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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吉林探区，包括松辽盆地南部、伊通地堑的构造地质学、沉积学、石油地质学和地球化学等方
面进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对先进勘探技术的应用和勘探经验进行了介绍。
这些理论及勘探技术与方法，对松辽盆地南部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陆相盆地油气
藏的研究和勘探也有借鉴意义。
    本书为油气勘探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勘探理论和实际应用资料，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
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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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松辽盆地是中国东部具断坳双重结构的大型中一新生代沉积盆地，属于弧后裂谷盆地
，盆地的形成演化主要受两种动力控制：一是地壳深部地幔物质的热动力，上地幔隆起大陆壳张裂；
二是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俯冲形成的动力。
盆地早期发育主要受第一种动力的控制，中、晚期发育主要受第二种动力控制，由于两种动力性质的
差异，使盆地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早期裂谷、中期坳陷和晚期抬升褶皱的特点。
一、区域构造背景松辽盆地大地构造位于天山一兴蒙地槽褶皱系的东端，属于吉黑地槽褶皱系，西部
为早海西褶皱带和晚海西－印支褶皱带，东北部是加里东增生褶皱带，南邻华北地台北缘——加里东
增生褶皱带。
盆地边界受深断裂控制，西部为嫩江断裂，南部为开源一赤峰断裂，东部为依兰－伊通断裂，北部受
塔溪一鸡西断裂控制。
盆地基底具有拼合特征（图1-1）。
基底断裂控制盆地的形成和发育，同时对上覆盖层沉积及构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松辽盆地处于上地幔隆起带上，中－新生代沉积最厚的地带，恰是莫霍面上拱最高、地壳最薄的地带
，呈明显的镜像对称关系。
莫霍面拱起走向为北北东向，与松辽盆地走向一致（图1-2）。
这使得松辽盆地具有较高的地温梯度和较快的沉积速率，平均地温梯度为4.2℃／100m，最高可达8.9
℃／100m，这是中国诸盆地中地温梯度最高的；视沉积速率为0.17mm／a，坳陷期视沉积速率
为0.78mm／a，小于华北地区，而大于西部诸盆地。
松辽盆地南部是中一新生代具有断坳双重结构的大型复合型沉积盆地，依盆地演化发育了具有“断”
、“坳”双层结构性质的沉积盖层（图1－3）。
在断陷构造层内发育了梨树、德惠、王府、长岭等多个断陷，断陷之间主要以凸起相过渡，整体上形
成断凸相间的构造格局，由此控制着深层烃源岩、储层的分布；坳陷构造层在继承古构造的基础上，
以平稳沉降为主，在坳陷构造层沉积末期，东南隆起区在挤压应力作用下整体上反转抬升，并且持续
至古近纪末，造成沉积盖层严重剥蚀，并且形成一系列的反转构造（图卜3）。
二、基底性质松辽盆地基底是晚古生代末至早中生代初所固结的大陆地壳。
从区域陆壳建造、改造和陆壳成熟度三方面分析，组成松辽盆地基底的陆壳成分并非是统一造陆环境
下的产物，而是一个拼合陆壳。
盆地南部或盆前的基底基岩主要是上古生界石炭、二叠系变质岩及同期岩浆岩，盆地南缘分布有志留
系、泥盆系变质岩（图1－4）。
根据南部钻井资料分析，大致以长春一通榆为界，南部为变质程度较深的片麻岩和变质岩，为早古生
代吉林加里东褶皱系，北部为变质程度较浅的板岩、蚀变火山岩，伴有大量花岗岩侵入体，为晚古生
代吉林海西褶皱系。
它们均是西伯利亚地台和中朝准地台之间的古生代中亚海槽收缩回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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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吉林探区油气勘探理论与实践》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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