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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全球地层界线的唯一标准，“金 钉 子”的 确 立 内 涵 丰 富，意 义 重 大，通 过 对“金 钉 子”剖 面

有关的实物地质资料进行系统的采集、集成和永久性馆藏，全面保存“金钉子”剖面的各类具代表性的实物

地质材料和标本，对保全“金钉子”数据材料、诠 释“金 钉 子”科 学 内 涵、助 推 后 续 研 究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同

时，便于同期地层剖面与之进行对比以强化其作为全球地层对比标准的地位，并可以为地质科学教学和科

普工作起到立典和示范作用，使这一重大成果能更广范地运用到科研、生产和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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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　言

“金钉子”是 全 球 年 代 地 层 单 位 界 线 层 型 剖 面

和点位（ＧＳＳＰ）的俗称［１］，是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地方

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体（简称“国际地科联”），以正

式公布的形 式 所 指 定 的 年 代 地 层 单 位 界 线 的 典 型

或标准，是为定义和区别全球不同年代（时代）所形

成的地层的全球唯一标准或样板，并在一个特定的

地点和特定的岩层序列中标出，作为确定和识别全

球两 个 时 代 地 层 之 间 的 界 线 的 唯 一 标 志。“金 钉

子”确立以来的４０年间，已在２０个国家 建 立 了６５
枚“金钉子”，其中中国就确立了１０枚，是确立数量

最多的国家。
中国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参与全球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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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界 线 的 对 比 研 究，晚 于 其 他 国 家 十 多 年 的 时

间，重点在 古 生 代 地 层 中 开 展 界 线 地 层 剖 面 研 究，
在寒武系底 界、奥 陶 系 底 界、石 炭 系 底 界 等 界 线 地

层研究中取 得 了 重 大 突 破，但 是 都 功 亏 一 篑，没 有

取得“金钉子”。直到１９９７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 所 陈 旭 团 队，建 立 了 中 国 的 第 一 枚“金

钉子”———达瑞 威 尔 阶“金 钉 子”，取 得 中 国“金 钉

子”的零突破［２］，自此之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 所、中 国 地 质 大 学（武 汉）、中 国 地 质 科 学

院地质研究 所 和 宜 昌 地 质 调 查 所 的 科 学 家 相 继 确

立了我国１０枚“金钉子”，树立了我国在全球年代地

层划分标准研究中的世界领先地位，为中国在地层

学研究中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

１　采集的重要意义

“金钉子”的确立，是地学研究领域一项极高科

学荣誉，往往标志一个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地学研究

成果 达 到 了 世 界 领 先 水 平［３］。我 国 获 取 的“金 钉

子”，标志着 我 国 地 层 学 研 究 在 国 际 地 学 领 域 占 有

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地质工作者数十年科研成果的

积累。
“金钉子”剖 面 在 确 立 后 还 需 要 科 学 家 继 续 在

该剖面的 相 关 领 域 从 事 科 学 研 究 工 作。但 作 为 剖

面本身，不可能无限制采样，如何做到既保护“金钉

子”剖面又能满足科学研究，这是急需解决的矛盾。
为此，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统一部署完成我国十枚

“金钉 子”剖 面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的 采 集，是 很 有 必 要

的，体现了 在 国 家 层 面 对“金 钉 子”剖 面 的 重 视，因

此，采集系列完整的标本、化石样品等，由国家实物

地质资料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性收藏，具有深远的

意义。

１）统一部署，避免破坏。由国家实物地质资料

馆统一部署，在 充 分 考 虑 到 不 破 坏 剖 面 的 前 提 下，
尽可能采全、采 好 所 需 的 样 品，所 取 得 的 样 品 可 以

提供需要研究的科学家进行研究，从而避免了个人

乱采、乱挖对剖面的破坏。

２）保证样品的完整性、连续性。避免了不同人

由于采样位置不同，可能导致的研究结果的多样性。

３）统一展示，扩大影响。“金钉子”剖面是我国和

外国科学家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其进行集成、宣
传是必要的。通过本次采集，将所有与金钉子剖面有

关的实物资料进行整理、集成，将其置于具有现代化

保护设施的实物标本库中，可以让更多的人从室内就

能了解“金钉子”剖面，不仅有利于“金钉子”剖面实物

资料永久保存、展示、宣传，也有助于巩固并加强我国

在地层古生物领域内的领先地位，还能体现“金钉子”

剖面的全球地层标准的地位。

４）助推研究，意义深远。作为全球地层界线的

唯一标准，“金钉子”的确立内涵丰富，意义重大，通

过对“金钉 子”剖 面 有 关 的 实 物 资 料 进 行 系 统 的 采

集、集成和 永 久 性 馆 藏，全 面 保 存“金 钉 子”剖 面 的

各类具代表性的实物材料和标本，对保全“金钉子”
数据材料、诠 释“金 钉 子”科 学 内 涵、助 推 后 续 研 究

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便于同期地层剖面与之进

行对比以强化其作为全球地层对比标准的地位，并

可以为地质 科 学 教 学 和 科 普 工 作 起 到 立 典 和 示 范

作用，使这一 重 大 成 果 能 更 广 范 地 运 用 到 科 研、生

产和教学中。

２　采集的技术要求

“金钉子”采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地质工作，
不但采集地 点 严 格，采 集 标 本 齐 全，还 要 进 行 野 外

专业的地质工作和室内分析鉴定。“金钉子”采集，
主要需要 委 托 在“金 钉 子”申 请 过 程 中 做 过 多 年 深

入研究工 作 的 业 务 团 队 现 场 采 集。实 物 中 心 专 家

配合做好野 外 采 集 手 续 的 办 理、专 家 论 证、现 场 整

理与搬运等辅助性工作。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１）系统采集标本。剖面上的每一分层，都应采

集标本。标本类型包括：岩石标本，化石标本等。

２）标本鉴定。岩石标本需要岩矿鉴定；化石标

本需要种属、年 代 等 方 面 鉴 定，一 些 微 体 化 石 的 鉴

定还需特 殊 的 技 术 处 置。所 有 的 鉴 定 都 要 出 具 权

威性鉴定报告。

３）相关 资 料 的 收 集 整 理。“金 钉 子”是 经 多 年

工作、精细研 究 申 报 批 准 的，已 经 产 生 大 量 的 高 水

平研究成果，在 获 取 实 物 的 同 时，应 同 时 收 集 整 理

相关文献资料和原本档案资料。

４）采集“金 钉 子”实 体 柱 状 剖 面。即 全 部 或 部

分连续性的，特别是界线点两侧必须野外采集实体

柱状剖面，采 用 切 割 或 刻 槽 方 式，整 体 获 取 地 质 体

实物实体。特殊情况下采取钻探方法。

５）包装运输。对于获取的标本、薄片和实体柱

状，要采用 适 当 的 方 式 进 行 包 装，力 求 防 震、防 压、
防碎。在运输方式上，宜采取专车运输。

３　采集入库

每一枚“金钉子”的确立，对地学各学科都具有

非同一般的 重 要 意 义，是 科 学 界 引 以 为 荣 的 成 果，
是一个国家地学综合实力和水平的标志，代表了一

个国家的荣誉。我国获取的１０枚“金钉子”，标志着

我国地层学研究在国际地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我国地质工 作 者 数 十 年 科 研 成 果 的 积 累（表１）。
然 而，作为成果之一的标本等实物地质资料却无系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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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０个“金钉子”剖面

阶（底界） ＧＳＳＰ层型剖面地点 层型点位 生物标志 批准年份

达威瑞尔阶 浙江常山钳口镇黄泥塘 宁国组中部化石层 笔石 １９９７

印度阶 浙江长兴煤山 殷坑组底上 牙形刺 ２００１

排碧阶 湖南花垣排碧四新村 花桥组底界之上 球接子三叶虫 ２００３

吴家坪阶 广西来宾蓬莱滩 茅口组来宾灰岩顶部 牙形刺 ２００４

长兴阶 浙江长兴煤山 长兴组底界上 牙形刺 ２００５

赫南特阶 湖北宜昌王家湾 五峰组观音桥层底界上 笔石 ２００６

维宪阶 广西柳州北岸乡碰冲 鹿寨组碰冲段 有孔虫 ２００８

大坪阶 湖北宜昌黄花场 大湾组底界之上 牙形刺 ２００８

古丈阶 湖南古丈罗依溪西北 花桥组底界之上 球接子三叶虫 ２００８

江山阶 浙江江山碓山 华严寺组底界之上 球接子三叶虫 ２０１１

注：据文献［４］，截至２０１３年底。

统地归档与保存，多数标本、薄片、化石等分散于研

究者个人手中，面临损毁遗失的危险。
为了抢救性采集收藏我国１０枚“金钉子”，由国

家实物地质资料馆作为实物档案永久性的收藏，在

大调查项目支持下，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国家实物地质

资料馆开 始 了“金 钉 子”剖 面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专 项 采

集实验研究工作，首先完成了浙江长兴煤山全球二

叠系－三叠系界线金钉子剖面 和 吴 家 坪 阶－长 兴 阶２
枚金钉子剖 面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采 集 与 相 关 资 料 整 合

集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国 家 实 物 地 质 资 料 馆 通 过 承 担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的《国家级岩芯标本采集及

数字化》项 目，先 后 委 托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武 汉 地 质

调查中心、贵 州 省 地 质 调 查 院、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

质古生物研 究 所 陆 续 完 成 大 坪 阶、赫 南 特 阶、维 宪

阶、古丈阶、江山阶、排碧阶、达瑞威尔阶、吴家坪阶

８个“金钉子”剖面实物地质资料采集工作，自此，我

国１０枚“金钉子”剖面实物地质资料全部进入国家

实物地质资料馆。

３．１　奥陶系达瑞威尔阶“金钉子”
奥陶系达瑞威尔阶“金钉子”是在１９９７年由中

国科学院 南 京 地 质 古 生 物 研 究 所 确 立。国 际 地 层

委员会、国际地科联先后通过以笔石作为瑞威尔阶

的底界 界 线，其 位 于 浙 江 省 常 山 县 钳 口 镇 的 黄 泥

塘，是全球奥陶系７条界线中的第一枚“金钉子”。

３．２　三叠系印度阶“金钉子”
三叠系印度阶“金钉子”是由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在２００１年确立，位于浙江湖州长兴县煤山镇附

近的煤山，地层界线为三叠系印度阶和二叠系长兴

阶。这条界 线 是 印 度 阶、下 三 叠 统、三 叠 系 和 中 生

界的共同底界，被认为是地质历史上三个最大断代

“金钉子”之一。它是中国确立的１０枚“金钉子”中

唯一同时定义界、系、统、阶四个不同级别单位的年

代地层。

３．３　二叠系长兴阶“金钉子”
二叠系长 兴 阶“金 钉 子”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２００５年确立。剖面位于浙江

省长兴县煤山镇附近的煤山，地层界线为长兴阶和

吴家坪阶。

３．４　寒武系排碧阶“金钉子”
寒武系排 碧 阶“金 钉 子”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２００３年确立。该剖面位于湖

南省花垣县排碧镇，被国际地层委员会批准为全球

地层年表寒武系的首枚金钉子，也是首枚寒武系内

所确定的金钉子，定义了芙蓉统和排碧阶两个不同

级别单位的共同底界。

３．５　二叠系吴家坪阶“金钉子”
二叠系吴 家 坪 阶“金 钉 子”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２００４年确立。剖面位于广

西省来宾县红水河中的蓬莱滩，地层界线为吴家坪

阶和卡皮 敦 阶。它 同 时 定 义 乐 平 统 和 瓜 德 鲁 普 统

的界线。

３．６　奥陶系赫南特阶“金钉子”
奥陶系赫 南 特 阶“金 钉 子”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２００６年确立。剖面位于湖

北省宜昌 市 王 家 湾 村 附 近。地 层 界 线 为 赫 南 特 阶

和凯迪阶。

３．７　寒武系系古丈阶“金钉子”
寒武系系 古 丈 阶“金 钉 子”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２００８年确立。剖面位于湖

南省古丈 县 罗 依 溪 镇 西 水 河。地 层 界 线 为 古 丈 阶

和鼓山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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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奥陶系黄花场大坪阶“金钉子”
奥陶系黄 花 场 大 坪 阶“金 钉 子”是 由 国 土 资 源

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在２００８年牵头取得的。剖

面位于湖北省宜于市夷陵区黄花乡附近，这枚金钉

子是奥陶系最后一枚，标志着全球奥陶系年代系统

的最终建立。这是中国第７枚、宜昌第２枚金钉子，
距今约４．７２亿年。

３．９　石炭系维宪阶“金钉子”
石炭系维 宪 阶“金 钉 子”是 由 中 国 地 质 科 学 院

地质研究所在２００８年确立。剖面位于广西柳州市

北投乡碰冲村，地层界线为大坪阶和弗洛阶。

３．１０　寒武系江山阶“金钉子”剖面

寒武系江 山 阶“金 钉 子”剖 面 是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２０１１年确立。剖面位于

浙江江山县碓边村，地层界线为江山阶和排碧阶。

４　采集成果

截至目前，国家实物地质资料馆共采集入库１０
枚“金钉子”共７８０余份标本、１６套柱状样和１个长

约５０ｍ采自 常 山 黄 泥 塘“金 钉 子”岩 芯 样，还 入 库

了大量的化石样品和岩石、化石薄片，如笔石样品、
几丁虫样品、腕足类样品、有孔虫薄片等。

１）以切槽、钻 孔、浇 筑 这 三 种 方 法 完 成 了８个

“金钉子”剖面的岩石地层采集工作，确保了每条剖

面的岩石地层连续性。

２）共采集腕足化石１４５件、三叶虫化石１６５件、
头足化石１０、笔石化石２１０件、牙形石１４０件、几丁

虫８０件、有孔虫薄片１４０片、疑源类化石６０件，为

１０个“金钉子”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地层序列。

３）共收集生物地层对比表４张，年代地层对比

表３张，化石分布与分带图１张，为１０个“金钉子”
点位的全球对比提供依据。

４）共收集各类柱状图、剖面图１０幅，碳氧同位

素曲线１条，为“金钉子”剖面的沉积相和层序地层、
事件地层提供资料。

５）针对每个“金钉子”收集相应的文献资料，编

写相应的采集报告，对每个“金钉子”做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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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８月２４日开幕

８月２４日上午，以“建设中国－东盟矿业信息港，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新平台”矿业为主题的２０１７中国－
东盟矿业合作论坛在广西南宁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参会嘉宾８００多人围绕区域地学合作、矿山勘查

与开采、绿色矿山、矿业投资机会等议题进行研讨，开展矿业合作项目交流、洽谈及签约等系列活动，促进中

国与东盟国家矿业经济共同发展。
据了解，本届论坛的参会规格和规模均创近年来新高。除开展中国－东盟矿业形势发展国家论坛、中国－

东盟矿业企业发展论坛、中国－东盟矿业项目签约－推介－洽谈会、中国－东盟地学研究论坛、中国－东盟地学合

作圆桌会议、中国－东盟矿业新技术－矿山机械－珠玉石展览会等例行活动外，还举办首次中国－东盟泛珠三角

地区地质环境调查暨北部湾城市群地质调查成果报告会，交流地质调查经验，发布北部湾城市群（广西区）
地质调查成果。

论坛期间，同期举办的矿业新技术－矿山机械－珠宝玉石展览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矿业公司、矿山设备

公司、技术服务公司、珠宝玉石公司、地质公园等单位参展，展览面积逾１１　０００ｍ２、展位６００多个，重点推介

矿山勘查与开发、矿产开发新技术与新设备、矿山机械、珠宝玉石、观赏石和地质公园建设展示等。

２０１０年以来，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成功举办了七届，共接待参会代表近６　０００人，参展参会企业２　５００
多家，推介、洽谈项目１　２００多个，签约项目１０８个，签约金额约５００亿元。在论坛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矿业

合作共识不断增强，领域不断扩大，机制不断完善，论坛有力促进了包括矿业在内的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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