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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折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
�

吴 望 始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地层学作为地质学的基础学科的内涵在于它起着联结地质科学其他分支 学 科 的 纽 带 作

用
。

众所周知
，
地球发展历史过程中同时性事件的研究和系列发展阶段的建立是地质学的主

要任务
，
当然

，
它们也应成为地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在地层学发展的初始阶段
，
因受地区性的限制

，
在地层学研究范畴内

，
存在着不同术语和

地层划分的不同标准
，
这些

，
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地层学的进一步发展

。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地

质学全球性研究的重要性被进一步认识
，
从而对地层划分和对比

，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即精度

要高
，
范围要大

。
建立地层学的

“
共同语言

”
��

����� �������
�
�遂成为全球地层学家的迫切

任务
。
地层学

“
共同语言

”
的内容

，
主要是标准性的统和阶的建立以及系间界线的正确决定

。

显

然
，
一旦

“
共同语言

”
被建立起来

，
才有可能避免在学术探讨中

，
减少对次要问题耗费精力和产

生不必要的矛盾
。

为此目的
，
从 ���� 年开始

，
经国际地科联

、

国际地层委员会的精心组织
，
先后成立了若干

个地层分会和系间界线工作组
。
在众多的界线工作组中

，
国际石炭系和二叠系界线工作组是

在 ����年重建的
。
重建后的工作组主席由吴望始担任

，
副主席为苏联的 �

�

�
�

���������
，

秘

书长为美国的 �
�

�
·

�
�������

�

二叠系的建系标准地点在苏联的南乌拉尔
。
回溯当初 ���

����
�� ������给予二叠系的

定义
，
一开始就不是明确的

，
它包括孔谷阶及其以上的海相和非海相沉积

。
而含有菊石的

“
阿

丁斯克砂岩
”
并未被他归人二叠系

，
因为他认为这套砂岩相当于英国纳缪尔期的

“
磨石砂岩

” 。

至 ���� 年
，
����

眠
�叻 才将这套砂岩以及部分灰质沉积置于二叠纪

。
后来

，
经过苏联地质学

家的工作
，
又从阿丁斯克阶中划分出萨克马尔阶 �即水��

卿
，
�����和阿谢尔阶 ���、 ��卿

，

�����
。
目前

，

在苏联
，
二叠系的底界被置于阿谢尔阶之底

。
但是不同的意见仍然存在

。
在 ���，

年的国际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工作组会 议上
， �

�

�
�

��������
�
曾提 到

，
关于石 炭 系 和

二叠系的界线位置
，
在苏联主要有 �

、

个方案 � ����份� ����夕，�，�，���一�
�

���“ 压�� 带之 底 �

��人。 �����， 。
�����

�����一�
� ，。 �����， 带之 底 以及 ���留������� 二 口������一尸��“ �口��

����， 。

���“
��� 带之底

。

在美国
，
早在 ����年

， ����� 和 ������ ������曾指出
，
鉴于 ���������叼�����， � 是

一个有用的和容易识别的化石
，
他们主张以这个化石的初次出现作为二叠系的底界位置

。
从

那时起
，

在美国一直沿用这个划分标准
。 ����年

，
美国石油地质学会提出石炭系和二叠系在

地层上的具体界线位置划在狼营阶 ��
�����������之底

。
值得注意的是 �‘ 。 ��� ‘ ��������。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资助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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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出现的层位并不与 ����������� 的底界相一致
。
在 �

���������� 的底部
，

出现的艇类

是 ���二��������
，
��，��������� 和 ����������。 ����������������� 大致出现在 �

����������

的中部
。

在 日本
、

奥地利等国
，
同样将 乃。 �。 ‘ 入。 ����二 带归人二叠纪

。
至于南大陆的印度

和澳大利亚
，
因石炭纪和二叠纪的沉积特征和古生物性质不同于世界其他各地

，
所以不存在

�‘ ���� ‘ ��‘ �����，� 带的归属问题
。

在中国
，
早在二十年代

，
与石炭系和二叠系界线位置有关的太原组

、

马平组或船山组的时

代问题已经存在不同的意见
。 ����年

，
李四光在

“
中国北部的艇类

”
专著中

，
主张太原组的时

代为晚石炭世
。 ����年

，
他和朱森又认为船山组的地质时代是个问题

，

可能为晚石炭世
，
或者

为石炭纪至二叠纪
，
更可能为早二叠世

。
以后

，
李四光 ������对太原组时代又提出了不同

于他以前的观点
，
即认为太原组属于二叠纪

，
此外

，
在同文中

，
还注明 �‘ ��������“ ���附

。��

����
。 。 ，口�。 �留 。

��
�抽 。

的模式种�的地质时代应属于二叠纪
。
黄汲清 ������持有类似的意见

，

主张将产有 尸，
翻�

。 �
��留��

。 ��。 的船山组或马平组归人二叠系
。
但是

，
从四十年代开始

，
情

况有了变化
。
孙云铸������根据沉积旋迥

、
构造运动和生物群性质等

，

将船山组或马平组归人

晚石炭世
。
在以后的年代里

，
再也没有对此问题即将 尸，。 �� “ �留 。 �。 ，�“ 带归人晚石炭世提

出相反的意见
。
直至 ����年

，
吴望始根据中国南部船山组或马平组的珊瑚化石性质

，

重新又提

出 � 相当 尸�“ �口，‘ 吞。 ������ 带的地层宜归人二叠系
。
由此可见

，
在过去的四十年

，
在我国

，

将 �、 �“ �����������。 。
带归人上石炭统

，
或者以 ���������即�����，� 灭绝作为上石炭统顶界

的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方案
，
在世界上是唯一的

、

十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界线方案
，

而且持

续了数十年
。
从当前的许多资料来看

，
这条界线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 ��” �。 、 ‘ �留 。

��
��“ 带

和 ��
������� 带之间的穿时面

。

从 ���� 年以来
，
我国对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仍持有不同的意见

，

大致为 � �� 界线

置于 ���“ ����人。 �����，� 带之底 �吴望始等
， �����黄汲清等

，
����� 周铁明

、

盛金 章 等
，

������ ���
������ 带之底 �肖伟民

、

王洪第等
， �����和 ���

�，��户��，，
带之底 �张祖 沂

，

�����
。
显然

，
这些界线都是以艇类作为主导化石的

。
王志浩 等 ������根据我国西北和华北地

区的数个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地层剖面上牙形刺的分布情况
，

提出以 �留 。 。 �口�， 。 ‘�川 。 ��，。 ，

的首次出现作为二叠系的底界
。
熊剑飞

、

翟志强 ��夕�，�在研究贵州罗甸纳水至望漠如牙的石

炭系剖面以后
，
曾提出过类似的意见

， ’

即以 �留 。 ��口�“ ��“ ， 。 ��，。 �的首次出现作为二叠系的

底界位置
。

我国的古生物工作者除了对界线地层附近的古生物做了研究以外
，
也注意了沉积相的研

究
。
例如肖为民

、

王洪第������认为在贵州南部
，
在石炭系和二叠系界线地层附近

，
具有多种

沉积相 � 开阔海碳酸盐台地相
、

碳酸盐台地内部的台洼亚相
、

碳酸盐台地边缘生物滩相以及裂

谷边缘浅海盆地相
。
周铁明

、

盛金章和王玉净 ������对云南广南小独山的石炭系和二叠系中

的雄作了系统的研究
，

并指出该界线地层为单相的碳酸盐沉积
，
没有如贵州南部的重力流或浊

流沉积
。

总起来看
，
在国际上

，
关于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研究

，
还存在如下的问题� 如果是

以 ��翎�
口�‘ �。 。 �。 ��� 。

带作为二叠系的底界位置
，
那么究竟是以它一出现作为标准

，
还是以某

一种或某一种群为依据� 艇的命名在使用上不完全一致
，
或者说分类鉴定上

，

还有分歧
，
这种

意见的不一致多少影响着界线位置研究的进展 � 是以挺作为确定界线位置的主导分子呢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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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化石作为主导分子� 尽管有种种意见
，
对于国际石炭系和二叠系界线工作组来说

，
迫切

的任务是要寻求一条既符合国际地层委员会的要求
，
又相对说来能为大多数地质

、

古生物学家

接受的
、

实际应用方便的界线
。
为此

，
工作组在 ����年的二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期间�美国华

盛顿�召开了工作组的学术会议
。
与会者除去工作组的选举委员以外

，
还有其他有兴趣于该界

线研究的科学家共 �� 位
。
他们来自中国

、
日本

、

美国
、

加拿大
、

苏联
、

澳大利亚和匈牙利
。
在会

上
，
吴望始

、
�

�

�
�

����
��
��

�
和 �

�

�
�

�盯��
�� 分别介绍了中国

、

苏联和美国的石炭系和

二叠系界线研究的现状
。
此外

， �
�

������ 和 �
�

��������� 也介绍了加拿大对界线研究的

进展
。
除去交流以外

，
讨论界线位置也是该会议的重要目的

。
在会上

，
工作组提出

，
暂以苏联

的 �个界线方案供大家讨论
，
它们是 � 刀������ ����，，�������一�

�

���“ �‘� 带之底 � ���即���
�

，��� �
“ ‘���

����一�
�

。 ，��。 ��� 带之底和 ���留������� �口 。�����一���“ ���
������ � �

��“ ��� 带之

底
。
最后

，
经过与会者的意向性表决 �

� ����� �����
，
多数代表主张以 ���留 。

��
���� �口��

�

���
一尸‘ 。 ，�口加

，“ ��，。 �
。 ‘ “ ��。

带的底作为国际二叠系的底界位置
，
但是

，

也有不少科学家指

出� 这个界线位置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验证和修改
，
同时要解决这个挺带与牙形刺组合

或菊石组合的对比关系
。

事实上
，
不同于这个界线方案的意见已经发生

，
例如

，
����年

，
美国的 �

�

�
�

����
在向

工作组提交的论文中
，
主张二叠系的底界应以壳体膨大的一类 尸�。 ，�口�‘ �留��

‘ ，��� 的出现为

标准
，
它们包括了 尸

�

������
，
尸

�

占�����和 �
�

����， �
等几个种

，

并主张以 �，�������留���
�

��， 。 二����� 作为代表
。
根据文献资料

，
尸

�

“ ����� 出现的层位可能低于 ���洲
。
��

���� � 口 。 �
�

����
一尸����口��

�“ ��� 。
�。
�“ ��。

带
，

是否与苏联的 �动留
��。 ��� 。

�
。 ���

����‘ 一�
�

�������、 带相

当� �
��� 还指出

，

挺类中的一些属名
，
尤其在界线地层附近的

，
命名需要统一

，
这样才有利于

界线地层的研究
。

在本期刊载的
“
中国石炭

一

二叠系界线地层的牙形刺—兼论石炭
一

二 叠 系 界 线
”
一文

中
，
王志浩改变了过去的意见

，
主张以牙形刺 乳�。 �，口�����口��� �。 ，�

夜
。 。 �的首次出现作为二

叠系的底界
，

并推测这个牙形刺出现的层位与挺类 乃 。
耐

口“ �留 。 �。 ����
“ ��。耐

，
�� �。 � 。 ， 。

和

尸
�

����
。�初次出现的层位大致相当

。
此外

，
他还竭力主张在确定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

时
，
应该以牙形刺作为主导化石

，
而挺类和菊石则为辅助分子

。
看来

，
对于界线位置

，
王志浩的

意见与 ����
的意见是相近的

。
至于在确定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时

，
究竟以什么化石

为主
，
能否采取互补的办法来处理

，

亦即如果以牙形刺为主
，
那么在某些剖面上

，
如果没有牙形

刺
，
可以艇类替代

，

甚至用菊石替代
，
因为在不同岩相或环境位置不同的剖面上

，
化石类别不会

完全类同
。

虽然
，
目前有关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

，
还未取得最后的统一

，’

但是意见还比较集中
、

范围已逐步缩小
，
大致是在 �味留 。 。 。 ��， 。

�“
���

口����一�
� 。 “ ������ 带 �可能与 �‘ �“ �����留���

�

��，�
一 “ ��。 ，�带相当�之底

，
或者 ���留�����，� ��������一������

“ �“ ��，� �君
�。 ，�� 带之底的 两

种意见之间选择
。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

，

可望获得统一的认识
。
在研究界线位置时

，
也应该同时考

虑后选层型剖面的推荐
。
为使此项工作更有效地展开起来

，
这里有必要将国际地层委员会执

行局 ������撰写的
“
国际地层指南和章程

”

中有关确定全球界线层型和点位的标准叙述如下 �

“
优先选择界线层型的明确目的 �有利于全球范围的对比 �界线层型剖面出露要完整 �有合适的

沉积厚度�化石保存良好
，
而且有一定的丰度和分异度�利于广泛对比的合适的岩相 �无复杂的

构造和变质作用�能运用磁性地层和年代地层方法来检验 �界线层型剖面位置的交通方便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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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保护
” 。

上述数点要求
，
对我国进行界线地层工作和参与国际竞争

，
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参 考 文 献

肖伟民
、
王洪第

、
张遴信

、
董文兰

，����� 贵州南部早二叠世地层及其生物群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李昌全
、
汪建军

，
����� 贵州紫云羊场地区下二叠统划分及沉积相分析

。
海相沉积区油气地质

， ����
。

吴望始
、
赵嘉明

，����� 论柯坪珊瑚科 ��
����������������的生物属性及其地层意义

。
古生物学报

， �����
。

周祖仁
，����� 湘东南早二叠世栖霞期早期的 ����，�����， � �� �人。 �，�缝类群

。
古生物学报

， �����
。

—
，�，��� 阿谢尔期菊石在中国的首次发现—兼论二叠系下界

。
古生物学报

，
�����

。

—
，�，��� 华南早二叠世阿丁斯克期菊石及生物地层

。
古生物学报

，
灯����

—等
，����� 二分抑或三分

。

—关于二叠纪地质年表
。
古生物学报

， �����
。

周铁明
、
盛金章

、

王玉净
，�，��� 云南广南小独山石炭

一

二叠系界线地层及维类分带
。
微体古生物学报

， ����
。

张遴信
，����� 论臭灰岩 ����

� � ��� ���� � ��
。

地层学杂志
， ����

。

张正华
、
王治华

、
李昌全

，����� 黔南二叠纪地层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黄汲清
、

陈炳蔚
，�，��� 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

。
地质出版社

。

盛金章
、
李星学

，����� 中国石炭系和二叠系的分界
。
中国石炭系论文集

。
科学出版社

。

—
�

—
，�，�七 近年来中国二叠纪生物地层学的进展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集刊

， ，号
。

熊剑飞
、
翟志强

，���，� 贵州黑区�望漠如牙
一

罗甸纳水�石炭系�牙形类
、
雄类�生物地层研究

。

贵州地质
，
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厂���一�������� �������� �� ��� �����
�

��
���������� �� �五� ���五 �������������

�������� �� ������������� ������������ ��� �������
，
����

，
�����

��，
�����

�

������� ����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坦����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呼�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 吴望始� 初析石炭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位置

�� ��������� �� �������������一������� ��������

�
�
�

���
一���

��
��
夕
，，咨 ������“ �� �

�������� �，� ������，����澄�
�

����。 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夕不�刀�刀了�’��

�
�

���二�� ����� ��� ���� ����� ���留�����，� �。
���

�����巧
� 。 。 ������ ���� ��� ��� ���� ����� ���留��

君���，� ��������
一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了��留������� “ �����

，
�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才����， ����天�
������� �� ������ ������������� �� ��� ������� 几绍��

了��留�����，�

匆���”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