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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沉积学发展战略：沉积学教育现状与展望 

高有峰１，２，张立斌３，陈桐３，王璞珺１，３

１．吉林大学东北亚生物演化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１３００２６
２．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长春　 １３００２６
３．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长春　 １３００６１

摘　 要　 通过调研国内主要地质高校涉及沉积学领域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野外教学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等情况，对中国沉积学

相关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从而讨论了中国沉积学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 调研结果显示：１）中国地质类院校中涉及沉积学

的本科专业设置基本统一，而研究生专业设置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各大高校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各具特色；２）通过统计近 １５ 年

沉积学相关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情况，揭示沉积学相关专业学位论文数量占地质学科总数的 ３２％，其中油气地质学学科又占沉

积学论文总数的 ７７．１％，可见油气地质学是近 １５ 年来沉积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

发与对人才的需求息息相关；３）通过研究生学位论文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率对比，我国沉积学教育与国民经济是同

步发展的，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向沉积学领域提出新的课题，促进沉积学和沉积学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沉积学

领域和沉积学教育取得的成果反过来又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对沉积学人才培养需要确定正确的目标和模式，将素质

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协调统一本科地质学基础教育和研究生沉积学专门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才
能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使沉积学各研究领域的接续力量源源不断，使中国的沉积学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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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人类社会发展对能源和资源、全球变化和人居环

境改善的切实需求，推动了国际沉积学界相关研究在

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欧美多个重大地学研究计划均

由沉积学家倡议并主导，沉积学正在越来越多的前沿

科学研究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

综合国力的增强，对于人才、科学技术、能源矿产的需

求逐步提升，各个学科均在向着世界顶尖水平发展，
地质学领域也不例外，而沉积学作为地质学的一个分

支学科，在地质学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 时值国家科

技改革、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和国际沉积学家学

会（ＩＡＳ）理事会换届，中国沉积学界在 ２０１４ 年迎来

发展的又一次契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决定开展

“沉积学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此项目在国际沉积学

科发展动态的基础上，研究学科发展规律和趋势；结
合中国地球科学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我国地域优势和沉积学科研究

基础，凝练关键问题和战略方向，达到提出学科领域

战略布局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目标。 “中国沉积学

教育与基地建设”是该项目的十个研究主题之一，包
含两个主要研究内容，一是对我国沉积学相关实验室

及设备情况进行调研，二是对我国沉积学教育现状和

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
依据项目总体目标，针对上述研究内容对“我国

沉积学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开展了相关调研和分

析工作。 相关数据来源主要有：１）国内 １６ 所主要地

质院校官方网站资料数据［１⁃１６］；２）中国知网（ＣＮＫＩ）、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国内期刊及学位论文数据

库［１７⁃１８］；３）５ 个搜索引擎［１９⁃２３］，包括百度学术、必应学

术、读秀学术、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等。
通过对调研结果及数据的统计与归纳，系统总结了我

国各大地质院校沉积学相关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野
外教学与实习基地建设情况和研究生毕业论文情况。

１　 我国高校沉积学相关专业及课程设置

以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成都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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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矿业

大学（徐州）、吉林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

学、长安大学、长江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和东北石油大

学 １６ 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对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的

专业及课程设置情况展开调研。 通过统计分析，这
１６ 所大学对于本科生与沉积学相关的专业设置情况

基本相似，主要开设有地质学、地理科学、资源勘查工

程、石油工程、海洋科学、地质工程、地球物理学、海洋

油气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古生物学

与地层学、地球化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

工程等专业；而研究生专业设置则存在有较大的差

异，根据各大高校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各具特色，具

体情况见表 １。
在课程设置方面，不同的高校与沉积学相关的课

程设置不尽相同，但总体都可以归类为沉积岩石学、
沉积环境与沉积相、成因岩石学、实验沉积学、事件沉

积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年代地层学、造山带地层

学、地史学、层序地层学、沉积学与能源矿产等课程。

２　 我国沉积学相关野外教学与实习基
地设置

　 　 经调研，国内主要地质院校均设置有各自的野外

教学与实习基地，主要有北京周口店野外实践教育基

地，北戴河（秦皇岛）野外教学实习基地，秭归（三峡）

表 １　 国内 １６ 所高校与沉积学相关的研究生专业及研究方向［１⁃２４］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学校 与沉积学相关的专业 研究方向

北京大学 地质学（石油地质学） 油气地球物理，沉积学及层序地层学，油气储层地质，油气地球化学，油气田勘探与开发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古生态环境学，综合地层学，沉积地层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综合地层学，沉积地质学与环境分析，盆地分析及沉积矿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沉积学（含古地理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成都理工大学 沉积学
层序地层学和岩相古地理，沉积地球化学与储层沉积学，大地构造沉积学与沉积盆地动力

学，古海洋与事件沉积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应用地层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质学 沉积学及古地理学，岩石学和储层地质学，层序地层学和测井地质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质学 沉积学及层序地层学，古生物学及地层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地质与沉积矿产，沉积学与岩相古地理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古环境与古生态的演变分析与重建，理论地层学探索与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岩石）学与古地理学

地球化学 煤及烃源岩地球化学，沉积地球化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定量古生物地层学，含煤地层古生物学，层序地层学

吉林大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中、新生代陆相地层及古生物，古生代地层及古生物，区域地层与数字化填图

南京大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岩岩石学与沉积学，油气成藏机制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地层学

第四纪地质学 古环境、古气候、古生态

西北大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能源地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同济大学 海洋科学
海洋地质学（古海洋学；微体古生物学；海洋沉积学；石油地质与盆地分析；岩石矿物与宝

石学），物理海洋学（大洋环流、沉积动力学），

矿产普查与勘探 层序地层学与储层地质学，含油气盆地构造—沉积响应

长安大学 地质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长江大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学，层序地层学，现代沉积与模拟，储层地质学，油藏地质学，页岩气藏与致密气藏地

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勘探地层学，层序地层学，古生态学与古环境

第四纪地质学 现代沉积学

东北石油大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沉积地质与沉积矿产，层序地层学，沉积学与古地理学，油气储层地质学

西南石油大学 地质学 沉积学（含古地理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地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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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教学实习基地，辽宁兴城野外教学实习基地，巢
湖地质实习基地，秦岭地质实习基地这 ６ 大实习基

地。 野外教学的针对对象主要以本科生为主，而且基

本上都是本科一年级认识实习、二年级教学实习、三
年级科研实习及生产实习的模式。
２．１　 北京周口店野外实践教育基地

基地位于华北板块中部，是燕山山脉、太行山山

脉和华北平原的接壤地带，主要出露有太古宙到新生

代各时代地层序列，可观测到芹峪运动、蓟县运动、太
康运动等形成的不整合界面，并且还可观测到三大岩

石类型的各种岩性，同时也具有逆冲推覆构造、拆离

断层、折叠褶皱等各种各样的线状及面状构造，该实

习基地是中国地质大学本科二年级教学实习基地，对
学生在识别各类地质现象、建立地质时空观、掌握野外

地质工作方法、具有初步的野外独立工作和编写地质

报告、制作地质图件的能力有很好的提高。 其中与沉

积学相关的内容是以观测从太古宙到新生代的沉积地

层序列以及沉积构造，识别沉积岩的主要特征为主。
２．２　 北戴河（秦皇岛）野外教学实习基地

基地位于华北板块燕山褶皱带东段，东临太平洋

板块，主要可以观测到较为典型的华北型地层，以及

三大岩石类型及典型的构造现象，该基地作为中国地

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的本科一年级认识实习基地，
对于学生的兴趣培养、初步的地学现象及野外工作的

认识有了初步的了解。 该基地典型的华北型地层对

于沉积学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本科生来说，对
沉积地层及沉积岩在野外的特征有初步的识别。
２．３　 秭归（三峡）野外教学实习基地

基地位于扬子地台的黄陵背斜中，实习区内从古

元古界的基底到三叠系的盖层均有出露，其中还有闻

名于世的“三峡震旦系国际层型剖面”；区内地层剖

面露头情况良好，剖面十分连续，不同地层间的接触

关系也十分清晰，三大岩石类型也很齐全，同时也具

有典型的构造现象，该基地可满足多个专业学生野外

实践教学的需要。 基地中“三峡震旦系国际层型剖

面”作为沉积学的教育内容有着诸多典型的沉积特

征，同时对于不同地层间的接触关系也可以让学生进

行详细的观察。
２．４　 辽宁兴城野外教学实习基地

基地地处华北板块北缘、燕山造山带东段，东南

为华北断坳，北临内蒙古地轴，区内各地质时期地层

发育齐全，构造与地质演化复杂，矿产丰富，露头良

好，海岸带地质现象和资源丰富，并且其中有举世闻

名的中华龙鸟、孔子鸟、享誉“世界第一朵花”的最早

期被子植物的中华古果的中生代“热河生物群”化

石，同时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矽卡岩型钼矿床。 该基地

为吉林大学本科二年级教学实习及本科三年级地质

学专业科研实习的基地，同时也吸引了北京大学、南
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国内外大学的学生前来实习。 区

内典型的地层，以及中生代地层中大量的古生物化石

使得本科生对沉积学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同时

还可以通过各地层中沉积岩及沉积相特征的观察，对
于沉积韵律、旋回、古气候及古环境进行判断及推理。
２．５　 巢湖地质实习基地

基地位于扬子地台，实习区内地层厚度虽不大，
但发育较为齐全，出露也较为连续，易观察，不同地层

间的接触关系清晰，标志层明显，古生物化石丰富，而
且也具有明显的构造现象以及地貌特征，矿产资源也

很丰富，该基地作为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石油大

学等高校的实习基地十分具有代表性。 基地中典型

的扬子型地层可以使本科生不同地层的典型沉积特

征有很好的了解，同时，可根据典型的岩性特征、古生

物化石等寻找相应的标志层从而判断出地质年代，这
对于沉积学的野外教育十分有意义。
２．６　 秦岭地质实习基地

实习基地紧邻南北秦岭构造分界线的商丹缝合

带上，辐射南北秦岭构造区、渭河地堑以及华北南缘

构造带，教学内容涵盖了中国北方典型华北型地层、
中国南方典型扬子型地层以及秦岭典型碰撞造山带、
鄂尔多斯典型沉积盆地等，主要作为地质专业高年级

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教学及年轻教

师培训的基地。 秦岭—淮河作为分割我国南方—北

方的重要标志，区内同时存在的华北型地层和扬子型

地层，通过地层的对比，加深对同一时代不同地层沉

积特征的掌握。

３　 基于学位论文探讨沉积学相关专业
研究生培养现状

　 　 本文分别通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地质学类、沉积学

及相关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发表数量来讨论沉积学

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 数据主要来源于对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数据库各年度不同学科领域的分类与整理。
通过调研各年度我国地质类研究生毕业人数发现，中
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中收录的学位论文数量略少于

毕业研究生的数量，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为有些毕业

论文为涉密论文，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数据库未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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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收录，但数据反映的各年度和各领域的整体趋势

相同。
３．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地质学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发表趋势

自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高校地质学类研究生共

发表 ３１ ３２９ 篇论文，其中硕士研究生共发表 ２５ １９１
篇，占 ８０．４％，博士研究生共发表 ６ １３８ 篇，占 １９．６％。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发表情况呈较明显的阶段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硕士研究生

论文发表数从 ２４ 篇增长到 ５３０ 篇，博士研究生论文

发表数从 ４０ 篇增长到 ２１５ 篇；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总
体呈现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数

的增长速度明显增快，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８９９ 篇到 ２０１０ 年

的 ２ ６１９ 篇，增长了近 ３ 倍，而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表

数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９７ 篇，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５３９ 篇，一直在

５００ 篇左右波动，处于比较稳定的态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整体变化不大，有略微的增长；而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到 ２０１４ 年，受“考研热”的影响，总体又进入快速增长

的阶段，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数从 ２ ７７９ 篇增长到

３ ９６７ 篇，而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表数依然稳定在 ５００～
６００ 篇。 由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统计数据还在持续

更新中，因此未列入本次研究统计范畴。
通过对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地学类研究生论文

发表情况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率，发现

其中有着微妙的联系，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ＧＤＰ 增长

率处于缓慢增长，这与地学类研究生论文的发表状况

基本相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ＧＤＰ 增长率直线上升，大
幅度增长，突破了 １４％，而也可以看出，这三年里地

学类研究生论文发表的数量增幅也非常可观；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 ＧＤＰ 增长

率有所下降，不过相比于其他一些负增长率的国家来

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发现

地学类研究生论文的发表数量在 ２００８ 年虽然增长幅

度有所下降，不过实际的论文数量依然处于增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 ＧＤＰ 增长率虽然在 ２０１０ 年有

小幅回升，但整体都处于缓慢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

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由于经济的整体回落，就
业难度随之增加，更多的大学生选择读研究生，随之

而来的是“考研热”现象的出现，因此，研究生的论文

发表数量依然大幅增长（图 １）。
３．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沉积学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

发表趋势

根据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对地质学学科的分类，本
文筛选出以海洋地质与地貌、沉积岩、古地理及古气

候、各时代地史及地层学、煤田地质学、油气地质学 ６
个学科作为沉积学的代表学科类别，对沉积学进行检

索、统计和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海洋地质与地貌

共发表研究生论文 ６８４ 篇，沉积岩 １２６ 篇，古地理及

古气候 ５４２ 篇，各时代地史及地层学 ８１８ 篇，煤田地

质学 ３５３ 篇，油气地质学 ７ ７７７ 篇，其中有些论文同

时横跨多个学科，本文对这样的论文进行了剔除，共
剔除 ２０６ 篇重复论文，最终统计出沉积学共发表

１０ ０９４篇论文（表 ２），其中硕士研究生共发表论文

８ １２６篇，占沉积学论文发表总数的 ８０．５％，博士研究

生共发表论文 １ ９６８ 篇，占沉积学论文发表总数的

１９．５％。
　 　 对比沉积学和地质学类研究生论文发表情况，发
现沉积学的研究生论文数占地质学类研究生论文数

的３２％，其中硕士研究生占２６．１５％，博士研究生占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地学类研究生论文发表趋势［１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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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沉积学相关学科论文发表数量［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份
海洋地质与

海洋地貌
沉积岩

古地理及

古气候

各时代地史

及地层学

煤田

地质学

油气

地质学

２０００ ７ ０ １ ３ １ ４
２００１ ８ ３ ５ ４ ２ 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４ ０ ７ ４ ３ ５４
２００３ １８ １ ８ ３６ ０ ８９
２００４ ２３ ３ １６ ３１ １２ １３６
２００５ ３９ ６ ２４ ５７ １３ ２２６
２００６ ３７ １３ ３２ １０４ １６ ３２０
２００７ ５０ ２３ ３７ ６０ １６ ４１３
２００８ ５３ ３ ４７ ４５ ２２ ５４５
２００９ ３３ ４ ４７ ２５ ４６ ８０７
２０１０ ４２ ８ ４７ ４１ ５９ ９７３
２０１１ ７１ ２ ４９ ５９ ４８ ９７９
２０１２ ７３ ４ ６５ ６１ ２４ １ ０９５
２０１３ １００ ３２ ８５ １５８ ４７ ９９２
２０１４ １１６ ２４ ７２ １３０ ４４ １ １２３
总计 ６８４ １２６ ５４２ ８１８ ３５３ ７ ７７７

５．８５％（图 ２）。 可以看出沉积学在地质学占据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沉积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

质学进程。
（１） 海洋地质与海洋地貌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随着中国在各方面技术的不

断发展与突破，对于海洋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其中

海洋地质与海洋地貌作为研究海洋的一部分是不可

或缺的。 而在近 １５ 年中，海洋地质与海洋地貌学科

的研究生数量也在不断增长，通过研究生学位论文发

表情况可以看出，除了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间论文数量

有所下降，整体上一直呈现增长趋势，本文认为其中

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而产生的

（图 ３）。
（２） 沉积岩、古地理及古气候、各时代地史及地

层学

沉积岩、古地理及古气候、各时代地史及地层学

这三个学科相对于沉积学的其他学科来说，有着十分

紧密的联系，古地理及古气候的研究正是通过对不同

地质年代的地层中所出现的沉积岩的岩性、岩相、沉
积构造等特征，来对各地质年代的古地理及古气候进

行研究及复原，同时对地层的划分和对比也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 但这三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却截然不同，可
以看出近 １５ 年来，单纯对沉积岩进行研究的研究生

相对较少，直到 ２０１３ 年，才有所改善；古地理及古气

候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增长状态（表 ２）；而各时代

地史及地层学的研究可谓“一波三折”，具有一定的

阶段性特征：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在
２００６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发表数达到了一个峰值；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出现了较大的下降；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
又呈现出增长趋势，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受经济危机后

全球经济“回春”的影响，只是小幅上升，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再次延续了快速增长的状态（图 ３）。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沉积学领域研究生学位论文

占地质学类研究生学位论文比例［１７］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３） 煤田地质学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的国家，但大规模工业开

采发展较晚［２６⁃２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迫

切的需要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矿产，而煤作

为中国最主要的能源，与煤田地质学的发展息息相

关。 煤田地质学作为我国煤炭资源找寻、勘察、评价

和煤矿开采地质保障系统的理论基础，对于保证国家

的能源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正值中

国发展最迅速的 １０ 年，对于煤等能源的需求逐年加

大，到 ２００９ 年，我国的原煤年产量已经达到 ２． ９６５
Ｇｔ，这也是煤田地质学一直处于稳定发展的结果；
２０１０ 年之后，中国的基本国策发生变化，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ＧＤＰ 增长率相应下降，但实

际增量却依然可观，对煤的需求量依然很大，虽然煤

田地质学毕业研究生数量出现了小幅下降，但总体保

持在稳定发展的状态中（图 ３）。
（４） 油气地质学

相比于煤田地质学，油气地质学在我国的起步较

晚，直到 ２０ 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的开发，我国的石

油才逐渐开始了大规模的勘探与开采。 随着我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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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我国的原油消

费量也逐年递增，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１ ２３２． ０１ 万吨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１ ５４６．９５ 万吨，１５ 年间，原油消费量增长

了近 ２．４ 倍，而我国的原油产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 ３００
万吨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１ １４２．９２ 万吨（图 ４），远远达不到

我国对石油的需求，还要大量进口石油，２０１１ 年开始，
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

费国，这对石油的勘探、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２０００ 年

开始，我国石油地质学毕业的研究生数量持续增长，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达到两次峰值，相比沉积学其他学科

来说，石油地质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幅是最大的，可以看

出我国对石油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４　 结论及展望

（１） 中国地质类院校中涉及到沉积学的本科专

业设置类似，主要有地质学、地理科学、资源勘查工

程、石油工程、海洋科学、地质工程、地球物理学、海洋

油气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古生物学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沉积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发表趋势［１７，２５］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原油产量、消费量与油气地质学的关系［１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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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层学、地球化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下水科学

工程等；而研究生专业设置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

各大高校的传统优势研究领域各具特色。 在课程设

置方面，不同的高校与沉积学相关的课程设置不尽相

同，但总体都可以归类为沉积岩石学、沉积环境与沉

积相、成因岩石学、实验沉积学、事件沉积学、古生物

学与地层学、年代地层学、造山带地层学、地史学、层
序地层学、沉积学与能源矿产等课程。 在野外教学方

面，各大地质高校均在野外教学实习中设置有沉积学

相关路线及教学内容，以此提高学生野外实践能力及

基础地质技能。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我国沉积学相关领域研

究生共发表学位论文 １０ ０９４ 篇，占地质学类研究生

学位论文的 ３２％，沉积学的发展在地质学的发展进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沉积学不同学科领

域统计，海洋地质与海洋地貌学科共发表学位论文

６８４ 篇，沉积岩学科共发表 １２６ 篇，古地理及古气候

学科共发表 ５４２ 篇，各时代地史及地层学学科共发表

８１８ 篇，煤田地质学学科共发表 ３５３ 篇，油气地质学

学科共发表 ７ ７７７ 篇 （占沉积学领域论文总数

７７．１％），可见油气地质学是近 １５ 年来沉积学领域发

展最快的学科，这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石油与天然气

勘探开发对人才的需求息息相关。
（３） 通过学位论文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增长率和国际原油价格对比，我国沉积学教育与国民

经济是同步发展的。 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不断向沉积学领域提出新的课题，促进沉积学和沉

积学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沉积学领域和沉积学教育

取得的成果反过来又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譬如，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二氧化碳

排放和全球变暖问题，通过研究白垩纪地球表层系统

重大地质事件的沉积记录，可以精细刻画温室地球海

洋、陆地气候的运行状态，为预测现今全球气候环境

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４）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沉积学

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沉积学的变革与发展同

样对现有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 对于沉积学人

才需要确定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模式，将素质教育和创

新能力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协调统一本科

地质学基础教育和研究生阶段沉积学各领域的专门

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才能真正满足社会发展的

需求，使沉积学各研究领域的接续力量源源不断，使
中国的沉积学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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