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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湖底扇的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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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利用岩芯、测井、地震和粒度曲线等资料，研究了涠西南凹陷古近系流沙港组一段湖底扇的沉积特征。
结果表明，湖底扇具有典型浊积岩的鲍马序列特征，且分为高能量型沉积和低能量型沉积两种，在沉积结构上，粒度

概率图和 C-M 图具有浊流沉积独有的粒度分布特征，同时具有丰富的浊流沉积构造现象。涠西南湖底扇在陡峭的古

地貌和充足的物源供应条件下形成，沉积在断裂坡折带或同沉积坡折带坡脚的深水区。湖底扇沉积于深水区，圈闭

条件好，临近烃源岩，油源富足，易于形成油气藏，已有多口井钻获工业油流，勘探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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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底扇在中国陆相断陷盆地中广泛发育，如渤海

湾盆地的车镇凹陷、东营凹陷、沾化凹陷和南堡凹陷、
二连盆地的乌里雅斯太凹陷和赛汉塔拉凹陷、北部湾

盆地福山凹陷、南襄盆地的泌阳凹陷均有发现［1～6］，

并且湖底扇岩性油气藏的勘探不断取得突破［1～4，6］，

使得湖底扇砂岩体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北部湾盆地

涠西南凹陷属于典型的陆相断陷湖盆［7］。近 2 年来，

已经有多口井在湖底扇岩性油气藏的勘探中获得了

工业油流，湖底扇的勘探已成为在涠西南凹陷进行油

气勘探的一个重要方向［8］。关于涠西南凹陷的沉积

相，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学者进行过研究报道，只有操

应长等( 2011) 在研究流三段的物源方向时，提到流

三段发育有扇三角洲或冲积扇［9］，孙文钊等( 2007)

在分析涠西南凹陷隐蔽油气藏的类型及勘探方向时，

提到流一段发育( 扇) 三角洲和浊积体［10］，董贵能

( 2008，2011) 研究流一段扇三角洲的沉积特征，提到

流一段的扇三角洲前端发育浊积体［7，11］。目前湖底

扇的发现，尚属首次，湖底扇与前述学者提到的( 扇)

三角洲全然不同，在涠西南凹陷是一种新的沉积相类

型，加上这些湖底扇砂岩体中已经获得工业油流，本

文分析这些湖底扇的沉积特征、在此基础上，剖析其

成因、分布规律及其成藏条件，建立起完整的湖底扇

体系，为其进一步的油气勘探开发提供依据，同时对

于中国其他湖盆中湖底扇岩性油气藏的勘探也具有

借鉴作用。

1 研究区概况

涠西南凹陷属于北部湾盆地北部坳陷，凹陷西北

边缘为涠西南大断层，东南边缘为企西隆起，西南面

与海中凹陷连接并以涠西南低凸起相隔，整个研究区

勘探面积约 2．3×103 km2。涠西南凹陷属于典型的断

陷湖盆，凹陷内发育 3 条北东—南西走向的正断层

( 1 号、2 号、3 号断层) ，这 3 条断层控制了整个涠西

南凹陷的构造格局，形成明显的箕状断陷构造样式，

凹陷西北面为陡坡，东南面为缓坡( 图 1) 。
凹陷内主要发育第三系地层，充填陆源碎屑砂砾

岩和泥岩，古近系从下至上包括长流组、流沙港组和

图 1 涠西南凹陷流沙港组古地貌—断裂叠合图

Fig．1 Congruence of landform and structural partition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in Weixi’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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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涠西南凹陷涠 D-7N-2 井流一段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2 Comprehensive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Liu-1 Formation of Wei D-7N-2 Well in Weixi’nan sag

涠洲组，新近系从下至上包括下洋组、角尾组、灯楼角

组和望楼港组［12］。流沙港组沉积时期，凹陷可分为
A、B、C、D 四个次洼，涠西南凹陷的陡坡一侧受 2 号

断层的控制形成 A 洼和 C 洼，处于整个凹陷的沉降

中心。而涠西南凹陷的缓坡一侧受 3 号断层东段的

控制形成 C 洼，受企西隆起北部边缘断裂的控制形

成 D 洼。C 洼和 D 洼整体上属于涠西南凹陷的南部

缓坡带，由于受断层的控制形成了断裂坡折带和同沉

积坡折带。流一段时期，在 C 洼和 D 洼中沿断裂坡

折带和同沉积坡折带发育湖底扇，成为涠西南凹陷近

年来重要的勘探目标( 图 2) 。
目前涠西南凹陷有 10 口井钻遇湖底扇，除了地

震、测井数据等资料可以用于识别湖底扇之外，其钻

井取芯 6 口井共 117 m，为湖底扇沉积特征的研究提

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2 湖底扇沉积特征
“湖底扇”这 一 术 语 来 源 于 海 底 扇 的 研 究，由

Walker Ｒ G 等提出的海底扇模式演绎而来［13～18］，其

含义与赵澄林、刘孟慧、吴崇筠等报道的浊积扇概念

基本相当［19，20］，均指湖盆中沉积物以重力流搬运方

式堆积在深水区的粗碎屑扇形体。首先强调其形成

于深水环境，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识别标志［20］，其

次是沉积物以重力流为主要搬运方式，二者缺一不

可。目前国内仍有不少学者沿用水下扇［21］等术语，

但其内涵也强调其完全处于较深水区且以重力流沉

积为特征。为了避免含义上的混乱，并与人们较熟知

的海底扇模式相对应，笔者建议使用“湖底扇”一词

较为合适。
2．1 岩石学特征

涠西南凹陷湖底扇的岩石类型其碎屑颗粒粒径

变化较大，包括卵石质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粗中砂

岩、粉细砂岩等多种类型，颜色主要为深灰色和黑色，

极少数为灰白色，反映了深水还原性沉积环境，往往

与中深湖相块状黑色泥岩或褐色、褐灰色油页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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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湖底扇砂体中极少见生物化石。研究区具有两

口井涠 D-7N-2 和涠 E-1S-2 进行了钻井取芯，无论是

卵石质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粗中砂岩，还是粉细砂

岩，两口井都能观察到湖底扇砂岩体的典型浊积岩特

征: 具有不同段数的鲍马序列［22～24］。岩芯中观察到

若干期鲍马序列，每一期鲍马序列沉积代表一次重力

流事件。各期鲍马序列可以连续叠置，也可以由厚层

页岩分隔。连续叠置的鲍马序列代表两次重力流事

件的连续发生，而由厚层页岩分隔的鲍马序列代表两

次重力流事件之间具有较长的时间间隔。
2．2 鲍马序列特征

岩芯中所能观察到的鲍马序列大部分不完整

( 即鲍马序列的各个段不齐全) ，只有极少数具有完

整的 ABCDE 段鲍马序列。同时，无论是完整的鲍马

序列，还是不完整的鲍马序列，都可以分为高能量水

动力条件的沉积体和低能量水动力条件的沉积体两

种类型。高能量型沉积粒度粗，岩石类型主要为卵石

质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粗中砂岩，低能量型沉积粒度

细，岩石类型主要为粉细砂岩。如图 3，4。
2．2．1 完整的鲍马序列

图 3 为完整的鲍马序列实例。图 3A-1，A-2 为高

能型沉积，鲍马序列的底部发育非常清晰的冲刷面。
冲刷面以上鲍马序列开始，A 段—E 段具有以下特

征: ( 1) A 段主要为块状灰色砂砾岩，砾石分布较多，

粒径较大，约 2 ～ 7 mm，向上砾石逐渐减少，粒径变

小，A 段整体上具下粗上细的正递变粒序层理，反映

能量逐渐减弱的过程，A 段底部为逆粒序，反映浊积

岩独特的重力筛效应; ( 2) B 段为下平行纹层段，深

灰色含砾粗砂岩，砾石颗粒具有定向性，微显平行层

理，纹层由长形砾石顺水流方向定向分布所致，沿层

揭开观察到剥离线理; ( 3) C 段为波纹层理段，厚度

较薄，为灰黑色中细砂岩，纹层显微波状层理和变形

构造，反映了 A 段和 B 段沉积后，高密度浊流转变为

低密度浊流，出现牵引流水流机制的沉积作用。纹层

间夹黑色炭屑纹线，C 段也为正粒序，并与 B 段呈连

续过度; ( 4) D 段为上水平层理段，由灰黑色粉砂岩

组成，为直接的悬浮沉积产物，具有断续的水平纹层。
D 段也为正粒序，并与 C 段呈连续过度; ( 5) E 段为

黑色块状泥岩，泥岩是重力流事件沉积结束后，最细

粒物质在静水中的沉积，代表鲍马序列的结束。
图 3B 为低能型沉积。低能型沉积与高能型沉

积鲍马序列由下至上各段之间演化规律类似，总体上

都为正粒序，底部一般发育冲刷面或明显的突变界

面。不同的是低能型沉积各个段沉积物相应更细，即

A 段为块状粗砂岩、B 段为下平行层理中砂岩、C 段

为波状层理细砂岩、D 段为上水平层理泥质粉砂岩，

E 段为块状泥岩，鲍马序列结束。
2．2．2 不完整的鲍马序列

图 4 为不完整的鲍马序列实例，图 4A 为高能型

沉积，为 A—E 段组合，鲍马序列的底部仍然发育冲

刷面，冲刷面以上鲍马序列开始，A 段为块状砂砾岩，

由高密度浊流堆积而成，仍为悬浮搬运，由下至上水

动力能量降低而具正粒序; E 段为水平层理页岩，是

重力流事件沉积结束后的深水湖相泥岩沉积。即A

图 3 涠西南凹陷湖底扇完整的鲍马系列实例

Fig．3 Integrate Bouma sequence in sublacustrine fan of Weixi’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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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涠西南凹陷湖底扇不完整的鲍马序列实例

Fig．4 Half-baked Bouma sequence in sublacustrine fan of Weixi’nan sag

段、E 段代表两次不同的事件，第一次浊流事件沉积

后，由于受到再一次浊流的侵蚀冲刷，因而第一次的

上部层段缺失，只留下 A 段，浊流事件结束后，上面

被深水湖相泥岩覆盖，从而形成 A—E 段组合。
图 4B-1、B-2 为低能型沉积，分别为 C—E 段组

合和 B—C—E 段组合，两个组合鲍马序列的底部都

发育冲刷面。C—E 段组合具有下列特征: C 段为兼

具滑塌变形层理、泥岩撕裂屑、波状交错层理的细砂

岩，变形层理、泥岩撕裂屑和波状交错层理的同时出

现表明沉积物正由重力流向牵引流转变，所以既有重

力滑动形成的变形层理、泥岩撕裂屑，也有牵引流形

成的波状交错层理( 兼具重力流和牵引流的双重搬

运机制是湖底扇的重要标志之一) ［6］。E 段为深水

湖相泥岩。B—C—E 段组合具有下列特征: B 段为平

行层理细砂岩，C 段为波状层理粉砂岩，E 段主要为

深水湖相泥岩。
2．3 结构特征

涠西南湖底扇的结构成熟度比较低，岩心和薄片

中都可以直接看出比较低的颗粒 /杂基比值，尤其是

在鲍马序列的 A 段，粒径差别较大，表现出砾、砂、泥
质混杂堆积的特点。在粒度概率图上( 图 5) ，为典型

的浊积岩结构特征: 粒度概率图表现为一条斜度较小

的近似于平滑的直线，或者微向上凸的弧线，说明只

有一个递变悬浮次总体，粒度范围分布广，分选较差。
在 C-M 图上( 图 6) ，点群分布平行于 C =M 线，所有

样品值落于粒度悬浮区，亦反映出递变悬浮沉积为主

的结构特征［25，26］。

图 5 涠 E-1S-2 井湖底扇的粒度概率图

Fig．5 Grain size probability curves of sublacustrine fan
sand in Wei E-1S-2 Well

2．4 沉积构造特征

利用岩芯和 FMI 成像测井图，能观察到湖底扇

发育丰富的浊流沉积构造现象。涠西南湖底扇具有

鲍马序列明显的典型浊积岩和鲍马序列不明显的非

典型浊积岩两类沉积。在典型的浊积岩中，沉积构造

分布于鲍马序列的各个段: 由下至上，A 段一般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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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涠 E-1S-2 井湖底扇的 C-M 图

Fig．6 C-M map of sublacutrine fan sand in Wei E-1S-2 Well

状递变层，B 段一般具有平行层理，C 段一般具有波

状、包卷层理，D 段一般具有水平层理，E 段为块状泥

岩层。而在非典型浊积岩中，在重力滑塌、滑动、快速

堆积等作用下，沉积物中形成丰富的滑塌变形、砂质

团块、泥质团块、泥岩撕裂屑、包卷层理、旋涡层、漂浮

砾、重荷模、泄水构造、砂岩刺穿泥岩、杂乱堆积等多

种反映重力流标志的沉积构造( 图 7，8) 。
2．5 测井相及地震相特征

根据详细的岩芯观察，结合测井、地震和其他化

验资料，涠西南的湖底扇可以分析内扇、中扇和外扇

三个亚相，内扇细分为主沟道和主沟道间，中扇细分

为辫状沟道和辫状沟道间，外扇主要为泥岩夹层状薄

层砂。总体上从内扇—中扇—外扇，沉积物逐渐变

细，分选性逐渐变好的趋势。内扇主沟道主要充填鲍

马序列 A 段的块状砂砾岩，GＲ 曲线一般为齿化箱

形，曲线齿化反映湖底扇砂岩泥质含量高、孔隙条件

差的特征。主沟道间沉积物比沟道的充填变细，岩性

为泥岩或者粉细砂与泥岩交替的薄互层，GＲ 曲线为

不平滑的泥岩基线或波状。中扇辫状沟道岩性主要

为砂砾岩、粗中砂岩，GＲ 曲线为齿化箱形或钟形，箱

形曲线一般为厚层砂砾岩沉积，而钟形曲线一般为下

粗上细的粗中砂岩沉积，沉积韵律常由粗砂岩变为中

砂岩，顶部过渡为粉细砂岩，辫状沟道间沉积为较平

滑的泥岩基线。外扇一般为厚层泥岩夹薄层砂，GＲ
曲线为指状。在垂直于物源方向的连井对比剖面中，

湖底扇相互孤立，砂体与砂体之间在横向上迅速尖

灭。同时，在顺物源方向的连井对比中，湖底扇砂体

与物源区的扇三角洲砂体不连通，在地震相上表现为

同相轴的断开( 湖底扇砂体在纵横向上此种展布规

律利于砂泥岩相互交叉，容易形成孤立砂体岩性圈

闭) ，如图 9。同时，湖底扇在垂直于物源方向上地震

同相轴具有双向下超特征，在顺物源方向上具有明显

的中部厚边缘薄的透镜状，如图 10。

图 7 涠西南凹陷湖底扇的岩芯相沉积构造特征

Fig．7 Core facies sedimentary structures characteristics in sublacustrine fan of Weixi’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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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涠 D-7N-2 井湖底扇的 FMI 测井成像特征

Fig．8 FMI facies characteristics of sublacustrine fan in Wei D-7N-2 Well

图 9 涠西南凹陷湖底扇砂岩体连井对比图( 剖面位置见图 1 )

Fig．9 Stratigraphic comparison of sublacustrine fan sand in Weixi’nan sag

3 湖底扇成因及分布规律

湖底扇的形成主要受到盆地古地形坡度、物源供

应、坡折带等因素的控制［27～29］。陡峭的古地貌环境

和充足的物源供应条件是涠西南湖底扇形成的有利

因素。涠西南凹陷湖底扇主要形成于流一段时期。
如前文所述，在流一段沉积时期，涠西南凹陷分为 A、
B 、C、D 四个次洼，C 洼和 D 洼处于凹陷的缓坡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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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1) ，分别在 C 洼的涠 D-7 构造和 D 洼的涠E-2
构造发育一系列强烈活动的近东西向断层，涠 D-7 构

造的断层受涠西南 3 号断层东段的控制，涠 E-2 构造

的断层受企西隆起北缘的控制( 图 1) 。在断层的强

烈活动下，分别在涠 D-7 构造和涠 E-2 构造形成陡峭

的断裂坡折带和同沉积坡折带。利用声波时差法和

厚度趋势法求取出剥蚀量，结合现今地层厚度图，恢

复得到涠 D-7 构造的古构造坡度大约为 5° ～ 9°，涠

E-2构造的古构造坡度大约为 4° ～ 8° ( 图 10，11) ，如

此陡倾的坡度为湖底扇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都以

坡折为界，坡折南面发育扇三角洲，坡折北面发育湖

底扇，因此坡折带往往形成扇三角洲—湖底扇沉积体

系( 扇三角洲与湖底扇的位置关系( 图 10，11) 。沉积

区南部紧靠企西隆起，企西隆起为扇三角洲和湖底扇

提供了原始物源，由于物源供应非常充足，所形成的扇

三角洲规模都较大，其中涠 D-7 构造的扇三角洲分三

期，涠 E-2 构造的扇三角洲分两期( 图 10，11) 。流一段

正处于湖平面上升时期，湖水不断向物源区入侵侵蚀，

加上物源充足，沉积物快速堆积，先期形成的扇三角洲

砂体及其周缘的滨浅湖砂体尚未固结成岩，在地震、波
浪等诱发机制下，沿着斜坡向北重新搬运再沉积，于坡

折带的坡脚深水区形成湖底扇。
因此，陡峭的古地貌坡度和充足的物源供应是涠

西南湖底扇形成的重要条件: 古地貌坡度为 4° ～ 9°，

物源包括南部企西隆起的原始物源、以及先期形成的

且尚未固结成岩的扇三角洲砂体和滨浅湖砂体。湖

底扇的分布位置主要在断裂坡折带或同沉积坡折带

坡脚的深水区。

4 湖底扇油气成藏条件

由于湖底扇分布于断裂坡折带或同沉积坡折带

的深水区，受到其特殊的构造位置和沉积环境的控

图 10 湖底扇的地震相特征

Fig．10 Seismic facies characteristics of sublacustrine fan

图 11 涠西南凹陷流一段湖底扇沉积模式图

Fig．11 Depositional model of sublacustrine fan in Liu-1 Formation of Weixi’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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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涠西南湖底扇具有圈闭、油源和油气运聚的优越

成藏条件。首先，湖底扇形成于深水环境，与湖底扇

砂岩共生的泥岩颜色主要为深灰色和黑色，是半深

湖—深湖还原性环境的重要标志。湖底扇砂体被半

深湖或深湖泥岩包围，形成优良的储盖组合，易于形

成岩性圈闭。同时，湖底扇沉积区同沉积坡折带由于

发育同沉积断层，也容易形成断层—岩性圈闭或滚动

背斜圈闭。所以，湖底扇沉积区发育不同类型的圈

闭。其次，湖底扇沉积于半深湖、深湖环境，临近烃源

岩泥岩和油页岩，油源条件好。有的湖底扇砂体甚至

与烃源岩直接接触，能形成自生自储型油气藏: 根据

目前的钻井揭示，与湖底扇共生的烃源岩为优质烃源

岩，不仅厚度大，而且多数埋深超过 2 000 m，达到生

油门限。通过对生油指标的测定，TOC 值在 1．35% ～
2．75%，Ｒo 值在 0．6%～1．2%，处于好的生油窗。在现

场录井中，油页岩滴照呈乳白色扩散，发荧光，具沥青

味，说明已经生油，可自生自储。另外，由于湖底扇沉

积区为断裂坡折带或同沉积坡折带，断层发育，有的

断层沟通了深部烃源岩，使得下部不同层段的油气通

过断层运移到其中，形成较大规模的油气藏。
综上所述，受其特殊的构造位置和深水区这一特

殊的沉积环境控制，涠西南的湖底扇能够形成大量岩

性圈闭、断层—岩性圈闭或滚动背斜圈闭，这些圈闭

临近优质烃源岩，油源富足，不仅能自生自储，还能够

通过断层捕集到深部油源，易于形成油气藏。在钻探

实践中，涠 D-7 构造和涠 E-2 构造的湖底扇都获得了

重大油气发现，目前已有 7 口井钻获工业油流，显示

了流一段湖底扇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

5 结论与意义

( 1) 利用岩芯、测井、地震和粒度曲线等资料分

析表明，涠西南湖底扇在岩石学、相序、结构、沉积构

造等方面具备典型浊积岩的沉积特征: 在岩石学上，

湖底扇具有典型浊积岩的鲍马序列特征且分为高能

量型沉积和低能量型沉积两种，在沉积结构上，粒度

概率图和 C-M 图具有浊流沉积独有的粒度分布特

征，在沉积构造上，具有丰富的浊流沉积构造现象。
( 2) 陡峭的古地貌坡度和充足的物源供应是涠

西南湖底扇形成的重要条件，其分布位置主要在断裂

坡折带或同沉积坡折带坡脚的深水区。
( 3) 受其特殊的构造位置和深水区这一特殊的

沉积环境控制，涠西南的湖底扇能够形成大量岩性圈

闭、断层—岩性圈闭或滚动背斜圈闭，这些圈闭临近

优质烃源岩，油源富足，不仅能自生自储，还能够通过

断层捕集到深部油源，易于形成油气藏，目前已有多

口井钻获工业油流证实，勘探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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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Sublacustrine Fan in Weixi’nan
Sag of Beibuwan Basin

DONG Gui-neng DENG Yong GAI Yong-hao ZHAO Shun-lan SHU Ke-dong WANG Bin
( Zhanjiang Company of CNOOC Ltd．，Zhanjiang，Guangdong 524057)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ed analysis of core，well logging，seismic and grain size probability curves data，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sublacustrine fan in Liu-1 Formation of Weixinan sag is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Sub-
lacustrine fa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Bouma sequence implying typical turbidite，it is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f pow-
erful hydrodynamic sedimentation and weak hydrodynamic sedimentation． For depositional texture，sublacustrine fan
features grain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typical turbidite deposit in terms of grain size probability curves and C—M
map，moreover，it contains large numbers of turbidite deposit structures． Sublacustrine fan is resulted from the condi-
tion of cliffy paleolandform and abundant sedimentary supply，and formed at the location of deep water lacustrine area
of fault slope-break zone or syndepositional structural slope-break zone． The sublacustrine fan formed from deep lacus-
trine，trap condition is excellent，a near source rock，hydrocarbon source is abundant，easily forming hydrocarbon
reservoirs，already obtained commercial oil-gas flow in numbers of drilled well，and have great exploration foreground．
Key words: Weixi’nan sag; sublacustrine fan;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exploration potential

第五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成功召开

由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支持，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油气储层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碳酸盐岩储层重点实验室承办的第五届全国沉积学大会，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22 日在浙江杭州市举行。

全国沉积学大会已成为各位沉积学同仁共享丰硕成果的盛会，也是学界交流、实现合作共赢的平台。本次大会有来自国内
外代表 1076 人，国内代表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土资源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科研院所及企业，国外代表有来
自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印度等国家的多位专家、学者，创历届沉积学大会规模之最。

本届大会共有 380 人进行口头报告( 共中大会报告 9 个) ，大会收到摘要 540 篇，论文全文 150 多篇，大会组织出版了论文选
集、摘要集、《沉积学报》专刊、《海相油气地质》专刊。大会制作的专题片“中国石油工业与沉积学”，生动地展示了我国沉积学研
究在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会上，颁发了中国沉积学成就奖，孙枢院士、刘宝珺院士首次获此殊荣。
本届大会以“沉积学创新与能源”为主题，广泛、深入交流了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近四年来我国沉积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与会代表在 13 个专题会上做了精彩的口头发言，展板汇报也同样精彩纷呈。不仅在沉积体系、层序地层、沉积大地构造学、古生
物与沉积作用、沉积盆地动力学、沉积地球化学、海洋地质与沉积学、古气候与全球变化等方面展示了丰硕的新成果，而且在沉积
学与非常规油气资源、细粒沉积作用、新技术—新方法等新领域也取得许多重要进展。会场学术交流气氛热烈，老、中、青学者共
济一堂，广泛交流; 一大批中青年科研骨干正茁壮成长，他们敢于挑战，富于创新，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沉积学发展的熣灿未
来。本届全国沉积学大会，有多位来自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印度等国家的专家参加。国内外学者相聚一堂，在海洋
沉积、白云岩成因、深海沉积作用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特别是国际沉积学家协会( IAS) 主席 Poppe de． Boer 教授、前
主席 Judith A． McKenzie 教授分别作了大会主题发言。这将对进一步推动我国沉积学走向国际，增进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和友谊
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沉积学的创新，是沉积学发展的灵魂。我国沉积学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大会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关于沉积
学的发展如何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讨论。中国沉积学完成了认识论上，从直觉描述性和经验总结性为主的沉积岩石学，到有
理论指导的具有科学逻辑推理的、可用实践检验的沉积学的转变，在陆相湖盆沉积、小克拉通海相沉积、边缘海海域沉积、海相与
陆相细粒沉积与非常规储层等创新研究，为世界沉积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石油工业生产实践，为保障
我国石油、天然气供应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其他领域也都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沉积学的发展将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
的贡献。

总之，本届大会是一次很成功的大会。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学术交流，成绩斐然，硕果累累; 检阅了四年来我国沉积学的进展
和成就，也对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启迪和引领作用。这次沉积学的盛会将推动我国沉积学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

会议交流后安排了陆相碎屑岩沉积、海相碳酸盐岩沉积、现代海滩—潮坪沉积、火山岩四条路线的野外地质考察，有国外及
国内各行业的 200 多位代表参加。 ( 朱如凯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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