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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kou sa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el-rich sags in Bohai bay basin. A large number of paleo-
geosyncline, paleoslop break and other geomorphic units in different forms and for different 
causes are developed in the first member of Shahejie in Qikou sag. They copule with each other, 
construct different provenance supplement systems, and restrict sedimentary sequence’s location, 
dimensions, internal composition and packing style. The study on these combination patterns is 
necessary. We recognize four palaeogeomorphology unit patterns of Qikou sag in the first member 
of Shahejie: uplift-gentle slope, more fault zone, paleoslop break-sag combination pattern, sag- 
large break groove-sag combination pattern, heave-fracture groove-drop-off paleoslop break-sag 
combination pattern and under-water lower uplift-biological reef flat combin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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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歧口凹陷是渤海湾盆地最重要富油气凹陷之一。岐口凹陷沙一段大量发育不同类型和成因的古沟谷、古

坡折带和其他古地貌单元。其相互耦合，组成面貌迥异的物源供给系统，制约了沉积层序的位置、规模、

内部构成和充填样式。有必要对这些组合样式进行研究。本文在岐口凹陷沙一段内识别出古地貌组合样

式有隆起–缓坡多级断阶坡折带–凹陷组合、凹陷–大型断槽–凹陷组合、凸起–断裂沟槽–陡坡断裂

坡折–凹陷组合和水下低隆起–生物礁滩组合四种古地貌单元组合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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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歧口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腹部，夹持与沧县隆起和埕宁隆起之间，为典型馆陶组沉积之前断陷而后

凹陷盆地[1]-[4]。凹陷地质结构单元复杂，各种古地貌单元发育[5]-[8]，其相互存在关系影响油气勘探开

发的砂体寻找研究工作。在歧口凹陷开展沙一段古地貌单元组合对砂体的控制作用模式分析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油气勘探的实践意义。 
不同类型和成因的古沟谷、古坡折带和其他古地貌单元在时空耦合，组成面貌迥异的物源供给系统，

制约了沉积层序的位置、规模、内部构成和充填样式[6]-[10]。本文研究在岐口凹陷沙一段内识别出的的

古地貌组合样式有凸起(隆起)–缓坡断裂坡折带–凹陷，凹陷–大型断槽–凹陷，凸起–断裂沟槽-陡坡

断裂坡折–凹陷和水下低隆起–生物礁滩等古地貌单元组合样式，并提炼了这些构造古地貌单元组合样式

对沉积砂体的控制作用模式，构造古地貌组合样式控制着沉积砂体的成因、富集位置及规模大小[11]-[15]。 

2. 隆起-缓坡多级断阶坡折带–凹陷组合样式 

断陷盆地的缓坡常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在其边界断层之下常常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沉积。岐口凹

陷南部埕宁隆起与边界断层羊儿庄断裂体系组成了凸起–缓坡边缘–凹陷组合。羊儿庄断层与其此生断

层赵家堡、张东断层等组成了多级断阶带，该断裂组合在平面上呈现出类似“梳状”的特征。但大量勘

探实践证明，虽然物源背景相同，但在同一条断层下降盘的不同段，辫状河三角洲砂体的规模差别悬殊，

几支主要的朵体往往只在局部发育，这与同沉积断裂组合样式有关。本次研究进一步将埕北缓坡多级断

阶带的古地貌组合样式细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2.1. 隆起–断裂转换带–凹陷组合样式 

断层的强烈活动一方面导致断层下降盘强烈沉降形成深洼；另一方面导致上升盘均衡抬升，形成幅

度较大的凸起。当断层活动性沿走向减弱直至消失时，在断层的末端形成相对的低地或缓坡，因此在两

条同沉积断裂交汇处的断裂转换带，成为漏斗状的低地，对物源水系(或浊流)起汇聚作用，并成为水系进

入盆地(或浊流进入盆地中心)的入口，之后在下降盘凸起上向四周分散，形成三角洲沉积。该种同沉积断

裂组合样式，形成了特定的构造古地貌，即凸起–断裂转换带–凹陷组合样式。这种模式的控砂作用的

机制在于同沉积断裂活动导致的古地貌差异，尤其是转换带断层上升盘的古地貌低地对于物源供给水系

起着汇聚和引导作用。岐口凹陷沙一段时期南部羊儿庄断层与扣村断层交接处就是这样的样式(图 1A)。
羊儿庄断层末端，断层活动性、断距减小，其上升盘形成相对凹地，对物源起着汇聚作用，成为物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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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laeogeomorphology unit Pattern and its control action on sedimentary sandbody in Qikou 
sag of the first member of Shahejie  
图 1. 歧口凹陷沙一段古地貌单元组合样式及其对沉积砂体的控制作用样式 

 
入歧南次凹的入口，其下降盘相对凸起更对物源起着分散的作用，由于羊儿庄断层下降盘还有一个次级

的小断层，故物源进一步向着凹陷方向推进。 

2.2. 隆起–梳状断裂转换带–多级断阶构造坡折–凹陷组合样式 

“梳状断裂系”是由主干同沉积断裂和发育于下降盘并与之成高角度相交的一组伴生次级调节断层

构成。梳状断裂系常常产生特定的古地貌，控制着“沉积相域”的总体分布。规模较大的调节断层控制

着水道的发育部位，砂体常沿着次级同沉积调节断层向盆地方向延伸。在剖面或平面上发现断角底部位

多发育较厚的砂体，可称之为“断角砂体”。主干断裂坡折与梳状断裂构成的特定坡折带样式控制着特

定的砂体分布样式。岐口凹陷沙一段时期南部羊儿庄断层与赵家堡、张东断层就是这样的模式(图 1B)。
不仅如此，赵家堡、张东断层等还构成了多级断裂坡折带。这样，砂体在沿着次级断层下降盘展布的同

时，也向着下一个断阶推进。构成特殊的凸起–梳状断裂转换带-多级断阶带构造坡折–凹陷的组合样式。 

3. 凹陷–大型断槽–凹陷组合样式 

凹陷与凹陷之间多被隆起或者坡折隔断，阻挡了物源的沟通。只有两个凹陷之间有深且宽大的断槽

或者沟谷，才能沟通物源，形成凹陷–断槽–凹陷的古地貌组合样式。在歧口凹陷沙一段时期，歧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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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和歧北次凹被南大港潜山阻隔。在南大港断层与张北断层的交汇处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断槽，该断槽

可能是由深部大型的走滑断裂影响而形成的，在深部大断裂的西侧，港东和南大港断层倾向向南，而深

部大断裂的东侧，羊儿庄、赵家堡、张东、歧东断层等倾向向北。走滑断裂虽然对沉积体系类型的影响

不大，但容易形成断槽，有利于改善物源的输导，增加沉积体系的规模和分布范围。在歧南次凹内发育

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在断槽部位发生崩塌，沿着断槽向歧北次凹内推进，形成了重力流浊积扇体，只

不过由于歧南次凹三角洲扇体的规模有限，使得浊积体的规模也比较小(图 1C)。 

4. 凸起–断裂沟槽–陡坡断裂坡折–凹陷组合样式 

古凸起上常常发育有下切谷，或者同向次级断层形成的断槽、断沟，这些古沟谷体系构成了物源区

到沉积区的搬运通道，并通过构造坡折带堆积在坡折带的下方，形成浊积扇体或者扇三角洲砂体，形成

凸起–断裂沟槽–陡坡断裂坡折–凹陷组合样式。研究岐口凹陷沙一段时期北大港潜山构造带就属于这

种组合样式，北大港潜山向东逐渐倾没于白水头一带，之上发育 2~3 条 NE 走向的次级断层，滨海断层

和唐家河断层等，这些断层构成同向平行型传递带，并形成小型的断沟、断槽，使得沧县扇三角洲物源

能够通过这些沟槽继续搬运，并在港东陡坡断裂坡折带之下快速堆积，形成重力流远岸水下扇体，在外

扇前方，由于滑塌作用，常常在局部形成浊积滑塌体(图 1D)。 

5. 水下低隆起–生物礁滩组合样式 

在斜坡区的古地貌凸起处，由于气候和水动力条件适合，陆源碎屑不充足，常常发育碳酸盐岩滩坝

沉积。生屑灰岩孔、渗性好，是非常好的储集体。歧口凹陷西南地区在沙一段沉积时期水体清浅，各门

类化石繁盛，有利于碳酸盐岩的沉积。在孤立水下低隆起和缓坡处沉积了碳酸盐岩滩坝，形成古凸起–

生物礁滩组合(图 1E)。 

6. 总结 

在类似渤海湾盆地这样复杂的地质结构中，对古地貌单元的组合样式研究易于有的放矢的指导砂体

规律的需找工作。本文对岐口凹陷古沟谷、古坡折带和其他古地貌单元的位置、规模、内部构成和充填

样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岐口凹陷内部存在四种古地貌单元组合样式： 
岐口凹陷内部发育古地貌组合样式有隆起-缓坡多级断阶坡折带–凹陷组合、凹陷–大型断槽–凹陷

组合、凸起–断裂沟槽–陡坡断裂坡折–凹陷组合和水下低隆起–生物礁滩组合四种古地貌单元组合样

式。隆起–缓坡多级断阶坡折带–凹陷组合样式又细分为分为隆起–梳状断裂转换带–多级断阶构造坡

折–凹陷组合样式和凹陷–大型断槽–凹陷组合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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