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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 口盆地形成机制浅析

金 庆 焕

(地质部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 )

南海北临我国华南大陆
,

西接印支半

岛和马来半岛
,

东邻菲律宾的吕宋岛和 巴

拉望岛
,

南界婆罗洲和勿里洞岛
,

总面积

约 35 0万平方公里
。

在南海辽阔的陆架及部分陆坡上发育

有珠江 口
、

北部湾
、

琼南及台湾浅滩等含

油气盆地
,

堆积了巨厚的新生代沉积
,

并

已钻获了工业油气流
。

其中尤以珠江口盆

地以它的面积大
、

沉积厚
、

时代新
、

堆积

速度快
、

生油层组多
、

油质好而引起了国

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

具备了良好的含

油气远景
。

析
,

必然延伸入海
,

构成珠江 口盆地的中

部及东南部的基底
。

上述珠江 口盆地基底不均一性
,

在磁

场上亦有所反映
。

盆地的西北部磁场较平

静
,

磁异常值在零值左右
,

异常 非 常 平

缓
,

其幅度一般在 土 20 一 土 4仓伽玛之 间
。

此种磁异常背景可能是反映粤西出露的弱

磁性或无磁性的早古生代浅变质岩 , 盆地

中部及东南部的磁异常背景为负值
,

一般

在 一 1 5。伽玛左右
,

它反映了由 中生代花

岗岩
、

火山岩及晚古生界组成的复杂磁性

基底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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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的不均一性

珠江口盆地奠基于不同的大地构造单

元之上
。

北部的丽水一海丰断裂以西地区

为加里东褶皱基底
, 以东地区原认为在大

面积出露的中生代火山岩之下直接为前震

旦纪变质岩
,

即 “
华夏古陆

” 。

近来在浙

闽东部发现了晚古生代冒地槽型沉积 cl 〕 ,

说明 “ 华夏古陆
”
不古

,
原先把海南岛白

马井一定安和陵水一尖峰岭断裂以北的陀

烈群及逗文庄群归入早古生代
,

现据所发

现的化石定为晚泥盆一早石炭世的 冒地槽

型沉积
。

这套沉积物按区域构造 特征 分

图 1 珠江口盆地及其周缘

磁场特征略图

1
。

异常曲线 2
.

基岩深度 3
.

断裂

2
.

在空间上具有南北分带和东西分块

的特性

南北分带表现为北东东向的 隆 坳 相

间
,

由北往南依次为万山隆起区
、

北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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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带
、

珠三和珠一坳陷
、

神狐暗沙和卫滩

隆起
、

珠二坳陷及南部斜坡带
。

总体上与

岸线平行
,

构造走向为北东东 ( 70
“

一 75
“

)o

东西分块则反映在自西往东基底呈两个台

阶式下陷
,

如海南岛隆起与珠三坳陷构成

西部的高台阶
,
中部隆褶带一神狐暗沙隆

起和珠一
、

珠二坳陷组成东部的低台阶
。

珠

江口 盆地的北东东向构造显然占有主导地

位
,

无疑是新生作用的结果
。

而 北 东
一

北

北东向的东西分块的构造格局则隐伏于北

东东向构造之下
,

可能是延续中生代的构

造走向
,

具有继承的特点 ( 图 2)
。

1
.

水深线 2
.

等厚线 ( N + Q )

陆在

3
.

海陆构造不协调

广东陆上的四会一吴川
、

苍 城 一 阳

江
、

从化一赤坎
、

河源一广海
、

莲花山及

长乐一韶安等断裂以及被它们所切割的岩

块总体呈北东
一

北北东走向
, 而海区 的 汕

头 , 香港南断裂
、

川岛一晌洲断裂和珠江

口盆地的主要断裂均为北东 东 向 ( 70
。

以

上 )
。

两者构造线形成 30
。

一 4 0
。

交角
。

4
.

由陆到海成盆时代逐渐变新

经钻探的地层
、

古生物资料证实
,

上的三水
、

东莞盆地成盆于晚自圣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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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新世早期发育一套湖相夹海相沉积的饰

心组
,

是本区主要的生油岩系
,

它代表盆

地发育的全盛期
,

至始新世中
、

晚期即相

继结束沉积
,

盆地回返上升
。

北部湾盆地

起始于晚白坚世
,

早第三纪进入全盛期
,

晚第三纪接受海侵
,

形成海相沉积的多次

超复和大面积被盖
,

始新世 中
、

晚期的构

造运动导致万山群岛及其以北陆区的整体

隆升
。

根据海区地震及钻井资料推断
,

珠

江 口盆地成盆于始新世 中晚期
,

由于北西

向断裂的切割
,

万 山隆起区和陆架边缘脊

发生解体
,

前者形成古珠江入湖或入海的

河道
,

后者造成陆架边缘脊中段 的 陷 落

( 即堤坝缺 口 )
,

盆地 内部的珠一
、

珠三

坳陷可能具有接受沉积早
、

早第三纪陆相

地层发育
、

沉积环境较封闭
、

遭受海侵较

晚等特点 , 而珠二坳陷相对接受沉积晚
,

海侵较早和沉积较细
。

这三个坳陷的沉积

发育史是有差异的
。

综合反映
。

根据最近我们与美国拉蒙特地

质观测所联合调查得知
:

紧邻珠江口盆地以南的南海中部深水

盆地热流值 为 2
.

08 H F U
,

在 珠 二 坳 陷

水深线 8 00 米处热流值为 ZH F U ,

而 广 东

陆上热流值一般不超过 ZH F U
,

因此
,

珠

江口盆地较陆上热流值略高
,

有利于新生

代沉积物有机质的转化
,

从而降低生油层

成熟的门限深度
,

使生油层具有相对早熟

的特点
。

由此推断
,

珠江口盆地不仅下第

三系能够生油
,

上第三系中
、

下部组段亦可

生油
。

从图 2可看出
,

上第三系厚度至少有

1 0 0 0米上
,

这三个坳陷均位于水深浅 10 0一
1 0 0 0米内

,

有一定的埋藏深度
,

扩大了全

盆地找油前景
。

5
.

盆地内局部构造发育

现已发现有约 80 个局部构造
,

其走向

基本上为北东东向
。

经综合解释
,

并已被

部分钻井所证实
,

绝大多数的局部构造与

基底隆起有关
,

且具有构造幅度 小 的 特

点
。

从所计算的儿个幅度稍大的局部构造

得知
, T : 反射界面 ( 大致相当于上第三系

底面 ) 的倾角均小于 4
0

2 5,
,

说 明沉 积 盖

层没有遭受强烈的水平挤压
。

6
.

珠江 口盆地是我国东部及其海域的

邻近洋壳的盆地之一

众所周知
,

南海是西太平洋岛弧 内侧

最大的边缘海
,

其中部的深水盆地的洋壳

面积约 42 万平方公里
,

它必将影响珠江 口

盆地的深部构造及火成岩的分带性
。

一般来说
,

地热流值是地壳中放射性

物质的衰变辐射与上地慢物质对流运动的

二
、

盆地形成机制初探

张文佑等认为
“ 地球内部的热力作用

所引起的膨胀和重力作用所引起的收缩是

地球演化过程中的一对 基 本 矛 盾
。 ”

c2 〕

“

断裂在地球表层构造形变与地质演化中

所能起的作用
,

主要决定于它所切割的深

度
,

断裂在平面上的延伸与影响范围
,

一般

也都与它的深度成正比
” ,

并将断裂分为
“
岩石圈断裂

、

地壳断裂
、

基底断裂和盖

层断裂
。 ” c3 〕

朱夏 1 9 6 5年提出
, “

考虑到每一地质

发展历史阶段的运动体制决定于愈来愈深

的地球内部物质运动
, ” 主张按

“ 运动体

制划分研究含油气盆地
。 ” c4 〕 最 近

,

朱夏

在
“ 关于我国陆相中

、

新生界含油气盆地

若干基本地质问题的初步设想
” 一文 中广

泛而深入地探讨了盆地形成机制等问题
。

我们认为在地球内部物质长期运动的

过程 中才逐渐形成层次的
,

即大 约 在 2亿

多年前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岩石圈与软流圈

这样两个基本层次
。

新的层次在其他条件

的作用下产生了新的洋 ( 包括边 缘 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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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壳 )
、

陆及地块之间的配置
。

而这种新 拉蒙特— 多尔蒂地质观测所泰勒和

的洋
、

陆和地块之间的配置必然导致相应 海斯等认为
:

在南海东部北纬 15
。

附近曾于

的
、

新的运动体制
,

而新的相应的运动体 32 一 17 百万年期间发生过南北向的扩张
,

制是产生新型含油气盆地的首要条件
。

这 扩张轴的北侧发育北东东向的磁 异 常 条

里所说的运动包括深部物质受挤压
、

膨胀 带
,

扩张轴南侧的磁异常条带保存不完整
。

而产生的隆起和因冷却而产生的沉降
,

也 我们根据重力测量资料推算南海北部

包括上层地壳 因深部运动产生水平 ( 沿层 及邻区的莫氏面深度
,

在 四会附近莫氏面

面 ) 拉张而陷落和沿各层面愈合而褶皱隆 埋深 35
.

5公里 ;
在三水盆地其深 度 减 至

升
。 3 1

。

6公里
,
唐家一桂山一带 加 大 到 3 4

.

8

w
.

J
.

L u d w ig 等根据地球物理资料认 公里 , 至珠江 口 盆 地 减 为 26 一 29 公里
,

为
: “

南中国海盆地是一个菱形盆地
, ”

并 在南海中部深水盆地 ( 北纬 1 8
“

0 5,
、

东经

指出
“
南中国海盆地的每一个边缘应解释 n 6

0

3 0, )根据折射资料计算其深 度 仅 为

为具有不同构造格局
:

盆地北部边缘主要 8
.

7公里 (以海平面计 )
,

西侧的北部湾盆

为一张力带 (地堑和地垒断块结构 )
,

南部 地
、

海南岛隆起区
、

西沙北海槽的西部
、

边缘主要为一挤压带 ( 褶皱构造 )
,

西部 西沙群岛隆起区以及 中沙海槽和中沙浅滩

边缘可能为一剪切带
,

其东部边缘为一俯 的莫氏面深度分别为 30
、

35
、

19
、

31
、

20

冲带 ( 巴拉望海槽和马尼拉海沟 )
。 ” c6 〕 和 30 公里 ( 图 3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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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明
,

地质构造上的沉降地区正

是莫氏面隆起区
,

盆地的大小与莫氏面的

隆起幅度似乎存在正比关系
。

南海北部地壳上部的起伏和莫氏面的

起伏呈 明显的上 凸下凹和上凹下凸的
“
倒

影
”
关系

,

说明了大型沉积盆地的形成导

源于深部构造
,

地壳深部的水平挤压导致

上地馒隆起
,

而 “
慢隆

” 又引起上部地壳

的破裂
。

沿层面的拉张
、

陷落
,

进而为沉

积盆地的发生
、

发展提供了构造条件
。

西沙北海槽是 由于
“

慢隆
”

所 引起的断

陷带
,

呈东西走向展布于北 纬 18
。

附 近
。

海槽长达 4 00 多公里
,

宽约 70 公 里
。

海 槽

底面平坦
,

槽底东窄西宽
,

其宽度变化于

6一 14 公里之间
。

底面由 西 往 东 倾 斜
,

西端水深为 1 8 7 0米
,

往东增至 3 1 8 0米
,

海

槽东端与南海中央深水盆地沟通
,

在平面

上呈舌形
,

在剖面上呈漏斗形
。

西沙北海

槽在磁场上表现为东西走 向的带 状 正 异

常
,

磁性基底埋深 ( 以海面计 ) 为 5一 7公

里
,

推测是 由走向东西
、

产状直立
、

剩余

磁化强度较大的基性岩引起的
。

根据地震

资料
,

在西沙北海槽仅发育数百至 2 0 0 0米

厚的新生代沉积
,

沉积层之下 尚保留有较

薄的硅铝层
,

其西端莫氏面深度 为 19 公

里
,

往东逐渐抬升
,

与海槽东端的布格重

力异常趋势相吻合
。

在构造上
,

西沙北海槽属一 巨 型 地

堑
,

断裂发育
、

沉积厚薄悬殊
,

其中有些

断裂一直断至浅层
,

形成坡度 达 20
。

的 海

底断阶地形
。

因此
,

可以认为西沙北海槽是一个挽

近地质时期形成的大型断陷带
,

它提供了

一个沉积盆地正处于早期断陷发育阶段的

很好例证
。

M u l l e r
和 E l l i e r 等人把盆地之下 纵

波速度大于玄武岩
、

小于上地慢硅镁层的

透镜状凸起称之为地慢枕
,

并认为它是壳

慢混合体
。

位于珠江 口盆地的珠二坳陷东

北侧 ( 北纬 2 0
“
4 5

,

东经 1 1 5
“
3 7 1

) 的折射点

资料表明
:

在纵波速度层 6
.

0公里 /秒之下
,

存在有 7
.

2公里 /秒的速度层
,

推测在西沙

北海槽之下亦应存在地慢枕
。

而在南海中

部深水盆地 ( 北纬 1 8
0

0 5
`

东经 1 1 6
0

30 ,
)纵

波速度层 6
.

7公里 /秒直接与 8
.

1公里 /秒的

速度层接触
,

表明玄武岩之下为上地慢而

缺失地惨枕
。

朱夏指出
: “

这种形成地慢枕的热效

应是可逆的
,

· ·

一
。 ”
并论 证 了 地 慢 枕

的变化与断陷向坳 陷 转 化 的 关 系
。

我

们认为
,

地慢枕是 由于深部热能的聚积造

成壳慢物质的局部混融形成 的
。

因此地慢

枕是一个密度相对较小的低速层
。

正是地

慢枕的鼓起导致地壳上部的张裂
,

开始盆

地 的断陷阶段
,

一旦地壳上部开裂后
,

由

于压力的降低
,

地慢枕的体积略有扩大
,

断

陷盆地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均有所扩展
,

盆

地进入断坳的发展阶段
,

随后由于热能的

不断释放
,

沉积层厚度加大所产生的负荷

等因素促使地慢枕的密度开始增大
,

与之

对应的是出现范围更大的沉降
,

即盆地进

入了坳陷的发展阶段
。

珠江 口盆地是断陷和坳陷相结合的大

型沉积盆地
。

根据地震和钻井资料
,

可将盆

地分为断陷和坳陷两个发展阶段
:

断陷阶

段的特点是沉积范围较小
、

凹陷分割性强
,

受断裂控制明显
,

沉积厚度差异较大
。

珠

江 口盆地断陷时期大致从始新世中
、

晚期

至早中新世
。

坳陷阶段 的特点是沉积范围

较大
,

前期的凹陷已渐趋统一
,

断裂对沉

积的控制作用渐次居于次要地位
,

由于大

面积沉降
,

往往在盆地的两翼依次形成超

复和被盖
,

在整个盆地范围内沉积厚度差

异亦逐渐减小
,

珠江口盆地大约从中中新

世开始进入坳陷发展阶段
。

珠江 口盆地的北缘大断裂长达 1 0 0 0方
“ ”
户 ~ , 哪

” ` , “
~

` 、

~ 书 ~ 一
-

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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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

以北东东方向延伸至台湾 浅 滩 盆 范围内
,

可能早期断裂的两侧发育一些零

地
,

并沿澎湖— 北港隆起的南侧延至 台 星的
、

分割的箕状小断陷
,

并在这些小断

湾西南侧的义竹附近
,

称之为北东东向的 陷中主要充填有晚白坚世一早第三纪早期
“
义竹边缘铰合断层

” “ 〕 。

陆上的 北 东 的陆相红色碎屑沉积
,

其岩性和构造格局
一

北北东向构造是太平洋板 块 和 亚 洲 板 均与陆上 同时期的断陷相似
,

推测它们是

块相向运动造成的
,

而且这种运动从燕山 受另一运动体制控制的
。

而始新世以来发

期一直延续至今
。

而南海北部的北东东构 育的珠江 口大型沉积盆地是受新的运动体

造显然与新生代时期南海中部曾一度产生 制控制的
,

但不排除某些继承作用
。

笔者

的近南北 向的拉张有关
。

认为
,

这种海与陆
、

新与老构造之间
,

是

由于地壳是一个弹塑体
,

一处拉张而 以不协调 的新生作用为主
,

但又显示有协

别处必然受到挤压
。

南海中部深水盆地的 调和继承作用的一面
,

它们构成珠江 口盆

拉张
,

使其边缘部位产生挤压隆起
,

南沙 地区域构造总的特点
。

和东沙南的隆起块断区
,

其中有 褶 皱 发 总之
,

运动体制
,

及其延续时间与强

育
,

说明是在挤压隆起的背景上形成的
。

弱是控制沉积盆地的发生发展及盆地内局

而珠江口盆地的张开
,

亦必然向其南北两 部构造的发育的重要 因素
。

侧产生挤压
。

经我们查明
,

在珠江口岛屿区 本文因资料所限
,

仅提出以上浅见
,

的燕山期花岗岩中发育 化东东向的压性断 请予指正
。

裂就是其例证
。

应当指出
,

在珠江 口盆地 (收稿 日期 1 98。年 3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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