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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西盆地西部坳陷地质特征及油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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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邻区盆地演化特征和区域地质条件入手，以盆地西部坳陷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和相邻地区对比分析为主要方法，对台西盆地西部坳陷构造演化和地层展布特征进行了

探讨。研究表明：西部坳陷构造演化经历了５个阶段；中、新生界共发育３套烃源岩，存在

４套储盖组合；构造演化主要控制着烃源岩的发育和储盖组合的形成；西部坳陷由２个东

断西超的箕状断陷组成，西部缓坡带是不同类型圈闭的集中发育区，为油气运移、聚集及

成藏的有利场所，勘探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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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西盆地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至厦门市连线与

台湾中央山脉之间，包括台湾海峡和台湾岛西部

地区，长４６０～６００ｋｍ，宽２３０～２６０ｋｍ，面 积 约

１２×１０４　ｋｍ２。台 西 盆 地 是 中 国 东 南 海 域 新 生 代

陆缘扩张而形成的，区域构造上位于南海北部珠

江口盆地与东海陆架盆地之间，是２个盆地构造

和沉积演化的转折和过渡带。
根据区域大地构造背景和新生代盆地构造演

化特征，并参考前人的划分结 果［１］。重 新 划 分 了

台西盆地的构造单元，共划分为３个二级构造单

元，分别为西部坳陷、中央隆起和东部坳陷，其中

西部坳陷包括乌丘屿和厦澎凹陷；中央隆起包括

观音—澎北凸起和澎湖北港凸起；东部坳 陷 包 括

新竹凹陷和台西南凹陷（图１）。
西部坳陷是本次研究的重点，其中，乌丘屿凹

陷长１９０ｋｍ，宽４３ｋｍ，面 积 约７　６００ｋｍ２；厦 澎

凹陷长１００ｋｍ，宽５７ｋｍ，面 积 约９　６００ｋｍ２，二

者都呈ＮＥ向展布的椭圆型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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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台西盆地构造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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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盆模资源量结果，乌丘屿凹陷 石 油 资

源量为２．１４×１０８　ｍ３，天 然 气 资 源 量 为２１２．４×
１０８　ｍ３；厦澎凹陷石油资源量为０．３６×１０８　ｍ３，天
然气资源量为２４×１０８　ｍ３，凹陷具有较好的油气

资源基础。本文应用石油地质综合分析方法，通

过开展区域地震资料解释和地质综合研究，分析

研究了西部坳陷新生代构造与沉积演化特征及其

油气勘探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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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构造演化与地层分布特征

台西盆地是在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相互碰

撞而产生的比较复杂构造背景下形成的，是一个

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叠合盆地，中生代盆地后期经

历了强烈的变形、改造和剥蚀过程。初步研究后

认为，盆地中生代构造演化分为裂陷和裂后沉降

２个阶段，具有下断上坳的双层结构，中间发育一

区域破裂不 整 合 面［８］。早—中 侏 罗 世 为 断 陷 期，
沉降中心位于盆地的中部和东部，晚 侏 罗—早 白

垩世为坳陷期，沉积地层在整个盆地分布比较稳

定，到了晚白垩世，台西盆地整体抬升，盆地西部

新生代沉降中心有上白垩统残余地层分布，在这

种构造和沉积背景下，盆地开始了新生代的构造

演化历程。

１．１　坳陷构造演化

台西盆地主要成盆期幕式张裂、火山 活 动 和

沉降中心迁移特征明显，表明该区具有活动大陆

边缘特征。盆地总体上具有东西分带、南北分块

的构造格局，主要表现为四凹两凸的构造特征（图

１）。中生代末期，因板块碰撞，引起软流圈分异作

用，导致地幔向东蠕动，陆缘开始扩张，在这种背

景下，台西盆地西部坳陷主要受控于地壳拉张和

地幔对流２种力源作用，地壳拉张（被动上升）对

应被动热事件，以形成断陷为主；地幔对流（主动

上升）对应主动热事件，以形成坳陷为主，主要成

盆期这２种热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变

更性和叠加性，对坳陷新生代构造演化和结构特

征产生重要影响。
受晚白垩世后期张扭应力的影响，台 西 盆 地

西部坳陷新生代构造演化经历了古新世断陷初始

发育期、始新世断陷发育鼎盛期、始新世末—渐新

世整体抬升和断陷结束期，进入中新世以裂后沉

降为 主，开 始 坳 陷 发 育 阶 段，至 上 新 世 以 后 发 生

弧—陆碰撞，对西部坳陷影响较小，尽管仍可见有

楔状平缓的坳陷沉积特征，但前陆坳陷的特征不

明显。
西部坳陷新生代构造演化分为５个阶段（图

２）：①古新世的初始裂陷期，因地壳主动拉张，瓯

江凹陷、乌丘屿凹陷和厦澎凹陷表现为被动热沉

降，瓯江凹陷沉降作用最强，乌丘屿和厦澎凹陷逐

渐变 弱；②始 新 世 的 主 裂 陷 期，由 于 地 幔 主 动 上

升，瓯江凹陷主要表现为地壳被动拉伸，即主动热

沉降，以形成坳陷为主，而此时西部坳陷仍然以主

动拉张为主，即被动热沉降，主要形成断陷，乌丘

屿凹陷的断陷作用要强于厦澎凹陷；③渐新世的

抬升阶段，西部坳陷同东海陆架盆地瓯江凹陷一

样以抬升隆起为主，盆地东部坳陷主要为断陷—
坳陷发育期；④中新世的裂后沉降阶段，此时西部

坳陷结束了断陷的发育历史，由断陷转变为坳陷，
主要热沉降作用在盆地东部坳陷，表现为叠加，而
在西部坳陷表现为侧加；⑤为上新世的区域沉降

阶段，受弧后拉张和弧—陆碰撞的影响，台湾岛受

到较大的挤压力，中央山脉与西部山麓地区新近

纪和古近纪发育褶皱与逆掩断层，挤压力向西逐

渐减弱，台湾西部近海与海峡地区影响较小，而盆

地东部坳陷的新竹凹陷进入前陆坳陷演化阶段，
至此，现代台湾岛与台湾海峡的地貌特征开始形

成。

图２　台西盆地构造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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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坳陷结构特征

西部坳陷为新生代坳陷，其形成主要 受 控 于

单剪 切 应 力 场，具 有 下 断 上 坳 的 双 层 结 构，古 新

世—始新世为断陷发育期，形成东断西超 的 箕 状

断陷。与东海陆架盆地的基隆凹陷和瓯江凹陷一

样，断陷具有继承性，主要由不同时期的半地堑在

纵向上相互叠置以及同一时期半地堑在平面上相

互连接而成。西部坳陷的乌丘屿和厦澎２个凹陷

平面几何形态不同，乌丘屿凹陷长短轴之比较大，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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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条带状展布；厦澎凹陷长短轴之比较小，呈椭圆

状展布。
东海陆架盆地基隆凹陷为一东断西超的箕状

断陷，自西向东分为西部缓坡断阶带、中央洼陷带

和东部陡坡带３个构造带［１１］，台西盆地西部坳陷

的乌丘屿凹陷、厦澎凹陷与基隆凹陷具有相似的

结构特征，同样可分为西部缓坡带、中央洼陷带和

东部陡坡带（图３、４）。

图３　乌丘屿凹陷Ａ—Ａ′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Ｆｉｇ．３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Ａ′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ｕ－ｃｈｉｕ　ｉｓ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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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厦澎凹陷Ｂ—Ｂ′测线地震解释剖面

Ｆｉｇ．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Ｂ—Ｂ′ｔｈｒｏｕｇｈ　Ｘｉａｐ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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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坳陷 的 乌 丘 屿 凹 陷 中 央 洼 陷 带 面 积 约

３　８００ｋｍ２，断层以 ＮＥ向 展 布 为 主，多 为 伸 展 断

层，断开层位越深其断距越大，并对沉积有一定控

制作用，是凹陷的沉降和沉积中心；西部缓坡带面

积约２　５００ｋｍ２，主 要 发 育 一 系 列 ＮＥ向 顺 向 断

层，大部分断层断至基底，部分断层控制了构造坡

折带 的 形 成 和 展 布；东 部 陡 坡 带 面 积 约１　３００
ｋｍ２，主要发育２条近ＮＥ向断层，其中一条为控

制凹陷边界的主断层，断面规模大，主要控制古新

统和始新统。厦澎凹陷的３个构造带断裂特征与

乌丘屿凹陷大致相同，西部缓坡带、中央洼陷带和

东部陡坡带的面积分别为２　８００ｋｍ２、５　３００ｋｍ２

和１　５００ｋｍ２。

１．３　地层分布特征

台西盆地西部坳陷的厦澎凹陷大面积分布属

于无磁性或弱磁性的中—酸性火成岩，推 断 与 福

建沿海广泛分布的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的中—酸

性火成岩相当［９］，与东海陆架盆地福州凹 陷 探 井

钻遇的一套以杂色、红色为主的中生界碎屑岩系

的中段年代大致相同，经同位素绝对年龄测定，结
合地震反射波组特征和倾角测井等资料将这套地

层划分为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渔山组［１０］，在此基

础上发育了新生代沉积层序。

古新世为西部坳陷发育的初始期，沉 积 了 一

定厚度的古新统，地层呈ＮＥ向近条带状展布，整
体西薄东厚，沉降中心分布在东部边界大断层附

近。根据最新地震资料解释成果，乌丘屿凹陷和

厦澎凹陷东部边界断层下降盘古新统的最大厚度

分别为１　０００ｍ和８００ｍ。

始新世是西部坳陷发育的鼎盛期，始 新 统 沉

积较厚，平面上呈东厚西薄的楔状特征。沉降中

心紧靠东部控坳边界断裂，主要有２个沉降中心，

分别位于乌丘屿凹陷和厦澎凹陷，其中乌丘屿凹

陷沉积 厚 度 可 达３　２００ｍ，厦 澎 凹 陷 可 达３　０００
ｍ，２个凹陷均缺失上始新统和渐新统。

中新世以后，台西盆地内主控断裂基 本 停 止

活动，西部坳陷进入区域沉降阶段，中新世沉降中

心位于台西盆地东部，西部坳陷主要表现为侧加，

地层厚度２００～８００ｍ，自西向东加厚。西部坳陷

上新统及第四系沉积厚度不大，但分布比较稳定。

２　油气勘探前景

台西盆地油气勘探从钻探第１口油气井至今

已有１００多年的历史，先后发现了通宵—铁砧山、

青草湖、白沙屯、八掌溪和新营等１７个气田，全部

位于台西盆地东部。西部坳陷仅在厦澎凹陷有少

量探井，乌丘屿凹陷目前还没有进行钻探。

２３



　第２８卷 第７期 　　　　　　傅志飞，等：台西盆地西部坳陷地质特征及油气前景

２．１　生烃条件

不同的构造演化阶段导致形成不同的沉积层

序，使 得 台 西 盆 地 东、西 部 坳 陷 的 烃 源 岩 差 别 较

大，东部 坳 陷 发 育 下—中 侏 罗 统、下 白 垩 统、始

新—渐新统和中新统４套烃源岩，而西部 坳 陷 主

要发育下白垩统、古新统和始新统３套烃源岩。
台西盆地西部坳陷的中生界为上侏罗统—下

白垩统，在浙江临海的小岭剖面、福建永安盆地吉

山剖面和福建游洋盆地台尾剖面，该套地层中暗

色泥岩比较发育，认为主要处于还原沉积环境，是
有利烃源岩的沉积相带。在北港隆起 ＷＨ—１井

的下白垩统砂岩、鲕状灰岩内见油斑，且页岩的有

机碳含量及热成熟度也在生油窗范围内。由于上

侏罗统—下白垩统埋藏深度较大，根据周 边 中 生

界勘探情况推测，该套地层可能具有较好的生烃

潜力，如乌丘屿凹陷东缘的ＣＣＴ－ｌ井，在２　２３１ｍ
深度的有机碳含量达到１．５６％［１３］。

在西 部 坳 陷 厦 澎 凹 陷 共 钻 探 井８口，其 中

ＣＤＷ－１Ａ井从１　３１６ｍ到井底４　０９１．５ｍ，钻遇始

新统厚达２　７７５．５ｍ，以湖相碎屑岩为主，多为砂

泥岩 互 层，暗 色 泥 岩 和 煤 系 地 层 厚 度１　１００ｍ，

ＴＯＣ平 均 可 达２％以 上，有 机 质 类 型 以Ⅱ型 为

主，有少量Ⅲ型和Ⅰ型（翁荣南等，１９９３），尽管成

熟度较低，但此时火山活动比较频繁，可能该区对

烃源岩的成 熟 有 一 定 的 促 进 作 用［１２］，因 此，始 新

统仍不失为较好的烃源岩。
钻探已经证实，东海陆架盆地瓯江凹 陷 的 古

新统为一套重要的烃源岩，而乌丘屿和厦澎凹陷

与瓯江凹陷构造演化和沉积演化特征大体相同，
凹陷类型均为东断西超的箕状断陷，古新统分布

稳定、埋藏深 度 较 大，在 乌 丘 屿 东 缘 的ＣＣＴ－１井

的古新统见到以产气为主的干酪根，说明乌丘屿

和厦澎凹陷古新统应当具有一定的生烃潜力。
乌丘屿凹陷油气地质资料较少，尚未 进 行 钻

探，与厦澎凹陷仅有一个低凸起相隔，二者的沉积

相带具有可对比性。根据区域地质背景、地震资

料研究成果以及邻区钻井资料分析，推测乌丘屿

凹陷古新统和始新统也可能是较好的烃源岩。

２．２　储集条件

台西盆地西部坳陷共发育白垩系、古新统、始
新统和中新统４套储层，以新生界古新统和始新

统砂岩为主，中新统砂岩和中生界白垩系砂岩及

灰岩也具有一定储集能力。
白垩纪时期，受南中国海盆地地壳张 裂 与 海

洋扩张运动影响，断裂、褶皱作用强烈，在构造应

力集中的裂缝发育区，储集物性可能变好。据钻

井资料，白垩系主要由致密的砾岩、砂岩、页岩和

少量灰岩、鲕状灰岩组成，含大量变质岩和火成岩

碎屑［１４］，在北港 地 区 最 大 厚 度 可 达９５９ｍ，坳 陷

内白垩系分布较稳定，规模较大的砂砾体和受构

造运动影响较大的灰岩可能具有较好的储集性。
古新世—始新世时期，台 西 盆 地 西 部 坳 陷 靠

近浙闽隆起区，可以接受较充足的陆源物质供应，
此时沉积物以泥岩和砂岩为主。最新研究表明，
在乌丘屿凹陷西部及乌丘屿、厦澎凹陷交汇处发

育三角洲沉积体系，乌丘屿凹陷东南侧陡坡带发

育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相比同时期盆地东部变质

作用已不明显，发育的三角洲砂体是本区重要的

储集层。厦澎凹陷的ＣＤＷ－１井在２　００１～２　０２３
ｍ、２　１４８～２　１６４ｍ和２　４６１～２　５６２ｍ发育３套

砂岩，该井距离沉积中心较近，岩石中含较多的长

石与岩屑，是砂体物性较差的主要原因，该凹陷的

ＣＤＡ－３井始新统２　８９１～２　９００ｍ砂岩孔隙度为

１４％，３　５１５～３　５３３ｍ 砂 岩 孔 隙 度 为１８％～
２０％，渗透率 为０．１５×１０－３μｍ

２，可 见 厦 澎 凹 陷

的古新统与始新统砂岩具有一定的储集能力。乌

丘屿和厦澎凹陷具有相似的构造演化特征，构造

演化不仅控制沉积体系的展布，而且还控制储层

发育类型和规模，因此，乌丘屿凹陷古新统与始新

统砂岩同样具有一定的储集能力。
中新世时期，盆地内主控断裂基本停止活动，

坳陷进入区域沉降阶段，此时海相沉积范围进一

步扩大，凹陷大部分地区以浅海相沉积为主，坳陷

的西部缓坡带发育少量滨海相沉积，在乌丘屿凹

陷西北部及厦澎凹陷中部缓坡带发育２个较小的

三角洲沉积体，其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砂体，可
能具有较好的储集性。

２．３　油气储盖组合

台西盆地西部坳陷主要发育下白垩 统、古 新

统和始新统烃源岩，以３套烃源岩为中心，油气主

要以沿断层垂向运移和沿不整合及砂体的短距离

侧向运移为主。坳陷主要存在下白垩统、古新统、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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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新统和中新统４套储盖组合，其中下白垩统、古
新统和始新统以自生自储为主，中新统主要为下

生上储，良好的储盖条件有利于天然气的运移、聚
集和保存。

在盆地东部坳 陷 的 致 昌（ＣＦＣ）、建 丰（ＣＧＦ）
等构造的下白垩统钻井已发现天然 气，ＣＦＣ－９井

还发现了固体沥青，表明下白垩统具有较好的储

盖条件，盆地西部坳陷与东部坳陷早白垩世具有

相同的构造和沉积演化特征，区域上地层分布比

较稳定，推断西部坳陷下白垩统油气储盖组合特

征与东部坳陷基本相似，也具有较好的储集条件，
灰岩与砂砾岩为储层，上部的泥页岩为盖层。

西部坳陷古新世为断陷发育期，海侵 在 古 新

世已经发生，在乌丘屿凹陷和厦澎凹陷发育三角

洲和扇三角洲沉积体系，三角洲砂体与上部三角

洲泥页岩构成较好的储盖组合，该组合在东海陆

架盆地瓯江凹陷的油气勘探中已经得到证实。
西部坳陷始新统砂岩为主要储集层，始新统

储集砂 岩 主 要 包 括 滨 海 砂 岩 和 湖 相 三 角 洲 砂

岩，这些砂 岩 之 上 的 始 新 统 泥 岩 可 作 为 较 好 盖

层，形成始新统自 生 自 储 型 储 盖 组 合，厦 澎 凹 陷

振 威构造ＣＤＷ－１Ａ井始新统２　００１～２　０２３ｍ获

４５Ｌ原 油，２　１４８～２　１６４ｍ也 见 到 较 好 油 气 显

示。该套 组 合 在 乌 丘 屿 凹 陷 也 同 样 存 在，表 明

始新统自生自储 型 储 盖 组 合 是 本 区 重 要 的 油 气

储盖组合。
坳陷中新统底界为区域不整合，可作 为 始 新

世油气运移的有利通道，发育的三角洲砂体可作

为储层，其上部的海相泥岩是较好的盖层，形成下

生上储的油气储盖组合。

２．４　勘探潜力研究

台西盆地西部坳陷的乌丘屿和厦澎凹陷均为

东断西超的箕状断陷，勘探实践证明此类坳陷的

油气 分 布 具 有 一 定 的 规 律 性，通 常 情 况 下，在 陡

坡、缓坡和洼槽３个构造带中，缓坡带的油气勘探

潜力最大。根据本次研究成果，结合邻区的油气

勘探实践，综合研究认为西部坳陷乌丘屿和厦澎

凹陷的西部缓坡带油气勘探潜力最大，中央洼槽

带次之，东部陡坡带较差（图５）。
坳陷西部缓坡带是油气勘探最有利 区 带，该

区 经历多期构造活动和沉积变迁，沉积体系与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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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台西盆地西部坳陷平面分区图

Ｆｉｇ．５　Ａ　ｐｌａ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ｘｉ　Ｂａｓｉｎ

坡带和洼陷带具有较大差异，主要以三角洲沉积

为主，储盖组合较好，是各类圈闭的有利发育区，
而且距坳陷生烃中心较近，不整合及顺向断层是

油气运移主要通道，是油气运移的有利方向，有利

于天然气的运移和聚集。尤其是始新统和其下伏

的古新统是坳陷油气藏的重要分布区，应作为油

气勘探的主要目的层系。坳陷中生界的下白垩统

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勘探领域。
中央洼陷带为坳陷油气勘探的较有 利 区，该

区是凹陷的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沉积环境以浅

海相为主，发育三角洲砂体，但总体来说沉积物比

较细，储层物性较差，厦澎凹陷在该带钻井资料也

证明这一点，另外该带也没有东海陆架盆地西湖

凹陷那样的中央背斜带，因此难以形成大油气田。

３　结论

（１）台西盆地具有东西分带、南北分块的构造

特征，可划分为３个二级构造单元，分别为西部坳

陷、中央隆起和东部坳陷，其中西部坳陷包括乌丘

屿和厦澎凹陷；中央隆起包括观音—澎北 凸 起 和

澎湖北港凸起；东部坳陷包括新竹凹陷和台西南

凹陷。
（２）台西盆地西部坳陷新生代构造演化主要

分为古新世初始裂陷、始新世主裂陷、渐新世抬升

剥蚀、中新世 裂 后 沉 降 和 上 新 世 后 的 区 域 沉 降５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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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３）台西盆地西部坳陷新生界主要发育古新

统和始新统２套烃源岩，下部的中生界下白垩统

有一定生烃潜力。西部坳陷主要存在下白垩统、
古新统、始新统和中新统４套有利储盖组合，各凹

陷的西部缓坡带为油气聚集的有利区带，古新统

和始新统发育的三角洲砂体是本区勘探的重点。
（４）台西盆地西部坳陷的乌丘屿与厦澎凹陷

均为东断西超的箕状断陷，可分为西部缓坡断阶

带、中央洼槽带和东部陡坡带，其中缓坡带和洼槽

带圈闭类型丰富，主要发育断块、断鼻、地层和复

合型圈闭，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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