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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Proterozoic Shennongjia Group is mainly a set of carbonate rocks with a small amount of clastic rocks and volcanic 
rocks. Due to the high mountains and dense forests in Shennongjia area, there are few typical profiles available for ge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on the stratigraphic sequence, division and tectonic setting of Shennongjia Group. This paper 
studies the litho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Shikouhe Formation in Shennongjia Group through the 
measured	section,	providing	basic	data	and	basis	for	basin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edimentary	filling	process	and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in	this	period.	The	measured	sec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lithologic	sections,	of	which	the	carbonate	rocks	in	the	first	and	
third sections are generally open-sea platform facies deposits. The second member is a set of volcanic strata, which was formed in 
the tensile tectonic background. The four sections are generally restricted Marine platform facies deposits. Through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hennongjia sedimentary basin showed a deep paleogeographic pattern in the middle (Tiechanghe-
Shizhouhe-Shilongpo) and shallow in the east and west during the Shiwuhe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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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元古代神农架群主要为一套碳酸盐岩夹少量碎屑岩、火山岩组合。由于神农架地区山高林密，可供地质研究的典型剖面
少，对于神农架群地层序列与划分、形成构造背景等仍存在分歧。论文通过实测剖面，研究神农架群石槽河组岩石地层特
征和沉积环境，为该时期盆地演化与重建、沉积充填过程及地层对比提供基础资料及依据。实测剖面划分出四个岩性段，
其中一段和三段碳酸盐岩总体为开阔海台地相沉积；二段为一套火山岩地层，其形成于拉张活动构造背景；四段总体为局
限海台地相沉积。通过地层对比认为，神农架沉积盆地在石槽河组时期显示出中部（铁厂河-石槽河-石龙坡）深、东西两
侧浅的古地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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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及研究历史

神农架隆起，也称神农架穹隆，位于扬子陆块北缘，

大巴山前陆褶冲带东段。其北侧为秦岭大别造山带，南侧

为秭归前陆盆地，南东与黄陵隆起相邻（如图 1 所示）。

隆起区核部出露中元古代神农架群，其上被南华系莲沱组、

南沱组或震旦系陡山沱组不整合覆盖，震旦系和古生界环绕

基底周缘分布，并向四周倾斜。神农架地区是扬子区内中元

古代待建纪地层出露较全的典型地区，由于显生宙巨厚沉积

盖层的覆盖，中元古代地层在扬子克拉通乃至整个华南陆块

出露十分有限，神农架群长期以来被视为扬子克拉通中元

古代地层的典型代表 [1]，是国内中元古代待建系研究的理想 

地区 [2]。

神农架群由江涛、华媚春（1962）创名于神农架地区，

为一套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地层，夹多层火山岩和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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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沉积厚度巨大。据近年研究成果，其形成于中元古代晚

期待建纪（1400~1000Ma）[2-4]。神农架地区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此后，多家单位对该区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对神农架群地层层序提出了多种

划分方案。湖北省区测队于 1966—1974 年开展的 1 ∶ 20 万

神农架幅区调 [5]，对神农架群地层进行了系统地调查，岩石

地层和生物地层的调查工作详细，划分出 3 个亚群 8 个组，

但沉积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有所欠缺；1980—1985 年，天津

地矿所和湖北省区测队合作完成了《神农架上前寒武纪》专

题工作，通过岩石地层、生物地层、化学地层、年代地层、

磁性地层及冰成地层的综合研究，建立了神农架地区上前寒

武系的地层层序，将神农架群地层划分为2个亚群11个组 [6]，

但对于同时异相和同相异时的岩石地层体区分还存在争议；

2002—2004 年，湖北省地质调查院开展的 1 ∶ 25 万神农架

林区幅区调，在总结学习前人资料基础上，通过系统的野外

调查和剖面研究，重建神农架群地层层序，划分出 4 个组和

5个非正式填图单位 [7]。总的来说，由于神农架地区山高林密，

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可供地质研究的典型剖面较少，对于神

农架群沉积时限、地层序列与划分、形成构造背景等仍存在

较大的分歧。

图 1  神农架隆起区地质简图

1 ∶ 5 万骡坪等幅区调工作期间，笔者在神农架隆起南

缘的巴东县石龙坡、送子园实测了石槽河组剖面，剖面主体

沿新开公路测制，露头新鲜连续，沉积构造丰富，粒序层理

清楚。剖面研究和总结了石槽河组沉积环境和岩石地层特

征、岩石地球化学特征，为神农架群石槽河组的研究和区域

对比，新提供了可选择的剖面资料。论文采用新编《湖北省

区域地质志》（2017）神农架群划分方案（自下而上划分为

羊圈河组、石槽河组、大窝坑组、矿石山组），并将石槽河

组划分出 4 个岩性段。

2 剖面描述

湖北省巴东县送子园中元古代神农架群石槽河组四段

实测地层剖面 [8] 如图 2 所示。

剖面位于巴东县送子园，构造位置处于神农架隆起南

缘。起点坐标：X 444257.95，Y 3468942.78。

图 2 湖北省巴东县送子园中元古代神农架群石槽河组四段

实测地层剖面图

注：

上覆地层：大窝坑组（Pt2dw） 厚＞ 27.26m

8. 下部为肉红 ~ 灰黄色含角砾砂屑白云岩，厚 4m。上

部为灰 ~ 浅灰色厚层 ~ 块状含硅质团块细 ~ 粉晶白云。

27.26m

— — — — — —平行不整合接触— — — — — —

石槽河组四段（Pt2s
4） 厚 272.83m

7. 紫红色中 ~ 厚层状纹层状含铁粉砂质微晶白云岩。

岩石中见灰绿色粉砂质白云岩条带，条带宽 1~10cm，间距

3~50cm，顺层延伸。上部见板状交错层理。 55.64m

6. 紫红色薄 ~ 厚层状纹层状含铁粉 ~ 微晶白云岩。偶

见板状交错层理，局部见旋转层理。 123.30m

5. 紫红色中 ~ 薄层状条带状碎裂弱硅化微 ~ 粉晶灰岩。

岩石中条带发育，条带为灰白色微晶白云岩。局部见旋转 

层理。 33.40m

4. 紫红色中 ~ 厚层状碎裂重晶石化晶粒化藻砂屑藻砾

屑灰岩，夹灰白色微晶白云岩条带，条带宽 2~30cm，间距

20~100cm。 25.86m

3. 紫红色中 ~ 厚层状晶粒化藻砾屑藻砂屑白云岩。偶

见灰白色粉晶白云岩条带，条带宽 1~5cm。 21.55m

2. 紫红色块状纹层状粉 ~ 微晶白云岩。 13.08m

— — — — — —整合接触— — — — — —

下伏地层：石槽河组三段（Pt2s
3） 厚＞ 19.09m

1. 灰白色厚层 ~ 块状含叠层石粉 ~ 微晶白云岩。白云

岩中可见叠层石构造，风化面刀砍纹发育。 19.09m

湖北省巴东县石龙坡中元古代神农架群石槽河组一段 ~

三段实测地层剖面 [8] 如图 3 所示。

剖面位于巴东县石龙坡，构造位置处于神农架隆起南

缘。起点坐标：X 441148.7915  Y 346791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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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湖北省巴东县石龙坡中元古代神农架群石槽河组一段 -

三段实测地层剖面图

注：

上覆地层：莲沱组（Nh1l） 厚＞ 4.72m

70. 紫红色凝灰质角砾岩、硅质角砾岩。 4.72m

角度不整合

石槽河组三段（Pt2s
3） 厚 415.36m

69. 灰白 ~ 肉红色中 ~ 厚层状方解石化硅化鲕粒白云岩。

 7.55m

68. 肉红色 ~ 紫红色白云岩角砾岩。角砾成分主要为含

粉砂藻迹不等晶白云岩、强硅化砾屑白云岩，棱角 ~ 次棱

角状，直径 3~100cm 不等。 13.53m

67. 灰色块状碎裂硅化藻砾屑藻砂屑白云岩、中 ~ 厚层

状碎裂硅化藻迹细 ~ 粉晶白云岩。 25.54m

66. 灰 ~ 紫红色白云岩角砾岩。角砾成分为主要为碎裂

藻砂屑藻砾屑白云岩，直径一般 0.5~2m。 15.74m

65. 紫红 ~ 灰绿色泥板岩。 1.75m

64. 灰色块状碎裂硅化藻迹粉晶白云岩。 23.61m

63. 灰色块状凝块石白云岩、中 ~ 厚层状碎裂硅化藻迹

微晶白云岩，夹灰绿色碎裂硅质岩角砾岩、紫红色硅质岩角

砾岩。 19.44m

62. 灰色含硅质条带和团块藻迹泥 ~ 微晶白云岩、藻内

碎屑白云岩。以中 ~ 薄层状构造为主，少数为厚层状构造。

可见叠层石构造。 48.85m

61. 灰 ~ 深灰色中 ~ 薄层状含硅质条带和团块纹层状碎

裂硅化泥 ~ 微晶白云岩。 16.62m

60. 灰色薄层状纹层状碎裂硅化泥 ~ 粉晶白云岩、中 ~

厚层状层纹石白云岩。见波状叠层石。 20.66m

59. 灰 ~ 灰白色中 ~ 薄层状含粉砂含藻砾屑藻砂屑白

云岩、藻迹微晶白云岩。上部夹夹黄绿色白云质页岩。

 30.31m

58. 灰色中 ~ 薄层状纹层状含粉砂泥 ~ 微晶白云岩，夹

灰绿色泥晶白云岩条带或条纹。 12.04m

57. 灰色中 ~ 薄层状含粉砂含鲕粒藻内碎屑白云岩、中 ~ 

厚层状含粉砂微晶白云岩。 23.95m

56. 灰色中层状碎裂硅化含粉砂泥 ~ 微晶白云岩、含粉

砂藻迹微晶白云岩。岩石纹层较发育，纹层平直或微波状。

 20.58m

55. 深灰色硅化放射鲕白云岩。 1.0m

54. 灰 ~ 灰白色中 ~ 薄层状藻粉屑微晶白云岩、含粉砂

微晶白云岩。局部夹灰绿色薄层泥晶白云岩，上部发育纹层，

夹灰白色微晶白云岩条带。 12.36m

53. 灰色中层状含粉砂含鲕粒藻粉屑白云岩、灰白色中 ~ 

薄层状碎裂硅化藻砂屑藻砾屑白云岩。层间夹厚 2~5mm 灰

绿色泥质岩。 8.36m

52. 灰白色薄层状含藻砂屑粉砂质微晶白云岩夹灰绿色

泥晶白云岩。 0.70m

51. 灰 ~ 深灰色中 ~ 薄层状泥 ~ 微晶白云岩。下部纹层

较发育，上部夹灰绿色泥晶白云岩条带。 8.27m

50. 灰色中 ~ 薄层状碎裂硅化含砂粉砂质微晶白云岩与

灰绿色薄层状泥晶白云岩互层。 0.59m

49. 灰色中 ~ 薄层状纹层状碎裂硅化泥 ~ 微晶白云岩，

与浅灰色薄层状微晶白云岩互层。局部夹灰绿色泥晶白 

云岩。 14.52m

48. 灰色中 ~ 薄层状粉砂质微晶白云岩、含藻迹微晶白

云岩，与浅灰 ~ 灰白色粉晶白云岩互层，夹灰黄色含泥粉

砂质微晶白云岩、灰绿色硅质泥晶白云岩。 17.84m

47. 灰 ~ 肉红色中层状碎裂含砂屑微晶白云岩、深灰色

含砾屑硅化放射鲕白云岩。 3.33m

46. 灰色块状碎裂藻砂屑藻砾屑白云岩。 26.08m

45. 灰绿 ~ 灰红色碎裂砂质白云岩角砾岩。 3.12m

44. 灰色中厚层状 ~ 块状碎裂含藻砂屑藻砾屑白云岩。

 35.75m

43. 灰色块状碎裂硅化微晶白云岩。 2.97m

— — — — — —整合接触— — — — — —

石槽河组二段（Pt2s
2） 厚 309.98m

42. 灰绿色变质玄武岩、沉基性火山凝灰岩间隔产出。

凝灰岩纹层发育。 3.39m

41. 灰绿色沉基性火山凝灰岩、沉基性含火山角砾岩屑

凝灰岩。沉火山凝灰结构，层状构造，层理平整清楚，纹层

发育。上部含钙质砂岩透镜体。 6.21m

40. 灰绿色火山角砾岩。角砾岩成分主要有紫红色 ~ 灰

红色凝灰岩、浅灰绿色凝灰岩、深灰 ~ 暗绿色玄武岩、灰

白色碳酸盐岩、灰红色凝灰岩。 2.99m

39. 灰绿色变质玄武岩、灰红 ~ 灰绿色基性火山凝灰岩

间隔产出。玄武岩中见少量黄铁矿团块，裂隙面见淡绿色绿

泥石。凝灰岩中发育纹层。 8.83m

38. 灰红色基性火山凝灰岩。局部纹层发育。岩石中见

少量紫红色凝灰岩条带。 3.82m

37. 灰红色基性火山角砾岩。角砾为灰白色碳酸盐岩、

紫红色（硅质）凝灰岩。 0.94m

36. 灰绿色沉玄武质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灰绿色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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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屑岩屑凝灰岩。见少量不连续纹层。 5.18m

35. 灰绿色火山角砾岩。角砾岩成分主要有紫红色凝灰

岩、灰白色碳酸盐岩、灰红色凝灰岩、浅灰绿色凝灰岩、玄

武岩。 2.41m

34. 灰红 ~ 灰绿色基性晶屑岩屑凝灰岩、基性火山凝灰

岩。纹层较发育。岩中可见灰红色、浅绿色凝灰质条带。

 2.70m

33. 灰绿色变质玄武岩。 16.65m

32. 灰绿色基性晶屑岩屑凝灰岩。见紫红色、浅绿色凝

灰质条带。 1.78m

31. 灰绿 ~ 深绿色变质玄武岩。岩石中见少量黄铁矿团

块，节理裂隙充填有灰白色石英、石棉、黄绿色绿泥石。                                                         

 17.50m

30. 灰绿色基性复屑凝灰岩、基性晶屑岩屑凝灰岩。局

部纹层发育。 15.46m

29. 暗绿色变质玄武岩。岩石中可见黄铁矿、黄铜矿团

块。节理裂隙充填有石英脉、石棉、绿泥石，偶见金黄色黄

铜矿团块。 10.02m

28. 灰绿 ~ 深绿色沉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灰

绿色基性复屑凝灰岩。岩石中纹层较发育。 5.01m

27. 灰绿 ~ 暗绿色变质玄武岩与灰绿色基性晶屑岩屑

凝灰岩、基性复屑凝灰岩间隔产出。凝灰岩中可见纹层。

 44.71m

26. 灰绿色沉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弱熔结凝灰岩、含

火山角砾基性复屑凝灰岩。上部可见纹层。 17.22m

25. 暗红 ~ 紫红色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局部

见暗红色、灰绿色凝灰岩条带。 26.35m

24. 紫红色沉基性火山凝灰岩。 9.00m

23. 紫红 ~ 暗红色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岩石

中常见灰白色钙质中 ~ 细粒岩屑石英砂岩条带，顺层产出。

下部夹含砾含砂硅质水云母粘土岩。 28.01m

22. 紫红色沉玄武质火山角砾岩。 0.69m

21. 紫红 ~ 暗红色沉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

 53.79m

20. 紫红色玄武质火山角砾岩。 2.07m

19. 紫红色沉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弱熔结凝灰岩。

角砾成分为碎裂硅化碳酸盐化玄武岩（原岩为玄武岩）。

 0.59m

18. 灰绿 ~ 紫红色斑点状含粉砂绿泥绢云母板岩（原岩

为含粉砂粘土岩），夹灰绿色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变质基性火

山碎屑岩。 19.26m

17. 灰绿色含粉砂含钙绿泥绢云母板岩夹紫红色含凝灰

质绢云母板岩、灰红色薄层状或透镜状白云岩。 5.4m

— — — — — —整合接触— — — — — —

石槽河组一段（Pt2s
1） 厚＞ 626.94m

16. 灰白 ~ 灰红色薄层状含藻迹粉晶白云岩、灰质粉 ~

微晶白云岩，夹少量灰绿色含粉砂含钙绿泥绢云母板岩（原

岩为含粉砂含钙页岩）。 11.49m

15. 灰色厚层 ~ 块状粉晶白云岩。 75.33m

14. 灰色块状藻灰岩。 23.4m

13. 灰色厚层 ~ 块状含硅质条带纹层状粉 ~ 细晶白云岩。

 51.28m

12. 灰色块状砾屑白云岩。 6.77m

11. 灰 ~ 深灰色中 ~ 厚层状含硅质条带或团块纹层状微 ~ 

细晶白云岩。见平行层理、包卷层理、楔状层理、滑塌构造。

 28.63m

10. 灰 ~ 深灰色薄层状含硅质条带含藻纹粉晶灰岩。

 1.42m

9. 灰 ~ 灰白色中层状纹层状粉 ~ 细晶白云岩。纹层黑

白相间，较为平直，顺层延伸。夹少量灰黑色硅质条带或 

团块。 35.08m

8. 灰白色厚层 ~ 块状纹层状含藻迹粉 ~ 细晶白云岩。

岩石中常见灰黑色藻纹层，偶见灰黑色硅质条带。上部见一

宽 10~50cm 透闪石脉。 41.65m

7. 灰 ~ 深灰色块状纹层状白云质微晶灰岩、灰色厚层 ~ 

块状藻灰岩，夹灰白色块状细 ~ 粉晶白云岩。白云质微晶

灰岩中见皮壳状构造，上部见叠层石构造。 87.99m

6. 灰色块状中 ~ 细晶白云岩。中 ~ 细晶结构，块状构造。

白云岩中见灰黑色藻纹层和皮壳状构造，风化面见少量烟灰

色硅质团块。 121.95m

5. 灰 ~ 深灰色块状藻灰岩。蓝藻结构，块状构造为

主，少数为中 ~ 薄层状构造。上部见皮壳状构造，由环带

状纹层组成，环带边部见灰白色硅质壳。局部见卷曲层理。

 39.18m

4. 灰色厚层 ~ 块状细 ~ 粉晶白云岩，下部含藻砂屑藻

砾屑，上部见帐篷构造。 56.22m

3. 灰白色中 ~ 厚层状纹层状微 ~ 粉晶白云岩。 28.23m

2. 浅灰 ~ 深灰色厚层 ~ 块状含藻纹层粉 ~ 中晶白云岩，

风化面发育刀砍纹，局部碎裂硅化。 15.36m

1. 灰色中层状含藻纹层碎裂硅化细晶白云岩与浅灰色

厚层 ~ 块状含藻纹层粉 ~ 细晶白云岩互层。 2.96m                                                                    

未见底

3 岩石地层特征

在神农架隆起南缘，石槽河组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可分

为四个岩性段。

①石槽河组一段（Pt2s
1）。

厚度大于 626.94m。下部岩性为灰色中层状含藻纹层细

晶白云岩、浅灰色块状纹层状细 ~ 粉晶白云岩、中 ~ 厚层

状纹层状微 ~ 粉晶白云岩，块状层理。白云岩中纹层不规

则条痕状、断开微波状，局部见帐篷构造（如图 4a 所示），

为潮间带上部 ~ 潮上带的沉积环境；中部岩性主要为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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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 厚层状灰岩、灰色块状含叠层石白云质微晶灰岩、含

藻迹中 ~ 细晶白云岩、深灰色薄 ~ 中层状纹层状含灰质粉 ~

细晶白云岩，发育水平层理、卷曲层理（如图 4b 所示）。

白云岩中纹层较发育，断续或连续线状顺层延伸（如图 4c

所示），局部见微波状、柱状叠层石，见少量硅质条带，为

潮间 ~ 潮下低能带的沉积环境；中上部岩性主要为灰 ~ 深

灰色中 ~ 厚层状含硅质条带或团块纹层状细晶白云岩、灰

色块状砾屑白云岩、灰色块状细晶白云岩，具水平层理、波

状层理，为潮下低能 ~ 潮间带的沉积环境，偶见包卷层理（如

图 4d 所示）、楔状层理（如图 4e 所示）、滑塌构造（如图

4f 所示），为潮汐水道相沉积；上部岩性主要为灰色厚层 ~

块状粉晶白云岩、灰白 ~ 灰红色薄层状灰质粉 ~ 微晶白云岩。

石槽河组一段碳酸盐岩总体为开阔海台地相沉积。

图 4 石槽河组一段沉积特征

②石槽河组二段（Pt2s
2）。

为一套火山岩，厚 309.98m。可划分出 2 个喷发旋回和

22 个喷发韵律。第一喷发旋回：以紫红色为主，岩性为灰

绿 ~ 紫红色含粉砂绿泥绢云母板岩（原岩为含粉砂粘土岩）、

紫红色含凝灰质绢云母板岩（原岩为含凝灰质粘土岩（页

岩）），紫红色玄武质火山角砾岩（如图 5a 所示）、紫红 ~ 

暗红色沉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凝灰岩（如图 5b 所示）、

紫红色沉基性火山凝灰岩。可划分出 6 个喷发韵律，每个

韵律由粗火山碎屑岩→细火山碎屑岩构成；第二喷发旋回：

以灰绿色为主，岩性为灰绿色沉玄武质含火山角砾岩屑凝灰

岩、灰绿 ~ 暗绿色变质玄武岩（如图 5c 所示）、灰绿色基

性晶屑岩屑凝灰岩、灰绿色火山角砾岩、灰绿色沉基性含火

山角砾岩屑凝灰岩、深绿色沉基性火山凝灰岩（如图 5d 所

示）。可划分出 16 个喷发韵律，16 个喷发韵律主要有两种

构成方式，一为粗火山碎屑岩→细火山碎屑岩；二为火山碎

屑岩→熔岩，均构成一个由爆发→喷溢的周期，反映出火山

活动由强渐弱。

剖面测制时在该段火山岩中采取了岩石化学分析样品 7

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显示，石槽河组火山岩来源于软流圈，

可能存在地壳混染，具有板内玄武岩的特征，是格林威尔期

造山运动拉张裂谷盆地的产物 [9~11]。

图 5 石槽河组二段火山岩特征及与一段、三段接触关系

③石槽河组三段（Pt2s
3）。

为一套以灰色白云岩为主的岩石组合，厚 415.36m。下

部岩性主要为灰色中 ~ 厚层状藻砂屑藻砾屑白云岩、深灰

色含砾屑硅化放射鲕白云岩（如图 6a 所示）、灰色中层状

含藻迹微晶白云岩，块状层理，为潮下带 ~ 潮间带的沉积

环境；中部岩性主要为灰色中 ~ 薄层状含砂砾屑细晶白云 

岩、灰色中 ~ 薄层状纹层状碎裂硅化泥 ~ 微晶白云岩、灰

绿色薄层状泥晶白云岩（如图 6b 所示），泥晶白云岩中常

见黄铁矿颗粒，为潮下泻湖相沉积环境；上部岩性主要为灰

色中 ~ 薄层状含粉砂泥 ~ 微晶白云岩、灰色中层状含粉砂

含鲕粒藻粉屑白云岩、深灰色中 ~ 厚层状硅化放射鲕白云岩、

灰色中 ~ 厚层状层纹石白云岩、灰色含硅质条带含叠层石

藻迹白云岩（如图 6c 所示）、灰色块状碎裂硅化藻迹粉晶

白云岩。该段白云岩微波状纹层（如图 6d 所示）和叠层石

较发育，常见鲕粒，为潮下带 ~ 潮间带的沉积环境。该段

向上水体震荡性变浅，总体上具进积型层序结构。石槽河组

三段总体为开阔海台地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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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石槽河组三段沉积特征

④石槽河组四段（Pt2s
4）。

为一套以紫红色白云岩为主的岩石组合，厚 272.83m。

下部岩性为紫红色块状纹层状粉 ~ 微晶白云岩、厚层状晶

粒化藻砾屑藻砂屑白云岩、中 ~ 薄层状纹层状含铁粉 ~ 微

晶白云岩（如图 7a 所示），水平层理发育，偶见板状交错

层理（如图 7b 所示）、旋转层理。该段总体往上，岩层单

层变薄，具退积型层序结构；上部岩性为紫红色中 ~ 厚层

状纹层状含铁粉砂质微晶白云岩（如图 7c 所示）、厚层状

纹层状粉砂质微晶白云岩（如图 7d 所示），见灰绿色粉砂

质白云岩条带，水平层理发育。石槽河组四段总体为局限海

台地相沉积。

石槽河组二段火山岩与一段、三段碳酸盐岩均为整合

接触，底以灰绿色含粉砂含钙绿泥绢云母板岩夹紫红色含凝

灰质绢云母板岩出现，和碳酸盐岩结束为标志，与下伏石槽

河组一段分界，二者界面清晰，产状一致（如图 5e 所示）；

顶以灰绿色沉凝灰岩结束和碳酸盐岩出现为标志，与上覆石

槽河组三段分界，二者界面清晰，产状一致（如图 5f 所示）。

石槽河组四段以紫红色白云岩出现为标志，与下伏石槽河

组三段灰白色厚层 ~ 块状粉晶白云岩分界，二者产状一致，

为整合接触。

图 7 石槽河组四段沉积特征

4 区域对比

神农架隆起南缘石龙坡剖面石槽河组为一套碳酸盐岩

夹火山岩的岩石组合，厚度＞ 1625.1m。区域上，研究区以

北神农架林区铁厂河该组厚 3307.6m，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石

槽河厚 2301.6m；研究区北东兴山县柏树坪厚 130.1m；研

究区北西神农架主峰风景垭一带厚 816.3m（如图 8 所示）。

从整个神农架群沉积盆地来看，石槽河组在铁厂河 ~ 石槽

河 ~ 石龙坡一线，沉积厚度达最大，向东西两侧厚度变小，

显示中部（铁厂河 ~ 石槽河 ~ 石龙坡）深、东西两侧浅的

古地理格局。

图 8 神农架群石槽河组柱状对比图

注：1. 泥砂质砾岩；2. 硅质砾岩；3. 粉砂岩；4. 含碳

含石英粉砂岩；5. 白云质粉砂岩；6. 炭质页岩；7. 粉砂质 

页岩；8. 含粉砂水云母粘土岩；9. 硅质白云质粘土岩；

10. 藻迹灰岩；11. 含碳灰岩；12. 泥质灰岩；13. 白云质灰岩；

14. 角砾状灰岩；15. 含硅质团块灰岩；16. 砾屑砂屑白云岩；

17. 含角砾砂屑白云岩；18. 白云岩角砾岩；19. 藻砾屑藻砂

屑白云岩；20. 含硅质条带白云岩；21. 硅化白云岩；22. 含

硅质结核白云岩；23. 碎裂藻迹白云岩；24. 纹层状白云岩；

25. 玄武质火山角砾岩；26. 沉凝灰岩；27 玄武岩；28. 杏仁

状玄武岩；29. 粉晶；30. 微晶；31. 细晶；32. 鲕粒；33. 叠

层石；34. 大窝坑组；35. 石槽河组四段；36. 石槽河组三段；

37. 石槽河组二段；38. 石槽河组一段；39. 石槽河组；40. 石

槽河组大岩坪岩楔；41. 羊圈河组。

神农架林区木鱼镇石槽河（石槽河组创名地）一带，

该组由下部大岩坪岩楔、中部浅灰色中厚层状 ~ 块状白云

岩、上部紫红色薄层状白云岩组成。石龙坡石槽河组剖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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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比，主要异同点：①石槽河剖面下部岩性主要为炭泥质

板岩、白云质粉砂岩、白云岩角砾岩、泥质白云岩等，厚

1099.7m，1 ∶ 25 万神农架幅报告称大岩坪岩楔（非正式填

图单位），为一套斜坡相碳酸盐岩重力流沉积 [7]；石龙坡石

槽河组未见底，尚不能确定是否有该套岩性沉积。②石槽河

剖面中部为含燧石条带白云岩、叠层石白云岩、纹层状细晶

白云岩，厚 1151.3m，无火山岩夹层；石龙坡剖面石槽河组

一段 ~ 三段厚 1315.1m，层位与其大致对应，岩性以细晶白

云岩、含叠层石白云岩为主，中部夹有一套厚 310.0m 火山

岩地层（石槽河组二段）。③石槽河剖面上部为紫红色薄层

状白云岩，可见石盐假晶、干裂、波痕等，厚 50.6m；石龙

坡一带石槽河组四段层位与之相当，厚度较大，岩性为紫红

色中 ~ 薄层状白云岩，发育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厚

272.8m。

5 结语

①从构造背景和沉积环境分析，神农架隆起南缘石槽

河组一段台地相白云岩沉积后，在拉张活动构造背景下，出

现火山活动，形成一套火山岩地层（石槽河组二段）。同期，

在北部神农架林区铁厂河一带，石槽河组中部沉积一套火山

岩地层。二者相比，相同之处是，火山岩岩性和厚度类似；

不同之处是，后者具明显 3 个喷发旋回，其间有灰岩、白云

岩间隔。而在木鱼镇石槽河、兴山柏树坪等地，该组不夹或

夹少量火山岩。表明火山活动中心位于石龙坡和北部神农架

林区铁厂河一带，东西两侧减弱。火山活动之后，研究区转

为较为稳定的开阔海台地相，沉积石槽河组三段一套以细晶

白云岩、叠层石白云岩为主的岩性组合，至石槽河组四段，

为局限海台地相紫红色中 ~ 薄层状白云岩沉积。

②神农架群石槽河组一段岩性以灰色白云岩为主，中

部夹少量白云质灰岩，发育藻纹层，局部见微波状、柱状叠

层石构造、帐篷构造，总体为开阔海台地相沉积；石槽河组

二段火山岩形成于拉张活动构造背景，岩浆主要来源于软流

圈（或地幔柱），是板内裂谷环境形成的产物；三段岩性主

要为灰色白云岩，岩石中常含藻砂屑、藻砾屑，波状纹层和

叠层石构造发育，常见鲕粒，总体为开阔海台地相沉积；四

段岩性主要为紫红色纹层状白云岩、紫红色含铁粉砂质白云

岩，水平层理发育，偶见板状交错层理，总体为局限海台地

相沉积。

③通过地层对比认为，神农架群沉积盆地总体显示出

中部（铁厂河—石槽河—石龙坡）深、东西两侧浅的古地理

格局。石槽河组在铁厂河—石槽河—石龙坡一线，沉积厚度

达最大，向东西两侧厚度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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