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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松
、

繁昌地区武穴组沉积特征

罗新民 徐桂荣 陈林洲 黄思骥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内容提耍 〕 安徽宿松
、

繁昌
、

江西彭泽间长江两岸的武穴组呈透镜体展布
,

组成岩石类型①藻

屑灰岩
;

②缝灰岩 ,③海绵灰岩 ,④棘屑灰岩 ,⑤核形石白云岩 ,⑥白云岩
.

从四条剖面的研究曲

线由下向上明显地区分出三个粒屑含量与荃质含量百分比连续变化序列
.

这种序列称荃本单

元
.

一般的变化规律为由下向上
,

由粗变细的正向序列
,

但是其中也有由细~ 粗、 细的反向序

列
,

这种反向序列反映出较快的沉积过程
,

往往起着障壁作用 .几乎全由棘屑灰岩
、

藻屑灰岩
、

海

绵灰岩组成
。

并为亮晶胶结
,

在每个基本单元的顶部或底部常伴有海绵粘结灰岩
,

并具巨一粗晶

结构
,

显示出生物筑积作用的速度短暂地超过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而处于极浅水域的产物
。

称这

种类型的单元为生物建隆
,

依据其特征
、

所处位置
,

初步推断湖北广济
、

大冶
、

京山
、

南漳等地都

有可能属于这种孤立的不连接的地质体存在
.

关键词 基本单元 生物筑积作用 生物建隆 武穴组

1 概况
“

武穴组
”

来源于
“

武穴灰岩
” ,

系陈旭于 1 9 3 5 年在研究湖北省东南部阳新灰岩的划分

时
,

根据喻德渊的提议所创
,

命名地点在湖北广济大老山
。

1 9 6 4 年何炎等论述安徽长江沿岸

古生代及三叠纪地层时
,

将茅 口期地层统称
“

茅 口 组
” ,

分为上
、

下两段
;
下段称

“

稽亭岭段
” ;

上段并列有两个地层单位
:

页岩相仍称
“

孤峰段
” ;
灰岩相另创名为

“
新林段

” .

命名地点在繁

昌新林铺乌龟嘴
,

指含aY be t’n a

缝类生物群的一套灰岩
。

19 7 8年金玉开等在总结苏皖南部孤

峰组时
,

将繁昌
、

南陵 Y山间及宿松座山等地含N
尸

翻 is e l l i刀 a
灰岩

,

引进
“

武穴灰岩
”
一名

,

认

为是堰桥组的同期异相沉积
,

皆定为茅 口晚期
。

1 9 8 3 年赵永泉等讨论皖中茅 口晚期地层的

划分和对比时改称武穴组
.

由于原命名地点没有实测剖面
,

遂建议以宿松县座 山剖面作为武

穴组的标准剖面
。

近 60 年来
,

经过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
,

武穴组的生物地层研究已相当详尽
,

地层年代范

围的确定颇为精细
,

地层区域对比也够准确
。

本文是 1 9 9 2一 1 9 9 3 年笔者等在安徽宿松座山
、

繁昌新林
、

南陵钟鸣施家冲及江西彭泽

马当等地所测剖面的基础上
,

以其中 4 条剖面为代表
,

对武穴组的岩石类型
、

剖面单元层序
、

古生态特征及区域古地理展布进行讨论 (图 1 )
。

O 本文 1 9 , 7年 4 月 2 5 日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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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穴组的主要岩石类型

么 1 藻屁灰岩

武穴组碳酸盐岩中主要为藻屑灰岩
,

在各个剖面中均占较大 比例
,

如在繁 昌新林剖面

中
,

其厚度为36
.

6m
,

占剖面总厚度的 62
.

8 %
。

钟鸣施家冲剖面其厚度为 59
.

6m
,

占剖面总厚

度的 49
.

5%
。

在彭泽马当剖面中
,

其厚度为 79
.

58 m
,

占剖面总厚度的 31
.

7写
.

在座山剖面中
,

其厚度为 28
.

l m
,

占剖面总厚度的 18
.

2 %
.

岩石大多呈深灰
、

灰黑
、

甚至黑色
,

少部分为浅灰

至灰白色
,

巨厚层状
,

几乎全为亮晶胶结
,

个别为泥晶胶结
.

藻类 有 iM
z z i a

,

E o
即

,

iol i n a ,

EP im a s t op oar
,

S ole
, ,
op oar

,

G ivr a n e

lla
,

SP 入a

eocr od i u m
,

P

~ oca lc 。纽 s ,
P a ar e h e t e t e s ,

V n g d a
er l l a ,

勿 , n co do i u ,
,

V
~ ip or e ll a ,

H a l im ed
a ,

含量 达

40 铸左右
。

.2 2 越灰岩

在所测剖面中皆有缝灰岩发育
,

除施家冲剖面具有两层竣灰岩之外
,

其它剖面 皆为一

层
。

缝灰岩在剖面中的厚度却相应地减小
,

占剖面总厚度的 8% ~ 19 %
.

呈浅灰
、

灰
、

深灰
,

灰

黑等色
; 巨厚层状

,

亮晶胶结
,

其中以竣类为主
,

属种单一
,

如Ve ber ek ian
,

N 君. 超 t’s e ill n a ,

尸se u -

do l i o l i n a
等

。

数量丰富
,

含量达 15 % ~ 25 %
,

保存完好
.

其它生物化石很少或呈碎屑出现
。

.2 3 海绵灰岩

除彭泽马当剖面未发现海绵灰岩外
,

其它剖面中皆有发育
,

但厚度变化大
,

占剖面总厚

度约 13 % ~ 14 %
,

海绵灰岩以浅色为主
,

巨厚层状
,

亮晶或微
、

泥晶胶结
,

海绵含量达 30 %一

70 %
,

个体完整
,

排列有序
,

如 A m b伽iP h on e l la
。

么 4 棘屑灰岩

仅见于施家冲
、

新林剖面
。

棘屑灰岩的厚度约占剖面总厚度的 20 %左右
。

呈深灰
、

灰黑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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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厚层状
,

微晶或泥晶胶结
,

海百合碎屑的含量达 30 %一 55 %
,

还有海绵
、

有孔虫
、

藻屑等
。

2
.

5 核形石白云岩

仅见于座 山剖面第 7 层
,

呈浅灰色
,

微亮晶胶结
,

同时含有生物碎屑和内碎屑
,

核形石粒

度 1
.

Zm m ~ 0
.

sm m
,

明显属于交代成因白云岩
,

在其上的白云岩层中
,

仍可见个别核形石
,

此层厚度为 10
.

4m
。

2
.

6 白云岩

发育于座 山剖面的下部层段
,

由下向上
:
由深灰色到浅灰色

,
由微晶

、

粗晶
、

中晶到细晶
;

由 1~ 6 层不含生物到 7~ 8 层含生物碎屑
, 9一 10 层 由生物碎屑到完整海绵粘结

;海绵含量

由 3。%增至 55 % ;
白云岩粒度由细变粗

.

这套相对集中的白云岩段
,

在其它剖面未曾见到 ,-其

中第 2层为含钙细一微晶白云岩
,

方解石中包有白云石微晶
,

可能属于原生白云岩
;
第3 层为

云质胶结复成份角砾岩
,

角砾成份为生屑灰岩
、

白云岩
、

钙质粉砂岩
、

枯土岩
,

均为盆内碎屑
;

第 4 ~ 6 层 白云岩结 晶相对变粗
,

并有粗
、

巨晶方解石伴生
,

白云石中包有方解石微粒
,

可能

属于交代型 白云岩
,

并有淡水渗滤
,

在第 6 层发现有鸟眼 (显微 )
,

也是个确切的证据
。

3 武穴组的剖面结构

武穴组碳酸盐岩中的粒屑含量与基质含量 之比值和胶结类型
` ,

反映 出沉积时水动力的

强弱
,

是作用于沉积物的物理能量指标
,

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微沉积环境的变化
。

而生物组

合和生物类型是判断水的深度和盐度
、

浊度
、

底质的重要标志
。

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联系
。

通过对胶结类型
、

粒屑与基质的比值和主要的生物组合等三个参数的综合分析
,

将有助于各

个剖面沉积环境变化的确切解释
。

1
.

宿松座 山剖面 (图 2)

层层号号 胶结类型型 位屑
:

荃质质 主 要 生 物 组 合合

lll 666 粉 晶
’’

50
1
5 000 介形虫 4。%

,

腕足10 叱叱
细细细一徽晶晶 20

t
8 000 螺 1。%

,

棘皮3纬
,

有孔虫 2%
,

挂2 %%%

111 555 泥 晶晶 10 : 9 000 海绵骨针 5%
,

介形虫 3%%%

lll 444 细 晶晶 3 0 : 7 000 螺 7%
,

燕 5%
,

棘皮 5叼叼
细细细 晶晶 25

:
7 555 燕 15 %

,

有孔虫 6%%%

细细细 晶晶 2 0 ,
8 000 螺` %

,

介形虫 3%
,

燕 5%
,

有孔虫 2%%%

中中中一细晶晶 5
* 9 555 介形虫 S%%%

lll 333 细一徽晶晶 5 0 : 5 000 海绵 25 %
,

棘皮 15 %
,

有孔虫10 %%%

111222 中一细晶晶 60
r 4 000 海绵3 。%

,

有孔虫 15 %
,

棘皮 10 %
,

旋 5写写

徽徽徽晶晶 6 0 ,
4 000 海绵 2 5%

,

有孔虫 15 肠
,

苔醉 1。%
,

棘皮 8%%%

细细细一徽晶晶 8 0 t
2 000 海绵5 。%

,

获15 %%%

祖祖祖一徽晶晶 8 0 . 2 000 海绵6 0 %
,

有孔虫18 肠肠

细细细晶晶 7 0 ,
3 000 海绵 4。%

,

有孔虫2。%
,

海百合5%%%

细细细一徽 晶晶 7 0 :
3 000 海绵 60线

,

有孔虫10 另另

111 lll 亮 晶晶 6 0 . 4 000 筑 2。写
,

有孔虫 2。 %
,

核形石 10 %
,

棘皮 4 %%%

徽徽徽 晶晶 8 0 .
2 000 燕屑3 。写

,

棘皮3 。%
,

有孔虫 8%%%

亮亮亮 晶晶 3 0 t
7 000 核形石 2 0%

,

棘皮 7%
,

燕周 3%%%

111 000 细一徽晶晶 7 0 ,
3 000 梅绵 5 0 %

,

有孔虫 18 %%%

细细细一徽晶晶 0 t
1 0 000 棘皮 5%

,

角砾 23 %%%

细细细 晶晶 3 0
,
7 00000

99999 徽亮晶晶 4 0 t
6 000 海绵3。%

,

有孔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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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号号 胶结类型型 位屑
:

羞质质 主 要 生 物 组 合合

88888 亮 晶晶 6 0 . 4 000 燕屑 5。%
,

燕 1 0 %见核形石 (燕幼 )))

77777 徽亮晶晶 1 7
一

8 333 燕肠 7%
,

核形石 3写
,

滩 3%%%

细细细 晶晶 5 : 9555 核形石石

66666 中一细晶晶 0 , 1 0 00000

55555 粗一中晶晶 0 ,
1 0 00000

44444 粗一中晶晶 0 . 1 0 00000

...aaa
巨晶一徽晶晶 7 0 :

3 000 角砾砾

中中中晶一徽晶晶 7 0 ,
3 000 角砾

,

松燕 2%%%

粉粉粉 晶晶 6 0 . 4 000 角砾 60 %%%

22222 细一徽晶晶 5 , 9 555 外碎周 5%%%

lllll 徽 晶晶 4 0 .
6 000 海绵骨针 37 %

,

腕足 2%%%

系系系 统统 组组 厚厚 层层 岩性柱柱 粒 : 摧摧 拢质结构构 生物碎屑含量 ( % ))) 单单 主要岩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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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彭泽马当剖面 (图 3)

层层号号 胶结类型型 拉屑
:

墓质质 主 要 生 物 组 合合

111 111 细晶一粉晶晶 40 t
6000 益25 %

,

腕足 3 %
,

海百合 3写
,

燕 3%%%

111000 细一徽晶晶 4 0 1 6 000 海百合1。%
,

有礼虫
8%

,

燕 l 。%%%

99999 徽亮晶晶 7 0 . 3 000 燕 4 5%
,

棘皮8%
,

海绵4%%%

88888 粉晶一泥晶晶 7 0 ` 3 000 戴 4。%
.

棘皮2 。%
,

梅绵5%%%

77777 细一徽晶
,

粗一巨晶晶 6 0 , 4 000 海百合20 %
,

米齐燕15 %
,

海绵5%
,

介形虫 5%
,,

有有有有有孔虫 5%
,

珊瑚 S纬纬

66666 细一徽晶晶 2 0 . 8 000 棘皮 5%
,

内碎周 i 。%%%

55555 细一徽晶晶 5 . 夕555 钙球5%%%

44444 粉一泥晶晶 40 : 6 000 螺 15 %
,

海百合13 %
,

海绵 6%
,

有孔虫4%%%

33333 细一粉晶晶 3 . 9 777 棘皮 2%
,

钙球 1%%%

22222 徽亮晶晶 7 0 ,
3 000 钙燕 30 叱

.

松燕20 线
,

棘皮 7%
,

有孔虫 5%
,

乳孔戴5肠肠

11111 粗晶一粉晶晶 8
1 9 222 有孔虫 2纬

,

缝 2%
,

棘皮 2纬纬

00000 细晶晶 6 : 9444 盆2%
,

腕足 2%
.

棘皮 2写写

3
.

钟鸣施家冲剖面 (图4)

层层号号 胶结类型型 粒屑
·

荃质质 主 要 生 物 组 合合

111 555 中一粉晶晶 4 0
t 6 000 旋 15 %

,

有孔虫 1 。写
,

燕屑 10 写写

lll 444 中一粉晶晶 3 0 ,
7 000

·

燕2。对
,

有孔虫 6 %%%

lll 333 细一粉晶晶 3 0
t
7 000 珊瑚5写

.

粗枝燕8写
,

苔醉5%
,

有孔虫 3写
,

棘皮3%%%

111 222 中一粉晶晶 3 0 : 7 000 缝1。%
,

棘皮 15 %%%

111 111 中一细晶晶 6 0 1 4 000 戴 4 。%
,

有孔虫 6写
,

棘皮6%%%

巨巨巨一细晶晶 0 . 1 0 00000

111OOO 中一细晶晶 3 0 :
7 000 戴 2。%

,

有孔虫 4%
,

棘皮 4纬纬

99999 徽亮晶晶 6 0 t
4 000 海绵 3 0写

,

棘皮 25 纬纬

88888 徽亮晶晶 6 0 , 4 000 燕 26 写
,

螺 15 %
,

棘皮10 写
,

珊瑚 5%%%

77777 徽亮晶晶 60
. 4 000 燕3。%

,

棘皮 20 %
,

眺足 5%
,

旋5%%%

66666 徽亮晶晶 50
*

5 000 管孔燕 3。%
,

棘皮 10 %%%

55555 粉 晶晶 5 0 J 5 000 海百合42 %%%

44444 中一细晶晶 4 0 .
6 000 旋 3。肠肠

33333 粉 晶晶 4 0 * 6 000 海百合37 %%%

粉粉粉一徽晶晶 1 5
.
8 555 燕屑5%

,

棘皮 3 %
,

介形虫 2%
,

骨针 2%%%

粗粗粗一巨晶晶 9 0 1
1 000 海绵7 。%

,

棘皮 10 线
,

管孔燕 5 %%%

22222 细一徽晶晶 8 0 . 2 000 棘皮 4 。写
,

燕 10 %
,

螺 5纬
,

介形虫 5洲
,

骨针 5%%%

11111 中一粉晶晶 1 0 . 9 000 棘皮 10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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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安徽南睦钟鸣施家冲武穴组综合柱状图 (图例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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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昌新林剖面 (图 5)

层层号号 胶结类型型 拉居
:

签质质 主 要 生 物 组 合合

88888 亮
,

晶晶 8 0 1
2 000 燕肩 4 5%

,

益 1。线
,

棘皮 15 沁沁

77777 亮 晶晶 80
一
2 000 燕5 `%

,

棘皮1 。写
,

有孔虫 5%%%

亮亮亮 晶晶 8 0 1
2 000 筑10 %

,

燕 5z %
,

海绵 s0 万万
徽徽徽亮晶晶 8 0

1
2 000 燕 4。%

,

棘皮 10 纬
,

有孔虫 10 环
,

螺 10 写写

66666 泥徽晶晶 60 . 4 000
.

滚 4 5%
,

棘皮 10 到到
徽徽徽一泥晶晶 8 0 t 2 000 海百合 3 。写

,

梅缔 20 %
,

有 孔虫 10 %
,

级 10 %
,

藻藻

泥泥泥 晶晶 6 0 . 4 000 1 0%%%

戴戴戴戴戴闷3 5%
,

桩皮13 气气

55555 徽一泥晶晶 6 0 1 4 000 翔屑4 。%
,

棘皮 8%
,

螺 5%%%

44444 徽一泥晶晶 6 0 ,
4 000 海百 合40 %

,

燕6肠
,

有孔虫 5%
,

益 5%%%

7777777 0 ,
3 000 海百 合5。%

,

筑 8%
,

有孔虫 5%%%

33333 中一徽晶晶 4 0 一
6 000 燕 1 2%

,

棘皮 10 %
,

海绵5峪
,

有孔虫5纬纬

徽徽徽一泥晶晶 8 0 一
2 000 海百合50 %

,

松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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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昌地区武穴组沉积特征

层层号号 胶结类型型 拉屑
,

荃质质 主 要 生 物 组 合合

22222 粉晶一徽亮晶晶 6 0 : 4 000 藻 3 5%
,

有孔虫
.

10 %
,

棘皮6%
,

珊瑚5%%%

徽徽徽亮晶晶 7 0 : 3000 筑20 %
,

燕屑 3 5 肠
,

棘皮 6%%%

11111 徽亮晶晶 7 0 . 3 000 棘皮 20 写
,

藻屑 40 %
,

介形虫 5写写

徽徽徽亮晶晶 6 0 t 4 000 筑25 %
,

燕13 %
,

棘皮 10 写
,

海绵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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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安徽繁昌新林武穴组综合柱状图 (图例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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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综合柱状对 比图的几点解释

( l) 灰岩中粒屑与基质含量百分比的曲线
,

有明显的规律变化
,

但是该曲线本身尚不能

说明灰岩中粒屑的高含量就是原地堆积或是异地搬运堆积
,

还必须结合其他参数综合分析
。

( 2) 灰岩的基质结构中
,

泥晶
、

泥微晶
、

中晶均为碳酸盐岩在重结晶之后所显示的粒度
,

只能在系统恢复碳酸盐岩原岩时参考
。

若有粗晶
、

巨晶存在时
,

则应该考虑该灰岩在成岩过

程中是否有淡水渗滤作用的存在
;
若有微亮晶

、

亮晶存在时
,

则是准高能或高能沉积环境的

出现
,

但是它们和中晶
、

粗晶结构之间不存在任何成因联系
。

( 3) 灰岩的生物碎屑组合及含量中
,

除根据其中的生物碎屑组合判断和恢复沉积环境

外
,

还要注意生物碎屑含量的变化
,

若有某种生物碎屑含量过高时
,

说明该生物建隆系以这

种生物构成
。

( 4) 通过上述三项参数的综合分析对比之后
,

我们可以直接判别某一生物层的沉积特

征
。

例如繁昌新林剖面中第 8 层为藻屑灰岩
,

系由亮晶胶结
,

而第5 层同样是藻屑灰岩
,

而其

基质为泥微晶
,

则前者属高能环境
,

后者属低能环境
。

4 武穴组剖面中的生物建隆

武穴组之下普遍分布一套薄层硅质岩
,

系缺乏陆源碎屑的情况下由连续缓慢的沉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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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成的产物
,

厚度虽然不大
,

但时间间隔却较长
,

该段硅质岩可视为最大海泛面
,

以后海平

面又开始缓慢下降至龙潭组出现碎屑岩和含煤岩系
,

遂进入低水位体系域
,

因此
,

武穴组的

底部为 l 型层序界面
。

从图2一图 5 的综合柱状图中
,

由下向上明显地区分出三个粒屑含量与基质含量百分比

的连续变化序列
,

这种序列称基本单元 lj[
,

它们变化的一般规律为由下向上
,

由粗变细的正

向序列
,

但是其中也有由细` 粗~ 细的反向序列
,

例如繁昌新林剖面 1一 4 层 (图 5 ) ;
南陵施

家冲剖面 4~ 10 层 (图 4 ) ;
彭泽马当剖面 7~ 9 层 (图 3 ) ;

宿松座山剖面 9~ n 层 (图 2 )
。

上述几

个单元的序列变化反映出较快的沉积过程
,

往往起着障壁的作用
,

它们几乎全由棘屑灰岩
、

藻屑灰岩
、

海绵灰岩组成
,

且为亮晶胶结
,

同时在单元的顶部或底部常伴有海绵粘结灰岩
,

并

具 巨一粗晶结构
,

显示 出由于生物筑积作用的速度短暂地超过海平面工升的速度而处于极

浅水域的产物
,

我们称这种类型的单元为生物建隆图
.

5 武穴组的区域分布

晚石炭世末
,

由于云南运动的影响
,

使中下扬子海海水大规模撤退
,

至早二叠世早期
,

海

水复而侵进
,

其范围远远超过中晚石炭世的海退范围
,

整个中下扬子地区在栖霞期为一浅水

碳酸盐开阔台地海
.

据冯增昭等研究 ( 1” 1 ) 〔31
,

自南向北呈现出深浅相间的格局
,

不过深水

区与浅水区的差别并不大
,

岩性虽然有所区别
,

但大部分相似或一致
。

生物化石主要为裸松

藻
,

其次为粗枝藻
、

松藻
、

班类
、

珊瑚
、

海绵
、

腕足类
、

苔辞虫
、

棘皮类等
,

该化石组合特征表明

当时为一热带的宁静浅海
,

推测其水深一般小于 s o m
,

最大不超过 100 m
。

可见栖霞期中下扬

子海域的岩相分异不甚明显
.

茅 口期岩相古地理面貌的分导比栖霞期趋于明显
。

西北部以襄樊一广济断裂
,

东北部以

郑一庐断裂与华北板块相接
;
东南部以东乡一长兴断裂与华夏古陆为邻

。

北部称九江碳酸盐

台地
,

由南向北海水由浅变深
,

古地理单元依次为北部斜坡
、

北部盆地
,

说明华北古陆与中下

扬子海之间仍然存在着深水海域
,

但是从碳酸盐台地附近的古地理单元被切割的现象来看
,

华北古陆似乎有向南逐步位移的趋势
。

南部称长沙碳酸盐台地
,

由北向南依次为南部斜坡
、

南部盆地
。

近西部的花垣一慈利断裂使碳酸盐台地内部发生分异
,

出现了茅口早期为浅水沉

积区
,
中晚期为深水沉积区

,

此种沉积环境的更替变化
,

进 一步否定 了
“

江南古陆
”
的存

在 [’, 幻
。

东南部桐庐
、

上饶一带出现砂岩
、

粉砂岩
、

泥页岩
,

局部有少量灰岩
、

煤
,

水平层理发

育
,

并见有斜层理
,

有植物化石碎片
、

双壳类
、

腕足类及少量菊石等
,

说明该区为滨岸碎屑沉

积环境
,

可能为华夏古陆的边缘 (图 6)
。

综合上述剖面的分析研究
,

没有发现由造架生物组成的
、

隆起于海底之上具有坚硬抗浪

构造的生物礁
,

更多的却是一些生物层
,

主要有钙藻
、

海绵
、

海百合
、

缝类等
,

生物含量平均

大于 50 %
,

有些生物层中生物章一
,

如藻屑灰岩
、

海绵灰岩等
.

其中缺少或无造架生物或粘结

生物
,

填隙物均为碳酸盐灰泥
,

因此
,

这类生物层相当于灰泥丘
,

如彭泽灰泥丘
。

还有一些生物层是由亮晶胶结或微亮晶胶结
,

这些生物层我们认为它应该属于准滩
「aj .

另外这些剖面之间的厚度变化较大
,

而且细层亦无法对 比
,

虽然为同时沉积
,

但是沉积

微相又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

因此
,

它们是孤立的
、

不相连接的地质体
.

依据它们不同的特征
,

可以看出它们所处的位置
.

如铜陵准滩位于北部盆地之中 ;而宿松准滩则位于九江碳酸盐台

地的北部斜坡
;
彭泽灰泥丘分布于九江碳酸盐台地之上

.

据此
,

我们初步认为广济大冶
、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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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下扬子地区早二叠世茅口期岩相古地理图 (据冯增昭修改
,
1 9 9 1 )

1
.

断裂及编号
, 2

.

古地理单元界线
. 3

.

推侧的古地理单元界线
, 4

.

准滩 . 5
.

厚度等值线
, 6

.

推浏的厚度等值线
.

①东乡一长兴断裂 ;②郊庐断裂 .③襄广断裂 .④花坦一慈利断裂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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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南漳等地都有可能属于这些孤立的
、

不相连接的地质体
,

同时它们所处的部位也迥然有

别
。

如南漳
、

广济一大冶地质体则位于九江碳酸盐台地之上
,

而京山地质体却位于北部斜坡
,

这个看法将有待于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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