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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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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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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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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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HighesttotheDeepest:AReviewonResearchFrontiersof
SedimentologyReflectedfrom17

th
InternationalSedimentologicalCongress

LIZhong
(InstituteofGeologyandGeophysics,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e17
th
InternationalSedimentologicalCongresswasheldfromAugust27toSeptember1, 2006, inFuku-

okaofJapan.Asapageantofinternationalsedimentology, oncefouryears, aseriesofacademictopicswerepresented

anddiscussedindifferenttechnicalprograms.Morereportsandsessionsfocusthefollowingfields:microbialprocesses

andsedimentation-diagenesis, sedimentaryprocessesandproductsindeepseasandcontinentalshelves, depositional

recordsand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s, volcanic-sedimentarytectonics, andotherenvironmental-resourceprob-

lemsonhumanactivity, inwhichsomewillstillbeimportantresearchanddevelopmentfieldsofinternationalsedim-

entologyandprobablybecomeimportantgrowingpointsofbasicsedimentologyinthenearfuture.However, fewre-

searchhotspotsoccurredfromterrestrial(non-marine) depositionandcontinentaltectonics, activepaleogeography,

basinalfluidgeodynamicsandfluid-rockinteractioninthecongress.Comparedwithinternationalsedimentological

greatpowers, itisindicatedthatbothconjunctureandopportunitycoexistinthesedimentarydevelopmentinChina.

Chinesesedimentologistsshouldoccupyimportantstatusininternationalsedimentologicalfrontiersbesidescontributing

theirwisdomtonational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 17
th
InternationalSedimentologicalCongress, sedimentology, research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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