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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和 盆 地 的 构 造 特 征

张虎权 杨 中轩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西北地质研究所
,

兰州 7 3 0 0 2 0)

根据地展
、

重磁力与露头资料的分析
,

认为民和盆地具有双层结构
,

前期 (上 白蟹统沉积前 )为断陷
,

后期

(下白蟹统沉积后 )为拗陷
,

是中新生代发展起来的断
、

拗山间沉积盆地
;
盆地基底为复合基底

,

即前寒武系变

质岩和加里东褶皱带的花岗岩
;
将局 部构造归纳为 6 种类型的构造样式

,

分属于扭动
、

冲断与基岩生长 3 大构

造组合
。

关镇词 民和盆地 构造特征 盆地类型 局部构造

第一作者简介 张虎权 男 31 岁 工程师 石油地质

1 区域地质背景

民和盆地位于甘
、

青两省交界地带
,

是中国西部最早进行石油地质勘探的盆地之一
。

面积 1 1 3 ook m , 。

是印支运动之后叠合在祁连褶皱系东端的一个断
、

拗山间盆地
.

在地质构造上分为两隆(周家台低隆起又

称中央隆起
、

皋兰隆起 )
、

两拗 (巴州拗陷又称南部拗陷
、

永登拗陷又称北部拗陷 )4 个部分
。

祁连褶皱系东端
,

划分为北祁连优

地槽褶皱带
、

中祁连褶皱带
、

南祁连地槽

摺皱带
。

民和盆地夹于南
、

北祁连之间
,

主体在中祁连向东延伸带 内(图 1 )
。

早

古生代中祁连一直隆起
,

西至青海的海

晏
,

向东经甘肃连城及榆中与陇西地块

相接
,

宽 20 k m
,

主要 出露前寒武 系片麻

岩
、

片岩
,

仅局部接受厚度不大的早古生

代沉积
。

南北祁连带剧烈沉降形成优地

槽
,

尤 以北祁连优地槽发育较典型
,

沉积

以海相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建造为主
,

并

发育有超基性岩
、

基性喷发岩
、

硅质岩及

深海复理石沉积
,

构成两期蛇绿岩套
,

厚

约 l 00 0 m
,

反映出本区曾经发生过陆间

裂谷到洋壳的发展过程
。

志留纪末的晚

加里东运动席卷整个祁连地区
,

致使裂

谷消亡
、

封闭
。

晚古生代祁连 褶皱系东端
,

除南北

图 l 民和盆地大地构造位置略图

1
.

前震旦纪古陆
; 2

.

加里东褶皱带
; 3

.

印支褶皱带
; 4

.

古生界分布区

祁连受到新的裂谷海侵外
,

中祁连东部仍在上升隆起
,

部分地区只见到晚二叠纪沉积
,

大部分地区缺失晚

古生代沉积
。

古生代一中生代早期整个地区经历了多次壳迁移性构造变形
,

产生了以北西向为主的紧密线状褶皱



·

2 8 4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8 卷

和巨大的压性断裂
。

各系地层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区域变质作用
。

2 基底性质及盆地类型

2. 1 基底性质

用上延 sk m 的△Z 异常进行深部场分析
,

用 △Z 垂向导数研究异常分区边界
。

根据基岩深度和 △Z 上延

Ik m 异常反演视磁化强度
,

结合盆地边缘出露的零星露头和井下资料及盆地所处区域构造位置分析
,

盆地

中新生界沉积前的基底为复合基底
。

盆地内大部分地区为中祁连隆起带前寒武系变质岩
,

盆地南北边缘部

分地区为加里东褶皱带的花岗岩
。

2
.

2 盆地类型

民和盆地有别于典型的山间盆地
,

在不同的演化阶段
,

其类型各有变化
,

为一个断拗山间沉积盆地
。

现今的民和盆地四周虽为山系所封闭
,

但在盆地之下却存在前寒武系结晶地块
。

三叠纪为大型隆起
,

周边山系并不明显 ;侏罗纪至早白里世为盆地的主要充填时期
,

断陷发育
,

盆地明显受边界条件的控制 ; 晚

白里世以后盆地转化为拗陷
,

直至消亡
.

因此
,

民和盆地的类型相对较简单
,

从侏罗纪到早白蟹世的断陷型

盆地过渡到晚白圣世至第三纪的拗陷型盆地
,

故盆地具有双层结构
。

民和盆地这种构造演化特点与一般弧后盆地的初始隆起一裂陷的演化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
。

这种特

点说明它的发展受到了中国西南部在印支
、

燕山运动早期曾经出现过多次洋壳向北消减的影响
,

包括班公
一

怒江特提斯洋槽消减带及中三叠世末期形成的距本区较近的阿尼玛卿消减带的影响
,

本区以南从青海湖

以北经龙洋峡至乌鼠山一带分布有数百公里的燕山期火山分布带
,

推测与其以南地壳消减有关
,

这个火山

链状分布与盆地相邻
,

它的分布与民和盆地裂陷发展可能有生成联系
,

因此
,

推测当时盆地的性质属于消

减带之后一个初始弧后盆地
.

3 断裂与局部构造特征

3
.

1 断裂特征

根据重力
、

航磁
、

地震
、

钻井及地面地质资料
,

发现民和盆地发育许多断层
,

主要为正
、

逆断层
,

分布于

盆地周缘及内部
,

它们对盆地的形成
、

演化及局部构造的形成均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1) 断裂发育主要分两个时期
,

正断层主要在早白里世一侏罗纪时期发育
,

逆断层主要在晚白蟹世以

后发育
。

(2 ) 按走向分为 3 组
,

即北西向
、

近南北向
、

近东西向 (图 2)
。

这 3 组断裂在基底和盖层中均有分布
。

重

力
、

航磁解释的基底断裂主要有 6 条
,

长度一般在 20 ~ 8 0k m
,

为一级主断裂
,

控制基岩隆拗和盆地构造格

局
,

控制着沉积凹陷的分布
。

二级断裂约 7 条
,

主要控制盆地二级构造带的形成和分布
。

其余为三级断裂
,

属于二级构造带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小断层
,

对局部构造的形成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在已经发现的 57 个局

部构造中
,

断背斜
、

断鼻与断块总计 24 个
,

占 42 %
,

而余下的大多数背斜也与断层活动有关
,

它们往往分布

于扭冲断层的上盘
。

3
.

2 局部构造特征

民和盆地在整个中新生代历史时期
,

经历了印支
、

燕山
、

喜山期重要的构造运动
,

由于受多次构造运动

的影响
,

构造形变显著
,

盆地各类构造得以形成和发展
,

局部构造十分发育
,

经统计达 57 个之多 (图 3)
,

其

中分布于第三系露头中的局部构造 19 个
,

白蟹系中 38 个
。

局部构造以背斜型为主
,

一般为长轴背斜占

59 %
,

其次为断背斜
,

占 21 写
,

断鼻占 14 %
,

断块等占 6纬
。

这些局部构造走向主要受区域构造应力场支配
,

一般呈北北西或近东西向分布
,

部分构造受局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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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民和盆地断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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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民和盆地局部构造分布图

1
.

构造单元界线
. 2

.

正断层
. 3

.

逆断层
. 4

.

推洲断层
; 5

.

局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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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影响
,

呈北东或近南北向
。

一般构造轴长 2~ 10 k m
,

个别构造轴长 20 ~ 2 3k m
。

构造倾角大小不等
,

最大

60
。

~ 7 00
,

最小 2o ~ 4
。 。

局部构造两翼倾角多不对称
,

有明显的应力指向
。

这些局部构造
,

由于受区域应力场

作用
,

多数分布集中而且成排成带分布
。

其中中央隆起上局部构造分布最多
,

达 27 个 ; 其次分布在南部拗

陷和北部拗陷 ; 其余 3 个分布于皋兰隆起上
。

从已有数字覆盖地震剖面所通过的部分局部构造或地表地层

露头产状与地震深层反射的对比来看
,

向地下一定深度
,

局部构造逐渐消失或存在明显的上下构造高点偏

移现象
。

因此
,

本区局部构造具有高幅度
、

两翼不对称
、

深浅层高点不吻合及塑性地层在背斜核心部加厚等

特点
,

平面上以雁行状成排成带分布
。

因而
,

按成因机制将局部构造归纳为 3 种构造组合
,

6 种构造样式
。

(1) 扭动构造组合 由剪应力作用形成
。

易产生于与主压力斜交的构造带上
。

扭动构造组合包括反转

构造与挤压扭背斜
。

¹ 反转构造
:
民和盆地的反转构造是由早期正断层在后期扭压作用下形成的正向反转

构造
。

反转构造的特点是早期正断层下盘往往有砂体与同期湖相泥岩相配位
,

反转后
,

砂体与背斜配位
,

形

成较好的生
、

储
、

圈组合
。

º挤压扭背斜 :

是 由挤压作用产生的构造
,

主要由压应力形成
,

受断层切割弱
,

以

高幅度
、

两翼不对称为特征
,

如中央隆起带上的骆驼山背斜等
。

(2 ) 冲断构造组合 由南西
、

北东向挤压造成盖层收缩变形形成的一系列构造
,

包括逆冲(倒转 )背斜
、

牵引背斜与断背斜等
。

¹ 逆冲背斜
:

是盖层在强挤压作用下沿滑脱面发生较大规模位移
,

在上冲盘前缘形

成的构造
,

如巴州中央构造带的中坝
、

巴州
、

大庄
、

五房庄构造
。

其特征一般呈线状
,

幅度高
,

深浅层高点偏

移大
,

两翼不对称
,

陡翼往往为断层切割
。

此类构造多产生于喜山强挤压期
,

可改造古构造 (图 4)
。

º牵引背

斜
:

由传递到断层下盘的推挤余力形成的背斜
.

如拉脊山北缘西巷构造等
。

» 断背斜 :

常与小型冲断层伴

生
,

其规模小
.

形成时间晚
,

破坏程度弱
,

可在大型古构造上产生次级高点
,

如下大湾
、

倒水沟
、

三条沟背斜

等
。 ~ ‘

一
民参1并

, 。、

图 4 巴州逆冲背斜构造

(3 ) 基岩生长构造组合 在挤压作用下
,

主要 由基岩生长作用形成的构造组合
,

包括秃顶构造和短轴

背斜
。

前者是基岩在挤压作用下不断生长
,

造成顶部地层被强烈剥蚀的构造
,

一般呈等轴状
,

深层幅度大
,

地层剥蚀弱
,

浅层幅度小
,

剥蚀强
,

往往分布于基岩古隆起区
,

如花庄背斜等 ;后者是在多构造带归并联合

部位
,

由多应力相向推挤基岩生长形成的构造
,

保存完整
,

呈短轴弯隆状
,

幅度高
,

如寺沟
、

俞家湾弯隆背斜

等
。

4 盆地演化发展阶段

按照盆地演化各个时期构造运动的性质和特点
,

将民和盆地的演化发展分为 4 个阶段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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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白要世一第三纪盆地拗陷阶段

侏罗纪 一 早白要世 盆地断陷阶段

前侏 罗纪盆地断陷前隆起阶段

旦一 0

图 5 民和盆地构造演化发展阶段示意图

4
.

1 前侏罗纪盆地断陷前隆起阶段

三叠纪随着中国大陆西部甘孜一阿坝地区包括巴颜喀拉
、

可可西里
、

秦岭西段在内的古特提斯海的关

闭
,

印支运动使祁连褶皱系东端以中祁连古隆起为核心
,

连接南北祁连一起产生了大范围的上升
、

隆起
,

形

成了隆起外围被三叠系地层环抱
,

隆起上缺失三叠系地层的局面
。

宏大的印支运动造就了中生代早期新的

隆起
,

在基岩隆起的同时
,

就孕育着断陷的发展
,

故此认为民和盆地中生代早期大型隆起的形成与盆地而

后的断陷有着生成联系
,

这个隆起为断陷发育奠定了基础
。

4
.

2 株罗纪一早白至世盆地断陷阶段

侏罗纪一早白圣世即燕 山运动早期
,

民和盆地以周家台为隆起轴部的裂前基岩隆起解体
。

在基岩隆起

两翼对称地产生了一系列反倾向正断层
,

形成地堑
,

正断层下降盘形成箕状断陷
,

断陷中接受了一套楔状

沉积地层 ;上升盘形成翘倾上升断块
,

地层减薄或缺失
,

盆地进入断陷发展阶段
,

这个时期 由于断陷的初始

下沉
,

首先在各断陷接受了侏罗系大西沟组一套浅水红色粗碎屑充填式沉积
,

相继断陷加深扩大
,

湖水向

四处漫延
,

接受了侏罗系大西沟组一套暗色含煤的生油细碎屑岩沉积及享堂组砂
、

泥岩沉积
。

早白奎世断

陷继续不断扩大
,

沉积速度加快
,

盆地 内除边缘断块上倾部位未接受沉积外
,

广大地区包括长期遭受剥蚀

处于盆地中心的基岩隆起轴部都接受了巨厚沉积
,

但水域较浅
,

各断陷接受的巨厚沉积均以红色碎屑砂泥

岩为主
,

直至早白里世末期
,

随区域应力场的变化
,

断陷作用逐渐衰退
,

最后全部消失
,

该阶段沉积的地层

为盆地的生
、

储油层位
。

4
.

3 晚白至世一第三纪盆地拗陷阶段

晚白里世一第三纪即燕山运动晚期一喜山运动早期
,

盆地断陷作用消失之后
,

在区域新的挤压应力支

配下代之以拗陷形式发展
。

开始接受了上 白圣统民和组一套红色陆相粗碎屑岩披盖式沉积
,

其沉积范围比

较广泛
,

皋兰隆起也有沉积
。

经过燕 山末期的构造波动之后
,

拗陷继续发展
,

接受了第三系西宁群一套含石

膏和芒硝层的红色粗碎岩及咸水河组一套棕黄为主的碎屑岩披盖式沉积
。

沉积范围遍及全盆地
,

因后来遭



.

2 8 8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8 卷

受剥蚀
,

沉积地层除拗陷分布较完整外
,

隆起上多残缺不全
。

直至第三纪末的喜山运动
,

盆地在区域强大推

挤力的作用下
,

沉积地层遭受强烈的挤压作用而上升
,

并发生强烈的断裂逆冲活动
。

该阶段沉积的地层为

盆地主要的区域性盖层
。

4
.

4 第四纪盆地消亡阶段

第四纪时期
,

盆地进入拗陷消亡
、

外流水系发展阶段
。

此时期在盆地内形成大小丘陵及山峦地形
,

多条

外流水系纵横切割
,

形成第四纪多级沉积台地
,

第四系下部沉积一套砾石层及砂质层
,

上部为一套黄土层

沉积
。

5 结论

(1 ) 民和盆地是印支运动之后叠合在祁连褶皱系东端的一个断拗 山间盆地
。

盆地具有双层结构
,

前期

为断陷楔状沉积
,

后期为拗陷披盖沉积
。

(2 ) 盆地基底为复合基底
.

中新生界的底床大部分为前寒武系
,

部分为加里东摺皱基底
,

以花岗岩为

主
。

(3) 盆地形成演化经历 4 个阶段
。

三叠纪属盆地断拗前隆起阶段 ;早白里世一侏罗纪为断陷
,

为盆地主

要发育期 ;晚白呈世一第三纪属拗陷 , 第四纪盆地消亡
。

(4 ) 在盆地演化的同时
,

盆地内各类构造也相应发生
、

发展
,

最后定型
。

将局部构造划分为反转构造
、

挤

压扭背斜
、

逆冲背斜
、

牵引背斜
、

断背斜
、

秃顶构造与短轴背斜等构造样式
,

分别归属于扭动
、

冲断与基岩生

长 3 大构造组合
。

这对构造特征
、

油气迁移规律
、

油藏特征与勘探风险分析有指导意义
.

(收稿日期
: 1 9 9 5 年 2 月 1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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