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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维方法之路
.

譬如
,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先生所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 的综合集成方法
,

可 以

运用到城市规划研究之 中
.

另外
,

信息控制论
、

耗

散结构理论
、

协同学
、

突变学等横断科学 的思维方

法也可以运用到城市规划研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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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乐平统与古生代末生物大灭绝

”

总结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2。。 5 年 6 月 9 日
,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金玉环教授主持承担 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

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
“

世界乐平统与古生代末生物大灭绝
”

总结交流会在京召开
.

金玉歼院士负责的该项 目旨在完善华南乐平统 的年代地层
,

使之成为 国际标准
,

同时结合不同地理区

系二叠纪
一

三叠纪界线剖面的生物地层
、

化学地层和同位素年龄等研究结果
,

阐述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 的过

程及其 与环境演变的关系
.

该项 目组 长期以来通过大量野外 和室 内研究工作
,

同时与美
、

加
、

澳
、

俄等国

学者进行有效的合作
、

交流
,

培养 了一批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

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

充分体

现了优势 互补
、

平等合作的精神
,

表明构建高水平 国际合作网络有利于我国研究群体做 出创新性成果
.

该项 目建立了二叠系乐平统 吴家坪阶和长兴阶底界的全球界线层型 ( G S S P )
.

两个全球界线层型的提案

于 2 0 0 4 年和 2 0 0 5 年得到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 的正式批准
.

该项 目建立了以西藏色龙剖面等为代表 的冈瓦纳相乐平统和新疆桃树园剖面等为代表的内陆盆地乐平

统的生物地层
、

岩石地层层序以及碳同位素变化曲线
.

考察了澳大利亚东部 G y m p ie 盆地
、

西部 C an in n g 盆

地和美国 T e xa S 和 N e w M e x ico 等地乐平统
,

首次提出了国际对 比初步方案
.

该项 目围绕煤山科学钻芯课题开展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的地外撞击证据盲测
、

生物地球化学 (生物标记

化合物和单分子碳
、

氮同位素分析 )
、

同位素地球化学
、

同位素年代学
、

旋 回地层学和长兴阶综合地层序列

等研究
,

取得了初步成果
.

同时还展开了二叠纪
一

三叠纪与前寒武纪
一

寒武纪这两个重大地史转折事件的对 比

研究
.

课题吸引了国内外多达 15 个优秀实验室参 与
,

其 中生物标记化合物检测的部分成果 已于 2 0 0 5 年在

cS i e cn e 上发表
.

利用煤山剖面这一世界上惟一拥有二个全球界线层型的剖面
,

进行更精细 的地层研究
,

建

立年代地层的单位全球层型
,

将为国际地层进一步标准化提供新思路
.

该项 目在国际地层学前沿研究 中产生 了重要影响
.

项 目组成员 B ur
c e R

.

W ar dl a w 领 导的 C hr o n os 项

目
、

5
.

B o w ir n g 和 D
.

E r w in 领导的 E ar t ht im
e

项 目均为美 国科学基金会最近资助的优先领域
.

C h
.

H en
-

d e sr o n (加拿大 )和沈树忠博士分别担任国际二叠纪地层分会主席和秘书
,

成为今后推动国际二叠纪地层研究

的核心
.

王向东博士将担任 2 0 0 7 年召开的第 16 届 国际石炭纪
一

二叠纪地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席
.

金玉歼院士领导的项 目组在项 目执行期间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
,

为全面提升我 国在国际二叠纪研究

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

(供稿
:
刘 羽 姚玉鹏 陈 淮 刘 秀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