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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 的发展经历了 由断陷到坳 陷的演 化过 程
,

盆内充填了巨厚的沉积地 层
,

该套地 层在上
、

下第三 系内可识别 出 14 个层

序
,

断陷期 6 个
,

坳陷期 8 个
。

断陷期层序发育主要 受控 于幕式构造运动
,

层序由冲积扇
、

河流
、

湖泊
、

扇三角洲和碎屑滨 岸体系沉积

的粗碎屑岩组成
。

坳陷期层序发育 主要受控 于全球海平面变化并具有典型被动大陆边缘特征
,

低位域由盆底扇
、

斜坡扇和海底水道

沉积组成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 系域由三角洲
、

碎屑滨岸
、

碳酸盐台礁和浅海陆架体系沉积组成
。

关键词 层序地层 盆底扇 幕式构 造运动 海平面变化 琼东南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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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是发育于南海北部大陆架西缘的新

生代拉裂盆地
。

盆地轴向北东
,

面积 4
.

5 x 1 0‘k m
Z ,

东西分别与珠江 口盆地和莺歌海盆地相毗邻
。

盆地

南部陡而深
,

北部浅而缓
,

由北 向南隆凹相 间的构造

格局 (图 1 )
。

该盆地属于莺琼大气 区的重要部分
,

具

有广阔的油气勘探开发前景
,

虽经多年的勘探开发
,

但就整个盆地而言
,

其勘探程度仍然 比较低
。

琼东南盆地的盆 地基底为中生代花 岗岩
、

浅变

质岩和古生价 白云岩
。

盆地内充填了巨厚的新生代

沉积物
,

厚数千米
,

最厚处万余米
。

盆地构造演化可

分 为两 个阶段
,

即断陷期和 坳陷期
,

断坳转换面为

T ‘

破裂不整合面
。

断陷期包括下第三系始新统崖城

组和陵水组
。

坳陷期包括上第三系的三亚组
、

梅山

组
、

黄流组
、

莺歌海组
。

以 T ‘

不整 合面为界
,

盆地充

填 层序被划分为 2 个构造层序
,

它们分别与断陷期

和坳陷期相对应
。

通过对地震
、

钻井
、

测井
、

古生物及

全球海平面变化周期 (H aq 等
,

1 9 8 7) 等资料进行分

析
,

断陷期构造层序可细分为 6 个层序
,

坳陷期构造

图 l 琼东南盆地构造区划略图

1
.

断层及编号 ; 2
.

构造带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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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5
·

层序可细分为 8 个层 序(图 2)
。

1 断陷期构造层序发育特征

断陷期
,

控制盆地充填及层序发育的主要因素

是构造活动 (解习农等
,

1 99 6 ; 焦养泉等
,

19 97 )
。

根据

构造活动机理变 化
,

本区断陷期的构造活动又可划

分为裂陷作用期 (始新世
一

渐新世崖城期 )和断坳活

动期 (渐新世陵水期 )
。

在裂陷期
,

控制层序发育的主

要 因素是幕式构造 活动 (G n o w a y
,

1 9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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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琼东南盆地盆地充填及层序地层柱状图

1
.

泥灰岩
; 2

.

泥岩 ; 3
.

粉砂质泥岩 ; 4
.

泥质粉砂岩 ; 5
.

粉砂岩 ; 6
.

砂岩 ; 7
.

含砂 (角 )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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坳期后
,

控制层序发育的因素除幕式构造活动外还

有全球海平面变化
。

对本区而言
,

由于海水在裂陷晚

期就侵入本区
,

断坳期主要为滨浅海沉积
,

全球海平

面变化对层序发育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些
。

1
.

1 层序 S
,
(5 6

.

5~ 3 5
.

4M a ,

T 一 T
。
)

为始新世构造裂陷幕产物
,

底界为盆地充填与

基底间的 T
。

不整合面
,

顶界为始新统与渐新统间的

T
。

不整合面
。

目前琼东南盆地尚未钻遇到这一套地

层
,

根据地震剖面及类比分析推测为一套冲积扇
、

扇

前洪泛平原及河流等沉积形成的砂砾岩
、

砂岩
,

断陷

盆 地中央可能有湖泊体系沉积形成的细碎屑岩沉

积
。

1
.

2 层序 5 2 (3 5
.

4一 3 2
.

OM a ,

T
。一

T })

发育于崖城组下段
,

为渐新世早期裂陷幕产物
。

该期为裂陷作用的鼎盛时期
,

在早期构造裂陷幕的

基础上断陷进一步扩张
,

形成更大范围但又相互分

隔的多个半地堑
。

层序下部为冲积扇
、

河流及洪泛平

原沉积的杂砂岩
、

砂砾岩
,

中上部为受海水影响形成

的海湾及扇三角洲 沉积 的泥岩
、

泥质粉砂岩和砂岩

等
。

1
.

3 层序 5 3 (3 2
.

0 ~ 2 9
.

3M a ,

T 卜T
,
)

发育于崖城组上段
,

为崖城晚期裂陷幕的产物
。

该期为裂陷作用衰减期
,

沉积作用继承了前一裂陷

幕中晚期的特点
,

以较封闭的海湾
一

泻湖及扇三角洲

沉积为主
。

在层序顶
、

底部为较粗的砂岩
、

杂砂岩沉

积
,

中部为粉砂质
、

泥质沉积
。

1
.

4 层序 S
‘
(2 9

.

3 ~ 2 7
.

o M a ,

T
7 一

T I)

发育于陵水组 下段
,

为断坳构造作用幕早期的

产物
。

进入断坳构造幕后
,

全球海平面变化成为控制

层序发育的主要因素
,

并登加了幕式构造作用的影

响
。

由于该层序形成于断坳构造幕早期
,

盆缘断裂活

动对其影响较为明显
。

下部低水位期和海进期以较

开阔的海湾和扇三角洲沉积为主
,

主要为较粗的厚

层状含砾粗砂岩
、

中砂岩夹粉砂岩和泥岩等组成
。

上

部高水位期为海湾及开阔潮坪沉积
,

主要 由一套中

细粒砂岩
、

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组成
。

1
.

5 层序 S
。
(2 7

.

0 ~ 2 5
.

oM a ,

T 二
一

T ; )

发育于陵水组中段
,

形成于断坳构造幕中期
.

随

着盆地基底从断裂控制的局部伸展沉降向区域挠曲

沉降的转变
,

盆地沉积范围逐渐扩张
,

使早期互相分

隔的半地堑逐渐连通
。

受全球海平面上升及较高的

构造沉降速率的共同影响
,

该层序下部的海进体系

域底部为一套较粗的海滨带中粗粒砂岩
、

含砾砂岩

夹粉砂岩沉积
.

海进体系域中上部及高位体系域主

要为开阔海湾
一

滨浅海
一

小型三角洲环境下形成的一

套较细的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和细砂岩沉积
。

1
.

6 层序 5 . (2 5
.

0 ~ 2 3
.

3M a ,
T 卜T

. )

发育于陵水组上段
。

由于断陷期之后盆地发生

了整体抬升
,

形成破裂不整合面
,

该层序顶部曾遭受

了不同程度的剥蚀
,

有些地区 (如崖 1 3
一
1 区 )整个层

序都被剥蚀掉
,

多数地 区仅残存下部海进体系域部

分
,

为一套滨海砂岩到浅海粉砂岩
、

泥岩的正粒序沉

积
。

2 坳陷期层序地层发育特征

进入晚第三纪后
,

琼东南盆地从引张断陷转为

裂后热沉降形成的坳陷
,

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
,

隆凹

连成一体
,

但并非均匀性沉降
。

在中央坳陷区
,

由于

受主动热事件的影响
,

沉降幅度最大 0 ,

形 成深海
、

半深海沉积区
。

º号断层带以北地区为浅水陆架区
,

陆架与深海盆地间的陆坡带位于º号断层带附近
,

陆坡窄而较陡
。

层序发育具有被动大陆边缘特征
.

2
.

1 层序 S , ( 23
.

3~ 20
.

SM a )

发育于三亚组下段
。

随着海平面上升
,

沉积范围

进一步扩大
,

但海侵范围也只限于崖 13一1
、

崖 19
一

l

以东
,

½ 号断层带以南
。

该层序底部的低位体系域为

发育于º号断层以南的盆底扇粗碎屑岩沉积
,

以砂

岩
、

粉砂岩沉积为主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由碎

屑滨岸
、

扇三角洲
、

滨岸平原和冲积扇等沉积体系沉

积的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岩组成
.

扇三角洲和冲积扇

体系主要集中在½ 号断层带南侧
.

2
.

2 层序 S。( 20
.

5~ 16
.

3M a )

发育于三亚组上段
.

海侵范围进一步扩大
,

沉积

特征与三亚组下段相同
。

低位体系域除盆底扇外还

发育斜坡扇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中发育于½

号断层带南侧的扇三角洲和冲积扇体系规模有所增

大
。

2
.

3 层序 S , ( 16
.

3~ 10
.

4M a )

发育于梅山组
.

当时海岸线已推至½ 号断层以

北地区
.

低位体系域为大型盆底扇沉积
。

海进体系

域和高位体系域除三角洲体系和碎屑滨岸体系沉积

O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中国近海油气资裸评价
.

研究报告
, 1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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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2 7
-

的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外
,

在盆地西北部的崖

城隆起区还发育浅水碳酸盐台地沉积
。

该层序形成

后曾发生 区域性海退
,

层序顶部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侵蚀
。

2
.

4 层序 S
, 。

(1 0
.

4 ~ 6
.

3M a )

发育于黄流组下段
。

层序 S
,

末的大规模海退使

海岸线退出陆架区
,

在该层序形成期 间虽然发生了

海侵
,

但其范围仅限于东部陆架区
。

层序下部的低位

体系域以陆坡下的大型盆底复合扇粗碎屑岩沉积为

特征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以碎屑滨岸体系沉

积为主
。

2
.

5 层序 5
11
(6

.

3一 5
.

SM a )

发育于黄流组上段
。

海侵范围进一步扩大
,

海岸

线推至½ 号断层带附近
。

低位体系域除大 型盆底复

合扇外还有海底水道粗碎屑岩 沉积
,

它们主要分布

于西部地区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主要为碎屑

滨岸体系和三角洲体系沉积的砂岩
、

粉砂岩和泥质

岩组成
。

2
.

6 层序 5 12 ( 5
.

5一 3
.

SM a )

发育于莺歌海组下段
。

低位体 系域为斜坡扇沉

积
,

并见侵蚀谷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仍为碎屑

滨岸体系和三角洲体系沉积
。

2
.

7 层序 S
, 3 ( 3

.

8一2
.

4M a )

发育于莺歌海组中段
。

低位体系域为海底复合

扇 及海底水道浊积岩沉积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

域 主要为碎屑滨岸体系
、

三角洲体系沉积
,

西北陆架

区的局部地区发育浅水碳酸盐台礁沉积
。

2
.

8 层序 5 1‘( 2
.

4一 1
.

6 4M a )

发育于莺歌海组上段
。

层序发育特征与莺歌海

组中段相 同
,

低位体系域中的海底复合扇规模较大
,

陆坡带发育海底峡谷
。

海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主

要为碎屑滨岸体系
、

三角洲体系沉积
。

的主要因素不同
,

层序发育的特征也不相同
。

断陷期

控制层序发育的主要因素是幕式构造运动
,

其层序

由下部的退积式准层序组和上部的进积式准层序组

组成
。

坳陷期控制层序发育的主要因素为全球海平

面变化 (伴有幕式构造作用影响 )
,

层序由低位
、

海进

和高位体系域组成
。

(2 ) 断陷期
,

盆地发育成 为多个相 互分隔的多

阶式半地堑
,

层序发育情况较为复杂
。

垂向上以层序

下部和上部粗碎屑沉积及中部的细碎 屑沉积为特

征 ;
横向上以近盆缘断裂处 的粗碎屑沉积及远盆缘

断裂处的细碎屑沉积为特征 石坳陷期
,

盆地发育成为

一个统一盆地
,

层序发育具有典型被动大陆边缘特

征
。

南部深水盆地区主要发育低水位盆底扇
、

斜坡

扇
、

海底水道等粗碎屑沉积和深海
、

半深海细碎屑沉

积
。

北部和西部陆架区及上陆坡 区主要发育三角洲

体系
、

碎屑滨岸体系及碳酸盐台礁沉积
。

( 3) 由于拉裂型盆地特征决定了构造圈闭的不

足
,

岩性 圈闭亦应引起重视
。

低位期形成的盆底扇
、

斜坡扇
、

海底水道等粗碎屑沉积是 良好的储集体
,

它

们与海进及高水位期形成的细碎屑沉积构成的岩性

圈闭是该盆地内最好的岩性圈闭
。

在工 作中得到海洋石 油 研 究中心杨 甲明
、

朱伟

林
、

吴景富
、

崔旱云和 我校罗 映娟 等 同志 的大力 帮

助
,

在此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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