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 年代末，辽河油田在西部凹陷曙光钻遇以碳酸盐

岩为主的潜山地层 #“六五”期间，辽河油田研究院从潜山分布、

地层、储层、油藏类型和含油性预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 $"，将这套潜山地层归属到中、新元古界，自下而上建立了

大红峪组至景儿峪组的连续剖面，认为地层整体向北西倾斜，即

由南东到北西地层逐淅变新 # 后来的油田勘探开发工作一直沿

用这套地层划分方案 # 辽宁省区域地质志 % & ’ 对该区地层认识也

主要利用这一方案 #“九五”以来，在辽河断陷由浅层向深层的

滚动勘探中，在西部凹陷中部低断阶带又钻遇了这套地层，并见

到较好的显示 # 从而再次对这套潜山地层进行研究，提出有古

生界存在的新认识 %( ’，并从牙形石、微古植物、化石岩石学和岩

性组合等方面对辽河盆地西部凹陷这套潜山地层进行了重新厘

定 % ) ’ #
本文利用钻井取心及岩屑资料，结合电测井、地震及其他测

试资料，从地层岩性、古生物、古地磁及测井曲线特征等方面，对

辽河盆地西部凹陷古生代地层进行了探讨 #

& 地层层序及特征

西部凹陷钻遇的古生界包括寒武系的老庄户组、馒头组、张

夏组、崮山组、长山组、凤山组和奥陶系的冶里组 #
&# & 老庄户组 *$& ! +

该套地层主要钻遇于曙光古潜山带 # 岩性为棕黄、灰黄、黄

灰、灰和浅灰色白云岩 # 视电阻率曲线呈齿状高阻，自然伽马值

低，曲线呈低平状 # 未见化石 # 根据区域资料，本组与上覆馒头

组为整合接触，与下伏景儿峪组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以曙古! 井的 (,"- $ (.(, / 井段为代表，该组的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馒头组 紫红色页岩

整合

老庄户组 视厚度 &&. /

#黄、褐黄、灰黄和浅黄色白云岩 &0 /

$灰、浅灰色白云岩 01 /

%紫红色白云岩 && /
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 景儿峪组 灰色、浅灰色灰岩

&# ( 馒头组 *$" +
根据岩性特征，馒头组可以划分为 ) 个岩性段，自下而上

为：

大后海段 *$"23 + 岩性为黄、褐黄、灰黄、浅黄、灰、浅灰、

绿灰和紫红色页岩，灰岩夹页岩及黄、褐黄、灰黄、浅黄色白云岩 #
视电阻率曲线下部呈指状高阻，上部呈齿状中阻；自然伽马值下

部高上部低，曲线下部凸起，上部低平 # 未见化石 # 本组与上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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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以碳酸盐岩和砂页岩为主的古潜山地层一直划归到中、新元古界 # 由于在该套地层的岩石薄

片中发现交代残余的动物化石碎片，因此提出辽河盆地有古生界存在的新观点 # 通过牙形石、化石岩石学和岩性组合的研

究，结合测井资料对这套地层进行了重新厘定，建立了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地层层序，并对这套地层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 #
这项研究成果表明，辽河盆地存在古生代储层 # 同时通过古生界的厘定，认为古生代潜山并非单斜，而是由被断裂改造的褶

皱组成的断块，这一结论为重新认识潜山的内幕构造特征及油气储层分布规律奠定了基础 # 另外，辽河盆地古生界的确定

扩大了辽宁省古生代地层的分布范围，对修改和完善辽宁省该时期的岩相古地理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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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庄组和下伏老庄户组均为整合接触 !
代表剖面为曙古 " 井的 ##$%! & ’ #()$ * 井段，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石桥段 紫红色页岩

整合

大后海段 视厚度 ++&! & *

!黄、褐黄、灰黄灰岩，白云质灰岩 ,&! & *

"黄、褐黄、灰黄和紫红色页岩，白云岩，灰岩夹浅灰、灰和绿灰色页岩、

薄层灰岩 &) *
整合

下伏地层 老庄户组 灰色、浅灰色灰岩

石桥段 -$ !. / 岩性为灰、浅灰色薄层灰岩夹页岩与紫红

色页岩呈不等厚互层，夹薄层黄、褐黄、灰黄、浅黄色灰岩及绿灰

色页岩 ! 视电阻率曲线呈指状中高阻；自然伽马值较高，曲线呈

锯齿状凸起 ! 未见化石 ! 本组与上覆中生界为角度不整合接

触，与下伏馒头组为整合接触 !
代表剖面为曙古 " 井的 #+), ’ ##$%! & * 井段，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中生界 砾岩

角度不整合

石桥段 视厚度 +0"! & *

!灰、浅灰色薄层灰岩夹页岩与紫红色页岩不等厚互层，局部夹绿灰色

薄层灰岩和黄、褐黄、灰黄色灰岩 +,$! & *

"黄、褐黄、灰黄色白云质灰岩夹紫红色页岩 +0 *
整合

下伏地层 大后海段 棕黄色灰岩

当十段 -$!1. / 岩性下部为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与灰、浅

灰、棕红色灰岩呈薄互层状；上部为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与灰、浅

灰、棕黄、灰黄、黄灰及灰白色灰质、白云质砂岩呈不等厚薄互层 !
视电阻率曲线呈指状低 2 中阻，上部较下部略低；自然伽马值较

低，曲线呈低平状 ! 本组与上覆张夏组和下伏毛庄组均为整合

接触 !
在该套地层中，产纤细齿丛齿牙形石 - "#$%&’()*+ ,&-*.+ / !
代表剖面为曙古 %# 井的 #)0$! & ’ #%,(! , *-未钻穿 / 井

段，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张夏组 白云质灰岩

整合

当十段 视厚度 #"&! + *

!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与灰、浅灰、棕黄、灰黄、黄灰及灰白色灰质、白云

质砂岩呈不等厚薄互层 +$, *

"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与灰、浅灰、棕红色灰岩呈薄互层状 "$! + *
-以下未钻穿 /

+! % 张夏组 -$ / /
岩性下部以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为主，夹不等厚灰白、灰、浅

灰色砂质灰岩；上部主要为灰、浅灰色白云质灰岩，棕黄、灰黄、

黄灰色白云质灰岩及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不等厚互层 ! 视电阻率

曲线呈指状中高阻；自然伽马值较低，曲线呈低平状 ! 本组与上

覆崮山组和下伏徐庄组均为整合接触 !
在曙古 (% 井该套地层产纤细齿丛齿牙形石 - "#$%&’()*+

,&-*.+ /，克兰兹费氏牙形石 -相似种 / - 0*1-.+#.-$ 34! %1$-/$& / 等

化石 !
代表剖面为曙古 %# 的 +0## ’ #)0$! & * 井段，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崮山组 白云质灰岩

整合

张夏组 视厚度 #," *

!灰、浅灰色白云质灰岩，棕黄、灰黄、黄灰色白云质灰岩及褐灰色白云

质灰岩不等厚互层 +$, *

"褐灰色白云质灰岩为主，夹不等厚灰白、灰、浅灰色砂质灰岩 "$! + *
整合

下伏地层 馒头组当十段 褐灰色白云质灰岩

+! ( 崮山组 -$ 2 /
岩性主要是灰色、暗灰色、紫灰色碳酸盐岩，夹紫色细 2 粉

砂岩，在曙古 (0 井该组出现鲕粒灰岩，其鲕粒核心为三叶虫化

石碎片 ! 自然伽马曲线一般较低平，仅在局部泥岩井段较高 !
崮山组与下伏地层为整合接触 !

该套地层中，产松下韦氏牙形石 - 3&+,&12$$1)().-$ !$,4
+*+#.,$. / !

本文以曙 +)% 2 + 井 %&## ’ %,)& *-未钻穿 / 井段为例，崮

山组的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凤山组 灰色灰岩

断层

崮山组 视厚度 0% *

#灰色、浅灰色白云岩化灰岩 +# *

!暗灰、灰色次生微晶白云岩 +0 *

" 浅 灰 色 含 硅 或 硅 质 白 云 岩 化 灰 岩 ， 产 松 下 韦 氏 牙 形 石

- 3&+,&12$$1)().-$ !$,+*+#.,$. / &% *
-以下未钻穿 /

+! & 长山组 -$ 5 /
岩性为灰色、暗灰色碳酸盐岩，紫灰色砂岩和泥岩，呈互层

状或夹层状 ! 自然伽马值较低，曲线形态低平 ! 该套地层与下

伏崮山组为整合接触 !
该套地层中，产寒武米勒齿牙形石 - 6*&’’&1()*+ 5$!71.5*+ /、

加勒廷原沃尼昂塔牙形石 - "1((-&(,()*+ 2$’’$,.-. / 及海绵骨针化

石 !
揭露该组的典型剖面是曙古 (0 井的 #%$) ’ #($+! & * 井

段，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凤山组 灰色灰岩

整合

长山组 视厚度 +)+! & *

地 质 与 资 源地 质 与 资 源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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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紫色页岩，褐灰色灰岩 !"# $ %

"灰绿色、紫红色泥页岩 &!# $ %

#深灰色、褐灰色灰岩夹灰绿色、暗紫、紫红色页岩 "’# $ %

$暗紫、紫红色页岩 (# $ %

%深灰色、褐灰色灰岩夹暗紫、紫红色页岩，产寒武米勒齿牙形石

) !"#$$#%&’"( )*+,%-)"( *及海绵骨针化石 !’# $ %
整合

下伏地层 崮山组 页岩、灰岩

!# + 凤山组 )$ . *
岩性为灰色、暗灰色灰岩，鲕粒灰岩，花斑状白云岩化灰

岩，海绿石砂岩和泥岩 # 自然伽马值下部较低上部较高，曲线

形态下部低平上部凸起 # 钻遇该组的探井有曙 !,& - !、曙古.(、
曙 $.、曙古 & 等井 #

该套地层中，产双型费氏牙形石 ) 相似种 * ) /"%0-(1-0*
/0# ,-2#+-0*3* *、米勒原牙形石 ) 4%&)&0&’&0"( +"#$$#%- *、原牙形

石 )未定种 * ) 4%&)&0&’&0"( 12# *、后肋原牙形石 ) 4%&)&0&’&0"(
4&(3#%&)&(3*3"( *、原沃尼昂塔牙形石 ) 未定种 * ) 4%&)&0&’&0"(
12# *、锯齿原牙形石 ) 4%&)&0&’&0"( (##%*3"( *、无饰费里克塞牙形

石 )相似种 * ) /%56#$$&’&03"( /0# -0&%0*3"( *等牙形石化石，此外见

腕足类化石碎片 #
本区凤山组的典型剖面是曙 !,& - ! 井的 &&$$ 3 &.(! %

)第 ! 3 $ 岩层 * 和曙古 ’4 井 !’!!# ,! 3 !’$!# (! %)第 + 岩层 *，
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冶里组 灰色灰岩

整合

凤山组 视厚度 !++# ( %

&暗紫色鲕粒灰岩，产三叶虫、棘皮类等生物化石 .,# ( %

!灰色泥晶灰岩、硅质或白云质灰岩 !" %

"灰色、深灰色含硅或硅质页岩 !, %

#深灰色白云岩化灰岩，产双型费氏牙形石 ) 相似种 * ) /"%0-(1-0*

/0# ,-2#+-0*3* *及腕足类碎片 !, %

$浅褐红色泥质白云岩化灰岩 !’ %

%灰色、深灰色白云岩化灰岩，产米勒原牙形石 ) 4%&)&0&’&0"( +"#$$#%- *

4$ %
断层

下伏地层 崮山组 灰岩、浅灰色白云岩化灰岩

!# 4 冶里组 )5 5 *
岩性主要为灰色、深灰色、褐灰色灰岩，竹叶状灰岩 # 本组

与下伏凤山组为整合接触 #
该组富含牙形石化石，主要属种有三角形劳伦斯堪的牙形

石 ) 7*"%#03&()*0’&’"( 3%-*02"$*%-( *、 似 华 美 尖 齿 牙 形 石

) 8)&$&9&’"( (",%#6 *、角镰箭牙形石 )相似种 * ) :%#9*0&-(3&’"(
/0# *02"$#0(-( *、诺兰镰箭牙形石 ) :%#9*0&-(3&’"( 0&;$*0- *、曼尼

陶罗斯牙形石 ) <&((&’"( +*0-3&"#0(-( *、细罗斯牙形石 ) <&((&’"(
3#0"-( *、线脊荆脊牙形石 ) =)*031&’"( $-0#*3"( *、针锐牙形石 )新种

6* ) =)&’"( 12# 789# 6 *、角基肿齿牙形石 ) >&%’5$&’"( *02"$*3"( *、

新巴斯勒多变单锥牙形石 ) ?*%-*,-$&)&0"( 0#&,*(($#%- *、纹线齿牙

形石 )新种 6* @ 83%-*3&’&03"( 12# 0&AB 6 C- *0’ D*%0#(E !’’. *、长

基角齿牙形石 ) >&%0"&’"( $&02-,*(-( *、巴斯勒多变单锥牙形石

) ?*%-*,-$&)&0"( ,*(($#%- *、雕刻三肋牙形石 ) F%-)&(3*3"( 2$593"( *、
荆 棘 牙 形 石 ) 未 定 种 * ) =)*031&’"( 12# *、 卡 氏 种 齿 牙 形 石

) >&%’5$&’"( )*(#5- *、 纹线 齿牙 形石 ) 未 定种 * ) 83%-*3&’&03"(
12# *、纤细圆柱牙形石 ) F#%-’&03"( 2%*)-$-( *、尖齿牙形石 )未定

种 * ) 8)&$&9&’"( 12# *、圆柱牙形石 )新种 6* ) F#%-’&03"( 789# 6 *、
镰牙形石 )未定种 * ) :%9*’&’"( 12# *等，此外还见三叶虫、棘皮类

等其它化石碎片 #
本文以曙古 ’4 井 !+’! 3 !’!!# ,! % 井段为代表建立本组

地层剖面，特征如下 #

上覆地层 中生界 砂砾岩

角度不整合

冶里组 视厚度 "",# ,! %

&灰、浅灰色灰岩 "$ %

!浅灰、暗紫色灰岩，竹叶状灰岩，产曼尼罗斯牙形石 ) <&((&’"( +*0-G

3&"#0(-( *、平坦镰牙形石 ) :%9*’&’"( 9$*0"( *、镰牙形石 ) 未定种 *

) :%9*’&’"( 12# * 44 %

"暗紫色灰岩 "$ %

#暗紫夹浅灰色灰岩 !+ %

$灰白、浅灰色灰岩，纹层状灰岩产曼尼陶罗斯牙形石 ) <&((&’"( +*0-G

3&"#0(-( *、失齿牙形石 )新种 6* ) =)*03-&’"( 12# 789# 6 *、弓形镰牙形石

) :%9*’&’"( *%)"*3"( *、圆基肿齿牙形石 ) >&%’5$&’"( %&3"0’*3"( *、不

对称尖齿牙形石 ) 8)&$&9&’"( *(5++#3%5 *、巴斯勒尖齿牙形石 ) 8)&$&9&’"(

,*(($#%- *、尖齿牙形石 )新种 6* ) 8)&$&9&’"( 12# 789# 6 *、尖齿牙形石 )新种

: * ) 8)&$&9&’"( 12# 789# : *、角基肿齿牙形石 ) >&%’5$&’"( *02"$*3"( *、华美

尖齿牙形石 )相似种 * ) 8)&$&9&’"( /0# ;<= *、纤细圆柱牙形石 ) F#%-’&03"(

2%*)-$-( *、圆柱牙形石 ) 未定种 * ) F#%-’&03"( 12# *、纤细齿丛牙形石

) 41*H#$&’"( 3#0"-( *、伯氏牙形石 )未定种 * ) D#%2(3%&#+&20*31"( 12# *

+4 %

%浅灰、灰绿色灰岩 !, %

整合

下伏地层 凤山组 暗紫色鲕粒灰岩

" 潜山地层的分布特征

潜山形态和分布是石油地质勘探开发研究的重要内容 #
含油盆地基底的古潜山地层深埋于地下，无法直接观测地层的

产状和分布特征，因此，给这项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 然而，综合

利用地震、测井、古地磁和地层对比等资料，仍能获得古潜山地

层的内幕构造及分布特征等信息，进而为古潜山油田的勘探和

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
曙光古潜山带位于西部凹陷中段西斜坡，主要受控于北东

向断层 # 在北东向和近东西向断层的切割下，使整个潜山带分

割成多个潜山断块，各潜山长轴方向以北东向为主 )图 ! * #
"# ! 地层产状的确定

根据地层倾角测井、探井间岩石地层的对比和地层层序关

系等资料，对地层产状和岩性空间分布进行了初步研究 # 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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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潜山顶面的岩性分布规律，明确了曙光古潜山带地层的总体

走向为北东，局部变化复杂，地层倾向和倾角在不同井具有一定

的差异 !表 " # $ 综合分析认为：曙 "%& 古潜山倾向南东—南西，

倾角 ’% ( )%*；曙 "%+ 古潜山倾向北西—北东，倾角,% ( &%*；
曙 ",- 古潜山倾向南东，倾角 ’% ( )%*；曙光古潜山中部斜坡带

倾向南东，倾角 ,% ( -%*；曙光古潜山带西北部的高断阶带倾向

北西，倾角 &% ( )%*$
,$ , 地层分布特征

西部凹陷古生代地层自沉积以来，经历了多期构造旋回 $
遭受了地层反扭挤压，顺扭拉张和多期断裂作用改造 . ’/ - 0 $ 在地

质历史时期，曾形成断裂构造、花状背斜构造和地层的超覆、平

移和旋转 $ 早中侏罗世时期，中国东部地区遭受了强烈的应力

作用 .) ( 1 0 / 致使前中生代地层普遍发生褶皱和断裂，该时期的最

大主应力方向为 233 4 566$ 在辽河断陷，这期应力作用表现

出明显的南北向反扭挤压的特点，形成北东向逆断层，如曙古 ""-
—曙古 "&" 断层、曙古 """—曙古 &, 断层和曙古 )% 断层等和北

西—北北西向平移 4 逆断层，如曙古 77—杜古 )- 断层和曙古 "&"
—曙古 && 断层等 $ 这些逆断层在地震剖面上有时反射不清，但

在钻井井孔的地层层序上表现得十分清楚，即老地层超覆于新

地层之上，如在曙古 71 井和曙古 """ 井大红峪组超覆于寒武系

倾角

)%*

-%*

-%*

&-*

-%*

)%*

’%*

--*

+%*

&-*

’%*

-%*

)1*

’,*

+-*

-%*

倾向%倾角

&%%*%,-*

"%%*%&%*

&&%*%&%*

&%%*%1%*

&-*%&)*

,1%*%-%*

7%*%&-*

,+%*%,%*

&%%*%,-*

",%*%’%*

&,%*%’-*

&,%*%’-*

"7%*%’-*

-%*%--*

"’%*%,%*

&-%*%,-*

倾向%倾角

",1*%’’*

&,%*%)&*

--*%",*

,)-*%)*

)"*%’’*

,7,*%&)*

"-,*%"*

"1"*%&&*

图 " 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地层剖面图

89:$ " 2;<=;9:<=>?9@ AB@;9CD =@<CAA9D: 2?E:E=D: FE<9BG ?9HHA 9D I9=C?B F=A9D
"—灰岩 ! H9JBA;CDB #；,—页岩 ! A?=HB #；&—海绿石砂岩 ! :H=E@CD9;9@ A=DGA;CDB #；’—石英砂岩 ! KE=<;L A=DGA;CDB #；-—混合花岗岩 !J9:J=;9;9@ :<=D9;B # M )—正断

层 ! DC<J=H N=EH; #；+—逆断层 ! <BOB<AB N=EH; #；1—不整合 ! ED@CDNC<J9;P #；7—推测地层形态 ! 9DNB<<BG A;<=;EJ NC<J #；! ("依次为曙古 ""-、曙古 "’、曙古 71、

曙古 ,、曙古 "%7、曙古 ’1、曙古 ’’、曙古 "+、曙 "%+ 和曙 ""% 等探井位置 $ 剖面位置见图 , ! Q?B N9:E<B >CA9;9CD 9A A?CRD 9D 89:$ , #

表 " 西部凹陷曙光古潜山部分井段古生界的倾向和倾角

!"#$% & ’() *(+%,-(./0 "/* "/1$%0 .2 3"$%.4.(, 0-+"-" (/ 0.5% 6%$$0 (/ 78919"/1 #9+(%* 8($$0 .2 :(".8% ;"0(/

古地磁

曙 "%, 井 "1%& ( "171 J
曙古 "- 井 ,",’ ( ,"7- J
曙 , 4 ) 4 ,7 井 &&+) ( &-,) J
曙 -’ 井 &&-7 ( &&), J
曙 "%1 井 &-7+ J

曙 """ 井 &+&7 J
曙 ""1 井 &1&" J
曙 ",& 井 &+77 J

岩心实测

曙古 7+ 井 "+"+$ ) J
曙古 7+ 井 "1&’$ % J
曙古 ",- 井 ")11 J
曙古 ",- 井 "7-& J
曙古 71 井 "+-% J

曙古 )% 井 "117 J
曙古 , 井 ,%1’ J
曙古 "- 井 ,",7$ 7 J
曙古 "- 井 ,"&’$ 7 J
曙古 ,& 井 "1-) J
曙古 -’ 井 &,,% J

曙古 -’ 井 &&)% J
曙古 "%1 井 &-’+ J
曙古 """ 井 &+’1 J
曙古 "", 井 &+&- J
曙古 "%& 4 " 井 &’-, J

倾角测井

曙 "%+ 井 &"’- ( &’,+ J
曙 "%+ 井 &’&% ( &’71 J
曙 "%+ 井 &’71 ( &-&% J
曙 "%+ 井 &-1" ( &-7, J
曙 "%1 井 &-&+ ( &)%+ J

曙 "%1 井 &),- ( &)&- J
曙 "%1 井 &)+% ( &+’& J
曙 """ 井 &)+7 ( &+&- J
曙 """ 井 &"’- ( &’,+ J
曙 "", 井 &--% ( &-1, J
曙 "", 井 &-1& ( &1"" J

曙 ",& 井 &1-) ( &1+% J
曙 ",& 井 &11, ( &7"& J
曙 ",& 井 &7,- ( &7&+ J
曙 , 4 ) 4 ,7 井 &%’- ( &,7" J
曙 , 4 ) 4 7 井 &,7" ( &-7%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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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曙古 !" 井和曙古 #! 井大红峪组超覆于奥陶系之上等 $
在地层平面分布图上，表现出老地层切割不同时代的新地层，如

杜家台潜山的大红峪组切割曙光古潜山的青白口系至奥陶系，

这也是老地层平移和逆冲的结果 $
古近纪时期，中国东部地区又遭受了另一期强烈的应力作

用，最大主应力方向为 %&& ’ ())$ 在辽河断陷，这期应力作用

表现出明显的顺扭拉张的特点 &*’，这是形成辽河断陷的主要应

力场 $ 在辽河断陷西部凹陷存在一条较大的岩石圈断层，向上

派生出多条主断裂，如曙古 +,—曙古 +# 断层、曙 -.—曙 ++! 断

层和西部凹陷西缘及东缘断层等 $ 在顺扭拉张过程中，不同断

层下断速度和幅度有一定差异，如盆地东缘下滑速度较西缘快，

地层沉陷不均衡，产生旋转作用 $ 另外，同一条断层不同断面位

置下断速度和幅度也可能有较大差别，甚至同一条断层一侧为

正断层性质，另一侧为逆断层性质，如曙古 !#—曙古 ## 断层和

杜古 "*—曙 "/ 断层 $ 这对地层原始产状影响极大，不仅表现为

倾角大小的变化，而且可能导致地层倾向的变化 $ 但由于地层

的旋转和断裂主要受基底主干断裂控制，地层的分布又有一定

规律性 $ 根据地层对比和产状资料，结合潜山的构造演化分析，

我们认为曙光古潜山地层整体上沿北东 ’ 西南方向呈条带状分

布，倾向以北西或东南为主，局中可能出现旋转现象 $ 曙光古潜

山带由多个断块组成，地层呈层状披覆在西斜坡上 $ 在曙古 +-

井—曙古 , 井一线、曙 ++. 井—曙 ++/ 井—曙古 *! 井一线和曙

++0 井附近可能存在古背斜；相反，在曙古 ./ 井—曙 +0* 井一

线、曙 +0# 井—曙 ! ’ ! ’ ## 井一线和曙 +!- 井—曙 +++ 井一线

可能存在古向斜 1图 +、! 2 $ 另外，由于构造运动的不均衡性，特

别是地层遭受了多期反扭挤压和顺扭拉张，从而导致地层的不

协调接触，甚至出现地层顶牛现象 $

. 地质意义

1 + 2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古生代地层研究成果表明，辽河油

区存在古生代地层，并可以成为石油天然气储层，因此扩宽了辽

河油田油气勘探的层系范围 $ 古生界已成为一个新的领域 $
1 ! 2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古生代地层研究，对重新厘定辽河

断陷古潜山地层产状及内幕构造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 前人认为

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地层产状单一，多为走向北东为主的单斜

山 $ 通过上述研究认为，这套古潜山地层形成至今遭受了多期

走滑挤压、走滑伸展等地质作用改造 $ 从整体上看，一方面，潜

山是由残存的褶皱群组成，即不同潜山山头可能是向斜或背斜

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潜山又是由不同的断阶带组成，而单独的

潜山山头又是独立的断块 1图 + 2 $
1# 2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古生代地层的厘定和研究，为研究

辽宁地区古生代地层的总体发育及分布特征、探讨该时期的岩

图 ! 辽河盆地曙光古潜山前中生界顶面地质图

345$ ! 678 9:8;<8=>?>4@ 58>A>54@ BCD >E (7F5FCG5 HF:48I 74AA= 4G J4C>78 HC=4G
+—逆断层 1 :8K8:=8 ECFAL 2；!—正断层 1 G>:BCA ECFAL 2；#—平移断层 1 =L:4M8;=A4D ECFAL 2；.—地层界线 1 H>FGIC:N >E =L:CLC 2；-—剖面线位置 1 D>=4L4>G >E =8@L4>G

A4G8 2 O "—奥陶系 1P:I>K4@4CG 2；,—寒武系 1 QCBH:4CG 2；/—青白口系 1 R4G5HC4M>F =N=$ 2；*—长城系 1 Q7CG5@78G5 =N=$ 2；+0—太古宇 1S:@78C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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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古地理提供了新资料 ! 前人 " # $ 认为，辽西地区古生代地层尖

灭于锦州—义县—阜新一线以西 ! 辽河油田曙光古潜山古生界

的确定，扩大了辽西地区古生代地层分布范围，进一步完善了辽

西地区寒武纪、早奥陶世的岩相古地理面貌 ! 研究认为，在寒武

纪和早奥陶世，辽西海盆的东部海域达到盘锦地区，并在该区沉

积了这个时期的地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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