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卷 2期
2 9 9 5年 6月

沉 积 学 报

A C T A S E D IM E N T O LO G IC A S IN IC A

V
.

1 3 N
.

2

Ju n
.

1 9 9 5

中国主要沉积盆地分类
`

彭作林 郑建京 黄华芳 刘子贵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兰州 7 3。 。。 0)

提 要 该文主要从沉积盆地的结构上进行盆地分类
,

共分为三类八型
。

它们是
:

地堑一拗陷类
,

包括

一元
、

二元以及多元结构三型
;
隆凹一拗陷类

,

包括一元
、

二元以及多元结构三型
,

克拉通拗陷类包括间断型和

继承型
。

由于沉积盆地类型不同
,

其含气优劣程度各异
。

这种盆地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关键词 含气盆地 地堑一 拗陷 隆凹 拗陷 克拉通拗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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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分类研究不仅涉及到人们对其大地构造属性的认识
,

而且关系着对盆地含油气前景

的评价 (朱夏
,

1 98 3 )
。

所以
,

长期以来
,

成为油气地学工作者讨论的重要话题
,

盆地分类的文章

不胜枚举
。

但仔细分析大量论著
,

涉及盆地大地构造性质及大地构造位置者居多
,

真正从盆地

内部结构
,

也就是从演化过程中构造应力场突变方面论述的文章少
。

本文拟以盆地结构上的变

化来分析它与大中气田赋存的关系
,

从而进行实用性分类
。

该项研究使作者深深认识到它是当

前含气盆地研究上一个很重要课题
,

也可以说它是认识大中气田分布规律的一把钥匙
,

很值得

深入研究
。

1 板内盆地形成的控制因素

板内盆地是指中国大陆在二叠纪末
,

大洋板块消失
,

大陆板块全部转为陆相沉积后的重要

构造类型 (任纪舜
,

1 98 0 )
。

它包括与克拉通有关盆地
;
与裂谷带有关盆地

;
与挤压带有关盆地

。

它们的形成受以下几种大地构造因素所控制
:

l) 受走滑断裂活动影响
。

中国东部邦庐大断裂在

中生代的左旋扭动而新生代转为右旋扭动 (张文佑
,

1 98 1 )
,

对中国东部克拉通基础上形成的裂

谷盆地
,

如渤海湾盆地
、

苏北盆地
、

南阳盆地等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

而 中国西部阿尔金

山走滑大断裂在中生代为右旋
,

新生代转为左旋
,

对柴达木
、

酒西
、

花海以及塔里木盆地分割性

断陷的形成亦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

2) 地慢垫影响
。

新生代始
,

太平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方

向改变以来
,

除在东亚大陆边缘形成
一

系列大陆边缘盆地外
,

大陆深层地慢亦呈局部上 升状

态
,

迫使地壳减薄
,

表层引张应力加强
,

从而在中国东部 出现裂谷式断陷 (王尚文
,

1 9 8 3 )
,

大部

叠加在郊庐大断裂扭动形成盆地基础之上
,

部分 为新生断陷盆地
。

这种裂谷式断陷盆地特点在

于
,

以鲁东隆起 (地垒 ) 为中心 (杨祖序
,

1 98 9 )
,

以北均为北断南超
、

北陡南缓的凹陷
,

以南均为

南断北超
、

南陡北缓的凹陷
,

两者呈对称箕状
。

中国西部诸盆地深层地慢虽然不像中国东部形

成
“

垫
” ,

但大部分盆地却都位于地慢隆起或斜坡带上
。

它们对于形成盆地初期断陷
,

肯定有一

本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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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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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促进作用
。

) 3晚第三纪末期印度板块北推
、

碰撞对中国西北部地区陆相沉积盆地形成起了一

定的控制作用
。

中新生代欧亚板块除在西藏地区曾有过几次裂陷
,

形成特提斯大洋外
,

印度板

块每年以 5
.

8士 0
.

6 c m ( m i n t e n a n d J
o r d a n )速度向北推进 ( A

.

M
.

C 森格
,

1 9 9 2 )
,

上新世时已和

欧亚板块相碰
,

使阿尔金断裂带位移量为 3
.

0士 2
.

oc m /年速度
。

这种远距离效应影响着西北地

区已有断裂呈两种扭动方式
,

阿尔金山大断裂以南到青藏板块一系列北西西 向大断裂呈左旋

扭动
,

形成昆仑
、

秦岭
、

祁连等扭动造山带的强烈上升和其间柴达木
、

酒西等盆地挤压下陷
。

阿

尔金山大断裂以北的北西向断裂系
,

均以右旋扭动为特点
,

以新疆最为典型
,

形成扭动的天 山

造山带
、

甘肃北山造山带
、

阿尔金山等造山带的再次强烈上升以及塔里木
、

准噶尔
、

吐一哈等前

陆盆地
、

山间盆地的挤压断裂下陷 (彭作林
,

1 9 9 1 )
。

4) 中国中部的鄂尔多斯
、

四川盆地均为早元

古代稳定了的古地台
,

仅受上述三方面应力交汇作用影响
,

故其盆地性质仍然保持稳定克拉通

边缘拗陷性质
,

沉积速率较小
,

沉积盖层厚度较薄
,

但却长期处于继承性拗陷状态
。

2 沉积盆地分类原则

关于沉积盆地分类历年来发表过不少有益看法
,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

一种是 以 B al
-

ly ( 1 9 7 5) 为代表的看法
,

认为中国盆地既不能归入与俯冲带有关
,

也不能归入与扩张或转换断

层有关
,

而是具有独 自特点的
“

中国式盆地
” 。

另一种是以许靖华为代表的分类
,

他把中国西部

三大盆地全部归为残余弧后盆地
。

第三种分类是以中国学者罗志立
、

张凯为代表
,

以中国实际

资料出发
,

提出中国东部以渤海湾盆地为代表的裂谷型盆地
,

西部以塔里木
、

准噶尔
、

柴达木为

代表的挤压性盆地
,

中部以鄂尔多斯
、

四川为代表的克拉通盆地
。

表 1 中国主要沉积盆地结构分类

T
a b l e 1 T h

e s t r u e t u r a
l

e
l
a s s i fi e a t io n o f e

h i e
f

s e d im e n t a r y b a s in s in
C h in a

舞舞舞
特 征征 盆 地 名 称称

地地地 一兀兀 断陷型长条形态
.

多为单一时代 下陷
,,

洞庭湖地堑
,

海拉尔断陷
,,

堑堑堑堑 沉积粗
,

沉积厚
,

旋回性不 明显
。。

依兰伊通断陷
,

山西地堑系
。。

}}}}}}}}}}}}}}}}}}}}}}}}}}}}}}}}}}}}}}}}}}}}}}}}}}}}}}}}}}}}}}}}}}}}}}}}}}}}}}}}}}}}}}}}}}}}}}}}}}}}}}}拗拗拗 二元元 下部地堑 上部拗陷
,

平面面 松辽盆地
,

酒西盆地
,

珠江 口盆地
,

北部湾盆地
。。

陷陷陷陷 上断拗结合
,

剖面上断拗转化
。。。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多多多元元 为地堑一拗陷一地堑一拗陷的双层二元结构

。

上层层 渤海湾盆地
。。

结结结结构现在看的清楚
,

而下层结构经改造不清
。。。

断断块块 一兀兀 挤压拗陷型
,

沉积粒度细
,

分选性好
,,

百色盆地
、

楚雄盆地
、

都阳湖盆地等
。。

隆隆凹凹凹 有一定旋回性
,

多具生油能力
。。。

拗拗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

型型型 二元元 下部为断块隆凹
,

上部转为大范围拗陷
,,

准噶尔盆地
,

柴达木盆地
,

吐哈盆地
。。

拗拗拗拗陷中心由多个转为单一拗陷与沉积中心统一
。。。

多多多元元 属拗陷一断块隆凹一拗陷型
,

即古生代盖层层 塔里木盆地
。。

基基基基础上三叠一早第三纪隆凹
,

晚第三纪拗陷
。。。

克克拉拉 拗陷陷 长期拗陷型
,

但沉积厚度不大
,

且剥蚀层位多
,,

四川盆地
,

鄂尔多斯盆地
。。

通通 型型 型型 多大型局部构造及古隆起
。。。

作者认为沉积盆地分类既要考虑盆地所在大地构造位置
,

更应注意盆地演化过程构造运

动性质及应力场变化
,

找出对盆地发展演化具有质变的构造运动界线
,

并尽可能把二者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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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的分类
,

才是最完整的原则
。

也就是说
,

既要从现有大地构造类型上分 出张性或压性盆

地
,

更要着眼于盆地演化上的一元结构还是二元结构
,

甚至多元结构
。

因为结构不同
,

无论对油

气的生储盖
,

还是圈运聚都会有很大差别
。

既是同为一元结构
,

断陷与拗陷的含油气情况差别

亦较大
。

何况一元结构盆地次级构造单元是含油或含气都有一定规律可循
。

另外
,

按 M
.

w
.

L e i g nt o n
研究

,

世界上 8 个典型克拉通盆地也有一元和二元结构的差别
。

北美的威利斯顿盆地
、

赫德孙盆地及 巴拉纳盆地均为一元结构
,

而 巴黎盆地
、

波罗的盆地却为

二元结构
,

它们底部存在裂谷发育期
。

以结构上研究盆地类型对油气的形成有实践上的重要

性
。

据此分类原则
,

笔者将中国沉积盆地做如表 1 的分类
。

考虑到与国外主要含油气盆地的分

类统一性接轨
,

故也对国外大气 田所在盆地进行 了结构分类
,

以兹利于对 比性研究
。

(表 1
、

表

2 )

表 2 国外大气田所在盆地类型表

T
a b l e 2 T y p e s o f t h

e b a s in s i n w h ie
h t h

e o v e r s e a s g i a n t g a s
f i

e ld s a r e l o e a t e
d

盆盆地地 盆地名称称 盆地面积积 大气田数数 主要地层层 原始可采储量量

类类型型型 ( 10 4 k m 2 ))) (个 ))))) ( 10 8 m 3 )))

地地地
·

西西伯利亚亚 2 3 000 2 000 中新生界界 2 3 6 6 5 000

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堑

………
北海海 6 6

.

222 999 古中新生界界 3 2 7 6 000

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

陷陷陷 波斯湾湾 2 5 6
.

555 l 666 古中新生界界 1 5 0 6 6 666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伏伏伏尔加一乌拉尔尔 6 999 lll 古生界界 1 7 7 9 888

第第第聂伯一顿涅 茨茨 777 333 古生界界 9 7 0 999

安安安加拉 ~ 勒拿拿 6000 222 元古
、

古生界界 2 4 2 111

库库库克湾湾 3一 888 lll 新生界界 1 4 0 000

红红红海海 3一 222 lll 新生界界 1 0 2 000

墨墨墨西哥湾湾 1 5 3
.

999 l 000 中新生界界 1 60 6 888

塔塔塔腊纳基基 8
.

222 111 中新生界界 1 4 3444

卡卡卡纳尔文文 2 999 111 中新生界界 1 4 8 444

断断断 蒂曼一伯朝拉拉 3 555 222 古生界界 5 0 6 333

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
北非伊利兹兹 2 666 222 古中新生界界 2 3 2 000

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抑
陷陷陷 卡拉库姆姆 4 222 l 555 中新生界界 3 4 0 1 111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西西西内盆地地 7 3
。

444 222 古生界界 3 2 8 3 666

二二二叠盆地地 3 777 444 古生界界 7 9 7 333

3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分类

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可划分为三类八种结构
。

三类包括裂谷类或张扭类盆地
、

压性或压扭

性盆地以及克拉通盆地
。

前二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一元
、

二元以及多元三型结构
,

后者则可分

为继承性拗陷与间断拗陷两种结构
。

3
.

1 地堑一拗陷转化型盆地

主要指地壳先期受基底隆起或区域张扭力作用而产生的地堑一地垒构造
,

后由于应力场

转化而形成全面拗陷
。

前者盆地沉积呈现多中心状态
,

后者转化为单一中心
。

这里所指应力场

转化实际指的是地慢上升拱起及其以后收缩下降的转化过程
。

3
.

1
.

1 一元结构

属断陷型盆地
,

一般具有窄而长的条形形态
,

多数为单一时代的断陷沉积
。

沉积物粗而厚
,



2 期 彭作林等
:

中国主要沉积盆地分类 15 3

旋回性及韵律性均较差
,

火山活动多
,

形变不甚明显
,

岩石胶结及分选程度亦差
。

如图 1所示
,

洞庭湖地堑 ( K
.

E )
、

海拉尔断陷 (J
3
)

、

依兰伊通断陷 ( E )
,

这些地堑型断陷
,

至今未见到工业油

气流
。

妥
一几

E
_ ~ 尹 尸尹

E

~ ~ ~

K

飞。 !

—
常挑拍陷

目平溯

—一一州凸起 l

—
,

—
~ 一 玩江凹陷 一

—
叫

一一日
麻河 口

凸起

/

卜
.

— 湘阴地堑

引{-ùōō

旧桥凹陷

遥尔乌

溯尔贝凹陷.尔肖隆起
扎资诺尔凹陷

ōō枷ōōō

a
.

洞庭湖盆地地堑 型一元结构图 b
.

海拉尔盆地断陷型一元结构图
。

.

依兰伊通盆地断陷型一元结构图

图 1 地堑一拗陷转化型盆地一元结构图 (据石油总公司图册 )

F ig
.

1 T h
e u n i t a r y s t r u e t u r e m a p o f g r a

b
e n 一

d
o

w
n w a p e

b
a s i n s

3
.

1
.

2 二元结构

属地堑一拗陷转化型盆地
。

一般盆地面积较大
,

沉积较厚
,

生储盖条件优越
,

局部构造发

育
,

聚集条件多种多样
。

在演化上盆地下部为地堑地垒结构
,

上部转化为拗陷沉积
。

平面属于

断拗结合
,

垂 向上属断拗转化
。

该类型生储盖组合 由于受下部地堑地垒结构影响
,

一般地堑部

分沉积厚
,

沉积粒度细
,

含有机质丰富
,

有利于生油
。

地垒部分沉积厚度小
,

沉积粒度粗
,

储层发

育
,

孔渗条件好
,

具有 良好储盖组合
,

聚集条件优越
。

地堑地垒二者结合
,

有利于形成大型油田

或气 田
。

我国东北的松辽盆地
,

西北的酒西盆地以及南海北部的珠江 口 盆地
、

北部湾盆地 ( 图

2) 和江汉盆地
、

苏北盆地
、

南襄盆地均属二元结构类型
。

3
.

1
.

3 多元结构

属地堑一拗陷一地堑一拗陷型
,

即盆地在元古界基底之上
,

始生代和古生代由裂谷一地台

型盖层
,

中新生界下部为地堑型结构
,

新生代晚期转化为拗陷型统一下陷沉积的双 层二元结

构
。

这种类型结构有利于形成多源多类型复合油气藏群
,

是至今国内大型油气 田赋存的最重要

盆地结构类型
。

渤海湾盆地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代表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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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及钙碱性火山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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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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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
、

砂岩
、

砾岩

4
.

始新代及震旦纪断裂 5
.

示意剖面图编号 6 始生代最下沉积区

7
.

20 一始生代 Z一震旦系 8
.

待定始生界沉积边界 9
.

待定的震旦纪沉积区

图 3 多元结构盆地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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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断块隆凹一拗陷转化型盆地

主要指盆地演化过程由初期半裂谷式构造应力场或压扭性构造应力场转化为后期挤压拗

陷应力场所形成的一元或多元结构的沉积盆地
。

3
.

2
.

1 一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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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挤压拗陷型
,

垂 向上无应力场转化
,

从上到下只有一种挤压应力场
。

沉积中心与拗陷中

心一致
。

一般沉积粒度较细
,

分选性好
,

有一定的旋 回性及韵律性
,

且具有生油能力
,

如百色盆

地 ( R )
、

楚雄盆地 ( P m )
、

都阳湖盆地 ( K )等 (图 4 )
。

3
.

2
.

2 二元结构

属断块隆凹一挤压拗陷沉积盆地
。

即盆地下部为断块的隆起和凹陷
,

应力场有一定的方向

性
。

有些盆地这种断块一凹陷的断块实则为裂谷过程
,

如塔里木盆地的二叠纪
。

上部转化统一

拗陷中心的拗陷
,

构造应力场与前者方向不一
,

多为区域不整合
。

二元结构盆地的应力场变化

反映了盆地演化史的重大变化
。

纵阅国内外油气田的盆地资料
,

这种结构大油气田最多
,

实 由

于此种结构属于成油气组合好的类型
,

有利于形成大油气 田
。

如准噶尔盆地
、

柴达木盆地
、

吐哈

盆地 (图 5 )
,

国外俄罗斯的蒂曼一伯朝拉盆地
、

中亚卡拉库木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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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隆凹一拗陷型一元结构盆地 (据石油总公司图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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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结构

属拗陷一断块隆凹一拗陷型
。

主要指我国塔里木盆地
,

它的发展演化可划分三大阶段
。

a)

稳定克拉通拗陷阶段
。

主要指震旦纪至 二叠纪发展演化过程
,

盆地除东南于田一且末一若羌北

东向隆起带 以及北部库尔勒一阿克苏东西向隆起带未接受沉积外
,

盆地广大地区均处于稳定

拗陷阶段
,

早古生代拗陷中心在库尔勒一满加尔一带
,

沉积最厚达 s 0 0 0 m
。

应该指出震旦纪时

库鲁克塔克拗陷可能具有拗拉谷性质
。

上古生代拗陷中心在柯坪一阿瓦提及叶城一带
,

沉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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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 (据青海石油局资料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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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哈盆地 (据吐哈石油勘探指挥部资料 )

图 5 隆凹一拗陷盆地二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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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可达 s 0 0 0 m
,

二叠纪时盆地可能属裂陷期
,

有大量火山喷出
。

b) 中生代一早第三纪断块隆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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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

此时最大特点在于盆地东北大部分处于拗中凹状态
,

即在大的拗陷背景下又有许多

局部断块的凹陷与隆起
。

盆地西南大部处于隆中凹状态
,

即在大的隆起背景上
,

出现局部断陷
。

目前了解在靠近昆仑山前局部断陷有 7一 8 个之多
。

不论是拗中凹还是隆 中凹都是在印支运动

和燕 山运动影响下
,

由于周 围山系不断发生断块隆升而发生的
。 。 )盆地统一拗陷阶段

。

晚第三

纪中新世开始 (周志毅
,

1 99 0 )
,

盆地受印支板块北推碰撞远距离效应影响
,

周围山系再次强烈

上升
,

致使盆地局部断块隆起凹陷转化为整体统一下陷
。

盆地最大拗陷中心在昆仑山前
,

沉积

厚 9 0 0 0 m
,

巴楚隆起沉积最薄仅厚 5 0 o m
,

阿克苏之南有一局部凹陷中心
,

沉积厚 6 0 0 o m
。

.3 3 克拉通盆地

属继承性和间歇性拗陷型盆地
。

其发展演化过程构造应力场多数无大的变化
,

但也有属于

二元结构
。

此类型盆地尽管沉积厚度不大
,

但海陆相齐全
。

古生代以海相为主
,

中生代以陆相

为主
。

拗陷中心虽有旋转扭动
,

但其最大沉积幅度和沉积速率均较小
,

而且在漫长历史中对形

成烃源岩
、

储集层
、

圈闭等都有最佳匹配
,

为晚期油气创造了 良好条件
,

有利于大中气田形成
。

如鄂尔多斯间歇型盆地和四 川继承型盆地即属此类 (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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