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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先前研究成果的分析，归纳了现行层序模型（沉积层序、成因层序和 Ｔ－Ｒ 层序）和层序地层标准化流程，对比分析了各

层序模型的优点和不足，认为各层序模型均为不同地质背景下地层记录的理论提炼，具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适用于各自的地质背

景；模型构成（体系域）的出现受控于可容纳空间与物源供给的相互作用，具体归因于构造、海平面、物源和气候等的变化；层序地层

的标准化就是独立于模型与依赖于模型 ２ 个方面和方法的结合，标准化的关键在于层序地层格架基石或建造块（成因类型）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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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序地层学作为一种新的基于成因、过程分析

的地层分析方法，被认为是沉积地质学的第三次概

念革命［１］，其不仅有助于理解沉积地层的沉积机

制，且对沉积矿产具有强大的预测功能［２－３］。 基于

此，层序地层学在沉积矿产勘探领域得以广泛推广

和普遍应用，并且伴随着一系列层序模型的诞

生［４－１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然

而，层序地层模型的持续争议和相关术语的混乱，
给学科发展及学术交流造成了诸多不便，故 Ｃａｔｕ⁃
ｎｅａｎｕ 等［４］ 推荐进行层序地层标准化工作，以期进

一步完善学科的发展。

１　 层序地层模型

１．１　 Ｓｌｏｓｓ 层序

层序地层学通常被认为源自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的地震地层学。 事实上，与层序地层学有关的沉

积、不整合与基准面变化关系的研究要早于地震地

层学［１７］。 Ｓｌｏｓｓ 等［１８］ 在北美地质学会年会上就提

出过层序的概念，认为层序为一套级别重大的、跨
越大多数北美地台的区域不整合所限定的地层单

元。 Ｋｒｕｍｂｅｉｎ 等［１９］ 详述了层序概念，认为层序代

表重大的构造旋回。 Ｓｌｏｓｓ 等［２０］ 应用层序概念于

北美地台，将区域构造不整合面界定的北美克拉通

前寒武纪晚期—全新世地层划分为 ６ 个超层序。
值得一提的是，Ｓｌｏｓｓ 等［１８，２０］ 提出的层序为比群或

超群更高级别的地层单元（构造层序），此限制层

序只能应用于区域尺度的地层研究。 同时，此层序

概念仅涉及以陆上不整合面界定的层序，而不整合

面局限于盆地边缘且沿沉积倾向逐渐消失，故难以

建立整个盆地的等时格架（图 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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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Ｓｌｏｓｓ 层序和地震层序的层序数目［１７］

Ｆｉｇ．１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ｌｏｓ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１．２　 地震地层学层序

基于对大量地震模型的分析，Ｍｉｔｃｈｕｍ 等［２１］

引进了相对应的整合面的概念，从而将层序定义为

由盆缘不整合面及其盆内相对应的整合面所限定

的一套相对整一的、成因上有联系的地层单元。 此

层序术语的提出，一方面使层序界面延伸于整个盆

地，建立了全盆范围的地层格架（图 １） ［１７］；另一方

面使得层序术语独立于空间和时间尺度，可应用于

不同尺度的地层研究。 为区别 Ｓｌｏｓｓ 等［１８，２０］ 的超

层序概念，Ｍｉｔｃｈｕｍ 等［２１］ 的层序被认为是沉积层

序［１７］；自提出之日起，因相对应的整合面形成时

间、性质等受到诸多学者的争议，进而导致一系列

沉积层序模型的提出。
１．３　 沉积层序

１．３．１　 Ⅰ和Ⅱ型层序模型

为区分不同构造背景，Ｖａｉｌ 等［２２］ 首次提出了

Ⅰ型和Ⅱ型层序边界定义。 Ⅰ型层序边界形成于

快速的绝对海平面下降阶段，此时陆架边缘处的海

平面下降速率高于构造沉降速率，进而引起广泛的

陆上暴露和重要的下切侵蚀。 Ⅱ型层序边界形成

于缓慢的绝对海平面下降阶段，此时陆架边缘处的

海平面下降速率低于构造沉降速率，进而引起较小

的陆上暴露和下切侵蚀。 Ⅰ型和Ⅱ型层序边界的

主要不同在于暴露和下切侵蚀程度的不同。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等［５］重新修订了Ⅰ型和Ⅱ型层序

边界的定义，认为Ⅰ型和Ⅱ型层序边界的出现取决

于沉积滨线坡折处的海平面下降速率与构造沉降

速率，由此造成更多的概念混淆［１７］。
Ⅰ型层序边界形成于沉积滨线坡折处的绝对

海平面下降速率高于构造沉降速率期，引起了广泛

的陆上暴露和重要的下切侵蚀。 Ｉ 型层序模型可

细分为低位体系域（ＬＳＴ）、海侵体系域（ＴＳＴ）和高

位体系域（ＨＳＴ），其除在海平面曲线上标定体系域

分布区间之外，重点标定了“相对应的整合面”的

位置，为海平面从最高点下降至近于 １ ／ ８ 周期位置

（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因海平面下降至最低点时，陆上

不整合面向盆内延伸达最大，故陆上不整合面不可

能同海平面下降至近于 １ ／ ８ 周期处的时间面相连

接，故Ⅰ型层序边界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２３］。 意

识到将相对应的整合面（ｃｃ）标定于海平面下降至

近于 １ ／ ８ 周期位置处的不恰当性，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等将

ｃｃ 移 至 相 对 海 平 面 开 始 下 降 时 间 点 （ 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 故认为现行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和 Ａｌｌｅｎ［６］

的层序模型为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和 Ｖａｉｌ［５］ 的Ⅰ型层序

的演变。
Ⅱ型层序边界形成于沉积滨线坡折处的海平

面下降速率低于构造沉降速率期，据此推理Ⅱ型层

序边界形成于相对海平面上升期（通常认为陆上

不整合面形成于相对海平面下降阶段）。 Ⅱ型层

序模型可细分为陆架边缘体系域（ＳＭＳＴ）、海侵体

系域（ＴＳＴ）和高位体系域（ＨＳＴ），相对应的整合面

（ｃｃ） 位置放置于海平面下降结束时间点 （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理论上，相对海平面上升期，在远离

沉积滨线坡折带的陆上位置不整合面持续发育，但
在滨岸地带不会有暴露不整合面的产生。

理论上，绝对海平面变化和构造沉降速率极难

区分；实践中，不整合面的发育程度极难确定。 有

鉴于此，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等［６］ 提出废除Ⅰ型和Ⅱ型层

序及其边界，以便形成单一的沉积层序及其边界。
随着Ⅰ型、Ⅱ型层序边界术语的弃用，Ⅱ型层序模

型随之废弃，Ⅰ型层序模型演变为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等

的层序模型（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１．３．２　 Ｖａｎ Ｗａｇｏｎｅｒ 层序模型

Ｖａｎ Ｗａｇｏｎｅｒ 等［７－８］将层序划分为低位体系域

（ ＬＳＴ ）、 海 侵 体 系 域 （ ＴＳＴ ） 和 高 位 体 系 域

（ ＨＳＴ） ［７－８］ ，除在海平面曲线上标定体系域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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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层序地层模型［３，５－９，１２－１５］

ＬＳＴ．低位体系域；ＴＳＴ．海侵体系域； ＨＳＴ．高位体系域； ＳＭＳＴ．陆架边缘体系域； ＦＲＷＳＴ．强迫海退楔体系域；
ＬＰＷＳＴ．低位前积楔体系域； ＦＳＳＴ．下降期体系域； ＲＳＴ．海退体系域；ｃｃ．相对应整合面； ｍｆｓ．最大水泛面； ＳＮＲ．静止正常海退

Ｆｉｇ．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间外，将相对应整合面（ ｃｃ）放置于海平面下降结

束时间点（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此 ｃｃ 之设定方案，被
后续的四分层序地层模型所接受［３，９－１０，１７］。
１．３．３　 四分层序模型

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等［５］将相对海平面下降阶段的沉

积指定为低位扇沉积（低位体系域早期），然而并

没有提供具体的实例和详细的识别标志以区分低

位扇沉积［１１］。 Ｐｌｉｎｔ 等［２４］ 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前陆

盆地上白垩统森诺曼阶 Ｄｕｎｖｅｇａｎ 组发现滨海砂岩

直接覆盖在滨外泥岩之上，砂体底界发育 Ｇｕｔｔｅｒ
Ｃａｓｔｓ 构造，由此将此套相对海平面下降期的沉积

产物定义为强迫海退。 Ｈｕｎｔ 等［９］将经典三分模型

中的低位扇称为强迫海退楔体系域（ＦＲＷＳＴ），将
低位楔称为低位前积楔体系域（ＬＰＷＳＴ），层序边界位

于 ＦＲＷＳＴ 和 ＬＰＷＳＴ 之间。 由此层序自下而上为

ＬＰＷＳＴ－ＴＳＴ－ＨＳＴ－ＦＲＷＳＴ（图 ２）［３，５－９，１２－１５］。 此四分

方案随后被 Ｈｅｌｌａｎｄ⁃Ｈａｎｓｅｎ 等［２５］ 证明了其理论上

的逻辑性，将层序自下而上分为低位楔体系域

（ＬＷＳＴ）、海侵体系域（ＴＳＴ）、高位体系域（ＨＳＴ）、
强迫海退楔体系域（ＦＲＷＳＴ），显而易见他们主张

将强迫海退楔体系域（ＦＲＷＳＴ）放在沉积层序顶

部，严格遵循层序关于不整合面及其相对应的整合

面为界的概念［１２］。 随后，Ｈｕｎｔ 等［１０］ 为避免误解，
将 ＦＲＷＳＴ、ＬＰＷＳＴ 分别更改为 ＦＲＳＴ、ＬＳＴ，由此层

序自下而上为 ＬＳＴ－ＴＳＴ－ＨＳＴ－ＦＲＳＴ。 Ｐｌｉｎｔ 等［１１］

将基准面下降期的沉积命名为下降期体系域

（ＦＳＳＴ），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将四分层

序模型定格为 ＬＳＴ－ＴＳＴ－ＨＳＴ－ＦＳＳＴ，成为目前普遍

应用的层序术语。 尽管出现与下降期体系域

（ＦＳＳＴ）同义的多个层序术语，但都强调一个类似

的问题，而且达到类似的结果［３，１１］。
Ｈｕｎｔ 等［９］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层序地层四分方

案的诞生，其具有以下特征：（１）首次将体系域分

布与相对海平面曲线相结合，认识到相对海平面

（绝对海平面和构造）是控制层序形成的驱动机

制；（２）强迫海退楔体系域（ＦＲＷＳＴ）形成于相对海

平面开始下降至下降结束期，其底界面为强迫海退

面（ＢＳＦＲ，ｂａｓ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顶界面

为层序边界；（３）他们的四分模式 ＬＰＷＳＴ－ＴＳＴ－
ＨＳＴ－ＦＲＷＳＴ 和 ＬＳＴ－ＴＳＴ－ＨＳＴ－ＦＲＳＴ 演变为后来

四分模式的原型［２６］。
Ｃａｔｕｎｅａｎｕ 等［３，１７］对层序地层学主要模型进行

了系统对比研究，采用 ＬＳＴ－ＴＳＴ－ＨＳＴ－ＦＳＳＴ 四分

模型，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层序地层学标准化建议方

案的核心概念模型［１２］，其模式亦将相对应的整合

面 ｃｃ 放 置 在 基 准 面 曲 线 最 低 位 置 （ 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此四分模型中，将体系域与特定的

成因单元、成因事件相联系，如：下降期体系域

（ＦＳＳＴ）与强迫海退、低位体系域（ＬＳＴ）与低位正

常海退、海侵体系域（ ＴＳＴ）与海侵、高位体系域

（ＨＳＴ）与高位正常海退，为后续标准化工作准备

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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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沉积层序具有如下特征：（１）各层序模型

都在具余弦变化特征的海平面曲线、相对海平面曲

线和基准面曲线上标定体系域分布区间；（２）不整

合面并非单一时间界面，而是持续时间段的物质表

现形式，故各层序模型均未能在海平面曲线、相对

海平面曲线和基准面曲线上标定具体的不整合面，
仅仅设定相对应的整合面（ｃｃ）的位置；（３）沉积层

序边界均包括陆上不整合面。 陆上不整合面形成

于基准面下降阶段，对于基准面持续上升情况，沉
积供给与可容纳空间的相互作用导致 ＬＳＴ－ＴＳＴ 等

重复出现，此时沉积层序理论应用受到局限；（４）
沉积层序边界为概念上的时间界面，并不依赖沉积

供给速率，避免层序界面沿沉积走向、倾向的穿时

性；（５）沉积层序的主要差异在于相对整合面（ｃｃ）
位置放置的不同，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等［６，２７］ 设定 ｃｃ 于基

准面初始下降起点，即下降期体系域（ＦＳＳＴ）底界

面（图 ２［３，５－９，１２－１５］、图 ３［５，９，１３，１７］ ）；下降期体系域

（ＦＳＳＴ）底界面在地震剖面上可明显识别，且界面

上下岩性具突变特征，但此模型的低位体系域包含

明显的陆上不整合界面（图 ３） ［５，９，１３，１７］，有违成因

相关 的 层 序 定 义。 Ｖａｎ Ｗａｇｏｎｅｒ 等［７－８］、 Ｈｕｎｔ
等［９－１０］放置 ｃｃ 于基准面初始上升点，即下降期体

系域（ＦＳＳＴ）顶界面（图 ２［３，５－９，１２－１５］、图 ３［５，９，１３，１７］ ）；
此放置方案避免了层序内部包含不整合面，但基准

面初始上升点为理论上的时间界面，岩心、露头处

极难区分［１１，２８］。
１．３．４　 修订的 Ｅｘｘｏｎ 沉积层序模型

Ｎｅａｌ 等［２９］ 和 Ａｂｒｅｕ 等［３０］ 依据受控于可容纳

空间与沉积供给相互作用的地层堆叠样式，提出了

可容纳空间序列（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的概

念，自下而上包括 ＰＡ（ｐ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ｇ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序列、Ｒ（ 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序列和 ＡＰＤ（ａｇ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序列，对应的体系域（四
分层序模型）依次为低位体系域、海侵体系域、高
位体系域＋下降期体系域（ＡＰ ＝高位体系域、Ｄ ＝下

降期体系域）。 可容纳空间序列具以下特征：（１）Ａ
序列、Ｄ 序列、ＡＰＤ 序列等的出现能反映出可容纳

空间与沉积供给相互作用的状况，进而预测随后序

列的出现；（２）此模型以 ＡＰＤ 序列顶部（下降期体

系域顶部）为层序边界，与四分层序模型相一致；
（３）此模型的相关序列是基于地层堆叠样式设定，
都被赋予层序格架的基本建造块［２９，３１］，不同之处

在于定义术语的差异。
１．４　 成因地层层序模型

基于对 Ｆｒａｚｉｅｒ 等［３２］ 沉积幕的分析和墨西哥

湾古近系地层的研究，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等［１４］ 提出以最大

海泛（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或最大海侵（ｍａｘｉ⁃
ｍｕｍ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亦即后来演变成的最

大水泛面（ＭＦＳ）作为层序边界的成因地层层序

（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成因地层层序特征如下：（１）最
大水泛面（ＭＦＳ）代表一定的沉积间断（沉积物供

给不足时，出现于陆架边缘或斜坡地带）；（２）最大

水泛面（ＭＦＳ）标志着海退与海侵的转变，岩性上具

明显区别特征，其在全盆范围内较易识别，从而克

服了相对整合面的识别困难；（３）基准面持续上升

过程中的海侵海退地层（无不整合面出现） ，最大

图 ３　 ２ 种不同沉积层序边界［５，９，１３，１７］

ＳＵ．陆上不整合；ＬＳＴ．低位体系域；ＦＳＳＴ．下降期体系域；ＨＳＴ．高位体系域；ｃｃ．相对应整合面；ＲＳＭＥ．海蚀海退面

Ｆｉｇ．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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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泛面是构建层序格架的理想界面；（４）沉积地层

形成过程对应于基准面变化的一个全周期时，成因

地层层序的层序单元内部包含不整合面界面，显然

有违经典的层序定义；（５）最大水泛面（ＭＦＳ）受控

于基准面与沉积的共同作用，沿沉积走向和倾向具

有一定穿时性［６］。
１．５　 Ｔ－Ｒ 层序模型

基于对加拿大 Ｓｖｅｒｄｒｕｐ 裂谷盆地中生界的实

地调查和研究，Ｅｍｂｒｙ 等［１５，３３］提出了以陆上不整合

面或不整合的滨线冲刷面及其最大海退面为边界

限定的 Ｔ － Ｒ 层序模型。 此层序以最大海退面

（ＭＲＳ，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和最大水泛面

（ＭＦＳ，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将层序分为海退

体系 域 （ ＲＳＴ ） 和 海 侵 体 系 域 （ ＴＳＴ ） （ 图

２） ［３，５－９，１２－１５］。 Ｔ－Ｒ 层序具以下特征：（１）陆上不整

合、最大海退面（海退与海侵的转变）易在地震、露
头及岩心上识别，从而克服相对整合面的识别困难；
（２）基准面下降结束期，陆上不整合面达到向盆心的

最大延伸［２３，２９］，基准面上升至海退结束时形成的最

大海退面（ＭＲＳ）明显晚于陆上不整合面（时间间隔

为强迫海退结束到海退结束持续时间），因此 Ｔ－Ｒ
复合层序边界为不同时间面的连接。 Ｅｍｂｒｙ 等［１５］

也认为陆上不整合向盆内的延伸面也许与盆内最大

水退面无法相连；（３）最大海退面、最大水泛面受基

准面变化和沉积速率的双重作用，沿沉积走向、倾向

具有一定的穿时性；（４）海退体系域（ＲＳＴ）笼统将

高位正常海退、强迫海退和低位正常海退归为一

体，降低层序格架下沉积矿产的预测精确度。

２　 层序地层学的标准化

层序地层学作为盆地分析的一项常规技术方

法，在地层格架对比、古地理重建、沉积矿产预测等

方面得以广泛推广和应用。 尽管如此，现行层序地

层学派的持续争议、层序术语的繁多和混乱，给层

序地层学发展及学术交流造成诸多不便，故 Ｃａｔｕ⁃
ｎｅａｎｕ 等［４］ 倡导独立于模型和依赖于模型两方面

相结合的层序地层学标准化与工作流程，为沉积盆

地层序格架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的方法。
层序地层的标准化，其实质是提供一种基本

的、灵活的、能广泛应用于大多数或所有盆地的思

路或方法。 这种思路或方法可概况为 ２ 大部分：独
立于模型方面（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和依

赖于模型方面（ｍｏｄｅ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图 ４）。
２．１　 独立于模型方面

独立于模型方法关键在于成因类型（ ｇｅｎｅｔｉｃ

图 ４　 层序地层学独立模型和依赖模型方法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及其界面的识别。 成因类型是层

序格架构建的基本建造块［３１］，依据地层堆叠样式、
相迁移与分析以及岸线轨迹迁移的研究进行识别。
成因类型可分为强迫海退、低位正常海退、海侵和

高位正常海退 ４ 类，其分别对应于下降期体系域

（ＦＳＳＴ）、低位体系域（ＬＳＴ）、海侵体系域（ＴＳＴ）和

高位体系域（ＨＳＴ） （图 ５［４］、图 ６［６，９］ ）。 每种成因

类型与特定地层堆叠样式相对应。 （１）下降期体

系域形成于强迫海退期，表现为前积、阶梯下降的

地层堆叠样式，整个基准面下降期由基准面下降驱

动，而不受沉积物供给控制；（２）低位体系域形成

于低位正常海退期，表现为前期前积、后期加积的

地层堆叠样式，受沉积物供给驱动，沉积速率高于

可容纳空间增长速率，岸线基线朝海推进；（３）海

侵体系域形成于海侵期，为退积的地层叠置样式，
由基准面上升驱动，沉积速率低于可容纳空间增长

速率，岸线基线朝陆侵入；（４）高位体系域形成于

高位正常海退期，显示前期加积、后期前积的地层

堆叠样式，受沉积供给驱动，沉积速率高于可容纳

空间增长速率，岸线基线朝海推进。
２．２　 依赖于模型方面

基于对沉积地层成因类型的识别，可选择合适

的层序界面和层序模型进行层序格架的构建。 地

质记录的不完整性和复杂性造成层序模式的多样

化［３４－３５］，而根据已识别的成因类型选择最佳模型，
是一种更加灵活和实用的方法。 由此认为，Ｃａｔｕ⁃
ｎｅａｎｕ 等［４］ 推荐的层序地层学标准化方案，就是独

立于模型与依赖于模型 ２ 个方面和方法的结合，在
成因单元格架的基础上，识别单元界面、选择层序

边界。 体系域和层序边界属于与模型有关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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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层序地层之成因类型叠置样式［４］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ａｔａｌ ｓｔａｃｋ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图 ６　 与主要事件、成因类型相关的层序界面的时间属性

Ｆｉｇ．６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ｍａｉ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

遵从格架→界面→层序边界之流程，模型由使用者

自行选择。

３　 结论

（１）不同层序模型均为不同地质背景下地层

记录的理论提炼，具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适用于

不同的地质背景。 模型构成（体系域）的出现或缺

失，受控于可容纳空间与物源供给的相互作用，具
体与地质背景的差异（构造、海平面、物源、气候

等）有关。
（２）层序地层的标准化就是独立于模型与依赖

于模型 ２ 个方面和方法的结合，标准化的关键在于

层序地层格架基石或建造块（成因类型）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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