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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以此祝贺创刊主编、现名誉主编冯增昭教授荣获由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

会颁发的 “中国沉积学终身成就奖”。冯增昭先生今年已经 ９５岁，但依然在笔耕不止，为沉积学和古地理学事业、为 《古地理学报》中文

版及英文版的发展，奉献着光和热。

祝福冯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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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增昭教授简介与主要著作

郑秀娟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期刊社，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冯增昭，１９２６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登封县，
１９５２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历任清华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大学 （北京）

及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助教、讲师、副教授及

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享受中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的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中国石油工业有突出

贡献的科技专家。曾任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大庆

石油学院、江汉石油学院兼职教授，长庆石油勘探

局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

及常务理事，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相古地

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

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及副秘书长，中国地质学

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理事及副秘书长，《沉积学

报》编委，《矿物岩石》编委。现为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教授、《古地理学报》中文版及英文版主

编。有 《沉积岩石学》、 《中国沉积学》等沉积学

著作 ８部，《华北地台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中
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等岩相古地理学

著作 １４部，《沉积岩成因》、《碳酸盐岩分类文集》
等沉积学翻译著作 ５部及文章 １０多篇，第一作者
文章 ９０多篇，非第一作者文章 ３０多篇，共 １６５０
万字以上。培养了大量高科技人才，其中包括硕士

２０名、博士 ２６名及博士后 １０名。曾获李四光地
质科学奖 （科研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

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优秀教材特等奖及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山东省及北京市

奖励 １４项。
冯先生除了在学术上具有较高的造诣外，独特

的杰出贡献还有：

１）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第 １个博士学位授

予点；

２）１９９９年创办了 《古地理学报》；

３）２０１２年创办了 《古地理学报 （英文版）》；

４）发起成立了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
相古地理专业委员会；

５）发起成立国际古地理学会（筹备中，待
批）；

６）承接并沿袭主办了由廖士范先生发起的岩
相古地理学会议，即目前已经召开了十六届的全国

古地理学及沉积学学术会议；

７）发起了国际古地理学会议，目前已经召开
四届，２０２２年 ５月将在长江大学召开第五届国际
古地理学会议。

下面分沉积学著作、岩相古地理学著作、文

集、沉积学翻译著作和文章、第一作者文章及非第

一作者文章 ６个部分，总结冯增昭先生的论著。

一、沉积学著作

１北京石油学院矿物岩石教研室编．１９６１．沉
积岩石学．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共 ２５６页，３３
万字 （吴崇筠主编，冯增昭为第二编者，编写内

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１１万字）．
２北京石油学院矿物岩石教研室编．１９６５．沉

积岩石学．北京：北京石油学院出版，共 １４２页，
２１３万字。（冯增昭主编）．

３华东石油学院勘探系基础地质、石油地质
教研室主编．１９７７．沉积岩．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出
版社，共 ３５１页，５３４万字 （吴崇筠主编，冯增

昭为第二编者，编写内容约占全书三分之一，１７８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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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华东石油学院矿物岩石教研室主编．１９８２．
沉积岩石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上、下两册
５４６页，８７４万字 （冯增昭主编）．

５冯增昭．１９８９．碳酸盐岩岩相古地理学．北
京：石油工业出版社，共 １８６页，２９８万字．

６冯增昭主编．１９９４．沉积岩石学 （第二版）．
北京：石油工 业出版社，上、下两册 ６９４页，
１１１１万字．

７冯增昭主编．１９９４．中国沉积学．北京：石油工
业出版社，文８９６页，１４３４万字，照片图版７２页．

８冯增昭主编．２０１３．中国沉积学·第二版．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上、下两册共 １７９２页，
３０１２万字．

二、岩相古地理学著作

１冯增昭主编．１９８８．下扬子地区中下三叠统
青龙群岩相古地理研究．云南昆明：云南科技出版
社，文 １９７页，２２５万字，照片图版 １８页．

２冯增昭，王英华，张吉森，左文岐，张秀
莲，洪国良，陈继新，吴胜和，陈玉田，迟元苓，

杨承运．１９９０．华北地台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北
京：地质出版社，文 ２７０页，４０万字．

３冯增昭，陈继新，张吉森．１９９１．鄂尔多斯
地区早古生代岩相古地理．北京：地质出版社，文
１９０页，２８９万字，图版 １６页．

４冯增昭，何幼斌，吴胜和，陈华成，覃兆
松，齐敦伦，柳祖汉，彭德堂，徐安武，杨孟达，

黄明康，郭柏英，迟元苓，毕仲其，龚祖兴，罗

璋．１９９１．中下扬子地区二叠纪岩相古地理．北京：
地质出版社，文 ２８２页，３７２万字．

５冯增昭，金振奎，杨玉卿，鲍志东，辛文
杰．１９９４．滇黔桂地区二叠纪岩相古地理．北京：地
质出版社，文 １４６页，１９４万字．

６冯增昭，鲍志东，李尚武．１９９４．滇黔桂地
区早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山东东营：石油大学出
版社，文 １８０页，３２３万字．

７冯增昭，杨玉卿，金振奎，李尚武．１９９７．
中国南方二叠纪岩相古地理．山东东营：石油大学
出版社，文 ２４２页，４２万字．

８冯增昭，鲍志东，李尚武．１９９７．中国南方
早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文２２２页，３５５万字，照片图版 ２８页，彩图 ４页．

９冯增昭，杨玉卿，鲍志东，金振奎，张海
清，吴祥和，齐敦伦．１９９８．中国南方石炭纪岩相

古地理．北京：地质出版社，文 １１９页，２０３万
字，彩图 ４，照片图版 ９页．

１０冯增昭，鲍志东，张永生，谭健，康
!

发，韩征，王玉新，张传录，韩宇春．１９９８．鄂尔
多斯奥陶纪地层岩石岩相古地理．北京：地质出版
社，文 １４４页，２３万字，照片图版 ８页．

１１冯增昭，张家强，王国力，金振奎，鲍志
东．２０００．中国西北地区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
理．山东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文 ２３４页，４１３
万字．

１２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蒋盘良，鲍志
东，罗璋，鞠天吟，田海芹，汪红．２００１．中国南
方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北京：地质出版社，
文 ２２１页，３６４万字，彩图 １０，照片图版 ８页．

１３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蒋盘良，鲍志
东．２００４．中国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文 ２３３页，４２万字，彩图 ４２
页，照片图版 １８页．

１４冯增昭，鲍志东，吴茂炳，金振奎，时晓
章．２００５．塔里木地区寒武纪和奥陶纪岩相古地理．
北京：地质出版社，文 １８６页，３０万字，彩图 ８，
照片图版 ８页．

三、文集

１冯增昭．２００６．冯增昭文集．北京：地质出版
社，文 ５７２页，照片图版 ２２，９３４万字．

四、沉积学翻译著作和文章

１ＲＬ福克等著．１９６２．冯增昭译．１９７５．地
质资料汇编·第三集．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重庆分社，文 ８０页，１６万字．

２Ｈ布拉特，ＧＶ米德顿，ＲＣ穆雷著．
１９７２．冯增昭等译．１９７８．沉积岩成因．北京：科学
出版社，文 ４３４页，６４３万字．

３ＧＶ奇林格等主编．１９６７．冯增昭等译．
１９７８．沉积学的进展：碳酸盐岩．北京：石油工业出
版社，文 ３５９页，５４６万字．

４Ｋ巴迪奥札曼尼著．１９７３．冯增昭译，沙庆
安校．１９７９．混合白云化作用模式：应用于威斯康
星的中奥陶统．天然气勘探与开发，２（２）：１０－２１，
１５万字．

５ＬＳ兰德著．１９７３．冯增昭译．１９７９．北牙
买加更新世石灰岩的全新世大气水白云化作用．天
然气勘探与开发．２（２）：２２－２８，文 １３万字．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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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ＨＧ古德尔，ＲＫ加曼著．１９６９．冯增昭
译．１９７９．巴哈马群岛安德罗斯岛苏必利尔深井的
碳酸盐岩石学及地球化学．天然气勘探与开发，２
（２）：２９－３４，文 ０８万字．

７ＭＭ阿斯兰尼等著．１９６５．冯增昭等译．
１９８０．石油地质学译文集·第 ４集·碳酸盐岩沉积
环境．科学出版社，文 １５２页，２２５万字．

８ＪＬ威尔逊著．１９７５．冯增昭等译．１９８１．
地质历史中的碳酸盐相．北京：地质出版社，文
３６５页，５０９万字．

９ＷＥ哈姆主编．１９６２．冯增昭等译．１９８２．
碳酸盐岩分类文集 （地质资料汇编·第九集）．重
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文 １４４页，２３
万字．

１０ＬＳ兰德著．１９８３．冯增昭译．１９８５．白云
化作用．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５页，２４万字．

１１ＨＥＣｏｏｋ，ＰＥｎｏｓ主编．１９７７．冯增昭等
译．１９８７．深水碳酸盐环境．北京：地质出版社，文
２５９页，３８９万字．

１２谢家荣著．１９４８．张宏远，邵龙义，张鹏飞，
谢学锦，冯增昭译．２００１．古地理为探矿工作之指
南．古地理学报，３（４）：１－９．

１３Ｇ山穆著．２０１７．冯增昭，刘敏译．２０１７．
地震岩问题．古地理学报，１９（１）：１９－６４，文９万字．

五、第一作者文章

１冯增昭．１９６３．沉积铝土矿的成因及其在化
学沉积分异中的位置问题．见：北京石油学院科学
研究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北京石油学院科学
研究论文集 （上册）．３７－４９．

２冯增昭．１９７７．华北下奥陶统岩相古地理新
探．华东石油学院学报，（３）：５７－７９．

３冯增昭．１９７９．华北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新
探．地质科学，１４（４）：３０２－３１３．

４冯增昭．１９７９．白云岩的生成机理与成因分
类．天然气勘探与开发，２（２）：１－９．

５冯增昭．１９８０．碳酸盐岩沉积环境及岩相古
地理的研究．石油实验地质，２（３）：２４－３１．

６冯增昭．１９８２．碳酸盐岩分类．石油学报，３
（１）：１１－１８．

７冯增昭．１９８３．略论碳酸盐岩岩相古地理研究
中的一些问题．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４（１）：１００－１０８．

８冯增昭，张吉森，费安琦，刘平均．１９８３．陕
甘宁晋及内蒙古地区奥陶纪岩相古地理新探．地质

论评，２９（１）：１７－２４．
９冯增昭．１９８４．建议编制中国岩相古地理图．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讯，３（３）：７４．
１０冯增昭，王琦，周莉，张建华，张晓沂，叶

孟杰．１９８４．海南岛三亚湾现代碳酸盐沉积．沉积学
报，２（２）：１－１５．

１１冯增昭．１９８６．华北地台东部晋冀鲁京津地
区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沉积学报，４（４）：２８－４０．

１２ＦｅｎｇＺＺ．１９８７．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ｎ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ｕＧＺ（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５９－１７５．

１３冯增昭，吴胜和．１９８７．下扬子地区中、下
三叠统青龙群岩相古地理研究及编图．沉积学报，５
（３）：４０－５８．

１４冯增昭．１９８８．我国岩相古地理学的现状及
发展趋势．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讯，７（２）：８６－８８．

１５冯增昭，吴胜和．１９８８．从岩相古地理论下
扬子地区青龙群油气潜景．石油学报，９（２）：１－１１．

１６ＦｅｎｇＺＺ，ＣｈｅｎＪＸ，ＷｕＳＨ．１９８９．Ｌｉｔｈｏ
ｆａｃｉ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
ｎ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沉积学报，７（４）：１５－５５（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７冯增昭，陈继新．１９９０．华北地台中寒武世
张夏期岩相古地理．见：冯景兰教授诞辰 ９０周年
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冯景兰教授诞辰 ９０周年纪
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６６－１７６．

１８冯增昭．１９９１．我国古地理学及岩相古地
理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见：中国矿物岩石
地球化学学会 （编）．八十年代中国矿物学岩石学
地球化学研究回顾．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０３－１０５．

１９冯增昭．１９９２．单因素分析综合作图法：岩
相古地理学方法论．沉积学报，１０（３）：７０－７７．

２０冯增昭，何幼斌，吴胜和．１９９２．中下扬子
地区早二叠世岩相古地理．见：中国地质学会
（编）．“七五”地质科技重要成果学术交流会议论
文选集．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７－３１．

２１冯增昭，陈继新，张吉森．１９９３．鄂尔多斯地
区奥陶纪岩相古地理．见：杨光华 （编）．石油高等教
育四十年科学论文集．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７０－７７．

２２冯增昭，何幼斌，吴胜和．１９９３．中下扬子
地区二叠纪岩相古地理．沉积学报，１１（３）：１３－２４．

２３ＦｅｎｇＺＺ，ＪｉｎＺＫ．１９９４．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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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地　理　学　报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ｏｆｄｏｌｏｓｔ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９３（３－４）：２７９－２９０．

２４冯增昭，鲍志东．１９９４．滇黔桂地区早中三
叠世岩相古地理．见：欧阳自远 （编）．中国矿物学
岩石学地球化学新进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４０２－４０３．

２５冯增昭，鲍志东．１９９４．滇黔桂地区中下三
叠统油气储集岩研究．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讯，１３
（４）：１９９－２００．

２６冯增昭，鲍志东．１９９５．中国南方早三叠世
印度期岩相古地理．见：王英华，鲍志东，朱筱敏
（编）．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新进展．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１２３－１２６．

２７冯增昭，杨玉卿，金振奎，何幼斌，吴胜
和，辛文杰，鲍志东，谭健．１９９６．中国南方二叠纪
岩相古地理．沉积学报，１４（２）：１－１１．

２８冯增昭．１９９７．深切怀念吴崇筠教授．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人教局 （编）．石油高校优
秀教材建设文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８－１０．

２９冯增昭，鲍志东，金振奎，杨玉卿．１９９７．
中国南方二叠纪和三叠纪岩相古地理概述．见：王
宜林 （编）．第五届全国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学
术会议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４８－５０．

３０冯增昭，鲍志东，李尚武．１９９７．从岩相古
地理论中国南方中下三叠统油气潜景．石油大学学
报 （自然科学版），２１（３）：１－６．

３１冯增昭，鲍志东，吴胜和，李永铁，王国
力．１９９７．中国南方早中三叠世岩相古地理．地质科
学，３２（２）：２１２－２２０．

３２冯增昭，鲍志东，杨玉卿，金振奎．１９９７．
南方海相油气勘探为什么久攻不下？海相油气地

质，２（４）：４－７．
３３冯增昭，李尚武．１９９７．从岩相古地理论中

国南方二叠系油气潜景．石油学报，１８（１）：１０－１７．
３４ＦｅｎｇＺＺ，ＺｈａｎｇＹＳ，ＪｉｎＺＫ．１９９８．Ｔｙｐ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ｏｌｏｓｔｏｎｅｓｏｆｔｈｅ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ＭａｊｉａｇｏｕＧｒｏｕｐ，Ｏｒｄｏ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８（１－４）：１２７－１４０．

３５冯增昭．１９９８．我国岩相古地理的形成、
发展与展望．见：欧阳自远 （编）．世纪之交矿物
学、岩石学、地球化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原子
能出版社出版，３６５－３６７．

３６冯增昭．１９９９．为我国古地理学的持续发
展和创新而奋斗： 《古地理学报》创刊词．古地理
学报，１（１）：１－６．

３７冯增昭．１９９９．创业正艰辛痛失先哲尊长：
悼念刘鸿允先生．古地理学报，１（１）：９６．

３８冯增昭．１９９９．我国古地理学的形成、发
展与展望．古地理学报，１（２）：１－７．

３９冯增昭，鲍志东．１９９９．鄂尔多斯奥陶纪马
家沟期岩相古地理．沉积学报，１７（１）：１－８．

４０冯增昭，杨玉卿，鲍志东．１９９９．中国南方
石炭纪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１（１）：７５－８６．

４１冯增昭，鲍志东，康祺发，张永生，谭健，
李振亚，庞福民，赵学仁．１９９９．鄂尔多斯早古生代
古构造．古地理学报，１（２）：８４－９１．

４２冯增昭，鲍志东，康祺发，张永生，谭健，
李振亚，庞福民，赵学仁．１９９９．鄂尔多斯奥陶纪古
构造．古地理学报，１（３）：８３－９４．

４３冯增昭，杨玉卿，金振奎，鲍志东．１９９９．
从岩相古地理论中国南方石炭系油气潜景．古地理
学报，１（４）：８６－９２．

４４冯增昭，金振奎，鲍志东，杨玉卿．２０００．
从定量岩相古地理论中国南方海相碳酸盐岩油气

（摘要）．海相油气地质，增刊第 １期：１２３．
４５冯增昭，张家强，金振奎，鲍志东，王国

力．２０００．中国西北地区寒武纪岩相古地理．古地理
学报，２（２）：１－１０．

４６冯增昭，张家强，金振奎，鲍志东，王国
力．２０００．中国西北地区奥陶纪岩相古地理．古地理
学报，２（３）：１－１４．

４７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蒋盘良，鲍志
东，罗璋，鞠天吟，田海芹，汪红．２００１．中国南方
寒武纪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３（１）：１－１４．

４８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蒋盘良，鲍志
东，田海芹，汪红，罗璋，鞠天吟．２００１．中国南方
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３（２）：１１－２２．

４９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蒋盘良，鲍志东，
罗璋，鞠天吟，田海芹，汪红，２００１．中国南方中及晚
奥陶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３（４）：１０－２４．

５０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鲍志东．２００２．中
国早寒武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４（１）：１－１２．

５１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鲍志东．２００２．中
国中寒武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４（２）：１－１１．

５２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鲍志东．２００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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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晚寒武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４（３）：１－１０．
５３冯增昭．２００３．我国古地理学的形成、发

展、问题和共识．古地理学报，５（２）：１２９－１４１．
５４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鲍志东．２００３．中

国早奥陶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５（１）：１－１６．
５５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鲍志东．２００３．中

国中奥陶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５（３）：２６３－２７８．
５６冯增昭．２００４．继续奋斗争创一流．古地理

学报，６（１）：１－２．
５７冯增昭．２００４．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综合作图

法：定量岩相古地理重建．古地理学报，６（１）：３－１９．
５８冯增昭．２００４．开拓者的业绩要继承发扬：

在第八届全国古地理学及沉积学学术会议开幕式上

的发言．古地理学报，６（４）：３８７－３９０．
５９冯增昭，彭勇民，金振奎，鲍志东．２００４．中

国晚奥陶世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报，６（２）：１２７－１３９．
６０冯增昭．２００５．从定量岩相古地理学谈华南

地区海相地层油气勘探．古地理学报，７（１）：１－１１．
６１冯增昭．２００５．关于油气保存单元．石油与

天然气地质，２６（３）：３８８－３９０．
６２冯增昭．２００５．吴崇筠教授：中国石油大学

沉积岩石学教学及教材建设的奠基者．古地理学
报，７（４）：４３３－４３５．

６３冯增昭，鲍志东，吴茂炳，金振奎，时晓
章．２００６．塔里木地区寒武纪岩相古地理．古地理学
报，８（４）：４２７－４３９．

６４ＦｅｎｇＺＺ，ＢａｏＺＤ，ＷｕＭＢ，ＪｉｎＺＫ，Ｓｈｉ
ＸＺ．２００７．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
ａｎｉｎＴａｒｉｍａｒｅ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
２６５－２７４．

６５冯增昭，鲍志东，吴茂炳，金振奎，时晓
章，骆艾荣．２００７．塔里木地区奥陶纪岩相古地理．
古地理学报，９（５）：４４７－４６０．

６６冯增昭．２００９．中国古地理学的定义、内
容、特点和亮点．古地理学报，１１（１）：１－１１．

６７ＦｅｎｇＺＺ，ＢａｏＺＤ．２０１２．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ｌａｕｎｃｈ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
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１）：１－３．

６８ＦｅｎｇＺＺ，ＺｈｅｎｇＸＪ，ＪｉｎＺＫ．２０１２．Ｐａｌａｅ
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１
（２）：９１－１０４．

６９冯增昭．２０１２．关于白云岩、白云石、白

云岩化、白云石化和白云化等术语的辨析．古地理
学报，１４（２）：２１８．

７０ＦｅｎｇＺＺ，ＢａｏＨＰ，ＪｉａＪＨ，ＷａｎｇＹＧ，
ＤｅｎｇＸ Ｑ．２０１３．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ａ
ｇｕｉｄｅｔｏ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２（２）：１０９－１２６．

７１冯增昭，鲍志东，郑秀娟，朱筱敏，金振
奎，季汉成，管守锐，王媛，张西娟，李新坡，吴

晓鸣，刘敏，胡秀芳．２０１３．以 《中国沉积学》

（第二版）贺中国石油大学六十华诞．古地理学报，
１５（５）：Ⅲ．

７２冯增昭．２０１３．《中国沉积学》 （第二版）

序．古地理学报，１５（５）：Ⅳ－Ⅸ．
７３ＦｅｎｇＺＺ，ＢａｏＺＤ，ＺｈｅｎｇＸＪ，ＺｈｕＸＭ，

ＪｉｎＺＫ，ＪｉＨＣ，ＧｕａｎＳＲ，ＷａｎｇＹ，ＺｈａｎｇＸＪ，ＬｉＸ
Ｐ，ＷｕＸＭ，ＬｉｕＭ，ＨｕＸＦ．２０１３．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６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ｗｉ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４）：Ⅲ．

７４ＦｅｎｇＺＺ（ＣｈｉｅｆＥｄｉｔｏｒ）．２０１３．Ｐｒｅｆａｃｅ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４）：Ⅳ－Ⅻ．

７５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４．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１）：Ⅰ－Ⅳ．

７６ＦｅｎｇＺＺ，ＺｈｅｎｇＸＪ，ＢａｏＺＤ，ＪｉｎＺＫ，
ＷｕＳＨ，ＨｅＹＢ，ＰｅｎｇＹＭ，ＹａｎｇＹＱ，ＺｈａｎｇＪＱ，
ＺｈａｎｇＹＳ．２０１４．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１）：１－３４．

７７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４．Ｗ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ｎ
Ｃｈｉｅ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４）：３３１．

７８冯增昭．２０１４．第十三届全国古地理学及沉
积学学术会议开幕词．古地理学报，１６（６）：Ⅰ－Ⅳ．

７９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５．Ｈｏｐｅｔｏｂｅ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４（１）：６３．

８０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５．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ａｂｏｕｔ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Ｖéｒ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ｗ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Ｃｈｉｅ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４（３）：２３１－２３３．

８１ＦｅｎｇＺＺ，ＢａｏＺＤ，ＺｈｅｎｇＸＪ．２０１５．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ＧｒｅａｔＢａｎｋ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４（１）：９９－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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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地　理　学　报　　　 ２０２２年 ４月

８２冯增昭，鲍志东，郑秀娟，王媛．２０１５．关
于 “大贵州滩”．古地理学报，１７（４）：５７３－５７５．

８３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６．Ｏｎ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１）：１－２７．

８４冯增昭．２０１６．论古地理图．古地理学报，
１８（３）：２８５－３１４．

８５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６．Ｗ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ｎ
Ｃｈｉｅｆ：ａ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ｆａｎ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５０－２０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２）：１０９．

８６ＦｅｎｇＺＺ，ＢａｏＺＤ，ＺｈｅｎｇＸＪ，ＷａｎｇＹ．
２０１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ｂ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４）：３１１－３１７．

８７冯增昭，鲍志东，郑秀娟，王媛．２０１７．中
国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及地震岩研究简评．古地理学
报，１９（１）：７－１２．

８８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７ａ．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ｆ
“Ｍｕｌｔｉ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６（１）：１－６．

８９冯增昭．２０１７ｂ．一次成功的专题研讨会：
“多成因的软沉积物变形构造及地震岩”．古地理学
报，１９（１）：１－６．

９０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７ｃ．Ｐｒｅ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６（１）：７－１１．

９１冯增昭．２０１７ｄ．《地震岩问题》中译本序．
古地理学报，１９（１）：１３－１７．

９２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７ｅ．Ｗ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ｎ
Ｃｈｉｅ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６（３）：２１９－２２３．

９３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７ｆ．Ａｂ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７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ｏｆｔ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
ｔ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４４（２０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４）：２４３－２５０．

９４冯增昭．２０１９ｇ．主编的话：岩石不是微
相．古地理学报：１９（５）：ＩＩ

９５冯增昭．２０１８ａ．Ｓｅｉｓｍｉｔｅｓ、地震岩、震积岩
和软沉积物变形构造等术语问题的讨论．中国科技
术语，２０（６）：２８－３８．’

９６冯增昭．２０１８ｂ．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

对 ３篇评议文章的答复．中国科技术语，２０（６）：
４７－４９．［附中国科技术语·卷首语．中国科技术语
编辑部，２０（６），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１５日］

９７ＦｅｎｇＺＺ．２０１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ａｃ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
ｐｈｙ，８（４）：３２１－３３１．

９８冯增昭．２０２０．沉积相的一些术语定义的
评论．古地理学报，２２（２）：２０７－２２０．

六、非第一作者文章

１李秉伦，冯增昭，陈庸勋．１９５２．油浸鉴定
矿物法中用高折光率油的配制试验．地质学报，３２
（４）：３６９－３７２．

２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３．华北地台东部下古生
界白云岩的类型及储集性．沉积学报，１１（２）：１１－１８．

３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４．鲁西地区下古生界
竹叶石灰岩的沉积特征．山东地质，１０（２）：８３－８８．

４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４．煤的含硫量与沉积
环境的关系．复式油气田，５（１）：２４－２７．

５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４．云贵地区二叠系瘤
石灰岩的成因．岩石矿物学杂志，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７．

６吴胜和，冯增昭，何幼斌．１９９４．中下扬子地
区二叠纪缺氧环境研究．沉积学报，１２（２）：２９－３６．

７吴胜和，冯增昭，张吉森．１９９４．鄂尔多斯
地区西缘及南缘中奥陶统平凉组重力流沉积．石油
与天然气地质，１５（３）：２２６－２３４．

８张秀莲，王英华，张万中，冯增昭．１９９４．辽
宁本溪火连寨寒武系岩石学特征及沉积环境分析．
新疆石油地质，１５（３）：２３７－２４６．

９鲍志东，冯增昭．１９９５．滇黔桂地区中下三
叠统重力流石灰岩．见：史训知，张一伟，金之钧，
朱筱敏 （编）．石油勘探新进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地质出版社．

１０鲍志东，冯增昭．１９９５．中国西南地区早中三
叠岩相古地理．石油科技进展．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

１１鲍志东，冯增昭，王国力，张学文，吴胜
和，李永铁．１９９５．见：中国南方早中三叠世深水
沉积及其油气地质意义．王英华，鲍志东，朱筱敏
（编）．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新进展．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１３０－１３５．

１２鲍志东，冯增昭，张学文，何幼斌．１９９５．
滇黔桂地区中下三叠统白云岩及其形成机制．见：
王英华，鲍志东，朱筱敏 （编）．沉积学及岩相古地
理学新进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７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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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何幼斌，鲍志东，冯增昭．１９９５．川黔地区
下三叠统中细晶白云岩的成因．见：王英华，鲍志
东，朱筱敏 （编）．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新进展．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６８－７０．

１４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５．贵州二叠纪的台洼
及其与台地和盆地沉积特征之比较．沉积学报，１３
（Ｓ１）：１０－１７．

１５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５．贵州二叠系浅水和
深水环境中的碳酸盐风暴沉积．石油科技进展．东
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９－１２．

１６金振奎，冯增昭．１９９５．贵州早二叠世台洼
的沉积特征．见：王英华，鲍志东，朱筱敏 （编）．
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新进展．北京：石油工业出
版社，２６０－２６２．

１７金振奎，冯增昭，周明辉．１９９５．云贵地区
二叠系中的遗迹化石．见：王英华，鲍志东，朱筱
敏 （编）．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新进展．北京：石
油工业出版社，２５８－２６０．

１８金振奎，蒋盘良，冯增昭．１９９５．黔东湘西
寒武纪碳酸盐斜坡上的风暴沉积．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３）：１－６．

１９王玉新，冯增昭，韩征．１９９５．鄂尔多斯地
区奥陶系马家沟群层序地层学研究．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１９（Ｓ１）：３１－３７．

２０张学文，鲍志东，冯增昭．１９９５．贵州下二
叠统岩石学特征及沉积环境研究．见：王英华，鲍
志东，朱筱敏 （编）．沉积学及岩相古地理学新进
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７０－７４．

２１ＢａｏＺＤ，ＦｅｎｇＺＺ．１９９６．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ｄｅｅｐｗａ
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３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２ＢａｏＺＤ，ＦｅｎｇＺＺ，ＺｈａｎｇＸＷ．１９９６．Ｒｅ
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ｉ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３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３鲍志东，冯增昭．１９９６．中国南方早中三叠世
岩相古地理与海平面变迁．见：朱筱敏 （编）．石油地
球科学技术论文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２－１７．

２４鲍志东，王国力，李力，冯增昭．１９９６．中
国南方中下三叠统油气勘探前景．见：朱筱敏
（编）．北京石油学会青年科技论文选．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４８－５２．
２５何幼斌，冯增昭．１９９６．四川盆地及其周缘

下二叠统细—粗晶白云岩成因探讨．江汉石油学院
学报，１８（４）：１５－２０．

２６金振奎，冯增昭，鲍志东．１９９７．淡水回流
渗透白云．见：王宜林 （编），第五届全国沉积学

及岩相古地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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