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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and gas were mainly enriched in the stratigraphic overlap zones and fault associated structural 
belts. There existed structural reservoir formation and lithologic reservoir formation. Therefore, 
the gravity and magnetic data could be used to study the faulted and structural units to provide 
geophysical basis for further division of oil and gas prospective area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 and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 field, the study area is divided 
into 4 first order structural units and 7 second order unit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tudy area is 
basically characterized by zoning in the east and west and block in the south and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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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油气主要富集在地层超覆带和断裂伴生构造带，有构造成藏及岩性成藏。因此可以利用重磁资料研究断

裂及构造单元，为进一步划分含油气远景区提供地球物理依据。根据断裂分布及重磁异常场的分区特征，

将研究区划分为4个一级构造单元、7个二级构造单元，基本特征为东西成带、南北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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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研究区 A 位于渤海湾盆地东部断阶部位，东邻辽东隆起，西接辽东湾断陷盆地。该断阶受 NE 向及

NW 向断裂构造控制，形成一些同方向的小型凹陷构造或更次一级的洼陷及局部沉积中心构造，虽然分

布面积比较小，但该海域生油岩发育，小型凹陷也可能形成独立的成油系统，且离深部断陷距离也比较

近，断裂构造较发育[1]-[7]。郯庐断裂的晚期活动控制了浅层断裂的形成和分布，因此，小型凹陷内或相

邻的基岩斜坡部位极有可能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8]。 

2. 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2.1. 密度特征 

根据该区 SS2 井、SS100 井、SS4 井、SS5 井、SS6 井、SS8 井的密度测井资料确定，研究区的主要

密度界面分别为：明化镇组底(T0)、馆陶组上段底(T1)、东营组底(T2)、中生界顶(Tg)，其密度差分别为 0.11 
g/cm3、0.10 g/cm3、0.18 g/cm3 左右。但该 6 口井集中分布在研究区南部，具有一定局限性。 

2.2. 磁性特征 

对研究区周边进行了野外岩石磁化率测量工作，并收集了该区前人测量的岩石磁化率数据，表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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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在多种类型磁性岩石，在平面上分布于不同地区，在空间上发育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层位，该区主要

发育 3 个磁性层。 
1) 新生界火山岩磁性层：该磁性层中的岩性主要为玄武岩，局部地区分布有安山岩。岩石磁性较强，

是构成该局部磁性层的主要岩石，也是形成局部磁异常的主要原因。 
2) 中生界火山岩磁性层：该磁性层中的岩性以玄武岩、安山岩为主，次为凝灰岩。其磁化率均值在

2000 × 10−5 左右，火山岩连续分布区可构成局部磁性层，能引起明显的局部磁异常。 
3) 太古宙变质基底磁性层：太古宙变质基底磁性层根据其不同类型岩石的磁性大小又分为强磁性层

和中等或弱磁性层 2 种类型。强磁性层主要以角闪片麻岩、斜长角闪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

闪岩及部分花岗片麻岩、含铁石英片岩为代表，岩石磁化率平均值为 3000 × 10−5 左右。中等或弱磁性层

该磁性层主要由混合花岗岩、混合岩、片麻岩及变粒岩等构成，磁性相对较弱，这些岩石在区内的连续

分布可形成大片宽缓弱磁异常和负异常。 

2.3. 重力场特征 

图 1 为研究区东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受辽东隆起的控制，其总体走向为 NE 向，异常值在−6~48 mGal
之间变化，自西向东异常变大，自北向南异常变化较平缓。研究区的北部和中南部具有北东东向走势。 

图 2 为研究区东部重力垂向二次导数图，总体呈东西带状分布。研究区西侧的中北部和中部为中间

高四周低的闭合区域；条带北部和中南部变化较强烈，呈现明显的北东东向扭曲分布；东侧缓坡带较平

缓，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自南向北逐渐降低。 

2.4. 磁场特征 

研究区覆盖了 1:10 万的航磁资料，经过化极处理后，得到化极磁异常图(图 3)，从总体上分为 4 个升

高变化的正异常带和 3 个平缓变化的负背景异常带。 
 

 
Figure 1. The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map in the east of the studied basin 
图 1. 研究盆地东部布格重力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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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econd derivative of vertical gravity in the east of the studied basin 
图 2. 研究盆地东部重力垂向二次导数 

 

 
Figure 3. The RTP magnetic anomaly map in the east of the studied basin 
图 3. 研究盆地东部化极磁异常图 

 

1) 归州正磁异常区(A)：由太古宇鞍山群构成，太古宇鞍山群具磁性变质岩基底，由辽东半岛一直

向西南延伸到海域，在磁场上反映为正异常。 
2) 瓦房店负异常区(B)：表现为负异常可能是古元古界辽河群弱磁性变质基底引起。 
3) 上井子正异常区(C)：高磁异常带深部可能有强磁性岩石存在，一种可能是辽东半岛古老结晶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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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群岩石引起，另一种可能是深部存在中强磁性侵入岩体。 
4) 猪岛西负异常区(D)：负异常可能由中、古元古宇浅变质岩构成基底，主要为一套区域变质岩组

成，岩性多为千枚岩、变质粉砂岩、石英岩、大理岩，石英片岩、板岩、黑云变粒岩、变质凝灰岩等。 
5) 虎平岛正异常区(E)：正异常多与燕山期侵入岩有关，各独立磁异常可能是一个个岩体的反映，整

体上它们构成 2 个平行分布的岩浆岩带。 
6) 旅顺负异常带(F)：东南缘有岩石出露，主要是元古宇石英岩、石英砂岩等，基本为无磁性岩石，

区内负异常可能是该原因引起。 
7) 老铁山南升高正异常区(G)：正异常主要与区内出露的太古宇结晶基岩有关，海域内的正磁异常

与其成因相同，但区内还可能大量分布有燕山期为主的侵入岩，它们也是引起升高磁异常的地质因素，

特别是孤立分布的升高磁异常更可能为侵入岩引起。 

3. 断裂分布 

3.1. 断裂划分依据 

重、磁异常划分断裂的依据为：① 重、磁异常的梯度带；② 重、磁异常的错位与扭曲；③ 不同特

征重、磁场区的分界；④ 串珠状同号异常带。在布格重力异常水平总梯度图上还表现为异常的极大值及

异常的错位[9]。根据以上重磁划分断裂的基本依据，利用重力一次水平导数及垂向二次导数，并结合布

格重力异常及磁异常化极异常，对研究区的断裂构造进行了推断解释。 

3.2. 主要断裂构造 

在研究区推断了 18 条断裂，有 12 条 NW 向断裂和 6 条 NE 向断裂，反映了该区断裂构造的基本格

局(图 4)。其中，F1、F2、F3、F16 等 NE 向断裂对 NE 向构造带起控制作用，由于 NEE 向断裂和 NW 向 
 

 
Figure 4. The structural pattern in the east of the studied basin 
图 4. 研究盆地东部构造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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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后期改造作用，形成了东西成带、南北分块的构造格局。 
从断裂特征来看，研究区主要大断裂整体分布为 NE 向，表现为重磁异常的梯度带，基本与工区整

体构造方向一致。NW 向断裂错断 NE 向断裂，多表现为条带状异常的错断。 

4. 构造格局 

根据重磁场及断裂分布特征，结合基底构造特征，以重力高对应凸起带，重力低对应凹陷带，重力

异常由高到低平缓变化对应缓坡带区域为划分依据。由西到东划分为 4 个一级构造单元：西部凸起带、

西部凹陷带、中部凸起带和归州-海猫岛低副构造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为 7 个二级构造单元(图 4)。 
1) 西部凸起带：西部凸起带位于研究区西部，呈NE向沿郯庐断裂带东界断裂分布，全长大约 295 km，

面积约为 3200 km2。凸起带内明化镇组底部、馆陶组上段、东营组底部和中生界顶界面深度分别为 300 m、

900 m、1100 m、1600 m 左右，生油层厚度大概在 300 m 左右。由区域资料得知其在研究区外向西南和

北东方向还有一定延伸，其总体呈一个 NW 向延伸的窄长状、受断裂 F1、F2 控制的隆起带。 
2) 西部凹陷带：该凹陷构造位于西部凸起带东侧，呈 NE 向延伸，全长大约 295 km，面积约为 5800 

km2，凸起带内明化镇组底部、馆陶组上段、东营组底部和中生界顶界面深度分别为 1400 m、1800 m、

2600 m、5400 m 左右，生油层厚度大概在 300 m 左右。在南段，东营组底界和中生界顶界面之间厚度达

到 1000 m 左右。由区域资料推断该凹陷在研究区外向西南和北东方向还有一定延伸，其总体呈一个 NE
向延伸的窄长状、受断裂 F2、F3 控制的凹陷带。 

3) 中部凸起带：中部凸起带呈 NE 走向，全长大约 310 km，面积约为 6800 km2，边界受断裂构造控

制，其中 F3 断裂控制其西部边界，东部边界被 F16 断裂控制，此外，还被 F4、F5、F7、F8、F9、F10、
F11、F12、F14 及 F15 断裂斜切。整体特征表现为被断裂构造控制的有扭曲的隆起带。在其中部、南部

进一步划分为渤东凹陷、蛇岛西凹陷、猪岛西凸起、西中岛西凹陷等二级构造单元。 
4) 归州-海猫岛低幅构造带：该构造带东部主要位于辽东半岛陆地及沿海地区，向南延入海区。构造

走向整体为 NE 向，全长大约 295 km，面积约为 8050 km2，构造带生油层厚度在 300 m 左右。构造带西

部被 NE 向 F16 断裂控制，东部被 F18 断裂控制。此外，还被 F4、F5、F7、F8、F10、F17、F11、F12
及 F15 断裂及近 NW 向的 F12 断裂斜切，其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的低幅构造。进一步划分为柏风子西凹

陷、海猫岛凸起、西蚂蚁岛凹陷以及上井子缓坡带等二级构造单元。 

5. 结论 

1) 结合区内的重磁特征，推断了 6条NE向主要深大断裂以及后期发育的多条NE向和NEE向断裂，

其控制构造单元的展布特征。 
2) 将研究区划分为 4 个一级构造带，分别为西部凸起带、西部凹陷带、中部凸起带和归州-海猫岛低

幅构造带，同时，受后期发育的 NEE 向和 NW 向断裂的影响，又划分了 7 个二级构造单元，分别为渤东

凹陷、猪岛西凸起、蛇岛西凹陷、柏风子西凹陷、海猫岛凸起、西蚂蚁岛凹陷和归州–海猫岛缓坡带，

具有东西成带、南北分块的特征，并且岩体分布与构造单元存在关系，主要分布在构造单元的边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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