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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珠江 口 盆地地质构造特征

和 含 油 气 远 景

冯志强 缪宛岑

地质部南海地质调查指挥部 地质部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

珠江 口盆地
’

是我国广东陆架上的大型含油气盆地
,

面积约 万平方 公 里
,

新 生

代沉积厚度超过 米
。

自从 年珠五井试获工业油流后
,

对今后的石油勘探开发工

作展现了可喜的前景
,

已为国内外石油地质界所 瞩目的海域之一
。

近几年来
,

在加强了海洋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以后
,

对南海北部约 万平方公里的海

域 以及相邻的陆地和珠江 口 外的 个主要岛屿
,

进行了地质
一地球物理综合性 调 查

,

获

得 了丰富的资料
,

初步确定 了在广东陆架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新生代沉积坳陷带
。

该带

西起海南岛以南
,

经珠江 口外
,

向东北延展至台湾浅滩
,

绵延长达 余公里
。

本文着重对地层
、

构造格架及其演化等问题略作介绍
,

并对含油气远景进 行 了 预

测
。

可 以认为
,

珠江口盆地必将成为我国重要的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基地之一
,

跻身于世

界大油气盆地之列
。

一
、

盆地的位置和地层概述

广东陆架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

海底地形平缓而南倾
,

平均坡度为 。
” ‘

一。
“ ‘ ,

平均宽度 公里
,

珠江 口外一 带宽度 公里
。

海南岛东南的陆架较窄
。

由陆架向陆坡

的转折点水深 一 米不等
,

个别达 米
。

以水深 一 米为界
,

可将陆架划 分 为

内外两部分
,

内陆架海底沉积物由近岸向外由砂质变为泥质 外陆架底质一般 为 中 细

砂
,

局部 中粗砂
。

在陆架上保存有更新世和全新世古珠江三角洲
、

水下阶地
、

古河道
、

珊

瑚礁海底平台和暗沙等水下地貌特征
,

代表了第四纪 以来海平面屡经变化的遗迹
。

由陆

架外缘至水深 米的区域为大陆坡
,

其坡度为 陆架的 倍
,

琼东南更陡
,

地貌复杂
,

有深海槽
、

海底高原
、

峡谷及陆坡 台地等
。

陆坡以南大于 米水深的区域为 深 水 盆

地
,

在极为平坦的深海平原上有一座座高出海底数千米的群山
,

雄伟壮观
。

珠江 口盆地包括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东
,

至汕头以南的广东大陆架的主体
,

往南延

伸至大陆坡的上部
。

位于东经
“

一
,

北纬
。

一
。

之间
。

盆地 内小于 米水深

冯志强等
,

年
,

广东大陆架地质构造轮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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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水深的面积 平方公里
。

沿 米水深线 附 近

分布一条 由基底隆起形成的构造脊
—

即陆架边缘脊
,

它可能是早第三纪的海岸线
,

在

以后的地质史中
,

犹如堤坝一样
,

阻滞沉积物于坝内而形成坳陷
。

由于北东和北西 向断裂

活动
,

使脊在珠江 口 以南产生 “
缺 口” ,

一部分陆源碎屑得以从 “
缺 口 ”

外流
,

同滨海

沉积物一起堆积在古岸线外缘
,

即现今的陆架边缘和陆坡上部
,

形成了水体较深的珠二

坳陷
。

因此
,

盆内沉积
,

坳陷的形成
,

均与陆架边缘脊的形成和发展
,

有明显的成生联

系
。

穿越盆地的大量地震剖面显示有上层组
、

下层组及基底层组三个反射波组
。

基底层

组在盆地边部或隆起上沉积盖层较薄的地方十分清楚
,

由一组强反射波构成
,

至坳陷中

部
,

因所使用的地震设备的限制
,

已无法辨释 下层组主要存在于 坳陷中
,

具一定的倾

角
,

波组连续性差
,

断层发育 上层组全盆地广泛分布
,

平缓微倾
,

波组连续性好
,

断层较

少
。

上
、

下层组之间以地震 波组为界
,

在盆边和隆起上为超覆不整合关系
,

至坳陷中代

表某一岩性界面
,

呈连续过渡 下层组与基底层组以
。

波组为界
,

在坳陷边缘为一不整合

面
。

根据对相邻地区地质剖面的对 比和地史发展的分析
,

推断盆地是奠基在 中生代及其

以前不同时代的复杂基底之上
,

经过始新世晚期构造运动
,

在陆地普遍隆升
,

海区迅速

沉降的背景下形成的新生代盆地
。

因此
,

上层组为晚第三 纪至第 四纪的沉积
,

最大厚度

在盆地南部可达 。米左右 下层组为早第三纪 中晚期以渐新世为主的地层
,

在坳陷中

的厚度超过 米
,

至盆边减薄 基底 由中生界及其以前的变质岩
、

沉积岩和各类火成

岩构成
。

从华南岭南的一些红色盆地 中
,

下第三系与上 白垄系之间为连续沉积
,

故推测

基底层组在某些早期断陷中还可能存在零星的晚白垄纪至第三纪早期的沉积
。

上述地质解释
,

在盆地北部已为 目前的钻井资料所证实
。

近年来
,

七 口 钻井有五 口

钻迁基底
,

除珠五井为硅质岩及花岗闪长斑岩外
,

其余均为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
。

基底

之上已揭露的地层最厚为  ! 米
,

为第三纪渐新世至第四纪 沉积
,

下部为陆相
,

向上过渡

到浅海相
,

横向呈现一定变化
,

但大体均可对比
。

根据钻井 资料
,

第 四系岩性松散
,

固结差
,

视电阻率较低
,

含丰富化石
,

瓣鳃类和

腹足类个体大
,

壳厚而纹饰粗
。

有孔虫以砂质壳或底栖有孔钙质壳类为主
,

均可与邻区

及 国外对 比
。

其与第三系界线不明显
,

按古生物资料
,

厚度 一 米
。

上第三系 化 石

也较丰富
,

可作时代确定依据
,

但其中各统之间的界限不易划分
。

上新统 万山组 介

形类与第四系 的组合面貌相似
,

有孔 虫的许多主要分子在邻区的上新世至第四纪地层中

均有分布
,

但有的分子如 亚三刺星轮虫 在台湾定为上

新世带化石
, · ‘

敏纳 圆幅虫
·

广义

旋向趋势明显
,

本组以右旋为主
。

晚 中新统 粤海组 所含的抱粉及介形类
,

类 型 简

单
,

有孔虫  ! 高旋卷乾虫 数量多
,

分布广
,

层位稳定
,

可 作 本

区及北部湾
、

雷州半岛区域地层对 比标志
。

中中新统 韩江组 已不见瓣鳃类和腹足类

化石
,

介形类仅见于钻井剖面 米 以上地层中
,

有孔虫在 米附近也大部分 绝 迹
,

而 抱粉化石逐渐丰富
,

并 以 海桑粉未定种 和 红

树粉未定种 的高含量为特征
,

有孔虫 角尾圆 幅 虫 分

布广
,

数量多
,

层位稳定
,

也是南海北部地层划分对比的特征分子
。

韩江组定 为 中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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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是可信的 ‘ 。

早中新统 珠江组 岩性较细
,

夹多层油页岩
、

沥青质页岩及褐煤层为

特征
,

易于对 比
,

抱粉化石丰富
,

属晚第三纪或中新世组合
。

在珠五井  一  米井

段见少量有孔虫
。

下第三系与上第三 系岩性呈 连续过渡
,

前者成岩性较好
,

灰黑色泥页岩
、

白云质砂

岩和高岭土质细砾岩增多
。

抱粉组合面貌与上第三系呈明显的差异
,

出现多量 的

一 苗榆粉未定种
、

真橙木 等
,

是 我 国

沿海及北美
、

西欧早第三纪的常见化石
。

裸子植物以 松粉未定种
、

雪松未定种 等松柏类分子为主
,

反映了渐新世气候变凉的 全 球 性 变

化
。

此外尚有早于第三纪的残存分子
,

但因含有较多的 一

梯形网纹双沟粉 来看
,

珠海组定为渐新世 是适宜的
。

推测始新统和古新统在盆地内某些早期断陷 中有沉积
,

但分布局限
,

与渐新统应为

不整合接触
。

二
、

构造格局 的演化与二级构造单元划分

南海北部在以新生作用为主导的构造背景下
,

海陆之间的构造格局有明显的差别
。

从浙闽到粤东延续的北北东和北东 向
“东南沿海褶皱系”

 到达 海 区 后 均 被 截 断
,

为北东东向展布的断裂带和坳陷带所代替
。

海陆之间的磁场特征也表现出明显差别
,

粤

桂沿海陆地为具变化的负磁场区
,

磁场值一般为 一 至 一 伽玛
,

海区则为低缓正磁场

西部 或宽缓变化磁场区 东部
。

但是
,

海区本身的地质与地貌较为协调
,

盆地 内

多数二级构造单元和大断裂的展布却同海岸线
、

水深线的延展相一致
,

是南海构造的重

要特点之一
。

盆地内虽然是显著的北东东向为主的构造格局
,

却仍保存着北东向基底构造的 “
遗

迹 ” 。

由不 同性质
,

不同发展历史的地质单元
,

在新生代统一的构造机制作用下
,

由于

基底和盖层 的继承作用与新生作用相互制约发展的结果
,

使它们有规律的配置在一 起
,

反映了本区 自中生代 以来在总的构造面貌上由北东向朝北东东向的演化
。

盆地北部大断

裂带的活动
,

为这一演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

其演化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 阶 段

中生代晚期至第三纪 中期以北东向为主的分割性断陷阶段
。

其地质特征与陆地相同
,

由

燕 山运动所形成的断裂构造非常发育
,

控制着红色盆地的 分布及其沉积
。

广东陆地部分

一百多个红色盆地大部分属于 “
半边盆地或地堑盆地

” “ 。

这种特征也存在于珠江 口盆

地发展的初期阶段 以渐新世为主的转化调整性质 的断坳阶段
。

始新世 后 期
,

由

于甘青滇藏区 的大幅度 隆起
,

华南地区也经历 了广泛的上升
,

许多陆相盆地缺失渐新世

及其以后的沉积
。

与此同时
,

海区 则沿盆地北部大断阶带以南发生沉降
,

断陷 逐 步 联

合
,

向坳陷发展
,

构造线方 向也随之向北东东调整 晚第三纪以来以北东东 向 为

钟水仙
,

 ! 珠 工
一

盆地北部斜坡新生代地层的初步划分和对比
,

中国海洋地质学会

年年会文件
‘

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 队
,

年南海北部航 空磁测地质报告
。

陈挺光执笔
,

了
, 一

东地质构造基本特征
,

广东地质科技
,

年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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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统一 坳陷阶段
。

早第三纪末期的构造运动使本区进入稳定的沉降与广泛海侵
,

滨海

和浅海相沉积大范围地超覆于各构造单元上
。

珠江 口 盆地构造区划略图

断裂 根据磁测资料推测的断层 主要构造带 主要凹陷 基底隆起

如上图所示
,

珠江 口盆地北邻万山隆起 区
,

以北部断阶带为界
,

或呈斜坡过渡
,

西

南为西沙海槽断陷带
,

东南为中央深水盆地
,

西界为海南隆起区
。

地层 由东向西逐渐超

覆
。

琼东南坳陷与珠江 口盆地之间有一鞍状隆起相隔
,

两者在规模
、

形态上虽有差别
,

但在形成时代及成因方面有密切联系
。

盆地东部在测区 内没有封 口
,

珠一 坳陷由西 向东

逐渐翘起
,

与台湾浅滩坳陷区之间隔以东沙隆起区
,

后者可能 以北东向基底隆起形式将

两个盆地分隔
。

推测珠二坳陷在东沙群 岛西侧逐步收拢闭合
。

珠江 口盆地由八个二级构造单元组成
,

即北部断阶带
、

珠一坳陷
、

珠二坳陷
、

珠三

坳陷
、

中部隆褶带
、

卫滩隆起
、

神狐暗沙隆起及南部斜坡
。

北部断阶带 由一系列北东东向阶梯状同生断层组成
,

常被北西向断层错开
,

发生发展

于第三纪
,

对盆地构造格局的演变和坳陷形成发展具明显的控制作用
。

珠一和珠三 坳陷

是陆架上由早期若干小断陷发展而成
,

新生代沉积超过 米
,

下第三系 由内陆湖泊一

河流相碎屑岩为主
,

可能夹少量海相和海陆交互相沉积
,

厚度各凹陷不一
,

一 般 大 于

米
,

少数 一 米 上第三系以滨海浅海相沉积为主
,

东厚西薄
,

一

米不等
。

卫滩隆起及神狐暗沙隆起为陆架边缘隆起带
,

根据磁场特征分析
,

隆起带可能

由古生代和中生代地层组成
,

伴有 中基性岩体
。

它们是早等三 纪的古岸线
,

其上缺失下第

三 系或有少许沉积
,

上第三 系厚 一 米
。

卫滩隆起属于东沙隆起区伸向盆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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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支
,

与神狐暗沙隆起均在东经
。

附近倾伏
,

形成古岸线的缺 口
,

即为珠二坳陷
。

珠二坳陷地跨陆架边缘和陆坡上部
,

为向深海张开的坳陷
,

早第三纪 已开始形成
,

发展

于晚第三纪
。

新生代沉积超过 米
,

沉积环境不同于珠一
、

珠三坳陷
,

海相 及 三 角

洲相沉积更为发育
。

南部斜坡位于陆坡上的隆起
,

基底抬起
,

由变质岩和火山岩形成的

海底山分布其上
,

成为珠江口 盆地的南部边界
。

盖层沉积迅速变薄
。

中部隆褶 带 以 北

北东向分隔珠一与珠三坳陷
,

根据航磁资料
,

在东经 一
“ ‘ 、

北 纬
”

一
”

之

间有一条北北东向的珠外 中央断裂
‘ ,

其两侧磁异常特征殊异
,

以东为宽缓磁场变化的

珠一坳陷
,

以西为低缓升高磁场区
,

反映了不同的基底性质
,

海洋磁测结果雷同
。

虽然

地震剖面上显示不明显
,

但地层厚度两侧不同
,

以东为深坳陷
,

厚度增大
,

新生代构造

线以近东西和北西西向为主 以西则明显减薄
,

仅在靠近 中部隆褶带南部的个别次一级

凹 陷中较厚
。

新生代构造线以北东东向为主
。

再向西至珠三坳陷
,

沉积厚度又增大
,

构

造线转为北东和北东东向为主
。

从整体看
,

珠一与珠三坳陷似为一连贯的北东 东 向 坳

陷带
,

但实际上从基底性质
、

沉积厚度
、

构造线方 向
、

磁异常特征等方面
,

都存在着明

显差别
,

其主要原因就是北东向基底构造 的影响所形成
。

这一 单元的东界 即珠外 中央断

裂
,

与上第三系一第四系等厚线的转折趋势相一致
。

由于中部隆褶带 自东向 西 倾 斜
,

所以它的西界不 明显
,

在新生构造作用 的改造下
,

局部构造带和凹陷呈北东东向斜列 于

其上
。

三
、

含 油 气 远 景

在珠江 口 盆地中部隆褶带上几 口钻井资料 中
,

储集层普遍发育
,

砂岩
、

粉砂岩类在剖

面中占 以上
,

砂岩孔隙度 一 左右
,

水平渗透率 毫达西
,

有的达 毫达西
,

垂直渗透率可达 毫达西
。

在深坳陷内
,

泥质岩类发育
,

厚逾千米
,

以 灰黑色泥岩为

主
,

具备了 良好 的生油条件
。

根据现有资料
,

盆地北部第三系有机碳平均含量由上 向下

逐渐增加
,

中新统粤海组为
,

珠江组
,

渐新统珠海组为  
。

沥青转化

系数粤海组为
,

珠江组
,

珠海组
。

值为  一1 .43。

根据 以上指标 以及有较高的地温梯度 ( 每深 100 米平均增高4.24 一4.83“

C
)

,

确定珠

江 口盆地 的生油门限深度为2000多米
。

上述三个坳陷又由几个凹 陷组成
,

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 以上
,

新生界厚度 大 于 6000

米
,

泥质岩类厚逾千米
,

因此
,

生油物质基础是比较丰富的
。

盆地 内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局部构造
。

在坳陷内及边部
,

同基底的继承性拱起有

关的披覆构造广泛发育 ; 在斜坡与断层附近
,

往往形成一翼受断层控制的鼻状背斜与滚

动构造
,

以及岩性的超覆尖灭;
陆架边缘则存在着较大的潜山式隆起

,

以及隆起翼部与

断层有关的滚动构造
;

还存在着不明性质的刺穿构造和珊瑚礁体
。

在珠二坳陷北部的古

岸线附近可能有三角洲砂体
。

近年来
,

在盆地北部部分面积 内开展 了石油地震普查
,

已 圈出 x 个局部构造 (航磁

1) 张用夏等
,

1 9 7 8 年
,

珠江 口海域航空磁测及地质构造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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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 X
余个 ) ,

多数成带分布
,

并 与北东东向断裂密切相关
,

有时被北西向 断 层 所干

扰
。

一个构造带中有多个高点
,

闭合面积 由几平方公里至数百平方公里不等
,

闭合差一

般100 米左右
。

多数构造新老地层连续
,

继承性好
,

上下高点吻合
,

形态简单而 平 缓
。

这些都是 由于本区处于大陆边缘
,

远离岛弧带
,

渐新世以来主要为稳定沉降背景下的差

异性断块升降运动所造成的结果
。

珠五井位于珠一坳陷西缘的第四构造带二号高点
,

已 占迂 又 个油层
,

经初步测试
,

折合 日产油
x 又 x 方

。

原油比重0. 843 4 ,

含硫量O ·

1 7
%

,

含腊量26 ·

4 9
%

。

在馏程 实 验

中
,

3 0 0
O

C 为34 .5 %
,

3 9 5

o

C 为 45 .6 2%
,

5 1 0
O

C 为75 .75%
,

同国 内几个大油田相比
,

馏

出量是比较高的
,

油质好
,

属低硫石腊基原油
。

以现有资料分析
,

盆地北部整个第三 系 己有儿个区域性含油层
,

目前已经出油和见

有油气显示的钻井
,

均位于与基底隆起有关的北东东向背斜构造上
,

油源主 要 来 自 凹

陷
,

因此
,

在 凹陷的高背斜和坳陷内部的低背斜以及与断层同生的背斜构造应是首要勘

探对象
。

根据区域构造特征的分析
,

珠江口 盆地含油气远景的有利地区集中在 由 珠 一
、

珠

二
、

珠三坳陷
,

中央隆褶带南部
,

神狐暗沙隆起东段及卫滩隆起西段倾伏部所构成 的近

似于三角形的地带 ( 见图 )
,

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
。

若按沉积物体积法或威克斯 的 面 积

法 ,
) 计算其地质储量是相 当可观的

。

四
、

关于盆地成因的探讨

珠江口盆地是地壳的断裂拉张而形成的陆缘坳陷型盆地
。

在构造格局和成盆时代上
,

明显不同于华南陆地部分的晚中生代一早等三纪小断陷盆地
,

也不同于 太平洋西北边缘

的晚第三纪弧后盆地
。

与东海盆地或曾母暗沙盆地的地震剖面相比
,

也有显著差别
。

我国这一最大的边缘海的形成机制
,

各家有不同的认识
。

有的认为是沉入海底 ( 部

分转为洋壳 ) 的 “
南海地台

”
[l]

;
有的认为是海底扩张[s1 ?

从地球物理资料分析
,

由大陆至南海中央深水盆地 的地壳厚度有显著变化
,

由大于

35 公里递次减薄到10 公里 以内
,

由陆壳逐渐过渡到洋壳
。

珠江 口盆地也存在着 由隆起至

坳陷逐渐减薄的特点
,

例如珠二坳陷比万山隆起区的地壳厚度减薄5·

4 公里
。

盆地基底下

凹部位即是莫霍面上拱部位
,

构成了 “
倒影

”
关系

。

这种关系在我 国其它盆地也同样存

在
,

如北部湾盆地的主体部分的 中部坳陷较相邻陆地的地壳厚度 减薄4一5公里 ;
渤海湾

盆地也位于莫霍面上隆高度达8公里 的隆起上
,

形成
“

渤海地慢柱
” “)

,

对上层地壳产生 很

大的拉张量
,

形成了沉积厚达700 0米的坳陷
。

以上事实均说明了
“

岩石圈的受压隆起和

断裂 的成生发展是产生地鳗枕或地鳗柱以及发生断陷并转化为坳陷的原因
” “

)
。

与本 区

相邻的近东西向西沙海槽
,

长约30 0公里
,

平均宽70 公里
,

西段水深100 0余米
,

东段3000

功 斋藤隆
,

尚待发现的石油储量的预测法
,

石油地质科技情报
,

1 9 了7年1期
。

2) 李德生
,

渤海湾含油气盆地的构造格局
,

中国海洋地质学会19了9年年会文件
。

:1) 朱夏
,

关于我国陆相中新生界含油气盆地若干基本地质间题的初步设想
,

石仙地质实验专

辑
,

1 9 了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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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宛岑
:
南海珠江口盆地地质构造特征和含油气远景 2弓

米
,

与南海 中央深水盆地相通
,

海槽两坡有一系 列张性断层
,

中间为宽约8一10 公 里 的

裂谷
,

而莫霍面埋深较陆架及西沙群 岛区 明显抬高10 一15 公里左右
,

说明裂谷的形成及

发展
,

是同地慢枕的拱起密切相关
。

由此设想
,

若西沙海槽继续发展
,

并得到沉积物不

断的补偿
,

则 由断陷向大型坳陷转化是必然趋势
,

然而
,

其西南部 已经逐渐转化
,

与琼

东南坳陷接连
。

因此
,

从地壳 ( 包括陆壳和洋壳 ) 深部物质运动及构造作用方式研究盆

地成因
,

各个发展阶段的构造格局及其演化
,

沉积物的分布与油气生成
、

聚集关系 是对

盆地的认识从一般性现象描述逐步进入本质性认识的重要阶段
。

( 收稿 日期 197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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