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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中凹陷古近纪沙三段沉积期原盆面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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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中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东部渤海海域，是中

国近海最重要的油气富集区之一。勘探和研究表

明，该地区主力烃源岩为古近系始新统沙河街组三

段，油气主要聚集在凹陷部位古近系或相邻的凸起

部位新近系，总体表现为富烃凹陷控制油气生成和

聚集的规律。因此，客观评价该地区沙三段烃源岩

的展布范围、改造特点、原始沉积面貌及盆地类型，

将为富烃凹陷评价和油气勘探方向的选择提供重

要理论依据。本文在 200 余条典型地震剖面解释、

43 口钻井测井资料分析和 13 口钻井样品裂变径迹

热年代学分析等的基础上，剖析了始新统沙三段的

分布规律与改造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恢复了沙

三段沉积期的原盆面貌。 
地震地层学分析表明，沙三段沉积末构造事件

的表现形式可分为挤压掀斜、断块抬升、走滑翘倾

及整体抬升 4 种类型，其对沙三的破坏作用依次减

弱。研究表明，渤中坳陷西北部的石臼坨凸起在沙

三段沉积期主体接受沉积，仅在今凸起东部可能有

小范围隆起存在，秦南凹陷与渤中凹陷连通。渤中

拗陷西部的沙垒田凸起与埕北低凸起在沙三段沉

积时即已存在，作为同期翘倾断块，分别向沙南凹

陷和埕北凹陷提供物源，而这两个凹陷向东与渤中

凹陷处于连通状态。渤中坳陷南部的渤南低凸起西

段属沙三段沉积期后抬升产物；东段在沙三段沉积

期已经存在，但其规模较小，渤中凹陷与黄河口凹

陷的中西部处于连通状态。渤中坳陷东南部的庙西

凹陷在始新世末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构造抬升，使沙

三段遭受强烈剥蚀，庙西南洼表现尤为明显，东洼、

北洼改造相对较弱。剥蚀厚度恢复表明，沙三段沉

积期庙西南洼沉积边界可向东追索 9km 左右。庙西

北凸起和南凸起为同沉积断块，在沙三段沉积期向

庙西凹陷提供物源。庙西凹陷中北部与渤中凹陷连

通。研究还表明，现今为郯庐断裂挟持的渤东低凸

起，亦为沙三沉积期后的抬升产物，其对渤东、渤

中凹陷沙三段沉积不具有分隔作用。 
综上可知，渤中凹陷在古近纪沙三段沉积期为

一个较现今范围更为广阔的大型沉积凹陷，周围有

沙南、埕北、黄河口、庙西等凹陷与之广泛沟通。

从地层厚度、控制凹陷沉积的边界断裂特征、沉积

特征等推测，认为古近纪始新世盆地不具有典型的

断陷性质，而是由多重作用机制共同形成的。其西

部、南部主应力场为近 NNE 向的伸展作用，东部

主要为 NE 向走滑作用控制，而凹陷中部的沉降机

制与构造应力作用关系不明显，可能主要受控于某

种深部作用为主导的沉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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