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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口店地区岩石地层及沉积序列

和沉积环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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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周口店地区地处华北板块的腹地，其地层序列发育齐全，在华北地区具有代表性。但受后

期变质、构造和岩浆作用的影响，该区整个地层序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强烈变质和变形改造，给相

关地质学研究造成很大困难。借助于北京市邻区相应地层的对照分析，尝试恢复周口店地区各时

代强烈变质变形的沉积地层序列，分析其沉积环境，并对有关地层单元进行系统清理，在新的国际

年代地层框架内重新厘定了周口店地区的地层格架。周口店地区沉积地层序列和古环境重建结果

表明：该区一直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沉积古地理位置，其可能与该区后期独特的重大构造和变质变

形活动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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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周口店被称为“人类文明之脉源”，因为这里不

仅有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遗址”，而且有人类用火

的最早记载。周口店也被誉为“地质工程师的摇

篮”，因为周口店在不大的范围内集各种地层、构造、

岩浆作用等地质现象于一体［１］，是非常难得的进行

各种基础地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包括周口店在内的北京西山地区，地质调查及

研究工作在中国开展得最早。早在１９世纪后期和

２０世纪初，美国学者 Ｐｕｍｐｅｌｌｙ、德国学者 Ｒｉｃｈ

ｔｈｏｆｅｎ和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Ｓｏｌｌｇｅｒ就对北京西

山地区的地层和岩石进行了初步考察和研究。随

后，中国第一个地质启蒙教育野外训练班即以该地

区为基地，在训练和学习中对该区的区域地质情况

逐步展开调查，并集成了《北京西山地质志》［２］，初步

建立了该区比较完整的地层序列。自１９５４年中国

地质大学（原北京地质学院）在周口店建立野外教学

实习基地后，对周口店地区的地质学研究工作逐步

深入，对该区地层序列的认识也逐步完善。然而，周

口店地区由于复杂的构造地质作用，加之岩体的侵

入，整个区域的地层均发生了显著的变质作用，区域

变质、接触变质和动力变质现象在整个区域都十分

普遍，因此岩石地层研究一直是难点。尽管本区有

过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是许多高校的重要

地质教学实习基地，但到目前为止，在周口店地区基

本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地层学研究，尤其是其反映的

原始沉积序列和沉积环境没有得到系统的揭示，一

些新近的地层学重大进展在该区内也没有得到及时

应用和更新，从而为相关地质现象的认识和分析带

来很大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科学研究。

鉴于此，笔者试图根据新近地层学领域的一些重要

进展，重点对周口店地区各主要时代的岩石地层序

列进行系统清理；并通过对照邻区相关地层序列，尝

试恢复其原始沉积序列和沉积环境，为该区域各项

相关地质学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１　区域地质背景

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区境内，离北京

市主城区约４０ｋｍ（图１）。大地构造位置隶属于华

北地台中部燕山板内构造带，处于近东西向延伸的

燕山构造带与北北东向太行山构造带的接合部位。

区内地质记录是一个典型的板内构造活动带，是在

经历长期演化形成稳定地台后，后期再改造活动的

１－雾迷山组、洪水庄组、铁岭组；２－骆驼岭组、昌平组；３－下马

岭组、景儿峪组；４－馒头组、张夏组、炒米店组、冶里组、

亮甲山组、马家沟组；５－太原组、山西组、石盒子组

图１　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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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因此，本区的地层记录与华北地台有一致性，

但在后期构造作用及其伴随的岩浆侵入（房山复式

岩体）作用下被强烈改造，从而使得整个区域的先期

地层均遭受不同程度的区域变质、接触变质乃至动

力变质作用，从而使得整个地层序列显著偏离其原

始沉积面貌，这不仅为地层学研究造成很大困难，而

且也极大影响了以地层为基础的相关地质学研究。

虽然周口店地区地层变质作用强烈，地质构造

作用极其复杂，但与其相邻的北侧北京门头沟地区

以及稍远的北京昌平地区却没有受到如此严重的影

响，尤其地层没有发生显著的变质作用，但其地层序

列与周口店地区十分相似，因此对于周口店地区沉

积地层序列的恢复与沉积环境和古地理研究具有重

要的参考作用，也为进一步探索该区独特的变质变

形作用提供新的思路。

２　 区域地层序列

图２以国际年代地层和地质年代
［３５］为格架列

举了周口店地区各岩石地层系统。

周口店地区最老的岩石被称为“官地杂岩”，主

要出露于房山岩体南、北两侧及东缘，出露总面积不

足０．５ｋｍ２。岩石类型复杂，主要由正片麻岩、斜长

角闪岩、变粒岩组成，局部具混合岩化特征。并且

受后期构造影响，其又经受强烈动力变质作用，普

遍发生糜棱岩化。“官地杂岩”同位素测年结果表

明，其原岩形成时代应为新太古代［６７］，因而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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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周口店地区岩石地层及其对应的年代地层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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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台基底的一部分［８］。在岩石地层上应归属于

密云（岩）群［９］。

元古宇在中国北方被划分为滹沱系、长城系、蓟

县系和青白口系［１０］，其上的南华系和震旦系在华北

地台区缺失。周口店地区出露元古宙地层包括长城

群（长城系）、蓟县群（蓟县系）和青白口群（青白口

系）。长城群分布在南大寨
!

辛开口一带，包括常州

沟组、串岭沟组、团山子组和大红峪组，上部缺失天

津蓟县地区的高于庄组。各组多以断片形式出现，

无系统完整的剖面，岩石未变质或局部轻微变质。

蓟县群下部出露最老地层为雾迷山组，其上为洪水

庄组和铁岭组。在蓟县和昌平地区普遍发育的杨庄

组，在本区没有出露。该群地层普遍浅变质，地层的

原始层理（Ｓ０）多为劈理面（Ｓ１）所转换。地层厚度受

构造影响变化很大，不能反映原始沉积和地壳沉降

情况。部分地层还遭受强烈固态流变和韧性剪切变

形。青白口群包括下马岭组、骆驼岭组和景儿峪组。

各组地层均可与天津蓟县和北京昌平地区同时代地

层进行对比，但本区地层普遍遭受区域变质作用和

强烈构造变形或接触热变质，从而形成变质程度不

一的千枚状板岩、千枚岩、片岩、石英岩和大理岩等，

且常有糜棱岩化，岩石层理（Ｓ０）被劈理面（Ｓ１）所转

换，地层厚度变化大，与原岩有很大差别，不能用来

直接进行原始沉积和地质分析。周口店地区连续的

地层剖面（如八角寨南坡公路剖面）上可见铁岭组与

下马岭组之间假整合标志十分明显，普遍发育有数

十厘米的铁质风化壳，并被命名之为“芹峪上升运

动”，因此将其作为蓟县群和青白口群的分界是明显

的。然而，最近有学者对北京门头沟下马岭组凝灰

岩夹层进行同位素测年分析，结果表明该组形成时

间应在中元古代早期［１１］。这样，该组就要下移到蓟

县系。

下古生界在周口店地区仅有寒武系和奥陶系部

分地层，在区域上遭受浅变质作用而被改造成各种

变质岩，局部还受强烈构造变形改造。寒武系包括

昌平组、馒头组、张夏组和炒米店组。其中昌平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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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虫化石指示为寒武纪第二世，因此本区缺失寒

武纪第一世，即纽芬兰世（Ｔｅｒｒｅｎｅｕｖｉａｎ）的沉积。

奥陶系也仅包含下—中奥陶统的冶里组、亮甲山组

和马家沟组。中奥陶世之后，本区与华北地台一起

被抬升接受剥蚀近１４０Ｍａ。

上古生界—三叠系包括晚石炭世及其后的太原

组、山西组、石盒子组和双泉组。该地层序列顶、底

界清楚，以平行不整合超覆于中奥陶世马家沟组结

晶灰岩之上，顶部为中—晚三叠世印支运动构造面

所限，代表华北地台经历怀远抬升运动之后，开始接

受从海陆过渡相经近海平原向内陆河湖演变历程。

整个地层也经受了浅的区域变质作用，局部受房山

岩体影响发生热接触变质，岩石遭受强烈改造。

中生界除穿越古生代、中生代界线的双泉组外，

周口店地区出露的岩石地层主要为侏罗系的４个

组，包括南大岭组、窑坡组、龙门组和九龙山组，主要

为内陆火山 山间盆地复杂碎屑堆积物，局部含煤

层。地层也均遭受区域变质，主要分布在凤凰山—

猫耳山一带。

新生代地层大面积分布在山前平原地区，也零

星见于山间洼地和岩溶洞穴中。周口店地区新生代

地层主要为新近系上新统和第四系，区内未见邻区

古近系始新统的长辛店组。上新统下部鱼岭组为地

下岩溶洞穴堆积；上部新庄组为红色风化壳残积，东

岭子组为红色漏斗堆积和洪积砂砾层。第四系包括

更新统的太平山组，为岩溶洞穴 洼地堆积物，周口

店组猿人洞岩穴堆积物是由灰岩角砾与砂土钙质层

和灰烬层互层组成。这一时期的洞外地层包括各河

谷内的Ⅳ级、Ⅲ级、Ⅱ级阶地的冲积层及风化残积

层，其中龙骨山北西老牛沟口周口河Ⅲ级阶地的“下

砾石层”最有代表性。全新统主要为Ⅰ级阶地和河

漫滩冲积层、洪积层与人工灰碴堆积物以及风化壳

残积层。

３　沉积层序和沉积环境恢复

由于研究区内中元古代
!

古生代地层分布广泛

且变质变形作用强烈，因此笔者重点讨论这段时期

各主要岩石地层单元的岩性序列及其在邻区未变质

的沉积序列特征和沉积环境复原。

３．１　雾迷山组

雾迷山组地层岩性在区域上可分为４段
［９］，但

在周口店地区仅见第３段和第４段。该组地层主要

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孤山口—黄山店一带，房山岩体

南缘仅有零星露头；以孤山口—八角寨公路沿线出

露较多，为灰色中—厚层状硅质条带结晶白云岩、泥

质白云岩夹藻纹白云岩，藻纹层和叠层石发育。多

数层段发育强烈层内变形构造和层间滑动构造，因

此地层厚度变化很大。

雾迷山组的层型剖面在天津蓟县，北京市次层

型选在昌平十三陵的翠花山—卧虎山剖面［９］（图

１）。昌平地区对应该组第３段岩性为泥晶白云岩、

纹层状白云岩、燧石条带白云岩、藻白云岩；第４段

为硅质条带白云岩、泥晶白云岩、纹层状白云岩。由

此可见，周口店地区该段地层的岩性除经历变质结

晶作用外，与周边地区的岩性序列基本一致，反映了

潮间带 潮下带的沉积环境。藻纹层、水平纹层及硅

质条带的交替出现反映了沉积水体从浅到深的旋回

性变化。总体上，第３段发育叠层石，并有鲕粒及更

发育的藻纹层，反映了潮间带 潮下带上部较浅水的

环境；而第４段更发育硅质条带和水平纹层，表明水

体相对加深到浅海外陆棚环境。

３．２　洪水庄组

洪水庄组主要分布在黄山店、八角寨一带，房山

岩体南缘亦有少量露头。该组地层主要为灰黑色含

锰及含碳的粉砂质千枚状板岩夹薄层白云岩或其透

镜体，可见黄铁矿呈不规则顺层分布。该组地层厚

度不大，但区域上分布稳定。

洪水庄组的层型剖面位于天津蓟县，北京市的

次层型是昌平十三陵德陵北沟剖面。其未变质岩性

均以黑色和深灰色页岩、粉砂质页岩为主，夹薄层白

云岩及少量砂岩，富含黄铁矿、菱铁矿、锰质结核等，

反映了氧化界面之下较深水滞流缺氧的沉积环境。

３．３　铁岭组

铁岭组在黄山店—八角寨一带分布较广，在房

山岩体南侧的一条龙到房山西一带也有出露。区内

该组岩性主体为白云质大理岩或结晶白云岩，以八

角寨南坡发育最为完整，可区分为３个部分。下部

以浅灰色厚层 块状结晶白云岩为主，其底部为含锰

质结晶白云岩，并具由风暴流触发的塑性变形沉积

构造，往上发育板状交错层理；中部为深灰色中—薄

层状结晶白云岩夹板岩和千枚岩；上部为灰色中—

厚层状结晶白云岩及叠层石白云岩。区内其他地区

的铁岭组均被构造破坏而保存不完整。

铁岭组的层型剖面是天津蓟县剖面，北京市次

层型被选在昌平十三陵的苏子山剖面。区域上，铁

岭组被分为２个岩性段，下段以白云岩或灰岩和页

岩为主，发育竹叶状砾屑白云岩、燧石条带白云岩、

微含锰质白云岩和灰绿色页岩，与八角寨剖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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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相当，代表较深水陆架区沉积环境。八角寨剖

面指示了其由洪水庄组较深水逐步变浅、在中部再

次加深的环境演变过程。上段为含叠层石白云岩

段，与八角寨剖面上部基本一致，反映了潮下带上部

较浅水且有一定能量（叠层石礁）到潮上带低能云坪

（藻纹层白云岩）的环境。

３．４　下马岭组

下马岭组在周口店地区分布广泛，但受构造改

造强烈，或因固态流变、或因剥离断层、或因逆冲断

层的改造，厚度变化很大，岩石变质作用强，主体岩

性以片岩、千枚岩、千枚状板岩和粉砂质板岩为主。

以八角寨南坡剖面为代表，明显可分为３个部分。

下部褐灰色千枚状板岩及含磁铁矿粉砂质板岩，底

部发育数十厘米铁质风化壳；中部灰褐色粉砂质板

岩夹薄层变质砂岩；上部灰色粉砂质千枚状板岩和

灰黑色碳质千枚状板岩。

该组的层型剖面位于本区北侧的门头沟区青白

口村西沟，其岩性以页岩为主，包括３个岩性段，即

下部含铁粉砂质页岩段，中部页岩夹铁饼状泥灰岩

段，上部黑色硅质含碳页岩段。底部铁质风化壳发

育，与下伏铁岭组为显著的平行不整合接触。这些

特征与区内八角寨剖面的情况基本一致，可以作为

区内沉积序列恢复的标志。其沉积环境的演变在早

期风化壳之上的沉积物主要为碎屑滨岸 潮坪沉积；

中期海水显著加深，但在周口店地区，陆源碎屑物相

对更丰富，表明其离陆源剥蚀区可能更近；晚期则主

要为碎屑型滨岸潮下带湖环境。总体来看，这一

时期的风化作用较强，气候可能并不十分干燥，陆源

物比较丰富。

关于下马岭组的地质时代：下马岭组以显著的

风化壳平行不整合于铁岭组不同层位之上，该构造

抬升被称为“芹峪运动”。通常将其与上覆地层一起

归入青白口群［１２］，后被作为青白口系。但近年来，

高林志等对下马岭组层型剖面附近该组所夹凝灰岩

中锆石ＵＰｂ测年得出结果为（１３６８±１２）Ｍａ，表明

其地质时代为中元古代早期［１１］。于是这与传统关

于下马岭组作为新元古代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高

林志等提出２种可能性，一种是其不与蓟县剖面的

“下马岭组”对比，而是与蓟县剖面的洪水庄对比，这

在地质时代上就不矛盾了［１１］。但从周口店地区的

地层序列上来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八角寨剖

面的洪水庄组明显远低于下马岭组。因而只能考虑

其另一种可能性，即修改下马岭组在年代地层表中

的位置。最近苏文博等也对冀北—辽西的下马岭组

及其下的铁岭组中的火山沉积物进行了测年研究，同

样得出了类似的结果［１３］。这样，下马岭组与其上覆

的骆驼岭组之间就存在一个很大的时间不整合面，同

时下马岭组也就要从青白口系中剥离出来（图２）。

３．５　骆驼岭组

骆驼岭组原称为“龙山组”或“长龙山组”，在周

口店地区分布稳定，与下马岭组伴随广泛分布。其

岩性包括下部变质石英砂岩和上部板岩。其中下部

的砂岩层是很好的对比标志层，其中常发育海滩相

冲洗交错层理，其原岩属海滩砂坝沉积；上部的板岩

或斑点状板岩，其原岩应形成于宁静的浅海环境。

在原“龙山组”的命名剖面———昌平龙山，该组

也由下部砂（砾）岩（夹页岩）段和上部页岩段组

成。其 中 下 段 页 岩 中 还 产 犔狅狀犵犳犲狀犵狊犺犪狀犻犪 和

犆犺狌犪狉犻犪等藻类化石
［１４］。相邻的门头沟地区，该组

下部亦为含砾砂岩、石英砂岩和细砂岩；上部为紫

红色、紫灰色泥灰岩、页岩，顶部为紫红色石英砂

岩。但厚度多在１００ｍ以上，而周口店地区该组

厚度明显小得多。

在周口店地区，该组与下伏的下马岭组之间未

见明显的不整合风化壳或冲刷面标志。但在区域上

该组地层相变很大，其下段的砂砾岩被认为是分支

河道砂砾岩相沉积。在京西沿河城以西地区，该组

由东向西（或向南西）依次超覆于下马岭组、铁岭组

和雾迷山组不同层位之上［１５］，在区域上这次构造抬

升也曾被称为“蔚县上升”［１６］，可见其也是一个大的

沉积间断界面。

关于该地层组名的选用：这套地层原被命名为

“龙山组”，命名地点为昌平的龙山。后因其与中国

南方前泥盆系的“龙山群”（龙山系）重名，因而被改

为“长龙山组”。鲍亦冈则认为南方龙山系早已解

体，建议恢复“龙山组”一名［９］。邢裕盛等也曾指出，

因无“长龙山”这一地名，因此“长龙山组”命名不符

合地层规范，故以天津蓟县城北的骆驼岭相当层位

地层建立“骆驼岭组”［１７１８］。笔者赞同使用“骆驼岭

组”，因为虽然原“龙山系”（龙山群）一名不再使用，

但仍会造成歧义，不符合地层名称“唯一”的原则。

３．６　景儿峪组

景儿峪组常与骆驼岭组相伴分布，但在房山岩

体南侧，其多被断裂所吞没。本组岩性较稳定，下部

为白色薄—中层状大理岩夹灰黑色薄层状大理岩，

上部为灰、灰黄色钙质板岩和千枚岩。

景儿峪组的层型剖面位于天津蓟县骆驼岭—老

鸹顶；北京市次层型选为门头沟区的青白口剖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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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泥晶灰岩和硅质泥灰岩，顶部夹薄层硅质页岩，

是继骆驼岭组之后继续稳定的正常浅海相沉积物。

３．７　昌平组

昌平组分布广泛，但受构造改造剪切变形或显

著减薄。以黄院东山梁剖面保存相对较为完整，其

底部为青灰色薄—中层纹层状结晶灰岩夹灰色钙质

板岩，以一层约５ｃｍ泥质风化壳平行不整合于景儿

峪组钙质板岩之上；下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状豹皮

（云斑状）结晶灰岩；上部为青灰色中—厚层纹带状

结晶灰岩。

该组的层型剖面在昌平龙山，岩性主要为灰、深

灰色厚层 块状豹皮灰岩和细晶灰岩。其上、下部均

发育白云岩和白云质灰岩。在本区北部的门头沟下

苇甸剖面上，本组底部也发育薄的风化壳，并在该组

下部为燧石、白云质、灰质角砾岩等碎屑流堆积。这

表明经历景儿峪组沉积结束数亿年后本区开始接受

沉积时，下苇甸地区是一陡坡下的盆地［１９］，而周口店

地区则处于潮上带低能环境。近年来的研究一般认

为，“豹皮”灰岩是一种与微生物作用有关的沉积构

造［２０］，因而代表了潮下带上部正常浅海环境。该组

上部的纹层状灰岩则是潮坪区低能环境的沉积产物。

该组在周口店地区产三叶虫化石犚犲犱犾犻犮犺犻犪

狊犻狀犲狀狊犻狊，指示其在新的年代地层表中属寒武系第二

统（图２）。此外，命名于天津蓟县景儿峪村的府君

山组（福金山组）是本组的同物异名。

３．８　馒头组

馒头组在周口店地区分布广泛，但可能受构造改

造的影响，普遍出露厚度不大，以黄院东山梁剖面发

育相对较完整；主要为灰、灰绿、黄色千枚状板岩夹薄

层白云质大理岩或结晶白云岩，上部主体为灰色粉砂

质板岩夹中薄层结晶白云岩和少量鲕粒灰岩。

馒头组创名于山东张夏，北京市次层型为门头

沟的下苇甸剖面，为一套以紫红色为主的杂色泥岩、

粉砂岩和白云岩，发育盐溶角砾，显然是一种半封

闭、气候干燥炎热、蒸发作用强烈的萨布哈 潮间带

沉积环境。相比之下，周口店地区以杂色页岩（板

岩）为主，红色层和盐溶沉积不发育，可能反映当时

该区水体更深一些（潮下带较深水区）；上部灰色板

岩和鲕粒灰岩指示潮上带正常海环境，表明气候逐

渐转为正常。

在周口店地区，该组下部产三叶虫化石犚犲犱犾犻犮犺犻犪

ｃｆ．狊犻狀犲狀狊犻狊，犘犪犾犪犲狅犾犲狀狌狊ｓｐ．，上部产犅犪犻犾犻犲犾犾犪ｓｐ．

等，表明其时代为寒武纪第二世晚期到第三世早期。

区域上该组与下伏昌平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在昌

平龙山和门头沟川底下等地，该组底部还发育有风

化壳［１５］。

该组包括原依据生物地层划分出的馒头组、毛

庄组和徐庄组［１７］，但不包括下苇甸剖面上原被确定

的徐庄阶，因为其主要为灰黑色中—巨厚层状亮晶

鲕粒灰岩夹灰绿色中薄层粉砂岩和泥灰岩［１５］，其现

被归入上覆的张夏组［９］。

３．９　张夏组

张夏组在周口店地区分布广泛，与馒头组相伴

出现，亦以黄院东山梁剖面发育较完整；主要由灰绿

色千枚状板岩、粉砂质板岩与中—厚层鲕粒灰岩和

结晶灰岩互层组成。

本组创名于山东长清县张夏镇。北京市次层型

为门头沟下苇甸剖面，其以发育中—厚层鲕粒灰岩

为特征，与钙质粉砂岩构成２个大旋回，时夹竹叶状

砾屑灰岩，体现了正常海潮下带高能浅滩环境，间夹

局限海低能环境，并时有风暴作用形成竹叶状构造。

相比之下，周口店地区水体稍深，以潮下低能环境为

主，间歇性地出现潮下高能滩相鲕粒灰岩沉积。

馒头组与张夏组的划分：由于先前的馒头组、毛

庄组、徐庄组和张夏组在一段时期内附有生物地层

时代的含义，故分别被称为“馒头阶”、“毛庄阶”、“徐

庄阶”和“张夏阶”。现根据岩石地层恢复其原始含

义［９，１７］，当前的张夏组在下苇甸剖面上包含了先前

的“徐庄组”，在周口店地区也应该包含以鲕粒灰岩

为主的原“徐庄组”的部分地层。

３．１０　炒米店组

炒米店组在周口店地区广泛分布，但受构造变

形和断裂改造强烈，基本上不能建立其原始层序。

岩性上其下部主要为薄—中层泥质条带灰岩夹薄层

鲕粒灰岩和竹叶状灰岩，上部为薄—中层豹皮灰岩

和纹带状灰岩。灰岩均有不同程度的变质重结晶。

炒米店组的名称源自山东省长清县崮山镇炒米

店村。北京市次层型为门头沟下苇甸剖面，为一套

中—薄层状泥云质条带灰岩、竹叶状灰岩为主的地

层。其下部主要为灰色、黄绿色中—薄层泥云质条

带灰岩、叠层石灰岩夹竹叶状灰岩和鲕粒灰岩；中部

灰绿色薄层钙质粉砂岩、泥岩和泥云质条带灰岩及

竹叶状灰岩；上部灰—深灰色中—薄层状泥质条带

灰岩及竹叶状灰岩。该组总体为正常海潮间带 潮

下带低能环境，且多在风暴浪基面与正常海基面之

间，早期水体稍浅，形成叠层石灰岩。相比之下，周

口店地区可能水体稍深一些，泥质条带灰岩为主，未

见叠层石灰岩，风暴作用形成的竹叶状灰岩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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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一些，“竹叶”状砾石也细小一些。“黄院组”为

本组的同物异名，在地质时代上包含了先前划分的

崮山阶（组）、长山阶（组）和凤山阶（组）。

３．１１　冶里组、亮甲山组、马家沟组

冶里组、亮甲山组、马家沟组是一套以碳酸盐岩

为主的地层，在周口店地区分布广泛，均不同程度变

质为结晶灰岩和结晶白云岩。其中，冶里组主体为

浅灰—青灰色中—厚层纹带状结晶灰岩夹少量豹皮

灰岩和黄灰色板岩；亮甲山组为灰色中—厚层状结

晶白云岩夹盐溶角砾岩；马家沟组为青灰色厚层状

细晶灰岩、纹带状灰岩夹白云质灰岩及砾屑灰岩。

邻近的门头沟西山地区（丁家滩剖面和色树坟

剖面），该地层发育完整，与周口店地区类似，主体为

碳酸盐沉积。其冶里组以泥晶灰岩为主，夹泥质条

带、竹叶状灰岩、钙质泥岩等，反映了较深水区潮下

带低能环境。周口店地区的环境也与此类似。亮甲

山组亦以泥晶、粉晶灰岩为主，间有细—粉晶白云

岩，含正常海相生物化石，也应该为潮下带低能开阔

海环境，推测其白云岩为成岩交代产物。但在周口

店地区的亮甲山组则有所不同，其不仅以厚层状白

云岩为主，而且夹有多层盐溶角砾岩，表明环境变为

干热，沉积盆地变为局限湖相。这种沉积古地理

的分异可能与怀远运动的先期活动有关，这也导致

了邻区冶里组与上覆马家沟组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关

系［９］。虽然周口店地区马家沟组总体形成于一种比

较正常的开阔海相碳酸盐沉积环境，但邻近门头沟

地区的马家沟组却变化复杂，地形分异显著，出现多

种潮间带 潮上带动荡浅水、蒸发等沉积标志，如白

云岩、盐溶角砾岩等，预示了其后长期的华北地台抬

升运动的到来。

马家沟组的地质时代：在周口店地区，马家沟组

产有丰富的头足类等化石，如犃狉犿犲狀狅犮犲狉犪狊ｓｐｐ．，

犓狅犵犲狀狅犮犲狉犪狊狀犪狀狆犻犪狅犲狀狊犻狊等，表明马家沟组的主体

时代为中奥陶世。因此，本区怀远运动抬升侵蚀作

用应该发生在中奥陶世之后。

３．１２　太原组

太原组以平行不整合广泛超覆于中奥陶世马家

沟组灰岩之上。该组岩性复杂，一方面由于区域下

沉，开始接受海陆过渡相陆源碎屑岩和海相碳酸盐

岩交互沉积，另一方面受区域和房山岩体热接触双

重变质作用影响，因而形成各类角岩、板岩、变质砂

岩和结晶灰岩等地层。以太平山南坡剖面研究最

详，其底部为硬绿泥石角岩和红柱石角岩。在太平

山北坡还出现粗大的底砾岩；往上为杂色粉砂质板

岩、深灰色黄铁矿压力影板岩、含红柱石粉砂质板

岩，夹一层生物碎屑灰岩；顶部还夹少量碳质板岩，

其中产植物化石碎片。

太原组的命名地在山西太原西山，其由海陆交

互相的页岩夹砂岩、煤和灰岩构成多个旋回层。北

京市次层型为门头沟区灰峪村东山梁剖面，其主要

由灰色粉砂岩、细砂岩夹泥质岩组成。底部底砾岩

发育，其上为厚的黏土岩，上部夹一灰黑色灰岩层。

整体层序与周口店地区一致，但明显其粗碎屑组分

多，表明其更接近陆源区。周口店地区的角岩和红

柱石板岩及压力影板岩系区域变质叠加接触变质作

用的产物，为经历中奥陶世后区域抬升近１４０Ｍａ

后，初始下沉接受海南过渡相不稳定环境下的沉积

产物。底部除分选、磨圆及胶结均好的粗底砾岩外，

硬绿泥石角岩和红柱石角岩是铁铝质风化壳上泥质

岩变质的产物。

周口店及北京市相邻地区，该地层曾被归入“本

溪组”［２１２２］或被命名为“清水涧组”［１５］，现根据鲍亦

冈意见［９］，统一归入太原组。

３．１３　山西组

山西组在周口店地区一些主要向斜的两翼广泛

分布，以太平山南坡观察最为详细，其主要由３个砂

泥（板岩）煤旋回组成。下部第１旋回以成熟度较高

的变质细粒石英砂岩开始，代表滨海区高能砂坝沉

积；往上为变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板岩夹薄的煤层或煤

线，代表近海湖相和沼泽相沉积。第２、３旋回以变质

中粗粒岩屑砂岩开始，中部为变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板

岩，上部为碳质板岩夹可采煤层，代表平原曲流河 湖

沼相沉积环境，并表明区域气候转变为温暖潮湿。

山西组正层型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柳子沟剖面，其

主要由陆相砂岩、页岩、煤构成的多个旋回层组成，夹

层数不等的含舌形贝和双壳类化石的非正常海相

层［２３］，显然与周口店地区的地层序列一致。北京市

次层型为门头沟灰峪村东山梁剖面，亦由砂（砾）粉

砂和泥 煤旋回组成，但其旋回层数、碎屑含量及地层

厚度明显大于周口店地区，表明其更接近陆源物区。

该地层的下部在北京市及周口店地区曾被单

独作为“太原组”［２１２２］，或另命名为“灰峪组”［１５］，其

上部地层也被单独作为“山西组”或被命名为“岔

儿沟组”［１５］，现根据鲍亦冈建议，将两者统一归入

“山西组”［９］。

３．１４　石盒子组

石盒子组与山西组一起构成周口店地区一些主

要向斜的两翼或核部，也为陆相由粗到细的多个碎

１２第１期　　　　　　童金南，等：北京周口店地区岩石地层及沉积序列和沉积环境恢复



屑沉积旋回组成。其底部以变质复成分角砾岩开

始，而其上的旋回也多以中粗粒级以上的岩屑砂岩

或角砾岩为起始，向上过渡为变质细砂岩、粉砂岩及

板岩。其下部旋回夹碳质板岩，甚至有时夹有薄的

煤层，代表山前及山区辫状河流相和内陆湖沼相沉

积。其上部旋回主要由变质砾岩和砂岩组成，发育

板状交错层理和水流波痕，其中河流二元结构清楚，

表明其为山区河流相沉积。

石盒子组创名于山西太原东山的石盒子沟，北

京市次层型在门头沟军山一带，由砾岩、砂岩及细砂

岩、粉砂岩旋回组成，以灰绿色为主，下部夹灰黑色

碳质页岩及煤线，上部夹肉红色及紫灰色砂岩，与周

口店地区基本一致。

在北京及周口店地区，该地层先前主要使用的

是地方性名称，其下部曾被命名为“阴山沟组”［１５］或

“杨家屯组”［２２］；上部被称为“红庙岭组”［１５］。根据其

整体岩性组合特征以及与华南区域地层对比，鲍亦

冈建议引用区域上广泛使用的“下石盒子组”作为该

地层的名称［９］。

４　结　语

北京周口店地区不仅各种地质现象丰富，而且

地层序列发育齐全，基本反映了华北地台主体地层

格架和地质演变历程，而且具有其独特性。尤其通

过沉积原岩的恢复，与北京市的邻区相应地层序列

和沉积环境对照分析，可以初步认识到，周口店地区

从元古宇到古生代，特别是从新元古代到早古生代，

其一直处于古地理上的沉积盆地中心位置，沉积水

体一般较周边地区为深，因而地层记录应该更加完

整。但由于该区地层变质、变形较严重，缺少专门的

地层学研究，不仅对于当时区域地层格架的建立、区

域古地理的恢复缺乏正确了解，而且可能影响了对

相关区域构造背景和构造演化的正确认识。例如，

周口店地区为什么会发生特殊的、与邻区很不相同

的区域变质作用？包括多期构造固态流变和复杂变

形、多期房山岩体侵入乃至房山大断裂带的活动等，

都可能与本区长期以来特殊的沉积古地理背景条件

相关联。这些都有赖于对周口店地区复杂变质变形

的地层记录，从基础地层学和沉积古地理学上进行

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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