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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序地层学在沉积学和油储勘查中

研究的关键点

许效松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层序地层学是一种新的认识沉积记录的地层学体系
,

以同时性的全球海平面升降

作为等时地层格架
.

它的脱颖而出不仅为油储层圈闭提供可迫踪的对比沉积体
,

而且为研究盆

地充填和盆地演化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

因而开展层序地层和海平面变化研究
,

已成为 80 年代

进行全球沉积对比和沉积地壳演化的重要手段
,

并成为沉积地质学发展的重要分支学科
.

地质实际 已经证明
,

层序界面和体系域与固液体矿产的成矿作用存在内在的
、

有机的成因

联系
.

最大海泛面以上各体系域的叠置
,

可组构成生储盖组合 ;具有古溶喀斯特界面的高水位体

系域不仅是固液成矿流体的运移通道
.

而且是层控型金属矿产的储矿空间
,

也是油储构造
。

这种

与成矿作用有关的因果偶合关系
,

揭示了层序地层学应有的价值
,

反之学科的交叉 又向层序地

层学发出了新的挑战
,

提出了研究的新问题
。

实践中
,

笔者感到有两个间题值得引起关注
:

一是层序地层学应用中的多解性和研究中的

误解 ;二是为业已证实的层序地层学与成矿流体的关系
,

在成矿作用研究中应该深入的关键点
.

为便于讨论
,

在此提出一些议题
,

拓阔思路
,

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

关键词
:

层序地层学 油储勘查 研究的关键点

1 层序地层学的精髓
、

现状和间题概述

1
.

1 层序地层学的精位

层序地层学是一种新的地层学体系
,

其目的是寻求等时地层格架和建立全球可对 比的

沉积纪录
,

以及建立海平面变化曲线
。

它的出现对认识地球的形成史有两个重要的变革
:

首

先
,

是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地层记录的对 比原则
; 另一是

,

由此导致认识地球演化尺度的改变
。

这两个 目标是层序地层学创始者和继后的开拓者力争实现的方 向
。

为此
,

建立全球可对 比的
1

、

2
、

3 级层序界面
。

确认的界面应该具有等时性
,

它是综合性的旋 回地层
、

层序地层学和沉

积
一

构造动力学的偶合
。

什么是界面的等时性和可对比性
,

除了对岩石地层进行精细的沉积学研究外
,

还要取得

年代地层
、

生物地层
、

地球化学和磁性地层的证据
。

除此
,

笔者认为还要把全盆地与相邻盆地

的沉积
一

构造性质转换进行对比
,

把盆地置于全球变革中
,

才可确 认其界面的等时性
,

也可称

. 本文 1 9 9 6 年 9 月 1 0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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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立一个标杆
.

确定界面后
,

由层序上下界面所包括的一个层序
、

层序内部有成因联系的

体系域才具有对 比意义
,

也才能取得国内和国际上的认可
。

等时的界面和可对 比的体系域
,

在 固液体矿产资源追踪和预测上也才有实际应用价值
,

并避免盲 目性
。

1
.

2 研究现状和问题

层序地层学 自问世以来就表现了它的生命力
,

从而引起地球科学界的极大关注
。

E x x o n

公司研究组和 P… V ial
〔”
等以地震反射剖面为对比标准建立层序界面

,

圈出可对比的储层

砂体
,

特别是具深切谷的低水位体系域和上覆的海侵面
,

构成 了完整的储盖组合
。

它的前提

条件
,

除了高分辨率的地震技术问题以外
,

就是建立盆地内部的等时对 比格架
,

这是它具有

经济效益的重要一面
。

层序地层学在认识全球演化的对比尺度上
,

以旋回地层和层序地层为中心议题
,

围绕着

有定年意义的全球沉积记录对比
。

它的潜在效益有两个方面
:

全球地质演化和找矿预测
,

两

者具有因果偶合效应
。

旋回地层和层序地层这一命题
,

已开展了近十余年讨论
,

现今仍受到各界的关注
。

其原

因是在全球地层对比问题上
,

尚未找到确切的和合适的定年数据
;
其次是缺少学科间的合作

和寻求解决共性问题的途径
〔幻

。

全球沉积对 比的倡导者 R o b e rt iG sn b ur g 是国际上颇有威望的沉积学家
,

历次国际会

议上
,

他对沉积地质学研究都提出一些具有远见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

他在 30 届国际地质大

会上的发言也深受欢迎
,

他强调全球沉积对比的重要性
,

同时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当前层序地

层学研究中存在的实质间题
。

他把地球的记录比喻为一册章节完整的书
,

虽然旋 回地层和层

序地层的应用对每一章节的地质时代取得进展
,

但对每一个章节的内容确知之甚少
,

存在有

两个问题
:

( l) 自从吉尔伯特在 10 0 年前认出地层的韵律性是地球轨道变化的结果后
,

沉积地质学

家通过识别连续地层的最小端元— 韵律性的岩石地层
,

而追索全盆地
;
近十余年的研究认

为
,

这些韵律层接近米兰科维奇旋 回
,

并在深海
、

半深海
、

蒸发岩和湖拍 中都可找到
,

为此而

圈出全盆地
,

但谁又能说明它们是否为全球同时性的沉积物 ?

( 2) 层序地层研究的贡献是
,

第 1
、

2 和 3级层序可作为韵律岩性学的最大端元
,

扩大了

对韵律的理解
.

但是最大端完的准确性和对比性并不完善
,

沉积地质学家们通常用哈克的旋

回图表对比露头或者是地震剖面
,

然而在尚不能证明 3 级层序具有全球性时
,

显然用哈克图

解对 比和套用是不适宜的
。

G 提出
,

什么是层序地层和生物地层所要解决的问题 ? 它们之间

要努力协同研究这些必需解决的共性问题
。

上述现象
,

不仅是国际上研究者们的关键问题
,

也是我国沉积地质学和生物地层学者当前在层序地层研究中的现状和误区
。

因此
,

正确理解

层序对比的真实性和其涵义
,

则至关重要
。

( 3) 追踪全球沉积物可对比性的关键是事件对 比和定年
,

要突破高分辨率地层事件沉积

测年
。

采用地球化学
、

稀土元素分析和同位素标定
,

由此计算沉积速率等
,

作为作全对比的重

要依据
。

自 8 0 年代末层序地层学在我国沉积地质学界推广应用 以来
,

以经典定义为准
,

取得 了

很大的进展
,

对被动大陆边缘海相盆地中层序地层的研究
,

除少数浅变质岩的研究成果 以

外
,

见著于文献的成 果有五个方面
:

一是研究局部地 区 3 级层序的内部构成和体系域的性

质
,

以及层序界面的类型
;
二是建立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层序的地层格架

、

层序演化序列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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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模式
;
三是编绘相对海平面变化曲线

;四是生物地层格架与层序地层对比和时限的探讨
;

五是层序地层学与成矿作用的偶合关系— 固体矿产和油气藏
。

然而
,

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

与上述相同的问题
,

层序界面和体系域的等时性 ?
、

可对 比性 ?
,

严格地讲尚不能足以证明所

研究的层序具有等时性和可对比性
。

1
.

3 层序地层学的自身价值和发展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已从单一性转为多学科综合性极强的阶段
,

地质科学与其他自然

科学一样
,

综合性的多学科交叉以及与其他学科渗透才能探索地球的奥秘
。

层序地层学作为一门学科
,

在实践和应用中既检验了学科的 自身价道 (包括其可行性和

局限性 )
,

又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

因而
,

层序地层学研究者的使命是运用学科交叉
、

渗透的方

法
,

从单一学科中走出自我
,

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

缩短探索认识地球演化的尺度
。

层序地层学虽然起源于地震地层学
,

但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后对地质学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
。

层序地层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的不同点在于
:

它是综合了沉积学
、

地震地层学和地层学的

各个分支学科的优势
,

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才有生命力
。

因而
,

研究层序也绝不仅仅是

划分出 I 类和 I 类界面
、

划分出几个层序的简单目的
,

而是通过层序地层学研究这一视角
,

认识地球的演化和节律
. ,

地壳活动周期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

开拓层序地层研究的新途径
。

2 层序界面和盆地性质

2
.

1 分析层序界面性质和成因的重要性

近几年层序地层学研究在国内外的实践反映出
,

其理论的准确性和在应用上的可操作

性
,

不同学者之间存在认识上
、

理解上和应用上的差异
.

这说明层序地层学在实践中有正确

理解的一面
,

也有对解释沉积纪录还有待完善和深入的一面
,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层序界面的

解释
。

层序界面是层序地层学的灵魂和生命
,

这个界面的特征应是沉积盆地存在时全球板块

构造活动
、

海平面变化
、

海陆分布以及地球与天体间综合效应的结果
。

界面的标定除前述各

种定量数据外
,

笔者强调沉积
一

构造性质转换综合分析和从地质露头上窥视其真实性的反映

和隐蔽的地质记录
。

界面是通过不同沉积物的性质和沉积构造特征才能反映界面的存在
,

因此判断沉积纪

录则是识别界面的关键
。

实践中对 V ial
二幻
所划分的 I 类 l 类界面的辨别有异

,

笔者虽然按界

面成因分类
〔` , ,

但也有不尽意之处
.

其关键则是如何解释层序界面以上的第一个沉积体所代

表的地质纪录
,

沉积体的差异与盆地性质和其演化存在什么关系
。

界面以上的第一个沉积体有 四种情况
:
( l) 具有河流回春的陆相沉积物

,

研究者均视为

低水位体系域
,

以 I 类界面为标志
; ( 2 ) I 类界面以大陆边缘沉积物为代表

,

由于对该沉积物

的确认有疑
,

因此对界面上沉积物的类型和体系域的确认也颇有争议
,

或者是模棱两可
; ( 3)

海侵体系域直接超覆在界面上
,

有的称 l 类不整合界面
;
( 4) 是界面上的沉积体可能是多种

成因和被改造的复合体系域
。

2
.

2 低水位体系域的涵义
、

层序界面是盆地性质的反馈

低水位体系域沉积物的组分
、

组构和层序界面性质受控于盆地
。

从盆地的成生
、

发展
、

转

. 王鸿祯
,

通讯
, 1 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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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消亡过程与层序的关系而言
,

把盆地分为两类
:

新生盆地和继承性的盆地
。

新生盆地是全球构造活动和海陆重新分布的结果
,

新盆地与基底之间具有长期的时间

间断
,

因此界面上的堆积物是个复杂的沉积体
。

即有单源
、

多源的远源的陆源物
,

也有老盆地

沉积物的残积层
、

基底喀斯特化和基底风化面的古土壤层
,

同时也有新盆地初期沉积物被改

造后的堆积体和溶坑沉积体
。

从某种意义而言
,

在这些堆积体中可窥视不同级别的构造活动

的变革
、

重大的地质间断和盆地的新生
。

此类型的沉积体在我国南北两大陆块上均有记录
,

华北的寒武系与中元古代的层序界面和其上的低水位复合体
;
华南陆块上寒武系与新元古

代的层序界面和低水位体系域的性质
、

晚古生代不同时期底部的复合沉积体分别堆积在早

古生代的残留地层上
.

每次重大的地质变革时期和相应的第 1 和第 2 级层序都自为成矿构

造旋 回
,

自成生储盖组合 (不包括后期构造破坏和建设性的连通 )
。

这些实例都说明层序界面如果只冠以 I 类或 I 类名称
,

或简单的以低水位体系域冠之
,

则不足以概括这些因素间的相关性和复杂性
。

可见
,

对界面性质和类型的研究
、

以及从中认

识地质纪录的真实含义是极待深化的问题
。

继承性的盆地也可谓延续性的盆地
,

盆地的归属不变
,

为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持续

发展
,

界面间可能只有短时的沉积间断
,

有两种表现形式
:

由高频海平面震荡
、

潮缘盆地海域环境的变化
、

沉积物的进积和退积的转化等
,

都可形

成冲刷侵蚀界面
。

但盆地的沉积物为盆内单源物
,

也有盆内和盆外屑的混合体
,

低水位体系

域以大陆边缘沉积物为主
,

或海侵上超覆盖
。

另一形式则可能是盆地性质发生转换
,

如裂谷盆地转为被动边缘盆地
、

被动边缘盆地转

为周缘前陆盆地等
。

盆地性质转换但盆地未消亡
,

因而界面上也有相应的沉积间断和侵蚀暴

露
。

这种界面上堆积物的性质和组分有三类
,

分别为盆内海源屑
、

盆外陆源屑和前两者的混

合屑
.

堆积物组分的差异与盆地所在的部位有关
。

盆地的水下部分往往是盆内屑
,

如果形成

楔形体则视为 I 类界面
;
在碳酸盐沉积区

,

古暴露面上常见海侵灰岩覆盖
,

对这类界面的性

质则颇有争议
,

有的则视为 l 类界面
;
界面上盆内屑堆积物也可能是陆源物沉积后的海水改

造物
,

因而界面的属性也不易确定
,

如滨海陆源砂岩覆盖在碳酸盐台地的暴露面上
,

此陆源

砂应视为河流搬运而至
,

属海退现象
,

底面虽无回春特征也可视为 I 类不整合
,

但陆源砂经

海水改造为滨海相
,

则又视为海侵的结 果
,

为海侵体系域超覆
,

其间有隐蔽的时间间断
,

南方

的泥盆系和石炭系底部的海相砂岩均具有此特征
。

可见
,

分析低水位体系域的性质
,

应视盆

地内的古地理环境
、

沉积物的组分和海平面变化的偶合关系等多因素而定
,

如果把层序界面

和体系域的性质简单化
,

则不能反映盆地演化的真实性
。

3 层序地层与成矿作用

3
.

1 具旋回性的层序地层与成矿旋回的偶合

从全球构造一古地理演化的周期而言
,

一次全球性的构造变革
,

标志着海陆的重新分

配
、

调整和新盆地成生
,

形成与构造旋回相对应的成矿旋回
、

古气候旋回和海平面变化旋回

以及 1级层序
。

这些因素控制沉积物的旋 回性和韵律性
,

制约了沉积矿产和层控型矿产的分

布
。

显生宙的地质历史表明
:

新元古代至寒武纪全球板块扩张期
,

形成全球可对 比的磷
、

锰
、

铁和黑色页岩及有机炭的聚集 (不涉及盆地的展布和古地理方位 ) ;
板块活动性质转换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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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反映在沉积作用上则是碳酸盐建设
,

这就为层控型铅锌矿和油储构造提供了储矿空间
。

即早古生代层序地层旋 回与成矿旋 回的偶合
。

全球 P o n g ae 期
,

是大陆的分裂和聚合的又一过程
。

海陆重新分布和新盆地形成
,

造就了

新的 P a n g ea 构造旋回的矿产资源和展布趋势
CS , ,

特别是磷矿
、

煤
、

蒸发岩和油气资源
。

泥盆

系和石炭系中的层控铅锌矿
,

不仅在 中国而且在全球都有分布
;
二叠系的蒸发岩和煤

;
碳酸

盐岩中的油气藏等均具有全球对比性
。

从特提斯构造域来看
,

我国的沉积和层控矿产以及油气藏与世界相同
,

具有两次构造一
成矿旋回

:

分别为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
,

同样
,

南方碳酸盐中的油气与构造活动相对应
,

也具

有两次生储组合序列
。

3
.

2 体系域组合与成矿和油储构造

对于沉积和层控矿产的研究上
,

笔者与刘宝礴院士和 王剑副研究员在
“

七五
”
期间从事

寒武系铅锌矿研究时
〔`

·

” ,

提出高水位体系域的藻丘与废弃油 田水有关的成矿作用
,

认识到

具有最大海泛面性质的黑色页岩是生油层
,

并成为后期提供成矿流体
。

继后的研究又提出体

系域的成矿作用
、

层序界面的多重性与成矿的关系
。

近几年的实践证明
,

体系域组合
、

层序界面与成矿作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成因联系
。

笔

者与牟传龙 ( 1 9 9 3 ) 〔
8 , 、

王剑 ( 1 9 9 6 ) 〔
9 , 、

牟传龙和王立全 ( 1 9 9 5一 1 9 9 6 ) 口述等 在泥盆系 中找矿

时发现
,

高水体体系域的溶蚀孔洞和其上的暴露面是南方和三江地区的主要控矿部位
,

从而

总结出高水位体系域和层序界面的成矿作用
。

其成矿机制是
,

三级海平面相对变化和海平面

下降
,

必然使高水位体系域的沉积物暴露溶蚀
,

成为后期成矿流体的通道和储集场所
。

对于

油气而言
,

具有生储性质的组合体
,

同样有储集作用
。

南方的石炭系
、

二叠系的生物礁和礁顶

暴露面
,

已证实是有利的油气藏
。

层控多金属矿产和油储构造的另一重要因素
,

必须具有 良好的盖层
。

层序地层内的第一

个海侵面如果与孔隙性良好的暴露面组合
,

可形成油藏圈闭
。

可见
,

研究生
、

储
、

盖组合的完

备性和实际性
,

是促进层序地层学发展的新议题
。

4 层序不整合界面研究的关键

4
.

1 层序不整合界面的时间损失 t

层序地层的不整合界面无论在水上或水下部分
,

其接触界限内均存在有一定的时间间

断
。

从当前研究所得的认识来看
,

大多数层序界面均与纵向序列的岩石地层单元之间的界面

一致
。

其中间断时间的长或短
,

即为时间损失量
。

在横向上
,

与时问损失量向对应的沉积体

应分属于盆地不同部位的时间楔沉积物
,

或称
“
时间楔形体

” 。

时间损失量的长或短
,

在 1 和 2 级层序间由全球构造控制
,

与控矿有联系的 3 级层序

间
,

除原岩的岩石组分因素外
,

它决定于高水位体系域受淋滤和溶蚀的深度和范 围
、

古暴露

不整合面上古土壤化的程度
。

这些因素均决定了高水位体系域和暴露面的充填物和孔隙性
,

笔者称
“

古暴露不整合面的成熟度
” 。 “

成熟度
”

由低至高
,

代表填隙物 由钙质转为泥质
、

孔隙

性 由高至低
。

可见
,

时间损失的时间量
、 “

古暴露不整合面的成熟度
”

直接控制成矿流体的运

移和定位
。

确定时间损失量的定量化
,

一是定年数据
,

同位素和生物年代对 比
.

除此
,

建立层序地层

模式或模拟对比
,

从中找出可行的时间损失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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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层序地层模式必须具备三个前题条件
:

一是确定层序的内部体系域的结构
;二是层

序的等时性和层序格架的可对 比性
;三是盆地的构造背景和盆地性质转化与层序等时格架

的关系
。

通常
,

露头上的层序界面并不都是等时的
,

清理出
“

时间楔形体
”

与盆地转换的关系
,

确定其所属的盆地后
,

才能建立层序的等时格架
。

4
.

2 层序不整合界面的物质组分和环境演化

暴露不整合面上的组分和环境
,

即取决于盆地的性质也取决于高水位体系域的组构
。

继承性的大陆边缘盆地形成暴露不整合时
,

主要发生在被动大陆边缘的热沉降期
,

这时

已形成了一个与陆地相连的碳酸盐大台地
。

构造和盆地性质的转折
,

海平面的相对变化必处

于由主体上升转为主体下降阶段
,

因而在碳酸盐大台地上则发生大面积的相对升隆和暴露
。

从层序地层学与成矿作用的偶合效应出发
,

精细的研究暴露不整合面上物质成分的改造
、

交

代和沉积相的配置
,

则是层序地层学发展的新命题
,

也是学科间的交叉反转又促进了学科 自

身发展的需要
.

`

暴露的碳酸盐大台地
,

环境的物性都发生变化和迁移以及地球化学和物理化学条件转

化
。

沉积环境的配置关系是
:

一侧与陆地相连
、

另` 侧与海相连并向水下延伸 ;沉积相的配置

是
:

一侧是原岩风化改造的暴露相
、

另一侧则可能形成海平面下降的碳酸盐低水位楔
,

即台

缘前斜坡相
。

如果强调对层序不整合面控矿作用预测的有效性
,

则必须进行暴露区的超常规的分析

研究
:

( l) 物源差

暴露面上物源的分布
,

一侧为陆源河流注入物
、

一侧为海源物
。

陆源物向海方 向的排列
:

砾
、

砂
、

泥和蚀变的粘土矿物
;海源物 由海向陆推进

:

原地改造

物
、

砾屑
、

灰泥
;
两者之间可形成一个陆源物与海源物的混合带

。

两种物源差的分布和排列
,

造成暴露面上的物质差异
,

其物性的结构和构造必将对成矿

流体迁移存在着正
、

反两方面的效应
。

(2 )水动力条件差

古暴露面不同的古地理位置和环境
,

决定了水动力条件不同
。

一侧是河流控制域
; 一侧

是海水控制域
。

如洪泛区
、

牵引流区和低能沉积区
;
海水的冲洗带

、

波浪作用带
、

障壁岛后的

低能带等
。

这些均决定古暴露面上堆积物被改造的程度
、

再次充填物的性质
,

也决定高水位

体系域和暴露面中的孔隙率
。

(3 )填隙物差

上述两个条件
,

控制高水位体系域的淋滤带和暴露面中充填物的成分和性质
。

毫无疑

问
,

孔隙和填隙物系统不同
,

在后期与成矿流体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成矿反应则有不同的结

果
。

4
.

3 层序不整合界面成岩环境和孔隙相

高水位体系域和暴露不整合面是个多阶段的复合作用成岩体

( 1) 古表生成岩作用残留相

盆地中沉积物沉积后
,

即转入早期成岩阶段
,

暴露面上沉积物为裸露地表
,

因而这些物

体即经受了早期和表生成岩阶段的复合作用
,

又受到改造和破坏
,

所以是残留相
。

因此这个

暴露面具有多世代
、

多阶段的成岩演化
,

为成矿系列提供选择性的空间
。

可见这个面的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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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研究不能简单化
。

( 2) 暴露不整合面被改造的成岩环境相

暴露不整合面处于进积和退积式的成岩改造过程
.

改造的程度则与不整合面暴露时的

古地理环境有关
,

因此进行成岩环境相分析
,

取得成岩作用的各种条件
。

(3 )原生孔隙演化旋回和次生孔隙演化旋 回

高水位体系域沉积时的原生孔隙和改造后的次生孔隙都具有多次旋 回
,

孔隙的性质和

演化期次
,

受控于盆地的古地理位置和环境
,

也受控于沉积时的原生孔隙水
、

淡水
、

海水和混

合水的制约
,

形成不同的水
一

围岩体系
。

孔隙演化是多阶段
、

多因素的复合效应
.

原生孔隙演化旋回可能经历沉积停滞期
、

暴露

时的多因素改造期
、

原生孔隙埋藏期
、

造山回返过程中的后期成岩作用等
;
次生孔隙同样也

经历了多次成岩过程
。

这里所强调的是
,

高水位体系域和古暴露面的溶蚀孔洞
,

已经证明是

成矿流体的通道和储集空间
,

其成岩作用场对成矿的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
,

但以往的研究恰

恰忽略了这一重要阶段对成矿作用的影响
。

(4 )暴露不整合面的分带性与控矿作用

由前述来看
,

古暴露面上的沉积环境和地理位置不同
,

在空间上可组构成环境
一

物性
一

孔

隙性的分带展布 以及地球化学场分带
,

其结果造成了有选择性的成矿作用带
。

这种实例也不

乏见
:

如扬子 区早
、

晚二叠世间有一重要的沉积间断
,

使早二叠世形成的碳酸盐缓坡暴露剥

蚀和喀斯特化
.

与暴露面有关的成矿作用
,

在时
、

空上具有分带现象
:

西部为成煤环境域
,

而

东南边缘的暴露不整合面却是金矿的成矿作用带
。

以往未形成层序地层的找矿思路
,

因而研

究工作也不会达到精细的程度
,

忽略了古暴露面的物质分异和地球化学场分异
。

5 小结

层序地层学的实践 已证实了它的生命力
,

学科的自身发展的需要
、

多学科交叉以及实践

中的新问题
,

则又促进了层序地层学的发展和深入
.

涉及层序地层学的基本观点
,

虽然有很多争议
,

但不失其应有的价值
。

在固体金属矿产

的成矿作用上
,

已证实它与控矿作用间的有机联系
,

碳酸盐岩古喀斯特在塔里木盆地也是重

要的储层
,

因此层序地层应用于油气圈闭则成为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

为了实现在碳酸盐分布

区研究储集的必然性和可性行
,

围绕油储勘查的需要
,

探讨在层序地层学研究中的关键点
,

以求实践中扩展其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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