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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海 海域 构 造 运动 特 点

杨兆宇

(地质矿产部上海海洋地质调直局 2 00 05 0)

东海位于大陆板块和大洋板块接合部位
,

海域构造运动受两大饭块活动的控制
。

海底为陆壳
,

在
一

「

地壳花岗岩层上面
,

具有四层地质结构
。

经历了中生代 l扔间的转换边缘
、

古新至
‘

干帝i世的被动边缘和晚

始新世至第四纪的主动边缘等三个发展阶段
。

在梅个阶段内产生过不同性质的构造运动
,

形成了挤压

和拉张相互交替的构造格局
.

在海域刁
、

:同部位
,

有不同的应力场
,

山酉向东
、

山老到新出泣力场和张应

为场
,

相互交替和重叠
,

形成了构造的复杂性
。

关键词 东海 区域构造 隆褶带 凹陷 含汕气构造

作者简介 杨兆宇
、

男 韶岁 教授级高级工倒币 石汕地质

东海地处中国大陆东部边缘
,

海域而积77 又 10
‘kl 记

。

东以琉球群岛和非律宾海相隔
.

北

有对马海峡和日本海相连
,

南经台湾海峡和南海沟通
。

聋}万律宾海
、

日本海
、

南海的海底都是洋

壳
。

由于大洋板块在不同时问和地区以不同方式进行运动
,

形成东海的东西分带和南北分块

的构造格局
。

东西分带是海域构造运动的基本特点
。

从西向东
,

从老到新
,

造山和造盆运动
,

都在 !句东

迁移
,

大陆不断向大洋增生
。

根据各种地球物理资料
,

将海域
一

划分为三条北北东}句的盆地和

造山带
。

由西向东依次为
:

大陆边缘晚燕山期滨太平洋造山带(松 !n时彦
、

上田也诚
,

1 9 71 )
,

东海陆架盆地 (而积2 6 又 2 0
‘k : , 、2 )

,

陆架边缘喜 zIJ中期钓鱼岛隆衬了带 (而积 6
.

5 又 1 0
‘k ; , 1 2

)
,

宁
‘

{
,

绳海槽喜山晚期弧后断陷盆地 (而积 11
.

8 >< l创k m Z
)

,

琉球岛弧喜山晚期造山带
,

岛况弧前喜

山晚期拗陷盆地
,

现代琉球海沟俯冲带
。

南北分块是海域构造运动的重要特点
‘ 。

亚洲东南边缘为岛弧环绕
。

从地形上看
,

这些岛

弧都呈向东南凸出的弧形
。

在每段岛弧 l可的转折点上
,

都发育一条北西西向大断裂
。

在东海

主要有与那国观音凸起
、

渔山
一

久米和吐噶喇
一

虎皮礁等三条北西西向大断裂
,

将东海内北北

东向钩造带切成三段
,

形成带中有块
,

块中分带
,

带块结合的网状构造洛局
。

因此在沉积
、

构

造与汕气诸方而亦因地而异(图1 )( 周志武等
,

1 98 7 )
。

在陆架盆地内
,

可分为四种比质不同的构造单元
,

从西向东依次为
:

西部是由长江
、

钱

塘
、

贩江
、

南日岛和澎西等四陷组成古新世陆缘裂谷盆地 ; 中部是由虎皮礁
、

海礁
、

渔山
、

澎佳

屿
、

观音
、

北港和澎湖等凸起组成
:
一

护生代的低隆起带
,

其高部位地层被剥蚀
,

低部位保留较多

海相白至纪地层 ; 东部是由福江
、

西湖
、

基隆和台西等凹陷组成晚始新世至第四纪的前渊盆

地 ; 呕纽带是由保淑斜坡和安平斜坡组成
。

东部凹陷带内晚始新至渐新世沉积向西超餐尖

灭在中部隆起边缘
,

它是沉积和构造变化较大的地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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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海钩造区划略图

(据周志武等
,
29 8 7 )

1
‘

福江凹陷
, 2

,

虎皮礁凸起 , 3
.

长江凹陷; 1
.

海礁凸起
; 5

.

钱塘凹陷
; 6

.

哑江凹陷 ;7
.

观音凸起 ;

8
. ’

南 口岛凹陷;
.

澎西凹陷
;
10

.

澎湖隆起 , 11
.

渔山凸起; 12
.

闽江凹陷, 13
.

澎佳屿凸起 ; 14
.

台

西凹陷
; 1 5

.

北港凸起
; 16

.

台中凹陷
; 17

.

台西南凹陷
;
18

.

西湖凹陷, 19
.

基隆凹陷 ; 20
.

陆架前

缘断陷
; 21

.

吐噶喇断陷
;
22

.

海槽断陷
; 2 3

.

奄美断陷
; 2 4

.

岛民弧前盆地
,
25

.

八重山盆地
.

在冲绳海槽盆地内
,

可分为东西两个钩造单元
,

西部陆架前缘断陷
,

拉开时问较早
,

大约

晚中新世
,

东边的吐噶喇断陷
、

海槽断陷和奄美断陷
,

拉开时间稍晚
,

大约在上新世至第四

纪
。

中问隔以第四纪火山链
,

有的是死火山
,

有的是活火山
。

从海域构造区划来看
,

东海构造

运动扣当复杂
,

为了认识钩造运动特点
,

特此进一步论证和构造运动有关的主要地质问题
。



第 l期 杨兆宇
;

东海海域钩造运动特点

一
、

上地壳四层地质结构

东海陆壳厚度
,

由西向东减薄
,

从西部的30 k m 向东至琉球岛弧只有1Zk m
。

从横穿大陆

架的声纳浮
一

际折射资料分析
,

在花岗岩层上而
,

可有四个速度层 (R
.

玫yde n et al.
,

1 9 7 3 )( 图

陆架盆地
钓鱼岛

隆褶带 冲绳海槽盆地

阁2 横穿大陆架的折射剖面

(据 R
.

玩列
e n
等

,
19 7 3 )

第一速度层 其声波速度为每秒 5
.

8一 6
.

sk m
。

山晚白工世以前各时f贬变质岩和燕山期花岗岩与安山岩

组成区域构造杂岩体
.

第二速度层 其声波速度为每秒 4
.

7 ~ 5
.

3kl
n .

由古新和始新统海相碎屑岩红硕凭大陆边缘的沉积楔状

体
。

第三速度层 其声波速度为每秒 3
.

6~ 4
.

7kt
n .

山晚始新至中新统台地边缘相沉积充填在山谷中
,

呈大

型沉朴涟镜体
.

第四速度层 其声波速度为每秒2
.

0一 3
.

3k m 。

为上中新统至第四纪的碎屑岩
,

呈水平产状的披盖层
.

二
、

燕山期滨太平洋造山带

折射剖面上第一速度层是燕山期滨
.

太平洋造山运动的产物
。

从洋脊潜没前的左旋挤压

运动开始
,

到洋脊潜没时的岩浆活动结束
,

形成新的大陆边缘
,

体现了整个造山运动过程
.

T
.

w
.

C
.

比led 根据大洋中古地磁条带
,

设想在1 00Ma 前的板块
、

洋脊
、

转换断层和俯冲

带的位置 (图3)
。

在中生代期间
,

洋脊潜没前
,

大陆板块相对于深地慢向南运动
,

速度很慢
,

大约每年

Ic m
。

太平洋板块以更高的速度向北
一

北西运动
,

大约每年20C m (松田时彦等
,

1 9 7 1)
。

两者之

问沿着南北向转换断层发生左旋挤压运动
。

在陆地上
,

左旋挤压运动沿着绍兴
一

江山
、

政和
一

大埔及南澳
一

长乐等北北东向大断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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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其东侧的地质体不但向北滑移很远
,

而且向西逆掩
,

形成推餐体
。

如建威群被推贾到侏罗

纪地层之上 ;陈蔡群逆掩到上古生{砂也层上而 ;东山岛寒武纪变质岩向西逆到侏罗纪地层之

上
。

钩成大片的前寒武纪变质岩的
“

岩席
”

(张谕昌等
,

19 8 9)
。

在大陆架上
,

从广东沿海
、

北港隆起
,

YFK
一

l井和浙江石浦等地发现海相白噩纪碎屑岩

分析
,

推测在大陆架西部存在白翌纪的海盆
。

山于燕山期左旋挤压运动
,

将海盆关闭
,

形成陆

架盆地内的中部低隆起带
。

其高部位的白翌纪地层被削蚀
,

低部位的闽江和台西等凹陷内留

有厚达儿千米沉积层
,

其中黑色泥岩约占2写
,

有机质丰度较高
,

类型较好
。

近来在台湾海峡

内
,

相继在建丰(CG F) 和致胜(C Fs )构造中钻遇白至纪汕气层
,

测试产量 日产天然气32 一 52

火 10
‘n尹

,

日产原油 100 ~ 1 soob bl
。

说明白圣系是很有潜力的目的层
。

图3 10 0腼 前板块要素的位置图

(据 T. W. C H ird e ,
1 9 7 7 )

在大陆边缘
,

由于两个板块问发生左旋挤压
,

形成夹击体
。

在西南日本发现美浓和领家

变质带的原岩时代
,

不是二叠纪地层
,

而是侏罗纪的深海相页岩
,

其中含有放射虫化石
。

当洋

壳向北滑动时
,

受到夹击
,

大陆边缘的二叠纪灰岩和缝石层与洋壳上的硅质岩和玄武岩
,

被

卷进侏罗纪页岩中
,

形成大型包裹体
,

然后再发生变质
,

构成以侏罗纪页岩为基质的区域构

造杂岩体
。

在大洋上
,

南北向转换断层
,

将库拉
一

太平洋扩张脊切成若干段
。

每段洋脊随着太平洋板

块向北侈动
,

分别潜没在大陆边缘不同部位下而
。

由于活动洋脊附近的岩石圈是热而轻的
,

必然以很小的角度俯冲到大陆边缘下面
。

在很宽范围内
,

增加地壳内部温度
,

岩石遭到熔融
,

形成岩浆的侵入和喷出
,

造成异常宽的火成岩活动带(P
,

Y
.

陈等
,
197 6)

,

从白令海到中国东

南沿海
,

长约 3 0 0 0 k m ,

广泛分布白至纪的花岗岩和火山岩
,

形成规模宏伟的滨太平洋造山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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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海域构造运动特点

三
、

古新世至始新世的被动大陆边缘

在火成岩活动带内
,

地慢上隆
,

岩石圈减薄
,

机械性能脆弱
,

容易破裂变形
。

同时印度板

块与亚洲板块发生碰撞
,

使中国大陆南部向大洋滑移蠕散
,

发生掀斜块断
。

由于它们联合作

用的结果
,

在东海大陆架上
,

形成一系列北东向的古新世断陷群体
。

到始新世
,

由于洋脊俯冲

作用已经结束
,

地壳温度普遍降低
,

产生冷凝沉降
,

将许多古新世断陷统一成为始新世的陆

表海沉积盆地
。

海水由西向东缓慢加深
,

形成了被动大陆边缘 ;

在陆架盆地内
,

发生过古新和始新世的海进和海退
。

海岸线位于大陆边缘东侧
。

海平而

升降幅度可达 120 一 150 m
。

海进和海退岸线变动范田可达2 00 ~ 50 Om
。

随着各时代海平面变

化
,

各时代沉积在纵向和磺向上
,

形成近岸相一浅海相一浅海沼泽相的沉积相序列
。

古新世海侵沿着北东向裂谷
,

由南向北侵入
。

早期海水较浅
,

水深20 一50 m ,

发育近岸相

粗碎屑岩
。

中期达到海侵高潮
,

水深加到 100 一 150 m ,

淹没多数凸起
,

形成广阔海盆
,

发育浅

海相黑色泥岩
。

晚期海水向东南退出
,

形成滨海沼泽环境
,

发育含煤系地层
。

始新世海侵范围很宽
,

从西北向东南海水缓慢加深
,

发育很宽的近岸相带
。

整个西部凹

陷带南部
,

分布了近岸相的大砂岩层
,

呈向东南倾的单斜层
。

在基隆凹陷和西湖凹陷中南钾
,

海水变深
,

发育浅海相黑色泥岩
。

晚始新世时
,

海水向东南退出
,

在西湖凹陷内成为滨海
I

J
: 万

.

环境
,

发育含煤地层
,

在基隆凹陷内仍为浅海
,

沉积了大套黑色海相泥岩
。

古新世裂谷盆地内沉积和构造的各种要素见附表1
。

四
、

喜山中期陆架边缘造山运动

自45 Ma 以来
,

太平洋板块转为向北西西运动
,

向大陆边缘聚敛
。

在陆架边缘形成大规模

的造山带一台湾中央山脉
。

它由始新统变质岩组成
。

最高的玉山海拔高度为399 7 m
,

在我国

东部首屈一指
。

现代上升速率高达每年sm m
,

可与喜马拉雅山媲美
。

在中央山脉东坡分布者

大南澳变质带
,

主要由各种片岩
、

蛇绿岩套混杂岩
、

结晶灰岩和片麻岩组成 (阮维周
,

197 6 )
,

可能是洋壳上的碎陆块和深海沉积
,

随着太平洋板块向西移动
,

拼贴在大陆边缘
,

成为玉垦
大南澳缝合带

。

中央山脉从中始新世末开始形成
,

一直持续上升
,

在其西侧发育渐新至上新

世的前陆盆地—台西拗陷(H
.

T
.

柴
,

197 2)( 图.1) 和台中拗陷
。

五
、

前渊盆地发育特点

中始新世末一中新世晚期钓鱼岛隆褶带的隆升
,

在其西侧发育晚始新世一中新世的前

渊盆地一西湖
、

基隆等凹陷
。

西湖凹陷属于夭折的前渊盆地
。

它的发育过程受中部低隆起带和钓鱼岛隆褶带上升幅

度控制
。

初期两者缓慢上升
,

在它们之间形成平湖组一段的拗陷型盆地
。

中期两者强烈上升
,

在它们之问形成平湖组二段的槽状断陷
,

沉积物来自东部
。

晚期钓鱼岛隆褶带强烈上升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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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古新世裂谷盆地的沉积和构造各种要素表

地地地 层层 厚厚 地 层层 钻井井 沉沉 海面面 主 要 岩 性性 构构 地地

展展展 序序 度度度 深度度 积积 升降降降 造造 质质

波波波波 (m ))))) (m ))) 相相相相 运运 结结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动动 构构

一一T!----
III 24 111 全全 QIII 东东东 —

4 4 4一一 海海 陆 海海 浅灰色含生物碎屑粉细砂岩和浅浅 冲绳绳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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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砂弃
图4 横穿台湾岛的构造剖面图

(恨据 H
.

T
.

柴
,
1 9 7 2 )

1
.

晚更新世至现代的沉积物
; 2

.

已经固结的 「第三系
; 3

.

晚第三纪胃地潜地J灵;

」
.

1二新世一习了新世磨孤层
:

5
.

前
一

J.’第三系从底
: 6

.

利吉层泥沿混岩
.

压
,

在其西侧形成由平湖组地层组成的大型背斜
,

顶部地层被剥蚀
。

渐新至中新世沉积中心

向西迁移
。

末期钓鱼岛隆褶带继续上升
,

向西挤压增强
,

在凹陷中部形成渐新至中新世的大

型背斜带 (浙东长垣)
,

长达通00 多公里
,

其上发育一系列向西逆冲断层
,

顶部地层被两条相背

逆冲断层抬升
,

遭到剥蚀
,

影响汕气保存
,

在逆断层下盘油气富集条件较好
。

上新世时发生区

域沉降
,

沉积披盖全盆地
。

西湖前渊盆地内沉积和构造各种要素见附表2
。

基隆凹陷仍然在断陷阶段
,

由于观音
一

与那国北西向右旋断裂和久米
一

渔山北西向左旋

断裂联合作用结果
,

长期向东拉张
,

直到第四纪火山链侵入在基隆凹陷和海槽盆地之问
,

才

产生向西挤压
,

形成一些高角度向西逆冲断层
。

大陆架从渐新世以来
,

整个露出海面
。

海岸线位于陆架边缘
,

在其海岸砂坝上发现较多

近岸带化石
,

其同位素年龄
,

距今1 5O00a
。

但在福江凹陷
、

台南凹陷和冲绳海槽盆地内
,

仍为

浅海和半深海
,

环绕大陆架分布
,

偶尔在海侵高潮时有海水侵入大陆架
,

在大陆架上渐新至

中新世台地相沉积中
,

夹有薄层海相地层
。

直到全新世时
,

海水淹没整个大陆架
。

六
、

新构造运动形成沟
、

弧
、

槽体系

自45 Ma 以来
,

太平洋板块向北西西俯冲
,

导致非律宾海的张开
,

形成菲律宾海板块
。

当

它向琉球岛仰冲时
,

形成琉球沟
、

弧
、

槽体系
。

当它向台湾岛仰冲时
,

形成台湾东海岸碰撞带
。

当它向西南日本俯冲时
,

导致 日本岛弧发生右旋 (图5 )( 上田也诚等
,

1 9 7 4 )
。

在菲律宾海域从西向东
,

不断拉张造成不同时代分海盆
。

西部是西菲律宾海盆
,

沿盆地

中央断裂是残留的一条北西向的已经消亡的扩张脊
,

在其两侧磁条带明显对称
,

推测由帛琉

脊圈定老洋壳而成的西菲律宾海盆
,

具有低热流的特征
。

在其东侧的帛琉脊
,

早期是转换断

层
,

后期变成俯冲带
。

由于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
,

将该脊向东拉开1oo ok m
,

形成伊豆
一

小笠原

弧
,

两者之问成为中新世的帕里西维拉海盆
。

在上新世至第四纪时
,

由于太平洋板块继续向

西俯冲
,

将伊豆
一

小笠原弧拉开成为东西两个马里亚纳洋脊
,

其问是宽约 2 50k m 的马里亚海

槽
。

菲律海东侧是大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分界的大型海沟
,

由雅浦
、

马里亚纳
、

伊豆
一

小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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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西湖沉积和构造要素表

地地震震

攀攀黔黔
地 层层 钻J卜卜 飞冗冗

呀面面
主 要 岩 性性 构造造 地质质

波波组组组组组 深度度 积积 少t 降降降 运动动 结构构

(((((((((((一l飞))) 丰目目目目目目

11111 3 8 666 全全 q lll 东东东东 海海 陆 海海 浅灰色 含生物碎屑粉细砂层层 冲绳绳 区区

{{{{{{{
更更更 海海海海 丰口口

///
与浅灰色粘土层呈不等厚互层层 一海借借 域域

礴礴礴5毛毛 新新新 群群群群群群群 运动动 沉沉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龙井井 降降

魂魂魂6 000 上上 N Z衬衬
潭潭潭潭 海海

⋯⋯⋯⋯
浅灰色砂岩和泥岩互层

,

夹夹夹夹

{{{{{{{
新新新 组组组组 陆陆陆陆 生物碎屑层

,

下部为灰白色砂砾砾砾砾
}}}}}}} 统统统统统统 过过过过 岩岩岩岩

66666 6 5555555555555 渡渡渡渡渡渡渡
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1111111111111

lllll 2 0 000 上上 N 甲zzz 柳柳柳柳 泛泛泛泛 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粉细砂砂
J兰叨

一一

前前

⋯⋯⋯⋯
中中中 浪浪浪浪 滥滥滥滥 岩互层

,

夹褐色泥岩和四层煤
,

底底 四幕幕 渊渊

22222 5 0 000 新新新 红丈丈丈丈 平平平平 部为灰白色砂砾岩岩 龙井井 盆盆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原原原原原原 地地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拗拗

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陷

22222 0 000 中中 N 孙孙 I丁丁丁丁 浅浅浅浅 自下而上为两个旋 回
,

其底底 逆划划划

⋯⋯⋯⋯
「
朴朴朴 宋宋宋宋 湖湖湖湖 部为粉细砂岩和含砾砂岩央灰黑黑 三幕幕幕

111110 0 000 新新新 组组组组 丰{{{{{{{{ 色页岩
,

沥青质页岩和煤
、

其
_

七部部 龙井井井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
为杂色泥岩夹薄层灰白色砂岩

、、、、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可可可可 黑色炭页岩和沥青质页岩岩岩岩
拐拐拐拐拐拐拐拐拐〔〔〔〔

由由由由

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

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
革革

下部为深灰色砂岩与灰白色色 〕纽动动动
55555 0 000 下下 N {zzz 龙龙龙龙 泊泊泊泊 砂岩互层夹杂色泥岩和少里煤煤 二幕幕幕

⋯⋯⋯⋯
中中中 咋上上上上 丰目目目目 层

.

上部为灰色泥岩与灰白色高高 龙井井井
11111艺5 000 新新新 月lllllll {{{{{{{ 岭上砂岩互层夹海侵层层层层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丫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下部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岩 还动

-----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含砾砂岩互层央杂色泥岩和煤层层 ~ 幕幕幕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部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呈等等 玉泉泉泉

口口口 5 0 000 渐渐 E 3 八八 花花花花 浅浅浅浅 潭互层夹棕色泥岩和一层煤煤煤煤

⋯⋯⋯⋯
新新新 浪卜卜卜卜 湖湖湖湖湖湖湖

11111 7 5 000 统统统 灸lllllll 丰目目目目目目目

}}}}}}}}}}}}}}}}}}}}}}}}}}}}}

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宁可可可可可可可
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1111111111111

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滨
.

iii

⋯⋯
上部为块状深灰色泥岩和灰灰 还动动 断断

WWWWW 15 0 000 始始 E麦尹尹 平平 段段段 海海海海 白色砂岩互层夹煤层
。

中部以深深 二幕幕 陷陷

⋯⋯⋯⋯
新新新 湖湖湖湖 湖湖湖湖 灰色泥岩为主

,

夹灰白色薄层砂砂砂砂

22222 5 0 000 统统统 组组组组 泊泊泊泊 岩和煤层属于高压异常段
。

下部部部部

丰丰丰丰丰丰丰丰丰目目目目 深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呈频繁繁繁繁

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互层
.

灰质含量较高
,

物性很差
.......

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有煤层层层层

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浅

夕
’’

以深灰色灰质泥岩为主
,

夹浅灰灰 玉泉泉 拗拗

22222 0000000000 段段段 海海海 色砂岩
、

灰质砂岩
、

白云质泥岩岩岩 陷陷

⋯⋯⋯⋯⋯⋯⋯⋯⋯
丰目目目 和煤层

,

顶部夹海俊层层层层

77777 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陆

}}}}}
安山岩

、

玄武安山岩
、

凝灰岩
、

灰灰 延动动动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一”” / 又又又又 丰目目目目 色砂岩

、

深灰色泥岩
、

白云质泥岩岩 一幕幕幕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亭亭亭亭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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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原和日本等海沟组成
。

非律宾海板块
,

在上新世至第四纪期问
,

向琉球岛弧俯冲
,

在弧后形成冲绳海槽盆地
。

它

围绕大陆架呈向东南凸出的舟状盆地
,

水深为2 3 3透m
,

地壳厚度为13k m
,

可见拉张幅度很大
。

海槽宽约80 k m
,

槽底地形平坦
,

轴部有一系列海底山
,

主要由浮岩
、

玄武岩和玄武质安山岩

组成
,

高出槽底约80 0 m
。

槽内有Zk m 厚的上新世至第四纪的浊积砂岩
,

其中发育一系列平行

于海槽走向的垂直断层
,

在断层问沉积层向下弯曲
,

形成槽中槽
。

两侧槽壁很陡
,

可能是断层

崖
。

在海槽东西两侧发育两条第四纪火山链(图6)
。

琉球岛弧
,

从东北端种子岛到西南端西表岛
,

长约 1 2 00k m ,

宽达2 5 Okm ,

由一系列雁行状

海底山组成
,

有的露出海面为岛屿
,

如先岛群岛
、

冲绳群岛和奄美群岛等
,

其上发现石炭
、

二

叠纪地层
,

可与三波川变质带对比
,

有可能是大洋板块上地体
,

随着大洋板块向西运动
,

拼贴

lllllll / iii

图5 非律宾海的地文特征

(据
_

卜田等
,
1 9 7 4 )

A
.

日本海沟; IL 伊豆
一

小笠原海沟
;C 马里海亚纳海沟

; D
.

雅浦海沟
; E 帛琉海沟

; G
.

琉球海沟
;

H
.

菲律宾海沟; 1
.

西马里亚纳海槽
;J

.

中央盆地断层 (菲律宾海脊)
。 a

.

小笠原海槽
; b

.

内马里亚

纳海槽
; c

.

四国海盆
; d

.

帕里西维拉海盆终
.

西菲律宾海盆
, f

.

冲绳海槽
。

1
.

小笠原弧
; 2

.

西之岛
-

琉黄岛脊
; 3 西西之岛脊(1

.

2
.

3合称伊豆
一

小笠原弧 ) , 4
.

东马里亚纳脊
, 5

.

中马里亚纳脊(l
.

5

合称马里亚纳弧 ) ; 6
.

西马里亚纳脊 ; 7
.

龟楠海山链
; 8

.

雅浦弧
; 9

.

帛琉弧
; 10

.

琉球
一

帛琉脊
;

11
.

奄美高原 , 1 2
.

大东脊
, 1 3

.

冲大东脊
, 1 4

.

大东吕宋隆起
; 1 5

.

琉球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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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

‘
.

咯—下

内

一

3一

图6 横穿冲绳海槽南部地震剖面

(据 B ru o M
.

Hc
r: 1二 n ,

1 9 79年)

在大陆边缘
,

有的处在水下
。

由于更新
一

世早期的海侵
,

在海山顶部周围沉积了厚约 1的m 的珊

瑚灰岩
,

将这些海山联结起来
,

形成延伸1 000多 k m 的巨大岛弧
。

在更新世中期
,

海而逐渐下

降到现今海平面下1 4Om 左右
。

在海沟和海山之问
,

形成宽约50 km 的阶地
,

高部是砾石阶地
,

低部位是珊瑚礁阶地
。

岛夙盆地分布在琉球群岛东侧
,

为更新统琉球灰岩不整合覆盖
,

自种子岛东经喜界岛和

冲绳岛南部至宫古岛西部
,

是长11 0 0多 k m 和宽达50 ~ 100 kn l
的大型弧前盆地

。

其中堆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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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60 0om 的岛民群
,

主要岩性以海相粉砂质泥岩为主
,

夹有砂岩和凝灰岩
。

浮游有孔虫鉴定

为 N 16 一N 22 带
,

属于上中新至上新世
。

在岛民盆地以东发育与其平行的琉球海沟
,

为现今

大陆和大洋板块的分界经线
。

七
、

三种含汕气构造类型

陆架盆地含汕气构造类型受盆地性质控制
。

在前渊盆地内
,

则以枢纽带和大背斜含油气

为主 ;在裂谷盆地内
,

则以古潜山含汕气为主 ;在中部白至纪隆起带上
,

则以白至纪背斜含油

气为主
。

归纳起来
,

则有三种类型
。

1
.

长垣大背斜型

浙东长垣位于西湖凹陷中央
,

由玉皇
、

龙井
、

西冷和苏堤等四个构造带组成
,

呈北北东向

雁行状排列
,

长达40 0多 k m
,

其中玉泉构造而积最大
,

可达800 kn 俨
。

浙东长垣是陆架盆地内唯

一的大型背斜带
。

浙东
一

长垣是早期形成
,

晚期定型
,

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

早期是古新世和中始新世的披背

斜 ; 中期是晚始新世和渐新世的水下隆起
,

沉积比两侧凹陷薄而粗 ;晚期是中新世的强烈挤

压褶皱
,

伴生一系列逆冲断层
,

将长垣顶部抬高变平
,

由完整背斜圈闭变成以逆断层为核心

的封闭系统
。

因此在长垣顶部油气充满度低
,

而在两翼逆断层下盘圈闭中是油气富集的主要

部位
。

浙东长垣上主要目的层是花港组地层
,

由两层厚泥岩和厚砂岩组成两个正旋回
。

泥岩突

破压力为100 ~ 1 2 0 kg /c 澎
,

可封住400 m 高的气柱
.

砂岩物性较好
,

孔隙度 19 ~ 23 %
,

渗透率

32 ~ 110 x 1 0
一

3 、m
。

埋藏深度适中为2 6 0。~ 3 4 0 0 m
。

上部中新统地层缺乏良好盖层
,

下部平湖

组地层砂岩非常致密
,

缺乏储层
。

浙东长垣两侧的平湖组生烃凹陷内
,

长期连续沉降
,

烃源岩埋深tl3 00 m ,

而生油门限深

度2 7 00 m
,

湿气门限度5 40 0m
,

烃源岩仍在油窗范围
。

构造形成早于生汕高峰期
。

2
.

斜坡枢纽带型

位于前渊盆地西部斜坡上
,

长约10 00k m
。

在中始新世末期
,

中部低隆起带抬升形成斜

坡
,

其上始新统地壳被削蚀
,

呈东倾单斜层
,

缺失晚始新至渐新统地层
。

前渊盆地继续沉降
,

晚始新世沉积受西侧同生断裂控制
。

渐新至中新世沉积
,

逐渐向斜坡上超橙
,

基本呈东倾的

单斜层
。

两者之间
,

长期处于构造和沉积变动的枢纽部位
。

平湖组地层在斜坡上
,

由北而南
,

呈
“

湾
”
和

“

坡
”

相问的花边状分布
。

在
“

湾
”

内平湖组中

部黑色泥岩
,

向西超覆在古新世断陷和凸起
_

匕地层厚度较小
,

呈东倾单斜
,

顶部地层被剥

蚀
。

其中发育北北东向正向正断层和北东向反向正断层
,

组成复杂断块
,

汕气保存条件较差
。

在
“

坡
”

上平湖组分布在同生大断裂东侧
,

地层发育齐全
,

三分性明显
,

连续沉降
,

没有问断
,

沉积厚度大
。

其中发育多条北北东向正向正断层组成的断阶
,

由西向东平湖组埋深呈阶锑式

下降
,

从2 9 00m 降至 4 300m
,

仍在油窗范围
。

烃源岩生成的油气
,

从低断阶向高断阶运移
,

从

异常高压带向常压区运移
。

在运移过程中
,

遇到正断层西侧泥岩封堵形成油气藏
。

3
.

潜山披覆型

古新世裂谷盆地内
,

已发现30 多个潜山披覆型构造
。

其中坦荡岩披覆型构造面积最大
,

约为1 000k m 2 。

这些潜山都是由中生代火成岩和元古界片麻岩组成
,

其中有些潜山为中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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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砂岩直接覆盖
,

砂岩顶部遭到剥蚀
,

缺失渐新至中中新世沉积
,

因此这类潜山油气成藏条

件较差
。

为古新世海相沉积直接覆盖的潜山
,

发育以古潜山为核心的油气成藏序列
。

在其顶部可

能发育明月峰组和灵峰组下部大砂岩的层状背斜型油气藏与基岩顶部生物礁灰岩的块状油

气藏
。

在潜山东翼缓坡上可能存在不整合圈闭和地层尖灭带油气藏
。

在潜山陡坡上
,

可能发

育断鼻圈闭和逆牵引背斜油气藏
。

结束语

西湖凹陷油气勘探历史表明
,

由于不断加深认识构造运动特点
,

探索油气成藏模式
,

探

井成功率才高达69
.

2%
。

为了在今后找到大型油气田
,

需要研究东海构造的复杂性对油气成

藏的影响
,

找到油气富集规律
,

会产生以较少的投资
,

找到更多更大的油田的效果
。

(收稿日期
: 19 9 1年7月9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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