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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安徽地层志》以1：200，000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为基础，并

广泛地参考利用其它地层工作成果，全面论述了各时代的地层区

划、地层特点和沉积变化、生物群特征、区域对比、沉积环境及

有关矿产，并系统地附录了各时代地层的实测剖面。所以，本书

是总结三十多年来全省地层工作的一套丛书，由前寒武系，寒武

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和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

系，白垩系，第三系、第四系十一分册组成。



■t上I-J-

刖 吾

安徽省位于祖国的东南部，东经114。45 7—119。45’，北纬29。26’一34。38’之间。总面积

十三万九千余平方公里。
’

省内山河壮丽，地形北低南高。全省的水系，除皖南新安江归钱塘江水系外，其余均属

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i由于长江和淮河横贯其中，天然地将全省分为淮北、江淮和江南三个

自然区域。淮北是辽阔平原，为华北型地层分布区，除在宿县一泗县以北有断续的基岩露头

外，皆为第四系覆盖；江淮之间为丘陵地带，唯西部属大别山区，是南北地层类型的交接地

带，蚌埠一淮南一带和嘉山一合肥一六安之东南，有断续的基岩露头，西部大别山区，则是

大片出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江南大部分为山区，驰名中外的风景区黄山和九华山即处该区中

部，金区基岩露头较好，是扬子型和江南型地层出露区。

。安徽省地跨中朝准地台、北淮阳褶皱带和扬子准地台三个大地构造单元J具有华北型，

扬子型和江南型等不同沉积类型。自晚太古代以来的各时代地层均有发育，而且，地层剖面

完整、层序清楚、．古生物化石丰富。所以，是从事地层古生物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长期来，

地层古生、物工作者们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很多资料，为我队开展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和编

著《安徽地层志》创造了有利条件。

《安徽地层杏》是对我队二十余年来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地层古生物工作的系统总结，
同时，还搜集利用了普查勘探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所应用的资料，基本上截止予1981年底以

前，对于部分近期的新资料，也尽可能地作了参考利用，以充实本书的。内容。因．此，《安徽

地层志》是广大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 ’一

下面，就本书编著中的有关问题，作些简要说明。

一、地层区划及其原则

1．各时代地层区划一般都分为三级。为了更明确而又具体地反映地层特征的差异，但又

不致使阻级区过于零碎，在一些研究程度较谪的地区，‘还划分出1V级地层区。

2．]959年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中国地层区划的初步建议》指出s决定地层特征和沉积

变化的基本因素是地壳活动性、古地理条件、古气候条件和生物群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

地壳活动性。结合本省具体情况，用下列地层标．志，作为本书进行地层区划的准则-
、

(1)地层的发育总貌及分布状况I ，

(2)岩石组合及厚度变化，

(3)层序特征与接触关系I

(4)古生物组合及其发育情况，

(5)沉积相与古地理条件； ，

(6)区域变质与火山活动特点。

根据以上标志，对本省各级地层区划的准则。大致规定如下l

I级地层区(地层区)——同一地层区内， “系”级地层单元在岩相上(指表明沉积条件

．的岩性及生物群特征的综合)应该可以对比， “统”可以基本对比或分区对比． !
、

％
⋯

。

1，



Ⅱ级地层区(分区)——主要根据每一地层区·内的地层发育特点，包括该“系’’的地层层

序、沉积相、沉积厚度、生物群及沉积矿产的分布等特征，分为若干个分区。盎同一地层分

区内， “统”在岩相上可以对比， “组”基本上可以对比或分区对比。 ，

Ⅲ级地层区(小区)——这是地层区划的基本单位。 “组”级地层单元可以对比。在同一

地层小区内，地层层序和组(成群)的岩性、古生物群、’沉积相及古地理条件等应基本一致，

一般以一个综合剖面即可反映该小区地层的基本面貌。 ．

。。

IV"级地层区(本书称子区)——是在部分研究较详细的Ⅲ级区内，为了更明确地反映“组’’

或“段”在岩性和厚度等方面的具体差异而划分的。
、

z 3由于本书已分时代进行了地层区划，而且不同时代的地层区划又有变化，显然，已再无

进行综合地层区划的必要。在进行综合地层区划的时候，都是建立在各时代地层总体特征的

基础上进行的。一般地说， I级区是以考虑古生代地层特点为主；五级区则根据每一地层区

内地层发育的特点，更多地照顾到古老变质岩系和中新生代地层特征。根据这些原则，安徽

地层表编写组(1978)将我省分为华北、扬子和江南三个I级地层区。本书在分析了各地区地

层的’总体特征后，认为华北、大别山北缘(北淮阳j以及它们的东南地区三者间的差异最突

出，而江南区(大致在石台一宣城一线之东南)与它们之间的差异相比，显得次要，故将其降

为Ⅱ级区而归．入扬子地层区。至于犬别山地区，地层发育特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考虑到它

与扬子型的元古界以上层位关系较密切，又限于研究程度较低，暂也归属于扬子区。纵观各

时代的地层区划j I级地层区的界限交迁是很小的，唯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沉积变异较显著。

，、4．在确定各级地层区域的名称时，‘I iⅡ+级地矮讴不可能采用从属于全国或大区性地层

区划中的相应名称；Ⅱ、。Ⅳ级区的名称，则以较大的山Jll或居民地命名·凡不同时代范围相

近的地层区划，尽量地采用同一名称。 -

=、所使用的名词：术语、符号及其它

、1．各级地层单‘位的涵义及其符号，是参照1959年11月21宦全国地层会议通过的《地层规。

苑草案及地层规范草案说明书》和《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暂行规范谤的有关规定执行 ．

的。
●

2．地层接触关系用下列符号表示t
7

——整合接触
⋯⋯⋯⋯一假整合接触～ 不整合接触

·。 一断层接触⋯·⋯·⋯· 接触共系不明

3．各种图例，基本按照《l：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暂行规范))执行，不足部分，作了少

’量补充。 ．

4．正文及剖面描述中的古生物化石注明类剐，只写拉丁文属、种名；在文后所附古生物

属、种名称拉汉对照表里(化石较少的地层单元，有的与化石垂直分布表合并)，分门类按拉

丁文字母顺序排列)写出拉丁文金名和中译名。 ，7

5．为了便于查阅地层剖面资料，省内的主要实测地层剖面，都相应编入各分册的附录
’

中‘，湃附有1剖面位置分布图，图中的剖面点编号，与剖面的文字描述相对应。 ／-

《安徽地层志冷的编著工作，是在安徽省地质矿产局严坤元总-1-程师和地质矿产处的指’；

导下进行的。执笔入是l姚仲伯、张世恩(前言及前寒武系)，姜立富(寒武系+)，齐敦伦(奥j
．

n

q

2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陶系)，杜森官(志留系)，夏广胜(泥盆系和石炭系)，赵永泉(二叠系)，徐家聪(三叠系)，

陈烈祖(侏罗系和白垩系)，于振江、余传高(第三系和第四系)。全书由姚仲伯、夏广胜、姜

立富、陈烈祖审阅定稿，杜森官也曾参加了寒武系分册的审阅工作；高富、毕治国、黄国成

参加了组织领导。参加工作的还有胡先一、韩立刚、孙乘云、张一民、阚洪兴、徐秉伦、王

进来、王新民、周栗’、陶启云等。所有插图，均由本队绘图室清绘。

在全书编著过程中，i导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以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热情指导；安徽省地质矿产局所

属地质队和研究所，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等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正文内简称

区调队)，以及安徽省石油勘探指挥部、安徽省煤田勘探公司、合肥工业大学地质泵等单位，

也给孑了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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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言

志留系广泛分布在安徽南部石台、泾县、太平、宁国、广德等地，断续分布在安徽中部

宿松、东至、青阳、铜陵、庐江、巢县j含山、和县等地。安徽北部经冶里上升后，均未接

受志留系沉积。安徽西部佛子岭群变质岩系分布区内，是否存在志留系，目前尚无确切依

据，暂作剥蚀区处理。

安徽志留系的出露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6％i沉积范围约占全省的

1／3。
、

安徽志留系发育良好，岩性较为单一，主要为浅、滨海相的砂页岩沉积，生物群较为简

单。 ·
．

第一节研究简史
●

●

安徽志留系已有50余年的研究历史。早在1924年，叶良辅、李捷¨钔在泾县、宣城、铜

陵等地进行煤田地质调查时，曾将现归于中石炭世黄龙组以下的一套石英岩、砂岩、页岩沉

积称为铜官层，厚800米以上，时代定为志留纪。据层序及岩性上看，其上部可能包括泥盆

纪以上层位。1930年李捷∞41对和县一带，朱森H叫对和县、含山一带，王恒升、李春昱∞，对

宁国、绩溪、歙县一带，以及1931年朱森、刘祖彝H71对贵池一带的志留纪地层分别进行了

研究，一般将本区与南京地区相对比，并称为高家边页岩j仅后者与浙江西部地区对比，称

为风竹页岩，且发现笔石；CZi优巧cDg，，矽z“s sp．，Glyptogm#tus persculptus，Cephalogra-

pros cometg，，Diptograptus modestus，Petalolithus palmeus等，并夹有无烟煤层。1932
’

．，年，李毓尧∞§1将青阳、太平、石台等地志留系分成两部分：上部称为沙滩河层，岩性为紫

色粗砂岩、绿灰色细砂岩、黄绿色页岩，厚800一1000米，4产腕足类Lingullella，下部称为

石壁页岩，岩性为黑色页岩，产笔石Monograptus，厚O一20米。1933年，王恒升、孙健初m

将青阳、贵池一带的志留纪地层亦称为风竹页岩；刘祖彝比81仍将和县、含山一带的志留

纪地层称为高家边页岩，并进一步将其分成两部分t上部为黄绿色泥质砂岩夹少许页岩，厚

约300米，距顶t00米处砂岩内获得Co矿D∞Dc舻holus rc石；下部为黄、橄榄绿色薄层页岩夹少

许深绿色的砂岩和砂质页岩，后者往上渐增多，厚约700米。嗣后，1934年，许杰【333据李毓

尧、李捷在太平郭村附近页岩中所发现的两层笔石，鉴定下层为Monogra：ptus巧c彩s，上层为

Monogr历ptus Z耐i≠眈c刃“s，M．sinicus，M．sini．cus移聒r ingcntis，并据上述化石称之为太

平页岩，另据朱森、刘祖彝在贵池白洋附近页岩中采得笔石，鉴定有Pseudoclimacog'ra／fltus

hughesi，Clim巧cograptus nomalis，C．yamgtzeensis，Orthograptus cf．rnutabilis，G汐·

ptograptus ta．，mcriscus，Pristiogralbtus历cZ绍们口s，P．kuaichihensis等，并称为高家边页岩。

此后，谢家荣、程裕淇、孙健初、陈恺(t935)．E49 J对繁昌、铜陵一带，边兆祥(1940)u41嫩宜

城一带，喻德渊(1945)¨83对安庆怀宁一带的志留纪地层均有报道。边兆祥首次指出，宣城水

鼙蕊0一 。l



东附近的乌桐(五通之误)石英岩之下的暗紫、灰、黄绿色砂岩夹页岩为茅山砂岩，与五逋石

英岩呈假整合接触，时代归属泥盆纪。解放前夕，尹赞勋(1949)口们在对我国南部的志留系

总结中指出，在安徽的五通石英岩之下的黄、灰绿色砂岩和页岩，应相当高家边群至茅山

群。 ．

，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地质工作也

得到了党的关怀和重视，随着地质勘探和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大规模展开，许多院校和科研

单位也傲了太量工作，使志留纪地层的研究工作逐步深入。1951年，张瑞锡、李坪、刘元常H的

将青阳、泾县一带所见的志留纪地层称为高家边层，并在底部发现了相当五峰组的笔石。．

1959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对我国各时代的地层进行了全面总结，这对地层工作的

深入进行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穆恩之(1962)哺钉对中国的志留系进行了总结，指出安徽南部

及沿长江两岸一带的志留系除飞荭高家边群外，。从岩性和亿石上看，应有相当宁镇山脉的坟
头群存在，上部可能包括茅山群或唐家坞群。

1964年，钱义元、李积金等H41在研究安徽南部宁国、1青阳等地志留系时，分为下统高

家边群、中统坟头群、上统茅山群，并指出关尹文等．(1959)ElS]研究皖南上奥陶统复理石建

造中，有部分应划归下‘志留统，发现高家边群下部含笔石丰富，自上而下可分为5个笔石带，

即Pr汹iDgr矽z“s led带、Pristiogr@tus f：z删酃s带、Orthograptus vesicutosus带、Aki谚og·

r誓ptus霞：SCgnS鄂S带和Glyptogr@t26S pcrsculptus带。

同年，何炎、梁希洛等∞明在研究安徽长江沿岸的巢县、贵池、和县等地志留系时，将

其分为下统高家边群、中统坟头群、上统茅山群，并在和县的高家边群底部页岩中获取笔

石I Pristiogf@tus greg“rius，P．i诏c07托钾oo矗铭s，Zkidogred2tus巧sc粥s似s，Dcmirc：s≠rifes

sp．等。 _! 。

五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期间，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区域地质调查队系统开展了

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对安徽中部和南部志留系测制了大量地层剖面，并进行了初步划分。．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本省321地质队、326地质队、324地质队以及本队分别进行了

1：5万区域地质调查，亦对工作地区的志留系进行了划分，在不同程度上均有薪的进展。通过

区测工作，发现以东至一石台-泾县一宣城一线为界，两侧志留系在岩性特征、．沉积厚度、

生物群组合、．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等方面均有一定差异，故分别建立了地层系统。该线以 ．

北地区，绝大多数图幅沿甩下统高家边组(群)、中统坟头组(群)，上统茅山组(群)。它们之

间的界线和茅山群的时代归属，各图幅尚不完全一致0 321地质队(1969)在进行l：5万铜陵幅

时，据其中出现的瓣鳃类在国内外常见于晚志留世地层中的特点，将相当坟头组上部及茅山

群的层位统归晚志留世，并称为“寨山组”。江苏区域地质调查队在进行1：20万马鞍山幅(1974)

时，据含山一带下志留统出现碳酸盐夹层的特点而称为陈夏村组。该线以南地区的志留系，

首先由本队在进行1：20万旌德幅(1965)时，将其细分为：下统霞乡组、中统河沥溪群、上统

太平群(分为四个岩性段)，分别相当钱义元等(i964)所指宁国一带的高家边群、一坟头群、茅

山群，并在太平群内发现瓣鳃类Orthonota perl“t．z，Modiomorpha sp．；腕足类Lingula、 ，

sp．；腹足类MurchisOni历sp．及植物、胴甲鱼等化石。浙江区域地质调查队在进行1：20万临

安幅(1967)时，据浙江省的地层划分，将宁国一带的志留系分为安吉组(相当霞乡组)、大白一

地组(相当河沥溪组)、康山群(相当太平群一、=段)，相当太平群三、四段则称为唐家坞秣，

并置于中下泥盆统，因在浙西安吉县的大白地组内发现了Gly．ptogr@tus≠巧僦∥?s洲s故该组

划归下统，康山群则归中上志留统．本队在进行l：20万宣城、广德幅(1974)时，除将太平群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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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康山群的地层名称外，其划分方案大致与浙江区域地质调查队相同。
， 嗣后，毕治国、藏润海(1973)对长江沿岸和皖南的茅山群及其相当层位的含鱼化石地

层，‘杜森官(1974)对石台地区的早志留世地层，刘嘉龙、毕德昌(1976)旺21及夏树芳(1977)t．4e1
～

对安徽南部的志留、泥盆纪含鱼层位，钱清(1978)对含山地区的早志、留世地层，张全忠

(1978)对铜陵、贵池等地的中志留世三叶虫，夏广胜(1979)H1对无为地区早志留世的笔石，
’

王士涛、夏树芳、杜森官、陈烈祖(1980)凹3对巢县地区坟头群的含鱼层位等，均进行了详细
’

的研究和讨论，大大地提高了本省志留系的研究程度。

总之，解放前及解放初，地质工作者在本省相继进行过地质、矿产调查，尽管当时对志

留系研究程度深浅不一，但对我省早期的地层古生物工作的发展起了一定促进作用。1959年

后，随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1：20万、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全面展

开，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进一步工作，测制了大量的志留纪地层剖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

地层古生物资料，为这次《安徽地层志》的编写，对本省志留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化石带

的划分及地层区划的确定均提供了相当珍贵的材料。

近年来，我国西南地区志留系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地层层序和生物群面貌已基本查

明。由于安徽志留系绝大部分为砂页岩沉积，碳酸盐岩夹层仅在下统的个别地段发现，古生．

物化石又分布不均，坟头组、茅山群及其相当层位的时代归属尚未肯定，仍有分别属中晚志

留世及早中泥盆世的可能性，与西南地区志留系要进行详细对比较为困难。本文结合其岩性、

化石以及与西南地区的大致对比，暂统一了安徽志留系的地层划分，将坟头组、茅山群分别

。归属中、晚志留世，与前人的划分可作大致对比(表1)。

第二节地层区划及其特征

，
· 一、地层区划

根据编写说明中阐述的地层区划原则，据安徽省志留纪地层的岩性组合、生物群分布、

岩相古地理特点，地层发育的完备程度、接触关系的性质、，所处的构造位置并结合邻近省的

地层情况，可将安徽省志留系分为一个地层区、二个分区、四个小区。根据某一个或几个时

期沉积物的性质和生物群的差异，以及地质发展历史的不同，进一步将和县一安庆地层小区

分为五个子区(图1)l

I 扬子地层区

I。 下扬子地层分区

I，1 滁县一全椒地层小区

I。2 和县一安庆地层小区

， I。28 合山地层子区
7

I，．26 无为地层子区

I。2。 怀宁地层子区

I。2d缩松地层子区 ：

I。2。铜陵地层子区

I。3 贵池一东至地层小区
4

’



I。 江南地层分区

、1 21广德一太平地层小区

二、各区特4“．m一·、t产 B 一1可

安徽志留系主要由浅海一滨海相的粘土岩、碎屑岩类组成，以南部发育较为完整，自南

东往北西方向，其顶、底部有不同程度的缺失，且碎屑成分相对减少，厚度逐渐减薄，从生

物群的门类来看，下统下部以产笔石为主，下统中上部及中、上统以产三叶虫、腕足、瓣

：鳃、腹足等介壳相生物为主，在局部地段还发现了鱼类化石。由予沉积环境和所处的古地理

部位的不同，本省中部和南部的志留系在岩性、。化石、接触关系、厚度等方面均有一定差

异． ．-一

1(一)下扬子地层分区 。
，，

¨

包括滁县一庐江一太湖_线南东，东至一石台一一宣城一线北西的沿长江两岸的广大地

霞。嚣内志留莱除
二’

i

摹势妙翼裁祝爨。
枣确墨鸽翼碧蔓‘～
静，Or'ghogr矽#凇

为页岩夹砂质页岩

上绩对丽然失外，：鹄屡发育基本齐全，厚度一般为1000一2000米，岩石主
癌郝地段避魏硪酸盎舞毫毒嗵磊矗蕉鹈化石对串时贫。下统下部主要为富含

、j 。。 4，’ ，
t、

、， ”1
r，

-+

麒燕蚕组畲∥胄下面生萄拶零磷枣篱虿带，即。Akidogmptus船c粥scis
Yes．f呼zos螂带，Iv)。stiogr缸pt邸sj嘶摊带，：P矿istiogrcptus leeiffi，中部

、砂岩，j含笔石、瓣鳃类化石，笔石仪见．Demirgstrites triangulatus—

Mo彻。czi粥巧c妇crenularis带，，局部地段夹碳酸盐岩夹层，。其中含丰富的三时虫、腕足、层孔

虫、珊瑚、笔石等化石，上部为含腕足类的砂岩和页岩，中统下部为含瓣鳃类化石的右英砂

岩夹页岩，上部为页岩、粉砂岩夹砂岩，含丰富的三叶虫、腕足类、瓣鳃类、腹足类，局部
佯产海百合茎、头足类、鱼类、珊瑚等化石。上统各处缺失程度不一，岩性为紫红、灰白、

黄绿色砂岩，粉砂岩，页岩；局部含瓣鳃类、鱼类化石。志留系与下伏上奥陶统五峰组及与

上覆的上泥盆统五通组之问均呈假整合接触，与江南地层分区交界的局部地段与下伏上奥陶

统新岭组呈整合接触。

本分区分为三个小区：滁县一全椒地层小区仅局部地段出露下统，．其上被新地层覆盖而

出露不全；和县一安庚地层小区下统底部笔石带缺失程度不一，各处分别从Akidogrc．ptus

历scF彻s彩s带一Pristiogreptus leei带均有出现，中上统在岩性、化石、厚度上有一定变化，尤

其上缔在各地缺失程度不一。据沉积特点的不同，可进一步将和县一安庆地层小区分成五个

子区。各予区特点详见表2。贵池一东至地层小区位于下扬子地层分区与江南地层分区交接

地段，从岩性、古生物、厚度、地层发育程度等方面均显示出过渡带的特点，从岩性、古生

物＼上看，下统接近江南地层分区，仅底部缺失Glyptogmptus persculptus带，中、上统则接

近西={匕侧，从厚度及地层发育程度上看，则界于南北之间。上述三小区特征及其差异可详见

表3。

、、(二)江南地层分区 ·

位于东至一石台一宣城一线的南东；东至一旌德一线以北地区。区内志留系发育较为齐＼
i

全，绚为砂页岩沉积，厚达4。。o米左右，古生物化石时贫时富。下统下舔为含笔石的砂页岩：

沉积。据共笔石组合，自下两上可分为五个笔石：带，即；G!yptogr。∥郴pcrsculptus梯i，Aki·j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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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安徽省志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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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
一

袭2安徽意留系和县～安庆地层小区各早区特征裘 ／

盼簪”区 备．山子区 无．为子区 怀宁子 区 宿松子区 铜陵子区笱‘

缺失上统、下统 缺失上统上段． 缺失上统，下统 缺失上统上段． 缺失上统上段，’

地层缺失情况 底部缺失1—4个 下统底部缺失4个 底部缺失4个笔石 下统底部缺失4个 下统底部出露不全
笔石带扎 笔瓦带。 带。 笔石带。 仅见第五个笔石带。

下统中部出现碳 上统中段顶部为 下统中部出现碳 下统上部出现紫 ’F统下部为灰绿
酸盐岩夹层，中统 紫红色铁质石英砂 酸盐岩夹层，中统 红色泥岩，中统中 色页岩，上统中段

岩性变化 中部局部出现紫红 m
’

顶部出现紫色泥岩 部及上统中段局韶
色砂页岩夹层，顶

堆j●
局部见紫红色粉砂

；鼋 出现紫红色砂页岩。
部出现紫色泥岩。 ， 岩。

tp统出现鱼类化 中统以三叶虫化 中统F段发现瓣 中统以三叶虫、 中统以瓣鳃类为
石，伴产的生物群

石为主。 鳃类，上段发现珊 腕足、瓣鳃类等为 主，上统发现鱼类特征生物群 丰富。有腕足、三
叶虫，腹足，瓣鳃， 瑚。 主。上统出现植物。 化石i
类等。

中统局部出现胶 中统局部夹赤铁
矿 产 中统夹胶磷矿层。

磷矿层。 矿层。

dogrcUftus牙scg"s酆s带，Orthogre!ptus vesiculosus带，Pristiogrc夕tus f：zd秽彩s带，Pristiogm-

ptus leei带。除笔石外，部分地段还伴产腕足、瓣鳃类等化石。中部为页岩、粉砂岩，上部

为含三叶虫、腕足类的泥质砂岩、页岩。中统下部为石英砂岩、岩屑苟英砂岩；土部为含瓣

鳃类、腕足、腹足类的粉砂岩、泥岩夹砂岩。上统下部以紫红、黄绿色岩屑石英砂岩，砂

岩、粉砂岩，页岩组成韵律层为特点，含腕足、腹足、瓣鳃、鱼类等化石；中部为紫红、黄

绿、e浅灰色岩屑石英砂岩、石英砂岩、粉砂岩等，含鱼类；上部为灰白、黄绿色石英砂岩及

粉砂岩，含植物化石。本系与下伏的上奥陶统新岭组呈整合接触。

本分区仅分一个小区，即广德一太平小区，与其他分区内备小区的差异详见表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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