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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含油气盆地基础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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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系统地收集、整理欧洲含油气盆地的基础地质资料，按其构造属性的不同将

欧洲大陆含油气盆地分为克拉通盆地、前陆盆地和相对稳定的张裂断陷盆地（这３种盆地

代表了山间盆地等的３种类型的盆地），并对每一种类型具有代表性盆地的形成演化、沉

积建造、构造发育阶段、生储盖组合、主要含油气层系和含油气系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研
究认为克拉通盆地具有较高的油气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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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大陆位于欧亚大陆西部，面积约占整个

欧亚大陆的１／５。从 地 质 看，欧 洲 大 陆 是 一 个 以

东欧地台为核心，总体上向南增生的大陆，东侧以

乌 拉 尔 褶 皱 带 与 西 伯 利 亚 地 台 相 邻，西 侧 以 挪

威—不列颠岛—阿巴拉契亚加里东褶皱带与北美

地台邻接，南侧以阿尔卑斯—高加索中、新生代褶

皱带为界［１］。在欧洲大陆上分布 有 不 同 类 型、不

同构造属性的含油气盆地。因此，开展对欧洲大

陆含油气盆地的油气地质进行综合研究，分析欧

洲大陆各含油气盆地的油气资源潜力，可以为建

立国家层面的全球油气资源数据库体系提供基础

数据，为国家制定油气资源战略与能源外交政策

提供政策依据，为国内石油企业的“走出去”提供

支撑和服务，更好地促进海外油气勘探与开发。

１　欧洲大陆基础地质概况

欧洲大陆主要包括３部分，基本构造 格 局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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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东北部为古老的结晶基底，出露于波

罗的地盾和乌克兰地盾［２］；中部为古生代 的 地 槽

区，主要包括莫斯科台向斜、沃罗涅兹台背斜等；
南部为中、新生代地槽区，属阿尔卑斯褶皱山系，
其间发育有一系列的山间盆地，以新近纪海相碎

屑沉积为主的盆地，如潘诺尼亚盆地等。

图１　欧洲大陆基本构造格局略图（据文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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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大陆前寒武系出露区主要分布于波罗的

地盾，地 层 总 的 成 ＮＷ 方 向 分 布，从 ＮＥ向ＳＷ
由老变新，沿科拉半岛出露的太古宙萨姆群（＞２５
亿ａ）和早元古宙白海群（＞２０亿ａ）由花岗岩、片

麻岩和低压麻粒岩组成［１］。中元古代和晚元古代

的瑞芬群（１８．７～１６．４亿ａ）和 哥 特 群（１１～９亿

ａ）已是石英岩、叠层石灰岩、层状铁矿和基性火山

岩等浅变质地层。东欧地台下古生界为稳定的地

台型盖层，下部有冰碛层，上部含丰富的伊迪卡拉

动物 群，下 寒 武 统 砂 岩 和 蓝 色 黏 土 层 覆 盖 其 上。
中、晚寒武世沉积间断，然后是奥陶系和志留系的

砂岩、页岩和石灰岩。上古生界的地层分布与相

变趋向与下古生界有所不同，泥盆系在新隆起的

加里东山系两侧，组成著名的老红砂岩大陆。上、
中上石炭统和二叠系为位于新出现的海西山系北

侧边缘坳陷中的海陆交互相复理石沉积。上二叠

统为红色陆相磨拉石，表明海西褶皱山系的生成。
晚二叠世含膏盐的镁灰岩群不整合于海西褶皱基

底之上，沉积作用一直持续到白垩纪。
中、新生代是新特提斯褶皱带发育阶段，有２

种沉积型相：一种以德国盆地为代表，三叠系下统

斑砂岩为陆相杂色砂岩，中统壳灰岩为海相蒸发

岩，上统为海陆交互相，侏罗系主体为浅海相灰岩

和碎屑岩下白垩统下部为陆相，晚白垩世的最大

海侵形成了特征的白垩层，欧洲大陆的古近系仍

保持海相沉积，直到上新统欧洲才普遍成陆；另一

种以阿尔卑斯为代表，特提斯构造域中新生界是

另一种情况，三叠系不整合于古生界之上，表现为

以灰岩为主的海进层序，中新统含有基性海相火

山岩，侏罗纪和早白垩世是特提斯海强烈沉陷、洋
壳出现的阶段，阿尔卑斯地区由北向南沉积深度

增加，中、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的红色结核灰岩和

放射虫硅质灰岩直接覆于浅水灰岩之上，晚白垩

世起转为复理石沉积，始新世后，特提斯海闭合，
阿尔卑斯山系形成，渐新统磨拉石出现在边缘坳

陷中，上新世后出现冰川沉积。
欧洲大陆的大地构造有以下特点：①北端的

斯堪的纳维亚地盾，由巨大的前寒武系结晶基底

组成；②东欧主体为一地台，包括俄罗斯地台以及

东北和南东的边缘造山带；③中欧地台的基底是

加里东古老岩层，呈ＥＷ 向，西部从英国开始，东

部与东欧地台相接；④西欧是晚海西期的地台，包

括一大批基岩隆起及一些盆地、坳陷和地堑；⑤阿

尔卑斯褶皱带，由一系列山脉组成，如巴尔干、阿

尔卑斯、狄那里克等山脉，包括山前磨拉石盆地和

山间盆地［１］。

２　欧洲大陆含油气盆地基础地质

欧洲大陆范围广，盆地众多，除前苏联和西北

欧海域外，主要有喀尔巴阡盆地、潘诺盆地、磨拉

石盆地、德 国 盆 地、波 河 盆 地、波 兰 盆 地、巴 黎 盆

地、埃布罗盆地、卡斯蒂利亚盆地等（图２）。按其

大地构造属性可将其分为３类：①克拉通盆地，主
要包括中欧地台区克拉通含油气盆地和中生代的

陆内克拉通盆地，如德国盆地、巴黎盆地等；②前

陆盆地，如磨拉石盆地、喀尔巴阡盆地等；③相对

稳定的张裂断陷盆地，相当于山间盆地，如潘诺、
特兰西瓦尼亚等盆地。

图２　欧洲大陆主要含油气盆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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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欧洲克拉通盆地基础地质研究

克拉通盆地是长期保存下来的盆地，其 油 气

储量约占全球油气储量的四分之一，在世界石油

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３］。早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之前，就开始了对克拉通盆地的油气勘探并

发现了油田，而今在勘探成熟的克拉通盆地仍能

发现工业性油气区带，这种漫长的勘探历程受克

拉通盆地油气分布规律的制约。克拉通盆地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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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的而又是最为复杂的盆地，迄今为止对其

成因仍莫衷一是。这种类型的盆地在地球历史后

期长期存在，因此是研究这一阶段地球动力学演

变的重要依据。克拉通盆地油气聚集规律复杂，
存在聚集最佳时效问题，保存条件是油气成藏的

一项重要因素。
欧洲大陆克拉通盆地主要包括２类：一 类 为

中欧地台区克拉通含油气盆地，如德国盆地；另一

类为古生代褶皱基底块断区的中生代的克拉通盆

地，如巴黎盆地。

２．１．１　德国盆地

德国盆地 包 括 德 国 东 北 盆 地 和 德 国 西 北 盆

地，属中欧地台上的克拉通盆地。德国东北盆地

属中欧地台的中段，南界为华力西块断山，基底为

上古生界变质岩，面积６．２万ｋｍ２，盆地中心基底

深７　０００ｍ；德国西北盆地，北为丹麦南部的林克

宾芬隆起，南为海西褶皱的莱茵地块和哈茨山，面
积５．６万ｋｍ２。笔者以德国盆地为例研究中欧地

台克拉通盆地的形成及演化过程。
以德国东北盆地为例，地层主要由石炭系、二

叠系以及三叠系组成［４－６］。早 石 炭 世 杜 内 期 地 层

仅分布于盆地北缘，厚度最大可达３４１ｍ，最底部

含有 生 物 泥 晶 灰 岩，另 有 泥 岩 发 现，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等［７］提出该区存在有一些晚杜内阶的凝灰质泥岩

夹层；早石炭世维先期地层分布于整个盆地，从南

到北都很厚，最厚约１　４８０ｍ，底部大多为生物亮

晶灰岩、泥粒灰岩和少量泥岩，中部大量缺失，顶

部由 球 状 亮 晶 灰 岩、生 物 亮 晶 灰 岩、粒 泥 灰 岩 组

成；早石炭世纳缪尔期地层仅分布于盆地的北部

和中部，自东向西的带，向北逐渐增厚；晚石炭世

韦斯特伐亚期地层沉积物从鲁根北部沿盆地方向

增厚，最厚大约 为５６０ｍ，主 要 由 碎 屑 岩 为 主，另

外还发现有煤层；晚石炭世斯蒂芬期地层自北东

向南西逐渐减薄的模式，厚度最厚大约为５００ｍ，
主要由石英砂岩（部分夹杂碳酸盐胶结物）、砂泥

岩和泥岩为主，沉积物以陆相为主。早二叠世地

层主要为一套碎屑岩，其中赤底统（Ｐ１－２）砂岩只产

气；上二叠世地层主要由碳酸盐岩组成。三叠系

主要为砂泥岩、白云岩及膏盐层组成，厚达１　６００
～２　３００ｍ。德国东北盆地可以分为５个 演 化 阶

段：①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初次裂开阶段；②早二

叠世—中三叠世的最大沉降阶 段；③中 三 叠 世—

白垩纪的盆地分化阶段；④晚白垩世倒转阶段；⑤
新生代最终沉降阶段。

到目前为止德国东北盆地已发现２０个油田，

２７个气田，其中萨尔茨韦德尔气田储量１　０００亿

ｍ３。德 国 西 北 盆 地 已 发 现１１０个 油 田，７０个 气

田，是德国最 主 要 的 气 田 区，至 今９９％的 天 然 储

量和９３％的石油储量集中在此盆地，其中德国最

大的鲁勒油田，地质储量１．１亿ｔ，主要产层为下

白垩统凡兰吟阶砂岩，上二叠统白云岩油田有瓦

登堡、斯塔夫霍斯特等，天然气储量超过百亿ｍ３。

２００６年欧洲油气年报显示，德国盆地的油气储量

为１　００５．６１ＭＭｂｏ。

２．１．２　巴黎盆地

巴黎盆地属于中生代的内克拉通盆 地，面 积

为１１０　０００ｋｍ２，最大沉降区的地层厚度为３　０００
ｍ，巴黎盆地是边界最清楚的地质单元之一，它基

本上是一个构造单元和自然地理单元，但不是一

个沉积单元。巴黎盆地的基底是海西期遭受褶皱

的晚古生代花岗岩、沉积岩和变质岩，在盆地中心

它们被埋在以下，而在盆地的边缘出露地表［８－１０］。
巴黎盆地主要沉积中生代的地层，其 中 三 叠

系由本特阶、壳灰岩阶和考依波阶组成，本特阶主

要分布于盆地东部，岩性为粗砂岩夹砾岩，其余的

２个阶分布广，岩性以碳酸盐岩和蒸发岩为主，向

盆地中部相变为砂岩。侏罗系为分布广泛的页岩

和碳酸盐岩层系。下白垩统的下部为陆相碎屑岩

沉积，盆地 中 央 地 带 的 下 白 垩 统 厚 达３００～４００
ｍ，上白垩统由白垩和燧石层互层构成，是全球海

平面升高的结果［３］。巴黎盆地是古近系典型沉积

地区，沉积面积逐步减小，在此期间有６次海侵，
沉积了６套薄且局部分布的沉积旋回或层序，这

些旋回为：①蒙丁阶，由灰岩组成，上覆陆相泥灰

岩；②塔内提阶，白海绿石砂岩和灰岩组成；③伊

普雷斯阶，由黏土岩组成；④卢台特阶由货币虫灰

岩组成；⑤巴尔顾阶，主要由湖相砂岩、泥灰岩、砂
屑石灰岩和石灰岩组成；⑥斯坦普阶，由绿色黏土

岩组成，古新世以旋回１和２为代表，始新世由旋

回３至旋回５为代表，渐新世下部由旋回６为代

表，中新统和上新统（新近系）在盆地的大部分地

区缺失。
作为克拉通内盆地或坳陷，巴黎盆地 构 造 简

单，盆地 在２３０Ｍａ内，主 要 是 在 三 叠 纪 和 侏 罗

２７



　第２７卷 第１２期 　　　　　　温泉波，等：欧洲大陆含油气盆地基础地质研究

纪，堆积了厚约３　０００ｍ的沉积物，复杂的多期变

形形成了巴黎盆地的格架，并且产生了多期的差

异掀斜和古地理面貌，它们继续影响着盆地后续

历史。很明显，三叠纪和里阿斯期时，巴黎盆地属

广阔的日耳曼盆地的一部分；侏罗纪和早白垩世

时，它为阿尔卑斯（特提斯）海中的一个海湾；而晚

白垩世和第三纪时，它为英国—比利时盆 地 向 南

部和东南部的延伸。
巴黎盆地的储集层岩性主要砂岩、灰岩，发育

在下白垩统、侏罗系、中—上三叠 统 地 层 中，储 层

的孔隙 度 可 达１０％～１６％，渗 透 率 可 达３００～
６　０００ｍＤ。盖层岩性主要为页岩，大部分油田均

是低幅度的背斜，常以断层为边界，在南部地区，
背斜的主轴是南北向在中央地区，主轴是东西向。
例如，道 格 统Ｃｈａｉｌｌｙ圈 闭 位 于 巴 黎 东 南５０ｋｍ
处，是由ＣＥＰ在１９５９年发现的，当时的井位也是

钻到地震反射层的闭合高点上，该圈闭由２个构

造高点组成，倾角平缓，闭合度为３０ｆｔ（约１０ｍ），
被一条Ｅ—ＮＥ向的断层断开，断距约１０ｍ，该圈

闭形成于晚侏罗世。
巴黎盆地５０个油田中发现 大 约２．８亿 桶 的

可采石油储量，这些储量的１／２是在３个主要油

田 发 现 的，即 Ｃｈａｔｅａｕｒｅｎａｒｄ、Ｃｈａｕｎｏｙ 和

Ｖｉｌｌｅｐｅｄｕｅ。３０个主要的油气 田 中，１０个 分 布 在

道格统内（占总储量的４０％左右），１２个在上—中

三叠统（占总储量的３０％左右），８个油田分布在

瑞替阶，１个气田分布在壳灰岩阶。２００６年 欧 洲

油气年报显 示 巴 黎 盆 地 的 油 气 储 量 为２　９８１．４２
ＭＭｂｏ。

２．２　欧洲前陆盆地基础地质研究

欧洲前陆盆地的典型代表盆地是位于阿尔卑

斯山前的磨拉石盆地［１１－１３］。磨拉石盆地为阿尔卑

斯山脉北麓山前坳陷，西起法国的罗呢合谷，向东

穿过瑞士、西德南部，东至奥地利，它是阿尔卑斯

山北缘的一个典型丘陵盆地，南与阿尔卑斯山邻

接，北部基本以多瑙河为界，整个盆地进一步分为

北部未褶皱山前磨拉石地区和南部褶皱的亚阿尔

卑斯磨拉石地区，在德国境内面积３．４万ｋｍ２，瑞
士境内面积约１．５万ｋｍ２，奥地利境内 面 积 境 内

面积８　６００ｋｍ２，总 面 积５０．８万ｋｍ２，盆 地 不 对

称，南陡北缓［１］。

磨拉石盆地是阿尔卑斯山北缘的一个典型丘

陵盆地，对其演化历史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详

细的研究［１４－１６］。阿尔卑斯造山带是欧洲板块和非

洲板块典型的多次碰撞造山带，总体构造特征表

明其造山作用最初表现为洋盆闭合过程中的俯冲

作用，最后才是大陆碰撞及相继发生的陆块与陆

块间大规模的俯冲和逆掩，在造山带边缘的大陆

边缘形成中—新生代构造盆地［１７］。
磨拉石盆地地貌上基本上与中部高 原 相 当，

盆地内充 填 了 厚 大 的 渐 新 世—中 新 世 碎 屑 沉 积

物，最厚达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ｍ；盆地南部已被前阿尔

卑斯推覆 体 覆 盖［１８］。该 单 元 可 划 分 为“原 地”磨

拉石或高原磨拉石及南部边缘的亚阿尔卑斯磨拉

石。前者为渐新世—晚上新世平 坦 沉 积 层，西 部

见舒缓褶皱，东部有断层。总的向北倾斜并过渡

为两 翼 较 陡 的 褶 皱，背 斜 核 部 多 为 冲 断 层 破 坏。
后者为向南倾斜的渐新世—早中新世沉积层构造

岩片组成，岩片向北西方向逆冲。
磨拉石盆地结晶基地之上为上古生 界、中 生

界和第三系，主要沉积时代为晚古生代至第三纪，
厚度约６　０００ｍ［１９］。主要 储 集 岩 时 代 为 侏 罗 纪、
白垩纪、始新世，岩性为砂岩。磨拉石盆地南陡北

缓分为南北２个构造区。北部称高原磨拉石区，
倾斜平缓，褶皱宽平。南部伏于石灰岩阿尔卑斯

逆掩带之下，为褶皱磨拉石区。从渐新世至上新

世属山前坳陷带，接受因阿尔卑斯山脉上升侵蚀

带来 的 碎 屑 沉 积，主 要 为 三 角 洲 和 浅 湖、沼 泽 沉

积，局部为河流沉积，夹淡水灰岩和泥灰岩。在早

渐新世和中早新世有２次海侵。全层以砂岩和泥

灰岩为主。磨拉石沉积覆在上侏罗统至白垩系的

石灰岩之上［１］。该盆地磨拉石系晚始新世碰撞后

形成同造山后期（中渐新世—晚中新世中期）的一

套陆缘碎屑岩，分两大旋回，每一旋回自下而上为

海至陆相，由细而粗。同时磨拉石盆地的沉积演

化可以分为早期的深水阶段和晚期的浅水、大陆

阶段，分别被认为是复理石和磨拉石［１７］。
磨拉石盆地在德国境内已发现２３个油田，１４

个气田，产层有上始新统和渐新统砂岩。奥地利

于１９５６年发现油田，为奥地利主要的产 油 盆 地，
赋存于晚古新世—新近纪，主要勘探领域 为 下 始

新统—新近系。在西部，最大油田为沃茨村油田，

１９６３年据地震勘探发现，油田面积１１ｋｍ２，油层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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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２　０００ｍ。产 层 为 上 始 新 统、上 白 垩 统 和 上 侏

罗统的砂岩，注水的最终石油可采储量为３２０万

ｔ。东部有最大的韦尔登杜恩巴契气田，产层为下

中新统 砂 岩。由 于 在 西 德 及 奥 地 利 有 油 气 田 存

在，肯定了油气远景，但至今未能在瑞士找到商业

价值的油气田［１］。

２．３　欧洲山间盆地基础地质研究

潘诺盆地 位 于 中 欧 东 部 的 阿 尔 卑 斯 造 山 带

内，由新近纪的盆地和阿尔卑斯造山带内的一部

分组成（图３）。其 北 部 和 东 部 濒 临 喀 尔 巴 阡 山

系，南部与喀尔巴阡山系南部或中三叠世的阿尔

卑斯山区相邻，而西部则与阿尔卑斯山区南部及

东部相接。盆地的绝大部分位于匈牙利、克罗地

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以及奥地利

的一部分、斯洛伐克、乌克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

那、斯洛文尼 亚 和 波 兰。从 东 到 西 长 度 约 为６００
ｋｍ，由 北 至 南，长 度 将 近５００ｋｍ，面 积２１万

ｋｍ２。

图３　潘诺盆地主要构造单元及地理位置

Ｆｉｇ．３　Ｍａｉ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Ｐａｎｎｏｎ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潘诺盆地的构造环境特点是：一个新 生 代 盆

地体系叠加在阿尔卑斯—喀尔巴阡造山带内高度

变形的、具有复杂断裂的中生代、古生代推覆体以

及前寒武纪岩石之上。从古生代开始，中晚石炭

世的海西（华力西）造山运动中，欧洲板块的边缘

快速地向西运动并与现今的潘诺盆地缝合，古老

的古生界岩石在该区发生变质变形，形成潘基亚

泛大陆。在晚二叠纪—三叠纪，随 着 特 提 斯 洋 的

重新开裂和扩张，以及大陆边缘地壳碎块的下降

形成大量的海相沉积。在晚中生代和新生代，特

提斯洋再次闭合，并伴随着欧洲板块与向前运动

中的非洲板块前部的地壳块发生碰撞。这次碰撞

致使准特提斯和阿尔卑斯造山带的形成。在晚白

垩世，整个喀尔巴阡山区域已形成了其现今的结

构和形态［２０，２１］。在新生代时期，该区白垩系发生

强烈变质变 形［２２］，大 致 形 成 刚 性 地 块，并 由 于 大

型走滑断裂使其发生差异运动。在始新世和早渐

新世，潘诺地块内陆源盆地的发育，其中最显著的

是在地块边缘形成的匈牙利古近纪盆地和复理石

盆地。在晚渐新世或早中新世，现今潘诺地块发

生汇聚，并伴有相当大的旋转作用发生，在其边缘

形成喀尔巴阡弧［２３］。在早中新世时期，喀尔巴阡

弧外部开始发生逆冲断裂和强烈褶皱，其北部与

东部逐渐移动，与出现在潘诺地块南缘的，以挤压

作用为特征的迪纳拉—阿尔卑斯造山带构造体系

相接［２４］。大型 扩 张 运 动 基 本 止 于 中 新 世。上 新

世时期，构造活动普遍减弱，潘诺盆地体系边缘隆

起，并伴有东喀尔巴阡山系的挤压作用。在晚上

新世，潘诺体系内大部分的地堑被掩埋。在第四

纪时期，潘诺盆地边缘表现出大范围的隆升，其中

央部分则持续下沉，晚期发生走滑调整［２５］。
潘诺盆地区域地层特点是：由喀尔巴 阡 造 山

带内部的元古代、古生代和中生代岩石构成的高

度变形的基底，其上覆盖第三纪盆地充填沉积的

岩层层序。古近纪以前的岩石基岩代表了２个地

理上分离、岩性上截然不同的地体—巴拉 顿 地 块

和蒂萨河块。古近系及新近纪底层岩石均反映它

们各自的地壳单元演化历史，而新近纪地壳岩石

却指示了共同沉积演化史。新生代岩石被视为准

特提斯中央地区阶段的特征岩石。
潘诺盆地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源岩为渐新统

页岩，黏土质泥灰岩和泥灰岩。主要的储集岩石

在年龄上和岩性上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前寒武系

基地岩石，中生界沉积岩以及始新统和渐新统砂

岩、凝灰质砂岩等。新近系砂岩是潘诺尼亚盆地

区域的主要储层，占该区总储层的８０％以上。潘

诺盆地１９９５年发现的石油总量约为２．１亿桶和

１１．２万亿ｆｔ３（１ｆｔ３＝０．０２８　３１６　８ｍ３）的天然气预

计储量，石油在１５３和６３１亿桶石油之间，天然气

在１．７和７．４万 亿ｆｔ３ 之 间［２６］，其 中 大 部 分 油 气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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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匈牙利发现的，其次是克罗地亚、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和黑山。

３　结论

综合整理欧洲含油气盆地的基础地 质 资 料，

分析认为克拉通盆地源岩主要发育在石炭纪—白

垩纪，源岩主要为泥岩、页岩、碳酸盐岩等，大多数

源岩在克拉通达到最大海侵时就已沉积了，所有

的克拉通内坳陷都有一个主生油凹陷，围绕该生

油凹陷油气的运移常呈辐射状分布，在该坳陷周

围的砂体、碳酸盐岩礁、滩、缝洞体常优先捕获油

气，根据油气运移势的概念，坳陷陡翼接受油气的

机会明显大于缓翼，隆起作为克拉通盆地的一个

基本构造单元（即基本上所有克拉通盆地都有该

构造单元），在油气勘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是位于坳陷中间的中央古隆起更是油气聚集

的最佳场所，因此，欧洲克拉通盆地具有较高的油

气资源潜力。
前 陆 盆 地 以 磨 拉 石 盆 地 为 例，分 为 两 大 生

油—储油体系，即下部以台地相碳酸盐岩 为 主 体

的生—储体系和上部以陆相页岩—砂岩为主体的

生储体系。由构造冲断作用控制的背斜圈闭和块

断圈闭，是前陆盆地内最为普遍的、也是最为重要

的一类圈闭，在前陆盆地中，最有利于油气富集的

构造部位是双冲构造带底面逆冲断层上的断展背

斜和滑脱背斜，隐伏逆冲前缘的断层扩展褶皱，以
及被动顶板双冲构造所夹持的“三角带”。

相对稳定的张裂断陷盆地，相当于山 间 盆 地

以潘诺盆地为例，构造环境特点为一个新生代盆

地体系叠加在阿尔卑斯—喀尔巴阡造山带内高度

变形的、具有复杂断裂的中生界、古生界推覆体以

及前寒武系岩石之上，石油和天然气源岩为渐新

统页岩，黏土质泥灰岩和泥灰岩，主要的储集岩石

在年龄上和岩性上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前寒武系

基地岩石、中生界沉积岩以及始新统和渐新统砂

岩、凝灰质砂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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