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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窖提要

、． 《安徽地层志》以一比=十万区域地质调盎资料为基础，并

r．泛地参考利用了其它地层工作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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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有关矿产，．并系统地附八了各时代地层的实测剖面。所以，本

书是总结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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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系，体

罗系．自垩系，第三系、第四系十一分册组成·



-主上一．J‘-

刖 吾

安徽省位于祖国的东南部，东经114。457—119。457，北纬29。26 7—34。3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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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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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宿县一泅县以北有断续的基岩露头

外，皆为第四系覆盖，江淮之问为丘陵地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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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lJ是

大片出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江南大部为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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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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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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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队开展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

乖编著《安徽地层志》创造了有荆条件。

《安徽地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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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截止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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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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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致使噩级区过于零碎，在一些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还划分出Ⅳ级地层区。

2．1959年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中国地层区划的初步建设》指出：决定地层特征和沉积

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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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岩石组合及厚度变化；

(3)层序特征与接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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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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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应该可以对比， “统”可以基本对比或分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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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地层分

区内， “统"在岩相上可以对比， “组”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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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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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级区内，为了更明确地反映“组"

或搿段刀在岩性和厚度等方面的具体差异而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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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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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级区则根据每一地

层区内地层发育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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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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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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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雨

将其降为Ⅱ级区而归扬子地层区。至于大别山地区，地层发育特点有一定的特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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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级地层区的界限变迁是很小的，唯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沉积变异较显

著。

4．在确定各级地层区划的名称时， I、Ⅱ级地层区尽可能采用从属于全国或大区性地层

区划中的相应名称；Ⅲ、1V级区的名称，则以较大的山J1i或居民地命名。凡不同的时代范围

相近的地层区划，尽量采用同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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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国地层会议通过的《地层规

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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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执行

的。

2．地层接触关系用下列符号表示。

——整合接触
⋯⋯⋯一 假整合接触

⋯～一 不整合接触

一断层接触⋯⋯⋯⋯接触关系不明

3．各种图例，基本按照《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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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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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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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附有剖面位置分布图，图中的剖面点编号，与剖面的文字描述相对应。

《安徽地层志》的编著工作，是在安徽省地质矿产局严坤元总工程师和地质矿产处的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导下进行的。执笔人是：姚仲伯、张世恩(前言及前寒武系)，姜立富(寒武系)，齐敦伦(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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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系和自垩系)，予振江、余传高(第三系和第四系)。金书由姚仲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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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鸿兴、徐秉伦、王进来、

王新民、周栗、陶启云等。所有插图，由本队绘图室清绘。

在金书编著过程中，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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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地质系等单位，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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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言

* 一。

第一节研究简史

安徽第四纪地层广泛发育于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长江冲积平原，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

区仅见于山间谷地，河谷两侧及山麓地带(图1)。早在1934年李四光H¨在考察庐山第四纪冰

川活动时，对我省东流一枞阳一带，以及黄山，九华山等地也进行过调查，发现上述地区都

残留着第四纪冰川遗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省第四系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时

期，1955年杨钟健、周明镇H朝着重研究了江苏泗洪县下草湾、戚嘴村和嘉山县泊岗村附近的

第四纪地层及所含哺乳动物和瓣鳃类化石，从而将淮河中、下游第四系划分为更新统下部下

草湾系、中部和上部泊岗层、上部和顶部戚咀层。1958年杨怀仁“71等对长江中、下游第四系进

行调查后，发现我省黄山、九华山外隧，以及铜陵一繁昌一带广泛分布着冰缘沉积物——融冻

泥流和融冻岩屑。嗣后，张可迁H73于1962年在1：20万综合水文地质普查的基础上，较系统地

划分了淮北平原的第四系，分中、下更新统为下草湾组，上更新统为下蜀组，全新统细分为

三个韵律层(Q：、Q：、Q：)。相隔不久，李毓尧¨23(1964年)专程赴大别山东北麓进行第四

纪冰川考察，认为那里的冰川活动与庐山地区三大冰期可以对比。1956--1974年闾，南京大

学地理系师生心”曾先后三次到我省大别山、黄山调查第四纪冰川遗迹，认为更新世有两期冰

川活动。此外，刘嘉龙哺1(1959)、阎德发哺83(1976)、黄万波咄23(1981)、以及本队(1976—

1982)分别在宿县焦山一龙骨山一带，贵池铜山镇、和县汪家山、巢县银山村、以及怀远县

范庄、萧县岱山、宿县宋仙庄、风台县潘集等地发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通过研究，提

供了较可靠的地层时代依据。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间，安徽区调队系统地开展了全省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搜

集了丰富的第四纪地层、古生物资料，基本上查清了第四系层序、成因类型、地层厚度和分

布规律等。由于各地研究程度不同，而且各家对地层划分和成因类型的确定也不一致，故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了区调资料，从而确定了统一的地层层序(表1)，并对

其成因类型也进行了探讨，供生产、科研、教学等有关部门今后工作中参考。

第二节地层区划及其特征

一、地层区划

中国第四纪地层分区，前人曾有过各种不同的划分，如袁复礼①从教学的要求出发，将

①杨子赓；1980，第四纪地质学及地貌学。河北地质学院



囝1安徽省第四系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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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划分为华北、华南、淮河流域、西北、西南、东北和西藏七个地层大区。1979年中国地

质科学院瞳1主编的《中国第四系》一书中，也划分为七个地层大区，与袁氏的划分大同小异。

但是第四系分区原则和怎样运用分区原则目前并不明确，所以地层分区，尤其是二、三级分

区还比较混乱；同时，还有人把沉积区、沉积类型与地层分区并列起来。

1964年刘东生¨1在编制全国第四纪地层分布图时，提出气候、新构造运动以及地貌条件

是控制第四纪沉积物的主要因素。因为地球表面不同部位的气候带不同，所发育的土壤、动

植物也就不同，从而致使第四纪沉积物的形成及其特征存在差异。新构造运动与第四系的关

系比较密切，如垂直运动速度和幅度不同，第四纪沉积物的分选性、磨圆度、沉积物厚度以

及层理特征等截然不同；新构造运动的周期性变化是划分和对比第四纪地层以及探索地质发

展史的依据。地貌与第四系的关系更为密切，成因类型、沉积物厚度、岩性特征、分布规律

等都受地貌条件的制约。因此，气候、新构造运动以及地貌条件是第四系分区的主要标志。

依据上述原则，本书将安徽第四纪地层划分为如下各区(图2)t
I 华北地层区

I 淮河地层分区

I。1宿县一阜阳地层小区

I。2嘉山一六安地层小区

噩 扬子地层区

ⅡI下扬子地层分区

二、各区特征

(一)淮河地层分区

本区属于华北地层区的一部分。位于大别山隆起以北和巢县褶皱带以西’东面伸入江苏’

北邻山东；西面向河南展布。第四纪气候温暖、湿润，同时存在着冷一热、干一湿交替现

象。新构造运动以沉降为主，但沉降的幅度各地不尽相同。地貌景观以平原为主，东北部和

东南、西南部有山区、丘陵分布。由于区内淮河南、北新构造运动和地貌条件存在差异。致使

淮河南、北第四纪沉积物迥然不同，因此又划分为两个地层小区。

1．宿县一阜阳地层小区

本区位于霍丘一五河一线以北，隶属于中国东部黄淮海大平原的一部分。除东北部有低

山、丘陵分布以外，其余地形平坦，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更新世时期，地壳长期缓慢沉降，

到末期开始上升，全新世早期仍以上升为主，而后则一直比较宁静。第四系分布广泛，发育

齐全。成因类型以冲积为主，还有少量的湖积、沼泽沉积和山麓地带的冲一洪积、残一坡积

等。沉积物厚度一般为80一130米；最小厚度不足5米，最大厚度可达200余米。总体变化趋

势，由东南向西北(图3)，由东北向西南(图4)递增。哺乳动物群基本上属于华北类型。

2．嘉山一六安地层小区

位于霍丘一五河一线以南，隶属于中国东部丘陵一平原区的一部分。区内平原呈波状起

伏，河谷阶地较为发育，并零星地分布着低山和丘陵。第四纪地壳沉降幅度较小，且伴随着

节奏式上升和局部断块差异性运动。第四系分布较广泛，发育程度仅次于宿县一阜阳地层

小区。成因类型以冲积为主，其次为冲一洪积、残一坡积(冰缘沉积)以及少量的冰水沉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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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宿县一阜阳地层小区柱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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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沉积等。沉积物厚度变化较大，一般为5—30米，最厚可达100余米(图5)。总体岩性特征，

为北部相似于宿县一阜阳地层小区，南部则与下扬子地层分区有些相同，具华北与华南过渡

类型特征。

(二)下扬子地层分区

本区属于扬子地层区的一部分。按照分区原则以及地层总体特征，应当划分为大别山

区、皖南山区和长江冲积平原三个地层小区，但两大山区第四系资料贫乏，故不再划分地层

小区。该区位于大别隆起和巢县褶皱带的东南面，西邻湖北，南邻江西，东向江苏、浙江展

布。第四纪气候冷、热交替显著，降雨量充沛．新构造运动以区域节奏式上升和山间相对沉

降为主要特征。中一低山、低山一丘陵分布广泛，山间发育条带状河谷平原，河谷阶地十分

发育。第四系主要分布于沿江地区，成因类型复杂，以冲积、风积、冰水和冰缘沉积为主、

其次还有洪积、湖积和沼泽沉积等。沉积物厚度一般不超过50米，累计厚度可达150米以上

(图6)．哺乳动物群具有华北一华南过渡类型的特征．

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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