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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岭—大别及两侧的大地构造旋回与油气勘探领域

Tectonic cycles and petroleum exploration potential in the East Qinling and Dabie 
Orogen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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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元古代以来，东秦岭—大别造山带及两侧的盆地群经历了5大构造旋回．中条（吕梁）运动以后，华北地区形成了冀辽、豫陕、徐淮

坳拉槽．晋宁运动后，随着Rodinia古大陆解体，隶属于原特提斯洋系的秦岭—大别洋逐渐形成，扬子和华北克拉通边缘经历了从大陆

裂谷到被动大陆边缘的演化过程，加里东中期运动（中奥陶世中期）后从伸展体制转为聚敛体制，俯冲—碰撞山系与聚敛型盆地相间的

格局形成．加里东晚期或海西早期，早期分离的陆块重新拼合，泥盆纪总体为堑—垒相间的构造格局．晚二叠世，南部部分地区形成了

小规模裂谷群，中、晚三叠世印支运动后转为挤压体制，它们经历了拼贴—碰撞—压榨的过程，并于侏罗纪末燕山主幕达到极致．白垩

纪以来，形成了陆内伸展—走滑—弱挤压为主的盆地群，盆地再次被以伸展、走滑方式肢解．5大盆地旋回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盆地原型

及组合，形成了条件迥异的油气成藏的物质基础，纵向上构成了8套成藏组合．受构造演化和热体制控制的有效烃灶和有效保存是研究

区成藏富集的主控因素．南北两侧盆地形成了众多勘探领域，除已建成油气工业生产基地的南襄、江汉新生代盆地外，北侧地区包括

洛—伊晚古—早中生代残留盆地、太康残留盆地、周口叠加复合盆地、信阳复合盆地等，造山带内部的有南襄盆地深层的古生界，南侧

地区包括江汉平原区前第三纪复合盆地、宜昌—当阳古生代的改造型残留盆地、鄂东南冲断带下的影子盆地、大洪山冲断带下的影子盆

地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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