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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造因素对油气的分布起着控制性的作用，断裂活动特征决定着一个盆地或凹陷油气的富集与分

布。本文通过对北大港构造带东翼所有断裂的仔细研究，统计分析了区内20条规模较大断裂的断距在纵横

向上的变化，结合20余条地震剖面和8条构造发育史剖面，综合分析认为北大港构造带东翼的断裂活动主

要为：古近纪活动期和新构造期(O．78 Ma至今)活动期。而在新近纪，研究区内断裂(或构造)活动极其微弱，

多数断裂没有活动。从演化过程、空间分布等方面认为：港东．唐家河构造带，晚期构造活动对先存构造的破

坏性较弱，与白水头构造带的断裂活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形成了典型的花状构造；而白东构造带在新构造

期断裂活动强烈，有些新生断裂切割到了古近系地层，有的断裂已达地表附近，形成了“对倾式”的断裂组

合。并初步讨论了断层活动对油气运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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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uctural factors play a controlling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and oil and gas enrichment

and distribution in abasin or in a sag depend OU characteristics of fault activities．Thc authors carefully studied all

the fractures in eastern Beidagang tectonic belt．calculated and analyzed fracture distance variations of 20 large

fauIts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in combination wi也over 20 seismic sections and 8 structural

development profiles in the study area．On such a basis，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main fault activities in eastern

Beidagang tectonic belt occurred in Paleocene tectonic period and Neocene tectonic period．In Neocene tectonic

period，however,fault activities were extremely weak，and most faults were not active．From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destructive effect of late tectonic activities on earlier faults was

weak，and fault activities were somewhat similar to things of Baishuitou tectonic belt in Gangdong—Tangjiahe

tectonic belt，forming a typical flower-shaped structure．Nevertheless，，fault activities in Baldong tectonic belt were

strong in Neocene tectonic period，and some new faults cut Paleocene strata with some reaching the near-surface

place。forming“face toward sloping type”fault combination．The influence of fault activities on hydrocarbon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is also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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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是一个中、新生代的含油气沉积盆

地，影响油气藏分布的因素很多，其中构造因素起

着控制性的作用(戴俊生等，1997)。北大港构造带东

翼位于黄骅坳陷陆上NE向构造与海域近EW向构

造的结合部，在第三纪盆地形成发展过程中，主要

经历了三次构造运动，即发生于中晚渐新世的华北

期(构造期年龄为52—23．5 Ma，构造事件年龄大致为

33．7—23．5 Ma)、发生于新近纪的喜马拉雅期(构造期

年龄为23．5—0．78 Ma，构造事件年龄大致为8-0．78

Ma)以及中更新世以来的新构造期(构造期年龄为

0．78 Ma一今)。其中，对北大港构造带东翼影响较强

烈的为华北期和新构造期(万天丰，2004)。断裂活动

状况直接影响到油气的运移和聚集，因此研究断裂

活动特征非常重要。而目前对于油气田进行构造演

化研究的多数成果，由于对中国大陆构造演化的复

杂性认识不足，比较粗略，常常将盆地内的断层简

单地视作以垂向运动为主，而忽视了不同期次形成

或活动的断裂在力学性质、活动特征、形成机制方

面的差异。本文将从断裂活动状况、断层的构造样

式以及形成机制方面对北大港构造带东翼断层进行

讨论分析。

1断裂活动分析

渤海湾盆地新生代断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主要发育在古近系盖层中，直接或间接与基底伸

展断层连锁在一起；另一类主要发育在新近系一第

四系盖层中，主要沿着基底断裂带发育(漆家福等，

2010)。断裂活动与分布决定着一个盆地或凹陷油气

的富集与分布(孟繁有，2008)，构造演化历史对纵向

油气分布起主要控制作用(赵文智等，2000)。构造作

用使地层受挤压弯曲而发生拱张，产生张裂缝和微

裂缝，改善了储集性，有利于油气的运移和成藏(张

玉明等，2006)。北大港构造带东翼第三系地层内发

育有上百条大小不等的断裂，在地震剖面上，断裂

形迹明显，断裂位置可靠，对研究断裂断距纵横向

变化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通过对区内所有断裂

(包括同沉积断裂和一次性断裂)的仔细分析，统计

了区内20条规模较大断裂的断距在纵横向上的变

化，结合20余条地震剖面和8条构造发育史剖面，

厘定了断裂的活动期次(图1)。

由于受现有地震资料覆盖范围的限制，北界的

海河断裂几乎没有揭示。而南界的港东断裂有一部

分揭露。据现有资料推断，北大港构造带东翼的裂

陷阶段，主要受到了NB一近EW向断裂的控制，而

且东部的白东构造带断陷期地层厚度远大于西部的

港东．唐家河构造带(图2)。也就是说北大港构造带

东翼古近纪时期的断陷规模，东部远大于西部。

在北大港构造带东翼，除南、北边界发育有较

大的港东和海河控陷断裂外，还发育有三条次级断

裂，即唐家河断裂、白水头断裂和白水头东断裂，分

别对港东一唐家河构造带、白水头构造带和白东构造

带的形成发育起到了主要的控制作用。总的来看，

北大港构造带东翼的断裂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期次：

古近纪活动期和新构造期(0．78 Ma至今)活动期。而

在新近纪，北大港构造带东翼断裂(或构造)活动极

其微弱，大多地震资料揭示该时期断裂没有活动，

只有个别断裂有20 m左右断距的活动(图3)。

港东断裂是北大港构造带东翼在新生代活动强

度最大的一条断裂，沙河街组一段中部(ESlz)底的

断距可达2000 m左右，整体上表现为一条同沉积断

裂，东营组二段沉积以前同沉积作用较强，而东营

组一段沉积之后同沉积作用较弱，在新近纪该断裂

几乎没有活动；在新构造期(0．78 Ma至今)有一定程

度的活动，最大断距可达400 m左右(图3a)。

1．1古近纪断裂活动期

断裂带形成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构、变

形分段性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断裂现今活动的分段

性(胡道功等，1999)。在古近纪，具有明显活动形迹

的断裂包括两类：一是控制构造带发育的断裂；二

是次级调节断裂。

1．1．1控制构造带发育的断裂

控制构造带发育的断裂主要是指对港东一唐家

河构造带和白水头构造带起主要控制作用的唐家河

断裂、白水头断裂和白水头东断裂。

唐家河断裂主要控制了港东．唐家河构造带的

发育，唐家河断裂整体表现为明显的同沉积性(图

3b)。从断裂断距的变化幅度来看，唐家河断裂的活

动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沙河街组一

段上部沉积前，该时期断裂活动强度大，对沉积地

层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沙一中底面的断距最大可

达700 m，而沙一上底面的断距最大仅有不到500 m；

第二个阶段是沙河街组一段上部至东营组一段沉积

期间，沙一底的最大断距近500 m，而馆陶组底的断

距最大不到200 m，该时期具有明显的同沉积性；

第三阶段是馆陶组现今，该时期唐家河断裂的同沉

积性不强，仅局部可见，不到200 m的断距主要是

在新构造期(O．78 Ma一今)形成的。

自水头断裂与白水头东断裂主要控制了白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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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造带的发育，白水头断裂整体表现为明显的同沉

#{性(阿3c)从断裂断距的变化幅度米看．白永头断

裂的话动过程缝所r目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沙河

街组一段J：部沉积前．酶时期断裂活动强度大，对

沉积地层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最大断距达近500

m，第 个阶段是沙河街组一段上部至末营组三段

沉积期问，最大断距达近300叽该时期白水头断裂

曲附沉积性不明显；第=阶段是东黄组一段至东营

组一段沉积期间，酸时期白水头断裂的同沉积性不

明显．主要表现为东一段沉积期间的话动性，第四

阶段为馆陶组至现／}，新近纪断裂活动性弱．最大

不到100m的断距土要是在新构造期(O 78Ma．今)形

成。

n水头束断裂整体表现为明显的同沉积性f同

3d)。从断裂断距的变化幅度来看，白水头东断裂的

活动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东营组=

段沉g{前，该时期断裂活动强度犬．对机#l地层且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沙一中底面的断距最大可达

700 m；第二个阶段是永营组三段至糸营组二段沉

积期剧．采一段底面的断距艟大一f达450 n1．嘣东营

纽一段底的断距最大仅200 m，该时期白承头东断

裂的同沉积性不强烈，尔三底和东二底的断距差别

小上．第j阶段是东营组一段沉积期间至现今，该

时期白水头东断裂的同沉积性水明显，新近纪断裂

活动性弱．大多区段不到100 m(局部可达200 ml的

断距主萼足在新构造期(0 78 Ma．今】形成的。

1．1 2欢级调节断裂

构造童换带靠近物源区发育的断阶带与调口带

控制着沉积物向洼槽M的输送路径，是岩性油气藏

形成的有利地医(杨勉等，2008)，次级调节断裂，是

指在占近纪时期，在较强烈的伸展作用F．伴随着

控制地层沉积的大型断裂的活动，在构造轼弱带产

生了 系列次缀断裂，起到了调整构造应月进一步

达到平衡的作用。这些次级词市断裂的活动可进一

步螂分为=种类型：(】1仅发育于古近系内的移=级调

节断裂该类断裂主要发育在港采．唐家河构造带

(罔4a)，该地随多缺史东营组r部地层，而古近纪

或古近纪早捧l活动的断裂．在新近纪或新构造期并

没有继承性活动这些断裂不仅活动时期鞍短．1nJ

且在古近纪时的活动强度不大。(2)两段式活动的次

缓调节断裂：该类攻级调节断裂主粤发育在白东构

造带(图40)，表现为采二段沉积前的明显活动以及

新构造期的义一次活动．这些断裂的话动强度整体

不大。(3)j殷式活动的次级调节断裂：三段式发育

的扶级凋节断裂(闰4c)．即表现为东二段沉积前明

显的同生长性、东一至来一段沉{}{期问有一定的活
动性以及新构造期的叉趺活动。

1．2新构造期(0 78 Ma．今)活动期

新构造期，是北大港构造带求翼构造明显活动

的X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已有断裂的再活动以及新

断裂的产生，嘲5反映丁港东．唐家阿构造带部分断

裂活动的这一特征。这坤断裂在新构造期的活动强

度不大．断距多在100 m左右．但断裂活动的范嗣

较广．在整个北大港构造带东翼普遍存在．特别是

在白尔壮】造带，在新构造期产生r大量的断裂，对

早期构造进行了切割，使得原有的构造形态更加复

杂化。

2构造样式、形成机制的差异性

盐地形成的构造动力机制央定其结构特征，同

时盐地结构特征是苒构造动山机制的反映(牛明刚

等．2009)．，断层的变切情况央定着断层的构造样式

(陈书平等．2004)北大港构造带自、翼位于黄骅坳陷

肚上NE向构造与拇域近EW向|I勾造的转折结台部

一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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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种特殊的蜘进背景．造成r馘内不同区域的

构造特征各不相同．所形成的：个构造带的构造样

式、形成机制也存在明娃差抖性。

2．I构造样式的差异性

2．I_1港东一唐家河构造带

港自、．膪家河构造带，在华北期近EW向挤压作

用下NE世向，SE倾向的唐家河断裂张性一走滑活

动强烈，在伸展作用F彤成了一个宽缓的牵引背斜

掏造、住新近纪．该构造带构造活动性较弱或几乎

没有发生构造活动，在新构造期(即中更新世以来)，

在现々构造炳NEE向挤压作用下，l女地区已靠NE

向断裂_再次活动井相应地产生r一系列NE走

向、NW倾向的次级小断裂，使得港东一唐家河构造

带中断裂现兮甓典趔的“Y”字掣盎I合．港东-唐家河

构造带呈典删的花状构造(罔5)．

21 2自水头构造带

n水头构造带，在华北期近EW向挤ni作用F，

以白水头断裂和九水头东断裂为主的一系州NE走

向，SE倾向的断裂伸展张性活动强烈．在伸展逆

牵引作J{I下形成，一个宽缓的背斜构造．在新近纪．

Fig．6；；。。。。。。。绌：：嚣：：撩)。：4。3。08C。⋯0)。,SE．：。(x：觥：耀黜’。。⋯。．⋯。。№．，
lNw：fx 20s450co．F 4308000)SE：(x 20565000 y 429l帅0))

8 j蔗2”056480C0l鬻4307⋯0007)S8E；麓20“，721J‘0：0饕429“2000≯)fNw·(x= ．# Iz： “ )

“8’“”“”“““”2 m。eas。uri。ugl，l。n。。。。2680。or。ba。id。e：譬絮尝粼墨喘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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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构造带构造活动性较弱或几乎没有发生构造活动；

在新构造期(即中更新世以来)，在现今构造期NEE

向挤压作用下，该地区已有NE向断裂再一次的张

性一走滑活动，并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NE走向、

NW倾向的次级小断裂。使得白水头构造带中断裂

现今呈典型的“Y”字型组合。白水头构造带呈典

型的花状构造(图6)。与港东一唐家河构造带不同的

是，该构造带受到了一系列NE走向、SE倾向的主

断裂控制，古近纪以及新构造期的构造活动性更加

强烈。

2．1．3白东构造带

白东构造带，在华北期近EW向挤压作用下，

该地区NEE走向、SE倾向的断裂伸展张性活动较

强烈，控制沉积了北厚南薄、具有一定箕状结构的

古近系地层沉积，同时该地区NEE走向、NW倾向

的断裂的活动也明显较上述其它两个构造带要强，

使得白东构造带在古近纪时期就形成了“对倾式”

的断裂组合；在新近纪，该构造带构造活动性较弱

或几乎没有发生活动；在新构造期(即中更新世以

来)，在现今构造期NEE向挤压作用下，该地区已有

断裂再一次活动，并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NNE走

向、NW和sE倾向的次级小断裂，使得白水头构造

带中断裂现今呈“对倾式”组合，白水头构造带在

浅部呈“对倾式”断裂控制的走滑背斜构造(图7)。

2．2形成机制的差异性

对于北大港构造带东翼3个构造带现今所呈现

的不同的构造样式，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先期构造特

征的差异性所导致的：(1)港东．唐家河构造带与白水

头构造带具有相似的“Y”字型构造样式，其原因是

在古近纪时只发育有SE倾向的主断裂，使得在新构

造期的剪切走滑作用下，沿主断裂派生了一系列反

向(NW倾向)的次级小断裂，从而形成了典型的“Y”

字型构造样式；(2)在白东构造带，由于古近纪时，sE

倾向和NW倾向的断裂均有发育，在新构造期沿断

裂走向的剪切走滑作用下，并没有形成“Y”字型构

造的先存构造条件，而是地质体沿断面发生了一定

程度的走滑，形成了与断裂体系有一定角度的走滑背

斜构造，同时伴生了大量的次级调节断裂。

3认识

综合以上分析，北大港构造带东翼断裂活动或

构造活动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从演化过程上：沙河街一东营组三段沉积期

间，断裂的同沉积性较强，断裂对地层的沉积充填

具有一定的控制性：东营组二段一东营组一段沉积

期间，断裂活动性较前一阶段明显减弱，表现在该

时期断裂断距明显减小，而且同沉积性也不太明显；

馆陶一明化镇组沉积期间，断裂活动性极其微弱或

没有活动；新构造期(0．78 Ma．今)，是该地区构造活

动的又一高峰期，不仅表现为已有断裂的重新活动，

而且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断裂，虽然该时期断裂活动

强度不大(断距一般小于100 m)，但断裂在整个研究

区内普遍发育。

(2)从平面分布上：港东．唐家河构造带晚期(新

近纪一新构造期)断裂活动性较弱，有些断裂自新近

纪始就停止活动，也就是说在港东．唐家河构造带，

晚期构造活动对先存构造的破坏性较弱；港东一唐家

河构造带与白水头构造带的断裂活动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①次级调节断裂均表现为三段式发育；②新

构造期断裂活动强度具有较相似的特点，即新生断

裂相对较少：而白东构造带：①次级调节断裂均表

现为两段式发育；②新构造期断裂活动强度较大，

新生断裂数量多，有些断裂已切割到了古近系中，

使原有构造形态更加复杂化。

(3)从构造样式上：港东．唐家河构造带与白水

头构造带具有相似的“Y”字型构造样式，具有典型

的花状构造；白东构造带则形成了“对倾式”的断

裂组合。

(4)早期断层在始新世一渐新世活动强烈，且贯

穿生油层，有利于油气运移与聚集，此类断层在新

构造期活动性不太强，如果断裂没有贯通到地表或

接近地表处，在断裂的中、深部可能形成良好的油

气藏；新构造期新生断层，活动性较强，张裂较明

显。成为油气运移的良好通道。如果它们只发育在

浅部，未能与深部生油层相连通，则有可能不会破

坏深部油气藏；如果它们已断达深部烃源岩，则会

造成油气的大量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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