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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总结中国海陆变迁与油气生成关系的巨著

—
《 中国海陆变迁

、

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评介

关士聪教授等著 《中国海陆变迁
、

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一书
,

已于 19 84 年由科学出

版社出版并在全 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

该书是一本总结我国海陆变迁
、

海域沉积相与油

气成生关系的巨著
,

既是研究海域沉积相和沉积环境综合模式的基础理论丛书
,

也是探

索我国油气普查勘探规律的岩相古地理的重要参考书
。

本书在系统分析我国各地区的大

量地层岩相资料基础上
,

吸取了国内外先进理论与方法
,

总结了我国各地史时期的海域

沉积特点
,

提 出了由两个相组
、

六个相区
、

十六个相带组成的沉积环境综合模式
,

重塑

了我 国晚元古代至三叠纪海陆展布与变迁
,

综合评述了古海域沉积相的特征 及 其 生
、

储
、

盖油层性能与油气资源前景
。

书后还附有按系
、

统编制的彩色的海陆分布及海域沉

积相图20 幅和海陆变迁图5幅
,

每幅图都作了相应 的论述
。

该书的出版发行
,

显然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拍勺指导意义
。

《 中国海陆变迁
、

海域沉积相与油气 》 一书出版发行 以来 (简称
“
海域沉积相

,

下

同 )
, 《石油实验地质 》编辑部先后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

,

纷纷对该书提出评 述 和 评

介
,

现选择几位读者的来信
,

摘要整理如下
。

曾永孚 (成都地质学院沉积教研室主任
、

教授 ) 对该书的评述中指出
: “

海域沉积

相 ” 一书是探索我国油气成生规律的岩相古地理专著
,

在分析大量最新资料基础上
,

吸

取了国际最新沉积学理论和海洋地质
、

地球物理的新成果
,

创造性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 2个相组
、

6个相区
、

16 个相带构成的海域沉积环境综合模式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
。

在本书未出版前
,

作者的上述有关学术观点在 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国内外书刊上摘要

发表时
,

曾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和赞尝
。

成书时又作了充实
,

论述了海域沉积相与油

气关系
。

该书的出版
,

对我国油气远景定量预测
、

规划二轮油气普查的海相油气资源都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曾学思 (西南石油地质局工程师 ) 在书评中指出
: “

海域沉积相
” 一书是 区 域 地

质
、

岩相古地理和石油地质相结合的基础理论专著
,

具有两个显明的特点
:

一是将古构

造与沉积相相结合
,

划分了不同级次 的相组
、

相区和相带
,

阐述了由区域古构造控制的

海相碳酸盐岩和陆源碎屑岩伴存的沉积展布形式
,

古陆 ( 岛 ) 对沉积的影响
,

相带的突

变或缺失
,

以及高能相带的分布规律等重大沉积学问题 , 二是将岩相古地理与生
、

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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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油层沉积条件相结合
,

评述了各个编图单元的不 同相带的油气成生条件及资源远景
。

彭德林 ( 西南石油地质局工程师 ) 在书评中指出
: “

海域沉积相
” 一书是研究油气

分布规律和指导我国油气资源预测的重要参考书
。

该书根据海陆变迁过程
、

海域沉积环

境模式与组合类型
,

评述了我国海相地层 的含油气地质规律和前景
。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

作者在论述
“
槽台型模式

” 与油气成生关系 (参见该书P
.

7一 1 1
,

图 1了 )
,

曾指出塔里 木

盆地北缘的巴楚隆起
,

在晚元古代至早古生代是属于
“

多槽围台型沉积模式
” ,

南侧毗

邻华西海的台棚相组和槽盆相组
,

北侧紧接新蒙海的台棚相组和槽盆相组
,

具 有 较 好

生
、

储油性能
。

1 9 8 4年 9月 22 日西北石油地质局在沙雅构造的沙参 2井获得了高 产 油 气

流
,

开拓了塔里木盆地海相早古生代找油的新领域
。

这一油气新突破
,

进一步证实 《 海

域沉积相 》一书对找油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
。

《海域沉积相 》一书从编写到脱稿虽仅花了两年时间
,

但作者善于驾驭繁多复杂的

资料
,

得出了应有的规律和结论
。

该 书的图件编制
、

文字论述工作量虽很庞大
,

但作者

以认真
、

严谨
、

求是的科学态度
,

却使该书资料翔实
、

图文并茂
、

结构严 谨
、

颇
一

具 特

色
。

但它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由于编写时间短促
,

反映区域地质和石油地质的科研成

果还不够全面
;
由于出版周期长

,

1 9 80 年交稿 1 9 8 4年才出版发行 ( 使用资料基 本 截 止

1 9 7 8年底 )
,

而近几年来 国内外新理论
、

新成果大量涌现
,

故在某些方面还跟不上科研

形势的发展
。

如沉积环境的综合模式中对海底扇
、

浊流
、

洋流
、

海底环流沉积环境和古

生态等就很少或没有论述 ; 内容 虽很全面
,

但由于篇幅所限
,

各章节的某些问题似嫌论

述不够深透
; 此外在地层对比

、

图件 内容和编排上还有待商榷之处
。

这些都有待再版改

进的
。

(熊寿生综合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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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二氧化碳科研和科技交流
,

是促进和发展我 国二氧化碳等非烃天然气的重要

途径和方 法
。

在这次
“ 民办公助 ” 性质的科技交流会上

,

老 中青科技工作者切磋了C O Z

的成因机理
,

分析了C 0 2

资源前景和勘探方向
; 交流了勘探

、

测试
、

开发的经验
; 相 互

提供了 c o Z

科技情报和经济信息
,

为发展我 国二氧化碳科技事业奠定了一个 良 好 的 基

础
。

为此与会代表建议
,

应建立相应的科技组织
,

成立 C O :

科技咨询中心
,

加强科研 工

作
,

定期举行C O :

的学术交流会
。

与会代表认为
,

近几年来我 国农业得到巨大发展
,

是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我国油

气普查勘探中的二氧化碳科技工作要得到腾飞
,

同样要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对二氧化

碳科技工作者来说
,

深入钻研二氧化碳各种科学技术就显得更为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