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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单位的划分是地层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
也是地质工作经常遇到和需要解决的

一个基本问题
。

因此
，
如何正确与合理地划分地层单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层对比使之符

合客观实际
，
则不仅关系到地层学的发展

，
而且也影响到地质填图的质量和普查找矿以及

成矿预测等项工作的效果
。

���。年
，
我国出版的 《地层规范草案及地层规范草案说明书 》 �以下简称 《规范 》 � 曾就

地层的分类
，
地层单位的划分以及命名等作过一系列的规定

，
为后来的地层工作起过积极

的推动作用
。
����年的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又在总结 《规范 》实施情况的基础上

，

根据地层

学的进展
，
于����年颁布了 《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 �以 下简 称 《指南 》�

。

《指南》的问世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标志着我国的地层研究 工作又 迈入了 一个新的 历史时

期
。

毫无疑问
，
这将大大地促进我国地层学的研究朝着现代化更高水平发展

。

第二届全国地层会议以来短短的几年里
，

我国地层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

引起国际上很大的兴趣 � 但另一方面
，
新制订的 《指南》还未被普遍接受和应用

，

因此在地

层的划分
、

分类与命名等方面尚存在某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

根据 《指南》精神
，

结合工

作中的点滴体会
，
笔者不揣浅陋

，
草成此文聊抒鄙见

，
谬 误之处 在所难 免

，

敬 希不吝指

正
。

一
、

地层分类问题

地层类别的划分与地层单位的划分是息息相关的
。

关于地层分类的概念及原则在地质

界争论颇久
，
回顾国际上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历史

，
自�，��年第一层国际地质会议以来

，
有

一个从
“
时空统一

”
到

“
双重分类

”
到

“
多重分类

”
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

许多学者为此付

出了巨大的劳动
。

据不完全统计
，
近三十余年来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制订了各自的地

层规范
，

有的还作过次数不等的修订
，
它们采用的观点和方案不尽相同

，
但目前流行的主

要是美洲和欧洲两种
�

欧洲以德国和苏联为代表
，
强调以时间 �根据化石内容�作为划分

地层的依据
，
而以岩性特征划分的地层单位仅视作初步的或暂时的� 美洲以美国和加拿大

为代表
，

把年代地层
、

岩石地层和生物地层等分开各 自独立自成系统
。

国际地层划分分会 �巧���通过并公布的 《国际地层指南》第一版 ������推 荐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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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划分和单位术语方案是多重分类的
。

北美地层命名委员会 �������最近发 表的

《北美地层规范 》 ������
，
在早先出版 的 《美洲 地层规 范》 �����

， �����和 《国际 地层指

南》 ������ 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
以多重分类观点对地层分 类

，
划分和 单位术语等方

面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

由上可见
，
在地层分类上时空统一的概念已逐渐为人们放弃

，
多重分类的观点则为愈

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纳
。

我国地质界在解放前多因袭西欧经典地层学时空统一论的概念及原则划分地层单位
。

本世纪五十年代
，

由于苏联传统地层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
，
更加深了国内地质界的时空统

一观点
，
一度把地层单位的划分似乎仅仅局限在年代地层学的范畴内

。

����年王鸿曾就岩石地层单位的含义及使用作了专门的讨论
，
指出岩石地层单位和年

代地层单位属于两种不同的地层类别
。

七十年代以来尹赞勋
、

王鸿祯
、

刘鸿元及张守信等

对地层分类
，
尤其是双重分类和多重分类间题均有专文作过详尽而精辟的论述

。

由于某些

原因
，
时空统一论目前在国内仍有相当的影响

，
并在一定程度上有碍子 《指南》 精神的贯

彻和我国地层学研究的进展
，
因此不能不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

。

众所周知
，
地层体作为一种天然存在的物体是具有多种不同的特征或属性的

。

从逻辑

上说
，
它具备多少种特征或属性就应可分作多少种类别

，
而根据其中的某种特征或属性能

将某一地层体与其相邻的部分区分开来
，
就能对某种地层类别划分出自成系统的不同地层

单位
。

由此可见
，
能用来划分地层单位的地层类别是多种多样的

。

我们进行地层分类应尽

量从当前划分地层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
，
以免地层类别激增

。

当前人们通常利用岩性特

征
、

化石内容
、

磁性异常
、

地震波速
、

导电性
、

放射性及地层形成的时间间隔等作为地层

划分的依据
。

如使用最广的岩石地层
、

生物地层和年代地层
，

它们分别以岩性
、

古生物及

地质年代 �地层形成的时间间隔�为划分地层单位的依据
，
因此 在概念 上各 属不 同的范

畴
。

但是也要看到
，
一个天然存在的地层体

，
就总体而言

，
其所划分出的不同类别之间又

有彼此相关的一面
。

根据岩性 �或岩性组合�特征划分的岩石地层单位
，

无疑是在某一特定的地质历史时

期内形成的
，
在地质时间表中应有它一定的位置 � 同一个地层单位

，
在其空间分布的范围

内
，
其形成 �或结束�的时间一地可较另一地早 �或晚�

，
即出现穿时现 象

。

因 此
，
一个

岩石地层单位
，
在其空间分布的总体范围内

，
常有一个以某一地最早形成到另一地最后结

束的总时距
，
而且不同地点的时距在总时距内所占据的位置往往不同

，
大小也不等

，
并且

总是不会大于总时距的
。

也就是说
，
一个岩石地层单位的时间值可以因地而异

。
尽管仍有

人对岩石地层单位的穿时现象和时间值因地而异的性质持有异议
，
但这种现象却是客观存

在的事实
，
其实例在国内外的文献中屡见不鲜

，
本文不再列举

。
可见岩石地层单位并非不

具时间内容
，
只是岩性特征的形成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为主

，
而时间因素对岩右地层单位的

划分不占重要地位
。

根据生物地层的定义
，
它只能以古生物的内容即以某一古生物特殊属种 �或组合�在

地层中的实际分布范围为基础确定其单位的具体界线
。

由于沉积相的改变
，
生物自身的演

化
、

扩散
、

迁徙以及生物尸体的埋藏和化石形成和保存条件等种种原因
，
都能引起化石在

地层中时
、

空分布上的差异
，
并导致生物地层单位的界线常偏离等时面

。

据目前所知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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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化石乃至
“
标淮

”
化石的出现和绝灭也不是同时 的

，
如迷 类

�

材云助�伽。 ��。 。 �萝， ，
叶

肢介
�

��仍介少����
。石“ ，

笔石
� 刀。
耐肋�

，‘ 户�。 ，

��“ 口�绍洲哪
，
鱼 类

� �口渗加初��户众
，

植物
�

�����户记。击耐
，�， ，萝���公�。 �����，��，

��
。 ，�那�，公� �萝�。 。 云�� ���吧��

���等等在我国就

比在国外出现为早
。

至于不含化石的哑地层如隐生宇的年代地层单位的划分更难以生物作

为依据
。

但鉴于生物演化的不可逆性
，
使其保存于岩石中的遗骸 �化石�具有较强的时间

性
，
再者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一般较广

，
且往往在较大范围内接近等时面

，
这便使得它们

在划分年代地层单位和进行时代和层位的对比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

年代地层是以地质年代 �时间�作为划分单位依据的
。

年代地层单位指在某一特定的

地质时期 �或地质时间间隔�内形成的地层体
，
其顶与底均与等时面为界

，
既然一个年代

地层代表且仅代表地史中一定时限内形成的全部岩石
，
那么就不会与这些岩石的性质及其

中所含的化石 �如果有化石时�内容无关
。

综上所述
，
以任何一种特征和属性为标准的地层类别及其划分出来的地层单位只能反

映地层整体性质中某一方面的个性及其分布的规律
，
不可能代表地层整体的全部性质， 在

实际应用上一种类别的地层单位只是在某一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而不 是
“
全 能

” 。

为求得

对地层的全面认识
，
当代地层学把地层作为完整的统一体并使用多种方法加以综合研究

，

不仅研究其形成时间和顺序
，
也研究其岩石特征

、

化石内容和其他性质的时空分布等
。

把

任何一种地层类别的研究排除于地层学之外都是不够妥当的
。

因此区别不同地层类别的性

质与作用
，
阐明其相互关系以达到理解的一致

，
是我们当前克服在地层单位的划分

、

对比

及命名中某些混乱的首要前提
。

二
、

地层划分问题

自《规范 》颁布后
，
我国地层单位的划分原则与标准有了统一的规定

，
但那只反映当时

的认识
，
从现在来看

，
它未十分突出的阐述清楚各种类别地层单位划分之间的不同原则和

标准
，
甚或存在某些模糊的解释

。

如给岩石地层单位 �《规范 》中称作地 方性 地层 单位�
“
群

” 、 “
组

” 、 “ “
段

”
所下的定义首先涉及的是时间

，
并以表的形式与年代地层单位作对

比
，

它们的代号也包括了明确而固定的时间内容� “
带

”
的类别及性质不够十分明确� 《规

范 》的说明中还强调
“
不管是什么样的地层

，
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都是统一的

”
等

。

六十年代

以来我国出现的
“

统
” 、 “

群
”
相当

， “
阶

” 、 “
组

”
对等的地层划分倾向

，
看 来多 少与其影

响有关
。

就 目前的状况来说
，
岩石地层单位的划分问题较多

，
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

在国内全面开展����万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建立的许多区域地层系统
，
各大区编制的

区域地层表以及各省
、

市
、

区正在编写的区域地质志等
，
其中绝大部分地层单位使用的是

岩石地层单位的名称
，
而它们却又多以地质时代为标准进行划分的

。

于是有些岩性组合特

征基本一致的一套连续的地层
，
原是一个岩石地层单位—组

，
因其两个地层时代被分成

两个组 �如苏浙皖一带的
“
龙潭组

”
及

“
堰桥组

”
�

，

或将其中的一部分地层并人岩性不同

而时代一致的另一岩石地层单位之内 �如苏
、

皖北部张夏组 底部的 鲡状石灰岩划 归徐庄

组�
�
不同岩性组合特征的岩石地层

，
本已划作两个组

，
由于其时代相同 却被归 并成一个

组 �如苏
、

皖北部的三山子组井为凤山组�等等
。

这类地层单位在形式上是岩石地层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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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用的是岩石地层单位术语
，
其实质则是 �或很大程度上是�年代地层的性质一

以时代为依据进行分合
。

这种划分不仅在概念上是混淆的
，
逻辑上是矛盾的

，

在使用上必

然造成混乱
，

带来种种不便
。

因此
，
将过去那些名不副实的岩石地层单位严格按照岩石地层

单位的划分原则与标准
，

慎重地加以厘定并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
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岩

石地层单位付诸使用
，

无疑会对澄清当年地层划分的某些混乱现象
，
提高地层研究水平以

及便利实际应用有所裨益
。

值得提出的是
，
岩石地层是反映地壳不同岩性组合的时 �先后次 序�

、

空 �纵 横向展

布�赋存状况的地层类别
。
以岩性特征为标准划分出来的岩石地层单位

，
是客观存在的地

质体
，

其岩性今后不发生基本性质的变化
，
完全可以长期独立存在以供人们使用

。

它并不

是地层划分的初级阶段
，

或是由于研究程度不够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
。

相反
，

这种地层单位在区域地质填图及找矿 �特别是层状矿床及层控矿床�等生产中具有重要的

实用价值
。

因此在划分岩石地层单位 �特别是作为其基本单位一
一

组�时
，

要考虑到地质

填图的实用性
，

即它们的主要特征明显在野外容易识别
，
顶底界线标志清楚易于追索

。

至于年代地层及生物地层单位的划分
，
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已有一些新的发展与要求

，

如建立年代地层单位的界线层型
，
划分各种生物地层带等

。

这些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开展较

晚
，

但从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
，
正如 《指南》所指出的

“
我国建阶的概念仍未树立

，

或不被重视
。

最严重的问题是采用降低标淮的做法
，
用一个含义颇为含 混的组顶 替阶

” 。

“
当前我们对生物带的内容含义认识很不 一致

，

有时指极度繁盛
，
有时指最早出现或最后

消失
，

有时又指组合
，
这样往往导致生物地层单位定义极其混乱

” 。

因此
，

如何按照 《指南》所

规定的要求开展建阶
、

划带以及选定一些年代地层的界线层型
，
正是摆在我们 面 前 的 迫

切任务
。

此外积极推广使用国内已建的一些阶
，

在使用中不断地完善它们也是十分必要的
，

�

三
、

地层命名问题

我国过去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的地层命名法则
，
各人的理解也不一致

。

由于曾受欧美

等国家的影响
，

先后出现过以
“
系

”
和

“
统

”
命名区域地层名称的盛行时期

。

自《规范》颁

布后
，
地层单位的命名和术语的使用基本得到了统一

，
滥用

“
系

” 、 “
统

”
命名的现象基本

已杜绝
。

地层单位的命名同地层分类和地层划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
地层分类概念的混淆必然

会导致地层命名的混乱
。

作为岩石地层单位的地层命名究竟用同名还是异名
，

应该以其岩

性组合特征是否一致 �或基本一致�� 它们在空间分布上是否连接 �或 基本连 接�为主
，

而不是以其所含化石内容或形成时间上有无差异为准来确定
。

因此像苏
、

皖北部馒头组以

下的一套以钙质或白云质页岩
、

泥灰岩为主夹灰岩及页岩并含磷及石盐假晶的地层
，
其岩

性基本相同应作为同一岩石地层单位
，
按原有的名称统称为猴家山组

，
不宜因其在淮南东

部
、

淮北及徐洲一带未获������
�过���科三叶虫

，

底界较淮南西部及其以西地区产 ����
��

�������科的猴家山组为高而另予命名
，
更不宜因其在淮南东部

、

淮北及徐州一带产 尸�都命
�

。
���

，二 ��，
��

。 ，��二六 与河北昌平组所含化石一致而用昌 平组一名以代替 之
，
因昌平组

岩性主要为灰黑色厚层豹皮状灰岩
，
与猴家山组比较

，
彼此岩性差别较大

，

应属两个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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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单位
。

由苏
、

皖一带猴家山组所产化石表明
，
其底界的时代确略有先后

，
这正是岩石

地层常具有的穿时特征
，
完全不影响作为同一岩石地层单位命名

。

与此情况相反
，
宁镇山

脉及其以西的龙潭组和苏州
、

无锡及长兴一带的
“
龙潭组

”
时代一致

，
但二者岩性组合及

含煤特征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
作为岩石地层不宜使用同一组名命名

，
后者岩性组合特征与

江西乐平一带的乐平组基本一致
，
层位大体相当

，
故苏

、

锡地区用乐平组一名反较
“
龙潭

组
”
更符合岩石地层单位的命名原则

。

随着区域地层工作的不断深入
，
根据地层命名原则与标准创建一些新的地层单位

，
或

将原有的某些地层单位的含义作适当的修改是很必要的
，
但需要有充分的理由

，
尤其在公

开的刊物上发表或引用这类地层单位时更要慎重
，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
或许是由于对

地层命名优先法则的认识和理解不一
，
近些年似乎多少有一种乐于建立新单位以及修改与

废弃旧名的倾向
，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层名称过多

，
使间题更为复杂

。

另一方面
，
也

还有极少数岩石地层单位的名称
，
如扬子区的宝塔组

，
既不符含 《规范 》也不符合 《指南 》所

定的命名的命名法则但却因
“
约定俗成

”
至今仍在广泛地被使用着甚至屡在公开的刊物上

出现
。

根据国内外地层命名的规定
，
像这类地层名称还是早 日废除为好

。

地层命名中的另一个问题是
，
一些过去建立的地层单位

，
近来经深入研究作了进一步

划分
，
有的作者为使原名不致因地层再分而被废弃

，
便将原名保留下来作为再分后的一个

地层单位名称
，
如苏

、

皖沿江一带某些地方现在所称的喻山组只相当于原喻山组 �未再分

前�最下部的一段地层
，
这样容易造成引用未分前的资料及目前尚未再分地区在地层名称

使用上的误会和混乱
。

若按 《指南》合组为群
，
群卞分组的原则

，

将再分地区的原喻山组改

称喻山群
，
以下再分为若千组为妥

。

四
、

地层对比问题

地层对比是判断不同地方剖面间地层单位相互对应关系的过程
，
其目的在于把分散不

同地方剖面的地层通过对比使它们在空间或时间上联系起来汇集成一个整体
，
这一工作既

具科学意义又有经济价值
，
是地层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

正如以上所述
，
地层的分类和划分既然是多样的

，
那么地层对比的内容也必然是多种

的
，
它们完全可以按照其依据的内容很好地区分开来

�

岩石地层对比指论证岩性和地层位

置相当与否� 生物地层对比旨在说明所含化石内容和地层位置是否相同
� 年代地层对比指

判断地质年龄和地层位置是否相等
。

传统地质学 �时空统一论�认为岩石
、

生物和年代地 层单位 的界线 是统 一的
，
等时

的
，
任何地层单位都需具备固定的时间值

，
由这点出发

，
则无论以那种内容 �岩性

、

化石

和时代等�进行对比
，
其实质都在于说明时代是否相当

。

这 实际上 只是多 种对比 中的一

种
，
即年代地层对比

。

过去有人将我国苏
、

浙
、

皖一带所分布的茅山组与欧洲 �英国�泥

盆系老红砂岩对比
，
认为二者岩性相似

，
进而断定茅山组与老红砂岩为同时沉积

、

茅山组

应属泥盆系即为一例
。

实践证明
，
岩石地层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区域性

，
在时间上存在穿时性

。
�

人们至今尚

未发现过某个岩石地层单位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
，
同样也从未见过某个年代地层单位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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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围内岩性是一致的
。

一层岩石�或一个层面�在单个露头上可以设想它们的形成时间大

致是同期的
，
若沿侧向追索一定的距离后

，
尽管岩层连续无疑

，
如果推断二者时间相同则

是有条件的
，
即在岩性岩相稳定的地区而且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

，
若两地相距遥远

，
即使

它们的岩性和地层位置相当就得出同时的结论实难令人置信
。

要取得地层对比接近实际的

效果
，
应先近而后远

，
切不可舍近而求远

。

我们的化石带对比很少说明化石带的性质
，
实际上多指时间带 �年代地层单位�的对

比
。

生物地层单位是年代地层单位的重要依据之一
。

目前各国使用的生物地层单位—生

物带本身未分级别
，
但所依据的生物却有级别 �属的和种的等�

，
这种级别必然反映到生物

带中
，
例如用属建立的带其范围不会小于用同属中的某一种建立的带

。

另外
，
生物带还根

据一个或数个化石种或属的空间分布和数量以及保存情况分为不同类型的生物带 �如间隔

带
、

组合带
、

顶峰带等�
。

既然生物带的内容含义不同
，
对比时

带的界线间往往是不同的
，
虽有时恰好相当但在 较多的情 况下

重
。

不分生物带具体内容的笼统对比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

注意分 清� 不同生物

的
，
对比时 也要慎

结 语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
，
地层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在逐渐扩大

，
由于实际资料的不断积

累
，
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
技术方法的不断革新

，
不仅在内容上开辟了新的领域

，
理论上

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

我国地域辽阔
，
地层发育齐全

、

类型繁多
、

生物丰富
。

有些地层与国外比较具备得天

独厚的研究条件
，
某些国际性的地层向题有待于在我国境内来解决

。

形势促使我们要以改

革的精神勇于更新知识
，
以新的地层学基本原理和观点深人的进行地层研究工作

，
以便使

我国地层学研究早 日摆脱掉传统地层学的某些局限性
，

跨人现代化科学的研究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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