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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沉积地质计划
“

联合古陆
”

项目及 92 年工作会议介绍

联合古陆 ( P A N G E A )项 目是全球沉积地质计划 ( G S G P )第二项全球研究项 目
。

这个项 目

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从宾夕法尼亚纪 (晚石炭世 )开始至早侏罗世末的全球沉积记录及沉积变

化
。

通过研究以了解联 合古陆在它的增大
、

顶峰和解体过程的全球作用及其大小和时间的变

化
、

沉积物 中保存的古气候变化 (包括冰川至沙漠气候 )
、

米兰科维奇旋回证据
,

碳酸盐台地

和生物礁的发展与消亡过程
,

蒸发盐与磷以及二叠纪与三叠纪之间和三叠纪与侏罗纪之间

的两个主要生物灭绝事件
。

联合古陆项 目分五个工作组进行
。

第一工作组
:

古地理
、

板块构造和古气候 (古地理图
、

古气候模拟
、

构造演化
、

沉积相的古地理控制
、

古上升洋流 ) ;
第二工作组

:

沉积记录的全球同

时性 (沉积旋 回
、

煤
、

海平面变化
,

沉积作用 中米兰科维奇参数的影响
,

生物礁
,

碳酸盐岩相
,

冰 川沉积
,

沉积物变化性
,

全球沉积控制 ) ;
第三工作组

:

地层 (生物灭绝
,

生物地层的全球对

比
,

磁性地层学
,

地质年代学
,

古生物群落构造
,

全球事件的时间标定 ) ;
第四工作组

:

资源 (生

油层和储集层
,

煤
,

磷
,

蒸发盐 ) ;
第五工作组

:

综合 (各组成果的综合
,

地质数据定量化与计算

机模拟及与实际地质观察比较
,

沉积盆地演化
,

联 合古陆演化过程和事件及与白奎纪 /新生

代类型最大离散大陆对比
,

与前寒武纪超大陆的对比
,

灵生代全球变化与影响的推断 )
。

这个全球研究项目极其强调学科交叉研 究的方式
。

正如项目负责人 G eo gr e D
.

lK ie n 教

授在今年举行的项 目工作会议开幕词中所说
, “
地学研究方向

,

在以往的十年已经发生变化
。

由于地学的各分支学科所提出的问题
,

在 80 年代初就已梅得较好的解决
,

因而地质学各分

支学科的传统界线已经崩解
。

现在
,

地学研究更加强调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地学各学科的交叉

研究以及地学与其它科学相互结合的学科间研究
。 ”

这一地学研究的趋向值得我们注意
。

我

们现 已采取的地学多学科联合攻关科研方式
,

除要继续发扬外
,

还应进一步开展地学与其它

学科相互结合的研究
,

以创立新的边缘学科
。

同时
,

这一趋向亦应引起我国地质教育界的进

一步关注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

1 9 9 2 年联 合古 陆项 目工 作 会议于 5 月 23 日至 28 日在美国 堪萨斯 州劳伦斯

(L a w er cn 。 )举行
。

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近 80 人
。

其中
,

中华人民共和国 6

名
,

德国 5 名
,

英国 4 名
,

澳大利亚 3 名
,

独联体 2 名
,

加拿大
、

捷克
、

波兰
、

瑞士
、

阿根廷
、

埃塞

俄 比亚
、

中国台湾
、

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各 l 名
,

其余半数以上为东道主美国代表
。

会议头两

天为大会发言
,

然后是按项 目设置的五个工作组分组讨论工作
,

最后一天为野外地质考察
,

主要是考察闻名于世的美国中部地区二叠系和宾夕法尼亚系的旋回沉积
。

这两套地层除了

沉积旋回发育极为完好之外
,

无论其碎屑岩层还是碳酸盐岩层
,

都发育有多层的古土壤层
。

我们觉得
,

在沉积岩区进行工作时
,

尤其是对具暴露环境的碳酸盐岩层
,

要注意识别其中的

古土壤层
。



岩 相 古 地 理

古气候是这次会议的热点议题
。 “

联合古陆
”
全球研究项 目

,

最初就选定古气候作为多学

科相互结合研究的重点
,

并在第一工作组内设立了古气候模拟特别工作组
。

这次会上的学术

交流报告
,

绝大部分都是涉及古气候内容的发言
,

实际上是一次国际古气候学术会议
。

会上

的发言有的侧重构造
一

古气候演化
,

有的则侧重于古气候数值模拟或古气候图编制说明
。

在

古气候数值模拟研究方面
,

目前主要采用如下三种模型
。

1
.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 e C M 模型 ( C o m to u 一 n i t y c l i:二 a t e M o d e l )
:

包括海洋与相互

作用的土壤水分混合层以及雪盖层的参数化法
。

模型的边界条件包括山脉位置及高度
,

上升

大气的 c o Z

含量等
。

2
.

大气总环流模型
,

即 A G c M ( A t m os ph e r i e G e n e r a l c i r e u l a t i o n M od e ls )
:

在地质资料方面

须了解古植物及指示古气候的岩性资料 (古土壤
、

蒸发盐
、

煤
、

风成砂等 )
。

3
`

简单参数气候模型 ( 召访`
沙 P a r a rn e t r l e e l、m a t e M浏 e 一)

:

应用当今海洋
、

陆地
、

山脉上空

的大气压值
,

根据古地理的变化推算古代的大气压
,

重建古气候
。

这一模型还注意到季节性

气候变化
,

山脉的地形阻隔影响
,

根据高压和低压两个端元值
,

近似计算出风向以及预测沿

海岸的水流上涌区和降雨量的高
、

低地区
。

此外
,

在这次会上
,

还展出了 C
.

R
.

S c ot e se 教授等编制的 2 8 幅显生宙全球古地理图
,

颇

具新意
,

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

会议讨论认为
,

须进一步编制 P A N G E A 古地理图
,

亚洲

部分将由成都地矿所许效松研究员负责编制
。

会议还认为
,

地层研究将着重于上石炭统到下
·

侏罗统的几个重要界线研究
,

统一地层划分
、

对比方案
。

(地矿部成都地矿所
、

中国地质科学院沉积与能源地质研究中心

颜仰基
、

吴应林
、

许效松
、

秦建华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