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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南方地区早古生代海相富有机质页岩硅质矿物含量较高，其成因和来源对页岩储层物性和压裂改造效果至关重

要。本文以黔北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为研究对象，通过岩心和薄片观察、X 衍射分析、场发射扫描电镜及主微

量元素分析等技术方法，精细识别不同类型硅质矿物的结构，定量计算不同来源硅质矿物的含量，探讨不同成因硅质矿物

对页岩孔隙和压裂改造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硅质矿物含量较高（约为 71.5%），主要为石英，

多呈棱角状和椭圆状等形态，颗粒大小和结晶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反映陆源和生源两种成因，其中生物成因硅含量约为

41.4%，陆源碎屑硅含量约为 30.1%。相比于焦石坝地区，研究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硅质矿物含量较高，主要表现在碎

屑硅含量的增加，生物成因硅含量相差不大。生物成因硅在沉积和成岩过程中，可以形成刚性颗粒支撑结构，有利于页岩

储层的保存和压裂改造，而陆源碎屑硅对页岩脆性和压裂改造不利。因此，尽管研究区页岩硅质矿物含量总体较高，但在

页岩储层物性和压裂改造效果方面不及焦石坝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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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siliceous minerals in the shale reservoirs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Zheng'an area, north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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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liceous minerals, highly enriched in the organic shales of the early Paleozoic in South China,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reservoirs  and volume fracturing.  This  study takes the shales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Zheng'an area of northern Guizhou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utiliz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including rock and thin

section  observation,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analysis  as  well  as  major  and  trace  element

analysis. Therethrough, we have identified th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types of siliceous minerals,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thei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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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eply  explore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rosity  in  the  shales  and  fracturing  reconstruction.  Results  show that

siliceous minerals, enriched in shale reservoirs of the research area, are mostly composed of quartz of elliptical and irregular shape.

The minerals  vary in  grain size  and degree of  crystallization,  revealing their  origins  from two sources  of  terrigenous and biogenic

respectively,  in  which  terrigenous  silica  accounts  for  30.1%,  while  biogenic  silica  accounts  for  41.4%.  Comparatively,  siliceous

minerals content in the shales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research area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Jiaoshiba of central

Chongqing. The increase is predominantly due to a high amount of terrigenous, while the content of biological quartz varies scarcely.

Biogenic  silica  forms  a  rigid  structure  during  sedimentation  and  diagenesis,  which  facilitates  the  preservation  and  later  fracturing

reconstruction of the shale reservoirs. In contrast, the presence of terrigenous silica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Thus, although the overall

content of siliceous minerals in the shale of the research area is high, the conditions for forming optimal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subsequent fracturing reconstruction are less favorable than those in the Jiaoshiba area of central Chongqing.

Key words：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  reservoir； origins  of  siliceous  minerals； fracturing  reconstruction； northern

Guizhou

 

0　前言

硅质矿物作为海相富有机质页岩的重要组分，

在页岩储层的相关研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与有机质富集与保存密切相关（李桃等，2021），
还对后期页岩储层的压裂改造有着深远的影响（朱

杰等，2007；杨文强等，2010；马文辛等，2011；Xi et
al., 2019）。通常情况下，海相富有机质页岩中硅质

矿物与总有机碳含量（TOC）、孔隙度存在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蔡全升等，2020；文虎，2021），而且硅

质矿物的增加可以极大地提高页岩的脆性，有利于

后期对页岩储层的压裂改造（Dong et  al.,  2017）。
然而海相富有机质页岩的硅质矿物来源和成因十

分复杂，前人针对页岩中硅质矿物的成因做了大量

的研究，如在四川盆地焦石坝地区五峰组—龙马溪

组页岩的硅质矿物通常以生物成因为主（文虎，

2021；Dong et al., 2017; Dong et al., 2019）；鄂西地区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硅质矿物存在陆源碎屑

和生物混合成因（蔡全升等，2020；张号等，2019）；
扬子地块北部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及贵州寒武

系底部硅质页岩中可见热液成因硅（张位华等，

2003；张岩等， 2017）；下扬子地区二叠系孤峰组页

岩中还可见交代成因硅（朱嗣昭，1999）。这些不同

成因的硅质矿物使得页岩在岩石学、矿物学和元

素地球化学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指示的沉积环

境和页岩储层特征也明显不同。因此，明确海相富

有机质页岩中硅质成因及其来源对于明确页岩沉

积环境和指导页岩气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黔北地区近年来已成为南方海相页岩气勘探

开发的热点地区，目前该地区下古生界多套富有机

质页岩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勘探成效，然而针对该地

区五峰组—龙马溪组的硅质矿物成因尚未深入研

究，不同成因硅质矿物对储层的影响尚不明确。因

此，本文以黔北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为

研究对象，在岩心和薄片观察的基础上，通过 X 衍

射分析、场发射扫描电镜及主微量元素分析等技

术方法，对不同类型硅质矿物的结构进行精细识别，

定量计算不同来源硅质矿物的含量，以探讨不同成

因硅质矿物对页岩储集物性和压裂改造的影响，以

期更好支撑服务于黔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

岩的勘探开发。 

1　区域地质概况

正安地区位于贵州省北部，构造位置属上扬子

陆块东南缘（图 1）。自震旦纪以来经历了多期构

造运动（翟刚毅等，2017；吴小力等，2018；梅廉夫等，

2008；雷子慧等，2016；张浩然等，2020；苗凤彬等，

2020；赵圣贤等，2016）。早—中加里东期，由于黔

中隆起的影响，上扬子克拉通沉降范围减小，沉积

了一套以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为主的海相地层。晚

加里东时期，强烈的广西造陆运动使黔中隆起进一

步扩大，除黔北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隆升、剥

蚀，导致晚古生代的泥盆系—石炭系地层大面积缺

失。海西期—印支期以来，又存在多次构造隆升作

用影响。在多期构造作用影响下，区域内发育了多

套富有机质页岩，主要包括早寒武世牛蹄塘组和上

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海相页岩，以及

二叠系龙潭组海相页岩（翟刚毅等，2017；苗凤彬等，

2020；冯伟明等，2020）。其中，上奥陶统五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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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为一套黑色碳质页岩、含粉砂

质碳质页岩夹少量黑色薄层硅质岩，水平纹层极为

发育，含大量笔石化石，主要为非补偿性的浅水陆

棚—深水陆棚相沉积，是黔北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

的重点层位。 

2　页岩地质特征
 

2.1　沉积厚度与层序格架

前人研究表明，黔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富

有机质页岩自南向北沉积水体逐渐加深，自绥阳至

重庆南川三汇地区，沉积相带从浅水陆棚逐渐过渡

至深水陆棚。同时，页岩的沉积厚度由北向南也存

在逐渐变薄的趋势，重庆南川三汇页岩厚度为

75 m，道真附近厚度约为 56.4 m，至绥阳仅有 7.7 m，

而在湄潭附近则无五峰组—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

岩发育（图 2）。平面上页岩厚度由东南向西北厚

度也是逐渐增大，习水道真一带五峰组—龙马溪组

页岩最厚，约为 60~80 m，桐梓—正安一带厚度中

等，约 40~60 m；凤冈—松桃一带较薄，仅发育数米

至十数米（图 2，周业鑫等，2021）。
基于测井曲线与岩性特征，建立层序地层格架，

识别出三个三级层序—层序组界面，包括五峰组底

 

图 1　中上扬子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沉积模式及研究区位置图（据赵圣贤，2016）
Fig. 1　Sedimentary model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middle-upper Yangtze Block and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modified from Zhao, 2016)

 

图 2　黔北地区志留系地层对比及沉积相图

Fig. 2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and sedimentary facies distribution map of Silurian strata in north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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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SB1）、龙马溪组底界 （SB2）和龙马溪组顶界

（SB3）。划分了五峰组和龙马溪组两个三级层序以

及对应的五个四级层序，即五峰组海进（TST）体系

域与高位（HST）体系域，龙马溪组海进（TST）、早

期高位（EHST）和晚期高位（LHST）三个体系域，合

计 9 个准层序组（图 3）。
五峰组底界 SB1 为五峰组和宝塔组的分界，在

测井上，该界面处 GR 曲线发生突变，界面之上五

峰组的 GR 值呈现为一个高值区域。岩相上主要

表现为岩性的变化，该界面之下为宝塔组灰岩，界

面之上为五峰组下部的黑色页岩。龙马溪组底界

SB2 为龙马溪组与观音桥段的分界，在测井曲线上，

该界面以上 GR 值陡然增高。岩相上主要表现为

岩性变化，该界面之下为观音桥段的灰岩，界面之

上为龙马溪组的黑色页岩。龙马溪组顶界 SB3 发

育于龙马溪组顶部，测井曲线上，该界面处 GR 值

由高值骤变为低值。

五峰组三级层序包括五峰组海进（TST）体系

域与高位（HST）体系域两个四级层序。五峰组海

进（TST）体系域主要由五峰组下部的黑色碳质页

岩构成，厚度为 3~5 m；五峰组高位（HST）体系域对

应于五峰组顶部的观音桥段，厚度较薄，小于 0.5 m，

岩性以泥质灰岩为主。龙马溪组三级层序包括龙

马溪组海进（TST）体系域，早期高位（EHST）体系

域与晚期高位（LHST）体系域三个四级层序，该层

序厚度约为 35 m。龙马溪组海进（TST）体系域对

应龙马溪组一、二小层，主要发育一套富有机质的

钙质页岩；龙马溪组早期高位（EHST）体系域主要

为深水—浅水陆棚沉积，该时期岩性组合从碳质页

岩与钙质页岩逐渐过渡到灰质泥岩；龙马溪组晚期

高位（LHST）体系域沉积环境转变为浅水陆棚, 岩
性以浅灰色灰质泥岩为主。 

2.2　岩矿特征

正安地区现有钻井岩心显示，五峰组地层厚度

普遍小于 10 m，岩性主要为暗色碳质页岩，偶见斑

脱岩薄夹层，顶部观音桥段发育薄层含生物碎屑灰

质泥岩、泥灰岩，部分地区厚度较薄甚至缺失。龙

马溪组厚度在 20~30 m 之间，下部主要为钙质页岩

与黑色碳质页岩夹薄层斑脱岩，页理发育，上部岩

性逐渐转变为灰色泥灰岩（图 3）。
岩心全岩 X 衍射结果显示，五峰组—龙马溪

组页岩主要发育硅质岩相，矿物组分以石英和长石

为主，质量分数约为 45%~75%，其次为黏土矿物组

分，主要为伊蒙混层和伊利石 ，质量分数约为

15%~45%，碳酸盐矿物含量较少，一般小于 15%。

样品中普遍发育黄铁矿，质量分数平均为 3.6%。

同时，本地区不同典型井矿物组成和岩相相似，但

正安地区页岩在矿物含量与分布上与焦石坝地区
 

图 3　黔北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目的层层序地层划分图

Fig. 3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in the Zheng'an area, norther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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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焦页 1 井）的差异明显，后者的黏土矿物更加

发育（图 4）。 

2.3　页岩有机质特征

有机质显微组分分析表明，五峰组—龙马溪组

干酪根以腐泥组为主，镜下可观察到大量腐泥组无

定形体、少量壳质组底栖藻无定形体与镜质组正

常镜质体，干酪根类型指数较高（大于 90），主要为

Ⅰ型干酪根。较低的镜质体含量导致难以对镜质

体反射率（Ro）进行有效的测定，但镜质体反射率

（Ro）与沥青反射率（Rb）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可大

体等价（Ferreiro  Mählmann et  al.,  2019）。经测定，

本区沥青反射率（Rb）介于 1.82%~2.41%，因此认为

本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处于高—过成熟阶段。

根据钻井岩心实测，五峰组—龙马溪组 TOC 含量

主要分布在 3%~6%，平均为 4.7%，其中五峰组

TOC 含量的变化范围在 2.42%~5.51%，平均值为

3.42%，龙马溪组 TOC 含量的变化范围在 3.7%~
5.2%，平均值为 4.4%。TOC 在五峰组、龙马溪组

一小层、龙马溪组二小层等不同层段变化较小，均

表现出较高值的特征（图 3）。 

3　页岩硅质矿物成因及意义
 

3.1　页岩中典型矿物特征

前人研究表明，海相富有机质页岩的硅质矿物

来源十分广泛，不同来源的硅质矿物往往在岩石学、

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等方面存在独特的识别特征，可

以成为硅质矿物成因的判别标志（Dong et al., 2017；
Dong et al., 2019；王淑芳等，2014；刘江涛等；2017）。

陆源碎屑硅来源于大陆母岩风化作用产生的

硅酸盐及铝硅酸盐（如长石、石英等），由于抗风化

能力有所差异，经过长距离搬运后进入海洋沉积的

陆源碎屑中主要为石英等抗风化能力较强的硅质

矿物，因而在海相沉积物中陆源碎屑硅的含量往往

与陆源物质输入量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Dong et
al., 2017；林良彪等，2010；邱振等，2018）。除去陆

源碎屑硅，海相沉积物中还有其他来源的硅质矿物，

前人采用过量硅（高于正常环境下碎屑沉积的

SiO2 含量）来对其进行表征。一般来说，过量硅由

热液成因硅、交代成因硅及生物成因硅等多部分

组成，但正安地区热液作用、交代作用及火山作用

均不明显，因此可认为正安地区过量硅近似等同于

生物成因硅（翟刚毅等，2017；吴小力等，2018；梅廉

夫等，2008；王淑芳等，2014；Dong et al., 2019）。
对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的薄片进

行显微分析，发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中生物成

因硅（SiO2-bio）与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均有发育，

其中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以长石、石英为主，石

英直径介于 10~20 μm，形态不规则，多为棱角状

 

图 4　研究区及焦石坝地区主要钻井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矿物组成及岩相划分

Fig. 4　Mineralogical composition and petrographic diagram of shale samples from different wells in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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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a）。生物成因硅（SiO2-bio）以石英为主，直径相

对较小（5~10 μm），形态以圆状—椭圆状为主，含量

一般大于 40%。与焦石坝地区相比，正安地区五峰

组—龙马溪组页岩薄片中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含

量明显较多（图 5a，5b），表明本区在五峰组—龙马

溪组沉积期受到显著的陆源碎屑输入影响，这可能

是由于研究区靠近黔中隆起物源区，使得陆源碎屑

物质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入所致。

前人研究表明，扫描电镜下生物成因硅（SiO2-bio）

与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形态上具有明显差异，陆

源碎屑石英颗粒较大，表现为不规则的棱角状，并

伴有次生加大现象，而生物成因的石英颗粒明显较

小，为圆状—椭圆状，镜下一般由多个石英颗粒聚

集成葡萄状，并且颗粒间常有胶结物或有机质充填

（图 6，Dong et al., 2017）。 

3.2　页岩硅质矿物来源定量分析

页岩中硅质矿物是决定页岩脆性的重要矿物，

一方面，脆性矿物含量较高有利于压裂改造；另一

方面，陆源碎屑石英对页岩孔隙的保存也存在一定

的影响。研究区目的层段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

的硅质矿物含量较高，SiO2 含量在 57.6%~76.9%
之间，平均为 71.5%，总体高于焦石坝地区（SiO2 含

量介于 54.7%~77.3%，平均为 64.2%）。

为明确不同来源硅质矿物的相对百分含量，使

用公式（1）计算页岩中生物成因硅（SiO2-bio）的含量

（Turgeon and Brumsack, 2006；Ross and Bustin, 2009）。

SiO2−bio= SiO2sample－Al2O3sample(SiO2/Al2O3)PAAS （1）

式中 SiO2sample 与 Al2O3sample 为 样 品 中 的 SiO2 与

Al2O3 含量，(SiO2/Al2O3)PAAS 为澳大利亚太古界沉积

岩中的 SiO2 与 Al2O3 比值。

结果表明，相比四川盆地焦石坝地区五峰组—
龙马溪组页岩（生物成因硅平均为 42.1%，陆源碎

屑硅平均为 22%）（图 7a），正安地区硅质矿物含量

较高，主要表现在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含量的增

加，生物成因硅（SiO2-bio）的含量基本持平（生物成

因 硅（SiO2-bio）的 含 量 介 于 2.1%~53.7%， 平 均 为

41.4%，陆源碎屑硅 （SiO2-detrital）在 22.3%~56.9% 之

间，平均为 30.1%）（图 7b），这与薄片显微特征观察

的结果一致，表明了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沉积时

受到明显陆源碎屑输入的影响。 

3.3　页岩硅质矿物成因及其对储层改造的影响

前人通过大量研究指出，富有机质页岩中硅质

矿物与陆源输入指标的相关关系可以作为页岩硅

质矿物成因的判别依据。生物成因硅（SiO2-bio）与

陆源输入指标通常表现为负相关或弱相关关系，而

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与陆源输入指标一般表现为

较强的正相关关系（Dong et al., 2017）。
Zr 与 Al 两种元素在沉积和变质作用过程中

表现出较强的抗迁移性，即使被转移到沉积物中，

也仍能反映母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所以这些元素和

它们的比值特征可以反映陆源输入信息 (Taylor
and McLennan,  1985；Bhatia  and Crook,  1986；赵志

强等，2019)。相关性分析中，正安地区硅质矿物含

量与 Zr、Al 两种元素的含量均表现出了明显的负

相关关系，表明本区硅质矿物与陆源输入无明显关

系，主要为生物成因硅（SiO2-bio）。分析结果与显微

特征观察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

硅质矿物中生物成因硅（SiO2-bio）占主导作用，使得

 

a. 正安地区，安页 2 井，龙马溪组；b. 焦石坝地区，焦

页 1 井，龙马溪组

图 5　研究区及焦石坝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薄片观

察及典型矿物特征

Fig. 5　Thin-section  observations  and  typical  mine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s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 Jiaoshiba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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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与陆源输入指标相关性不明

显（图 8a，8b）。

页岩气储层主要以微纳米级孔隙作为有效储

集空间，页岩气高效开发的关键在于后期的压裂改

造中能否形成网状连通的储集空间，页岩的脆性是

制约压裂改造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页岩脆

 

图 6　陆源石英与生源石英典型特征对比（据 Dong et al., 2017）
Fig. 6　Comparison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errigenous and biogenic silica (modified from Dong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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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高，压裂效果越好（王淑芳等，2014；Dong et al.,
2019；何建华等 2015；陈桂华等，2016；张晨晨等，

2016）。脆性指数作为表征页岩脆性的重要指标，

其大小与页岩储层中硅质矿物含量的高低息息相

关，目前脆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主要采用 Jarvie 等人

在 2007 年提出的公式，即：脆性指数=石英含量 /
（石英含量+碳酸盐矿物含量+黏土矿物含量）（Jarvie
et al., 2007）。

计算结果显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脆性指

数介于 43.6%~74.6%，平均为 63.02%。脆性指数在

与总硅（SiO2）含量以及生物成因硅（SiO2-bio）含量的

相关性图中表现出了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 8c，
8d），而与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含量存在明显的负

相关关系（图 8e）。压裂改造是颗粒间脆性胶结物

的破裂，脆性颗粒本身不会破碎，一般情况下生物

成因硅（SiO2-bio）以石英微晶存在于杂基和生物体

腔中，颗粒数量较多，直径较小，有利于压裂改造，

而陆源碎屑硅（SiO2-detrital）主要以较大直径的硅质矿

物颗粒存在于页岩中，压裂改造过程难以断穿此类

刚性颗粒，从而不利于复杂缝网的形成。正安地区

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虽然具有较高的生物成因

硅（SiO2-bio）含量，能够形成较强的颗粒支撑结构，

对页岩储层的保存和压裂改造有利，但同时陆源碎

屑硅（SiO2-detrital）含量也相对较高，该类颗粒较大、

数量较少的硅质矿物往往难以形成颗粒支撑结构，

并且在压裂改造中阻碍复杂缝网的形成，不利于页

岩孔隙保存和压裂改造。因此，尽管研究区页岩硅

质矿物含量总体较高，但在页岩储层物性和压裂改

造条件方面不及焦石坝等地区。
 

 

A. 焦石坝地区，焦页 11-4 井；B. 正安地区，安页 1-6HF

图 7　研究区及焦石坝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硅质矿物来源定量分析

Fig. 7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siliceous minerals in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s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Jiaoshiba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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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主要发育硅质

岩相，矿物组分以石英和长石为主，质量分数约为

45%~75%，其次为黏土矿物组分，主要为伊蒙混层

和伊利石，质量分数约为 15%~45%，碳酸盐矿物含

量较少，一般小于 15%。

（2）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薄片中生

物成因硅与陆源碎屑硅均有发育，其中陆源碎屑硅

颗粒较大，直径 10~20 μm，形态不规则，多为棱角

状，而生物成因硅颗粒较小，直径 5~10 μm，形态以

圆—椭圆状为主。

 

R

R

图 8　研究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硅质矿物成因及其对压裂改造的影响

Fig.  8　Origins of  the siliceous minerals  of  the Wufeng-Longmaxi  Formation shales  in the study area and their  impact  on
fracture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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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的硅质矿

物含量较高，SiO2 含量介于 57.6%~76.9%，平均为

71.5%，总体高于焦石坝地区。生物成因硅含量在

2.1%~53.7% 之间，平均为 41.4%，陆源碎屑硅在

22.3%~56.9% 之间，平均为 30.1%，与四川盆地焦

石坝地区相比，虽然正安地区硅质矿物含量较高，

但主要表现在陆源碎屑硅含量的增加，生物成因硅

的含量基本持平，表明沉积时受到明显陆源碎屑输

入的影响。

（4）正安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脆性指数

介于 43.6%~74.6%，平均为 63.02%。脆性指数、总

硅含量与生物成因硅含量存在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而与陆源碎屑硅含量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表明

研究区较高的陆源碎屑硅含量对页岩储层的压裂

改造构成了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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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新特提斯洋构造演化与战略性矿产资源效应”

专辑征稿启事

新特提斯洋是位于劳亚大陆与冈瓦纳大陆之间的一个大洋，其复杂的构造演化过程导致欧亚大陆南

缘特提斯构造域的诞生。其间，既形成了与大洋俯冲过程相关的成矿作用，在大洋消亡后，更形成了特色

鲜明的与大陆碰撞造山相关的成矿作用，实现了显著的铜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富集。因此，对新特提斯构造

域形成和演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又是国家战略需求。近年来，国家有关科研部

门围绕新特提斯洋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为及时

展现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沉积与特提斯地质》特邀客座主编张志副研究

员、郎兴海教授、王立强研究员拟于 2024 年在本刊组织“新特提斯洋构造演化与战略性矿产资源效应”

专辑。我们真诚邀请您及您的课题组向本专辑投稿，详见 https://www.cjyttsdz.com.cn/news/xinxigonggao/
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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