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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盐类沉积学术会议在著名盐都—
自贡召开

建国以来首次盐类沉积学术会议于 1 98 4年n 月18 日至 22 日在我国著名盐都一四川 自贡 胜 利召开
。

此次会议系由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会
、

中国地质学会作全国矿产地质专业委员会创 议 联

合召开的
。

会议得到了化工部地质研究院及地矿部第二地质大队的积极 支持
。

自贡市政府
、

科委
、

科

协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许多帮助
。

通过上述多方面的 努力和全体与会代表的通力合作
,

使得这次

会议得以顺利完成原定 的各项要求
。

这次参加会议代表共112 人
,

他们来 自各等院校
、

中国科学院
、

地质矿产 部
、

化工 部
、

国 家 建材

局
,
石油工业部等所属生产

、

科研和教学等部门
,

共49 个单位
。

代 表中有我国长期从 事盐类工作的专

家
、

教授
,

更多的是战斗在盐类沉积生产
、

科研和教学第一线的中青年科技骨千
。

解放后曾经召开过盐类方面的专业会议
,

它们都是针对某一专题进行 学 术讨论和交流
。

这次会议

的特点是强调盐类沉积的讨论
。

全部提交会议的论 文 共90 余篇
,

大会上宣读20篇
。

李悦言总 工 程 师

作了
“

对中国盐类矿产地质工作的几点想法” 。

袁见齐教授作了
“

关于中国找 钾 的几点看法
”
和

“
蒸

发岩的岩相古地理问题
”

的报告
,

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兴趣和欢迎
。

会议宣读的论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
,

既有蒸发岩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

又有应用这些理论
、

方法探

讨蒸发岩矿产赋存规律和找矿预测的实践结果
,

它们充分反映了我国盐类沉积研究工作发展的新面貌
。

大会以后划分了三个小组进行学术交流
,

这三个小组分 别 是碳酸盐蒸发岩组
、

碎屑蒸发岩组及盐

湖与地下卤水组
,

与会代表热烈地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

这次会议通过全体代表的协作努力
,

开得十分完满
,

主要的收获可 以 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对于盐类沉积和沉积相和古地理的研究方 面 有了显著的提高
。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综合多种因

素进行相标志研究是研究成盐环境的基础
。

这一点已为从事盐类研究的同行们所重视并有了可喜的开始
。

二
、

在引进国外相模式的基础上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蒸发岩成因模式
。

沉积相模式

的研究是各种沉积矿产预测的基础
,

重视符合我国沉积的条件的相模式的研究对于解决盐类矿产 的 前

景是十分有益的
,

今后更应加强
。

三
、

寻找盐类矿床资源不能局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些地区
,

它会使得我们对于一些急缺矿种不 能 尽

早突破
。

因此
,

必须突破蒸发岩研究上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这个方面近几年有了新的进展
。

四
、

逐步采用了新技术新方法
。

近儿年来
,

用遥感技术寻找蒸发岩矿床有了新的收 获 , 利用稳定同

位素和有机地球化学研究蒸发岩获初步成果
。

其它如数学地质
、

微型计算机应用于蒸发岩研究 等 都有

了不同程度 的进展
。

五
、

由于燕发岩沉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进步
,

使我们近年来又发现了一批可供工业利用的盐 类 矿

产资源和一些找钾的宝贵线索
。

会议对蒸发岩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

在大会总结的报告中对之进行了归 纳并提出

了今后相应的解决办法和途径
。

杨 世 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