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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舒地堑的构造
一

沉积演化及其聚油条件

周永胜 王 东坡 杨丙 中 孙春宕 郭少斌

(长春地质学院)

〔内容提要」 伊舒地堑早第三纪盆地的结构
、

充填形式和充填序列以及区域构造格局表明
,

它属

于我国东北部 (东部 )新生代裂谷系中的一部分
,

其发育级别低于辽河裂谷盆地带
,

而优于佳伊地

堑北段
,

为一初始裂谷盆地
。

该盆地经历了裂谷前隆升剥蚀 (晚白垄一古新世 )
、

张裂深陷 (始新

世 )
、

充填淤积 (渐新世 )和后期改造 (早第三纪末 )四个阶段的演化
。

与我国东部其它新生代裂谷

盆地的演化近同时同步
。

地堑中5 0 0 0多米厚的早第三纪陆相沉积物具有良好的生储油条件
。

同时地堑的构造
一

沉积演

化决定了所形成的油气藏具有个体多而细小的特点
,

在有利的油气聚集区形成复式油田
。

关键词 盆地演化 裂谷盆地 盆地构式 聚油条件

1 前言

伊舒地堑属佳
一

伊地堑的南段
,

长达 3 0 0 km ,

宽 5一 2 0k m 不等
,

沿北东向纵贯吉林省的中

部
,

其中发育厚达近6 OO0m 的 (中 )新生代陆相沉积 (图 1 )
,

为国内重要的油气勘探区
。

区域地质构造中
,

伊舒地堑占有重要的位置 (图 I A )
。

在延长 7O0 km 的佳伊地堑中
,

伊舒

地堑是勘探历史最长
,

程度最高的地段
。

近年来有关该地堑的构造归属和构造性质愈来愈引

起地学工作者的关注
,

提出佳伊地堑属于
“
东北裂谷系

” 、 “
下辽河裂谷系

”

或
“

郊庐裂带
”

的北

延部分
。

因此
,

伊舒地堑地质构造的研究不仅对于能源勘探开发
,

而且对于认识区域地质构

造都具有重要意义
。

2 伊舒地堑早第三纪盆地的性质和演化

2
.

1 有关裂谷盆地构造
一

沉积的认识

裂谷 ( ifr )t 一词最先是由丁
·

格雷戈里 ( rG eg or y )在描述东非裂谷时引入地质文献的
,

迄

今有近愈一个世纪的历史
。

但裂谷构造受到人们重视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还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
。

随着裂谷研究的深入
,

人们对裂谷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和趋于多方面
。

裂谷作为

一重要的沉积场所和控制沉积作用的重要构造环境
,

它的构造演化和沉积作用有一系列重

0 本文王, , 3年盛月 19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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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特征
,

并且也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

嗓了专门研究个别裂谷的构造
一

沉积或裂谷沉积

的某些方面外
,

A
·

如格拉切夫 ( 1 9 82) 对挽近时期的几个主要大陆裂谷的沉积建造做 了综合

研究和总结
;
何起祥

、

主东坡等 l( 98 5) 就古裂谷的构造沉积作用做了综合论述
。

归纳起来
,

裂

谷构造
一

沉积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

一

(1)
_

古裂谷的早期扩张
,

晚期收缩在纵向沉积序列形成特征的双层结构
。

早期扩张阶段

…麟撰拼若拼
反

曝纂黑禁箭瞿瓢翌戮耀盟默豁…裂、 、 有、

嘿蕊翼探瓤望默粼豁盘
程

,

发育有特征的
砂卿

。

纂崛:篡黝默醚梦岁卿胖鬓
①裂谷盆地普遍具有

“
箕状

”
和不对称双断形的盆地构式

,

作为控制裂谷盆地的一条边

缘主干断裂在走向上由一 系列转换带 (隆起或断层 )所截 (接 )而交替变换位置
,

致使其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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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
“ 箕状

”
盆地 (坳陷) 沿裂谷走向左右变位

。

②与盆地构式的不对称相对应
,

沉积充填也具有不对称
,

表现为靠近边缘主干断裂一侧

往往缺乏水系
,
粗粒沉积有限

,

主要沉积细粒的湖相和沼泽相
;
而在另一侧却水系发育和沉

积物供给充足
,

沉积大量的粗粒沉积
,

形成向边缘主干断裂一侧填积
、

加厚的楔形沉积充填

结构
。

③由转换带分割的盆地或坳陷之间往往沟通不畅
,

沉积水文条件可以变化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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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佳伊地堑盆地变化图

A
.

佳伊地堑在中国东部早第三纪盆地带中的位置
, B

.

佳伊地堑的平面展布
;

c
.

佳伊地堑横向盆地构式沿走向上的变化
; D

.

佳伊地堑的垂向结构 (由 s w 至 陇 )

F i g
.

Z D 谧 g r a m s s妞o w i” 9 t h e e h a n ge s i n b a s i n g e o m e t r y i n t h e J i a y i G r a b e n

A , L o e a tio n o f t h e J i a y i G r a b e n i n t h e E铭
e n e b a s i n s y s t e m 自一 e a s l e r n

hC 或n a .

B , P加 n
Of

t h e
五 a y i G r a b e n

.

C , C h a n g es In b d s i n g e o m t r y a l o n J t h e s t r三k e o f t h e J加 y i G r a be n
.

D ,

珑
r t i阅 1 s t r u e r u r e s i h t h e Ji a y i G r a

be
r ,

( SW t o N E )



岩 相 古 地 理

翼翼霸默翼黑霏翼巍。 构造
一

沉积演化提供了依据
。

钾 四够
格局与
锄形式

-

i藻{ 蒸淤错粼辫淄

…界今…
一

与东非裂谷相比较
,

盆地带的区域格局和盆地格式也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图 3, A尹
、

C

:珠芳…表 l 佳伊地堑南
、

北段第三系生物组合对比 (据郭占谦等
,
1 9 9 1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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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非裂谷带西支— 坦噶尼喀裂谷的盆地构式及其变化 (据 r M Oly e等
,
1 9 90修改 )

.A 坦噶尼喀裂谷在东非裂谷地带中的位置
; B

.

坦噶尼喀裂谷的平面展布
; c 坦噶尼 喀裂谷不同部位的横向盆地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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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凌 裂谷盆地的新构造模式 (据 F r o sc t i
r,

R ied ,1 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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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积充填形式与充填序列

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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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伊舒地堑早第三纪盆地的构造
一

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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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

完整的辫状河序列及二者复合形成的三角洲序列
;

在平面上湖泊系统和辫状河流三角

洲系统构成凳地中的两大沉积充填体系
,
占据了除乌拉街斜坡以外的盆地区

。

奢岭组和永吉

组出现大套半深湖一深湖相泥岩
,

间夹多层段的水下重力流沉积
,

辫状河流三角洲体系仅局

限于盆地边缘的局部地段
;
与此同时沉积范围扩大

,

形成大面积的超覆
,

在永吉组上段
,

沉积

期盆地内的差异性起伏趋于平缓
,

出现了三角洲一湖泊相沉积
,

盆地趋干稳定
,

从而构成了

全韵律的下半段 (粒度由粗变细 ), 冲积扇相和辫状河流相逐步为半深湖一深湖相取代
,

沉积

范围由小变大
,

代表了盆地断陷加大和整体沉陷的发展过程
,

明显具有非补偿的特点
。

韵律的上半段以万昌组一段辫状河流三角洲系统的大面积推进为始
,

盆地内的沉积序

列的变化趋势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

均由细变粗
,

深水湖相被浅水湖相所代替
;
盆内的差异性

起伏变大
,

地堑北段成为主要的沉积区
,

至上部齐家组以出现大面积的滨浅湖相为特征
,

沉

积范围逐渐变小
,

表明盆地萎缩充填的过程
;
从补偿性看

,

总体具有超补偿的特点
。

整个序列韵律的上
、

下两段具有不同的粒度变化趋势
、

沉积相序
、

沉积范围的变化趋势

和补偿性质
,

代表了盆地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
,

构成了较典型的双层结构
。

伊舒地堑上述区域构造格局和背景
、

盆地的构造样式
、

盆地的沉积充填形式和充填序列

是裂谷盆地所特有的构造
一

沉积特征
,

表明地堑早第三纪盆地为裂谷型盆地
。

裂谷作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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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深大断裂 ( 系 ) 张裂正断所形成的构造
一

沉积活动带
,

它的产生
、

发育和演变具有多样化的

特点
。

由地慢柱热异常引起的热弯隆是产生裂谷的重要内动力背景
。

然而并非所有裂谷
,

包

括东非裂谷各支普遍都有地慢柱的存在
。

相反
,

在地壳厚度巨大的碰撞造山带由强烈挤压引

起的横向拉张也可以形成裂谷盆地
。

裂谷作为大洋的先声
,

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发育程度不

同
、

级别不等的裂谷序列
。

伊舒地堑的区域地层特征表明
,

在中生代它作为松辽盆地的边缘

或边缘隆起带
,

晚白里世和古新世发生进一步隆升
,

并遭受剥蚀
。

早第三纪地堑盆地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上形成和发育的
。

渤海湾盆地和下辽河盆地带也具有相同的背景
,

表明它们的形

成与古隆起有关
。

隆起的抬升使两侧产生拉应力
,

在其抗张强度最薄弱的地带 (古断裂 )被拉

开而导致基底断块的掀斜运 动
,

形成箕状和不对称双断式盆地或盆地组合带
。

据杨克绳

( 1 9 9 1) 研究
,

古隆起抬升的原动区域应力是板块向古陆 (地台 )或古褶皱系俯冲使得软流圈

以上的岩石圈转变为区域拉张而松动
,

软流圈有保持球面均衡作用的特性
,

使比重较轻的硅

铝山根向上漂浮
,

即形成古隆起
。

由于古隆起的边抬升边剥蚀
,

在一侧或两侧形成各种形式

的箕状断陷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

中新生代库拉
一

太平洋板块以 N N w 和 N w w 方向往亚

洲板块俯冲
,

它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 中国东部大陆
,

为古隆起的抬升和张裂提供了动力条

件
。

从渤海湾盆地带
、

下辽河盆地带
、

佳伊地堑以及敦密断裂带区域性系统变化
、

相同性质的

盆地构式
,

接近同时同步的形成演化过程
,

表明它们具有统一的形成机制
,

即太平洋板块向

中国板块和大陆架俯冲引起的隆升和裂谷作用
。

因出笔者认为包括伊舒地堑在内的佳伊地

堑是中国东部或东北部新生代裂谷系中的一支
,

在整个裂谷系中
,

南部渤海湾裂谷系发育程

度和级别相对较高
,

向北有显著变低的趋势
;
伊舒地堑作为裂谷系中的一员

,

其发育程度和

演化级别优于佳伊地堑北段而逊于南部下辽河裂谷
,

为一初始裂谷盆地
。

2
.

4 后期改造

伊舒地堑的构造
一

沉积特征还表明
,

它并不是一张到底的裂谷盆地
。

地堑西北边缘断裂

具有多种力学性质和多期次活动历史
。

它也影响和改造了伊舒地堑作为裂谷盆地的发育和

演化过程
。

首先
,

地堑西北边缘断裂具张性和压性的复合特点
。

如
,

普遍存在张性角砾岩带被挤压

成透镜体
,

并叠加一系列压性结构特征
,

如挤压破碎带
、

片理化带
、

构造透镜体和揉皱带
。

断

裂在高角度大幅度正断
,

在接受和 保存巨厚沉积的基础上
,

又复合以高角度逆掩和推覆特

征
。

其次
,

在地堑内部盖层断裂构造中也发育呈紧闭形式的压性正断层
,

如 I 号断层出现下

正上逆的复合特点
,

以及在西北缘断层一侧发育的低幅度挤压背斜
。

这些特点都说明伊舒早第三纪盆地后期构造性质发生了转变
,

由张裂转变为挤压
。

晚第

三纪岔路河组冲积扇相自西北缘一侧以角度不整合覆于下第三系沉积物之上
,

表明早第三

纪末盆地的构造性质发生了转变
。

早第三纪末的挤压改造不仅在伊舒地堑中存在
,

在敦密盆地带也存在
;
在下辽河和渤海

湾盆地带则表现为整体坳陷
。

杨克绳 ( 1 99 1) 将这一区域性挤压归结为太平洋板块向中国大

疚 陆俯冲倾角加大
,

造成地壳上部产生挤压应力场
。

当挤压作用加大时
,

便形成逆冲挤压型盆

地
,

如在接近俯冲带的钓北断陷
,

台西
一

台中断陷
,

边界断裂的逆掩和冲断尤为明显
。

由此可

见
,

伊舒地堑早第三纪盆地的挤压改造也是区域应力场的改变和作用的结果
。

.2 5 演化阶段

伊舒地堑 (中 )新生代构造
一

沉积演化历史可以归结为前裂谷期
、

张裂深陷期
、

充填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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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后期改造期四个阶段 (图 ) 7
。

;带挤…
癌骂淤鲜粼赞嶙译赞 ;燃嚣嚣黔默黔燃黔热莎黔楞

3伊舒地堑的聚油条件

一 伊舒地堑的构造
一

沉积
一

演化特点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其油气聚条件奠定了一个有利的基

础
·

. 1 3生油条件

{粼翩淤
由气的生成提供了有利的油源母质

,

与佳伊地堑 j撇比

较好为特征而最具生油潜力 (表 2)
,

在地

(图6) ,
位于深陷带中的一系列凹陷沉积

蒸斌从燕
地

层

坳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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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伊舒地堑下第三纪盆地构造
一

沉积

演化阶段模式图

I 一前裂谷 隆升期
; l一张裂深陷期

; b
.

初始断陷;

c
.

断陷扩大
。 d

.

强烈深陷
。

, 一充填淤积期
; N 一后

期改造期
-

1
.

花岗岩质基岩
; 2

.

古生代变质岩
。 3

.

下白噩统
;

4
.

冲积扇祖
, 5

.

辫状河流三角洲体系 ; 6
.

滨浅湖相 ;

7
.

半深湖一深湖相
; 8

.

水下滑塌
一

泥石流相
; 9

.

浊积

岩相 ; 10
.

第四系

F ig
.

7 T ce t o n o 一 s e d i m e n at r y e v o l u t i o n o f th e

oE g e n e ba s i n s i n t l l e Y i s h u G r a b e n

I ~ P r e r主f t i n g u P I工n s at g e ; 万 = e x t e n s i o n a l f a u l t
-

i n g a n d i n t e n s e s u b s id e n e e s t a g e : b = i ll i t i a l f a u l t

、 u b s ; d e n : e ; e ~ e x t e n s io 6
a l f a u l t s u sb i d en

e e ; d 一 in
-

t e n s e f a u l t
勺 ,飞b s ide

n e e , l 二 f i l l in g s t a g e ; W ~ l a t e

了e w o r kj n g s at g e

I 二 g r a n i t i e b e dr o e k ; 2 二 P a la e o z o i e m e at m o r Ph i e

r o e k ; 3一 L o w e r C r e t a e e o u s ; 4 = a l l u v ia l f a n af c i e s ,

5 ~ b r a id de d e lat s y s t e m , 6 = s h o r e一 s h a l l o w Jac u s -

t r i n e f a e ies ; 7 = h y P a
by

s s a l
一
d e e P la e u s t r i n e f a c ie s ;

8 ~
s u ba q u e o u s s l u m P a n d d e b r i s f l o w f a e i e s ;

9 = t u r bid i t e f a e i e s ; 1 0二 Q u a t e r n a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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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玄 佳伊地堑生油指标对比弋郭占谦等
,

19 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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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枷班 份

a加 n

(
a f te r G 。。 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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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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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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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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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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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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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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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镶质体反射率( % ))) I 一 万万万 1 一 万万 一 ,
_

一一
冷 一

飞飞飞

炎炎
-

-

一
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薰器攀{l{i{耀料鳄声翠{黯翼

图 8 伊舒地堑
一

下第三系砂宕储层分布发育图
(①一L为砂岩储层集中发育区编号

,

表3)

默宕篡:黑蓄瓷默舅笠慧恕览犯
,

安晃黑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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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砂岩储层集中发育区及其结构
一

构造

T a b l心 3 T h e a r . ,

衬健h 俄 11
一
d e v e l o pe d as

n ds 亡o n o r es e r
vo 孟招

. n d a招 co 抽峨曰
。盆r u e 亡u

esr

编 号 对应结构
一

构造

东南边缘
`

伊刘五岔

西北缘
:

莫五新波

邪②①③④⑥⑤一NE⑦⑧⑨L

在纵向上
,

伴随着盆地形成和演化
,

分别在双阳组一段和二段
,

永吉组和万 昌组集中发

育砂岩储层
,

这些储层组段上覆是以泥质和粉砂质沉积为主的层段
,

构成了有利的封盖层

(图 6 )
。

这样在地堑下第三系中不仅构成了多层段生油
、

储油和封盖
,

也构成了多种形式的生

储盖组合
。

3
.

3 圈闭条件和成藏特点

地堑盆地的构造演化和沉积充填方式也为油气的聚集创造了复杂又多祥的圈闭 (表凌)
。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

( 1) 盆地拉张
、

断陷运动
,

促使正断层发育
,

它们与地层产状相配合形成滚动背斜和各种

类型的断块圈闭
,

如
,

同沉积反向层脊断块
、

地垒圈闭等
。

( 2) 盆地凸
、

凹相间
,

横向断层发育
,

基岩起伏大的构造格局和多期次的区域性超覆
、

退

伏
、

不整合过程又有利于古潜山
、

超覆和不整合圈闭的形成
。

(3 )盆地窄
、

断陷深
、

多物源
、 ·

近物源
、

快速堆识
、

相变剧烈和水下重力流沉积发育
,

形成

地层
一

岩性圈闭
。

乍

( 4 )盆地多期活动的继承性断裂以及后期挤压改造
,

可以导致油气的纵向运移
、

多期聚

散和重新分配
,

因而在土部不生油的地层或地区可能形成次生的气藏
。

表峭 伊舒地堑各主要结构单元所发育的圈闭类型

aT b le 4 T y P es o f th e t r a钾 fo r一n
ed i n m a i n s t r u e t u r a l u n i扬 o f 吸h e y 肠I、 u G r a b e n

圈圈 闭 类 型型 陡坡带带 深凹带带 斜坡带带 缓坡带带

背背背 滚动背斜斜斜斜斜斜

斜斜斜 披伏背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斜

挤挤挤压背斜斜斜斜斜斜

断断 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块

岩岩岩 断层砂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性性性 砂体上倾尖灭灭灭灭灭灭

砂砂砂岩透镜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地地地 地层不整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合

层层层 古潜山山山山山山 lllllll !!!!! l ll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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