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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专辑

1 中国地层学新进展——“中国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专辑前言
沈树忠，戎嘉余

研究地球历史需要在统一的时间框架中进行．以‘淦钉子”为代表的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研究随着高精度年代学、化学地层、旋
回地层等领域新技术的应用而快速发展．本专辑总结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从埃迪卡拉纪到第四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及其对比的

最新研究进展．

7 中国埃迪卡拉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周传明，袁训来，肖书海，陈哲，华洪

在华南埃迪卡拉纪综合地层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埃迪卡拉系二统六阶的划分方象今后将逐步确定各个统、阶界线的层型
剖面和点位，以及正式名称．中国埃迪卡拉系部分统、阶的界线剖面具有成为国际层型的潜力．

93

中国寒武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朱茂炎，杨爱华，袁金良，李国祥，张俊明，赵方臣，Soo—YeunAHN，苗兰云

寒武纪是地球系统发生革命性转折的地质时期，我们熟知的动物在寒武纪首次出现并发生快速的辐射演化，地球自此进入一个

与现代地球基本相似的时代．文章全面总结了全球和中国寒武纪综合地层学和年代表研究现状．

中国奥陶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张元动，詹仁斌，甄勇毅，王志浩，袁文伟，方翔，马最，张俊鹏

奥陶系实行“三统七阶”划分方案，但不同阶的时限差异悬殊，可考虑细分亚阶．中国特马豆克阶、大坪阶和凯迪阶存在底界识别

问题，达瑞威尔阶一凯迪阶碳同位素曲线与国外有差异，旋回地层、磁性地层和同位素测年研究较弱．

中国志留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戎嘉余，王怿，詹仁斌，樊隽轩，黄冰，唐鹏，李越，张小乐，吴荣昌，王光旭，魏鑫

志留纪历程很短，相关地层在中国很多板块都有发育．文章简述了中国志留系的发育特点，综述岩石、生物、年代、事件、化学、构

造等地层学的研究进展，提出加强精时地层学、演化生物学、古地理学等的研究，重视关键层段绝对年龄的测定

115 中国泥盆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郄文昆，马学平，徐洪河，乔丽，梁昆，郭文，宋俊俊，陈波，卢建峰

文章简要概述了中国泥盆纪年代地层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华南及其邻区研究程度较高的生物一年代地层格架为基础，结合近

年来碳同位素地层、事件地层和放射性同位素年龄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中国泥盆纪综合地层框架．

139 中国石炭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王向东，胡科毅，郄文昆，盛青怡，陈波，林巍，要乐，王秋来，祁玉平，陈吉涛，廖卓庭，宋俊俊

文章以生物地层学为基础，运用多重地层划分和对比方法，建立了中国石炭纪年代地层框架，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进行对比；系

统介绍和评述了中国石炭纪化学地层、层序地层、旋回地层、事件地层的主要研究进展．

160 中国二叠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沈树忠，张华，张以春，袁东勋，陈波，何卫红，牟林，林巍，王文倩，陈军，吴琼，曹长群，王明，王向东

二叠纪是地史时期最为关键时段之一，经历了大冰期和最大的生物灭绝事件等，建立一个高精度时间框架是阐明这些重大事件

因果关系的基础．文章对二叠纪主要门类生物地层、化学地层和年龄格架等进行了系统总结．

194 中国三叠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童金南，楚道亮，梁蕾，舒文超，宋海军，宋婷，宋虎跃，吴玉样

三叠纪地球生物和环境发生重大变革，具有独特的地层结构和相分异．中国同时发育海、陆相三叠系，是国际研究的经典．文章

以国际年代地层框架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中国三叠纪年代、生物、磁性、化学和岩石地层序列，提出了新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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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中国侏罗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黄迪颖

中国侏罗系以陆相沉积为主，以往地层划分分歧较大．文章以生物地层学和同位素年代学为基础重新厘定了中国侏罗系陆相阶及

区域地层对比，在此基础上对燕山运动、中生代东部高原、燕辽生物群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257 中国白垩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席党鹏，万晓樵，李国彪，李罡

中国白垩系分布广泛，类型多样．海相白垩纪地层以喜马拉雅地区发育最为完整，陆相以中国东北的冀北、辽西地区和松辽盆地

最为完整．在总结各地层区地层划分与对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白垩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289 中国古近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王元青，李茜，白滨，金迅，毛方园，孟津

文章总结了中国古近纪生物地层学、磁性地层学以及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最新进展，重新厘定了中国古近纪哺乳动物分期和以此

为基础的中国古近纪年代地层框架，讨论了各阶的古生物学特征及界线，指出了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315 中国新近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邓涛，侯素宽，王世骐

中国的新近纪陆相地层出露广泛而完整，且富含哺乳动物化石，具备划分对比的有利条件．在连续剖面上，将精细的生物地层学
与古地磁和同位素等年代学方法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了有地质年龄标定的中国新近系年代地层序列．

330 中国第四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邓成龙，郝青振，郭正堂，朱日祥

文章总结了中国第四纪地层年代学新进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第四纪综合年代地层框架．将来有望建立冰期一问冰期旋回尺

度上的中国陆相第四系气候地层学年表以及综合考虑海陆相地层的、统一的中国第四纪年代地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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