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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立尼达盆地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北部，加勒比海南缘，该盆地具有良好的油气资源前景。 前人对盆地的

构造演化、沉积特征等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盆地东南部海域。 目前尚缺乏对整个盆地构造特征的研

究，为了系统研究盆地的断裂分布和基底特征，预测盆地内油气远景区，为盆地进一步勘探工作提供依据，本文利

用 ＧＥＴＥＣＨ 公司提供的船测和卫星重力资料，分析研究了该盆地的重力场特征，推断了盆地的断裂构造体系；利用

相关分析及 Ｐａｒｋｅｒ 法计算了盆地基底深度，并对盆地进行了构造单元划分及油气勘探远景区预测。 研究结果表

明，特立尼达盆地构造复杂，主要发育 ＮＥ 向和 ＮＷ 向 ２ 组断裂，ＮＥ 向主要断裂控制着盆地的范围和盆地内地层的

发育。 盆地基底起伏较大，盆地内可以划分为东部次盆、北部次盆、中部隆起带、西部次盆和西北部凸起 ５ 个次级

构造单元。 盆地内东部次盆、北部次盆和西部次盆均为有利油气勘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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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特立尼达盆地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北部，包括

特立尼达岛和其近海地区，为一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盆地油气资源前景良好，在盆地东南部已发现油气

田 １３１ 个，探明最终可采油气储量为 １３７．３２ 亿桶油

当量，其中石油 ４０．９３ 亿桶，凝析油 ６．０３ 亿桶，天然

气 ５４．２１５ ＴＣＦ。 油气资源结构以气为主。 特立尼达

盆地油气勘探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 １８５５ 年，
１９４２ 年开展海上勘探，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了地球

物理调查，并在陆上油气田范围及向海洋延伸部分

进行地震调查，完成地震测线近 ９０ ０００ ｋｍ。 １９５４ 年

完钻第一口海上探井，１９５５ 年发现海上索尔达多油

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勘探焦点转移至海上，地震工作

大量增加，陆上勘探活动减少［１］。 这些勘探工作成

果为盆地开发和后来的钻探部署提供了重要信息。

盆地地震勘探工作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盆地东部

的海上区域，鲜有对整个盆地的构造和基底特征的

研究。 为了系统研究整个盆地的断裂分布和基底特

征，本文基于卫星和船测重力数据，结合已有相关研

究成果对特立尼达盆地的断裂构造及基底特征进行

了研究，并结合盆地油气地质特征，预测了盆地的油

气远景区。 研究成果可为盆地内进一步油气勘探提

供地球物理依据。

１　 地质背景

特立尼达盆地的北部边界为加勒比海与南美板

块之间的连续分布的 Ｅｌ Ｐｉｌａｒ 断裂带，东部边界延

伸至大西洋大陆架。 盆地的南侧为东委内瑞拉盆

地；西南以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国界线为盆地边界；
西部边界以委内瑞拉东部赛若娜（Ｓｅｒｒａｎｉａ）隆起东

部的转换断层为界（图 １）。 盆地总面积 ２７ ３３６ 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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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陆上面积 ３ ８６１ ｋｍ２，海上面积 ２３ ４７５ ｋｍ２。 盆

地内发育白垩系、古近系和新近系地层，在特立尼达

岛北部有侏罗系出露。 盆地基底为侏罗系和白垩系

变质岩及火成岩，盆地中烃源岩主要为上白垩统 Ａｌ⁃
ｂｉａｎ⁃Ｃａｍｐａｎｉａｎ 期的 Ｇａｕｔｉｅｒ 组和 Ｎａｐａｒｉｍａ Ｈｉｌｌ 组

海相页岩和碳酸盐岩以及新近系泥岩。 主要储层为

上中新统—上新统地层的砂岩。 上上新统 Ｅｒｉｎ ／

Ｐａｌｍｉｓｔｅ 组（两组为同期沉积的相变地层）、下上新

统 Ｍｏｒｕｇａ 群砂岩、第四系更新统 Ｃｅｄｒｏｓ 组、渐新统

Ｌｏｗｅｒ Ｃｉｐｅｒｏ 组、中新统 Ｃｉｐｅｒｏ 组中的 Ｋａｒａｍａｔ 砂岩

段－Ｈｅｒｒｅｒａ 砂岩段是盆地内主要储集层（图 ２）。 储

层孔隙度为 ２０％ ～ ３６％，渗透率在不同储层差异较

大，最低为 ５０ ｍｄ，最高为 ２ ０００ ｍｄ［１］。

图 １　 特立尼达盆地构造位置（据 ＩＨＳ 修改［１］ ，其中红色框所围为盆地范围）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ＨＳ［１］ ，ｔｈｅ ｒｅｄ ｌｉｎ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ｒｅａ）

图 ２　 特立尼达盆地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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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重力场特征及地质意义

本文使用的重力资料为 ＧＥＴＥＣＨ 公司提供的 ８
ｋｍ×８ ｋｍ 网格化卫星重力布格异常数据，据此编绘

了研究区的布格重力异常图（图 ３）。 由图 ３ 看出，
特立尼达盆地重力异常宏观上反映为一 ＮＥＥ 向的

重力低，盆地北部为一近 ＥＷ 向条带状的重力高，盆
地东南部为一近 ＥＷ 向的重力高。 盆地东部布格重

力异常形态较为复杂，整体上为一 ＮＮＷ 向重力高，
重力高与重力低之间发育梯级带。
　 　 为了研究盆地局部剩余重力异常特征，应用正

则化滤波，滑动平均，解析延拓等方法对布格重力异

常进行了分离［２－３］，并结合已有地质、地震资料对比

分析了上述几种位场分离方法的结果，发现滑动平

均法求取的剩余重力异常与已有地质资料成果对应

较好，因此，选用滑动平均法（窗口长 ７０ ｋｍ）求取了

特立尼达盆地及邻区的剩余重力异常（图 ４）。 可以

看出， 在盆地北部剩余重力异常为一近 ＥＷ 向重力

梯度带，对应北部边界处的 ＥＩ⁃ＰＩＬＡＲ 断裂带。 剩

余重力异常最大值位于特立尼达岛西侧的圭里亚附

近，该高值带梯度较大、呈串珠状分布。 盆地西部边

界以委内瑞拉东部奥连特隆起的东部转换断层为

界，西南以特立尼达和委内瑞拉国界线为盆地边界，
其剩余重力异常反映为一 ＮＥ 向重力梯级带。 盆地

的东部边界处剩余重力异常为一近 ＳＮ—ＮＷ 向重

力低。 盆地内部剩余重力异常由北东向南西宏观反

映为 ＮＷ 向的 ２ 个重力低值带夹 １ 个重力高值带的

特征。

图 ３　 特立尼达盆地及邻区布格重力异常

Ｆｉｇ．３　 Ｍａｐ ｏｆ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图 ４　 特立尼达盆地及邻区剩余重力异常

Ｆｉｇ．４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３　 断裂构造

为确定研究区构造格架，推测断裂发育特征，对

布格重力异常进行了垂向二阶导数、斜导数、线性增

强—重力水平总梯度、归一化水平总梯度、ＮＶＤＲ⁃
ＴＨＤＲ（归一化总水平导数垂向导数）等计算［４］。 研

究区断裂构造的推断，首先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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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异常图、垂向二阶导数图、斜导数异常图、线性

增强—重力水平总梯度图、归一化水平总梯度图等

图件上识别出线性构造信息，并把不同图件上反映

的线性构造信息标绘出来，再综合区域地质研究成

果及部分地震剖面上的解释的断裂［５ ７］，推断出了

特立尼达盆地的断裂构造体系（图 ５～图 ７）。
　 　 由图 ５～图 ７ 可以看出，特立尼达盆地发育的主

要断裂走向为 ＮＥ 向，此外，还发育切断主要断裂的

ＮＷ 向的次级断裂。 主要断裂走向与区域构造走向

一致。 主要断裂规模大，延伸距离长，控制着盆地的

范围、边界及盆地内地层的发育，是构成盆地边界及

盆地内次级构造单元边界的基底断裂。 次级断裂规

模相对较小，且切断主要断裂，可能为沉积层内部的

断裂，控制了盆地内局部凹陷（凸起）的范围，为构

成局部凹陷（凸起）的边界断裂。

图 ５　 特立尼达盆地剩余异常与断裂分布

Ｆｉｇ．５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图 ６　 特立尼达盆地 ＮＶＤＲ⁃ＴＨＤＲ 与断裂分布

Ｆｉｇ．６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ＶＤＲ⁃ＴＨＤＲ ｏｆ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图 ７　 特立尼达盆地斜导数与断裂分布

Ｆｉｇ．７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Ａ ｏｆ Ｂｏｕｇｕ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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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底特征

特立尼达盆地基底为侏罗纪和白垩纪的火成岩

和变 质 沉 积 岩。 Ｆｌｉｎｃｈ 等、 Ａｌｇａｒ 等、 Ｇａｒｃｉａｃａｒｏ
等［５ ７］利用地震测深确定了位于特立尼达盆地西

部、特立尼达岛东部及盆地东部海域 ３ 条测线的基

底深度，并解释了 ３ 条剖面（ＡＡ′、ＢＢ′、ＣＣ′，剖面位

置见图 ３）。 为了确定整个盆地的基底深度，利用地

震剖面解释的基底深度作为重力异常剖面拟合的约

束条件，对与上述地震剖面位置相同的 ３ 条重力剖

面进行了拟合，结果表明，计算所得的重力异常与实

测重力异常吻合较好（图 ８～图 １０）。 研究区大部分

位于海域，密度资料缺乏，故同时利用上述重震拟合

剖面，反演出了盆地内主要发育地层的密度，结果

为：第四系密度约为（２．０５ ～ ２．２０）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新近

系约为（２．１０～２．３５）×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古近系约为（２．３０～
２．４０）×１０３ ｋｇ ／ ｍ３，白垩系约为 ２．５８×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为了解特立尼达盆地的基底发育特征，划分盆

地构造单元，预测盆地内油气远景区，对特立尼达盆

图 ８　 ＡＡ′剖面重力异常拟合结果（密度单位为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Ｆｉｇ．８　 ２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ｅｄ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Ａ′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ｎｉｔ ｉｓ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图 ９　 ＢＢ′剖面拟合结果（密度单位为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Ｆｉｇ．９　 ２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ｅｄ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Ｂ′（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ｎｉｔ ｉｓ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图 １０　 ＣＣ′剖面拟合结果＝２．３８ （密度单位为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Ｆｉｇ．１０　 ２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ｅｄ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Ｃ′ （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ｕｎｉｔ ｉｓ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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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基底深度进行了计算。 目前，常见的密度界面

反演方法主要有 Ｐａｒｋｅｒ 法，Ｐａｒｋｅｒ⁃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法等，
也有一些变密度反演方法［８ １３］。 为提高反演精度，
根据研究区重力异常特征的分区性和断裂对盆地构

造的控制作用，将研究区分为 ３ 部分［１４］，分别为盆

地北部的 Ａ 区，位于研究区中部转换带的 Ｂ 区及位

于研究区东南部的 Ｃ 区（如图 １１）。 选用 Ｐａｒｋｅｒ 法
反演了盆地基底深度，平均界面深度参考已有地震

解释深度，界面密度差参考拟合得到的地层密度，反
演结果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１　 基底深度计算分区示意

Ｆｉｇ．１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图 １２　 盆地基底深度反演结果（Ｐａｒｋｅｒ 法）及验证点位置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ｂｙ Ｐａｒｋ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

　 　 为验证反演结果的合理性，对比分析了盆地内

部分已知地震解释基底深度点位结果与 Ｐａｒｋｅｒ 法

反演结果之间的差异（验证点位置见图 １２），对比结

果如表 １ 所示。
　 　 由表 １ 可以看出，Ｃ 区使用 Ｐａｒｋｅｒ 法效果较好，
Ａ、Ｂ 区计算结果误差较大，推断原因为 Ａ、Ｂ 两个区

域构造活动较为剧烈，断裂发育，沉积层横向变化

大，因此在缺少地层深度约束的条件下，应用 Ｐａｒｋｅｒ
界面反演方法计算的基底深度误差较大。 故在盆地

内针对 Ａ、Ｂ 区，选取相关分析法计算了基底深

度［１５］。
计算基底深度回归公式的确定是通过分别对比

Ａ、Ｂ 区地震解释基底深度与不同窗口尺度位场分

离得到的剩余异常、区域异常以及布格重力异常的

相关性得出的，选取与地震解释深度相关性最高的

剩余重力异常值，与地震解释深度进行回归分析，得
到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再将全区剩余重力值代入

函数关系式，计算出基底深度。
对比后发现 Ａ 区基底深度与使用滑动平均滤

波方法（窗口直径 ７０ ｋｍ）求取的剩余场相关性最好

（Ｒ２ ＝ ０．７１３），双侧显著性为 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６ 次函数拟合效果最好（Ｒ２ ＝ ０．９９３），基底深度 Ｈ＝ －
７．９２１４０４７２６ × １０－７ Δｇ６ － ３．１３０３９８３７６ × １０－５ Δｇ５ －
０．０００２１７５９６２００５ Δｇ４ ＋ ０．００４２４０１７２８８７ Δｇ３ ＋
０．０５８４５７５０９１１ Δｇ２ ＋ ０．４０２１４９８１３８ Δｇ －
２．５７６２２１５８７［１６］。
　 　 Ｂ 区基底深度与使用滑动平均法（窗口直径 ７０
ｋｍ）求取的剩余场相关性最好（Ｒ２ ＝ ０．８８９），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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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Ｐａｒｋｅｒ 法反演结果与地震解释深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ｋ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点号 地震解释深度 ／ ｍ Ｐａｒｋｅｒ 法反演深度 ／ ｍ 误差 ／ ｍ 误差率 ／ ％

Ａ１ ３８９４ ７８５１ ３９５７ ５０．４
Ａ２ ４１０８ ６０１２ １９０５ ３１．７
Ａ３ ３６３８ ３４６１ －１７７ ５．１
Ａ４ ３６５０ １４０７ －２２４２ １５９．３
Ａ５ ２８１０ ２１５４ －６５７ ３０．５
Ａ６ ２２５８ １９６６ －２９２ １４．９
Ｂ１ ７９３０ １００９ －６９２１ ６８５．７
Ｂ２ ７９６９ １６３８ －６３３１ ３８６．５
Ｂ３ ８０８１ ４０６２ －４０１８ ９８．９
Ｂ４ ８１３７ ４４４３ －３６９４ ８３．１
Ｂ５ ８１９２ ４５８８ －３６０４ ７８．５
Ｂ６ ８２３２ ４７３４ －３４９８ ７３．９
Ｂ７ ８２６４ ４８８８ －３３７６ ６９．１
Ｂ８ ８３５６ ５２０８ －３１４８ ６０．４
Ｂ９ ８４５８ ５２１７ －３２４１ ６２．１
Ｂ１０ ８５５５ ５０８０ －３４７５ ６８．４
Ｂ１１ ８６４１ ５０５０ －３５９１ ７１．１
Ｂ１２ ８７１８ ５３６８ －３３５０ ６２．４
Ｂ１３ ８７８６ ６０４６ －２７３９ ４５．３
Ｃ１ ９０５４ ７５１３ －１５４１ ２０．５
Ｃ２ ９０５９ ７４９３ －１５６６ ２０．９
Ｃ３ ８８７６ ８１４４ －７３２ ９．０
Ｃ４ ８８１３ ８７９７ －１６ ０．２
Ｃ５ ８８３４ ９３６２ ５２８ ５．６
Ｃ６ ８８９３ ９８６０ ９６７ ９．８
Ｃ７ ９０８６ １０４１４ １３２９ １２．８

析显示，七次函数拟合效果最好（Ｒ２ ＝ ０．９５７），基底

深度 Ｈ＝ －２．１０３２４５４０９×１０－９Δｇ７－２．３１２５７７６６１×１０－７

Δｇ６ ＋ ３． ３１２３２２０６ × １０－７ Δｇ５ ＋ ０．０００１９５４５７３６５６Δｇ４ ＋
０．０００５１００８４２８７４ Δｇ３ － ０．０３９８４２０３０３４ Δｇ２ ＋
０．２９７０２６９７５６Δｇ－５．４６５６４１２９３，上述两区回归分析

结果如图 １３ 所示。 将上述区域的重力异常值代入

回归分析得到的方程中，得到 Ａ、Ｂ 区基底深度（计
算结果见图 １４）。
　 　 在 Ａ、Ｂ 区选取与表一中位置相同的点位验证

计算结果的准确性，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以看出，

使用相关分析法显著提高了该区域基底深度计算结

果的精度。
综合 Ａ、Ｂ 区使用相关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基底

深度和 Ｃ 区使用 Ｐａｒｋｅｒ 法的计算结果，得到特立尼

达盆地基底深度（图 １５）。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 Ａ、Ｂ、
Ｃ 这 ３ 个区域均以断裂为界，因此，３ 个区域接边处

基底深度的差异主要反映了断层断距。
　 　 由图 １５ 可以看出，特立尼达盆地基底深度在特

立尼达岛上部分埋深相对较浅，特立尼达岛东部的

海上部分埋深较深，盆地西部Ｐａｒｉａ湾区基底起伏

图 １３　 Ａ 区（ａ）和 Ｂ 区（ｂ）剩余重力异常与地震解释深度回归分析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ａ） ａｎｄ Ｂ（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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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Ａ、Ｂ 区基底深度计算结果

Ｆｉｇ．１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ｚｏｎｅ Ａ ａｎｄ Ｂ

表 ２　 相关分析法计算结果与地震解释深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点号 地震解释深度 ／ ｍ 相关分析法计算深度 ／ ｍ 误差 ／ ｍ 误差率 ／ ％

Ａ１ ６１７０ ７８５１ １６８１ ２１．４
Ａ２ ６０７２ ６０１２ －５９ １．０
Ａ３ ３２５２ ３４６１ ２０９ ６．０
Ａ４ １３５０ １４０７ ５８ ４．１
Ａ５ ２２１３ ２１５４ －５９ ２．７
Ｂ１ ７８３ １００９ ２２６ ２２．４
Ｂ２ １７０６ １６３８ －６８ ４．２
Ｂ３ ３５１７ ４０６２ ５４６ １３．４
Ｂ４ ４０３７ ４４４３ ４０６ ９．１
Ｂ５ ４３６３ ４５８８ ２２６ ４．９
Ｂ６ ４４９７ ４７３４ ２３７ ５．０
Ｂ７ ４６０７ ４８８８ ２８１ ５．８
Ｂ８ ４７４４ ５２０８ ４６５ ８．９
Ｂ９ ４８０６ ５２１７ ４１１ ７．９
Ｂ１０ ４９１６ ５０８０ １６４ ３．２
Ｂ１１ ５１５０ ５０５０ －１０１ ２．０
Ｂ１２ ５５３０ ５３６８ －１６３ ３．０
Ｂ１３ ６０２５ ６０４６ ２１ ０．４

明显，在特立尼达岛北部近 ＥＩ⁃ＰＩＬＡＲ 断裂带处有

侏罗系地层露头。 特立尼达盆地西北部剩余异常高

值带的基底深度在 ３．５ ～ ７．５ ｋｍ 之间，盆地中部重力

高—低值转换带的基底深度在 ５．５ ～ １１．５ ｋｍ 之间，
盆地东南部重力低值带的基底埋深在 ６～１１．４ ｋｍ 之

间。

５　 构造单元划分及油气远景

目前，对特立尼达盆地构造单元划分的相关文

献和研究成果较少。 本研究分析了由重力场特征推

测得到的研究区断裂构造分布，以及利用不同方法

计算所得的基底深度，结合地质资料，对特立尼达盆

地的构造单元进行了划分。
特立尼达盆地东部及西部基底埋深较深，盆地

中部及西北部基底埋深较浅，据此，把盆地划分为东

部次盆、中部隆起，西部次盆、西北部凸起 ５ 个次级

构造单元（图 １６）。
　 　 特立尼达盆地发育上白垩统海相烃源岩及高孔

高渗储层，具有良好的储盖组合，为盆地形成大规模

的油气聚集提供了基础。
据盆地基底深度及盆内构造单元，研究区西部

次盆和位于研究区东部次盆为大面积凹陷，沉积厚

度较大，基底埋深在 ３ ５００ ～ ７ ０００ ｍ 之间，根据已有

的地质资料显示，上述两个构造单元内烃源岩较为

发育，储集层物性优良，盖层封闭性较好，应为特立

尼达盆地油气远景区（图 １７）。 北部次盆南部基底

埋深约为 ４ ０００ ｍ，新生界发育，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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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特立尼达盆地基底深度

Ｆｉｇ．１５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图 １６　 特立尼达盆地次级构造单元划分示意

Ｆｉｇ．１６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图 １７　 特立尼达盆地基底深度计算结果与油气远景区叠合

Ｆｉｇ．１７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ｏｆ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ｏｉｌ＆ｇａ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Ｂａｓｉｎ

６　 结论

１）特立尼达盆地断裂发育，主要断裂走向为

ＮＥ 向，控制了盆地边界和盆地内部构造单元的边

界，次要断裂走向为 ＮＷ 向，属于沉积层内断裂，控
制了盆地内凹陷和凸起的边界。

２）特立尼达盆地总体上为东西部基底深度大、
中部基底深度小，特立尼达盆地可划分为东部次盆、
中央隆起带、北部次盆、西部次盆次盆和西北部凸起

等 ５ 个次级构造单元。
３）特立尼达盆地基底起伏较大。 北部近 ＥＩ⁃ＰＩ⁃

ＬＡＲ 断裂带处有侏罗系基底出露，盆地中部的特立

尼达岛陆上区域断裂发育，基底埋深较浅。 盆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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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西部的基底埋深大，新生界地层厚度大，应为特

立尼达盆地油气勘探的有利区，盆地北部部分区域

基底埋深相对较大，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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