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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沉积学发展的思考

刘宝裙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要 笔者对地质学领域中一些学科近 10 多年以来的突破性进展做了扼要的评述
,

以及对沉积学发

展中一些重要事件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
,

提出了在当前高新科技时代有关研究工作的一些看法
。

认为在沉

积学的研究中
,

必须采用高新技术
,

与其它学科同步进人高科技时代 ; 要更新传统的观念 ; 研究中注意学

科渗透交叉
,

发展新的学科分支 ; 注意全球变化的研究 ; 研究工作要更加密切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

关键词 启示 回顾 发展的思考

作者简介 刘宝君 男 60 岁 学部委员
、

教授 沉积学 现 裙

胡 年代以来
,

人类进人了高科技发展时代
,

电子计算机及各种电子器械的广泛应用
,

改变

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结构
,

宇航
、

交通
、

通讯事业的飞速发展
,

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人类之间的

交往
,

使各方面的联系更为密切
.

高科学技术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
,

大量信息的获得
,

不断更新

和深化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
,

观念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

处于这个时代的地学

工作者不得不考虑地学研究的方向
,

如何适应这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
,

使地学这一学科能同步发

展
。

在地质学领域内
,

近二三十年来也有不少学科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

仔细研究地质学领域内各

兄弟学科 (如构造
、

地层
、

古生物 ) 的进步过程
,

对于考虑沉积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

这不仅仅是

由于我们可以从其它学科的发展中获得如何推动沉积学发展的一些启示
,

而且因为有一些学科的

某些方面的突破 (例如在概念上的改变 )
,

要促使沉积学不得不修改它原来的传统的概念
。

事实

上
,

有一些地质学界的有识之士
,

早在 20 多年以前 目睹了由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与完成在世

界科学技术界所造成巨大影响
,

就已经在考虑怎样在地球科学领域内也制定一个类似阿波罗计划

的宏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学研究项 目
,

通过它的实施
,

可以在地学领域内产生一个革命性的

有里程碑性的突破性的进展
。

地质学家必须考虑地质学所面临的挑战
,

作为一个地学工作者所担负的时代责任
。

沉积学家

也必须认清形势
,

仔细地研究兄弟学科发展的经验
,

认清社会对学科的要求以及 自己所处的地

位
,

正确制定沉积学发展的对策
,

以使沉积学能在这一高科技时代相应地发展和有一较快的进

步
。

一
、

地质学与一些学科的启示

2 0一30 年以来地质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都有重大的进展
,

但是最具有震动性的事件莫过 于

大地构造学中板块学说的崛起
。

板块学说的提出是基于 60 年代对于海洋进行观测的结果
、

它有

大量充分可信的实测数据作为依据
,

而且它的理论是可以在地球的一些部分进行测验和验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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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在板块学说提出的最初时期
,

便很快被科学家普遍接受
,

很快在地球科学领域中
,

确立了它

仙巨 友影响的主导地位
。

板块学说的崛起
,

带来了一系列地学中重大问题在概念 上的变化
, `

后
一

使

左 粗构造
、

古地理
、

古生物等方面的研究指导思想从固定论转向活动论
。

人们意识到地壳的演化

沐不足简单的垂直升降
,

更重要的是地块的水平运动
。

古地理的变迁也不是简单的原地的海阳
l

变

士 价
_

获要是大陆和海洋板块 (块体 ) 的水平运移所造成的海洋的扩大
、

收缩和陆地的淹没和增
`
一

此 占生物群落
、

古生物组合则是古气候与板块运动相互作用的一种表现
。

地球科学其它学科

忠研介也都要考虑板块学说对于各个学科所带来的冲击
,

都力求在这 一
理论

_

上具有根本性变化的
、

记 驴 如何使 自己的理论能更加完善起来
。

板块构造学说来 自于海洋构造的研究
,

许多学者接

觉
, ’

这
一

学说之后
,

便将这一理论用之于解释大陆的一些构造现象
。

但是实践证明它不能完善地

丫释人陆中许多地质构造现象
,

大陆构造有其身的特点
。

例如大洋中可以观察到地壳的扩张以及

汽沟处的俯冲
,

而大陆通常是块体的相互碰撞
。

因之 19 70 年以后
,

裂谷运动
、

大陆碰撞等学说

迩渐发 ,夔乡于完善起来
。

板块构造理沦的提出
,

很大程度上得之于对现代大洋观测所得的数据
,

要建立有关人陆构造

件的理沦
,

也必须有大陆测量的数据作为基础
。

因之
,

发展有关大陆现代变形的研究
,

包括
声、 陆 令形的定 星描述

、

岩石圈内应力应变的分布
、

积累和释放
、

板块边缘和内部地震活动以及板

沙 ;三动机制的力学模型等
,

这些研究使用了高新技术
,

如超长基线干涉测量
、

卫星激光测距和全

球定位系统等
。

十多年来
,

构造地质学亦有重要的发展
,

它已从长期的描述构造学中摆脱出来
,

进入 了构造

地质的动力学和流变学发展新阶段
。

例如在有关变形构造动力学
、

断裂理论与断裂模式
、

韧性剪

叼
r

书
、

逆冲岩片运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

都有突破性的进展
。

总之
,

这十多年的研究
,

已结束了

构造地质的描述学时代
,

而代之以有科学理论的和可能进行实验和检验的确定构造事件过程中岩

石的动力学
,

动力学及流变学研究时代
。

古生物学和地层学是地质学中最古老的学科
,

它曾经为科学的地球科学的建立起 了重要的奠

基作用
。

然而传统的研究方法限制了它的发展
,

使之停滞不前
。

但古生物学和地层学近十多年以

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

除了在古生物学的研究中运用了许多新技术外
,

更重要的是思想概念与方法

沦的更新
。

占生物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学说
,

这些新学说的特点就是把古生物学领域中传统的
、

汉基于经验和直觉的方法
,

转移到具有严格逻辑推理的
、

可以得到检验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来
。

点

断
一

平衡沦
、

种系渐变论和成种作甩学说的提出
,

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持有的生物渐变连续过渡发展

的看法
,

它促使科学的新灾变论的出现和广泛传播
。

另外板块学说的出现对古生物学的冲击也很

大
,

例如有关古生物群落的研究必须考虑各板块的漂移对于古生物群落发展的影响
。

沉积环境及

沉积动力学的许多新成果
,

也使古生物的研究必须重新考虑这些因素对于古生物分布的影响
。

50 年代以前地层学工作的主要内容
,

是全球性资料和地层对比的进一步完善
,

体现在国际

胆层典和各纪对比表的不断发布
,

而概念方法则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
。

60 年代以后
,

由于板块

货说的确立和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在地层学中广泛应用
,

沉积学等学科与地层学的相互交叉渗透

愈未愈密 ltj
,

特别是地球历史和生物演化研究领域中突变 (灾变 ) 论思想的复兴和地质事件概念
:

公沈 仗地层学中出现了许多分支学科
。

如事件地层学
、

生态地层学
、

地震地层学及层序地层
`
峭方东地碳

`、

尹
、

旋回地层学及构造地层学等
。

因此
,

当代地层学的工作不仅只限于以传统的
一

去立善全球性地层对比的问题
,

而是从新的概念出发
,

充分使用多种学科渗透而产生的新的学

科分 支和新技术新方
一

法
,

研究三维地层格架
、

构造演化与地层格架的关系
,

以及制定新的地质年
气、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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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床学领域 中
,

关于以沉积岩为围岩的层控矿床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
。

对于现代大洋中

脊
、

海槽的观测发展了热水成矿学说
,

人们认识到热水沉积成矿作用乃是矿化富集的一种极为重

要的形式
。

对于沉积成岩作用的深人研究促进了成岩成矿学说的发展
,

由于对现代及古代一些沉

积相中赋存的矿产的观察
,

促进了岩相控矿及矿化与岩相关系的研究
。

此外
,

近年来对于密西西

比型矿床
、

金
、

锰
、

汞
、

铀等矿床的研究还促进了有机成矿和细菌成矿的研究
。 “

三多
”

理论的提

出 (成矿物质的多来源
、

成矿过程的多期性
、

成矿作用的多种形式 ) 促使矿床学工作者必须从整

个地史的发展演化
,

以及演化中各种地质因素的综合作用来研究成矿作用
。

从以上几门学科的进展可以看出
,

地质学的发展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 即概念的转变

、

新技术

新方法的应用
、

学科的渗透与交叉
、

以及由于板块构造的崛起所引起的全球变化的研究
。

二
、

沉积学发展的回顾

早期的沉积岩石学的奠基和发展与地质学的情况类似
,

作为地质科学的基础支柱
,

现实主义

和将今比古的原则也是沉积岩石学的最重要的依据
。

在再建古代环境工作中
,

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是瓦尔特的相律
,

而沉积分异的理论原则作为研究沉积作用的最重要规律
,

它们统治了沉积岩石

学领域达数十年之久
。

然而
,

无论如何早期指导沉积岩石学研究的还是传统的思想方法论
,

即基

于直觉的经验的总结
,

而缺乏严格的科学逻辑
,

又不易进行科学的检验
。

所以早期的研究只是大

量的描述
,

所谓规律也不过是直觉的经验和积累
。

1 94 9 年及 50 年代初出现了浊流的理论
,

并以之解释杂砂岩或硬砂岩的成因及海底峡谷的成

因
,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

因为在此以前
,

人们只能依据将今比古的原则
,

用 自己所熟悉的牵

引流沉积与古代沉积进行对比
,

而对不熟悉的重力流沉积则一无所知
,

甚至把古代类似的沉积定

为古冰川作用的产物
,

在地质学中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

浊流学说的提出
,

不仅打开了地质学家的

眼界
,

认识了除牵引流以外的另一大类沉积作用 (非牛顿流体的沉积作用 )
,

而且对于传统的理

论如沉积分异作用的学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

它表明简单的机械沉积分异规律不能解释 自然界的

真实地质情况 (如粒度分布情况 )
。

60 年代初
,

在美国一些沉积学家和工程专家做了一些学术交流
,

促使沉积学家把泥砂运动

力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引进到关于搬运一沉积作用的研究中来
,

以这解释沉积岩中的波痕及层理

等沉积构造现象
,

获得满意的结果
,

从而发展了沉积动力学这一分支
。

此后
,

水槽实验即成为沉

积学实验中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

最明显的效果是大大促进了河流相和湖泊相的研究
。

例如中新生

代的一些红层曾被广泛定为湖泊相
,

只是在 60 年代以后把水槽实验的成果用于解释沉积构造获

得突破性进展之后
,

一些红层才被正确地定为河流相
。

19 59 年及 60 年代初
,

在碳酸盐岩的研究中有一突破性的进展
,

认为石灰岩属生物化学成因

的看法被否定
,

新的石灰岩分类认为这类岩石的组成成分虽为生物化学成因
,

但其搬运与沉积则

属于机械作用
,

它服从物理的沉积动力学原则
。

这就大大推动了有关碳酸盐相模式及古地理环境

的研究
` 。

板
.

块构造学说的崛起冲击了地学领域中各门学科
,

使得地学中各学科发生 了里程碑性的变

化
。

沉积学中的情况也如此
,

基于简单的地壳垂直升降所引起的海水进退 (如槽台转化 ) 而制定

的再建古地理的原理和方法必须重新考虑
。

多年来作为指导思想的单一陆源供给和以槽台学说为

基础的相变规律 (瓦尔特相律 ) 也要重新评价
。

按照新的概念
,

古地理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原地

的海陆变迁
,

它主要是由于大陆板块与海洋板块的水平运动所导致的海洋的扩大
、

收缩
、

消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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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的淹没和增生
,

而岩相组合则是古气候和板块运动的一种综合表现
。

因之不能用简单一个综

合的统一的相模式概括所有的相变的情况
。

沉积学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关成岩作用的研究
,

60 年代 由于勘查开发隐蔽油藏的需

要
,

促进了成岩作用的研究
,

很快就成为研究储油层的一项重要内容
。

这项研究引进了很多物理

化学热力学以及有机地球化学的原理
,

大大丰富了成岩作用的理论
,

而成为沉积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
。

沉积成岩作用研究的深入又促进了沉积期后分异理论的发展以及层控矿床矿化富集的理 沦
。

因之在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有关岩相控矿
、

沉积成岩成矿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可观的进展
,

{}飞现

了萨勃哈成矿模式以及
“

构造
、

岩相
、

层位控矿
”

等成功的研究实例
。

也可以说沉积成岩作用理沦

的引用
,

大大促进了矿床学 (特别是层控矿床学 ) 的发展
。

由
_

[ 述可见
,

自 6 0 年代起
,

在沉积岩石学领域内已建立起具有本身特色的完善的理论和 方

法
,

它由以描述为主和传统的直觉经验总结为主的沉积岩学过渡为具有严格科学逻辑推理的和

套完整理论为指导的沉积学了
。

然而
, ,

客观地来讲
,

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

!
一

作中局阳 于

较小地区的沉积作用模式
,

还不能从更大的地壳演化角度来认识沉积作用的过程和规律
,

比较多

地放在
“

正常的
”

沉积作用的研究上
。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
,

层序地层学
、

事件地质学
、 _

天文地层

学等的出现
,

新灾变论的崛起
,

都给予沉积学的研究以巨大影响
,

沉积学者必须考虑
,

要按照新

地球观来发展沉积学
,

沉积学必须研究全球变化问题
,

要从整个地壳演化的角度来认识沉积作用

的规律和各种沉积现象
,

要以活动论为指导来研究
、

再建古地理和古环境
。

因之
,

全球沉积地质

问题
、

缺氧事件
、

盆地分析
、

米兰科维奇旋回
、

第三代古地理图的编制以及古气候等的研究被提

出来
,

很快即成为沉积学的热点和重要前沿课题
,

并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国际合作项 目
。

这些顶 口

的制定和实施
,

使得沉积学越过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

步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由上述可以看出
,

与其它学科的情况一样
,

沉积学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
,

也就是它不断吸取

其它学科的理论
、

改变传统的思想方法论
、

研究中不断使用新的技术和方法
、

并在实践中进行检

验
、

而逐渐完善 自我和发展 自我的过程
。

沉积学的发展从初始研究阶段
,

经过了专业化阶段直到形成现代的沉积学
,

大致经历了 l ( )0

多年
。

现代的沉积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

1从局部的地区性研究进行到全球研究时代 ;

2
.

突破了传统的均变观点的束缚
,

重视了地质历史上灾变事件的研究
,

成为新灾变论的 个

重要支柱 ;

3
.

学术指导思想从传统的固定论向活动论转变
,

以新的地球观来检验过去的理论
,

并建
、:

_

了

新的理论 ;

4
.

在思想方法论上
,

打破了传统的以简单的直观的经验总结为主的工作方法
,

代之 以有产格

逻辑推理的并能进行科学检验的方法
,

建立了与现代科学发展相应的有 自己特色的较完善的理

沦 ;

5
.

正沿着纵向深入
、

横向交叉渗透的两个方向发展
,

一些起点高
、

难度大
、

科学意义明敏的

热点研究方向及分支学科正在形成 ;

6
.

从单一的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转变为广泛的社会领域的研究
,

沉积学的任务不仅是了解地

球历史中沉积作用的过程演化
,

以解决人类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问题
,

它愈来愈多地和更加广泛地

介入当代人类活动的三大基本问题—
人 口

、

资源
、

环境 6IJ 题的解决和研究中去
。

对历史的总结和回顾
,

不仅能从其它学科的发展取得宝贵的经验和教益
,

而 且可为自身的发

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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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对沉积学发展的思考

如前所述
,

研究地质学领域一些学科的进步情况和回顾沉积学的历史对于讨论沉积学今后的

发展方向是十分有益的
。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类历史中巨大变革的时代
,

历史向我们科学工作

者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

做为一个沉积学家
,

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
,

例如沉积学如何 与

其它学科一起同步地进人高新技术发展的时代 ? 如何运用沉积学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三个课

题— 人 口
、

资源
、

环境问题 ? 沉积学如何才能在 自我完善和 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更快地登上一个

一个的台阶? 中央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

科学技术必须面

向经济建设
,

以及攀登高峰的总方针我们如何贯彻 ? 鉴于前面所分析的地学中一些学科的进展以

及沉积学发展的一些具体情况
,

作者希望就与沉积学的发展有关的问题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

1
.

观念的转变是十分至要的

过去曾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说法
,

认为地质学是不科学的科学
。

这一看法未必正确
,

但也得到

了一些人的支持
,

这就是因为传统的地质学的息想方法论是以直觉的经验总结为主导的
,

缺乏严

格的科学的逻辑推理
,

而且没有或很少能进行科学实验的检验
。

传统的沉积岩石学也是如此 大

量的描述成为沉积岩石学的主要工作 内容
。

60 年代以后
,

由于板块构造研究的冲击
,

沉积学家

必须考虑在 自己的领域里要以活动论的观点代替老的固定论
,

要注意研究地质历史中的一些事件

的沉积作用过程
,

以新灾变论的观点代替老的均变论
。

由于空间探测
、

天体地质和深部地质等工

作中获得大量前所未知的信息
,

要根据这些信息来修正已有的只是基于老的知识所做的一般推理

而建立起的概念
。

要建立新的地球观
,

在新地球观的指导下
,

来检验
、

修正传统的概念和建立新

的概念
。

在沉积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

由于运用
、

引进其它学科的原理
、

理论和方法
,

己逐步建

立起一套较完整的理论
,

但也必须要在新地球观的指导下得到检验而完善和巩固起来
。

事实
_ -

一门学科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可以有两个渠道
,

一个是应用了新技术
,

获得了新的信息 ; 另一个就

是学术指导思想的转变
,

例如关于古地理的研究
,

以板块构造为指导
,

尽管使用的仍是传统的地

质学和沉积岩石学的方法
,

也会得出与槽台学说指导下完全不同的成果
。

这样的例子很多
。

.2 研究中应尽 , 使用高新技术
、

手段和方法

空间探测器发回的数以万亿计的数据包括了大量前所未知的有关太阳系和地球的组成
、

形成

和演化的信息 ; 深部探测技术 (包括超深钻工程 ) 的使用
,

提供 了与旧观念和旧理论相悖的大量

信息 ; 电子探针
、

扫描电镜和阴极发光技术在矿物岩石学中的使用
,

打开了我们对微区研究的视

域
,

使得地质研究的领域更广泛
、

认识更为深刻
。

科学技术的
一

飞跃进步要影响到人类活动的各方

面
,

技术领域的许多前沿反映了科学理论对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

新技术在地质学的运用也

必定会大大地推动地质学的发展
。

当前高新技术的发展的特点是涉及面广
,

而目
.

周期愈来愈短
,

我们要善于发现
、

善于创新和引进
,

要及时地把一些高新技术引进到沉积学领域中来
,

使之成为

本学科的一项方法和手段
。

沉积学要登上当代科学的高峰
,

必须不断使用高新技术
,

使自身的研

究方法和手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

.3 要注意研究学科的渗透和交叉

现代沉积学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

也就是沉积学与其它学科进行学科渗

透和交叉的结果
。

沉积岩石学与泥沙运动力学的渗透交叉形成了沉积动力学 ; 沉积岩石学与物理

化学
、

热力学及有机化学的结合
,

形成了现代完善的成岩作用及成矿作用的理论 ; 沉积相 (体

系 ) 的研究与地震地层学的结合形成了现代的层序地层学 ; 板块构造学与沉积岩的交叉渗透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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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构造地层学
.

;卜成为活动论指 导卜的盆地分析研究的重要支柱 ;有机地球化学 与沉积成岩作

用的理 沦及层控矿床学相结合而出现了生物 (有机 )成矿作用的学说等等
,

例子很多
。

做为沉积

学家应具有较好的数理化基础
、

J
` 一

泛的知识以及较宽的研究领域
,

密切注意各学科研究领域的动

态和新成就
,

尽可能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

不断充实和完善沉积学的理论和方法
,

培养与其它学

科的结合点
,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建立学科分支
,

促进沉积学更快的发展
。

.4 要把全球变化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

科学家们 早就提出 20 世纪的最后 1 / 4 世纪是全球的时代
,

这不仅是指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

社会科学方面
,

而且也包括了自然科学领域
。

地质学家 自 60 一70 年代即已认识到地学研究必须

以全球范围来认识各地区局部的规律
,

庞大的国际岩石圈计划和国际地质对 比计划等都是出 于这

种考虑而制 iJ’ 的 在沉积学领域 中
,

80 年代中期在国际地科联之下成立了全球沉积地质委 城会

来制定计划
、

沦证项 日以及协调国际合作研究工作和国际交流 与人员培训的 I
一

作
。

已经提出 60

余项有关全球研究的沉积学项 目 它们覆盖了几乎所有的沉积学领域
。

已经确定了两个试点项

日
,

即
“

白平纪韵律
、

事件
、

资源 ( C R E R )
”

及
“

联合古陆 ( P A N G E A )
”

正在组组实施
。

我囚沉

积学家已参加了这项工作
,

今后要在更广
一

泛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参与这项工作
,

让我们的研究

能在全球沉积地质计划 ( G S G )P 中起更大的作用
,

通过合作研究提高我们的认识
。

.5 沉积学家要参与国际岩石圈计划的研究

岩石圈的研究是国际地学合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课题
,

它涉及地壳结构
、

地球形成演化的许

多重要问题
,

受到地学界极大的重视
。

但是这项研究大部分由地球物理学家和大地构造学家承

担
,

沉积学过去被认为只能研究部分地壳表层 (盖层 ) 的组成和沉积形成作用
。

但是
,

自从沉积

学与板块构造相结合以 后
,

形成了新的理论
,

表明它在解决盆地结构和发展演化的研究方面具有

巨大潜力
,

它已经成为盆地分析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柱
。

沉积学可以参与岩石圈研究的许多方面
,

如地球物理资料的解释
、

消失了的古海洋及现代大洋盆地演化的研究
、

大陆造山带演化
、

古地理

及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等
,

沉积学都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

沉积学家应积极参与国际岩石圈计划

的有关方面的研究
,

并在研究中丰富沉积学的理论
,

使之更加完善
,

迈上新的台阶
。

6
.

注意盆地分析的研究

盆地分析原是地球物理学者工作的内容
,

但是涉及盆地演化的许多问题不能由地球物理单一

学科来解决
。

例如盆地的充填速率 (由此推断地质历史中拗陷的速率 ) 不能简单地由地层的厚度

来判断
,

要研究沉积作用
、

间断
、

地质事件及成岩作用 (如压实作用 ) 等问题 ; 要了解控制盆地

发展的构造作用历史可以通过研究岩相展布及其分布规律
、

古地理特点来解决 ; 要了解热发展史

可以通过研究岩浆作用
、

热液活动
、

有机物转化过程以及矿物包裹体等来解决 ; 对层控矿床的研

究
,

说明矿化富集受构造和岩相控制
,

而岩相又受构造控制
。

近几年来的研究表明
,

沉积埋藏以

后有机质的转化
,

不仅可以生成石油和天然气
,

造成次生孔隙发育的储集层
,

而且所产生的有机

络阴离子还可以与金属离 子络合而形成金属络合物或鳌合物
,

把金属 (如铅
、

锌
、

金
、

汞
、

铀

等 ) 从岩层中活化出来
,

在溶液中进行搬运
、

沉淀和富集
。

这也就是生物 (有机 ) 成矿学说近年

来的成果
。

上述简要的情况说明
,

在解决 一些重要地质作用问题上
,

各学科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了
,

了F何

地质现象都是许多作用综合的结果
。

事实上
,

岩石和岩层都是各种地质信息的载体
,

它本是长期

以来各种地质作用的综合体
,

不同的专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从载体中获取了不同的属于 自己

专业领域内的那一部分信息
,

进行研究
、

总结和建立了各专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但是随之而来

的是割裂了各学科之间应有的联系
,

形成了孤立的和片面的研究局面
,

这种研究不能揭示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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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
。

所以我右珊在提倡学科交叉
,

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

应当把沉积作用
、

成矿作用
、

古生物组

合
、

构造作用和岩浆活动
、

有机作用等都看成是某 一部分地壳 (例如盆地 ) 发展演化过程所表现

出的一个
,

侧面
,

只有从例如盆地的发展演化中来看某一地质作用
,

才能得出正确的规律性的认

识
。

因此
` ,

应当提倡进行统一地质场的研究
,

而在盆地分析中进行这种统一地质场的研究
,

则是

最好的选择
。

.7 沉积学要更好地长入社会
,

要在解决经济建设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上发挥学科优

势
,

作出应有的贡献并发展自己

沉积学家要培养经济意识甚至市场经济意识
,

要在社会
、

经济建设
、

市场那里找到 自己的立

足点和结合点
,

并能发展 自己和完善 自己
。

中央提出的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

科学技术必须

面向经济建设
”

的总方针必须贯彻
。

我们的研究成果必须转化
,

要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
,

科学技

术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
。

我们的研究要涉及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三大难题 (人 口
、

资源
、

环

境 )
,

沉积学家要发挥 自己的学科研究优势
,

在寻找和扩大资源
、

消除和减少 自然灾害以及生态

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作出努力
,

做出贡献
。

事实上
,

也没有脱离现实
、

脱离社会需要的纯粹的科学
。

许多科学学科
,

特别是一些新的学

一科分支和前沿
,

都是在社会和经济的需要下发展起来的
。

如层序地层学就是在石油勘查中
,

经过

地震地层学与沉积学的交叉渗透而出现的
,

它被认为是地学中一个突破性进展
,

大大丰富了地学

的理论
。

这一分支学科的建立又大大促进了地学领域中许多方面的研究
,

提高了理论也推动了实

践
。

.8 要打破
“

模仿型
”

的战略指导思想

由于客观的原因
,

我国的沉积学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落后于国际一些先进的国家
。

特别是
“

文革
”

以后
,

我们引进了许多外国的理论
,

很快提高了我们的研究水平
。

但是多年的引进
,

也养

成了简单的与国外对比和
“

模仿
”

的习惯
,

这对我们继续进步和攀高峰是有害的
。

我们中国幅员辽

阔
,

地质情况复杂
,

有 自己的特色
。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中国的地质
,

处理好引进一吸收一创造的

关系
,

总结出中国的沉积学理论
。

例如我们长期使用的碳酸盐相模式是基于稳定地台的情况而做

出的
,

而我国多不稳定的山区
,

我们要总结造山带的相模式 ; 同时中国的造山又是多期的
,

因之

在盆地分析工作中也要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盆地演化的规律
。

事实上
,

在过去总结我国特色的地

质规律中
,

我们还是做出了不少出色的成果
,

例如关于陆相生油的研究
、

关于断陷盆地的研究
、

沉积成岩成矿作用和相控层控矿床等方面研究
,

都做出了巨大成绩
。

除上述几点之外
,

大力培养基础好
、

领域宽的年青一代沉积
.

学家
,

也是发展沉积学的一个重

要社会条件
。

由于
“
作者学习不够

,

提出的以上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

敬请同行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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