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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陆架盆地沉积历史与油气

胡 必 规

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
,

上海

本文阐述了东海陆架盆地自晚白玺纪到第四纪的盆地沉积演变
,

及其相应发育的四套油气组合
.

根据

钻井及地质
,

地化资料得出以上白坚至始新统油气组合含油气性能最佳
。

并已发现了平湖油气田及一些 含

油气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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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东海的一级构造单元划分 为
“
二 盆 三

隆
” ,

即东海陆架盆地
、

冲绳海槽盆地
、

浙闽

隆地区
、

钓鱼岛隆褶带和琉球 隆 褶 区 ( 图

1 )
。

本文主要论述东海陆架盆地
。

陆架盆地位

于东海大陆架内
,

长 1 4 0 0 k m
、

宽 5 0一3 7 ok m
,

面积约2 7 0 0 0 o km
“。

它是 自晚白奎世以来 发

育于不同基底之上的中新生代盆地
,

也是我

国大陆架 中面积最大
、

沉积最厚的盆地 ( 中

新生代沉积厚 度 达 15 O00 m ) ( 周 志 武
,

1 9 8 6 )
。

盆地 中的台北坳陷和 浙 东 坳 陷
,

已经钻探证实富含油气
。

发现了平湖油气田

和一些含油气构造
。

其油气的赋存取决于盆

地的沉积环境
、

海陆变迁即沉积历史
。 图1 东海构造区划图

二
、

沉积历史

由于频繁的构造运动
,

变 ( 图 2 )
。

火

东海陆架盆地晚白至世至第四纪的沉积历史
,

经历了沧桑巨

1
.

晚 白至世至古新世海侵一海退沉积旋回

早白里世末基隆运动
,

东海陆架形成了盆地雏形
,

在不同的基底之上发育了晚白奎

世断陷槽盆沉积
。

晚白奎世沉积了氧化环境下的陆相红色碎屑岩
。

晚白奎世晚期
,

古气候变温暖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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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东海陆架盆地海平面变化图

物繁盛
,

间有海水入侵
,

因而发育了海陆交互相砂岩
、

灰黑色泥岩沉积
,

并利于形成油

气
。

显然
,

晚白至世这一断陷型槽盆沉积阶段
,

是陆相转化为海陆交互相的海侵沉积过

程 ( 图2 )
。

石门潭组就是此时的沉积
。

晚白垄世末雁荡运动规模较小
。

此时
,

断陷型槽盆沉积开始向坳陷型盆地 沉 积 转

化
。

因而古新世早期海侵增强
,

发育了浅水滨海相砂泥岩沉积
。

嗣后
,

古新 世 早
、

中

期
,

坳陷继续下沉
,

海水广泛入侵
,

沉积了海相黑色泥岩
,

其成油条件很好
。

到了古新

世晚期
,

坳陷逐渐被沉积物填充
,

水体变浅
,

沉积了滨海砂
、

泥岩和含煤的滨 海 沼 泽

相
。

可见古新世沉积史是由断陷向坳陷沉积转化
,

由滨海沉积一海相沉积一滨海沼泽沉

积的由海侵到海退的沉积发展过程 ( 图2 )
。

灵峰组反映此沉积过程
。

综上所述
,

陆架盆地晚白垄世至古新世沉积历史是断陷一坳陷沉积
,

海侵一海退沉

积
。

2
.

始新世海侵一海退沉积旋回

始新世是具全球性的海侵时期
,

海侵范围波及面之广

地
、

渤海湾盆地乃至苏北盆地 (严钦尚等
, 1 9 7 9 )

。

古新世末既江运动后
,

东海陆架盆地普遍发生沉降
,

不仅东海盆地
,

而且黄海盆

发展成坳陷型盆地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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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新世早期
,

曾一度终断的海水重新入侵
。

这时
,

频繁的振荡运动造就了滨海环境

下的含砾砂岩
、

砂岩和泥岩交替的韵律层
,

形 成了浅水滨海相沉积
。

始新世中期
,

盆地进入持续
、

稳定下沉阶段
,

海侵达到高峰
,

发育了像平湖组那样

的深灰色灰质泥岩
、

灰黄色灰岩和甄江组生物碎屑灰岩为特征的浅海陆棚沉积
。

始新世晚期
,

陆架盆地普遍抬升
,

海退发生
。

表现为砂
、

泥岩和煤岩为主的海陆交

互退复相沉积
。

显然
,

陆架盆地始新世沉积演化史是
,

在坳陷型盆地沉积的基础上
,

早期 滨 海 沉

积
、

中期浅海沉积
、

晚期海陆交互相沉积
。

组成一个 由海侵到海退的沉积序列 ( 图2 )
。

3
.

渐新世至 中新世海侵一海退沉积旋回

始新世末玉泉运动
,

起初使陆架盆 地整体抬升
,

尔后下沉
。

开始渐新世沉积历史
。

渐新世时
,

台北坳陷抬升最剧烈
,

尤其是欧江凹陷
,

茫茫沧海变成了一片
“
桑田

” ,

致

使渐新世沉积缺失
。

然而
,

浙东坳陷虽然始新世晚期退复相沉积有一定程度剥蚀
,

但很

快即下沉
,

并接受了渐新世龙井组那样的杂色砂泥岩为特征的河湖沉积
。

渐新世末花港运动使盆地短暂抬升
,

尔后下沉
。

并继承了前期坳陷型盆地 沉 积 阶

段
,

揭开了中新世沉积历史序幕
。

中新世早期
,

浙东坳陷以灰白色砂岩
、

砂砾岩为主的河流相沉积 ( 此时
,

台北既江

凹陷仍停留在隆起阶段
,

未接受沉积 )
。

中新世 中期
,

盆地广泛下沉
,

海水复又重新入侵
。

这 时
,

台北坳陷表现为浅水滨海

和含煤的滨海沼泽沉积
。

而浙东坳陷
,

则沉积了深灰色泥岩
、

页岩
、

炭质泥岩为代表的

滨海一广海沉积
。

玉泉组中部便是此时期的产物
。

中新世晚期
,

盆地复又抬升
,

海水撤退
。

浙东坳陷形 成浅水湖泊沉积
,

而台北坳陷

仍残留滨海退复相沉积
。

显然
,

渐新世至中新世沉积演化史是
,

继续坳陷型盆地沉积阶段
,

并由河流湖泊沉

积一滨海沉积一广海沉积一湖泊沉积的由海侵到海退的沉积历史 ( 图 2 )
。

4
.

上新世至第四 纪海怪沉积旋回

中新世末龙井运动东海陆架盆地表现为抬升
、

剥蚀
、

挤压
、

褶皱的性质
。

经此次运

动后盆地整体下沉
,

南北两坳陷统一发展为披盖型广盆沉积阶段
。

广泛接受了上新世和

第四纪沉积
。

上新世早期普遍发育砾岩
、

砂 砾岩为特征的河流相沉积
。

如三潭组下部
。

至上新世

中晚期和第四纪
,

大规模的广泛海侵发生
,

且逐渐增强
,

直至现今
。

因而形成了如三潭

组上部和东海群那样的灰色
、

绿灰色砂泥岩为特征的海陆交互相和浅海相沉积
。

显然
,

陆架盆地上新世至第四纪沉积历史是
,

在披盖型广盆沉积阶段中
,

由河流一

海陆交互一浅海沉积的海侵过程 ( 图2 )
,

直至现今海侵仍在继续
。

综上所述
,

总观东海陆架盆地晚白坚世至第四 纪沉积历史是
:

经历 了三个沉积阶段

和四个沉积旋回
。

这 四个沉积旋回
,

构成了陆架盆地四个油气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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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油 气 组 合

1
.

上白圣统一古新统油气组合

东海陆架盆地上白奎统至古新统发育三套生油层系
,

即上 白奎统石门潭组上部灰黑

色泥岩
、

古新统灵峰组 中部灰黑色泥岩及其上部灰色泥岩和煤岩组成三套生油层系 ( 图

3 )
。

各生油层系生油岩厚度数十米至数百米
。

生油层有机质丰度中一高
,

母质类型好
。

据生油层厚度
、

有机质丰度
、

母质类型 以及有机质热成熟等资料
。

台北坳陷古新统灵峰

组中部生油潜能最佳
,

灵峰组上部和石门潭组上部生油潜能次之
。

上白坚统至古新统储集层为砂质岩
。

砂岩约 占该剖面的切 %左右
,

且分布普遍
。

砂

岩储层物性中一好
,

利于油气储存
。

上白奎统至古新统发育泥岩盖层
,

特别是灵峰组 中部泥岩盖层
,

台北坳陷厚度可达

数百米
,

且具一定的稳定性
,

是 良好的区域盖层
。

上白坐统至古新统油气组合是东海的重要油气组合之一
。

2
.

始新统油气组合

东海陆架盆地始新统发育两套生油层系
,

一是平湖组 (还可能包括贩江组 )
,

二是

花港组 ( 图 3 )
。

两者生油岩主要为深灰色
、

灰黑色泥岩及煤岩
。

生油层厚度 大
、

有 机

质丰度中一高
、

有机质型好
。

据研究
,

平湖组生油潜力最好
,

花港组次之且煤成气条件

优越
。

始新统储集层为砂质岩 ( 台北坳陷可能存在生物碎屑灰岩和生物礁 )
。

砂质岩含量

占该剖面的30 一60 %
,

单层砂岩厚度大
,

储层物性中等
。

可见储层发育
。

始新统富有泥岩盖层
,

总厚度可达数百米
,

且平面分布稳定
。

故盖层条件良好
。

始新统油气组合是东海的又一重要油气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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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渐新统至 中新统油气组合

中新统发育一套生油层系
,

它分布于玉泉组 ( 图 3 )
。

其生油岩为灰
、

深灰色泥岩
、

页岩
、

炭质泥岩和煤岩
。

生油层总厚度可达数百米
,

有机质丰度中一高
、

母质类型好
。

该生油层主要分布于盆地的东部和北部
。

中新统玉泉组砂质岩约 占剖面的40 一 60 %
,

由于埋藏较浅
,

储集性能最好
。

就浙东

坳陷的西湖凹陷而言
,

西部和南部砂岩最发育
,

而东部和北部泥岩
、

页岩增多
,

故盖层

条件优于西部和南部
。

中新统油气组合
,

盆地东部和北部最佳
,

是油气重点勘探海域
。

4
.

上新统至第四系天然气组合

东海陆架盆 地上新统至第四系灰色泥质岩发育
,

尤其是第 四系灰色粘土富 含 有 机

质
,

其有机质含量平均为0
.

44 一 1
.

21 % (李维显等
, 1 9 8 7 )

,
_

且处于弱还原环境
。

由于

埋藏浅
、

有机质热演化程度低
,

不利石油生成
,

但利于形成天然气
。

如在东海内陆架沉

积物有机质 1%等值线分布区普遍存在浅层天然气 (杨启伦等
, 1 9 8 7 )

。

又如在东海的许

多钻井中都发现浅层天然气
。

据分析该气体的性质全为干气 ( 甲烷成分 占90 % 以上 )
,

属生物降解成因的 甲烷气
。

综上所述
,

东海陆架盆地上 白垄统至第四系
,

发育四套油气组合 ( 图3 )
。

四
、

结 论

1
.

东海陆架盆地晚白垄世至第 四纪沉积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
:

即晚白噩世断陷型槽

盆沉积阶段 ; 古新世至中新世坳陷型盆地沉积阶段
;
上新世至第四纪披盖型广盆沉积阶

段
。

2
.

东海陆架盆地晚白要世至第四纪沉积经历了四大沉积旋回
:

即晚白至世至古新世

海侵一海退沉积旋回
;
始新世海侵一海退沉积旋回

;
渐新世至 中新世海侵一海退沉积旋

回 ; 上新世至第四纪海侵沉积旋回
。

3
.

东海陆架盆地上白奎统至第四系发育四套油气组合
:

即
.

上白奎统和古新统油气组

合
;
始新统油气组合

;
渐新统至 中新统油气组合

; 以及上新统至第四系天然气组合
。

4
.

东海陆架盆地上 白奎统至第 四系四套油气组合
,

发育于每一海侵一海退沉积旋回

的中
、

上部
。

5
.

东海陆架盆地上白平统至始新统油气组合最佳
,

_

且盆 地南部和西部优于北部和东

部
;
渐新统至第四系油气组合

,

盆地北部和东部好于南部和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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