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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演化阶段性与油气富集
———以东部下第三系盆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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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我国东部几个典型的第三系含油气盆地石油地质演化出发 ,将盆地石油地质演化过程分为整体下降、整体上升和整体调整

3 个阶段。盆地整体下降阶段是物质积累过程和能量储备过程 ,亦即是油气形成过程 ;盆地整体上升阶段是能量释放 ,即油气成藏

过程 ;盆地调整阶段是能量调整、物质补偿和综合平衡的过程。通过对盆地内各凹陷在上述不同演化阶段的特征分析 ,对比了东部

各富油凹陷 (盆地)石油地质演化的差异性。总结我国东部各富油凹陷油气富集的主要控制因素 ,认为地层发育系列完整 ,沉积规模

和剥蚀量适中的盆地含油气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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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东部第三系盆地勘探程度和研究程度较

高 ,已发现了大量的油气田 (藏) 。东部第三系盆地

是燕山晚期以来在我国东部大陆内部发育起来的早

第三纪断陷盆地 ,后又被晚第三纪—第四纪的坳陷

所叠加和统一。尽管这些盆地具有相同的演化阶

段 ,且主要成盆期和成盆类型也近乎相同 ,但它们的

富油气程度存在着明显差异[1 ,2 ] 。本文在前人取得

的研究成果基础上 ,着重从盆地 (凹陷) 石油地质演

化角度出发 ,对比它们地质演化过程的差异性 ,总结

出各盆地 (凹陷)油气富集的主控因素。

1 　盆地演化史分析

东部第三系主要含油气盆地在早第三纪时期都

处于整体下降 ,接受沉积的阶段 ,除苏北盆地在始新

世末期过早地结束沉积外 ,其它盆地都在渐新世晚

期才结束沉积。渐新世晚期东部各断陷盆地都进入

整体抬升阶段 ,各盆地普遍遭受剥蚀 ,但剥蚀量和沉

积间断时间存在差异。晚第三纪 —第四纪期间 ,所

有盆地又再次沉降 ,接受沉积。

1 . 1 　渤海湾盆地

渤海湾盆地是东部油气最富集的盆地之一。早

始新世—渐新世晚期 (距今 65～24. 6 Ma) ,是盆地

整体下降阶段 ,东濮、东营凹陷是盆地内沉积厚度最

大的地区 ,总厚约 8 000 m ; 沙河街组地层厚约

1 500～4 200 m ,其中 ,沙河街组的沙三、沙四段为

主要烃源岩 ,暗色泥岩发育 ,厚约 1 100～2 500 m。

渐新世末期 (距今 24. 6 Ma) 是盆地整体上升阶段 ,

地层普遍遭受剥蚀 ,剥蚀量为 500～1 500 m ,出现

了 10. 6 Ma 的沉积间断。在上升剥蚀后期 ,盆地又

发生第二次沉降 ,沉积了 1 400～ 1 800 m 的地

层[3 ,4 ] 。这个沉积过程一直持续到现今。

1 . 2 　苏北盆地

苏北盆地的高邮、金湖凹陷在早第三纪期间表

现为早期沉降 ,晚期上升剥蚀 ,有别于其它盆地。始

新世时期 (距今 65～42 Ma) 是盆地主要沉降阶段 ,

沉积地层厚 3 800～4 500 m ;烃源岩主要是阜宁组 ,

阜宁组地层厚 550～900 m ,暗色泥岩厚 400～800 m。

渐新世末期 ,苏北盆地整体抬升 ,出现了 18 Ma 的沉

积间断 ,其剥蚀时间在东部各断陷盆地中最长 ,地层

剥蚀 1 500～1 800 m[5 ] 。随后盆地再次沉降 ,接受

1 100～1 500 m 的上第三系—第四系沉积。

1 . 3 　南襄盆地

南襄盆地和渤海湾盆地具有相同的演化历程。

从早始新世 —渐新世晚期 (距今 65～24. 6 Ma) ,盆

地主要是下降接受沉积阶段 ,沉积地层厚约 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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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0 m ;核桃园组及部分大仓房组为本区烃源岩 ,

以核桃园组为最好的烃源岩 ,核桃园组地层厚约

2 000～2 600 m ,暗色泥岩为 820～1 550 m。渐新

世末期 ,盆地整体上升 ,发生地层剥蚀 ,出现了 14

Ma 的沉积间断 ,剥蚀量为 300～1 000 m[6 ,7 ] 。之后

盆地又发生沉降 ,沉积了 200～600 m 的上第三

系 —第四系地层。

1 . 4 　江汉盆地

江汉盆地和其它盆地的演化稍有不同 ,它除了

在渐新世末期有一次抬升剥蚀外 ,还在晚第三纪广

华寺末期有一次抬升剥蚀 ,但剥蚀时间 (1. 5 Ma) 和

剥蚀量都比前期小。早始新世 —渐新世晚期 (距今

65～24. 6 Ma) ,盆地主要是下降接受沉积阶段 ,沉

积地层厚约 8 000 m ;其中 ,潜江组为主要烃源岩 ,

其次为新沟嘴组 ,潜江组地层厚约 4 000 m ,暗色泥

岩可达 2 200 m。渐新世末期 ,盆地整体上升 ,发生

地层剥蚀 ,出现了 3. 1 Ma 的沉积间断 ,剥蚀时间在

东部断陷盆地中最短 ,剥蚀量为 600～1 200 m[8 ] 。

晚第三纪 ,盆地第二次沉降 ,沉积了约 350 m 厚的

地层。

1 . 5 　百色盆地

百色盆地在早始新世—渐新世晚期 (距今 65～

24. 6 Ma)为下降接受沉积阶段 ,沉积地层厚约 3 850

m ,在所研究的几个盆地中 ,下降幅度最小 ;以下第三

系那读组为主要烃源岩 ,那读组地层厚约 1 200 m ,暗

色泥岩可达 900 m。渐新世末期 ,盆地整体上升 ,地

层遭受剥蚀 ,出现了 15 Ma 的沉积间断 ,剥蚀量为

600～1 500 m[9 ] 。晚第三纪—第四纪 ,盆地沉降幅度

不大 ,只沉积了 50 m 厚的地层。

由以上各盆地的石油地质演化过程可以看出 ,

除苏北盆地缺失渐新世之外 ,其它盆地地层发育齐

全 ,演化系列完整。尽管各盆地演化程度不同 ,但总

体都经历了早第三纪整体沉降、早第三纪末整体上

升和晚第三纪 —第四纪再次沉降 3 个石油地质演化

阶段 (表 1) 。

2 　石油地质演化过程分析

2 . 1 　盆地整体下降阶段

盆地整体下降过程实质是一种物质积累过程 ,

表 1 　东部第三系断陷盆地石油地质演化阶段划分

Table 1 　Division of petroleum geology evalution stages of Tertiary faulted basins in the ea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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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物质组成主要是泥和砂 ,它们分别构成对油气有

意义的烃源岩和储集层。沉积物质充填和积累过程

也是能量的储备和转化过程 ,对烃源岩而言是化学

能的转化 ,对储集岩来讲是弹性能的形成和积累的

过程。烃源岩的演化结果是形成烃类 ,产生内部异

常高压 ;储集岩演化的结果是内部弹性能的不断增

加。盆地的整体下降过程总体表现为加载增压过

程。充填物质的差异也导致能量积累的差异 ,这些

差异反映在总地层 (或烃源岩)厚度、沉积速率、沉积

岩体积等方面有所不同。

2. 1. 1 　地层厚度

东部各富油凹陷在早第三纪盆地整体下降阶段

沉积的地层厚度见表 2。在盆地下降时期 ,不同凹

陷沉积幅度不同 ,埋深超过 7 000 m 的为东营、东

濮、泌阳、潜江凹陷 ,惠民、沾化、车镇、高邮凹陷埋深

在 4 000～7 000 m 之间 ;沉降幅度小于 4 000 m 的

为南阳、金湖和百色盆地。渐新世末期 ,各凹陷沉积

的地层厚度都已超过当地烃源岩的成熟门限深度 ,

表明各凹陷的主要烃源岩均已进入成熟阶段 ,即开

始大量生烃。由此可见 ,在早第三纪盆地整体下降

阶段 ,烃源岩和储集层都积累了大量的内能。

2. 1. 2 　烃源岩厚度

在东部 11 个富油凹陷中 ,烃源岩发育在纵向上

分 3 个阶段 :古新世、始新世和渐新世 ,其中以始新

世为主要烃源岩发育时期。各凹陷烃源岩的发育是

不均衡的 (表 3) ,以东濮凹陷烃源岩最为发育 ,烃源

岩总厚达 2 500 m ,其次是潜江凹陷、济阳坳陷和泌

阳凹陷。烃源岩厚度在 1 000 m 左右的有百色盆

地、高邮、金湖、南阳凹陷。在烃源岩发育层序中 ,暗

色泥岩厚度占地层厚度的比值 (泥/ 地) 大多超过

70 % ,部分为 60 % ,只有南阳和潜江凹陷小于 60 %。

2. 1. 3 　沉积速率

统计资料表明 ,世界上已发现的大油田所处的

盆地 ,每百万年的沉降和沉积速度大多为 200～

600 m。根据东部 11 个富油凹陷不同阶段沉降、沉

积特点 ,计算了不同时期典型生烃凹陷的沉积速率

(表 4) 。这里的沉积速率非原始沉积速率 ,而是现

今残留地层沉积速率 ,它可以近似反映各主要生烃

表 2 　东部富油凹陷下降阶段末期沉积地层厚度表

Table 2 　Sedimentary strata thickness of the eastern oil2rich depressions in the end of descending stage

类别

渤海湾盆地

东营
凹陷

沾化
凹陷

车镇
凹陷

惠民
凹陷

东濮
凹陷

苏北盆地

高邮
凹陷

金湖
凹陷

南襄盆地

南阳
凹陷

泌阳
凹陷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百色盆地

沉积厚度/ m 7 600 4 300 5 000 6 150 7 900 4 500 3 850 3 800 8 000 7 850 3 850

门限深度/ m 2 200 2 400 2 500 2 400 2 500 2 500 1 950 1 950 1 800 2 500 2 150

表 3 　东部富油凹陷烃源岩发育情况表

Table 3 　Resource rock distribution in the eastern oil2rich depressions

类别

渤海湾盆地

东营
凹陷

沾化
凹陷

车镇
凹陷

惠民
凹陷

东濮
凹陷

苏北盆地

高邮
凹陷

金湖
凹陷

南襄盆地

南阳
凹陷

泌阳
凹陷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百色盆地

地层厚度/ m 2 100 2 050 2 050 1 500 4 200 900 550 2 000 2 600 3 850 1 200

烃源岩厚度/ m 1 500 1 400 1 200 1 100 2 500 800 400 820 1 550 2 200 900

泥/ 地 , % 71 70 60 73 60 89 72 41 60 57 75

表 4 　东部富油凹陷下第三系沉积速率表

Table 4 　The sedimentary rates of the Lower Tertiary in the eastern oil2rich depressions m/ Ma 　　

渤海湾盆地

层位 东营 沾化 惠民 车镇 东濮

苏北盆地

层位 高邮 金湖

南襄盆地

层位 泌阳 南阳

江汉盆地

层位 潜江

百色盆地

层位

E d —
Es2 93 97 108 127 149

E2 s —
E2 d

186 174
El —
Eh1 136 102 E j h 108

E j —
Eb

127

★Es3 —
Es4 (上) 300 200 214 207 352 ★E1 f 1 —4 228 193

★Eh2 —
Eh3 394 288 ★Eq 296 ★En 240

★Es4(下) —
Ek

162 50 125 77. 5
E d —

Ey
165 < 100

E js 145

E x —
Es

124
E d 18

　　注 :数据为各凹陷主力生油洼陷区的视沉积速率 (未经压实恢复) ;有★者为主力烃源岩分布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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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的沉降、沉积特点。

根据主沉降期发生的时间 ,可将东部 11 个富油

凹陷划分为以下几类 :

1)苏北盆地高邮、金湖凹陷主沉降期在古新世 ,

持续时间近 10 Ma。

2)渤海湾盆地东营、沾化、车镇、惠民、东濮 5 个

凹陷 ,南襄盆地南阳、泌阳凹陷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 ,

主沉降期在始新世中 —晚期 ,持续时间为 12 Ma。

3)百色盆地的主沉降期尽管也在始新世晚期 ,

但持续时间较短 ,仅 4 Ma。

4) 此外 ,渤海湾盆地沾化、车镇、东濮凹陷和南

襄盆地泌阳、南阳凹陷在渐新世早期还有一个较短

的主沉降期 ,持续时间仅为 2～2. 6 Ma ,具有分布局

限 ,持续时间短 ,沉降幅度大 ,沉积速率大等特点。

由上述各凹陷沉积速率可以看出 ,东部各盆地

(凹陷)发育具不同步性。富油凹陷烃源岩几乎都有

“快速沉降、沉积速率大”的特点。从目前计算的

(视)沉积速率来看 ,富油凹陷烃源岩的视沉积速率

以 200～400 m/ Ma 为特征 ,有别于其它沉积地层。

2 . 2 　盆地整体上升阶段

盆地整体上升阶段 ,是已成烃的物质随着盆地

的抬升重新调整平衡状态以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 ,

也就是成藏过程。当盆地整体下降阶段发展到一定

程度 ,由于大量沉积物的堆积 ,使盆地内的物理场、

生物场、化学场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包括成烃

过程的演化) ,从而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状态。它的

实质是一个卸载减压过程 ,也是能量释放过程。释

放的结果是烃源岩在下降阶段生成的异常高压烃类

向低压区 (低势区)运移 ,油气发生初次运移 ;而储集

岩在盆地下降过程中积累的弹性能此时释放 ,内部

形成低压区 ,有利于油气发生二次运移[10 ] 。这种过

程实际是油气运移、成藏过程。

早第三纪末 ,受区域构造作用力和盆地内沉积

物所形成的内力作用 ,我国东部下第三系断陷盆地

在东营末期的构造运动中普遍抬升 ,并遭受不同程

度的剥蚀 ,形成上、下第三系之间的区域性不整合。

中国东部盆地区下第三系末期的隆升剥蚀作用规模

宏大 ,据陈荷立 (1985) 、马力等人对东部地区的研究

及一些成果报告资料 ,东部地区各富油凹陷剥蚀时

间不同 , 抬升剥蚀量也不等。剥蚀量最大可达

2 000 m (苏北盆地) ,剥蚀时间最长近 18 Ma ;剥蚀

量最小只有几百米 ,剥蚀时间最短只有 3. 1 Ma。这

样规模巨大的隆升和剥蚀作用对第三纪油气运聚成

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往对区域抬升作用的研

究强调较多的是圈闭形成和定型 ,而忽略了抬升过

程中温度与压力的变化和砂泥岩孔隙的反弹 ,认为

抬升过程后的地层能够保持抬升前的压力 ,这是不

恰当的。对于东部地区而言 ,渐新世末期的区域性

构造抬升运动 ,对东部各含油气盆地油气成藏和圈

闭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11 ,12 ] 。

剥蚀时间长短和剥蚀量大小体现一个盆地释放

内能的方式及过程 ,用剥蚀速率可以很好地说明。

剥蚀速率大 ,有利于烃源岩生成的烃类快速排出 ,对

油气的初次运移有利 ;剥蚀速率过慢 ,不利于烃类的

排出和运移。此外 ,剥蚀时间的长短对油气的运移

聚集也有很大影响。剥蚀时间短 ,不利于体系内能

完全释放 ,油气只集中在一定深度段 ;剥蚀时间过

长 ,会造成油气完全释放 ,油气分布层段多且分散 ,

对形成大规模的油气田不利。只有剥蚀速率 (或剥

蚀时间)中等才有利于大规模的油气田形成 (表 5) 。

表 5 　东部富油凹陷渐新世末期地层剥蚀情况表

Table 5 　Stratigraphic denudation in the eastern oil2rich depressions in Late Oligocene

凹　陷 剥蚀量/ m 平均剥蚀量/ m 剥蚀时间/ Ma 剥蚀速率/ (m ·Ma - 1)

东营凹陷 1 000 左右 1 000 10. 6 94. 3

沾化凹陷 500 左右 500 10. 6 47. 2

车镇凹陷 500 左右 500 10. 6 47. 2

惠民凹陷 1 000 左右 1 000 10. 6 94. 3

东濮凹陷 600～1 000 800 10 80

南阳凹陷 300～600 450 14 32. 1

泌阳凹陷 200～1 000 600 14 42. 8

潜江凹陷 500～1 200 750 3. 1 242

高邮凹陷 1500～2 000 1 750 18 97. 2

金湖凹陷 800～1 500 1 150 18 63. 9

百色盆地 600～1 500 1 050 1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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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盆地整体调整阶段

盆地整体调整阶段是能量调整、物质补偿和综

合平衡的过程。盆地整体上升、剥蚀导致物质亏损、

能量释放 ,需要物质补偿和综合平衡。盆地综合平

衡过程通过多次小规模的升降来完成 ,伴随这一过

程 ,可形成新的油气藏 ,并使已形成的油气藏进一步

完善直至定型。

在盆地整体上升后期 ,油气完成成藏过程后 ,盆

地又必须有一定的沉降。在后期沉降幅度大的地

区 ,原来没达到生烃门限的烃源岩在此阶段可以重

新开始热演化 ,进入成熟阶段。只有这种过程 ,才能

保持油气田的内压 ,形成有工业价值的油气藏 (田) ;

才能使沉积物中的油、气、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进入晚第三纪 ,我国东部整体下沉 ,接受了超出

原先断陷盆地范围的区域碟形坳陷沉积。相比较而

言 ,渤海湾盆地和苏北盆地各凹陷沉积厚度大 ,最大

可达 1 800 m 以上 ;其次为潜江、南阳、泌阳凹陷 ,上

第三系地层一般为几百米 ,最厚不超过 1 000 m ;最

薄的为百色盆地 ,仅沉积了不足 50 m 厚的上新统

(表 6) 。这和东部石油地质演化 ,沉积中心不断迁

移有关。从地理位置来看 ,上第三系沉积中心主要

位于研究区的北部 ,往南上覆第三系地层逐渐减薄 ,

从 600 m 减至 50 m。

3 　油气富集控制因素分析

通过对东部 11 个富油凹陷的整体下降阶段、整

体上升阶段和整体调整阶段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可

以看出东部各盆地 (富油凹陷)之间的石油地质演化

的差异性 ,表现在油气资源丰度和资源探明程度差

别大 ,这些差异已被现今的勘探成果所证实。

1)生烃凹陷继承性发育 ,烃源岩沉积厚度大 ,形

成时间长 ,演化程度高 ,是凹陷油气富集的主要因素

之一。东部 11 个富油凹陷中 ,盆地在下降过程中 ,

烃源岩沉积的方式和时间是不一样的 (表 7) 。有的

凹陷继承性发育 ,沉积中心在整个下降过程中几乎

没有大的变迁 ,如东营的利津凹陷、沾化的渤南凹

陷 ,泌阳的双河 —赵凹凹陷 ;而其它凹陷在盆地的演

化过程中都存在迁移现象 ,如惠民凹陷由北向南迁

移 ,车镇凹陷近东西向迁移 ,东濮凹陷由南向北迁移

等 ;百色盆地更明显 ,不同时期盆地沉积中心不断变

迁 ,结果造成剖面上地层或烃源岩厚度不大 ,不利于

烃源岩演化。此外 ,东部富油凹陷在盆地下降阶段

沉积时间长 (23～40 Ma) ,地层或烃源岩厚度大

(4 000～8 000 m) ,沉积速率高 (100～330 m/ Ma) ,有

利于烃源岩形成和演化。百色盆地和泌阳凹陷面积

接近 ,但二者沉积厚度和速率的差异是导致油气富

集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2)上升剥蚀对东部油气大规模成藏具有重要意

义。盆地的整体上升是盆地内力和区域构造力共同

作用的结果。因盆地整体抬升引起的地层剥蚀 ,对

东部各断陷盆地早期油气藏的改造和后期油气藏的

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盆地抬升后主要产生下列影

响 : (1)形成有利圈闭。这类圈闭可能是早期沉积体

系发育的地带 ,在差异压实作用和砂岩回弹作用力

下形成 ,借助于区域构造运动实现 ,各种类型构造圈

闭的形成为以下第三系为油源岩的油气运聚成藏创

造了构造条件。(2)有利于油气发生大规模运移、聚

集活动。中国东部盆地各凹陷在东营组沉积末期都

陆续进入生排烃门限 ,后期大规模的抬升剥蚀、盆地

表 6 　东部富油凹陷调整阶段沉积地层厚度表

Table 6 　Thickness of the sedimentary strata in the eastern oil2rich depressions in the adjusting stage

类别 东营凹陷 沾化凹陷 车镇凹陷 惠民凹陷 东濮凹陷 高邮凹陷 金湖凹陷 南阳凹陷 泌阳凹陷 潜江凹陷 百色盆地

沉积厚度/ m 1 400 1 800 1 500 1 600 1 700 1 500 1 150 600 200 350 50

表 7 　东部富油凹陷下降阶段沉积时间、速率对比表

Table 7 　Sedimentation time and rate in the eastern oil2rich depressions in descending stage

类别

渤海湾盆地

东营
凹陷

沾化
凹陷

车镇
凹陷

惠民
凹陷

东濮
凹陷

苏北盆地

高邮
凹陷

金湖
凹陷

南襄盆地

南阳
凹陷

泌阳
凹陷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百色盆地

沉积时间/ Ma 40. 4 25. 9 25. 9 40. 4 23. 5 23 23 25. 9 25. 9 38. 8 40. 4

沉积厚度/ m 7 600 4 300 5 000 6 150 7 900 4 500 3 850 3 800 8 000 7 850 3 850

视沉积速率/ (m ·Ma - 1) 188 166 166 188 336 195 167 146 308 20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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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盆地在不同石油地质演化阶段的沉积、剥蚀特征

Table 8 　The characters of sedimentation and denudation of different basins in different evalution stages

石油地质
演化阶段

渤海湾盆地

东营
凹陷

沾化
凹陷

车镇
凹陷

惠民
凹陷

东濮
凹陷

苏北盆地

高邮
凹陷

金湖
凹陷

南襄盆地

南阳
凹陷

泌阳
凹陷

江汉盆地

潜江凹陷
百色盆地

调整阶段
厚度
适中

厚度
适中

厚度
适中

厚度
适中

厚度
适中

厚度
适中

厚度
适中

厚度
薄

厚度
适中

厚度
薄

厚度
极薄

上升阶段
剥蚀量
适中

剥蚀量
适中

剥蚀量
适中

剥蚀量
适中

剥蚀量
大

剥蚀量
大

剥蚀量
大

剥蚀量
小

剥蚀量
适中

剥蚀
量小

剥蚀
量大

下降阶段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薄
烃源岩薄

总厚度薄
烃源岩薄

总厚度薄
烃源岩薄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大
烃源岩厚

总厚度薄
烃源岩薄

降温 ,使生排烃作用滞后。整体上升的结果主要表

现为油气运移、聚集成藏。(3) 改善了垂向输导系

统。隆升剥蚀伴随褶皱断裂 ,改善了下第三系垂向

输导系统和不整合面储集输导条件 ,有利于后期生

成的油气向上运移 ,形成与不整合面有关的油气田

和潜山油气田。(4) 形成区域不整合面。上第三系

在整个东部地区广泛分布 ,成为东部地区最后一个

区域盖层。如渤海湾盆地明化镇组中下部发育大套

泥岩 ,厚度达几百米至上千米 ,既有利于下第三系的

油气沿断层不整合面进入上第三系圈闭中聚集 ,形

成孤岛、孤东等特大型油气田 ,又有利于石炭系 —二

叠系煤成烃源岩二次生排烃并向上运移 ,与在浅层

已聚集形成的油田相互作用 ,形成多种类型的油气

田、煤成气田。

3)盆地各个阶段发育的完整性、沉积规模以及

各阶段之间的相互匹配 ,对盆地是否含有油气或油

气是否富集起决定作用。以油气最富集的东营凹陷

为标准 ,对各个盆地进行对比和评价 ,结果见表 8。

由表 3、表 5、表 8 可见 ,渤海湾盆地地层发育较完

整 ,下降阶段烃源岩发育 ,厚度大 (1 100～2 500

m) ,埋藏适中 ,上升阶段有一定剥蚀量 ,调整阶段沉

积了较厚的上覆地层 ;苏北盆地在下降阶段虽发育

烃源岩 ,但烃源岩厚度相对较薄 (400～800 m) ,且

整体抬升时间早 ,剥蚀时间长 ,调整阶段沉积地层也

较薄 ;南襄盆地处在褶皱带上 ,盆中远离断裂的南阳

凹陷下降幅度小 ,而泌阳凹陷下降幅度大 ,因而在同

一盆地内出现了勘探局面完全不同的两个凹陷 ;江

汉盆地的潜江凹陷在下降阶段发育较厚烃源岩 ,但

由于后期经过两次抬升 ,对油气藏的形成和保存不

利 ;百色盆地下降阶段沉积相对较薄 ,而且在下降阶

段早期和晚期都存在剥蚀 ,特别是调整阶段厚度较

薄 ,不利于油气藏的保存 ,这是它在东部 11 个富油

凹陷中含油气性最差的主要原因之一。

4 　结论

综合评价各盆地所具备的油气成藏条件后认

为 ,地层发育系列完整 ,沉积规模和剥蚀量适中的盆

地含油气性最好。油气资源及丰度由好到差的顺序

是渤海湾盆地 (济阳坳陷、东濮凹陷) 、南襄盆地 (南

阳、泌阳凹陷) 、苏北盆地 (高邮、金湖凹陷) 、江汉盆

地 (潜江凹陷)和百色盆地。

致谢 :本文是在关德范教授、许化征教授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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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 EVOL UTION STAGES AND OIL AND GAS ENRICHMENT
———TA KIN G T H E L OWER TER TIAR Y BASINS

IN T H E EASTERN C HINA AS AN EXAM PL E

Liu Bin1 , Zhou Xiaojin2 , Wang Guoshou2

(1. Research Insti tute of pet roleum Ex 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 S I N O P EC, B ei j ing 100083 , China;

2. W ux i Research I nsti tute of Pet roleum Geology , S I N O P EC, W ux i , J iangsu 214151 , Chin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pet roleum geology evolution of several typical Tertiary basins in t he east of China ,

t he p rocess of basin evolution may be divided into t hree stages of whole descending , whole ascending and

whole adjusting. Basin descending stage is t he p rocess of material accumlation and energy storage ,which

causes hydrocarbon formation. Basin ascending stage is t he p rocess of energy release and oil and gas reser2
voir formation. Basin adjusting stage is the p rocess of energy adjusting and material equalization.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f each depression’s characters in t he basins during t he above different evolution stages ,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pet roleum geology evolution of t he oil2rich dep ressions in the eastern China ,

and summarized t he main cont rol factors of oil and gas enrichment in depressions in t he eastern China. It is

considered t hat oil and gas enrich in t he basins wit h f ull st ratigrap hic system , moderate sedimentation and

denudation.

Key words : pet roleum geology evolution ; whole descending ; whole ascending ; whole adjusting ; cont rol

factors of oil and gas enrichment ; Tertiary basin ; East China

( conti nued f rom p age 337)

Abstract : In t his paper , t he regional tectonics , sedimentation , source2reservoir2overlying formations , p re2
servation conditions ,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and resource extent about the marine oil2 and gas2bearing

basins in Yunnan2Guangxi2Guizhou Region were discu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t roleum geologic char2
acteristics of t he basins. The main conditions of oil and gas pool forming in t he basins were summed up ,

and t he drilling effect analysis on t he recent t hree important exploration wells in t he basins was made.

Then , t he direction and focal point s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s well as the ideas of comp rehensive re2
search about the marine basins in Yunnan2Guangxi2Guizhou Region for t he f ut ure were p ut forward.

Key words : oil and gas pool forming conditions ;analysis on exploration prospect ;exploration direction ;ma2
rine basins ; Yunnan2Guangxi2Guizhou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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