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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的隆升与主要断裂的走滑和伸展运动有着密切联系。通过研究孔店—东营期主要断

层的活动速率，总结了中央隆起带古近纪以来的构造活动史：孔店—沙四期，经历强烈的伸展活动，断层活动强烈，
中央隆起带开始形成；沙三—沙二下沉积期，断裂活动进入高峰期，中央背斜带发育；之后，主断裂上盘遭受沉积间

断或剥蚀，至东营期，基本确定了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的构造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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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Uplift Belt and ItS

    EvOlUtiOn HiStory in the HUimin DepreSSiOn

    CAI Na，HAN Zuo—zhen

    （College of Ge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SUST，Qingdao，Shandong 266510，China）

Abstract：The strike—slip and extensional movement of ma.ior fault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pward of cen—

tral uplift belt.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structural movement history of central uplift belt since Paleogene by the

study of active velocity of main faults during Kongdian—Dongying period.During K—Es4  ，the depression went through

intensive extensional activities，the faults activated strongly and the central uplift belt started to form.During Es3 and

the earlier period of Esz  ，the Huimin depression entered rapidly extending fault stage and the central uplift belt

completed the development.  After that，the hanging—wall of major faults were subjected to intermittent deposition or

erosion.  Then，in Dongying stage，the tectonic framework of Huimin depression was basically formed by the tecton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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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是重要的含油气构造，研究它的构造特征、形成演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般对于中央隆起带的形成，前人有如下几种机制：盐泥底辟、岩浆上涌、滚动背斜等口]  。但是中央隆起带底

部缺少大量的盐、泥地层，底辟作用并不显著；研究区岩浆岩活动主要集中在沙三后，而中央隆起带的地层主

要集中在沙三以下，所以地层中无岩浆侵入现象；再者由于中央隆起带远离北部宁南断层，其背斜轴面近于
垂直，不符合滚动背斜的特点。因此，对于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的形成演化不能照搬前人的研究。

    研究带位于滋镇洼陷与临南洼陷之间，东西长70 km，南北宽15 km，面积约1 000 km2  。北以斜坡向滋

镇洼陷内倾伏，南以临商断层与临南洼陷分隔。西部为盘河背斜，中部为宿安沟背斜，东部为商河背斜，内部

被临商帚状断裂分割，形成多类型的构造特征。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构造位置如图1  所示。

1  构造特征

    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在构造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口]  。第一，中央隆起带的断裂非常发育，形成负花状构

造，切割断块发育，地层不稳定；第二，其北部的宁南断层是一条断层面延伸很远的拆离断层，在其上盘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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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倾向与之相近的延伸至基底的断层。因此中央隆起带的形成与断层活动关系十分密切，断层的倾翘、伸

展、反转挤压直接导致中央隆起带的隆升。

2  构造活动与中央隆起带的隆升

    根据惠民凹陷24条地震剖面资料，

对凹陷的主要断裂进行研究，在求取断

层落差的基础上‘3—5]  ，计算断层的活动速

率（表1）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断

层活动相对剧烈程度和启动早晚，进而

研究其对中央隆起带隆升的影响。

2.1  走滑运动

2.1.1  走滑运动的分期

    研究区断层的走滑运动主要有两

期。

    第一期主要发生在孔店一沙四下沉

积早期。受郯庐断裂右行走滑的影响，

宁南断层、无南断层启动，与之共同走滑

的还有夏口断层、齐河断层。地层的回

剥分析嘲  表明，中央隆起带在这一时期

也受到了走滑断层的切割，并形成负花

状构造，该构造的主干断层控制了Es。

下的沉积作用。同时还形成了一系列与

宁南断层的产状近一致的切割至基底的

断层，它们归并于宁南断层，构成了宁南

拆离断层邸]。

    第二期走滑运动主要发生于沙三一

沙二段沉积时期。受本次走滑运动的影

响，宁南断层、夏口断层强烈活动，对本

区的影响最大，齐河断层、曲堤断层相对

于沙四段活动变强，无南断层、临商断层

活动减弱。

2.1.2  走滑运动与中央隆起带的隆升

    第一期孔店一沙四期走滑运动，使

宁南断层、无南断层形成右行右列式的

排列，在两条主干断层之间，形成拉张构

造。上述构造与宁南断层、无南断层相

联系，形成了惠民凹陷锯齿状边界。在

滋镇洼陷和阳信洼陷之间，形成北西向

相对凸起带，如商38井附近的凸起带和

盘深3  井附近的凸起带，如图2  和图3

所示。

    如图4  所示，受断层翘倾作用的影

响，在临邑附近沿北东东向地层形成断

块翘倾的破碎带，整个缓坡带（负花状构

    图l  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构造位置图

Fig.1  The location map of the central uplift belt in Huimin depression

    表l  惠民凹陷典型断层活动速率表

    Tab.l  The active velocity of main faults in Huimin depression

图2  惠民凹陷孔店一沙四期主干断裂构造纲要图

Fig.2  The sketch map of the Ek—Es4 fault structure

    of Huimin depression



造与宁南断层之间，包括部分基底地层）

被与宁南断层产状近一致的断层所切

割，形成很多断块。此时临邑断层并未

活动，齐广断层活动很弱，夏口断层和临

南北断层共同走滑，形成临南洼陷带。

临商断层与宁南断层之间的地块，由于

宁南断层的强烈活动及早期构造脆弱带

的存在而产生强烈翘倾运动，从而造成

了滋镇深洼陷和其南部缓坡带的形成。

由于临南洼陷带的存在，滋镇洼陷的缓

坡带形成了惠民凹陷沙四下沉积时期的

高点，从而为沙四下沉积同沉积背斜的

形成创造了条件，中央隆起带的雏形开

始形成"]  。

    第二期走滑运动由于时间的不匹

配，对中央隆起带的形成未起到影响，但

对后期中央隆起带的进一步隆升作用仍

很重要，其机理如前所述。

2.2  伸展运动

    沙四下沉积时期，研究区的伸展活

动已占主导地位。临商断层以南的地层

由于大断层少且活动弱，重力均衡得以维

持。而临商断层以北的地层，断块十分发

育、断层强烈伸展。由于地层的明显减

薄，致使原有的重力均衡遭到破坏，从而

为下伏地层的拱张提供了条件（图5）[8]。

3  中央 隆起 带及 周缘 地区 构造 演

  化史

  中央隆起带演化经历了沙四段雏形

期、沙三段和沙二段主要发育期以及东营

组定型期三个阶段，终成现今面貌‘9—10]。

图6为盘河地区的构造演化剖面图。

    从断层发育来看，明显受到郯庐断

裂右行走滑作用的影响，控制盆地边界

的断裂形成期都为燕山期，形成时间较

早，而盆地内的断层则形成于孔店期。

    孔店中后期一沙四期，伸展作用占主导地位。在地层自身的重力作用下，宁南断层、无南断层上盘强烈
下降，形成滋镇洼陷和阳信洼陷。滋镇洼陷的缓坡带形成惠民凹陷沙四下沉积时期的高点，从而为沙四下同

沉积背斜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沙三早期，由于北部边界断层活动增强，断层产状明显变陡。中央背斜带以低角度斜坡向洼陷中心延

伸，洼陷中心靠近北部边界断层一侧，使滋镇洼陷形成了不对称洼陷。

    沙二沉积时期，由于郯庐断裂右旋走滑引起的南北向伸展作用影响，凹陷的伸展方向为近南北向。夏口
断层活动逐渐进入高峰期，临商断裂和北部的边界断裂上盘的活动导致中央背斜带发育。

    图3  惠民凹陷沙四段顶面构造图“3

Fig.3  The structural map of the Es4 top surface

    of Huimin depression

    图4  走滑运动与中央隆起带的形成机制模式圈

Fig.4  The map of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 of strike—slip

    movement and the central uplift belt

（a）  断层形成前的重力均衡

㈤錾乒鬲藿霪翦嚣亍害震蠢螽剽盟嚣菩擘颀豢蕉屡蕞毳夕势
  盖能力减弱而失稳，产生拱张。

    图5  伸展作用与中央隆起带的形成机制模式图

Fig.5  The map of the extenslonal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mode of central uplift belt



（a）现今构造剖面

（b）新近纪沉积前构造剖面

（c）沙三中沉积前构造剖面

    图6  盘河地区构造演化剖面图

Fig.6  The tectonic evolution profile of Panhe area

    沙一期，在主断裂的上升盘，沙三段以上地层开始出露地表，遭受长期沉积间断或剥蚀，形成中央隆起带

的秃顶背斜，在盘河背斜构造上保存了沙三中上亚段以下地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下降盘接受稳定沉积，无

不整合接触。

    东营期，断层的活动强度明显小于沙三一沙二期，中央隆起带北部东营组地层被剥蚀，下降盘继续稳定

沉积，至东营晚期惠民凹陷的构造格局已经基本确定。

    东营期后，构造运动使地层遭受一定的沉积间断或剥蚀，因此，盘河地区新近纪地层与下伏地层为不整
合接触关系。

4  结论

    1）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的隆升与主要断裂的活动密切相关。断层伸展运动使地层重力失衡，缓坡带形

成；走滑运动，发育构造破碎带，加速断块倾翘。
    2）孔店一沙四期，伸展作用占主导地位，滋镇洼陷的缓坡带构成了惠民凹陷沙四下沉积时期的高点，中

央隆起带的雏形开始形成。沙三初沉积时期，夏口断层活动剧烈，中央隆起带不断抬升，形成南断北超的基

本构造格局。沙二下沉积时期，由于郯庐断裂右旋走滑，断裂活动逐渐进入高峰期，导致中央背斜带发育。

至 东 营 组 沉 积时 期 ， 基 本 确 定 了 中 央 隆 起 带的 构 造 格 局 。     （   下 转第 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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