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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及邻近地区断裂活动性研究

王华林 陈锦太 耿 杰 王立军

( 山 东有地襄局 )

本文提出 了研 究平原地区 断裂活动性 的步骤和方法
,

并用这一方法研 究了

胜利油田 及邻近地区 断裂活动情况
。

结果表明
,
无棣一益都断裂

、

广烧一齐河

断裂和理子 口 断裂为第四 纪活动断裂
。

本丈还进一步讨论 了无棣一益都断裂的

活 动特征和第四 纪活 动断裂的标志等问题
。

中国东部平原地 区覆 盖 层 较 厚
,

在地表很难直接观察到断裂形迹
,

因此使得对这些地

区的断裂活动的研究程度相对较低
,

尤其是断裂新活动证据和定量研究显得更为不足
。

中国

东部平原地区人 口和城市密集
,

工业发达
,

一旦发生地震将造成巨大的灾难
。

因此
,

平原地

区断裂活动性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

但是
,

如何研究平原地区断裂的活动
,

至今还是一个没有

解决的问题
。

我们在胜利油田地震区划工作中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

本文对我们的工作进行

了总结
,

以期对平原 地区的断裂活动性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

一
、

平原地 区断裂活动性研究的步骤和方法

在平原地区的地表很难直接观察到断裂活动的证据
。

这决定了平原地区断裂活动性研究

得通过间接的方法来进行
。

我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下列步骤和方法
:

1
.

对已有的资料
,

包括地质
、

钻探
、

物探
、

化探
、

地震勘探和地震等方面的资料
,

进行

系统
、

全面的分析
,

在地质图和地形图上标定出断裂的位置
,

并初步判定这些断裂在第四纪

的活动性
。

2
.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
,

有 目的地进行卫片影象增强处理料
,

通过断裂卫星影象特征的

分析对比
,

进一步确定第四纪活动明显断裂和活动不明显断裂
。

3
.

在第四纪活动明显的断裂上
,

进行断层气测定
,

确定断裂的具体位置
。

为了比较还在

第四纪活动不明显的断裂上进行 了断层气测量 ( 图 1 )
。

实测结果表明
,

在断层附近断层气

出现高出背景值 3一 5倍的峰值
,

且各种手段测得的结果具有较好的同步性
。

. 刘元 生
、

陈 时军
、

王健等参加 了野外勘侧工作和资料处理
。

. 由国家地屁局地质研究所 李建 华和杨晶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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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胜利油田 及邻近地 区断裂及构造单元图
1

.

第 四纪活动明显断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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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活动不明显断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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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确定的断裂位置两侧布设跨越断裂的钻孔剖面 (图 1)
。

我们在胜利 油 田 内第四

纪活动最明显的无棣一益都断裂上布设 了二条钻孔剖面
。

根据区域第四纪地层的 厚 度 i)
,

确定钻探深度为 50 米
。

钻探过程中进行 C
` 咯

取样
。

通过断裂两侧的地层和 C ’ `

样品 年代对比确

定断裂的活动量
、

性质和时代
。

5
.

为了监测断裂的近期活动动态
,

我们进行了长水准复测工作
。

工作区 内布设了两条测

线 ( 图 1 )
,

分别跨越无棣一益都断裂
、

胜北断裂和临邑一滨县断裂
。

根据测量结果分析断

裂的活动性
。

二
、

胜利油田及邻近地区断裂活动性

1
.

胜利油田及邻近地区构造概况

胜利油田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华北平原拗陷区的济阳拗陷内
。

该 拗陷周边为断裂围限
,

北部和西北部为陵县断裂和埋子 口断裂
,

南部为广饶一齐河断裂
。

拗陷西南部狭窄
,

向北东

方向逐渐撒开 (
、

图 1 )
。

其内部发育相互平行或雁行式排列的北东向断 裂
,

主 要 有 胜北断

裂
、

孤北断裂
、

临 邑一滨县断裂
、

陈南断裂和义南断裂
。

除北东向断裂外
,

还有规模巨大的

北西向无棣一益都断裂
,

它横切济阳拗陷
,

使整个拗陷受到改造
,

北东向诸断裂被断错
,

拗

1 ) 陈李燕
,

华北平原第四系的划分与对比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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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内部构造单元出现阻断
、

错动现象
,

显示无棣一益都断裂具有较大幅度的水平位移
。

从沉积地层
、

构造变形和岩浆活动等方面分析
,

济阳拗陷边缘及内部断裂活动具有继承

性和新生性的特点
。

新构造期以来
,

断裂活动主要表现为水平扭动及剪切的破裂特征
。

2
.

胜利油田及邻近地区断裂活动性

归纳总结胜利油田及邻近地区断裂的基本特征 ( 表 1 ) 和分析
、

对比跨越区内几条主要

断裂的断层气 ( R
a
A

、
T h和 R

n ) 的综合剖面 ( 图 2 ) 以及断裂控制的岩浆活动等发现
,

第

四纪活动明显的断裂有无棣一益都断裂
、

广饶一齐河断裂和埋子 口断裂
,

它们均 为 深 大 断

裂
。

这些断裂对地震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中强地震和小震多沿其分布
,

特别是无棣一益都

断裂和广饶一齐河断裂交汇部位
,

具有发生中强地震的危险 , 第四纪活动不明显的断裂有胜

北断裂
、

孤北断裂
、

陵县断裂
、

东营断裂
、

临邑一滨县断裂和义南断裂
。

这些断裂属于次级

基底断裂和盖层断裂
。

它们多数在 1一 5公里深度范围内就消失了 2 )
。

因此这些第四纪活动

不明显的断裂不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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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无棣一益都断裂的活动特征

无棣一益都断裂沿胜利油田西部通过
,

是一条对胜利油田地震区划至关重要的断裂
,

为

了研究它的第四纪活动情况
,

我们按上面列出的平原地区断裂活动性鉴定工作流程
,

进行了

全面
、

系统地工作
,

获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

对无棣一益都断裂的第四纪活动取得了一些新

的证据和认识
。

2 ) 山东省地且局
,

胜利油田五项重大工程场址地胜篆本 烈度复核鉴定工作报告
,

19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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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研 究区内主要断裂断层 气对比图
a RaAb Th e

_

Rn

F 19
.

2C om Pa ri n s o of f aul t g a s of m
ai nf u al ti sna nde a nrO ne n

l g
l Ul l rle 盆 Q

( 1 )断裂活动具分段特点
。

以广饶一齐河断裂为界
,

其可分为南
、

北两段
。

北段断面

向北东倾
,

南段向南西倾
,

显示了断裂的枢纽特征
。

沿断裂北段布设的钻孔剖面 (图 3 ) 显示
,

在 20 米以下断裂东盘为细砂层
,

而西盘为粘土
,

这是断层水平错动的结果
。

C ’ `

年代测定结

果表明
,

断裂的活动发生在距今 1 6 5 0 0年和 2 6 5 0 0年之间
,

说明无棣一益都断裂北段为晚更新

世活动段
。

断裂西盘 4 1
.

6米深处 C
’ `

年代为 2 6 4 6。 士 2 9 0年
,

而在东盘 48
.

9米深处的 C “ 年 代

为 2 3 7 5 0 土 2 7 5年
。

从已得出的深度数据和年代数据分析
,

断裂东盘为下降盘
。

图 3 剖面之南

的钻孔剖面 ( 图 4 ) 中显示
,

断裂东盘相对西盘下降 1一 1
.

5米
,

也证实了东盘为 下 降盘
。

由此推断
,

断裂北段显 示为张扭走滑性质
。

断裂南段断层泥显微结构鉴定
.
结果表明

,

断裂

先压后张
,

在 Q
:

一 Q 3
内均有活动

,

其方式 既 有 粘滑也有蠕滑
。

C
’ `

年代测定结果表明
,

断

裂的张扭活动发生 在 距 今 7 000 士 19 0 年 之 后 ( 图 5 )
。

表明该段为全新世活动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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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断裂活动强度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逐渐减弱
。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

,

断裂活动

时代由南东向北西由新到老
。

其二
,

沿断裂已发生地震的强度由南东向北西方向逐渐减弱
。

由南东向北西
,

历史上在该断裂与沂沐断裂交汇处发生过安丘 7 级地震
,

与上五井断裂交汇

处发生过 6十级地震
,

与广饶一齐河断裂交汇处发生过 4条级地震
。

( 3 ) 断裂现代活动也有显示
。

垂直形变测量结果表明
,

无棣一益都断裂沿地壳形变倾

斜带通过
,

地倾斜率为 0’’
.

0 7 8 /年
,

方向向东
,

与断裂倾向一致
。

断层气测量结果 表 明
,

沿

断裂出现高出背景值 3 一 5 倍的高峰值
。

沿断裂现代小震成带分布
。

砚

三
、

胜利油 田第四纪活动断裂标志

综上所述
,

第四纪活动明显的断裂具有下列标志
:

.

国家地 浪局地质研究所杨主思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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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新第三纪和第四纪地层具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
,

地层厚度在断裂附近呈现梯度变

化
,
导致浅层油气层的形成

。

断裂断错第四纪不 同时代的地层
,

沿断裂分布有第 四 纪 玄 武

岩
。

( 2 ) 卫星影象清晰
,

水系流向受断裂控制
,

断裂通过处河流 发 生 转折
,

现代湖泊
、

沼泽沿断裂呈串珠状分布
。

( 3 ) 断裂通过处往往为地壳垂直形变梯度带
,

跨越断裂的垂直高差发生 较 明显 的变

化
,

在断层气测量剖面中
,

显示高出背景值 3一 5倍的高峰值
。

( 4 ) 多为切割较深的深大断裂
,

沿断裂及其与其它方向断裂交汇处发生 过 中
、

强 地

震
,

现代小震沿断裂成带分布
。

第四纪活动不明显断裂具有下列标志
:

’

( 1 ) 对 N一 Q地层的控制作用不明显
,

卫星影象无断裂形迹显示
,

对现代水系和古 水

系无控制作用
,

水系的转折不受断裂影响
。

( 2 ) 跨越断裂的形变梯度不明显
,

在断层气测量中虽有峰值显示
,

但其值相对于第四

纪活动断裂要小
。

( 3 ) 多为次级基底断裂和盖层断裂
,

在深度上 以铲状断裂形式出 现
,

切 割 深 度小
。

历史上
,

沿断裂无中强地震发生
,

现代小震稀少
。

四
、

几点体会

( 1 ) 本文所采用的平原地区断裂活动性鉴定的工作步骤和方法
,

对胜利油田及邻近地

区断裂活动性鉴定有一定效果
。

可 以作为研究平原区活动断裂的借鉴
。

( 2 ) 断层气测量结果表明
,

在第四纪活动明显和活动不明显的断裂附近
,

断层气均有

峰值显示
,

但是活动明显的断裂的峰值高于活动不明显断裂
。

由于很难从已有资料中给出活

动明显和活动不明显断裂的判定指标
,

因此
,

我们认为断层气测量对确定断裂的位置是一种

可行的方法
,

但用来确定断裂活动性在现阶段仅能作为一种参考
。

( 3 ) 用长水准复测资料分析地壳运动和断裂活动是可取的
,

但应持慎重态度
,

尤其油

田地区
,

因为大量的石油开采和工业用水
,

往往会造成地壳沉降
。

在我们的工作中就遇到了

这种情况
。

因此
,

使用长水准测量资料时
,

要充分考虑干扰因素的影响

( 本文 1 9 5 9年 5 月 1 5日收到 )



礴 4西 北 地 震 学 报 第3 1卷

A STU D O N Y FAU L A T CTV I I T YI N AD N N EA R SHG N ELI OI L FI ELD

W
a ng Ha u l in,

C h e n J i n t a i
,

G e n g J i e
,

W a n g L i j u n

( S e i卿
o l o g i e a l B“ 犷 e a u o尹S h a n d o ” g P 犷。 夕 i刀 e 。 ,

11” a 租
)

告

A b亏t r a c t

.

T h e f a u l t

l王g h t o f s t e p s

a e t i v i t y i n a n d n e a r S h , n g l i 0 11 F i e l d 15 s t u d i e d i n t h e

a n d m e t il o d s t h a t a r e , u i t a b l e f o r s t u d y i n g f a u
l t a e t i v i

-

刁

: t万 .i” p l a 三n

Q i h
e

f a u
l t

几 a r y
。

A n
d

大h
e m a r k ,

a n d 5 0 o n 。

a r e a . T h e r e s u l t s s
il

o w t h a t W
u l i

一
Y i d u

f
a u l t

,
G u a n g y a o -

a n d C h e n g z i k o u
f

a u l t
a r e a e t i v e f a u l t s d u r i n g t h e Q u a t e r -

习犷 e
a 15 0 d i s e u s s t h e a e t i v e f e a t u r e s o f W

u l i
一
Y i d u f a u l t

0 f Q u a t e r n a r y a e t i v e f a u l t s i n a n d n e a r S h e n g l i 0 11

a n d

F i e l d

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