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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南巴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北接米仓山

构造带，东临大巴山逆冲推覆带，主要包含一个

NEE-SWW 向的“长条型”通南巴背斜，是川东北地

区重要的产气区之一。自上三叠统须家河组沉积以

来，通南巴地区受到来自米仓山构造带近 S-N 向和

大巴山逆冲推覆带近 NE-SW 向的多次构造挤压，

导致研究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断层、裂缝和褶皱。其

中，米仓山构造带的挤压主要造就了通南巴背斜

NEE-SWW 向主体构造，而大巴山逆冲推覆带的挤

压则导致通南巴地区形成了一系列 NNW-SSE 走向

的断层和褶皱（沈传波等，2007；陈龙博等，2017）。 

1  断层和裂缝特征 

1.1  断层特征 

利用地震资料，根据断层切割层位的差异，将

通南巴地区切割须家河组的断层划分为Ⅰ类和Ⅱ

类。Ⅰ类断层规模较大，主要切割上二叠统至中侏

罗统；Ⅱ类断层规模较小，主要切割中三叠统至下

侏罗统。Ⅰ类和Ⅱ类断层为倾角均值约 60°的高角

度逆断层，其生长指数皆约等于 1，且两类断层均

为 NNW-SSE 走向，与南大巴山构造带走向基本一

致。Ⅰ类断层断距较大，绝大多数断层的断距超过

100m。Ⅱ类断层断距较小，平均值约为 50m，研究

区仅发育少量断距超过 100m 的Ⅱ类断层。Ⅰ类和

Ⅱ类断层可形成断展褶皱、冲起构造、冲拗构造、

叠瓦状逆冲断层和叠瓦状逆冲-褶皱组合等多种构

造样式。 

1.2  裂缝特征 

利用岩心和野外露头等资料，根据裂缝倾角及

发育层位，将通南巴地区须家河组裂缝划分为泥岩

等细粒沉积岩中的网状裂缝、低角度裂缝，砂岩和

砂砾岩内的中等角度裂缝、高角度裂缝。 

1.2.1  网状裂缝和低角度裂缝 

须家河组地层内的网状裂缝主要发育于煤岩

和泥岩中，多为未充填裂缝，该类裂缝较为隐蔽，

岩心表面被水润湿后方可被观察到。低角度裂缝主

要发育于泥岩等细粒沉积岩中，该类裂缝往往沿炭

屑、煤线和纹层面发育，呈长条状，大多数低角度

裂缝被方解石胶结物部分充填或完全充填。泥岩等

细粒沉积岩内的裂缝可能烃源岩大规模生排烃期

的超压成因裂缝（邹华耀等，2018；曹环宇等，

2018）。 

1.2.2  中等角度裂缝和高角度裂缝 

须家河组地层内的中等角度裂缝和高角度裂

缝主要发育于砂岩和砂砾岩层，多为泥质、石英或

方解石半充填裂缝，少量被方解石或石英完全充

填。野外露头显示高角度裂缝多呈共轭 X 型，且高

角度裂缝的数量远高于中等角度裂缝。岩心和野外

露头等资料显示中、高角度裂缝多终止于泥岩等细

粒沉积岩，且越靠近背斜核部或断层，裂缝的线密

度越高。两类裂缝为构造成因裂缝，分布受到岩性、

地层曲率和断层的控制（胡伟光等，2016；Hannah 

Watkins 等，2018；曹环宇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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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断层和裂缝发育模型 

结合通南巴地区野外露头、岩心、成像测井和

地震等资料，以及前人对前陆盆地内裂缝和断层分

布特征的大量研究（Oliver Lacombe 等，2007；胡

伟光等，2016；Hannah Watkins 等，2018；曹环宇

等，2018），建立了通南巴地区断层和裂缝发育模

型：须家河组地层内的网状裂缝和低角度裂缝主要

发育于泥岩等细粒沉积岩中，分布主要受到岩性的

控制，与地层曲率无明显相关性。中等角度裂缝和

高角度裂缝主要发育于砂岩和砂砾岩层内，在断层

两侧和曲率较高的背斜部位线密度较高，而在曲率

较低的部位线密度较低，并且高角度裂缝的线密度

远高于中等角度裂缝（图 1）。  

3  结论 

1）通南巴地区切割须家河组的断层可分为Ⅰ

类和Ⅱ类：Ⅰ类断层主要切割上二叠统至中侏罗

统，Ⅱ类断层主要切割中三叠统至下侏罗统，两类

断层为强烈构造挤压作用下形成的非同生逆断层。 

2）通南巴地区须家河组地层内主要发育四类

裂缝。网状裂缝和低角度裂缝主要发育于泥岩等细

粒沉积岩内，为超压成因裂缝，分布主要受岩性控

制。中、高角度裂缝主要发育于砂岩和砂砾岩内，

为构造成因裂缝，分布主要受到岩性、地层曲率和

断层的控制。 

 

图 1 川东北通南巴地区断层和裂缝发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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