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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扬子三江地区中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油气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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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科学院油气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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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扬子地台是我国南方的海相油气富集区，其周缘地区分别处于不同的构造带中，构造变形差异显著，致使海相油气的盖

层和保存条件各异．在揭示上扬子三江地区中新生代构造变形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岩相古地理和油气成藏要素的演化，探讨后期

构造活动对海相油气分布和高原低熟油气形成的控制．研究认为，印支运动的推覆挤压破坏了早期的海相生储盖组合，同时也导

致山前带挠曲下陷，发育新的成藏组合．燕山运动期间，在稳定的盆地裂陷过程中沉积了一套区域性海泛湖相泥岩，既是优质源

岩，也是有效的区域盖层．在白垩纪至古近纪的盆地萎缩过程中，发育了区内最重要的景星组（Ｋ１犼）储层，以及古近系膏泥岩层，

该套地区性盖层对高－过成熟的裂解气有重要保存意义．新近纪以来，强烈的走滑断陷和高原隆升过程对海相油气的后期保存

十分不利，同时，控制了一系列小型山间断陷盆地的形成，这些盆地陆源和水生有机质都?丰富，在低热演化阶段，源岩遭受微生

物降解，形成未熟－低熟油气，尽管该类油气资源有限，但对于青藏高原低演化油气的勘探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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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南方海相油气的长期勘探实践表明，盖层

和保存条件决定了海相油气的富集程度（金之钧和

蔡立国，２００６；张抗，２００７）．古生界源岩层系多，展布

广，烃源条件优越，但后期强烈的构造活动对原生油

气藏破坏严重，因此，中新生代稳定分布的泥质和膏

盐层对这种高演化程度的以裂解气为主的油气后期

成藏和保存有重要意义（Ｇｕｏ犲狋犪犾．，２００４；梁狄刚

等，２００９）．南方大陆由扬子板块和多个微地块拼合

而成，上扬子地台具典型的海－陆相双层结构（王永

标和徐海军，２００１；王清晨和林伟，２００８），勘探程度

较高，与之不同，克拉通周缘处于不同构造带，中新

生代构造变形十分强烈，后期陆相盖层分布局限，多

发育于小型断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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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三江地区构造单元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ａｒｅａ

三江地区位于扬子地块西南缘（图１），中新生

代以来，特提斯域多期叠加的构造变形特点远较克

拉通其他部位复杂：一方面不利于古生界海相油气

的保存，另一方面又使油气勘探领域扩展至中生代

陆相大中型盆地和小型第三系盆地（张恺，２００３）．自

大陆碰撞挤出模式提出以来，三江地区由于构造位

置的独特性，其新生代逃逸构造成为近年来国内外

学者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韧性剪切带

的走滑活动、年代学依据及其对挤出过程的响应（季

建清等，２０００；Ｇｉｌｌｅｙ犲狋犪犾．，２００３；ＡｎｎｅａｎｄＭａｎｕ

ｅｌ，２００５；刘俊来等，２００６）．另外，也有少数学者对

研究区中生代盆地原型及其演化作出过有益探讨

（谭富文，２００２；廖宗廷和陈跃昆，２００５），但对研究区

多期构造变形条件下的油气地质特征还缺乏系统认

识．因此，揭示三江地区中新生代多期叠加的构造变

形特点，将为海相油气和高原低熟油气的勘探提供

新的思路．

１　海相油气的保存与破坏

１．１　海相油气地质特征

三江地区已发现的海相油气地表显示主要分布

在兰坪－思茅盆地，层位贯穿石炭系－白垩系，以沥

青为主，原油与天然气较少，除个别井喷以外，未见

工业油气流．该区地质历史上长期与海域连通，沉积

环境与我国南方地区基本类似，中生代期间，海相沉

积与陆相沉积交替发生，进入白垩纪以后才彻底与

外海隔绝（廖宗廷和陈跃昆，２００５）．中侏罗统泥灰岩

段和始新统膏盐层段是区内最重要的两套盖层，如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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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保山地台与思茅盆地生储盖组合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ａｐ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ｓｈａｎａｎｄＳｉｍａｏｂｌｏｃｋ

图２，中侏罗统与下伏地层内部虽存在多套次级生

储盖单元，但均以海相沉积为主，整体上具有相似

性，本文将其作为下部成藏组合，上侏罗统－始新统

称为中部成藏组合，中新统以上地层与走滑构造盆

地有关，作为上部成藏组合．

源岩对比表明区内存在多套源岩，从泥盆系至

侏罗系均有分布，岩石类型以暗色泥岩和碳酸盐岩

为主，主要发育于弧后边缘海环境，一般与快速海侵

或滞留封闭环境有关（汪建国等，２００７），另外上二叠

统龙潭组煤系地层发育于沼泽环境．钱年奕（２００９）

对各层位源岩评价认为，除龙潭组煤系地层外，其他

层位源岩有机质类型为腐泥型和混合型；各层位的

源岩的ＴＯＣ含量一般为０．５％～１．０％，二叠系和

上三叠统较高，最高在３．０％以上；成熟度均较高，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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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江地区下二叠统、中三叠统相带分布与油气运移关系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１ａｎｄＴ２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中三叠统以下地层的犚ｏ在２．０％以上，上三叠统和

中侏罗统为１．０％～２．２％．整体上看，中侏罗统、三

叠系和二叠系源岩是区内的主力源岩，烃类产物应

该以裂解气为主．

已发现的油气显示主要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内，可能还有凝灰岩类储层．碎屑岩储层主要发育于

滨－浅海环境和盆地边缘斜坡带，岩性以砂岩、砾岩

为主，层位主要分布在泥盆系、三叠系、侏罗系和白

垩系．孔隙类型以次生成因为主，包括粒间溶孔、粒

间基质溶孔、晶间溶孔、粒内溶孔和铸模孔等，孔隙

度一般在３．８％～１３．８％之间，以低孔低渗为主（梁

兴等，２００５），与成岩作用有关，储集性能较好的层位

是下白垩统景星组及中侏罗统和平乡组．

与海相油气直接相关的盖层相当发育，层位遍

及泥盆系－下白垩统．中侏罗统海泛湖相厚层泥岩

是重要的区域性盖层，后期被断裂活动频繁破坏，而

发育于盆地萎缩期的古近系膏盐层具良好韧性，对

海相地层来源的裂解气有重要的封堵作用，分布局

限在普洱－墨江以南的勐腊坳陷内，是重要的地区

性盖层．另外，二叠系龙潭组煤系地层和上三叠统坳

陷带内的大套泥岩可作为地区性盖层．

１．２　构造活动对海相油气富集的控制

目前，思茅盆地一带钻井深度不够，均没有对前

新生界有系统的揭示，但是与三江地区东部相接的

楚雄盆地在长期构造演化过程中与思茅盆地有相似

性（张宏远和刘俊来，２０１１；许中杰等，２０１２），二者盆

地构造－热活动也相近（王国力等，２００５），已有学者

利用不同深度镜质体反射率数据对楚雄盆地中新生

代古地温及源岩生烃史进行过分析（缪卫东等，

２０１０），因此，研究区内源岩的热演化过程可由楚雄

盆地类比推断．早三叠世以后，澜沧运动以东西向挤

压推覆为主，区域抬升造成区内普遍缺失下三叠统，

临沧复式岩体向东推覆于二叠系源岩之上，早期的

碳酸盐岩地层也遭受岩溶、淋滤作用，储集性能得到

改善．如图３，中三叠世期间，海水自西进入，在碰撞

挤压作用下，思茅以西的澜沧江南段和北部的德

钦－维西一带基底挠曲下陷，发育深水环境的复理

石沉积（谭富文，２００２），岩性以泥岩－细砂岩为主，

成为又一套地区性盖层，并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

晚三叠世早期，在思茅盆地内发育上三叠统威

远江组－桃子树组三角洲和扇三角洲碎屑岩储层，

晚期在西侧的坳陷内发育上三叠统大平掌组泥页岩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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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既是源岩也是地区性盖层．该时期思茅盆地内

广泛分布双峰式火山岩（廖宗廷和陈跃昆，２００５），反

映了盆地的裂谷性质，地温梯度较高，促进了二叠系

源岩的热演化，生成大量的原油和湿气，难以突破上

覆泥岩和碳酸盐岩的封盖，向构造高部位侧向运移，

主要进入二叠系滨浅海砂体和溶蚀的碳酸盐岩中聚

集（图３）．

侏罗纪以后裂陷作用加强，思茅盆地水体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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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江地区中侏罗统、下白垩统相带分布与油气运移关系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２ａｎｄＫ１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沉积中心向东部迁移．二叠系源岩进入高－过成熟

阶段，三叠系源岩进入成熟阶段，油气除了向古隆起

部位运移外，也进入上覆的上三叠统碎屑岩储层内．

如图４，中侏罗世期间，海水自南部侵入（朱利东等，

２００１），思茅盆地内主要发育厚层的海泛湖相泥岩和

泥灰岩，成为区域性盖层和又一套烃源岩．与思茅盆

地不同，二叠纪至侏罗纪期间，保山地台一直接受稳

定的台地碳酸盐岩沉积，岩性单一，有机质含量低，

储层物性差，亦无有效盖层．

如图４，白垩纪期间，来自二叠系的原油裂解成

干气，中三叠统源岩进入生气高峰，上三叠统和中侏

罗统源岩处于原油和湿气的生烃阶段．该时期盆地

开始萎缩，构造稳定，保山地台全面抬升遭受剥蚀，

兰坪－思茅盆地内沉积物早期以三角洲砂岩为主，

下白垩统景星组内发育盆地内物性最好的一套储

层；晚期以河流相为主，仅在南北两端局部发育湖泊

相沉积，成为区域性盖层，但与油源断裂沟通的河道

砂体也能形成岩性油气藏．

如图５，进入古新世以后，上三叠统和中侏罗统

源岩处于生油高峰期．盆地全面萎缩，沉积局限于兰

坪－思茅盆地的中轴断裂以东，岩性以滨浅湖相砂

岩和盐湖相的含膏盐泥岩为主，与我国西北地区第

三纪膏盐层相似，古新统－始新统是三江地区重要

的地区性盖层，对下部高－过成熟的天然气具有效

封盖作用．中新世以来，上三叠统和中侏罗统源岩仍

在生烃，沉积格局发生改变，以遍布腾冲地块、保山

地台和思茅盆地内零星展布的山间盆地群为特色

（图６），作为盖层对海相油气的保存意义不大，另

外，后期走滑活动强烈，肢解了原生油气藏，十分不

利于油气的保存．

综上所述，从源岩条件看，二叠系和中三叠统源

岩在中新世以前就已进入过成熟阶段，以干气为主，

保存难，在后期隆升、挤压、走滑和伸展构造变形下

多被逸散．而上三叠统和中侏罗统源岩现今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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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江地区古新统相带分布与油气运移关系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１ａｎｄＲ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大量生烃阶段，是区内应被重视的有效源岩，以渐新

世－中新世作为区内圈闭定型期来看，成藏配置关

系稍好．另外，从盖层和保存条件来看，以营盘山－

普洱断裂（中轴断裂）为界，思茅坳陷西部有侏罗系

泥岩和古近系膏盐层覆盖，断裂活动相对较弱，是海

相油气勘探有利区带，而中轴断裂以东的墨江区块

及北部的兰坪区块盖层多剥蚀，断裂活动较强，是次

级勘探区域，而包括保山地台在内的其他地区缺少

源岩、盖层条件，基本无勘探意义．

２　高原低演化油气的形成

新生代强烈的走滑活动又控制了一套新的含油

气系统的形成，三江地区新生界分属两大构造层，即

古新世－中始新世（Ｅ１Ｅ２２）的裂谷拗陷期和晚始新

世（Ｅ２３）以来的山间断陷期．与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

等周边地区不同，三江地区的古近系岩性以滨浅湖

相砂岩和盐湖相的含膏盐泥岩为主，烃源岩不发育，

而新近系断续发育有半深湖－深湖相泥岩和沼泽相

煤系地层，能提供一定的油气来源，相对重要．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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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三江地区新生界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

新近纪盆地数量较多，规模较小，不超过１０００ｋｍ２，

分布零散，性质相似，一般可见工业油气流或油气显

示，如景谷盆地、保山盆地，以及见到油砂的陇川盆

地．对于该类盆地而言，煤系地层较为常见，且以热

演化程度低的褐煤为主，缺少优质源岩，成熟度也

低，曾一度被认为无勘探意义，但在过渡带气（低熟

气）、未熟－低熟油等新理论（王铁冠等，１９９５；刘文

汇和徐永昌，２００５）认识下，该地区尽管勘探潜力有

限，但其成烃作用可为高原油气勘探提供借鉴．

２．１　低演化油气及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三江地区新生界已发现的油气主要位于景谷盆

地，另外，保山盆地也有一定规模的天然气资源．景

谷盆地叠加于思茅坳陷之上，盆地演化经历了中新

世中期（Ｎ１２）断陷阶段和中新世晚期（Ｎ１３）盆地萎

缩阶段，发育三号沟组和回环组地层，其中三号沟组

三段的２、３号砂组为主要储层，回环组既是源岩层，

也是盖层．

景谷盆地原油密度偏高，油质偏重，达０．８７～

０．９３ｇ／ｃｍ３，粘度为４６～７８ｍＰａ·ｓ，含蜡量为

３３％～４１％，为典型的高蜡原油．王大锐等在“九五”

期间，对景谷盆地油气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地球化学

６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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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景谷盆地原油－源岩甾烷Ｃ２９参数相关图（据王大锐等，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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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大锐等，２００１；王大锐和张抗，２００３）．成果显

示，饱和烃和芳烃总量（７１％～７８％）比成熟原油低，

高碳数正构烷烃占优势，ＯＥＰ值大于１．１０，Ｐｒ／Ｐｈ

值较高为１．８８～２．８５，表明有高等植物来源，并且

成熟度较低．生物标志物方面，原油中的Ｃ２９甾烷

参数与源岩一样，也显示未熟－低熟特征（图７）．原

油碳同位素组成较轻，其δ１３Ｃ值为－３２．２‰～

－３１．０‰，表明原油主要来自湖相烃源岩．另外，原

油伴生气的碳同位素δ
１３Ｃ１ 值为 －５７．８‰～

－５３．８‰，具有过渡带气特点，根据低演化阶段油型

气δ
１３Ｃ１值与犚ｏ关系计算，犚ｏ在０．３％～０．５％，与

地质背景基本一致．

新近系回环组暗色泥岩与三号沟组暗色泥岩累

计厚度在３００ｍ以上，二者的 ＴＯＣ含量分布在

０．４１％～４．００％，大多在０．８０％左右，有机质类型

方面，三号沟组夹有薄层煤系，而非煤系源岩以混合

型为主，偏腐泥型有机质略多于偏腐殖型，源岩热演

化程度较低，犚狅值一般在０．４％～０．５％．油气源对

比发现，原油产自三号沟组和回环组，其中，三号沟

组是主力生油岩．

景谷盆地原油的形成有别于干酪根热降解生烃

模式，属未熟－低熟油（王铁冠等，１９９５）．丰富的有

机质来源是物质基础，在成烃机制方面，景谷盆地以

陆源有机质经细菌改造早期生烃机制为主，也包括

富硫干酪根早期降解生烃和可溶有机质早期生烃

（王大锐和张抗，２００３），广泛可见源岩中孢子体与藻

类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明显降解，另外，有机质丰度

高、类型好，以及微生物生源总量高、微生物活动强

烈的层段，一般具有异常高的氯仿沥青“Ａ”含量．

２．２　构造活动对气候、源岩的控制

生物生存条件、岩层和沉积矿床的形成均与气

候密切相关，在全球性气候演化背景下，海拔和纬度

直接影响气候变化，而二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

构造活动．古气候变化研究主要通过对地层中生物

化石和沉积物等特性，阐明地质时期气候的分布和

变化规律．同时，源岩的有机质类型、丰度和数量，直

接与生态环境和埋藏条件有关，间接受控于气候变

化和构造过程．

三江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构造位置特殊，

逃逸构造十分显著，新生代以来构造样式复杂，包括

隆升夷平、褶皱反转、伸展断陷、块体旋转和走滑剪

切等，而对区内气候变化最为重要的无疑是高原隆

升过程，另外板块在纬度方向的漂移也有一定的

影响．

２．２．１　三江高原的隆升时间　王国芝等（２０００）通

过莺歌海盆地在沉积速率、沉积通量和层序界面方

面的沉积响应，结合陇川盆地的沉积速率与充填序

列的变化，反推新生代滇西高原的隆升过程，研究认

为，滇西高原隆升过程经历了初始隆升（２３～

１９Ｍａ）、快速隆升（１６．２～１１．０Ｍａ）、剥蚀夷平

（１１．０～５．３Ｍａ）、急剧隆升（５．３～１．６Ｍａ）和剥蚀

隆升加速期（１．６Ｍａ至今）５个阶段．而何科昭等

（１９９６）认为，滇西高原的隆升始于始新世中晚期，相

继经历了褶皱反转期（Ｅ２３Ｅ３，隆升高度接近

１０００ｍ）、夷平期（Ｎ１Ｎ２１，隆升高度低于１０００ｍ）、

隆升期（Ｎ２２，隆升高度接超过２０００ｍ）和高原裂解

期（Ｑ，隆升高度在４０００ｍ左右）．

上述观点显然对滇西高原的初始隆升时间存在

争议，一般认为，印度－欧亚大陆是自西向东穿时性

侧向碰撞的，时间跨度约为１０Ｍａ，西侧巴基斯坦北

部始于５６Ｍａ（Ｋｌｏｏｔｗｉｊｋ犲狋犪犾．，１９９４），而东构造结

附近始于４５Ｍａ（Ｒｏｗｌｅｙ，１９９８；尹安，２００１；李德威，

２００３）．三江地区古新世－中始新世延续了早期的裂

谷拗陷沉积，作为对该碰撞事件的响应，该套地层普

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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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发生了褶皱、断裂变形，并且在镇源县、景谷县和

勐腊县等地广泛可见晚始新世－渐新世地层不整合

于该套地层之上（何科昭等，１９９６）．另外，刘善印等

（１９９８）认为，在该碰撞事件控制下，澜沧江断裂、酒

房断裂、无量山－营盘山断裂之间的景谷－镇沅地

区发生沉降，形成走滑挤压盆地．据此可知，三江地

区初始隆升应该追溯到４５Ｍａ左右的晚始新世，隆

升高度可能不大，隆升范围主要在澜沧江断裂以西

地区．

２．２．２　三江地块的古纬度变化　在古纬度变化方

面，如图８，Ｋｌｏｏｔｗｉｊｋ犲狋犪犾．（１９９４）根据印度洋位于

９０°Ｅ洋脊沉积岩的古地磁数据分析，认为大约

５５Ｍａ时，印度板块向北运动的速度从１８～１９ｃｍ／ａ

急剧衰减为４．５ｃｍ／ａ，指示了初始碰撞时间，此时，

碰撞带位于赤道附近．至２５Ｍａ左右的中新世时

期，东构造结位于１５°Ｎ，现今东构造结位于３０°Ｎ．

另外，杨振宇等（１９９８）通过印支地块及其周边地区

的古地磁对比重组了青藏高原及邻区的古构造位

置，与东构造结毗邻的三江并流地区位于印支地块

北端，在中中新世期间位于２０°Ｎ，现今位于３０°Ｎ．

因此，可以推测，三江地区自４５Ｍａ的初始碰撞以

来，古纬度自赤道向北变化达３０°左右．

２．２．３　新生代区域性气候变化　另外，新生代期间

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气候以干旱为主，气候演化

在不同阶段成因不同（秦建华等，２０００），古近纪开始

大陆性气候范围扩大，基本延续了白垩纪的气候特

征，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位于当时行星风系的副热

带高压带，表现为干旱炎热气候；新近纪以来全球气

候开始变冷，海陆热力差异加大，仅在沿海地区出现

古季风环流，内陆地区气候以干暖为主，山系隆起，

地势高差显著，气候分异明显．第四纪以来，全球气

温进一步下降，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激发了现代亚

洲季风环流，冰期和间冰期分别以干温和干冷气候

为主．三江地区在新生代的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也

与这种区域性气候变化过程有关．

２．２．４　构造活动与气候、源岩的关系　源岩中一般

含有丰富的介形类、腹足类、植物、孢粉和轮藻等生

物化石，这些化石不仅是确定盆地内地层时代的基

础，同时对古生态、古环境的揭示也具有重要意义．

介形类生活于水体中，其化石特征与水体深度、盐

度、营养状态等关系密切，与孢粉化石一起常用于古

生态的恢复（李军和余俊清，２００１）．景谷盆地为一新

近纪含油气断陷，不同时期均有厚度不等的泥岩段

发育，对新近系三号沟组、回环组和大红猫村组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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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晚白垩世以来印度大陆运动轨迹（据Ｋｌｏｏｔｗｉｊｋ犲狋犪犾．，

１９９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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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喜马拉雅山前锋；②雅鲁藏布江缝合带；③喜马拉雅地区的南

界；④大印度板块的北界

形虫、孢粉和植物化石组合研究发现（滇黔桂石油地

质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０，云南省景谷盆地上第三系研

究），该区新近纪气候演化具有以下特点：早中新世

为热带气候，由炎热潮湿向温暖潮湿转变，水体由酸

性半咸水环境，向弱碱性微咸水环境变化，有机质丰

富，并在还原条件下快速深埋；晚中新世气候又变得

炎热潮湿，水体为弱碱性的微咸－半咸水环境；进入

上新世后，气候开始变凉，由潮湿转向干旱，向亚热

带气候过渡，水体为弱碱－碱性的微咸水环境．

古近纪膏泥岩缺少古生物化石，古生态、古环境

的恢复主要依赖于沉积建造特征．古新世－始新世

中期，区内发育了一套陆相湖盆红色含盐碎屑岩建

造，反映了炎热干旱的盐湖环境．始新世末期－渐新

世期间，沉积建造以磨拉石为主，可能为炎热干旱向

炎热潮湿的过渡环境．

综上所述，４５Ｍａ以前的新近纪早期，三江地区

气候炎热干旱，主要与全球性气候有关，有机质极不

发育；新近纪晚期气候向炎热－潮湿过渡，主要受全

球性气候影响，可能与高原初始隆升有关，有机质很

少；早中新世为由炎热潮湿向温暖潮湿转变的热带

气候，主要受控于纬度变化和山体隆升，有机质迅速

增加；晚中新世气候又变得炎热潮湿，可能与全球性

气候有关，有机质极为丰富；上新世以来，气候开始

变凉，向亚热带气候过渡，主要与高原强烈隆升有

关，也与全球性气候变化和纬度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有机质丰度逐渐降低．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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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构造活动对成烃过程的控制　王大锐等

（２００１）指出，景谷盆地油气类型属未熟－低熟油和

过渡带气，成烃机制与微生物降解作用有关．景谷盆

地为一小型山间断陷盆地，靠近物源区，富含陆源和

水生有机质．造山带高部位地温梯度一般较低，山间

盆地往往为“冷盆”，决定了源岩的低热演化程度．另

外，盆地位于热带－亚热带气候范围，适于微生物繁

殖，加之断裂发育，强水动力条件使源岩与微生物广

泛接触，降低了源岩的生烃活化能，促进了有机质的

早期生烃，形成未熟－低熟油气．

３　结论与认识

晚古生代至侏罗纪期间，位于上扬子地台西南

缘的三江地区沉积了多套海相油气的生储盖组合，

并在中新生代多期叠加的构造变形条件下遭受破

坏．印支运动的推覆挤压虽然对油气成藏破坏严重，

但同时也造成了兰坪－思茅盆地两侧挠曲下陷，发

育新的成藏组合．燕山运动期间，区内构造条件稳

定，上覆的裂谷盆地与外海时有相连，沉积了一套稳

定分布的海泛湖相泥岩，既是优质源岩，也是有效的

区域盖层，并且在白垩纪的盆地萎缩期，发育了区内

重要的景星组碎屑岩储层．古近纪延续了盆地萎缩

期稳定的构造条件，所沉积的一套膏泥岩层对高－

过成熟的裂解气有重要保存意义．新近纪以来，强烈

的走滑断陷和高原隆升过程肢解了中生代期间良好

的海相油气局面，对海相油气的后期保存十分不利，

仅在思茅盆地具有一定的勘探潜力．

另外，新生代后期的走滑活动控制了一系列小

型山间断陷盆地的发育，使油气领域又扩大到新近

系，由于沉积物中有机质丰富，在低热演化阶段就遭

受微生物降解，形成景谷盆地、保山盆地等地区的资

源量有限的未熟－低熟油气，为青藏高原低演化油

气的形成提供参考．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Ａｎｎｅ，Ｓ．，Ｍａｎｕｅｌ，Ｐ．，２００５．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

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ＭｙａｎｍａｒＢｏｒｄｅｒ）．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

犪狀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４（４）：４９５－５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ｓｅ

ａｅｓ．２００４．０３．００６

Ｇｉｌｌｅｙ，Ｌ．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Ｌｅｌｏｕｐ，Ｐ．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Ｄｉｒｅｃｔ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Ｌｅｆｔｌａｔｅｒ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Ｖｉｅｔｎａｍ．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

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０８（Ｂ２）：２１２７－２１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

２００１ＪＢ００１７２６

Ｇｕｏ，Ｔ．Ｍ．，Ｗｕ，Ｂ．Ｈ．，Ｚｈｕ，Ｙ．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ｔｈｅ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犲

狋狉狅犾犲狌犿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４１（１－３）：１１－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Ｓ０９２０－４１０５（３）００１３９－６

Ｈｅ，Ｋ．Ｚ．，Ｈｅ，Ｈ．Ｓ．，Ｃａｉ，Ｈ．Ｂ．，１９９６．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犚犲狏犻犲狑，４２（２）：９８－１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Ｊｉ，Ｊ．Ｑ．，Ｚｈｏｎｇ，Ｄ．Ｌ．，Ｚｈａｎｇ，Ｌ．Ｓ．，２０００．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ｅｎｇｃｈｏｎｇ

Ａｒｅａ，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犌犲狅

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３５（３）：３３６－３４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ｉｎ，Ｚ．Ｊ．，Ｃａｉ，Ｌ．Ｇ．，２００６．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ｃ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犗犻犾牔

犌犪狊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７（６）：７２２－７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ｌｏｏｔｗｉｊｋ，Ｃ．Ｔ．，Ｃｏｎａｇｈａｎ，Ｐ．Ｊ．，Ｎａｚｉｒｕｌｌａｈ，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ｈｉｔｒａ（Ｅａｓｔ

ｅｒｎＨｉｎｄｕｋｕｓ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ｎＥａｒｌｙＩｎｄｉａＡｓｉａＣｏｎ

ｔａｃｔ．犜犲犮狋狅狀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２３７（１－２）：１－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００４０－１９５１（９４）９０１５６－２

Ｌｉ，Ｄ．Ｗ．，２００３．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

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８（６）：５９３－６００（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Ｊ．，Ｙｕ，Ｊ．Ｑ．，２００１．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Ｏｓｔｒａｃｏｄｅｓａｓ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犔犪犽犲犛犮犻犲狀犮犲狊，１３（４）：３６７－３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ａｎｇ，Ｄ．Ｇ．，Ｇｕｏ，Ｔ．Ｌ．，Ｂｉａｎ，Ｌ．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Ｓｏｍ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ｔ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犕犪狉犻狀犲犗狉犻犵犻狀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１４（２）：１－

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ａｎｇ，Ｘ．，Ｙｅ，Ｚ．，Ｘｕ，Ｋ．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Ｇｅ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ｌａｌｉｉｎＳｉ

ｍａ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犖犪狋狌狉犪犾犌犪狊犐狀犱狌狊狋狉狔，２５（６）：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ａｏ，Ｚ．Ｔ．，Ｃｈｅｎ，Ｙ．Ｋ．，２００５．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ｎ

ｐｉｎｇＳｉｍａｏＢａｓｉｎ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犜狅狀犵犼犻犝狀犻

狏犲狉狊犻狋狔，３３（１１）：１５２７－１５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Ｊ．Ｌ．，Ｓｏｎｇ，Ｚ．Ｊ．，Ｃａｏ，Ｓ．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

９８５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３８卷

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

ＥｕｒａｉｓａｎＰｌａｔｅｓ：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犃犮狋犪犘犲狋狉狅

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２（４）：７７５－７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Ｓ．Ｙ．，Ｚｈｏｎｇ，Ｄ．Ｌ．，Ｗｕ，Ｇ．Ｙ．，１９９８．ＪｉｎｇｇｕＺｈｅｎｙｕ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ｏｌ

ｌ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犛犮犻犲狀狋犻犪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３３（１）：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Ｗ．Ｈ．，Ｘｕ，Ｙ．Ｃ．，２００５．Ｂｉｏｔｈｅｒｍ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ＺｏｎｅＧａｓｅｓ．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

犿犲狀狋，３２（４）：３０－３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Ｍｏｕ，Ｗ．Ｄ．，Ｓｈｉ，Ｘ．Ｙ．，Ｚｈａｎｇ，Ｚ．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ｈｕｘｉｏｎｇＢａｓｉ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犗犻犾犪狀犱犌犪狊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３２（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ａｎ，Ｎ．Ｙ．，２００９．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ＳｉｍａｏＢａｓｉｎ．犢狌狀狀犪狀

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８（２）：１０３－１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ｎ，Ｊ．Ｈ．，Ｐａｎ，Ｇ．Ｔ．，Ｄｕ，Ｇ．，２００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ｏｎ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狉狅狀狋犻犲狉狊，７

（２）：５１７－５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ｏｗｌｅｙ，Ｄ．Ｂ．，１９９８．ＭｉｎｉｍｕｍＡｇ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ＡｓｉａＮｏｒｔｈｏｆＥｖｅｒｅ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Ｚｈｅｐｕｒ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１０６（２）：２２９－２３５．

Ｔａｎ，Ｆ．Ｗ．，２００２．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ｉｍａｏ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ＲｅａｒＡｒｃ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犃犮狋犪犛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４）：５６０－５６６（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Ｄ．Ｒ．，Ｇａｏ，Ｊ．Ｋ．，Ｌｕｏ，Ｈ．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Ｇｅｏ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ＬｏｗＭａｔｕｒｉｅｄＯｉｌ

ｉｎＪｉｎｇｇｕＢａ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

犃犮狋犪犘犲狋狉狅犾犲犻犛犻狀犻犮犪，２２（５）：１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Ｄ．Ｒ．，Ｚｈａｎｇ，Ｋ．，２００３．Ｔｈ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Ｂａｓｉｎ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Ｇ．Ｌ．，Ｃａｉ，Ｌ．Ｇ．，Ｗａｎｇ，Ｊ．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Ｐａｌｅｏ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ｌｅｄ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ＣｈｕｘｉｏｎｇＢａｓ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 牔

犈狓狆犲狓犻犿犲狀狋，２７（１）：２８－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Ｇ．Ｚ．，Ｗａｎｇ，Ｃ．Ｓ．，Ｚｅｎ，Ｙ．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ＴｈｅＵｐ

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ｇｇｅｈａｉＢａｓｉｎ．犃犮狋犪犛犲犱犻犿犲狀狋狅犾狅犵犻犮犪

犛犻狀犻犮犪，１８（２）：２３４－２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Ｊ．Ｇ．，Ｃｈｅｎ，Ｄ．Ｚ．，Ｗａｎｇ，Ｑ．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ｉｎｉａｎｔｏＥａｒｌｙ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ｅｇｉｏｎ．犃犮狋犪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８１（８）：１１０２－

１１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Ｑ．Ｃ．，Ｌｉｎ，Ｗ．，２００８．Ｍａｉ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ｉ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犗犻犾牔犌犪狊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９（５）：５８２－６２２（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Ｔ．Ｇ．，Ｚｈｏｎｇ，Ｎ．Ｎ．，Ｈｏｕ，Ｄ．Ｊ．，１９９５．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Ｙ．Ｂ．，Ｘｕ，Ｈ．Ｊ．，２００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ｐｌｉｆｔａｒｏｕｎｄ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ｔｏ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犈犪狉狋犺犛犮犻

犲狀犮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２６

（３）：２４１－２４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Ｚ．Ｊ．，Ｃｈｅｎ，Ｒ．Ｈ．，Ｚｈ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Ｔｈｅ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ｉｎＬａｔ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犈犪狉狋犺

犛犮犻犲狀犮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

３７（１）：１１３－１２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ｇ，Ｚ．Ｙ．，Ｂｅｓｓｅ，Ｊ．，Ｓｕｎ，Ｚ．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Ｓｑｕｅｅｚｅ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ａｎ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犃犮狋犪犌犲狅犾狅犵

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７２（２）：１１２－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ｉｎ，Ａ．，２００１．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Ａｓ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ｉｎ

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犃犮狋犪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狋犻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２（３）：１９３－２３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ａｎｇ，Ｈ．Ｙ．，Ｌｉｕ，Ｊ．Ｌ．，２０１１．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ｔｈｙａｎ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Ａｒｅａ．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犑狅狌狉

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３６（２）：２６２－

２７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Ｋ．，２００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ｉｆｅｒｏｕｓＲｅ

ｇｉｏｎ．犡犻狀犼犻犪狀犵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４（３）：１８１－１８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Ｋ．，２００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０９５



　第３期 　杨　鑫等：上扬子三江地区中新生代构造变形的油气地质意义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犗犻犾牔犌犪狊犌犲狅犾狅犵狔，２８（６）：７１３－７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Ｌ．Ｄ．，Ｌｉｕ，Ｄ．Ｚ．，Ｗａｎｇ，Ｇ．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Ｏｎ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ｐｉｎｇＢａ

ｓｉ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狔，２５（１）：４０－４３（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何科昭，何浩生，蔡红飙，１９９６．滇西造山带的形成与演化．地

质论评，４２（２）：９８－１０５．

季建清，钟大赉，张连声，２０００．滇西南新生代走滑断裂运动

学、年代学及对青藏高原东南部块体运动的意义．地质

科学，３５（３）：３３６－３４９．

金之钧，蔡立国，２００６．中国海相油气勘探前景、主要问题与

对策．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７（６）：７２２－７３０．

李德威，２００３．青藏高原隆升机制新模式．地球科学———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２８（６）：５９３－６００．

李军，余俊清，２００１．湖相介形类壳体地球化学在环境变化研

究中的应用与进展．湖泊科学，１３（４）：３６７－３７５．

梁狄刚，郭彤楼，边立曾，等，２００９．中国南方海相生烃成藏研

究的若干新进展（三）：南方四套区域性海相烃源岩的

沉积相及发育的控制因素．海相油气地质，１４（２）：

１－１９．

梁兴，叶舟，徐克定，等，２００５．思茅坳陷油气地质特征与勘探

远景展望．天然气工业，２５（６）：１－６．

廖宗廷，陈跃昆，２００５．兰坪－思茅盆地原型的性质及演化．

同济大学学报，３３（１１）：１５２７－１５３１．

刘俊来，宋志杰，曹淑云，等，２００６．印度－欧亚侧向碰撞带构

造·岩浆演化的动力学背景与过程———以藏东三江地

区构造演化为例．岩石学报，２２（４）：７７５－７８６．

刘善印，钟大赉，吴根耀，１９９８．滇西南景谷－镇沅地区早第

三纪陆－陆碰撞期走滑挤压盆地．地质科学，３３（１）：

１－８．

刘文汇，徐永昌，２００５．论生物－热催化过渡带气．石油勘探

与开发，３２（４）：３０－３６．

缪卫东，史晓颖，张志林，等，２０１０．楚雄盆地烃源岩特征及资

源潜力分析．石油天然气学报，３２（１）：６－８．

钱年奕，２００９．思茅坳陷油气地质特征与勘探前景．云南地

质，２８（２）：１０３－１１２．

秦建华，潘桂堂，杜谷，２０００．新生代构造抬升对地表化学风

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地学前缘，７（２）：５１７－５２５．

谭富文，２００２．云南思茅三叠纪弧后前陆盆地的沉积特征．沉

积学报，２０（４）：５６０－５６６．

王大锐，高建昆，罗怀章，等，２００１．云南景谷盆地低熟石油地

球化学特征与意义．石油学报，２２（５）：１１－１５．

王大锐，张抗，２００３．云南地区新生代盆地含油气性．北京：

地质出版社．

王国力，蔡立国，汪集，等，２００５．楚雄盆地构造－热演化与

古地温场研究．石油实验地质，２７（１）：２８－３４．

王国芝，王成善，曾允孚，等，２０００．滇西高原的隆升与莺歌海

盆地的沉积响应．沉积学报，１８（２）：２３４－２４０．

汪建国，陈代钊，王清晨，等，２００７．中扬子地区晚震旦世－早

寒武世转折期台－盆演化及烃源岩形成机理．地质学

报，８１（８）：１１０２－１１０９．

王清晨，林伟，２００８．中国南方古生界海相烃源岩的主变形

期．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９（５）：５８２－６２２．

王铁冠，钟宁宁，候读杰，等，１９９５．低熟油气的形成机理与分

布．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王永标，徐海军，２００１．四川盆地侏罗纪至早白垩世沉积旋回

与构造隆升的关系．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２６（３）：２４１－２４６．

许中杰，程日辉，张莉，等，２０１２．华南陆缘晚三叠世－早、中

侏罗世海平面相对升降与古气候演化的地球化学记

录．地 球 科 学———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３７（１）：

１１３－１２４．

杨振宇，Ｂｅｓｓｅ，Ｊ．，孙知明，等，１９９８．印度支那地块第三纪构

造滑移与青藏高原岩石圈构造演化．地质学报，７２

（２）：１１２－１２５．

尹安，２００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造山带地质演化———显生

宙亚洲大陆生长．地球学报，２２（３）：１９３－２３０．

张宏远，刘俊来，２０１１．三江南段－中南半岛特提斯蛇绿岩大

地构造与成矿．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３６

（２）：２６２－２７６．

张恺，２００３．云南含油气区板块构造演化及其含油气性．新疆

石油地质，２４（３）：１８１－１８７．

张抗，２００７．中国海相油气演化成藏特点研究．石油与天然气

地质，２８（６）：７１３－７２０．

朱利东，刘登忠，王国芝，等，２００１．兰坪盆地侏罗纪陆相层序

地层研究．地层学杂志，２５（１）：４０－４３．

１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