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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稳定的上扬子地区 ,对志留系 ( 439～ 409 Ma )进行了露头层序地层研究 ,建立了 2个二级层序 (不完

整 )和 9个三级层序 ( OS1— OS9) ,每个三级层序的时限约 3. 3 Ma, OS1由龙马溪组和香树园组构成。雷家屯组

包括 2个三级层序。 OS4由马脚冲组和溶溪组构成。秀山组和回星哨组构成 O S5和 OS6层序。 OS7位于关底组

下部。 由关底组上部和妙高组下部组成 OS8。 OS9由妙高组上部和玉龙寺组构成。 O S1和 OS7为Ⅰ 型层序 ,其

余为Ⅱ型层序。 三级层序均发育 TS T和 HST ,而缺乏 LST和 SM ST。 层序的发育与全球海平面变化有密切关

系。 加里东运动造成的扬子地台持续上升及差异升降对二级层序的组成具有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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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序地层学是当今地质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是进行盆地

分析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 ,也是寻找沉积矿产的一种有效方

法。 依靠地震地层学方法 ,对全球海平面变化史和整个大陆

边缘构造沉降史 ,进行较长周期的层序地层学研究的成果较

多〔1～ 3〕 ,而露头层序地层学研究还较薄弱。实践证明 ,在构造

稳定的大陆内部开展这类研究 ,是非常理想的场所〔4〕。

本文选择上扬子地区志留纪地层开展层序地层研究。其

中 ,下志留统以贵州东北部为主要研究区 ,从黔中古陆北缘

向北详细测制了 6条剖面 (图 1) ,它们构成南北向二维层序

地层廓带剖面。 中、上志留统主要依据作者几年前在云南东

部曲靖地区进行的观测 ,并参照了已有的研究成果。

研究区 (图 1)属稳定地台区和陆表海克拉通盆地。其南

侧为黔中古陆 ,东侧为江南古陆。志留纪地层出露良好。岩石

地层〔5〕、生物地层〔6～ 8〕、年代地层〔9～ 14〕、生态地层和沉积古地

理及海平面变化〔7, 8, 15～ 19〕的研究已有系统成果 ,层序地层的

研究也已有良好的开端〔20～ 22〕。 前人的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1　岩石地层单位划分对比关系的厘定
研究区属凯里—三都、桐梓—遵义和印江—石阡 3个地

层分区。前人分别建有不同的岩石地层系统〔5, 12～ 14〕。根据层

序地层的研究 ,现提出划分对比厘定方案 (表 1):①使用石

牛栏群和韩家店群 ,在桐梓—遵义分区 ,因岩性和岩相分异

较小 ,“群”内可分为“段” ,在石阡—印江和凯里—三都分区 ,

岩性和岩相差异显著 ,石牛栏群可划分为香树园组和雷家屯

组 ,韩家店群可划分为马脚冲组、溶溪组、秀山组和回星哨

组 ;②使用香树园组 ,废弃原黔北和川南地区的松砍组和桥

沟组 ,保留川东南秀山一带的小河坝组。

图 1　研究区剖面位置和构造背景

A. 地块界线 ; B. 古陆 ; C.平移断层 ; D. 剖面位置

1. 秀山溶溪 ; 2. 印江合水 ; 3.石阡雷家屯 ; 4. 石阡本庄 ;

5. 湄潭兴隆场 ; 6.余庆苏羊 ; 7. 曲靖

Fig. 1　 The Position o f the study

sec tions and their tec tonic setting

2　上扬子区志留纪层序地层解释
通过对层序、体系域、各类界面的识别和对地层堆叠方

式与结构转换等层序分析 ,将区内志留纪 ( 439～ 409 Ma)划

分为 2个二级层序 (不完整 ) ( Mesosequence,缩写为 MS)和

9个三级层序 ( O rtho sequence,缩写为 OS, O S1- O S9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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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第一至第九层序 ) ,每个三级层序的时限约 3. 3 Ma,

OS1由龙马溪组和香树园组构成。雷家屯组包括 2个三级层

序。 OS4由马脚冲组和溶溪组构成。秀山组和回星哨组构成

OS5和 O S6层序。 OS7位于关底组下部 ,由关底组上部和妙

高组下部组成 O S8, OS9由妙高组上部和玉龙寺组构成。

OS1和 OS7的底界为Ⅰ 型层序界面 ( Type Ⅰ sequence

bounda ry ,缩写为 SB1 ) ,属于Ⅰ 型层序 ,其余层序底界为Ⅱ

型层序界面 ( T ypeⅡ sequence boundar y,缩写为 SB2 ) ,为Ⅱ

型层序。 三级层序均发育海侵体系域 ( T ransg ressiv e sy stem

tr act,缩写为 T ST )和高水位体系域 ( Highstand sy stem

tr act,缩写为 HST ) ,而缺乏低水位体系域 ( Lowstand sy stem

tr act,缩写为 LST )和陆棚边缘体系域 ( Shelf marg in sy stem

tr act,缩写为 SM ST ) ,凝缩段 ( Condensed section,缩写为

cs)发育不明显。

2. 1　贵州东北部下志留统 OS1- OS3层序地层解释 (图 2)

OS1为Ⅰ 型层序 ,其底界 SB1面 ,由 T ST (龙马溪组 )和

HS T (香树园组 )构成 ( Rh uddanian-Aeronian阶 , 439～ 433

Ma )。在桐梓韩家店地区 ,志留系下部发育最为完整 ,龙马溪

组底部含 Glyptograptus persculptus带地层与下伏上奥陶统

五峰组观音桥层呈整合接触。 在溶溪和合水 ,龙马溪组底部

层位所含笔石组合相当于 Glyptograptus persculptus带 -Or-

thograptus veisiculosus带 ,与下伏观音桥层整合接触。 其底

界由北向南 (古陆方向 )逐渐升高的上超变化 ,至石阡雷家屯

龙马溪组底界相当于 Akidograptus acuminatus带 ,在石阡本

庄龙马溪组完全缺失 ,从 OS1的 HST (香树园组 )开始发育 ,

即其底界为最大海泛面 ( Maximum flood surface,缩写为

mfs )。在余庆从 OS2(雷家屯组 )开始发育 ,缺 OS1。该 SB1面

之下的地层 (表 1) ,在溶溪、合水和雷家屯是龙马溪组与观

音桥层接触 ,本庄为香树园组与宝塔组接触 ,兴隆场为香树

园组与牯牛潭组接触 ,苏羊为雷家屯组与大湾组接触 ,总体

呈现下伏奥陶系剥蚀量从北向黔中古陆方向加强的趋势。

该层序 TST (龙马溪组 )沉积上部为远滨环境 ,下部为

含笔石的黑色炭质页岩或灰绿色粉砂质页岩 ,上部多为灰绿

色页岩、钙质页岩。 自下而上钙质增多 ,为加积—退积序列 ,

厚度从北向南依次减薄。HST (香树园组 )上部为远滨—近滨

环境 ,由碳酸盐岩与泥岩不等厚米级旋回 ( 2～ 4 m)层组成 ,

下部为泥岩或钙质泥岩。 上部为瘤状泥灰岩或生物碎屑灰

岩。总体水深较大 ,夹有间歇性风暴作用形成的壳滩风暴岩。

北部厚度大 ,陆源碎屑含量高 ,向南减薄 ,碳酸盐含量增高。

在四川秀山溶溪 ,小河坝组以碎屑岩为主 ,夹几套钙质泥岩

或泥质灰岩 ,通过层序界面追索 ,可与碳酸盐岩相区的香树

园组和雷家屯组对比 (图 2)。

OS2位于雷家屯组下部 ( T ely chian阶下部 ) (图 2)。 为

Ⅱ型层序 ,其底界 ( SB2 )面为一明显的海侵冲刷面 ,界面之上

为一层 50 cm厚海百合茎亮晶灰岩 (可能属 SM ST性质 ) ,

TST以上部远滨黄绿色页岩为标志 ,余庆苏羊 TST由薄层

泥晶灰岩组成。 HST由礁滩—近滨瘤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

和钙质页岩组成。 从北向南钙质成分增多 ,页岩减少及厚度

减薄 ( TST: 5～ 30 m, HST: 10～ 60 m )。在碎屑岩较发育的溶

溪 , HST为钙质泥岩。 在雷家屯发育小型珊瑚礁体 (属点

礁 ) ,为中厚层灰岩及珊瑚礁灰岩、层孔虫礁灰岩及礁前塌积

的生物砾块灰岩组合。

表 1　贵州东北部和四川东南部志留系岩石地层单位划分与对比

Table 1　 Subdivision and correlat ion of rock-stratigraphic unit in Guichou and Sichuan,China

地

层

地

区
秀山溶溪 印江合水 石阡雷家屯 石阡本庄 湄潭兴隆场 余庆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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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3位于雷家屯组的上部 ( T ely chian阶中部 ) (图 2) ,由

TST ( 30～ 50 m)和 HST ( 7～ 65 m)组成。底界为岩性突变面

或海侵冲刷面 ( SB2 )。在石阡雷家屯 TST底部为一层厚 2. 9

m海百合茎亮晶生物碎屑灰岩组成 (可能属 SM ST性质 ) ,

其上为快速加深形成的远滨黄绿色页岩。 T ST内由旋回性

不明显的页岩与少量钙质页岩和生物碎屑灰岩透镜体组成。

HS T由礁滩—近滨生物碎屑亮晶灰岩、瘤状灰岩、钙质页岩

组成。 在溶溪以钙质页岩和泥质灰岩为特征 ,顶部发育苔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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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礁灰岩及鱼骨状交错层理、板状交错层理 ,并见鸟眼构造

和泥裂等浅水暴露构造。 在石阡本庄、湄潭兴隆场和余庆苏

羊 HST均为生物碎屑灰岩、瘤状灰岩 ,与 OS4之间为岩性

突变面及地层结构转换面 ( SB2 )。

图 3　余庆苏羊和石阡本庄 OS2和 OS3

层序碳氧同位素变化曲线图

Fig. 3　δ18O andδ13C curves o f OS2 and OS3 in

the Benzhuang and Suyang sections, Guizhou

图 4　贵州东北部志留系 OS4- OS6层序地层格架

Fig. 4　 Silurian sequence stra tig raphic framew o rk fr om OS4- OS6 in no rtheastern Guizhou, China

对本庄和苏羊剖面 OS2和 OS3层序的氧碳稳定同位素

分析表明 (图 3) ,氧碳同位素值均在层序界面处呈同步的负

偏波动变化 ,在层序内部曲线明显呈向上正偏走势 ,可能反

映出总体向上变浅的特点。与 O S2相比 , OS3的氧碳同位素

曲线相对偏负 ,可能说明 OS3较 OS2总体水深度大一些。

2. 2　贵州东北部下、中志留统 OS4- OS6层序地层解释 (图

4)

OS4由 T ST (马脚冲组 )和 HST (溶溪组 )组成 ( Telychi-

an阶上部 ) ,底界面为间断加深面 ( SB2 )。横向上岩性变化不

明显 ,但厚度有明显变化。 TST由近滨黄绿色、灰绿色页岩

组成 ,岩性单一 ,为旋回性不明显的加积序列 ,北东 ( 200 m)

向黔中古陆方向厚度依次减薄 ( 10 m )。这与江南古陆不断提

供丰富的碎屑物源有关。 HST (溶溪组 )即下红层 ,为前滨紫

红色、黄绿色等杂色泥岩、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夹厚层

细砂岩 ,含较丰富的腕足类和双壳类化石 ,发育浅水波痕和

生物遗迹构造 ,代表干旱和相对浅水的沉积环境。 厚度由北

东 ( 200 m)向南和向西逐渐减薄 ( 100 m)。

OS5为Ⅱ型层序 ,由秀山组下段组成 ,其 TST相当于秀

山组下段下部 ( T elychian阶顶部 - Sheinw oodian阶底部 ) ,

以前滨 -近滨黄绿色、灰绿色页岩、泥岩为主 ,由粉砂质泥岩

和钙质泥岩、泥质灰岩组成不明显的旋回层 ,北厚 ( 300 m )南

薄 ( 100 m)。兴隆场 OS4沉积之后已隆升 ,没有接受 O S5的

沉积。 HST相当于秀山组下段上部 ,由近滨—前滨黄绿色、

灰绿色泥岩与钙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组成 ,为加积 - 进积

序列 ,区域上厚度一般小于 50 m,由于当时东北部物源补给

充分 ,合水一带厚度达 120～ 185 m。湄潭兴隆场缺失秀山组

及以上的地层 ,表明盆地基底构造沉降与隆升差异明显。

OS6为Ⅱ型层序 ,由 TST (秀山组上段 )和 HST (回星哨

组 )构成。 TST以远滨黄绿色、灰绿色页岩夹少量透镜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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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碎屑灰岩为特征 ,旋回性不明显 ,为加积 -退积序列。厚度

变化较大 ( 100～ 300 m )。 HST由一套近滨 - 前滨进积碎屑

岩序列组成 ,下部相当于上红层 ,由紫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

与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组成 ,上部由潮道相粉砂

-细粒石英砂岩及少量砂质泥岩组成不等厚旋回层。厚度从

合水和溶溪 170 m向南至雷家屯一带减薄至 100 m,至本庄

已完全缺失回星哨组。 回星哨组上部砂岩多呈楔状体 ,交错

层理发育 ,并与泥岩、粉砂岩组成多个 50～ 150 cm厚的不等

厚的旋回层。

表 2　上扬子区志留纪综合地层划分与对比

Table 2　 Subdivision of Silurian sequence stratigraphy(OS1～ OS9) in Upper Yangtze

region and their correlat ion with other stratigraphic units

年代地层 生物地层 岩石地层 层序地层

统 阶 笔石带和年龄 ( Ma* ) 组 界面 体系域 层序

沉积
环境

上
志
留
统

中
志
留
统

下
志
留
统

上
奥
陶
统

P
R
ID
O
L
I

L
U
D
L
O
W

W
E
N
L
O
C
K

L
L
A
N
D
O
V
E
R
Y

A
S
H
G
IL
L

LAUFORDIAN

GO RSTIAN

HOM ERIAN

SHEINWOODIAN

T ELYCHIAN

A
E
R
O
N
I
A
N

FRONI AN

IDWIAN

RHU DDAN IAN

HIRN AN TI AN

Transgredius
Un cinatus

S aetograp tus

Tumescens
N ilssoni-colonus

Lundgren i
Ramosus

Flexi lis
Riccartoensis

409

411

415

424

426

Murch isoni
Centr if ugus

Grandis
Sp iral is

430

Grienstoniensis

Crisp us

Tu riculatus

sedgwickii

433

Convolutus
Gregarius

Cyphus
Vesiculosus
Acuminatus
Persculp tus

Hirnan tia
Fauna

437

439

玉龙寺组
Yulongsi Fm.

妙高组
Miaogao Fm.

关底组
Guandi Fm.

上部

下部

上部

下部

上部

下部

回星哨组
Huixing shao Fm.

秀山组
Xiushan Fm.

上段

下段

溶溪组
Rongxi Fm.
马脚冲组
Majiaochong Fm.

雷家屯组
Lei jiatun Fm.

香树园组
Xiangsh uyuan Fm.

Longmaxi Fm.
龙马溪组

五峰组
观音桥层
Guan yinqiao Bed

mfs

SB2

mfs

SB2

mfs

SB1

mfs

SB2

mfs

SB2

mfs

SB2

mfs

SB2

mfs

SB2

mfs

SB1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HST

TST

LHST

OS9
　
　

OS8

OS7

OS6

OS5

OS4

OS3

OS2

OS1

前滨
|
近滨

前滨
|
近滨

前滨
|
近滨

前滨
|
上部
远滨

前滨
|
近滨

前滨

近滨

近滨
|
礁滩
|
上部
远滨

近滨
|
上部
远滨

上部
远滨

近滨

　　　* 　界线年龄 ( Ma)据 Harland W B, Armst rong R L, Cox A V, et al. Ageologic time scale, 1989. Land on: Cam bridy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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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云南东部曲靖中、上志留统 OS7- OS9层序地层解释

曲靖地区志留系包括关底组、妙高组和玉龙寺组 (时限

Wenlock世 Homerian期 - Pridoli世 ) ,下与寒武系双龙潭组

平行不整合接触 ,上与泥盆系连续沉积。根据综合研究 ,并参

照已有资料〔22〕 ,将其划分为三个三级层序 ( OS7- OS9)。

OS7为Ⅰ 型层序 ,由关底组下部 ( Homerian阶 )组成。其

底界 SB1面上常见 0. 5 m厚的残积粘土层 ,侧向追踪可见底

砾岩和古岩溶角砾岩。 TST以近滨黄绿色、灰绿色页岩为

主 ,含较丰富的腕足类化石。 HS T以前滨泥质灰泥岩夹泥页

岩为特征 ,含丰富的珊瑚 (Micula-Ketophyllum 组合 )和腕足

类化石 ,产 Ozarkodina crispa牙形石。

OS8由关底组上部和妙高组下部 ( Ludlow统 )组成 ,为

Ⅱ型层序 ,其底界 SB2介于关底组下部与上部之间 ,该界面

为岩性突变面 , TS T底部灰色中厚层细粒石英砂岩与其下

伏 O S7- HST顶部紫灰、灰绿色页岩接触 ,界面上可见帐篷

状构造和泥裂。该层序 TST以近滨灰色、紫红色泥页岩和钙

质页岩为特征。 HS T(妙高组下部 )以前滨灰色薄层泥灰岩、

白云质泥晶灰岩与黄绿色泥 (页 )岩为特征。

OS9为Ⅱ型层序 , SB2面介于妙高组下部与上部之间 ,

为岩性突变面 ,界面处见滞留砾屑灰岩和帐篷状构造。 妙高

组上部和玉龙寺组下部组成 TST ,以近滨灰色瘤状泥质生

物碎屑灰岩与泥 (页 )岩、粉砂岩为特征。 侧向在马龙一带见

礁灰岩及礁前塌积灰岩沉积。 HST由玉龙寺组上部地层构

成 ,以前滨灰色灰泥岩、瘤状灰岩与黄绿色泥页岩为主 ,顶部

出现少量白云质灰岩。上扬子区志留纪综合地层划分与对比

见表 2。

3　上扬子区志留纪相对海平面变化及
其国际对比

　　生态地层资料主要依据戎嘉余等〔15〕 ,陈旭、戎嘉余〔17〕的

研究成果。区内 9个三级层序和 1个二级层序分别代表 9个

三级和 1个二级海平面升降旋回。

晚奥陶世 ,由于南极冰盖的凝聚 ,全球海平面下降 ,上扬

子区的周缘处于海平面之上。盆地中心则发育属晚期高水位

期的五峰组观音桥层沉积。OS1的底界为一向黔中古陆方向

海岸上超的 SB1面。龙马溪组底部海侵开始 ,笔石分异度低 ,

属浅水还原环境 ,随后海平面上升 ,笔石分异度递增。沉积记

录也反映出从还原向氧化环境转变。海平面上升的顶峰在香

树园组底部 ,此时海域范围已扩展到本庄、兴隆场。香树园组

中上部为总体向上变浅的高水位海平面下降过程。雷家屯组

沉积初海平面上升 , TST阶段腕足底栖组合相当于 BA3,

HS T阶段相当于 BA2,与沉积记录所反映的海水总体向上

变深 ,达到最大海泛面后转为总体向上变浅海平面变化一

致。 OS3的 TST和 HST腕足底栖组合分别为 BA3和 BA2。

沉积记录也反映为一个完整的海平面升降旋回。第二和第三

海平面旋回的最大海泛期以含 Pentmerus - Stricklandia组

合为识别标志。 OS4的 TS T属 BA2组合 ,下红层属高水位

期沉积 ,含分异度极底而个体数量丰富的双壳类 ,相当于

BA1- 2,反映海水总体向上变深后转为变浅海平面变化。

OS5属于底栖组合 BA2,沉积记录反映为一个三级海平面

变化旋回。代表 OS6的秀山组上段为又一次海平面上升 ,底

栖组合相当于 BA3。 HST为海平面转向下降 ,海域范围缩

小 ,粗碎屑物源不断增高 ,底栖组合呈现从 BA3→ BA1的变

化。 该层序顶界为平行不整合界面 ,下二叠统覆于志留系不

同层位之上。

贵州东北部早、中志留世处于内陆海 (陆表海 )环境 ,地

台基底持续上升 ,周围古陆和水下隆起提供充足的碎屑物

质 , OS1- OS6构成一个二级海平面旋回。 其最大海泛期相

当于香树园组沉积期。从溶溪组开始区域性差异抬升作用明

显加剧 ,根据韩家店群和湖北一带纱帽群厚度、岩性、沉积环

境、古流向、古海岸方向等分析 ,表明江南古陆为周围盆地供

给了充足的碎屑物质 ,另一主物源区是黔中古陆。因此 ,具有

双物源混合陆棚型沉积性质。

在世界范围内 , Johnson, M. E. 等〔16〕曾依据 Mcker-

row〔23〕的资料 ,将北美东北部的克拉通陆架的下志留统的沉

积环境与中国扬子陆架同期地层进行比较 ,提出 L landovery

统含 4个全球性海进 -海退事件。 Ross和 Ross〔24〕概括志留

纪海侵 -海退旋回时基本与上述观点一致。其第 2旋回相当

于贵州北部第 2和第 3旋回 ,其它 3个旋回均可以对比。

Breet等〔25〕对北美东部阿巴拉楔前陆盆地志留系的研究 ,提

出 L landove ry统至下 Wenlock统划分为为 4个 3级层序 ,

与贵州东北部比较 ,除其第 3旋回与贵州北部 OS4一致外 ,

其余均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 ,海平面旋回的国际对比有待今

后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4　主要结论
( 1)根据露头层序地层学的研究 ,提出上扬子地区志留

纪 ( 439～ 409 Ma )划分为 9个三级层序 ( OS1- O S9)的方

案 ,其中包括 2个Ⅰ 型层序和 7个Ⅱ 型层序 ,每个三级层序

的延续时限约 3. 3 Ma。

( 2)综合层序地层和沉积环境分析 ,并结合前人生态地

层学研究成果 ,讨论了上扬子地区志留纪 9个三级层序所对

应的相对海平面变化特征 ,并与北美志留纪海平面变化曲线

作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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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urian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Upper Yangtze Region, China

Chen Jian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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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 Wenbo
2

1(Department of Geology andMineral Resources, China Univers 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2( Facul ty of Earth Sciences, China Univers 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430074)

Abstract

The no rtheastern Guizhou and the eastern Yunnan a re lo cated on the Upper Yang tze Platfo rm. The

present study on seven sections in the region ha s established nine 3rd order sequences f rom the Llan-

dovery ( 439 Ma ) to the Pridoli ( 409 Ma ) , wi th an average dura tion of 3. 3 Ma. The nine 3rd o rder se-

quences have consti tuted tw o 2nd o rder sequences. The fi rst sequence consists o f Longmaxi Fm. and Xi-

angshuyuan Fm. , ex tending chronolo gically f rom Rhuddanian to Ea rly Tely chian, w ith a distinct type-Ⅰ

sequence boundary a t the bot tom. Basinwa rd, the bo ttom boundary shows as continuity at Tong zi belong-

ing to Guizhou, w hi le landw ard to the centra l Guizhou old land i t becomes an overlap disconfo rmity. Tw o

3rd order sequences have been recognized in the Lei jia tun Fm. The Majiaochong Fm. ( TST) and Rongx i

Fm. ( HST ) make up the fourth sequence. The fif th and the six th sequenc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Xiushan Fm. and Huixingshao Fm. respectiv ely. The sequence boundary betw een them, however, is n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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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ing wi th the boundary o f the fo rmations. The second to fif th sequences a re w ithin the Telychian,

and the six th sequence is ea rly Sheinwoodian in age. The seven to the ninth sequence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Guandi Fm. the Miaogao Fm. and the Yulong si Fm. ex tending chronologically f rom the Homerian

stag e belonging to Wenlo ck to Prido li. The fi rst sequence and the seventh sequence among these nine se-

quences a re type-Ⅰ sequences, th e others type-Ⅱ sequences.

The above mentioned nine sequences are basically controlled by eustatic changes. Ow ing to the ef-

fects of the Caledonian movement, the steady uplif ting of the Yang tze Pla tform during Si lurian had ap-

parent ly exerted an influence on the forma tion and the characters o f the sequences. From the bo t tom up-

w ard, in each of the 3rd o rder sequences, the ra tio o f si liciclastics increases continuously wi th a cor re-

sponding increase in the thickness o f sequence. In all o f the thi rd-o rder sequences, T ST and HST a re w ell

displayed, but wi thout LST and SM S T.

Key words　 sequence st ra tig raphy　 sea-level change　 Si lurian　 Upper Yang tze reg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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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rbon Isotope Cyclostratigraphic Responses to Sea Level

Change in Upper Permian Limestones from South China

Li　 Yucheng
(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Institute of Gelolgy and Paleonot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 anjing　 21008)

Abstract

The ca rbon iso tope shif t s during Upper Permian in the South China drop gradually , and such phe-

nomena may co rrespond to sea lev el change. There a re tw o 3rd o rder cycle of ca rbon iso tope st ra tig raphy

o f Late Permian. The early one is included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Wujiapingian Stag e, while the late one

is included in the upper Wujiapingian and Changhsingian Stag e. The carbon isotope curv e in Changhsin-

gian o f South Chian can be distinguished th ree 4th order cycles f rom late 3rd order cycl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limestones wi th high values ofδ
13
C was depo sited during highstand of sea lev el , while tho se wi th

low values ofδ
13
C was deposi ted a t low erstand o f sea level. Therefo re, the 3rd o r 4th-cycles of ca rbon

isotope curve co rrespond to the 3rd o r 4th order of sea lev el change, an interpretation suppo rted by se-

qence stra tig raphy analy sis in South China. Based on ca rbon iso topic curv e, the sea lev el dropped from

Wujiapingian to Changhsingian, that is perfect ly conincident w ith the st rongest reg ressions o f the end of

Permian in the wo rld. It may indicates that the carbon iso topic curves reco rd the g lobal sea lev el

changes, and may suggests that sediments of the changhsingian limestones deposi ted in t ransg ression in-

duced by regional tectonic subsidence in South China.

Key words　 Upper Permian　 South China　 carbon iso tope　 sea lev e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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