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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近!)年地质填图中计算机野外数据采集技术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入手)在确

定地质填图空间数据表达的基础上)遵循传统地质填图的规律)在不约束地质学家地质思维

的前提下)既能满足计算机处理的需要)又能保证地质工作者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观测数据)
在描述各类地质信息空间关系的基础上)创建了数字地质填图过程标准化和规范化的CDE
数字填图技术)并对构成CDE数字填图技术#CDE数据模型#CDE基本过程#CDE基本过程

组合的规则#CDE过程的公共机制#CDE过程基本程式#CDE数据操作#CDE字典#三级CDE
体系#CDE数据流"栈$#CDE数据质量定量评价体系的CDE数字填图技术与方法体系进行

了讨论’基于该项技术开发的数字填图系统和集>C1一体化的野外数据采集设备已在野外

填图中推广应用)实践效果很好’本文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已有研究资料的进一步分

析#总结而完成的’
关键词!地质填图*CDE数字填图技术*CDE数据模型*CDE基本过程*CDE字典’
中图分类号!CF!*!!!!文献标识码!G
文章编号!A)))?!*"*%!))*()#?)*++?)+
作者简介!李超岭%A@B+?()男)研究员)!))A年于中国地质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地质

学中的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工作’,HI-3&+&20-%&35J!I-3&’2J<’J%;’25

A!问题的提出

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掌上电脑技术的出现)
基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地质填图数据采

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将使地质调查的方法#精度#周
期和研究成果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数字地质填图采

集技术已成为地学界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美国

地调局从A@@+年开始)每年都召开数字填图技术会

议)专门讨论数字填图技术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认

同)野外数据采集设备的技术革命将导致地学及其

相关领域研究的重大变革&A’’
A@")年以来)野外路线地质调查观测数据采集

一般具有A种模式#!种采集方法’该模式是+与不

同岩类和不同调查方法相对应)面向地质体的结构

化表格描述&!’’该模式下的!种方法是+一是在野外

直接使用电子表格录入)二是使用纸介质的表格)在
野外先填表)回到室内再录入计算机中’上述模式采

用的!种采集方法大多与>C1定位技术相集成)部

分系统可以在野外勾绘电子素描图’如加拿大地质

调查局%>19(开发的K34&L&%J&*)#’#美国地质调查局

的>1M9GN&B’#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和联合资源工

业 协 会%G>1O(开 发 的 K34&LC-L!!!野 外 随 身

带&F""’及OPDOQ?G>1O&A’’上述数据采集器及数

据模式均把重点放在对野外地质观测点上地质现象

的逐项列表描述上&@)A)’)没有面向空间地质要素概

念模型的描述)结果使野外数据采集陷入完全使用

结构化表格的误区中)极大地约束了地质学家自由

思维的空间)导致难以取全#取准野外地质路线观测

数据’另一方面)若完全摒弃结构化表格)采用完全

个性化的自由描述采集系统)会给数据库的建设#数
据的灵活检索与管理带来困难)失去了建立计算机

系统的意义)最终导致野外数据采集系统无法为不

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地质学家所接受’近!)年国内

外的野外数据采集技术研究现状)说明人们并未真

正找到"恰到好处$地解决数字地质填图核心技术问

题的方案’
要讨论如何实现地质填图数字化问题)首先要

定义数字地质填图’本文对数字地质填图的定义是+
地质填图的计算机野外获取技术及其成果一体化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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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组织"存储与发布’该定义由两部分组成#$A%野

外地质调查观测和观察数据的计算机获取技术&它
是数字填图技术的主要平台’$!%如何对地质填图的

对象进行数据分类"地质实体定义与表示&实现一体

化描述"组织与存储&是建模和标准化问题(*&F&A))&它
是数字填图技术的支撑体系’

综上所述&以前的讨论忽略了实现数字地质填

图野外数据采集系统的关键问题#就是对野外地质

调查路线观测过程的数字化&而不拘泥于琐细细节

的数字化’即数字化的主要对象是地质点"点间界线

和分段路线的空间位置与相关属性&属性采集针对

地质连图$实际材料图"编稿地质图%所需的内容进

行结构化描述’这种从野外数据采集过程的数字化

入手&使野外地质路线数字化调查的实现从局部细

微的过程控制进入了整个过程的控制&从而使问题

迎刃而解’这个过程就是要解决地质填图的野外地

质观测路线!实际材料图!数字地质图的全程计算

机化&即跨越式地实现野外数字地质填图及制图的

信息化过程’这一数字化地质填图技术就是本文要

阐述的核心内容!!!CDE数字填图技术’

!!CDE野外地质路线调查观测过程

建模

地质学家在野外调查地质现象时&将实际观测

结果分为地质对象的空间属性$点"线"面等%和地质

对象的描述性信息记录在纸介质的地形图和笔记簿

上’野外数字地质观测的获取技术就是要解决这个

过程的计算机全程化问题’本项研究采用的野外地

质数据模型$图A%就是把地质体的空间属性和描述

性信息按一定的结构化数据模型储存在数据库中’
目前在地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是描述性信息结构化

程度’由于地质现象错综复杂&不同地区"不同地质

构造位置"不同岩类等情况都难以用完全结构化的

数据模型来满足对包罗万象的野外地质现象的数字

化’为此&笔者采用了以结构化数据模型为主"辅以

*自由文本+的方式&既满足了建立计算机数据库系

统的要求&又保证了地质人员能在野外取全"取准各

项观测信息’
为了对野外路线观测的过程定量化描述&走出

围绕野外路线观测与调查过程数据信息结构化过程

细节的误区&必须对野外路线观测与调查的全过程

图A!野外路线地质调查观测的CDE过程建模

K3J’A CDER.%24<<I%L4&35J8%.834&L.%7/4<7.;4=-5L
%S<4.;-/3%5

进行抽象化表述&使整个填图过程有利于计算机系

统的实现&由细节控制转入过程控制’$A%针对传统

地质填图中的核心过程!!!野外路线观测与调查过

程分析&其特点是经抽象化思维&数字化的对象主要

是地质点"点间界线和分段路线的空间位置与相关

属性&属性采集针对地质连图$实际材料图"编稿地

质图%所需的内容进行结构化描述’$!%地质填图中的

核心过程!!!野外路线观测与调查的过程分解与定

义$图A%’$*%确定数字地质填图的技术流程’$#%定义

地质填图中数字填图模型’综合以上内容&把野外数

字地质路线调查过程分解为地质定点$C%"分段路线

$D%"点和点间界线$E%过程&简称CDE填图过程’

*!CDE数字地质填图数学建模

野外路线观测的对象及其过程所涉及的实体类

型多而复杂&如果按空间对象的定义进行统计&则野

外路线观测的对象基本上可以包括所有的空间对

象’因此&必须把野外路线观测的各种空间对象"相
关属性及其过程定义为一个简单的空间对象聚合模

型’这种聚合模型可以满足对地质体的空间位置和

所有观测对象相关属性信息化表达’
经分析&零维和一维空间对象的定义基本可以

满足对野外路线观测的对象及其过程的描述’用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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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点表示地质定点"采样"产状">C1点"矿点的空

间位置和属性#野外观测路线的轨迹只要显示始终

端结点而不需定位左右邻面’因而$用网链%网络&来
表示它们的空间位置和属性#地质实体界线"断层等

采用全链来表示$因为需要显示地定位左右多边形$
并对左右多边形的属性给予描述$以便地质连图#如
果在野外可直接对观测的地质实体进行圈定$可采

用几何拓扑环进行表示’
在确定地质填图空间数据表达的基础上$遵循

传统路线地质调查的规律$使数字地质填图过程标

准化和规范化$在不约束地质学家地质思维的前提

下$同时既能满足计算机处理的需要$又能保证地质

工作者取全"取准观测数据和参数$描述它们之间的

空间关系与解释信息$如顺序关系"接触关系"几何

关系"属性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创建了CDE数字填

图技术$其核心内容如下’
%A&CDE数字填图技术%L3J3/-&I-RR35J/420H

53T74<$简写CDE&!把野外地质调查观测路线的过

程$用实体点’’’地质点%R%35/&"网链’’’分段路

线%.%7/35J&"全链或几何拓扑环’’’点和点间界线

%S%75L-.=&的数据模型和组织方式$对野外路线观

测的对象及其过程的描述进行定义"分类"聚合和归

纳$分层并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相结合的储存在空间

数据库中$使野外路线观测描述的复杂地质现象及

其观测的过程变为CDE数字过程’采用这种CDE过

程进行数字填图的技术被称为CDE数字填图技术’
%!&CDE数据模型%CDEL-/-I%L4&&!是描述

CDE的基本过程"支配CDE的基本过程组合的规

则及运用整个CDE过程的公共机制的数据模型’共
由A)个野外数据采集实体数据模型构成’它们是地

质点"分段路线"点上和点间界线">C1"样品"化石"
产状"素描"照片"设计路线’CDE数据模型均由描

述空间位置"结构化观测内容和非结构化的描述三

部分组成’每个过程的空间位置数据库解决地质制

图的问题$每个过程的结构化数据库解决调查内容

结构的规范化问题$每个过程的非结构化数据’自

由文本开辟了地质工作者自由发挥地质思维的空

间$既能满足计算机处理的需要$又能保证地质工作

者取全"取准观测数据和参数$描述它们地质实体的

空间位置和属性’其数据结构如下’
#C过程!C(描述属性)*"图幅编号$"路线

号$"地质点号$经度$纬度$高程$纵坐标$横坐标$
地理位置$露头性质$点性$微地貌$风化程度$岩性

G$岩性E$岩性9$岩性代码G$岩性代码E$岩性代

码9$地层单位G$地层单位E$地层单位9$接触关

系GE$接触关系E9$接触关系G9$描述$国标码$
日期$地质点描述文件名%自由文本格式&+’
C(空间位置)%>U1图层&’
$D过程!D(描述属性)*"路线号$"地质点

号$"点间编号$填图单位$日期$分段路线距离$点
间累计距离$路线方向$备注$分段路线描述文件名

%自由文本格式&+’
D(空间位置)%>U1图层&’
%E过程!E(描述属性)*图幅编号$"路线号$

"地质点号$"E编号$"D编号$纵坐标$横坐标$
高程$经度$纬度$右边地质体$左边地质体$界线类

型$走向$倾向$倾角$接触关系$国标码$备注$日期$
点间界线描述文件名%自由文本格式&+’
E(空间位置)%>U1图层&’
上述CDE数据模型不仅能够满足区域地质调

查野外数据采集所需要计算机处理最基本的结构化

信息$而且能够保证地质学者不受约束地采全"采准

野外观察数据’
%*&CDE基本过程%S-<32R.%24<<%8CDE&’#

地质点%R%35/&C过程!是指野外路线所通过的地质

界线"重要接触关系"重要地质构造"重要地质现象

等进行地质观测点控制的过程’$分段路线%.%7H
/35J&D过程!是!个地质观测点之间的实际分段路

线描述记录的控制过程’该实际路线根据!个地质

观测点之间的内容和变化来进行分段描述$该变化

可以是!个地质实体的界线$也可以是A个地质实

体的内部变化’采用全链表示’%点上和点间界线

%S%75L-.=&E过程!是依赖于.%7/35J的过程’它是

对点上和两段.%7/35J之间的界线来进行分段描

述’该界线可以是!个地质实体的界线$也可以是A
个地质实体的内部变化界线’S%75L-.=过程在室内

CDE过程中是地质连图的重要依据’采用全链表示’
%#&CDE基本过程组合的规则%2%IS35-/%.3-&

.7&4%8V0%&4CDER.%24<<&!是描述CDE基本过程

组合的规则$图!是CDE基本过程组合的几种方

式’一个C过程可以有A个至!个D过程$)至!个

E过程’一个D过程可以有)个或A个以上的E过

程’地质点C过程是CDE过程的核心’分段路线D
过程和点间界线E过程必须隶属C过程’
!!%B&CDE过程的公共机制%R7S&32I420-53<I%8
CDER.%24<<&!根据数字填图的特点$CDE过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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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野外CDE划分

K3J’! K34&LCDE<7SL3;3<3%5

公共机制由CDE划分"CDE过程字典与扩展机制

组成’CDE过程划分是描述CDE的划分及过程编

码规则#CDE过程字典是CDE过程采用的*种类

型字典的规则#CDE过程扩展机制是描述在CDE
过程的采样过程规则$这些采样过程包括产状"化

石"素描"照片"影像"样品等数字化采集过程’
%F&CDE过程基本程式%S-<32R.%J.-I%8CDE

R.%24<<&’是指CDE路线地质调查最小单元的组合

模式’一条野外路线可由若干个最小单元组合而成’
可由地质人员任意组合’它有以下几种最小单元的

组合模式’模式一’C组合$适合地质填图野外填图

中独立地质点的补点工作#模式二’C?D?C"C?
%E&?D?%E&?C"C?C组合$适合地质内容复杂程

度中等的填图工作#模式三’C?%EA$E!$(&?D
?%EA$E!$(&?C$适合地质内容复杂程度大的填

图工作’图*是野外路线观测数据采集的CDE过程’
%+&CDE 数 据 操 作%L-/-%R4.-/3%5%8CDE

R.%24<<&’把CDE野外手图的组织%图#&"图幅CDE
库创建"野外CDE手图库组织与管理"实际材料图

数据的综合处理"编稿地质图的成图"CDE数据质

量检查"CDE检索"CDE地质连图"CDE工作量统

计"CDE数据质量定量评价等操作统称为CDE数

据操作’图B是对CDE数据!!!野外记录"素描"照
片数据的交互操作部分功能’

%"&CDE字典%CDEL32/3%5-.=&’CDE过程字典

图*!野外路线观测数据采集的CDE过程

K3J’* CDER.%24<<%8834&L.%7/42-R/7.4

是为解决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内容描述的标准化

问题$通过野外填图字典查阅的作用提高野外数据

采集效率而设立的’CDE过程字典的建立可以减少

或避免以往地质调查存在的地质描述术语不严谨$
防止同名异物与同物异名等问题$也为数据库在更

大的范围内有效共享提供了基本保证’野外数据采

集系统提供了*种类型CDE字典’CDE过程一般

术语字典"CDE过程野外记录结构化描述字典和

CDE过程规范结构化填空补缺式描述字典’
%@&三 级CDE体 系%/0.44H2&-<<CDE8.-I4H

V%.W&’CDE过程是数字地质填图工作的最基本框

架’为了统一表述和交流$根据工作的阶段和周期$
我们把CDE过程分为三级体系’针对CDE过程的

特点$把野外路线观测!个地质点之间的CDE过程

规定为最小单元的过程$它由以C开始的多个E"D
进行任意的组合’称为一级CDE过程’把多个CDE
过程组合成一条路线的过程称为二级CDE过程’把
数字地质填图过程规范化为前期CDE过程"CDE
初期过程"野外CDE过程"野外驻地CDE过程"室

内CDE终结过程"CDE成果提交过程F个子过程

称为三级CDE过程’
%A)&CDE数据质量定量评价%L3J3/-&4;-&7-/3%5

%8CDEL-/-&’根据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规范和数字

填图野外数据采集工作方法指南$区域地质调查与

填图的CDE数据质量定量评价模型主要由工作量

完成情况检查"实际材料图精度检查"地质实体有效

控制精度等控制指标来描述’

#!CDE过程数据流)栈*模型

传统的区域地质调查从野外地质路线观测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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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多源数据的野外手图在野外数据采集器的整合表现

K3J’# 9%52%.L-524%8834&LR32W4LI-R8.%II7&/3H<%7.24L-/-35834&LL-/-2-R/7.4L4;324<

图B!CDE数据"""野外记录#素描#照片数据的交互操作

K3J’B U5/4.R.%24<<%8CDEL-/-352&7L35J834&L.42%.L<$<W4/204<-5LR0%/%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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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区域地质图成果的提交"其野外路线观测所获得

的各种数据和信息流向是从野外手图到野外总图"
然后从野外总图到实际材料图"最后从实际材料图

到编稿地质图’
在CDE数字填图技术的研究中"其原则是用新

技术#新思路#新组织形式对野外路线观测的地质内

容进行数字化采集"利用计算机技术与>U1技术来

检索#提取#分析和归纳和处理地质信息’在符合传

统地质填图的基本规律#满足地质调查总则和有关

技术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性野外数字化录入#数
据处理#编图和输出全过程信息化’根据这一原则"
设计了CDE过程数据流$栈%模型’

&A’设计了原型库#背景图层#CDE图幅库#野

外手图库#实际材料图#采集日备份数据流$栈%&图
F’"用于不同CDE阶段数据存放#交换和传递’&!’
原型库$栈%用来存放CDE数据原型模型"原型模型

是定义野外数据采集图层与属性数据库结构"是一

个没有记录的文件’通过它与背景图层$栈%可以创

建任一图幅的CDE图幅库数据$栈%’&*’背景图层

$栈%是用来存放地理底图及本图幅收集并已经数字

化的各种地学资料’该背景图层$栈%与原型库$栈%
组合创建任一图幅的CDE图幅库数据$栈%’&#’
CDE图幅库$栈%是由背景图层栈与原型库$栈%组

合创建数据$栈%’该数据$栈%不仅存放地形图#野外

地质数据采集图层#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等数

据"而且还存放了合并后的野外手图的采集数据"相
当于传统的野外总图’同时"野外手图库$栈%需要

CDE图幅库$栈%的数据来生成’&B’野外手图库

$栈%是由CDE图幅库$栈%的数据生成’它有两方面

作用(一是利用CDE图幅库$栈%来生成每一条路线

的野外手图)二是接收经过在野外数据采集系统采

集的数据"该数据在导入数字填图系统时"已经解压

还原&由X35L%V<9,系统转成X35L%V<系统’’野
外手图按路线存储’数据包括野外观测数据#素描#
照片等’&F’采集日备份$栈%是野外手图库$栈%的数

据备份’但不同的是"该数据的备份是野外数据采集

系统的直接备份"即没有解压还原’&+’实际材料图

$栈%由CDE图幅库$栈%的数据生成"同时还增加了

*个新图层"即地质点#线#面"用于连图’虽然野外

手图库$栈%也是由CDE图幅库$栈%的数据生成的"
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实际材料图数据$栈%包括CDE
图幅库$栈%所有野外手图的数据"而野外手图数据

$栈%仅包括CDE图幅库$栈%中的地形图#野外数据

图F!CDE数字填图数据流$栈%模型

K3J’F N-/-8&%V</-2WI%L4&35CDEL3J3/-&I-RR35J

采集图层结构和所需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遥感

等数据’

B!结语

&A’建立了数字区域地质调查的CDE数字填图

技术理论与方法体系’从地质填图的野外数字化获

取技术及其成果的一体化描述#组织#存储和发布"
论述了数字地质填图定义及其研究内容’通过把野

外路线 观 测 描 述 的 地 质 现 象 的 复 杂 过 程 抽 象 为

CDE过程"实现了野外路线观测过程的数字化描

述’利用CDE的各种操作"可快速#准确地采全#采

准各类复杂的地质现象’基于:MY技术建立了数

字填图计算机系统"实现了CDE数字填图体系系统

软件’&!’从地质填图空间数据的概念模型#地质空

间实体模型#地质空间对象模型#空间要素模型#对
象的分类#地质实体空间对象的定义"确定了以地质

实体要素数据模型作为地质图空间数据模型的基

础"并提出了把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图层从物理的

数据模型转向概念模型的地质填图空间数据表达’
&*’论述了CDE的基本过程"支配这些过程组合的

规则及运用整个CDE过程的公共机制*个主要要

素’建立了三级CDE过程体系#CDE数据质量定量

评价体系"规范了地质填图过程的描述与进程’&#’
论述了CDE数字填图技术的CDE数据流$栈%模

型"采用原型库#背景图层#CDE图幅库#野外手图

库#实际材料图#采集日备份数据流$栈%"解决了不

同CDE阶段数据的存放#交换和传递’
在本项目研究及试点图幅野外CDE数字地质

填图工作中!自始至终地得到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

调查局领导和有关处室"总工办#区调处#信息处$#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科技司#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调查研究院#福建省地质

调查院#黑龙江省地质调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

调查院#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和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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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在此!特向上述单位的专家和领

导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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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九寨沟地区含火山岩地层中的发现及其意义

王治平!赖旭龙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

收稿日期!!))*?!?A"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四川南坪地区海相火山岩时

代及构造环境研究#$(%’A@@@)#@A)F%’

!!在四川九寨沟风景区隆康&塔藏一带’发育一套

由砂岩&板岩&碳酸盐岩&放射虫硅质岩组成的地层’
其中夹有中基性火山岩及凝灰岩’漳腊幅Ab!)万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四川省地质志中均将这段地层

定为中三叠统’赖旭龙等(A)A@@A年在进行扬子地区

生态地层学研究时’在这段地层内采得丰富的牙形

石标本’经杨恒书等(!)研究’发现大量以<&*=&5)*:
(>%8=&/+%!%6(/&等为代表的晚泥盆世牙形石动物

群’从而认定这段地层的时代属晚泥盆世’
近年’笔者等再次对这段地层进行研究时’于隆

康一带灰岩夹层中发现保存完好的化石标本’经鉴

定有床板珊瑚’&!8.>)/&28’=%!?&)+).(!8%8P’a’
P0-5J’’&!8.>)/&<R’’<&,$16&0)8%5(8+&!8.(!:
8%8P’a’P0-5J’<&,$16&0)8%5(8<R’$图A%及腹足

类@.,$%8)!%&&!+.*&5&等’其中’&!8.>)/&系张

祖圻(*)始建于甘肃文县地区泥盆纪地层’属早泥盆

世 晚 期’其 特 征 是 个 体 细 小$个 体 直 径 恒 小 于

AII%’体壁薄’原壁微细构造属羽针型’联接管发

育’且纵向排列成行’床板复杂’轴管发育’此前’这一

属仅出现于南秦岭甘肃文县地区的岷堡沟组’与之共

生的化石除时代仅限于早泥盆世的A()5/)(B88)!%5(8
之外’还有-C.&=(8)6&0)8%5(8及@(8)6&0)8%5(8等

属的早泥盆世种群’此珊瑚今见于四川南坪九寨沟’
是文县岷堡沟以外地区的首次发现$曹宣铎函告’此
属在若尔盖地区也曾有发现’但未见刊出%’<&,$1:
6&0)8%5(8+&!8.(!8%8的时代为早泥盆世!中泥盆世

艾菲尔期’出现在甘肃文县&碌曲等地岷堡沟组和当

多沟组’
以’&!8.>)/&为代表的这一动物群的发现’有

以下问题值得讨论’$A%’&!8.>)/&的时代’’&!8.:
>)/&一属最初发现并建立于早泥盆世地层’迄今已

有’&!8.>)/&=.*5%8>%!)8&P’a’P0-5J’’"=.*:

图A!四川九寨沟地区泥盆纪’&!8.>)/&=%!?&)+).(!8%8
K3J’A N4;%53-5’&!8.>)/&=%!?&)+).(!8%82%&&42/4L8.%I

637_0-3J%7-.4-’13207-5C.%;3524
-’横切面*S’纵切面

5%8)*(!%&6)/=%8P’a’P0-5J’’"%!5(/=(B%&5(’P’
a’P0-5J’’"(=8%,&P’a’P0-5J’’"=%!?&):
+).(!8%8P’a’P0-5J’’"0&/%&?%*%8P’a’P0-5J’
’"D(!E%&!(!8%8‘’Q’Y3等+个种’均产于同一

地区的早泥盆世’而今在九寨沟地区’出现于含晚泥

盆世牙形石的一套地层中’由此对其产出地区和时

代分布提供了新的信息’即这一珊瑚化石的分布范

围可以更广’已扩展到南坪地区*其时代’尽管最初

发现于早泥盆世’但未必一定局限于早泥盆世’既然

有晚泥盆世牙形石的存在’表明此属或许可延伸至

晚泥盆世’就其构造来看’与在文县地区共生的同系

列类型A()5/)(B88)!%5(8相比’床板更复杂’轴管更

发育’具有更进化的特征’因而认为’&!8.>)/&是

由 A()5/)(B88)!%5(8 演 化 而 来(*)’若 如 是’则

A()5/)(B88)!%5(8的时代属早泥盆世’而’&!8.>)/&
延伸至更新的时代是可能的’$!%区域地层的时代归

属’九寨沟地区含中!基性火山岩的砂岩&板岩及

碳酸盐岩地层’在南坪塔藏&松潘漳腊一带’沿荷叶

断裂&岷江断裂分布’前人对这套地层曾给予了不同

的含义和名称’甘肃区调队称之为黑河群和博峪河

组’归于二叠!三叠系’四川二区测队先后将其划分

为菠茨沟组及扎尕山组’分属于早&中三叠世’四川

区调队曾建隆康组将其归入拉丁阶’四川地质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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