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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东濮凹陷古近纪断层活动性对研究区不同沉积时期的洼陷形态、特征及沉积-沉降中心迁移规律的控

制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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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研究区在沙四段上亚段沉积时

期为统一广盆；在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断陷强烈，导致洼陷出现分隔性；在沙三段中亚段1—4砂组沉积时期，形

成多断多凸多洼构造格局；沙二段沉积时期以后，早期产生的二级和三级断层的活动性逐渐减弱或消失，大量的三

级和四级断层产生，多断多凸多洼构造格局更加明显。由于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导致东濮凹陷地层分布发生

跷跷板式分异，与断层活动性共同控制洼陷的演化。东濮凹陷古近纪发育的控洼断层的活动性控制洼陷的演化和

烃源岩分布，断层的产状控制洼陷形态和干酪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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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aleogene faulting on the subsag evolution
and hydrocarbon generation in Dongp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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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trol of Paleogene faulting on subsag morphology，features and migration of sedimenta⁃
tion-subsidence center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period in Dongpu Sag，the structure of Dongpu Sag was interpreted and ana⁃
lyzed using the seismic data，drilling，logging data and heavy magnetic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a universal basin in
the sediment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pu Sag. Then the intense fault movement resulted in the
division of sag during the sedimentation of the lower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A framework characterized of
multifaults，multiuplifts and multisubsags formed during the sedimentation of 1-4 sand group in the middle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The activity of the second-level and the third-level faults formed in the early stage were gradually
weakened or stopped after the sedimentation of the secon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iton. Large numbers of third-level
and the fourth-level faults formed，and the framework characterized of multifaults-multiuplifts-multisubsags became more
obvious. The equilibrium crustal gravity subsidence resulted in the seesaw-typ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trata and controlled
the evolution of subsags combined with the fault activity. The Paleogene fault activity controlled the subsag evolu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Dongpu Sag，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fault controlled the morphology of
subsag and the type of ke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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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陷盆地的形成和演化往往经历多期的快速

拉伸，具有幕式和瞬时性特征［1-6］。由于每期构造运

动的速率和方式不同，导致盆地的地层充填、洼陷

结构和构造样式等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洼陷的边

界陡坡侧常以控洼的同沉积断层作为边界，缓坡侧

则以地层顶部的上超线或剥蚀线作为边界。同沉

积断层的活动性控制不同沉积时期洼陷的分割、构

造圈闭的发育以及不同断层组合的油气富集，有利

于油气的运移聚集，是油气藏高效勘探开发过程中

的重点研究方向。

东濮凹陷位于华北地台中部，是华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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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渤海湾盆地最南

端的一个负向三级构造单元，属于临清坳陷的一部

分，东侧以兰聊断层与鲁西隆起为界，西侧超覆于

内黄隆起之上，南隔兰考凸起与开封坳陷相望，北

侧以马陵断层与莘县凹陷相连，整体北窄南宽，面

积约为 5 300 km2［7-11］。东濮凹陷为新生代裂陷盆

地，自东向西发育兰聊断裂带、东部次凹带、中央低

凸带、西部次凹带和西部斜坡带5个二级构造单元；

其古近纪发育一系列NNE向正断层，整体上可以分

为兰聊断裂带、黄河-文西-观城断裂带和长垣-石
家集-宋庙断裂带，断层延伸长度、切割深度和断距

等存在很大差异［7-9］，形成大量的凸起和洼陷等三级

构造单元，且不同级别断层对盆地内部洼陷演化的

控制作用不同。虽然前人发现东濮凹陷古近纪发

育的断层存在不同的活动期次，但未明确其对研究

区不同沉积时期的洼陷形态和特征以及沉积-沉降

中心迁移规律的控制作用，进而影响对烃源岩及油

气成藏的评价。为此，笔者基于东濮凹陷古近系最

新分层方案，对区域地震剖面进行解释，重新认识

东濮凹陷的构造演化，明确多断多凸多洼的构造格

局，改变了先前的两洼一隆一斜坡的认识，研究成

果可以为研究区下步的精细勘探奠定基础。

1 古近纪断裂发育特征

沙四段沉积时期为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初始

发育期，其沉积厚度薄，且全盆稳定分布，以发育西

倾断层为主。无论是单条断层，还是整个断裂带在

同一沉积时期沿走向的位移都发生变化。在沙四

段沉积时期，东濮凹陷主要发育兰聊断层和杜寨断

层等，黄河-文西-观城断裂带、长垣-石家集-宋庙

断裂带还未发育；白庙以南的兰聊断层南段的位移

明显大于白庙以北的兰聊断层中段和北段的位移，

而毛岗以北的兰聊断层北段的位移则更小；该时期

杜寨断层也开始活动，但并未改变断裂带总位移，

总体上表现为从南向北位移逐渐减小的趋势。

沙三段沉积时期为东濮凹陷控盆、控凹断层强

烈活动时期，盆地二级断层和部分三级断层形成，

基本奠定了盆地的构造格架。沙三段下亚段—沙

三段中亚段沉积时期，断层活动速率和盆地拉伸速

率增大，发育沉积楔形体。沙三段上亚段沉积时

期，断层活动速率和盆地伸展速率较小；该时期形

成的断层有东倾的，也有西倾的，其中西倾断层包

括黄河断层、文西断层、卫西断层和观城断层等，东

倾断层包括长垣断层、石家集断层、马寨断层、六塔

断层、宋庙断层、文东断层和卫东断层等。

在沙二段—沙一段沉积时期，研究区发育的断

层分为新生性、继承性、改造性和消亡性。继承性

断层仍为主导断层，但其活动性存在明显差异，表

现为盆地沉降运动转换时期黄河断层、长垣断层北

段、文西断层南部、徐楼断层以及兰聊断层北段的

强烈活动。新生性断层主要发育于中央构造带的

东翼，包括盆地南部的春东断层、马东断层、徐东断

层、新东断层和盆地中部的玉皇庙断层，以及盆地

北部的文东断层、卫东断层等也开始形成。改造性

断层主要与应力场的变化有关，自沙二段沉积时期

以来，在伸展构造背景下，叠加了右旋应力场，使盆

地早期断裂分叉改向。消亡性断层的典型代表为

高平集断层，马厂断层、三春集断层、杜寨断层和濮

城断层在沙二段沉积后期也逐渐停止活动。

东营组沉积时期为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由断

陷型向拗陷型转换的过渡时期，总体构造活动较

弱，但由于延续时间长，因此断层的断距仍很大。

从盆地整体结构和主要断裂活动性上看，东营组沉

积时期研究区的断裂活动与沙二段和沙一段沉积

时期类似，如黄河断层、长垣断层北段、兰聊断层白

庙以北地区的断层活动强度均相对较大；主要区别

表现为北部中央隆起带的东倾断层活动强度大，如

卫东断层、文东断层；受早期发育的西倾的文西断

层、卫西断层以及在该时期强烈活动的卫东断层、

文东断层控制，北部中央隆起带构造格局定型。新

近纪—第四纪，东濮凹陷的大多数断层基本停止活

动，仅黄河断层、兰聊断层等个别断层继续活动，但

活动强度与古近纪相比明显减弱。根据研究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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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发育的构造带，对断层进行命名；在同一构造带

不同构造位置，由于断层活动性差异，同一条断层

具有分段性，因此自北向南依次以编号对断层进行

命名，例如：文东1号断层、文东2号断层。

2 断层活动性对洼陷演化的影响

虽然针对盆地和洼陷的研究尺度不同，但对盆

地和洼陷形成、演化控制要素的研究则基本一致。

断层的活动性控制洼陷的演化和烃源岩分布，断层

的产状控制洼陷的形态和干酪根类型，进而控制形

成不同类型的洼陷。盆地（洼陷）的成因受控盆（控

洼）断层的产状及活动强度、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

用等因素控制［12-15］。在不同沉积时期洼陷的沉降-
沉积中心会发生迁移，导致不同地区洼陷的形成和

演化也存在差异。根据纵向上的地层叠置关系，以

及某一构造位置地层厚度的变化与沉积-沉降中心

的关系，可将洼陷分为早衰型、继承型和晚成型。

依据分布范围、沉积厚度和基底埋深等，可以将洼

陷划分为Ⅰ，Ⅱ和Ⅲ级；其中，Ⅰ级洼陷继承性发

育，埋藏深，地层厚度大；Ⅱ级洼陷埋藏较深，地层

厚度较大；Ⅲ级洼陷埋藏较浅，地层厚度较薄［16-27］。

根据研究区洼陷发育的构造带名称，对洼陷进行命

名；在一些构造带发育多个洼陷，根据沉积厚度和

范围由大到小依次以编号对洼陷进行命名，例如：

前梨园洼陷1、前梨园洼陷2和前梨园洼陷3。
2.1 洼陷初始形成期（沙四段沉积时期）

在印支期—燕山期，东濮凹陷发生多次南北向

挤压运动。由于印支晚期和晚燕山期存在区域上

的挤压运动，东濮凹陷发生抬升剥蚀，缺失侏罗系

和白垩系，并发育一些近EW向的断层。在东濮凹

陷古近纪盆地南部，由于高平集断层的强烈活动，

导致盆地南高北低，高平集断层下盘的三叠系整体

剥蚀，仅在盆地中北部残留三叠系。沙四段下亚段

沉积时期构造活动较弱，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继承

中生代末期的古构造地貌，南部地形高，未沉积沙

四段下亚段，主要发育兰聊断层和杜寨断层，整体

呈西高东低的箕状凹陷。兰聊断层的活动性具有

分区分段性差异，在中段活动强烈，且受杜寨断层

控制，盆地的沉降-沉积中心位于前梨园地区，地层

最大厚度约为400 m，向西斜坡逐渐超覆尖灭。

沙四段上亚段沉积时期是东濮凹陷古近纪盆

地主要同沉积断裂发育的第 1期，兰聊断层主要控

制前梨园洼陷和葛岗集洼陷的发育（图1），沉积-沉
降中心的主体位于前梨园洼陷，其次位于葛岗集洼

陷。前梨园洼陷属于继承性洼陷，其形成受兰聊断

层和杜寨断层活动强度及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

的共同控制，为断拗洼陷，基底埋深为7 000 m，最大

地层厚度为 1 400 m，具有较好的成烃条件，因此将

前梨园洼陷确定为Ⅰ级洼陷。葛岗集洼陷属于晚

成型洼陷，兰聊断层为葛岗集洼陷形成的主控断

层，沉积-沉降中心紧临断层上盘，地壳重力均衡沉

降作用对洼陷的形成不具有控制作用，为断陷洼

陷，基底埋深为 6 700 m，最大地层厚度为 1 000 m；

根据洼陷成烃条件，可以将葛岗集洼陷确定为Ⅱ级

洼陷。根据构造演化恢复剖面可以看出，东濮凹陷

沙四段上亚段整体为东断西超，兰聊断层在前梨园

洼陷呈上陡下缓的铲式，在葛岗集洼陷呈多米诺

式，而断层产状的差异也是影响洼陷性质的重要因

素。研究区同时发育不同性质的洼陷，反映出东濮

凹陷古近纪盆地南北基底沉降及兰聊断层的活动

强度和产状等主控因素存在差异。

图1 东濮凹陷沙四段上亚段沉积时期洼陷平面分布特征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subsag distribution in plane in the
sedimentary period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pu Sag

2.2 洼陷缓慢发育期（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

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是东濮凹陷古近纪盆

地主要同沉积断裂发育的第 2期，石家集、卫西、文

西等二级和三级断层相继产生，导致盆地北部沉

积-沉降中心由前梨园洼陷向西转移至海通集洼

陷，南部沉积-沉降中心保持不变（图2）。盆地南部

仍为箕状凹陷，葛岗集洼陷地层变厚反映出兰聊断

层在南段活动强烈，在盆地中北部沉积-沉降中心

向西转移反映出兰聊断层的活动强度明显减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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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西2号断层活动强烈。沙三段下亚段的分布特征

与沙四段上亚段具有明显差异，表明沙三段下亚段

与沙四段上亚段的原型盆地的构造应力在盆地南

部、中部和北部不同。盆地南部的兰聊断层控制形

成半地堑式断陷，盆地中部的文西-卫西断裂系和

长垣断裂系控制形成柳屯-海通集地堑式断拗。

图2 东濮凹陷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洼陷平面分布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sugsag distribution in plane in the
sedimentary period of the lower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pu Sag
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研究区发育文西断层、

石家集断层和五星集断层等 5条主要断层，控制形

成柳屯-海通集洼陷、葛岗集北洼陷、葛岗集南洼陷

和前梨园洼陷。柳屯-海通集洼陷属于晚成型洼

陷，具有地堑式洼陷结构，受控于文西、石家集和五

星集断层，主控断层为文西断层，受断裂活动强度

和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共同控制，柳屯-海通集

洼陷的基底埋深为 6 400 m，最大地层厚度为 1 200
m，具有较好的成烃条件，可以将柳屯-海通集洼陷

确定为Ⅰ级洼陷。葛岗集北和葛岗集南洼陷均属

于继承性洼陷，具有东断西超的半地堑式洼陷结

构；兰聊断层为主控断层，沉积-沉降中心紧邻兰聊

断层上盘，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不具有控制作

用，葛岗集北和葛岗集南洼陷基底埋深分别为4 700
和5 700 m，最大地层厚度为1 100 m；依据洼陷成烃

条件，确定葛岗集北和葛岗集南洼陷均为Ⅰ级洼

陷。前梨园洼陷属于早衰型洼陷，其分布范围和埋

深均较小，具有东断西超的半地堑式洼陷结构；主

要受控于杜寨断层，且断裂活动对洼陷发育演化的

控制作用强于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洼陷性质演

变为断陷，基底埋深为 5 500 m，最大地层厚度为

750 m；依据成烃条件，可以将前梨园洼陷确定为Ⅱ
级洼陷。分析沙三段下亚段构造演化恢复剖面，认

为柳屯-海通集洼陷发育的兰聊断层上盘地层厚度

近似相等，表明兰聊断层活动性减弱，文西断层和

长垣断层的强烈活动致使沉积-沉降中心西迁，且

受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控制。兰聊断层在葛岗

集北洼陷的产状为上陡下缓的坡坪式，整体呈东断

西超的半地堑，不同地区盆地的基底沉降和断裂活

动性以及产状仍存在差异。

2.3 多洼格局定型期（沙三段中亚段1—4砂组沉积

时期）

沙三段中亚段 1—4砂组沉积时期为东濮凹陷

断裂强烈活动期，也是古近纪主要同沉积断裂发育

的第 3期，共发育 11条主要断层，控制形成 12个洼

陷，沉积-沉降中心的主体位于海通集洼陷，其次位

于柳屯洼陷（图3）。该时期广泛发育东断西超或西

断东超的半地堑式断陷，仅在兰聊断层南部和北部

发育地堑式断拗，断裂活动是洼陷演化的主控因

素。黄河、长垣和文东等断层形成并剧烈活动，东

濮凹陷西部洼陷被分割成多个次洼，中央隆起带逐

步形成；西南洼陷开始发育，逐渐形成多凸多洼的

构造格局。

图3 东濮凹陷沙三段中亚段1—4砂组沉积

时期洼陷平面分布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subsag distribution in plane in the
sedimentary period of 1-4 sand groups in the

middle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pu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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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三段中亚段 1—4砂组沉积时期东濮凹陷发

育的洼陷数量多，地层厚度普遍偏薄；其中地层厚

度为600～650 m的洼陷有海通集洼陷和柳屯洼陷，

具有较有利的成烃条件。该时期研究区以继承型

洼陷为主，盆地应力场环境未发生改变，且不断发

育的晚成型洼陷反映出断裂的活动性逐渐加强。

研究区大量发育断陷洼陷，反映出以断裂活动占主

导，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相对较弱；仅有葛岗集

北洼陷、葛岗集南洼陷和前梨园洼陷 3为具有断拗

性质的洼陷，在这些洼陷的兰聊断层活动性减弱，

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相对加强。分析沙三段中

亚段1—4砂组沉积时期构造演化恢复剖面，认为该

时期与沙三段中亚段5—9砂组沉积时期相比，海通

集洼陷发育的控洼断层没有变化，断裂活动强度持

续增强，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减弱，逐渐演变为

东断西超的半地堑式断陷；葛岗集北洼陷也没有变

化，洼陷的演化受兰聊断层的产状、活动强度及地

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共同控制，洼陷性质仍为断

拗，反映出在沙三段中亚段1—4砂组沉积时期葛岗

集北洼陷的构造应力场稳定。

2.4 洼陷稳定发育期（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

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是东濮凹陷古近纪主

要同沉积断裂发育的第4期，为洼陷演化的衰退期，

洼陷数量逐渐减少，盆地沉积-沉降中心的主体为

海通集-孟岗集洼陷，其次为前梨园洼陷等局部次

洼，沉积-沉降中心出现明显的迁移性，反映出盆地

中段的长垣断层和文西 2号断层活动强烈，兰聊断

层的活动性表现为盆地中段强、南段和北段弱（图

4）。
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研究区发育长垣断

层、黄河断层和兰聊断层等 11条主要断层，控制形

成海通集-孟岗集洼陷、前梨园洼陷等9个洼陷。东

濮凹陷北部东掉的卫东、文东（西支）断层形成并强

烈活动，北部的沉积-沉降中心向东移至中央隆起

带东翼和前梨园洼陷；整体以继承型洼陷为主，新

发育濮-卫洼陷。该时期东濮凹陷发育断拗性质的

洼陷有海通集-孟岗集洼陷、古云集洼陷、柳屯洼

陷、文南洼陷、濮城东洼陷和孟岗集洼陷等，断陷性

质洼陷有前梨园洼陷、濮-卫洼陷和葛岗集洼陷。

盆地东部兰聊断裂带发育东断西超的半地堑式断

陷，西部主要发育断拗式地堑，地壳重力均衡沉降

作用导致盆地东、西部洼陷的演化出现分异。分析

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的构造演化恢复剖面，发现

兰聊断层在前梨园洼陷和柳屯洼陷的活动性增强，

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减弱，前梨园洼陷演变为具

图4 东濮凹陷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洼陷平面分布特征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subsag distribution in plane in the
sedimentary period of the upper secon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pu Sag

有断陷性质的洼陷。文西1号断层和石家集断层继

续控制柳屯洼陷的发育，仍形成断拗式地堑。葛岗

集洼陷和孟岗集洼陷的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表

现为东部减弱、西部增强。兰聊断层主要控制葛岗

集北洼陷的形成，导致其演变为断陷式地堑。黄河

断层、长垣断层等的活动性与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

用共同控制孟岗集洼陷的发育，沉积-沉降中心由

靠近黄河断层迁移至黄河断层和长垣断层中间，反

映出长垣断层的活动性有所增强，洼陷性质仍为断

拗式地堑。

2.5 洼陷改造期（东营组沉积时期）

东营组沉积时期，东濮凹陷西部地壳重力均衡

沉降作用减弱，发育半地堑式断陷，东部为地堑式

断拗（图 5）。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东濮凹陷的

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表现为东部较弱、西部较

强。东营组沉积时期，表现为东部较强、西部较

弱。沙一段沉积时期，整个东濮凹陷的地壳重力均

衡沉降作用均增强，与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和东

营组沉积时期呈渐变过渡。此外，东营组沉积时

期，东濮凹陷东、西部的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呈

规律性变化，与沙二段上亚段沉积时期的地壳重力

均衡沉降作用形成跷跷板式分异；且黄河断裂、卫

东断裂系等强烈活动，四级和五级小断层的活动性

普遍增强；至东营组沉积末期，湖盆萎缩消亡，整体

抬升剥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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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东濮凹陷东营组沉积时期洼陷平面分布特征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subsag distribution in plane in the
sedimentary period of the Dongying

Formation in Dongpu Sag
东营组沉积时期，东濮凹陷发育黄河断层、兰

聊断层和长垣断层等 8条主要断层，控制形成孟岗

集洼陷1、前梨园洼陷等6个洼陷，沉积-沉降中心的

主体位于孟岗集洼陷，其次位于前梨园洼陷。洼陷

整体为继承性发育。分析东营组沉积时期构造演

化恢复剖面，发现东濮凹陷东部的地壳重力均衡沉

降作用明显增强，控制前梨园洼陷的兰聊断层的活

动性相对变弱；柳屯洼陷在该时期已经消失，且沉

积地层较薄；兰聊断层在孟岗集洼陷的活动性明显

减弱，而葛岗集洼陷在该时期不发育。研究区西部

的黄河断层、长垣断层和梁庄断层持续性活动，控

制孟岗集洼陷的发育，黄河断层活动性较强，孟岗

集洼陷的沉积-沉降中心靠近黄河断层，洼陷性质

变为东断西超的半地堑式断陷。

3 断层活动性对洼陷生烃的影响

沙四段沉积时期，东濮凹陷为单断湖盆，兰聊

断层和杜寨断层开始活动，沉积-沉降中心的主体

位于前梨园洼陷；湖盆呈缓慢的水进，沉积范围逐

渐扩大，形成广水沉积；在前梨园-胡状集地区沉积

巨厚盐岩，最大厚度达 1 200 m，有利于发育优质烃

源岩。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为研究区呈现多凸

多洼构造格局以及成烃单元出现差异的初始期，石

家集、卫西、文西等二级和三级断层相继开始活动，

导致北部沉积-沉降中心由前梨园洼陷向西移至海

通集洼陷，东濮凹陷的箕状特征开始解体，西部出

现沉积-沉降中心，盆地由沙四段沉积时期的单断

大洼变为双断多洼；北部盐湖范围缩小，但仍为较

强的还原环境，有利于优质烃源岩的发育。沙三段

中亚段 1—4砂组沉积时期为多凸多洼构造格局及

成烃单元潜力的定型期，黄河、长垣和文东等断层

产生并剧烈活动，西部洼陷带被分割成多个次洼，

中央隆起带逐步形成，西南洼陷开始发育，沉积-沉
降中心的主体仍位于柳屯-海通集洼陷，北部盐湖

面积虽然较大，但由于分割性变强，不同洼陷优质

烃源岩的发育特征存在差异。沙二段上亚段沉积

时期的断陷期是研究区洼陷持续演化、成藏单元独

立成藏的开始期，盆地沉积-沉降的中心主体为海

通集-孟岗集洼陷，北部东倾的卫东-文东断裂系切

割西倾断裂系，使东部洼陷的沉降幅度增大，也导

致中浅层构造更加复杂；该时期盆地烃源岩不发

育，主要发育良好的砂岩储层，且洼陷持续演化。

古近纪东濮凹陷北部兰聊断层的产状为多米诺式，

控制形成的洼陷多而浅，发育Ⅱ1和Ⅱ2型干酪根中

等烃源岩；中部兰聊断层产状为铲式，控制形成的

洼陷窄而深，发育Ⅰ和Ⅱ1型干酪根优质烃源岩；南

部兰聊断层产状为坡坪式，控制形成的洼陷宽而

缓，发育Ⅲ和Ⅱ2型干酪根差烃源岩。

4 结论

东濮凹陷古近纪盆地在沙四段沉积时期为统

一广盆，沉积厚度薄且全盆分布稳定，主要发育西

倾的兰聊断层和杜寨断层。沙三段沉积时期为控

盆、控凹断层强烈活动期，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

石家集、卫西、文西等二级和三级断层相继发育，断

陷强烈，导致洼陷出现分隔性；沙三段中亚段 1—4
砂组沉积时期，黄河、长垣和文东等断层发育并剧

烈活动，形成多断多凸多洼构造格局。沙二段上亚

段沉积时期盆地北部东掉的卫东、文东（西支）断层

发育并强烈活动。至沙二段沉积时期以后，早期产

生的二级和三级断层的活动性逐渐减弱或消失，大

量三级和四级断层产生，多断多洼多凸构造格局更

加明显。地壳重力均衡沉降作用导致东濮凹陷古

近纪盆地发生跷跷板式分异，与断层活动性共同控

制洼陷的演化。

东濮凹陷古近纪控洼断层活动期为沙四段、沙

三段下亚段、沙三段中亚段1—4砂组和沙二段上亚

段沉积时期，分别对应洼陷演化的单一断陷期、多

断剧烈断陷期、多断断陷期和断陷期。断层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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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洼陷的演化和烃源岩分布，断层的产状控制洼

陷的形态和干酪根类型。北部兰聊断层产状为多

米诺式，控制形成的洼陷多而浅，发育Ⅱ1和Ⅱ2型干

酪根中等烃源岩；中部兰聊断层产状为铲式，控制

形成的洼陷窄而深，发育Ⅰ和Ⅱ1型干酪根优质烃源

岩；南部兰聊断层产状为坡坪式，控制形成的洼陷

宽而缓，发育为Ⅲ和Ⅱ2型干酪根差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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