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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近几年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地质和工程技术攻关成果的系统总结，创新地提出了岩性大气
区的地质理论认识、“三个整体”的勘探思路、“五个步骤”的勘探程序以及“一体化”的勘探方法
，并且配套形成了岩性大气区勘探的四项关键技术。

《四川盆地须家河组岩性大气区勘探》可供石油地质勘探和天然气地质综合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大专
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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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川西凹陷带　　川西凹陷带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面积约1.9×l04km2，东以龙泉山断裂、三台一
巴中隐伏断裂为界，西与龙门山冲断带相接，北至米仓山前缘，南至盆地边界（图1-3）。
川西凹陷带构造形态受北东向断裂影响也呈北西一南东向，存在东西分带南北分段特征。
西部主要为前陆盆地的前缘冲断带扩展区，变形相对较强，断褶构造发育。
东部为川西坳陷的主体，包括梓潼向斜和成都盆地，地层平缓，构造简单。
　　川西凹陷带平面上自北向南可分为北部梓潼凹陷、中部彭灌凹陷和南部名山凹陷。
其中北部梓潼凹陷在经受古近纪末构造运动改造后，整体抬升而遭受剥蚀，现今呈-大型向斜构造形态
。
凹陷区地表主要为白垩系，地下侏罗系一上三叠统发育完全，构造变形强度弱，局部构造发育少。
　　中部彭灌凹陷地表出露主要是第四系，地下依次发育白垩系、侏罗系和上三叠统。
中部彭灌凹陷形成早，但后期随北部梓潼凹陷、南部名山凹陷的产生，凹陷区范围逐渐缩小。
中部彭灌凹陷区内，大部分地层具西厚东薄的“楔状”沉积特点。
其西部地层埋深大、构造变形程度弱，是累计地层厚度最大的地区。
东部埋深相对较浅，并且区内受到龙泉山断裂带影响，构造变形程度相对较强。
　　南部名山凹陷地表出露第四系-古近系-白垩系，后经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强烈改造，西缘部分被
卷入龙门山前缘断褶带，东缘部分被卷入龙泉山隆起，现今凹陷特征不明显。
该区受到喜马拉雅期构造活动影响较强，与中部、北部凹陷相比，构造变形程度相对较强，特别是断
裂构造较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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