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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生物所一项目获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文章来源：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1-14 【字号： 小  中  大 】 

1月14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

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出席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已故金玉玕院士领导的，沈树忠研究员等参

与完成的“中国的乐平统和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本项成果属于地球科学领域关于地质历史时期重大生物演化事件及其环境背景的国际前沿性基础研究。地球上

生命从初始形成至今天的繁荣经历了无数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等自然规律的选择，生命的形式从中得到不断的进

化。然而地质学家发现，生物的这种自然演变曾经被灾难事件所点断，生物前进的方向与进程也因此被完全扭转。

在整个地质历程中发生了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二叠纪末期(2.5 亿年前)的生物大灭绝代表显生宙地球生态系统的最

大一次灾难，约95%的海洋生物物种和75%陆地生物物种发生灭绝。 

揭示生物大灭绝的过程及其机制必须依靠精细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研究，需要全球性的视野在统一的时间格架

上分析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国际地层委员会》通常依据地层划分方案，选定地层记录最完

备、研究水平最高的地层剖面作为各国参照的标椎，提交国际地球科学联合会，并正式推荐给国际地质学界使用。

这一标准剖面即为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又称“金钉子”剖面。二叠纪的地层划分方案由于古地理区系

差异明显而存在长期的争论。研究小组着眼于华南详细的生物地层和生物古地理研究，建立完整的中国乐平统地层

学格架，作为对比和参考的标准，根据全球不同地区的二叠系发育特点，提出新的二叠纪年代地层综合框架。这个

新框架包括了俄罗斯的乌拉尔统、美国的瓜德鲁普统和中国的乐平统，得到了全球各国二叠纪研究专家的普遍认

同，被国际地层委员会、世界地质图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新的国际地层表。中国的乐平统及其下属的吴

家坪阶和长兴阶成为我国最早列入国际地质年代表中的地层单位，两颗“金钉子”落户中国。 

中国乐平统的研究不仅体现了我国地层学研究的国际水平，更主要的是为生物大灭绝的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时间

格架。研究小组利用华南完整的乐平统沉积记录和丰富的生物群，开展多门类化石的系统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研

究，建立华南二叠纪海生动物化石数据库。在1991年首次提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由两幕组成。针对生物大灭绝的

主幕，即二叠纪最末期的生物事件，研究小组对浙江长兴煤山二叠—三叠系界线剖面展开综合研究，获取了对十多

个门类古生物化石的延限数据、界线附近的碳氧同位素数据和高精度的同位素绝对年龄值，利用定量分析和数学模

拟方法建立生物大灭绝的模式，提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一次突发性的灾难性事件，与当时广泛而突然出现的环

境快速恶化有关。 

通过华南和西藏等地的数据，研究小组系统地建立了古、中生代之交这一重大地质历史转折时期的年代地层综

合格架，使得中国的乐平统成为世界标准，并精细地剖解了二叠纪末多门类生物群的演化型式，提升了对二叠纪末

生物大灭绝事件的理论认识。 

在研究小组20多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资助。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1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备案序号：京ICP备0500285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