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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一庐江断裂带(渤海海域)对油气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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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航磁资料并结合其他地球物理资料，研究了渤海海域郯·庐断裂带的基本特征，讨论了构造线通过海域

细节特征，探讨了该断裂对渤海湾盆地的控制作用，以及新生代期间与油气田的关系．指出渤海湾地区是寻找火山

岩型油气藏的有利场所，并可期待在郯·庐断裂主断裂一线及旁侧具备生油的范围内寻找新近系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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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一庐1江断裂带(简称郯．庐断裂带)是中国

东部一条重要的强烈构造变形带，对该断裂带的认

识和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然而，到目前

为止人们对郯一庐断裂带的研究热情仍没有减弱，该

断裂带自20世纪50年代首先被航磁资料圈定并命

名后，由于它对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形成、岩浆活

动、矿产分布及地震活动的控制作用，先后召开了多

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及地区性现场会，近年来与其相

关的专著、论文较多，其研究程度之高是国内其他断

裂无法比拟的，对郯-庐断裂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大

批重要成果1。“J。但是，该断裂系在地质构造活动中

的作用、形成时期、平移距离、平移时代、断裂规模、

延展长度及影响宽度等等都存在不同见解，对这一

系列问题需要较大篇幅去讨论，笔者仅就渤海海域

郯-庐断裂带的基本特征及对油气田的控制作用进

行初步探讨，以其对渤海海域油气勘探有所帮助。

特别在渤海海域，由于区域资料的缺乏，多数研究者

只是简单表示了构造线通过海域，对其构造细节及

特征讨论不多，利用区域航磁资料则较好地弥补了

这一不足。

1磁场特征

以往人们一般多把郯-庐断裂带分为3段讨论，

但分段的位置也不尽一致，有人将渤海至下辽河及

以北部分为北段，山东维坊至淮河为中段，淮河以南

至长江以北为南段；也有人将中段南端定在淮河，北

界划到沈阳附近，有人将南段继续向南延伸可达北

部湾附近。北段自沈阳向北分开为2支并一直延伸

出境外；关于中段的南界也有入划到合肥盆地南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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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笔者将其划归郯一庐断裂带的北段(南端)，可

具体称其为郯．庐断裂带渤海段，该段在磁力及重力

资料中均有非常清楚的反映。

郯-庐断裂带是一个数十公里宽(一般的认识)

的构造带，它由数条平行分布的断裂组成，在渤海海

域段该断裂最示为2条主要断裂构造，一条是断裂

带的东缘边界断裂(编号为F，)，我们也称其为主断

裂，另一条为西边界断裂(编号为F2)，这2条断裂

基本控制着郯一庐断裂带主体范围内的构造，在2条

边界断裂之间还有一些断裂构造，它们也多与前述

边界断裂平行分布，它们都属于郯．庐断裂带的组成

部分。

1|l主断裂(F1)

在航磁异常图中该断裂由多种磁异常特征线反

映出来，本研究区范围内其宏观表现为不同磁场的

线性分区界线，断裂西侧显示为升高块状磁异常特

征，异常表现以正负区块形态，近断裂附近以正异常

块为主，但断裂以西整个华北盆地则以明显的正负

交替块状异常为特征，断裂东侧表现为区域负背景

磁异常，其中叠加的次级异常多有较明显的方向性

(图1)。

1．2西界断裂(F：)

该断裂在渤海海域与郯．庐断裂东界断裂总体

平行分布，但部分地段利用了早期南北向断裂构造

线。在本区断裂南段自潍坊沿白浪河延伸入渤海

内，在海区基本沿东经119。10 7线附近向北延伸至

38。10’地段，然后转成北东向。该断裂总体磁异常

特征线表现为磁异常错动线，但具体到断裂的局部

地段则主要显示磁异常梯度带特征。沿断裂两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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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郯-庐断裂带航磁A，化摄上延3 km等值线平面

地质体曾有过较明显的错位。断裂不同段走向的改

变表明它利用和迁就了早期的构造线，这表明该断

裂可能是一条较复杂且多期活动的断裂。由磁场平

面图观察，该断裂远不如东界断裂对基底性质影响

那么大，东界断裂东西两侧基底性质明显不同，而该

断裂两侧磁异常均属于块状异常特征，它属于典型

的华北地台区的磁异常特征，表明断裂两侧基底性

质是一致的，但该断裂对基底的切割和错动又是明

显的。因此，可以定义其为同一性质基底内部的断

裂构造。

该断裂作为郯一庐断裂带的组成部分，在对基底

岩相的控制作用仅次于东界断裂，但在对中、新生代

凸起、凹陷构造的控制上它们是基本一样的，它们在

其发育过程中具有联动作用，特别是向北延伸进人

辽东湾盆地后这种联动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在郯-

庐断裂带东、西界断裂之问和临近它们的外侧还有

一些基底断裂与它们平行分布，但其连续性不如前

述2条边界断裂，我们认为它们均属于郯．庐断裂带

的组成部分，在郯-庐断裂带内部控制和影响着大小

不同规模的凸起、凹陷、断块以及局部构造等。

事实上，以往人们在进行郯-庐断裂带圈定时，

在潍坊以南陆地部分已划分出4条平行分布的断

裂，白东而西称为昌邑一大店断裂、安丘～莒县断

裂、沂水一汤头断裂及躺部部一葛沟断裂，认为昌

邑一大店断裂是其主干断裂。人们往往据此将该4

条断裂自然延人海区。实际上在渤海海域并不存在

连续的4条贯通断裂。也有人认为郯一庐断裂带实

际是一系列斜列断裂的总合。根据航磁资料表明

郯-庐断裂带并不都是完整的贯通该区，除东界断裂

完整贯通外，西界断裂较完整的贯通，其他断裂均断

续分布，展布于郯一庐断裂带内(图2)。

我们认为郯一庐断裂在渤海海域存在着某些特

殊性，造成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可能与渤海海域位于

中朝地台的腹地，具有典型的华北地台的结晶基底

结构。基底结构和基底岩石的性质控制了其中、新

生代的构造演化和断裂的表现，此外，它还与深部岩

石圈及地幔构造异常有关。

2重力场特征

郯．庐断裂带(F。)也是重要的重力异常分区界

线，与磁异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渤海海域中部地

区，郯一庐断裂带(F。)东侧是明显的重力高异常区，

断裂带西侧是重力低值区，断裂两侧重力异常场值

的差异，表明除前新生界基底埋藏深度不同外，断裂

两侧岩石密度值也存在踢显区别。

它反映郯一庐主断裂(F。)东侧古老结晶基底岩

石埋藏较浅，这里主要由胶辽隆起上的变质岩构成，

其中北部是太古宇鞍山群具磁性变质岩基底，南部

由太古宇一古元古界胶东群、古元古界粉子山群变

质岩构成，断裂西侧虽然深部基底也是由太古宇迁

西群、泰山群等古老变质岩构成，但在这里基岩埋藏

很深，特别在郯-庐断裂带内，基岩多埋深在5一12

km，因此在这里显示负重力异常也是其原因之一。

3对沉积坳陷的控制作用

郯．庐断裂带形成初期(元古宙)可能主要是2

个不同性质岩块的拼合线，这一特点由地球物理资

料(重力、磁力)显示的已非常清楚。

中生代晚期是该断裂又一次活动周期的开始，

此时在左旋活动的同时伴有大量的中基性火山岩喷

发。渤海湾盆地真正剧烈下沉形成断陷是新生代开

始的，断陷早期郯．庐断裂带沿北北东方向形成一系

列单断或双断断陷构造，新生代晚期渤海湾盆地整

体下沉，接受巨厚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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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渤海海域郯一庐断裂带分布

但此时的渤海海区不同段沉降方式则出现差

异，由现今郯一庐断裂带在渤海海域展露宽度看，由

40一120 km不等，海区最宽处位于渤中坳陷内，最

窄处位于辽东湾辽河人海口附近。其宽窄的变化受

多种因素控制，一是基底构造性质对构造坳陷的展

露范围有较大影响和控制作用，在渤中坳陷基底由

古老变质岩构成，它在后期构造活动中有整体升降

的特点，其升降也受不同方向的断裂构造切割成的

断块影响，相临的断块可能出现此升彼降的现象；二

在渤中坳陷往北进入到辽东湾断陷区，这里基底结

晶程度远没有渤中坳陷区内的结晶程度高，基底存

在较大的可朔性，因此这里基岩在外力构造作用下

变形也就比较厉害，这里沉积凹陷基本沿北北东向

断裂构造线分布，受断裂构造影响它们基本呈断陷

(也有称其为裂谷)、断阶、断凸等构造形态展布。

在渤海湾盆地，郯一庐断裂带基本控制着沉积凹

陷和凸起构造的分布。区内主要由太古宇变质岩构

成基底构造层，渤海湾盆地整个基底层呈现凹凸不

平的断块状构造格局，在渤中坳陷和济阳坳陷，凸起

与凹陷之间多以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构造为界，

形成相间排列的构造格局；在辽东湾断陷内受北北

东向郯一庐断裂带的影响，基底层多呈北北东向凹凸

相间排列的格局，它们明显受郯-庐断裂的带的影响

和控制(图3)。

4与新构造活动的关系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说郯一庐断裂带最初活动

时间是比较早的，但它后期的活动和与中新生代构

造的关系是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新生

代期间，郯·庐断裂带的活动直接影响油气运移、聚

集与成藏，有较多的证据表明郯-庐断裂带一直到现

代仍在活动，在山东、江苏、安徽等地，陆地见有沿

 

 万方数据



502· 物探与化探 31卷

1一渤中凹陷；2一黄河口凹陷；3一沾化凹陷；4一青东凹陷；5一潍北凹陷；6一莱南凹陷；7一莱洲湾凹陷；8一庙西凹陷；9一渤东凹陷；10一辽

东凹昭；11一辽中凹陷；12一辽西凹陷；13一秦南凹陷

图3郯一庐断裂带内沉积坳陷分布

郯-庐断裂带分布的新生代玄武岩。

天然地震资料表明，沿郯．庐断裂为一条地震活

动带，20世纪海城地震就位于该断裂带上，2006年

在江西九江、瑞昌间(北纬29．7。，东经115．7。)发生

的5．7级地震也位于郯-庐断裂带上。

此外，石油地震勘探获得的大量地震显示剖面

表明，郯一庐断裂作为一条影响较深的基底断裂，但

它在后期活动过程中使得沉积层构造发生一系列变

化，除有局部构造凸起形成外，沿主断裂还有侵入

岩、火山岩分布，在沉积层内产生大量浅层断裂构

造，这些断裂构造足新生代油气田形成聚集的主要

通道。通过重、磁、地震资料对比结果，我们发现郯．

庐断裂带东界断裂对浅层构造影响最明显，多在其

上方沉积层内出现“Y”字型断裂、花状断裂及负花

状断裂(图4)⋯。

图4过郯一庐断裂带地震反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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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油气的关系

在平面上郯-庐主断裂总体呈北北东向延伸，在

浅层(新近系)沉积层中，出现众多小断裂，这些小

断裂呈北东东向或近东西向分布，在平面上它们密

密麻麻地沿着北北东向郯一庐断裂主断裂(F，)分布，

两者直交或斜交，而远离主断裂这些小断裂也渐稀

疏‘“。

如此表明，它们的分布是与郯一庐主断裂的存在

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郯-庐

断裂带近代仍有活动的证据。同时，大量石油地震

勘探工作结果还发现，渤海海域油气田与断裂关系

密切，特别是在2组断裂的交汇处，往往是大油气田

形成的场所。渤海海域新生代沉积洼地最深处位于

渤中凹陷内，古近系具有丰富的生油岩，而新近系存

在有较好的储层，油气的运移就是通过断裂进行的，

郯．庐断裂的长期活动所派生出的一系列次级断裂

或更次级断裂及裂隙，正是它们将古近系的油气运

移到新近系的储层中，蓬莱PL-19—3油气田就是位

于2组断裂交汇处附近的新近系油藏(图5)。根据

这一规律，沿郯．庐断裂主断裂一线及旁侧，在具备

生油的范围内寻找新近系油气田应是可以期待的。

在如下几个方面。

(1)由于其早期控制断陷、隆起的形成，因而影

响生烃凹陷的发育和分布。

(2)控制对各类局部构造的形成和分布，特别

是对二级构造带的控制作用，对寻找构造型油气有

重要意义。

(3)郯．庐断裂带是长期活动的断裂构造，它近

期活动在沉积层中所派生出若干与其斜交断裂是油

气运移的最好通道，渤海湾盆地大型油气田多分布

在大型断裂附近。

(4)除郯．庐断裂带影响沉积层断裂发育形成油

气运移通道外，郯．庐断裂带与油气的亲密关系可能

还有其他因素，有的学者就曾提出过中国陆相富油

气特征与存在深源油气补给有关，因此，是否存在深

层油气也是值得探讨关注的问题。

渤海湾盆地油气50年代就曾提出重点应放在

莱洲湾一辽东湾一线，即郯一庐断裂带渤海隐伏延伸

带内，后因地震揭示新近系厚达5 000余m，玄武岩

及侵入岩发育，生烃岩埋藏深而被否定，赢至近些年

由于石臼坨构造勘探的突破才重新引发注意，并在

无生烃岩发育的新近系内找到了一系列亿吨级整装

大型油气田，开拓了渤海湾油气盆地中浅层找油的

新领域、新方向。

位于松辽盆地北部徐家围子地区的庆深气田，

2005年已探明天然气l ooo亿m3，成为我国第五大

天然气田。松辽盆地深层气田的发现为渤海湾盆地

深层气田的勘探提供了可预期的希望。

6结论及建议

基底断裂构造对含油气盆地形成及早期沉积都

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还伴随或控制火成岩发

育和分布，在当前寻找深部火山岩型岩性油气藏的

同时，重、磁力资料正好发挥其特长。渤海湾地区是

一个早期基底断裂构造发育的断陷盆地，伴随断裂

发育有较多中基性火山岩，它们很在其他条件合适

时很可能成为储油层，是寻找火山岩型油气藏的有

利场所。

郯．庐断裂带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几十年，对该断

1一断至薹底断层_2—馆陶组底界断层；3—悔岸线；4—太油气田 裂的各种特性都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由于郯‘庐

图5渤海海域新近系断裂系统 断裂渤海段潜伏于海底，其特性及与油气勘探的利

根据研究结果圈定的渤海海域郯一庐断裂带与 弊关系尚无法确切认定，因此建议加强各种地球物

油气田的分布情况可见，区内主要大油气田都位于 理资料和地面地质现象进行综合解释研究，这样才

郯．庐断裂带和北西向分布的深大断裂带内及附近， 会迅速获得更多有用地质成果，提供给油气勘探部

特别是蓬莱19．3高产油气田就位于郯·庐主断裂 门参考与决策。

上。我们认为，郯一庐断裂带与油气的关系主要表现 下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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