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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断陷型叠合盆地的原型恢复：以济阳坳陷中生代盆地为例》针对断陷型叠合盆地的特点，选择
我国东部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作为解剖对象，以中、新生代控盆断裂发育特征及其对地层沉积与剥蚀
的控制作用为核心研究内容，恢复了中生代各构造阶段的盆地原型，探讨了中、新生代盆地的叠合关
系，提出了盆地叠合单元的概念，分析了各叠合单元的石油地质意义。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断陷型叠合盆地原型恢复的思路和方法，旨在丰富我国叠合盆地的研究理
论，指导济阳坳陷前第三系的油气勘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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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叠合盆地的概念及类型　　一、叠合盆地的概念　　中国大陆地处西伯
利亚（以及后来的劳亚）与冈瓦纳大陆之间的转换构造域，由包容在几个巨型造山带之间的华北、扬
子、华南、塔里木等小陆块及众多的微陆块拼合而成，由早到晚依次受古亚洲洋（劳亚洋）、特提斯-
古太平洋、印度洋-太平洋三大动力体系控制，这三大动力体系在时间、空间上相互叠加、复合或干涉
，造成了我国盆地成因机制的多样性和盆地演化过程的阶段性、复杂性及多旋回性（李德生，1994；
田在艺等，1996；任纪舜，2002；贾承造，2005）。
　　鉴于中国盆地这种复杂的叠加地质结构，中国油气地质学家们发现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依据威
尔逊构造旋回所定义的、单一的盆地类型或者某一类原型盆地来定义中国大陆上分布的各个沉积盆地
（贾承造，2005）。
为此，朱夏先生提出了盆地的&ldquo;活动论构造历史观&rdquo;（朱夏，1965、1983、1984）和&ldquo;
盆地运动体制&rdquo;（朱夏，1986、1990）的概念，认为中国古生代盆地与中、新生代盆地分属两个
地质历史阶段，是与两种全球热-构造运动体制（古生代的槽一台体制，中、新生代的板块体制）相联
系的两套沉积盆地。
盆地构造体制的转变使得盆地的形成环境、沉降机制、沉积充填、构造变形等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新
的沉积盆地可能继承前期盆地的某些特点，但更多的可能是新生成分。
这为叠合盆地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含油气盆地所具有的复杂地质结构被越来越多的石油地质学家所意识到，
在国际上曾被称为&ldquo;中国型盆地&rdquo;（Bally和Snelson，1980），这些盆地不是一个由具有固定
边界的盆地基底经过多次沉降和构造变动而形成，也不是由多期负向构造上下简单叠覆而形成，而是
由一系列陆、海地质单元经历多期次、多方位构造叠加复合，并在最新一期构造变动中定格形成。
不同的研究者给其冠以不同的名称，如多旋回盆地、叠加盆地、叠合盆地、复合盆地、残留盆地等（
黄汲清，1980；朱夏，1983；田在艺，1989；刘光鼎，1997），目前&ldquo;叠合盆地&rdquo;这一名词
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采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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