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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埃迪卡拉纪陡山沱盆地氧化界面的迁移与碳同位素异常 

蒋干清①, 张世红②③, 史晓颖②③, 王新强①② 

①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NV 89154-4010, USA; 
②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北京 100083; 
③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 

摘要： 

华南埃迪卡拉纪陡山沱组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 从陆架到盆地不同剖面之间的同位素存在明显差异. 贵州松林剖

面代表了台内盆地沉积, 其δ13C值在整个陡山沱组都明显偏负(-3‰~-5‰, VPDB). 位于斜坡相的五河剖面也有

类似特征(-5‰~-10‰, VPDB). 而在瓮安和朵丁两个台地相剖面, 陡山沱组的δ13C值大致显示出两个负异常, 但
叠加了明显的米级变化, 而且其d 13C绝对值与华南三峡地区及全球其他地区同时代地层明显不同. 这种不同剖面之

间的同位素差异,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古代海水的地球化学特征, 则可能记录了陡山沱盆地氧化界面在空间和

时间上的不稳定性. 综合华南与全球其他埃迪卡拉系地层δ13C数据的分析表明, 陡山沱盆地的δ13C变化总体上和
埃迪卡拉海洋巨大的溶解有机碳储库的存在和氧化是一致的, 但区域环境对新元古代同位素变化也有明显的控制作

用. 因此, 利用δ13C异常作为时间界面进行地层对比需要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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