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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抓住地质物探两大线索，根据已知的贵州赤水、秧坝、虎庄等地油气气田上，地质构造
和重磁异常表现的特征为依据，圈定了北东向分布的“黔中隆起”构造带及周边地区的１７处构
造盆地，可能是寻找油气或“三气”（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资源的勘查靶区，又划分了区内北

东向隐伏深大断裂带７条，其对构造盆地分布可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和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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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盆地是油气富集及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
之一，在贵州地表出现的沉积盆地在人们眼里是

平坦的山间坝子，多为农耕稻田占据，研究程度较

高，但隐伏的构造盆地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也屈

指可数，圈定平面分布位置的寥寥无几。初步圈

定研究区内构造盆地，为从事找油气或“三气”

（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的，提供参考信息，突

出勘探部位。

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概论

研究区位于黔中隆起及南北两侧至省界地

区，即赤水－沿河－荔波－贞丰－赤水组成的矩形区
域，大地构造主体位于扬子地台及其西南缘（扬

子陆块Ⅰ级构造单元、上扬子陆块Ⅱ级构造单
元），Ⅲ级构造分区属于上扬子台褶带、川中前陆
盆地，Ⅳ级构造分区属于风岗滑脱褶皱带、毕节前
陆褶皱带、黔中隆起、都匀滑脱褶皱带（图１）。区
内大部以古生代沉积岩分布为主，中、新生代沉积

岩分布于北部地区。古生代至中生代初以海相碳

酸盐地层占优势，晚三叠世以后几乎为陆相碎屑

地层分布［１－２］。

黔中隆起发育于寒武纪，奥陶纪后至石炭纪

抬升为陆，自二叠纪开始接受新的沉积。先后经

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形成现今的构造格局。其

北部为娄山早古生代坳陷，东部为武陵早古生代

坳陷，南部为黔南中古生代坳陷，娄山坳陷的毕节

－仁怀一带和黔南坳陷的安顺－凯里一带，分别组
成黔中隆起的北部斜坡区和南部斜坡区。

上世纪８０年代至 ９０年代，西南石油指挥部
五工程处在安顺、惠水、都匀、凯里等地，进行了

地震法等方法的石油勘探及研究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果。进入本世纪，多家油气和“三气”勘探公

司相继入黔，有中国石化勘探南方分公司、中石化

西南油气分公司等单位，主要在黔中隆起及周缘

地区、赤水盆地、册亨秧坝等区域，开展了地面地

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的地震（二维、三维）等方

法，成功钻探数井，取得了较丰富的油气或“三

气”资源分布资料，工作区烃源岩、储盖层等发

育，展示了贵州油气潜藏等的良好前景，划分了多

处气藏的有利区，如赤水区块的天然气，安顺区块

的煤层气，黔西、岑巩等区块中寒武系牛蹄塘组的

页岩气，预示区内具有良好的勘探潜力和资源前

景，但省内油气上规模、成气候的气田成井并不

多，就赤水地区从发现、成井、试气、量采的才 ４
个，采气满足当地民用和向外输出［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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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贵州省大地构造分区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

１—Ⅲ级构造单元界线；２—Ⅳ级构造单元界线；３—向斜轴；４—背斜轴；５—断层；６—逆冲断层；７—走滑断层；８—剪切断层；９—居

民地；１０—省界；１１—工作区；１２—川中前陆盆地（中生代）；１３—扬子陆块南部被动边缘褶冲带；１４—铜仁逆冲带；１５—凤冈滑脱

褶皱带；１６—毕节前陆褶皱带；１７—六盘叠加褶皱带；１８—黔中隆起；１９—都匀滑脱褶皱带；２０—雪峰山基底逆推带；２１—南盘江－

右江前陆盆地（Ｔ）

２　油气富集的地质地球物理
前提

　　油气或“三气”资源属于沉积矿床，其生成和
聚集要有良好的沉积环境、构造条件及热力条件，

生油层系有一定规模。世界范围内，主要的成油

时代集中在古时代、中生代和第三纪［６－９］。

２１　油气存在的地质前提
在研究区一带，须具有①毛细管道的运移空

间环境。②储集层物质的存在。包括：ａ、陆源碎
屑岩类，岩性为砾岩、砂岩、粉砂岩等。ｂ、碳酸盐

岩类，岩性为石灰岩、白云岩、礁灰岩、生物碎屑灰

岩等。ｃ、其他类型的储集层，如火成岩、变质岩、
泥岩等微观变化。ｄ、不透水的盖层，泥岩、页岩
的隔水作用。③良好的地质圈闭。圈闭的形成须
具有：良好的储集层、不透水的盖层、遮挡物三个

条件，主要包括：背斜、断层、岩丘、不整合面、礁灰

岩、砂体等圈闭。④储集盆地的出镜。

２２　研判油气存在的地球物理前提
综合考虑地质和地球物理前提存在的可能

性，一是油气藏富集部位和构造条件，二是目标体

与围岩的地球物理差异。

从地质、物探方面来看，对古油气藏的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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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沉积环境和构造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定律，而构

造部位是本文关注的主题。

３　物探与地质结合圈定构造
盆地

３１　研究区沉积盖层物质基础
前已述及，研究区地跨四大构造次级单元，由

北往南依次为四川陆盆边缘、黔北台隆、黔中隆

起、黔南台陷［１－２］。

四川陆盆边缘，省内含赤水与习水之间的一

小块地区约 ３０００余 ｋｍ２，大面积出露嘉定群地
层，并与黔北台隆分开，叠置了一套陆相盆地堆

积物。

黔北台隆，主要指毕节北东向构造区、凤冈北

东东向构造区范围。地层从震旦纪到晚三叠世中

期均有出现，北东向－北东东向构造多见地表。
黔中隆起，主要指贵阳复杂构造区一带。是

构造上相对隆起的一个地块，处于黔北与黔南的

过渡地带，整体呈北东东向展布，局地断续出露上

元古宇基底和震旦系地层。

黔南台陷，它由泥盆纪的拉张环境逐步扩展

到中三叠世的深水海盆，至晚三叠世中期被淤积

填充而终结。南北向构造（断裂、褶皱）极为

发育。

３２　构造盆地物探圈定依据的建立
在赤水地区的旺隆背斜、宝元背斜、官渡背

斜、太和背斜等部位，发现的４个油藏气田、含气
构造２个（五南、旺南），它们均处于区域地球物
理场相对应的局部重力高、磁力高出现的地区，而

在册亨秧坝、凯里虎庄的油气探井，处于局部重力

高、磁力低地带，黔中隆起南界以南的地区多显示

负磁异常。其场值大小为磁力场幅值（±１０
±３０）ｎＴ、重力场幅值（±８ ±２０）×１０－５ｍ／ｓ２，布格
重力异常反映为低值的物理场变化，各种异常幅

度值均较低。对磁性地层，磁力低这有的时候与

表层的沉积岩层较厚有关，与低密度地层的局部

剥蚀（减薄）关联；对密度地层，重力高有时也与

低密度地层的局部隆起（增厚）密切。

３３　重磁资料对构造盆地的圈定
３３１　圈定原则

据气藏所处位置的重磁异常组合特征表现，

本次针对成藏远景区及构造的划分，采用区域布

格重力异常、航空磁力异常的组合，借助莫霍面和

磁性基底的起伏变化，来综合圈定。

圈定原则，据已知气田的重磁异常响应特征，

结合沉积岩的地质及构造环境分布格局与岩相岩

性变化情况，套合布格重力异常与航空磁力异常，

在叠合的异常区块（块体）上，重磁异常需特征对

应完好，并参考莫霍面等深线图的起伏变化与磁

性基底深度图所反映构造形态（基岩的相对隆起

与凹陷）来确定。

有关资料研究表明，油气藏的平面分布，多与

低平、相对高差不大的地形地貌变化有特殊的亲

缘关系，而纵向分布是与沉积地质及地球物理组

合指示的各种隐伏成藏构造有关。在我省赤水地

区为一较大的凹陷，处于四川盆地东南缘，境内地

形起伏不大、地貌比较简单（喀斯特地貌），以碳

酸盐岩为主，包括石灰岩、白云岩，钻遇多小于 ３
ｋｍ遇到气流异常，各探井之间高度互差不大，地
面海拔１０００ｍ左右；区内背（向）斜构造发育，多
表现为①构造平缓，褶皱强度弱，低缓低平构造相
关。②在构造顶部区相当平坦，且平坦区相对较
宽；③平缓区的两端地层倾角变陡，即陡、缓转折
带是褶皱应力相对集中的地方［３，１０］。

３３２　构造盆地平面位置圈定
图２左，是以区域重力异常等值线图及深大

断裂图同图面出现，布格重力异常与航空磁力

异常共同解译成果于此体现；图 ２右，是地质与
物探资料的综合结果，不是凭任何一种资料所

确定。图 ２左的区域重力异常，异常表现展示
更为直接、特征明显，它是布格重力异常的“克

隆”及复制，又与莫霍面异常存在“桥梁”的链接

关系，三者是一根藤上的瓜，故以其取而代之，

所圈定的构造区块（块体）异常，呈区域性的北

东向异常展现，由北向南分 ７大块，依次为：赤
水－道真、毕节－仁怀－沿河、大方－遵义－印江、
织金－贵阳－镇远、紫云－惠水－都匀－凯里、荔波
－南丹等异常区。在各大异常区，被不同走向深
大断裂分割成不同形态、不同面积、不同地段、

不同组合分布的局部性异常，以北东向出现的

居多，结合地质物探资料及约束条件，圈定了图

２右的有用局部异常共 １７处，它们多呈舒缓状
态以平坦的异常醒目出现。有的还有小圈闭异

常镶嵌其中，所表征的舒缓异常分布区块，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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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推测为油气远景及构造分布区。而有小

圈闭镶嵌其中的舒缓异常区，可能为受发育较

好的古构造、古岩溶等控制影响的灰岩储层，是

油气储存的最为有利场所之一［１１－１５］，如特殊环

境独处的紫云南部的猴子关灰岩等要足够引起

注意，它就位于舒缓异常区内，是否是有利储集

层构造，有待下步异常查证和联合攻关。带有

小圈闭出现于舒缓异常区内的异常，有猴场－鲁
容、大方－瓢井、长顺－紫云、都匀－独山、湄潭－
团溪、石阡－印江、正安－桃林等远景区。荔波－
南丹以南地区，因为没有广西的重磁跨省区数

据，故可能存在的油气远景区无法划分，实际上

荔波一带、罗甸东南的蒙江与曹渡河之交至省

界一定部位，也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图２　区域重力异常、推测深大断裂（左）及油气潜藏远景区（右）平面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ｅｅｐ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ｂ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ｌｅｆｔ），Ｐｌａｎ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ｉｌ＆ｇａ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ｒｅａ

１—区域重力异常等值线；２—推测的深大断裂；３—推测的油气资源潜在远景区

３３３　推测控制构造盆地的深大断裂特征
图２左中每区块的分区界线，均系深大断裂

构造线的反映（Ｆ１ Ｆ７断裂）［１６－１８］，比地质上所
见的和划分的大地构造分区则更为清楚，物探对

查实此类问题十分有效，是其他方法无可替代的。

Ｆ１位于赤水省界，推测为四川盆地陆缘与贵州高
原斜坡地带的接触部位，两侧以不同性质的重磁

场特征表现；Ｆ２位于仁怀－桐梓－务川一线，两侧
重力场北侧异常曲线多组合形态表示南侧同向扭

曲出现，磁力场北侧异常曲线以区域性的正负组

合异常陈列南侧以小团体不同形态组合展现；Ｆ３
位于大方－遵义－湄潭－印江一带，两侧重力场异
常曲线呈同向扭曲分布但方向相反，磁力场北侧

异常曲线多以方位不一的小组合南侧以区域性的

正负异常相伴出阁；Ｆ４位于黔西－息烽－余庆沿
线，两侧重力场异常曲线呈同向扭曲分布但方向

相反，磁力场北侧异常曲线以方位不一的面状组

合南侧以区域性的近南北向的正负组合异常分

布；Ｆ５位于关岭－龙里－镇远方向，北侧重力场异

常曲线呈北东向扭曲南侧不同方向扭曲分布，磁

力场北侧异常曲线以区域性的近南北向正负组合

异常推出南侧以区域性的负异常广布；Ｆ６位于
（册亨－望谟）罗甸－独山－榕江（北），西段过罗甸
后曲线呈弧形北北东南下，两侧重磁场分布特征

各有不同；Ｆ７位于荔波（西）－榕江，两侧重力场
北侧异常曲线为线性异常南侧为圈闭异常，磁力

场南北侧为不同走向的圈闭异常。Ｆ１ Ｆ７断裂
及其它方向的断裂它们较好地控制了所推测油气

远景区的分布。

参阅相关地质图资料及对比地形地貌图，相

同部位物探图上出现的舒缓异常区，多对应构造

盆地、穹隆构造、负向地形、特殊灰岩布露区、古油

藏等，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地质信息。

３３４　几个推断的（已知）构造盆地地质特征
评述

黔中隆起东端的瓮安永和－玉华、麻江杏山－
都匀坝固一带，曾有过石油聚集成藏的事实，为古

油藏分布地区，对应圈定的牛场－龙岗、麻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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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等构造盆地区。前者主要储集层为寒武系下统

明心寺组上部灰、深灰、灰黑色中层状细至中粒石

英砂岩，为滨海岸沙滩相沉积，沥青质丰富，主力

烃源岩为寒武系下统牛蹄塘组泥质岩，寒武系下

统金顶山组的泥质岩、泥质灰岩为直接盖层。后

者主要储集层为志留系中下统翁项群第二段的深

灰、灰黑色中层状为主的粉至细粒石英砂岩，为滨

海滩坝相沉积，沥青质发育，主力烃源岩为寒武系

下统的暗色泥质岩，志留系中下统翁项群第三段

泥质岩为直接盖层。

在推断的大方－瓢井、凯里－虎庄构造盆地
区，原石油、地矿系统钻探了部分井，在震旦系至

泥盆系钻遇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有以天然气为

主的烃类存在。前者对应方深一井（位于大方背

斜），所钻遇的寒武系下统牛蹄塘组黑色泥页岩，

存在明显的气测异常和雨状气泡，取样燃烧火焰

呈蓝色等。后者多数井均在奥陶系下统灰岩、志

留系中下统翁项群砂岩内钻遇良好的油气显示，

部分井进行简易提捞方法测试，获取了一定量的

天然气及少量的凝析油等［１９］。

４　结论

综合运用地质物探资料，较好地圈定区内油

气盆地成藏区。以地质资料为支撑，加强重磁异

常资料的应用研究，圈定来１７处构造盆地和７条
大断裂。圈定的构造盆地有的与地表

!

露的相对

应，有的得到了相应的研究，有的显示古油藏事

实，有的取得了钻探取样测试效果。划定的大断

裂，可能控制了区内隐伏的下组合地层中的构造

圈闭，为油气富集的有利场所即地震勘探惯用之

术语－隐伏的地腹正向构造夯实了基础。
所划定的盆地构造区，同样适用在地质条件

相似地区中，对煤层气、页岩气及地热等资源的

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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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中可能找到具有一定规模的隐伏金矿体。

［参考文献］

［１］　陈文斌，韦标根，杨天长，葛枝华贵州普安县泥堡金矿床地

质特征与找矿潜力［Ｊ］贵州地质２００９，２６（３）：１７０－１７６

［２］　陶平，李沛刚，李克庆，等贵州泥堡金矿区矿床构造及其

与成矿的关系［Ｊ］贵州地质２００２，１９（４）：２２１－２２７

［３］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１０５地质大队贵州省普安县

泥堡金矿区二龙抢宝矿段勘探地质报告［Ｒ］２００６，１２

［４］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１０５地质大队贵州省普安县

泥堡金矿勘探（阶段性）地质报告［Ｒ］２０１３，５

［５］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贵州省金矿资源潜力评价报告

［Ｒ］２０１０

［６］　瞿裕生，等矿田构造学概论［Ｍ］北京：冶金工业出版

社，１９８４

［７］　李志伟，刘和林，钱祥贵不整合界面及其后期转化在金矿

成矿中的意义，以滇黔桂毗邻区金矿为例［Ｊ］大地构造与

成矿学，２０００，２４（增刊）：５２－５７

［８］　贵州省普安县泥堡金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Ｒ］

２０１３

［９］　贵州省黔西南州金矿整装勘查泥堡勘查区勘查报告［Ｒ］

２０１３

Ｎｅｗ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ｙＴｙｐｅ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Ｎｉｂ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

ＱＩＬｉａｎ－ｓｕ，ＨＥＹａｎ－ｎａｎ，ＱＩＪｉｅ，ＹＡＮＧＴｉａｎ－ｃｈ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
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１０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ｙ，Ｇｕｉｚｈｏｕ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１８，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ｉｂ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Ｇｕｉｚｈｏｕ，ｔｈｅ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ｒｅｂｏｄｙｔｙｐｅａｎｄｉ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ｒｅｆｉｎｉｓｈｅｄａｎｄｓｏｍｅｎｅｗ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ａｒｅ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１）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ｏｒｅｂｏｄｙｉｓ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ｕｔｎｏｔｓｔｒａｔｕ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ｏｒｅ
ｂｏｄｙｉｓｂｉｇ，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ａｒｅｓｔａｂｌｅ，ｂｕｔ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ｏｒｅｂｏｄｙｏｆｓｔｒａｔａｂｏｕｎｄ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ｓ
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ｄｅａ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ｂｌｅ（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ｉｔ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ｒｅｔｈｅ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ｒｉｆ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ｔｒｕｓｔ
ｆａｕｌｔＦ１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ｏ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ｏｒｅｂｏｄｙｏｆｔｈｉｓｄｅ
ｐｏｓｉｔ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ｆｔ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Ｆ１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ｉｓｗｉ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ｉｓ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ｓｅ２ｃｏｇｎｉｚａｎｃｅｈａｓｓｏｍ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ｅｂｏｄｙｔｙｐ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Ｎｉｂ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ｕｉｚｈｏｕ

（上接第１２０页）
．

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ｐｌｉｆｔａｎｄＳｌｏｐ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Ｎｏｒｔｈ

Ａｒｅａ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ｄｅ，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ｉ，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ａ

（Ｇｕｉｚｈｏｕ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５，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ｔｈｅ２ｃｌｕｅ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ｓｈｕｉ，Ｙａｎｇｂａ，Ｈｕｚ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ｐｌｉｆｔｚｏｎ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１７ｂａｓｉｎｓｎｅａｒｂｙａ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ｃａｎｂｅ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ｆｏｒ
ｇａｓ，ｃｏａｌｇａｓ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７ＮＥｈｉｄｄｅｎｄｅｅｐ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ｓｏ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ｎ；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ｐｌｉｆｔ

·５１１·第２期　　　　　　　　　　祁连素，等：贵州省泥堡金矿床矿体类型及其形成机理的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