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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地理学着重于研究和重建地史时期地球表面自然地理状况。 国际古地理学主要是在板块构造理论指导下，依托古地

磁、古生物和地球化学等手段，重建地史时期的大陆位置、板块边界、海陆分布，侧重于板块尺度的板块构造古地理。 中国古地理

学主要侧重于以矿产资源勘探服务为导向的不同尺度的盆内岩相古地理研究及编图。 当前中国古地理研究对前寒武纪板块构

造体制之前的古地理研究仍处于探讨和假说阶段，对显生宙重大古地理变迁的构造机制、地表过程、生命效应是最具挑战的科学

问题，诸如古生代与生物大灭绝事件相伴生的古地理变化，中三叠世末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拼合后的古地理效应，白垩纪以来中

国地势由东高西低转变为西高东低的过程和机制等。 未来中国古地理学研究不仅要继续加强服务于页岩气等新矿产资源勘探

的应用岩相古地理研究，还应建设对接国际的多学科融合的中国古地理数据库，系统重建中国小陆块群聚散的多重古地理演变

过程，深入认识全球古地理演变的中国地质记录及其地球生命环境意义。
关键词　 古地理学；板块构造；地表过程；生命效应；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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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古地理学的科学意义

古地理（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或 Ｐａｌｉｎｓｐａｓｔｉｃ）概念最早

来自 Ｓｔｅｒｒｙ［１］，被定义为利用古植物学和古动物学系

统研究地质历史时期的地理学科。 随后，定义为古生

物地理学（ Ｐａｌｅｏ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 早期的古地理概

念强调古环境［１⁃２］。 直到 Ｗｅｇｅｎｅｒ［３］ 提出著名的大陆

漂移学说以后才使得古地理具有了真正的活动含义。
其研究范畴得到了大大的拓展，越来越多的地质科学

家加入其中。 古地理学逐渐成为了地质学的重要分

支，其内涵为研究地质历史时期地球表面的自然地

理，既描述地球过去的大陆轮廓、纬度、地形起伏、气
候、生物等，也对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和水圈历史

面貌进行综合研究，涉及古生态、古环境、古气候、古
海洋以及古生物等方面，是一门综合性的地球科学。
如根据化石的性质，推测生物原先栖居的环境；根据

沉积岩的成分、粒度和结构，推测当时水盆地的地形

形态和深度；根据古地磁学的研究，判断岩石形成时

的古纬度和古地磁极的变化；用同位素方法推测古海

洋温度等。 相应的古地理图则是对某个时期某个范

围内各种地质地理现象特征的具体体现。 古地理重

建的意义在于：１）反演地球表面系统过去的状态，为
地质学、地理学、海洋学和气候学等研究提供了一个

理想的框架约束；２）更好地认识现代地理环境的本

质特征，预测未来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并提出合理

利用、改造环境的科学对策；３）对某一地质时期某个

地区的古地理研究（如古地貌、古水深、古水温、古咸

度、古水化学成分、沉积物组成、粗细变化、搬运方向

等要素），有助于揭示油气、煤矿、铀矿和有关的残积

风化矿床以及地下水等矿产资源的成矿规律、形成条

件和分布规律，指导矿产资源勘探预测及开发。

２　 国际古地理学研究进展

国外古地理学研究主要侧重全球板块尺度的重

建，先后经历了前板块构造理论期和板块构造理论

期。 前板块构造理论期，即第一代古地理图编图时

期，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末 Ｓｕｅｓｓ［４⁃５］ 提出的特提斯洋和

冈瓦纳大陆。 Ｈａｕｇ（１９００）编制了标有非洲—巴西古

大陆—澳大利亚—印度—马达加斯加古大陆的世界

地图，拉开了古地理重建的大幕。 最具有跨越意义的

是 Ｗｅｇｅｎｅｒ［３］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诞生了第一张泛

大陆古地理再造图。 第一代古地理编图主要基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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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学、古生物学的资料［６］，缺乏足够的定量证据约

束。 特别是对于大陆漂移理论，诸多学者强烈反

对［７⁃９］，因此可以说是在争议中渡过的。 板块构造理

论期，即第二代活动古地理图编图时期，具有精确定

位作用的古地磁学的广泛应用，加上深部地球物理揭

示板块构造动力机制（如地体构造的提出增进了对

造山带和大陆地壳生长的理解），使板块构造理论在

争议中被大量科学证据证实而大获全胜［１０⁃１６］，促进

了古地理研究实现了飞越，实现了古地理重建从定性

推断进入精确定量约束阶段。 多个国际团队利用多

学科的定量和定性双重约束重建了不同时期的全球

活动古地理图，标志着古地理重建得到了蓬勃发展。
美国科学家 Ｓｃｏｔｅｓｅ 教授领导的 “ ＰＡＬＥＯＭＡＰ Ｐｒｏ⁃
ｊｅｃｔ”是当今最为系统和代表性的全球古地理重建工

程，重建了 １ １００ Ｍａ 以来的洋、陆分布及盆地的板块

构造演化（图 １），并通过系列彩色的二维和三维古地

理图件展示出了古陆高程、古岸线和古气候带的变

迁，还预测了未来板块的位置，形成了公开的数据库

及互联网展示平台 （具体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ｏｔｅｓｅ．
ｃｏｍ）。
　 　 目前，国际上古地理的研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不

同尺度的古地理编图外［１７］，逐渐从地球时间（ＥＴ）尺
度来分析古地理的变迁，逐渐将构造、地形地貌、气候

变化、盆山耦合、源汇系统、汇水盆地特征、古生物、古
海洋等融入到古地理研究之中［１８⁃１９］。 如今，地球内

部的动力学系统与古大陆、古构造域的地理变迁的耦

合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如 Ｇｒｅｎｖｉｌｌｅ 造山运动—陆

陆碰撞、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陆新的重建［２０］、特提斯构造域

东特提斯、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大陆等的形成演化及动力学过

程（图 ２） ［２１⁃２６］。 古地理变迁过程中表生系统的全球

性或地区性事件成为研究热点，全球性气候变暖事

件、全球成冰事件、大洋缺氧和富氧事件，地区性的如

飓风事件、洪水事件、地震事件、火山事件［２７⁃３１］。 特

别是古地理变迁中的生命效应的研究不断深入，如
Ｐ ／ Ｔ 生物灭绝事件［３２⁃３３］。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方法不断完善，岩相学［３４］、
古物源和古流向［３５］、重矿物分析［３６］、黏土矿物分

析［３７⁃３８］ 等用来恢复沉积环境、古气候变化、源汇系

统、海平面变化和海岸地貌变化。 高新、高精度的分

析测试技术不断引入，地球化学方法［２１，３９］、古地磁学

方法［３４，４０⁃４１］、古生物学方法［４２⁃４３］、定年方法［３４］、纳米

级的岩矿分析技术、元素扫描技术、微区矿物分析技

术、ＱＥＭＳＣＡＮ 矿物定量分析技术等被不断引入。 地

球物理数据与方法（高精度的三维地震地层学、地震

地貌学和地震沉积学）等对盆地内地层埋藏区古地

理重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验和模拟技术不

断提高，如水槽实验、深水沉积作用观测、３Ｄ 古地理

重建技术（图 ３）、数学模拟技术［４５］ 等。 除此之外，还
包括利用一些特殊方法来进行古地理重建，如 Ｂｅｃ⁃
ｋｅｒ⁃Ｈａｕｍａｎｎ［３１］基于地形参数，通过 ＧＩＳ 的 ３Ｄ 模拟

技术对阿尔卑斯山脉的 Ｍｏｌａｓｓｅ 前陆盆地开展了河

流阶地地形沉积的模拟，进而为古地理研究提供依

据；Ｄｅｗｅｖｅｒ ｅｔ ａｌ．［４６］通过喀斯特地区古水流的重建，
系统分析了西西里岛北部—中部白垩纪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 褶皱

和冲断带的构造演化过程。 古地理研究中等时性对

比分析逐渐丰富和完善，除了同位素年代学、化学地

层学、生物地层学以及层序地层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外，旋回地层学促进了地质定年从过去某个界面的瞬

时年龄，发展到如今地质持续年龄轴逐渐被建立［４７］，
这对全时古地理恢复和古地理细节的揭露至关重要。

图 １　 全球晚白垩世古地理二维（左）、三维（右）重建实例（引自 Ｓｃｏｔｅｓｅ，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ｏｔｅｓｅ．ｃｏｍ）
Ｆｉｇ．１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２Ｄ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３Ｄ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ｏｔｅ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ｏｔｅｓｅ．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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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古地磁恢复的冈瓦纳大陆的迁移过程［２４］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２４］

图 ３　 地球动力学的 ３Ｄ 重建模拟图［４４］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３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ｌａｔ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４４］

３　 中国古地理学研究进展及特色

早期的古地理图是建立在地球固定论概念基础

上的，着重于海陆分布形态变化特征的描绘。 中国古

地理图最早见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葛利普［４８］ 的《中国

地质史》。 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该书的少数几幅古

地理图所涉及的国土范围较小，内容局限于几个地质

时代的海陆分布，然而对于后来的古地理研究却具有

重要启蒙意义。 之后，Ｈｕａｎｇ［４９］出版了有划时代意义

的经典性著作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中以

大地构造与古地理相结合，编制有寒武纪、泥盆纪、二
叠纪、白垩纪和喜马拉雅山期的中国古地理图 ５ 幅。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刘鸿允［５０］以古生物地层学方法

编制的《中国古地理图》 （图 ４），是第一本系统论述

我国各地质时代沉积地层的古地理轮廓专著，具有开

创意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卢衍豪等［５１］以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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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观点和资料出发，并适当配以简单的岩性，编制

出以“组”为单位的 ８ 幅中国寒武纪岩相古地理图。
６０ 年代晚期板块构造理论的建立及其 ７０ 年代

全球范围的成功推广，反映了当时地学革命的主流，
也使得古地理图编图思路发生相应转变，把古地理学

推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至今，
以冯增昭先生为代表，采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

图法先后编制了下扬子地区中下三叠世青龙群岩相

古地理图和中国南方早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图等一

系列的岩相古地理图，这一方法的核心是定量化，引
领了定量古地理编图的发展［５２⁃５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早期，关士聪［５５］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海陆变迁、海域

沉积相与油气》一书。 该书列出了中国中—晚元古

代（长城纪—震旦纪）到三叠纪海陆分布及海域沉积

相图 ２０ 幅，海陆变迁图 ５ 幅，着重论述了海陆变迁、
海域沉积相与油气的关系，并试图探讨中国海相油气

远景。 同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中崔克信［５６］编撰

的古地理分册的下册中以“构造运动为纲”的思路编

制了 ８ 幅小比例尺不同地壳运动时期的海陆分布图，
断代的晚元古代震旦纪、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古地理

图各一幅。
在全球构造的“活动论”与历史演化的“阶段论”

有机结合的思想主导下，王鸿祯［５７］编制了《中国古地

理图集》，包括古地理图、古构造图、生物地理图、气
候分带图等系列图件（图 ５）。 之后，王鸿祯等［５８］ 又

出版了《中国及邻区古生代生物古地理及全球古大

陆再造》，不但再次充分体现了构造古地理和生物古

地理研究成果，也包括岩相古地理内容，系统地表达

了对中国地壳在地质历史中的地理发展和构造演变

基本过程。 刘鸿允［５９］在《中国震旦系》一书中，详细

讨论了震旦系古构造特征及古地理沉积演化，并编制

了当时国内相同时期最为详尽、与已出版的其他相同

时代的图件有很大不同的中国早震旦世、晚震旦世南

华大冰期和陡山沱期纪灯影期岩相古地理图。

图 ４　 我国早期的古地理实例图［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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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生物古地理实例图［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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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５ 年，刘宝珺等［６０］ 出版了《岩相古地理基础

和工作方法》教程，标志着我国岩相古地理学已成为

沉积地质学的重要分支。 之后，刘宝珺等［６１］ 又出版

了《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图集》 （图 ６），全面阐述了

中国南方板块沉积地壳的活动史、沉积史、封闭史和

成矿史；突出了盆地分析和盆地演化、事件和成矿作

用；恢复和重建了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古地理单元；
重建了古海洋和古大陆的变迁，建立了动力演化模

式；把沉积—构造—成矿看成是盆地地质作用统一

体，提出了“盆、相、位”三位一体和“统一地质场”的
成矿理论，开拓了新的找矿思路；体现了“构造控制

盆地、盆地控制沉积”和构造活动论思想，具有综合

性、系统性和全球性，是我国的第三代岩相古地理图。
李思田［６２］含煤盆地岩相古地理编图研究是以服

务于某种矿产勘探的应用古地理研究的典范。 应用

古地理的研究也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如近年来页岩气

的勘探需求正催生了深水细粒沉积区古地理研

究［６３⁃６４］。
　 　 值得一提的是，层序—岩相古地理在我国的广泛

应用。 Ｖａｉｌ ｅｔ ａｌ．［６５］提出的层序地层学理论从四维时

空认识沉积体，不仅把时间界面、全球海平面升降、构
造沉降、气候和沉积物供应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将

岩石地层、生物地层统一于地质年代格架内，从而可

以比较真实地再现沉积盆地各演化时期的沉积物来

源、构造沉降、沉积充填过程及古气候的相互关系，
１９９４ 年，陈洪德等［６６］ 在《层序地层学理论和研究方

法》一书中，首先在我国提出了层序—岩相古地理编

图理论和方法。 王成善等［６７］以层序地层学理论为基

础，首次按层序的体系域编制了层序—岩相古地理图

（图 ７）。 以层序或体系域为编图单元编制古地理图

件，不仅是年代地层段和等时地质体，且其顶、底是可

确定的物理界面。 之后，马永生等［６８］ 在刘宝珺和曾

允孚先生的指导下，运用这一思路将构造、层序与岩

相古地理有机结合，历经十年组织近百位专家与研究

人员研究编制出版了《中国南方构造—层序岩相古

地理图集》，以层序的动态充填过程为主线，揭示了

盆地的构造—层序岩相古地理演化，更接近盆地沉积

演化的真实性。 此后，陈洪德等［６９⁃７０］ 进一步提出了

不同级次的层序—岩相古地理编图理论与方法，着眼

于不同层次的沉积矿产勘探，对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无独有偶，以 Ｃｒｏｓｓ［７１］ 提出高分辨率层序地

层学理论为指导，郑荣才等［７２］、邓宏文［７３］ 等利用基

准面旋回为时间轴的高分辨率层序—岩相古地理研

究是以相域和短时间尺度层序为编图单元编制岩相

古地理图，也在我国的油气勘探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随着编图理论的不断革新，不同研究者不断改进

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但仍存在共同的不足：一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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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中国南方构造岩相古地理实例图［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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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反映活动论的岩相古地理图；二是怎样反映特定

时间间隔内某地区的四维古地理演化史。 何登发

等［７４］以盆地原型分析为理论基础，注重盆地的复原

与复位研究，编制盆地尺度的构造盆地古地理，恢复

盆地发展某一个阶段（某一构造层的形成时间）有相

对稳定的大地构造环境的盆地实体，包括恢复沉积充

填组合、地理环境、盆地边界、盆地性质、盆地改造过

程、成盆动力等。 造山带作为盆地的孪生姐妹，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７５］，王成善等［７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造山带古地

理研究。 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对象，其古地理研究的材

料不再局限于沉积岩，而系统地将沉积学（包括沉积

岩石学、古生物学、沉积地球化学等）、变质岩石学、
岩浆岩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等多学科交

叉结合，研究高原隆升带来的全球尺度的地理、气候、
环境效应，并力图回答高原隆升过程中地球深部过程

和地球表面系统的耦合机制。
在板块构造古地理重建方面，许效松等［７７］ 重建

了中国各陆块在显生宙几个主要时段的相对位置分

布，探讨了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

古地理环境特征和油气资源效应；万天丰等［７８］ 根据

中国大陆及邻区的古生代和三叠纪古地磁数据，复原

了中国各陆块在全球大陆中的位置，探讨了它们的运

动学特征，但未开展古地理研究。 李江海等［７９］在《全
球古板块再造、岩相古地理及古环境图集》中系统地

绘制了古板块再造图、古地理环境恢复图、沉积岩相

图、烃源岩分布图、主要古生物分布图等系列图件。
近期，Ｌｉ ｅｔ ａｌ．［８０］开展了系列的有关原特提斯洋关闭

和东亚微陆块群聚合的研究，既有对主要造山带演化

细节的构造约束研究，也有对岩相分布的编图（图
８）。 但这些板块构造古地理研究缺乏盆地古地理环

境和地质事件的信息。 近几年，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

资助下，实施了“中国西部主要大型盆地碳酸盐岩油

气勘探新领域及战略选区”大型地质调查与研究项

目，涉及的盆地包括四川、鄂尔多斯、塔里木盆地。 项

目组系统开展了三个盆地的盆地岩相古地理重建编

图与研究，揭示出了我国克拉通盆地深层海相地层古

地理的诸多新面貌，如对上扬子寒武纪陆内拉张槽的

发现和刻画。 同时，初步形成了盆地岩相古地理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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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国南方二叠纪第 ＶＩＩ 层序海侵体系域层序岩相古地理实例图［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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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东亚缘特提斯域寒武纪构造—岩相古地理实例图［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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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和数据库建设的方案，包括古地理图的标准图

例、比例尺、沉积相分类标准、各类基础图件、各种数

据的数据库汇编规范等。
　 　 总的来说，板块构造古地理在我国正悄然发展，
但仍比较薄弱，我国大部分的古地理研究人员都侧重

于中国及邻区的岩相古地理编图，以服务于矿产资源

为主，即我国古地理编图研究主体上是以资源勘探为

导向的应用古地理。 应用古地理研究在我国得到了

蓬勃发展，并且不断往更小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

精细岩相古地理编图的方向发展。

４　 中国古地理学研究的重大关键科学
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管我国古地理学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取

得广泛而深入的进展。 但一方面，中国小板块多旋回

叠合演化的特色造成了板块重建和盆地恢复的复杂

性；另一方面，虽然应用古地理在我国蓬勃发展，但基

于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的古地理系统工程较少。 前

寒武纪板块构造体制之前的古地理研究仍处于探讨

和假说阶段。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首先，中国古地

理缺乏系统性研究，没有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大科研

团队；其次，中国古地理演变过程以前着重关注扬子、
华北和塔里木板块，没有系统的囊括众多陆块群的古

地理重建；再次，对中国小陆块群重大聚散期的机制

及古地理效应的研究不够。 中国陆块群显生宙所处

的古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沉积地层，对于揭示地球重大

古地理变迁的细节和机制意义重大，面临诸多亟待解

决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
（１） 中国小陆块群聚散的古地理演变过程

中国板块构造具有小板块拼合、多旋回叠合演化

的特色，当今又具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两

大独特的地貌单元，这些重大构造、地貌为中国独有。
小板块拼合前后的古地理面貌巨变过程及机制仍有

诸多问题悬而未决。 如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拼合形

成了中央造山带———东秦岭—大别山造山带，虽然关

于两者如何碰撞［８１⁃８２］ 及碰撞的时间还存在着争

论［８３］，但其造成华南板块和华北板块成为统一大陆，
古秦岭洋最终闭合以及古特提斯洋海水完全退

去［８３⁃８８］，到晚三叠世南北秦岭已发育陆相沉积而转

入新的演化阶段［８１，８７⁃８８］。 这一构造事件伴随着海陆

变迁的发生［８６］，控制着四川、鄂尔多斯等多个沉积盆

地古地理环境甚至古气候的变化，进而制约了沉积盆

地油气、煤、铀等多种矿产资源的形成与分布。 白垩

纪以来中国地势由东高西低转变为西高东低带来了

古地理沧海桑田变化。 中国东部古高原可能在 １７０
Ｍａ 之前开始出现（华北北部可能在 １６５ Ｍａ 之前），
在晚侏罗世高原范围达到最大，早白垩世高原从边部

开始垮塌［８９⁃９０］。 如在辽西—冀北地区晚侏罗世末期

以挤压构造为主，而早白垩世以伸展构造为特征，古
地理古环境明显改变［９１⁃９２］。 及至新生代，伴随着青

藏高原的阶段性隆升［９３⁃９８］ 以及太平洋板块与亚洲板

块碰撞造就的中国东部伸展性构造发育［９９⁃１０３］，中国

的古地势发生反转。 最为典型的古地理效应是青藏

高原的隆升和中国现今构造地貌格架的形成直接影

响了中国和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１０４］，如盛行于超大

陆的超级季风在白垩纪解体［１０５⁃１０６］，代之以东亚季

风，由此造成中国的古气候的巨变。 虽然青藏高原隆

升及其地理环境效应是当前的研究热点，目前亟需拓

展研究白垩纪以来的中国东西部地势反转过程的机

制及其深时古地理效应。
（２） 重大生命环境事件的关键古地理指标

地球生命自 ３８ 亿年前诞生之后经历了多次生命

环境突变事件。 突出表现在生物大辐射和大灭绝事

件。 距今约 ２０ 亿年前的地球大氧化作用，导致了真

核生命的出现，使得生物的多样性第一次获得快速的

发展。 第二次大氧化事件，迎来了多细胞后生生物的

大发展，并在寒武纪呈现了爆发式的大辐射。 寒武纪

演化生物群，奠定了现代生物门类的整体框架和多样

性发展的基础。 奥陶纪演化生物群引领了古生代生

物群的发展。 中新生代生命演化形成了现代生物群。
地球生物进化既有高潮，也有低潮。 显生宙以来地球

生物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生物集群灭绝事件。 第一次

大灭绝出现在距今 ４．４ 亿年前的奥陶纪末，导致大约

８５％的物种灭亡。 第二次大灭绝事件出现在 ３．６５ 亿

年前的泥盆纪后期。 ２．５ 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发生

了规模最大的第三次生物大灭绝事件，超过 ９６％的

地球生物灭绝。 ２ 亿年的三叠纪晚期发生了第四次

生物大灭绝，爬行类动物遭遇重创。 第五次生物大灭

绝出现在 ６ ５００ 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又称恐龙大灭

绝。 在这些生命事件中，晚二叠世末期生物集群灭绝

事件是这些事件中研究最多的，被认为是显生宙海洋

动物最大的绝灭事件［１０７⁃１１０］，古生代动物群落由此被

现代动物群落所取代［１１１⁃１１２］；陆地植物群落也受到很

大的影响［１１３］。 该次生物绝灭事件在我国华南、西藏

等地区绝佳的地质剖面中留下完好的沉积记录。 尽

管在西藏、下扬子地区连续海相沉积中 Ｐ⁃Ｔ 事件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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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性变化不甚明显，但在川、渝、黔等地的剖面，显
示为海洋碳酸盐台地的突然死亡及凝灰岩层的覆盖，
或为硅质岩的突然结束和粉砂质页岩对台盆的充

填［１１４⁃１１５］，或者是灰绿色为主的含煤陆相、过渡相陆

源碎屑岩层为紫红色陆源碎屑岩层替代。 在这些地

区事件地层上下岩性、颜色、古生物的剧烈变化，显示

了古地理的显著变迁。 这些生物事件是地球生物与

古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勾勒了生命世界的精彩

与悲凉。 古地理重建特别是关键古地理指标变化的

深层机制及其生命环境效应的研究能存在诸多未解

之谜，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地球的生命环境互馈机制钥

匙，为地球环境保护提供启迪和借鉴。
（３） 未来发展方向

　 　 古地理学主要关注地质历史时期地球表面的系

统特征，古地理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满足人类对地质历

史中未知领域的好奇心，探讨地球生命圈演化的过程

机制，并以之作为预测地球未来的依据之一；另一方

面，该学科也有益于矿产勘查，对寻找和利用人类生

活必需的能源等资源有指导意义。 未来中国古地理

学研究不仅要继续加强服务于矿产资源勘探，如非常

规油气、砂岩型铀矿等沉积矿产资源勘探所驱动的应

用岩相古地理编图及方法探索仍然是研究热点。 还

应加强板块构造古地理与盆地尺度古地理研究相结

合，融合来自沉积学、古生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
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等多学科的古地理记录，建设

对接国际的中国古地理数据库，系统重建中国小陆块

群的多重古地理，深入认识古地理演变的地球生命效

应及其深层机制，特别是显生宙以来重大古地理变迁

的细节及中国独有的地质记录。 古地理重建作为一

项地质研究的系统工程，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成果的

终端展示窗口之一，未来需要不同尺度的古地理重建

相结合，走向标准化和数据库化，使之成为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成果的的重要集大成平台之一。 同时，古地

理重建成果不能局限于地球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范畴，
还需发展友好的、大众化的科普古地理，成为人们了

解地球历史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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