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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盆地
,

特别是含油气盆地的研究
,

七十年代以来
,

有了长足的进展
。

国际上许多学者
,

发表过很多重要文章来研讨盆地的形成机理
、

类型及盆地内的油气聚集条件
。

其中哈尔鲍特

与克莱米 (M
.

T
.

H a l b 。 u t y a n d H
.

D
.

K l e m m e , 1 9 7 0 )在 《 世界大油气 田
、

影响它们形

成的因素和盆地的分类 》 专著中的盆地分类
,

是从地直丝厄来划分盆地类型的第一篇著作
。

以后
,

克莱米又在许多文章中详加论述
。

加拿大的马克罗森与波特 ( R
.

C
.

M f o r
os

s a n a n d

J
.

W
.

P o r et r ,

19 7 5)
,

以及法国的布雷
、

美国的巴莱等人
,

都提出了对盆地分类 的 一 些 看

法
。

差不多同时
,

美国的费希尔 ( A
.

G
.

F I S e h e r , 2 9 7 5 ) 和英国的鲍特 ( M
.

H
.

T
.

B o t t
,

1 9 7 6)
,

相继在 《 石油与板块构造 》
、

《 大陆边缘和克拉通沉积盆地 》 等专著上
,

就盆地的

形成机理
,

作了综合性和总结性的归纳
。

新近一两年来
,

又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著问世
。

如象

大家 已知的美国的迪肯森等
。

为什么对盆地特别是对含油气盆地
,

自七十年代以来有这么多的论著 , 我想有 两 个 原

因
。

一个是为地质科学的发展所促进
。

这个发展
,

主要的一条就是板块构造理论的提出
。

六

十年代末 以前的盆地研究
,

是与地槽学说分不开的
。

因为地槽本身也是一种盆地
。

反过来
,

不同类型的盆地
,

也就被称之为不同类型的地槽
。

如最早出现在斯蒂勒地槽分类中的 P a r a -

ge os y n c il n o r e
实际就是指一些与克拉通有关的盆地

。

后来在美国人凯伊
、

金等人 的地 槽分

类 中
,

在地槽一词前面加 了些帽子
。

称作这样那样的地槽
,

实际上包括了很多属于盆地概念

的内容
。

这样那样的地槽
,

也包括了这样那样的盆地
。

首先联系到石油来考虑盆地类型的是

美国的威克斯 ( L
.

G
.

W
e e k S ,

1 9 5 8)
。

六十年代后期板块学说提出来以后
,

被认为是地质学

上的
“
革命

” 。

在这个
“
革命形势

” 之下
,

大家对盆地的分类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

六十年代

开始
,

由哈尔鲍特
、

克莱米提出的分类
,

以业宜丝遗为基础
,

根据人庄丝喜和么毡垫立的相

互关系
,

在板块概念下进行分类
。

以后的分类就更富有板块学说的色彩
,

如贝利 ( A
.

W
.

B a l l y
, 1 9 7 5 ) 和迪肯森 ( W

.

R
.

D i e k i n s o n , 1 9 7 6 ) 的分类
,

明确地将盆地分作拉韭人险边

缘丝
、

裂查鱼或这宣边缝鱼 ( C o n ve r
ge

n ce )
。

总的来说
,

一

王是 由于板块构造学说的发展
,

促

进了对盆地机理
、

类型的研究
。

促进盆地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同世界性的能源危机有关
,

七十年代
,

特别是 自一九七三年
“
石油危机

”

发生以来
,

能源紧张的形势 日益增长
,
去年十一月

, 我在加拿大参加了一个由



联合国下属组织举办的长远能源会议
。

从会议讨论的总的趋势看来
,

整个世界的能源潜力并

不匾乏
。

所谓能源紧张
,

是因为从五十年代以来
,

资本主义国家在能源构成上
,

过份依靠廉

价的石油
。

一旦在石油的供求关系上发生了问题
,

情况也就严重起来
。

看来
,

解决这个危机

的根本办法是能源多样化
。

但多样化要有一个过程
。

有人估计到本世纪末
,

新能源的启用才

可能有较大的进展
;
有人更悲观一些

,

主张至少要五十年以后
,

才会有真正的新能源 出来代

替使用常规能源
。

而石 油还有不能被完全代替的特点
。

也就是说
,

在这个三十年至五十年或

更多年代的转变过程中
,

油
、

气将继续是重要的依靠对象
。

发现和利用更多油
、

气资源的要求

也就更加迫切
。

世界上大约有六百个盆地
。

已在其中的约一百六十个中找到了油气
。

除去一些希望不大

的盆地外
,

至少还有一百多个盆地值得进一步去探索
。

对待这些需要探索的盆地
,

特别是地

居偏远
,

或者工作条件困难的
,

首先要对有可能发现的资源量有一个估计
。

对资本家来说
,

这是下决心
,

冒风险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

即使对已经开发的盆地来说
,

也还有一个

预测潜在资源的问题
。

近几年来
,

已有不少文章专门探讨估计未发现资源量的方法
。

大致说

来
,

首先要用迪厦装生战
p

也就是从已掌握的某个地区的基本地质条件
,

同已经取 得 较 多

料的盆地和地区进行类比
。

运用几十
、

几百种所谓指标 ( P a r a m e t e r )
,

通过计算机
,

用所

谓
“ M o n t e一 C a r l o ”

模拟法来求出一种曲线
,

即 P r o b a b i l i t y 一 r i s k 曲线
。

从这条曲线上
,

我们可以获得资源量多寡和冒险性 ( r i s k ) 多少的量的概念
。

举例说
,

今年二月在香港开过

一个会
,

会上有一位挪威地质学家
,

估计我国海区的石油资源量
:

按 冒险率 25 %计算 为 20 。亿

桶
,

按冒险率 75 %则为 6 20 亿桶 (可采系数均以 25 %计 )
。

方法的细节当然要复杂得 多
。

前

不久
,

由刘和甫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的联合国
“
亚洲地区近海矿物资源共同分类勘 探 委 员

会
”
会议 ( C C O )P

,

就是一个讨论这些方法的会议
。

1 9 5 7年W
e e k s

说过这样一句话
,

就是
“
盆地的分类是估算资源的基础

” ( B旦 5五n 。卜 5 15

f元a 大i Q孺 a s 二 a 粗。 , ..j s
.

r。 : e冬焦
.

元单 a t i n ; : e s

叫
r 、 e )

。

可见盆地研究对估 算 未 发 现 资

源量的重要性
。

而为了发现新的油气区
,

动员各方面的地质学家在全世界许多地方 进 行 的

未发现资源量的分析和估算工作
,

又推动了盆地分类的研究
。

这种分类的研究
,

自然要涉及

到与盆地形成
、

发展相联系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
。

前不久
,

在北京国际石油地质讨论会上见

到克莱米
,

他说盆地分类有两种
,

一种是 A 。 a
de m i c (学院式的 )

;
一种 是 I n d us tr ia l 江

业的 )
。

他说
"
我们分类是 I n d u s t r i a l C l a s s f i c a t i o n ,, 。

意思说
,

他研究盆地与分类
,

是

为发现更多油气资源服务的
。

所以说
,

盆地研究的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理论的发展
,

形成了新的观点
,

用

来划分盆地的类型
、

研究盆地形成的机制 ; 另一方面是生产上的需要
,

敦促我们组织力量来

从事这方面 的研究
,

为寻找更多油气资源服务
。
我们的盆地研究工作从这两方面来

,

也应归

回到这方面去
。

既要在理论上有所提高
,

更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

(二 )

要进行类 比
,

首先要考虑犯匆旷淇崖袭契驻进
。

我想把它们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个是物质的间题
。

既然要生成油气
,

首先就有一个物质基础问题
。

也就是生油物质



的性质
、

数量等
。

物质一英文叫迪些丝且
。

第二重要的问题就是要
“
成熟

” 。

就是说
,

有了物质还要有成熟到能够生油气的条件
。

不成熟
,

或者过分成熟都不行
。

所以
,

丛旦业廷且工组及 (成熟度 ) 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

第三是运移
。

这里
,

我想把些处到些卫 这个字的涵义放得更广一 些
。

比方说圈闭
,

圈闭

是什么呢 ? 圈闭就是不运移
。

在运移途 中停止下来成了圈闭
。

所以
,

运移和圈闭是同一事物

的两个方面
。

再如储油层
,

就是在圈闭条件下
,

把油气储集在里头
。

假如没有圈闭
,

油气还

处在运移过程中
,

这种储层
,

实际应 叫
“

泛迪星
” 。

即所 胃 昼妇业工
。

因此
,

可以把运登
、

旦

鱼和鳍速放在一起
,

在广义的运移概念之下
,

作统一的考虑
。

最后还有一个
,

我叫它作丛些史忍已卫￡￡,

就是
“
保持

” 。

这里的保持概念
,

应比通常所

讲的盖层条件
,

或开启条件等
,

还要广一些
。

应把 J醚嫂仁坦遗或改造
、

盏如翻句以及可能由

垄叁丝进
:

所造成的畏立配等
,

统统考虑进去
。

对于构造历史复杂的盆地
,

这一点 尤 为 重

要
。

因此
,

以 M起头的这四个字
:

M a t e r i a l (物质 )
、

M a t u r a t i o n (成熟度 )
、

M i g r a t i o n

(运移 )
、

M
a i n t e n a n 。 e (保持 ) 可以看作是 四个基本指标

。

在这四个大的指标下面
,

可再分出许许多多具体指标
,

与条件接近
、

资料较多的地方进

行类比
,

并且放到计算机中去模拟
,

这样得出的油气聚集条件和资源量
,

可能比单纯从具体

指标考虑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

在普查工作中
,

我们所面临的往往是预测性的而不是
:总结性的问题

。

因此我们所能掌握

的往往不是这些指标的具体数据
,

而是要从一些毽厦坦姜多对这些指标进行评价
。

第一个因素就是沉陷 (S
u b s记 e n c e )

。

不论盆地的类型如何
,

是断陷
,

抑或拗陷
,

总要

发生沉降
,

才能形成盆地
。

在沉降过程 中
,

因有种种干扰因素
,

对一个盆地整体来说
,

沉降

将是不均匀进行的
,

原来是统一的基础
,

由于不均衡地沉降
,

一部分沉降下去
,

另一部分不

但不沉降
,

反而相对成为隆起
。

也有原来是不均一的基础
,

通过沉降
,

在新的地层发展中统

一起来
。

这种不均匀的沉降作用
,

对生油物质的分布
、 J

险质
、

体积
、

不 同成熟度等等
,

起了

很大的控制作用
。

从板块学说来讲
,

这里有一个运动的方式和方 向问题
。

因板块运动的方向是水平的
,

而

沉降是垂直的
。

对引起沉降的原因
,

可以有不 同的认识
。

一个可能的原因
,

是地壳厚度或岩石圈厚度的变化
,

特别是在岩石圈拉张变薄或收缩变

薄的时候
,

均可引起沉降
。

有人将这种作用
,

称作
:

句噢绝!担遗塞憾 (A
.

G
·

iF
s o h e r .

1 9 7 5 ) ,

第二种原因
,

可归结于上地鳗或软流圈地慢 ( A s t h e n os p h e r i c m a nt le ) 物质的上涌和

对岩石圈的作用
,

形成异常地慢或地慢垫之类的东西
。

由于这一过程伴随发生壳下物质 的相

变
,

从而引起沉降
。

有人称这种作用为魏收缩丛剑
;

还有一种引起沉降作用的原因
,

不大为人们注意
,

就是岩石圈在受压之下的弯曲
。

一种是

垂直的下压
,

可理解作重力负载效应
。

如大的三角洲或大
,

陆边缘上的一套厚层沉积
,

在重力

作用下
,

使大陆边缘地壳向下弯曲
。

另一种是侧压力
。

就
,

象背向斜一样
,

侧压力能否使岩石

圈发生横向弯曲
。

从流变学的观点来看
,

如果重力负载可以引起地壳较大规模 的 下 弯
,

那

末
,

水平运动
,

或作用于岩石圈 (块 ) 两侧的水平压力
,

可不可以也把它压弯呢 ?

在我国东部滨太平洋地区
,

自印支运动或上三叠纪以来
,

在开始是东高西低和后来 (白蟹



纪以后 ) 又是西高东低的趋势演变中
,

确有隆凹相间的规律排列映现
。

这是不是侧压力的作

用结果
,

算不算是由侧压力引起的岩石圈中的弯曲
,

似乎值得进一步去研究
。

当然
,

在这个

地区相应存在的大量断裂系统
,

应该联系这种弯曲一齐来考虑
。

第二个间题就是沉积作用 (匙妇鱿见组巨 )
。

它与沉降作用之间有许多复杂的关系
。

一种极端是沉降作用很快
,

而沉积很慢
,

这样
,

当然要造成一种非补偿的
“
饥 饿

” 沉 积 环

境
; 反过来

,

沉降与沉积作用保持平衡
,

或者沉积速度大于沉降速度
,

则盆地内的物质
,

不

管是生油物质
、

储油岩层以及沉积相序垂直组合和水平组合
,

都会 出现不同的情况
。

爵

第三个作用应该是应力 吸红呈廷 )或是孰
r e s氛 c 。 。 d iit

。 。 (应力环境 ) 或是 s .xt 邻 s

石
e l d

(应力场 )
。

沉降与沉积经常处于不同的应力环境之下
,

而这种应力环境 (场 ) 又是处于不

断变化之中
。

或者先压后张
,

先张后压 ; 也可能是张而又压
,

压而又张
。

就是说
,

在这当中

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

不能只看最后一次结果
。

从毯且主迎鱼垫来说
,

大家普遍承认迷里多

变墓些醒遗些鲤期曾处于执张环境
,

进入 白里纪时又处于挤压坯壕
, 进入

.

匙叁丝韭迎少
工拉迷坯遗

,

到晚第三奎己和第四里己以来可能又有一个挤压作用在进行
。

当然
,

在这当中也包

括了平移活动
,

以及平移方向的改变
。

第四个间题是型态或型式
,

英文叫之工组
。

去年A
.

A
.

P
.

G上有H a r d in g的一篇文章
,

专

讲构造的形态 (S t r u 。 t u r a l st 川
e )

。

我想这个 tS y le 的范围可以更广一些
。

不但要 把同一

应力体系下的张
、

压扭构造型式考虑进去
,

还应把与之有关的沉积因素 (如上倾方向和坡度

的变化对沉积厚度和相的影响 ) 都包括在内
。

它们 同运移
、

圈闭条件是有直接联系的
。

我的意思是说
,

从地质作用上来考虑一个盆地
,

是不是可以 把 S u bs id e
cn

e
(沉 陷 )

、

S e d i m e n t a t i o n
(沉积作用 )

、

S t f e s s
(应力 )

、

S t y l e (形态 ) 这四个
“ S ”

当头的字
,

同 前

面谈的四个
“ M ” 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

由此及彼
,

由定性到定量
。

进一步
1

价引伸一下
,

这凰土
喇

了二奥二主嘿么华
”

还受
_

三个
“

)T, 当中的第丫个是构造位置
,

即禅业` 目延组丝
。

这个 et “ ot ” ic 是指大的广义

的构造
,

如板块构造 ( P l a t e t e e t o n i e )
。

四个
“ S

, ,

和四个
“ M ”

的发生
,

以及它 们在不

同地区的不同个性
,

显然与它们所处的大地构造部位息息相关
。

就板块构造来讲
,

是处于板

块的边缘
,

还是板块的内部
;
或者

,

是板块的拉张边缘呢 ? 抑或板块的敛合边缘
。

而且这些

不同性质的部位
,

直接控制着四个 M和四个 S的具体内容
。

以我国中新焦 代 盆
一

地为 例
,

从

西部到东部
,

从中生代到新生代
,

它们之所以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发展和演化
,

显然与它们所

处的不同王鱼已 。坦` s e tt i具--g (构造位置工有关
。

肚山五鸟塑皎盆地
,

早期既接薰史平方面的影

响
,

后期又明显地处在它南部壹藏板块的推丛之工上囚血进生了特
.

患的尽租丛蒸件
。

再如中

何的鄂尔多斯
,

由尹官雄的位置
, _

正好是在我国酉部和东部二条地糟与地 台衔接的 分 界 线

上
,

后期又处在东西两个板块不同方式的活动影响之下
,

从而造成了一边隆一边翘的这样一

秒型式
。

东都的华北
、

蒸燕等盆地
, 当然又有所不同

。

它们各 自的特点
,

应该看作是构造位

置在起决定性作用
。

第二点就是时间 (:止皿弓)
。

也就是历史的发展和演化
,

不断地在改变着一度固有的一个

盆地的性质和特点
。

我们这些盆地
,

似乎都经历 了好几重的历史演变
。

从古生代到中生代
,

从中生代到新生代
,

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演化
,

造成了一个特定盆地之中的若干复杂的关系

(沉积上的或构造上的 )
。

有些构造的变化
,

可能对油气的形成起了建设作用
,

而 另 外 一



些
,

也可能是起了破坏作用
。

第三
,

还有一个单独可以提 出来的就是温度或热条件 峨脉 J印 a l 二血侧拉也现 )
。

一 个

地区的温度条件或热史
,

对油气形成演化所起的作用
,

近年来已被大家越来越重视
。

应该把

它所起的作用
,

从构造位置和时间发展中独立出来
。

温度的历史有两个方面的来源
,

一个是

沉降
、

沉积作用的不断进行
,

引起地温梯度的增加
; 另一个来源则应与地壳深部作联系

,

或

从地慢物质的变化上 〔如由地慢柱沿壳断裂产生的所谓热点反映 ) 找原因
。

这样
,

我们可 以从三个
a T

, , :
T e 。 t o n i。 S e t t i n g (构造位置 )

、

T i m e (时间 )
、

T h e r

一
m

。 一
co

n id it o n (热条件 ) 联系到四个
“ S

” ,

然后再与四个
“
M

”
挂上钩

,

从而达 到 对 一

个特定地区的地质发展和油气资源条件的统一研究和评价
。

(三 )

最后
,

我想联系我国油气盆地的特色提出几个问题
,

供大家参考
。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国的古车代盆地与中新生代益兰也
,

在其分布的格局
.

上有明显的差

孙 例如
,

古生代的格局是按南非来分的
。

照黄汲清先生的说法
,

内中有一个老的 原 地 台

( p
r o t o p l a t f o r m )

,

它包括坐韭
、

鱼了
二。

南韭鱼边最由地槽转变的大陆增生
。

这鱼宣韭分

块的情沉
,

向非包括了酉伯利亚
。

但到了中新生代
,

则明显地东西分带
。

这个原因何在? 在

H “
b1

。 。 t y 与K le m m e
合著的 《 大油气田地质 》 一文中

,

有这样一句话
: ``

直生选塞立是五
古生代的大陆增生有关

,

而
.

烹新生代盆地与海底扩张相继基
。 ” K le m m e

本人最近送给我的

一篇未完成的著作手稿中
,

仍然有这两句话
。

怎样来理解这个问题 ?

第二个间题是为什么我国酉部
、

中部
、

东部的忿地
,

在其构造型式上有很大的差别
。

像

在与周围古老构造格局的关系上
,

我国酉部的盆墉
,

显然与外围协调一致
。

而东部 这些 盆

地
,

则与外围构造不协调
,
在不少地方

,

似乎是前者对后者的横跨
。

中间的四 Jl[和鄂尔多斯
,

介于东酉部之间
,
在内部与外围关系上是半符合与半不

l

释合
。

这又是什么原因 ? 今年三月
,

H a lb 。 。
行 在北京作报告时

,

一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
。

他说
: “ 中国的这些盆地

,

在西部是

与构造线一致的
,

东部则不然
。 ”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 就构浩型式来讲
.

西部盆地褶皱的型

式
,

同东部的块断型式
,

也完全迥异
,

这又是什么原因 ?

第三个问题
,

在前面 已谈到了
,

就是从三叠纪到 白奎纪
,

我国东部为什么就象一块翘板

二样
」

先是东高西低
,

而后又是东低酉高? 是否与木陆板块受到挤压有关 ? 是否可以联系起

来进行考虑
。

第四
,

为什么中国东部中生界相对统一的盆地
,

到了第三纪 , 又出现了两个相对起坎隔

作用的门坎
。

松辽在第黑粗是上升的
,

经过了这个了砂咬往重就是王隆的华北
。

肚我国充邀邃

进
,

不管我们是否采用
“
沉降带

”
这一称谓

,

中生界是广泛分布的 (包括黄海〕
。

但为什么

封了煮第三纪
,

燕山以北和以南
,

大别山以北和以南
,

显然发生了分化二 为且叠边业巨吏= 的

东西
,

到了第三纪又解体
。

第五
,

为什么中国东部自印支运动以来
,

先是由于南北方向的扭动
,

出现了北东方向的

挤压褶皱
,

但到性罗纪中晚期
,

又出现断陷并有火山活动
;
到了燕 山运动末期

,

这种北东或

北北东方向的褶皱又明显重复出现
,

并得到加强
。

就是说
,

代表我国东部中生代的这种北东

, 、

Z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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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与沉积岩研究

碳酸盐岩沉积环境及岩相古地理的研究

冯 增 昭

(华东石 油学院 )

在五十年代以前
,

人们对碳酸盐岩沉积

环境的认识是相当肤浅的
,

几 乎 全 是
“
浅

海
”
二字

。

最早把碳酸盐岩的主要 沉 积 环

境
“
浅海

”
进行基本类型 划 分 的 是 伊 迪

( E d i e
, 1 9 5 8 ) 和肖 ( S h a w , 1 9 6 4 )

,

他

们把浅海区分为
“
陆表海

” 和 “
陆缘海

”
两

个基本类型
。

而欧文 ( I
r w i n

, 2 9 6 5 ) 的 陆

表海清水沉积作用能 量 带 模 式
、

拉 波 特

( L a p o r t e , 19 6 7 , 1 9 6 9 ) 的潮汐作用相带

模式
、

杨等 ( Y o u n g e t a l
, 1 9 7 2 ) 的潮汐

作用相带模式
、

阿姆斯特朗 ( A r m “ t r o n g,

1 9 7 4 )的相带模式
、

威尔逊 (W i l s o n , 一9 7 5 )

的相带模式
,

都有一定代表性
,

都为碳酸盐

岩的沉积环境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

但是
,

关于岩相古地理的恢复
,

尤其是关于

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制方法
,

还没有脱离示意

的阶段
,

水平还是 比较低的
。

在国内
,

刘鸿允 ( 1 9 5 5 ) 的 《 中国古地

理 图 》
、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 究 所 ( 1 9 5 9 )

《 中国大地构造钢要 》 中的
“
岩相分布示意

图
” 、

卢衍豪等 ( 1 9 6 5 ) 的中国寒武纪各期

的岩相古地理 图
、

以及王鸿祯的中国各地质

时代的岩相古地理 图
,

均勾绘出了各地质时

代的海陆分布的主要轮廓
,

对我国碳酸盐岩

相古地理的工作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

这是十

分有益的成果
。

但是
,

这些图件大都是从古

生物地层学的角度或大地构造的角 度 得 出

的
。

另外也有用岩组法编绘的碳酸盐岩相古

地理图
,

但这种图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

如把

地层的厚薄与水体的深浅等同起来
;
把白云

岩 (不管是什么白云岩 ) 与泻湖环境等同起

来
;
把成因根本不 同的岩石类 型 (如 石 灰

方向的褶皱 (新华夏系 ) 不仅是压性或压扭性质的
,

而且同左旋的断裂有关
。

到了第三纪
,

它们明显转变为张性或张扭性
。

这种北东方向的从压到张
,

或者邦庐断裂从左旋到右旋的转

换
,

应该怎样理解? 在与郑庐断裂相交的东西或北西西方向上
,

是否也不光是垂直运动
,

也

有水平运动与邦庐相协调? 这些问题
,

在一个统一的平面应力场中如何认识
。

这几个问题
,

对说明我国油气盆地的形成机制
、

历史演化
、

类型划分以及与油气生成聚

集的关系
,

可能都有密切的联系
。

本文是朱夏总工程 师 1 9 8 0年 4 月22 日在 《 中国中新生代盆地构造与演化 》 论文讨论会上 的发 言
,

对含

油 气盆地研究的意 义
、

方向
、

内容
、

方 法都作 了精辟的分析
,

我们根据这篇讲话略加整理
,

并冠 以
“

关 于

盆地研究的几 点意 见
”

的标题
,

在此 发表
,

以准读者
。

一
编者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