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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盆地构造演化动力学研究** 

吴冲龙;汪新庆;刘刚;李绍虎;毛小平;李星 

(1)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 ,武汉 430074 ,中国 

摘要： 

研究表明, 抚顺盆地基底的裂陷作用并非一种短暂的“瞬间拉张”过程, 而是由弱渐强且在古城子组沉积期达到极

点, 随后迅速减弱并停止; 拗陷作用也非裂陷后才发生的, 两者基本上同时开始; 拗陷作用一开始就具有较高的速率,
直至西露天组沉积期才逐步减弱, 并延续到耿家街组沉积期. 抚顺盆地的构造演化经历了6个阶段: 慢速裂陷和快速

拗陷→加速裂陷和快速拗陷→快速裂陷和快速拗陷→减速裂陷和快速拗陷→裂陷终止和减速拗陷→慢速拗陷和拗陷

终止. 构造演化的结果形成了很具特色的“下断上拗”结构. 这种二元结构的形成, 可能起因于区域构造应力场转变

造成裂陷作用中断, 而拗陷作用仍在继续. 采用同沉积构造格架分析、基底沉降史反揭和热衰减模拟相结合的方法,
计算出“上拗”部分所需的巨大沉积空间, 40%来自于下伏沉积物的压实, 60%来自于盆地基底的长期低速拗陷. 
拗陷作用的终止, 可能是渐新世初期新一轮深部热事件及其伴随的巨厚辉绿岩床侵入, 导致岩石圈热衰减和重力均

衡调整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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