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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结了前人对不整合类型的划分工作和不整合形态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不整合的成因机制和不整合

形态的主控因素，提出了新型不整合分类方案，将不整合分为七个大类，包括削截不整合、褶曲不整合、底辟不整

合、震积不整合、古岩溶不整合、超覆不整合和假整合，并进一步细分为13个亚类。新型的不整合分类考虑了震积

作用研究等最新的地质学进展，吸收了许多有益成果，扩充了不整合类型，更加关注盆地的自身特点，通过剔除重

复类型等方法，使不整合分类方案更加完备，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文中还以国内外有关油田为例分析了

不整合类型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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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整合是地层中保留下来的地层缺失所呈现出  钟祥（1983）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了不整合和油气的密
的一种不协调的接触关系。早在1788年，James切关系，这也带动了不整合分类工作的迅速开展。
Hutton在苏格兰Sciccar Point观察位于陡倾斜志  知识存在于比较分类之间，分类学是贯穿在各个学
留纪地层之上的红色砂岩时，首先认识到不整合和  科中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对不整合进行分类是十
时间间断的意义。如果从十九世纪英国学者Ja一  分有意义的，它是构造研究、地层划分、矿床和油气
menson将这种不协调定义为“unconformity”算起，  勘探的基础工作。然而，分类是一个聚类和判别的
不整合在国外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后  复杂过程，这一工作最后的落脚点在于生产实践的
来，P. A. Chenoweth于1972年在AAPG上发表文  需求，这就决定了不整合分类是一个随着实践变化
章，对不整合圈闭“unconformity trap”作了细致的  的过程。
研究。Bates和Jackson(1980）在总结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认为不整合（unconformity）是相接触岩  一、不整合分类研究现状
层的构造关系，以沉积间断、风化作用，特别是新岩      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不整合面上、下两套地
层沉积前的陆上或水下侵蚀作用为特点，常常表现  层的接触关系多样，因而在此基础上对不整合进行
为地层间的非平行接触关系。Vail和Hardenbol分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整合的合理分类是正确研
等（1984）从层序地层学的角度提出，不整合是一个  究不整合的基础，不同的不整合类型代表着构造运
重要的时间间断的面，具剥蚀、削截和地表暴露性  动的不同作用方式、强度、时间长短等地质参数（表
质，并将在地表和海下形成的不整合称为I型不整1)0
合，仅发生于地表的不整合称为n型不整合。其后    经典分类中把不整合根据上、下地层产状分为
的几十年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国外不整合研  假整合（平行不整合）和角度不整合，而对于更小一
究发展迅速（Crowder, 1990; Martinsen, 1993; Sal一  级不整合的分类则标准不一。主要分类依据有分布
ler,1994; Hopkins,  1999)。               范围（分为区际、区域和局部不整合）、不整合面起伏
    我国对不整合的研究较晚，新中国成立以后，丁  （平整和嵌人不整合）、地理位置（边缘和盆内不整
培臻、王曰伦、张文佑和黄汲清等地质学家在不整合  合）等（陆克政，1980,1996)0
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我国一些石油地质学家如潘    近几年出于生产需要，对不整合的研究有了较

    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40102008)与中国石化股份公司油田事业部油气勘探先导项目（XBKY06-05）资助。
    文稿接受日期：2007-03-05；修改稿收到日期：2007-03-24,
    第一作者简介：1982年10月生，男，山东9城人，硕士，从事石油地质与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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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展，其中艾华国（1996)的分类体系使用较广。
它是根据不整合在油气运聚中的作用，以不整合的
成因机制，不整合上、下界面地震反射终止方式、不
整合的发育部位和剖面形态以及地层的尖灭线等特
征为标准进行分类，分为褶皱不整合、断褶不整合、
超覆不整合和削截不整合等类型。这种分类在生产
中使用较多，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类型重复，
譬如把褶皱不整合和断褶不整合分为两大类，把削
截不整合和多期削截不整合并列，但二者成因机制

相似，而且前者范围明显大于后者；二是由于前人对
不整合的研究重点在西部盆地，使分类不全面，很多
客观存在的不整合不能归人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如
由于底辟作用或震积作用形成的不整合等。
    吴亚军在1998年将不整合划分为构造不整合、
沉积不整合和复合不整合三种类型，具有一定意义，
但并没有具体阐述三种成因机制在不整合形成中的
作用和意义。亚类型的划分不全，不利于实际生产
应用，因而不整合类型鱼待重新划分。

        表1相关学者不整合分类表
Tab. 1  Some classified schemes of unconformities

不整合类型学者

Billing

分类依据

地层产状

地层产状

地层产状

地震反射

沉积间断

成因机制

成因机制

非整合  假整合

嵌人不整合

局部不整合

平行不整合

平行不整合

削截不整合

高频间断面

沉积不整合

破裂不整合

角度不整合

角度不整合

角度不整合

断褶不整合

  侵蚀面

构造不整合

基底不整合

异岩不整合
尹赞勋，1978

陆克政，1980

艾华国，1996

周瑶琪，1997

吴亚军，1998

邱以钢，2002

非整合

超覆不整合

水下硬底面

平行不整合

风化暴露面

  复合不整合

局部构造不整合 局部冲刷不整合裂陷幕不整合

二、不整合类型及形态特点

    受地质条件和上覆沉积的影响，不整合形态不
一，类型多种多样。不整合根据上、下地层产状分为
假整合（平行不整合）和角度不整合。石油地质界对
不整合次一级分类一直存在着争议①。以下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不整合的各种成因和形态，其中
大部分仍然沿用了前人对不整合分类所使用的名称。
I削截形态不整合
    削截形态是不整合的最常见类型之一，它的形
成是由于早期地层在抬升过程中形成单斜形态，风
化作用使翘起端遭受剥蚀，削蚀面呈水平形态或较
低倾向，后期再次接受沉积而形成的一类不整合（查
明等，2003)。削截形态不整合上覆地层一般和不整
合面走向一致，下伏地层呈较大角度与不整合面斜
交。与该种形态不整合有关的油藏遍布世界各地，
并形成了大量大型油田，如美国普鲁德霍湾（Prud-
hoe Bay）油田（图1)0

2褶皱形态不整合
    褶皱形态不整合是指早期沉积的地层，在构造
抬升过程中发生褶皱变形，并隆起遭受剥蚀后，再接
受沉积而形成的一类不整合。特征为不整合界面之
下为褶皱形态或潜山构造，不整合上覆地层覆盖在
褶皱之上，褶皱两翼对称，地层与不整合面斜交。在
东部一些盆地，褶皱为隆起性成因，在剖面上起伏较
小，但仍可识别背斜形态。典型的褶皱形态不整合
油田为俄罗斯尤罗布欣（Yourobxin）油田（图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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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形态不整合示意图 俄罗斯尤罗布欣油田

图2褶皱形态不整合及实例

Fig. 2 Fold unconformity and its example

削截形态不整合示意图       美国普鲁德霍湾油田

          图1削截形态不整合及实例
  Fig. 1  Truncation unconformity and its example

3断褶形态不整合
    断褶形态不整合是因断层上盘逆冲或旋转而造
成地层弯曲隆升或掀斜，致使地层剥蚀再接受沉积
而形成的。因为它的成因背景为构造挤压，所以在
拉张型盆地内少见。特征为不整合面之下为较大规
模逆断层形成的褶皱，剥蚀主要发生在断层上盘，褶
皱两翼不具对称性（图3)a

①杨 勇．2006．不整合发育特征及其与油气运移成藏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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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褶形态不整合示意图           中国任丘油田

              图3断褶形态不整合及实例

     Fig. 3  Fault-fold unconformity and its example

4底辟形态不整合
    底辟形态不整合是由底部的岩体向上隆升并发
生剥蚀而形成的，而两侧地层可形成削截、超覆等构

造。它主要发育于隆起区，可形成地层削截、超覆不

整合圈闭，如利比亚奥季拉（Augila）油田（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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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关系，亦非断裂构造、层间滑脱所能形成；而一些

观察点分界面与两侧的岩石又固结形成一体，可以

排除是后期地表水或地下水沿构造面或岩性分界面

侵蚀所形成的凹凸不平的岩溶侵蚀面的可能性（陆
刚，2002) 0

7假整合
    假整合（平行不整合）是指因地壳垂直上升引起
的海退使下伏地层遭受剥蚀，再因地壳下降接受新

的沉积而形成的。地震剖面上的特征为界面反射能

量较弱，界面上、下反射波与界面反射波平行，不整

合面上、下地层产状相同。

8超覆不整合
    超覆不整合是指因海平面上升，后期地层沿古
斜坡上超沉积而形成的。其特征为：界面反射波与

下伏地层反射近于平行，界面之上的反射逐层向斜

坡上端超覆尖灭。超覆不整合与削截不整合的区别

在于前者的界面反射波与下伏地层反射近于平行，

而不是呈角度相交。超覆形态不整合成藏条件有

利，对石油和天然气都有较好的封堵作用，如委内瑞

拉吉尔吉列（Guere）油田，美国东得克萨斯（East
Texas）油田（图5)0

    底辟形态不整合示意图         利比亚奥季拉油田

              图4底辟形态不整合及实例

      Fig. 4  Diapirism unconformity and its example

5震积不整合
    震积不整合是由于地震作用，形成的一类不整
合。震积岩是由强烈地震产生的，一般有原地相的

地震扰动层与上覆的滑来震积层组成，是“灾变事件

岩”的典型代表。

    震积岩一般由两个不同特征的岩层组成，一是
地震扰动层，一是滑来震积层，地震扰动层与上覆的

滑来震积层之间的一规模不等的滑来面，这一滑来

面即突发性、瞬时形成于水下的震积不整合面（梁定

益，1994)。只要发生地震并且地震对已经形成的沉
积层进行了扰动和改造，就存在震积不整合。

6岩溶不整合
    岩溶不整合是碳酸盐岩地区特有的不整合类
型，是由于地壳构造运动形成的不整合。在沉积间

断期间，经岩溶作用改造后以明显的岩溶面标志出

来，其内涵应包括岩溶面的形态和下伏碳酸盐岩的

岩溶地貌形态以及岩溶面上的岩溶沉积、堆积改造

的形态特征等（邓自强，1994)。古岩溶不整合面凹
凸不平，在台地边缘区较为发育，许多地方古剥蚀面

的溶蚀高差较大，形成了明显的古岩溶地貌；在台地

内部上、下地层多为似整合接触，虽然起伏高差明

显、具典型古岩溶特征的观察点不多，但界面凹凸不

平微波状起伏的现象却常见。

    局部可以在小尺度观察到参差不平、两侧地层
犬牙交错状相接触的古岩溶不整合分界面特征，或

上覆地层呈不规则脉状、楔状插人下伏地层的溶沟

或缝隙之中。一些观察点在插人的上覆地层中仍可

观察到很好的层理，此乃沉积接触现象，已确证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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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覆形态不整合示意图     委内瑞拉吉尔吉列油田

          图5超覆不整合及实例

 Fig. 5  Overlap unconformity and its example

9渐进不整合
    渐进不整合是由于前陆隆起多次旋转隆升并不
断向前迁移的结果（吴亚军，1998)。典型的为塔里
木盆地巴楚隆起东翼的同构造渐进不整合，它主要

分布于巴楚隆起及沙雅隆起两翼，反映出这两个前

陆隆起都曾有向前陆前方迁移活动的历史。沙雅隆

起自海西至印支期一直处于隆起状态，白奎纪它开

始下沉成为库车坳陷的前陆隆起，之后则演化为一

前陆斜坡，而隆起则南移，最终与巴楚一塔中连为一

体，形成统一的前陆隆起带（艾华国，1996)。渐进不
整合有力的说明了不整合类型的迁移性。

三、不整合新型分类及其意义

1分类原则
    不整合分类应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科学性是
指分类方案能够全面地反映不整合的成因类型和形

态特征，有助于研究不整合结构和分布规律，符合构

造地质学的基本原理，并能促进其深入研究；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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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类别易于鉴别、术语通  沉积作用控制了不整合上覆地层的形态，构造作用
用，并能与实际地质条件紧密结合，便于指导与不整  控制了不整合下伏地层的特征。任何不整合都受到
合有关的油气藏的勘探与开发。总之分类方案要力  沉积和构造作用的双重控制，都是复合成因的。因
戒主观片面和繁琐模糊，在生产及科学研究中容易  而新的分类没有单独分出复合型不整合。根据不整
被推广应用。                     合的成因机制和不整合形态的主控因素，我们提出
2不整合新型分类                     了如表2所示的分类方案，将不整合分为7大类13
    不整合是沉积间断一剥蚀一再沉积的集合体，  亚类。
                                              表2不整合类型划分表

                                                Tab.  2  A vi n- . c i f i cat i on of  unconf or mi t i es

成因机制  基本类型 亚类 典型剖面 中国典型地区

单斜不整合
辽河盆地东部凹陷（肖乾华等，2003)、塔北地

区（张守安等，1999)

削截

不整合

多期削截

不整合
准噶尔盆地陆梁地区（陈中红等，2002)

挤压褶曲

不整合

构造

成因

准噶尔盆地北三台地区（曲江秀等，2003)

逆牵引褶曲

  不整合

褶曲

不整合

渤海湾盆地惠民凹陷（杨 勇，2006)'D

断褶不整合 塔里木盆地沙西地区（昊亚军等，1998)

芬丝

拱升不整合 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杨 勇，2006) C)

底辟

不整合
底辟不整合 松辽盆地北部地区（李庶勤等，1997)

火山

地震

成因

原地震积

  不整合

震积

不整合

川西、滇西地区（梁定益等，1994)

滑来震积

  不整合 夕／
川西、滇西地区（梁定益等，1994),渤海湾盆

地惠民凹陷（杨 勇，2006)

①杨 勇．2006．不整合发育特征及其与油气运移成藏关系研究I硕士学位论文〕．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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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

成因

古岩溶

不整合

古岩溶

不整合
桂西北地区（陆刚等，2002)

边缘超覆

不整合

准噶尔陆西地区（牟中海等，2005)、东海西湖

盆地（刘景彦等，1999)

沉积

成因

超覆

不整合

披覆不整合
辽河盆地东部凹陷（刘华等，2003)、渤海湾盆

地沾化凹陷（邱以钢等，2002)

假整合     假整合 中国大部分盆地都有发育

2.  1削截不整合 削截不整合是地质上最为常见
的一类不整合，形态表现为上部地层水平或近似水

平，下伏地层以一定角度倾斜或为若干期次的倾斜

岩层。又可分为：

    单斜不整合 特征是上覆地层近似水平，下伏
地层与不整合面斜交。它是由于早期沉积的地层大

范围发生掀斜，呈单倾形态，风化作用使翘起端遭受

剥蚀，后期再次接受沉积而形成的。这类不整合分

布最为广泛，在各种类型的盆地内都有发现，并和油

气成藏关系紧密，可形成地层不整合遮挡油气藏。

    多期削截不整合 是在单斜不整合的基础上形
成的，在多次构造作用影响下，经过多期剥蚀，再接

受沉积的削截不整合。多期削截不整合代表了较长

时间的沉积间断和多期次的构造上升。

2.  2褶曲不整合 不整合面之下为完整的褶曲形
态或经过改造后的褶曲形态，根据褶曲成因和形态

特点，将褶曲不整合划分为以下几个亚类：

    挤压褶曲不整合 由于地层褶皱的侧向挤压力
和由两侧相向正断层下掉造成的侧向挤压，形成了

挤压背斜，后剥蚀形成挤压褶曲不整合。前者是主

要成因，大多发育在西部相对活动的“褶皱区”，是该

种不整合的主要类型，如塔里木盆地；后者主要发育

在东部断块区，如辽河坳陷。

    逆牵引褶曲不整合 逆牵引是同生正断层伴生
的一种构造，断层上盘滑落时，上盘断块的旋转导致

背斜的形成，后期剥蚀再沉积形成的一类不整合，体

现了张性应力背景。不整合面之下，断层上盘为半

背斜形态，剥蚀程度弱，下盘为单斜形态，剥蚀程度

强。

    断褶不整合 断褶不整合是由于断层的冲断或

断层旋转作用，致使上盘地层弯曲隆升或掀斜，出露

地表遭受剥蚀，下盘地层或接受沉积或遭受相对上

盘而言的轻度剥蚀。断褶不整合仅发育在西部挤压

型盆地。断褶不整合是断层和褶曲不整合的集合

体，其中的断层发育在不整合形成之前，若为挤压褶

曲不整合形成之后再次形成断层，这不能称为断褶

不整合。断褶木整合与逆牵引褶曲不整合在形态上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成因机理和构造特征相差

很大。

    拱升不整合 塑性地层拱升可形成幅度不大的
背斜，在背斜顶部常形成裂隙和小型正断层，因而顶

部更易于被风化剥蚀，在东部盆地较为发育。

2.  3底辟不整合 底辟是地下较深的小密度高塑
性岩层或岩体在重力作用下向上或刺穿上覆岩层而

形成的一种构造。底辟核与围岩形成了不整合接触

关系即为底辟不整合。底辟不整合因其特有的刺穿

性特点，使其不整合可能成为油气垂向运移的通道，

这是其他不整合不具有的特点。

2. 4震积不整合 震积不整合是由于地震作用，形
成的一类不整合，因其动力为地震，因而将其划分为

构造成因不整合。震积岩是有强烈地震产生的，一

般有原地相的地震扰动层与上覆的滑来震积层组

成，是“灾变事件岩”的典型代表。

    震积岩一般有两个不同特征的岩层组成，一是
地震扰动层，一是滑来震积层，地震扰动层与上覆的

滑来震积层之间的一规模不等的滑来面，这一滑来

面即突发性、瞬时形成于水下的震积不整合面。

    滑来震积不整合 只要发生地震并且地震对已
经形成的沉积层进行了扰动和改造，就存在震积不

整合，在发育滑来震积层的剖面上，震积不整合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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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存在于地震扰动层和滑来震积层之间。

    原地震积不整合 在不发育滑来震积层的剖面
上，震积不整合面应划在地震扰动层和未扰动层之

间，尽管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但决不能认为地

震扰动层中残存的化石代表新形成的震积岩的时
代。

2. 5古岩溶不整合 古岩溶不整合面凹凸不平，在
台地边缘区较为发育，许多地方古剥蚀面的溶蚀高

差较大，形成了明显的古岩溶地貌；在台地内部上、

下地层多为似整合接触。古岩溶不整合以负向构造
形态为主，起伏高差明显。

2. 6超覆不整合 超覆不整合是指因海（湖）平面
上升，后期地层沿古斜坡或古隆起上超沉积而形成
的。又分为：

    边缘超覆不整合 在盆地边缘的不整合面之
上，地层沿古斜坡上超形成的不整合。上覆地层与

不整合面斜交，在不整合面上尖灭。

    披覆不整合 在古隆起处，海（湖）平面上升，在
其上超覆形成的不整合。披覆不整合形态受下覆构
造形态控制，一般为环状或楔形，成藏条件极为有
利。

2. 7假整合（平行不整合） 指因地壳垂直上升引
起的海退使下伏地层遭受剥蚀，再因地壳下降接受

新的沉积而形成的。上、下地层产状一致，成藏能力

较弱，但可作为运移层。

    以上是不整合的常见形式，如上所述，不整合大
都受到沉积和构造作用的双重影响，因而对于形态
受沉积、构造作用相当的不整合类型，根据需要可进
行复合命名，如披覆一褶曲不整合、边缘超覆单斜不
整合等。这种因素复合分类又会衍生十几种不整合
类型，如果将这些不整合类型列人的话，不符合上述
分类原则。

3新不整合划分方案的意义以及应注意的问题
3. 1新的不整合划分方案的意义
    新不整合划分方案考虑了最新的地质学进展，
吸收了许多有益成果，如扩充了震积不整合类型，重

新对这种不整合形态进行科学的解释，使不整合类
型划分得到了很大的完善。针对碳酸盐岩地区的不

整合特点，强调了古岩溶不整合这一类型，使分类方
法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我国盆地类型多样，在形成机制和形态特点上
具有很大差异，亚类型的划分体现了盆地差异，褶曲
不整合的划分就是在对东、西部盆地形成的力学性

质充分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表明，挤压褶曲不
整合、拱升不整合等不同力学作用下形成的不整合，

在对油气运移的控制作用上存在着很大差异，细致
划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另外，新类型划分将断褶不整合并人褶曲不整
合之中，因为断褶不整合是在挤压作用下形成断裂，
后期形成不整合，是褶曲不整合的一种强烈的表现
形式，是断裂与不整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3.  2不整合划分应注意的问题 不整合类型没有
绝对界限。单斜不整合与多期削截不整合体现了不
整合下伏地层遭受剥蚀程度和期次的多寡。但是在
实际地层中构造运动对地层的改造作用由弱到强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强弱程度也是一个相对量，这使识
别过程很难找到明显的界面，因而要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界定。另外如挤压褶曲不整合一般也会由于挤
压作用产生一定数量的断层，趋近于断褶不整合。
此时，就要根据断层级别和断层在上、下盘地层剥蚀
差异中所起到的作用来将其归类。如果断层规模
大，造成上盘地层遭受剥蚀量明显增加，则应归为断
褶不整合，否则就归为挤压褶曲不整合。

    不整合类型具有共生性。如褶曲不整合下伏地
层为背斜形态，向两侧延伸到一定距离之后，所受构
造改造较少，逐渐演化为单斜不整合形态，继续延伸
至盆地深部，地层趋于平缓，为假整合（平行不整

合）。因而许多不整合形态是共生、共存的。

    不整合类型具有方向性。众所周知，不整合是
三维立体结构，识别一般以三维地震数据体作为主
要依据。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同一不整合通过不同

的方向观察，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褶曲不整合

下伏地层呈箱形背斜时，在横测线上是背斜形态，为

褶曲不整合，在纵侧线上则为单斜不整合，因而不整
合识别需要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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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different types of unconformiti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origin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s and factors controlling their development,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truncation unconformity, fold unconformity, diapirism unconformity, seismic unconformity, palaeokarst
unconformity, overlap unconformity, and parallel unconformity. The types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to
thirteen subtypes. The new classification consider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removes redundant types in
order to make this classification more efficient and applicable.
Key words  unconformity, research progress, new classification, contact 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