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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构造转换带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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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门山冲断带前缘地区发育大量油气田或含油气构造，主要分布在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通过

野外地质调查和典型地震资料解析，结合沉积相分布特征，研究其构造带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结果表明，安县

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具有较好的陆相碎屑岩储集层展布特征，并且具有较为有利的构造圈闭，即中浅部发

育冲起构造型圈闭，深部发育与滑脱层相关的双重构造圈闭，因此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具有较好的油

气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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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 oil and gas fields or traps developed in the frontal area of Longmen Mountains thrust belt by hydrocarbon ex—

ploration，and they mainly locate in Anxian transfer zones and Guanxian transfer zones．By analyzing the sedimentary and

tectonic characters of the transfer zones，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transfer zones o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special areas have favorable terrestrial elastic reservoirs and some preferred structural traps，

such as pop·up traps in shallow-middle depth and some duplex traps in deep．The transfer zones have profitable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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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转换带由Dahlstrom在研究挤压变形中褶

皱和逆冲断层的几何形态时首次提出⋯。当逆冲

断层带沿走向变化时，一条主逆冲断层通过其他型

式的构造传递到另一条主逆冲断层⋯。在构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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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带，常见到大型走滑断裂，或者其两侧的褶皱及断

裂发生错断"“，构造转换带具有一定宽度和长度，

能够在构造变形过程中起到调节两端构造块体的变

形或位移的差异。构造转换带所经受的多重构造应

力可以控制储集砂体的发育mJ，有助于改善储层的

储集性能，形成有利的油气运移通道¨J，是油气勘

探的有利构造¨1。在龙门山冲断带前缘地区发现

了大量油气田或者含油气构造，平面上主要分布在

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91，笔者通过对

构造圈闭以及沉积特征进行分析，研究构造转换带

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1区域地质背景

龙门山冲断带位于扬子地台和松潘一甘孜地槽

褶皱系的分界线上。1⋯，北自广元南抵宝兴，全长

400多公里，宽约30 km，主要为一条NE．SW向的推

覆与滑覆叠合的大型构造带。罗志立称龙门山区为

“中国型(C型)冲断带”¨“；刘树根等将中国西部

盆山系统盆山问耦合关系的动力学模式称为c(陆

内)型俯冲I”。“。川西和龙门山地区显生宙以来主

要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陆陆碰撞事件，即三叠纪晚期

羌塘陆块与扬子板块的碰撞和早新生代时期的印藏

碰撞‘“4“，这两次碰撞在川西和龙门山地区造成了

两次强烈的褶皱一逆冲构造作用和地壳缩短变形，

同时也产生了两期前陆翁地和前陆褶皱冲断带。

龙门山冲断带构造复杂，变形强烈，整体上由一

系列运动方向为北西向南东逆冲推覆于扬子克拉通

之上的岩片和推覆体组成¨8‘21|，根据构造变形特征

可将龙门山冲断带划分为5个构造带：青川一茂汶

断裂以西为松潘一甘孜构造带；青川一茂汶断裂与

北川一映秀断裂之间为韧性变形带，并发育典型的

劈理化现象担”引；北川一映秀断裂与马角坝一通济

场一舣石断裂之间为基底卷入冲断带；马角坝一通

济场一双石断裂与广元一关口一大邑断裂之间为前

缘一褶皱冲断带；广元一关口一大邑断裂以东为前

陆坳陷带。

龙门山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发育的中三叠世一

侏罗纪地层最全，研究区内上三叠统广泛出露，最厚

可达4．254 km，但一般发育都不完整，大部分地区

缺失晚三叠他早期地层。三叠系以前的地层可以作

为基底，三叠系以后的主要沉积地层自下而上包括：

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Ⅲ矧(表

1，据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2006)。

表1 龙门山冲断带地区三叠系—侏罗系地层单元与

邻区对比

Table 1 Contrast of Triassic and Jurassic strata in

Longmen Mountains thrust belt and its adjacent areas

2构造转换带与油气田分布

油气勘探实践表明，龙门山冲断带前缘地区是

油气勘探的有利场所，目前已经发现大量油气田或

含油气构造，其中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

带是油气聚集的主要区域。对已发现的油气构造统

计分析结果表明：

(1)平面上具成排成带性展布。自西向东，这

些油气田或含油气构造主要分布于马角坝一通济

场一双石断裂带与广元一关口一大邑断裂带之间的

前缘褶皱冲断带内，在广元一关口一大邑断裂以东

地区也发现一些重要的油气田，如中坝构造和文星

场构造等等。自北向南，油气田主要分布在构造转

换带中，如安县构造转换带。

(2)在剖嘶上，这些油气田的主要勘探目的层

是陆相地层，即上三叠统的须家河组，如须家河组二

段和四段等等，少部分井完钻层位是白垩系和海相

地层，如雷口坡组和马鞍塘组等。

3构造转换带对沉积的控制作用

构造转换带常位于山间河流进人盆地的入口处，

主水系通常利用此横向转换带相对较低的地形作为

通道携带碎屑物质注入盆地，并沿陡坡发育扇三角

洲。如鄂尔多斯西缘上侏罗统芬芳河组砂砾岩体山

麓堆积，为逆冲断层带控制的芬芳河组砂砾岩体，其

最大沉积厚度对应于正义关走滑断层传递带．表明了

转换带对山前坳陷中砂体分布的控制作用Ⅲ]。

龙门山冲断带经历了多期复杂的构造演化旧¨，

整体上经历了印支期的初始构造变形期、燕山期和

喜马拉雅中期的推覆构造期，以及喜马拉雅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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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覆构造变形期‘19·28-30】，强烈的印支运动结束了该

地区长期以来大规模海域分布的历史，使四川盆地

进入陆相沉积盆地发展演化阶段，此后龙门山冲断

带成为四川盆地西部重要的物源区，使得研究区沉

积了大量上三叠统侏罗系地层，强烈的构造运动使

3．1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以须家河

组二段(T3x2)为例)

在四川I盆地西部龙门山冲断带

地区广泛发育上三叠统须家河组，其

中须家河组二段储层具有良好的储

集物性，成为目前油气勘探的主要目

的层之一。在该段发生沉积时，四川I

盆地基本上属于滨海陆相沉积，西侧

的龙门山冲断带与北部的米仓山、大

巴山已经隆起成山，安县构造转换带

和灌县构造转换带已经基本成形，并

且成为陆缘碎屑物质进入四川I盆地

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这两个构造转换

带区域形成多个河道砂体或冲积扇，

形成三角洲前缘相沉积，须家河组二

段在平面上具有两厚东薄的特征，其

最大厚度分布在安县构造转换带和

灌县构造转换地区(图1)。

3．2 侏罗系(以中侏罗沙溪庙组

(J2S)为例)

晚三叠世以后，四川盆地西部完

全转化为陆内坳陷盆地，沉积了大量

龙门山冲断带地区的大部分侏罗系与下伏地层呈角

度不整合接触。安县构造转换带与灌县构造转换带

也就是在印支期以来的强烈构造变形中形成⋯，所

以在此主要分析印支期以来地层(上三叠统须家河

组以来的陆相地层)展布及其特征。

图1川西须家河组二段以及中侏罗统遂宁组厚度及相带展布

Fig．1 Thickness and facies of T3 x2 and J2 sn in west Sichuan area

的砾岩、砂砾岩(如中侏罗世早期的千佛崖组)等。在

中侏罗世沙溪庙组沉积时期，区域性的构造抬升和剥

蚀使得该时期的沉积环境以河流档或三角洲相为主，

缺少大面积的较长时间的湖相沉积，沉积的砂泥岩在

研究区内的分布较为广泛，沉积厚度大、粒度粗，沉积

中心主要分布于物源山地前缘，其中安县构造转换

带、灌县构造转换带为三角洲相沉积，由于多期构造

变形，该构造转换带已经成为古构造隆起的连接部

位，成为陆源碎屑沉积物的主要聚集地(图1)。

4构造转换带对构造圈闭的控制作用

4．1构造转换带构造变形特征

(1)安县构造转换带位于轿子顶推覆体和九顶

山推覆体之间，地表出露中下三叠统飞仙关组(T．f)、

嘉陵江组(T，j)和雷口坡组(T21)，在靠近北川～映秀

断裂下盘的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二叠系，在构造转

换带的南北两端和北川一映秀断裂的上盘，部分区域

出露泥盆系和石炭系。安县构造转换带构造复杂，发

育大量逆冲断层，断层之间的地层在强烈挤压作用下

形成倒转向斜，在滑脱断层(中三叠统雷口坡组膏岩

层)之上，由于构造挤压应力向东南方向逐渐减弱以

及滑脱层的影响，使滑脱断层向东南方向逐渐平缓，

其上盘形成一系列正向和反向逆冲断层，形成冲起构

造，南部发育反冲推覆断层，滑脱断层与南部反冲推

覆断层形成三角带，底部石炭一奥陶系内部形成双重

构造(图2)，该双重构造的形成能够很好地调节龙门

山北段和龙J．J山中段问的非均匀性构造挤压应力，向

盆地方向，由于构造挤压应力的减弱，地层趋于平缓。

(2)灌县构造转换带位于宝兴推覆体和九顶山推

覆体之间，地表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石炭系、三叠

系和侏罗系以及前震旦系。灌县构造转换带发育大

量逆冲断裂和褶皱构造，以及与冲断带斜交或直交的

走滑断裂，早期断裂和褶皱在后期改造变形中破坏严

重，发育15I来峰构造。与安县构造转换带相似，深部

同样发育典型双重构造，能够在SW—NE方向上很好

 万方数据



第33卷第5期 张永刚。等：龙门山构造转换带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33·

图2构造转换带中典型地震剖面解释成果(据文献[24]，修改)

Fig．2 Explanation of typical seismic profiles in transfer zone

地调节来自北西方向的非均匀构造挤压应力，该双重 (2)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是陆缘

构造位于关口断裂的下方，双重构造的顶板滑脱层和 碎屑物质进入四川盆地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这两个构

底板滑脱层位于中下三叠统的嘉陵江组和雷口坡组 造转换带区域形成多个河道砂体或冲积扇，形成三角

之中。 洲前缘相或者三角洲相沉积，具有较有利的陆相碎屑

4．2构造圈闭特征 岩储集层。

在具有构造转换带的挤压变形地区，较为强烈的

构造活动使深部地层形成了大量有利于油气运移的

断裂体系，沉积期多条横向展布的水系，使浅部地层

能够形成较好的储集层或油气输导层，这常常是油气

流体运移的优势通道和指向，这些良好的成藏地质条

件使构造转换带能够成为邻近生烃凹陷的油气运移

指向地带。龙门山冲断构造转换带区域发育大量有

利的构造型油气圈闭：①冲起构造构造圈闭，该类型

圈闭主要位于区域滑脱层(中三叠统雷口坡组或者奥

陶系)之上，形成深度较浅，油气可以沿逆冲断裂向上

运移至冲起构造内部聚集成藏；②双审构造罔闭，双

重构造通常对油气成藏具有积极性作用【8—1’32|，双重

构造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断裂可以成为沟通油源与

圈闭的通道，裂缝可以改善储层的储集物性，同时为

油气的运移提供驱动力。地震剖面解释成果表明，在

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的深部都发育典

型的双重构造，并且其顶部地层形成隆起(图2)，主

要由深部海相地层(如中三叠统雷口坡组等)组构成，

主要分布于马角坝一通济场一双石断裂带与广元一

关口一大邑断裂带之间。此外，叠瓦冲断带内部也可

能发育较有利的背斜一断层圈闭。

5结论

(I)已发现的油气田主要分布于安县构造转换

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中，并且分布于马角坝一通济

场一双石断裂带与广元一关口一大邑断裂带之问的

前缘褶皱冲断带内。这些油气田的主要勘探目的层

是陆相地层，少部分井完钻层位是白垩系和海相地

层。

(3)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具有较

为有利的构造圈闭，即中浅部发育冲起构造型构造圈

闭，深部发育与滑脱层相关的双重构造圈闭。

(4)安县构造转换带和灌县构造转换带具有较

好的油气勘探前景，比如深部双重构造预部的地层凸

起带可能形成有利的油气圈闭，深部海相地层可以作

为下一步油气勘探目标，如二叠系、嘉陵江组、雷口坡

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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