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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对南秦岭大巴山地区紧邻城口—房县深断裂北侧的一套碎屑岩及沉积火山碎屑岩的地层剖面特征进行了描

述，探讨了地层划分及时代归属，依据岩性特征及地层接触关系，从上至下划分为下震旦统木座组、代安河组及前震

旦系龙潭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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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巴山地区下震旦统及前震旦系地层划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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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秦岭大巴山地区紧邻城口—房县 深 断 裂 北

侧 分 布 一 套 凝 灰 质（杂 ）砂 岩 、砂 砾 岩 、凝 灰 质（绢

云）板岩、凝灰质（粉）砂岩及沉火山碎屑岩。由于该

层紧邻城口—房县深断裂，断失较多，且位于川、

陕、渝、鄂四省市交界地区，研究程度较低，层位划

分较混乱（表’）。笔者通过在该区多年从事区域地

质调查及研究，认为该地层应三分，上部为下震旦

统木座组，中部为下震旦统代安河组，下部为前震

旦系龙潭河组（图’）。现就其剖面特征、岩石组合、

地层划分等作论述。

’ 地层剖面描述

区内由东往西有多条剖面控制，经对比，横向稳

定，岩性无明显差异变化。现以重庆市城口县北屏剖

面及龙潭河剖面为代表描述如下。

!"! 城口县北屏剖面

本剖面为木座组及代安河组代表性剖面：

上覆地层：上震旦统蜈蚣口组（0,!）灰黄色、灰白色薄层、中

层状变晶白云岩

——— 平行不整合 ———

木座组（0’"） , ’.*1,+ 2
’+1浅绿灰色、灰黄色含黄铁矿钙质、凝灰质千枚岩，间夹灰色

灰岩透镜体 #’1## 2
’*1灰白色凝灰质千枚岩 ’-1+* 2
’%1灰、灰绿色不等粒含砾变凝灰质粉砂板岩 *,1-% 2
’!1灰、浅灰绿色、浅黄绿色块状含砾凝灰质岩屑杂砂

岩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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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巴山地区下震旦统及前震旦系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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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准地台区；"—秦岭地槽褶皱系；$#—城口—房县深断裂；

$!—高桥断裂；;!—上震旦统；;#!—木座组；;#"—代安河组；

<* #—龙潭河组，=—>—正层型剖面位置

#?’浅绿、浅黄绿色薄板状凝灰质绢云板岩，中上部夹细粒

石英砂岩及透镜状或条带状灰岩 !"’"" @
#!’灰、浅灰绿色块状含砾凝灰质砂岩 ABC’A! @
##’深灰、灰黑色薄板状含锰质炭屑粉砂板岩 ?C’D" @
#"’灰、灰绿色厚层块状砾质砂岩、砾岩 ?BE’BC @
E’灰、青灰色、灰绿色凝灰质砾质杂砂岩 ?FB’F" @

——— 整合接触 ———

代安河组（;#"） CCB’F! @
B’灰绿色绿泥石绢云板岩，偶夹浅灰色中厚层状变质凝

灰质粉砂岩，具毫米级条纹状层理 BA’FE @
C’灰、灰绿色薄板状粉砂质板岩 #DA’BD @
F’深灰、褐色厚层块状铁质钙质凝灰质粉砂岩，间夹粉砂

质板岩 ?F’E# @
A’灰、灰褐色薄—中层状粉砂质板岩与绢云板岩互层 !F’## @
D’灰、黄灰色厚层状凝灰质粉砂岩与粉砂质板岩互层 ?A’DF @
?’灰黄、灰色薄层状凝灰质粉砂岩与粉砂质板岩互层 ##’E? @
!’青灰色薄层—中层状凝灰质粉砂岩夹凝灰质板岩 ?AD’CE @
#’灰、深灰色砾岩、砾质砂岩。砾石主要为凝灰岩、细砂岩、

硅质岩、大理岩、花岗岩等 B#’BE @

——— 角度不整合 ———

下伏地层：前震旦系龙潭河组（<* #）灰色厚层状中粒变质岩

#’! 城口县龙潭河剖面

本剖面为龙潭河组的代表性剖面：

上覆地层：下震旦统代安河组（;#"）灰色、灰黄色砾岩、砾质

砂岩

——— 角度不整合 ———

龙潭河组（<* #） G! ?FB’!A @
!!’灰色厚层状中粒变砂岩 #?’!# @
!#’青灰、灰黑色中厚层状凝灰质砂岩，具变余条纹

层理 !B#’"? @

!"’灰黑色中厚层状含火山角砾凝灰质砂岩 ?#’"E @
#E’青灰色厚层块状岩屑凝灰质砂岩 !F’A# @
#B’青灰色厚层块状含火山角砾凝灰质杂砂岩 EA’?D @
#C’黄绿、青灰色纹层状凝灰质杂砂岩 DF’!B @
#F’青灰色厚层块状含火山角砾凝灰质砂岩 F’# @
#A’青灰、灰绿色岩屑凝灰质细砂岩、砂岩 !D#’A @
#D’暗灰绿色厚层块状含火山角砾凝灰岩 A"’CC @
#?’灰绿、灰褐色厚层凝灰质细—中粒砂岩 CA’E! @
#!’暗棕褐色厚层状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 ?D’!" @
##’暗棕色、青灰色厚层岩屑凝灰岩 ??’CC @
#"’暗紫色块状安山质角砾岩 #A’C# @
E’灰绿色厚层状含火山角砾粗粒岩屑凝灰质杂砂岩 D?’A" @
B’暗绿、青灰色中厚层状含凝灰质岩屑砂岩、细砂岩、杂

砂岩 ?CA’FA @
C’灰绿色厚层状含火山角砾凝灰质杂砂岩 !’"" @
F’浅灰绿色厚层凝灰质细—粉砂岩 #F!’#E @
A’灰、青灰色厚层状含火山角砾粗粒岩屑杂砂岩 D#’!# @
D’灰、青灰色厚层状岩屑凝灰质细—中粒砂岩、杂砂岩

D!E’BD @
?’暗红色厚层状凝灰质角砾岩 ?’"D @
!’青灰、灰绿色块状粗粒岩屑凝灰质砂岩、细砂岩、粉砂岩

?"F’EC @

断 层

#’灰、灰绿色块状粗粒岩屑凝灰质砂岩 A!’D! @

城房口—房县深断裂

下伏地层（断层下盘）下寒武统水井沱组：灰黑色硅化白云岩

! 地层划分

从区内剖面特征及区域横向追索分析，本区上

震旦统以下地层三分性十分明显，且相互间界线十

分清楚，可划分为?个组，分别为木座组、代安河组、

龙潭河组。

!"# 木座组

位于上震旦统蜈蚣口组平行不整合面之下，为

一套粗碎屑岩，主要岩性为灰色、灰绿色厚层块状砾

质变砂岩、砾质变杂砂岩、变凝灰质砂岩、变岩屑杂

砂岩等，夹浅绿色、浅黄色板状凝灰质绢云板岩、锰

质碳质粉砂板岩、绢云板岩等，厚度! !""余米。砾石

成分复杂，主要有玄武岩、硅质岩、安山岩、砂岩等；

分选性差，碎屑颗粒大小悬殊，"’AH!B I@ 不等；形

态次圆—棱角状，以棱角状为主，无定向性；层理不

明显或不显层理，多为块状，巨厚层状；胶结物主要

为绿泥石及粘土物质，反映出该段岩石具有快速沉

积的特点。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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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地质局二区测队#$%!&万城口—巫溪幅区域地质测量报告，$"’()
"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万紫阳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代安河组

位于木座组巨厚块状砾质砂岩之下，为一套

细 碎 屑 岩 ，主 要 岩 性 为 灰 绿 色 、青 灰 色 、灰 黄 色 凝

灰质板岩、绢云板岩、变凝灰质粉砂岩等，厚度’&&
余米。底为一套灰黄、灰色砾岩，砾岩层厚+&,*&-
不等。本组与上覆、下伏地层的显著区别在于上部

不 含 砾 石 及 粗 砂 等 粗 碎 屑 ，板 理 、层 理 十 分 发 育 。

底部的砾岩层与上覆木座组及下伏龙潭河组的砾

石层差异也十分明显，其砾石成分主要为细砂岩、

凝灰岩、硅质岩、大理岩 、花 岗 岩 等 ，呈 次 棱 角.次

圆 状 ，以 次 圆 状 为 主 ，分 选 性 差 ，但 长 轴 具 有 定 向

性；胶结物主要为铁质、粘土质等。该砾岩层与下

伏龙潭河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为不整合接

触面上的底砾岩。

!"# 龙潭河组

龙潭河组由唐将、林源等!&&&年命名，正层型剖

面为重庆市城口县龙潭河剖面，位于重庆市城口县

西北(/-龙田乡龙潭河。定义为：青灰色、灰绿色、黄

绿色中厚层状杂砂岩、岩屑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砂

岩、含火山角砾凝灰质砂岩等与暗红色、暗棕色、暗

褐色岩屑凝灰岩、含火山角砾凝灰岩、凝灰质角砾岩

等互层；与上覆层下震旦统代安河组角度不整合接

触，下未见底，厚度大于! +0*)!1-。主要分布于城口

县黄溪河.城口县东安一带，长约’&余千米，南邻城

房深断裂，下部及北西、南东侧均被城口—房县深断

裂断失而未见底（图$）。命名剖面同正层型剖面。

从出露最完整的龙潭河剖面分析，主要由数个

沉火山碎屑岩—含凝灰质沉积岩旋回组成。含凝灰

质沉积岩主要为（岩屑）凝灰质变砂岩、变杂砂岩等，

为火山活动喷发宁静期的产物。沉火山碎屑岩主要

为凝灰质角砾岩、安山质角砾岩、凝灰岩、含火山角

砾凝灰岩等，中部（",$!层）火山碎屑最为发育，厚达

$+&余米，为火山喷发期的产物，从粗、细火山碎屑物

质分层沉积的特征分析，有多个离本地区远近不一

的火山口在不同时期喷发。玄武岩中气孔构造、杏仁

状构造发育，说明属海底火山喷发。本套岩性属典型

的沉火山—沉积岩过渡区，反映了该区邻近古火山

口附近，从沉积旋回及火山角砾成分、大小分析，有

1,*次喷发旋回。

+ 问题讨论

#"$ 关于引用木座组的问题

本区木座组指下震旦统上部含砾变质粗碎屑

岩。$%!&万城口—巫溪幅区调报告称其为耀岭河群

上段!，很显然，本套岩性与耀岭河群命名地的岩性

差异极大，引用于本区不合适；陕西省区域地质志划

分为下震旦统上段［$］，$%!&万紫阳幅只划分到统，称

其为下震旦统上、中段"，区域上无可比性，无法进行

区域对比；四川省区域地质志将其称为明月组［!］，明

月组虽然也命名于城口地区，但命名剖面地明月乡

位于城口—房县深断裂以南地区，区域上属于扬子

准地台区，主要岩性为浅灰绿色与（暗）紫红色互层

的厚层块状凝灰质砂岩、杂砂岩，虽然岩性与本区岩

性相近，但颜色差异极大，且明月组岩层均未遭受变

质作用，而木座组普通遭受区域低温动力变质。两者

为以城口—房县深断裂为界的同时异相的两套岩

层，根据“岩性、岩相、变质程度一致性”的地层划分

原则，采用同一名称实属不妥。笔者认为本区引用木

座组更为贴切，理由有三：#木座组命名于四川省平

武县木座，命名地主要岩性为灰、灰绿色厚层块状含

砾变质砂岩、变质凝灰质砂岩，砾石成分主要为花岗

岩、脉石英、变砂岩、硅质岩等，岩性与本区一致；$
木座组主要分布于四川平武、青川、若尔盖及南江地

区，与本区同属于巴颜喀拉—秦岭地槽区，岩相与本

区一致；%木座组命名地岩石与本区岩石均遭受区

域变质作用。

#"! 关于代安河组的问题

代安河组由杨暹和（$"’"）命名于陕西省镇坪县

西南代安河，为本文北屏剖面的东延部分，命名地主

要岩性为灰、灰绿色沉凝灰岩夹粉砂质板岩、碳硅质

板岩，并常见辉长岩脉侵入，未见底。在城口地区，经

过剖面研究，发现了代安河组的底，且与下伏地层呈

角度不整合接触，横向上，在城口县高望、岚天犁儿

沟、黄溪龙潭河等剖面均可见到这套砾岩及与下伏

层的接触关系，横向上具有可比性，只是向西延伸至

黄溪河、向东至东安一带时被城口—房县深断裂断

失而形成无法见底的情况。故代安河组含义应修定

为：灰绿色、青灰色凝灰质板岩、绢云板岩、变凝灰质

唐将等：南秦岭大巴山地区的下震旦统及前震旦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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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岩等，厚度#""余米，底为灰黄色底砾岩。与上覆

木座组凝灰质砾质杂砂岩整合接触，与下伏龙潭河

组变质凝灰质砂岩不整合接触。

!"! 关于龙潭河组的问题

一直以来，代安河组被认为是南秦岭大巴山地

区最老的地层，未见底，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了代安

河组的底，且与下伏层呈不整合接触，下伏层岩性为

凝灰质沉积岩—沉火山碎屑岩。该岩层在区域上无

恰当的岩性层可以对比，若引用四川邻区的苏雄组、

铁船山组或莲沱组，无论是在岩性、岩相、沉积（火山

喷发）环境，还是变质作用方面均不恰当，若引用原

用于本区的耀岭河群，也显牵强，因为!$%!"万城

口—巫溪幅区调报告中耀岭河群的含义包括了本文

的木座组、代安河组及龙潭河组，原耀岭河群的含义

在此地实际上已经解体；"耀岭河群命名于陕西商

南地区，主要岩性为变质的绿色片岩相，与本区岩性

差异极大，两者属同时异相的产物。故创建龙潭河组

更为合适。

!"# 关于时代划分问题

至目前为止，本区还没有可靠的微古生物化石

或同位素测年数据来确定地层时代，但可根据地层

间的接触关系及参考邻区进行划分。

区内上震旦统的时代已经各方确认并无异议，

现区内上震旦统以下地层发现两个不整合面，其一

为木座组与上覆层蜈蚣口组的界线，其二为代安河

组与龙潭河组的界线，第一个不整合面为澄江运动

的结果面，其上属晚震旦世，其下为早震旦世；而第

二个不整合面则为晋宁运动的结果面，其上属早震

旦世，而其下属前震旦纪。据尚瑞钧等研究与本区龙

潭河组沉火山碎屑物层位相当的邻区陕西省山阳地

区的耀岭河群中的基性火山熔岩&’()*全岩样，年

龄值为+++,-，时代确定为晚元古代，与青白口纪相

当［.］，本区的下不整合面以下的火山碎屑沉积岩与

沉火山碎屑岩应归属于前震旦纪。

/ 结 论

（$）大巴山地区上震旦统以下地层具有三分性，

可划分为木座组、代安河组及龙潭河组，前二者属下

震旦统，后者属前震旦系。

（!）原代安河组含义需修定，其剖面完整，底为

底砾岩层，与下伏龙潭河组不整合接触。

（.）创建龙潭河组，它代表秦岭地槽褶皱系最南

端的大巴山地区最老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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