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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ystematical study on rock assemblages, primary sequence, sedimentary facies,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outcrop sequence stratigraphy, combined with outcrop sequence boun- 
dary identification in Langping-Zhizheping Area of West Hubei, the Ordovician of the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three-order sequence composed of transgressive system tract (TST) and 
highstand system tract (HST) from bottom to top. According to the sedimentary sequence evolu-
tion characteristic, the relative variation curve of sea level is shown to be comparable with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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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鄂西榔坪–枝柘坪地区奥陶系岩石组合、基本层序、沉积相的综合分析，结合野外露头层序界面

识别，根据露头层序地层学原理和方法，本地区奥陶纪由下至上可划分为9个由海侵体系域(TST)和高位

体系域(HST)组成的三级层序，据沉积层序演化特征编制的海平面相对变化曲线显示出与本区较好的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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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鄂西榔坪–枝柘坪地区位于扬子地台腹地，奥陶纪地层发育齐全，露头良好，区域上生物地层和年

代地层研究程度较高，具有露头层序地层研究的良好条件[1] [2]。近几年作者在开展 1:5 万高店子幅、野

三关幅、清太坪幅、枝柘坪幅区域地质调查中，通过对长阳县榔坪、千彩岭、铜钩湾、枝柘坪等地奥陶

系岩石组合、基本层序、沉积相的综合分析，露头剖面的综合研究，结合区域地质调查中野外露头层序

界面识别，对奥陶纪地层进行了层序地层划分，为扬子地层区奥陶纪层序地层格架对比精度和沉积盆地

分析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2. 岩石地层单位特征 

本区奥陶系沿榔坪–半峡–枝柘坪背斜核部周边呈带状分布(图 1)。主要为一套浅海碳酸盐岩建造，

由下而上划分为南津关组、红花园组、大湾组、牯牛潭组、庙坡组、宝塔组、龙马溪组[1]。 
南津关组为一套浅灰色中至厚层状碳酸盐岩为主的地层序列，底部及上部夹泥岩，与下伏娄山关组

与上覆红花园组均为整合接触，沉积厚度 211.6~375.3 m，按岩性特征自下而上可分为一、二、三段：一、

三段为灰岩段，二段为白云岩段。红花园组为整合于南津关组和大湾组之间的一套中厚层生物碎屑灰岩

为主，富含海绵、头足类化石的地层体，沉积厚度 41.0~53.8 m。大湾组为整合于红花园组和牯牛潭组之

间的一套瘤状生物屑灰岩夹薄层状泥岩，产丰富头足类、三叶虫、笔石、腕足类化石，沉积厚度 47.7~54.5 
m。牯牛潭组主要为灰色中厚–厚层瘤状泥晶灰岩、瘤状生物屑泥晶灰岩、泥质条带瘤状灰岩，富含三

叶虫、头足类，沉积厚度 7.9~37.2 m，与下伏大湾组整合接触。庙坡组主要为薄层状含粉砂钙质泥岩夹

中薄层状灰岩，富含笔石、三叶虫、及腕足类、头足类和牙形石等化石，沉积厚度 0~12.2 m，与下伏牯

牛潭组呈整合接触。宝塔组下段为灰色厚层状“龟裂纹”泥晶灰岩夹中层状瘤状泥晶灰岩，上段为灰色

中厚层瘤状泥晶灰岩，瘤状构造发育，头足类化石丰富，沉积厚度 21.12~43.3 m，与下伏牯牛潭组或庙

坡组呈整合接触。龙马溪组底部为薄层状硅质岩夹页片状炭质泥岩，向上为薄层状粉砂质泥岩与深灰色

页片状含炭质泥岩韵律层，夹少量透镜体状–薄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岩，产笔石化石，沉积厚度 17.0~52.0 
m，与下伏宝塔组整合接触。 

3. 层序地层划分 

通过岩石组合、沉积相和基本层序类型及其叠置关系的详细研究[3]-[6]，在野外地层剖面测制及填图

路线的控制下，本区奥陶纪地层划分为 9个 II型三级层序(图 2)，由海侵体系域(TST)和高水位体系域(HST)
组成，海侵面与层序界面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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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四系；2 三叠系；3 泥盆–二叠系；4 寒武–志留系；5 地质界线；

6 断层；7 地层剖面位置 

Figure 1. Sketch map of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 
图 1. 研究区地质构造简图 

 

层序一(SQ1)：为南津关组一段中下部地层。底界为娄山关组顶部的高水位体系域和南津关组底部的

海侵体系域沉积之间的一个明显层序转换面(SB2)，TST 位于南津关组底部，由深灰色厚层亮晶含砂砾屑

生物屑灰岩、砂屑泥晶灰岩、薄中层状泥晶生物碎屑灰岩与灰色页片状钙质泥岩组成，向上单层变薄、

颗粒变细，为一退积型基本层序(图 3)，显示下部水动力强，向上水动力减小，水体变深的变化过程[7]，
为局限台地潮间–潮下带沉积，其上钙质页岩发育代表最大海泛面(mfs)，之后水体震荡变浅，发育条带

状泥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砂砾屑灰岩，代表了高位体系域(HST)的开始。总体上，该层序的发育特

征反映了沉积期为一局限台地沉积环境。 
层序二(SQ2)：为南津关组一段上部与南津关组二段地层。底界为南津关组一段中部的高水位体系域

和南津关组上部的海侵体系域沉积之间的层序转换面(SB2)，本层序在榔坪区域以层中–薄层条带状泥晶

灰岩的出现代表海侵体系域(TST)的开始，向上单层厚度逐渐变薄，其上发育薄层钙质泥岩，代表了沉积

水体最深位置，为最大海泛面(mfs)，高位体系域(HST)为南津关组白云岩段，基本层序为含砾屑白云岩

–粉细晶白云岩–具平行层理白云岩–白色泥晶白云岩构成向上变浅的沉积序列代表水体的持续变浅，

代表局限台地潮上带沉积(图 4)，该层序发育时期沉积环境总体上为开阔台地–局限台地环境。 
层序三(SQ3)：为南津关组三段中下部地层。底界为南津关组二段顶部的高水位体系域和南津关组

三段底部的海侵体系域沉积之间的一个明显层序转换面(SB2)，以白云岩消失、生物碎屑灰岩的出现代

表海侵体系域(TST)的开始，之后水体动荡变深，表现为岩石单层厚度整体减小的变化，在岩性上基本

以生物碎屑灰岩为主，其上钙质泥岩，代表沉积水体的最深位置，为最大海泛面(mfs)位置，高位体系

域(HST)主要发育厚层生物碎屑灰岩岩，代表沉积水体的变浅，沉积环境总体反映为局限台地–潮坪相

沉积。 
层序四(SQ4)：包括南津关组三段上部泥岩段及红花园组地层。层序底界为南津关组上部灰岩与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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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泥岩；2 钙质泥岩；3 含炭质泥岩；4 粉砂质泥岩；5 硅质岩；6 泥晶灰岩；7 砂屑灰岩；8 砾屑灰岩；9 生

屑灰岩；10 介壳灰岩；11 龟裂纹灰岩；12 条带灰岩；13 瘤状灰岩；14 白云岩；15 泥晶白云岩；16 砂屑白

云岩 

Figure 2. Subdivision of sequence tratigrlphy of Ordovician strata in Langping-Zhizheping Area 
图 2. 榔坪–枝柘坪地区奥陶纪层序划分 

 

泥岩之间的 SB2 型界面，TST 为南津关组顶部的灰色薄–中层状生物屑砂屑粉晶灰岩、生物屑灰岩与页

片状钙质泥岩韵律层，泥岩中有时含灰岩透镜体，向上泥质含量增高，海水向上不断加深，具海侵体系

域特征，属陆棚相沉积，其上深灰色砾屑砂屑灰岩与钙质泥岩之间的界面为 mfs，红花园组代表了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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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云岩；②泥岩；③水平层理；④砂砾屑灰岩；⑤砂屑生物

屑灰岩；⑥具水平条带灰岩 

Figure 3. Primary sequence for the bottom part of Nan-
Jinguan Fm 
图 3. 南津关组底部基本层序 

 

 
A 具砾屑白云岩；B 粉晶白云岩；C 平行层理白云岩；D 泥晶

白云岩 

Figure 4. Primary sequence for the dolomite part of Nan-
Jinguan Fm 
图 4. 南津关组白云岩段基本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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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域(HST)沉积，由下而上灰岩单层逐渐变厚、颗粒变粗形成进退型基本层序，属台缘浅滩沉积环境。 
层序五(SQ5)：位于大湾组中下段。主要岩性为中薄层生物屑泥晶灰岩、钙质泥及生物屑瘤状灰岩。

层序底界为红花园组与大湾组之间的 SB2 型界面。TST 主要表现为向上岩性钙质泥岩含量增大、颗粒变

细、灰岩含量减小，生物屑灰岩单层厚层呈变小的趋势，具退积特征(图 5)，HST 为大湾组中部的中厚层

状生物屑砾屑灰岩、砂砾屑灰岩、生物屑灰岩与灰绿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组成，本层序属浅海陆棚沉积

环境。 
层序六(SQ6)：为大湾组中上部及牯牛潭组地层。TST 为大湾组中上部地层，主要岩性为生物碎屑瘤

状灰岩及上部的钙质泥岩，代表了水体的持续变深，以钙质泥岩的出现代表最大海泛面的(mfs)位置，之

后水体持续变浅，发育了牯牛潭组厚层瘤状灰岩，为高位体系域(HST)，该层序发育时期与层序五所反映

的环境相似，为浅海陆棚沉积环境。 
层序七(SQ7)：为庙坡组地层。庙坡组底部的黄绿色页岩的出现，标志着海侵的开始，庙坡组下部页

岩夹灰岩具有总体向上变细的沉积特点，为 SQ7 的海侵沉积，该组中部含 Nemgaarput:garcilsi 笔石及

Sericodea 腕足群落的黑色页岩具有凝缩沉积的特点，为此次海平面上升到最大时期的沉积产物。庙坡组

上部泥岩中产三叶虫、腕足类等底栖生物，但没有共生浮游笔石，显示海水相对变浅，为 HST 沉积，泥

岩作为庙坡组基本层序的主体，透镜状灰岩随机分布于其中，构成非韵律性层序(图 6)，本层序属陆棚凹

陷沉积环境。 
层序八(SQ8)：该层序为宝塔组地层[8]。宝塔组下段为一套灰色中厚层状“龟裂纹”泥晶灰岩夹薄层状

瘤状泥晶灰岩，网状龟裂纹构造发育，产大型头足类化石，显示深水沉积，这是继庙坡组顶部海退事件

后的又一次海侵沉积，具 TST 沉积特征。宝塔组上段的浅灰色中厚层状瘤状泥晶灰岩，产腕足类、三叶

虫和头足类等化石，显示 HST 沉积特征，本层序属陆棚沉积环境。 
层序九(SQ9)：为龙马溪组硅质岩段。底部可见灰黄–灰绿色薄层状泥岩，这是由于宝塔组顶部的海

退/海侵事件导致的，泥岩之上开始沉积以黑色薄层状硅质岩、含炭质粉砂岩为主夹少许泥岩，产丰富的

笔石化石，之后进入海平面下降的阶段，具 HST 特征，本层序属远洋盆地沉积环境[8]-[10]。 
 

 
A 砂砾屑的似瘤状灰岩；B 瘤状灰岩；C 钙质泥岩 

Figure 5. Primary sequence for the lower part of Dawan 
Fm 
图 5. 大湾组下部基本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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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Primary sequence of Miaopo Fm 
图 6. 庙坡组基本层序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区奥陶纪 9 个三级层序(SQ1~SQ9)，层序地层多具纵向对称性旋迴结构，反映了奥陶

纪古地理在晚寒武世陆表海潮坪环境基础上，经历了九次海平面升降过程，沉积了大量以浅海碳酸盐岩

为主的地层体。据沉积层序演化特征编制的海平面短周期相对变化曲线显示出与本区较好的可比性，海

平面相对变化曲线显示本区总体最大规模的海侵发生在晚奥陶世中期，其后由于晚奥陶世末龙马溪期全

面海退，结束了自晚南华世以来的碳酸盐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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