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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运动学过程与油气
`

郑建京 彭作林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兰州 7 3 。。。 0)

提 要 含油气盆地的构造运动学过程
,

受控于大地构造动力学背景
。

不同的构造动力学背景下
,

形

成不同类型的原型盆地
。

在详细讨论中国西北地区古生代和中新生代构造动力学条件的基础上
,

讨论了不同

构造动力学背景与含油气盆地的形成和性质
。

盆地构造运动学过程以其旋回性发展制约着含油气盆地的沉积
、

沉降和生油气凹陷中心形成和发展
、

迁

移
,

制约着拗陷的沉积岩系序列
,

控制着生油气拗陷的连续沉降过程或不同原型盆地的垂向叠加而构成的间

断多阶段沉降过程
,

亦控制着烃源岩生烃热演化的多阶连续生烃过程
。

多期构造运动
,

又为不同时代生烃
、

不

同类型油气提供了运聚成藏的条件
,

为油气多源复合成藏提供了前提
。

关健词
,

盆地构造运动学过程 旋回性 中心迁移 油气

第一作者简介 郑建京 男 38 岁 副研究员 构造地质学

盆地运动学过程
,

广义地讲
,

应包括盆地沉积过程
、

地球化学过程
、

地球物理过程
、

构造动

力学和运动学过程等
。

虽其各种过程在盆地形成
、

发展中相辅相成
,

但归根到底
,

是构造动力学

和运动学过程的发展制约着其它过程的发展
。

盆地的形成
、

演化
,

地质单元的隆起与凹陷 (拗

陷 )
,

矿产的集聚与破坏
,

物质的沉积与剥蚀
,

均是这一动态过程的反映
。

构造运动是运动着的地球内部的一种尺度规模不等的活动
,

盆地的构造运动控制着油气

田的分布
,

尤其是大中油气 田形成的生
、

储
、

盖
、

运
、

聚
、

保等重要因素
,

因而关于含气盆地构造

运动的特征
、

分类及其和含气盆地形成之间关系的研究
,

愈来愈显得重要和实际
。

1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形成的动力学背景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从纵向结构上分析
,

主要是 由两种或数种原型盆地叠加而成
,

从平面

上分析
,

也是 由两个或数个凹陷复合而成
,

或是叠加复合而成
。

其形成
、

演化历史十分复杂
,

在

长期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
,

在不同构造动力学影响下
,

以不同的构造运动学方式形成了不同特

征的含油气盆地
。

1
.

1 中国西北区含油气盆地形成演化的动力学条件

中国西北区自晋宁运动后
,

形成广泛范围的稳定古陆
。

进入古生代以来
,

在早古生代
,

主要

构造发展特征表现为分散的特点
,

或称为古陆离散时期
。

西北区主要深大断裂
、

蛇绿岩带的展

布方位见图 1
。

从蛇绿岩发育时期分析
,

早古生代西北区除祁连海槽在早古生代末碰撞关闭
,

发育成断褶带外
,

仅天山海槽和昆仑山海槽等在奥陶纪或志留纪分别有过短暂的碰撞
,

主要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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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离散状态
。

晚古生代
,

各主要海槽相继在泥盆一石炭纪进入碰撞关闭时期
,

各断褶带 (除祁连

断褶带外 )均发育有这一时期的蛇绿岩带存在的证据
。

古地磁资料也证明
,

塔里木地块在石炭

纪北移相对滞缓
,

与哈萨克斯坦板块对接碰撞 (孟 自芳
,

1 99 0 )
。

可见
,

中国西北区板块构造活

动
,

早古生代以离散为主
,

至晚古生代转变为碰撞联合的特点
。

从西北区各主要断褶带石炭一

二叠纪沉积建造分析
,

各主要海槽在石炭一下二叠世并没有完全褶皱成山
,

沉积建造或为海相

碎屑岩
,

碳酸盐岩建造 (南天山 )
,

或为复理石建造
、

火山岩建造 (北天山
、

昆仑 山 )
,

有的甚至延

续到晚三叠世
。

现有资料分析
,

西北区各主要断褶带的隆升时期主要为晚二叠世一三叠纪
。

天

山断褶带的磨拉石建造主要发育于晚二叠世
,

昆仑断褶带
、

东西准噶尔断褶带的磨拉石建造发

育于晚二叠世和三叠纪
。

可见
,

断褶带隆升
,

一般迟于海槽关闭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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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奇斯大断裂 1
.

阿尔曼太大断裂 1
.

克拉麦里大断裂 vI
.

洪古勒楞大断裂 v
.

玛依勒大断裂

”
.

达尔布特大断裂 妞
.

依林哈 比尔根大断裂 姐
.

米什沟大断裂 以
.

那拉提大断裂

x
.

米斯布拉克一库米什大断裂 习
.

康瓦西大断裂 x 1
.

龙木错大断裂 X ,
.

阿尔金大断裂

x N
.

车尔臣河大断裂 x v
.

布尔汗布达大断裂 X 切
.

殴龙布鲁克大断裂

x 姐
.

南祁连大断裂 x 姐
.

北祁连大断裂 x 氏
.

班公湖大断裂 x x
.

日喀则大断裂

1
.

主要大断裂带 2
.

基性
、

超基性岩体 3
.

沉积盆地范围

图 1 中国西北区 大地构造动力学条件简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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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洋壳的俯冲消减代表关闭的开始
,

对接碰撞是硅层的焊接
,

造山作用是碰撞进程的终结

产物
,

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作用过程
。

海槽的扩张形成到断褶带的最终形成
,

代表着大区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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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动力场和运动学过程的全过程
,

这一背景必然要作用于所毗邻的相对稳定的陆块
。

塔里木盆

地
、

准噶尔盆地在古生代的形成和发展
,

始终受这一动力背景的制约
。

塔里木陆块在震旦纪至

志留纪主要表征为陆表海稳定沉降为基础的内克拉通拗陷盆地 (郑建京
,

1 9 9 0 )
,

这一时期
,

塔

里木陆块自奥陶纪始边缘的天山海槽和昆仑海槽开始发育形成
,

统一的西北 区陆块在两大海

槽离散背景下解体
,

并形成对塔里木台地的南北向挤压
,

这一挤压相对较弱
,

形成了克拉通拗

陷内的塔北隆起和塔东南隆起及塔中低隆
,

均呈断块式上隆
,

大规模褶皱作用并未发生
。

整个

沉积岩系以海相碳酸盐岩和海陆交互相碎屑岩构成
。

晚古生代
,

塔里木台地基本上承袭了早古

生代克拉通拗陷的构造特征
,

所不同的是
,

盆地拗陷中心随地史时期的发展向西迁移
,

至二叠

纪东部基本抬升为陆相沉积
,

这反映了天山海槽和昆仑海槽的关闭均是由东向西逐渐闭合
,

造

成塔东陆化作用早于塔西
。

早二叠世塔里木台地分割性拗陷的特征并不明显
,

至海西末期
,

由

于周缘海槽经长期碰撞
,

褶皱成 山
,

对前陆盆地的构造挤压力加强
,

且由于远距离碰撞作用对

塔里木先期断块作用加强
,

形成了中生代一新生代早期的分割性隆拗格局
。

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在二叠纪
,

甚至在石炭纪亦已经发育为有含油气价值的沉积拗陷
,

准噶尔盆地中西部在晚古生代发育有一个大型的北西 向裂陷槽 (尤绮妹等
,

1 99 2 )
,

分别与天山

海槽和西准噶尔界山海槽大角度相交
,

在二叠纪且有大量的海相火山岩沉积
。

这一晚古生代裂

陷槽的发育
,

主要伴随着北天山海槽的关闭而发育
,

并随着海槽在海西末期碰撞褶皱成山发生

反转构造作用而结束
,

其内发育的石炭一二叠纪沉积是准噶尔盆地重要的油源岩
。

吐一哈盆地

是一个山间复合地体 (张朝富
,

1 99 4 )
。

晚古生代博格达山是准噶尔西北向发育的裂陷槽东南

端
,

使吐一哈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在构造上联为一体
,

虽沉积岩系的厚度远不能与博格达裂陷槽

相 比
,

但亦构成吐一哈盆地晚古生代重要的烃源岩
。

吐一哈盆地的单独发育是伴随天山海槽关

闭
,

塔里木陆块与准 一吐陆块的碰撞
,

迫使博格达裂陷槽关闭
,

褶皱成山而与准噶尔盆地分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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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大陆中新生代动力学背景及 主要走滑断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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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中新生代形成演化的动力学条件

中国东部及东南沿海主要含油气盆地形成时期为中新生代
。

松辽盆地
、

渤海湾诸盆地形成

时期为中新生代为主
,

东南海域诸盆地
,

包括莺琼盆地
、

珠江 口盆地
、

东海盆地
、

南黄海盆地形

成时期为新生代
。

西北部诸含油气盆地
,

柴达木盆地主要形成于第三系
,

塔里木盆地中生代表

现为陆相分割性沉积拗陷
,

准噶尔盆地和吐哈盆地经海西末期运动发生反转构造作用后
,

成为

陆相沉积拗 (凹 )陷
。

中部的鄂尔多斯盆地
、

四川盆地从古生代至中生代一直处于 比较稳定大地

构造条件中
,

构造运动多表现为振荡运动
。

中国大陆自海西构造运动末期一印支构造运动早期
,

各主要海槽基本碰撞关闭并褶皱成

山
,

焊接为统一的大陆板块
,

构成中新生代山一盆体系
。

形成在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夹持作

用下
,

以板内构造特点发展演化的构造格局 (图 2 )
。

板 内盆地是指中国大陆在二叠纪末 (或至三叠纪末 )大洋板块消失
,

焊接在一起的大陆板

块全部基本转为陆相沉积后的重要构造类型
。

` 单边公从月谷盆幼 (旅性 )

` 冲断. 月挤软盆绝 (压性 )

图 3 两种主要动力学条件 (压性
、

张性 )形成的盆地原形简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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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的构造动力学条件在中生代总体处于构造扩张的动力机制中
。

自晚侏罗世开始

发育了一系列总体走向北北东的裂谷断陷系 ( 图 3a
、

b )
,

并伴随有慢源碱性玄武岩喷出 (盆地

区 )和中酸性岩浆的侵入和喷出 (隆起区 )
。

裂谷断陷系由箕状裂谷 (或地堑型裂谷 )和断隆组

成
,

且随着地质历史的发展
,

断陷和断隆的发育有 向东迁移发展的特征
,

火 山岩的发育时期也

有由西向东逐渐变新的特点
。

从现看地质资料分析
,

裂谷盆地与火山岩的发育与中国东部的几

条岩石圈断裂的存在并发生继承性活动有关
。

重要的是郊庐大断裂系和燕辽太行中条大断裂

系
,

以张扭至张性运动特点影响着裂谷 系的形成和演化进程
。

陆内裂谷系的形成演化始终处于碰撞的地质背景之下 ( iZ eg ler
,

1 99 4 )
。

一是碰撞板块远距

离应力传递的影响
,

二是俯冲板块近距离消减形成上地慢一下地壳重熔岩浆上涌的结果
。

中国

东部在中新生代主要受两大地质事件影响
。

中生代中晚期
,

中特提斯洋的关闭
,

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块再次对接碰撞
,

中国东部受西南方向的远距离应力传递效应
,

形成北东一南西向的挤压

应力场
,

构成最大引张力方向为北西一南东向
。

同时
,

西太平洋中的伊泽奈崎板块向北或向北

西西运动
,

从而改造了海西构造旋回后形成的稳定克拉通
,

发育形成了北北东向的裂谷盆地
。

这一动力学背景一直延续至白奎纪末
。

所不同的是
,

白奎纪西太平洋板块向中国大陆之下俯冲

加剧
,

俯冲方向变为北西向
,

使东部 已经形成的上地壳内北西一南东向张性应力场得 以加强
,

伸展构造发育加快
。

这一张性应力场的加强
,

主要是俯冲作用产生下部地慢垫热膨胀及局部熔

融形成的中酸性岩浆上涌
,

促使上部地壳的挠曲拉张
。

新生代东部盆地普遍发生断陷向拗陷的

转化
,

形成剖面上的二元结构
。

而东南沿海地区发育形成裂谷断陷系
,

这是由于地慢垫热膨胀

中心的东移
,

而中生代中晚期形成的地慢垫热膨胀中心开始发生冷收缩作用影响的结果
。

但冷

收缩作用没有形成区域规模的强挤压应力场
。

中国西北部主要含油气沉积盆地在中新生代主要表征为挤压应力场背景
,

并兼具压扭特

点
。

压性沉积拗陷发育类型主要为冲断载荷型箕状拗陷和压陷型拗陷 (图 c3
、

d )
。

冲断载荷型

箕状拗陷主要有库车拗陷
、

准噶尔盆地乌鲁木齐 山前拗陷
、

托克逊凹陷
、

博格达南缘拗陷
、

塔里

木第三纪西南拗陷等
。

压陷型拗陷如满加尔拗陷
、

玛湖拗陷等
,

柴达木盆地第四纪三湖拗陷也

可属此类型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西北部亦发育有局部裂谷型沉积凹陷
。

如塔里木西南部侏罗

纪 (可能还包括晚三叠世 )
、

早中白奎世叶城 一喀什凹陷
,

东南缘阿尔金 山前凹陷 (很可能是拉

分性质的凹陷
,

发育时期为侏罗纪一早白奎世 )
。

这些张扭性盆地的发育
,

均与其边缘发育的大

型压扭性大断裂系活动有关
。

西南缘有铁克力克右旋大断裂和康瓦西右旋大断裂存在
,

东南缘

阿尔金左旋大断裂的存在更是无庸置疑
。

据黄汲清教授 ( 1 9 87 )等研究
,

中特提斯洋从三叠纪开

始发育
,

侏罗纪一早白奎世扩张成洋
。

这一扩张过程必然影响到中国西北区的塔里木
、

准噶尔
、

柴达木等盆地
,

但所表征的构造运动大为逊色
。

使其在侏罗纪各主要山系主要处于剥蚀状态
,

构造运动处于相对平静期
。

而作为各大块体间的调整
,

断裂的走滑运动相对发育
,

且南部相对

北部要剧烈的多
。

塔里木地块与西昆仑块体和阿尔金山块体及各块体内部在康瓦西断裂和铁

克力克断裂
、

阿尔金断裂和车尔臣河断裂走滑运动影响下
,

形成了侏罗纪裂谷盆地
。

自晚白奎

世始
,

中特提斯洋关闭
,

印度板块迅速 向北推进与欧亚板块碰撞
,

至第三纪中新世喜马拉雅运

动中期达到最强烈
。

这一构造事件对 中国西部影响极大
,

青藏地块广大区域因受强烈水平挤

压
,

地壳发生大规模褶皱变形和冲断推筱而大大加厚并快速隆升
。

西北区受其碰撞的远距离效

应影响
,

主要断褶带迅速隆升并形成向前陆盆地的冲断推覆
,

各盆地不同隆拗沉降加剧而形成

统一拗陷
。

这一时期
,

是西北区各含油盆地中新生代沉积层发生褶皱
,

形成局部构造的主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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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由于古生代未 (或更早 ) 形成的西北区菱形岩石圈断裂系的存在并发生继承性活动
,

构造运

动特征表现出北东东向断裂以左旋扭动为特征
,

北西西向断裂以右旋扭动为特征
。

这种扭动作

用对各盆地周边发育的局部构造有着直接的控制作用
,

主要表现在
:

l) 推覆体向前陆盆地的推

覆为斜向运动
; 2) 褶皱构造呈雁行状排列

,

且由于边界大断裂的扭动方式不同
,

形成左列或右

列
; 3) 新发育的断裂以平面呈弧弯状为主

,

详细研究
,

大多为数条小断层斜列衔接组成
。

鄂尔多斯盆地
、

四川盆地地处中国大陆中部
,

距中国大陆周边主要板块活动带较远
,

又是

两大构造活动带的应力传递消减带
,

古生代形成的稳定克拉通拗陷在中新生代构造运动中相

对稳定
。

2 主要含油气盆地的构造运动学过程与油气藏形成

构造运动
,

从动力学角度可主要分为挤压型与引张型两类
,

扭动型则主要是派生或块体受

力后发生调整所至
。

因而盆地类型上亦主要分为两类
。

不同的构造动力学背景
,

发生不同的构

造运动学过程
,

从而其形式上又可分为褶皱运动过程
、

断裂运动过程
、

振荡运动过程
、

反转运动

作用过程 (一般发育在大的动力学背景改变情况下 )
。

各种运动学过程的发生
、

发展
,

构成了盆

地构造运动的旋回性
,

制约着拗陷中心的发育和迁移
,

油气的聚散
。

2
.

1 盆地构造运动的旋回性

含油气盆地的构造运动过程主要体现为旋回性
。

通过挤压
,

引张或扭动的动力学背景
,

盆

地或表现为断裂
、

褶皱隆升
,

或表现为断裂拗陷
、

压陷型拗陷
,

形成在沉积层序上的构造层
,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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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盆地多构造层旋回性发展
,

其间充满着沉

积建造
、

岩浆建造以及变质建造的形成
、

发展

与改造
。

多旋回性是地壳运动的主要特征
,

这

种过程孕育并存在着有利于油气形成的大地

构造条件
,

形成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
,

并将其

在地史发展过程中叠加复合于一起
。

如古生

代的克拉通类型盆地
、

中新生代板块内陆相

盆地
。

早期旋回盆地有利于成熟
、

过成熟油气

的形成
,

晚期旋回盆地有利于多源多类型油

气的聚集
,

无论连续沉降盆地
,

还是不同原型

盆地叠加复合盆地
,

连续加积
、

连续沉降和间

断加积
、

间断沉降过程
,

都促进盆地内各类生

烃母质在演化过程中
,

由低热 一成熟 一过成

熟演化
,

构成油气形成的多阶连续
。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构造运动的旋回性

发展
,

形成 了盆地拗陷的垂向上的多元结构

类型
,

构成了多层系生
、

储
、

盖组合
。

每一次大

的区域构造运动发生和发展
,

都会形成盆地有利于油气的生
、

储
、

盖组合和油气运移聚集条件
,

而后期的构造运动又会对先期形成的储盖类型进行改造
,

甚至破坏
,

使油气发生再次运移
。

局

部构造运动的发生
,

对局部地区油气的生
、

储
、

盖组合
、

运聚条件产生影响
。

这反映出构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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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油气聚散的两重性
,

加之油气热演化的时间过程
,

运移过程
,

构成了油气成藏的多源复合
。

含油气盆地构造运动过程
,

其规模
、

强度集中体现在区域构造运动事件和局部构造运动事

件的发生次数上
。

图 4 为统计的 8 个主要含油气盆地的构造运动总数
。

图中可以看出
,

从含油

气盆地运动次数分析
,

盆地所在的大地构造稳定程度并不完全体现在构造运动的次数上
,

而主

要表现在影响范围较大和作用强度较强的区域构造运动的发生量上
。

从 8个盆地构造运动过

程分析
:

其一
,

在大地构造稳定的四川盆地
、

鄂尔多斯盆地
,

虽构造运动发生的次数较多
,

但影

响全区域形成较大范围的褶皱变形的构造运动仅有一次
,

说明其构造条件比较稳定
,

特别有利

于分子小
,

易流动的夭然气聚集保存
。

其二
,

准噶尔
、

吐哈
、

塔里木盆地
。

盆地发生的区域构造

可达三次之多
,

在大地构造上属相对稳定区域
。

虽然在油气成藏条件上逊色于前一种
,

但因其

盆地内拗陷多为连续沉降 (塔里木北部拗陷
、

库车拗陷
、

准噶尔莫索湾拗陷 )或多期沉降 (塔里

木西南拗陷等 )
,

生油拗陷剥蚀期极短或没有剥蚀
,

亦有利于油气的保存
。

其三为大地构造较不

稳定的裂谷盆地
,

如松辽
、

渤海湾
、

南中国海盆地等
,

构造运动事件发生频繁
,

区域构造运动事

件亦较频繁
,

这种多构造运动区域一般讲不利于油气聚集成藏
,

但却构成了中国主要含油气产

区
。

这主要地与中国东部特定的构造条件有因果关系
。

中国东部陆内裂谷型盆地以其高构造

沉降速度和快速沉积
、

高热流值为背景
,

有利于烃源岩的沉积埋藏和快速成熟
,

多期断层活动

有利于油气运移聚集
。

加之多为半局限沉积环境
,

发育了分布广大的蒸发盐岩
。

沉积速率快有

利于储层的发育
,

多构造运动影响断块
、

断垒
、

滚动背斜在纵向上呈多层次发育
,

并导致多层次

披覆构造发育
,

构成了较好的油气圈闭条件
。

所以裂谷型盆地油气一般以低熟油
、

过渡带气和

热演化速率快油气为主
。

2
.

2 构造运动过程与盆地拗陷中心迁移

构造运动的迁移是含油气盆地地质演化过程中的普遍特征
。

一般来说
,

构造运动的迁移制

约着沉积中心
、

沉降中心以及生油气凹陷中心的迁移
。

所以研究后三种迁移可反映出构造运动

的迁移曲线
。

另外
,

通过研究盆地内三种迁移的组合
、

复合与重叠关系
,

对含油气地层的组合与

油气配置关系亦有意义
。

对于沉积
、

沉降中心迁移规律
,

以中西部盆地为例
,

大致可以得 出三种

迁移类型 (图 5 )
。

( l) 直线型迁移
。

典型实例如准噶尔盆地乌鲁木齐 山前拗陷 (图 b5 )和柴达木盆地 (图 5。 )
。

乌鲁木齐山前拗陷从古生代至新生代
,

迁移方向由东向西呈近直线迁移
。

石炭 一二叠纪
,

沉积
、

沉降中心在博格达山前
,

侏罗纪迁移至呼图壁一带
,

白奎纪又西迁至玛纳斯一石河子
,

早第三

纪再西迁至乌苏一独山子一带
。

沉降中心的形成和迁移
,

相对可表征出构造运动的强度变化和

影响的区域范围
,

也决定着生油凹陷中心的形成和迁移
。

( 2) 弧线型迁移
。

典型盆地为鄂尔多斯盆地
。

鄂尔多斯盆地是稳定克拉通拗陷
,

构造运动

体现出随地质时代的发展
,

沉降中心呈弧形反时针迁移特征
,

并且沉积中心和生油凹陷中心与

沉降中心基本呈重叠相符一致迁移
。

鄂尔多斯盆地呈向西的缓倾斜坡
,

晚三叠世中期沉积最厚

最细的沉积岩系位于铜 川以北地区
,

晚期 ( T
3
y

s
)沉积最厚最细且夹有煤层的岩系发育在大理

河和无定河一带
,

侏罗纪沉降
、

沉积中心移至马家滩 一大水坑一带
,

白里纪又迁至庆阳一华池

一带 (图 s d )
。

盆地中生代沉积
、

沉降中心的左旋弧形迁移
,

所表征的构造运动过程反映了华北

及其邻区块体转动 (徐锡伟
,

1 9 9 4) 的几何学和运动学特征
,

表明鄂尔多斯块体在其南北侧发育

的近东西向走滑断裂夹持下
,

东西两侧又发育有右旋走滑断裂
,

形成盆地本部沉积
、

沉降中心

的左行旋转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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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迁
。

塔里木盆地的对迁构造运动
,

反映出盆地 自古生代至新生代 9 亿年间
,

经加里

东
、

海西
、

印支
、

燕山和喜山构造旋回的构造运动所形成的沉降
、

沉积中心迁移的基本特征
。

以

库车经沙雅至于田为基线
,

把塔里木盆地可分为东西两部
。

加里东构造旋回
,

盆地最大沉降中

心
、

沉积中心位于东部满加尔拗陷及其北侧
。

海西构造旋回最大沉降
、

沉积中心迁移至阿瓦提

一带
。

印支一燕山构造旋 回最大沉降
、

沉积中心又重迁移至东部的满加尔一带并转至尉犁附

近
。

喜山构造旋回又迁移至靠近昆仑断褶带的喀什至叶城一侧
。

这种跳跃性对迁方式反映了

盆地内构造运动在不同区域
、

不同时代的强度变化
,

大地构造动力学背景的变化
,

或者也反映

出以盆地中心为支点的圆弧状旋扭运动过程 (图 a5 )
。

结 论

( l) 盆地的构造运动学过程
,

受控于大地构造动力学条件
,

不同类型的原型盆地的形成
,

主

要是大地构造动力学条件不同所致
。

( 2 )无论连续沉降盆地
,

还是不同原型盆地叠加复合盆地
,

其构造运动学过程
,

通过连续沉

降加积和间断沉降积过程
,

促进盆地内各类生烃母质在热演化过程中
,

由低熟一成熟一过成熟

演化
,

构成油气形成的多阶连续
。

( 3) 构造运动学过程控制含油气盆地沉积中心
、

沉降中心
、

生油气凹陷中心的迁移规律
。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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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盆地内三种中心迁移的迁移方向
、

组合
、

复合与重叠关系
,

对含油气地层的组成与油气配置

关系亦具有重要意义
。

( 4) 含油气盆地构造运动的旋回性发展
,

形成了盆地内拗陷在垂向上的多元结构类型
,

构

成了多层系生
、

储
、

盖组合
。

构造运动具有对先期形成的储盖类型进行改造
、

甚至破坏使油气再

次运移和形成 盆地利于油气储盖
、

聚集条件形成的特点
,

这反映出构造运动对油气聚散的两

重性
。

加之油气热演化的时间过程
,

排烃运移过程
,

构成了油气成藏的多源复合
。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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