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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扭性盆地的类型与成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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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压扭性盆地是世界上广泛发育的一类盆地棳也是一种主要的含油气盆地类型暎对压扭性盆地合理分类棳并对每类的形成机

制进行深入探讨棳将有助于开展压扭性盆地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勘探前景评价暎从有利于盆地构造研究与油气勘探的角度提出

了压扭性盆地的分类方案暎根据压扭作用发生的时间及其与所形成盆地的成因关系棳可分为原生和后生压扭性盆地棳然后根据

盆地所处的板块构造部位暍压扭作用的动力机制和压扭作用力的大小等因素棳又分为许多次级类型暎根据压扭性盆地的地球动

力学环境棳剖析了其成因机制和构造特征暎压扭性盆地形成的构造环境与张棬张扭棭性盆地有很大不同棳主要形成于斜向挤压背

景棳包括斜向会聚板块边界暍转换板块边界和碰撞造山带的周边地区椈后生压扭性盆地的成因机制比原生的更为复杂棳板块之间

的斜向挤压暍微陆块的加入暍板块的旋转等因素都可能形成压扭性盆地暎
关键词椇压扭作用椈成因机制椈构造特征椈盆地分类椈压扭性盆地

中图分类号椇斣斉棻棽棻棶棻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文献标识码椇斄

暋暋压扭性盆地是在压扭应力场中由压扭作用形

成或被压扭作用改造的盆地棳其 基本特征是发

生暍发展和演化过程与压扭作用密切相关椲棻暙棿椵暎
岩石圈上部一部分岩体与相邻岩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力是构造力棳由它引起的构造应力在水平面

上有棽个相互垂直的主应力分量椇压应力和张应

力暎如果主压应力的绝对值远远大于主张应力的

绝对值棳就是压扭性构造应力场椲椵暎在这种应力场

中必然会发生压扭作用棳它是由垂直于变形带的缩

短作用引起的不同于简单剪切的走滑变形椲棻椵棳即简

单剪切与挤压的联合作用暎岩石圈上部地质体边

界的不规则性暍岩石成分和结构的非均一性使得地

质体之间的挤压作用往往具有斜向挤压的特点棳因
而在区域挤压构造背景下压扭性构造应力场以及

相应的压扭作用都会广泛存在棳压扭性盆地也大量

发育于这种构造背景暎
由于受到压扭作用的影响棳压扭性盆地往往具有

与张棬扭棭性盆地不同的沉积暍构造和油气地质特

点椲棽暙棿棳椂暙椆椵暎本文从有利于油气勘探的角度出发棳试图

探讨这类盆地的基本类型与可能的成因机制棳从而为

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勘探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暎
棻暋压扭性盆地的地球动力学类型

棻棶棻暋盆地分类的一般原则

传统的盆地分类主要考虑椇棻棭盆地所在岩石圈

的基底类型棳如大陆暍大洋暍过渡壳椈棽棭盆地所在岩

石圈板块的运动类型棳如离散暍聚敛暍转换等椈棾棭盆
地在岩石圈板块上的具体部位棳如板内暍板缘的具

体位置棳与活动带的关系等椈棿棭盆地的成因机制暎前

棾个因素限定了盆地形成的具体动力学环境棬区域

环境棭棳但盆地形成时还受该部位的一些具体因素

棬如沉积物源暍热体制暍构造负荷等棭的影响棳因为岩

石圈在纵暍横向上存在着较强的非均一性椲棾棳棻棸暙棻棽椵暎
当前比较流行的是建立在岩石圈动力学暍盆地

动力学研究进展之上的盆地分类方案椲棻棾棳棻棿椵暎
棻棶棽暋压扭性盆地分类的基本原则

压扭性盆地分类方案中首先应强调压扭作用棳
因为它是压扭性盆地形成的主因暎

斅旛旙斺旟曾把压扭性盆地分为棽类椲棻棸椵椇棻棭强烈

变形的上冲边缘受束缚的尖锐弯曲处棳由于构造载

荷而形成的挠曲沉降棳如现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斢斸旑旚斍斸斺旘旈斿旍山南侧椈棽棭平缓的受束缚弯曲处的断

层楔棬旀斸旛旍旚灢旝斿斾旂斿棭盆地棳如南加利福尼亚的第三纪

里奇棬斠旈斾旂斿棭盆地暎第一种类型涉及到挠曲载荷作

用棳这种作用类似于前陆模型棳只不过规模较小暎显

然棳这种分类方案强调了压扭性盆地的动力学成因棳
但对于具体的压扭性盆地来说棳不便于鉴别其究竟

属于哪种类型棳也不便于归纳总结其含油气特点暎
笔者建议依据下列原则进行分类椇棻棭盆地遭受

压扭作用的时间早晚棳即盆地的初始形成是受到压

扭作用的控制棳还是在盆地演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

或定型阶段才受到压扭作用的改造棳这个时间对盆

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椂棴棸棽棴棽椄椈修订日期椇棽棸棸椂棴棸 棴棽 暎
作者简介椇向暋奎棬棻椆椂棾暘棭棳男棬汉族棭棳重庆人棳博士生暍高级工程师棳主要从事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与勘探工作暎
基金项目椇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暟十五暠科技攻关项目棬斝棸棻棸棸椆棭暎

暋暋第棽椄卷第棿期
棽棸棸椂年椄月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
斝斉斣斠斚斕斉斦斖斍斉斚斕斚斍斮敠斉斬斝斉斠斏斖斉斘斣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斨旓旍棶棽椄棳斘旓棶棿
斄旛旂棶棳棽棸棸椂



地的演化进程暍盆地的沉积暍构造和含油气性均具

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椲棾椵棳应是一级分类原则椈棽棭压
扭作用的动力学环境棳板块构造环境是制约压扭作

用和压扭性盆地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椈棾棭压扭作

用的动力机制棳导致压扭应力的具体动力学机制在

多种板块构造环境下都可以发生棳可将其作为次一

级的分类原则椈棿棭压扭作用的动力大小棳即带扭性

的挤压暍弱压扭和强压扭等暎
棻棶棾暋压扭性盆地的基本类型

依据上述分类原则棳首先根据压扭作用发生的

时间及其与所形成盆地的成因关系棳将压扭性盆地

分为原生和后生棽个基本类型棳前者指压扭作用是

盆地初始形成的主导机制棳后者指盆地在其他动力

机制下形成棳而后在演化过程中遭受了压扭作用的

改造暎对于原生压扭性盆地棳根据盆地所处的板块

构造部位暍压扭作用的动力机制暍动力大小等因素

再划分为若干次级类型椈对后生压扭性盆地棳可以

根据它在前压扭期盆地演化阶段的组合形式和盆

地从前压扭期向压扭期转换的机制划分为若干次

级类型棬图棻棭暎据此棳可对压扭性盆地进行详细分

类棬表棻棭暎

表棻中的断层楔盆地发育于断面受束缚的弯

曲处棳当一个地块经过平缓的束缚弯曲处时棳将导

致棻个或棽个边缘抬升和盆地下沉棳如南加利福尼

亚的第三纪里奇盆地棳它是世界上表现得 典型和

研究得 好的压扭性盆地之一椲棽椵暎槽状向斜是压

扭体制下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而又十分普遍的原

生压扭性盆地棳发育于走滑断层带内棽条扭断层之

间的坳陷区棳斖旓旑旚斿旑斸旚等特别强调了它在压扭体

制下的重要性棳并认为这种槽状向斜是西班牙东贝

蒂克棬斅斿旚旈斻旙棭地区主要的盆地类型椲椵暎
原生压扭性盆地是由压扭作用形成的盆地棳从

一开始就是在压扭性应力场中发育的棳基本没有经

历过明显的张暘张扭作用阶段暎后生压扭性盆地

是已经形成的其他类型盆地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棳
由于区域应力场性质发生了转换棳盆地的一部分或

全部受到压扭作用改造转变而成的椈如果单纯考察

它的压扭作用阶段棳那么也是原生压扭性盆地暎因

此棳后生压扭性盆地表现为一个前压扭期盆地与压

扭性盆地的复合暎这棽类压扭性盆地具有不同的

地质特征棬表棽棭暎
后生压扭性盆地在前压扭期内还可能存在多

图棻暋压扭性盆地分类图解

旚 和 斻 分别为压扭性构造应力在水平面上相互垂直的 棳 方向上的主张应力和主压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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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暋压扭性盆地基本分类

斣斸斺旍斿棻暋斆旍斸旙旙旈旀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旘斸旑旙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旍斺斸旙旈旑旙
盆地形成与压扭
作用的成因关系

压扭作用的
动力学环境

压扭作用的
动力机制

压扭作用的
动力大小

盆地类型 实例

原 生
压扭性盆地

斜向会聚边缘棳
转换板块边界棳
碰撞造山带

暟被 束缚的暠走
滑断 层 断 面 弯
曲处

弱压扭棳
强压扭棳

带扭性的挤压棳
压性

槽状向斜棳
某些弧前盆地棳

某些弧后前陆盆地暎
断层楔盆地棳

走滑断层挤压端上
的倾伏向斜

西班牙东贝蒂克地
区棳美国南加利福尼
亚 斠旈斾旂斿 盆 地暎 美
国怀俄明州东斝旘旟旓旘
山脉 斈旘旟旇斿斸斾 断 层
南终端

后 生
压扭性盆地

斜向会聚边缘

转换板块边界

碰撞造山带

斜向 俯 冲 板 块
边界 上 的 非 共
轴挤压作用

压性棳
强压扭棳
弱压扭

海沟棳
某些弧前盆地棳

某些弧后前陆盆地
东南亚的诸多盆地

俯冲 带 上 微 地
块的加入

压性棳
强压扭

新西兰北岛盆地

板块 转 换 边 界
上的压扭作用

压性棳
强压扭棳
弱压扭

压扭反转盆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圣安德烈斯断裂带
旁侧的盆地

板块 的 斜 向 碰
撞带 与 碰 撞 造
山带 中 的 非 共
轴挤压作用

压性棳
强压扭棳
弱压扭

周缘前陆盆地
特提斯构造 带西暘
中段的盆地

板块 内 部 盆 地
边缘 的 压 扭 性
剪切作用

压性棳
强压扭棳
弱压扭

压扭性
前陆盆地

棬与走滑断层有关的盆地棭
柴达木暍酒泉暍准噶
尔暍塔里木等盆地

表棽暋原生与后生压扭性盆地对比

斣斸斺旍斿棽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斺斿旚旝斿斿旑旔旘旓旚旓灢斸旑斾旔旓旙旚灢旚旘斸旑旙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旍斺斸旙旈旑旙

地质条件 原生压扭盆地 后生压扭盆地

形成环境 暋位于板内或板缘的压扭性走滑断层带被束缚
的弯曲部位棳盆地边界往往由走滑断层系中的断
层组成椈转换断层带内某些压扭性盆地椈压扭性
的弧前或弧后前陆盆地

暋位于板内或板缘的压扭性走滑断层带旁侧棳走滑断层带中的
断层往往只是盆地的一侧边界或盆地内部被扭断层穿过棬如洛
杉矶盆地和密歇根盆地棭棳盆地的其他边界一般是指向盆地内
部的褶皱冲断带

应力场特征 暋盆地形成时整个盆地都处于压扭性应力场 暋通常盆地邻近走滑断层或逆冲断层带的一部分处于压扭性
应力场之中棳而其他部分则可能处于压性甚至张性应力场之中

沉积特征 暋盆地四周向内部提供物源棳沉积速率极高棳沉
积物主要是粗碎屑岩暎沉积中心及相带沿边界
断裂朝一个方向迁移暎同沉积变形和沉积物再
沉积发育棳沉积方式以重力流为主暎发育多个角
度不整合

暋压扭性盆地边界一侧沉积速率较高棳粗碎屑沉积比较发育暎
盆地的其他边界处的沉积特征视具体盆地而异

构造特征 暋盆地形状常从暟斢暠形或暟斱暠形向菱形演化棳盆地
基底地块常发生旋转棳剖面上常发育正花状构造

暋走滑断层一侧在剖面上常发育正花状构造棳平面上常发育雁
行式次级断层或背斜棳背斜向盆地中心倾伏

盆地大小 暋由于盆地边界断裂受控于整个走滑断层带棳规
模一般较小

暋取决于原盆地大小棳一般较大

个压扭期与张暘张扭期暎复合压扭性盆地是同

一个压扭性盆地的不同边界处受到了不同压扭

作用的改造椈叠合压扭性盆地是同一个压扭性盆

地在地质历史时期受到了多次压扭作用的改造椈
多旋回的后生压扭性盆地是在前压扭阶段经历

了多次张暘张扭阶段与压扭阶段的压扭性盆地椈
改造的压扭性盆地是盆地的某一部分在后期受

到压扭作用的改造棳但盆地的整体性质并没有发

生明显改变暎

棽暋压扭性盆地的成因机制

在压扭性构造应力场作用的部位都可能发育

压扭性盆地暎压扭性构造应力场主要发育于板块

之间的斜向碰撞暍斜向俯冲和转换部位暎因此棳压
扭性盆地也主要发育于这棾种大地构造背景下暎
原生压扭性盆地主要发育于走滑断层受束缚的弯

曲处棳而后生压扭性盆地由于存在前压扭期阶段棳
其成因机制要复杂得多棬表棾棭暎

暏椄棻棾暏 暋暋暋暋暋暋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第棽椄卷暋暋



表棾暋后生压扭性盆地前压扭暘压扭期转化的可能机制

斣斸斺旍斿棾暋斝旓旙旙旈斺旍斿旚旘斸旑旙旈旚旈旓旑旐斿斻旇斸旑旈旙旐旓旀旔旓旙旚灢旚旘斸旑旙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旍斺斸旙旈旑旀旘旓旐旔旘斿灢旚旘斸旑旙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旍旚旓旚旘斸旑旙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旍旔斿旘旈旓斾

形成机制 含义 世界主要实例

暋转换板块边界 暋转换板块边界处的应力场主要
是压扭性的

暋椂斖斸棬上新世棭开始棳太平洋板块与北美板块之间从聚敛板块
边界转变为转换板块边界棳位于转换边界内部或附近的洛杉
矶暍圣华金等一系列先存盆地发生压扭性反转

暋向俯冲板块边界
上的非共轴挤压作
用

暋斜向俯冲板块的切向与法向运
动分量使边界处形成压扭性区域
应力场棳先存的盆地发生压扭性反
转

暋栙菲律宾海板块的斜向俯冲导致印度尼西亚巴里托棬斅斸旘旈旚旓棭
盆地和库泰棬斔旛旚斸旈棭盆地从中新世早期开始呈压扭性椈栚晚古
生代造山作用期间棳南北向的非共轴挤压导致东爱尔兰海索尔
韦棬斢旓旍旝斸旟棭盆地和斝斿斿旍盆地呈压扭性椈栛北阿留申盆地是一个
位于中央阿拉斯加半岛和南白令陆棚北部的大的新生代沉积
盆地棳新生代期间棳北美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之间的斜向会聚导
致了该盆地以压扭性为主的构造体制椈栜晚中新世棳太平洋板
块向亚洲大陆之下的斜向俯冲导致韩国 斔旟旓旊旔旓盆地呈压扭
性反转

暋板块斜向碰撞带
与碰撞造山带中的
非共轴挤压作用

暋板块的斜向碰撞使碰撞带中的
先存盆地呈压扭性

暋栙科迪勒拉山脉西部洋壳碎块和变形的深海沉积物在白垩
纪中晚期增生到南美板块之上棳板块碰撞导致哥伦比亚马格达
莱纳棬斖斸旂斾斸旍斿旑斸棭盆地呈压扭性椈栚上新世期间棳喀尔巴阡造山
带中斝斿旘旈斸斾旘旈斸旚旈斻棴斈旘斸旜斸扭断层的右行扭动使克罗地亚的德拉
瓦棬斈旘斸旜斸棭盆地和萨瓦河棬斢斸旜斸棭盆地呈压扭性椈栛暯帕米尔向北
的楔入以及印度板块向北的俯冲暘碰撞导致巴基斯坦的印度
河下游盆地呈压扭性暎也使喜马拉雅山前冲断带及其附近的
的一系列盆地呈压扭性椈栜缅甸板块北部与东亚的碰撞使缅甸
萨林棬斢斸旍旈旑棭盆地呈压扭性椈栞中新世中期棳由于加勒比板块与
南美板块之间的右行碰撞棳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东部近海的哥伦
布棬斆旓旍旛旐斺旛旙棭盆地发生压扭性反转椈栟早中新世棳北欧地块与
西喀尔巴阡板块斜向碰撞棳在喀尔巴阡造山带外侧形成加积楔
棬主要由复理石冲断片组成棭和前渊暎阿尔卑斯棬斄旍旔旈旑斿棭北部
边缘在压扭体制下发育了山间盆地

暋俯冲带上微陆块
的加入

暋俯冲带上由于棬形状不规则的棭
微陆块的加入棳使得原本处于挤压
状态棬或拉张状态棭的区域应力场
局部变成压扭性棳盆地性质改变

暋太平洋板块向澳大利亚暘印度板块之下俯冲的过程中棳由于
新西兰微板块的加入棳主要水平应力主方向发生变化棳盆地呈
压扭性

暋板块内部盆地边
缘的压扭性剪切作
用

暋板块内部的压扭性剪切作用可
能源于远处板块的碰撞作用棬如古
近纪的柴达木盆地棭棳也可能源于
板块内部岩石圈下部的构造作用
棬如鹿湖盆地棭

暋栙阿尔金断裂系的左行走滑活动导致渐新世以来柴达木盆
地西北部的暟斢暠形旋扭褶皱椈栚早石炭世棳纳缪尔暘威斯法期盆
地边缘压扭性剪切导致鹿湖 棬斈斿斿旘斕斸旊斿棭盆地压扭性反转椈栛
泥盆纪初棳汉堡棬斎斸旐斺旛旘旂棭暘克拉科夫棬斔旘斸旊旓旜棭断层的左行滑
动引起波兰上西里西亚煤盆地呈压扭性反转

暋板块旋转 暋板块旋转时在受束缚的边界处
产生压扭应力场棳导致盆地反转

暋佩拉杰盆地斉棾暘斘棻棻 由于非洲板块的逆时针旋转而反转棬阿
特拉斯变形棭

暋盆地热沉降 暋张性盆地因热散失两翼相对斜
向运动导致盆地呈压扭性

暋晚白垩世棳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上贝努埃棬斦旔旔斿旘斅斿旑旛斿棭盆地
就因此原因而呈压扭性反转

暋地球自转速率的
频繁变化引起盆地
周边应力场的更迭

暋地球自转速度变更会引起地壳
运动暎根据旋转体角动量守恒定
律 椊 棳当角速度 增加时转动
惯量 减小棳地球的质量向两极移
动椈当 减小时则斏增加棳地球的
质量向赤道增加

暋渤海湾盆地经历了中侏罗世末期的左行压扭暍晚侏罗暘早白
垩世的右行张扭暍白垩纪中期的左行压扭和早第三纪的右行压
扭暎这种应力场的频繁更替难以用板块构造解释棳是否与地球
自转速率的变化有关椏椲椂椵

暋暋在不同构造背景下发育的压扭性盆地具有不同

的特征棬表棿棭暎相应地棳油气地质特点也有很大差异暎
棾暋主要结论

压扭性盆地是不同于张棬张扭棭性盆地的一种盆

地类型棳主要形成于斜向挤压背景棳包括斜向会聚板

块边界暍转换板块边界和碰撞造山带的周边地区暎
根据压扭作用发生的时间及其与所形成盆地

的成因关系棳分为原生和后生压扭性盆地棽个基本

类型棳前者指压扭作用是盆地初始形成的主导机

制棳后者指盆地在其他动力机制下形成以后棳在演

化过程中遭受了压扭作用的改造暎在此基础上棳根
据盆地所处的板块构造部位暍压扭作用的动力机制

和作用力大小等因素棳将压扭性盆地分为许多次级

类型暎
后生压扭性盆地的成因机制远比原生压扭性

暏椆棻棾暏暋第棿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向暋奎等棶压扭性盆地的类型与成因机制暋暋暋暋



表棿暋世界主要压扭性盆地的大地构造位置及特征

斣斸斺旍斿棿暋斣斿斻旚旓旑旈斻旙斿旚旚旈旑旂旙斸旑斾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旐斸旈旑旚旘斸旑旙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斸旍斺斸旙旈旑旙旈旑旚旇斿旝旓旘旍斾

区域构造位置 主要特征 世界主要实例

暋 斜 向 会 聚
性 板 块 边 缘
的 压 扭 性 盆
地

暋海沟暍斜坡盆地暍弧前盆地暍弧后前陆盆地暎栙盆地往往以弧后伸展环境的裂
谷盆地开始椈栚同生裂谷期的冲积扇暍河流暍湖相沉积叠合棳其中常发育有效烃
源岩棬如中苏门答腊盆地棭椈栛裂谷期后的热沉降导致海进棳发育低能环境下的
开阔浅海相和浅海外侧相沉积棳它也常是有效的烃源岩椈栜持续的斜向会聚
终导致应力场性质反转棳盆地受到压扭作用改造棳导致海退棳发育冲积河湾相砂
岩暍泥煤和泥棳在盆地的边缘形成与会聚带大致平行的高角度逆断层和褶皱椈栞
盆地基底较浅棳地温梯度很高棬如中苏门答腊盆地的地温梯度为棿棿棶椃曟棷旊旐棭棳
生油窗浅棬如中苏门答腊盆地为棻棽棸棸旐棭暎栟弧后前陆盆地以伸展性的弧后盆
地为基底

暋北苏门答腊暍中苏门答腊暍南
苏门答腊暍米务拉暍尼亚斯暍南爪
哇暍西爪哇暍巴里托暍库泰暍打拉
根暍亚森亚森暍森康暍波尼暍布通暍
邦盖暍哥伦打落暍苏拉盆地暍北塞
兰暍萨拉瓦蒂暍宾图尼暍怀波甘暍
南瓦罗贝恩暍帝汶暍巴布亚暍塔拉
纳基暍中马格达莱纳暍上马格达
莱纳等

暋 转 换 断 层
带 内 的 压 扭
性盆地

暋栙在会聚型板块边界转变为转换边界之前棳往往以弧前盆地开始其发育历
史椈栚盆地的基底一般由转换断层发育之前在海沟处形成的高压暘中低温变质
岩组成椈栛由于走滑断裂穿过盆地棳盆地内应力场比较复杂棳压扭作用一般存在
于盆地的一侧棳另一侧则可能是张暘张扭性应力场椈栜盆地内发育与转换断层
相关的次级断裂棳可形成断层圈闭棬如圣华金盆地棭棳或起横向分割作用椈栞转换
带内块体的旋转作用也可造成相邻盆地的压扭变形暎例如棳圣安德烈斯转换带
内个别块体从中新世中期开始的顺时针旋转不仅形成了横向山脉棳也使洛杉矶
盆地北缘的圣莫尼卡一带发生构造反转椈栟长期的强烈压扭作用常形成生长背
斜棳本身可能是良好的圈闭棬如洛杉矶盆地棭棳也易于形成裂缝型储层棬如圣华金
盆地棭椈栠盆地内靠近转换断层一侧棳由于前压扭期暘压扭期的块断升降和褶皱
隆升常造成复杂的地形起伏棳原来的统一盆地棬如晚侏罗世暘白垩纪的大谷盆
地棭被分割棳盆地内岩相变化快棳沉积速率普遍较高暎如果盆地被海水覆盖棳则
发育海底扇棳洛杉矶盆地的原油大部分产自中新世中期暘早上新世海底扇的砂
砾岩储集层椈栢存在于盆地一侧的强烈压扭作用使整个盆地在逆断层和反向断
层前缘的挠曲作用下迅速下沉棳发育深水相的泥质沉积物棳从而有效地保护了
下伏的油气系统暎也就是说棳压扭作用虽然破坏了盆地的一侧棳但却保护了盆
地的绝大部分棬如中更新世洛杉矶盆地北部强烈的压扭作用棭

暋洛杉矶暍圣华金暍圣玛丽亚暍萨
克拉门托等

暋 位 于 造 山
带 山 前 作 为
周 缘 前 陆 盆
地 的 压 扭 性
盆地

暋栙盆地发育在早先的被动大陆边缘之上棳典型的前陆盆地沉积演化经历了棾
个主要阶段棳即早期深海暘半深海复理石沉积阶段暍海相磨拉石阶段和陆相磨
拉石阶段椈栚往往发育基底卷入型构造椈栛强烈的冲断活动棳发育前陆冲断带椈
栜发育构造楔棬或称为三角带棭椈栞位于造山带核部暟厚皮构造暠与山前暟薄皮构
造暠的过渡部位椈栟由于周缘前陆盆地向前陆方向冲断的幅度与速率不完全相
同棳冲断带沿造山带方向具有分带性棳各段具有不同的构造特点椈栠前陆盆地系
统形成于收缩的造山带与相邻的克拉通之间的陆壳上的潜在沉积区域棬可容纳
空间棭椈栢前陆盆地沉积系统可分为棿个沉积带棳即楔顶暍前渊暍前隆和隆后沉积
带暎每个带中的沉积物多少取决于其沉积时的位置棳沉积带之间的边界随时间
横向迁移暎在一些前陆盆地系统中棳前隆和隆后沉积可能不发育或缺失椈栣前
陆盆地系统的轴向大致与相邻的冲断暘褶皱带平行棳长度相近棳不包括纵向上
溢出到残留洋盆棬例如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海底扇棭或裂谷中的沉积物棳因为它
们不直接受造山带地球动力学作用的控制

暋波特瓦尔暍佩拉杰暍布雷斯暘
瓦朗斯盆地暍潘诺尼亚暍外喀尔
巴阡暍南里海暍蒂曼暘伯朝拉暍伏
尔加暘乌拉尔暍南黎凡特暍库姆暍
西阿拉伯暍曼格什拉克暘乌斯秋
尔特暍卡拉库姆暍北阿富汗暘南
塔吉克暍楚河暘萨雷苏暍费尔干
纳暍伊犁暍印度河暍塔里木暍准噶
尔暍吐哈暍柴达木暍酒泉暍鄂尔多
斯暍四川暍楚雄暍三塘湖暍俄克拉
荷马暍克孜尔库姆暍阿赖暍伊塞克
库里暍阿克赛暍图尔盖等

盆地的复杂棳板块之间的斜向挤压暍微陆块的加入暍
板块的旋转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压扭性盆地的形成暎

不同构造背景下发育的压扭性盆地具有明显

不同的地质构造特征棳是研究和评价各类压扭性盆

地的认识基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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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棿棳棽椂棬棻棭椇棻棻暙棻椂
椄暋黄泽光棶川西坳陷压扭应力场的形变特征及油气地质意义椲斒椵棶

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棾棳棽 棬椂棭椇椃棸棻暙椃棸椃
椆暋张之一棶渤海湾盆地中新生代扭动构造及其对油气的控制作

用椲斒椵棶西安地质学院学报棳棻椆椆棾棳棻 棬棿棭椇棻棸椄暙棻棻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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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棸暋斅旛旙斺旟斆棳斏旑旂斿旘旙旓旍旍斠棶斣斿斻旚旓旑旈斻旙旓旀旙斿斾旈旐斿旑旚斸旘旟斺斸旙旈旑旙椲斖椵棶
斆斸旐斺旘旈斾旂斿棳斖斸旙旙椇斅旍斸斻旊旝斿旍旍斢斻旈斿旑斻斿棳棻椆椆

棻棻暋贾承造棳魏国齐棳姚慧君等棶塔里木盆地构造演化与区域构造

特征椲斒椵棶北京椇石油工业出版社棳棻椆椆 棶棻暙棻棽棸
棻棽暋贾承造棶中国塔里木盆地构造特征椲斖椵棶北京椇石油工业出版

社棳棻椆椆椃棶棻暙棾棾棸
棻棾暋贾承造棳魏国齐棶塔里木盆地构造特征与含油气性椲斒椵棶科学

通报棳棽棸棸棽棳棿椃棬增刊棭椇棻暙椄
棻棿暋何登发棳李德生棶塔里木盆地构造演化与油气聚集椲斖椵棶北

京椇地质出版社棳棻椆椆椂棶棻暙棻棻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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