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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竹囊，我们的科研工作以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紧密结合生产实践的社会主义科研路线为指导思想a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

大巴山西段开展地层研究工作。大巴山西段南为四川盆地，西为龙门山，北和东均为秦岭，

只东南与大巴山东段相连。包括陕西省南郑、西乡、镇巴、宁强四县，汉中、勉县、城固、洋县

四县的南部，紫阳县的西缘，石泉县的西南缘和四川省通江、南江，旺苍、万源四县的北部，

面积约两万平方公里(图1)。1971年我们在大巴山西段陕西省境内的南郑县自玉圆坪子、

西河石板沟、五郎坝龙壬沟一钢厂偏桥沟一带、西参县三郎铺盛家沟和镇巴县高桥水河沟

等地实测早古生代地层刹面六条，通过这些主干剖面的研究，搭起大巴山西段的地层骨架，

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收集过去生产，科研和教学所积累的大量地层古生物资料，进行系统的

整理和综合研究。为了更紧密地配合普查找矿以及为地质科研工作提供基础资料，还以期

(个别以世)为编图单元，编制一套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图(共中晚奥陶世和早震旦世由于资

料不足未编；中寒武世和中志留世地层因后期剥蚀，原始沉积厚度和沉积特征全貌不清，故

仅编绘残余厚度等值线图)。
’

1：4t)o?j-

图1交通位置略图

本文的编写旨在全面系统地总结大巴山西段地层古生物资料，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该区早古生代地层区划、统一地层名称和划分方案，并编制一套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

图。其次，介绍该区地层研究的新成果，如确认汉南地区不存在下震旦统；在阎王碥组砾岩层

之上发现了三叶虫化石，修正了汉南地区原划分为“下奥陶统一的地层为寒武系，并将它

进一步划分到统和组；发现该区普遍存在晚奥陶世的沉积。另外对该区古生物群作了系统

研究，发现了各门类新属13个，新种139个，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该区古生物资料，提高了



r————～

I

该区地层古生物工作的研究程度，为区域性地层对比奠定了基础。最后根据现场工作和对

比研究，确定了该区早古生代各种沉积矿产的赋存层位。

本书化石图册包括腕足、苔藓虫、头足、翼足、古介形虫、笔石、三叶虫和珊瑚等八个门

类，其中大部分标本存于我所。

。。化石图册中各门类的描述由本所研究人员曹萱锋、傅力浦、高月英、周志强、郭峰及宋礼

生担任。古生物图版除兄弟单位的化石由承担单位摄制外，其馀由我所照相室陈英凤、谢

理玮摄制。古生物图册的编纂工作还得到兄弟单位和有关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协助j其

中有西北大学地质系的霍世诚、陈润业，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所林亦农、匮釜圈和
朱秀芳等同志，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单位提供了部分研究手稿。

一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野外实践不多，可能存在错误和缺点，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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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层研究论述



第一章 地层古生物研究史

一：’’：+。√．’和研究程度简述～一：

．-大巴山西段早古生代地层研究历史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1

解放以前。这一阶段在本区作过路线地质调查并对早古生代地层有所论述者，先后有

赵亚曾、黄汲清、杨敬之、谷德振、霍世诚、孙云铸等人。由于调查所及地区有限，时间短促，

成果较为粗略，共中有些成果对以后的地质工作仍有参考价值。。 一

j 1949--1957年。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和关怀下，遵照毛主席“开发矿业"的

指示，地质工作迅速开展。这一阶段本区的地质工作主要在南部川、陕接壤地带进行普查工

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早古生代地层作了较详细的研究。 ，

1958年至今。大跃进以来，本区地质工作大大加强。四川省地质局和陕西省地质局先

后于本区开展1／20万区测工作。截止1966年，全区1／20万区测工作全部完成并提交区测

报告。同时，普查和矿山地质工作也大力开展。由于加强了面上的工作，加之西北大学、陕

西地质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所等教

学、科研单位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先后到本区开展研究工作，紧密配合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

查工作的进行，使本区地层研究程度大大提高，过去一些错误逐步得到纠正，也积累了大量

的第一性地层古生物资料。

正是在前人的辛勤劳动成果上，为这次大巴山西段早古生代地层的系统总结创造了

前提。 ，

大巴山西段早古生代地层基本上划分到组。除下震旦统和上震旦统的陡山沱组外，其

他各组均有古生物依据，地质年代的确定和与国内共他地区地层对比均比较可靠，总的看

来，其研究程度较高，就西北地区而言，可以说是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层分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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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层区划及地层分布

早古生代时，在司上一镇巴断裂带西侧常存在一个地障(镇巴一万源地障)。它在不同

地质时期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则与汉南古陆连成一片；或则与汉南古陆分离而呈近南

北的狭长古陆，向南延入四川盆地；或则沉降水下，但相对隆起为一海脊。这一地障的存在，

将本区分隔为两个沉积区域，使之在物质来源方向上、海水进退方向上和古生物组合上有所

区别，共中尤以寒武纪为明显。因此，以这个地障作为本区两个地层小区的分野，东边称褚

河地层小区，西边称米仓山地层小区。 ? 。。一一 ：

褚河地层小区又以马家湾一兴隆断裂带为界，分为两个地层地区：其东称高川地层地

区，其西称高桥地层地区。两者岩性，岩相、生物群均基本相似，主要区别是层序上有些不同，

其异同点如表1所列。 一 ，
-．

裹1楮河地层小区层序对比

备 年 代 的 沉 积 情．况 、

地．、 区

Z e1 ez O 8l D、O P

|l fI
高桥地层地区 沉 积

”7
缺失 沉 积

l|I
fI

高川地层地区 沉 积 缺 失 沉 积’
I『．．。．．． 『I．

米仓山地层小区又分为三个地层地区，即宁强地层地区、汉南地层地区和松树坝地层地

区。主要区别是宁强地层地区为承袭性的拗陷区，地层发育较完整，厚度也较大；汉南地层

地区为承袭性的隆起区，地层较薄，有些地质时期没有沉积；松树坝地层地区现今为大片的

二迭系和中生界覆盖，只有若干志留系的条带状露头，志留纪前沉积情况不明。

米仓山地层小区的三个地层地区层序上的异同点如表2所列。

。裹Z米仑山地层小区层序对比

备 年 代 的 沉 积 情 况
地层地区

Za Zbd zbdn l elq 01。 0}一0； Oi—08 S1_2 P
1

宁强地层地区 沉 积

|f ||
汉南地层地区 缺 失 沉 积 缺 失

粱山沉积
沉 积

|I |I I| Il|l

松树坝地层地区 没有出露， 情况不明 沉 积

·4·



米仓山地层小区内，大致以汉南杂岩周围环带状下古生界分布区的外缘为界：界内为汉

南地层地区，界外的西部为宁强地层地区，东部为松树坝地层地区。
各地层地区的分布范围如图2所示。

I．昆仑秦岭地层区

L扬予地层区

_
一

●

●

×实测剖面位置，

图2大巴山西段地层区划图(1：200万)

四川盆地地层分区’

。 f 1分1宁强地层地区
，． f I矗米仓山地层小区{l}2汉南地层地区

大巴山l地层分区7 ．～I}3松树坝地层地区一

(Ⅱ备祷河地层小区5 1分1高桥地层地区

龙门山地层分区⋯⋯⋯． CⅡr2高川地层地区

l·南郑五郎坝龙王沟一带剖面， 2·南郑西河石扳沟剖面I 3．南郑福成挂宝岩北坡剖面l

4·南郑白玉圆坪子剖面，‘ 5．西乡三郎铺盛家沟剖面； 6．镇巴高桥水河沟割面。

一地层区界线l——地层分区界线I ⋯一地层小区界线， ⋯地层地区界线。

本区早古生代地层的出露情况严格地受地质构造的控制：1．汉南地层地区，下古生界

格汉南杂岩的周边作饰边式的环带状分布；2．宁强地层地区，大致平行于勉县一阳平关大

断裂，作北东东一南西西向的条带状分布；3．松树坝地层地区，平行于司上一镇巴大断裂

呈近南北向的条带状分布；4．高桥地层地区和高川地层地区，平行于司上一镇巴大断裂呈

微向西南凸弯的弧形条带状分布。
f。 ，‘

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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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震豆务’
，

⋯⋯
一一

。

’

j

本区震旦纪地层剖面，基本上可和湖北三峡标准剖面对比，故本文仍沿用兰峡剖面李四

光所创立的地层名称，划分为两个统四个组，即上震旦统的灯影组、陡山沱组和下震旦统的

南沱“冰碛岩组”、南沱砂岩组。共中南沱“冰碛岩组”的含砾泥岩在成因上尚有争论，起码不

是以冰碛成因为主，故冰碛岩组加引号以资N．另II。 、

本区震旦系地层名称沿革如表3所列。 、、 一 ．．

衰3震旦系地层名称沿革

四川区铡队 陕西区测队 侯 德 封

汉
本 文

1965 1965 1939

南 猫儿坝段
地 上亚组 灯影组
层

灯 上 茶叶沟段 上 震 盐 井

地 彤
震 霞

区 ‘下亚组
旦 杨坝段 旦 陡山沱组 旦

组 统 统 系 河 层
千河段 下震旦统

本 文 四川油管局 陕西磷矿队 陕西秦岭区铡队
1969 1961 1960

宁

强 灯 上亚组 灯 上 段 宽ill铺组／
地

影 影 灯 影 组
组 ．下亚组 组 下 段 灯 影 组

层

地
陡山沱组 陡山沱组 陡山沱组 陡山沱组

区 ．南沱“冰碛岩组” 冰碛层组

’胡家坝组 下震旦统
南沱砂岩组． 莲沱砂岩组

第一节下震旦统南沱砂岩组

南沱砂岩组在大巴山西段均出露不全。高桥地层地区出露最大厚度534米，宁强地层

地区248．7米，以灰绿和灰紫色页岩、粉砂岩、砂质页岩和灰绿色石英长石砂岩为主，上部夹

有少量砾岩层或透镜体。，
●

、

’

剖面介绍

(一)陕西省宁强县胡家坝白岩河一石家河剖面O

上覆：下震旦统南沱“冰碛岩组”。

o I匹1)11石油管理局．(1970)陕西、川北、川西震旦系及宁强南山岭背斜材料．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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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一
南沱砂岩组：(>238．7米)

’

3．灰至灰绿色薄板状粉砂岩夹薄层同色千枚状页岩，分选、圆度均差。 ． 。

2．灰绿色薄板状粉砂岩与同色千枚状页岩呈不等厚互层，均含硅质高，层理发育。

1．灰至灰白色厚层状细粒长石砂岩，硅质胶结，分选差，次棱角状。 ·“．

一未见底一
(=)陕西省勉县新铺湾观山剖面o

上覆：下震旦统南沱“冰碛岩组”凝灰质砾状片岩。 ‘

——整 合——

南沱砂岩组：(>190米) 一

2．褐黄色千枚岩，千枚状页岩。
4

1．灰绿、黄褐色长石细砂岩夹千枚状页岩。

。——未见底——

(三)陕西省镇巴县小洋坝一兰岔河剖面(图3，相当l一7层)

上覆：下震旦统南沱“冰碛岩组”含砾泥岩。

——整 合——

南沱砂岩组：(>385．5米)

7．灰绿色薄至厚层状砂岩，顶部为灰绿色薄层含砾页岩。后者砾石带分选性。

6．灰绿色厚层砂岩，下部夹厚层砂砾岩、砾岩。

5．紫红色薄层状粉砂岩，夹灰绿色厚一巨厚层状页岩和少量砂岩。

4．灰绿色长石石英砂岩。 ，

3．灰绿色厚层状具微细层理页岩夹浅灰绿色巨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

2．灰绿色厚层具微细层理页岩。

L灰绿色巨厚层——块状石英长石砂岩。

、——断层一
下伏：兰迭系灰岩。

2。竺。P一

图3陕西省镇巴县小洋坝一兰岔河震县系实测剖面

(四)陕西省西乡县司上罗家湾——烧房沟剖面。

上覆：下震旦统南沱“冰碛岩组”角砾岩。

o陕西地质局，1962。陕西宁强勉县地区路线地质普查材科。

D四川石油管理局，J970．陕南、川北，川西震旦系及宁强南山岭背斜材料．

57．4米

131．3米

50米

80来 嚏

ilo米

26．5米

55．5米

74,．8米

94．5米

53．6来

31．6米

102．6来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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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台——
南沱砂岩组：(>407．7米) ，

，，
．

5．蓝灰、灰绿色千枚状含砾块状页岩、泥质粉砂岩。所含砾石在雇部集中，向上渐少。最大的紫色

扁泥砾达15厘米。． ．；，’．
一

．， 104．1米

4．浅灰、蓝灰、绿灰及紫红色中层状含砾石英粉砂岩。砾石以紫红色泥砾和半透明的石英砾为主。

较浑圆，也有半棱角状。 。 ， 121．1米

3．灰绿色中层扶中粒砂岩，分选不良，圆球度中等或较差，局部含石英细砾。硅质胶结，略含泥。

2．紫红色板状砂质页岩，偶见细砾岩。 ． 25．8米

1．灰绿及蓝灰色夹暗棕色具薄细层状之含砾泥质粉砂岩，含泥质重，层理欠平整，显缟状。全层含

大小不等(o．2--0．7厘米)的半角砾或砾石，砾石之成分以猪肝色泥砾及白色、绿色的石英砾、砂砾岩为主，

纵向砾石的分布无规律。(未标厚度)

——未测完——
。

9。 ⋯V1 +1 1。

第二节下震旦统南沱“冰碛岩组打

‘大巴山西段的南沱“冰绩岩组”是一套比较特殊的有争议的地层。从岩性角度上分析，

多数地方基本上三分：1．下部为块状含砾泥岩或粉砂岩，胶结物常为火山物质，层理模糊

难辨。其上常见一层厚30米左右的砾岩层，砾石密集，磨圆度良好，砾径较均匀，层理也比

较清楚；2．中部以页岩或粉砂岩为主，层理发育良好，甚至有微细层纹。其中有时夹含砾

砂岩层，个别地方夹有灰岩层；3．上部以凝灰质砂岩或凝灰质粉砂岩为主，有时夹含砾砂

岩层。下部含砾泥岩因其几乎没有层理，砾石大小悬殊，成分复杂，据前人报导有些砾石上

似有擦痕，因而有些地质工作者将之定为“冰碛层井，认为其上的有层理的砾岩为冰水沉积，

中部属于冰湖缟状粘土o。另一些地质工作者则认为是浅海陆缘沉积的一种由火山碎屑岩

到沉积碎屑岩之间的过渡性沉积物国一0。 ．

从大区域古地理景观来考虑，其形成时间与上扬子盆地各处的南沱冰碛层相近。从上扬

子盆地周围的黄陵古陆、武当古陆、康滇古陆、原始江南古陆的边缘常有山岳冰川的规律来

看，汉南古陆不至于例外；从下部含砾泥岩的特征看，也颇有些与冰川作用有关的迹象。因

此不排除老山附近存在冰碛岩的可能。但从不少剖面资料可知，含砾泥岩之下并无不整合

或平行不整合的迹象，砾石的排列情况又与滇、黔等地的南沱冰碛层的底砾性质不同，应属

层间砾岩的性质。因此这些地方的“冰碛岩组”可能是与冰川作用有关的冰山型的冰水沉积

与正常沉积的混合产物，在沉积的同时，邻区发生强烈的火山活动，以至地层中常出现火山

物质。
’

’

剖面介绍
“

‘． ． 一

(一)陕西省勉县新铺湾观山剖面o． ．
～

川省地质局，1958，旺苍幅地质材料。

西省地质局。1960，1：20万地质材料。

西省地质局，1960，陕西镇巴县渔渡坝地质材料。 ，，，

西省地质局．1962。陕西省宁强勉县地区路线地质普查材料。四陕陕陕

．

o

o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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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覆：上震旦统陡山沱组石英长石粗砂岩。
”h

‘、

’——平行不整合一
南沱“冰碛岩组”：’(549米)

5．灰绿、黄灰色薄层粉砂岩，部分呈砾状砂岩。

4．灰褐、黄褐色千枚岩。
。 二

3．灰色灰岩，含锰较高。

2．灰绿色、褐色含砾片岩，砾石由火成岩构成。
。’’

1．灰绿色凝灰质含砾片岩，风化后呈黄褐色。
‘‘

——整合一’
下伏：下震旦统南沱砂岩组千枚岩。

160米

200米

5米

4米

180米

(：)陕西省镇巴县小洋坝至三岔河剖面(图3，相当8—9层)

上覆：上震旦统陡山沱组砂岩夹页岩。
。

’一 ．——整合t一一
南沱“冰碛岩组”：(200．7米) ·

}’ ，，

，

，．2．灰褐色中层状砾岩、砂砾岩与砂岩互层。砾石成分主要是褐红色花岗岩，滚圆度较好。底部为灰

色薄层页岩。 。一．， 31．8米

，1．灰绿色含砾泥岩或粉砂岩，无层理。砾石大小悬殊，杂乱无章。磨圆度中等，主要为各种侵入岩、

硅质岩、砂岩碎块。
’

168．9米

。 1——整合一
，

下伏：下震旦统南沱砂岩组砂岩。
。

(三)陕西省宁强县胡家坝白岩河口剖面o

上覆：上震旦统陡山沱组石英长石粗砂岩。 一

。——平行不整合一 。

’一

’

南沱“冰碛岩组”：(>771米) j

“7．灰褐绿色凝灰质粉砂岩、砂岩，含云母甚多，夹薄层页岩。 。。

， 8l米

‘，6．蓝灰及黄绿色千枚状页岩，问夹微细层状粉砂岩。·． 212米

5．灰褐绿色砾岩。 34米

4．灰绿色页岩夹粉砂岩，成分多为凝灰质，含少量长石颗粒。上、下部均含少许小砾石。， 44米

一． 3．灰绿色粉砂岩夹页岩，共成分多为凝灰质。， 一 40米

2．灰绿色页岩夹粉砂岩，共组成物质多系凝灰质，含火山岩的砾石。 60米

1．灰绿色凝灰质泥砾岩。 ：>300米

——未见底一 ’

(四)陕西省西乡县司上罗家湾——烧房沟剖面9 ’

上覆：上震旦统陡山沱组紫红色页岩。 一

一平行不整合一
南沱“冰碛岩组”：(405．7米)

’

7．灰黄、灰绿色中层状粗砂岩，含少量细砾，局部集中成砂质砾岩。’

6．灰色，中至厚层状，含长石中至细粒石荚砂岩，下部含少量石英细砾。

5．灰黄色，厚层状，砂质细砾岩。
t+

4．蓝灰色，中层状，含砾粉砂岩与绿黄色薄层含砾泥质粉砂岩渐变互层。

o一国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1970。陕南、川北、川西震旦系及宁强南山岭背斜材料．

5．

8．

1．

0．

米

米

米

米

·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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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黄色、灰蓝色薄板状含砾泥质粉砂岩，砾石与2层相似。j

2．灰绿、蓝灰色中层状粉砂质细砾岩。石英质的砾石浑圆，分选中等，

少量花岗岩质角砾和紫色扁泥砾。

i32．8米

一般在2毫米左右。底部见

，．1．灰蓝、灰绿色千枚状泥质粉砂质角砾岩，角砾占50历以上，砾径大者可达10厘米，

厘米。砾石成分有石英，花岗岩、砂岩、泥砾及一些燧石、玉髓等。

——整 合——
。

14．6米

一般是2—7

123．6来

．、 下伏：下震旦统南沱砂岩组含砾砂页岩、泥质粉砂岩。；

上列剖面基本上反映了岩层粒级的纵向变化情况，但胶结物的成分则由于可能存在未

经镜下鉴定而将火山碎屑岩定为正常沉积岩的情况。

‘

第三节早震旦世岩相古地理 。一’’．‘，

晋阳运动的结果，本区褶皱升起，广大地区为切割的剥蚀区——汉南山地，只本区西部

勉县观山至宁强县阳平关和东部西乡县司上至万源县大竹河一带为沉积区。

-南沱砂岩组是在地形高差大，剥蚀堆积速度均快，沉积区地形复杂，周期性干热气候条

件下的河流、湖泊相沉积，其岩相特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厚度较大，含大量长石等不

稳定矿物；2．西乡县司上一带，刹面上粒度成分混杂，常见泥质盘砾，代表水流湍急的河相

堆积；而镇巴县小洋坝一带，岩层层理发育良好，甚至有纹层构造，代表一种稳定的水中沉

积；3．剖面上紫红和灰绿色岩层交替出现。

晋宁运动所形成的山地地形，经早震旦世早期的剥蚀，逐渐夷平，但早震旦世晚期地壳

运动又起，除表现为火山活动外，同时引起侵蚀基准降低，强烈的下切侵蚀，使汉南古陆地形

回春，呈现典型的山地地貌。汉南古陆为主要物质来源区。这时本区西部勉县观山一带南

沱“冰碛岩组”厚549米，宁强县胡家坝增至701．3米，向西到宁强县阳平关则超过1280米；

本区东部的镇巴县小洋坝至渔渡坝一带厚仅50—200米，而向东南至城口县高观寺一带厚

达2627．9米。由此可知，这时汉南古陆的周围堆积较薄，向外迅速增厚，大巴山西段只是当

时沉积盆地的山前斜坡地带。

南沱“冰碛岩组”岩性的纵横向变化，主要受火山活动的控制。纵向受火山活动强弱或

间歇的控制，早期火山活动强烈，中期为间歇期，晚期火山活动又起，但强度较早期弱，反映

在地层剖面上是下部火山物质多，砾岩比率大；中部为正常沉积，粒度细；上部火山物质增

加，沉积物的粒度也相应地变粗。横向变化受与火山活动中心距离的控制，古地理条件退居

次要地位，即靠近火山活动中心地带沉积物厚度大，火山物质比率高，反之则相反。

下震旦统由于出露不全，且区内出露地区不大，因而资料少，未能进一步划分沉积区和

岩相带。 、 ．

．

第四节上震旦统陡山沱组-．、
‘

’

，，

‘

‘

陡山沱组沉积受古地理和构造因素控制特别明显，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拗陷型、隆起

型和过渡型。除拗陷型的上部有较多的碳酸盐岩外。一般以砂页岩为主，在砂页岩向碳酸盐u

岩过渡处为含磷层位。 一
’

·10。



一、剖面介绍
‘

‘
‘

· (一)陕西省宁强县胡家坝白岩河一左家河剖面。一 。。，．
．⋯·⋯

上覆：上震旦统灯影组自云岩。 ，、： ，。． +．

’．
，，·

一‘。。——整，合一，：， 、，。“4j‘

．。髓山沱组：(789．1米) ‘一 ：、1 1． r．．，， o ．：．，

lO．浅灰色薄层状细晶至隐晶含砂质自云质灰岩，底部有1．5米灰色块状假鲡状灰岩。 16．1米

一一 9．浅灰至深灰色厚层至块状隐晶硅质白云岩，夹泥质自云岩、灰质自云岩和含自云质睦质灰岩。

? 135．1米

-8．灰至黑灰色厚层隐晶自云质硅质灰岩，夹硅质灰岩，灰岩和燧石条带。， ．82．0米

7．深灰色厚层状含硅质自云质灰岩。下部含泥质不均匀；上部有燧石条带。、 15．2米

，6．灰至灰绿色砂质页岩与灰至深灰色砂质泥灰岩等厚互层。． 。．，。 ，1¨42．9米

5．绿灰至灰色厚层至块状含砾长石石英砂岩。1 ’一‘．|： 1|。
77．0米

4．灰至灰绿色含泥质条带粉砂岩和紫红，紫灰色砂质页岩，夹浅黄、红色含砾砂岩和灰色厚层石英

砂岩。 ， ： ‘．”j，
。

．．，88．4米

3．深灰色厚层状含砾石石英砂岩，夹灰绿色页岩或砂质页岩。‘ ～
，，：- 6．5米

2．灰色、浅灰色薄层含砾石石英扮砂岩与灰绿色页岩互层。， ，j

。

；54．3米

。 1．灰色、绿灰色薄层至厚层状石英砂岩，中部与绿灰色页岩等厚互层。 ，8．6米

——整合一 ．。 。：．．

下伏：下震旦统含砾石英砂岩。 r，i’j∥，， +i 。．．{．

(二)四川省旺苍县千河坝剖面o ，

上覆：上震旦统灯影组自云岩。 ·一

——整合一 ．’⋯4：：：

“陡山沱组：(105．6米) 、．

5．紫红色薄层细粒砂岩夹紫红色砂质页岩，上部以砂岩为主，中，下部砂岩中夹砂质页岩及页岩。

√ 18．9米

4．灰、灰白色薄层至中厚层夹厚层白云质灰岩，层理不明显，局部具鲡状构造。 39．1米

3．浅黄灰色夹紫红色厚层长石砂岩，沿层理普遍含有砾石。顶部为细砂岩，上部夹1．7米白灰色中

厚层灰质砂岩及硅质灰岩。 17．7米

2．浅黄厌色、紫红色薄层、中厚层细砂岩，中夹租砂岩。 ， 8．7米

1．浅红色厚层含细砾及长石粗砂岩，底部有较多的砾石，共成分以中性火成岩和石英为主。与火

成岩接触部分有紫红色粘土一层，厚5—8厘米。 21．2米

． 一不整合——
下伏：前震旦纪花岗闪长岩。 -，

(兰)陕西省西乡县司上剖面(本文并层)o

上覆：上震旦统灯影组白云岩。
。

一整合——
陡山沱组：(437．9米)

o同前注· ．

9 四川省地质局，1965，南江幅区域地质调查材料。

O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1970。陕南√lI北’JII西震旦系及宁强南山岭背瓣材料．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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