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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潜山“挤-拉-滑”成山机制及
油气藏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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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济阳坳陷是中国东部重要的新生代油气资源生产基地，潜山油气藏是其重要的油气藏类型。中新生代构造

运动对潜山油气藏的形成机制及类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动力学性质及构造响应

研究，综合不同地质历史时期构造演化特征，分析济阳坳陷潜山形成机制，探讨油气藏类型，发现印支、燕山和喜马

拉雅运动的共同作用使济阳坳陷具有“挤-拉-滑”成山机制，主要表现在地层不整合、背斜、逆断层、倒转构造、负反

转及雁形断层等挤压、拉张和走滑构造响应等方面。潜山油气藏的储层类型及分布与挤压、拉张和走滑运动密切

相关，根据储层特征和成藏主控因素将济阳坳陷潜山油气藏划分为地层类、断块类和复合类3大类，进而可细分为9
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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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usion，tension and strike-slip”mountain-
forming mechanism and reservoir type of

buried hills in Jiya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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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iyang Depression is an important Cenozoic oil and gas resource production base in eastern China，and the bur⁃
ied hill reservoir is an important reservoir type. The Mesozoic and Cenozoic tectonic movement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for⁃
mation mechanism and types of buried hill reservoirs.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ynamics of Indosinian movement，Yan⁃
shan movement and Himalayan movement and their tectonic responses，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buried hills in Jiyang
Depression was analyzed by synthesizing the tecton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eriods，and then types of reser⁃
voirs were explor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mbined actions of Indo-China movement，Yanshan movement and Himalayan
movement make Jiyang Depression extruded，tensioned and strike-slipped，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extrusion，tension and
strike-slip structure responses such as unconformity of the stratum，anticline，reverse fault，inverted structure，negative re⁃
versal，and geese fault，etc. Reservoir type and distribution of buried hill reservoi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xtrusion，tension
and strike-slip movements. According to reservoir and reservoir control factors，buried hill reservoirs in Jiyang Depression
are classified into 3 types including strata，fault block and compound reservoir，and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nine sub⁃
classes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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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是中国东部重要的油气生产基地，

潜山油气藏是渤海湾盆地重要的油气藏类型。据

统计，渤海湾盆地已发现的 61个潜山油气藏储量占

盆地总储量的 10.4%；其中，辽河坳陷 8个潜山油气

藏的探明储量占坳陷总储量的 20.3%，黄骅坳陷 8
个潜山油气藏的探明储量占坳陷总储量的 2.9%，济

阳坳陷 20个潜山油气藏的探明储量占坳陷总储量

的 14.8%，冀中坳陷 21个潜山油气藏的探明储量占

坳陷总储量的 59.7%，渤海海域 4个潜山油气藏的

探明储量占其总储量的 2.3%，因此潜山油气藏可成

为未来重要的油气勘探领域。潜山油气藏的形成

主要受控于构造背景、储层发育及油气源条件，且

构造背景对于油气成藏具有关键性作用［1-4］。前人

对渤海湾盆地潜山油气藏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

认为济阳坳陷前新生界潜山的形成和演化主要受

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控制，同时构造运动也

控制了潜山裂缝、风化壳和溶蚀孔洞的形成［5-7］。李

丕龙等根据成因类型、构造形态和内幕结构对潜山

发育的储集类型进行了划分，认为济阳坳陷下古生

界储层主要发育次生孔隙、溶蚀孔洞和构造裂缝 3
种储集类型［8］。高平等认为潜山的油气成藏条件与

所处的区域应力场环境、油气源条件、油气运移通

道、反向断层封堵以及储集空间密切相关。依据潜

山的构造位置及其与烃源岩的接触关系和运移通

道特征，将济阳坳陷潜山油气成藏模式划分为它源

（自源）断块式、它源（自源）褶皱式和它源-残丘式 3
种类型［9］。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强调构造作用对潜

山形成及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但对渤海湾盆地形

成过程中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力学机制，尤其是潜

山演化过程中挤压、拉张和走滑等动力学机制及其

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尚未开展系统研究［5-8］。为

此，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

岩心、地震等资料，系统分析济阳坳陷前新生界潜

山各地质历史时期构造活动性质及其构造响应，分

析不同构造背景下的潜山油气成藏机制，进而提出

一套新的潜山油气藏类型划分方案，研究成果对中

国东部陆相断陷盆地潜山油气勘探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1 区域地质概况

济阳坳陷在构造上属于渤海湾盆地的一个次

级负向构造单元［1-8］，其东部以郯庐断裂与鲁东隆起

相隔，南部以齐广断层与鲁西隆起分界，西、北部与

埕宁隆起相接（图 1）；地层自下而上发育太古界、下

古生界、上古生界、中生界、古近系（孔店组、沙河街

组、东营组）、新近系（馆陶组、明化镇组）以及第四

系（平原组）。济阳坳陷潜山的形成、演化主要经历

了 4个阶段，分别为三叠纪褶皱隆升阶段（潜山形成

初期）、侏罗纪-白垩纪块断抬升阶段（潜山发育

期）、古近纪块断改造阶段（潜山定型期）和新近纪

整体拗陷掩埋阶段（潜山成藏期）［5-10］。

图1 济阳坳陷构造纲要
Fig.1 Structure outline of Jiyang Depression

2 潜山形成机制

自中新生代以来，济阳坳陷发生多次构造运

动，主要经历了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11-12］，各
构造运动又分为多个构造幕，包括 4期挤压、3期拉

张和 2期走滑运动（图 2）。这些构造运动是盆地沉

积及潜山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

2.1 挤压运动

研究区挤压运动主要发生于印支期和燕山期，

挤压运动形成的构造产物包括不整合、背斜、逆断

层和倒转构造。

2.1.1 印支期

印支运动主要是由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的NE
（N）向挤压聚敛作用引起，多形成NW向压性构造。

济阳坳陷印支运动的逆冲造山运动一般可以分为 2
期，早期以褶皱和隆升为主，活动强度较小；后期挤

压运动强度较大，发生大规模构造隆升。印支期挤

压造山运动导致古生界剥蚀，形成古生界顶部区域

不整合以及多条 NW向展布的背斜、断层及构造

带［13］。研究区已发现印支运动形成的地质构造，最

为典型的是 5条NW向大型断裂带，即五号桩-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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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济阳坳陷地层特征

Fig.2 Stratigraphic profile of Jiyang Depression
逆冲断裂带、孤西-埕南逆冲断裂带、陈南-罗西-车
西逆冲断裂带、石村-阳信逆冲断裂带以及仁风-滋
镇逆冲断裂带。这些断裂带下降盘的古生界具有

自 SW向NE方向逐渐变薄的趋势，说明在印支期造

山运动期间沿断裂带曾发生大规模的挤压隆升和

地层剥蚀，且靠近断裂带隆升和剥蚀程度较高，造

成古生界的厚度减薄；断层上升盘多具有背斜形

态，被断层切割形成NW走向断背斜，该类断背斜在

桩西、埕东等地区均有发育。

印支期NW向逆断层在燕山运动过程中曾发生

大规模负反转，孤西、陈南等断裂至沙河街组沉积

时期才停止活动，逆断层和倒转构造仅在孤岛、桩

海等局部地区发现［14］。根据地层对比及已钻井分

析，车西洼陷北带车 571-5井钻遇寒武系和奥陶系

倒转地层，并发现倒转构造沿NW向分布，由此认为

该地区发育印支期残存逆断层。下古生界倒转构

造也是印支运动的构造产物，目前在孤东、桩海和

埕岛地区均有发现，桩古 13井下古生界地层呈褶曲

状，为典型的倒转褶皱，且褶皱现象仅发育于古生

界内部，因此可以推断该倒转褶皱构造形成于印支

期。

2.1.2 燕山期

燕山运动是强烈的断块造山运动，其构造应力

场的变化主要受控于郯庐断裂的活动和伊泽奈崎

板块向欧亚板块的NNW向俯冲［14］。燕山期挤压运

动主要包括 2期，第 1期是中侏罗统沉积后发生的

挤压抬升，主要表现为中下侏罗统与上侏罗统-白
垩系之间发育的不整合，该不整合在东营凹陷南

坡、陈家庄凸起北坡等地区普遍发育；第 2期为白垩

系沉积后，济阳坳陷发生大规模挤压隆升，地层由

ES向NW方向挤压抬升，形成大规模NE向的冲断

带和地层剥蚀现象［15］（图 3）。该时期形成的大部分

逆断层在喜马拉雅期发生负反转，仅在桩西、孤岛

和埕岛地区钻遇。燕山期挤压运动在活动强度较

低地区多形成褶皱背斜，在东营凹陷南坡 EW向地

图3 济阳坳陷燕山期构造模式

Fig.3 Yanshan tectonic mode of Jiya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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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中生界发育背斜形态，顶

部被剥蚀夷平。燕山期构造变形主要表现为收缩

构造，地壳收缩率平均为 0.67%，而伸展率很低，约

为 0.062%［16］。燕山期构造运动多形成 NNE向断

层，是济阳坳陷潜山的主要形成时期。

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同为挤压运动，造成地层

挤压抬升，形成不整合和逆断层等构造运动产物，

对济阳坳陷潜山圈闭和储层（裂缝和溶蚀孔洞）的

形成均具有重要影响，但也存在明显差异［17］。一是

挤压运动的构造应力方向及其响应不同，印支运动

为 SW向NE方向挤压，而燕山运动为ES向NW方向

挤压。二是形成的构造运动产物存在差异，主要表

现在 2个方面：①印支运动多形成NW向地层冲断

带，断层为 SW倾向，燕山运动多形成NE向冲断带，

断层为 SE倾向；印支运动造成古生界残留厚度 SW
方向薄、NE方向厚，而燕山运动造成中生界厚度呈

现 ES方向厚、NW方向薄的特征。②2期构造运动

对潜山地层的影响不同，印支运动主要控制太古界

和古生界地层分布和风化壳发育；燕山运动除影响

太古界和古生界地层剥蚀，还控制中生界地层沉积

及内部和顶面风化壳的形成。

2.2 拉张运动

研究区中新生代拉张运动主要发生于燕山早

期、中期和喜马拉雅期3个时期（图2）。

2.2.1 燕山期

燕山早期沿印支期NW向逆断层发生负反转，

但其构造活动强度较小［18］，沉积中下侏罗统，形成

以拉张作用为主的小型陆相盆地，大部分地区的中

下侏罗统与古生界地层存在小角度不整合接触。

燕山中期经历挤压隆升后，研究区再次发生拉张断

陷，沉积厚度巨大的下侏罗统和白垩系。燕山中期

的拉张运动对济阳坳陷潜山形成的贡献主要有 2个
方面：①避免古生界和中下侏罗统进一步风化剥

蚀，并沉积上侏罗统和白垩系，奠定了潜山形成的

物质基础；②形成上侏罗统、白垩系与古生界或太

古界的地层超覆圈闭。

2.2.2 喜马拉雅期

新生代西太平洋板块由NW向转变为向西俯冲

于亚欧大陆板块，弧后拉张效应使渤海湾盆地发生

大规模拉伸，并使郯庐断裂带由左行走滑变为右行

走滑，最终导致渤海湾盆地的形成［19-20］。喜马拉雅

运动主要包括 3期，早始新世孔店组沉积时期，主要

为NW向逆冲断层的反向伸展构造，沉积巨厚的孔

店组；中始新世至渐新世为右旋扭张盆地形成时

期，为新生代盆地强烈断陷期，沉积了沙河街组和

东营组，新发育断层多为NE和NEE向。新生代拉

张运动对济阳坳陷潜山油气藏的形成具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17］：一是形成济阳坳陷构造格局，确定盆

山关系，强烈的拉张运动使研究区发生断陷，形成

东营、沾化、惠民和车镇等次级凹陷，具有北断南超

的构造格局；各凹陷区北部前新生界地层沉陷成为

新生界盆地基底，接受沉积，南部地层上翘成为凸

起，接受风化剥蚀。二是破坏或改造已形成的潜山

气藏，济阳坳陷上古生界石炭系含有多套煤系地

层，中生代进入生烃期，新生代强烈的拉张运动改

变了古地貌格局，已形成的气藏遭到破坏或调整。

三是新生代拉张运动形成许多 EW向断层，部分印

支期和燕山期老断层继续活动，导致潜山裂缝和溶

蚀孔洞的形成，也成为主要的油气运移通道，是潜

山油气成藏的关键。

2.3 走滑运动

研究区受郯庐断裂带影响较大，主要经历燕山

期的左行走滑和喜马拉雅期的右行走滑运动。

2.3.1 燕山期

受控于郯庐断裂的活动和伊泽奈崎板块向欧

亚板块的NNW向俯冲，燕山期发育左行走滑运动，

与燕山中期拉张断陷的形成和晚期挤压运动密切

相关。燕山中期在左行走滑运动的控制作用下，印

支期NW向断层发生负反转，沉积下侏罗统。燕山

晚期，左行走滑运动转为NS向和近NE向，形成多条

NE向和近NS向断层，并控制了太古界、古生界和中

生界的分布。

2.3.2 喜马拉雅期

喜马拉雅期右行走滑运动主要表现为表层走

滑，多形成NE向断层，平面上呈雁列式、帚状、侧接

状分布，剖面上则呈现树形花状、半花状和卷心式

花状等典型走滑构造。走滑断层在济阳坳陷全区

均有分布，其中王家岗、临商结合部、埕岛-桩海和

垦东等地区发育比较典型的走滑断层。喜马拉雅

期右行走滑运动加强了拉张运动的强度，对潜山定

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燕山期左行走滑运动和喜马拉雅期右行走滑

运动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一是构造动力

学性质不同，燕山期左行走滑运动是由挤压运动所

产生，而喜马拉雅期右行走滑运动则是在拉张背景

下形成；二是构造响应不同，燕山期左行走滑运动

多形成NE向冲断构造和逆断层，喜马拉雅期右行

走滑运动多形成NE向正断层，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了盆地的断陷强度。

挤压、拉张和走滑运动对济阳坳陷潜山的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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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类型及分布具有控制作用，且对研究区前新生

界潜山的油气藏类型也具有控制作用。挤压运动

造成地层隆升剥蚀，是地层圈闭和不整合发育的主

要因素。拉张运动是研究区中生代和新生代沉积

盆地形成的主要原因，燕山期拉张运动为中生界潜

山提供了物质基础；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为济阳坳

陷潜山的定型期，是潜山圈闭、储层和主要烃源岩

发育的主要时期。走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

同期的拉张和走滑运动，对潜山圈闭、储层和油气

发育也具有重要作用。

3 潜山油气藏类型划分

目前对济阳坳陷潜山油气成藏机制的研究水

平相对较低，主要根据潜山的成因、潜山与烃源岩

的位置关系或断层发育特征对其油气藏类型进行

相对宽泛的划分，未考虑储集类型和油气成藏主控

因素。笔者根据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和储集特征，首

次对胜利东部探区潜山的油气藏类型进行划分，将

济阳坳陷潜山油气藏类型划分为地层类、断块类和

复合类共 3大类 9小类。该划分方案揭示出太古界

变质岩、下古生界碳酸盐岩、上古生界和中生界碎

屑岩潜山均可以发育不同的油气藏类型，拓展了潜

山的油气勘探空间。

3.1 地层类油气藏

济阳坳陷前新生界潜山经历了印支、燕山和喜

马拉雅运动，发生多次的隆升和剥蚀，风化壳多发

育风化淋滤层，储层物性较好，与断层、构造等匹配

可以形成不同的油气藏类型。根据地层不整合附

近的储层发育情况，可以将潜山地层类油气藏分为

残丘山块状油气藏、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和不整

合遮挡不规则油气藏3种类型。

3.1.1 残丘山块状油气藏

残丘山为挤压造山运动的构造产物，目前济阳

坳陷发现的残丘山主要为燕山运动的构造产物，主

要分布于各凸起或洼陷构造带，其新生界直接覆盖

于太古界、古生界和中生界之上。仅在桩海地区发

现印支运动形成的残丘山，其中生界直接覆盖于太

古界之上，且受后期构造运动改造。分析已发现残

丘山油气藏可知，该类型潜山风化壳储层普遍发

育，且风化淋滤带厚度较大，油气藏具有统一的油

水界面，整体呈块状。例如郑 4井即钻遇典型的残

丘山块状油藏，整体表现为背斜构造形态（图4a）。

3.1.2 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的储层为层状，受顶部不整合遮

挡成藏。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也属于挤压造山

图4 济阳坳陷主要潜山油气藏类型

Fig.4 Main buried hill reservoir types in Jiya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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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构造产物，印支运动（太古界和古生界）、燕

山运动早期（中生界）和燕山运动晚期（太古界、古

生界和中生界）挤压运动形成的风化剥蚀均可以形

成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济阳坳陷上古生界和

中生界碎屑岩潜山多发育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

中生界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在长堤、高青等多个

地区均有钻遇，而下古生界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

仅在义和庄和陈家庄凸起等地区钻遇（图 4b）。例

如沾 11井钻遇典型的下古生界不整合遮挡层状油

气藏，其下古生界八陡组顶部遭受剥蚀，内部泥岩

可以侧向遮挡形成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中生

界多为砂泥岩地层，易发育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

藏；下古生界以碳酸盐岩为主，由于风化淋滤层相

对发育，一般难以形成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研

究结果表明，下古生界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的发

育需要 2个基本条件：①不整合面不发育风化淋滤

带或风化淋滤带孔隙缝洞被充填，下古生界发育以

优势岩性段为特征的层状储层；②下古生界发育泥

页岩和致密碳酸盐岩层段，可以分隔油气。

3.1.3 不整合遮挡不规则油气藏

不整合遮挡不规则油气藏属于典型的不整合

遮挡油气藏，为挤压运动的构造产物。印支运动、

燕山运动早期和燕山运动晚期挤压运动形成的风

化剥蚀均可以形成不整合遮挡不规则油气藏，济阳

坳陷目前发现的该类型油气藏多发育于太古界和

下古生界。其与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的区别在

于不整合遮挡不规则油气藏的储层为风化壳，且

纵、横向变化较快，具有明显的不规则性和非均质

性。例如草古 106井钻遇该类型油气藏，其储层埋

深较小、横向变化快，油气藏整体连片，但含油界面

不统一（图4c）。

3.2 断块油气藏

潜山地层被断层切割，且控制油气成藏，即形

成断块油气藏。该类型油气藏按照储层发育情况

又可进一步分为 3种类型，分别为风化壳型断块油

气藏、内幕层状断块油气藏和内幕裂缝-孔洞型断

块油气藏。

3.2.1 风化壳型断块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的储层为风化壳，发育厚度较大

的风化淋滤带，油气藏呈块状，具有统一的油水界

面，其成藏关键是高部位断层封堵（图 4d）。该类型

油气藏多为中古生界残丘山被新生界断层切割形

成的油气藏，其储层和油气运移条件较好、分布较

广，在桩海、埕岛和义东等地区均有发现。例如义

古 72井在下古生界奥陶系钻遇风化壳储层，受断块

封堵，发育典型的风化壳型断块油气藏。

3.2.2 内幕层状断块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多发育于潜山内幕，即风化壳以

下未经风化的地层。油层呈层状分布，在碳酸盐岩

和碎屑岩储层中均有发育（图 4e）。例如义古 30井
钻遇上古生界太原组层状油藏，其断层具有控藏作

用。碳酸盐岩内幕层状断块油气藏的储层类型多

为裂缝和溶蚀孔洞，碎屑岩潜山内幕层状断块油气

藏的储层则多为孔隙度和渗透性较好的砂岩发育

层段。印支期、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均有

利于形成该类型油气藏，喜马拉雅期形成的断层可

以沟通古近系油源，油气成藏条件有利；印支期和

燕山期构造运动形成的内幕层状断块圈闭，若能匹

配石炭系煤系地层，也可以形成内幕层状断块气

藏。

3.2.3 内幕裂缝-孔洞型断块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与内幕层状断块油气藏类似，区

别在于其储层呈不规则状，而非层状分布（图 4f）。

该类型储层在碎屑岩潜山和碳酸盐岩潜山均有发

育，在埕岛、桩海和青城凸起等多个地区均有发现。

由于岩性不同，下古生界、上古生界和中生界潜山

的储集类型也有所不同：下古生界碳酸盐岩潜山的

储集类型以溶蚀孔洞和裂缝为主，上古生界和中生

界碎屑岩潜山的储集类型则以裂缝为主。例如埕

古 19井钻遇太古界内幕裂缝-孔洞型断块油气藏，

其发育裂缝型储层，受断层控制封堵成藏。

3.3 复合油气藏

复合油气藏是受断层和地层双重因素控制形

成的潜山油气藏类型。根据控制因素，又可细分为

断层-地层块状油气藏、断层-地层层状油气藏和断

层-地层不规则油气藏3种类型。

3.3.1 断层-地层块状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受断层和不整合控制，多呈现断

背斜或断鼻构造。储层为不整合风化淋滤层，厚度

大，油藏呈块状，且具有统一的油水界面（图 4g）。

例如车 571井钻遇断层-地层块状油气藏，构造上为

典型的断背斜，下古生界发育风化壳储层，顶部发

育黏土层，受断层和风化黏土层封堵成藏。

3.3.2 断层-地层层状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受断层和不整合双重因素控制。

不整合面不发育风化淋滤层，储层呈层状，油气藏

高部位被断层切割，断层切穿不整合面或终止于不

整合面，断层对油气藏具有封堵作用（图 4h），油气

藏呈层状。上古生界和中生界潜山该类型油气藏

较为发育，下古生界泥页岩发育的碳酸盐岩层段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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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油气藏也有发现。例如车古 52井钻遇断层-地
层层状油气藏，其下古生界发育层状优势储层，风

化壳储层不发育，受顶部上覆泥岩和断层封堵成

藏。

3.3.3 断层-地层不规则油气藏

该类型油气藏受断层和不整合双重因素控制。

不整合面发育风化淋滤层，储层呈不规则状，油气

藏高部位被断层切割，断层切穿不整合面或终止于

不整合面，断层对油气藏具有封堵作用（图 4i）。该

类型油气藏多发育于碳酸盐岩潜山。例如埕北 307
井钻遇下古生界碳酸盐岩风化壳储层，其油水界面

变化较大，受断层和风化壳顶部泥岩遮挡成藏，为

典型的断层-地层不规则油气藏。

4 结论

在对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动力学性质

及其构造响应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构造演化对济阳

坳陷潜山储层和油气成藏的影响，取得以下 2点认

识：①济阳坳陷潜山具有明显的“挤-拉-滑”成山机

制，共经历了 4期挤压造山、3期拉张和 2期走滑运

动改造。挤压运动主要发生于印支早期、晚期和燕

山中期、晚期，形成不整合、背斜、逆断层和倒转构

造等构造响应。拉张运动主要发生于燕山早期、中

期和喜马拉雅期，形成印支期NW向断层负反转和

新生界NE向、EW向断层，沉积中下侏罗统、上侏罗

统—白垩系和新生界。走滑运动包括燕山期左行

走滑和喜马拉雅期右行走滑运动，形成的断层在平

面上多呈雁列式、帚状、侧接状分布，剖面上则表现

为树形花状、半花状和卷心式花状等典型走滑构

造。②根据控藏因素可以将济阳坳陷潜山油气藏

划分为地层类、断块类和复合类共 3大类型。根据

储层发育情况，可进一步细分为残丘山块状油气

藏、不整合遮挡层状油气藏、不整合遮挡不规则油

气藏、风化壳型断块油气藏、内幕层状断块油气藏、

内幕裂缝-孔洞型断块油气藏、断层-地层块状油气

藏、断层-地层层状油气藏和断层-地层不规则油气

藏等 9小类。笔者对济阳坳陷潜山构造演化机制及

油气成藏控制因素的分析结果是对原有潜山构造

和油气成藏研究的深化，对济阳探区乃至中国东部

探区潜山油气藏勘探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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