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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工农业生产发达，在我国国民

经济建设中占极重要位置。该区从寒武纪至第四纪地层及其各种门类的动植物化石发育

齐全，对研究具有自己特色的。扬子地层区’，的生物地层学、地史学和扬子地台构造发

展史，以及对研究。华北地层区"和。江南地层区"同期地层的划分，对比具有重要意

义。

1981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层古生物科研工作协调会议将_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层古

生物的研究帮列为。六五一科技发展计划的第一类第一项，并确定由南京地质矿产研究

所承担该项目的研究。]火1981年起，根据下达的科研任务，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组织本

所地层古生物研究室有关人员，在前人己积累的相当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对长江中下游

地区地层古生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至1986年结束。其主要工作是重

新观察区内各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剖面，其中一部分进行了实测，系统采集了化石及有关

岩矿标本，对有争议的地层界线等问题还作了专门研究。通过野外和室内综合研究工

作，获得了丰富的、十分宝贵的地层和古生物资料，基本上认识了全区寒武纪一第四纪

地层，古生物、岩相，构造和某些沉积矿产分布规律，解决了许多疑难的地层问题，提

出了一些新的方案和意见，完善了本区寒武纪一第四纪地层层序，在某些断代及生物群

的研究方面还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本书就是1981--1988年科研成果的总结。

本书初稿经本所初审和修改后，于1987年初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委托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组织正式评审。评审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顾知徽，研究员张文堂、张遴信，副研究员张善桢，陈德谅，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项礼文，副研究员王思恩，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俞剑华、张忠英，安

徽地矿局地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汪贵翔，江苏地矿局地质陈列馆高级工程师钱清，江西

地矿局高级工程师旱兆松等组成。顾知微和项礼文负责主审。评审意见认为l这项成果

己达到国内同类著作较先进水平，为迅速推广这项成果，建议及早公开出版。根据评审

意见，经过仔细修改、补充，于1987年底定稿。

为了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内的地层古生物进行研究，有关勘查、科研和教学单位做了

大量的工作。迄今，这是国内公开出版的跨越全区区域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本书汇集

了前人取得的成果及近几年来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对本区寒武纪至第四纪地层和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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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完的墓薪成就。该书的出版，对进一步开展区内地层古生物研完，地质勘查和成矿选
景区戋IJ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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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陆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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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自西向东，贯穿本区，两岸土地肥沃，自然条件优越，交通方便，矿产资源丰

富，工农业生产发达。

《长江中下游地层志》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控研究课题，被列为南京地质矿产研究

所鼻六五"期问三项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研究的范围大致位于郯庐断裂东南，西起武

汉，东临黄海、东海，南界位于九岭山一天目山一线，地理坐标为北纬28。407--34。40’，

东经114。一122。。自1981年开始，由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地层古生物室17位专业研究人

员分工合作，历时5年，于1986年完成。翌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委托南京地质矿产研究

所聘请国内著名专家评审验收。

本区主体部分属扬子地层区，北缘含华北地层区，南缘包括江南地层区部分。区内

地层发育齐全，研究历史较早，研究程度较高。位于本区东隅扬子江畔的宁镇山脉，曾

有。中国地质摇篮’，之称。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早年创业时，多从研究宁镇地区地质开

始，许多驰名中外的地层名称都源出于此。1949年建国以来，随着地质事业的蓬勃发

展，各地质队、院校和研究部门在本区开展了大量地质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地质成

果。本志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对区内各地质时代之地层及古生物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

研究。野外工作以典型割面为重点，进行详细观察，重新测制(部分)，系统采集化石

和有关岩矿标本，室内工作的重点是对各时代的生物群和化石带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

通过大量的野外工作和室内综合研究，获得了丰富的，十分宝贵的地层和古生物资料，

解决了一系列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进一步完善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断代生物

地层系统，在古生物地层学领域方面取得了进展和突破。

本志内容包括研究筒史，地层区划，各系地层系统，生物群特征，地层对比及有关

矿产等部分。 ：

《长江中下游地层志》是集体劳动成果，编纂工作由陈华成，吴其切负责。前言由

吴其切执笔，第一章寒武系由优洪安编写，第二章奥陶系笔石相及部分壳相由焦世鼎编

写，奥陶系壳相另一部分由应中锷编写，第三章志留系由张全忠编写，第四章泥盆系由

李汉民编写，第五章石炭系陈家边组、金陵组、王胡村组，和州组及老虎洞组由严幼因

编写，石炭系高骊山组由李汉民编写，黄龙组及船山组由王云慧编写，第六章二叠系栖

霞组、茅口组及吴家坪组由陈华成编写，孤峰组、堰桥组及龙潭组由胡世忠编写。长兴



组及大隆组由郭佩霞编写，第七章三叠系下统由郭佩霞编写，中上统由李金华，鞠魁祥

编写，第八章侏罗系中下统由鞠魁祥编写，第九章侏罗系上统及第十章白垩系由吴其切

鳊写，第十一章下第三系由胡存礼编写，第十二章上第三系由杨文迭编写，第十三章第

四系长江三角洲平原沉积区由张嘉尔编写，第四系其它地层区由冯小铭编写。

安徽地矿局、湖北地矿局、江西地矿局、江苏地矿局及华东石油局等所属地质队，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大学地质系以及石油，冶金，煤炭等有关地质部门提供了

大量基础地质资料和未刊资料。．’ ，。

这一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和出版是与院、所领导和有关专家的关怀，重视支持分

不开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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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寒武系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寒武系沿北东东一南西西方向展布。九江以东，分布在长江两

岸·九江以西，仅分布在长江以南，紧依九岭山北部，幕阜山两翼． 。

扬子区的寒武系除见于宁镇一带外，主要零星布露在长江北岸，至湖北省东南，才

有大片露出，以通山一崇阳一线与江南区分隔。

江南区的寒武系见于长江以南泾县北贡，贵池华庙，百安，东至潘冲，彭泽乐观，

德安葛蜂，武宁王音铺和畈上，通山县留嘴桥和崇阳大屋，黄马冲一带。据最近资料证

实，昆山地区也隶属此区。江南区限于南界，类似浙西的寒武系只分布在修水两侧．分

布在长江以北，夹于响水一嘉山断裂和滁河断裂之间的寒武系，其沉积特征，生物群面

貌接近江南区，本文将这个地区的寒武系也纳入江南区(图1--1)。

第一节研究简史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寒武系调查研究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几十年来，在寒武纪地层

层序的建立、划分和对比，生物群和古动物地理区，岩相古地理等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基础。

在早期，我国地质学家刘季辰、赵汝钧(1924)，王竹泉(1930)，李毓尧(1933)，朱森、

李捷(1935)，许杰(1937)，李四光(1939)，盛莘夫(1942)，严坤元和胡敏(1949)

等对本区作过不同程度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解放后随着我国地质事业的飞跃发展，

尤其是二十万分之一区域地质测量的普遍展开，地层工作相得益彰而突飞猛进。其中江

苏，安徽、江西，湖北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在各自省内作了大量的剖面测制、化石采集，

地层划分和对比工作，奠定了地层划分和对比的基础。除上述外，俞剑华等(1962)，

钱义元等(1964)，杜森官(1981)，卢衍豪，朱兆玲(1980)，魏秀吉(1981)，仇洪

安等(1983，1985)，刘永跃、孙振华等(1984)对区内寒武系作了不同程度的深入研

究，尤其是江苏第六石油普查大队(1978)在昆山马鞍山脚下昆．和昆：井中采获大量早，

中、晚寒武世三叶虫，这一珍贵的发现，为将昆山地区的寒武系划归江南区提供了佐证·

第二节地层分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寒武系，分布广泛，生物群丰富，具有多种沉积类型。根据岩相

变化，沉积物的特征以及地层区划原则将本区寒武系分为扬子区和江南区两个区。扬子

区分为3个小区，江南区分为5个小区(图1一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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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i 扬子地层区

．I l 南京一六合地层小区 ．‘

I， 和县一宿松地层小区 ．

I· I。 咸宁地层小区

0 Ⅱ 江南地层区

， 韭。 滁县地层小区

。一Ⅱ。．，昆山地层小区

Ⅱ。 芜湖一石台地层小区一一

Ⅱ． 九江一崇阳地层小区

Ⅱ． 修水地层小区

： 第三节地层系统
}

．^ I 扬子地层区

产7 I l 南京一六合地层小区

、

本区韵寒武系主要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其露头仅见于六合冶山，江浦汤泉、

大顶山，南京幕府山、汤山和句容仑山等地(图1—1)。据钻孔资料好贻、洪泽及滨
海一带可能有寒武系存在。 ，

宁镇山脉过去曾作过很多地质工作，早期有刘季辰(1924)，李毓尧、朱森、李捷

(1935)，潘江等人(1956)，虽然认为有寒武系存在，但无确切的化石证据。1959年南京

大学地质系师生在南京附近原仑山灰岩内发现早及中寒武世三叶虫，由俞剑华等(1962)

建立了目前通用的幕府山组和炮台山组。以后十多年来，安徽和江苏地矿局区域地质调

查队在本区进行了二十万分之一区测工作，对该区寒武纪地层才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本文在研究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经实地考察、采集化石，提出如下划分方案(自下

而上)。下寒武统幕府山组，下、中寒武统炮台山组，上寒武统观音台组(表1—1)。

主要剖面描述

(一)南京幕府山剖面

中寒武统炮台山组上段(>6．59米)

12．灰色厚层碎裂状灰质白云岩>6．59米

——整合——
下寒武统炮台山组下段(65．94米)

11．灰黄色薄层含泥质白云质灰岩。产三叶虫：Mu[ushania nanUngensis，

M．changi，M．sp． ． 4．89米

'二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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