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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盆地构造特征及其对油气成藏条件的控制

李 雄

(中国石化江汉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湖北潜江433124)

摘要：潮水盆地是在前寒武系结晶基底和海西期褶皱基底上发展起采的中新生代断坳盆地；盆地主要受燕山运动

拉张作用和喜山运动挤压反转作用的控制，发育侏罗纪、白垩纪正断裂以及第三纪逆冲、反转断裂；构造演化研究

认为，盆地演化过程中经历了燕山期断坳盆地发育阶段以及喜山期山前坳陷盆地发育阶段；综合盆地构造及其演

化特征认为金昌坳陷是盆地最有利的勘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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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盆地位于河两走廊东部，面积约18 180

km2[1]，可划分为金昌坳陷、红柳园坳陷、阿右旗坳

陷、金刚泉隆起、石板井隆起共五个一级构造单元，

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八凹八凸”共16个二级构造单

元(图1)。中、下侏罗统青土井群是盆地主要的烃

源层和储层，上侏罗统沙枣河群是一套良好的盖层。

盆地的勘探工作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历经“四上

三下”，迄今未取得明显成效‘引。本文将系统阐述潮

水盆地构造及其演化特征以及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

用，以期为下步勘探工作提供合理的勘探依据。

图l 潮水盆地断裂特征及构造分区图

1盆地断裂特征

1．1燕山早期断裂特征

盆地自侏罗纪以来，构造活动频繁，断裂发育是

盆地构造的主要特征‘31。

大量早期活动的基底断裂复活，形成一系列控

制盆地边界的一级正断裂。此期断裂共分为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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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发育北丙向断裂，如北大山南缘断裂和金刚泉

断裂；中部发育近东西向断裂，如盐井子断裂和盆地

南缘断裂；东部发育北东向断裂，如石板井断裂。三

组断裂规模很大，纵向断距从几百到上千米，延伸长

度从几十到上百千米(图1)。

与此同时，盆地的中部和东部还产生了一些次

级的正断层，如盆地中部的窖水断层、黄南断层、黄

毛石敦断层(图2)和盆地东部的民勤断层、红柳园

断层等。这些次级断层的走向基本平行于各自区域

内的一级正断裂，但活动强度较弱。

图2潮水盆地CS86--251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1．2燕山晚期断裂特征

白垩纪以后，侏罗纪发育的一级断裂继续活动，

但此时区域拉张作用已大为减弱，活动强度已远不

如侏罗纪。取而代之的是燕山晚期区域抬升作用导

致的盆地升降运动，这期升降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西部的阿右旗坳陷，产生了一批北东向次级断层，

如陈家井断层、陶家井断层、保家井断层(图3)等。

图3潮水盆地CS86--124

1．3喜山期断裂特征

从目前的地震剖面来看，盆地西部以及东部除

了边界断裂之外，几乎没有断层断至新生界，构造活

动较弱。盆地新生代所经受的喜山期挤压反转主要

表现在中部的金昌坳陷。坳陷内这一时期逆冲断层

较为发育(图4)，走向主要为近东西向。而且早期发

育的正断层大多也发生了反转，例如窖水断层、黄南

断层等。

2构造演化特征

潮水盆地位于阿拉善地块南缘，是燕山运动以

图4潮水盆地CS85--24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来在前寒武系结晶基底和海西期褶皱基底上发展起

来的中新生代断坳湖盆。盆地形成演化过程中经历

了燕山期断坳盆地发育阶段以及喜山期山前坳陷盆

地发育阶段。

2．1 早、中侏罗世断陷成盆期

早、中侏罗世，在蒙古一鄂霍茨克洋向西伯利亚

大陆方向俯冲以及阿尔金断裂右旋走滑的双重影响

下，潮水盆地处在一种南北向的区域性拉张应力场

环境下。前已述及，此时盆地内产生了一系列北东

向、近东西向和北西向的控制断陷盆地发育的边界

断裂，这些边界断裂控制了早中侏罗世断陷盆地的

分布范围与规模，在其下降盘发育了盆地内的金昌、

红柳园及阿右旗三个沉积断陷区。

其中金昌坳陷和红柳园坳陷除了发育控制坳陷

范围的边界断裂外，还在坳陷内发育次级断裂，在边

界断裂和次级断裂的共同作用下，坳陷内呈现凸凹

相间的格局(图5a、5b)，从而使得深凹陷的范围更

大，其内沉积了较厚的中下侏罗统地层，一般在1

400--一2 000 m左右；而盆地西部的阿右旗坳陷却不

尽相同，从图5c可以看出，除了在坳陷南北边缘发

育边界断裂外，并没有明显的次级断裂，因此坳陷内

缺乏类似金昌坳陷和红柳园坳陷在这一时期发育的

广泛分布的深凹陷区，中下侏罗统的沉积厚度普遍

不大，一般小于1 000 m。

2．2晚侏罗世坳陷成盆期

晚侏罗世末期，拉萨地块与其北侧的羌塘地块

碰撞，西伯利亚板块南侧的洋壳已消减完毕，华北板

块一南蒙古联合地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这些块

体间强烈的碰撞作用造成阿拉善地区整体抬升，构

造反转，潮水盆地也在这一时期发生差异性的反转

隆升。盆地西部的阿右旗坳陷抬升幅度较大，上侏

罗统沙枣河群地层沉积较薄(图5c)；东部的红柳园

坳陷地层抬升幅度最大，遭受强烈剥蚀，尤其是在坳

陷的北部上侏罗统地层完全剥蚀(图5b)，形成下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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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统和白垩系之间的大面积角度不整合；而盆地中

部的金昌坳陷在这一时期受南北挤压应力的影响较

小，整体继承性沉降，沉积了较厚的沙枣河群，只在

局部区域发生了反转隆升，缺失上侏罗统地层(图

5a)。

2．3白垩纪盆地萎缩期

白垩纪早期，受蒙古一鄂霍茨克洋闭合碰撞后

造山运动的影响，盆地的三个主要坳陷进一步萎缩，

湖盆再次变浅。前已述及阿右旗坳陷此时发育多条

北东向的次级断裂，在这些次级断裂的作用下，坳陷

内出现3个相对较深的凹陷区，成为盆地内白垩纪

早期的沉积中心；金昌坳陷在这一时期隆升幅度较

小，也沉积了较厚的下白垩统地层(图5a)；而盆地

东部的红柳园坳陷由于抬升幅度较大，下白垩统地

层相对较薄(图5b)。

白垩纪晚期，受晚燕山运动的影响，盆地整体抬

升。西部的阿右旗坳陷上白垩统地层普遍变薄；东

部的红柳同坳陷剥蚀更加强烈，部分地区缺失上白

垩统；而盆地中部的金昌坳陷情况却不相同，这一时

期坳陷内早期控制断陷盆地范围的边界断裂再次复

活。使得坳陷整体继承性沉降，上白垩统地层沉积厚

度加大。

图5潮水盆地典型剖面

2．4新生代盆地反转期

中始新世晚期，印度板块向北俯冲与欧亚板块

发生碰撞，同时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使阿拉善地区

处于挤压环境。以反转隆升为主。在区域性反转隆

升的背景下，整个盆地缺失古近系沉积(图5为三个

坳陷的典型剖面，都缺失古近系)，直至古近纪末盆

地才开始缓慢沉降，接受新近系沉积。此后盆地西

部和东部的构造活动明显减弱，而盆地中部的金昌

坳陷却同时经受盆地西部北西向的龙首山断裂运动

以及盆地东部北东向的巴彦乌拉山断裂运动的影

响，形成了一批依附断层的构造圈闭和地表浅层构

造。

3构造运动对油气成藏条件的控制

3．1 燕山早期运动造成的拉张环境控制了盆地烃

源岩的分布

盆地中的主要烃源岩是中下侏罗统青土井群。

前已述及，该套地层沉积时期，盆地在燕山早期运动

的作用下，处于近南北向的拉张环境，盆地内的青土

井群主要发育在金昌、红柳园、阿右旗这三个断陷沉

积区。其中金昌凹陷还同时发育二级断裂，尤其是

黄南断裂和窖南断裂，在他们的下降盘发育了黄南

凹陷和窖南凹陷两个深凹陷区，青土井群最厚可达

2 000 m，红柳园坳陷内也发育多条二级断裂，沉积

了较厚的青土井群；而阿右旗坳陷的青土井群厚度

普遍不大。因此，在燕山早期运动的控制下，盆地内

以金昌坳陷烃源岩厚度最大，红柳园坳陷次之，阿右

旗坳陷烃源岩条件不佳。

3．2燕山中期运动造成的差异隆升控制了盆地区

域盖层的发育

盆地中的主要区域性盖层是上侏罗统沙枣河

群。在燕山中期运动的作用下，盆地处于差异隆升

阶段。除了盆地中南部的金昌坳陷以外，其他地区

隆升强烈，造成了上侏罗统沙枣河群地层的差异发

育。其中，金昌凹陷由于抬升幅度较小，沉积了较厚

的沙枣河群，西部的阿右旗坳陷和东部的红柳园坳

陷在这一时期隆升幅度较大，使得沙枣河群地层减

薄或者缺失。因此，在燕山中期运动的控制下，盆地

中南部的金昌坳陷区域盖层发育良好，而在盆地西

部的阿右旗坳陷和东部的红柳园坳陷，由于中燕山

运动的影响，区域性盖层的发育并不理想。

3．3燕山晚期及喜山早期的逆冲挤压形成了一批

有利圈闭

由于早期的构造运动主要以拉张作用为主，所

以后期的燕山晚期运动和喜山运动才是盆地圈闭的

主要形成期。在这一时期，构造运动动以挤压逆冲

为主。但是不同地区挤压强度并不相同。其中，金昌

凹陷挤压程度最大，形成了一批以油子洼构造、青东

构造、青土井构造、金川构造等为主要代表的构造圈

闭；西部的阿右旗坳陷挤压强度较小，但是仍然形成

了一些构造圈闭，如保家井构造、陶家井构造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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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红柳园坳陷挤压反转作用并不明显，产生的构

造圈闭极少，但是正是因为后期破坏程度较低，从而

有可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宽缓构造以及地层岩性油气

藏。

4结论与展望

(1)潮水盆地共发育三期断裂：燕山早期发育三

组控制断陷沉积的一级正断裂，另外在金昌和红柳

园坳陷发育与一级断裂平行的二级断裂；燕山晚期

在阿右旗坳陷发育与一级断裂走向近垂直的二级正

断裂；喜山期在金昌坳陷发育大量逆断层和反转断

层。

(2)早、中侏罗世为断陷发育期。形成了金昌、红

柳园和阿右旗三个断陷沉积区，其中以金昌坳陷沉

积厚度最大；晚侏罗世盆地由断陷转为坳陷，金昌坳

陷依然沉积稳定，另外两个坳陷普遍遭受剥蚀；白垩

纪坳陷进一步萎缩，早白垩世在阿右旗坳陷局部发

育断陷沉积，到了晚自垩世，只有金昌坳陷较稳定，

另外两个坳陷遭受剥蚀；新生代整个盆地反转隆升，

全区缺失古近系，直到新近纪才恢复沉积。之后，只

有盆地中部的金昌坳陷构造活动依然明显。

(3)金昌坳陷具有三个坳陷中最好的生、储、盖

组合，是下步勘探1二作的重点；红柳圃坳陷区域性盖

层发育不佳，寻找良好的保存场所，是其勘探工作的

重心，另外由于后期破坏程度较小，宽缓构造以及地

层岩性油气藏也是下步工作的重点方向；阿右旗坳

陷烃源条件不佳，寻找局部优质的烃源岩是其勘探

突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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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和宁夏东部煤田的延安组(均属鄂尔多斯盆地)

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本区的古水流也指向鄂尔多斯

盆地内部。这表明其问没有明显的地质分割，应属

统一的沉积盆地，即今贺兰山汝箕沟地区，在中侏罗

世延安期为鄂尔多斯盆地的组成部分。汝箕沟地区

冲积扇沉积物的存在，指示该区已临近古鄂尔多斯

盆地的西北部边缘。阿拉善地块东部中生代相对沉

降的巴彦浩特盆地，在中侏罗世直罗期才开始接受

中生代沉积，缺失延安期沉积。综上所述认为，贺兰

山西缘断裂带是鄂尔多斯盆地延安期的西北沉积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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