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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学是地质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

在上

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

至少半个世纪
,

地层学的任务只是积 累资料 和描 述地 层剖

面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

地层学家们所从

事的工作主要是对地表露头进行描述
,

这项

工作今天仍在继续进行
。

我们的先辈地质学

家们
,

虽然主要从事地层剖面的描述
,

但毕

竟也发展 了一些对子解释和分析地层资料的

有用原理
。

如原始水平原理
、

原始侧向连续原

理
、

叠覆原理
、

穿切关系原理
、

包含物原理

和动物群顺序原理等
。

现有的地层学理论
、

学说和概念
,

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

自然界及其规律的一定程度的反映或认识
。

因此
,

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认识
,

和

不断发展着的 自然界及人类的实践相比
,

还

有相对的
、

不完善的
、

甚至有错误的一面
。

随着社会生产不断地发展
,

科学技术水平的

提高
,

新的资料不断地涌现
,

特别是人们认

识事物的思想方法的发展
,

必然要从不同的

侧面
、

不 同程度地暴露出原有知识的局限和

不足
,

出现事实同认识的矛盾
。

在这种情况

下
,

就要求人们回过头去重新审查早年流行

的理论
、

观念
、

学说或概念
。

最近二
、

三十

年来
,

地层学家们正在对以往的知识加以探

讨
、

修正
、

限制以至推翻某些指导原则来发

展地层学的认识和理论
。

目前的地层学已经

进入动力地层学的阶段
,

即 自然界 (地层 )

不仅是在空间存在着
,

而是在时间中生成并

消逝着
。

世界不仅是由现存的事物构成
,

而

是各种过程的总合
。

`

于是
,

象这样地运用运

动学的观点分析地层资料
,

其变化的速度之

快
,

以致有时竟来不及产生一个能被立刻普

遍接受的观点所取代
。

理论地层学就是在这

样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
,

应地层科学的

需要而产生的
,

并赋予它以现代地层学概念
二

一 理论地层学与现代地层学

理论地层学是关于地层学所涉及的一般

概念和原理的研究
,

特指地层划分和地层对

比的概念和理论的研究
,

兼及地层术语和命

名逻辑的探讨
。

和理论地层学对应的是应用

地层学
。

应用地层学是应用地层学的理论于

地质制图
、

找矿
、

找水
,

解决经济
、

工程或

军事诸问题和指导分析地质历史和古地理
。

现阶段的理论地层学
.

即以多重地层划分概

念为基础 的现代地层学
。

现代地层学是相对

于传统地层学而提出来的
。

二
、

现代地层学与传统地层学的区别

现代地层学与传统地层学的区别主要体

现在划分地层的概念和理论的不同
。

这种理

论和概念性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哲学观

点的不同
。

由于地层划分概念决定着地层学

的研究范围
、

目的
、

内容和方法
,

它是带有

根本性的
。

不同的地层划分概念又是不气司的

哲学观点在地层学这门自然科学中的反映
。

因此
,

分清两种 地层学 的不 同是十 分必要

的
。

现代地层学的概念可以通过下面的比较

体现出来
:

1
.

传统地层学认为地层主 要研究 岩层

的地质时间顺序和年龄
,

主要强调时间的关

系
,

只为地史学服务
。

现代地层学承认岩层的时间顺序重要
,

同时认为研究岩层的岩石特征
、

所含的生物

内容
、

物理特征和其它各种属性同样也十分

重要
。

传统地层学所强调的内容只不过是现

代地层学中的年代地层划分和对 比 部 分 而

已
。

2
.

传统地层学的 统一地层划 分概念只

强调统一于时间
。

认为构造运动
、

古地理变



化
、

沉积和剥蚀作用的变化
、

变质作用和岩

浆活动的出现以及生物界的变迁五种现象是

地壳发展的统一过程的不同表现
。

研究一方

面的发展情况
,

其结果必然和研究其它方面

的结果相符合
。

这就是地层学的统一性
,

即

时间统一
。

现代地层学强调地层划分和地层单位的

多重性
。

认为岩层有多少种能够用来作为划

分地层的依据
,

原则上
,

地层就有多少种类

的划分类别
。

一种特征的变化不一定非和另

一种特征的变化相一致不可
。

划分的依据分

两大类
: 一类是看得见

、

摸得着的客观物质

的特征 , 另一类是不可接触的
,

推论的或解

释的抽象认识或属性
。

这是地层划分的多重

性
。

现代地层学认为统一地层划分的所谓五

种现象的统一
,

只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有

意义
。

即便如此
,

也不见得能证明受时间的

统一
。

它不足以作为地层分析的一般性指导

原理
。

3
.

传统地层学只承 认一类地 层单位
,

即具有固定时间 (同时性 ) 概念的所谓统一

地层单位
。

单位与单位都是时间平行的
。

是

时
、

空
、

岩统一论
。

现代地层学认 为地层 有多少 种类 的划

分
,

就有多少种类的单位
。

最常使用的是岩

石地层单位
、

生物地层单位和年代地层单位

三类
。

只有年代地层单位才是时间固定的
、

时间平行的或 等时的 单位
。

其它 种类 的单

位
,

除极性带外
,

大都是穿时的或与时间面

斜交
。

现代地层学认为传统地层学的统一地

层单位实际上只是现代地层学的各类单位中

的一种
,

即 年代地 层单位
。

现 代地 层学是

时
、

空
、

岩关系论
。

4
.

传统地层学认为 岩石地层 的划分和

单位只是达到正统地层的初步预备阶段
。

将

其列人辅助性的地层单位
,

一旦弄清其地质

时代后
,

则将其纳人统一地层单位
,

肢解原

来的岩石地层单位
。

现代地层学认为岩石地层的划分和单位

在任何地层中都是地层研究的第一步程序
。

正因为它是客观的物质单位
,

具有不易改变

的稳定性
,

因而构成区域地层学最基本的地

质制图单位
。

不允许用地质年代的时间概念

来修订岩石地层单位的定义或界线
,

以至进

一步把它肢解掉
。

5
.

传统地层学认为
“
正因为 岩石 地层

单位是物质的单位
,

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地层

体
,

它就不可能不属于同一 年代
” 。

传 统地

层学强调叠覆原理 (即层序律 ) 的地层学普

遍意义
。

现代地层学认为全部侧向可以在大范围

内识别和追溯的非火 山形成的陆表海沉积的

岩石地层单位都必然是穿时的
。

现代地层学

在限制叠覆原理仅适用于局部地点或任何单

个剖面的同时
,

特别强调穿时普遍性原理和

用岩石代替时间对比的反效应原理
。

.6 传统地层学 认为
“

组
”

必须 首先服

从叠覆原理
,

组不能脱离固定的时间概念
。

现代地层学认为叠覆原理今天仍然被视

为地层学的原理之一
,

但作为岩石地层的基

本单位的组不服从叠覆原理
。

7
.

传统地层学习惯于用化石带的界线
,

或生物化石的首次出现或最后消失的位置来

确定年代地层单位的界线
。

现代地层学认为由于不同岩相中任何化

石带界线的
“
到处 同时

”

存在间题
,

主张采

用界线层型给年代地层单位下定义
。

8
.

传统地层学认 为不整合是 划分年代

地层单位最理想的界线
。

现代地层学认为不整合不代表同时面
,

既不宜用作界线层型
,

也不是年代地层单位

界线的遗迹
。

而年代地层单位之最坏界线就

是不整合
。

9
.

传统地层学赞成 用标准剖 面法给地

层单位下定义
。

现代地层学倾向用单位层型给岩石地层

单位下定义
,

用界线层型给年代地层单位下

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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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质学院三十年成就与展望

张 悼 元

(一 )

成都地质学院创建于一九五六年
。

三十

年来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严于治校的精神办

学
,

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
,

我院在教学
、

科研与学院 自身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

为祖国的地质教育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建院初期
,

学 院仅 有三 个系
、

四 个专

业
,

教师一百六十九人
,

是一所仅招收地质

勘探本科生的单科性工科院校
。

现在
,

学院

已发展为有十一个系
,

十四个专业
,

教师八

百四十人的一所以工为主
,

兼有理科
、

文科

和管理学科
,

招收博士
、

硕士研究生
、

本科

生和专科生的多层次
、

多科性地质学院
。

在

校学生也由建院初期的千余人发展到现在的

四千一百余人
,

函授生近千人
,

还接收了澳

大利亚
、

西 德
、

朝鲜等 国的留 学生与 进修

生
。

三十年来
,

学院已为国家培养了约一万

三千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

还为全国地质行业

短期培训了专业技术
、

生产管理骨干近三千

名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成长为技术或管

理骨干
,

有的还担任了省局级的领导和技术

负责职务
。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
勤奋认真

,

踏卖肯干
, ,

说明学院在成长 中已逐 步形成

了勤奋
、

求实 的良好校风
。

六十年代初
,

学院积极开展了科学研究

工作
。

全国科学大会后
,

广大教师的科研积

极性更加高涨
,

先后完成了国家重点项 目和

省市科委攻关项 目二百六十三项
,

其它项 目

四百二十四项
,

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学研

究成果
。

其中
:

获奖成果近二百项
,

有十五

项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一项获国务院嘉奖
,

八十项获部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
。

科学研究

锻炼了师资队伍
,

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水平
,

科研成果又充实更新了教学内容
,

从而
,

提

提了教学质量
。

科学研究也促进了学科的建

设
。

我院在石油地质学领域内
,

对提高油气

采收率和储层地质学的研究
;
在工程地质学

领域内
,

对活动断层
,

高地应力区区域稳定

性研究
,

和斜坡岩土体变形破坏机制及地质

力学模式等岩体稳定研究 , 在放射性矿产地

质领域内
,

对我国东南部中生代花岗岩与铀

的成矿规律的研究
;
在岩石学领域内

,

对沉

积岩与沉积矿产
,

区域岩相古地理以及建立

西藏 中生代沉积与板块构造模式的研究
;
在

应用地球物理领域内
,

对石油物探
、

金属物

探数据处理研究及放射性物探仪器的研制
,

都是在国内有影响 的
、

水平 较高 的研 究成

果
,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
在矿床学

、

地质力学
、

古 生物学 及地层 学
、

矿物 物理

学
、

地球化学
、

应用数学等学科
、

专业领域

内
,

也有相当的潜 力和优势
。

经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
,

我院已有五个学科
、

专业有权

10
.

传统地层学的地层单位术语统一大

排行不区分术语的性质和类别
,

如界
、

系
、

统
、

阶群
、

组
、

段
、

带
。

现代地层学认为表示岩石地层单位的术

语用群
、

组
、

段 ;
表示生物地层单位的术语

用生物带 (组合带
、

顶 峰 带
、

延 限 带 ”
一

等 ) ; 表示年代地层单位的术语才用宇
、

界
、

系
、

统
、

阶和时间带
。

1 1
.

传统地层学的理论概念片面强调沉

积作用的纵 向堆积过程
,

导致千层糕概念的

地层学
。

现代地层学的理论概念兼顾纵向堆积过

程和侧向堆积过程
,

而把后者放在较重要的

位置
。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 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