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 9 年 第 月期 盆地水力学状态对成岩作用的控制

内把它们溶进适当的圈闭中
。

这样一来
,

对流模式就把无机和有机成岩作用结合起来了
,

并

对诸如次生孔隙
、

热异常等现象也提供了合理解释
。

运用这一不成熟的模式时还须考虑到其

他一些因素
,

如同生断层对含水层的切割
.

垂 向压差
、

总方向朝上 的压力头 以及砂岩本身的

岩性和渗透率的不均一性等
。

此外
,

还要考虑到扩散作用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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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y : ( 1 9 7 9) 认为在渗透率大

于几个毫达西的砂岩中
,

流体对流比扩散更重要
。

地矿部岩相古地理工作协作组第八次

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岩相古地理工作协作组于 1 9 8 9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在成都市召开了第八次工作会议
,

共 24 个单位的 42 位代表参加
。

地矿部地勘司
、

直管局
、

石油海洋局
、

教育司及地科院等领

导部门的代表均往会指导
。

会前邀请的 13 个省 (区 )地矿局和 3 个大区石油地质局
,

因受交

通等影响
,

只广东
、

湖南
、

四川
、

云南
、

河南
、

陕西
、

辽宁局和西南石油局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

会

议由协作组组长刘宝礴教授主持
。

这次工作会议正值协作组成立 10 周年之际召开
,

因此
,

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回顾
、

交

流地矿部 10 年来的岩相古地理工作
.
第二阶段是在听取有关单位的

“

八五
”

三项建议报告之

后
,

讨论并提出了我部岩相古地理工作的中
、

长期规划建议
。

会议认为
,

我部岩相古地理工作 10 年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1 9 79 一 19 81 年为试点阶

段
; 19 8 2一 1 9 8 5 年为推广阶段

, 19 8 6 年起为进入全面部署
、

深入提高阶段
,

重点组织和协调

了
“

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积
、

层控矿产远景预测
”

攻关项目
。

10 年来在
“
以地质找矿为中

心 ” 和
“

两个面向
”

方针的指导下
,

已取得了教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成果
,

至 “ 七

五
”
结束

,

预计新的一代成果可达 20 0余项
。

多数成果紧密结合了各省 (区 )成矿区划
,

远景

预测和普查找矿的需要
,

部分成果在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中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

这些成果

反映了我部系统在应用沉积学及相关学科的新的理论
、

方法
;
掌握岩相古地理识别标志

;
深

入研究沉积
、

层控矿产分布
、

赋存规律
,

推动地质找矿和区调工作
,

以及提高区域地质研究程

度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
,

同时亦促进了沉积学及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和相互渗透
。

此外
,

已

探索和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我国广大台地区岩相古地理工作的理论和方法
,

沉积演化与成

岩作用模式已逐步有益地应用于沉积
、

层控矿床的研究
,

并不断地提出和完善相应的成矿模

式
。

从实践中总结的层控矿产的
“
层相位

”

三位一体的理论正 日趋完善
。

总之
,

具中国特色的

岩相古地学正在不断地深入发展
。

会议代表充分
、

认真地讨论 了地矿部系统今后 12 年 ( 2 0 0 0 年以前 ) 岩相古地理工作规

划
,

认为应以
“

深入南方
、

普及北方
、

突破槽区
”

的原则开展工作
。

据此
,

建议尽快开展
“

中国岩

相古地理及沉积
、

层控矿产远景预测
”

研究项目
,

以尽快调整我部岩相古地理工作南北发展

不平衡
,

实现在 2 0 0 0年前提出全国一套新岩相古地理图的总目的
。

会议还详细地讨论了该

项 目设置的目的
、

意 义和条件
; 国内

、

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主要研究内容和主导学术思想
;
子

项目的设置及组织管理等
。

该项 目的主项建议报告已上报地矿部和地科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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