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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 2 月国际地科联批准
“

全球沉积地质委员会
” ( G s G c )为其下设的专门机构、邵

ul Gs 一
G s G c

,

这个机构的常务委员会称之为项目开发委员 ( os G c一DP )C
。

1 9 8 7年 6 月在

美国的帕塞迪纳 ( aP sa d en a) 召开的 P D c 会议上
,

确定全球白垄纪为第一个试点项目
一 ,

名称为
“

白至纪资源
、

事件和韵律 ,’( cR ER )
。

在该会议上还确定聘请几位专家就该项研究的几个方

向和方法做准备
,

这些研究方向是
:

层序地层学和全球海平面变迁 ,黑色页岩和天洋缺氧事

件
;
旋回地层学和米兰科维奇旋回

;
碳酸盐台地的发展和消失

;
白至纪的古地理和古气候

。

会

议还要求专家们就上述方向分成五个工作组分别提出一个研究方法的统一意见
,

以供 1 9 8 8

年的法国会议讨论
。

1 9 8 8 年 9 月 G s G c 在法国迪涅 ( iD g en )召开的会议就是讨论那五个专家工作组为 C R
-

E R 准备的研究内容及统一工作方法
。

会议由法 国的 G s G P 国家委员会主席
、

法国沉积学会

主席 价
r
an dr B u

dn io in 组织和主持
。

会议开得十分成功
,

讨论十分认真
、

热烈
。

五个工作小组

的报告也已汇总成册
,

这就是《岩相古地理 》的这期专刊
。

这五个报告都贯有
` ,

op ist iol l aP ep
r ”
的英文名称

,

按文意义是
“

意 向性论文
” ,

《岩相古地

理 》的译文把它相当于我国惯称的
“

立项论丈
”

或
’ `

立项报告
” 。

其原 因是
:

它们都不是项目设

计
,

也不是实施的细则
,

而只是一种
“

倾向
”
或

“

意向
” ,

只反映该专题的现状
、

可供选择的研究

途径和方法
,

以及可能的成果
。

尽管如此
,

我觉得还是有把它们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必要
,

这除了是为国内的专家
、

同行

通报此次会议的情况
,

以了解本学科国外研究进展情况之外
,

以下几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

首先
,

这五个工作报告都反映了该专题的
“

学科前沿
” 。

它们都广泛收集
、

综合
一

、

分析了前

人资料和已有的成果
,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新的学科理论和可供选择的研究途径
。

这就是我

们常说的
“

推陈出新
” 。

读者从这本小册子中必定会感到 以前常说的
“
层序

” 、 “

旋回
” 、 “

海平面

变化
” · :

·

…等等
,

都有了崭新的内容
,

不仅大大突破了原有的概念
,

而且必将带动该学科更加

深入的发展
。

其次
,

这五个工作报告都表明学科交叉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和重要动力
。

研究地球及

其历史的地质学
,

已经进入了
“

立足地球
、

放眼太空的时代
。

现在的
“

层序地层学
” 、 “

旋回地层

学
”

等
,

可以说都是把地球作为天体中的一个点来对待的
,

也就是把形成这些层序旋回的事

件作为地球在太空运动的结果
。

地质学的这一新领域和新进展
,

无疑是与人们对天体的不断

深入认识和将天文学的新成果引进地学的结果
。

至于沉积学
、

沉积地质学的发展
,

更是与其

它学科的交叉分不开的
。

这五个专题论文中
,

无一不涉及古生物学
、

地层学
、

地质构造
、

地球

化学
、

地球物理
· , ·

…
。

可以说
,

单纯的沉积地质的研究已不适应学科发展了
。

再说小一点
,

目

前国内较为风行的盆地分析
,

又怎能离开构造背景
、

板块活动
、

古气候
、

古水流等的研究 ? 许

多地质学
、

沉积地质学本身难以回答的问题
,

由于引进了其它学科的成果而得以较为圆满的

解答
。

此类实例
,

目前已屡见不鲜
。

反之亦然
,

地学的发展
,

也促进或推动了其它学科的发

展
。

第三
,

正是 由于上述 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

就对科技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他们

不仅要精通自己从事的学科
,

而且还要熟悉相关的科学
。

以古地理研究人员为例
,

他们必须



熟悉和了解气象学
、

海洋学
、

测量学等
,

更不要说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这些最最基础的学科了
。

从这五个报告中
,

读者可以看到使用电子计筹机是工作中最基本的
,

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

单此一点
,

我们的差距也就太小了
。

总之
,

f 。` 。 P 这五个报告在国内公开发表
,

有利于我们了解本学科的前沿
、

发展趋势
,

以

及我幻的
撅雄

办方向
.

赤诚希望我酥
大地学工作者

,

特别是沉积地质学工作者参与

咖
P 的研究

,

为攀乒和摄高我国的沉积地质学水平共同努力
·

刘宝浦 19 8 8 年 12 月

编 辑 说
;

明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

在编辑加工过程中对一些间题进行了处理
,

现说明如下
:

一 。 s G 护这五篇论文是 cR ER 五个工作组的报告
。

有的报告署有一个或若干个作者姓

知有的则没有个人署名
。

为此
,

我们在每篇论文题目之前均只注出某某工作组
,

而不单独署

作者的姓名
。

.

二
.

原书
`

中少部分图件不清楚 (大多是因字体太小
,

不能辨认 )
,

或没有图注
,

正文中也没

有说明
,

因而予以删去
。

三
,

原书中每篇论文后均附有参考文献
,

因熬量大多
,

本刊篇幅有限
,

故均
“

略
” 。

四
.

五篇论文中的术语
,

基本上与 《岩相古地理通讯牡 9盯 年第 5 期所用的术语一致
。

但

为了方便读者
,

在二些颇有新意或不常见启尔术语后往出原文
,

五
.

原书中峨写太多
,

译编稿中不宜一一译出
,

均用原文
,

现统一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于

下
,

请读者对照使用
:

BM R

C C O

CD T

C R E R

C T B E

D SD P

0 5人

O 6 G C

G SG P

IC L

IG C P

澳大利亚矿物资源局

方解石补偿深度

迪亚布洛峡谷陨铁硫

白奎纪资源
、

事件和韵律

森
临

·

诺垦一土仑界线事件

深海钻探计划

美国地质学会

全球沉积地质委员会

全球沉积地质计划

国标岩石圈联合委员会

国际地质对比计划

IU G S

O A S E

O A E

O C

O O P

O M

P D 6

S习M

T O C

国际地科联

海洋缺氧亚事件

海洋缺氧事件

有机碳
·

海上钻井平台

有机物
.

南卡罗莱纳州 白奎 系皮狄组 中

的美洲拟箭石 (碳同位素世界通

用标准 )

扫掺电子显微镜
总有机碳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
本书的译编者们均感到此书内容新颖

,

确是该学科的前沿
。

因此
,

译

编的过程中常感知识的不足
,

对某些部分理解不深
,

或并不完全懂得
。

这样
,

书中难免有与原

文不贴切
,

甚至有错误之处
。

·

除请读者谅解外
,

希望有阅读原文能力的读者参阅原文
。

本刊编辑部 19 89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