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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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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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对近二十年来我国辽西地区侏罗系、白垩系研究取得的进展进行简要的回顾，重点阐述侏罗系、
白垩系划分和对比研究、特别是海相地层与陆相地层对比和同位素测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姚小刚和李启剑起草第三章地层，饶馨起草第四章主要门类化石组合，牛亚卓参与编写第五章地层对
比与时代讨论；姜宝玉编写其他章节并负责全文的统稿和审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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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最新关于辽西义县组含鸟化石层的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表明，裂陷作用可能起始于142～131Ma
。
至阿普特期，裂陷作用显著减弱，断陷盆地进入从稳定沉降到断陷消亡的演化过程，在盆地中发育了
一套浅水湖相到湖沼相煤系沉积层序（沙海组至阜新组沉积）。
早白垩世中期（120～100Ma）中国东部裂谷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位于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裂
陷盆地系结束了早期快速断陷阶段而进入了稳定沉降到整体抬升阶段，松辽地区也结束了早期强烈的
断陷作用，而发生整体下沉，进入了断坳发展阶段（泉头组至嫩江组的沉积时期）；另一方面，沿郯
庐断裂带中、北段发生强烈的裂谷作用，形成了狭窄的沂沭裂谷系和伊兰一伊通裂谷带，在裂谷盆地
中堆积了一套巨厚的河湖相地层以及火山碎屑岩沉积（青山群和大盛群）。
松辽盆地在泉头组和青山口组沉积时期，受沂沭裂陷作用影响，发育了一组密集的、近南北向展布的
同沉积生长断层。
在辽西地区，营城子火山喷发旋回年龄为120～100Ma；沿密山敦化断裂带发育的拉分盆地中，东山组
火山喷发岩时代在114～97Ma。
早白垩世晚期（100～90Ma）中国东部进入了构造挤压和收缩变形阶段，区域挤压应力方向为北西南
东向，早白垩世裂陷盆地结束了沉积，并相继发生构造反转。
在松辽盆地，嫩江组地层很少发育同沉积生长断层，暗示此时期盆地动力学环境转变为构造挤压，至
嫩江组沉积晚期，挤压作用加强，形成一系列北东至北北东走向的褶皱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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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辽宁西部侏罗系与白垩系概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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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