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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在白圣纪 �距今��������� 的地史变迁
，
说法不一

。

原因在于对这个时期

保留下来的地史资料 �岩石
、

地层和古生物等�的掌握和研究程度的不同
，
特别是由于对

地层的岩相特征
、

接触关系和化石意义认识的差异
，
导至地层划分

、

对比的不同方案
，
从

而引出地壳运动
、

湖泊河流与陆地沙漠转换等方面的不同结论
。

本文据笔者十年来对四川

盆地白奎系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

一
、

地层划分与对比

城墙岩群和嘉定群是四川盆地著名的两大套红层
，
国内外地质学者们早在�� �前就对

其作了地质调查
。

但两群之间谁老谁新
、

谁上谁下的争论长期未能统一认识
。

城墙岩群最

早被认为第三系
〔 ’日’ ， 后来被认为是白至系〔 ’ ” 、 ‘，’ ‘ 、

���
“ ·�，， 或侏罗系上统至第三 系川

，
或侏

罗一白垄系〔 ’ “ 一 “ 、 �〕 。

嘉定群被认为是白噩系 〔��
、
�“ 、

川
，
或白圣系上统至第三系 〔�〕， 或白垄 系 下 统 至 第 三

系〔 “ 一 ‘ “ 、 �、 �” “ 〕 。

至于两群的关系则长期被认为二者相当〔�’ 、
�� 〕 ，

或部分相当比
�、 “ 〕 ， 或为全不

相当的上下关系
，
即嘉定群在上

，
城墙岩群在下 〔 ‘ “ 一 ‘ ” 、 ’ “ 、 “ 〕笔者所得资料和结论如下

�

�一�城墙岩群及其相当地层为晚侏罗世早期至早白蛋世早期沉积
。

据该群已经正式

建立的生物地层单位 〔 ” 、 ‘�、 ’�’ ，
北部的城墙岩群总归于矩形达尔文介一达 蒙 介 超 共 延 带

�刀��。 ‘，。 �� 口���，邵
一

��、 ������ ��������叨
�����一��鳍

� �����
，
相当于欧洲上侏罗统的

基米里支阶 ��������叱���� 至下白蛋统的贝里亚斯 阶 ������������
，
盆地中部的

“
城

墙岩群
”
归上述超共延带中的鳍女星介一景谷介共延带�凡

，肋��户对�哪
一

刀，
��“ �翻 ����

�����毗
一

����
�
�����

，
相当于欧洲的上侏罗统波特兰阶 ������������助 至贝里亚斯 阶

，

时限均为晚侏罗世至早白噩世早期
。

其中包括 �个生物组合带
，
属于晚侏罗世的 自下而上

为始湖花介一双柏达蒙介组合带 ����‘，。 ‘刃����一�“ 哪。 、 “ � �
加训�耐

‘琳‘“ �������昭
�

�����
，
德阳介一景谷介组合带 〔����” �‘� ��

·

�一
介 ” ��“ ��勿 �������������

� ����不

尖尾景谷介一民和民和介组 合 带 〔�伽��哪�址 ������耐衅�一�
·

��初肠‘ 翻�州初���舫‘
“

�������昭
� ����〕， 属于早白奎世早期的自下而上为大姚女星介一庆建介组合带 ���户而

�

�� �叮
��。 。 �‘�一�‘，��‘�二‘� ������昭

� ��” ��
，
乌鲁威里介一鼻星介组 合 带 〔��户

犷记“
���，���匆�

一
爪阴介少夕钻 ���������

�
����〕 。

所以
，
城墙岩群不仅没有第三纪沉积

，
而且

没有早白里
一

世中
、

晚期地层
，
大部分地层为晚侏罗世晚期沉积

，
只有小部分属于早白奎世

早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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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定群及其相当地层为早白奎世晚期至老第三纪沉积
。

该群的生物地层单位
，
目

前仅有初步论述 〔 ’ ” ’ ，

尚未正式建立
。

但是
，
已有的地层古生物资料 〔召、 ‘ “ 、 ‘�、 ‘�、 ’ ” ’ 已经表明其

地质时限
。

其底部产�少乡，‘��“ ��“ ” 。 二
。 ，“ 考“ 如��

�

���
，
�

· ，。 “ ” “ ���子时“ �“ ���
�����，

�� ��那‘�‘ ���
��

，
�

·

��
·
�、 户。 ��“ ���“ 邪 ��� �� ��职

，

�� ��
·

�“ ” ” �” 胡对“ ��
，
�

·

户��百
�

����
‘�才� 工�

，
�

�

乡��云。 ���“ ��
，
�落“落户��卿力

�若� ��。 �“ ��知�
�������

，
�

· ，�” �人。 “ �肪万� ��

等
，
为早白垄世晚期分子 � 下部产 �少户而况�� “ ” �湘“ ��。 况耐� ��� �� ����

，

�� �‘“加 “ 刚
�

哪众 ��
，
�耐口耐“ ���对州、 。 �� ��

，
�

�

五动。 ���二�’� ��
，

��户
，记�� ��众哪����乡对�、 �动“ �

对。 ” ��”��’� �� �� ���
，
�

·

�刀
�

���，�� 工�
，

��户
，记。 ���，

俪
” ��，��������渗� �� �����

等为中白奎世代表� 中部 产 介�众�介记鹉
一

枷叻‘
” 荞“ ��‘” 。

��少众 ����击 “ ‘少介钻�
一
�州

�

���口
妙户

，，’�一�伽
，口
卿幼。 。诸属的多种化石

，

为晚白蛋世分子 � 上部产瓜阴
， 。 ‘少才�。 。 �幼时

�

�儿�‘� �� ，
�

�

�����、 ，
��� �

，
�

�

加阿加��介馏‘‘ ��
职 �� 工�等

，
为老第三纪代表

。

其中

离底仅几米处发现的 ��户万�� ��渗公” “ ��群哪。 �习������ 为代表的大量女星介与 �‘厉乡�。 �

��少众 ��。 梅 ���������
����共生

，
而这一类 �‘�印����户，众 ��耐‘ ���

��
�������为蒙

古凡兰吟阶 �����
鳍�正

��� 甚至 巴 列 姆 阶 ��������朋�的分子
〔 “ ” �

其上的 ��乡
�记��

�压
�耐��卿少记���属常为北美亚普蒂阶 ���������重要分子

〔邵 ’ 。

均说明嘉定群最低 层

位比城墙岩群的最高层位还新
，

因为城墙岩群中常见的几
，。 ���厅���，

�初�����协
，
�����

。 �，’�等属从不延续到嘉定群里来
。

�三�嘉定群盖在城墙岩群之上
。

过去
，
人们从两群各自分布于不同地区并且都盖在

蓬莱镇组及其相当层位之上的现象出发
，
误认为两群相当或部分相当〔“ ‘ 、

���
‘ 、 “ 、 “ ’ ，

而把两群

岩性和化石的差别解释成
“
相区不同

，
生物面貌有异

” ，
从而否定化石资料提供的两群为新

老不同的上下关系的意见
。

笔者等在���������年根据化石得出为上下关系的推论后
，
一

直竭力寻求岩石剖面上直接相触的上下关系事实
。
����年初

，
笔者同古洪信

、

曾良挂等同

志一道观察了四川地质局 ��� 地质队在广汉县城及其附近打的两 口钻井岩心
，

并鉴定研究

了其丰富的介形类化石
。

证实了这里的嘉定群的灌 口组和夹关组 �典型的夹关砂岩
，
底部

为底砾岩
，
上部产众

，��，
�����

，

对
己云我夕�

，众等介形类�直接平合覆于城墙岩群之上
，
并且

是覆于该群最高层位古店组之上
。

井下的古店组与中江古店场地表剖面的古店组的岩性一

致
，
厚度接近

，
为棕红色砂泥岩互层

，
厚 约 ����

。
整合于其下的七曲寺组上部的泥岩中

采获大量的为各地七曲寺组特有的介形类勿�
�‘�‘� ������消苦秒

�二。 胡�’’� ��� �� ��吧
，

�
�

��
�

� 。 �才� 。 �云� �
������

，
�

·

��
�

� �

��
· ，
�众印再

口妙乡廊
��

·
�

俪
‘ ��。公 ���

��
�������

，

�扭” ���乡，�’�邸 ��介解二“ ，附泊 ���� �� ���飞
，
�哪伽邵协

��
� ，

�伽�������
���

� ，

�萝峪
�

�众，认 �口，邵 � 等
。
����年 �月

，
笔者又同四川省地质局航调队等在成都龙泉芝麻沟剖

面观察到嘉定砂岩 �夹关砂岩�直接盖在城墙岩群白龙组之上的事实
。

在双流苏码头和仁

寿等地
，
嘉定砂岩还直接盖在天马山组之上

，
而笔者与四川地质局航调队的工作证明

，
天

马山组有的地方与城墙岩群的剑门关组加部分汉阳铺组相当
，
有的地方则只相当于剑门关

组的一部分
，
有的地方则完全缺失这套地层

。

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在四川盆地中部嘉定群

盖在城墙岩群最高层位之上
，
而向南逐渐超覆到较老地层之上

，
到盆地南部 �嘉定群主要

分布区�则进一步超覆于蓬莱镇组之上
。

�四� 四川盆地白至纪地层划分与对比
。

根据前述讨论
，
四川盆地的年代地层单位

、



第 �期 李玉文
�

论四川盆地白垄纪地质发展史

表 � 四川盆地白至纪地层划分对比表

��卜�� � �闷种
��。 劝 讨 ��� ��，�泣盯

�

汕�� ��，������ 成 ��� ��������二�

�� 比� ��比
�扭。 ����。

年代地 层单位 岩 石 地 层 单 位 生 物 地 层 单 位

系 �统 南 部 � 西 部 � 北 部 �共延带 组 合 带

始 】��…��� �
������ �芦 山 组 �

新
�������

�

�
统 �������

一

—厂甲一

�
�一上卫一止上止一� �余光

��脚刀卯�才入
亡�亡 留廿�对�

配刀万�

一��刀刀 。 亡夕�犷了‘ ��肥����只�

�����

坡组

�
�

八多一�己�己月��了一��左 。 ‘ 夕���东

��
�

�
一��夕。 广夕���‘

����������� ��里��

。�二�。灿��﹄�
。��口、，、叱、抓台牡趁、闷

�

�
�

的�叭渭�认勺���的

柳 嘉 组

金鸡关组

高坎坝组 灌口组
灌口组

�� 娜
口功￡碑��” 窟云刀万了一���介夕

�

�犷��
��一��二����，�， ��“ ��

�

���夕尹�‘ ������������ ����

古统一新上

�定 � �

三 合 组

打儿幽组

���石�刀��
一

�
� ” ����亡�灯��

�����卜���� ����

�少钾�才
己� �” �“ ‘

���
��

���� �

����柳
一�

�

���刀了‘配�娜�
�

。���。助�﹄�·︸�。﹄﹄�︺��口

﹄找�入七。��灿。。沈
�，、、、‘�认勺

统
群

夹关组 夹 关 组

击
口��日���〕 ，����� ���，�

群

窝头山组 �夕

忍
击

� “ 之�” �

�人。 ‘ 夕介�
了

���������� ���

�亡亡�介多叮�

“ 口 “ 八�

�

皿古 店 组

。���
跳
户叫﹄时·相��巴﹄�。﹃。�

之、赵跳去、
�电

心、饭入
勺。长晓�久

统

���尹�击
� ���耽��血��

��舰�亡�钾�
�

����������� ��一飞�

�夕钾��“ ��夕���” ‘�‘
�

口���护�
����

����盆��卜���� ��了��

剑 阁 组
侏

瘫

白 龙 组 汉阳铺组

��，��“
。 ��“ ��

�

� 召‘ “ �“ ��

一
�

�

��渗�八
。 �����州爪汤

。 ‘ 刀，�，

����百一���江�� ��五百�

����” �比

苍 溪 组 剑门关组 ��刀�召“ ���

��
。

�
�

‘ ��
。

�

���������� �����

城墙岩群

莱 镇 莲花口组

����切刃。 ‘ 夕了���亡一�召��刀口���

了几湘” ��召�巴招���

人��

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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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地层单位和生物地层单位
，
可以一简表示之 �表 ��

，
勿需赘述

。

二
、

沉 积 发 展 史

地层划分与对比方案的不同
，
沉积发展史的分析会面目全非

。

按照
“
两群

”
相当或部

分相当的意见〔�‘ 、 ��、 �，， 会认为四川盆地早白蟹世是一个广阔的沉积盆地
。

当我们恢复历史

的实际之后可以看到
，
虽然侏罗纪的四川湖盆比现在的盆地范围还大

，
但到晚侏罗世

，
湖

盆急剧缩小
，
临到白圣纪开初

，
只剩下广汉

、

德阳和中江等地尚残留湖水
，
沉积了城墙岩

群的七曲寺组上段和古店组
，
为一套紫红色一砖红色粉砂岩泥岩互层央紫灰色细一中粒砂

岩或含砾砂岩薄层
。

泥岩中产丰富的淡水湖相介形类化石和轮藻化石
。

表明为湖泊一河流

相交替沉积
，
以湖相为主

。

沉积物自下而上砂岩减少
，
泥岩增多

，
颜色更红

。

沉积物分布

面积 日趋狭小
。
古店组沉积仅分布于德阳一金堂

、

中江双凤场和中江卷洞桥之南的几个极

狭小的分割小湖之中
。

至早白里世中期
，
整个四川盆地完全结束了沉积

，
表现为古生物序

列的间断和岩石地层的缺失
。

早白圣世晚期至中白圣世
，
四川盆地中部和西部 不即成都一雅安区�接受了河流相沉

积
，
以及河流一湖泊相交替沉积

，
以夹关组为代表

，
为砾岩和大量的具交错层理以及冲刷

面的砂岩
，
或岩屑砂岩

，
或粉砂岩

，
虫迹发育

，
介形虫化石仅在个别夹层中发现

。

但在盆

地南部�即乐山一宜宾一习水区�
，
这个时期沉积的是大量的风成砂岩

。

例如著名的乐山大

佛就是在沙漠成因为主的风成砂岩中所刻
，
直至川南

、

黔北
，
这种风成砂岩更为发育

，
川

南嘉定群的打儿幽组为一典型
。

砖红色块状一巨块状砂岩
，
由大量的分选性好圆度亦好的

砂粒自由堆积而成
，
不含云母片

，
粒度在�

�

������之间
，
在垂直系列上粒度非常均一

，

质地松散
，
胶结微弱

，
大型交错层理发育

，
交错层系一般厚����

，
厚者可达���

，
倾斜

角度大
，
达��

。

���
。 。

化石很难采集
，
仅产于风成砂岩局部所夹泥岩薄层之中

，
为当时沙

漠中的局部绿州水域或间歇河流的产物
。

晚白噩世的川南
，
河湖相沉积增多

，
但局部仍有风成砂岩沉积

，
特别是到早第三纪早

期又发育了很厚的沙漠沉积
。

这可以从川南嘉定群的上白至统三合组上部
、

高坎坝组和下

第三系古新统柳嘉组得以证实
。

但在西部和中部�即成都一雅安区�
，
晚白圣世已由河流发展成湖泊

，
而且由于气候干

旱
，
湖水浓缩

，
在晚白圣世中晚期沉积了大量的钙芒硝甚至食盐矿产

。

灌 口组就是这种沉

积的代表
。

主要为一套棕红色
、

紫红色粉砂岩
、

泥岩夹少许泥灰岩及膏
、

盐矿产
。

晚白翌

世中
、

晚期沉积物中出现有孔虫�口耐口，属
，
表明此期四川湖盆有海水灌人

，
但极为短暂

，

只是在水介质方面发生过变化
，
而沉积物特征未受大的影响

。

后来湖泊向 西 部 收 缩
，
湖

泊一河流相环境一直保持到早第三纪
。

综上所述
，
四川盆地在早白蛋世早期大部分地区处于隆起剥蚀地位

，
仅中部的广汉一

中江一德阳地区有湖泊一河流相沉积
。

在早白圣世晚期至晚白圣世
，
沉积区域扩大

，
中部和

西部由河流相发展为湖泊一河流相
，
并向西部收缩， 南部从大量的砂漠沉积发展为砂漠一

河湖沉积
。

所以
，
白圣纪的四川盆地只有部分地方为湖水占领

，
大片的沙漠曾覆盖着南部

地区
，
再不像侏罗纪时那样大湖广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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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构 造 发 展 史

前述嘉定群从北向南逐渐超覆的现象
，
是地壳运动的结果

。

晚侏罗至早白噩世早期
，

由于燕山亚旋回第一幕波浪式升降运动的影响
，
主要受到南东一北西方向的水平压性作用

力
，
四川盆地南东部处于相对升起的

“
波峰

” ，
很少接受沉积

，
而北西地区处于

“
波谷

” ，

则接受了城墙岩群的沉积
� 到早白垄世晚期一中白奎世至晚白奎世

，
由于燕山亚旋回第二

幕波浪式升降运动的影响
，
主要受到南西一北东方向水平压性作用力

，
使四川盆地南西部

下降
，
原来是升起的南部

“
波峰

”
亦转化为

“
波谷

” ，
南西部均沉积了巨厚的嘉 定 群� 原

是
“
波谷

”
的川北则逐渐上升为

“
波峰

” ，
没有接受沉积� 而居于中间地带的双流

、

仁寿至

雅安等地
，
则处于两次波浪式运动的

“
波谷

”
交汇处

，
两群均多少有点沉积

，
从而形成目

前普遍能见到的嘉定群盖在天马山组之上的过渡区
。

两次升降运动的力源均来自太平洋地

块和印度地块水平作用力的叠加
，

但前一次以南东一北西向合力为主 �主要是太乎洋地块

向北西方向的压力作用�
，
构成北东一南西向的沉积盆地和南东一北西向的剥蚀区一沉积区

的交替� 而第二次以南西一北东向合力为主�主要是受印度地块向北东方向的压力作用�
，

构成北西一南东向的沉积盆地和南西一北东向的沉积区一剥蚀区的交替
。

四川盆地的这种

波浪式升降运动只不过是我国西南乃至中南各盆地一系列
“
波浪

”
中的一个环节

，
相同或

相似的模式
，
在相同时期的西昌盆地

、

滇中盆地
、

思茅盆地乃至江汉盆地等均可以找到
。

太平洋地块
、

印度地块与欧亚地块的交替的叠加作用是造成这些地区沉积环境展布格局并

进一步加以改造的根本原因
。

燕山运动对于四川盆地的影响
，
仅表现为升降运动

，
只造成了盆地内湖盆的缩小和转

移
，
只造成了下白里统上部 �嘉定群之底�的一个超覆平合面

，
那种既不承认四川白圣纪

沉积盆地缩小和转移
，
又在白圣系内部划了许多平行不整合 �平合�面的作法即是自相矛

盾的
。

至于上白至统与下第三系完全整合连续眺
‘ “ 、 ‘ ’ 、 ‘�、

们 ，
在白噩纪末

，
第三纪初

，
沉积

环境变化不大
，
仅是向西退缩

，
此时的四川盆不存在任何造山运动⑨ 。

本文之成
，
曾得四川省地矿局古洪信

、

曾良佳
、

倪秉方
、

陈茂凯和我所徐济凡同志大

力支持
，
借此机会一并致以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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