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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冷泉亭地区是西湖凹陷重要的油气勘探区域，由于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该地区断

裂构造十分发育，并且对盆地的沉积构造演化及油气成藏具有重要控制作用。为揭示对冷

泉亭地区新生界油气成藏具有关键控制因素的断裂构造特征及其发育机制，通过对西湖凹

陷平北冷泉亭地区最新三维地震资料的精细构造解释，系统研究了该地区的断裂构造类型、

几何学特征及成因演化。结果表明：冷泉亭地区断裂以正断层和走滑断层为主，该区断裂

发育数量众多且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区分层差异活动特征。受区域应力场影响，西湖凹陷

冷泉亭地区断裂构造主要经历了 5 大阶段：①断陷期（古新统—平湖组下段沉积期），共

出现 3 幕断层强扭张活动；②断拗转换期（平湖组中段—上段沉积期）大中型断层的继承

性张扭活动；③初始拗陷期（花港组沉积期）主干断层的继承性弱扭张活动；④稳定拗陷

期（玉泉组—柳浪组沉积期）西缘坡折带主干断层及冷泉亭主干断层继承性弱伸展活动；

⑤区域沉降期（三潭组沉积期至今）剪切应力作用导致的西缘坡折带主干断层的微弱伸

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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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湖凹陷是东海陆架盆地重要的勘探区域，也

是最主要的富烃凹陷，多期裂陷和反转构造作用的

叠加导致其形成了比较复杂的构造样式和凹陷结

构[1-3]。经过四十多年的勘探，西湖凹陷发现了多个

油气田和含油气构造，西北缘的平湖斜坡带为西湖

凹陷油气勘探开发的重点区域，目前已发现平湖、

中山亭、团结亭、宝云亭等多个油气田[4]
，该区具有

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大的勘探潜力。由于经历了

多期伸展-挤压构造旋回作用[5]
，该区的断裂构造十

分发育且断裂成因演化复杂，导致斜坡带以往勘探

效果总体呈现了“小、断、贫、散”的特征, 可供钻

探的构造圈闭日益减少[6]。前人对该地区的构造也

开展过一系列的研究，包括西湖凹陷构造演化史[7-8]
、

平北地区断裂构造特征[9-11]
、平北地区古隆起特

征[12] 以及断裂对圈闭的控制作用[13-15] 等。前人虽

然认识到平北地区断裂组合样式的多样性与差异

性，但对总体伸展背景下断裂发育特征、断裂走向-
倾向的空间变化规律以及力学成因机制等认识并

不深入和系统，且由于早期地震资料品质不佳等条

件限制，西湖凹陷平湖斜坡带断裂构造差异性与断

裂分期差异演化特征等仍然不够明确，制约了对该

区基础地质问题深入、系统的认识，进而影响了该

区的油气勘探进程。

本文在区域动力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新采集的西湖凹陷平湖斜坡带冷泉亭地区的高品

质三维地震资料，通过精细构造解释，对断裂构造

类型、几何学特征、活动期次及成因演化进行深入

分析，以期丰富对该地区断裂活动规律的认识并为

本区油气勘探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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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西湖凹陷位于东海陆架盆地东北部，呈 NNE
向展布，南北长约 500 km，东西平均宽约 130 km，

面积约 5.9×104 km2
，是东海陆架盆地中规模最大的

新生代富烃凹陷。西侧自北而南依次与虎皮礁隆

起、长江坳陷、海礁隆起、钱塘凹陷及渔山东隆起

5 个构造单元相接，东邻钓鱼岛隆褶带。西湖凹陷

总体上可划分出 3 个构造带，即西部斜坡带、中央

洼陷反转构造带和东部断阶带[16]。研究区位于西

部斜坡带中部的平湖斜坡带的北部鼻状隆起带上

（图 1），三维地震工区约 3 200 km2
，研究区内可进

一步划分出西部缓坡带、中部坡折带和东部低洼

带 3 个次级构造单元，其中，中部坡折带可进一步

细分为南断坡和北断洼，东部低洼带可进一步细分

为南断洼和北断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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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构造位置及次级构造单元划分

Fig.1    Tectonic position of Lengquanting area and secondary structural unit division in the Xihu Sag
 

西湖凹陷主要发育新生代地层（图 2），厚度逾

万米，从下至上包括古新统（E1）、始新统宝石组

（E2b）、平湖组（E2p）、渐新统花港组（E3h）、中新统

龙井组（N1l）、玉泉组（N1y）、柳浪组（N1ll）、上新统

三潭组（N2s）及第四系东海群（QpDh）[17]。研究区

总体上共经历了 7 个构造演化过程：断陷期的断陷

Ⅰ幕、Ⅱ幕、Ⅲ幕，断拗转换期，初始拗陷期，稳定

拗陷期及区域沉降期。期间经历了 6 次构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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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雁荡运动、平湖运动、玉泉运动、花港运动、

龙井运动和冲绳海槽运动，使得该地区的构造演化

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期性的特征。目前，西湖凹陷平

湖斜坡带已发现多个油气田，如平湖油气田、团结

亭气田等，油气主要富集在平湖组，油源主要来自

西斜坡以及三潭深凹深层平湖组下段及宝石组煤

系烃源岩层系，形成“下生上储、旁生侧储”型油气

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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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湖凹陷地层发育特征及构造演化简图

Fig.2    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evolution in the Xihu Sag
 
 

2    断裂构造类型

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受控于东海盆地大的构

造背景，经历了平湖运动、花港运动、龙井运动等大

型构造事件，发育了一系列形态各异、性质不同的

断层，各期构造运动形成的断层在性质、活动强度、

数量规模展布特征等方面差异较大，下面重点根据

断层的力学性质与级别规模对研究区断裂构造类

型进行详细描述。 

2.1    根据断层力学性质分类
 

2.1.1    张性断层

张性断层是研究区新生界最典型和最重要的

断裂构造类型，该类断层发育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

张性断层主要发育于古新统—花港组下段，大多数

为早期裂陷形成的断层，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缘

缓坡带和东部低洼带。平面走向以 NNE 向为主，

剖面上呈同向断阶、地垒、地堑等典型伸展构造样

式，在冷泉亭构造带因受古潜山影响，大量发育反

向断层（图 3、4）。 

2.1.2    张扭/扭张性断层

受区域剪切应力影响，研究区扭动构造也非常

发育，由此产生的张扭/扭张性断层全区广泛分布，

张扭性断层以扭为主、张为辅，主要分布于冷泉亭

东北部，剖面组合样式为似花状和半花状等典型扭

动构造样式；扭张性断层以张为主、扭为辅，主要分

布于研究区西侧高带和北部，剖面组合样式多为半

花状、似花状和梳状等典型扭动构造样式（图 4、
图 5）。此外，张扭性断裂组合的存在还与古隆起的

发育有关，在断陷发育期，冷泉亭古隆起与 SEE 向

拉张应力斜交，诱发张扭性断裂活动，地震剖面上

表现为典型的似花状和半花状等典型的扭张构造

样式。 

2.1.3    走滑断层

西湖凹陷大量发育 NW 向走滑断裂[19]
，该类走

滑断裂（或隐伏走滑断裂）横切东海盆地，使得东海

盆地呈现出典型的“分段式裂谷盆地”特征。研究

区最典型的 NW 向走滑断裂发育于雀亭地区西侧，

该走滑断裂平面呈 NW 走向（图 1），剖面形态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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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角度北倾断裂，其成因与西湖凹陷东部边界一系

列 NW 向走滑断裂相似，为古新世区域左旋剪切作

用的产物，对西湖凹陷具有明显的横向剪切作用并

分割次级构造单元。此走滑断裂带限制了北部小

断裂的活动，控制了南部断裂的倾向。通过平、剖

面特征分析，可以揭示出此断裂带的分带差异性，

在剖面上表现为北部为单条直立状或较缓的负花

状（图 6a），南部为宽缓的负花状（图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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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冷泉亭地区 AA'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

Fig.3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ismi profile of the AA' survey line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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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冷泉亭地区 BB'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

Fig.4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ismic profile of the BB' survey line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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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断层级序分类

根据断层规模及其对冷泉亭地区构造单元、地

层厚度等方面的控制作用，研究区断层可分为 3 个

级别，即二级至四级断层。其中，二级断裂包括孔

雀亭边界 NW 向走滑断裂、冷泉亭断裂等，该类断

裂带规模较大、活动时间较长并对沉积和隆拗格局

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三级断裂主要发育于研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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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ismic profile of the CC' survey line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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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ismic profiles of slip-strike fault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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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的坡折区，主要为一系列斜列式展布的张扭性

断裂，对坡折带构造格局与沉积充填有重要控制作

用；研究区四级断裂一般为分支断层，发育数量较

多，但规模相对较小（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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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冷泉亭地区断裂分级

Fig.7    Fault classification of the Lengquanting area
 
 

3    断裂构造几何学特征

断裂构造是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最主要的构

造类型，研究区的断裂具有明显的分区分层差异活

动特征，并对该区的沉积构造特征及油气成藏与富

集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3.1    断裂剖面特征

断裂剖面特征是描述断裂形态和活动的重要

内容，断裂剖面特征主要包括断面形态和组合样式

2 个方面。冷泉亭地区断裂剖面形态及组合样式具

有如下特征：①断裂剖面特征复杂多样，按照力学

性质可划分为伸展型、走滑伸展型（图 8）；②断面形

态复杂多样，特征也不尽相同，以铲式和单断式为

主；③断裂数量多且分层分区差异性明显，垂向上

断裂主要发育于古新统—平湖组。平面上，西部缓

坡带主要发育张性断层，断层在剖面形态上常表现

为斜列式断阶和深洼带复合地堑等构造样式；中部

坡折带走滑扭动特征明显，断层在剖面形态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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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冷泉亭地区断裂剖面组合样式

Fig.8    Combination styles in seismic profile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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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枝状、半花状、梳状与负花状等典型走滑扭动

构造样式；东部低洼带主要发育 NNE 向伸展断裂，

局部发育扭动构造，剖面上表现为反向或同向断阶、

反“y”字形等构造样式。 

3.2    断裂平面特征

由研究区的典型构造界面断裂体系分布及倾

向特征图（图 9）可见，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断裂构

造平面展布规律性明显，即绝大多数断裂为 NNE
或 NE 向展布，规模较大的有冷泉亭断裂带、平湖

断裂东北缘分支等。受区域剪切应力影响，少数断

层呈近 EW 向分布，而冷泉亭边界走滑断层等极少

数断裂呈 NW 向展布。由 T2
0 ，T2

4
，T3

0 和 T4
0 构造

界面所揭示的断裂体系分布特征表明，西湖凹陷冷

泉亭地区在其深部断陷构造层的断裂比较发育，断

裂全区密集分布，浅层的断裂主要发育于西侧坡折

带。从平面上看，冷泉亭地区断裂分区差异性活动

特征显著，表现为西部缓坡带以发育同、反向断阶

正断层为主，平面展布为带状；中部坡折带断裂极

其发育，以同、反向走滑/扭动断裂为主，断裂呈 NE
向展布；东部低洼带则以同向正断层为主，多呈杂

乱分布；西南隆起区发育的一条 NW 向走滑断裂带

限制了其东北部小断裂的活动。此外，冷泉亭地区

断裂的倾向也复杂多变，从倾向特征图可以看出，

断层倾向总体以东倾或西倾为主，少量为北倾和

南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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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冷泉亭地区关键构造界面断裂体系分布及倾向特征

Fig.9    Distribution and dipping of key structural interface in the fault systems of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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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断裂空间分布规律

冷泉亭地区断裂空间展布规律具有明显的分

区分层差异性。分区差异表现为：西部缓坡带主要

发育同向张性、扭张性断裂，呈带状展布，断裂走向

与西湖凹陷走向基本一致；中部坡折地区主要发育

同、反向走滑扭动断裂；东部低洼带主要以同向正

断层为主，平面分布较为杂乱（图 9）。分层差异性

表现为：T3
0 反射界面以下断裂构造比较发育，主要

为扭张、张扭与走滑断层，数量众多；T2
5 反射界面

以上断裂主要在西缘缓坡有少量发育，而 T2
0 反射

界面以上处于区域沉降阶段，弱继承性断裂仅发育

于西缘坡折带。 

4    断裂活动特征与演化过程
 

4.1    断裂活动期次与强度

结合东海盆地的区域动力背景和盆地演化过

程分析认为，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断裂活动期次宏

观上可以划分为 5 个阶段 7 个活动期次（图 10），即

断陷期的Ⅰ幕（古新统沉积期）、Ⅱ幕（宝石组沉积

期）、Ⅲ幕（平湖组下段沉积期）、断拗转换期（平湖

组中段—上段沉积期）、初始拗陷期（花港组沉积

期）、稳定拗陷期（玉泉组—柳浪组沉积期）与区域

沉降期（三潭组沉积期至今）。断陷Ⅰ幕为古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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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冷泉亭地区断裂分期活动特征

Fig.10    Evolution of fault activity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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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时期，该时期西湖凹陷处于 NW—SE 斜向伸展

应力状态，断层大量发育，具有强烈左行扭张活动

特征，控制了该地区的基本构造格局和沉积充填；

断陷Ⅱ幕为宝石组沉积时期，该时期断层全区广泛

发育，且控沉作用也很明显；断陷Ⅲ幕为平湖组下

段沉积时期，该时期太平洋板块俯冲方向由 NNW
向转变为 NWW 向，应力状态由左旋转变为右旋，

断裂表现为强烈右旋扭张特征，控沉作用减弱。断

拗转换期为平湖组中段—上段沉积期，断裂活动强

度较断陷期减弱，断层对沉积控制作用也进一步减

弱；初始拗陷期为花港组沉积期，花下段断裂具有

较强的右行扭张特征，花上段右行扭张减弱，断层

数量也随之减少，主要分布在西缘缓坡带及冷泉亭

断裂带；稳定拗陷期为玉泉组－柳浪组沉积期，此

时研究区受到的伸展应力进一步弱化，仅在西侧发

育少量弱伸展断层；区域沉降期为三潭组沉积期至

今，仅在西侧坡折带发育少量弱伸展断层。 

4.2    断裂演化过程

盆地断裂系统形成和演化与所经历的构造运

动密切相关，西湖凹陷经历了断陷—断拗—拗陷—

反转—区域沉降的发展时期，各地质时期的应力场

决定了断裂系统的性质，在不同构造单元，由于基

底结构和局部应力场的差异，断裂的特征及演化也

各不相同。

本文选取了 2 条典型地震剖面进行了平衡剖

面恢复（图 10），结合对断裂活动特征及区域应力场

的分析，将该地区的断裂构造演化分为 5 个时期 7
个阶段，具体分析如下： 

4.2.1    断陷期（古新统—平湖组下段沉积期）

（1）断陷Ⅰ幕（古新统沉积期）

晚白垩世—古新世，新生太平洋板块推动库拉

板块做 NNW 向运动，对亚洲大陆东南缘斜向俯冲，

相对欧亚板块的俯冲角度由早期的 10°变为 80°，
使得亚洲大陆东南缘处在左旋应力场控制下[20]

，

板块俯冲引起地幔上拱，使地壳上部发生张性拉

裂，为东海陆架盆地西带裂谷型断陷盆地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19,21]。发生在晚白垩纪和古新世之间

的雁荡运动使盆地发育断块和半地堑裂谷[22]
，产

生了一系列 NNE 向多具控制沉积和次级构造单元

的同生正断裂，走向以 NE 向为主，如冷泉亭断裂

（图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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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典型构造演化剖面图

Fig.11    Tectonic evolution shown on typical profiles of the Lengquant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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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陷Ⅱ幕（宝石组沉积期）

早始新世，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持续斜向俯

冲，东海陆架区处于剪切拉张应力状态，西湖凹陷

进入强烈断陷期，NNE 或 NE 向展布的断陷断层大

量发育，有些断层断至基底，部分断层规模较大，不

断发育演变为生长断层，对沉积产生控制作用。受

走滑活动影响，该时期断层张扭特征明显，剖面上

构造样式表现为似花状、梳状（图 4、11b）。此外，

受古潜山影响，反向断层也大量发育，且古隆起对

局部应力的分解，诱发了断层扭动转换[12]
，从而产

生了一系列张扭性断裂，剖面上表现为似花状和半

花状等构造样式，该时期形成了多个 NNE—NE 向

的地堑-半地堑、地垒-半地垒的构造格局，在这些地

堑-半地堑凹部都充填堆积巨厚的沉积物[21]。

（3）断陷Ⅲ幕（平湖组下段沉积期）

中晚始新世，太平洋板块的俯冲方向发生偏转，

总体呈 NWW 向，俯冲速度增大且方向转为近垂直，

而印度板块汇聚速率减小，两个方向的板块俯冲拼

贴形成一对右旋力偶，亚洲板块东南缘处于右旋压

扭应力场[19]
，加之西太平洋海沟的持续东撤，东海

陆架盆地内伸展方向及拉张中心均发生了明显变

化。断层发育减少，表现为 T3
4
（平湖组底）层位上

发现的断层最多（图 10），向上断层逐渐减少，但在

凹陷的边缘，沉积充填仍然受到断裂作用的控制，

如西斜坡有些部位则可见地层超覆现象[23]。 

4.2.2    断拗转换期（平湖组中段—上段沉积期）

该时期区域拉张作用逐渐减弱，表现为断拗

转换特征（图 10、11c），平湖组沉积结束后，玉泉运

动开始，以 T3
0 为界，东海盆地应力状态由伸展转

变为挤压，地层抬升剥蚀，岩浆上拱，盆内第 1 次构

造反转运动由此形成，但大部分断层仍为正断层，

表明此阶段处于西部斜坡带冷泉亭地区的反转强

度低于伸展作用，且因为持续时间较短，断裂仍表

现为明显的正断距，西湖凹陷由断陷阶段转变为拗

陷阶段，从地震剖面上断裂断穿层位来看，断裂多

位于 T3
0 以下，主断裂继续活动，但对沉积的影响

不大。 

4.2.3    初始拗陷期（花港组沉积期）

渐新世初期，玉泉运动结束，西湖凹陷进入拗

陷期（图 11d），凹陷内处于应力相对松弛状态[19]
，

渐新统花港组广泛沉积。晚渐新世，太平洋板块向

欧亚板块的运动速率有所增大（75～90 mm/a），以

NW 向为主，印度板块碰撞速率保持较低水平，约

为 45～50 mm/a，方向转变近 N 向，菲律宾板块向

中国大陆东南缘持续斜向俯冲，方向为 NNW 向，陆

缘岛弧形成且不断发展，东海陆架盆地受挤压发生

挠曲拗陷沉降[24]
，此时西湖凹陷局部发生了以剪切

挤压为主的构造事件（花港运动），西湖凹陷整体抬

升，局部处于剥蚀状态，南段主要表现为地层翘倾，

花港组地层与上覆地层为不整合接触，形成局部不

整合面[21,25]
，该时期冷泉亭地区断裂构造基本继承

了断陷期的构造格局，部分断层继承性活动。 

4.2.4    稳定拗陷期（玉泉组—柳浪组沉积期）

该时期地壳以不均一的整体下沉作用为主，使

得研究区进入稳定沉降的拗陷阶段（图 11e），盆地

沉积范围变大。该时期构造运动处于相对稳定的

状态，同沉积断层不发育。中新世末，随着菲律宾

海板块整体停止扩张并向北移动，东亚陆缘中段以

东成为菲律宾海板块俯冲带的一部分，太平洋板块

向西俯冲的挤压力直接传递到东海陆架盆地，导致

该区发生强烈的 EW 向挤压（龙井运动）
[26-27]

，从整

个区域来看，由东到西褶皱强度逐渐减弱，到达本

地区时，挤压应力基本消失，对本地区影响微乎其

微，因此，渐新世以后本地区基本是单一斜坡，而无

挤压构造形迹[10]。该时期断裂活动微弱，断裂仅在

西缘缓坡带有少量发育，部分断层继承性活动。 

4.2.5    区域沉降期（三潭组沉积期至今）

区域沉降期是指三潭组沉积期及以后时期

（图 11f）。龙井运动后，地层褶皱、抬升并遭受剥蚀

夷平，深凹部位先发育早上新世充填沉积，随着弧

后拉张中心向东迁移至冲绳海槽，西湖凹陷进入区

域沉降期，东海盆地全域广泛沉积上新统—第四系

的海陆过渡相-浅海相碎屑岩[28]
，地层产状稳定。

由于冲绳海槽南部海槽凹陷的张裂运动，使得陆

架盆地应力场再次发生转变，由挤压应力场转变为

张性剪切应力场，形成了一系列近 EW 向剪切平移

断裂，具有张扭性。自此，西湖凹陷构造格局基本

定型。 

5    结论

（1）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按运动学特征断裂构造类型可分为张性断层、张扭

性断层及走滑断层。张性断层及张扭性断层在研

究区具有发育数量众多、规模大、空间展布规律明

显等特征；而走滑断层仅分布在冷泉亭构造带西侧，

对次级断裂发育及展布具有重要控制作用。按级

别可分为二至四级断层，其中，冷泉亭等二级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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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造格局和沉积充填具有明显控制作用。

（2）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断裂剖面组合样式复

杂多样，有同向或反向断阶、“y”字形、半花状、树

枝状、梳状等；断裂平面走向以 NNE、NE 向为主，

且伸展扭动特征明显。断裂分区、分层差异活动特

征明显，分区差异性表现为：西部缓坡带主要发育

同向张性、扭张性正断裂，呈带状组合样式；中部坡

折带主要发育同、反向走滑扭动断裂；东部低洼带

主要以同向正断层为主，平面分布较为杂乱。分层

差异性表现为：T3
0 反射界面以下断裂构造比较发

育，主要为扭张、张扭与走滑断层，而 T2
5 反射界面

以上断裂仅在西缘缓坡带有少量发育。

（3）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断裂的活动期次宏观

上可以划分为 5 个阶段 7 个活动期次：即断陷期

（古新统—平湖组下段沉积期）的 3 幕强扭张活动，

断拗转换期（平湖组中段—上段沉积期）大中型断

层的继承性张扭活动，初始拗陷期（花港组沉积期）

主干断层的继承性弱扭张活动，稳定拗陷期（玉泉

组—柳浪组沉积期）西缘坡折带主干断层及冷泉亭

主干断层继承性弱伸展活动，以及区域沉降期（三

潭组沉积期至今）剪切应力作用导致的西缘坡折带

主干断层继承性微弱伸展活动。

（4）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经历的多期伸展-挤压

构造旋回主要是太平洋板块对欧亚板块的俯冲方

向，以及速率改变、印度板块、菲律宾海板块俯冲作

用，和东海盆地深部地质作用等多重地质作用的结

果，使得该区的应力场在不同时期发生多期转换，

西湖凹陷冷泉亭地区断裂特征及成因演化正是上

述地球动力学特征的表现形式与浅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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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fault structures in Lengquanting area of Xihu Sag

WU Liang1, LI Kun2, ZHOU Feng2, XIE Chunyu2, TANG Daqing1*, ZHANG Yongjie1

（1 Faculty of Earth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 Institude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OPEC Shanghai Offshore Oil & Gas Company, Shanghai 200120, China）

Abstract:  The Lengquanting area is a major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area of the Xihu Sag, and the fault struc-
tures in this area are highly developed due to multi-stage tectonic movements,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sedimentary tectonic evolution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the basin. Based on the detailed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test 3D seismic data in the Lengquanting area of the Xihu Sag, we analyzed sys-
tematically the fault structure types,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evolution of the area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faults,  and the key con-trolling factor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s  in the area are mainly normal faults  and strike-slip fault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faults  and
their activities are characteristic of zoning and stratification in space. Affected by the regional stress field, the fault
structure of the study area has experienced five major stages: ① Fault depression period (Paleocene-lower Pinghu
Formation deposition period), with three episodes of strong torsional-tensile activities; ② Fault-depression trans-
ition  period  (middle-upper  Pinghu  Formation  deposition  period),  with  inherited  tensional-torsional  activitie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faults;  ③ Initial depression period (Huagang Formation deposition  period),  with  inher-
ited weak torsional-tensile activities of the main faults;  ④ Stable depression period (Yuquan Formation-Liulang
Formation  deposition  period),  with  inherited  weak  extensional  activities  of  the  main  faults  in  the  western  slope
break zone and the main fault in the area; ⑤ Regional subsidence period (from Santan Formation deposition peri-
od to the present), with weak extensional activities of the main faults in the western slope break zone caused by
shear stress.
Key words:  fault structure; structure features; genetic evolution; Lengquanting area; Xih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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