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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南海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南海海域已发现油气藏系统分析，并对典型油气藏解剖，按照

生、运、聚、保等特点，从纵向上将南海海域盆地划分出基岩、下部、中部、上部４套成藏组合，并剖析了各成藏组合

内油气有利聚集带与油气成藏主控因素。最后指出南海北部以中下成藏组合为主、南部以中上成藏组合为主、上

部成藏组合是南海深水区最重要的成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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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面积约

３５０×１０４ｋｍ２，其内发育着２５个沉积盆地，蕴藏着

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１］。截至２０１５年，周边国家已

累计在南海发现油气藏５５７个，探明油气可采储量

分别为２５．２亿ｔ、６．０７万亿 ｍ３，折合油当量７５．７

亿ｔ
［２］。以上油气藏几乎全部位于陆架与上陆坡区

的１０个盆地内，深水区盆地油气发现率极低（图

１）。此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

与工程条件限制，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对深水区盆地

油气成藏条件、成藏组合划分与分布、组合内成藏特

征与模式、油气有利聚集区及成藏主控因素认识不

清，这极大制约了南海油气勘探进展与海疆领土维

护。为此，笔者试图以收集到的截止到２０１５年南海

所有已发现油气田数据为基础［３］，通过系统分类及

统计学分析，对典型油气藏剖析，同时结合南海区域

地质背景，系统总结南海油气地质条件，并对南海成

藏组合进行划分，分别研究各成藏组合特征，最后指

出有利勘探领域，为加快南海油气勘探步伐提供支

撑。

１　南海区域地质背景与石油地质特征

１．１　区域地质背景

南海受欧亚、太平洋和印澳三大板块的联合作

用，经历了一系列微板块拼合、增生、裂解、滑移等过

程［４］，其演化阶段可分为始新世之前的断陷前期、始

新世—渐新世中晚期的断陷期、渐新世晚期—中中

新世的断拗转换期和中中新世之后的拗陷期。始新

世之前的断陷前期，南沙地块尚未从华南地块分离

出来，而是共同作为古南海北部的被动大陆边缘，此

时珠江口、琼东南、中建南、南薇西、北康、礼乐、西北

巴拉望等盆地均靠近华南大陆一侧，是在岩石圈伸

展和拉张背景下形成的一系列地堑和半地堑［５］，此

时远离古南海的盆地如北部湾、珠江口、琼东南等主

要以冲积扇充填为主，邻近古南海的盆地如北康、礼

乐等以滨浅海沉积为主。始新世末期—渐新世中晚

期的断陷期，南海海盆开始扩张，进入新南海阶段，

前期地堑半地堑进一步发育，远离古南海的盆地如

北部湾盆地、珠江口盆地等边缘三角洲扇三角洲发

育，盆地中央半深湖深湖发育，靠近古南海的盆地

如曾母盆地、南薇西盆地、北康盆地等由于南缘碰

撞，形成半封闭海环境，
#

湖沼泽普遍发育。渐新

世晚期—中中新世断拗转换期，随着新南海的持续

扩张，南沙地块向南漂移上千千米，古南海由于南沙

地块向南推挤，逐渐消减殆尽［６，７］，此时期南海周边

大型水系控制的三角洲大规模发育，远离水系供给

的台地区生物礁碳酸盐岩发育。晚中新世至今的拗

陷期，新南海海底南北扩张处于停滞状态，其整体进

入区域热沉降阶段，以半深海深海相沉积为主。

１．２　石油地质特征

南海在上述演化阶段发育了３套烃源岩
［８，９］，

第一套为始新统湖相泥质烃源岩，由于早期古南海

存在，湖相泥质烃源岩只分布于现今南海北部陆缘

盆地。该套烃源岩ＴＯＣ含量为０．９６％～２．８４％，

干酪根以ⅠⅡ１ 型为主，成熟度０．８％～２．６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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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２．１％
［１０］。第二套为渐新统海陆过渡相煤系烃源

岩，由于渐新世广泛海侵，滨海沼泽、潮坪、扇三角洲

和
#

湖普遍发育，加之南海特殊的古湿热气候，非常

利于煤系发育，使渐新统煤系烃源岩在南海分布极

其广泛，在南海北部与南海南部普遍发育，是南海最

重要的一套烃源岩，该套烃源岩 ＴＯＣ含量０．５３％

～５８％，干酪根类型以Ⅱ２Ⅲ型为主，成熟度０．５％

～２．２％
［１１１５］。第三套为中新统海相烃源岩，该套烃

源岩是南海极具潜力的一套烃源岩。

图１　南海不同成藏组合内油气藏分布图（据文献［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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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地区发育基岩裂缝、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三

类储层，时代上主要分布于古近纪之前、渐新世、中

新世和上新世。储层类型与发育时代存在以下对应

关系：古近纪之前主要发育花岗岩和碳酸盐岩潜山

等以裂缝为主的储层，区域上主要分布于南海西缘

盆地如莺歌海盆地、湄公盆地和万安盆地等；渐新世

主要发育扇三角洲砂岩储层，区域上主要分布于南

海陆架区；早—中中新世主要发育三角洲砂岩、滨海

砂岩和生物礁碳酸盐岩储层，区域上三角洲—滨海

砂岩储层主要分布于受大型水系输入控制的盆地凹

陷区，生物礁碳酸盐岩储层主要分布于中新统远离

水系的低隆起带，且南海南部盆地较北部盆地更发

育，如曾母盆地，生物礁油气藏探明可采储量占该盆

地总探明可采储量的９２％
［２］；晚中新世以来主要发

育水道—朵体等深水沉积体砂岩储层，区域上主要

分布于南海陆坡深水区。

南海发育一套区域盖层与多套层间局部盖层，

其中中新世晚期区域热沉降沉积的海相泥岩对南海

大多数油气起封盖作用，是南海最重要的区域盖层。

同时在始新统—渐新统内部发育多套层间盖层，对

局部油气聚集成藏起到封盖作用。

圈闭类型上，南海发育断背斜、挤压背斜、滚动

背斜、断鼻、泥底辟、生物礁岩性、基岩潜山和深水沉

积岩性等多种类型圈闭。由于南海不同区域所受构

造应力不同，导致不同区域主力圈闭类型也存在差

异。南海北部由于挤压应力欠发育，圈闭类型以断

鼻、披覆背斜为主；而南海南部由于边缘板块碰撞，

挤压背斜发育，如文莱沙巴盆地，背斜圈闭为盆地陆

上和滨海区主要圈闭类型［１１］。生物礁岩性圈闭为

台地区主要圈闭类型，而深水沉积岩性圈闭和岩性

构造复合圈闭为陆坡深水区主要圈闭类型。

２　南海成藏组合划分与特征

成藏组合是指相似地质背景下的一组远景圈闭

或油气藏，它们在油气充注、储盖组合、圈闭类型、结

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成藏组合强调地质和成藏要

素的相似性，以便于勘探对象的整体潜力评价和勘

探［１６］。

根据南海区域地质背景与石油地质特征，将南

海地区纵向上划分为４套成藏组合：古近纪之前基

岩成藏组合、始新统—渐新统下部成藏组合、下—中

中新统中部成藏组合和上中新统—上新统上部成藏

组合（图２），其中中部成藏组合与上部成藏组合是

目前南海最重要的成藏组合（表１）。

图２　南海成藏组合划分图（据文献［１７１９］修改）

Ｆｉｇ．２　Ｐｌａ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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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南海不同成藏组合油气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ｙ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成藏组合 油气藏个数
探明可

采油当量／亿ｔ

占南海总储量

百分比／％

上部成藏组合 １６５ ２６．７ ３５．２５

中部成藏组合 ３００ ４１．６ ５４．９２

下部成藏组合 ７６ ３．４６ ４．５７

基岩成藏组合 １６ ３．９９ ５．２７

２．１　基岩成藏组合特征

基岩成藏组合主要指古近系之下基岩裂缝储层

形成的含油气组合，基岩潜山经构造运动或暴露剥

蚀形成裂缝，成为有效储层。区域上，由于红河走滑

断裂张扭作用，对基岩可产生张扭裂缝，从而利于成

为有效储层，因此该套成藏组合主要发育于南海西

缘受红河走滑断裂带控制的盆地。位于南海西缘的

湄公盆地即为以基岩成藏组合为主的典型盆地，截

至２０１５年，该盆地累计探明油气可采储量分别为

５．５亿ｔ、１７２４亿ｍ３，合计油当量６．９７亿ｔ，其中基

岩成藏组合内富集油气折合油当量３．８６亿ｔ，占盆

地总探明可采储量的５５．３％。该盆地内最大也是

目前南海最大的油田白虎油田即为该组合内油气藏

的典型，该油田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连续７年产油

超过１千万ｔ，高峰时期达１３７０万ｔ／年，已累计产

油约１．９亿ｔ，时至今日仍然是湄公盆地最重要的油

田［２］。

基岩成藏组合主要以古近系始新统湖相泥岩、渐

新统炭质泥岩作为其主要烃源岩，储层为基岩，岩性

主要为花岗岩与灰岩，盖层为内部局部盖层，圈闭类

型为潜山岩性圈闭，运移通道以断层为主，成藏模式

为新生古储储式，即古近系烃源岩进入成熟门限，生

成油气通过断层近距离运移至潜山聚集成藏（图３）。

基岩潜山成藏组合以油为主，截至２０１５年，组

合内累计发现油气藏１６个，主要分布于湄公盆地，

另外莺歌海盆地西北部、北部湾盆地西北部和万安

盆地均有少量发现（图１），油气藏类型为基岩潜山

岩性油气藏，累计探明油气可采储量分别为３．４２亿

ｔ、６８９亿ｍ３，折合油当量３．９９亿ｔ，占南海已发现油

气储量的５．２７％（表１）。从已发现油气藏特征来

看，受走滑张扭应力改造的凹中隆是该组合内油气

藏的有利聚集带，裂缝发育程度直接影响到该组合

内油气藏的聚集，因此基岩裂缝发育程度是该成藏

组合内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同时由于圈闭发育于

地垒，且以局部盖层为主，所以盖层有效性也是油气

成藏的关键要素。

２．２　下部成藏组合特征

下部成藏组合主要是在始新世—渐新世断陷期

形成的成藏组合，现阶段在北部湾盆地、珠江口盆地

和湄公盆地等古近系发现的油气即位于该成藏组合

内。区域上，该成藏组合主要分布于南海陆架区盆

地。下部成藏组合发育时期也是南海主要烃源岩发

图３　莺歌海盆地西北部灰岩潜山成藏模式

Ｆｉｇ．３　Ｏｉ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Ｙｉｎｇｇｅｈａｉ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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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期，包括始新统优质湖相泥质烃源岩和渐新统

海陆过渡相煤系烃源岩，储层主要为扇三角洲砂岩，

盖层主要为层间局部盖层，油气运移以断层沟通的

垂向短距离运移为主，以断背斜、断块、断鼻等为主

要圈闭类型。其油气成藏模式为自生自储短距离运

聚成藏，即凹陷内始新统、渐新统烃源岩生成油气通

过断层沟通近距离垂向输送至始新统、渐新统断块、

断鼻等构造聚集成藏，组合内典型油气藏如琼东南

盆地崖城１３１气田。

下部成藏组合油气兼备，截至２０１５年，组合内

已累计发现油气藏７６个，主要分布于南海北部北部

湾盆地、珠江口盆地，另外在南海中南部湄公盆地与

万安盆地有部分分布（图１），以砂岩构造型油气藏

为主，累计探明油气可采储量分别为１．６８亿ｔ、

２１４２亿ｍ３，折合油当量３．４６亿ｔ，占南海总探明

可采储量的４．５７％（表１）。从已发现油气藏特征

看，凹中隆与斜坡断阶带是该组合内油气有利聚集

带。由于该组合内储层以扇三角洲砂岩为主，往往

该类砂体横向物性变化大，非均质性强，所以砂体规

模与有效性是该组合内油气成藏的关键要素。

２．３　中部成藏组合特征

中部成藏组合主要是在早中新世—中中新世断

拗转换期形成的一套成藏组合。此时期由于南海地

区处于大规模海侵期［２０］，加之沉降速率减缓，且周

边大型水系控制的三角洲发育［２１］，区域上滨海砂岩

与大型水系控制的三角洲砂岩普遍发育，同时由于

沉降速率适宜，在远离水系的台地区生物礁、滩发育

普遍［２２］，以上有利条件为此时期优质碎屑岩储层与

生物礁碳酸盐岩储层发育创造了条件，进而造成中

部成藏组合在南海大部分盆地广泛分布，是南海地

区最重要的一套成藏组合。

中部成藏组合以古近系始新统湖相泥岩、渐新

统海陆过渡相炭质泥岩为主要烃源岩；滨海砂岩、河

流三角洲砂岩、生物礁碳酸盐岩为储层；晚中新世之

后热沉降期沉积的海相泥岩为区域盖层，同时部分

地区层内泥岩作为局部盖层；断层为主要输导通道，

同时可配合砂体和不整合面构成复合输导体系；以

断背斜、滚动背斜、生物礁岩性等为主要圈闭类型。

其内发育三种成藏模式：①下生上储垂向近距离运

移碎屑岩构造油气藏成藏模式。即古近系烃源岩生

成的油气，通过断层垂向输导，进入新近系滨海砂

岩、三角洲砂岩储层形成的构造圈闭内聚集成藏，这

种成藏模式构成了南海大部分碎屑岩油气藏成藏模

式。②下生上储垂向近距离运移生物礁岩性油气藏

成藏模式。即古近系凹陷内烃源岩生成的油气，通

过断层垂向输导，进入凹陷周缘低隆起带生物礁岩

性圈闭内聚集成藏，在南海曾母盆地南康台地生物

礁油气田群［１２］、西北巴拉望盆地生物礁油气田都具

此成藏特征［１５］（图４、图５），是目前南海生物礁油气

藏主要的成藏模式。③下生上储侧向远距离运移生

物礁岩性油气藏成藏模式。即古近系烃源岩生成油

气通过断层、横向连续展布的砂体，同时结合不整合

面构成复合输导体系，将油气输送至台地内生物礁

建隆圈闭内聚集成藏，在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东沙

台地内发现的生物礁油气藏即为此种成藏模式，如

ＬＨ１１１油田，油气长距离运移达６０ｋｍ
［２３］。

中部成藏组合油气兼备，以气为主。截至２０１５

年，组合内发现油气藏３００个，几乎在南海已发现油

气的盆地内均有分布（图１），且是大部分盆地内主

要的成藏组合，油气藏类型以砂岩构造型和生物礁

岩性为主，累计探明油气可采储量分别为９．２８亿ｔ、

３．８８万亿ｍ３，折合油当量４１．５９亿ｔ，占南海总探

明储量的５４．９２％（表１）。从已发现油气藏特征看，

凹中局部隆起带是组合内碎屑岩油气藏主要聚集

带，直接位于源上和源灶边缘地垒发育的生物礁是

组合内生物礁碳酸盐岩油气藏的主要聚集带。对于

组合内碎屑岩构造油气藏，由于砂体主要为滨海砂

图４　曾母盆地南康台地成藏模式图（据文献［２４］修改）

Ｆｉｇ．４　Ｏｉ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ｅｆｏｆＮａｎｋａ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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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西北巴拉望盆地成藏模式图（据文献［２５］修改）

Ｆｉｇ．５　Ｏｉ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ｌａ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５］）

岩与三角洲砂岩，往往该类砂体规模较下部成藏组

合规模大，且连续性相对较好，但圈闭类型以断背

斜、断块为主，易造成油气侧向散失，因此圈闭有效

性是该类油气成藏的关键要素。对于组合内生物礁

岩性油气藏，由于生物礁位于隆起部位，且生长速率

大于周缘沉积速率，往往致礁体顶部泥岩盖层较薄，

所以生物礁顶部盖层有效性是组合内生物礁岩性油

气藏成藏的关键要素，同时对于台地内部生物礁成

藏，由于油气要经历长距离运移，所以输导通道对于

台内生物礁成藏同样重要。

２．４　上部成藏组合特征

上部成藏组合主要是在晚中新世以来南海拗陷

期形成的一套成藏组合，由于该时期南海除南缘碰

撞发育文莱沙巴前陆盆地外，其整体处于热沉降阶

段，发育大套海相泥岩，此时期南海整体沉降速率加

快［２６］，其典型陆架陆坡深海盆地三分体系开始出

现，同时加之周边大型水系持续供给物源［２１］，在陆

坡深水区重力流沉积体发育，成为陆坡深水区重要

的储集体。因此区域上该成藏组合主要分布于陆坡

深水区且受大型古水系控制的盆地与凹陷内，如琼

东南盆地中央坳陷带和文莱沙巴盆地深水区等。

上部成藏组合烃源岩主要为古近系断陷期渐新

统海陆过渡相煤系泥岩，同时上渐新统—下中新统

海相泥岩在部分区域可作为重要的潜在烃源岩；储

层主要为深水重力流水道、朵体等与深水沉积相关

的砂岩；盖层为热沉降期沉积的海相泥岩；圈闭主要

为差异压实岩性圈闭与底辟上拱背斜圈闭，另外在

文莱沙巴盆地深水区受重力滑脱形成的挤压背斜圈

闭也是重要的圈闭类型（图６）
［２７，２８］；油气运移方式

主要为与热流体底辟上拱伴生的微裂隙垂向输

导［２８３０］；油气成藏模式主要为下生上储，即下部源岩

生成的油气通过与超压热流体底辟伴生的微裂隙垂

向运移至上部深水沉积体砂岩储层聚集成藏，如近

图６　文莱沙巴盆地成藏模式（据文献［１１］修改）

Ｆｉｇ．６　Ｏｉ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ａｂａｈＢｒｕｎｅｉＢａｓｉ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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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勘探获得突破的琼东南盆地中央峡谷水道系列油

气藏的发现，另外在南海南部文莱沙巴盆地深水区

的系列发现。

上部成藏组合油气兼备，其中油主要分布于南

部文莱沙巴盆地（图１），剔除该盆地后，上部成藏组

合气占绝对优势。该组合内已累计发现油气藏１６５

个，主要分布于南部文莱沙巴盆地深水区，近来琼东

南盆地中央峡谷、莺歌海盆地中央凹陷底辟边缘陆

续有新发现，累计探明油气可采储量１０．７９亿ｔ、

１．９１万亿ｍ３，折合油当量２６．７亿ｔ，占南海总探明

储量的３５．２５％（表１）。从已发现油气藏特征看，凹

陷中深水沉积体是组合内油气有利聚集带。由于其

油气主要来源于古近系，要突破上千米厚海相泥岩

进入上构造层有利部位聚集成藏，油气垂向运移通

道是该组合内油气成藏的关键要素。

３　勘探潜力评价

若将南海以西南次海盆为界划分为南海北部盆

地群与南海南部盆地群，可以发现现阶段南海北部

盆地群探明油气主要富集于中下成藏组合，上部成

藏组合近来新增储量较快，主要来自于琼东南盆地

中央峡谷水道与莺歌海盆地中央底辟翼部地层岩性

圈闭的突破。南海南部盆地群现阶段探明油气主要

富集于中上成藏组合，且探明储量远远大于北部盆

地群（图７）。造成南海北部与南部油气差异分布特

征的原因，一方面与南海构造演化过程中控制的盆

地沉积充填史有关，南海地区随着古南海的俯冲消

亡和新南海的扩张与萎缩，其所处盆地沉积充填相

序具从北至南逐渐迁移过程，进而控制盆地烃源岩

发育层段与储层发育层段具从北至南逐渐变新，最

后控制了油气富集层位在南海南部较南海北部新。

同时由于南海南部盆地发育早期随着南沙板块与婆

罗洲板块碰撞，形成半封闭海湾环境，非常利于烃源

岩大规模发育［３１］，且由于婆罗洲板块碰撞，背斜构

造等大型挤压背斜圈闭发育［３２，３３］，利于油气大规模

聚集成藏，从而造成南海南部整体较南海北部油气

资源丰富。因此，在南海油气勘探过程中要区别对

待，南海北部盆地群要一如既往重视下部成藏组合

勘探，但深水区上部成藏组合近来展示了良好的勘

探前景，不应被忽视；南海南部应主要关注中上成藏

组合勘探。

基岩成藏组合虽然目前探明储量较少，但近来

越南在莺歌海盆地西北部灰岩潜山陆续获得油气发

现，且产量极高［２］，同时南海北部广布着残留特提斯

沉积，分布着大面积古生代中生代灰岩地层
［３４，３５］，

以上特征均预示该成藏组合具良好的油气勘探前

景，特别对于南海西北缘盆地，勘探过程中对该组合

不能忽视，研究过程中应加强灰岩储层裂缝预测研

究。

图７　南海不同成藏组合内油气探明可采储量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ｅ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下部成藏组合目前在南海探明储量最少，但近

来同样有重大发现，如２０１５年涠四井在北部湾盆地

西北部于３６００ｍ钻遇始新统砂岩获得日产超千吨

高产油气流。古近系断陷期在南海许多盆地接受冲

积扇扇三角洲沉积，且此相带砂体与凹陷内烃源岩

直接接触，利于油气充注成藏，以上勘探形势与地质

特征均预示下部成藏组合具较好油气勘探前景，特

别对于南海北部陆缘盆地，由于整体演化要比南部

盆地早，因此勘探过程中应尤为重视下部成藏组合，

研究过程中要加强碎屑岩储层成岩演化过程研究。

中部成藏组合是南海北部与南海南部最重要的

成藏组合，富集了南海大部分油气储量。勘探过程

中要尤为重视直接位于源上或源侧生物礁的勘探。

从以往勘探实践看，这种生物礁油气藏一般具“成群

成带”分布特征，往往只要一点获得突破，立即带来

周边大规模发现，具有极佳经济价值，特别对于海上

油气勘探，面临勘探开发成本高，“成群成带”分布特

征能极大降低经济开发门限，如曾母盆地南康台地

分布着２００多个礁隆构造，从１９６８年发现第一个生

物礁油气田Ｅ１１Ｘ至今约５０年时间，在南康台地

先后发现６６个生物礁油气藏，且近５年仍然是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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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最重要的油气发现区域。

上部成藏组合以前主要在南部文莱沙巴盆地获

得大量发现，另外在北部莺歌海盆地中央凹陷有部

分发现，但近年来在南海陆坡深水区陆续获得重大

突破，近５年来新增探明可采储量仅次于中部成藏

组合，已逐渐成为南海油气资源战略接替区（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南海不同成藏组合

探明油气可采储量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ｖｅ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ｙ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成藏组合
探明可采储量

油／万ｔ 气／亿ｍ３ 油当量／亿ｔ

上部 ３．６９ ３７３２ ３．１１

中部 ４．１３ ５０８２ ４．２４

下部 ２．０３ ２６ ０．０２

基岩 ０．３５ ５２ ０．０４

合计 １０．２０ ８８９２ ７．４１

４　结论

（１）南海纵向上可划分为４套成藏组合：基岩成

藏组合、下部成藏组合、中部成藏组合和上部成藏组

合，南海西缘走滑断裂带控制的凹陷内、南海陆架

区凹陷内、南海陆架与陆坡区凹陷内及远离水系的

台地、受大型水系控制的陆坡深水区凹陷内分别是

４套成藏组合的有利分布区域；凹中地垒带、凹中隆

与斜坡断阶带、凹中隆与台地边缘礁滩带和深水水

道与朵体分别是４套成藏组合内油气有利聚集带，

盖层有效性与基岩裂缝发育程度、碎屑岩储层规模

与有效性、礁滩顶部盖层有效性和有效油气输导通

道分别是４套成藏组合内油气成藏的关键要素。

（２）南海北部以中下成藏组合为主，南部以中上

成藏组合为主，在实际勘探过程中要区别对待；基岩

成藏组合与下部成藏组合虽然目前发现油气较少，

但从近期的勘探形势看，具有极大的勘探潜力，研究

过程中要重视基岩潜山裂缝预测研究与古近系碎屑

岩储层成岩演化研究；中部成藏组合台缘带生物礁

油气藏的勘探要一如既往地重视，特别对于远离大

型物源供给、缺乏大规模碎屑岩储层发育的盆地要

给予重视，它们是最为现实的勘探目标；上部成藏组

合是南海深水区最重要的成藏组合，也是目前南海

新增储量的主力军。在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地质理论

与多种地球物理手段相结合，寻找深水沉积体，同时

重视成藏动力学研究，对油气输导通道有效性要特

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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