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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松辽盆地后裂谷早期的沉积地层里广泛发育着一个长度相对短)走向变化相对大的正断层系&大庆太平屯区块高

精度三维地震勘探结果的构造研究表明’该层伸展率可达)&)BE"K)&)()E’由此向上或向下发生明显的减少&这与裂谷盆

地地层的伸展率自下而上一般呈单调递减是不一致的’意味着单纯的区域拉伸不能够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笔者认为在成岩

过程中沉积物可能发生的体积收缩应该是导致这种伸展率异常的主要原因&文中分析了造成体积收缩的!种可能机制(生
烃)伊利石化脱水和压实收缩’其中最主要的是压实收缩机制&此外’构造应力场也明显地影响着该断层系的形成’造成断

层走向分布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关键词!正断层系&形成机制&体积收缩&后裂谷早期&松辽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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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东北的松辽盆地$图C-%是一个重要

的中F新生代陆相裂谷盆地$李娟和舒良树’())(&
4̂5.,$<&’())(&胡望水等’())B%’拥有极其丰富

的油气资源&在该盆地早白垩世后裂谷期’广泛发育

着一套长度相对短)走向变化相对大的正断层$胡望

水’CEEB&刘德来等’CEED%&它们具有与裂谷期不同

的断层走向分布特征$龚发雄等’())D%’主要分布在

上白垩统姚家组顶面反射层$\C%和下白垩统登娄

库组顶面反射层$\!%之间’一般只断开上白垩统青

山口组和下白垩统泉头组地层’少数断开上白垩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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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研究区的位置"-#$\C%\(%和\! 反射层断层迹线图"T&2&X#$走向玫瑰花园"4&8&I#

N3I&C R$2-/3$5$8/04</7X=-.4-"-#&-5X8-7%//.-24H-Y<"T&2&X#-5X/043..$<4//4<"4&8&I#35<43<H32.48%42/3$5%-=4.<
\C&\(&-5X\!

断层迹线图中的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着’_G1,"实线#和,G_"虚线#(个方向上的伸展量测量线

姚家组或下白垩统登娄库组&通过大庆太平屯区块

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结果的构造研究&笔者发现杨

大城子油层第"组顶面反射层"\(F!3#的伸展率明

显比其上反射层"\(#或其下反射层"\!#的伸展率

大数倍&正常地&随着埋深减小&裂谷盆地地层的伸

展率呈单调递减&反映出不同时期拉伸的累计效应&
这种反常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与区域构

造应力场之间是否有成因联系？它的存在是否影响

由裂谷盆地平衡剖面分析得到的计算结果？本文将

在太平屯区块实例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国内类似现

象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C!后裂谷期断层特征

在松辽盆地内&与裂谷期正断层相比&后裂谷期

发育的正断层"胡望水&CEEB$刘德来等&CEED$龚发

雄等&())D#通常具有C))H的断距&断距变化在

!)#C))H&大多在!)#B)H之间$平面上的延伸长

度小&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这些断层呈’’_向或

’’,向延伸"图C8#&倾角为"B‘#+)‘&平均BB‘#
D)‘&平面上呈现拐角%多边形等组合型式"图C2#&它
们主要集中发育在姚家组顶面反射层"\C#和登娄

库组顶面反射层"\!#&几乎遍及整个松辽盆地"梅
廉夫等&CEED#&

近年来出于油田生产需要&笔者先后在松辽盆

地中部长垣隆起中部的太平屯区块和北高台子区块

开展过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为系统研究后裂谷期

这套断层系提供了便利条件&本文主要根据太平屯

区块高精度三维地震解释资料&重点研究区内B个

地震反射层如上白垩统姚家组顶面"\C#%下白垩统

泉头组顶面"\(#%下白垩统杨大城子油层第"组顶

面"\(F!3#%下白垩统登娄库组顶面"\!#和上侏罗

统基底顶面"\B#的断层系特征&其中\!#\B 反射

层属于裂谷期的范围&受地震勘探精度的限制&识别

出来的断层断距一般不小于*H&
在太平屯区块&无论是裂谷期断层还是后裂谷

期断层&它们的数量随着断层长度增大而趋向减小&
大部分的断层长度不超过(&BVH"图(#&尤其是后

裂谷期断层&有意思的是&裂谷期"如\" 反射层#断
层具有微弱的双峰式分布特征&即两头多&中间少

"图(4#&这种分布特征显得有些异常&因为这与由

正常断层成核%扩展和连接导致的断层长度幂率分

布"_$a/-%&CEE"$Q34%X35I.,$<&&CEED#不太一致&
在断层数量上&\( 反射层的断层明显比\C 或

\! 反射层的断层多"图CTFCX和图(#&这些断层

表现出同沉积的活动特征&即造成两盘同一地层厚

度的差异&后裂谷期断层的断距普遍在\(F!3反射

层达到最大&向下到\! 反射层或向上到\( 反射层

均变小&然而&即便在\(F!3反射层&最大断距也只

有")H左右&相对裂谷期断层的几百米断距而言是

很小的&
断层 走 向 统 计 结 果"图C4FCI$龚 发 雄 等&

())D#表明&断层走向在\B 和\" 反射层主要是以

’’,为 主&少 量 呈’’_走 向$向 上 到\!反 射 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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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太平屯区块\C"\("\(F!3"\! 和\" 反射层的断层长度频率图

N3I&( N-7%/%45I/08.4]7452=X3-I.-H<35/04<43<H32.48%42/3$5%-=4.<\C#\(#\(F!3#\!-5X\"35\-3Y35I/75T%$2V

表@!研究区不同反射层不同测线!图@<A@?"上获得的伸展率

\-T%4C ,J/45<3$5-%</.-35H4-<7.4X-%$5I/04<2-5%354<$<44N3I&CTFCX%35/04<43<H32.48%42/3$5%-=4.<35/04</7X=-.4-

反射层位 \C \( \(F!3 \! \B

伸

展

率

北西向测线

东西向测线

测线C )&)C!E )&)!CE )&)BC" )&)C"( )&C(D!
测线( )&))DE )&)DC) )&)+DB )&)CDE )&CB!E
测线! )&))+* )&)B"E )&)B)! )&)C"" )&C"+"
平均值 )&))EB )&)"E! )&)BE" )&)CB( )&C"(B
均方差 )&))B" )&)(C+ )&)()E )&))(C )&)()!
测线" )&))*C )&)B") )&)D"C )&)C)E )&C*"*
测线B )&)C)" )&)B*C )&)*!* )&)C!E )&C+*C
测线D )&))EE )&)DDC )&)B+" )&)C*B )&CDE"
平均值 )&))EB )&)BE" )&)D*" )&)C"" )&C++"
均方差 )&))C+ )&))*+ )&)CE" )&))B" )&)C)E

时开始有明显的变化#’’_走向断层增加&再向上

到\( 反射层时#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出现以’’_
走向为主"走向变化较宽的断层#并伴随以’’,向

为主的次级断层发育&到\C 反射层时#断裂变成主

要以’_G’’_向为主#平面上呈雁列式排列&到

\)D反射层时#断层走向以’__向为主&
关于松辽盆地后裂谷期断层的形成#胡望水等

$CEEB%和刘德来等$CEED%都认为当时存在着一期微

弱的区域伸展作用#与此相伴的有角度不整合和同

期火山喷发作用&火山喷发这一证据能说明区域上

处在伸展环境下#但是后裂谷期突然出现数量如此

多的小断裂系统让人费解&梅廉夫等$CEED%根据目

前盆地内\C 和\! 反射层之间广泛存在的异常压

力#认为它们是由异常流体压力作用导致的水力裂

缝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天然水力断层&后裂谷早期确

实沉积了一套厚的泥岩#很可能盆地的快速沉降造

成了超压而形成水力裂缝#但在断层形成的地质历

史时期是否存在过异常流体压力#这还有待去证实#
并且这一观点虽然能很好地解释断层数量的突然增

加#但是解释伸展率变化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伸展应变

众所周知#有关裂谷盆地的宏观变形机制#正断

层是容纳区域拉伸的最重要机制#而岩层的弯曲变

形却是微不足道的&松辽盆地最主要的构造反转发

生在白 垩 纪 末$李 娟 和 舒 良 树#())(&胡 望 水 等#
())B%#在东部表现最为强烈#形成一些逆断层和纵

弯褶皱#但在中部导致长垣隆起的抬升#基本上没有

改造其内部的正断层&因此#通过断层水平位移分

析#我们能够较准确地估计出盆地中部的伸展量和

伸展应变&
对于某一条测线#伸展应变或伸展率$!%定义为!

!=>? =
"(-<35"-
? ! $C%

式$C%中!(- 是测线上第-条断层的水平位移&"- 是

该条断层与测线的交角&> 是测线长度范围内的伸

展量&?是测线长度&
表C和图!是太平屯区块B个反射层(个方向

$’_G1,和,G_%上不同测线获得的伸展应变&伸

展应变 在 裂 谷 早 期 达 到 最 大#平 均 为)&C"(B#
)&C++"#到后裂谷期急剧减小#基本上只相当于裂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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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_G1,"实线#和,G_"虚线#(个方向上不同反射层

位的实测应变范围及平均值

N3I&! \04.-5I4$84J/45<3$5-%</.-35-5X3/<-;4.-I4;-%74
H4-<7.4X35’_G1,-5X,G_X3.42/4X<2-5%354<35
/04X3884.45/%-=4.<

谷期的C$+&后裂谷早期\(F!3和\( 反射层的伸展

应变为)&)"E!#)&)D*"%比裂谷晚期\! 反射层的

应变高数倍&这一现象极为反常！在正常情况下%裂
谷盆地地层的伸展率随着埋深变小呈单调递减%因
为平行或接近平行的后续拉伸会叠加在早期的拉

伸之上&

!!讨论

上述的\( 和\(F!3反射层的伸展率增大和断

层数量增多以及裂谷期断层长度的双峰分布型式%
这些异常现象都不是孤立出现%很可能反映出共同

受控于某一种构造或非构造机制&正如前所述%单纯

的区域拉伸只能说明后裂谷期正断层系的某些表象

特征%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异常现象&就此而言%笔者

认为应该存在着某种非构造的形成机制%例如重力

滑动"O3II<-5Xb29%-=%CEED&[4U07.</.,$<&%
CEEE#’压实过程中收缩"9-./U.3I0/-5XR$54.I-5%
CEED&9-./U.3I0/-5X[4U07.</%CEE*#等&考虑到重

力滑动造成的断层系统有着受限的走向分布和朝向

高处的一致倾向%而研究区处于长垣隆起顶部%内部

断层倾向不一致%所以可以排除重力滑动机制&
9-./U.3I0/-5XR$54.I-5"CEED#认为在压实过

程中岩石体积会发生收缩%以此来解释北海盆地厚

层泥岩中出现的’没有方向性的正断层系"9-./G

图"!b-2V75X-地 区 多 边 形 断 层 系 迹 线 图"_-//4.<$5%

()))#

N3I&" \04/.-24<$8Y$%=I$5-%8-7%/<35/04b-2V75X-
W$54"_-//4.<$5%()))#

U.3I0/%CEE"-%CEE"T&9-./U.3I0/-5XR$54.I-5%
CEE+#"图"%_-//4.<$5%()))#&这种模型"图B#可

以比较好地解释研究区上述的伸展率增大和断层数

量增多现象&事实上%松辽盆地后裂谷早期湖相环境

与北海盆地形成那套断层的深海相环境虽然不同%
但是都沉积了巨厚的泥岩和油页岩%具有形成同类

断层所需的相同或相似物质基础&
B&@!压实收缩机制

在盆地沉降和压实过程中%泥岩体积要发生收

缩%这可以由生烃’蒙脱石伊利石化和压实收缩!种

主要机制独立或共同造成&
B&@&@!生烃机制!随着不断深埋%岩石被加热%岩
石中的有机质发生裂解形成油气%油气运移后必然

导致岩石体积的变小&在研究区%后裂谷早期青山口

组下部的生油岩要在嫩江组沉积末期才进入生油门

限"迟元林等%()))#%明显要晚于同沉积断层的形成

时间&当然%生烃造成的超压有利于先存断层的再活

动%会造成断层的(幕式)活动&
B&@&C!伊利石化脱水机制!热力学计算已证实伊

利石化 脱 水 会 造 成 岩 石 的 体 积 变 小"b-.V-5X
3̂20-.X%CEE+&陆现彩等%())"#&蒙脱石到伊利石

的转变温度大约为+)#CB)c"Z.724%CE*"#&松辽

盆地白垩纪末的古地温梯度可达"&(D#"&*c$
C))H"任战利等%())C#%按照此地温梯度推算%要

达到蒙脱石相变的最低温度"+)c#的埋藏深度应

该在C"))H&这虽然小于\(F!3反射层位的现今埋

深"C*))H左右#%但是与断层同沉积活动不相符&
另外%迟元林等"()))#的研究表明松辽盆地粘土矿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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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9-./U.3I0/-5XR$54.I-5"CEED#的压实收缩模型

N3I&B PH$X4%$8;$%7H4/.322$5/.-2/3$5Y.$Y$<4XT=9-./G
U.3I0/-5XR$54.I-5"CEED#

在该模型中岩层两侧被固定$变形层被限定在垂向上变化&在这种

情况下$正断层发育的唯一的途径是原始的层长在压实过程中收

缩$层长的收缩平衡了因断层形成而产生的伸展应变

物脱水发生在C())#CB))H的埋深范围&
B&@&B!压实收缩机制!排除掉生烃和伊利石化脱

水(种机制后$造成研究区地层体积收缩的最可能

原因就是压实收缩&根据北海盆地厚层泥岩里发育

的断层系现为强烈的各向同性应变$9-./U.3I0/-5X
R$54.I-5"CEED#认为在泥岩压实过程中地层厚度

和地层长度会同时收缩$这是一种三维压实$而不是

传统由重力驱动造成的一维压实&在体积收缩模型

"图B#中$如果没有引张力作用"相当于图B的两端

被固定#$地层表现出%伸展&的唯一方法就是沿地层

方向的收缩被同时形成的正断层所调节&与北海盆

地这套杂乱无章的正断层系不同的是$研究区后裂

谷早期正断层系具有较好的方向性$应说明当时存

在着较为强烈的区域构造应力作用&
B&C!压实收缩的可能范围

在\(F!3反射层的现今埋深"约C*))H#和实

测应变量"表C#的约束下$笔者希望由孔隙度经验

方程估计出研究区地层压实收缩的可能范围&这里

定义压缩比参数"@#为地层横向收缩量与纵向收缩

量的比值$用于表征地层压实收缩的大小&岩石空隙

度随埋深加大呈指数递减"杨桥和漆家福$())!#$参
考松辽盆地孔深关系得到的方程如下!

图D!不同压缩比下泥岩横向收缩率与埋深的关系

N3I&D 4̂%-/3$5<03YT4/U445%-/4.-%<0$./4535I.-/3$-5X
T7.3-%X4Y/08$.;-.3-T%4.-/3$$80$.3W$5/-%/$;4.G
/32-%<0$./4535I352$5/.-2/3$5

虚线框是\(F!3反射层的现今埋深和应变测量值的约束范围

!!#1 =)!D""4A)!)))"’& "(#
根据地层骨架厚度不变的原理$首先由上式计

算不同埋深上地层恢复厚度$然后在给定不同的压

缩比下$计算不同埋深上该地层单位长度的横向收

缩量$即横向收缩率"图D#&在不考虑区域拉伸的情

形下$地层横向收缩率等价于由公式"C#定义的伸展

应变&于是$在此基础上可以由已知的埋深和应变量

估计地层压实收缩的可能范围&
图D中$地层横向压缩率的变化量随着压缩比

加大而变大&也就是说$要达到同样的压缩率$压缩

比越大$所需要的埋深就越小&对于后裂谷期\(F!3
反射 层$’_ 向 测 线 上 获 得 的 最 大 伸 展 率 是

)&)+DB$与其对应的压缩比必须大于)&C!左右&如
果考虑到区域拉伸$地层横向收缩率要降低$那么需

要的压缩比下限也要降低&
B&B!区域构造应力作用

研究区后裂谷期发育的正断层系尽管具有变化

多样的走向$这种断层走向趋势与裂谷期’’,向

的走向趋势迥然不同$并且后裂谷期断层走向逐渐

向’_偏转&在松辽盆地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观察到

这种现象&b-.7=-H-.,$<&"CEE+#认为$中侏罗世

"距今C*)b-#时$东亚大陆东部的伊泽纳崎"SW-5-G
I3#板块是以非常缓慢的低速""&+2H’-#正向俯冲

于东亚大陆之下(到早白垩世初期"距今C")b-#$
可能由于太平洋超级地幔柱的活动$伊泽纳崎板块

突然改变了运动方向和速度$以!)2H’-的高速向

正北斜向俯冲于东亚大陆之下"俯冲带走向’,#(
到早白垩世中期"距今C()b-#$伊泽纳崎板块改变

C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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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斜向俯冲"速率为()&+2H#-$到E)b-时伊泽纳

崎板块高速%直交地俯冲到亚洲大陆下&这种亚洲东

部陆缘俯冲带的某种系统性动力变化导致了区域构

造应力场的重大调整&龚发雄等"())D’&另根据古地

磁数据",5I4T.4/<$5.,$<&&CE*B’认为古大洋朝东

亚陆缘俯冲的方向是不断变化的"C*)#C"Bb-时

朝 ’G’’_ 向"C"B#*Bb-时 变 成 朝 ’_ 向"
*Bb-后才转成朝向正西&这一俯冲方向随时间的

变化规律与松辽盆地断层走向的变化特征基本上是

吻合的"正是太平洋俯冲板块的俯冲方向发生调整"
造成了后裂谷期断层走向的变化和逐渐向北西偏的

结果&太平洋板块俯冲这一活动也得到地震层析成

像的证实"发现欧亚大陆东缘之下的地幔中存在古

太平洋俯冲洋壳"它的地球物理显示是连续无间断

的"表明西太平洋的俯冲是连续的过程&#-5[4.
#$$.,$<&"CEEE’&

从不同反射层的测量应变值&表C’上看"\(F!3
反射层的应变值要比裂谷晚期\! 反射层的应变值

高数倍&如果将\! 反射层的应变值作为\(F!3反

射层上构造应变的上限"那么通过简单计算"我们可

以知道在后裂谷早期正断层系的形成上"构造拉伸

的 贡 献 不 超 过 (Dd"而 压 实 收 缩 的 贡 献 不

低于+"d&
B&D!对平衡剖面分析的影响

体 积 收 缩 模 型 &9-./U.3I0/-5XR$54.I-5"
CEED’对裂谷盆地平衡剖面分析提出挑战"因为断层

记录到的应变也不全是区域变形"水平方向上的地

层长度不再保持不变&如果对平衡剖面分析结果做

特别处理"那么可能会得出难于理解甚至荒唐的认

识&例如"通过对研究区平衡剖面的分析"必然会得

出在裂谷后期&\! 反射层的形成时期’发生过一次

构造反转的认识"然而得不到区域和局部地质资料

的支持&颜丹平等&())!’计算出松辽盆地南部青山

口沉积时期的伸展率为F)&D!DH#C+BD!&)))H"
于是认为青山口沉积是由构造反转造成的&就此而

言"对单纯由平衡剖面分析确定的构造反转事件必

须进行认真甄别"常规的地质分析仍然是不可缺少

的手段&

"!结论和问题

在松辽盆地后裂谷早期的沉积地层里广泛发育

着一个长度相对短%走向变化相对大的正断层系&通

过盆地中部太平屯区块高精度三维地震勘探结果的

构造研究"发现由正断层造成的伸展应变在后裂谷

早期"\(F!3反射层为)&)BE"K)&)()E"比在上面

\C 反射层或在下面的裂谷晚期\! 反射层高若干

倍&正常情况下"与裂谷盆地地层的伸展率自下而上

呈单调递减"意味这种反常现象是不能够用单纯区

域拉伸来解释的&与此有关的异常现象有在\( 和

\(F!3反射层上断层数量的增多和裂谷期断层长度

的双峰分布型式&
这 套 断 层 具 有 与 9-./U.3I0/-5XR$54.I-5

&CEED’在北海盆地厚层泥岩中看到的正断层系&图
"’非常相似的特征"即短小%走向变化%层控%异常高

的伸展应变等&不同的是"北海盆地正断层系显得杂

乱无章"而研究区后裂谷早期正断层系具有较好的

方向性"意味着后者在当时存在着较为强烈的区域

构造应力作用&
后裂谷早期伸展应变的异常增大可以由生烃%

蒙脱石伊利石化和压实收缩!种非构造机制单独或

共同形成"其中对于研究区最有可能的就是压实收

缩&在不考虑构造伸展的条件下"所需要的地层横向

收缩与纵向收缩之比值不低于)&C!&在后裂谷早期

正断层系的形成上"压实收缩的贡献不低于+"d"
而构造拉伸的贡献不超过(Dd&

当存在着压实收缩的地层时"必须对平衡剖面

分析的结果做特别处理"否则可能会得出难于理解

甚至荒唐的认识&这要求我们认真甄别单纯由平衡

剖面分析确定的构造反转事件&尽管如此"目前对压

实收缩机制的认识基本上还处于概念模型的层面

上"只有发生明显压实收缩的地层"才能够被识别

出来&
致谢!本文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启

动项目$?@9A)B"!)*C))C%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D+(C""%的资助&特此致谢&

3"+"-"&#"(
Z.724"9&O&"CE*"&1H42/3/4X40=X.-/3$5G3/<.4%-/3$5/$

</.72/7.-%X4;4%$YH45/-5X0=X.$2-.T$5-227H7%-/3$5
355$./04.5>7%8$8b4J32$Z-<35&55B":#<<.,-%"D*(

D+!FD*!&
9-./U.3I0/"6&P&"CEE"-&,Y3<$X32T-<35GU3X48%73X4JY7%<3$5

8.$HI4$Y.4<<7.4X<0-%4<4]74524<35/04’$./014-T-G
<35&".)<)&3"((&B’(""+F"B)&

9-./U.3I0/"6&P&"CEE"T&,Y3<$X32T-<35GU3X40=X.$8.-2/7.G
35I$8$;4.Y.4<<7.4X,-.%=945$W$32H7X.$2V<4]7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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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4’$./014-T-<35&C$2-%.$%6B.,2)<.#1".)<)D
&3"CC#B$!B*+FD)+&

9-./U.3I0/"6&P&"[4U07.</"[&’&"CEE*&R-=4.GT$75X2$HG
Y-2/3$58-7%/<358354GI.-354X<4X3H45/<&".)<!7)0!51!
:#<<!"CC)#C)$!C("(FC(B+&

9-./U.3I0/"6&P&"R$54.I-5"R&"CEED&#$%7H4/.322$5/.-2G
/3$5X7.35I/042$HY-2/3$5$8H7X.$2V<!PH420-53<H
8$./04X4;4%$YH45/$8.4I3$5-%G<2-%4Y$%=I$5-%8-7%/
<=</4H<&:$+-%E.+.$20("*#($!C*!FCE!&

9-./U.3I0/"6&P&"R$54.I-5"R&"CEE+&143<H324JY.4<<3$5$8
%-=4.GT$75X8-7%/<=</4H<$8/04,.$H-5I--5X’$./0
14-T-<35<&FGH<!".)H(3+!"(*#!$!!(!F!!C&

903"Q&R&"A3-$"[&b&"Q35"6&Q&"()))&\0435a42/3$5Y-/G
/4.5$8$3%-5XI-<H3I.-/3$5-5X-227H7%-/3$535/04
1-5W0-$-.4-$81$5I%3-$T-<35&50,$".)<)&-0$7-%-0$"

+"#"$!!+CF!++#3590354<4U3/0,5I%3<0-T</.-2/$&
[4U07.</"[&’&"9-./U.3I0/"6&P&"R$54.I-5"R&"CEEE&\04

X4;4%$YH45/$8Y$%=I$5-%8-7%/<=</4H<T=<=54.4<3<$8
2$%%$3X-%<4X3H45/<&C$2-%.$%6B.,2)<.#1".)<)&3"CD
#*$!+E!F*C)&

,5I4T.4/<$5"[&9&"9$J"P&">$.X$5"̂ &>&"CE*B&̂4%-/3;4
H$/3$5<T4/U445$24-532-5X2$5/3545/3-%Y%-/4<35/04
L-23832T-<35&I(.".)<)&-0$<7)0-.,3)/51.2-0$7H.D
0-$<B$H.2"()D!CFBE&

>$5I"N&A&"10-5"Q&O&"R35">&"4/-%&"())D&N-7%/</.3V4
-5X3/<<3I53832-524$8Y%-/4X=5-H32<35245/.-%Y%-2-5/3G
2%354"1$5I%3-$T-<35&J-%;-$%&B.,2)<.#1".)<)&3"(+
#D$!D*+FDE)#3590354<4U3/0,5I%3<0-T</.-2/$&

O3II<"_&9&"b29%-="?&̂&"CEED&P5-%$I74<-5XT$JH$XG
4%35I$8b3$24544J/45<3$5-%8-7%/35I35/04$7/4.b$.-=
N3./0&S5!\42/$532<-5X<43<H32<4]74524</.-/3I.-Y0=&
".)<)&-0$<7)0-.,3"?)%6)%"7H.0-$<B#K<-0$,-)%+"+C!

C"CFCD(&
O7"_&1&"CEEB&%\(&8-7%/<<=</4H-5X4-.%=e35I<0-5V$7

</.4/204X.38/35I351$5I%3-$T-<35&B.,2)<.#1FGH<)2$D
,-)%$%6L.9.<)H1.%,"((#($!*FC(#3590354<4U3/0
,5I%3<0-T</.-2/$&

O7"_&1&"Rf"Z&e&"@0-5I"_&6&"4/-%&"())B&P5-YG
Y.$-20/$/42/$5324;$%7/3$5-5XX=5-H32<$8/04
1$5I%3-$T-<35&4(-%.+.M)#2%$<)/".)<)&3"")#C$!CD
F!C#3590354<4U3/0,5I%3<0-T</.-2/$&

R3"6&"107"R&1&"())(&b4<$W$32G945$W$32/42/$53284-/7.4<
-5X4;$%7/3$5$8/041$5I%3-$T-<35"’,9035-&M)#2%$<
)/N$%;-%&8%-9.2+-,3#N$,#2$<70-.%0.+$"!*#"$!B(B
FB!C#3590354<4U3/0,5I%3<0-T</.-2/$&

R37"[&R&"9045"N&6&"_45"A&e&"CEED&P5-%=<3<$5/04
$.3I35$8\( Y$</G.38/8$.H-/3$5<351$5I%3-$T-<35&

M)#2%$<)/L$O-%&B.,2)<.#1*%+,-,#,."()#C$!(!F(+
#3590354<4U3/0,5I%3<0-T</.-2/$&

R7"A&9&"R37"e&"@0-5I"R&Q&"())"&,;-%7-/3$5$82$5/.3G
T7/3$5$83%%3/3W-/3$5$8<H42/3/4/$/04I4$Y.4<<7.435
$3%GT4-.35IT-<35&:#<<.,-%)/ C-%.2$<)&3"B.,2)<)&3
$%6".)0(.1-+,3"(!#"$!(*BF(EC#3590354<4U3/0
,5I%3<0-T</.-2/$&

b-.V"6&M&"̂320-.X",&1&"CEE+&b420-53<H<8$.I454.-/35I
$;4.Y.4<<7.435<4X3H45/-.=T-<35<!P.44;-%7-/3$5&
55B":#<<.,-%"*C#D$!C)(!FC)"C&

b-.7=-H-"1&"S<$W-V3"Q&"?3H7.-">&"4/-%&"CEE+&L-%4$G
I4$I.-Y032H-Y<$8/046-Y-54<43<%-5X<!L%-/4/42/$532
<=</04<3<8.$H+B)b-/$/04Y.4<45/&*+<$%6520"D!

C(CFC"(&
b43"R&N&"N43"e&"A7"1&O&"CEED&\045-/7.-%0=X.$8.-2G
/7.4<=</4H<$8\(8-7%/<351$5I%3-$T-<35&F$2,(70-D
.%0.’M)#2%$<)/4(-%$8%-9.2+-,3)/".)+0-.%0.+"(C
#D$!D!(#3590354<4$&

4̂5"6&"\-H-V3"?&"R3"1&"4/-%&"())(&R-/4b4<$W$32-5X
945$W$32.38/35I-5X3/<X=5-H32<4//35I35,-</4.5903G
5--5X-Xa-245/-.4-<&I.0,)%)H(3+-0+"!""#!F"$!

C+BF()B&
4̂5"@&R&"A3-$"[&b&"903"Q&R&"())C&̂4</$.-/3$5$8/04
Y-%-4$I4$/04.H351$5I%3-$T-<35&B.,2)<.#1".)<)&3
PQ-</-.<6L.9.<)H1.%,-%L$O-%&"()#C$!C!FC"#35
90354<4U3/0,5I%3<0-T</.-2/$&

#-5[4.#$$"̂&"1Y-VH-5"_&"Z3aU--.X"O&"CEEE&b4<$G
W$32<7TX72/4X<%-T<75X4.13T4.3-&N$,#2."!E+#(C$!

("DF("E&
_-//4.<$5"6&"()))&>4$H4/.=-5X$.3I35$8-Y$%=I$5-%8-7%/
<=</4H&M)#2%$<)/,(.".)<)&-0$<7)0-.,3"CB+#C$!%BC
FCD(&

_$a/-%"1&N&"CEE"&N-7%/<2-%35I%-U<-5X/04/4HY$.-%4;$G
%7/3$5$88-7%/<=</4H<&M)#2%$<)/7,2#0,#2$<".)<)&3"

CD#"$!D)!FDC(&
Q-5"[&L&"\3-5"9&R&"b45I"R&Z&"4/-%&"())!&Z-%-524X

I4$%$I32-%<42/3$58$.4J/45<3$5-%/42/$532T-<35-5X3/<
3HY%32-/3$5!P54J-HY%48.$H<$7/04.51$5I%3-$T-<35&
F$2,(70-.%0.’M)#2%$<)/4(-%$8%-9.2+-,3)/".)D
+0-.%0.+"(*#!$!(+BF(*)#3590354<4U3/0,5I%3<0-TG
</.-2/$&

Q-5I"e&"e3"6&N&"())!&b4/0$X$8X4%-H35-/4XX42$HY-2G
/3$52$..42/3$5&B.,2)<.#1".)<)&3PFGH.2-1.%,"(B
#($!()DF(C)#3590354<4U3/0,5I%3<0-T</.-2/$&

Q34%X35I">&"’44X0-H"\&"6$54<"O&"CEED&1-HY%35I$8
8-7%/Y$Y7%-/3$5<7<35I<7TG<7.8-24X-/-!P.4;34U&
M)#2%$<)/7,2#0,#2$<".)<)&3"C*#((!$!C!BF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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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地质与开发"()%C&’C!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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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地球科学"#英文版$进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87E,

根据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科学信息研究所%\0$H<$5S1S&的正式通知和S1S网查询")地球科学*
%英文版&%6$7.5-%$89035-:53;4.<3/=$8>4$<234524<"S11’’C))(F)+)B&已经被列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扩展库&*%19S,&来源期刊"())+年第C*卷第C期开始正式收录&
)地球科学*%英文版&创刊于CEE)年"十几年来"在中国地质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报编辑部坚

持按照国际期刊规范办刊"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专业化的道路"报道中国地球科学领域前瞻性的研究成

果和最新发现"该刊的学术质量稳步上升&
尤其是CEEE年以来")地球科学*编辑部确立了进入19S的奋斗目标"为了提高期刊质量"严格按照

19S选刊(评估标准办刊"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年改革了编委会"增加了C+名国际编委"())"F
())D年聘请了英国语言学博士L-7% 3̂20-.X_4%X$5来编辑部工作"())B年E月与国际著名出版公司

,R1,#S,̂ 签订了合作出版(发行英文版电子版的协议+())D年起由国际著名出版集团,R1,#S,̂ 独家

海外发行英文版电子版"扩大了英文版的国际知名度&())+年D月(*日期盼已久的美国汤姆森公司发来

喜讯’)地球科学*%英文版&())+年起正式被19S,收录&
八年来")地球科学*编辑部在中国地质大学校领导和编委会的正确领导下"主编王亨君教授率领的

)地球科学*团队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选题策划(编辑人才培养(网站建设和国际化发展等方面付出了艰

辛的努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绩"为繁荣科技出版和地球科学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
今后)地球科学*编辑部将要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要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争创国际一流

科技期刊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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