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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乐平统地层学研究在我国取得重大进展：两颗“金钉子”相继落户中国 

[ 作者：所办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金玉玕院士领导的国际乐平统底界和国际长兴阶底界工作组经过20多年共同奋斗

和不懈努力，经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最近正式批准，全球二叠系乐平统底界的全球界线层型和点位（GSSP）（俗称“金钉

子”）和二叠系长兴阶底界的全球界线层型点位（GSSP）分别被确定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县蓬莱滩南岸和中国浙江

长兴县煤山D剖面。这是继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于2000年被批准在我国的浙江省长兴县煤山D剖面后我国二叠纪年
代地层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150年来，国际二叠纪晚期沉积的划分和对比，一直以俄罗斯乌拉尔的鞑靼阶为标准。但由于鞑靼阶的标准剖
面为陆相地层，沉积间断甚多，难以满足详细国际对比需要的精度。我国乐平统具备完整的层序，化石丰富，而且

有代表不同生物地理区和沉积环境的乐平期沉积。我国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开展乐平统的界线层型研究，经

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乐平统的研究精度迅速提高，逐渐被各国地质学者接受作为国际标准。 

  二叠系乐平统底界和长兴阶底界的全球界线层型和点位（GSSP）被确定在中国后，使得中国拥有从二叠系乐平统底界

到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三个连续的“金钉子”。而煤山D剖面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一个剖面上拥有两个“金钉
子”的剖面，从而使得煤山剖面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兴阶单位层型（长兴阶这一段地层国际对比的标准）。 

  由于二叠纪晚期这一段地层记录了地质历史中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在拥有这三个“金钉子”
后，华南地区将成为国际上研究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的最重要的地区，针对二叠纪末大灭绝在煤山剖面开展的研究，

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影响，其中包括在世界著名的《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已发表相关论文8篇和其它论文上百篇等。
目前，每年都有国外学者来到浙江煤山或广西来宾剖面进行与大灭绝相关的研究，其中煤山剖面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二叠
纪末生物大灭绝事件的重要野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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