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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通过开展二维地震资料调查和重处理，结合钻井、重磁、海陆对比等新老资料开展联合解释认为：东海陆架盆

地南部中生界具有分布广、厚度大、沉积中心位于东部，新生界则呈现东西厚中间薄，新生代构造单元中的台北凸

起、观音凸起和雁荡凸起上均有中生界分布；白垩系较侏罗系分布更为广泛，侏罗系西部边界为雁荡凸起东侧，白垩

系西部边界以瓯江凹陷西侧为界；中生界三口钻井分析结果发现了确凿的海相标志，证实了中生界东海陆架盆地发

生多次海侵，结合围区沉积特征认为侏罗纪存在南北向和东西向的海侵，白垩纪主要体现为东西向的海侵；研究区

中生界发育中下侏罗统、下白垩统两套烃源岩，新生界发育古新统、始新统、渐新统和中新统四套烃源岩，具有较好

的油气资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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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ly acquired and reprocessed seismic data, in combination with drilling data, gravity and magnet

inversion and onshore and offshore correlation,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sozoic and Cenozoic strata in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With sedimentary center in the east, the Mesozoic strata of great thickness are distributed

extensively over such uplift areas as Taibei, Guanyin and Yandang. The Cenozoic strata are thicker in the east and west tha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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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art in the study area. The southern East China Basin was a marginal depression basin in Mesozoic, with a western boundary

of Jurassic on the east side of Yandang uplift, and that of Cretaceous on the west side of Oujiang Sag. More marine facies marks

were found in drilling analysis, which shows that the transgression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from east to west happened in Jurassic,

and that from east to west occurred in Cretaceous, in consideration of surrounding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Source rocks of

Lower Jurassic, Lower Cretaceous, Paleocene, Eocene, Oligocene and Miocene are well developed in the study area, so there exists

a great hydrocarbon potential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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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于2004年开始组织实施全国油气资

源调查与选区工作，重点开拓新区、新层系、新领域油

气资源前景的调查和选区工作。以往的地震、重磁和

钻井均证实东海陆架盆地存在中生代地层 [1- 7]，

2009—2012年实施了“东海陆架盆地南部油气资源

调查与选区”项目，项目通过调查及综合研究对东

海陆架盆地南部中、新生界，特别是中生界地质条

件及其油气资源潜力开展系统研究工作，并初步落

实了油气资源选区。

研究区位于东海陆架盆地南部地区，南与台西

南盆地相接，北与东海陆架盆地中北部毗邻，水深

小于150 m，以海底地势平坦、宽度大为特点。在地

质构造单元上，分为北区和南区二块，北区由“三凹

二凸”新生界五个构造单元组成，分别为瓯江凹陷、

闽江凹陷和基隆凹陷，以及分割上述凹陷的雁荡低

凸起和台北低凸起；南区为台西盆地，由观音凸起、

彭佳屿凹陷、乌丘屿凹陷、厦彭凹陷、澎湖—北港隆

起等几个地质构造单元组成（图1）。

用于项目研究的地震资料约16000 km，在研究

区的北区构成 20 km×20 km测网、在南区的西部构

图1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油气资源调查与选区位置图
Fig.1 Location of petroleum survey and target selection in southern East China Sea Shelf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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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20 km×30 km测网；在南区东部地震资料空白区

则采用了卫星测高（自由空间）重力异常数据和磁

力△T数据；利用的钻井资料有 35口，其中，2口井

钻遇基底，11口井钻遇白垩系，2口井钻遇侏罗系。

这项调查研究经过五年的多方努力，取得了系列成

果和一些新认识，本文是该项目部分研究成果的简

要总结，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同行批评指正。

1 中新生界展布特征

1.1 总体特征

依据地震剖面反射结构及其特征，东海陆架盆

地南部中新生界划分出 7个地震层序，在此基础上

开展的地震剖面解释对区内中新生界展布特征有

了全面认识：中生界具有分布广、厚度大、东厚西薄

的展布特征（图2），沉积中心位于研究区东部；新生

界则呈现东西厚中间薄，古新世到始新世沉积中心

由西向东迁移的特征；新生代构造单元中的几个凸

起上均有中生界分布[8]。

1.2 中生界展布特征

中生界分布面积超过 8×104 km2，最大厚度约

7000 m，由西向东地层逐步增厚，在研究区南部中

生代地层发育并以侏罗系为主，北部中生界则主要

发育白垩系。侏罗系主要分布在闽江凹陷南部、基

隆和新竹凹陷，厚度 2000~4000 m，呈大型坳陷展

布。白垩系分布范围相对较广，除雁荡凸起局部地

区外，遍布整个研究北区，在西部的瓯江凹陷厚度

为1000~2500 m，为一系列小型箕状断陷群，中东部

闽江和基隆凹陷厚度为 2000~5000 m，呈断坳充填

特色（图3~4）。

1.3 新生界展布特征

古新统在东海陆架盆地南部全区分布，古新统

沉积中心主要位于瓯江凹陷，最大沉积厚度达到

3700 m；始新统全区分布，主要体现为坳陷沉降的

显著特征，基隆凹陷最厚，始新统最大沉积厚度达

4500 m；地震资料推测渐新统仅发育于基隆凹陷，

基隆凹陷最大沉积厚度达到1900 m；中新统沉积时

图2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界残留厚度图
Fig.2 Contour map of Mesozoic residual thickness in southern East China Shelf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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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盆地广泛接受沉积，基隆凹陷最大沉积厚度达

到 2800 m。古新世到始新世沉积中心由西向东迁

移并维持至中新世。

1.4 新生代凸起之上分布的中生界

新生代构造单元中的雁荡凸起、台北凸起和观

音凸起上均有中生界分布：雁荡凸起北部主要为白

垩系沉积，南部发育侏罗纪沉积（图5），中生界厚度

500~1500 m，中间发育3个古凸起；台北凸起之上广

泛发育侏罗—白垩纪地层（图 6），最厚处可达 4000

m，与闽江凹陷基本相当，但部分地区受燕山晚期火

山岩侵入影响较大；观音凸起上广泛发育了厚度较

大的侏罗—白垩系，部分残留的中生代地层可达

2000~3500 m。这与南海北部东沙隆起广泛发育中

生界一致[9]，可见，东南沿海地区中生代时曾广泛接

受沉积。

2 中新生代沉积环境

2.1 中生代沉积环境

对于东海陆架盆地南部是否存在海相中生界

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朱夏[7]较早指出，东海南部有海

相层，应值得注意，蔡乾忠[7]指出残留特提斯包括了

东海南部海区，王国纯[1]、周蒂[10]、赖万忠[11]、刘建华

等都曾指出东海南部可能存在海相中生界；但冯晓

杰[3,12]、高乐[6]、蔡东升[2]、段九春[13]等认为东海陆架盆

地南部中生界主要为近海岸湖泊、河流相。

本次研究对海域中生界 3口钻井进行取样，开

展多方面分析，进一步发现了确凿的海相标志，包

括丁丁虫、颗石藻及海绵骨针化石，石针迹和漫游

迹等生物遗迹构造，潮汐成因沉积构造，海相海绿

石和草莓状黄铁矿等自生矿物，以及生物标志化合

物等，证实了中生界东海陆架盆地发生多次海侵。

从研究区揭示的海侵依据及邻近陆域对比研

究发现，古生物化石和其他指标的出现具有较强的

规律性，自东向西，微体古生物和其他指标有序地

发生变化，由放射虫、有孔虫向菊石、瓣腮类转变，

最终体现为红藻和褐藻的生长，呈现咸水—半咸

水—淡水的有序过渡的关系，微量元素揭示的水体

盐度的变化也呈现类似的变化。由此认为：侏罗纪

存在：南—北向海侵，东-西向海侵，南部的自南而

北的海侵形成了陆域的龙岩海湾，中北部发生了自

图4 d2测线地震解释剖面（测线位置见图1）
Fig.4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d2 seismic line (for line position see Fig. 1)

图3 d1测线地震解释剖面（测线位置见图1）
Fig.3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d1 seismic line (for line position see Fig. 1)

1604 中 国 地 质 2015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5, 42(5)

图5 d3测线地震解释剖面（雁荡凸起上的中生界，测线位置见图1）
Fig.5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d2 seismic line（Mesozoic strata on Yandang uplift, for line position see Fig. 1）

图6 d4测线地震解释剖面（台北凸起上的中生界，测线位置见图1）
Fig.6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d2 seismic line（Mesozoic strata on Yandang uplift, for line position see Fig. 1）

图7 d5测线地震解释剖面（观音凸起上的中生界，测线位置见图1）
Fig.7 Interpretation profile of d2 seismic line（Mesozoic strata on Yandang uplift, for line position see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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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而西的海侵；进入白垩纪后，主要体现为自东而

西的海侵；研究区东部和西部分别为典型海相和陆

相，之间为开阔的海陆交互环境（图8）。

2.2 新生代沉积环境

新生代东海陆架盆地南部继承了白垩纪时的

海相环境，并于古新世发生大幅度海侵，研究区广

大地区处于浅海环境；始新世的沉积面貌具有很强

的继承性，研究区西侧局部抬升，中东部为浅海沉

积；渐新世，研究区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部整体

隆升，海域大幅向东后退，研究区大部分暴露，仅盆

地东部的新竹、基隆凹陷为滨海、浅海沉积；中新

世，研究区发生了较大转变，盆地整体沉降，海水大

范围侵入，全区以浅海沉积为主，西侧近闽浙隆起

带区域发育沉积较小的滨海沉积（图9）。

3 盆地中生代构造格架和构造特征

3.1 中生代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依据研究区内中生代地层分布、构造和沉积特

征，将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代初步划分出瓯江丽

水断陷带、雁荡低凸起带、闽江厦澎斜坡带和基隆

新竹凹陷带4个构造单元（图10）。

瓯江丽水断陷带为一东断西超的箕状断陷，面

积约15586 km2，东界为三条雁列式排列的西倾正断

层所控制。断陷内主要为白垩系，缺失侏罗纪沉

积，中生界厚度为 1000~2500 m。瓯江丽水断陷带

中间发育 3个低凸起，将其分为东、西 2个断陷，西

部断陷较大，南、北方向上主要以雁列式排列的3条

断层控制 3个小型箕状断陷的发育，以中间一个箕

状断陷规模较大。

雁荡低凸起带主要由呈雁列式排列的3个古凸

起所组成，面积约 6794 km2。与西部瓯江丽水断陷

带呈断层接触，与闽江夏澎斜坡带呈渐变关系。北

部主要为白垩系，可能缺失上三叠统—上侏罗统，

南部发育少量侏罗纪沉积。中生界厚度 500~1500

m，中间发育3个古凸起。

闽江厦澎斜坡带上白垩系和侏罗系都有发育，

面积约 62063 km2，中生界厚度 2000~5000 m，具有

“三凹两凸”的结构特征。白垩系厚为 2000~4000

m，以北、中凹最厚，中间虎岩凸起较薄；侏罗系厚

1000~3600 m，中部凹陷最厚处达 4400 m。南部由

于地震剖面质量差及缺少钻井，推测西部中生界较

薄，但其整体结构为一东倾斜坡。该带火成岩相对

发育，主要为燕山期火成岩。

3.2 中生代盆地边界探讨

通过地震剖面对比解释，综合其他各类资料和

前人的研究成果，初步认为：侏罗系西部边界为雁

荡凸起东侧，并且从北到南由超覆−剥蚀−断层 3段

组成。原观音凸起侏罗纪可能存在一个倾向东、走

向北东的古断层，该断层受后期雁荡凸起西部边界

断层的改造，目前地震剖面上显示不清。白垩系西

部边界以瓯江丽水断陷带西侧为界，从北到南由超

覆−断层2段组成。

据折射地震资料，钓鱼岛隆褶带上存在纵波速

度大于 5.2 km/s以上的地层，类比台湾西部钻井揭

图8 中生代岩相古地理略图
（a—侏罗纪；b—白垩纪）

Fig.8 Paleogeographic sketch map of Mesozoic lithofacies
(a-Jurassic; b-Cretac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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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白垩系，推测钓鱼岛隆褶带可能存在中生代地

层[14]，推测东部中生界原型盆地的边界可能位于钓

鱼岛隆褶带以东[15]。

4 油气资源战略选区

4.1 烃源岩条件

研究区中生界发育中下侏罗统、下白垩统两套

烃源岩，新生界发育古新统、始新统、渐新统和中新

统四套烃源岩。东海陆架盆地FA、FB 井成熟烃源

岩厚 800 m，地化指标显示，中、下侏罗统煤和碳质

泥岩有机质含量高，母质类型以 II 型为主，有机质

Ro值达0.7% ，为较好的烃源岩；据邻近陆域分析可

能存在下白垩统烃源岩。区域上这两套有效烃源岩

分布较广，在东海陆架盆地南部的中东部地区构成

南、中、北呈雁列展布的以生气为主的3个生烃中心。

新生界瓯江凹陷勘探已证实存在月桂峰组、明

月峰组和灵峰组三套烃源岩，其中月桂峰组烃源岩

TOC 为 1%~3%、平均 2.02%，S1+S2 为 1.5~4 mg/g、

平均 2.54 mg/g，平均氢指数 78 mg/g；以 II型有机质

为主的处于成熟—高成熟阶段的较好烃源岩。

基隆凹陷与西湖凹陷在渐新世晚期分隔为两个

凹陷，推测与西湖凹陷具有类似的石油地质条件，发

育三套烃源岩：始统平湖组煤系烃源岩、渐新统花港

组滨浅湖相烃源岩、中新统浅湖相烃源岩。

4.2 油气资源远景区

综合地层分布、沉积特征、烃源岩特征等认为，

研究区中生界油气远景区位于闽江厦澎斜坡带中

段和基隆新竹凹陷带西北部；基隆凹陷新生界最重

要的油气远景区。

5 结 论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界分布广泛、厚度大；

图9 新生代岩相古地理略图
（a—古新世；b—始新世；c—渐新世；d—中新世）

Fig.9 Paleogeographic sketch map of Cenozoic lithofacies
(a-Paleocene; b-Eocene; c-Oligocene; d-Mi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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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套以海相或海陆过渡相为主的中新生界，具

有较好的油气资源前景，是值得进一步开展油气资

源调查和研究的区域。

需要指出的是，东海陆架盆地南部特别是中生

界油气勘探和研究程度都相对较低，本文的研究及

认识应该说仅仅是在目前资料基础上的全新认识，

因此,有必要对该区加强油气调查和勘探工作，以实

现这一新区、新层系的油气勘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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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高瑞祺教授、查全衡教授、李思田教授等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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