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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Ｈｅ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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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３５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 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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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ｂｙ
ｖ ｉｔｒｉｎ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ｓｏｆｅｒｏｄｅｄ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３ ５（

２
）

：１ １ ９－

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 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ｅｎｒｙ ，
Ｐ ．Ｈ ．

， １ ９９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ｎｉｃｗｅｌ ｌｌｏｇｓａｐｐｌ ｉｅｄ 
ｔｏ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 ｅｓ ｉｎｔｈｅＢｉｇｈｏｒｎｂａｓ ｉｎ
，Ｗｙｏｍ ｉｎｇ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 ｉｎ

，８０

（
５
）

： ６３ ０
－

６４７．

ＨｕＳｈｅｎｇｂ ｉａｏ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ｉｙａｎｇ， １ ９９５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 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 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ｓ： ａｎｏｖｅｒｖ ｉｅｗ ．Ｅａｒｔｈ

Ｆｒａ他 ２⑷ ： １ ７ １
－

１ ７９（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 ｅｗｉ ｔｈＥｎｇ ｌｉ 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Ｈｕ Ｓｈｅｎｇｂ ｉａｏ
，ＷａｎｇＪｉｙ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ｙａｎ，１９９９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ｓｏｆ ｅｒｏｄｅｄ ｓ ｔｒａｔａｂｙ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２６ （

４
）

：４２—４５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 ｔｈＥｎｇ ｌｉ 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ＨｕＳｈａｏｈｎａ
，２００４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 ｓ

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ｅｉ 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ｒｅｓ ｔｏｒｉｎｇ

ｄｅｎｕｄｅ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ｓ ．Ｏ ｉ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３ ９（
４

）
：４７８－

４ ８３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Ｈｕｄｓｏｎ
， Ｓ ．Ｍ ．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
，
Ａ ．Ｄ ．

，２０ １０ ．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ａｔｕ 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ＬａＰｏｐａＢ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
，
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ｓａ

ｌ
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ＡＰＧ

Ｂｕ ｌｌｅｔｉｎ
，
９４（３），


２７３

－

２９ １
．

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ｌｕ
，Ｆ ａｎｇＬｅｉ

，
Ｌｉｕ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ＨｕＨｏｎｇ

－

ＪｉｎａｎｄＸｕ

Ｔｉ ａｎｗｕ
，
２０ １ ６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ｈａｒ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ｔｈｅｎｏｒ ｔｈｅｒｎＤｏｎｇｐｕ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

Ｂ 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 ｉｅｎｃｅ

，１
３
（
４
）

： ６２５－６４ １ ．

Ｋａｒｌｓｅｎ
，
Ｄ ．Ａ ．

，
Ｎｅｄｋｖ ｉｔｎ ｅ

，
Ｔ ．

，

Ｌａｒｔｅｒ
，Ｓ ．

Ｒ ．

，
ａｎｄＢ

ｊ
ｏｒｌｙ

ｋｋｅ
，Ｋ ．

，

１ ９９３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ｒｆｉ ｌｌ ｉｎｇ

ｈｉ ｓｔｏｒｙ ．
Ｇｅｏｃｈ ｉｍ ｉｃａＥｔＣｏｍｏｃｈ ｉｍｃａＡｃｔａ

９５７ （
１ ５ ）： ３６４ １

－

３６５ ９．

Ｋａｔｚ
，
Ｂ ．

Ｊ
．
，
Ｐｈｅｌｆｅｒ

，
Ｒ ．Ｎ

．
，
ａｎｄＳｃｈｕｎｋ

，
Ｄ ．Ｊ

．
，１ ９８８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ｆｉ ｌｅｓ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７２
（
８
）

：９２６
－９３ １

．

ＬｉＨｏｎｇ ｔａｏ
，
２０ １ ６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ｏｏ ｌｉ ｔｉｃ

ｓｈｏａｌ
ｇａｓｐｏｏｌ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ｎｎ ：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 Ｍ ｅｍｂｅｒ３ｏｆ

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Ｆｅｉｘｉａｎｇｕ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Ｈｅｂａａｒｅ ａ
，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 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４３（５ ）

： ７８７
－

７９７．

ＬｉＲｏｎｇｘｉ
，
ＸｉＳｈｅｎｇ

ｌｉａｎｄＤｉＬｉｎｇ ｊ

ｕｎ
， ２００６ ．Ｏｉ ｌ／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
ｒ 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ｏｆｈｙｄｒ
ｏ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ｓ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ｔａｋｉｎｇＬｏｎｇｄｏｎｇ

ｏｉ ｌ ｆｉｅｌｄ
，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

ｉ
ｎ

，
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７

（２） ：１ ９４
—

１
９９

（ｉｎＣｈ 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Ｌｉ ａｎｇＹｕ ，
Ｒｅｎ Ｚｈａｎｌ ｉ

，ＷａｎｇＹａｎ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ｉＺｈｅｎｇ ，２０ １ ０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 ｆｌｕｉｄｉ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ｓ 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ｇ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ｏｆＺｉｃｈａｎｇａｒｅａ， 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 ｉｎ．

Ｏｉ ｌａｎｄ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３ ２（２ ）
：１ ８２

－

１ ９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Ｌｉａｎｇ
Ｙｕ

，Ｒｅｎ
Ｚｈａｎｌ ｉ

，Ｓｈ ｉ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ｏ Ｘｉａｏｙａｎ，ＹｕＱｉａｎｇａｎｄ

ＷｕＸｉａｏｑ ｉｎｇ ，２０ １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ｃ 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Ｆｕｘｉａｎ
－Ｚｈｅｎｇ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
 ｔｈｅＯｒｄｏ ｓＢａｓｉｎ ．Ａ ｃｔａＰｅ 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 ｉｃａ
， 
３２ （５）

： ７４ １
－

７４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 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ＬｉｕＧｕｏｃｈｅｎｇ ，ＪｉｎＺｈｉ
ｊ
ｕｎａｎｄＬ ｉＪｉｎ

ｇ
ｃｈａｎｇ ，１ ９９５ ．Ａ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ｔｉｖｅｓ 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ｒｏｓ 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
ｙ

ｂａｓ ｉｎｓ ：ａｎ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ｄｕｒｉｎｇ

ｂａｓ ｉｎ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
９ １ ３

（
３
）

： ２３
－

３ １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
ｔｈＥｎｇｌ 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ＬｉｕＳｈａｏｂｏａｎｄ ＧｕＪｉａｙｕ ，
１９９７ａ． Ａｐｐ 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 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ｅｔｒｏ

ｌｅｉｉｍ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ｄｉｓ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

ｚ
７ ａｎｄ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 ８（
４
）

： ３２６－３ ３ 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 ｉｕＳｈａｏｂｏａｎｄＧｕＪｉａｙｕ ，１９９７ｂ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ｐ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 ｔｒｏ 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４ （３） ：２９

－

３３（ｉ
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
ｔｈ Ｅｎｇ 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ＬｉｕＹｉｑｕｎ ａｎｄ ＺｈｏｕＬｉｆａ
，１９９７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ｏｎｏｎａｍｅｔｈｏｄ ａｂｏｕｔ

ｅｒｏｄｅｄｓｔｒａｔａｔｈ ｉｃｋｎｅ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Ｔｕｒ
ｐ
ａｎａｎｄＨａｍｉ

Ｂａｓ ｉａ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２７（４） ： ３ ３７

－

３ ３９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

．

ＬｉｕＸｉｎｓｈｅ
，ＺｈｏｕＬｉｆａ ａｎｄＨｏｕＹｕｎｄｏｎｇ ，２００７．Ｓ ｔｕｄｙｏｆｇａｓ

ｃｈａｒ
ｇ

ｉｎｇｉ
ｎ 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ｏｆＯｒｄｏ ｓＢ ａｓｉｎｕｓｉｎｇ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Ａ 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 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９２８（６） ： ３７
－

４ １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ＬｕＨ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Ｈｏｎｇｒｕ ｉａｎｄ ＮｉＰｅｉ
，
２００４ ．Ｆｌｕ 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Ｂｅｉ
ｊ
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 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ＬｕＨ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Ｇｕｏ Ｄｉ
ｊ
ｉａｎｇ ，２０００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 ｉｏｎ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４６（４）：

３ ８ ５
－

３ ９０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Ｊｕｎｅ２０ １ ８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 ＩＮＩＣＡ
（
Ｅｎｇ 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ｍａＩｓ ．ｃｎ／ｄ２３ｃｂｅｎ／ｃｈ／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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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 １ 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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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ｈ

）
／ＨｅａｎｄＡＦ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 ｌｅｓａｍｐｌｅ ｓ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ｉｍＢａｓ
ｉ
ｎ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ｈ
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１ ０ １ （６） ：１ ６２５

－

１ ６４３ ．

ＲｅｎＪｉ ｓｈｕｎ
，＼ ９９９ ．Ｔｅｃ ｔｏｎ ｉｃｍａ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 ｔａｒｅａ（

１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ａｎｄ ｂｒｉｅ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ｒ
－

ｇ
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 ｉｃｓｏｆ

ＣＡｍａ．
Ｂｅｉ

ｊ
ｉｎｇ ： 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

ｎ
ｇ



Ｈｏｕｓｅ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ＲｅｎＪｉ ｓｈｕｎ
，
２００３ ．

Ａ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

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ｃ ｔ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 ｔｉ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４（ １ ）

：１
－２（

ｉ
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ｉ
，１ ９９ 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ｏｎｏｎ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 ｔｈｅｎｎ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ｉｙ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
ｙ９
２ １

（
Ｓ
）

：

２２７－２３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 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ｉ
，
１ ９９２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ｈ 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 ｅ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

３
）

：４３－４９
（ ｉｎＣｈｉｎｅ 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 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ｉ
，Ｚ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ａｎｄＹｕＺｈｏｎｇｐ ｉｎｇ，

１ ９９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ａｌｅ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Ｂａｓ ｉｎ．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Ｓｉｎｃａ

，１ ２ （ １） ：５ ６
－６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Ｒｅｎ Ｚｈａｎｌ ｉ
，１ ９９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ｈ 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 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ｏｆ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

ｊ
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 ｓｓ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ＬｉｕＣｈｉ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ｉ

，ＷｕＨａｎｎ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Ｇａｎｇ ，
Ｌ ｉＪｉｎｂｕａｎｄＭａＴｕａｎｘｉａｏ

，
２０００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ｈｉ ｓｔｏｒｙｏｎＪｉｕｑ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３ （５）
：６３５

－６４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ＬｉｕＬ ｉ

，
ＣｕｉＪｕｎｐ ｉ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ｉａｎｄＧａｏＳｈｅｎｇｌ ｉ

，

２００８ ．Ａｐｐｌ 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ｉｓ ｔｏ ｒｙｔｏ

ｈｙｄ 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ｉｎｇ 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ｓ

．
Ｏ 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Ｇｅｏ ｌｏｇｙ，
２９（４）

：５０２
－

５ ０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 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ｉ
，ＴｉａｎＴａｏ

，Ｌｉ Ｊｉｎｂｕ
，
ＷａｎｇＪｉｐｉｎｇ ，ＣｕｉＪｕｎｐ ｉｎｇ，Ｌｉ

Ｈａｏ
，Ｔ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ｕｎａｎｄＧｕｏＫｅ
，
２０ １ 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ｉｎｓｅｄ 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 ｉ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ｉ ｓｔｏｒ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Ｂａｓ ｉｎ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
３ ６ （３ ）

：１
－

２０
（

ｉｎ

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

．

Ｒｅｎ ２３ｉａｎｌ ｉ
，ＣｕｉＪｕｎｐｉｎｇ，ＬｉＪｉｎｂｕ

，Ｗａｎｇ
Ｊｉｐｉｎｇ，Ｇｕｏ Ｋｅ

，Ｗａｎｇ

Ｗｅｉ
，
Ｔｉ ａｎＴａｏ

，
Ｌ ｉＨａｏ

，Ｃａｏ Ｚｈａｎｐｅｎｇ
ａｎｄＹａｎｇ

Ｐｅｎｇ ，
２０ １ ４ｂ ．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ｉｎｔｈｅ

ＷｅｉｂｅｉＵｐｌ ｉｆｔ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ａｓ ｉｎ． ＡｃｔａＧｅｏ ｌｏｇｉ
ｃａＳｉｎ ｉｃａ

，
８８ （

１ １
）

：

２０４４－２０５６
（

ｉｎＣｈ 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１ １６８ Ｖｏ ｌ ．９２ Ｎｏ． ３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Ｅｎｇ 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ｇｅｏｊｏｕｍ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ｅｎ／ｃｈ／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Ｊｕｎｅ２０ １ ８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Ｃｕｉ Ｊｕｎｐｉｎｇ ，ＧｕｏＫｅ

ｓＴｉａｎ Ｔａｏ
，Ｌｉ Ｈａｏ

，Ｗａｎｇ
Ｗｅｉ

，

Ｙ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ａｎｄＣａｏ Ｚｈａｎｐｅｎｇ，２０ １ ５ａ ．Ｆｉｓ ｓｉｏｎ
－

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ｏｆｕｐ ｌｉｆｔ 
ｔ
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 ｉｂｅｉＵｐｌ ｉｆｔ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

ＢｓＬ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６０

（
１ ４

）
：１ ２９８

－

１ ３０９（
ｉ
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ｉｉ 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ＣｕｉＪｕｎｐｉ

ｎｇ ，Ｌ ｉｕＣｈｉｙａ
ｎｇ，ＬｉＴｉｅ

ｊｕｎ，
ＣｈｅｎＧａｎｇ，

Ｄｏｕ Ｓｈｕａｎｇ ，ＴｉａｎＴａｏ ａｎｄ ＬｕｏＹａｔｉｎｇ ，
２０ １ ５ｂ ．

Ａｐ 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 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ｕｐｌ ｉｆｔｃｏｏ 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Ｑｉａｎ

ｇ
ｔａｎｇＢａｓ ｉｎ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 ｌａｔｅａｕｕｐｌｉｆｔ ．ＡｃｔａＧｅ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Ｓ ｉｎ ｉｃａ
（Ｅｎｇ

ｌ ｉｓ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
），

８９ （
２
） ：４６７

－

４８４
．

ＳｈｅｎＬｉｊ ｉａｎ
，ＬｉｕＣｈｅｎｇ

ｌ
ｉｎ

，Ｗａｎ
ｇ
Ｌｉｃｈｅｎｇ ，ＨｕＹｕｆｅｉ

，Ｈｕ

Ｍ ｉｎｇｙ
ｕｅａｎｄＦｅｎｇＹｕｅｘｉｎｇ ，

２０ １ ７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ｂｒ ｉｎｅ

ｅｖａ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ｇｙｅｊ ｉｎｇｐｏｔａｓｈｄｅｐｏ ｓｉｔ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 ｉｏｎｓｉｎＨａｌｉｔｅ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
（Ｅｎｇｌ ｉ 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９ １

（
１
）

： １ ７５
－

１８ ２ ．

ＳｈｉＢａｏ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ｎ
，
ＣｈｅｎＪｉｅ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Ｌｅｉ

，
２０ １ ４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 Ｄｉｎｇｂｉ ａｎａｒｅａ
，
Ｏｒｄｏｓｂａｓ ｉｎ． Ａ 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ｃａ
，３ ５ （

６ ）：１ ０８７
－

１ ０９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 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ＳｈｉＢａｏ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
，ＺｈａｎｇＬ

ｅｉ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ａｎｄＴａｎｇ

Ｃｈａｏ
，２０ １ ５．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ｈ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
ｉ
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９ｏｆ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ｙｕａｎａｒｅａ，
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 ｉｎ．Ｏ ｉｌａｎｄ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６

（
１
）

：１ ７
－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 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ＳｈｉＣｈａｎｇ
ｌ ｉｎ

，Ｊ
ｉＹｏｕ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Ｑ ｉｎ
ｇｓ
ｈａｎａｎｄＬ ｉｕＤｅｈｏｎｇ，

 ２０ １ １ ．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ｍｐ 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 ｓｓｏｆｅｒｏｄｅｄｓ ｔｒａｔａｏｆ

Ｃｈｅ－ＭｏＰ ａ
ｌ
ｅｏ
－Ｕｐ ｌ ｉｆｔｉｎＪｕｎｇｇ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 ｔｉｏｎ
）

，４ １
（
１
）

：６４－６９
 （

ｉｎ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Ｓｕｇｇａ
ｔｅ

，Ｒ．Ｐ ．

，１ ９９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ｐｔｈｏｆｂｕｒｉａｌ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ｇｒａｄｉ ｅｎ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 １

（
１
）

： ５
－

３２ ．

Ｓａｈｕ
，
Ｈ ．

Ｓ
．
，
Ｒａａｂ

，Ｍ ．Ｊ．
，
Ｋｏｋｎ

，
Ｂ ．

Ｐ
．
，
Ｇｌｅａｄｏｗ

，
Ａ ．

Ｊ
．
Ｗ ．

，ａｎｄＢａｌ
，

Ｋ ．Ｄ ．
，
２０ １ ３ ．Ｔｈｅｒｍ ａｌｈｉ 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Ｋｒｉｓｈｎａ－Ｇｏｄａｖａｒｉｂａｓ ｉｎ

，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ｎｓ 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ｐａｔｉ ｔｅｆｉｓｓ 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ｒｏｎｏｌ ｏｇｙ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ｓ
ｉ
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７ ３
，１
－

２０ ．

Ｓｗｅｅｎｅｙ，Ｊ ．Ｊ ．
，
ａｎｄＢｕｒｎｈａｍ

，
Ａ ．
Ｋ ．

，
１ ９９０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 ｏｎ ｏｆａｓ ｉｍｐｌｅ

ｍ ｏｄｅｌｏｆｖｉｔｒｉｎｉ 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ｋｉｎｅｔｉ ｃｓ ．

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
７４ ：

１５ ５９
－

１ ５７０
．

ＴａｏＳｈｉｚｈｅｎ
，２００６．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ｕｔｈ ｉｇｅｎ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

，

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ｔ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１ ５４
—

１６０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ｉａｎＴａｏ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ｉ

，ＭａＧｕｏｆｕ
，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 ｓｈｅｎｇ ，

Ｙａｎｇ

Ｚｈｉ
ｍｉｎｇ ，ＧｕｏＫｅ ａｎｄＤｏｎｇＸｉｎ

，２０ １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
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

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ｒｔａ ｉＳａｇ ，Ｙａｂｒａｉ

Ｂａｓ 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９（

６
）

： ２７４５－２７５ ３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 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ＴｉａｎＴａｏ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Ｗ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ＭａＧｕｏｆｉａ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ｓ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ＧｕｏＫｅ

，２０１ ５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Ｓａｒｔａｉ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ＹａｂｒａｉＢａｓｉｎ ．Ａｃ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３ ３（
４
）

：８３ ６
－

８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 ｔｈＥｎｇｌｉ 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Ｔ ｉａｎＴａｏ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ｉ

，
Ｙａｎｇ

Ｐｅｎｇ，
ＣａｏＺｈａｎｐ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Ｆｕ ，

２０ １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ｄｅｎｕｄｅｄ

ｓ ｔｒ ａｔａｔｈｉｃｋｎｅｓ ｓｏｆ 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 ｉｃａｎｄ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ｉｎＹａｂｒａｉＢａｓｉｎ

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 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ｓ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 ８（
６

） ： １００２－ １０ １ 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 ｔｈＥｎｇｌ ｉｓｈ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

．

ＴｏｎｇＹａｎｍ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Ｌｉ

ｊ
ｕｎ

，ＺｅｎｇＳｈａｏｊｕｎ，ＣｈｅｎＴａｏａｎｄＷｅｉ

Ｙｕｎｉｎｇ ，
２００５ ．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ｖ ｉｔｒｉｎ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 ｉｃｋｎｅ ｓｓｏｆｅｒｏｄｅｄｓｔｒ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 （
３ ）

：４ １ ７
－

４２３
（
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ＴｏｎｇＹａｎｍｉｎｇａｎｄＺｈｕ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２００６ ．Ｓｏｍ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ｂｙ

ｖ ｉｔｒ ｉｎｉｔ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ｔｏ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ｆｏｒｍ 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２８

（
３
） ：１ ９７

－

１ ９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Ｗａｎｇ 
ＸｉｎＭ ｉｎｇ ，Ｌ ｉＸｉａｎｇｂｏ，

Ｇｕｏ ＹａｎｒｕａｎｄＬ ｉＴｉ
ａｎ ｓｈｕｎ

，
２００４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
ｙ
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ｈ

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ｇｇｅｎ
－

Ｅｊ
ｉｎａｑｉＢ ａｓ 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２６（ ５） ：４４２－４４７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ｄｕｏ
，
ＬｉｕＨｕｃｈｕａｎｇ ，ＹｕＪｕｎ

，
ＣｈｅｎＺｈｉ

ｊｕｎ，Ｈｅ Ｘｉａｏ
，

ＬｉＫｅｓｈｅ
，ＬｉｕＴａｏａｎｄＨａｎ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２０ １ 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 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ｒｅｄ 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ｖｏｒａｂ ｌ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ｉｎＨａｒｉｓａｇ 
ｏｆＹｉｎｇｅ

ｎ－Ｅｊ ｉｎａｑｉＢ ａｓｉｎ．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
ｄＥｎ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 ５

（
３６

）
：１ ４２－１ ４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 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Ｘｉａｏ Ｈｕｉ
，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ｚｈｏ ｉｉ

，
Ｙａｎｇ


Ｈａｉ

ｊｕｎ，ＣａｉＺｈｅｎｚｈｏ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Ｌ ｉ
ｊｕａｎａｎｄ ＺｈｕＹｏｎｇ

ｆｅｎｇ ，２０ １２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ｈｙｄ 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ｃｈａｒｇｉｎｇ

ｈｉ ｓｔｏｉｙ
ｏｆＯｒｄｏｖｉｃ

ｉ
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

ｉ
ｒｓ

ｉｎＹｉｎｇｍａｉ ｌｉ ｌｏｗ－ｕｐ ｌｉｆ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ａｒｉｍＢａｓ ｉｎ．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ｃａ
９

３３

（
３
）

：３ ７２－３ ７８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ＸｕＦａｎｇｈａｏ，ＸｕＧｕｏｓｈｅｎｇ ，Ｌｉ ａｎｇＪｉａｊｕ ，ＹｕａｎＨａｉｆｅｎ
ｇ ，Ｌ ｉｕ

ＹｏｎｇａｎｄＸｕＦａｎｇｇｅｎ ，
２０ １６

．Ｍｕｌ ｔｉ
－

ｓ ｔ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ｃｈａｒｇｉｎｇａｎｄ

ｃｒｉ 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ｈ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ｉａｎ

Ｄ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Ｓ 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Ｅｄ ｉｔｉｏｎ

），

９０

（
４

）
： １ ５４９

－

１ ５５０ ．

ＸｕＧｕｏ ｓｈｅｎ
ｇ ，ＺｈａｎｇＬｉ

ｊ
ｕｎ

，
ＧｏｎｇＤｅｙｕ，

ＷａｎｇＧｕｏｚｈ ｉ
，Ｙｕａｎ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Ｌｉ Ｃｈａｎ

ｇ
ｈｏｎｇ

ａｎｄＨ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 ２０１４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 ｓ ｉｎｔｈｅｍａｒ ｉｎｅｓ ｔｒａｔａｉｎ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ｐ ｌａｉｎ

ａｒｅ ａ
，ｍｉｄｄｌｅＣｈｉｎａ．Ａ 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ｅｄ ｉｔｉｏｎ
），

８ ８
（
３
）

： ８７８
－

８９３ ．

ＹａｎｇＰｅｎｇ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Ｔ ｉａｎＴａｏ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
ｙ
ａｎａｎｄＱｉＫａｉ

，

２０１ ６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ＬｏｗｅｒＣ 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 ｉｎＭｏｄａｍｕ
ｊ
ｉ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Ｈａ ｉｌａｅｒ

ｂａｓ ｉｎ．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 ｔｉａ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ｕｍ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 ｉ
，

５ ５
（
６
）

： ３５－４３
（
ｉｎＣｈ 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ＹａｎｇＰｅｎｇ，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
ＸｉａＢｉｎ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Ｙａｎ
，ＴｉａｎＴａｏ

，

Ｈｕ ａｎｇＱｉａｎｇ ｔａｉａｎｄＹｕＳｈｅｎｇｒｕｉ
，２０１ ７ａ ．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 ｃ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ｈｉ ｓｔｏｉｙｉｎｔｈｅＨａｒｉＳａｇ ，Ｙｉｎ
－ＥＢａｓｉｎ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３ ５（

１２
） ：１ ３０４

—

１３ １ ３ ．

ＹａｎｇＰｅｎｇ ，
ＲｅｎＺｈａｎｌ ｉ

，
ＸｉａＢｉｎ

，
Ｌｉｕ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ａｎｄＨｕａｎｇ

Ｑ ｉａｎｇｔａｉ
，２０ １ ７ｂ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

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
ｄ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ｓｏｎｐｅｔｒｏ ｌｅｉａｍｇｅｏ ｌｏｇｙｏｆＷｅｉｂｅ ｉＵｐｌ ｉｆｔ．Ａｃ ｔａ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
（
Ｅｎｇｌ 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９ １

（
ｓｕｐｐ ． ｌ

）
： １４４－ １４５ ．

ＹｅＪｉ ａｒｅｎａｎｄＹ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２００３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ｇａｎｓａｇｏｆ

Ｙｉｎｇｇｅｎ
－Ｅ

ｊ
ｉｎａｑｉ Ｂａｎｎｅｒ ｂａｓ 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３（２ ）

：１ ５
—

１ ９（
ｉｎ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 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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