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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龙门山前缘地质地球物理解释

徐 旭 辉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2 1 4 1 5 1)

通过地面地质观察和地球物理资料解释
,

作者认为龙门山区及其前缘有着东西分带
、

南北分块的构造特

点
:

即由三大断裂带控制的四个构造带
,

以及前缘依据其构造风格所确立的三个块体
;
建立了犁式断层

、

阶状断

层
、

波状断层
、

官背式断层和平移断层等 5 种断裂模型
,

以及与断裂作用有关的褶皱构造和与断层组合有关的

摺皱构造两类断层
一

褶皱组合模型
;
提出了龙门山地区印支晚期 一喜山期由西向东的背驮式迁移

.
并在上展且统

底
、

志留系
、

下三叠统和上三叠统 4 个构造层次上渭脱
。

处在现今龙门山前渊深部的古生界
、

中生界内有着良好

的与逆冲断层密切相关的构造圈闭
。

关键词 地质模式 地质地球物理解释 犁式断层 阶状断层 迁移模式 预测深部构造

作者简介 徐加辉 男 29 岁 工程师 石油物探

O 引 言

龙门山前缘的地质地球物理解释是
“

七五
”
期间国家攻关课题中的一部分

。

本文试图通

过地表地质工作
,

结合地球物理解释
,

按照龙门山冲断带构造特征
,

建立该区地质地球物理

解释模式 (图 1 )
。

地地面地质质

地地质模式式

地地质地球物理解释释

预预测 深部构造造

图 l 冲断带构造地质解释工作设想

1 构造特征

1
.

1 区域构造格架

龙门山区北起广元
、

青川
,

南至宝兴
、

天全
,

长约 so ok m
,

宽约 5 0 ~ so k m
,

呈北东一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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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延伸
。

从平面上看
,

它处于松潘
一

甘孜褶皱系与扬子地块的交界处
,

东北与秦岭褶皱系相

邻
,

西南与康滇南北构造带相接
。

因此
,

邻区的构造演化对龙门山的影响使得它在不同地段

有着构造演化和形变的差异性
,

特别是与不同时代的特提斯海的张开与闭合有关
。

从剖面上

看
,

根据深部地球物理解释 0
,

在龙门山岩石圈向西下插
,

其莫霍面主要被断面西倾的逆断

层错开
;
而龙门山冲断

一

褶皱带主要发育在结晶基底之上的一种薄皮构造 (图 2 )
.

北川断裂曰川断裂

一 川 )

产~

C
孟‘

~ 了川

图 2 龙门山及四川盆地的纵向圈层关系

1
.

中
、

新生代盆地
; 2

.

下古生界
; 3

.

莫霍面
; 4

.

岩石圈底界
; 5

.

俯冲方向

根据龙 门山区的构造展布
、

形变特征
、

变质程度
、

断裂发育及位移情况
,

认为从西往东龙

「1 山受三大断裂带控制
。

它们是松潘
一

甘孜褶皱系与扬子地块分界 的青川
一

茂汉
一

永兴断裂

带
;后龙门山的弯流褶皱

一

冲断带与前龙 门山弯滑褶皱
一

冲断带分界的北川
一

映秀
一

五龙断裂

带
;
前龙门山弯滑褶皱

一

冲断带与前渊平缓褶皱带分界的江油
一

灌县
一

天全断裂带
。

在龙门山

前缘
,

从地震 T
‘

波 (侏罗系底 )
、

T孟波 (须二顶)
、

T
。

波 (雷口坡组顶 )的构造图 (图 3) 上可见
,

龙门山褶皱
一

冲断带向东在广元一大邑一带消失
,

再往东则有反向冲断层出现
,

说明龙门山

褶皱
一

冲断带业已结束
。

从这些构造图上还可发现
,

由西往东在龙门山前缘带内的主要构造

背景为怀远镇
一

德阳
一

金山向斜和河清
一

花黄
一

梓渔向斜两个大型负向构造
。

由此往南
,

同样可

以根据其构造风格分为三部分
:

一是广元一旺苍 一剑阁一带
,

其特点是浅层 (中三叠统以上

地层 )为北高南低
、

北陡南缓的单斜
,

断裂不发育
,

在广元
‘

附近
,

发育渔梓观鼻状构造
、

河湾场

构造
,

构造的形态
、

幅度与地表构造基本相似
;
中层 (志留系一下三叠统 )断裂发育

,

由此伴生

了一系列褶皱
;而深层构造幅度明显减小

,

尚可见断层但不发育
。 ’

二是青林 口 一梓渔 一怀远

镇一带
,

该部分以河清
一

花黄
一

梓渔向斜
、

怀远镇
一

德阳
一

金山向斜为骨架
,

南部
、

西部正向构造

带及隐伏逆掩断层比较发育
,

走向北东呈斜列式分布
,

而其地表构造褶皱强烈
,

但无断层显

示
,

除主断裂外
,

断层多发育于雷 口坡组以上层系
,

向下多消失于主断层上
。

三是三合场一高

家场一雅安一带
,

该部分为发育程度较高的线型高陡构造
、

地表断层较发育为特征的断褶

带
,

该带内地面构造被皱强烈
,

两翼不对称
,

地面断层多发育于构造东南翼
,

地腹存在多层滑

脱层 (或面)
,

其构造受一系列叠瓦断层控制
。

0 地质 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1 9 9 。 ,

扬子地区古生代盆地构造演化和油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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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a 川西龙门山前缘 T .

反射层 (侏罗系底 )构造略图

(据四川石油管理局
,
l, 眨 年简化 ,

刹片

日 3b 川西龙门山前缘地震 T 二反射层(须二段顶)构造略图

《据西南石油地质局第二物探大队
,

1 9 8 6 年简化)

【一』乙‘绝巡一一一

—
_

_ _ _ ~
- .

一 }
图 3 c

川西龙门山前缘地震 T ‘
反射层 (雷口坡组顶 )构造略图

(据西南石油地质局第二物探大队
,

1, 8 4 年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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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断层和断层
一

褶皱组合

从地表地质及前缘地震资料解释中我们发现
,

构造型式在强
、

弱岩层中表现完全不同
,

强硬层中一般发育开阔褶皱和脆性破裂
,

软层中则常见紧闭的尖棱褶皱和倒转褶皱
.

断距较

大的断层均沿构造软弱面发育
。

在该区主要发育有
:

(1) 犁式断层
:

是北东向的主千断层
,

地面产状倾向北西
,

倾角 “~ 75
。 ,

有人称之为冲断

层
,

经地震和钻探证实
,

这类断层的倾角往下变缓至 45 ~ 1 00
,

甚至近于水平
.

(2) 弯背式断层
:

是在地表剖面上发现的一种推覆断层
。

其根部仍为犁式
,

倾角上陡下

缓
,

上陡端断面弯曲
,

使倾向与根部相反
,

且端部插入层面
,

层面滑脱而消失
。

(3) 波状断层
:
是形成龙门山飞来峰的主要断层

。

它是在育背式断层的基础上进一步变

化成的
,

即根部是犁式断层
,

上部倾向弯曲转向成弯背式之后
,

顶部再次发生倾向转向
,

整个

断面成不对称波状
。

(4 )阶状断层
:

大多见于地震剖面中
,

它主要 由一组或更多的断坪和断坡组成
,

根部仍为

犁式或沿层面水平滑脱
。

(5) 页北向的平移断层组
:

是剪应力造成的切割北东向构造并有一定旋扭指向意义的断

层组
。

综观地表地质构造特征和从地球物理信息中得到的深部构造特征
,

尽管区域内断层
一

褶

皱组合的形态各异
,

但多反映为下述两种类型
:

一类是与断层作用有关的褶皱构造
;在该区

我们从地震剖面的解释中可以发现
,

有两种褶皱构造大量存在
,

其一为断弯褶曲(图 4a )
,

地

层在断层的上盘内变形
,

且断层为一个阶状断层
,

由一系列的断坪断坡组成
。

另一为断层扩

展褶曲 (图 4 b )
,

其背斜位于隐伏冲断层端点的上盘
,

背斜前方地层为不形变的前倾单斜或

平层
。

在野外露头中
,

我们还发现一以冲断层为核的膝折背斜(图 4。 )
,

褶曲内部形变微弱
,

箱状褶皱发育
。

第二类是与断层组合有关的褶皱构造
;
在该区存在有由冲断前锋断坡与反向

冲断层组合形成的突起构造 (图 sa ) ;
由一犁式逆掩断层与一反向断层 (

“y ”

或
“

了字型 )组合

形成的背斜构造 (图 sb ) ;以及处于龙门山冲断带消弱处所出现的与倾向相反的犁式逆掩断

层对冲 (
“

八
”

字型)有关的背斜构造(图 sc)
。

2 构造
一

地层组合和滑脱面确定

根据龙门山地区的地层岩性
、

沉积特征
、

变形特点
,

结合盆地内的地震层序特征的研究

(表 1 )
,

可以从震旦系至第四系划分出五大构造层
:
(l) 前震旦系一震旦系下统

; (2 )震旦系

上统一志留系
; (3) 泥盆系一三叠系中统

; (4 )三叠系上统
; (5) 侏罗系一第四系0

.

2
.

1 前震旦系一震旦系下统

该套地层为该区基底
,

目前地震工作还未能涉及该领域
,

主要从地表观察中获得
。

它主

要见之于龙门山后 山带
,

为一套绿泥石片岩 ;石英绿片岩及变质砂岩
;
原岩为一套砂岩和火

山岩及火山碎屑岩沉积
,

其时代大致为中晚元古代
,

该套地层内有大量的花岗岩口
: )

、

花岗

闪长岩 (ya
:
)侵人

,

有时呈大型捕虏体残存
.

认为该套地层在晋宁期和澄江期固结
,

构成了扬

. 刘和甫
、

蔡立国等
,

1 9 87
,

川西北龙门山推贾构造和古生代盆地演化对油气的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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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地块的基底组合
。

2
.

2 展旦系上统一志留系
·

在龙门山前缘沉积有从震旦系上统一志留系的地层
,

向川中古隆起轴部收敛减薄
,

志留

系地层在有的部位缺失
,

且与上覆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

结合地表观察可以知道
,

晚震旦系早

期的碎屑岩沉积 一晚期的白云岩沉积
,

为盖层沉积的第一个沉积旋回
;
而从寒武系的碎屑岩

沉积 一奥陶系灰岩为另一个旋回
。

寒武系地层厚度巨大
,

主要为一套浅海含锰质砂岩和含钙

质结核粉砂岩
。

奥陶系地层以中奥陶统宝塔组灰岩较为特征
,

厚度仅十几米到几十米
,

但区

内分布广泛
。

志留系地层厚度较大
,

且岩性单一
,

下部为黑色页岩
,

中上部为黄绿色页岩夹少

量薄层砂岩和灰岩
。

兰葬嘉
兰

叁多瑞三
飞淤气遭

图 4 与冲断作用有关的摺皱构造
a

.

断有折曲(据 Ja m iso n ,
19 8” b

.

断层扩展摺曲(据 Ja m 认。 n ,
19 8” c

.

以冲断层为核的膝折背斜
,

下部的逆冲作

用为上部的褶皱缩姐所平衡(据 R oy er
,

1 98 6 )

突起

畏于
前锋断坡 反向冲断层

S E b

日
.

昌

sj
/ 厂

、 ~ ~
一一一一二二二二二卜一=一一

�三刽)

图 5 与断层组合有关的褶皱构造
a

.

突起构遣山
.

与
“

砂字型有关的背斜构遭 (中坝构造 4” 线解释剖面 ) ; 。
.

与
“

八
,

字型有关的背斜构造 (广元地区

D 5 7 5 线解释剖面) 。

T . 反射层
, T 玉反射层

; T ‘反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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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川盆地地震层序划分表

层层层 组 代 号号 对应波组名称称 亚地展层序序 地展 层序序 超层序序 反 射 终 止 性 质质

株株罗系系 中统统 J:二二

卜沙澳庙喇喇—
T ‘’

————
扮扮扮

———————————————————
T 4

——————

JJJJJJJ, qqq 千娜崖组组

—
T 互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T 或

————————————————————————————

下下下统统 J一bbb 白田坝组组

一
T 圣

.

——
互二二 I ... 皿皿 顶部有郁蚀点

,

底部有有

——————————————————————————
T 玉

——————————
一系列 的向东上超

...

三三登系系 上统统 T .

万
‘‘ 须五段段

—
T ‘

——
t n :::::::

内部有发散点
,

外部呈呈

———————————————————
T 于

——————————
楔形

。。

TTTTTTT ,
万

心心
须四段段 犷

叫

一
,

丁争

——
1 5 ---------

———————————————————
T ,

———————————————

TTTTTTT ,

对
. 上上 须三上段段

一
T蕊

——
t ^ ... 万^̂̂̂̂̂̂

———————————————————
T孟

———————————

TTTTTTT :对 . 下下 须三下段段

—
T .

——
t ^ :::::::::

———————————————————
T .

———————————

TTTTTTT ,刁 ...
须二段段

—
T

一。

——
t ^ iiiiiiiii

———————————————————
T 盈-

——————

TTTTTTT ,之之 小塘子组组

—
T 一:

——————TTTTTTT ,摊摊 马鞍塘组组组组组组组

中中中统统 T l lll 雷 口波组组组组 I ￡￡ III 东部顶界有削蚀点
,

内内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呈整合接触
,

但层内内

下下下统统 T ljl
一

,,

嘉四
、

五段段段 I n ::: I 00000
发育有透镜体之类的的

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射异常
。。

TTTTTTT lj,
‘

, 】】‘一
、

二
、

三里里里 I D ---------

TTTTTTT 一fff 飞仙关组组组组 I eeeeeee

二二受系系 乐平统统 P : eee 长兴组组组组 I aaaaaaa

PPPPPPP zlll 龙潭组组组组组组组

阳阳阳新统统 P
一
脚脚 茅口组组组组 I ^̂̂̂̂̂̂

PPPPPPP i qqq 栖霞组组组组组组组
PPPPPPP一lll
⋯梁山组

_____________

石石炭系系系 CCCCCCCCC I 。。 III 东西两又都有削蚀点
,,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内有上超点
,

外部呈呈

泥泥盆系系系 DDDDDDDDDDDDD 楔形
。。

志志留系系系 SSSSSSSSSSSSSSS

奥奥陶系系系 OOOOOOOOO I eeeeeee

寒寒武系系系 CCCCCCCCC I .......

上上展旦统统统 Z ::::::::: I AAAAAAA

元元古界 +++++ P
.

+ 2 111111111111111

下下展且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据地质犷产部西南石 油地质局第二物探大队

,

1 , 8 6 简化 )

2
.

3 泥盆系一三叠系中统

泥盆系地层下部为较纯净的石英砂岩
,

中上部为泥质灰岩
、

生物灰岩及白云质灰岩
。

石

炭一二叠系地层为一套含拉的灰岩
;至三叠系出现厚层的白云岩和白云质灰岩

,

在其下部 出

现紫红色砂页岩
。

泥盆系一石岩系在前缘露头中普遍缺失
,

而在龙门山区广泛分布
,

地层完

整
。

2
.

4 三叠系上统

由于印支运动影响
,

龙门山前缘成为以陆相为主的沉积环境
.

底部马鞍塘组及小塘子组

为淡化海湾与水退型三角洲沉积
,

由碳酸盐岩沉积往上变为浅海页岩
、

粉砂岩及砂岩沉积
,

交错层理及包卷层理发育
.

至须家河组沉积时
,

主要为湖泊
、

沼泽
、

三角洲和河流相沉积
,

其

间发育煤系地层
。

晚三叠世后期 (T
3 x 3 一‘

)沉积了一套砾石层系
,

Ta 扩 砾石主要分布于龙门山

中段彭灌杂岩体前缘
,

而 Ta x’ 砾石则分布于全区
,

砾石成分主要为灰岩
,

少数为石英岩
、

缝

石等
.

灰岩砾石中有的可见鲡粒结构
.

2
.

5 侏罗系一第四系

龙门山的隆起及连续的冲断作用
,

使得山前形成一系列典型的磨拉石沉积
。

在前渊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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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多层厚层砾岩
.

它们是
,

白田坝砂砾岩 (J
l

b)
、

莲花口砾岩 (J
3
1)

、

剑门关砾岩 (Kl j)
、

大邑

砾岩 (N )和雅安砾石层 (Q : )( 表 2)
。

表 2 龙门山前渊带的砾石层

地地层层 砾 石 成 分分 分选性性 磨圈度度 砾径 (c m ))) 观察点点

JJJi bbb 北段
.

石英岩
、

石英砂岩夹少盆遂石
、

灰岩岩 中等等 较好好 1 0 ~ 1 555 广元元

南南南段
:

灰岩为主
,

见砂岩石英岩及少盆变质岩
、

遂石石石石石 邓蛛蛛

JJJ斌斌 北段
: 石英岩

、

石英砂岩
、

次为灰岩岩 中等等 较好好 7 ~ 8
,
1 ~ 222 广元

、

剑阁
、

江油油

南南南段
: 石英岩

、

灰岩
、

次为砂岩
、

泥岩岩岩岩 1
。

5 ~ 888 宝兴
,

邓莱莱

KKKlj
、、

北段 : 石英砂岩
、

石英岩
,

次为灰岩
,

见有少盆脉石英
、、

中等等 较差差 7 ~ 888 广元元
遂遂遂石石石石 最大 2 000 创 阁阁

最最最最最最小 2 ~ 33333

南南南段 : 灰岩
、

次为砂岩
、

石英砂岩及各种火山岩砾石石石 较好好 2 ~ 1 555 仁嘉现现

NNNNN 灰岩
、

石英岩
、

砂岩
、

脉石英及花岗岩
、

长石石英砂岩岩 较好好 较好好 0
.

5 ~ 1
.

0 ,,

邓睐大同乡燕子岩岩
平平平平平平均 2 ~ 33333

最最最最最最大 3 0 ~ 5 000 大邑 氮肥厂厂

QQQ :::
石芋岩

、

砂岩夹少量火山岩岩 差差 较好好 2 ~ 1888 邓蛛石坡乡大林口口

根据断层发生频率统计 (表 3) 以及对前缘地震剖面和野外观察结果的分析认为
,

本区

存在着 4 个构造软弱层 (或面 )
,

即上震旦统与基底的界面
、

志留系泥页岩层
、

下三叠统飞仙

关组的页岩
、

泥灰岩和上三叠统须家河组煤系地层
。

断层的下端多消失在此类地层中的界面

上
。

3 深部构造预测和迁移模式

根据龙门山推覆带东西分带
、

南北分块的特点
,

从北往南选择了龙门山北段青川县姚渡

一广元市太公寺剖面
、

龙门山北段平武县菜林包一绵阳县刘家河剖面
、

龙门山中段理县一郸

县剖面和龙门山南段宝兴县长征苗圃站一彭山县黄丰场剖面等 4 条剖面
。

这些剖面均由山

内的地表地质剖面与盆地内的地震剖面相接
.

依据大量地面地质工作及地球物理资料解释

所得的对龙门山推覆带的认识
,

以及所建立的一系列断层
、

褶皱样式及其相互的关系
;
结合

构造剖面平衡的原理
,

对龙门山区深部构造进行了推测
.

从而得到了 4 条地质地球物理解释

剖面 (图 6)
。

从这些解释剖面中
,

在东西向上可见前述的受三大断裂带所控制的 4 个构造带
。

4 条剖

面中均表现为
:

青川
一

茂议
一

永兴断裂以西的松潘
一

甘孜褶皱系的地层为一逆掩块体
.

青川
一

茂

坟
一

永兴断裂至北川
一

映秀
一

五龙断裂之间所夹的为一逆掩块体
;主要 由元古代变质岩系一古

生界构成的断片所组成
。

该块体中地层具有强烈的塑性变形
,

褶皱具有劈理或透入性的褶纹

劈理
,

为一韧性剪切
一

相似褶皱带
;
其下掩覆了许多古生界和三叠系的台地相一 台地边缘相

的沉积地层
.

北川
一

映秀
一

五龙断裂至马角坝
一

灌县断裂带之间所夹的为一逆掩块体
;主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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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界和三叠系构成
。

在该块体中发育了一系列向南东方向逆冲的近于平行的叠瓦冲断层

系
,

断面倾向北西
,

倾角 20 ~ 5 00
,

一般上陡下缓
,

往下各分支断层往下分别交于一起并成水

平产状或各分支断层交于同一滑脱面上
。

同时
,

该带内发育了一系列的飞来峰构造群
,

飞来

峰多由上古生界碳酸盐岩组成
,

其下伏地层多为三叠系到侏罗
一

白圣系
.

由北向南可划为 3

个推覆体群
:

北为唐王寨
一

观雾山推覆体
;
中段为彭灌飞来峰群

;
南为金台山飞来峰群

。

该块

体中的变形特征反映了脆性变形与韧性变形同存
,

其褶皱构造具有北西翼缓
,

南东翼陡
,

背

斜较宽缓而向斜相对较窄的特征
。

马角坝
一

灌县断裂往东至逆掩断层消失
、

反向冲断层出现

处之间
,

为前缘推覆褶皱带 ;在该带内发育有一系列隐伏的叠瓦冲断层
,

这些断层分别在各

主要滑脱层面上变平滑脱
。

背斜构造主要呈不对称的同心褶皱
,

一般表现为东南翼陡
、

西北

翼缓
。

该带的变形特征反映为浅层次的脆性变形
,

并且发育有大量正向
、

负向构造
,

形成了有

利的油气圈闭
。

综观四条解释剖面还可发现
,

向盆地方向
,

断层规模变小
,

断带的地层逐渐变

表 3 龙门山冲断层频率图

组组合合 层次次 时 代代 冲断层泉计长度度 主要滑脱层层
((((((((( k m )))))

前前前 555 ! 第四纪纪纪
、、

渊渊渊渊渊渊渊渊渊渊渊 , 口卜-

一一

沉沉沉沉 新第三纪纪纪 闷圣-
~

-
州---

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 目卜 -

-
叮

~~~

组组组组 老第三纪纪纪纪

222 、、、、、、、、、、、

口口口口 晚白奎世世世世

早早早早白要世世世世

晚晚晚晚侏 罗世世世世

中中中中侏罗世世世世

早早早早侏罗世世世世

4444444 晚三登世世世世

盖盖盖 333 中三叠世世世世

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层

组组组组 早三叠世世世世

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晚晚晚晚二叠世世世世

早早早早二叠世世世世

晚晚晚晚石炭世世世世

中中中中石炭世世世世

早早早早石炭世世世世

晚晚晚晚泥盆世世世世

中中中中泥盆世世世世

早早早早泥盆世世世世

2222222 中晚志留世世世世

奥奥奥奥陶纪纪纪纪
寒寒寒寒武枯枯枯枯

晚晚晚晚展旦世世世世

基基基 111 早展 旦世世世世

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元元元元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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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

各断层向下延申到达的深度逐渐变浅
,

反映出龙门山褶皱冲断带的发育为
“

背驮式
”

(p i
-

g y ba ck )迁移
。

由于龙门山的北段
、

南段受各自邻区构造体系的影响
,

虽有一致的迁移方式
,

但又各具有特点
。

在北段的姚渡一太公寺剖面
,

主要滑脱层面为盖层与基底之间界面和志留

纪地层
,

断层
、

褶皱主要发育于隐伏于地下的志留系至中三叠系之间
.

而在南段的长征苗圃

站一黄丰场剖面
,

主要滑脱层面为盖层与基底之间界面
、

志留系
、

下三叠系及上三叠系
,

断

层
、

褶皱发育于志留系以上地层
。

总之从北往南看
,

断层规模变大
、

断带的地层变新
、

滑脱层

面变多
、

地表断摺更为发育
.

并且研究表明龙门山推覆构造是经过多期运动的叠加所成
。

龙

门山从寒武纪至中三叠系处于扬子地块西缘的大陆边缘带上
,

南段宝兴一带在早二叠末至

晚二叠
,

有川滇南北带大规模玄武岩喷发
,

主要构造格局以隆起和凹陷为特征
。

印支早
、

中幕

龙门山区大面积抬升
,

由于秦岭海的关闭
,

造成龙门山北段抬升较早
,

表现为缺失 T zl’
、

T 挤
、

T
3
m 层位

,

且在 昭化龙王洞处的野外露头可见 Ta t 与 T J 不整合接触
;
而在中段地层无缺

失
。

印支晚幕在本区发育了冲断
一

褶皱带雏形
,

到了燕山一喜山期
,

龙门山继续受区域推挤压

力作用
,

形成了大规模的冲断
一

褶皱带
,

同时在前渊沉积了与推覆带相关的 5 套砾石
,

即 J
:
b

、

Jal
、

K
:

j
、

N
、

Q
: .

上述不同段的构造特征和演化特征
,

反映了龙门山褶皱
一

冲断带的演化具有

时间上的差异性与阶段性
,

并且也说明了前陆盆地由北向南
、

由西向东的迁移性
。

依据地质

和地球物理的研究成果
,

给出了龙门山推覆构造带的迁移模式 (图 7 )
.

手

一
三三三三三三一

李

图 7 龙门山推覆带迁移模式示意图
a

.

开始阶段
‘b

.

侏罗纪(青川
一

茂坟断层形成期 ) ; c
.

早白圣世一早第三纪 (北川
一

映秀断层形成期) ‘d
.

晚第三 纪一第

四纪 (江油
一

灌县断层形成期)
。

图中 o1 < 匆< 0 : ,

el < 几< e, , 。

为断坡角

在解释地质地球物理剖面的过程中
,

对龙门山前缘部分与造山带联系较为紧密的地震

剖面进行了解释
,

主要有双
一
S
一

12 线
、

安
一
S
一

26 线
、

川
一
S
一
6 线

、

鸭
一

S
一
2 线

、

崇
一
D

一
l 6( W )线等

。

从

解释情况看
,

冲断带构造解释工作设想作为一种指导思想
,

极大地帮助和指导了对进山部分

地震剖面上的复杂反射的解释
,

如安
一
S
一

26 线的解释 (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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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11 一映 秀幽示裂 马 角 场! f桥 县断裂

9�八U,14�匕8

一一一一
一日召�

图 8b 安
一

s
一

26 线地质地球物理解释剖面 (地质剖面经地震剖面延伸所得 )

4 与油气的关系

目前勘探工作已经表明
,

龙门山前缘带有较好的油气显示
,

并且发现由逆掩断层控制的

滚动背斜构造
,

以及在前缘带中隐伏逆掩断层终止端所构成的圈闭均为良好的油气储存场

所
,

曹如中坝油气田
.

而处在现今龙门山深部被掩覆的古生代
、

中生代地层有良好的生油圈

闭条件
,

从解释剖面上看 ( 图 sb )
,

在龙门山之下的中
、

古生界中
,

存在大量与断裂有关的圈

闭构造
;
从而提供了勘探的新领域

、

新场所
.

所以通过地质地球物理方法对前缘带深部构造

情况的合理解释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本工作得到了盆地构造室主任张渝昌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 )的指导
。

(收稿日期
: 1 9 9 1 年 1 2 月 2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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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 R T H E FO R E L A N D O F T H E L O N G M E N SH A N
,

W E ST E R N SICH U A N

X u X u hu i

(ce nt r以 La bor 创
口
今 of Pet r司 e。 , 别心材双)

A b str a C t

O n th e ba sis o f th e d a ta d e r iv e d fr o m s u r fa ee g e o lo g ie o b s e r v a tio n a n d g e o Phy sie s , th e

a u th o r e o n sid e r s th a t the L o n g m e n sh a n A r e a a n d it s fo r ela n d a r e e ha r a e te r i乞e d by th e

a lig n m e n t o f e a s t一w e s t z o n e s a n d s o u th 一 n o r th b lo e k s
.

Co
n se q u e n tlv

,

fiv e fa u lt m o d e ls

a r e es ta b lis he d r e s Pee tiv e ly fo r Iis t r ie fa u lt s
, t e r r ae e一fa u lt s

, u n d u la t e fa u lts
,

d o m e一fa u lt s

a n d s t r ik e 一s lip fa u lts
, a s w ell a s tw o fo ld in g s tr u e t u r a l m o d els r ela t ed to fa u ltin g s a n d fa u lt

a s s em b la g es
.

T he r e after ,

it 15 p r o p o s ed tha t th e a r e a u n d erw e n t p ig g yb a ek sh iftin g s fr o m

e a s t to w e s t d u r in g th e tim e o f th e In d o s in ia n 一 X isha n ia n a n d fo u r d et ae h m en t s ha v e b ee n

br o u g ht a bo u t a lo n g the fo u r t e eto n ie le ve ls a t the bo tt o m o f the U PPe r S in ian
,
S ilu r ia n ,

L o w e r a n d U Pp e r T r ia s s ie sys te m s r e s Pe e tiv e ly
.

It 15 b elie v ed tha t th e e x ee lle n t s tr u e t u ra l

t r a p s elo s e ly : e la te d t o th r u s ts w o u ld d ev e lo p in the P a la e o z o ie a n d M es o zo ie sy s tem s , a t

the d e e p e r d ep th o f th e l o n g m e n s ha n Fo r e la n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