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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在吸收20世纪末叶地史学科研究成果，展望21世纪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发展趋势下改写的新版
地史学教科书。全书贯彻少而精方针，分为4编，11章，约40万字。
总论部分介绍现代地史学基础概念、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引进了层序地层学、事件地层学和全息（
综
合）地层学新思路。各论部分突出中国地史发展主线，对于各断代生物演化史、海平面升降史、古环
境变迁
史、古板块构造史和全球重大地质事件根据新资料作了分析概括。结论部分对地史发展中的一些基本
问题作
了扼要探讨。
本书内容新颖，论述系统性较强，图文配合良好，便于教学使用。可作为高等院校不同类型地史学课
程
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也可供地质、地理、矿产、能源、环境、地震、旅游等行业有关人员以及中学教
师、博
物馆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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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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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绪论
一、地史学内容和任务
二、地史学发展简史
1.地史学启蒙时期
2.近代地史学建立阶段
3.现代地史学形成和发展阶段
4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及杰出代表
第一编 地史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第二章 地层的沉积相及沉积环境
一、沉积相概念及相对比定律
二、沉积环境的判别标志
1.沉积岩组分和结构的环境意义
2.沉积构造的环境意义
3.生物门类及其生态组合的环境意义
4.沉积地球化学标志及其环境意义
三、沉积环境与沉积相类型
1.大陆环境的沉积相类型
2.过渡环境的沉积相类型
3.海洋环境的沉积相类型
四、古地理图及其意义
第三章 地层系统和地质年代
一、地层的概念和地层叠覆律
二、地层之间的关系及其地质意义
1.地层接触关系类型
2.海侵超覆与海退退覆
3.沉积旋回
三、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1地层的划分
2.地层的对比
四、多重地层单位和两类地层系统
1.岩石地层单位
2.时间地层单位与地质年代
3.层序地层学及其意义
4.其他地层单位简介
5.不同地层单位的相互关系
6.地质年代表
第四章 地层沉积组合类型与历史构造分析
一、现代地表构造――地势分异及其沉积组合类型
1.沉积物的组分、结构、几何形态与构造环境条件
2.沉积厚度分析――补偿与非补偿的概念
3.沉积组合主要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二、板块构造和威尔逊旋回
1.板块构造简介
2.威尔逊旋回
3.板块学说对地槽和地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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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造旋回和构造阶段
三、地史中恢复古板块的方法
1.地质学方法
2.古地磁方法
3.生物古地理方法
4.古板块构造与古大陆分布图
第二编 地球早期史及前寒武地史
小引
一、地球早期史简介
1.月球早期演化史的启示
2.地球的早期演化史
3.地球气圈和水圈的形成
二、前寒武地质时代的划分
三、地球上生命起源及前寒武生物演化
1.生命起源问题
2.最早的化石记录
3.前寒武植物界的演化
4.前寒武末期裸露动物群的出现
第五章 太古宙
一、太古宙常见的岩石类型及地史研究方法
二 中国北部太古宙地史特征
1.华北地区的下太古界
2.华北地区的中太古界
3.华北地区的上太古界
4.华北地区太古宙的重大地质事件
三、中国其它地区的太古宇
四、世界太古宇分布及主要类型
1.北方各大陆的太古宇
2.南方各大陆的太古宇
五、太古宙地壳构造演化及造壳速率
第六章 元古宙
一、震旦纪前的元古宙
（一）元古宙地史特征
（二）中国元古宙古构造分区
（三）中国北部元古宙地史特征
1.华北板块的古元古界及其地史特征
2.华北板块中、新元古界的发育及其地史特征
3.塔里木－伊宁板块元古宙地史特征
（四）中国南部元古宙地史特征
1.扬子板块的元古宇及其地史特征
2.华夏地块的元古宙地史特征
（五）中国元古宙（不含震旦纪）矿产资源
（六）世界元古宙（不含震旦纪）地史概述
1.北美板块
2.非洲板块
3.元古宙末原始联合大陆形成问题
二、震旦纪
（一）扬子板块及其大陆边缘震旦纪地史特征
1.峡东震旦纪剖面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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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扬子板块大陆边缘震旦纪地史特征
（二）中国其他地区震旦纪地史概述
1.华北（中朝）板块
2.塔里木板块
（三）中国震旦纪矿产资源
第三编 古生代地 史
第七章 早古生代地史
一、早古生代划分及生物界
（一）早古生代各纪划分和命名
（二）早古生代主要地史特征
1.生物特征
2.沉积特征
3.地壳演化特征
（三）早古生代生物界
1.带壳海生无脊椎动物的繁盛和寒武纪生物大爆发
2.最早脊椎动物的出现
3.植物界概况
4.生物相和生物区系
二、 寒武纪
（一）扬子板块及其大陆边缘寒武纪地史特征
1.扬子板块寒武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扬子板块东南大陆边缘及华夏地块群寒武纪地史特征
3.扬子板块西北大陆边缘寒武纪地史概况
（二）华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寒武纪地史特征
1.华北板块寒武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北板块大陆边缘寒武纪地史特征
（三）中国其他地区寒武纪地史特征
1.冈瓦纳板块及其大陆边缘
2.塔里木板块及其大陆边缘
3.西伯利亚板块南部大陆边缘
（四）寒武系的底界
（五）中国寒武纪矿产资源
三、奥陶纪
（一）扬子板块及其大陆边缘奥陶纪地史特征
1.扬子板块奥陶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扬子板块大陆边缘奥陶纪地史特征
（二）华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奥陶纪地史特征
1.华北板块奥陶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北板块大陆边缘奥陶纪地史特征
（三）中国其他地区奥陶纪地史概述
1.冈瓦纳板块及其大陆边缘
2.塔里木板块及其大陆边缘
3.西伯利亚板块南部大陆边缘
（四）中国奥陶纪矿产资源
四 志留纪
（一）扬子板块及其大陆边缘志留纪地史特征
1.扬子板块志留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扬子板块大陆边缘志留纪地史特征
（二）华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志留纪地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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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北板块志留纪地史概述
2.华北板块大陆边缘志留纪地史特征
（三）中国其他地区志留纪地史特征
1.冈瓦纳板块
2.塔里木板块
3.西伯利亚板块南部大陆边缘
（四）中国志留纪矿产资源
第八章 晚古生代地史
一、晚古生代划分及生物界
（一）晚古生代各纪划分和命名
（二）晚古生代地史特征概述
（三）晚古生代生物界
1.脊椎动物登陆与演化
2.陆地森林出现和植物分区
3.海生无脊椎动物的发展及生物区系
4.二叠纪末期生物灭绝事件
二、泥盆纪
（一）华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泥盆纪地史特征
1.华南板块泥盆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南板块大陆边缘泥盆纪地史特征
（二）华北－柴达木板块及其大陆边缘泥盆纪地史概述
1.华北－柴达木板块
2.华北－柴达木板块南缘及北缘
（三）中国其他地区泥盆纪地史概述
1.塔里木板块
2.西伯利亚－蒙古板块南部大陆边缘
3.冈瓦纳板块北缘
（四）中国泥盆纪矿产资源
三、石炭纪
（一）华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石炭纪地史特征
1.华南板块石炭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南板块大陆边缘石炭纪地史特征
（二）华北－柴达木板块及其大陆边缘石炭纪地史特征
1.华北板块石炭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北－柴达木板块大陆边缘石炭纪地史特征
（三）中国其他地区石炭纪地史概述
1.塔里木板块
2.西伯利亚－蒙古板块南部大陆边缘
3.冈瓦纳板块北部大陆边缘
（四）中国石炭纪矿产资源
四、二叠纪
（一）华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二叠纪地史特征
1.华南板块二叠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南板块大陆边缘二叠纪地史特征
（二）华北－柴达木板块及其大陆边缘二叠纪地史特征
1.华北－柴达木板块二叠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北－柴达木板块大陆边缘二叠纪地史特征
（三）中国其他地区二叠纪地史特征
1.北亚古大陆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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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冈瓦纳板块北缘
（四）中国二叠纪矿产资源
五、古生代地史概述
（一）加里东构造阶段全球海陆分布及演变
1.古大陆和古海洋分布格局
2.古大西洋闭合和劳俄大陆形成
（二）海西构造阶段全球海陆分布及演变
1.古大陆和古海洋分布格局
2.古洋盆的演化和联合大陆的形成
（三）古生代的气候演变
（四）古生代层序地层划分及海平面变化
第四编 中、新生代地史
第九章 中生代
一、中生代概述及生物界
（一）中生代各纪划分和命名
（二）中生代地史特征
（三）中生代生物界
1.陆生脊椎动物的发展和恐龙时代
2.陆生植物组合和气候分带
3.湖生生物组合的繁盛和演替
4.海生生物组合 国际分阶和生物分区
二、三叠纪
（一）华南板块及其大陆边缘三叠纪地史特征
1.华南板块三叠系标准剖面及古地理
2.华南板块大陆边缘三叠纪地史概述
（二）中国北方古陆三叠纪地史特征
1.陕甘宁地区三叠纪标准剖面
2.横向变化及古地理
（三）中国其他地区三叠纪地史概述
1.冈瓦纳板块北缘
2.环太平洋带活动陆缘和外来地体
（四）中国三叠纪矿产资源
三、侏罗纪
（一）古中国大陆东部火山活动带侏罗纪地史特征
1.辽西侏罗系综合剖面及其分析
2.横向变化及古地理
（二）古中国大陆西部大型盆地侏罗纪地史特征
（三）青藏地区海相侏罗系地史特征
（四）中国侏罗纪矿产资源
四、白垩纪
（一）古中国大陆东部火山活动带白垩纪地史特征
1.辽西、松辽白垩系剖面及其分析
2.横向变化及古地理
（二）古中国大陆西部内陆盆地白垩纪地史特征
（三）西藏、塔里木、台湾海相白垩系地史特征
（四）中国白垩纪矿产资源
第十章 新生代地史
一、新生代地史概述及生物界
（一）新生代划分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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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代地史特征
（三）新生代生物界
1.哺乳动物的繁荣及其演化阶段
2.从猿到人的演化
3.被子植物的发展及地理分区
4.海生及淡水无脊椎动物概况
（四）第三系 第四系下界及其年龄
二、第三纪
（一）中国古大陆东部第三纪地史特征
1.早第三纪沉积类型及古气候
2.晚第三纪沉积类型及构造分异
（二）中国古大陆西部第三纪地史概述
（三）西藏、台湾海相第三系地史特征
（四）东南大陆架海域的第三纪地史概况
（五）中国第三纪矿产资源
三、第四纪
（一）中国第四纪地质事件及沉积类型
1.青藏高原迅速隆升及其影响
2.沉降、堆积持衡的黄土高原
3.中国东部差异升降及南北分异
4.海平面升降和海陆变迁
（二）第四纪气候波动与米兰科维奇轨道周期
（三）未来气候变化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四、中，新生代地史概述
（一）阿尔卑斯构造阶段特提斯带的演化
1.阿尔卑斯区
2.喜马拉雅区
（二）阿尔卑斯构造阶段的古太平洋及环太平洋带
1.西部太平洋及其环太平洋带
2.东部太平洋及其环太平洋带
（三）阿尔卑斯构造阶段的联合古陆解体和新海洋形成
1.冈瓦纳大陆解体和新海洋形成
2.北方（劳亚）大陆的变化
（四）阿尔卑斯构造阶段的海平面变化事件与层序地层划分
（五）白垩纪末生物绝灭事件及其原因探讨
第十一章 地史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展望
一、地史中的全球等时性问题
二 地史发展中的阶段性和演化节律问题
1.生物演化的阶段性
2.沉积演变的阶段性
3.岩石圈构造演化的阶段性
4.地球历史中的自然节律及其成因探讨
附录
综合性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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