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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会，黎津，余学中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l00083)

摘要：通过对航磁资料的深入研究，首次在东海陆架盆地西缘圈定出l条南北向深大断裂，为陆架盆地控盆深大

断裂；推断丁谚断裂的形成时期，并就这条断裂对火成岩及构造走向的控制作用、地质意义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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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l：5万的东海航空磁

力资料。进行整理，并结合东海周边测区的航磁资

料进行了合并分析。将合并的航磁数据进行了变磁

倾角化极处理，并结合了新的地质资料，得到了一些

新的认识和看法。

东海是西太平洋边缘海之一，包括“三隆两盆”

5个二级构造单元，从西往东依次为浙闽隆起区、东

海陆架盆地、钓鱼岛隆起带、冲绳海槽盆地和琉球隆

褶带，其中，东海陆架盆地是以新生界为主的沉积盆

地，面积约26×104 km2。是东海海域重要的油气盆

地。为了油气勘探的需要，对东海陆架盆地进行了

航磁地质解释，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其中重要认识

之一是首次发现南北向大断裂。

以往资料表明”1，在东海陆架盆地主要存在

NE、Nw、wE向的断裂，但在航磁图上明显存在近

Ns断裂，尤其在陆架盆地西缘存在近Ns的深大断

裂，我们称之为东海陆架盆地西缘深大断裂。

1 东海及周围岩石磁性特征

为了航磁解释的需要，在东海及周围进行了大

量的出露岩石和钻井岩芯(20口)磁性测量，并结合

以往物性资料进行了分析、统计，从而对各类岩石的

磁性特征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分析认为，研究区

主要存在元古宇变质岩、中生界火山岩2个区域磁

性层，及新生界火山岩局部磁性层。新生界局部发

育有弱磁性的沉积岩，普遍发育以燕山期为主的磁

性变化较大的岩浆岩。元古宇变质岩、中生界火山

岩和燕山期侵入岩共同构成了研究区的磁性基底，

同时也是东海陆架盆地的基底，是坳陷区引起区域

磁异常的主要地质因素；而新生界火山岩、侵入岩和

弱磁性沉积岩则是引起局部磁异常的主要地质因

素。这些岩石的分布和起伏变化共同引起了东海海

域复杂的磁场面貌。

2东海陆架盆地西缘深大断裂的磁场特征

研究区处于中纬度地区，斜磁化影响较大，为了

削除斜磁化的影响，对航磁资料进行了变磁倾角化

极处理。

在航磁△r化极等值线图(图1)上，明显存在1

条Ns向的磁场分区界线，这条分区界线无疑是l

条深大断裂的反映。断裂西侧以正背景场为主，局

部异常发育，种类繁多，磁场整体面貌较乱，显示了

典型的近地表火成岩磁异常特征，应属浙闽隆起区

的磁场面貌；断裂东侧磁背景场明显降低，以负背景

场和区域负磁异常为主，局部异常明显减少且幅度

相对变小，宽度增大，显示磁性体分布较少且下降明

显，应属东海陆架盆地西部磁场的反映。因此，这条

磁场分区界线应为控制区域构造边界的深大断裂的

反映，被命名为陆架盆地西缘深大断裂。

3 陆架盆地西缘深大断裂的地质控制作用

陆架盆地西缘深大断裂两侧的磁场特征差异明

显，表明两侧的基底性质、基底构造和火成岩分布都

有较大的差别。地质控制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断裂西侧属典型的近地表火成岩磁异常特

征，表明元古宇结晶基底已被严重改造，显示了被燕

山期岩浆岩强烈改造的基底特征；断裂东侧主要表

现为元古宇弱磁性基底所引起的负背景场和区域负

。周伏洪，杨华，乔日新，等．东梅海域航磁概盎报告国家地质总局航空物探大队，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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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海陆架盆地西缘深大断裂在航磁化极图上的反映

磁异常，局部发育高频火成岩磁异常，应为变质岩基 期，我国东部主要受近Ns向的主压应力作用，形成

底(钱塘凹陷)或含中酸性火成岩的变质岩基底(海 近Ew向褶皱、近Ns向引张断层或走滑断层”’。

礁断隆)。 在断裂东侧的海礁断隆区，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表现

(2)断裂西侧异常幅度较大，宽度较小，反映了 为近Ew向区域异常带，应为印支期褶皱隆起的反

磁性基底隆起的磁场特征；断裂东侧异常幅度相对 映，而浚断裂在印支期应具有引张走滑特征。在燕

较小，宽度相对较大，表明磁性基底下降明显，尤其 山期，陆架盆地西侧浙闽隆起医断陷下沉，岩浆活动

存在较多的由区域负异常所反映的凹陷(钱塘凹 频繁，沉积了较厚的火山碎屑岩；而在断裂东侧的海

陷)或次级凹陷，具有陆架盆地的构造特征。 礁凸起主要为隆起状态，火山岩分布局限，主要表现

(3)在断裂西侧的隆起区侵入岩发育，多表现 为岩浆沿断裂侵入活动。进入喜山期，断裂西侧主

为较强的磁异常带，这些异常带在该断裂附近多被 要表现为隆起状态，而断裂东侧随陆架盆地裂陷下

截止或明显减弱，表明断裂对深源岩浆活动有明显 沉，最终形成西高、东低的构造特征。

的控制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该断裂为控制二级构造的深大

(4)该断裂对NE向的断裂构造控制明显，许多 断裂，为东海陆架盆地中部控制盆地西缘边界的

NE向断裂在该断裂附近终止，其中尤其包括黄岩一 “控盆深大断裂”。

东福山深大断裂，表明泼断裂切割较深，对深部构造

有较强的控制作用。

4主要地质意义

(1)在浙闽隆起区，由壳幔混熔岩浆岩(I型花

岗岩)引起的NE走向强磁异常，多在该断裂处被明

显截止，说明断裂对深部构造有较强的控制作用，应

是1条深源断裂。

(2)以往资料认为东海陆架盆地与浙闽隆起区

为NE向自然过渡(大体以50 m水深线为界)，而这

条断裂的发现表明两者受近Ns向断裂控制。

需要指出，在大范围的区域化极磁场图上，在研

究区南部边缘，该断裂带南端和位于瓯江凹陷西缘

的l条NE的深大断裂相接，共同控制了东海陆架

盆地的西部边界，构成浙闽隆起区和东海陆架盆构

造分区界线。

(3)该断裂对侏罗纪火成岩控制作用明显，应

形成于燕山期之前，可能足印支期形成的。在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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