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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中 梁 山 的几 侗 地 层 简题

霍 世 哉
�

�西 北 木 学 地 质 学 系�

汉中梁山地层曾视多人稠查研究
，

初步概况早已为世人所知
。
由于新材料不断出现

，

人俩的欲敲水平也在毅擅提高
，
这对若干固题的了解就更可接近正确

。

现在作者提出的

周题显然是 目前所接触到的一些
，

有的完全确定
，
有

的尚待钻研
。

仅中梁山的复土甚少
，
加以爵多冲沟的出现

，
因

而构成了观察地层的良好剖面
。
这里的地层相当完

备
，

侏罗耙以前的各个时代几乎都有代表
。
厚度较

大巴山其他各地为小
，
充分税明梁山地区在正向运

动的幅度上是较大的
。
正是由于沉积物盾的变化显

著
，
就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各个地史时期的沉积旋徊

，

以及每个旋迥中一系列的发展过程
。

所有地层都合

有丰富的化石
，
这样就便于确定时代

。
现根据化石

，

桔合沉积旋担和地壳变动
，
希述下面几个地层简题

。

�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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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震旦系与震旦系的关系�激江运动�

前震旦耙桔晶岩系构成大巴山地台的基底
，

梁

山露出的为花岗杂岩
，
亦即花岗岩与较少的冈长岩

所成的复合体
，

这是古老基岩的顶部
，
常有伟晶花岗

岩及石英脉穿插
、

贯人
。

花岗岩的成分
、

颜色及拮构
，

各地颇有差别
，
有的为淡黄色粗粒花岗岩

，
也有的为

肉扛色中粒花岗岩
，
冈长岩���呈黑椽色

，
含角冈石及

辉石甚多
。
按照花岗岩内含冈长岩的捕虏体

，
以及

冈长岩常被花岗岩切断的情况推测
，
冈长岩的生成

时代可能更早
，

所有侵入岩体屡受地壳变动的挤压

影响
，
褶趾断裂显著

，
并有变盾及重拮晶等现象

。
整

个桔晶岩系 �包括花岗岩
、

冈长岩侵入体及注入岩

脉�略与黄陵花尚岩相当
，
时代暂估为太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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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稠查期简
，
化石的采集���多得力于西北大拿地盾系和地质部古生物���练班的全体师生

，
这里特向他俩致新

。

岳劫恒和张伯声二位副校长也曾协助�特别是孙云畴教授曾提出不少宝竟意兑
，
作者尤为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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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代拮晶岩系之上为震旦耙地层
，
系由砂岩和灰岩所成

，
二者各为三层

，
并屡次重

复
。
这种情况反映出当时地势迭有升降

，
从而表现为陆相沉积与海相沉积的反复褥化

。

砂

岩均大致为长石砂岩
，
其碎屑都是花岗岩休凤化的拮果

，
也轰明了搬运距离并不大远

。
灰

岩均为浅灰色
，
井合矽盾

，
其中两层含有涡藻�����

�耐的化石
，
虽然没有南 口灰岩内那样的

密集与显著
，

但在部多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的
。
所以我俩把这些砂岩

、

灰岩粗成的地层定为

震旦耙
，
可能不致有多大结筷

。
震旦耙地层的厚度只有 �知 米

，

不仅此燕山的为小
，
也不

及大巴由与其他各地的
。
震旦耙和么后的沉积粗成

“
汉南凸起

，，
的盖层

。

梁山地区前震旦系与震旦系的关系显为一不整合
。
这是由于 ����前震旦系屡受地壳

变动
，
不仪发生变盾

，
并有剧烈的褶撇断裂 �而震旦系���未受变盾

，
其变形程度也狠罄微 �

���前震旦系握受地壳变动时
，
常有侵入的岩脉伴随

，
这些岩脉在前震旦系与震旦系的接

触处而被截断
，
亦郎从未伸入于震旦系底部的砂岩中 ����前震旦系因受长期的侵颤作用

，

其上部表面受割切后
，
不同深度呈现了波状起伏

，

并因风化而造成了腐颤面 ��斗�震旦系底

部的砾状长石砂岩
，
显由斡老地层的碎屑沉积而成

，
按照所合的长石推断

，

应系来自不远

的花岗岩体
。

二
、

寒武系的精确层位及震旦系与寒武系的关系�前县廷动�

震旦系之上为寒武系
，
厚度不小于 ���米

。 一

梁山地区的寒武系显然代表一个沉积旋

担
，

最 下为真岩及砂盾真岩
，
向上撕变为泥灰岩

，
最上则为灰岩

。
这不仅表现了碎屑岩褥

化而为沉淀岩的完整过程
，

而且反映了海水深度逐撕增加和海面不断扩展的情况
。
地层

中所含化石有三���虫 ��
��������左�� ��

�

双�己�滋￡� �。 。 ���己�召
，
尸���，‘ 己����� �

乒�
、

古介形虫

���
“ ，
岁人

�， 。 ���
，

�浮��人“ ，
粼��

�，
����人������召

，
�

�，�五��，�����
，
�人�二，����� 及 �“ �五�����岁

�

����
、

腕足类 ���
���， ��

� ，
�������“ ��

�

�和腹足类 ���
��汤。 �等

。

其时代应为下寒武耙

下部
，
略与石牌真岩及石龙洞灰岩相当

。
广泛分布于川淇各地

。

梁山地区某些地方的地层情况
，
与此稍有差别

。
那里的寒武系顶部出现了砾状长石

砂岩和桔晶灰岩及骊状灰岩
，
鲡状灰岩内含有古杯类��

口二�����时左“
，
����

，

其时代仍为下

寒武耙
，
略与云南的龙王庙灰岩相当

。
这锐明了下寒武耙末期的海水曾拯一度变浅

，
因而

形成砾状长石砂岩 �以后海水深度撕增
，
于是产生了鲡状灰岩

。

梁山地区震旦系与寒武系简的关系
，
可根据二者的倾斜方向具有一定不同程度而款

为有不整合存在
，
所以颧县运动不仅在很多地区表现为假整合

，
也可在某些地区造成袒微

的不整合
。

三
、

奥陶系的划分及寒武系与奥陶系的关系�云青及冶里是动�

�

寒武系之上为奥陶系
。
梁山地区的奥陶系构成一个清楚而完备的沉积旋迥

，
由底至

顶物质逐渐变扣
。
效按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岩性分为下列六部

�

�句 灰色致密状薄层灰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

���紫叙色薄层泥盾灰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勺 灰白色不耗灰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黄灰色泥灰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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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灰色及灰糠色夏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褐灰色底砾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米

根据地层中所含化石
，

拮合沉积旋担的发展情况
，

这里的奥陶耙地层可划分为下
、

中
、

上三

部
。

我俩同意舒克特
、

葛利普和斯特拉霍夫的意觅
，
以及最近国际地层会栽的决裁

�欲为

下奥陶系�加拿大兢�相当于特思豆兢
、

阿利尼克兢及兰弗尼航
，
中奥陶系 �占勃兰兢�相

当于兰代洛兢
，
上奥陶系�辛辛钠提兢�相当于喀拉多克航及阿石极兢

。
至于划分所根据

的标准化石
，
由于地层包括两种岩相�真岩及灰岩�

，
所以必需兼用笔石及其他阴类

。
效将

梁山奥陶系的各个部分以及所含的化石带
，
列表表示如下 �

… 地
二

” 时 代
�

�
�

… 化

灰色致密薄层灰岩
�

�
� 二 �

‘ 。 ，

�
尸五，，��。 ，， ��

�

灰白色不耗灰岩 � 中奥陶耙 �兰代洛撇 �
�‘，�‘�岁��‘�“ ‘ �

心
“ ‘ �“ ‘��

�

黄
毕� �

�

下奥、
�

�兰弗尼。 �瓮粼落忽嘛
��

黄灰及灰糠色夏岩

褐灰色底砾岩

下奥陶杀己

下奥陶耙

�阿利尼克就�

�特禹豆扰��

刀应才夕。 ，�
梦

召�，“ 了 ���矛��打��“ 了

�初�左��” ��才才入�了 叨巴��即�

腕足类碎块

关于寒武系与奥陶系的接触关系
，
梁山地区显然有假整合存在

，
原因是 ����奥陶祀底

砾岩与 下伏之寒武耙地层不相速填
，
其简并可兑有侵颤面 � ���奥陶祀底砾岩复盖于层位

互异的下寒武耙地层之上
，

亦即不同割切程度形成了清楚的起伏面 � ���奥陶耙底砾岩及

其下伏层虽然都是海相地层
，
可是侵颤时简很长 �包括中

、

上寒武耙甚至一部分下奥陶

耙�
，

侵颤范围很广
。
这就靓明侵触作用是在大陆环境中进行

，
而寒武耙后期曾有地壳运动

�主要是升降运动�发生己

四
、

志智系的分带及奥陶系与志留系的关系

复于上奥陶耙灰色致密状薄层灰岩之上的地层为志留耙黄色砂岩或砂盾育岩以及其

他不同成分
、

颜色的各种夏岩
，

所以从志留耙底部开始
，
沉积棘入另一旋迥

，

而沉淀岩变为

碎屑岩羡明了海水深度趋于减少
。

梁山的志留耙地层几乎全部都为真岩
，
厚度为 ���一���米

。
根据所含化石并拮合岩

性
，
可么分为爵多不同层位的化石带

。
除底部为三叶虫外

，

大部是由笔石所成
。
既然包括

了三叶虫与笔石
，
就与单钝使用笔石而作出的分带不同

，
而笔石带的划分也与过去不尽相

同
，

可晃国际通用的�根据兰浦涅斯
、

艾丽斯和扁德所成�志留耙笔石带还是可以根据具休

情况加以补充和修正的
。
梁山志留耙的化石带全属下志留祀

，
兹特列举如下 �

���￡苦刀 。 “ �����岁
���。 。 “ �带 �

����
�。 。 �犷即�。 翻���

�����。 带 �

����礴
介“ �。 枷。 带 �

���材
口。 ����户��� 、 心。 ��友�带 �

�弓�彻
俘������寿。 ， 户��。 匀，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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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
梦

�户�。 理户五。
�
带 �

����” 人
。
岁

�户��� �，����“ ��，。 ，
带 �

��� �‘ 己“
����������梦��加 ����。 带 �

����
���������

����人翻�朗
�众 带

。

梁山奥陶系与志留系的关系
，
可从三个方面观察�从地层之简的构造来看

，
二者之简

不仅缺乏角度不整合
，
同时也没有任何侵创炙痕迹 �从沉积发展来看

，
志留系虽从底部开始

了另一旋迥
，

但只是灰岩斡化为砂盾夏岩
，
这可能是海水深度的量变

，
而非海水进退的盾

变
。
尽管上奥陶耙灰岩与下志留耙真岩之简没有显著简断

，

但在化石方面却有很大的不

同
。
黄色砂盾百岩内极其丰富的 �������才�� 无疑地指明了地层时代是志留耙的开始

，
而

非奥陶耙的延滇
。
所以梁山奥陶系与志留系的关系虽属整合

，
但却标志着不同地史阶段

的褥化关键
。

�

五
、

泥盆系的缺失及梁山煤系的时代

梁山志留耙地层的厚度
，
各地颇不一致�而上复之梁山煤系

，
时代较泥盆耙为晚

。
所

以煤系下面不仅缺失了泥盆耙地层
，
速志留耙真岩也残存不全

。
这种情况显然是长期侵

颤作用所造成的
。

如此悠长的侵颤时期究竟只有一个构造期呢�还是包括两个构造期�加

里东和海西��而地壳变动的性盾是属于造陆运动呢� 还是造山廷动�解决这些简题
，
必

需把大巴山地台总的情况和梁山地区的特殊情况桔合起来加以考虑
。
大巴山地台的志留

犯地层复有海相泥盆耙地层
，
二者之简有不整合隔开 �而泥盆耙地层之上有海相石炭耙地

层复盖
，
其简有假整合

，
甚至不整合存在

。
按照大巴山地台海水进退的情况推断

，
可能包

括两个构造期 �其运动性盾应将造陆运动敲为是基本的
，
而造山运动则为进一步特殊发展

的拮果
。
梁山地区的地壳变动同样可能包括两个构造期

，
惟根据志留耙地层与梁山煤系

简的平行接触来看
，
地壳运动大概只限于上升或主要为土升

，
这是梁山地区与大巴山地台

不尽相同的一点
。

梁山煤系为合有丰富化石的海相沉积
，
厚仅 �� 米

，
其时代曹由王红

、

顾知微
、

侯佑堂

按不同类别的古生物加以研究
，
惟无确定拮果

。
卢衍豪靓为

“
似与邢瑚类 ��川而�人刃阮�

、 肠�带或艇科 �加��“ ��，��’ 。 层相当
” ，
而暂属于二迭耙

，

但根据尚嫌不够充分
。
今后

仍有批擅研究的必要
。

六
、

二迭系的划分及命名

梁山煤系之上为二迭耙地层
，
主由灰岩所成

，
厚度很大

，
发育完备

。

不仅在我国是唯

一的
，
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不多兑的剖面

。
下部为浅灰色途石灰岩

，
厚 ���米

，
相当于阳新

灰岩
，
系下二迭耙海水侵入而成

。
中部为很薄的绍土真岩�厚的 �米�

，
相当于乐平煤系

，

是在下二迭耙以后由于地势上升�东吴运动�灰岩遭受风化而造成的残积
。
上部为灰黑色

灰岩
，
厚 ���米

，
大致可与长兴灰岩相当

。
惟二者在岩性

、

厚度及所合化石均有一定差别
，

可以另立新名
。
作者同意卢衍豪所建立的吴家坪灰岩

，
此乃上二迭耙后期地势下降海水

再度侵入而成
。
二迭耙之末发生援慢而短暂的上升运动�费尔琴幕�

，
形成上二迭耙与三

迭耙之简不明显的简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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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笔者愿弦稠儿个重要萧点

，

井把它仍作为本文的筒单拮藉
。

���前县运动相当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各地
， ’

它在梁山是以樱微的不整合而出现的
。

���根据化石征明
，
梁山有亚利尼航

，
而福子只 ������韶����

“ ������的地层镇域较

广
，

不能代表下奥陶耙的一个化石带
。

���我国的志留系应以 ��

�����如 、 ��瓜。 君廿刀价 带作为底层
，
值部���有 ��’�树

口���

����’ ��加 � “ �
，

梁山地区可能没有中志留耙地层存在
。

���关于梁山二迭耙地层的划分
，
作者基本同意卢衍豪的意觅

，

将上二迭耙灰岩命名

为吴家坪灰岩
。
至其以下的王坡育岩

，
���因厚度过小

，
似可不必创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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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是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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