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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窖简介

‘溯南省区域地质恚'是一部区域性．综合性的基础地质专著，是以湖南省1：20万区域地质

镧查成果为基础并搜集了省内外有关单位的地质资料经过综合研究后写成的．书中全面，系统
地总结了湖南各地质时代的地层，沉积岩和沉积作用，岩浆岩和岩浆作用，地质构造和区域地

质发展史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实际资料丰富，论证比较充分，反映了湖南省当前的区域地质研

究现状和地质科学理论水平。金书约一百余万字．插图186个、插表108个、图版11页·井附有l：

喝。万湖南省地质图，1：100万湖南省岩浆岩图和1：100万湖南省构造体系图三张彩色胶印图。奉

岩可供地质找矿，科研教学，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有关单位参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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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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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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还是酋

欢。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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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工作由地质蹬版社承担’各省、市、自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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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作的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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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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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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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七月

。_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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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湖南省(简称湘)，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之南，是华南成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素

称。有色金属之乡”。省内地层发育齐全、沉积类型多样、岩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

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历来为中外地质界所瞩目。
。

湖南省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简称区调，下同)，由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

秋(简称湖南区调队，下同)自1956年开始，至U1977年结束，历经20多年，完成了全省31

个1：20万图幅区域地质调查任务，提交了相应的区调报告及地质、矿产图，接着，又编写

了《湖南地层总结》，t湖南岩浆岩总结》、《湖南古生物图册》j《湖南重矿物图册》、《湖南

岩石结构图册》等专著，全面系统地提高了区域地质研究程度。1983年3月，湖南区调队

叉根据部、局部署和下达的任务，以区域地质调查成果为基础，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编

制成《湖南省区域地质志》及其附图，于1984年9月完成，历时一年半。

湖南省地理座标：东经109。107—114。157，北纬24。407—30。007。东接江西、南邻广

东、广西，西与贵州、四川接壤，北与湖北毗连。面积为21万km2，人口5400万(1982年)，
居住有汉、土家、苗、瑶、侗、回、维吾尔、壮等民族。

湖南省地形东、南、西三面为山地、丘陵，中北部为丘陵性盆地。湖南西北部统称湘

西山地，山脉多呈东北一西南走向，一般海拔1000m以上。雪峰山是资水与沅江的分水

岭，构成我省东西两部分自然与经济的分界线；武陵山区的张家界，有独特的砂岩峰林景

观，山势磅礴，奇峰险峻，怪石嶙峋，景色迷人，是一处新开辟的旅游区。湘南山地主要

有越城岭、都庞岭、萌诸岭、骑田岭、诸广山等，统称南岭，一般海拔1000--1500m，其

中海拔2042m的八面山是省内最高峰。南岭是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多为花岗岩类或

碎屑岩类组成。湘东山地的幕阜山、连云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多为花岗岩类组成，一

般海拔500--1000m，是洞庭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的分水岭。湘中一带，丘陵、台地广布，

且多由碳酸盐岩组成，海拔一般低于500m，向北过渡为洞庭湖平原。沿河谷及台地之间，

有许多雁列式盆地，以衡阳盆地最大。高耸于丘陵台地之上的衡山，主峰祝融峰海拔

1290m，山势雄伟、风景秀丽，古迹众多，为我国名山“五岳”中的南岳，是著名的旅游
／

避暑胜地。

省内河网密布，主要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由南、西汇合于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洞庭湖，注入长江，对调节长江水量和蓄洪泄洪有重要作用。湖区为我国重要淡水鱼

业基地之一。

湖南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其主要特点是：春温多变、夏热且长、秋常干旱、

冬寒甚短。全省年平均气温16一18．5℃，一月平均气温4—8℃，七月平均气温26—30℃，

受地形影响，南部及西北山区气温较低。全年无霜期260一300天。年平均降水量1250一

1750mm，春夏之交多暴雨，四至六月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0％。

湖南省经济尚称发达。以有色冶金工业为主，其次是机械制造、钢铁、煤炭、化工，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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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食品、造纸、纺织、建材工业等。近年来电力工业亦大有发展。传统手工艺品和±
特产，如长沙。湘绣”，浏阳夏布及花炮，邵阳和桃江的竹器，醴陵瓷器等驰名中外。农

业以稻米为主，是我国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经济作物以苎麻、棉花，油菜为重要，茶叶、

油茶、油桐的产量亦甚丰，．有多种名茶畅销国内外。畜牧业以养猪为主，是我国生猪饲养
最多的省(区)之一。

省内交通发达，有京广，湘桂，湘黔、枝柳、娄邵，醴茶等铁路，与干线公路及区乡

公路纵横交叉，配合湘、资，沅、澧四大河流与洞庭湖水运，构成了省内交通运输的动1

脉。民航以长沙为中心，可通往北京、上海、广州，桂林，成都、昆明等地。

省内的矿产资源丰富，迄今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达七十余种，其中锑、钨，铋、独居

石、雄黄、萤石的储量居全国首位，锰、钒、铷、芒硝、砷，高岭土、石墨及锡、钽、

铪，金刚石，石榴石的储量亦位于全国前列。冷水江市锡矿山的锑矿有。世界锑都”之

称。常宁水口山、桂阳黄沙坪和临湘桃林铅锌矿、桃源沃溪与平江黄金洞金矿、宜章瑶龉

仙钨矿，新晃汞矿、澧县和衡阳盐矿，石门磺厂雄黄矿，沅水下游金刚石砂矿等，都是规

模较大、开采历史悠久的著名矿山。另外，郴县柿竹园钨、锡、铋、钼矿、浏阳永和海泡

石矿等一批重要新兴矿山亦相继开发。 ，

湖南矿业历史悠久，据譬山海经》记载，先秦时期的岳阳洞庭山，桂阳瑶山等地就已开-

始采冶铁、银，金等矿产。近代地质工作，有文献可考者，最早当推德人李希霍芬(Rich—

thofen，F．Von．)，他于1866年沿宜章、衡阳、长沙、岳阳一线作过1：75万的路线地质讽

查。此后，1912年日人野田势次郎、松本十五郎、田井八方次郎分别对湘东南地区、沅水

流域和湘江流域进行过路线地质调查。1915年以后，少数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我国地质界老

前辈如朱庭祜，谢家荣、翁文灏等从事过零星的工作。但总的来说，直至本世纪初我省晦

地质工作开展甚少，进展甚微，整个湖南的地质面貌都处于浑沌之中。

。．1927年3月，前湖南地质调查所成立，李毓尧、刘基磐、田奇璃、王晓青先后在该所

主持工作，开创了国人在湖南开展地质调查的新局面。该所在抗日战争前，调查区以湘

中，粤汉铁路沿线为主，先后开展了长沙、湘潭泥盆系研究，长沙、湘潭等六县地质讽

查，新化县地质矿产调查，粤汉铁路长沙至坪石段地质矿产调查，长沙一常德区地质调；

查，测制了调查区的1：15万一1：100万地质构造图，分别出版了调查报告。抗日战争爆发

后，工作区移往湘西地区，先后进行了沅水流域地质调查，湘黔边境地质矿产调查，湘酉

北部分县的地质调查，分别编写了调查报告和县志。这些调查和著述，初步建立了湖南的

地层系统，尤其是田奇璞对湖南省泥盆系的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平，对我国南方泥盆纪地

层层序的划分和化石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外，王日伦，程裕淇、孙云铸、斯行

健、计荣森、刘国昌等对泥盆系的研究，王作宾、。贾福海，王超翔、边效曾等对寒武系的

研究，穆恩之，盛金章等对奥陶系的研究，杨钟健、卞美年等对红层盆地的研究I李四光

对湘西第四纪冰川遗迹的研究；黄汲清、徐克勤等对岩浆岩的研究；张寿常、邓玉书，王

嘉荫、吴磊伯等对湖南山字型构造及湘南地质构造的研究等等。这些地质前辈们含辛茹苦

的工作，为湖南早期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质、冶金、煤炭、水电、建材、石油、化工及核工业部

等系统，相继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的地质矿产资料及科

研成果；在这些成果中主要有t 1950年王晓青对汨罗一带的第四系进行了研究，首创。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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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层”一名，又对湘东北震旦系划分为上、下二统。1951年李四光的《中国地质》中文版论：

述了涉及湖南的。华夏式多字型构造”、。湖南山字型构造一、。南岭东西向构造”和。五●铲

多字型构造纾等。同年，刘元镇、王晓青和廖士范等分别对资兴。门口山系”和湘潭杨家

桥侏罗纪煤系地层作了划分。1956N1958年吴磊伯等先后三次来湖南进行地质构造研究，

将“祁阳弧”命名为“祁阳山字型”，建立了。紫云山旋卷构造”和。大义山向”构造，

并通过砾组统计论证了长沙“白沙井层”属河流沉积。1958年湖南地质局413队在沅陵，

桃源一带首先发现原。板溪系”内部存在角度不整合，创名。武陵运动”，将不整合面以

下的地层命名为。冷家溪群”，之上的地层称“板溪群一。同年，JrI．M．叶戈洛娃、项礼文

等对湘西的寒武系作了比较详细的工作，将其分为三统八层。1959年黎盛斯等在祁东炭山

湾，湖南区调队季中年、王哲财等在1：20万末阳幅工作中，于新田金陵水库采获了寒武纪

三叶虫和奥陶纪笔石化石。自此以后，湖南地区统称。龙山系”的一套前泥盆纪地层逐渐’

解体，并建立了新的地层系统。同年，南岭区域地质测量大队编写的《南岭侵入岩》一书出

版，指出骑田岭：东岭、大东山，姑婆山等岩体的形成时代属早侏罗世一早白垩世；又挣
出锆石在时代对比中具有重要意义。同年，湖南省地质局编制了第一代全省1：50万地质一

图，矿产图、成矿规律图和大地构造图。1959--1965年徐克勤等先后肯定了彭公庙、井岗，

山一诸广山、白马山等加里东期岩体的存在。1960年湖南区调队季中年、陈心才等在古

首幅l：20万区调工作中，根据岩性、古生物群特征指出了寒武系中统、寒武系上统、奥陶’

系的沉积相区特征，其后陈心才等在编制吉首幅的说明书时，创建了过渡区的一套地层各
称。即：寒武系中统。敖溪组”、。花桥组”，寒武系上统“车夫组”、。比条组”、“追屯组”，

同时，在寒武系中发现了北东向同生断裂，揭示了它对沉积作用和矿产的形成有着明显控

制的规律。1959--1962年湖南区调队在未阳幅1：20万区调中，首次将大义山岩体确定为多

次侵入的复式岩体，这一发现，对认识本省岩浆活动的多期性具有重要意义。1962年湘、

桂、黔三省(区)前寒武纪地层工作组首次对板溪群和震旦系进行了地层分区。同年，游

南省地质局编制了全省1：100万地质图。同年侯鸿飞研究了邵东界岭早石炭世地层剖面，

将原孟公坳组分为邵东段、孟公坳段、刘家塘段。1962m1964年湖南区调队在1：20万攸县
幅工作中，在。第三纪红层”中首次获得了大型脊椎动物、恐龙蛋等化石，将其划分为

自垩系和第三系。1963年湖南区调队在株洲幅1：20万区调工作中，创建了下石炭统“尚保

冲组”和。樟树湾组”}同年，李朴等首次发表了南岭地区花岗岩的同位素年龄资料，井
对岩体的时代作了讨论。1964年湖南省地质局主编了1：100万衡阳幅一套地质图件。同年，

湖南区调队何开善等在株洲幅1：20万区调肘，发现了板杉铺旋卷构造，并指出27。30，一407

存在一个纬向构造带，以后该队通过1：20万涟源幅、溆浦幅的区调工作，以大量的事实说

明该构造带控制了湘中一带的沉积特征和成矿作用。同年，吴望始重新厘定了早石炭世盼

四个珊瑚带，并新建梓门桥段三个珊瑚带。同年，湖南省地质局413队刘庆新等首次提出，

了雪峰山区有三次冰期存在。1966年湖南区调队经过桑植幅1：20万区调认为该区志留系只

存在中、下统而无上统，后来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石门一楷的研究，证实了湘西北确

无上志留统存在。1967年湖南地质局实验室、413队、综合研究队、中南地质研究所组成

了专题研究组，对芷江地区基性岩进行研究，指出其分布与湘黔大断裂密切相关。1971年

湖南区调队在进行1：20万江永幅、道县幅区调时，确认湖南境内有泥盆系下统的存在，后
来创名。源口组斗J 1971一1972年湖南区调队在芷江幅及浏阳幅1：20万区调工作中，先后

3



．在板溪群和冷家溪群中首次采获了微古植物化石，·并在长沙幅1：20万区调时发现冷家溪群

冲存在海底喷溢的火山熔岩。同年，该队季中年，傅宠、蔡和气，庞光凡等完成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质图集(湖南部分)及说明书，同时编制了1：100万湖南省地质图。1972年湖

，北地质研究所对衡阳盆地白垩系与第三系作过系统研究，建立了地层系统。1973年湖南

：区调队刘义仁等在l：20万常德幅的基础上，详细研究桃源九溪奥陶系剖面，建立了奥陶系

．过渡区的地层系统。同时，该队在沅麻盆地首先发现了早自垩世的双壳类化石，并建立了

。该盆地的地层层序。1974年湖南区调队对湘南地区的晚奥陶世地层建立了“天马山组”、

“苏水冲组”及相应的五个笔石带，并肯定了该区无志留系存在。同年，湖南煤田勘探公

司一队在永耒向斜发现中三叠统的双壳类和腕足类，创“苏武段”。1975年周祖仁就湖南

二叠系的分区、对比和古生物特征等进行了初步总结。1975--1978年湖南石油队对衡阳盆

．地作过工作，根据化石认为神皇山组与东井组属同期沉积，而神皇山组之下应有。马玉堂

二组”，另外还在。霞流市组”之上新建“栗木坪组”。1977年湖南区调队刘义仁、傅汉英对

祁东双家口中奥陶统作了划分，自下而上建立了“百马冲组”、“双家口组”、“城步组”及

相应的七个笔石带，它是华南迄今最完整的中奥陶世笔石相地层。同年，湖南区调队在涟

．源幅1：20万区调工作基础上，先后在攸县峦山，汝城大坪等地采得多门类化石，证实湘

．中、湘南一带过去认为是晚泥盆世的铁矿应属早石炭世。1977--1979年湖南地质研究所编

制了全省1：50万地质图、矿产图、构造体系图及相应的说明书。1978年湖南区调队赵汝璇

等在华南泥盆系会议论文集一书中发表了《湖南的泥盆系》一文。1978年湖南省地质局物探

：队编制了全省重力布格异常平面图和部分地区的航磁异常图。1978--1980年湖南区调队根

．据在衡阳、沅麻盆地所采获的恐龙蛋、恐龙足印，对白垩系和第三系作了详细划分。1977

年杨敬之、吴望始建立和厘定了早石炭世邵东段的两个珊瑚带。同时，湖南区调队赵恒

，生、朱振民等研究了涟源七星街等地二叠系和三叠系的接触关系，以丰富的古生物、岩石

等资料，证实它们为连续沉积，改变了传统的假整合观点，’此外，该队根据沉积类型、沉

，积作用等特征，对。江南古陆”提出了新的认识，并指出省内前泥盆纪沉积作用有由北向

，南从稳定区到活动区过渡，而大陆地壳演化则由西北向南东迁移的论点。1980年莫柱荪编

‘写了《南岭花岗岩地质学》，对南岭花岗岩的形成时代、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对花岗岩的

成因、演化及其与矿产的关系作了较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南岭花岗岩的成矿模式。1981年

：湖南区调队在白沙镇幅1：5万区调工作中，对震旦系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建立了下统。泗

．洲山组”、上统。天子地组”，并与湖南北部震旦系对比。1982年湖南区调队杨彦均、侯东

。：南，丁伟民等研究石门杨家坪上前寒武系剖面，发现了早寒武世初期重要的小壳动物群。

1983年湖南区调队曾祥渊与地质博物馆潘江合作在湘西志留系中发现了最低层位的古脊椎

动物——大庸鱼。同年，该队程丽珠与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蔡重阳合作在澧县首次完成

了我国第一个产于泥盆系的古巴兰德木属的复原图。1984年湖南区调队郑基俭等对诸广山

复式岩体的基本特征、时代归属、成因、演化和成矿关系等作了综合研究。

此外，湖南冶金地质研究所、湖南煤炭工业局、湖南地质研究所，湖南石油队、湖南

，地质局水文队、401队，建字00934部队等单位及个人对地质矿产有关问题作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不少资料。

本志的编写及其附图的编纂是在湖南省地质矿产局组织领导下进行的，陈心才、何开

．善主编，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地矿处副处长季中年工程师的帮助。绪言由宋裕佐编写，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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