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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G*

界面是琼东南盆地新近系裂后期的重要地质界面)发育时代为晚中新世末期&约
++'"I.

')是裂后期充填序列中梅

山组和黄流组的分界面
'

通过对琼东南盆地大量二维测线的精细解释)结合钻井*生物等资料)从海平面变化*地震
L

沉积相

跃迁*沉降速率等方面总结了该界面的特征)指出
2G*

界面在盆地东西部特征差异明显"在盆地西北部浅水区)该界面具有明

显的角度不整合特征)$下削上超%特征明显)在局部地区梅山组一段整套地层都被削蚀(在盆地东南部半深水
L

深水区域)

2G*

界面上下反射具明显差异)界面之上为一组中等连续性*中
L

强振幅的地震反射同相轴)界面之下地震反射多呈强振幅*

中等连续
L

丘状反射)甚至局部出现前积反射
'

研究认为)

2G*

界面的东西差异性可能与该界面在盆地东西部受到的控制因素

差异相关"盆地西部主要受区域性海平面大规模下降的影响)

2G*

界面表现出对下伏地层的强烈削蚀(盆地东部则可能是西沙

海槽在晚中新世以来的加速沉降在琼东南盆地的具体表征
'

受这次区域性构造活动的影响)盆地东部水体突然加深)接受大

规模的沉降)界面上下表现为相的突变和跃迁)此时盆地已经具有$东深西浅%的地貌特征)这种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2G*

界面

的性质厘定及其地质意义的重新认识有可能为中国南海新生代盆地形成演化及其动力学背景研究提供新的信息
'

关键词!琼东南盆地(

2G*

界面(构造(沉降(中新世(海洋地质
'

中图分类号!

OB!K'G

(

OB!"'+

!!!!

文章编号!

+***L)!K!

&

)*++

'

*#L*KK"L*,

!!!!

收稿日期!

)*++L*)L+K

$%&'&()*'+,)+(,-.!"#/-012&'

3

&124),!+

5

1+.+(&1(*+1

6

+-1

5

2-1

5

1&1/&,+1

)

7-')%*'1$-1)+1*1)&89&'

5

+1-.!-0)%$%+1&!*&

2;I46

N

+

)

)

)

!

)

PQ-P4H6%6

N

!

)

7QR(?S.%

!

)

JQ786H&4.6

N

G

)

2;(T14H

@

56

N

G

)

SQR(21.6H=1.6

!

)

TUR(?:156

N

!

)

U-V86H&%6

N

!

)

TUR(?:84HM54

)

+!"#$%&

'

()*+,)-+,

'

+

.

/&0&1)*2&30&,

4'

)056)78

'

5,)-&

)

69)0

4

:;+9 #+*"G*

)

";<0)

)!"#$%&

'

()*+,)-+,

'

+

.

=),

4

<0)2$&)6&+2+

4'

)

$+9-;";<0)$&)>07-<-9-&+

.

?@&)0+2+

4'

)

69)0

4

:;+9 #+*!*+

)

";<0)

!!%&

'

()*+,)-+,

'

+

.

A&@-+0<@7)05B&-,+2&9C/&7+9,@&7+

.

=<0<7-,

'

+

.

359@)-<+0

)

";<0)D0<E&,7<-

'

+

.

6&+7@<&0@&7

)

F9;)0 G!**BG

)

";<0)

G!A&@;0<@)2G&

H

),-C&0-

)

";<0)I)-<+0)2?

..

7;+,&?<2"+,

H

+,)-<+0(<C<-&5

)

J;)0

K

<)0

4

#)G*#B

)

";<0)

:;,)'&()

"

F.=5A%60154605

N

/.05A=08A

>

%9)W=54=M43A.0.

)

X5&&A.0..6AY4%=0/.04

N

/.

@

1

>

46015Z4%6

N

A%6

N

6.6Y.=46

&

ZW(F

')

015J.05I4%3565863%69%/M40

>

&

2G*

'

.0.Y%80++'"I.X1431=5

@

./.05A01586A5/&

>

46

N

I54=1.6.6A%<5/&

>

46

N

U8.6

N

&48[%/H

M.04%64=4605/

@

/505A'S1531./.305/=%92G*463&8A46

N

=5.&5<5&31.6

N

5=

)

=54=M43H=5A4M560./

>

9.345=.6A=8Y=4A5635/.05=1%X

=4

N

64943.60A4995/5635=4640=5.=05/6.6AX5=05/6./5.=.=9%&&%X=

"&

+

'

Q6015&400%/.&H65/4043./5.%90156%/01X5=05/6ZW(F

)

40

4=.6

N

8&./X40146056=55/%=4%6%901586A5/&

>

46

N

=0/.0.

)

.6A5<565/%=4%6%9015X1%&5I54=1.6[%/M.04%6'

&

)

'

Q6015Y.01

>

.&H

.Y

>

==.&./5.%9=%8015.=05/6ZW(F

)

I54=1.6[%/M.04%64=31./.305/4\5AY

>

14

N

15/.M

@

&408A5

)

N

565/.&&

>

3%60468%8=H18MM%3D

>

.6A5<56

@

/%

N

/.A.04%6.&/59&5304%6

)

X15/5.=U8.6

N

&48[%/M.04%64=95.08/5AX401&%XH.M

@

&408A5

)

3%60468%8=9.345=']5=8

NN

5=0

01.00152G*4605/9.35A4=

@

&.

>

46

N

A4995/56031./.305/4=043=X.=3%60/%&&5AY

>

A4995/560M531.64=M9.30%/=

)

015X5=05/6Y.=46X.=

=0/%6

N

&

>

5/%A5AY

>

01586A5/&

>

46

N

=0/.0.86A5/015469&85635%9M.==4<5=5.H&5<5&9.&&

(

X15/5.=0155.=05/6Y.=46X401

N

/5.0=8YH



!

第
#

期
!

苏明等"琼东南盆地裂后期
2G*

界面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4A5635%338//5AA850%015P4=1.0/%8

N

1.304<40

>

=4635J.05I4%3565'S14=0530%643.304<40

>

3.8=5A0155.=05/6ZW(F0%31.6

N

5

.Y/8

@

0&

>

9/%M=1.&&%XX.05/0%=5M4HA55

@

%/A55

@

X.05/56<4/%6M560

)

3%6=5

C

8560&

>

015Y.=465E14Y40=A55

@

.6A=1.&&%X&.6AH

9%/M=460155.=0.6AX5=0/5=

@

5304<5&

>

'S14=0%

@

%

N

/.

@

1

>

/5M.46=8604&015

@

/5=560A.

>

'S154605/

@

/50.04%6%92G*4=15&

@

98&6%0

%6&

>

0%5E

@

&.460152%801:146.25.5<%&804%6Y80.&=%0%

@

/5A430

@

%05604.&/5=5/<%4/0./

N

50'

<*

3

=-'2,

"

Z4%6

N

A%6

N

6.6Y.=46

(

2G*Y%86A./

>

(

0530%643=

(

=8Y=4A5635

(

I4%3565

(

M./465

N

5%&%

N>

'

!!

重要地质界面往往指示了构造*气候*海平面等

信息的变化)因此在盆地研究中其意义重大&李思田

等)

+,,K

(杨木壮等)

)**!

(任建业)

)**G

(姚伯初等)

)**G.

(陶宗普等)

)**#

'

'

在南海北部琼东南盆地新

生界中新统充填序列中)存在着一个特征明显且全

区可追踪的不整合界面!!!

2G*

界面
'

前人研究资

料表明)该界面表现为区域性海平面大规模下降特

征)下伏地层遭受明显的剥蚀
'

本次研究以琼东南盆

地大量二维地震的精细解释为基础)结合
ŴO+KG

航次
++GK

站位及琼东南盆地钻井资料)从海平面升

降*地震相
L

沉积相变化和裂后期沉降特征
!

个方

面阐明了
2G*

界面的特征
'

通过界面特征的识别和

对比)指出在盆地东西部
2G*

界面性质存在差异
'

研

究认为在
++'"I.

时期)琼东南盆地存在一次重要

的构造活动)盆地东部迅速下沉)$突变%为深水环

境)之后构造活动趋于稳定)整体盆地结构没有发生

大的变动)自晚中新世以来盆地地貌一直表现为$东

深西浅%的特征
'2G*

界面不仅是区域性海平面大规

模下降界面和分隔裂后期热沉降充填与加速沉降充

填的重要不整合界面)还很有可能是琼东南盆地一

次重要构造事件的记录
'

该界面的存在对南海北部

油气聚集有重要的影响
'

图
+

!

琼东南盆地区域位置及构造划分
&黑色粗实线为剖面线'

[4

N

'+ S15&%3.04%6.6A=0/8308/.&8640=%9Z4%6

N

A%6

N

6.6Y.=46

+

!

区域地质概况

琼东南盆地位于中国南海西北部)海南岛以南*

西沙群岛以北的海域中)是在中生代基底之上发育

的一个大型的新生代裂谷型大陆边缘盆地)呈北东

向展布)分别与莺歌海盆地和珠江口盆地相连&图

+

'&姚伯初等)

)**GY

'

'

整个盆地表现出明显的$南

北分带%特征)自北向南划分为北部凹陷带*中央隆

起带*中央坳陷带&包括乐东
L

陵水凹陷*松南低凸

起*北礁凹陷*松南
L

宝岛凹陷和长昌凹陷'以及南

部隆起带
'

盆地现今水深表现为$东深西浅%和$南深

北浅%的特征&图
+

'

'

新生代地层自下而上依次为始新统*渐新统崖

城组和陵水组)中新统三亚组*梅山组和黄流组)上

新统莺歌海组以及第四系地层&图
)

'

'

琼东南盆地

构造演化总体经历了裂陷期和裂后期两大阶段)以

破裂不整合面
2"*

&约
)+I.

'为界&图
)

')发育了

下*上两大构造层)分别代表裂陷作用和裂后作用的

产物)上构造层为统一坳陷)断裂不发育)下构造层

断裂发育)盆地内部次级构造单元分割性强
'

2G*

界面为中新世中*晚期分界线)发育时间约为

++'"I.

)分割黄流组和梅山组地层
'

总体来看)琼东南

BKK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
!"

卷

图
)

!

琼东南盆地新生界充填序列

[4

N

') :56%\%43

N

5%&%

N

43.&3%&8M6%9Z4%6

N

A%6

N

6.6Y.=46

盆地沉积环境在中中新世晚期发生了一次变化)由滨

浅海相转变为半深海
L

深海相&

P45&-)2'

)

)**K

'

'

)

!

2G*

界面特征

>'?

!

海平面变化

大量研究者利用南海
ŴO+KG

航次
++GK

站位

&

+K_#*'+B̀(

)

++"_!!',!̀-

)水深
!!*K'!M

'连续深

海沉积物柱状样品)通过沉积记录追踪海盆张裂历

史)并对南海重要的构造地质界面进行准确的年龄

标定
'

赵泉鸿等&

)**+

'分析了底栖有孔虫和浮游有

孔虫的
!

+!

:

曲线)指出碳同位素在
+*')

"

,'GI.

时期$负偏%特征明显
'

邵磊等&

)**G

'指出中中新世

L

晚中新世时期)在
+*I.

界面附近)

T/

#

U9

*

S1

#

23

*

J.

#

23

*

J.

#

2M

*

(Y

#

S.

等元素比以及
24̂

)

含量

存在明显的突变)并认为在该时期存在构造运动及

沉积环境突变事件
'

综合前人研究结果)

ŴO++GK

孔在中中新世末期&

2G*

界面附近'无论是沉积速

率)还是岩石地球化学分析*底栖有孔虫*碳氧同位

素等都表现出突变特征)且碳同位素$负偏%与全球

海平面变化在此时有大规模下降相一致&图
!

'

'

盆地西部的典型剖面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这次

海平面下降事件的记录"

2G*

界面显示出对下伏地

层强烈的削截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角度不整合)局部

甚至将梅山组一段地层全部削蚀
'

界面为低
L

中连

续*中
L

强振幅的同相轴反射)局部发育下切谷)削

截
2G+

界面)界面之上的地层超覆其上)总体特征表

现为$下削上超%的特征
'

在琼东南盆地西部乐东
L

陵水凹陷广泛发育这一特征)指示了区域性海平面

的大规模下降&图
G.

'

'

这种典型的特征能够被记录

下来至少需要
)

个前提条件"一是
2G*

界面时期存

在一次大规模的海平面下降事件)这点从之前的分

析中已经得到证实(二是选择位置处于一定的水深

范围之内)海平面下降幅度能够对其造成明显的影

响
'

值得注意的是)在剖面中可以看到
2!*

界面

&

#'BI.

'的特征与
2G*

界面&

++'"I.

'非常相似)

也是一次大规模海平面下降的记录)这点在
++GK

站

位资料中也有记录&图
!

'

'

>'>

!

相跃迁

与盆地西部$下削上超%的特征不同)盆地东部

&如长昌凹陷'

2G*

界面特征表现出明显的上下差异*

地震相跃迁的特征"界面之下为一套强振幅*连续性

差的丘状反射)局部存在小规模的前积结构(界面之

上为一套连续性好*中振幅的亚平行反射)厚度变化

小
'

这种特征从
2G*

界面往上至今都可以观察到)均

为连续性好的地震反射轴)差异在于能量的强弱会发

生一些轻微的改变)往上振幅增强)显示出良好的垂

向连续性&图
GY

'

'

此外)

#'BI.

时)盆地西部中对应

于海平面下降的
2!*

界面&图
G.

')在盆地东部中并没

有出现强烈的剥蚀特征)而是表现为连续性沉积的特

征)也就是说这次事件在盆地东部并没有被记录下

来
'

同时从地震剖面中还能够发现在盆地东南部)断

层往往发育在
2G*

界面以下的地层中)界面之上应该

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图
GY

'

'

>'@

!

构造沉降变化

前人研究表明)南海北部裂后期沉降可以进一

步划分为热沉降阶段和加速沉降阶段)二者的分界

即为
2G*

界面
'

本次研究使用
2053D&5/.6A].00=

&

+,BK

'提出的回剥计算方法)对
-FI

盆地模拟系

统进行了重新修编和开发)选取盆地东部松南
L

宝

岛凹陷和长昌凹陷内的
)

条剖面进行沉降速率的计

算及系统分析
'

参数的选取包括以下
!

个方面"&

+

'地层格架数

据)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及全区高精度层序地层格架)

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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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来元素含量比*沉积速率*粒度及有孔虫碳氧同位素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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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531./.305/4=043=%95&5M560=/.05=

)

=5A4M560./

>

/.05

)

N

/.46=4\5.6A%E

>N

56H3./Y%64=%0%

@

5=46 ŴO2405++GK

其中全球海平面变化来自
U.

C

&-)2'

)

+,KB

(同位素资料源自赵泉鸿等)

)**+

(其余资料源自邵磊等)

)**G

图
G

!

琼东南盆地西部&

.

'和东部&

Y

'

2G*

界面地震反射特征
&剖

面位置见图
+

'

[4

N

'G S15=54=M43/59&5304%631./.305/%9Y%86A./

>

2G*46

X5=05/6

&

.

'

.6A5.=05/6

&

Y

'

%9Z4%6

N

A%6

N

6.6Y.=46

以地层组为单元)采集了
#

个地层组&自下而上为"三

亚组*梅山组*黄流组*莺歌海组和乐东组'的顶底层

位数据)应用
-./01<4=4%6

软件进行时深转换(&

)

'压实

校正)分析层序内的岩性或者岩性组合)以便恢复各

层序压实前的地层厚度)混合岩性可根据正常压实情

况下单一岩性的岩石物理参数按比例加权得出(&

!

'

古水深校正)可分为
)

个部分)自
2G*

至今)构造格局

稳定)沉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图
GY

')参考
ŴO++GK

站位得到相对海平面变化曲线)利用现今水深推测古

水深(

2"*L2G*

阶段)水体深度相对较浅)与现今水

深缺乏继承性关系)依据琼东南盆地的沉积古地理环

境及单井的海平面变化曲线推断古水深
'

计算结果表明)在盆地东南部)无论是总沉降速

率还是构造沉降速率)在
2G*

界面上下都存在突变)

东北部这种突变现象也存在)但变化幅度较小
'

这一

突变峰值的存在以
2G*

为界将琼东南盆地裂后期沉

降一分为二)即三亚组*梅山组沉积期的热沉降阶段

和莺歌海组*乐东组沉积期的加速沉降阶段
'

盆地东

部地区在热沉降阶段)沉降速率总体较小)在盆地中

央处略大)可达到
+G*M

#

I.

(而在加速沉降阶段)

沉降速率明显增大)达到
)**M

#

I.

)东南部甚至可

达
!)*M

#

I.

&图
#

)

"

'

'

!

!

讨论

@A?

!

!"#

界面性质的厘定

通过对
2G*

界面特征的描述)结合区域地质背

景)不难发现在
++'"I.

时期)琼东南盆地经历了

一次较大的$事件%

'

这次事件在盆地东西部均有记

录)但是二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则是截然不同的&图

G.

)

GY

'

'

是什么原因导致盆地东部无法将
++'"I.

和
#'BI.

这
)

次大规模海平面下降记录下来呢+

盆地东部
2G*

界面上下的地震相跃迁是否意味着盆

地东部在该时期沉积环境发生了$突变%呢+ 构造沉

降速率为何在
++'"I.

处发生突然的增加呢+ 通

过对比琼东南盆地&特别是盆地东部'的相对水深变

化和沉积物供给)笔者重新厘定了
2G*

界面的性质
'

在盆地东部的地震剖面中)自
2G*

界面以来)整

套地层都表现为相似的沉积特征)连续性好)但是在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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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琼东南盆地东部松南
L

宝岛凹陷裂后期沉降特征
&剖面位置见图

+

'

[4

N

'# S1531./.305/4=043=%9

@

%=0H/490=8Y=4A5635462%6

N

6.6HF.%A.%A5

@

/5==4%6465.=05/6%9Z4%6

N

A%6

N

6.6Y.=46

图
"

!

琼东南盆地东部长昌凹陷裂后期沉降特征
&剖面位置见图

+

'

[4

N

'" S1531./.305/4=043=%9

@

%=0H/490=8Y=4A563546:1.6

N

31.6

N

A5

@

/5==4%6465.=05/6%9Z4%6

N

A%6

N

6.6Y.=46

反射能量上存在差异&图
GY

'

'

这些特征指示
2G*

界

面之上的地层具有在相似背景下连续性沉积的特

点
'̂WO+KG

航次
++GK

站位的数据显示)在
++'"I.

和
#'BI.

时存在
)

次较大规模的海平面下降事件)

但整体水深从
2G*

至今变化不大&图
!

'

'

琼东南盆

地现今的水深特征为$东深西浅%)盆地东部处于半

深水
L

深水的环境中&图
+

'

'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

认为自
2G*

至今)在盆地东部基本上处于半深水
L

深水的沉积环境
'

反观
2G*

界面之下沉积特征)地震

同相轴的截然差异说明)界面之下的沉积环境与界

面之上的沉积环境是不同的)这种杂乱的*轻微的前

积特征可能代表了浅水的沉积背景&图
GY

'

'

从盆地

东部的井
R

和井
F

中也能发现)

2G*

界面之下的梅

山组和三亚组是以细砂
L

中砂岩为主)局部含砾)砂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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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界面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图
B

!

琼东南盆地东部单井
2G*

界面特征
&井位见图

+

'

[4

N

'B S1531./.305/4=043%9Y%86A./

>

2G*46Y%/51%&5=460155.=05/6%9Z4%6

N

A%6

N

6.6Y.=46

质含量较高)夹有粉砂质泥岩和泥岩薄层)测井曲线

的齿化程度较高)表现出滨浅海沉积特征(界面之上

黄流组和莺歌海组沉积了大套泥岩)局部含有一些

粉砂质泥岩或泥质粉砂岩互层)表现为半深水
L

深

水细粒沉积&图
B

'

'

盆地东部的单井特征也进一步

佐证界面上下沉积环境发生了变化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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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

!

琼东南盆地西部
2G*

界面与储层分布之间的关系
&剖面位置见图

+

'

[4

N

'K S15/5&.04%6=14

@

Y50X556/5=5/<%4/=.6A2G*Y%86A./

>

46X5=05/6%9Z4%6

N

A%6

N

6.6Y.=46

!!

2G*

界面之上的这种连续性反射结构和盆地东

部典型单井的岩性
L

曲线特征有可能是由于
++'"I.

的海平面下降之后大规模的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
'

但

是问题就在于既然通过之前的分析将
2G*

界面之下

的沉积背景定义为浅水沉积环境)而整个盆地东南部

发育着规模巨大的隆起和海山)那么为什么在

++'"I.

海平面下降阶段)并没有产生与盆地西部相

似的$下削上超%地层结构)而是表现出界面上下差异

明显的$双层结构%特征呢+ 此外前人研究表明)黄流

组时期)在海平面下降阶段)盆地东部并没有发育受

强烈侵蚀而形成的三角洲*扇三角洲*盆底扇和斜坡

扇等沉积体
'

上述特征均指示了盆地东部在
++'"I.

时期并不是从浅水$逐渐%过渡为深水环境)即并不是

区域性海退之后的海平面大规模上升那么简单)而是

发生了沉积环境的$突变%

'

在这次海平面变化的过程

中)应该还叠加了一次$突发事件%)该次事件对于盆

地东部的影响远大于海平面的变化
'

++'"I.

前后)琼东南盆地的主要物源为西北

部的红河物源*北部的海南岛物源以及东北部的珠

江水系物源
'

受搬运距离的限制)红河物源并没有影

响到整个盆地东部(而神狐隆起使得海南岛物源和

珠江水系物源并未在盆地东部形成大型的陆架边缘

三角洲)整个东北部地层厚度很薄&图
GY

'

'

沉积物

供给差异性造成了该阶段盆地东西部沉积厚度的巨

大差异
'

但是)与盆地东部低沉积物供给不同的是)

该区域在
++'"I.

前后总沉降速率发生了非常大

的变化&图
#

)

"

'

'

在低沉积物供给的条件下)沉降速

率如此大幅度的增加&如图
#

中从
B*

"

,*M

#

I.

增

加至
+K*

"

)**M

#

I.

(图
"

中从
#*

"

+"*M

#

I.

增

加至
)**

"

!#*M

#

I.

')并不能用单一海平面上升

因素加以解释
'

以上分析说明)

++'"I.

&

2G*

界面'时期)盆地

东部除了海平面下降之外)存在一次构造突变事件
'

也就是说)

2G*

界面在琼东南盆地东西部具有不同

的性质"在盆地西部)

2G*

界面受控于区域性海平面

下降)表现出对下伏地层的强烈削蚀)典型地震剖面

上为$下削上超%结构(在盆地东部)

2G*

界面受控于

构造作用)表现出明显的相跃迁特征
'

@A>

!

!"#

界面与琼东南盆地的演化

琼东南盆地位于欧亚板块*印
L

澳板块和菲律

宾海板块的交汇部位)因此其形成演化分别受控于

这些板块的运动
'

研究资料表明)琼东南盆地自
2"*

界面&

)!I.

'之后构造格局趋于稳定)只发育一些

小型断层
'

但是通过对盆地东西部
2G*

界面特征的

识别*分析以及性质的厘定)笔者认为在
++'"I.

时期)琼东南盆地东部可能还存在着一次强烈的局

部构造活动
'

刘方兰和吴庐山&

)**"

'认为)晚中新世开始)由

于周缘板块再度活动)上地幔衍生物上涌)造成西沙

海槽区域隆升)同时由于热扩散作用穿过海槽内地

壳减薄的速度比两侧陆壳迅速)热扩散沿断裂衰减)

引起槽谷基底沉降比两壁快)使槽底加深*槽壁变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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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界面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图
,

!

琼东南盆地东部
2G*

界面对油气成藏的贡献
&剖面位置见图

+

'

[4

N

', S153%60/4Y804%6%91

>

A/%3./Y%6.338M8&.04%69/%M2G*Y%86A./

>

465.=05/6%9Z4%6

N

A%6

N

6.6Y.=46

陡
'

笔者认为西沙海槽的这种特征与琼东南盆地东

部&长昌凹陷内'中央峡谷体系的特征非常相似"东

深西浅*东窄西宽*槽壁陡峭*近东西向延伸&苏明

等)

)**,

'

'

这就暗示了琼东南盆地东部在
++'"I.

时期的构造事件很可能是西沙海槽发育和演化在临

区&琼东南盆地东部'的进一步响应
'

受西沙海槽发育演化影响)盆地东部下沉)由浅

水背景$突变%为半深水
L

深水背景
'

由于北侧神狐

隆起和南侧永乐隆起的存在)在这两个隆起中间会

形成一个轴向$负地形%特征明显的$小型盆地%

&

=8YHY.=46

#

M464Y.=46

')并且呈$东深西浅%的特征)

该构造地貌自
++'"I.

&

2G*

界面'开始形成)并维

持至今
'

从现今的水深等深线)可以观察到在盆地东

南部显示出明显的海底峡谷特征&图
+

)

))**M

等

深线')这一地貌最初也可能受控于
++'"I.

时期

的构造事件
'

@A@

!

!"#

界面与琼东南盆地的油气资源效应

2G*

界面的$下削上超%和$相跃迁%特征对于琼

东南盆地油气成藏有重要贡献
'

在盆地西部)由于区

域性海平面快速下降)

2G*

界面对下伏地层强烈削

截)整个梅山组一段完全被削蚀
'

将位于盆地西部的

上陆坡区域井
:

沉积的一套高位三角洲砂体&砂砾

岩
L

含砾粗砂岩'剥蚀并输送到下陆坡区域)形成斜

坡扇和盆底扇等浊积扇体)如井
W

黄流组二段低位

斜坡扇砂体)表现为一套较细的粉砂岩
L

灰质粉砂

岩&图
K

'

'

在盆地西部)

2G*

界面控制了储层的发育

并改善了储集物性
'

在盆地东部)由于
++'"I.

之后盆地东部水体

突然加深)沉积相的$相跃迁%特征会在
2G*

界面之

上沉积大套的海相泥岩)这些泥岩既可作为三亚组

和梅山组砂体&如低位盆底扇砂体'良好的盖层)也

可以作为晚中新世之后潜在的烃源岩&图
,

'

'

G

!

结论及认识

&

+

'

2G*

界面在盆地西北部浅水区)多表现为角

度不整合)削截下伏地层特征)在局部地区梅山组一

段整套地层都被削蚀(在盆地东部半深水
L

深水区

域)

2G*

界面上下差异性非常明显)之上为一组中等

连续性*振幅较强的同相轴)对应半深水
L

深水沉积

背景)界面之下地震反射多表现出强振幅*中等连续

L

丘状反射的特征)局部甚至有前积反射特征)对应

浅水沉积背景
'

&

)

'

2G*

界面在琼东南盆地东西部具有不同的

性质"在盆地西部)

2G*

界面受控于区域性海平面下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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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在盆地东部)

2G*

界面受控于构造作用
'

&

!

'

++'"I.

时期)琼东南盆地东部可能发生了

一次局域性的构造活动)使得盆地东部下沉)由浅水

背景$突变%为半深水
L

深水背景)形成$东深西浅%

的地貌(自晚中新世以来)盆地趋于稳定)这一地貌

特征保存至今(

2G*

界面在盆地东南部的特征即是

这一次构造突变事件的记录
'

&

G

'

2G*

界面不仅是区域性海平面大规模下降

界面和分隔裂后期热沉降充填和加速沉降充填的重

要不整合界面)还很有可能是琼东南盆地一次重要

构造事件的记录)该界面的存在对南海北部油气聚

集有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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