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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侏罗纪（200～145Ma）是地球历史上地质作用非常活跃的重要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全球性地质、
地理、气候、生物和成矿事件。
在这个时期，中国及其邻区东濒古太平洋，西通特提斯，北连俄罗斯，南临古西太平洋-东特提斯交汇
地带。
因此，中国及其邻区的侏罗系是记录发生在特提斯区、亚北方区和太平洋区海洋及大陆中各种侏罗纪
重大事件的理想载体。
国际侏罗系大会是以侏罗系为主题、四年一度的国际学术研讨活动。
来自世界各国的侏罗系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侏罗纪的地层学、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
古气候学、沉积学、地球化学、古地磁学、构造学、天文地质学、矿产与资源、地学教育、地质遗产
保护等问题展示和交流他们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技术和思想，并预测未来的地球发展，讨论联手
合作应对全球变化的对策和研究方向。
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将于今年8月在中国举行。
地层学是研究地球历史和生命与环境协同演化的基础。
为了使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者和国际侏罗系同行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中国乃至亚洲的海相与非海相侏罗
系及其研究进展，我们组织编写了五本以介绍中国及其邻国泰国侏罗纪地层为主的丛书：《四川盆地
陆相三叠系与侏罗系》，《新疆北部的侏罗系》，《辽宁西部侏罗系与白垩系概览》，《西藏特提斯
侏罗系》和《泰国的侏罗系》。
其中，前两部书描述了中国西部四川和新疆北部大型陆相盆地的侏罗纪和部分三叠纪地层；第三本书
概述了中国辽西盛产世界著名的热河生物群化石库的侏罗纪和白垩纪地层；第四本介绍了中国西藏南
部的特提斯型侏罗系（将于会后出版），第五本记述了泰国的海相侏罗系与非海相侏罗纪地层、动物
群组成、古生态、古环境、矿产以及构造和古地理。
这套地层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506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政府等的支持与资助（见各书致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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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结合我们近年来在该地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对四川盆地中生代地层的地
质背景与地层分区、代表性的陆相三叠系-侏罗系地层剖面、生物化石组合及其多样性、区域对比与主
要地层界线以及古地理与沉积环境的演化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和介绍。
编写本书的目的，一是重点向国外的同行和专家学者介绍四川盆地陆相三叠系-侏罗系的概况和最新研
究进展，二是海陆相三叠系-侏罗系之间的大区域性和国际问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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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须家河组、小塘子组须家河组由德国人李希霍苏（F.V.Richthofen）于1882年最早在四川广元
一带创立的“广元煤系”演变而来，1931年赵亚曾、黄汲清将“广元煤系”更名为“须（徐）家河系
”，时代定为侏罗纪。
1954年包茨将广元“须家河系”上部另建“白田坝统”。
期行健、周志炎（1962）统称本区中生代含煤岩系为香溪群，其上部称白田坝统，认为香溪群下部可
能属于瑞替克期。
李佩娟（1964）认为须家河植物群时代为晚三叠世，白田坝组植物群属早侏罗世或更晚。
陈楚震等（1964）在广元须家河组下部发现海相双壳类，确定须家河组为诺利克期，这套含海相化石
的地层被命名为“小塘子组”（四川省区域地层表编写组，1978），并多沿用至今。
从地层层序、与上覆和下伏地层接触关系、岩性特征和古生物组合等来看，须家河组在广元、合川、
川东北的宣汉、达县和开县等地发育最好。
2.马鞍塘组该组主要局限分布于川西龙门山江油、绵竹、大邑及天全地区，层型剖面位于江油县石元
乡马鞍塘火车站附近，由邓康龄等于1975年测制。
岩性为一套灰色页岩夹细粒石英砂岩、粉砂岩、生物碎屑灰岩及介壳层，厚32～254m，与下伏天井山
组顶部含燧石灰岩夹泥岩为整合接触，与上覆须家河组底部页岩及含砾砂、页岩平行不整合接触。
含有丰富的头足类、双壳类、腕足类等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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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四川盆地陆相三叠系与侏罗系(汉英对照)》是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地层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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