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Geosciences 地球科学前沿, 2015, 5(6), 421-426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g 
http://dx.doi.org/10.12677/ag.2015.56042  

文章引用: 陈宪保. 歧口凹陷下第三系层序地层厚度特征[J]. 地球科学前沿, 2015, 5(6): 421-426.  
http://dx.doi.org/10.12677/ag.2015.56042 

 
 

The Paleogene Sequence’s Character of  
the Thickness in the Qikou Sag 

Xianbao Chen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Dagang Oilfield, Tianjin 
 

 
Received: Dec. 10th, 2015; accepted: Dec. 28th, 2015; published: Dec. 31st,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Using the latest research data, in the sequence frame of lacunae in Qikou sag, there are three tec-
tonic movements. Studying the thickness and the episodic character is meaningful. From the I la-
cunae movement to the III lacunae movement, all single lacunae movement, and tectonic activity 
showed a trend of weakening in the deep basement right-lateral strike-slip fault zone and regional 
stretch decollement background under control. To form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ectonic evolution 
of Qikou sag, there are three zones, four general structural frameworks of concave. The I lacunae 
movement was expanding rift stage, the II lacunae movement was the stable stage, the III lacunae 
movement was further weak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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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最新研究资料，在歧口凹陷下第三系在层序格架控制下，可细分为三幕构造运动，仔细研究各层地

层厚度及其幕式变化特征很有意义。从裂陷I幕到裂陷III幕、以及单个裂陷幕，构造活动性均呈逐渐减弱

趋势。在深层基底右旋走滑断裂带和区域性伸展滑脱构造背景控制下，形成了歧口凹陷构造演化的总体

格局。其总体呈现三带、四凹的构造格架，裂陷I幕处于扩张断陷阶段，裂陷II幕断陷活动趋于稳定的发

展阶段，裂陷III幕断陷活动进一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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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依据最新研究资料，歧口凹陷下第三系在层序格架控制下，可细分为三幕构造运动，仔细研究各层

地层厚度及其幕式变化特征很有意义。本文通过精细解释闭合 3150 km2 三维工区内的层序界面，绘制了

古近系 11 个层序的残余地层等厚图，总结了其演化规律。 

2. 裂陷Ⅰ幕层序地层厚度特征 

歧口凹陷裂陷Ⅰ幕处于盆地的扩张深陷期，发生在早渐新世沙三段沉积时期[1]-[3]。 3
3Es 为裂陷 I 幕

初始期，断控作用明显，凹陷边缘断控陡坡带发育，凹陷最深处都发育在断层根部。大张坨断层、港西

断层控凹作用明显，厚度等值线在断层根部密集，且凹陷轴向平行于断层走向呈 NE 向展布，歧口凹陷

陆上部分三个箕状凹陷的构造格架明显(图 1(a))。 2
3Es 时期地层厚度总体上比 3

3Es 减小，歧口深凹从最厚

的 1600 米减小到 1100 米左右(图 1(b))。 1
3Es 层序的地层厚度中心继承性发育，歧北次凹轴向由平行于港

东断层的 NE 向逐渐向 WE 向偏离(图 1(c))。到 Es2 段地层抬升遭受剥蚀，地层分布面积明显减小，最大

地层厚度减小到 700 米(图 1(d))。其中板桥凹陷的地层厚度与沉积中心，从 3
3Es 层序的最大厚度 1000 米

逐渐萎缩到 Es2 层序的 700 米，歧北次凹和歧口深凹的厚度也逐渐萎缩。从 3
3Es 到 Es2的整个过程中，构

造活动性和断层控凹作用逐渐减弱，西北断东南超的半地堑样式由明显变得模糊，厚度等值线逐渐远离

断层根部，NE 方向为主的厚度中心轴向有向 WE 方向缓慢过渡的趋势，整体格局由 NE 方向断层控制能

力强转变为 NE + WE 方向断层的联合控制。整个盆地由多隆凹过渡为少隆凹结构，由多沉积中心过渡为

少沉积中心，凹陷最深处逐渐远离边界断层，凹陷轴向逐渐模糊，湖水变浅，沉积面积萎缩，沉积厚度

减小，预示着湖盆水体面积的缩小。整体上看，在裂陷 I 幕，盆地北西、南东分带清楚，但东西分区不

明显，厚度中心广布东西部地区。 

3. 裂陷 II 幕层序地层厚度特征 

歧口凹陷裂陷 II 幕处于盆地的断陷稳定发展期，是古近纪湖泊水体分布范围最广的时期，湖盆发展

经历了一个相对的初始-扩张-萎缩的过程[4] [5]。沙一段与沙三段相比，其构造活动性明显变弱，湖盆相

对较浅，但裂陷 II 幕初始期其断控作用仍然很明显，凹陷边缘厚度等值线平行断层走向，凹陷最深处靠

近断层根部发育。 1Esx 层序歧口深凹、板桥次凹和歧北次凹存在明显的厚度中心(图 2(a))， 1Esz 时歧北次

凹厚度明显减小，从最大厚度 500 米减小到 300 米左右(图 2(b))， 1Ess 层序沉积时期，处于该构造幕的末

期，盆地发育范围最小，板桥凹陷地层厚度与沉积中心已逐渐向东北迁移(图 2(c))。从 1Esx 到 1Ess ，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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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1. 歧口凹陷古近系裂陷 I 幕层序地层等厚图 (a) 沙三三层序地层等厚图；(b) 沙三二层序(SQ 2
3Es )地层等厚图；(c) 

沙三一层序(SQ 1
3Es )地层等厚图；(d) 沙二层序(SQEs2)地层等厚图 

Figure 1. The first phase lacunae of sequence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of the Paleogene in the Qikou sag (a) SQ 3
3Es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b) SQ 2
3Es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c) SQ 1

3Es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d) SQEs2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活动性逐渐减弱，由 NE + WE 方向断层联合控制转变为 WE 方向控制能力强、NE 方向断层控制能力弱，

原来明显的西北断东南超半地堑样式变得不明显，盆地由多弱隆凹过渡为少弱隆凹，由多沉积中心过渡

为少沉积中心，地层分布范围逐渐减小，湖盆萎缩，整体上看，北西、东南分带性逐渐弱化，但东西分

区明显，NW 向坡折带控凹分区明显，厚度中心从广布于东西部演化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 

4. 裂陷 III 幕层序地层厚度特征 

裂陷 III 幕处于凹陷发育的断陷活动衰减的断坳转换阶段，凹陷边缘断控作用逐渐弱化，拗陷作用逐

渐增强[6] [7]。Ed3 时期地层厚度继承性发育，板桥次凹、歧北次凹、歧南次凹和歧口深凹均存在厚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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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2. 歧口凹陷古近系裂陷 II 幕层序地层等厚图；(a) 沙一下层序地层等厚图；(b) 沙一中层序地层等厚图；(c) 沙一

上层序地层等厚图 
Figure 2. The second phase lacunae of sequence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of the Paleogene in the Qikou sag; (a) SQEs1x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b) SQEs1z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c) SQEs1s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心，且凹陷长轴方向平行于断层走向，但厚度中心已逐渐远离断层根部(图 3(a))。Ed2 时期板桥、歧北、

歧南次凹厚度明显减小，凹陷变得不明显，以 WE 向断层控制作用为主导，主要的厚度中心分布在海河、

歧中、歧东断层的下降盘，且长轴方向平行于断层走向(图 3(b))。 1Ed x 时期区内多个厚度中心逐渐归一化，

断控作用逐渐被区域拗陷作用和断层活动的共同控制所取代(图 3(c))。 1Eds 时期地层厚度继承性发育，凹

陷中心归一化(图 3(d))。其中从东营组早期到晚期，板桥凹陷地层厚度与沉积中心进一步向东北迁移，是

沙一段以来的继承性发育。从 Ed3 段到 Ed1 段，WE 方向断层控制能力增强，形成多断阶，盆地由多沉积

中心演变为少沉积中心。湖盆明显变浅且沉积范围扩大，南大港潜山逐渐萎缩没入水中，地层上超其上。 



陈宪保 
 

 
425 

  
(a)                                                              (b) 

  
(c)                                                               (d) 

图 3. 歧口凹陷古近系裂陷 III 幕层序地层等厚图 (a) 东三层序地层等厚图；(b) 东二层序地层等厚图；(c) 东一下层

序地层等厚图；(d) 东一上层序地层等厚图 
Figure 3. The third phase lacunae of sequence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of the Paleogene in the Qikou sag (a) SQEd3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b) SQEd2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c) SQ 1Ed x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d) SQ 1Eds  Strata thickness figure 

 
此时断层活动的影响力减弱，区域性的拗陷作用开始对凹陷的沉降起控制作用。整体上看，NW 向坡折

带控凹形成的东西分区格局变得不明显，厚度中心向东部、南部迁移，多个次凹连成一片演化为一个中

心，歧北次凹和歧南次凹处厚度中心向歧口深凹迁移，致使歧北次凹与歧南次凹以及歧口海域逐渐演化

为一个凹陷。 

5. 总结 

从裂陷 I 幕到裂陷 III 幕、以及单个裂陷幕，构造活动性均呈逐渐减弱趋势。在深层基底右旋走滑断

裂带和区域性伸展滑脱构造背景控制下，形成了歧口凹陷构造演化的总体格局。其总体呈现三带、四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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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格架，裂陷 I 幕处于扩张断陷阶段，裂陷 II 幕断陷活动趋于稳定的发展阶段，裂陷 III 幕断陷活动

进一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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