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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中新生代变格运动及第一变格期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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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支运动以来,中国大陆处于三面受挤的大地构造环境之中,发生了3期变格运动。第一变格期(晚三叠世到早白垩世)可

分为2个阶段,其中晚三叠世到中侏罗世(阶段1:T3—J2),古特提斯洋关闭,发育与挤榨有关的前渊盆地;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阶段2:J3—K1),怒江洋关闭,中国西部地区持续发育挤榨前渊盆地。由于伊佐奈岐板块(IzanagiPlate)俯冲碰撞,中国大陆东

部北侧地区发育断陷盆地,南方地区前期前渊盆地被改造,或形成成排的小型拉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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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TYOGENESEANDBASINSINCHINA
CONTINENTDURINGTHEMESOZOIC-CENOZOIC

XuXuhui1,HuangZeguang2,GaoChanglin2,ZhangYuchang2

(1.Exploration& ProductionResearchInstitute,SINOPEC ,Beijing100083,China;

2.WuxiResearchInstituteofPetroleumGeology,SINOPEC,Wuxi,Jiangsu214151,China)

Abstract:TheChinesecontinentwascompressedfromthreedirectionsaftertheIndosinianorogeny,

with3periodsofdiktyogenesemovements.Thefirstdiktyogeneseperiodcouldbedivided2stages.Due
totheclosingofthePalaeo灢Tethys,theforedeepswhichwererelatedtosqueeezingweredevelopedin
thestage1(T3—J2)inWestChina.AsaresultoftheclosingoftheNujiangOcean,thesqueezingfore灢
deepswerecontinuouslydevelopedinthestage2(J3—K1).ThefaultbasinsweredevelopedinNEChina
andtheformerforedeepswerereformedorsmallpullapartbasinswerearrangedinrowsinSouthChi灢
na,owingtoIzanagiPlatesubductionandcollision.
Keywords:basin;Mesozoic-Cenozoic;diktyogenesemovement;ChineseContinent

1暋变格运动的概念

变格运动(diktyogenese)概念由朱夏(1965)提
出,认为自古生代末以来的新的运动体制下,随着

泛大陆 A 的解体,中国大陆边缘构造的演化经历

了3个重要阶段,出现了3次构造格局的变化,控
制了中国大陆和海区盆地的形成和演化[1~5]。陈

焕疆认为,变格运动一方面对老的基底进行改造,
同时对新一代盆地进行控制,二者又是叠加的[2]。
张渝昌认为,自晚三叠世以来,在三面挤压的总布局

下,中国大陆在不断隆起的总背景下经历了3次构

造变格和相应的陆相盆地的形成和发育[6]:(1)第

一变格期(T3—K1)盆地(图1);(2)第二变格期

(K2—E2-3)盆地;(3)第三变格期(E3/N至今)盆地。
本文采用3个变格期的概念。

2暋南方第一变格期盆地

印支运动彻底改变了以扬子为核心的华南陆

块的中、古生代构造—盆地格局,进入陆内变格和

陆相盆地演化时期[7~11]。

2.1暋第一变格期阶段1(T3—J2)
在第一变格期阶段1(T3—J2),秦岭—大别—

苏鲁裂谷造山作用、理塘—哀牢山造山作用、右江

造山作用、东南沿海造山作用,从四周向陆块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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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中生代欧亚大陆构造位置

a.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b.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1.造山带及主要缝合带;2.挤榨带;3.扩张洋盆;4.被动边缘;
5.台地;6.前渊;7.走滑盆地;8.坳陷;9.陆缘岩浆带;10.断陷

IN.印度陆块;IS.印支微陆块;LS.拉萨微陆块;
SQT.南羌塘微陆块;SC.扬子(华南)陆块;NC.华北陆块

Fig.1暋LocationoftheEurasiacontinentduringtheMesozoic

地台施加强大挤压力,首先导致地台总体波状隆

升,继而随着推挤作用加强,发生陆内拆离推覆,造
山带进一步挤榨,造山带前沿形成环扬子前渊盆地

(图2)。
东南部,包括江南—雪峰一线以南到海域。早

三叠世后太平洋持续俯冲,被动陆缘外带造山,沿

江绍—柳州一线以北形成浙西—赣中—湘东—十

万大山前渊盆地带,叠加在变形的中、古生界之上。
南部,右江造山带前的前渊盆地,可能作为四

川—楚雄复合前渊盆地的一部存在于贵州省中、
北部。

西南部,多扩张带的古特提斯洋域[12~15],从中

三叠世起,自西南向东北逐步拼合造山,最终于晚

三叠世中期形成理塘—哀牢山等多重造山带组成

的造山系,哀牢山造山带和雅江挤出体前沿形成楚

雄前渊盆地。
南方北部,南秦岭—大别—苏鲁裂谷反转挤榨

作用自东向西进行,起始时间从中三叠世末到晚三

叠世。造山带南缘发育苏北—鄂北—川北前渊盆

地。前渊盆地沉降前,区内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
呈中间强(鄂中)、东部较强(苏中)、西部弱(川北)
的特点。而盆地沉降幅度则自西向东变小。

西部,在三江造山带指向北东、秦岭造山带指

向南双向挤迫下,松潘三角形块体向东滑出,使先

存的龙门山裂谷反转,向东南褶皱冲掩,导致龙门

山前渊盆地沉降。

2.2暋第一变格期阶段2(J3—K1)
在第一变格期阶段2(J3—K1),对应于怒江洋

封闭[16~18],拉萨微陆块碰撞和太平洋北北西向斜

向俯冲,华南陆块内部构造发生了差异性变格。大

致以鄂中—湘中一线为界,西部继续四周向陆块中

心递进挤压,持续发育前渊盆地,但沉降中心已迁

至龙门山前和大巴山西段;雪峰推覆带向前推进,
以下寒武系为滑脱面的推覆带已达七曜山一线,其
以东地区发生平缓—梳状褶皱变形;北侧大巴山前

平缓—梳状褶皱推覆带前锋达万源—巫溪一线。
东部受南北对挤和北北东向左行走滑断裂运动联

合作用,一方面,先期前渊盆地边缘,或如同四川盆

地东部一样,形成与其连贯的梳状褶皱带(川鄂边

界—鄂北—苏北);或被全部褶皱隆升,前期前渊盆

地被支解成众多残余盆地(赣中、湘中、桂北)。另

一方面沿北北东向断裂带形成成排成组的小型拉

分盆地带(图3)。

3暋西北地区第一变格期盆地

3.1暋第一变格期阶段1(T3—J2)
中国西北地区(贺兰山以西、昆仑山以北),中

生代在广泛发育聚敛的环境下,以发育陆内挤压型

盆地和走滑型盆地为显著特征[19,20]。3个因素控

制了盆地的形成演化、类型和时空分布:(1)在大陆

南部边缘,多期性碰撞增生,在北部洋盆消减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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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中国南方大陆晚三叠世瑞替克期—早侏罗世(里阿斯期)盆地—沉积组合

1.造山带、裂谷造山带、陆内造山带及前缘冲断带,前陆盆地;2.泥岩、灰岩、T-P含煤碎屑岩;3.泥岩、灰岩,下部砂泥岩;4.含煤碎屑岩,
上部夹灰岩;5.砂泥岩,上部夹灰岩;6.含煤碎屑岩;7.砂砾岩、砂岩、泥岩,拉张断陷;8.含煤碎屑岩;9.正断层;10.后期断裂

Fig.2暋BasinsandsedimentdistributionduringtheLateTriassictotheEarlyJurassicinSouthChinacontinent

图3暋中国南方大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盆地—沉积组合

1.隆起;2.隆起上发育的火山岩;3.砾岩、砂岩夹泥岩;4.砂岩、粉砂岩、泥岩;5.砂岩、粉砂岩、泥岩夹泥灰岩;6.砂岩、泥岩、
泥灰岩;7.粉砂岩、泥岩、灰岩,走滑盆地;8.砂岩;9.泥、页岩;10.火山岩、碎屑岩;11.火山岩为主;12.逆冲断层;13.走滑断层

Fig.3暋BasinsandsedimentdistributionduringtheLateJurassictotheEarlyCretaceousinSouthChinacontinent

产生近南北向区域构造挤压;(2)极不均匀性陆块

地壳结构和存在巨型薄弱带;(3)巨型阿尔金走滑

系的长期活动[21]和镶嵌陆块内近东西向的古山系

多期次性复活。
中国西北地区中生代的盆地原型,西部(新疆)

为挤压盆地区,中部(阿尔金走滑系)为走滑盆地区,
东部(青甘宁蒙)为挤压—拉张盆地混合区(图4)。

在西北地区,由于古特提斯关闭,从古亚洲大

陆分裂出去的微陆块重新碰合到亚洲大陆南部,形
成宏伟的印支造山带和阿尔金与乌恰一对大型共

轭走滑断裂系。在北部的蒙古—鄂霍茨克洋闭合

作用配合下形成强大的南北向挤压力,使中国西北

地区近东西向的古造山系强烈复活;并沿斜向走滑

断裂系块体滑移,导致贺兰裂谷、宗务隆裂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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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中国西北地区三叠纪末期—晚侏罗世早期盆地原型及动力学

1.印支造山带;2.裂谷造山带;3.复活山系;4.复活山系前渊—伸展盆地;5.复活山系前渊盆地;6.类潘农式盆地;7.走滑盆地;
8.隆起;9.陆内坳陷;10.离散边缘盆地;11.前陆盆地;12.陆内前陆盆地;13.陆内断陷;14.区域挤压方向;15.区域拉张方向

Fig.4暋A mapshowingthedistributionofbasinprototypesduringtheend
oftheTriassictotheEarlyJurassicinNorthwestChina

反转造山作用,形成了以复活山系榨挤前渊盆地、
走滑盆地为主要特色的陆内盆地系列。大陆南缘

塔里木南部和柴达木南部板缘发育弧后前陆盆地。
盆地发育具有南早(三叠纪晚期)、北晚(侏罗纪初)
的特点。

3.1.1暋弧后前渊盆地

由于在从晚三叠世晚期起碰撞造山过程中,昆
仑岩浆弧向北冲断,塔里木南部弧后断陷和柴达木

南部弧后断陷转化为弧后前渊盆地,两盆地具明显

不同的沉积风格,塔里木南部弧后前渊盆地以陆相

碎屑岩夹煤层为主;柴达木南部弧后前渊盆地以海

相灰岩、碎屑岩为主。

3.1.2暋东部会聚环境下的盆地原型

在会聚环境下,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盆地原

型。贺兰山裂谷,在阿拉善向东滑出推挤配合

下,在冲断前缘形成多期次鄂尔多斯前渊盆地;
宗务隆坳拉槽的边界断层转化为不对称逆冲带,
在逆冲带前缘形成柴北缘和花海子2个前渊盆

地。在柴北缘前渊盆地,由于逆冲带具有的右行

走滑分量大,冷湖—赛什腾和大柴旦及德令哈等

沉积中心呈右行斜列。河西走廊地区,因祁连山

复活并向北冲掩而发生挠曲沉降,形成北西西向展

布的现今包括酒西、酒东、民乐、张掖等盆地在内的

统一前渊盆地。

在祁连山系和宗务隆裂谷造山带向南北两侧冲

掩并形成走廊前渊盆地和柴北前渊盆地的同时,在
山系中轴带,在平移的拉张作用下,形成平行于山系

走向的拉张断陷盆地(山间盆地)。需要指出的是,
在盆地延伸方向上,由横向隆起分隔为几个独立盆

地,主要有木里—门源盆地、西宁—民和盆地。
在古生代—中生代早期,阿拉善陆块长期处于

隆起状态,缺失或只有很薄的沉积盖层。早—中侏

罗世期间,西部在南北向挤压作用下,形成东西向

潮水和雅布赖拉张断陷;东部在贺兰裂谷造山带后

缘的拉张作用下,控制了北北东向的巴彦浩特

断陷。

3.1.3暋中部走滑盆地系

走滑盆地沿走滑断裂带展布,它们的形成演化

与走滑变形直接相关。阿尔金断裂系的走滑运动

及断裂弯曲等产生的局部拉张或局部挤压缩短是

本区的走滑盆地系形成的直接因素。本区存在两

类风格的走滑盆地。第一类是拉张—走滑盆地,与
断层弯曲或局部拉张有关,即拉分盆地,如额济纳

旗—苏红图盆地、巴丹吉林—银根盆地和花海盆

地。第二类是挤压—走滑盆地,与局部挤压作用有

关,由走滑断层与近东西向冲断层共同控制。这类

挤压—走滑盆地分布在走滑系的西南段,包括北山

南部总口子、敦煌、踏实、阿克赛诸盆地及民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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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盆地、柴达木西部盆地等。

3.1.4暋西部与复活山系相关的盆地原型

同复活山系相关的盆地发育在阿尔金断裂系

以西、天山南北的新疆广大地区。天山等古造山带

(含裂谷造山带)复活控制多类型盆地原型。塔西

南发育了受乌恰右行走滑带控制的走滑盆地。天

山及其南北两侧发育塔北(满加尔—罗布泊)陆内

坳陷、库车挤榨前渊盆地、尤尔都斯—库米什类潘

农式盆地、吐哈和准南挤榨前渊盆地和乌伦古挤榨

前渊盆地等。
本区中生代中晚期最重要的盆地原型是挤榨

前渊盆地,发育丰富的烃源岩。它们是在南北向挤

压作用下,东西向展布的古准噶尔界山、古天山复

活造山带,向一侧或两侧冲掩时形成。其形成机制

和结构类似于造山带山前的前陆盆地。库车挤榨

前渊位于天山造山带与塔里木陆块之间。
从侏罗纪起,准噶尔地区在古天山向北、古准

噶尔界山向南双向冲断作用下,乌伦古和准南形成

2个挤榨前渊盆地。由于博格达山强烈隆升,且向

南北背向冲断,吐哈挤榨前渊盆地和准南挤榨前渊

盆地分别形成于博格达山两侧,其东段的阜康东—
木垒一带,形成吉木萨尔—木垒前渊—伸展盆地。

早侏罗世—晚侏罗世早期,上述盆地内,沉积

厚度大,湖相沉积范围广,在垂向上构成1个或2
个较完整的湖平面变化旋回层序,下旋回中上部,
河沼—湖沼相含煤建造和湖相泥岩为本区提供了

丰富的煤成油源岩和泥质油源岩。
由于古天山复活,位于南、北冲断带之间的天

山山系的中央带,因拉张兼走滑作用,形成了平行

山系走向的伊梨—尤尔都斯—焉耆—库米什类潘

农式盆地,其以深断陷为特色,为南、北2个深断槽

夹1个中央隆脊。深槽内沉积了厚度较大的中侏

罗统暗色泥岩。侏罗纪末,在压扭作用下该盆地强

烈反转,盆地被分隔成几个独立的“构造暠盆地,分
别是伊犁盆地、尤尔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和库米什

盆地。
塔北陆内坳陷盆地在早中侏罗世时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该盆地西部、西南部受挤隆起,东部阿尔

金走滑运动,盆地向东迁移,满加尔—罗布泊成为

新的沉降—沉积中心,盆地西南边界大致在尉犁断

层附近。侏罗系不整合覆盖在古生界地层之上。
乌恰走滑盆地在晚三叠世形成,持续发展到新

近纪—早更新世。它是塔拉斯右行走滑盆地在中

国的延伸部分,境内长约300多 km,宽40~60
km。从国境托云向南南东延伸,经乌恰、乌衣塔格

到叶城西,与塔南弧后前陆盆地交汇。盆地由南、
北2个呈右行斜列的深坳陷组成。

3.2暋第一变格期阶段2(J3—K1)
在中国西部地区,拉萨陆块拼贴、唐古拉陆缘

造山运动,中侏罗世相对平静期转化为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时的东段的伸展和西段较强的陆内挤压

活动期。已位于陆内的昆仑造山带和古天山、古祁

连山再次复活;阿尔金走滑运动又再度增强。区域

挤压应力方向与上一时期基本相同,东段和中段挤

压作用比西段强烈些,因而西段的盆地基本上是前

阶段盆地的延续;在中、东段,前期盆地强烈反转,
形成了新的沉降结构。

3.2.1暋东段

在北东向挤压作用下,祁连山山系南缘向南西

方向、昆仑山山系向北东方向冲断—走滑,柴达木

南北两缘的柴北和柴南挤榨前渊盆地叠加在前期

盆地之上,盆地沉降从柴南和柴北双向柴达木中部

推进并向西迁移。
祁连山系北缘冲断带在晚侏罗世时向前推进,

前缘再次挠曲沉降形成新一代河西走廊盆地系。
该阶段盆地结构与前期的简单结构不同,在冲断带

一定距离的前方,形成一系列由横向拉张或斜向剪

切—拉张发展起来的次级“碰撞暠断陷。我们把这

类风格的盆地从挤榨前渊盆地中划分出来,称之为

挤榨前渊—伸展盆地。以嘉峪关西和榆木山断隆

为界,分为3类风格的伸展亚型:酒西型为一系列

半地堑,受一条与冲断前缘近垂直的北北东向犁式

正断层控制;酒东型为垒堑型,是由垂直于冲断前

缘背向正断活动形成的;民乐型为断陷,沉降是沿

一对脆性走滑兼拉张断层形成的,往往其中一组断

裂为主控因素,控制盆地的主体结构,另一组发育

较差,它们把盆地分为次级隆坳。
阿拉善陆块地壳构造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期间的显著变化,是在南北向挤压上隆和向东滑出

机制下,拉张断层强烈活动,为北北东向兼左行走

滑。拉张断层控制了巴彦浩特堑垒式断陷盆地快

速沉降和扩展。潮水盆地和雅布赖盆地的结构由

拉张断层与近东西向兼右行走滑的拉张断裂共同

控制。潮水盆地东西向断陷被次级北北东向隆起

分割。雅布赖盆地中的次级断陷受北北东向断层

控制,多个基本独立的半地堑呈雁列展布。

3.2.2暋中段阿尔金走滑盆地系

北山及其以东地区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期

间再次拉分沉降,盆地向东迁移,苏红图、银根以东

已成为重要的沉降区。北北东向次级雁列式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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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陷为控制沉积充填的主要构造。在北山总口子

地区,早中侏罗世到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东西向

的压性走滑盆地转变为受正断层控制的北东向的

拉分盆地,组成额济纳—苏红图拉分盆地的西延部

分。西南段的压性走滑盆地沉降范围大大缩小,收
缩到主走滑断层与分支逆断层交汇处的狭小区域,
如:踏实盆地,阿克赛盆地等。

3.2.3暋西段

前一阶段的盆地构造格局基本得到了“继承暠,
但也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1)山系再次复活,潘
农式盆地(天山山间伊宁—库米什)反转,天山两侧

(南、北)山前冲断带向前推进,沉降中心向西迁移,
此时,沙雅隆起基本处于水下,库车盆地和塔北坳

陷的沉积体系部分已融通;2)阿瓦提地区沉降,盆
地范围向西大规模扩展,西部下白垩统直接覆盖在

三叠系之上,中东部下白垩统覆盖在下侏罗统之

上;3)由于西昆仑山系强烈隆升、向北冲掩,挤榨前

渊盆地形成(从策勒、和田经叶城、阿克陶到乌恰)。

4暋华北地区第一变格期盆地

4.1暋第一变格期阶段1(T3—J2)
在秦岭—胶南挤榨带与阴山—燕山之间的华

北地区,中新生代盆地的形成同华北陆块的组成性

质有关。它们在陆内挤榨和排斥作用下,由于陆块

基底固化程度较高,主要表现为大陆块的隆起。成

盆的基底反应与华南扬子陆块的情形是有差别的。
重要的挤榨作用同华北陆块内部古贺兰坳拉槽、豫

西坳拉槽和燕辽坳拉槽的复活反转有关,还同陆块

向东排斥时各个块段的位移方式有关,它们同一些

大型的走滑断层如太行山(紫荆关)断层和郯庐断

层系活动关联。
沿保定—石家庄、天津、德州—临清一带保存

有中生代沉积。由于古特提斯洋关闭,碰撞导致阿

尼玛卿坳拉槽及其伸向陆内的分支裂谷挤榨隆起,
连同秦岭造山带的复活一起向北推挤,它同阿拉善

地块形成的向南推挤作用构成南北挤压的对冲关

系。对冲使贺兰坳拉槽反转,改造了地台上东西展

布的晚古生代坳陷,开始形成鄂尔多斯前渊。同时

沿秦岭—大别和胶南挤榨带的北沿,向北推挤的基

底拆离作用形成了合肥盆地[22,23]和莱阳盆地。盆

地的前渊结构在郯庐断层活动影响下不断调整,新
生代有断陷叠加。

南华北地区晚三叠世—中侏罗世表现为由南

向北的逆冲推覆系。随着陆内挤榨缩合,逆冲作用

向前推进,其逆冲前锋达潼关—鲁山—淮南一线。
在洛阳—栾川—明港—六安和信阳—商城—金寨

主逆冲断裂前缘形成晚三叠世—早、中侏罗世前陆

盆地。盆地南缘金寨船板冲、全军、商城三里坪以

及洛南、卢氏、南召等地变质的古生界逆冲在上三

叠统或中下侏罗统之上,又被上侏罗统—下白垩统

火山岩不整合覆盖,表明逆冲持续到侏罗纪晚期。
在鲁山—淮南一线以北,印支运动表现为大型的隆

坳结构,晚三叠世—侏罗纪时形成复向斜的继承性

坳陷盆地,如济源盆地、商邱盆地(图5)。

图5暋南华北晚三叠世—中侏罗世(T3—J2)原型盆地分布

Fig.5暋AmapshowingdistributionofbasinprototypesduringtheLateTriassictotheMiddleJurassicintheSouthofNort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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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南华北晚侏罗世—早白垩世(J3—K1)原型盆地分布

Fig.6暋A mapshowingthedistributionofbasinprototypesduringtheLateJurassic
totheEarlyCretaceousinSouthofNorthChina

4.2暋第一变格期阶段2(J3—K1)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期间,南华北的成盆构造

环境主要受控于大别造山带核部热穹的强烈隆

升[24,25]和郯庐断裂带、麻城—商城—夏邑断裂带

的右行走滑以及一系列北西西延伸的左行活动断

裂的联合作用,比较复杂。
挟持于郯庐断裂带与麻城—商城—夏邑断裂

带间的合肥盆地,由于受区域 NNE—SSW 向挤压

(等同于 NWW—SEE方向拉张)构造应力场和大

别造山带核部大规模中酸性岩浆活动所形成热穹

的双重作用,造山带强烈上升,使北淮阳继印支挤

压后下地壳向南进一步缩合而基底产生滑脱,上层

产生向北逆冲,但由于郯庐断裂带的右行活动及北

西西向延伸的商丹断裂左行活动的联合控制起主

导作用,合肥盆地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期间以走

滑盆地的属性叠加在前期的前渊盆地之上。

5暋内蒙古地区第一变格期盆地

阿尔金断裂向东大致沿巴丹吉林沙漠、阿拉善

地块北界发散为多条断裂,与西伯利亚—蒙古向南

突出的弧形褶皱带的断裂系相接。这些褶皱是古

亚洲大陆拼合的产物。在内蒙古境内,晚古生代早

期的拼贴带主要是由洋壳增生楔和间夹众多的微

陆岛弧碎块所组成的。它们在晚期经裂谷作用调

整后而受到挤榨。随着蒙古—鄂霍茨克海的关闭,
石炭系—二叠系裂谷充填全部反转褶皱隆起,并在

三叠纪继续挤榨。在这样动力背景下,沿阿尔金

断裂及其延伸带产生了一系列左行走滑运动并

在不同性质的基底上形成近东西—北东向大小

不一的走滑拉分断陷。这些盆地包括花海、巴丹

吉林(银根)、苏红图、额济纳旗盆地以及向东的

二连盆地群。与此相类似发育的还可以包括蒙

古弧形褶皱带内的三塘湖盆地和海拉尔盆地。
二连盆地群向东与松辽盆地内的开鲁断陷同一

性质,但是后者在北北东向走滑断裂活动影响下

统一于松辽盆地。这些东西—北东向走滑盆地都

是在中生代发育的。
二连盆地经勘探已发现了油气田,实际上盆地

是按拉分断陷群总体展布的,已证实发育有44个

凹陷[19]。断陷盆地群大体处于古洋壳增生楔间夹

的贺根山微陆块上,南面由早古生代洋壳岛弧组

成,北面为晚古生代早期岛弧。它们在古亚洲陆形

成后由于裂谷挤榨作用形成不同岩性组成的褶皱

带并组成盆地基底。
地球物理综合解释认为二连盆地群有数条东

西向深断裂通过,并控制着不同基底岩性的展布。
在此基础上断裂在左行滑动下形成拉分断陷,间断

性地 充 填 有 侏 罗 系、白 垩 系 沉 积,厚 度 可 达

5000m。其中,先期形成的侏罗系经过构造变格,
只有部分被断陷中的白垩系所叠加。白垩纪断陷

中各期沉积相对稳定,并进一步扩大和迁移,钻井

中白垩系视厚度已达4840m。
从区域结构看,二连断陷盆地群总体呈中央隆

起,南北两侧断陷呈雁行排列的特征,沉积上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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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北断南超,南带则为南断北超断陷群。基本上

在区域性挤压拱升的背景下受两侧左行断层控制

形成先张后挤的走滑盆地。就单个断陷结构看,它
们可以地堑形式组合形成中隆边坳的结构,也可以

单断半地堑形式出现,但在斜坡部位往往受滚动挠

曲影响形成顶部塌陷或者地垒调整的关系。

6暋东北地区第一变格期盆地

古亚洲大陆形成后,东北地区的陆内挤榨与中

国北方一致,继续受到蒙古—鄂霍茨克海关闭的影

响,在晚石炭世—三叠纪通过拼贴带裂谷的挤榨而

形成区域性的隆起。挤榨带由西向东分成两支:一
支走向北东沿佳木斯增生陆块西侧发育;另一支沿

西拉木伦—长春一带发育,走向东西,叠加在佳木

斯地块同华北地块之间的拼贴带上。但是这一格

局在古亚洲大陆东面大洋和扩张的库拉—太平洋

板块向北斜向俯冲的影响下,改变了东北陆内的构

造格局。当锡霍特地块和兴凯地块向大陆拼贴以

及以后俯冲作用下,沟、弧、盆体系的形成等产生

了大陆内向北西挤压的动力环境,它与来自北方

的挤榨形成对挤的格局。首先在中生代早期,拼
贴改造了东北大陆离散边缘,在三江地区晚古生

代陆缘坳陷之上转化为碰撞前渊。同时,在大陆

内部地幔强烈上涌作用下,导致地壳强烈上升,
出现大量地壳断裂和大陆性岩浆岩侵入和喷出。
由此,陆内岩石圈以隆起为背景,下压上张,沿深

断裂形成大体走向近南北的拉张断陷,充填以

中、晚侏罗世火山—碎屑沉积。接着,在太平洋

加速俯冲和转向作用之下,北北东向地壳断裂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它们控制下形成大兴安岭

和长白山—吉黑隆起带及其相间的沉降带,从而

改变了地质历史上的东西—北东向的构造格局。
吉黑隆起带的形成,使三江地区的前渊解体,在块

断作用下转化为新的断陷沉降。

6.1暋松辽盆地

松辽盆地是我国勘探开发程度较高的盆地,也
是世界大型含油气盆地之一,盆地的断—坳叠加关

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进行了多次分析。
整体上看,松辽盆地具有地幔隆起,下压上张,

形成侏罗纪断陷,随后在热沉降下转化为坳陷的演

化过程。但是盆地北部和南部发育演化的构造背

景是有差别的。大致以西拉木伦—长春北东东向

断裂为界,南部开鲁盆地地区处于相对隆起状态,
发育有北东走向陆家嘴、哲中断陷等断陷群,与阜

新、朝阳盆地应力场一致,与郯庐断裂活动相关。

北东和北北东不同方向断层控制的侏罗纪断陷,只
在白垩纪中期曾为松辽盆地北部泉头—青山组坳

陷沉积披盖所统一过。在盆地北部,侏罗纪断陷与

盆地东南部是一致的,断陷走向近南北,是南部断

陷带的延伸。尽管南北之间在白垩纪分别向隆起、
坳陷转化,但是北部的坳陷发展仍然受大型断裂活

动的影响。尽管随着沉降继续发展,沉积坳陷的特

征越来越明显,但是泉头组的沉积受大断裂重复活

动的影响仍然存在,一直到青山口组沉积时断裂的

控制才相对减弱。这是松辽盆地在第一期变格中

成盆作用的反应。

6.2暋三江盆地

在黑龙江东北部三江地区,包括双鸭山、勃利、
鸡西以及虎林盆地,实质上是多期变格作用改造的

残留盆地。它们在完达山碰撞作用下形成了比较

广阔的中侏罗世—早白垩世的前渊盆地,沉积有海

陆交互相含煤建造。中生代期间在太平洋板块持

续俯冲下,区域内挤压形变而隆起,破坏了盆地基

本格架。
像这类残留的侏罗纪—白垩纪盆地沿吉黑隆

起区内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延吉盆地规模虽

然不大,但经钻井已经发现油气,其沉积序列与松

辽盆地相似。

7暋青藏地区第一变格期盆地

青藏地区经历了前特提斯、古特提斯和新特提

斯洋开-合旋回和古亚洲大陆形成后旋回性大陆

裂解和碰撞增生的演化过程。因此,区域内大地构

造环境在时空上显现出“手风琴暠式多旋回开—合

而首尾相接的特征。碰撞陆块被肢解和包容在造

山带内,增生的陆块依序为以后的碰撞作用所挤

榨,形成宏伟的造山—挤榨区,直到印度大陆碰撞

楔入。由此,大部分陆缘序列盆地都在碰撞造山—
挤榨中改造,而陆内的变格盆地形成期则依序向南

变新。由于区域内盆地调查刚刚起步,现仅就盆地

可能的构造环境探讨原型的并叠关系,以资在今后

实践中检验。

7.1暋羌塘盆地

盆地是在羌塘地块向古亚洲大陆南缘拼贴过程

中,南缘与冈瓦纳陆块之间开裂而形成的。广泛分

布的三叠纪—侏罗纪浅海相沉积向南在班公湖一带

相变为浊积层,标志当时由北向南离散边缘坳陷发

育,稳定海相沉积的侏罗系向北超覆,厚度减薄,海
相层可追索到昌都以东,表明一度具有与波斯湾相

似的大陆边缘坳陷沉降的环境。目前已知侏罗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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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油层位,自身构成生储盖组合并在唐古拉山

南发现油苗和稠油。盆地在侏罗纪末由于冈底斯

碰撞转化为碰撞前渊并为后来的挤榨作用所改造。
沿冈底斯北缘白垩纪为海陆过渡相沉积,在晚期发

育厚度达4000m 以上磨拉石。怒江造山带的形

成导致羌塘盆地抬升延续至今,并在后期排斥作用

下中部隆起,伴有新生代走滑盆地叠加。据初步调

查盆地整体形变不大,比之于广大边缘坳陷保存条

件好,是值得进一步工作的重要地区。

7.2暋唐古拉—昌都—思茅盆地

盆地形成于类似上述羌塘盆地的构造环境,但
由于冈底斯斜向碰撞,东部早于西部,沉积上自晚

三叠世逐渐转变为陆相沉积,随后在多期次挤榨—
排斥作用下形成走滑盆地。目前已知上三叠统有

厚达1000m 的暗色泥岩,值得注意。

8暋结语

与陆缘构造动力学差异和中国大陆不同区块

自身特点相关,中国大陆中新生代第一构造变格

期,相应发育了多种不同原型盆地的并列叠加。西

北地区发育了不同时期的挤榨前渊盆地、走滑伸展

盆地、前陆伸展盆地;华北地区先存的坳拉槽反转,
并发育了挤榨前渊盆地及走滑雁列拉分盆地;东北

地区则主要发育拉张断陷盆地;南方地区发育了环

扬子前陆盆地及走滑拉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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