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阶是世界标准年代地层表中最小的单位。因此，

建阶的工作是年代地层划分最基础的工作，直接影

响全球统一地层表的正确建立及地质科学的发展。

我国上石炭统上部及下二叠统海相地层正处于建阶

的初期，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期，建立好定义明确，

划分有据，易于划分及对比的阶，使它成为这个地质

时期的年代地层划分标准，供广大地质工作者应用。

! 研究概况

近年来，我国为了在地层划分上与国际接轨，对

石炭二叠系地层划分逐渐与世界上多数国家靠近，

从而决定对石炭系进行二分，对二叠系进行三分。将

原划入石炭系的马平组（群）也进一步细分，其下部

!"#$#%#$&’带仍归上石炭统，其他大部地层归入下二叠

统；原下二叠统的栖霞组及茅口组改划为中二叠统；

上二叠统与原来的划分基本一致。本文研究的范围，

主要牵涉到马平组及所谓的石炭—二叠系过渡层。

"#世纪$#年代末至%#年代以来，我国广大地质

工作者对上石炭统!"#$#%#$&’带及下二叠统进行了不

同程度的多门类生物群的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发现

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建立了相应的生物带 （亚

带）、组合带（组合亚带）等，并进行了生物演化的研

究。有的还进行了多学科（层序地层、岩石地层、古

生态、磁性地层及氧碳稳定同位素的测定）的综合

研究。这些都为年代地层单位阶的划分打下了坚固

的基础。当前在阶的划分上有几种模式：（!）将原马

平组改为马平阶［!&’］；（"）将马平阶的范围缩小到广

义的(’&)*+’%,-./&"#0.带，下部!"#$#%#$&’带新建小独

山阶［(］；（’）将 马 平 阶 的 范 围 缩 小 到!"#$#%#$&’带 ，上

部 广 义 的(’&)*+’%,-./&"#0.带 却 未 建 阶［)］，或 新 建

八宝阶［*］；（(）正式建立两个新阶分别代表!"#$#%#$&’
带及广 义 的(’&)*+’%,-./&"#0.带 ，如 张 正 华 等［$］建

立 了 过 岩 阶 及 紫 松 阶；（)）丁 蕴 杰 等［%］较详细地将

原马平组的大致范围由下而上划分为逍遥阶、下杨

家河阶、上杨家河阶及范家河阶。另外，广大学者对

所谓的石炭—二叠系过渡层多建立新阶，如黄志勋

等［+］的隆林阶，张祖圻［"］的湘中阶，肖伟民等［’］的猴

场阶，张正华等［$］的羊场阶，丁蕴杰等［%］的垭口阶。本

文基本上沿用了丁蕴杰等［%］的划分意见（表!）。

" 存在问题

盛金章等［!#］将上石炭统上部划分为小独山阶，

下二叠统划分为紫松阶及隆林阶。全国地层委员

会［!!］推荐《中国地质年代表》修订稿沿用了这一划

中国上石炭统上部及下二叠统

海相地层中阶的划分

夏国英 丁蕴杰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 ’##!$#）

提要：明确而详细地提出了中国上石炭统上部及下二叠统海相年代地层单位的具体框架。将上石炭统上部划分为逍

遥阶、下杨家河阶；下二叠统划分为上杨家河阶、范家河阶、垭口阶及隆林阶。明确了阶的定义、动物群特征、磁性地

层特征及其与相关地层的关系。所划分的阶均能与世界标准年代地层进行详细而有依据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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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意见。小独山阶系周铁明等［$］建立，在其层型剖面

上 小 独 山 阶 上 界 止 于 !"#$%&"%’()*+,-./* 0.*"1
2$%(*/.’*的首现。但!30.*"2$%(*/.’*在陕西镇安西

口 地 区 首 现 于4’’5"$2.* -,+$5*-.%—6*-*%’()*+,-.1
/* 7-*+*%*—!"#$%&"%’()*+,-./* 0.*"2$%(*/.’*（简

称 46!） 带 ， 在 黔 南 首 现 于 !"#$%&"%’()*+,-./*
8*(5,-.带，大致相当原苏联的%&’(&)*&+阶。而且，在

小独山阶的上部吴望始等［#!］报道,-$./$$含有9,51
5.*、6%,$2"%’()*+,-./*、:;(*,-"%’()*+,-./*（ 它 们 至

少是01123*&+阶的成员）。可见小独山阶实际上也包

含 了01123*&+阶 的 地 层 。 盛 金 章 等 将 紫 松 阶 与014
123*&+阶及%&’(&)*&+阶进行对比，显然小独山阶与

紫松阶均包含了01123*&+阶的地层，说明这两个阶

间有年代地层重复。紫松阶由张正华等［5］建立，该

阶的层型剖面生物地层研究程度低，有的建带化

石在层型及副层型剖面上均未见及，如张正华的

:;(*,-"%’()*+,-./* <",55,-.=:3+5"<,-"%*以 及 盛 金 章

等［#6］的!"#$%&"%’()*+,-./* %’(,55).,/.=!3>.?$/,/%.%=

:;(*,-"%’()*+,-./* 7$%.7"-<.%等。同时，张正华等及

盛金章等划分紫松阶及化石带的定义提得不够明

确，无法遵循。他们将紫松阶与01123*&+阶及%&’(&)4
*&+阶进行对比，但是没能将这两个世界标准年代地

层单位在中国分开。 国际地层指南［#.］一书关于优

先权的论述提出：“一个建得不当的名称也不应该仅

根据优先权而被保留”。故笔者建议废去小独山阶及

紫松阶。

. 本文划分阶的根据

丁蕴杰等［7］、夏国英等［#$］对上石炭统上部至下

二叠统的年代地层单位的划分是最详细的，故本文

基本采用了他们的建阶方案，仅对少数阶的范围略

加修改；同时还采用了#"7!年黄志勋等建隆林阶一

名。本文由下而上将上石炭统上部划分为逍遥阶、下

杨家河阶；下二叠统划分为上杨家河阶、范家河阶、

垭口阶及隆林阶。仅将最上!阶的层型剖面定在石门

垭东侧剖面；其他各阶的层型剖面定在三里冲剖面。

表 # 中国上石炭统上部及下二叠统海相年代地层划分

!"#$% & ’()*+*,-)"-./)"0(.1 2.3.,.*+ *4 -(% 5").+% 600%) 700%) ’")#*+.4%)*6, "+2 8*9%) :%)5."+ .+ ’(.+"

注：#，!代表两个划分二叠系底界的意见； 界线的位置不准确

夏国英等：中国上石炭统上部及下二叠统海相地层中阶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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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冲剖面位于西口乡南偏西约# $%。由西口乡有

公路经石门垭垭口向西至逍遥子约&" $%，由逍遥子

沿去西口乡的大路走"’( $%到三里冲剖面的起点，

其坐标位置是东经&")*!"+，北纬,,*&#+；石门垭剖面

位于西口乡东南大约- $%（东经&")*!!+，北纬,,*
&#+）石门垭长途汽车站公路之东侧，为石门垭东侧

剖面，因受压性断层影响，部分地层缺失，故以石门

垭西侧剖面补充（图&、!）。原划分（指丁蕴杰等［.］，以

下略）的生物群亚带或组合亚带全提升为带或组合

带，少数 带名称略有修订。石门垭与三里冲剖面仅

相距# $%左右，岩性及生物群基本一致，因此，这-个

阶可以说几乎建立在一个剖面上，完全可以避免相

邻阶的地层重复或间断。

三里冲及石门垭剖面均为碳酸盐岩连续沉积，

出露好，多门类化石极为丰富。丁蕴杰［.，&(］夏国英等［&#］

较全面地对这两个剖面进行了多学科（生物地层、

岩石地层、磁性地层及氧碳稳定同位素）及多门类

生物群（ 、牙形刺、珊瑚、腕足、腹足）的较深入综

合研究。对各门类化石的演化特征及横、纵相分布做

了系统的研究。从而为我国建立了自!"#$#%#$&’带至

("&)*+#,*带间最详细的、划分最明确的/ 带&!亚带

（现改为&#带）；#牙形刺组合带；#珊瑚组合带!组合

亚带（现改为(组合带）；!腕足组合带!组合亚带（现

改为,组合带）。对阶的划分起关键作用的 及牙形

刺同时在一个剖面均进行了详细的划分；根据各门

类化石特征对地层划分的意见基本一致，这在我国

实属罕见。磁性地层的研究，发现在每一个阶的底部

附近均有正极性的转换（图,）。氧碳稳定同位素值在

所做阶底部亦有明显跳跃。更可贵的是在西口地区

的,个剖面中每个阶，甚至每&个 带中，均有世界标

准年代地层中相应的阶或 带中产出的标准的 及

牙形刺化石，这不但证明了西口地区所建阶的正确，

而且为我国上石炭统上部至下二叠统的年代地层划

分与世界标准年代地层的对比打下了翔实的基础，

为世界标准年代地层01123456阶及75$%58456阶 的 相

当年代地层在我国的具体划分提出了充足的依据。

# 阶的划分

!"# 上石炭统

#9&9& 逍遥阶（:45;<5;56 7=5>2）

阶的定义：本阶始于-’&./0$"#$#%#$&’的始现，代

表希瓦格 科的新生。牙形刺1$"&2$03,*$40/.’ &5&6
3*,$.5.’的始现，也可作为划分本阶底界的参考。上

界 止 于7%%#/&,$0’%48*3&"#,* 20’$3*5508*9#，7:*52#,*
及1$"&2$03,*$40/.’ &50,3*$.’的首现。

层型及辅助层型剖面：层型剖面是三里冲剖面&
层至-层下部（?@ )A?@ &)）；岩性是灰—深灰色块状

砂屑生物灰岩，下部夹鲕状灰岩，上部夹含砾屑生物

灰岩；厚,,’) %。辅助层型剖面是石门垭东侧剖面&
层至#层下部（?1 #,A?1 (&）；岩性是微红—灰色块

状生物砂屑灰岩；厚,)’- %。

化石分带： 类分#带：（&）7;’05&$&’<=0,$#2*".’
（简称7=）带；（!）!"#$#%#$&’（!’）*%.$.’（简称!>）带；

（,）!"#$#%#$&’（!’）?03.$0)&,’#’—!: ’$.%@&,;&"3#（简

称!1）带（B原C’（C’）%;>D=;E26141亚带）（#）-’&./06
A.’.5#,* A0&%.,/*—B02*"*A.’.5#,* A&"3*,&,’#’（简 称

-B）带（B原-:A0&%.,/*）带。牙形刺是1$"&2$03,*$406
/.’ &5&3*,$.5.’—C/#03,*$40/.’ 4&;&#&,’#’（简称5!）
组合带。在本阶的顶部腕足类B,$&5&$&’ 5*?*"%@#<
D&02.3#5#’ #,%"*’’*$.’（简称BE<DC）组合带开始发育。

磁性地层：在三里冲剖面的?@ &"点磁极性由反

极性转变为正极性，比本阶底界?@ )点高!’- %。

对比：本阶与丁蕴杰等［.］贵州紫云猴场的!"#$6
#%#$&’带大致相当，仅相当小独山阶的底部。与世界

标准年代地层对比，F514%;E456阶［&-A&.］的下中两个 带

是-"0$"#$#%#$&’ 2’&./0?0$#2*".’—7;’05&$&’ 0;’05&$.’

图& 陕西镇安西口一带地层分布和剖面位置图

G4>’ & H41=84ID=4;6 ;J 1=85=5 56K 12L=4;6 3;L534=421 46
=M2 E4L464=< ;J :4$;D，NM26O56，7M556@4 P8;E46L2

!—三里冲剖面；"—石门垭西侧剖面；#—石门垭东侧剖面；

H!—中泥盆统；H,—上泥盆统；Q&R!—中下石炭统；Q,—上石炭统

P&—下二叠统；P!—上二叠统；C&R!—中下三叠统；

&—断层；!—地质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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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及!"#$%&’()* +"#$%&’()*带，本阶底部,!带也产

-("$(%$%.%$/*0,1*"2/$/* 及 !"#$%&’()*；!"#$%&’$"( 阶 的

上部34’(.$%.)*—34’.)$)*带与本阶35 带均产有34’6
.)$)*。$%&’()*+阶 下 部 的 带 与 本 阶37带 均 以34
*$).8/#1/(9%种 命 名 ；$%&’()*+阶 上 部 在 南 费 尔 干 是

!"#":%/;":%#’ </(9’#/#*%*带［#"］（本文将这个种 改 归

入="&’(’<)*)2%#’属），本阶顶部,-带亦见这个带种。

故本阶,!、35 带相当.*/)012)*+阶，37带及-=带相

当$%&’()*+阶。笔者未将这两个世界年代地层单位单

独分出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其他地区当前还

不能将这两个阶分开。

34#4! 下杨家河阶（5)* 6*+78)*&’)*+ /9*7’）

阶的定义：本阶始于,/’:;1/<&=*7’>)+)+*’亚科

中 较 原 始 成 员 的 首 现 ， 如 ：,..%:/#$"*.>?’9/(%#’
’2&%#’0,4.>/#%0,4&"*$9’22"?’@%0,41"*1@$’)/#*%* 等（ 后

! 种 ?*2@;12 将 它 们 归 入 A2$(’:’%;%#’ 属 ）； 止 于

-*/):"<)*)2%#’ 8("$"?% *&>’/("%:/’ 的首现。本阶产

出的 群与下部逍遥阶的明显区别是假希瓦格 亚

科的新生；同时下部繁盛的3(%$%.%$/*在这里大量灭

绝 而-*/):"<)*)2%#’，7.>?’9/(%#’及B)9"*"<)*)2%#’的

种群大量新生。牙形刺7$(/&$"9#’$>":)* /2"#9’$)*的

新生也可作为划分本阶底的重要依据。在本区本阶

未见菊石，在原苏联A);*>*(*/&剖面与本阶相当的层

位 产 菊 石C’%;%#’ +/92%$D8)@%，7)+’(:%$/* ’8$)1/#6
*%*，A%:(%"./(’* 1"(%**%’8%，=+%2%$/* &2)++/(% 等 ，以

52+%$/*的 首 现 作 为 底 界［!B］。 本 阶 的 顶 界 原［C］止 于

B"1)*$"*.>?’9/(%#’的 新 生 。 由 于 国 际 地 层 委 员 会

#""D年 批 准 以 牙 形 刺7$(/&$"9#’$>":)* %*"2’$)*的 首

现 作 为 二 叠 系 的 底 界 ， 其 层 位 大 体 相 当 本 文 的

-*/):"<)*)2%#’ 8("$"?% *&>’/("%:/’—C)#1’(%#/22’
（简称-C）带，故将原归入本阶的-C带改归入上杨家

河阶，本阶的顶界改划在-C带底。

建立本阶的理由：!"#"$等［#C］在研究?*>2*%地区

A//’()*+阶的地层时明确提出，在$%&’()*+阶C’%;%#’
*"8/#*%*带之上及A//’()*+阶7.>?’9/(%#’ <)*%<"(+%*—

74E)29’(%*（简称7<—7E）带之下，具,..%:/#$"*.>?’9/6
(%#’ 1"*1@$’)/#*%*同-*/):"<)*)2%#’ 8%F’*+%.’组特征

的层，应单独分为一层。%&#’()#等［!B］将该层称为

图! 陕西镇安西口地区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地层剖面

E)7F ! G9>*9)7>*H&)< /’<9)1+ 1I 9&’ JHH’> K*>L1+)I’>1:/MN1=’> ,’>0)*+ 1I 9&’ 5)O1: *>’*，P&’+Q*+，G&**+R) ,>12)+<’

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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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口地区上石炭统$下二叠统柱状对比图

%&’( # )*++,-./&*0 *1 /2, 344,+ ).+5*0&1,+*67$8*9,+ :,+;&.0 <*-6;0.+ 7,</&*0 &0 /2, =&>*6 .+,.

!"#$#%" &’(&)*"+,%(#(—!-.’&+(*"（简 称!&—!.）带 ，

将该带归入?77,-&.0阶，二叠系的底划在该带之底。

而国际地层委员会决定的二叠系底界，大致相当

!&—!.带顶，!&—!.带划入@A2,-&.0阶。但是!&—!.
带是以假希瓦格 亚科的新生为特征，而@A2,-&.0阶

确是以假希瓦格 亚科的新生为顶界。根据 的演

化特征，!&—!.带归入@A2,-&.0阶欠妥。!&—!.带分

布相当广泛，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中亚的达尔瓦

兹以及我国陕西镇安西口均有产出，完全可以进行

对比。!&—!.带又是石炭$二叠系界线附近很重要

的一个带，它的分出有利于石炭—二叠系界线的划

分，故笔者认为将它单独成立一个阶。这样既可以

避免!&—!.带归入@A2,-&.0阶的不妥，又更能指示

二叠系底界的划分。

层型及辅助层型剖面：层型剖面是三里冲剖面B
层顶部至C层下部（DE !"FDE #"）；岩性是灰白色块

状砂屑生物灰岩，上部微红含砾；厚GH(B ;。辅助层

型剖面是石门垭东侧剖面I层顶部 至B层 （D7 J!F
D7 B!）；岩性是灰色块状生物砂屑灰岩；厚!";。

化 石 分 带 ： 类 分 为 /00#1,%*’(023"4,.#%"
"56#%"7/-6’(*4"55’3")#，（简称/8）带，与原来/0亚带

的范围相同。牙形刺是8*.,6*’4%"*2’1+( ,5’%4"*+(—

蜓

蜓蜓

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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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组合带下部。腕足 类 是*&+
,(-(,(’ -#.#/01)—2(34%5)-)’ )&0/#’’#,%’（简称*6—

27）组合带繁盛于本阶。

磁性地层及氧碳稳定同位素：在三里冲剖面’
( #)是反极性，’( #*+’( !)变正极性，’( #*比本阶

底’( !,点低-$*- .。在三里冲剖面做了/个氧碳稳

定同位素的测定，样品采自’( #"、’( !,、’0 !!、’(
&*、’( &&、’( 11及’( 1/，氧碳稳定同位素值发生明

显变化的位置在’( #"与’( !,之间，正好是本阶底

部。

对 比 ：本 阶［*］与 黔 桂 地 区 的8’(%93’0:"#5(/)&#
（0$0）带下部大致相当，亦相当小独山阶［/，#,］的下部。

与世界标准年代地层;$—;/带［!,］相当，他们都共同

有 <00)9(&,3’0:"#5(/)&# #-4)&#，<=43’,5#--3"#>)、<=
$3’$>,#%(&’)’及牙形刺!,/(4,35&#,:39%’ (-3&5#,%’等。

!"# 下二叠统

12!2# 上杨家河阶（34%56 7%5689%4:9%5 3;%6:）

阶的定义：本阶是二叠系底部的一个阶，它的底

界当然也是二叠系的底界，国际地层委员会决定以

牙形刺!,/(4,35&#,:39%’ )’3-#,%’的 首 现 确 定 二 叠 系

的底界，在<9=%>%?%04剖面上!=)’3-#,%’的首现层位稍

晚于!,/(4,35&#,:39%’ "#$#%&’(&’)’。因为下杨家河

阶已产出了!,/(4,35&#,:39%’ "#$#%&’(&’)’，所以很

有 希 望 在 本 阶 底 部 找 到!=)’3-#,%’。 本 阶 以8’(%93+
?%’%-)&# 1/3,3") ’4:#(/3)9(#的首 现 作 本 阶 的 底 界 。

顶界止于@00-3%9)#属中较原始成员的首现。;%&+
$#/)&(--#及;%,1(A),0:)#也常见于本阶的底部。在本

阶 假 希 瓦 格 亚 科 开 始 繁 盛 ，!4:#(/3’0:"#5(/)&#、

8#/#’0:"#5(/)&#逐渐增多，上部B3$%’,3’0:"#5(/)&#
开始新生。

层型及辅助层型剖面：层型剖面是三里冲剖面*
层中、上部至#,层（’( &#+’( 1)）；岩性为微红、灰色

块状生物砂屑灰岩；厚&*$- .。辅助层型剖面是石门

垭东测剖面/层（’0 )!%+’0 )!#）；岩性为灰色块状生

物砂屑灰岩；厚&*$".。石门垭西侧剖面#至!层下部

（’@ #+’@ /）；岩性为灰色块状生物砂屑灰岩 ；厚

1!$" .。

化石分带： 分为&带：（#）8’(%93?%’%-)&# 1/3+
,3") ’4:#(/3)9(#C;%&$#/)&(--#（ 简 称8;） 带 ；（!）

!4:#(/3’0:"#5(/)&# .3(--(/)C8’(%93?%’%-)&# ?(0%&9#
（简称!D）带与原!(亚带相当；（&）B3$%’,3’0:"#5(/)+
&# A(’0)4-)0#,#—!4:#(/3’0:"#5(/)&# ’4:#(/)0#（简称

BE）带。牙形刺是%&组合带上部，以!,/(435&#,:39%’
(-3&5#,%’，!="#$#%&’(&’)’，!=$#/’13A)，!=5/#0)-)’ 等 发

育为特征。珊瑚是8/3,3)A#&3A)# 3/)(&,#-)’（简称87<）

组合带，以盛产复体块状四射珊瑚8/3,3)A#&3A)#、F&+
,:(/)#为主要特征。腕足类的*6—27组合带还上延至

本 阶 下 部 。 腹 足 类 仅 在 三 里 冲 剖 面’( &*点 采 到

G#>-(# .%-,)0#/)&#,#。

磁性地层：在三里冲剖面’( !*+’( &!是反极

性，’( &1是正极性，由反极性转为正极性的位置是

’( &1点，大致相当于 类!D带底，而本阶8;带底没

有极性的转换。

对比：本阶相当于黔、桂地区［*］的8’(%93’0:"#+
5(/)&#（0$0$）带上部及!4:#(/3’0:"#5(/)&#带的下部两

个亚带、小独山阶［1，#,］的上部、紫松阶［/，#,］的 下 部 及

世 界 标 准 年 代 地 层 <00:?9%5 阶 ［!#］。 本 阶 的

!4:#(/3’0:"#5(/)&# .3(--(/)—8’(%93?%’%-)&# ?(0%&+
9#带与<00:?9%5阶 中 带 的 带 名 一 样 。 本 阶 的B3$%’+
,3’0:"#5(/)& A(’0)4-)0#,#—!4:#(/3’0:"#5(/)&#
’4:#(/)0#带，其带名的后#个种亦是<00:?9%5阶上带的

#个带种，故它们间完全可以进行对比。

12!2! 范家河阶（A%589%4:9%5 3;%6:）

阶的定义：本阶的底界始于@00-3%9)&#属中较

原始成员的首现，如@=/(5%-#/)’，@=$(--#；止于8#.)+
/)&#属 的 新 生 。 在 本 阶 的 底 部 常 见 的 种 群 还 有

8’(%93?%’%-)&# .3(--(/)、8=,’0:(/&>’0:(")、!0:"#5(/)+
&# 0%’:.#&) -3&5#、!=0%’:.#&) /3$%’,# 及假希瓦格

亚科中的 !4:#(/3’0:"#5(/)&# ’%$/3,%&9#，大量

较大型的8#/#’0:"#5(/)&# ?/#53’#，8=)&?-#,#，8=.)/#- 和

B3$%’,3’0:"#5(/)&# H)#39%’:#&)0#IB=>%&&#&(&’)’IB$
5%#&5&#&)0#等，这些种属的产出层位稳定，分布又相

当广泛 。@00-3%9)#属不但见于特提斯区［*，#1，!!］，也见

于欧亚B北极区［#)+#/，!&］、中科迪勒拉区［!1］、北美的阿拉

斯加；8#/#’0:"#5(/)&#广泛分布于特提斯区［*，#1，#)，#*，!!］、

中大陆［!-+!)］、欧亚B北极区［#)，#/，!&］。说明范家河阶的底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易 于 划 分 及 进 行 对 比 。 牙 形 刺 的

;)4-35&#,:39%’ 0C$？J，2(353&93(--# $)’’(--)；腕足类

的 6(4,39%’，K(-(34/39%0,%’，L3.4/(’’34/39%0,%’；珊

瑚 具 喷 口 构 造 的 块 状 复 体 四 射 珊 瑚!#&-)0:3&53+
4:>--%.， L:%’(&34:>--%.， 2(35#&5#.34:>--%. 等

也可作为确定本阶底界的重要参考种属。

层型及辅助层型剖面：层型剖面是三里冲剖面

##层至#/层下部（’D 1/+’D /-）；岩性为灰—灰白

夏国英等：中国上石炭统上部及下二叠统海相地层中阶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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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块状生物砂屑灰岩，局部含砾屑；厚#$%&# ’。辅助

层型剖面是石门垭西侧剖面(层上部至#"层下部（)
* +! ’,)* +! -）及（)* +$,)* .$）；岩性为灰白色块

状 生 物 砂 屑 灰 岩 ， 上 部 含 泥 晶 生 物 砾 屑 灰 岩 ；厚

##!&# ’。石门垭西侧剖面!层 顶 部 至$层（)/ 0,)
/ #%）；约#""’。

化石分带： 类分!带：（#）!""#$%&’( )*+%#()’,-
.()(,"/0(+*)’1( 2)(+$,(—3$4%,5$,"/0(+*)’1( 6’($7
&%,/(1’"(（简称!.3）带，与原!8亚带相当，仅将顶

界提到)1 +!点；（!）.,*%&$2%,%#’1( %)&(#*1,’,（简称

.9）带 ；与 原."亚 带 大 致 相 当 ，仅 将 底 界 上 提 到)
1 +! 点 。 牙 形 刺 分 为 :’8#$+1(5/$&%, *-&？ ;—

<5)*85$+1(5/$&%, *#$1+(5%,（2$）组合带；<0**5$+1(5/%,
0/’5*’—<0=’1$)1(5%,—>%?/$%+1(5/%, @$1$)’&+$,%,

（23）组合带始现于阶的顶部。珊瑚分!组合带：（#）

<(1#’"/$1+$8/A##%@—B@’8/A##%@ ’@4)’"()’%@（简 称

<BC）组 合 带 ；（!）>’D$%8/A##%@—</((11(1$8/A##%@-
<?*"/%(1$8/A##%@—E*15?*##$8/A##%@（ 简 称><<E）

组 合 带 。 腕 足 类 划 分 为!组 合 带 ：（#）<8A)’&’$8/$)
&’,5’1"5(—“;(A&*1*##(”?/*1F(1*1,’,（简称<:—“;”

G）组合带；（!）H*$8%+’#’, 5A8’"%,—I*85$&%, J’1#’17
+*1,’,（简称HK—IL）组合带。腹足类以平旋螺和低

锥型螺出现较多为特征，B)5/$1*@(较多。本阶还产

出了一些见于国外二叠纪的种属，如B)5/$1*@( !"=
5’)%,%@， B=5)’"’1+%#(5%@， I(6$,$1’( /$)@$5$@(，

:$1(#&’1(等。

磁性地层：三里冲剖面)1 $+为反极性，而)1 $(
为正极性；在石门垭西侧剖面)/ (为反极性，)/ 0及

)/ .为正极性，说明本阶的底界正好是反极性转换

为正极性的位置。

对比：本阶与黔、桂地区［0］的<8/(*)$,"/0(+*)’1(
带 之%至$亚 带 、肖 伟 民 等［#%］的 3$4%,5$,"/0(+*)’1(
D(/#*)’延限亚带及<8/(*)$,"/0(+*)’1( @$*##*)’延 限

亚带，周铁明等［$］的.,*%&$,"/0(+*)’1( @$),*’—3$7
4%,5$,"/0(+*)’1( 6’($&%,/(1’"(带 及.,*%&$,"/0(+*7
)’1( 8()(4**&*’—<8/(*)$,"/0(+*)’1( ,8/(*)’"(带 大

致相当，亦相当于紫云阶的中上部。本阶与国际标准

年代地层425’26728阶［#+,#0］相当，理由如下：（#）本阶

底部!.带与425’26728阶底部92*:;<728层相当，不但

带 种.,*%&$2%,%#’1( @$*##*)’一 致 ， 还 共 同 产 出 了

.,*%&$2%,%#’1( 4(,/D’)’"( #(5’,8’)(#’,，.= ’,"/’@4(M*N’
"$))*"5(，.= 8%#"/)(，.=5)%1"(5*##(，.=5,"/*)1A,"/*0’等；

（!） 在 巴 什 基 尔 地 区 ［#+］425’26728阶 上 部4:=6>7:2?
’25728层 以 含 有 丰 富 的.,*%&$2%,%#’1( %)&(#*1,’,及

.= 8#’"(5’,,’@(为特征，本阶上部.9带中.=%)&(#*1,’,
及它的各亚种相当丰富，故它们可以对比；（%）范家

河阶的 群虽然仍以.,*%&$,"/0(+*)’1’1(*亚科成员

的繁盛为特征，下部@**=>728阶的少数种属也可上延

至本阶。但本阶中产出的大量进一步演化了的种群

却仅首现于本阶的底部，而且组成了本阶最重要的

特 征 种 群 ， 如 <8/(*)$,"/0(+*)’1( ,%4)$5%1&(，

.()(,"/0(+*)’1( 2)(+$,(，.=’12#(5(，.=@’)(#，3$4%,7
5$,"/0(+*)’1( 6’($&%,/(1’"(，3=A%11(1*1,’,，3=
+%(1+1(1’"(，3=8(@’)’"(及G*##’( %1$,*’等，这些特征

种群与中亚达 尔 瓦 兹［#0］及 帕 米 尔 地 区［!(］425’26728
阶 的A*=;BC*/DE2F=678782=亚 科的演化特征相似，并

有相同的种，如：3= 8(@’)’"(，.()(,"/0(+*)’1( ’12#(7
5(，G*##’( 1%1$,*’等，故本阶无疑相当于425’26728阶。

$G!G% 哑口阶（H25C;728 4:2F=）

阶的定义：本阶始于.(@’)’1(属中发育较原始

成员的首现，如：.(@’)’1( 2’6(，.= 2’)@(，.= "/’1#’17
+*1,’,，.= 1$4’#’,等 ，止 于.(@’)’1(属 中 较 高 级 成 员

.= &()N(,’"(的新生。在本阶还大量发育较高级的

!""#$%&’(，如 ：!= "*)5(，!= @$&’"(，!= $N(5(，!=
8()N(，!=(#5(，!=8)$4(，!=5()&( 等 及 :()N(,’5*,，H(+(7
5$*##(。此外，本阶的底部常见新生的O$"/%,*1*##(及

.,*%&$)*’"/*#’1(属。在滇、黔、桂地区假希瓦格 亚

科中一些演化较高级的成员，也常见于本阶的底部，

如 ： 3$4%,5$,"/0(+*)’1( ?’A%1*1,’,，3= @(+1(，3=
,8(5’$,(，3= 4’(18’1+*1,’,，G*##’( ?’A%1’"(，G=&*7
8)*,,(等。

本文将垭口阶的范围缩小到丁蕴杰等［0］原垭口

阶中、下部!P及H: 带的范围。因为在原垭口阶上

部.Q 带中 类有了明显的变化，.(@’)’1(属已演化

成.= &()N(,’"(，.= (%+%,等较高级的种群，这些特征

与黔、桂地区隆林阶及肖伟民等［%］的.(@’)’1( &()N(7
,’"(延限带特征相似。黄志勋等［.］的隆林阶底部产出

.(@’)’1( #(6(，以及黔、桂.= &()N(,’"(延限带中产出

的.=&()N(,’"(、.=+#$4$,(、.=?’A%1’"(等壳体均较大，包

卷较松，显示.(@’)’1(属演化的高级阶段；在黔、桂

地区的.=&()N(,’"(延限带及西口的.Q带均产有丰富

的珊瑚.)$5$@’"/*#’1’(；同时在黔、桂及本区这个层

位的下伏地层中均产有丰富的 !""#$%&’(，故西口

地区原垭口阶的.Q带应属隆林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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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型及辅助层型剖面：层型剖面是石门垭东

侧剖面#$层上部至#!层底部 （%&" ’(%& ##$），岩

性 是 深 灰—灰 色 块 状 生 物 砂 屑 灰 岩 ， 厚)*+! ,。

辅 助 层 型 剖 面 是 三 里 冲 剖 面#*层 中 上 部 至#"层

（%- *.(%- //），岩性是灰色块状含砾砂屑灰岩，

厚")+. ,。

化 石 分 带 ： 类 分!带 （#）!""#$%&’( ")*+(—

,(-’*’.( /’*-(（简 称!0）带 ；（!）1(2(+$)##(—3(*4(5
6’+)6（简称13）带。牙形刺分为78))+$2.(+9%6 89’+)’:
78;’.$*.(+%6—<%=9$%2.(+9%6 -$.$*’&2$6%6（0’）组 合

带，该组合带始于范家河阶顶部1%- ./点）。珊瑚分

为>?6+$?(+6).2’(（简称>@）组合带。腕足类通常个体

小 ， 多 为>—A组 合 带 的 上 延 分 子 ， 如 ：B.+)#)+)6，
!(*2’.’/)*(，>(."*’.)##(，!(*+’.’(，1$+$+9?*’6，C9’D5
&$-)##(，,9*’"$&$+9?*’6等，个体中等偏大有!))9)##(，

1)$D%2’#’(等。腹足类以包旋和低塔锥型占优势，以

1(+’"$D6’6和E)##)*$D9$.出现较多为特征。菊石化石，

仅在贵州普安龙吟剖面的沙子塘组顶部见F*+’.6G’(
"/; (*+’).6’6。

磁性地层：在三里冲剖面%- *!(%- *’为反极

性，%- **(%- //为正极性。石门垭东侧剖面取样少。

在仅有的样品中%& "’(%& ".为正极性。说明在本阶

底部%- *.及%& "’点附近都有由负极性向正极性的

变化。

对比：本阶大致相当于肖伟民等 ［2］ 的C$H%65
+$6"98(2)*’.( =’?%.).6’6 延 限 亚 带 及 丁 蕴 杰 等［/］

7D9()*$6"98(2)*’.(带的第’亚带，即：广西宜山的1(5
2(+$)##( #’%&$.2).6’6—!""#$%&’( $4(+(亚带；贵州紫

云猴场的!""#$%&’( $4(+(亚带。本阶与紫松阶［*，#$］的

顶部也大致相当。因为这些亚带中!""#$%&’(相当丰

盛，而且多演变为较高级的种群，上部有1(2(+$)##(
及3(*4(6’+)6中较原始种群开始出现，故它们间完全

可 以 进 行 对 比 。 本 阶 与 北 美 加 利 福 尼 亚［!’］的345
6789:灰岩的0带大致相当。与世界标准年代地层［#.(

#*］对比，可能相当于;<=>?&@>0?阶，主要依据是：（#）本

阶位于相当于A0@,0<>0?阶的范家河阶之上，从层位

上看，应属于;<=>?&@>0?阶；（!）在范家河阶的顶部已

开 始 产 出 ;<=>?&@>0? 阶 的 牙 形 刺 78))+$2.(+9%6
89’+)’，7; ’.$*.(+%6；（2）本阶与贵州普安龙吟地区沙

子塘组顶部大致相当，而在沙子塘组顶部产有菊石

F*+’.6G’( !"; (*+’).6’6 及 牙 形 石 78))+$2.(+9%6
89’+)’，3’D#$2.(+9$&%6 )ID(.6%6。

)B!B) 隆林阶（C8?D7>?>0? A=0DE）

隆林阶系黄志勋等［"］建立，它始于,(-’*’.( &(*5
4(6’"(的 新 生 ， 止 于E*)4(I’.(的 始 现 。 在 本 阶 的

,(-’*’.(属已发育到高级阶段，产出了,; &(*4(6’"(，

,; =’?%.’"(，,; #(I(等发育较高级的种群。值得注意

的是，下伏地层中,(-’*’.(属开始发育的一些种群，

在本阶还继续发育。但不要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将本

层位归入垭口阶。因垭口阶中绝对没有,(-’*’.(属

中演化较高级的种群。在西口地区的本阶中,6)%&5
$/%6%#’.(也发育到较高级的阶段，壳圈多，包卷更均

匀，隔壁褶皱更强烈而规则、褶曲常可达壳顶，并规

则地排列至两极。在滇、黔桂地区位于滩相前缘地段

,(-’*’.(相对发育差，而以>9(#(*$6"98(2)*’.(为主，

常见>; ’./#(+(，>; ?%..(.’"(，>; 4%#2(*’6等。此外，本

阶珊瑚,*$+$-’"9)#’.’(相当发育。与本阶相当的龙吟

组中产出的菊石有：F2(+9’")*(6 &F+ ,*$D’.("$")*(6
4G+ G.’29+’，,+ 4G+ (G+%H).6)，,$D(.$")*(6 G%)’5
"9$8).6)，B$+9’.’+)6，E(-?(.’")*(6等。

层型及辅助层型剖面：黄志勋等［"］建立隆林阶

的层型剖面是广西隆林龙桑剖面，该剖面位于山顶，

交通不便，外表坡积物多与露头不易分开，化石较

少。而陕西镇安西口石门垭东侧剖面交通方便，化石

丰富，与下伏垭口阶的层型剖面同在一剖面上，可看

到,(-’*’.(属的整个演化谱系，同时也可避免地层

的重复或间断。故将本阶的层型剖面改在石门垭东

侧剖面#!层的中部（%&###(%&#!.），岩 性 是 深 灰 色

块状生物砂屑灰岩。厚!*+! ,。

化石分带： 类是,(-’*’.( &(*4(6’"(（简称,J）

带；珊瑚是,*$+$-’"9)#’.’( 6’?(.2).6’6 -’.$*（简称

,7!）组合带。

磁 性 地 层 ： 在%&"*(%&#$#为 反 极 性 ，%&#!.(
%&#!*为正极性，由于样品取的不够在%&#$#(%&#!.
间未取样，本阶底部是否有反极性向正极的转换需

进一步工作。

对比：本阶仅相当于丁蕴杰等［/］垭口阶上部的

,J 带，与滇、黔、桂地区的隆林阶［"］、肖伟民等的

,(-’*’.( &(*4(6’"(带［2］及贵州普安龙吟组［!!］相当。龙

吟组中是有一些曾见于;&&E7>0?阶的7D9()*$6"98(2)5
*’.( 2#$-)*$6(及K)##’(，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有一些

曾见于原苏联;<=>?&@>0?阶的,6)%&$/%6%#’.( 6-(G(5
L)4’，,;L%*)6(.).6’6，还 有 见 于 美 国A)$.(*&统［!’(!.］的

,6)%&$/%6%#’.( 9)66).6’6。 同 时 ，周 祖 仁［!/］、丁 蕴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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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据龙吟组的菊石，早已将其层位对比到$%&’()
*+’,(阶 。 西 口 地 区 本 阶 产 出 的!"#$%&’$"()*(+ ,$-
.+(/0*(+，!1 2+.+3+"#("*"，!1 4+2+.&5*，!1 &5+6+均 见

于世界标准年代地层$%&’(*+’,(阶，故它们间完全可

以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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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向缉熙，等著$集成多因大地构造说，北京：地质出版社，!%%#$ #& 开，#’! 页，另附 ( 个图版页，定

价：全套)含《全球集成多因大地构造图》、《世界大地构造图》*#+%$%% 元。

本书视大地构造为一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系统。大地构造学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复杂性科学，把地

球作为一个行星进行研究，既研究地球的内因，同时研究地外宇宙因素，特别是研究宇宙天体对它的撞

击和影响，以求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认识地球。

研究中最主要的发现是，地球构造运动是多元的，大地构造的成因是多元的。因此，建立构造运动

多因动力理论及大地构造多种成因理论，提出“地球转速周期波动说”、“巨陨撞击动力说”、“集成多因

大地构造说”。认为：当地球随太阳系运行至远、近银心点时，会出现转速波动，影响地球椭率变化而产

生网格构造，其中巨型网线—裂谷带、裂陷带及其不同演化阶段的褶皱带、残褶带等，是地球上第一类

构造，大地构造单元分别称壳谷、壳陷、壳褶、壳垣；在太阳系的陨星撞击多发期及间发高峰期，有陨星

撞击地球形成撞击构造，其中巨陨撞击盆地)地海*及其不同演化阶段的陨隆、陨隆残体)星疤*构造等，是

地球上第二类构造，大地构造单元分别称壳盆、壳隆、壳核；还有地陆残块构造，它们是地球上原始大陆

遭受巨陨撞击及裂谷、裂陷作用破坏后尚残存的部分，为地球上第三类构造，大地构造单元称壳块、活

化壳块。同时，进一步认为，地球是集不同时期、不同成因、不同演化阶段的大地构造单元之大成，反映

了全球大地构造新概念。

按“集成多因大地构造说”编制的 #,-! %%% %%%《世界大地构造图》，客观地表示了不同时期、不同演

化阶段的 -! 个大地构造单元，而《全球集成多因大地构造图》，鲜明地反映了各大地构造单元的成因及

其 #% 个构造集成区，显示独有的创新特色。

联系处：#%%%(’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 号地质出版社邮购部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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