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进展报告 

一、 重要研究进展（主要阐述本年度研究工作中取得的重要进展，

发表论文和取得专利等成果，字数限制 4000字） 

围绕基金计划书中的科学问题，取得了相关的研究进展，按照科

学问题论述如下： 

1. 特提斯域内大陆单向裂解-聚合过程控制下的四川盆地震旦

纪-早寒武世古裂陷沉积充填序列及构造演化 

新元古代-寒武纪，全球板块处于裂解与聚合过程中，Rodinia

超级大陆不断发生裂解，Gondwana超级大陆发生聚合，约在 530 Ma

完成拼合。受 Rodina大陆裂解作用的影响，原特提斯域内的四川盆

地内发育有一支近南北向的古裂陷，称之为“绵阳-长宁古裂陷”，地

震资料显示该古裂陷具有“东陡西缓”的结构特征，在平面上可分为

三段，南北宽、中段窄，在发育时间上具有“北早南晚”的发育特征。

最近的油气勘探也表明该古裂陷对震旦系-下古生界油气分布具有重

要的控制作用。通过对四川盆地及其周缘地区 28条野外剖面和 10口

钻井岩芯的观察与取样，根据地层不整合、岩性变化、测井曲线对比

和岩石地球化学等沉积记录，对绵阳-长宁古裂陷的构造演化进行了

研究。研究发现古裂陷槽内下寒武统存在明显的上超，保留了下寒武

统与震旦系灯影组之间的侵蚀暴露界面，并且残留的灯影组具有早期

岩溶现象，表明古裂陷槽在寒武纪沉积前存在暴露侵蚀过程。地层沉

积旋回对比表明，古裂陷槽内黑色岩系较正常的麦地坪组多一套沉积

旋回，而且古裂陷槽内资阳 1井元素测井显示黑色岩系下部发育 20 m



厚的含硅泥质白云岩，结合邻区钻井分层认识，认为古裂陷槽内黑色

岩系不止是寒武系麦地坪组，还包括震旦系灯影组三段和四段。另外，

灯影组四段硅质岩具有明显的热水成因特征，也证明当时具有强烈的

区域拉张背景。结合中新元古代-寒武纪岩浆岩活动记录和南华纪地

层发育特征，认为绵阳-长宁古裂陷是在南华纪裂谷基础上，持续负

地貌继承性发育起来的，是间歇性拉张沉降和暴露剥蚀联合作用的结

果，因此该古裂陷的构造属性为拉张-侵蚀槽。该古裂陷的构造演化

可划分为 5个阶段：陡山沱期雏形阶段、灯影期发育阶段、麦地坪期

成型阶段、筇竹寺期充填阶段和沧浪铺期衰亡阶段。 

另外，川东北地区还发育有另外一支同时期、同属性的古裂陷—

城口古裂陷，其呈近北东-南西向展布，沿城口向盆地内开江-重庆方

向延伸扩展，该古裂陷是在南华纪裂谷盆地的基础上发育起来，在持

续性负地貌中继承性演化，经过震旦纪-早寒武世多期拉张作用而形

成。该古裂陷的构造演化也可划分为 5个阶段：南华纪裂谷阶段、陡

山沱期继承性发育阶段、灯影期裂陷成型阶段、麦地坪期-筇竹寺期

快速充填阶段和沧浪铺期衰亡阶段。 

2. 特提斯域内大陆单向裂解-聚合过程控制下的四川盆地中-新

生代构造改造与油气成藏耦合 

为了重建特提斯域内大陆单向聚合过程控制下的构造叠加改造

过程，探讨改造过程中油气大规模富集机理及成藏模式，系统收集并

整理了四川盆地东部及湘鄂西地区已有的埋藏史-热史研究成果，完

成了该区部分样品的分析测试工作，研究发现华南板块向扬子板块的



挤压作用至少在中侏罗世初期已经到达齐岳山背斜带，并具备相当大

的规模，齐岳山东西两侧中-新生代构造隆升过程存在巨大差异。齐

岳山以东的湘鄂西地区大规模的构造隆升以燕山期为主，在晚白垩世

初期，大规模抬升已经结束；而且齐岳山以西地区约在早白垩世中后

期才开始抬升隆升；湘鄂西地区新近地表的志留纪地层在早白垩世末

期已经冷却到约 80℃，齐岳山以西现今地表中生代地层在古近纪初

期才冷却到该温度。齐岳山背斜东西两侧虽然都经历了燕山期和喜山

期大规模构造抬升剥蚀，但齐岳山以东大规模抬升剥蚀主要发生在早

白垩世末之前(>100Ma)，齐岳山以西可能主要在古近纪以后（<60Ma）。

在油气成藏改造方面，研究认为齐岳山以东湘鄂西地区志留系页岩最

晚在早白垩世（~120-100Ma）已经进入快速散失；齐岳山以西志留系

页岩气藏在古近纪中后期（~45Ma）开始快速散失。 

3. 特提斯域内大陆单相裂解-聚合过程控制下东地中海盆地的

形成机制与油气勘探 

东地中海地区主要包括黎凡特、希罗多德深水盆地、埃拉托色尼

陆块等主要构造单元。东地中海盆地是在古生代-中生代冈瓦纳大陆

裂解、新特提斯洋裂开的背景下形成的。构造演化受到了特提斯域演

化以及非洲、阿拉伯、爱琴海和欧亚板块相对运动的控制，可分为三

叠纪-早侏罗世早期裂谷阶段、早侏罗世晚期-晚白垩世早期被动大陆

边缘阶段和晚期的构造反转阶段。裂谷期，新特提斯洋裂开并不断向

西扩展，Gavrovo-Tripoliza、Taurus台地及埃拉托色尼陆块

Eratosthenes Continental Block）依次与阿拉伯地块发生了分离，



之间形成了东地中海深水盆地，裂谷期断裂塑造了主要盆地和构造单

元的边界；被动大陆陆缘期，盆地处于广海环境，沉积了主要的海相

沉积层序；构造反转期，随着新特提斯洋的闭合，区域上以南北向构

造挤压应力为主，形成了从中东扎格罗斯褶皱冲断带至东地中海的拉

纳卡冲断带，东地中海盆地边缘大量构造发生反转，同时，随着陆上

剥蚀及尼罗河古河流发育，盆地以三角洲砂体和深水浊积砂等碎屑沉

积为主。至晚中新统，地中海与大西洋隔离开，成为一个孤立的内海，

在地中海全区沉积了梅辛阶岩盐，称为梅辛阶岩盐危机事件。 

东地中海地区主要发育三套烃源岩系，包括三叠纪-早侏罗世早

期裂谷期烃源岩、早侏罗世晚期-晚白垩世早期被动陆缘期烃源岩和

区域构造反转阶段的中新世烃源岩，并形成三套储盖组合，以最晚期

中新世储盖组合为主，且已经具有大量油气发现。东地中海盆地的油

气勘探是从北非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勘探开始的，本世纪从陆上→浅水

→深水逐步向海域推进，勘探目标为尼罗河三角洲砂体，向海域逐步

过渡到水下河道和前三角洲浊积砂体，发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油

气田。2015年在塞浦路斯岛南侧海山边缘具有 30Tcf储量 Zhor生物

礁储层大气田的发现，开启了东地中海新一轮油气勘探热潮，随后又

发现了 3个类似的大气田。 

黎凡特盆地地的油气勘探早期从陆上中生代储层目标勘探开始，

发现了一批零星小型油田，本世纪勘探想渗水推进，相继发现一批中

新世浊积砂岩油藏，随后打开了黎凡特盆地中新世区带勘探热潮。 

该成果拟形成“东地中海黎凡特盆地油气地质特征与勘探方向”



论文。 

二、 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简要说明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采

取或拟采取的措施，研究计划调整情况及原因。字数限制 2000

字） 

本项研究选取特提斯洋两侧的富油气盆地——四川盆地和波斯

湾盆地。对于四川盆地的研究，由于盆地露头区位处国内，野外考察

与研究内容均按照基金计划实施。但是，对于波斯湾盆地的相关研究，

由于露头区位处中东，受中东安全局势的影响，很难前往露头区采集

样品，造成相关分析测试实验难以实施，对部分关键问题无法形成深

入认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项目组计划在 2019年 1月份前往阿

曼进行野外地质考察，考察的层位包括埃迪卡拉系、寒武系、侏罗系

和白垩系，重点研究阿拉伯板块的构造演化以及波斯湾盆地的沉积充

填序列与古环境分析，并在野外考察过程中，采集一些典型样品回国，

完成相关分析测试工作，补齐波斯湾盆地的相关研究。 

三、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前面几部分没有涵盖而需要说明的问题。

若有经费管理办法规定范围内的预算科目间调整，也需在此予以

说明。字数限制 2000字） 

 

四、 研究成果（标注基金号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会议报

告、标准、软件著作权、科研奖励、人才培养等） 

由本项目资助发表 SCI/EI 论文 4 篇，指导 2 名博士后工作，举

办研讨会 2 次，参加国内学术研讨会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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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件（附上本基金资助成果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