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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构造特征及演化学术研讨会”

在西北大学成功召开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８～２９ 日，由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盆地分析学组、构造学组及陕西省石油

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承办的“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构造特征及演化学术研讨

会”在西北大学地质学系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由中国石油学会盆地分析学组副组长兼秘书长西北大学任战利和中国石油学会、陕西省石

油学会、中国地质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成都理工大学、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长庆油田勘探开发研

究院、东方物探研究院长庆分院、中石化勘探开发研究院、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等 １０ 余家单位的 ６０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华洪主任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

词，中国石油学会地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霞代表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专程到会祝贺。 会议聚焦鄂尔多

斯盆地南缘构造特征及演化，１７ 位代表紧密围绕鄂尔多斯盆地南缘基底结构、盆地演化—改造、秦岭造山

带演化及盆山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报告，交流了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会代表畅所欲言，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厚。 会后，参会代表针对鄂尔多斯盆地南缘构造变形样式、“唐
王陵”砾岩特征及时代等科学问题开展了野外实地考察及深入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鄂尔多斯盆地南缘

构造变形及演化的认识。
本次会议主题明确、特色鲜明，产、学、研多部门结合共同参与，沉积盆地与造山带研究密切结合，对推

动盆地动力学、盆山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油气等矿产勘探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代表认为会议

选题及研究区域很好，聚焦问题，针对性强，收获很大，会议开得很成功。
（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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