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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盆地深层古生界结构与海相油气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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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苏北盆地深层古生界沉积实体由于多期构造运动的更迭棳其先期原始结构已面目全非暎根据地表地质调查和地下地球物

理信息棳开展地质暘地球物理综合解释棳得出盆地深层古生界现今结构为暟双层结构暠棳且不具有完全的继承性暎联系区域上古油

藏破坏残留迹象棳建议用构造思路研究该地区的海相油气棳为区域性油气勘探目标提供相关科学依据暎
关键词椇海相油气勘探椈深层结构椈古生界椈苏北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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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区域构造背景

苏北中新生代盆地叠加在经历了晚印支期以

来强烈构造活动的下扬子古生代地台之上棳大致

以北北东暘北东向断裂带和东西向构造带复合

或联合棳具明显网状构造风格椲棻椵暎这无疑反映了

自晚印支暘早燕山期以来棳区域上受东亚大陆与

西太平洋块体之间相向运动的多期构造作用叠

加影响棳在下扬子区板内发育相向挤压与反扭运

动暎根据地表地质调查暍区域地震资料和大地电

磁测深剖面综合地质解释棳可将下扬子区现今大

地构造轮廓归纳于图棻棳究其与海相油气的关系棳
无不与其内部古生界沉积实体现今以暟残留盆

地暠椲棽棳棾椵保存下来的结构特征有密切联系暎因此棳
探讨苏北古生代盆地现今结构特征棳具有现实的

油气勘探意义暎
图棻暋下扬子棬苏北棭盆地区域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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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暋苏北盆地深层古生界结构

棽棶棻暋盆地北部边缘

通过对盆地北部边缘的地表地质观察棬锦屏磷

矿海州群底部含磷矿层棭棳中新元古界锦屏群棷云台

山群为区域动力变质棬变粒岩暍石英片岩暍绿片岩

相棭棳古元古界东海群为混合花岗岩棬糜棱岩化与鞘

褶皱棭棳与中新元古界锦屏群棷云台山群之间呈断层

接触关系棳元古界变质岩内部存在一些剪切构造暎
结合地震反射剖面暍毛北椃棸棾孔椲棿椵与地表地质联合

解释可知棳苏北盆地北部棬涟水凹陷棭棸暙棽旙双程反

射时间段的反射波组以似层状但错断为特征棳深层

双程反射时间棽暙椄旙段的反射同相轴结构大致呈

平行状椈而与其相邻之北侧棬韩山暘东海棭地表为变

质岩地区的相同反射时间的层位棳以暟斬暠型或斜列

状反射且错断为特征椲棳椂椵棬图棽棭棳其中若干斜列层

状反射代表了太古界与元古界地层之间暍以及元古

界地层内部的物性棬波速暍密度棭变化界面暎结合地

表地质调查和郯庐断裂研究成果椲椃椵棳联系变质岩及

沉积岩地区深层反射同相轴错断特征棳可以认为棳该
地区地表构造剪切迹象椲椄椵在地下深层同样存在暎在

该构造作用发生的同时棳形成白垩纪暘第三纪伸展

断陷盆地棬涟水凹陷棭棳受其影响棳深层古生代盆地实

体也经历了改造棳以暟残留盆地暠形式保存下来暎
棽棶棽暋盆地南部

据黄桥地区钻遇古生界井下资料和过江都段

地震反射解释断面棬图棾棭棳该区地下深层反射同相

轴似层状但不连续棳表明海相古生界实体经历了晚

印支暘早燕山运动改造暎在扬州段棳结合苏南地表

地质构造和地下反射波组交叉斜列现象可以推断棳
该区古生界地层逆冲推覆于下白垩统葛村组之上棳
其上又被上白垩统暘古近系不整合覆盖棳逆冲断层

终止于第三系底界暎而在高邮凹陷地下深层的

棽暙椂旙反射时间层段棳同相轴断续层状反射棳表明

古生界实体先后经历了挤压与拉张构造运动棳呈
暟冲隆暠或暟断坳暠结构暎晚白垩世暘古近纪棳由于下

图棽暋苏北盆地北部边缘地震剖面
反射结构棬斸棭及地质解释断面棬斺棭
棻棶反射波同相轴椈棽棶岩相物性界面椈

棾棶韧性剪切带椈棿棶正断层椈棶地壳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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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棾暋苏北盆地 斎斞暘棻棾断面江都段地震反射结构棬斸棭与地质解释剖面棬斺棭
斣旟棶燕山运动反射面椈斣旂棶古生界底反射面椈斣旉棶基底反射面椈斣斻棶中地壳底界面椈斣旐棶地壳底界面

棻棶逆冲断层椈棽棶正断层椈棾棶不整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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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区紧靠西太平洋构造活动带棳受太平洋板块相

对东亚大陆俯冲作用影响棳陆缘岩石圈深部扩展破

裂棬伸展大地构造背景棭棳一些先期逆冲断层在晚燕

山期沿相对早期冲断层面层滑正断棳形成晚白垩世

箕状断陷棳继而控制新近纪沉积凹陷棳部分凹陷与

现今古生代暟残留坳陷暠具有一定继承性棬图棾棭暎
根据苏南地区地表地质构造迹象棳参考钻井和

地球物理资料椲椆棳棻棸椵以及江宁暘丹阳地震解释断面

棬图棿棭棳对苏北南部及苏南地区海相地层顶面构造

地质棬图 棭椲棻棻椵进行重新认识暎整个苏北盆地东台

坳陷海相中暘古生界沉积实体经历了印支运动以

后的隆升暟变形暠和燕山运动以后的错动暟变位暠暎
依据新生代盆地构造单元划分棳海安和金湖棽个新

生代断棬凹棭陷似乎与古生界深埋有很好的对应性椈
洪泽和高邮棽个新生代凹陷对应的深层古生界则发

生了大的暟变形暍变位暠棳没有继承性且下古生界隆升

浅埋暎新老构造既有不同棳又有联系椇相对古生界隆

起的棳包含早燕山期因构造隆升而形成的暟复背斜暠棳
而相对古生界深埋的棳则以暟残留盆地暠保存暎
棽棶棾暋盆地内部

笔者近年来对横贯苏北盆地的大地电磁测深

剖面再次研究表明椇苏北盆地浅层中新生界电性层

特征是以正常线性梯度递增棬棻棸暙棻棸棸毟暏旐棭椈深
层古生界电性特征则为暟高阻灰岩棬上古生界椇棾暙
旊旐棳大于棻棸棸毟暏旐 棭暘低阻砂泥岩棬志留暘泥盆

系椇棾暙椃旊旐棳小于棻棸棸毟暏旐棭暘中高阻碳酸盐岩棬下
古生界椇暙棻棸旊旐 棳棽棸棸暙 棸棸毟暏旐 棭暘甚高阻变

质岩棬元古界及部分侵入岩椇棻棸旊旐 上下棳棻棸棸棸暙
大于棻棸棸棸毟暏旐棭暠垂向分层暎据此棳并参照重力

场暍磁场特征以及区域反射地震剖面棬斍棿棿线暍斎斞
棴棻棾线棭资料棳结合地表地质露头和部分钻井数

据棳重 新 进 行 地 质暘地 球 物 理 综 合 解 释棳给

出苏北盆地内部深层古生界实体现今的结构面貌

棬图椂棭暎
由图椂可知棳现今苏北盆地内部具暟双层结

构暠椇以古生界地层为主的暟下构造层暠棳以冲隆构造

或冲断构造为特征棳代表印支运动构造形变痕迹椈
而以中新生界沉积实体为代表的暟上构造层暠棳则是

以晚侏罗世以来伸展大地构造背景下发育的伸展

块断棬坳棭构造面貌为特色棳两者不具有完全的继承

性棳前者与苏南地区浅层及地表发育的古生界复杂

构造相一致暎由此棳为勘探家认识地下古生界暟残
留盆地暠结构特征棳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资料暎
棾暋构造与海相油气勘探

现今下扬子区见到的露头海相暟古油藏暠棳大都

经历了后期隆升剥蚀暍烘烤热度暍淋滤冲刷暍开启散

失等地质作用过程棳对油气成藏不利椲棻棽椵棳苏北盆地

图 暋苏北南部与苏南地区海相地层顶面构造椲棻棻椵

棻棶古生界隆起区椈棽棶古生界坳陷区椈棾棶主要正断层椈棿棶主要逆断层椈
栺棶海安坳陷椈栻棶高邮坳陷椈栿棶金湖坳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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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棿暋苏南地区江宁暘丹阳地震剖面棬斸棭及地质解释断面棬斺棭
棻棶不整合面椈棽棶逆冲断层椈棾棶正断层

斊旈旂棶棿暋斢斿旈旙旐旈斻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斿棬斸棭斸旑斾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旔旘旓旀旈旍斿棬斺棭旀旘旓旐斒旈斸旑旂旑旈旑旂旚旓斈斸旑旟斸旑旂旈旑旚旇斿斢旓旛旚旇斿旘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旘斿旂旈旓旑

暏椃棾棿暏暋第 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范小林等棶苏北盆地深层古生界结构与海相油气勘探暋暋暋暋



图椂暋苏北盆地现今地质结构暍构造断面

剖面位置见图棻暎
棻棶中新生界椈棽棶侵入岩椈棾棶变质岩椈棿棶不整合面椈棶逆断层椈椂棶正断层椈椃棶剪切带

斊旈旂棶椂暋斍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斿斻旘旓旙旙旙斿斻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斘旓旘旚旇斿旘旑斒旈斸旑旂旙旛斅斸旙旈旑

内部及苏南复杂构造地区同样没有见到形成规模

的海相油气显示暎可见棳研究构造对油气成藏的控

制作用极为重要暎
在苏北盆地内部的地球物理暘地质综合解释

断面段棬图棾棳棭棳可以看到由若干电性界面暍地震

反射错断或反射界面代表的地质内涵棳代表切割中

新生界沉积盆地及其下伏古生界暟残留盆地暠的分

界暍盆地内部不同沉积层之间的物性变化暍改造后

的古生代盆地所构成的暟冲隆构造暠或暟逆冲构造暠暍
以及不同时代盆地的叠加关系等现象暎总体上体

现的现今构造面貌反映了燕山晚期棬椂椂暲棽斖斸棭以

来的构造隆升与推覆作用棳倾向南东的压性冲断层

对古生代盆地进行压暍扭暍张构造应力作用改造棳冲
断层在切割古生界形变地层后棳继而再形成南掉或

北掉正断层棳并控制了新生代断棬坳棭陷盆地的

发育暎
苏南地区的浅层及地表推覆构造现象棳在句容

地区地质露头和钻井中都得到了验证椲棻棾椵棳江宁暘
丹阳地震剖面的同相轴结构也证实了其存在棬图
棿棭暎因此棳在地质解释方面棳结合地表地质棳原则上

可以划分出推覆构造样式暎依此所涉及的苏北东

台坳陷南部古生界地层棳应该存在类似构造现象棳
如盆地内部出现的暟冲隆构造暠棬泰州凸起棭棳在其周

边存在地层褶皱现象棬图棾棳棭棳导致地震反射弱或

缺失棬图棾棭暎由此联系到盆地内部棳由现今盆地结

构为暟双层暠可知棳苏北地区先后发育了古生代海相

盆地与中新生代伸展断暘坳盆地暎在古生代阶段

海相生烃岩系集中发育暎在新生代阶段陆相生烃

岩系集中发育棳不同体制下的盆地都有一定的生烃

岩系发育棳形成一定的油气体系暎中新生代以来的

成盆期既是对以往古生代盆地的继承棳又受到晚印

支期以来构造活动的影响棳油气成藏组合系统发生

变化棳形成复杂的油气成藏史椲棻棿暙棻椂椵暎从以上分析

至少可以看到棳燕山期以来的差异升降运动导致古

生界隆起经受剥蚀棳中生界坳陷接受沉积且对古生

代盆地进行叠加棳形成暟古生中储暠统一的成藏组

合暎而始新世棬棿 斖斸棭以后的再次伸展断暘坳棳新
生代盆地自身构成了一套成藏组合暎

近期研究成果表明椲棻椃椵棳南方地区海相中暍古生

界油气实现突破棳应该重点研究古生代盆地现今的

构造状况暎原因是燕山期以来的多期次构造活动棳
多次打破了古生代时期形成的地下流体的温压平

衡棳改变了地壳乃至岩石圈各层块内部及其之间的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条件暎苏北盆地深层古生界

经历了燕山暍喜山棽次大的构造差异隆升与沉降运

动棳盆地构造格局发生改变棳出现了复杂的暟堑暘
垒暠结构棳从而控制了盆地内部局部隆起及背斜带

的空间分布棳为油气运聚途径和方向也随之改变创

造了条件棳从而有利于在现今的构造高部位或邻近

高部位的边缘地带形成暟古生古储暠暍暟古生中储暠暍
暟古生新储暠等多类型的成藏组合环境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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