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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0。 面上填图急需注意的一个问题

蔡雄飞 张雄华 章泽军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

武汉 )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
“

八五
”
时期四个图幅的实践

,

认为 l , 5 0 0 0 0填图不仅仅是
“
生产型

” ,

而

且也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场所
。

这是因为面上填图具战线长
、

涉及研究内容众多等特点
.

1 : 5 0 0 0 0

图幅的科学研究不仅仅来源于专题研究部分
,

更为重要的则较多地来源于面上填图的科学研

究
.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功能
、

作用及潜能还远远未被挖掘出来
.

它的作用
、

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

是进一步提高图幅质量的途径和重要保证
。

关键词 面上科研 质量保证 翰西北

1 : 5 0 0 0 0 面上填图
,

简称扫面
,

是图幅重要工作的组成部分
。

它不仅仅具有生产性质的

完成工作地区的面积而已
,

也是一个极待开发的
、

且大有用武之地的科学研究场所
。

可以说
,

一个图幅能否有较多的创新或者达到一个较高水准
,

不仅仅来源于图幅内的专题研究
,

更为

重要的是
,

大量新资料
、

新认识来源于面上的科学研究
,

而面上科学研究则通过面上填图过

程中实现
。

专题研究和面上填图中的科学研究
,

虽然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
,

但其地位和作用

都是等同的
,

而后者更能抓住区域地质中的热点和基础理论的前沿问题
.

1 扫面工作存在着几个误区

由于长期传统 习惯影响
,

似乎属于生产型的 1 :
5 0 0 0 0 图幅从来登不上科学研究的大雅

之堂
,

更不用说 1
: 5 0 0 0 0 面上填图工作

.

人们不承认它也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存在

着种种误区
。

误区之一
,

就是人为地把专题研究与面上填图工作分开
,

不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

呈相互补充
、

互相渗透的关系
。

而是认为
,

专题研究是提高图幅质量的主要途径
,

而 区域填图

仅仅是完成工作面积而 已
。

因此
,

在人员配置上
,

往往是专题研究的力量强大
,

而填图力量相

对较弱
。

这种习惯作法
,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1 :
5 0 0 0 0 面上填图的深入和整体性水平的提高

。

误区之二
,

认为专题研究是通过测剖面工作而实现
,

而面上填图不具备专题研究的工作

基础
。

误区之三
,

认为面上填图是按规范
、

按要求行事的操作员
,

不存在科学研究的问题
,

忽视

了面上填图的广阔空间
、

每时每刻都可以遇到新发现
、

出现新问题
。

而这些无疑为科学研究

不断提供素材和场所
。

上述几个误区的存在
,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 1 : 5 0 0 0 0 图幅的质量进一步提高
。

不可否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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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图幅的专题研究是提高图幅质量的重要途径
。

特别在满足填图单位需要的研究中
,

功不

可没
,

但专题研究通常具很大局限性
,

它往往在交通比较便利地区
,

通过有限的几个点或几

条线来实现研究
。

在这一点上
,

专题研究的场所和空间不可能与区域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相

提并论
。

如通过全面踏勘
,

它可以选择不同时代的最佳剖面
,

然后进行深入研究
。

其二专题

研究是通过有限的点
、

面来就事论事
,

试想把一个面上 的区域规律性作为全区工作指南
,

这

在构造活动区
,

相变快的地 区不但根本行不通
,

就是在岩性
、

岩相渐变地区也难免有其局限

性
。

如在江南过渡区赣西北的上震旦统陡山沱组
,

尽管岩性变化不大
,

但在专题研究的剖面

上
,

岩性为硅质灰岩
,

而在多数地区均为泥质条带白云岩
。

再如上寒武统的西阳山组
,

在剖面

专题研究的东部地区
,

有两大套砾屑灰岩
,

但在图幅南边 以及西邻图幅的三都
、

修水县幅均

无上述两套砾屑灰岩
。

而 区域填图则具很大优势
。

它是由无数个点和无数条线组成的一个

大区域
,

它所揭示的区域规律性
,

往往可以经受住长期实践的检验
,

以赣西北的修水运动为

例
。

修水运动起源于赣西北修水县城北的观音阁砾岩
。

观音阁砾岩产于前震旦系基底的浅

变质岩系中存在的一层石英砾岩
。

许多人从该地考察后认为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关系
,

并命名为修水运动 (朱圣清等
, 1 9 79 )

。

这一运动的建立
,

因涉及很多重要的基础地质问

题
,

引起地学界的普遍关注
,

但长期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

自从三都
、

修水县幅 1 :
5 0 0 0 0 区调

展开
,

特别是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加强
,

进行多条详细路线解剖
。

发现在多条路线上修水运

动上下地层之间的岩层产状一致
,

岩性并无截然的变化
,

而涉及不整合接触关系的修水县城

北的观音阁砾岩
,

并非底砾岩
,

而是一个宽约 1
.

sk m
,

厚约 15 一 60 m
,

长大于 1 0k m 南北向延

伸的透镜体
,

向两侧追索
,

变为变质细砂岩
。

观音阁砾岩的本身
,

无分选
、

大小混杂
,

在砾岩的

夹层变质细砂岩中
,

具递变层理
、

槽模等现象
。

观音阁砾岩粒度 C
一

M 图解分布为重力流沉积

特征
,

砾岩中微量元素与深水环境微量元素组合相同
。

因此
,

观音阁砾岩属于重力流的水道

沉积产物
.

再结合修水运动区域上上下层位的岩性渐变
、

构造样式相同等特征
,

提出了修水

运动并不成立的结论
。

这一论点的确立
,

是以广大区域资料的科学研究为基础
,

经得起实践

的检验
。

其三
,

专题研究不可能有地区性的许多新发现
,

而区域填图
,

新发现层出不穷
。

这些

新发现经常是国内研究的热点
。

因而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内容源源不断
,

与专题研究相比
,

显然具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

势
,

其涉及 问题之多
、

涉及领域之广
,

都是专题研究望而莫及的
。

因此可以说
,

面上填 图的科

学研究是图幅专题研究的主战场
。

因而
,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的优势存在
,

决定了面上填图

工作不是简单的为填图而填图的
“
工艺型

”

的工作
,

它必须经常带着科学研究的问题去填图
,

其同专题研究的作用
、

功能是等同的
,

都是提高图幅质量的重要保证
。

2 面上填图的科研工作大有作为

前述 1 :
5 0 0 0 0 面上填图

,

具广阔空间和丰富的研究内容
。

这些优势不仅仅表现在能够

发现较好剖面
,

而且随时可以进行专门内容的详细
、

深入的研究
。

这种研究并非无所作为或

小有作为
,

而往往是大有可为
。

在区域悬而未决的地层时代上
,

通过面上填图
,

往往能一锤定音
。

如我国南方一些分割

性强的中
、

小型红色盆地
,

其地层时代间题
,

经常争论不休
,

使人头疼
,

又难以确定
,

往往把它

粗略定为白里纪一第三纪的时代处理
,

这给区域地质分析带来很大困难
。

首先这些陆相红

盆
,

并不是稳定沉积
,

而是多个冲积扇组成
,

这些冲积扇既有先后关系
,

又有同期交错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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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个确切的时代
,

那么对该盆地的充填史就达不到深刻了解
。

专题研究专门作了很

大努力
,

但收效甚微
。

由于开展面上填图
,

加强科学研究
,

结果在砾石统计中发现恐龙蛋
。

根

据恐龙蛋的鉴定结果
,

这套产恐龙蛋的红色沉积应为晚白圣世的中
、

晚期沉积
。

时代的确定
,

给盆地的成生
、

发展
、

演化以及构造研究带来极大便利
。

在选择代表性剖面
、

进行专题研究的深度上
,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都有充分的施展权
。

以赣西北港 口幅的上寒武统的西阳山组剖面专题研究为例
。

在面上填图前
,

上寒武统西阳山

组剖面选在复式背斜的北翼
。

复式背斜的北翼地质构造较复杂
,

且地层都为倒转层
,

剖面选

在山上较陡的断面上
,

虽然剖面比较连续
,

但弊端也很明显
,

一是处于褶皱系列中
;
二是山坡

断面不易清楚观察
,

特别是对西阳山组的两套长条状砾屑灰岩是浅水还是深水
,

始终无法确

定
.

通过面上填图
,

发现在该复式背斜的南翼不但有理想剖面
,

而亘沉积构造发育清楚
。

经

过填图人员的专题研究
,

确定了其基本层序
,

而且对上部两套砾屑灰岩成因也获得了确凿的

证据
。

该两套砾屑灰岩
,

角砾大小不均
,

无分选
、

磨圆差
,

以次棱角状为主
。

砾石形状多为长

条状
,

但也有似球状
、

椭圆状
。

在长条状砾屑灰岩中常见巨大岩层的透镜体块体
,

而且岩层透

镜体除不连续外
,

与其下伏的非重力流的岩层内部组分的沉积构造保留一模一样
,

未受丝毫

破坏
。

显然角砾来自下伏岩系
。

根据这些沉积特征
,

它们应属于滑动沉积— 碎石流系列沉

积
。

以上斜坡保存完好的岩层透镜体和广泛发育的滑动构造为其出现的沉积特征
,

中
、

下斜

坡以叠瓦状构造广泛发育为特征
;
盆地相为含灰岩透镜体的泥灰岩和纹层状泥质灰岩互层

出现为特征
。

这一系列环境的建立
,

从而确定了上寒武统西阳山组的沉积模式
,

而且具广泛

的对比性
。

这种经过详细的路线调查
,

研究内容不但达到相当深度
,

而且研究内容极为丰富
,

与专题研究相比
,

毫不逊色
。

在修订填图岩石地层单位的属性和新的填图单位的发现
,

更是大有可为
。

如赣西北三都

幅的上二叠统的七宝山组
,

填图单位属性根本没有煤系地层
。

而面上填图之后
,

发现七宝 山

组夹有一套煤系地层
。

这样不但修订了原来该组填图单位的涵义
,

而且为沉积相古地理分析

提供了充分依据
。

再如三都幅三叠系青龙组原填图单位仅确定为薄层泥质灰岩及白云质灰

岩
。

经过面上填图后
,

在武宁县辽山地 区发现了青龙组上部地层
,

为一套厚层的具变形 层理

的白云质灰岩和角砾状灰岩
。

经过路线地质详细研究
,

认为青龙组二分性明显
,

下段薄层泥

质灰岩及白云质灰岩为浅水碳酸盐岩沉积
;
新发现的上段地层

,

以变形层理 出现为开始
,

进

入重力流较深水相沉积
,

为一个向上变厚层序
。

其下
、

上段岩性之间
,

存在着一个突变带
。

这

个突变带的发现
,

正是该地大地构造演化
、

印支期早期构造活动幕的标志
。

因此
,

这种面上填

图的内容研究
,

不但是一种地层填图单位的补充
,

而且也是一种专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化
。

在 区域构造格架
、

构造样式上
,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更是大有作为
。

关于中国南方前震

旦系浅变质岩系的两期构造的重大发现
,

就是通过面上解剖小区获得
。

长时期以来
,

对中国

南方前震旦系浅变质岩系只存在
“

一期构造论
” .

这种认识一直困挠南方前震旦系基底的深

入研究
。

通过赣西北港口幅图幅展开
,

特别是面上填图的详细调查
,

发觉近南
、

北向褶皱为区

内发育较早的一套构造形迹
,

于是加强了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
,

进行了小区解剖
.

从解剖小

区大量资料收集中
,

认为早期基底褶皱属于简单正常的近南
、

北向褶皱
,

晚期褶皱为近东西

向的紧闭复式褶皱
,

从而识别出本区前震旦系基底存在两期构造样式
.

这一新的重大发现
,

被野外验收的同行专家普遍接受和肯定
。

这一发现
,

对中国南方前震旦系浅变质岩系的基础

地质研究具重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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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涉及领域之广
、

内容之丰富
,

是专题研究望而莫及的
。

因

而
,

面上填图不是一种单纯的
“
工艺型

”
填图

,

而是处处充满了科研内容性质
。

这种研究并不

是可有可无
,

也不是无所作为
,

而是大有作为
。

我们不应当轻视面上填图的这种作用
。

应当

说
,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是专题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是对专题研究的继续和 良好补

充
,

是 1
:

5 0 0。。 科学研究不可忽视和缺少的部分
。

3 加强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意义

前述
,

加强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
,

不但是弥补专题研究的不足
,

而且是深化图幅质量
、

提

高图幅整体研究水平的需要
。

图幅质量提高
,

提供各种信息越多
、

研究程度越深
,

越能满足国

民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
。

加强 l : 5 0 0 00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在地质学上也具有诸多重要意义
,

这是因为 1 :

5 0 0 0 。 区调也是一项重要的区域地质基础工作
,

与地质基础理论研究紧密相连
。

它是当代层序地层学应用的十分理想场地
。

这是因为层序地层学不但需要在纵向上
,

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横向上进行层序分析
。

这就需要通过面上填图的路线详细调查
,

以便在一

定的线距里
,

进行地层各时代的基本层序研究
,

然后耸立起一根根柱子
,

进行等时地层对比
,

这样一个 区域的地层格架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
。

这种以面上填图进行层序地层的科学研

究
,

远比那种几百公里间隔的层序地层研 究而建立起来的大 区域地层格架
,

显然要准确
、

牢

靠得多
。

加强 1 ` 5 0 0 0 0 面上科研
,

对认识一个地区的构造格架也具至关重要作用
.

因为区域构

造格架
、

样式光靠专题研究很难建立
。

只有加强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
,

才是较好建立本地区

构造格架的基础
。

加强 1
: 5。。。。 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

,

也是加强区域地层学
、

沉积学研究的基础
。

这是因

为一个地区的地层
、

沉积特征在横向上不会一成不变
,

特别在陆相盆地
,

岩性
、

岩相变化更

大
。

掌握这种变化特征
,

是把一个地区的地层
、

沉积相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标志
。

总之
,

加强面上填图的科学研究
,

无论在基础地质理论
,

还是区域找矿等方面都具重要

作用
。

这种多方面的作用
,

应 当引起我们广泛重视和利用
,

以便把 1 :
5 0 0 0 区调工作搞得更

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