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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地层委员会提出将在近年内完成各地质年代中阶间界线层型的选定工作 (全国地

层委员会也于第 . 届全国地层委员会上提出了中国各时代地层的建阶方案 (因此，以阶为实

体的年代地层学研究已成为当前地层学研究的焦点 (介绍了国际三叠系年代地层划分方案及

确定过程，并列述了中国海相三叠系建阶方案 (重点讨论了中国海相下三叠统各阶顶、底界线

及其确定标准和标志，提出了中国下三叠统建阶工作研究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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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层委员会三叠系分会早于 *22* 年在瑞

士洛桑工作组会议上就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明确确定

了将三叠系划分为 . 统 $ 阶 (该方案于 *22! 年在东

京召开的 !2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正式公布并被国际

地质年表所采纳 (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方案仍未得到

各国学者一致认同和使用 (另一方面，在国际地层委

员会创导的全球各时代阶间界线层型工作中，三叠

系的“金钉子”工作进展可谓是各时代中最落后的年

代之一，经历了 !" 多年的艰辛工作，才于 !""* 年 .
月初钉下了第一颗“金钉子”，即中国浙江长兴煤山

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全球层型剖面和点 (并非是

三叠系的工作不如人意，而是各国学者建阶及阶间

界线定义分歧太大，致使相关工作迟迟没有突破性

进展 (
国际三叠系阶的定义的不确定性，也给我国三

叠纪相关地层和地质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 (尤
其长期以来，我国三叠纪年代地层系统都是引用国

际建阶划分方案，而未考虑中国地质资料的特殊性，

以及我国在某些层段地质记录的优势，因而在长期

引用有争议的国际划分方案中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

混乱 (事实上中国三叠纪的某些地质记录是世界上

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三叠系的底

界，在我国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取得了作为

国际标准的地位 (除此之外，我国三叠系还有其他方

面的优势 (例如，华南的下三叠统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完整海相下三叠统序列，其顶部的“绿豆岩”也有国

际上独一无二的下、中三叠统界线测年资料 (但遗憾

的是，国际上很少有学者了解我国的资源优势 ( 在

*22* 年洛桑三叠系分会会议上，也没有中国的阶名

参与讨论，因而下三叠统上部采用了北方生物区的

阶名 (这一选择给后续的相关地层学研究带来了更

多的困难，因为在三叠系分会选定的 $ 个阶中，除该

阶外，其他 % 个阶均出自热带特提斯区 (鉴于此，笔

者认为全国地层委员会（!""" 年）提出开展中国建

阶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

资料，彻底理清我国的地层系统，便于实际操作应

用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我们的长处，向国际学者推

荐我国的优势地质资源，参加国际竞争 (只有我们有

目的地开展这项工作，才能有准备地参与国际竞争 (
当然，要开始这项工作，在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

和目标之前，必须全面了解我国的实际资源优势和

国际相关工作的现状 ( .* 届国际地质大会后，国际

地层委员会决定加速全球界线层型工作，大部分层

型将在近几年内确定下来 (虽然全国地层委员会提

出中国建阶的基本目的是全面清理我国的地层系

统，为我国相关地质生产和研究工作提供一个指导性万方数据



的年代框架 !但如果有条件竞争国际标准，或为国际

标准及相关工作提供指导或辅助，我们也必须力争 !

" 三叠系的划分

传统地，国际海相三叠系的划分主要遵循的是

欧洲海相三叠系的建阶方案，其中以东阿尔卑斯地

区最为典型 !但是，该区在全球对比上有 # 个问题：

第一，那里的下三叠统未作划分而统称为 $%&’()*+
统（或阶）；中统分为安尼阶（,+)-)*+）和拉丁阶（.*/
0)+)*+）；上统分为卡尼阶（1*2+)*+）、诺利阶（342)*+）

和瑞替阶（5(*6’)*+）! 显然，这一方案如果推广到全

球，最大的问题是下三叠统未作划分，因为从理论上

讲，" 个统不应该只有 " 个阶 !第二，中、上统总体上

得到了多数学者的引用，唯独顶部瑞替阶由东阿尔

卑斯地区向外延伸时，仅在欧洲就出现了不同意见 !
因此，实际上 "77" 年瑞士洛桑会议上主要落实的是

下、上两统的划分及建阶问题，而中统在阶的划分上

尚无重大分歧 !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所使用的下三叠统划分方

案差别很大 ! 在 "789 年莫斯科 #: 届国际地质大会

上，三叠系分会推出了一套 ; 种划分并存的方案 !除
欧美部分学者乐于使用的“一分”意见外，“二分”意

见多为前苏联学者所习用，而“四分”方案来自北美

（北极加拿大）!由于北美“四分”方案中 <)6+62)*+ 和

$=)’()*+ 的全球对比局限性，有人将它们合并，并以

巴基斯坦盐岭地区为层型命名了一个新的阶，即

3*==*>)*+［"］!因此也就有了“三阶”的划分意见（表

"）!在 "77" 年的洛桑三叠系分会工作组会议上，首

先就下三叠统的划分意见进行了表决，共有 ;" 名委

员参加投票，投票结果是：一阶 : 票，二阶 "" 票，三

阶 # 票，四阶 ; 票，其他人弃权 !由此可见，“二阶”划

分方案得到多数票，因而被三叠系分会选用 !随后就

二阶的阶名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 下部阶提出 #
个名称：?+0@*+ 和 A2*(*=)*+（两者均出自盐岭地区）!
表决结果：赞成 ?+0@*+ 的有 "8 人，反对的有 ; 人，弃

权的有 "B 人（这些弃权者主要原因是觉得他们对下

三叠统了解不够，不便于作结论）；而赞成 A2*(*=)*+
的仅 " 人 ! 关于上部阶，只有 C>6+6D)*+ 被最后提出

来表决（尽管有人指出该阶的层型应选择在热带区，

而不是北方区）! 表决结果："8 票赞成，E 票反对，:
票弃权 !于是，三叠系分会选用了 ?+0@*+（印度阶）和

C>6+6D)*+（奥伦尼克阶）!接下来还就“是否立即确定

亚阶”进行了投票，结果是：F 票同意，"" 票反对，:
票弃权 !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亚阶的选定工作留待以

后进行［#］!关于下三叠统“二分”方案和二阶名称的

选择，三叠系分会在洛桑会议后又进行正式通讯投

票，并于 "77# 年在东京召开的 #7 届国际地质大会

上公布正式表决结果，确认了以上划分和阶名选择

方案［;］（表 "）!
在中国，“一分”方案很少有人使用，即使在滨岸

相和非海相地层中也不常用 !有的地层学工作者，尤

其精细的生物地层工作者喜用“三分”或“四分”方

案 !虽然这两种方案可以体现出相对较高的地层划

分精度，但实际操作中一旦离开了生物地层标志，就

比较难以掌握使用 !而且从前述国际学者的意见来

看，支持这两种方案的人也很少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

一般还是将下三叠统二分，并与三叠系分会的“二

分”方案相联系（如近年完成的各省区区域地质志、

地层总结和岩石地层清理等多采用此方案）!也有少

数学者将“四分”年代地层单元归入“二分”之中作为

表 ! 国际下三叠统主要划分方案

G*H>6 " I*J42 -%(6=6- 4K ’(6 L>4H*> G2)*--)% 0)M)-)4+

系 统 莫斯科，"789（据文献［9］） G4N62，"78E（据文献［F］） 东京，"77#（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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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阶处理 !不过，国际下三叠统的 # 个阶，除阶名外

至今尚无确切定义 !
国际下三叠统 # 个阶（ ?+0@*+ 和 C>6+6D)*+）是

R)P*2)-4M* 等［E］首先依据北方区的菊石动物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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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印度阶出自特提斯区的印度河 !于是，他们将

印度阶和奥伦尼克阶分别与 "#$%&［’］在特提斯区提

出的“古三叠系（()*+,-$..-/）”（相当于 "/0%&-$1）的下

部（2)34,）（包括 5%)/4,$%$1，60,)1-%$1 和 7849-1:-%$1）

和 上 部（ ;##4,）（ 包 括 5341-%$1， <)8=9>-%$1 和

"%4#&$1-%$1）对比 ! 这一对比至今仍为国内许多学者

所采用［?］!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印度河盐岭地区印

度阶的上部化石与北方区奥伦尼克阶下部是同层位

的 !因此，后来 @-#$,-.)A$ 等［B］又对印度河地区的印

度阶进行了修订，将 "#$%&［’］的 7849-1:-%$1 层的部分

内容放入奥伦尼克阶［CD］!于是特提斯区二阶的划分

就发生了困难，而奥伦尼克阶在西伯利亚奥伦尼克

河区也没有一个可作标准定义的典型剖面［CC］!于是

一些学者对该方案的使用提出了质疑［CE，CF］!这也同

样给我国下三叠统的研究带来混乱 !这可能是为什

么一些严格的生物地层工作者愿用“三分”或“四分”

方案的原因之一 !
全球海相中三叠统无疑以阿尔卑斯地区发育较

完整且研究较深入 !除中国西南部分地区外，世界其

他大部分地区海相中三叠统序列都不够完整，也缺

乏系统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海相中三叠统虽然序列

完整，但完整的生物地层序列研究还很不够，并且一

直沿用的是欧洲的年代地层系统，因此未能形成有

特色的年代地层划分方案 !于是目前国际上对以阿

尔卑斯地区为基础将中三叠统二分为安尼阶和拉丁

阶的建阶方案几乎没有争议 !不过，欧洲中三叠统二

阶的界定却是一个长期争议的热点，至今尚未了结 !
我国一直引用国际建阶方案，于是这段地层的划分

和归属也长期存在争议 !由于可与国际标准直接对

比的菊石化石发现不多，且发现点局限；双壳类化石

的地方性分布较强，加之研究工作的局限性，因此早

年的划分是以有限化石为依据，结合岩石地层进行

的 !近年来，由于资料的积累和工作的深入，加之不

同生物类别划分方案中常有矛盾，尤其是牙形石与

菊石划分意见之间的分歧，使得该地层的划分变得

愈来愈复杂 !这些不确定性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

该时代地层中一些重要地质记录，如关岭生物群和

重要地质事件发生时间，如“拉丁期大海退”［CG］等的

正确认识和追索研究 !这显然是由我们引用的国际

表 ! 中国海相三叠系建阶方案

+$>84 E "/&494 )H %&4 <&-14.4 9$,-14 +,-$..-/ .%$:4.

标准阶的划分不确定性和定义不完整性所造成的 !
上三叠统国际建阶争议的焦点是诺利阶与瑞替

阶的时间关系问题 !早年的方案是将瑞替阶作为诺

利阶上部的一部分（表 C），但从年代地层的角度来

看，这似乎不合逻辑 ! 因为阶代表的是时间地层序

列，而不是空间上的同时异域关系 !于是，在 CBBC 年

瑞士洛桑会议上就“是否将 I&$4%-$1 作为一个独立

的阶”进行表决 ! FF 名投票委员中，FD 人赞同，仅 C
人反对，E 人弃权 ! 因此，上三叠统划分为 F 个阶得

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并被广泛使用 !由于我国海相

上三叠统分布比较局限，较好的地层序列主要在一

些边缘地区，且上统上部的生物地层序列的保存和

研究都比较有限 !因此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太多有说

服力的证据，于是不同学者在阶的使用上也存在分

歧 !即多数学者采用国际统一的“三分”方案，但也有

学者仍将瑞替阶并入诺利阶的上部，而采用“二分”

建阶系统［CJ］!
中国海相三叠系的划分方案［CK］既参照了国际

三叠系分会的方案，又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融

合了国内学者的惯用意见，综合划分为 F 统 K 阶，包

括 C 个待建阶（表 E）! 中国海相三叠系主要发育于

中国南方和西藏地区，而且各区三叠系在发育的完

整程度、沉积相的分异和生物序列的标准性以及现

有研究程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 !因此，下、中、上

三统的建阶标准地点分别选定在不同地区 !原则上

各阶与国际阶相对应（表 E）!

E 中国海相下三叠统分阶界线

建阶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阶的定义，尤其建阶层

型和阶间界线的确定是核心工作 !中国阶的选择和

定义，势必要考虑国际相关工作进展 !但从目前国际

阶间界线层型的定义和选择情况来看，或多或少具

EBG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 E’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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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于理论化的倾向，如选在单相连续地层序列中

的 ! 个点，在实际应用操作中有时有一定的难度 "由
于全国地层委员会提出建立中国年代地层阶的首要

目的是根据我国地质记录的特色，建立一套适合于

我国各项基础地质研究工作需要的年代地层系统 "
因此，中国建阶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强调我国的实际

地质记录特色并注重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从而达到

既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又便于我国实

际生产应用的目的 "
中国海相下三叠统建阶标准地点选在下扬子地

区［!#］，主要原因是：（!）该区地层、古生物及相关地

质研究精度比较高，有较好的基础；（$）早三叠世地

层序列发育比较完整、有代表性，且各类地层序列揭

示得比较清楚，易于推广应用；（%）三叠系底界的全

球层型剖面和点位于本区的浙江长兴煤山 "
! "" 殷坑阶的底界

殷坑阶对应于国际印度阶 "由于印度阶的底界

全球层型已选定在中国，因此，殷坑阶的底界应与其

一致，即以牙形石 !"#$%&$’( )*+,’( 的首现为界［!&］"
虽然该界线不是一个宏观的物理界面，但该界线上、

下地层中有一些易于野外直接识别的宏观地层标

志 "尤其煤山层型剖面界线处的由 $ 层粘土岩夹 !
层灰岩组成的“界线地层组”在中国南方二叠系—三

叠系界线剖面上易于识别 "已有证据表明，该界线可

能是一套等时的地层集合体，可作为该界线的判别

标志［!’］"在通常的野外地质调查中，可以先通过一

些大尺度的地层学标志，如岩石地层、生物地层等，

圈定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大致层位，然后通过“界

线地层组”精确确定该界线 " 已有资料表明，殷坑阶

的底界通常位于三叠系的第 ! 个岩石地层单元的下

部，因为该界线稍高于三叠纪第 ! 个三级层序的层

序界面，甚至高于海侵面［$(，$!］" 该界线也稍高于典

型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粘土层”［$$］"
! "! 巢湖阶的底界

巢湖阶对应于国际奥伦尼克阶 "奥伦尼克阶的

层型地位于北方生物大区的西伯利亚，但命名地点

没有可确切定义该阶的层型剖面，尤其北方区的生

物地层标志在当时占主体的热带区无法使用 "因此，

)*+,*-./ 等［$%$0］提出将该界线层型选在与热带生物

区过渡的远东滨海地区 " 他提出作为界线定义的菊

石化石 !%$%#(-+&%."* 在中国比较少见，但与其共生

的菊石 /0%."#1"-%( 和 2’30%."#1"-%( 在中国南方常有

发现 "然而，受 12*3,［#］菊石年代划分方案的影响，我

国大多数学者习惯将奥伦尼克阶底界置于 456789:
;836< 带的顶部 "尽管 =82*-8<./* 等［’］已纠正了他们早

先［>］关于该界线在特提斯对比中的错误，但这种改

变显然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支持，或者是未被国内

学者所注意 "因此，中国印度阶 ? 奥伦尼克阶界线与

国际界线之间有较大差别 "
从中国南方早三叠世地层发育情况来看，无论

是以 /0%."#1"-%( 带之底还是以该带之顶作为二阶的

划分，上部奥伦尼克阶的厚度明显大于下部印度阶，

且两者厚度差别较大 4但无论哪条界线，都没有明确

独特的物理事件标志可以在野外直接识别 4 虽然早

年基础地层学研究工作者总是试图将这种年代地层

界线与岩石地层界线统一起来（这在大量早期区域

地质调查报告和一些省区的区域地层总结，甚至区

域地质志中都有反映），但近年来的工作已经证明，

中国海相下三叠统岩石地层单元的穿时性是十分显

著的，这在近年完成的各省区岩石地层清理成果中

得到了很好的揭示 4应当指出，即使是在刚完成的岩

石地层清理研究中，能够确切说明这一界线与岩石

地层单元之间关系的省区也很少，究其原因是二阶

界线定义的局限性及我国学者使用标准模糊 4 由于

北方区定义奥伦尼克阶底界的菊石 !%$%#(-+&%."*，

即使在属级上在华南都极为少见；在特提斯区习用

的菊石 /0%."#1"-%( 带，在华南也仅见于某些较深水

沉积区；而华南下三叠统中多见的双壳类却不具有

明确定义年代地层界线的能力，因此，目前华南大部

分地区该界线的划分是模糊的，并具有不一致性 4近
年来随着对下三叠统牙形石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牙

形石 5%&()*-6&$’( )*7"(-*#%#("( 和 5 4 8**1%#" 的年代

地层学意义愈来愈受重视 " 1@663［$>］研究并建立了巴

基斯坦盐岭地区的下三叠统的牙形石生物地层序

列 "通过与菊石控制的年代地层单元相对照，他将

5%&()*-6&$’( )*7"(-*#%#("( 带置于印度阶与奥伦尼克

阶（即 9"%#%+"*# 与 :."-6"*#）之交，并穿越该界线；而

5 4 8**1%#" 带位于 /0%."#1"-%( 带之内 4从笔者近来对

安徽巢湖（巢湖阶层型地）下三叠统的反复研究发

现，牙形石 5%&()*-6&$’( 8**1%#" 的首现层位与菊石

/0%."#1"-%( 带之底十分接近 4 已有研究表明，5 4 )*7;
"(-*#%#("( 的首现层位与 5 4 8**1%#" 的首现 层 位 相

当［$#，$&］，但后者的分布更加广泛，且能在多种古地

理相 区 中 存 在［$#，$’］4 因 此，笔 者 提 议 以 牙 形 石

5%&()*-6&$’( 8**1%#" 的 首 现 层 位 作 为 巢 湖 阶 之

底［!#］，同时也作为国际奥伦尼克阶之底［%(］4 虽然我

国部分学者长期以来习于以 /0%."#1"-%( 带之顶作为

中国奥伦尼克阶之底，但该界线处既没有明显特征

性的标志，又与国际阶的定义不一致，因此建议修

正 "中国安徽巢湖的下三叠统地层序列完整、各类化

%’A第 0 期 殷鸿福等：关于中国的海相三叠系建阶及下三叠统分阶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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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丰富，牙形石和菊石生物地层序列都比较明确，具

有竞争国际奥伦尼克阶底界层型的客观条件 ! 笔者

近年的初步研究表明，除典型剖面上界线外的牙形

石和菊石生物地层序列对应良好外，界线处磁性地

层处于下三叠统第 " 个主要的正向极性带近顶部；

碳同位素地层处于早三叠世第 # 次正向偏移近峰值

处［$#］；界线附近有若干流纹质火山凝灰岩层 ! 以巢

湖阶为基础的全面地层学研究既可以竞争国际奥伦

尼克阶底界层型，又能为争取取代国际奥伦尼克阶

创造条件 !因为后者是三叠系 % 个阶中唯一出自北

方区的阶，两大区生物地层序列的不一致性，给该阶

顶底界的定义造成困难 !事实上，在国际三叠系分会

投票表决该阶名的选择时，下三叠统“二分”方案的

建议者 &’()* 就曾建议在热带区选择更合适的名称

和层型地［"］!
! !" 巢湖阶的顶界

巢湖阶的顶界线即青岩阶的底界，也是下、中三

叠统的分界 !受印支运动的影响，中国南方早三叠世

大范围发育的海相沉积区在中三叠世逐步转变为蒸

发岩相和陆相，生物化石比较稀少 !完整的中三叠世

海相沉积序列主要发育于中国西南滇黔桂交境的南

盘江裂陷带和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区 !相对来说，西

南地区研究程度较好，且具有跨越不同相区、含有明

显不同生物群的多种类型的沉积序列［$"，$$］!因此，中

三叠统建阶典型地点选择在滇黔桂交界地区（表 "）!
青岩阶原拟典型地点即为“青岩组”的层型地

———贵阳市青岩镇 !青岩剖面在该区各类化石中最

为丰富，而且早在 "+ 世纪 %+ 年代前后就得到了全

面研究并闻名国内外 !该区“青岩组”中所产出的丰

富化石，包括菊石、双壳类、腕足类、腹足类、有孔虫、

介形虫等［$,］，均得到了较好的研究，因而其生物地

层和年代地层序列也比较清晰 !然而，由于层型所在

地农田建设及其城镇化发展，在早先的青岩组标准

剖面上，目前已无法进行进一步的野外工作 !尤其是

近年在该时期地层研究中倍受重视的牙形石工作，

已无法在该剖面上继续进行 !因此，近年来由全国地

层委员会支持的关于青岩阶建阶层型的研究工作，

不得不另选地点进行补充工作 ! 从现有调查和初步

研究的情况来看，罗甸县关刀剖面有可能作为青岩

阶的层型候选地（魏家庸，"++"，私人通讯）!
青岩阶与国际安尼阶对应 !经过多年反复筛选，

目前国际安尼阶的底界层型候选剖面仅剩罗马尼亚

的 &-*./ 0’/1’ 剖面，并且国际三叠系分会将在今年

（"++" 年）2 月份匈牙利会议上进行表决 ! 在 &-*./
0’/1’ 剖 面 上，安 尼 阶 底 界 以 菊 石 !"#$%&’()，

*"+","%-.&’()，*"+"/+$/0$+,&/(+") 和 牙 形 石 10&$)(22"
’&3$+(%)&)（反卷类型）的出现来定义，其中牙形石是

主要的定义标志 ! 该界线也是一个磁性转换线和碳

同位素强烈偏移转折点［$3］!
包括青岩地区在内的中国海相下、中三叠统的

分界，一般是以菊石作为主要标志来确定的 !但由于

中国下、中三叠统之交具有可靠年代地层意义的菊

石分布比较局限，在许多地区是借助于双壳类来确

定的，且常与岩石地层界线相联系，因此该界线的定

义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分歧 ! 在西南地区，于下、中

三叠统之交发育的稳定可追索的“绿豆岩”层，也常

被作为该界线的直观标志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

资料的积累，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由以上方法确定

的界线在许多地区明显高于国际上的下、中三叠统

界线，各地区在该界线之下不断有安尼期标志化石

的报告［#3］! 尤其近年的大量牙形石研究工作也表

明，国际上置于安尼阶底界的标志化石之一的牙形

石 10&$)(22" ’&3$+(%)&) 带在中国也多始于该界线之

下［4，"2］4最近对青岩阶补充层型关刀剖面的研究表

明，牙形石 1 4 ’&3$+(%)&) 首现于界线“绿豆岩”层之下

数米处 4而 5($6$%,$2(22" +(6"2( 的首现与该“绿豆岩”

界线层基本一致（魏家庸，"++"，私人通讯）!
由于国际下、中三叠统界线目前的候选层型剖

面只有 &-*./ 0’/1’ 一条，而该剖面的确在各方面都

占有优势，国际三叠系分会将在 "++" 年内对其进行

表决，因此该界线很可能成为国际标准 ! 事实上，无

论是从菊石还是从牙形石化石序列上，我国与该剖

面均能较好对比 ! 笔者认为应该将我国的研究统一

到该界线标准上，这将不仅有利于我们的研究与国

际接轨，而且能够指导我们正确而有目的地开展相

关地质学研究工作，如磁性地层、同位素地层等，以

迅速提高我国的研究水平 ! 同时也能较好地发挥我

国在该界线地质记录及其研究中的优势，补充和推

进国际相关研究 !例如，我国在该界线地层中发育多

层火山凝灰层（包括“绿豆岩”层），可以为该界线提

供同位素测年数据 !这一贡献不仅在年代地层学（地

质年代学）上具有关键作用，对于中生代初的生物复

苏（时限）研究也极为重要 !

$ 结论

由于国际三叠系阶间界线层型工作进展缓慢，

而我国一直使用的是国际年代地层划分系统，致使

我国的年代地层单元也一直处于混乱之中 !因此，及

时根据中国国情，开展我国三叠系建阶工作，不仅有

,2,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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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统一我国三叠纪地层研究，促进相关地质研究

工作的进步，而且能够发挥我国的相关地质资源和

研究优势，竞争国际舞台 !国际三叠系建阶划分方案

目前已基本成熟，因此，我国三叠系的分阶方案应该

与国际标准统一 !不过，国际下三叠统年代地层方案

使用中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将下三叠统上部的奥伦

尼克阶层型选在了与其他 " 阶不同的北方生物区，

从而造成该地层应用研究中的困难 !中国海相下三

叠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优势，除取得了三叠系底界

的全球层型外，也有竞争下三叠统内二阶之间（国际

印度阶与奥伦尼克阶界线）层型的可能性，应该加强

研究 !如果能够获得这一界线的全球层型，那么我国

也可能争取以位于特提斯区的中国巢湖阶取代现今

的奥伦尼克阶 !虽然中国下、中三叠统界线地质记录

也十分优秀，但竞争该界线的全球层型为时已晚 !不
过，我国对下、中三叠统一些界线地质资料的研究，

仍可为国际界线提供关键补充资料 !
虽然中国下三叠统多数采用国际年代地层划分

方案，在阶名的使用上也引用了国际名称，但我国多

数学者所使用的阶间界线划分标准，与现行的国际

上比较统一的使用方案有明显的差别 !鉴于中国下

三叠统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建议将中国海

相下三叠统划分方案及阶间界线与当前国际上为多

数学者接受和使用的意见统一起来，以利于将我国

相关地质资源和成果推向国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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