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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简要地叙述了“非史密斯地层学”术语的由来、基本概念及研究近况。针对近来有关方面将这
一类地层又重新命名为 ”非正常岩石地层”的情况�结合”九五”原地矿部地质调查局在8个省区进
行的1∶25万区域地质调查试点与填图方法研究新成果�阐述了非史密斯地层学研究的进展�并就”
非史密斯地层”与”构造地层”、”非正常岩石地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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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史密斯地层学（non-Smith stratigraphy）一词�最早为许靖华教授所提出�指受构造变形
和变质作用强烈改造的地层�主要分布于造山带�如蛇绿混杂岩等构造混杂和构造－形变混杂
的地层。由于其分布不服从 Steno 的地层叠覆律和 Smith 的化石顺序律�故名为 non-Smith。
自1993年以来�国内已有多篇论文对其进行论述［1～12］。并且在原地矿部地质调查局“九五”
启动的“第二轮填图计划”中�以非史密斯地层学为指导�在8省区进行了1∶25万区调试点与
填图方法研究�其中期成果专集和专栏中发表了8篇关于非史密斯地层学的论文［9～11�13～17］。
在全国地层委员会办公室新颁布的中国地层指南（草案）中�将这一类地层又重新命名为”非正
常岩石地层” ［18］�同时也有些专家对”非史密斯”一词提出质疑［19］。由于”中国地层指南”是带
有指导性、规范性的文件�我们觉得应慎重对待�现提出一点意见供参考。

（1）“非正常”一词比“非史密斯”一词更不可取。“非正常”（abnormal�uncommon）岩石地
层一词尚未见诸公开文献�对其含义和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均无人谈过�不宜贸然列入“指南”。
特别是�它是个含义非常含混的词�是针对“正常”地层而言的。什么是“正常”地层？倒转地
层�非正常地层（如生物礁等）都不是“正常地层”。这样一来�含义就太泛了。Abnormal 或
Uncommon在外文文献中只能作为一般性形容词使用�把它使用于像蛇绿混杂堆积这类特殊
地层中�恐不能被多数人接受�不能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针对一个传统的理论概念�现代有
了新的概念�采用 non-（传统理论创始人）的方式表达之�则是国际惯例。例如�非欧几里德几
何学是针对欧几里德传统几何学的现代几何学；非牛顿力学是针对经典力学的现代力学�还有

　
第18卷第3期
1999年8月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REGIONAL　GEOLOGY　OF　CHINA
Vol．18�No．3
Aug．�1999 　



非达尔文主义等等。所以�非史密斯地层学这个提法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
（2）”非史密斯”一词的缺陷�在于史密斯（Smith）是化石顺序律的创始人�不是层序叠覆律

的创始人�后者是 Steno。照理�用”非斯坦诺”地层学似乎更确切些。现在叫成”非史密斯”�可
能是因为史密斯其人其律�中外古生物地史教科书绪论都专节叙述�名气大�易接受�而且在定
义上�地层无序与化石无序互为因果�并不相悖�所以一般人也就沿用�有约定俗成的味道。

（3）关于非史密斯地层与构造地层的关系�有人认为两者含义相同�建议弃用非史密斯地
层［19］。我们认为�非史密斯地层与构造地层不尽一致�其含义仅部分重叠。我国最早提出构
造－地层方法的是马杏垣、索书田等［20］。1987年单文琅等通过周口店幅1∶5万填图�总结在
变质岩区填图的构造地层学准则［21］�正式提出构造地层单位�并定义为：在原生层状地质体
（包括沉积岩、火山岩及部分顺层侵入岩）经过多次构造转换和变质重建的变质岩系里�原生构
造要素已遭严重破坏�现今显示的成层性已失去了原先的地层意义�而是由新生面理分割的不
同的构造－岩石单元�据此划分的填图单位称为构造地层系统。1989年王鸿祯教授在《地层
学的分类体系和分支学科－－－对修订中国地层指南的设想》一文中阐述了构造地层学研究范
围、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22］。研究范围包括大陆内部基底变质岩系、盖层沉积岩系和大陆边
缘不同构造部位的特种地层和火山岩系；研究内容是区别地层单元和地层序列的岩性、岩相、
成分、结构及分布特征�用以确定其形成的构造环境和大地构造部位�并通过其系列演变、接触
关系和变形期次等特征解释地区的构造发展历史。显然王鸿祯教授提出的构造地层学概念的
内涵是按不同大地构造单元、不同构造层次进行地层学和构造学研究。1995年陈克强等［23］

主编出版的《构造地层单位研究》一书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十多年来构造地层的概念、理论、方
法与实践成果。本书主编对构造地层单位的定义为：“由区域性韧性（或韧脆性）构造界面为边
界的顶、底面所围限的�不同变形样式和不同变质级别的�不同岩性特征的岩层（石）组合所构
成的�三度空间范围内具有一定延伸规模的‘岩石体’。其研究方法是以研究构造变形（应结合
变质作用）为主线�采用由构造到地层的工作程序和构造与地层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综上所述�国内对构造地层学（Tectonic Stratigraphy）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与方法。一
种所采用的是大地构造地层带的概念［22］�本文称为（大地）构造地层�即先划分大地构造地层
带（单元）�然后分别建立各自层序并进行对比和时空演化研究；另一种所采用的是从构造形变
（deformation）样式分析入手［20～21�23］�本文称为（形变）构造地层�通过构造解析恢复变质岩地
层层序。即前者着眼点着重放在恢复研究区大地构造环境、大地构造地层带的区划上�其地层
研究范围很广�从沉积岩、火山岩到混杂岩�从浅变质岩到深变质岩皆包括；后者着眼点着重放
在已失去原生面理、原始层序难以恢复的变质岩系的变形变质历程的研究上�即利用变质岩系
中变形样式、变形期次、变质建造、变质相系和变质过程的不同来划分对比地（岩）层。

我们将非史密斯地层与构造地层之区别列于表1�两者的根本区别有4点：（1）定义不同；
（2）研究对象不同；（3）基本地层单位不同；（4）主要研究方法不同。国际地层指南（赫德伯格
H．D．�1979）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推动了地层的多重（种）划分对比研究。该理论认为：岩层有
多少可用作地层划分的特性�就可能作多少种划分。但仅据岩层任一性质和属性划分的地层
位置不一定与其他的任一种性质或属性划分的地层位置一致�其界线往往互相交叉。非史密
斯地层的出现�同近20年其他地层学科分支（如事件地层、成因地层、生态地层、层序地层、构
造地层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样�旨在从“构造岩片的四维裂拼复原”方面细致刻画造山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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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混杂建造特征。虽然这一新的学科分支的研究立足点和出发点与其他地层学学科分支有
别�但其研究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设法“据岩层的某种性质和属性”来刻画岩层的不同特征�最
后达到对岩层所有属性的全面认识。因此�非史密斯地层的提出�不是对从前所有地层学学科
分支的冲击和排斥�而是一种重要补充�尤其与构造地层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姊妹学科�同是
解开造山带无序或部分无序地（岩）层特征的钥匙：（形变）构造地层侧重于地（岩）层构造形变
样式和期次的分析［21］�而非史密斯地层则侧重于通过混杂堆积中构造岩片四维裂拼复原分
析�了解各构造岩片的原生成生时代、相环境、古大地构造背景和变形变质历程［11］。

表1　非史密斯地层与构造地层的异同对比表
Correlation of non-Smith stratigraphy and tectono-stratigraphy

比　较　点 非 史 密 斯 地 层
构　　造　　地　　层

（大地）构造地层 （形变）构造地层

定　义

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混杂�并
经历了变位、变形、变质的
全部无序或部分无序的地

（岩）层

由区域性韧性（或韧脆性）构造
界面为边界的顶、底面所围限
的�不同变形样式、变质级别的�
不同岩性特征的岩层（石）组合
所构成的�在三度空间范围内具
有一定延伸规模的“岩石体”

重点研究区 造山带混杂岩区 造山带及古大陆边缘 变质岩区

研究对象的主

要岩石类型

各类混杂岩（沉积混杂岩、
构造混杂岩、形变混杂岩）

各种大地构造单元内的所有地

层建造体

完全或部分失去原生面理的变

质岩

研究对象的变

质程度

极浅变质→深变质�原生面
理存在→完全置换

不变质→深变质�原生面理存在
→完全置换

中深变质为主�原生面理部分置
换→完全置换

研究对象的有

序性
部分有序→全部无序 有序→全部无序 部分有序→全部无序

基本地层单位 岩片（块） （岩）组 岩组

主要研究方法

构造岩片四维裂拼复原法�
即岩片的时态、相态、位态、
变形变质历程恢复法

先划分大地构造单元�再分别建
立地层系统并进行相互间对比

研究

利用构造形变样式、期次、变质
建造、变质相系和变质过程的差
异划分对比地（岩）层�即所谓构
造－地（岩）层－事件法

关于“非史密斯地层”与“构造地层”的关系的内部划分�由于研究内容和方法还在讨论中�
尚未统一。对于“非史密斯地层”这样一个尚未臻成熟的分支�建议在“中国地层指南”中作为
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在适当章节中提及�不要完全抹杀�或用另一更不恰当的词替代。从近几
年我国地层学理论方面的论著来看�这个词还是有一定生命力的。历来行政性的意见干预学
术问题�效果往往不好。在“指南”、“规范”一类的文件中�对争议性的最好作为问题讨论。无
生命力的自会湮灭�有生命力的则任其发展�行政上不予干预�可能对学术发展更有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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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inion on the “non－Smith 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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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rivation and basic concept of the non-Smith stratigraphy and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in its research．Considering that recently some people have renamed this
kind of stratigraphy the “abnormal lithostratigraphy”�in light of the new results of1∶250000re-
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 selected areas and study of mapping methods conducted by the former
Ministry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 eight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during the
Ninth Firfth-Year Plan period�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non-Smith
stratigraph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of “non-Smith stratigraphy” with “tectono-stratigraphy” and
“abnormal lithostratigraphy”．
Key words：non-Smith stratigraphy；tectono-stratigraphy；abnormal 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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