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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南黄海盆地油气地质调查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即发现崂山隆起新近系下伏地层可能为海相地层，但

由于勘探程度低等原因，崂山隆起海相地层的分布依然不清。海相地层的残留状况往往与断裂分布有密切关系，因

此，探讨崂山隆起中、古生界断裂特征及其控制作用，对于研究海相地层的分布具有重要作用。以新采集的地震资料

解释为基础，采用类比方法，探讨南黄海盆地崂山隆起主要断裂带的构造样式和变形特征，确定中、古生界断裂的分

布规律。结果表明：崂山隆起主体部分主要发育高角度逆冲断裂，少量分布反转断裂和正断裂；研究区西北部发育由

北向南的逆冲断裂，东南部则发育由南向北的逆冲断裂，具有对冲特征；构造变形程度西强东弱。深化了断裂系统对

研究区残留海相地层分布控制作用的认识，为深入开展研究区油气调查提供地质构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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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在区域上可划分为两隆一盆三个一级构造单元，即千里岩隆起区、南黄海盆地和勿南沙隆起

区［１４］，如图１所示。其中南黄海盆地包括烟台坳陷、崂山隆起和青岛坳陷。南黄海盆地位于下扬子地块东

北部，是扬子地块的下扬子地台向海域的延伸部分［１２，５］。崂山隆起位于南黄海中部，为中、新生代盆地隆起，

属二级构造单元，位于烟台坳陷与青岛坳陷之间，总体呈近东西向展布。

长期以来，南黄海盆地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改造，发育了数百条不同期次、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级别

的断裂。它们在控制盆地沉降沉积、隆起剥蚀、局部构造的形成以及油气运移聚集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大

型断裂系统的多期次活动、叠加改造和转化，控制了盆地隆坳格局的变迁。最典型的就是千里岩隆起区与烟

台坳陷之间的断裂———千里岩断裂，是控制烟台坳陷的主要断裂，不仅在地震剖面上特征显著，而且在重力

图和磁力图上也有很好的反映。随着地质调查工作的不断推进，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３４，６７］，近年在崂

山隆起新近系之下发现有效地震反射，但由于缺少钻井资料及地震勘探程度低等原因，新近系下伏地层的属

性及构造变形特征依然不清，针对崂山隆起内部断裂特征及其分布的研究鲜见报导。本文以新采集的地震

剖面解释为基础，探讨南黄海盆地中部隆起带（崂山隆起）断裂的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控制作用。将有助于进

一步深化断裂系统对崂山隆起构造变形及残留海相地层分布格局的变迁、演化等方面的认识，丰富挤压背景

下隆起区沉积层构造变形的研究理论，为南黄海盆地油气勘探和预测提供地质构造依据。

图１　南黄海盆地崂山隆起位置图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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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黄海盆地地质背景

南黄海盆地位于下扬子地台的东北部，郯庐断裂带以东的活动区［１］，是一个在前震旦系变质岩基底之

上，经海相中古生界、陆相中生界和新生界多期沉积叠覆而成的叠合盆地
［７，９１３］。印支运动早期，下扬子加

里东台地的南部产生裂谷，北侧则为被动型边缘坳陷；印支运动晚期，南部裂谷伴随着郯庐断裂的左旋走滑

而进一步扩大和裂陷，形成青岛坳陷，北侧则因苏胶造山带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中生代前陆盆地，即烟台坳

陷。两坳陷之间相对稳定的区域即崂山隆起，呈近东西向展布［１４］。

钻探和物探资料表明，南黄海海域海相地层的沉积演化与下扬子陆区、中扬子区具有共同特点，其岩性

与陆地基本一致，区域构造上，南黄海是扬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３］。崂山隆起是南黄海的构造稳定区，也是

下扬子区面积最大的稳定区块［１０］。南黄海的地质演化历史、地层层序与下扬子区陆地相似［２，１５］，即自震旦

纪晚期至早三叠世各时代地层较齐全［１５１６］，为稳定的浅海沉积环境，发育一套以海相沉积为主的碳酸盐岩和

碎屑岩地层。这套地层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除千里岩隆起以外的所有构造单元。

苏北南黄海盆地主要存在北东—北北东向、近东西向（海区）以及北西向断裂构成的断裂体系。构造运

动形式为挤压作用和拉张作用，压性构造形迹如推覆构造，拉张作用形成的张性构造与压性构造格局全然不

同。各级别构造与断裂有密切关系，因此开展断裂研究对恢复盆地结构具有重要意义［１７］。

２　崂山隆起带断裂特征

２．１　断层分类

南黄海地区中古生界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断裂发育，印支期后至少经历了三次由逆冲活动形成的复

杂的冲断体系。与冲断活动相呼应，进入中生代以来，南黄海地区至少经历了三次复杂的拉张伸展作用，控

坳及控凹断层一般为先存的逆断裂及走滑逆断层反转而成，完全新生的正断层较少。一般而言，各期次断裂

具有不同的方向，因此，可以分别按方向或期次对断裂系统进行划分。

２．１．１　按断裂系统的倾向划分

研究区断裂总体倾向为正北、近正南与南南东倾向。

１）北倾断裂系统

北倾断裂系统是南黄海海域具主导地位的断裂系统（图２、图３）。南黄海烟台坳陷、崂山隆起和青岛坳

陷均较发育，尤以烟台坳陷、崂山隆起最为突出。崂山隆起北倾断裂则以逆冲断裂为主，断裂的走向主要为

近东西向。

２）南倾及南南东倾断裂系统

南倾断裂系统发育程度较弱，主要发育于崂山隆起南部与青岛坳陷的分界处。原因是：①由于改造作用

明显，在现有条件下难于获得更好的地震资料，因此未发现南倾断裂；②由于应力分布所致，在崂山隆起内

部，特别是在崂山隆起东北部可能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南倾断裂。

２．１．２　按断裂系统的属性或成因划分

按断裂系统成因或属性可划分为挤压型与拉张型两类。

１）挤压型断裂系统

挤压型断裂是南黄海海域各区块主要的逆断层系统，虽经燕山期的拉张作用，无论断层后期是否反

转，从现今断层两侧地震反射特征依然能识别出该类断层的痕迹。对于反转程度较低的断层，在海相中、

古生界中仍保留一定的逆断距，更易于识别。上述北倾以及南倾断层大多具有这类断层特征。在崂山隆

起西北部，该性质断裂较发育，而且多数保留了逆冲性质（图２、图３），未形成反转断层。其主要原因是烟

台坳陷与崂山隆起间存在的大型断裂，使后期张性应力在此处被释放了，以至于该断裂以南先存断裂基

本保留原貌。

２）拉张型断裂系统

张性断裂是陆相中新生界发育的主要断裂类型，其中正断裂往往由早期（印晚期或燕山早期）的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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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而成，构成了盆地内凸起和凹陷的边界断裂。该类断裂在崂山隆起内部少见，多见于崂山隆起南、北边

界，基本继承了早期挤压逆断层的构造倾向（图４、图５）。

２．２　南北的对冲推覆

对冲推覆体系是苏北南黄海盆地断裂体系的组成部分，下扬子地区海相地层的主要构造样式是逆冲推

覆构造。大多数断裂是对冲体系的组成要素，或是其继承与发展。该对冲推覆体系，源于印支、燕山期扬子

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碰撞拼接。研究表明，苏北地区的对冲推覆构造体系在南黄海亦有分布，但其分布及强弱

与距造山带的远近不同而有所差异。图２和图３是２条反映由北向南的推覆构造剖面图，图４和图５是２

条反映由南向北的推覆构造剖面图，说明在南黄海有一定的对冲断层存在，但规模相对较小。原因是中东部

地区与盆地西部相比远离造山带，变形相对较弱，不完全具备西部地区的构造与断裂特征，表明盆地的构造

变形西强东弱。

图２　犔１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Ｌ１

图３　犔２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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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犔３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Ｌ３

图５　犔４测线地震地质解释剖面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ＬｉｎｅＬ４

图６　崂山隆起中、古生界断裂系统纲要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ＰａｌａｏｚｏｉｃＥｒａ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ｏｓｈａｎ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Ｓｏｕ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１．测线名及其位置；２．一级构造单元边界线；３．二级构造单元边界线；４．逆断层；５．正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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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断裂分布特征及其控制作用

从前述讨论不难看出，崂山隆起的断裂以北倾的逆冲断裂为主，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见图６（该图

崂山隆起部分是在图１基础上修编而来）。构造变形呈西北强东南弱，断裂走向以东西向为主，西部断裂分

布相对密集，呈层状的地震反射不如东部明显，东部地区有效地震反射层较清楚，但接近勿南沙隆起区，地层

厚度明显减薄。

综上所述，崂山隆起中、古生界变形程度西部高于东部。东部及勿南沙隆起区具有克拉通盆地特征，远

离造山带，变形强度相对较弱，为一稳定区块。

３　结论

通过对南黄海盆地崂山隆起地震资料的解释及海陆对比分析，认为：

１）南黄海盆地崂山隆起中、古生界发育以北倾逆断层为主的断裂体系，控制崂山隆起的边界断层南北有

别，北部与烟台坳陷交界处，多以正断层为主，该组断层是由前期逆断层反转而来，特征明显，易于识别；而南

部与青岛坳陷交界则不具备这一特征，多以逆断层为主。

２）无论是隆起内部断裂还是控制隆起的边界断裂，总体走向呈近东西向。

３）南黄海与陆地一样，存在对冲体系，但弱于陆地，对冲体系在崂山隆起也有体现，北部及边界的向南逆

冲推覆断裂为主动型，而南部及边界的向北逆冲推覆断裂为被动型。

４）崂山隆起中、古生界构造变形程度西部强于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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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资源·环境”研究专栏征稿

征稿范围：

地质基本科学问题、应用及发展

全球环境变化与沉积作用

盆地分析与板块运动

盆地运动学的新理论

能源的勘探与开发

大地构造沉积学

层控矿床

岩相古地理

生物成矿作用

流域开发与环境保护

层序地层与事件地质

油气储集层的成岩作用

欢迎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踊跃投稿，来稿请注明“沉积·资源·环境”专栏。稿件经专家

评审通过后优先发表，并实行优稿优酬。

投稿平台：ｈｔｔｐ：／／ｘｕｅｂａｏ．ｓｄｕｓｔ．ｅｄｕ．ｃｎ／ｉｎｄｅｘ＿ｚ．ａｓｐ

电子邮箱：ｚｋｇｌｈｘｘ＠１６３．ｃｏｍ；ｚｋｚｘｇ＠ｓｄｕｓｔ．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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