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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在南方海相油气勘探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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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对现今南方古生代盆地的油气聚集有重大影响暎从构造运动观点出发棳探讨了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对古

生代盆地的改造棳构造运动决定了盆地性质及油气的保持暎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影响了海相古生代盆地油气的再分配棳对川西暍川
东北暍湘鄂西等地区的构造形变进行了典型分析棳认为川西龙门山山前带主要勘探目标为推覆体下盘古生界暟准原地油气系统暠椈
大巴山前及其东延地带的推覆构造地区古生界是潜在的油气勘探领域椈大巴山山前构造带的冲断带前沿深层断片背斜构造是有

利勘探区椈雪峰暘江南推覆带西北缘盆地构造与油气分布复杂化地区可以作为进一步油气勘查的目的区暎
关键词椇中新生代椈构造运动椈古生代盆地椈海相油气勘探椈中国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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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问题的提出

诸多勘探家希望运用板块构造理论来研究含

油气盆地并以此识别和判断油气远景棳虽然在这些

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创造和进展棳但并没有达到预期

的目的暎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南方海相油气勘

探领域棳扬子地区的江汉暍苏北盆地的下伏海相古

生界被认为是一种很有远景的古生代 暟残留盆

地暠椲棻椵棳但在这棽个盆地的古生界油气勘探中棳除零

星井中见到海相油气外棳再没有大的发现暎笔者认

为棳主要原因是忽视了中新生代构造活动对古生代

盆地的改造棳导致了油气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暎
古生代盆地的大部分现今成为褶皱系棬或造山

带棭棳表明经历了中新生代板内构造运动的改造棳曾
经存在的古生代盆地系列已被破坏消失或部分残

留椲棽椵暎笔者从暟活动论构造历史观暠椲棾椵出发棳研究中

新生代构造运动和盆地叠加棳分析海相油气勘探前

景棳重新认识古生代盆地改造程度和古生界海相油

气再分配或散失的规律暎

棽暋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对古生代盆地

的影响

棽棶棻暋古生代盆地构造特征

中国南方古生代盆地以海相沉积为主棳前人研

究发现棳早古生代早中期和晚古生代早中期阶段棳
南方地区的海相沉积以暟离散大陆边缘盆地暠发育

为背景棳但前者为暟古中国洋暠椲棿棳椵打开背景下的

暟古中华陆暠分离裂开构造环境棳以克拉通周边暘克

拉通边缘盆地为特征椈后者为古特提斯扩张背景下

的古中国大陆南部边缘重新分离构造环境棳以台地

内部的台垒暘台堑盆地发育为特征暎这样棳南方地

区的海相盆地沉积环境受其所处不同大地构造位

置的控制棳因此盆地与油气具有极大的选择性暎
南方海相盆地在不同时代处于不同的暟大陆边

缘暠椲椂椵构造环境棳使得盆地具有在同样的大地构造

背景下以不同构造位置的并列性而具有跨构造单

元带的可能暎这里是指华南晚古生代盆地基底棳可
以包括扬子地台边缘经历加里东构造运动改造的

早古生代盆地棳或接近南华棬华夏棭陆块边缘的早古

生代复理石褶皱带棬南华加里东褶皱带棭棳盆地跨越

了扬子和华夏棽个大陆块体棳尤其是印支期后南方

中生代盆地群带棳更是体现出盆地的跨构造单元性

棬图棻棭暎出现这种情况时棳运用构造学观点来看待

这一特定的构造运动体制和动力环境条件下盆地

的形成与演化棳包括后期的暟构造变格暠运动对前期

盆地的改造棳就能够认识和理解盆地的并列叠加及

油气前景暎
棽棶棽暋古生代盆地的油气保存

经历了中新生代构造运动改造发生形变的中

国南方古生代盆地棳可能产出的油气仍受盆地控

制暎在南方地区棬尤其是上扬子地区棭古生界的地

面露头和井下岩样中棳可见痕量或少量的烃类或油

气显示棳包括地表的古生界油气苗暎由此证明棳古
生代盆地在后期构造活动中形成了可供油气聚集

的圈闭棳一些由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生成的油气通

过通道运聚到了这些圈闭中棳并保存至今暎因此棳
中国南方现今的海相地层棬被改造的古生代盆地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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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棻暋中国南方大陆主要中暍新生代盆地
与古生代盆地叠加分布

棻棶元古界露头区椈棽棶早古生代被动大陆边缘椈
棾棶古生代台地区椈棿棶古生代台内拗陷区椈棶古生代台地边缘区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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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油气勘探的前景暎但是棳在构造运动改造背景

下寻找原生或次生油气藏棳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暎

棾暋中新生代构造运动与古生代盆地

含油气性

棾棶棻暋构造运动与古生代盆地形变

中晚三叠世暘中侏罗世棬棽棾棸暙棻 斖斸棭棳扬子

地台边缘发生了被称为印支暘早燕山造山作用的

板缘构造形变棳所形成的暟印支暘早燕山褶皱带暠椲椃椵

在平面上展布于雪峰山以东至灵山暘江绍断裂之

间暎该构造带作为特提斯东延在华南的暟开合构

造暠椲椄椵棳表现为暟同序时差暠椲椆椵地质作用棳由此被卷入

暟印支褶皱带暠形变的古生代盆地棳在形变程度上棳
以上暍下扬子地区变形弱棳而中扬子地区变形较强

为特色暎
晚侏罗世暘早白垩世棬棻棸暙椄棸 斖斸棭棳印支暘

早燕山褶皱形变的后续棳即中暘晚燕山运动波及扬

子地台暎大致以鄂中暘湘中一线为界棳西部上扬子

地区持续发育暟陆内前陆盆地暠椲棻棸椵棳东部受江南暘
雪峰暟基底拆离暠推覆带北西向推进作用影响棳古生

代盆地沉积地层发生宽缓箱状褶皱变形暎中下扬

子地区古生代盆地沉积地层褶皱形变轴向近东

西暘北东东暘北东向展布棳北部大巴山山前为宽缓

梳状褶皱椈南部则在现今海南出露的印支暟缝合带暠

棬可能的暟三江缝合带暠东向延伸棭之北侧区域棳广为

发育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带棳尤其是在金沙江断裂

之南西侧棳思茅盆地存在大量燕山期褶皱带暎它们

一方面反映了地台内部川暘鄂暘苏古生代盆地边

缘进一步褶皱形变棳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沿北东暘北

北东向断裂带产生了大量的小型拉分断陷盆地群棳
并叠加在被改造形变的古生代盆地之上棬图棻棳棽棭暎

晚白垩世暘早第三纪始新世棬约椂棸暙棿棸斖斸棭棳
南方地区的北东暘北北东向断裂系统在燕山末期

构造活动影响下形成棳并在早喜山构造运动时期持

续发育暎在上扬子地区棳盆地群基本保持前期盆地

构造格局棳但暟陆内前陆盆地暠沉降范围随龙门山造

山作用进一步迁移棳古生代盆地部分被深埋椈东部

和北部随大巴山暍雪峰山推覆体的构造迁移棳上三

叠统以上地层遭受不同程度的隆升剥蚀暎在中下

扬子地区棳受北北东向断裂进一步活动的影响棳前
期拉分断陷盆地群发生暟构造反转暠棳以近东西向为

主的褶皱展布叠加北北东向冲断褶皱暎由于中生

代北北东左行平移断层转变为右行张剪性质棳以及

沿先期部分北北东断裂为主体的逆掩断层面下滑棳
因此在形成压性正断层结构的同时棳构成系列断陷

盆地上叠棳古生代盆地部分被深埋棳部分继续经受

暟板内形变暠暎
渐新世以来的中暘晚喜山运动时期椲棬棿棸暲 棭

斖斸椵棳印度暘欧亚两大板块碰合后的板内敛合作用

进一步强化棳青藏高原隆升的大规模地幔岩石圈物

质运动成为南方地区构造运动的动力源棳部分地幔

流向东和东南棳拖曳南方块体岩石圈地幔介质向洋

蠕散和迁移暎岩石圈伴随地壳的拉伸减薄棳北西向

断裂系获得强化并与北北东和北东东先期断裂联

合棳通过大型断层走向滑移实现地壳的均衡暎在上

扬子四川盆地棳下覆的古生代盆地中形成了对油气

的有效圈闭椈在中暘下扬子及东南边缘地区棳随着

地幔热物质的向洋迁移棳构造暘热事件持续衰减棳
并随热调整发生大规模的地壳沉陷棳导致地壳浅层

形成规模性的坳陷型沉降盆地棳使得古生代盆地进

一步深埋椲棻棻暙棻棾椵暎

图棽暋宜都暘红安棬北段棭地球物理解释断面
剖面位置见图棻斈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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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棶棽暋构造运动与古生代盆地油气的再分配

强烈陆内俯冲导致的岩石圈地壳浅层仰冲构

造的层滑伸展椲椂棳棻棾棳棻棿椵棳极大地改造了古生代盆地棳
部分盆地被毁形棳它们大致以不同层次的滑脱构造

为重要样式棳展现在扬子地台周缘暎地球物理资料

解释发现棳扬子地台周缘褶皱带的宽向斜中发育背

斜构造带棳实际上是上暍下构造不协调的结果棬图
棽棳棾棭暎滑脱构造使下盘的生油岩成熟棬如川西中坝

含气构造生油成熟度倒置现象棭棳冲断上盘缓解石

油过熟棬如大巴山前沿冲断上盘见到下古生界原

油棭暎因此棳构造运动引起的古生代盆地形变将导

致不同层次出现滑脱构造棳它们是控制油气再分配

的一个关键因素暎下面仅以扬子地台周缘被形变

的古生代盆地油气现状为例加以说明暎
棾棶棽棶棻暋川西龙门山山前带

该区出露三叠系和古生界棳地表沥青脉暍油气

苗众多暎那里的古生代盆地棳伴随中生代以来的板

内形变而被改造为准原地冲断褶皱棬图棿棭暎因此棳
主要勘探目标应是推覆体下盘古生界暟准原地油气

系统暠棳其中不乏褶皱背斜和断背斜圈闭暎
棾棶棽棶棽暋大巴山前及其东延地带

由地表地质和地震资料可知棳该地带的古生代

盆地经历中新生代构造运动作用下 暟递进形变暠
的叠加改造后棳形成了南秦岭暘大巴山推覆带及其

图棾暋川东北斈椂棾棻测线地质解释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棻斅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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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棿暋川西龙门山斕棻棿地震测线解释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棻斄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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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延东秦岭暘大别南缘褶皱推覆构造带暎地下盲

冲断层的冲断构造在地表表现为大巴山弧型褶皱

带棳该构造带以南侏罗系覆盖区古生界地层被压在

下面棳古生界与上叠盆地的关系如图棾所示暎江汉

盆地北缘地球物理资料表明棳大别造山带南缘京

山暘红安叠瓦状推覆体是由古生界组成的棬图棽棭暎
由于在万源暍城口暍京山一带地表存在多层位油苗棳
因此认为推覆构造地区古生界是潜在的油气勘探

领域暎
棾棶棽棶棾暋大巴山山前构造带

印支期以来棳长期活动的大巴山山前构造带与

以燕山期形变为主体的川东暘鄂西构造带之间构

成相互直交复合关系棳地震资料揭示棳与川东北地

区毗邻且近乎直交的川东冲断带前缘的深层与浅

层构造不协调棳深层同样有中生代构造运动导致的

隐伏构造棬图 棭暎从宣汉一带获得油气发现来看棳
冲断带前沿深层断片背斜构造是油气勘探的有利

地区暎
棾棶棽棶棿暋雪峰暘江南推覆带西北缘

新近勘探得到的地震资料证实了雪峰推覆构

造的存在棳推覆构造带下伏古生界地层的反射也清

晰可见棬图椂棭椲棻 椵暎强烈而有序的推挤棳使古生代盆

地构成褶皱弧型构造棳暟叠瓦冲断岩片暠向古生代扬

子地台推挤棳并在其前沿发育受构造变动影响而肢

图 暋川东地区铁山暘南门场背斜地震反射解释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棻斆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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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椂暋雪峰推覆体西缘地震反射解释椲棻 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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暏棻棿暏暋第椂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范小林等棶中新生代构造运动在南方海相油气勘探中的意义暋暋暋暋



图椃暋江南推覆体北缘地球物理解释断面椲棻椂椵
剖面位置见图棻斉暎

斊旈旂棶椃暋斍斿旓旔旇旟旙旈斻斸旍斿旞旔旍斸旑斸旚旈旓旑旔旘旓旀旈旍斿
旓旀旚旇斿旑旓旘旚旇旓旀斒旈斸旑旂旑斸旑旑斸旔旔斿

解的暟陆内前陆盆地暠棬如苏南地区棳图椃棭椲棻椂椵暎已有

的地球物理资料解释表明棳该推覆构造体之下保留

了大片被形变的古生界地层棬图椂棳椃棭棳推覆体北缘

地表也见到若干沥青或油苗椲棻椃椵棳地化分析结果表

明棳这一带的上古生界源岩刚进入门限棳因此生油

期与中国东部燕山期构造运动相匹配暎这种盆地

构造与油气分布复杂化的地区棳同样可以作为进一

步勘查的重点方向暎
棿暋结语

棻棭近棻棸年来棳笔者从构造学观点出发研究了

被改造的古生代盆地棳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棳如何把

盆地研究成果运用到勘探实践棳促进在含油气盆地

中发现更多后备油气资源并提高勘探效益棳还有待

于进一步尝试和努力暎
棽棭本文提出的观点不同于常规的地史暍沉积和

有机地化分析方法棳对南方海相油气的勘探应把海

相古生代盆地经历中新生代构造运动的后期改造

作为根本因素暎在接受新全球构造运动体制下的

同一动力作用时棳古生代盆地的不同部位可以与之

相适应而出现改造程度的差异性棳以此重新认识被

改造的古生代盆地所发生的构造形变特征棳评价中

新生代构造运动直接或间接影响古生界油气的暟成
藏组合暠暎

棾棭在充分利用前人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棳补充少

量的必要工作棳开拓油气勘探的新领域暎笔者建

议棳运用构造运动的观点来正确对待南方海相油气

勘探棳历史分析中新生代构造运动特征椈在反射地

震格架剖面上棳结合区域地质构造背景进行类比分

析椈选择代表性区块单元棳经少量钻井棬参数井或科

学探井棭加以标定棳并在互相校核地学领域各学科工

作成果的基础上提高对古生代盆地的认识棳从中明

确它们的油气前景棳为开辟南方海相油气勘探新领

域作出应有的贡献暎
致谢椇本文得到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叶德燎

先生暍高长林教授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四川

石油管理局暍国土资源部中南石油地质局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棳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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