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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构造环境(地球物理场特征(盆地生储盖层发育等方面对比研究’讨论南海南北部沉积盆地的油气资源分布特

征’为在南海进行油气勘查指明方向’目前油气勘探实践证明’南海南部的油气资源比北部丰富’究其原因’南海北部为被

动大陆边缘’张性沉积盆地的烃源岩体积较小’而南部挤压环境下形成的沉积盆地的烃源岩体积大&北部的地热流较南部

小’因此地温梯度也较小’如北部陆架上的珠江口盆地的热流值在#@"G?EH*E! 之间’平均A?EH*E!’而南海南部大曾

母盆地平均热流值达"?EH*E!’最大值达B@)EH*E!’故南部边缘烃源岩的成熟度比北部高&由于南部边缘处于挤压构

造环境’因此在沉积盆地中形成了许多挤压构造’而北部边缘一直处于张性构造环境’形成的构造较少且较小&同时’南部

边缘沉积盆地中’烃源岩生烃与构造形成在时间上搭配较好’因此’在南海南部边缘沉积盆地中形成了许多大型油气田’而
南海北部边缘沉积盆地中’大型油气田较少’中小型油气田较多’这就是为什么南海南部边缘的油气资源比北部丰富的地

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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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西太平洋边缘海中最大的海盆之一"面
积约@))\B)*TE!’从其构造发育史看"它具有独

特的发育模式"既不是如菲律宾海%日本海那样的弧

后盆地"也不是像白令海那样的被岛弧圈捕的边缘

海"而是如大西洋那样通过大陆张裂与分离%海底扩

张而生成的边缘海盆’
关于南海新生代的构造运动"许多科学家进行

过综合研究&何廉声"B"GG$姚伯初"B""@’’姚伯初

&B""@’认为#新生代南海北部发生过@次区域构造

运动"在中生代末至新生代早期&]@!+B’发生了神

狐运动"运动方向为北西C南东"在地表产生一系列

北东向构造$第二次运动发生在晚始新世"命名为

(南海运动)$在中中新世末期"这里又发生一次区域

构造运动"运动方向为北西C南东向"称做(东沙运

动)’因为南海北部在新生代为被动大陆边缘"因此"
神狐运动引起的不整合面称为张裂不整合面&-27D
.24O641%47%-E2.<’"南海运动产生的不整合面称为

分离不整合面&F-3,TD6>641%47%-E2.<’’第三次构

造运动发生在中中新世末期"在南海北部被称为东

沙运动$在南海南部被命名为万安运动’
由此可见"南海新生代构造活动开始于神狐运

动"它既是南海北部被动大陆边缘构造发展史的开

始"也是南海新生代沉积盆地构造发育史的开始’这
次运动在当时的地表产生一系列北东向断裂和地堑

半地堑"此后这些地堑半地堑接收了湖相沉积"最后

发育为沉积盆地’南海运动为另一次张性构造运动"
它将原来的地堑半地堑进一步拉开"使盆地进入坳

陷阶段$同时"陆缘上最南部的地堑半地堑被拉开"
使大陆岩石圈破裂分离"其间发生海底扩张"产生新

洋盆"这就是南海新生代第一次海底扩张’晚渐新世

南海第二次海底扩张"进一步对陆缘进行拉张"中中

新世末的东沙运动&南海南部为万安运动’使沉降盆

地进入全面热沉降阶段"接受了浅海至半深海沉积’
对于南海新生代沉积盆地及其油气资源分布特征"
国内科学家已进行过广泛研究&冯志强和缪宛岑"

B"GG$寇才修"B"GG$金庆焕"B"G"$吴进民"B""B$龚

再升等"B""?$王光宇等"B""G$姚伯初"B""G$刘振湖

等"!)))$姚伯初和刘振湖"!))!’"他们分别对南海

诸沉积盆地的构造特征及其油气资源远景进行过深

入研究"但对南海南%北边缘沉积盆地的油气远景未

做对比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对比分析南海南%北边缘

沉积盆地的油气资源分布特征"并探讨其油气资源

分布差异的构造原因’

B!南海海域沉积盆地及其油气资源

南海海域分布着许多新生代沉积盆地"从北到

南"有台西南盆地%珠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北部湾

盆地%莺歌海盆地%西沙海槽盆地%中建南盆地%万安

盆地%曾母盆地%北康盆地%南薇盆地%南沙海槽盆

地%礼乐盆地%西北巴拉望盆地%文莱C沙巴盆地%泰
国湾盆地等大中型新生代沉积盆地&图B’’

在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位于广东大陆以南的

南海北部陆架与陆坡区"面积BG\B)*TE!"新生代

沉积超过B)TE’在盆地中"古近系文昌组和恩平组

为生油层"中新统下部珠江组及渐新统上部珠海组

是主要储层’目前已证实由惠州凹陷%西江凹陷和文

昌凹陷组成的北部凹陷带是主要的富生烃凹陷带"
该凹陷带及其南侧的东沙隆起是盆地的油气富集

区’B""?年"珠江口盆地生产原油B!))\B)*."占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年产量的G)̂ ’
北部湾盆地位于南海西北部北部湾海域"面积

B’"G\B)*TE!"新生代沉积厚达B)TE’盆地的烃

源岩为古近系"乌石凹陷和涠西南凹陷是主要生烃

凹陷’目前已在石炭系灰岩%始新统流沙港组%渐新

统涠州组和中新统角尾组中发现了工业油气流’
台西南盆地位于广东陆架东部"其东部已进入

台湾岛’盆地呈北东走向"面积*\B)*TE!’新生代

沉积厚!"B)TE"分上%下!套构造层’盆地水深

#)"@)))E"!))E水深内的面积占盆地面积的三

分之一’断裂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次之’盆地的构

造发育史和珠江口盆地相似"从神狐运动开始发育"
所不同的是盆地东部"上新世时"吕宋弧与亚洲大陆

发生碰撞"形成台湾造山带$盆地东部位于山前地

区"岩石圈向下弯曲"沉积了巨厚的上新统及第四

系’因此"总体上台西南盆地是被动大陆边缘上的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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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南海沉积盆地分布

W2O’B _2;.-2F6.2%4%7;3S2E34.,-<F,;24;240%6./8/24,
03,

B’台湾海峡盆地"!’笔架南盆地"@’北部湾盆地"*’西沙海槽盆

地"#’南薇盆地"A’西纳土纳盆地"?’马莱盆地"G’西北巴拉望盆

地""’礼乐盆地"B)’南沙海槽盆地

裂盆地#但盆地东部从上新世开始为前陆盆地#故该

盆地应为复合型盆地’
莺歌海盆地和琼东南盆地位于海南岛周围#目

前是中国海域的主要产气区’!个盆地的面积达

BA’A\B)*TE!#新生代沉积厚B?TE’!个盆地虽然

相连#但盆地的类型不同#莺歌海盆地是走滑拉张盆

地#琼东南盆地是拉张盆地’这!个盆地具有高的沉

积速率$高地温梯度和高生烃强度’生油岩主要为始

新统文昌组和渐新统崖城组#中新统三亚组也具一

定的生烃能力’目前#已在盆地中发现了崖B@CB$
东方BCB$乐东!!CB和乐东B#CB等大中型气

田’B""?年#崖B@CB气 田 产 天 然 气@A’B@\
B)GE@#并向香港供气’据预计#!盆地的天然气储

量达B’#\B)B!E@#是未来中国海域产气的主要盆

地’
南沙海域位于北纬B!‘以南的南海南部海域#

属于 我 国 传 统 海 疆 线 以 内#海 域 面 积 达G)\
B)*TE!’这里分布着万安盆地$曾母盆地$文莱C沙

巴盆地$北康盆地$南薇盆地$南沙海槽盆地$泰国湾

盆地$西北巴拉望盆地和礼乐盆地等G个大型新生

代盆地#总面积达*?\B)*TE!’
万安 盆 地 位 于 南 沙 海 域 西 部#面 积A’A\

B)*TE!#属于我国传统海疆线内的面积为*’A\
B)*TE!#新生代沉积厚达B!#))E’盆地内发育古

新统%始新统陆相沉积#沉积在彼此分割的北东向

小断陷中&姚伯初#B""?’"渐新统和下%中中新统为

海陆交互相及海相沉积#是盆地的!套主要生油岩

系#产层为下%中中新统砂岩$中%上中新统台地灰

岩及礁灰岩’在盆地内隆起的基底高地上#断裂发

育#可能存在基岩储层#为前第三系花岗岩经风化$
断裂破坏$热液蚀变等作用形成的大量裂隙$洞穴及

孔隙#从而大大提高其孔隙度和渗透率#成为良好储

集岩’基岩油层已在邻区湄公盆地白虎油田和万安

盆地大熊油田得以证实’白虎油田基岩风化层厚度

近BTE#拥有!?*)\B)*.的可采储量#是该油田的

主要 产 层"大 熊 油 田 基 岩 储 层 孔 隙 度 达B#̂ "
!)̂ #有A)̂ 的孔隙大小为)’BEE左右’通过盆地

模拟计算#万安盆地油气资源量为#)\B)G.’
曾母盆地位于南沙海域南部的巽它陆架上#其

西北部已达上陆坡#面积B"’!\B)*TE!#新生代沉

积厚度@"BATE#最厚处达B"TE’作为前陆盆地#
曾母盆地是在南沙地块&古南海北部被动边缘’上从

晚始新世至渐新世开始发育的’渐新世%中中新世

沉积一般厚!"#TE"晚中新世以来的沉积一般厚

*""TE#最厚处超过B)TE’在盆地南部#原被动大

陆边缘上的古新世%始新世沉积因为始新世晚期的

陆C陆碰撞而轻微变质"但在盆地北部#由于远离碰

撞带#原古新世%始新世被动边缘沉积则变形轻微#
因此#对于油气资源来说#始新统仍可作烃源岩’盆
地发育有渐新统和下中新统!套主要生油层#在盆

地北部#可能还有始新统烃源岩#产层为下中新统砂

岩和中%上中新统台地灰岩及礁灰岩’根据盆地模

拟计算#曾母盆地油气资源量为")\B)G.’
北康盆地位于曾母盆地东北部#其间以北西向

展布的廷贾断裂为界’盆地面积*’@!\B)*TE!#盆
地内发育着古新世以来的新生代沉积#平均新生代

沉积厚度为#TE#最大厚度达B?TE以上’北康盆

地的主要烃源岩有!套!中始新统陆相湖沼相泥岩$
上始新统%下渐新统海陆过渡及滨浅海相泥岩’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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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机质类型为#C$B 型干酪根"有机质含量为

)’#̂ "!’)̂ "在盆地西部坳陷和东南坳陷处于成

熟C高成熟阶段"可生成大量油气#后者有机质类型

为$C%型干酪根"有机质丰度为)’#̂ "!’@̂ "
在盆地西南部连成一片"并处于成熟阶段"可生成大

量油气"并以生油为主’此外"上渐新统!中中新统

浅海C半深海泥岩也具有一定的生烃潜力’根据主

要烃源岩的空间分布特征"西部坳陷和东南坳陷是

北康盆地的主要生烃凹陷"具有较大生烃潜力’渐新

统和中新统砂岩及中!上中新统灰岩与礁灰岩是主

要储层"通过对北康盆地各主要层段的沉积相分析"
并与南沙海域主要盆地进行对比"北康盆地的油气

储层主要有!套$古近系砂岩%中中新统碳酸盐岩’
砂岩主要发育在古近系"尤以中始新统砂岩最为发

育"砂岩含量一般为#)̂ "?)̂ "西北和北部大部

分地区砂岩含量"?#̂ ’上始新统!下渐新统次之"
为近海河湖%三角洲及滨浅海沉积"有利储集相带位

于盆地东部的东北坳陷%中部隆起%东南隆起及西部

坳陷西北部’北康盆地中中新统浅海台地灰岩和礁

灰岩储集性能良好’此外"在盆地内隆起的基底高地

及断裂发育处"还可能存在基岩储层"为前第三系花

岗岩经风化%断裂破坏%热液蚀变等作用形成的大量

裂隙%洞穴及孔隙"从而大大提高其孔隙度和渗透

率"成为良好储集岩’经盆地模拟计算"盆地的油气

资源量为**’A\B)G.’
南薇盆地位于曾母盆地西北部%北康盆地北部"

面积@’!A\B)*TE!"新生代沉积厚GTE’盆地发育

有!套烃源岩$中始新统陆相泥岩%上始新统!下渐

新统海陆过渡相滨浅海泥岩’前者有机碳含量约为

B’)̂ "!’*#̂ "干酪根为$C%型"已达成熟C过

成熟阶段"可生成大量油气"并以产气为主#后者有

机碳含量约为)’B!̂ "B’"̂ "干酪根以$C%型

为主"处于未成熟!低成熟阶段"仅能生成有限油

气’盆地内主要的生烃凹陷有!个$中部坳陷和南部

坳陷"尤以中部坳陷中部和南部坳陷东北部为最主

要的生烃区’盆地的储层与北康盆地类似"主要发育

砂岩储层"可分为!套$中始新统陆相砂岩%上始新

统!下渐新统近岸河湖C滨浅海相砂岩’在上渐新

统!中中新统和上中新统中"也可能发育有浅海砂

岩和半深海浊积砂岩储层’砂岩储层发育的有利相

带主要为冲积平原偏砂相%河流砂相%海岸平原砂

相%滨海偏砂相%浅海偏砂相和半深海浊积岩相’有
利储集区带位于北部隆起%中部坳陷北部和南部坳

陷东北部’对于南薇盆地砂岩的油气储集特征"国外

有一些具体的分析可作参考’邻区曾母盆地渐新统

!下中新统海岸平原及滨海相砂岩"其孔隙度达

B)̂ "@)̂ "渗透率为&B))"A))’\B)C@&E!#文莱

三角洲中!上中中新统海退层系的砂岩"其孔隙度

和渗透率分别是!)̂ 和!))\B)C@&E!’经盆地模

拟方法计算"南薇盆地油气资源量为B"’?B\B)G.’
文莱C沙巴盆地位于东北加里曼丹东北部的近

海"面积约"’*\B)*TE!"新生代沉积厚达B!’#\
B)@E’晚始新世!早渐新世时"南沙地块向东南方

向运动"古南海洋壳俯冲于沙巴弧之下"南沙海槽处

为俯冲海沟’当时文莱C沙巴盆地处于前弧地区"接
受从增生楔来的沉积’在早渐新世时俯冲停止"该区

由于岩石圈均衡调整而下降"继续接受来自南部挤

压造山带的沉积’盆地西部和东部在基底性质%沉积

和构造特征方面存在差异"盆地东部&文莱区’的基

底为已经褶皱变形的晚渐新世!早中新世梅利甘组

C麦瑙组C坦布龙组的三角洲平原C深水页岩地

层"盆地西部&沙巴区’的基底为褶皱的晚始新世!
早中新世克拉克组深海复理石’沉积盖层为早中新

世或中中新世!第四纪地层"其沉积相带呈北西向

分布"而且"从南向北为靠近物源区的海岸平原%逐
渐过渡为浅海环境至开阔海环境的以海退为主"纵
向上表现为后期的较粗沉积物依次叠置在前期较细

沉积物之上’在地质构造上"西部主要以近东西向至

北东向生长断层为主"并发育与之相伴生的滚动背

斜%挤压背斜#东部以北东向断层为主"断层多具有

走滑性质"并发育扭动构造%泥刺穿构造和背斜’渐
新统和下!中中新统是盆地的主要生烃岩"产层为

中新统砂岩’该盆地目前是文莱和马来西亚的重要

产油区’
西北巴拉望盆地包括北巴拉望盆地和西巴拉望

盆地"总面积约@\B)*TE!’盆地烃源岩主要为早

中新世!中中新世泥质岩"产层主要是早中新世!
中新世砂岩及礁灰岩’盆地分南北!个次盆地"北巴

拉望盆地位于乌鲁根断裂以东的巴拉望岛和卡拉绵

岛西北大陆架及大陆坡上"水深#)"@))E"面积约

B’AG\B)*TE!’从区域地质资料来看"北巴拉望地

块和礼乐地块是连贯的大陆碎块"它们曾作为亚洲

大陆的一部分"一起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因此"北
巴拉望盆地和礼乐盆地都属于裂离陆块上张裂型盆

地’盆地基底由晚古生代!中生代变质岩%沉积岩和

酸性深成岩所组成"沉积盖层为上侏罗统!白垩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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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碎屑岩"凝灰质页岩"古新统碎屑岩"上始新统

#第四系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等地层$碳酸盐岩主

要发育于上渐新统#下中新统"中上中新统和第四

系中’断层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断层少量$并发育

地垒"地堑和断背斜构造’南巴拉望盆地和北巴拉望

盆地的构造和沉积相似’目前$菲律宾通过对外招

标$与西方石油公司合作$发现了马拉巴亚"西林纳

帕肯K"西林纳帕肯M"卡马哥"奥克顿"卡兰努特等

A个油气田’探明天然气可采储量B!!A\B)GE@$石
油可采储量A?#*\B)*.’

礼乐盆地位于南沙群岛东北边缘的礼乐滩附

近$呈北东走向$属于陆缘裂离断块的张裂型盆地$
面积约*’#\B)*TE!’盆地基底为中生代海相碎屑

岩煤系地层$沉积盖层为古新世#第四纪地层$可分

为古新统#中始新统"上始新统#中中新统和上中

新统#第四系等@套构造层’盆地内发育北东"北西

和南北向@组断裂$大多数北东向断裂为反向正断

层$形成于古近纪’北西向和南北向断裂以剪切断层

为主’主要形成于早中新世’以北东向反向正断裂为

构造格架$盆地分为两坳一隆!西北坳陷"中部隆起

和东南坳陷’西北坳陷为南断北超的箕状坳陷$沉积

厚度一般在*)))"#)))E之间$受北西向断裂的

切割$坳陷呈现南北厚"中间薄的特点%中部隆起地

形上相当于忠孝滩"南方浅滩和半路礁一带$与西北

坳陷沉积格局相反$该隆起南"北部沉积薄"中间厚%
东南坳陷仍是南断北超的箕状坳陷$坳陷南部为盆

地的沉积中心$最大厚度超过A)))E$北部厚度减

薄至*)))E&吴进民$B""B’’经盆地模拟计算$礼乐

盆地油气资源量为?’B\B)G.’
中建南盆地位于南海西部的中建岛以南$主体

位于印支半岛的陆架和陆坡区$为走滑拉张型盆地$
北北东走向’从地理纬度上看$中建南盆地位于南海

西部边缘的中部$面积B@’B\B)*TE!’盆地基底为

前第三系$盆地最大沉积厚度超过")))E$主要为

古新世#中始新世末期形成的断陷沉积层"晚始新

世#中新世中期形成的断坳沉积层和中新世后期#
现今的坳陷沉积层’盆内主要发育有北东向"北西

向"北北西向"东西向和南北向几组断裂’南北向断

裂分布在盆地西缘$由一系列大致为南北向的断层

组成%北东向断裂大多分布在盆地的中部和东北部$
主要为正断层$基本上控制了盆地的地堑沉降区%北
西向和北北西向断裂系主要出现在南部和中部$盆
地南部的北西向断裂推测为印支半岛上的绥河剪切

带的延伸$该断裂具负花状构造$具有走滑性质’根
据地质构造特征$盆地划分为东北坳陷"中部隆起"
中西部坳陷和南部断阶带*个次级构造单元’中建

南盆地新生代沉积地层具有良好的生"储"盖组合$
发育了古新统#中始新统和中始新统#中中新统!
套烃源岩$河流C冲积扇"扇三角洲和滨海砂岩等是

该盆地的良好储层$上中新统#第四系巨厚的半深

海C深海沉积为区域盖层’据盆地模拟计算$中建南

盆地的总资源量为@#’"#\B)G.’
新生界中存在@个可进行区域性对比的不整合

反射界面$即北缘的RO"RA 和R!$不整合大致相当

于南缘的$&紫色’"M#&青色’和Y&红色’不整合’
经区域性追踪对比和钻井资料解释$RO 或$大致

相当于声波基底的顶界$在陆缘区主要构成新生界

&可能局部包括上白垩统顶部’之底界$反映区域性

张裂活动开始的构造活动’在海盆区则反映洋壳基

底之顶界$其时代从晚渐新世&海盆边缘’至中中新

世&海盆中部’’RA 或M#出现在渐新统内部$反映南

海扩张前的区域性抬升和夷平作用’R! 或Y出现

在中中新统与上中新统之间$在北缘陆C洋过渡带$

R! 呈一向海盆方向倾斜的上超面$标志这一阶段两

者之间曾发生过强烈的差异沉降活动$并伴有玄武

质岩浆喷溢活动及热事件’北部陆架和上陆坡区$这
一构造活动反映吕宋弧与台湾地区欧亚大陆碰撞开

始并对南海北部陆缘产生挤压作用%在南海南部陆

缘$中中新世末发生了万安构造运动$这是一次非常

强烈的构造运动’B@"B)Z,M’I’期间$南海南部

的东南$由于菲律宾海板块"澳大利亚板块和欧亚板

块的相互作用$对南海南部海域产生过多次挤压’其
中$最强的一次应是B@Z,M’I’菲律宾海板块和欧

亚板块在民都洛岛处的碰撞事件$对南海南部海域

产生向西的挤压$这次挤压事件应是引起万安运动

的主要原因’因为菲律宾海板块是一个较大的板块$
它向西挤压应在南海南部海域产生强烈的构造运

动’这次构造活动对南海南部诸沉积盆地的油气资

源潜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南海南北边缘沉积盆地油气资源分

布特征

在南海北部$目前只有珠江口盆地和莺歌海盆

地发现了几个大型油气田$其余盆地仅发现中小型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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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田’南海北部沉积盆地油气年产量不超过B*))\
B)*."而在南海南部#目前已发现许多大中型油气田#
年产量超过#)))\B)*.’很显然#南海南部的油气资

源比南海北部丰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格局呢？

$B%南海北部在新生代为被动大陆边缘#除莺歌

海盆地外#其余盆地大都起源于中生代末至新生代

早期’当时这里发生了神狐运动#一系列北东向张性

断裂开始发生#在地表产生一系列北东向地堑半地

堑#此后在它们之中沉积了湖相沉积#直到始新世

末#由于热沉降#陆缘逐步沉于水下#广泛接收海陆

交互相和海相沉积#沉积盆地逐渐形成’在始新世

时#这些湖泊的面积逐步加大#深度加深#接收了富

含有机质的烃源岩’由于这些彼此分割的湖泊面积

不太大#沉积厚度有限#因此其沉积的烃源岩体积不

大#所产生的油气资源量有限#这也决定了这些沉积

盆地不可能存在太多的大型油气田’而在南海南部#
除万安盆地为走滑拉张盆地外#曾母盆地是前陆盆

地#文莱C沙巴盆地和西北巴拉望盆地为前弧盆地’
这些盆地从形成之时就开始广泛接收较封闭环境的

海相沉积#始新统和渐新统及下中新统皆为烃源岩’
这些烃源岩的面积和厚度均较大#如曾母盆地的康

西坳陷#面积达#\B)*TE!’所以#南海南部沉积盆

地的烃源岩之体积比北部沉积盆地大得多#因此这

些盆地具有产生许多大型油气田的物质条件’
$!%地温梯度的差异’南海地热流和地质构造分

区具有紧密的相关性$H,4O#B""A%’在南海北部陆

缘#热流值一般在A)EH&E! 左右#与稳定大陆的

热流相近"而在南海南部海区的热流值非常高#如曾

母盆地的平均热流值达"?EH&E!’在南部边缘的

西部#沿北东方向分布着几个高热流值区’在A‘"?‘
((BB"‘"BBB‘+处#热流值为")"B@)EH&E!#走

向北北东#这是分布在曾母盆地西北部的高热流值

区"另一高热流值区的地理位置是"‘"B*‘((B)"‘"
BB@’#‘+#热流值为")"B@)EH&E!#走向亦为北北

东’在第B个高热流值区的南部还有一高热流区#热
流值为B))"B@)EH&E!#走向为南北向#此高热流

区分布在曾母盆地的南部’南海南部高热流值#反映

这里地温梯度大"和南海北部相比#在同等深度上#
南海南部的温度比北部高’因此#南海南部更有利于

沉积中的有机质转化成烃类’Z,-6<,E,$B""*%用地

幔柱构造理论研究全球构造时发现#在南海地区的

印支半岛与加里曼丹岛之间#存在一个地幔羽#其深

度小于*))TE’他认为#该地幔羽是环太平洋地幔

羽带$中美(北美西海岸(阿留申(西太平洋(斐济等

地区之下%中的一个’这些地幔羽的起源与第三纪洋

脊俯冲或弧后扩张有关’很显然#南海南部的地幔羽

之起源与新生代古南海洋壳$或扩张脊%向加里曼丹

C苏禄地块的俯冲有关$姚伯初#B""A%’由于这一地

幔羽的存在#上地幔部分熔融的岩浆向地表运动#在
地表浅层产生高地温梯度和高热流值’加上这里在

新生代形成了一系列沉积盆地#沉积了巨厚的新生

代沉积$A"B#TE%"同时高地温梯度有利于沉积中

的有机质转化为烃类#因此#这里自然成为油气富集

区’
$@%在南海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发育着各类局部

构造’如挤压背斜(同沉积背斜(滚动背斜(披覆背

斜(泥底辟(断鼻构造(不整合构造(礁岩构造和古潜

山构造以及复合构造等’由于南海北部在新生代主

要受张性应力场作用#因此#这里的挤压构造很不发

育#主要构造类型为同沉积背斜(滚动构造(断鼻构

造#仅在台地上发育少量礁灰岩’而南海南部在晚新

生代为挤压边缘#挤压构造比较发育#而且在晚新生

代沉降速率快#其礁岩构造比较发育’例如#万安盆

地的万安滩?构造#面积#!GTE!#为一自中中新世

开始发育的大型碳酸盐台地’曾母盆地的南安B?构

造#是一背斜构造#面积达*GATE!#闭合高度"))E’
在面积为B’A\B)*TE! 的南康台地上#自中中新世

以来沉积了!))"@))E厚的碳酸盐浅滩沉积#发育

着!))多 个 礁 隆 构 造#最 大 的 长 达!)TE#厚

B’#TE’钻探*@个礁隆#有!)个礁体产气’已发现

WB*(WB@(+A(+G(W!@(+BB(W!G(WA(Z@(ZB(Z*(
W!"(_B!(MBB(=?共B#个气田’在曾母盆地西部斜

坡上发现的纳土纳气田#为一碳酸盐岩构造#气储量

达B*\B)*E@#是一巨型气田’在南海北部已发现的

油气田中#除崖B@CB(东方BCB和流花BCB为大

型油气田外#其余均是中小型油气田’产生这一差别

的原因除受烃源岩和地温影响外#主要是构造和储

层特性差异所致’
$*%在生(储(盖组合及时间搭配上#南海南部诸

沉积盆地具有很合适的组合’例如#北康盆地#其烃

源岩是始新统(渐新统和下中新统#生烃时间从晚始

新世开始一直到第四纪"油气运移时间从中中新世

开始#关键时刻为AZ,"构造形成时间从中中新世

到晚中新世"局部盖层形成时间从晚渐新世开始#而
区域盖层形成时间从晚中新世开始’因此#构造形成

时间是在生烃高峰时间之前#有利于油气的聚集’这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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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什么南海南部诸沉积盆地中发现如此多的大

中型油气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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