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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十四五”科技重大项目（ＫＪＧＧ２０２１０４００）和“十四五”全国油气资源评价项目（ＱＧＹＱＺＹＰＪ２０２２３）资助。
第一作者：高阳东，男，１９７５年１０月生，１９９７年获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专业学士学位，现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勘探开发部副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主要从事中国海域油气勘探与开发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ｙｄ＠ｃｎｏｏｃ．ｃｏｍ．ｃｎ
通信作者：彭光荣，男，１９７８年８月生，２００５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硕士学位，现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高级工程师和南海东部石

油研究院地质总师，主要从事油气地质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ｐｅｎｇｇｒ＠ｃｎｏｏｃ．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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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油气勘探新领域及资源潜力
高阳东１　刘　军２，３　彭光荣２，３　陈　林４　王梓颐２，３　史玉玲２，３

（１．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勘探开发部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０；　２．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５４；
３．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５４；　４．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　广东湛江　５２４０５７）

摘要：珠江口盆地油气勘探尚处于中、低勘探程度阶段，近年来，盆地加大了新领域的研究与评价力度，取得了一系列勘探成果。在富
烃洼陷文昌Ａ凹、陆丰凹陷、惠州凹陷、番禺４洼的古近系，富烃洼陷惠州凹陷的古潜山，新洼陷阳江东凹与开平凹陷等实现了多领
域、多类型勘探新发现，落实了规模储量，为南海东、西部油田稳定发展夯实了储量基础。明确断陷盆地的大型增压型断裂转换斜坡带
是大中型油气田勘探的主要方向，打破了文昌Ａ凹多年未有规模发现的局面；创新提出“早断输导、小型源汇体系及转换带控砂，洼间
隆控藏”成藏认识，指导了陆丰南古近系高产能油田群的发现；建立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勘探技术系列，推动了惠西南古
近系陡坡带亿吨级油田群的发现；深化富砂层系储盖组合及成藏研究，助力番禺４洼恩平组新层系取得大中型油气田勘探发现；创新
建立中生代陆缘岩浆弧成岩成山成储成藏模式，指导惠西南取得了古潜山规模商业突破；创新强伸展弱走滑控盆控烃新机制，推动
阳江东—恩平北油田群的重大发现；创新提出“拆离变质核杂岩”型成盆机制，有望在开平南带形成亿吨级油田群。珠江口盆地逐渐
形成古近系、古潜山、新洼陷等勘探新领域及多项技术系列，为南海东、西部油田持续增储上产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也打开了勘探
新领域与新类型的勘探前景。资源评价结果显示，珠江口盆地富烃洼陷古近系及古潜山剩余资源量主要分布在惠州２６洼、文昌Ａ凹
等，阳江—一统暗沙断裂带周缘及惠陆地区周缘新洼陷的原油资源最为丰富。
关键词：富烃洼陷；古近系；古潜山；新洼陷；资源潜力；珠江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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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珠江口盆地在惠州、陆丰、恩平、文昌Ａ等凹
陷的中浅层珠江组、韩江组的勘探程度越来越高，新发
现的规模构造圈闭越来越少［１５］，以中浅层为主力油层
的各油田的采出程度不断提高，老油田综合含水率普
遍超过９５％，亟需新的规模储量发现。近年来，在围
绕中浅层精细挖潜的同时，针对富烃凹陷资源探明程
度相对较低的新领域不断加强地质研究和预探力度，
并风险甩开勘探富有潜力的新洼陷，不断获得新储量。

目前，珠江口盆地勘探正处于战略转型期，勘探领
域已发生转变，并逐渐形成南海东、西部油田资源的接
替新阵地。勘探领域一方面由浅层向深层转变，通过
解放思想、创新认识，在盆地西部文昌Ａ凹、东部陆丰
南、惠西南、番禺４洼等富烃洼陷的古近系取得规模发
现，在惠西南等富烃洼陷的古潜山取得重大突破；另一
方面由成熟区向新区转变，通过深化研究、积极拓展，
在阳江东凹、开平凹陷等新洼陷接连取得勘探重要突
破，一举打破该区不具备勘探价值的传统地质认识，证
实了新洼陷的勘探潜力，有望形成亿吨级油田群。

地质认识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指导推动了珠江口
盆地勘探新发现和突破，打开了勘探新领域与新类型
的广阔前景，也为油气资源潜力的地质认识与评价及
盆地下一步勘探靶区的优选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指导。

１　盆地地质概况及油气勘探开发历程
珠江口盆地总体具有“北油南气”的资源禀赋格

局，探区油气总资源量超１１０×１０８ｔ油当量。自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始，珠江口盆地经历了４０余年的勘探，其
中，前２０年以对外合作为主，重点探索大型构造圈闭，
近２０余年以自营勘探为主，勘探目标逐步从浅水中浅
层转向深水深层、新区新领域等。整体上，珠江口盆地
的勘探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６个阶段。

（１）盆地普查探索阶段（１９７３—１９８４年）
该阶段，在“海相生油，以钻探盆地中央隆起带巨

型构造为目标”思想的指导下对珠江口盆地进行了初

步探索与评价，组织钻探的珠５井首次在古近系获得
工业油流，证实珠江口盆地具备油气成藏条件和良好
勘探前景。该阶段早期认为盆地“海相生油”，后期逐
步认识到盆地为“陆相生油”。

（２）“定凹选带”阶段（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
该阶段，勘探思想逐步转变为“以富烃凹陷为中

心，凹陷内以逆牵引背斜和披覆背斜构造为目标，凹陷
外沿构造脊长距离运移路径寻找碳酸盐台地生物礁
滩”，在惠州、西江、流花、陆丰等地区发现了一批大中
型油气田群，确立了珠江口盆地原油勘探开发的主体
地位，但后期可供上钻的大目标逐步枯竭，对断层圈闭
及其他类型目标的成藏研究尚不成熟。

（３）近洼勘探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
该阶段，在“源控论”勘探思想的指导下，发现了番

禺油田群等，同时在深水沉积研究领域获得进展，认识
到珠二坳陷与珠一坳陷的地质条件和成藏规律不同。

（４）天然气勘探突破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该阶段，在“反向断裂控藏”思想指导下发现了番

禺气田群。
（５）大步迈向深水勘探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该阶段，基于“深水陆坡重力流水道和朵叶体砂岩

是主要优质储层”的地质认识，一举发现了众多白云凹
陷深水气田群。

（６）多层系立体勘探阶段（２０１１年至今）
该阶段，建立了新构造运动晚期成藏、复式成藏模

式，创新提出深水内气外油、先存断裂控洼的地质认
识，获得了文昌９７油田、恩平阳江油田群、陆丰古近
系油田群、深水轻质油田群、惠州２６６古潜山、开平
１１４油田群等一系列重大发现。

截至２０２２年，珠江口盆地已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近
１６×１０８ｔ，尚处于勘探早—中期，勘探程度整体较低，
盆地油气剩余勘探潜力巨大。４０余年来，勘探发现储
量支撑南海东、西部油田建立起了９大作业区，累计油
气产量突破４×１０８ｔ油当量（图１、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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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珠江口盆地构造纲要与油气勘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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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盆地油气地质条件
２１　盆地构造特征

珠江口盆地位于南海北部陆缘地壳强烈薄化带之
上，新生代以来经历了神狐运动、珠琼运动一幕、珠琼
运动二幕、南海运动、东沙运动５期构造演化，具有复
杂的动力学背景［６１０］。盆地主控断裂以ＮＥ向断裂体
系为主，与ＮＷＷ向断裂共同控制了盆地“南北分带、
东西分块”的隆凹格局，形成恩平、西江、惠州、陆丰、白
云、荔湾、阳江、文昌等多个凹陷。受基底先存构造、应
力方向转变、地壳拆离薄化、岩浆侵位改造等因素的综
合控制，珠江口盆地凹陷结构及构造样式多样（图３）。
２２　烃源岩

珠江口盆地发育文昌组、恩平组和珠海组３套烃
源岩，其中，文昌组以滨—浅湖亚相、中—深湖亚相及
三角洲相沉积为主，恩平组以河流—三角洲相、湖沼相
和滨—浅湖亚相沉积为主，珠海组以河流—三角洲相
和滨—浅海相沉积为主［１１］。基于企业标准《海上凹陷
生烃潜力评价规范》［１２］，分析认为盆地珠一坳陷、珠三
坳陷文昌组均为好—优质烃源岩，有机质丰度高。其

中，珠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为
０９５％～１１４３％（平均为２５０％），热解生烃潜量（犛１＋
犛２）为５８１～４５２０ｍｇ／ｇ（平均为１８９０ｍｇ／ｇ），干酪
根类型以Ⅰ型、Ⅱ１型为主，氢指数（ＨＩ）较高，为３００～
９６３ｍｇ／ｇ（平均为５４０ｍｇ／ｇ）。珠二坳陷文昌组烃源
岩品质相对较差，为中等—好烃源岩，ＴＯＣ含量为
０８７％～１７２％（平均为１１６％），干酪根类型以Ⅱ１
型为主（表１）。
　　文昌组半深湖亚相烃源岩主要分布在文昌组二
段—五段，地层占比为６０％～８０％，以深灰色、灰黑
色泥岩为主，烃源岩单层厚度在２０～２６２ｍ；滨—浅
湖亚相烃源岩主要分布在文昌组一段—四段，地层
占比为４０％～６０％，单层厚度在２１～１６０ｍ，以灰色
及深灰色泥岩为主；三角洲相烃源岩在文昌组各段
均有分布，以灰色泥岩为主，地层占比在２０％～５０％，单
层厚度在３～２７５ｍ。盆地恩平组和珠海组烃源岩均为
中等烃源岩，其中，恩平组烃源岩ＴＯＣ含量为０１８％～
１１５６％，平均为１６９％；珠海组仅在珠二坳陷发育，
ＴＯＣ含量为０２６％～４３８％，平均为０９９％，以Ⅱ２
型、Ⅲ型干酪根为主。３套烃源岩的热演化成熟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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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珠江口盆地地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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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期 高阳东等：珠江口盆地油气勘探新领域及资源潜力 １８７　　

注：Ｔｇ—前古近系顶界面；Ｔ８０—文昌组顶界面；Ｔ７０—恩平组顶界面；Ｔ６０—珠海组顶界面；Ｔ４０—珠江组顶界
面；Ｔ３２—韩江组顶界面；Ｔ３０—粤海组顶界面。

图３　珠江口盆地典型地震地质解释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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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珠江口盆地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犺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狅犳犘犲犪狉犾犚犻狏犲狉犕狅狌狋犺犅犪狊犻狀

地层 坳陷 生烃潜量／（ｍｇ／ｇ） 氢指数／（ｍｇ／ｇ） 干酪根类型 镜质体反射率（犚ｏ）／％
珠海组珠二坳陷０１０～１５１０／２３６　１３２０～３００００／１２６６０以Ⅱ２型、Ⅲ型为主 ０４３～０８５／０６１

恩平组
珠一坳陷
珠二坳陷
珠三坳陷

０２７～１６１６／２７４　３３３３～８７０００／１７０００以Ⅱ１型、Ⅲ型为主 ０４７～１５０／０７３

文昌组
珠一坳陷
珠三坳陷　５８１～４５２０／１８９０３００００～９６３００／５４０００以Ⅰ型、Ⅱ１型为主 ０３９～１４４／０７２
珠二坳陷３１７～１３５４／７１５２７９００～５６５００／４３２４０ 以Ⅱ１型为主 ０８７～１７２／１１６

　　　　　　　注：“／”后为平均值。

异较大：文昌组烃源岩镜质体反射率（犚ｏ）普遍大于恩
平组、珠海组烃源岩，珠二坳陷文昌组烃源岩犚ｏ大于
珠一坳陷、珠三坳陷。前人研究证实，从盆地浅水区到
深水区，烃源岩成熟门限逐渐降低，生烃越来越早；珠
二坳陷烃源岩成熟早于珠一坳陷；３套烃源岩现今均
已进入生、排烃门限［１３］，为盆地大中型油气田的形成
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图４）。
２３　主要储层

珠江口盆地发育多类储层，主要包括中生代古潜
山岩浆岩储层、古近系陆相碎屑岩储层、新近系大型海

相三角洲碎屑岩储层等。
其中，中生代古潜山岩浆岩储层形成于中生代多

期岩浆活动，岩性复杂，以复合火山岩深成侵入岩组
合为主，主要为裂缝孔洞型及裂缝型储层［图５（ａ）、
图５（ｂ）］。

古近系陆相碎屑岩储层形成于裂陷期。文昌组沉
积期，研究区主要发育缓坡带辫状河三角洲、转换带辫
状河三角洲、陡坡带扇三角洲沉积体系，恩平组沉积期
主要发育浅水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古近系陆相碎
屑岩储层主要表现为埋深大、成岩作用复杂、低渗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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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珠江口盆地主力烃源岩犜犗犆含量与厚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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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珠江口盆地典型储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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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平面与纵向非均质性强，但强水动力条件下的粗粒
净砂岩具有高成分成熟度、高结构成熟度和低填隙物
含量［图５（ｃ）、图５（ｄ）］，原生孔隙发育、孔喉大，是油
气勘探中的“甜点储层”发育带［１４１８］。

新近系大型海相三角洲碎屑岩储层主要发育在三
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主要表现为埋深浅、
成分成熟度高、结构成熟度高、成岩作用弱、原生孔隙
发育、物性好、大孔大喉［图５（ｅ）、图５（ｆ）］。
２４　盖　层

珠江口盆地新生代总体经历了“先陆相后海相、先
湖盆后海盆”的沉积演化，湖平面、海平面的变化控制
了盆地的充填模式，进而控制了盖层的发育与分布。
珠江口盆地盖层岩性多以泥岩为主，局部的灰岩、灰质
泥岩、粉砂质泥岩、钙质砂岩（致密砂岩）也具有一定封
闭性。不同演化阶段的盖层规模具有较大差异，根据
盖层的发育层位、厚度和平面分布范围，可进一步分为
区域盖层和局部盖层。

晚中新世以来，珠江口盆地沉积环境稳定，沉
积了分布范围广、厚层状海泛泥岩，其具有较好的
统一性和封闭性，构成盆地内最主要的一套区域盖
层。珠江口盆地早期发现的大规模油气田，如陆丰
１３１、惠州２１１、惠州２５８等油田均位于该套盖层
之下。局部盖层主要为相对湖平面上升期形成的
湖泛泥岩或三角洲内部间湾泥岩，在各洼陷的差异
较大［１９２３］。

３　近期油气勘探发现与突破
３１　珠江口盆地富烃洼陷古近系勘探发现
３１１　创新“大型增压型转换带控圈、控藏”认识，指

导文昌Ａ凹陷珠海组实现油气勘探规模突破
文昌Ａ凹陷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三坳陷，油气主要

富集在珠江组和珠海组。勘探早期在凹陷六号断裂带
发现两个气田，但构造复杂、圈闭破碎、成藏规律不明
等原因限制了进一步勘探突破。此后在文昌Ａ凹内
钻探的多口评价井均未获得规模发现，且不同构造带
的勘探成效差异大，整体勘探成效低。断裂转换带对
油气的控制作用不明确及优势砂体展布规律不清楚，
是阻碍文昌Ａ凹油气勘探实现突破的主要原因。

综合分析南海西部主要凹陷的勘探历程、油气资
源潜力及其分布不均衡性，加强研究已发现油气田的
分布与生烃强度、构造断裂带之间的关系，创新提出断
陷盆地大型增压型断裂转换斜坡带和具有隆起背景的
近源构造岩性复合圈闭群是珠江口盆地西部原油勘
探突破的关键。认为受六号断裂和珠三南断裂两条
ＮＥ向右旋断裂张扭作用的影响，文昌９７构造所处的
转换斜坡带具有大型增压型转换带特征。该转换斜坡
带为沉积物输入区，控制砂体发育，有利于储层形成，
且多期、多级、多成因断层持续长时间活动，有利于构
造圈闭群的形成（图６）；同时，该转换斜坡带被多洼环
抱，凹中隆构造脊背景有利于油气汇聚。基于该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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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文昌犃凹陷构造纲要与油气成藏模式（据文献［２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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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在文昌９７转换斜坡带获得了原油勘探突破，开
拓了新的勘探领域。

通过解放思想、转变思路，转向新领域勘探，在增
压型转换带控制大型圈闭群形成、构造转换带源汇体
系控制大型优质储层形成的勘探思路指导下，解决了
如何在一群勘探成效极低的小型油气田周缘寻找大中
型油气田的难题。２０２０年在文昌９７构造珠海组钻
遇厚逾８０ｍ的油层，单井探明地质储量近１０００×１０４ｔ
油当量，是２００８年以来珠江口盆地西部单井油层最厚、单
井探明地质储量最大、珠海组测试产能最高的探井［２４２６］。
３１２　创新“早断输导、小型源汇及转换带控砂，洼

间隆控藏”认识，指导陆丰南古近系高产能油
田群发现

陆丰凹陷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东侧，早期主
要勘探新近系圈闭，后来兼探古近系恩平组，并逐步转
变为以古近系勘探为主，重点勘探恩平组和文昌组。
目前陆丰凹陷古近系探明地质储量的占比已经超过
５０％。陆丰凹陷各主要生烃洼陷经历了多期不同类
型、不同强度的改造［２７］，因此，原型盆地面貌恢复难度
大，增加了预测砂体和甜点储层的难度，且古近系埋深
相对较大，储层储集物性存在风险［２８］。

通过加强油气运移成藏分析，开展物理模拟实验，
创新提出“早期通源断裂垂向‘渗流’形式输导”的认识，
突破了油气输导局限于断裂晚期活动的传统认识［２９］，
建立了早期断裂渗流输导评价模板，认为陆丰８１构造
的断裂活动性与成藏要素匹配，并指导获得规模商业发
现，揭示陆丰南部早期断裂周缘成藏新类型。

早期通过开展大型源汇分析，推动了陆丰东低凸
起等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的规模商业突破，随着东
凸起新发现的有利圈闭变少，２０２１年起，通过转变思
路，加强沉积储层源汇分析，转向惠陆低凸起寻找突
破。传统地质认识认为惠陆低凸起为“小源对小汇”，
湖盆演化背景下物源不稳定，较难发育规模砂体。通
过恢复原型盆地、重塑古地貌格局，揭示陆丰１３８井
区为多物源联合供砂，指导文昌组获规模油气发现，展
现出小型源汇体系的规模勘探潜力。

通过创新“转换带源汇控砂、洼间脊汇聚控藏”认
识，打破了洼陷长轴油气运聚不利的思维束缚，成功指
导陆丰１５５构造在文昌组取得规模性勘探突破。压
裂后陆丰１５５构造主力油层的原油日产量提升了
１２８倍，首次实现海上原油探井压裂商业产能突破，揭
示转换带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的勘探前景广阔（图７）。

图７　陆丰地区古近系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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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古近系油气地质认识的创新，助力陆丰凹
陷发现６个古近系油田（含潜在油田），包括２个中型
油田，逐渐建成陆丰南古近系高产能油田群。
３１３　建立陡坡带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

勘探技术系列，获得惠西南古近系亿吨级油田
群发现

惠州凹陷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东侧，多年来
凹陷古近系勘探“见油不见产”。惠西南陡坡带文昌组
埋深普遍较大，规模优质储集体的沉积类型、发育机
理、主控因素不清，且恩平组含砂率高，断层圈闭有效
性存疑。同时由于古近系勘探主要围绕扇三角洲—辫
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朵叶体的发育背景及叠置关系
复杂，导致砂层组级别的沉积微相刻画难度大，且储层
物性差异大。

通过加强构造、沉积的综合分析，认识到喜马拉雅
期惠州凹陷西南部的先存构造体系差异活化，形成惠
州２６墙角式转换带背景下的大型源沟扇体系，沉积
物历经长距离搬运、多级改造，控制古近系大型扇三角
洲储集体发育，高能古隆区强水动力长期充分淘洗改
造下伏沉积物形成储层甜点。２０２０年在惠州凹陷古

近系砂砾岩扇体获得中高产、规模商业发现———惠州
２６６油田，首次实现南海东部古近系砂砾岩体勘探
突破［３０３１］。

钻井揭示惠州２７地区古近系发育大型扇三角
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针对恩平组富砂背景下的
规模富集区块分布这一关键问题，创新提出惠州２７５
岩浆改造型增压转换带控圈控藏模式和反向调节带源
断脊控制油气差异富集规律，并形成高含砂率背景下
恩平组油藏综合评价技术，打破了恩平组富砂背景下断
层圈闭无法规模成藏的传统认识。２０２２年首次在惠州
凹陷恩平组获得规模性商业突破，产油量近４００ｔ／ｄ，打
破了凹陷恩平组此前的测试产能记录。

综合微古地貌、地震相、岩相和测井相，刻画了恩
平组砂层组沉积微相，明确了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
洲边界及优质相带发育区，认识到墙角式转换带控汇，
低坡度区发育大型扇三角洲，断裂差异活动控砂，弱活
动段砂体展布范围广，沉积微相差异控储，主分流河道
储层物性较好，初步建立了针对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的
勘探技术系列，进一步夯实了惠州２６洼陡坡带亿吨级
油田群的储量规模（图８）。

图８　惠州２６６陡坡带周缘地貌叠合含油气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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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深化富砂层系储盖组合及成藏研究，推动番
禺４洼恩平组取得大中型油气田勘探发现

番禺４洼是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西江凹陷南部
的富烃洼陷，已探明地质储量近２×１０８ｔ。早期以勘探浅

层大型背斜圈闭为主，发现了番禺４２、番禺５１等油
田［３２］。随着浅层剩余圈闭规模逐渐变小，开始探索深层古
近系，但难点在于珠海组、恩平组含砂率高，缺乏区域盖层，
有利储层、盖层的空间展布预测难度大，断层圈闭有效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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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难度大，且埋深较大的文昌组储层物性较差［３３］。
２０２１年以来，针对恩平组高含砂率的特点，加强

区域基础规律研究，创新动态源汇分析认识，寻找优
势储盖组合，攻关断裂控藏，优选富集区块，基于“源
断盖”联合控藏认识，建立了基于古地貌恢复源汇系
统的定量分析技术，创立了基于多相耦合的优质储盖
组合精细预测技术，创新建立了恩平组富砂层系“古构
造沉积气候三要素耦合联控、早泥（岩）晚钙（质砂
岩）双盖层接续发育”的地质模式，提出层序格架控制
下的湖泛泥岩和钙质砂岩具有良好封盖能力。基于古
地貌恢复源汇系统分析技术，精细解剖番禺４洼古近
系沉积相，明确西南次洼发育较大规模的辫状河三角
洲前缘沉积（图９），其含砂率适中，发育有利的储盖

组合，打破了珠海组、恩平组含砂率高，储、盖条件差，
油气不能大规模成藏的传统地质认识。基于番禺４洼
结构演化对半深湖—深湖亚相烃源岩控制作用的再认
识，改变了西南部各次洼相互独立的传统认识，明确了
半深湖亚相的展布范围，优选优质烃源岩展布面积增
大近３０ｋｍ２。研究认为张扭性断裂体系增压区有利
于断层封堵，富砂层系的断层圈闭也可封堵成藏，打破
了富砂背景下断层圈闭断裂封堵性差、只能自圈成藏
的认识局限。
２０２３年首次在番禺４洼恩平组获得规模性商业

突破，创新地质认识推动番禺１０６构造甩开勘探，恩
平组主力油层的测试产油量超５００ｔ／ｄ，打破了此前南
海东部古近系的测试纪录。

图９　番禺４洼恩平组沉积早期源汇体系及古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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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珠江口盆地富烃洼陷古潜山勘探发现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南海东部古潜山始终未取得勘探

突破，仅获得零星发现，“年轻潜山”的成储、成藏条件屡
遭质疑，普遍认为珠江口盆地古潜山暴露与风化的时间
短，难以形成优质储层，不具备较大的勘探潜力，且缺乏
针对古潜山有效储层的地球物理识别预测技术。

２０１９年以来，针对中生代—新生代多期构造作用
控制下古潜山成储条件不清的问题，加强区域基底构
造演化背景研究，认为惠西南地区位于古太平洋板片
俯冲控制的陆缘岩浆弧位置，多期岩浆活动在空间上
交织，表现为复合火山岩深成侵入岩的岩性组合，且
经历了强烈的剥蚀作用，深成岩与变质岩出露地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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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惠州２６６古潜山中生代陆缘岩浆弧成岩成山成
储模式（图１０）。通过梳理已钻井的基底特征，厘清潜
山成山控储条件，评价古潜山有利储层发育区，建立了
“断岩溶”联控古潜山优质储层发育机制。

针对古潜山成藏主控因素及成藏规律不明的问
题，加强烃源岩及成藏条件综合分析，建立了惠州２６
洼“湖相优质烃源岩油气兼生、晚期高效生气、宽窗强
供、复合封盖”的成藏模式［３４］。优选具有富洼近源、油
气共存、浅埋优相、断溶联控成藏优势的惠州２６６古
潜山为潜力勘探目标。惠州２６洼高成熟烃源岩与长
达３ｋｍ的供烃窗持续对接，油气可以沿着惠州２６６
古潜山的裂缝体系和油源断裂呈立体网状复式输导，
进一步建立了惠州２６６古潜山中生代陆缘岩浆弧成

岩成山成储成藏模式。
针对古潜山有效储层地球物理识别预测难度大的

技术挑战，创新双方位地震资料多维度小微断裂预测
技术，基于岩石物理模型构建风化裂缝带“甜点因子”，
形成一套潜山双重介质储层定量表征技术系列。首次
基于数字岩心不同尺度扫描和元素测井建立了孔隙度
计算模型，探索形成一套多尺度联合火成岩孔隙度评
价技术系列。

在古潜山新地质认识和地球物理技术系列的指导
下，推动发现了惠州２６６大中型凝析油气田，油气层
厚度超６００ｍ，测试产油量近３００ｔ／ｄ［３５］，首次在南海
东部实现了古潜山规模商业发现，开辟了古潜山勘探
新阵地。

图１０　中生代陆缘岩浆弧成岩成山成储模式（据文献［３６］）
犉犻犵．１０　犕狅犱犲犾狅犳犕犲狊狅狕狅犻犮犮狅狀狋犻狀犲狀狋犪犾犿犪狉犵犻狀犿犪犵犿犪狋犻犮犪狉犮狉狅犮犽犳狅狉犿犻狀犵，犿狅狌狀狋犪犻狀犳狅狉犿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犳狅狉犿犻狀犵

３３　珠江口盆地小型浅洼陷勘探发现
前人研究揭示珠江口盆地发育多组ＮＥ向、ＮＷ

向、和近ＥＷ向的继承性深大断裂，其中，ＮＷ向阳江—
一统暗沙隐伏走滑断裂带是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极其
重要的中生代—新生代构造带和转换带［３７］，断裂带上
部发育一系列埋深浅的小型洼陷，包括恩平２０洼、番禺
２５洼、开平东洼、白云南洼等，按照典型伸展型断陷的油
气成藏标准，这些小型洼陷的资源潜力非常有限。

勘探实践表明，阳江—一统暗沙隐伏走滑断裂对洼
陷的成盆成烃具有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①在主成洼期多期伸展走滑作用联合控洼、叠合控源，洼
陷内部易沉积厚层状优质烃源岩；②走滑断裂强化裂陷

作用，使裂陷中心、沉降中心、沉积中心在限定范围内叠
合，形成稳定的半深湖沉积环境；③深大隐伏走滑断裂使
基底破碎，形成洼隆相间的格局，多个沉砂池阻隔物源，
洼陷内易形成欠补偿环境；④深大断裂是沟通深部岩浆
向浅部侵入或喷发的重要通道，岩浆活化一方面使沉积
水体富营养化，促进藻类勃发，另一方面可降低生、排烃
门限，促进洼陷烃源岩生、排烃。基于该认识，有必要关
注珠江口盆地隐伏走滑断裂带的相关洼陷，重新分析其
成盆成烃机制，重新判断其生烃能力与勘探潜力。
３３１　创新提出阳江东凹强伸展弱走滑控盆控烃新

机制，推动阳江东—恩平北油田群的重大发现
阳江东凹位于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西侧、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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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走滑断裂带北部，水深为８０～１００ｍ。２０１８年以
前，勘探仅获得油气显示和少量油气层。凹陷文昌组
厚度小、埋深浅，普遍认为其生烃能力有限，因此，凹陷
不具备勘探价值。同时阳江东凹发育多组断裂体系，
断裂活动期次及强度各异，断裂控圈、控运与控藏的机
理不清，制约了有利区带和有利目标的分布预测。

通过开展成盆、成烃与成藏研究，加强洼陷结构及
演化、烃源岩生烃潜力与优选、控藏要素与目标优选等
方面的研究，首次提出阳江—一统走滑断裂影响下的阳
江东凹成盆模式。阳江东凹位于ＮＷ向阳江—一统走
滑断裂带上，文昌组沉积期，该区先存的ＮＷ向、ＮＥＥ
向断裂选择性活化，早期强伸展叠加后期两幕走滑拉分
控制成盆（图１１）。文昌组二段沉积期，太平洋板块由
ＮＷ向俯冲转变为ＮＷＷ向俯冲，导致右行剪切分量，
ＮＥ向右行右阶走滑断裂拉分成盆；同时，ＮＷ向阳江—
一统断裂带开始活化，限定形成了恩平２０洼、恩平２１
洼沉积中心。文昌组一段沉积期，印澳板块与欧亚板块

碰撞在该区形成区域左行剪切分量，ＮＷ向阳江—一统
走滑断裂左行左阶走滑拉分成盆，沉积中心位于恩平１９
洼、恩平２０洼。创新提出内源型富烃洼陷的烃源岩发
育机制，认为恩平２０洼、恩平２１洼以盆内物源为主，欠
补偿环境下多层序优质烃源岩叠合发育。文昌组沉积
期，阳江东凹历经了早期（文昌组三段沉积期）强伸展叠
加后期（文昌组二段—一段沉积期）两幕走滑拉分，恩平
２０洼均为裂陷中心、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深大断裂
岩浆活化使沉积水体富营养化，促进藻类勃发，可降低
生、排烃门限，促进恩平２０洼、恩平２１洼生、排烃。建
立了上下贯通、下输上堵的“张扭联动式”控藏机
理［３８３９］，认为断裂在深层呈ＮＥＥ—ＥＷ向，以张性输
导为主，在中浅层呈ＮＷ向，以张扭封堵为主，源断耦
合、差异控藏。研究认识一举突破了“浅小的阳江凹陷
不具备继续勘探价值”的观点和“小洼寡烃”的传统认
识，并指导在阳江新洼获得勘探重大突破，发现恩平
２０４、恩平２０５、恩平２０７等５个油田［４０４２］。

图１１　阳江东凹文昌组沉积期伸展走滑联控成洼模式
犉犻犵．１１　犈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狊狋狉犻犽犲狊犾犻狆犼狅犻狀狋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犱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犱犲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犠犲狀犮犺犪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犢犪狀犵犼犻犪狀犵犈犪狊狋狊犪犵

３３２　创新提出开平凹陷“拆离变质核杂岩”型成盆
机制，开平凹陷南带有望形成亿吨级油田群

开平凹陷为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西侧的一个边
缘凹陷，位于阳江—一统走滑断裂带南侧，构造极为
复杂，水深在２００～６００ｍ。凹陷油气勘探始于１９８０
年，早期围绕大型构造圈闭勘探相继失利，始终见油不
见（油）田，开平凹陷的生烃能力与勘探潜力一度遭到
质疑［４３］。
２０２０年以来，逐渐认识到开平凹陷油气勘探的关

键问题在于洼陷结构与烃源岩，并最终实现重要的认
识转变。对开平凹陷洼陷结构的认识从早期的南断北

超型简单半地堑，转变为北断南超、受变质核杂岩强烈
改造的低角度拆离型盆地（图１２）。对烃源岩的认识
从早期认为开平凹陷文昌组二段、五段均发育半深
湖—深湖亚相烃源岩，转变为烃源岩主要分布在文昌
组三段、四段。创新提出南海拆离型盆地“拆离控盆
早洼晚坡高温增热”的耦合强生烃机制，开平凹陷资
源潜力大幅提升了近２倍。深化“源断盖”耦合控制
富集成藏认识，源、储分析勘探方向由早期的北部洼中
隆起带转向南部斜坡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落实开平１１４构造的探明地质

储量，证实了开平凹陷的勘探潜力［４４］。２０２３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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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甩开勘探的力度，钻遇文昌组高有机质丰度湖相
泥岩，有效烃源岩的展布范围不断南扩，发现开平１８１
中型油气田，其主力油层恩平组的产油量超１０００ｔ／ｄ，

产气量超１×１０４ｍ３／ｄ，打破了此前中国近海海域的古
近系测试纪录，开平南带（包括开平１１４和开平１８１
井区）有望形成亿吨级油田群。

图１２　开平凹陷洼陷结构剖面示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２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狅犳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狊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犓犪犻狆犻狀犵狊犪犵

４　剩余资源潜力与勘探方向
油气资源评价是确定油气勘探方向、制定勘探规

划部署方案的重要基础，是一项长期性、基础研究工
作［４５］。“十三五”（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以来，随着勘探投入
不断增加、理论认识不断提高和方法技术不断进步，为
了及时反映盆地油气资源潜力变化，为油气资源发展
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开展了珠江口盆地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
工作。
４１　盆地资源潜力评价

在逐渐深化珠江口盆地构造演化和石油地质特征
的基础上，研究关键评价参数取值，开展含油气系统研
究，进行资源量计算，开展合理性、经济性以及分类分
级等分析，指出未来发展前景，分凹陷、区带、层系和分
品质客观评价珠江口盆地的油气资源潜力，明确珠江
口盆地未来重点勘探方向（图１３）。
　　常用的油气资源评价方法包括成因法、统计法、类
比法和特尔斐法。针对不同凹／洼陷、不同地区的油气
勘探程度差异及资料掌握程度，应选择合适的方法进
行评价［４６５０］。评价的资源量包括总资源量和潜在资源
量。其中，总资源量即地质资源量，是综合地质、地球
物理与分析化验等资料，选择针对性评价方法得到的
原始储藏油气量，主要通过成因法中的盆地模拟法计
算得到，评价单元为凹／洼陷。潜在资源量是指针对有

利圈闭或油气田的邻近区块或层系，根据石油地质条
件进行分析和类比，基于统计法中的圈闭法估算得到
的油气量，评价单元为区带。

图１３　资源评价主要工作思路
犉犻犵．１３　犕犪犻狀狑狅狉犽犻狀犵犻犱犲犪狊狅犳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关键参数的选取对资源评价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成因法的关键参数包括烃源岩的含量、有机质丰度、有
机质类型、生烃动力学参数、热演化史参数和聚集系数
等。创新应用地质统计与地球物理反演相结合，揭示
了珠江口盆地三级层序格架下烃源岩的含量与展布以
及有机质的丰度与类型。首次建立了珠江口盆地变地
温场背景温度与犚ｏ双重约束下的烃源岩热演化史。
同时，基于有限空间—温压双控—近地质水介质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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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半开放体系中烃源岩生、排烃物理模拟实验及产
烃率图版，建立了珠江口盆地４类烃源岩生、排烃动力
学模型。聚集系数主要基于成熟探区通过油藏规模序
列法和盆地模拟法来综合分析获得［５１］。圈闭法关键
参数包括储层厚度、单储系数、充满度和成功率，均通
过统计钻井资料来明确取值。低勘探程度区的关键参
数取值主要采用类比法获得。

根据盆地浅水区基础地质特征及油气成藏地质规
律，确定了盆地浅水区常规油气资源评价范围；综合考
虑评价区内部构造、沉积体系、压力场、地层水特征和
原油成因类型及其分布、油气运移等因素，基于盆地构
造单元划分，将浅水区各洼陷文昌组边界确定为总资
源量评价单元的闭合边界。将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划分

为４７个评价单元，落实浅水区剩余资源量近７０×１０８ｔ
油当量，剩余资源潜力大。
４２　盆地有利勘探方向
４２１　富烃洼陷古近系、古潜山资源分布与有利勘探

方向
珠江口盆地富烃洼陷是保障储量稳定的物质基

础，近１０年其新增探明储量占全盆地的８０％以上，是
盆地主要原油增储领域和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重要方
向。综合分析各洼陷的资源规模、探明储量等地质资
料，在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共划分出８个富烃洼陷，自西
向东依次为文昌Ｂ凹陷、文昌Ａ凹陷、恩平１７洼、番
禺４洼、西江２４洼、西江３０洼、惠州２６洼和陆丰１３
洼（图１４）。

图１４　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富烃洼陷展布
犉犻犵．１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狉犻犮犺狊犪犵犻狀狊犺犪犾犾狅狑狑犪狋犲狉犪狉犲犪狅犳犘犲犪狉犾犚犻狏犲狉犕狅狌狋犺犅犪狊犻狀

　　资源评价结果显示，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富烃洼陷
的油气总资源量近３２×１０８ｔ油当量，以石油资源为
主（占比约为９０％）。其中，古近系、古潜山领域的总资源
量近１４×１０８ｔ油当量，石油资源量占比近８５％。平面上，
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惠州２６洼、陆丰１３洼和番禺４洼等
地区，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惠州２６洼、文昌Ａ凹陷、恩
平１７洼等地区（图１５）。

４２２　小型浅洼陷资源分布与有利勘探方向
珠江口盆地洼陷众多，前期勘探主要集中在富烃

洼陷，浅水区新洼陷的勘探程度低，勘探领域广阔，是
寻找大油气田的重要接替领域。基于近年来的研究认
识与勘探成效，通过类比分析，预测了珠江口盆地浅水
区新洼陷的资源量，并结合基础地质分析，指出浅水区
原油领域新洼陷的近期勘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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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模拟结果表明，珠江口盆地浅水区新洼陷的
油气总资源量约为３０×１０８ｔ油当量，石油资源占比达
９５％。平面上，阳江—一统暗沙断裂带、惠陆地区的周
缘新洼陷的原油资源最为丰富，资源量达２５×１０８ｔ，占

全盆地新洼陷资源量的８０％以上，且存在多个低勘探
程度的新洼，结合石油地质条件、成藏演化及主控因
素，提出陆丰１３西北洼、开平东洼、西江２３洼等新洼
陷为近期新洼陷勘探的方向（图１６）。

图１５　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富烃洼陷古近系、古潜山油气资源分布
犉犻犵．１５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犪狀犱犫狌狉犻犲犱犺犻犾犾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犻狀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狉犻犮犺狊犪犵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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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珠江口盆地浅水区新洼陷分布（以盆地东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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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珠江口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尚处于勘探早—

中期，盆地油气剩余勘探潜力巨大。近年来，珠江口盆

地在富烃洼陷古近系取得重大勘探进展。通过加强断
裂转换带控藏作用精细研究，指导文昌Ａ凹油气勘探
实现规模突破；通过创新“早断输导、小型源汇体系及
转换带控砂，洼间隆控藏”认识，指导发现了陆丰南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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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高产能油田群；建立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
系勘探技术系列，推动了惠西南古近系陡坡带亿吨级油
田群的发现；深化富砂层系储盖组合及成藏研究，助力
番禺４洼恩平组取得大中型油气田的勘探发现。

（２）近年来，珠江口盆地在富烃洼陷古潜山领域
取得重大勘探进展。创新建立中生代陆缘岩浆弧成
岩成山成储成藏模式，基于“断岩溶”联控潜山优
质储层发育机制和湖相优质烃源岩油气兼生、晚期高
效生气、宽窗强供、复合封盖成藏模式等新认识，首次
在南海东部实现古潜山规模商业发现，开辟了古潜山
勘探新阵地。

（３）近年来，珠江口盆地在新洼陷领域取得重大
勘探进展。阳江—一统暗沙隐伏走滑断裂带对洼陷成
盆成烃具有控制作用。创新提出阳江东凹强伸展弱
走滑控盆控烃新机制，推动了阳江东—恩平北油田群
的重大发现；创新提出开平凹陷“拆离变质核杂岩”型
成盆机制，开平南带有望形成亿吨级油田群。

（４）资源评价结果显示，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富烃
洼陷的油气总资源量近３２×１０８ｔ油当量，其中，古近
系、古潜山总资源量近１４×１０８ｔ油当量，主要分布在
惠州２６洼、文昌Ａ凹等地区；新洼陷油气总资源量约
为３０×１０８ｔ油当量，石油资源占比达９５％，以阳江—
一统暗沙断裂带周缘及惠陆地区周缘的新洼陷原油资
源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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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ｅｒｇｉｅｓ，２０２２，１５（２１）：８０５０．

［１５］　雷永昌，赵鹏，肖张波，等．珠江口盆地陆丰凹陷陆丰１５洼与２２洼
古近系文昌组源汇系统与沉积演化［Ｊ］．世界地质，２０２３，４２（３）：
５０１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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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ｂｏ，ｅｔａｌ．Ｓｏｕｒｃｅｔｏ
ｓｉｎｋ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ｕｆｅｎｇ１５ａｎｄ２２ｓａｇｓ，Ｌｕｆｅ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Ｗｏｒｌｄ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４２（３）：５０１５１５．

［１６］　卫哲，李小平，易浩，等．珠江口盆地东沙隆起混合沉积特征及勘
探潜力［Ｊ］．复杂油气藏，２０２２，１５（３）：３７４３．
ＷＥＩＺｈｅ，ＬＩ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ＹＩＨａｏ，ｅｔａｌ．Ｍｉｘ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Ｄｏｎｇｓｈａ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Ｊ］．Ｃｏｍｐｌｅｘ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０２２，１５（３）：３７４３．

［１７］　张向涛，史玉玲，刘杰，等．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古近系文昌组优
质湖相烃源岩生烃动力学［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２２，４３（５）：
１２４９１２５８．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ＳＨＩＹｕｌｉ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ｅｔａｌ．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ｓｏｆ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Ｈｕｉｚｈｏｕ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
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３（５）：１２４９１２５８．

［１８］　舒梁锋，张丽丽，雷胜兰，等．珠江口盆地白云南洼珠海组陆架边
缘三角洲储层发育特征与主控因素及有利储层预测［Ｊ］．石油科
学通报，２０２２，７（３）：３０９３２０．
ＳＨＵ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ｌｉ，ＬＥＩＳｈｅｎｇｌａ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ｈｅｌｆ
ｍａｒｇｉｎｄｅｌｔａｏｆｔｈｅＺｈｕ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ｕｂｓａｇｏｆ
ｔｈｅＢａｉｙｕｎｓａｇｉｎ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２２，７（３）：３０９３２０．

［１９］　ＳＵＮＰａｎｋｅ，ＪＩＡＮＧＳｈｉｙ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ｎｄｅｅｐｌｙｂｕｒｉ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
ｒｉｆｔｂａｓｉ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ｕｆｅｎｇ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８６２５００５．

［２０］　陶文芳，葛家旺，雷永昌，等．转换斜坡型辫状河三角洲沉积特
征：以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始新统为例［Ｊ］．地质科技通报，
２０２３，４２（５）：１０３１１４．
ＴＡＯＷｅｎｆａｎｇ，ＧＥＪｉａｗａｎｇ，ＬＥＩ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ｒｅｌａｙｒａｍ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ｌｔａ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ＥｏｃｅｎｅＨｕｉｚｈｏｕ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
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４２（５）：１０３１１４．

［２１］　张月霞，丁琳，周凤娟，等．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古近系砂岩储层渗
透率和埋深下限研究［Ｊ］．海相油气地质，２０２３，２８（３）：３１１３２２．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ｘｉａ，Ｄ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ＯＵＦｅｎｇ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ｕｒｉｅｄｄｅｐｔｈｏｆ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ｓａｎｄ
ｓｔｏｎ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ｔｈｅＺｈｕⅠ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
ｓｉ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Ｏｒｉｇ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２８（３）：３１１３２２．

［２２］　潘石坚，刘伟新，王华，等．南海珠江口盆地Ｙ油田文昌组五段低
渗透储层特征及物性控制因素［Ｊ］．海洋地质前沿，２０２２，３８（４）：
７１７９．
ＰＡＮＳｈｉｊｉａｎ，ＬＩＵＷｅｉｘｉｎ，ＷＡ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ｏｆｔｈｅ５ｔｈ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Ｙ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２２，３８（４）：７１７９．

［２３］　廖计华，吴克强，耳闯．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深层储层特征与有
效储层控制因素［Ｊ］．地球科学，２０２２，４７（７）：２４５４２４６７．
ＬＩＡＯＪｉｈｕａ，ＷＵＫｅｑｉａｎｇ，ＥＲＣｈｕａｎｇ．Ｄｅ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Ｂａｉｙｕｎｓａｇｏｆ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２，４７（７）：２４５４２４６７．

［２４］　徐长贵，范彩伟．南海西部近海大中型油气田勘探新进展与思考
［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２１，３３（２）：１３２５

ＸＵＣｈａｎｇｇｕｉ，ＦＡＮＣａｉｗｅｉ．Ｎｅｗ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ｌａｒｇｅ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２０２１，３３（２）：１３２５．

［２５］　范彩伟，李明，李才，等．珠江口盆地文昌Ａ凹陷西南部断裂转换
带特征及其控藏作用［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２２，３４（５）：３６４５．
ＦＡＮＣａｉｗｅｉ，ＬＩＭｉｎｇ，ＬＩＣａｉ，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ａｕｌｔ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ｚｏｎ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Ａ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
ａｎｄＧａｓ，２０２２，３４（５）：３６４５．

［２６］　陈林，范彩伟，刘新宇，等．珠江口盆地西部文昌Ａ凹陷油气富集
规律与有利勘探方向［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２１，３３（５）：１４２３．
ＣＨＥＮＬｉｎ，ＦＡＮＣａｉｗｅｉ，ＬＩＵＸｉｎｙｕ，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ｎｒｉｃｈ
ｍｅｎｔｌａｗｓ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Ａ
ｓａｇ，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ａｎｄ
Ｇａｓ，２０２１，３３（５）：１４２３．

［２７］　葛家旺，朱筱敏，张向涛，等．珠江口盆地陆丰凹陷文昌组构造沉
积演化模式［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４７（２）：３０８３２２．
ＧＥＪｉａｗａｎｇ，ＺＨ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ｏ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Ｅｏｃｅｎｅ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Ｌｕｆｅ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４７（２）：３０８３２２．

［２８］　朱筱敏，葛家旺，吴陈冰洁，等．珠江口盆地陆丰凹陷深层砂岩储
层特征及主控因素［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Ｓ１）：６９８０．
ＺＨ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Ｊｉａｗａｎｇ，ＷＵＣｈｅｎｂｉｎｇｊｉｅ，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ｄｅｅｐ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ｉｎ
Ｌｕｆｅｎｇ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９，４０（Ｓ１）：６９８０．

［２９］　代一丁，牛子铖，汪旭东，等．珠江口盆地陆丰凹陷古近系与新近系
油气富集规律的差异及其主控因素［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Ｓ１）：
４１５２．
ＤＡＩＹｉｄｉｎｇ，ＮＩＵＺｉ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ＮｅｏｇｅｎｅｉｎＬｕｆｅｎｇ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
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４０（Ｓ１）：４１５２．

［３０］　田立新，施和生，刘杰，等．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新领域勘探重大
发现及意义［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２０，２５（４）：２２３０．
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ＳＨＩＨｅ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Ｊｉｅ，ｅｔａｌ．Ｇｒｅａｔ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ｏｆｎｅ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ｉｚｈｏｕ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５（４）：２２３０．

［３１］　刘杰，徐国盛，温华华，等．珠江口盆地惠州２６６构造古潜山古
近系油气成藏主控因素［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２１，４１（１１）：５４６３．
ＬＩＵＪｉｅ，ＸＵＧｕｏｓｈｅｎｇ，ＷＥＮＨｕａｈｕａ，ｅｔａｌ．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２６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ｕｉｚｈｏｕ，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４１（１１）：５４６３．

［３２］　彭光荣，温华华，刘从印，等．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浅层油气勘探
实践及潜力探讨———以番禺４洼为例［Ｊ］．海洋地质前沿，２０１３，
２９（３）：２２２８．
Ｐ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ＥＮＨｕａｈｕａ，ＬＩＵＣｏｎｇｙｉｎ，ｅ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Ｚｈｕ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Ｐａｎｙｕ４ｓａｇ［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３，２９（３）：２２２８．

［３３］　张丽，吴静，蔡国富，等．珠江口盆地番禺４洼文昌组储层特征及
主控因素［Ｊ］．矿物岩石，２０２２，４２（４）：１１６１２７．
ＺＨＡＮＧＬｉ，ＷＵＪｉｎｇ，ＣＡＩＧｕｏｆｕ，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ｎｙｕ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ｏ
ｇｙ，２０２２，４２（４）：１１６１２７．



　第１期 高阳东等：珠江口盆地油气勘探新领域及资源潜力 ２０１　　

［３４］　田立新，刘杰，张向涛，等．珠江口盆地惠州２６６大中型泛潜山油
气田勘探发现及成藏模式［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２０，３２（４）：１１１．
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ＬＩＵ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ＨＺ２６６ｌａｒｇｅ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ｐａｎｂｕｒｉｅｄｈｉｌｌ
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２０２０，３２（４）：１１１．

［３５］　施和生，高阳东，刘军，等．珠江口盆地惠州２６洼“源汇聚”特征与
惠州２６６大油气田发现启示［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２２，４３（４）：
７７７７９１．
ＳＨＩＨｅｓｈｅｎｇ，ＧＡＯ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ＵＪｕｎ，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ｕｒｃ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ｉｚｈｏｕ２６ｓａｇａｎｄ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Ｈｕｉｚｈｏｕ２６６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３（４）：７７７７９１．

［３６］　高阳东，张向涛，张丽丽，等．珠江口盆地中生代陆缘岩浆弧地质
特征及构造背景［Ｊ］．地球科学，２０２２，４７（７）：２３１７２３２７．
ＧＡＯ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ＮＧＬｉｌｉ，ｅ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２２，４７（７）：２３１７２３２７．

［３７］　蔡国富，张向涛，彭光荣，等．南海北部阳江—一统暗沙断裂带与
新近纪岩浆活动［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２１，４５（１）：４０５２．
ＣＡＩＧｕｏｆｕ，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Ｐ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Ｎｅｏｇｅｎｅ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ｉｔｏｎｇ’ａｎｓｈａ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ａｒｇｉｎ［Ｊ］．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ｅ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０２１，４５（１）：４０５２．

［３８］　占华旺，蔡国富，张志伟，等．南海北缘古近纪断裂活动规律及控
盆特征：以阳江东凹为例［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２１，４５（１）：
２０３９．
ＺＨＡＮＨｕａｗａｎｇ，ＣＡＩＧｕｏｆｕ，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ｆａｕｌ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ａｒｇｉ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Ｊ］．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ｅ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０２１，４５（１）：２０３９．

［３９］　刘欣颖，吴静，朱定伟，等．珠江口盆地多期走滑构造与叠合型拉分
盆地：以阳江东凹为例［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２１，４５（１）：６１９．
ＬＩＵＸｉｎｙｉｎｇ，ＷＵＪｉｎｇ，ＺＨＵＤｉ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ｐｕｌｌａｐａｒｔ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ａｇ［Ｊ］．Ｇｅｏｔｅｃ
ｔｏｎｉｃａｅ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０２１，４５（１）：６１９．

［４０］　彭光荣，张向涛，许新明，等．南海北部珠江口盆地阳江凹陷油气
勘探重要发现与认识［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１９，２４（３）：２６７２７９．
Ｐ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ＸＵＸｉ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ｏｆｔｈｅ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Ｊ］．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２４（３）：２６７２７９．

［４１］　田立新，张向涛，彭光荣，等．珠江口盆地阳江凹陷石油地质特征
及成藏主控因素［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２０，３２（１）：１３２２．
Ｔ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ｔａｏ，Ｐ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
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ａｇ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
ａｎｄＧａｓ，２０２０，３２（１）：１３２２．

［４２］　蔡国富，彭光荣，吴静，等．珠江口盆地阳江凹陷始新统古湖泊环
境与优质烃源岩发育模式［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５）：８０９８２５．
ＣＡＩＧｕｏｆｕ，Ｐ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ＷＵ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ａｌｅｏ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

ｏｆＥｏｃｅｎｅｉ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５）：８０９８２５．

［４３］　杨海长，曾清波，纪沫，等．珠江口盆地深水区开平凹陷拆离型裂陷
石油形成条件与勘探方向［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６）：９３３９４７．
ＹＡＮＧＨａｉｚ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Ｑｉｎｇｂｏ，ＪＩＭｏ，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ｄｅｏｉｌｉｎ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ｒｉｆｔｏｆ
Ｋａｉｐｉｎｇｓａｇｉｎ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６）：９３３９４７．

［４４］　高阳东，彭光荣，陈兆明，等．珠江口盆地开平凹陷深水古近系勘
探重大发现及意义［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７）：１０２９１０４０．
ＧＡＯ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Ｚｈ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Ｋａｉｐｉｎｇｓａｇ，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７）：１０２９１０４０．

［４５］　田作基，吴义平，王兆明，等．全球常规油气资源评价及潜力分析
［Ｊ］．地学前缘，２０１４，２１（３）：１０１７．
ＴＩＡＮＺｕｏｊｉ，ＷＵＹｉ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４，２１（３）：１０１７．

［４６］　张林晔，李政，孔样星，等．成熟探区油气资源评价方法研究———
以渤海湾盆地牛庄洼陷为例［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１４，２５（４）：
４７７４８９．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ｙｅ，ＬＩＺｈｅｎｇ，Ｋ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ｍａｔｕ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ｔａｋｉｎｇＮｉｕｚｈｕａｎｇｓａｇｏｆＢｏｈａｉｗ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Ｎａｔ
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４）：４７７４８９．

［４７］　张宽．中国近海油气资源评价述评及评价方法探讨［Ｊ］．中国海
上油气（地质），２００１，１５（４）：２２９２３５．
ＺＨＡＮＧＫｕａ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
ａｎｄ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５（４）：２２９２３５．

［４８］　张宽，胡根成，吴克强，等．中国近海主要含油气盆地新一轮油气
资源评价［Ｊ］．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０７，１９（５）：２８９２９４．
ＺＨＡＮＧＫｕａｎ，ＨＵＧｅｎｃｈｅｎｇ，ＷＵＫｅ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２００７，
１９（５）：２８９２９４．

［４９］　童晓光，张光亚，王兆明，等．全球油气资源潜力与分布［Ｊ］．地学
前缘，２０１４，２１（３）：１９．
ＴＯ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ｙａ，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４，２１（３）：１９．

［５０］　周庆凡，张亚雄．油气资源量含义和评价思路的探讨［Ｊ］．石油与
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１，３２（３）：４７５４８０．
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ｆａｎ，ＺＨＡＮＧＹａｘｉｏｎｇ．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
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２（３）：４７４４８０．

［５１］　朱俊章，朱明，石创，等．珠江口盆地东部油气聚集系数求取［Ｊ］．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１９（２）：１２２２．
ＺＨＵ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ＵＭｉｎｇ，ＳＨＩＣ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１９（２）：１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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