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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中，常见的等时性地层界面标志按成

因不同可划分为：侵蚀不整合面、无沉积的间断面、

火山活动标记面、相转换面（夏文臣等，1993），
本文主要就风暴沉积作为季风体制下地层等时性

对比标志的可行性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风暴作为一种高能的突发性气候事件具有作

用时间短、波及范围广、作用强度大的特点，可以

对滨岸、浅滩、潮下带的异地或原地沉积物进行冲

击、掏蚀、簸选、搬运或改造，并在地层中留下沉

积学记录，虽作用次数不多，但往往比长时期的经

常作用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影响，因此曾一度引起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Kelling
（1975）等将风暴流扰动过后再沉积形成的沉积组

合定义为“风暴岩”（Tempestite），随后 Kumar（1976，
1978）等将该概念范围扩大为风暴沉积，泛指风暴

作用形成的沉积物。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才逐

渐展开对风暴沉积的研究，刘宝珺、王清晨、吴崇

筠、余素玉、孟祥化、张集庆等诸多学者开辟了国

内风暴沉积研究的先河（宋金民等，2012）。以“风

暴沉积”为关键词可搜索到国内至今公开发表相关

文章 600 余篇，研究地区遍布全国 20 个省，并以

四川、湖北、安徽三省居多，研究内容涉及碳酸盐

岩风暴沉积与古气候、古纬度、古海平面变化、古

地理特征等多个方面。 
风暴是飓风作用下形成的特殊洋流，完整的风

暴沉积经历风暴作用由发生到强盛再到衰弱的过

程，总结各类划分方式，可根据作用发生的时间和

沉积物特征将风暴沉积过程简要划分为高峰期

（Sa）、衰减期（Sb）、停息期（Sc）三个阶段。其

中 Sa 段由具有明显突变的底面侵蚀构造和块状风

暴砾屑层组成，代表了风暴高峰期的沉积作用产

物，是识别风暴沉积的一种典型标志；Sb 段由平行

层理和丘状交错层理组成，代表了风暴衰减期的沉

积作用产物；Sc 段主要为泥微晶灰岩或以泥为主的

泥岩，为风暴过后，风暴悬浮的最细粒沉积物和非

风暴期悬浮沉积物缓慢沉降堆积后形成，代表停息

期的沉积作用产物。由于受风暴浪的相对大小、运

动频率、持续时间、剖面的相对水深及所处位置影

响，风暴沉积层序结构类型受常具有多样性，通过

对其沉积组合特征的细致研究，更可以对风暴强

度、相对水深等特征进行进一步预测。 
以 2.5 亿年前晚二叠世末期的生物大灭绝事件

为例，这是显生宙以来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生物

大灭绝，随之发生的(或成为生物灭绝事件成因之一

的)是全球古环境、古气候的急剧变化（时志强等，

2010），在如此大规模的一次生物灭绝、自然环境

剧变背景下，微生物岩、蠕虫状灰岩、扁平砾石砾

岩、纹层灰岩等错时相沉积大量出现。尤其是早三

叠世飞仙关期，上扬子地区气候处于极端异常的状

态，风暴作为具有周期性和瞬时性特征的事件性气

候作用，波及范围广且持续时间短，在强盛的巨型

季风影响下风暴流加强，大规模的风暴沉积物应在

全球下三叠统地层中广泛出现。目前，四川盆地范

围内发现的早三叠世风暴沉积以巴中南江、广元上

寺、大沟里为典型，且在同层位有较好的横向对比

特征，由此风暴沉积的发现和识别不仅可以对沉积

区的古气候、古纬度、古环境进行恢复，更可以作

为强烈季风背景下时空关系横向追索和对比的重

要标志。然而，由于风暴沉积所在剖面位置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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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其本身容易受到后期风暴改造的保存局限性，

导致风暴沉积往往在野外工作中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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