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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背景下大型重力流沉积体能堆积与发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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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1 科研背景

莺歌海盆地位于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的西北区

域，地理位置优异 .莺歌海盆地东方区发育中新统

黄流组东方 13大型沉积扇体，该扇体沉积期的古水

深较浅，主要为浅海相 .

2 研究意义

重力流沉积是全球含油气盆地重要的油气储

层，因其巨大的油气勘探潜力而受到地质学家的广

泛重视（McCaffrey and Kneller，2001；操应长等，

2021）.由于浅海重力流具有沉积特征不典型、规模

相对较小的特征，目前对浅海背景下重力流的沉积

特征和形成机制关注偏少，对其发育控制因素及沉

积过程缺乏系统的论述（Tokuhashi et al.，1996；
Okay et al.，2011；Huang et al.，2021），人们对于浅

海重力流体系的微观特征、宏观发育背景、主控因

素、堆积机制和沉积模式等的认识还明显不足 .
南海北部莺歌海盆地黄流组发育的浅海背景

下的大型重力流沉积，为研究浅海重力流沉积提供

了典型实例 .对莺-琼盆地的研究能丰富浅海区发

育大型重力流沉积体的理论认识，对油气勘探新领

域的拓展具有借鉴价值（钟泽红等，2015；王亚辉

等，2018），对于完善和发展重力流沉积理论体系也

具有重要意义 .

3 发展前景

目前对于浅海背景下大型重力流沉积体的研

究局限于沉积特征和沉积与构造响应方面，对物源

供给、海平面变化及古地貌等控制因素之间的耦合

关系缺乏探讨 .通过莺歌海盆地东方区重力流沉积

以及乐东区重力流水道沉积的储集体物性特征分

析表明，该重力流沉积的储集体具有规模大、均质

性较好、成分成熟度高、原生物性好和微相与储层

甜点段密切相关的特点，具备发育优质油气藏的内

在条件 .
由此可见，该研究主题具有以下几个发展前景

和探索方向：

（1）结合古物源、沉积微相、古坡折、古地貌、储

层特征的研究（Liu et al.，2014；王策，2016；谢玉洪

等，2016；Shao et al.，2017），建立完整、动态、综合

的沉积模式，探讨多因素控制下的高效重力流储集

砂体动态沉积过程及形成机制 .
（2）利用岩相构型特征分析，结合岩性、录井和

测井资料，划分不同的岩相组合类型，确定岩相组

合模式 .
（3）进行大型油气藏富集规律解剖 .根据各典

型油气藏成因、来源充注方向和运移路径分析结

果，建立典型油气藏的成藏模式，模拟油气运移路

径和聚集区，预测油气发育有利区带 .
目前，针对浅海大型重力流沉积体的研究还尚

少，但已证实其具备较为优秀的油气发育潜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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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模式和宏观发育背景等都为优质油气的形成

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海北部浅海背景下重力流沉积

体的发育模式与形成机制的研究，能为重力流沉积

模式下油气资源的勘探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照，

为全球其他地区的浅海重力流研究提供启示，具备

广阔的研究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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