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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扬子地区早三叠世碳酸盐岩碳同位素组成的演化特征 

左景勋(1,2);童金南(3);邱海鸥(4);赵来时(3) 

(1)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 210008 ,中国;(2)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郑州 450007 ,中国;(3)中国地

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4 ,中国;(4)中国地质大学材料化学工程学院 ,武汉 

430074 ,中国 

摘要： 

对分布于下扬子地区早三叠世海相碳酸盐岩台地相、斜坡相、盆地相3条地层剖面的碳同位素演化趋势研究表明, 
早三叠世碳同位素组成演化表现为3次负漂移和1次正漂移. 经与牙形石生物地层对比, 3次负漂移分别发生在早三叠

世Griesbachian期、Smithian期和Spathian晚期, 正漂移发生在Spathian早期. 相同时期不同沉积相区碳酸盐岩具

有相同的碳同位素组成变化趋势, 但由台地相→斜坡相→盆地相碳酸盐岩δ13C值由高向低的变化说明其背景值受古
地理因素控制. 碳同位素组成的正漂移与早三叠世生物繁盛及有机质的快速埋藏有关, 而碳同位素组成的负漂移则

可能与早三叠世频繁的火山活动、生物绝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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