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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南部梅山组强振幅体成因及油气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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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利用等比例方差体切片技术，发现琼东南盆地南部 深 水 区 梅 山 组 发 育 有 一 系 列 的 强 振 幅 地 质 体。

通 过对这些强振幅体的精细研究发现，平面上强振幅地质体的规模大小不等，长度约２～１５ｋｍ，宽度约５００～５０００　ｍ，整体走向为近

东西向。在强振幅地质体内部发育一系列的小断层系。强振幅体在东西部表 现 出 不 同 的 特 征：东 部 表 现 为 不 规 则 的 斑 点 状；西 部

表现为条带状。同时，在垂直于其走向的剖面上，强振幅体多表现为“Ｖ”或者“Ｕ”型的外部形态。这些强振幅地质体主要发育在隆

起上的梅山组中，其下往往有断陷期开始发育的隐伏断层，且走向与渐新世末期断 层 的 展 布 一 致。盆 地 裂 后 期 断 层 的 活 化 使 下 伏

古近系中的流体向上输导，深部流体沿梅山组内发育的断层系发生水—岩反应和随 后 可 能 的 流 体 充 注，导 致 了 强 振 幅 地 质 体 的 形

成。这套强振幅地质体的发现对于琼东南盆地南部的深水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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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进步，２０世纪末深水油气勘探取得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油气勘探最重要的领

域［１－２］。由于与世界其他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具 有 相 似

的油气地质背景，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被认为具有

丰富的油气资源潜力［１－３］。但由于构造演化和 深 水 沉

积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深水油气勘探的高风险性，整个

南海北部海域的深水油气勘探仍处于初始阶段［２］。与

其他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类似，琼东南盆地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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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勘探活动都集中于北部陆架浅水区域，深水区油

气钻井非常有限。
以琼东南盆地南部隆起区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为

研究目标，利用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对这种特殊的地

质体进行解剖，精细刻画了其平面和剖面的外部形态

及内部结构特征，阐明了其成因机制。此研究对更进

一步认识琼东南盆地深水区的含油气系统以及相应的

深水油气勘探活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１　区域地质背景

作为南海北部陆坡深水区盆地之一，琼东南盆地

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珠江口盆地以西的海域，为新生代

发育的被动大陆边缘拉张性盆地（图１）。琼东南盆地

在大地构造背景上位于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和太平洋

板块的结合部位，其发育演化受到３大板块相互作用

的影响［４］。在复杂的构造背景下，琼东南盆地的形成

演化经历了多个阶段：始新世到渐新世的裂陷期和中

新世以来的裂后期。同时受到中新世以来周缘板块活

动以及南海张裂后其大规模岩浆活动的影响，琼东南盆

地裂后期根据其沉降速率又可分为裂后热沉降期和加

速沉降期［５］。盆地沉积充填总体上可以分为上、下两个

超层序组：裂陷期超层序组和裂后期超层序组［６］。裂陷

期沉积包括古近系裂陷期的始新统、渐新统崖城组和陵

水组，沉积环境由早期的湖相逐渐过渡到滨浅海相；裂
后期沉积主要包括新近系的中新世三亚组、梅山组（从
下而上分为梅山组二段和梅山组一段）和黄流组、上新

世莺歌海组，沉积环境早期为滨浅海相，后期随着相对

海平面上升逐渐变为半深海—深海沉积环境［５，７］。

图１　琼东南盆地区域地质概况及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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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琼东南盆地相继发现了

多个气田，被证明具有良好的油气勘探前景［８］。盆地

不同的沉积演化阶 段 发 育 不 同 类 型的储层，从下至上

包括：始新世—早渐新世的河流、扇三角洲相砂岩储层；
晚渐新世的三角洲—滨浅海相砂岩储层；中新世滨浅海

相砂岩、碳酸盐生物礁储层和深水浊积砂岩储层；上新

世的深水 中 央 峡 谷 中 分 布 的 浊 积 水 道 复 合 体 砂 岩 储

层［８－１１］。与此对应，琼东南盆地主力烃源岩自下而上一

共有３套，分别为始新世湖相烃源岩、渐新世海陆过渡

相烃源岩和中新世半深海—深海相烃源岩［７］。

２　强振幅地质体特征

为了对研究区内的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进行更精

细的研究，同时鉴于梅山组地层产状比较平缓，且内部

绝大部分地层的地震反射都表现为平行或者亚平行反

射，利用等比例切片和层间属性提取等相关技术对梅

山组强振幅地质体进行了平面刻画。整个研究区梅山

组等比例切片揭示，强振幅地质体主要发育于梅山组

一段地层中［图２（ａ）和图２（ｂ）］。

２．１　基本特征

研究区位于琼东南盆地陵水凹陷与南部的陵水低

凸起之间，北礁凹陷西北部，现今水深约１　５００　ｍ（图１）。
强反射地质体在研究区内非常发育，而且发育层位非常

局限，仅仅出现于梅山组。虽然三亚组局部地层中也会

出现零星的强振幅地质体，但是无论是长度、厚度还是

数量相对于梅山组而言都非常少［图２（ｃ）］。剖面上，这
些强振幅地质体与同时期地层的地震反射特征差异性

异常明显，表现为不连续的强振幅地震反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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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琼东南盆地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基本特征

Ｆｉｇ．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２．２　平面展布

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在平面上主要分布于三维工

区中央峡谷以南的区域，在研究区的北部和最西段均

无强振幅地质体的 发 育［图２（ａ）］。强 振 幅 地 质 体 规

模大小不等，长度变化范围为２～１５ｋｍ，宽度约５００～
５　０００　ｍ［图２（ｃ）］。这些强振幅 地 质 体 在 平 面 上 的 走

向为近东西向。同时，这些地质体的分布还表现出一

定的规律性：在其发育的东部区域，强振幅地质体主要

表现为不规则的斑点状，规模较小，平面上不同的强振

幅地质体之间的联通性较差；在其发育的西部地区，强
振幅地质体规模较大，表现为条带状。另外，强振幅地

质体还表现出双层结构：外围的边部（浅色）和内部的

核心（深色）。这种双层结构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地质体

的厚度变化特征：核部的强振幅地质体厚度大于边部。
当强振幅地质体厚度大时，其在平面上表现出的均方

根振幅值也相应较高［图２（ｃ）］，据此可以得到强振幅

地质体在平面分布上的另外一个特征：东部强振幅地

质体的厚度大于西部。

２．３　剖面特征

在走向与强振幅地质体斜交或者垂直的剖面上，
这些强振幅地质体整体上常常表现出“Ｖ”型或者宽缓

的“Ｕ”型［图３（ａ）］，这个特征与深海浊积水道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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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与此同时，这些强振幅地

质体的内部结构及其与周围地层的接触关系也显示出

其特殊的性质：首先，强振幅地质体内部的地震反射同

相轴的连续性非常好，同相轴之间为平行或者亚平行

关系，内部结构比较简单。相比而言，深水浊积水道内

部的结构特征 比 较 复 杂，沉 积 充 填 类 型 多 样［１２］，通 常

发育多个相互切割关系的侵蚀面等，一般在地震剖面

上的同相轴 反 射 特 征 表 现 为 杂 乱 反 射 和 连 续 反 射 并

存，内部反射连续性较差。其次，强振幅地质体与周围

地层的沉积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为强振幅地质体内

部的反射同相轴能够跟其外部地层的反射同相轴相连

通，只是在振幅上表现出很强的差异性；深水浊积水道

一般具有较强的侵蚀能力，与其外围地层表现为削蚀

关系，一般具有明显且连续的侵蚀边界［１２］。

图３　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的剖面特征［剖面位置见图２（ｂ）］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Ｆｉｇ．２（ｂ）］

　　在沿强振幅地质体走向的剖面上，强振幅地质体

和周围地层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地震反射振幅强弱

的相对变化［图３（ｂ）］，强振幅地质体的主体发育于梅

山组地层的中部。在此套同相轴对应的地层之下，强

振幅地质体的发育规模急剧缩小，而在其之上的强反

射地质体的平面展布的规模可能更大，但是振幅要相

对变弱。

２．４　小断层系

伴随强振 幅 地 质 体 还 发 育 有 大 量 规 模 很 小 的 断

层，其断距一般不会超过５０　ｍ。同一组断层中相邻断

层之间的水平距离在２００～２　０００　ｍ变化不等（图４）。
同时，这些断层的发育层位比较局限，梅山组之下的三

亚组地层中基本不发育。梅山组之上的黄流组地层中

由于地震反射同相轴的振幅变弱，连续性变差，实际发

育状况不易判定，但是局部仍然可以观察到小断层向

上部的黄流组地层中有一定的延伸（图４）。沿强振幅

体的沿层方差体切片中，这种小规模的断层在东部不

规则斑点状的和西部条带状的强振幅地质体中都有发

育（图５）。在 平 面 上，这 种 断 层 的 走 向 基 本 上 与 强 振

幅地质体的走向处于垂直相交的关系，他们在走向上

图４　强振幅地质体内部发育的小断层［剖面位置见图２（ｂ）］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ｆａｕｌ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ｈｉｇｈ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Ｆｉｇ．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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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距离一般都比较小，通常不会超过１ｋｍ。同时，
在西部的条带状强振幅地质体发育的区域，这些小断层

的长度更大，可达１ｋｍ，而在东部的不规则斑点状的强

振幅地质体中，这些小断层的长度一般低于５００　ｍ。

图５　强振幅地质体方差体沿层切片反映其内部小断层

的平面特征［位置见图２（ｂ）］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ｆａｕｌ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ｌｉｃｅ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ｅ　Ｆｉｇ．２（ｂ）］

　　前人研究表明，在琼东南盆地南部梅山组顶部和

黄流组底部以及东部 早－中 中 新 世 的 地 层 中 发 育 有 一

系列的具有 微 小 断 距 的 张 性 多 边 形 断 层 系［１３］。这 种

断层的倾角一般大于４５°，长度不超过１　５００　ｍ，这些剖

面特性与研究区内强振幅地质体内的断层具有一定的

可比性。通过断层平面和剖面特征的对比发现，研究

区内的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内发育的小断层规模比前

人研究中描述的多边形断层的规模相对较大，且平面

展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相邻断层之间表现为平行或

者亚平行关系，同时走向与强振幅地质体的走向保持

垂直关系。因此，研究区内梅山组发育的小断层系不

具有琼东南盆地南部和东部发育的多边形断层典型的

平面和剖面特征，不属于多边形断层。

３　成因探讨

３．１　沉积环境

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在始新统时期发育两个分

割的 大 型 湖 泊 区：东 部 为 松 南—宝 岛 凹 陷，西 部 为 陵

水—乐东凹陷［１４］。同时，利用琼东南盆地北部的钻井

连续岩心，通过以微体古生物学为手段的古生态学研

究，邵磊等［７］认为琼东南盆地在渐新世早期海水可能

从东、西湖泊群两个方向进入琼东南盆地，在局部区域

形成东、西两个浅海区，随后渐新世晚期—中新世，琼

东南盆地的水深在海侵作用下进一步加深。晚中新世

以来，琼 东 南 盆 地 北 部 的 陆 架—陆 坡 体 系 开 始 发

育［１５］。同时，由于 沉 积 物 供 给 和 构 造 活 动 的 差 异 性，
琼东南盆地东、西部的陆架—陆坡体系具有不同的特

征［１５－１６］。伴随陆架—陆坡体系的出现，一系 列 深 水 沉

积物重力流在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开始发育［１７－１９］。
尽管琼东南盆地北部陆架—陆坡体系以及相邻深

水凹陷区受到来自盆地北部陆源碎屑沉积物的影响，
但是中中新世以来，琼东南盆地南部隆起区由于远离

物源，供给量有限的陆源碎屑很难到达盆地南部。例

如，在本研究区的东南部的西沙海域西部，礁相碳酸盐

的面积可达２　５００　ｋｍ２，累计厚 度 达１　４００　ｍ［２０］。研 究

认为，在梅山组时期水深相对现在较小时，盆地南部的

构造高部位及其边缘地带是生物礁及碳酸盐岩台地发

育的有利区 带［１１］。在 距 离 研 究 区 较 近 的 北 礁 凹 陷 周

围，梅山组时期的陆架边缘环礁非常发育，甚至于在乐

东—陵水凹陷中，也有小块的礁体发育［２１］。虽然晚中

新世梅山组时期北部陆架—陆坡体系就已经形成，同

时上新世受 到 西 部 红 河 及 海 南 岛 充 足 物 源 供 给 的 影

响，陆架—陆坡快速向前推进［１５］。然而红河物源的沉

积物供给速率在晚中新世时期达到最低，随后在上新

世和更新世时期再逐渐加快［２２］。综上所述，陵水低凸

起晚中新世梅山组受到北部陆源碎屑的影响较小，南

部碳酸盐台地物源可能有一定的贡献。同时，由于研

究区本身处于南部隆起边缘的陵水低凸起之上，结合

环北礁凹陷生物礁的发育推断，研究区可能会在局部

发育自生碳酸盐岩沉积。

３．２　构造活动

发育在前古近系基底之上的琼东南盆地构造演化

比较复杂。受到印度—欧亚大陆碰撞作用的影响，琼

东南盆地古近系始新世—早渐新世和晚渐新世两期的

伸展作用，形成了半地堑和地堑两种裂陷构造样式以

及“南北分带、东西分段”的裂陷结构特征。琼东南盆

地的构造样式对于盆地内部３套烃源岩、储层以及区

域盖层的发育有重要的控制作用［２３］。同时，与大多数

断陷盆地类似，琼东南盆地的构造活动多集于盆地的

裂陷期，裂后期盆地主要断裂的构造活动性都大为降

低［５］。新近系以来，对盆地的层序及沉积体系的发育

起控制作用的断层非常少，而且主要发育在盆地北部

的陆架坡折区域［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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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南部深水区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其

形成机制跟 新 近 系 以 来 的 较 微 弱 的 断 层 活 动 密 切 相

关。通过强振幅地质体发育的相对位置与下伏古近系

断层的空间配置关系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强振幅地

质体的下部，都对应着古近系控制局部地堑发育的断

层，而且似乎规模越大的断层，其上发育的强振幅地质

体的规模越大，数目也更多（图６）。同时，这些断层都

具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始新世—渐新世，其活动性逐渐

变小，新近系中在地震剖面上很难找到这些断层活动

的踪迹。除此之 外，这 些 强 振 幅 的 平 面 展 布，跟 渐 新

世 末 期 研 究 区 内 发 育 的 断 层 以 及 隆 凹 结 构 也 具 有 很

好的一致性：强 振 幅 地 质 体 发 育 的 位 置 主 要 集 中 在

研究区南部，对 应 于 琼 东 南 盆 地 南 部 的 陵 水 低 凸 起

上的隆起区；强 振 幅 地 质 体 在 平 面 上 的 走 向 为 近 东

西向，这与渐 新 世 末 期 盆 地 断 裂 的 整 体 近 东 西 走 向

也具有一致性（图７）。

图６　强振幅地质体与下伏断层位置关系［剖面位置见图２（ｂ）］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Ｆｉｇ．２（ｂ）］

图７　研究区渐新世末期隆凹格局及主要断层发育特征

Ｆｉｇ．７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ｕｐｌｉｆ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　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３．３　强振幅地质体成因

研究 区 内 的 强 振 幅 地 质 体，一 方 面，其 剖 面 上 平

直、连续性较好的地震反射内部结构特征跟一般的浊

积水道的杂乱与连续交替的地震反射特征结构特征相

比具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平面形态上，强振幅

地质体不仅具有斑点状和不连续的特征，同时连续的

强振幅反射形态也非常平直，与一般的水道平面上发

育的连续和曲折蜿蜒的特征相异。因此，强振幅地质

体并非一般的水道体系。
琼东南盆地在梅山组时期，发育大规模的碳酸盐

沉积，并且在研究区内也局部发育。同时，国内外研究

实例表明，构造热液作用导致的水—岩反应在碳酸盐

岩地层中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灰岩地层中，构造热

液作用导致的水岩反应能使其变为热液白云岩［２５－２７］。
例如，塔里木盆地发育的热液白云岩是盆地内最好的

储层之一，其面孔隙度可以达到６％～１５％［２７］。
琼东南盆 地 在 晚 中 新 世 时 期 进 入 加 速 热 沉 降 阶

段。尽管多数盆地的断裂在裂后期都已经停止活动，但
是加速热沉降使盆地内局部的断层活化［５］。在盆地南

部，由于这些断层往往是控制盆地地堑群发育，断层活

化作用致使这些断层系统成为渐新世崖城组和陵水组

中的流体向上运移的良好通道。另外，梅山组中发育的

一系列的走向与强振幅地质体垂直的小断层使流体能

够更好的与周围的地层接触，随之发生的水—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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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始沉积地层岩性的改变，或者形成溶蚀孔洞在后期

得到流体的充注，从而导致强振幅地质体的形成。平面

上强振幅地质体东西部表现出来的特征差异可能跟下

伏断裂的活动性以及向上输导的流体量有关。西部的

断裂更靠近乐东—陵水凹陷，断裂活动较强，相应地深

部流体更多，对梅山组沉积物成岩改造更明显，因此能

够形成平面上成条带状的单层强振幅体；而在东部断裂

活动较弱，相同时间内流入的流体量可能较少，相应的

成岩改造范围有限，仅仅是沿这些断层活动形成平面上

规模较小斑点状的，同时却很“厚”的强振幅地质体。

４　油气地质意义

经过数十年的油气勘探，琼东南盆地被证明具有

很好的油气 前 景［２，８］，但 是 盆 地 油 气 勘 探 领 域 及 范 围

主要集中于陆架浅水区，深水区的油气勘探活动非常

有限［１］。尽管如此，浅水区的油气勘探证明，在琼东南

盆地北部一 些 小 型 凹 陷 中 都 能 够 有 良 好 的 烃 源 岩 发

育。通过盆地级别的沉积体系演化发现，盆地深水区

中央坳陷带更大规模的凹陷中，烃源岩也应当更加发

育［７］。同时，古近系的陆相以及海陆交互相的砂岩的

广泛发育为油气提供了良好的储层［９］，特别是琼东南

盆地中央坳陷带新近系发育的中央峡谷，其中沉积的

大量深水浊积砂岩规模相当可观［１０］。另外，琼东南盆

地南部隆起及其周缘区域，发育了大规模的生物礁及

碳酸盐台地，也可作为良好的储层［１１，２０－２１］。
琼东南盆地南部深水区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的形

成，对于深水区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尽

管琼东南盆地裂后期的构造活动被认为在中新世以来

趋于停滞状态，连接烃源岩和储层通道的缺乏一直是

制约盆地裂 后 期 油 气 成 藏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之 一［１３］。深

水区强振幅地质体的成因跟盆地深部隐伏断裂裂后期

再活动密切相关。梅山组强振幅地质体的出现证明了

裂后期盆地深水区的构造活动仍存在，能够作为良好

的流体运移通道，使下伏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向上运移

到新近系的储层中成为可能。同时，梅山组一直被认

为是研究区内发育良好的区域盖层，但是其中发育的

强振幅地质体指示着裂后期的构造活动有可能对其垂

向封堵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５　结　论

琼东南盆地南部深水区梅山组发育一系列的强振

幅地质体。这些地质体在剖面上展示出“Ｖ”或者“Ｕ”
型的似“水道”的外部形态特征。然而，其内部却以平

行或者亚平行的地震反射为特征，这跟一般浊积水道

内部侵蚀面发育的浊积水道又有明显的不同。在平面

上，强振幅地质体走向为近东西向。同时，在其发育的

东西部有具有不同的平面展布特征：西部表现为条带

状，整体厚度较薄；东部表现为不规则斑点状，厚度较

大。另外，在强振幅地质体中还发育一系列的走向与

其自身走向垂直的小断层系。
这种强振幅地质体的成因归结于新近系盆地裂后

期局部断层的活化。深部隐伏断裂再活动将古近系的

流体向上流入到梅山组，致使沿断裂带水—岩反应的

发生及相应的成岩改造和流体充注，导致了强振幅地

质体的形成。强振幅地质体的发育对研究区深水油气

勘探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强振幅地质体的发育证

明了盆地南部隆起区裂陷期发育的深部断层在裂后期

得到活化，使其能够成为良好的油气输导通道；另一方

面，这些断层的活动可能对区域梅山组地层的垂向封

堵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１］　何家雄，施小斌，夏斌，等．南海北部边缘盆地油气勘探现状与深

水油气资源前景［Ｊ］．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２（３）：２６１－２７０．

Ｈｅ　Ｊｉａｘｉｏｎｇ，Ｓｈｉ　Ｘｉａｏｂｉｎ，Ｘｉａ　Ｂｉ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２２（３）：２６１－２７０．
［２］　张功成，米立军，吴时国，等．深水区———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

油气勘探新领域［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２）：１５－２１．

Ｚｈａｎｇ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Ｍｉ　Ｌｉｊｕｎ，Ｗｕ　Ｓｈｉｇｕｏ，ｅｔ　ａｌ．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２８（２）：１５－２１．
［３］　朱伟林，张功成，高 乐．南 海 北 部 大 陆 边 缘 盆 地 油 气 地 质 特 征 与

勘探方向［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９．

Ｚｈｕ　Ｗｅｉ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ｏ　Ｌ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８，２９（１）：１－９．
［４］　龚再升．中国近海 含 油 气 盆 地 新 构 造 运 动 与 油 气 成 藏［Ｊ］．地 球

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５（５）：５１３－５１７．

Ｇｏｎｇ　Ｚａｉｓｈｅｎｇ．Ｎ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ｓｉｎｓ［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３５（５）：５１３－５１７．
［５］　Ｘｉｅ　Ｘ　Ｎ，Ｍｕｌｌｅｒ　Ｒ　Ｄ，Ｌｉ　Ｓ　Ｔ，ｅｔ　ａｌ．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ｓｕｂｓｉｄ－

ｅ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２３（７）：７４５－７６５．
［６］　魏魁生，崔旱云，叶淑芬，等．琼东南盆地高精度层序地层学研究

［Ｊ］．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１）：５９－６６．

Ｗｅｉ　Ｋｕｉｓｈｅｎｇ，Ｃｕｉ　Ｈａｎｙｕｎ，Ｙｅ　Ｓｈｕｆｅｎ，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１，３２（１）：５９－６６．
［７］　邵磊，李 昂，吴 国 瑄，等．琼 东 南 盆 地 沉 积 环 境 及 物 源 演 变 特 征

［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０，３１（４）：５４８－５５２．

Ｓｈａｏ　Ｌｅｉ，Ｌｉ　Ａｎｇ，Ｗｕ　Ｇｕｏｘｕａｎ，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６２４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第３３卷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１（４）：

５４８－５５２．
［８］　王振峰，李绪深，孙志鹏，等．琼东南盆地深水区油气成藏条件和

勘探潜力［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１１，２３（１）：７－１３．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Ｌｉ　Ｘｕｓｈｅｎ，Ｓｕｎ　Ｚｈｉｐｅｎｇ，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２０１１，２３（１）：７－１３．

［９］　何仕斌，张功成，米立军，等．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盆地深水区储层

类型及沉积演化［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７，２８（５）：５１－５６．

Ｈｅ　Ｓｈ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Ｍｉ　Ｌ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７，

２８（５）：５１－５６．
［１０］　苏明，李俊良，姜涛，等．琼东南盆地中央峡谷的形态及成因［Ｊ］．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０９，２９（４）：８５－９３．

Ｓｕ　Ｍｉｎｇ，Ｌｉ　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ａｏ，ｅｔ　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ａｎｙ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９（４）：８５－９３．

［１１］　马玉波，吴时国，许建龙，等．琼东南盆地南部深水凹陷生物礁及碳

酸盐岩台地发育模式［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１９－１２４．

Ｍａ　Ｙｕｂｏ，Ｗｕ　Ｓｈｉｇｕｏ，Ｘｕ　Ｊｉａｎ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ｅｆ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Ｓａｇ　ｏｆ　Ｑｉｏｎｇ－

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１９－１２４．
［１２］　Ｋｏｌｌａ　Ｖ，Ｐｏｓａｍｅｎｔｉｅｒ　Ｈ　Ｗ，Ｗｏｏｄ　Ｌ　Ｊ．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ｓｉｎｕｏｕ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２４：３８８－４０５．

［１３］　吴时国，孙启良，吴拓宇，等．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多边形断层的发

现及其油气意义［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１）：２２－２６．

Ｗｕ　Ｓｈｉｇｕｏ，Ｓｕｎ　Ｑｉｌｉａｎｇ，Ｗｕ　Ｔｕｏｙｕ，ｅｔ　ａｌ．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ｏｉｌ－ｇ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３０（１）：２２－２６．

［１４］　张功成，刘震，米立军，等．珠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深水区古近

系沉积演化［Ｊ］．沉积学报，２００９，２７（４）：６３２－６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ｕ　Ｚｈｅｎ，Ｍｉ　Ｌ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ｅｐ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Ｚｈｕ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ａｎｄ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

２７（４）：６３２－６４１．
［１５］　Ｘｉｅ　Ｘ　Ｎ，Ｍｕｌｌｅｒ　Ｒ　Ｄ，Ｒｅｎ　Ｊ　Ｙ，ｅｔ　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Ｈａｉｎａ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４７：１２９－１４４．

［１６］　何云龙，解习农，李俊良，等．琼东南盆地陆坡体系发育特征及其

控制因素［Ｊ］．地质科技情报，２０１０，２９（２）：１１８－１２２．

Ｈｅ　Ｙｕｎｌｏｎｇ，Ｘｉｅ　Ｘｉｎｏｎｇ，Ｌｉ　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２９（２）：１１８－１２２．
［１７］　吴时国，秦 蕴 珊．南 海 北 部 陆 坡 深 水 沉 积 体 系 研 究［Ｊ］．沉 积 学

报，２００９，２７（５）：９２２－９３０．

Ｗｕ　Ｓｈｉｇｕｏ，Ｑｉｎ　Ｙｕｎｓｈａｎ．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７（５）：９２２－９３０．
［１８］　何云龙，解习农，陆永潮，等．琼东南盆地深水块体流构成及其沉积

特征［Ｊ］．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６（５）：９０５－９１３．

Ｈｅ　Ｙｕｎｌｏｎｇ，Ｘｉｅ　Ｘｉｎｏｎｇ，Ｌｕ　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ｓ（ＭＴＤｓ）ｉｎ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

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３６（５）：９０５－９１３．
［１９］　Ｓｕ　Ｍ，Ｘｉｅ　Ｘ　Ｏ，Ｌｉ　Ｊ　Ｌ，ｅｔ　ａｌ．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　ｏｎ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ｂｙｓｓ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８５：２４３－２５３．

［２０］　魏喜．西沙海域晚 新 生 代 礁 相 碳 酸 盐 岩 形 成 条 件 及 油 气 勘 探 前

景［Ｄ］．北京：中国地质大学，２００６．

Ｗｅｉ　Ｘｉ．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ｒｅｅｆ　ｆａｃｉｅｓ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ａ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

［２１］　Ｗｕ　Ｓ　Ｇ，Ｙｕａｎ　Ｓ　Ｑ，Ｚｈａｎｇ　Ｇ　Ｃ，ｅｔ　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ｒｅｅ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６：８１７－８２３．
［２２］　Ｃｌｉｆｔ　Ｐ　Ｄ，Ｓｕｎ　Ｚ．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ｉｎｇｇｅｈａｉ－Ｓ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ｕｐｌｉｆ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

２００６，１１１，Ｂ０６４０５．
［２３］　赵民，张晓宝，吉利明，等．琼东南盆地构造演化特征及其对油气

藏的控制浅析［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１０，２１（３）：４９４－５０２．

Ｚｈａｏ　Ｍｉ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ａｏ，Ｊｉ　Ｌｉｍｉｎｇ，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ｅ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

ｂｏｕｔ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２１（３）：４９４－５０２．
［２４］　王华，陆永潮，廖远涛，等．琼东南盆地中东部三亚组层序构成及

有利区 带 预 测［Ｊ］．地 球 科 学———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４，

２９（５）：６０９－６１４．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Ｌｕ　Ｙｏｎｇｃｈａｏ，Ｌｉａｏ　Ｙｕａｎｔａｏ，ｅｔ　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ｙ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２９（５）：６０９－６１４．
［２５］　Ｄａｖｉｅｓ　Ｇ　Ｒ，Ｓｍｉｔｈ　Ｊｒ　Ｌ　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ａｃｉｅ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６，

９０（１１）：１６４１－１６９０．
［２６］　李朋，任建业，阳怀忠，等．巴楚地区断裂带内热液流体活动及对

碳酸盐岩改 造 的 特 征 分 析［Ｊ］．大 地 构 造 与 成 矿，２０１１，３５（３）：

３７８－３８５．

Ｌｉ　Ｐｅｎｇ，Ｒｅｎ　Ｊｉａｎｙｅ，Ｙａｎｇ　Ｈｕａｉ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ｈｕ　Ａｒｅａ［Ｊ］．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　ｅ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０１１，３５（３）：

３７８－３８５．
［２７］　焦存礼，何治亮，邢秀娟，等．塔里木盆地构造热液白云岩及其储

层意义［Ｊ］．岩石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７７－２８４．

Ｊｉａｏ　Ｃｕｎｌｉ，Ｈｅ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Ｘｉｕｊｕａｎ，ｅｔ　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

ｍａｌ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７７－２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改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责任编辑　熊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