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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全国岩相古地理学米讨论会

由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与贵州省地质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岩相古地理学术讨论会
,

于一九八五年

十月六 日至 十日在贵阳举行
。

十一日至十五日
,

代表们对贵州两条相标志明显的沉积地质路线分别进行 了野外考查

和研究
。

此次大会以交流学术
、

提高研究水平
,

促进矿产的预测与寻找为宗旨
。

参加会议的有地质矿产
、

煤炭
、

石油
、

冶金
、

有色金属
、

核工业部
、

中国科学院
,

地质院校及新闻单位等系统

的代表及工作人 员共 18 1人
。

在筹备过程中
,

共收到论文摘要 2 60 余篇
,

其 中五月底前收到的 2 28 篇
,
已刊 印为 论 文

摘要集
。

在会议中
,

共宣读交流论文71 篇
。

这些论文
,

按所研究的内容
,

大致可分为三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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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岩相古地理 科研与编图
,

共 72 篇
。

包括特定沉积地质体及地区性沉积环境调查研究
、

沉积相分析
,

岩相古地

理研究及编图成果
。

2
.

沉积相与沉积
,

层控矿床关系 的研究
,

共 69 篇
。

包括沉积矿产— 煤
、

铁
、

锰
、

磷
、

铝土及盐类等
,

以及与

沉积作用或沉积岩石有关的矿产
—

油气
、

金
、

锑
、

汞
、

铀
、

铅锌及多种非金属矿等 的成矿作用分析
,

成矿模 式的

建立
,

以及通过沉积地质条件 和古地理综合研究作 出的成矿预测等成果
。

3
.

沉积学及沉积作用基础研究
,

共 98 篇
。

包括风暴岩
、

重力 流
、

浊流及冰川的论讨
,

沉积相模 式
、

沉 积 建 造

学
、

盆地整体 分析
、

我国古大 陆
、

古海洋的恢复
、

沉积地球化学
、

恢复古沉积环境的方法以及 中外典型现代沉积区

的考查研究成果 等
。

这次大会 中
,

学术交流进行热烈
,

准备认真
,

代表们均以实际材料为基础
,

有分析
、

有根据
、

论证
。

反映 了我

国近年来 已在沉积学岩相古地理领域获得了大量资料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

它表明了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达到 了一

个新的较高的水平
,

其中较突出的主要有
:

1
.

盆地整体分析及沉积建造学理 论
。

对沉积盆地中的沉积体系的三维空 间的整体关系进行研究
,

即对沉积岩相

与沉积环境的空间关系
,
以及物源区

、

沉积 速率等盆地发育的控制因素
,

进行 综合分析
。

2
.

灾变事件中风 暴沉积作用及风暴岩的概念
、

鉴别标志及形成机理
,

我国各地质时代中所发现的风暴岩
,

以及

我国现代 滨岸风暴沉积研究
,

均反映了国际沉积学研究的新动向
。

通过此项工 作
,

证实传 统地史观点中的部分假整

合实为连续沉积
。

3
.

重 力流及浊流研究 的广泛和深入
,

浊流流动机制的研究
,

其沉积环境及 分布规模的探 索
,

加深了人 们对大地

构造
,

大 区域古地理环境 的认识
。

发现我国很 多浊积岩与国外的有差别
,

多为非扇沉积
,

有人建立了我国在构造因

素控制下 的非扇浊沉岩模 式
。

有的研究者较深入的探索了各种重力流沉积物中石油
、

锰
、

汞
、

铅锌及磷 等的成矿作

用
。

同时也对部分传统认定的冰硅岩进行 了讨论和质疑
。

4
.

沉积环境与大地构造的关系
,

如应用板块构造
、

裂谷系理论
、

地质力学 以及断块构造理论等来解决大 区域古地理

格局 的发展背景
,

探索沉积盆地演化及成矿条件等
。

5
.

沉积地球化学作用研究
:

热水 沉积作用 中的地化标 志
,

微量元素的指相意义探索
,

稳定同位素氧
、

碳研究沉

积环境等工作
,

均表明我国岩相 古地理研究 已由物理沉积作用研究
,

扩展到化学沉积作用领域
。

6
。

陆相沉积研究
,

尤其是湖盆沉积 的探索为我国油气成矿理论的继续深入
,

对固体材料矿产的寻找和勘探具有

重要的价值
。

河 流沉积相的研究表明
:

河流沉积作用并不都是侧向加积
,

而往往为洪水
,

特别是灾变 的特大洪水的

沉积作用明显
。

而且河流相 中并不都是砂砾石
,

泥质粘土质也常见
。

7
.

生物地层学在区域沉积环境研究中的应用
,

如用三叶虫 生物群来解决扬子块体的整体形态和运动 状况
。

8
。

古代及现代潮坪沉积物
,

生物礁
、

滩沉积 的研究继续深入
,

大量典型可靠的无多解性的相标志特征 的发现
,

为我国能源矿产 的寻找和研究提供了依据
。

9
.

现代沉积考查研究
,
已扩展到水

`

F重力流
,

滨岸风暴作用
,

北欧潮坪及南极大 陆冰盖沉积相 的研究等
,

表明

此项沉 积学基础工作 已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大步 的进展
,

为创建中国自己的岩相古地理理论打下了广泛 的基础
。

根据 我国的成矿特点及实际资料
,

除油气
、

煤及铀的岩相古地理研究外
,

近年来
,

表现出对磷
、

锰
、

铝
、

锑
、

汞
、

铅锌
、

海泡石等 30 余种金属和非金 属矿种 的广泛研究
,

有 的通过岩相古地理研究与编图
,
已取得明显的找矿效

果或成矿预测的基本 依据
,

这些大批的成果表间岩相古地理 研究用来解决沉积或层控矿产的预测与 寻找 已受到广泛

的重视
。

这次会议
,

代表们也讨论 了今后此项学术领域应注意加 强的方 面
,

特别强调了应加强基础沉积地质 理 论 的 研

究
,

如大 地构造
、

板块构造
、

古地磁
、

古气候
、

盆地整体的沉积建造
、

沉积地球化学
、

数学地质
、

电算以及现代沉

积 的研究
。

不少代表指出 : 沉积地质学应走自己的路
,

应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

自己的特点
,

在我国建立各种沉积相

类型 的典型代表性剖面
。

同时应积极参加国外剖面的研究
,

并开展全球性岩相古地理研究
。

在这个进程 中
,

应注滋

加强培养和支持青年沉积地质工作者的成长
,

为他们提供必要 的研究经费和研究课题
。

曾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