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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为一鄙区域地质专著。作者运用近代地层学、沉积学，岩石学、变质地质学．多旋回构造学说．地

球化学等多种新理论，从地层，沉积岩与沉积作用，岩浆岩与岩浆作用，变质岩与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和区

域地质发展史等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湖北省百多年特别是近30余年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成果，科学

地论述了省区区域地质特征，反映了省内区域地质研究的现状。全书约100万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并附

有1：50万湖北省地质图，1：100万湖北省地质构造图及1：100万湖北省岩浆岩图。为中国中部区域地质研究和

南、北方地质研究、对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亦为国民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地质依

据a功供从事地质和其它事业的广大科技人员参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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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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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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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次．

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忠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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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因广大地质工作者势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争业·阼强，

涉及面广，延续时问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互t-：代的一项重要任务。

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洪总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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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J二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各省、市、自治区地

质局负责对奉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忠》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务{实施，具体编写

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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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及岩浆怍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业等部分；其嘲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譬}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0万至1：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大，因此，

在内容练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医的实际情况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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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取矿产部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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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位于我国长江中游，以在洞庭湖之北而得名。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即有鄂渚之

称，故简称鄂。地理座标：东经108。21 7—116、。07 7，北纬29。057—33。20，。东邻安徽，南界

江西、湖南，西连四川，北接陕西、河南。 ： ．

’

湖北地势大致是三面山地，中间丘陵平原，略呈向南敞开的不完整盆地。全省面积

185 897km2，山地占55．5％，丘陵占2．4．5％，平原占20％6鄂西山地是我国地势第二阶

梯东部边缘的一部分。耸峙西北部的秦岭山系东延武当山脉，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沟谷深

切，山势奇特，有闻名全国的道教圣地武当山，其主峰海拔1 621m。，大巴山脉东段的神农

架、荆山、巫山，高山峻岭，气势磅礴，主峰神农顶海拔即05m，被称为“华中第一峰”。，
鄂西南的大娄山、武陵山是云贵高原的东北伸延部分，绿葱坡海拔1 822m。鄂东北的桐

柏山、大别山近东西向横贯约600km，成为鄂豫皖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天然分界线。．鄂

东南的幕阜山脉，其中段之九宫山是湖北名山之一。中部的江汉平原平均海拔50m左右， 。

地势坦荡，河网交织，．湖泊星罗棋布，堤垸纵横，土壤肥沃，气温适宜，是我国粮、油、

棉基地，素称“鱼米之乡”。
7 ，

省内大小河流l 100多条，均属长江水系。驰名于世的长江自西向东横穿巫山，两岸

峭岩壁立，形成雄奇壮丽的长江三峡。长江流经十六个县、啼，省境流长1 200km，主要 ．

支流有汉水、沮水、漳水、清江、东荆河、陆水、滠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富水

等，发源于省境周围山地，迂回曲折注入长江，构成向心状水系。最大支流——汉水自西

北流向东南，穿越十三个县、市至武汉人长江，流长970kin。湖北素称“千湖之省”，共有

大小湖泊1 065个，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洪湖、梁子湖、长湖等湖泊面积都在200kmz以

上。许多湖泊系古云梦大泽残余的遗迹。
。

《
‘

‘

．

湖北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全省平均气温15一l铲℃，一月为全年最冷 ．

月，平均气温2—5℃，七月为最热月，平均气温28℃。气候受地形影响明显，江汉平原为

高温区，气温高于29℃，周缘山地低于26℃，山谷盆地为冬暖区。全辇无霜期230--260天，，

年降水量800—1 600mm，雨水春夏多、秋冬少。自然灾害常有发生，主要是干旱、洪涝、

低温阴雨、冰雹等，其中尤以伏秋干旱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 i

湖北交通极为方便，具“九省通衢”之誉。省会武汉市地扼京广铁路和长江两大交通

动脉的会合处，长江横亘东西，京广铁路和焦枝铁路纵贯南北，武成铁路联通四JlI、陕西，

武黄铁路通往黄石市，并有省际问和遍及城乡的公路以及民航运输，构成省内和省际问交 ，

通网络。 { ．．

湖北的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是我国轻，重工业和农业的重要基地

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电量已居我国首位，我国最大的水电工程一葛洲
坝水电站屹立在宜昌市西陵峡口。

湖北地跨秦岭褶皱系和扬子准地台两大构造区，地质构造复杂，元古代～新生代各时

代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区域动力热流变质作用影响极广，成矿条件有利，矿产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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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鄂东南地区镊铜矿床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的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的地质成果。特别是

武汉地质学院(原北京地质学院)在基础地质、矿床地质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

提高湖北省地质研究程度起了重要作用。， 。。

’

1959年湖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所。成立后，系统地开展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经

20余年努力，1985年完成了全省21．5个图幅的区调任务，获得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和研究成

果，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在综合研究方面，1971年编制了I：100万《湖北省地质

图》，Ⅸ湖北省矿产图》，《湖北省地貌图》和l：200万《湖北省地质图》、《湖北省矿产图》及其

说明书。1973年又据已有区凋资料综合整理，编制并出版了l：50万《湖北省地质图》、《湖北

省矿产图》、《湖北省构造体系图》及其说明书。在地层方面，确立了湖北地层层序，建立了

。较一致的地层系统和地层名称，地层单位划分到阶(组)或群，并建立了地层区；对鄂北

变质地层，据同位素年龄数据和微体古生物，从西往东建立了武当山群、随县群、红安群，

大别山群，均归属元古界，以红安群与大别山群不整合界面2 0801～ta同位素年龄数据作为

中、下元古界的界面；鄂中原定的“元古界应山群”中采到了中华盘虫，遵义盘虫等三叶

虫及其它门类化石，据此划分出上震旦统、下古生界地层；在神农架震旦系以下发现了一

套以灰岩砾石为主的砾岩层，创名为马槽园群，并在下伏碳酸盐岩为主的碎屑岩夹火1jJ岩

的浅变质岩系中采获大量叠层石，据叠层石类型，岩石地层、化学地层等资料建立了神农

架群，为中国南、北晚前寒武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提供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在鄂东南地区

证实了中华棘鱼可下延至巾志留世；在铁lJl地区大冶群薄层灰岩中首次发现了一条保存十

分完整的鱼类化石。在岩石方面，基本查明了岩浆活动期次，各类侵入体的岩性、岩相，

物质成分、岩石结构及围岩蚀变等特征。在大冶地区中生代火山盆地发现大鼓山古火山口；

在红安一大别山地区发现与铬镍矿化有关的超基性岩带；在武当山一大别山地区首次发现

麻粒岩和蓝片岩带的存在，．初步掌握了变质作用的特征、分布规律，为研究变质相，变质

相系、变质期次、变质作用类型及原岩建造性质，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在构造方面，运

用地质力学观点、多旋回观点、板块观点、地洼观点来探讨湖北地质构造及成矿关系，出

现“百家争呜”的新局面。在新构造与遥感地质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一定进展。

总之，30余年来，湖北省备有关地质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区调、普查、

勘探和地质科学研究工作，所取得的丰硕地质成果，不断加深了区域地质研究程度。

1982年以来，湖北省区调所在1：20万和1：5万区调资料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和利用了

省内各地质队、矿山及地质科研单位和地质院校的地质成果，编写成《湖北省区域地质志》。

它是全省广大地质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共同劳动的结晶。所利用的资料一般截止予1984年，

仅有少数资料延用至1985年。 。

本书编写及地质图件编制，是在湖北省地质矿产局胡惠民总工程师为首的《湖北省区

域地质志》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湖北省区调所负责编志组织完成，具体实施由主编

黄建勋，副主编金经炜、张淦权负责。本书第一篇由金经炜、罗贤材、黎作骢、陈公信执

笔；第二篇由余林青、王义明执笔；第三篇由高承连、周高志、秦万宜、张淦权执笔；第

四篇由周高志执笔，第五篇由李美美，江世俊执笔；第六篇由江世俊执笔，绪言和结束语

由黄建勋执笔。l：50万《湖北省地质图》、1：100万《湖北省地质构造图》，1：i00万《湖北省

0原称湖北省区域地质测量队，198s年改称湖北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所以下简称湖北省区调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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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图》由黄恩字，李美美、张淦权负责编制。夏建萍、吴道文、张丽，王剑辉、宋丽

霞?韩守荣，周亚萍、江天风等同志参加了编志工作。相应的I：50万、I：100万湖北省地

理底图由本所测绘制印车间测绘组提供，经湖北省测绘局审定。全部地质图件，插图的清

绘和大量的后勤工作由全所有关部门共同完成。英文摘要的翻译承蒙中国地质科学院费振

壁同志承担。 ， ，
。．

。

湖北省地质矿产局聘请郝贻纯、陈晋镳、杨家辣、汪啸风、徐桂荣、殷鸿福、吴顺

宝、刘宝瑶、王人镜、张树业、任纪舜，杜国清，关康年分别对本志有关篇章进行了评

。审，全部地质图件聘请夏湘蓉、洪昌松审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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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一 层

湖北省地层分布面积约176 000km2，出露着元古界一新生界的12个系、19个相当于

系或统的岩群，共划分为205个组级地层单位(表I-1>。除缺失上志留统上部与下泥盆统

下部外，．其余地层发育良好、层序完整，沉积类型众多，古生物化石丰富，并赋存有近zo

种矿产。不少地层在中国地层学研究中居重要地位，为中外地质界所瞩目。近十年来，在

前寒武系、下古生界、中生界及新生界等研究中，都取得显著的进展。

横贯东西的青峰一襄广断裂将全省划分成南、北两个地层区：南部为扬子区，元古界

及古生界总厚30 ooo余米，下一中元古界为地槽型沉积，上元古界一古生界为地台型沉

沉积，区域变质作用的改造仅限于前震旦系及鄂南九宫山区的下震旦统；北部为秦岭区，

元古界及古生界总厚达60 000余米，全属地槽型沉积：普遍受区域变质作用的改造。全省

中一新生界总厚约27 000m，三叠系与侏罗系仅分布于扬子区，自垩系一第四系则在两区

均有分布，尤以扬子区发育最好，分布最广。省内上三．叠统一第四系及扬子区的上元古界

下部与下震旦统为陆相地层，其余均为海相地层。秦岭区的大别山群、桐柏山群与扬子区

的崆岭群、杨坡群是湖北省境内最古老的地层，共同构成湖北陆壳最早的结晶基底(图

I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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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震旦系
～

“

前震旦系分布于大别山区、桐柏山区、随县一红安一蕲春地区、大洪山区、武当山

区、郧西一均县地区、神农架林区，宜昌一兴山地区，钟祥县胡集地区、鹤峰县走马、石

首县桃花山、幕阜山及大幕山区，出露面积32 400kmz。划分为大别山群、桐柏山群、红

安群、随县群、打鼓石群、花山群、武当山群、耀岭河群、神农架群、马槽园群、崆岭群、

杨坡群和冷家溪群，全系区域变质岩系。
、、

研究简史及地层分区

1．大别山群、桐柏山群及红安群：1959年吴磊伯、宁崇质等将麻城一团风断裂以东大

别山区混合岩化变质岩首称“大别山结晶变质岩系“或”大别山系”，其上之片岩系首称

“佛子岭片岩系”(大别山北麓)和“宿松含磷片岩系”(大别山南麓)，时代均归属前

震旦纪。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及赵震等创名“大别群”，将桐柏山一大别山及其南麓应山

北部一大悟一红安一蕲春一带之变质岩系统归入“大别群”。在红安以东，由下而上分：

七里坪组、红安组及高桥河组；在大悟北部，由下而上分：界岭组、新县组、黄毛佬组；

在应山北部，由下而上分：浆溪店组、蔡河组、广水组与泉水寺组。时代归属为太古代。

同时，将孝感北部一黄陂县木兰山一红安南部一黄冈县回龙山一浠水一蕲春一带之含磷片

岩改称“宿松群”，时代归属元古代o。1967年，河南省区测队在桐柏山区将混合岩化变

质岩系创名“桐柏山群”，并将桐柏山南麓随县北部地区的片岩创名“万和店群”，由下

而上分：定远组、狮子口组、陈家湾组。二群分属太古界与元古界9。1974年，湖北省区

调所将京广线以东直至大别山区的混合岩化变质岩系全称“大别群”，由下而上分：方家

冲组、河铺组、包头河组、铁冶组、麻桥组与飞虎山组，时代归属太古代，“大别群”之

上的片岩系创名“红安群”，·由下而上分：天台山组、七角山组、磨盘组、塔耳岗组，时

代归属元古代。1980年，河南省区测队将大悟北部之“大别山群”改称“天台山群”，

1981年又改称。红安群”，由下而上分为：卡房组、新县组、七角山组，时代属早元古

代，’妒同年，湖北省区调所在桐柏山群中由下而上划分出：关门山组、黄土寨组、新店

组，时代置于太古代，并将应山县广水大山口一带之含磷片岩及大理岩归入元古界红安

群，分别称七角山组与大山1：3组；将应山县吴店一郝店一带之绿色含蓝闪石片岩及大理岩

分别归入上震旦统；将桐柏山南麓随县北部地区之“万和店群”归入新建的随县群，时代

为元古代。本志综合前人资料，将大别山群代表麻城一团风断裂以东大别山区的混合岩化

变质地层；桐柏山群代表断裂以西及桐柏山区的混合岩化变质地层，并将天台山组归并其

中，厘定桐柏山群由下而上为：关门山组、黄土寨组与天台山组。两群时代均为早元古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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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将不整合于两群之上的含磷片岩及片岩系均归为元古界红安群，从下至上为：七角山

组、磨盘组与塔耳岗组。又将吴店一郝店一带含蓝闪石含铁铜的绿色片岩与上部大理岩分

称耀岭河群及上震旦统。至此，。桐柏山一大别山及其南麓的变质岩系划分初步得到统一。

2．随县群、打鼓石群与花山群：大洪山区及其以北之京山一安陆北部与枣阳一随县一

应山地区的前震旦系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与北京大学最先建立。北京地质学院(1961)将浅．

色片岩系及大洪山区轻变质白云岩系创名。应山群”，从下至上分为：高城组，平峰山

组、按官厅组i环潭组，三叉湖组、大栗山组、伏岭组和打鼓石组；将大洪山区浅变质砾

岩、砂岩与板岩等创名。花山群”，从下至上分为：洪山组与六房咀组。两群时代均为元古

’代，后者不整合于前者之上。北京大学(1961)将浅色片岩系亦名“应山群”；从下至上

分为：团山组、宋家集组、、清潭组、竹林蛔组、草棚岗组与茅茨畈组；而大洪山区浅变

质白云岩系创名“白果树群” (即前述“打鼓石组”)。1975年，北京大学重建该地区变

质地层系统，从下至上划分出：元古界应山群、震旦系(广义的)。京山群”与洪山群。

’1975m1981年，由于在“应山群”中发现震旦系及下古生界等地层，在“白果树白云岩

’(打鼓石组)”中采集到丰富的叠层石及古孢，湖北省医调所遂将“应山群”解体，将寒

武系之下的片岩系创名随县群，将。打鼓石组”改称打鼓石群。随县群自下而上分：古井

组、柳林组、垸子垮组、岔河组与白兆山组，时代为震旦纪；打鼓石群自下而上分：大阳

寺组、韩家洼组、罗汉岭组、陈家冲组、李家咀组和墙铺岭组，时代属元古代。同时，将

“花山群’’易名“花山组”，置于下震旦统底部。湖北省第八地质队在随县南部地区创名

．“大狼山群”，时代为元古代。1984年，湖托省区调所重新厘定“随县群”，将下部三岩

、组称随县群，将岔河组下部变质碎屑岩及变火山岩名为耀岭河群；将岔河组上部板岩及白

兆山组列入上震旦统，将原“万和店群玑列入随县群。随县群时代为中元古代，‘耀岭河群

时代为青白口纪至早震旦世。本志又将花山群单独列出，时代置于青白口纪。至此，大洪 ．

山区之前震旦系为上部花山群，下部打鼓石群；枣阳一随县一应山地区及京山一安陆北部

地区的前震旦系为上部耀岭河群(包括下震旦统)、，下部随县群。 。 ，

。3．武当山群与耀岭河群：／武当山及郧西一均县地区之前震旦系由李捷、朱森(1930)

创建，称太古界“武当片岩”：上覆以“震旦片岩?与“南化片岩”。1958年，地质部丹

江口水文工程地质队将“震旦片岩”改称“郧阳系”，分为。下郧阳系”与“上郧阳系”，

时代定为晚元古代，并将。武当片岩”时代厘定为早元古代。同期，湖北省地质局435地质

队将“武当片岩”与“震旦片岩”合并创名“武当系”。1962年，北京地质学院将“震旦

片岩”改称“上武当群”，从下至上分：丁家营组、马鹿坪组、·青山港组；改“武当片

岩?为“下武当群”，从下至上分：化口组、官坊组、杨坪组、白耳河组。两群均属元古．

界。同年，陕西省地质局秦岭区测队在郧西一郧县地区创建下部“郧西群”与上部。耀岭

河组”，时代均为震旦早世。1965年湖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改“郧西群一为。两郧群”，

时代置于元古代，’仅将耀岭河组置于下震旦统，并改称“耀岭河群”。1985年，湖北省区

调所将下武当群、上武当群及郧西群合并统称武当山群，从下向上分：姚坪组、杨坪组、

双台组，时代归属为中元古代，并将耀岭河群时代定为青白El纪一早震旦世。本志采用最

后一种划分，以武当山群和耀岭河群代表鄂西北地区前震旦系下、上两套地层(耀岭河群
‘

的一部分属下震旦统)。

4．神农架群与马槽园群：神农架林区之前震旦系最早由江涛、华媚春(1962)创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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