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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高到最深 ”－从第17届国际沉积学
大会看沉积学研究前沿

①

李　忠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摘要 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于200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在日本福冈市召开。做为四年一次的国际沉积学盛
会�大会讨论了微生物过程和沉积成岩作用、深海与陆缘沉积过程及产物、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火山－沉积
大地构造�以及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沉积学与资源问题等热点领域�其中大多将会继续成为未来若干年内国际
沉积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可能成为今后理论沉积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但是在本次大会上�对陆相 （或非海相 ）沉
积与大陆构造、活动古地理、盆地流体动力学及相关成岩作用的研究并未形成热点。与国际沉积学研究强国相比�认
为我国沉积学研究是危机与机会共存；我们不仅在服务国民经济方面�而且在国际沉积学前沿研究领域应该占有重要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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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沉积学大会 （ＩＳＣ）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
沉积学家联合会 （ＩＡＳ）最重要的全球性学术交流会
议。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于2006年8月27日至
9月1日在日本福冈市召开�这也是亚洲国家首次承
办该项国际盛会。据会议承办方初步统计 （会议组
织委员会主席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Ｒ面告 ）�有来自世界各国
的750余名代表参会�其中亚太地区国家435名 （含
学生代表162名 ）。中国此次共有65名代表自由参
会�其中大陆46名 （含学生代表7名 ）�是自1982年
首次组团参加第11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以来人数最多
的一次。
　　做为一次国际沉积学的盛会�第17届国际沉积
学大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在诸多方面可圈可点�其间讨
论的学术热点、研究的思路方法、历史回顾无疑都启
发着我们去思考沉积学的存在问题�并展望沉积学发
展的方向�明确和规划我们自己的研究路径。本文根
据作者的主要参会经历及大会有关材料 ［1�2］�择重要
方面对大会的学术研究前沿进行了概要论述或评介。
应当指出�当今沉积学的研究已经具有极大的交叉和
辐射性�学科分支 （领域 ）也越来越细�因此本文并无
完整展示大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科动态之意。

1　大会主题和学术交流概况
　　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的主题被确定为：“从最
高到最深 ” （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ｓｔ）。该主题
不仅高度概括了东亚地区的地理特点�在更深层次上
则隐含了东亚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地质活动�特别是沉
积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区；巨量的沉积物形成 （剥蚀 ）、
搬运和堆积�不仅反映了这里是全球构造、气候和地
理变化最为显著的场所�而且与生活在该地区的超过
世界50％以上的人口产生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因此
东亚地区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对其沉积学及相关
地质作用 （过程 ）的研究无疑是当今地学研究的焦点
之一。此外�“从最高到最深 ”可能也包含了组织者
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够达到促进沉积学研究向更高、
更深入的方向发展的意愿。
　　在5天的室内活动中�大会共安排了包括专题报
告、学术讨论、短期课程和专题研讨会等不同形式的
26个议题的学术报告和讨论。
　　专题报告会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ａ）涉及5个主要议
题、13个次级议题：
　　1）大地构造、气候和沉积作用：包括大地构造和
火山作用、季风和喜玛拉雅、大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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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环境沉积学和人类社会：包括海岸环境和人
类活动、灾难沉积作用；
　　3）资源沉积学中的新目标和新技术：包括天然
气水合物、三维地震技术；
　　4）生物圈和地圈演化：包括微生物过程和产物、
（边 ）界面事件和全球变化；
　　5）沉积学前沿：包括地球钻探计划、地外沉积
学、综合地层分析。
　　学术讨论会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ｓ）涉及12个主要
议题、约50个次级议题：
　　1）硅质碎屑沉积体系：包括冰川沉积体系、风成
体系、湖泊和河流体系、障壁岛和河口体系、三角洲和
扇三角洲体系、陆架和浅海体系、再沉积作用和深水
沉积体系、海平面变化和层序结构；
　　2）碳酸盐岩和蒸发岩：包括碳酸盐岩沉积的环
境和过程、碳酸盐岩的成岩作用和 （水 ）地球化学、白
云岩和蒸发岩、海洋和淡水碳酸盐岩的气候记录、微
生物岩；
　　3）沉积过程：包括沉积构造的物理过程、浅海过
程和沉积作用、密度流过程和沉积作用、实验地层学；
　　4）盆地分析和数值模拟：包括大地构造和沉积
作用、盆地分析和地层模拟；
　　5）岩石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包括砂岩物源和
成岩作用、粘土矿物和地球化学、硅质和磷酸质沉积
物、铁矿和含金属沉积物、无机地球化学和化学地层
学；
　　6）火山沉积学：包括火山结构、火山碎屑密度
流、火山泥流和碎屑崩塌、火山碎屑再沉积作用、水下
喷发和沉积；
　　7）海洋地质和沉积学：包括海洋沉积物和沉积
学、陆架沉积物和沉积作用、过去和现在的冷泉、天然
气水合物和相关现象；
　　8）古生物学和沉积学：包括地层构架中的化石
记录、化石遗迹学和沉积相、古生态学和埋藏学及沉
积记录；
　　9）环境和应用沉积学：包括环境沉积学、全新世
地层学和沉积作用、海啸和风暴事件及其相关沉积
物、滑坡与液化作用及重力流、洪水灾害与相关沉积
物；
　　10）资源沉积学：包括烃、煤和冲积矿床沉积学；
　　11）古气候和沉积作用：湖沉积记录和环境变
化、亚洲白垩纪古气候、亚洲新生代古气候、古海洋和
古气候的沉积物记录；

　　12）沉积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沉积学历史、沉
积物分析的新技术、ＩＯＤＰ和ＩＣＤＰ：沉积学的新视野、
ＩＯＤＰ307航次－Ｐｏｒｃｕｐｉｎｅ盆地的碳酸盐丘。
　　短期课程 （ＳｈｏｒｔＣｏｕｒｓｅｓ）涉及6个议题：
　　1）沉积物搬运的物理过程；
　　2）生物矿化作用和微生物岩；
　　3）实验地层学；
　　4）第四纪碳酸盐岩；
　　5）最优化模拟；
　　6）海洋岩芯描述。
　　专题研讨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涉及3个议题：
　　1）层序地层学；
　　2）重力流沉积；
　　3）向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投稿的最好实践。
　　围绕上述议题�会议共安排了427个口头报告
（含4个大会学术报告、14个引导 （ｋｅｙｎｏｔｅ）报告、317
个展板�基本反映了当今国际沉积学的学术研究和发
展形状�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东道国沉积学研究的水
平。
2　热点领域及评述
　　由于沉积作用与能源和水资源、气候和地理环境
等当今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关系紧密�因此当今沉积
学研究的涉及面已相当广泛�并已成为国际地学界最
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应该说�在第17届国际沉积学
大会议题的安排上�会议组织者充分考虑到了沉积学
研究在资源环境开发治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因此大多数议题都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关
注。另一方面�从会议报告数量和代表参与程度看�
最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主要还是反映在如下四个方面�
即微生物过程和沉积成岩作用系统、深海与陆缘沉积
过程及产物、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沉积大
地构造等。
2．1　微生物过程和沉积成岩作用系统
　　讨论生物营力与沉积成岩作用的关系是近年来

国际沉积学界的热点 ［3～6］�这在第17届国际沉积学
大会上再次得到了验证。其中与 “微生物过程和沉
积作用系统 ”有关的会场和重点报告包括：1个专题
报告会 （生物圈和地圈演化 ）、2个学术讨论会 （碳酸
盐岩和蒸发岩�古生物学和沉积学 ）、1个短期课程
（生物矿化作用和微生物岩 ）、2个大会报告和2个引
导报告�是本次大会上比较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英国加的夫大学 ＲｉｄｉｎｇＲ教授在 “微生物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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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岩：时空过程和产物 ”的引导报告中指出�微生物
碳酸盐岩是地质生物长期演化的敏感档案�它反映了
微生物新陈代谢、细胞表面特征和胞外聚合物 （ＥＰＳ）
对矿物沉淀以及颗粒附着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
微生物碳酸盐岩不仅是生物调节的结果�而且依赖于
环境演化。他进一步从隐生宙和显生宙不同时代�分
析了大气ＣＯ2和Ｏ2水平、海水中的ＳＯ2－4 水平等与微
生物世界演变存在的密切关系 （尽管还是框架性
的 ）�说明对微生物碳酸盐岩的沉积成因机制的研
究�也是从沉积学角度探索地球系统层圈相互作用过
程的重要切入点。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ＶｉｓｓｃｈｅｒＰ．
Ｔ教授所作的另一个引导报告 “微生物和矿物的时空
演化：群体、过程和产物的复杂相互作用 ”�则从一系
列实例中展示了微生物群体作用和矿物形成的许多

鲜为人知的机制 （如ＥＰＳ附着过程 ）。
　　此外�刚刚从 ＩＡＳ主席上卸任的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Ｊ．Ａ
教授作了 “探究碳酸盐岩世界的窗口 ”的大会报告。
这个报告无疑是综述性的�但引人关注的是�其报告
内容却重点介绍了对微生物过程、产物及其相关沉积
系统科学的极大兴趣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从实
验模拟角度获得的大量微生物碳酸盐岩及白云岩成

因分析结果。她指出：自从35亿年前生命出现以来�
微生物活动无疑已经改变了地球最上部的岩石圈、水
圈和大气圈；而随着新的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引入和显
微技术的进步�沉积学家可以在纳米尺度上直观地分
析微生物作用和过程�这就使得从微生物窗口探索碳
酸盐岩世界和关注生物圈－地圈相互作用成为可能。
她甚至预言：“一个新的碳酸盐岩沉积学的科学研究
趋向已经开始 ”。日本学者ＴａｉｒａＡ的大会报告�虽然
是从ＯＤＰ（大洋钻探计划 ）的角度阐述了地球系统中
沉积学的重要过程和效应�但其重点之一是强调了微
生物作用对沉积物－水界面、氧化还原界面的形成及
演变过程的制约�显示了即将开展的ＩＯＤＰ（综合大洋
钻探计划 ）对微生物过程和沉积系统及其与全球变
化关系的关注。
2．2　深海与陆缘沉积过程及产物
　　从ＯＤＰ开始�深海与陆缘沉积记录分析就一直
是地球探索中重要的科学新闻来源之一和重要科学

进展的发源地；而由于更深层次和更为全面的 ＩＯＤＰ
的启动�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成为了沉积和海洋
科学持续的热点。而东道国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又
是ＯＤＰ和ＩＯＤＰ的两个牵头国之一�其资金和人力投
入本身就比较大�成果丰富�加之大会组织和参与者

非常积极�因此有关会场引人关注。与 “深海与陆缘
沉积过程及产物 ”有关的会场和重点报告包括：3个
专题报告会的次级专题 （包括大陆边缘、天然气水合
物、地球钻探计划 ）、1个学术讨论会 （海洋地质和沉
积学 ）和3个学术讨论会的次级议题 （陆架和浅海体
系、再沉积作用和深水沉积体系、密度流过程和沉积
作用、ＩＯＤＰ和 ＩＣＤＰ：沉积学的新视野、ＩＯＤＰ307航
次－Ｐｏｒｃｕｐｉｎｅ盆地的碳酸盐丘 ）、1个大会报告和4
个引导报告。综合该领域的交流情况�有如下学术发
现和进展值得注意：
　　第一�随着大洋钻探和有关精细地球物理资料的
积累�对现代深海与陆缘沉积的动力过程及产物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浊流类型与成因的新认识
有大量报告和讨论�如加拿大地调局的 ＰｉｐｅｒＤ．Ｊ．
Ｗ在其引导报告中�通过一系列实例观测分析提出
深水浊流的触发机制和沉积类型并非简单对应�而可
以是简单体系中多种流动类型 （高密度流 （ｈｙｐｅｒｐｙｃ-
ｎａｌ）、小型浊流和高浓度泥质浊流 ）的结果；关于成
因�除了地震和风暴外�许多观察已经提出浊流沉积
与物源、构造、气候和陆架坡折密切关联。
　　第二�ＴｒｉｎｃａｒｄｉＦ的引导报告和ＮｉｔｔｒｏｕｅｒＣ．Ａ等
的研究发现�等深流、底流以及物源对陆架斜坡沉积
（ｃｌｉｎｏｆｏｒｍ）特征、沉积物分布、厚度以及海岸形态影
响明显�换句话说�类似的陆架背景可以存在很不同
的沉积模型。
　　第三�由于对深海与陆缘沉积精细过程观测的可
能�ＭｏｏｒｅＧ．Ｆ、ＹａｍａｄａＹ等分别报告了ＯＤＰ对日本
Ｎａｎｋａｉ海槽的详细探测以及有关数值模拟工作�其研
究结果反映了汇聚 （活动 ）边缘大型弧前盆地的充填
历史�比较生动地展示了弧前冲断构造活动、坡度演
变与沉积作用 （类型和演化 ）的相互关系�为了解海
洋构造和地震活动、为解释古代板缘沉积记录无疑具
有重要意义；其他学者还报告了有关海底盐 （泥 ）底
劈对沉积作用和结构的制约过程。
　　第四�针对海洋资源环境调查和科学新目标�显
然相关沉积学研究在连续样品获取、年代准确标定、
三维探测、可视化过程观测和模拟等方面�都已经有
了比较集成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如地震沉积学 ）；而充分的学科交叉更成为该领域
新的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重要因素�值得
借鉴。
2．3　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
　　与 “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 ”有关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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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告较多�包括：3个专题报告会的次级专题 （季风
和喜玛拉雅、（边 ）界面事件和全球变化、以及灾难沉
积作用 ）、6个学术讨论会的次级议题 （海平面变化和
层序结构、海洋和淡水碳酸盐岩的气候记录、大地构
造和沉积作用、地层构架中的化石记录、亚洲白垩纪
古气候、亚洲新生代古气候 ）、1个大会报告和2个引
导报告。以下分第四纪和前第四纪两部分简要介绍。
　　第四纪 （特别是全新世 ）部分主要体现在深海与
陆缘精细沉积记录及其与构造、火山、气候 （冰期 ）事
件序列的对比方面�部分报告涉及大陆沉积 （如黄
土 ）。围绕青藏高原隆升及其晚新生代 （气候 ）环境
效应和相关海域沉积记录的讨论在本届大会上尤其

集中。另一个焦点就是大陆边缘 （陆架 ）沉积与第四
纪冰期和气候演化的分析�尽管对认识存在明显争
议�但它们在指标选用、沉积记录分辨率和数值模拟
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以及与人类生存环境演变的讨论

方面�均令人关注。
　　前第四纪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方面�主
要涉及到 Ｐ／Ｔ界线、白垩纪及泥盆纪的生物及气候
巨变。与上述第四纪研究相比�对古老的前第四纪沉
积记录的认识争议更为明显。在对重大地质环境演
化的成因机制 （构造、火山、气候事件 ）以及地球系统
模型的构建上还很不完善�这在 ＷｉｇｎａｌｌＰ等的引导
报告 （生物绝灭、火山作用和缺氧事件：二叠纪末和
早侏罗世事件的对比 ）和讨论中就有明确反映。显
然大量的工作尚待深入�特别是古老沉积记录的年代
标定、指标选用及其分辨率的提高等基础问题亟待解
决。
　　应该说�沉积记录在重大地质环境 （尤其气候 ）
演化分析中的重要性愈来愈显著。究其原因�正如日
本学者ＴａｉｒａＡ在大会报告 “地球系统科学中的沉积
学 ”所指出的�地球系统 （如白垩纪温室、晚新生代冰
室两个极端地球系统 ）或全球变化的中的一些重要
过程和效应�尤其是沉积物－水界面、氧化还原界面
的形成及演变过程与沉积系统密切关联�换句话说沉
积记录分析在新一轮地球系统科学中具有特殊的学

科地位。
2．4　沉积大地构造
　　与 “沉积大地构造 ”有关的会场和重点报告涉
及：1个专题报告会 （大地构造、气候和沉积作用 ）、2
个学术讨论会的专题 （大地构造和沉积作用、火山结
构 ）、1个大会报告和1个引导报告。
　　该领域大量报告与岛弧和火山作用有关。美国

加州大学的ＢｕｓｂｙＣ教授在 “张裂岛弧的火山－沉积
作用 ”的引导报告中�以北美洲及中－南美洲为例�
划分和对比了张裂、中性和挤压等三类岛弧的火山－
沉积作用与大地构造特征�并综合报告了张裂岛弧盆
地的深部岩浆活动、构造沉降和受同沉积断裂控制的
水下坍塌沉积作用特征�开阔了我们以往对挤压岛弧
盆地的局限认识。其他与新生代日本岛弧的形成演
化有关的大地构造研究较多�特别是前、后弧盆地形
成的构造背景和格架、水下火山机构与盆地充填以及
地震带分布等比较集中。此外�一些报告也涉及到东
亚中生代板块格局与晚中生代构造转换、北美太古代
和中生代及澳洲元古代构造格局演化等。
　　此外�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沉积学问
题�如海岸环境和人类活动、灾难 （地震、海啸、滑坡
等 ）沉积作用也被大会列为比较重要的议题�但有关
研究还基本处于调查、描述和评估水平�理论研究和
预测水平仍有待提高。与资源比较密切的有关议题�
除天然气水合物受到日本、中国台湾和少量欧美学者
的关注外�与石油天然气、煤勘察有关的报告并不多�
而与金属－非金属矿床有关的沉积学报告更是寥寥
无几。
3　两点思考
3．1　关于国际沉积学的发展趋势
　　总体上�上述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所展示的
热点领域也代表了当今沉积学研究的焦点�大多数将
会继续成为未来若干年内国际沉积学的重要发展方

向�特别是微生物过程和沉积成岩作用系统、深海与
陆缘沉积过程及产物、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
等的研究�可能成为今后理论沉积学创新的重要生长
点�因此本次大会在上述领域的一系列报告和新信息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体会。
　　此外�从本次大会可以看到�当今沉积学研究已
经具有极大的辐射性�从陆地到海洋 （如本次大会设
立的许多与海洋有关的专题 ）�从外动力作用到内－
外动力作用结合 （如本次大会设立的与火山－沉积
有关的专题 ）�从水圈－生物圈到岩石圈和大气圈甚
至外星球 （如本次大会设立的层圈界面演化、地外沉
积学专题 ）�其学科分支 （领域 ）越来越细。总之�在
当今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和与人类生存环境密切相

关的资源环境问题方面�沉积学的重要地位也愈来愈
著�沉积学的学科发展正面临着一次重要转型或交叉
整合�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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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本次大会也还有一些重要的沉积学研
究方向未能很好体现�依作者分析主要的可能有如下
三个方面：
　　第一�可能由于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他们对海
洋问题情有独钟�因此在会议组织中不自觉地弱化了
大陆问题。因此本次大会上对陆相 （或非海相 ）沉积
与大陆构造的专题讨论比较缺乏�这与当今大陆动力
学研究的趋势并不衔接。
　　第二�在沉积古地理这一传统的重要领域�本次
大会上有关的报告比较零散�没有出现有显示度的大
区域活动古地理分析的报告和专题讨论�因此也没有
出现相应的大地构造讨论热点。
　　第三�在盆地动力学的讨论中�似乎也没有出现
很有显示度的热点�特别是有关盆地流体动力学及相
关成岩作用的研究讨论很少。事实上�这一方面国际
上有大量与石油盆地有关的研究成果�也是当今沉积
（岩石 ）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3．2　关于我国沉积学研究的现状及对策
　　中国此次共有65名代表参会�是除东道国 （310
名 ）以外参会人数较多的国家之一。在来自大陆的
46名代表中�分析一下就会发现�3名超过70岁 （包
括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国际地科联领导 ）�其余
大多在45岁以下；换句话说�在45～70岁之间我国
沉积学研究队伍存在非常明显的断层�而45岁左右
的中青年学者俨然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沉积学界开展

对话的主力军。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大陆共有26个口头报告�但
均未进入大会学术报告和分会引导 （ｋｅｙｎｏｔｅ）报告行
列。在这26个口头报告中�从基础学科分析有8个
涉及第四纪海陆沉积记录与现代环境问题�占
30．8％；6个涉及层序地层学问题�占23．1％；6个涉
及盆地分析与沉积大地构造问题�占23．1％；3个涉
及前新生代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问题�占
11．5％；3个涉及碳酸盐岩岩石学、成岩作用及生物
构造问题�占11．5％。总体上看�尽管目前在某些领
域我国与国际沉积学研究已基本接轨�如第四纪沉积
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方面�但在许多方面我们的
显示度仍然不够�这里可能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值得
重视：
　　第一�我国在一些沉积学前沿领域的创新能力仍
亟待提高。目前我国沉积学研究队伍大多重应用、轻
基础理论�重短期效益、轻中长期规划�这使得许多基
础性的前沿领域研究难于坚持或后继乏人�自然就很

难有很好的研究积累并挤身进入国际前沿。当然�我
国的国情决定了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沉积学工作紧紧

贴近国家经济目标�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成为我们远离
国际沉积学基础前沿的理由。特别是从一个大国的
角度考虑�中国沉积学的学术水平应和国家国际地位
的日益提升同步 ［7］。
　　第二�除第四纪沉积记录研究外�我国仍然有一
些沉积学研究工作具有国际水平或极具特色�如陆相
沉积、陆内 （叠合 ）盆地演化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其
它沉积学问题等�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优势领域的
研究并未很好体现出来 （当然也包括部分领域尚待
完善和深入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们人多但不精、
成果多但显示度不高的局面�大大影响了我国沉积学
的形象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沉积学研究是
危机与机会共存。
　　最后�由于这次是亚洲国家首次承办国际沉积学
大会�因此又多了一点额外思考。众所周知�由于非
学术的原因�12年前本应在中国召开的1994年第14
届国际沉积学大会不幸于1990年中途夭折�那本应
成为亚洲国家首次承办的盛会却成为了中国老一辈

沉积学家和学者永远的遗憾。如今第17届国际沉积
学大会已经在日本成功举办�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已
不可能弥补中国老一辈沉积学家的遗憾；而目前留给
我们的只有考虑如何踏实工作�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沉
积学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仅在服务国民经济方
面�而且在国际沉积学前沿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4　结论
　　 （1）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展示了微生物过程
和沉积成岩作用系统、深海与陆缘沉积过程及产物、
沉积记录与重大地质环境演化、火山－沉积大地构
造、以及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沉积学与资
源问题等热点领域�其中大多将会继续成为未来若干
年内国际沉积学的重要发展方向�并可能成为今后理
论沉积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
　　 （2）本次大会上对大陆 （或非海相 ）沉积、活动古
地理、盆地流体动力学及相关成岩作用的研究并未形
成热点�但仍然应成为沉积 （地质 ）学发展的重要方
向。
　　 （3）与国际沉积学研究强国相比�我国沉积学研
究是困难与机会共存。第17届国际沉积学大会已经
首次在亚洲国家日本成功举办�至少在形式上�我们
已不可能弥补中国老一辈沉积学家12年前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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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何踏实工作�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沉积学的研究水
平和创新能力�是目前值得我们考虑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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