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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库车坳陷野外露头和钻井资料以及地震剖面的综合分析，对库车盆地侏罗纪沉积环境、层序划分进

行了研究。库车盆地在侏罗纪时期为一非对称型坳陷型盆地，主要物源在盆地的北部。划分了13 个三级层序，三个

层序组，反映了三个大级别的旋回。最大湖侵期为阳霞组中上部，与当时有一个明显的气候变热期相一致。沉积环境

在侏罗纪早期为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环境、中期为曲流河—三角洲环境，后期为三角洲和浅湖环境，中期有短暂的

海泛发生。影响侏罗纪湖平面变化的主控因素为构造运动、气候变化、物源条件、河水的流入以及海侵的影响。在中

侏罗世早期、晚期的最大湖侵和海泛的短暂时期，形成了厚层的烃源岩分布。库车坳陷侏罗系虽然砂体分布广泛，厚

度较大，然而由于陆相沉积环境的控制，非均质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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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层序地层学的研究虽可借鉴海相层序地层学

的理论与方法，但不能完全套用海相层序地层学的模

式和术语。应根据陆相地层本身的特点考虑其复杂

性、特殊性提出一套反映自身模式和术语体系。多数

学者〔1"2 〕认为陆相层序内部体系域基本上可以三分，

但层序中的三分作法仅适合一定条件，对体系域术语

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不同认识。李思田〔4 〕建议陆相

层 序 内 部 体 系 域，使 用 低 位（LST）或 冲 积 体 系 域

（AST）湖 泊 扩 展 体 系 域（EST）和 湖 泊 萎 缩 体 系 域

（CST）的术语体系。三级层序在坳陷内基本可以对比

和追踪，以主要的湖进面还可划分出低水位、水进和高

水位体系域。最大的湖泛面在坳陷内可对比，但体系

域和准层序在横向上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变化较大。

张希明等〔4 〕、顾家裕〔5 〕分别对塔里木盆地中新生代层

序地层学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库车盆地侏罗纪沉

积层序的研究，系统分析了陆相盆地沉积旋回特征，探

讨了侏罗纪库车原型盆地的性质，总结了控制湖平面

变化的主要因素。

1 层序界面和层序类型

库车盆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与南天山褶皱系之

间，是一个中新生代的盆地。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库车前陆盆地发育在天山褶皱带与塔里木板块北缘的

接合部，是一个叠加复合型前陆盆地。库车坳陷侏罗

系主要为一套含煤陆相沉积，一般厚1 450 "2 070 m
（图1 ）。

图1 库车坳陷侏罗系沉积层序图

Fig .1 The sedi mentary seCuence of hurassic series ，

Kuche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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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序界面的特征与识别

由于陆相湖盆沉积，具有多物源、多沉积中心，相

带窄，相变快，湖平面变化频繁是其特点，沉积旋回是

陆相沉积的重要特征。层序界面的分析是划分不同级

别层序和分析其沉积构成的关键。以地表露头观察到

的不整合、侵蚀和沉积间断面，依据古生物、沉积相资

料，结合地震反射波组的上超、下超、削截。根据表现

的侵蚀程度、延伸范围和侵蚀间断的时间长短将其划

分为以下不同级别的不整合面。

!级不整合面主要由古构造运动，构造应力场转

换或大的湖平面下降造成的大规模的不整合面。它通

常代表着盆地基底面或盆地收缩时的古风化剥蚀面。

该界面是构造旋回划分的标志，为区域性不整合，常与

区域性构造事件吻合。如白垩系亚格列木组与侏罗系

喀拉扎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根据古生物资料上、下

两组之间缺失晚侏罗世中晚期沉积，在阿瓦特地区缺

失喀拉扎组，亚格列木组与齐古组直接接触，该界面对

应于地震资料中T2
8 反射波，为中- 高频、连续- 较连

续、强- 较强反射。该层底界面为!级层序界面。

"级不整合面为明显的湖平面下降造成的不整合

面，它是由一种地区性的构造运动造成的。该类不整

合面在盆地不同部位表现为不同的性质，在盆地边缘

地带为陆上沉积间断，除出现无沉积作用外还具明显

的侵蚀现象。盆地内部可由无沉积作用过渡到连续沉

积。侏罗系可划分出三个"级层序界面，第一，位于塔

里奇克组与阿合组之间。根据区域资料两组之间的界

面在库车盆地露头区整合接触，在盆地东部边缘库尔

楚地区该组超覆塔里奇克组与黄山街组直接相接触。

图2 库车坳陷侏罗系野外剖面层序—体系域分析和对比图

Fig .2 The seCuence correlation and systemtracts of jurassic series i n kuche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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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震资料该界面相当于T3
8 ，具有上、下两套波组，

上波组为连续一断续弱反射或丘状杂乱反射，下波组

为多相位中、低频连续较强、强反射波组，在大部分地

区为煤系地层；第二，为阳霞组中下部和上部存在一个

由于气候变热，同时引起大面积水进开始的界面。形

成水进的阳霞组黑色泥岩沉积。恰克马克组底部的泥

灰岩，表明湖盆经历一段稳定时期的发育之后，形成的

化学沉积，是湖平面开始重要水进的开始，同时也可能

受到了海泛的影响。第三，为喀拉扎组与齐古组之间，

气候逐渐变得干热，形成粗碎屑的紫色砾岩沉积。

库车盆地侏罗纪表现为下统的阿合组到阳霞组中

下部、阳霞组上部到克孜勒努尔组、上统的恰克马克

组、齐古组和喀拉扎组形成了四个区域性的水进- 水

退沉积旋回。其中，阳霞组的厚层油页岩、恰克马克组

上部的厚层暗色泥岩形成于区域性的最大水进期。巨

厚的阿合组砂岩代表了区域性低水位期的扇- 辫状河

粗粒充填。

二级层序是构造作用、气候条件的直接产物。它

的识别对建立整个盆地的层序地层格架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这些层序界面和最大水进期的泥质岩段在盆

地范围内的对比是建立盆地层序地层格架的基础，是

进行大区域构造古地理再造的基本地层单元。二级层

序总体上由一区域性的水进- 水退的沉积旋回所组

成，代表一个构造沉降幕或盆地不同演化阶段的沉积

充填，属于一种区域性的构造层序。侏罗纪三个二级

层序厚度一般为500!850 m，时间跨度一般为30!35
Ma 。在库车坳陷侏罗纪沉积序列中划分出3 个二级

层序（图1 ，2 ）。在二维地震剖面上二级层序大体上可

追踪对比。在野外露头上这些层序界面表现为角度不

整合或微角度不整合接触，或为强烈冲刷间断面。在

内部构成上，从底部的区域性不整合向上形成水进序

列，中部为区域性水进期，以厚层的细粒沉积为主，上

部为总体的水退序列。二级层序内进一步可划分出区

域性的低水位、水进和高水位三个沉积体系域，每个二

级层序又可依据次一级的局部不整合、下切冲刷面、沉

积体系的叠置样式转化等进一步划分为数个三级层序

或三级层序组。

!." 三级层序界面的特征与层序类型

三级层序界面的识别主要是依据野外露头剖面和

钻井资料综合分析，精细的测井资料和露头剖面沉积

旋回分析是三级层序划分对比的基础。库车坳陷侏罗

纪三级层序的界面主要有以下特征：1 ）发育下切谷充

填或具有明显冲刷下切的水道砂砾岩沉积，它代表了

冲刷不整合界面；2 ）风化壳、古土壤层的存在，在野外

剖面一些层序界面可观察到经过风化淋滤的暴露面或

风化壳残积物；3 ）准层序或沉积体系叠置样式的转化

或沉积环境的突变界面，总体进积的准层序组转换为

退积的准层序组之间往往存在着三级的层序界面。沉

积体系和相的突变常常也是三级层序界面的重要标志

之一。依据这些特征在侏罗系中识别出13 个三级层

序，可归纳为3 个层序。每个三级层序一般厚80 !
260 m，时间跨度约为5!10 Ma 。

根据Posamentier 和Vail（1988 ）的定义，最大海泛

面反映了快速上升的基准面和退积滨面准层序与沿岸

地层中加积准层序的分离。最大海泛面一般由深水相

代表，密集段和地层下超是最大海泛面的重要识别标

志。陆相湖盆中由于存在湖水面的周期性扩展和萎

缩，因此也存在着最大湖泛面及其伴生沉积物。由于

陆相湖盆与海盆存在较大差异，密集段在陆相湖盆中

应慎用。最大湖泛面的伴生沉积物主要为较深水的湖

相泥质沉积。通常，最大水进期的泥质沉积段是进行

横向对比的重要标志，如，阳霞组的黑色页岩段和恰克

马克组的厚层泥岩段。库车盆地侏罗系可识别出辫状

河—曲流河、曲流河—滨浅湖以及湖泊—三角洲等三

种层序类型（图3 ），每一种层序类型可划分出低水位、

水进和高水位体系域，代表了库车坳陷在侏罗纪坳陷

期的典型层序—体系域类型。

底部的第"层序组包括阿合组、阳霞组中下部，以

河流型层序类型为主。低位体系域由扇- 辫状河、曲

流河沉积等组成的退积序列，高位体系域主要为曲流

河砂岩和滨浅湖相粉砂岩、泥岩以及煤线、煤层等构

成。

第#层序组包括阳霞组上部、克孜勒努尔组和恰

克马克组。下部以曲流河—滨浅湖层序类型为主。湖

侵体系域由曲流河到滨—浅湖沉积的退积准层序组

成，其中，曲流河相为灰白色砂砾岩、粉砂岩和煤线组

成。滨浅湖相由灰白色砂砾岩、灰绿色粉砂岩、泥岩以

及煤线组成。最大湖泛面位于阳霞组顶部，其伴随沉

积，由深湖—半深湖相炭质泥岩组成，形成稳定分布的

黑色页岩层。高位体系域由曲流河垂向加积浅湖相、

滨浅湖相的进积型准层序构成。

第#层序组上部包括了克孜勒努尔组上部、恰克

马克组和齐古组，属湖泊—三角洲层序类型。齐古组

紫色泥岩应该是一个主要由于气候的影响形成的界

面。湖侵体系域由曲流河、三角洲、滨—浅湖相的灰白

色砂砾岩、灰绿色粉砂岩、泥岩、灰黑色炭质泥岩、泥岩

韵律互层的退积型基本层序构成。最大湖泛面位于恰

克马克组，其伴随沉积由鲜绿色深湖—半深湖相粉砂

岩、泥岩夹泥灰岩薄层、油页岩。高水位体系域由浅湖

相、滨浅湖相的鲜绿色砂岩、粉砂岩、泥岩、灰白色泥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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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库车拗陷侏罗系层序类型

Fig .3 The seCuence types of Jurassic series i n kuche depression

岩的进积型基本层序构成。

第!层序组仅包括了喀拉扎组，属炎热气候条件

下的河流层序类型。以粗碎屑的河道沉积为主。

阳霞组、恰克马克组曾发生明显的湖侵，由深湖—

半深湖相粉砂岩、泥岩夹泥灰岩薄层、油页岩组成，是

库车坳陷的主要生油层段。下侏罗统阿合组砂岩储集

性能好，是主要的储层发育段。

2 岩相古地理及沉积体系

库车盆地为一山前箕状（北断南超）近东西向延伸

的狭长盆地，三叠纪—侏罗纪具北高南低和东高西低

的古地貌，东西方向具多个沉积体系发育的特点。总

体上发育持续、稳定的河湖沉积体系域，侏罗纪中期有

过间隙性特提斯洋的海侵事件。

!." 第!层序组（早侏罗世）岩相古地理及沉积体系

库车盆地周缘在早侏罗世古隆起、高地、丘陵大面

积被剥蚀夷平，使区域古地貌进一步趋于准平原化，从

而为库车前陆盆地的进一步稳定发展及侏罗系河流—

沼泽相陆源碎屑含煤建造的广泛发育分布，准备了构

造条件。

北部南天山山前主要为辫状三角洲相带，卡普沙

良河—老虎台一带主要为河流相带，由辫状河—曲流

河相—滨浅湖亚相—半深湖、深湖亚相组成纵向相序，

总体上以曲流河相为主，次为辫状三角洲相（图4a）。

库车河一带，由辫状三角洲相—滨浅湖亚相—半深湖

深湖亚相组成纵向序列，以滨浅湖亚相、辫状三角洲相

为主。向盆地方向过渡为滨浅湖相带及半深湖、深湖

相带。新和前缘水下潜伏隆起北侧，发育大范围的滨

湖相（区）带。

阿合组在盆地中部地区厚度较大，岩性相对较粗。

向东厚度变薄；向西岩性变细，厚度变薄。早侏罗世的

沉积相类型反映库车盆地已经进入了稳定的克拉通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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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第!层序组；b . 第"层序组；c . 第#层序组

图4 库车坳陷侏罗系各层序组地层厚度与沉积相图

Fig .4 The strata t hickness and depositional f acies of t he hhrassic seChence i n khche depression

内坳陷盆地发育阶段。区内广泛沉积的阳霞组煤系地

层及其顶部的半深湖、深湖亚相暗色泥岩段是库车盆

地重要的油气源岩段，分布稳定的阿合组中、粗砂岩是

重要的油气储集层段。

!.!第!层序组（中侏罗世岩相）古地理及沉积体系

中侏罗世早期湖盆有所收缩，沉积盆地仅有滨浅

湖区及其相应的陆上部分，北部边缘区域准平原化进

一步发育完善，区域化的曲流河（冲积平原）相带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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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晚期盆地沉降，中心地带沉陷为

广阔的半深湖、深湖沉积区（图4b ）。

剖面结构由多个频繁交替的粗碎屑正韵律组成，

每个韵律层底部对下伏层具侵蚀面，顶部泥质粉砂岩

较薄，单个韵律层厚3 !8 m。岩性主要为褐灰色、灰

白色砂砾岩、中细砂岩和粉砂岩，成分成熟度低，分选

差。沉积构造主要见块状层理、大型槽状交错层理和

平行层理。卡普沙良河一带主要为曲流河相、滨浅湖

亚相、半深湖深湖亚相组成纵向序列，以曲流河相为

主，次为滨浅湖亚相和半深湖、深湖亚相。库车河一带

主要为曲流河相、滨浅湖亚相、半深湖、深湖亚相组成

纵向序列，以曲流河相占绝对优势，滨浅湖亚相和半深

间深湖亚相不发育。

中侏罗世的沉积相类型及相带展布规津，表明中

侏罗世稳定的克拉通陆内坳陷是早侏罗世的继承和发

展。区内广泛分布和发育的克孜勒努尔组煤系地层及

恰克马克组半深湖、深湖亚相暗色泥页岩、泥灰岩是重

要的油气源岩段。

!." 第!层序组（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及沉积体系

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发生了较大变化（图4c ）。

恰克马克组底部的孢粉ClassoPollis含量明显增多，表

明干旱炎热气候已经开始。由于气候干旱炎热和构造

等因素的制约，从此湖盆步入了氧化宽浅型湖泊和氧

化咸化宽浅型湖泊的演化发展阶段。卡普沙良河一带

主要为氧化宽浅型湖泊浅湖亚相，近顶部发育三角洲

相。库车河一带主要为氧化宽浅型湖泊浅湖亚相。晚

侏罗世的沉积相类型，反映了库车盆地为稳定的克拉

通陆内阶段，在盆地的局部地带构造活动已有所表现，

如库车河地区在晚侏罗世发育了扇三角洲沉积。

上述分析表明，伴随库车盆地中、新生代构造、沉

积演化，气候的演化旋回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总体上表

现为干旱—潮湿—干旱的特点。晚三叠世至早及中侏

罗世早期是本区气候最为潮湿的时期，植物繁茂，沼泽

发育，形成了大量具工业价值的煤层，中侏罗世晚期

（恰克马克期）的气候缓慢地向干旱方向转化，晚侏罗

世开始的漫长的干热气候期。早侏罗世库车盆地沉积

速率与沉降速率较为相近，湖泊沉积相对减少；中、晚

侏罗世库车盆地乃至整个塔里木盆地内部（边缘地区

除外）的地形变得较为平坦，深湖- 半深湖环境发育，

至晚侏罗世后期湖泊变的宽而浅，代之以极浅水条件

下形成的氧化宽浅型湖泊，局部湖水开始咸化。

3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库车盆地在侏罗纪时期处于盆地的坳

陷阶段，具有明显坳陷盆地沉积特征（图5 ）。早侏罗

及中侏罗世岸后湖泊环境煤系地层及其上部半深湖、

深湖相暗色泥岩段，泥岩夹泥灰岩段，是最重要的油气

生成段。许多学者〔6!8 〕讨论了影响湖平面变化的因

素。然而不同盆地的地质背景条件的不同，其主控因

素会有不同的变化，分析表明库车盆地侏罗纪湖平面

变化的主控因素为构造运动、气候变化、物源条件、河

水的流入以及海侵的影响。

图5 库车坳陷侏罗系沉积环境复原图

Fig .5 Depositional model of Jlrassic series i n klche depression
首先，盆地基底的构造沉降控制了湖平面的变化。

据最新勘探资料证实，坳陷区东部与中西部，其基底构

成在时代、岩性与地球物理场特性等方面，均有明显的

差别。经地面露头及有关物探、钻井资料得知，在盆地

东部的吐格尔明背斜核部，由于已出露前震旦纪变质

的绿泥片岩、石英云母片岩及花岗岩等，并可见晚三叠

世在黄山街顶部沉积直接超覆其上，证明该区基底主

要是以AnZ 变质的结晶岩系组成。据重磁资料反映，

在沿克孜勒努尔沟一带，布格重力异常图呈现有一明

显的北东向梯度异常陡生带，该带以东，重力的区域背

景值普遍升高，由-225 毫伽升至-200 毫伽，磁力也

表现为宽缓强磁异常，这些变化反映了两侧基岩的性

质及埋藏深度开始有所不同。同时也控制了侏罗纪沉

积环境的演化。在侏罗纪早中期库车盆地中、西部边

缘形成了坳陷的最大沉降中心。沿中、西部边缘的强

烈剥蚀作用导致了大规模辫状河、冲积扇的发育。侏

罗纪中后期，坳陷中心向盆地东部偏移，形成两个沉积

中心。盆地的沉降对沉积体系域和盆地充填过程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早侏罗世早期（阿合组）和晚侏罗世早

期（齐古组、喀拉扎组），沉降幅度较慢，发育下切谷、辫

状河和辫状三角洲沉积。在早侏罗世早期晚期和中侏

罗世盆地强烈沉陷，形成了深湖泥岩。喀拉扎组的紫

灰色、浅棕色含砾砂岩厚度极不稳定，表明造山作用有

所加强，碎屑物迅速堆积，盆地北缘逐渐填满，沉积中

心向南迁移。

其次，气候的变化也是影响湖平面变化的重要因

素之一。在中侏罗世早期，阳霞组与克孜勒努尔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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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变化较为清楚，孢粉组合表明库车河剖面阳霞组

中上部ClassoPollis 突然增高，其含量可达10 % ，并且

可见KlukisPorites 等喜热分子，证明当时存在气温变

热事件，可能是导致湖平面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形成

了阳霞组顶部的厚层深湖沉积；库车盆地在中、上侏罗

统的过渡期也是一个重要的气候转换时期。齐古组是

红层，下伏恰克马克组是黄绿、鲜绿与灰黑色的油页

岩、泥灰岩和砂泥岩二者呈过渡关系。在盆地东部吐

格尔明地区恰克马克组与盆地西部的生物面貌大致相

当，但岩石的颜色却有明显不同。沉积相分析表明西

部库车河、克拉苏和卡普沙良河一带在恰克马克组沉

积时期生成的是一套还原环境下灰绿色的湖泊沉积，

在东部吐格尔明地区由于地势较高，形成氧化环境下

的红色浅湖和滨湖相沉积。因此，干旱气候的条件是

使盆地湖盆面积逐渐缩小的主要原因。从孢粉来看在

库车河剖面阳霞组中上部ClassoPollis 突然增高，其含

量可达10 % ，并且可见 KlukisPorites 等喜热分子，说

明当时有一次明显的气温变热事件。

第三，陆源剥蚀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湖平面

的变化，岩石学分析表明，沉积物的物源主要来自北部

的造山带，在盆地南部隆起区也提供了少量的物源。

第四，局部发生海泛的影响，致使湖平面发生了变化，

沉积物的类型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如在恰克马克组

底部的泥灰岩和藻叠层灰岩地发育。

致谢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了塔里木石油指挥

部赵志信、王智、黄智斌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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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uence Stratigraphy and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 of t he Kuche Depression

WU Chao-dong1 LI N Chang-song2 SHEN Yan-pi ng1

XI E Xiao-jian1 XI AOJian-xi n2 LI UJi ng-yan2 SHI Yan-li 1

1（Stat Key Laboratory of Orogenic Belts and Crustal Evolu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

School of Eart h and Spac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

2（Depart ment of Energy Resour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 ng 100083 ）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utcrops ，well logs and high resolution seismic reflection data ，t his paper tries
to i nterpret t h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and t he seCuence strati graphy of Jurassic i n Kuche depression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 he Kuche basi n is a non-symmetry depression basi n ，of which t he proVenance is f romthe nort h . There
are 13 t hird seCuences and 3 seCuence beds ，which are t he results of 3 cycles . The large lake transgression is t he
mi ddle upper of Yangxia For m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to t he hot cli mate . The enVironment is t he brai ded ri Ver ，

meanderi ng ri Ver- delta ，and delta and shallowlake ，wit h t he ephemeral sea transgression . The source rock i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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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 buted i n t he ephemeral sea transgression and t he large lake transgression i n t he middle Jurassic . the reservoir
distri bution is t he key f actor to f or mi ng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the river reservoir heterogeneity is controlled by
t he terrestrial environment ，alt hough there are t he Well distri bution of t he sandbody and great reservoir t hickness .
Keywords depression basi n ， cli mate seCuence ， lake sedi m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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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第九届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评选公告

2002 年6 月2 日，在我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第四届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评选委员会主任欧阳自远院

士的主持下，顺利进行了第九届侯德封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青年科学家奖的评选。本次共评选出6 名获奖人。现将评选结果公告

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韦刚健 男，1968 年6 月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请奖项目：海洋地球化学及其气候环境演变记

录研究

获奖人主要学术成就：1 ）率先在国内开展高分辨率珊瑚古气候重建的研究，首先成功建立了高精度的热电离质谱（tI MS）U
-th 定年方法。该方法的建立，使得精确测定30 万年来的纯碳酸盐体系的年龄成为可能。使用该方法成功测定了南海全新世

一些珊瑚的精确年龄，为南海珊瑚古气候重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时间标尺。2 ）利用等离子质谱（I CP- MS）技术建立了高精度高

分辨率的珊瑚Sr／Ca 、Mg／Ca 和U／Ca 等元素比值分析方法，成功建立了南海高精度表层海水Sr／Ca 、Mg／Ca 和U／Ca 温度计。该

方法的建立，使得珊瑚元素温度计的分析方法从传统的tI MS 分析转向高效率的等离子质谱分析，不仅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也

大幅度降低了研究成本，对珊瑚元素古温度记录研究的广泛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3 ）通过沉积物中元素、同位素组成拓展海洋

沉积物中气候环境记录替代指标的研究。利用微体古生物壳体元素比值重建古海水温度记录，沉积物元素、同位素组成对气候

环境演变响应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突破，有别于传统的海洋气候环境变化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海洋气候环境演变记录

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王登红 男，1967 年6 月生，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请奖项目：阿尔泰成矿省的成矿系列与成矿规律

研究

获奖人的主要学术成就有：1 ）通过对阿舍勒铜矿不同类型矿石、围岩硫、铅等同位素的研究，证实了成矿金属物质来自基性

火山岩而硫与酸性火山喷气活动有关，细碧岩为底板而酸性岩为顶板的认识，对找矿具有重要意义，被作为重要的找矿标志在实

践中应用；2 ）率先开展阿尔泰地区成岩成矿及地幔脱气的惰性气体同位素研究，较好示综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矿床的成岩成矿

物质的不同来源，证实了地幔脱气对可可托海等大型超大型稀有金属矿床具有重要贡献；3 ）提出了阿尔泰伟晶岩矿床与造山过

程具有耦合关系的认识，并通过系统的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认识；利用白云母40Ar- 39Ar 快中子活化分析获得一批新的

资料，结果证明阿尔泰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从加里东期开始直到燕山期均有，且从老到新具有明显的演化轨迹，由此建立了成

矿谱系；4 ）对阿尔泰成矿省成矿系列开展了地球化学研究，为利用矿床成矿系列的地球化学特点示踪地壳的演化历史、建立成矿

谱系提供了创新点。

刘建忠 男，1968 年10 月生，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请奖项目：华北克拉通基底地体构造格架与区域地球

化学不均一性起因

获奖人的主要学术成就：通过直接证明法和逐渐逼近法探讨了地球形成早期的不均一性。在考虑地球能量演化的基础上，

确立了华北克拉通早前寒武纪岩石为研究对象，并重新厘定了华北克拉通基底构造格架，同时研究了每个地体在演化过程中所

产生的不同时代的变质基性火山岩，说明地球化学不均一性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选定吕梁- 中条裂谷带及冀东地体和小秦

岭地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晚期岩石建造和早期岩石建造之间具有明显的地球化学继承性演化关

系，后期的地质过程对岩石化学组成的影响与初始组成对起控制作用相比较，明显处于次要地位。环渤海陆核、晋冀陆核和东胜

陆核的基性火山岩样品的氧同位素结果表明，每个陆核均有自己独特的氧同位素组成，初步证明了岩石中地球化学的不均一性

是地球形成时初始不均一性组成的继承。

毕献武 女，1967 年2 月生，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请奖项目：富碱侵入岩及其与金、铜成矿关系研究

获奖人主要学术成就：以哀牢山- 金沙江富碱侵入岩带中的姚安金矿床、马厂箐铜矿床和金厂箐金矿床及其所在区域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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