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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与项目同仁于 2008 年 9 月 ～ 2010 年实施项目辖区 1: 5 万区调地质填图期间发现，前人资料对该区晚寒武

世岩石地层的划分，或因当时地质构造背景尚未弄清，或因年代地层、生物地层的惯性犹存，以致同一地层小区内同

一组界并无明确、稳定的岩性划分标志，令同行临场操作难以掌握。遂在测区填图、实测剖面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

察富宁小区相关地层剖面，充分尊重并务实引用前人涉区调研所获化石成果，循岩石地层要义，重新厘定调研区所

属富宁小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层序略为: 唐家坝组( 3 t) 台地潮坪相碳酸盐岩，“大老堡组”( “ 3d”) 潮坪潟湖相陆

源沉积岩( 下部和顶部夹有碳酸盐岩层) ，博菜田组( Ob) 台地潮坪相碳酸盐岩，其中“大老堡组”为新拟建单位，上

覆层位为下木都底组( O1x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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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属云南麻栗坡矿调及其匹配科研项目

的调研范围含云南二区测队于 1976 年完成的 1: 20
万区调马关幅 ( F-48-1X) 所辖麻栗坡县、都龙、八

布、茨竹坝、天保农场共 5 个 1: 5 万图幅。其中，前

两个图幅已于 1999 年由云南省地勘局区调队完成

1: 5 万区调，属本项目修测区; 后 3 个图幅则为本项

目 1: 5 万实测区。因地质体不受人为界定的测区属

性约束，为叙述方便，下文将整个调研范围简称测

区或区。
前人实用性资料( 如 1: 20 万区调马关幅［1］) 、

典籍性资料( 如《云南省岩石地层》［2］) 、学科性专著
( 如《滇东南寒武纪地层及三叶虫动物群》［3］) 厘定

的测区相关岩石地层单位唐家坝组( 3 t) 、博菜田

组( 3b 或 Ob) ，尽管其同名内涵及分割界面各不

相同，但其共性则为博菜田组直接叠置于唐家坝组

之上。然作者与项目同仁在茨竹坝幅填图初期即

感悟到前述划分方案尚余不足之处，而使现场填图

操作难以确切把握。遂在资深专家王义昭等具体

指导下，作者遵循岩石地层填图“宏观可辨、规模可

填、定义明确”的准则，重新厘定区内晚寒武世所涉

岩石地层单位、定义及层序略为: 唐家坝组 3 t 碳酸

盐岩( 灰岩、云灰岩、灰云岩、白云岩，夹残余鲕粒白

云岩、内碎屑灰岩、生物碎屑灰岩) /“大 老 堡 组”
( “ 3d”) 陆源碎屑岩( 页岩、粉砂岩、细粒石英杂砂

岩等) ，下部和顶部夹有碳酸盐岩 /博菜田组( Ob)

碳酸盐岩( 含泥质纹层-条带灰岩、灰岩、( 含) 云灰

岩、灰云岩、白云岩，夹生物碎屑灰岩、灰云质角砾

岩) /下木都底组 ( O1xm，将在另文介绍) 。其 中，

“大老堡组”乃为作者分别从多种不同划法的唐家

坝组、博菜田组中剥离一部分出来组合新建的地层

单位( 图 1、图 2) ，待逐一完善规范程序［4］后再行正

名( 去除“”) ，以其“新建”属性，一经认定，即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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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研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综合柱状剖面图a

Fig. 2 Generalized stratigraphic column through the Late Cambrian strata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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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堡组单位层型。包含本文内容的项目最终成

果已于 2011 年月 7 月通过专家评审验收( 两项目皆

获优秀) 。

1 剖面列述

1. 1 基本概况

施测剖面是建立地层序列的必要手段，而施测

剖面亦需顺应地质、地理条件去追求满意效果。经

踏勘、填图综合比较，终选择定于茨竹坝锅底塘-大
老堡南邻施测唐家坝组、“大老堡组”底部层位剖面

( 31P 与 32P 首尾衔接) ; 大老堡北邻沿通边公路逶

迤向东，经新岩止于东距中越国界 No. 294 界碑约

70m 处施测“大老堡组”-博菜田组-下木都底组底部

层位剖面( 21P 与 20P 首尾衔接) ; 并以 3 t 大套碳

酸盐岩之顶界面( 亦即“ 3d”大套陆源沉积岩底部

页岩之底界面) 、以及“ 3d”下部最上一层碳酸盐岩

夹层顶部醒目标志层—彩色斑斓条纹条带状绢云

绿泥大 理 岩 化 灰 岩 ( 可 见 海 百 合 茎 Cyclocyclicus
sp. ) 之顶面( 上叠页岩) 为准，双重保险移-接层联合

构成测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综合剖面的典型代表。
因沉积岩区区调地质填图遵从“岩石地层单位

填图、地层多重划分”的方法体系［5］，故作者所属项

目对此主要精力侧重于前举资料中未涉及的基本

层序调研，充分尊重和务实引用前人调研所获古生

物成果。
1. 2 岩石地层

图 1 分层列述如下:

上覆地层: 下木都底组( O1xm) 页岩、含铁硅质

页岩( 岩表见孔洞构造) ，与含碳、泥质灰岩按 1 ～
10m 级不等厚间隔构成互层

整合( 图版Ⅲ-8)

博菜田组( Ob) 总厚度 647m*

53. 灰岩 /含云灰岩 /白云岩构成“灰底云顶”1 ～ 10m 级韵律

性基本层序; 顶部层序之顶，为延伸不稳定的白云岩顶壳，且

部分区段尚具角砾状构造( 角砾状白云岩) 21. 97m
52. 浅灰色中-厚层状灰岩( 主) /含云灰岩( 次) /白云岩( 不

稳定顶壳) 构成 10m 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63. 74m
51. 浅灰色中层状灰岩 /白云岩 /灰云质同生角砾岩顶壳

12. 13m
50. 灰-深灰色薄-中层状含泥质纹层灰岩 /灰岩 /白云岩构成

“灰底云顶”层序( 图版Ⅲ-7) 18. 69m
49. 灰色薄-中层状含泥质纹层灰岩( 10m 级) /含泥质纹层

含云灰岩( 米级) /含云灰岩-云灰岩 ( 0 ～ 10m 级) /白云岩

( 不稳定顶壳) 构成的“灰底云顶”层序 38. 08m
48. 含泥质纹层灰岩 /含云灰岩 /含灰云岩 11. 78m
47. 含泥质纹层灰岩 /含泥质纹层含云灰岩 /云灰岩 /白云岩

“灰底云顶”层序 16. 97m
46. 含泥质纹层含云灰岩 /含灰云岩 3. 32m
( 注: 50 ～ 46 层范围内，含三叶虫: Pagodia cf. bia Walcott，
P. sp. ，Saukia sp. ，Charchaqia sp. ; 腕 足 类: cf. Dictyonites
sp. ) ( 1∶ 20 万马关幅资料)

45. 含泥质纹层灰岩 /灰岩 /含云灰岩构成 1 ～ 10m 级“灰底

云顶”韵律性基本层序 64. 30m
44. 微含铁泥质灰云岩 /含灰云岩构成 1 ～ 10m 级韵律性基

本层序 68m
43. 含灰云岩 /白云岩单个层序 18. 77m
42. 薄-中层状含泥质纹层灰岩( 10m 级) /含云灰岩( 下部含

棘屑) ，向上云质渐增为云灰岩( 10m 级) /中-厚层状细晶白

云岩( 10m 级) 构成“灰底云顶”层序 59. 45m
41. 灰、深灰色薄-中层状含泥质纹层灰岩( 10m 级) /灰色中

层状细晶含云灰岩 15. 11m
40. 含泥质纹层灰岩 /微含铁泥质条纹条带状灰岩 /灰云质

同生角砾岩 53. 17m
39. 深灰-灰色中层状微泥晶灰岩 30. 74m
38. 灰岩 /灰云质同生角砾岩 /粉晶灰岩 /含灰云岩构成的米

级“灰底云顶”韵律性基本层序 12. 80m
37. 灰、深灰色网纹状含泥质白云质灰岩( 米级) /灰色中-厚
层状细晶白云岩( 10m 级) 24. 22m
36. 灰云岩 /含灰云岩 /白云岩构成 10m 级基本层序 51. 15m
35. 含泥质纹层灰岩 /残余内碎屑灰云岩 /生物碎屑灰岩( 图

版Ⅲ-6) 14. 48m
34. 微含碳铁质纹层微晶灰岩( 图版Ⅲ-4B38、图版Ⅲ-5 ) /灰
岩构成 1 ～ 10m 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47. 39m

整合( 图版Ⅲ-3、4)

“大老堡组”( “ 3d”) 总厚度 402. 84m
33. 富棘屑微晶灰岩( 图版Ⅲ-4B34、图版Ⅲ-2 ) /页岩( 图版

Ⅲ-4B35) /泥晶灰岩( 图版Ⅲ-4B36) /页岩( 图版Ⅲ-4B37)

10. 49m
32. 绿、黄、紫等杂色页岩夹少许含硅质页岩( 图版Ⅲ-1)

57. 33m
31. 细粒石英杂砂岩 /粉砂质页岩 5. 93m
30. 下部: 微铁碳酸盐化细粒石英杂砂岩 /泥质粉砂岩 /粉砂

质页岩构成米 1 ～ 10m 级基本层序; 上部: 细粒石英杂砂岩 /
泥质粉砂岩 /紫红色页岩的单个层序 70. 79m
29. 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与页岩间互( 图版Ⅱ-8B23) /粉砂质

页岩夹粉砂岩透镜体 ( 图版Ⅱ-8B24) 24. 60m
28. 粉砂质页岩夹泥质粉砂岩透镜体( 图版Ⅱ-7B21 ) /泥质

粉砂岩夹细砂岩透镜体 /细粒石英杂砂岩( 图版Ⅱ-8B22)

43. 52m
27. 下部泥质粉砂岩、页岩，中、上部微铁碳酸盐化石英粉砂

岩夹页岩( 图版Ⅱ-7) 25. 05m
26. 细粒石英杂砂岩、含钙泥质粉砂岩 /粉砂质页岩 /细粒含

钙质石英砂岩( 图版Ⅱ-3、4、5、6) 18. 13m
25. 下部: 泥质、含钙泥质粉砂岩与页岩厘米级间互 /粉砂质

页岩 /页岩; 上部: 灰绿色粉砂质页岩 /页岩 23. 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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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微铁碳酸盐化细粒石英杂砂岩 /页岩 11. 64m
23. 底部: 粉砂质页岩; 下部: 泥质石英粉砂岩( 个别层位有

铁碳酸盐化) ; 上部: 灰绿色页岩夹粉砂岩透镜体 /泥质粉砂

岩 23. 43m
22. 彩色斑斓纹带状绢云绿泥大理岩化结晶灰岩，顶部产海

百合茎: Cyclocyclicus sp． ( 图版Ⅱ-1、2) 19. 90m
21. 灰岩 /含粒屑含云灰岩构成分米-米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31. 16m
20. 页岩为主，夹粉砂岩透镜体，中夹 6. 6m 灰岩。( 含三叶

虫: cf. Kaolishania sp. ，Kaolishaniella sp. ，Lioparia sp. ，

Maladioides sp. ，Chuangia sp. ; 腕足类: Billingsella sp. )

36. 92m
整合

唐家坝组( 3 t) 总厚度 ＞ 685. 65m
19. 下-中部为灰岩 /条带状含云灰岩米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上部层序为灰岩 /条带状含云灰岩 /云灰岩 /残余鲕粒白云

岩，顶部 3. 07m 为灰岩 /亮晶含生物屑粒屑灰岩( 图版Ⅰ-8)

32. 54m
18. 主体为中-厚层灰岩 /薄层条带状含云灰岩米级基本层

序，夹亮晶含生物屑含鲕粒粒屑灰岩( 图版Ⅰ-7 ) ，偶见三叶

虫骨屑和棘屑残余; 顶部 5. 83m 为厚层-块状残余鲕粒白云

岩 33. 54m
( 注: 19 ～ 18 层范围内，含三叶虫: Blackwelderia cf. sinensis
Bergeron，Liaoningaspis sp. ， Homagnostus sp. ; 腕 足 类:

Annamitia spinifera Mansuy)

17. 内碎屑灰岩 /灰岩 /含云灰岩层序 19. 93m
16. 含黄铁矿灰岩( 图版Ⅰ-5 ) /灰岩 /豹皮灰岩( 图版Ⅰ-6 )

层序 19. 78m
15. 含菱铁矿条纹灰岩 /灰岩 /条带状含云灰岩层序 19. 37m
14. 含菱铁矿条纹条带灰岩 /泥微晶灰岩 /厚层状斑杂灰色

不等晶灰岩( 时见生物碎屑) 构成 1 ～ 10m 级基本层序

61. 54m
13. 含菱铁矿纹带灰岩 /灰岩 /含云灰岩层序 24. 36m
12. 含菱铁矿条纹条带灰岩( 图版Ⅰ-3、4 ) /灰云岩 /白云岩

( 不稳定顶壳) 构成 1 ～ 10m 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43. 43m
11. 条带状含云灰岩 /微细晶灰云岩 /云灰岩层序 27. 85m
10. 下、中部深灰色常具红色纹络的中细晶灰云岩，上部灰

岩 /条带状含云灰岩 /中-厚层状粗中晶灰云岩( 对下叠含云

灰岩具底冲刷面) ( 图版Ⅰ-2) 76. 27m
9. 下部: 灰岩 /灰云岩; 上部: 含云内碎屑灰岩 /残鲕灰云岩

34. 13m
8. 深灰色厚层状含灰云岩 43. 25m
7. 灰岩 /条带状含云灰岩-云灰岩 /厚层状灰云岩 /白云岩

( 不稳定顶壳) 构成 1 ～ 10m 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41. 39m
6. 内碎屑灰岩-含云灰岩 /灰云岩 /白云岩( 不稳定顶壳)

31. 95m
5. 条带状灰岩-豹皮灰岩 /灰云岩-不稳定发育的白云岩顶壳

构成 1 ～ 10m 级韵律性基本层序( 图版Ⅰ-1) 39. 46m
4. 灰岩 /含云灰岩 /灰云岩构成的“灰底云顶”层序 21. 91m

3. 灰岩( 10m 级) /灰云岩-不稳定白云岩顶壳( 0． 1 ～ 1m 级)

层序 31. 46m
2. 条带状灰岩( 1 ～ 10m 级) /含云灰岩( 米级) /中-厚层状灰

云岩( 0． 1 ～ 1m) 基本层序; 顶为 3. 29m 同生灰云质角砾岩

61. 77m
1. 浅灰白色条带状微细晶灰岩( 1 ～ 10m 级) /含云灰岩( 米

级) /中-厚层状灰云岩( 0． 1 ～ 1m 级) 基本层序; 未露底

＞ 21. 72m

1. 3 划分方案

见图 2。

2 调研区唐家坝组 /“大老堡组”界线
层型

2. 1 分割界面

如图 1、2 所示: 以 No. 1 ～ 19 层唐家坝组( 累计

厚度达 685. 65m) 碳酸盐岩顶面( No. 19 层顶面) 整

合上叠“大老堡组”No. 20 层页岩( 夹粉砂岩条带)

之底面作为分割界面。就普通原则而言，该界面宏

观易于识别，便于地学工作者准确操作; 就基础理

论而言，其也当属古地理环境的转换面( 见后) ; 该

界面上、下尚有几个宏观可辨、层序位置相当的特

殊岩性层，共同构成该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中的标

志层组合( 见下述) ，将前述界线层型分割面锁定其

中，突显其唯一性，以便在涉区应用中能够精准把

握其层型延展和对比。
2. 2 标志层组合

前述分 割 界 面 之 下 的 唐 家 坝 组 顶 部 ( No. 19
层) 米级厚度碳酸盐岩中，有断续展布的含生物屑

粒屑灰岩，邻叠下伏( No. 18 层) 为灰底云顶碳酸盐

岩韵律层，界面之下厚约百米区段内有米级厚度的

含生物屑残余鲕粒粒屑碳酸盐岩夹层( 区内普遍见

及) ; 界面之上的“大老堡组”，下部( No. 20 ～ 22 层)

有百米左右区段为页岩夹灰岩，其中最上部夹层

( No. 22 层) 为彩色斑斓的绢云绿泥大理岩化灰岩

( 图版Ⅱ-1) ，其顶部多处见有 Cyclocyclicus sp. ( 海百

合茎圆圆茎未定种，图版Ⅱ-2 ) 乃为最重要的标志

层，其上是“大老堡组”中部厚达 304m 的页岩、砂

岩、粉砂岩组合。前述各层有序叠置构成的标志层

组合，经测区填图应用检验可以成立( 图 3) 。

3 沉积相

从图 2 可知，测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的三分特

性和属性分明: 在上、下两大套台地潮坪相碳酸盐

岩之间，夹叠一大套潮坪潟湖相陆源沉积岩，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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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临近上、下两套碳酸盐岩的部位各夹 2 ～ 3 层碳酸

盐岩并与页岩共同构成不等厚互层渐变过渡带( 如

图版Ⅲ-2) 。关于各单位沉积相的厘定，除图注沉积

成岩信息外，尚需补充说明如下。
( 1) 3 t /“ 3d”/ Ob 所含化石( 三叶虫、腕足

类、海百合茎) 全属海相生物，故保存其化石的载体

岩石地层单位乃为海相属性。
( 2) 在海相碳酸盐沉积中，以浅水碳酸盐沉积

为主，其沉积速度总是大于沉降速度，结果碳酸盐

沉积总是达到并超过海面，形成了具有向上变浅的

沉积序列，常常从潮下到潮间及潮上，即由灰岩相

向蒸发岩相演变［6］。尽管 3 t、 Ob 均未出现蒸发

岩相的岩石，但其韵律性向上变浅多种形式的“灰

底云顶”1 ～ 10m 级基本层序比比皆是，如剖面列述

中的 No. 5、12、13、16、18、42、49、52、53 等各层皆有

描述; 经系统的薄片鉴定认定，其中的白云岩、灰云

岩、云灰岩乃为准同生—早期成岩云化的产物( 图

版Ⅰ-2 ) ，而与石灰岩共生的此类云化作用，无论其

归属于盐水渗透回流抑或毛细管浓缩作用机理，都

与潮坪蒸发和优先作用于与时俱进的沉积物表层

密切相关，故“灰底云顶”基本程序，恰与《地球科学

大辞典》［6］、《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7］、《沉

积岩 石 学》［8］ 等 经 典 著 述 中 的 台 地 潮 坪 相 对 号

入座。
( 3) 至于厘定“ 3d”为潮坪潟湖相，还着重对

照《岩相古地理基础和工作方法》的相关论述综合

考虑:

a. 该组中部 ( Nos. 23 ～ 27、30 层) 计 约 173m
( 占其总厚 43% ) 中的主体岩性为含不等量( 5% ～
15% ) 碳酸盐质组分的粉-细砂岩层。

b. 鉴于脉状层理、透镜状层理等“潮汐层理”在

潮间混合坪沉积物中是一种很重要的沉积标志，也

最常见; 如图 2 中的 Nos. 27 ～ 29 层段依次重现的脉

状层理→透镜状层理( 图版Ⅱ-7、8 ) ，客观反映了有

障壁的潮坪潟湖体系潮流期和平潮期频繁交替变

化的规律。
c. No. 26 层细粒石英杂砂岩的正粒序及包卷构

造( 图版Ⅱ-3、5) ，当属潮坪潟湖体系风暴潮的产物。
d. 该组有多层产出的成分与结构成熟度俱佳

的石英杂砂岩、细砂岩( 图版Ⅱ-3、5、6 ) ，对其成因

学说及相关示相意义，作者遵从《沉积岩石学》的教

导:“有人认为是由于石英砂形成于高能的浅滩环

境、堆积于障壁后的低能局限环境中而形成”。

4 地层对比

岩石地层单位及其界限向外延展可以依靠岩

石地层对比来实现［4］。作者及项目同仁循《云南省

岩石地层》的指引，于 2009 年 9 月参观了富宁田蓬

一带的田蓬组、唐家坝组、博菜田组剖面，并在龙哈

村歇场附近前人所划唐家坝组 /博菜田组的分割界

面上、下临近部位见到了厚逾百米的页岩、粉砂岩

夹碳酸盐岩，连同该处下部大套碳酸盐岩中夹层鲕

状灰岩和上部大套碳酸盐岩中夹层生物碎屑灰岩

的相对层序作比较，认定项目厘定的测区晚寒武世

岩石地层三分方案( 3 t /“ 3d”\ Ob) 于此找到了

区外延展的实例; 该处距项目实测的茨竹坝剖面已

达 70km。
2009 年冬，涉区地学专著《滇东南寒武纪地层

及三叶虫动物群》问世。受其启发，择其富宁小区

作出“层序清楚，出露较博菜田剖面好; 构造简单、
层序清楚，化石丰富”等明确评述的 3 条实测剖面，

据其地理坐标和剖面列述，连同项目实测茨竹坝晚

寒武世岩石地层剖面一并制作形成富宁小区晚寒

武世地层柱状剖面对比图( 图 4) 。以本项目与罗惠

麟等两种划分方案加以比较，可以认为:

( 1) 项目重新厘定的测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划

分方案在图 4 可控约 3300km2 范围内稳定展布，另

据《云南省岩石地层》录载，在富宁小区数万平方千

米区域的其它剖面或地方，前人所划唐家坝组 /博
菜田组分割界面上、下临近部位都有相对集中产出

的大套页岩、粉砂岩类岩层，与“大老堡组”相当，足

见其区域延展可以成立。
( 2) 作者划分方案的地层层序与罗惠麟等划分

方案以及全国年代地层单位所依据的定年生物带

分别在各条剖面上相对序列依旧，而作者方案则突

显“岩石地层单位穿时普遍性原理”［5］，以及“岩石

地层单位与生物地层单位大多数是相互穿越的规

律”［6］; 相比之下，罗惠麟等划分方案则主要依据定

年化石带，且各组分割界面无不与年代地层单位阶

际界面( 等时面) 完全一致，则显露了年代地层与岩

石地层合二而一的形迹，也就难于充分体现岩石地

层的本色并循其普遍规律去追求满意效果( 图 4、表
1) 。

( 3) 遵循《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

书》要义，综合前文所述和图 2、图 4 相关要素，作者

力主基于调研区并经广南、富宁等处实地考察认

定，东南地层区右江分区富宁小区晚寒武世岩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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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研区所在富宁小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划分对比简表

Table 1 Litho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of the Late Cambrian strata in the study area

层宜取作者划分方案( 如图 2、图 4、表 1) 更趋规范、
合理、适用。

鸣谢:

项目调研期间，始终得到成都地质调查中心领

导和专家的热情关怀，王义昭、廖光宇、林方成、陆

松年、潘桂棠等知名专家多次临场指导; 项目组同

仁张林奎、张斌辉和任光明在野外工作中给予了很

多帮助; 闵际坤、申屠保勇、须同瑞、王吉礼、许效松

等资深专家通过薄片鉴定指导沉积学、地层学的研

究; 这些都是促成命题调研取得进展并形成本文的

前提和动力。谨致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测量大队 1: 20 万马关幅区域地质调

查报告［R］． 1976．

［2］ 张远志，张定辉，刘世荣，等． 云南省岩石地层［M］． 武汉: 中国

地质大学出版社，1996．

［3］ 罗惠麟，胡世学，侯蜀光，等． 滇东南寒武纪地层及三叶虫动物

群［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4］ 全国地层委员会． 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M］．

北京: 地质出版社，2001．

［5］ 周维屏，陈克强，简人初，等． 1: 50000 区调地质填图新方法

［M］，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

［6］ 黄宗理，张良弼，李鄂荣，等． 地球科学大辞典［M］． 北京: 地质

出版社，2006．

［7］ 刘宝珺，曾允孚，王宜生，等． 岩 相 古 地 理 基 础 和 工 作 方 法

［M］．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85．

［8］ 曾 允 孚，夏 文 杰． 沉 积 岩 石 学［M］． 成 都 地 质 学 院 内 部 教

材，1984．

［9］ 云 南 省 地 矿 局． 云 南 省 区 域 地 质 志［M］． 北 京: 地 质 出 版

社，1990．

［10］ 云南省地质矿产开发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 1: 5 万麻栗

坡县幅、都龙幅区域地质调查联测报告． 1999．

［11］ 魏家庸，卢重明，徐怀艾，等． 沉积岩区 1: 5 万区域地质填图

方法指南［M］．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1．

［12］ 卢衍豪，张文堂，朱兆玲，等． 中国的三叶虫［M］． 北京: 科学

出版社，1965．

［13］ 云南省地质局． 云南化石图册［M］． 昆 明: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1974．

［14］ 汪龙文，张任山，常安之，等． 中国标准化石手册［M］．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1956．

64



2012 年( 4) 云南文( 山) -麻( 栗坡) 断裂带东侧富宁小区晚寒武世岩石地层划分新建议

Late Cambrian lithostratigraphic redivision for the Funing stratigraphic
microrealm east of the Wenshan-Malipo fault zone in Yunnan

CHEN Min-hua，DAI Jie，CHEN Xiao-wei，WANG Peng，SHI Hong-zhao
(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Chengdu 610081，Sichuan，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1: 50 000 regional geological mapping and section measurements during September 2008-
2010 period and relevant previous data，the authors in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 a new scheme of re-establishment
and redivision of the Late Cambrian strata in the Funing stratigraphic microrealm east of the Wenshan-Malipo fault
zone in eastern Yunnan． The lithostratigraphic sequences consist，in an ascending order，of the platform-tidal flat
carbonate rocks in the Tangjiaba Formation ( 3 ) ，the tidal flat-lagoon terrigenous sedimentary rocks ( intercalated
with carbonate rocks in the lower and topmost parts) in the“Dalaobao Formation”( 3d) ，and the platform to
tidal-flat carbonate rocks in the Bocaitian Formation ( 3Ob) ，of which the“Dalaobao Formation”is a proposed
stratigraphic unit in this study． The overlying strata are grouped into the Xiamududi Formation ( O1xm) ．
Key words: Late Cambrian; lithostratigraphy; proposed “Dalaobao Formation”; Malipo in Yunnan; Funing

stratigraphic micro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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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Ⅰ － 1．“灰底云顶”基本层序形象代表

Ⅰ － 2． 灰云岩对下叠条带状含云灰岩的底冲刷面

Ⅰ － 3． 正交镜下灰云岩的雾心结构及阴影环带( 31PB12) ( 成岩云化的特征)

Ⅰ － 4． 正交镜下灰岩中呈带呈团的菱铁矿( 31PB12)

Ⅰ － 5． 零星散布于灰岩中的黄铁矿( py) 晶粒、结核; 黄铁矿外围常见表生氧化的褐铁矿( lm) 晕圈

Ⅰ － 6． 豹皮灰岩

Ⅰ － 7． 亮晶含生物屑鲕粒粒屑灰岩

Ⅰ － 8． 亮晶含生物屑粒屑灰岩( 见疑似海百合茎残迹)

Ⅱ － 1． 色彩斑斓的绢云绿泥大理岩化灰岩( 方解石 Cal，绿泥石 Chl，绢云母 Ser)

Ⅱ － 2． 22 层顶部层位中的海百合茎残迹( 经王树碑鉴定为海百合茎圆圆茎 Cyclocyclicus sp． )

Ⅱ － 3． 细粒石英杂砂岩→含钙泥质粉砂岩递变层( 21PB14 隐现包卷构造，21PB13 显示透镜状层理)

Ⅱ － 4． 细粒石英杂砂岩→含钙泥质粉砂岩递变层 \粉砂质页岩

Ⅱ － 5． 变细粒石英杂砂岩→含钙泥质粉砂岩递变层

Ⅱ － 6． 变含钙质石英细砂岩( 石英分选好，磨圆度好)

Ⅱ － 7． 碎屑岩向上变细的基本层序标本( 21PB19 石英杂砂岩，具包卷构造; 21PB20 含钙质石英细砂岩，具脉状层理; 21PB21 含粉砂质页

岩，具透镜状层理)

Ⅱ － 8． 脉状层理( 21PB22) ，包卷构造( 21PB23) ，透镜状层理( 21PB24)

Ⅲ － 1． 微含硅质页岩夹粉砂岩透镜体( 21PB32) ，具透镜状层理; 微含硅质页岩，具水平层理，具栉壳构造( 21PB33)

Ⅲ － 2． 正交镜下“大老堡组”顶部 No． 35 层中的富棘屑灰岩( 21PB34)

Ⅲ － 3．“大老堡组”与博菜田组宏观接触面

Ⅲ － 4．“大老堡组”顶部灰岩与页岩互层( 标本)

Ⅲ － 5． 微含碳铁泥质纹层微晶灰岩

Ⅲ － 6． 生物碎屑灰岩

Ⅲ － 7． 灰岩 \白云岩构成“灰底云顶”层序

Ⅲ － 8． 博菜田组与下木都底组整合接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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