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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根据地震反射终止类型

,

结合探井资料
,

在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界及古近 系地层

中识别出 4 个一级层序界 面和 4 个二级层序界 面
,

据此将该套地层划分为 3 个构造层序和 7

个超层序
。

通过分析各层序单元的沉积演化特征和 空间展布规律
,

提 出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

生代至古近系的沉积演化经历 了坳陷期
、

弧前期
、

喷发期
、

裂陷期
、

裂后期
、

反转期 6 个沉积充

填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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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陆架盆地
,

是中国近海 面积最大的盆地
,

油气主要集中在西湖凹陷和丽水凹陷
。

对东海陆

架盆地的层序地层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

主要

集中研究西北部的西湖凹陷以及研究区 内贩江 凹

陷的新生界地层 ! ’ 一 ’ 〕 ,

以闽江 凹陷为中心的东海盆

地南部地区
,

勘探和研究程度相对较低
。

笔者通过

地震剖面
、

钻井综合分析
,

建立 了东海陆架盆地南

部中生界及古近系层序地层格架
。

分析了各层序

单元的空间展布特征和沉积演化规律
。

, 层序界面识别

根据地震反射轴的终止类型与地震波阻特征
,

以削截
、

上超
、

顶超和下超为识别标志
,

结合钻井和

测井资料对地震剖面进行综合分析
,

图 1 为东海盆

地南部层序底层划分
。

在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

界和古近系地层中
,

自下而上识别出 4 个一级层序

界面
: T g 、

T昙
、

T旦和 T呈
,

4 个二级层序界面
: T兮

、

T呈
、

T岌
和吧

。

T :

界面为一级层序界面
,

是盆地沉积地层的底

界面
,

其下没有可识别的有效反射波
。

界面反射波

呈双轨
,

中强振幅
,

连续性较好
。

在闽江凹陷中心

部位
,

因褶皱强烈而不易识别 ;在闽江凹陷北部地

区
,

因受火山岩影响
,

识别也有一定难度 ;在基隆凹

陷中部
,

因深度过大而无法确定 ; T竺界面为一级层序

界面
,

是中新生界 的分界面
,

为区域性角度不整合

面
。

其下地层经历强烈的挤压褶皱并遭受抬升剥

蚀
。

图 2 为 B 一 B’ 震剖面
,

图 3 为 A 一 A
’

地震剖面
。

王连进 ! ’ 〕等根据镜质体反射率与深度关系曲线计

算出其间的剥蚀厚度可达一千多米 ; T呈界面为一级

层序界面
,

是典型的构造运动转换面
,

该界面之下
,

拉张性同沉积断裂很发育
,

界面之上 同沉积断裂停

止活动
。

由图 2 可 以看出
,

在地震剖面上可见明显

的上超下削现象
,

闽江 凹陷南部可见上覆波组对其

上超 ;
叫界面为一级层序界面

,

由图 2
,

图 3 可 以看

出
,

界面连续性好
,

是区域内鉴别标志最清楚的区

域不整合界面
,

是前期反转构造运 动的消失面
,

界

面之上为未经变形的水平地层
。

全区下削上超现

象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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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琴界面为二级层序界面
,

是中生界内部的一个

不整合界面
,

C 一 C
’

剖面显示明显的削截现象
,

界面

上下的两套地层存在明显 的沉积间断
,

表现为轻微

的角度不整合 ;
嘿界面为二级层序界面

,

其上为火山

喷发及火山沉积地层
,

由于火山岩的屏蔽作用
,

该

界面在地震剖面上不易观察和追索
,

但是在钻井上

可以清晰地识别出界面性质为喷发不整合界面 ;

T :界面为二级层序界面
,

界面性质为沉积间断面
。

由图 3 可以看出
,

在欧江凹陷的边缘部位
,

上超下削

特征明显
。

在雁荡凸起
、

台北凸起和渔山凸起上
,

超覆在不同时期的地层之上 ;
吧界面为二级层序界

面
,

分布于闽江凹陷东部及南部
,

西部被 T I界面削

截
,

地震剖面反射波下削上超明显
,

局部发育下切

谷
,

界面上下物性差异不大
,

属于沉积间断界面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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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海盆地南部层序地层划分

2 层序地层特征

在盆地充填序列中
,

构造层序是在大的区域构

造应力场下
,

单型盆地的充填沉积
,

其相应 界面代

表了盆地构造性质的转变
。

超层序代表了在总体

同一构造应力背景下充填演化的阶段性产物
,

其界

面多为构造反转面 〔’ 1
。

根据上述原则及 图 1 可 以

段九春等
: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界及古近系层序地层格架

得出
,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界及古近系地层可以

明显地分为 3 个构造层序
、

7 个超层序
。

2
.

1 丁5 1 (中生界构造层序 )

中生界构造层序的反射波频率较低
,

地震层速

度明显高于上覆地层
,

由图 2 可 以看出受断裂和褶

皱改造强烈
,

在闽江 凹陷靠近雁荡凸起东侧地区
,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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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Z B 一 B’ 地震剖面

图 3 A 一 A
,

地震剖面

地震反射清晰
。

原生沉积厚度受北东向构造带控

制
,

沉积断裂不发育
,

具有显著的坳陷盆地特征 [ ’ 〕。

现存分布状态为后期剥蚀的残留地层形态
,

残余厚

度明显受后期断裂控制
。

地层南厚北薄
,

以闽江凹

陷最 为发育
,

厚度可 达 s k耐
’ 〕 。

该构造 层序由

5 5 1
、

5 5 2 和 5 5 3 3 个超层序构成
。

55 1 由 T g

区域不整合面和 T军不整合面所限定
,

钻遇地层由中
、

下侏罗统福州组砂砾岩
、

灰黑色泥

岩构成
,

夹薄煤层
,

钻遇厚度 4 0l m
。

福州组为一套

含钙质超微化石的河流相地层
,

为华南海侵的背景

下
,

形成的近海河流体系沉积 〔4
,

6 〕 。

福州组之下还

有千米以上的地层未钻遇
,

根据邻区福建浙江地层

发育情况
,

推测下部未钻遇 地层应为上三 叠统地

层
,

相当于浙江上三叠统乌灶组
,

福建上三叠统文

宾山组
,

由海相泥岩为主构成
,

是一套有潜力的烃

源岩
。

55 2 由 T昙喷发不整合面与 T孚不整合面所限定
,

相应的地层为上侏罗统厦门组
、

下 白奎统闽江组和

渔山组
。

厦门组钻遇厚度为 577 m
,

上部为泥岩与

砂岩互层
,

中部主要为泥岩
,

下部为长石砂岩 ;渔山

组钻遇厚度为 350 m
,

下部为砾岩
,

中部为砂岩
,

上

部为泥岩与砂岩互层 ;闽江组钻遇厚度为4 50 m
,

岩

10 2

性为泥岩夹泥质粉砂岩
。

为一套干旱气候条件下

的河湖相沉积
。

剖面显示 552 地层超覆于 5 51 地层

之上
,

说明该时期的盆地范围扩大
,

沉积范围更广
。

55 3 由 T :喷发不整合面与 T呈区域不整合面所

限定
,

由上白要统石门潭组构成
。

岩性以安 山岩为

主
,

夹凝灰岩及 湖相杂色泥岩
,

最大厚度为超过

1 k m
,

为一套火山喷发相沉积
,

在闽江凹陷北部靠

近雁荡凸起地区尤为发育
。

2
.

2 丁S 2( 古新统构造层序 )

古新统构造层序发育受断裂控制明显
。

下部

仅分布于贩江凹陷
,

断裂系统控制着盆地 的沉降
、

沉积中心
,

呈现隆凹相 间的古地貌特征 ;上部层序

全区发育
,

呈现出断坳转换期沉积特征
,

发育巨厚

的海相地层
。

该构造层序由 5 54 和 5 55 2 个超层序

构成
。

5 54 由 T鸳区域不整合面与 T互假整合面所限定
,

相应的地层为古新统月桂峰组
。

仅分布在匝江坳

陷
,

沉积中心位于雁荡凸起边界断裂附近
。

该层序

沉积时
,

闽江凹陷尚处 于抬升剥蚀状态
,

并且提供

了部分物源
。

月桂峰组钻遇厚度 4 00 m
,

为一套淡

水湖相沉积
,

下部为泥岩
,

上部为泥岩与砂岩互层
。

与下伏中生界地层不整合接触
。

55 5 由 T军不整合面至 T :界 面所限定
,

对应的地

层为古新统灵峰组 和明月峰组
,

为一套滨浅海沉

积
。

灵峰组最大厚度 s oo m
,

由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

岩构成下粗上细的正旋回
,

局部发育灰岩
,

代表一

个海侵序列 ; 明月峰组最大厚度 1 100 m 下部为泥

岩
,

中上部为粗砂岩与泥岩互层夹煤层
,

代表一个

海退序列
,

在地震剖面上可 见到明显 的前积反射

结构 [ 7 ]
。

2
.

3 丁S 3( 始新统 一渐新统构造层序 )

由图 3 可以看 出构造层序形态平缓
,

在东西向

音」面呈凹陷状
,

由图 2 可以看出在南北向剖面呈现

南断北超形态
,

层序上部地层在凸起区遭受剥蚀
。

除少数边缘断裂外
,

构造层序内部断裂活动较弱
,

对沉积的控制作用 不 明显
。

该构造层序由 5 56 和

55 7 2 个超层序构成
。

55 6 由昭不整合面与 Tg界面所限定
,

该层序内

部反射波以水平平行状地震反射波为主
,

局部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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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交前积结构
。

对应的地层为始新统贩 江组和温

州组
。

区瓦江组为浅海沉积
,

下段以粗碎屑岩为主
,

中段发育灰岩
,

上段为泥岩与砂岩互层
,

最大厚度

10 00 m ;温州组为滨浅海沉积
,

以泥岩为主
,

夹粉砂

岩及煤层
,

最大厚度 soo m
。

上述 2 套地层构成 了

由海进到海退的一个完整序列
。

55 7 由 T }不整合面与 T呈界面所限定
,

对应的地

层为渐新统花港组
,

为一套陆相河流体系地层
,

岩

性由砂岩
、

含砾砂岩和泥岩互层构成
,

夹少量煤层
。

受中新世的反转构造影 响
,

该层序在区内西部地 区

被剥蚀而缺失
,

仅分布于 闽江凹陷南部及基隆凹

陷
,

基隆凹陷发育渐新统厚度可达 2 一 3 k m[
8 〕 。

3 层序发育演化史

根据上述层序界面的性质
、

构造层序的空间展

布规律
、

超层序的叠 置关系
,

综合分析东海盆地南

部层序发育特征
,

提出该区中生代及古近纪的盆地

充填演化
,

经历 了以下 6 个相互继承的沉积充填

阶段
:

坳陷期 ( T 3 一 J
Z

)
:
东海陆架盆地的沉积基底为

中
、

上元古界的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

晚三叠世至中

侏罗世
,

基底之上发育克拉通坳陷盆地仁’ 〕 ,

沉积了

一套近海河流体系地层
,

沉积中心位于闽江凹陷南

部
。

结合区域资料
,

可以确定其南海北陆的格局
。

弧前期 ( J: 一 K ,

)
:
经 历抬升剥蚀后

,

盆地 自晚

侏罗世开 始
,

发育一套干旱气候条件下 的河湖沉

积
。

冯晓杰等〔 9 〕对东海盆地南部渔山组底部砾石

进行研究
,

成分为玄武岩及安山岩
,

显示与岩浆弧

有关
,

认为下 白噩统物 源来 自闽浙隆起区 的岩浆

弧
,

据此推断该时期的沉积盆地类型为弧前盆地
。

喷发期 ( K :

)
:

进人 白噩纪
,

盆地进人火 山活动

期
,

沉积物中岩浆弧成分不断增加 〔9 〕 。

晚白奎世开

始
,

火山喷发直接发生在盆地 内
,

火 山岩及火山沉

积岩发育
,

形成了石门潭组火山喷发及火山碎屑体

系沉积
。

区内的北部和西部
,

火 山活动尤为强烈
。

裂陷期 ( E ,

) :
古新世时期

,

东海盆地南部进人

裂陷阶段
,

呈 现断陷盆地特征
,

东断西超
。

早期沉

积中心位于顾 江凹陷
,

闽江凹陷缺失下古新统 ; 晚

期全区发育沉积
,

上古新统分布广
,

东厚西薄
。

发

段九春等
: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界及古近系层序地层格架

育了半地堑式的箕状构造一断陷盆地
,

沉积了以浅

海相沉积为主的古新统碎屑岩
。

裂后期 ( E
Z

)
:
始新世为东海盆地南部的裂后凹

陷期
。

由图 3 可以看出盆地沉积充填呈现凹陷形

态
,

沉积中心位于盆地中部
。

始新世早期是裂后衰

退阶段
,

断层活动减弱
,

对沉积的控制作用不明显
。

始新世中晚期是裂 后萎缩阶段
,

断层 活 动基本停

止
。

蔡东升等「’ “ 〕认为
,

从始新世开始
,

东海盆地进

人了由西向东迁移的弧后盆地发育过程
。

反转期 ( E。

)
:
渐新世中期开始

,

东海盆地南部

进入反转构造期
,

处于挤压隆起状态
,

造成了贩江

凹陷长时期的抬升剥蚀
,

基本上缺失渐新统花港组

地层
,

局部地区温州组也遭受剥蚀 ; 闽江凹陷大部

地区也仅存厚度有限的花港组地层
。

东海盆地南

部仅基隆凹陷得以保存较完整的渐新统沉积
。

4 结 论

( 1) 东海陆架盆地沉积地层中
,

可 以识别出 4

个一级层序界面
,

4 个二级层序界面
。

将盆地充填

沉积地层划分为 4 个构造层序
,

其中
,

中生界及古近

系的 3 个构造层序
,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7 个超层序
。

( 2) 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代至古近纪沉积充

填演化
,

经历了坳陷期
、

弧前期
、

喷发期
、

裂陷期
、

裂

后期
、

反转期等 6 个沉积充填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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