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Geosciences 地球科学前沿, 2024, 14(4), 471-47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g 
https://doi.org/10.12677/ag.2024.144044  

文章引用: 王树刚, 于正军, 刘建伟, 王红, 魏文. 济阳坳陷深层构造新认识[J]. 地球科学前沿, 2024, 14(4): 471-477.  
DOI: 10.12677/ag.2024.144044 

 
 

济阳坳陷深层构造新认识 

王树刚*，于正军，刘建伟，王  红，魏  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山东 东营 
 
收稿日期：2024年1月2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29日 

 
 

 
摘  要 

随着勘探开发进程加快，济阳坳陷深层已经逐步成为勘探开发的重要接替阵地，针对深层存在的问题，

结合济阳坳陷地震资料条件，重新拼接处理了14条济阳坳陷深层骨干剖面，进一步梳理了济阳坳陷深层

地层格架，厘定了深层构造解释方案，总结深层构造样式及其分布规律，明确了济阳坳陷深层构造特征，

初步分析了个凹陷的构造差异，明确了古近系深层相对独立的成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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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eep layers of Jiyang Depressi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replacement position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re-
spons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ep layers, combined with the seismic data conditions of 
Jiyang Depression, 14 deep backbone profiles of Jiyang Depression have been re spliced and 
processed, further sorting out the deep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of Jiyang Depression, determin-
ing the interpretation scheme of deep structures, summarizing the styles and distribution pat-
terns of deep structures, We have clarified the deep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yang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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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ion, preliminarily analyzed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f each depression, and identifi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reservoir formation system in the deep layers of the Paleo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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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近几年，随着勘探开发进程加快，深层勘探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已经成为济阳坳陷勘探老区的重

要潜力接替阵地，在沙四下–孔店红层、潜山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效益。但深层勘探仍然存在较大的

问题：深层地震资料差、构造落实难度大、宏观区域认识难度大。 
针对济阳坳陷深层勘探存在的问题，基于现有的资料基础，对济阳坳陷 14 条骨干剖面进行重新拼接、

处理并进行地震精细解释，明确济阳坳陷深层构造格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济阳坳陷深层构造图件的

编绘，进一步明确了深层的构造特征，为济阳坳陷深层勘探定洼选区和勘探区带的选取提供基础。 

2. 资料拼接与处理 

截止目前，济阳坳陷共实施三维 267 块，其中包含了高精度、高密度等地震资料。基于新资料，优

选地震资料品质好的三维进行拼接处理。14 条大剖面涉及了 257 个拼接点，在时差、波组特征、分辨率

和振幅能量上存在很大差异。根据不同拼接点资料的特点，测试不同的处理技术或者技术组合，选取最

优的处理方法，提高资料品质与处理效果，处理技术或者技术组合主要包括时差调整、匹配滤波、频率

特征调整、网格、振幅能量调整、斜线拼接、径向滤波调整等 [1]- [9]。拼接处理后地震资料得到明显提升，

深层地震资料得到较大的改善，构造特征、地层接触关系清晰(图 1)。 
 

 
(a) 160 线剖面局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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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60 线剖面局部(新) 

Figure 1. L160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图 1. 160 线处理前后对比 

3. 构造解释新方案 

3.1. 地震资料品质改善带来的解释方案改善 

随着高精度、高密度等地震资料越来越丰富，深层地震资料品质得到了明显提升，使得深层构造解

释精度得到较大提高。比如樊家鼻状构造带得到较好的落实、义和庄凸起周缘断裂刻画更加精细。 

3.2. 地震认识带来的解释方案改变 

进过近几年的勘探实践，深层地质认识有了新的改变，通过新拼接处理的剖面，进一步支撑了新的

地质认识。随着张扭构造和逆冲挤压构造认识的逐步成熟，仁凤断裂带地震解释方案由平行断阶式的构

造样式，改变为半花状的构造样式；在纯化构造带，石村断层的下降盘具有较复杂的花状构造，体现了

较强的走滑特征。惠民南坡、车西断裂带、桩海等地区则保留了逆冲挤压的构造特征。 

3.3. 构造精细落实 

二维地震资料与三维地震资料相结合、井震结合，警醒济阳坳陷区域地质统层，进一步明确了各层

地质含义，在此基础上，精确落实了各区带深层地层接触关系，核准地层展布范围。 

4. 构造解释新认识 

4.1. 济阳深层具有多个沉降中心 

济阳坳陷盆地具有较强的分割性，坳陷内部义和庄凸起、陈家庄凸起、无棣凸起、滨县凸起、青坨

子凸起、广饶凸起又将其分为车镇凹陷、惠民凹陷、沾化凹陷和东营凹陷四个凹陷带。平面上(图 2)古生

界顶面构造主要发育北西、北东向断层。其中北西向断层多为早期印支期区域大断层，北东向、近东西

向断层为后期燕山期区域大断层，早期断层(北西向)控带、后期断层(北东向)控洼，两组断裂控制圈闭分

布，断裂交汇处构造油藏勘探有利区带。自孔二段沉积以后，盆地展布从 NNW 向逐渐演变为近 EW 向，

沉降中心发生迁移：东营凹陷从 NW-EW 迁移距离 17 km (孔二段–沙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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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in fault systems of the mesozoic in the Jiyang 
图 2. 济阳坳陷中生界主要断裂体系图 

4.2. 北西向断裂具有多期性 

受早期印支运动的影响，济阳坳陷发育了 7 个北西向主干断裂控制形成七条北西向潜山带：陵县断

裂、白桥断裂带、车西–滨西断裂带、套尔河–石村断裂带、罗西–王古 1 断裂带、埕南(东段)–孤西–

陈南(东段)断裂带、埕北–埕北 20–五号桩断裂带。这些北西向断裂，后期历经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

动，具有多期次叠加、多延伸方向、多种断层类型、多种组合方式等特征(图 3、图 4)。不同期次断层表

现为不同的优势方位，北西向(340˚)、北西西向(290˚)、北东向(25~40˚)、北北东向(60˚)、东西向及南北向；

早期北西向断层具有隐伏性特征，北西向断层发育较早，后经多期构造叠加，局部保留特征；受后期构

造运动影响，早期断层或活化、或反转，体现了早期断层活动具有继承性。 
 

 
Figure 3. XL160 section of Jiyang 
图 3. 济阳坳陷东西向 160 剖面 

https://doi.org/10.12677/ag.2024.144044


王树刚 等 
 

 

DOI: 10.12677/ag.2024.144044 475 地球科学前沿 
 

 
Figure 4. Main fault systems of the mesozoic in the Jiyang 
图 4. 济阳坳陷中生界主要断裂体系图 

4.3. 初步明确了深层构造样式差异性 

经过济阳坳陷为一典型的“北断南超”箕状断陷盆地，主要发育伸展、走滑、挤压、反转等构造样

式 [10]- [16] (图 5)，从构造变形体制来看，在剖面形态上，主要表现为伸展构造和走滑构造的构造变形。

在构造解释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的剖面和平面构造样式进行了分析，初步明确了不同地区的构造样式

差异。东营凹陷断裂在剖面上的组合有花状、阶梯状、堑垒式、“Y”字形、反向多级“Y”字形等 5 种

组合样式，中央断裂背斜带东部发育典型底辟构造；平面组合特征(图 6)主要表现为平行式、雁列式、马

尾式、斜交式等多种类型。惠民凹陷内断层的北部陡坡带上主要发育“Y”字形、断阶式，中央隆起带

主要发育“Y”字形、类花状，洼陷带中主要发育“Y”字形，南部缓坡带上主要发育地垒地堑；平面组

合样式多变，平行式、斜交式、雁列式、弧形、帚状等平面断层组合样式交替出现。剖面上，沾化凹陷

深层识别出多米诺式组合、滑动断阶、Y 字形组合、潜山披覆、堑垒组合、重力背形等多种类型的伸展

构造样式和负反转构造；平面上主要表现出平行式，斜交式，网格状和雁列式等多种平面组合样式。 
 

 
Figure 5. Structural style map of main fault sections in Jiyang 
图 5. 济阳坳陷主要断裂剖面构造样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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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istribution map of planar structural styles in Jiyang 
图 6. 济阳坳陷平面构造样式分布图 

4.4. 古近系深层具有独立的成藏体系 

受多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剖面上(图 7)，济阳坳陷呈现四层楼式的断裂体系，与上下层系不同，古近

系深层(图 7 剖面中的中层)发育了一些列的反向(南倾)断层，具有独立的断裂体系 [17]- [22]，控制了古近

系深层的圈闭发育，这些反向断层停止活动时间早，其上膏盐层发育，提供了讲好的区域盖层，使得古

近系深层具有较好的保存条件，成为相对独立的成藏系统，对古近系深层油气成藏十分有利。下层断层

多为北西向断层，发育较早，后经多期构造叠加，局部保留特征，具有较强的隐伏性。 
 

 
Figure 7. L639Partial section 
图 7. 639 线局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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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基于 14 条大剖面的地震资料重新拼接处理，为济阳坳陷深层宏观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构造解释，

取得了阶段性新认识。 
1) 基于新处理资料，使得走滑断层、逆断层等新地震解释方案更合理，更能反映当前的地质认识； 
2) 平面上，济阳坳陷分割性比较强，具有多个凹陷中心，北西向和北东向老断层共同控制了凹陷中

心的分布，不同凹陷具有不同的构造样式； 
剖面上，断裂体系整体表现为四层楼的结构，中古生界潜山和孔店–沙四下均为相对独立的断裂体

系，断层活动性和成藏特征，使得其为相对独立的成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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