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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覆构造是一种和油气有关的重要构造形式，主要产出于造山带前陆，是挤压或压缩作用的结果，对油气的

生成、储集、运移、圈闭和保存条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区从漠河盆地、海拉尔盆地到二连盆地内的中生代推覆

构造，组构了大兴安岭西盆地群推覆构造．本文通过对三个盆地五种推覆构造的地震学研究，将其推覆方向归结为

两类：第一类由北西向南东推覆，在三个盆地中表现明显；第二类由南东向北西推覆，在海拉尔盆地和二连盆地内

有显示．认为第一类推覆作用来源于蒙古—鄂霍茨克洋自西向东的闭合；第二类推覆作用来源于太平洋板块俯冲

的远程应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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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兴安岭西侧盆地群（图１）位于我国黑龙江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兴安岭西侧，南北长达１６５０ｋｍ．

其中发育多个中生代沉积为主的断陷盆地，简称为

“西侧盆地群”，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油气勘探与

开发基地之一．该盆地群包括二连、海拉尔、拉布达林、

根河、漠河等盆地，盆地总面积约２０．０×１０４ｋｍ２．该盆

地群的构造、地层受控于西部和北部的蒙古—鄂霍

茨克缝合带，东部的黑河—贺根山缝合带、大兴安岭

断裂带，南部的温都尔庙—西拉木伦河缝合带、华北

板块北缘断裂带（Ｌｉ，２００６；刘财等，２０１１）（本文稿倾

向使用板块构造说中的名词）．推覆构造是一种重要

的构造形式，广泛产出于各种不同的构造环境和构

造单元．由逆冲断层及其上盘推覆体或逆冲岩席组

合而成的大型至巨大型的构造，主要产出于造山带

前陆，是挤压或压缩作用的结果，对油气的生成、储

集、运移、圈闭和保存条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推覆

构造长期处于浅海相等有利生油的大地构造环境

中．由于地层的逆冲重叠，增加了油源层的体积，同

时推覆体产生的热源（逆冲过程中应力作用产生的

摩擦热以及由深部沿断裂逸出的热流等）可以再紧

邻推覆体之下产生一个新的生油窗（汤锡元，１９８８）．

逆冲作用活动的长期性和间歇性使同一生油层有可

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具多期生油的特点，为油气藏的

进一步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推覆构造中

找油的工作已经颇具规模，例如老君庙油田、克拉玛

依油田、鸭儿峡油田、塔里木油田以及四川盆地龙门

山地区的油田等，都与推覆构造有关（汤锡元，１９８８）．

漠河盆地、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均位于西伯利

亚板块和华北板块拼接处的大兴安岭—内蒙古弧形

褶皱带上，属于受统一构造背景控制的拉张型断陷

盆地群（张吉光，１９９２ａ，ｂ）．二连盆地位于弧形褶皱

带顶端东部的缝合线上，凹陷走向北东东至北东向，

而海拉尔盆地位于弧形褶皱带的东翼，凹陷走向以

北东、北北东向为主，漠河盆地位于弧形褶皱带东翼

北侧，凹陷走向北东至北北东向；漠河盆地—海拉尔

盆地—二连盆地一线，基本与松辽盆地、依兰—伊通

地堑一致呈北北东至北东向延伸，表明它们的位置

和受力方向既存在联系又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整体

研究漠河盆地—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的推覆构造

特征，进而推断推覆时间和成因机制，对于认识该区大

地构造背景及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对研究区

的近百条剖面进行了进一步解释，并在每个盆地选取

一条代表性剖面展示该盆地的主要推覆构造特征．

１　盆地群地层与构造演化

东北地区的构造形态是古亚洲洋构造体系、蒙

古—鄂霍茨克构造体系（许文良等（２０１３）称为蒙

古—鄂霍茨克构造体系；黄始琪等（２０１４）称为蒙

古—鄂霍茨克构造带）和滨太平洋构造体系叠加的

表现（Ｈｉｌ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７；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Ｚｏｒｉｎ，

１９９９）．蒙古—鄂霍茨克洋从中晚侏罗世表现为自

西向东具有剪刀式闭合的特征，使得大兴安岭地区

成为活动大陆边缘，造成了该东北地区的地壳加厚，

在东部闭合的时间可能持续到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于此同时，古太平洋板块向北西方向运动俯冲到

中蒙地块之下，彼此互相阻碍对方的俯冲方向，引起

了岩石圈的加厚和随后的拆沉作用，使得地幔物质

上涌，引起火山喷发和地壳的局部伸展，形成漠河、

海拉尔、二连等断陷盆地（郭爱军等，２０１３）．三个盆

地中生界地层如表１．三个盆地共同的地层是白垩

系和上侏罗统，其下部地层略有不同；大兴安岭西盆

地群推覆断裂基本发生在中生界地层内，发生推覆

作用的早晚可由盆地中生界地层界定．

漠河盆地位于大兴安岭北部，盆地西部延入蒙

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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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大兴安岭西侧盆地群构造背景与推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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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盆地中生界地层层序简表（据张顺等，２００３；程三友，２００６；张绍臣，２００９）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犲狊狅狕狅犻犮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犻狀犫犪狊犻狀狊（犣犺犪狀犵犛犲狋犪犾．，２００３；犆犺犲狀犵犛犢，２００６；犣犺犪狀犵犛犆，２００９）

古国境内，北面及东面过黑龙江延入俄罗斯境内．大

地构造上归属蒙古—鄂霍茨克构造带（张顺等

（２００３）称为蒙古—鄂霍茨克褶皱带）中的额尔古纳

微板块．基底为三叠纪结晶变质岩和前寒武纪花岗

岩，盖层为中、晚侏罗世湖相碎屑沉积岩及晚侏罗世

和早白垩世火山岩，岩性上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

点（张顺等，２００３），上覆新生界砾石及砂砾互层沉积

岩，侏罗系自下而上划分为绣峰组、二十二站组、额

木尔河组、开库康组和塔木兰沟组，侏罗系自下而上

划分为上库力组和伊列克得组（表１）．漠河盆地被

划分出５个一级构造单元，其中额木尔河推覆带位

于盆地西部，是最大的构造单元．从最初的依据野外

露头资料，到同位素测龄、岩石地球化学分析等多个

方面，很多学者对漠河盆地的构造演化及特征进行

了详细研究．和政军等（２００３）根据漠河盆地岩石地

球化学分析，提出了漠河盆地的构造类型为前陆盆

地，而不是以往认为的裂谷盆地．张顺等（２００３）认为

漠河盆地经历了蒙古—鄂霍茨克洋和西太平洋两种

不同构造域的演化阶段，具有西部挤压推覆、中部和

东部拉张断陷构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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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盆地位于蒙古—大兴安岭裂谷盆地群的

东部，东至大兴安岭隆起，与大杨树盆地、松辽盆地

相隔；西为西北隆起，与蒙古乔巴山盆地相望；北部

与拉布达林盆地相连；东南部与二连盆地相毗邻．盆

地叠加于形变的中亚—蒙古拗拉槽，基底以德尔布

干断裂为界，西部属于西伯利亚板块的额尔古纳褶

皱区，东部属于天山—兴安褶皱区的内蒙古—大兴

安岭褶皱系，呈弧形褶皱带展开（张晓东等，１９９４）．

基底由前古生界深变质岩系和古生界浅变质岩系、

未变质岩系、岩浆岩所组成（冯志强等，２００４）．侏罗

系到白垩系自下而上发育深色砂泥岩组、杂色砂砾

岩组、火山碎屑岩组、塔木兰沟组、铜钵庙组、南屯

组、伊列克得组、大磨拐河组、伊敏组、青元岗组（表

１）．关于海拉尔盆地构造演化的认识依然存在争议．

张吉光（１９９２ａ，ｂ）认为海拉尔盆地中、新生代的构造

演化主要经历了初始张裂、强烈拉张、拉张裂陷、缓

慢沉降和回返萎缩５个阶段；与张晓东等（１９９４）提

出的的五个演化阶段基本类似；而陈守田等（２００２）

则认为海拉尔盆地的演化主要经历了地壳隆起、断

陷、坳陷和萎缩４个阶段；余本善等（２０１３）认为中新

生代海拉尔裂谷盆地经历了三个构造幕，即下部伸

展裂陷、中部拆离滑脱和上部拗陷．

二连盆地位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北部，东

起大兴安岭，西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一带，南界为阴

山山脉北麓，北至中蒙边界（赵澄林等，１９９６）．大地

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缝合线

上，是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西褶皱基底上发育起来

的中、新生代断陷沉积盆地．马新华和肖安成

（２０００）、肖安成等（２００１）等学者认为二连盆地的构

造演化经历了早中侏罗世伸展构造背景下的断陷

期、晚侏罗世末的强烈构造反转期、早白垩世伸展断

陷期、早白垩世晚期构造由伸展向收缩的反转期及

晚白垩世以来的整体抬升期５个不同阶段．

２　推覆构造与推覆构造系统

蒙古—鄂霍茨克构造带是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黄始琪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晚侏罗世中期，蒙

古—鄂霍茨克洋逐渐向东封闭，在西伯利亚板块与

中国东北拼贴板块碰撞后进一步挤压．１４０～１２５Ｍａ，

太平洋板块呈南南西方向俯冲，到了１２５Ｍａ呈北

西向漂移（包汉勇等，２０１３），俯冲到中蒙地块之下．

西拉木伦河缝合带位于研究区南部，紧邻二连盆地．

在早三叠世，西拉木伦河逐步开始闭合，产生南北方

向的挤压作用．这些不同时期的挤压作用，形成了研

究区现在逆冲推覆构造．

吴根耀等（２００６）给出的逆冲断裂几乎遍布整个

漠河盆地．笔者更能接受黑龙江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８）

给出的逆冲断裂全长大于２２０ｋｍ，宽大于７０ｋｍ的

厘定（图２）．漠河逆冲推覆构造位于盆地的西北部，

西起洛古河，经北极村、北红、马伦，东达西尔根气河

口子岛，南界位于门都里、鲜花山、龙河林场、二十五

站一线．漠河逆冲推覆构造根带分布于洛古河—金

沟—河湾—古站岛一线以北，总体呈北东东向延伸，

以发育韧性剪切带、鞘褶皱和长英质糜棱岩为特征，

岩石变质变形较强；中带呈北东东向分布于金沟林

场—鲜花山—二十八站一线，以韧脆性逆冲断裂为

特征；前锋带位于前哨—鲜花山—龙河林场—漠河

口岸一线，以宽缓的Ｂ型褶皱和脆性低角度叠瓦状

逆冲断裂为特征（刘晓佳等，２０１４）．总体推覆方向为

北西向南东．由于受近南北向水平挤压作用，北极村

一带岩石变质变形最为强烈，而由北西向南东沿着

北极村—老沟—漠河一线其变质变形程度递减．因

此，该推覆构造表现出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特点

（王晓勇等，２００８）．Ｗ５（图３）为漠河盆地西侧一条

切割逆冲推覆断层的剖面（王骞，２００７）．南部断层断

面清晰，发育时间较长，具有隐伏性质，断层呈后展

式展布，推覆方向为北西向南东．

张顺等（２００３）根据该带整体缺少额木尔河组后

期的火山岩地层，推测推覆时间发生在晚侏罗世早

期．李锦轶等（２００４）利用花岗岩和变质岩中锆石定

年，推断漠河盆地是在活动大陆边缘基础上发育形

成的中晚侏罗世前陆盆地，该盆地前身（三叠纪—

早侏罗世）可能为与弧有关的盆地，其形成发展与蒙

古—鄂霍茨克构造带（李锦轶等（２００４）称为蒙古—

鄂霍茨克造山带）的造山过程有关．王晓勇等（２００８）

图２　漠河盆地推覆断裂分布与剖面位置图

（据王晓勇（２００８）修改）

Ｆｉｇ．２　Ｎａｐｐｅ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Ｍｏｈｅ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ＸＹ，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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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Ｗ５剖面逆冲推覆构造（位置见图２）（据王骞（２００７）修改）

Ｆｉｇ．３　ＮａｐｐｅｉｎＷ５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Ｆｉｇ．２）（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Ｑ，２００７）

依据漠河推覆构造内存在着未变形变质和已经变形

分异的中酸性脉岩，利用小马厂根部黑云母同位素

年龄以及大马厂韧性剪切带内黑云母等时线年龄，

推测漠河盆地推覆构造形成于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刘晓佳等（２０１４）根据出露于漠河逆冲推覆构造

根带、中带及峰带等不同构造部位的１０个同构造石

英脉的电子自旋共振测年，确定漠河逆冲推覆构造

主要活动时期为晚侏罗世晚期—早白垩世晚期．

海拉尔盆地是叠置于华北板块和西伯利亚板块

之间的内蒙古—大兴安岭古生代碰撞造山带之上的

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是典型的被动裂陷盆地（刘

志宏等，２００６；平贵东等，２０１４）．贝尔凹陷为海拉尔

盆地中部断陷带内最南端的一个二级构造单元，苏

德尔特构造带（图４、图５）位于贝尔凹陷西南部，呈

北东向分布．苏德尔构造带整体呈隆升趋势，在构造

带下伏发育于基底之上的典型的叠瓦状逆冲推覆构

造，推覆方向为由北向南；发生推覆作用的地质时代

约为早白垩纪．张帆（２００７）认为受挤压影响导致的

断层逆冲以及伸展控陷断层发生强烈反转，同时引

起苏德尔特构造带的整体隆升；同时推断发育于基

底的逆冲过程为前白垩纪造山过程中形成的古构造

的重新活动．个别学者认为苏德尔特构造带是由于

重力影响导致的横弯褶皱，而非侧向挤压引起（谢邵

晗等，２０１６）．

巴彦塔拉构造带是乌尔逊凹陷与贝尔凹陷的分

界线，由一系列平行的南东东向的断层组成的典型

构造变换带．从南北剖面上看，巴彦塔拉断层在不同

部位上性质是不一样的，东部（图６）为一个向北冲

图４　海拉尔盆地贝尔凹陷剖面位置图（据张帆（２００７）修改）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ｅｒｓａ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Ｈａｉｌａｅｒ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ＺｈａｎｇＦ，２００７）

的逆断层；发生推覆作用的地质时代约为早白垩纪

晚期（张绍臣，２００９），与苏德尔特构造带的推覆构造

方向相反．

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中晚侏罗世是燕山地区

强烈褶皱、逆冲、地壳显著缩短和岩石圈增厚的时

期，逆冲推覆作用结束于１３５Ｍａ前（Ｄａｖｉｓ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上述燕山板内造山带侏罗纪主要变形事件构

造分析表明，其东西向褶皱逆冲带变形反映了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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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穿过苏德尔特断层带剖面（位置见图４①）（张帆，２００７）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ｕｄｅｅｒｔｅｆａｕｌ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４① ）（ＺｈａｎｇＦ，２００７）

图６　穿过巴彦塔拉断层带剖面

（位置见图４②）（张绍臣，２００９）

Ｆｉｇ．６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ａｙａｎｔａｌ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ｂｅｌ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ｓｓｈｏｗＦｉｇ．４② ）（ＺｈａｎｇＳＣ，２００９）

向挤压和地壳缩短（赵越等，２００４），与内蒙大青山推

覆构造和中蒙边境大型推覆构造的时代一致（郑亚

东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这一时期重

要构造事件是蒙古—鄂霍次克海自西向东逐渐封闭

和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这次碰撞事件结

束于晚侏罗世（赵越等，１９９４；Ｚｏｒ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由

此可见，在燕山地区、内蒙地区和东北地区获得的证

据都表明，上述地区在侏罗纪都具有相同演化历史，

主要受西伯利亚与华北板块碰撞事件控制．阿拉坦

合力断陷位于二连盆地北部，杨克绳（２００６）提供的

过坦１井的阿拉坦合力断陷剖面（图８）显示：低于

３０°的逆冲推覆断层断穿早中侏罗世地层，同时被晚

侏罗世至早白垩世地层覆盖，推覆方向为南东向北

西，同时在其对面存在由北西向南东推覆的逆冲断

层．根据剖面显示，笔者认为由南东向北西的推覆作

用发生于晚侏罗世，而杨克绳（２００６）、刘春成等

（２０１０）则认为这些由南东向北西的推覆作用发生于

晚白垩世．

马新华和肖安成（２０００）、肖安成等（２００１）等学

者认为二连盆地的构造演化经历了早中侏罗世和

早白垩世伸展断陷盆地期、晚侏罗世末和早白垩世

晚期构造反转期及晚白垩世以来的整体抬升期５个

不同阶段．多数学者（张德林，１９９４；马新华和肖安

成，２０００；肖安成等，２００１）认为，二连盆地的逆断层

运动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为晚侏罗世末期的区域

性逆断层运动（构造反转）．这一期的逆断层活动相

对于其他时期，规模大，影响范围广．如二连盆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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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二连盆地构造单元（据刘春成等（２０１０）修改）

Ｆｉｇ．７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Ｅｒｌｉａｎ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ＬｉｕＣ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图８　阿拉坦合力断陷地震剖面（位置见图７①）（据杨克绳（２００６）修改）

Ｆｉｇ．８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ａｔａｎｈｅｌ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７①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ＹａｎｇＫＳ，２００６）

部的阿拉坦合力凹陷内的逆断层（图５），其逆掩距

离达７ｋｍ以上，垂直断距超过千米．第二期即早白

垩世末期的逆断层活动，规模相对较小，推覆方向为

北西向南东．而根据剖面显示，在这两期逆断层运动

同时，还存在这自南东向北西的推覆运动，发生在早

白垩世，推断其太平洋板块俯冲有关．

相同的区域构造背景、相近的同类构造单元、一

种构造变动组构了该构造变动的构造系统．漠河盆

地、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内的逆冲推覆构造组构了

大兴安岭西侧盆地群逆冲推覆构造系统．研究发现：

（１）大兴安岭西侧盆地群逆冲推覆构造系统的

整体推覆时间为中生代，推覆时间呈现西部略早，东

部略晚的特征．

（２）推覆构造系统存在由北西向南东推覆的断

层（图１，Ⅰ、Ⅱ、Ⅲ），基本具有相同的推覆方向，可

以推断其推覆作用产生的应力场基本相同．

（３）二连盆地和海拉尔盆地除了具有由北西向

南东的推覆断层，同时还具有由南西向北东方向的

推覆断层（图１，Ⅳ、Ⅴ），可见其推覆作用具有其他

不同的应力来源，而漠河盆地未见由南西向北东方

向推覆的断层显示．即大兴安岭西盆地群逆冲推覆

构造系统的北部表现为受到北西向南东的推覆作

用，而南部既存在北西向南东的推覆作用，也包括南

西向北东的推覆作用；南部具有的双向推覆作用表

明了其受到了与另一种与北部不同的应力场的影响．

（４）推覆构造系统内部存在不同组合和差异，

如海拉尔盆地（图５）由西北向东南的推覆构造北侧

存在明显的正断层，构造类型复杂．

３　讨论与结论

漠河盆地、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内的逆冲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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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构成了大兴安岭西侧盆地群逆冲推覆构造系

统．综合研究区附近的应力场分析，蒙古—鄂霍茨克

洋闭合、太平洋板块俯冲和西拉木伦河缝合带闭合，

可能是大兴安岭西盆地区域逆冲推覆构造系统附近

的主要应力场源．蒙古—鄂霍茨克构造带是中亚造

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晚侏罗世中期，蒙古—鄂霍茨

克洋逐渐向东封闭，在西伯利亚板块与中国东北拼

贴板块碰撞后进一步挤压，对大兴安岭以西盆地群

逆冲推覆构造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来源，构成了

漠河盆地、海拉尔盆地和二连盆地广泛存在的自北

西向南东的推覆构造（图１，Ⅰ、Ⅱ、Ⅲ），随着蒙古—

鄂霍茨克洋自西向东封闭，逆冲断层也沿着自西向

东延伸．１９０～１８５Ｍａ，太平洋板块在法拉龙板块、

伊佐奈歧板块和菲尼克斯板块的三联脊处形成（谢

鸣谦，２０００）．１４０～１２５Ｍａ，太平洋板块呈南南西方

向俯冲，到了１２５Ｍａ呈北西向漂移（包汉勇等，

２０１３），俯冲到中蒙地块之下，经过１５Ｍａ作用，推

测太平洋板块倾斜俯冲的作用可以达到二连盆地附

近，因此考虑二连盆地内部分逆断层（图１，Ⅳ、Ⅴ）

是受到了太平洋板块远程应力的影响，产生由南东

向北西的推覆．西拉木伦河缝合带位于研究区南部，

紧邻二连盆地．在早三叠世，西拉木伦河逐步开始闭

合，产生南北方向的挤压作用．而二连盆地剖面显示

其逆冲推覆时间为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西拉木伦

河闭合时间与二连盆地推覆作用时间相差了１１０～

１２０Ｍａ，因此推断二连盆地逆冲推覆运动受西拉木

伦河缝合带闭合的可能性较小，不是其主要的动力

来源．

大兴安岭以西漠河盆地、海拉尔盆地、二连盆地

内的推覆构造组构的推覆系统，其推覆方向归结为

两类：第一类由北西向南东推覆（图１，Ⅰ、Ⅱ、Ⅲ），

在三个盆地中具有表现；第二类由南东向北西推覆

（图１，Ⅳ、Ⅴ），在海拉尔盆地和二连盆地内有显示．

该系统第一类推覆作用来源于蒙古—鄂霍茨克洋自

西向东的闭合作用；第二类推覆作用来源于太平洋

板块俯冲的远程应力作用．这些推覆断裂基本发生

在中生界地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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