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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南黄海盆地南部为研究区，二叠系上统—三叠系下统为研究对象，根据近年来新采

集和处理的二维地震资料，对该区域的海相构造层进行了深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的地质认

识。研究表明：南黄海盆地南部广泛发育早三叠世—晚二叠世地层，最大残留厚度超过 3 000 m；

海相构造层的断裂系统主要呈 NW—NWW 和近 EW 走向，发育海相中—古生界的挤压断裂

体系和陆相中—新生界的拉张断裂体系；根据断裂发育时间，可将其活动期次划分为印支期

和燕山-喜山期；同时，根据断裂的平面展布及组合特征，可划分出 4 类构造样式和 9 种断裂

组合。通过对油气地质条件的分析认为，上古生界是南黄海盆地南部海相构造层的油气勘探

方向。该研究成果为南黄海海相油气勘探提供了新的拓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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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黄海位于中国东部海域，面积约 32×104 km2
，

水深＜80 m[1]。南黄海盆地是海相中—古生界和陆

相中—新生界的叠合盆地[2]
，属于下扬子板块向海

域的延伸[3]
，划分为“三隆两坳”5 个构造单元，即

北部千里岩隆起和烟台坳陷、中部崂山隆起、南部

青岛坳陷和勿南沙隆起（图 1）。

南黄海油气勘探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主要

目的层为陆相中生界和新生界。随着地震调查技

术的提高，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南黄海海相地层的

“高富强”地震采集技术[5-6]
，在崂山隆起获得较高

品质的海相地层反射资料，使其海相中—古生界的

地质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黄海盆地海相构

造层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盆地中部崂山隆起地

区[7-19]
，盆地南部海相构造层的研究成果较少。一

些学者[4，20-24] 主要依据 20 世纪 70—80 年代采集的

地震资料，对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层的地层、构造

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受资料限制，该区海相构

造层的地层分布范围还不清楚，断裂几何特征和构

造样式尚未进行详细分析，油气地质条件方面的研

究也较少，制约了该区油气勘探前景的研究。

近年来在南黄海盆地南部的中、东部地区针对

海相构造层采集了逾 3 000 km 的区域地震资料，而

西部地区受水深影响，目前没有新采集的针对海相

构造层的地震资料。本文主要依据中、东部地区新

采集的地震资料和西部 20 世纪 70—80 年代采集

的地震资料联合解释成果，对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

层开展研究，取得一些新的地质认识。受老资料地

震反射品质限制，本次研究的海相构造层以二叠系

上统—三叠系下统为目的层。 

1    地层研究新认识
 

1.1    地震反射特征

南黄海海域钻遇海相地层的钻井共有 7 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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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口钻井分布于南黄海南部地区[4]。其中，钻遇三

叠系和二叠系的钻井有 2 口，即Ⅰ井和Ⅱ井（图 1）。

钻井揭示三叠系下统上青龙组岩性以巨厚层状灰

岩为主[4]
，其地震反射特征为空白或杂乱反射；下

青龙组岩性为微晶灰岩、白云岩夹泥岩、粉砂质泥

岩[19]
，其地震反射特征为中—高振幅、连续平行反

射。二叠系上统龙潭组和大隆组岩性为页岩、泥岩

夹多层煤层，其地震反射特征为中低频、中等强度、

约 200～300 ms 时间段密集反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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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黄海盆地构造单元划分示意图

Fig.1    The 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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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黄海盆地南部二叠系上统—三叠系下统地震反射特征

Fig.2    Seismic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pper Permian and Lower Triassic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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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层发育特征

根据典型地震剖面揭示（图 3），海相地层二叠

系上统—三叠系下统在青岛坳陷与勿南沙隆起均

广泛发育。其中，青岛坳陷内的地层受两大控凹断

裂影响，较为连续稳定地分布在 2 个凹陷内；在勿

南沙隆起则被一系列北倾的挤压逆冲断裂分隔为

大量地层段，似多米诺骨牌结构逐段向南推覆。其

中，三叠系下统厚度变化较大，大部分地区遭到剥

蚀；二叠系上统厚度变化较小，全区分布。 

1.3    地层平面分布特征

南黄海南部三叠系下统分布较广，仅西部部

分地区缺失该套地层；整体走向为 NW、NWW 或

EW 向，最大残留厚度位于青岛坳陷和勿南沙隆起

的东部，厚度＞2 km（图 4）。二叠系上统全区均有

分布，仅勿南沙隆起上有 2 处地层缺失；整体走向

为 NW、NWW 或 EW 向，平均厚度 400～700 m，最

大厚度位于青岛坳陷东北部，厚度＞1 km（图 5）。 

2    构造研究新认识
 

2.1    断裂系统特征

南黄海盆地南部二叠系上统—三叠系下统的

断裂系统主体以 NW—NWW 和近 EW 走向为主，

NE 走向的断裂较少。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断裂

延展长度不同，北部凹陷边界 F1 断裂为研究区规

模最大的断裂，延伸长度约为 178 km。青岛坳陷以

正断层为主，勿南沙隆起则以逆断层为主（图 6）。 

2.1.1    断裂形成期次

从宏观上看，南黄海盆地南部可以分为 2 大套

断裂体系：①海相中—古生界挤压断裂体系，包括

f1、f2、f3 等逆冲断裂；②陆相中—新生界拉张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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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ypical seismic profiles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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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包括 F1、F2、F3、F4 等正断裂。根据盆地构

造演化史，结合地震资料解释，从构造运动期次上，

南黄海南部可以大致划分出 2 期断裂系统：印支期

断裂和燕山-喜山期断裂。

印支期，盆地南部青岛坳陷与勿南沙隆起受到

来自华南造山带的挤压影响[25]
，发育一些南倾逆冲

断裂，如 f1、f2、f3 断裂，活动强度明显弱于北部区

域，其中南部勿南沙隆起逆冲断裂数量较多。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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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黄海盆地南部三叠系下统厚度图

Fig.4    Th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the Lower Triassic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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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h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the Lower Triassic Upper Permia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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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之后，南黄海盆地逐渐结束区域挤压应力环境，

青岛坳陷因郯庐断裂走滑出现拉分盆地，此时，盆

地南北区域各自因为重力回滑或走滑拉分而形成

拉张断裂体系。燕山运动后期，盆地经历一次短暂

而强烈的褶皱回返，早期形成的断裂系统再次受到

改造，局部形成隆凹转换，并带动新地层卷入褶皱。

此后，南黄海盆地整体进入拉张沉积环境，正断裂

体系十分发育。 

2.1.2    断裂组合特征

对于海相中—古生界来说，由于构造应力的强

弱与方向差异，盆地不同区域呈现不同的断裂组合

特征。根据区域测线解释结果看，青岛坳陷区主

要为近平行、花状、复杂“y”字型或“V”字型组合

（图 7a、b）。勿南沙隆起区逆冲断裂主要为近平行

结构排列，根部略有收敛，亦可见少量“y”字型或反

“y”字型断裂组合（图 7c）。 

2.2    构造样式分析

受多期构造变形的叠加影响，南黄海盆地南部

形成了多种构造样式。随着构造应力的变化，形成

了挤压构造、走滑构造、反转构造及拉张构造。不

同的断裂组合样式又可细分为宽缓褶皱、断展褶皱、

叠瓦状逆冲、冲起构造、正反转构造、负反转构造、

花状构造、半地堑、地堑等（表 1）。

青岛坳陷主要发育伸展构造样式，进一步划分

为地堑和半地堑 2 种。挤压构造样式是南黄海南

部海相中—古生界最主要的构造样式，在水平挤压

应力作用下，地层发生冲断、褶皱，形成多种样式，

主要发育于勿南沙隆起内。反转构造样式在南黄

海南部非常发育，既有负反转，也有正反转，根据

中—新生界控凹断裂的分析认为，这些主控断裂多

数存在负反转性质，主要发生在青岛坳陷内。受东

西两侧的压扭和主控断裂走滑影响，在青岛坳陷内

可见走滑构造样式的正花状构造。 

3    油气前景

根据钻井揭示、区域油气地质条件及海陆对比

分析认为，南黄海盆地南部上古生界发育上二叠统

龙潭—大隆组烃源岩，Ⅰ井和Ⅱ井钻遇该套地层，

厚度为 260～385 m，有机碳含量为 0.8%～13%，镜

质体反射率 Ro 介于 0.7%～2.0%[7]。该套烃源岩有

机质丰度高，热演化程度适中，在区域上分布广、厚

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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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层储层较为发育，主要为

下三叠统青龙组台地相碳酸盐岩储层和上二叠统

龙潭—大隆组河流相碎屑岩储层[26]。根据现有钻

井资料，南黄海海相中—古生界地台型碳酸盐岩地

层普遍致密，只是在局部层段发育了储层，其储层

分为白云岩孔隙储层、礁滩相储层、风化壳储层和

裂隙储层 4 种类型[5]。

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层的盖层为上二叠统龙

潭—大隆组的泥岩，可作为区域盖层，下三叠统青

龙组局部致密灰岩可作为局部盖层。

根据本次地震资料解释成果，在青岛坳陷北部

凹陷边界断裂的上升盘，受该正断层所遮挡形成一

系列的断背斜、断鼻圈闭，呈近 EW、NW 走向。勿

南沙隆起一系列北倾的挤压逆冲断裂，逐段向南推

覆，形成了一系列的背斜圈闭，呈 NW 走向。

通过以上分析认为，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层的

上古生界埋藏较浅，深度仅为 600～1 400 m，发育

大型局部构造，可以形成“古生古储”的成藏组合，

因此，上古生界可作为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层的油

气勘探方向。 

4    结论

（1）南黄海盆地南部广泛发育早三叠世—晚二

叠世地层，其中，青岛坳陷内的地层受两大控凹断

裂影响，较为连续稳定地分布在 2 个凹陷内，勿南

沙隆起则被一系列北倾的挤压逆冲断裂分隔为大

量地层段，似多米诺骨牌结构逐段向南推覆。

（2）南黄海盆地南部海相构造层的断裂系统主

体以 NW—NWW 和近 EW 走向为主，仅发育少量

NE 走向断裂；青岛坳陷以正断层为主，勿南沙隆起

则以逆断层为主，具有海相中—古生界挤压断裂和

陆相中—新生界拉张断裂两大断裂体系。

（3）受多期构造变形的叠加影响，南黄海盆地

南部具有多种的构造样式，可划分为挤压构造、走

滑构造、反转构造及拉张构造，不同的断裂组合样

式又可细分为宽缓褶皱、断展褶皱、叠瓦状逆冲、

冲起构造、正反转构造、负反转构造、花状构造、半

地堑、地堑等。

（4）依据沉积、构造和石油地质条件分析，上古

生界为南黄海南部海相构造层油气的勘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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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marine stratum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South Yellow Sea Basin

YANG Yanqiu1,2, LI Sen3, LIANG Jie1,2*, SUN Jing1,2

（1 Qingdao Institute of Marine Geology,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Qingdao 266237, China；2 Laboratory for Marine Mineral Resources, Qingdao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Qingdao 266237, China；3 Shandong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ciences, Jinan 25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targeting specifically at the Up-
per  Permian  and  Lower  Triassic  layers.  Utilizing  newly  acquired  and  processed  2D  seismic  data,  the  research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arine facies in the study area,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Late Permian to Early Triassic strata are extensively developed in the
study area, exceeding 3 000 m in the maximum residual thickness. Fault systems in the marine facies are mainly in
NW-NWW and near-EW directions,  comprising both compressional fault  system in marine Meso-Paleozoic and
extensional one in the terrestrial Meso-Cenozoic. The fault activit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Indosinian and
Yanshan-Himalayan epochs.  Based  on  the  planar  distribution  and comb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ults,  four
structural styles and nine types of the fault systems were recognized. By analyzing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oil
and gas, we believe that the marine facies of the Upper Paleozoic should be the main target as a novel prospective
area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Key words:  southern part of South Yellow Sea Basin; marine stratum; Upper Paleozoic; fault system;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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