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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含气盆地构造动力学类型
与天然气地质条件

①

黄华芳 刘子贵 周晓峰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兰州 3 70 。。0 )

摘 要 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
,

遵循盆地构造动力学类型分析的理想模式和地质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

将我国

主要含气盆地划分为 6 类 9 型 15 种
,

并系统分析了各类盆地的天然气地质条件
。

认为在中国东部边缘海裂谷盆

地具有形成大中型气田的优越地质条件
,

陆内裂谷盆地可寻找 由中小型气 田连片而成的大中型气区
;

在中国西

部
,

寻找大中型气田的重要领域是克拉通转化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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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标识码 A

含气盆地是大中型气田赖以赋存的地质基础
。

中国含气盆地类型众多
,

具有构造动力学环境复杂
、

形成演化历史漫长
、

后期改造强烈等突出特点
〔1〕 。

不

同类型的盆地
,

形成大中型气田的地质条件存在极

大差异
。

有关盆地类型 的研究
,

许多学者
〔2一 6〕
从盆地几

何形态
、

结构
、

基底类型
、

构造旋回
、

构造位置
、

力学

性质
、

成因机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

积累了

丰厚的成果和资料
。

本文拟从构造动力学角度
,

进行含气盆地类型

研究
,

旨在分析不同地质时期盆地的构造动力学环

境及演化特征
,

从而探讨油气分布规律
。

色
;
实际应用上应体现不同类型盆地间的差异性和

同类型盆地间的可比性
,

以利于天然气资源 的寻找

和勘探
。

1 盆地构造动力学类型划分原则

针对中国含气盆地的突出特点
,

进行盆地构造

动力学类型研究时
,

本文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1 ) 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
,

将盆地研究的理

想模式与地质实际相结合
。

(2 ) 充分考虑盆地形成演化的构造动 力学环

境
、

构造位置
、

基底类型
、

边界条件
、

结构构造
、

沉积

体系特征和构造转化形式等因素
。

(3 ) 理论上要体现盆地的动力学实质
,

有关术

语
、

概念与国际规范接轨
,

同时又体现中国的地质特

2 盆地类型与天然气地质条件

依据上述原则
,

可将中国主要含气盆地形成的

构造动力学环境分为两种
,

即裂谷化 (拉张或走滑一

拉张 )环境和造山 (挤压或走滑一挤压 )环境
,

盆地类

型可分为 6 类
、

9 型
、

1 5 种 (表 1 )
。

2
.

1 裂谷化 (拉张或走滑一拉张 )环境

2
.

1
.

1 与地壳拉张
、

地慢上隆
、

地壳伸展减薄和裂

陷 (沉降 )机制有关的盆地类

( 1) 大陆内部裂陷 (沉降 )型

克拉通沉降盆地 指前震旦纪古老结晶基底之

上
,

由早古生代大陆裂解形成的盆地 (图 1 )
。

F i g

图 1 克拉通沉降盆地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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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盆地形成于塔里木
、

华北
、

华南等古老大陆

板块内部 (表 1 )
。

早期的地壳伸展
、

减薄
、

裂陷作用
,

使盆地多发育地堑一地垒
、

伸展断层等拉张型构造
;

后期的热收缩及沉积载荷作用引起盆地整体沉降
,

沉积层平缓
,

构造不发育
。

由于地壳的初始伸展
、

减薄及后续的裂陷
、

沉

降
,

使克拉通沉降盆地拥有广阔的陆表海一浅海沉

积环境
;
又由于其结晶基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未遭

到彻底破坏
,

因而接受了大范围的碳酸盐岩及较稳

定的陆源碎屑岩沉积
。

富含有机质的海相沉积
,

为大中型气田的形成

奠定了物质基础 ;盆地较高的热流值和地温梯度
,

利

于有机质转化 ; 隆
、

拗相间的构造格局为天然气运

移
、

聚集创造了良好条件 ;较稳定的构造环境利于天

然气保存的
。

因此
,

克拉通沉降盆地是海相天然气资

源寻找的有利地区之一
。

(2 )陆内扩张型

拗拉谷盆地 指三叉裂谷系中废弃的伸人大陆

板块内部的一支死亡谷
。

如早古生代的贺兰山拗拉

谷
,

晚古生代的博格达拗拉谷等
。

初始的地壳拉张减薄
、

裂陷和慢隆作用
,

使拗拉

谷盆地总体呈地堑形态
,

张性断层发育
;
随裂谷系发

展
,

盆地失去地慢柱支持
,

开始热收缩沉降
,

由断陷

型演变为拗陷型
。

拗拉谷盆地发育早期
,

有火山岩
、

陆源碎屑岩和

碳酸盐岩沉积
,

沉积物特征与克拉通沉降盆地类似
,

但厚度要大得多
;
晚期

,

受造山作用影响
,

盆地遭到

强烈破坏
,

发生褶皱
、

冲断
,

最后成为造山带的一部

分
。

( 3) 大陆边缘裂陷 (沉降 )型

被动陆缘盆地 位于稳定的离散型大陆边缘
,

基底为陆壳或过渡壳
,

形态以向海洋 (或裂谷 )中心

区倾斜为特征
,

沉积体呈向洋一侧加厚的楔形 (表

1
,

图 2 )
。

由于被动陆缘盆地要经过大陆裂谷阶段至大洋

阶段的长期演化
,

因而盆地沉积物类型较为复杂
,

但

表 1 中国主要含气盆地构造动力学类型

T a b l e
.

1 T h e d y n a m ie e l as s i f i ca t io n o f ga
s 一 b e a r i n g b as in s i n C h i n a

动动力学学 盆地类型型 盆地结构构 典型盆地地 发育时代代
环环 境境境境境境

裂裂裂
窿墟葬髯麟麦麦

大陆内部部 克拉通沉降盆地地 底部 断 陷
,

上 部 拗 陷
,

具具 阿瓦提
、

满加尔断 (拗 )陷
、

大大 P z zzz

谷谷谷
蠢墓

、

“ 降有关的盆盆 裂陷型型型 A n Z 基底底 华北盆地
、

四川盆地地地

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拉拉拉拉 陆内内 拗拉谷盆地地 对称或不对称其状断陷
,

具具 贺兰山拗拉谷谷谷
张张张张 扩张型型型 A n Z 基底或摺皱基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或或或或或或或 博格达拗拉谷谷 P z ZZZ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滑滑滑滑 陆缘裂陷陷 被动陆缘盆地地 向洋 侧倾斜
,

有或无 A n ZZZ 库车一柯坪
、

柴达木北缘
、

准准 P z iii

纽纽纽纽 (沉降) 型型型 基底底 噶尔南缘和西北缘
、

河西走廊廊廊

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

环环环 与弧后扩张
、

慢隆
、、

弧后后 陆内裂谷盆地地 对称或不对称算状断陷
,

向向 松辽
、

苏北
、

渤海湾
、

江汉
、

洞洞 M z一 K zzz

境境境 地壳减薄裂陷
、

沉降降 扩张型型型 上拗陷陷 庭湖等盆地地地

有有有关的盆地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陆陆陆陆陆缘海裂谷盆地地 不对称断陷
、

拗陷陷 黄海
、

东海
、

南海等盆地地 K zzz

与与与走滑拉张
,

地壳减减 走滑滑 走滑拉分盆地地 不对称箕状单边断陷陷 费尔干纳
、

依兰一伊通通 M zzz

薄薄薄沉降有关盆地类类 拉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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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汾汾汾汾汾汾渭地堑系系 K zzz

造造造 与板块俯冲
、

碰撞
、、

前陆陆 周缘前陆盆地地 向造山带一侧倾斜
,

沉积中中 拜城一库车
、

柴北缘盆地地 P z ZZZ

山山山 挤压造山机制有关关 盆地型型型 心偏向造山带前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挤挤挤 的盆地类类类类类 准噶尔南缘玛纳斯一昌吉盆地地地

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

或或或或或 弧后前陆盆地地 向造山带一侧倾斜
,

沉积中中 河西走廊盆地群
,

准噶尔西北缘缘 P z i
末末

走走走走走走
J

合偏向造山带前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缘滑滑滑滑滑滑滑 塔里木叶城一和田一带带 P z Z一 M zzz

}}}}}}}}}}}}}}}}}}}}}}}}}}}}}}}}}}}}}}}}}}}}}}}}}}}}}}}}}}}}}}}}}}}}}}}}}}}}}}}}}}}}}}}}}}}}}}}}}

挤挤挤挤挤 冲断前陆盆地地 向造山带一侧倾斜
,

沉积中中 中西部诸造山带边缘的冲断推推 M z一 K zzz

压压压压压压 心偏向造山带前缘缘 覆构造前渊盆地地地

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环

境境境境 造山带内内 山间地块盆地地 下断上拗不对称称 伊犁
、

吐一哈盆地地 P z Z一 K zzz

盆盆盆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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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山山山山间拗陷盆地地 不对称挠曲曲 民和

、

焉誉
、

三塘湖等等 M z一 K zzz

山山山山山间断陷盆地地 不对称箕状状 兰坪一思茅
.

楚雄盆地地 M z 一 K zzz

与与与走 滑一挤压 造 山山 走滑一挤压压 走滑一挤压压 不对称拗陷型式式 百色盆地地 K zzz

机机机制有关盆地类类 盆地型型 拗陷盆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塔塔塔塔塔塔塔西南拗陷陷
】〕 ~

_
1 , ~~~

晋晋晋晋晋晋晋陕雁列盆地地
f 乙 2— 川主乙乙

走走走走走滑一挤压冲冲 不对称拗陷型式式 柴达木西
、

塔东南拗陷陷 M 名一 K zzz

断断断断断前陆盆地地地地地

克克克拉通转化盆地类类 克拉通转化化 克拉通转化盆地地 具古老结晶基底
,

盆地结构构 塔里木
、

准噶尔
、

鄂尔多斯
、

四川川 P z Z一 K zzz

盆盆盆盆地型型型 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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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含气盆地构造动力学类型与天然气地质条件

主体以富含生物有机质的海相陆源碎屑岩
、

碳酸盐

岩为主
。

这些富含有机质的海相地层是天然气形成

和赋存的地质基础
〔4 〕 。

被动陆缘盆地

东海厚达万米
,

南海厚达 25 0 00 m )
、

盆地面积 广

(黄海宽 10 0 多千米
、

长 3 00 多千米
,

东海
、

南海均

宽 2 00 多千米
、

长 1 0 00 多千米 )
,

热流值和地温梯

度高
,

存在大中型气田赖以形成
、

赋存的物质基础和

地质条件
,

是寻找大中型气田的广阔领域
。

图 2 被动陆缘盆地结构示意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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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n t in e n t a l m a r g in b a s in

随着后期洋盆的收缩
、

关闭和碰撞造山作用的

发生
,

被动陆缘盆地处于造山带边缘前陆位置
,

并被

新的盆地类型— 前陆盆地所叠加
。

可见
,

被动陆缘盆地中有着良好的天然气形成

的物质基础和赋存的地质条件
。

虽然后期受到构造

活动的改造
,

部分天然气可能通过断裂或其它通道

散失或运移到上部圈闭中储存
,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

天然气资源仍被埋藏于深部
。

因而被动陆缘盆地应

作为今后勘探研究的重点之一
。

2
.

1
.

2 与弧后扩张
、

地慢上隆
、

地壳减薄
、

裂陷 (沉

降 )机制有关的盆地类

这类盆地主要是指我 国东部的中
、

新生代裂谷

盆地
。

盆地的形成与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俯冲引

起的弧后扩张作用有关
。

弧后扩张型

陆内裂谷盆地 主要指松辽
、

渤海湾
、

苏北
、

江

汉
、

洞庭湖等盆地 (表 1 )
。

盆地中发育的中
、

新生代

富含有机质的湖沼相含煤层系
、

泥质岩系等为油气

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
,

较高的热流利于有机质转化
,

特殊类型的沉积岩系 (冲积
、

洪积
、

浊积岩系
、

蒸发岩

等 )构成了良好的储盖组合
,

堑一垒构造及张性断裂

为油气提供了运移通道和保存场所
。

因此
,

盆地中具

备较好的天然气形成分布条件 (图 3 )
。

然而
,

由于这种盆地分割性强
、

发育历史较短
,

因此
,

在盆地的中
、

新生代地层中可寻找到小而肥的

气田
,

寻找大中型气田较困难
。

陆缘海裂谷盆地 指在中国东部大陆边缘分布

的东海
、

黄海
、

珠江 口
、

南海等盆地 (表 1 )
。

其形成的

主要动力学机制是弧后地慢上隆
、

地壳拉张减薄
、

裂

陷作用 (图 4)
。

盆地内新生界沉积厚度大 (黄海厚达 6 o 00 m
,

图 3 陆内裂谷盆地结构示意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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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弧

宙J扮尸

图 4 中国东部陆缘海裂谷盆地构造示意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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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3 与走滑一拉张
、

地壳减薄
、

沉降机制有关的

盆地类

走滑一拉分盆地 这种盆地是在板块之间或板

块内部构造薄弱带的侧向运动中形成
,

在我国发育

极为普遍
,

有的为单一盆地 (如依兰一伊通盆地 )
,

有

的为呈雁行状排列的盆地群 (如汾渭地堑系 ) 〔。
。

部分走滑一拉分盆地 (如依兰一伊通 )在湖盆发

育阶段接受的富含有机质的泥质岩和砂岩沉积
,

为

天然气的形成和赋存提供了物质基础
。

但受盆地范

围所限
,

形成大中型气田的希望不大
。

2
.

2 造山 (挤压或走滑一挤压 )环境

2
.

2
.

1 与板块俯冲
、

碰撞
、

挤压造山机制有关的盆

地类

(1 )前陆盆地型

所谓前陆盆地是指分布在前陆冲断带靠克拉通

一侧
、

与造山带走向平行延伸的挠曲盆地
。

盆地基底

向造山带方向倾斜加深
、

沉积物向造山带方向加厚
,

并且随着造山带及边缘冲断带构造的发展盆地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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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向盆地腹部方向迁移
。

弧后前陆盆地 形成于洋壳俯冲过程中
,

并在

后期造山环境中得到发展
,

特征是其边缘前陆冲断

带与岩浆弧相毗邻 ( 图 5
,

表 1 )
。

弧 后前
陆盆地

藻
缘前陆盆地气克拉通

今刁 \ 介
一一生 / 、 J尹

转化盆地 )

胜立全之二三曰仅
岩石圈
` ` J

.

~

A

走滑挤 压造山带

走滑挤 压盆地

二
2

』
态

蓬黔
图 5 造山型盆地构造位置示意图

岩浆弧
; 2

.

蛇绿岩
、

蛇绿混杂岩
; 3

.

沉积场所

T h e t e e t o n ie
l

o e a t i o n o
f t h

e o r o g e n ie 一 t y P e b a s in

周缘前陆盆地 形成于大陆碰撞阶段并在此后

的造山环境中发展演化
,

特点是冲断带与缝合带为

邻 (图 5
,

表 i )
。

上述二种前陆盆地发育时期
,

沉积了来 自于造

山带的冲积一洪积相粗碎屑岩
、

河湖沼泽相含煤岩

系和砂泥岩等地层
,

具有天然气形成和赋存的地质

条件
,

因而可有陆相气田的形成川
。

此外
,

它们的构造发展也为深埋于其下的早古

生代被动陆缘盆地形成的天然气提供了运移通道和

赋存条件
,

因而
,

还可寻找到古生新储的天然气藏
。

冲断前陆盆地 主要形成于中
、

新生代
。

特点是

冲断带既与岩浆弧无成生联系
,

也与碰撞缝合带发

育无关
,

是造山带后期发展阶段的产物
。

在我国中
、

西部地 区几乎每个造山带边缘都有

冲断带和冲断前陆盆地分布 (表 1 )
。

它们的形成与

中
、

新生代以来特提斯海演化及印度板块与欧亚板

块碰撞产生的挤压构造环境有关
。

冲断前陆盆地中广泛接受的是陆相冲积
、

洪积

等粗大碎屑物质堆积以及河流湖泊环境下的砂泥岩

沉积
,

部分夹有干旱
、

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含膏

盐层
。

因此
,

冲断前陆盆地发展阶段不具备形成大中

型气田的地质条件
,

但也不能否认它有较好的天然

气储存圈闭
,

可以捕获通过断裂或其它通道运移而

来的深部天然气资源
。

( 2) 造山带内盆地型

在造山过程中
,

由于造山带内微型块体的相对

沉陷
、

不均一地质体的差异拗陷以及纵向拉伸引起

断陷等
,

形成了常见的三种盆地型式
:

山间地块盆

地
、

山间拗陷盆地和 山间断陷盆地
。

山间地块盆地 这种盆地发育在较稳定的中间

(或微型 ) 地块之上
,

大都经历了断陷盆地
、

不对称挠

曲盆地
、

冲断前陆盆地等发展阶段
。

如我国西部较典

型的伊犁盆地
、

吐一 哈盆地
,

它们均是发育于天山造

山带内的山间地块盆地
。

在整个盆地发育历史时期
,

尤其是晚二叠世一侏罗纪的挠曲盆地阶段接受了内

陆河湖沼泽相富含有机质的泥质岩类
、

含煤岩系等

地层
,

具有一定的油气资源潜力
,

是寻找陆相油气的

有利区域明
;
但是由于此类盆地范围有限

,

油气资源

量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

山间拗陷盆地 在造山及其后 (特别是中
、

新生

代 )的挤压环境中形成
,

以褶皱带为基底
,

范围较小
结构构造复杂

,

分割性强
。

虽然部分盆地中有中生代

含煤岩系等富含有机质的地层沉积
,

但一方面烃源

岩容量有限
,

另一方面构造活动性强
,

因而可形成中

小型气田
。

如天山造山带内的焉首盆地
、

阿尔泰山与

天山交汇部位的三塘湖盆地
、

祁连造山带内的民和

盆地等
。

山间断陷盆地 在我国许多造山带内几乎都有

山间断陷盆地发育
,

它们的形成虽然也与造山环境

有关
,

但其动力学机制却较为复杂
。

这种盆地可以是

造山带顶部引张条件下的重力塌 陷作用所致
,

也可

以由造山过程中垂直于区域挤压应力的拉张作用形

成
;
前者盆地走向大致同于造山带

,

后者走向则垂直

造山带
。

在祁连山
、

秦岭
、

天山等诸造山带中均有小

型断陷盆地发育
,

这种盆地天然气资源潜力较差
。

2
.

2
.

2 与走滑一挤压造山机制有关的盆地类

依据盆地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及发育历史
,

可

以区别出两种情况
:

(1 ) 形成于走滑一挤压造山环境
,

并在此种环

境中得以发展
。

这种盆地多位于走滑一挤压造山带

内部或两侧冲断带前缘
,

盆地类型主要为走滑一挤

压拗陷盆地和走滑一挤压冲断前陆盆地 (表 1 )
。

盆

地几何形态呈不对称挠曲特征
,

内部构造走向多与

造山带或边界断裂带斜交
。

(2 ) 早期形成于板块俯冲一碰撞
、

挤压构造环

境中的盆地
,

在后期走滑一挤压造山环境中得到了

改造
,

其力学性质
、

构造组合类型
、

边界条件等均发

生了较大变化
。

如准噶尔东北部拗陷和西北部拗陷

的形成分别与古生代东
、

西准噶尔地区多次出现的

ù一勺

]
一g一甲一一F



堵刊 黄华芳等
:

中国主要含气盆地构造动力学类型与天然气地质条件 80 9

俯冲一碰撞
、

挤压造 山环境有关
,

但随着板块构造格

局的调整
,

东
、

西准噶尔地区在中一新生代又都处于

走汾一挤压造山环境
,

使准噶尔东北部拗陷和西北

部拗陷无论在构造组合类型上
,

还是在边界条件的

力学性质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

塔里木
、

柴达木等盆

地也如此
。

2
.

2
.

3 克拉通转化盆地类

所谓克拉通转化盆地主要是指由具前寒武纪古

老结晶基底 的大陆克拉通转化而成的统一 的大型内

陆沉积盆地 (表 1 )
。

这类盆地面积广大
,

达数十万平

方公里
,

演化历史漫长
,

经历了从古生代至今各个地

质时期的复杂变化
,

具有如下特点
:

( 1) 隆起区与沉降区的转化

早古生代时期
,

华南
、

华北
、

塔里木
、

准噶尔等大

陆板块为海洋盆地所环绕
,

除其内部和边缘形成的

分割型沉降盆地外
,

大部分克拉通区处于隆起剥蚀

状态
,

成为当时的物源供给区
,

而大量接受沉积的场

所是周围的海洋盆地
;
直到晚古生代一 中生代早期

,

环绕诸大陆板块的海洋盆地收缩关闭
、

周缘造山带

崛起形成
,

大陆克拉通地区才由相对隆起剥蚀区转

化为统一的相对沉降区
-

一一克拉通转化盆地
,

接受

来 自于相邻造山带的剥蚀碎屑物沉积
。

( 2) 海一 陆沉积环境
、

沉积条件的转化

早古生代时期
,

由于诸大陆板块为海洋盆地所

环绕
,

大陆克拉通内部和边缘沉降盆地的形成
,

导致

了海水的大规模侵进
,

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陆表海
、

浅

海沉积环境
,

接受了以海相为主的沉积
,

造就了我国

古生代海相天然气雄厚的物质基础 ;随着晚古生代

一 中生代早期周缘造山带的相继形成
,

使大陆克拉

通地区演变为内陆沉积盆地— 克拉通转化盆地
,

沉积物由海相
、

海陆交互相逐步过渡为陆相
,

表明了

克拉通转化盆地形成过程中沉积环境和沉积条件的

转化
。

海陆交互相
、

陆相地层中富含有机质的泥质岩

系
、

含煤岩系等是我国煤成气的主耍源岩
。

( 3) 构造环境
、

构造格局
、

构造性质的转化

从整体构造动力学环境来看
,

早古生代
,

诸大陆

板块处于裂谷化 (拉张 )环境
,

此时期大陆克拉通地

区无论是内部还是边缘地带
,

张性构造发育
,

大地构

造格局呈现陆一洋并列的体制
。

到晚古生代一 中生

代
,

随着洋盆收缩
、

关闭以及各陆块拼合
、

造山带形

成
,

构造动力学环境发生了转化
,

由裂谷化环境转化

为造山环境
;
伴随着克拉通转化盆地的形成

,

早期发

育的张性构造也发生了性质反转
,

转变为挤压或走

滑挤压性质
,

并形成新的挤压或走汾一 挤压构造
; 大

地构造格局也同样发生变化
,

原来的隆起剥蚀区与

拗陷沉积区互易其位
,

由陆一洋体制转化为盆一 山

体制
。

由此可见
,

克拉通转化盆地是不同地质时期
、

不

同构造动力学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类型盆地的叠加或

复合
,

因而也是富集多类型天然气资源 的盆地类型

之一
。

3 结 语

综前所述
,

我 国各类含气盆地的天然气地质条

件差异极大
。

因此
,

对今后大中型气田勘探领域的选

择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

( 1)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

应加强克拉通转化盆地

的天然气勘探工作
。

这类盆地具有面积大
、

构造稳

定
、

圈闭类型众多
、

海相一 海陆交互相一 陆相气源岩

发育
、

天然气来源广泛等特点
,

具有大中型气田勘探

开发前景
。

·

从盆地构造区带上讲
,

在注重盆地内部古隆起

带勘探的同时
,

还要加强盆缘深拗陷的上倾斜坡带

和冲断推覆体掩覆带的勘探
,

因为这里是早期古陆

缘沉降盆地与后期前陆盆地叠置的区带
,

可 以寻找

到不同深度
、

不同类型的天然气资源
。

从勘探深度上讲
,

在进行中
、

浅部天然气资源勘

探的同时
,

要加强深部天然气的勘探研究工作
,

开辟

更深远的找气领域
。

从天然气类型上看
,

不仅要寻找和开发海陆交

互相
、

陆相地层来源的天然气
,

而且还要加强海相碳

酸盐岩天然气的勘探研究
,

因为海相碳酸盐岩有可

能具有更雄厚的资源潜力
。

从天然气圈闭类型看
,

既要注重中
、

浅部构造圈

闭
、

岩性圈闭
、

地层圈闭和水动力圈闭等的勘探
,

还

要重视深部异常温压条件下特殊圈闭类型 (如岩体

圈闭
、

差异应力圈闭
、

塑性流动层圈闭等 ) 的勘探和

研究
,

从而发掘出深部天然气的赋存规律
。

( 2) 在我国东部地区
,

陆缘海裂谷盆地的天然气

勘探应当加强
。

这类盆地虽然是新生代以来形成的
,

但盆地沉降幅度大
、

面积广
,

新生代沉积厚度数千米

至上万米
,

海相烃源岩发育
,

存在大中型气田赖 以赋

存的雄厚物质基础
,

是寻找大中型气田的广阔领域
。

而东部的中生代走滑一挤压盆地和中生代后期

一新生代的陆内裂谷 (拉张 )盆地
,

分割性强
,

演化历

史较短
,

在盆地的中新生代地层中只有寻找小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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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田
,

寻找整装大中型气田的希望不大
。

但是广布

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古生代海相
、

海陆交互相烃源岩

层
,

虽然遭到了后期构造运动的强烈分割
,

仍然可能

形成联片的
、

由中小气田组合成的大型气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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