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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盆地构造特征与油气勘探

周　雁　戴少武
(江汉油田研究院 )

江汉盆地位于中扬子区。本文所定义的范围是 ,北界为襄樊—广济断裂 ,西界为黄陵隆起 ,

南界为江南隆起 ,东界为团城—麻风断裂 ,面积约 5. 5km
2
。

江汉盆地的构造发展或演变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依据区域地质建造、构造变形和深

部构造特征 ,吴树仁 ( 1995)将其划分为六个构造期七个发展阶段 ,并指出晋宁期、燕山期和喜

山主期最为重要 ;从海相油气成藏角度分析 ,戴少武 ( 1995)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 本区经历了

多次构造运动 ,它们最终奠定了本区特殊的构造格架 ,形成了本区不同类型的构造变形 ,决定

了油气勘探的特点。

1.“三盆”叠置是江汉盆地最基本的构造格架

从沉积相分析 ,江汉盆地经历了从海相沉积→海陆交互相沉积→陆相沉积的纵向演变过

程。不同的沉积过程中本区接受的物质较周缘地区丰富 ,沉积厚度较周缘地区明显偏大 ,表现

出了盆地的特点。 在晚三叠世地层沉积前 ,本区接受了厚约 8000- 10000m的海相沉积 ,以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和碎屑岩建造为特征 ,是一个“海盆”环境 ;在晚三叠世至侏罗纪期间 ,本区接

受了厚约 900- 2300m的海陆交互相沉积 ,以含煤建造为特征 ,是一个“煤盆”环境 ;从白垩系

沉积开始 ,本区接受了平均厚约 7000m的陆相沉积 ,以陆源碎屑岩建造为特征 ,是“陆盆”环

境。因此 ,纵向上从下至上构成了“海盆”上叠置“煤盆”、“煤盆”上再叠置“陆盆”的格架。另外 ,

从横向上看 ,下部盆地的范围较大 ,上部盆地的范围较小 ,盆地叠置具有“大盆套小盆”的特点。

这种“三盆”叠置的构造格架是不同类型构造运动制约的表现 ,它们深刻影响着本区油气勘探

特点。

2.“三类运动”是江汉盆地构造运动及变形的基本形式

江汉盆地的构造运动和变形与中国区域构造的发展演变有密切关系。杨巍然 ( 1991)认为:

印支运动以前 ,中国区域大地构造表现为“四线五区” ,印支运动之后则为“二线三区”。 根据盆

地北缘的研究成果 ,受中国区域大地构造的影响 ,盆地北缘的构造发展经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

“开”、“合”阶段。从本区现今构造特点分析 ,笔者认为 ,受区域背景的制约及本区介质条件的限

制 ,江汉盆地的构造运动和变形表现为三类基本运动形式。

第一类 ,手风琴式运动。这是一类岩石圈级别的构造运动 ,其对应时期为中三叠世巴东期

以前 ,它控制“海盆”的形成演化及海相油气的成藏条件 ,奠定了深部构造的雏形 ,构造形变现

今表现为主体上 NW斜列的复向斜与复背斜间隔的海相构造格架 ;第二类 ,顺层运动。这是一

类岩石圈内部的构造运动 ,其对应时期为晚三叠世至侏罗纪 ,它控制“煤盆”的形成演化及其天

然气成藏 ,奠定了中部构造格架 ,构造形变现今表现为大规模的顺多套滑脱层的拆离和逆冲推

覆构造 ;第三类 ,切层运动。 这是一类岩石圈内的构造运动 ,其对应时期为白垩纪以来 ,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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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盆”的形成演化及陆相油气成藏 ,奠定了浅部构造格架 ,构造形变现今表现为断块构造和盆

岭构造等 ,其特点是出现的断裂均以高角度与地层相切。

三类构造运动形式分属于江汉盆地构造发展的不同阶段 ,其级别不同 ,造成的形变层次不

同、类型不同 ,对叠置在一起的“三盆”的影响不同。另外 ,后期构造运动对早期构造形变具有改

造作用 ,这种改造具有旋回性、多样性、差异性和互补性。不同类型构造运动形式及其形变的立

体配置及其相互影响 ,使本区的基本构造格架既表现出规律性 ,又体现出复杂性 ,形成了本区

纵向上层次分明 ,横向上条块清晰 ,空间上交切错叠 ,时间上持续、渐变的复杂而有序的面貌。

这种特点决定了本区具有多种油气勘探领域 ,而每一领域具有各自的成藏条件和成藏规律。

3. 三类领域是江汉盆地油气勘探的战场

受构造格架及盆地运动和变形形式的控制 ,本区形成了三类领域的油气藏。第一类为海相

油气藏 ,它们形成于“海盆”中 ,受控于深部构造 ,手风琴式运动及形变决定了其主体成藏条件 ,

后期运动对其成藏条件有改造作用 ;第二类为煤成 (层 )气藏 ,它们一部分形成于“海盆”中 ,另

一部分形成于“煤盆”中 ,受控于深部构造和中部构造 ,顺层构造运动形式及形变决定了其主体

成藏条件 ,手风琴式运动形式及形变对其成藏有限制作用 ,切层运动形式及形变对其成藏有改

造作用 ;第三类为陆相油气藏 ,它们形成于“陆盆”中 ,受控于浅层构造 ,切层运动形式及其形变

决定了其主体成藏条件 ,早期构造运动及其形变对其成藏有限制作用。三类领域的油气时间上

有序成藏 ,空间上立体配置 ,形成了本区油气藏“三世同堂”的面貌 ,从而决定了本区油气勘探

的战场不是平面的 ,而应该是立体的。

三类领域的油气中以海相油气藏资源量最为可观 ,潜力最大。 但受勘探技术、方法和手段

的限制 ,目前对浅层的陆相油气藏成藏规律认识较为清晰 ,勘探开发也较为成功 ,但中部和深

部油气藏成藏规律则仍待深化 ,勘探开发没有取得突破。本文的愿望是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 ,推动江汉盆地油气成藏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勘探开发的有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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