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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六盘水地区早二叠世岩石地层之再认识

王文明ꎬ彭成龙ꎬ陈建书ꎬ陈启飞ꎬ向坤鹏ꎬ龚桂源ꎬ张德明ꎬ陈　 兴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

[摘　 要]贵州六盘水地区早二叠世发育一套层序完整、相区分异明显的沉积记录ꎮ 通过普立幅

等 １ ∶５万区域地质调查和前人对该区地层划分对比研究ꎬ认为其岩石地层划分仍有商榷之处ꎮ
为了更好的反映研究区早二叠世岩石地层的时空展布关系ꎬ建立区域地层格架ꎬ本文将区内早

二叠世地层拟定为三个岩石地层单位及三个非正式岩石地层单位:即龙吟组、包磨山组、平川组

和薄板灰岩、鱼塘灰岩、肖坪灰岩ꎮ 该成果对研究 ＮＷ 向裂陷槽早二叠时期在六盘水地区的充

填序列、岩相古地理特征等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ꎮ
[关键词]早二叠世ꎻ岩石地层ꎻ划分对比ꎻ六盘水地区ꎻ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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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贵州二叠系地层发育较完整ꎮ 根据中国地层

表(２０１４)二叠系划分为下、中、上三统共八个阶ꎬ
其中早二叠世之时限为紫松阶—隆林阶ꎮ 对于贵

州六盘水地区的早二叠世地层ꎬ前人在不同时期、
不同相区建有不同的地层单元ꎬ获得了丰富的古

生物资料ꎬ建立了多门类生物地层带ꎮ 如:王立亭

(１９７３)、吴望始等(１９７９)在普安县龙吟建有龙吟

组、包磨山组(贵州省地质矿产局ꎬ１９７３)ꎻ龙家荣

(１９８０)在盘县城关镇西南约 ３０ ｋｍ 上平川附近建

有平川组(贵州省地质矿产局ꎬ１９８０)ꎻ(肖伟民ꎬ
１９８６)在六枝郎岱洒志建有洒志组、晴隆花贡建有

花贡组ꎮ 其中洒志组自下而上分为风窝寨段、三
岔路段ꎻ花贡组分包磨山段、鱼塘段 (肖伟民ꎬ
１９８６)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贵州省区域地质志

(１９８７)清理掉了平川组、包磨山组ꎬ保留了龙吟

组、花贡组、洒志组ꎻ贵州省岩石地层(１９９７)清

理掉了平川组、花贡组、洒志组ꎬ保留了龙吟组、
包磨山组ꎻ１ ∶ ２５ 万安顺幅(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
２００３)沿用了龙吟组、包磨山组ꎬ填图中新增非

正式地层单元“薄板灰岩”ꎻ中国区域地质志 
贵州志(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清理掉了包

磨山组、花贡组、洒志组ꎬ保留了龙吟组、平川组

(表 １)ꎮ
综上ꎬ前人虽对六盘水地区早二叠世地层做

过大量研究ꎬ但这些成果对地层划分仍未尽统一ꎮ
近年来ꎬ笔者在该地区进行 １ ∶５万区调ꎬ在地质填

图和剖面测制的基础上ꎬ遵循地层指南关于岩石

地层单元“组”的划分原则(全国地层委员会编ꎬ
２０１６)ꎬ对早二叠世岩石地层作了进一步研究ꎮ 在

前人地层划分的基础上ꎬ沿用了前人厘定的平川

组、龙吟组、包磨山组共三个组级填图单元ꎬ沿用

非正式填图单元“薄板灰岩”ꎬ新划分出“鱼塘灰

岩”、“肖坪灰岩”两个非正式岩石地层单元ꎮ 这

一研究成果更客观的反映了区内早二叠世地层格

架特征ꎬ对于进一步认识该时期岩相古地理、古构

造提供基础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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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区早二叠世地层划分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区域地质

研究区位于贵州西北部ꎬ大地构造位置为扬

子陆块东南缘ꎬ地层区划属扬子地层区之紫云—
六盘水小区及龙吟—关岭小区ꎮ 该区早二叠世为

一 ＮＷ 向裂陷槽(桑惕ꎬ１９９２ꎻ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
２０１７)ꎬ此槽为右江盆地 Ｗ 侧沿罗甸—紫云呈 ＮＷ
裂陷到该区ꎬ研究区位于裂陷槽 ＮＷ 端(图 １)ꎮ

区内出露的地层为石炭系—三叠系(图 ２)ꎬ
其二叠系下统岩石地层是本次研究的对象ꎬ其传

统划分地层特征如下:

图 １　 贵州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岩相古地理图(据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 修改)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２０１７)

１—开阔台地相ꎻ２—台地边缘礁滩相ꎻ３—台缘斜坡—盆地相ꎻ４—缺失区ꎻ５—岩相界线ꎻ６—海侵方向ꎻ７—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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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区地质简图(据 １ ∶５万普立片区地质图修改)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１ ∶５００００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Ｐｕｌｉ ｓｈｅｅｔ)

１—威宁组ꎻ２—南丹组ꎻ３—龙吟组ꎻ４—薄灰岩ꎻ５—鱼塘灰岩ꎻ６—肖平灰岩ꎻ７—平川组ꎻ８—包磨山组ꎻ９—梁山组－茅口组ꎻ１０—峨眉山玄

武岩组ꎻ１１—宣威组ꎻ１２—龙潭组ꎻ１３—三叠系ꎻ１４—相变线

２ １　 龙吟组

贵州 １０８ 地质队(王立亭等ꎬ１９７３)在 １ ∶２０ 万

水城幅区调时创名于普安县龙吟的石炭―二叠纪

过渡层―龙吟层ꎮ １９７４ 年王立亭改称龙吟组ꎬ划
归上石炭统ꎮ (吴望始等ꎬ１９７９)把原龙吟组下部

称龙吟组ꎬ上部另名包磨山组ꎮ 中国区域地质志

 贵州志(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龙吟组的涵

义为整合于南丹组深灰色燧石灰岩之上、平行不

整合于梁山组砂页岩夹煤之下的一套厚近 ９００ ｍ
斜坡—盆地相粘土岩夹砂岩及灰岩ꎬ时代属船山

世ꎮ 龙吟组分布于普安龙吟—晴隆花贡—六枝郎

岱—六盘水龙潭口一带ꎬ大致可分两段ꎮ
第一段:深灰、黑、土黄色粘土岩、粉砂质粘土

(页)岩ꎬ下部夹少量深灰色中厚层泥晶灰岩、泥
质灰岩、生物屑灰岩及泥灰岩透镜体ꎬ夹层厚 １
１５ ｍ 不等ꎮ 上部夹少量灰白色中厚层石英砂岩

及少量泥质灰岩薄层ꎮ 与下伏南丹组深灰色灰岩

及泥灰岩呈整合接触ꎮ
第二段:下部灰、深灰色中厚层灰岩、泥质灰

岩与黄、土黄色砂质粘土岩互层ꎬ夹珊瑚礁灰岩ꎻ
中部灰、深灰色粘土岩、粉砂质粘土岩ꎬ夹少量灰

色中厚层粉砂岩、细砂岩、灰白色石英砂岩及少许

泥灰岩、硅质岩及炭质页岩等ꎻ上部深灰色中厚层

细晶灰岩、白云质灰岩ꎬ夹泥灰岩及灰白色石英砂

岩ꎮ 灰岩中可见珊瑚礁灰岩块体ꎮ

２ ２　 平川组

贵州区调队龙家荣等(１９８０)命名于盘县城关

镇西南约 ３０ ｋｍ 上平川附近(贵州省地质矿产局ꎬ
１９８０)ꎮ 原义指位于马平组与栖霞组之间的灰、灰
黑色灰岩及砂页岩夹煤层ꎮ 并细分为两段ꎬ第一段

为灰黑色灰岩ꎬ第二段为砂页岩夹煤层ꎬ两段岩性

曾分别划归上石炭统马平组及梁山组ꎮ 中国区域

地质志  贵州志(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平川组

的涵义为平行不整合于梁山组砂页岩或整合于猴

子关组灰岩之下ꎬ整合于马平组或威宁组浅色灰岩

之上的一套深灰色灰岩(相当原义第一段灰岩)ꎬ时
代划属船山世隆林期ꎮ 本组岩性为灰至灰黑色中

厚层、厚层泥晶灰岩ꎬ时含硅质团块ꎬ局部夹泥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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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灰色粘土(页)岩ꎮ 上平川附近ꎬ上部夹 ２ 层厚约

３ ｍ 褐色薄至中厚层砂岩及粉砂岩ꎮ
在区域横向上ꎬ龙吟组在六盘水加开、普安龙

吟、晴隆花贡及六枝洒志近东西向地带内ꎬ出露厚

度较大ꎬ再向北至六盘水滥坝北东约 ７ ｋｍ 附近ꎬ
相变成平川组后而消失(图 ３)ꎮ

图 ３　 六盘水地区贵州早二叠世地层格架示意图(据贵州省地质志ꎬ２０１７)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ｉｎ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ａｒｅ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７)

１—白云质灰岩ꎻ２—泥晶灰岩ꎻ３—生物灰岩ꎻ４—泥灰岩ꎻ５—粘土岩ꎻ６—粉砂质粘土岩ꎻ７—碳质粘土岩ꎻ８—石英砂岩ꎻ９—相变界线ꎻ１０—
南丹组ꎻ１１—威宁组ꎻ１２—龙吟组一段ꎻ１３—龙吟组二段ꎻ１４—平川组ꎻ１５—梁山组ꎻ１６—栖霞组

３　 地层划分对比

二叠纪生物丰富ꎬ前人在邻区获有丰富的化

石资料ꎬ计有牙形石、蜒、珊瑚、菊石、腕足、有孔虫

等十多个门类ꎬ其中尤以牙形石、蜒、珊瑚、腕足最

为丰富ꎮ 前人以晴隆花贡剖面、普安龙吟剖面等

为代表ꎬ建立了不同门类的化石带ꎬ并按二叠系三

分原则ꎬ进行了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年代地层的

划分对比ꎬ并对隆林期蜓类组合与环境进行了研

究(王尚彦 等ꎬ ２００５ ａꎬ ｂꎻ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

２０１７)ꎮ 本文参照前人划分对比方案ꎬ根据本次所

获化石进行多重地层划分对比(表 ２)ꎬ通过对比

得出ꎬ龙吟组时限大致为紫松晚期、平川组为隆林

早期、包磨山组时限大致为隆林晚期ꎮ
前人厘定的龙吟组、包磨山组、平川组均建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８０ 年代ꎬ其研究侧重于生物地层和

年代地层ꎮ 对于岩石地层“组”而言ꎬ划分方案遵

循地层指南ꎬ即野外宏观岩类或岩类组合相同、结
构相似、颜色相近、整体岩性和变质程度特征基本

一致ꎬ空间上具有延展性ꎬ并具有可填图性ꎮ 本次

以此为准则ꎬ对区内地层单元的划分如下ꎮ
表 ２　 研究区早二叠世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及年代地层划分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ｓｔｇｒａｐｈｉｃꎬｔｈｅ ｂｉ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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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龙吟组

本文厘定的龙吟组为一套黑色含炭钙质粘土

岩、夹碳酸盐岩组合ꎬ即普安龙吟剖面 ３５ ４１ 层ꎬ代
表早二叠世紫松晚期陆棚环境(王立亭ꎬ１９８３ꎻ武思琴

等ꎬ２０１６)ꎮ 而原剖面 ４２ ４８ 层为一套滨岸带的

中—细粒石英砂岩、粘土岩组合ꎬ因其相位与龙吟组

环境涵义不符ꎬ本次将其划出ꎬ归入包磨岩山组ꎬ代表

早二世隆林晚期滨岸—台缘浅滩沉积(图 ４)ꎮ
本组岩性为灰黑色薄层含有机质钙质粘土

岩、含生物屑钙质粉砂岩夹深灰色中厚层含生物

屑粉砂质灰岩ꎬ顶部偶夹厚块状含核形石生物屑

泥晶灰岩ꎮ 产蜒: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ｃｆ ｊａｐｏｍｉｃａꎬＰ ｅ－
ｘｐａｕｓａꎬ Ｐ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 Ｓｃｈｅｌｌｗｉｅｎ ｅｔ Ｌｅｅ )ꎬ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ａｎｎ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Ｓｈｅｎｇꎬ Ｒｕｇｏｓ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ｓｐ ꎮ 肖坪和鱼塘一带厚 ３７０ ４００ ｍꎬ而观音

山—箐门口一带厚仅为 ３０ ６０ ｍꎬ由东向西变

薄ꎮ 在箐门口一带超覆于南丹组与威宁组之上ꎬ
在白纸厂一带与薄板灰岩相变ꎬ小长冲一带与南

丹组相变ꎬ为滞留陆棚相ꎮ

图 ４　 龙吟一带早二叠世龙吟组－包磨山组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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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包磨山组

本次沿用包磨山组名称ꎬ下部为石英砂岩

段ꎬ上部为灰岩段ꎬ代表早二世隆林晚期滨岸—
台缘浅滩沉积(龙建喜 等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２０)ꎮ 为(肖

伟民ꎬ１９８６)所建的花贡组的横向变化ꎬ其砂岩

段相当于晴隆花贡剖面 ４２ 层(厚 ７０ ｍ)ꎻ灰岩段

相当于该剖面 ４３ ５２ ｂ 层(厚 １５８ ｍ)ꎮ 而 ５２ｃ
５３ 层原归于鱼塘段顶部ꎬ现划为包磨山组

(Ｐ １ｂ)(图 ５)ꎮ

图 ５　 花贡一带早二叠世龙吟组－包磨山组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Ｌｏｎｇｙ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ｏｍｏ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ａｇ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研究区包磨山组与花贡组命名地比较ꎬ其厚

度变薄ꎬ灰岩段无砂岩夹层ꎮ 据其岩性组合特征ꎬ
分为两个段ꎮ

第一段(Ｐ １ｂ１):灰白、黄灰色中厚—厚层夹薄

层细—粗粒石英砂岩夹粉砂岩、粉砂质粘土岩、炭
质粘土岩ꎮ 厚 ２４ ４０ ｍꎬ为滨岸相沉积ꎮ

第二段(Ｐ １ｂ２):其岩性组合特征和剖面结构

各地有一定差异ꎬ变化较大ꎮ

野钟—箐门口一带ꎬ为灰色中厚层至厚层泥

―亮晶(重结晶)含核形石生物屑灰岩、泥―亮晶

(重 结 晶 ) 生 物 屑 灰 岩ꎮ 产 蜒: 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 ｓｐꎬ
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ꎬ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ꎬ Ｅｏ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ｓｐꎬ
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ｃｒａｓｓｉｓｐｉｒａꎬ Ｐ ｎｅｓｏｎｉꎬ Ｐ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ｉꎬ
Ｐ ｄｅｄｉｎａｔａꎬ Ｐ ｋｕｅｉｃｈｏｅｎｓｉｓ ｏｂｅｓａꎬ Ｐ 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ｉｓꎬ
Ｐａｒａｆｕｓｕｌｌｉｎａ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ꎬ 有 孔 虫 Ｃｒｉｂｒｏｇｅｎｅｒｉｎａ ｓｐꎬ
Ｅｔｒａｔａｒｉｓ ｓｐ ꎮ 厚 ２０ ４０ ｍꎬ为台缘浅滩(藻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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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ꎮ
大寨—普立—跨岩一带ꎬ为深灰色薄—中厚

层含生物屑泥晶灰岩与薄层粉砂质粘土岩呈韵律

互层ꎮ 厚 ５ ２０ ｍꎮ 化石稀少ꎬ仅采获蜒:Ｒｕｇｏｓｏ￣
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ｂｅｌａｊｅｎｓｉｓ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ｏｖꎬ 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ｓｐ ꎬ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 ꎬＳｔａｆｆｅｌｌａ ｓｐ ꎻ珊瑚:Ｐｒｏｔｏｍｉｃｈｅｌｉｎｉａ
ｓｐ ꎮ 为半局限台地相沉积ꎮ

综上ꎬ从上述两地的岩石组合、结构构造及沉

积序列特征的差异ꎬ反映了该时期其沉积环境有

从西向东由滨岸－潮坪－台缘生物滩(藻丘)变化

的特点ꎮ

３ ３　 平川组

岩性为灰、深灰色薄—中厚层泥晶白云岩、白
云质灰岩、泥晶灰岩ꎬ间夹黑色薄层粘土岩ꎬ代表

早二叠世隆林早期滩后局限台相沉积ꎮ 区内化石

稀少ꎬ仅在野猪塘剖面上采获介形类:Ｂａｉｒｄｉａｃｙｐｒｉｓ
ｃｆ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ｈｅｎꎬ Ｍｉｃｒｏｃｈｅｉｌｉｎｅｌｌａ ｃｆ ｓｕｂ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ｈｅｎꎻ 腹 足 类: Ｍｅｅｋｏｓｐｉｒａ ｃｆ ｓａｎｍｉａｎ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Ｌｉａｎｇꎮ 由 Ｅ 向 Ｗ 变薄ꎬ且粘土岩夹层增多ꎬ厚 ９

５０ ｍꎮ 在箐门口一带与威宁组顶部相变ꎬ为潮

坪相沉积ꎮ 与命名地相比较ꎬ厚度变薄(盘县上平

川厚 ３４ ｍꎬ研究区厚 ２ ７ ｍ)ꎮ
在鱼塘—花庙冲、观音山—白纸厂—丫口上

一带ꎬ为一套浅色厚块状泥—亮晶灰岩与薄层泥

晶灰岩组合ꎬ时限与包磨山组相当ꎬ代表早二世隆

林晚期开阔台地相沉积ꎮ １ ∶ ２５ 万安顺幅将此灰

岩归入包磨山组(六盘水县鱼塘剖面)ꎬ中国区域

地质志  贵州志(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归入

平川组ꎬ而包磨山组命名地是以砂岩为主夹灰岩ꎬ
平川组是以灰至灰黑色中厚层、厚层泥晶灰岩为

主ꎬ因此本次未将此套灰岩划归包磨山组或平川

组ꎬ因其在研究区内分布局限ꎬ故用非正式单位表

示ꎬ命名为鱼塘灰岩ꎮ
在猴场肖坪一带ꎬ为一套深色厚层生物屑灰

岩、核形石灰岩夹粘土岩组合ꎬ与鱼塘灰岩发生相

变ꎬ产蜒: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ｓｐ ꎬＴ Ｃｈｅｎ ｅｔ ＷａｎｇꎬＴ ｓｕｂｒｈ－
ｏｍｂｏｉｄｅｓ ＣｈｅｎꎬＴ ｐａｒａｓｅｃａｌｉｃｕｓ ＣｈａｎｇꎬＭｅｔａｓｃｈｗａｇｅ－
ｒｉｎａ ｏｖａｌｉｓ Ｍｉｎａｔｏ ｅｔ Ｈｏｎｊｏꎬ１９５８ꎬＰｓｅｕｄ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ｓｐ ꎬ
Ｒｕｇｏｓｏｆｕｓｕｌｉｎａ ｓｐ ꎬ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ａ ｓｐ ꎬ厚 ２００ ４６０ ｍꎮ
代表早二世隆林晚期半局限台地相沉积ꎮ 就其岩

石组合特征及生物面貌而言ꎬ此灰岩实为(肖伟民ꎬ
１９８６)所建的洒志组风窝寨段向 Ｗ 延伸的一个地

质体ꎮ 由于洒志剖面上没有梁山组石英砂岩ꎬ风窝

寨段上覆的三岔路段向 Ｗ 延伸与梁山组发生相变

(１ ∶２５ 万安顺幅)ꎬ因此只有风窝寨段延伸至研究

区ꎮ 因洒志组现已废弃ꎬ其岩石组合特征与平川

组、包磨山组涵义有别ꎬ再加上此灰岩在研究区分

布局限ꎬ本次将其划分为一个非正式岩石地层单

位ꎬ为肖坪灰岩ꎮ
在鱼塘—观音山—白纸厂一带ꎬ为一套深灰、

灰黑色薄—中厚层泥晶灰岩间夹灰黑色含炭质粉

砂质粘土岩组合ꎮ 产蜒:Ｆｕｓｕｌｉｎｅｌｌａ ｄａｌａｅｎｓｉｓ Ｌｉｕꎬ
Ｘｉａｏ ｅｔ ＤｏｎｇꎬＦ ｐｓｅｕｄｏｂｏｃｋ(Ｌｅｅ ｅｔ Ｃｈｅｎ)ꎬＦ ｅｌｅｇ－
ａｎｓ Ｒａｕｓｅｒ ｅｔ ＢｅｌｊａｅｖꎬＴｒｉｔｉｃｉｔｅｓ ｓｐ ꎮ 为 １ ∶２５ 万安

顺幅(２００３)建立于郎岱跳花坡附近ꎬ指整合于龙

吟组的钙质粘土岩之上ꎬ覆于茅口组灰色厚层块

状亮晶砂屑生物屑灰岩之下的一套深色薄层灰

岩ꎮ 本文沿用薄板灰岩名称ꎬ但由于研究区与命

名地地质情况有所不同ꎬ其涵义也有所不同ꎮ 研

究区内薄板灰岩是整合于龙吟组钙质粘土岩之

上ꎬ覆于鱼塘灰岩或肖坪灰岩之下的一套薄层状

泥晶灰岩组合ꎬ此灰岩在观音山一带最厚ꎬ达

３２７ ｍꎬ向 ＳＥ 变薄ꎬ在小长冲、白纸厂等地与龙吟

组顶部发生相变ꎬ代表早二叠世紫松晚期缓斜坡

沉积ꎮ 本次将其划分为一个非正式岩石地层单

位ꎬ故用非正式单位表示ꎬ为薄板灰岩ꎮ
通过上述划分对比ꎬ厘定了各地层单元的划

分标志及岩相ꎬ真实客观的反映出 ＮＷ 向裂陷槽

在早二叠时期是由陆棚向滨岸的演化序列(图
６)ꎮ 该槽在隆林期已填平ꎬ仅在肖平一带为滨岸

围限的半局限台地ꎮ
通过研究引伸出一个问题ꎬ即梁山组的时限

及与下覆地层接触关系的问题ꎮ 当二叠系三分

后ꎬ梁山组在裂陷槽内与包磨山组岩相一致ꎬ均为

滨岸带的石英砂岩ꎬ因梁山组下部碎屑岩中未获

化石ꎬ因此梁山组是否有跨下统的可能ꎬ有待进一

步研究ꎬ而与包磨山组为平行不整合(贵州省地质

调查院ꎬ２０１７)ꎬ也是值得商榷的ꎮ 本文综合了前

人的研究成果(贵州省地质矿产局ꎬ１９９７ꎻ贵州省

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ꎬ将梁山组划为中统ꎬ与下覆包

磨山组岩为整合接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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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研究区贵州早二叠世地层格架示意图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白云质灰岩ꎻ２—泥晶灰岩ꎻ３—核形石灰岩ꎻ４—生物灰岩ꎻ５—泥灰岩ꎻ６—粘土岩ꎻ７—粉砂质粘土岩ꎻ８—碳质粘土岩ꎻ９—石英砂岩ꎻ
１０—相变界线ꎻ１１—南丹组ꎻ１２１—威宁组ꎻ１３—龙吟组ꎻ１４—平川组ꎻ１５—薄板灰岩ꎻ１６—肖坪灰岩ꎻ１７—包磨山组一段ꎻ１８—包磨山组二

段ꎻ１９—鱼塘灰岩ꎻ２０—梁山组ꎻ２１—栖霞组

４　 意义

(１)通过对比研究ꎬ将六盘水地区早二叠世地

层划分为龙吟组、包磨山组、平川组ꎬ并填绘出薄

板灰岩、鱼塘灰岩、肖坪灰岩共三个非正式填图

单元ꎮ
(２)通过对不同时期岩石地层单元的拟定ꎬ建

立了早二叠世岩石地层格架ꎮ 客观反映了区内早

二叠世岩石地层的时空展布关系ꎬ这对查明该时

期台盆演化和研究 ＮＷ 向裂陷槽对沉积作用的控

制提供基础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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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槽盆的演化[Ｍ] 北京:地质出版社ꎬ４４－５１
王尚彦ꎬ张慧ꎬ王红梅  ２００５ ｂ 贵州六枝—盘县地区早二叠世隆

林期虫筳类组合与沉积环境[ Ｊ]  沉积与特提斯地质ꎬ２５
(４):３７－４１

武思琴ꎬ颜佳新ꎬ刘柯ꎬ等  ２０１６ 黔西南二叠纪早起陆源碎屑岩沉

积体系对冈瓦纳冰川发育的相应[ Ｊ]  地学前缘ꎬ２３(６):１
－１３

肖伟民ꎬ王洪第ꎬ张遴信ꎬ等  １９８６ 贵州南部早二叠纪地层及其生

物群[Ｍ]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ꎬ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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