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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断陷是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断陷期持续

最长、地层发育最为齐全、沉积最厚、埋深最大、

有机质演化程度最高的断陷盆地（杨立英等，2005；
冯晓辉等，2011），苏家屯次洼位于梨树断陷西北

部，是受桑树台控盆断裂和皮家走滑断裂夹持控制

的一个晚期构造改造型次洼，岩性组合主要为砂泥

岩互层的陆相碎屑沉积，营城组以辫状河三角洲沉

积、扇三角洲沉积为主，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前扇三角洲亚相。结合地层特

征、沉积展布规律，基于盆地动力学模式，将该区

构造样式分为伸展构造样式和走滑构造样式两大

类。主要发育多期断裂，不同历史时期活动断裂控

制了该期地层沉积特征，形成有利的生储盖组合；

后期断裂进一步切割复杂化前期构造格局，同时新

生成的局部构造又成为有利的油气圈闭，伴随大规

模构造运动同期发生大量油气运移聚集成藏。 

1  苏家屯次洼的构造特征 

1.1  构造单元划分 
苏家屯次洼断裂发育，西北-东南向的桑树台控

盆断层为一级断层；东北-西南向皮家走滑断层为二

级断层，将苏家屯次洼与梨树断陷主体分割；近南

北走向的曲家屯断层为三级断层，将次洼分为东西

两部分；在曲家屯断层与皮家断层之间的地层，由

于受到多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四级断层十分发育，

地层呈现多个断阶，东北部登娄库组、营城组地层

被大量剥蚀。 
1.2 构造样式划分 

苏家屯次洼构造样式分为伸展构造样式、压缩

构造样式和走滑构造样式三大类，然后按其卷入深

度进一步划分为基底变形和盖层变形。构造演化序

列主要表现为断陷-坳陷过程，压缩构造样式较为少

见。 

1.2.1  伸展构造样式 
伸展断构造样式根据断面产状和断盘运动特

征，可以组合成三种类型：  

（1）生长断层: 由铲式正断层控制的“半地

堑”。断裂活动与沉积作用同时进行，随着沉积

时间持续，沉积层增厚，断距增大。 

（2）地堑：由非旋转平面式正断层控制的堑

垒构造格局。两条断层面相向的正断层大致平行排

列，中间断盘下降。 

（3）掀斜断块：由旋转平面式正断层控制的

“多米诺式掀斜半地堑”。断面和断盘均向同一方

向旋转，似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 

1.2.2  走滑构造样式 
（1）走滑断面构造-花状构造：走滑断裂带中

部过南北向构造剖面显示皮家断裂断入基底并向

地壳表层延伸，上部地层形成背形构造，为正花状

构造，具正断距，该处的走滑断裂主要为压扭性质。

对比分析整个区域内走滑断层不同横切剖面特征，

未见到典型的丝带效应和海豚效应。 

（2）伴生构造-雁行式断裂带：伴随皮家走滑

断裂形成过程，在其统一的区域性应力场（张扭-

压扭）背景下广泛发育次生构造，东部斜坡带发育

一系列雁列式断层，其与皮家走滑主干断裂以锐角

相交，东西向构造剖面上断块为依次向西倾伏的多

米诺式掀斜断块。 

2  苏家屯次洼的油气成藏规律 

2.1  生储盖发育特征 
苏家屯次洼断陷层以深水断陷湖相沉积为中

心，发育扇三角洲、滨浅湖相为边缘的环带式组合

模式（张玉明，2006），断裂活动对沉积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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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作用。断陷层主要发育深湖-半深湖及滨浅

湖相沉积，暗色泥岩发育，有机质丰富，干酪根类

型以Ⅲ、ⅡB型为主，生排烃持续时间长，其中登娄

库组为排烃高峰期，沙河子组及营城组为主力烃源

岩。 

营城组储层岩性以含砾中砂为主，细砂、含砾

细砂岩次之。孔隙度分布范围 3%～15%，属于低孔

储层；渗透率分布范围 0.048×10
-3
～28.2×10

-3
μm

2
，

属于低渗储层。 
2.2  油气运聚规律 

苏家屯次洼形成于泉头组地层沉积时期，作为

主力烃源岩的营城组泥岩，在泉头组末期至嫩江组

末期达到油气生成和运移的高峰期。 

断裂活动控制着构造圈闭，油气运移的导向和

局部构造。断陷期发育的同沉积正断层，对沉积构

造、对油气的运移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赵文智等，

2004；云金表等，2002），对圈闭的形成起遮挡作

用；断陷期登末构造运动以皮家断裂左行走滑为

主，中部构造带近 NNE 向雁列式断层此期切割成若

干断块，对圈闭的形成及油气聚集起着主导作用，

同时断裂活动使油气运移起到纵向和横向运移通

道的作用。嫩末构造反转作用则与油气的向上运移

和局部圈闭的形成关系密切（张青林等，2005），
并且此期断裂活动起到了沟通坳陷层和断陷层油

气系统，为油气的长期运移提供了通道，对油藏体

系起到了改造和重新调整的作用。 

2.3  成藏模式 
苏家屯次洼营城组油层分布规律明显，砂体呈

北东向展布，东南向和西北向分别受皮家断裂和曲

家屯断裂控制，向北东方向油层呈多层状展布。主

要为断块油藏，是由南北向断层与北东向走滑构造

带伴生断层形成的多个断块圈闭。 

次洼发育多期断裂，不同历史时期活动断裂控

制了该期地层沉积特征，形成有利的生储盖组合；

后期断裂进一步切割复杂化前期构造格局，同时新

生成的局部构造又成为有利的油气圈闭，伴随大规

模构造运动同期发生大量油气运移聚集成藏。油气

显示主要集中在营一段和营二段下部：营一段以湖

泊相沉积为主，暗色泥岩夹粉砂岩、细砂岩，发育

自生自储型油气藏；营二段下部为辫状河三角洲前

缘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为下生上储型油气藏；东部

断阶带断层发育，为下部油气向上运移提供了有利

通道；受热演化差异影响，洼陷中心为气藏，断阶

带为油藏。 

3  结论 

苏家屯次洼是一个晚期构造改造型次洼，区内

主要发育两大构造层系，其中以中生代发育的断陷

层和坳陷层为主，反转构造层在本区缺失，两大构

造层之间为不整合接触。断裂活动控制着构造圈

闭，油气运移的导向和局部构造。断陷期发育的同

沉积正断层，对沉积构造、对油气的运移起到一定

的控制作用，沟通了坳陷层和断陷层油气系统，为

油气的长期运移提供了通道，对油藏体系起到了改

造和重新调整的作用。次洼油气显示主要集中在营

一段和营二段下部：营一段发育自生自储型油气

藏；营二段下部为下生上储型油气藏；东部断阶带

断层发育，为下部油气向上运移提供了有利通道；

受热演化差异影响，洼陷中心为气藏，断阶带为油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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