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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新生代构造迁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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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南海北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珠江口、琼东南和中建南３个盆地作为研究区，对

所获取的剖面进行了地震解释工作，运用地震地层学和构造地质学等方法对我国南海北

部新生代演化史开展研究，探讨了南海北部陆缘各区域构造演化差异及规律。结果表明，
南海北部陆缘构造活动在时序上存在着迁移的特征，体现出自北向南“珠江口盆地→琼东

南盆地”、“珠江口盆地→中建南盆地”构造事件逐渐变晚的趋势。因此，南海北部陆缘破

裂从北部开始，以“撕裂”的方式逐渐向南推进，同时排除了红河断裂的叠加影响，南海北

部自北向南断陷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其后的演化中，构造沉降与物质充填中心的迁移

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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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的南海及其周缘地区，其构造属性与

西太平洋的弧后扩张作用基本无关，却表现出与

大西洋扩张作用相类似的被动陆缘张裂特征。从

晚白垩世到新生代，研究区发生过２次海底扩张，
第１次海底扩张发生在晚始新世—早渐 新 世，扩

张方向为ＮＷ—ＳＥ向，产生了南海西北海盆和西

南海盆；第２次海底扩张是在晚渐新 世—早 中 新

世进行的，形成了南海中央海 盆［１］。在 多 次 的 扩

张过 程 中，整 个 岩 石 圈 发 生 拉 伸、减 薄 和 裂 陷 作

用，在南海中、北部大陆边缘发育了一系列的ＮＥ
走向的阶梯状正断层，形成离散型或拉张型的大

陆边缘［２，３］。虽 然 南 海 中 北 部 陆 缘 总 体 上 呈 ＮＥ
向展布，但是位于该地区东部的珠江口盆地潮汕、
珠一、珠二坳陷等构造单元主要为 ＮＥＥ走向，而

西 部 的 珠 江 口 盆 地 珠 三 坳 陷 直 至 琼 东 南 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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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主要为 ＮＮＥ—ＮＥ向［４］。研究 区 内 东、西 部

新生代基底沉降结构也存在着差别，东部地区沉

降结构呈早期剧烈沉降、中晚期稳定缓慢沉降的

趋势；而在西部地区则呈现出早期稳定沉降，中晚

期快速沉降的特点。经测算，东部的最大沉降速

率为２００ｍ／Ｍａ，西部仅有９３ｍ／Ｍａ，以上特征都

显示了南海北部陆缘新生代盆地演化进程的明显

差异。

因此，要揭示南海全区的演化过程，从单一的

一个盆地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本文从珠江口

盆地、琼东南盆地和中建南盆地３个区域的地球

物理资料进行横向对比，划分大的区域性构造运

动界面，以探讨南海新生代的一些演化规律。

１　研究区概况

南海是西太平洋边缘海群中最大的 边 缘 海。

太平洋、欧亚、印度—澳大利亚三大板块的相互作

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演化与沉积充填，

造就 了 复 杂 的 地 质 作 用 以 及 多 变 的 构 造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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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５，６］，因而 具 有 特 殊 的 大 地 构 造 意 义。南 海 作

为构造枢纽，连接着多种不同属性的构造域，在地

理位 置 上，北 靠 华 南 加 里 东 褶 皱 区，西 临 印 支 地

块，南抵南沙海槽，与北加里曼丹俯冲—逆冲推覆

带相拼 接，东 连 马 尼 拉 海 沟，与 吕 宋 岛 弧 区 接

壤［７］。南海中北部自西向东发育了众多不同类型

的新生代沉积盆地，主要有北部湾盆地、莺歌海盆

地、中建南盆地、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和台西

南盆地等（图１）。

图１　南海北部盆地分布（据文献［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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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生代时，南海就受到中特提斯和 古 太 平

洋 的 双 重 影 响，经 历 了 多 次 海 退—海 侵 旋 回 沉

积［９，１０］。在新生代，南海的构造活动十分的活跃，

目前较主流的观点是，南海北部陆缘在新生代发

生过４次大的区域构造运动（表１），分别是神 狐

运动、珠琼运动（分为珠琼运动一幕和二幕）、南海

运动、东 沙 运 动，这 使 得 构 造 发 生 了 多 期 次 的 叠

加，研究构造演化的难度增大。

２　构造沉积记录与南海开裂期重大

事件

　　南海北部陆缘盆地大体上在古近纪末期和新

近纪 初 期 结 束 断 陷 作 用，开 始 接 受 坳 陷 沉 积，因

此，这一时期盆地的沉积构造特征直接反映了南

海开裂期的演化规律。

表１　南海北部新生代构造运动划分对比（据文献［１１］修改）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１］）

２．１　断陷盆地双层（三层）结构

构造因素在陆相断陷盆地层序形成中发挥了

重要的控 制 作 用［１２，１３］，影 响 着 陆 相 盆 地 的 产 生、
发展 与 演 化 进 程。“下 断 上 坳”式 的 双 层 或“断

陷—断坳—坳陷”式的３层 结 构 是 中 国 古 近 纪—
新近纪陆相断陷盆地的典型特征，这是由纵向上

不同构造层序的特征决定的，其分界为区域性的

角度不整合面。下构造层代表了盆地发育早期裂

陷作用而形成的相互独立的半地堑—地堑式构造

沉积充填的产物，上构造层代表了盆地发育晚期

裂后热沉降期形成的坳陷式沉积充填的产物［１４］。

２．２　断—坳转换期盆地剖面特征

２．２．１　珠江口盆地

珠江口 盆 地 形 成 于 晚 白 垩 世 末—古 近 纪 初

期，新生代以来盆地共经历了神狐运动、珠琼运动

一幕、珠琼运动二幕、南海运动及东沙运动［１５，１６］，
在地震剖面上分别形成了Ｔｇ、Ｔ９０、Ｔ７０、Ｔ６０和Ｔ２０
不整合面。

在珠江口盆 地 的 工 区 选 取 了３条 测 线，１条

ＮＥＥ走向的跨 越 整 个 工 区 的 长 测 线 ＮＥ－ＳＷ（图

１）；另２条 是 与 之 垂 直 的 测 线 ＮＷ－１和 ＮＷ－２。

由于珠琼运动一幕和珠琼运动二幕时期沉积物多

发育在凹陷的底部，不整合面不容易识别，且难以

横向对比，因此，在 地 震 测 线 剖 面 上，只 识 别 了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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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构造运动 面（图２）：Ｔｇ、Ｔ７０、Ｔ６０和 Ｔ２０。其 中，

Ｔ７０和Ｔ６０界 面 特 征 表 现 为 下 伏 地 层 的 削 截 和 上

覆地层的上超特征，说明此时段经过强烈的构造

运动或切割侵蚀，为重要的沉积转换面。珠江口

盆地到早渐新世末期（Ｔ７０界面）断陷期结束，盆地

进 入 断—坳 转 换 时 期，一 直 持 续 到 晚 渐 新 世 末

（Ｔ６０界面），之后盆地发生区域 沉 降，开 始 接 受 坳

陷沉积。因此，盆地构造演化经历了断陷、断—坳

转换、坳陷３个阶段（图２）。

图２　珠江口盆地ＮＥ－ＳＷ测线层序地层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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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琼东南盆地

琼东南盆地为新生代陆缘拉张盆地，盆 地 构

造演化与南海扩张息息相关，同时裂陷发育时期

受到了红河断裂走滑作用和菲律宾板块挤压作用

双重构造应力的制约［１７，１８］，在新生代以来共经历

了神狐（礼乐）运动、南海运动和东沙运动。在地

震剖面上分别对应着Ｔｇ、Ｔ６０和Ｔ４０不整合面。
在琼东南盆 地 的 工 区 选 取 了３条 测 线，１条

是ＮＥＥ走向的测线９７ｄ２３８３；另２条是与之垂直

的测线ｑ２２０（图１）和９７ｄ１０２３。在剖面上划分了

５个不整合面：Ｔｇ、Ｔ７０、Ｔ６０、Ｔ４０和Ｔ２０（图３）。

图３　琼东南盆地ｑ２２０测线的层序地层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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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层序界面中，Ｔ７０界面（早渐新世末）

和Ｔ６０界面（晚渐新世末）为２个较大的相对海平

面下降事件的响应界面，在地震剖面上的特征表

现出对下伏地层的强烈下切和削蚀，构成了琼东

南盆地古近系重要的古地理变迁面和沉积充填转

换面。此外，Ｔ４０界面（中中新世末）分割了断坳和

坳陷阶段，为新近系重要的充填转换面。
琼东南盆地到晚渐新 世 末（Ｔ６０界 面）断 陷 期

结束，盆地进入断—坳转换时期，一直持续到中中

新世末（Ｔ４０界面）盆地进入热沉降阶段，开始接受

坳陷沉积。因此，盆地构造演化经历了断陷、断—
坳转换、坳陷３个时期（图３）。

２．２．３　中建南盆地

中建南盆地形成于古近纪初期，新生 代 以 来

的神狐（礼乐）运动、西卫运动、南海运动、万安运

动和南海整体沉降运动都在本区有所响应［１９，２０］，
但对盆地演化影响最大的几次新生代构造活动主

要有３次：神 狐（礼 乐）运 动（Ｋ２—Ｅ１）、西 卫 运 动

（Ｅ２２—Ｅ３２）和万安（东沙）运 动（Ｎ２１—Ｎ３１）。在 地 震

剖面上分别对应着Ｔｇ、Ｔ５和Ｔ３不整合面。
在中 建 南 盆 地 的 工 区 选 取 了４条 测 线，沿

ＮＷ—ＳＥ方向依次 为ｘｓｌ１１２、ｘｓｌ１２０－ｚｊ１６、ｘｓｌ１５６
和ｘｓｌ１６８（图１）。

中建南盆地各地震反射界面为不同地质年代

的区域不整合界面，具有不同反射特征。Ｔ５和Ｔ３
界面之下地层的削蚀特征较为明显，为盆地演化

过程中重要的构造界面，而在珠江口盆地和琼东

南盆地均出现构造界面的早渐新世末和晚渐新世

末则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沉积特征，无明显

响应。
中建南盆 地 从 中 始 新 世 晚 期（Ｔ５界 面）开 始

断陷期结束，盆地进入断—坳转换时期，一直持续

到中中新世晚期（Ｔ３界面）盆地进入热沉降阶段，
开始接受坳陷沉积。因此，盆地构造演化经历了

断陷、断坳—压扭或走滑反转、区域沉降共３个时

期（图４）。

图４　中建南盆地ｘｓｌ１６８测线的层序地层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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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南海北部区域构造迁移与差异性

演化

３．１　构造迁移的表现

构造迁移是以构造运动为研究对象 的，一 般

指在同一时期内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时期内相同

地区或不同地区的构造活动性质、规模和强度随

着区域地球动力场的改变而呈现出一定方向的规

律性的变化。构造迁移的概念将不同期次的构造

运动联系 起 来［２１］。不 同 类 型 的 构 造 迁 移 意 味 着

完全不同的成因在起作用，是特定区域动力学机

制下的产物，因此，构造迁移类型是鉴别不同地球

动力学机制相当重要的标志之一［２２］。
南海北部新生代盆地在发育和演化阶段上存

在着明显的不等时性，具有构造迁移现象，这种迁

移在众多地质现象中均具有特征性的体现，包括

地层沉降速率、构造沉降幅度、盆地拉伸系数、相

似沉积—构造层序形成的时序性和主要构造事件

发生时间等方面［２２］。

３．２　构造迁移方向

关于南海北部构造迁移的方向，前人 作 出 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有２种观点：①自北向南、
自 东 向 西 构 造 运 动 发 生 时 间 具 逐 渐 变 晚 的 趋

势［２３］；②以珠江 口 盆 地 为 界 将 南 海 北 部 分 为 东、
西２段，其构造活动发生的时间在西段表现为自

ＮＷ向ＳＥ、在东段表现为自 Ｗ 向Ｅ逐渐变晚的

趋势［２４－２６］。
结合现阶段的地震剖面工作，可以从２个 方

面归纳南海北部陆缘构造迁移的特点：
（１）幕式裂陷事件

南海北部 大 陆 边 缘 盆 地 具 有 幕 式 裂 陷 的 特

征，包括３期裂陷事件：晚白 垩 世 末—早 始 新 世、
中始新世—早渐新世和晚渐新世［２，２７］。第１期裂

陷事件在南海北部诸盆地均有所响应，基本是盆

地开始形成的时段，代表了盆地初始裂陷的开始。
珠江口盆地和中建南盆地的形成时间都是晚白垩

世末—古近纪初，琼东南盆地由于未钻遇 始 新 统

以下地层，确切形成时间尚不明确，但从地震资料

的分析可推测出其始新统地层是陆相湖盆沉积体

系。也有学者认为琼东南盆地裂陷作用开始于始

新世，止于中新世早期［２７，２８］，所以，琼东南盆地在

形成时间上，即盆地初始裂陷的时间很可能要晚

于珠江口盆地和中建南盆地。
中始新世到早渐新世（第２期裂陷事件）在珠

江口盆地代 表 了 Ｔｇ—Ｔ７０的 后 期 时 段，之 后 珠 江

口盆地就由断陷期进入了断坳转换期。晚渐新世

（第３期 裂 陷 事 件）在 琼 东 南 盆 地 代 表 了 Ｔ７０—

Ｔ６０，之后琼东南盆地就由多幕裂陷期进入了区域

热沉降阶段。这是这２个盆地可以横向进行对比

的构造阶段，为盆地经断陷作用之后的第２个演

化阶段，即珠 江 口 盆 地 的 Ｔ７０界 面（早 渐 新 世 末）
对应着琼东南 盆 地 的 Ｔ６０界 面（晚 渐 新 世 末），所

以琼东南盆地在断陷的结束时间上也是晚于珠江

口盆地的。
（２）地震剖面特征

在地震剖面上，可以从断陷期、断坳转化期和

坳陷期的主要界面来分析构造迁移的趋势。如图

５所示，３个盆地中，珠江口盆地在早渐新世末结

束断陷期，这要早于琼东南盆地的晚渐新世末；而
中建南盆地在 中 始 新 世 末（Ｔ５界 面）最 早 结 束 断

陷期，此时红河断裂进入左旋走滑阶段，很可能影

响了中建南盆地断陷期的发育，因此，排除红河断

裂带对南海北部区域的干扰因素，认为从珠江口

盆地到琼 东 南 盆 地 构 造 事 件 发 生 的 时 间 逐 渐 变

晚。

图５　盆地间断坳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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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ｒｉｆｔ　ｔｏ　ｓａｇ　ａｍ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ｓ

断陷构造活动结束之后，盆 地 演 化 进 入 断—
坳过渡期，珠江口盆地在地震剖面上的响应时段

为Ｔ７０与Ｔ６０界面之间，时间为晚 渐 新 世；琼 东 南

盆地的 Ｔ６０和 Ｔ４０界 面 为 断—坳 过 渡 期，时 间 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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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中新世；中建南盆地的Ｔ５和Ｔ３界面为断—
坳过渡期，时间为晚始新世—中中新世。

因此，剔除红河断裂对中建南盆地的 早 期 影

响，在不考虑其Ｔ５界面（晚 始 新 世）的 前 提 下，中

建南盆地断坳转换的结束时间与琼东南盆地属同

时期，都比较晚。南海北部仍表现为自北向南构

造事件发生时间变晚的趋势。
珠江口盆地坳陷沉积开始时间为晚渐新世末

（Ｔ６０），琼东南盆地和中建南盆地都为中中新世末

期，此时，红河断裂已进入沉寂期，中建南盆地可

以纳入南海北部进行盆地间对比，同样支持上述

结论，即南海北部自北向南构造事件发生时间逐

渐变晚（图６）。

图６　南海北部构造迁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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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４　结论

以南海北部陆缘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地震剖面

为切入点，主要取得了以下几点认识：
（１）南海西、北陆缘构造迁移

南海北部从渐新世开始体现出自北向南“珠

江口盆地→琼东南盆地”、“珠江口盆地→中建南

盆地”构造事件发生时间逐渐变晚的趋势。晚中

新世至今，各盆地的演化在时间上又重新趋于一

致，只是在构造活动强度上有所差别。
（２）区域构造演化差异性和统一性

早渐新世末与晚渐新世末２个时段 中，珠 江

口盆地和琼东南盆地地震剖面均有强烈的响应，
而中建南盆地在剖面响应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性。但区域应力场的改变在南海北部形成了影响

范围最大的构造运动时期，盆地演化进程又具有

同步性特点，沉积盆地区域性不整合面的发育，仍
表明这是南海北部重要的沉积充填转换时期和古

地理变迁时期。
（３）南海北部早期破裂时序

南海北部早期破裂从北部开始，以“撕裂”的

方式逐渐向南推进，同时排除红河断裂的叠加影

响，南 海 北 部 自 北 向 南 断 陷 活 动 强 度 逐 渐 减 弱。
其后的演化中，构造沉降与物质充填中心的迁移

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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