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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扬子地区晚古生代含油气盆地原型

丁道桂 李 萍 吕俊祥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笔者在下扬子地区晚古生 代含油气盆地的基底特征的基础分析上
,

着重叙述克拉通台向斜 拗陷盆地的

原型特征 从沉积及沉降
、

构造 发展 等因素对下扬子区晚古生 代盆地作构造 区划
,

划分其三个发展阶段
,

即断陷一拗陷一转化
。

印支一早燕山运动以来 主要是 自东南向西北强烈褶皱
、

推掩的板内变形
,

其主要构

造样式为基底 拆离 对下古生界作叠加和保存
,

前缘拗陷内发育了中新生界
,

对油气生成与聚集是有利的

因素

下扬子地区 浙西
、

苏皖南 晚古生代 包括早
、

中三叠世 盆地是在早古生代扬

子准地台和江南 准地槽基础上形成的克拉通拗陷盆地
。

一
、

盆地的大地构造位置

下扬子地区的前寒武纪的基底大致 以七都一宣城一线为界
,

从这一线以北至大别一

胶南隆起区之间的下扬子区
,

下元古界基底可 能 是 属 于 刚 性
,

大致形 成 于 一

的混合花岗岩和花岗片麻岩类结品杂岩的古陆核 从这一线以南至华夏隆 起 之

间的江南一钱塘区
,

双溪坞群钙碱性系列的中基性火 山岩
、

酸性熔岩
、

火 山碎屑岩
、

砂

砾岩夹硅质岩
、

泥岩及鲡状灰岩透镜体 代表了中元古代早期的海相火 山岩建造序列
。

从

火山岩的富钠
、

富轻稀土以及基性岩富铁
、

富钦的特征看
,

它们是在陆壳分裂的基础上

形成的海底喷发
,

极有可能属于 岛弧一海槽过渡带的产物
。

经神功运动
,

钱塘岛弧隆起

带初步固结摺皱
,

并在岛弧隆起带北西侧发育了中元古代中
、

晚期的皖南一浙西弧后海

槽
,

在半深水还原环境下沉积的上溪群是一套厚度巨大
、

变质程度较 浅的浊流相钙泥质

板岩
、

石英片岩
、

硬砂岩
、

粉砂岩地层
,

属 冒地槽型复理石
、

粗碎屑岩组合序列
。

在闽浙

沿海地区
,

陈蔡群和建欧群以各种片岩
、

片麻岩
、

浅粒岩和石英岩为主夹大理岩和磁铁

石英岩
,

已强烈变质
,

它们构成 了华夏古陆的  !一 早元古代的褶皱基底
。

东安一晋宁运动结束了皖南一浙西中元
一

占代地槽及其过渡发展阶段
,

上元古界普遍

不整合于中元古界之上
。

扬子准地 台第一 次克拉通 化的结 果使得华夏古隆起与皖南一浙

西弧后海槽一起拼接在 扬子准地 台东部 边缘上
,

而后进入了加里东旋回的槽台对立的盆

秦德余等  ! ,

皖南一浙西古生代盆地基底和建造序列 与演化 未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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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育时期
。

皖南一浙西在一度抬升之后又下拗分裂并插入在下扬子准地 台与华夏隆起

之间
,

形成为东北端由于二者之聚敛而逐渐抬升西南下倾的拗拉槽
,

即晚元古一早古生

代的江南准地槽
。

这一准地槽包括两侧的过渡带的边界
,

笔者认为其北界应在七都一宣

城断裂
,

南界可推延到江山一绍兴断裂
。

震旦系灰绿
、

灰紫色砂岩
、

冰破砾岩
、

冰水沉积

碎屑岩及上覆碳酸故岩地层是代表了盆地早期受地貌和断裂控制的不稳定沉积
。

如果把

这一时期的沉积 与下伏的晋宁运动时期的铺岭组中基性一中酸性火山岩系一起作为盆地

初始张裂阶段的陆相火山岩
、

磨拉石石英砾岩
、

碳酸盐岩沉积序列是不无道理的
。

从震

旦系上部 西峰寺 皮园村组 到上寒武统西阳山组碳酸盐岩
、

泥质岩
、

硅质岩组合是江

南拗拉槽拗陷沉降阶段的产物
。

下奥陶统 印诸埠组一上奥陶统五峰组所沉积的巨厚的笔

石 页岩相复理石建造是拗拉槽鼎盛发育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

志留系 巨厚层 以长石
、

石

英砂岩
、

粉砂岩为主的粗碎屑岩夹泥质岩地层则属于拗拉槽发育后期
,

由于加里东运动

而促使华夏隆起抬升
、

华南加里东地槽开始封闭并侧向挤压时所形成的与前缘拗陷有关

的冲积扇体
,

标志着江南拗拉槽的快速充填和 消亡
。

从震旦纪晚期之后
,

大致以七都一宣城断裂为 界
,

下扬子准地 台与江南准地槽两大

构造沉积区分野基本明朗
。

在准地台区
,

从震旦系上部灯影组开始到下志 留统高家边组

是一套在地台稳定沉降环境下的碳酸盐岩为主夹泥质岩类的克拉通台向斜拗陷组合
。

直

到中
、

晚志留世才 出现与盆地收缩有关的前缘粗碎屑沉积
。

在加里东旋回
,

扬子准地 台东部 由稳定地 台块体
、

江南拗拉槽
、

华夏隆起及毗邻的

华南加里东地槽共同组成的镶嵌格局呈现出克拉通不稳定周边的构造风格
,

这是在 早古

生代槽台对立发展构造体制下
,

导源于地馒热对流活动
,

大陆地壳
“
手风琴

”
式此 张彼

合运动的结果
。

基底性质的差异是形成七都一宣城断裂两侧盆地
、

地层沉积和岩浆活动

差异的主要 因素之一
。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晚古生代及其尔后的构造阶段
,

晚古生代盆

地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克拉通拗陷
。

二
、

盆地的结构与构造单元

从 《下扬子地区加里东期后古构造图 》 图
,

分析
,

下扬子地 区晚古生代盆地

自东向西划分五个北东向排列的主要沉积构造单元 钱塘拗陷
、

江南隆起
、

苏锡一宣广

拗陷
、

南陵一金坛低凸起
、

南京一巢湖拗陷
。

钱塘拗陷 位于华夏隆起和江南 隆起之间
,

是在早古生代华夏隆起北西侧的江南拗

拉槽的基础上形成的上叠拗陷盆地
。

早古生代控制江南拗拉槽沉降的苏州一顺溪断裂
、

青浦一马金断裂
、

奉贤一球川断裂仍然控制了晚古生代盆地沉降和沉积
,

因而具有较大

的活动性
。

平面上为一走向北东
。

一
“

的狭长拗陷 剖面上为两侧发育有 同沉积断裂

的不对称断陷型拗陷
,

沉积中心偏于江南隆起东南缘
,

地层 向东南超覆在华夏隆起的西

部斜坡上
。

苏锡一宣广拗陷 位于江南隆起西北侧的休宁一广德断裂和南陵一金坛水下低凸起

南侧的七都一宣城断裂之间
,

亦是在早古生代江南拗拉槽基础上所形成之上叠盆地
。

拗

陷又可分为单体呈椭圆形
、

北东向排列的苏锡
、

宣广两个次级凹陷
,

断裂主要是对上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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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一下石炭统起了控制作用
。

地层 向东越过休宁一广德断裂超覆在江南隆起上
。

沉积 中

心略偏于七 都一宣城断裂一侧
,

剖面上呈现为偏对称之断一拗结合型之形态
。

图 下扬子地区加里东期后古构造图

郊 扬 子
庐 南

断 陵

黎
‘京一 , 县” 陷

幻
‘

起

合 地 华二 。。 肠浙一 台 阵华力 西
边冻 地摘

苏 锡 一

宣 广拗 陷 瑟理 钱场 拗 阶

图 下扬子地区晚古生代 一 盆地原型示意图

南京一巢 湖拗陷 位于南陵一金坛水下低凸起和郑庐断裂带之问
,

是在早古生代下

扬子台向斜拗陷的基础上形成的盆地
,

基底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
。

盆地的沉降与沉积主

要是受区域性沉降所制约
。

拗陷内又大致分为南京一巢湖
、

宿松一安庆凹陷两个次级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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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单元
,

属平面上比较宽阔
、

断裂作用不甚明显
、

形态单调
、

基本对称之浅拗陷
。

沉积

中心一般位于凹陷中心
,

但各时期有游离和迁移
。

分隔三个主要拗陷单元的江南水下隆起和南陵一金坛水下低凸起均是盆地南侧江南

隆起在盆地内的指状倾没部分
,

它对拗陷的沉积和地层
、

岩性分布起了 ,’’ 槛
”
的控制

作用
。

从盆地的形态与结构上所反映的基本地质规律是 平面形态上
,

拗陷及次级单元皇

北东向分布与加里东运动格局大致相协调
,

拗陷在东南部比较狭窄紧密
,

向北西则开阔

而不规则
。

剖面上则由地堑型断陷向浅拗陷过渡
,

显示出由活动向稳定的趋向
。

这主要

是由于下扬子区晚古生代盆地基底性质的差异所决定的
。

因此
,

钱塘拗陷较之于南京一

巢湖拗陷具有更大的活动性
。

三
、

盆地的沉降与沉积

在古全球构造运动体制的过渡阶段中形成的晚古生代盆地
,

根据其地层组合序列
,

结构构造特征
,

大致可 分为三个主要的沉积一构造演化阶段 晚泥盆世一早石炭世断陷

发育阶段
,

中石炭世一早二叠世拗陷发育阶段
,

晚二叠一中
、

下三叠世转化阶段 表
。

表 下扬子地区晚古生代盆地构造演化阶段

时 代 地 层
地 层
厚 度 构造 体制 沉 积 组 合 构 造 环 境 原 型

地盆转化阶段
早三
、

叠
中世

青龙群 一
一二叠纪

一 克
大隆组长兴组

龙潭组 一

海陆交互相 碎屑岩
,

煤系及河 流

一三角洲相沉积体系
,

陆表海闭

塞海湾相硅质岩
、

页岩 和台地碳

酸盐岩

华夏
、

江南隆

起抬升
,

盆地

向统一 的克拉

通拗陷转化

晚二叠世

盈
堪桥组 一

卫孟一

以陆棚海
、

陆表海碳酸盐岩为主 盆地整体向东

一
及闭塞海湾相硅质 岩

、

黑 色 页 南作区域性倾

孤峰组茅口组

早二叠世

栖霞组  一 岩
,

后期以海相为主的河 口一三 斜和 拗 陷 沉

晚炭
石世

船 山组
斜

一 角洲沉积体系碎屑岩
、

页岩

盆地拗陷阶段

古球构造全运动体制的过渡阶段

石 中炭

石世 —
一

制

黄龙组 一

炭

盆地断段陷阶

厂蕊「琴面 灭万一

—
,

叮 弄胃 双 ‘ 与 , 月 ‘ 。 八

尸 , 乙口 日 玉

—
‘甘

兰兰鱼
——

⋯
喻

, 。。 , , 。 。 , 。 。

障 」勺口】 曰 二〔 白 、
一

、 、

地
阴段

金陵组 一

早期为河流冲积扇体系 磨 拉 石

粗碎屑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后期

为河 流相
、

滨海相 长石
,

石英砂

石
、

杂色页岩
、

白云质灰岩的沉

积组合

盆地受断裂差

异沉降活动所

控制
,

凹陷分

隔性和线性特

征明显

早石世炭

, 一
五通组

坞组珠藏
晚泥盆世泥盆纪

—
蕊丽 票 厂百二万

晚志留世昙君 山 口 以
。

乐沁 组

,
一
加一里

一
东

一

运一动 卜 ·
一 , 州户 、侧产, ‘沪

一
古全球构造运动槽台对立体制下后期前缘拗陷中的陆谭碎屑岩充坡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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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晚 泥 盆 世一早石炭世盆地断陷阶段的沉降与沉积特征 加里东运动期后的

古地形
、

古地貌及隆起带两侧的同生断裂是决定盆地 内沉降与沉积的主要因素
。

华夏隆

起
、

江南隆起在作为主要物源区的同时亦控制了沿隆起带陡侧的上泥盆统冲积扇体的分

布
。

泥盆纪末期
,

钱塘拗 陷曾一度抬升 而广泛缺失下石炭早
、

中期地层
。

直到早石炭世

晚期才在西南端沉积了叶家塘组含煤碎屑岩地层
。

南陵一金坛一带抬升 凸起
,

成为分隔

南京一巢湖拗陷和苏锡一宣广拗陷下石炭统两个不同岩性
、

岩相分区的
“

门槛
” 。

这一

阶段盆地分隔性和活动性较强的特征是体现在盆地内形成了一套以陆源粗碎屑物为主的

砂砾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杂 色页岩和生物碎屑灰岩
、

泥灰岩透镜体的类磨拉石建造上
。

上 泥盆统地层为石英砂砾岩
、

砾岩
,

向上过 渡为含砾石英砂岩
、

细砂岩及杂色含煤

线页岩
。

发育大型交错层理
、

板状层理和粒序层理
。

其厚度在钱塘拗陷
、

苏锡一宣广拗

陷较大
,

属于 以石英砾岩
、

砂砾岩为主的大型 山麓冲积扇体
。

向劲陷中心粒度变细
,

出

现富含拟鳞木
、

亚鳞木化石的粉砂岩
、

杂色页岩之沉积透镜体
。

向地 台方向
,

地层尽度

减搏为单一滨岸石英砂岩
。

这一建造组合上部的下石炭统 金陵组在苏锡一宣广拗陷是黄

绿 色石英砂岩
、

含铁质石英砂岩夹黑 色页岩
,

而在南京一巢湖拗陷则为黑色含生物碎屑

灰岩
,

富含跪足
、

珊瑚类 化石
。

高骊山组 是在潮上一潮间带浅水氧化环境下沉积的滨

岸紫红一杂色石英砂岩
、

粉砂岩 夹页岩和煤线的地层
,

沉积构造 以水平层理
、

小型交错

层理
、

斜层理为主
。

而和州组仅在南京一巢湖拗陷内分布
。

是潮间一潮上浅水氧化环境

下局限海台地相灰一灰紫色泥质灰岩
、

白云岩
。

盆地断陷阶段的沉积建造的岩性
、

厚度

和 分 市不稳定
,

分区明显
,

横向变化较 迅速
,

纵向上岩性交替频繁
。

地层中反映在潮间

一潮上浅水带
,

在较高的水动力条件下和氧化环境 中所形成的沉积构造
、

粒序层理
、

板

状层理
、

交错层理等较发育
。

河流
、

河 口冲积扇
、

滨岸席状砂及局限海台地相的不稳定

类型的沉积相组合是这一阶段主要沉积 特征之一
。

二 中石炭 世一早二叠世盆地拗陷阶段的沉降与沉积 区域性的拗陷沉降使得盆

地整体向东南倾斜
,

以致于在前期对沉积起阻隔作用的南陵一金坛凸起
、

江南隆起
、

甚

至华夏 曦起的一部分亦接受了中石炭一下二叠统的沉积
,

盆地 由分隔趋向于统一
。

断裂

活动相对微弱
,

主要是区域性沉降幅度的变化而决定了地层的厚度和岩性的纵向变化
,

横向则显示出高度的统一和可 比性
。

它所形成的以海相碳酸盐岩为主
,

硅质岩
、

黑 色页

岩夹石英粉细砂岩的地台稳定型组合序列构成了克拉通 台向斜拗陷最显著 的特征之一
尹

中石炭统黄龙组为浅黄灰色中厚层灰岩
、

含生物碎屑亮晶灰岩
,

底部多为含隧石
、

石英沙砾之 白云岩
。

上石炭统船山组为灰褐色球状藻灰岩
。

下二叠统栖霞组灰黑色含沥

青灰岩
、

含隧石条带
、

隧石结该灰岩
、

薄层炭质页岩
,

富含珊瑚
、

腕足
、

唯科等生物化

石
。

这 些地层都是在潮 卜浅水到半深水的亚氧化一亚还原环境下
,

浅水陆棚一深水陆棚

相碳酸盐岩沉积
,

其岩性及厚度分布都比较稳定
。

尽管如此
,

在盆地 区域性整体沉降过程中
,

墓岩性质和稳定性的差异还是或多或少

地在 旱二叠世 中
、

晚期的沉积环境
、

相和地层的岩性
、

厚度 反映出来
。 一

厂二并统钱塘

拗陷内的茅 口组的灰色厚层含隧石生物灰岩
、

灰岩夹薄层硅质页岩
,

生物化石以姚科
、

珊瑚和腕足类为主
。

而在 苏锡一宣广拗陷
、

南 京一巢湖拗陷孤峰组则是 以黑色硅质岩
、

硅质页岩为主来薄层透镜状泥质矢岩
,

局部含磷
。

生物化石呈现 出腕足类
,

腹足类
,

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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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瓣鳃和放射虫相共生之组合面貌
。

沉积构造以水平层理为主
,

是在潮下静水低能的

还原环境下
,

闭塞海湾相沉积
。

下二叠统堰桥组 主要分布在南陵一金坛低凸起以东的

苏锡一宣广拗陷和钱塘拗陷内
,

上部灰一深灰色粉砂岩为主与黑色页岩
、

粉砂质泥岩不

等厚互层
,

间夹薄层灰岩和煤线 下部深灰色泥岩
、

硅质页岩夹深灰色粉砂岩
。

发育有

水平层理
、

波状层理及小型交错层理
。

在浅塘拗陷上部出现多层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生物发育有蜓
、

腕足类及苔鲜虫
、

瓣鳃等
。

地层厚度 由西部的 向东剧增至约
,

形成一 巨型楔形体
。

从沉积再造横剖面图和等厚图上 图
,

可看 出 堰桥组从 南 陵

一金坛低凸起以东实际上是一个河流相
、

三角洲泛滥平原相
、

分支河道相到三角洲前缘

直至陆架灰岩的一个大型三角洲沉积体系
。

图 下扬子地区二叠系堰桥组 全 等厚图

三 晚二叠世一早
、

中三叠世盆地转化 阶段的沉降与沉积 如果说在拗陷沉降阶

段盆地趋于统一而充分显示了克拉通台向斜拗陷的特征的话
,

那么在这一阶段
,

尤其在

早
、

中三叠世盆地则处于总体抬升
、

收缩和向中新生代板块运动体制过渡的构造背景之

下
,

克拉通 台向斜拗陷的色彩则更加强烈
。

由于华夏隆起和江南隆起的进一步抬升及尔

后更广泛的区域性构造挠 曲作用
,

盆地开始收缩
,

进而形成了以海陆交互相的含煤碎屑

岩系
、

碳酸盐岩
、

泥质岩和蒸发岩为主的地层组合序列
。

上二叠统龙潭组 下部灰白色块状石英长石中细砂岩
、

中部黑色页岩与灰色粉细砂

互层且夹薄层灰岩和煤层
,

上部黑色页岩
、

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灰色砂岩
、

灰岩
。

常见波

状交错层理
、

粒序层理和水平层理
,

生物以植物为主
,

有腕足
、

瓣鳃类海相生物等
。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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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由南陵一金坛低凸起以西的 一 向东迅速增至 一 而呈楔形
,

且海相

前以
灰岩的夹层增多

。

亦属一个从河流相
、

三角洲泛滥平原
、

分支 河道到三角洲前缘相
、

三角洲的大型河 口三角洲沉积体系
。

但较之于堰桥组来说
,

盆地更处于半封闭状态
,

陆相沉积为主
,

且沉积 中心亦向西迁移
。

在南京一巢湖拗陷和宣城凹陷是大隆组黑色硅

质页岩夹薄层透镜状灰岩
、

粉砂岩地层分布区
,

含菊石
、

瓣鳃类生物化石
。

是在 潮下半

深水到浅水还原环境下的闭塞海湾相沉积
。

而代表浅水高能带亚氧化环境下的台地边缘

相的富含峡科
、

腕足类
,

厚层灰色微品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

生物碎屑灰岩的长兴组地

层则分布于苏锡凹陷和钱塘拗陷北部
。

中
、

下三叠系青龙群 其下部是在半深水到浅水低能带还原环境下的闭塞海湾相的

灰黑色
、

深灰色钙质泥岩与薄层泥晶灰岩互层的地层
,

具有韶律性水平层理
。

含丰富的

菊石
、

瓣鳃类
。

中部则是在潮下浅水低能硬氧化到亚还原环境下的半局 限海台地
、

浅水

陆棚相沉积为主的薄层状 泥晶虫迹灰岩
、

灰紫色薄层瘤状灰岩
、

厚层蠕虫状灰岩 , 瘤状

构造
、

蠕虫状构造
、

微波状层理较发育
。

须指出的是在盆地东侧苏锡一宣广拗陷中存在

一个江阴一宜兴
、

宣城的水下沉积隆起
,

发育了一套厚度较大的
,

在潮间带高能氧化环

境下形成的隐伏台纷到台地边缘相淀晶粒屑灰岩
、

鲡白云岩
、

层纹石
、

凝块石灰岩及藻

团
、

鲡粒和生物碎屑的礁滩
。

随着盆地逐步抬升
、

封闭
,

在 青龙群上部则出现 了 以 揭

灭
、

索灰
、

天黄色 白云岩
、

含云灰岩
、

膏济角砾岩和膏盐层为主的代 表 了 在浅水氧化

环境下局限海台地相的蒸发岩类地层
,

标志着盆地开始萎缩和 转化
。

而上三叠统黄马青

组则已是与中支运动有关的盆地 决速充填 和消亡的陆源粗碎招岩沉积了
。

四
、

盆地的叠加与改造

导源于特提折海演化的印文一早燕山运动是下扬子区晚古生代盆地改造的 主 要 运

动
。

其结采是 结束了下初子 区晓古生 代盆地在古全球构造运 动体制下发展的 历 史

而进入中新生代板块运动体制下的陆相盆地的发育时期
。

华夏隆起和江南隆起 向北

推掩
、

挤压
,

在其前缘形成了况三叠一早
、

中侏罗世以杂色砂页岩
、

石英砾岩和煤系的
“

前绿拗泊
” 。

下扬子区古生代地层 强烈褶皱
、

冲断形成 以掩冲构造为主要样 式 的

板内变形
。

随着自东南 向西北盆地基底性质和沉积充填的变化在变形强度和构造样式上

也相应地 出现遍支规律 图
。

大致分为 钱塘基底拆离式冲断带 发生在中
、

上元古

界浅变质岩系与盆地基底中
、

下元占界中深变质岩系之 间的拆离
,

使得华夏隆起以北和

江南凌起之间的上元古界和古生界产生滑脱
,

形成一系列以冲断层为主要形式的地层冲

断
、

紧闭褶级和叠置的变形样式
。

钱塘拗陷受到抬升和肢解
,

古生 界
,

尤其是上古生界

遭到较多的利蚀
。

苏锡一宣厂
’

褶皱
、

掩冲断裂构造带 在江南隆起和七都一宣城断裂之

间的沉积盖层是沿有古生界与上元 占界浅变质岩系之间的泥质岩层软弱带滑脱
,

并 以古

生界褶皱和 低角度的掩冲为主要样式而实现地壳的缩短
。

上古生界受到较多的剥蚀
,

但

在局部块段上
,

下古生界或许被低角度断表的掩冲
、

登置而深存
。

南京一巢湖盖层滑脱

推覆构造带 主要是发生在七都一宣城以北的下扬子准地台基底上的古生界沉积盖层之

间
,

上古生界大多沿层 间泥质岩类的软弱带 如下志留统高家边组
、

龙潭烘系等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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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移和低角度的掩冲
、

推覆
。

而下古生界变形则相对微弱
,

多形成宽缓的背斜和 向斜构

造而获得较好的保存
。

总的来看
,

印支一早燕山运动所导致的克拉通变形强度自东南 向

西北逐渐减弱
,

这是基底性质和应力释放衰减联合的结果
。

随着应力的 释 放 和 弹

性松驰作用
,

在主要推覆构造带的后缘形成晚侏罗一晚白翌
、

第三纪的拉张断陷盆地
。

早期的印支一燕 山期掩冲断裂逆转下滑而成为控制晚期断陷沉降的正断层
。

例如 宜兴

一广德推覆构造后缘的长兴 中新生代盆地 茅山推覆构造后缘的茅东断裂
、

七都一宣城

断裂所控制的直溪桥 中新生代断陷盆地和宣城一郎溪盆地 宁镇和铜陵推覆构造后缘东

至一小丹阳断裂及其控制的江宁湖熟和南陵中新生代断陷盆地
。

它们一方面肢解
、

改造

了下扬子区晚古生代的克拉通台向斜拗陷盆地
,

同时也对下伏的部分盆体实施了叠加和

保存
,

这对于促使古生界油气形成和聚集无疑是有利的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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