色政权的英勇斗争。肖大恒、金绍南、肖顺

德、陈可兴等一批革命志士赴汤蹈火，视死如归，200余人先后献出了生命。抗日战争时期，神

农架人民在民族危亡关头，竭尽匹夫之责，修马路、背军粮。运弹药，不稍懈怠，为支援鄂西鄂北

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保卫大后方贡献了力量。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突围部队一部

在王树声、刘昌义、罗厚福、张才干率领下入境，神农架人民积极为解放军当向导、供情报。同年

8月，王树声、刘昌义部在当地人民支援下，于关门河莲花观设伏，全歼了国民党整编75师先

头部队200余人，迫使追兵却步，为解放军鄂西北军区在房县上龛的建立赢得了时间。在这一

段艰难的岁月里，亦有以张谦光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解放军将士血洒神农架沃野，用鲜血和生

命谱写出一曲曲壮歌。1949年2月，神农架获得解放，但残匪未绝，骚扰为患，人民政府迅速组

织武装民兵，配合解放军剿匪，1950年平息了匪患，从此，神农架步入开发建设阶段。

1956年，湖北省林业厅、木材公司组成勘测队，对神农架进行勘测，并在边缘地带收购木

材，利用河流水运出境，因河道狭窄，滩险流急，木材撞损严重而停止水运。1958年，中央林业

部对神农架森林实施空中航测。次年，省林业厅组织人员进行了地面验证，制定了《神农架林区

开发总方案》和{：神农架林区初步开发方案》。1960年，组建了开发神农架巴东、房县两个森林

工业局，后因严重t4然灾害等因素，国家经济困难，致使森林工业局下马。1962年，中共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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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决定开发神农架工作重新上马，是年冬至次年春，分别成立了湖北省开发神农架林区兴

山、房县指挥部，调集6 000余人的筑路大军，南北并进，向腹地推进。1966年10月，全长198

公里的主干线路贯通。至此，原始封闭的神农架山门洞开，有了与外界交往的通途。 ，a

， 建置后，1973年，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为神农架制定了“以林为主”的建设方针，

修路成为林区建设的主要方式，伐木则为主要任务。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森林遭到过量砍伐，导

致林木蓄积量急剧下降，自然植被受到破坏，尤其是危及多种珍稀生物的生存与繁衍。至1980

年，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由1960年的76．4％下降到63％。自然资源的破坏，引起了科技界的广

泛关注，认为其生态价值、自然风貌远非木材生产所比拟，呼吁“救救神农架”。保护中华大地上

的这颗“绿色明珠”。1982年，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以神农顶主峰为中心划出。一定

范围为自然保护区，并在林区林业管理局内设立了自然保护处，职司保护事宜。中共神农架林

区委员会：林区人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加强保护的文件，深入贯彻落实《神农架林区野生动物、

植物资源利用保护管理办法》，使保护神农架的工作迈出了第一步。
· 1985年，林区邀请省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及周边地县领导、专家、学者，举行了“神农架经

济发展战略讨论会”，制定出了“加强保护、立体开发、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建设方针，将加强

保护放在了林区工作的首位。同时，撤销自然保护处，成立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泛深入地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严禁乱砍滥伐，乱采滥挖，乱捕滥猎野生动植物，确定保护区总

面积为105．7万亩，其中核心区55．17万亩，实验区13．9万亩，经营区36．63万亩。1986年7

月，国务院批准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森林与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987年，湖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湖北省神农架自然资源保护条例》。1988年，中共湖北省委、

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林区木材年产量调减到4．8万立方米，并要求向以营林造林为主，发展多

种经营转轨。随着保护意识的增强。保护工作取得了成效。濒临绝迹的华南虎悄然出现，国宝

金丝猴群体日渐增多，迹地荒山披上了新绿装，自然植被面积逐年增大。至1990年，森林覆盖

率回升到68．5oA，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同年12月17日，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神农架以其崭新的面貌重新展示于

世人面前。 ，．

．

’!
．

’i

三．．

神农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林木蓄积高达1 459万立方米，矿藏有磷、硅石、铁、铜等30

余种可资利用。农产五谷杂粮，瓜菜果茶。土地仍为农民衣食之根基，农业经济以种养业为主。

建国前，农民虽长年劳作，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建国后，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山大

人稀，交通闭塞，农业粗放经营，种植技术落后，仍是桎梏着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致使1949年

后乃至相当一段时间里粮食亩产徘徊在50公斤左右，农民生活依然贫困。建置后，大搞农田

基本建设，引进科技，推广良种种植，采用地膜覆盖，推行粮、牧、果、茶、药、食用菌多种经营共

同发展，农业落后面貌逐年改变，粮食亩产量大幅度提高。1990年，粮食平均亩产量148公斤，

是1949年的近3倍。全年粮食总产量1 878万公斤，饲养生猪7．4万多头，农业总产值2 518

万元，其中牧、副、渔业多种经营收入1 456万元，农民人均收入359元。农副产品加工有较大

发展，商品率大大提高。神农奇蜂茶自1987年始，连续3年被评为湖北省优质产品，1990年又
荣获湖北省“陆羽杯”银质奖。

地方工业基础薄弱，建置前仅有1家社办手工业综合加工厂，纯生产小型农具。建置后，森

林工业的兴起，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1970年开始了现代工业能源——水电站的建设。随

之，建立起木材加工、印刷、机械修理、副食品加工等企业。历经20年的艰苦创业，至199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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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已拥有水电、化工、冶炼、建材、印刷、机械、木材加工等27家国营工业企业、4家集体工业

企业。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有900余人从业。工业产品主要有黄磷、硅铁、木制鞋楦、木制地

板、纺织木配件、花园椅条、桦树汁系列饮料等数十种。其中，鞋楦、地板成为林区拳头产品；桦

树汁饮料、层压木产品填补了湖北省的空白；花园椅条远销美国、加拿大。林业坚持凭证采伐i

运输和销售，1970～1990年，累计生产木材142．47万立方米。1986～1990年，向国家交售木材

13．98万立方米，计划内地方用材15．21万立方米。植树造林2．01万亩，幼林抚育19．34万

亩。被称为“无烟工业”的旅游业正在由接待型向经营型发展。水电开发成就显著，至1990年，

一已建成电站46座，装机1．03万千瓦，年发电量4 153万千瓦时，另有4座设计装机1．32万千

瓦的水电站正在建设之中。1990年，林区工业总产值2 288万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2 734万

元。．． ，
一

；
．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给财政、金融、商业贸易注入了活力。1979年后，流通渠道增多，市场

日渐繁荣。1990年．林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 942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393万元，对外贸

易收购额19万元，财政收入524万元，全民、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年均1 775元。1986,---1990

年，城乡储蓄存款余额总计5 645万元。人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商品需求由低档向中、高档和
· 优质名牌转移。城乡人民居住条件改善，1990年城镇住宅面积达40．62万平方米，城镇人均

25．13平方米。昔日乡村的草屋陋舍大多已被土木瓦房所替代，也有富裕村民盖起了砖瓦或钢

筋水泥结构的房屋。’
‘

交通、邮电事业有较大发展，1990年，林区除2个乡的公路在建外，其他乡镇、林场、自然

保护区分别与公路209国道、17307省道相连，区内公路总长972公里，出境公路口5处，年客

‘运量38万人次，货运量2．7亿公斤。电话线路由单线回路改为双线回路，电路传送由实线电路

增为多路载波电路，出境电话加入了武汉市自动转报网，邮电开办有报刊发行、邮政储蓄～集

邮、国际国内信函、电报等业务。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是象征一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世代

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神农架人由于受山壑阻隔、信息不通的困扰，文化素质历来低下。清代．

东部阳日湾始创“三间书院”，仅有举人、廪生生员及第。民国21年(1932年●始有国民小学，但

学有所成者廖廖无几。建国后，国家重视发展山区文化教育事业，除大办小学外，还建有2所农

业中学。建置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90年，林区各级各类学校213所，在校学生I．3万
’

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7．4％。建有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各1所，乡镇文化站13个，电视覆盖

，t率达56％。 ：

．
建国前，卫生事业落后，民间缺医少药，一遇瘟疫流行，人们多求神保佑，或寻草药救急，每

每延误病情，久拖不愈，危及性命。建国后，人民政府注重山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1958一-

．。1980年，湖北省及郧阳、宜昌等地区多次组织医疗队，来神农架查洽天花、头癣、地甲病，使长

期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地方病得以根治，传染病得到控制。林区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方

，针，积极开展医疗机构网络建设，方便群众就医。1990年，已形成医院、卫生院、卫生所三级医

疗网，医务工作者372名。建有卫生防疫站1个，妇幼保健所、药品检验所各1个．在防病治病

的同时，积极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使林区人口增长率控制在总人口的11％o．

四

综观神农架的开发与建设史，经历了一个曲折而令人深思的漫长过程。30年来，卧薪尝

·胆，拼搏创业，探索前进，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显著成绩。看群山屹立，

．观金猴戏跃，听松涛细语，倍感回归大自然的温馨。从根本上领悟到坚定不移地保护好神农架，

0私趣窑囊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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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功业。

神农架是一个天然动植物博物馆和活标本库，具有很高的生态、科研、文化、旅游价值。神

农架山脉群体号称“华中屋脊”，翠嶂屏立，山重水复，绵亘逶迤。这里汇聚有我国西双版纳至漠

河，日本中部至喜玛拉雅山一线的大部分动植物物种。因海拔高度的不同．呈现出“山脚盛夏山

岭春，山麓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四时有，春夏秋冬最难分”的奇妙气象景观；茂密的森林是长

江与汉水水源的最好补充储库，起着调节气温，扼控雨量的重要作用；海鸟金丝燕在神农架海

拔2 300余米的燕子洞常年生息不迁，静谧繁衍；众多白化动物的发现及列为世界四大未解之

谜的“野人”，清《房县志》、《兴山县志》均有记载；汉民族创世史诗《黑暗传》的发现、挖掘与整

理；古生物剑齿象、犀牛化石的出土等等。所有这些，为研究神农架，认识神农架，更好地保护和

开发神农架，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潜在的经济优势无可估量。

然而，未来对于每一个神农架人来说，既充满了光明和希望，但又绝不会那么轻松和畅快，

努力缩小贫穷和落后的差距，任重道远。神农架儿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发扬“神农’’精神，奋力拼搏，艰苦奋斗，一个繁荣昌盛的神农架必将会

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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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自然环境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部的川鄂边境，境内万山重叠，地势西高东低。素有“华中屋脊”

之称。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 105．4米，有“华中第一峰”之誉，最低点位于下谷乡石柱河，海拔

398米，平均海拔1 700米左右，相对高差2 707．4米。地层区划属扬子准地层区的大巴山——

大洪山分区，区内地层出露尤以上前寒武系最为发育；气候具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本区为

湖北省境内长江和汉江的第一级分水岭，水能资源丰富，植物区系属南北与东西的交汇处，生

物种类资源丰富；矿产蕴藏亦相当可观。。． ．
，·

一
． ．，· ．一地 质

．-

、．

，
l。． ，

．，

●

。’
(一)地：层

。’

1．地层特点
‘

●

’神农架在地层区划上属扬子准地层区的大巴山——大洪山分区，区内地层出露较全，除上

志留统一石炭系外，元古界至第四系多有分布，尤以上前寒武系及下古生界最为发育，区内出

露最老的地层为神农架群，属中元古界(距今约19-．一10亿年)，主要出露在神农架的中部与中

南部的大、小神农架、老君山、新华、红花朵至南河等地。地层呈近东西方向展布，面积约l 800

平方公里，主要由轻微区域变质的白云岩、砂岩、砾岩、板岩、千枚岩及玄武质火山岩组成(未见

底)，可见厚度12 748米，构成了神农架古老的基底，上部为马槽园群和震旦系以不整合接触

所覆盖。全群自下而上划为两个亚群，11个组，神农架群下亚群以白云岩为主，鲻分为鹰窝洞

组、大艾坪(亦名大岩坪)组、乱石沟组、大窝坑组与矿石山组渖lI农架群上亚群由灰岩、自云岩、

页岩组成。划分为台子组、野马河组、温水河组、石槽河组、送子园组与瓦岗溪组，上、下亚群问

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上元古界马槽园群，仅孤立的分布在马槽园至人坪河一带，即九冲以东与

兴山县交界处，分布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主要由轻微变质的砾岩、少量的变质砂岩、粉砂岩与

自云岩组成，全层厚21 153米，与神农架群、震旦系均呈不整合接触。马槽园群又划分八里垭

组与火烧尖组，两组间为整合接触。震旦系和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呈盖层状，广

泛分布在神农架群的周边或向斜的核部。震旦系和下古生界的地层层序均与长江三峡东部地

区的震旦系和下古生界层序相同，震旦系自下而上分为：下统莲沱组、坪阡组(古城组)、大塘坡

组、南沱组；上统陡山沱组、灯影组。下古生界中的寒武系，主要由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及泥质

岩组成，富含三叶虫等古生物化石，神农架林区缺少上志留统一石炭系的分布，二叠系一三叠

系多呈小面积出露于西南及西北边缘部位。常构成次级向斜的核部地层，侏罗系、白垩系、第三

系均未见分布，第四系多见于河谷之中和阶地之上。在上述地层单位中赋存有较丰富的矿产。

主要有：铁、铜、铅、锌、锰，钒、铀、磷、油石、白云岩、大理石、石煤以及建筑材料和工艺原料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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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部分地区有油气苗显示。这些矿藏都受一定的地层层位、岩相、岩性的控制。其中乱石沟和

石槽河组的铜矿，矿石山组的铁矿、台子组的铀、钒矿，陡山沱组的磷矿、灯影组的铅锌矿等最

具有工业意义，特别是陡山沱组的磷矿已探明有大、中型工业矿床数处。 ‘，

2主要地层单位

神农架出露的地层中，具有神农架独自特点的，以神农架林区地名命名的地层单位除神农

架群、马槽园群外，主要有： ·

鹰窝洞组为神农架群最下部的地层单位，标准剖面地址位于神农架林区徐家庄林场鹰’

窝洞河，厚度大于1 901米，主要为自云岩，局部与瘤状灰岩互层，含有叠层石，有鹰窝洞波卢

迪叠层石(薪形)、庙坪林湟尔叠层石(新形)、摩天岭墙状叠层石(新形)。
“

大岩坪组主要出露于九冲一大岩坪、盘垭、长方、石屋头等地。命名地点为神农架林区九

冲乡大岩坪(亦名大艾坪)，全组由深灰色中～箔层状白云质粉砂岩组成。夹多层矿屑白云岩、

含砾白云质粉砂岩、石英岩砾岩、角砾状白云岩、灰岩角砾岩与白云岩、角砾岩等。顶部尚有碎

屑泥质自云岩，厚度1 058"-'2 684米。含有叠层石化石和微古植物化石，有大岩坪锥叠层石(新

形)、细粒大岩坪叠层石(新形)、扁柱大岩坪叠层石(新形、新群)以及庙坪林湟尔叠层石(新

形)、神农架叠层石(新形、新群)。

乱石沟组主要出露于神农架林区的东部，九冲河、宋洛河以东和关门河以南地区，另外

北部古水河两岸及保康县马桥西北也有出露，该组剖面以神农架林区九冲乡西沟剖面为代表，

全组厚1 044米，含叠层石和微古生植物化石及微藻类化石，有西沟床什叠层石(新形)、乱石

沟单穴球形藻(新种)。本组中夹有铁质板岩、赤铁矿条带和赤铁层等。

大窝坑组主要出露在大神农架主峰周围，以及九冲河、老君山、铁厂河、墨水河、铙钹顶

等地，水谷园与鲍家山也有出露，命名地址为大神农架主峰西坡之大窝坑，而代表剖面则以凉

风垭～风景垭剖面为最佳。全组由叠层石白云岩、硅质条带白云岩、藻席或缅粒白云岩等组成，

厚103～224米。 ．，

’·

一 ．

矿石山组主要和大窝坑组相伴出露，在大神农架主蜂西坡与大窝坑毗邻的矿石山等地。

以大神农架主峰公路剖面为最佳。全组以含铁矿和大型叠层石为特征，岩性以条纹状白云岩和

叠层石白云岩为主，铁矿呈坎层状，透镜体状，厚2～4米，最厚可达10米，全组厚度，矿石山一，

大神农架厚400-'--442米，九冲厚88米。 ·

台子组．出露在大神农架主峰周围和九冲河一里叉河一铁厂河一香江河一带。命名地点

为大神农架主峰西北直线8公里的台子上，以神农架林区板仓乡台子上剖面为最佳，全组厚 ，

875米。以含石英砂岩、粉砂岩较多及具碳质条纹为基本特征。在区域上岩性略有变化，温水河

～野马河地带，上段之上部灰岩增加，并夹竹叶状灰石，灰石中局部含鲕粒，尚有箔层状燧石，

．岩石具碳质硅质条纹和波痕构造，在台子上和香江河等地，上段的碳质硅质粉砂岩中碳含量

高，形成石煤。同时，岩石中的钒、铀元素随碳质增高而增高，局部有达到工业品位的钒矿床。内

含有瓦岗锥叠层石(新形)、乱石沟单页球形藻(新种)和神农架同心藻(新种)。

‘-．野马河组主要出露在大神农架的周缘及老君山西坡。命名地点位于松柏镇西南直线31

公里的野马河。以铁厂河～桥洞沟剖面最具代表性。全组厚1 369米，由块状、中厚层状条纹状

白云岩与含叠层石自云岩组成。叠层石类型简单，有野马河约鲁沙叠层石(新形)、野马河贝加 ．

．尔叠层石(新形)，自下而上泥质成分与同生碎屑减少．石英砂粒与硅质增多。

温水河组 主要出露于大、小神农架周围、老君山西北坡，命名地点位于松柏镇南西直线

30公里之温水河，以铁厂河一桥洞沟剖面最有代表性，全组厚l 904米，以玄武质火山岩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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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生角砾、藻屑、鲡粒的叠层石白云岩、白云质灰岩、泥质灰岩为主，含有温水河叠层石(新群、

新形)。

石檀河组出露在神农架林区与房县交界的瓦房坪一红坪以南，高桥河以东地区，命名地

点为大神农架东直线7公里的石槽河河谷。以石槽河剖面最具代表性，全组厚I 656米，由纹

带状白云岩与纹带状泥质自云岩互层组成，呈清楚的韵律状，每个韵律底部均有少量的白云质

砾岩产出，其上依次为泥质白云岩与白云岩，底部白云岩具有铜矿化，全组黄铁矿化显著。含有

石槽河圆柱叠层石(新形)。， 。·

送子园组出露于巴东县送子园至神农架林区鄢家垭一带及石槽河口等地，命名地点为 一

红花乡南直线8公里的巴东县送子园，以送子园剖面最具有代表性。全组厚350米，下段底部

为黑色箔层状粉砂岩，向上为灰色箔层条纹状粉砂岩，条纹为硅质、石英细砂质或白云质、铁 ．

质、碳质等组成，夹有箔层细砂岩，硅质岩及白云岩。含古微生物化石。上段，底部为厚3．4米
。

条带状赤铁一磷铁矿层，夹有紫红色自云岩，含燧石透镜体，向上为灰绿、灰黑色箔层含硅质砂

岩、自云质粉砂岩、碳质粉砂岩夹细砂岩与白云岩。 ，

八里垭组主要出露于兴山与神农架九冲乡东沟相连的马槽园一带，命名地点为马槽园

北之八里垭。全组厚1 264米，为自云质粗砾一中砾一细砾岩层，略有分选，以中砾岩和细砾岩

层为主，含火山碎屑自云质砾岩夹砂砾岩与含火山碎屑白云质中砾岩夹自云质砂岩，含有古微

生植物化石。 ‘r、
一 ··

火烧尖组主要出露于兴山县马槽园一带与神农架九冲乡相连，命名地点为马槽园附近

神农架的火烧尖。全组厚889米，底部为灰褐色粗砾岩，无分选，以白云岩砾石为主，石英砂岩
’

砾石次之，夹有安山质火山岩和气孔状、杏仁状安山岩。砾岩层厚26米，其上为含火山碎屑白 ‘’‘

云质粉砂岩与细砂岩互层，向上由含火山碎屑白云岩砾岩、白云质——碳质粉砂岩、花斑状或

纹带状泥质自云岩和灰白色含叠层石细晶自云岩组成。

坪阡组为下震旦统的第二个地层组，主要环绕着神农架群出露，命名地点为神农架西南 -

部九湖乡坪阡村，以九湖乡高桥河剖面最具代表性。全组厚17米，由块状砂质冰碛岩与砂岩组

成。下部为灰绿色含砾灰质砂岩，上部为深灰色含砾砂岩，该组层位与峡区古城组相当。

1·

，|．_·’ (三)岩， 性
．．．．：j ：：_一一．』、

t， 神农架出露的地层大都为火成岩，按其成岩特征可分为侵入岩和火山岩两大类。 。 、

·l侵入岩
’

i ．．
_

神农架的侵入岩，以基性岩为主，其次有超基性岩，基性侵入由辉绿岩、辉长岩组成，主要 ，’
’．

见于神农架主峰一带，以神农顶一老君山一带较为发育，岩体规模较小，且多呈脉状、透镜状。

出露于断裂上和背斜核部，与围岩呈侵入接触关系，基性岩体最高侵入层位为神农架群台子’。

组，岩体同位素地质年龄值为9．67亿年，因此，属于扬子期岩浆体作用产物。超基性岩，由橄榄

岩组成，仅见于黄宝坪一带。规模较小，神农架侵入岩体．主要有两处。 ，
．．·

神农架辉绿岩体位于大、小神农架一带，呈马蹄形围绕神农架背斜东西两翼和北西端分

布，并有分枝现象，岩体长14公里。宽0．2．-一0．5公里，总面积达4．4平方公里，岩体呈墙状侵

入于台子组、石槽河组中，接触带见有硅化、黄铜矿化、黄铁矿化．岩体中部为细中粒辉绿岩，边

缘有10"---15米的辉绿玢岩分布。
’

’

：

板仓坪辉长岩体位于神农架板仓坪一带，子透镜状侵入于黄宝坪断裂西端石槽河组中。 。．

岩体长700米，宽200米，面积约0．14平方公里。在接触带上见围岩(碳酸盐岩)有片理化，岩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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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农架志

体中有石英脉、方解石脉、绿帘石脉穿插，岩体从边缘到中心依次出现细粒、中粒、粗粒辉长岩，

并在岩体的东端成对称状分布。

2 火山岩 “。●

神农架的火山岩，主要分布在神农架群乱石钩组、大窝坑组、台子组、温水河组和马槽园群

的火烧尖组中，属扬子期火山岩。其中，乱石沟组见一层粗面玄武岩夹于白云岩中，厚约10米，

沿走向不稳定。大窝坑组见有基性火山角砾岩夹于灰岩中，厚约13米，温水河组火山岩较为发

育。下部有三套基性火山岩组合，每套组合的底部为玄武质火山角砾岩，上部为玄武岩和玄武

质凝火岩，厚度分别为182米、84米、96米，还有两层玄武质凝灰岩，厚50米和70米。马槽园

群火烧尖组则有3"-4层玄武岩、安山岩和相应的火山碎屑岩。境内主要火山岩石及特征为：

玄武岩是神农架林区常见的火山岩，呈暗绿色，具有气孔状、杏仁状构造，矿物成份以细

长柱状斜长石、辉石、基性玻璃为主，通常见黝帘石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

‘．

钠化玄武岩见于神农架群温水河组。呈细针柱状和纤维状钠长石杂乱分布，辉石多已绿

泥石化或绿帘石化，结构特征与玄武岩相似，但可见岩枕构造，在钠化玄武岩气孔中有海绿石

充填。
’

玄武质火山角砾岩和凝灰岩呈层状产于大窝坑组、台子组、温水河组中，多产于各火山

韵律下部，并与玄武岩共生，火山角砾岩中的火山角砾以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为主，砾径一般

为5～20厘米或更大，胶结物为熔浆的火山凝灰，凝灰岩中除含大量的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

细碎屑外，有时还见有晶屑、玻璃屑。 ’

神农架群基性火山岩的岩相特征表明：它主要形成于海相环境，据采用的76个基性火山

岩岩石化学样品分析结果表明，这里的基性火山岩形成于相对活动的地槽环境，而马槽园群中

的基性及中酸性火山岩，无疑形成予台缘山前凹陷与山间盆地的环境。
’、’ ，．

．．．一 ．，、 ．(三)地质构造 ⋯
： 。，

·- 1主要地质构造及特征 ·
．一

神农架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属扬子准地台上扬子台坪区，地跨大巴山一大洪山台缘褶带与

鄂中褶断区两个三级构造单元。神农架的北缘，即九道一阳日断裂之北，至青峰断裂间为青蜂

台褶束(四级构造单元)。该台褶束的构造方向线呈近东西向，略微向北凸出，出露的主要地层

为震旦系及下古生界，二叠系直接覆于志留系之上，三叠系仅见于向斜构造的核部，主要构造

形迹呈线状褶皱和走向逆断层，褶皱轴面和冲断面多向北倾。神农架的北缘，仅跨该台褶束的

南部，呈东西向的复背斜构造，但被九道一阳日断裂所破坏而残缺不全。

神农架的大部分地区，属神农架断穹(四级构造单元)，又称神农架穹窿状背斜，其北翼以

九道二阳日断裂为界，与青峰台褶束相接，东南以新华断裂与黄陵(背斜)断穹分隔，南部以一

组斜列褶皱与秭归台褶束相过渡，该断穹呈穹窿状，地貌特征十分明显，成为长江与汉江的分

水岭，河流由穹窿中部向四周流淌分别注入香溪河、沿渡河、南河和堵河，穹窿的核部由神农架

群构成基底，并组成两个背斜和一个向斜，自西向东为神农顶短轴背斜，木鱼坪向斜和梨花坪

背斜，上部被马槽园群和震旦系以不整合所覆盖，震旦系和下古生界环绕基底周缘分布，并向

四周倾斜。穹窿背部宽平，残留的震旦系产状水平，北翼地层产状平缓，倾角小于20。。南翼地

层产状较陡，倾角在20。以上，穹窿南缘是寒武系至三叠系组成的一组斜列的边幕状褶皱，褶

皱轴向北东或北北东方向，该断穹的长轴呈近东西向，但断穹内部则有北西、北北东和近东西

向三组构造方向的次级背、向斜和断裂存在，反映了该区经历多期构造运动的特点。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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