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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G 构造是一个大型挤压反转背斜，位于西湖凹陷西南角的天台斜坡带火成岩发育区。

由于目前对该区火山活动规律及后期油气保存等成藏演化条件认识不清，严重限制了天台斜

坡带的油气勘探进程。通过对研究区地震资料进行解释，研究了 G 构造区火成岩的岩石学、

年代学和时空分布特征，重建了火山活动、圈闭形成与油气成藏过程的关系。结果表明，G 构

造范围内发育的火成岩为中新世中期的浅层侵入岩、溢流相喷出岩和通道相火成岩，该火成

岩的发育使得平湖组和花港组的地层碎裂化，由于该背斜核部存在早期火山通道，后期挤压

形成的圈闭有效性差。龙井运动（中新世末期，5.3 Ma）至上新世三潭组沉积期，该背斜转

折端发育了一系列近 EW 向次级断层，进一步破坏了圈闭的完整性。由于背斜翼部未受火成

岩影响，该处的构造-岩性圈闭应该是下一步勘探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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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西湖凹陷中南部是火山岩最为发育的地区，由

于火山活动规律及后期油气保存等成藏演化条件

不清，导致目前仍未有实质性的突破，严重限制了

天台斜坡带及中央反转构造带中南部的油气勘探。

G 构造所在的天台斜坡带也是火成岩最为发育的

地区，作为天台斜坡唯一的大型挤压反转背斜，近

SN 向展布的背斜圈闭，面积约 40～100 km2 。
1986−2013 年在 G 构造钻探了 3 口探井，油气

显示非常活跃，但厚层多为含气水层和气水同层，

薄层为气层，最厚的气层仅为 5 m，勘探效果不佳，

而周边其他挤压反转背斜均取得了较好的勘探效

果。G 构造勘探失利的原因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

故近十年来未再钻探新井。笔者近几年的研究发

现，G 构造与其他背斜最大的不同就是火山活动较

为发育，尤其是背斜核部发育多条火山通道。前人

针对其火山活动研究较为薄弱，尚未开展火山活动

与油气成藏关系的研究。当前亟需研究火山活动、

挤压背斜形成与油气成藏之间的关系，但火山岩平

面和剖面的刻画难度大，而且圈闭形成及油气成藏

时间和火山活动之间的时空耦合关系尚未理清。

本文从 G 构造火山岩发育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入手，开展构造演化与火山活动的耦合关系以及成

藏过程研究，梳理火山活动、圈闭形成与油气成藏

过程的时空耦合关系，总结火成岩发育对油气成藏

过程的影响，以期为 G 构造挤压反转背斜的勘探潜

力评价和下一步勘探方向提供支撑。

 1    区域地质概况

西湖凹陷可划分为 5 个构造带（图 1a）：西部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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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构造位置及地层格架

Fig.1    Tectonic position and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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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区、西次凹、中央反转构造带、东次凹和东部断

阶区。中央反转构造带伴生一系列 SN 向的背斜及

向斜构造，略呈斜列式，反映了右行扭应力作用[1-4]。

西部斜坡区的沉积边界地层厚度急剧变化，伴生正

断层，局部伴生背斜构造，斜坡上发育的很多河道

可构成岩性油气藏。东部断阶区是凹陷与钓鱼岛

隆褶带的过渡带，断阶带地层较薄，有平缓的背向

斜[5-8]。研究区位于西部斜坡区南部的天台斜坡带，

构造位置相对独特，恰处于强烈的 NW 向基底大型

断裂带上，导致斜坡区内相当大范围卷入了显性

NW 向构造体系（图 1a、b）。正是因为受到 NW 向

基底断裂扭动作用影响，斜坡区内的 NE 向构造体

系连续性较差，NE 向断裂规模有限，以小断层为主，

火山相对较为发育。

钻井揭示，西湖凹陷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东海

群（Qpdh）、三潭组（N2s）、柳浪组（N1ll）、玉泉组

（N1y）、龙井组（N1l）、花港组（E3h）、平湖组（E2p）和
宝石组（E2b）

[9-10]。其中，平湖组为主力烃源岩[11-16]，

平湖组内中段和下段烃源岩最为重要，平湖组上段

和花港组为主要目的层系（图 1c）。
前人研究认为，平湖组下段以长期基准面上升

半旋回早期为主，底部发育厚层砂岩，顶部发育泥

岩盖层； 平湖组中段以长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晚

期−下降半旋回早期为主，水体先上升后缓慢下降，

发育以潮坪沉积为主的潮间带泥坪及潮汐砂坝沉

积微相[17-19]；平湖组上段为长期基准面旋回下降时

期，为在双向物源联合供源背景下高位晚期发育的

受潮汐影响的三角洲沉积；花港组下段（H6−H12）
主要发育三角洲沉积相，主要发育三角洲平原与三

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花港组上段（H1−H5）

为三角洲平原-河流相沉积[17-19]，由 H3−H4 储层及

H1−H2 湖泛泥岩盖层组成。

 2    火成岩发育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西湖凹陷及研究区岩浆活动特征

西湖凹陷经历了早期被动大陆边缘、弧前盆地、

走滑拉分盆地及弧后裂谷盆地等多个阶段的盆地

构造演化阶段[20]，岩浆活动频繁，期间共经历了燕

山期−四川期−华北期−喜马拉雅期 4 次岩浆强烈

喷发时期[21]，其中以喜山期弧后盆地阶段岩浆活动

最为强烈。受基底断裂控制，西湖凹陷岩浆活动在

空间上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的特点；同时也

受断裂活动影响，西湖凹陷发育的 NE 、NW 向 2 个

方向的断裂控制着岩浆以点状分布。在断裂环境

下，岩浆容易沿着浅地表断裂运移，特别是在断裂

相交处更易发育[22]。从区域上看，岩浆活动分布位

置主要位于天台斜坡带，斜坡带岩浆岩的发育在钻

井和地震资料上均有充分的证据（图 2）。
在斜坡区北部，钻井钻遇了中性钙碱性安山岩、

酸性花岗岩和凝灰岩等岩浆岩类型。在斜坡区南

部，地震剖面可清晰见到侵入和岩层刺穿现象，斜

坡区南部天台斜坡带的岩浆活动最为强烈（图 2）。
在花港组沉积末期，由于太平洋板块快速向欧亚板

块俯冲，盆地经历了花港运动并发生了强烈挤压活

动，且伴随有强烈的岩浆活动[5,10]，天台斜坡带岩浆

活动的侵入作用和喷出作用均较为发育，喷出作用

强度在三潭组早期达到峰值，侵入岩也较为发育，

多发育顺层型、碟型和刺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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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岩主要分布在天台斜坡带和中央背斜带

南部，赋存于渐新世以来的多个层位，多发育于花

港组。东部断阶带的岩浆活动主要位于凹陷北部，

地层反射轴较为杂乱，基底面反射不清晰，其深部

岩浆活动对早期沉积岩层具有一定的改造作用[10]。

西湖凹陷岩浆活动对油气成藏要素等具有较强的

控制，致密岩体对油气运移起着重要的遮挡作用，

形成良好的圈闭；同时，岩浆活动会升高周围围岩

的温度，一方面能加快烃岩源的成熟，另一方面会

使围岩中流体活动性增强，增强储层改造作用，但

在岩浆岩活动过程中，也会对早期形成的油气藏有

破坏作用，对原有的断鼻圈闭进行改造[23-24]。

 2.2    G构造火成岩发育特征

G 构造岩浆岩体空间分布特征具有较强的不

规则性，对其发育特征刻画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本

文结合相干切片与常规地震剖面解释，综合对岩浆

岩相进行识别。侵入体平面几何形态主要呈圆形

（图 3c、d），地震反射特征为低频强振幅，上部岩层

发生强制变形（图 4a）。溢流相平面形态呈长条状

不规则形态（图 3c），地震反射特征为低频强振幅

（图 4b）。火山通道在相干切片上呈斑点状，在地震

剖面上呈杂乱反射，火山通道顶部呈倒三角形态。

龙井组沉积期 G 构造岩浆强烈活动，发育 3 座

强烈喷发的火山（图 3b、4a），分布于研究区西侧、

南侧和东侧。火山通道平面上呈圆形、椭圆形，西

侧和东侧通道走向近 SN 向，南侧通道走向近 NEE 向

（图 3b、c、d）。3 座火山均伴有侵入作用，其中，西

侧（侵入体 1）和东侧（侵入体 3）侵入作用较弱

（图 3b、c）；南侧（侵入体 2）侵入活动较强，平面上

呈圆形的大型侵入体（图 3d），侵入体位于花港组顶

部（T20 附近），上部岩层发生变形卷入地层至 T16

（图 4a）。东侧火山岩浆喷发活动具有多幕次，火山

通道顶部形成时期晚于岩浆溢流时期。东侧岩浆

岩体早期顶部有大规模溢流作用，自东北向西南溢

流（图 3c），在 A 井发现有岩浆溢流活动（图 4b），
岩浆溢流未经过 B 井；之后，经过一段稳定沉积时

期，晚期火山继续喷发，岩浆活动仅分布于火山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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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附近。岩浆活动过程中在火山通道周缘也会有

伴生裂隙发育（图 3d），上部新近系发育多条近 EW
向断裂（图 3a），火山通道及其伴生裂隙沟通了下部

早期断裂及上部新近系近 EW 向断裂（图 4b）。

 2.3    G构造火成岩形成机制

G 构造岩浆作用过程复杂，在区域岩浆活动背景

下，主要受区域基底断裂和盖层断层发育的影响。

（1）区域基底断裂发育影响

G 构造岩浆活动时间在龙井组沉积末期（约

16 Ma），此时深部的岩浆房初步形成，G 构造具备

岩浆活动的基础。G 构造深部为堑垒构造，发育反

向和顺向基底断裂，基底断裂延伸至沉积盖层，基

底断裂有效沟通深部岩浆房，成为深部岩浆向上运

移的重要通道。在 A 井 1 995～2 012 m 遇钻溢流

相的玄武岩，证实了溢流岩浆来自于深部。

（2）盖层断层发育影响

在研究区岩浆活动之前，该区主要经历了断陷

期（平湖组及之前）、断拗转换期（花港组）和拗陷期

（龙井组）。断陷期，G 构造位于弧形构造部位，断

裂活动发育，似花状构造发育，次级断裂密集发育，

该区域为应力释压区；断拗转换期，花下段沉积期

断裂活动基本结束；拗陷期，龙井组沉积期盖层稳

定沉积，断裂体系不发育。早期强烈的断裂体系为

岩浆运移提供一个重要的通道，龙井组沉积末期火

山活动活跃，岩浆运移至盖层中沿着早期活动断裂

向上运移，该时期岩浆活动具有较大的能量突破盖

层喷发至地表，对上部地层进行改造，在火山通道

周缘的花上段−龙井组地层中产生放射状裂隙。岩

浆在断裂中快速通过，未对下部地层进行破坏改造，

花下段及之下断层发育，区域地震剖面反射未有明

显变化。花下段之上断层不发育，区域地震剖面反

射特征呈现出杂乱反射，可清晰见到岩浆体位置，

岩浆在突破地层的过程中，对地层产生了较强的破

坏作用。

 3    构造演化与油气成藏特征

 3.1    构造演化过程

构造演化剖面显示（图 5），在新生代前平湖组

沉积期，G 构造及邻区在断层的控制下形成了堑垒

相间的斜坡形态；平湖组沉积期 F1 断层上盘开始

发育了一系列次级断层，至平上段沉积期这些次级

断层相互搭接，与 F1 断层组合形成了似花状构造

样式；花上段沉积早期，断层活动性整体较弱，仅个

别断层持续活动；龙井组沉积期断层停止活动，与

此同时，岩浆岩发生侵入或喷出；龙井运动时期，在

来自东南侧的挤压作用下，玉泉组地层大规模隆升

剥蚀，F1 断层上盘以及断层未错断的浅部层系形成

了挤压背斜，控制了断背斜圈闭以及背斜圈闭的形

成，圈闭定型于龙井运动最强的一幕（13 Ma）；龙井

运动后 G 构造背斜转折端发育了一系列近于平行

的近 EW 向断层，部分次级断层向下可错断花港组

至 T21 界面，向上可错断上新统下部，对断背斜及背

斜圈闭具有破坏作用。

综合火山活动以及圈闭形成过程分析认为，G
构造的构造演化阶段可归结为：①古新世至宝石组

沉积期边界断层 F1 最先开始活动；②平湖组沉积

期边界断层 F2 及次级断层开始发育，在主控断层

的上盘形成了似花状构造；③花港组沉积期，次级

断层持续增多，至花港组沉积末期，断层大多停止

活动；④龙井组沉积期，来自深部的岩浆沿着裂隙

等火山通道发生侵入或喷出，形成了呈 SN 向展布

的 3 处侵入岩和 1 处自东北向西南溢流的喷出岩；

⑤玉泉组沉积末期，在龙井运动的强挤压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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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断层上盘发育背斜褶皱从而控制了背斜和断

背斜圈闭的形成；⑥龙井运动末期至三潭组沉积期，

背斜转折端发育了一系列近 EW 向次级断层，向下

最深错断了 T21 界面。

 3.2    油气成藏特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G 构造内已钻探 3 口

井，其中位于背斜高点的 A 井和 B 井具有活跃的气

测异常和荧光显示，展示了本区良好的勘探前景，

但未能取得商业性油气发现。C 井位于 G 构造的

北翼，油气显示及油气层厚度均不及 A 井和 B 井。

基于现有勘探资料，对 G 构造油气成藏特征的认识

主要有 2 点：①下生上储、断裂输导；②上油下气、

高点失利。

 3.2.1    下生上储

西湖凹陷主力烃源岩层位为平湖组中段和下

段，其次为宝石组，源岩类型主要为煤系和泥岩；主

力储层在斜坡带为平湖组和花港组，在中央反转带

为花港组和龙井组，整体为下生上储，通过断裂垂

向运移。基于油源对比发现，G 构造与西湖凹陷其

他构造特征一致，具有平湖组生烃、平湖组上段和

 

0

2

4

6

8

10

12

10 km

0

2

4

6

8

10

12

深
度

/k
m

10 km

深
度

/k
m

0

2

4

6

8

10

12

深
度

/k
m

10 km

0

2

4

6

8

10 10 km

深
度

/k
m

现今

龙井运动期

挤
压

背斜圈闭

断背斜圈闭

剥蚀

龙井组沉积期末

花港组沉积期末

NE

F1

F1

F1

F1

火山通道投影

火山通道投影

近 EW 向断层投影

图例

侵入体 火山通道 断裂 晚期断层

平上段 平中段 平下段

E2p
u E2p

m E2p
l

E3h
u E3h

l

E2p
u

E2p
m

E2p
u

E2p
u

E2p
u

E2p
m

E2p
m

E2p
m

E2p
l

E2p
l

E2p
l

E2p
l

E3h
u

E3h
u

E3h
u

N1l

N1l

N1l

N1y

N1y
N1ll

E3h
l

E3h
l

E3h
l

花下段花上段

Qpdh+N2s

古新统—宝石组

E1—E2bs

E1—E2bs

E1—E2bs

E1—E2bs

E1—E2bs

图 5    G构造新生代构造演化过程

Fig.5    Tectonic evolution of Structure G in the Cenozoic

6 Marine Geology Frontiers　海洋地质前沿 2024 年 1 月



花港组成储的下生上储、断裂输导特征（图 6）。
就油气来源而言，已钻井获得的花港组上段油

样显示原油甾烷 C27−C29 形态呈近“L”字形（图 7a），
这与 G 构造下部平湖组烃源岩和相邻已经证实的

主力生烃洼陷内的烃源岩形态一致（图 7e）[25-27]，表

明上部油气来自下部平湖组烃源岩。

 3.2.2    上油下气

已钻井地层测试和测井综合解释表明，大约以

3 100 m 为界，之上的花上段以油藏为主，之下的花

下段及平湖组以凝析气藏为主，油气主要汇聚于薄

砂层，厚砂层未能成藏，探明储量低未获得商业性

油气发现（图 6）。
花上段某典型油层厚 3.5  m，平均孔隙度为

18.6%，平均渗透率为 16.5×10−3 μm2，测试原油密度

为 0.827 g/cm3，含蜡量 3.98%（表 1），压力系数 1.0，
温度为 121 ℃。平湖组某典型凝析气层厚 5.7 m，

平均孔隙度为 9.8%，渗透率 2.0×10−3 μm2，测试油密

度 0.803 g/cm3，含蜡量 3.72%，压力系数 1.475，温

度 155 ℃。通过对比花上段原油及平上段凝析油

油样发现，甾烷 C27−C29 形态均呈近“L”字型，异

海松烷占优势（图 7a−d），表明上部油和下部凝

析气同源，而且二者由金刚烷计算的成熟度相近

（表 2），表明上部原油为凝析气相态分异的结果。

统计已成藏的储层厚度表明，测井解释达到油

水同层或气水同层以上级别的层厚几乎都＜10 m，

同时上覆＞20 m 的盖层，油气显示主要集中在薄砂

中。仅少数厚砂层在上覆 30 m 以上的盖层时，砂

顶可能形成 10 m 以下的薄油气层。在 G 构造背斜

高点已钻的 2 口探井中，地层测试仅在平上段获得

1 层商业产能，但因薄层成藏，井控面积小，探明储

量少，不具备开发价值，钻探失利。

 4    油气成藏过程分析

西湖凹陷龙井运动（16～5 Ma）主要有 3 幕[1,4-5]，

即玉泉组沉积早期、玉泉组沉积末期、柳浪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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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前人研究认为，西部斜坡带以晚期成藏为主

（5 Ma 至今）[28-30]，龙井运动期成藏为辅（16～5 Ma）；
火山活动主要在龙井组沉积期，圈闭主要形成于龙

井运动第 2 幕玉泉组沉积末期时间约 13 Ma，火山

活动时间早于圈闭形成时间，圈闭形成时间早于主

成藏期。因此，G 构造油气成藏过程可以总结为：

①23.5  Ma 之前（拉平 T20），地层接受正常沉积

（图 8a）。②23.5～16 Ma（拉平 T16），龙井组沉积期

有多期火山活动，构造范围内发育中新世中期（对

应 T20−T16）的浅层侵入岩、溢流相喷出岩和通道相

火成岩，使得平湖组和花港组的地层碎裂化，同时

岩浆上涌造成原有地层力学性质发生改变，易形成

众多的放射性裂缝，破坏了地层的完整性（图 8b）。
③16～5 Ma（龙井运动期），圈闭主要在龙井运动时

期形成，并最终定型，由于背斜核部存在早期的火山

通道，后期挤压形成的圈闭有效性差；受圈闭形成

期龙井运动强烈挤压，G 背斜构造发育多条层间断

裂；龙井运动末期至中新世三潭组沉积期，背斜转

折端发育了一系列近 EW 向次级断层，向下最深错断

了 T21 界面，进一步破坏了圈闭的完整性，末期发生

一起小规模的运移（图 8c）。④油气成藏主要发生在

龙井运动之后（图 8d），三潭组沉积期（5 Ma 至今）。

本文通过 G 构造岩浆活动-构造运动-油气充注

之间的关系论证，明确了背斜核部破坏-翼部保存的

成藏规律，建立了 G 构造翼部成藏新模式。G 构造

背斜翼部火成岩不发育，通源断裂的规模大于核部，

在背斜翼部刻画有效圈闭，其成藏的可能性较大。

G 构造油气成藏过程研究明确了背斜翼部不受火

成岩影响的构造-岩性圈闭或是下一步勘探的重要

方向。

 5    结论

（1）G 构造岩浆强烈活动，发育 3 座强烈喷发

的火山，分布于研究区西侧、南侧和东侧。西侧和

东侧火山通道平面上呈圆形，南侧火山通道平面上

呈长条状，走向近 NEE 向。3 座火山均伴随有侵入

作用，其中，西侧和东侧侵入作用较弱，南侧侵入活

 

表 1    B井原油物性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rude oil from Well B
 

井号 层位 井段/m 流体性质 密度/ （g/cm3
） 含蜡量/% 含硫/% 胶质/% 沥青质/% 凝固点/℃

B井 花上段 3 013.5～3 017 原油 0.827 3.98 0.02 3.79 / 11

B井 平上段 4 057 凝析油（凝析气到地表反凝析出的原油） 0.803 3.72 0.02 2.64 / 11

 

表 2    B井原油金刚烷指数计算相对 Ro 成熟度

Table 2    Calculation of relative Ro maturity of crude oil adamantane index from Well B
 

井号 层位 井段/m 流体性质 IMA IMD 4-MD/3-MD 4,9-DMD/3,4-DMD 计算Ro

B井 花上段 3 013.5～3 017 原油 67.2 42 1.8 0.6 1.37

B井 平上段 4 057 凝析油（凝析气到地表反凝析出的原油） 66.2 48 107 0.58 1.5
注：IMA（甲基金刚烷指数）=1-甲基金刚烷/（1-甲基金刚烷＋2-甲基金刚烷）；IMD（甲基双金刚烷指数）=4-甲基双金刚烷/（1-甲基双金刚烷＋3-甲
基双金刚烷＋4-甲基双金刚烷）；4-MD/3-MD=4-甲基双金刚烷/3-甲基双金刚烷 ；4,9-DMD/3,4-DMD=4,9-二甲基双金刚烷/3,4-二甲基双金刚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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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强，发育一平面上呈圆形的大型侵入体，侵入

体位于花港组顶部，上部岩层发生变形卷入地层至

T16。岩浆活动过程中伴生裂隙也十分发育，裂隙沟

通了下部花港组断裂及上部新近系近 EW 向断裂，

对 G 构造具有明显的改造作用，3 处火山口伴生大

量裂隙，呈放射状分布在火山通道周缘，紧邻火山

通道呈不规则走向。

（2）龙井运动时期，在来自东南侧的挤压作用

下，玉泉组地层大规模隆升剥蚀，F1 断层上盘以及

断层未错断的浅部层系形成了挤压背斜，控制了

断背斜圈闭以及背斜圈闭的形成，圈闭定型于龙井

运动最强的一幕（13 Ma）；龙井运动后 G 构造背斜

转折端发育了一系列近于平行的近 EW 向断层，部

分次级断层向下可错断花港组至 T21 界面，向上可

错断上新统下部，对断背斜及背斜圈闭具有破坏

作用。

（3）G 构造范围内发育中新世中期的浅层侵入

岩、溢流相喷出岩和通道相火成岩，使得平湖组和

花港组的地层碎裂化，由于背斜核部存在早期火山

通道，后期挤压形成的圈闭有效性差；同时，龙井运

动末期至中新世三潭组沉积期，背斜转折端发育了

一系列近 EW 向次级断层，进一步破坏了圈闭的完

整性。G 构造油气成藏过程研究表明，背斜翼部不

受火成岩影响的构造-岩性圈闭可能是下一步勘探

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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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G构造成藏特征

Fig.8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process in Structur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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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e G in the igneous rock area
south of Xihu Sag, East China Sea Basin

WANG Jun1, ZHANG Xiaoqing2, ZHAO Hong1*, XU Huaizhi1, ZHONG Rongquan1

（1 Shanghai Branch of CNOOC (China) Ltd., Shanghai 200335, China；2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Ltd.,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Structure G is a large compressional inversion anticline located in the igneous rock development area
of the Tiantai Slope Zone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Xihu Sag.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volcan-
ic activity and later oil-gas preservation and accumulation evolution conditions in this area, the oil-gas exploration
process in the Tiantai Slope Zone is severely restricted. Therefore, we interpreted the seismic sounding data in this
area,  studied the petrology,  chronology,  and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gneous rocks in
Structure G, and reconstructed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volcanic activity, trap formation, and hydrocarbon ac-
cu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gneous rocks developed in Structure G are shallow intrusive rocks, effusive ex-
trusive rocks, and channel igneous rocks in the middle Mioce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gneous rocks fragmen-
ted the strata of the Pinghu Formation and Huagang Formation.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early volcanic channels in
the  core  of  the  Structure  G  anticline,  the  traps  formed  by  later  extrusion  are  less  effective.  From  the  Longjing
Movement (late Miocene, 5.3 Ma) to the depositional period of the Santan Formation (Pliocene), a series of nearly
EW-trending secondary faults developed at the turning end of the anticline, further destroy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trap.  We  believe  that  since  the  anticline  wing  is  not  affected  by  igneous  rocks,  the  structural-lithological  traps
there should b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Key words:  Longjing Movement; inversion anticline; magmatic activity; Xihu Sag; East China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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