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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海盆地泥底辟发育演化与油气运聚机制

何家雄 黄火尧
(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陈龙操
广东湛江 5 2 4 0 5 7 )

提 要 第三系泥底辟是莺歌海盆地非常独特的地质体
,

其发育演化与烃类及流体的生
、

排
、

运
、

聚

以及塑性泥的流动
,

均存在直接的成因联系
。

泥底辟是一个独立
、

完整的油气生
、

运
、

聚体系
,

或即油气运聚

的封闭箱或封存箱
,

其烃类及流体运聚和塑性泥质物的流动均与该封闭体系 (封闭箱 )顶封闭层的形成与破

坏密切相关
,

亦即顶封层的破裂刺穿与保存完整与否
,

直接控制了烃类及流体的运聚机制及模式和塑性泥

的流动方式与形态特征
。

籍此
,

总结出两种不同的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

关扭词 莺歌海盆地 泥底辟发育演化特征 成因分析 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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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系泥底辟是莺歌海盆地具有独特特征的地质体
,

其发育演化与油气生
、

运
、

聚均密切相关
,

它既是一个独立

的异常高温高压地质封闭体系
,

亦是油气运聚的封存箱或

封闭箱
,

本文试图应用 J
.

M
.

H un t 异常高压流体封闭箱的

理论
,

进一步剖析泥底辟发育演化与油气的成因联系
,

建

立泥底辟发育演化与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

以指导本区油

气勘探
。

泥底辟发育演化特征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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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莺歌海盆地泥底辟发育展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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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发育展布特征

本区泥底辟平面上展布于盆地深部的中部拗陷带
,

整

体呈北西一南东向
,

内部由 4 组近南北向呈雁行式排列

的泥底辟群所组 成 ( 图 1 )
,

泥底辟分布面积最大的超过

7 0 0 k m
, ,

一般多为几十至百余平方公里
,

泥底辟构造带总

体展布规模高达 1 6 4 6 4k m
2 ,

可与前苏联阿塞拜疆著名的

泥火 山带 (侵达地表的泥底辟 ) 的规模媲美
。

泥底辟剖面发育特征千姿百态
,

根据成因特点
,

大体可划分为
“

刺穿型
”

与
“

未穿型
”

两种

类 型
, “

刺穿型
”

泥底辟即底辟泥上侵刺穿上覆地层及围岩所形成
,

由于刺穿了上覆地层
,

能

量得以充分释放或排泄
,

塑性泥排出流体及烃类并冷却收缩
,

最终导致其泥底辟体顶部呈现

臼状特征
; “

未穿型
”
泥底辟上侵拱起上覆地层时

,

由于其能量不足
,

未能完全刺穿上覆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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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沿围岩及上覆地层的裂隙带或脆弱部位挤入
,

因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塔状
、

柱状
、

指状
、

枝状等不同的形态特征 (何家雄等
,

1 99 0 )
。

泥底辟活动的 内能相 当大
,

刺穿

3研 3 测线

图 2 莺歌海盆地泥底辟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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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覆地层的层位多
,

几乎刺穿 了整个

上第三系乃至第四系的全部地层
,

有

的甚至穿至海底
,

刺穿幅度 (高度 )大
,

最大逾万米
,

一般 多为 4 5 0 0~ 5 0 0 0m

( 图 2 )
,

表明莺歌海盆地泥底 辟规模

在世界范围内亦是罕见的
。

1
.

2 底辟泥源层及发育演化时期

根据层序地层学研究和地震剖面

的分析追踪
,

笔者初步认为莺歌海盆

地泥底辟可能存在两套泥源层
:

①来

自下第三系渐新统及其邻近地层的泥

源层
,

在横切盆地中部泥底辟构造带

的 4 5 26
、

3 6月3 地震 剖面上 ( 图 3 )
,

其

泥源层的层位及 向上底辟的现象非常

清楚
,

从该剖 面可以明显看出
,

T ,

以

仁的渐新统及上第三系乃至第四系地

层均被刺穿
,

地层正常地震反射波中

断
,

而 T 7

以下的渐新统及其邻近地层

的地震反射波亦不连续
,

但有些剖面

似乎可以大致连续追踪
,

其泥源层为

T :

以下渐新统及其邻近地层的泥 页

岩沉积
;②泥源层为中新统梅山组 一三亚组

,

在中部泥底辟隆起构造带的 36 35
、

3 6 3 9 地震剖

面上 (参见图 3 )
,

明显可见 T 6

以上的 上第三系地层均被刺穿
,

但刺穿幅度小
,

泥底辟向上侵

入层位仅达第 四系底部
,

尚未刺穿第四系
,

T
6

以下的下第三 系地层地震反射波连续
,

可追踪

对 比
,

故其泥源层来 自 T
。
以上中新统梅山一 三亚组 (T

4

一 T
6
) 泥页岩沉积

。

这与该区地震地

层学解释及层速度分析对 比的结果亦是吻合的
。

根据区内泥底辟发育演化特征及构造 沉积发育史的研究
,

莺歌海泥底辟发育演化可能

经历了一个颇长的地史时期
,

大体上可归纳为 3个发育演化阶段
:
( l) 渐新世始发期

,

该阶段

由于密度倒转及差异负载作用
,

形成一些低幅度的雏底辟及初期底辟构造
。

渐新世末期
,

地

壳区域性抬升
,

地层遭受剥蚀
,

迫使底辟一度停止活动
; ( 2) 中新世快速生长发育期

,

亦有部

分泥底辟是从该期开始发育雏底辟的
,

由于渐新世末期基底深大断裂的左行剪切活动和 中

新世末期的右行剪 切活动的区域水平应力作用
,

导致盆地中部产生了一系列呈南北向雁行

式排列的断裂通道
,

进而为泥底辟快速生长及其展布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

这一时期盆地快

速沉降
,

亦促进 了底辟的迅速发育生长
。

中新世末地壳又有所抬升
,

泥底辟生长发育再度暂

时停止
; ( 3) 上新世 至第四纪继续发育演化生长期

,

由于该期盆地继续整体大幅度快速沉降

和沉积
,

使得泥底辟重新获得 了极大的生命力
,

继续 向上发育生
一

长
, _

L侵刺穿上覆地层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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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

进行

,

并在地震剖面上 显示诸多的烟筒式气窗
。

本区泥底辟这种发育演化过程现今可能仍在

下第三系渐新统 (T
:

以 卜)泥源层 中新统 ( T ;

一6T )泥源层

( 3 6 4 3 ) ( 3 6 3 9 )

图 3 底辟泥源层分析典型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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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泥底辟成因机制剖析

1
.

3
.

1 巨厚欠压实泥页岩是形 成泥底辟的物质基拙

莺歌海盆地快速沉降及沉积的地质背景
,

发育了一套巨厚的欠压实泥页岩
,

而欠压实泥

页岩所饱含孔隙水的水热增压作用以及泥页岩有机质的生烃作用
,

则孕育了高温高压潜能
,

为泥底辟的形成及发育演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

亦提供了底辟作用所需的巨大能量
。

本区第三系沉积速率高达 0
.

79 m m a/
,

上第三系沉积厚度逾 万米
,

加之地 温梯度高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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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 10 0 m )
,

热增温率高达 31
.

1℃ /M a①
,

如此 巨厚的沉积体系
,

且处于高地温场和快速沉

降堆积的地质背景下
,

泥页岩未能充分压实
,

流体不能及时排出
,

泥页岩处在欠压实饱含流

体
、

具异常高温高压的封闭状态
,

随着埋藏的进一步加深
,

孔隙流体的热增压作用以及有机

质活跃的生烃作用
,

均导致了高温高压 巨大潜能的形成
,

构成一个独立的异常高压流体封闭

体系
,

而此时处于该封闭体系之中的欠压实泥页岩的内摩擦力 已完全消失
,

泥页岩呈塑性流

动状态
,

具有极好的流动性和流变性
,

在上覆地层压力相对薄弱带及裂隙发育区
,

泥页岩塑

性流即会在其高温高压潜能的驱动下
,

向上底辟刺穿上覆地层及围岩
,

逐渐发育演化为完整

的泥底辟及其伴生构造
。

1
.

3
.

2 重 力 因素是形 成泥底辟的重要条件

巨厚欠压实塑性泥页岩地层的存在
,

只是具备 了形成泥底辟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条

件
,

欲产生底辟尚须籍助一定的外力作用方可完成
,

世界上典型泥底辟形成的外力作用均是

重力因素
,

莺歌海盆地泥底辟的形成
,

重力因素亦是重要条件之一
。

重力因素主要由差异负

载和密度倒转两因素所构成
,

且二者均与岩性
、

岩相及厚度变化有关
,

由此导致了力学上的

不稳定性
,

进而促进了雏底辟的形成
。

莺歌海盆地第三系地层剖面中
,

密度倒转现象较明显
,

至少发育有二套大的密度倒转层系
:

①始新统及下渐新统崖城组以泥岩及煤为主的密度较

小的岩系与其上授 的上渐新统 陵水组以砂岩为主的密度较大的岩系所组成的密度倒置系

统
;②上第三系中

、

上新统梅山一三亚组
、

莺一黄组 以其密度较小的大套泥页岩与其上覆巨

厚的第四系 ( 1 5 0 0~ 2 4 0 0m ) 以砂质沉积物及砂岩为主的大密度岩 系所组成的密度倒置系

统
。

显而易见
,

这两套大的密度倒转层系的存在
,

无疑造成了始新统及下渐新统崖城组与上

渐新统陵水组之间以及上第三系梅山一三亚组
、

莺 一黄组与第四系之间的力学上的不稳定

性
,

正是由于这种密度倒置所产生的力学上的不稳定性起到了重沉轻浮的效果
,

进而导致其

上覆盖层与母源层之间的界面起伏呈波状
,

最终产生雏底辟作用而逐渐发育为雏底辟形态
。

差异负载在本区亦极为普遍
,

由于所处盆地构造位置不同
,

差异沉降幅度甚大
,

同一层

位地层由盆地边缘向中心
,

沉积厚度变化大
、

差异悬殊
,

盆地北部斜坡区及南部斜坡 区下第

三 系沉积厚 度薄
,

分别为 0一 50 0 m 和 0 ~ 1 5 0 0m
,

上第三系沉积厚度亦薄
,

均 只有 1 0 0 0一

Z 0 0 0m
,

而处于盆地沉积中心的中部拗陷带则沉积巨厚
,

其下第三系沉积厚度可达 7 0 0 0m
,

上第三 系沉积厚度逾 I 0 0 0 Om
,

很显然
,

在同一层位地层厚度变化相差如此之大
,

且岩性岩

相差异明显的差异负载条件下
,

所产生的负载压力差是巨大的
,

而塑性泥在如此强大的负载

压力差作用下
,

则 向低压区 (相对轻负载区
、

雏底辟隆起
、

裂隙带及岩相或厚度剧烈变化 区 )

流动上拱
,

不断地侵入上覆地层及围岩发育成完整的泥底辟
。

1
.

3
.

3 区域构造动力环境控制泥底辟展布

莺歌海盆地是一个处于被动大陆边缘呈北西 向狭带状展布的走滑拉分的新生代沉积盆

地
,

其西北可延伸至河 内盆地
,

大地构造位置属于红河大断裂构造带的东南延伸部分
,

因而

其大地构造背景及其成生演化均与华南板块和印支板块间地缝合线红河大断裂 的活动及

演化息息相关
。

区域构造研究表明 (茹克
,

19 8 8 )
,

红河大断裂带在新生代时期有两次大的剪

切运动
,

在第三纪渐新世时期
,

以左行剪切活动为主
,

第四纪中新世则转 变为以右行剪切活

动为主
,

而这种构造演变的最终结果
,

均导致 了在盆地中部沉积巨厚的中部拗陷带形成了多

① 1 5 0 0m 以下热增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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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近南北向呈雁行排列的张裂带
,

进而为塑性泥底辟上侵及流动提供了外部通道条件
,

促进

其泥底辟成群成带分布
,

形成现今近南北向雁行排列的 4 组泥底辟组合体的展布格局 ( 图

1 )
。

2 泥底辟发育演化与油气生
、

运
、

聚的关系

.2 1 底辟泥页岩就是生烃岩

底辟 泥 页 岩 本 身 就是 生烃岩
.

这 是 国 内外石油 地质家所 得 出 的共同结论 ( R
.

.E

C ha pm a n
·

1 98 3 ;
何家雄等

,

1 9 9 0) 本区莺 2 井的钻探 (仅揭示泥底辟顶部附近泥岩 )则进一步

确证了其具备良好烃源条件
,

虽然有机质丰度较低
,

有机碳含量为 0
.

4 ~ 0
.

6%
,

但其生源类

型好
,

属偏腐泥 为主的母质
,

其街类生物标志物分布以表征低等水生生物的 C Z:

胆 幽烷占绝

对优势 (图 4 )
,

陆源高等植物的标志物 C Z ,

豆 街烷含量较低
,

C 27 / C
Z ,

值高达 1
.

22
,

表明水生

低等生物占优势
。

生烃岩产烃率较高
,

平均产烃率可达 53 毫克烃 /克有机碳
,

达到了良好烃

源岩的标准
,

具有较大生烃潜力和雄厚的烃源物质基础
。

C 28

图 4 莺 2 井底辟泥岩出
、

菇烷分布特征

F 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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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泥底辟发育演化孕育了烃类生
、

排
、

运聚的动力

泥底辟是一个独立
、

完整的地质封闭体系或即封闭箱
,

在其发育演化过程中
,

由于孔隙

流体的热膨胀所产生的增压作用及 有机质的活跃生烃所产生的增压作用
,

均导致了封闭体

系中异常 高温高压潜能 的形成 (本区 中部 拗陷带 的地质封闭体系中
,

压力梯度高达 .0

0 2 2M p a
/ m

,

平均 0
.

0 2M p a / m
,

地温梯度最高达 6
.

2 8
〔

C / 1 0 0m
,

平均为 4
.

5 5℃ / 1 0 0m )
,

孕育

了烃类生
、

排
、

运
、

聚的动力
,

当高温高压潜能尚未达到破坏上覆地层及围岩 (顶部封闭层 )的

破裂极限强度时 (s na sr ky
,

19 6 2
,

认为其值为相应深度静水压力的 1
.

42 ~ 2
.

4 倍
; A

.

A
.

亚库

鲍夫
,

1 98 2
,

认为其值为相应静水压力的 2 倍以 L )
,

则其烃类及流体 只能在该封闭体系内部

( 泥底辟封闭箱 中 )发生运聚过程
,

且以对流出溶形式
,

在其封闭体系内部相对多孔带储层中

聚集成藏 ( 图 s a)
。

本体系中 仁部 ( 围岩及 h覆地层脆弱部位 )压力及应力释放带是油气运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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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集带
。

当其高温高压潜能达到或超过上筱地层及围岩 (顶封层 )的破裂极限强度时
,

封闭

体系破坏
,

顶部封闭层破裂
,

烃类及流体与泥质塑性流和其它固体物质等一起冲破封闭体系

的束缚
,

呈混相涌流的形式发生喷发及运聚过程
,

这个过程是间歇式或脉动式的周期循环
,

在上覆地层及围岩 (顶封闭层之上 )附近储层发育
、

具圈闭条件的正常压力地层中聚集成藏

(图 s b )
。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
,

该体系上部上覆正常压力地层 中的压力及应力释放带是油气

运聚的富集带
,

或即油气的主要运聚方向
,

这一点对于 目前海上勘探这类泥底辟油气藏的战

略部署尤为重要
。

诚然
,

盆地快速热沉降所形成的高热力场以及孔隙流体的热膨胀增压作

用
,

亦促进了有机质生烃演化的进程
,

提高了成熟速率和产烃率
,

导致本区海相烃源岩产烃

率较高
,

生气强度大
,

且具有短时
、

高温
、

快熟的热演化特征 (何家雄等
,

1 9 90 )
,

为区内丰富的

油气资源提供了充足的烃源
。

/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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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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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a 泥底辟封闭箱内烃类

对流出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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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 b 泥底辟封闭箱外烃类

混相涌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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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泥底辟伴生构造是油气运聚的 . 佳场所

泥底辟能在上侵刺穿 (或上侵未刺穿 )上覆地层及围岩的发育演化过程 中
,

形成多种不

同类型的伴生构造
,

进而组成了一个泥底辟隆起构造带 ( 图 6 )
。

这些泥底辟伴生构造具有构

造简单 (以背斜
、

半背斜及鼻状构造为主 )
、

构造圈闭面积大
、

幅度高
、

构造层圈闭多的特点
。

本区泥底辟伴生构造最大圈闭面积高达 4 6 k0 m 2 ,

单层最大构造幅度为 36 5 m
,

累计叠合构造

幅度高达 1 6 7 0 m
,

构造层 圈闭最多的高达 8 层 以上
,

表 明泥底辟伴生构造具有大规模的油

气聚集场所
。

泥底辟伴生构造发育形成期与泥底辟发育演化中烃类及流体与塑性泥质流排出运聚的时间

一致
,

即二者同时发生
,

且这些伴生构造多 形成于泥底辟两侧或顶部
,

极易直接捕集泥底辟

发育演化过程中呈对流 出溶或混相涌流方式间歇性排出或喷发出的烃类及流体
,

形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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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理娜
l一 2

一飞凡
, 中

气聚集及油气藏
,

近期本区新钻探的东方 I 一 I 泥

底辟伴生构造即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
。

东方 I 一 I

泥底辟伴生构造在其底辟顶部及其两侧均发育背斜

和半背斜构造
,

层圈闭高达 4 层以上
,

圈闭面积最大

高 达 4 6 k0 m
2 ,

最 小 为 Zo ok m
“ ,

构造 幅度均 大 于

10 m0
,

最大可达 Z 1 5m
,

经钻探证实该构造自上而下

均富含天然气
,

且无论是泥底辟两侧构造圈闭还是

其顶部的构造圈闭均富集天然气
,

具有多套层系
、

多

层 圈闭均含气的特点
,

单层 ( 1 2m ) 日产天然气高达
3 3 X 一0

4
m

3 ,

三层 累计 日产天然气达 z 5 0 x l o `m
3

以

上
。

综上所述
,

可以确证本区这种异常高压封闭体系

中或其上的泥底辟伴生构造及由此所组成的构造带

就是高温高压潜能与烃类及流体的释放带或排泄

带
,

亦是油气运聚的最佳场所
,

正如前苏联学者 .A

A
.

亚库鲍夫 ( 1 9 8 2) 所指出的那样
,

泥火 山 (侵达地

表的泥底辟 )是大型油气矿藏在地球 内部存在的直

接标志
。

3 泥底辟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汉17仄龟
ù乳

乐 ,

乐 3于 卜 .井

乐 知一 1一 I A S

麟皿 哪 回困口2 久

L 一类构造

4
.

泥底辟

2
.

二类构造 3
·

三类构造

5
.

编号 6
.

已钻井位

图 6 盆地中部泥底辟隆起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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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底辟发育演化与油气的生
、

运
、

聚
、

散息息相

关
,

而泥底辟本身及其部分围岩就是一个高温高压

地质封闭体系
,

亦即 J
.

M
.

H u nt ( 1 9 9 0) 所论及的异常

高压流体封闭箱或封存箱
,

其烃类及流体的运聚与

塑性泥的流动
,

均与该封闭体系 (封闭箱 )的顶封闭

层 (上覆地层及围岩 )的形成与破坏存在直接的成因

联系
,

换言之
,

顶封层的破裂刺穿与保存完整与否
,

直接控制和制约了烃类及流体的运聚机制与模式和

塑性泥的流动方式及形态特征
。

籍此特点
,

可具体总

结出两类泥底辟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

3
.

1 顶封式泥底辟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本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如图 a7 所示
,

泥底辟在

其发 育演化过程中由于所蕴藏的高温高压潜能尚未

达到刺穿上覆地层的极限强度
,

故其末刺穿上覆地

层
,

仅穿破部分 围岩地层
,

这类泥底辟规模 不太大
,

刺穿围岩的幅度小
,

其封闭体系 (封闭箱 ) 由顶封闭

层 (上覆地层 )
、

侧向封闭层 (部分围岩 ) 以及泥底辟体所组成
。

在该高压地质封闭体系中
,

由

于其顶封闭层尚未被破裂刺穿
,

烃类及流体和塑性软泥均只能在封闭体系内 (封闭箱中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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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

且以对流出溶的形式在邻近底辟的中上部围岩及上覆地层压力释放带中的储层及其具

备储集条件的裂隙和压力相对低的脆弱部位聚集成藏
。

本模式具有顶封式箱内成藏和自生自储自封盖的特点
,

亦即底辟泥页岩生成的油气在

泥底辟发育演化所形成的高压封闭体系 (封闭箱 )的储层相对发育段及裂隙破裂带运移聚

集
,

垂向上由顶封闭层 (上覆地层及围岩 )所封盖
。

由于此封闭体系中
,

泥底辟发育演化所产

生的高温高压潜能尚未达到导致破裂刺穿上筱地层 (顶封层 )的极限强度
,

故其顶封层是完

整的
,

顶部封盖条件是相当好的
。

顶封层中亦存在一些裂隙及岩石脆弱带
,

但尚未达到破裂

或完全破裂的程度
,

且被上覆其它地层所封盖
,

因而其顶封层 中及其上部裂隙带
,

亦可作为
; 封闭体系内的有利储集层及聚集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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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 顶封式泥底辟油气

运聚机制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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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了b 项开式泥底辟油气

运聚机制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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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封式油气运聚模式中
,

油气运移聚集的主要方向 (图中黑粗箭头线所示 )是封闭体系

内邻近泥底辟两侧围岩中的储层
,

次要运聚方向则指向顶封闭层 (上筱地层 )的裂隙带及相

对储层发育段
。

本模式中
,

泥底辟两侧围岩及顶封层均是压力与烃类及流体的释放带或排泄

带
,

但由于泥底辟尚末上侵刺穿达到上覆地层
,

而只是使上部地层拱起变形
,

故其压力与烃

类及流体的释放与排泄 主要集中于底辟两侧的围岩地层
,

在其两侧储层发育具备优越圈闭

条件的伴生构造中形成油气聚集或油气藏
。

3
.

2 顶开式泥底辟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顶开式泥底辟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 图 7 b) 与顶封式模式不同的是
,

泥底辟几乎刺穿了

所有围岩及上覆地层
,

泥底辟规模大
、

刺穿幅度高
、

刺穿层位多
,

所形成的封闭体系规模 (封

闭箱 )亦大
,

其封闭体系 (严格地讲应为半封闭体系 )由侧向封闭层 ( 围岩 )
、

泥底辟体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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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封闭层所组成
。

本模式具有顶开式箱外成藏和下生上储
、

自生自储的特点
。

在该封闭体系中
,

由于泥底

辟上侵刺穿上覆地层
,

顶部封闭层破裂开启
,

烃类及流体和塑性泥呈混相涌流形式向上覆正

常压力地层中运移聚集
,

在邻近泥底辟的上覆地层及围岩中储集层相对发育且具圈闭条件

的有利位置聚集成藏
。

本模式在箱内亦有少量油气聚集成藏
。

在箱内泥底辟中上部两侧围

岩亦具封闭条件
,

只要存在储层
,

亦能形成油气聚集
,

但与其大规模地向上运聚成藏的主要

运聚方向上的油气聚集相比
,

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

顶开式油气运聚模式的油气运聚方向主要指向其上覆正常压力地层 (顶封层以上 )
,

且

其烃类及流体和塑性泥均 以混相涌流形式脉动式向上运聚
、

喷发或上侵流动
,

形成泥底辟伴

生构造及其泥底辟油气藏和上覆正常压力地层中的常规油气藏
。

本模式中
,

由于泥底辟上侵

刺穿达到上覆地层
,

故其泥底辟上部正常压力地层是异常高压及烃类乌流体的释放带或排

泄区
,

流体及烃类在泥底辟发育演化所孕育的高温高压潜能这个巨大驱动力的作用下
,

自下

而上运聚或输送到上覆邻近底辟的正常压力地层的圈闭中
,

形成油气聚集或油气藏
。

4 结 论

l) 莺歌海盆地第三系泥底辟是该区颇具特色的地质体
,

其规模之宏伟
、

景象之壮观在南

海北部大陆架乃至世界范围亦是罕见的
。

2) 本区泥底辟发育展布及其成因
,

主要取决于存在一套第三系及第四系快速沉积的巨

厚欠压实泥页岩这一物质基础
,

以及重力因素和区域构造动力环境这两个外部条件
。

3) 泥底辟发育演化与油气生
、

运
、

聚均密切相关
,

而其重要的石油地质意义
,

则主要表征

为以下三点
:

①泥底辟发育演化过程 中
,

其孔隙流体的热膨胀增压及有机质生烃作用孕育了

烃类及流体排出运聚的驱动力和形成底辟的内部潜能
;②泥底辟之泥页岩本身就是生烃岩

,

具有 良好的烃源供给条件
; ③泥底辟发育演化所形成的伴生构造是油气运聚的最佳场所

,

极

易直接捕集泥底辟本身的油气
,

且其伴生构造圈闭形成期与泥底辟的排烃运聚期一致
。

因

而
,

油气生
、

排
、

运
、

聚配置极好
,

易于富集油气而聚集成藏
。

4) 泥底辟发育演化的历程
,

本质上就是油气生
、

运
、

聚乃至成藏的过程
。

泥底辟封闭体系

是一个完整的
、

统一的油气生成
、

运移
、

聚集系统
,

亦即 J
.

M
.

H un t 的异常高压流体封闭箱或

封存箱
,

其烃类及流体的运聚与塑性泥流动均与该封闭箱的顶封闭层 (上覆地层及围岩 )形

成与破坏存在直接的成因联系
,

换言之
,

顶封层破裂刺穿与保存完整与否
,

控制了烃类及流

体的运聚机制和塑性泥的流动方式及形态特征
。

劫本区存在
“

顶封式
”
和

“

顶开式
”
两类泥底辟油气运聚机制及模式

,

前者顶封闭层 (上覆

地层 )末被刺穿
,

烃类及流体呈对流 出溶的形式在箱内 (泥底辟两侧 围岩中储层 )成藏
,

具有

自生 自储自封盖的特点
; 后者顶封层破裂刺穿

,

泥底辟几乎刺穿了所有围岩及上覆地层
,

烃

类及流体与塑性泥以混相涌流的形式向上呈脉动式喷发或运聚
,

在上覆正常压力地层中运

聚成藏
,

故具有箱外成藏和下生上储
、

自生自储的特点
。

6) 泥底辟隆起构造带是本区烃类及流体与高温高压潜能释放带和运聚带
,

亦是油气富

集带
,

重点勘探全面解剖该构造带
,

无疑会加快南海北部大气区的勘探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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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t h H y d r o e a r b o n A e e u m u l a t io n M e e h a n is m in Y in g G e H a i aB
s i n

eH
.

九叮 , g H妇 n g H故习 ao CI 勿之石阴己笋即

( R e s e a r e h nI s ti t u et o f N a n h a i W se t以 1 C o r P
.

)

A加 tr血 C t

T h e T e r ti a r y m u d d i a Pi r o f Y i n g G e H a i B日 s i n 15 a n e x t r a o r d i n a r y g e o lo ig ca l xt记 y
.

Ist

f o rm a ti o n i n f lu e n e e d o t h e r f l u id g e n e r a ti o n
,

m igr a t i o n a n d a e e m u l a t i o n as w e ll as P las t le m u d f lo w
.

M
u d d ia P ir 15 a n i n d e ep n d e n t a n d i n t e歇 a t e d s y st e m o r e o m Pa r t m e n t f o r h y d r o c a r bo n g e n e r a ti o n

,

m i肛 a t io n a n d a e e u m u la t i o n
,

i n w h ie h t h e h y d r o c a r bo n a n d f l u id m igr a t i o n a n d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a s

w e ll as t h e P la s t ic m u d f l o w a l l h a v e c lose
r e la t io n w it h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d e s t r u e t i o n o f th e ot P

e o m Pa r tm e n t se a l
,

1
.

e
. ,

T h e b r o k e n o r u n b r o k e n t o P c o m琳 r tm e n t
sea l s ca n e o n t r o l a n d d e et rm i n e

t h e m i g r a t io n a n d a e e u m u la t io n m e e h a n i sm a n d m od e l s o f h y d r o c a r
bo

n f lu i d a n d P l as t ie m u d
.

T h e

Pa ep r h a s c o n c lu d e d t h a t t w o d if f e r e n t k i n d s o f h y d r o心 a r b o n m i肛 a t i on an d a c c

mU
u l a t io n

m e e h a n i sm s o r m od e l s e a n be u s e d as g u i d li n e s f o r t h e m u d d i a Pi r d e p鹅 It e x P lo r a ti o n
.

K e y w or d s
: Y in g G e H a i aB

s i n
, e v o lu t i o n c h a r a c t e r o f m u d 一 d i a Pi r

, a n a ly s is o f ca u se
,

m e e h a n is m a n d m od e l o f m ig r a t i o n a n d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o f h y d r oc a r b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