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地区卫照迹象异常的构造解译

石 油地质中心 实验 室 江苏省石 油地质 大 队

(一 ) 前 言

“

江苏地区
”

概以鲁东隆起之南
,

郑庐断裂系之东
、

江南古隆以北
,

东至南部黄海海岸

范畴之内
。

工区南部基岩露头发育
,

工作程度甚高
,

西部
、

北部有零星露头分布
,

余者为几

十至 3 00 多米厚的第四系覆盖
,

谓之
“

苏北坳陷区
” 。

覆盖区内
,

自五六年特别是五八 年 以

来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物探
、

钻探等石油地质工作
,

目前 已进入石油普查勘探和油气田勘探

开发并举的会战局面
。

大量和多兵种石油普查勘探成果为开展遥感地质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

特别是为在覆盖

区建立可靠的卫照解译标志打下了基础
。

初步解译结果表明
,

这项工作和其它勘探 方 法 一

样
,

都是寻找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
。

唯其具有宏观性
、

概括性以及具备透视性

更有独道之处
。

由于所获得的丰富地质信息与其它手段发现和证实的一些构造
、

断裂
、

火山

口等在空间位置上的一致性
,

以及一些已知的石油和天然气矿点与卫片上反映的微观
、

宏观

地质信息的某种相关联系
,

充分显示了遥感地质工作广阔的发展前途
,

和为实现在江苏找到

一个
“
大庆

” 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

我们这次的卫片解译工作
,

仅限于粗制片的纯 目视解译
。

现有的卫片主要是 E R T S一 2

和部分E R T S一 1 的M S S 4
、

5
、

6
、

7
、

波段象片
,

属于可见光 (部分 近 红 外) 的成象
。

光

的本质是一种电磁波
,

不同目标物 (不 同的地貌
、

土壤
、

植被
、

水文及不同物质组 成 的 地

质体 ) 的电磁波特征差异
,

成为遥感地质学的理论基础
。

作为光
,

它只能在大气或一定厚 (深)

度的水等透光介质中辐射传播
,

对于地表以下的光信 息 不 能直接透视可见
,

太阳 能 的 光

辐射也不会穿透到地下深处
。

卫星象片上出现的透视信息
,

必然是地
一

「某些因素起到传递作

用的结果
。

其中太阳的热源和地下热体的热传导无疑会在第四系覆盖层和地下岩石中发生
,

地下热体的存在和热传导介质的成分
、

结构 (如断裂的存在)
,

决定了传导到地表附近的温

度异常
,

使映象上出现了能反映地下的地质信息
。

如此理解透视信息
,

可以避开
“

透视
” 深

度的争论
,

从而寻找映象的透视信息和地下地质现象的内在联系
。

当然
,

透视信息的出现还

和地下某些活性物质 的扩散
、

运移等现象密切相关
。

这是我们对卫片映象上透视信息的信任

和理论推断
。

这一间题值得深入研究
。

一
、

卫片资料状况 (见表一)

这次卫片解译工作是在朱夏总工程师指导下
,

石油地质大队合作完成
。

判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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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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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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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二
、

编图底图

底图采用了由国家地质总局五普与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七波段 《江苏地区卫

星相片镶嵌图》
。

比例尺为1 :
10 0万

。

因分幅卫片属于粗制片
,

未经地面控制座标的精确定

位和几何纠正
,

和大地座标控制的同比例尺地理底图无法叠置套用
。

三
、

卫片质童

卫片质量总的情况是不好的
。

首先
,

不是同时同条件成象
,

最早是七三年十月 二 十 九

日
,

最晚是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
,

时差三年又一个月之久
。

成象季节不同
,

太阳高度角变化

大 ( 2 6
。

一 6 0
“

)
,

太阳方位角不一 ( 9 7
。

一1 4 6
。

)
,

特别这些卫片都是零星凑在一 起 的
,

加

之放大比例尺不准
、

曝光显影时间不当
,

信息量损失很大
,

宏观和超宏观判读困难
。

就灰度

而言
,

只能分为淡
、

较淡
、

较暗
、

暗四个等级
,

不同的卫片不能进行灰度的直接对比
,

对解

译效果有影响
。



(二 ) 解译标志的建立

一
、

解译原则

1
、

总体分析
:
一L区位于郑庐断裂系东侧

,

特定的大地构造环境决定了高级序和低级序

构造形迹的成因联系
,

决定了断裂展布和褶皱构造的发育
,

不同地史阶段应力场的变异都会

影响构造格架的总体局势
。

因此
,

把宏观乃至超宏观的观察与微观观察统一起来是十分必要

的
,

即看到
“
树木

”

也见到
“

森林
” 。

2
、

综合分析
:

详细封读映象中的全部信息
,

认真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

即地壳表

层和地壳深言筛
,

构造现象和地层发育
,

地质的和地理的
、

地貌的
、

水文的以及土壤
、

植被等

方面之问的联系
,

从根本
_

!二说
,

它们都和地壳运动的发生及活动特点有关
。

由于映象中存在

着大量透视信息
,

需要充分
.

运用综合物探成果及钻井地层资料进行综合解译
。

江苏地区水系

发育
,

特别是人工二改造J卜常普遍
,

区别控制水系和非控制水系尤其重要
,

既要做到
“ 由表及

里” 又要做到
“

去伪存真 ” 。

3
、

对比分析
:

尽可能运用不 同时间
、

不同波段以及不 同比例尺卫片进行对比观察
,

确认

地质构造信 以
,

判读高级序的构造信息必需进行小比例尺和大比例尺的多张卫片追踪对比
。

4
、

吸点分析
:

这次 目视解译以构造解译为主题
,

故以判读几何形态信息为主
,

地层和

岩性的解译困绕构造解译进行
,

判读的日的在于刻画构造信息
。

最终的成果图件只反映了线

性 (断裂迹象线) 和环状信息 (隐伏褶皱
、

火山 口 等) 两类 内容
。

二
、

解译标志

由于仅限构造解译等原因
,

未到野外建立解译标志
,

只在室内根据地面地 质
、

综 合 物

探
、

钻井资料等建立如下判读标志
。

1
.

露头区构造解译标志

( 1 ) 断裂解译标志

¹ 郑庐断裂系
:
在工区西南部的安庆幅映象上

,

桐城 (县 ) 至太湖 (县 ) 一线两侧地貌

截然不 同
,

映象的色调差别大
,

西侧为暗色调而东侧为较淡色调
,

并有长河
、

潜水
、

皖水等

水系形态在山麓处出现异常点
,

色调
、

地貌
、

水系等异常均以 N 45
O

E 方向吻合在一条呈微波

状的迹象线
_

L几
,

这一迹象线正是 已知深大断裂的所在位置
,

长达 1 00 公里以上
。

º 同样在安庆幅上
,

长江以东有一系列N N E 向断裂
,

长度达50 公里以上
。

N E 向的山脉

走向
,

被N N E 向不协调谷地
、

水系切割
,

其两侧山脉左行错动
,

由于出露的岩性不 同造成较

暗和暗色调的线性分界
,

一目了然
。

» 宁芜断陷东侧断裂
:

在南京幅的映象上有 明显反映
。

两侧地貌
、

岩性有差异
,

出现 N

E 向的线性异常
,

和 已知资料提供的断裂位置相符
。

断裂本身被一系列 N W 向断层 左 行 切

割
,

显示了西盘南移的扭动性质
,

从其两端的延伸情况看
,

北端切过宁镇山脉西端 穿 江 而

去
,

南端的铜陵地区沿地貌的分界线有一定延伸
。

( 2 ) 火山口解译标志

火山 口露头在苏南苏北均有分布
,

但由于映象质量较差
,

加之火山 口地貌长期遭受风化

侵蚀改造
,

映象特征不共明显
。

从 已知的南京方山火山 口看
,

在五波段上呈环形的 较 暗 色



调
,

而环心有一较淡色调 的斑点
。

其它火山 口因上述原因均不甚明朗
。

2
.

覆盖 区解译标志

覆盖区的线性和环状信息在映象上的表现
,

总的来讲都很微弱隐晦
,

其中以五波段
、

四

波段相对较好
,

七波段映象只能反映现代水系
。

色调差异和几何形态所表达出来的微弱信息

与进 口正片对比检验
,

证实这些信息还是客观可信的
。

( 1 ) 隐伏断裂解译标志

¹ 泰州断裂在五波段的映象上
,

可见其两侧灰度有明显差异
,

上升盘的太州凸起出现较

暗色调
,

下降盘的漆憧凹陷映象色调较淡
,

其间有太东河流径
,

使线性边界不清晰
。

º小纪断裂在五波段的映象特点是较淡色调背景上呈现较暗的线性条纹
。

相应的高里庄

断裂也具此特征
。

» 郑庐断裂系的北段
,

在骆马湖象幅内
,

断裂系的大体轮廊可判
,

迹象线的位置不易确

切勾划
,

映象上出现N N E 向带状色调异常
,

地貌上为宽阔的残丘低地
,

有沂河
、

沫 河 顺向

分布
。

局部色调异常与河流弯曲与 N W 向断层存在有关
,

透视信息的反映和己知的断裂位置

基本相符
。

¼ 典型地貌标志反映了隐伏断裂的存在
。

江苏省西北角的徐州至丰县隐伏断裂呈 N W 向

展布
,

处在微山湖的西南湖畔
,

黄河故道水系东流
,

大沙河
、

复兴河等支流向北往湖区泄水
,

洪水期泛滥成洪积扇堆积
。

洪积扇有规则地呈线性分布
,

成为断裂迹象线
,

其相应位置和煤

田勘探的地震资料发现的N W 向断裂基本符合
。

吸

犯

味
.

、拼戈资⋯牛
�:’::.’,冬

气 气衍
.

资
; 牛少

丰县
簇双决

似

佩

散 碱
嵌

龟
。

你州

图 1 矍洪积扇线性分布示意图 (l , 10 0万 )



(2 ) 隐伏褶皱构造解译标志

覆盖区的隐伏褶皱构造解译
,

目前鉴于映象质量和 判 读 手

段
,

只能部分地判读一些同心环带状信息
,

故然是隐伏褶皱构造

的反映
,

但不能进一步判读构造的正负
。

已知的刘庄
、

阂桥及码

头庄背斜构造
,

在映象的相应位置出现微弱的同心环带状信息
,

一般可见两环
,

环心为一圆点
,

呈现宽窄相间的环形条 带 状 色

调
,

外环不甚圆滑
,

形态为浑圆或椭圆形
。

( 3 ) 隐伏火山口构造解译标志

图 2 阂桥 隐伏构造映 象

示意 图 (映象立径三里 )

江苏地区中新生界地层中
,

在井下普遍有玄武岩
、

辉绿岩
、

安山岩
、

凝灰岩等火成岩
,

尤其新生代以来曾多次活动
。

其中苏70 井打在金湖凹陷的新庄
“
构造

” 上
,

钻迁 9 00 百米井段

的地层几乎全部为火山岩
;
柳堡凸起的庆丰

“
构造

” 上的一 口钻

井
,

自1 6 1 3
.

5一2 2 9 3
.

5米 (终井未打穿) 的6 8 0米井段夹大套玄

武岩
、

凝灰岩及侵入相的辉绿岩等
。

无疑这些钻井是座落在火山

口的近处
,

所谓新庄
、

庆丰二
“

构造
” 原是火山活动及熔岩堆砌

的结果
。

在其相当的位置上出现了与同心环带状有明显区别的同

心环点状信息异常
,

可见 3 ~ 4 环
,

形态为圆形
。

同心环点状信

息的出现
,

可能和岩浆冷却或晚期再次活动
,

岩浆上涌形成拱窿

状或同心环状
、

放射状破裂有关
。

图 3 新庄 隐伏火山 口映

象示意图 (映 象立径七公

里 )

(三 ) 初步解译

一
、

线性 (迹象线) 构造解译

线性信息异常
,

或曰迹象线
。

它是地表
、

地下线性分布的任何地理
、

地质现象的映象反

映
,

它可以通过色调异常
、

几何形态异常表达出来
。

它可 以是不同岩性的分界线
,

可以是地

层不整合线
,

可以是古河床
、

古岸线
,

可以是线性褶皱的轴线
,

甚至是剪切节理
、

劈理或两

组共扼扭裂的网络等
。

但主要的大量的迹象线
,

则是不同规模不 同性质不同时代的断裂
,

特

别是活动性断裂构造
。

《江苏地区卫照迹象异常图》上的线条
,

除了部分是扭裂网络外
,

都是断裂迹象线 (以

下简称为断裂 )
。

按其规模和延伸方向分述如下
:

1
.

郊庐断裂系
:

郑庐断裂系是工区内极为重要的构造线
,

贯穿N NE 方向
,

将工区分为东

西两大块
,

可见长度60 0公里以上
,

自北而南映象特征不尽相同
,

分四个映象特征段
。

( 1 ) 骆马湖以北
,

前人工作成果认为有四条平行断裂组成
。

映象上色调信息和水文标

志地貌特征反映有N 18 E
“

断裂 存 在 (方位角度均从未经纠正的镶嵌图上量得
,

有 一 定 误

差
。

以下方位角数据都是如此)
,

仅可见两条断裂
,

宽度为 13 ~ 15 公里
,

被一 系 列N30
O

W 右

行断层错移
。

( 2 ) 骆马湖至嘉山段
,

以微弱的线性信息表现为N 1 2
O

E 的断裂两条
,

被N 35
O

W 断裂左

行断开
。

( 3 ) 嘉山至巢湖段
,

映象表现相当隐晦
,

两条断裂以N 1 8
O

E 走向往南收敛靠拢
。



( 4 ) 巢湖至太湖 (县 ) 段
,

以清晰的断裂映象线沿大别山区东端通过
,

呈缓 波 状 顺

N 4 5
“

E方 向延伸
。

郑庐断裂系在本工区 内表现出了南北方向上的映象信息隐显
、

宽度及走向方位角的明显

变化
。

断裂系在嘉山以北为NN E 向
,

被 N W 向断裂切割若干段
,

断裂带宽度大
,

映象微弱隐

晦
。

巢湖 以南为近平直的N E 向
,

N W 向断裂切割很少
,

为一条映象清晰的断裂
。

两段之间走

向呈微向东凸的弧形
,

特点介于其间
。

这种南北方向上的差异性
,

显示 了南部的强烈挤压剪

切
,

北部的剪切而带有拉张性质
。

骆马湖南北的N W 向断裂切割推移方向的不一致
,

说 明了

郑庐断裂系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

在S S E应力作用下产生了与之共扼的N W 向扭裂断裂 系
,

力偶应力中和在骆马湖处
。

2
.

铜陵
—

建湖断裂系
:

沿N 30
。

一 36
“

E方向发育有四条断裂
,

其中两条断裂映象较强
,

与 己知断裂有一致性
。

铜陵至南京的沿江断裂清晰可见
,

并被 N N W 向断层左行切割
,

向北延伸经六合至建 湖

断续得到两条较强的断裂映象
,

高邮以北被N W 向断裂切割 (判读不出切割关 系)
。

这一断

裂贯穿江苏境内
,

长达 3 50 公里
。

这一断裂在南京以南控制了长江的基本流向
,

南京以 北 控

制了断裂映象的分 区
,

西侧 N E 向断裂发育多而延伸又长
,

东侧N E 向断裂发育少而延 伸 短
。

断裂向东北延伸的方向上控制或基本控制了天
一

长隆起
、

柳堡 凸起和塘洼凸起的方向
。

这一方

向对中新生界沉积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沉积的厚度总体上 明显 比其东侧为薄
。

同时
,

局部

构造的发育程度西侧多于东侧
,

这一点和已获得的地震勘探成果是一致的
。

芜湖东
—

江宁断裂映象清晰
,

和宁芜断陷东界断裂相一致
,

与 之 切割的 NN W 向断层

将其左行错动
。

值得指出
,

这一组断裂和郑庐断裂系的南段走向方向非常近似
,

同时宁芜断陷的中生代

火山活动
,

说明它是印支运动以后形成的
,

而且是长期活动的深切断裂
。

铜陵一建湖断裂系和郑庐断裂系之间有三条断裂很清楚
,

断裂走向和铜陵一建湖断裂系

一致
,

断裂西南端和邦庐断裂系相遇汇合
。

断裂出现的位置和隆起的边界有关
。

滁县至庐江

断裂的北端通过张八岭隆起东侧
,

南端过巢湖至庐江与郑庐断裂重合
,

渐转 N 45
O

E 方向
;

盯胎一清江断裂
,

中部和建湖隆起西端的北部边界断裂一致
,

控制了洪泽凹陷的发育
,

断裂

向东北方向延 伸到清江映象隐晦不清
,

按其方向追踪
,

和已知的涟北凹陷北界断裂位置和走

向一致
;
双沟 (泅洪) 一连云港断裂

,

未发现有前人资料记载
,

但断裂映象清楚
,

并见沐阳

南有NE
、

N W 两组共扼扭裂网络
,

显示了这一断裂的存在
。

3
.

茅西和泰州断裂
:

茅酉断裂呈 N 30
“

E走向
,

映象异常和 己知断裂相符
。

断 裂 向 北 延

伸映象不清
,

到长江附近与长江的异常流向一致
,

暗示了断裂的存在对浩瀚的江水起着导 流

作用
。

江北岸的泰州附近出现N 40
”

E 的断裂
,

顺泰州
、

东台方向展布
,

和泰州凸起
、

梁垛 凸

起及小海凸起的大体方向一致
。

N W 向断裂发育
,

据地震勘探提供的资料
,

判其切割关系为

右行运动
。

泰州和茅西断裂的方向有差别
,

映象上在这之间地区云朵密布
,

看不到二断裂之间的关

系
。

但这一断裂构造方向所控制的构造单元对中新生代以来
,

特别是新生代的沉积地层发育

和岩性岩相特征有相当明显的控制分带作用
。

同时
,

从已知的苏北地震勘探成果看
,

说明这

一方向断裂对局部构造的发育程度也有影响
,

东部的海安曲塘凹陷局部构造更显得贫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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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南通一无锡地区发育有一系列N 45
O

E 断裂
,

断裂发育的特点是延伸不长
,

特 别 是 向

西南伸向郎溪
、

广德地区
,

几乎都是短暂方向多变的N E 向断层
。

无锡
、

苏州一线以东N W 向

断裂发育
,

形成共扼组合的网格状
。

南部的杭州湾地区出现了映象清楚的N E E 断裂
。

5
.

串湖断裂系
: “

串湖断裂系
” 名称

,

是鉴于卫星象片上这一N 30
O

W 的断裂映 象 的 存

在
:

看到 了它和邦庐断裂系
‘

铜陵一建湖断裂系的共扼关系
,

以及研究构造运 动 的 实际意

义 ; 发现了这样的共扼扭裂的应力格局分布和中新生界
,

特别是新生界地层发育的相关联系
,

以及对苏北各坳陷
、

凹陷的找油区域评价的现实意义
,

提出命名建议
。

这一断裂系的基本展

布是
,

南起杭州湾西南岸
,

向西北经太湖东岸
,

穿过杨中附近的长江肘状转弯
,

经高邮湖
、

洪泽湖
、

骆马湖越郊庐断裂系
,

由于郑庐断裂系的左行运动
,

南移30 一 40 公里沿微 山湖
、

东

平湖方向分布
。

近代的构造和断裂活动
,

形成了现代的串珠状湖泊
,

十分引人触目
,

借此得

名
。

串湖断裂系
,

由于受到N E 向明显的水平运动和比较强烈的升降活动
,

使N W 向断裂 受 到

压制
,

表现为总体上的方向性追踪和局部的断裂映象延展不长
。

串湖断裂系 以东 比较发育而显

眼
,

较之西部发育
,

但在郑庐断裂系 以西相当发育 (左行的结果)
,

并由于断裂的继承活动

和 “
透入

”
作用的结果

,

使串湖断裂系以西的金湖
、

滁县地 区N W 向断裂也有所表现
。

它 和

N E 向断裂系共扼发育
,

控制了中新生界的发育和构造的分布
。

6
.

N E E 向断裂构造
:

其方向和郑庐
、

串湖二共扼扭裂的主应力方向近于正 交
,

呈 N 50
”

一

60
“

E 走向
。

分别在连云港
、

灌云南
、

阜宁
、

盐城
、

兴化
、

杨州出现
,

江南 的宣城
—

郎溪
、

族德和杭州一带均有这一断裂方向存在
。

这一组构造线方向受到N E
、

N W 断裂的强烈改造
。

使目前N E E构造在其方向上均被错移
,

不能连续追踪
。

从建湖隆起中段和东段的引水沟潜山

带附近的钻井资料看
,

这一方向构造迟至燕山尾幕的仪征运动已经存在
。

钻井
、

物探资料表

明
,

苏北的潜山展布方向和这构造线方向一致
,

古生界地层埋藏不深
。

前述的N 40
“

E方 向断裂和苏北二级构造单元边界断裂的 N50
“

一60
O

E 方向不一致
,

正是

N E E 构造线的控制发育和NW 向断裂的干扰有关
。

江南地区的断裂系统显得杂乱
,

除映象质量因素以外
,

还和不同地史阶段的断裂叠加等

因素有关
,

使江南
、

江北的断裂系统既有对应关系
,

也有方向上 的转变
。

二
、

环状构造解译

1
、

隐伏褶皱构造的解译
:

同心环带状信息是隐伏褶皱构造的反映
,

此种信息在映象中

所见不少
,

但一般都相当微弱
,

对照质量较好的卫片判读出29 个
,

多数集中在金湖 凹陷东北

的高邮湖地区
,

而东部的海安
、

盐城地区可能和映象质量有关
,

此种信息少见
。

但 已取得的

地震勘探成果也证实了这些地区局部构造不发育
。

己知的阂桥
、

刘庄
、

公和集
、

码头庄以及唐港一带的构造与映象上的同心环带 状 信 息

吻合较好
,

真武
、

永安构造在映象上也有微弱的反映
。

原地震勘探提供的 新 庄
、

庆 丰
“
构

造
” ,

在映象上获得了 良好的同心环点状火山口信息
。

高邮东
、

小纪
、

漆憧北及宝应
、

淮安附

近的同心环带状信息所在位置
,

地震勘探工作曾发现有构造显示
。

而未开展地震勘探或工作程

度很低的地区
,

在阂桥东的陆上和湖区
,

在如皋东
、

八滩
、

蛤蝴港东北
,

以及沐阳凹陷内都

发现有隐伏构造信息出现
。

这些同心环带状信息异常
,

为江苏石油普查勘探提供了 新 的 线



索
,

尤其是阂桥构造东边两个
、

高邮东
、

八滩附近的构造信息
,

可 以开展地震和钻探的验证工

作
,

漆撞北的构造信息也可在兼顾的情况下布深钻证实
,

如皋东南的构造信息
,

开展物探
、

钻探也是必要的
,

有助于苏南中古生界海相找油找气步伐的加快
。

如上 已判读出的隐伏构造信息可概括为三个特点
:

第一
,

空间分布上 以 N E 向断裂构造控制明显
,

判读出的29 个隐伏构造
,

其中24 个集中

在铜陵一建湖断裂系以西
,

东侧只判出 5 个
,

这个数据大小的相对关系
,

显示了局部构造在

苏北覆盖区 的局部构造空间发育规律
;

第二
,

成群成带出现
,

阂桥一唐港地区有 8 个隐伏构造信息
,

既分布集中
,

又显示了 N E

构造带的方向性
,

一般不孤立出现
;

第三
,

形态有两种
:

一种为浑圆形
; 另一种呈椭圆形

,

形态不 同可能和隐伏构造的实际

形态有相似形
,

还可能和隐伏构造的埋藏深度以及其它因素有关
。

2
.

大型环状构造信息的解译
:

在苏北覆盖区有泰州和金湖两个大型环状信息清晰可见
,

为以往资料不曾发现
。

( 1 ) 袁家舍大型环状信息
:

位于泰州凸起东段的袁家舍重磁异常高带上
,

域跨海安
、

曲塘凹陷和臻撞凹陷
。

南北宽25 公里
,

东西长32 公里
,

呈近东西轴向的卵形
,

可清晰辩别环

带四圈
,

较淡环线与较暗环带相间分布
。

环心偏北
,

北窄南宽
,

内尖外纯显示了不对称的弯

隆构造迹象
。

环圈内发育有至少三个同心环点状的火山口信息
,

钻井及磁法勘探资料证实这

里火成岩发育
。

说明这一大型环状信息异常可能是和火山活动有关的弯隆构造
,

鉴于两侧油

气流的发现
,

以及油气显示的普遍存在
,

除对泰州凸起的西部潜山加强勘探外
,

凸起东段的

袁家舍潜山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州
/\戒

图 4 哀家舍大型环状信 息形态 (1 : 1 00 万 )

在这大型环状构造信息的外围
,

有清晰的 N E
、

N W两组扭裂共扼
,

显示了这个弯隆构

造的轴向与
“
X ” 型扭裂的锐角指 向成正交关系

。

( 2 ) 金湖大型环状构造信息解译
:

金湖大型环状信息位于洪 泽湖与高邮湖之间
。

北部

为建湖隆起
,

南边是天长隆起
,

西界处在张八岭隆起东端
,

呈现直径达 50 公里的近 圆 形 映



象
。

环形映象以西
,

上新世玄武岩广布
,

环形映象内部
,

钻井普遍有玄武岩发育
。

部分钻井

发现井下地温梯度高异常
,

可能和隐伏岩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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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金湖大型环状信息形态 ( 1 : 10 0 万 )

3
.

同心环点状信息解译
:

苏北地区判读了12 个同心环点状信息
,

解译为隐伏火山口
。

分

布在金湖
、

袁家舍
、

三垛
、

建湖及南通等地
。

地面火山口的映象和隐伏火山口不 同
,

在苏南地区判读出15 个
。

火山 口 露头和隐伏火山 口 在空间上的分布和 N E 向断裂活动有关
,

多数集中在铜陵一建

湖断裂带上
。

在东台坳陷范围内
,

从东部的袁家舍地区向西至金湖地区
,

岩浆活动的时代上

有东早 (晚侏罗 世) 西晚 (上新世 ) 的时间迁移
。

东部为侵入相发育
,

西部以喷发相 占主要

地位
。

说明了西部地区运动表现较强和铜陵一建湖断裂系的控制作用
。

( 四 ) 地质问题的讨论

一
、

关于建湖隆起

卫星映象上没有出现建湖隆起的形象
,

有两方面的原因
。

第一
,

映象本身原因
:

一般的讲卫星对覆盖层以下成象
,

主要是反映了活动构造
,

特别

是活动性断裂构造
。

因此
,

在建湖隆起的边界上
,

凡是长期活动的断裂都 已显示
,

如建湖隆

起的东端
,

引水沟和塘洼凸起北侧及西端的北侧
,

都有断裂的映象存在
,

这三处都有相应的

深凹陷存在
,

而其余各部分断裂活动相对较弱
,

看不到映象反映
,

不能勾划 出建湖隆起的轮

廊
。

由于建湖隆起本身在东西方向上
,

盐城组以下的岩性不同
,

反映岩性的透视信息也不会

出现东西方向映象条带
。

第二
,

地质构造原因
,

建湖隆起以东台坳陷和盐阜涟坳陷的存在而对应出现的
,

两坳陷

的近东西向展布
,

并没有掩盖N E 向雁行排列的凸凹相间的格局
。

建湖隆起同样如此
,

首先
,

基岩地层在隆起的东西方向分成了三大段
,

西段为震 旦
.

系地层
,

中段以震旦系到整个古生界

地层发育为特点
,

东段则以晚白玺世地层发育为主
,
并非为一整体

。

构造的展布方向
,

也和坳



陷一样
,

切割了东西的建湖隆起
,

呈现N E 向格局
,

中段保持了近东西走向
,

是由于 它 和晚

期构造运动的应力分布相一致的结果
。

二
、

区域构造分析

从卫片上判读出来的原始资料
,

经过整理得到概念化的 《江苏地区卫照解译断 裂 纲 要

图》
。

它明朗地表达 了江苏地区区域构造格架和应力场的分布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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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江苏地区卫照解译断裂纲要 图 (1 : 4 00 万 )

断裂纲要图上表现为N E
、

N W 两组断裂呈
“ X ” 型共扼的菱形格局

,

包括郑庐断裂系在

·

1 1
.



内的N E 向断裂
,

由于受到南方的主应力作用
,

形成西南挤压和东北拉张的局势
。

南 方 主应

力的存在和不同地史阶段的应力方位的变化
,

使得早期和郑庐断裂系共扼的串湖断裂系
,

和

稍晚发展起来的铜陵
—

建湖断裂系继承性共扼
, “

X ”
形锐夹角变大

,

方位角相应有所 变

化
。

如此应力场的分布和变化
,

制约了江苏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沉积发育
。

印支运动的S S E 向应力挤压
,

产生了与之正交的N E E 山脉和隆起
,

酿成了南北分带的构

造背景
,

进而在主应力方位的左侧产生N E 向断裂的左行扭动
,

切割了宁镇山脉西 端 (铜 陵

地区地质体和宁镇山脉西段地质体的可比性
,

可能反映了左行总位移量)
。

相应的建湖隆起

开始解体
。

宁芜地区中生代火山活动
,

反映了燕山运动后期的强烈活动
。

晚白里世末的仪征

运动
,

由于串湖断裂系的存在和主应力方向有所变化
,

与铜陵—达湖断裂系组成共扼关系
,

控制了古新世至始新世的沉积
。

实际资料表明
:

金湖
、

阜宁
、

涟水凹陷和海安
、

曲塘凹陷的

阜宁组的沉积厚度明显小于高邮
、

漆撞
、

盐城凹陷的沉积厚度
,

岩性
、

岩相也受相同方向的

控制
。

表明了N E 向断裂构造和NE 向坳陷分带特点
。

始新世末的吴堡运动强化了早期的N E 向格局
。

串湖断裂系和铜陵
—

适湖断裂系 的 共

扼关系
,

对沉积和构造发育的影响表现在两个突出方面
:

首先
,

由于受到南偏东的 应 力 挤

压
,

和西部应力边界的郊庐断裂的反射
,

形成了西北比东南方向应力集中和西南部挤压应力

为主
,

东北方向显示拉张的应力布局特点
,

使得局部构造发育的数量和褶皱幅度在空间上变

化较大
,

西部的金湖至涟水一带局部构造发育数量多
,

而且幅度明显 , 而东部的曲塘
、

海安

一带几乎没有局部构造发育 , 而高邮
、

潦渔
、

盐城一带则介乎二带之间
,

而且在同一个带上局

部构造发育的数异和程度西南部明显优于东北部
。

这一特点和已知的资料完全一致
。

其二
,

应力场格局控制了沉积发育区
。

在
“ X ”

形共扼关系中锐角夹持的范围内
,

始新世以后 的戴

南
、

三垛组沉积明显地发育较差和不发育
。

在钝角所夹持的范围内
,

上述地层相 对 地 很发

育
,

不仅与
“ X ”

形正交的东西形态的东台坳陷是如此
,

就连建湖隆起北侧的盐城凹 陷
、

洪

泽凹陷也出现了与东台坳陷相同的发育特点
。

说明了不但N E 向以优势 存 在
,

而 且NW 向的

串湖断裂系也起着控制沉积发育的作用
。

钻井物探实际资料反过来也验证 了应力场格局的客

观存在
。

渐新世末的三垛运动在苏北地区表现甚为强烈
,

它的发生改变了
“两坳一隆

”
或明显 NE

分带的构造局面
,

除盐城组早期沉积外
,

出现了广泛的披盖式沉积
。

这种运动的强烈表现
,

和东部或东南部应力出现有关
。

这和已有的实际资料可以对应解释
。

储家楼
、

庆丰等N W 向

背斜构造形态
,

标志着必然存在相应方向的侧压力
。

码头庄等构造阜宁组构造的N E 向 和 上

覆构造的N W 向也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

概言之
,

江苏地区在应力方向有变化及非单一应力作用下形成了N E 向控制构造分 带 和

NE
、

NW 向共扼控制沉积分块的特点
。

这一特点对苏北中新生界 的油气分布应有控制作用
。

以上卫片构造解译成果及构造格局 的分析
,

能和实际资料对应
,

说明应用板块观点和力

学分析方法有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五 ) 今后工作建议

~
、

判读方法的改进
:



目视解译是初级的方法
,

主要是肉眼的分辨力低
,

头脑受固有资料的束缚
,

使解译工作

难免有漏解误判
。

今后应在提高卫片质量的前提下
,

逐步开展光学增强和电算处理等先进手

段
,

提高解译质量
。

二
、

解译内容应逐步扩大
,

这次解译粗糙
,

未配合航空照片进行地层岩性解译
,

在构造

解译的内容上
,

仅解译了断裂及部分褶皱
、

火山口
。

沉积盆地的分布等未进行解译
,

甚至就

连断裂
,

特别是露头区断裂
,

有许多 已知断裂因映象质量不好而没有解译
。

今后应进一步扩

大解译范围和深化解译程度
。

三
、

判读结果应进行验证
,

这次解译工作的最大欠缺是未进行野外检查验证
。

对于覆盖

区解译出的一些褶皱构造 (前面已有叙述) 建议开展地震
、

钻探等工作推动遥感地质工作的

发展
。

在可能的情况下
,

积累资料和开展直接找油找气的研究
,

一

也是重要的努力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