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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衡剖面分析技术，可对含油气盆地构造

特征进行动态模拟，并快速、有效、合理地恢复盆

地构造演化历史，为油气勘探提供可靠的依据（漆

家福等，2001；张世奇等，2003）。本文通过对台

湾海峡盆地西部坳陷南北两条典型测线进行平衡

剖面恢复，重点分析其横向伸展特征及纵向沉积速

率变化特点，并探讨该区构造沉积演化特征。 

1  地质概况 

台湾海峡盆发育于欧亚大陆东南边缘的福建

省和台湾省之间，属于板内拉张离散背景环境下形

成的新生代陆缘张裂盆地，并于后期叠加前陆盆地

（刘振湖等，2006），盆地的基底为与大南澳群（最

老岩石为二叠系）相当的片岩、大理岩（金庆焕等，

1993）。盆地东北以观音隆起与东海盆地相隔，西

南以澎湖-北港隆起与珠江口、台西南盆地相隔，东

侧以屈尺-荖浓断裂为界，盆地地层向西逐渐减薄并

与浙闽隆起区呈渐变过渡关系，盆地总面积约 3.9
万 km2。盆地可分为东部坳陷和西部坳陷，本文的

研究区主要位于西部坳陷。据地球物理资料解释结

果，台湾海峡西部坳陷可进一步划分为九龙江凹

陷、澎北凸起和晋江凹陷（图 1）；主要发育的地

层包括古新统、始新统、中新统、上新统-第四系，

缺失渐新统；坳陷地层厚度多介于 800~8000m，最

大沉积中心位于九龙江凹陷，厚度超过 8400m，总

体呈南、北厚，中部薄的特点；坳陷总体上以 NE
（NEE）向断层为主，近 EW 向断层次之，同时发

育少量 NW 向断层。 

 
图 1 台湾海峡构造区划图 

2  典型测线平衡剖面恢复 

平衡剖面恢复研究主要应用于垂直构造走向

或近垂直构造走向的剖面，故本文选取 NW-SE 向

的 L01 和 L02 测线开展平衡剖面构造恢复。其中

L01 测线长度 55.6km，西北端始于浙闽隆起区南部

边缘，向东南进入九龙江凹陷；剖面总体表现为一

受 NE 向正断层控制的东断西掀半地堑形态；主干

断层断距大，伴有岩体侵入作用，半地堑内部发育

一系列 NE 向的正断层。L02 测线长度 79km，西北

端始于崇武凹陷，向东南进入晋江凹陷；剖面中部

凸起，两端呈半地堑形态；西北端和东南端的两个

半地堑分别由 2 条倾向相对的正断层控制；东南端

半地堑地层厚度相对较大，主干断层断距大，半地

堑边缘有岩体侵入。应用英国 Midland Valley 公司

研制的 2Dmove 软件，对上述 2 测线经行平衡剖面

构造恢复（图 2），并定量计算了盆地各发育时期

的拉张率、沉积速率及基底沉降量等，以此来探讨

研究区的构造及沉积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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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衡剖面结果分析 

通过对上述 2 条测线的平衡剖面恢复，详细分

析了这 2 条剖面各时期横向伸展率和纵向沉积速率

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在伸展强度方面，台湾

海峡盆地西部坳陷北部的晋江凹陷自古新统至中

新世一直大于南部的九龙江凹陷，至上新世-第四纪

南北两区伸展强度才趋于一致；始新世和中新世之

间，研究区伸展率发生突变，南部和北部的伸展速

率都急剧变小（南部 L01 测线伸展速率由 1.96%降

至 0.29%，北部 L02 测线由 2.47%降至 0.61%），

反映始新世与中新世之间是一个构造转换时期。基

底构造沉降量方面，九龙江凹陷、崇武凹陷和晋江

凹陷在古新世至始新世期间的沉降速率较大，经历

渐新世隆升之后，中新世至第四纪期间沉降速率都

明显减小，同样反映了始新世和中新世之间的渐新

世是一个构造转换时期。在构造上，古新世至早始

新世，研究区南部和北部都表现为受断层控制的持

续断陷作用；至中始新世，研究区南部和北部表现

有所不同，南部的九龙江凹陷在该时期发生差异升

降，导致九龙江局部缺失该时期地层沉积，而北部

的晋江凹陷和崇武凹陷没有出现差异升降，继续沉

降；至始新世末-渐新世期间，研究区南部和北部均

发生隆升剥蚀，隆升剥蚀强度以九龙江最大（估算

最大剥蚀厚度约 770m），晋江凹陷、崇武凹陷和

浙闽隆起区的隆升剥蚀强度相对较小（估算最大剥

蚀厚度介于 130~170m）；中新世之后，全区构造

逐渐趋于一致，总体表现为稳定缓慢拗陷沉积。 

 

 
图 2  L01 测线和 L02 测线平衡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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