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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国际沉积学大会简介

第十二届 国际沉积学大会于八月廿四 日至开 日在澳大利亚 的堪培拉市举行
,

历时一

星期
。

来自世界各国的近千名代表会 聚一堂
,

在堪培拉大学的音乐厅进行了隆重的开幕

式
。

在开幕式上
,

沉积学会主席H
.

G
.

R e a di n g 教授作了
“沉积学现状

” 的报告
。

接 着

SPEM 的主席H
.

E
.

C lif to n
和维斯康辛大学的R

.

H
.

D o tt
,

Jr ,

分别作了重要的学术演

讲
,

他们的题 目是
: “全球沉积地质学研 究纲要

” ( G SG P ) 和
“沉积地质学的回顾和

展望
—有的观点陈旧 了

,

有的是新的
,

有的是借用的
,

有的还是蓝图
。 ” 最后这次大

会推选西德沉积学家H a n s .

F仓c h tb a u e r
为本届国际沉积学会主席

。

这次大会共分为4 3个专题组进行广泛的学木交流
。

从分组的情况看
,

除了各部门沉

积学象海洋
、

湖泊
、

风成
、

火山
、

低比降河流
、

风化层和蒸发岩等单独分组外
,

墓本上

存在 三种趋势
: 1) 强调 了全球性历史性和指导性的研 究

,

像地球历史
、

沉积 学前 缘 领

域
、

太古界
、

元古界
、

总概念
、

历史与哲学
、

综合海洋等专题 , 2) 学科的分 工 愈 趋 精

细
,

重视机理的研究
,

例如与海洋沉积有关的专题就有13 个之多
,

它们是
:

海面变化
、

陆

架
、

陆架碳酸盐
、

潮缘碳酸盐
、

岸线
、

有机 沉积
、

潮汐碎屑岩
、

陆缘礁体
、

蒸发岩
、

陆

坡
、

深海
、

碳酸盐成岩作用
,

综合海洋
、

同位素
。

在盆地类型和沉积机理 方面有前陆盆

地
、

裂谷
、

活 动板块边 缘
、

稀有事件
、

床形与构造
、

微生物
、

地球化学等
。

3) 生产实用

性的专题增多
,

如燃料
、

泥炭和煤
、

富铁沉积
、

层状金属沉积
、

锰矿沉积
,

磷酸盐
、

砂

矿沉积和地下勘探
。

这次沉积学大会预示着沉积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

即全球沉积学时代
。

实际

上
,

四分之一世 纪以来
,

板块构造
、

古海洋学
、

古气候学
、

地震学和沉积地质学都 已经

强调 了地球特征
、

构造和各种过程的统一性和 内在的联系
,

为开展全球规模 的新研究和

建立新概念提供了基础
。

沉积地质学长期以来在地球科学中
,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生产

实践上一 直保持突出的地 位
,

现在面临新的挑战
,

必须开拓眼界
,

与其它学科密切合作

和交流
,

选择主攻 目标
,

确定具体课题
。

这次沉积学大会期间提出
: “全球沉积学纲要

, ( G SG P ) 供世界沉积学家评论
,

主要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

1
.

研究地层中全球性的韵律和享件
,

建立全球的层序地层 学 ( S e q ue rc e
St

n at 卜

g ra p hy )
。

这就意味着沉积学的研究不再 限于岩石 圈本身
,

还涉及到水圈
、

气圈和生物

圈
。

它包括海面变化周期及其机制的研究
、

黑色页岩及大洋缺氧事件(O A E ) (下特5T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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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47 页 ) 的研究
,

全球化学地层学的研究等
。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
,

可以通过地层对

比
、

古地理制图
、

有机和无机成分以及 同位素的分析
,

探索各个事件和韵律 的过程特点

以及它们与油母岩
、

含金属沉积物和海洋消失事件之间的成 因联系
,

从而更好地认识全

球沉积环境长期演化的的规律
。

2
.

全球演化的沉积记录
。

兀积岩是全球演化最重要的信息库
。

沉积岩的成分
、

层序

和沉 积速率可 以提供有关垂直运动的资料
, 硅质碎屑的物源能判断构造事件

; 一 定有机

的和化学的沉积物 (煤
、

蒸发岩
、

暖水碳酸盐 ) 的分布可 以约束板块构造的重建
; 估算

不同时期全球沉积物的质量是质量平衡计算所必须的
。

首先我们要对盆地进行分类
,

比较不 同类型盆地的演化
,

模拟盆地演化的历史
,

探

讨沉积与构造之 间的内在联系
。

另 外我们要加强全球沉积记录中时间
一
专门相 (T im e

一

S p e ci fi o F a ci e s ) 的研究
,

这些相具有全球性或者近于全球性
,

它们必然记 录了水圈
、

气圈
、

生物圈和岩石 圈全球规模 的环境组合
,

例如
,

晚元古界一中泥盆系索克 ( S a u K )

层序的浅水碳酸盐
,

石碳纪的煤及有关的沉积物
,

志留纪
、

泥盆纪和中新世 的礁
,

新第

三纪的磷酸盐
、

泥盆纪和 白里纪的黑色页岩
,

白里纪的湖泊沉积和 白里纪克拉通之上的

远洋白至
。

这些环境的论证
,

使我们能以新的眼光去调察地球的历史
,

而且通过时间
-

专门相序的解剖
,

可以为发现和发展资源提供全球应用的有力预测手段
。

上述环境的研

究势必制作大量古地理图件
,

其中包括陆块形态的复原 图和消失大洋的古地理 图
。

3
.

沉积相的全球分析
。

近廿年来
“沉积岩相

” 沿着两个方向前进
: 1

.

在特定环境内

产生的沉积物的成分
、

结构
、

构造和生物群的三维 结构
,

即相模式的研究
,

例 如 深 海

扇
、

障壁岛
、

辫 状河流和碳酸盐台地等
。

这些类型环境概念模 式的建立为解释古代沉积

环境提供 了当代 的基础
。

2
.

特殊岩性要素组合的研 究
。

像
“黑色页岩相

” , “红层相
”

或者
“正石英岩一碳酸盐相

” 。

但是应该看到许多相模式的建立
,

几乎都只依据为数极

少的现代或 /和古代的实例
,

要把它们应用到整个地质历史时期感到严重不足
。

事 突 上

对不少重要的沉积环境
,

我们还缺乏详细的了解
,

例如陆坡
,

海盆的陡倾区 ( R a m Ps )

低 比降河流
、

受冰川影响的海洋环境等
。

有的沉积 环境我们虽然研究较多
,

但是对某些

形成机制却所知甚少
,

像潮流与其它海洋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沉积物特征的影响
,

河

流沉积对于海面缓慢上升和下降的反应
,

在稳定的外界条件下沉积体系的
“
自身旋 回

”

( A u t。一C J e lie ity ) 等等
。

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开拓沉积岩相的研究
,

在全球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高层次的相 的

时空模式
。

这就要求首先在相模式研究中
,

克服 目前比较着重物理条件的倾 向
,

增加地

球化学和生物的内容
,

使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有效的应用性
。

从全球的角度就 势必

涉及气圈
、

水圈
、

岩石 圈和生物圈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它们在地质历史时期的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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