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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力流沉积学术讨论会述评

全闰霆力流沉积学术讨论会在 1 9 8 3年9月于陕西咸阳市举行
。

参加会议的有来 自全

国 4 0个科研
、

生产和院校的69 名代表
。

会议收到了论文 40 篇
,

展出了具重力流沉积结构

特征的实物标本
。

会议围绕陕西礼泉县唐王陵组沉积物重力流的特征进行探讨
。

会议除

了宣读
、

讨论学术论文
、

科研报告外
,

还组织了对礼泉县皇坪沟
、

梁窑所出露的唐王陵

组沉积物重力流的考察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礼泉县皇坪沟剖面是一个具有重力流各种

沉积构造特征的较为典型的剖面
。

唐王陵组厚达 1 1 0 0余米
,

是一套混杂堆积的砂质泥灰砾岩
,

具有明显的沉积物重力

流特征
。

其形成机理为未固结的砾
、

砂
、

粘土级松散沉积物
,

借助粒间的碰撞力和流体

粘度的支撑和悬浮
,

在重力作用下
,

从高处向低处搬运
,

形成块体流
。

按支撑特 征和砾

石含量
,

唐王陵组砾岩层可划分五种类型
:

泥石流
、

碎屑流
、

颗粒流
、

液化沉积物流和

浊流
。

唐王陵组沉积物重力流的沉积特征有
:

具指明块体流流向或滑动方向的滑动构造

和揉皱构造
; 反映水道充填和再沉积现象的截切构造及侵蚀冲刷构造

; 反映近源滑塌和

崩塌的巨大漂砾 ( 10 一 14 米 ) 的野复理石构造 (W ild ~

fl ys
c h ) ; 反映 无 分 选

、

无 递

变
、

无组构的粘土级碎屑支撑的泥石流结构
; 反映颗粒 流所特有的反向粒级递变的含砾

构造
; 反映水下扇和浊流的鲍马序列结构等

。

所有这些结构和构造
,

用冰磺原理是无法

阐明的
,

因此
,

它不可能是冰债产物
。

大多数代表认为唐王陵组砾岩层 为近源浅海槽沉

积
,

不应搬用国外深水重力流相模式
,

使之复杂化
。

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地区的沉积物重力流科研成果
,

论证了南 方震旦亚界到早

中三叠世海相地层的沉积物重力流的结构
、

构造特征
; 并运用沉积物重力流概念

,

对震

旦亚界南沱组灯影组冰碳层和中下三叠统碳酸盐角砾岩的成 因作了新的探讨
。

一些代表根据我国中新生代盆地的沉积物重力流的结构构造特征
,

指 出在地堑或箕

状凹陷的近断层侧
,

常可见到具有鲍马序列和揉皱
一

滑动构造的浊流沉积物 ( 水 下 扇 )

夹于深一半深水湖相里色泥岩中
。

科研
、

院校 单位的专家学者
,

就有关沉积物重力流的科研动态发表了见解
。

大部分

同志认为陆上
、

水下
、

湖海和深浅水域均可有沉积物重力流分布
。

关键是须具有一定的

地质 构造条件和沉积环境
,

即拉张断裂的构造格 局和滞水环境
。

前者是沉积物形成 的先

决条件
,

后者为保存的必要环境
。

因此
,

沉积物重力流具有 良好的指相意义
。

深入开展

沉积物重力流的研究
,

必将推动区域地质构造
、

沉积相和油气矿产研究的进程
。

会议充分体现了改革的精神
。

首先将纯学术
一

讨论化由过去的学术团体举办
,

改为生

产单位
,

学校结合
, “队院挂钧

”
举办的学术讨论会

。

既解决从生产实际所提 出 的 课

题
,

又对基础地质理论作了探讨和推广
。

其次
,

将
“

填鸭式 ” 论文宣读的学术会改为现

场 ( 以有争议的唐王陵组地剖面为主 ) 学术讨论会
,

既交流了经验
,

又统一了认识
。

显

然
,

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

(熊寿生
、

张善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