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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盆地新生代沉积环境

王 国纯 朱伟林
(

,

卞
,

}司海洋 白 油曾公 司 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中 自`

题要 东海盆地是新什
几

界为主的沉积盆地
,

根据地震和钻井资料分析
,

可划分为四 套沉积层序

华统一占新统
、

始新统
、

渐新统一中新统和 上新统一第四 系
.

沉积环境经历 了浅海
、

海陆交替相
卜
海洪相

卜
河湖交潜相

一

, 平原河流相~ 浅海 (开阔海 )相的发育历程
.

关键词 沉积环境 新生代 东海

第一作者简介 王国纯 男 48 岁 高级」
_

二程师 石油地质

目日 舀

东海是我国四大海域之 一
,

四为我 国东南大陆 ; 东以琉球群岛至台湾岛
`
j 西太 平洋的 1卜

律宾海相邻 ; 南以台湾岛南端鹅蛮鼻至广东的南澳岛连线 与南海相通
,

北以 济州岛至 长沁 日

连线 与黄海沟通
.

东海面积约 77
x 10 4 k m Z ,

其中大陆架面积约 5 5 火 l o 4 k m Z ,

东海盆地 ifII 科 勺

25 x l #() k m
“ ,

沉积岩厚度愈万米
.

东海盆地 可以进一步分 为七 个次级 单儿
: 浙 东坳陷

、

腼

往
、

西湖
、

钓北凹陷 )
,

长江坳陷
、

台北坳陷 (钱塘
、

椒江
、

丽水
、

闽江
、

福州牡」陷 )
、

位 } }
-

屿等四个坳陷及虎皮礁
、

海礁
、

渔山等二个隆起 (图 1 )
.

东海沉积物源 丰富
,

1
、

儿 条洲流

自温暖湿润的江南大陆源源不断地注人其中
,

仅长江每年搬运沉积物数量就达 4
.

83 亿吨
,

为东海石油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基础
.

东海不仅各种矿藏资源丰富
,

更以 其特 有的太 ,I/ 洋

西岸大陆边缘地质
、

岛孤地质等吸引众多的中外专家
、

学者竞相进行调查研究 尽竹东沟 盆

地勘探程度还很低
,

但我国所钻 十八 口井普遍见到程度不同的油气显示
,

并获得 单片 l
一

1尹超

千吨的高产
,

已初步揭示 了东海盆地潜在的含油气 前景
.

沉积构造层及岩性

1
.

沉积构造层

区域不整合是划分地震层序的主要标志
,

局部不整合是划分次一级层序 的依据
.

据地震

资料
,

东海盆地可划分为四大套沉积构造层
.

第 l
_

构造层 ( 7七一烈 ) 时代为晚白平世一占新世
.

这套沉积构造层 只出现在台
,

} ! tyJ]

陷 及 !( : 江坳 陷 和海 礁隆起 卜的
·

此 残 留 凹 陷 中
,

表现 为东 断 西超
,

最 人沉 积 厚川 达

8 5 ()( )m
`

该构造层层速度为 4 0 ()0 一 S0 0 0 m / ` S ,

其底部为声波基底
.

第 l] 构 遣 层 (烈一刘) 时代为始新世
`

这套 沉积构造层在 盆地 各卜
’
{陷 内均 了f分

一

爪

之
:

现 为断坳 沉 积
,

最 人沉 积 厚度 达 60 00 m
.

该层 表现 为沉 降 的东迁
,

西 部带 沉 积 !
l ; 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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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二
,

层速度为 2 5 0 0一礴0 0 0 m / S
,

与下伏构造层 以角度不整合接触
.

第 iil 构造层 (洲一州) 时代为渐新世一中新世
.

这套沉积构造层在盆地内均有分

布
,

表现为坳陷沉积
,

沉积最大厚度达 50 0 0 m
,

该层层速度为 2 300 一3 0 0 0 m / 5
.

与下伏构造

层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其顶部明显受剥蚀
.

第W构造层 (刘以上 ) 时代为上新世一第四纪
.

在盆地内均有分布
,

最大沉积厚度

达 2 O0 0 m
,

层速度小于 2 300 m / s
,

与下伏层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上述四套沉积构造层的划分是依据十几万公里的地震资料解释和钻井资料所确定
.

构造

层内地震信息是区域上推断盆地内沉积环境的重要基础
.

对 “ 盆地

/

l 福江 凹陷 2
.

西湖凹陷 3
.

钓北 凹陷 4
,

虎皮礁隆起 5
.

长江坳 陷 丘海礁隆起 钱塘 四陷 8
.

椒江 凹陷

阴水凹陷 10
.

闽江凹陷 11 福 州凹陷 1 2澎佳屿坳陷 13 渔 山隆起

青岛一恶石 岛断裂 ②杭州湾一冲绳岛断裂 ③闽江 口东断裂

图 1 东海盆地构造区划图

F i g
.

1 S k e te h m a P o f t e c t o n ic d i v i s i o n s a n d s e t t in g o f E a s t C h i n a S e a B a s i n

.2 地层与岩性
白 圣 系 盆地南部钻井揭示厚 I O8 2 .6 m

,

下部为长石砂岩
、

粉砂岩
、

页岩 ; 中部以页

井为主
,

并发育粉砂质页岩
、

粉砂岩
,

少量长石砂岩 ; 上部为钙质长石砂岩
、

石灰岩
、

泥岩

基底为石英闪长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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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新统 盆地南部钻井揭示厚为8 86m
,

岩性 上
,

下部为褐灰一灰色泥岩夹灰白色粉

砂
、

灰质砂岩和浅灰含砾砂岩
、

杂色角砾岩 (近隆起边缘堆积 ) ; 中部是灰色泥岩
、

黑色碳

质泥岩及煤层夹灰白色砂岩
,

灰白色粉砂岩夹灰色泥岩
、

炭质泥岩及煤层 ; 丘部为灰
、

灰绿

色泥质砂岩
、

灰
、

灰绿色泥岩
、

黑色炭 质泥岩不等厚互层夹煤
.

古新统下部钻遇生物礁 (含

海胆
、

苔鲜虫
、

珊瑚等碎屑 )
.

地层内具海生型介形虫 Kr i ht 。 sP
. ,

再几洁 ot le b er l’s sP
.

等 ; 底栖

有孔虫 s ll i c
叮m i l ln a e a l办

r n i’. a ,

5
.

尸lu 用用e r a e ,

刀o r抑
s沪h o n o uj’ i a叮

e n s is 等 : 钙质超微 化

石 D vIL o as et ; nI ul t iar id at u 、
等

.

沟鞭藻 D ej 人
Zn dr ae 等

.

抱粉以具孔类花粉占优势
,

尤以
几

牙 t 类

花粉最发育
,

杉粉属较丰富
,

蔗类植物也有一定数量
.

始新统 盆地南部钻遇最厚为 16 9 6 m
,

下部为浅灰色泥岩 与粉砂岩
、

砂岩互层 与浅

灰色砂质灰岩
、

白云岩
,

向 七为砂岩
、

砂砾岩夹少量浅灰色泥岩和黑色炭质页岩 ; 中部是浅

灰色泥岩夹浅灰绿色薄层泥质粉砂岩 ; 仁部发 育多层砂质生物碎屑灰岩
.

在彭佳屿坳 陷钻遇

大套泥岩夹油页岩
.

该统砂岩地层中普遍见到指相矿物海绿石
,

并呈层分布
.

生物礁较发育 六

芯中发现海生型介形虫
,

多为新种 A m bo c1’ t h er 。 Sp
.

n o v
. ,

乙o x oc on 动
。 sP

.

n o v
等 ; 有孔虫以

底栖类为主
,

并有
一

定数量的浮游类 D 行co ,’y c
iln

。 、 p
. ,

N
.

p al o u al t二
,

A 、 t er
口〔
笋 .l in “ sP

·

等“ 钙

质超 微 化石数量 丰富
,

类型 多
,

如 R
.

u m ib hca
,

R
.

id c
vtr

o
da 等 ; 沟鞭 藻 有 助 in 梦。 itI

`w
.

反nl 哪 z口。 Ziu m 等 ; 抱粉主要 发育 二沟
、 _

三孔 沟类 及 松科等
厂

.l 盆地北部钻井钻遇 厚度 为

102 0n
l ,

岩性 为灰一深灰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与褐灰
、

浅灰色粉砂岩
、

砂岩薄互层
,

并普遍

含钙
,

火多层沥青质煤
, 一

些井 中发现凝灰岩
、

安山岩 夹层 岩芯 中发现陆相淡水介形 虫

s in o 心洲众 sP
. ,

仰
r in ot o Sp

.

等 ; 底 栖 有 孔 虫 No
n io n sP

. ,

刀众。 , br is S p
.

等 ; 沟 鞭 藻 .I

m u l l
叩

; n u n ,
,

7七n u u n , i c ,
·

o ` ,
,

、 zu
,

等
.

抱粉 通nI iP o
lle

n i t e s ,

Q
u e r e o

idl z e s 等
.

渐新统 盆地西南部钻井揭示最大厚度为 12 08 m
,

岩性 为砂泥岩互层
,

卜部砂岩较

粗 盆地北部钻井揭示厚度为 12 0 0 m
,

主要岩性为浅灰
,

深灰
、

褐灰色泥岩
、

粉砂质泥岩 及

粉砂 岩 呈 薄 厅
`

层
,

夹 多 层 沥 青 质煤
.

下部夹 多层 泥 晶 灰岩
.

生 物 化 石 有淡 水 介 形 曳

〔 h in o 仔
l

zh e r e s p
.

,

〔
’

a n
而

。 in e
all b a n 穿ia o e n s行 等 ; 有 孔 虫 H a p l o p h r a g m o id e s C a r l n a t u , 11

,

B p hi id u m sP
.

等 ; 沟 鞭 藻 B从
“

iidn
a ,

卢丫左岑, hae
r

l’id
u m 等 ; 轮 藻 eT ct 、 har “ m o ial .ll

材 (I’’ dcl
:

lslo all er “ 。 lm翻
s行等 ; 抱粉以栋粉一愉粉为主

,

Q ue 二 o
iid te 、

,

u lm iP 口
加in 扮

、
等

.

中新 统 盆地北 部钻井揭示 下部厚度为 10 54 m
,

岩性为绿灰
、

深灰色泥 岩
、

砂岩 倾

繁
“ I

一

层
,

夹 页岩 及煤 层
.

发现介形虫 B er
口匀 岁r 行 su 加 tr ia ta B er

o 叹,
r is sP

.

等
二 轮藻 动 aI’ lI 。

。 , o ltj s s ;〔
l

u
,

G r a m 方a s z ie h a r a s p 等 : 抱粉 Q
u e r e o i id z e s B e t o la e e o iP o l le n i ze 、

等
.

钻井揭示 中新统

卜部厚度为 13 0 0 m
,

岩性为砂泥岩互层
,

普遍含煤层
,

但盆地南部煤层不发育
.

南部有的 片

中钻遇黑 色玄武岩
.

岩芯 中发现有孔虫 B l’g en er in a
no do

s ar l’a A阴m 口 in a sP
.

等 ; 钙质超微化 自

尺e r i 〔
、

: , lo 斤n 、 r r a 尹、 e u
由

u m b i zie a 刀
.

为
r ia b l’l is 等 : 抱 粉 乙ig u

l’da m b a 叨 o
lle

n i t` 、
,

J雌 la 几甲 o
lle 爪le 、

等
.

上新统一 第四 系 钻井揭示上新统厚 6 5 0 m
, 一

厂部为砂砾岩
, _

上部为浅灰色泥岩
、

纷

砂质泥 岩
.

钻 井揭示第四系厚度为 4 5 Om
,

岩性为灰色
、

浅灰色粉砂质粘土 与粘 上质粉砂 勺
_

层
,

卜潘祖荫等 19 8 8
,

南黄海
.

东海 盆地新叶 界划分 对比
,

海洋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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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沉积环境

1
.

晚白坚世一古新世

晚白变世一古新世
,

东海盆地只限于 台北坳陷至长江坳陷这一北东方向雁行式箕状断

陷
,

在这个坳陷带内
,

仍具有多凸多凹的地貌特征
,

有着各 自不同的分隔与半分隔的沉积条

件
,

根据钻井资料与地震地层学研究认为海水由东南方向进人
,

为浅海及海陆交互沉积环境

(图 2 )
.

舜
O H一 l

夕
沙

贾诊

一 P } 1一 !

皿叼回

回
5

么
厂份矛

因
7

团
9

国
卜

困 l(j

1
.

浅海相 2
.

滨海相 3
,

浅海盆地 4
.

海陆交互相 5
.

可能礁 6
.

玄
一

武岩 7 超覆尖灭 8 剥蚀线

9
.

物源方向 10
.

海侵方向

图 2 晚白垄世一古新世沉积相

F ig
.

2 Se d i m e n t a r y fa e ie s o f C er t a
ce

o u s一几 le o c e n e i n E a s t C h in a se a B a s i n

在盆地南部东西两侧为滨海偏砂相
,

地震反射特征较单一
,

为弱振幅反射
.

盆地中央是

浅海砂泥岩相
,

地震反射为中一弱振幅
、

连续一断续
,

平行一亚平行构形
,

在盆地中央潜山

带上及一些水下高潜山上发育生物礁及碳酸盐台地
.

盆地北部 (长江坳陷 ) 为海陆交互沉积

环境
,

该坳陷与台北坳陷可能互相分隔互不相通
,

早期沉积环境稳定
,

以偏泥相为主
,

晚期

为高能环境下的偏砂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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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始新世

占新世末期的温东运动 (欧江运动) 使得古新统及其 卜伏地层局部抬升受剥蚀
,

尤 工封仁

海礁隆起 卜极为明显
,

人部分地区剥蚀殆尽
.

旱始新世
,

海水沿 占新世浅海及海湾继续北侵
,

使海域范围扩大
,

但其分布范围仍 只局

限
一

于西带 (台北坳陷至长江坳陷 )
.

温东运动结束了盆地的分隔局面
,

如台北坳陷在晚白喂世

一古新世时有群峰林立之景观
,

凹陷互不相通
,

至始新世早期
,

均 已下沉于水下接受沉积
.

在盆地的东西两侧为滨海偏砂相
,

地震剖面为具超覆特征的空 白反射
,

显然 为近岸高能环

境 ; 盆地中央为浅海砂泥 岩相沉积
,

表现为中一弱振幅连续反射
,

平行一亚平行构形
,

在高

部位发育许多礁体及碳酸盐台地 ; 盆地北部为海陆交替相环境
, 一

般水体较浅
,

处 J
二

高能环

境 卜
,

沉积物较粗 匕据分析认为海水仍 由东南进侵
.

、妞价

、

薪之
、

、

一

封
甘。

介

心 . 叹

口
I

囚
2

叼
“

目
4

口
5

因
6

曰
7

国
8

回
。

团 l()

浅海 相 2 滨海相

F ig

孟海陆交 ` l 砂岩相 4
t

侮陆交互泥岩相 5
.

水 卜二角洲 相 6 么武岩 7
.

超覆尖 火 8 剥蚀红

9 物源方向 } 0
.

海侵方向

图 3 中一晚始新世沉积相图

S e d 一m e n t a r y f议e ie s o f m id d l e a n d la te E o e e n e 一n E
a s t C h 一n a s e a B a s l n

中一晚始新世是东海盆地沉积 史 上重要时期
,

盆地沉降中心东移至浙东坳陷
,

为快速沉

钱光华等 ! 9 84 东海盆地新生代岩相占地理研究
,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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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

其速度为 o
.

3 m m / a
,

以渔山隆起为轴线
,

盆地东西两侧产生了翻转
.

盆地范围扩大
,

由

原来的东西宽 10 0 k m
,

发展到 4 0 0一 soo k m
,

盆地南部地区全处于水下
,

台北坳陷与浙东坳

陷的钓北凹陷为统一的水下整体 (但沉积厚度上差别甚大 )
.

盆地北部仍然为分隔状态
,

即

在长江坳陷与浙东坳陷间存在一隆起
,

使得盆地北部东西两侧沉积环境各异
,

西湖凹陷为海

陆交互深湖一
一

半深湖泥岩相为主
,

长江坳陷以海陆交替砂泥岩相沉积为主
.

盆地南部西侧的

台北坳陷为浅海砂泥岩相
,

三角洲发育 : 东侧钓北坳陷为海陆交替泥岩相沉积为主
,

边缘为

砂泥岩相 (图 3)
.

;.3 斩新世

始新世末期的钱塘运动 (玉泉运动 ) 使得盆地区域性抬升
,

特别是盆地西部尤为明显
,

这种抬升持续到中新世中期
.

因此渐新世的沉积范围只限于浙东坳陷 (福江
、

西湖
、

钓北凹陷

)
.

台北坳陷的局部 (福州凹陷的东部 ) 及彭佳屿坳陷
.

盆地的主要沉降中心仍然在东部 (与

中
、

晚始新世相同 )
.

古生物资料反映当时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
、

温带气候 盆地早期有过海

佼
,

西湖凹陷为河湖交替相沉积
,

钓北凹陷为具海侵的湖相沉积 (图 4)
.

彭佳屿坳陷仍为

滨海一浅海相沉积
.

综介分析认为渐新世期间海水已从东南方向退 出盆地
.

浅海砂泥相 2
.

海陆 交 `叹偏砂 相 3
.

浅湖砂泥相 4
.

海退方 }i d 5
.

水 下三 角 洲 6
. 一

平源河 流相 7
.

玄武岩 8
.

剥蚀相

9 超覆尖灭 1.0 物源方 向

图 4 渐新世沉积相图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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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渐新世末期盆地整体抬升
,

到中新世早期
,

盆地又大幅度沉降 (除盆地西南部外 )
.

早中新世地层向东西两侧层层超覆
,

是始新世之后盆地发育的又一高峰
.

盆地北部为河湖交

替相沉积
,

在凹陷中心部位为浅湖砂泥岩相
,

发育了丰富的透镜状河道砂体和滨浅湖砂体
.

盆地南部以湖泊沉积为主 (图 5 )
,

还常受海侵影响
.

中新世中期
,

盆地仍为温暖湿润气候条

件
,

这时盆地西部均 已为平原河流相
,

西湖一钓北凹陷己为一整体
,

发育河湖交互相
,

即为

滨湖与平原河流
、

沼泽等环境交替出现
.

彭佳屿坳陷仍有滨浅海相发育
.

分析认为中新世海水

仍可能从东北 日本海及东南菲律宾海进侵
,

但均未到达西湖凹陷
.

晚中新世地层受东海运动

(龙井运动 ) 影响
,

使之区域性剥蚀
,

对残留地层分析认为属河湖交互相沉积
.

一一一
价价 尸 困

,

困 川川

海陆交替砂泥岩 相 2
.

海陆交替偏砂 3
.

滨浅湖矿泥岩相

8 花岗岩

图 5

9
.

超覆尖灭

4
.

海侵方 向 5
.

气角 洲亚相 6
t

平原洞 流相 7 玄 戊宕

10 物源方向

早中新世沉积相图

F 一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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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新世一第四纪

中新世末期的抬升
、

褶皱使得盆地上中新统受剥蚀
,

特别是盆地北部的西湖
、

福江 lIJ !陷

内中央构造带剥蚀量达 1 6 0 Om
.

运动后的夷平作用使盆地面貌发生 了很大变化
,

上新世构造

运动
、

断裂运动
、

火山及岩浆活动相对平静
,

盆地整体东倾 与冲绳海槽相通
.

沉积环境 1 从

仁新世的平原河流相逐渐发展到第四纪的开阔海沉积
.



2 期 王国纯等: 东海盆地新生代沉积环境

三
、

生储盖层条件与沉积环境

生油层

晚白奎系是盆地内可能的重要生油层
.

浅海相页岩
、

泥岩发育
,

单层泥岩厚度大
,

有机

质丰富 主要分布于台北
、

长江及彭佳屿坳陷
.

古新统是盆地内主要生油层
.

沉积环境为浅湖一海陆交替相
,

生物种类繁多
,

有机质丰

度高
,

单层泥岩厚度达 20 0
~

一勿o m
.

主要分布在台北坳陷
、

彭佳屿及长江坳陷
.

始新统是盆地内区域性主要生油层
.

这一时期是盆地发育极盛期
,

无论是沉降幅度还是

沉积范围
、

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绝后的
.

盆地南部主要发育浅海相 ; 北部为湖泊沉积为主
,

气

候条件温湿度适宜各种生物发育
,

种属多
、

数量大
,

有机质丰度高
.

生油岩主要分布在浙东

坳陷
、

彭佳屿坳陷和台北坳陷
.

渐新统和中新统下部也是盆地内主要和有利生油层
.

当时沼泽淤泥和煤层丰富
.

钻探证实

是西湖凹陷内主要生油气层
.

储层

盆地内储集层发育
,

在盆地南部主要为滨浅海砂体 ; 盆地东部为滨浅湖矿体
、

三角洲砂

体 ; 盆地北部主要发育河道砂体
.

另外
,

还发育有其它砂体
,

如冲积扇
、

水下扇及浊积体

等①
,

在台北坳陷还发育大量生物礁体
.

所有这些储集体都具有 良好的储集性能

盖层

钻井揭示盆地为砂泥岩互层的碎屑沉积物充填
,

从盆地边缘向中心
,

泥质岩类比率逐渐

增高
.

据分析
,

河湖交替偏砂相中泥岩占 26 一 30 %
,

泥岩最大单层厚 15一 30 ;m 河湖交替砂

泥岩相中泥岩占 40 一 50 %
,

泥岩单层最大厚度约 30 m ; 浅湖砂泥岩相中泥岩占 50 一 65 %
,

泥

岩单层最大厚度为 1 5一25 m
.

盆地内始新统最大泥岩单层厚可达 60 一 70 m
,

这一厚度主要分布

在盆地中
、

南部
.

总之
,

盆地内具有良好的盖层
.

综上所述
,

通过钻井与地震资料综合分析研究
,

东海盆地各时期沉积环境对于形成有利

生油层
、

储层
、

盖层及其组合是极为适宜的
.

东海盆地内钻井成功率高再次证明盆地的含油

气潜力
.

分析研究使我们深信
,

东海盆地具备形成大型油气田的地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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