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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沉积分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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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控制陆相盆地沉积作用的三项主要因素 ( 即海水侵漫
,

气候变化和构 造 运

动 ) ,

将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分为两类
、

三型
、

三式十八种类型
。

据海水侵漫作用分为正常陆相和非

正常陆相两类盆地
。

据气候变化分为干早
、

干湿过渡和潮湿三型盆地
。

据构造运动分为断陷
、

断 拗 和

拗陷三式盆地
。

主题词 陆相盆地沉积分类 海水浸漫作用 气候因素 构造类型 生油
、

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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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自海西运动特别是印支运动以后
,

得到了空前的统一
,

为中国中新生代陆

相盆地的繁荣发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

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的分类
,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名著中多有论述 (李四光
,
1 96 2 ,

黄极清
, 1 9 7 7 ; 张文佑

, 1 9 7 5 ; 张伯声
, 1 9 7 8 ,

叶连俊
, 1 9 8 0 ; 陈国达

, 1 9 8 2 ; 朱夏
,

1 9 8 3 ; 关士聪
, 1 9 5 3 ; 阎敦实

, 1 9 8 4 ; D ie k in s o n , 1 9 7 4 ; K le m m e , 1 9 7 5 ; H
.

G
.

R e -

te n , 1 9 8 4等 )
。

但总的来说
,

他们对沉积盆地的划分和分类
,

多数侧重于大地 构造 即

盆地的大地构造位置
、

成因机制
、

力学性质
、

地质发展史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等
。

而

从石油地质学的观点出发
,

把构造
、

沉积
、

油气诸因素综合进行分类的著作则较少
。

从

控制盆地沉积作用的主要因素
,

对盆地进行分类的文章则更少
。

本文在前人对我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油气普查勘探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和笔者近年对

西北地区陆相盆地沉积与油气研究实践的基础上〔1
、

“〕,

基于油气形成于沉积体中
,

而

沉积体发生于沉积盆地
,

它在沉积盆地的赋存规律
,

主要取决于控制盆地沉积作用因素

这样一个思路
,

提出以控制盆地沉积作用因素
,

即海水侵漫作用
、

气候 变 化
、

构 造 运

动
,

这三个参数为依据的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沉积分类的意见
。

一
、

陆相盆地沉积作用的控制因素

地质历史中的沉积盆地
,

特别是近2
.

3亿年以来形成的中新生代陆相盆地
,

它的 沉

积作用主要受海水侵漫作用
、

气候变化和构造运动这三个因素的控制
。

1
.

海水侵漫作用

海水浸漫作用主要受海平面变化所决定
。

海水侵漫对陆相盆地沉积的影响
,

早在百

多年前就已被人们所注意和认识
。

但当时多侧重于海水侵漫对冲积平原影响的研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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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更新世密西西比河
,

因海平面的上升使其下游河道形态由网状河变为蛇曲河的研

究 )
。

而对于因海平面上升引起的海侵
、

海漫
,

对那些近海或虽不甚近海
,

但海拔较低

的陆相盆地沉积作用的影响则研究较少
。

笔者在研究中国早第三纪非正常陆相沉积与油

气时发现〔“
、

4 〕,

当陆盆遭到海侵或海漫波及时
,

水盆的水文系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
。

由于海水的不断或间断补给
,

水盆水体深度增大
,

水介质密度
、

盐度
、

分成 显 著 海 相

化
,

入盆河流三角洲向源后退
,

侵蚀基准面相对提高
,

水盆水休的消耗与补偿关系出现

异常
,

所有这些都将使这类盆地与具有相同构造和气候因素的正常陆相盆地
,

在沉积上

出现较大的差异
。

海水进退作用
,

对陆盆生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当海水侵漫陆相湖盆时水介质变

咸
,

一些原有的生物因不适应变咸的水介质而死亡
,

与此 同时产生许多能适应变咸水介

质的生物
。

据我国早第三纪渤海湾盆地资料
,

盐度0
.

1一 0
.

5 %的微咸水湖比盐度< 0
.

1 %

的淡水湖泊
,

前者比后者生物总量约多 1 一 3 倍
。

且半咸水生物一般比淡水生物常含较

多的腐泥型干酪根〔“
、

6 〕
。

这些变化在沉积岩形成的全部过程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

2
.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陆相盆地沉积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l) 气候变 化 导 致 冰

期
、

间冰期的发生
,

而冰期
、

间冰期的变化则使海平面大幅度升降 (如更新世冰期使海

平面大约下降1 00 一 1 50 m )
。

2) 气候是控制风化作用及陆地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
,

对不

同地形的发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3) 气候对化学和生物沉积的形成具有重 要 意 义
。

如石灰岩和蒸发岩的形成
。

气候对陆盆沉积作用的影响
,

还表现在大气层 的 温 度
、

湿

度
、

对流方向
、

对流速度
,

对盆地沉积的制约作用
。

温度对盆地水体的蒸发量具有决定

意义
。

它 影响盆地水体的大小和化学成分
。

湿度对盆地降水量起重要作用
,

它影响盆地

河流的流量
。

在没有外来因素 (如海水侵漫作用 ) 影响时
,

盆地水体的消耗与补偿
,

显

然主要受气候所控制
。

气候变化可使水体的酸碱度
、

含盐度
、

氧化还原度等发生明显改

变
,

并对生物的生长
、

繁殖产生影响
。

风本身就是一种剥蚀
、

搬运动力
,

当风与盆地水

体摩擦产生风浪时
,

成为陆盆沉积的一种重要水动力
。

此外
,

气候变化的周期性与沉积

作用旋回性的密切关系
,

已有许多的实例为人们所公认
。

3
.

构造运动

地壳构造运动是所有沉积作用的最主要控制因素
。

因为没有上升
,

陆地就不会被剥

蚀
,

也就没有物质供给
。

而没有下陷就不会有沉积空间
,

也就没有沉积作用
。

大地构造

对盆地沉积作用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l) 控制物源区的上升和 剥 蚀 的 速

度 , 2) 控制沉积盆地下沉的速度 ; 3) 控制沉积物在搬运过程中所经过的地表坡度
。

大地

构造对陆盆沉积作用的影响还表现在对陆盆形成机制和性质的控制作用
,

如断陷机制形

成断陷盆地
,

拗陷机制形成拗陷盆地
,

断陷与拗陷两种机制共 同作用则形成断拗盆地
。

总之
,

构造运动机制对盆地的形成
、

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

它控制了物源区与沉积区的

分布
,

控制了陆盆的地貌条件
,

并进而制约盆地的水动力条件
。

对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与油气的研究发现
,

一个盆地是否具备生成油气的物质基

础
,

和盆地形成的阶段
、

沉降幅度与沉积补偿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
。

生油沉积往往与

盆地演化中期沉降幅度大于沉积补偿的饥饿状态时期 (也称非补偿盆地 ) 关系密切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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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盆地保证了盆地水体具有一定深度
,

提供了生物繁衍的空间
、

有机质的保存和向烃转化

的地球化学条件
。

地质历史中
,

这种饥饿盆地的 出现常常是控制盆地沉积三因素
,

海水侵

漫
、

气候
、

构造互相配合作用的结果
。

盆地演化晚期
,

沉积幅度小于沉积补偿
,

水盆处

于过饱和状 (也称强补偿盆地 )
,

一般不利于生油沉积发育
。

盆地演化早期
,

沉积幅度

略大于沉积补偿
,

水盆处于近饱和状 ( 也称弱补偿盆地 )
,

有时可局部发育生油沉积
。

二
、

陆相盆地的沉积分类

前已提及
,

中国陆相盆地分类意见甚多
。

本文立足于陆相盆地沉积作用控制因素的

分析
,

提出陆相盆地沉积分类的意见
。

分类的原则是 同时考虑控制盆地沉积作用的海水

侵漫
、

气候变化和构造运动三种因素
。

即Y 二 f (M
·

C
·

S ) (其中M表示海水侵漫
、

C表

示气候
、

S表示构造运动 )
。

海水侵漫
:
根据陆相盆地沉积过程中是否存在海水的侵 漫

作用
,

分为正常陆相和非正常陆相两类盆地
。

气候
:
根据陆相盆地沉积过程中气候的干

湿程度
,

分为干旱
、

干湿过渡和潮湿三型盆地
。

构造运动
:

根据陆相盆地形成的构造方

式和形式
,

分为断陷
,

断拗和拗陷三式盆地
。

综合以上三因素将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

划分为两类
、

三型
、

三式
,

十八种类型 (表 1
、

图 1 )
。

表 l 中国中新生代陆相盆地 沉积分类表

T a ble 1 C la s s if ie a tio n o f s e d im e n ta r y e n v ir o n m e n ts

o f M e s o 一 C e n o z o ie e o n tin e n t a l b a s in s , C hin a

干干早C ::: 干湿 C ZZZ 潮湿C 333 干早C iii 千湿 C ZZZ 潮湿C 333

断断 断 拗拗 断 断 拗拗 断 断 拗拗 断 断 拗拗 断 断 拗拗

{
断 断 ””

陷陷 拗 陷陷 陷 拗 陷陷 陷 拗 陷陷 陷 拗 陷陷 陷 拗 陷陷

⋯璧篆龚龚555 1 5 2 5 333 5 1 5 : 5 333 S , 5 2 5 333 S , 5 2 5 333 5 1 5 2 5 33333

如如 M oC I S i
一正常陆千早断陷盆地地

MMM IC : S :
一非正常陆千湿断拗盆地地

MMM oC ZS 3
一正常陆千湿拗 陷盆地地

须指出
,

有些陆相沉积盆地由于后期的改造
、

构造变动
,

一些地质信息可能缺失或

处于隐蔽状态
,

为此
,

充分地获取盆地同生信息是判定盆地类型的关键
。

地表露头
、

录

井资料
,

物探等信息都是取得盆地类型参数的有效途径
。

如松辽盆地白圣系中统
,

据地

层古生物
、

岩性
、

岩相和地震资料 ; 沉积厚度中间厚
、

边缘薄 ; 沉积相展布 近 于 环 带

状 ; 沉积中心与沉降中心基本一致
,

且嫩江组和青山口组中含少量与海水侵漫有关的瓣

鳃类
、

鱼类等
。

从而判定松辽盆地中白翌世沉积属非正常陆相类
、

干湿过渡气候型
、

拗

陷式盆地
,

即为M : C : S 。类型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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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陆相盆地主要类型及其油气意义

( 一 ) 正常陆相类和非正常陆相类盆地

1
.

正常陆相类盆地 (M。
类盆地 )

这类盆地通常发育于距海岸较远
,

海拔相对较高的陆域内部
。

其沉积过程中不受海

水侵漫的影响
,

控制沉积作用的因素为大陆构造
、

气候
、

水文和生物
。

正常陆相盆地基

底多为较老的地块或褶皱带
,

气候常具明显的纬度地带性和因海拔高度差异而呈现的垂

直地带性
,

生物组合为陆生动植物
。

正常陆相类盆地的沉积
、

地化和生物具以下几点特

征
:

1) 沉积相分布组合具封闭性
。

从盆地边缘到中心依次为冲积扇
、

河流
、

三角洲
、

湖

泊相序 , 2) 岩矿组合中
,

以碎屑岩为主
,

泥质岩
、

碳酸盐岩
、

蒸发岩相对较少
。

泥质岩

中含较多高岭石矿物
,

蒸发岩以碳酸钠盐和硫酸钠镁盐矿物为主 ; 3) 生物组合为标准陆

相
,

如叶肢介
、

介形虫
、

昆虫
、

鱼类
、

脊椎动物和陆生植物等
,

无海相分子
; 4) 地球化

学指标
,

B / G
a
< 3

、

S r
/ B

a < 1 ,

具典型正常陆相性 ; 5) 生油有机地化具明显陆相性
,

如正烷烃主峰碳数多高于C
: 3 ,

干酪根以腐殖型为主
,

姥 /植烷比值较小
,

芳烃含量常大

于 10 %
,

仅见镍叶琳
、

霍烃等生物标记化合物
。

现代的云南洱海
、

东非维多利亚湖
,

三叠纪的鄂尔多斯盆地
,

中侏罗世的准噶尔盆

地
,

晚第三纪柴达木盆地等是典型的正常陆相盆地
。

这类盆地在干湿和潮湿气候时所形

成的暗色泥质岩
,

碳酸盐岩沉积
,

常具一定成油气条件
。

如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
、

准噶

尔盆地三工河组
、

柴达木盆地干柴沟组
、

酒西盆地新民堡组等
。

这类盆地的冲积扇
、

扇

三角洲砂体
、

三角洲
、

河流砂体常是良好的油气储层
。

2
.

非正常陆相类盆地 (M :
类盆地 )

这类盆地沉积过程中曾经遭受海水侵漫作用
。

它除具正常陆相盆地的一些共性外
,

在沉积
、

地化
、

生物方面具有一定的海相性标志
。

这类盆地沉积时常位于近海地带或虽

不甚近海但海拔较低的地区
。

同正常陆相盆地相比
,

气候明显受海洋的影响而具气候的

非纬度地带性
。

它在地貌上常有一个或数个通道和海连通或断续连通
。

因海水的介入
,

使这类盆地的水化学成分
、

水动力条件均发生明显变化
。

由于海水的侵漫作用
,

湖面提

高水域扩大
,

使一些盆地由补偿性趋于弱补偿或非补偿性
,

并使海陆混生生物 大 量 繁

殖
,

因而有利于有机质的堆积和转化为油气
。

据塔里木盆地中新统安居安组和渤海湾盆

地海侵湖的研究〔5
、

了〕,

非正常陆相类盆地具以下特点
:

1) 岩矿组合特殊
。

粘土矿物主要为中性水云母
,

砂岩含同生海绿石
,

含 较 多 的 碳

酸盐岩和蒸发岩
,

碳酸盐岩中见海生生物化石
,

并见由多毛类栖管群体和中国枝管藻骨

骼组成的礁灰岩
、

钙藻灰岩
。

蒸发岩中见杂卤石
、

天青石
、

钙芒硝等矿物
,

有时还见沸

石岩 (苏北阜宁组 )
、

胶岭石
。

有些盆地化学岩占地层剖面很大厚度 (潜江拗陷渐新统

膏盐沉积达1 8 0 0 m ) ; 2) 海陆生物混生现象明显
。

如渤海湾盆地下第三 系
,

德 弗 兰 海

藻与盘星虫
,

有孔虫与轮藻共生
,

江汉盆地荆河镇组有孔虫与金星介
、

美星介共生
,

苏

北盆地阜宁组华花介与金星介共生
,

塔里木盆地中新统安居安组有孔虫与金星 介 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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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
、

7 〕
。

此外
,

生物的生态变异较大
,

生物种属单一
,

但数量丰富 的 现 象 十 分 普

遍〔6
、 7 〕; 3) 地球化学指标具明显海陆过渡特征

。

如苏北阜宁 组二
、

四 段
,

S r/ B a 比

为 0
.

6 0一 0
.

94
,

硼含量大于 1 0 0 p p m
,

B / G
a 比一般大于 3 〔”〕; 4) 正构烷烃碳数分布 出

现双峰
,

见有钒叶琳
。

应用多元统计方法 比较性地研 究济阳拗陷沙四段与现代滨海沉积

有机质的关系
,

发现两者具一定可比性
,

反映沙四段沉积时有海生生物的 存 在〔9 〕; 5)

沉积相的平面组合
,

因具与海连通的通道而呈非完全封闭性
,

并出现一些独持 的 沉 积

相
,

如海侵湖
、

水下扇
、

小型生物礁相等
。

沉积相的纵向组合
,

因海侵常有跳相现象
,

如冲积扇向上变为水下扇
,

河流相向上变为深湖相等
; 6) 常发育富含有机质的泥页岩沉

积
。

如松辽地的青山口组
,

华北地区沙河街组四
、

三段
,

苏北盆地阜宁组四
、

二段
,

三

水盆地练心组
,

江汉盆地潜江组
,

塔里木盆地西南中新统安居安组等
。

它们都是与海水

侵漫作用有关的良好生油沉积
。

这类盆地的三角洲
、

扇三角洲
、

水下扇砂体
、

碳酸盐岩

礁体和与蒸发岩有关的构造常常是油气储集与聚集的良好场所
。

(二 ) 干旱
、

潮湿和干湿过渡气候型盆地

1
.

千早气候型盆地 ( C
:

型盆地 )

此型盆地发育于干旱气候地带
。

其年降水量一般在 2 50 m m 以下
,

蒸发量大 于 降 水

量
,

日温差常常很 大
,

盆地水体的补偿与散失之间不平衡
。

盐度一般大于 3 %
,

水介质

pH > 10
,

水型属硫酸盐或氯化物型
。

干早型盆地剥蚀区以物理风化为 主
,

由于降水量

少
。

植被差
,

山势陡峭
,

河流短急
,

山麓前缘常发育各类扇体沉积〔1 3〕
。

干 早地区强烈

的大气对流
,

使风成为干早盆地沉积的重要动力
,

它在湖面地区形成的巨大波痕
,

侵蚀

湖岸
、

搅动水体
、

搬运改造其它成 因所形成的沉积物
。

沙漠是典型以风作用为主的沉积

环境
。

干早盆地独特的沉积条件
,

导致其沉积的特殊性质
:

1) 常出现较多的红色碎屑岩
、

蒸发岩和蒙脱石粘土矿物
。

在盆地沉积的不同阶段
,

相应 出现不同的岩矿组合
,

开始为

碳酸盐 ( 如白云石 )
,

随后为硫酸盐 (如石膏
、

芒硝 )
,

最后为氯化盐 (如光卤石
、

岩

盐 ) ; 2) 植物以麻黄
、

黎科等耐旱植物为主
,

水生动物种属单调
,

如潜江盆地潜江组有

孔虫
、

藻类占盆地生物总量很大比例 ; 3) 沉积相组合
,

盆地边缘相带的冲积扇以泥石流为

主
,

扇缘常夹薄层石膏
。

向盆地内部依次出现风成沙丘
。

湖岸滩坝
、

泻湖
、

浪控三角洲

和盐湖
。

其中冲积扇
、

风成沙丘
、

湖岸滩坝
、

三角洲砂体具 良好储集油气条件
。

如克拉

玛依油田储层为冲积扇
,

胜金 口油田储层为湖岸相 ; 4) 干旱盆地有机碳含量通常< 1 %
,

但其湖盆水体含盐量较高
,

易形成还原环境
,

有利于有机质向烃转化
。

此外
,

海水的补

给
、

气温下降蒸发量变低和盆地长期持继下沉等
,

可使干早盆地水体面积扩大
、

水体加

深
,

而有利于沉积一定厚度的生油岩系
。

如江汉盆地潜江组生油沉积厚 1 2 0 0 m ,

柴达木

盆地干柴沟组生油沉积厚愈千米 〔10
、

11 〕
。

2
.

潮湿气候型盆地 ( C
Z

型盆地 )

此型盆地发育于潮湿气候地带
。

在现代低纬 ( 10 一20 度 )
、

中纬 ( 25 一 35 度 )
、

高

纬 ( 7 0一 90 度 ) 和由于垂直气候分带所影响的高原地区均可出现潮湿气候带
。

潮湿气候

区降水量大于蒸发量
,

日温差 较小
,

植被发育
,

淡水生物繁盛
,

湖盆水体盐度 < 0
.

1%
,

p H < 7
,

水型为重碳酸钙或二氧化硅型
。

剥蚀区因植被发育以化学风化为主
。

河 流 发



沉 积 学 报 6 卷

育
,

且多为长年性流水
,

风对此型盆地的作用较弱
,

三角洲多为河控三角洲
。

最特色的

是这类盆地 中沼泽环境丰姿多彩
,

有扇间沼泽
、

扇前沼泽
、

河流沼泽
、

三角洲 支 间 沼

泽
、

湖岸沼泽
、 .

湖泊沼泽等
。

这类盆地因水量补给充足常发生外泄
。

从早中侏罗世准噶尔
、

吐鲁番
、

冷湖
、

鄂尔多斯盆地
,

晚三叠世库车盆地等的分析

可以看 出
,

潮湿盆地在沉积上具以下特征
: 1)

、

泥质岩粘土矿物以高岭石为主
,

常含炭

屑
、

煤
、

油页岩
、

菱铁矿
、

蓝铁矿
、

褐铁矿及硅质结核等 , 2)
、

植物多为喜湿落叶
、

阔

叶的裸子
、

被子和蔗类
,

如桦
、

胡桃
、

银杏
、

椎叶截等
,

繁殖迅速
。

水生生 物 以 淡 水

叶肢介
、

瓣鳃
、

腹足类
、

介形虫
、

鱼类等繁盛为特征
。

河流和湖岸有时还见脊椎动物化

石 ; 3) 盆地内广泛发育各类沼泽亚环境
,

形成丰富的煤层
。

砂砾岩体多为河流
、

三角洲

环境产物
,

它们构成了这类盆地的重要储层
。

如鄂尔多斯盆地中下侏罗统延安组
,

冷湖

中下侏罗统大煤沟组等
。

当沉降幅度大于沉积补偿时
,

湖湾
、

半深湖
、

深湖环境常沉积

富含有机质 的暗色泥质岩
,

而形成油气源层 ; 4) 有机质丰度较高
,

生油母质多为陆生生

物
。

生油岩元素低氢富氧高碳
,

族组分芳烃含量较高
,

正烷烃主峰碳数偏 大
,

O E P> 1 ,

姥/植烷比1
.

76 一 6
.

78
,

干酪根以腐殖型为主
,

碳同位素最高可达14 编
,

见贝利 烷
、

C : 。

降霍烷等生物标记化合物 〔 5
、

11 〕
。

鄂尔多斯
、

吐鲁番
,

冷湖
、

准噶尔
、

塔里木盆地 早

中侏罗世生油气岩
,

松辽
、

阜新
、

二连盆地晚侏罗世生油气岩是潮湿气候型盆地生油的

实例
。

3
.

干湿过渡气候型盆地 ( C 3 型盆地 )

此型盆地发育于温带和亚热带半干早
、

半潮湿气候地区
。

盆地水体补给与散失近于

平衡
,

盐度0
.

1一 3%
, p H 值 7 一 1 0

,

呈弱碱性至中性
。

耐早与喜湿植物组合共生
,

水生

生物丰富
,

沉积环境组合特征介于潮湿与干旱型盆地之间
。

干湿过渡气候盆地的沉积特征为
:

1) 除占主导的杂色砂砾岩
、

泥质岩外
,

还见少量钙

镁铁碳酸盐岩沉积 ; 2) 生物组合具种类多
、

丰度大特点
,

脊稚动物
、

植物
、

介形虫
、

有

孔虫
、

瓣鳃
、

腹足
、

叶肢介
、

藻类及抱粉等均有出现 ; 3) 沉积相组合
。

边缘为冲积扇
、

河流
,

湖岸为扇三角洲
、

三角洲
、

滩坝
,

湖盆为浅湖
、

较深湖
、

深湖
。

当湖盆补给处于

饱和状态时
,

沉积一套以红色泥岩为主的漫湖相 ; 4) 湖泊相以浮游生物为主 的 生 油 母

质
,

使其干酪根类型一般为腐泥型或混合型
。

饱和烃含量较高
,

正构烷烃主峰碳数分布

在 C : 。

一C : 3 之间
,

生物标记化合物中钒
、

镍叶琳类均可出现
。

如松辽盆地青二
、

三段

出现 以C 3 。

霍烷为主
,

街烷中C Z ?

胆幽烷高于c Z 。豆幽烷的特点 〔 5
、

] 1 〕
。

干湿过渡气候型盆地沉积是我国陆相盆地常见的油气源岩类型
。

早白垄世的松辽
、

酒西盆地
,

早第三纪的渤海湾
、

苏北
、

泌阳等盆地都是干湿过渡气候盆地生油的实例
。

( 三 ) 断陷式
、

拗陷式和断拗式盆地

1
.

断陷式盆地 ( S
,

式盆地 )

盆地的形成和发育过程主要受断裂作用的制约
。

这些断裂在区域上常受更高一级的

区域应力场所控制
,

时间上常是地壳构造运动比较活跃和剧烈时期的产物
。

强烈的水平运

区动
、

垂直运动或压
、

张
、

扭的区域应力场背景
,

均可产生断陷盆地
,

但不同应力背景

形成的断陷盆地
,

其规模和形式往往有所差别
。

据构造型式的差别
,

可将断陷盆地进一步分为若干亚式
。
如据形成方式可分为双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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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堑 ) 和单断 (箕状 ) 盆地 , 据边界断裂性质可分为正断层
、

逆断层和逆掩 断 层 盆

地
。

受正断层所控制的断陷盆地多是张性应力背景产物
,

如渤海湾盆地的下辽河
、

黄弊
、

济阳等断陷
。

受逆断层所控制的断陷盆地多是压性应力背景产物
,

如库车
、

吐鲁番
、

酒

西等断陷
。

断陷盆地的断陷性质使其具独特的地貌
、

水文和沉积特点
。

它的陡侧
,

由于剥蚀区

不断上升
,

山势陡峻
,

坡大流急
,

湖盆较深
。

而缓侧则地形起伏较小
,

河流缓慢
,

湖盆

较浅
。

在环境组合上
,

陡侧常发育由粗碎屑组成的扇体沉积 (冲积扇
、

扇三角洲
、

水下

扇 ) 〔1 3 〕,

缓坡则多为河流环境
,

入湖地带常形成三角洲
。

断陷盆地湖盆水体 通 常 较

深
。

不 同断陷盆地常具不同特点
。

箕状断陷盆地
,

在地层厚度分布和沉积相上常具不对

称性
,

沉积中心和沉降中心常具明显的不一致性
。

饥饿盆地的标志是地层在纵向上为正

旋回组合
,

出现退积三角洲
,

沉积范围显著扩大
。

断陷盆地发育过程中呈现饥饿状态时

常有较厚的生油岩沉积
,

加上类型多样的砂砾岩体和高能粗结构碳酸盐岩储集体
,

使断

陷盆地在形成岩性
、

古潜山
、

断层等油气藏类型上具有得天独厚 的条件
。

下辽河
、

泌阳
、

济阳等盆地的第三系油气藏即属此成因类型
。

2
.

拗陷式盆地 ( 5
2

式盆地 )

地壳某一地区整体均匀下沉
,

构造活动相对稳定阶段所形成的盆地
。

盆地通常范围

较大
,

多叠置于不同构造单元之上
。

基底多为结晶片岩或较古老的褶皱岩系
,

也可发育

在以前的断陷盆地之上
,

边界一般无断层
,

或有断层
,

但对盆地沉积 不 起 主 控 作 用

〔1 2 〕o

拗陷盆地的拗陷性质决定了其剥蚀区具平缓起伏和沉积区较为平坦 的地貌特征
。

其

沉积动力以河流和波浪为主
,

重力流在这类盆地中相对较少
。

水体深度中等
,

‘

湖岸环境

宽广
,

湖面变动较大
。

这类盆地常有较大的河流流入
,

并形成三角洲
。

背风湖岸多为河

控三角洲
,

迎风湖岸多为浪控三角洲
,

并伴有滩坝
、

泻湖等沉积
。

古代拗陷盆地的地层厚度一般中间厚
,

边缘薄
,

沉积相展布常呈环带状
,

沉积中心

与沉降中心基本一致
。

河流
、

三角洲
、

湖岸等沉积相发育
,

沉积较稳定
,

矿物和结构成

熟度较高
。

拗陷盆地在饥饿时期
,

湖盆面积大
,

其深湖
、

半深水湖相暗色泥质岩常是很

好的生油气岩
。

河流
、

三角洲相带的砂体是良好储集层
。

有利的生储油条件有机组合常

形成较大工业性油气田
,

如大庆油田
、

长庆油田
。

晚三叠世的四川
、

鄂尔多斯盆地
,

早 白坚世的松辽
、

准噶尔盆地
,

第四纪的柴达木

盆地是较典型的拗陷盆地
。

3
.

断拗式盆地 ( 5
3

式盆地 )

断陷与拗陷两种机制联合作用所形成的
、

在构造上和沉积上具断陷与拗陷盆地过渡

特点的盆地
。

这类盆地常叠置于不同构造单元之上
,

边界常发育一条或数条断裂
,

并对

盆地沉积起一定控制作用 〔12 〕
。

据断拗盆地的构造特征
,

可将断拗盆地进一步 分 出断

凹
,

拗凹和同生凸起等次一级构造沉积单元
。

从西北地区中新生代断拗盆地看
,

断拗盆地在形成时间上往往介于构造活动期与稳

定期的过渡阶段
,

其边界条件断凹一侧常有一长期活动的断裂带
,

其基底多为柔性较大

的褶皱带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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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拗盆地的断拗性质决定了其地貌
、

水文条件和沉积特点
。

盆地断凹陡侧
,

常发育

重力流机制的扇体沉积
,

在长轴方向发育较大型三角洲
,

而拗凹缓侧则以河 流 作 用为

主
。

第三纪柴达木
、

塔里木盆地
,

三叠纪
、

早中侏罗世塔北
、

准噶尔盆地是较典型的断

拗盆地
。

这些古断拗盆地沉积厚度分布和地震反射剖面常具两凹一凸或多凹 多 凸 的 迹

象
。

沉积相展布常相应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沉积
、

沉降中心
,

拗凹的沉积与沉降中心基

本一致
,

而断凹的沉积与沉降中心位置常有差异
。

这类盆地如果 出现饥饿状态
,

则具多

生油区
、

多储集层 的特点
。

断凹陡侧的扇体沉积
,

长轴方向的三角洲砂体
,

拗凹缓侧的

河流
、

滩
、

坝砂体
,

同生凸起区的河流
、

三角洲砂体都是理想的储集层
。

同生 凸起区具

多油源
、

运移距离近
、

聚油构造形成早
、

相变迅速
、

储集层物性较好等成油条件
,

易于

形成基岩
、

构造
、

岩性
、

地层等类型油气藏
,

是找油找气值得重视的地区
。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何志亮
、

党仁珊同志的协作
,

在此表示感谢
。

收稿日期1 9 5 6年10 月 2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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