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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扬子及邻区岩石圈结构构造特征与油》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下扬子及邻区岩石圈与油气资源评价的专著，是在“八五”期间地质矿产部深部地质
调查研究项目“下扬子及邻区岩石圈结构构造特征与油气资源评价”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其
主要内容包括地质、地球物理等基础问题的研究及其重大发现，岩石圈层块结构和演化进程，以及油
气资
源评价等。
本书可供深部地质调查人员、油气勘查人员以及有关的科研人员、地质院校师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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