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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含油气盆地的格架

陈焕疆 孙肇才 张渝昌

( 地质犷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前 言

中国大陆和沿海有数以百计的含油气盆地
,

其中蕴藏着我国 已知油气资源的绝大部

分 ; 但新的领域还在不断地扩展
。

这些盆地不能笼统地看成为简单的克拉通盆地
; 其特

色可以按历史阶段和地球动力学机制来加以区分
。

盆地的阶段
:

中国盆地的形成
、

演化是有阶段性的
。

按中国大陆构造体制的演变可

分为 三个阶段
:

¹ 从前 10 亿年左右到2 . 8亿年
,

即从莫里 尔 ( P
.

M or el , 19 78 , 19 8 1 )

泛大陆E 到泛大陆B 〔‘〕〔2〕可称为古全球构造盆地形成
,

演化阶段
。

º从前 2 . 8亿 年 到 前

约2亿年
,

即从泛大陆的形成和分裂
,

或莫里尔的泛大陆B 到泛大陆 A 的较短 时 期
,

属

于盆地形成
、

演化的过渡或中间阶段
。

» 从前2亿年左右以迄现代
,

即从泛大陆 A 分 裂

以来
,

是板块构造活动的新全球 沟造盆地形成
、

演化阶段
。

在考察中国油气田分布规律

时
,

我们而要 重视这种盆地形成
、

演化的多旋 回性
。

现将与中国盆地形成
、

演化有关的

构造阶段和造山旋 !
!
习划分以及中国大地构造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列表于下 ( 表 1 ) :

盆地的原型
:
中国盆地的形成是多机制的

。

成盆 期的地球动力学状态决定了形成盆

地原型的草本的动力机制
。

盆地原型是一个结构单元
,

是一种构造型式
,

也是一个沉积

实体
; 一个大型的盆 地往往 由一个以上的原型组成

,

同一世代或不同世 代的盆地原型可

以彼此并立
、

接合
、

转化和叠加
。

详细研究盆地原型的特性及其组 合方式
,

将有助于预

测盆地内油气藏的性质和分布
。

对此
,

朱夏教授提出了中国古生代和中新生代盆地的各

种原型
。

〔3〕〔4〕

一
、

中国的占生代盆地

古全球构造阶段

古全球构造阶段属槽台构造体制 〔“〕〔“〕
, 一

占生代盆地是中国重要的勘探油气 的 新 领

域
,

在中国这一类盆地的发生时期可追溯至中晚元古代
。

对中国最老的未受变质的沉积岩研究指出
:
范围包括华北和东北南部的中朝准地台

的基底是在中条旋回期间褶皱和变质的
,

即距今 17 亿年或更老 ( 20 亿年一25 亿年 ) ,

其上

发育 了中元古代长城系
、

蓟县系
、

青自口系
,

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北的库鲁克塔格情况类

似
,

所以塔里木盆地也属于最老的古地 台盆地
。

而在中国南方相当于华北长城系和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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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古全球构造阶段和盆地分布图
1

.

地合界线 ‘地台 3
,

中条期或更老古陆 4
.

扬子期古陆 5
.

兴凯期古陆 从地柑 7
。

盆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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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地层已经变质
。

扬子准地台是在距今 8
.

5亿年的扬子旋回产生的
,

值得注意的是扬子旋回是中 国 地

壳演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阶段
,

随着扬子期占地台的形成
.

出现 了一个
一

占
,

1
:

国地 台川
,

上元古代震旦系一早寒武世作为第 一 个 区域性 盖层
,

经历了 3 亿年地质历史
,

形成 了一

个 已被勘探证实的区域性含油气岩系
。

早
、

中寒武世之间经历的兴凯运动是重要的
,

形

成了印支

—
南华地台

、

佳木斯地块等
,

与之同时百 中国地台解体产生一系列在陆壳基

础上 由坳拉槽形式发育起来的陆间地槽
,

稳定地块和活动带间列是重要特征
,

并 曾以此

启彼合的手风琴式或陆壳对 于小规模洋壳强列蹂嗬的雪挠式经加里东旋回和华力 西旋回

褶皱关 闭
,

形成蒙古弧构造域
,

昆仑一祁连一秦岭构造域
:

这种槽台相互转化 的 过 程

中
,

许多占生代盆地是多旋回发展的
。

在地球动力学背景方面
,

这些陆间地槽
,

}
,

可 能

数度出现可与现代的边缘海或 内陆海相比拟的小洋盆
,

并相继地因分离陆块的碰撞而消

亡 ; 同时
,

现代在这些地区所见到的蛇绿岩套和有关岩石如蓝片岩
,

也不能简单地被认

为是真正的洋壳残余〔”〕
。

中国地 台南部和东南部面临大洋的陆缘地槽
,

主要经塔康旋回
,

于加里东旋 回未期

形成南华构造域
,

它们则可能依靠陆壳物质的粘性蠕散和向洋推进而依次增生在古 中国

地 台边缘上
,

并在华力西一 印支期继续增生
。

显然
,

在古全球构造阶段的多旋 回发育过程中
,

形成 了与不同构造运动机制同期发

生的多种盆地原型
; 因此

,

其成盆期和地槽显著褶皱变质 的时代相呼应
,

而成油 (气 )

期则和变质期后的沉积建造相伴生
。

在 中国尚未勘探或少经勘探的这类多旋回盆地是 一

个很大的油气领域
,

不论其是否含油或气
,

一

可以识别以下几种盆地原型
:

1
.

坳拉槽 ( a u la e o g e n , a 一 i ) 及其 J污期发育的 台 f勺斜 ( s y n e e lis e , a一 2 ) 贝 莱 曾

指出
:

绝大多数克拉通盆地之下潜伏着不同复杂程度的裂谷系
。

它们可以形成一个盆地

原型的组合
。

例如
,

华北地 台上 以中元古界蓟 县系铁岭和雾迷 山组为勘探层的坳拉槽盆

地 ; 任 丘油田揭示了它 良好的储集性能
,

京津地 区井 『常见气异常
,

平泉油苗等
。

河北和

燕辽沉降带有
一

可供勘探面积存在的寒武一 奥陶 系众多的井下油气显示和胜利
、

大港油田

某些该层位的高产井的开拓
,

以及地化资料 谱图
_

L: 正构烷烃双峰的出现
,

推断其中的一

部分是原地生成的
,

作为后期发育的台向斜
,

是一 个范围更为 J
’ ‘

阔的克拉通盆地
。

2
.

克拉通周边沉降盆地 ‘c r a to ni c b or d er )
,

墓底是断块 型 的 ( b
一

l ) 或 基 底 相

对完整的(b
一

2 ) ; 当相邻的地槽发生褶皱的后期
,

在它的
_

_

仁面叠加着沉降的前渊 ( b
一

3 )
。

在华北地台南部
,

扬子地台西北缘和雪峰西侧的克拉通周边沉降盆地及其后 期 的 前 渊

内
,

多层位的气喷以及脉沥青
、

油砂
、

油泉和稠 油的发现
,

预示着 良好的勘探前景
; 由

于 印支期后多期构造运动的改造作用
,

油气保存在现今构造盆地 中印支期后相对稳定的

地区如古坳陷的今宽向斜区
、

某些古隆起超覆斜坡带部位
,

同时要注意寻找推覆体下的

油气田
。

3
.

克拉通坳陷 ( e r a t o n ie d e p r e s s io n ) 和相伴生的拱弯 ( a r e h )
。

这类盆地结构简

单
,

基底 以上沉降和沉积作用一般保持平衡
; 从深部地质结构看

,

成因上与
一

l; 伏坳拉槽

和火山活动无关 ( d 一 1 )
,

同时这种地质上的盆一弯关系可伴随沉积和构造的叠加 作 用

而形成早
、

晚古生代的复合盆地 ( d
一

2 )
。

我国塔里木盆地是一个较完整的巨大的 克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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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坳陷
,

塔北隆起沙参二井油气的重大发现
,

预示着下古生界无疑是重要的勘探领域
,

塔里木中央隆起作为巨大坳陷中的大型拱弯
,

多个不整合提供了油气圈闭及多层系的油

气富集的可能性
。

4
.

面对古生代大洋
,

由于地壳粘性流动 ( d uc ti le flo w ) 而产生的克拉通边缘沉 降

盆地
。

深水相较为发育
,

或和台地相相间出现
,

后期受褶皱
、

断裂与变质影响 较 为 显

著
,

这类盆地在湘
、

赣南部有较广泛发育
。

中间阶段

我们 曾把从泛大陆B到泛大陆A 的这一地史时期称为
“

中间阶段 ” 〔”〕
。

它是槽台构造

体制向板块构造体制过渡时期
,

既具有地史上的连续性
,

又有地质阶段之间的差异性
。

仁布月曰侧

图 3 中国的中间阶段和盆地分布图

1
.

蒙古华力西地槽关闭线 2
.

古特提斯扩张线 3
.

古陆 4
.

褶皱的隆起 5
.

盆地及其原型

6
.

大陆边缘盆地 7
.

断层 8
.

玄武岩拉张与裂谷

当华力西地槽封闭形成古亚洲大陆时
,

作为板块构造的先声
,

古特提斯开始扩张并

呈现二
、

三叠纪的洋壳
; 而整个槽台构造体制的终结

,

就蒙古地槽系看
,

在上黑龙江似

可延续到中侏罗世
; 因此泛大陆B 的图案并不完全反映中间阶段的起点

,

泛大陆A 也 只

是代表了稍晚时期解体作用 已占主导的情况
。

所以中间阶段广义的起迄时间为晚石炭世

到晚三叠世
,

并 以形成宏伟的印支褶皱带作为标志
。

中国北方
,

华力西地槽关闭时间
,

天山为石炭纪末和早二叠世
,

在内蒙东部西拉木

伦河南北大陆的拼接是早二叠世末期
; 东 昆仑

、

秦岭和大别 山
、

北淮阳也是从西往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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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二叠纪时期关 闭并在印支运动 ( 中三叠世米 ) 达到高潮
:

与欧洲相似
,

上述事件是在活动的
,

不均一的硅铝壳上演化的〔
‘。〕

,

主要的破裂和剪

切带 (逆掩带 ) 可以用 “底流” ( s u b f lu e n e e ) 假说来解释
。

中国南方
,

二
、

三叠纪的古特提斯也是南北两大陆块 大规模平移拉张的结果
,

其规

模比古生代地槽要大
,

出现了较连续的洋盆
,

与金沙江一德钦洋 ( 晚二叠世至 中 三 叠

世 ) 开启 同时或稍晚
,

还有甘孜一理塘
、

炉霍一道孚带的扩张
,

它们呈雁行排 列并向西

收敛
,

由于它们之间夹着许多陆块
,

所 以它们也是在陆壳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有 过 渡 色

彩
。

中间阶段盆地在古地台上继承了克拉通坳 陷 ( d 型 ) 盆地和地台周边沉 降 盆 地 ( b

型 ) 的特点
,

同时出现了与板块构造机制相联系的盆地
,

如与大规模平移运动的发生所

产生的相关的盆地
。

印支期右江
、

甘孜一阿坝等
“边缘海式 ” 大陆边缘盆地

,

藏东
、

川

滇西部与古特提斯有关的被动边缘沉降和后期弧后盆地
, “

康滇地轴
” 南北向断层的一

部分 可能是当时的平移转换断层
,

沿断裂带玄武岩强烈喷发和紧接出现了裂谷盆地
; 而

热体制的调整
,

在造山带及其前陆上出现了塌陷盆地 ( co lla p s e b as in e )
,

我国 的天 山

褶皱系
,

海西期火山活动剧烈
,

其上发育着许多塌陷盆地
,

在准噶尔盆地西部发现了克

拉玛依晚古生代油田
,

准噶尔盆地东部也有油井
。

不同规模的拉 张 断 陷 ( ex t en
s io n al

r ift ) 或地裂作用的断层沉降 (ta p h g r o g e n ie fa u lt d o w n )是我国西南的一种成盆机制
。

二
、

中国的中新生代盆地

对中国中新生代盆地的形成
,

朱夏 曾认为是阿尔卑斯运动对前阿尔卑斯中国地台进

行改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构造格局
,

并 曾借用和引伸s
.

v
.

蒲 勃诺夫
“
变格运动

” (d ik
-

ty og en es e ) 一辞来说明〔
”〕, 1 9 8 。年又提出

:

当时所 说明的阿尔卑斯运动体制也就是从泛

大陆开始解体以来控制了新全球构造格局的板块运动体制在中国大陆内部不同地壳块段

上的表现
。

〔“〕
。

新 全球构造中生代阶段

中三叠 世末
,

沿金沙江一红河的古特提斯向北俯冲关闭
,

形成 了印支楷 皱 带
; 伴 随

着 泛大陆A 的解体
,

出现 了以班公湖一怒江为代表的中特提斯的扩张 和 关 闭 ;
此时

,

雅鲁藏布江也从开启到强烈扩张
。

中国东部在太平洋板块形成后
,

从特提斯到 库 拉 一

太平洋之间
,

主要通过几条南北向转换断层 而相互衔接
。

太平 洋的东界
,

大致沿系鱼川

左旋剪切带及南沿伊豆一小笠原断裂带〔
”〕; 因此

,

中国中生代构造和盆地主要 受 控 于

特提斯构造域
,

而欧亚板块向南移动和太平 洋板块 向北移动也影响盆地构造和演化
。

中国南部大陆西侧四川盆地西部龙 门山发生过扬子地 台基底对于上冲印支褶皱带的

A 型俯冲 ( a m p t e r e r s u b d uc tio n ) ; 在上冲带造成了盖层的强烈推覆
,

在推覆体 前 缘

产生前渊盆地的侧向迁移与山麓褶皱构造及其下伏的为逆掩断层所复杂化的地台边缘部

分
。

秦岭西段也在此时封闭
,

并发生向南推掩
,

使 印支期大陆边缘有过盖层的滑移
。

璧翎

中国东南部在 己褶皱基底上
,

伴随特提斯洋的关闭和大陆的压缩 ( 。m as h ) 基底内

部发生 “
基底折离

” ( b as e m en t d ec o u Pl in g )
,

并使盖层形成大规模逆掩推覆
,

其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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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新全球构造 中生代阶段和盆地分布图

1
.

隆起 2
.

盆地和其原型 3 .

大陆边缘盆地 4
.

招皱带 5
.

消 亡的潜投带 6
.

扩张带

7
.

逆掩断层 8 .

断层 9
.

区域应力方向

响范围已波及华北及苏皖一带邦庐两侧
,

以安徽省境内大别山及其北侧印支 一 早 燕 山

期发生在中朝准地台和扬子准地台基底内部的若干韧性断裂带作为基底折离 构 造 的 代

表 , )
,

盖层中同样有逆掩断层发育
,

影响到侏罗一 白奎纪盆地
,

并使古生代盆地受到改

造 ; 此时
,

郊庐断裂东侧的江苏
,

整体向北推移
,

盖层推覆作用明显
,

而郑庐断裂则可

能是平移一转换断层的组成部分〔
‘’〕

。

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活动和断陷盆地的形成包括松辽盆地的开启与沉降都和中国大

陆边缘与特提斯东西向扩张相配套的几条南北向转换断层相联系 , 这几条断层由于所处

位置的不同 ( 洋壳
、

洋壳边缘
、

陆壳内部 ) 演化的过程和性质也不相 同 ( 弧背弧
、

弧后

扩张
、

漏出
、

平移 )
,

它们作为特提斯
—

太平洋之间的纽带是中生洋内的巨 型 平 移

一
转换断层系

,

它伴随该中生洋的封闭
,

在不 同地段不断改变它们的方向和性质
,

从

而与之相关的盆地的形成机制 ( 板内的和板缘的 ) 自然具有巨剪切一拉张的特色
,

这是

中国东部中生代构造和盆地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

中国西部由于岩石圈结构的不均一性 ( 中间地块和古老软弱带交替组成 )
,

因此在

1) 朱宗沛
,

陈焕疆
,

论大别山基底折离构造 (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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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一欧亚板块的持续挤压下
,

在它们交接部位常可发生北东东和 北 西 西 两 组 剪

切断裂
,

并 出现断陷与坳陷相结合的准噶尔
、

塔里木
、

柴达木等盆地
,

应力场方位的改

变
,

可使侧向移位转化为垂直或斜向运动
,

以致沿着基底的上隆部 分 发 生 了 “
前渊

”

( 山前坳陷 )
,

形成了一侧为前渊
,

另一侧为沉降的广阔平缓斜坡的盆地
,

这种结构和东

部显然有别
。

�
�

一一//

厂

图 5 中国新全球构造新生 代阶段和盆地分布图

1 .

隆起 2 .

盆地和其原型 3 .

碰撞线 4
.

俯冲带 5
.

断层 6 .

大砧边缘盆她 7 .

洋壳

新全球构造新 生代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晚白翌世
,

发展于整个新生代
。

早期 ( K 3

一 E 夏) 雅鲁藏布江 ( 新特提斯 )强烈扩张以至消亡关 闭引起的中国大陆内

部的地壳缩短
,

主要通过挤压隆起和槽台镶嵌体内早期断裂的大规模 断 层 走 向 滑 移

( fau n 一st ri te sh p ) 实现的
。

此 时
,

郑庐断裂带在从左旋转变为右旋过程中
,

断 裂 两

侧 以拉张方式发育箕状断陷盆地
,

发育了以渤海湾盆地
,

苏北和江汉盆地为主体 的新生

代油气区
。

四川
,

鄂尔多斯盆地向西萎缩
,

开始由坳陷转变为隆起
。

中国西部继续扩展

一侧为
“
前渊

” ,

另一侧为沉降广阔平原斜坡的盆地
,

而沉积
、

沉降中心相应地发生迁

移
。

后期 ( E 夏至今 )
,

以发生在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的碰撞 ( co n i s io n )
,

太平

洋板块运动方向从北西转向北西西
、

西太平洋岛弧体系的完成和弧后强烈扩张与沉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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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标志
。

其结果使藏北壳下物质部分融熔
,

迫使青藏高原急剧抬升
,

同时壳慢调整引

起的以垂直运动占优势的差异沉降 ( d if fer en ti al s u b s id en
c e ) 作用也是中国板 内 克拉

通盆地形成的普遍现象
。

主要盆地构造区分布在昆仑
、

秦岭一线 以北和中国沿海陆棚边缘区
;
松辽盆地东南

的抬升与隆起
,

使沉降中心转移到盆地西北
,

大庆油田得以保持 ; 华北与苏北以至江汉

也均因大面积的坳陷沉降
,

才使早第三纪的油气得以成熟并富集 , 此时
,

华南大面积隆

起
,

在一些隆起上出现地堑
;
中国西部复活山系有 向盆地的推掩作用

,

使塔里木
、

准噶

尔
、

柴达木等盆地在新生代晚期有了新的构造面貌
,

形成的山前坳陷伴有强烈褶皱变形

的磨拉石坳陷带
。

东海盆地从早期的被动大陆边缘变为主动大陆边缘 ; 南海新洋壳的形成与进一步扩

张
,

使南海北缘大陆架由主动大陆边缘转变为被动大陆边缘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边缘盆

地的特色
。

三
、

结 语

总之
,

地壳位置和构造运动体制的单向性
一

多旋回演化是控制中国含油油气盆地

及其中油气分布的基础
。

按构造体制对盆地所作的
“原型” 分类

,

较多地考
.

虑了这些方

面
。

在这里
,

我们强调的是
:

可 以按历史 阶段和地球动力学的机制来区分类比盆地的是
“原型” 而不是它们的组合

—
盆地

。

这些原型或结构单元应被看作是在一定环境下的

作用

一
响应系统 ; 对此

,

朱夏教授提出的盆地研究工作与全球构造及油气聚集关系的

T (环境 )

—
S ( 作用 )

—
M ( 响应 ) 程式 (盆地勘探系统 ) 〔4〕是含油气盆地进 行

详细研究包括实验地质的模拟模式在内的新的途径
,

并试图使各种盆地原型具有全球的

可比拟性
,

从而突出中国盆地在全球构造环境中的特殊性
,

以期对未发现油气资源作出

估测
。

(收稿 日期
: 1 05 5年。月1 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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