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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中生代盆地群构造地质特征与油气

王 冰

( 地球物理勘探局解释中心 )

二连中生代盆地群基底为晚古生代褶皱带
,

在西伯利亚与中朝古板块多次裂解和闭合过径中分裂出 众

多的
‘

古地体
’ .

中
、

下石炭统及下二叠统为陆表海建造
,

在总体为韧性摺皱带中包裹有
‘

脆性地块
,

.

,

故其刚度不一
,

且固结程度低
,

对中生代陆相盆地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

中生代本区未形成统一的汇水 盆

地
,

盆岭结构显著
,

以盆地群面貌出现
.

经历 了挤压隆升
、

拉张裂陷和挤压抬 升三个演化阶段
‘

断陷发 育

的伸展串仅达 20 肠
,

后改造作用 强烈
.

盆地 (断陷 ) 可分为同生与后生二大类六个亚类
,

二级构造带可 分

为七种成因类型
,

它们各具不同的演化历史
,

对油气的生成
、

聚集
、

保存具有明显差异
.

一
、

区域地质结构及构造演化

1
。

基底构造背景

二连中生代盆地群基底属内蒙一大兴安岭古生代褶皱带
。

地面露头与探井 资 料 表

明
,

大面积分布的上古生界未变质或变质极轻微
。

断续分布的太古界
、

元古界及下古生

界为片岩
、

片麻岩
。

内蒙地轴北缘构造线走向近东西向
,

其北沿东乌旗一苏尼特左旗一

索伦山一线为北东向弧形构造
,

整体呈西端收敛向北东扇状撤开的大型复式背向斜褶皱

带
,

构成了
“
北疆一蒙古弧形构造带

” 的东翼
。

本区前中生代的地壳变形特征
,

前人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讨 (任继舜
,

1 98 。, 刘

长安
, 1 9 79 , 苏蒙地质科学研究队

, 1 9 8。)
。

界于西伯利亚和 中朝古板块之间的中亚一

蒙古海经历了多次裂解和闭合
,

于晚古生代两大板块焊接
,

欧亚大陆连为一体
。

由于裂解造成众多的
“
微大陆

” ,

即古地体漂移在陆间洋盆之中. ; 闭合拼贴
,

使

得板缘陆壳双边增生
。

按盆地群基底可划分为早古生代陆壳增生区和晚古生代陆壳增生

区 ( 图1 )
。

据对晚古生代蛇绿岩和混杂岩体以及硅质岩中所含微体化石分析
,

对 接
.

带

位于贺根山一二连浩特一索伦山一线
,

对接时间在晚泥盆世至早石炭世
。

其后
,

本区并

未隆起
,

而沿板缘发生了海侵
,

中
、

上石炭统属浅海相沉积
,

最厚 2一6 km , 下 二 叠 统

属海陆交互相沉积
,

最厚 7k m ( 内蒙地层编写组
, 1 9 7 8 )

。

在二连浩特盐池
、

林西陶
、

海

营子等地均见石炭
、

二叠系暗色泥岩
,

可能为生油母岩
。

晚二叠世晚期区域隆起
,

海水

. 邵吉安
,

19 87
.

兴泉造山带古生代地充演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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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朝板块北缘中段构造分区略图

(据邵吉安
, 1 0 5 7 ,

简化 )

1
.

中朝克拉通区 2
.

麻粒岩相带 3. 早古生代陆壳增生区 4
.

晚古生代陆壳增生区 5
.

早古生

代花岗岩 二 晚古生代花岗岩 7
.

古地体碎块 8. 早古生代岛弧区 9
.

蛇绿岩
、

混杂岩

1 0
.

对接带 1 1
.

古俯冲带 12 ‘
断裂带 13

.

挤压破碎带

东退
,

本区出现红色磨拉石建造
。

本区晚古生代造 山运动与世界其它造山带比较
,

其构造变形
、

区域变质程度 ( 古地

体除外 ) 要弱得多
,

邵吉安认为是与两大板块对接方式有关
,

即陆间洋盆中存在着各期

大陆裂解时形成的
“
古地体

” ,

古地体的逐渐拼贴对板块碰撞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

两大板块南北对挤
,

尤其是西伯利亚板块以
“
尖角

”
向南突出的形式强烈推挤

,

是
“
弧

形带
”
得 以形成的基本原因

。

概言之
,

盆地群基底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

陆壳南北的成熟阶段不同
.

, 区域构造线由

西向东呈东西向渐变为北东向作扇形撤开
,

壳断层具有左旋走滑性质 ; 在总体为韧性褶

皱带的背景上包裹了
“
脆性地块

” ,

因此地壳刚度不一
,

且固结程度低 , 造山作用使陆壳

加厚
,

厚达43 k m ( 王谦身
,

1 9 8 5 )
。

这种复杂的基底构造背景对中生代盆地群演 化 及

构造变形无不带来深刻的影响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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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中生代区域地质结构与构造单元

盆地群南界为东西走向的温都尔庙隆起区
,

北界为北东走向的巴音宝力格隆起区
,

东界受阻于大兴安岭隆起区
,

面积愈 1 0 0 0 0 0k m
2 ,

综合地球物理
、

露头地质
、

钻井地质

资料
,

根据找油目的层中
、

下侏罗统及下白垄统的分布范围
,

可划分出33 个 盆 地 (断

陷 )
,

面积约6 0 0 0 0 k m 名 ,

在外围3个隆起区上可划分10 个盆地 (断陷 )
,

面积近 6 0 0 0玩
,

( 图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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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二连盆地群区域构造单元略图

I
、

马尼特拗陷区

飞
、

腾格尔拗陷区

、

乌兰察布拗陷区 l
、

川井拗陷区 F
、

苏尼特隆起区 V
、

乌尼特拗陷区

1
,

盆地 (断陷 ) 2
.

隆起 (凸起 )

总观该区具有中央隆起
、

南北断陷成带
,

近北东向线性展布的区域构造格架
。

北部

断陷带盆地 (断陷 ) 多为北断南超 , 南部断陷带盆地 (断陷 ) 多为南断北超
,

横剖面为

一 中隆侧陷的对称结构
。

断裂活动伴随盆地发展始末
。

共有北东一北北东
、

北西
、

东西向3组断裂 条
, 以 前

者最发育
,

其活动时间长
,

断距相对大
,

控制了断陷湖盆沉积和断裂构造带的 成 生 发

展
,

具同生断层性质
。

断陷边界断层以张性或张扭性活动为主
,

平面呈多字型斜列
,

造成断陷雁 行 状 分

布
。

盆地发育后期
,

由于左行压扭应力作用
,

多数正断层有
“
逆活动

” 历程
,

并使部分

断陷表现出
“
上凸

”
或

“
下凹

”
的剖面形态

,

与中苏门答腊盆地演化特征相似 (谭敏
,

王9 8 7 )
,

表明构造发生了转换 ( 图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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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盆地 (断陷 )晚期演化与中苏门答腊盆地对比示意图

A
、

拉张造成断陷
‘

下凹
”

(阿尔善断陷 ) B
、

挤压造成断陷
‘

上凸
.

(塔北断陷 ) C
、

中苏门普腊笼状盆

地演化示意剖面 (据 R o g e r
.

E
.
et a l

.

)

一度曾称该区为
“
二连盆地

” ,

但资料表明
,

中生代时并未形成统一的汇水湖盆
。

拗隆相间
,

分割剧烈
,

差异发育是其构造方面的主要特征
,

表现在建造方面是 多 源 短

流
,

盆地 ( 断陷 ) 间互为独立分割的沉积体系
,

具有典型的
“
盆岭结构

” 。

相对又可分

为
“以盆为主

” 的拗陷区和
“以岭为主

” 的拗陷区
。

前者如马尼特拗陷区
,

其拗隆面积

比为5
.

2 : 1 ; 后者如乌兰察布和腾格尔拗陷区
,

面积比分别为 1
.

5 : 1和 1
.

1 : 1
。

与松辽

( 中生代 ) 和渤海湾 (新生代 ) 盆地不同
,

本区盆地主要经历了断陷期而未完全进入拗

陷阶段即进入了衰亡期
。

早衰造成了盆岭结构和
“
盆地群

”
构造格局的复杂地质结构

。

盆地 ( 断陷 ) 窄长
,

宽长比可达 1 / 1 0一 1 / 4 ; 其间面积
、

深度相差悬殊 ; 宽度 与 深

度和我国东部拉张型盆地相比普遍偏小
。

这些特点与盆地基底刚度及结构特征 密 切 相

关
。

中
、

新生代火山岩分布广泛
,

断续喷溢的高温 (岩浆 ) 底辟作用
,

对盆地 (断陷 )

的原生面貌又进行了较大的破坏和改造
。

根据区内断陷发育特征
,

可划分如下 构 造 单

兀
。

( 1 ) 北部断 陷带

马尼特拗陷区分 4个盆地 ( 9个断陷 )
,

面积 1 1 0 0 okm
Z ,

为湖盆发育最好的拗陷区
。

断陷深度一般 3一sk m
,

次级构造单元南北分带明显
,

东西差异发育
。

巴音都兰 一 阿 拉

坦合力一哈邦断陷带 ; 阿北一沙那一塔北断陷带; 阿尔善一宝格达断陷带间被2个 正 向

构造带分割
,

北东向展布
。

马东区沉积稳定
,

厚度大
,

生油与保存条件较好
,

局部构造

发育且较完整
,

圈闭类型多
,

多为潜山
一
披 覆 构造

,

重力滑动背斜
,

是二连地区主要油

区所在地
。

马西区因后期构造作用使地层严重削蚀
,

火成岩活动亦强烈
,

油气生成与保

存条件均较马东区差
。

乌拉察布拗陷区亦分 4个盆地 ( 8个断陷 )
,

面积约1。。。。k m Z ,

断陷深2一4 km
。

拗

隆分割
,

断陷多数面积小
,

大于Ik m
Z

的达 3个
。

呼格吉勒图一脑木根一线为双断型断 陷

带
,

断陷窄长
,

边缘相带发育
,

属过渡型沉积
,

但探井揭示仍有一定的生油条件
。

断裂

发育
,

构造极破碎
,

以屋脊断块为主要圈闭类型
。

在格日勒敖都断陷钻遇中
、

下侏罗统

暗色泥岩厚 30 3m
,

并见油显示 , 额仁掉尔盆地已发现下白至统油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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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井拗陷区
,

分属 3个盆地
,

约 7 0 0 okm
“ 。

该区位于
“
弧顶

” ,

构造线近东西走 向
,

呈中隆侧陷的3带结构
。

白音查干一桑根达莱盆地组成北带
,

断陷最大深 达 6
.

2 km
,

其

垂向呈断拗叠置关系
,

沉积稳定
,

局部构造以重力滑动背斜
、

潜山
一
披 覆 背斜为主

。

南

带为包龙盆地
,

据电法资料分析
,

为多沉积中心
,

深度小
。

其南侧下白奎统已 出 露 地

表
。

( 2 ) 中央隆起带

即苏尼特隆起区
,

前中生界大面积出露
。

8个盆地呈孤立状态分布
,

面积约s 0 0 0km 忿 ,

深一般1
.

5一 3k m
。

阿其图乌拉盆地面积仅 3 5 0k m
2 ,

为一三边被断层围限的地堑
,

深 4
.

1

km
。

该盆地钻遇中
、

下侏罗统生油岩并见油斑显示
。

( 3 ) 南部断 陷 带

乌尼特拗陷区
,

由6个盆地 ( 7个断陷 ) 组成
,

面积 l0 0 0 ok m
: ,

深2一 3 km
。

本 区 基

底构造北东走向
,

盆地则呈北北东走向
。

受大兴安岭火山岩带影响
,

沉积物较粗
,

视电

阻率高达15 一 1 7
.

5 Q
·

M
。

煤系地层较为发育
,

西南部吉尔嘎郎图断陷有生油 条 件
,

并

见低产油流
。

腾格尔拗陷区
, 8个盆地面积约1 2 0 o0k m

’,

深2一 3k m
。

本区拗隆分割 显 著
,

隆 拗

比达 1
.

1 : 1
。

西部盆地走向北北东
,

断陷持续沉降
,

属稳定一过渡型沉积
,

局部构造发

育
,

赛汉塔拉盆地已发现工业油藏 ; 东部盆地走向北东东
,

断陷窄长且较浅
,

沉积中心

分散
,

多数为不稳定型沉积
。

鉴于西部地表为大漠复盖及区域地震剖面反映的地质条件

较为复杂
,

对其勘探应持审慎态度
。

3
.

构造演化阶段

盆地群构造演化阶段大体可以三分
,

即前陆盆挤压隆升阶段
、

陆盆拉张裂陷阶段及

挤压抬升萎缩阶段
。

( 1 ) 挤压 隆升阶段

晚古生代末
,

本区结束了陆表海发育历史
,

三叠纪承袭了南北挤压状态 以隆升剥蚀

为主
,

无三叠系沉积
,

仅见印支期中酸性侵入岩 ( r,
。 1 99 M a )

。

稍晚由于太平洋板块

以北西向向欧亚大陆俯冲
,

中国东部受力方向由南北向渐转北西一南东向
。

地壳进一步

上隆
,

导致地慢物质以
“
抽吸式

” 聚集
,

形成慢枕
,

为尔后大规模裂陷作用的孕育期
。

前中生界相当于地震T g 以下反射
,

为第一构造层
。

( 2 ) 拉张 裂陷阶段

燕山期应力场由压扭转为北西一南东向拉张
,

进入大规模裂陷与伸展构造发育期
。

中
、

下侏罗统属充填沉积
,

以成煤环境为主
,

局部有湖盆发育
,

成生第一套生油岩建造
。

晚

侏罗世大兴安岭一线火山活动强烈并波及本区东部
,

沿乌一翁一线以东广泛分布厚度大

于Zk m 的火山碎屑岩建造 ( 内蒙地层编写组
, 1 97 8 )

。

侏罗纪末有挤压作用
,

局部使古

生界逆冲于中
、

下侏罗统之上
。

相当地震T g一 T ; ;

间反射
,

为第二构造层
。

早白至世是裂陷作用极盛期
,

地壳伸展作用和断块掀斜作用 (谭试典等
, 1 9 8 2 ) 达

到了高潮
,

现今统计伸展率达20 %
。

由于水平伸展
,

断陷内普遍沉积了浅湖一深湖相建

造
,

呈下粗 ( k :

ba ), 上细 ( k : b t) 正旋回
,

是阿尔善组和腾格尔组两套生油 岩 发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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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 ; 其间并有多期中基性岩浆活动
。

但该期至少有两次应力场 反 转 ( T 7 、

T 。

)
,

尤以k : b a 和k , bt 间规模相对较大 ( T 7
)

,

形成区域性角度不整合 ( 图5 )
。

以T ,
为界分

别为第三
,

第四构造层
。

早白里世末期
,

裂陷作用锐减
,

盆区抬升
,

湖盆沼泽化
,

发育了煤系地层
。

差异抬

升使k : b a和 k :
bt 遭受不同程度的削蚀

。

( 3 ) 挤压抬升阶段

舒抓厂晚白坚世至新生代总体为挤压抬升背景
,

发育了河沼相沉积
,

探井揭示 最厚 SOOm

( B 6井 )
,

一般厚 20 om
。

相当于地震T 。

以上反射层
。

新生代本区主要受左行压扭应力控

制
,

马尼特拗陷区新生代玄武岩沿北西向张裂缝喷发即为佐证
。

据蒙古科学家测量
,

现

今乌兰巴托市每年仍以4一sc m 的速度向赤道方向移位
。

左行压扭使先期控制断 陷 发 育

的断层有程度不一的逆活动
,

并造成如图 3所示的上凸或下凹的剖面形态 ; 地表亦 见 宽

缓的背向斜褶皱
。

综上所述
,

二连中生代盆地群构造演化具有以下特征
:
¹ 具有下拉断陷为主

、

上挤

摺皱为辅的特点
,

与中国东
、

西部盆地比较均有差异多 º中生代经历了以拉张为主的多

次伸展与压缩
,

早白垄世是主要伸展裂陷期
,

但伸展率比渤海湾盆 地 40 % ( 徐 杰 等
,

1 9 8 9 ) 要小
,

仅达20 % ,

因此断陷窄长
。

其后未能完全转入拗陷阶段即进入衰亡期
,

因

而盆岭结构显著
,

区域盖层较薄 ; » 地壳较厚
,

断裂多数发育在地壳内部
,

未达壳慢深

度
。

盆地属裂陷性质
,

各断陷具有较为统一的拉张伸展模式而区别于山间盆地 ; ¼ 火成

岩活动普遍
,

造成高温地热异常 ( 如A Z
井地温梯度4 . 9 ℃ / l oom ) , ¾ 盆地发育受基 底

线性格局控制明显
,

在以继承性为主的背景上亦有一定的新生性
,

因而导致了各断陷在

发育程度上的差异
。

二
、

盆地 ( 断陷 ) 构造发育类型与油气

1
.

盆地 ( 断陷 ) 构造发育类型

分为2大类 6亚类 ( 图4 )
,

其特征如下
。

( 1 ) 同生盆地 ( 断 陷 )

盆地 ( 断陷 ) 持续沉降
,

沉积较稳定
,

地震剖面上具
“
成层

”
较连续反射

。

据结构

差异可分为3个亚类
。

A
、

同生断拗型 深层发育受基底拉伸掀斜控制
,

为断超结构 ; 浅层主要受沉 降

作用控制
,

为
“
盆形

”
结构

,

二者垂向断拗叠置
。

湖盆有不断扩大趋势
。

如白音查干盆

地
、

阿尔善断陷
。

B 、

同生断超型 断陷发育主要受拉伸掀斜作用控制
,

为箕状结构
。

断层一 侧 常

有丘状地震反射
,

是垮塌冲积堆
、

水下扇体的地震反映 ; 斜坡发育超覆尖灭带 ; 沉降中

心与沉积中心虽不完全重合
,

但均偏于主断层一侧
,

是湖区发育的主要部位
。

如额仁淖

尔
,

赛汉塔拉盆地
。

C 、

同生地堑型 两侧均为同生断层
,

均发育砂砾岩锥体或扇体等边缘相 带
。

湖

区窄长位于断陷中部
,

横向岩性变化大
。

如脑木根断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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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盆地 ( 断陷 )构造发育类型模式图

A
、

同生断拗型 B
、

同生断超型 C
、

同生地堑型 D
,

断剥残余粼 E
、

断剥残余一萎缩 沉积 型 F. 岩 浆

侵蚀残余型

( 2 ) 后 生盆地 ( 断陷 )

具
“
构造断陷

”
性质

。

类似于刘宝玲
、

张文佑教授提 出 的
“
沉 积 后 盆 地 ( p os

ba si n )
,

即构造盆地 (王冰
, 1 9 8 8 )

。

其遭受较大破坏和改造
,

不利于 油气的生成 与 保

存
。

亦可分为3个亚类
。

D
、

断剥残余型 如伊和乌苏盆地
。

E
、

断剥残余一萎缩沉积型 如塔南断陷
。

F
、

岩浆侵蚀残余型 如塔北断陷
。

2
.

盆地 ( 断陷 ) 构造类型与建造的关系

盆地 ( 断陷 ) 的建造类型大致可以分为稳定型
、

过渡型和不稳定型3类 (王冰
,
1 9 8 8 )

。

由地震相经探井岩性岩相标定
,

A
、

B型盆地 ( 断陷 ) 沉积能量较低且稳定
,

多属 欠 补

偿一补偿沉积
,

韵律性强
,

厚层状暗色泥岩夹薄层砂质岩
,

横向岩性岩相变化相对小且

较连续
,

多数属稳定型沉积
。

C型盆地 ( 断陷 ) 沉积能量较大
,

间歇性处于补偿一 超 补

偿沉积
,

碎屑物质较充分
,

地堑结构造成边缘相带发育
,

横向岩性岩相变化急剧
,

常出

现
“
跨相

”
现象

,

相带窄 ; 纵向上是暗色泥岩与砂质岩近等厚互层
,

多数属过 渡 型 沉

积
。

另外
,

部分盆地 (断陷 ) 较浅
,

大部无湖相沉积
,

面积和厚度均小
,

属过补偿的不

稳定型沉积
。

3. 盆地 (断陷 ) 构造一建造类型与油气

同生一稳定型盆地 ( 断陷 ) 有一定的湖盆相对发育期
,

生油建造发育
,

有 机 质 富

集
,

转化程度高
,

后期保存条件亦好
,

同时生储盖组合较配套; 同生一过渡型盆地 (断

陷 )基本具备前者的条件
,

但其生油条件略差 ; 而后生盆地 (断 陷 ) 则 保 存 条 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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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弓
.

利 , 不稳定型沉积盆地 ( 断陷 ) 则无生油条件
。

如准棚盆地属同生一稳定型
, Pc l井揭示k ; b a和 k , bt 暗色泥岩厚度占71 %

,

有效 生

油岩平均厚 4 3 6 m
,

体积 1 6 2 km ” ; C o r g含量1
.

6 3一1
.

2 8 %
, " A ,,

含量0
.

0 6 9一1
.

0 6 9 %
. ,

Sl + S :
达5

.

42 一 5
.

98 k g /t
。

该盆地面积虽仅 6。。k m
’ ,

但其发育类型好
,

有较好 的 生 油

条件
。

二连 已有 6个盆地 ( 断陷 ) 获工业油流
,

均属同生一稳定型盆地 (断陷 )
。

脑木根断陷属同生一过渡型
,

M o l井揭示k
,

ba 和 k ; bt 黑色泥岩约占井 段 厚 度 的 50

%
,

生油能力有限
,

有效生油岩面积仅占断陷面积的17 % ; 而属于同生一稳定型的赛汉

塔拉盆地
,

有效生油岩面积占70 % 以上
。

由此可见盆地 ( 断陷 ) 的发育类型对生油条件

具有控制作用
。

对后生盆地 ( 断陷 ) 的生油条件要具体分析
,

应详细探讨其残留的原始沉积所处的

相带
。

这无疑增加了勘探难度
,

因此
,

早期勘探不应列为重点对象
。

三
、

二级构造带类型与油气

1
。

局部构造与油藏类型

经历年地震资料解释制图
,

共发现局部构造 ( 圈闭 ) 约40 0个
。

按成因可分为4大类

8亚类 (王冰等
, 1 9 8 6 )

。

其以潜山一披覆构造
、

重力滑动背斜及断鼻最多
,

占 80 % 以

上
。

由于基底断摺发育
,

古地形高差悬殊
,

导致潜山一披覆构造发育
,

如哈南
、

赛 4 号

构造 ; 裂陷期基底 以拉伸掀斜方式活动
,

生长断层在控制沉积建造的同时造成了众多的

重力滑动构造
,

如欣苏木
、

阿尔善及桑合背斜
,

在二级断层上升盘则多发育屋脊断块 ;

如吉格森断裂带的半背斜
,

断陷沉积具有多源短流的特点
,

普遍发育了与重力流沉积有

关的压实构造
;
如伊和背斜

,

晚期应力场反转
,

有挤压背斜成生 , 如乌兰背斜
,

广泛多

期的岩浆活动
,

既有岩浆侵入
,

又有火 山喷出
,

所以高温底辟构造极为发育
。

对已获工业油流的圈闭
,

按构造 ( 圈闭 ) 成因对其油藏分类
,

可分为6个 类 型 (图

5 )
。

A
、

潜山一披覆背斜油藏 如哈南
、

阿北一蒙古林
、

巴 1号
、

赛 4号
、

亚布根
、

巴 润

东
。

B
、

重力滑动背斜油藏 如阿尔善
、

哈达图
、

欣苏木
、

巴 2号
。

C
、

压实背斜油藏 如伊和
。

D
、

半背斜 ( 屋脊断块 ) 油藏 如吉格森西
、

包尔
、

淖13 井
、

乌兰陶勒盖
、

阿 参 1

井
。

E
、

断鼻油藏 如赛1井
。

F
、

断块油藏 如阿 62 井
。

2
.

二级构造带成 因类型及其分布规律

在局部构造 ( 圈闭 ) 成因类型划分的基础上
,

将构造带划分为7种成因类型 ( 王冰

等
,

1 98 7 ) (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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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 二连盆地群油藏类型示意图

人
、

潜山一披菠背斜油藏 B
、

重力滑动背斜油藏 C
、

压实背斜油藏 D
、

半背斜 (屋脊断块 ) 油藏

E
、

断称油藏 F
、

断块油藏
。

不
:
(I )

曰、起
.

+ 一斜 坡十次凹斗凹 中隆十

—
主 凹

-

一一拼凸 起叫

图 6 二级构造带成因类型及其分布模式图
2

、

1
.

3 ,

潜山一披覆背斜 ( 构造 )带 2
.

1 ,

屋脊断裂构造带 2
.

2 ,

地垒断裂构造带 3
.

重力滑 动 背

斜带 4
.

1 ,

挤压背斜带 4
.

2 ,

挠曲断鼻带 5
.

断鼻带 6
.

超覆尖灭带 7
.

残丘带

( 1 ) 潜 山一披覆背针 ( 构造 ) 带

局部圈闭由潜山和披覆构造纵向叠置而成
,

其剖面特征可分3种
:

¹ 潜山为垒 式结

构
, º潜山为单翼翘倾 , » 潜山为丘状突起

。

前二者均与二级断层伴生
,

披覆构造为基

岩隆升与差异负载双向作用而成
,

后者主要受差异压实作用
。

构造带在断陷中 心 和 近

斜坡部位都有分布
,

但以
“凹中隆

”
形式出现者居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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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屋眷及地 垒断裂构造带

屋脊带均发育在二级断层上升盘
,

由岩层倾向与断层倾向相反组成屋脊状
,

为典型

的伸展构造 ( 马杏垣等
, 1 9 8 3 )

,

是水平拉张或张扭应力使地质体产生滑移
、

旋 转 翘

倾
,

即掀斜作用的结果
。

构造带发育程度取决于二级断层的活动幅度与地质体的旋转角

度
,

多发育在深凹与斜坡的过渡区
,

呈狭长状与断陷长轴平行展布
。

亦可组成屋脊状断

阶
,

如吉格森带
。

地垒带夹持于两条倾向相背的二级正断层之间
,

地质体没有 明 显 旋

转
,

如扎北带
。

( 3 ) 重 力滑动背抖带

发育在断陷主断层 下降盘
。

背斜形成分为单翼滑动双 向挤压和双翼滑动双向挤压两

种情况 ( 谭试典
,

1 9 8 8 )
。

前者如欣苏木带 ; 后者如白音北带
。

构造与沉积作用近于同

步发生发展
。

( 4 ) 挤压背针带及挠曲断弃带

局部构造是晚期水平挤压或压扭应力作用的产物
。

挤压背斜带的构造属表皮摺皱
,

如乌兰带 ; 挠曲断鼻带的构造依附于逆断层存在
,

如邦南带
。

( 5 ) 断弃带

为边界断层下降盘的断鼻组成
。

一是正牵引构造
; 一是盖层经差异压实与构造作用

联合形成的断鼻
,

如锡林带
。

( 6 ) 超 尖带及超 尖一断弃带

发育在断陷缓坡
,

如敖伦带 ; 如有断鼻杂于其间称超尖一断鼻带
,

如善南带
。

( 7 ) 残丘带

局部构造 ( 圈闭 ) 为前中生界高构造地貌
,

其上为上白奎统或较晚层序所披盖
,

发

育在凸起之上
,

如白音希勒带
。

3
.

二级构造带成油条件分析

( 1 ) 潜 山一披覆构造带有利于 形成复式油 ( 气 ) 聚集带

具有利的构造条件
,

为
“凹中隆

”
或位于凹

、

坡过渡区
,

近油源
,

有的被油源岩包

围
,

为长期油气运移指向
;
具长期稳定的发育历史

,

圈闭先于或同于高峰生油期发育 ,

有多种油 (气 ) 运移途径
,

断面
、

不整合面为主要运移通道
,

生油岩与潜山储层接触
,

造成供油的巨大
“窗口 ” 。

此外
,

还具有利的生储盖组合和多种类型圈闭的纵向叠置
,

在储盖组合常以潜山为储层
,

披盖泥岩为盖层
,

同时多套储盖组合纵向叠置
。

而且潜山

圈闭
、

超覆圈闭
、

披覆背斜圈闭等常构成纵向叠置 ( 图了)
。

( 2 ) 盆地 (断 陷 ) 中的屋眷 ( 地垒 ) 断裂构造带具有拉 油作用

断层不但控制了圈闭的形成和发育
,

而且使生
、

储层对接
,

造成储层的侧向封堵形

成油储
。

如吉格森带 ( 图8 )
,

在岩层东倾背景上 3条北东走向的西倾断层形成了3 个 梯

状屋脊断阶
,

钻探均含油
。

扎北地垒带则处于断陷中心
,

腹背储层均与油源岩对接
。

鉴于屋脊带油藏的剖面特征及该区油层埋深较小
,

油层呈薄层常与泥岩间互等特点
,

应打斜井
,

以一孔可钻遇多层油层
,

能提高经济效益
。

( 3 ) 重 力滑动 背料带是有利的聚油带

位于生油盆地 (断陷 ) 近深凹一侧
,

油源充足 , 背斜圈闭条件好
,

圈闭面积
、

幅度



18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12 卷

KKK 艺艺艺艺艺

图7 哈南潜山一披覆背斜带复式油藏示意剖面图

1
.

已知油藏藏 2
.

预测油藏 3
.

已知油层 a. 凝灰岩 ( p云) 潜山油藏 b
·

披反背斜油藏 c
.

超砚圈闭油截

图8

1
.

已知油藏

吉格森屋脊断裂构造带平剖面示意图

2
.

预测油藏 3
.

油斑显示 4
.

油迹显示 5
.

荧光显示



第 1 期 主 冰
:

二连中生代盆地群构造地质特征与油气
·

拍
·

均大 , 构造
、

沉积
、

烃类演化三史同步发展
,

有利于形成 自生 自储的共成熟型 原 生 油

(气 ) 藏
。

但储层条件较为复盔 因多处于盆地 (断陷 ) 中偏泥相带
,

或储层较薄
,

或

孔隙度与渗透率偏低
,

如桑合构造等
,

发育有重力流沉积
,

储层就较发育
。

而对孔渗性

能差的油层进行人工改造仍能获得高产
,

如阿尔善油藏
。

( 4 ) 超尖 (超 尖一断弃 ) 带是不可忽视的勘探领域

超尖带虽较远离生油中心
,

但为长期油 (气 ) 运移的指向
,

,

一般是粗相带发育区
,

储层发育
,

因此是不可忽视的勘探领域
。

( 5 ) 其他类型构造带成油条件较差

挤压背斜带及挠曲断鼻带构造发育晚
,

不利于原生油 (气 ) 藏的形成
,

断鼻带的封

堵条件差
,

残丘带除远离油源外
,

一般不具备盖层条件
,

但仍可择其有利者钻探解剖
。

如乌兰带上的乌兰背斜
,

锡林带上近临深凹附近的断鼻等
。

4
。

二级 ( 构造 )带划分及评价

限于地震工作程度
,

在n 个盆地 ( 断陷 ) 中及 2个凸起上共划出43 个构造带
。

综合分析成因类型
、

油源
、

保存
、

储盖组合以及构造带所在盆地 ( 断陷 ) 的远景资

源量等因素
,

对构造带进行含油远景评价
。

43 个构造带评为 I级的18 个
,

占42 % ; I 级

的12 个
,

占28 % , 皿级的 13 个
。

I级构造带均处于 I级生油盆地 ( 断陷 ) 中
,

是近期内

重点钻探对象和拿储量较为现实的区域所在
。

在7个评价为 I级生油盆地 (断陷 ) 中共有33 个构造带
,

目前已钻探了26 个
,

有 12

个获得了工业性油流
。

本文是在集体研究成果基础上写成
,

参加本专题工作的有高增海
、

赵 永 珍
、

郝 志

云
、

李永平等同志
,

工作中曾得到吴奇之
、

秦世荣
、

金学正等高级工程师的悉心指导 ,

北京大学邵吉安先生与作者共同探讨问题并提供了有关待版资料
,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

谢
。

(收稿日期
: 1 98 8年2月8日 )

参 考纂文 献

〔1 〕任纪舜
、

姜春发等
, 1 9 8 。

,

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
,

科学出版社
。

〔2 〕刘长安
,

19 79 ,

试谈蒙古
一

鄂霍茨克海带古板块构造的基本特征
,

长春地质学院学报
,

第2期
.

(3 〕苏泉地质科学研究队
,

王集源等译
, 19 8。

,

蒙古地质基本问题
,

地质出版社
.

〔4 〕内泉古自治区地层编写组
,

1 9了8
,

华北地区区域地层表
,

地质出版社
.

〔5 〕谭敏
,

1 9 8 ?
,

论典状盆地的成因
.

地球科学一武汉地质学院学报
,

1 2卷1期
.

〔的 谭试典
、

易炽昌等
,

19 8 2
,

论渤海湾盆地早第三纪构造一掀斜断块
,

第二届全国构造地质学术会议论文选

集
,

第 3卷
,

科学出版社
。

〔7 〕徐杰
、

洪汉净等
,

1 9 8 5
,

华北平原新生代裂谷盆地的演化及运动学特征
,

现代地壳运动研究 ( 1 )
,

地 ,

出版社
。

〔8 〕王冰
,

1 9 8 3
,

二连盆地中区凹陷含油远 景评价
.

古潜山
,

第3期
.

(9 〕王冰
、

高增海等
,

1 986
,

二连盆地局部构造成因类型及其特征
,

石油地度地质
,

2卷1期
。



·

20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12卷

〔1 。〕王冰
、

高增海
, 1 9 8 7 ,

二连盆地二级 (构造 )带成因类型 及其聚油条件分析
,

华北石油勘探与开发 ( 古

潜山 )
,

第2期
.

〔1 1 〕马杏垣
,

刘和甫等
,

19 83
,

中国东部中
、

新生代裂陷作用和伸展构造
,

地质学报
,

第1期
.

( 1 2 〕谭试典
、

王冰
, 1 9 8 8 ,

中国东部裂谷型盆地的重力构造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 9卷 2期

.

CH A R A C T E R IST IC S O F T E CT O N IC G E O LO G Y A N D

H Y D R O C A R BO N FO R M E SO ZO IC E R L IA N B A SIN S

W a n g B in g

( B u r ea u o f G e o Ph y sie a l E x Plo r a tio n ,

M in is try o f

Pe tr o le u m In d u s tr y )

A bs t ra C t

T h e b a sem e n t o f M e so z o ie E r lia n b a sin s 15 a fo ld o f la te Pa la eo z o ie
.

N u m e rie a l Pa la e o 一 t e r r a in s w e r e s ePa r a te d d u in g s ev e r a l e le a v a g es a n d e lo su r es

b e tw e en S ib e ria a n d S in o 一K o r ea Pa la eo 一Pla tes ; a n d e Pie o n tin e n t a l se a sed i一

m en ta tio n w a s d o m in a n t in m id d le a n d lo w e r C a r b o n if e r o u s a n d lo w er

P e rm ia n
.

o n th e w h o le
, th e r e w e r e b r itt le m a ss e s en v e lo p ed in d u e tile

f o ld in g b e lts w ith d iff e r en t r ig id itie s a n d lo w e o n so lid a tio n
.

It w a s v e ry

in flu e n tia l o n th e f o rm a tio n o f M eso z o ie e o n tin en t a l b a s in s 。

N o e en tr a liz ed

e a te h b a sin a PPe a r e d d u r in g M e so z o ic , b u t th e b a s in 一r a n g e s tr u e t u r e s in th e

fo rm o f b a sin g r o u P w e r e m a r k e d
.

D u r in g th e e v o lu tio n a l s ta g e s o f e o m P -

r e ssio n a l r is sn g , s tr e teh in g r if tin g d e p p r e ss io n a n d e o m p r e ss io n a l r isin g ,

th e s tr e teh in g r a te o f fa u lt ed s u b sid en e e w a s o n ly a b o u t 2 0 %
, w li ile th e

v io le n t r e m o u ld in g to o k Plae e in la te r Pe r io d
, a n d b a s in s ( fa u lted su b s id e n ee s )

ea n b e d iv id ed in to tw o tyPe s a n d s ix s u b tr a Ps .

S e v en o rig in a l ty Pes w e re

r e e o g n iz e d f o r see o n d a r y str u e tu r a l b e lts w ith d iffe r e n t e v o lu tio n a l h ist o ries ,

r e s u ltin g in d iff er en c e s in th e g en e ra tio n , a c e u m u la tio n a n d Pr e se r v a tio n o f

h y d r o e a rb o n 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