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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分析方法在伸展盆地中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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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更有效地研究伸展盆地, 论述了目前伸展盆地研究中几种常用软件的方法和原理, 包括用

于盆地反演研究的一维 Airy 均衡模型、二维挠曲回剥模型、平衡剖面技术以及用于盆地正演研究的挠

曲悬臂梁模型和二维粘弹塑性热-力学数值模拟模型。综合分析了这些方法的原理、优势与不足, 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方法之间的综合运用。其中平衡剖面技术恢复得到的盆地剖面可以为裂谷期

构造沉降展布范围提供约束, 并与挠曲悬臂梁模型结合可以得到盆地演化过程中不同时期上地壳的伸

展减薄情况。数值模拟方法则在以上盆地模拟方法得到的结果约束下, 模拟伸展盆地的形成过程进而

得到初始地质参数与演化过程。综合利用盆地分析的方法可以对盆地演化有更准确的认识并指导油气

资源的勘探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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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按其成因可以分为伸展盆地、挠曲盆地

和走滑拉分盆地[1]。其中发育在被动陆缘之上的伸展盆

地是主要的含油气盆地类型之一, 对其进行研究有助

于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2]。目前针对伸展盆地开展盆

地分析的方法较多, 大体可分为正演和反演两类, 反

演可以恢复地质历史时期的地质状态包括沉降史、沉

积史及断层发育期次等, 而正演方法则可以在反演的

约束下探究盆地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等问题。其中, 

常用的反演方法包括平衡剖面方法[3]、回剥方法[4-5]等, 

正演方法包括挠曲悬臂梁模型[6-7]与数值模拟方法[8-9]

等。基于以上方法的盆地分析相关的商业软件也较多, 

有 Flex- Decomp、Stretch、Move 以及 Thermodel[10]等。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各种方法都有自身的优劣之处, 难

以通过单一方法获得接近真实地质情况的所有结果。针

对于此, 本研究论述了目前几个常用盆地分析软件的原

理与方法, 对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进行分析, 并探讨了

充分利用各自优势的软件组合使用方法, 对盆地的综合

分析和油气的勘探开发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1  盆地分析中的反演方法 

反演指的是以现今的地质状态为基础 , 以古水

深或断层发育期次等数据为约束恢复出初始地质状

况或某个阶段地质状态的过程。通过反演可以反推

盆地的构造演化过程, 对盆地的沉积、沉降速率及断

层发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1.1  构造沉降恢复 

沉降是地壳的一种垂直运动 , 是盆地发育的

主导因素之一。盆地的沉降按成因可以分为构造沉

降(由地壳或岩石圈动力学产生的盆地沉降)和非构

造沉降(荷载导致的沉降)[1, 11]。构造沉降曲线在完整

的裂陷旋回上表现出两段式: 裂陷阶段的快速沉降

及裂后的缓慢沉降[1, 11]。盆地的沉降与岩石圈的伸展

减薄有关 , 通过构造沉降的分析 , 我们可以了解岩

石圈或地壳的伸展减薄程度[12-13]。因此, 构造沉降量

和构造沉降速率反映了盆地构造演化的特征, 对盆

地构造沉降史的恢复有助于了解盆地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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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沉降量去除沉积物与水的重力作用造成的沉

降量后即为构造沉降量, 只考虑沉积物的荷载而未

去除水的荷载作用得到的沉降量为水载沉降, 水载

沉降应用较为广泛[14-17]。水载沉降的计算过程包括

逐层去除沉积地层并进行去压实校正、沉积物重力

荷载校正、水深变化校正和相对海平面变化校正[18]。 

1) 去压实校正 

去压实校正是指在逐层剥去沉积层后 , 其下地

层在上覆荷载减小的情况下厚度恢复到该地质历史

时期的真实厚度[15]。校正过程假设沉积物在压实过

程中其骨架体积和横向宽度守恒, 地层体积变化是

由孔隙流体流动与孔隙体积变化引起的[19]。地层的

压实程度仅与埋深有关, 孔隙度与深度的关系通常

采用指数形式[15]:  

0e czΦ Φ  ,             (1) 

其中 , Φ为孔隙度 , 0Φ 为初始孔隙度 , c 为压实系

数(km–1), z为自海底算起的深度(km)。 

2) 沉积物重力载荷校正 

盆地中沉积物的重力作用会促使沉降量进一步

变大而产生负载沉降。在 Airy 均衡条件下, 沉积物

造成的负载沉降效果可按如下公式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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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 为沉积物重力载荷校正后的基底深度, m 为

地幔密度, s 为沉积物柱的平均密度, w 为水的密度, 

S为去压实校正后的沉积物厚度。 

3) 相对海平面变化校正和水深变化校正 

海平面在地质演化历史中发生了变化 , 而现今

的海平面是计算构造沉降基准面, 所以水深变化数

据还要考虑相对海平面变化(相对于现今海平面位置

的变化)。其次, 过去地质历史时期的海平面位置与

现今海平面位置之间的差值(水柱高度)会产生重力

荷载作用而产生荷载沉降(S1), 应予以剔除[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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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S1 为海平面相对于现今海平面的高度。 

目前 , 古生物资料和地球化学资料是获取古水

深(Wd)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还可以依据沉积相资料

来进行估计。古水深数据难以准确测定, 需要综合多

种资料加以判断, 所以此项是构造沉降计算中最大

的误差来源[17]。 

当岩石圈的强度非常弱 , 可以认为已达到完全

的重力均衡, 水载沉降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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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载沉降量中的水柱载荷仍对地壳具有重力作用, 

当水深大于 1 000 m 时水的载荷压力超过 10 MPa, 故水

的荷载作用影响较大不可以忽略, 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空

盆沉降(公式(6), 公式(7))并计算空盆沉降速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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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盆沉降排除了水的荷载作用对沉降的影响 , 

其沉降量完全由构造作用产生, 通过分析构造沉降

量及构造沉降速率可以对演化过程中的构造作用有

更加清晰的认识。 

1.2  挠曲回剥 

回剥是盆地分析的重要研究方法 , 常用的回剥

方法包括一维 Airy 均衡回剥与二维挠曲均衡回剥。

一维回剥方法利用 Airy 均衡模式[21], 认为沉积荷载

造成的影响仅作用于该点的垂直方向上, 对侧向的

区域没有影响。二维回剥方法[22]认为回剥过程中应

该考虑岩石圈的弹性强度, 即某一点的载荷变化不

仅会影响该点处的状态还会造成岩石圈的挠曲反应, 

从而对侧向的区域产生影响。  

二维挠曲均衡回剥比一维 Airy 均衡回剥更加

符合真实的地质情况。该模型由于不能恢复断层作

用导致的水平方向上的变化, 所以难以恢复伸展盆

地裂谷期的演化过程, 仅可以较好地恢复裂后期的

演化过程。二维挠曲均衡回剥在一些盆地中得到了

很好的应用[23-25]。 

Flex-Decomp 软件先假定均一的拉张因子对剖面

进行逐层回剥恢复, 直到恢复到裂谷作用结束时的地

质状态, 后利用 Stretch 软件(下文将论述)正演模拟该

剖面状态以获得剖面拉张因子, 后将Stretch得到的拉

张因子再次带入 Flex-Decomp 中再次回剥直至达到最

佳拟合[4, 26]。Flex-Decomp 的计算步骤如下[4-5]:  

1) 移除顶部的水层并进行挠曲均衡反应计算。 

2) 移除剖面中的最顶部地层, 下伏地层计算去

压实厚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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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移除顶部地层荷载之后的挠曲均衡反应, 

并考虑剩余沉积层孔隙度的增加。 

4) 利用 Mckenzie [12]的裂后热沉降模型依据估

计的拉张因子与裂谷作用的年代反算热隆升。 

5) 如果海平面变化过大则进行进一步的修正 , 

并增加海水层的荷载影响, 计算挠曲均衡反应。 

6) 以上步骤建立了移除顶部地层后的挠曲均衡

剖面。 

7) 重复步骤 1—步骤 6 回剥剩余层位直到裂后

期的基底。 

如果剖面有裂谷期的水深标志(比如暴露剥蚀等), 

可以通过人为调整剖面的拉张因子以使剖面与古水

深有一个很好的对应, 而此时得到的拉张因子剖面是

反演得到的岩石圈的拉张因子[27]。本软件模型认为岩

石圈各层的伸展减薄程度是相同的, 在其他参数确定

的情况下, 若岩石圈在伸展过程中未发生解耦, 则以

此方法可以较好的反演岩石圈拉张因子。 

该软件地层厚度恢复采用的方法 [15], 可以回剥

得到演化过程中每一层沉积层序初始沉积时的厚度, 

进而可计算每个沉积期的沉积速率。 

1.3  剖面恢复 

平衡剖面技术是剖面恢复的有效方法。其在发展之

初是为了确定同心褶皱之下拆离断层的深度[3], 后来这

一方法被应用于逆冲推覆、伸展以及盐底辟、反转构造

的研究中[18, 28]。平衡剖面的恢复基于以下假设: 地层的

初始状态是水平的且在变形过程中遵守物质守恒的原

则(厚度、面积、体积守恒), 剥蚀与压实是体积变化的

唯一方式, 脆性断层是变形的主要方式且褶皱与断层有

关, 压溶与构造压实对体积的影响较小[18-19]。因此, 平

衡剖面技术是以变形符合平面应变条件为前提按照面

积/长度守恒的原则进行构造恢复[29]。 

2D Move 是应用较广的二维平衡剖面恢复软件, 

其使用的地层恢复算法有很多种, 应用较多的有单

剪去褶皱法和斜剪切法。 

单剪去褶皱算法以垂直或斜线方式恢复到基准

面(水平面或给定基准面)以达到去褶皱的目的 , 该

方法认为沿剪切线方向的剪切矢量相同, 其特点是

计算前后的剖面上的层面积守恒。实际的构造变形

过程中地层的长度会发生变化, 所以恢复到基准面

位置后地层的长度会变小[18-19]。 

斜剪切算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积守恒和剪切矢量

长度(沿剪切矢量方向断层面和上盘的标志层之间的

距离)守恒。在恢复断层时假设断层的变形仅发生在

上盘且沿系列剪切线平行发生, 上盘的变形穿透断

层上盘且与断层几何状态有关。影响该算法的主要

参数包括移动方向、剪切矢量和水平断距。其中剪

切矢量的大小由水平断距参数定义, 斜剪切算法可

以较为有效恢复犁式断层, 其倾角随深度增加而减

小, 这种倾角的变化与上盘的变形是对应的[18-19]。 

平衡剖面技术在恢复构造状态的同时还要进行

地层发育恢复, 地层发育史恢复需要的参数和需要

进行的校正与构造沉降恢复中相同。 

平衡剖面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逐步恢复各个地

质时期地层发育、断层和褶皱状态, 并根据古水深数

据得到一个相对可靠的古地质剖面。 

2  盆地正演方法 

正演即假设初始条件 , 进而在反演结果及地质

观测的约束下, 重现盆地演化过程的方法。正演方法

可以检验反演结果并探究盆地演化中的控制因素。 

2.1  挠曲悬臂梁模型 

挠曲悬臂梁模型将岩石圈分为 3 层, 分别为上

地壳、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 其中上地壳呈脆性以简

单剪切的形式伸展, 而下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呈现塑

性, 在张力的作用下以纯剪切形式伸展[6]。上地壳产

生的断层上下两盘由断层相连接像两个相互作用的

挠曲梁, 使断层的上盘产生坳陷下盘产生隆升。上地

壳的脆性伸展产生的空间由塑性的下地壳物质补充, 

同样下地壳的物质上涌产生的空间由岩石圈地幔补

偿, 进而会造成莫霍面的扰动[4, 6]。该模型认为上地

壳中的大型基底控盆断层都是平直断层, 在这里为

了更好的模拟陆缘上的盆地形态采用铲式的断层来

模拟上地壳的盆地形态。挠曲悬臂梁模型通过设置

断层参数与反演得到的模板进行对比, 认为上地壳的

脆性应变由下地壳的塑性应变补偿, 利用 McKenzie

的纯剪模式 [12]对下地壳的拉张因子进行计算, 并认

为上下地壳与地幔的拉张因子相同, 来表征上地壳产

生的伸展[6], 当同一个点有多个断层的作用时其拉张

因子等于此处各个断层产生的拉张因子的乘积[7]。 

利用 Flex-Decomp 得到的地质模型通过设置断

层参数进行拟合, 得到岩石圈拉张因子(模型认为岩

石圈各层的伸展减薄程度及拉张因子相同)。可进一

步计算裂后热沉降、沉积物充填, 并可计算重力值以

及热流和沉降史。软件可实现多期的裂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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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计算的拉张因子在其他基础参数确定的情

况下仅与输入断层参数有关, 而断层仅代表了脆性

上地壳的伸展减薄作用。该模型考虑了上地壳的挠

曲响应, 在已知断层参数的情况下可以将断层参数

输入本软件中计算上地壳的伸展减薄。此方法不要

求与地质模型的拟合效果, 仅通过该模型计算不同

断层造成的伸展减薄(拉张因子)。 

通过人为调整有效弹性厚度对比地震剖面的凹

陷形态与模拟结果, 可以推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

度 [30], 有效弹性厚度越大断层影响的范围就越大 , 

造成的凹陷范围更大 , 坡度相对平缓 , 相反若有效

弹性厚度较小则形成的凹陷范围较小凹陷边界坡度

较大。在岩石圈解耦时代表了上地壳的有效弹性厚

度而非整个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 

2.2  二维粘弹塑性热-力学模型 

有关岩石圈拉张的热 -力学数值模拟程序有很

多 [31-32], 但主要模拟方法差别不大。本文以 Pérez- 

Gussinyé 等开发的二维粘弹塑性热-力学有限元模拟

程序[33]为例进行阐述。该程序是在热-力学有限元计

算程序 MILAMIN[34]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模型的

左右边界给定恒定的拉张速度 , 上部为自由边界 , 

内部单元采用拉格朗日三角网格划分, 即单元随着

物质的运动而运动。三角网格分辨率可根据应用需

求进行不同的划分。网格模型分为 4 层: 上地壳、下

地壳、岩石圈地幔以及软流圈[35]。程序利用物质守

恒、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定律相结合得到斯托克斯

方程和热扩散方程。分别用来求解重力场作用下粘

性流体的流动速度与壳幔变形过程中的温度场。在

MILAMIN 求解器的基础上增加多种物理化学过程, 

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模拟复杂的地质过程, 如陆缘张

裂过程中的岩浆作用及蛇纹石化过程等。 

采用的流变学模型为 

d expn Q
A

RT
     

 
 ,           (8) 

其中, 为应变速率, A 和 n 为实验室测得的与物质

相关的常数, σd 为偏应力, Q为蠕变活化能, T为温度, 

R为气体常数。 

其他热力学参数包括各层的密度、热膨胀系数、

体积模量、剪切模量、热容、热导率、放射性生热

率、初始摩擦系数和内聚力, 其中放射性生热主要发

生在上地壳, 因此上地壳厚度的加厚会影响地壳乃

至整个岩石圈的温度场分布。 

为更加真实地模拟地质过程 , 模型考虑粘弹塑

性变形 , 设定自由表面以获得稳定的动力学地貌 , 

利用应变软化以模拟断裂和剪切带, 并可选择是否

增加地表沉积过程, 即侵蚀和沉积。岩石受力一旦达

到屈服强度 , 很容易沿屈服面发生变形 , 因此断裂

面或剪切带会产生集中形变 [36], 这个过程可用应变

软化来实现。在脆性变形域, 通过降低摩擦角来实现

应变软化以模拟脆性断层的发生 ; 在粘性变形域 , 

变形方式由位错蠕变转为扩散蠕变时降低了有效粘

滞系数 [37], 也可以发生粘性应变软化 , 岩石矿物发

生结晶优选定向, 从而使得剪切带在该方向更加容

易发生[38-39]。 

本数值模拟程序可以在地质观测数据的约束下

对伸展盆地或者被动陆缘的形成过程进行模拟。通过

对比模拟结果与地质观测的结果, 选定合适的模拟模

型参数, 这些参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真实的地质参

数, 比如伸展速度, 下地壳强度等。 

3  讨论 

不同的盆地模拟方法或软件其研究对象及侧重

点不同 , 像平衡剖面恢复及回剥(Airy 均衡回剥及

挠曲回剥), 其研究对象为浅部的沉积盆地, 而挠曲

悬臂梁则以挠曲回剥的结果作为约束研究岩石圈的

伸展减薄, 但由于在真实的地质过程中这是一个综

合的过程 , 即当板块受到拉张应力时 , 在岩石圈浅

部会发育断层形成沉积盆地 , 岩石圈整体会发生伸

展减薄, 下部软流圈会发生上涌。所以针对不同研

究对象的正反演方法得到的结果可以相互约束验

证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可靠的地质演化过程。综合利

用每种方法或软件的优势是进行盆地模拟研究的最

优选择。 

在岩石圈强度较弱的情况下, 一维 Airy 均衡的

回剥计算构造沉降的方法相对可靠 [40], 整个构造演

化过程中裂后期的构造沉降是热沉降主导的, 断层

作用减少 , 剖面没有水平方向的变化 , 仅存在垂向

上的变化 , 所以在其他参数可靠的情况下 , 裂后期

构造沉降史的恢复具有较好的可信度。但是由于裂

谷期存在断层作用, 地壳上表面的变化除了垂向变

化还有水平方向的变化 , 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 

而一维 Airy 均衡回剥构造沉降恢复方法并不能有效

恢复断层作用导致的水平方向上的变化。平衡剖面

技术在恢复构造演化过程中的褶皱与断层作用造

成的水平方向上的变化上具有优势, 可以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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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期的地质状态 [18], 这为裂谷期伸展盆地或被动

陆缘构造沉降恢复中水平方向的变化范围提供了

约束。 

二维挠曲回剥模型可以对伸展盆地的裂后期地

层进行恢复, 该模型假设岩石圈各层在整个伸展过

程中是完全耦合的, 各层拉张减薄程度均相同。如果

研究区存在与深度相关的伸展 [32], 则模型不适用 , 

而被动陆缘的岩石圈在伸展过程中大多数是部分解

耦的 [41], 所以在研究伸展量较大的被动陆缘时该模

型不适用, 而仅适用于岩石圈较冷或未发生解耦区

域的伸展盆地。但同时该软件具有层拉平功能可在

一定程度弥补这一劣势, 层拉平指的是可将剖面最

顶部地层界面拉到统一水平面上, 这在一定意义上

意味着该沉积期的沉积物供应充足, 将可容空间完

全充满。在陆上伸展盆地或一直处于浅水区的沉积

盆地研究中 , 这一操作可以较好地恢复盆地状态 , 

但不适用深水盆地。此外, 层拉平技术的可行性与不

整合的类型也有关。若不整合形成时是水平的则可

以很好地恢复 [42], 而其他类型不整合具有大规模的

侵蚀 , 导致不整合界面形成时非水平状态 [42], 而强

行拉平则会改变真实的断层与下伏地层的产状。该

软件中的地层去压实以恢复地层厚度的算法适用

于所有的地质情况 , 并可以进一步计算沉积速率 , 

而回剥拉平恢复地质状态则仅适用于陆上裂谷盆

地或水深较小的沉积盆地, 要求未发生岩石圈各层

之间的解耦并且仅适用于裂后期的盆地状态恢复。

平衡剖面技术同样可以进行挠曲均衡的恢复并且

在有效的古水深数据的约束下可以有效的恢复盆地

的演化史。 

挠曲悬臂梁模型同样假定岩石圈各层伸展减薄

程度相同 , 并且认为断层是平直断层 , 但是地震剖

面显示大型的断层多呈铲式形状, 最新的挠曲悬臂

梁软件添加了铲式断层的模型。在其他初始模型参

数确定的情况下, 该模型计算拉张因子的过程仅与

输入的断层参数有关, 而脆性断层在大多数的伸展

盆地或被动陆缘中仅能代表上地壳的伸展减薄程

度。进一步将平衡剖面恢复得到的每一期盆地剖面

上的断层产状输入 Stretch 软件中利用挠曲悬臂梁

模型, 可以得到每一期的上地壳拉张因子。将模拟结

果的断层影响范围与真实的地质观测进行对比, 可

以得到上地壳的近似有效弹性厚度, 而未发生解耦

的区域可以代表整个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43]。 

综上 , 在存在岩石圈各层解耦的情况下 , 挠曲

回剥与挠曲悬臂梁模型均难以恢复剖面状态, 而平

衡剖面在古水深的约束下可以对盆地的剖面进行较

好的恢复, 并且恢复了断层作用造成的变形。本研究

探讨的优势互补的软件组合使用方法, 以平衡剖面

技术恢复的剖面形态为基础, 利用挠曲悬臂梁模型, 

可以正演得到脆性上地壳的拉张因子, 利用构造沉

降恢复可以得到各个地质时期构造沉降曲线长度的

变化与差异, 而挠曲回剥软件中的地层厚度恢复可

以有效得到每个沉积期的原始地层厚度, 从而得到

其沉积速率信息。典型剖面利用体积守恒原则可以

得到剖面处的平均伸展速度, 进一步在热流数据的

约束下对裂谷盆地和被动陆缘进行数值模拟的研究, 

可以开展岩石圈伸展的动力学研究。结合沉积速率

变化、运动学特征与动力学特征可以有效地确定“生

储盖”组合以指导油气的勘探与开发(图 1)。 

 

图 1  盆地分析方法综合应用路线图 

Fig. 1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basin analysi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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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及展望 

反演可恢复盆地演化的过程 , 得到盆地的初始

地质状态, 而正演则可以在地质观测和反演结果的

约束下, 探讨成盆机制与动力学问题。伸展盆地或被

动陆缘的研究方法与商业软件众多, 但其各有侧重, 

本次研究论述了目前应用较多的盆地模拟软件的原

理及其应用 , 其中盆地模拟的反演方法包括一维

Airy 均衡的构造沉降计算方法、二维挠曲回剥方法、

平衡剖面技术。正演方法包括挠曲悬臂梁模型和二

维粘弹塑性热-力学数值模拟模型。本研究分析了不

同方法及软件的优势与不足, 提出优势互补的软件

组合使用方法。在岩石圈较弱情况下一维 Airy 均衡

可以较好的进行裂后的回剥, 而岩石圈较强时则应

考虑侧向的影响即挠曲回剥方法较为合适, 二者均

不具备恢复裂谷期地质状态的功能。挠曲悬臂梁模型

在岩石圈不发生解耦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计算岩石

圈的拉张因子, 若发生解耦, 则仅能表征上地壳的拉

张减薄情况。平衡剖面技术在古水深的约束下可以较好

的恢复裂谷期断层状态, 其可以为构造沉降计算提供水

平方向的范围约束, 同时结合挠曲悬臂梁模型可以很好

地计算出每一个地质历史时期时的伸展减薄情况。二维

挠曲回剥中的地层厚度恢复可以用于计算沉积速率。在

以上计算结果的约束下结合热流数据通过二维粘弹塑

性热-力学模型模拟盆地或被动陆缘的形成过程。综合

得到的沉积速率、运动学特征、动力学特征可以为进一

步为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提供指导。 

盆地形成演化是一个复杂的地质过程 , 在不同

尺度具有不同的表现, 利用在不同尺度下观测得到

的结果相互验证可以更好的认识这一过程并了解其

机制。现今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盆地的浅层构造而非

整体的地质构造过程, 充分利用各个尺度方法的优

势并尽量避免其存在的问题才可以更加有效地约束

演化模型进而得到更加可靠的盆地演化史, 也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在获得更加准确的沉积、沉降史的

基础上可以对油气的勘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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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stretch basins more effectively, we have stated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main software, 

which are applied into researches of stretch basins, including forward and inversion methods. Inversion methods 

include 1D Airy isostasy, 2D flexural isostasy, and balanced cross section technique, and the forward methods in-

clude flexural cantilever model and 2D thermal-mechanical model. We have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methods. The length of restored profiles from balanced cross section tech-

nique can be horizontal constraints for tectonic subsidence, which changed during syn-rift stage.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balanced cross section technique and flexural cantilever model enables us to figure out stretch-state 

of upper crust at different stages.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can model the evolution of stretch basins and obtain 

the initial geological parameter under constrains of the results from software mentioned above. The integrated ap-

plication of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of stretch basins allow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basins’ evolution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exploration of oil and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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