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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与海平面变化存在联系的近滨线河流相地层中袁源于海岸碎屑沉积体系的层序地层学概念得到了较好的
应用袁 从而在河流相地层中产生了低水位体系域 渊LST冤尧 与海侵体系域类似的水进体系域 渊TST冤 及高水位体系域
渊HST冤等常规体系域下的河流相层序地层划分方案遥 由于源于海岸沉积体系的早期体系域划分存在着概念体系的不
协调袁故常规体系域划分在河流相层序中的使用也就存在着概念体系的不协调遥 非常规体系域渊低可容纳空间体系
域袁LAST曰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袁HAST冤的提出可避免这种概念体系的不协调袁并为研究复杂的河流沉积过程和提取
地层记录规律提供重要的线索和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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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序地层学的出现是沉积地质学一系列主要革

命中的第三次袁也是最近的一次咱1暂遥最早 Sloss野只是以
区域不整合面所限定的地层单元冶 定义为层序的概
念袁并赋予其构造旋回的含义咱2-4暂遥 Vail和他的同事们
延续了 Sloss的工作袁 将层序进一步扩展为 野沉积层
序冶的概念袁即野由不整合面及其可以对比的整合面所
限定的地层单元冶咱5暂遥 这些重要概念首次出现在 1977
年出版的 叶AAPG 26号专辑 地震地层学曳咱6暂 之中遥
1988年叶SEPM 42号专辑 海平面变化曳咱7暂的问世袁进
一步完善了层序地层学的概念尧方法尧体系袁由此层序
地层学真正成长为一门沉积地质学的分支学科袁并在
生产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咱8暂遥
在河流相地层之中袁 以不整合面为界限的地层

单元早已被前人所识别咱9-11暂袁但直到在河流相地层分
析中应用了 Exxon学派的低水位体系域尧 海侵体系
域和高水位体系域等常规体系域来描述河流相层

序袁 才算对河流相层序地层学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总
结遥 20世纪 90年代袁Exxon学派的地质学家们将这
种被不整合面所限定的向上变细的河流相沉积序列

解释为河流冲积构架咱12-21暂袁并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

的近滨岸河流相层序模式遥在这些模式之中袁他们强
调河流层序的形成主要是受海平面变化的影响而堆

积的袁与海平面的变化存在联系遥 至此袁层序地层学
作为一种划分和对比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至那些没有

海相界面来进行对比的河流相地层之中遥 在这些研
究的基础上袁 近年来又衍生出了受构造和气候影响
因素控制的非常规体系域河流层序模式袁 从常规体
系域河流层序模式到非常规体系域河流层序模式的

变化代表了河流相层序地层学的发展方向遥 追溯这
个重要的进展可为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河流相层序

地层学提供重要的思考途径遥
1 常规体系域河流相层序模式的起源

上个世纪 90年代 Exxon学派的地质学家们袁在
解释那些沉积在被动大陆边缘海岸冲积平原上的河

流相地层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时袁均强调海平面的变
化直接控制着河流沉积层序的形成袁相对海平面的变
化近似等同于基准面的变化咱15暂遥 在近海沉积区域袁控
制河流层序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院构造升降尧海平面
变化尧气候变化遥 这些影响因素最终都会转化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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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滨线常规体系域河流层序模式咱18-19暂

受潮汐影响的孤立河道沉积对等于最大海侵期凝缩段的位置遥
LST 低水位体系域曰 TST 海侵体系域曰 HST 高水位体系域

面变化这个主控因素袁基准面变化最终控制了河流层
序的形成咱16暂遥 在近海冲积平原处袁河流层序内部可以
划分为低水位体系域尧海侵体系域和高水位体系域遥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袁Wright等咱17暂提出了一个较为
简单的河流相层序模式院低水位体系域(LST)是以充
填在下切谷中的聚合河道砂体沉积为主袁 还包括河
流阶地上沉积下来的高成熟度的古土壤层遥 海侵体
系域(TST)基准面的上升速率由慢到快袁开始沉积厚
层的泛滥平原沉积并且包裹着孤立的高弯曲度的河

道砂体遥 高水位体系域(HST)基准面的上升速率开始
下降袁 从泛滥平原沉积向上逐步过渡到横向连通性
较好尧密度也较大的砂体沉积袁并且沉积古土壤层遥

Shanley等咱18暂在经过对美国西部Kaiparowits高原
河流相地层的研究后认为袁河流相地层可以被追溯到
同期的海相沉积地层中遥层序边界渊即不整合面冤可以
被侧向聚合的河流席状砂岩体所超覆袁这种聚合的河
流席状砂岩体有着非常高比例的连通性袁并且都是相
对较粗的砂岩沉积袁 它们被归为冲积海侵体系域
渊TST冤的下半部分遥但是在他们的模式中袁冲积海侵体

系域底部的初始海侵面可能向陆方向上超袁直接超覆
于不整合面之上袁因为真正的低水位体系域实际已经
缺失遥 在冲积海侵体系域的上部袁聚合的河道沉积转
变为相对孤立并且与细粒泥质沉积互层的曲流河道

沉积袁这种沉积特征显示了受海洋潮汐的影响遥 这些
受潮汐影响的沉积层位对等于海相沉积层序中最大

海侵期凝缩段的位置咱18-19暂渊图1冤遥在后来的研究中袁关于
聚合河道砂岩沉积的体系域归属问题依然是许多研究

学者关注的重点遥 Catuneanu咱19暂在2006年对Shanley和
Wright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进行了总结 遥
Catuneanu把Hunt等咱22暂的四分体系域划分方案和基准
面变化曲线引入了河流相层序地层学中遥 据此
Catuneanu将河流相层序的层序边界放在了基准面变
化曲线的最低点处遥 基准面下降期形成河流下切谷袁
基准面上升早期形成低水位体系域即聚合河道砂岩

沉积袁基准面快速上升期形成受潮汐作用影响的海侵
体系域渊TST冤遥 在顶部是从泛滥平原沉积占优的早期
高水位体系域渊HST冤过渡到聚合河道沉积占优的晚
期高水位体系域渊HST冤渊图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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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周良等咱20-21暂在经过对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组地
层的研究后认为袁基准面的上升和下降不仅会引起河
流沉积趋势的改变袁也会引起河流形式在不同体系域
之间的改变遥低水位体系域显示典型的辫状河沉积特
征遥海侵体系域形成于基准面快速上升期有利于形成
多河道网状河流遥高水位体系域基准面上升的速度降
低袁河道将逐步转变为侧向加积和侧向侵蚀为主的曲
流河沉积体系遥 这是一个从下到上分别是辫状河
渊LST冤要网状河渊TST冤要曲流河渊HST冤的变化序列袁所
以袁张周良认为在河流层序内部不同体系域之间河流
形式的转变是最显著的体系域区分标志遥

刘招君等咱23-25暂 吸取了国外层序地层学四分体系
域划分方案的优点袁提出了河流相层序地层学的四
分模式遥 低水位体系域主要包括河流下切谷和下切
谷充填沉积遥 水进体系域沉积物已超出河流下切谷
的范围袁粒度总体向上变细遥 高水位体系域基准面的
上升速率开始减缓并小于沉积物的供应速率袁细粒
沉积物较为发育遥 水退体系域渊RST冤基准面开始下
降袁河道横向摆动增大袁岩性相对变粗遥胡光明等咱26-27暂

在对苏里格地区下石盒子组8段的研究中袁将露头资
料与测井资料相结合袁修改了Wright等的模式袁并也
将体系域四分化遥 胡光明等将河流阶地沉积物视为
水退体系域袁并认为这是河流沉积体系在基准面下
降期的产物遥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前述的各种河流相层序地

层学模式中袁LST要TST要HST等体系域与海相层序
地层学中的LST要TST要HST等体系域存在着概念
上的差异遥

此外袁另有一批中国学者利用Cross的高分辨率
层序地层学对河流相地层进行划分和对比也取得了

优异的效果咱28-31暂遥 利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建立层
序地层格架首先需要对基准面转换位置即最大洪泛

面位置进行识别袁 进而建立基准面旋回与沉积地层
之间的对应遥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强调以基准面旋
回为参照面分析在基准面演化的不同阶段河流相层

序地层的构成单元咱32-33暂遥 但Cross的高分辨率层序地
层学与传统的Exxon学派层序地层理论也有一些明
显的区别袁 比如袁Exxon学派认为河道沉积与越岸沉
积都是基准面上升期形成的袁 两者在纵向剖面上相
互叠置袁实际是同期异相的袁而Cross认为越岸沉积
是基准面下降期的产物袁 这是两者之间一个明显的
区别遥

2 从常规体系域到非常规体系域

在基本不受海平面变化影响的内陆环境中袁河
流相地层横向相变快袁古生物化石保存少袁且缺乏划
分对比的标志性地层遥 虽然河流相沉积序列中不存
在海侵沟蚀作用或强迫型海退侵蚀作用所形成的侵

蚀界面袁但是区域性的不整合面却广泛地存在着袁它
们可以作为划分河流相层序地层的界面遥
在内陆环境中袁 河流相层序的形成更多地受控

于盆地内改变河流物源区位置的构造运动以及改变

环境能量的气候更替遥 河流层序格架的建立就不宜
依据前述的常规体系域河流相层序模式来解释遥 因
为不论是LST要TST要HST要RST这些常规体系域中
的任何一种袁在经典海相层序地层学内袁这些常规体
系域的原始命名都暗含了近海沉积物堆积期间滨线

迁移转变的过程及其类型遥滨线迁移类型决定了特定
沉积趋势下地层单元的外形和堆积模式渊体系域冤袁比
如袁 海退体系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Embry的T要R层
序模式咱34暂之中袁海退体系域的命名就对应着海平面
升降过程中的高水位正常海退尧强迫型海退尧低水位
正常海退三种海退过程袁所以叫海退体系域咱35-36暂遥
但在内陆地区袁河流基准面的发展演化显然与这三
种过程无法对应袁如果总是将概念无限延伸袁就会
出现逻辑上的混乱咱37暂遥 Blum等咱38暂对墨西哥湾更新
世沉积记录的研究证明袁冰川的形成期渊即基准面
的下降期冤比冰川的消融期渊即基准面的上升期冤更
长遥 Catuneanu等咱39暂对加拿大西部前陆盆地的研究证
明袁 造山带前渊挠曲沉降的时间比造山带抬升期更
加短遥 这两种情况都属基准面变化曲线不对称的情
况袁 这与使用对称正弦曲线定义的海平面变化无法
对应遥因此袁常规体系域河流相层序模式较适用于河
流序列能够与海相序列进行对比的近滨线地区袁但
在内陆地区则需酌情考虑遥

在此背景上袁低可容纳空间体系域(LAST)尧高可
容纳空间体系域渊HAST)概念要要要非常规体系域的

出现袁 就代表了一种对内陆沉积环境下复杂地层记
录较为客观的解释遥 非常规体系域包含低要高可容
纳空间体系域袁 泛指常规体系域之外与特定河流沉
积环境相关的体系域类型咱40-41暂遥 在河流相层序地层
分析中袁引入低要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的概念袁有利
于识别研究层段基准面的演化过程袁 并通过纵向上
叠置的沉积物厚度来反映基准面的变化咱32袁42暂遥 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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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强调的是不同体系域之间可

容纳空间的改变袁可容纳空间的改变与沉积物的供
给共同驱动了河流层序的形成遥在内陆地区构造旋
回和气候旋回驱动形成的河流层序格架与海平面

变化不存在成因上的联系遥 因此袁在内陆沉积环境
中袁以可容纳空间的改变为切入点来定义河流层序
内部的体系域就非常符合逻辑遥 Olsen等咱43暂很早就
意识到河流层序形成过程中可容纳空间变化的重

要性袁河道聚合作用的变化可能不需要伴随河流形
式和地形坡度的变化袁它可能仅仅是由于可容纳空
间改变后河流流程和沉积作用的综合表现遥 这个概
念随后又被Dahle和Catuneanu等抽象地提出咱44-45暂袁他
们均强调了低要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在内陆河流
层序分析中的灵活性遥

非常规体系域河流层序模式与近滨线河流层序

模式的另一差别袁 体现在基准面下降期是否继续沉
积的问题上遥 在前述的各种近滨线河流相层序模式
中袁河流在基准面上升半旋回中发育河流相沉积袁在
基准面下降半旋回中也发育河流相沉积袁 即在基准
面升降两个阶段均沉积地层遥 这种认识并不被大多
数地质学家所接受, Miall咱46暂就曾对Shanley尧Wright等
的模式提出过质疑袁他认为院在基准面的下降阶段河
流依旧产生加积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咱46-47暂遥 在基准面
的下降阶段袁 河流处于整个生命周期之中地表环境
改变最剧烈的阶段袁不论是横向上的河流侧蚀作用袁
还是纵向上的河流下切作用都很盛行袁 河流将产生
溯源侵蚀遥在这种强烈改变地表环境的背景下袁河流
的倾斜程度和坡降高度不断增大袁 河水的流动能力
被进一步激发袁沉积物较难于保存遥非常规体系域河
流层序模式的理论进步袁 使得所有沉积物的堆积期
都被限定在了基准面上升期袁 而基准面的下降期不
形成沉积袁只会侵蚀袁从而产生不整合面咱48暂遥
低要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的定义袁 是依据河流

构架要素在河流层序格架中的相对比例来加以解释

的袁即在岩石分布中袁用粗粒聚集在河道沉积尧细粒
泛滥在平原沉积的情况加以区分遥 多期聚集在河道
充填沉积所组成的地层记录袁 代表了一个低可容纳
空间的沉积背景袁相对的袁以泛滥平原沉积占主导的
地层序列袁则被解释为高可容纳空间沉积环境遥低和
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袁在垂向层序中彼此相邻袁它们
形成于可容纳空间增长速率不同的阶段袁 即基准面
上升速率不同的阶段遥 低可容纳空间体系域形成在

陆上不整合面之上袁 一般是由河流沉积中最粗粒的
沉积组分构成袁并缺乏泛滥平原组分袁反映了原始沉
积环境的高能量遥 低可容纳空间体系域同时具有向
上变粗的序列袁这是一种野进积型冶的沉积趋势袁物源
区提供的碎屑物质逐渐往盆地的更中心处溢流遥 高
可容纳空间体系域包含了更多尧 更高比例的细粒越
岸沉积物袁河道充填沉积较少袁可以在地层中较直观
地区分出来遥 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具有野加积型冶的
沉积趋势袁沉积物向上变细袁这都反映了低能量的高
水位沉积特征渊表1冤遥
表1 低要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的识别特征与石油地质意义咱41暂

在河流层序格架中袁河道和泛滥平原沉积的比率
取决于基准面上升的速率遥 基准面上升的速率不同袁
造成了河道聚合程度和沙泥比的不同遥基准面上升的
早期袁由于下切谷地形的影响往往发育多期辫状河道
充填沉积遥 这种聚合式河道沉积袁反映了沉积旋回早
期基准面上升速率有限袁可容纳空间受到限制袁河流
只能在横向和侧向上不断地冲击尧决口遥 在地质记录
中袁 低可容纳空间体系域的这种聚合式河道充填沉
积袁是由河道沉积的野聚合作用冶产生的遥所谓野聚合作
用冶袁就是河岸缺乏植被有效的稳定保护袁使得河道分
化迅速袁并且横向摆动剧烈袁再加上河水从上游高处
向下游低处的汇流过程中由于势能向动能的转化袁使
得河水流速不断加大袁在河谷所限制的沉积范围内河
道与河道之间不断冲击尧决口袁并撕裂尧破坏原有的沉
积遥在河道间不断冲击尧决口与互相叠置的过程中袁逐
步形成了彼此互相切割并且高度聚合的河道砂岩袁

层序边界 多袁近距离复合 少

沉积趋势 早期进积 加积

沉积能量 早期高能袁后期下降 随时间下降

粒 度 粗 细

形 态 规则袁不连续 板状或楔状

砂/泥比 高 低

储层结构 聚合河道充填 孤立带状砂体

泛滥平原沉积物 薄袁较为稀少 丰富袁厚度较厚
厚 度 薄 厚

煤 层 稀少 发育

古土壤 发育 不发育

石油地质意义

下伏地层

连通性极好的河道砂体储层

控制增强

也可以成为孤立储层

弱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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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一个过度充填的前陆盆地中发育的完整的河流沉积层序

测井曲线来自于印度 Assam盆地遥 LAST 低可容纳空间体系域曰 HAST 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

野聚合作用冶就是冲击尧决口导致的河道砂体的密集产
出遥 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的形成袁是由于河流可容纳
空间增长的高速率袁 造成河流沉积加积率的上升袁沉
积物主要以细粒泛滥平原沉积包裹高弯曲度孤立河

道沉积为主遥 这种泛滥平原沉积发育袁反映了沉积旋
回晚期基准面上升的高速率以及高可容纳空间的背

景遥 低和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袁共同组成了河流层序
格架中正可容纳空间阶段渊基准面上升期冤的产物遥

一个完整的河流沉积层序在正可容纳空间阶段

沉积地层袁在负可容纳空间阶段渊基准面下降期冤形
成层序边界遥 每一个河流沉积旋回都被物源区的构
造变化事件或气候的改变所结束遥 通常物源区的构

造抬升袁会造成河流地貌的斜坡坡度变陡尧河流能量
加大尧 河流沉积体系的基准面开始下降并最终导致
下切谷的形成曰物源区的构造沉降袁会造成河流地貌
的斜坡坡度变缓尧 河流沉积体系基准面开始上升并
最终导致河流的加积咱49-50暂遥 气候的突然改变有可能
增加环境能量袁造成河流的流速加快袁也可侵蚀形成
下切谷遥在此值得强调的是袁低要高可容纳空间体系
域可以用来解释基准面变化曲线不规则的情况遥 如
果由于构造和气候旋回导致的基准面上升阶段持续

的时间更久袁那么就会沉积更厚的河流相地层曰如果
基准面下降阶段持续时间更久袁 就会导致更多的侵
蚀袁形成更广泛的陆上不整合面渊图2冤遥

3 河流相层序地层学研究展望

在近岸线区域袁 海平面的变化比其他的影响因
素更能导致基准面的变化袁 所以常规体系域河流相
层序模式在近滨线沉积环境中有其合理性遥 在不同
的地质背景下袁构造运动尧气候交替及海平面升降等
对内陆地区和近滨线附近有着不同的影响咱51暂遥 海平
面的变化或滨线的迁移袁 也许只能影响从滨线向河
流上游有限范围内的河流沉积作用袁Miall也得出近

似的结论袁 受海平面变化影响的河流流程距离向河
流上游追溯袁可从几十千米到两百千米不等咱11袁46暂遥
构造运动和气候更替袁可以影响沉积物供给尧河

流流量以及植被发育情况袁 从而产生特定的河流沉
积类型咱52-53暂遥 因此袁根据研究区域的地质背景袁应选
择性地运用河流相层序模式遥
河流的造谷阶段会生成河流阶地袁 幕式构造运

动形成的河流阶地与气候周期性变化形成的河流阶

地具有明显的区别袁 这可以作为识别河流层序形成

章轩玮院从常规体系域到非常规体系域要要要河流相层序地层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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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因素的一条线索遥 Bull咱54暂将河流阶地大致分为
三种类型院构造阶地尧气候阶地和复合响应阶地遥 气
候成因阶地的旋回性沉积变化袁 反映了气候变化的
周期性遥构造成因阶地的开始下切年龄袁应该是构造
运动的一幕遥 气候变化所形成的阶地以堆积阶地为
主袁一般情况下袁阶地之间的高差比较小袁阶地两侧
对称分布遥构造成因可产生基座阶地袁这是由于地壳
抬升尧 河流下切侵蚀的深度超过河流沉积物的厚度
而直达基岩所形成的咱55-57暂遥这种以河流层序边界渊河
流下切谷冤的成因为主要线索袁判断河流层序形成的
主要控制影响因素的方法袁 需要结合河流地貌学的
知识来进行袁 这在内陆地区不失为一种判断河流层
序模式是否适用的手段遥很早就有中国学者意识到袁
以河流下切侵蚀谷和滞留砾岩为特征的河流回春作

用面袁 是河流相层序底界面最主要的一种物质表现
形式咱58暂遥

另外袁河流沉积体系的运转特性袁在大多数时候
都被认为是一种难以预测的尧 甚至有可能是混乱的
作用模式遥 众所周知袁降雨量的变化袁可以引起河道
中河水的泛滥变化遥但是河道中河水泛滥袁对于整个
河流冲积体系的影响却是无法准确评价的袁 因为相
等尺度规模的一次河水泛滥袁 有可能引发河道下切
侵蚀作用袁也有可能引发河道越岸沉积袁或者干脆就
不引发河流的任何变化遥这些不同的结果袁受温柔的
降雨事件或激烈的风暴事件所左右袁 也受控于源头
沉积物供应的波动性和不均一性袁 即使是排水流域
或者是汇水流域在形态上轻微的变化都有可能改变

河道形态的发育和展布遥河流沉积体系的复杂程度袁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院非线性与自组织临界性咱59-60暂遥
非线性渊nonlinearity冤袁指在一个河流沉积体系中袁整
个河道的泥沙沉积物输入量及河道沉积记录的产出

量,与沉积物输入量不成正比咱59暂遥自组织临界性渊self-
organised criticality冤袁指河流沉积体系会在某一个时
间点上处于一种准稳定渊暂时稳定袁但是平衡状态一
经打破便进入破坏阶段而无法返回冤的野危机状态冶
之中咱60暂遥 这种准稳定的野危机状态冶是河流自身组织
产生的遥围绕着这种危机状态袁河流即使受到一些极
其微小的扰动也会发生许多剧烈的波动与变化遥 河
流的沉积过程本身袁 就是一个既受自旋回影响又受
异旋回影响的过程袁所以河流自身的运转特性袁决定
了河流沉积的难以预测遥因此袁我们应更多地去考虑
河流沉积的复杂性袁 从而指导我们去准确识别河流

沉积记录遥 并通过对河流沉积记录的正确识别来明
确层序格架中沉积相的类型遥
4 结 论

河流相层序地层学研究袁 是我国层序地层学家
在国际上对层序地层学概念体系发展尧 生产实践运
用尧技术手段创新等方面贡献最大的研究领域袁直到
今天还在不断涌现着新的研究成果遥

渊1冤早期的近滨线河流相层序模式袁受Exxon学
派的影响较深袁沿用了经典海相层序地层学中野常规
体系域冶的名称及其术语袁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明确袁
在超越岸线的内陆地区袁 海平面变化并不是河流层
序形成的主因袁因而野常规体系域冶就不能无限制地
使用遥 河流层序的形成袁 由可容纳空间的变化所导
致袁因此袁用可容纳空间定义的野非常规体系域冶袁即
低要高可容纳空间体系域的出现袁 是河流相层序地
层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遥

渊2冤虽然众多学者已经在一些内陆盆地建立了
特定的河流相层序地层模式袁 但由于同一研究区域
构造活动复杂尧相变频繁袁致使不同学者所建立的层
序格架不尽相同遥 这是河流层序模式选用混乱所造
成的袁 所以未来河流相层序地层学最重要的发展方
向应是特定沉积环境下特定河流层序模式的选用袁
融合河流沉积学尧层序地层学尧河流地貌学的知识袁
以控制河流基准面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线索袁来
区分河流层序模式遥

渊3冤河流的沉积过程本身袁就是一个改变地表环
境的过程袁这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袁它同时具有
河流的自组织临界性袁 这些决定了河流的地质记录
更加复杂多变遥 在大量发育河流相地层的内陆沉积
盆地中袁 差异构造作用导致层序界面尧 沉积微相组
合尧 地层叠置方式等从造山带向克拉通发生明显的
变化遥至今河流相层序地层学在体系域划分尧层序内
相对等时对比尧 基准面识别等方面均存在着诸多问
题与争议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袁探求一种受构造和
气候影响因素控制的适用于我国内陆地区的非常规

体系域河流层序模式袁 是河流相层序地层学的一个
发展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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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shoreline siliciclastic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has been
used in the fluvial strata which have a link with the sea level changes. It results in forming the conventional systems
tracts models of fluvial sequence which include lowstand systems tract(LST) and transgressive systems tract(TST) and high鄄
stand systems tract(HST). With deep research in the inl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which hav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sea level changes, the early division of fluvial sequence that is used in the shoreline sedimentary systems tracts is incon鄄
sistent, so the concept of low - and high -accommodation systems tracts (LAST and HAST) (unconventional systems
tracts) is raised, which represent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fluvial sequence stratigraphy. The concept convert from
conventional systems tracts to unconventional systems tracts will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and ideas for studying complex
fluvial deposition process and extracting stratigraphic record rules.
Key words院 Fluvial facies; Sequence stratigraphy; Systems tract;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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