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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新三维地震资料解释基础上，分析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系统特征，探讨断裂对圈闭的控制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在斜坡结构上，杭州斜坡带受杭州35古隆起分隔影响，具有“南北分块”特征，其中北

段处于古隆起东北缘，受控于迎翠轩主断裂。在断裂系统特征上，北段断裂系统在垂向上可明显的分为

下部断陷构造层、中部断拗转换构造层和上部拗陷–反转构造层。在断裂控圈特征上，杭州斜坡带北段

构造圈闭主要发育于断–拗转换构造层平湖组地层内，受迎翠轩主断裂活动下的NNE-NE向断裂控制，具

有一定的牵引背斜形态，总体定型于平湖组沉积末期的玉泉运动时期。根据断裂及背斜组合样式，区内

构造圈闭多与扭动构造样式有关，圈闭类型可划分为断鼻构造圈闭群、帚状构造圈闭群和似花状构造圈

闭群。最终，本文综合区域地质条件认为，迎翠轩主断裂后期活化与大规模生烃作用匹配较好，处于迎

翠轩主断裂下降盘的帚状、似花状构造圈闭易于俘获油气，是值得进一步勘探的有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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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3D seismic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ult 
system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and discusses the controlling effect of faults 
on tra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lope structure, the Hangzhou slope zone is affected by the 
35 ancient uplift of Hangzhou,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South block”. The north sec-
tion which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margin of the ancient uplift, is controlled by the main fault of 
Yingcuixuan.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ult system, the northern fault system can be ver-
tically divided into the lower fault depression structure layer, the middle fault depression trans-
formation structure layer and the upper depression inversion structure layer. The structural trap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are mainly developed in Pinghu Formation of fault 
depression transition structural layer, controlled by NNE-NE faults under the main fault activity of 
Yingcuixuan, with certain traction anticline shape, and generally formed in the Yuquan movement 
period at the end of Pinghu Formation de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pattern of faults 
and anticlines, the structural traps in the area are mostly related to the twisting structural pattern. 
The trap types can be divided into fault nose structural trap group, broom structural trap group 
and flower like structural trap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regional geological condi-
tions, the late activation of Yingcuixuan main fault is well matched with large-scal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the broom like and flower like structural traps in the descending plate of Ying-
cuixuan main fault are easy to capture oil and gas, which are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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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含油气盆地普遍经历多期构造作用叠加，在区域上盆地的结构形态、断裂的组合样式及构造活动规

律对油气运移与保存至关重要[1] [2] [3] [4]。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是东海陆架盆地内重要的油气勘探区带

[5] [6]，已发现平湖等多个商业油气田，含油气圈闭以断鼻、断块及断背斜为主，构造对斜坡区成藏控制

作用显著。西部斜坡目前油气勘探发现主要集中在中段的平湖斜坡带，以平湖油气田和平北油气田群为

主。位于平北油气田群北侧的杭州斜坡带探井稀少，目前仍处于勘探早期阶段，地质基础研究亦相对薄

弱。受西部斜坡带勘探程度的南北差异，前人对该区断裂系统的研究也多以平湖斜坡带的为主，且多认

为杭州斜坡带断裂特征与之相似[7]-[12]。但是，由于西湖凹陷整体在“东西分带”基础上还具有显著的

“南北分块”特征[13] [14]，杭州斜坡带与平湖斜坡带处于南北不同的位置，斜坡结构及断裂系统特征必

然存在差异，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也会明显不同。本文认为平湖斜坡带构造特征并不能代表整个西部

斜坡带，对于杭州斜坡带这一勘探新区构造特征的认识在石油地质基础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三维地震资料的连片覆盖，客观上为认识杭州斜坡带断裂系统特征奠定了资料基础。

本文在地震资料解释分析基础上，结合周边构造单元结构演化特征认识，梳理杭州斜坡带北段构造特征，

探讨断裂对圈闭的控制作用，以探索该区油气勘探潜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g.2020.10908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亚茹，唐贤君 

 

 

DOI: 10.12677/ag.2020.109080 804 地球科学前沿 
 

2. 区域地质背景 

西湖凹陷位于东海陆架盆地东北部，西邻长江坳陷、海礁隆起、渔山东低隆起等，东侧与钓鱼岛褶

皱带相邻，北部和南部分别与福江凹陷和钓北凹陷以低隆起相分隔。凹陷整体呈北北东向展布，为一“东

断西超”的箕状断陷，自西向东可分为西部斜坡带、中央洼陷–反转带和东部断阶带三个次级构造带。

其中，西部斜坡带自南向北可进一步分为天台斜坡带、平湖斜坡带、杭州斜坡带。杭州斜坡带向南与平

湖斜坡带以 NWW 向的舟山–国头断裂北部分支断裂为界，向北可延伸至虎皮礁隆起东南缘(图 1)。 
西湖凹陷在演化阶段上大体经历了断陷、断–拗转换、拗陷–反转和区域沉降 4 期[15] [16]。其中，

古新统至下始新统宝石组(E2b)为断陷期沉积地层，中上始新统平湖组为断–拗转换期沉积地层，渐新统

花港组(E3h)、中新统龙井组(N1
1l)、玉泉组(N1

2y)和柳浪组(N1
3l)为拗陷–反转期沉积地层，上新统三潭组

(N2s)及第四系东海群(Qpdh)为区域沉降期沉积地层(图 1)。杭州斜坡带作为凹陷西部斜坡带的一部分，经

历了凹陷主要的构造演化阶段，沉积了一套以新生界为主的地层。 
 

 
Figure 1. Summary of strati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ectonic evolution in Xihu Depression 
图 1. 西湖凹陷构造演化简表 

 

杭州斜坡带新生界地层在总体西薄东厚的背景下，西侧受海礁隆起东北缘向斜坡带中段嵌入影响，

表现出中段薄，南北两段加厚的现象，这种“南北分块”差异在盆地基底结构图上尤其显著(图 2)。其中，

海礁隆起东北缘嵌入效应引起的正向单元在杭州斜坡带中段为杭州 35 古隆起，始新世前具有继承性发育

特征[17]，南北分隔作用明显。杭州 35 古隆起南、北两段为典型的斜坡区，北段斜坡区紧邻西侧长江坳

陷，受控于 NNE 向迎翠轩主断裂；南段斜坡区紧邻海礁隆起北块，受控于 NE 向断裂。在结构上，杭州

斜坡带北、中、南三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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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ructural situation and basement (Tg plane) structural map of Hangzhou slope zone in Xihu Depression 
图 2. 西湖凹陷杭州斜坡带构造位置图及基底(Tg 面)结构图 
 

 
Figure 3. Typical structural profiles of Hangzhou slope zone 
图 3. 杭州斜坡带典型结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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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斜坡带北段。该段为同向断阶斜坡结构，西邻长江坳陷东缘隆升剥蚀区，东侧面向嘉兴 25
洼，受控于迎翠轩主断裂及其派生断裂，断裂总体向东逐级下掉，构成同向断阶，T40~T30 界面之间的

中上始新统地层受同向断阶控制较为显著。此外，受南缘杭州 35 古隆起嵌入影响，迎翠轩主断裂(北段)
两盘存在相对扭动，在断裂下降盘一侧局部发育中等规模的扭动似花状背斜群(图 3(a))。 

2) 杭州斜坡带中段。该段主体为杭州 35 古隆起，古隆起北、东、南缘分别受到 NWW 向、近 SN
向和 NE 向三组倾向外侧的基底断裂所围限，形成中部高，周缘低的古隆起形态。古隆内部主要受控于

古老的古新世 NE 向基底断裂，断裂东倾为主，局部西倾(图 3(b))。此外，杭州 35 古隆起明显受到 NWW
向岩浆侵入作用改造，根据火成岩体与地层接触关系及邻区火成岩年代，推断岩浆改造作用发生在古新

世末至早始新世。 
3) 杭州斜坡带南段。该段夹持于杭州 35 古隆起(东南缘)和新凉古隆起之间，总体表现为同向和反向

断层控制的地堑结构，斜坡中央发育局部次洼，构成复合断阶斜坡(图 3(c))。次洼区内主要发育 NE 向断

裂，受北缘杭州 35 古隆起向东嵌入影响，这些 NE 向断层表现出一定的扭动特征，并控制似花状背斜群

的发育。似花状背斜的形态及不整合面特征反映其主要定型于始新世末玉泉运动时期。 

3.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展布特征 

3.1. 断裂总体特征 

根据杭州斜坡带结构及控坡断裂的相对分布，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主要包括迎翠轩主断裂北段两侧

及主断裂南段东侧的断裂。区内多数断裂发育于古新世、始新世时期。根据断裂切割层位，可分为基底

隐伏断裂、基底长期活化断裂、盖层内派生断裂、悬挂次级断裂等；根据断裂走向，大致存在 NNE-NE、
NWW、近 E-W 向 3 组断裂；根据断裂规模及其影响范围，有区域性一级断裂、二级控带断裂及三级构

造复杂化断裂(图 4(a))： 
1) 一级断裂在区内最典型的即为迎翠轩主断裂，平面近南北向展布，延伸 50 公里，为切割基底的

长期活化断裂，活动时期从晚白垩世一直持续到中新世，断层落差数据显示，该断裂在基底面(Tg)上表

现出明显的“南强北弱”差异发育特征，南段断距普遍在 3500 m 以上，北段断距多小于 1000 m，且分

隔南、北段的基底位置为杭州 35 古隆北缘 NWW 向断裂；随着上覆层系界面断距的逐步减弱，这种“南

强北弱”的分段差异发育特征 T40 界面之后明显弱化，平湖组沉积时期南、北段断距总体在 150 m 左右

(图 4(b))。这种断裂活动差异演变反映迎翠轩主断裂发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早期分段特征，到始新世中晚

期 NWW 向断裂基本停止活动后，南北两条走向不同的断裂才逐步硬链接形成一条贯通的大断裂(图 4(c))。
大断裂西侧的上升盘为海礁隆起向西湖凹陷的延伸，东侧下降盘为凹陷北部最大生烃洼陷——嘉兴 25 洼。

此外，对迎翠轩主断裂起早期分隔作用的杭州 35 古隆北缘 NWW 向断裂也是一级大断裂，平面延伸 30
公里，发育于晚白垩–始新世平湖组早期，为基底隐伏断裂，始新世后活化较弱。 

2) 二级断裂多为区域伸展背景下受迎翠轩主断裂活动影响的派生断裂，具有生长正断层性质，走向

NNE-NE 向，平面延伸小于 10 公里，控制局部构造和沉积。这些断裂在杭州斜坡带北段以迎翠轩主断裂

为界，西侧上升盘一侧主要发育近平行 NE 走向二级断裂，受早期 NWW 向断层的影响，NE 走向断裂局

部发生 NWW 向弯折；东侧下降盘主要发育 NNE-NE 走向二级断裂，受平行于迎翠轩主断裂南段近南北

向构造形迹控制，NNE-NE 向断裂多顺近南北向弯折或集体尖灭。 
3) 三级断裂主要是一二级断裂的次生断裂，起重力、局部应力平衡调节作用。平面上表现为 NE 走

向和 EW 走向，延伸小于 3 公里，主要分布在局部构造核部和西部斜坡高带，对局部构造及油气起改造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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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lane distribution of fault system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图 4. 杭州斜斜坡带北段断裂系统平面分布图 

3.2. 断裂垂向分布特征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系统在迎翠轩主断裂主控、总体同向东倾的结构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垂向

分层”特征，自下而上，依次发育下部断陷构造层(Tg~T40)断裂体系、中部断–拗转换构造层(T40~T30)
断裂体系和上部拗陷–反转构造层(T30~T10)断裂体系，三组断裂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图 5)。 
 

 
Figure 5. Vertical stratified profiles samples of fault system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① broom fault as-
semblage; ② Flower like fault assemblage; ③ Twisting fault assemblage 
图 5.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系统垂向分层级剖面样式。① 帚状断裂组合；② 似花状断裂组合；③ 扭动阶梯式断裂

组合 
 

1) 断陷构造层(Tg~T40)断裂体系。主要发育在下始新统及以下地层中，为广泛的基底卷入型张性正

断层，断层规模较大，断层走向的分带差异性交显著，以 NWW 和 NNE-NE 向为主，其中，NWW 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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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断裂主要分布在杭州 35 古隆的北缘，NNE-NE 向基底断裂主要分布在杭州 35 古隆的东缘，两组走向

的断裂对沉积均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导致该区围绕杭州 35 古隆起北部和东部的局部沉积中心的分割性

较强。 
2) 断–拗转换构造层(T40~T30)断裂体系。主要发育在始新统平湖组地层中，走向以 NNE-NE 向断

层为主，多为下部断陷构造层 NNE-NE 向断层的继承性上延，由于 NWW 向基底断裂未明显上断至该构

造层内，杭州 35 古隆起的分割性作用已明显减弱，西高东低的统一斜坡背景逐步成型。同时，迎翠轩主

断裂断距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与断陷期断层控沉积作用已明显减弱(图 4(b))。该层系内统一斜坡背景的形

成以及断层活动强度的明显减弱，反映该区在平湖组沉积时期已进入断–拗转换阶段。 
3) 拗陷–反转构造层(T30~T10)断裂体系。主要发育于渐新统、中新统地层中。由于中新世龙井运

动作用导致的断陷期伸展断裂挤压反转主要发生在凹陷中央洼陷–反转带及平湖斜坡带，该区断裂活动

明显较弱。局部发育的断裂走向以 NE 和 EW 向为主，不控制沉积。其中 NE 走向的活动断裂多位于斜

坡带西部、凹陷边缘的位置以及迎翠轩主断裂南段；EW 走向断裂主要为晚期横张断裂，发育于迎翠轩

主断裂下降盘背斜顶部，为只断开中新统地层的悬挂断层，规模有限。 

3.3. 断裂组合样式 

杭州斜坡带北段以发育张扭性断裂组合样式为主，但在不同的地区具体构造样式存在显著差异，主

要包括帚状断裂组合、似花状断裂组合和扭动阶梯式断裂组合样式等(图 5，图 6)。 
 

 
Figure 6. Major fault assemblag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ault control trap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图 6. 杭州斜坡带北段主要断裂组合样式及控圈特征 
 

1) 帚状断裂组合。剖面上表现为一系列倾向相同的断层向深部收敛于一条主断裂，平面上这些向深

部收敛的断层也均交于主断裂上。该类断裂组合主要见于迎翠轩主断裂南段(图 4(a))，由迎翠轩主断裂南

段及其 NE-NNE 走向的派生断裂构成，分布层位主要为始新统平湖组地层，反映迎翠轩主断裂南段在平

湖组沉积时期具有明显的扭动特征。 
2) 似花状断裂组合。剖面形态与花状构造相似，一系列同向、反向的次级断层向深部收敛于一条主

断裂，但主断裂断面上陡下缓，为明显的张性断层。该类断裂组合主要见于迎翠轩主断裂下降盘(图 4(a))，
受控于西倾的主断裂，平面上主断裂轴迹两侧一系列 NNE-NE 走向的雁列式断层围绕分布，平湖组地层

有明显的背斜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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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扭动阶梯式断裂组合。剖面上表现为一系列与地层倾向相同的同向断层发育，并逐步向凹陷方向

下掉，构成阶梯式断裂组合。该类断裂组合主要见于迎翠轩主断裂上升盘(图 4(a))，受控于一系列 NNE
走向与迎翠轩主断裂同向下掉的次级断裂，由于受到 NWW 向断层扭动活化影响，平面上 NNE 向断裂体

系在断层尾部多发生弯折，形成具有明显 NWW 向扭动影响的阶梯式断裂组合。 

4.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活动期次 

根据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体系垂向分层及各层系的断裂组合样式，杭州斜坡带北段主要断裂活动期

可分为断陷、断–拗转换和拗陷–反转三期，分别为凹陷断陷、断–拗转换、拗陷–反转演化阶段的断

裂响应。由于拗陷–反转期断裂强烈活动于杭州斜坡带北段以东的中央–洼陷反转带内，区内该期断裂

活动总体较弱。因此，三期断裂活动总体表现出由强逐步减弱的特征(图 7、图 8)。 
 

 
Figure 7. Active periods of fault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图 7.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活动期次图 
 

1) 断陷期断裂(T100~T40)。古新世-早始新世时期中国东部陆缘由于受到太平洋板块俯冲后撤影响，

整体处于相对伸展环境，形成一系列小型局部断陷盆地，当时的杭州斜坡带北段受杭州 35 古隆起活动影

响，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在古隆起北缘和东缘分别发育走向与之平行的 NWW 向和 NNE 向断陷期张性断

裂(图 7(a))。这些断裂普遍具有下切基底，控制沉积层厚等特征，是典型的断陷期断裂。其中，古新世时

期，基底张性断裂活动性强，对沉积控制作用较明显，反映该时期为初始断陷(图 8(a))；进入早始新世时

期，基底张性断裂持续活动，局部派生次级断层，单条断层对沉积的控制作用逐步减弱，但沉积地层分

布较稳定，反映该时期为稳定断陷期(图 8(b))。整个断陷演变阶段，在古隆起北缘和东缘受 NWW 向和

NNE 向一级断裂控制，各存在一早期沉积洼陷。早始新世末，受整体近东西向整体伸展背景控制，杭州

35 古隆起北缘 NWW 向断裂伸展作用减弱，并逐步转为扭动特征；同时杭州 35 古隆起东缘迎翠轩主断

裂南段在持续伸展过程中亦发生扭动转向，控制两侧 NNE-NE 向次级断裂发育。 
2) 断–拗转换期断裂(T40~T30)。中始新世，受太平洋板块俯冲转向影响，伸展应力背景减弱，杭

州斜坡带所处的西湖凹陷由早期分隔断陷向统一东断西超盆地转变，在杭州斜坡带北段表现为杭州 35 古

隆起北缘 NWW 向断层完全停止活动，迎翠轩主断裂南、北段硬链接成为一条统一的控坡断裂，斜坡整

体受到 NNE-NE 向断裂体系的控制(图 7(b))。受早期杭州 35 古隆起边界形态影响，区内断裂活动明显受

到区域扭动作用影响。由于断裂对平湖组沉积的控制作用总体较弱，该期断裂在张扭性背景下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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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拗转换特征。断裂剖面演变特征显示，中上始新统平湖组沉积时期，断裂发育密度明显增大，受

扭动背景影响断裂组合形态复杂化，帚状、似花状等扭动断裂组合逐步发育(图 8(c))。平湖组沉积末期，

受杭州 35 古隆起挤压抬升影响，迎翠轩主断裂等大断裂弱挤压反转，控制了局部微弱的背斜形态，帚状、

似花状等扭动断裂组合在该时期大致定型。 
3) 拗陷–反转期断裂(T30~T10)。渐新世以后，NE-NNE 东向断裂活动基本停止，但杭州 35 古隆东

缘迎翠轩主断裂南段仍有较为明显的局部活动特征，同时，在迎翠轩主断裂下降盘似花状构造背斜核部，

局部可见 EW 向横张断层发育(图 7(c))。该现象反映在经历拗陷阶段断裂活动平静期后，中新世时期受龙

井运动影响，杭州 35 古隆相对于嘉兴 25 洼仍存在一定的垂向抬升作用(图 8(d))。迎翠轩主断裂发生局部

晚期活化，向上刺穿渐新统、中新统地层，帚状构造、似花状构造背斜形态在渐–中新统地层中进一步

强化，并最终定。 
 

 
Figure 8. Fault evolution map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angzhou slope zone (Profiles situation is the same as Figure 2(a)) 
图 8.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演化图(剖面位置同图 2(a)) 

5. 断裂对圈闭的控制 

杭州斜坡带北段断裂主要定型于断–拗转换阶段的平湖组沉积期，拗陷–反转期断裂分布及影响有

限，因此，中上始新统断–拗转换构造层为区内的主要圈闭分布层系。从该构造层平面特征看，圈闭多

受近 NNE-NE 向断裂控制，根据断裂组合样式，区内局部构造可划分为帚状构造圈闭群、似花状构造圈

闭群和断鼻构造圈闭群(图 6、图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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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帚状构造圈闭群：主要发育于迎翠轩主断裂南段两侧，受控于帚状断裂组合。受断–拗转换期张

扭影响，在迎翠轩主断裂南段两侧派生一系列 NE-NNE 向断裂，平面形成帚状断裂组合形态，后期受玉

泉运动影响，在杭州 35 古隆起约束背景下发育一系列鼻状构造，主要受主断裂及次级 NE-NNE 向断裂

共同控制，这些构造从西向东由高到低逐级排列，圈闭面积 60~70 km2，幅度在 180~600 m。 
2) 似花状构造圈闭群：主要发育于迎翠轩主断裂北段下降盘，受控于似花状扭动断裂组合，“花心”

平湖组地层背斜轴迹沿此断裂分布，轴迹两侧被一系列 NNE-NE 走向的雁列式断层围绕并进一步复杂化。

受后期来自东侧龙井运动挤压叠加控制，“花心”构造幅度进一步增大，圈闭面积 10~25 km2，幅度在

120~300 m。 
3) 断鼻构造圈闭群：主要发育于迎翠轩主断裂北段上升盘，受控于扭动阶梯式断裂组合，断层对平

湖组沉积地层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受断–拗转换末期玉泉运动影响，断裂下降盘地层牵引背斜形态较

明显，由断层和地层回倾共同控制圈闭形态。这些断鼻圈闭面积在 7~30 km2，幅度在 60~260 m。 
此外，断陷期断裂对平湖组内的圈闭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迎翠轩主断裂北段上升盘断鼻构造圈闭

群中的 NNE-NE 向主控断裂多受到下伏 NWW 向断裂扭动调节的影响，具有局部弧状弯折的特征，优化

了圈闭形态。拗陷-反转期是斜坡带油气成藏的关键时期，该时期断裂在区内对平湖组地层中圈闭的改造

作用相对较弱，表现为断裂并没有向上断至花港组上段区域性盖层(图 3)，因此，油气主要在断层所错断

的平湖组构造圈闭内成藏。同时，在挤压反转背景下，这些圈闭主控断裂表现为压性，能起到良好的侧

向封闭作用，来自深洼带的油气在断层下降盘一侧圈闭群内富集，挤压过程中背斜形态强化(图 8(e))，增

大了油气富集规模。 

6. 结论 

1) 杭州斜坡带具有“南北分块”特征，其中中部发育杭州 35 古隆起，始新世前具有继承性发育特

征，起明显的分隔作用：以杭州 35 古隆起及其东部延伸为界，可分为南、中、北三段。其中，中段为斜

坡杭州 35 古隆起分布区，南、北两段为稳定的斜坡区。北段斜坡区受杭州 35 古隆起约束，主要受控于

NNE 向迎翠轩主断裂。 
2) 杭州斜坡带北段多数断裂发育于始新统及以下地层，多见于断陷构造层(Tg~T40)和断–拗转换构

造层(T40~T30)。断陷构造层(Tg~T40)断裂规模较大，存在 NNE-NE 和 NWW 两组走向的断裂，控沉积作

用明显。断–拗转换构造层(T40~T30)断裂以 NNE-NE 走向为主，控沉积作用相对较弱。 
3) 受断裂活动期次影响，杭州斜坡带北段圈闭主要发育于断–拗转换构造层(T40~T30)平湖组地层

内，圈闭受 NNE-NE 向断裂控制，受玉泉运动及后期龙井运动叠加改造影响，牵引背斜形态较显著。根

据断裂及背斜组合样式，区内构造圈闭可划分为断鼻构造圈闭群、帚状构造圈闭群和似花状构造圈闭群。 
4) 在油气地质意义方面，杭州斜坡带北段成藏条件优越，处于杭州 35 古隆起倾没端及翼部，是嘉兴

25 洼生成油气运聚的有利低势区。同时在中新世中晚期平湖组烃源岩大规模生排烃期，该区迎翠轩控带断

裂又处于拗陷–反转的活化阶段，形成良好的油气输导高速通道，利于油气向周边玉泉运动形成的圈闭中

聚集成藏。因此，研究认为迎翠轩主断裂下降盘帚状、似花状构造圈闭是值得进一步勘探的有利目标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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