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卷 4期
1 9 85年10月

沉 积 学 报
C T A人 S D EI MET NOL OG I C AS I I C N A

V o l
.

3N
o

.

4

o e t
.

1 9 5 8

南海北部第三系的沉积特征

与生油
、

储油层系

王 善 书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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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海域
。

包括广东大

陆以南
、

海南
、

台湾两岛之间的广阔大陆架和陆坡区以及北部湾
。

东西长约1 0 0 3公里
,

南北宽约 20 0至 400 公里
。

面积约40 万平方公里
。

经过地球物理勘探普查工作及几十口钻

井资料
,

证实该区第三纪沉积广泛分布
,

厚逾万米
。

按沉积岩厚度大于 1 0 0 0米所圈定的

范围约在 30 万平方公里以上
,

形成了北部湾
、

莺歌海
、

琼东南
、

珠江 口及台湾西南五个

沉积盆地 ( 图 1
、

2 )
。

在北部湾
、

琼东南
、

珠江 口及台湾西南盆地中
,

分别在下第三

系流沙港组
、

陵水组
、

珠江组
,

上第三系角尾组
、

韩江组发现了储油气层 ( 表 1 )
。

展

示了很好的含油气前景
。

笔者根据钻井录井资料和区域地震地层学研究成果
,

论述南海

北部第三系的沉积特征
,

以及这些特征所决定的生油
,

储油条件及其成油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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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背景

在新生代
,

南海北部位于南海深海海盆以北的被动大陆边缘 ( 图 3 )
,

受着南海深

海海盆的深刻影响
。

大致经历过古新世到早渐新世 ( 裂谷 ) 一中渐新世到早中新世 ( 拉

开 ) 一中中新世到第四纪 ( 三角洲
一开阔海 ) 三个演化阶段〔 1 〕。

形成了三个各具特征的

沉积构造层和不 同的沉积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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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裂谷发育阶段

形成众多的张性裂谷和断陷
,

并受断层控制
,

呈北东东或北东向延伸
,

成地堑或箕

状
,

深度可达 1 0。。一 5 0 0。米
,

沉积了古新统
、

始新统及早渐新统
。

初期为充填式堆积
,

为坡积
、

洪积和冲积物
,

湖相沉积范围较小多 后期裂谷断陷扩大
、

变深
,

形成较大的河

湖沉积体系
,

沉积快
、

多物源
、

分割性强
,

南部边缘有隆起与海盆相隔
。

2
.

拉开阶段

大致相当于南海扩张
、

洋壳形成时期 ( 距今32 百万年至 17 百万年 )
,

随着 海 底扩

张
,

南海北部的南缘地壳被拉薄
,

成为过渡型壳
,

使原来的裂谷断陷逐渐扩大
。

物源主

要来自北部
。

由于海平面区域上升
,

海水向北侵入
,

南部隆起部分被淹没
,

但尚有分隔

作用
。

形成了半封闭海沉积体系
,

厚度 50 0一 3 0 0。米
。

3
.

三角洲
一开阔海发育阶段

大致开始于早中新世晚期
,

南海海底扩张停止
,

地壳逐渐冷却下沉
,

海侵向北加剧
,

南部隆起进一步下沉
,

使南海北部与南海海盆连为一体
,

成为开阔海域
。

这个时期北缘

两广大陆河流搬运作用强烈
,

形成了向南推进的三角洲
一
开阔海沉积体系

,

厚 度 1 0 0。一

3 0 0 0米
。

二
、

沉积特征

南海北部下第三系分布广泛
,

最大厚度可达 8 0 0 0米
,

各组沉积特征如下
:

1
。

长流组
:

时代属晚古新世一始新世早期
,

在北部湾所见
。

发育于裂谷断陷之底部
,

分布局限
,

钻遇最大厚度 8 00 米
,

岩性为棕红
、

紫红色泥岩与砂砾岩互层
,

局部地区下部有深灰色泥



1红 沉 积 学 报 3卷

岩及砂岩
,

或为一套杂色泥岩与灰白色砂砾岩互层
。

为陆相淡水沉积
,

以洪积
,

冲积相

为主
。

2
.

流沙港组

分布于北部湾盆地
,

时代属中始新一早渐新世
,

自上而下可分为三段
,

一段与三段

都为深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
、

含砾砂岩呈略等厚互层
,

第二段以大套深灰色泥岩
、

页

岩为主
,

偶夹薄层砂岩
,

顶底发育有油页岩
、

中部富含菱铁矿
,

有大型螺壳化石
。

已见

最大厚度 1 5 0 0米以上
,

第一段为浅湖相
,

第二段为中一深湖相及浊流沉积
,

第三段为滨

湖一招泽相
。

可能有海侵影响
。

这个时期是中国南部及南海北部早第三纪中湖相沉积范

围比较广泛
,

湖盆发展较充分的时期
。

3
.

祖洲组
、

隆水组
、

珠海组

分别见于北部湾
、

琼东南及珠江 口盆地
。

时代属渐新世到早中新世早期
。

翻洲组 见于北部湾盆地
、

为紫红
、

灰黄
、

浅绿等杂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
、

粗砂岩
、

含砾粗砂岩组成的不等厚互层
,

以河流相为主
,

中上部出现海绿石及红树林 群 落 花 粉

( 如三瓣弗氏粉连续出现 )
,

上段出现浮游有孔虫
,

存在海相夹层
,

暂定为晚渐新到早

中新世早期
。

隆水组 见于琼东南盆地的莺 9 井
,

岩性为灰白
、

灰
、

浅灰色砂岩
、

含砂砾岩和深

灰色泥岩
,

页岩互层
,

底部为灰白
,

浅紫褐色生物碎屑灰岩与红色生物碎屑灰岩互层
,

富含藻类
、

抱粉
、

有孔虫和瓣娜类
。

钻遇厚度 5 8 2米
,

时代暂定为晚渐新世到早中新 世

早期
。

为滨海浅海沉积
。

珠海组 在珠江 口盆地北部边缘钻遇最大厚度 9 32 米
,

岩性为灰白色砂砾 岩
、

粉 砂

岩夹黑灰色粉砂岩
、

砂质泥岩
、

页岩和少量沥青质页岩
,

碳质页岩
、

褐煤及劣质沥青
,

碎屑岩多含高岭土质
、

少量钙质
、

白云质及泥质
。

为内陆沼泽河湖相
,

南部可能受到海

侵的影响
,

时代属于渐新世
。

在台湾西南盆地 C F C
一 1 井见到了 18 3米厚的渐新世浅海沉积

,

岩性为砂 泥 岩 间 互

层
,

与上下层为不整合接触
。

概括起来
,

南海北部早第三纪受构造发育和沉积环境的变化的影响
,

沉积物各有特

点
,

古新世为裂谷断陷充填式沉积
,

始新世为断陷扩大
、

水体变深情况下的河湖沉积
,

在中始新世为湖盆发育高峰期
,

并有海侵现象
。

渐新世早期断陷进一步扩大
,

湖相沉积

广泛
,

中渐新世形成区域性海侵
,

莺歌海
、

琼东南及台湾西南地区成滨 海
、

浅 海 环 境

( 图 4 )
。

南海北部上第三系 比下第三系分布更为广泛
,

连为一体
,

最大厚度可达 9 0 0 0米
。

自

下而上由半封隔海沉积体系过渡为三角洲
一
开阔海沉积体系

。

下中新统下洋组
、

三亚组及珠江组分别见于北部湾
、

莺歌海
一
琼东南及珠江 口盆地

。

下洋组 为绿灰色
、

灰白色砂砾岩
、

砾状砂岩
,

夹少量灰色泥岩及砂质泥岩
,

下部

有薄层灰岩或白云岩
,

有孔虫及介形虫发育
,

为滨海沉积
,

厚度 62 一 44 0米
。

三亚组 在琼东南盆地莺 9 井岩性为灰色泥岩夹灰
、

绿灰色泥质粉砂岩和粉砂岩
,

上部夹四层灰质石英砂岩
、

下部含较多的浮游有孔虫
,

厚度42 9米
,

属浅海沉积
。

珠江组 在珠江 口盆地北部边缘钻遇厚度 6 66 一 9 25 米
,

岩性为灰
,

褐灰色粉砂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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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相及浅湖相 4
。

剥蚀线 5
。

滨海浅海相 6
.

深湖相

南海北部始断统下渐新统岩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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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灰白色细砾岩
、

砂砾岩
、

粉细砂岩互层
,

夹深灰色页岩
、

沥青质页岩
、

碳质页岩和

褐煤层
。

底部见劣质沥青
,

中上部见少量海绿石
,

发现广盐性有孔虫
,

属湖泊沼泽及滨

海相沉沉
。

顶部出现底栖有孔虫
,

为滨海浅海沉积
,

时代暂定为早中新世
。

由于钻井取

心获得的化石资料较少
,

珠江组时代尚有争议
。

根据区域地震大剖面连井对比结果
,

区

域不整合面在珠海组上部
,

距顶 2 00 一 3 00 米
,

另据勾韵娴等人的研究
,

认为珠江组抱粉

可分为两个组合
,

下部称为Q u e r e o i d f t e s

—
P o l夕P o d ` i s P o r i t e s

组合
,

它与下伏珠

海组抱粉组合为过渡性质
,

上部称为 R e t `忿
·

r ` 0 1夕` t e s

—
C u

P
u l i f

e r o `P o
l l

e n ` t 。 :
组

合
,

它与下洋组以三沟粉为特征的抱粉组合相似〔 “ 〕 ;
该组顶部有三叶拟抱球 虫

、

红 色

拟抱球虫〔 3 〕 ,

与下洋组所见属同一组合
。

因此
,

珠江组下部和珠海组顶部不整合以上
,

可能是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早期的沉积
,

珠海组顶部不整合以上地层应划归 珠 江 组 下

部
,

相当于涸洲组
、

陵水组
;
珠江组上部为早中新世沉积

,

相当于下洋组
、

三亚组
。

这

样
,

整个南海北部区域不整合的大致时代
,

以及海侵时期就统一起来了
,

且 与 南 海 扩

张
、

洋壳形成的时间大体一致
,

这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台湾西南盆地钻遇下中新统 1 2 7 5米
,

为浅灰色砂泥岩间互层
,

属浅海沉积
。

根据区域地震地层学分析
,

在早中新世
,

南海北部主票物源来自北部
,

海侵范围进

一步扩大
,

珠江 口盆地逐渐被海水淹没
,

其南缘仍有隆起相隔
,

有来自南部的物源
,

成

为半封闭海沉积体系
,

在隆起边缘发育有生物礁
,

而其余地区则为开阔海沉积体系 ( 图

5 )
。

南海北部中中新统及其以上地层分布很广
、

最厚可达 5Q0 。米以上
。

在北部湾盆地是

砂岩
、

砂砾岩与泥岩的间互层
,

岩性单一
,

厚约 1 0 0 0一 2 0 0 0米
,

属于滨海浅海相
。

峥,ul、争ù,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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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海及琼东南盆地的梅山组
、

黄流组及莺歌海组主要为灰绿
、

灰色泥岩夹砂岩及

砂砾岩
,

厚 1。。。一 5 0。。米
,

由北向南变细增厚
,

是一套浅海沉积
。

在海南岛隆起区西南

边缘中中统的底部有生物礁
。

沉积范围从中中新世开始
,

逐渐向北扩大
,

而三角洲前积

则逐渐向南推进
。

在前三角洲地区有浊流沉积
。

珠江 口盆地北缘钻遇的中中新统及 以上地层主要为浅灰色
、

灰绿色泥岩与砂岩
、

砂

砾岩间互层
,

厚 1 7 0 0多米
,

从地震剖面资料分析
,

向南可增厚到 4 0 0 0米以上
。

中中新统

韩江组在现珠江
、

韩江口外
,

向南形成巨大的三角洲
一
开阔海沉积体系

,

三角洲前 积 已

推进到了现今的陆坡边缘 ( 图 6 )
。

三
、

生油
、

储油层系

根据南海第三纪的沉积特征
、

沉积环境分析来看
,

第三系是南海北部的最主要的含

油气层系
,

具备了 良好的生油
、

储油条件
。

1
.

生油条件

南海北部第三纪沉积速度快
,

一般都在 0
.

1毫米 /年以上
,

地温梯度大 于 3
.

6℃ / 1 0 0

米
,

有利于有机物质的堆积
、

保存和向石油夭然气转化
,

主要生油 ( 气 ) 层系有三个
:

( 1 )北部湾流沙港组
,

尤其是流沙港组二段
,

为湖盆发育高成熟时期的沉积物
,

暗

色泥岩为主
,

夹少量砂岩
,

厚度40 0一 8 00 米
,

有机质丰度高
,

有机碳平均含量达 1
.

65 %
,

氛仿沥青
“ A ” 0

.

2 12 %
,

总烃含量 1 3 7 3 p p m
,

生油母质以腐泥型为主
,

是南海北部 已

发现的最好的生油层系
。

流沙港组与三水盆地沛心组
、

苏北盆地阜宁组及礼乐滩盆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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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

1
。

平原河流相 2
。

三角州平原相 3
。

浅海相 4
。

浅海台地

5
.

海底 山 6
.

三角州前缘相 7
.

礁确滩 8 .

半深海相

圈 6 南海北部中中断统岩相口

F 19
.

6 Li tho fa e i e o s fMi d d l e Mi o e e n e i n the

n o r the r n p a r to S fo u t五 C hi n a S e a

始新统生油层系大体相当
,

是中国东部的主要生油层系之一
,

推断在珠江 口
、

琼东南盆

地应有分布
,

可能成为主要生油层系
,

有待钻井揭示
。

( 2 )珠 江口盆地珠海组是近海湖盆扩大时期的沉积物
,

亦具备了生油条件
。

珠江口

盆地边缘钻井揭示
,

有机碳含量高达 1
.

44 %
,

氯仿沥青
“ A ” 0

.

25 %
,

总 烃 9 8 7 p p m
,

生油母质以腐殖型为主
,

少量混合型和腐泥型
。

但岩性较粗
,

泥岩和砂岩约各占一半
,

尚未发现暗色泥岩相对集中的好的生油岩层段
。

向湖盆中心可能逐渐变为较好的生油层

系
。

( 3 )珠江 口盆地珠江组是半封闭海沉积体系
,

边缘钻井揭示
,

亦有生油条件
,

有机

碳含量。
.

91 %
,

氯仿沥青
“ A ” 0

.

0 87 %
,

总烃 3 3 3P p m
,

生油母质以腐殖型为主
,

岩 性

较粗
,

尚末发现暗色泥岩相对集中
、

厚度较大的好生油层段
,

在珠一坳陷中心及珠二坳

陷南部可能变好
。

在莺歌海
、

琼东南及台湾西南盆地
,

与这组地层相当层位
,

为开阔海

沉积体系
,

目前钻遇地层
,

有机质丰度低
,

以腐殖型为主
,

可能以生气为主
,

在坳陷中

心才可能具备生油条件
。

2
。

储油条件

从南海北部沉积发展史
,

沉积特征分析
,

以及钻井测试资料的揭示
,

南海北部第三

纪沉积的储油条件也较好
,

也有三个主要储油 ( 气 ) 层系
。

( 1 )北部清流沙港组 主要储集层为河
、

湖砂体
,

变化较大
,

单井 日产油可达几十

到几百吨
,

是北部湾盆地的主要储油层系
。

( 2 )珠海组及映水组 主要储集层为河
、

湖砂岩及译海砂岩
,

单井日产油可达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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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到两百多吨
,

具有中等以上的产能
,

并见高产天然气
。

( 3 )上第三系以三角洲
、

滨海
、

浅海砂岩为主某储集层井 在琼东南 盆 地 的 三亚

组
、

梅山组内都见到了储油物性很好的砂层
,

孔隙度 28 一 31 %
,

渗透率 2
.

6一 4
.

8达西
,

砂层厚十余到百百余米
;
珠江组及梅山组内发现了生物礁

;
珠江 口盆地的韩江组三角洲

前缘沉积分布广泛
,

钻遇砂岩孔隙度达 30 一 32 %
,

渗透率 2 一 5 达西
,

是少见的极好的

储集层
。

预测中新统特别是中中新统是南海北部储油物性最好的高产 目的层系
,

目前已

在韩江组中见到了低产高比重原油
,

随着勘探的发展这个层系中可能会发 现 高 产 油气

流
。

3
.

成油组合

按生
、

储油层及盖层在纵向上的分布状况
,

南海北部第三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成油组

合 ( 生
、

储
、

盖组合 )
:

( 1 )下部组合 始新统生
、

储油
,

内部泥岩为盖层
,

或渐新统为盖层
,

已在北部湾

盆地证实
,

以产油为主 ;

( 2 )中部组合 始新统
、

渐新统生油
、

渐新统储油
,

渐新统内部泥岩为盖层
,

或下

中新统为盖层
,

已在珠江口
、

琼东南及台湾西南盆地证实
,

油气皆丰 ;

( 3 )上部组合 渐新统
、

下 中新统生油 ( 气 )
、

下中新统或中中新统下部储油
,

中

中新统上部为盖层
。

南海北部各盆地
,

主要目的层系各不相同
,

北部湾盆地 以下部组合为主
,

琼东南盆

地以中部及下部组合为主
,

莺歌海盆地可能以上部及中部组合为主
。

而珠江口盆地则三

个组合都可能发育
。

并随着勘探的不断深入
,

将发现新的成油组合
。

( 收稿 日期 1 9 8 4年 3 月 2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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