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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盆地有可能是我国海域唯一经历前陆阶段聚敛挤压、燕山阶段拉分断陷和喜山阶段伸展拆离多

期构造运动变形改造的极其复杂的中、古生代盆地，与上扬子区四川盆地不同，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还

是我国海域最后一个至今尚未获得工业性油气发现的大型含油气盆地。通过研究，指出下扬子海区南黄海

盆地中、古生界具有独特油气地质特征。推进南黄海盆地中、古生界油气地质特征的深入研究，科学性、

前缘性、挑战性并存，理论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不言而喻。 

1 “四世同堂”是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独特标志性特征 

通过最新二维地震测线解释，在南黄海盆地发现了新生界、中生界、上古生界和下古生界地震反射层，

已经划分出 Tg，T12，T11，T10，T9，T8，T7’，T7，T2 共 9 个地震反射界面，地质属性分别为震旦系(Z)，

志留系-寒武系(S-∈)，泥盆系-下二叠统(D-P1)，上二叠统(P2)，下三叠统(T1)，侏罗系(MzJ)，白垩系(K)，

古近系(E)以及新近系-第四系(N-Q)。该项研究表明，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新、中、上、下古生界“四世

同堂”，是中国海域最为独特古老的沉积盆地。 

2 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中、古生界发育 16 种典型构造样式 

针对研究区复杂的地震反射面貌分析中、古生界典型构造样式，发现总计 16 种地震剖面类型，分别

命名为半地堑型、等厚逆冲顶超正反八字型、单断逆冲顶蚀型、单断逆冲反 Y 型、八字型正逆冲断裂体系、

逆冲断裂与火山岩体系、大型断裂体系与印支期滑脱体系、古生界泥盆系—下二叠统构造层弯曲顶蚀、火

山岩+中生界斜层-上古生界构造层顶蚀、锅状侏罗系沉积体系、上古生界构造层-火山岩组合、大型火山岩

-中、古生界构造层组合、古生界上构造层-火山岩组合古生界上构造层-火山岩组合、中生界对耦断裂体系

叠加起伏上古生界构造层组合、古生界构造层大型逆冲滑脱断裂组合、雁行逆冲断裂体系等十六种构造样

式，它们相互区别，构成不同的构造接触与地层组合关系。 

3  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中、古生界热年代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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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量化对比研究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中、古生界构造演化进程开展热年代演化史研究。采集了苏

北陆区四口参数井：苏参 1 井，27个样；N4 井，11 个样品；N参 2 井，取样品 21 个；N参 1 井，9 个样，

合计 68 个样。对 N4 井和苏参 1 井总计 8 个样开展裂变径迹测试分析。其中，N4 井井深 2 226～4 140 m，

4 个样地质时代石炭纪—志留纪，测试获得裂变径迹长度平均（11.43±0.19）mm；径迹年龄 32 Ma。基本

结果表明：样品裂变径迹年龄 32 Ma，远小于所代表地层时代年龄，说明 2～4 km处地层曾遭受比现今温

度更高的热作用；进行样品视径迹年龄 28.7±2.5校正，得到径迹长度校正年龄（36±3.3）Ma；表明 36 Ma

左右盆地内发生了一次上升和剥蚀事件；考虑到年龄测定的正负误差，确定上升剥蚀时期为 40～32 Ma；

剥蚀岩层厚度大约等于 2 000 m + 新生代沉积厚度；根据 2 226～4 140 m，近 2 000 m岩石地层具有近似

径迹年龄和长度的特征分析，认为 36 Ma 发生的事件是一次快速抬升和剥蚀的事件；快速的抬升和剥蚀意

味着快速的冷却，温度大于 110～120℃，冷却到 70℃或者更低。 

由此，提出盆地区经历“不等深等熟、不同层等温”的中、古生界构造热演化模式。也证明苏北陆区

存在：① 短时加温模式，其构造背景属于“晚期大幅沉降”类型；② 长时加温模式：其构造背景属于“早

期沉降”类型；③ 构造抬升模式：其构造背景属于“古大于今”退化型（V 字形）类型的分析有据（陈

安定，2001）。 

4  下扬子海陆区盆地并非一个整体 

长期以来，苏北-南黄海盆地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但根据最新研究认为，南黄海盆地中、古生界与苏北

陆区中、古生界关系十分复杂，海陆间盆地地层构造等关系并非一致而是可能“不明不白”。原因之一，

是下扬子海陆交接滨海地带至今尚为地震资料采集空白区，而根据最新地震资料解释绘制了海区盆地资料

采集区前新生代地层等深图，发现海陆间盆地地层构造线展布具有显著区别，似乎完全可能海陆有别！为

此，开展最新磁异常场资料解释，发现了江苏沿海与南黄海海域之间存在一条北西向磁异常梯度带，并沿

北西方向具有磁异常错动现象，通过综合解释，确定该北西向磁异常梯度带系北西向深断裂带，它由两条

近于平行的断裂组成，西侧一条断裂规模大于东侧一条，断裂方向 NW320°，命名为陈家港深断裂带，

从而首次证实下扬子区海陆域盆地被构造分割，下扬子海陆区盆地并非一个整体的确是事实。 

由上述分析可知，下扬子海区南黄海盆地中、古生界具有独特油气地质特征，尚存大量有待深入工作

环节，将是“十二五”国家相关工作的战略投入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