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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陆源碎屑物质是深水地质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全球 /从源到汇0研究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海底峡谷 -水道

搬运沉积体系和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海底滑坡 )是大陆坡最重要的两种搬运沉积过程。根据高分辨率 2D、3D多道反

射地震资料、多波束测深法、旁扫声纳、重力与活塞取样等资料研究发现, 在南海北部陆坡地层中, 广泛发育大型深水

块体搬运体系和相应深水水道沉积体系。针对白云凹陷和琼东南盆地深水陆坡区的实例研究, 揭示了典型深水块体

搬运的平面形态、内部结构和变形过程, 进而深入认识这一地质体的形成演化过程。采用 2D /3D地震资料和多种数

值模拟新方法发现了第四系深水高弯曲水道及其沉积相特征、上新世琼东南盆地中央水道及中新世古珠江深水水道

体系。深水沉积体系对研究我国深水油气资源的成因机理和分布规律,以及深水工程的地质灾害预测和防护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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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陆源碎屑物质在全球 /源到汇 0研究中占有重要
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油气资源的需求

急剧增加,但现有条件下的油气产量仍不能满足经济

发展的需求,因此人们把目光投向深水区及新能源,

如深水油气和天然气水合物。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大型企业纷纷确定了

深水油气勘探战略选区。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人们

发现富含泥岩的陆坡沉积体系的下端发育大量的砂

岩,逐渐意识到水道作为通向盆底的砂体通道的重要

性
[ 1, 2]
。同样, 深水油气勘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对

现代发生的重力流沉积搬运过程等缺乏足够的重视,

这种沉积作用包括滑动 ( slide)、滑塌 ( slump)和碎屑

流 ( debris flow )等重力流作用过程。一般来说,单一

滑动可以沿着十分平缓的斜坡角 ( 0. 5b~ 3b)将沉积
物运移至数百千米,并可以持续 1 h到数天不等, 它

能将沉积物运移至数百千米。这种沉积过程不仅严

重危害深水油气开发平台、油气管线、海底电缆等设

施,而且存在许多悬而未解的科学问题
[ 1~ 9]
。

1 深水沉积体系的类型及其特征

  本文使用的 /深水沉积体系 ( deepw ater depos-i

t iona l system ) 0这一术语是指沉积于深水中的陆源碎

屑沉积物,也就是陆架坡折带到盆地底部的重力流沉

积物 ( gravity flow sed iment)。它包括滑动、滑塌、液化

流、碎屑流、浊流 ( turb id flow )等沉积作用过程, 但其

中最重要的两种沉积作用过程就是浊流和碎屑流沉

积作用。因此,深水沉积体系也相应地发育了两种重

要的深水沉积类型:即水道沉积体系和块体搬运沉积

体系
[ 10~ 16]

。

1. 1 深水水道沉积体系

  深水水道沉积体系广泛发育在陆坡、陆隆和深海
平原等地。本文中所讲的 /水道 0是指由水流作用产

生的细长负地形,或由浊流作用形成的沉积物搬运的

长期水流通道。浊流沉积体系内水道的形态和位置

受控于沉积作用,亦或是沉积作用和侵蚀作用二者的

共同作用
[ 10]
。由于研究尺度所限, 当论及到地震剖

面上或是露头资料中与水道类似的特征时,这一术语

有时会引起争议。

  深水水道沉积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深水沉积

水道作为粗粒沉积物的通道, 连结外陆架、陆坡和深

水盆地。2)在平面图上, 水道形态从直流到高曲流

变化不一。流体的坡降、体积、粒度和频率都影响水

道的形态和发育状况。沉积环境过渡带向席状砂下

倾,贯穿于水道 ) 朵叶体过渡带区域。 3)水道具有



较小的宽厚比,其长度与宽度相差很大。水道类型从

侵蚀型到侵蚀 ) 加积型,再到完全加积型 (水道 ) 天
然堤 ), 各不相同。4)在地震反射资料上, 水道充填

表现为不同的几何形态, 包括: 叠瓦状 (横向迁移组

合 )、加积充填偏移型和完全加积充填型。5)水道充

填沉积的岩相和粒度分布也极其不同,产生许多阻碍

压力传递和流体连通性的障碍和隔板。

  深水水道沉积体系主要包括四种沉积类型: ( 1)

水道沉积, 受侵蚀或沉积作用共同作用的粗粒沉积

物; ( 2)漫溢沉积,指邻近水道、横向分布范围较广的

细粒沉积物,通常包括天然堤上部细粒沉积或天然堤

外缘平坦地形的细粒沉积物; ( 3)朵叶体或席状砂,

由多个缺失顶底的 Bouma序列堆积组合而成, 呈板

状,具有高的砂泥比,进一步可分为复合席状砂和层

状复合砂; ( 4)远端的薄层沉积包括天然堤、水道间

沉积或扇端沉积,由极细砂岩或粉砂岩组成, 包含大

量波纹层理、包卷层理、小型生物扰动构造及递变层

理
[ 11]
。深水水道充填沉积物性质变化很大, 主要依

赖于相对海平面变化和构造运动等, 沉积物类型可为

砾岩、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以及它们的混合充填。一

般来说,深水水道具有两种成因机制:重力流和底流,

且以重力流作用 (主要是浊流和碎屑流 )为主。水道

充填沉积可由多种重力流沉积物组成, 如浊流、碎屑

流和海底滑坡块体等
[ 12 ]
。通常水道充填为粒度向上

减小的正粒序沉积,这与深水水道类型自下而上从多

支流型水道到小型具有堤坝的水道沉积体系相一致。

  在不同的水道沉积体系中, 水道充填沉积的厚度

各不相同。从扇根到扇端水道充填厚度减小。单层

水道充填可能只有几米厚, 而复合水道充填厚度可达

几百米以上。水道充填厚度主要受控于水道活动时

间、流经水道的水流体积,以及与水道是否决口还是

保持主要的加积作用有关。单个水道形成可分为侵

蚀期、充填期、溢出期和泥岩充填期, 而复合水道的形

成则为上个过程多次重复
[ 13 ]
。

  一般来说, 水道扇根的宽深比明显较低 ( 30B1到

80B1)、砂泥比较高 ( 75% ~ 90% )、具有较好的纵向

连通性但横向连通性相对较差; 扇中侵蚀接触带很

少、水道充填地层的宽深比较高、砂泥比下降到 65%

~ 80%、横向上连通性增加而纵向连通性相对较差。

在一个沉积层序内, 水道体系的垂向变化明显, 从区

域性的大型侵蚀水道到底部侵蚀 ) 加积型支流水道,

到顶部具有堤坝的小型加积水道,主要发育底部为砂

岩、顶部为泥岩的正粒序沉积。水道轴部沉积的砂泥

比为 50% ~ 70% , 而边缘堤坝主要由泥岩组成。通

常,人们可预测从水道轴部 (高砂泥比,高振幅反射 )

到水道边缘 (低砂泥比,低振幅反射 )砂泥比的变化。

综上所述,如果数据体表现为各井的测井特征不相同

且短距离内砂泥比变化很大,则可推测该沉积结构单

元很可能是水道充填
[ 14, 15 ]

。

1. 2 深水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M ass transport deposits,简称

MTD s)是发生在外陆架 /大陆坡的一种沉积物搬运机

制
[ 1~ 5]

,包括滑动、滑塌和碎屑流等重力流作用过程。

块体搬运体系作为大陆边缘沉积物扩散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 是深水沉积体系

的重要研究内容。

  许多沉积学家从沉积学的角度研究深水块体沉

积物, 提出了块体搬运体系的概念。Weimer最初使

用 /块体搬运复合体 0 (M ass transport comp lexes,简称

MTCs)来描述这种深水沉积物搬运机制,指出该沉积

体系是位于沉积层序下部的底部发生侵蚀、被水道和

天然堤上覆的一种沉积地层单元
[ 1]
。M oscarde lli进

一步将重力流分为两大类型: 块体搬运体系和浊流,

并明确指出块体搬运体系包括滑动、滑塌和碎屑流,

并对各种类型重力流的形成机制、沉积物构造和地球

物理特征进行了分析
[ 17]
。随着研究的深入, 块体搬

运沉积体系渐渐成为一个通用的术语,用来描述各种

类型的块体搬运。作者认为, /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0

和 /块体搬运复合体 0是在不同时间、从不同角度研
究同一深水沉积现象时, 提出的不同术语,具有相同

内涵。同样,目前海洋灾害研究热点之一的滑坡也属

于块体搬运体系,滑坡是现今海底已形成或正在形成

的块体搬运体系。在过去的 10年里,大量三维地震

解释数据表明:沿着绝大多数的深水区边界, 块体沉

积物广泛发育,且某些盆地第四纪晚期的沉积层序大

半由块体沉积物组成
[ 18~ 20 ]

。研究中采用块体搬运体

系这一概念,并通过研究区内的三维地震资料分析这

一深水沉积作用。

2 南海北部陆坡水道沉积体系的特征

与分布

  南海北部陆坡不同时代的深水水道沉积体系不

断被揭示。其中,中新世古珠江深水水道沉积体系的

研究最为详细,并且具有重大的油气发现。上新世和

第四系地层中的深水水道沉积体系的研究也取得了

很大进展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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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海北部陆坡典型深水沉积体系的分布特征

F ig. 1 The distr ibution of typical deepw ater depositional sy stem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 ina Sea

2. 1 白云凹陷中新世 (珠江组 ) 韩江组 )深水水道

沉积体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对中新世古珠江深水

水道沉积体系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 21~ 23]

。经过系统的

层序地层序学研究, 在 23. 8~ 10. 5M a的地层中, 共

划分 7个三级层序
[ 21]
。在白云凹陷识别出各层序的

低位体系域海底扇
[ 22, 23]

,即中新世深水水道沉积体

系 (图 1)。

  该水道沉积体系上倾方向发育峡谷水道, 具有强

烈下切的特征, 主要分布在凹陷的北缘和西部断裂

带,两处峡谷水道的侵蚀特征和峡谷充填沉积方式具

有明显的差异性:北缘发育的水道具有强烈的削截深

切 (可达 100 ~ 200 m )、侧向迁移、垂向叠加以及从

/ V 0型谷向 / U 0型谷变化的特点; 西部的水道则表现

为侵蚀强度不大、峡谷发育宽缓、分布面积广的特点。

水道沉积体系的下倾方向发育斜坡扇和盆底扇,在地

震剖面上表现为低位体系域沉积时期发育在陆坡部

位的上凸和下凹的丘状沉积体, 呈中 ) 弱振幅双向下
超于层序界面之上,而且在其上部可见轻微的削截现

象,分布面积可达 1 000 km
2
。在峡谷水道发育带和

其相连的陆架坡折带发育了具有前积结构的低位楔

状体沉积、下超在斜坡扇和盆地扇之上,向物源方向

层层上超于层序界面之上, 表现为典型的水道沉积充

填的特征。

  中新世 ( 23. 8 ~ 10. 5 M a)的水道沉积体系经历

了三个阶段: 23. 8~ 17. 5M a初期水道沉积体系充填

在凹陷中心深陷的有限低地貌区内; 17. 5~ 16. 5 M a

白云凹陷新的强烈沉降作用产生深水陆坡环境,围堰

形成。大量自西北而来的陆源碎屑沉积物, 沿着受

NNE向构造控制的沉积凹槽, 在白云凹陷开始发育

大规模的深水水道沉积体系; 16. 5~ 10. 5M a沉降作

用最强烈, 围堰作用更明显, 陆坡内盆地充填空间限

制,沉积速率也最大,特别是 13. 8M a出现最大的一

次大海退, 早期断裂也受到快速沉降的影响, 沉积中

心在 13. 8 M a以前靠白云凹陷的西侧, 但在 13. 8 ~

12. 5M a沉积中心东移, 并在 12. 5M a变得离散,最终

中新世水道沉积体系形成。

2. 2 琼东南盆地上新世中央水道沉积体系

  上新世琼东南中央水道体系发育在南海北部陆

坡深水区, 海底水道起源于莺歌海盆地东缘、穿过琼

东南盆地, 然后进入西北次海盆, 水深 3 000~ 3 500

m,长约 570 km、宽约 5~ 11 km, 呈 SW ) NE方向延

伸 (图 1)
[ 24 ]
。

  该水道在地震剖面上整体表现为强振幅, 横向上

连续或者半连续, 纵向上为强振幅叠加, 底部呈 / V0
字形,表明水道侵蚀能力比较强, 图 2中沉积物均有

向右侧偏移沉积的特征,这是由于受到科里奥利力的

作用。在上新世时期,研究区域沉积环境比较稳定,

以大套的泥岩沉积为主,该水道从莺琼陆坡携带大量

的砂体,在不断侵蚀与沉积的过程中, 形成多套叠置

砂体, 这些粗粒和细粒沉积物纵向上互相叠置, 这些

沉积物的转换界面在地震剖面上表现为强振幅的叠

加。由于总体岩性的不同,水道的地震反射与周围围

岩有明显的差别,周围围岩以弱反射为主,而水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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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新世水道沉积体系的地震横剖面

a) 琼东南盆地陵水凹陷; b ) 琼东南盆地长昌凹陷

F ig. 2 The cross section o f the P lioceneage pa leo channe l depo sitiona l system

a) seism ic line show s the ch annel in the L ingshu i depression of Q iongdongnan Basin;

b) seism ic line show s the chann el in the Ch angch ang depress ion ofQ iongdongnan B as in

部以强反射为主。中海石油总公司在浅水区有 Ya35-

1-2钻井钻遇该水道,沉积主要由细砂和粉砂组成。

2. 3 琼东南盆地第四系高弯曲水道沉积体系

  在琼东南盆地南部陆坡区, 利用最新采集的 3D

地震资料,在第四系中发现四条浊积水道。水道的识

别以精细的 3D地震资料做基础, 能够清晰得观察到

水道的侵蚀谷、侧向加积体、堤坝和垂向二次侵蚀等

特征 (图 3)。通过分析,发现了多套水道沉积, 尤其

是高弯曲水道沉积体系
[ 25 ]
。该体系发育四条主水

道,自北向南依次编号为 C1、C2、C3和 C4, 而在延伸

方向上,水道 C3和 C4出现分流特征,分别演化为分

支水道 C3-1、C3-2和 C4-1、C4-2、C4-3。这些水道呈

W ) SE到 NWW ) SEE方向展布, 其在不同位置, 水

道的形态、宽度、长度和地震相不同。C1下切特征明

显中等 ) 高振幅、连续性差杂乱反射,且在左侧发育

沉积物波; C2下切特征明显,中间为低 ) 中等振幅连
续相, 上部为中等 ) 高振幅连续相; C3下切特征明

显,低振幅连续复合地震相; C4由 3个支流水道组

成,且它们都是低振幅连续相, 通过这些水道下切形

态、深度、地震反射特征和沉积厚度, 可推测其形成于

同一时期, 且物源均来自于 NW方向。

3 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块体搬运沉积体

系的特征与分布

  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块体搬运体系主要受火山、地

震、海啸、天然气水合物分解、沿岸流等影响,沿着大

陆斜坡、峡谷 /水道、隆起翼部、水道侧壁发育, 从沉积

特征可划分为滑动、滑塌和碎屑流
[ 26]
。这几种重力

流沉积之间可相互转化, 形成多种类型的沉积复合

体。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发现南海北部 E113b~ E

117b之间的外陆架 /上陆坡存在多个块体搬运体系。

目前,研究比较深入的包括白云深水块体搬运沉积体

系 ( BMTD s)和华光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HMT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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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白云深水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中,我们发现了第

四纪深水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或白云海底滑坡 ) , 据

最新估算该沉积体系面积达 1. 3 @ 10
4
km

2 [ 27]
。结合

多波束精密测深、高品质的地震资料和地质采样进一

步研究海底滑坡的地形地貌特征、滑体的几何形态

(图 1)。

  滑坡根部是滑坡开始形成的部位, 为地质薄弱

带,当遭受地震或高沉积速率等因素影响时, 地质体

便开始沿着断裂面或滑坡面下滑。地震资料显示,滑

坡根部的海底表层几何特征与其地貌相对应, 主要有

陡崖、海台、陡坡、海底断块台地、冲刷沟槽、海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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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海山等微地貌 (图 4)。三维地震资料显示滑坡具

有极为复杂的内部构造。主要有以下四种地震相:

( 1)楔状弱振幅杂乱地震相, 位于斜坡下部, 外形成

丘状, 以杂乱反射结构为重要特征, 反映不稳定杂乱

堆积的产物; ( 2)块状平行或波状弱振幅中连续地震

相,与滑坡体内部滑脱断层发育有关, 受滑脱断层的

切割沿斜坡呈明显的阶梯状下滑, 外形呈块状或丘

状,内部以平行、波状或丘状反射结构为特征, 反映不

稳定块体的滑动; ( 3)丘状 /透镜体状前积地震相, 大

型前积反射结构特征, 透镜状或丘状外形,出现于早

期的滑坡体; ( 4 )谷状水平充填中振幅中连续地震

相,剖面上以顶平底凸的谷状外形为特征,内部为水

平充填反射结构,平面上呈带状分布。

  滑坡中部坡度明显降低, 丘状滑坡体 ( slide

body)指滑坡的主体, 在外部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冲蚀

沟、反坡向台坎、海谷、海丘、海山等微地貌。内部结

构上继承发育了滑坡根部的楔状弱振幅杂乱地震相、

谷状水平充填中振幅中连续地震相、丘状 /透镜体状

前积地震相地震相特征,席状亚平行 /波状弱振幅连

续地震相发育, 以波状 ) 亚平行反射结构为特征, 外

形呈丘状 ) 席状,这与滑坡体逐渐向深水盆地区推进

相关。

  沉积物流舌状体 ( sedimen t flow lobe)指由滑坡体

滑动至平坦的海区, 转变至沉积物流后产生的沉积

物, Shanmugam认为该类沉积物属于碎屑流沉积
[ 2]
。

滑坡前缘深入到深海盆地, 外部形态最为简单, 主要

为滑坡前积形成的海丘及海底台地,地震剖面显示,

其内部主要为席状亚平行弱振幅连续地震相, 表征了

滑坡体的逐渐消亡过程。另外在贯穿整条地震剖面,

可以发现滑坡下部还存在一明显杂乱地震带将滑坡

体与下部未变形底层分开, 该层即是滑坡面, 是一套

沉积物液化和饱含流体活动的地层。

3. 2 琼东南盆地南部斜坡深水块体搬运沉积体系

  在琼东南盆地南部斜坡,我们发现华光块体搬运

体系。HMTD是西北陆坡诸多块体搬运体系中的一

个规模比较大的体系,面积约 5 000 km
2
(图 1)。由

于缺乏钻井资料,无法对起发育的地质年代做出精确

估算,根据地震层序的识别判断出该套地层属于第四

系地层
[ 26]
。

  HMTD的外部形态与侧面地层具有明显的不同,

该差异不是陡壁,而是沿着地形呈现侧向上超形态,

说明 HMTD在流动过程中对侧向地层的侵蚀能力较

弱,是沿着地势流动, 物源主要来自上陆坡的地势较

高地区,不是来自侧翼的沉积物, 初步判断研究区内

HMTD的流动方向可能是北西 ) 南东向 (图 5)。研

究发现,沉积地层的崎岖不平、起伏很大, 显示地层沉

积中存在普遍的蠕动现象,并且在局部出现了滑动及

滑塌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侧面地层由于受到地形坡

度的影响, 形成了一个蠕动变形区, 但这种蠕动仅仅

造成了局部小规模的滑动和滑塌现象,并且这些重力

流 (滑动或滑塌 )仅仅是在原地堆积, 未进一步发展

形成碎屑流。

图 5 过 HMTD的 3D地震剖面

( a)MTD趾部区域 ( b)局部放大的叠瓦状逆冲构造

F ig. 5 3D se ism ic profile crossing theHMTD

a) the toe of the MTD; b ) the localed exagg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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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HMTD内部结构图

( a) 测线 A地震剖面; ( b) 测线 B地震剖面; ( c) 测线相对位置图; ( d ) 三维相干时间切片

F ig. 6 struc tura l d iagram o fHMTD.

a) seism ic p rofile ofT race A; b) seism ic p rofile of Lin e B; c) the location of seism ic profile; d ) t im e s lice ofHMTD

  块体滑移区具有独特的内部反射特征。在地震

识别尺度内块体搬运体系表现为丘状外形、波状反射

结构、弱振幅 (局部中 ) 强振幅 )、连续性差的地震特

征。内部整体比较杂乱, 局部发育正断层、褶皱及逆

冲断层构造 (图 5)。构造低部位内部反射特征杂乱,

发育逆冲断层,地层呈现叠瓦状。

  为了展现 HMTD内部的地震特征, 将 HMTD的

底界面进行层拉平处理, 在此基础上提取 HMTD内

部的振幅和相干属性特征。HMTD的振幅剖面和相

干时间切片显示 HMTD的内部整体比较杂乱、局部

发育褶皱及逆冲构造
[ 26 ]

(图 6a, b)。对 3D数据体做

时间切片 (图 6d),展现逆冲断层的走向、发育规模等

信息, 时间切片中清晰识别出北东走向的构造, 分析

认为是 HMTD内部发育的同沉积逆冲断层, 同相轴

的分布显示断层断距小、分布密集, 剖面中呈叠瓦状

分布 (图 5) ,符合塑性流体的沉积特征。相似性差的

白色条带呈现北东向分布, 具有密集分布、垂直距离

小的特点,代表了北东向分布的逆冲断层断面的分布

规律和发育规模。振幅剖面中整体杂乱反映了重力

流内部物质分选差、杂乱无章的构成, 局部发育褶皱

和逆冲断层表明研究区的位于整个 HMTD的中间及

头部位置, 处于挤压应力环境, 也说明 HMTD在研究

区内已经演变为碎屑流。

  一个完整的块体搬运沉积体系中,同沉积逆冲断

层发育在整个体的主体和头部, 并且逆冲断层的走向

与流体的流动方向垂直、断层的倾向与流体流动方向

相反,据此可以判断流体的流动方向。HMTD的时间

切片显示 HMTD中的同沉积逆冲断层为北东向, 可

以判断出 HMTD的流动方向为北西 ) 南东向, 进一

步根据剖面中逆冲断层的倾向判断, HMTD的重力流

是从南海西北陆坡沿坡度最大方向 (北西 ) 南东 )流

入研究区域
[ 26]
。

4 结论

  南海北部陆坡深水沉积体系主要包括水道沉积

体系和块体搬运沉积体系。水道沉积体系广泛发育

于中新世、上新世及第四纪等不同时期,古珠江白云

凹陷深水水道沉积体系形成于中新世,上倾方向发育

具有强烈下切、削截特征的峡谷水道, 下倾方向发育

斜坡扇和盆地扇;琼东南北部陆坡中央水道深水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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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体系形成于上新世早期, 总体具有明显下切特

征,多为加积型高振幅、富砂水道充填;琼东南盆地南

部斜坡第四系高弯曲水道沉积体系形成于更新世末

期, 发育了一期水道 ) 堤坝复合体, 该复合体呈

SW ) NE方向展布,曲流特征明显。水道沉积体系在

深水盆地表现复杂的充填特征, 是深水油气的重要储

层。块体搬运沉积体系广泛发育于第四纪,白云深水

块体搬运沉积体系表现为第四纪海底滑坡,具有完整

的滑坡形态,包括滑坡根部、滑坡中部及沉积物流舌

状体, 体现了沉积物由滑动、滑塌向碎屑流转变直至

消亡的完整过程;琼东南盆地南部斜坡深水块体搬运

体系揭示了体系内部具有中 ) 强振幅、反射杂乱、局

部发育褶皱及逆冲断层等地震特征。块体搬运沉积

体系是大陆边缘沉积物质扩散系统中的一种物质搬

运方式,对海底的稳定性及天然气水合物的形成和富

集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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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Deepwater Depositional System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WU Sh-i guo Q IN Yun-shan
( Institute of O ceanology,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K ey Labora tory ofM arine G eology and Environm ent, Q ingdao Shandong 266071)

Abstract Detritalmaterial o f terrigenous orig in is them ain deep-wa ter geo log ical research aim and it is very impor-

tant to thew orld research program o f / from source to sink0. Submarine canyon-channel system mass transport depos-i

t ion ( sub-marine slide) thema in transportation and deposition system of the continental slope. Based on the stud ies o f

2D mult-i channe l se ism ic data, 3D mult-i channe l seism ic data, mu lt-i beam depthmeasurement data, side sonar data,

grav ity and p iston coring data, w e find tha t the large scale b lock body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deep-w ater channe l

system w ide ly deve lop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 ina Sea. The examp les of B aiyun sag and Q iongdongnan Basin revea l

the planfo rm, internal structure and defo rmation process of representative block body transportation, and further dis-

cover the formation and evo lut ion processes of block body transportation. U sing 2D /3D se ism ic data and various new

num ericalmodelmethods, deep-w ater h igh sinuosity channe ls ofQua ternary and its deposit iona l fac ies characteristics,

P liocene centra l channel in Q iongdongnan B asin and the paleo-pearl river deep-w ater channe ls ofM iocene are d iscov-

ered. Deep-wa ter depositional system is very impo rtant for the study o f format ionmechan ism and d istribut ion o f hydro-

carbon, as w ell as predication and pro tect ion of geohazards of deep-w ater pro jects.

K ey w ords deep-w ater, b lock body transportat ion system, deep-wa ter channel system, 3D seism ic attribute, cont-i

nental slope, South Ch 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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