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展旦 ” ,

为 我国古称
。 ‘ 展且

纪 ” 这个 名称是 扮国地质

工作者以河北蓟县展 旦地 层首创的 。

早在功幻年田 奇 终
,

年高振西 等

分别描述了北京南 口 的震 旦剖 面和划

分了口县展旦地层
。

我 国著名的地质

拳家李四光 年也 曾指出 “ 南 口

翻面是展旦系
‘
经典剖面 ’ ,

跳触 , 展旦系的 妞
标 准刘面 ’

飞承 云 。 在 蓟 县 地

谭
· , ”

‘

议来
,

价
一 ,

自 “ 中国的展 且系 ” 论文发表
“ 展 巳系” 就成为 中外地质工

作者熟知的 个地层单位了‘

我 国是展旦纪地层发育最好的国
家

。

展旦 系廷 我国重要 地息之一
,

剖

面连续
、

地 层接触关系清楚
,

举世罕

见 , 既有北方的 “ 地 台 型 ” 沉 积盖

层
,

也有南方的
‘
地槽型

”

变质地 层

震旦 系广泛分布于 华北
、

中南
、

西

南
、

东北南部
、

祁连 山和天 山南茄
,

并往往 “ 锁嵌 ” 在太古界
、

下元古界

这些古老岩系的边缘
。

由子我国幅员

辽 阔
,

南北方 当时的古地理
、

机积环

境不 同 , 加 之 对震旦 纪地 层研究程度

所 限 ,

全国 性统一的 划 分和 对 比 , 是一

个长期 争论
、

悬而米决的问题 过去北

方地 区常采 用三 分法 , 而南方采 用两

分法
,

特别 是
“
震 旦系

”
的底界

、

南北方

对 比及其关系 问题 , 至今尚未取得 完

全一致的认识
。

近年来 , 在大量的工

作 租实际资料的荃础上 , 经过 年

月在北京召开的 “《中国震旦 系 》讨

论会 ” 制定了哲时的统一处理 方案

中国震旦系统一划分方案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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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 以 “ 展旦亚 界 ” 年

北京会议暂定此 名
,

与国际地层规范

规定不符
。

年 月于北京召开全

国第二届地层会议已提出必须改名
。

有人提名为 “晚 前 寒 武 纪 ” 或 “ ‘免

先寒武纪 ” 。

笔者暂用 “展旦 纪 ”

概括了我国南北方全部震旦 纪地层
。

原北方的震 旦 纪地层
,

现在自下 而上

划分三个系 长城 系
、

前县系
、

青自

口 系 , 原南方的展旦纪地层
, 现称震旦

系贬于 青白口 系之上 年北 京会

议认为 , 南北 方灌旦地 层不能对 比 ,

而是上下 关 系 ,

即南新北老
。

这对南
、

北方展旦 纪地 层的 关系
,

对拟定统一

的划分方案 , 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

北方震 旦 纪地 层
, 以 海相沉积

为主 ,
所含迭 层石极为丰富

。

下部主

要是碎屑岩类夹含铁岩层
, 以含蓝绿

藻为主 , 中部以碳酸盐岩为主
,

其次

为含铁
、

锰
、

磷的磷酸盐岩和泥质岩

类
,

含蓝绿集
、

褥滚 , 上部主要为 砂

页岩及灰岩组成
,

以含褐燕为主
、

古

片旅次之
。

近年来
,
在各地 陆续发现大

的迭 层石
、

燕类和微古植物化石
,

感为识别膜旦纪地层的重要标志
。

南方展且纪地层在演东和长江三

峡地 区发育较好并以三 峡 为 代 表
。

年李 四光在湖北宜昌
、

柿归等县

的长江峡区创立了南方履旦 系封面
。

目前
,

南方 “ 展 旦系 ” 自下 而上划分

为 下统 南沱组
、

莲沱组 和上统

灯影组
、

陡 山沱组
。

下 统 以陆

相盆地型红 色碎屑岩及河湖相 沉积为

主
,

局部夹 有火 山碎屑岩类
,

生物群

以 出现大量 单细胞藻类及 褐藻碎片为

特征 , 上统 以钱海相 沉积为 主 , 以含

冰成沉积为特征
,

并富含后生动物
、

微古植 物和 红截等化石 。 近年来
,

在

峡东地 区 的灯影组 中觅有较丰富的软

舌螺
、

蠕曳动物和海绵骨针等化石
。

同时
,

在淇东的昆阳群中发现了大量

的迭层石 , 改变了过去对色阳群
、

板

澳群
、

神农架群 长期划归下元古界的

认识
, 而大体相 当于 北方展旦地层的

长城系一青白口 系
。

长江三峡东段是浅国展旦系的标

准地 层
,

也是 我国地质界公认的标准

剖 面 , 但长期以来
,

一直没有可命的

同位素年龄数据
。

近年来
, 经过 同位众

地质工作者的努力 ,

首次提 出了我国

震旦系同位素地质年表 见本页尾

关于 “ 展旦纪 ” 的下限与上限间

题
, 目前从微体古生物的研究和 同位

素地质年淤测定结 果 , 以 士

亿年地壳变 动时期 作为其下 限比较 合

适 , 其上限
,

也就是 上元古界与下古

生界寒武系下统的界限
,

目 前 常以

亿年
,

含有三叶虫等化石的

寒武系作为 古生 界的下 限
。

从 年至 ‘ 年 月成都 展

且系 ” 会议 和 全国第 二 届 地层会 议

止
,

我 国地质件学工作者对三峡
、

蔺
县

、

湘黔佳
、

川滇
、

苏皖
、

东秦岭北

坡
、

辽 南
、

新孤
、

柴达木盆地
、

太行

山五台等有代表性的展 旦 纪地层 ,

系

统地进行了历时两年 多的考察研究 ,

在地层古生物
、

同位素 年 代
、

古冰

川 古地磁 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

并获得 项科研成果
。

最主耍 的有

初步建立了展且 纪 包 括南方

三峡
、

北方药县的脉准地 层阅面和其

它重要 地区 的地层 层 序 及 区城对

比 关系 还 初步建立 了距今约

巧亿年地 层的新 老顺序
。

在三峡
、

峨眉 山
、

演东一带
,

于 寒武系含三叶虫化石层位 以下 ,
进

一步发现 了大适 多门类小壳动物化石

院足
、

腹足
、

单板
、

似牙形虫
、

海

绵类等
,

还有软舌螺
、

寒武骨片 的

。余属
、

多种
。

这一 互大发现 ,

使寒武系底界在各胡 面原有塞础上 ,

普遍下移 一 米
。

查明了从寒武系到展 旦系之间

的地层是 连续的 海相沉积
。 具 备了目

际上对确定层型时 面 九

规定的主耍 条件
,

引起国

际地质学会的重 视
,

并选定三峡娜五

条地层部 面为 国 际前寒武系 一寒武耳

界线层型的 参考剖面
。

寒 武 系
土 百万年

士

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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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徽古生物的研究上获得重大

突破
, 又发现 了许多新属种

。

特别

是在翻县标 准剖面上首次发现的

亿年前的真核生物化石
。

为研究地

球早期生命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 的

资料
。

首次测 出寒武系底部的同位素

年盼为 亿年 , 为 确定寒武系底界

年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

通过系统对前 县剖面的古地磁

样品侧定
, 不 仅第一 次找出了我国距

今 亿年前
,

以 燕 山为标准的

古徽极移动轨迹
, 而 且 还第一 次发现

亿年间地球上 曾有过 南北磁极

侧转的时期 出现
。

对我国屁 旦 纪冰破层的 分布及

其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

认为我国可

能有过早
、

中
、

晚三次冰川活动
,

除

大陆冰川堆积外
, 还 有冰川一海相沉

积
。

、 、

。 对广泛组粼在碑
‘

鱿洪慰华
锰

、

碑
、

炯
、

金和石油等多种重要矿

产资源 ,

提供了地层学等方面的科学

依据
。

冰 川的广泛分布
,

是我国震旦纪

一个重要 地质现象
。

冰期遗迹 , 经

早是在湖北宜昌南沱发现的 ,

南沱冰

成层可与全球性第一次大冰期对比 。

以后在澳
、

湘
、

桂
、

黔
、

那
、

袂
、

皖

和新班等地相继发现 , 而且都出现在

展 旦 纪晚期地层 中
,

证明它们是在 同

一时期形成的
。

因此
, 通过详细研究

冰川
,

利用冰川期 同时性的特征和规

律进行地层对比 ,

可能是一个有效的

途径
。

展旦纪任 入 岩
,

南 北方均有 分

布
, 以花岗岩类为主 , 还有伟晶岩 , 部

分地 区有羞性
、

超基性岩
。

近年来
,

大 同位素地质年龄侧定结果为

厂产
、

或

第四期 士 亿年

第三期 亿年

第二期 士 亿年

维一期 士 。 亿年

第三期 橙江期 土 亿年

第二期 晋宁期 。 。亿年

第一期 四鱼期 士 。 亿年

廿

在屁旦亚代地层 中铁
、

锰岩层分

布广泛
。

北方长城系中部的宣龙式铁

犷和有县系铁岭组的锰矿 如辽 宁瓦

房子性犷 最重要
。

近年来
,

在长城

不高于庄组 中又发现 了锰方翻石 , 甫

方展旦系普遥含锰
,

部分地区夹沉积

铁矿 , 西北地 区含铁
、

锰 , 中甫
、

西

北
、

西南和华东地 区相继发现含碑层

位
。

与基性
、

超 荃性岩有关的矿产有

格
、

镶
、

铁
、

份石
、

石棉
、

趁镁矿 ,

与酸性岩有关的有炯
、

铅锌娜多全月

犷产
。

还有迭层 石大理岩
,

是一种

名中外的名贵建筑材料

我国展旦纪地层与世界 各地大致

可 以对 比的有 朝鲜的 “祥原系 , 、

印度的
‘ 沮德亚系

’ , 澳大利亚 的 “ 月

地雷德系 ” , 北美加 大的 “ 普含超

群 ” 、

美国的 “ 伯尔特一扑 寨 尔 超

群 ” 、 “ 荃维诺群 ” , 苏联南乌拉尔

的 “ 里 菲 ” , 北欧娜威 的 “ 达拉佛约

得群 ” 、

乐格林兰的 “ 始寒武统 ” ,

西南非洲的 “ 纳马系 ” 等
。

但上述几

个主要地 区 ,

均 由于 剖面不 完整
、

接

触关系不清或 由于变质作用不能获得

确切的同位素年龄界限
,

与我国城旦

纪地层相比 ,

都有其不 足之处
。

李四 光早在三十年前 谈到展 旦地

层 时已 明确指出 “ 在 中国 ,

可能在

欧亚大陆上没有 比蓟县发育得更完好

的地层剖面了
。 ” 他的预言

,

解放后

已为我国地质工作者不断 实 践 所证

实
。

年 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

届国际地质学会议上 , 我国代表团

提供了展 旦纪地层的最新研究成果
,

受到各国代表们的普邀重 视和赞尝
。

可以无愧地说
,

中国展 旦剖面是 世界

上前寒武系发育最 完全的剖面 ,

也是

建立全球性这一时期地质年表最理扭

的地区 之一
。

典杰 供摘

绳 索 取 心 技 术 鉴 定 会

, 年 月 日 ,

冶金工业

部地质司在广州主持召开 了 “ 毫米

口 径绳索取心钻进技术 型绳索取

心钻具 ” 及 公 斤级

绳索取心 钻杆 ” 鉴定会
。

参加会

议的有冶金系统有关勘探 公司 〔队
、

矿 山和俐厂的代表共 人 会议听球
了绳索取心钻进技术

、

绳索取 心 钻具

及钻杆的研究试脸报告
,

并到海南岛

广东冶劫 队审查 了两项研究在海

南铁矿区的试脸情况
。

代 表们认真审

查和讨论了有关技术资料和数据
,

一

致通过了相应的两项技术鉴定书
。

奄米口 径绳索取心钻进技术是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与广东冶金地质勘

探公司等单位协作进 行研究试验的
。

经过三年多的生产试验
,

完成 了 个

钻孔和孔段 ,

绳索取心 总进尺 。余

米
,

经受了复杂地 层
、

坚硬岩层及三

个千米深孔的考验
,

主要技术环节基

本得到解决
。

在 比较完整 的 级

岩层 中
,

取 心成功率达
,

平均提

钻间隔为 米 纯钻率由传统 方法的

提高到 , 钻头平均寿命

在 米以上
,

最高达 米
,

取得 了

较好的效果
。

与会代表认为
,

这项技

术的研究试 验是 成功的 , 可以 在生产

中逐步推广应 用
。

这对提高我国金刚

石 钻进技术水平和加快地质勘探速度

具有一 定的意义
。

根据小 口径绳索取心钻进技术的

要 求
,

攀技花钢铁研究院
、

重庆俐铁

公 司与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协作
,

共同

研制成 功了 绳索取心钻

杆
。

经在海南 队试验 ,

景计进尺

多 米
,

绳索取心进尺 多米
,

经受了复杂地层
、

孔 内事故和深孔的

考验
,

可满足小 口 径绳索取心 钻进技

术的要 求
,

与会代表认为
, 。

钻杆综 合性能 良好
,

可进 行小批

里生产
, 以 逐步推广应 用

。

姚 礼尹 胡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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