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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云南省大关县泥盆系蕴藏着丰富的石英砂资源，地层序列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石英砂形成的古地理环

境及其变化特征，而且结合构造背景的研究，可研究石英砂形成分布规律，为硅产业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为此，本

文以野外地层剖面测量及页岩气调查井岩心编录为基础，结合古构造背景，研究了在直线距离50 km的滇东北大关

县、盐津县泥盆系剖面特征，认为该区泥盆系具以下特点：（1）研究区位于晚古生代滇黔桂裂谷北部边缘地带，受边

缘相带控制，沉积了坡松冲组、缩头山组两套高成熟度石英砂岩，是滇东北硅产业园的资源基础；（2）大关、盐津地区

泥盆系总体上由下向上发育了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组、曲靖组、在结山组七个组，但受裂谷

盆地隆、凹相间格局及同生断裂控制，七个组常发育不全，不同的地点，沉积序列常不一致，变化极其频繁；（4）泥盆

系总体经历了两次海退→海进沉积过程，反映由陆架建设到碳酸盐台地的形成过程，同时，受裂谷盆地的影响，各组

与建组剖面只是相似，具一定的变化特征；（4）总体上，缩头山组资源潜力优于坡松冲组。坡松冲组以盐津中和镇最

具开发前景，缩头山组以大关县木杆镇及大关县黄荆坝最具前景。这些对泥盆系石英砂的开发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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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onian System in Daguan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is rich in quartz sand resources. The study of stratigraphic

sequence in this area can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paleo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its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quartz sand formation, but also can reveal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rules of quartz sand with the hel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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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background, and finally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licon industr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field

stratigraphic profiling and core logging of shale gas wells, and combined with the paleotectonic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udied the

Devonian profile characteristics in Daguan and Yanjin counties in northeast Yunnan Province with a straight-line distance of less than

50 kilometers. This area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Dianqiangui rift in Late Paleozonic, where controlled by the edge facies

zone, two sets of high maturity quartz sandstone were deposited in Posongchong Formation and Suotoushan Formation. In general,

seven Devonian formations were deposited, including Posongchong, Pojiao, Qingmen, Suotoushan, Hongyapo, Qujing, Zaijieshan

from bottom to top in order, but these seven formations are often incomplete and vary very frequently at different locations.

Controlled by the pattern of uplift and depression in the rift basin and syngenetic fractures, the sedimentary sequence is often

inconsistent in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Devonian strata witnessed two regressive and transgressive depositional processes, reflect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from continental shelf construction to carbonate platform, and the strata of each formation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stratotype section with certain variet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whole, the resource potential of Suotoushan Formation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osongchong Formation. Zhonghe Town of Yanjin County is the most promising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industrial quartz

sand for the Posongchong Formation, and Mugan Town and Huangjingba Town of Daguan County are the most promising prospects

for the Suotoushan Formation, which ar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exploration of Devonian quartz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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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云南省大关县、盐津县位于滇东北昭通地区，

泥盆系石英砂是当地硅产业园的支撑性矿产资源，

因而，研究泥盆系沉积序列及分布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该区在 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中分属雷

波幅及筠连幅。1∶20 万雷波幅❶将其归入中泥盆

统，未建组；1∶20万筠连幅❷将其归入中下泥盆统，

亦未建组。这些工作显然较为粗略，难以满足该区

石英砂矿勘探的需要。就公开发表的文献，该区泥

盆系的研究，《云南省岩石地层》（张远志等, 1996）

对滇东北地区泥盆系各组有概略性的岩石组合的

描述；郑荣才和张锦泉（1989）对滇东泥盆纪构造格

局和岩相古地理演化作了整体性的阐述；2014年以

来，相关研究者对大关天星、彝良泥盆系石英砂的

地质特征开展了调查研究，应用粒度分析、重矿物

分析、地球化学分析及可选性等开展了较为系统的

工作（王中荣, 2014; 邱子娟等, 2016; 周邦国等,

2018; 王子正等, 2019; 李美烽, 2019; 祝乐江，

2020）。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大关天星以南地区，

对天星以北的地区未曾涉足，且主要涉及中泥盆统

缩头山组的沉积相特征分析，认为大关地区的缩头

山组主要为滨岸相的沉积，但对泥盆系充填序列、

差异及其与盆地演化的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未能

全面反映石英砂的技术现状及发展前景（汪灵等,

2014; 贾德龙等, 2019）。自 2016年以来，天星以南

地区同步开展了4个标准图幅的1∶5万区域地质调

查工作❸。在云南省岩石地层清理（张远志等,

1996）的基础上，本次1∶5万区域地质调查将滇东北

地区建组剖面引入该区❸，系统清理了该区泥盆系，

将其划分为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

红崖坡组、曲靖组、在结山组七个组。剖面测量及

该区页岩气调查井岩心编录表明，该区泥盆系在小

范围内的不同的地点，沉积序列均不完全一致，七

个组沉积常不完整，呈一指状特征。这一特征，与

该区晚古生代处于黔南裂谷边缘相带有着密切的

关系❹，受裂谷盆地隆、凹相间的格局及同生断裂的

控制。本文旨在通过展示这一地区泥盆系相关剖

面资料，以反映沉积序列演化特征及变化，探讨其

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及其对古地理格局的控制，分

析对于石英砂开发的意义，以形成区别于传统沉积

矿床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

2 滇东北泥盆系地层主要特征

根据云南省岩石地层资料（张远志等, 1996; 周

邦国等, 2018; 王子正等, 2019），大关、盐津地区位

于属扬子地层区—上扬子地层分区—昭通地层小

区（图1），且位于昭通小区最北部，图1中Ⅵ4
3-1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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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层小区。泥盆系主要分布于大关、盐津及其

以南区域，在南部黔南一带，甚至出现台、盆相间的

格局，出现了大套碳酸盐❶。滇东北地区，泥盆系层

型剖面主要位于研究区南部的昭通、曲靖一带。云

南省岩石地层总结了昭通地层小区泥盆系的岩石

组成和变化特征。为便于和研究区泥盆系特征进

行对比，现简要说明如下。

坡松冲组：以灰白、灰黄色（含硅泥钙质）石英

砂岩为主，因地而异夹石英粉砂岩、页岩，中下部夹

1~3层结核状、豆状赤铁矿透镜体或富铁质砂岩。

坡脚组：灰色含灰云岩夹钙硅质粉砂岩，上部

夹灰黑色钙质页岩-泥质灰岩。横向可变化为以灰

黄、黄棕色石英砂岩、泥质砂岩为主夹泥-页岩。

箐门组：灰绿、黄绿、黄灰、灰黄色泥-页岩为

主，及砂质泥-页岩、粉砂岩夹泥质条带灰岩、灰岩、

云灰岩、白云岩，局部互层。底部为含铁灰岩或含

铁白云岩抑或菱铁矿扁豆体。

缩头山组：以灰白、灰黄色石英砂岩为主，偶夹

粉砂岩、泥-页岩。局部地区（如昭通箐门等）中下

部或底部夹鮞状赤铁矿层或含铁砂岩层。

红崖坡组：一套杂色岩层。由紫红、黄绿、灰绿等

杂色粉砂岩、泥-页岩，以及（含）镁质碳酸盐岩组成。

曲靖组：为滨—浅海相碳酸盐及泥质、细碎屑

沉积岩组合，且在横向上岩性及厚度变化均大。在

图1 云南省岩石地层区划及研究区位置图（据张远志修改,1996）
1—地层大区界线; 2—地层区界线; 3—地层分区界线; 4—地层小区界线; 5—研究区

Fig.1 Petrostratigraphic division of Yunnan Province and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after Zhang Yuanzhi, 1996）
1-Stratigraphic regional boundaries; 2-Stratigraphic boundary; 3-Stratigraphic divisions; 4-Stratigraphic areas; 5-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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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门剖面，上部灰白、灰绿色细砂岩，灰色钙质页岩

夹黄绿色细砂岩和少量紫红色页岩；中部深灰色生

物灰岩；下部泥质灰岩、泥灰岩，钙质泥-页岩夹灰

岩，云灰岩。

在结山组：以灰色为基调的白云岩为主，近底

部夹少量灰岩、粉砂岩及页岩。

以上概括总结了昭通地层小区泥盆系各组的

岩石组合特征，但对纵向发育程度及其变化特征，

特别是大关、盐津泥盆纪边缘相带的发育特征并未

涉及，对其沉积序列及其变化的厘定是本次工作的

一个重要进展。

3 大关、盐津地区泥盆系地层特征

大关、盐津地区泥盆系地层在平面上呈透镜状分

布特点，局部地区沉积缺失而呈尖灭状。在直线距离

50 km范围内，实测了4条剖面，修测了1条剖面，编

录了1口页岩气调查井岩心（图2）。剖面测量及钻井

岩心编录表明，不同的剖面、钻井沉积序列差异较

大。具体而言：盐津县豆沙关镇龙孔坝剖面，仅发育

坡松冲组、坡脚组两个组；盐津县中和镇花生河坝河

坝头剖面，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

红崖坡组、曲靖组、在结山组七个组；大关县木杆镇漂

坝村新地2井，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

山组四个组；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❶，发育坡松冲

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组五个组；

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大关黄荆坝剖面，发育坡松冲

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组、曲靖组、在

结山组七个组；大关县黄荆坝镇大树子剖面，发育坡

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三个组。同时，各组特征与层

型剖面只是相似，但有较大的差异。

3.1 盐津县豆沙关镇龙孔坝剖面

该剖面起点坐标（28°00′20.2″N，104°13′58″E），

终点坐标（28°00′23.9″N，104°14′02″E），泥盆系仅发

育坡松冲组、坡脚组两个，上部梁山组褐铁矿层清

晰。各小层特征如下：

梁山组 ＞0.92 m

8.为灰色粉砂岩夹页岩，底部为6 cm厚褐铁矿层，为古

风化壳。与下伏地层泥盆系为平行不整合关系 0.92 m

-------平行不整合-------
坡脚组 14.89 m

7. 土黄色中层状含铁泥质细晶白云岩，岩层单层厚度

25～40 cm，层理面平直、清晰，延伸稳定 1.38 m

6.深灰色—灰紫色厚层状含铁泥质粉晶白云岩，岩层单

层厚度>2 m，层理面不清楚，仅远观隐约可见。底部为深灰

色，往上逐渐变浅红，而呈灰紫色 13.51 m

──────整 合──────
坡松冲组 21.76 m

5.黄灰色—深灰色薄—中层状含泥质粉砂质细粒石英

砂岩与土黄色—灰黑色泥（页）岩互层，二者比例约1∶1。泥

（页）岩中可见炭屑 3.70 m

4.黄灰色厚层状细砂质石英粉砂岩夹少许灰黑色粉砂

质页岩，二者比例约50∶1 6.18 m

3.厚层—块状细粒石英砂岩与灰色粉砂质页岩互层，二

者比例约 1∶1 2.51 m

2.灰色粉砂质页岩与黄灰色含孔洞泥质含细砂质粉砂

岩互层，互层厚度约1 m 4.25 m

1.灰—灰白色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含泥质细粒石英砂

岩，岩层单层厚度约50 cm 5.12 m

-------平行不整合-------
菜地湾组 ＞11.09 m

0.紫红色—黄绿色相间的斑杂状泥（页）岩，以紫红色

为主 11.09 m

该剖面坡松冲组，厚 21.76 m，灰—深灰色—灰

白色、黄灰色、灰黑色薄—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夹

粉砂质泥（页）岩、粉砂岩或互层。局部可见灰黑色

粉砂质泥（页）岩中含炭屑。与建组剖面相比，含较

多的泥（页）岩、粉砂岩，且石英砂岩粒度较细。

坡脚组厚14.89 m，下部为深灰色—灰紫色厚层

状粉晶白云岩，上部为土黄色中层状含铁泥质细晶

白云。与区域相比，不含页岩。顶部可见下二叠统

梁山组褐铁矿层，以此限定存在很多泥盆纪地层的

缺失。

3.2 盐津县中和镇花生河坝河坝头剖面

该剖面起点坐标(28°07′38.2″N，104°02′11″E)，

终点坐标(28°07′48.1″N，104°01′56″E))。泥盆系地

层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

坡组、曲靖组、在结山组七个组。各小层特征摘要

入下。

梁山组 0.70 m

32.灰黑色泥质粉砂岩，具油浸特征，新鲜面具油气味。

与下伏泥盆系呈一突变岩性界面，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0.70 m

-------平行不整合-------
在结山组 31.20 m

31. 浅黄灰色—土黄色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含铁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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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灰质粉晶白云岩 17.30 m

30.灰色中—厚层状细—粗晶白云岩 9.60 m

29.灰色（风化色黄灰色）厚层状含铁泥质细晶白云岩，

顶为1m厚灰黑色微含铁泥质弱硅化细晶白云岩 4.30 m

──────整 合─────
曲靖组 33.8 m

28.灰色中层状微含硅质细晶白云岩 2.90 m

27.黄灰色中层状微含硅质细晶白云岩 6.30 m

26.浅灰色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 6.20 m

25.灰色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 18.40 m

──────整 合─────
红崖坡组 106.10 m

24.灰白色厚层状含钙质中细粒石英砂岩 2.60 m

23.灰白色细粒石英砂岩、灰黑色细砂粉砂质泥岩组成

一个由粗变细的基本层序 9.00 m

22.黄灰色—灰色薄—中层状含泥质细粒石英砂岩夹

黄绿色泥岩，二者比例约20∶1 22.20 m

21.灰色中—厚层状泥质含细砂粉砂岩，偶夹黄绿色泥

岩，二者比例约50∶1 11.20 m

20.黄灰色中层状含铁钙质含泥质细粒石英砂岩与黄灰

—黄绿色页岩互层，二者比例约1∶1 8.60 m

19.灰黑色粉砂质页岩夹灰白色薄层状含泥质中细粒石

英砂岩，二者比例约6∶1 4.30 m

18.灰白色中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 13.50 m

17.紫红色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局部呈灰白色而呈斑

杂状特征 5.80 m

16.灰白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 0.70 m

15.下部为灰—灰黄色泥质含细砂粉砂岩，上部为灰色

含泥质含细砂粉砂岩，二者比例约1∶1 3.30 m

14.灰黑色粉砂质页岩夹灰色薄层状含泥质细粒石英砂

岩，二者比例约20∶1 14.90 m

13.灰白色中—厚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单层厚度20～

50 cm，顶部为30 cm紫红色含铁泥质细—粉砂岩 5.30 m

12. 黄绿色—黄灰色中—厚层状含孔洞粉砂质泥岩。

夹一层厚约 10 cm铁质粉砂岩，其中含紫红色铁质斑块，大

小约2 cm×5 cm，呈不规则状，含量约10% 4.70 m

──────整 合─────
缩头山组 10.90 m

11.黄灰色中—厚层状泥质含细砂石英粉砂岩偶夹灰色

细粒石英砂岩，二者比例约 20∶1 8.80 m

10.灰白色中—厚层含泥质细粒石英砂岩，发育平行层理

2.10 m

──────整 合─────
箐门组 2.70 m

9. 灰黑色粉砂质页岩，页理断续发育，页理厚度约 1

cm。页岩具明显粉砂感 2.70 m

──────整 合─────
坡脚组 128.40 m

8.灰白色中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 12.00 m

7.灰白色细中粒石英砂岩夹灰黑色细粒石英砂岩及土

黄色泥质粉砂岩，三者比例约6∶1∶1。灰黑色细粒英砂岩中

偶含炭屑 7.50 m

6.灰白色细中粒石英砂岩夹灰黑色含炭泥质中细粒石

英砂岩，二者比例约5∶1。灰黑色含炭泥质中细粒石英砂岩

中偶含炭屑或植物碎片 13.00 m

5.黄灰色—灰色中—厚层状含泥质细粒石英砂岩夹土

黄色—黄绿色泥质含细砂石英粉砂岩，二者比例约5∶1

30.70 m

4.黄灰色中—厚层状含泥质细—粉石英砂岩 59.70 m

3.灰白色中—厚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夹灰—深灰色含

炭泥质中细粒石英砂岩，二者比例约 5∶1，并由此构成多个

基本层序 13.70 m

2.灰色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 9.3 m

──────整 合─────
坡松冲组 20.30 m

1.浅黄褐色厚层状含水云母细中粒石英砂岩 20.30 m

-------平行不整合-------
大路寨组 ＞8.20 m

0. 黄绿色页岩，与上覆泥盆系地层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关系 8.20 m

该剖面坡松冲组，厚 20.30 m，为浅黄褐色厚层

状含水云母细中粒石英砂岩（图 3），与建组剖面特

征较为接近。

坡脚组厚 128.40 m，底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细

晶白云岩；上部为灰白色、灰—深灰色、黄灰色、灰

黑色中—厚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偶夹土黄色—黄

绿色泥质粉砂岩、泥质含细砂石英粉砂岩。灰黑色

细粒石英砂岩中偶含炭屑及植物碎片。与建组剖

面相比，出现了较多的石英砂岩，厚度也明显增大。

箐门组厚2.7 m，灰黑色粉砂质页岩。与建组剖

面相比，不含碳酸盐，厚度明显变薄。

缩头山组厚 10.9 m，下部为灰白色中—厚层状

含泥质细粒石英砂岩（图 4），上部为黄灰色中—厚

层泥质含细砂石英粉砂岩夹灰色细粒石英砂岩。

与建组剖面相比，特征相似，但厚度明显变薄。

红崖坡组厚 106.10 m，主要为黄灰色、灰色、灰

白色中—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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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灰色、灰黑色粉砂质泥（页）岩、泥岩、泥质含细

砂粉砂岩或局部互层，底部夹两层标志性的厚 10~
30 cm紫红色铁泥质细—粉砂岩，中下部夹厚5.8 m

紫红色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与建组剖面相比，未

出现大套杂色泥岩，仅偶见红层，厚度与建组剖面

较为接近。

曲靖组厚33.8 m，主要为灰色、浅灰色细晶白云

岩、微含硅质细晶白云岩，以微含硅质可与 1∶20万

区调黄荆坝剖面相对比❶。与建组剖面相比，差异

较大，未出现灰岩及砂泥岩。

在结山组厚 31.2 m，为灰色—浅灰黄色中厚层

状细晶白云岩、含铁泥质细晶白云岩，少量中—粗

晶白云岩，局部含灰黑色微含铁泥质弱硅化细晶白

云岩，局部残留少量灰质，以残留少量灰质和局部

含灰黑色细晶白云岩为特征，并可与1∶20万区调黄

荆坝剖面对比❶。特征与建组剖面较为接近。该组

顶部与梁山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岩性突变（图2），

梁山组为灰黑色泥质粉砂岩，具油浸特征。

3.3 大关县木杆镇漂坝村新地2井
该井为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2016年实施的针对

五峰—龙马溪组页岩气调查井，井口坐标（28°10′

56.5″N，103°59′35″E）。钻井岩心编录表明，只发育

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四个组。各小

层特征简要如下：

梁山组 0.71 m

39.灰色细粒石英砂岩、石英细砂质粉砂岩及泥质粉砂

岩，含黄铁矿结核，在泥质粉砂岩中似见角砾岩 0.71 m

-------平行不整合-------

缩头山组 105.45 m

40.灰色含细砂泥质石英粉砂岩夹灰白色细中粒石英砂

岩，二者之比约5∶1 8.53 m

41.灰白色夹灰色细中粒石英砂岩夹10 cm炭质泥岩

8.88 m

42.黑灰色炭质泥质粉砂岩或含粉砂质泥岩夹厚0.37～

0.5 m劣质煤层3层及浅灰色细粒石英砂岩 5.84 m

43.黑色炭质泥岩向上逐渐过渡为黑色含粉砂质炭质泥

岩。黑色炭质泥岩中见植物化石碎片及虫管 7.24 m

44.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三层厚分别为2 cm、5 cm及10

cm的灰白色含粉砂质泥岩 9.18 m

45.灰白色夹浅灰色中细粒石英砂岩，顶部夹分别厚 3、

4、5 cm三层灰白色泥质粉砂岩 31.67 m

46.浅灰色（含泥）石英细砂质粉砂岩，见有机质呈星点

状分布 3.18 m

47.顶部浅灰色石英砂岩，上部黑色炭质泥岩与含粉砂

质炭质泥岩互层，底部浅灰色石英砂岩 6.20 m

48.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底部60 cm为灰白色黏土岩

5.44 m

49.灰白色细粒石英砂岩夹厚约20 cm泥质粉砂岩及厚

约1 cm左右的炭质泥岩2层，底部为30 cm炭质泥岩

19.29 m

──────整 合──────
箐门组 61.09 m

50 灰色泥晶灰岩，顶部见群体珊瑚化石。见大量的裂

缝，有机质充填。见少量缝合线构造 20.67 m

51 浅灰色生物屑泥晶灰岩，见群体珊瑚及单体珊瑚

化石 7.34 m

52 灰色生物屑泥晶灰岩 8.45 m

53.浅灰色泥晶灰岩。见群体珊瑚化石 5.39 m

54.灰色泥晶灰岩 5.96 m

图3 坡松冲组石英砂岩显微照片
Fig.3 Micrograph of Posongchong Formation quartz sandstone

图4 缩头山组石英砂岩显微照片
Fig.4 Micrograph of Suotoushan Formation quartz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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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灰色（强方解石化）泥晶灰岩、粉晶—微晶弱白云岩

化灰岩。底部1.2 m自下而上为黑色含钙质炭质泥岩逐渐过

渡灰色泥灰岩，见大量星点状或团块状黄铁矿 12.15 m

56.自下而上灰色含炭细中粒石英砂岩逐渐过渡为黑色

含炭质粉砂质泥岩 1.13 m

──────整 合──────
坡脚组 112.6 m

57.灰白色—浅灰色含粉砂细粒石英砂岩，见星点状黄

铁矿颗粒 5.94 m

58.黑色炭质泥岩，层面见植物化石碎片。含大量的星

点状黄铁矿 5.80 m

59.灰白色中细粒石英砂岩夹浅灰色细粒石英砂岩与灰

白色黏土岩 19.00 m

60.顶部10cm黑色粉砂质泥岩，之下为8 cm灰白色石英

砂岩，砂岩之下为浅灰色泥岩逐渐过渡为灰白色黏土岩

1.28 m

61.浅灰—黑色炭质泥岩，略有污手，顶部约20 cm及底

部50 cm，颜色变浅。见植物化石碎片 3.73 m

62.灰白色含粉砂细粒石英砂岩与浅灰色细粒石英砂岩

互层夹厚约0.5～1 cm黏土岩数层 32.49 m

63.黑色炭质泥岩与灰色粉晶细晶白云岩互层夹 0.56m

厚浅灰色泥质石英粉砂岩，炭质泥岩、粉晶细晶白云岩之比

约 2:1 8.43 m

64.黑色炭质泥岩与灰色细粒石英杂砂岩互层夹粉晶细

晶白云岩，炭质泥岩、细粒石英杂砂岩二者之比约2∶1

21.49 m

65.灰色粉晶细晶白云岩，见黄铁矿结核 14.44 m

──────整 合─────
坡松冲组 26.67 m

66.浅灰色含白云质泥质粉砂岩、灰绿色泥质粉砂岩夹

浅灰绿色细粒石英砂岩，二者之比约 5∶1，其中浅灰色含白

云质泥质粉砂岩位于顶部 4.70 m

67.浅灰色泥岩，见沥青呈点状或斑状分布，见少量的黄

铁矿颗粒 2.22 m

68.浅灰绿色细粒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岩，二者之比约

10:1 14.78 m

69.上部浅灰色含粉砂质泥岩，下部浅灰绿色黏土岩

2.46 m

70.灰白色夹灰色细粒石英砂岩 2.51 m

-------平行不整合-------
大路寨组 283.72 m

71.灰白、灰杂色泥质条带灰岩，滴稀盐酸起泡 1.97 m

该钻井坡松冲组厚26.67 m，灰白色—灰色—浅

灰绿色细粒石英砂岩夹浅灰色—灰绿色（含）粉砂

质泥岩、泥岩、泥质粉砂岩、含白云质泥质粉砂岩或

互层，泥岩中见黄铁矿颗粒及点状或斑状沥青。与

建组剖面相比，特征较为接近。

坡脚组厚112.6 m，底为灰色粉晶细晶白云岩以

及黑色炭质泥岩与灰色细粒石英杂砂岩互层夹浅

灰色泥质石英粉砂岩，往上为灰白色—浅灰色含粉

砂细粒石英砂岩、中细粒石英砂岩夹浅灰—黑色炭

质泥岩、黑色粉砂质泥岩、灰白色黏土岩或互层。

炭质泥岩中层面见植物化石碎片。与建组剖面相

比，厚度略有增加，并含较多的石英砂岩。

箐门组厚61.09 m，底部为灰色含炭细中粒石英

砂岩、黑色含炭质粉砂质泥岩，往上为灰色生屑泥

晶灰岩、粉晶—微晶弱白云岩化、灰—浅灰色泥晶

灰岩。灰色含炭质泥质粉砂岩及黑色含炭质粉砂

质泥岩中见大量星点状或团块状黄铁矿。生屑灰

岩及泥晶灰岩中见大量群体珊瑚、单体珊瑚化石。

与建组剖面相比，灰岩含量明显增加。

缩头山组厚 105.45 m，为灰色—浅灰色—灰白

色中细粒石英砂岩夹灰-浅白色含泥石英细砂质粉

砂岩、含细砂泥质石英粉砂岩，灰白色粉砂质泥岩、

黏土岩，黑色-黑灰色炭质泥岩及劣质煤层。黑色

炭质泥岩中见植物化石碎片及虫管。与建组剖面

相比，特征较为接近。

3.4 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

该剖面起点坐标（28°05′13.3″N，103°56′35″E），

终点坐标（28°05′02.3″N，103°56′34″E），仅出露坡松

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组五个组。

各组特征与建组剖面十分相似。各小层简要如下：

梁山组、栖霞组 ＞2.81 m

15.灰黑色块状泥-微晶生物碎屑灰岩，梁山组掩盖，与

下伏红崖坡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2.81 m

-------平行不整合-------
红崖坡组 35.42 m

14.未见露头，均为残积物，残积物为紫红色泥岩、灰绿

色泥岩及灰白色细粒石英砂岩，三者不等厚互层，比例为3∶

1∶1 19.5 m

13.紫红色泥岩，偶夹灰绿色泥岩，二者比例约50∶1

15.92 m

──────整 合─────
缩头山组 36.21 m

12.白色—灰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往上颜色逐

渐变为黄灰色 16.15 m

11.灰白色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 8.8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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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灰—白色薄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 11.21 m

──────整 合─────
箐门组 84.16 m

9 .灰色（风化色灰黄—黄绿色）页岩，偶夹灰黑色粉晶

白云岩透镜体，二者比例约100∶1 20.94 m

8.灰—深灰色页岩 36.12 m

7.黄绿色泥（页）岩，顶为20 cm灰色—深灰色含生物碎

屑泥-微晶灰岩 14.91 m

6.灰黄—黄灰色厚层状细晶—中晶白云岩化灰岩

5.01 m

5.灰黑—黑色粉砂质页岩 7.18 m

──────整 合─────
坡脚组 44.54 m

4.黄灰色—灰黄色厚层—块状细晶白云岩 39.02 m

3.灰黑色厚层—块状粉晶—细晶白云岩 5.52 m

──────整 合─────
坡松冲组 28.12 m

2.灰色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 13.41 m

1.灰白色中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 14.71 m

-------平行不整合-------
大路寨组 ＞12.40 m

0.黄绿色页岩夹紫红色页岩，二者比例约6∶1 12.40 m

该剖面坡松冲组厚28.12 m，灰白色—灰色中厚

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偶夹灰白色泥岩，底部见

8 cm左右古风化壳。

坡脚组厚 44.54 m，下部灰黑色厚层—块状粉

晶-细晶白云岩，上部为黄灰色—灰黄色厚层—块状

细晶白云岩，总体以一套碳酸盐为特征。

箐门组厚 84.16 m，灰黑—黑色—灰色—黄绿色

粉砂质页岩、泥（页）岩夹灰黑色—灰黄—黄灰色厚

层状白云岩化灰岩、含生物碎屑灰岩、粉晶白云岩

等，总体为一套泥页岩夹碳酸盐岩。

缩头山组厚36.21 m，为灰色—白色薄—厚层状

中—细粒石英砂岩，顶部为黄灰色细粒石英砂岩。

红崖坡组：厚35.42 m，为紫红色泥岩，夹灰绿色

泥岩及灰白色细粒石英砂岩或互层，总体以出现紫

红色泥岩为其特征。

3.5 大关黄荆坝剖面

该剖面起点坐标（28°00′44.8″N，103°59′30″E），

终点坐标（28°00′48.8″N，103°59′05″E），为1∶20万区

域地质调查所测剖面，本次进行了修测，共出露完

整的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

组、曲靖组、在结山组七个组。其中曲靖组主要为

硅质白云岩，可与盐津县中和镇花生河坝河坝头剖

面对比，但与建组剖面以灰岩为主的特征差异较

大。各小层简要如下：

梁山组

11.粉红色菱铁矿

-------平行不整合-------
在结山组 89 m

10.浅灰色块状微粒含灰质白云岩，中部夹黑灰色微粒

灰质白云岩 89 m

──────整 合─────
曲靖组 59 m

9.灰白色厚层状含粉砂质白云岩夹粉砂岩及黑色页岩

23 m

8.灰色似鲕状含硅质白云岩 16 m

7.灰色块状微粒含硅质白云岩 20 m

──────整 合─────
红崖坡组 39 m

6.黄绿色、灰绿色、紫红色页岩，偶夹薄层石英砂岩

39 m

──────整 合─────
缩头山组 46 m

5.白色块层状沉积石英岩，上部夹少量泥岩 46 m

──────整 合─────
箐门组 93 m

4.灰绿色页岩夹薄层生物碎屑灰岩及灰质微粒白云质

灰岩，顶部灰岩中含铜 59 m

3.灰色页岩夹含粉砂菱铁质灰岩，灰岩中铁质富集成厚

0.7~1.4 m的含鲕绿泥石菱铁矿 34 m

──────整 合─────
坡脚组 78 m

2.灰色厚层状细粒含灰质白云岩夹钙质硅质粉砂岩，上

部夹灰黑色泥质灰岩 78 m

──────整 合─────
坡松冲组 8 m

1.白色厚层状硅泥钙质不等粒石英砂岩夹石英粉砂岩

8 m

-------平行不整合-------
菜地湾组

0.紫红色、绿色泥岩互层夹薄层石英粉砂岩，砂岩中含

黄铜矿、孔雀石等矿物

该剖面坡松冲组厚 8 m，为白色厚层状硅泥钙

质不等粒石英砂岩夹石英粉砂岩。

坡脚组厚78 m，为灰色厚层状细粒含灰质白云

岩夹钙质硅质粉砂岩，上部夹灰黑色泥质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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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门组厚93 m，为灰—灰绿色页岩夹薄层生物碎

屑灰岩、灰色微粒白云质灰岩及含粉砂菱铁质灰岩。

缩头山组厚 46 m，为白色块层状石英砂岩，上

部夹少量泥岩。

红崖坡组厚39 m，为黄绿色、灰绿色、紫红色页

岩，偶夹薄层石英砂岩。

曲靖组厚 59 m，为灰色厚层—块状微粒（似鲕

状）含硅质白云岩、含粉砂质白云岩夹粉砂岩及黑

色页岩。

在结山组厚89 m，为浅灰色块状微粒含灰质白

云岩，中部夹黑灰色微粒灰质白云岩。

3.6 大关县黄荆坝镇大树子剖面

该剖面起点坐标（28°02′59.4″N，104°03′01″E），

终点坐标（28°03′04.5″N，104°02′46″E），仅出露坡松

冲组、坡脚组、箐门组3个组。其中箐门组含特征其

特征的铁质灰岩。各小层简要如下：

梁山组、栖霞组 >15.50 m

6.为灰色生物碎屑泥—微晶灰岩。梁山组黑色炭质页

岩掩盖 15.50 m

------- 平 行 不 整 合-------
箐门组 8.80 m

5.自下往上为灰黄色粉晶—微晶含泥—铁质灰岩、灰黄

色页岩、灰黄色粉砂质泥岩 8.80 m

──────整 合─────
坡脚组 13.70 m

4.深灰色钙质页岩，风化后呈红褐色，页理构造。上部

见深灰色粉晶白云岩滚石 5.60 m

3.灰黑色中—厚层状粉晶-细晶白云岩 8.10 m

──────整 合─────
坡松冲组 18.10 m

2.灰色薄—中层状含铁质砂质砾岩夹薄层状富含铁质

泥岩，二者比例约为（10~2）∶1，中部见一灰绿色透镜状粉砂

质泥岩，上部见一灰黑色透镜状粉砂质泥岩 7.90 m

1.灰色中—细粒石英砂岩与中层状粉砂质泥岩互层，二

者比例约为 1∶1 10.20 m

------- 平 行 不 整 合-------
菜地湾组 >5.60 m

0.下部为灰绿色、紫红色白云质粉砂岩，风化后红褐色

5.60 m

该剖面坡松冲组厚18.10 m，下部为灰色中—细

粒石英砂岩与灰绿色中层状粉砂质泥岩互层；中、

上部为灰色薄—中层状含铁质砂质砾岩夹薄层状富

含铁质泥岩、灰绿—灰黑色粉砂质泥岩。与建组剖

面相比，含较多泥岩，并可见铁质砂质砾岩。需要

说明的是，镜下含铁质砂质砾岩部分碎屑及岩屑颗

粒似来源于火山碎屑，是该组在区域上的首次出

现，有别于区域大片石英砂岩的出现，可能与晚古

生代滇黔桂裂谷开启火山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坡脚组厚 13.7 m，灰黑色—深灰色中层状粉晶

—细晶白云岩，中上部夹深灰色钙质页岩。

箐门组厚8.8 m，自下往上为灰黄色粉晶—微晶

含泥-铁质灰岩、灰黄色页岩、灰黄色粉砂质泥岩，

以一套泥页岩为特征。

4 讨 论

中上扬子地区构造及盆地的演化与华南大地

构造的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已有的研究表明，华

南加里东造山带的形成结束了扬子与华夏陆块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漫长历史，形成了统一的华南

板块。至晚志留世，中上扬子隆起区成为一体，华

南洋与华夏边缘均反转成陆，仅残留钦防浅海（刘

宝珺等, 1993）。

华南板块形成后，从泥盆纪开始，地史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期，出现新的特征：海西—印支期的地

裂旋回。在华南板块西南端，开始发生裂谷作用，

东支北东向并向西南方向开口，称湘桂裂谷，西支

北西向并向东南方向开口，称滇黔桂裂谷，两裂谷

在桂中南宁附近联为一体（图 5），这些裂谷系古特

提斯洋延伸入华南的拗拉槽❹。研究区主要受到滇

黔桂裂谷的影响（杨式溥等, 1979；穆恩之等, 1988；

王全伟等，2001；梅冥相等, 2003；毛治超等, 2008；

魏钦廉等，2011）。

据罗志立（1989）、夏邦栋等（1992）的研究，裂

陷槽是地壳拉张作用（地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具

有特定形状的裂谷，它是从地槽区横向深入地台内

部的三角形坳陷，具有开口端和闭合端，构造活动

性强、沉积厚度较台地厚度大3～5倍。槽内断裂纵

横分割，构成隆、坳断块的台、槽差异；断裂深切，拉

开出现碱性岩浆活动（缺乏中性安山岩，与岛弧背

景的钙碱性火山岩相区别）。

滇黔桂裂谷盆地呈由南向北沉积上超的特点，

具有典型的边缘相带和裂陷中心。已有的研究表

明：早泥盆世中晚期—晚泥盆世，都匀运动和广西

运动在黔中一带形成的北东、北西及近东西向 3组

934 中 国 地 质 2021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1, 48(3)

图5 古特提斯洋及深入华南板块坳拉槽❹

1—板块消亡带; 2—扩张带; 3—古陆; 4—主干断层; 5—研究区

Fig.5 The Paleo-Tethys Ocean and depression trough
penetrating into southern China❹

1-Plate extinction zone; 2-Expansion zone; 3-Ancient land; 4-

Major fault; 5-The study area

图6 海西期滇黔桂裂谷边界及主干断裂❹

1—断层; 2—断层编号; 3—县城; 4—省会; 5—研究区

Fig.6 Boundary of Dianqiangui rift in Hercynian period
and main faults❹

1-Fault; 2-The fault number; 3-The county; 4-The provincial

capital; 5-The study area

断裂继承性活动，共同控制了泥盆纪的海陆边界，

其中垭都—紫云断裂横切黔中—滇东隆起，掩盖其

原先的连接关系，黔中隆起成为泥盆、石炭纪上扬

子古陆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并有一系列新

的同生断裂❹（图6）。图6中，边界断裂为：①垭—紫

—罗—都安断裂；②弥—师—盘县断裂。主干断

裂：③南盘江断裂；④右江（百色）断裂；⑤那坡断

裂；⑥文山断裂。外围主干断裂：⑦贵阳乌当—镇

远断裂；⑧小江断裂；⑨哀牢—腾条河断裂；⑩台江

—三都断裂。从图 5可以看出，研究区位于滇黔桂

裂谷盆地的边缘地带，从该区坡松冲组、缩头山组

高成熟度石英砂岩，也反映出位于海水反复淘洗的

滨岸地带；而在南部的广南、富宁一带裂陷槽中心，

断裂的差异升降，形成了裂陷槽内部台槽-台块的

格局。台槽具盆地相特征，发育水平纹层的暗色泥

页岩，硅质岩、硅灰泥质岩和瘤状灰岩等。台块具

台地相特征，主要为灰岩和白云质灰岩❹。

由此可看出，泥盆纪地层自南部广南、富宁到研

究区，呈现由裂陷槽到边缘相带的有规律变化。同

时，如前所述，在研究区较小范围内，地层序列仍呈现

出隆、凹相间的裂谷盆地特征，泥盆系地层厚度差异

较大，且沉积序列不尽相同。盐津县豆沙关镇龙孔坝

剖面，仅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两个组，累计沉积厚度

36.65 m；盐津县中和镇花生河坝河坝头剖面，发育坡

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组、曲靖

组、在结山组七个组，累计沉积厚度333.4 m；大关县

木杆镇漂坝村新地2井，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

组、缩头山组四个组,累计沉积厚度305.81 m；大关县

木杆镇向阳村剖面，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

缩头山组、红崖坡组五个组，累计沉积厚度228.45 m；

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大关黄荆坝剖面❶，发育坡松冲

组、坡脚组、箐门组、缩头山组、红崖坡组、曲靖组、在

结山组七个组，累计沉积厚度412 m；大关县黄荆坝

镇大树子剖面，发育坡松冲组、坡脚组、箐门组三个

组，累计沉积厚度40.6 m。在研究区内常见沉积侧向

尖灭的情况，沉积厚度为0。同时，各剖面（钻井）各组

特征与层型剖面对比只是大体相同，但有较大的差异

和变化，这些都是裂谷盆地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

了泥盆纪沉积时，同生断裂的作用对沉积基底、沉积

厚度和沉积序列的影响，前人的研究也表明有多组同

生断裂的存在❹。

从纵向看，研究区泥盆系坡松冲组主要为一套

高成熟度石英砂岩，镜下研究表明石英含量可达

98%，为裂谷盆地北部边缘的滨岸相沉积，为碳酸盐

台地的陆架建设过程，该阶段是在早古生代末期广

西运动之后的第一套海侵沉积，伴随着裂谷盆地的

打开，区域上可能有火山作用过程，在大关黄荆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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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子剖面，该组见含铁质砂质砾岩，其部分碎屑

及岩屑颗粒似来源于火山碎屑，见晶屑、浆屑等，该

局部的砾岩相当于底砾岩；向上坡脚组，主要为一

层厚层白云岩，反映了海平面上升，并受到陆源淡

水的影响，故形成一套白云岩；箐门组主要为一套

黄绿色（偶夹黑色）页岩，反映海平面持续上升，主

体已位于浪基面以下，为一套浅水陆棚相沉积，为

第一次海侵规模最大之处；缩头山组主要为一套石

英砂岩，镜下石英含量大于 98%，为裂谷盆地北部

边缘的滨岸相沉积，表现为第一次海退过程；红崖

坡组主要为一套杂色粉砂岩、泥岩，为裂谷盆地北

部边缘的潮坪相沉积，自此开始了第二次海侵过

程，其海侵规模显然较第一次小，为又一次碳酸盐

台地陆架建设过程；该区曲靖组主要为一套硅质白

云岩，在结山组主要为厚层白云岩，为碳酸盐台地

沉积。在曲靖组建组剖面，曲靖组为一套灰岩、泥

质灰岩，纵向上反映了曲靖组灰岩、泥灰岩持续海

侵及随后在结山组白云岩的海退过程。在研究区，

曲靖组也为一套硅质白云岩，其白云岩化可能与靠

近北部古陆地表淡水的参与有关。

由此可见，该区泥盆系沉积与区域构造背景演

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横向上具明显变化特征，在

纵上向具明显变化规律。

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程度的原因，本次工作未

对坡松冲组和缩头山组两套石英砂岩实施山地工

程对石英砂进行揭露，只对石英砂产出层位及石英

砂体位置进行了调查，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重点采

样。从调查总体情况看，坡松冲组在上述各剖面

（钻井）均发育，在盐津县豆沙关镇龙孔坝剖面厚

21.76 m，盐津县中和镇花生河坝河坝头剖面厚

20.30 m，大关县木杆镇漂坝村新地 2井厚 26.67 m，

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厚28.12 m，大关黄荆坝剖

面厚8m，大关县黄荆坝镇大树子剖面厚18.10 m，以

大关黄荆坝剖面最薄，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最

厚。从野外调查石英及泥质含量情况，盐津县中和

镇花生河坝河坝头剖面石英含量最高，泥质含量最

低，最具开发前景，大关黄荆坝剖面泥质含量也较

低，但厚度较薄，故坡松冲组以盐津县中和镇花生

河坝河坝头一带最具前景，其余地带或缺失、或较

薄、或含较多泥质夹层，实际开发意义不大；缩头山

组整体发育不完整，在盐津县豆沙关镇龙孔坝剖面

沉积缺失，盐津县中和镇花生河坝河坝头剖面厚

10.9 m，大关县木杆镇漂坝村新地 2井厚 105.45 m，

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厚36.21 m，大关黄荆坝剖

面厚 46 m，大关县黄荆坝镇大树子剖面沉积缺失，

以大关县木杆镇漂坝村新地 2井最厚，盐津县中和

镇花生河坝河坝头虽发育，但厚度较薄。盐津县中

和镇花生河坝河坝头缩头山组与上覆红崖坡组呈

渐变过渡，红崖坡亦含一定的石英砂岩，但缩头山

组、红崖坡组均含较多的泥质，实际开发意义不

大。缩头山组在大关县木杆镇漂坝村新地2井位于

地腹，且含较多泥质、劣质煤层，仅具研究意义，开

发意义不大，因此，缩头山组以大关县木杆镇向阳

村、大关黄荆坝最具开发意义，特别是大关县木杆

镇向阳村位于213国道旁侧，交通便利，地形条件也

较好，目前，已投入小规模的开采。

从剖面测量及钻井岩心编录的情况，整体上，缩

头山组较坡松冲组石英含量略高，泥质含量少，有害

铁质含量低，是最具开发前景的层位。工作中对大关

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坡松冲组、缩头山组采样进行了

化学分析（表1），并参考了相关标准进行了评价（姜文

涛, 2016; 李忠水等, 2019）。坡松冲组SiO2最低含量

91.13%，最高 96.8%，平均 94.792%，AL2O3 最低值

0.78%，最高值 3.58%，平均 1.836%，Fe2O3 最低值

0.13%，最高值1.06%，平均值0.464%；缩头山组SiO2

最低含量92.97%，最高98.22%，平均95.51%，AL2O3

最低值0.12%，最高值3.34%，平均1.946%，Fe2O3最低

值0.14%，最高值0.53%，平均值0.324%。从化学分

析情况看，缩头山组整体上具SiO2含量较高，有害铁

质含量较低，AL2O3含量较低的特点，石英砂开发意

义强于坡松冲组，但坡松冲组SiO2含量也较高，也是

重要的石英砂开发层位。由于该区及邻区处于滇黔

桂裂谷边缘相带，滨岸地带海水淘洗充分，该两组在

邻区很可能有SiO2含量更高，杂质含量更低的砂体出

现，在后续的工作中应予以重视。

5 结 论

从上述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大关、盐津地区总体位于晚古生代滇黔桂

裂谷的北部边缘地带，受滨岸环境海水淘洗，总体

上沉积了坡松冲组、缩头山组两套高成熟度石英砂

岩，是该区硅矿产业的资源基础。其中缩头山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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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号

层位

SiO2

Al2O3

Fe2O3

1HX

D1ps

96.8

0.97

0.13

2HX

D1ps

96.74

0.78

0.13

3HX

D1ps

94.64

2.09

0.32

4HX

D1ps

94.65

1.76

0.68

5HX

D1ps

91.13

3.58

1.06

6HX

D2st

92.97

3.34

0.28

7HX

D2st

93.48

3.32

0.53

8HX

D2st

95

2.7

0.38

9HX

D2st

97.88

0.25

0.14

10HX

D2st

98.22

0.12

0.29

表1 大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剖面石英砂化学成分（%）分析
Table 1 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of quartz sand in section of Xiangyang village, Mugan town of Daguan county（%）

注：样品由国土资源部西南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测试；D1ps为坡松冲组，D2st为缩头山组。

源潜力优于坡松冲组。坡松冲组以盐津县中和镇

花生河坝河坝头一带最具开发前景，缩头山组以大

关县木杆镇向阳村、大关黄荆坝最具开发意义。

（2）该区地层序列总体上反映了两次海退→海

进的过程，第一次由坡松冲组滨岸相石英砂岩→坡

脚组碳酸盐台地相白云岩→箐门组浅水陆棚相泥

页岩，反映了由陆架建设→碳酸盐台地形成→海进

碳酸盐台地消亡过程；第二次由缩头山组滨岸相石

英砂岩→红崖坡组潮坪相杂色砂泥岩→曲靖组、在

结山组碳酸盐台地相硅质白云岩、白云岩，反映了

海退水体变浅形成滨岸环境→海进水体略变深形

成潮坪环境及陆架建设过程→海水进一步加深碳

酸盐台地形成。

（3）该区泥盆系呈现指状特征，在小范围的不同

地点，沉积序列常不一致，从坡松冲组—在结山组七

个组沉积序列常发育不完整，有的地方（如盐津豆沙

关镇龙孔坝）缺失上部缩头山组石英砂岩，邻区局部

地区甚至完全缺失泥盆系地层。这一特征一是由于

处于盆地边缘受地形条件控制的差异沉积，二是由于

裂谷盆地同生断裂作用形成的隆、凹格局。

（4）大关、盐津地区泥盆系与“云南省岩石地层

清理”所划分的昭通地层小区同处一个地层小区，

但所厘定的各个组与层型剖面相比，具较大的相似

性，但仍不完全相同。这一特征也与处于边缘相带

地形条件的差异及裂谷盆地隆、凹相间的格局有着

密切的关系。

认识泥盆系沉积古地理格局及大地构造背景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大关、盐津地区由于处于

滇黔桂裂谷盆地的边缘相带，海水淘洗充分，因而，

坡松冲组、缩头山组石英砂岩纯度高，为硅产业提

供了高品质的石英砂原料。但由于处于边缘相带

及裂谷盆地隆、凹相间格局的影响，其空间展布常

不稳定。因此，在该区的地质调查工作中需要加密

泥盆纪地层剖面测量及路线地质调查，以圈定石英

砂的空间展布特征，服务于该区硅产业的开发。

注释

❶四川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 . 197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区域地质测量报告雷波幅[R]. 西昌: 四川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

量队 .

❷四川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 . 1973.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区域地质测量报告筠连幅[R]. 西昌: 四川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

量队 .

❸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区域地质测量报告雷波幅、桧溪幅、高桥幅、马楠幅[R]. 成都: 中国

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

❹刘炳温, 刘特民 . 1990. 滇黔桂上扬子地区构造发展对油气

保存的影响和油气保存单元的划分及评价[R]. 贵阳: 贵州石油勘探

指挥部地质科研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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