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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岩性组合、剖面结构及与下伏地层接触关系等特征，认为贵州地区上白垩统茅台组是炎热干燥气候
条件下，于燕山构造运动后未曾夷平基面上沉积的河湖相红色磨拉石建造，沉积盆地性质为山间盆地。茅台组现今
的大范围零星散布，主要是喜马拉雅运动后遭受长期侵蚀剥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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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上白垩统茅台组零星散布于除赤水地区
之外的广阔地域中［１］（图１），露头区面积最大者
（余庆附近）仅约２５ｋｍ２，残存厚度最大（榕江附近）
约１４４０ｍ。与下伏青白口系下江期（下江群／丹洲
群）—侏罗系地层角度不整合，上超叠覆显著（图
２）。可能是因为许多露头出现在断层旁侧之故，长
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其分布受断层控制，或直言沉
积盆地性质为断陷盆地。笔者根据多年野外观察
和已有各种实际材料的综合分析，确认茅台组是炎
热干燥气候条件下，于燕山造山运动后未曾夷平基
面上沉积的河湖相磨拉石建造，沉积盆地性质为内
陆山间盆地。
１　 茅台组的沉积岩相

茅台组主要由灰／砖红色块状砾岩、砂砾岩、砂
岩、粉砂岩及泥岩组成向上变细的韵律或旋回式基
本层序，大多以砾岩为主。基本层序厚度数米至数
十米，底部常呈冲蚀接触［２］（图３）。砾岩及砂砾岩
横向变化大，砾岩沿走向变为含砾砂岩，或者变薄
至尖灭，砂岩中时常夹砾岩透镜体。以砾岩和砂砾
岩为主的相对粗屑层段与由砂岩、粉砂岩及泥岩为

主的相对细屑层段又构成大的旋回层系。由于各
地保存程度不同，大的旋回层系有１ ～ ２个或２ ～ ３
个，各自厚度可为数十米或数百米。如惠水毛家
苑，第一旋回总厚度７６ｍ，下部块状砾岩夹含砾砂岩
及砂质泥岩厚３９ｍ，上部含砾砂岩、泥质粉砂岩及砂
质泥岩夹少量钙质泥岩和含砂质泥灰岩，厚３７ｍ；修
文高坝，第一旋回厚１２３ ５ｍ，下部块状砾岩厚
２４ ８ｍ，中上部钙质岩屑石英砂岩、粘土质粉砂岩及
粉砂质粘土岩互层，厚９８ ７ｍ；黄平旧州，第一旋回
厚２９０ｍ，主体为块状砾岩，厚２６６ ４ｍ，顶部含砾石
英砂岩夹泥质粉砂岩，厚２３ ６ｍ。
　 　 砾岩为灰色、砖红色或紫灰色等，多为厚层至
块状。砾岩远观有层次，近看层面界限多不明显，
大砾顺层排布，时或有叠瓦状。砾石分选和磨圆度
较差，砾径多为２ ～ １０ｃｍ，大者２０ ～ ３０ｃｍ，个别可达
５０ ～ ６０ｃｍ，大多呈半棱角及半浑圆状，成分主要是
石灰岩、白云岩、硅质岩及粘土岩等（多为近源下伏
地层中的岩石组分）。填隙物为砖红色砂、泥质，
钙、泥质胶结，胶结类型有孔隙式和基底式含砾砂
岩、砂岩、粉砂岩及泥岩有暗紫色、砖红色等。砂
岩、粉砂岩含较多岩屑。砂岩中或见有大型交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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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贵州白垩系露头分布及晚白垩世岩相古地理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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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贵州修文崇恩茅台组超覆沉积平面图（据１∶ ２０万息
烽幅）
１．层厚４０ｍ；２．层厚２０ｍ；３．层厚７０ｍ；４．层厚６０ｍ． Ｐ２ ｑ．栖霞组；Ｐ２
ｍ．茅口组；Ｐ２ ｌ．龙潭组；Ｐ２ ｃ ＋ ｄ．长兴组＋大隆组；Ｔ１ ｙ．夜郎组；Ｋ２ｍ．
茅台组
Ｆｉｇ． ２　 Ｐｌａｎ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ａｐ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ｏｔａ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ｅｎ，Ｘｉｕｗｅ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图３　 贵州修文高坝茅台组基本层序底部冲刷接触关系（据
１∶ ２０万息烽幅）

１７层．钙质粉砂岩；１８层．钙质砂砾岩夹岩屑砂岩
Ｆｉｇ． ３ 　 Ｂａｓ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ｏｔａ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ａｏｂａ，
Ｘｉｕｗｅ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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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粉砂岩中偶见砂纹层理，泥岩多无纹层，偶具水
平纹层。砂岩、粉砂岩和泥岩常含钙质，有时夹薄
层泥质灰岩或泥灰岩透镜体，时或见龟裂（图４）。
沿节理裂隙时或有次生石膏充填，如黄平旧州红梅

石膏矿床，石膏脉有三组，单脉最厚１ ３２ｍ。
　 　 茅台组中的古生物化石很少，在修文高坝、惠
水毛家苑、黄平旧州及榕江等地的泥岩和泥灰岩中
见有轮藻、介形虫和腹足类，偶见孢粉。

图４　 贵州修文高坝茅台组龟裂素描图（据１∶ ２０万息烽县幅）
ａ．龟裂纹平面；ｂ．龟裂纹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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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岩性组合、剖面结构、古生物及与下伏地
层接触关系等特征，不难判定茅台组是在燕山造山
期构造变动之后尚未夷平的地面上开始沉积的，彼
时气候炎热干燥，岩相古地理为山间盆地河湖相。
与下伏地层之间见有急剧上超，厚层块状砾岩层在
剖面上层数多、厚度大，砾石成分常与下伏地层相
关，显近源，足见初始沉积及整个沉积历程中之地
面势差不小。砂、泥岩及砾岩之砾间填隙物几乎全
为红色，普遍含钙质，粉砂岩和泥岩或有龟裂，或可
见节理裂隙中充填次生石膏，充分表现强烈的氧化
和蒸发作用，古气候应为炎热干燥气候。基本层序
及岩性组合表现是山区河湖相，厚层块状砾岩为暴
雨洪流辫状河床冲洪积，或有山麓泥石流洪积扇，
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为片泛沉积。局部夹泥灰岩或
含膏盐，次生溶滤充填节理裂缝形成石膏脉，显示
水体相对封闭滞流，推测部分地区如黄平旧州、修
文高坝曾经为湖。
　 　 茅台组分布区北西临贵州赤水与四川、重庆毗
邻地区，东临湖南沅陵、麻阳地区，这些地区在晚白
垩世都是以砂、泥岩为主的大型内陆凹陷盆地平原
河湖相沉积区，茅台组沉积时的古水文网络势必与
其沟通。现今茅台组广泛零星分布，基本排除大面
积无沉积古老深切高山区的存在。特别是茅台组
内大旋回层上部岩性与古四川盆地及沅麻盆地上

白垩统相近，似乎反映出共同达于区域性侵蚀基
准，即茅台组内大旋回层晚期有可能趋近准平原
化。组内大旋回沉积是区域性间歇升降活动的表
现。贵州上白垩统茅台组分布区古地貌可称贵州
山原（或低山丘陵），嘉定组分布区属于四川平原。

图５　 贵州镇宁张胜堡叠加向斜剖面图（据１∶ ５万镇宁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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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茅台组的构造变形
受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贵州的茅台组已普遍

变形［３］。
由茅台组构成的喜马拉雅期褶皱轴向与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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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褶皱轴向一致，甚至共轴叠加［４］（图５）。切割茅
台组的断层，有些是先期已有断层再复活，有些是
新生的，迄今未见有同沉积活动的。复活活动有的
继承原有性质，如兴仁潘家庄断层；也有的是反转
活动，如施洞口断层燕山期逆冲上盘在喜马拉雅期
反为下降盘，复活断距大的地层断距可达几百米。

喜马拉雅期的构造变动波及贵州全省，晚白垩
世古地貌早已荡然无存。茅台组的零散分布主要
是喜马拉雅运动之后，长期侵蚀剥蚀造成的。向斜
核部和断层下降盘为相对构造低位区，较有利于残
存新地层。因而有些地方能见茅台组构造成向斜，
很多地方茅台组位于断层旁侧下降盘。

虽然从岩性组合及剖面结构等特征分析，茅台
组是山间盆地河湖相沉积，但山间盆地绝不是现今
露头范围孤立的小盆地。榕江附近，茅台组不整合
叠覆在青白口系下江群浅变质岩系之上，除近底部
有较多变质岩砾石外，大量的却是碳酸盐岩等来源
于古生代地层的砾石，该地离古生代地层分布区最
近距离也有５０ｋｍ，足见古沉积盆地范围可观。余
庆、黄平旧州、施秉等地，茅台组大的沉积旋回组合
相似，地域邻近，也可能曾经同为一个大湖。只不
过由于后期破坏严重，各地保存程度差异很大，又

缺乏精准的对比标志，茅台组沉积时古河湖面貌确
实难以恢复。
３　 结论

贵州上白垩统茅台组是在燕山期构造变动之
后未曾夷平的基面上，在炎热干燥气候条件下，山
间盆地中沉积的河湖相红色磨拉石建造。沉积区
古地貌可能为弱切割的山原或低山丘陵，原始沉积
盆地各自具有相当规模，现今零星散布主要是喜马
拉雅运动之后长期强烈侵蚀剥蚀造成的。在若干
地方残存于断层旁侧或断夹块之中，仅是因为断层
下降盘有利于存留较新地层而已，不能断言沉积盆
地受断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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