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１１２（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９５－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８１ ／ ｓｙｓｙｄｚ２０１７０２１９５

海陆对比看南黄海海相

中—古生界的生储盖组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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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下扬子主体的南黄海盆地发育分布广泛、厚度大且较全的中—古生代海相地层，通过对比扬子陆域的烃源岩、储层及

盖层特征，结合南黄海盆地近几年采集的地震剖面、钻井资料以及陆上野外露头资料，总结和分析了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的生

储盖组合特征。 南黄海海相地层发育下寒武统荷塘组 ／ 幕府山组、下志留统高家边组、下二叠统栖霞组和二叠系龙潭—大隆组

４ 套烃源岩，对比扬子区陆域烃源岩特征，确定为较好的烃源岩。 苏北—南黄海盆地储集层以碳酸盐岩为主，发育白云岩孔隙储

层、礁滩相储层、风化壳储层和裂隙储层 ４ 种类型。 研究认为南黄海发育扬子陆区已发现的典型油气藏的成藏层位，海相地层发

育 ３ 套区域性的盖层和 ３ 套完整的生储盖组合，具有很好的油气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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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区具有巨大的油气勘探前景，其不仅在台

地边缘、坳陷发育巨厚的海相中—古生界，且陆相

中、新生代断陷沉积发育，具有形成大、中型油气田

的潜力［１］。 上扬子四川盆地已发现威远、安岳、五

百梯、普光、焦石坝、元坝、龙岗等大型、特大型油气

田，中扬子发现建南气田，而截至目前，虽然下扬子

陆域地区古生界油气显示达 ４００ 余处，但海相地层

只发现句容油田、黄桥气田［２］ 。南黄海地区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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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盆地中迄今唯一没有发现工业油气流的地区，
且以往油气勘探以中、新生界为主，而对海相中—
古生界的油气勘探程度仍很低，只有少数钻井钻遇

中—古生界［３］。 目前认为南黄海盆地海相中、古
生界主要具有分布广、厚度大、保存比较完整［３－４］、
构造变形较陆区弱的油气地质条件，不仅沉积建造

与上扬子地区相似，且与扬子区陆域油气田具有相

同的含油气层位［５］，因此，通过对比扬子陆区的生

储盖特征，对于南黄海油气成藏条件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在前人研究认识及前期勘探的基础

上，通过扬子区海陆对比，探讨和总结南黄海盆地

的生储盖组合特征，以期对该区的后续勘探、油气

富集规律研究提供借鉴。

１　 南黄海区域地质背景

１．１　 区域地质概况

下扬子地块北界为苏鲁—临津江造山带，该造

山带是华北、扬子 ２ 大地块会聚碰撞的结果［６］；南
界以江山—绍兴断裂与华南板块相接，江山—绍兴

断裂进入海域后向东延伸；西界以郯庐断裂与中扬

子地块、秦岭—大别造山带和华北板块分界；扬子

板块向东越过南黄海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

临津江坳陷、京畿地块、沃川坳陷相对应［７］（图 １）。
南黄海盆地不仅是扬子地台向海域的延伸，而且是

下扬子地块的主体［５，８］。 南黄海盆地是一个在前

震旦系变质岩基底之上，经海相中—古生界、陆相

中生界和新生界多期沉积叠覆而成的叠合盆

地［９］，北以千里岩隆起为界，南以勿南沙隆起为

界，盆地从北到南可以划分为烟台坳陷、崂山隆起

图 １　 南黄海盆地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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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岛坳陷 ３ 个二级构造单元（图 １） ［７，１０］。
１．２　 海陆对比的理论基础

南黄海盆地与上扬子四川盆地具备相似的结

晶基底，都是 １ ７００ Ｍａ 前后中条运动固结的下元

古界结晶基底［１１］。 二者经历相同的构造运动的改

造，在古生代期间，二地区构造演化史基本一致，海
相沉积期内的沉积特征、地层特征、地质结构十分

类似：（１）相同的构造活动和构造格架。 加里东运

动在四川盆地和南黄海都表现为隆升运动，形成大

的隆起和坳陷，南黄海地区地震资料已初步揭示出

早古生代的构造面貌，与四川盆地均表现为一隆二

坳；印支期，南黄海与上扬子区构造格局相似，表现

为一隆二坳或二隆二坳，印支运动后南黄海盆地海

相地层受到了强烈的挤压、逆冲、剥蚀和岩浆作用

（图 ２）；（２）相同的中—古生代沉积环境和地层。
南黄海和四川盆地各时代的海相沉积主要是浅海

台地相，四川盆地海相中—古生界沉积岩以石英砂

岩、石灰岩、白云岩为主；南黄海虽只钻获部分上古

生界和下三叠统，但下扬子陆区的中—古生界与四

川盆地基本相同［１２］，并可逐组对比。

２　 海相中—古生界烃源岩特征对比

烃源岩的发育受不同盆地原型的控制，分布的

地域不同［３，１３］。 其中下寒武统 （幕府山组 ／荷塘

组）、下志留统（高家边组）、下二叠统（栖霞组）、上
二叠统（龙潭—大隆组）４ 套烃源岩在扬子区广泛

发育，为区域性的主力烃源岩。
２．１　 下寒武统烃源岩

上扬子四川盆地下寒武统筇竹寺组为大套的

黑色页岩。 该套烃源岩主要生成气态烃，有机质主

要为Ⅰ型［１４］，成熟度 Ｒｏ 值主要集中在 ２． １％ ～
５．２％［１５］，具有较强的生烃潜力，有机质成熟度已达

过成熟阶段（表 １）。 中扬子地区相较上扬子地区

有机质成熟度高，已然为过成熟阶段，Ｒｏ值集中在

３．０７％～３．２９％［１６］，有机质类型以Ⅰ型为主［１７］（表
１）。 下扬子南黄海盆地未钻遇下寒武统，苏北盆

地烃源岩 Ｒｏ多为 ３％ ～ ４％［１７］，苏东 １２１ 井及皖南

皖宁 ２ 井烃源岩有机碳含量为 ２％ ～９％，评价认为

该套烃源岩在下扬子为一套好烃源岩［１８］。
２．２　 下志留统烃源岩

四川盆地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烃源岩为一套具

有双沉积中心特点的黑色页岩［１５］，有机质主要为

Ⅰ型［１４］，其有机碳丰度为 ０．４％ ～ １．７９％，Ｒｏ值主要

集中于 ２％ ～ ３．６％，烃源岩主要处于高成熟阶段，
部分为过成熟阶段（表１） 。中扬子区龙马溪组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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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南黄海盆地 ＮＴ０５－２ 测线构造演化简图

测线位置见图 １。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ａ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 ＮＴ０５－２，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苏北—南黄海盆地与中扬子区及上扬子四川盆地烃源岩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ｂｅｉ－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地区 地层 层位 Ｒｏ ／ ％ ｗ（ＴＯＣ） ／ ％ 氯仿沥青“Ａ” ／ ％
（Ｓ１＋Ｓ２） ／
（ｍｇ·ｇ－１）

有机质
类型

数据来源

四川
盆地

中扬
子区

苏北—
南黄海

筇竹寺组 －Ｃ１ｑ ２～５ ０．７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６６ ０ １９．１ Ⅰ
龙马溪组 Ｓ１ ｌ ２～３．６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 ９．５ Ⅰ

栖霞组 Ｐ１ｑ ２ ３．５（泥岩） ／
０．８（灰岩） ０．００８ ５～０．０４８ ０ ４．１（泥岩） ／

２．１（灰岩） Ⅲ

龙潭组 Ｐ２ ｌ ＞２ ３～７（泥岩） ０．０５ １１．８ Ⅰ－Ⅱ１

牛蹄塘组 －Ｃ１ｎ ３．０７～３．２９ １．９５ ０．０１０ ３ ７．８ Ⅰ
龙马溪组 Ｓ１ ｌ ２～３ ０．５～２ ０．０１２ ４ １０．１ Ⅰ－Ⅱ１

栖霞组 Ｐ１ｑ ０．７～３．２７ 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４～０．０４６ ７ ３．２ Ⅰ
龙潭组 Ｐ２ ｌ １．３～２ ＞１ ０．００９ ７～０．０１１ ０ ８．９ Ⅰ－Ⅱ１

幕府山组 －Ｃ１ｍ ３～４ ３．１ ０．０５ １７．８ Ⅱ１－Ⅱ２

高家边组 Ｓ１ｇ １．９ ０．５４～２．６７ ０．０２０ ０ ４．４ Ⅰ－Ⅱ１

栖霞组 Ｐ１ｑ ２．４５ ０．４５～１．５２ ０．０９ ６．１（泥岩） ／
３．１（灰岩） Ⅰ

龙潭—
大隆组

Ｐ２ ｌ＋ｄ １．６～２．２ １．７０４～２．０７７ ０．０５２ ７ ５．１ Ⅰ－Ⅱ１

文献
［１４－２２］

文献
［１６－２７］

文献
［１６，１８，２１，２８］

源岩同样为黑色页岩，有机质类型为Ⅰ－Ⅱ１型
［１７］，

有机碳含量变化较大，主要集中在 ０．５％ ～ ２％［１６］

（表 １）。 下扬子有机质类型为Ⅰ－Ⅱ１型，苏北黄桥

Ｎ４ 井有效烃源岩厚度 ７５ ｍ，有机碳含量 １％ ～
２％［５］；南京汤山 ３ 号井有效烃源岩厚度大于 ８０ ｍ，

Ｒｏ值约为 １．６％～２．５％（表 １），证明该套烃源岩在下

扬子地区具有较高潜力［１９］。
２．３　 下二叠统烃源岩

四川盆地下二叠统栖霞组泥质岩烃源岩厚度

约为５～３４ ｍ，较薄，而碳酸盐岩烃源岩平均厚度可

·７９１·　 第 ２ 期　 　 　 　 　 　 　 　 　 袁勇，等． 海陆对比看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的生储盖组合特征　 　



达 ２４０ ｍ 左右，泥质岩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值要大于

碳酸盐岩烃源岩丰度值，总体来说四川盆地栖霞组

烃源岩整体进入高成熟—过成熟阶段（表 １）。 该套

烃源岩在中扬子区的生烃强度相对较低，Ｒｏ多集中

在 ０．７％～３．２７％［１６］，区域变化较大（表 １）。 下扬子

陆域烃源岩热演化程度中等，Ｒｏ值平均 １．８％左右，
有机质类型以Ⅰ型为主（表 １），南黄海 ＣＺ３５－２－１ 井

揭示栖霞组为黑色灰岩，Ｒｏ值平均为 ２．４５％，有机碳

含量平均为 １．０９％，是一套良好的烃源岩［２０］。
２．４　 上二叠统烃源岩

四川盆地上二叠统龙潭组烃源岩为灰色页岩

及泥岩，深灰色厚层泥晶灰岩［１５］，有机碳丰度值约

为 ３％ ～ ７％；该期烃源岩同样演化至裂解气的阶

段，其成熟度普遍较高，天然气类型主要为裂解

气［１５］（表 １）。 中扬子上二叠统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Ⅰ－Ⅱ１型，有机碳含量大于 １％，Ｒｏ约 １．３％～２％［２０］（表
１）。 下扬子陆域地区烃源岩厚度为 ５０～２００ ｍ，有机

碳含量为 １％～３％，南黄海 ＷＸ５－ＳＴ１ 和 ＣＺ３５－２－１
井钻遇龙潭—大隆组，厚度约为 ３２２ ｍ，有机质丰

度高，Ｒｏ在 ０．７％～２．０％之间，有机碳含量 ０．７９％ ～
１２．９％，热演化程度适中（表 １）。

３　 海相中—古生界储层特征对比

扬子地区陆域海相中—古生界主要发育碳酸

盐岩储层［２８］，碎屑岩次之［２９－３１］（表 ２）。 四川盆地

碳酸盐岩储集层孔隙度约为 ０．７８％ ～ ８％，渗透率

约为（０．０１ ～ ５４） ×１０－３ μｍ２，长兴组的礁白云岩储

集性能好于白云岩（表 ２）。 下扬子陆域地区碳酸

盐岩储集层总体表现为低孔低渗特征，５８．４％的碳

酸盐岩孔隙度小于 １％，９５．５％的碳酸盐岩渗透率

小于 １×１０－３ μｍ２ ［２６］，结合南黄海钻井信息，确定下

扬子苏北—南黄海盆地碳酸盐岩储集层主要发育

４ 种类型：
３．１　 白云岩孔隙储层

上扬子四川盆地威远、安岳、资阳气田主要的产

气层位为震旦系白云岩，震旦系灯影组的孔隙度约

为 １％～ ２％，威远地区平均孔隙度为 １．９７％［３２－３３］。
下扬子在南京幕府山、汤山和安徽巢湖、泾县观察

到灯影组白云岩（图 ３ａ，ｂ）。 巢湖地区白云岩储层

藻类较为发育，由藻类与沉淀白云石粘结沉积而

成，露头见葡萄状白云岩（图 ３ａ）。 南黄海盆地青

岛坳陷 ＷＸ５－ＳＴ１ 井钻遇下三叠统青龙组，岩性主

要为团粒、鲕粒灰岩，白云岩厚 ２５ ｍ，其中高孔高

渗白云岩段为 １０ ｍ，与川东北三叠系优质储层相

似，有效孔隙度 ６％～８％（表 ２）。
３．２　 风化壳储层

风化壳古岩溶的发育使四川盆地上震旦统灯

影组获得新突破［３４］ ，在上扬子二叠系和三叠系地

表 ２　 南黄海盆地与扬子陆域碳酸盐岩储层物性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地区 采样位置 层位 岩性 孔隙度 ／ ％ 渗透率 ／ １０－３ μｍ２ 数据来源

上扬子

下扬子
陆域地区

南黄海

川中、川西北

川东、川西南

川东、川南

川东北

川南、川东南

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

泸州、自贡

川东

龙女寺

威远、龙女寺

川中、川南

句容

苏北—皖东

南京—巢湖

句容仑山

句容仑山

ＣＺ３５－２－１ 井

ＷＸ５－ＳＴ１ 井

雷口坡组

嘉陵江组三、四段

嘉陵江组二段

飞仙关组二、三段

飞仙关组一段

长兴组

长兴组

茅口组

栖霞组

黄龙组

下奥陶统

下寒武统

上震旦统

青龙组

炮台山组

仑山组

青龙组

灯影组

观音台组

观音台组

青龙组

青龙组

白云岩

白云岩和石灰岩

白云岩和石灰岩

白云岩

石灰岩

礁白云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石灰岩

白云岩

白云岩

白云岩

白云岩

灰岩

白云岩和灰岩

灰岩

灰岩

白云岩

残余颗粒白云岩

细粉晶白云岩

灰岩

白云岩

６．３６
１．４９
２．５６
８．１６
０．７８
３．５～８
１．５１
０．８４
１．０９
５．９４
２．３３
２

４．０２
０．１１～２．８８

６．５７
２．１

０．１～０．５
２．３

２～４．９
０．５～１．３

８．４
６～８

０．９４
０．６９
６．１４

２２．８～５４．０
＜０．０１

２．８～１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１２～１１．４６６
０．３１
０．００６
１．３５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９～０．０３

０．２７９

文献［３６］

文献［３７］

文献［３８］

文献［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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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下扬子陆区野外储层露头观察照片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ｕｔ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层中也同样发现风化壳。 下扬子地区主要发育印

支面和海西面 ２ 套风化壳。 野外露头观测石炭系

存在风化剥蚀面，发育暴露干裂纹、龟裂纹 （图

３ｃ）；黄龙组顶面观测到喀斯特风化壳，溶蚀缝被

泥质充填（图 ３ｄ）。 南黄海 ＣＺ３５－２－１ 井栖霞组风

化壳比较薄，只发育地表岩溶带和潜流岩溶带，缺
渗流岩溶带。 由于高部位活动潜流带存在的可能

性，栖霞组风化壳具有巨大的储集潜力。 ＣＺ３５－２－１
井青龙组风化壳为致密灰白色、浅灰色及灰色灰

岩，风化严重且易碎（表 ２），主要以微晶、细晶结构

为主。
３．３　 礁滩相储层

四川盆地二叠系长兴组与下三叠统飞仙关组

发育礁滩体油气藏（表 ２），台内礁滩体储量丰度相

对较低，台缘带礁滩白云岩储集层物性好、厚度

大［３５］。 下扬子野外露头观测巢湖汤山下寒武统冷

泉王组含有滩相核形石（图 ３ｅ）。 南黄海盆地青岛

坳陷 ＣＺ１２－１－１ 井石炭系发育礁滩相储层，为生物

碎屑灰岩，其船山组属于台地边缘滩相；顶部发育

浅灰色细粉晶生物藻团灰岩及灰色生物碎屑细粉

晶或泥晶灰岩；中、下部发育褐灰色藻团细粉晶灰

岩及深色含生物粉晶灰岩，由此揭示南黄海盆地存

在礁滩相储层发育区（图 ４）。
３．４　 裂隙储层

四川盆地裂缝—孔洞型储层的分布受风化岩

溶作用影响明显，储层可大面积展布，如威远气田

和川中气田［３６］。 裂缝孔隙度与储集性能的强弱存

在直接关系，１％裂缝孔隙度相当于 ５％ ～ ８％原生

孔隙度的储集能力。 以下扬子苏北盆地 Ｎ１１ 井、
Ｎ１２ 井为 例， 前 者 岩 石 裂 缝 孔 隙 度 平 均 约 为

５％［３１］，后者平均为 ２％，裂缝井段均为优质储层。
该类储层的一种见于浙江余杭泰山古油藏，在上震

图 ４　 南黄海盆地 ＣＺ１２－１－１ 井石炭系船山组岩性描述

Ｆｉｇ．４　 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Ｃｈｕａｎ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ｗｅｌｌ ＣＺ１２－１－１，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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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统灯影组泥质白云岩中发育裂缝型碳酸盐岩储

层，裂隙面富含沥青（图 ３ｆ）。 虽然南黄海未钻遇

该类储层，但陆上裂隙储层发育，苏北黄桥高纯度

ＣＯ２主要储集在泥盆系砂岩、二叠系灰岩及三叠系

灰岩的裂隙系统中，预测南黄海地区裂隙储层为潜

在储层。

４　 海相中—古生界生储盖组合特征

４．１　 盖层特征

下扬子区的区域封盖条件良好［４０－４１］，根据海

陆对比，南黄海盆地海相中—古生界广泛分布 ３ 套

区域性的盖层：下志留统高家边组、上二叠统龙

潭—大隆组和下三叠统青龙组。
（１）下志留统高家边组盖层。 下扬子陆域高

家边组稳定连片发育，为陆棚相的巨厚泥质盖层，
江苏大部分地区泥质岩厚度大于 ６００ ｍ，其中句

容、黄桥地区可达 １ ４００ ｍ［１１］。
（２）上二叠统龙潭组—大隆组盖层。 南黄海

上二叠统龙潭—大隆组泥岩具有较好的封盖能力，
其中 ＣＺ３５－２－１ 井钻遇龙潭组 ２７０ ｍ，泥岩含量达

７０％；大隆组 １１５ ｍ，泥岩含量达 ９３．９２％。 优质盖

层区主要分布于陆棚相带，平面分布连续。
（３）三叠统盖层。 南黄海下三叠统青龙组发

育较为连续的、厚度大的斜坡—陆棚相泥岩夹泥质

灰岩或薄层灰岩，水体稳定，封盖条件较好。 在下扬

子陆域地区，上三叠统周冲村组主要发育厚度大、均
质的膏盐岩，对中生代及古生代油气藏具有良好的

封盖作用，其中黄桥地区膏岩层平均厚 ２４７．８ ｍ，南
京地区膏岩层平均厚 ８３．４ ｍ。
４．２　 生储盖组合及油气远景

前人虽对南黄海盆地烃源岩、储集层及盖层有

了一定的认识，但未对生、储、盖组合进行全面、系
统的总结。 由于南黄海勘探程度低、钻进较少，本
文通过海陆对比，分析认为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

发育 ３ 套完整的生储盖组合（图 ５）。
第Ⅰ组合为下寒武统幕府山组—下志留统高

家边组：以下寒武统幕府山组 ／荷塘组的泥页岩为

烃源岩；以中寒武统—下奥陶统的裂隙型及溶蚀型

灰岩、生物碎屑灰岩、白云岩为储层；下志留统厚层

高家边组泥质岩作为盖层。 该组合在四川盆地发

现威远、安岳 ２ 个大型气田。
第Ⅱ组合为下志留统高家边组—上二叠统大

隆组：烃源岩为下志留统高家边组泥页岩；以下志

留统坟头组、中志留统茅山组、上泥盆统五通组砂

岩以及石炭系和州—船山组的白云岩、生物碎屑灰

图 ５　 南黄海盆地海相中—古生界柱状图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岩及裂隙、溶蚀型灰岩为储集层；以下二叠统孤峰

组泥岩及上二叠统的龙潭—大隆组的厚层泥岩为

盖层。 该组合发现的代表性气田为五百梯、卧龙

河、沙坪场等大型气田及 ２６ 个中小型气田。
第Ⅲ组合为下二叠统—下三叠统：烃源岩为下

二叠统栖霞组泥灰岩、上二叠统龙潭组及大隆组泥

页岩；储层为上二叠统龙潭组碎屑岩和下三叠统青

龙组大套白云岩；上三叠统周冲村组膏盐层及下三

叠统青龙组泥灰岩层为盖层。 在该组合发现普光、
龙岗、元坝等特大型气田。

上述 ３ 套生储盖组合可以类比四川盆地，南黄

海发育扬子陆区已发现的典型油气藏的成藏层位，
具有很好的油气前景。

５　 结论

（１）南黄海盆地海相中—古生界主要发育二

叠系龙潭—大隆组、下二叠统栖霞组、下志留统高

家边组和下寒武统荷塘组 ／幕府山组 ４ 套烃源岩，
与扬子区陆域（四川盆地、苏北盆地）烃源岩特征

相似，南黄海盆地海相地层具有较好的油气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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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苏北—南黄海盆地海相中—古生界储集

层以碳酸盐岩为主，发育白云岩孔隙储层、礁滩相

储层、风化壳储层和裂隙储层 ４ 种类型，南黄海地

区震旦—寒武系白云岩储层和石炭系、三叠系礁滩

相储层为重点储层目标。
（３）南黄海盆地海相地层发育 ３ 套区域盖层：

下志留统高家边组、上二叠统龙潭—大隆组和下三

叠统青龙组盖层。 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发育

３ 套完整的生储盖组合，具有很好的油气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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