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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镇宁地区早一中三叠世地层发育良好，相变明显，是贵州三叠纪“S”型相变带的组成 

部分之一。地层序列中各组(段)的岩石组合与沉积相为：大冶组主要由薄层灰岩夹少量砾屑 

灰岩组成，主体为缓斜坡相沉积；安顺组主要为一套白云岩，为局限台地一 台地边缘滩(丘)相 

沉积；罗楼组与青岩组主要为一套薄层灰岩夹厚层砾屑灰岩，为斜坡相沉积；关岭组、花溪组及 

杨柳井组主要由白云岩与灰岩组成，为一套局限台地相沉积；垄头组主要由厚块状灰岩、角砾灰 

岩及少量白云岩组成，下部主要为台地边缘滩相沉积，上部为斜坡垮塌堆积与台缘滩相沉积的 

交互；边阳组主要为一套砂泥岩组合，代表了盆地相浊流沉积。早一中三叠世各时期的环境变 

迁颇具特色。印度期总体为缓斜坡环境；奥伦期古地形发生分异，出现 了台地一斜坡的新沉积 

格局 ，且斜坡坡度变大；安尼期古地形分异更加 明显，台缘 向前迁移，但 沉积格局未发 生大的变 

化，唯斜坡坡度进一步增大；拉丁期台缘向后迁移，出现了较完整的台一坡一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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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该文所指的镇宁地区，行政区划主要属镇宁 

县，其次为安顺市所辖(图 1)。区内交通方便，贵 

(阳)一黄(果树)高速公路斜跨研究区北西部，所 

有乡镇均有公路通达。有名的龙宫景区即位于研 

究区东部，并且景区地貌均由三叠纪地层组成。 

研究区的大地构造位置属扬子陆块南缘 。 

区内早一中三叠世台一坡一盆地层发育良好、相 

变剧烈，是贵州三叠纪“s”型相变带的组成部分 

之一l2， ，处于浅海一次深海过渡带 J，为三叠系 

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 

研究区早一中三叠世地层序列中，沉积内容 

丰富。在叙述地层特征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的沉 

积相分类意见 一 ，对地层序列中各组(段)的沉 

积相归属进行了初步判定。为此，将区内地层特 

征及沉积环境变迁作一简要介绍，以便为贵州三 

叠纪地层研究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囤 l回 2囵 3目  5 日 囫 8圈 ， 

图 1 测区行政区划及交通位置图 

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traffic location of the target area 

1一县 ；2一乡(镇)；3一村 ；4一厂房；5一高等级公路； 

6一普通公路；7一县界；8一简易公路；9一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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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一 中三叠世地层特征 

区内早一中三叠世地层共有 9个组，各相区 

地层对比见图2。现按由老到新、由西向东的次序 

叙述如下。 

2．I 大冶组(T d) 

主要由薄层灰岩夹少量厚层砾屑灰岩组成， 

厚370 m左右。一段主要为一套薄层泥岩夹薄层 

新场 

图 2 各相区地层对比示意图 

Fig．2 Strata comparison of each phase area 

灰岩，具水平层理及小型沙纹层理；二段为薄层泥 

晶灰岩夹少量中厚至厚层砾屑灰岩，具水平层理， 

砾屑灰岩常截切下伏薄层灰岩；三段为灰色薄层 

泥岩及钙质泥岩，水平层理发育。下部属陆棚相 

沉积，其上为缓斜坡相沉积。 

2．2 安顺组(T 口) 

主要为一套厚层白云岩，含双壳类化石，除底 

部为斜坡相沉积外，主体为局限台地一台地边缘 

滩 (丘 )相沉积。厚 680～ 1 190 m。 

第一段：主要为厚层块状微一细晶白云岩。 

上部见交错层理；顶部具藻纹层，可见鸟眼及帐篷 

构造 。 

第二段：厚层微一细晶白云岩，具平行层理及 

交错层理。上部见介壳白云岩与微晶白云岩组成 

的基本层序(图 3)。 

第三段：厚层藻迹微晶白云岩及微晶藻砂屑 

白云岩。基本层序为具水平层理的微晶白云岩一 

具交错层理的藻砂屑白云岩组成。 

第四段：厚层泥一微晶白云岩夹少量薄至中 

厚层泥质白云岩。基本层序由藻迹微晶白云岩一 

具藻纹层泥至微晶白云岩组成，层序的顶部常具 

帐篷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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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镇宁安顺组二段上部基本层序 

Fig．3 Basic sequence of up section 2 in Anshun 

~mlation in Zhenning 

l一泥一微晶白云岩；2一介壳白云岩；3一水平层理；4一羽状交错 

层理；5一交错层理 

2．3 罗楼组(T Z) 

主要为一套薄层灰岩夹厚层砾屑灰岩，含双 

壳类及菊石化石，厚586～900 m。根据岩性组合 

分四段。 

一 段为黄灰色薄层粉砂质泥岩、泥岩夹粉 

砂岩及泥灰岩；二段为薄层泥晶灰岩夹薄层粉 

砂屑灰岩、泥灰岩及泥岩、钙质泥岩；三段为薄 

层泥晶灰岩与厚层砾屑灰岩不等厚互层，基本 

层序由砾屑灰岩一泥晶灰岩组成(图4)，与下伏 

薄层灰岩常呈冲刷截切接触；四段为薄层灰岩、 

砾屑灰岩及白云岩，薄层灰岩常具水平层理及 

生物扰动构造。 

图 4 罗楼组中部基本层序 

Fig．4 Basic sequence 0f middle Luolou~rmation 

I～厚层块状砾屑灰(有兼并现象)；2一薄层灰岩 

本组与大冶组在大新哨一羊子坡一带渐变过 

渡，在大新哨一田用一带，与安顺组呈指状穿插相 

变或呈渐变过渡(图5)。 

O 250m 
I．．． ．．．．． ．．．．．．．__J 

图5 镇宁大新哨下三叠统相变地质略图 

Fig．5 Geolo~c sketch of phase transition in low Tfi~sic 0f Daxinshao in Zhenning 

l一厚层灰岩；2一白云岩；3一薄灰岩夹砾屑灰岩；4～泥岩；5一砖红色泥灰岩；6一泥岩夹灰岩；7一地层分区线；8一帐篷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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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坡段组(Tap) 

厚层块状砂屑生物屑灰岩，常夹管壳石灰岩。 

在研究区西南部的滥坝一带及东北部的小革老一 

带，本段有白云化现象而变为微一细晶白云岩夹含 

泥质白云岩。在滥坝之东，白云岩又变为薄层泥晶 

灰岩夹厚层生物屑灰岩，白云岩与灰岩呈较醒目的 

指状穿插相变(图6)。厚大于 115．4 m，未见底。 

圄 t图 ：囹 ，酉 ·困 s口  目 ，口 s口 ， 

图6 镇宁滥坝中三叠统相变地质略图 

Fig．6 Geologic sketch of phase transition in low Triassic of Lanba in Zhenning 

l一厚灰岩；2一厚灰岩夹角砾灰岩；3一白云岩；4一薄灰岩夹砾屑灰岩；5一薄灰岩夹厚灰岩； 

6一砂泥岩；7一泥岩；8一砾岩；9一地层分区线 

2．5 花溪组(T2h) 

主要为厚层白云岩，其次为薄层泥岩及厚层 

灰岩，化石稀少，为一套局限台地相沉积，厚 450 

—550 m。下部白云岩具水平纹层；上部厚层白云 

岩中见有扁平状砾石，具交错层理。 

2．6 杨柳井组(T2Y) 

中下部为白云岩，上部以灰岩为主，化石稀 

少。未见顶，厚度 >450 m。下部厚层 白云岩中 

晶洞发育；中部白云岩中可见平行层理及交错层 

理；上部灰岩常含核形石及鲕粒。 

2．7 垄头组(T2Z) 

岩性为厚层块状生物屑灰岩及砂屑灰岩与灰 

色块状砂屑角砾灰岩不等厚互层。角砾灰岩之角 

砾大小不等，一般 2～30 em；成分有生物屑灰岩、 

砂屑灰岩、珊瑚骨架灰岩等；珊瑚多为丛状群体， 

斜交或垂直层面(但生长方向朝下层面，显示被 

搬运过)，角砾灰岩所含腹足类体腔内的示底构 

造，显示有搬运翻转。基本层序由砂屑角砾灰 

岩一生物屑灰岩及砂屑灰岩组成，反映了斜坡垮 

塌堆积与台缘滩相沉积的交互。厚 445．7m。 

2．8 青岩组(T2q) 

主要为薄层泥晶灰岩、厚层砾屑灰岩及泥岩， 

含双壳类、腕足类及菊石等化石，厚 170̂ v 300 m。 

下部基本层序由砾屑灰岩一粉砂屑灰岩一泥 

晶灰岩组成(图 7)，砾屑灰岩与其下的薄层灰岩 

常呈冲刷截切接触，有时可见薄层灰岩具滑移构 

造现象；中部泥岩具水平层理及水平状的遗迹化 

石，并在石头寨西北及砂锅塘东南尖灭；上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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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灰紫色瘤状灰岩夹薄层灰岩及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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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安顺新场青岩组下部基本层序 

Fig．7 Basic sequence of low Qingyan formation in Anshun 

a．砾屑灰岩；b．薄层粉砂屑灰岩 Ic_薄层泥晶灰岩 

在小革老一石头寨及滥坝一带，本组与垄头 

组一段呈突变接触或渐变过渡(图6、图 8)。 

2．9 边阳组(T，b) 

灰色薄至中厚层及厚层粉一细砂岩与黑灰、 

深灰色薄层钙质泥岩及粉砂质泥岩不等厚互层。 

基本层序由砂岩一粉砂质泥岩及泥岩组成，代表 

了浊流沉积的 b段及 de段。砂岩底面见有呈链 

状排列的重荷模 、槽模及火焰状构造，具平行层 

理；粉砂质泥岩及泥岩具水平层理，含水平状的遗 

迹化石。 

在石头寨、龙宫 、沙锅塘等地，可见本组与垄 

头组第二段呈十分醒目的锯齿状穿插相变(网6、 

图 8)。 

图8 安顺石头寨青岩组及边阳组与垄头组相变地质略图 

Fig．8 Geologic sketch of phase transition in Qingyan formation，Bianyang formation and Longtou formation of Shitouzhai in Anshun 

1一厚层生物屑灰岩；2一薄灰岩及瘤灰岩；3一泥岩；4一自云岩；5一薄灰岩；6一厚层生物屑灰岩夹砾屑灰岩； 

7一薄灰岩夹砾屑灰岩；8一砂泥岩；9一薄灰岩夹泥岩；lO一地层分界线 

2·10 法郎组(T2厂) 3 早
一 中三叠世沉积环境变迁 

主要为薄层灰岩及泥灰岩、钙质泥岩、中厚层 

粉砂岩、少量砾屑灰岩，产丰富的双壳类、菊石类 

化石。泥灰岩中发育水平层理。厚大于 200 m， 

未见底。 

早一中三叠世沉积在横向上的变化和纵向上 

的演化特征明显(图9)，各时期的环境及沉积特 

征各具特色。 

m 6 4 2 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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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镇宁县水井坡一滥坝一带三叠纪沉积剖面图 

Fig．9 Sedimentary section of Triassic in Shuijingpo—I~nba area of Zhenning 

l一泥岩 ；2一砂岩；3一白云岩；4一泥质白云岩；5一介壳白云岩；6一具帐篷构造白云岩；7一具交错层理白云岩； 

8一鲕粒白云岩 ；9一灰岩；l0一砾屑灰岩；11一砂屑灰岩；12一生物屑灰岩；13一角砾灰岩； 

14一泥灰岩；l5一绿豆岩；16一菊石；17一双壳；l8一腹足；l9一腕足；2O一珊 

3．1 印度期的沉积环境 

区内总体为缓斜坡环境，沉积了一套薄灰岩 

夹少量砾屑灰岩及泥岩的组合。具水平层理及冲 

刷截切构造；唯印度早期继承了晚二叠世末期的 

沉积环境，沉积了一套陆棚相薄层泥岩夹薄层灰 

岩组合，水平层理发育，含丰富的双壳类和菊石， 

显示了水体较深而安静。 

圃 I圈 2圈 3固 4圈 5 圃 6田 7 

图 10 奥伦期沉积模式 

Fig．10 Sedimentary mode in Aolun Age 

1一白云岩；2一鲡粒白云岩；3一帐篷构造白云岩； 

4一交错层理白云岩；5一角砾白云岩；6一砾屑灰岩；7一薄灰岩 

3．2 奥伦期的沉积环境 3．3 安尼期的沉积环境 

海水开始退却，古地形发生分异，出现了台 

地一斜坡的新沉积格局(图 l0)。局限台地沉积 

的白云岩，具藻纹层、交错层理，上部见小型帐篷 

构造和膏溶角砾岩；台地边缘滩(丘)环境主要沉 

积了一套厚层白云岩，白云岩大多已细晶化或粉 

晶化，有的地方仍保留有残余鲕粒，交错层理、羽 

状交错层理发育，具杂乱排列的生物介壳，上部藻 

纹层及帐篷构造发育，这些反映了当时海岸环境 

水浅且动荡的特征；斜坡上的沉积仍为一套薄层 

灰岩夹砾屑灰岩的特征组合，唯砾屑灰岩的占量 

较印度期增多，冲刷截切构造发育，并可见滑移构 

造，显示了斜坡坡度的增大。 

古地形分异更加明显，海水进一步退却，台缘 

向前迁移，沉积格局仍为局限台地一台地边缘 

滩一台地前斜坡(图 11)。局限台地内沉积了以 

白云岩为主体的一套组合，具水平层理、小型帐篷 

构造、鸟眼等沉积构造，大化石稀少，显示了水体 

安静而咸化的特点；台地边缘滩主要沉积了一套 

厚块状的砂屑生物屑灰岩。生物屑主要为藻屑， 

而砂屑的磨圆度和分选性好 ，为亮晶方解石胶结， 

岩石的颜色浅，显示了海水浅而动荡的环境特征； 

台地前斜坡的坡度进一步增大，沉积了较典型的 

斜坡相岩石组合，主要为薄层泥晶灰岩夹砾屑灰 

岩，滑塌构造及冲刷截切构造发育。 

例匝匝匝匿匝 ． ： 6 7 0 9 m n 艟n“：2 巨目日圈囫圈圈圈固田圈圆圈圈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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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固 2园 ，国 ·圈 s 

图 11 安尼期沉积模式 

Fig．1 1 Sedimentary mode in Anisian Age 

l一灰岩；2一白云岩；3一砂屑生物屑灰岩； 

4一薄灰岩；5一砾屑灰岩 

3．4 拉丁期的沉积环境 

此时期台缘向后迁移，出现了较完整的台一 

坡一盆新格局。只是由于剥蚀的原因，未见到完 

好的台缘沉积，仅见到台缘与斜坡沉积的交互。 

局限台地沉积(杨柳井组第二一第三段)为一套 

白云岩、纹层灰质白云岩及灰岩组合，具藻纹层、 

小型帐篷构造；台缘一斜坡沉积组合(垄头组第 

二段)较特殊，为一套滩相厚层块状砂屑生物屑 

灰岩与斜坡垮塌堆积的砂屑角砾灰岩组成，生物 

屑灰岩中的胶结物多为亮晶方解石，具平行层理 

及冲刷构造，角砾灰岩中珊瑚的生长方向及示底 

构造显示了角砾被搬运翻转过。这可能是古构造 

的频繁活动，造成了进积与塌积的交互；斜坡一盆 

地相沉积，除早期为低速沉积的瘤状灰岩、薄层灰 

岩外，总体为一套浊积相的砂泥岩组合 ，砂岩的槽 

模、沟模、重荷模、火焰状构造，平行层理及小型交 

错层理显示了浊积模式的 b段特征，粉砂质泥岩 

或钙质泥岩中含大型薄壳状双壳类，具水平层理， 

显示了 de段特点。 

晚三叠世卡尼期的斜坡一盆地相的薄层灰岩 

夹砂泥岩沉积，结束了碳酸盐岩台地的发展历史。 

综上，早、中三叠世的沉积环境变异较频繁， 

台地边缘迁移明显，斜坡坡度逐渐增大。 

4 ．结语 

(1)早三叠世印度期地层以斜坡相的大冶 

组及罗楼组下部薄层灰岩夹砾屑灰岩为主；奥 

伦期地层在台地上以局限台地一台地边缘滩相 

安顺组白云岩为主，而斜坡区的罗楼组上部仍 

然以薄层灰岩夹砾屑灰岩为主，只是砾屑 占量 

增多。 

(2)中三叠世安尼期地层在台地上由局限台 

地相的关岭组、花溪组白云岩与灰岩组成，而台缘 

相的垄头组第一段主要为厚层块状生物屑灰岩组 

成，斜坡相的青岩组主要由薄层灰岩夹砾屑灰岩 

构成；拉丁期地层在台地上由局限台地相的杨柳 

井组白云岩组成，台缘一斜坡相的垄头组第二段 

由生物屑灰岩与砾屑灰岩组成；在盆地区以边阳 

组浊流沉积的砂泥岩组合构成。 

(3)早三叠世印度期区内总体为缓斜坡环 

境，唯初期为陆棚环境；奥伦期海水开始退却，古 

地形发生分异，出现了台地一斜坡的新沉积格局， 

斜坡坡度较印度期增大。 

(4)中三叠世安尼期古地形分异更加明显， 

台缘向前迁移 ，但沉积格局仍为局限台地一台 

地边缘滩一台地前斜坡，只是斜坡坡度进一步 

增大；拉丁期台缘向后迁移，出项了台一坡一盆 

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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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Bailong——binghe Formation in Cretaceous Epoch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Bandaohu Area of North Qiangtang 

LI Yue—shen，MA De—sheng，BAI Pei—rong，ZENG Yu—ren 

(Guizhou Academy of Geologic Survey，Guiyang 550005，Gu~hou，China) 

[Abstract] In Bandaohu area of north Qiangtang，the fossil of early Cretaceous Epoch was found in the stra— 

ta of Suowa formation in late Jurassic which is divided by form er researchers．According to the fossil identifica— 

tion result and regional lithostratigraphy comparison，the Bandaohu area is determ ined to be Bailong—binghe 

formation．The determination of this stratum will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ebuild of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d paleogeography of early Cretaceous Epoch in north Qiangtang basin． 

[Key words] Tibet；Qiangtang basin；Early Cretaceous Epoch；Bailong—binghe formation；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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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 Strata Features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Transition of 

Early—middle Triassic in Zhenning，Guizhou 

xu An—quan ，XIAO Jia—fei ，W ANG Xue-hua，XIAO Teng 

(1．Guizhou Academy ofGeologic Survey，Guiyang 550005，Gu~hou，China；2．Laboratory of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Guiyang 550002，Gu~hou，China) 

[Abstract] In the Zhenning area，the strata of eady—middle Triassic develops well，the phase transition is 

abvious，it’s part of S phase transition belt of Triassic period in Guizhou．The rock association and 

sedimentary phase of each section in the strata sequence are：Daye formation consist of thin bed limestone an d 

some rubble limestone，the body is gentle slope phase sediment．Anshun form ation is dolomite and restricted 

platform -platform  margin phase sediment．Anshun formation consist of thin bed limestone and thick rubble 

limestone，it’s a slope phase sediment．Guanling form ation，Huaxi formation and Yangniu form ation consist of 

dolomite and limestone，it’s a restricted platform  phase sediment．Longtou formation consist of thick 

limestone，rubble limestone and some dolomite，the low part is platform  margin phase sediment，the up part is 

the interaction of slope collapse accumulation and platform  margin phase sediment．Bianyang form ation is a 

sand shale association and represents basin facies turbidite deposit．The environment transition of different peri— 

ods in early-middle Triassic is specia1．Induan Age is gentle slope environment，the ancient landform  changed 

in Aolun Age and became a new sedimentary pattern of platform —slope．The change of ancient landform  in Ani- 

sian Age is more obvious，the platform  margin transit forward，but the sedimentary pattern changed a little and 

the slope is bigger．The platform  margin in．Ladinian Age transit backward，the complete new pattern of plat— 

form —slope—basin appeared． 

[Key words] Strata；Sedimentary facies；Sedimentary environment；Early—middle Triassic；Zhe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