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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辽河坳陷基岩油气藏》从辽河坳陷基岩的地质条件分析入手，总结了基岩油气藏的形成规律，
建立了基岩内幕与风化壳一体化成藏模式。
取得了辽河坳陷基岩地层发育多元多层结构，可形成多重储盖组合；基岩储层发育具有优势岩性序列
；储层发育多期裂缝，可形成立体网络块状储运系统；源一储关系决定基岩油气藏的形成方式；供油
窗口和多元输导体系控制基岩油气藏形成的认识。
《辽河坳陷基岩油气藏》可供石油勘探地质科技工作者及管理者使用，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
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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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中一新元古代至古生代地台盖层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华北地台的沉积盖层可以
划分为中一新元古界、寒武一奥陶系和石炭一二叠系（部分区域发育中一下三叠统）3个亚构造层。
 在中一新元古代时期，华北地台内部发育有一个NE—NNE向（现在方位）的燕山一太行裂陷槽，东
侧则发育有地台边缘的胶辽边缘海槽，这些区域是中一新元古界地台盖层发育的区域，沉积中心在蓟
县一带，堆积了长城系下部巨厚的变质岩及火山岩。
在中元古代早期海槽仅延至辽西朝阳地区，至中元古界大红峪、高于庄组沉积时期，海侵进一步向北
东方向扩大，进入辽河坳陷西部地区。
中元古代晚期至晚元古代时期，燕山一太行裂陷槽由断陷转化为坳陷盆地，发育的地层建造逐渐变为
稳定类型；其问有两次较显著的地壳升降运动，即芹峪升降和蓟县升降（乔秀夫等，1976），形成青
白15系与蓟县系之间及青白口系顶面的两个区域性剥蚀面。
辽河地区在中一新元古代时期是燕山一太行裂陷槽和胶辽边缘海槽两个古沉积坳陷的交会部位，可能
发育有广泛的中一新元古界。
寒武一奥陶纪是华北地台最稳定的发育时期，位于华北地台北部边缘的辽河地区与整个地台区域的沉
积作用基本类似，发育的寒武一奥陶系沉积盖层主要为浅表海的碳酸盐岩沉积。
受加里东造山运动影响，华北地台晚奥陶世开始整体隆升，并经历了漫长的剥蚀过程，缺失志留纪、
泥盆纪和早石炭世的沉积记录，直到中石炭世开始接受新的地台盖层沉积。
华北地台上覆盖的石炭一二叠系盖层以海陆交互相沉积为主，发育含有多层石灰岩夹层、煤层夹层的
碎屑岩地层。
石灰岩和煤层夹层表明华北地台北部曾发生多次由北向南的海侵和由南向北的海退，位于华北地台北
部边缘的辽河地区所发育的石炭一二叠系盖层相对于华北地区有更多、更厚的海相夹层。
 三、中一新生代准地台的破坏与改造过程 华北地台从中生代开始经历独特的构造活动和破坏过程。
根据华北地台东部的区域构造变形及中一新生代盆地构造演化特征，破坏和改造过程可以分为印支、
燕山和喜马拉雅3个构造运动，不同构造运动在渤海湾盆地及周边地区的表现特征也有一定的差异。
 （一）印支运动 在华北地台东部，印支构造旋回主要发育有早一中三叠世、晚三叠世两期沉积盆地
，并经历中三叠世末期和晚三叠世末期的两期“盆地反转过程”。
 印支早期的构造活动性较弱，是海西期构造运动的的延续和渐进发展，早一中三叠世是在晚古生代北
西高、南东低的古地理格局的基础上继承式沉积的，推测早一中三叠世盆地原型可能属于地台演化晚
期的大型陆内坳陷盆地，以陆相沉积为主，但仍属于稳定地台盖层性质。
在辽河坳陷东、西两侧都有零星的中一下三叠统残留，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南部等区域也有中一下三
叠统分布，且与下伏二叠系呈整合接触，并构成向斜核部。
晚三叠世盆地是在早印支运动产生的区域构造变形基础上发育的。
据残留的上三叠统的分布及岩性特征推测晚三叠世盆地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地区南北两侧，而渤海湾盆
地中北部地区在晚三叠世时期基本上处于隆升剥蚀状态。
辽河坳陷基底缺失三叠纪地层，白垩系直接覆盖在古生界之上，意味着印支运动使这一地区发生强烈
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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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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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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