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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布达林盆地为内蒙一大兴安岭古生代碰撞造山带之上的中生代断陷盆地，主要发育下白垩统和第四

系。拉布达林盆地的构造特征复杂，主要发育NE向、NEE向和Nw向构造，其中NE向构造主要为一系列NE向犁

式正断层及其与之相伴的同向正断层组合，NEE向构造具有剪切正断层的性质，NE向和NEE向断层都是形成于

塔木兰沟组一伊列克得组沉积时期的控陷断层，它们是形成于同一应力场具有不同力学性质的构造。Nw向断层

形成较晚，切割了NE向和NEE向断层，具有左行走滑的特征。在大磨拐河组沉积时期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挤压作

用，不仅使部分早期NE向控陷正断层发生正反转作用，而且形成断层转折褶皱和断层传播褶皱。依据反射地震资

料及相关地质资料，确定拉布达林盆地在早白垩世经历了3期变形作用，即塔木兰沟组一伊列克得组沉积时期的

Nw-sE向的伸展作用、大磨拐河组沉积时期的Nw-sE向挤压作用和伊敏组沉积时期的近Ew向伸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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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拉布达林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Fig． 1 Stmctuml unit map of I小udalin basin

A一肯盖里断坳；B．上乌尔根断隆；c一其诺图屯断坳；D一布鲁克断隆；E一阔空多鲁断坳

A-kmgaili d印地鲳ion；B—sharIgwuergen b10ck uplift；C—Qinuotutun depre略ion；D—Buluke bkk uplin；E—K∞kongdu01u depre鹤i∞

拉布达林盆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

尔盟境内，其西部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与俄罗斯相邻，

东至头站一鄂温克一西乌里一线，北临根河盆地，南

到海拉尔盆地北部边界(图1)。该盆地与海拉尔盆

地都是发育在大兴安岭西侧的断陷盆地，二者毗邻，

构造特征和地质演化具有相似性，虽然盆地的规模

不大，但断陷的深度较大，上库力组暗色泥岩发育，

大磨拐河组及其以上的沉积盖层厚度较大，由于该

盆地在后期的挤压作用中形成了反转构造、断层传

播褶皱和断层转折褶皱，为油气的运移和成藏提供

了有利的石油地质条件，展现了良好的油气勘探前

景。近年来在海拉尔盆地的油气勘探获得重大突

破，与其处于相同构造背景、研究程度较低的拉布达

林盆地日益受到勘探家的关注。开展对拉布达林盆

地构造特征和变形序列的研究，对研究大兴安岭西

部盆地群的构造演化和盆岭耦合机制研究以及对该

区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拉布达林盆地的勘探1二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

代，在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主要以煤田勘探为主，相继

完成了1：10万地质填图、数口地质浅井钻探。石油

地质勘探始于1987年，大庆油田等单位先后对盆地

进行了野外地质调查、大地电磁测深、重力、航磁及地

震等勘探工作。近年来，大庆油田公司在拉布达林盆

地建立了新的二维地震勘探网，取得高精度地震剖

面，通过勘探和调查，对盆地的地质结构、构造格局、

地层分布及石油地质特征等问题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野外调研、遥感构造

解释以及二维地震剖面解释工作的基础上，重新确定

了拉布达林盆地的构造特征和变形序列。

1 地质概况

拉布达林盆地为内蒙一大兴安岭古生代碰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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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拉布达林盆地地层表

1labIe 1 S缸薯廿g即phic of Labudalin b叠岛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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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带之上的NE向断陷盆地(徐贵忠等，1998；李朋武

等，2007)，长2lO km，宽57 km，面积14660 km2。盆

地的基底主要由变质、浅变质或未变质的古生代地层

以及晚古生代一中生代花岗岩组成(高玉巧等，

2007)，盖层主要为中侏罗统南平组和下白垩统塔木

兰沟组、上库力组、伊列克得组、大磨拐河组、伊敏组

(表1)。

2拉布达林盆地的构造特征

2．1构造单元划分

根据地质，地球物理和遥感等资料的综合研究，

拉布达林盆地主要发育NE向、Nw向和NEE向3组

断层构造，其中NE向断层由多条犁式正断层构成，

它们规模相差不大，具有相同的演化历史和相似的几

何学、运动学特征，为研究区最主要的控盆构造，它们

可能共同构成了得尔布干断裂带。NE向断层将盆地

自NW向SE分割成5个带。另外晚期形成的NW向

断层切割了NE向和NEE向断层，将盆地分割成若

干断块，上述3个方向的断层将拉布达林盆地分割成

3坳2隆5个一级构造单元，即肯盖里断坳、上乌尔

根断隆、其诺图屯断坳、布鲁克断隆、阔空多鲁断坳

(图1)。盆地严格受NE向断裂控制，呈现西深东

浅、北浅南深的断陷特征。

2．2 构造特征

拉布达林盆地主体是由一系列NE向犁式正断

层控制的箕状断陷盆地，在断层上盘发育与控陷断层

相伴产生的的正断层组合。另外盆地中还发育NEE

向断层和Nw向断层组合，其中NEE向断层与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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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断层形成于同一时期，但其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与

NE向断层共同控制了盆地的早期发育，Nw向断层

切割了NE向、NEE向断层，呈左旋走滑特征(图1)。

拉布大林盆地构造特征复杂，既有伸展构造特征又有

收缩构造特征及反转构造特征，开展研究区构造特征

的研究对认清研究区构造组合方式、应力场的变化和

变形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2．2．1野外地质调查、遥感解译

拉布达林盆地的NE向断层规模较大，是盆地的

主控断层。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遥感构造解译发现，

大多数NE向断层在第四纪都重新活动，并被其后再

次活动的Nw向右旋走滑断层切割、错动，并且在部

分地段断距较大。部分NEE向断层在第四纪重新活

动，切割r研究区NE向、NW向断层，平面延伸平

直，断层带较宽，具有张剪性断层的特征，控制了第四

系的分布和河流的展布方向，是拉布达林盆地中活动

最晚的断层构造。

拉布达林盆地及邻区不仅发育断裂构造，而且还

发育环状构造，环状构造主要为岩体和火山口。环状

岩体规模较大，地质界线清楚，放射状水系发育。火

山口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原林镇、煤田镇附近，呈

NE向线形分布。

2．2．2地震剖面解释

拉布达林盆地的二维地震勘探网仅限于其诺图

屯断坳的中南部地区，由地震剖面解释可以发现研究

区主要由走向NE的犁式正断层构成，它们是控陷断

层，主要发育于断陷的西部或东部边缘，平面上呈NE

向延伸，空间上延伸比较平直，断层倾向Nw或SE，

断层具有上陡下缓的特点，至深部逐渐转平并将逐渐

收敛于滑脱带上。另外，还可以发现研究区发育与挤

压作用有关的断层相关褶皱和反转构造。这里选择

两条有代表性的地震剖面，对研究区的构造特征进行

研究。

(1)line 86地震剖面：在line 86地震剖面解释

图(图2(a))中发现，其诺图屯断坳的中部由规模相

差无几的两个断陷构成的，这两个断陷分别受控于断

层F，、F：、F：。，它们都倾向Nw，具有上陡下缓的特

征。

在塔木兰沟组、上库力组和伊列克得组(T5～

T2：)沉积时期，断层F。、F：是诺图屯断坳的两个主要

控陷正断层，在断层F。、F：的上盘发育与之相伴的同

向正断层组合(F⋯F小F：。)和滚动背斜。在地震剖

面上表现为断层下盘地层的沉积厚度较小，而断层上

盘地层的沉积厚度较大，在靠近控陷断层的部位塔木

兰沟组一伊列克得组的沉积厚度大，远离断层的部位

地层的沉积厚度逐渐减小，这套地层是同构造生长地

层(Shaw et a1．，1997)。通过对地震剖面计算得出，

断层F，在塔木兰沟组、上库力组沉积时期的生长指

数为1．8l，断层F：在塔木兰沟组沉积时期的生长指

数为3．43。上述构造特征和与构造伴生的生长地层

特征，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沉积作用是伴随着伸展作用

同时进行的(shaw et a1．，1997)，盆地具有伸展的性

质。

在大磨拐河组(T皿～T，)沉积时期，断层上盘的

伊列克得组出现逆牵引褶皱构造，此时断陷的规模有

所萎缩，在控陷断层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断层上盘、靠

近断层的部位，地层的沉积厚度逐渐减小，盆地中出

现了类似坳陷期盆地边部沉积地层的特点，显示断层

F，在伊列克得组沉积时期上盘上升、下盘相对下降，

断层F。具有逆断层的特点，反映了大型控陷正断层

FI发生正反转作用(copper et a1．，1989；williams et

a1．，1989；张玉明等，2006)。大磨拐河组是伴随着

正反转作用沉积的一套同构造生长地层(Mitra，

1993)。另外，在盆地中出现了由断层F。和F，，控制

的突发构造和由断层F⋯F∽F，。控制的小型断层转

折褶皱(Suppe，1983)，也反映了在大磨拐河组沉积
时期盆地受到了挤压作用。

在断陷上部发育的T．一’k之间的地层明显受

断层F，控制，只发育在断层的上盘，显示在这套地层

沉积过程中断层F。的上盘是相对下降的，此时该断

层由具有正断层的性质，具有负反转作用的特征，反

映了在大磨拐河组之上发育由晚期伸展作用控制的

沉积地层，说明拉布达林盆地在大磨拐河组沉积之后

又受到伸展作用改造，根据相邻的海拉尔盆地的构造

变形特征和地层的沉积特征(刘志宏等，2006，2007；

柳行军等，2006)，推断拉布达林盆地应该发育伊敏

组(前人认为拉布达林盆不存在伊敏组，T。之上仍然

是大磨拐河组)。另外，在地震剖面中发现一产状陡

直的小型岩体，穿切了断层F。和断层Fm侵入到上

库力组和伊列克得组地层之中。这一侵入体很可能

是伴随着伊敏期伸展作用形成的，对盆地主要起到破

坏和改造作用。

拉布达林盆地缺失上白垩统—新近系，第四系与

下伏下白垩统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2)1ine 58地震剖面：在line 58地震剖面解释

图(图2(b))中发现，其诺图屯断坳的南部由3个断

陷构成，其规模相差悬殊，其中中部断陷规模最大，主

要受倾向SE的断层F4控制，西侧和SE侧的断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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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拉布达林盆地Ji玎e 86与line 58地震剖面解释图(剖面位置见图J)

Fig．2 Geolo百cal interpretation of seismic Pmfile ljne No．86 and line 58 in f且budalin basin(for pro：file location see Fig．1)

T5一塔木兰沟组底界；T4-上库力组底界；L—伊列克得组底界；Tn一大磨拐河组底界；T2。-大磨拐河组中段底界；T2一大磨拐河组上段底界；

T1-伊敏组底界；10一第四系底界；F一断层

T5一b砒咖0f Tan|langDIJ F0咖砸”；T4一b栅l 0f sh∞班曲F0m砒ion；T3一b吐I_om of Yiliekede F0nnali“；7k—b啪Ⅻ0f D∞109IIaihe F0m娟∞；

T2l—bott凹l of Middle MⅢkr of D暑哪)gL越he Fom盘ion；T2一h∞m of Upper Me曲er 0f D∞Ⅺ伊m坨Fom蕊强；Tl—bt}0m 0f Yilnin Fo∞蕊on；

1k—bonom 0f Quatemary；F—fauh

模较小，分别受倾向NNW的断层F3和倾向sE的断

层R控制。

在塔木兰沟组、上库力组和伊列克得组(T，一

’k)沉积时期，断层F3、F。、F5是诺图屯断坳的3个

主要控陷正断层。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断层下盘地

层的沉积厚度较小，而断层上盘地层的沉积厚度较

大，在靠近控陷断层的部位塔木兰沟组～伊列克得组

的沉积厚度大，远离断层的部位地层的沉积厚度逐渐

减小，说明塔木兰沟组—伊列克得组地层的沉积过程

中，断层一直处于伸展活动状态。这套地层是同构造

生长地层(Shaw et a1．，1997)。上述构造特征反映

了这一时期的沉积作用是伴随着伸展作用同时进行

的，盆地具有伸展的性质。

在大磨拐河组(T：：～T。)沉积时期，在断层F4

上盘的伊列克得组中出现逆牵引的特征，此时断陷的

规模出现强烈萎缩，在控陷断层F4所能影响的范围

内，断层卜盘、靠近断层的两北部和远离断层的东南

缘，地层的沉积厚度都表现出迅速减小，而盆地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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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沉积厚度相对较大，大磨拐河组是伴随着正反转作

用沉积的一套同构造生长地层(Mitra，1993)，出现

了明显的挤压坳陷期盆地的沉积特点，显示断层F4

在大磨拐河组组沉积时期，上盘快速上升、下盘快速

下降，断层F4具有逆断层的特点，反映了研究区此时

受到挤压作用，大型控陷正断层F。发生强烈的正反

转作用(C叩per et aLl．，1989；Williams et a1．，1989)。

而此时期断层F3、R受到挤压作用的改造比较微弱，

反转构造不发育。另外，在由断层F。所控制的断陷

中的上库力组和伊列克得组中形成了3个主要由断

层F4。、F42、F。，控制的断层传播褶皱(Mitra，1990)，这

些褶皱上部构造隆升较高的部位，地层的沉积厚度较

小的沉积厚度受到下伏褶皱构造隆升的影响，由于构

造隆升速率小于沉积速率，这些构造隆起始终处于沉

积剥蚀面之下，在构造隆升较高的部位，地层的沉积

厚度较小，而构造隆升较小的部位，地层的沉积厚度

较大，大磨拐河组是同构造生长地层(Suppe et aJ．，

1992)，反映了在大磨拐河组沉积时期盆地受到了挤

压作用。

Nw向断层为一系列陡倾的断层组合，在平面上

延伸稳定，切割了下白垩统，在剖面中具有花状构造

的特征。在地震剖面中很难确定其形成时间。

3拉布达林盆地的变形序列

根据野外地质调查、遥感解译和地震剖面解释工

作，在对构造特征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拉布达

林盆地盆地的变形序列。

(1)在下白垩统塔木兰沟组、上库力组和伊列克

得组(T5～T：：)沉积时期，拉布达林盆地受到Nw—SE

向伸展作用，形成了一系列NE向犁式正断层(F。、

F：、F4、F5)及其与之相伴的同向正断层组合和NEE

向(R)剪切正断层。拉布达林盆地主要发育受NE

向张性正断层控制的箕状断陷，另外发育少量受

NEE向张剪性正断层控制的箕状断陷，它们共同构

成了研究区早白垩世早期的构造样式。这一时期主

要发育一套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部分碎屑岩建

造，表现为在控陷断层附近的沉积物厚度较大，远离

控陷断层沉积物厚度逐渐减小。在塔木兰沟组形成

时期，构造活动强烈，出现大规模火山喷发，主要以火

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为主，在上库力组和伊列克得组

形成时期，火山活动有所减弱，火山岩中的碎屑岩夹

层有所增多。盆地具有伸展断陷的性质。

(2)在下白垩统大磨拐河组(％～T。)沉积时

期，拉布达林盆地的区域应力场由Nw-sE向伸展作

用转化为Nw—sE向挤压作用，使部分早期控陷正断

层发生强烈的反转作用，滚动背斜出现强烈隆升，同

时在断陷中形成断层转折褶皱和断层传播褶皱及突

发构造。由于强烈的挤压作用，拉布达林盆地出现快

速隆升，最终导致全区大部分地区位于侵蚀基准面之

上遭受风化剥蚀。

(3)在下白垩统伊敏组沉积时期，拉布达林盆地

再次受到近东西向伸展作用(柳行军等，2006；刘志

宏等，2007)，部分多次活动的早期控陷正断层(如

F，)在这一时期再次活动，又表现为正断层的特征，

在大磨拐河组之上形成新的箕状断陷，在断陷中沉积

了一套碎屑岩建造。断陷深部的小型侵入体可能与

这次伸展作用有关。由于上白垩统和新生界在研究

区不发育，对这一时期构造特征和变形序列的研究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工作。

4结论 ．

(1)拉布达林盆地主要发育NE向、NEE向和

Nw向3个方向构造，其中NE向构造主要为一系列

NE向犁式正断层及其与之相伴的同向正断层组合，

NEE向构造具有剪切正断层的性质，NE向和NEE向

断层都是形成于塔木兰沟组一伊列克得组沉积时期

的控陷断层，它们是形成于同一应力场具有不同力学

性质的构造。NW向断层形成较晚，切割了NE向和

NEE向断层，具有左行走滑的特征。上述3个方向

的断层将拉布达林盆地分割成3坳2隆5个一级构

造单元。

(2)拉布达林盆地在大磨拐河组沉积时期经历

了较大规模的挤压作用，不仅使部分早期NE向控陷

正断层发生正反转作用，而且形成断层转折褶皱和断

层传播褶皱。

(3)拉布达林盆地为白垩纪开始形成的陆相盆

地，在早白垩世经历了3期变形作用，即塔木兰沟

组一伊列克得组沉积时期的Nw—SE向的伸展作用、

大磨拐河组沉积时期的Nw．sE向挤压作用、伊敏组

沉积时期的近东西向伸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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