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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海地处欧亚、印度一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互带，是西太平洋地区面积最人 

的边缘 海之一 ，其成因机制和演化过程对探讨特提斯构 造域和太 平洋构造域相 互作用 及油气 

勘探等 问题具有重要 意义 ，虽备受关注但仍存争议 。综合 目前该 区及 外围 已有 的大地构 造等 

方面的资料，本文从探讨南海外围的构造格架及中一新生代演化过程人手，分析了南海及外围 

板块构造早第三纪、晚第三纪和第四纪期间的板块演化序列及相应的沉积过程，以期对南海盆 

地的成盆动力学过程提供约束和启示。此外，还进一步概括了南海北、西和南部大陆边缘性质 

及其相应 的盆地变形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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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西太平洋地 区面积最大的边缘海之一 ，它位于欧亚 、印度一澳大利亚和菲律 

宾海板块相互衔接部位 ，自中生代以来就一直受到上述几大板块的相互作用 ，它是研究 

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洋构造域相互作用的关键地区。此外 ，南海大陆架地区还蕴含丰富 

的石油、天然气和水合物等资源，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作为典型的海一陆交 

互区，南海在东亚季风重建 、西太平洋全球变化 响应等环境演化问题 上同样也具有重要 

意义。研究南海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是理解上述资源、环境等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备受关注和争议 。 

南海成因机 制代 表性 观点 可概 括 为：1)印度一欧 亚碰 撞 引起 的渐 进挤 出模式 

(Tapponnier et a1．，1990；Briais et a1．，1993；Leloup et a1．，1995，2001)，强调印度一欧亚大 

陆碰撞和其后持续的挤入，造成印支地块向南东侧挤出，伴随红河断裂长距离左旋走滑， 

导致加里曼丹地块南移 ，南海 由此拉开 ；2)弧后扩张机制(Karig，1971；Ben—Avraham and 

Uyeda，1973；郭令智等，1983)，认为南海是菲律宾岛弧的弧后盆地，与西太平洋中脊俯 

冲作用有关；3)与深部地幔动力过程有关的主动扩张模式(Tamaki，1995；Flower et a1．， 

1998)，如地幔物质的侧向流动引发了南海的扩张(Tamaki，1995；Flower et a1．，1998)，这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南海深水盆地油气资源形成与分布基础性研究”(编号：2009cB219400)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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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过程从数值模拟上似有可能(Liu et a1．，2004)；4)与古南海俯冲有关的拖曳裂解模式 

(Holloway，1982；Taylor and Hayes，1983；Hall，1996)，强调晚 白垩纪世一古新世时 ，古 

南海洋壳向南东俯冲于吕宋和苏禄弧之下，俯冲造成的拖曳导致了华南陆缘的伸展及南 

海的打开。然而，上述模式与现有地质、地球物理等资料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存在矛盾 

(李思田等，1998；吴世敏等，2005；孙珍等，2006)，这也表明南海具有复杂的演化历 

史。 

其中，南海海盆的扩张时限是探讨南海形成机制和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磁条带异 

常的识别和鉴定提供了南海演化的历史。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南海海盆的磁条带异常及 

其扩张时间(Ben—Avraham and Uyeda，1973；Taylor and Hayes，1983；袁玉松等，2008)， 

基本认为 32～30 Ma时的扩张脊在西北和东部次海盆，扩张方向为北西一南东；30～ 

26 Ma西北次海盆停止扩张，东部次海盆仍在进行，此时扩张方向近南北向；26～24 Ma 

时扩张轴向南跃迁，扩张作用由东向南西迅速的从 中央次海盆向西南次海盆过渡； 

15．5 Ma左右，扩张作用停止，海盆的沉积物较薄(孙珍等，2006；Sun et a1．，2009)。当 

然，上述磁条带识别及南海不同的次海盆扩张历史也存在争议(袁玉松等，2008)。 

由上可见 ，南海海盆的扩张历史及成 因机制 目前还存在相 当大的争议 ，对一些关键 

问题还缺乏共识。本文从探讨南海外围的构造格架及其中一新生代演化过程人手，在综合 

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外围板块构造演化序列，以期对南海盆地成盆动力学过程提 

供一些约束和启示。 

1 南海盆地外围主要板块构造单元和前中生代构造背景 

南海盆地外围地区的主要构造单元为太平洋板块、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 、菲律宾海 

板块、华南板块和印支构造区等，这些块体相互作用，造就了该区复杂而强烈的变形。下 

面就这些块体进行详细说明，并讨论前中新生代时的大地构造背景。 

(1)太平洋板块 

晚侏罗世一早 白垩世亚洲大陆边 缘长度超过 5 000 km火山一深成岩带的出现 ，标 

志着环太平洋西带演化阶段的开始(Wu et a1．，2000)。岩浆活动时代 向南东方向变新而 

钾及全碱含量向北西方向增高，反映了晚中生代时大洋板块 向亚洲大陆的强烈消减 。新 

生代以来是亚洲大陆东部一系列边缘海形成的时期，日本、菲律宾的巴拉望和北加里曼 

丹等就是因此从亚洲大陆裂解的；松辽盆地和华北盆地等是同一过程在陆上的表现。 

(2)印度一澳大利亚板块 

可分成较大的澳大利亚板块与较小的印度板块 ，两者之问为一道低度活动边界(图 

1)。现今印度洋板块为次级的大陆板块，属于印度洋一澳洲板块的一部分，包括印度次 

大陆和印度洋。印度洋板块包括印度洋的北部、中东和东南部、印度半岛、大洋洲的大 

陆、岛屿及邻近的海洋。 

(3)华南板块 

华南大陆是欧亚板块南东缘地壳生长和大陆增生最活跃的大陆边缘，地表构造复 

杂，中生代花岗岩、火山岩分布广泛、多期发育(Zhang，1997；Wu et a1．，2000；郭令智等， 

2001)。该区北部(扬子区)中、上元古界分布较广，且自晚元古代，先后过渡为以稳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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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沉积，其中江南地区显示出过渡型沉积特征；南部(南华区)中元古界最近发现于 

浙闽琼地区和邻 区海域 ，而上元古界、下古 生界均属活动型沉积。上古生界一 中三叠统 

则以浅海相稳定型沉积为主 ，晚三 叠世后形成 以陆相为主的盆地沉积 (Cai and Zhang， 

2009；Zhang and Cai，2009)。 

(4)菲律宾洋板块 

在其东界太平洋板块消减于其下，在其西、北西 和北界菲律宾板块消减于欧亚板块 

之下，并由此产生了菲律宾岛弧。菲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形成了台湾岛，这一过 

程至今还在延续。在其最北端，伊豆一小笠原一马里亚纳岛弧的增厚地壳则与日本碰撞 

形成了伊豆碰撞带。在菲律宾岛弧区第三纪安山质侵入岩和喷发岩广泛发育。 

(5)印支构造区 

包括印支、掸一泰等地块。印支地块 以前寒武纪变质岩系为基底 ，覆 以未变质的古 

生代和中生代地层 。掸一泰地块 自沙里向南经马来半岛直达婆罗洲南西部 ，成为其它陆 

架的一部分，以紧密褶皱的前寒武纪抹谷群变质岩系为基底，以古生代一中生代的沉积 

为盖层。走滑构造是该地区最主要 的新生代构造特色 ，形成一系列走滑一旋转次地块 、 

走滑拉分断陷盆地与走滑断裂带。较老走滑断裂系统为古生代和中生代先存断裂的再 

活动，这些断裂多为左行 ，优势走向北西一南东 ，平行于红河断裂 。较年轻的走滑断裂系 

统主要为近北南向右行的剪切带。 

(6)前新生代构造背景概要 

晚二叠世 Sibumasu和拉萨一南羌塘地体从冈瓦纳大陆裂解开来，中一新特提斯洋开 

始打开；同时由于秦岭古特提斯洋的消减，华南与华北板块开始碰撞(Metcalfe，2005)。 

印支与华南间的古特提斯洋壳可能于晚二叠世就已经开始向南俯冲于印支板块之下 ，两 

个大陆在中三叠世沿滇一琼缝合带完成碰撞，云开凸岬沿河台一合浦剪切带楔入到印支 

大陆，前者的隆升和剥蚀为右江盆地提供大量的碎屑物，形成巨厚的中三叠统复理石(广 

西壮族 自治区地质矿产 局，1985；Cai and Zhang，2009)。早一中三叠世，哀牢 山一Nan— 

Uttraradit弧后盆地随着思茅地体与华南一印支板块的碰撞而闭合 (Zhang，2002)。晚三 

叠世，Sibumasu、印支板块、东 Malaya、西 Sumatra，以及 Simao地体共同拼贴形成东南亚 

(Zhang and Cai，2009)。 

自晚侏罗世始 ，欧亚大陆东部 主要受古太平洋板块即 ：库拉板块沿着东亚陆缘前沿 

向亚洲大陆俯冲影响，出现大规模的中一酸性火山活动和弧后扩张伸展活动，裂陷作用的 

规模和强度空前 ，形成规模 巨大的岩浆弧和一系列边缘海盆地和内陆裂陷盆地 。欧亚大 

陆西部则由于中特提斯的封闭和新特提斯的拉张，先后有挤压和伸展的相互作用，在中 

国西部滇藏地区除了北喜马拉雅继续发生褶皱演化外，又有冈底斯褶皱带的形成。这 

时，澳洲一印度洋板块基本形成。处于欧亚大陆、太平洋、澳洲一印度洋 3大板块交汇处 

的东南亚大陆遭受强大 的挤压而重新活动，形成类似于安第斯山型的大陆边缘 

(Metcalfe，2005)。 

2 南中国海盆地早第三纪外围板块构造及盆地动力学 

从 65 Ma起，新特提斯的关闭和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发生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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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菲律宾大断裂以东的撒马断褶带，是一个上新世中期结束沉降的褶皱带，早第 

三系始新统一渐新统主要为碎屑岩及灰岩，部分地段有复理石特征并夹有火山岩。中部的 

马德里一棉兰老断褶带是中新世中期结束的褶皱带。最西部的中科迪勒拉一巴拉望断 

褶带为始新世末期结束 的断褶带 。 

(3)加里曼丹断褶带 

加里曼丹东南面为残存着的55～42 Ma洋壳的苏拉维系海，其南缘为苏拉威西岛的 

北臂，由早-中中新世和中中新世末新老两期弧火山物质组成。苏拉维系海洋壳向北一北 

西方向俯冲和推挤以及苏禄海盆近北南向的扩张，在东加里曼丹及南巴拉望一卡加延脊 

地区引发了持续的沿一系列北一北西向走滑断裂逆冲推覆的构造活动。 

(4)吕宋左旋走滑一汇聚构造区 

该走滑带内的不同块体因一系列走滑断裂，特别是菲律宾左旋走滑断裂的作用而表 

现出不同的旋向，但整个岛弧带随着西菲律宾海板块，自50 Ma以来从赤道附近沿着苏 

拉一苏朗左旋走滑断裂带经过约 90。顺时针转动而逐步北移 了约 2 500 km后 到达现今 

位置。在菲律宾弧中的吕宋、宿务、马林杜克和东民都洛等岛上可见白垩纪一古新世火 

山弧，指示了当时消减板块的边界，西菲律宾海盆地则是古新世该弧后的扩张盆地，该盆 

地中最老沉积为晚白垩世。 

2．2 印度一欧亚板块碰撞及 印支半岛的相关变形 

始新世一早渐新世 ，印度一欧亚板块碰撞导致印支半岛相对于华南地块开始发生向南 

东的挤出运动，印支半岛内部北西走向的旺蔡(Wang Chao)断裂和红河断裂等均发生左 

行走 滑运 动 (Tapponnier et a1．，1990；Lacassin et a1．，1993，1997；Leloup et a1．，l995， 

2001)(图2)。这些北西走向断层的左行走滑引起断层所夹持的印支等古地块发生顺时 

针旋 转运 动 ，并 且引起 印支半 岛北 西及 南 东部处 于不 同性 质 的 主应力 作用 环境 中 

(Funahara et a1．，1992，1993)(图 2)。 

印支半 岛西北部 因靠近缝合带 ，主要受北东～南西方 向主压应力作用，沿断层及 占 

缝合带发生扭压性变形。一些中生代红盆(如楚雄盆地 、兰坪盆地和思茅盆地等)内部的 

晚白垩 世一古 新 世 红 层 均 发 生 轴 向 为 北 西 或 者 近 南 北 走 向 的 褶 皱 及 推 覆 作 用 

(Tapponnier et a1．，1990；Leloup et a1．，1995，2001)。 

晚始新世一早渐新世 ，伴随印度板块逐渐楔入欧亚板块 内部 ，印支半 岛内部构造活动 

带的运动学特征随时间发生了显著 的变化。越南西南部 40～30 Ma间地壳发生伸展作 

用，发育了一套高钾火山岩(Chung et a1．，1997)，北西向的河内凹陷发育了始新统一早渐新 

统的断陷沉积(Rangin et a1．，1995a)，同时越南北部在扭张性应力环境中发育了多条北西 

走向的左行走滑断裂(Rangin et a1．，1995b)。随着印度板块的挤入，北西走向旺蔡断裂在 

30 Ma左右发生抬升并且水平滑移方向从左行转变为右行 (Lacassin et a1．，1993，1997)。 

该断裂运动学指向的变化导致印支半岛的应力展布模式发生明显改变在印支半岛北西 

部，沿北西走向红河断裂发育的中生代红盆仍然处于扭压环境中，思茅盆地的中一晚中新 

世沉积不整合披盖于中生代褶皱变形地层之上(Chen et a1．，1991)。而红河断裂在 30～ 

22 Ma之间则主要发生左行剪切变形作用(Sch~rer et a1．，1990，1994；Harrison e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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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莺歌海盆地和琼东南盆地周边始新世一中中新世应力展布图(据 Huchon et a1．，1994) 

Fig．2 Stress trajectory arrounding Ying—Qiong Basin during Eocene and Mid—Miocene 

1992；Leloup and Kienast，1993；Tamaki，1995；张连生等，1996；Liu et a1．，2004)。随 

后，伴随青藏高原隆升，红河断裂带北西部的糜棱岩在 22～17 Ma之间发生具有左行走 

滑运动分量的快速冷却抬升过程 (Tapponnier et a1．，1990；Scharer et a1．，1990，1994； 

Harrison et a1．，1992)。中中新世期 间，红河断裂处于左行扭张断裂活动阶段 ，中生代的红 

盆接受沉积。印支半 岛南东部 ，晚渐新世～早 中新世在北纬 17。以南主要 发生近南北向 

断裂的右行走滑运动 ，而在北纬 l7。以北 ，北西走 向的断裂活动可 以持续至第三纪末 ，其 

构造变形在晚渐新世一中中新世期间主要沿红河断裂发生(Rangin et a1．，1995a，1995b； 

Wang et a1．，2000)。与印支半岛挤出相关的构造动力在南中国海盆地发育区表现为近南 

北方向的拉伸应力场 。如在印支半 岛挤 出和旋转变形 的滑移带上发育的北西 向的莺歌 

海盆地，在初始断陷时间和构造强度上均要早或者强烈于南东向走向的琼东南盆地，且 

盆地基底与拉伸方向也有 明显角度差异 (Rangin et a1．，1995a)(图 3)。 

2．3 东南亚地球动力学演化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在第三纪开始的碰撞缝合是塑造东南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构 

造特征关键动力要素 (图 1)。中新世起 ，由于大陆碰撞产生的强大水平挤压力 ，在印度 

板块北缘形成以紧密褶皱、大规模逆掩为特征的印度板块北缘断褶带。由于库拉一太平 

洋板块在新生代俯冲到亚洲板块之下，促使上地幔物质运动更为活跃，不断上涌对流，形 

成一些地幔隆起区，导致岩石圈受热，地壳变薄，岩石圈隆起上部受到张应力作用，并承 

袭老的破裂面发生裂陷，东南亚地区陆缘海的陆壳转化为洋壳，引起了边缘海的扩张和 

岛弧的形成，也产生了我国东部及东南亚地区大型盆地。因此盆地中存在着拉张作用明 

显，内部正断层和同生断层广泛发育，火山活动频繁，岩浆源较深，高热流、高地温梯度异 

常等一系列特征。最后库拉一太平洋板块向北北西方向俯冲，使亚洲大陆再次受到北东 

东一南西西向的强烈挤压，在这个应力场下，北东一北北东向构造出现顺扭剪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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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莺歌海盆地和琼东南盆地始新世一早渐新世断陷模式图(越南运动学资料 ，据 Rangin et a1．，1995a) 

Fig．3 Faults and rifts illustration of Ying—Qiong Basin during Eocene to Eady Oligocene 

(Metcalfe，2005)(图 1)。 

2．4 南海洋盆初始形成 

南海北部在第三纪的构造演化属于被动大陆边缘发育过程 ，即在海底扩张 以前为陆 

壳裂陷，随着陆壳被拉断，海底扩张开始和发展，断陷盆地相继转入坳陷阶段。莺歌海盆 

地和琼东南盆地周边区域构造活动在晚渐新世一中中新世期间处于活跃 阶段，印支半 岛 

和南海 区均发生了重大的构造变革。印支半岛主要沿北西走向红河断裂的挤出运动在 

其南东部北西走向主位移带形成了左行剪切应力环境；而南海的海底扩张则导致扩张脊 

南部的陆块朝南发生大幅度 的运动 ，由此在北东走 向基底断裂带形成 了右行扭张性应力 

场环境 。 

南海盆地在晚渐新世一 中中新世期问的演化明显地受到南海海底扩张活动的影响。 

通过对南海及邻区断陷沉积层序与坳陷沉积层序之间不整合面的研究①(Briais et a1．， 

1993；姚伯初，1998)，南海北部盆地以 B．u．面为代表的断一坳转化时问具有自东向西 

逐渐变晚的特征(见脚注①)。其中，珠江口盆地东部发育时问为33～32 Ma，珠江口西部 

盆地为28—27 Ma，而琼东南盆地为23～22 Ma(Briais et a1．，1993)。具体表现为： 

(1)32～26 Ma 南海海底扩张活动主要发生在东部海盆 ，扩张速率平均速率约为 55 

mm／a。位于东部海盆北部的珠江口盆地东部的断陷阶段结束并且向坳陷转化，坳陷内 

沉积 了珠海组 (浅海相沉积 )和珠 江组 (深海相沉积 )，隆起 的边缘和 台地上形成 了生物 

① 茹克．1989．南海北部大陆架主要盆地的成因类型和构造区划．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南海西部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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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 、滩和碳酸盐岩。 

(2)26～24 Ma 南海海底扩张脊发生了一次向南跃迁的过程。此后，扩张脊开始向 

南西方向快速传播，由此导致礼乐滩与中沙群岛发生分离，西南海盆开始扩张，同期，珠 

江口盆地西部的断陷阶段结束。 

(3)24～15．5 Ma 东部海盆与西部海盆同时发生扩张，至20．5 Ma，西南海盆基本上 

已扩开，并最终在 15．5 Ma时海底扩张活动停止。在西南海盆基本上扩开期间，琼东南 

盆地陵水组中晚期的沉积具有断陷、断坳转换期的沉积特征。 

因此，南海北部在第三纪的构造演化属于被动大陆边缘发育过程，即在海底扩张以 

前为陆壳裂陷，随着陆壳被拉断 ，海底扩张开始和发展 ，断陷盆地相继转入坳陷阶段 。 

3 南海盆地晚第三纪外围板块构造及盆地动力学 

晚第三纪以后，中国东部裂陷格式面貌一新，表现为华北东部盆一岭构造区转化成 

华北平原大型断陷盆地，山西地堑系在穹形隆起脊部发育，银川地堑、渭河地堑等地堑系 

的扩大和活动加强。中更新世以后，由于渤海东侧的断裂活动以及全球海平面上升，黄 

海海水涌进华北，形成渤海，此时江南则发育有零星的中小型裂陷盆地。到中新世，以南 

海强烈裂陷为特征的陆缘扩张再次发生，新的海底扩张把南海老洋壳推挤到东侧岛弧之 

下。这次构造运动所塑造的东亚大陆边缘的构造格局基本定型，即西侧陆缘隆起区、南 

海陆缘地堑区和东侧台湾岛弧断褶系。 

3．1 构造一热事件表征 

(1)台湾岛弧断褶带 

晚第三纪以来，台湾东海岸山喜马拉雅断褶带内上新统不整合接触，上覆于中新统 

火山岩上，有复理石特征，为更新统不整合覆盖。中央山脉晚喜马拉雅断褶带分布有始 

新统一 下中新统千枚状页岩、千枚岩 、板岩和片岩 ，厚度过千米 ，已发生剪切褶皱和区域 

变质作用，中新世中期的海岸山运动使得本带褶皱隆升，代表这次造山运动的侵入岩有 

33 Ma的闪长岩侵入体。西部山麓晚喜马拉雅断褶带晚第三纪出露最老地层为中中新 

统 ，其上为上中新统 的复理石沉积 ，上新统与 中新 统为连续 的沉积 ，下部为锦水 页岩 ，上 

部卓兰组为砂岩，下更新统为磨拉石沉积，与下伏地层过渡或间断接触。一系列向南东 

倾斜的叠瓦状逆冲断层。在此基础上发育平行于褶皱山系的前陆盆地。 

(2)菲律宾岛弧断褶系 

晚第三纪以来，菲律宾褶皱系内主要为硅质及灰岩，上中新统及下上新统为海相碎 

屑岩、灰岩，北部还有酸性凝灰岩，上部过渡为滨海相褐煤。这套地层分布广泛，与老地 

层一起褶皱。渐新世末，本区曾发生构造变形，棉兰老岛东缘有石英闪长岩小岩株侵入 

体。中新世中期的构造运动也有影响，到了上新世中期才结束沉积历史，新老地层一起 

强烈褶皱。 

3．2 印支半岛及南海区构造应力变形 

中中新世末，印度一欧亚板块以及太平洋一欧亚板块之间的汇聚速率均有一定幅度 





3期 张功成等：试论南中国海盆地新生代板块构造及盆地动力学 647 

4 南中国海盆地第四纪外围板块构造及盆地动力学 

南海盆地在晚中新世一第四纪发生了一期快速沉降。盆地沉降期间的断层活动主 

要受到近南北方向的挤压，表现为一些北西走向的断层发生扭张、北东走向的断层发生 

扭压变形和东西走 向的地层发生褶皱。 

在南海西部的海南岛北部及越南东部沿海地 区，中中新世一第四纪期间发生 了大规 

模的玄武岩火山活动。火山活动的高峰期在晚中新世一第四纪。海南岛北部的火山活 

动主要受东西走向与北西走向的断裂交叉部位控制(Flower et a1．，1992)，越南东部沿海 

受南北走向的张性断裂控制(Rangin et a1．，1995b)。岩浆活动可以根据玄武岩成分特征 

分为两期，16～9 Ma的火山岩类型以石英拉斑玄武岩为主，8 Ma以后火山喷发以橄榄 

拉斑玄武岩和碱性玄武岩为主，同时含有石英拉斑玄武岩的喷发。早期含石英 的玄武岩 

的源区具有 富集型(EM II)和亏损型地幔混岩的特征 ，反 映其源区与南海 区的俯冲岩石 

圈的熔融作用有关，而晚期的橄榄玄武岩则主要来 自于软流圈地幔(Flower et a1．，1992； 

Tu et a1．，1992；Hoang et a1．，1996)。因此，南海区中中新世发生的地幔活动与板块的俯 

冲作用有关，它本身并非相对稳定的、起源于核幔边界的典型地幔柱；晚中新世一第四 

纪，伴随软流圈的抬升，软流圈地幔的部分熔融对岩浆活动的贡献变得更为重要，显示出 

地幔的主动活动性质。软流圈地幔熔融产生的玄武岩浆底辟上升，驱动了岩浆发育区地 

壳的隆升(Rangin et a1．，1995b)，控制了莺歌海盆地和琼东南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晚中新 

世一第 四纪 的构造变形作用。 

5 南海海域诸盆地的构造演化特征 

受上述中一新生代期间外围板块的相互作用，南海各大陆边缘新生代盆地呈带分布， 

且为重要的油气聚集带。其陆架和陆坡区发育 30多个新生代盆地，局部地区有中生代 

残余盆地。沉积盆地主要分布在南海南北两侧，东西两侧大陆边缘盆地较少(张功成等， 

2010)。但因受不同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影响，南海演化的各个阶段都有盆地形成，纵向上 

不同阶段形成的盆地既有叠加，也存在迁移，表现为其盆地性质和演化特征也各异(张功 

成等 ，2010)。新生代期间的印度一欧亚大陆碰撞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俯 冲这两大地球动 

力学事件分别从东 、西两侧影响本 区盆地晚期 的形成与改造 (张功成 ，2010)。南海海域 

盆地的特征分述如下： 

5．1 北部伸展型边缘及成盆特征 

南海北部大陆边缘为减薄的地壳，其上发生一系列北东一南西向构造断裂。位于最 

北面的北部湾盆地裂陷作用开始最早，晚白垩世便发生第一期裂陷；位于中带的珠江口 

盆地的珠一和珠三坳陷及琼东南盆地均未钻遇晚白垩世沉积，其中，珠江口盆地最早沉 

积为早始新世，而琼东南盆地比珠江口略晚，而南海海盆更晚(孙珍等，2006)。此外，该 

区断裂走向由晚白垩世的北东走向转变为渐新世的北东东向(李平鲁，1989)。北部大 

陆边缘在中生代晚期有强烈的岩浆活动，具有活动大陆边缘特征；而早第三纪演化为伸 

展和裂陷的边缘。盆地构造以半地堑群及相间的隆起带为特征(李思田等，1997；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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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10)。与晚第三纪和第四纪后期沉降形成海相地层构成叠合坳陷。琼东南盆地和 

珠江口盆地西部都发现了北倾的大型低角度正断层，可能是伸展过程中切过上地壳的断 

裂。该区晚第三纪以来变形强烈，特别是 5 Ma以来吕宋岛弧和台湾岛弧的碰撞，在珠江 

口盆地形成了密集的近东西一北西西向、近乎等间距分布的断裂构造带(张功成，2010)。 

南海北部边缘以北东向为主导的盆地向南西方向延伸至海南岛以南的近南北向中间隆 

起，其西的莺歌海盆地则呈北西向，两者之间在早第三纪成接触关系，晚第三纪则连成一 

片(李思田等，1997)。受南海扩张影响，其北部大陆边缘盆地都经历了裂谷期、裂后热 

沉降期和新构造活动期等3大阶段，从而造成了目前的格局。不同期形成的地层被显著 

的区域不整合面分隔，受构造迁移作用影响 ，这些盆地 可进一步分 为北部陆架 区和南部 

陆坡区，其中陆架区凹陷以裂谷期地层充填为主，裂后期为辅，形成“皮薄肉厚”的坳陷； 

南部陆坡区却表现为裂谷期和裂后期地层均相当发育，具有“皮、肉皆厚”的坳陷(张功 

成 ，2010)。 

5．2 西部转换一伸展边缘及成盆特征 

南海西部边缘盆地环印支地块呈弧形分布。莺歌海盆地呈北西向 ，直接发育在红河 

断裂之上，盆地在早第三纪裂陷期和晚第三纪后期形成了很深的沉降，为受红河断裂系 

控制的走滑拉分盆地。盆地中央形成 5～6排轴向走向南北和东西近间距分布的反转背 

斜带(张功成，2010)。结合周边新生代区域构造演化综合分析，莺歌海盆地形成和演化 

构造应力场分为 4个阶段(郭令智等，2001)：1)古新世末一早渐新世印支地块快速向南 

东向挤出，为盆地提供了左旋剪切分量；同时伴随地块的顺时针旋转，则为盆地提供了北 

东一南西向伸展分量，两者叠合效应使得盆地处于斜向拉伸状态。2)晚渐新世一早中新 

世，印支地块南东向挤出减弱，莺歌海盆地处于左旋剪切状态；但因南海扩张影响，左旋 

剪切背景上叠加了近南北向伸展分量。3)中一晚中新世，该阶段期间印支块体挤出减弱， 

中中新世末，华南块体开始挤出，而上新世末，华南与印支地块呈右旋运动，该阶段也为 

左旋向右旋过渡期。4)上新世一第四纪，期间印支地块相对稳定，华南继续挤出，两者之 

间为右旋剪切运动。盆地呈北西向展布，处于右旋扭动的东西向伸展状态。 

5．3 南部复杂性边缘及盆地特征 

南海南部边缘构造演化比较复杂。加里曼丹北部分布着由白垩纪至早第三纪早期 

海相沉积组成的变质岩山系——cr0cke卜Rajang造山带，该带北东向延伸逾千公里，曾母 

和文莱一沙巴为代表的新生代盆地分布其北侧。文莱一沙巴盆地具有叠合特征，盆地下 

部具有明显的压型变形，但自南向北减弱，上中新世以来的沉积则显示为伸展变形(李思 

田等 ，1997)。 

6 结 论 

南海的形成和演化受其周缘地区的各大地构造格架和板块构造过程影响，特别是与 

新生代以来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挤压碰撞及红河断裂带的走滑和旋转关系密切。总体 

而言，其发育过程经历了早第三纪早中期陆壳断陷、早第三纪晚期到晚第三纪早期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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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及晚第三纪到第四纪的快速沉积阶段，并发育有相应构造阶段盆地沉积序列。 

受周缘不同地球动力学背景影响，南海大陆边缘具有不同性质的变形特征，其中南 

海北部为伸展型大陆边缘，东南部具有压扭特征，西部为转换伸展陆缘，从而造就了这一 

区域上各具特色的新生代盆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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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enozoic tectonics and basin dynamic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Zhang Gongcheng。 Wang Liangshu Tang Xianchun · 

Zhang Kaijun Liu Shaowen Zhao Zhigang Wang Peng Zhong Kai 

(1．CNOOC Institute，Beijing 100027；2．School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Na ng 210093； 

3．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640；4 Key Laboratory of Coast and 

bland Development，MO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is located at the conjunction o±the Eurasia．India—Australia and 

Philippine plates，and is the largest marginal sea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rea．The mechanism and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which will shed great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thyan and Pacific tectonic realms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oil and gas potential， 

are still open to intense debate．Based on the existing srtrnctural and tectonic inform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adjacent areas，we tentatively dicussed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region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Early and Late Tertiary through the Quaternary．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ere largely restrained by the India—Asian collision and the 

rotation of continental blocks along the Red River fault during the Cenozoic．South China Sea 

developed under the rift—strike tectonic background with the levorotaroty of Red River fault 

transfer to dextrorotation accompanying the convergency of India—Asian plate． Cenozoic 

subduction of the Pacific plate beneath to the Erasian continent result the disintegration of 

accumulated East Asian terfanes during the Mesozoic．Continous continental subduction of South 

China Sea casused the underplate of basah and uplifted the continental curst，and initite the 

broad magmatisms during the Mid-MioceBe，and formed the miniature of modem South China 

Sea’s deformation and tectonic framework．Generally，the South China Sea experienced initial 

marginal rifting in early and Middle of the Early Tertiary，strike—slipping pull—apart and oceanic 

extension during the later Early Tertiary to the early Late Tertiary ，and Neotectonism from later 

Late Titary to Quaternary，respectively．Meanwhile，sedimentary sequences correspongding to the 

relevant tectonic setting．Cenozoic basins with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undergone different 

form ation times．continental marginal deformation and basin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of the 

multiple plate tectonic dynamics around it．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is a typical extensional 

continental margin result from the extension of oceanic crust，while its southeast is a 

compressional margin and its west is a transfer extensional continental margin． 

Key W ords Strike—slipping pull—apart，Extensional basin，Tectonic regime，South China 

S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