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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图是以岩石地层的最基本单位— 组

为主线条填绘的地质图件
。

它是野外地质作
的客观

“

素描
” ,

在一定地区的范围内
,

图面

内容相对稳定
,

便于成果资料的储存与再使

用
,

因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甚 至 经 济效

益
;
组 图的填绘

,

缩短了 成 图 环 节
,

在踏

勘
、

实测剖面及填图单元的确立过程 中
,

不

会由于某些地层时代未完全弄清 (特别在哑

地层区 ) 而无法开展填图
,

只要合理确立了

岩组
、

岩臂以后
,

就可以直接转人填图
。

而

填绘系图
,

常会遇 到许多问题
,

因匆生物地

层界线的判定
,

人为性往往大于岩石地层界

线的识别
,

并且随着生物地层研究程度的不

断提高
,

生物
“
阶

”
的界线也常随之变动而

不稳定
,

难以掌握
。

而在哑地层地区
,

也只

有按岩性建立填图单位
,

才能完 成 填 图 任

务
。

在槽区填制组图意义更大
。

在槽区正确确立岩石地层单位
“
组

” ,

关

系到组图的质量和区域性地层划分
、

对比等

问题的研究
。

根据近年我们在西秦岭开展多

幅 1 / 5万组图联测工作
,

就一些体会简单介绍

如下
:

1
.

重视选区

目前
,

槽区 1/ 5万区调的选 区首 先放在

有利的成矿带和既定的成矿远景区
。

为保证

组图填绘工作的顺利进行
,

在选区首先选择

地层发育齐全
、

构造简单
、

交通方便等有利

地段
,

认真观测掌握大区可对比标志层的厚

度
、

相变规律
,

正确建立层型和确立组
,

提

高
“

组
”
的精度和可靠性

。

我们在西秦岭宕

昌等四幅联测时
,

多数层型建在图区内或图

区外不远的剖面上
,

给工作带来许多便利
。

2
.

做好岩石地层单位的 清理 与建立工

作

岩石地层单位的确立应当把全部精力投

放在层序
、

岩石组合
、

岩相
、

标志层
、

顶底

界面的相标志
、

厚度等岩石特征的研究上
。

必须全部阅读和摘录前人命名各组的定

义
、

概念
、

展布范围及沿革 (命名时间
、

地

点
、

采用程度及命名人 ) 并进行科学归类
,

对符合原则的组尽量保留
,

不符合的重新命

名
。

`

对那些系
、

统
、

群
、

组
、

段都曾用过同

一地名命名的名称最好全部废弃
,

以减少混

乱和误解
。

如西秦岭北部地区泥盆 系中都曾

用
“
西汉水

”
一名命名过系

、

统
、

群
、

组
、

段
、

亚段
,

甚至西汉水组一名本身存在三种

指示不同层位
、

不同岩性的用法和涵义
,

因

此在清理过程中建议全部废弃
,

重新命名
。

重新确立和命名岩石地层单位应与清理

工作相随而行
,

对没有名称的地层
,

则应通

过实测剖面
、

选择层型
、

再冠以组的名称及

内涵
。

清理与重新确立工作实践性很强
,

单纯

依靠层型剖面确立的岩组
,

在展布上可能会

遇 到诸如相变等多种变了七而不稳定
,

因此新

组一定要在野外大量工作 中进一步验证
、

补

充
、

修改而加以完善
。

有些组可能因为划的

太粗还需再解体
,

有些组则因为太细而无法

填绘
,

还要合并
。

前人对宕昌等四幅幅区及所在大区的泥

盆系各组 (群 ) 的命名
,

都采用了以
“
阶

”

套
“
组

” ,

以
“
统

”

套
“

群
”
的办法

,

硬是把

几套岩石组合很特征
,

完全可以分解确立为

几个组的岩石混合在一起
,

构成一个与
“

阶
”

对应的
“
混合组

” 。

清理后初步将原有的一群

二组分为七个岩组
,

后经野外进一步验证
,

认为其中的一个组划分太粗
,

再次分解
,

最

终确立为八个组
。

对该区三叠系
,

前人未立



组的名称
,

将青海隆务河一带三叠系名称搬

来
,

致使同一名称所代表的地层在两地岩性

完全不同
,

显然不合理
。

为此将三叠系重新

确立为五个岩组 (见表 )

3
.

火山岩组的划分

火山岩组的划分必须能反映区内火山活

三盛系划分沿革及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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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育的阶段和演化性质 (如旋回性 )
,

必须

反映火山活动和同期岩浆活动
、

构造运动及

区域地质发展演化史的密切关系
。

以宕昌等四幅联测区为例
,

中性
、

酸性火

山岩
.

明显受印支期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
,

而

超基性
、

中一基性火山岩受燕山期南北向构

造控制
,

已查明中酸性火山岩不整合覆于泥

盆 系
、

中三叠统之上
,

其上又被白噩系不整

合覆盖
; 而中一基

、

超基性火 山岩不整合覆

于 白奎系之上
,

可见火山活运与构造运动相

配套
。

经分析将印支期酸性火山岩确立和命

名为滴水崖组
,

中性火山岩为贾河组
,

燕山

期中性火山岩为管界组
,

超基性火 山岩命名

为牛顶山组
,

根据反旋回喷发特征确立滴水

组时代早于贾河组
,

管界组时代早于牛顶山

组
。

图区火山岩分布面积小
,

相带不明显而

未再分段
。

(甘肃地护局 第一地质队区调分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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