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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早三叠世错时相沉积及其对复苏期生态系的启示 

赵小明①② , 童金南①, 姚华舟②, 张克信①, Zhongqiang Chen③ 

① 中国地质大学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4; 
② 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宜昌 443003; 

③ School of Earth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Crawley, WA6009, 
Australia

摘要： 

二叠纪末的大灭绝不仅重创了古生代海洋生态系, 也使得海洋沉积体系发生剧变, 导致灭绝之后早三叠世生物复苏

期异常的生态系状况和海洋环境. 丰富的特殊沉积物及相关沉积构造的广泛出现是早三叠世沉积的显著特征, 如扁

平砾石砾岩、蠕虫状灰岩、潮下皱纹构造、微生物岩、海底碳酸盐胶结岩扇、薄层灰岩和条带灰岩等. 这些特征性

的沉积物在奥陶纪之前的海洋环境中曾广泛分布, 但在奥陶纪后生动物大发展之后, 它们一般仅见于某些极端和异

常的环境中. 当它们在早三叠世正常浅海环境再次广泛出现时, 被认为在时间上或环境上发生了错位, 故被称为错时

相(anachronistic facies). 研究这些特殊沉积构造, 对于探索古生代-中生代地质突变期异常的生态系状况和特殊的

海洋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错时相在中国南方各地的早三叠世地层中广泛存在, 分布于下三叠统众多层位中, 而且囊括

了全球已报道的大多数错时相沉积物, 为研究华南早三叠世的海洋环境状况及其与生物复苏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蠕虫状灰岩”是华南下三叠统中最典型、最发育的错时相沉积物, 但对其研究相对较少. 以湖北三峡地区的蠕虫

状灰岩为例, 对其类型划分、时空分布进行了重点论述. 华南下三叠统中蠕虫状灰岩及其他错时相沉积构造的研究

表明: 错时相紧接生物大灭绝后出现, 并随中生代海洋生态系的重建而退出正常浅海环境, 这种耦合关系正是沉积体

系和生态系对古生代-中生代地质突变及其导致的“特异”环境的自然响应. 因此, 错时相的盛衰变化可以作为独立

于化石记录分析之外的生态变化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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