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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描述歧口凹陷的区域背景，探讨构造格架特征，断裂特征，结合地震资料和平衡剖

面技术分析凹陷新生代的构造演化过程，为歧口凹陷油气勘探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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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of Qikou depression，discusses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structural frame and fault characteristics，analyzes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depressi

on Cenozoic combined with seismic data and equilibrium profile technology，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

he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of Qikou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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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地质背景 
渤海湾盆地的新生代陆相断陷盆地是在华北克拉通的稳

定地台基础上发展的；渤海湾腹地的黄骅坳陷区，西起沧县隆

起、东至埕宁隆起为界，属典型的箕形断陷盆地，黄骅坳陷为

其主要的含油气区之一。 

岐口凹陷在黄骅坳陷中部，西缘为埕北断阶带，北至新港

构造带，沧县隆起位于西边，东侧为沙垒田隆起，岐口凹陷是

一个负向构造单元，油气资源丰富。整体凹陷被北东东向的南

大港潜山分割成歧北次凹、歧南次凹和歧口主凹3个次级凹陷，

总体趋势西高东低。 

 

图 1  歧口凹陷构造单元划分图（据崔明洋等，2019 修改） 

2 构造格架的总体特征 
岐口凹陷包括陆域地层和海域部分，凹陷发育大型正断层

和地堑，歧口凹陷在中新生代的平面结构特征中较突出，其在

早期常为东西的分带，而后期则转变为南北向划块。东西分带

主要为西、中、东部有三条断裂破碎带：沧东基底断裂带、沿

岸基底断裂带以及兰聊-盐山-羊二庄断裂带，古潜山段的边界

多分布三个断层走滑拉分所构成的一些次要断层。后期特征主

要指断裂过程和古潜山的不断隆起，使整个歧口凹陷分化成若

干个次生结构单元。 

研究区凹陷剖面结构上既有单断，也有双断的结构形式；

歧南和歧北都是单断断超型，单断断槽式则见于板桥凹陷。不

同的凹陷结构影响着不同的油气系统和富集程度，单断断槽油

气丰富程度远好于其他凹陷。歧口凹陷新生代凹陷组合样式大

多还是同期相向中的并联式和雁行式以及同期反向的正弦式，

上述样式多与走滑断裂活动密切相关，说明这些凹陷成因必然

受走滑断裂的控制。 

3.断裂特征分析 
断陷盆地的构造形成机理与空间构造格局受断裂所控制，

同时断裂活动也可能控制或影响盆地内凹陷区的地层沉积与

发育。歧口凹陷位于渤海湾腹部，构造活动强，断层构造复杂。

凹陷在伸展的背景下发育了伸展构造系统，其主要结构包括伸

展断层、变换断层和滑脱断层。古近纪始新世时期的构造样式

主要是裂陷与伸展构造以及走滑构造。但这种构造形式大多被

不同程度的断层活动所限制。 

根据地震剖面资料，研究区有四条基底走滑断裂带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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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的展布大小：古沧东基底断裂带、凹陷西部基底走滑带、

沿岸基底走滑带，盐山-羊二庄基底走滑带。控凹断裂主要有

三个具体为东西向的汉沽、海河断裂以及歧东断裂，控凹断裂

位于研究区东南部的埕宁隆起北侧斜坡，近东西走向的歧东断

裂附近。影响洼陷分布的断层为控带断层，是在凹陷内控制潜

山带的断裂，为基底断层所派生称为继承断层。具有协调、复

杂化的作用的是发育于盖层的小断层。断裂的研究对油气勘探

尤为重要，埕北断阶带是由歧口凹陷与埕宁隆起互相过渡形成

的斜坡部位区域，埕北断阶带油气勘探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发现了张东、歧北等含油气构造。 

 

图 2  歧口凹陷东部 SN 向地震剖面（据周均太等，2011 修改） 

 

图 3  歧口凹陷西部 NW-SE 向地震剖面 

（据周均太等，2011 修改） 

4.构造演化分析 
自早古近纪开始，渤海湾盆地发生过多期的构造运动，歧

口凹陷亦处于渤海湾黄骅坳陷中，构造变迁活动强烈，本文将

选取代表性的地震剖面，采用平衡剖面技术，通过相关软件对

剖面进行消除断距以及去压实处理，恢复地层在新生代不同时

期末期的沉积状态，从平衡恢复的两个剖面可以看出，构造活

动为从沙四段到明化镇整体处于伸展阶段，控洼断裂分割了凹

陷、断阶带和隆起区，其中沙四到沙三段段断陷活动剧烈，沙

二沉积状态发生变化沉积地层薄，沙一至东营组再次进入强烈

断陷，馆陶组后平缓沉积。分析整个剖面可得出凹陷内部沉积

较为完整，岐口主凹和板桥次凹为典型代表，凹陷边缘处沉积

过程中由于构造活动等遭受抬升剥蚀，沉积地层较少与基底产

生一系列不整合面，如沧县隆起处为典型的不整合发育。结合

平衡剖面及前人研究，将歧口凹陷新生代的构造演化划分了四

个阶段：拓展裂谷阶段（Ek-Es4）、拉分断陷阶段（Es3-Es2）、

箕状断陷阶段（Es1-Ed）和碟状拗陷阶段（N-至今）。 

拓展裂谷阶段从始新世孔店组发育，这时期歧口凹陷进行隆

升运动，遭受剥蚀，选取的剖面缺失孔店组证实了地层遭受抬升

剥蚀，沙河街组与凹陷的基底地层为角度整合。沧东断裂在早期

受南北方向力的影响。通过沉降中心可得裂谷是右行扩展。 

拉分断陷阶段为沙河街二三段，沧东断裂表现为走滑性质

控制歧口凹陷，其他断裂控制产生了地堑式盆地，盆地断陷区

主要分布于凹陷的主凹；西部次凹中的南大港断裂强烈活动，

研究区次凹与主凹间是同一湖盆。 

箕状断陷阶段从沙二段的区域性隆升运动后，歧口凹陷又

步入了整体裂陷阶段。沙一段沉降期间，歧口凹陷西侧凹陷活

动性逐步减弱，东北海域断裂活动强烈。沧东断裂等大断裂产

生多条次级断裂，断裂控制下区域形成箕状断陷盆地。沙一段

沉积于板桥、歧北和歧口主凹，凹陷断裂发育相对强烈，西部

为箕状断陷，东部是地堑式断陷。 

碟状拗陷时期为新近纪和第四纪至今，凹陷在馆陶期表现

为碟状，明化镇末期呈现出拉分盆地的特点。馆陶组地层沉积

前即东营组沉积末期，盆地产生强烈断陷活动，整体呈右行走

滑拉分。 

 

图 4  歧口凹陷东部构造演化 

 

图 5  歧口凹陷西部构造演化 

5.结论 
通过对歧口凹陷的构造及演化规律研究，得出研究区构造

活动整体处于伸展阶段，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平衡剖面将歧口

凹陷新生代划分了四个构造演化阶段：孔店组至沙四段为拓展

裂谷阶段隆升活动强烈时期；拉分断陷阶段为沙河街二三段，

凹陷内部断裂走滑呈现地堑式盆地；箕状断陷阶段是隆升后的

裂陷发育而成，碟状拗陷阶段是新近纪以来凹陷构造演化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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