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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李四光
、

黄极清
、

张文佑
、

陈国达
、

张伯声
、

朱 夏以及其他许多同志
,

在

我 国大地构造的研究 中
,

对于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产生的构造基础和构造类型
,

都做过 深

入的研究
,

不同学派也各有其独特的见解
。

七十年代以来
,

随着全球构造理论
—

板块

学 说的发展
,

给传统构造地质学带来了新的生机
。

在这个学说的应用上
,

尹赞勋
、

傅承

义
、

李春显
、

郭令智
、

朱夏等许多同志
,

结合我 国的实际颇多著述
,

出现了把一些传统

的地质概念纳入板块构造体系的明显趋向
。

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

着重阐明我
卜

国中新生代湖盆产生的构造条件
、

构造特征及其类型
,

探讨湖盆产生的构造机制
。

一
、

大地构造特征和湖盆产生的机制

我国中新生代湖盆产生的构造机制
,

区域构造背景 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

它既有太古

代至早
、

中元古代的结晶基底 ( 7一8亿年以前 ) 出露
,

又有其后各个地质时期的新
、

老

褶皱带
。

它们展布于不同地区
,

且分布颇有规律
。

中国大陆就是以一些结晶地 块 为 核
J

乙
,

周围被各种褶皱带由老到新依次镶嵌而成
,

表现出明显的构造差异性和各种断裂体系

极为发育的特点
。

张文 佑先生曾经指出 ( 1 9 7 7 )
: “

岩石圈断裂
、

地壳断裂和基底断裂

所组成的断裂网络
,

控制着中国大地构造的发展和盖层 中的构造体系
” 〔‘

, “〕
。

可 见 我

国众多的 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就是分布在古老的结晶地块和各种褶皱基底之上
,

且大

多具有古生代海相沉积
。

同时
,

这些盆地的发育还具有断陷湖盆的性质
,

盆地的轮廓也

受到网络的控制
,

大都表现为菱形
。

因此
,

断裂体系活动的历史
、

动力及其构造机制
,

就成 为我们认识湖盆成因上需要进一步 阐明的问题
。

众所周知
,

地球上最强大的纬向构造带
,

呈东西 向通过我国境内
。

它的形成显然与

南
、

北岩石圈断块或板块的拉张
、

挤压密切有关
。

这在 中新生代的地史发展中表现得十

分明显
,

而古生代的构造形迹所反映的上述力学性质
,

在亚洲中部和北部也仍然十分清

楚
,

西伯利亚古老地块的向南推移 (特别是在海西运动 中 ) 是亚洲古生代陆壳增生和地

块南侧强大弧形构造体系产生的前提
。

据地史 资料(3,
4 , “〕,

在古生代
,

亚洲曾经历过

几次长期沉积 (拉张 ) 的历史
,

形成了宽阔的南亚陆间区和北亚陆间区 ( 即浅海和沉降

带 )
。

同时在我国境内又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前震旦纪或寒武纪岛状地块 ( 古陆 )
、

水下

隆起和岛弧分布于沉降带之 中
。

在地质历史中
,

它们与相邻的沉降带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

沉积
、

对立发展的特点
。

其基本的构造格局是
,

西面的塔里木地块
、

东面的华北地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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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的杨子地块
,

构成了三个大型的稳定陆核
,

且周围各有岛弧环绕
,

时有海水浸漫
,

而 当时西藏高原地区可能主 要由洋壳所构成
。

这种构造格局
,

在古生代地质发 展 历 程

中
,

不断地被 改造着
。

在南北主压应力的作用下
,

经加里东特别是海西运动
,

除我国西

南部外
,

沉降带均摺皱成 山
,

陆壳扩展
,

海水退出
,

而地块陷落构成盆地
,

奠定了我 国

大部分地区现今大地构造的基本面貌
。

可见
,

我 国许多大型陆相沉积盆地的形成
,

如塔

里木
、

柴达木
、

陕甘宁
、

渤海湾和四川盆地等
,

早在古生代 的构造运动 中就奠 定 了 基

础
,

具有叠合盆地的性质
。

诚然
,

也还有一些盆地或产生于新的褶皱基底之中
.

或位于

山前的过渡带上 (见表 1 )
。

我 国北方
,

在西伯利亚地块南侧
,

塔里木和华北地块之北的海西弧形构造带中
,

分

布着准噶尔
、

吐鲁番
、

二连
、

松辽等一系列重要的沉积盆地
。

这是一个束状的弧形构造

体系
,

盆地的分布沿着构造带向东
、

西两侧展开而逐渐开阔
,

盆地的基底及其构造格局

不同于前述那些大型地块盆地
。

这一 串沉积盆地是伴随着海西期大陆增生
,

在准噶尔
、

松辽收缩海槽的基础上形成 的
,

也可能包含着一部分元古代兴凯湖 (距今 6 亿年左右 )

的褶皱基底
。

据张俊
、

罗 自立等研究 〔6〕 : “加里东 运 动时期
,

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板

块向南飘移
,

使西萨彦岭到蒙古的德尔布大断裂 以北的下古生界挤压形成大陆边缘褶皱

区
。

晚古生代海槽向南收缩到塔里木华北古板块北缘的准噶尔
、

松辽地区
,

形成向南突

出的弧形海槽
。

海面期西伯利亚板块继续 向南推挤
,

前峰⋯ ⋯首先关闭了海槽的中段
,

在那里造成北
、

中
、

南三套蛇绿岩带⋯ ⋯并伴有大量的岩浆侵入
,

在海西晚期转为陆成

盆地
,

以后就 向山间盆地发展
,

收缩海槽东段的松辽地区
,

也于海西晚期转为 陆 成 盆

地
,

具备了盆地雏形
” 。

我们认为
,

不管人们对于古生代全球板块构造体系是否存在的

认 识如何
,

而对于我国北方诸盆地形成历史及其构造机制
,

则已经基本 阐明
。

我国大地构造的格局发展到古生代末期即海西以后
,

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
。

除西

藏外
,

古生代已 经结合起来的中国陆块
,

于其后的地质发展历程中
,

在板块构造活动的

影响下
,

发生显著的与古生代反向的块断差异运动一一许多结晶地块陷落为盆
,

而褶皱

带块断成 山
。

在那些陆缘和板块内的沉积盆地 中
,

开创 了我 国中新生代 陆相石油生成的

新时代
,

表现 出叠合盆地的特色
。

朱夏
、

陈焕疆指出
: “古生代油气盆地属于槽 台构造

休制
,

中新生代油气盆地则在板块体制下形成
。 ” 这是符合我国地质 历 史 发 展 实 际

的。〕
。

最近 田 在艺也著文阐述 了这 一转变的历程及其意义 〔”〕
。

我国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部
,

构成所谓东南亚板块的主体
,

东面和南面分别为太平

洋板块 和印度板块所环绕
,

处于它们的夹持之 中 ( 图 1 )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两条板块聚

敛边绘的性质 明显不同〔‘了〕,

进而制约着我国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发育及其构造 特 征
,

南部喜马拉雅聚乡带表现出阶段性的南
、

北挤压
,

在残 留洋缩小
、

消失
,

洋壳俯冲
、

消

减的同时
,

伴随着沉降带的相继回返
、

造山
,

陆壳 自北而南递次增生
,

终于发 生 强 烈

的碰撞 〔9 〕 (图 2 )
。

这就决定了我国西部盆地具有纵向山间或山前 内陆盆地的性质
,

或在

古老槽 台褶皱系的发 育而成 (北部 )
,

或从新的褶皱带 中产生 (南部 )
。

我国西部盆地的南

北差异是明显的
,

北部的构造格局奠基于古生代
,

不同性质的古老地块被加里东和海西

褶皱带所环绕
,

造成 了一种 以山间地块型盆地发育为主体的构造格局
。

显 然
,

这 是 中

新生代在南来主压应力的强大影 响下产生的
。

该区各种坳陷发育的历史与 中新生代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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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的杨子地块
,

构成了三个大型的稳定陆核
,

且周围各有岛弧环绕
,

时有海水浸漫
,

而 当时西藏高原地区可能主 要由洋壳所构成
。

这种构造格局
,

在古生代地质发 展 历 程

中
,

不断地被 改造着
。

在南北主压应力的作用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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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我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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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壳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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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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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奠定了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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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
,

我 国许多大型陆相沉积盆地的形成
,

如塔

里木
、

柴达木
、

陕甘宁
、

渤海湾和四川盆地等
,

早在古生代 的构造运动 中就奠 定 了 基

础
,

具有叠合盆地的性质
。

诚然
,

也还有一些盆地或产生于新的褶皱基底之中
.

或位于

山前的过渡带上 (见表 1 )
。

我 国北方
,

在西伯利亚地块南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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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布着准噶尔
、

吐鲁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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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辽等一系列重要的沉积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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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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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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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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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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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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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俊
、

罗 自立等研究 〔6〕 : “加里东 运 动时期
,

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板

块向南飘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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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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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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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向南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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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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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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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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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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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缩海槽东段的松辽地区
,

也于海西晚期转为 陆 成 盆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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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认为
,

不管人们对于古生代全球板块构造体系是否存在的

认 识如何
,

而对于我国北方诸盆地形成历史及其构造机制
,

则已经基本 阐明
。

我国大地构造的格局发展到古生代末期即海西以后
,

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
。

除西

藏外
,

古生代已 经结合起来的中国陆块
,

于其后的地质发展历程中
,

在板块构造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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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显著的与古生代反向的块断差异运动一一许多结晶地块陷落为盆
,

而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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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陆缘和板块内的沉积盆地 中
,

开创 了我 国中新生代 陆相石油生成的

新时代
,

表现 出叠合盆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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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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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生代油气盆地属于槽 台构造

休制
,

中新生代油气盆地则在板块体制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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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最近 田 在艺也著文阐述 了这 一转变的历程及其意义 〔”〕
。

我国位于欧亚板块的东南部
,

构成所谓东南亚板块的主体
,

东面和南面分别为太平

洋板块 和印度板块所环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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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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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边绘的性质 明显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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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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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减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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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山
,

陆壳 自北而南递次增生
,

终于发 生 强 烈

的碰撞 〔9 〕 (图 2 )
。

这就决定了我国西部盆地具有纵向山间或山前 内陆盆地的性质
,

或在

古老槽 台褶皱系的发 育而成 (北部 )
,

或从新的褶皱带 中产生 (南部 )
。

我国西部盆地的南

北差异是明显的
,

北部的构造格局奠基于古生代
,

不同性质的古老地块被加里东和海西

褶皱带所环绕
,

造成 了一种 以山间地块型盆地发育为主体的构造格局
。

显 然
,

这 是 中

新生代在南来主压应力的强大影 响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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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瓦里克期后堆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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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活动

西藏高原的构造格局
,

与北部截然不同
。

是在强大的海西褶皱带的南侧
,

自 北 而

南
,

由老到新
,

分布着三条巨大的中新生代弧形褶皱带〔‘。
。

它们是
:

( 1 ) 印支期松潘
-

一甘孜褶皱带
; ( 2) 燕 山期唐古拉褶皱带

, ( 3 ) 喜山期喜马拉雅褶皱带
。

这些构造

带褶皱强烈
,

逆断层
、

平移逆断层和逆掩断层广泛发育
。

根据构造带的走向和断层性质

判断
,

对于它们的形成
,

主压应力始终保持着北北东或北东方向
。

它们是在近二亿年的

地质发展历史中
,

随着印度板块的向北飘移
、

碰撞
,

特提斯海逐步消失
,

在强烈的挤压

褶皱中形成的
。

同时
,

在东段随着弧形构造带的向南转折
,

广泛发育着北西向或南北向

的高角度走向滑动逆断层
。

这样
,

川滇地区的一些断块遂表现出颇为强烈的顺构造带向

南南东方向滑动
,

并有许多小型压性断块盆地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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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高原地区海水退出很晚
,

挤压褶皱强烈
,

迄 今仍处 于强烈的隆起之 中
,

因

此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的发育受到很大限制
。

但是
,

那些在 中生代褶皱带上沿断裂 出

现的一些新生代小型断谷盆地
,

如伦坡拉盆地仍具有弧后或缝后小型山间盆地的性质
。

我 国东部 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构造背景
,

与西藏截然不 同
,

亚
—

太聚敛边缘的性

质及其活动在它们的形成上有着决定的影响
。

自中生代印支期以来
,

太平洋板块向亚洲

大陆俯冲消减
,

不仅在我国东部 引起了强烈的块断运动和岩浆活动
,

而且在现今构造格

局的形成上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
。

在这里
,

几条 巨大的北东
—

北北东向的大 断 裂

绵延二
、

三千公里
,

横截各种不同性质的前 中生代构造单元
,

隆洼相间
,

阶梯状 向东断

落
。

隆起带上火成活动强烈
,

坳陷中则沉降迅速
,

堆 积 巨 厚
,

湖相沉积发育
,

表现出

陆缘块断克 拉通内部盆地的特色
。

从地质发展上看
,

中生代特别是在燕 山运动早
、

中期

断裂和火成 活动最强
,

而到 中生代晚期至第三纪相对 比较稳定
,

相继进入了有 利 于 石

油形成的时期
。

可见
,

我国东部大陆自古生代晚期至中生代早期海水退出之后
,

同样出

现了一种崭新的具有别于西部的大地构造条件
。

它在这种新的构造格局 中
,

开始了新的

发展历程
:

沿北东方向分割
、

解体
,

为近海陆缘湖泊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我国东部 中新生代的坳陷带
,

受北东向断裂的控制
,

不仅在展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

性
,

而且在发育的时间上也先后有序
。

西带
,

包括陕甘宁
、

四川等盆地发育的 时 间 最

早
,

它是 由以三叠系和侏罗系为主体的坳陷所组成
,

在相对较为独立的结晶地块的基础

上
,

由古生代继承演化而来
,

因此具有叠合克拉通盆地的性质〔’”〕
。

中带
,

包括松辽
、

华

北和江汉等盆地
,

为 中生代晚期 白至纪或第三 纪的拗陷带
,

往往是在前期地堑基础上扩

展而成
。

东带
,

包括诸陆缘海盆
,

发育时间更晚
,

可能主要为第三纪特别是晚第三纪的

坳陷盆地
,

迄今仍处于较为强烈的扩展和坳陷之中
。

在构造演化的形式上
,

各坳陷带也

有明显的区别
。

西带
,

在四川
、

陕甘宁这两个大型盆地
,

中生代表现为整体大 面 积 沉

降
,

且白里纪的沉降中心明显位于盆地西部
,

而新生代则表现为整体大面积抬升
,

沉积

有限
。

中带
,

松辽
、

华北
、

江汉等盆地的发育
,

主要是从燕山早期一些狭长的小型北东

向地堑断陷开始的
,

以后逐渐扩大
,

或在 白翌纪 (松辽 )
,

或在第三纪 ( 华北
、

江汉 )

先后转入了大面积拗陷阶段
。

其中松辽盆地的坳陷在 白坐纪末结束
.

第三纪抬升
,

沉积

不发育
。

而华北
、

江汉盆地第三纪沉积颇为发育
、

下第三系厚达 3 0 0 0一 5 0 0 0米
,

是主要

的含油岩系
。

至于东带
,

目前所知尚少
,

但据某些学者的见解
,

这个带是 自第三纪尤其

是晚第三纪 以来
,

上地慢物质抬升
,

边缘海扩张
,

日本
、

台湾岛弧 向东飘移的产物
。

因

此
,

其演化形式可能与西带和中带又有很大差别
。

在坳陷带之间的隆起带 中
,

也有一些小型中新生代地堑盆地或是其它与断层有关的

构造盆地
,

顺区域构造走向延伸
。

如山西的沁水盆地
,

山东胶莱盆地
,

华南众多的小型

盆地等
。

一般来说
,

它们的规模小
,

发育的时间短
,

在石油形成上没有甚么重要意义
。

但是在隆起 上
,

毫无例外都发生过广泛的岩浆侵入和火山喷发
,

表现出不同时代火山岛

弧的性质
。

在时代上岩浆活动 以燕 山期最为强烈
; 地区上则是东强西弱

,

这对认识我国

东部地区的构造性质仍有着重要意义
。

总之
,

自中生代以来
,

特别是从强烈的燕山运动开始
,

我国东部的大地构造突破了

古生代约四 亿年之久的南
、

北分异的槽台格局
,

为北东

—
北北东方向构造线所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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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断差异运动所代替
,

并伴随着强烈的岩浆活动和一系列湖盆的产生
。

根据在这里广泛

发育的北东向褶皱和压性逆断层
、

逆掩断层分析
,

有一个强大的北西一一南东向挤压应

力场的长期存在是肯定的
。

唯有现今华北地区新生代的挤压应力场呈北东东
-

一南西西

方向
。

张裕明等认为它是由早第二纪北西向张性应力场转变而来〔, “〕
。

当我们注意 到 北

西方向与菲律宾板块俯冲的方向一 致
,

而南西西方向与太平洋板块俯冲的方向符合
,

那

末
,

不难看出
,

太平洋板块 ( 包括菲律宾板块 ) 向欧亚板块的俯冲消减
,

正是造成我国

东部中新生代特有的构造格局的主要原 因
。

诚然
,

我国东部构造格局的形式
,

在某种程

度 卜也有印度板块挤压
、

碰撞的影响
,

这在西部表现的较为明显
。

四川和陕甘宁盆地最

强的沉降地带偏西
,

以及陕
一

片宁盆地因左旋扭动
,

而成南北方向
,

都是这
一

影响的反映
。

在我国沉积盆地形成上
,

还应指出我国区域性地壳厚度的分布状况
。

前述上地慢隆

起
、

地壳减薄
,

导致我 国许多大塑盆地和坳陷带形成。〕
。

它们都应该与不同时期 板 块

俯冲所引起的地慢物质的运动有关
。

在区域性的挤压应力场中
,

由于上地慢拱起
、

地壳

扩张
一

与从主压应力派生出来的张性应变相结合
,

地堑扩展为坳陷
。

这就是我 国特别是东

部块断盆地产生及其演化的基本程式
。

由于地壳厚度
、

强度及其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和受

力性质的不 同
,

而在上覆地层 中以不同的构造形式反映出来
。

一般来说
,

我 国西部稳定

大型盆地的地壳厚 38 一50 公里
,

地温梯度值较低
,

为 2
.

3 ~ 2
.

S
O

C / 1 0。米
; 而东部华北

、

松 辽等断块活动盆地地壳厚度为30 一 35 公里左右
,

地温梯度值较高
,

为 3
.

6一 4
.

6
“

C / 1 0。

米 ; 更东的边缘海盆地
,

可能地壳更薄
,

地温梯度值 更高
,

且受板块俯冲的影响更强
,

地壳的引张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

李德生曾经指出〔‘4〕
,

在华北平原新第三纪沉积和 盖 层

之下的
一

系列簸箕状地堑盆地
,

它们的深坳陷部分
,

环绕着渤海上地慢隆起 的分布有明

显的规律
。

张裕明等曾计算过〔‘2 〕
,

华北平原晚第三纪以来的扩张量和扩张速率普 遍 小

于早第三纪时期
,

扩张量相差 3、 7 倍
,

扩张速率相差 2一 5倍
。

这表明早第三纪时期
,

华

北地区的强烈拉张作用到晚第三纪已 经减弱
。

以
_ _

L实例说明
,

上地鳗柱的发展
、

变化
,

是制约着盆地构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二
、

我国湖盆的构造类型及其特征

从上述我 国大地构造特征和沉积盆地形成的构造机制为基础
,

我们将湖盆构造特征

及构造类型分 区概述如下
:

(
一

) 我 国西北部各种类型的板 内或内陆山间盆地和山前盆地
。

它们的特点是
:

胎

育于古生代的构造格架之中
,

在中新生代
,

由于印度板块向北推挤
、

碰撞的影响
,

褶皱

带发生块断隆起
,

地块陷落而成为盆地
。

塔里木
、

柴达木
、

准噶尔 ( ? ) 这几个大的山

间地块型盆地就是从这种构造运动 中产生
、

演化而成
。

同时
,

还有些盆地则形成于褶皱

带之中
,

如吐鲁番和库木库里等山间盆地
;
或产生于山前过渡带中

,

如酒泉
、

潮水等山

前盆地
。

在塔里木
、

准噶尔这两个山间地块型盆地 中
,

中新生代地层发育齐全
,

反映着继承

性坳陷
、

多旋 回发 育和多生油的特点〔‘5〕
。

其山前往往有一个强烈的坳 陷带并 几摺 坡 也

较为强烈而向地块 中部沉积减薄
,

褶皱减弱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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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横剖面示意图

柴达木
、

酒泉和潮水盆地的发育特点有所不同
。

中生代早期和中期断陷发育
,

生油
一

层遭到不 同程度的破坏
。

柴达木盆地东北部有所保存
,

构成冷湖油田的油源层系
。

中生

代 晚期 ( 白翌纪 ) 至第三纪才进入 了较为稳定的坳陷期
,

往往也是盆地的主要生油期
,

如酒泉盆地的白翌 纪 ( 图4 ) 和柴达木盆地的第三纪
。

嚎嚎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巍一一
‘

誉瞥袋酬鄂黔
山1111

二二

⋯幸难事磷黔黔黔黔黔
图 4

图例
:

(据吴震权 1 9 7 5

酒泉西部盆地构造横剖面和前白至纪古地质图

1
.

花岗岩侵入体 2
.

中下古生界南山统 3
.

燕山期断裂线

4
.

寒武一奥陶系妖魔山统 5
.

震旦系

( 二 ) 我国西南部西藏等地区第三系陆相山间盆地
。

这是一些东西向狭长的湖盆
。

一

它们发育在中生代印支期和燕山期强烈挤压褶皱的构造带上
,

沿着区域构造走向呈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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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分布于断裂谷地之 中
。

.卜

生油层的时代属下第三系和中新 流
。

至少有一部分盆地是由自

平纪晚期的红色沉积盆地演化而来
,

如可可西里盆地和伦坡拉盆地等
。

这些湖盆在沉积

时虽离海不远
,

但 由于新山系的阻隔而具有内陆湖泊的沉积特征
。

( 三 ) 我 国东部中新生代 陆缘块断盆地

我国东部 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不同于西部
,

它们的形成尽管也受着老的构造格架的不

同程度的影响
,

但大多不是胎于老的构造格架之中
,

而是在亚—
一

太 聚敛边缘 的 影 响

+
‘ ,

一组横截古老构造线呈北东至北北东向的大断裂控制着盆地的形成
。

我国东部三个

主要北东向断陷带的构造发育情况
,

彼此又有明显区别
:

西带
,

包括陕甘宁
、

四川和楚雄盆地
。

它们都有一个稳定的结晶基底
,

都是从古生

代晚期至中生代早期海退中直接演化而来的中生代陆相稳定块断沉积盆地
,

具有叠合盆

绪的特点
。

因此
,

形成时期早
,

结束时间也早
,

第三系不发育
,

除川东外
,

褶皱平缓
。

一般表现为向西倾斜
,

坳陷中心偏于西部
,

而本身断裂并不发育
。

晚三叠纪和早中休岁

纪是
_

l
:

要的生油期
。

中带
.

包括松辽
、

渤海湾和江汉长弃洞庭湖等块断沉积盆地
。

这些盆地的发育有一

于共同的特点
:

早期断陷
,

地堑形成
; 后期坳陷

,

发育为现今规模的沉积盆地
。

三叠系并

不岌育
,

大 多缺失
,

故断陷期一般始于侏罗纪
。

而转入坳陷的时间则先后不同
,

或断
、

劲

相红i
· ,

有右 比软复杂的发展历史
。

如松辽盆地 白至纪主要坳陷期和生 油 期〔‘G〕( 图5 )
。

其它盆地的主要生油期为早第三纪
,

或出现于坳陷发展阶段 (如江汉 )
,

或仍处于断陷

麦展阶段之中 ( 如渤海 ) ( 图6 )
。

前文已述
,

在 中带诸盆地的形成上
,

上地恢隆 起 的

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

它造成 了渤海湾地区一系列下第三系箕状地堑盆地
,

并颇有规律地

环绕上地恢柱分布 ( 图 6 )
。

东带
,

包括我国黄海
、

东海和南海这一系列边缘海盆
,

可能主要形成于第三纪陆缘

扩张的构造运动之中
。

另外
,

在上述三个坳陷带之间的隆起带上
,

也还有一些地堑性质 的张性盆地或弧 内

盆地
,

如汾谓盆地
,

胶莱盆地等以及华南隆起带上的许多形成于断层谷地中的 小 型 盆

地
,

一

汇含油土没有重要意义
,

也不多叙 述了
。

综 仁所述
,

我们把中国主要陆相含油气盆地的构造类型及其发展特点
、 ‘

仁泊时期归

纳在 ( 图 7 ) 中
。

由图可 以看出
,

它们的成盆期 (主 要坳陷期 ) 早晚不同
,

可以划 分 为

以 卜红个时期 (图 8 )
:

古生代晚期
、

印支 期
、

燕 山早期
、

燕山晚期和喜马拉雅 早 期
,

并立犷汀多旋 回发展的特点
。

就大多数盆地而言
,

在造就现今规模的沉积盆地之前
,

手七往

经川 广
、

个断陷的准备时期
,

只有塔里木
、

准噶尔
、

陕甘宁
、

四川 等几个具有稳定结晶

从底的大型盆地是处于旋 回发展的继承性坳陷之中
。

至于生油期
.

由图中可 以看出
,

是

产生 于断陷发展阶段的后期或成盆 以后的某 一 发展阶段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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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松辽 盆地构造发育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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