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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探讨了隐伏区的基础地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区域地质特征。全书约130万字，分为地．

层，岩浆岩和岩浆作用，变质岩和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五篇。此外还附有

l：50万江苏省及上海市地质图，1：50万江苏省及上海市基岩地质图和1：50万江苏省及上海市构’

造体系图等三张主要图件。本志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区内研究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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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普查以及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地球物

理，海洋地质，地震地质研究的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了解与研究该区基础地质提供了综合

性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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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来，随着我国

国的地质空白，获

和实际问题，而且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

和其它地质工作成果资料

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

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

进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

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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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由地质矿产部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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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江苏省及上海市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长江、淮河的下游，地理座标北纬30。427—35。087，

。东经116。207—121。547，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交通极为便利，是我国发展工农

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 j‘
， ．。，’

本区居我国大陆东部两大构造单元——华北准地台和扬子准地台的衔接部位，与黄

海、东海两大构造盆地紧密相连，地质构造复杂，著名的郯庐断裂带斜贯本区西北部。区

内地层发育齐全，是我国最早进行地质调查的主要地区之一。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涉足

于此，当年创建的一些地层名称和论著驰名于世。， ．- ·‘

“。 ’_．

本区东临黄海、东海，南连浙江，西邻安徽，北接山东，总面积113800平方公里(其

中上海市5800平方公里)。北、西北、西南三面为低山丘陵环抱，．占全区总面积的5％I’

中部和东部为大片冲积平原，占总面积的80％以上(见图)。北部(徐州一连云港一带的

低山丘陵)是鲁南低山丘陵向南延续的侵蚀残丘。‘唯云台山耸立于黄海之滨，弧峰突起，

海拔625米，是本区第一高峰。我国脍炙人口的《西游记》中描写的水帘洞，花果山即源出

于此。西南部低山丘陵中的宁镇山脉、茅山山脉海拔200—400米，’二者呈弓矢状展布’一宜

溧山地海拔一般为300一500米，个别山峰超过500米。本区中东部平原，大致以通扬运河

为界，以北由古黄河，淮河冲积而成，地势坦荡如砥，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海拔高度

从西北丰县的45米向东南至东台降至5米以下。横亘在平原之上的黄河古道象一条。沙

龙一，蜿蜓曲折。里下河地区地势尤为低洼，是本区的。锅底一。通扬运河以南的平原由长

江和钱塘江冲积而成，地势亦较低洼，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无锡锡、惠二山i南通狼

山，江阴黄山，常熟虞山和上海余山点缀其间，风景秀丽。太湖风光，苏州园林堪与“天

堂”媲美，是我国旅游胜地之一。 ‘

。 ．’ ．．

本区水系极为发育，河网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域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15％。

主要河流有长江、淮河、滁河、沂河、沭河，黄浦江，串场河等，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水

系，浩荡注入东、黄两海，主要湖泊有洪泽湖、太湖、高邮湖、邵伯湖、骆马湖，长荡

湖，阳澄湖，淀山湖等。洪泽湖，太湖是我国著名的大淡水湖。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

一——大运河纵贯本区中部，将上述河、湖连成一体，形成极为便利的航运灌溉网。

本区处在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性气候带，‘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征。全年四季分明，夏

季湿热、冬季干冷，春夏之交多梅雨，夏秋季节多台风，春秋两季雨量适中，年降水量自

南而北递减。 、

。
。一

本区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我国铁路大动脉京沪线贯穿南北，陇海线横贯东西；公路

四通八达’水路主要有长江航运和以大运河为代表的内河航运。上海，南通、连云港，



南京，镇江等为主要港口。

本区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发达，是我国轻重工业和农业的重要基地，在国民经济

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轻工业的发展历史尤为悠久，历来是轻纺、化工等工业的商品基

地，上海市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基地。另外，苏州刺绣、南京云锦，宜兴陶

．瓷，扬州漆器和上海牙雕、玉雕、绒绣等传统工艺品久负盛名，远销国外。农业以稻、

麦，棉、茶、油料、蚕丝等为主，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产地。苏(州)(无)锡地区素有

’。鱼米之乡”之美称。 ，1

_、*
，-。

本区很早就开始了地质矿产的调查工作。早在1924年刘季辰、赵汝钧首次对江苏垒境

进行区域地质调查，并对利国，凤凰山、牛首山等铁矿，宜兴煤田，锦屏磷矿等作了踏

勘，著有《江苏地质志》一书。嗣后，谢家荣，张更对南京钟山，汤山地区进行地质研究，

先后发表了《南京钟山地质与首都水井之关系》、《南京汤山及附近地质》(1928年)和《南。

京雨花台砂砾层及地文意义》(1931年)等论文。1930--1935年李四光、朱森对龙潭、栖霞

一带的石炭纪和二叠纪地层和化石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划分，著有《南京龙潭地质指南》一

书。与此同时，李学清(1930年)、喻德渊和叶良辅(1933，1934)先后对南京钟山、宁

镇地区火成岩和苏州花岗岩进行了研究，分别发表了《南京钟山之火成岩侵入及其变质情

况》、《南京镇江间火成岩地质史》和《苏州花岗岩》等文。1935年，李毓尧，李捷、朱森对

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作了比较系统的地质调查，出版了专著《宁镇山脉地质》。该书内容比

较丰富，对宁镇地区地层的划分和地层层序的确立，奠定了良好基础，一些地层名称沿用

至今，对地质构造也作了详尽叙述。同年，谢家荣，程裕洪，孙健初，陈恺在进行扬子江

下游铁矿调查时t对宁镇，宁芜地区的矿产地质作了详细研究，著有《扬子江下游铁矿志》

一书。上述两部著作，，是江苏地质，矿产史料中的重要文献。次年，斯行健、许杰分别对

无锡地区和南京下蜀一带的地层进行了研究，著有《江苏无锡下石炭纪植物化石及五通石

英砂岩之地质时代》和《下蜀层之腕足类化石》两文。1948年程裕淇、沈永和对江宁方山进

行了地质调查，发表了《江苏江宁方山第三纪玄武岩》一文。1949年黄懿重新研究了苏州花

岗岩，发表了《苏州伟晶花岗岩》论文。另外，丁文江，叶良辅1919年著《扬子江下游地

质》、李捷1929年编著《中国地质图南京开封幅说明书》(1：100万)、黄汲清1932年著《中

国南部二叠纪地层》，俞建章1933年著《南京仑山灰岩与湖北奥陶纪地层》，许杰1934年

著g长江下游之笔石》，计荣生1937年著《长江下游青龙灰岩之研究》，尹赞勋1949年著

鬈中国南部志留纪地层之分类与对比》时均及于本区。此外，外国一些地质学者如德国人

李希霍芬(E．Richthofem)，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t法国人德日进(P．Tei—
lhard de chardin)等人亦在本区作过一些短期调查研究。以上成果综合反映了当时本区

的地质研究程度，为以后的地质工作发展奠定了基础。 j

：．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本区的地质工作也获得了迅

速发展。地质、石油、，’冶金、煤炭、建材等系统在本区开展了大量的地质普查找矿和勘探

工作，先后发现并探明了一批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为本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矿产资源和

能源。此外，地质部物探局、冶金部物探公司航测大队等单位还对本区进行了航空磁测，一

地面磁测，重力，电法，．人工地震测量等物探工作。 ’'

’：． 三十多年来，江苏省及上海市的地质部门和南京大学地质系、南京地质学校、南京地

。 质矿产研究所、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及石油、冶金，煤炭系统的地质工作者对本区地



层古生物、岩石，构造诸方面进行了大量专题调查和研究，有许多重要发现，取得的成果

． 甚多。这里择其要者，列举如后。1954年潘江于南京龙潭原属下石炭纪的五通系(今五通

组)中首次发现胴甲鱼类(Antiarchi)化石，肯定了。五通系纾之时代属泥盆纪，扩大了

?～ 泥盆纪地层在我国的分布范围。次年，穆恩之等对南京汤山奥陶纪地层进行了详细研究，

I 发现了晚奥陶世地层的存在，并重新厘定了奥陶纪地层层序。1956年潘江对原_高家边
一’

层一进行了再划分，创“坟头层"一名。1958年张秋生在研究苏北海州一带变质岩成因时

I ‘首次提出了。花岗岩化作用”新认识。是年孙鼐、王德滋分别对苏州花岗岩的期次及自变
芝 质作用和镇江地区的火成岩及其接触变质作用作了研究。次年，俞剑华等于南京幕府山原

仑山灰岩下部首次发现了中及早寒武世三叶虫化石群。1962年胡世忠，江苏省地质局第四

地质队，江苏省煤炭局175勘探队于无锡堰桥，苏州洞庭西山等地原属龙潭组下部砂质灰

。岩中相继发现新米斯筵(Neorn,isellina fauna)化石群。1964年周新民，司幼东分别对南

京蒋王庙基性侵入岩的分异作用和苏州花岗岩的有关矿床物质成分及某些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进行了研究。1966年王钰，许汉奎在南京汤山、仑山的“仑山灰岩一中采获大量腕足类

化石，进一步肯定其时代属早奥陶世。1974年，安徽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下简称安

徽区调队>及南京师范学院李立文于六合灵岩山、黄岗等地原属雨花台层中采获了哺乳

类化石，为解决雨花台层时代问题和划分这一地区新生代地层提供了一些依据。1976年盛 ．

，．金章等研究了南京金丝岗黄龙灰岩剖面及其中的筵类化石，提出了筵类分带的新意见。

1974年一1976年江苏省、上海市有关地质单位协作共同编制并出版了‘江苏省上海市地层

表》。同一时期，孙万铨，唐方成等对苏南地区三叠系膏盐矿床及碳酸盐岩中盐溶角砾岩

和次生灰岩的成因及岩石特征进行了研究。1976年--1978年周新民等对江苏南部及邻近地

区新生代玄武岩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岩浆类型及形成的深度。1979年俞剑华等对江苏南

部的奥陶系提出了新的划分意见，并探讨了沉积环境。1972年一1976年南京地质矿产研究

所等十七个单位，对宁芜地区铁铜成矿规律、找矿标志和找矿方法，以及对该地区中生代

火山岩盆地构造特征、火山作用，火山构造及其成矿控制条件等方面作了详细研究。1958

年以来江苏石油部门对江苏境内中新生代地层及平原区的地质构造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先后创立了西横山组，葛村组等地层单元，并编制了江苏地区1：50万岩盘地质图。上述发

现和研究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本区地质研究程度。

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下简称江苏区调队)自1960年开始，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对全

区基岩出露地区系统地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截止1977年，共完成了九个图幅

的调查}提交了八部1：20万地质矿产调查报告。跨苏皖两省由安徽区调队承测的1：20万

南京幅亦在1977年结束。至此，全部完成了基岩出露地区1：20万区域地质调查任务，获得

} 了大量的野外实际资料。这些报告对区内地层、岩石，构造，矿产等作了系统地阐述，分

} 别建立了地层层序、划分了岩浆岩侵入期次及火山岩喷发旋迥，阐明了地质构造特征、构

I 造控岩，控矿及矿产分布规律。这些成果对华北、下扬子地区，我国东部乃至全国甚至环

r。 太平洋带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等的研究和寻找矿产均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江苏省

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上海地质处等系统地开展了全区1：20万水文地质调查，对大

片平原地区第四纪地层进行了大量的钻探揭露。初步查明了本区地下水资源的分布规律，

同时对平原区第四系进行了划分和对比。 i ．．1

在多年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江苏区调队从1977年开始用了约四年时间对1：20万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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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和大量有关资料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总结o，并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江苏省及上海市

i 。区域地质志》。本书利用的资料，一般截止1978年，部分内容适当吸收1978年以后的资料．，

一《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编写过程中得到上级组织和江苏省

地质局副总工程师周泰昕的关怀和科技处的具体指导。+‘
” ’

编篡工作由江苏区调队吕成高，，徐学思、吴立成、杨永昌具体组织。《地质志》绪言，

， 结语和金文摘要由吴立成执笔，第一篇由徐学思、许鸿基，孙九奎、黄姜侬执笔，第=

篇由陈炯达执笔，第三篇由曹德民执笔，第四篇由李寿寅执笔，第五篇由徐学思执笔。

．1：50万《江苏省及上海市地质图》等三幅图件由李长清、李寿寅、朱亭l，’屈秀宜，李宗尧，

刘家金编制。相应的1：50万江苏省及上海市地质地理底图由吴惠泉等编制、1：50万《江苏

省及上海市地质图》及《地质志》中的所有插图的出版清绘由江苏区调队绘图组吴惠泉、何

一 诫、冯淑美，戎和炎j龚玛蜊、胡碧凤，朱闪星，刁玉梅，刘晓铃、唐海燕等承担。’
’

《志》、《图》成稿后，承李道琪，唐方成、王福臻、’陈希祥四位工程师审阅第一篇，周．、

新民副教授审阅第二，第三篇，李白莹工程师审阅第四，第五篇，江苏省测绘局审查地理

： 底图j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承蒙南京矿产研究所翁世劫付研究员翻译全书外文摘

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驻宁地质院校及地质科研单位，地质、’石油，煤炭等有关地质队

和上海地质处，积极提供有关地质资料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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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1：20万区调成果总结的主要人员除本书执笔者外，还有俞学光，钱清、周鹤年、陆云生，袁佩鑫参加编

写地层部分．樊家骏．李尚湘，张云麟参加编写岩石部分，孙竞雄，赵剑畏、韦国钩，蔡则建参加

编写构造部分曹道夫，李伟涛，朱保明参加编图．邵慧之，匝Z：囵、陈希祥，姚皇坤，范筱荣，俞洪保，

何字松，圃，王启秀、朱伯生，石宗阳，沈志海，周测荚、张登峰，何炳松，李涌生，储春梅，章义·
黄明正、郑意春，田海霞，雷天学，孙紊清，昂芷霞等参加了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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