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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黔东及邻区新元古代甲路沉积时期岩石地层的对比，反映出武陵造山运动所形成的古地貌对后期沉积

环境具有明显控制作用。甲路组底部底砾岩建造组合特征反映，梵净山为山前泥石流—河流沉积，南东的湘西芷江

地区属河流—滨岸相沉积，从江及桂北属河流—滨岸砂砾滩相沉积，可以确定梵净山地区为该时期古地貌高位区，其

南东桂北—从江地区为古地貌低位区，并首先遭受海侵接受沉积充填; 甲路组上部发育的一套钙质岩系在区域上有

很好的可对比性，反映出该地区在武陵造山运动之后经历了沉积填平过程而使区域沉积环境相对一致，同时说明了

该地区下江时期由于裂陷作用而出现的沉积分异是在该时期之后才加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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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扬子东南缘的湘黔桂相邻区发育一套武陵造

山后的浅变质陆源碎屑夹火山碎屑岩组合，其上覆为

南华寒冷气候沉积覆盖。即湘黔桂省( 区) 划分的板

溪群、下江群和丹洲群，目前测年资料限定为 820 ～
760 Ma 间沉积物质记录。前人认为板溪群位于较高

位浅水台地区域，丹洲群位于较深水盆地区域，下江

群位于其间的大陆斜坡地带，并依据三者中较为显著

的三个区域性标志层，即底部的底砾岩、下部的钙质

岩系及上覆碳质岩系结合其他建造组合特征进行了

岩石地层划分对比。对无确切年代限定的前寒武系

仅按岩石特征的相对一致性进行划分与对比，不考虑

相似古地理特征下具体岩石沉积的早晚、具体时限及

区域上的相变与迁移变化，会导致地层划分对比的结

论相异甚至错误。相似的岩石建造组合仅反映其沉

积环境大致相同，但其形成年代却不一定相同。在地

层划分对比上，以岩石地层为基础结合年代地层、生
物地层、化学地层、磁性地层等等的划分对比是可靠

与合理的，即只有以相同的年代内相似或相异沉积环

境下的岩石地层才可进行合理与可靠的划分对比，才

可能了解相同的年代内沉积地层的时空展布及变化。

地层划分对比的目的是了解相同年代内不同区域、不
同环境下特定岩石建造组合的时空展布格架及规律。
即目前无精确年龄限定的板溪群、下江群和丹洲群各

组段的相似岩石地层建造，可进行岩石建造特征对比

却不一定可进行综合地层的划分与对比，具体说区域

性标志的底砾岩、钙质岩系、碳质岩系其形成环境大

致一致，但其沉积的时间却不一定相同。区域性的地

层划分与对比应建立在具体而相同的时间范围及构

造单元限定的古地理背景内。
笔者有幸参加了目前开展的较为系统的“中国

地质构造区划综合研究与区域地质调查综合集成”
( 中国区域地质志) 之“贵州省地质系列图件编制与

综合研究”( 贵州省区域地质志修编) 、“华南新元古

带楔状地层沉积充填系列及其大地构造属性研究”、
“扬子古大陆演化及其资源效应”中前寒武系部分研

究工作。认为处于不同相位区的板溪群时期早期沉

积建造，由南东的桂北—黔东南从江一带最早沉积充

填，并渐次向北西超覆退积，随盆地回返充填，晚期反

向退覆进积，构成一完整的裂谷盆地演化序列。板溪

群位于较高位古地貌的海陆过渡区域，丹洲群位于较

深水的外陆棚区域，下江群位于其间的滨岸—内陆棚

地带( 另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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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对黔东及邻区新元古代武陵造山不

整合界面之上的板溪群、下江群和丹洲群早期—甲路

时期沉积建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对比研究，认为

甲路组上部钙质岩系在区域上可以进行划分与对比，

钙质岩系之下的砂砾岩、泥岩建造在年代上存在穿时

性，即展布于从江—桂北一带的该套岩石地层在沉积

时限上早于北西部湘西芷江—沅陵及黔东北梵净

山—湘西北一带的该套岩石地层。该认识对岩石地

层划分对比，特别是对前寒武系岩石地层划分对比、
岩相古地理研究及成矿资源制约具重要意义。

1 区域地质概况

黔东及邻区涵盖江南造山带西南段的北亚带、中
亚带和扬子陆块的东南缘( 图 1) ，发育新元古代至新

生代地层，它们形成于不同的沉积环境、具有不同的

沉积组合。发育多种类型的岩浆岩、变质岩，具有不

同的岩浆岩组合和不同的变质相带，它们受控于不同

的大地构造背景。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有洋陆转

换阶段的造山运动，也有陆内活动阶段的造山运动。
研究区主要发育新元古代梵净山群及相当的冷家溪

群与四堡群及上覆板溪群、下江群和丹洲群浅变质陆

源碎屑岩、陆源火山碎屑岩及侵入基性—超基性岩、
中酸性花岗闪长岩、酸性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及喷

溢枕状玄武岩。

图 1 黔东及邻区大地构造位置略图

Fig． 1 Geotectonic sketch in Jialu Formation in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新元古代中期随华夏与扬子陆块汇聚碰撞，在江

南造山带发生了广泛而重大的武陵造山运动，形成华

南板块。嗣后随华南板块的裂解，黔东及邻区呈现出

北( 西) 高、南 ( 东) 低，由陆渐变至浅海的古地理格

局，发育了同一裂陷沉积盆地不同相位区的沉积，即

板溪群、下江群和丹洲群。板溪群位于较高位古地貌

的海陆过渡区域，丹洲群位于较深水的外陆棚区域，

下江群位于其间的滨岸—内陆棚地带。三者与下伏

四堡( 冷家溪、梵净山) 群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由北

( 西) 而南( 东) 其沉积组合表现为陆源碎屑物含量和

长石含量的减少、石英含量增加，沉积物由粗变细，沉

积物颜色从紫红色到灰、灰绿色再到深灰、灰黑色。
黔东从江及桂北地区的甲路组底砾岩为武陵造山运

动后最早沉积的物质记录，嗣后海侵渐次向北西扩

展，在经历早期古地貌差异大致填平背景，产出了在

湘黔桂区域上完全可进行划分与对比的甲路组上

( 顶) 部钙质岩系基础上，裂谷盆地裂解加剧发展，板

溪群、下江群和丹洲群沉积古地理面貌及岩石建造特

征差异突显。

2 甲路组岩石地层特征

甲路组在湖南主要出露于湘中高涧、湘西古丈砂

鱼溪、沅陵马底驿、隆回石桥铺、芷江鱼溪口、城步茅

坪一带; 在黔东北主要出露于梵净山周缘; 在黔东南

从江及桂北主要出露于罗城四堡、融水白竹、三江丹

州一带。从岩石建造组合特征上广西划分的白竹组

与贵州划分的甲路组一致，湖南划分的横路冲组、马
底驿组中下部及石桥铺组与黄狮洞组中下部从岩石

建造特征上亦完全可与甲路( 白竹) 组对比，但其沉

积时限有早晚。从江及桂北一带最早接受沉积，为裂

谷盆地开启中心区域，嗣后渐次向北( 西) 超覆退积，

其顶界均为钙质板岩及大理岩( 表 1 ) 。钙质岩系之

下的相同沉积建造，亦渐次向北西变晚。甲路组一段

底部为变质砾岩、变质含砾砂岩、上部为变质砂岩、板
岩、粉砂质板岩、千枚岩、片岩，二段为大理岩、钙质板

岩、钙质千枚岩。其二段钙质岩系为一在湘黔桂区域

稳定产出的区域性对比标志层，区域上在该组中产出

有铜、铅、锌、金、银及锰矿。现将其岩石建造特征以

梵净山、芷江、从江及桂北为主阐述如下。
2． 1 梵净山地区甲路组建造特征

2． 1． 1 梵净山西侧芙蓉坝地区甲路组建造特征

甲路组一段: 厚 1 ～ 47 m，一般 5 ～ 10 m，为灰绿、
紫灰色块状变质砾岩夹变质含砾岩屑砂岩等组成，区

域上变质砾岩相变为变质含砾砂岩、变质砂岩。在含

砾岩屑砂岩见隐纹层理，砾间填隙杂基为砂泥质，基

底式胶结。砾石成分复杂，以板岩、变质砂岩为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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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黔东及邻区甲路组划分对比方案

Table 1 Jialu Formation correlation of the Neoproterozic strata in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湖南 贵州 广西

湘西( 板溪群) 湘中( 高涧群) 黔东( 板溪群、下江群) 桂北( 丹洲群)
主要岩性

通塔湾组 砖墙湾组 乌叶组 合洞组 变质粉砂岩、板岩、碳质板岩

马底驿组 黄狮洞组

甲路组

二段

白竹组

二段 大理岩、钙质板岩、钙质千枚岩

横路冲组
石桥铺组 一段 一段

变质底砾岩、砂岩、板岩 板岩、千枚岩、片岩、
宝林冲组 火山角砾底砾岩 变质砂岩、底砾岩

冷家溪群 冷家溪群 梵净山群、四堡群 四堡群 千枚岩、变质砂岩

图 2 甲路组底砾岩特征

A． 梵净山西侧芙蓉坝; B． 梵净山东侧红子溪; C． 芷江鱼溪口; D． 从江平正

Fig． 2 Basal conglomerate feature in Jialu Formation
A． Furongba in Western Fanjing Mountain，B． Hongzixi in Eastern Fanjing Mountain，C． Yuxikou in Zhijiang county，D． Pingzheng in Congjiang county

有石英岩、辉绿岩及白云母花岗岩等，砾石砾径一般

2 ～ 10 cm，大者 60 ～ 70 cm 者，最大达 100 cm 左右，

多呈棱角—次棱角状，其分选及磨圆度较差，略显顺

层排列，偶或有叠瓦状，含量 40% ～ 80%，局部含铁

较高。砾石成分与下伏地层相同，成分及结构成熟度

差，显示 为 近 源 山 麓 泥 石 流 相 及 河 流 相 沉 积 ( 图

2A) ，呈高角度不整合覆盖于下伏梵净山群淘金河

组—独岩塘组不同地层之上。
甲路组二段: 底砾岩之上直接为浅灰、灰色厚层

块状方解石大理岩 ( 图 3A) 、钙质板岩，板岩中大理

岩呈 2 × 5 ～ 5 × 40 cm 的透镜及条带产出，厚块状大

理岩含叠层石。厚 1 ～ 39 m，显示为动荡高能潮坪相

钙泥质混合沉积。
2． 1． 2 梵净山东侧红子溪地区甲路组建造特征

甲路组一段: 底部为灰绿色块状变质砾岩夹薄层

变质含砾砂岩，区域上变质砾岩相变为变质含砾砂

岩、变质砂岩。砾石成分复杂，以变质砂岩、板岩为

主、次为石英岩、变质辉绿岩、细碧岩、凝灰岩等，砾间

填隙杂基为砂泥质，基底式胶结。砾石砾径一般 2 ～
10 cm，大者 20 ～ 40 cm 者，多呈棱角—半滚圆状，分

选差，含量 40% ～70%，局部含铁较高。砾石成分与

下伏地层相同，成分及结构成熟度相对较差，高于梵

净山西侧，显示为近源山间河流相沉积( 图 2B) 。底

与梵净山群淘金河组—独岩塘组不同地层单位高角

度不整合，底砾岩厚 5 ～ 50 m。
底砾岩之上为厚 138 ～ 686 m 的灰绿色变余砂

岩、变余粉砂岩、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图 4) ，板岩发育

水平纹层—条带状层理，含透镜状、薄层状菱铁矿，显

示为潮坪相砂泥沉积。
甲路组二段: 为紫灰色绢云母板岩、钙质板岩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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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7 ～ 5 × 60 cm 大小的大理岩条带及透镜体，风化

表面呈透镜状、条带状蜂巢状孔洞 ( 图 3-B) ，厚 120
m 左右，显示为动荡高能潮坪相钙泥质混合沉积。
2． 2 湘西芷江地区甲路组建造特征

甲路组一段( 横路冲组) : 底部为灰绿—紫红色块

状复成分砾岩，砾石成分复杂，以石英岩为主，次为变

质砂岩、板岩等，局部尚有同生泥砾，砾间填隙杂基为

砂泥质，基底式胶结。发育冲刷构造、板状斜层理、低
角度交错层理、平行层理。砾石砾径一般 1 ～ 8 cm，多

呈滚圆状，其分选较差，磨圆度较好，含量 40%左右，厚

21 m，砾石岩性与下伏基岩差异较大，成分及结构成熟

度相对较高，显示为较远源河流相沉积; 中部为灰绿色

块状含砾不等粒长石石英砂岩夹含砾粉砂质板岩，砾

石成分有变质砂岩、板岩、石英岩等，发育大型板状交

错层理、大型水流波痕，冲洗层理。砾石砾径一般1 ～4
cm，多呈滚圆状，厚 68 m 左右; 上部为厚层—块状砾岩

夹含砾板岩及含砾长石石英砂岩，砾石成分主要以石

英岩为主，占砾石含量的 90% 左右、次为变余砂岩、板
岩，砾石含量 5% ～50%，局部富集成层，砾径一般 1 ～
5 cm，多呈滚圆状，其分选较差，磨圆度较好，砾间填隙

杂基为砂泥质，基底—孔隙式胶结，厚 72 m。整体二

元结构明显，显示为河流相沉积( 图 2C) 。底与下伏冷

家溪群呈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底砾岩之上为厚 45 m 左右的灰绿色、紫红色粉

砂质绢云母板岩( 图 4) ，岩石发育水平纹层—条带状

层理，显示为潮坪相沉积。
甲路组二段( 马底驿组) : 为紫红色含大理岩结

核的钙质板岩夹粉砂质板岩及大理岩透镜体及条带，

大理岩透镜体及条带大小 2 × 4 ～ 4 × 80 cm，中部见

厚约 1 m 的似微层状锰矿层。风化表面呈透镜状、条
带状、蜂巢状孔洞( 图 3C) ，厚 276 m 左右。显示为潮

坪相钙泥质混合沉积。
2． 3 桂北—从江地区甲路组建造特征

甲路组一段: 底部为灰绿色块状复成分变质砾岩

及含砾绢云石英千枚岩，区域上相变为变质砂岩。砾

石成分以变质砂岩为主，次为石英千枚岩、石英岩、基
性岩及二云母花岗岩等，砾间填隙杂基为砂泥质，基

底式胶结。砾石砾径一般 2 ～ 10 cm，多呈半滚圆—
滚圆状，其分选较差，含量 25% ～ 80% 左右，在三防

一带尚见花岗闪长岩砾石，厚 0 ～ 59 m。砾石成分与

下伏地层相同，成分及结构成熟度相对较差，显示为

近源山间河流相沉积 ( 图 2D) 。底与下伏四堡群呈

高角度不整合接触。
底砾岩之上为灰绿色块状变余长石石英砂岩、粉

砂岩夹石英千枚岩，中上部为石英绢云千枚岩、绢云

千枚岩，局部夹石英砂岩、变粒岩( 图 4) 。砂岩、粉砂

岩与板岩韵律交替，前二者具平行层理及交错层理，

后者见条带状水平层理。普遍含磁铁矿，局部成矿

体，在从江刚边一带见花岗斑岩侵入该段内，厚 180
～ 690 m; 显示为滨岸砂砾滩—潮坪相沉积。

图 3 甲路组钙质岩系特征
A． 梵净山西侧芙蓉坝; B． 梵净山东侧红子溪; C． 芷江鱼溪口; D． 融水安太

Fig． 3 Calcareous rock feature in Jialu Formation
A． Furongba in Western Fanjing Mountain; B． Hongzixi in Eastern Fanjing Mountain; C． Yuxikou in Zhijiang county; D． Antai in Ｒongshu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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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黔东及邻区甲路组岩性柱状对比图

Fig． 4 Jialu Formation columnar comparison chart in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甲路组二段: 为灰绿色钙质板岩千枚岩夹条带状

绢云石英大理岩、大理岩，钙质多呈条纹—条带状展

布，条带大小 1 × 3 ～ 5 × 60 cm，褶纹线理极为发育。
风化表面呈透镜、条带状蜂巢孔洞产出，变形强烈

( 图 3D) 。厚 79 ～ 190 m 左右。显示为浅海陆棚相泥

钙质混合沉积。

3 岩石地层对比

3． 1 底砾岩

由上述岩石建造组合特征可知，研究区甲路组底

部底砾岩岩性特征完全可以对比，但沉积时间上有先

后，厚度从北西至南东差异显著，砾岩成分特征及成

熟度亦不相同。在梵净山地区成熟度差，砾石成分随

下伏基岩的变化而变化，砾石砾径相对最大，西侧显

示为近源山麓快速堆积的泥石流相及河流相沉积，东

侧显示为近源山间河流相沉积; 从江地区成熟度较

差，砾石成分与下伏基岩变化近于一致，砾石砾径相

对较大，显示为近源河流相沉积; 介于其间的芷江地

区底砾岩成熟度较好，砾石成分与下伏基岩有较大差

异，砾石砾径相对最小，二元结构显著，反映相对远源

河流搬运特征，显示为河流相沉积。区域上由梵净山

西侧的山麓( 前) 泥石流夹河流相堆积—芷江远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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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黔东及邻区甲路时期沉积岩相变化示意图

Fig． 5 The period of Jialu sedimentary facies change sketch in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流相沉积—从江—桂北地区的近源河流相沉积，反映

出从江—桂北地区最早接受沉积，并渐次向北西超覆

( 图 5) 。
3． 2 钙质岩系

钙质岩系在研究区显示出很好的区域可对比性，

在梵净山西侧为产叠层石的较纯白云大理岩，梵净山

东侧—芷江为紫红色钙质板岩夹大理岩条带及透镜，

至从江—桂北则为灰色、灰绿色钙质千枚岩夹条纹—
条带状白色大理岩。由北西向南东厚度增厚，钙质含

量减少，砂泥质含量增多。反映出梵净山东侧为相对

平静的低能潮坪相沉积，至芷江为相对高能动荡潮坪

相钙泥质混合沉积，从江—桂北显示为水体加深的浅

海陆棚相动荡砂泥质、钙质混合沉积。虽从岩性特征

上钙质岩系可对比，但梵净山东侧的大理岩仅相当与

芷江—从江—桂北地区钙质岩系的顶部部分，显示出

甲路晚期由南东向北西海侵扩大的渐次退积沉积超

覆及填平，使武陵造山后古地貌差异趋于消失，沉积

环境大致趋于一致( 图 5) 。
3． 3 底砾岩与钙质岩系之间砂、泥岩组合

在梵净山西侧底砾岩与钙质岩系为直接接触，可

能系断层或为陡峻陆地与海相连，缺失海侵砾岩之上

的砂泥岩沉积建造组合，在芙蓉坝下平所一带大理岩

之下见有滑石片岩，因变质变形较深，原岩无法恢复，

可能为沿断层侵入的基性—超基性岩蚀变所致; 在梵

净山东侧该建造组合厚达 680 余米，岩性主要为紫红

色夹灰绿色粉砂岩、粉砂质板岩、绢云板岩; 在南东邻

的芷江地区则为厚仅 45 m 左右的紫红色粉砂质板

岩、绢云板岩建造，显示为潮坪相沉积; 至从江—桂北

则为灰绿色变余砂岩、千枚岩、片岩建造，显示为潮

坪—浅海陆棚相砂泥质沉积，厚由甲路一带的 690 余

米至白竹一带的 180 余米( 图 4) ，梵净山东侧红子溪

及从江甲路一带可能存在同沉积坳陷。

4 古地理意义讨论

( 1) 甲路组底部均发育变质底砾岩，变质含砾砂

岩。受武陵造山运动后铸就古地貌控制沉积环境的

影响，底砾岩由梵净山向南东由粗变细，颜色由紫红

色为主过渡到灰绿色为主，沉积厚度由薄变厚，底砾

岩结构成熟度、成分成熟度逐渐增高，由以无明显搬

运的山麓( 前) 堆积为主渐变为以明显搬运的河流沉

积为主，芷江地区砾岩成熟度最高。底砾岩由南东从

江—桂北地区最早接受海侵开始沉积，嗣后逐渐向北

西方向芷江、梵净山地区上超退积。在岩性上虽可对

比，但在沉积时间上梵净山地区的底砾岩应晚于从

江—桂北地区。同时底砾岩成分存在差异并具各自

有特点，在梵净山西侧的芙蓉坝见有下伏白云母花岗

岩砾石，东侧未见及，在二者之间的梵净山顶，底砾岩

砾石成分以下伏辉绿岩为主; 在芷江底砾岩砾石成分

以石英岩为主; 在从江底砾岩成分见下伏二长花岗岩

砾石，在三防一代底砾岩砾石成分见下伏花岗闪长岩

砾石，在梵净山及从江—桂北地区特定的下伏岩石与

底砾岩砾石成分呈较好一致的对应关系，显示武陵造

山运动形成古地貌在湘黔桂邻地区并未完全夷平，南

华裂谷盆地就开始裂解充填，从江—桂北地区的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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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底砾岩为其最早充填的响应。
( 2) 变质底砾岩与钙质岩系间的变余砂岩、粉砂

岩、板岩、千枚岩、片岩建造，有岩性及岩相上可对比

的上覆与下伏地层制约，其岩性亦可对比，仅各地沉

积物厚度有较大变化，显示武陵造山后古地貌总体为

北西高而南东低，在其间尚存较多同沉积坳陷，以梵

净山东侧红子溪及从江甲路一带为代表( 图 4) ，梵净

山西侧可能为陡峻海陆环境。
( 3) 甲路组上部出现钙质千枚岩夹浅肉红色、灰

色大理岩透镜体为主的俗称钙质岩系建造，在区域上

具有非常好的可对比性，反映出该地区在武陵造山运

动之后经历了沉积填平过程而使区域沉积环境相对

一致。同时，反映了该地区新元古代 820 ～ 760 Ma 间

下江时期由于裂陷作用而出现的沉积分异是在甲路

组晚期之后才显著加剧的，即钙质岩系沉积大致填平

古地貌差异后，裂谷盆地裂陷作用加剧，海侵进程加

快，代表河流—三角洲、浅水( 内) 陆棚、深水( 外) 陆

棚沉积相区的板溪群、下江群、丹洲群沉积格局更加

明显。
( 4) 甲路组建造特征显示武陵造山形成的华南

板块，经历了长期侵蚀—剥蚀，形成北西高、南东底的

古地理格局。即从江—桂北为武陵造山后古地貌的

低位区，梵净山一带为较高位区。武陵造山后裂谷盆

地开启的中心在从江—桂北地区，海侵与沉积首先发

生在该地区，并渐次向北西部退积超覆于四堡群—梵

净山( 冷家溪) 群基底之上，反映武陵造山运动之后

古地貌尚未完全剥蚀夷平，在从江—桂北地区便开始

了最早海侵沉积，梵净山区的甲路组在时间上仅相当

于从江—桂北地区甲路组晚期沉积。

5 结论

( 1) 对无确切年代限定的地层仅按岩石特征的

相对一致性进行划分与对比，不考虑具体岩石地层沉

积的古地理差异、具体时间及区域上的迁移变化，会

导致地层划分对比的结论相异甚至错误，本文对地层

划分对比及岩相古地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讨。
( 2) 新元古代 820 ～ 760 Ma 间南华裂谷盆地，是

在武陵造山后古地貌尚未完全夷平的山地基础上开

始的裂陷沉积，其建造组合特征从北西向南东呈现有

规律的变化。以甲路组建造组合为代表的该时期沉

积建造在研究区完全可以对比，但亦存在古地貌的起

伏差异。钙质岩系及之下的砂泥岩、底砾岩在沉积时

序上存在差异，时间上不等时。南华裂谷盆地开启充

填沉积的中心在从江—桂北一带，并渐次向北西部退

积超覆，角度不整合于四堡群—梵净山 ( 冷家溪) 群

之上。
( 3) 研究区甲路组岩相古地理特征反映，在北西

侧的梵净山地区为陡岸近源河流—潮坪相，向南东的

芷江地区为河流—潮坪相，南东的从江—桂北为近源

河流—滨 岸 砂 砾 滩—潮 坪—浅 海 ( 内 ) 陆 棚 相 ( 图

6) 。

图 6 黔东及邻区甲路组时期岩相古地理略图

Ⅰ． 剥蚀区;Ⅱ． 近源河流—潮坪相;Ⅲ． 河流—潮坪相;

Ⅳ． 近源河流—内陆棚相

Fig． 6 The period of Jialu lithofacies-paleogeo-
graphical map in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 4) 甲路组钙质岩系在研究区为区域对比标志，

嗣后岩石建造组合反映的古地理格局分野显著，反映

武陵造山运动之后古地貌经历了甲路晚期沉积环境

的相对一致，之后裂陷盆地沉积分野加剧显著，代表

河流—三角洲、浅水( 内) 陆棚、深水( 外) 陆棚沉积相

区的板溪群、下江群、丹洲群沉积格局突显。
( 5) 研究区甲路组建造组合与反映的岩相古地

理特征，为湘黔桂武陵造山后南华裂谷盆地开启、发
展与演化提供了资料及制约。

致谢 本文在成文中得到了地科院地质所刘燕

学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及野外交流，得到审稿专家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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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oproterozoic Jialu Formation in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Ｒock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and Its Paleogeographic Significance

CHEN Jian-shu DAI Chuan-gu PENG Cheng-long YANG Kai-di WANG Min
( Guizho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Guiyang 550005)

Abstract: The obvious action from ancient landform from Wuling orogeny control the later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in
the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in Neoproterozoic era． Basal conglomerate lithology features reflect on the bot-
tom of Jialu Formation: Sedimentary facies is piedmont debris flow to river in the Fanjing mountain area，river to shore
in the Zhijiang area，and river to shore gravel in northern Guangxi area and Congjiang county． It determines ancient
landform is highland in the Fanjing mountain area in the same time，and is lowland in northern Guangxi area and Con-
gjiang county where accepted sedimentary filling by transgression in the first time． Calcareous rock on the upper part
of Jialu Formation is ideal region for Comparison on make region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relative consistency from
process sedimentary to filling after Wuling orogeny，indicating that sedimentary differentiation begin aggravating be-
cause of rifting in the period of Xiajiang in the same area after the period of Jialu．
Key words: rock stratum; comparison; Jialu Formation; paleogeograpny; eastern Guizhou and adjacen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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