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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对海南岛红树林潮坪及红树林泥炭典型发育地区进行了
系统的多学科的综合的比较沉积学研究。
详细论述了红树林潮坪的微环境与共生环境、水介质特征、生物学特
征及沉积物特征；系统讨论了红树林泥炭的证据及红树林泥炭的理化特征、岩石学特征、有机地球化
学特征、沉
积序列特征及红树林泥炭的形成理论；全面地论证了红树林泥炭及含泥炭沉积序列与我国晚古生代部
分煤层
及含煤建造的可比性。
作者指出了红树林潮坪是特定的潮坪类型，泥炭坪是海相成炭（煤）环境，并在成炭环境、
成炭沉积模式、成炭机理等方面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共分十五章，附图版31个，资料丰富翔实，内容广泛紧凑，论证充分严谨，观点新颖科学，全书
图文并
茂，可供从事沉积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泥炭地学、自然地理学的教学、科研及生产人员以
及高等院校学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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