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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濮凹陷古近系构造特征及其
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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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东濮凹陷古近系的构造特征及其与渤海湾盆地其他坳陷的差异，利用地震、钻井、测井及重磁等资

料对东濮凹陷进行构造解析，并结合原油样品及相关分析化验资料研究构造演化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研究结

果表明：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是在距今 51 Ma发育的第 2期开裂盆地，具有沉降深（6 400 m）、速率快（246 m/Ma）的

特征，在北东向断层的切割作用及构造频繁转换作用下，盆地具有非均质性强、横向变化大的特征，发育多凸多洼

的盆地结构，为复式含油气系统奠定了构造格架基础。依据有效烃源岩分布、油气成藏期古构造脊、流体差异性等

因素，将东濮凹陷划分为 10个油气系统，具有油气近源聚集的特征。东濮凹陷正向构造的规模大、幅度高、坡度陡，

与生储盖有效配置，利于油气向构造高部位运聚和保存，控制着油气的分布和富集。本次研究采用体积守恒法，综

合地层厚度趋势法、邻近厚度对比法及镜质组反射率法等，认为东濮凹陷东营组剥蚀量整体为 200～800 m，古近系

持续深埋、稳定保存，为弱改造、复式含油气系统型盆地，具有油气近源聚集、正向构造控富、连续成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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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ogen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ntrolling
effect o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Dongp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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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clarify the Paleogen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ngpu Sag and the difference from those of other depres⁃
sions in the Bohai Bay Basin，we conducted the tectonic analysis of the Dongpu Sag with seismic，drilling，well logging，
gravity and magnetic data and studied the controlling effect of tectonic evolution on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with crude
oil samples and related laboratory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leogene basin in the Dongpu Sag is a Phase 2 fracture
basin developed at 51 Ma with deep sedimentation（6 400 m）and a high rate（246 m/Ma）. Influenced by NE fault cutting
and frequent tectonic transition，the basin exhibits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drastic lateral change and enables the develop⁃
ment of many uplifts and sags，laying the tectonic groundwork for the composite petroleum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istri⁃
bution of effective source rocks，paleotectonic ridges during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fluid differences，and other factors，
the Dongpu Sag can be divided into 10 petroleum systems featured by near-sourc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The forward
structure of the Dongpu Sag has a large tectonic scale，high amplitude，and a steep slope，and is effectively arranged with
the source-reservoir-cap assemblage，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oil and gas towards the high
part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rols the distribution and enrichment of oil and ga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volume conserva⁃
tion，comprehensive formation thickness trend，comparison in adjacent thickness，and vitrinite reflectance，we think that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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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dation of the Dongying Formation in the Dongpu Sag is 200-800 m on the whole. The Paleogene formation is continuous⁃
ly deep buried and stably preserved，and the Dongpu Sag is a weakly transformed basin with the composite petroleum sys⁃
tem，which is featured by near-sourc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as well as rich and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controlled by
the forward structure.
Key words：uplifts and sags；petroleum system；denudation recovery；hydrocarbon accumulation；Dongpu Sag

东濮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西南角，油气勘探开

发已经 40余年，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已进

入高成熟勘探阶段，先前主要以源外构造油气藏为

勘探目标，针对该类目标勘探面积减小、储量减少、

效益变差的现状，如何突破传统思维，采用新方法、

新理论预测有利的增储区带显得尤为急迫。

在 20世纪 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地洼学说

为指导，研究东濮凹陷及中原地区中新生代盆地的

形成演化与油气成藏特征；90年代利用三维地震和

钻井等资料，在全区进行连片构造图编制和研究。

自 21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针对东濮凹陷的盆地结

构、断层系统、断层组合、构造样式、运动学特征、动

力学条件、断块群类型及形成机制的研究较多，而

对东濮凹陷不同时期同沉积断裂活动性、隆洼格局

演化对油气系统的控制以及关键构造变革期剥蚀

强度对油气成藏的影响则研究较少。

为此，笔者以东濮凹陷区域地震剖面为基础，

从华北克拉通、渤海湾盆地区域构造背景出发，研

究东濮凹陷的开裂时间、基底沉降量、抬升量、拉张

量及其与渤海湾盆地其他坳陷的差异，并分析构造

特征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明确不同沉积时期裂

陷盆地结构，细分构造单元和成藏单元，为研究区

下一步的精细勘探指明方向。

1 古近系构造特征

渤海湾盆地位于华北东部地块，为华北克拉通

破坏的中心区域［1］，周围被太行山山脉、燕山褶皱

带、胶辽隆起和鲁西隆起所限，平面上呈斜体“N”字
形，总面积约为 20×104 km2，为新生代裂谷盆地［2］。
其新生代构造体系叠合于中生代构造背景之上，发

育雁列式、帚状、网状等多种构造体系类型［3］。根据

古近系分布特征，整个盆地可以划分为下辽河-辽
东湾、渤中、黄骅、冀中、临清、济阳、昌潍 7个坳陷以

及沧县、埕宁、邢衡和内黄 4个隆起。盆地的形成和

演化经历了古近纪裂陷和新近纪的裂后热沉降作

用，同时受到区域剪切应力场的影响［4］，与典型的裂

谷盆地相比还有一定的差异。盆地内部发育 4条区

域性走滑断裂带，不同的断裂部位在盆地内的发育

程度不同［5-6］，使盆地内各坳陷的发育也具有明显的

差异［7］。根据各坳陷所处的应力场环境，可以将渤

海湾盆地划分为北部、南部剪切构造区和中部转换

拉张构造区［8］。东濮凹陷位于南部剪切构造区，其

位于华北地台中部，为华北中、新生代盆地的过渡

带，在印支运动形成的古坳陷带和燕山运动形成的

古隆起带上［9］。东濮凹陷是渤海湾盆地最南端的一

个负向三级构造单元（图 1），属于临清坳陷的一部

分，其北窄南宽，面积约为 5 300 km2，地处中国中原

地区，包括豫北、豫东、鲁西南之沿黄河两岸的两省

九个县市。

1.1 北东向独立断陷

东濮凹陷在早古生代为伸展背景下的海相克

拉通盆地，晚古生代为伸展背景下的近海克拉通盆

地，三叠纪为挤压背景下的克拉通内大型挠曲盆

地，印支期—燕山期发生过多次挤压运动，东濮凹

陷受近南北向挤压持续隆起；燕山旋回盆地缺失侏

罗系和白垩系，三叠纪盆地南部和北部边缘被隆起

分隔，内部形成东西向展布的宽缓褶皱。古近纪前

东濮凹陷的基底为东西高、南北低的构造格局，具

有南北分区、宽缓褶皱变形的特征（图 2），基底之上

为北东向的独立断陷。

由东濮凹陷及邻区东西向地质剖面可以看出

（图 3），向东馆陶组底面与石炭系—二叠系不整合

面接触，向西馆陶组底面依次与古近系沙四段、中

生界三叠系或石炭系—二叠系不整合面接触。整

体来看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表现为东断西超，向东

与鲁西隆起隔开，向西超覆于内黄隆起之上。

针对过东濮凹陷南部和北部短联络测线地震

剖面进行构造解析发现，在东濮凹陷南部边界由于

北倾的封丘断层的分隔作用（图 4a），石炭系—二叠

系与沙四段之间为不整合接触，沙三段和沙二段发

育很全，沙二段上亚段与馆陶组为不整合接触。封

丘断层上升盘残留石炭系—二叠系，局部残留沙四

段。同样可以看出，在印支期—燕山期封丘断层活

动，东濮凹陷南部和开封盆地北部三叠系均缺失；

在古近纪封丘断层继续活动，断层上升盘地层发生

剥蚀，东濮凹陷与开封盆地不连通。由东濮凹陷北

部测线地震剖面解释可以看出（图 4b），马陵断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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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盘残留地层为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侏罗系

及古近系，在上升盘残留地层为石炭系—二叠系、

三叠系及沙二段下亚段。在印支期—燕山期，马陵

断层活动，在临清坳陷马陵断层下降盘保留侏罗

系；古近纪，马陵断层持续性活动，上升盘翘起剥

蚀，下降盘保留较厚的古近系。

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为受兰聊断层、封丘断层

和马陵断层控制的相对独立的断陷，与邻区不连

通，凹陷的形成和演化受兰聊断层控制，具有西高

东低的构造格局。在东濮凹陷的西部主要剥蚀前

寒武系、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及中生

界，流域面积约为3.6×104 km2，凹陷的汇聚面积仅为

0.53×104 km2，物源搬运距离约为 300 km，形成了“远

源汇聚、高隆闭流”的古地貌环境，为东濮凹陷古近

系沉积细粒物质及盐岩的发育提供了物质基础。

1.2 晚期开裂盆地

根据渤海湾盆地区域地震剖面解释成果［10］，孔

店组在冀中坳陷、黄骅坳陷南区和济阳坳陷发育，

在东濮凹陷、辽东湾坳陷、下辽河坳陷和渤中坳陷

缺失（图 5a）。根据绝对天文年代标尺以及与总GR
序列、La2010理论偏心率曲线的综合对比结果，将

东营组的顶界（距今 23.03 Ma）作为建立东濮凹陷绝

对天文年代标尺的锚点，确定凹陷北部各组段的地

质年龄界限：沙四段、沙三段、沙二段、沙一段和东

营组底界的地质年龄分别为距今 51.00，44.21，
37.28，30.78和 28.49 Ma。结合其他坳陷资料分析

认为，渤海湾盆地古近纪发育 2期开裂盆地，早期

（距今 60 Ma）在盆地中央发育冀中坳陷、黄骅南区

和济阳坳陷，晚期（距今 51～45 Ma）在盆地南部和

东北部发育东濮凹陷、渤中坳陷、黄骅中区、下辽河

坳陷和辽东湾坳陷，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为距今 51
Ma发育的第2期开裂盆地。

将渤海湾盆地各坳陷古近系顶面拉平，不同地

区基底沉降量和沉降速率差异明显（图 5b）。冀中

图1 渤海湾盆地次级构造单元划分

Fig.1 Division of secondary tectonic units in Bohai Bay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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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陷的累积基底沉降量为 6 300 m，沉降速率为 175
m/Ma；黄骅南区的累积基底沉降量为 3 400 m，沉降

速率为 94 m/Ma；济阳坳陷的累积基底沉降量为

6 000 m，沉降速率为 167 m/Ma；东濮凹陷的累积基

底沉降量为 6 400 m，沉降速率为 246 m/Ma；渤中坳

陷的累积基底沉降量为 5 500 m，沉降速率为 212 m/
Ma；下辽河坳陷的累积基底沉降量为 4 700 m，沉降

速率为 224 m/Ma。整体上，渤海湾盆地古近系的沉

降速率在南部和东北部较快，以东濮凹陷在渤海湾

盆地沉降速率最快。东濮凹陷、冀中坳陷和济阳坳

陷古近系的基底沉降量在渤海湾盆地相对较大，以

东濮凹陷沉降最深。

渤海湾盆地的伸展运动在沙一段沉积时期之

前强烈，沙一段沉积时期之后各地区伸展运动普遍

较弱，至东营组沉积末期伸展运动停止。济阳坳陷

和渤中坳陷古近系的伸展量最大，分别为 37和 28
km，伸展速率分别为 1.03和 1.08 km/Ma；下辽河坳

陷和黄骅中区古近系伸展量最小，分别为 5和 8 km，
伸展速率分别为 0.24和 0.42 km/Ma。根据东濮凹陷

中区东西向区域地震剖面的构造演化恢复，在沙四

段沉积时期的伸展量为 3 km，沙三段沉积时期为

5.5 km，沙二段和沙一段沉积时期为 2 km，东营组沉

积时期为 1.5 km；东濮凹陷古近系的累积伸展量为

12 km，在渤海湾盆地相对较小，伸展速率为 0.46
km/Ma，在渤海湾盆地相对较弱。

根据渤海湾盆地各凹陷平面上的长轴与短轴

之比，可以分为窄长型（长轴与短轴之比大于 4）、过

渡型（长轴与短轴之比为 2～4）和开阔型（长轴与短

图2 东濮凹陷及邻区古近系沉积前基底结构

Fig.2 Paleogene presedimentary base structure of Dongpu Sag and its adjac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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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之比为 1～2）共 3种凹陷类型（图 1）。其中，窄长

型凹陷主要分布于渤海湾盆地郯庐断裂走滑构造

带、兰聊断裂走滑构造带和太行山断裂走滑构造

带，并受其中 1组走滑断裂控制，例如辽河坳陷辽西

凹陷的长轴与短轴之比为 11，辽中凹陷的长轴与短

轴之比为 12。过渡型凹陷主要分布于拉分-走滑过

渡区，受一强一弱 2组断裂控制，例如冀中坳陷霸县

凹陷的长轴与短轴之比为 2.2，保定凹陷的长轴与短

轴之比为 3。开阔型凹陷主要分布于中部拉分构造

带，受北东、北西向 2组断裂共同控制，例如黄骅坳

陷北塘凹陷的长轴与短轴之比为 1.2，南堡凹陷的长

轴与短轴之比为1.6。
东濮凹陷受兰聊断裂走滑带控制，其长轴与短

轴之比为 4.2，为窄长型凹陷，盆地空间小，有利于油

气的近源聚集。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开裂晚，导致

烃源岩发育层位比较新，为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

图3 过东濮凹陷东西向区域地质剖面（位置见图2测线A）

Fig.3 EW section passing through Dongpu Sag（Line A in Fig.2）

图4 过东濮凹陷南部和北部地质剖面（位置见图2测线B和C）

Fig.4 Sections passing through southern and northern Dongpu Sag（Lines B and C in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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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渤海湾盆地新生代不同地区累积基底沉降量

Fig.5 Cumulative base sedimentation in different Cenozoicregions of Bohai Bay Basin
下亚段；古近系沉降深且速率快，导致烃源岩的品

质偏差，实测东濮凹陷古近系烃源岩样品的总有机

碳含量，其中大于 2%，1%～2%，0.4%～1%及小于

0.4%的样品分别占总样品数的 6.7%，13.3%，33%
和 47%。其烃源岩总有机碳含量在渤海湾盆地为

中等偏下。

2 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2.1 构造格局控制油气藏类型

根据东濮凹陷 20条主测线地震剖面解析结果

可以看出，在不同沉积时期主干断层的活动强度存

在差异，且不同区段位移分配不均匀。控盆的兰聊

断层在沙四段上亚段和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活

动强烈，垂直断距大；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之后

兰聊断层活动相对减弱，控洼的二、三级断层大量

发育。兰聊断层位移变化具有分段性特征，暗示横

向构造的存在。在沙四段及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

期，盆地中北部控洼断层发育较多，之后南部控洼

断层开始发育。断层活动具有期次性和迁移性，控

制东濮凹陷形成多凸多洼的构造格局［11-12］。
古近纪东濮凹陷主要同沉积断层大量开始活

动时间为沙四段沉积时期、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

期、沙三段中亚段 1—4砂组沉积时期、沙二段上亚

段沉积时期，分别对应初始裂陷期、强烈裂陷期、多

断裂陷期、裂陷减弱期 4个时期，从断层平面分布特

征可以看出（图 6），受东西向褶皱基底影响，沙四段

沉积时期湖盆保留东西向展布特征。断层活动具

有分期性、分段性变化特征。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

期，兰聊断层在凹陷中部和南部活动强烈，黄河断

层和长垣断层不发育；而在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

兰聊断层在凹陷北部活动强烈，此时黄河断层和长

垣断层活动强度增大，与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断

裂活动相比，东濮凹陷整体发生跷跷板式变化。走

滑应力分布从侧列变为羽列，且逐步加强。二级、

三级断层持续活动导致凹陷分割，由单断大洼向多

断多凸多洼转变。

古近纪东濮凹陷构造应力方向发生改变，太平

洋板块向西俯冲之后东撤，地幔隆升从东向西发生

转移，受东西向的拉张应力影响，近东西向盆地逐

步转变为北东向多洼裂陷盆地。古近系基底形成

东西向转换带和转换断层，在古近纪发育的北东向

断层的切割下，构造带在多期次、多性质应力改造

下形成复杂的构造单元。依据构造、沉积特征及划

分标准，结合最新的构造研究成果，对东濮凹陷的

构造单元进行划分。将东濮凹陷亚二级构造单元

划分为兰聊断阶带、东部次凹带、中央低凸带、西部

次凹带、西部斜坡带。其中，兰聊断阶带构造单元

之前的划分依据不清晰，本次研究认为兰聊断层持

续活动，为通天断层，以通天断层断点的平面连线

作为构造单元的边界，采用斜投影法确定断层在地

表的平面位置［13］，与原划分依据相比兰聊断阶带构

造单元的划分依据更加合理，三级构造单元划分更

加细化。由于不同沉积时期东濮凹陷的构造带转

换快，重新厘定后划分出 43条一、二级断层，35个正

向构造和 12个负向构造的三级构造单元。东濮凹

陷具有多断多凸多洼的特征，主要同沉积断层大量

开始活动的 4个时期发育的二级断层为 37条，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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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度为 797 km，而东濮凹陷的总面积为 5 300
km2，反映出二级断层在凹陷平面分布的密度大，为

强断陷盆地。东濮凹陷与渤海湾盆地其他坳陷相

比，二级断层数量较多，分布密度相对较大、分割性

强，以发育断背斜、断鼻、断块构造油气藏为主，岩

性-地层油气藏较少。

图6 东濮凹陷主要同沉积断层平面分布特征

Fig.6 Plane distribution of main synsedimentary faults in Dongp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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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向构造控制油气富集

东濮凹陷古近系主要发育文留、马厂、胡状集-
庆祖集等 14个正向构造，约占凹陷勘探面积的

45%，主要分布于中央低凸带和西部斜坡带。其中，

构造面积大于 50 km2的正向构造有 13个，大于 100
km2的正向构造有 8个；文留构造面积最大，为 270
km2；文明寨构造面积最小，为 20 km2。正向构造活

动强度大，控洼断层规模大，除控凹的兰聊断层外，

在主要的 16条控洼断层中，断距大于 500 m的有 14
条，大于 1 000 m的有 10条；其中，黄河断层和长垣

断层的断距较大，分别达到4 000和3 600 m。
东濮凹陷古近系正向构造具有隆起幅度大、构

造坡度陡的特点。在 14个正向构造中，隆起幅度大

于1 000 m的有8个，为500～1 000 m的有5个；以文

留构造和胡状集-庆祖集构造的隆起幅度最大，分

别达到 3 400和 3 300 m，观城构造的隆起幅度最小，

为 500 m。构造坡度大于 10°的有 10个，大于 15°的
有 7个；以文留构造和马厂构造坡度最大，分别达到

25°和23°。
东濮凹陷古近系发育的正向构造与烃源岩、盖

层、储层配置优越。优质烃源岩主要分布于构造主

体及周围斜坡，构造顶部到洼陷中心最大距离不超

过 14 km。正向构造与优质盖层具有良好的匹配关

系，沙二段下亚段泥膏岩（北部主体构造厚度大于

200 m）和沙三段中上部泥岩、盐岩（北部主体构造

厚度大于 100 m）为区域盖层，其下探明石油地质储

量占总探明石油地质储量的 67%。沙二段下亚段

广泛分布的河流相砂体和沙三段中亚段中央低凸

带主体发育的滩坝砂、低凸带两侧的浊积砂、斜坡

带发育的三角洲砂体均与上覆盖层具有良好的配

置关系［14-15］。
东濮凹陷古近系发育的正向构造的圈闭幅度

大、坡度陡，油气向高部位运聚充分、动力强，优越

的生储盖配置有利于油气富集保存。在油气源条

件相似的情况下，正向构造规模决定油气富集程

度。例如文留构造的面积为 270 km2，其探明油气当

量占东濮凹陷总探明油气当量的 36%；而凹陷南部

地区的油气源条件相对较差，油气探明储量则较

少。

2.3 弱构造运动调整下油气接力成藏

综合地热史分析（图 7）及地震剖面解释结果认

为，东濮凹陷存在 3期关键构造运动，分别为印支—

燕山运动、东营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震剖面上，

三叠系与沙四段分界面局部存在明显的角度不整

合（图 3）。例如毛岗地区在沙四段沉积时期之前构

造活动强烈，发育转换断层，古地形呈东北高、西南

低；三叠纪发生强烈的削截、减薄或尖灭，而印支—

燕山运动时间早，对油气分布没有影响；东营组与

上覆地层呈角度不整合，盆地或洼陷边缘有明显的

削截现象，在西部斜坡带缺失，东营运动经历 10
Ma，主要断层继续活动，有利于深层油气的输导。

新构造运动时期，明化镇组剥蚀量较小，与上覆地

层呈平行不整合，经历 1～2 Ma，断层活动较弱，有

利于油气的保存。

图7 东濮凹陷地热史分析
Fig.7 Geothermal history of Dongpu Sag

东营运动是最重要的构造变革期，其活动范围

广、经历时间长，为盆地伸展裂陷阶段向坳陷阶段

过渡，对盆地内油气藏的形成和保存起到了重要的

控制作用［16-18］。恢复地层剥蚀量的方法很多，目前

众多学者和专家采用了多种方法，但对东濮凹陷东

营组剥蚀量恢复结果存在分歧［19-20］。
本次研究认为东濮凹陷古近系是独立断陷，具

有“远源汇聚、高隆闭流”的古地貌环境，首次提出

并运用体积守恒法进行东营组剥蚀量恢复，同时结

合残余厚度、地震资料、地热指标分析等方法，得出

东营组剥蚀厚度分布。从西部斜坡带—中央低凸

带—凹陷中心，地层剥蚀量顺次减小，整体为 200～
800 m。西部斜坡带的剥蚀量为 700～800 m，孟岗

集洼陷、濮城-前梨园洼陷中心的剥蚀量明显小于

其他地区，柳屯洼陷、海通集洼陷、葛岗集洼陷的剥

蚀量相比周边地区也较小。兰聊断层、黄河断层、

长垣断层等对剥蚀量的影响较大，在断层两侧剥蚀

量的差异非常明显。黄河断层下降盘为孟岗集洼

陷中心，上升盘为中央低凸带，剥蚀量最大差值达

500～600 m，中央低凸带文留-卫城地区的剥蚀量

整体为 300～600 m。北部地区剥蚀厚度有向西北

方向逐渐增大的趋势，南部地区以黄河断层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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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从洼陷中心向西北方向剥蚀量逐渐增加，东部

剥蚀量由北向南逐渐增大，马厂、三春集地区的剥

蚀量达 800 m左右。东营运动使东濮凹陷并不是整

体简单地水平抬升，而是在整体抬升的同时伴随着

断层活动的差异升降，剥蚀强度较小，改变了前人

认为的剥蚀量为 1 000～2 000 m［19-20］。研究区古近

系为持续深埋且稳定保存，为油气持续生烃和接力

成藏提供了支撑。

2.4 盆地结构控制各油气系统近源分布

东濮凹陷古近系多凸多洼的盆地结构为形成

复式油气系统奠定了构造格架基础。依据有效烃

源岩分布、油气成藏期古构造脊分布及流体差异性

等因素，将东濮凹陷划分为 10个油气系统，分别为

濮卫、濮城、马寨、柳屯、海通集、前梨园、葛岗集北、

葛岗集南、西南洼和观城油气系统（图 8，表 1）。各

油气系统均具有独立的烃源岩区，油气分布受控于

周围相邻生油洼陷，油气侧向运移距离较短，为下

步油气资源量计算及勘探评价的基础单元。

烃源岩母质来源分析结果表明，濮卫、濮城、马

寨、柳屯、海通集、前梨园油气系统的油气具有高伽

马蜡烷、低 Pr/Ph的特征，与该区的烃源岩生物标志

物特征吻合；西南洼、葛岗集北、葛岗集南油气系统

的油气具有低伽马蜡烷、高 Pr/Ph的特征，与该区的

烃源岩生物标志物特征也吻合［21-24］。此外，油气成

图8 东濮凹陷油气系统划分
Fig.8 Division of petroleum systems in Dongpu Sag

熟度分析结果表明，10个油气系统的油气成熟度差

异较大，由高到低依次为前梨园、海通集、葛岗集

北、柳屯、葛岗集南、西南洼、濮城、濮卫、马寨和观

城油气系统，与该区的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吻合。烃

源岩母质来源与油气成熟度分析结果均表明，东濮

凹陷10个油气系统的油气均具有近源分布的特征。

表1 东濮凹陷油气系统划分及油气来源
Table1 Division of petroleum systems and oil and gas sources in Dongpu Sag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油气系统

濮卫

濮城

马寨

柳屯

海通集

前梨园

葛岗集北

葛岗集南

西南洼

观城

周边构造

文明寨、卫城、古云集、

户部寨、濮城

濮城、陈营

马寨、马寨北

邢庄、胡状集北、文西北

胡状集、庆祖集、

文西、刘庄西

文东、文南、刘庄、

白庙北、桥口北

桥口南、新霍、

唐庄、白庙南

马厂、徐集、

三春集

赵庄、方里集、孟居、

南何家、林寨

观城

油 气 来 源

主体构造油源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

近洼构造油源主要来自沙三段中亚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主体构造油源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

近洼构造油源主要来自沙三段中亚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

主要来自沙三段中亚段，其次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

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其次来自沙三段

中亚段和上亚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其次来自沙三段中亚段、

上亚段和沙一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其次来自沙三段

中亚段和上亚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主要来自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其次来自

沙三段中亚段和上亚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主要来自沙三段中亚段，其次来自沙三段下亚段

和沙一段，煤成气来自石炭系—二叠系

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有一定的生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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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为受兰聊断层、封丘断层

和马陵断层控制形成的相对独立断陷，具有“远源

汇聚、高隆闭流”的古地貌环境。利用体积守恒法，

结合残余厚度分析等方法进行东营组剥蚀量恢复，

明确东营组剥蚀量整体为 200～800 m，古近系持续

深埋、稳定保存，为油气持续生烃和接力成藏提供

支撑。

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为距今 51 Ma发育的第 2
期开裂盆地，具有沉降深且快、中间有抬升、拉张量

小且弱、断层分隔性强、构造转换快的显著特征。

其开裂晚、沉降深且速率快，导致烃源岩主要发育

层系较新（沙四段上亚段—沙三段下亚段），烃源岩

品质在渤海湾盆地为中等偏下，凹陷空间小，有利

于油气近源聚集。

二级断层多且分割性强，导致东濮凹陷以发育

构造油气藏为主，岩性-地层油气藏较少。由于研

究区构造带转换快，重新厘定后形成 43条一、二级

断层，35个正向构造和 12个负向构造的三级构造单

元。其中，古近系主要发育文留、马厂、胡状集-庆
祖集等 14个正向构造，圈闭面积和幅度大、坡度陡，

优质烃源岩中心与构造高点距离近，具有良好的储

盖组合，油气向高部位运聚充分、动力强，有利于油

气富集保存。

东濮凹陷具有多断多凸多洼的盆地结构特征，

为形成复式油气系统奠定了构造格架基础。依据

有效烃源岩分布、油气成藏期古构造脊分布及流体

差异性等因素，将东濮凹陷古近系划分为 10个油气

系统，各油气系统均具有独立的烃源岩区，油气侧

向运移距离较短，具有近源分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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