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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油气坳陷的形成及控制因素
———以黄骅坳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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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了解富油气坳陷的构造形成及其控制因素，对后期油气勘探的沉积、成藏、油气分
布规律有着决定意义。依据黄骅坳陷最新三维地震数据体等资料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黄
骅坳陷新生代盆地结构发育受基底构造反转、褶皱逆冲、断裂走滑和火山岩等因素的控
制，坳陷整体由断陷盆地转为坳陷盆地。
关键词：黄骅坳陷；断裂走滑；褶皱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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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结构构造特征

目前国内 东 部 陆 相 盆 地 都 处 在 勘 探 瓶 颈 阶

段，保持增储上产或者稳产处在一个困难时期，各
项勘探开发工作都需要体系化、系统化研究，研究

盆地坳陷 的 形 成 规 律 及 控 制 因 素 是 一 个 基 础 问

题，以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为例进行研究，取得一

点结 果，希 望 对 富 油 气 坳 陷 研 究 工 作 有 所 帮 助。
黄骅 坳 陷 位 于 鲁 西、燕 山、太 行 山 三 大 基 地 衔 接

处，居渤海湾盆地中部，夹持于沧县隆起和埕宁隆

起之 间［１－３］，主 要 有 歧 口 凹 陷、孔 店 凸 起、埕 海 斜

坡、南皮凹陷等构造单元，是我国东部油田一个重

点油气勘探区块。前人资料研究表明，黄骅坳陷

新生代构 造 演 化 阶 段 受 太 平 洋 板 块 俯 冲 运 动 影

响，对比渤海湾盆地的冀中、黄骅、济阳等坳陷，黄
骅坳陷新近系厚度大、埋藏深，底界埋深达１．１万

ｍ、古 近 系 厚 度 近８ｋｍ。黄 骅 坳 陷 结 构 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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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为多个北断南超、地堑式结构地半箕状凹陷

组成断陷盆地［４－６］。

受太平洋板块运动和北部郯庐断裂走滑影响

特殊背景下，黄骅坳陷与其他裂谷盆地相比，二级

断裂顺郯庐 断 裂 ＮＥ—ＳＷ 方 向 发 展 的 特 点［７，８］。

黄骅坳陷内部凹陷彼此之间以低凸起相隔，具有

统一断陷、统一沉积的构造演化特征。

黄骅坳陷为典型的裂谷型盆地，经历 了 断 陷

到坳陷２个演化阶段，断陷期区域狭小陡峭，坳陷

期区域宽阔平缓；其中多个凹陷区新生界地层直

接披覆在元古界地层之上［９－１２］。

２　构造形成控制因素

２．１　基底沿岸走滑断裂带对黄骅坳陷的控制

在黄骅坳陷内部发育几条明显控制和影响构

造、沉积的走滑断裂带，这些走滑带受基地结晶影

响，断裂走滑主要呈近ＳＮ向展布。

在黄骅探区布格重力异常图中，受沧 县 隆 起

和埕宁隆起控制的黄骅坳陷内部影响，这些走滑

断裂分开区块彼此特征表现差异亦很明显，走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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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两侧特征迥异。有的表现为平缓的低值异

常；有的表现为异常高、变化剧烈，走滑断裂带明

显成为２种异常特征的分界线（图１）。图１表明

该走滑断裂带对黄骅坳陷内部的构造格局控制存

在着明显的控制作用，对以此为基础的黄骅坳陷

形成更是起到了决定作用。

图１　黄骅坳陷布格重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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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火山岩对歧口凹陷的控制

火山岩在黄骅坳陷的大面积发育，对 油 气 勘

探具有重要意义，决定地质分层等因素。不同时

期的火成岩主要是沿着断裂带附近分布，在其与

其他方向断层相交部位及其附近，火成岩尤为发

育，反映出沿岸断裂带在新生代时期已发展成壳

级深断裂。在新生代时期，该火山岩活动主要是

顺着深部断裂如沧东断裂及其周边小断裂穿过地

壳层或者地幔层发育，控制着黄骅坳陷的局部构

造格局（图２）。由 于 底 部 板 块 大 地 构 造 运 动 影

响，地壳发生运动，印支期元古界地层遭受周边地

层挤压，地壳深部不稳定热物质上涌，发生火山活

动，地层遭受挤压、隆升、剥蚀，地层减薄，影响黄

骅坳陷的构造演化变形。另外，切割歧口凹陷区的

兰聊、张家口—蓬莱等走滑断裂系在古近纪晚期至

新近纪的活动也控制黄骅坳陷裂后沉降和构造演

化。

图２　沿岸走滑断裂带火山岩发育典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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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褶皱、逆冲构造对黄骅坳陷的控制

研究区最深处出露是元古界，四周地 层 依 次

以寒武、奥陶、石炭、二叠系地层由老至新呈大致

环带状展开。研究表明，黄骅坳陷在古近系之前

表 现 为 大 致 环 带 状 古 背 斜（图３），而 后 一 直 隆 升

图３　黄骅富油气凹陷古近系古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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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遭 受 剥 蚀，直 到 沙 河 街 组 沉 积 时 期，才 发 生 沉

降，并发育成现今的深凹区，是典型的由负反转作

用形成的“古高今低”的构造古地貌。
以黄骅坳陷歧口凹陷为例，歧口凹陷 分 为 陆

上和海域两部分，海 岸 线 长１４６ｋｍ，陆 上 由 北 向

南发育板桥、歧北、歧南次凹，东部海域发育北塘

次凹、歧口主凹，形成垒堑相间结构，各次凹均具

有北断南超、北陡南缓的单断箕状断陷特征；南部

以北掉滑脱断层系为主，中央发育不对称地堑结

构。印支期末，受板块运动影响，歧口凹陷地层受

力顺逆断层海河断层上冲，古生界时期歧口凹陷

在断块高部位地层剥蚀减薄殆尽，之后地层披覆

沉积之上，表明印支—燕山期之前该区发 生 强 烈

挤压逆冲；燕山期末的剖面复原表明，逆冲断层附

近为半古背斜构造。背斜核部地层显著的角度削

截，两翼为较厚的石炭—二叠系；沙 三 段 沉 积 前，
在盆地的中部，中生界被强烈剥蚀，局部地区新生

界底界面已经被削截到奥陶系；形成歧口凹陷沉

积的雏形，之后新生界开始在此基础上沉积，形成

了沙河街组直接接触奥陶系的特殊地质状况，深

凹处最厚可超过万米，为之后的歧口凹陷大盆地

沉积提供了巨大的沉积基础和可容纳空间，为油

气的聚集提供了条件。新生代海河断层开始转变

为正断层，为典型的负反转构造，之后的新生代沙

河街时期，地层接受持续的沉积并伴随着拉伸运

动，持续接受了沙河街、馆陶、明化组的持续稳定

沉积，沙河街组也是渤海湾盆地最要的生烃层和

储集层，期间伴有局部的小断层活动，奠定了歧口

凹陷的现今状态，过程如图４。

图４　歧口凹陷古高今低的古地貌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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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右旋伸展走滑拉伸运动对黄骅坳陷的控制

古近纪时期，太平洋板块产生向欧亚 板 块 俯

冲运动，渤海湾盆地出现右旋、走滑拉伸和沉降作

用。孔店期，黄 骅 坳 陷 产 生 近ＥＷ 向 拉 伸，坳 陷

两侧边缘伴随有ＳＮ向走滑，一直持续到沙河 街

组时期；沙河街组时期，黄骅坳陷产生ＳＮ向巨大

拉 分 变 形，该 时 期 渤 海 湾 盆 地 其 他 坳 陷 产 生 近

ＳＮ向偏转拉伸。期间黄骅坳陷水体发生多次水

近和水退，盆地遭受对多次剥蚀和再沉积，沉积环

境叠加，岩性复杂变换，致使油气藏类型也多种多

样，其中以岩性油气藏和上倾剪灭油气藏为主，盆
地沉积中心由多个转为一个。多个基底走滑带是

重要的调节带，使盆地处于平衡状态，整个盆地表

现为断陷状态，黄骅坳陷如今状态就是在这个时

期 伴 随 着 拉 伸 运 动 差 生 形 成（图５）。明 化、馆 陶

图５　渤海湾盆地走滑拉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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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整个黄骅坳陷沉积表现比较稳定，贯穿新生

界、古生界的大断层不发育，仅仅有控制凹陷的断

层持续活动，在明化、馆陶时期的小断层发育，整个

盆地表现为稳定沉积的坳陷缓慢平稳沉降阶段。

３　结论

（１）黄骅坳陷盆地结构发育受到基底走滑、火
山岩、右旋伸展拉伸和褶皱逆冲反转的控制；

（２）黄骅坳陷新生代盆地由断陷阶段转为坳

陷阶段。
研究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的构造形成及其控

制因素，对我国东部陆相富油气坳陷后期的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对油气勘探研究起着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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