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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系研究进展简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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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近系各阶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 (GSSP) 的选定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进展, 至今上新统 3 个阶

的 GSSP 已全部获得批准, 中新统有 3 个阶获批准、2 个阶有望在 2004 年获得通过、1 个阶的指示事件尚未确定, 有

待进一步的工作。除介绍新近系各个阶最新的 GSSP 内容外, 还就中国陆相新近系建阶工作的进展和研究重点作

了简要的回顾与展望, 认为上新统麻则沟阶、高庄阶和中新统谢家阶有望在命名剖面定义底界的界线层型和点位,

中新统保德阶、通古尔阶和山旺阶的底界有待在甘肃临夏盆地、兰州盆地和秦安地区寻找。中国陆相新近系建阶工

作的开展与完成, 会给中国地层学研究工作带来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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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新近系按照传统的划分方案, 不含更新统

和全新统。尽管在新的“国际地层表”中, 没有列出第

四系, 国际地层委员会 ( ICS) 已趋向于将新生界“古

近系—新近系”的划分方案合法化, 但是对于第四系

在“国际地层表”中的地位问题仍存在着争议。如国

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地层与年代学委员会主席

P illan s (2004) 提议将“Q uaternary”作为一个亚系

(亚纪)放在新定义的新近系 (纪) 中, 并将位于 2. 6

M a (2004 年版“国际地层表”上为 2. 588M a)的上新

世格拉斯阶 (Gelasian Stage) 底界作为其底界; 其他

建议包括将“Q uaternary”定义为一个“复合期”, 含

全新世、更新世和上新世的格拉斯期, 或将

“Q uaternary”简化成 2. 6M a 以来的一个地质时段,

而 不 作 为 一 个 正 式 的 年 代 地 层 单 元; 将

“Q uaternary”正式定义为系 (纪) , 与新近系相并

立, 只包括更新统和全新统 (王伟铭等, 2004)。本文

综合国际和国内新近系建阶工作的研究进展, 对全

球新近系已批准的和潜在的 GSSP 进行介绍, 进而

结合笔者近年来的工作, 对中国陆相新近系建阶工

作的状况和研究重点做简要回顾与展望。

一、层型剖面和点位 (GSSP)

本节内容主要基于地层学杂志先前发表的译文
(O gg 编, 戎嘉余等译, 2003) , 并参照最近的文献

(Gradstein et a l. , 2004; O gg, 2004)和国际地层委

员会网站资料做了更新。新近系上新统和中新统各

阶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 (GSSP) 的研究与确立进展

顺利, 其中, 上新统共有 3 个阶, 其 GSSP 已全部获

得批准, 具体如下:

格拉斯阶 (Gelasian Stage) 的底界　位于同位

素 103 期, C2r (松山,M atuyam a) 地磁极性年代带

之底; 天文年代学年龄为 2. 588 M a; 界线之上为钙

质超微化石D iscoaster p en ta rad ia tus 和D . su rcu lus

的灭绝面 (CN 12c 带之底) (表 1)。GSSP 位于意大利

西西里岛杰拉 ( Gela ) 圣尼古拉山 (M on te San

N ico la)尼古拉腐泥层中间点, 1996 年获得批准 (R io

et a l. , 1998)。

皮亚森兹阶 (P iacenzian Stage) 的底界　位于

C2A n (高斯, Gau ss) 地磁极性年代带之底; 天文年

代学年龄为 3. 600 M a; 浮游有孔虫 G loborota lia

m a rg a ritae (PL 3 带之底) 和 P u llen ia tina p rim a lis

的灭绝面。GSSP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皮克拉角

(Pun ta P icco la) 第 77 碳酸盐旋回米黄色层的底部,

1997 年获得批准 (Castrado ri et a l. , 1998)。

赞克尔阶 (Zanclean Stage) 的底界　位于 C3r

地磁极性年代带之顶, 特拜拉 (T hvera) 正极性年代

亚带 (C3n. 4n)前约 100 ka 处; 天文年代学年龄值为

5. 333 M a (2004 年版“国际地层表”上年龄已改为

5. 332 M a) ; 钙质超微化石接近 T riquetrorhabd u lus

rug osus 的灭绝面 (CN 10b 之底 ) 和 Cera tolithus

acu tus 的最低分布层位。GSSP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

岛 埃拉克莱米诺瓦 ( E raclea M inoa ) 特鲁比组
( T rub i Fm. ) 的底部 (第 1 碳酸盐旋回之底) , 2000

年为国际地科联批准 (John et a l. , 2000)。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新统含 6 个阶, 其中 3 个阶的 GSSP 已获批

准, 2 个阶的 GSSP 有望在 2004 年获得通过, 1 个阶

的指示事件尚未确定, 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梅辛阶 (M essin ian Stage)的底界　位于地磁极

性年代带 C3B r. 1r 的中部; 天文年代学年龄 7. 251

M a (2004 年版“国际地层表”上年龄已改成 7. 246

M a) ; 浮游有孔虫G loborota lia conom ioz ea 类群的最

低正常出现面。GSSP 位于摩洛哥拉巴特阿克瑞奇

河 (O ued A k rech) 第 15 碳酸盐旋回红层的底部,

2000 年获得批准 (H ilgen et a l. , 2000)。

托尔通阶 (To rton ian Stage)的底界　可与短正

极性年代亚带 (C5r. 2n) 相联系; 天文年代学年龄为

11. 608 M a; 钙质超微化石D iscoaster kug leri 和浮

游有孔虫G lobig erinoid es subquad ra tus 的最后正常

出现面。GSSP 位于意大利安科纳科维山 (M on te de

Co rvi)岸滩剖面第 76 层腐泥层的中间点, 2003 年

获得批准 (有关成果将在《Ep isodes》刊出)。

塞拉瓦尔阶 (Serravallian Stage) 的底界　位于

C5A b r 极性年代带中; 天文年代学年龄 13. 65 M a;

接近钙质超微化石 S p henolithus heterom orp hus 最

低出现面。GSSP 有望在 2004 年获得批准。

兰哥阶 (L angh ian Stage) 的底界　位于地磁极

性年代带 C5Cn. 1n 顶部; 磁异常校正年龄 15. 97

M a; 接近浮游有孔虫 P raeorbu lina g lom erosa 的首

次出现层位。GSSP 有望在 2004 年获得批准。

布尔迪加尔阶 (Bu rdigalian Stage) 的底界　靠

近地磁极性年代带C6A n 的顶部; 磁异常校正年龄

为 20. 43 M a; 接近浮游有孔虫 G lobig erinoid es

a ltiap ertu rus 的最低分布层位。指示事件尚未确定。

阿启坦阶 (A qu itan ian Stage) 的底界　也为中

新统和新近系之底界, 位于地磁极性年代带C6Cn.

2n 的底部; 天文年代学年龄为 23. 03 M a; 浮游有孔

虫 P a rag loborota lia kug leri 的最低分布层位 (表 1)

和钙质超微化石 R eticu lof enestra bisecta 的灭绝面

(NN 1 之底)附近。GSSP 位于意大利热那亚北部卡

若 西 奥 (Carro sio ) 村 勒 梅2卡 若 西 奥 (L emm e2
Carro sio ) 剖面顶部的下方 35 m 处, 1996 年获得批

准 (Stein inger et a l. , 1997)。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新近纪时主要分布陆相地层, 基于海相地

层为划分标准的国际更新统底界在这里不易识别,

而松山ö高斯地磁极性年代界线 (2. 588 M a) 在全国

各地都有分布, 因此, 通常被作为更新统的底界。在

“中国区域年代地层 (地质年代) 表”中, 新近系含 6

个阶, 包括上新统麻则沟阶、高庄阶, 中新统保德阶、

通古尔阶、山旺阶和谢家阶 (全国地层委员会,

2001)。全国地层委员会在《中国区域年代地层 (地质

年代)表说明书》中, 对各个阶的命名及层型剖面、生

物标志、层型剖面岩性特征、同期岩石地层单位、与

国际地层表中阶的对比、部分底界年龄作了较详细

的定义, 并提出国内新近系各阶与“国际地层表”的

对应关系, 它们分别为: 麻则沟阶—皮亚森兹阶、高

庄阶—赞克尔阶、保德阶—梅辛阶和托尔通阶、通古

尔阶—塞拉瓦尔阶和兰哥阶、山旺阶—布尔迪加尔

阶、谢家阶—阿启坦阶 (全国地层委员会, 2001)。

中国陆相新近系的出露相对海相沉积连续性较

差, 但哺乳动物化石群多有报道, 长期以来, 哺乳动

物一直是我国陆相地层对比的一个重要标准。随着

各盆地生物地层工作对化石描述的积累, 邱占祥等

(Ch iu C. S. et a l. 1979) 在总结我国新近纪哺乳动

物群研究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中国新近纪哺乳动物

群的年代排序方案, 为中国新近纪地层建立了一个

初步的时间框架。继后, 李传夔等 (1984) , 邱占祥

(Q iu Z. X. , 1989) , 邱占祥和邱铸鼎 (1990) , 童永生

等 (1995) 和邱占祥等 (Q iu Z. X. et a l. 1999) 的工

作使中国新近纪地层序列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但

过去的报道更多地是将一个地区的哺乳动物化石群

与当地特定的地层组相联系, 而不是具体的产出层

位, 因此, 对动物群在时间尺度上具体变化的了解,

以及不同地区动物群之间的详细区域对比构成一定

的困难。随着近年来学科间交叉研究的开展, 以及新

的测年手段的应用, 哺乳动物群的研究已逐渐从以

往作为确定地层时代手段的重任中摆脱出来, 从而

得以在已有的时间框架下来讨论动物群的变化过

程。

过去三年里, 笔者在全国地层委员会的倡议和

资助下, 开展了建立符合现代地层学规范的保德阶、

山旺阶和谢家阶的尝试, 其中山西保德保德组和山

东临朐山旺组的工作已经完成, 青海湟中谢家组的

研究还在进行中。古地磁研究表明山西保德冀家沟

剖面含保德动物群的保德组顶界年龄为 5. 30 M a、

底界年龄不超过 10 M a, 而红粘土的底界为 8 M a,

显示该剖面不存在所定义的保德阶的底界地层 (托

尔通阶底界天文年代学年龄现为 11. 608 M a)。因

此, 冀家沟剖面不具备定义保德阶底界的地层, 而甘

肃临夏盆地郭泥沟剖面含三趾马动物群的红粘土之

下还有发育的中中新世沉积出露, 这个地点应存在

保德阶的底界, 并保存有保德阶最底部的化石和适

合于作古地磁分析的沉积物, 可能成为建立保德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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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界界线层型的候选地点 (邓涛等, 2004)。山东临朐

山旺组古地磁和同位素年龄的研究表明, 山旺组岩

石地层单位的底界年龄约为 18M a。因此, 山旺剖面

同样缺乏定义山旺阶底界的地层 (布尔迪加尔阶底

界的磁异常校正年龄为 20. 43 M a) , 而甘肃兰州盆

地和秦安地区有发育良好的渐新统和中新统出露,

并有山旺阶最底部的化石和适合于作古地磁分析的

沉积物, 有可能成为建立山旺阶下界层型剖面的有

利地点 (邓涛等, 2003)。

三、评述与展望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 IU GS) 已要求国际地层

委员会 ( ICS) 在 2008 年完成显生宇各个系、各个阶

GSSP 的选点工作 (戎嘉余, 2003) , 目前新近系的建

阶工作进展顺利。随着 ICS 对新近系各阶 GSSP 的

逐步确立, 已开始对我国陆相地层的建阶工作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中国地学工作者在过去已经

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但鉴于中国陆相新近系分

布的局限和年代地层学方面工作的相对滞后, 还急

需对一些地区的地层做进一步的针对性综合研究工

作。从各个阶的情况来看, 上新统麻则沟阶、高庄阶

及中新统谢家阶有望在命名剖面上定义底界并确立

界线层型和点位, 中新统保德阶、通古尔阶和山旺阶

的底界有待在甘肃临夏盆地、兰州盆地和秦安地区

(D eng T. et a l. , 2004) 确认。虽然任务很重, 但建

阶工作已成为国内地质界的当务之急, 也是全国地

层委员会努力倡导并支持这一工作的目的所在。只

有通过建立有明确定义和统一时间序列的地层框

架, 才能真正提高地层学的研究精度, 从根本上改变

过去在地层对比上过于笼统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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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INTROD UCT ION TO RECENT AD VANCE

IN NEOGENE STUD IES

W ang W ei2m ing1)
and D eng T ao 2)

( 1) N anj ing Institu te of Geology and P aleon tology , the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N anj ing , 210008;

2) Institu te of V ertebra te P aleon tology and P aleoan th rop ology , the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 100044 )

Abstract　 Som e fundam en ta l p rogresses have been m ade in select ing the N eogene Global Stra to type

Sect ion s and Po in ts (GSSP s) by the In ternat ional Comm ission on Stra t igraphy in recen t years. T here have
been so far th ree ra t if ied stages in P liocene, th ree ra t if ied, tw o an t icipated stages fo r GSSP s, and one w ith

gu ide even t undecided in M iocene. T h is paper g ives an updated overview of these N eogene GSSP s, toge2
ther w ith a genera l review of the effo rts in estab lish ing the con t inen ta l N eogene Stages in Ch ina.

A cco rd ing to the R egional Ch rono stra t igraph ic Chart of Ch ina, there are M azegouan and Gaozhuangian

Stages in the P liocene, Baodean, T unggu rian, Shanw angian and X iejian Stages in the M iocene, w h ich are

co rrela ted w ith P iacenzian, Zanclean, M essin ian and To rton ian, Serravallian and L angh ian, Bu rdigalian,

and A qu itan ian Stages respect ively. Som e effo rts w ere m ade in determ in ing their st ra to type sect ion s and
po in ts in the past th ree years. Fu rther studies are st ill an t icipated in severa l po ten t ia l basin s fo r the

st ra to type sect ion s and po in ts. T h is w o rk w ill tu rn ou t to be h igh ly w o rthy fo r p romo ting the p recision in

the st ra t igraph ic co rrela t ion of Ch ina.

Key words　GSSP (Global Stra to type Sect ion and Po in t) , N eogene, Cenozo ic, Geo logica l T im e Scale of
Ch ina

国际地层委员会 ( ISC)和国际第四纪联合会 ( INQUA )

建立第四系联合任务小组

一个多世纪以来, 有关第四纪的争论一直不断 (第四纪算不算一个正式的年代地层单位, 它的时限如何) , 尤其是“国际地

层表”(2004)未将第四系作为一个正式的年代地层单位, 引起了激烈争论。为了解决第四系的定义问题, 2004 年 9 月国际第四

纪联合会 ( INQUA ) 主席 John C lague 和国际地层委员会 ( ISC) 主席 F. M. Gradstein 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 IU GS) 主席 Ed

de M ulder 的支持下决定建立一个第四纪联合任务小组 (T he ICS2INQUA jo in t task fo rce on the Q uaternary) , 以便共同准备

一份提议在国际地层委员会召开的专门研究地层学未来的第二届研讨会议 (w o rk shop ) 上进行讨论, 决定第四纪的去留, 这个

会议将于 2005 年 9 月在比利时的勒芬 (L euven)举行, 国际地层委员会各分会主席、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地层学和年代学委员会

主席都将出席这次会议。

目前这个工作组由 9 人组成: 主席——Jam es Geh ling (澳大利亚) , 副主席——B rad P illans (澳大利亚) , 秘书——Jam es

O gg (美国) , 成员——N icho las Shack leton、Jan P io trow k si、L eszek M ark s、John van Couvering、Ph il Gibbard 和 F rits

H ilgen。

对第四纪现状的讨论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下列重要文献:

刘东生. 2004. 关于是否地层系统中取消“第四纪”(Q uaternary)一名词的讨论和危机. 第四纪研究, 24 (5) : 481—485.

Berggen. 1989. T he Cenozo ic E ra: L yellian (ch rono) stratigraphy and nom enclato ral refo rm at the M illenn ium. In: B lundell D J & Sco tt A C

eds. L yell: T 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 resen t. Geo logical Society, L ondon, Special Pub lication 143: 11—132.

L ourens L , H ilgen F, Shack leton N J , L askar J , &W ilson D. 2004. T he N eogeng Period. In: Gradstein, O gg, & Sm ith. 2004. Geo logic T im e

Scale 2004. L ondon: Cam bridge U niversity P ress. 1—500.

O gg J. 2004. In troduction to concep ts and p ropo se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term Q uaternary. Ep isod es, 27 (2) : 125—126.

P illians B. 2004. P ropo sal to redefine the Q uaternary. Ep isod es, 27 (2) : 127.

(边　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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