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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陆相断陷盆地是世界上重要的含油气盆地类型之一，具有独特的油气地质特征。
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复杂的成盆、成烃及成藏机制一直是石油地质家们的重点研究对象。
我国东部大陆及近海分布着约230个各具特色的中、新生代陆相伸展断陷盆地，总面积达200×104km2
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陆相含油气盆地集中分布区。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油气勘探创业以来，历经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高速发展阶段和80年代中期至今的
稳定发展阶段，在以松辽、渤海湾、依兰—伊通、南襄、苏北—南黄海、江汉、百色等为代表的陆相
伸展断陷盆地中，先后建成了大庆、胜利、吉林、辽河、大港、冀东、华北、中原、吉林、河南、江
苏、江汉、渤海等10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和原油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
％以上，在我国石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辉煌历史成就为全世界所
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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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陆相断陷盆地油气成藏条件概述　　中国东部中、新生代陆相盆地数以百计，堪称世界之
冠，而且是全世界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
陆相断陷盆地分割性强，具有地堑、半地堑或箕状的结构特征，其中充填了上万米的陆相碎屑岩，在
那些沉降幅度大、湖水较深的盆地中，有良好的油气生成环境。
它们在沉积上及油气生成条件上都是各自独立的。
　　第一节 盆地分布　　一、时空分布　　有关中国东部陆相断陷盆地的演化及分布，已在本丛书的
构造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这里主要论述的是受张性断裂和（或）扭张断裂控制的中国东部新生代断陷盆地。
　　（一）早第三纪盆地分布　　与中生代相比，中国东部早第三纪构造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基底性质、受力大小和方向以及介质的不均一性等差异，北、中、南3区断陷类型、组合方式、
发育程度和沉积岩厚度及生油能力亦明显不同（图1-1）。
　　北区：松辽盆地经过侏罗纪的裂陷、早白垩世的断陷、晚白垩世的拗陷后已开始萎缩，盆地面积
明显缩小，盆地东部反转、褶起，沉积中心西移。
在中生代隆起剥蚀的背景上，早第三纪盆地沿着依兰-伊通、抚顺一密山及鸭绿江一珲春等断裂带开始
裂陷伸展，伴随裂陷作用沉积了巨厚的火山一含煤、含油岩系。
在断裂活动的同时还伴以基性岩浆活动，沉积了巨厚的碎屑岩，往往具有生油能力。
　　中区：介于太行山和郯庐断裂之间的华北广大地区，经过晚白垩世至古新世隆起剥蚀、夷平之后
，多利用燕山期逆冲就位后的老断裂反向倾滑、拆离，发育了包括下辽河-辽东湾一渤海、冀中一临清
一东濮及黄骅、济阳在内的一系列由半地堑组成的断陷盆地，向南进入河南境内后，断陷走向转为北
西西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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