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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盆地“原型”或“原型”盆地，目前已成为业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专业术语和热词。 但在已公开发表的大量文献中，对盆地“原
型”一词内涵的理解和表述却不尽相同。 通过对公开发表论著和内部文献的溯源分析认为，朱夏 １９８２ 年给盆地“原型” （ ｐｒｏｔｏ⁃
ｔｙｐｅ）一词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盆地原型是指（某一地史阶段）一种地球动力机制（环境）形成的一个结构构造形式和沉积实体

单元。 （小型）简单盆地即为一个盆地原型，大型复杂盆地总是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类型的盆地原型。 随时间发展，盆地原型的类

型是变化的。 盆地“原型”是朱夏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具有专属性的具体科学内涵和术语符号。 对盆地

发育过程中原始状况未经明显改造的盆地，建议在不同语境中选用“原始盆地”、“原盆地”、“原盆”系列同义术语。 盆地的原始

状况，可涵盖与盆地形成演化和成藏（矿）作用各类相关内容的原始状况。 对遭改造盆地的原盆和原型恢复难度大，因其形成作

用多样、改造过程复杂、恢复的证据和结论多解性强。 将原盆和原型恢复的要点概括为：寻觅证据、厘定属性、建模复原和重塑过

程。 这 ４ 方面工作彼此关联、循序渐进。
关键词：朱夏；盆地原型；成盆动力机制；原始盆地；改造盆地；原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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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盆地“原型”或“原型”盆地，目前已成为业界

使用频率较高的专业术语和热词，常见于相关论

著、科研报告、成果验收、项目申报和会议报告等较

高层次科研成果和专业活动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
近 ３０ 年已发表的与盆地“原型”有关的专业论文

（含研究生学位论文）逾 ４００ 篇，每年平均产出 １０ 篇

以上，有些年份超过 ２０ 篇。 这些论文，在地区上，
遍及中国大陆东、中、西部和近海各盆地；在时代

上，涵盖元古代到新生代各期盆地；在研究内容上，
几乎涉及盆地地质各学科领域。 呈现出了一片蒸

蒸日上、方兴未艾的“热潮”局面。
在这些文献中，对盆地“原型”一词内涵的理

解、表述或认识，却不尽相同，因人而多少有异。 在

论及与盆地“原型”有关的文献中，普遍将其与后

期遭改造、有变化的盆地作对比。 认为所谓原型盆

地是指在一定地质历史时期内形成，形成后未经改

造或轻微改造，保持了原盆地性质及分布范围的盆

地［１－８］；“原型盆地是相对残留盆地而言” ［１］ “原型

盆地的概念是相对于大量盆地被改造而提出

的” ［９］“……，原型盆地和残留盆地（又称改造型盆

地）是两种不同阶段、不同性状的含油气盆地。 原

型盆地是保持其盆地形成发育阶段性状的盆地，
……” ［１０］等等。

这些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论及对遭改造盆地

原型进行恢复的意义或具体恢复内容及结果。 从

这些论述所及的对盆地“原型”恢复或谓之原型盆

地分析的内容来看，作者将盆地原型或原型盆地视

为一个独立的沉积盆地整体，恢复所及的内容包括

了沉积盆地的各个方面：如周缘大地构造背景和构

造环境、盆—山耦合的时空关系、深部构造背景、盆
地演化阶段、盆内地层学、古流向和岩相（带）类型

及展布、沉积体系与充填过程及沉积速率、古生态、
古气候和古地理环境、沉积流体演变及类型、构造沉

降、盆地构造变形、应力性质及其几何形态、岩浆活

动特点与构造背景、古热流和热体制、后期改造和剥

蚀厚度恢复、改造前原始沉积地层的分布范围、厚度

大小、盆地边界、盆地类型与控盆因素、原型盆地实

体、复合与叠加过程等内容［１－５，１０－１３］。
外文期刊发表的相关主题论文，在 ＳＣＩ 数据库

中较为有限，且中国作者占比较高。 这应与中国盆

地后期改造强烈而普遍的显著特点［１４］ 有关。 值得

注意的是，在国外学者论文中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ｂａｓｉｎ”
一词，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将其作为盆地模拟

实验 的 原 始 模 型［１５］。 这 与 以 上 讨 论 内 容 和

ＫＬＥＭＭＥ提出“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的含义［１６］明显有别。
以上对盆地“原型”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与朱

夏提出盆地“原型”术语的初衷和具体内涵有异，
甚或相差较远。 故有必要对盆地“原型”的内涵、
与之相关外延部分的称谓及研究等问题进行讨论。

２　 盆地“原型”的内涵及意义

２．１　 溯源和发展

张渝昌先生［１７］ 指出：盆地的原型（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这一术语首见于 ＫＬＥＭＭＥ［１６］。 笔者近期又做查

阅，在 ＫＬＥＭＭＥ 的原文中，没有标注引文；检索

１９７４ 年之前的文献未见有该术语。 可见张先生的

“首见于”言之有据。
盆地“原型”中文一词，由朱夏先生最早提出，

并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盆地研究意义。 以下溯源

梳理 “原型” 概念内涵及其意义的提出和发展

脉络：
（１）朱夏先生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完稿、１９８２ 年出版

的《中新生代油气盆地》论文［１８］，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译

为“原型”。 他在述及和引用 ＫＬＥＭＭＥ 等［１６，１９］ 的

盆地分类图时，提到“图上的 ８ 种类型是盆地的

‘基本原型’”。 并介绍 ＫＬＥＭＭＥ 等的认识：“许多

现今的盆地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基本原型的特

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盆地的发育可以在构造上

发生变化”。
（２）朱夏等 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中国中新生代构

造与含油气盆地》 ［２０］一文，在论述了中国中新生代

盆地 ７ 种形成机制后论及：“这些机制并不是各不

相关的。 他们可看作是盆地的 ‘原型’ （ ｐｒｏｔｏ⁃
ｔｙｐｅ）。”此文在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由原地质部石油地质

研究所盆地研究室内部印发，编号“盆研：８１００１”，
论文题名《中国的中新生代构造与含油气盆地》
（图 １ 左）。 此原文中没有前述引文中“他们可看

作是盆地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这句文字。
（３）在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朱夏文集中［２１］，《板块

构造与中国石油地质》论文有 ７ 处论及盆地“原
型”：第 ７３ 页：“一个盆地，尤其是大型盆地，总是

包含着若干个由不同的地球动力学机制产生的不

同结构部分，我们称之为‘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每个

原型中的‘Ｓ’和‘Ｍ’有内在的系统关联，而原型又

组合为盆地的整体。” “单式的盆地即是这样一个

构造沉积体或原型的概念。 大而复杂的盆地则包

括了几个不同的原型。”第 ７５ 页：“由于盆地在板

块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性质、发育机制、原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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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几份朱夏先生论著发表前原稿文献封面

Ｆｉｇ．１　 Ｃｏ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ＺＨＵ Ｘｉａ’ｓ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化过程也都不同。”第 ７６ 页：“……，寻找油气就要

根据这些因素分别对待各个盆地，首先是盆地的各

个原型。”“中国板内盆地各原型形成的几种主要

机制。”第 ７９ 页：“所以研究古生代盆地的原型和

这种叠合关系甚为主要。” “其中一种主要型式就

是含油气盆地及其多种原型。”
此论文原为朱夏先生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在上海石油

学会、上海地质学会、上海海洋湖沼学会联合学术

报告会上的报告。 由原地质部海洋地质调查局科

技情报资料室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作为《海洋地质调查

（增刊）》（图 １ 中）印发，文名与之后发表论文相

同。 以上 ７ 处提及盆地“原型”的文字，在 １９８１ 年

的报告文稿中均没有。 其中一处（第 ７５ 页）是将

“类型”后改为“原型”，其他 ７ 处均是此后补加的

（标为楷体的部分）。
（４）在 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含油气盆地研究方向

的探讨》 ［２２］论文中，朱先生将盆地原型作为“含油

气盆地 ＴＳＭ 系统研究程式”中的重要概念和组成

部分论述：“在不同阶段控制盆地形成机制的是全

球构造的三个要素（３Ｔ，即地质时代 ｔｉｍｅ、在全球

构造中的处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和热体制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受此制约，盆地按不同的机制成生发展

为不同的原型（Ｐ－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而几种原型又组合

成为不同类型的含油气盆地整体（Ｂ）。 正是由于

盆地或其原型具有不同的形式与演化机制，所以

盆地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地质作用过程各有特色，
……”。

他进而将古生界盆地划分为“六种原型”、中
新生代盆地划分为“七个原型”。 并指出：“对同一

原型的盆地来说，共性是主要的。”“一个大型盆地

往往是在复杂的基底上通过不同机制而由几种原

型组合而成。 例如四川盆地，就中生界说，自西而

东包括（Ａ＋Ｄ）＋（Ｂ＋Ｇ）几种原型；……” ［２２］。
此文为朱夏先生在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向中国科学院

地学部会议提交的“关于含油气盆地的研究”报

告，完成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经原地质矿产部

石油、海洋地质局科技处同意，作为盆地研究室

承担课题 １９８２ 年的初步总结复印分发，题目为

《中国含油气盆地形成、发展机制及其对油气生

成、运移、聚集的控制作用 （初步总结）》 （图 １
右）。 在此材料中，以上所引用发表论文的内容均

有，文字相同。
（５）朱夏 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试论古全球构造与

古生代油气盆地》 ［２３］ 论文 （编辑部收稿日期为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关于盆地原型的论述与上述

同年论文［２２］基本相同。
（６）在朱夏文集［２４］ 的自序 （完稿于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中，朱先生专门论及了盆地原型及其与含油

气盆地 ＴＳＭ 系统研究程式的关联：大型盆地为“不
同阶段、多种结构的组合。 一个结构单元是一种构

造形式，也是一个沉积实体。 我称之为盆地的‘原
型’，并认为：可以按地球动力学的机制来区分、类
比的是这类原型，而不是它们的组合———盆地。”
“这些原型或结构单元应被看作是在一定环境下

的作用—响应（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系统；对此，我曾

用 Ｔ（环境）—Ｓ（作用）—Ｍ（响应）的程式来表达

它的内涵与外延诸因素”。
２．２　 内涵与意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晚期—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朱

夏先生业务活动频繁、学术思想活跃、科研产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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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的时期，也是他学术成就集大成的时段。
由上述已查的文献可知，朱夏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翻

译和介绍了 ＫＬＥＭＭＥ 等［１６，１９］ 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原型）
术语和盆地分类［１８］；１９８２ 年 １１ 月给盆地“原型”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术语赋予了新的内涵，将其作为朱夏含

油气盆地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总结归入到简洁表述他学术理论的“含油气

盆地 ＴＳＭ 系统研究程式”之中［２２］。 此后，进一步

论述和应用此术语及其思想。
综合朱夏［２１－２４］ 、张渝昌等［１７］ 、徐旭辉等［２５］的

论述，将朱夏的盆地原型概念及思想理解和归纳

如下：
（１）盆地原型是指（某一地史阶段）一种地球

动力机制（环境）形成的一个结构构造形式和沉积

实体单元。 不同动力机制（环境）可以产生出不同

类型的盆地原型。
（２）盆地原型的类型，如裂陷（裂谷断陷）、坳

拉谷（槽）、克拉通内坳陷（台内坳陷）、克拉通边缘

坳陷（陆缘凹陷）、弧前坳陷、弧后扩张盆地、碰撞

前渊（前陆盆地）、塌陷盆地、走滑拉分、拉张断陷，
等［１７，２２，２５］。 各原型形成的主要机制有：Ａ 型俯冲、
基底拆离、大陆碰撞、与深部作用有关的差异沉降、
拉张断陷、断层走滑及其引起的拉张与断陷、重力

滑移的改造作用［２０－２２］。 由这些原型和形成动力机

制的类型名称可知，盆地原型可简洁、明了地理解

或表述为盆地形成单一动力机制（环境）的原本构

造动力类型（属性）。
（３）（小型）简单盆地即为一个盆地原型，大型

复杂盆地总是包含着若干个不同类型的盆地原型。
对同一原型的盆地来说，共性是主要的。 随时间发

展，盆地原型的类型是变化的。 几种不同类型的

盆地原型在空间并列、时间叠加，组合成了各有

特色、统一的（较）大型含油气盆地整体。 可以按

地球动力学的机制来区分、类比的是这类原型，
而不是它们的组合———盆地。 这是盆地原型与由

原型组合的盆地在概念和含义上的不同。 因此高

长林［２６］ 曾建议： “应使用盆地原型 （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ｔｏ⁃
ｔｙｐｅ）一词，而不使用原型盆地一词，这样概念清

晰，免去一些混乱。”
（４）寻找油气就要根据朱夏“盆地 ＴＳＭ 系统

研究程式”中这些因素，首先分别对待盆地的各个

原型。
（５）朱夏先生借用 ＫＬＥＭＭＥ 盆地原型（ｐｒｏｔｏ⁃

ｔｙｐｅ） ［１６］一词，给其赋予了形成地球动力机制的新

内涵［２１－２４］，具有深刻的科学意义，是朱先生盆地地

质理论和学术思想的重要进展之一。 在学术思想

上，这是他上世纪 ６０ 年代盆地演化阶段论和 ７０—
８０ 年代构造活动论的体现、延续和发展，具有承前

接后的意义；在科学理论上，又是他 ８０ 年代“含油

气盆地 ＴＳＭ 系统研究程式”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衔接沉积盆地与成盆动力学环境的关键环节；在
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方面，使以盆地为对象，进行

大地构造学、盆地动力学等科学研究和油气等沉积

矿产勘探评价有了可对比的基础和可操作的结构

要素。
（６）朱夏先生是有成就的大地构造学家和含

油气盆地构造学家、著名的石油地质学家，是引进

和传播板块构造学、活动论进入中国，并推动和引

领含油气盆地研究的重要先驱之一。 他提出的盆

地原型，赋予形成动力学机制的内涵，并非只是专

业偏爱，更是其本身的重要意义、地位和深刻内涵，
即盆地的形成动力学机制，在宏观、整体上控制着

盆地形成演化的特征和油气等沉积矿产的赋存、成
藏和分布。

综上所述，盆地“原型”已成为朱夏学术思想

和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具有专属性的具体

科学内涵和术语符号。 为了深刻理解、更好保留和

推广使用朱先生盆地“原型”术语的纯正原味和实

质内涵，对与之相关的广义外延内容改用其他术语

称谓，是必要而有效的。

３　 “原型”相关外延的称谓

前已述及，在论及与盆地“原型”有关的文献

中，普遍将其理解或定义为“未经改造或轻微改

造” ［６］、基本保持原始沉积面貌的盆地。 这显然极

大地外延或扩大了朱夏先生提出盆地原型术语的

初衷和概念的内涵，远超出了主要反映盆地形成动

力学机制（环境）类型的本义。
对沉积盆地某一阶段原始沉积面貌的表述，曾

有“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 ［２７］ （原始沉积盆地）、
“原始盆地” ［２８］、“原生盆地（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ｂａｓｉｎ）” ［２９－３０］、
“原盆地” ［３１］、“原盆”、“盆地原始（沉积）面貌” ［３２］

等称谓或表述。 笔者建议用“原始盆地”、“原盆

地”、“原盆”系列同义术语，在不同语境中选用。
所谓“原始盆地”，即盆地发育过程中原始状

况未经明显改造的沉积盆地。 在此的原始状况，可
包括（盆地演化某一阶段的）区域动力学背景与深

部作用、盆山关系与源汇系统、沉积建造及组合展

布、构造属性和变形特征、热动力与岩浆活动、流体

动力、盆地沉积范围、地理环境和盆地类型（含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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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型及其组合）等与盆地形成演化和成藏（矿）
作用各类相关内容的原始状况。 研究者可根据自

己的需求，重点进行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内容的相

关研究。
原始盆地没有具体限定的时间概念或时限。

在地史上，盆地的演化过程可分为若干个彼此相

关、特征有别的发育阶段，各阶段盆地的原始面

貌继承与新生彼消此长、时空有变。 若无特别的

研究目的，建议将盆地演化过程中的鼎盛时期作

为原盆地的代表。 因盆地发育的鼎盛时期，是该

盆地动力学特征的集中体现和该盆地类型及地质

构造特征的代表，一般又是该盆地主力烃源岩的发

育时期［３２］。
如果说，盆地原型突出了盆地形成时的动力学

机制，科学理论和应用基础意义重要；原始盆地则

侧重强调盆地发育过程中的原始状况，将科学理论

与应用实际方面结合密切。

４　 研究的特点与要点

以上所讨论盆地原型或原盆中的“原”，就是

与今不同、历史过去的状况。 地质学，即古地质

学［３３］。 在地史过程中，任何盆地或地质体无时不

变化、无地不改造；只有改造程度的差异，没有不经

改造的实例。 要厘定盆地原型类型、认识原盆面

貌，就要剔去后期改造的影响，恢复其地史上的原

始状况。
目前盆地勘探程度显著提高，测试数据巨量增

加，发文数量时创新高，但盆地本身的研究水平和

地质认识却并没有同步成比例的提高，至少提升的

程度不尽人愿。 原盆和原型的相关研究更是如此，
这是值得注意的现状和问题。 究其原因，除人为的

因素外（在此暂不讨论），与原盆、原型恢复的难度

和特点不无关联。
４．１　 难点和特点

对盆地已失去部分或遭改造的原盆、原型恢

复，就是从残缺复原状、由结果溯原因、据因果建过

程。 其最显著的难度和特点是：形成作用多样、改
造过程复杂、证据和结论的非唯一性（多解性）强。

沉积盆地是形成于大自然中的一个地质单元，
不是实验室里一个理想模型。 在地球大自然中成

生发展的盆地，就如同树林中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

一样，没有完全相同的盆地。 每个盆地都有其鲜明

的个性，与其他盆地相比只有相似、类同，而没有完

全相同。 在盆地形成演化过程中，受多种地质作用

的综合、共同控制；形成之后又遭受多期次、多因

素、强度不同的差异复杂改造。 所以，需梳理和凝

练研究盆地的个性特点；即使是研究某一地质作用

或现象（如构造、沉积、热等）的“原”状况，也需考

虑同时发生的其他地质作用可能产生的影响。
盆地在主要发育阶段或鼎盛时期的深部作用

和结构，现今已有很多改变，甚或消失；后期多期次

的构造、热、流体和剥蚀等改造，使同沉积期构造特

征叠加了复杂的新成分，热和流体的“原”信息留

存甚微；盆地的原始隆坳格局改变，高部位沉积地

层剥蚀强烈甚或殆尽。 所以，甄别和获取相关的

“原”信息难点多、业务水平要求高。 加强地质基

础研究，提高地质研究水平是前提。 但目前对此方

面却明显有所忽视和削弱。
对已失去或破坏了的物体复原，恢复所依据的

残存物体的形成和原样可能有多种（图 ２）。 在大

自然所形成的各类地质现象更是如此。 如伸展裂

陷类盆地或原型，就有深部地幔上拱（主动裂谷）
和区域伸展（被动裂谷）两种不同的形成动力机

制。 但这两类盆地演化到晚期，均具有浅部裂陷

伸展、深部物质上拱、地壳厚度较薄的结构特征。
仅据此就难以得出盆地或原型的形成机制属何

类的唯一结论。 这也是对中国东部及近海新生

代裂陷盆地的成因机制仍有两种认识的原由。
裂陷盆地的伸展模式可分为纯剪、单剪和复合剪切

３ 类［３４］。 依据遭多期改造后现今盆地的深浅部构

造特征和结构，并不易判识研究地区属哪种伸展模

式。 又如，在盆山结合地带，常见的挤压变形构造

并非都是前陆盆地存在的证据。 原盆或原型恢复

证据成因的非唯一性，决定了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多

解性。
再如被认为可反映原始形成环境的沉积建造

而言，三角洲、洪积扇、各类重力流等沉积体系的发

育，主要受外动力地质作用的控制，可形成于不同

构造动力类型的盆地中。 若将类似这些形成动力

环境不唯一的地质现象，作为唯一证据去恢复原盆

或原型，所得结果和结论自然会有异议。
４．２　 研究要点

根据现存结果或现象，探索形成原因和过程的

学科，如医学、刑侦、考古、历史、天文等，在研究的

思想、路线和方法论上具有较多的共性和彼此可借

鉴之处。 厘定盆地原型、恢复原盆面貌的研究，如
侦探勘查，竭力寻觅证据；像医生看病，由表及里定

性；同文物修复，知微见著复原；似法官断案，重塑

行为过程。 这四方面内容彼此关联、循序渐进。 由

此可提炼出原盆和原型恢复，亦为历史因果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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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残存物体的原样可能有多种（示意图）
素材据百度图片。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

研究的要点：
４．２．１　 寻觅证据

证据是原盆或原型恢复的基础。 在刑侦和判

案过程中，证据决定案情的走向，地质研究亦然。
证据包括各种地质构造现象、各类测试分析结果和

探测资料等。 主要寻觅两方面的证据：判识“原”
貌是否遭受改造和确定已遭受改造的各种表现

（依据）、反映或代表拟研究时段同沉积期特征的

证据。 前已述及，同沉积期“原”证据的获取难度

大、要求高，在成因或形成环境方面要排除多解性。
同时需表明所取证据的“原”特征内涵和意义。

目前，在此类相关论著中有关证据及其内涵方

面研究薄弱，论述的篇幅甚少。 将研究证据列出

来，读者自会鉴别证据的可用性和与据此得出结论

的吻合度。 重要的是，他人可在此基础上对证据弃

误、留正、补新，不断完善与提升证据的数量和质

量，进而提高对某一盆地或问题研究的水平。
４．２．２　 厘定属性

一粒沙、一块石，都隐含着丰富的地质信息。
研究者需综合剖析和深刻揭示所获得的各类证据

的“原”内涵和成因意义，去粗取精、由表及里、总
结升华，确定盆地原型的成因类型和原盆整体框架

及特性。 这就类似于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和化验

分析等信息来确诊病情。
在此，需注意一些与众有别的“异常”证据，可

能隐含有取得新发现的重要信息。 不要将其作为

“异常”证据（现象、数据或其他资料）而简单弃之。

４．２．３　 建模复原

上一环节的定性，就如同确定图 ２ 中残存物体

的原样是碗，而不是其他。 原盆或原型（类似青花

瓷碗）的具体特征（如结构、规模等），需要根据分

析残留物体和其他证据资料所获得的信息，结合环

境背景资料，进一步“建模”（即构建原盆的结构构

造和沉积建造展布等原貌）恢复，经过多次尝试、
修改，才会取得较满意的复原结果。 复原结果的质

量和精确程度，主要取决于现阶段勘探和研究程度

以及技术进步，同时受限于研究者的水平及投入。
４．２．４　 重塑过程

盆地经多期次改造演变及其动力环境变迁的

过程，是对区域动力学环境控盆效应响应的详实

记录，明显控制着油气的生运聚散和动态成藏过

程及分布，在盆地演化研究和成藏作用分析中意

义重要。
从原始盆地到现今改造盆地，应是分阶段、多

期次改造叠加、逐步演化的过程和综合结果。 但盆

地改造演变过程中间环节的地质记录大多已缺失，
对分阶段的认识常有套用区域演化成果代之。 可

尝试在区域动力环境演化阶段框架的约束下，通过

研究盆山（或盆缘隆起）各种地质作用的时空响应

关系和源汇关系、盆地差异改造各地之间的参照互

补、不同地质作用改造过程模拟和改造总结果的分

解等途径，再现中间各阶段的改造演变特征。
盆地原型和原盆恢复，需科学思维与地学前沿

研究密切结合，是最能体现也需要深刻理解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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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特点（无时不变化、无地不改造；作用综

合性、物质不均一等）的研究方向之一。 其做法如

考古复原、过程似刑侦破案，探索性强，深入进去兴

奋点和乐趣颇多。 希望更多同仁关注和进行此方

面研究，丰富和发展（中国）沉积盆地动力学和成

藏（矿）系统。

５　 结论

（１）盆地“原型”或“原型”盆地术语目前在业

界使用频率较高，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表述却因人

而异。
（２）朱夏先生借用 ＫＬＥＭＭＥ 盆地原型（ｐｒｏｔｏ⁃

ｔｙｐｅ）一词，给其赋予了形成地球动力机制的新内

涵，具有深刻的科学意义，是朱先生盆地地质理论

和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对盆地发育过程中原始状况未经明显改

造的盆地，建议在不同语境中选用“原始盆地”、
“原盆地”、“原盆”系列同义术语。 所谓原始状态，
涵盖与盆地形成演化和成藏（矿）作用各类相关内

容的原始状况。
（４）对改造型盆地原盆和原型恢复的难度和

特点是：形成作用多样、改造过程复杂、证据和结

论的非唯一性强；将其研究要点概括为彼此关联

的４ 个方面：寻觅证据、厘定属性、建模复原和重

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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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盆地为例［Ｃ］ ／ ／ 含油气盆地地质学研究进展．西安：西北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６－３２．
　 　 　 ＬＩＵ Ｃｈｉｙａｎｇ．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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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 Ｊ］ ．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２， ３２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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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３２（６）：
５８７－５９２．

［３４］ 　 ＬＩＳＴＥＲ Ｇ Ｓ，ＥＴＨＥＲＩＤＧＥ Ｍ Ａ，ＳＹＭＯＮＤＳ Ｐ Ａ．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１４（３）：２４６－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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