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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上扬子叠合盆地沉积充填过程与物质分布规律》选择关键时期（晚加里东、晚海西、印支）和重
点层位（上震旦统、寒武系、上奥陶统、下志留统、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为主要对象，紧密围
绕叠合盆地沉积充填过程和物质聚集分布规律，并与东特提斯域构造-沉积演化格局相联系，通过对露
头、钻井和地震剖面等进行详细的地层层序、沉积、地球化学、古隆起形成演化、同沉积构造作用、
盆山转换过程与耦合关系的研究，建立晚震旦-白垩纪地层层序格架；阐明了内外动力地质作用下沉积
充填过程、层序结构、主力烃源岩（黑色页岩）和主要储层（礁滩沉积）发育的古地理-古构造背景与
分布规律、古生代海相盆地内部及边缘带的物质分布和差异性及其主控因素、中生代陆相盆地盆-山转
换过程与物质分布的耦合关系、盆地上下组合的叠加与改造关系；系统建立了盆地及边缘带的沉积地
质模型（沉积模式、层序充填模型、盆地结构模型）。 
《中上扬子叠合盆地沉积充填过程与物质分布规律》对促进大型叠合盆地的沉积地质学、层序地层学
研究和拓展中国南方油气勘探新领域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可供从事沉积地质、石油地质、地质勘探等
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地质、石油、物探等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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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洪德等专著的《中上扬子叠合盆地沉积充填过程与物质分布规律(精)》选择关键时期(晚加里东、晚
海西、印支)和重点层位(上震旦统、寒武系、上奥陶统、下志留统、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为主要
对象，紧密围绕叠合盆地沉积充填过程和物质聚集分布规律，并与东特提斯域构造沉积演化格局相联
系，通过对露头、钻井和地震剖面等进行详细的地层层序、沉积、地球化学、古隆起形成演化、同沉
积构造作用、盆一山转换过程与耦合关系的研究，建立晚震旦一白垩纪地层层序格架；阐明了内外动
力地质作用下沉积充填过程、层序结构、主力烃源岩(黑色页岩)和主要储层(礁滩沉积)发育的古地理
古构造背景与分布规律、古生代海相盆地内部及边缘带的物质分布和差异性及其主控因素、中生代陆
相盆地盆一山转换过程与物质分布的耦合关系、盆地上下组合的叠加与改造关系；系统建立了盆地及
边缘带的沉积地质模型(沉积模式、层序充填模型、盆地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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