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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岩相古地理图的新著

—
《 中国海陆变移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 一书评介

江 涛

《 中国海陆变 迁海城沉积相与油气 》 一书系继刘鸿允先生 《 中国古地理图 》 之后
,

又一本中国古地理图方面的

的专著
,

作者关士聪先生 等在博采国内外名家的岩相古地理概念 , 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了统一的中国 海 城 沉 积模

式
,

在 此基础上收集了大量的岩相剖面资料
,

编制了二十幅晚元古代 至三叠纪的海陆分布及海城沉积 相图
,

五幅早

寒武世至晚三叠世 的海陆变迁图
,

并附有相应的文字说明
。

本书有下列特色 :

1
.

充分吸收 了七十年代以来 国内外在研究碳酸盐沉积相的研究成果
、

吸收了威尔逊的沉积相模式
,

但又克服了

这个模式 的局限
,

把威 尔逊的相模式放在全球海城地理环境的背景上加 以扩充和 深化
,

吸收了无 障壁 海的陆缘沉积

相模式
,

浊 流模式
,

以及近年来 我国岩相古地理工作者所发现和查明的凹槽台地相 ( 又称台沟相等等 )
,

这 个模式

基本上概括 了自然界各种千差万别的海城岩相带
,

为本岩相古地理 图的阅读和应用提供 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概念
。

2
.

上述模式在概念上划分了相组
,

相区
,

相带三个层次
,

共 分出了二个相组
,

六个相区十六 个相带
:

上述三个层次对于划分不 同地质历史时期的沉积相
,

提供了一个有伸缩性的尺度
,

据此可以按照不 同的地层的

时距或不同的地层岩相 的研究程度
,

使用不 同层次的尺度来划 分岩相
。

同时
,

由于建立多次的岩相概念
,

书 中所列

的二 十五幅岩相古地理 图拥有较丰富的信息量
,

充实了图件的内涵
。

3
.

岩相古地理 图是 以一定时距的地层为单位编制的
,

但 一个地层单元往往是 由多种岩相组合而成
,

这就产生了

岩相的归属问题
,

这众多 的岩相组成的地层单位应定为那一个相带
,

相区或相组 呢? 既不能将众 多的岩相加 以平均

化处理
,

又不能将众 多的岩相统统吸收作多相投影
。

在本书里
,

作者运用了 “ 主导相 ” 这一概念和手法
,

顺利地解

决了这 一棘手的问题
,

并且 由于采用了这种手法
,

图面上的岩相带匹配获得鲜明的效果
。

4
.

本书紧密联系生产实际
,

突出面 向寻找油气田这 一重大实践课题
。

实际上本书展示的海域岩相组
、

区
、

带不

仅对寻找油气田有指导意义
,

而且对寻找许多固体矿产也有指导意义
,

例如
,

近年来寻找层控矿床 的 实 践经验表

明
,

许多金属矿产的分布和一定的碳酸 盐岩岩相带有密切的关 系
。

由于具有上述特色
,

本书反映了我国八 十年代研究岩相古地理的水平
,

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
,

所展示的岩相古

地理 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
,

并且又具有较高的实 用价值
,

因此本书的出版
,

对我国找矿实践和地学的发展

将产生有益的影响
。

由于种种原因
,

本书还存在下列不足
:

1
.

作者提出沉积环境综合模式基本上概括了 自然界 的海域岩相古 地 理 面 貌
,

但 I 相 区 ( 台地相区 ) 和 W相区

( 陆地边缘相区 ) 的关系还有待确切查 明
,

著者认为
,

在 自然界 中
,

l
、

U相带的关系特 别是 1 2
( 半 闭塞台地相

带 ) 1 3 ( 闭塞 台地相带 ) 和 W l
( 沿岸滩坝相带 ) W以潮坪泻湖相带 )的关系

,

更多的是交错关 系而不是续接关系
。

2
.

由于受地层研究程度的局限
,

作者不得不冒着地层对 比失误的风险来确定编 图的时限地层单元
,

如 中国长城

纪
、

蓟县纪
,

青 自口纪海陆分布及海域沉积相 图 ( 图 1 ) 就冒着这种风险
、

作者把三斗坪群 ( 睦岭群和长城纪
,

蓟

县纪对比
,

实际上前者被一个年龄为 17 亿年的含金石英脉所穿擂
,

比长城纪为老
。

不过上述间题 并不是主体性的间

题
,

在本书出版后的未来岁月 中类似 问题还有 可能出现
。

地层 的研究是不断深化 的
,

永远不会完结
,

任何一个作者

如果试图编一张小比例尺 的岩相古地理图就不能不冒着这种风险
,

关键的问题是只要作者编图所采用 的时限地层单

位的对比框架基本上是正确的
,

那么岩相古地理 图上所反映的轮廓就将接近于实 际
。

3
.

作者编 图所遵循的构造原则是 固定论的槽台概念
。

从活动论的全球大地构造概念来看
,

由于海底扩张和板块

的俯冲
,

现在许多跨省区的大的古地理单元面貌和岩相
,

岩组的展布状况
,

在它们所处的地质历史时期里并不 完全

如此
,

只是 由于后来的板块的缝合
,

才使它们固定于现今的空间位置上
,

在板块俯 冲的过程中
,

板块边缘的岩相带

湮失将是不可避免 的
,

因此
,

现今岩相古地理图上几个大地构造 单元 之间的岩相带的缺失现象
,

一方面可能如作者

所说那样是瓦尔特的例外
,

但是 另一方面也 可能是板块收缩碰撞 所造成的湮失 的结果
。

限于科学技术条件
,

目前还

不可能用活动论的概念来编制岩相古地理图
,

我们期待这种条件 的出现
,

而在这种条件出现之前
,

本书是一本创新

之作
,

并将在我国岩相古地理研究史上留下一块坚实的里程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