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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盆地是一个以海西褶皱基底
,

新生代沉积为主的大型盆地
。

盆地形成经历了断陷一断拗一拗 陷 一

披复四个阶段
。

构造具东西分带
,

南北分块的格局
。

盆内具有多种 油气藏类型
,

汕气资源丰富
,

是一 有远

景的地区

东海盆地是一个大型的新生代沉积为主的盆地
,

沉积岩厚度超过万米
。

盆地演化可

能经历了 断陷一 断拗一拗陷一披覆等四个阶级
。

构造运动具有分区性和多期 性 的 特

点
。

构造具东西分带南北分块的格局
。

盆地 内具有多种圈闭类型
。

如第三系砂 岩 油 气

藏
、

基岩油气藏及生物礁油气藏等
。

一
、

盆地地质特征

盆地位置

盆地西侧为我国东南大陆
,

东以琉球群岛至台湾岛与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相邻
,

南

以台湾岛南端鹅变鼻至福建省东山岛南端连线与南海相连
,

北到济州岛至长江 口连线与

黄 海相接
。

总面积七十七万平方公里
。

盆地相邻构造关系 西北与扬子地台上的上海隆

起一岑南地块相邻 东北与日本海的对马盆地毗邻 西南与华南褶皱系的闽浙隆起区相

接 南面与 台西盆地相望 东部是陆架外缘隆起带
。

盆地面积约 万平方公里 图

盆地基底结构及性质

重磁场及深部结构特征

东海地区重
、

磁场在 东西方向上明显的四分性
。

东南沿海火 山岩带
,

布格异常值为

一 毫伽个体 小的圈闭
。

航磁特征为从闽浙向海域逐渐消失的一系列小圈闭
,

异常线值

为 一 伽玛 盆地内在重磁场上均为宽缓的异常区
,

布格异常为 一 毫伽的 自 成

圈闭的异常线
,

个别圈闭值可达 毫伽
,

在磁异常上为 一 伽玛的磁异常
,

线 距 宽

缓
,

大部分为。一 伽玛的低值区 东部陆架隆起带
,

布格异常为 一 毫伽的重 力高

带
,

与盆地分界线为密集等值线
,

在△ 磁异常图上 航磁 为。一 伽玛正高磁异 常
,

中段 北纬 度左右 出现比南北两端低值异常区 冲绳海槽为低磁
、

正的重 力 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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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
图 东海盆地构造区划分示意图

区
,

磁异常值为 一 伽玛
,

重力值为 一 毫伽
。

根据莫霍面深度图
,

东海及邻区地壳具有 压分特点 自西向东
,

我国大陆沿海地壳

厚 一 公里 东海盆地及陆架隆起带厚 一 公里 冲绳海槽厚 一 公里 琉球

岛弧厚 公里 向东进入海沟小于 公里 盆地内部南北又有很大差异
,

以杭州湾至冲

绳岛一线为界
,

北 部地壳最薄处 公里并 自成圈闭 南都等值线不成圈闭
,

从西 向东减

薄
,

从深部结构反映出盆地南北的差异
。

地震基底波 前第三系顶面 反射特征 新生代沉积岩基底 号 地震 反 射 波

特征
,

随下伏基岩性质不同而异
,

区内基岩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

火成岩
、

变质岩
、

沉

积岩
。

火成岩顶面反射波 主要分布在舟东隆起
、

虎皮礁隆起
、

及陆架外缘隆起带
,

火成

岩顶面也是声波基底
,

其
一

『没有有效反射波
,

其上呈层反射
,

有时为弧形反射
。

当上覆

地层为强反射时
,

其基底波变弱
,

或波形特征消失
。

变质岩顶面反射波 主要分布在舟东拗陷
,

温东拗陷的北部
,

舟东隆起上的残留小

断陷内
,

陆架外缘隆起带的中段 北纬 一 度
。

虽反射层与 下伏地层呈角 度 不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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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下伏层为高频
、

能量 弱
,

虽然成层
,

但无法对 比追踪
。

未变质的沉积岩反射波 主要分布在温东拗陷中部及南部
,

虽反射层能量 强 为 可

连续追踪对比的二个强相位
,

上覆层超覆其上
。

周边地质 在福建省福鼎南溪的中生代火山岩
“
构造窗

” 中找到中石炭 筵 蜡
、

腕足类及有孔虫化石
。

浙江省象山石浦发现古生代藻类化石
。

在琉球群岛灰岩和层状锰

矿中见纺锤虫
,

隧石 中含有放射虫遗骸
,

时代属二叠纪
。

根据盆地周边地质推断
,

盆地

内部应该有上古生界地层分布
。

区内钻井资料 区内北
、

中
、

南部 已有七 口井钻遇火成岩及变质岩
。

综上所述
,

东海盆地是我国大陆向海域的 自续延伸
,

早期陆缘弧在浙
、

闽
、

粤 一

线
,

中期 渐新世末一 中新世早期 岛弧移至 目前的陆架外缘隆起
,

现代岛弧在今琉球

群岛一线
。

因此盆地基底岩性及时代与东南沿海闽浙隆起区相同
,

是由中生代火成岩复

杂化的中生代变质岩和局部晚古生代 海西旋回末期 变质岩组成 见图
。

压习 压口 巨三〕巨」区习 巨困 巨口 巨习
玉  

图 东海盆地前第三系基底结构示意图

中生界中酸性喷发岩 新生界基性喷发岩 海西一印支期变质岩 中

生界沉积岩 岩性不详区 盆 地边界 拗陷隆起边界 岩性界线

地质特征

盆地发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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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陷阶段

—
盆地形成期 晚 平一古新 世 燕山运动末期

,

地慢物质强 烈 地 上

拱
,

使陆壳上部断裂加大产生断陷
,

形成东海盆地雏型
,

沉积 了近 米厚砂泥岩
,

属

海陆交替相
。

断拗阶段

—
盆地发育期 始新一渐新世 盆地形成初期东西宽大约为 公 里

,

到始新
一

世时
,

可能扩大到 一 公里
,

南北长一千多公里
,

这阶段沉积岩最大厚度 可

达 米
。

盆地南部沉积以油页岩
,

泥岩为主夹粉砂岩 盆地北部是砂泥岩互层并含有

煤层
。

南部以海相为主
,

北部以湖相为主偶有短暂海侵
。

这一时期是盆地发育的极盛时

期
,

为形成丰富的油气资源奠定了基础
。

拗陷阶段

—
盆地成型期 中新世 渐新世末到中新世

一

早期
,

盆地东侧不断抬升
,

后来形成陆架外缘隆起
。

此时
,

盆地两侧的边界断裂 也消失
,

地层 由盆地中心向两侧逐

层超覆
,

形成盆状
。

中新统的厚度可能达到   一 米
。

盆地大部分地区为陆相
,

仅

南部存在海陆交替相
。

这是盆地继始新一渐新世之后第二个主要沉降阶段
。

披覆阶段

—
整体下沉期 上新世一第四纪 中新世末期

,

盆地整体东倾并下降
,

形成了西薄东厚的沉积特征
,

最大厚度为 米
,

陆架外缘隆起带厚 米
,

形成了东

海盆地
、

陆架外缘隆起带
、

冲绳海槽盆地统一的局面
。

构造运动特征

发育时间具多期性
。

在地震剖面上可以找到十个沉积 间断面或不整合面
,

下第三系

内有五个
,

上第三系内有二个
,

第四系与第三系之间
,

上下第三系之间
,

第三系与中生

界之间各有一个间断面或不整合面
。

与周边各地质单元比较
,

明显地表明出本区内构造

活动的频繁性
。

纵向上构造活动强弱程度的交替性
。

表现在运动波及面的区域性与局部性
,

区域运

动比较强烈
,

如上下第三系之  
,

第三系 与中生界之间均存在角度不整合
。

而在这二次

区域运动之间又出现局部的弱的构造运动或沉积间断
。

这种构造活动 的纵向交替性
,

提

供
一

了良好组合条件
。

构造运动的分区性
。

随着时间的不 同
,

发生构造运动地区也不同
,

下第三系内部的

运动 早期的 主要表现在温东拗陷内
,

匕第三系内部构造运动主要在盆地北部
,

第四

系与第三系间构造运动主要在南部
。

这种构造运动的分区性为寻找不同时期油气藏提供

了依据
。

断裂特征

断裂是地壳运动的直接产物
,

从断裂特征上可以反映出构造运动的特点及性质
。

其

展布方向为西部以北东 向为主
、

东部以北北东向为主
,

其次是北西向 在杭州湾一冲绳

岛大断裂 以北发育逆断层
,

以南发育正断层 盆地北部力学性质复杂
,

表现出早期 下

第三纪 正断
,

中期 中新世 逆断
,

晚期 上新世 又正断的特性
。

发育期从西向东

变新
,

从北向南变新的特点
。

东西分带
、

南北分块的构造格局

东西分带 盆地内基本格局是东部以北东向展布的三个拗陷组成的拗陷带
,

与西部

由三个隆起组成的隆起带
。

在各次一级构造单元内也以东西向排列
,

如西湖拗陷内的嘉

兴构造带两侧是凹陷
,

鱼山东低隆起上的台北凹陷与新竹凹陷为隆起上的北东向走向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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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带
。

盆地两侧是闽浙隆起 区
,

盆地东侧为陆架外缘隆起带
,

依次向东为冲绳 海 槽 盆

地
,

琉球隆起 岛弧带
。

东海盆地两 侧隆起区的形成
,

发育必然要对盆地 内的构造格

局产生影响
。

南北分块 主要是指盆地南北众多的差异性而言
。

这些差异是在东西分带的基础上

而 产生的
。

主要反映为 深部结构的差异
,

即莫霍面深度 图显示北薄南厚 屯磁异常显

示北部圈闭大
、

平缓开阔
、

方向性强
,

而 南部异常圈闭小而多
、

线距密
、

方向杂乱
,

圈闭及类型的差异
,

北部圈闭发育
,

类型较多
,

但以背斜型为主
,

以 邑反 射 层 渐 新

统底 为例
,

圈闭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
。

盆地南部圈闭类型少
,

以断 块 型 为 主 体
,

且反射层圈闭面积为百余平方公里
。

断裂及力学性质差异 盆地南部发现断至新生界底的断裂百余条
,

均为正断层
,

盆地北部发现百余条断层
,

其中有 条为逆断层
,

有四条逆断层延伸达 公里 以上
。

逆

断层在后期 上新
一

世 又表现为正断层
。

从断裂性质上可以得出
,

南部是以张性为主
,

北部以挤压为主
。

构造布局的差异 盆地北部构造布 局比较简单
,

西湖拗陷与隆起之间是以简单的

超覆或断层关系接触
,

在拗陷内只发育一个 中央构造带
。

而盆地南部 比较复杂
,

是拗
、

隆相间的展布形式
,

在拗陷中没有中央构造带
,

在隆起确有中央凹陷带 见图
。

产生上述地质特征可能是 以下五个原 因所致 其一
,

杭州湾一冲绳岛断裂的右旋活

动
,

可能为一条切穿地壳的深大断裂
,

沿着这条断裂带火成岩比较发育
。

新生代 以来又

发生了左旋平错
。

该断裂向陆区可与浙江省内昌化一萧山一慈溪大断裂相接
。

这条断裂

也使得冲绳 岛群
、

萨南岛群与南部的先岛岛群地质构造特征不尽相同
。

其二
、

陆架外缘

隆起带的影响
。

陆架外缘隆起带的分布表明向南逐渐消失 , 北部隆起较高
,

对盆地的侧

向挤压力较大
。

其三
,

冲绳海槽盆地的发育
,

其北段宽 公里
,

南段约 公里
,

北宽

南窄的特征
。

海槽的发育是由地慢物质上拱所致
。

其四
,

大地构造位置的影响
,

盆地北

部受扬子地台影响较大
。

古老 的元古代刚性变质岩
,

一旦受力产生反作 用力也大
,

所 以

北部易产生褶皱
。

其五
,

最根本的原 因可能与太平洋板块间歇俯冲息息相关
。

日本上 田

等人指出
,

亿到 亿年前
,

太平洋板块呈北北西向运动
,

速率为每年八 厘 米
,

最 近

亿年间运动方向转为北西向
,

运动速率为每年九厘米
。

这种方向与速度 的 变化
,

一

直

接对东海盆地构造特征产生影响
。

二
、

油气富集有利地区

从东海盆地基本石油地质条件和油气资源预测结果可知
,

盆地内分布有四个主要勘

探 口的层 前第三系一古新统
、

始新统
、

中新统下部
,

及二大油气富集区
。

东部拗陷带富气区
。

东部拗陷带是指福江拗陷
、

西湖拗陷
、

钧北等 三个拗陷
,

其

面积约数万平方公里
,

是始新世至 中新世以来继承性沉降区
。

预测有始新统
、

渐新统
、

下

中新统三套含油组合
。

目前仅西湖
、

钧北二个拗陷已 发现数十个构造
,

面积数千多平方公

里
。

特别是西湖拗陷内的中央背斜带
,

其中仅 号构造圈闭面积数百平方公里
。

在 拗 陷

带内有各种油气藏类型
,

北部西湖拗陷以背斜为主 见图
。

这些背斜主要集中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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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央构造带及拗陷西侧边缘地带
。

这个富

集带可能是以第三系砂岩产气为主
,

产

油为副
。

区内应以中央背斜带为基础
,

兼顾边缘地带背斜及超覆型油气藏 图
。

南部区 以 断块
、

断鼻为主体的圈

闭类型
。

可能存在海相地层
,

是较好的

生储条件
。

温东拗陷及鱼山东低 隆 起 富 聚

区
。

温东拗陷是属早期发育
,

后期衰退

片下气

一

气
图 东海盆地圈闭类型模式图

型的断陷
。

而鱼山东低隆起在始新世时是温东拗陷的东翼
,

渐新世是钓北拗陷的西翼
。

这些发育历史为在本区寻找始新世至前第三系油气藏奠定了基础
。

本区已发现数十个有利局部构造
,

面积为数千平方公里
,

其中最大的 号构造圈闭面

积达近千平方公里
。

由于古新世一始新世沉降阶段为海相沉积
,

所以可能发育大量的生

物礁及碳酸盐岩沉积
。

以潜山为主体的复合油藏
。

区内第三系基岩圈闭发育
,

已发现数十个构造
,

面积为

数千平方公里
,

钻井揭示变质岩系储油
,

已为本区揭示了潜山含油的可能前景
,

这类油藏

生储条件较复杂
,

但前景很大
。

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爱迪生油田
,

储层为侏罗系片岩
,

单

井初产达 。桶 约 吨 委内瑞拉的拉 巴斯变质岩产油最高单井日 产 桶

约 吨 本区除基岩油藏外
,

第三系内的砂岩油气藏也不能忽视
。

生物礁及碳酸盐岩油气藏
。

区内钻井揭示含有生物礁及碳酸盐岩分布范围
,

可以

探明此种油气藏
。

这种油气藏产能高
,

世界上 日产万吨油井
,

有七 口产自碳酸盐岩储层
,

其中墨西哥

黄金巷油田塞罗阿劳尔四号井在白里统礁灰岩中日产油 吨
。

从盆地已有资料分析
,

东海盆地是一个有远景的含油气盆地
,

随着地质资料的不断

累积
,

该区地质构造特征必将有进一步的揭示
,

对其含油气性将更具有实用意义
。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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