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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油气盆地的二级构造带

与 油 气 聚集 关 系

王 定 一

西北大学 )

. 吕d 山 ~ J -

月lJ 舌

二级构造带是 由一系列位置相邻的
、

有相同成因联系的
、

具有共 同发展历史 的三级

构造 (包括与三级构造相伴 生的其它类型圈闭 ) 组成的综合体
。

在划分二级构造带时
,

要以构造发展史为背景
,

以构造发育特征及成因为依据
。

例如
,

一个背斜型二 级 构 造

带
,

它不仅主要由一系列相邻的
、

有相 同成因联系的三级构造告盖背斜圈闭所组成
,

而

且也包括与背斜圈闭同一时期形成的
、

相互依附的其它圈闭二书地层圈闭
、

岩性圈闭和

断层圈闭
。

从这一概念出发
,

下面就二级构造带划分的基本原则及其主要类型加 以讨论
。

一
、

二级构造带划分的基本原则

由于各含油气盆地的具体地质条件不同
,

一

二级构造带的类型也 比较多
,

所以划分二

级构造带的原则也不完全一致
。

本文仅就划分的基本原则加 以阐述
,

在实际运用时要结

合具体情况加以修改
。

1
.

构造形态特征

不同类型二级构造带的三级构造形态是不同的
,

因此
,

从三级构造形态入 手 是 研

究
、

划分二级构造带的首要工作
。

例如
,

逆牵引背斜构造带的背斜构造仅位于同生正断

层的
一

「降盘
,

多为小型宽缓的不对称背斜
,

其邻近断层的一翼稍陡
,

而另一翼则很缓
。

背斜轴走向与断层 线走向近于平行
。

背斜高点由浅层向深层逐渐偏移
,

其偏移轨迹大体

上与断层面平行等等
。

挤压扭动背斜构造带的背斜构造为一翼陡
、

一翼缓 的不 对 称 背

斜
,

在背斜陡翼往往有逆断层伴生
,

当挤压力强时
,

可能发生一翼倒转的现象
。

背斜带

的三级构造在平面上展布多呈弯曲状或雁行状排列等等
。

前者如济阳拗陷 中的沱庄

—胜利村一 一永安镇背斜构造带
,

后者如酒西盆地 中的老君庙背斜构造带
。

2
.

构造形成原因

仅从构造形态特 征来区分二级构造带是很不够的
,

因为相似的构造形态可能由不同

的原因形成
,

例如
,

同沉积背斜与差异压实背斜的构造形态有时是相似的
,

而且背斜的

闭合幅度都是 由下向上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

但前者是在边沉积

—
边隆起一一边沉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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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形成的
; 后者是在边沉积

—
边压实
—

边沉积的过程 中形成 的
。

换句话说
,

前

者是在下伏地层不断拱起的过程中形成的
,

如松辽盆地的扶余背斜带
; 后者的下伏地层

在形成背斜构造过程中是相对不动的
,

如陕甘宁盆地的马坊背斜带
。

3
.

构造发展历史

划分二级构造带还必须研究各三级构造的发展历史
,

只有发展史相同的三级构造才

可划入同一个二级构造带中
,

特别是各三级构造基本定型 以后的发展历史要基本相 同
,

这

样它们才会对某一时期形成的油气起到共同聚集的作用
,

如松辽盆地大庆长垣北端的李

家 围子构造
,

初看起来可 以划入大庆长垣中去
,

但它们的发展历史不同
,

前者是在嫩江

组末期定型的
; 后者是在明水组末期定型的

,

它们对松辽盆地中一次重要的油 气 运 移

—
嫩江组末期的油气运移不能起到共同的聚集作用

,

因此也就不能将李家围子构造划

入大庆长垣中去
。

在三级构造形态特征
、

形成原 因和发展历史清楚的情况下
,

就不难划分二级构造带

了
。

但要搞清一个含油气盆地内局部构造的上述三个方面
,

也是不容易的
。

如对陕甘宁

盆地陕北斜坡侏罗系地层中二级构造带的划分意见
,

则各说不一
。

归纳起来有四种方案
:

第一种是按斜坡上呈北东方向排列的隆起和凹槽来划分
,
第二种是按斜坡上呈南北走向

分布的陡缓带来划分
;
第三种是以斜坡上发育的鼻摺群来划分

;
第四种是以印支期的古

地貌形态为基础来划分
。

对该区二级构造带的划分意见其所 以不一致
,

关键在于对三级

构造 的发育特征和成因认识不同
。

最近几年来
,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侏罗系地层中的构造

是在延长组古地形的基础上
,

由差异压实作用形成的压实构造
,

后期构造运动对其影响

是次要的
。

目前看来
,

这种压实构造对油气的聚集起着控制作用
。

二
、

二级构造带的主要类型

根据目前的实际资料来看
,

在 我国含油气盆地 内发育的二级构造带
,

主要类型有背

斜型二级构造带
、

潜山型二级构造带
、

断裂型二级构造带和单斜型二级构造带等四大类

型
。

背斜型二级构造带中
,

可 以进一步 划分出同沉积背斜构造带
、

逆牵引背斜构造带
、

挤压扭动背斜构造带和差异压实背斜构造带
。

潜山型二级构造带中
,

包括披复潜山构造

带和
“秃顶

”
潜山构造两个小类

。

断裂型二级构造带 由断裂 阶状构造带和断裂鼻状构造

带组成
。

单斜型二级构造带中
,

有单斜鼻状构造带和单斜地层超 ( 退 ) 复构造带
。

下面

对每一类型二级构造带分别加以说明
。

1
.

背斜型二级构造带

由若干个有成 因联系的主要为背斜组成的构造带称背斜型二级构造带
。

由于形成该

类型构造带的原 因不同
,

又可 以分为 以下四种小类型
:

1 ) 同沉积背斜构造带
这种类型的背斜构造带是指背斜构造在地层 边沉积

、

边隆起
、

边沉积的过程中逐步
_
二

形成的
。

由于背斜相对其周 围地形处于较高部位
,

因此
,

在背斜顶部容易产生沉积分异

作用
,

表现在背斜顶部岩性粗
,

翼部岩性细
,
背斜顶部地层厚度小

,

翼部地层厚度大
。

当隆起作用超过沉积作用时
,

在背斜顶部可 以发现水下冲刷
,

甚至地层缺 失 现 象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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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松辽盆地扶余同沉积背斜构造带是在基底隆起的背景上长 期发育的一个不规则弯窿

状背斜带(图1 )
,

其上发育有土城子
、

八家子
、

四家子
、

后达子屯
、

代家洼子和雅达红等

六个局部高点
。

总计面积约1 20 平方公里
,

闭合幅度为1 50 米
。

侏罗系地层在该构造带顶

部无沉积
, 白里系泉头组第四段地层在背斜顶部厚度小

,

而翼部厚度大
,

顶部岩性比翼

部岩性粗
。

如背斜带顶部砂岩含量大于 40 %
,

而翼部砂岩含量则小于30 %
,

它完全显示

了同沉积背斜构造带的特征
。

海拔 扶川
l

才扮万一
一

S E 巨

扶2

附一巴乞腼

产诊斗

勺,

图 1 扶余同沉积背斜构造带泉四段顶面构造图及剖面图

(据地质部第二石油普查勘探大队
,

19 6 5年 )

K q
一白哭系泉头组第三段

,

K q 4一白奎系泉头组第四段

K q n 一白坚系青山口组
,

K y一白奎系姚家组

K nl 一白奎系嫩江组一段
,

Q + R 一第四系十第三系

I一土城子
,

I一八家子
,

卜
四家子

,

卜后达子屯

I一代家洼子
,

砚一雅达红

2 ) 逆牵引背斜构造带

在渤海湾含油气盆地内
,

其同生正断层的下降盘紧靠断层的部位往往出现 背 斜 构

造
。

它的形成与正断层正牵引作用所造成的地层弯曲方向相反
,

所以称为逆牵引背斜构

造
。

这种构造的产生原因现一般认为 (赵重远等
, 1 9 7 9年 ) : 在形成低角度正断层过程

中
,

当断层 下降盘沿断层 面下滑时
,

断块所承受的水平分力逐渐加大
,

上下盘水平拉开

的距离也不断增加
,

因而在断面附近形成了一个拉张
“

裂缝
” 。

实际上这个裂缝在断层发

育过程中并不存在
,

因为断层 面附近的岩层 由于重力下跌
,

不断地使裂缝弥合
,

从而使

地层背着区域地层倾斜下弯 (亦称 回倾 )
,

造成逆牵 引背斜构造
。

如果地层的回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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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地层的弹性限度时
,

就形成了与同生断层面倾向相反的断层
,

称反向断层
。

它们

一起组成 了逆牵引背斜顶部的小型地堑
。

这种背斜沿着二级正断层下降盘呈串珠分布
,

从而形成 了逆牵引背斜构造带
。

例如济阳拗陷中的佗庄
—

胜利村
—

永安镇逆牵引背

斜构造带气
, 〕,

就是在胜北
、

永北正断层的影响下形成的(图2 )
。

该断层在沙三段时期
,

(渐新世早期 ) 开始形成
,

沙二段时期形成逆牵引背斜构造
,

东营组时期构造 基 本 定

型
。

在此断层的下降盘形成了沱压
、

民丰
、

永12
、

永3
、

永2等逆牵引背斜构造
。

这些构造

最大者30 平方公里
,

一般5一 6平 方公里
,

闭合幅度 1 00 一20 。米
,

靠近断层一翼的倾角稍

徒
,

而另一翼则很缓
,

在背斜顶部由于产生反向断层而构成 了小型地堑 ( 图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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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佗庄一胜利村一永安镇逆牵引背斜构造带平面图及剖面图

(据胜利油田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
,

1 9 7 7年 )

3 ) 挤压扭动背斜构造带

这种类型的背斜构造带是在沉积物基本成岩 以后
,

由于地壳运动时的水平挤压和扭

动作用而形成的
,

因此背斜构造的一翼陡
、

一翼缓
。

在陡翼往往伴生有逆断层
,

甚至使

地层发生倒转
。

构造带中的三级构造呈弯曲状或雁行状排列
。

例如酒西盆地中的老君庙

背斜构造带
,

是由鸭儿峡
、

老君庙和石油沟等背斜构造组成
,

其走向与盆地长轴方向一

致
,

呈北西
—

南东走向
。

由于挤压扭动力的不均衡性而使三级构造呈弯曲状排列
。

背

斜带中的各三级构造均为不对称的背斜
。

如老君庙背斜轴向 1 10 度
,

长 8公里
,

宽 3公里
,

闭合高度 80 0米
,

西南翼倾角为20 一 30 度
,

东北翼倾角为 60 一 80 度
。

在构造 陡 翼有一组

逆断层伴 生
,

其走向与构造轴向相平行
。

现一般认为这个构造带的形成是由祁连山方向

来的挤压扭动力作用而形成的 ( 图 3 )
。

4 ) 差异压实背斜构造带

在相对不易压缩
、

高低起伏不平的刚体 (潜山
、

砂岩体
、

礁块 )的影响下
,

在其上复

沉积物的岩性和厚度发生较大变化时
,

沉积物中就产生了差异压实作用
。

在地 形 突 起

部位
,

沉积物厚度小
,

压实幅度小
, 在地形凹下部位

,

沉积物厚度大
,

压实幅度也大
,

这样就产生了差异压实背斜构造
。

这种构造的形态与下伏不 易压缩刚体的形态相似
,

其

.

田据胜利油田 19 了7年资料
’川据长庆油田1 9 7 8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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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 由下向上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

例如陕

甘宁盆地马坊压实背斜构造带
* 〔“〕,

就是

在延长组古地形基础上
,

侏罗系的沉积物

在差异压实作用下形成的
。

该地区延长组

地形呈北西一一南东走向
,

山脊向南东倾

伏
,

其东北坡地形较陡
,

西南坡则地形较

缓
。

在侏罗系延安组地层 中形成的差异压

实背斜构造带
-

一马坊压实背斜构造带亦

呈北西一 一南东走向
,

向南东倾伏的鼻状

构造
,

其东北翼陡而西南翼缓
,

在其上同

时发育有五个局部高点
,

从而构成 了压实

背斜构造带
。

该构造带 长 约14 公 里
、

宽

3一 5公里
,

面积约60 平方公里
,

各层构造

幅度 由下向
_

L逐层减小
,

到 白坐系
,

地层

中构造消失
,

变为斜坡
。

例如
,

马 2 1
-

马 2 5
-

一 马2 3井剖面得出延长组顶面地形

起伏临度为 1 0 1
.

0 9米 ; 延 10 层顶构造闭合

幅度为3 1
.

5 5米
,

延7层顶构造闭合幅度为

8
.

5 5米
,

也 说明了马坊构造带符合压实构

造发育特征 ( 图 4 )
。

2
.

潜山型
一
丁几级构造带

图 3 老君庙挤压 扭动背斜构造带平

面图及剖面图

(据石油部科学研究院简化 )

1
.

鸭儿峡构造 亚
.

老君庙构造

1
.

小马连泉构造 开
.

石油沟构造

V
.

火石山构造 可
.

大红圈构造

1
.

么泉均造

潜山是 由构造作用和风

化
、

授蚀作用形成的
,

构成

潜山的岩石是各种各样的
。

由于风化
、

剥蚀
、

淋滤
、

溶

解等物理化学作用
,

潜山头

的某些岩石中就形成了众多

的孔洞和裂缝
,

以后地壳下

沉
,

潜山部位接受再沉积
,

如有不渗透岩层复盖就可形

成有
/

flJ 于油气聚集的场所
.

这种场所显示的油气聚集特

征 与构造带相似
,

故称潜山

型构造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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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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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庆油田
,

1 9 7 8年 )

I
、

I
、

l
、

⋯ ⋯局部高点编 号

当潜 山顶部缺失生油层时称
“秃顶” 潜山构造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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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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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冀中拗陷任丘披复潜山构造带
。

(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
, 1 9 7 8年 )

。

它是 由四个山

头组成的呈北30 度东走向的狭长潜山构造带
。

其西侧为一大断层
,

东北
、

北
、

南三个方

向以 13 一20 度的坡度向下倾伏
。

整个构造带长 30 公里
,

宽 7公里
,

面积2 10 平方公里
,

相

对高差达1 3 6 5米 (图 5 )
。

潜山头主妥 由震旦亚界雾迷山组碳酸盐岩

组成
,

在中生界至老 第三纪沙河街组第三段时

期
,

经历了长期的风化剥蚀过程
,

因而在碳酸

盐岩地层中溶蚀缝洞广泛发育
,

形成 了良好的

仙集层
,

在沙河街组二段时期
,

地壳下沉
,

雾

迷山组深埋于地下
,

形成地层圈闭
。

沙河街中

的油气通过不整合面和断层面运移至潜 山头上

的地层圈闭中形成 了任丘油田
。

2 ) “秃顶 ” 潜山构造带

这种潜山构造带的山头虽然没有被生油层

B 任3 1 任 ; 5
任 !3 B

渔中
: 肠中

.

真矛 :r+冲谬 资濡)笋

图 5 任丘披复潜山构造带平面图及剖面图 图 6 石 臼佗
‘·

秃顶” 潜山构造带

( 据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
,

19 7 8年 ) 平面图及剖面图
Z w 一震旦亚界雾迷山组 毛一寒武系 (据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

,

1 9 7 8年 )

E s一老第三系沙河街组 E d老第三系东营组 A
r

一太古界 P z

一古生界 M z一中生界
N一新第三系 E 一老第三系 N 一新第三系

所复盖
,

但主要潜山头的周 围发育有良好的生油层
,

在储盖条件配套时
,

这类构造带仍

能形成重要的油气聚集带
。

如石 臼沱潜山构造带即是
。

该构造带 ( 华北石油 会 战 指挥

部
,

1 9 7 8年 ) 位于渤海的秦南与渤中凹陷之间
,

其走向近于东 西
,

面 积 约2 0 0 0平方公

里
,

由太古界
、

寒武系
、

奥陶系及中生界火成岩组成
。

古生界地层为一北倾被断层复杂化

的单面山
,

其上发育有六个明显的潜山头
,

即 石 臼佗
、

4 2 7
、

4 28 东
、

4 28 西
、

4 3 。
、

4 3 2

潜山头
。

最高的石 臼蛇潜山头未被沙河街组生油层所复盖
,

目前 已 在42 7 ( 奥陶系 )
、

42 8东 (寒武系 )
、

42 8西 和4 30 ( 中生界 ) 四个 山头上找到了油气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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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型二级构造带

由一组断裂形成的构造带称断裂型构造

带
。

根据构造带的形态可划分为断裂阶状构

造带和断裂鼻状构造带
。

1 ) 断裂阶状构造带

坚硬地层在扭应力作用下作 反 相 运动

时
,

扭应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地层发生断裂

而产生一系列断层
。

这些断层将地层切割为

若干 台阶而形成断裂阶状构造带
。

例如冀中

拗陷中的霸县断裂 阶状构造带
,

即在牛驼镇

凸起和霸县凹 陷作反向活动时
,

牛驼
、

南孟

和顾辛庄等南掉的正断层
,

将地层切割成三

个台阶
。

高台阶在霸 28 井区震旦亚界雾迷 山

组地层中获得工业油流
; 中台阶在南孟

、

龙

虎庄的寒武系
、

奥陶系地层 中为高产油层
;

低台阶在顾辛庄已找到气藏
。

由此看来
,

断

阶带亦是重要的二级构造带
。

2 ) 断裂 鼻状构造带

在拗 陷或隆起的斜坡地带
,

在基岩隆起

图 7 坝县断裂阶状构造带平面图及剖面图
( 据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1 9 7 8年 )

Z w
一

震旦亚界雾迷山组 毛 I f
一

下寒武系府君山组
毛 l m 一下寒武系馒头组 毛邪一中寒武系张夏 组
O 汀一下奥陶系冶里组 E s一 E k一老第三系沙河

街组一孔店组
1一霸28 井区 2一南孟 3一龙虎庄 4一顾 辛庄

或古地形 突起的背景上发育的鼻状构造为断层所切割
,

或与断层 同时发育而形成的鼻状

构造共同组成的构造带
,

称断裂鼻状构造带
。

例如下辽河拗陷西部凹陷的西斜坡上发育的

欢喜岭断裂鼻状构造带
铃就是在下洼子基底鼻状隆起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

长约40 公里
,

宽约10 公里
,

轴向北西
,

向南 东倾伏
,

为一系列北东走向
,

南东倾 向的正断层所切割
。

该构造带在沙河街组三段时为 一 复式鼻状构造
,

其
_

七发育有三个高点
,

至沙河街组
一

段时为差异补偿作用填平补齐
。

由于该构造带以鼻状构造为背景
,

又有北东向断层形

成遮挡
.

从而构成 了西斜坡上重要的三二级构造带
。

J
.

单斜型
_

二级构造带

这种类型构造带一般是发育在继承性的斜坡上
。

根据三级构造的不同
,

可以分为单

斜地层超 ( 退 ) 复构造带和单斜鼻状构造带
。

l ) 单斜地层超 ( 退 ) 复构造带

在长期发育的斜坡背景上
,

地层超 ( 退 ) 复现象频繁
,

使地层呈区域性尖灭而形成

地层超 (退 ) 复构造带
。

有时 由于区域性的断裂构成 遮挡条件与区域性的岩性尖灭一起

形成 j
一

二级构造带
。

例如
,

准噶尔盆地北部斜坡的克拉玛依—乌尔禾单斜带就属于这种类

型
。

该构造带是在古生界变质岩基础上长期发育的由北 向南倾斜的单斜带
。

二迭系乌尔

禾组
、

下三迭系 白口 泉组
、

中三迭系克拉玛依组
、

上三迭系白碱滩组 以及侏罗系地层依

次由南 向北超复
,

构成 了地层超复二级构造带
。

同时由于克拉玛依—乌尔禾大断裂的

存在而起到 了断层遮挡的作用
。

因而从东南方向二迭系玛纳斯湖生油拗陷通过不整合面

.

据辽河石油勘探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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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型二级构造带

由一组断裂形成的构造带称断裂型构造

带
。

根据构造带的形态可划分为断裂阶状构

造带和断裂鼻状构造带
。

1 ) 断裂阶状构造带

坚硬地层在扭应力作用下作 反 相 运动

时
,

扭应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则地层发生断裂

而产生一系列断层
。

这些断层将地层切割为

若干 台阶而形成断裂阶状构造带
。

例如冀中

拗陷中的霸县断裂 阶状构造带
,

即在牛驼镇

凸起和霸县凹 陷作反向活动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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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孟

和顾辛庄等南掉的正断层
,

将地层切割成三

个台阶
。

高台阶在霸 28 井区震旦亚界雾迷 山

组地层中获得工业油流
; 中台阶在南孟

、

龙

虎庄的寒武系
、

奥陶系地层 中为高产油层
;

低台阶在顾辛庄已找到气藏
。

由此看来
,

断

阶带亦是重要的二级构造带
。

2 ) 断裂 鼻状构造带

在拗 陷或隆起的斜坡地带
,

在基岩隆起

图 7 坝县断裂阶状构造带平面图及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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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断层 同时发育而形成的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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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辽河拗陷西部凹陷的西斜坡上发育的

欢喜岭断裂鼻状构造带
铃就是在下洼子基底鼻状隆起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

,

长约40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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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向北西
,

向南 东倾伏
,

为一系列北东走向
,

南东倾 向的正断层所切割
。

该构造带在沙河街组三段时为 一 复式鼻状构造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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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育有三个高点
,

至沙河街组
一

段时为差异补偿作用填平补齐
。

由于该构造带以鼻状构造为背景
,

又有北东向断层形

成遮挡
.

从而构成 了西斜坡上重要的三二级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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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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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构造带

这种类型构造带一般是发育在继承性的斜坡上
。

根据三级构造的不同
,

可以分为单

斜地层超 ( 退 ) 复构造带和单斜鼻状构造带
。

l ) 单斜地层超 ( 退 ) 复构造带

在长期发育的斜坡背景上
,

地层超 ( 退 ) 复现象频繁
,

使地层呈区域性尖灭而形成

地层超 (退 ) 复构造带
。

有时 由于区域性的断裂构成 遮挡条件与区域性的岩性尖灭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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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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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准噶尔盆地北部斜坡的克拉玛依—乌尔禾单斜带就属于这种类

型
。

该构造带是在古生界变质岩基础上长期发育的由北 向南倾斜的单斜带
。

二迭系乌尔

禾组
、

下三迭系 白口 泉组
、

中三迭系克拉玛依组
、

上三迭系白碱滩组 以及侏罗系地层依

次由南 向北超复
,

构成 了地层超复二级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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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克拉玛依—乌尔禾大断裂的

存在而起到 了断层遮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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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东南方向二迭系玛纳斯湖生油拗陷通过不整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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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辽河石油勘探局资料



·

1 0 2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3 卷

运移来的油气得以聚集在地层尖灭带及断层的附近
。

目前已发现有克拉玛依
、

乌尔禾 白

IJ泉等几个汕田
,

成为该区的重要含油构造带 ( 图 9 )
。

( 艺 ) 单斜鼻状构造带

这种构造带的特点是发育在单斜带上的鼻状构造
,

造顶部逐步减薄
、

尖灭
。

在鼻状构造的鼻尖上有

时发育有面积不大的背斜圈闭
; 两翼有时发育有

岩性失灭圈闭
。

左鼻根
一

也见小断层存在
。

例如
,

松 辽盆地古龙凹 陷东斜坡上发育的鼻状构造带
,

向凹陷内部倾伏
,

沉 积地层 向构

周

是 由喇西
、

萨西
、

杏西
、

高西和葡西等鼻状构造组

成
,

各鼻状构造的轴向近于东西
,

向西倾伏
,

在

鼻状构造的根部又 时可见南北向的小断层存在
。

这些鼻状构造是在姚家组时期具雏形
,

嫩江组时

期基本定型
,

与大庆长垣的发育历史基本一致
。

目

前已在喇西
、

杏西
、

高西和葡西四个鼻状构造 中

获得工业油流
,

也许会成为松辽盆地另一个含油
一

二级构造带 ( 图 1 0 )
。

以上根据成因所划分的二级构造带类型
,

并

不是说某种类型的二级构造带就是一种原因形成

的
。

在客观实际中
,

无论那一种二级构造带往往

诫
、

J
‘、、 /

‘

入
、

少

/I
口战

t~ 一
一\ 寻

图 10 古龙凹陷东斜坡单斜鼻状构造

带平面示意图 ( 左 ) 及杏西鼻

状构造平面图 (右 )

( 据大庆油田科学研究设计院
,

1 9 7 8年 )

工一喇西鼻状构造亚一萨西鼻状构 造
卜

杏西鼻状构造W一高西鼻状构造V 一 葡西

鼻状构造

都是由 一种以上原 因形成的
,

不过有主次之分而已
。

例如
,

同沉积背斜构造带是在边沉

积
、

边隆起
、

边沉积的过程中形成的
,

它并未排除此时地层有遭受挤压 扭动应力的可能

性
,

但后一因素是次要的
。

又 如潜山型构造带与差异压实背斜构造带有时也不易区别
。

潜 山型构造的上复地层 中往往容易形成差异压实背斜构造
,

差异压实背斜构造形成过程

中其下部必须有不易压缩的刚体存在
。

如古潜山
,

此时到底应当将其确定为那种类型的

二级构造带呢 ? 这就要分析对油气聚集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

例如
,

任丘地区
,

对油气聚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在潜山头上形成的地层圈闭
,

而不是在其上复地层 中形成

的差异压实背斜构造
,

因此将其确定为披复潜山构造带
。

又例如
,

陕甘宁盆地红井子地

区
,

对油气聚集起 决定性作用的是在侏罗系延安组地层 中形成的差异压实背斜构造
,

而

不是其下伏的延长组潜 山头上形成的地层圈闭
,

所 以将其确定为差异压实背斜构造带等

等
。

总之
,

在划分和确定二级构造带类型时
,

要根据其形成时的主要矛盾
,

认真分析研

究
,

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

由于我们掌握油气田资料有限
,

本文仅作了一般性探讨
,

尚待今后深入研究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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