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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l：20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为基础，并较全面系统地综合和分析了其它有关地质资料

和科学研究成果，全面地论述了安徽省的区域地质特征。全书除绪言和结语外，分为地层，沉

积岩和沉积作用，岩浆岩和岩浆作用、区域变质岩和区域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地质发展史六

篇，并附有1：50万安徽省地质图，安徽省基岩地质图和1：100万安徽省岩浆岩图、安徽省地质

构造图。适合于地质科学研究，矿产普查和勘探、地质专业教学以及其它有关经济建设部门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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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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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1：2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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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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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鬈区域地质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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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图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0万至1：1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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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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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安徽旧以安庆和徽州两府首字得名，春秋时代属于皖国，境内西部的霍山又名皖山，

故安徽简称“皖”。它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部，介于东经114。457—119。457；北纬29。267—

34。387之间，总面积约139000kmz。全省人口约4960万，其中除有回、畲等兄弟民族外，

99％以上都是汉族。省会为合肥市。

安徽的山川壮丽。大别山山脉巍峨耸立于西部，山势挺拔，峥嵘磅礴，海拔高程均在

1000m以上，最高峰白马尖达1774m。本省南缘俗称皖南山区，包括黄山、天目山、九华

山三大山脉，山区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天目山和黄山山脉是我省同浙江省、江西省的分

界岭，天目山山脉的最高峰清凉峰海拔1787m；驰名中外的黄山(最高峰光明顶海拔

1841m)，集国内众多名山风光之大成，雄伟秀丽，尤以号称“四绝”的云海、温泉、奇

松、怪石著称。“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是广泛流传的对黄山的赞语，

可见它是一部绝妙的天然画卷，犹如人间仙境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无数游人。曾有江南第一

山之称的九华山(最高峰十王峰1341m)群峰竞秀，银泉飞瀑，景色绚丽，珍藏着佛教文

物，故有。莲华佛国”之称，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安徽中部是江淮丘陵，它是长江

和淮河水系的分水岭，海拔高程自西向东由700m递减成60m，再向东又增至300m，构成

峰峦绵亘，岗丘起伏的丘陵，东延逐渐散止于洪泽湖南岸。碧波粼粼的巢湖，犹如一颗晶

莹璀灿的明珠，镶嵌在丘陵区南缘。安徽北部为淮北平原，海拔高程一般在20--40m左右，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淮河横贯平原境内，东流注入洪泽湖。历史上淮河流域水患严

重，人民过着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同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兴修了规模宏大的治淮水利

工程，使千年灾区改换新颜。江淮丘陵与皖南山区之间的长江冲积平原(包括巢湖等湖沼

平原)，河湖交织，港汉密布，地势低洼平坦，土地肥沃。长江由西南入境，奔腾东流，经

江苏入海。

安徽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并具明显的过渡性气候特征。淮河千流是我国地理上

暖温带半湿润地区与亚热带湿润地区的重要分界线。淮河以北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

淮河与长江之间为凉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长江以南为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和降

水量从北往南递增，年平均气温14—16℃，其中h最冷月(一月)平均一3—3℃，最热月

(七月)平均27—28℃。全年无霜期200一250天以上。年平均降水量700--2000mm以上，

黄山一带是全省的多雨中心。
’

温和湿润的气候和其它自然条件，对发展农业有利。农业生产在淮河以北一般为两年

三熟制，农作物以小麦，杂粮为主，准河以南多水田，稻麦一年两熟制普遍。安徽又是我

国重要产茶省(区)之一，以。祁红一、。屯绿”、。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一，。六安瓜片一为茶

O五岳是指东岳泰山(山东省泰安县内)，西岳华山(陕西省华阴县内)，南岳衡山(湖南省衡山县内)，北岳

恒山(山西省浑源县内)，中岳嵩山(河南省登封县内)1．



中名产，畅销国内外。此外，宣城蜜枣、砀山酥梨、徽州雪梨、怀远石榴、舒城板栗、萧

县葡萄等果品，长江鲥鱼，蚌埠河蚌、巢湖银鱼等水产，以及霍山石斛、滁州菊花、南陵

丹皮、岳西茯苓、宣城木瓜、阜阳半夏和毫县白芍等中药材，也都享有盛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省工业生产突飞猛进。两淮煤田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基地之

一。马鞍山市是安徽钢铁工业中心，也是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之一，拥有采矿、冶炼

和轧钢等完整的生产体系。此外，安徽的炼焦、有色冶金、电力、化工，纺织、造纸、烟

草、食品等工业也较发达。铜陵的铜矿冶炼在我国也占重要地位。以淮南火电站和佛子岭

等水电站为中心的高压输电电力网，供应全省工农业所需的动力电源。另一方面，地方小

型工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主要工业产品有原煤、焦炭、生铁、钢材，有色金属、水泥、

矿用大型破碎与研磨设备，起重机，水利机械、农业机械、化肥、煤炭、化工产品、棉纺

织品等。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有歙县的徽墨，歙砚、毛笔，泾县的宣纸，舒城的竹席，芜

湖的三刀(剪刀、菜刀、剃刀)和铁画，其中徽墨、歙砚、宣纸在国内外享有盛誊。

省内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已基本建成。铁路主要有京沪、淮南、宁铜、皖赣、濉阜、

陇海等线，公路以合肥、六安、蚌埠、阜阳、宿州、芜湖、歙县、安庆等地为枢纽，形成

沟通各铁路线和主要村镇的公路网，内河航运首推长江，四季可通航大型轮船，沿江有马

鞍山、芜湖、裕溪口、铜官山、安庆等主要港口；空运以合肥为中心，有通往北京、上海、

武汉、济南、郑州和省内阜阳、安庆、屯溪等地的航空线。

安徽跨中朝准地台、秦岭地槽褶皱系和扬子准地台三个一级构造单元。多旋回的构造

一岩浆活动频繁，晚太古代以来的各时代地层比较齐全，而且处于华北、华南两大沉积类型和

生物区系的交变地带，前寒武纪区域变质一混合岩化作用强烈，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皖北石

炭纪一二叠纪的煤和长江沿岸的铁、铜、硫著称，是环太平洋成矿带的一个重要成矿省，

因而，一向被地质、矿业界所高度重视。据史载，早在汉朝，安徽就已兴办起矿业，历代

劳动人民曾在沿江的铜陵、贵池、怀宁、庐江，枞阳、宣城，当涂，滁州、全椒等地开采

过铜矿。萧县的石炭和庐江的明矾石也自宋朝开始被利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地质科学工作者在安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

我国地质工作的先辈刘季辰，赵汝钧和丁文江、叶良辅等，于1919年就分别对苏皖北部和

芜湖以东的长江沿岸开展了地质调查。三十年代早中期，主要调查者有李捷、翁文灏、李

毓尧、程裕淇、孟宪民、张更、朱森，李四光、刘祖彝、王恒升、孙健初、计荣森、阮维

周、丁毅，张文佑、许杰、喻德渊、黄汲清、谢家荣、孙殿卿、徐煜坚、徐克勤等。1937

年以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致使地质工作基本停顿。先辈们的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很重

要成果，例如李毓尧，许杰(1936--1937)对皖南震旦系层序和冰碛层以及造山运动的研

究，许杰(1934)对皖南地区笔石的研究；李四光(1933--1936)对黄山、九华山等地第

四纪冰川的研究，谢家荣(1947)对淮南地区地层层序的划分、煤田构造和煤矿资源等的

研究等等，都为安徽地质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在当时工作条件极

为艰难的情况下开辟局面，为后来开展大规模地质工作奠定了基础。这种艰苦创业精神和

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深为后人所敬佩的。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地质事业开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有计划

地开展大规模矿产普查勘探的同时，系统地进行了区域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从不同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为系统提高安徽区域地质研究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安徽的l：20万区域地质调查，主要是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局(原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

队(以下简称区调队)于1959年一1979年完成的，与邻省接壤的边缘地区，部分由江苏、

浙江、江西、湖北、河南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完成。此外，在长江沿岸的局部地区，还分

别由区调队及安徽省地质矿产局所属321、324、326等地质队进行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

通过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提交了全省1：20万系列地质图件及调查报告，还编著了《安

徽地层志》(1982)，1：50万安徽省构造体系图(1980)及笔石、筵两个门类的古生物图

册等。对全省的地层、岩石和地质构造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和

专题研究成果，比较可靠地建立了全省不同地层区的地层系统及其对比关系，对沉积作用

的变化及古生物群特征，也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建立了岩浆活动、变质作用的时代顺序，

基本查明了地质构造和地壳运动特征以及地史演化规律，对于被第四系广泛覆盖的皖北和

长江沿岸地区的地质特征，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所以，全省区域地质调查的全面完成，对

系统提高安徽及邻区区域地质研究程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省内各地质队在矿产普查勘探过程中，也傲了大量基础地质工作，特别是对一些成矿

岩体及矿区构造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还编制过部分地段的中等比例尺地质图

件。例如安徽省地质矿产局所属321、324、326地质队对长江沿岸地区三叠系的划分I 311地

质队对宿松群层序的建立；337地质队对霍丘地区地质构造和晚太古代地层的研究，327地质

队和322地质队、冶金勘探公司808地质队分别对庐一枞及宁一芜地区火山岩系的研究，332

’地质队对皖南区域构造一岩浆岩的研究，323地质队和328地质队在进行1：20万区域水文地

质调查过程中对第四系的研究等等，都有一定的利用价值。还有很多生产、科研和教学单

位，也在安徽或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涉及面较广者如1957年以来，地质部

物探局在省内进行了1：5]Y至1：100万航空磁法测量，自地质部航测904队(1957)提出郯一

庐深断裂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962年，在严坤元指导下，安徽省地质

研究所主编了1：50万大地构造图等一套地质图件及其说明书，1975年又根据区域地质调查

成果，重新编制了同比例尺地质图及说明书I钱义元等(1964)对皖南震旦纪和早古生代

地层古生物做了系统研究，朱兆玲等(1964)对定远、滁州、全椒地区震旦纪一早古生代

地层进行了研究，1972年，严坤元主编了安徽省1：200万地质图(后被搜集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质图集一中)I安徽省石油勘探处(1976)编制了鬈安徽省石油勘探图册》，安徽

地层表编写组(1978)以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为基础，编制了安徽省地层表；1976一

、。 1978年期间，很多生产，科研和教学单位，围绕铁矿会战，对宁一芜和庐一枞地区中生代火

山岩盆地的地层、构造一岩浆岩和矿产做了较全面的研究，安徽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978)

主编了全省1：5万和1：20万煤田地质图及说明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对潜山、宣城、屯溪等盆地的中新生代地层及其中的脊椎动物化石以及和县猿人化石进行

了系统研究，1978年以来，苏皖北部上前寒武系研究协作组，对皖北上前寒武系的划分和

对比以及生物群特征，也做了详细研究。此外，还有全国或跨省(区)的专题研究和编图

工作，例如南京大学地质系和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对华南花岗岩长期研究的成

果等等。

总之，各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认识安徽地质特征，无疑地都具有很大的

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出，通过生产，科研、教学等单位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安徽的区域地质研究水平已经大大提高。

3



为了对各方面的地质资料加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以便对经济建设、科研教学、

国防建设等部门提供完整的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成果，安徽区调队从1980年起，用了四年多

的时间，编著了《安徽省区域地质志》。该书是在1：20万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广泛搜集

了各方面的资料编写而成的。所引用的资料一般截止于1983年，部分吸收了1984年以来的

新成果。

《安徽省区域地质志》是广大地质工作者集体劳动的成果。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严

坤元、常印佛、向缉熙及省局地矿处、科技处的指导。

编著工作在毕治国、高富等人的统一领导下由姚仲伯，李自蕉，黄国成主持和组织。

绪言、结语和全文摘要由姚仲伯执笔，第一篇由姚仲伯、姜立富、夏广胜、陈烈祖执

笔，第二篇由杜森官、徐家聪执笔，第三篇由陈孝义、韩世元执笔，第四篇由荆延仁执

笔；第五篇由李自莹，王永敏执笔I第六篇由李自蕉、杜森官执笔。1：50万地质图和基岩

地质图分别由李自蕉、袁洪亮负责编制，1：100万岩浆岩图和地质造构造图分别由刘俊和

王永敏负责编制。地理底图由茅万清负责编制。

全书由姚仲伯、毕治国、李自垫审阅定稿。

参加编写的还有齐敦伦、赵永泉、于振江、张世恩、黄国成，胡先一、王贵生，王书

远、俞卓玲、庄建民，邢俊臣、刘积春、张勇、朱怀直、周朝根，张良田，沈荷生等。王

贤方参与了第四篇的审阅；邢俊臣和周朝根参加了编图工作；朱振望和武长柏参与了地理

底图的编制。图件的出版清绘除了1：50万地质图和基岩地质图由中国地质图制印厂清绘室

清绘外，其余图件均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绘图室完成，其中1：100万岩浆岩

图和地质构造图分别由黄荪、朱振錾清绘，插图由迟峰清绘。英文摘要承蒙翁世劫翻译，

张志良也参与了译稿的校对工作。

本书成稿后，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局组织了评审。其中，第一篇由向缉熙，朱兆玲、肖

立功、汪贵翔、张可迁评审，第二篇由刘宝瑶评审，第三篇由李应运评审；第四篇由张树

业评审；第五篇和第六篇由翁世劫、任纪舜评审。在编著过程中，还得到了有关地质队，

地质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第一篇 地 层

安徽处于我国华北和华南两大沉积区域的交变地带。自晚太古代以来的各时代地层都

较发育，地层剖面完整，层序清楚，古生物化石丰富，不少地层单位在国内或大区域内具

有一定代表性，是开展地层古生物学和沉积学研究的重要地区。

长期的沉积作用表明，安徽总体上可分为华北、北淮阳和扬子三个沉积区域——地层

区。它们之间都以深断裂为界。华北地层区在六安一肥西以北，嘉山一庐江以西，属于整

个华北地层区的南缘片段，大部被第四系覆盖。北淮阳地层区在华北地层区之南、霍山县

磨子潭一舒城县晓天镇之北，肥东一庐江以西，是大别山北缘的一个东西向狭长沉积区，

往西与北秦岭地层区相接。扬子地层区位于上述两区的东南，是整个扬子地层区的北东

段，其中，下扬子和江南地区间的沉积变化是很明显的，尤以下古生界更为突出，其问存

在一个宽度不足10kra的过渡带，二者的界线大体在泾县一东至一线近侧摆动。

表1安徽省各地层区特征对比简表

时代 华北地层区 北淮阳地层区 扬予地层区

第四纪 以河湖相为主的松散堆积。出现古人类及古文化遗迹

第三纪 陆相盆地红色粗屑沉积，夹中基性火山岩及膏盐沉积。生物群特征t侏罗纪以鱼类和双壳类为代

表(热河动物群)，白垩纪以恐龙为代表，第三纪哺乳动物繁衍
侏罗纪

海侵沼泽相含煤碎屑沉积为主，下 仅有浅变质的石 以开阔台地和局限台地相碳酸盐沉

三叠纪
部夹碳酸盐沉积。生物群以华夏植物群 炭纪海陆交替相砂泥 积为主，夹海侵沼泽相及河湖相等含煤

为主。缺失泥盆纪一早石炭世沉积 质及少量碳酸盐沉积 碎屑沉积。生物群以鲢，珊瑚，腕足类
泥盆纪 组成的磨粒石沉积。 及菊石、双壳类为主。缺失旱．中泥盆

含植物及腕足类 世沉积

局限台地和开阔台地相碳酸盐沉 以局限台地相一开阔台地相碳酸盐

积。生物群由藻类，蠕形动物向底栖及 缺失(?) 和陆棚相盆地相细碎屑沉积为主，早期

志留纪
游泳生物发展，属华北型动物群。缺失 有冰水陆棚相碎屑沉积。江南地层分区

中奥陶世晚期一志留纪沉积 以漂游生物和笔石为主，属东南型动物
震且纪 群J下扬予地层分区以底栖及游泳生物

为主，与笔石混生

海滩一陆棚相砂，泥，碳酸盐沉积，底 砂泥质复理石沉 河湖相粗眉(类磨拉石)一中酸性火山岩

青白口纪 部为滨岸砾屑滩相沉积。徽古植物及大 积。含微古植物 系。含徽古植物

型疑源类生物繁盛

’

浅变质的槽盆相砂，泥，碳酸盐韵 酸性，基性火山 浅变质的含磷砂泥质碳酸盐及砂泥
早，中

律沉积。含徽古植物。缺失中元古代沉 一沉积变质岩系。缺 质复理石沉积，槽盆相细碧～石英角斑
元古代 积 失中元古代沉积 岩系。含微古植物

‘

中等变质中基性为主的火山一复理 可能未接受沉积 中深变质中基性火山一复理石沉积岩系
，

晚太古代 石沉积岩系

注。表中粗线以下为地槽型沉积，虚线以上为大陆边缘活动带型沉积，其余属地台型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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