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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志以福建省1：20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成果为基础，同时利用和参考省内普查勘探和地质科研

资辩及其最新成果，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全省地层，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地质构造等

方面的主要成果，分析探讨了区域地质发展历史．内容丰富，数据资料较多，能全面地概括全省区

域地质全貌与特色．志中除绪言，结语外，共计六篇，四十六章。第一篇地层·第二篇火山岩及火

山作用，第三篇侵入岩及侵人作用，第四篇变质岩及变质作用，第五篇区域地质构造，第六篇福建地

质发展史，约百万字，插图294幅，图版16版，附图五幅，即l：50万福建省地质图，1：100万福建省中

新生代火山岩相构造图，l：100万福建省侵入岩图，1：100万福建省变质地质图，l：100万福建省地质

构造图，可供广大地质工作者和地质科研，教学单位及有关部门参考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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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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一比=十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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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

次。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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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I各省、市、自

治区地质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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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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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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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矿产部

．
一九八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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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口

福建省位于中国东南部，濒临西太平洋，属华南褶皱系的一部分，是环太平洋成矿带

中的重要成矿区之一。区内地层发育较齐全，岩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

越，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钨、钽和重晶石、叶腊石、萤石等矿产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南沿海中生代变质带，闽东中生代火山岩，尤其是粒状碎斑熔岩，燕山期花岗岩以及地

质构造特征等基础地质问题，亦为国内外地质界所注目。

福建省简称闽，北接浙江，西邻江西，南界广东，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陆地

总面积121300平方公里，人口2590余万人．，有汉，畲，回、满，高山等民族。

(一)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全省属多山地区，境内峰峦叠嶂，山岭耸峙，丘陵起伏，河谷与盆地错落相间，大致

可划为闽北山地、闽西南山地、闽东山地和闽东南丘陵、沿海平原等四个地形区。地势西

北高，东南低，即由武夷山带、闽中大谷地、鹫峰山一戴云山一博平岭山带到沿海丘陵、

平原，略呈马鞍形倾斜。中山和低山占全省面积的75％，丘陵占15％，平原仅占10％。较

大的平原为福州、莆仙、泉州和漳厦等平原。沿河谷亦多有小盆地分布。海岸线曲折，多

港湾、岛屿以及宽阔的滩涂，海域。

境内山脉多沿北北东一南南西走向延伸，与海岸线大致平行，亦与全省主要构造线一

致。自西而东主要山脉有武夷山脉、杉岭，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博平岭和太姥山脉。其

中武夷山脉北起浦城，向西南廷至闽粤交界，蜿蜒于闽赣边境，海拔多在700一1500米问，

长约500公里，是本省最高的山脉，为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流域的分水岭，主峰黄岗山，海

拔2157米，为本省最高峰。杉岭北起光泽，向西南延至建宁境内，海拔1000--1500米，长

约150公里。鹫峰山脉、戴云山脉和博平岭乃一脉相承，斜贯全省中部，其问被闽江和九

龙江横截为三段，似断而实连。鹫峰山脉位北，分布在政和和古田之间，海拔700--1000

米，长约100公里。戴云山脉居中，是本省中部主要山脉，分布于尤溪至安溪境内，海拔

700--1500米，长约300公里，主峰戴云峰，海拔1856米。、博平岭坐南，北起漳平，向西南

延至广东境内，海拔700一1500米，省内长约150公里。太姥山脉是闽东沿海主要山脉，自

浙江入境，经福鼎至霞浦，海拔400—700米，长约50公里。

省内河流多发源于西部、中部和北部，自成系统，独流入海。主要有闽江，九龙江、

汀江、晋江、木兰溪、岱溪、交溪、霍童溪等。河流一般短促，千支流常直交形成网格

状，河中多峡谷险滩，水流湍急，比降多在万分之五以上，河网密度大于0．1公里／平方公

里。地表径流丰富，年平均流量变化很小，含沙量少，水力资源丰富，富有水电、航运和

灌溉之便。境内以闽江水系为最大，主要千支流有沙溪、建溪和富屯溪，三者于南平汇合

后始称闽江，并在福州以东的亭江分两支入海，千流全长577'公里，水系河流总长287'2公

里，流域面积6080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一半。九龙江水系居次，千流长258公里，水

系河流总长1148公里，流域面积13600平方公里。汀江是广东韩江的主要千流，发源于宁

化上坪，省内长328公里，流域面积11802平方公里。晋江上源分东溪和西溪，千流西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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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河流总长404．8公里，流域面积5629平方公里。’

本省海岸线曲折，多由岩岸构成，另有沙岸，泥岸和红树林岸，海岸线总长3324公

里，直距535公里，多港湾，较大者有22个，以兴化湾、+三都澳为最。著名港口有马尾港

和厦门港。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大小达1404个，较大者有海坛岛、东山岛、金门岛和厦门
，

岛。 。

、
’

本省邻近北回归线，西北有山岭阻隔南下的冷空气，东南有太平洋海洋气团的调节，

形成了本省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在17—21℃。最冷(一月)

平均气温5—13℃，最热(七月)平均气温25—29℃。年降水量一般在2000--1100毫米，酉
．

北山地1800毫米以上，为全省多雨地区。降水多集中于春夏，冬季少雨。全年无霜期长，

霜日北部15天以上，南部5天以下，沿海莆田以南少见i冬季以偏北风为主，有寒潮，夏

季盛行偏南风，夏秋之交多台风，时伴有暴雨或大暴雨。 。

境内山峦起伏，溪流湍急，与邻省多有高山隔阻，自古以来舟车不便，交通闭塞。新

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交通状况大为改观，铁路、公路、航空、内河、

外海航运等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铁路长达1000多公里，鹰厦(鹰潭一厦门)、来福
(来舟一福州)铁路贯穿全省，并与全国铁路网相接，可通往全国各地。此外还有漳龙

(漳平一龙岩)、漳福(漳平一福德)，福马(福州一马尾)铁路和正在建设中的漳泉(漳卅’

一泉州)铁路。公路通车里程三万多公里，与邻省均有公路连接，省内县与县之间和绝大

部分村镇亦均有公路相连。机场有福州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海港有厦门港、泉州港，福

州马尾港，宁德三都澳港。港口设备大有改善，福州马尾港已建成万吨码头，厦门正在建

设可供五万吨巨轮停靠的东渡港区。厦门与香港已有直达快船往来，远洋航线亦正在开

辟。’内河航运以闽江最发达，其它河流经整治后运输量也大为增加。

(二)经济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经济迅速发展，1980年工农业产值比1950年增加10．5

倍，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占65％，其中轻工业占62％，重工业占38％。冶金、电

力、煤炭、化工，机械、建材、森工，食品、纺织、造纸等部门均初具规模。福州的脱胎

漆器，角梳、雨伞、寿山石雕，德化瓷器、木画，以及南平、古田、福州的竹器、‘竹编， ．

连城、漳平，龙岩、上杭的藤制品，厦门的漆线雕塑等工艺品均驰名中外。矿产主要有

煤、铁、钨、锰，钼、铅锌、石灰岩、石墨，铝土，膨润土，高岭土，叶腊石，萤石、玻

璃砂，硅砂等，地热资源丰富。今后随着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和采取扩大外贸，利用外资

和引进先进技术等措施的实施，福建工业面貌必将焕然一新。 ．、k

福建省耕地占全省面积11％，其中30％在沿海平原，70％在山区丘陵地带。农业产值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主要作物以水稻为主，次为小麦、红薯。本省是全国三大林区之

一，主要树种有松，杉、樟、楠、桉、红树、毛竹等，而且盛产笋干、香菇、银耳和药楮

等特产。经济作物有甘蔗、茶叶、亚热带水果(龙眼、柑桔、荔枝、橄榄、柚子等)，花

生，芝麻、油菜子、烤烟等。福建亦是全国主要产茶省份之一，武夷岩茶，茉莉花茶、“坦

洋功夫”和“自琳功夫”红茶、“铁观音”茶，乌龙茶等都闻名退迩。素有。水果之乡”称
号的漳州所产水仙花誉满中外。沿海水产亦较发达，鱼类在国内占有相当地位。沿海地区

还产世界著名的稀有鱼类——文昌鱼和珍贵的鲎。平潭县为我国紫菜主要产地。

福建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温泉众多，气候宜人，是一个四季成宜的旅游省份。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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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如画，名山、幽洞迷人。武夷山风景区首屈一指，方圆百里，溪水九曲，碧水丹山，

如展画卷。密林修竹和山溪流谷之中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列为全国自然保护区之一。厦门

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福州的鼓山、福鼎太姥山、龙海南太武山，以及将乐玉华

洞，龙岩龙砬洞、明溪滴水岩洞等，山间奇峰怪石千姿百态，洞中奇穴琳琅满目。此外，、

仙游九鲤湖瀑布、永安桃源洞“一线天”，东山的凤动石等，均使游人流连忘返。寺庙、

古塔、桥梁、摩崖石刻犹如明珠点缀，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如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

教建筑遗迹之一的泉州清净寺，中国东南现存有数的宋代木构建筑之一的福州华林寺大

殿，国内石塔建筑之珍宝的泉州开元寺东、西两塔，“天下无桥长此桥一的晋江安平桥。本

省书法艺术宝库的福州鼓山，龙海云岩洞的摩崖石刻，国内独一无二的树碑——闽候雪峰枯

木庵的“树腹碑一等等。此外在闽西和闽北有许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遗址，

如上杭“古田会议会址”，才溪乡调查旧址，崇安赤石暴动遗址等。

(三)地质研究程度
’

．

福建地质构造复杂，矿产资源丰富。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本省只进行过一

些地区的矿产和路线地质调查，研究程度很差。据载，1911年，日本地质学会的野田势次

郎、山根新次曾对福建进行内容极其广泛的调查，除矿产外，还包括物产及风土人情等，

其调查结果发表于《支那地质调查报告书》中。‘

1912年，中央农商部派梁津、陆钦颐来闽调查各地矿产，著有《福建矿产志略》一书。

至1917年后，由于政局不稳，地质矿产工作曾一度停顿。1929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配合铁

道部计划修建铁路，开展一些地区的矿产调查，先后派王绍文、谭锡畴和王恒升、李春昱

(1929)，侯德封、王日伦、张兆瑾(1933)，谢家荣、程裕淇(1935)等来闽工作，在地质

方面颇多收获，如1930年王恒升、李春昱创。梨山煤系”(侏罗纪)。1931年王绍文发表

《闽西赣南地质矿产》，创“童子岩煤系”(侏罗纪)，。罗峰溪千枚岩”(奥陶纪)和。溪口

灰岩板岩”(奥陶纪)等地层名称。1935年侯德封、王日伦、张兆瑾等在Ⅸ福建厦门、龙岩

问地质矿产简报》中，创“兜岭火山岩”(白垩纪)、。翠屏山砂页岩”(--叠纪)、。栖霞石

灰岩”(--叠纪)和。南靖系”(石炭纪)等名称。1935年省建设厅成立矿产事务所，工作

人员有赵修晋、南延宗、严坤元、潘承祥、魏于铭和卢衍豪等，因多专事矿产调查，地质

研究进展较少。1940年省建设厅地质土壤调查所成立以后，先后在闽工作的有陈恺、朱钧、

陈旭，王宠、高振西、周仁沽、陈培元、杨锡光、丘捷、盛莘夫、杨振翰、斯行健等。他

们除调查矿产外，尚对地质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成就颇大，主要有：陈旭、王宠(194I)

改“溪口石灰岩”为“溪口系”，时代属三叠纪，改。童子岩煤系"时代为二叠纪，确定

“船山石灰岩”(上石炭纪)和。黄龙石灰岩?”(中石炭纪)的存在，高振西(1942)综合

前人资料著《福建地质调查之历史及地质问题》一文，建立了福建省较完整之地层层序，并

对一些主要地质问题进行了论述，陈恺(1943)建“赤石层”(第三纪)及。坂头系及其

上下岩层”(白垩纪)，斯行健(1942)对福建晚古生代及中生代植物化石进行了系统研

究，著《福建植物化石之研究》，厘定了许多地层时代。另外陈恺(1942)对福建花岗岩亦

进行了初步总结，著有《福建花岗岩概论》，认为“闽境花岗岩无新老之分，应视为同一时

期之产物，其时代稍后于白垩纪火山岩系”(此看法为以后的工作所否认)。此外，林观得

(1937)在《福州附近海岸线的变迁》一文中认为福建海岸有上升的事实，侯德封(1943)

于龙海东尾地区，在海拔20米处发现有牡蛎壳，首次获得海岸上升的证据，高振两(1943)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在‘福建之山脉水系及海岸》一文中，认为搿福建海岸实显两种性质，一为下降，二为上

一升，论次序，先降而后升一，从强度来说。下降烈而上升弱一，“中国东南海岸约在第三纪后

期高度下降，形成今日弯曲多岛之海岸，⋯⋯第四纪以迄现今又复一致上升，且此上升之

事实仍在进行未止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国家和地方对矿产资

源的需求愈加迫切，因而福建省地质工作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地质、

冶金、煤炭、地震、建材、核工业等系统的有关部门、地质队，以及地质科研和教学等单

位，均先后在本省做了大量的地质矿产普查，勘探或专题研究工作，发现和探明了大批的

矿床，如清流行洛坑的钨，龙岩马坑的铁，永安李坊的重晶石，邵武南山下和垌潭的萤

石，永安坑边的石灰岩，福州峨嵋的叶腊石，建阳岭根墙的石墨，东南沿海的硅砂，龙岩，

永定、永安加福及大田上京的煤等等，共计已发现矿种89种，勘探大、中型矿床数十处，

而且在区域地质、物化探、水文、地震、地热等方面亦获得了丰富的系统资料和成果，从

而大大提高了福建省地质矿产研究程度。

特别是1959年以来，全省系统地开展了1：20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至1977年共完成全

省22幅1：20万区调工作，为全面提高福建省基础地质研究程度，揭示本省地质构造特征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侵入岩、火山岩、变质岩等三大岩类方面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78

年后又根据1：20万区调成果资料，进行系统的总结和专题研究，为编写本区域地质志做好

了准备。通过=十多年来的区调和有关地质队、研究、教学单位的工作，所获主要地质成

果有。

地层方面，确定了福建省地层层序，建立(或厘定)了统一的地层系统和地层名称，

地层一般划分到组或群，部分划分到段，并划分了地层区。特别是在闽北变质岩系(原建

瓯群)中采获了一批微古化石和几丁虫，在闽西南早古生代地层(原罗峰溪群)中采获了

海绵骨针和笔石等化石，为进一步确定其时代提供了依据。

火山岩方面，对福建东南沿海大片出露的中生代火山岩系采用双重填图法，不但建立

了全省火山岩系的层序，划分了喷发旋回，而且发现了大量的火山机构及有关矿产，为大

片火山岩出露地区的填图和深入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侵入岩方面，建立了福建省侵入岩的侵入活动顺序，基本查明省内存在加里东期、华

力西期、印支期，燕山早、晚期和喜马拉雅期等侵入岩，否认了。福建花岗岩无新老之

分”的论点。在岩性上有超基性、基性、中性、中酸性，酸性等诸大岩类，而且以中酸性

和酸性岩类为主。花岗岩类成因有混合岩化型、重熔型、同熔型，分异型。

区域变质作用方面，初步查明福建省区域变质岩可划分为加里东期、印支期和燕山期

等三个变质地带。变质相有高、低角闪岩相，高、低绿片岩相和亚绿片岩相与低绿片岩相

(未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燕山变质带中采获了植物化石，确定其时代为晚三叠世一侏

罗纪。 ，I’

· 构造方面，应用地质力学、多旋回构造运动和板块构造等学说。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福

建地质构造及其与成矿的关系，从而不断加深对本省地质构造特征的认识。

1977年起本省一些地区还开展了1：5JY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此外，还进行了部分地区

l：10万一l：20万及1：5万航空磁测，完成了全省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和河流重砂、土壤

金属量测量等工作。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揭示本省地质构造特征和对地质找矿工作提供了

4



大量信息，同时亦为研究全省第四系，水文地质特征以及全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场特征

等方面提供了系统资料。 ／

本志编写之前曾对全省1：20万区调成果分地层、侵入岩、火山岩、变质岩和构造等进

行专题调查并作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福建省区域地质志》。编写工作从1982年

5月起，至1983年11月止，历时一年零六个月。所有资料一般截至1982年止。在编写过程

中尚对一些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野外检查和必要样品的采集及测试。

本志的编写是在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地质矿产局成立地质志编写

领导小组，由组长边效曾，副组长潘廓祥，组员刘树汉、石礼炎，李根坤、高天钧、胡

斌、蔡应炳、王振民、龚世福、赵龙卿等同志组成。边效曾总工程师自始至终亲自组织和

指导地质志的编写和对重大地质问题的处理及本志的审定。具体编写工作由福建省区域地

’质调查队承担，李根坤主任工程师全面负责。全书文字部分除绪言、结语外，共计六篇四

十六章，插图294幅，表格158张，图版16版。绪言由来泳宪执笔，第一篇由李兼海、李希

敏、王国平执笔，审定李兼海，第二篇由朱福生、冯宗帜√张维权执笔，审定朱福生，第

三篇由刘金全、吴克隆、陆振球、严炳铨执笔，审定刘金金，第四篇由陈觉民、李昌泽，

林文生、郑铁藩执笔，审定陈觉民；第五篇由李根坤、黄辉、郑声俭执笔，审定李根坤，

第六篇由李根坤执笔，结语由潘清霏执笔。各篇中有关岩矿、副矿物、古生物等分别由宋

彩珍，严炳铨、王国平审定。全书由张镇海统一审查修改。最终定稿由边效曾总工程师负

责。图件部分共计五幅。其中1：50万福建省地质图，由宋泳宪、林凤翔、吴永开编制，宋

泳宪审定；其余1：100万福建省中新生代火山岩相构造图，1：100万福建省侵入岩图，1：

100万福建省变质地质图，1：100万福建省地质构造图，吩别由各篇编写组负责。李焕章具

体负责各组之间的协调工作。参加地质志编制的其他人员有；朱义华、李仁杰、吴文清、

楼珠琴、吴小林、陈火炮、潘和良、吴用梓、杜群英，徐亚长、肖树荣、张之橥、邹宗煊、

李进堂、檀遵峰、许美辉、苏福景、张秉春、何赛尧．杨寿雷、危木林、周忠顺、陈铭

泉、曹开芳、吴小圆、陈宝香、陈泽霖、江浩贤、黄庭淦、杨星辉、范文玲等。所有图件

的清绘由队清绘出版组承担。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队负责1：50万和1：100万及书内插图部分

的福建省地理底图的编绘。 ， ／

为保证地质志的质量，福建省地质矿产局特邀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卢

衍豪教授、盛金章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纪舜副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翁世劫副研究员、毕德昌工程师、南京大学周新民副教授、长春地质

学院贺同兴副教授，对本志中各有关篇章进行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特表示

谢意。 ／ ，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省地质矿产局还组织省地质科学研究所、闽北地质大队、闽西地

质大队、闽东南地质大队、地质学校、物探队等单位有关同志对地质志初稿进行了多次讨

论，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提供一些最新资料。／省测绘队还及时地为本志中的附图、插图

进行植字、照相、制版、翻印等工作。省地质矿产局中心实验室承担了大部分主要样品的

分析化验及部分样品的复查等。 ／

本书中所引用的资料，除注明出处外，其余均为福建省区域地质测量队o(下称省区

。福建省区域地质测量队现改为福建省区域地质调查队。

／

／
S



测队)资料。 、
、

1983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的指导下，由福建省地质矿产局主持，同

时邀请地质出版社、五囱三厂，·评审员和省内外有关单位对地质志及其附图进行审查验

6



第一篇 地 层

概 述

福建省地层发育，自上元古界至第四系多有出露。岩石类型较为复杂，沉积岩和变质

岩地层的总和与火山岩地层约各占全省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大地构造位置居华南褶皱系

东部u)。按全国地层区划的初步建议(1959)，福建全境属华南地层区的一部分，在华东

地区区域地层表编制(1979)时，本省划分为建瓯，邵武、长汀、龙岩、青田一漳州、东
山六个地层小区。

本省各时代地层分区性较明显。北部及西北部以晚元古代变质岩地层为主，属地槽型

韵巨厚沉积。中部及西南部出露震旦纪至晚白垩世的浅变质岩、沉积岩及火山岩地层，尤

以晚古生代准地台型沉积发育，古生物较丰富，省内许多地方性地层名称皆渊源于此区。

其中，石炭纪一早二叠世地层为省内石灰岩、无烟煤及铁矿的重要含矿层位。政和一大埔

一线之东的福建东部地区，则以大面积晚侏罗一早白垩世陆相火山岩地层占主导地位，岩

石类型复杂，厚逾万米，是研究我国东南沿海中生代火山岩地层的重要地区之一。上第三

系及第四系零星分布，但在沿海地带较发育，由基性喷出岩及海、陆相松散沉积物组成。

由于沉积岩和火山岩的岩性、岩相受形成时的不同地质构造背景和古地理的控制，部

分岩石形成后又受到后期变质作用的改造，因而，同一时代地层在不同地区往往具有不同

豹岩性、岩相特点及不同的岩石类型，形成不同的地层地理区，尤其是震旦系及中生代某
些盆地沉积更为明显。

现将福建省地层划分列表(表i)并由老而新分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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