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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及其对油气保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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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通过对中上扬子地区不同部位侏罗暘白垩系中不整合面暍构造活动定年及构造变形的系统分析棳将中上扬子地区的燕山运

动分为棿幕棳分别发生在中侏罗世晚期暍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暍早白垩世末与晚白垩世暎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棴早白垩世初的

燕山栻幕是该期构造变形的主变形期暎燕山期构造运动是中上扬子地区的重要构造转换事件棳燕山早期的构造运动棬燕山栺棳栻
幕棭表现为多向挤压暍块体旋转暍多向冲断走滑和复杂的联合复合关系等特点棳而燕山晚期的构造运动棬燕山栿棳桇幕棭则呈现暟西
挤东张暠的构造格局棳与之相应的盆山关系暍变形样式及其动力学机制均有较大差异暎同时棳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的

燕山运动栻幕亦是影响中上扬子地区油气保存的最重要构造事件棳它决定了中上扬子区隆升与沉降暍以及海相油气保存的区域

性差异棳从而决定了不同构造带油气勘探前景的优劣暎具体表现为棳四川盆地持续沉降棳油气保存条件好棳经历了早期油藏暍油气

转化暍晚期调整等棾个成藏阶段椈上扬子区周缘褶皱暘冲断带棳表现为持续抬升剥蚀棳油气保存条件较差棳只经历了早期油藏暍晚
期改造与破坏等棽个阶段椈中扬子地区在该期构造运动后转入陆内断陷沉积体系棳油气保存条件的优劣取决于重建型陆相盖层

的封盖性能棳油气成藏受限于二次生烃的有效性暎四川盆地内棳上暍下组合均为良好的勘探领域椈在黔中隆起周缘及齐岳山断裂

以东的湘鄂西地区棳寒武系膏岩层之下的下组合可能有一定的勘探前景椈江汉盆地南部坳陷区陆相盖层之下可能有较好的二次

生烃暍晚期成藏及保存条件暎
关键词椇燕山运动椈主变形期椈构造格局椈油气保存椈勘探前景椈中上扬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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斿旞旔旍旓旘斸旚旈旓旑旔旘旓旙旔斿斻旚椈旐旈斾斾旍斿棴旛旔旔斿旘斮斸旑旂旚旡斿旘斿旂旈旓旑
暋暋自从棻椆棽椂年翁文灏先生在东京第棾届泛太平

洋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暟燕山运动暠的概念以来椲棻椵棳
中外地质工作者随之广泛应用棳并在构造运动波及

范围暍运动的详细过程暍精确的同位素定年和动力

学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暎如黄汲

清重新厘定 了燕山 运动 的 期 次棳并 把 它 划 分 棾
幕椲棽椵椈任纪舜等将燕山运动分为早暍中暍晚棾个旋

回棳并把时限扩展至整个侏罗纪和白垩纪椲棾椵椈吴根

耀把中国大陆燕山运动的造山机制划分为大陆外

侧的内硅镁质造山运动与大陆内部的内硅铝质棬陆
内棭造山运动等棽类 椲棿椵椈董树文等对燕山运动提出

了新的诠释棳将燕山运动分划为燕山运动主幕强挤

压陆内造山期棬棻椂 暙棻棾椂斖斸棭暍主伸展垮塌与岩石

圈减薄期棬棻棾 暙棻棸棸斖斸棭和燕山运动晚幕弱挤压

变形期棬棻棸棸暙椄棾斖斸棭等棾个阶段棳其造山性质属

周邻板块多向汇聚作用所引起的陆内造山过程椲椵椈
何治亮等讨论了中国西部燕山运动的期次暍变形方

式棳强调其为形成中国西部现今盆山格局的重要构

造事件棳并探讨了对西部油气成藏富集的控制作

用椲椂椵暎而对于燕山运动在中上扬子地区的运动期

次及其表现形式研究的系统性还不够棳尤其是对中

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对其海相层系油气保存影响

的解剖尚缺乏深度暎本文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棳
以不整合面分析暍构造活动定年及构造变形差异分

析等为手段棳厘定了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的期次

及其主变形期棳剖析了燕山运动的表现形式棳探讨

了燕山运动对该区油气保存条件的控制作用暎
棻暋燕山运动期次及主变形期的厘定

中上扬子地区经过印支期后多期构造运动的

改造棳形成了构造展布线各异暍变形强烈程度与期

次明显不同的周缘褶皱暘冲断带棬图棻棭棳致使各变

形区带的构造样式与地质结构类型差异明显椲椃椵暎
本文把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期的构造运动分为棿幕棳
分别发生在中侏罗世晚期暍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

初暍早白垩世末与晚白垩世椈并认为发生在晚侏罗

世末暘早白垩世初的燕山栻幕是该期构造变形的

主变形期暎
棻棶棻暋燕山栺幕

发生在中侏罗世晚期暎因盆地周缘褶皱暘冲

断带的多期剥蚀作用棳该期的构造运动无明显的不

整合证据棳但在侏罗纪的沉积旋回上有清楚的反

映暎中上扬子地区侏罗纪的沉积经历了一个完整

的陆相正暍反旋回暎早暘中侏罗世属造山期后松弛

沉降拗陷阶段棳主要表现为川西下暘中侏罗统白田

坝组暘千佛岩组不整合超覆在龙门山印支期的褶

皱暘冲断带上棬图棽棭棳底部白田坝砾岩多为经过搬

运分选的石英砂岩棳至中侏罗统千佛岩组暍沙溪庙

组棳总体上呈沉积颗粒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河湖相沉

积棳表明早暍中侏罗世处于应力松弛背景椈同时棳在
雪峰隆起带上亦可见残存的中下侏罗统角度不整

合覆盖在中二叠统暘上元古界青白口系的不同层

位之上暎正旋回在中侏罗世晚期开始发生反转棳表
现为向上发育了遂宁组棬斒棾 棭暘蓬莱镇组棬斒棾 棭呈
反旋回的湖相暘河流暘冲积扇沉积体系暎
棻棶棽暋燕山栻幕

燕山栻幕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棳全
区广泛分布的侏罗系与白垩系之间的不整合及其

沉积建造组合棳清晰地反映了该期构造运动的存

在暎川西江油莲花口地区白垩系与侏罗系为平行

不整合接触棳上侏罗统莲花口组棬斒棾 棭发育砾岩层棳
王金琪称之为莲花口抬升椲椄椵棬图棽棭椈天全砂坪地区

分别发育了上侏罗统蓬莱镇组棬斒棾 棭顶砾岩与下白

垩统天马山组棬斔棻 棭底砾岩棳二者之间为平行不整

合接触棬图棾斸棭椈秭归周坪地区下白垩统砾岩角度

不整合在志留系之上棳可能是燕山栺幕与栻幕的综

合反映棬图棾斺棭椈江汉盆地南部白垩系与前白垩系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棳亦是该期构造运动影响的结果

棬图棾斻棭暎
棻棶棾暋燕山栿幕

燕山栿幕发生在早白垩世末暘晚白垩世初棳表
现为上暍下白垩统之间呈不整合接触暎在龙门山南

段与川南地区表现明显棳晚白垩世为挤压坳陷型沉

暏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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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棾卷暋暋



图棻暋中上扬子地区构造纲要及分区

栺棶龙门山前陆褶皱暘冲断带椈栻棶米仓山暘南大巴山褶皱暘冲断带椈栿棶川东暘鄂西暘雪峰山基底拆离带椈桇棶川南暘黔中暘黔南褶
皱暘冲断带椈桋棶大洪山暘江汉盆地挤压暘伸展反转带椈斊棻棶青川暘茂汶断层椈斊棽棶北川暘映秀断层椈斊棾棶安县暘灌县断层椈斊棿棶广
元暘大邑断裂椈斊 棶龙泉山断层椈斊椂棶华莹山断层椈斊椃棶齐岳山断层椈斊椄棶建始暘彭水断层椈斊椆棶来凤暘假浪口断层椈斊棻棸棶慈利暘大庸暘
保靖断层椈斊棻棻棶桃源暘辰溪暘怀化断层椈斊棻棽棶正源暘朱家坝断层椈斊棻棾棶米仓山南缘隐伏断层椈斊棻棿棶城口暘钟宝断层椈斊棻 棶镇巴断层椈
斊棻椂棶万源暘巫溪断层椈斊棻椃棶铁溪暘固军隐伏断层椈斊棻椄棶遵义暘贵阳断层椈斊棻椆棶三都断层椈斊棽棸棶垭都暘紫云断层椈斊棽棻棶襄樊暘广济
断层椈斊棽棽棶纪山寺暘潜北暘天门河断层椈斊棽棾棶通海口断层椈斊棽棿棶监利暘蒲圻暘咸宁暘阳新断层椈斊棽 棶洪湖暘湘阴走滑断层

斊旈旂棶棻暋斢旈旐旔旍旈旀旈斿斾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旐斸旔旓旀旚旇斿旛旔旔斿旘棴旐旈斾斾旍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旘斿旂旈旓旑

图棽暋江油海棠铺钻井构造剖面椲椄椵

斊旈旂棶棽暋斢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旙斿斻旚旈旓旑旘斿旜斿斸旍斿斾斺旟旝斿旍旍旙
旈旑斎斸旈斻旇斸旑旂旔旛棳斒旈斸旑旂旟旓旛斻旈旚旟

积棳但分布范围比较局限暎如天全砂坪地质剖面上

棬图棾斸棭的上白垩统夹关组棬斔棽 棭底砾岩棳厚度约棻棸
旐棳至大邑灌口底砾岩增至 棸旐棳在崇庆怀远约为

棾棸旐暎川东黔江正阳地区上白垩统与前白垩系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棳应是燕山栺棳栻棳栿幕的综合表

现棬图棾斾棭暎
棻棶棿暋燕山桇幕

燕山桇幕发生在晚白垩世末棳造成了川西地区

南部古近系名山组棬斉棻棴棽 棭与上白垩统灌口组

棬斔棽 棭之间的平行不整合接触棬图棾斸棭暎在米仓山

褶皱暘冲断带棳下白垩统与下伏侏罗系一起卷入褶

皱变形棳可能是晚燕山期棽次运动的综合反映暎但

在川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为连续沉积棳只是在龙门

山边缘发育底砾岩棳表明该构造幕的影响较弱暎
以上不整合的类型与分布表明棳燕山运动栺棳

栿棳桇幕均为影响较弱的构造事件棳具体表现为地

层间的平行不整合与微角度不整合接触棳影响的范

围亦有限椈而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的燕

山栻幕构造运动棳波及范围广暍构造变形强烈棳是构

造变形的主变形期暎例如椇棬棻棭湘鄂西地区棳中下侏

罗统及其以下地层均呈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棳残
存或保存状态协调棳中下侏罗统多位于构造向斜的

核部棳而白垩系及更新的地层均与下伏地层呈褶皱

型角度不整合接触棳反映了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之

间的一次较强烈的挤压作用棬图棾斾棭椈棬棽棭城口暘钟

宝断裂带具深部变形特征棳对其韧性剪切带内的石

英脉采用斉斢斠定年棳绝大部分样品的年龄集中在

棻椂 暙棻棾棸斖斸之间椲椆椵棳由此可推断断裂活动于晚侏

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达到构造变形的最强烈时期椈
棬棾棭最近作者所开展的湘鄂西地区磷灰石裂变径迹

暏棾暏暋第棻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何治亮棳等棶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及其对油气保存的影响暋暋暋暋



图棾暋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期不整合示意

斊旈旂棶棾暋斦旑斻旓旑旀旓旘旐旈旚旈斿旙旓旀旚旇斿斮斸旑旙旇斸旑旙旚斸旂斿旈旑旚旇斿旛旔旔斿旘棴旐旈斾斾旍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旘斿旂旈旓旑
分析及其长度分布模拟表明棳其地层剥蚀量在棻椂 暙
棻棾棸斖斸时最大棳达棻 棸棸旐 左右椈棬棿棭齐岳山断裂

获得断层泥中绢云母 斄旘棴斄旘年龄为棻棾椂斖斸棳东
山峰和鹤峰断层中绢云母 斄旘棴斄旘年龄为棻棾棽暙
棻棿棾斖斸椲棻棸椵棳均表明雪峰山西缘暘鄂西渝东地区构

造变形主要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椈棬棭
中扬子地区燕山栻幕是一次重要的构造转换事件棳
发生在晚侏罗世暘早白垩世初的近南北向强烈的

构造挤压使中扬子地区形成了南北对冲的格局棳随
后中扬子地区进入陆内伸展断陷期棳表现为白垩

纪暘新生代的断陷盆地叠覆在强烈褶皱变形的前

白垩系之上暎
棽暋燕山运动的构造格局

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早期的构造运动棬包括燕山栺
幕和栻幕棭是延续印支运动且逐渐加强的构造运动棳
表现为多向挤压暍块体旋转暍多向冲断走滑和复杂的

构造联合复合关系等特点棳属相邻板块聚敛体制下

古老深断裂活化暍块体间相互作用而发生的陆内变

形与陆内造山运动暎至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的

燕山运动栻幕棳水平挤压达到极致暎燕山晚期构造

运动棬包括燕山栿幕和桇幕棭总体表现为暟西压东张暠
的构造格局棳上扬子地区持续挤压棳中扬子地区则发

生构造反转棳致使中暍上扬子区在盆暘山关系暍变形样

式与动力学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棬图棿棭椲棻棻椵暎
棽棶棻暋盆山关系

棽棶棻棶棻暋早暘中侏罗世

印支期末强烈的构造运动结束了中国南方海

相沉积的历史棳早暘中侏罗世是一个构造活动的相

对宁静期棳属造山期后的松弛沉降阶段暎其盆山关

系及沉积格局表现为椇棬棻棭中暍上扬子连成一个统一

的陆内盆地棳受晚三叠世前陆沉降的影响存在着棽
个沉积中心棳一个位于川中南充暘遂宁一带棳另一

个位于荆门暘当阳地区棬图棿斸棭椈棬棽棭早暘中侏罗世

随着剥蚀夷平与沉降作用的增加棳中暘上扬子地区

统一的陆内湖相盆地明显地向四周超覆棳向西超覆

在龙门山印支期的前陆褶皱暘冲断带上棬图棽棭棳向
南暍东沉积边界扩展至贵阳暘怀化一线棬图棿斸棭椈
棬棾棭上扬子北部边缘地带如广元暘南江暘万源一带

发育大型冲积扇棬白天坝组砾岩棭棳而南部边缘黔西

南地区则发育有较多的曲流河河道砂岩棳组成一个

曲流河冲积平原相带棳这表明了早棴中侏罗世大湖

盆的沉积具有北暍西陡而南暍东缓的特点棳反映了印

支期形成的秦岭造山带和龙门山造山带对湖盆发

育的控制作用暎
棽棶棻棶棽暋中暘晚侏罗世

中暘上扬子地区中侏罗世晚期挤压作用逐渐

变强棬即燕山栺幕棭棳至晚侏罗世末达到极致棬即燕

山栻幕棭棳盆山格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棬图棿斺棭暎
中扬子黄陵以东的东部地区棳包括雪峰山地区

和湘赣地区棳均发生了抬升剥蚀棳形成了大面积的古

陆剥蚀区暎该地区中侏罗世晚期暘晚侏罗世的地层

总体缺失棳雪峰山腹地怀化一带白垩系直接覆盖在

中侏罗统下部地层之上椈贵州西部大方暘六枝一带

中侏罗统中上部地层缺失椈湘赣盆地在白垩系之下

仅残留中侏罗统下部红层暎这些均表明了雪峰山及

暏棿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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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棾卷暋暋



其东南地区在中侏罗世晚期所经历的总体隆升暎
上扬子北部广元暘南江一带以及西部龙门山

山前一线棳相变较为剧烈棳发育了一套以辫状河沉

积体系及其相关沉积为特征的陡坡边缘相沉积组

合暎其中棳庐山暘邛崃一带小范围发育冲积扇相

带棳表明龙门山南西段在中侏罗世晚期暘晚侏罗世

存在一个隆升暍剥蚀期棳成为物源区暎向湖盆方向

沉积相带依次变为砾质辫状河暍辫状河冲积平原与

滨湖相带椈而广元暘南江一带的沉积相带由北向南

依次为砾质辫状河暍辫状河冲积平原暍辫状河三角

州前缘等相带暎
尽管庐山暘邛崃一带中暘晚侏罗世沉积的物

质组成和沉积结构与北部的广元暘南江一带极为

相似棳但广元暘南江一带的地层厚度是其棽倍以

上棳表明北部地区是该期陆内盆地的沉降中心暎
中暘上扬子地区中暘晚侏罗世的沉积格局表

现为以川中刚性基底为前隆区暍以川西暍川北及川

南的山前坳陷带为前渊的暍呈半环状展布的陆内盆

山结构棳反映了区域应力场受多方向挤压的特点棳
但主体受秦岭造山带持续向南挤压的控制暎
棽棶棻棶棾暋早白垩世

晚侏罗世的区域隆升使蓬莱镇组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剥蚀棳早白垩世处于一个强烈造山运动之后

的构造调整期暎早白垩世开始棳中上扬子地区的盆

山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棳东暍西差异演化明显棬图
棿斻棭暎四川盆地退缩到华蓥暘重庆暘习水一线以

西棳早白垩世的沉积超覆在上侏罗统的不同层位之

上暎东部构造活动强烈棳表现方式多样棳东部发育

斘斉向的小型拉分盆地群棳如沅麻盆地暎
上扬子地区下白垩统的分布与上侏罗统基本一

致棳发育于龙门山前的川西暍川北及川南的山前坳陷

区棳沉积中心位于平昌暍江油暍名山一带暎其沉积相带

图棿暋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期构造暘岩相古地理椲棻棻椵

斊旈旂棶棿暋斣斿斻旚旓旑旈斻斸旑斾旍旈旚旇旓旀斸斻旈斿旙灢旔斸旍斿旓旂斿旓旂旘斸旔旇旈斻旐斸旔旓旀旚旇斿旛旔旔斿旘棴旐旈斾斾旍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旘斿旂旈旓旑旈旑旚旇斿斮斸旑旙旇斸旑旈斸旑旔斿旘旈旓斾

暏暏暋第棻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何治亮棳等棶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及其对油气保存的影响暋暋暋暋



亦大致类似棳主要不同之处是湖盆范围缩小暎
中扬子地区受伸展作用的影响形成了大量的

斘斉向展布的分散小型盆地群棳具有沉积盆地面积

小暍数目多暍层间多侵蚀间断的特征暎根据露头和

钻井资料棳早白垩世地层零星分布在宜昌暍京山暍咸
宁暍黔江以及怀化暍常德一带棳岩性主要以一套灰

红暍棕红暍褐红色砾岩暍砂岩及泥岩为主棳沉积相则

主要为冲积扇暍冲积平原和湖泊相暎
棽棶棻棶棿暋晚白垩世

受早白垩世末燕山栿幕和晚白垩世燕山桇幕

的影响棳晚白垩世中上扬子地区的东暍西构造演化

差异更加明显棳西部仍然保持挤压逆冲与挤压挠曲

盆地的发育棳但盆山格局已发生改变椈而东部进一

步松弛沉降棳导致大面积红层的发育棬图棿斾棭暎
四川盆地内结束了早白垩世之前的以 斘斉向

为主的盆地构造棳盆地整体向斢斪 迁移棳沉积范围

亦向斢斪 迁移和萎缩棳沉积中心移至乐山棴宜宾一

带椈而龙门山北段前缘缺失上白垩统棳南段前缘依

然发育近源冲积扇棳表明此时四川盆地存在棽个物

源区棳即龙门山南段与盆地南侧暎
沅麻盆地 斘斉向的小型拉分盆地群继续发展棳

以冲积平原暘湖泊沉积为主棳贵州黄平暍湖南酉阳暍
邵阳暍衡阳等地棳亦继续发育受断层控制的一系列

拉分盆地棳因伸展扩大而具有地堑暘半地堑纵向裂

谷性质暎
江汉盆地实现了全面伸展构造转换棳在前期扬

子北缘前陆冲断褶皱带的基础上棳发生伸展断陷棳
形成江汉裂谷盆地棳该阶段的断陷主要表现为南断

北超或双断的构造格局暎
棽棶棽暋变形样式

棽棶棽棶棻暋燕山早期

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早期的构造运动棬包括燕山

栺幕和栻幕棭是印支晚期古特提洋及分其分支洋关

闭后块体间持续挤压且逐渐加强的构造运动暎自

中侏罗世晚期棬即燕山栺幕棭开始棳中上扬子地区开

始进入陆内复合暍联合变形阶段暎因板块构造位

置暍先存构造暘沉积演化的差异棳不同地区变形样

式均存在着较大的不同暎
中侏罗世晚期的燕山栺幕棳扬子北缘前陆褶

皱暘冲断带不断向南推进棳推进的前锋从襄樊暘广

济断层扩展至潜北暘天门断层一带椈而江南暘雪峰

褶皱暘冲断带向北暍北西迁移棳其前锋推进至来凤暘
假浪口断层一线棳二者在武穴暘大冶暘江汉一带形

成联合构造棳即形成南北相互对冲的构造格局暎晚

侏罗世的燕山栻幕棳棽个构造带的联合作用区向西

迁移至宜昌地区棳扬子北缘的前陆带向南迁移至远

安暘潜江一带棳而雪峰褶皱暘冲断带向北西迁移至

建始暘彭水断层一带棳二者的联合控制了秭归盆地

的快速沉降棳沉积了巨厚的上侏罗统棬图棿斺棭暎
雪峰山构造带因盆地建造时期沉积了近万米

厚的沉积暟软弱暠层棳故其变形机制为以陆内多层次

滑脱拆离暍多期构造复合的形式向北西推进棳变形

样式在平面上形成隔槽式褶皱带棳滑脱层亦向北西

由深层逐渐转化为浅层椲棻棽椵暎
黔中隆起一带在中暘晚侏罗世可能遭受了与

雪峰山同步的薄皮构造变形棳而南盘江盆地同时亦

可能向北推进棳因受黔中隆起强硬基底的阻挡而未

扩展到四川盆地内棳垭都暘紫云暘罗甸断裂带在其

中起到了构造调节的作用棳表现为左旋走滑暎
上扬子西缘的龙门山断裂带在印支期形成的

棾条 斘斉向断裂棬青川暘茂汶断层暍北川暘映秀断

层暍安县暘灌县断层棭基础上发生复合变形棳表现为

断块掀斜暍抬升棳而向盆地内的扩展较小暎
总结该期构造变形的差异可简述为椇多向挤

压棳多向冲断棳块体旋转棳边界走滑暎即北缘逆冲作

用强烈棳南东侧变形带较宽暍南侧走滑调节棳西侧隆

升相对较弱暎
棽棶棽棶棽暋燕山晚期

燕山晚期是中上扬子地区暟西挤东张暠的差异

构造变形时期暎西部挤压的构造变形格局表现为椇
棬棻棭早白垩世晚期的燕山栿幕棳扬子北缘前陆冲断

作用向西转移至南大巴山地区棳形成紧闭的褶皱暘
冲断带棳同时棳雪峰山陆内拆离系统继续向西迁移

至齐岳山断裂一带棳变形样式从隔槽式褶皱向隔档

式褶皱转变棳二者在川东北黄金口一带形成联合构

造椈棬棽棭晚白垩世的燕山桇幕棳雪峰山陆内拆离系统

向西推进至华蓥山断裂带棳继续形成隔档式褶皱变

形棳南大巴山弧形构造带开始向盆地内推进棳形成

了北西向展布的宽缓褶皱棳二者之间的联合作用不

明显椈棬棾棭龙门山于早白垩世晚期开始隆升并向南

东转移棳晚白垩世龙门山南段快速隆升棳并形成了

龙门山南段的晚白垩世陆内前陆盆地暎
中上扬子东部主体呈现为伸展断陷沉积棳构造

差异分界线位于武陵山暘黄陵一带暎主要表现为椇
棬棻棭早白垩世雪峰山腹部主要受 斘斉 向桃园暘辰

溪暘怀化断裂带伸展的控制棳发育沅麻盆地棳晚白

垩世的走滑拉分盆地叠加在早白垩世盆地之上棳形
成上叠复合盆地棳同时发育大量 斘斘斉向断层棳切
过盆地棬图棿斻棭棳并与早期的斘斉向断层形成复合构

造椈棬棽棭中扬子地区早白垩世伸展较弱棳晚白垩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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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暋江汉盆地监应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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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反转棳形成江汉裂谷盆地暎其反转的主控断裂为

燕山早期南北对冲时逆冲断距较大的基底卷入型

断裂棳如襄广断裂暍应城断裂暍京山断裂暍潜北断裂

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南西侧断暍北东侧超的箕状凹陷

棬图 棭暎
棽棶棾暋构造变形的动力学机制讨论

本文赞同董树文等对燕山运动的新诠释椲椵棳即
暟中国大陆的燕山运动表现为多向挤压与多向造山

的格局暠棳其动力学机制为暟周邻板块多向汇聚作用

所引起的陆内变形与陆内造山过程暠暎具体表述

为椇中国南方燕山期的构造变形动力除受控于来自

北部的西伯利亚板块与古亚洲构造带沿蒙古暘鄂

霍茨克洋汇聚暍碰撞产生的远程构造作用外棳同时

受到东部太平洋板块俯冲边界动力系统的控制棳还
有因拉萨地块暍羌塘地块碰撞所产生的来自西南方

向的挤压应力棳共同构成了多向挤压汇聚的板块动

力学格局暎本文以此观点来简要讨论中上扬子地

区燕山期构造变形的动力学机制暎
燕山早期棳中上扬子北缘受蒙古暘鄂霍茨克洋

关闭的远程效应的影响棳秦岭造山带持续由北向南

发生推覆暍冲断作用棳同时雪峰暘江南构造带受太

平洋板块俯冲作用的影响由南东向北西发育陆内

滑脱暍拆离作用棳在中上扬子东部共同形成了南北

对冲及其相关的联合构造椈中上扬子西缘棳受由北

向南的挤压应力和拉萨碰撞所产生的来自南西方

向的挤压应力的共同影响棳印支期形成的 斘斉向龙

门山构造带发生复合构造棳以断块掀斜暍抬升为主椈
中上扬子南缘由南西向北东方向的挤压作用在

斘斪 向垭都暘紫云暘罗甸断裂带的构造调节下发

生左旋走滑暎从盆山关系及沉积特征上看棳主体上

受秦岭造山带持续向南挤压的控制暎
燕山晚期中上扬子地区演化为暟西挤东张暠的

格局暎大致以黄陵暘武陵山为界棳西侧多向挤压表

现为北侧米仓山暘南大巴山构造带向盆地内扩展棳
南东侧雪峰山陆内拆离系统持续向北西推进棳西侧

龙门山构造带断块隆升棳且龙门山南西段隆升幅度

相对较高棳可推测其主挤压应力与羌塘地块碰撞产

生的 斘斉棴斢斪 向挤压有关椈东部伸展暍断陷总体受

控于形成新大洋体系的全球新一轮的伸展体制棳具
体成因可能是太平洋板块俯冲所引起的弧后伸展

效应棳也与侏罗纪造山作用所形成的岩石圈拆沉作

用有关棳表现为雪峰山腹地发育 斘斉向的小型拉分

盆地暍江汉地区发育裂谷盆地暎
棾暋对油气成藏条件与油气保存的影响

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期的构造运动不仅控制了

东暍西构造的差异演化棳同时亦对油气保存产生了

关键影响暎其中棳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

的燕山栻幕棳通过广泛的褶皱冲断暍隆升剥蚀暍岩浆

活动暍变质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地质事件棳给四川盆

地以外的中上扬子区海相地层以强烈的改造与破

坏暎燕山晚期西部的陆内挤压坳陷盆地与东部陆

内伸展断陷盆地的差异演化棳决定了油气成藏条件

与油气保存的差异性暎
棾棶棻暋燕山运动栻幕的差异改造

燕山运动栻幕的差异改造在中上扬子东暍西部

地区表现明显暎由地层残留状态和接触关系来看

棬表棻棳图椂棭棳齐岳山断裂以西的四川盆地棳构造变

形较弱棳侏罗纪暘早白垩世均表现为持续沉降与沉

积棳沉积了以红色粗碎屑岩为主的侏罗系暘下白垩

统棳地层之间也主要表现为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关系棳燕山运动不整合面之下的海相地层棳特别是

中下三叠统膏盐岩保存良好棳不但基本未被剥蚀棳
而且上三叠统暘侏罗系地层全盆覆盖棳为油气的保

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暎在黔中及周缘地区棳燕
山期构造层只有在黔北复向斜核部保留有中下侏

罗统的沉积棳未见上侏罗统和白垩系沉积暎中下侏

罗统地层与下伏地层为整合接触棳表明该区强烈构

造褶皱作用主要发生在中晚侏罗世之后暎在湘鄂

西地区棳仅有秭归盆地保留有连续的三叠系暘侏罗

暏椃暏暋第棻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何治亮棳等棶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及其对油气保存的影响暋暋暋暋



表棻暋中上扬子主要区块燕山期地层发育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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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椂暋中上扬子地区燕山期构造层残留分布与燕山栻幕地层接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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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沉积棳且各层系之间无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暎除

此之外棳再无连续的燕山期构造层保留棳仅有局部

地区发育白垩系沉积棳如恩施和黔江上白垩统山间

盆地沉积棳这些地区的白垩系与下伏不同层位的地

层均为角度不整合接触棳由此说明斒棾暘斔棻期该区

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和隆升作用暎在中扬子区棳由于

运动强度大棳仅鄂中的当阳暘荆门暍天门暘嘉鱼复

向斜保留三叠暘侏罗系棳四周皆已剥蚀棳钻井和地

震揭示江汉盆地覆盖区三叠系暘侏罗系地层保留

很少棳白垩系与前侏罗系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棳
表明江汉盆地在斒棾暘斔棻期也发生了强烈的褶皱和

隆升剥蚀作用暎由此可见棳燕山运动栻幕棬斒棾暘斔棻棭

暏椄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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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棾卷暋暋



是造成中上扬子区四川盆地以外棳包括黔中及周

缘暍湘鄂西和中扬子江汉盆地地层褶皱变形的关键

变革作用暎
棾棶棽暋燕山运动对油气成藏与保存的差异影响

构造改造的差异性决定了油气成藏与油气保

存的差异暎从现今油气勘探成果来看棳中上扬子海

相油气藏全部分布在四川盆地侏罗系覆盖区棳黔中

及周缘暍湘鄂西和中扬子江汉盆地发现了数量众多

的古油藏暍沥青点和油气苗棳这些油气显示证明除

四川盆地外棳中上扬子普遍具有海相油气藏的成藏

条件棳只是由于后期构造变动的影响棳使这些油气

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暎齐岳山断裂以东棳晚侏罗

世暘早白垩世燕山运动栻幕对中暍古生界进行了大

规模褶断暍冲断改造及隆升剥蚀棳江南雪峰隆起带

及其以南地区形成基底拆离隆升造山带棳扬子板块

内部则产生盖层滑脱式变形棳中下扬子地区形成南

北对冲构造格局椲棻棾棴棻棿椵棳江汉盆地南北块体相向挤

压作用加强棳中下侏罗统及其以下的地层褶皱棳发
生大规模逆冲推覆变形棳产生了推覆型构造型式棳
并形成了一系列以断弯型褶皱为主要型式的次级

构造带椲棻 椵暎这些强烈的构造改造作用是造成油气

藏破坏的主要因素暎
前人对中上扬子的古油藏和油气苗分别做过

详细的研究棬表棽棭棳其中比较著名的古油藏有黔中

周缘的麻江奥陶系古油藏暍凯里志留系残余古油

藏椈江南雪峰北缘的慈利南山坪震旦系古油藏暍通
山半坑志留系古油藏椈川西北龙门山推覆冲断带的

天井山寒武系古油藏和中扬子北缘巴洪冲断带的

京山奥陶系油苗等椲棻椂棴棽棸椵暎对这些古油藏和油气显

示的成藏期次和破坏机制的研究表明棳尽管这些下

古生界古油藏的生储盖组成各具特点棳但是油气藏

演化具有相似的历程棳即加里东晚期暘海西早期是

古油藏成藏的主要阶段棳印支暘早燕山期是主要调

整期棳燕山运动栻幕使得原有的背斜棬圈闭棭被褶皱

和断层复杂化棳古油气藏迅速散失殆尽棳加之其上

覆盖层抬升暍剥蚀棳原有的油藏遭到破坏棳成为古油

藏或残余油藏暎
在四川盆地内棳燕山期在周缘造山带持续挤压

下发生了强烈的挤压沉降棳普遍沉积了棽棸棸棸暙
棾棸棸棸旐的陆相碎屑岩沉积暎这些地层不但使海相

地层得到了完整保存棳而且由于深埋引起的地层增

温棳使海相烃源岩持续生烃棳并造成大规模的油气

表棽暋中上扬子典型棬古棭油气藏成藏期次与破坏机制

斣斸斺旍斿棽暋斎旟斾旘旓斻斸旘斺旓旑旂斸旚旇斿旘旈旑旂旙旚斸旂斿旙斸旑斾斾斿旙旚旘旛斻旚旈旓旑旐斿斻旇斸旑旈旙旐
旓旀旚旇斿旚旟旔旈斻斸旍旓旈旍斸旑斾旂斸旙斸斻斻旛旐旛旍斸旚旈旓旑旙旈旑旚旇斿旛旔旔斿旘棴旐旈斾斾旍斿斮斸旑旂旚旡斿旘斿旂旈旓旑

名称 构造单元 成藏期次 破坏期与机制

麻江奥陶系
古油藏

黔南坳陷
暋棬棻棭加里东晚期原油初次充注椈棬棽棭海西期原油
主要充注期椈棬棾棭晚印支暘早燕山期原油裂解成气
形成古气藏

暋棬棻棭印支期裂解沥青椈棬棽棭燕
山期抬升剥蚀

凯里志留系
残余油气藏

黔南坳陷 暋棬棻棭海西早期油藏形成椈棬棽棭印支中期原油裂解
成气椈棬棾棭印支中期下志留统再次原生油

暋棬棻棭燕山期抬升剥蚀椈棬棽棭喜
山期抬升剥蚀

南山坪震旦系
古油藏

湘鄂西褶皱带 暋棬棻棭加里东晚期原生油椈棬棽棭印支期裂解气 暋棬棻棭印支期裂解沥青椈棬棽棭燕
山期抬升剥蚀及断裂作用

通山半坑志留系
古油藏

鄂东南断褶带 暋棬棻棭印支早期棳原生油藏形成椈棬棽棭印支晚期以
来棳古油藏遭受破坏

暋棬棻棭印支晚期裂解沥青椈棬棽棭
燕山期花岗岩热侵入

天井山寒武系
古油藏

龙门山逆冲推覆
构造带

暋棬棻棭海西早期棳下寒武统烃源岩生油棳并在下寒武
统聚集成藏椈棬棽棭侏罗纪时棳二叠系烃源岩生成的
油气沿断裂向寒武系和泥盆系再次充注

暋棬棻棭印支暘燕山早期棳下寒武
统原油遭受热裂解椈棬棽棭喜山期棳
龙门山逆冲推覆作用棳使断裂通
天棳并遭受气洗作用

京山奥陶系
油苗

巴洪冲断背斜带
暋棬棻棭早中三叠世棳下古生界烃源岩生成的原油在
奥陶系储层中成藏椈棬棽棭早侏罗世棳二叠系烃源岩
生成的原油在栖霞组储层中成藏

暋棬棻棭晚侏罗世暘早白垩世的燕
山主幕冲断隆升椈棬棽棭喜山运动
的重新调整和部分破坏

威远震旦系
气田

川中平缓构造带

暋棬棻棭加里东期的早期古油藏形成椈棬棽棭海西期的隆
升剥蚀及早期古油藏破坏椈棬棾棭二叠纪暘三叠纪的
后期古油藏形成椈棬棿棭侏罗纪暘晚白垩世的原油裂
解及早期天然气藏形成椈棬棭喜山期资阳地区隆升
调整成藏和威远气田隆升脱溶成藏

普光二叠暘
三叠系气田

川东北高陡
背斜带

暋棬棻棭印支晚期暘燕山早期油藏形成阶段椈棬棽棭燕山
中暍晚期深埋油气转化阶段椈棬棾棭喜山期定型阶段

川东石炭系气田
川东高陡
背斜带

暋棬棻棭印支期暘燕山早期油藏形成阶段椈棬棽棭燕山中暍
晚期深埋油气转化阶段椈棬棾棭喜山期定型阶段

暏椆暏暋第棻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何治亮棳等棶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及其对油气保存的影响暋暋暋暋



转化暎蔡立国总结川东北普光气田成藏模式时棳认
为普光气田具有暟多元生烃暍多期成藏暍油气转化暍
晚期定型暠的特点椲棽棻椵暎其实棳不只是普光气田棳整
个四川盆地的海相油气藏普遍经历了先油藏暘后

气藏的演化经历棬表棽棭暎研究表明棳无论是威远震

旦系气藏还是川东石炭系气藏或者川东北二叠

系暘三叠系气藏棳油气转化的主要时期都是燕山中

晚期椲棽棽棴棽棾椵暎由此可见棳燕山晚期的构造作用棳对四

川盆地大规模天然气成藏具有建设作用暎这种建

设作用主要体现在棽个方面椇一方面分散在储层中

不易流动的液态可溶有机质转化为天然气之后棳有
利于运移并聚集成藏椈另一方面棳天然气比石油更

容易溶解在地层水中棳使之以水溶气的形式保存下

来棳遇到合适的构造聚集成藏暎威远气田和川东石

炭系气田都有水溶气的贡献椲棽棾棴棽棿椵暎
在中扬子江汉地区棳燕山运动栻幕形成强烈的

南北对冲棳前白垩系地层受到强烈的断裂切割和抬

升剥蚀棳使海相原生油气藏遭到暟灭顶之灾暠棳几乎

不存在大规模保留的可能暎但是白垩纪及其后期

的构造反转棳形成江汉裂谷盆地棳形成了巨厚的陆

相沉积棳覆盖在不同时代的前白垩系地层之上棳再
造了该区的油气保存条件暎同时棳由于地层埋深的

增温作用棳使得一度因为抬升作用终止生烃的海相

烃源岩棳发生二次生烃作用暎因此棳中扬子江汉地

区燕山晚期棬及期后棭的伸展暍断陷棳重建了油气保

存条件棳形成了海相烃源岩二次生烃的成藏基础暎
棿暋燕山运动对油气勘探前景的影响

燕山运动奠定了中上扬子后期改造的基本格

局棳喜山运动更多的表现在对前期构造形态的加强

和局部调整暎由此可见棳燕山运动对中上扬子海相

成藏条件的差异改造棳决定了不同地区不同的油气

勘探前景暎
四川盆地海相油气成藏受燕山运动的破坏作

用最小暎相反棳由于燕山期构造层的叠加覆盖棳海
相油气保存条件得到了保持与加强暎从目前勘探

成果来看棳四川盆地海相气藏主要分布在川东和川

东北棳层位主要集中在石炭系暍二叠系和三叠系棳储
层类型主要为碳酸盐岩生物礁暍白云岩暍岩溶和裂

缝及其复合体暎但是棳小规模气田和油气显示井全

盆均有分布棳几乎所有的海相层系都有油气显示棳
可以说暟满盆含气暠暎前期勘探实践表明棳四川盆地

油气勘探成败的主控因素为有效储层的分布棳生物

礁滩储层和大规模岩溶储层是已发现大气田的主

力储层暎随着勘探活动的深入棳四川盆地的勘探应

该实行暟立体勘探暠的思路棳上暍下组合均为良好目

标暎包括下组合的震旦系棬岩溶型储层棭暍志留系

棬碎屑岩孔隙暘裂缝型储层棭暍上组合的二叠系棬生
物礁滩和岩溶型储层棭暍中下三叠统棬局限台地滩相

和岩溶型储层棭暍中上三叠统等暎
湘鄂西和黔中及周缘地区受到燕山构造运动栻

幕的改造比较强烈棳大部分地区地层发生了较强烈

的褶皱和冲断变形棳且剥蚀强烈棳构造核部多已出露

下古生界志留系暘上寒武统棳故上组合及前志留系

的保存条件较差棳凯里残余油藏的发现证明了这一

点暎但在寒武系膏岩层之下棳在构造变形相对较弱

的地区棬如黔中及周缘棭和构造复向斜的核部棬如湘

鄂西地区棭可能存在着较好的下组合的保存条件暎
中扬子地区江汉盆地燕山晚期至喜山期盆地

叠加重建了该区的油气保存条件棳同时棳早期热演

化程度较低的海相烃源岩二次生烃为晚期成藏奠

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暎因此棳寻找与下扬子朱家墩

气藏相似的棳具有二次生烃背景的次生气藏棳是江

汉盆地海相勘探的一个主要方向椲棽 椵暎江汉盆地南

部坳陷因陆相断陷深暍沉积面积大棳其覆盖层之下

可能有较好的二次生烃暍晚期成藏和有效保存条

件暎另外棳由于燕山运动的抬升剥蚀对海相储层的

改造棳在邻近中新生代陆相生烃中心的斜坡部位棳
也可能有新生古储的古潜山型油气藏发育暎
暋结论

棬棻棭中上扬子地区的燕山运动分为棿幕棳分别

发生在中侏罗世晚期暍晚侏罗世末棴早白垩世初暍
早白垩世末与晚白垩世椈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

垩世初的燕山栻幕是该期构造变形的主变形期暎
棬棽棭中上扬子地区的燕山运动具多向挤压暍多

向冲断暍块体旋转暍边界走滑等特点棳其盆暘山关

系暍变形样式及其动力学机制均有较大差异暎燕山

早期表现为多向挤压棳但主体受秦岭造山带持续向

南挤压的控制椈东部伸展暍断陷总体受控于形成新

大洋体系的全球新一轮的伸展体制棳具体成因可能

是太平洋板块俯冲所引起的弧后伸展效应棳也与侏

罗纪造山作用所形成的岩石圈拆沉作用有关暎
棬棾棭发生在晚侏罗世末暘早白垩世初的燕山运

动栻幕是影响中上扬子地区油气保存的最重要构

造事件暎该期的构造运动决定了中上扬子地区隆

升与沉降的地区差异性棳从而决定了油气保存与油

气成藏的区域性差异暎四川盆地持续沉降棳油气保

存条件好棳经历了早期油藏暍油气转化暍晚期调整等

棾个成藏阶段椈上扬子区周缘褶皱暘冲断带表现为

暏棸棻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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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棾卷暋暋



持续抬升剥蚀棳油气保存条件较差棳只经历了早期

油藏暍晚期改造与破坏等棽个阶段椈中扬子地区在

该期构造运动后转入陆内断陷沉积体系棳油气保存

条件的优劣取决于重建型陆相盖层的封盖性能棳油
气成藏受限于二次生烃的有效性暎

棬棿棭构造变形与油气保存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研

究区的油气勘探前景暎四川盆地内棳上暍下组合均为

良好的勘探领域椈在黔中隆起周缘及齐岳山断裂以东

的湘鄂西地区棳寒武系膏岩层之下的下组合可能有一

定的勘探前景椈江汉盆地南部坳陷区陆相盖层之下

可能有较好的二次生烃暍晚期成藏及保存条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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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棾椵暋丁道桂棳朱樱棳陈凤良棳等棶中暍下扬子区古生代盆地基底拆

离式改造与油气领域椲斒椵棶石油与天然气地质棳棻椆椆棻棳棻棽棬棿棭椇
棾椃椂棴棾椄棿棶

椲棻棿椵暋赵宗举棳俞广棳朱琰棳等棶中国南方大地构造演化及其对油气

的控制椲斒椵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棬自然科学版棭棳棽棸棸棾棳棾棸棬棽棭椇
棻 棴棻椂椄棶

椲棻 椵暋戴少武棶江汉盆地印支期以来区域构造特征探讨椲斒椵棶地质

力学学报棳棻椆椆椂棳棽棬棿棭椇椄棸棴椄棿棶
椲棻椂椵暋赵泽恒棳张桂权棳薛秀丽棶黔中隆起下组合古油藏和残余油

气藏椲斒椵棶天然气工业棳棽棸棸椄棳棽椄棬椄棭椇棾椆棴棿棽棶
椲棻椃椵暋向才富棳汤良杰棳李儒峰棳等棶叠合盆地幕式流体活动椇麻江

古油藏露头与流体包裹体证据椲斒椵棶中国科学棬斈棭棳棽棸棸椄棳
棾椄棬增栺棭椇椃棸棴椃椃棶

椲棻椄椵暋赵宗举棳冯加良棳陈学时棳等棶湖南慈利灯影组古油藏的发现

及意义椲斒椵棶石油与天然气地质棳棽棸棸棻棳棽棽棬棽棭椇棻棻棿棴棻棻椄棶
椲棻椆椵暋凡元芳棳丰勇棶南山坪古油藏的形成及其破坏因素分析椲斒椵棶

矿产与地质棳棽棸棸 棳棻椆棬棾棭椇棽椆椂棴棽椆椄棶
椲棽棸椵暋刘光祥棳王守德棳潘文蕾棳等棶四川广元天井山古油藏剖

析椲斒椵棶海相油气地质棳棽棸棸棾棳椄棬棻棴棽棭椇棻棸棾棴棻棸椃棶
椲棽棻椵暋蔡立国棳饶丹棳潘文蕾棳等棶川东北地区普光气田成藏模式研

究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 棳棽椃棬棭椇棿椂棽棴棿椂椃棶
椲棽棽椵暋刘树根棳马永生棳孙玮棳等棶四川盆地威远气田和资阳含气区

震旦系油气成藏差异性研究椲斒椵棶地质学报棳棽棸棸椄棳椄棽棬棾棭椇
棾棽椄棴棾棾椃棶

椲棽棾椵暋马永生棳傅强棳郭彤楼棳等棶川东北地区普光气田长兴暘飞仙

关气藏成藏模式与成藏过程椲斒椵棶石油实验地质棳棽棸棸 棳
棽椃棬棭椇棿 棴棿椂棻棶

椲棽棿椵暋姚雪根棶四川盆地天然气成藏条件及其勘探方向椲斒椵棶海相

油气地质棳棽棸棸棽棳椃棬棻棭椇棻棾棴棽椄棶
椲棽 椵暋饶丹棳徐国盛棳邱蕴玉棶苏北盆地朱家墩气田气源追溯椲斒椵棶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棳棽棸棸椂棳棾棾棬棿棭椇棾椆棿棴棿棸棻棶
棬编辑暋叶德燎棭

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嵠
暥油气藏评价与开发暦创刊暨征稿启事

按照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科技期刊发展的总体部署棳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棳暥试采技术暦暍暥华东

油气勘查暦暍暥勘探地球物理进展暦棾种科技期刊并刊发行棳新刊暥油气藏评价与开发暦定于棽棸棻棻年棿月出版

发行棳主办单位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华东石油局暎该刊为双月刊棳国内外公开发行棳国内统一连续出

版物号斆斘棾棽棴棻椄棽棷斣斉棳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斏斢斢斘棽棸椆 棴棻棿棽椂暎
暥油气藏评价与开发暦期刊将坚持面向油田科研与生产棳促进我国油田勘探开发技术水平的提高棳加快

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发展的办刊方针棳重点栏目有椇油气地质暍油气藏评价暍石油工程暍非常规油气暍综合信息

等棳热忱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暎
编辑部地址椇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棾棻 号中泰国际广场椂号楼棻棽椄室暥油气藏评价与开发暦编辑

部棳邮政编码椇棽棻棸棸棻椆椈斉灢旐斸旈旍椇椂椂旙斻旉旙椑旜旈旔棶旙旈旑斸棶斻旓旐椈联系电话椇棸棽棾棴椄椂椂椂椃棻棽棻棳棸棽棾棴椄椂椂椂椃棻椄棿棳
棸棽 棴 椄椃椃椃棽棾 暎

暏棻棻暏暋第棻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何治亮棳等棶中上扬子地区燕山运动及其对油气保存的影响暋暋暋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