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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Ｓｕｎｄａ盆地裂陷期层序地层与沉积充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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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原理和分析方法 ,以岩心 、测井 、录井 、地震和分析化验资料为基础 , 通过 Ｓｕｎｄａ盆

地古近系层序地层关键界面的识别与对比 ,建立了盆地裂陷期层序地层格架。Ｓｕｎｄａ盆地裂陷期发育 6个具有等时

意义的层序界面 , 将其划分为 5个长期基准面旋回。在盆地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 确定了主要物源方向 , 分析了各个层

序的沉积特征 , 认为盆地主要发育有扇三角洲 、河流—三角洲 、近岸水下扇 、滩坝等沉积体系 , 不同层序发育时期及盆

地的不同位置 , 其沉积体系类型及其分布有较大差异 。与渤海湾盆地典型单断箕状断陷盆地相比 , 尽管断陷结构有

相似性 , 但Ｓｕｎｄａ盆地裂陷期沉降速率相对较低 , 持续时间较短 , 深水湖泊发育规模相对较小。由于与盆缘主控断裂

伴生的次级断裂不发育 ,沉积体系类型与发育特征也与典型的断陷盆地有较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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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ｄａ盆地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火山岛弧和

爪哇火山岛弧之后的重要产油盆地之一 ,盆地主要产

层为渐新统至上新统海侵砂岩和上部海退砂岩 。裂

陷期的Ｂａｎｕｗａｔｉ组和 ＬｏｗｅｒＺｅｌｄａ地层在缓坡带钻井

中获工业油气流或见良好的油气显示。凹陷主体由

于埋藏较深 ,研究程度和勘探程度均较低 。盆地裂陷

期沉积体系与储层分布规律研究对于深部油气勘探

的突破至关重要 ,因而充分利用现有钻井以及区域地

震资料 ,以层序地层学理论 ,特别是半地堑盆地层序

地层构成模式为指导 ,运用地质分析与预测技术 ,

井 —震结合确定盆地沉积体系和储层宏观分布特征 ,

对于盆地裂陷构造层油气勘探的突破有重要意义。

1 Ｓｕｎｄａ盆地区域地质背景

　　古新世至渐新世早期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

撞产生的 ＮＷ—ＳＥ向主应力剪切带形成了一系列近

于南北向展布的 、与主应力方向对应的半地堑 ,Ｓｕｎｄａ

盆地就是这些半地堑中的一个
[ 1]
。Ｓｕｎｄａ盆地位于

现今的西爪哇海 Ｓｕｎｄａ海峡北部 ,南北向展布 ,平面

上呈三角形 ,南北长约 90英里 ,东西最宽为 40英里 ,

面积约 6 500ｋｍ
2
,为典型的弧后裂谷盆地(图 1)

[ 2]
。

盆地基底主要为白垩系的侵入岩 ,喷发岩 ,变质岩和

增生的混杂岩
[ 3, 4]

。第三系盖层可以划分为四个构

造层 ,本文研究主要涉及下部两个构造 ,即渐新统

图 1　Ｓｕｎｄａ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Ｆｉｇ.1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ｉｎＳｕｎｄａｂａｓｉｎ

Ｂａｎｕｗａｔｉ组构造层 (裂陷早期), 和 ＴａｌａｎｇＡｋａｒ组

Ｚｅｌｄａ裂陷期构造层 。裂陷期构造层沉积中心位于

　
第 27卷　第 2期

2009年 4月

沉 积 学 报

ＡＣ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27　Ｎｏ.2
Ａｐｒ.2009



图 2　Ｓｕｎｄａ盆地地层综合柱状图与研究层段层序地层划分

Ｆｉｇ.2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ｎｄａＢａｓｉｎ

Ｚｅｌｄａ凹陷 ,最大厚度约 2 200ｍ。ＴａｌａｎｇＡｋａｒ组Ｚｅｌ-

ｄａ段沉积结束后盆地进入了裂陷后阶段 ,由于海侵

而形成了以中新世至全新世的海相地层(图 2)。本

次研究区由Ｓｕｎｄａ盆地的两个重要凹陷 ,即 Ｚｅｌｄａ凹

陷和Ｙａｎｉ凹陷组成(图 1),ＺｅｌｄａＳａｇ为一南北走向 ,

东部发育主断裂的半地堑;Ｙａｎｉ凹陷位于Ｚｅｌｄａ凹陷

北部 ,为一北西至南东向展布的狭长半地堑 ,控边断

裂位于凹陷东北部。两凹陷均为盆地主要生油凹陷 ,

主体部位埋藏深 ,环凹陷区勘探程度较低 ,是盆地油

气产能的重要接替区 。

2 层序划分与对比

　　运用层序地层理论与分析技术对Ｓｕｎｄａ盆地沉

积充填特征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 。朱筱敏等运用经

典层序地层学观点将 Ｓｕｎｄａ盆地古近系分为六个三

级层序
[ 1]
,胡咏 、于兴河等也对该盆地进行了层序以

及沉积等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
[ 5]
。

　　在参考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根据盆地构造 —沉积

演化特征 ,运用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方法
[ 6, 7]
以岩心

和测井资料为基础 ,同时结合地震资料
[ 8 ～ 10]

识别出 6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相当于三级层序)界面。除了界

面ＳＢ3分布仅限定在Ｚｅｌｄａ凹陷内以外 ,其余均为盆

地构造运动形成的区域不整合面及其对应的整合面 ,

可全区追索。各界面特征见图 3及表 1。

　　上述 6个界面将 Ｓｕｎｄａ盆地裂陷期地层(Ｂａｎｕ-

ｗａｔｉ组 ,ＴａｌａｎｇＡｋａｒ组 Ｚｅｌｄａ段)划分为 5个长期基

准面旋回和 13个中期旋回。长期旋回自下而上分别

命名为 ＳＱ1、ＳＱ2、ＳＱ3、ＳＱ4、ＳＱ5,大致相当于盆地断

陷期 Ｂａｎｕｗａｔｉ组 、ＬｏｗｅｒｌｏｗｅｒＺｅｌｄａ段 、Ｕｐｐｅｒｌｏｗｅｒ

Ｚｅｌｄａ段 、ＭｉｄｄｌｅＺｅｌｄａ段和ＵｐｐｅｒＺｅｌｄａ段(见图 2)。

3　沉积充填演化特征与控制因素探讨

3.1 沉积体系展布特征

　　裂陷期的Ｓｕｎｄａ盆地具有西缓东陡的不对称半

地堑结构 ,其物源体系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 。该

时期主要有三大物源体系 ,即:来自北北西方向的物

源体系 、来自西部缓坡及西南部的苏门答腊岛弧方向

物源体系以及来自盆地东南部的物源体系 。这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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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震剖面上长期旋回转换界面识别追踪(ｒｉｓｍａ3ｄ-ｌｉｎｅ1300+ａａ3ｄ-ｌｉｎｅ700)

Ｆｉｇ.3 Ｌｏｎｇｓｃａｌｅｂａｓｅ-ｌｅｖｅｌ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

表 1　Ｓｕｎｄａ盆地裂陷期地层长期旋回界面特征

Ｔａｂｌｅ1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ｓｙｎ-ｒｉｆｔｓｔａｇｅ, ＳｕｎｄａＢａｓｉｎ

界面名称 界面特征 沉积特征 测井特征 地震反射特征

ＳＢ6
区域

不整合
上超

界面之下为灰色至浅灰色泥岩 ,多含薄层煤 ,界面之上

为细砂岩、粉砂岩 ,表现为河道底部沉积

界面下为漏斗形 ,上为钟形或箱

形
强振幅 ,连续性较好

ＳＢ5
区域

不整合
上超

界面下薄层细纱至中砂岩 , 部分井沉积物粒度较细 ,界

面之上粒度变粗 ,以中到粗砂为主 , 为分流河道底部沉

积

界面下为漏斗形 ,上为钟形或箱

形

中—弱振幅 , 连续性

中—差

ＳＢ4
区域

不整合
上超

界面下沉积较细 ,以泥质砂岩 、粉砂岩为主 , 界面上见粗

砂岩 、砂砾岩 ,一般为分流河道底部沉积。

界面下为漏斗形 ,上为钟形或箱

形

中—强振幅 、连续性

中等

ＳＢ3
局部

不整合

削截

上超

界面下为泥岩至粉砂岩 、界面上为中砂岩 、粗砂岩 ,界面

附近泥岩含碳屑 ,见薄煤层。

界面下为漏斗形或泥岩基线 ,上

为钟形或箱形

弱—中振幅 、连续性

中等—较差

ＳＢ2
区域

不整合
上超

界面下多为泥岩或泥质砂岩等湖相细粒沉积 ,上部以砂

砾岩、粗砂岩为主 ,一般为分流河道底部 ,部分地区界面

附近夹有薄煤层

曲线表现为岩性的突变 ,界面下

为漏斗形或泥岩基线 ,上为钟形

或箱形

强振幅为主 ,连续性

中—差

ＳＢ1
区域

不整合
削截

界面之下为火成岩 , 上部以砾岩 、砂质砾岩等粗粒沉积

为主。

界面之上测井曲线为箱状的加

积或退积样式

为强振幅 、连续性中

到好

源体系进入盆地的位置与延伸方向受盆地边界断裂

间发育的次级转换带的控制(图 4),沉积体系成因类

型与展布特征与古构造—地貌背景与演化阶段密切

相关。

　　ＳＱ1旋回:以基准面上升期沉积作用为主 ,自下

而上表现为三套沉积组合:旋回底部为基准面上升期

形成的退积沉积序列 ,主要由大段砾岩 、含砾砂岩组

成 ,夹少量灰色 —深灰色泥岩 ,沉积相以扇三角洲为

主(图 5ａ);中部为盆地最大湖泛期的细粒沉积 ,主要

为深湖—半深湖相暗色泥岩 ,全盆广泛分布 ,为盆地

的主要烃源岩;上部受后期构造运动抬升剥蚀的影

响 ,仅保留厚度较薄的基准面下降早期形成的泥岩及

粉砂岩 、细砂沉积 ,具有进积的反旋回特征 ,可能形成

于三角洲或滨岸沉积体系(图 6)。平面上 ,构成该层

序的三套沉积组合在Ｙａｎｉ凹陷发育完全 。扇三角洲

沉积主要发育于研究区北部Ｙａｎｉ凹陷以及盆地东部

主断裂附近 ,北部物源体系扇三角洲发育规模较大 。

Ｚｅｌｄａ凹陷一般底部粗粒沉积组合在凹陷范围内不发

育 ,仅在斜坡趾部见可能与下部组合对应的水下扇沉

积 。湖侵期地层厚度较大 ,分布更为广泛 ,在西部缓

坡斜的中上部 ,沿湖岸线发育有滩坝沉积 ,分析其形

成于先前沉积的三角洲的改造作用(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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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Ｓｕｎｄａ盆地构造转换带位置对物源的控制

Ｆｉｇ.4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ｚ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ＳＱ2至 ＳＱ4旋回:纵向上整体表现出湖盆水体

逐渐变浅的特征 ,各旋回沉积特征相似 ,旋回对称性

较明显(图 6)。各旋回基准面上升期多以滨浅湖 、辫

状河三角洲体系为主(图 5ｂ),表现出退积 、加积的叠

加样式 ,岩性由暗色泥岩夹较细粒的细砂岩 、中砂岩

组成 ,为盆地主要的储集层;基准面下降期以三角洲

平原 ,三角洲前缘沉积为主 ,表现为进积 、加积的叠加

样式 ,砂岩发育厚度增加。平面上 ,受盆地结构控制 ,

沉积充填具明显的不对称性 ,以缓坡沉积体系为主 。

旋回ＳＱ2沉积时期 ,由于盆地北部基底的翘倾 ,沉降

中心自北向南迁移 , ,北部 Ｙａｎｉ凹陷局部抬升剥蚀 ,

ＳＱ2地层主要沉积在 Ｚｅｌｄａ凹陷 。该凹陷以来自北

西部及西南部物源体系的辫状河三角洲为主 ,东部主

断裂附近见小型扇三角洲沉积体系。ＳＱ3及ＳＱ4沉

积时期 ,北部 Ｙａｎｉ凹陷以辫状河沉积体系为主 ,除在

ＳＱ3时期发育小规模的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外 ,其它各

时期三角洲沉积均不发育。南部的 Ｚｅｌｄａ凹陷东部

主断裂附近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继承性发育 ,西部斜坡

以及南部则主要发育辫状河 、辫状三角洲沉积体系以

及前缘滑塌作用形成的小规模的浊流沉积(图 7)。

　　ＳＱ5旋回:盆地性质由断陷向坳陷转换 ,以基准

面上升期的河流沉积作用为主 。旋回整体呈退积叠

加样式 ,岩性以浅灰色泥岩 、粉砂 、中—细砂岩为特征

(图 6),形成了盆地的区域盖层 。由于沉积物供给充

分 ,相对下部各层序 ,该时期湖泊面积明显缩小 。北

部和西部河流体系向南推进 ,仅在盆地东南部近断层

部位残存小型湖相沉积 ,并发育小型三角洲体系(图

7)。

3.2 构造 —沉积演化特征

　　作为一个由多个半地堑组成的弧后裂谷盆地 ,

Ｓｕｎｄａ盆地的裂陷期演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受不

同演化阶段盆地结构的控制 ,各时期层序地层充填特

征迥异。

　　1)盆地初始沉降期(32 ～ 34.5Ｍａ):大致相当于

Ｂａｎｕｗａｔｉ组(ＳＱ1)沉积时期 ,盆地沉降速率约为 1 000

～ 1 200ｍ/Ｍａ。Ｙａｎｉ凹陷由于北部边缘断裂活动强

烈 ,北部近源扇三角洲沉积体系发育。Ｚｅｌｄａ凹陷由

于边缘断裂相对稳定 ,凹陷结构较平缓 ,早期的粗粒

沉积体系不发育 ,湖侵期沉积作用明显 ,受湖水改造

作用西部缓坡背景下的滩坝体系发育 ,东部沿主断裂

方向物源发育规模相对较小;2)快速沉降期(32 ～

29.5Ｍａ):大致相当于ＬｏｗｅｒＺｅｌｄａ(ＳＱ2,ＳＱ3)沉积

时期 ,沉降速率约为 1 200 ～ 2 000ｍ/Ｍａ,但各凹陷沉

降速率差别较大 ,尤其是在 ＳＱ2沉积时期(32 ～ 30.8

Ｍａ),Ｙａｎｉ凹陷局部隆升 ,地层抬升遭受剥蚀 ,使得此

时期Ｙａｎｉ凹陷缺失 ＳＱ2沉积 。同时在本时期 Ｙａｎｉ

凹陷和Ｚｅｌｄａ凹陷之间发育局部构造高 ,受局部构

造 —地貌高地的影响 ,北部长轴物源对 Ｚｅｌｄａ凹陷的

影响较小 。Ｚｅｌｄａ凹陷东部边缘断裂活动强度增加 ,

凹陷的单断箕状结构明显 ,沉积充填具有明显的不对

称性 ,西部缓坡以北西和西部缓坡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体系为主;陡坡以扇三角洲沉积作用为特征;3)稳定

沉降期(27 ～ 29.5Ｍａ):相当于ＭｉｄｄｌｅＺｅｌｄａ(ＳＱ4)沉

积时期 ,该时期基本继承了快速沉降期的沉积充填特

征 ,但沉降速率减缓 ,约为 600 ～ 800ｍ/Ｍａ,盆地西侧

和西北侧辫状三角洲向盆地推进作用更为明显 ,沉积

物堆积速率增加;4)后裂陷期 (24.6 ～ 27Ｍａ):Ｕｐｐｅｒ

Ｚｅｌｄａ(ＳＱ5)沉积时期 ,盆地逐渐进入拗陷演化阶段 ,

沉降速率明显减小 ,约为 300ｍ/Ｍａ,地层向斜坡方向

超覆特征明显 ,古地形渐变平缓 ,来自长轴发方向的冲

积河流体系发育 ,西部辫状河三角洲体系及东部短轴

扇三角洲沉积体系逐渐减小 ,湖盆显著萎缩(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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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渤海湾盆地古近系类比分析

　　Ｓｕｎｄａ盆地与渤海湾盆地均为在拉张背景下形

成的具有半地堑结构的断陷盆地 ,两盆地沉积充填特

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如边缘断裂转换带对物源及沉

积体系的控制 、盆地充填结构的不对称性 ,沉积体系

类型与沉积特征的相似性等 。但由于构造动力学背

景 ,构造演化阶段 ,沉降速率与沉积速率比 ,盆缘断裂

特征等差异导致两盆地的沉积充填特征也有明显的

差异性(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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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盆地沉降规模及持续时间

　　我国渤海湾盆地为典型的箕状断陷盆地 ,盆地发

育经历了两期裂陷阶段 ,即侏罗系裂陷阶段和古近系

裂陷阶段。古近系为盆地主要裂陷期 ,持续时间长

(20 ～ 25Ｍａ
[ 11]
),裂陷阶段的沙河街组和东营组厚度

可以达到 5 500ｍ
[ 12, 13]

,深湖相烃源岩发育;而 Ｓｕｎｄａ

盆地只经历了一期裂谷活动 ,持续时间明显较短(10

～ 15Ｍａ),加之盆地面积较小 ,因而表现为 “窄而浅 ”

的特征 ,沉降规模较小。断陷期最大沉积厚度约为

2 200ｍ,仅在Ｂａｎｕｗａｔｉ组沉积时期发育有明显的深

湖 —半深湖烃源岩;裂陷稳定沉降期(ＳＱ4)物源体系

相对活跃 ,河流 —三角洲沉积体系发育 ,表现出快速

充填特征。

4.2 盆地分隔性

　　与渤海湾盆地内各断陷盆地相比 ,Ｓｕｎｄａ盆地裂

陷期表现为较强的分割性 ,各凹陷沉积特征相差较

大 。初始沉降期 ,Ｙａｎｉ凹陷北部的发育大规模的近

源扇三角洲沉积 , Ｚｅｌｄａ凹陷此阶段沉积体系则主要

为西部缓坡后期水进改造形成的滩坝沉积及东部主

断裂附近的小型扇三角洲 、近岸水下扇沉积;快速沉

降期及稳定沉降期 ,北部 Ｙａｎｉ凹陷沉积体系不发育

或以小型扇三角洲为主 ,Ｚｅｌｄａ凹陷以来自西部的辫

状河三角洲沉积为主。同时凹陷之间的分隔也造成

该时期Ｓｕｎｄａ盆地以短轴物源沉积体系为主 ,长轴物

源沉积体系不发育。长轴河流三角洲体系仅出现在

后裂陷阶段的 ＳＱ5沉积时期 ,即断坳转换阶段和坳

陷阶段。而渤海湾盆地沙河街组沉积的主断陷期 ,长

轴物源体系自始至终发育 ,三角洲的进退对凹陷充填

结构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4.3 断裂坡折的发育

　　渤海湾盆地陡坡及缓坡同沉积断裂坡折发育 ,对

各沉积体系的控制十分明显
[ 14]
。一般认为在次级伴

生断裂发育的情况下 ,形成台阶式地形 ,扇体靠近断

层部位容易遭受剥蚀 ,致使扇根部位变薄 ,扇段向湖

内伸进。在扇三角洲向盆地推进的同时 ,受断裂坡折

带控制 ,前缘沉积物的滑塌作用或沉积物过路后的再

沉积作用在较深水部位易形成大规模的滑塌浊积扇

沉积 。Ｓｕｎｄａ盆地盆缘断裂带则缺少与主断裂伴生

的次级断裂体系 ,尤其是盆地东部边界主断裂附近 ,

这对 Ｚｅｌｄａ凹陷东部扇三角洲 、近岸水下扇及浊积体

扇等伴生体系的形成与沉积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 。

Ｚｅｌｄａ凹陷东部扇三角洲及近岸水下扇沉积一般仅发

育在主断层附近 ,向盆地内部伸展规模有限 ,因此 ,各

个时期与扇三角洲伴生的滑塌浊积扇或浊积体发育

规模小或不发育。

Ｙａｎｉ02井 ＳＱ1　　　　　　　　　　　　Ｆａｎｎｙ01井ＳＱ2、ＳＱ3　　　　　　　　　　　　　Ｆａｎｎｙ01井ＳＱ4、ＳＱ5

图 6 Ｓｕｎｄａ盆地各层序特征

Ｆｉｇ.6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ｎｄａ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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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Ｓｕｎｄａ盆地裂陷期各层序沉积相

Ｆｉｇ.7　Ｔｈｅｆａｃｉｅｓ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ｓｙｎ-ｒｉｆｔｓｔａｇｅ, ＳｕｎｄａＢａｓｉｎ

5 结论

　　(1)Ｓｕｎｄａ盆地渐新统裂陷期可以识别出 5个

长期基准面旋回(三级层序),各旋回均以湖相及河

流 —三角洲体系为主。裂陷早期以扇三角洲 、近岸水

下扇和滩坝沉积为主 ,湖相水体较深;裂陷期沉积物

供给较为充分 ,近于补偿型盆地 ,辫状河以及辫状河

三角洲体系发育 ,湖泊水体相对较浅。萎缩期以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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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Ｚｅｌｄａ凹陷东西向剖面裂陷期沉积演化特征

Ｆｉｇ.8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Ｚｅｌｄ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ｙｎ-ｒｉｆｔｓｔａｇｅ

表 2　Ｓｕｎｄａ盆地与渤海湾盆地差异性对比

Ｔａｂｌｅ2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ｎｄａ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ＢｏｈａｉｗａｎＢａｓｉｎ

盆地
盆地

类型
盆地结构 裂陷发育期 断层发育

裂陷期

沉积厚度
沉积特征

深湖相

发育层系

Ｓｕｎｄａ

盆地

弧后裂

谷盆地

多个分割性较

强的半地堑构

成

渐新统 ,持续时间 10

～ 15Ｍａ

缺少与主断裂伴生

的次级同沉积断层
<2 200ｍ

以河流 -湖泊沉积

体系为 ,长轴物源不

发育

Ｂａｎｕｗａｔｉ组

渤海湾

盆地

陆内

裂谷

各凹陷连通性

相对较好

侏罗系 /古近系 , 持

续时间 20～ 25Ｍａ
同沉积断层较发育 <5 500ｍ

湖泊沉积为主 ,发育

长轴物源
沙河街组 、东营组

(曲流河 、辫状河)沉积体系为主 ,湖盆收缩明显 ,只

在盆地东南部残留小型湖盆。

　　(2)构造演化特征控制了Ｓｕｎｄａ盆地沉积充填

特征 ,盆地的单断箕状结构及盆地边缘断裂的活动不

均衡 ,决定了各时期沉积体系特征的不同 。裂陷期盆

地具明显的不对称半地堑结构 ,沉积体系以来自西部

和西北部缓坡的短轴远源沉积体系为主 ,东部陡坡短

轴近源沉积体系次之;裂后阶段 ,北部长轴沉积体系

发育 ,西部及东部短轴沉积体系逐渐减小 。

　　(3)与我国东部渤海湾盆地断陷期相比 ,Ｓｕｎｄａ

盆地在裂陷期具有相似的半地堑结构 ,因此两种类型

的盆地在盆地物源体系发育特征 、沉积充填结构与沉

积体系类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受构造动力

学背景控制 ,两类盆地沉降规模及持续时间 、区域活

动的均衡性以及次级断裂体系发育程度的差异性导

致其沉积充填特征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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