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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海陆架盆地是我国重要的新生代海上含油气盆地，其中堆积了巨厚的古

近—新近系含油层系。作者通过对录井资料的分析，在古近—新近系含油层系中大

致识别出 # 大沉积体系、!% 种沉积相和 !& 种沉积亚相。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相

序、相组合、相分异、沉积物体积划分以及地层叠置样式的综合分析，对该含油层

系进行了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研究，在其中识别出了 .’ / #, 个短期旋回、%! / %’
个中期旋回和 + / !! 个长期旋回。最后，将文中所划分的高分辨率层序与前人的地

震层序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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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东海陆架盆地为一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是我国重要的海上含油气盆地。其极大的油气

资源潜力早已引起了国内外石油公司和地质学家的浓厚兴趣。尽管从 %" 世纪 #" 年代起，就

有众多的国内外石油公司在此进行勘探，但真正取得进展是在 %" 世纪 2" 年代中期以后。自

那时以来，我国针对该盆地内的重点坳（凹）陷开展了多期油气地质勘探，发现了数个油气

田和含油气构造，获得了可观的油气资源量。鉴于此，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研究

该含油气盆地很有必要。为此，本文拟用 34566 等人的以基准面（7869 :9;9:）为驱动机制的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理论［!］对该含油气盆地进行层序地层学研究。

% 基本地质特征

!"# 区域地质

东海陆架盆地位于欧亚板块东缘，东与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毗邻，是西太平洋沟—

弧—盆体系的一部分。西为浙闽隆起区，东以钩鱼岛隆褶带与冲绳海槽盆地相隔，西南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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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西部的澎湖隆起区而与南海的珠江口盆地接壤，北东与日本海盆相邻（图 !）。其演化经

历了早期裂谷（"!—"#
#）、中期拗陷（"$

#—%!）和晚期区域沉降（%#）三个阶段［#］。

图 ! 东海陆架盆地区域构造（据周志武等! 修改）

&’()! *+(’,-./ 0+10,-’12 ,3 24+/3 5.2’-，".20 6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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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内主要充填了一套中、新生代地层。自下而上依次为：古近系古新统（灵峰组）、

始新统（瓯江组和平湖组）和渐新统（花港组），新近系中新统（龙井组、玉泉组和柳浪

组）、上新统（三潭组），以及第四系（东海群）等（表 !）。地层厚度多在 !???; @ !????;
之间。整个新生代期间，该盆地的沉降、沉积中心基本一直位于东部凹陷带［$］的西湖凹陷和

基隆凹陷一带，沉积总厚达 !A???; 以上。内部各次级凹陷的地层均呈东厚西薄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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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积组成及成因

盆内古近—新近系主要由浅灰—灰白色不等粒碎屑岩、粉沙质泥岩、深灰—灰黑色泥

岩、沥青质泥岩和煤层等互层而成。其中，古近系主要为滨—浅海相夹沼泽相，新近系为河

湖相夹沼泽相，总体表现为“南海北陆，下海上陆”之岩相特征。

表 # 东海陆架盆地新生代地层、地震层序!及主要含油层系的高分辨率层序划分

!"#$% & ’%()*)+, -./"."，-%+-0+, -%12%(,% "(3 4+54 /%-)$2.+)( -%12%(,% )6
!%/.+"/7 )+$8#%"/+(5 6)/0".+)(- 9+.4+( -4%$6 #"-+(，:"-. ’4+(" ;%"

< 高分辨率层序格架

$"# 基本理论与方法

$"#"# 基本理论

如前所述，’/)-- 等人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是建立在以基准面为驱动机制的理论之上

的。因此，对于基准面的科学认识是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研究的重要前提。目前，关于基准

面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基准面即海（湖）平面，亦即所谓的地貌基准

面（5%)0)/=4+, #"-% $%>%$）；另一些人［&，?］则认为，基准面并非海平面，也不是相当于海平面

的向陆延伸的水平面，而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的（全球范围内）、相对地球表面波状起伏的、

并向盆地稍有倾斜的抽象面，之上沉积物不会停息，之下则发生沉积和埋藏，其位置、运动

方向和升降幅度不断随时间变化，为一沉积基准面或地层基准面（-./".+5/"=4+, #"-% $%>%$）。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的理论认为，基准面升降将引起可容纳空间（",,)00)3".+)(）的改

变，并导致地表不同地区可容纳空间和沉积物供给量（-%3+0%(. -2==$7）之间相对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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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值）的变化，从而使近地表处发生侵蚀、沉积物路过（$%&’(()*+，即沉积物经过不

留）、沉积和非补偿性沉积等一系列地质作用过程，导致地质记录上众多“岩石 , 界面”的

形成，驱动着盆地充填序列的形成和演化。

基准面升降不但控制着地表沉积、剥蚀等地质作用的发生，而且决定了盆地内的沉积组

成、沉积相特征（包括地质作用特征）、地层叠置样式（(-’./)*+ &’--01*(）和地层保存程度等

一系列沉积特征。因此，通过盆内沉积相识别、各种有成因联系的沉积相组合特点研究和地

层叠置样式分析等手段，就可以判定基准面运动的方向和幅度，确定沉积间断面及其相应整

合面，进而划分各级层序，建立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这便是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研究方

法的理论基础。

!"#"$ 研究方法

基准面上升与下降的地层响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基准面旋回，上升、下降阶段的地层响应

分别称之为上升、下降基准面半旋回。一个最基本的基准面旋回称为短期基准面旋回（简称

短期旋回，下同），其识别与划分主要是通过沉积相的序列、组合、分异（2’.)0( 3)22010*-)’-4
)*+）等特点的分析实现的，它与 5667* 公司的“准层序（&’1’(0890*.0）”［:，;］相当。借助短、

中期旋回的沉积体积划分（<7=9>0-1). &’1-)7*)*+———即地层保存程度分析）和叠置样式研究，

还可进一步复合成中、长期或更高级别的基准面旋回（分别简称为中、长期或更高级别的旋

表 $ 东海陆架盆地古近—新近系含油层系的沉积相与沉积体系划分

?’$=0 @ #03)>0*-’1% 2’.)0( ’*3 (%(-0>( 72 A’=07+0*04B07+0*0 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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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下同），它们分别与 !""#$ 公司的“准层序组”和“层序”［%，&］相当。可见，沉积相与沉

积体系分析是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研究的基础和关键，短期旋回的识别与划分则是这项研究的

着眼点。

各级旋回的划分，可以基准面下降到上升的转换点来划分，也可以其上升到下降的转换

点来划分。考虑到本区的沉积特点，笔者在此选择后者。

!"# 高分辨率层序划分

!"#"$ 沉积相与沉积体系

通过综合录井资料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 *+］，笔者在东海陆架盆地的古近—

新近系中共识别出河流、湖泊、三角州、滨海 , 浅海碎屑海岸、沼泽和碳酸盐台地等 & 大沉

积体系，其中还可进一步划分出 *’ 种沉积相和 *- 种沉积亚相（表 ’）。

!"#"# 各级基准面旋回划分

如前所述，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研究应从短期旋回的识别、划分入手。基于此，下文将

从区内几个主要沉积体系短期旋回的划分展开讨论，然后论述中、长期旋回的识别与划分。

在滨 , 浅海沉积体系内，通过自下而上的泥坪!混合坪!沙坪这一相序分析，可划分出短期

基准面上升半旋回，借助于与此相反的相序可划分出短期基准面下降半旋回，二者构成一完

图 ’ 滨岸体系的短期基准面旋回划分

./01’ 2345/6/7/#$ #8 79#:;<;=:> 4?7= @=6=@ ABA@=7 #8 A#?7;?@
5=C#7/;/#$?@ 7B7;=> #8 79=@8 4?7/$，!?7; D9/$? 2=?

整的短期旋回（图 ’）。同样，通过三角洲体系的前三角洲!远沙坝!分流河道!分流间湾的

相序分析，可识别出该沉积体系的短期旋回（图 -）。在河流体系内，河道!堤岸!泛滥平

原（包括泛滥盆地和决口扇）的沉积相序指示基准面上升（E F 2 增大），系短期基准面上升

半旋回，河道底部的不整合面是基准面降至地表以下（E F 2 G +）的产物，可视为河流沉积

的短期基准面下降半旋回。同时，决口扇的形成与消亡乃基准面升降的产物，可与其顶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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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角洲体系的短期基准面旋回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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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河流体系的短期基准面旋回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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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滥盆地沉积构成一完整的短期旋回（图 !）。

现以河流体系为例讨论中、长期旋回的识别与划分（图 "）。从短期旋回 #!$，沉积体

积增大，河间相组增多，显示基准面上升（% & ’ 增大），构成了中期旋回 #；由短期旋回 $!
!，河道相组体积增大，说明基准面又有所下降，所以，此二旋回之间为中期旋回的转折点。

从短期旋回 !!"，明显表现为中期基准面持续上升，短期旋回 " 只是在中期基准面上升的

总体背景下，短期基准面波动的产物。由中期旋回 #!(，后者河道沉积的比例明显较低，

粒度更细，距陆源区更远，显示中期基准面上升，形成一长期旋回（图 "）。

图 " 河流体系的中、长期基准面旋回划分

)*+," ’-./*0*1*23 24 56/*-57823+796:5 .;16 86068 <=<861 24
<2;19;8 /6>21*9*23;8 1=1965 24 1?684 .;1*3，@;19 A?*3; ’6;

经过以上分析，本文在东海陆架盆地古近—新近系主要含油层系的 ( 个地震亚层序（!
B"）内，就分别划分出了 "C B D! 个短期旋回、(# B (C 个中期旋回、E B ## 个长期旋回

（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长期旋回 FA# B FA( 大体相当于始新统平湖组，位于地震层序"
（G!H—G$H）的上部。长期旋回 FA$ B FA#H（此处为 I 个，区域上约 E B ## 个）与地震亚层序

!（G$H—G(H）基本相当。其中，FA$ B FA! 与花港组相当，位于!! 亚层序下部（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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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应于龙井组，分布于!& 亚层序上部（’(#—’(&）；!")、!"* 可与玉泉组对比，分

别相当 于 地 震 亚 层 序!+（’(&—’(+）和!(（’(+—’((）；!",- 对 应 于 柳 浪 组，大 致 与!,

（’((—’(-）亚层序相当。

& 初步认识

通过对东海陆架盆地充填序列的一系列分析、研究，初步取得了如下认识：

（,）东海陆架盆地的古近—新近系大致由河流、三角州、湖泊、滨海 . 浅海碎屑海岸、

沼泽和碳酸盐台地等 / 大沉积体系构成，其中还可进一步划分出 ,( 种沉积相和 ,+ 种沉积亚

相；

（(）相序、相组合、相分异、沉积物体积划分和地层叠置样式等高分辨率层序学研究方

法的运用，大大提高了东海陆架盆地古近—新近系主要含油层系的层序研究精度，在区区 (
个地震层序内竟划分出 #* $ /& 个短期旋回、(, $ (* 个中期旋回和 % $ ,, 个长期旋回；

（+）分析、研究表明，长期旋回 !", $ !"( 位于地震层序"（’&-—’+-）上部，大体相当

于始新统平湖组。长期旋回 !"+ $ !",-与地震亚层序!（’+-—’(-）基本相当。其中，!"+ $
!"&位于!& 亚层序下部（’+-—’(#），与花港组相当；!"# $ !"%分布于!& 亚层序上部（’(#—

’(&），对应于龙井组；!")、!"*分别相当于地震亚层序!+（’(&—’(+）和!(（’(+—’((），可

与玉泉组对比；!",-大致与!,（’((—’(-）亚层序相当，对应于柳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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