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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滑—拉分盆地构造特征及盆地成因模式探讨：
以中非多赛奥盆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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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研究总院，北京 100027

摘要：立足于中非剪切带的构造演化，文章分析了中非剪切带对多赛奥盆地形成与演化的控制作用，明确了多赛奥盆地的

构造演化阶段，并从盆地结构和构造样式分析入手，探讨了多赛奥盆地的成因机制。研究表明，受中非剪切带“强—弱”

两期走滑作用控制，多赛奥盆地经历了扭张期、压扭期、拗陷期三期的构造演化阶段，扭张期为盆地的主要形成期，压扭

期为盆地构造定型期。在晚白垩世压扭期，盆地东、西部遭受不同程度的压扭作用，形成东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东部

主坳区遭受后期压扭作用较弱，表现为不对称的双断结构特征，而西部压扭区遭受强烈的后期压扭作用，地层发生弯曲变

形，Borogop II断裂发生正反转作用，形成大型正花状构造区。受早期扭张作用和后期压扭作用双重控制，多赛奥盆地发育

两类五种构造样式。右阶右旋作用机制形成的扭张作用控制了多赛奥和塞拉迈特走滑—拉分盆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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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trike-Slip Pull-Apart Basin: A Case Study in the

Doseo Basin, Central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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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tonics of the Central African Shear Zone (CASZ), how the CASZ controll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Doseo Basin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evolutional stages of the basin were divided, the basin structure was analyzed,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basin was discuss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SZ developed two periods of strike-slip processes which
were strong and weak, respectively. The strike-slip strength controlled the evolutional stages of the basin, i.e., transtensional,
transpressional and depression stages, The transtensional stage was the main formation stage of the Doseo Basin; in contrast, the
transpressional stage was the structural setting stage of the bas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basin developed different
strength transpression in the transpressional stage. As such, the basin was formed to a division of eastern main depression and western
transpression zone. The eastern main depression developed weak transpression, and it had asymmetric double-fault structure. In
contrast, the western transpression zone developed strong transpression, stratigraphic deformation, inversion of the Borogop II fault, and
formation of large positive flower structural area. Transtensional and transpressional activities controlled the structural styles of the
Doseo Basin in two types of structural styles and five sub-types. Transtension which was formed in right step-dextral controlled the
formation of strike-slip pull-apart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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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世界油气勘探的重点地区之一。非洲

大陆中部发育一条横贯东西的中非剪切带，沿该

剪切带发育一系列中生代裂谷盆地，西起乍得境

内的多巴（Doba）、多赛奥（Doseo）盆地，东到

苏丹的穆格莱德（Muglad）、迈卢特（Melut）以及

喀土穆（Khartoum）盆地（图 1），这些裂谷盆地

具有相似的构造成因背景，但盆地之间却具有很

大的差异。依据盆地的成因机制，将盆地划分为

两种类型，一种为伸展盆地，包括穆格莱德盆

地、迈卢特盆地、喀土穆盆地和多巴盆地，该类

盆地分布在中非剪切带末端两侧，呈对角线分

布。另一类为走滑—拉分盆地，包括多赛奥盆地

和塞拉迈特盆地，该类盆地位于中非剪切带的弯

曲部位，成对分布（孔令武等，2018）。截止到目

前，两种类型的盆地勘探成效和研究程度呈现明

显的差异，穆格莱德盆地、迈卢特盆地等伸展盆

地获得大量油气发现，前人对其构造、沉积特征

以及油气成藏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张亚

敏和漆家福，2007；童晓光等，2004；张亚敏，

2008；罗小平等，2003；何碧竹等，2010；汪望

泉等，2007；魏永佩和刘池阳，2003；窦立荣

等，2006；Genik，1993），而多赛奥盆地和塞拉

迈特盆地等走滑—拉分盆地仅获少量油气发现，

前人对该类盆地的研究相当薄弱，尤其是缺少对

盆地结构、构造特征等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严

重制约了该类盆地的勘探。本次研究以多赛奥盆

地为例，立足于中非剪切带构造演化，分析了中

非剪切带对多赛奥盆地形成与演化的控制作用，

明确了多赛奥盆地的构造演化阶段，从盆地结构

和构造样式分析入手，探讨了多赛奥盆地的成因

机制，以期为走滑—拉分盆地的研究和勘探提供

一定的技术支持。

1 盆地概况

多赛奥盆地主要位于非洲中部的乍得共和国

境内，南部一小部分延伸到中非共和国，东西向

长度约500 km，南北向约60 km，面积48 097 km2，

西邻多巴盆地，东邻塞拉迈特盆地，盆地为北东

东—南西西走向的菱形盆地 （图 1）。截止到目

前，盆地整体勘探程度很低，仅钻探了 12口井，

其中 6口井测试产油气、5口井为油气显示井、

1口井为干井，其中 3口井的测试产量超过了

2000桶/天，盆地共获得 5个油气发现，储量规

模相对较小，单个油田的原油可采储量为 0.6~
46 MMbbl，天然气可采储量为 0.25~38 Bcf，总

计 62.7 MMboe。
2 盆地构造演化特征

多赛奥盆地的形成、演化与中非剪切带密切

相关。中非剪切带为一条北东东—南西西走向的

大型岩石圈破裂带，横切非洲板块（窦立荣等，

2006；Genik，1993），西起喀麦隆，经乍得、中

非共和国、东至苏丹，全长约2000 km，多赛奥盆

地位于中非剪切带的中西部（图1）。中非剪切带经

图1 中非剪切带中生代裂谷盆地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Mesozoic rift basins in the Central African Shear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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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强—弱”两期走滑作用，受中非剪切带走滑

作用强度的控制，多赛奥盆地经历了扭张期、压扭

期、拗陷期三期构造演化阶段（图2，3）。
（1）扭张期

早白垩世，南大西洋自南向北呈“拉链式”

分段、分期拉开，非洲板块逆时针旋转 （Binks
and Fairhead, 1992），诱发中非剪切带发生强烈的

右旋走滑作用，走滑位移达50 km（Maryline et al.,
2010; Jean-Christophe and Rene, 1993; James, 2009;
Rene and Jean-Christophe, 1992）。伴随着强烈的走

滑作用，位于中非剪切带上的多赛奥盆地处的地

壳拉张减薄，盆地发生强烈扭张作用（图2a）。该

时期盆地构造活动强烈、断裂发育（图3a），盆地

内钻井揭示该时期盆地沉积了厚层的下白垩统地

层，地层厚度为 500~6500 m。该时期是盆地形成

的重要时期，沉积充填物占盆地总充填物的

80%，沉积相研究表明该时期广泛发育湖相沉积，

岩性以泥页岩为主，也是盆地优质烃源岩发育的

重要时期。

（2）压扭期

晚白垩世早期，中非剪切带的走滑作用变

弱，多赛奥盆地扭张作用变弱（图2b）。晚白垩世

末期，非洲板块与欧洲板块发生碰撞 （James，
2009），诱使多赛奥盆地发生压扭作用，压扭作用

具有“西强东弱”的特征，盆地西部遭受强烈改

造，发育因压扭作用形成的大型正花状构造带，

且地层遭受强烈的剥蚀（图3b），而在盆地东部压

扭作用相对较弱，盆地受改造程度小于盆地西

部，较好地保存了盆地原来的构造特征，该时期

是盆地构造定型的主要时期。钻井揭示该时期沉

积地层厚度变小，厚度为0~1000 m，平均为600 m，
主要为河流相沉积为主，以砂岩为主的一套向上

变粗的反旋回沉积序列。

（3）拗陷期

新生代，中非剪切带活动走滑作用基本停止（图

2c），多赛奥盆地构造活动也随之停止，断裂不发

育，盆地进入填平补齐阶段（图3c）。该时期沉积地

层厚度较小，一般不超过500 m，盆地东部地层厚度

为200~500 m，盆地西部地层厚小于200 m，钻井揭

示该时期主要为河流相沉积，岩性以粗粒砂岩为主。

3 盆地构造特征

3.1 盆地结构及构造单元

受上述三期构造演化阶段的控制，多赛奥盆

图2 中非剪切带构造演化图
Fig. 2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African Shear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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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成了独特的盆地结构特征，且盆地东、西部

结构差异明显。研究表明，盆地内Borogop断裂分

为东部的 Borogop I和西部的 Borogop II，东部的

Borogop I和西部的Borogop II的差异演化是盆地东

西部结构差异的重要控制因素之一。按照构造差

异，以Borogop II断裂东部为界，将盆地划分为东

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两个构造单元（图 4）。受

盆地东、西部差异演化的控制，沉积地层厚度整

体上呈“东厚西薄”的特征，东部主坳区的沉积

地层厚度大，分布广泛，其中东部凹陷的地层厚

度普遍大于 5 km，而西部压扭区受后期压扭作用

影响，地层遭受强烈抬升剥蚀，地层厚度普遍小

于5 km，平均约为3 km。
东部主坳区整体上呈不对称的双断结构，表

图4 多赛奥盆地构造纲要图
Fig. 4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the Doseo Basin

图3 多赛奥盆地构造阶段划分图
Fig. 3 Division of the tectonic evolution stages of the Dose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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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地堑的结构特征（图5，6）。由于受晚白垩世

末期压扭作用影响较小，东部主坳区基本上保持

盆地的原型特征，北部以Borogop I断裂为界，该

断裂为大型陡直断裂，其倾角达68°，控制了扭张

期沉积地层的展布。而南部以雁列排列的正断层

为界，该类正断裂也较为陡直，但其规模小于北

部的 Borogop I断裂。对比相邻的塞拉迈特盆地，

其与多赛奥盆地东部主坳区的结构和构造特征类

似，塞拉迈特盆地以Borogop III断裂为界，该断裂

控制了早白垩世盆地沉积地层的展布，后期受晚

白垩世压扭作用影响较弱（图4，6）。
西部压扭区受晚白垩世末期压扭作用改造强

烈，与东部主坳区的结构截然不同。受后期强烈压

扭作用，西部的Borogop II断裂带附近地层变形最

为明显，并形成大型的正花状构造带，该构造带上

部的上白垩统地层遭受强烈的剥蚀（图4，7）。
通过平衡剖面分析技术，按照面积不变的几

何学平衡原则对东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的典型

剖面进行构造复原，本次研究运用2DMove软件进

行平衡恢复。恢复结果表明，早白垩世扭张期，

东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结构特征类似，Borogop
II断裂与Borogop I断裂均为控盆断裂，控制了下白

垩统地层的展布，同时，Borogop II断裂位于盆地

西部，其展布方向与中非剪切带的主位移带一

致，具有典型的走滑断层和正断层的双重特征，

进而形成了典型的负花状构造（图 8a，d）。晚白

图5 多赛奥盆地东部主坳区典型地质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4）
Fig. 5 Representative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main depression in the eastern Dosoe Basin

图6 多赛奥盆地和塞拉迈特盆地典型地质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4）
Fig. 6 Representative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Salamat and Doseo basins

图7 多赛奥盆地西部压扭区典型地质剖面（剖面位置见图4）
Fig. 7 Representative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transpression zone in the western Dob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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垩世压扭期，东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结构特征

出现明显的分异，西部压扭区发育大型正花状构

造，Borogop II断裂受强烈压扭作用由早期陡直的

大型正断裂组合而成的负花状构造转化为由逆断

裂组合而成的正花状构造（图 8b，e）。新生代拗

陷期，盆地构造活动变弱，西部由大型正花状构

造形成的凸起带，继续遭受剥蚀，盆地整体进入

填平补齐阶段（图8c，f）。
3.2 盆地构造样式

盆地构造样式是盆地构造演化与盆地构造特

征最直接的体现，受早白垩世扭张作用和晚白垩

世压扭作用的双重作用控制，多赛奥盆地形成了

两类五种典型的构造样式（表1）。
（1）扭张类构造样式

该类构造样式形成于早白垩世扭张期，主要

表现为断裂或断裂与断块的组合，可进一步细分

为三种典型的构造样式（表1）。
第一类为斜向滑动断层，主要为东部主坳区

北部的控盆断裂Borogop I断裂（图5，6），该类断

裂陡直，倾角大，深切基底，为具有走滑性质的

大型生长断层，对下白垩统地层具有明显的控制

作用，其主要形成于早白垩世扭张期，后期有继

承性的活动，与常见的正断裂具有显著的差异。

第二类为断阶构造，主要分布在东部主坳区

和西部压扭区的南部（图 5，7），断裂呈阶梯状、

地层沿下降盘级级下掉、断裂倾角大，对地层控

制作用不明显，为次生调节断层，其主要形成于

扭张作用的末期。

第三类为负花状构造，主要分布在东部主坳区

的中部（图5，6），该类构造样式主要由正断裂组

成，断裂深切基底，由基底向上、向外扩展，下陡

上缓，横剖面上呈花状结构，该类构造样式的形成

是盆地形成时扭张作用最直接的体现（图6）。
（2）压扭类构造样式

该类构造样式主要形成于晚白垩世末期的压扭

作用，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典型的构造样式（表1）。
第一类为正花状构造，主要分布在盆地的西部

压扭区Borogop II断裂附近，该类构造样式主要由

图8 多赛奥盆地东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构造演化史图
Fig. 8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main depression and western transpression zone of the Dose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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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断层组成，断层从基底向上、向外扩展，下陡上

缓，地震横剖面上呈花朵状结构，且花心地层比翼

部高，且上部地层遭受一定程度的剥蚀，该类构造

样式的形成为压扭作用最直接的体现（图7）。
第二类为反转背斜构造，该类构造样式主要

分布在东部主坳区Borogop I断裂附近，形成于晚

白垩世的幕式压扭作用，地层变形特征表明晚白

垩世发生三幕挤压作用，其中，第三期压扭作用

最为强烈，地层遭受剥蚀程度较大（图9）。
4 盆地成因模式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早白垩世扭张期是多赛

奥盆地和塞拉迈特盆地形成的主要时期，本次研

究主要探讨该时期盆地的构造成因模式。

通过上述对盆地构造演化、构造单元、构造样

式的分析，Borogop I和Borogop III断裂为多赛奥盆

地和塞拉迈特盆地的大型控盆断裂（图4，10），两

个盆地的控盆断裂控制了盆地的形成与演化。从控

盆断裂的空间展布上来看，Borogop I和Borogop III

断裂呈右阶排列，在早白垩世扭张期，中非剪切带

发生强烈的右旋走滑作用。右阶和右旋的有效配

置，使得Borogop I和Borogop III断裂弯曲部位产生

扭张作用，并伴有拉张分力的形成，由于Borogop II

表1 多赛奥盆地构造样式分类表
Table1 Division of the structural styles of the Doseo Basin

图9 多赛奥盆地挤压反转背斜构造压扭期次划分图
Fig. 9 Evolution stages of the reverse anticline in the Dose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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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东部和Borogop III断裂西部的弯曲部位拉张分

力最大，沉降作用最为强烈，进而形成盆地的拉张

沉降中心，沉积地层厚度最大（图10a）。受右旋走

滑应力场控制，盆地中部发育负花状构造带，属于

典型的R型同向走滑断层带，其与中非剪切带的主

位移带呈小角度相交，剪切方向与主位移带一致；

而盆地南部为拉张分力形成的雁列排列的正断层。

因此，右阶右旋作用机制形成的扭张作用控制了多

赛奥盆地和塞拉迈特盆地的形成。该机制下形成的

走滑-拉分盆地平面上呈东西长、南北窄典型的“纺

锤体”形态，具有“窄而深”的结构特征，往往成

对分布成对出现（图4，10）。
5 结论

（1）受中非剪切带走滑作用强度控制，多赛奥

盆地经历了扭张期、压扭期、拗陷期三期构造演化

阶段。早白垩世扭张期是多赛奥盆地形成的主要时

期，晚白垩世末压扭期是盆地定型的主要时期。

（2）盆地在平面上呈北东东—南西西展布的

菱形，受晚白垩世末期压扭作用强度差异的控

制，盆地东、西部结构和构造存在明显的差异，

盆地可划分为东部主坳区和西部压扭区。

（3）盆地发育两类五种典型的构造样式，拉

张类构造样式主要分布在东部主坳区，压扭类构

造样式主要分布在西部压扭区。

（4）右阶右旋作用机制形成的扭张作用控制

了多赛奥和塞拉迈特走滑—拉分盆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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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多赛奥和塞拉迈特盆地形成示意图
Fig. 10 Sketch model show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Dosoe and

Salamat bas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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