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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东南盆地“气聚集带”的成藏特征与勘探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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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　２．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海口　５７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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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琼东南盆地是中国近海的一个在浅水区、深水区、超深水区均发现煤型大气田的盆地，探讨其天然气地质特征及勘探新领域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笔者基于区域地质、地震、钻井、地球化学测试等数据分析了琼东南盆地的成藏特征和勘探潜力。研
究结果表明：琼东南盆地在崖城组沉积期具有“两隆两坳”的构造格局，崖城组的煤型烃源岩（包括煤系烃源岩和陆源海相烃源岩）
是主要的烃源岩，以渐新统崖城组（扇）三角洲为中心的煤型烃源岩的生烃灶，主要沿北部坳陷北缘、中央坳陷南缘和北缘呈串珠状
分布；北部坳陷北缘的煤型烃源岩的成熟度低，未进入大量生气阶段；中央坳陷南缘和北缘的煤型烃源岩均已成熟，且已进入大量
生气阶段；每个（扇）三角洲发育的煤系烃源岩及其周边的陆源海相泥岩均为１个富气生烃灶。受渐新世煤型烃源岩的生烃灶控
制，形成了中央坳陷南缘和北缘２个大型气聚集带；气聚集带中的凸起、断阶带、缓坡带、凹中浊积体等圈闭是煤型天然气的主要勘
探领域，勘探前景巨大，天然气资源量预计超过２×１０１２ｍ３。
关键词：琼东南盆地；煤系（扇）三角洲；生烃灶；气聚集带；勘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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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陆上油气勘探逐渐成熟，常规油气勘探
的重心已经转向海洋。南海是中国也是西太平洋海域
面积最大的勘探新区。与大西洋两岸等世界典型深水
区的经典被动陆缘背景不同，南海处于欧亚板块、太平
洋板块等多个板块的交汇处，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没有
可以借鉴的成熟模式。源控论认为烃源岩是油气勘探
最关键的基础地质问题。南海海域已发现了不少大型
常规油气田，其中，琼东南盆地就是重要的煤型油气勘
探区［１２］；烃源岩以渐新统海陆过渡相煤型烃源岩为
主［３６］。琼东南盆地主体处于深水区和超深水区，与全球
其他一些主要深水区盆地相比，目前的油气发现不多［７８］。
琼东南盆地主体为海相含煤边缘海被动陆缘断坳陷盆
地，其煤型油气主要来源于煤型烃源岩［３５，９１０］。前人对
陆相断陷盆地中含煤地层的发育与分布规律作了细致
的研究工作，琼东南盆地与陆上研究程度较深的含煤
盆地均不同，具有煤系地层厚度大、单煤层厚度小、区
域稳定性差、热演化程度较高等特点［５６，１１１２］，尚没有
可借鉴的成功先例。目前，琼东南盆地的油气勘探处
于瓶颈期，盆地中富煤带及其气聚集带的发育特征与
分布规律、生烃特征、油气运移与成藏规律等的研究程
度较低，勘探方向不明确，勘探难度巨大。有必要从新
获得的资料和区域地质特征入手，系统深入地分析对
天然气成藏起主要控制作用的煤型烃源岩及其气聚集
带的发育与分布特征，为煤型油气藏的预测和勘探指
明方向。因此，对琼东南盆地古近纪煤型烃源岩与气
聚集带的发育与分布规律开展系统研究，对指导海域
煤型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推广价值。

１　油气勘探历程
琼东南盆地处于南海北部大陆边缘西段［１３］，夹持

在海南隆起区、西沙隆起区、中建凸起和神狐隆起之间，
水深为１００～３０００ｍ，横跨浅水区（水深小于３００ｍ）、深
水区（水深为３００～１５００ｍ）和超深水区（水深大于
１５００ｍ），主体处在深水区和超深水区［图１（ａ）］，面积
约为１０×１０４ｋｍ２，新生界最大厚度超过１００００ｍ，自下而
上依次为始新统（Ｅ２）、崖城组（Ｅ３１）、陵水组（Ｅ３２）、三亚
组（Ｎ１１）、梅山组（Ｎ１２）、黄流组（Ｎ１３）、莺歌海组（Ｎ２）和乐
东组（Ｑ）［图１（ｂ）、图１（ｃ）、图２］，是中国近海最重要
的富气盆地之一。
　　琼东南盆地天然气勘探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在
天然气储量发现规模上，除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
塔里木盆地为３大万亿立方米大气区之外，琼东南盆

地与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
东海盆地、珠江口盆地、莺歌海盆地共同组成了８个千
亿立方米级大气区（琼东南盆地排名第二，第一为渤海
湾盆地）。琼东南盆地的勘探发现包括千亿立方米级
的大气田、深水千亿立方米大气田、深水轴向峡谷水道
大气田、深水深层古近系大气田、深水中生界花岗岩潜
山气田和超深水超浅层大气田，是一个创造多项世界
和中国天然气勘探记录的典范大气盆。

琼东南盆地的油气勘探经历了３个阶段：①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１９７９年为早期自营勘探阶段，勘探活动
主要在近岸浅水区，此阶段仅钻探了１口井，发现１个
储量规模小的油藏［１４］；②１９７９—２００３年为自营与合作
阶段，钻探了多口井，主要位于浅水区，发现了崖城
１３１大气田［１４１５］；③２００４年以来为自营为主、合作为
辅阶段，以深水区勘探为主，发现了一批深水、超深水
气田［１６１８］。２０１４年前后，盆地中央坳陷陵水凹陷发现
了陵水１７２大气田［１６１７］，实现了中国深水区千亿立方
米级大气田的勘探突破；随后，相继发现了陵水２５１气
田、陵水１８１气田和陵水１８２气田等大—中型气
田［１９］；２０１８年，琼东南盆地松南低凸起发现了中生界
花岗岩潜山型永乐８１气田，是深水区又一个千亿立
方米级气田的现实领域。近几年，在琼东南盆地乐东
凹陷—陵水凹陷中新统梅山组和莺歌海组的海底扇领
域勘探相继获得了新突破，证实梅山组沉积晚期和莺
歌海组沉积期的海底扇发育了优质成藏组合；在松南
凹陷松涛３６２地区的三亚组中发现厚度为１９ｍ的气
层，证实松南凹陷和宝岛凹陷具有较高的生烃能
力［２０］。值得注意的是，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陵水凹陷
在渐新统陵水组、中新统梅山组和黄流组以及上新统
莺歌海组均获得天然气勘探发现，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
２０００×１０８ｍ３，呈现“煤型烃源岩供烃、构造脊／裂隙垂向
输导、大型海底扇汇聚”的天然气立体复式成藏模式。

２　构造沉积演化特征
受南海边缘海构造旋回控制［２１］，南海北部大陆边

缘陆坡及其邻区形成了包含多个宽、深凹陷在内的沉
积盆地［２２］。琼东南盆地多期原型盆地的叠合形成了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盆地基底的主体是印支期—燕山
期的造山带；在始新世为４个零星残余陆相凹陷；渐新
世为主成盆期，形成了大坳、大隆的构造格局，沉积了
海陆过渡相碎屑岩［２３２４］；在早—中中新世呈低隆低坳
格局，以浅海沉积为主；自晚中新世以来，盆地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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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琼东南盆地构造单元及典型地震、地质剖面
犉犻犵．１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狌狀犻狋狊犪狀犱狋狔狆犻犮犪犾狊犲犻狊犿犻犮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狆狉狅犳犻犾犲狊狅犳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发生剧烈沉降，形成了单坳、深坳的构造格局，以深水
沉积为主。
２１　构造演化
２１１　始新世局部断陷期

该时期琼东南盆地处于南部隆起、北部断陷的背
景。南部隆起零星分布着小—微断陷，北部可见串珠

状分布的湖相断陷带［２５２６］。单个断陷呈半地堑构造样
式，断层活动弱、地层厚度薄，规模有限。目前，琼东南
盆地已有探井钻遇始新统；结合区域演化、地震反射特
征、油气生物标志化合物综合推断，崖北凹陷、松西凹
陷、松东凹陷、北礁凹陷４个凹陷存在始新统。以崖北
凹陷为例，受断层控制，该凹陷具有“少、窄、小、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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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堑或半地堑结构，即凹陷具有数量少、宽度窄、长度短、
凹陷规模小、地层厚度薄的发育特征［图１（ｂ）、图１（ｃ）、
图３（ａ）—图３（ｄ）］。

图２　琼东南盆地综合地层特征
犉犻犵．２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

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图３　琼东南盆地构造演化阶段（据文献［２１］修改）
犉犻犵．３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２１２　渐新世区域断陷期
该时期琼东南盆地经历了差异伸展、翘倾断块作

用，形成了北部断陷带、中央断陷带等构造单元。由于
盆地基底是造山带性质的非刚性褶皱带，新生的断陷

受基底早期断裂等影响，盆地中央的断裂活动强，形成
了复杂的宽、深断陷［２２］，盆地南、北边缘的坳陷呈半地
堑结构［图１（ｂ）、图１（ｃ）、图３（ｃ）］。崖城组三段（崖三
段）沉积期，盆地主要发育规模较大的辫状河三角洲、
扇三角洲和滨—浅海沉积，在三角洲和浅海地区发育
煤层；崖城组二段（崖二段）和崖城组一段（崖一段）沉
积期，盆地主要发育潮坪、湖沉积，在潮坪沼泽中发
育煤层；陵水组沉积期主要发育滨海和浅海沉积，小范
围发育滨岸平原和台地沉积体系，盆地北部发育规模
不大的扇三角洲和滨海沉积体系，在潮坪、扇三角洲和
滨岸平原中发育一定的煤层［２７２９］。
２１３　早—中中新世缓慢坳陷期

早中新世，南海西部从造山带裂陷期进入了洋盆
扩张期，西南次海盆形成，由早期的陆块伸展转变为海
底扩张。西南次海盆的扩张时间为早—中中新世，该
时期的伸展作用集中在西南次海盆，琼东南盆地因伸
展作用减弱而进入弱坳陷阶段，表现为无断裂活动，整
体沉降幅度小、横向差异小。早期，琼东南盆地的坳陷
区略有增加，呈浅坳低隆状；乐东凹陷、陵水凹陷、松南
凹陷、宝岛凹陷、长昌凹陷所在的中央坳陷地层明显厚
于盆地北部；北部坳陷几近不存在，呈单斜状向中央倾
斜［图１（ｂ）、图１（ｃ）、图３（ｂ）］。早—中中新世，琼东
南盆地全区的海水相对于渐新世进一步加深，在盆地
中部出现半深海沉积，南、北两侧分别为浅海和滨海，
发育三角洲及滨岸沉积［２３，３０］。
２１４　晚中新世—第四纪快速沉降期

晚中新世—上新世—第四纪，新南海呈ＳＮ方向
扩展，西南次海盆的ＮＷ—ＳＥ向洋盆增生已停滞。
受西部印支地块、东部台湾岛—菲律宾岛弧带的对
挤作用控制，琼东南盆地中央特别是西南区域发生
了强烈的塑性坳陷作用，加之红河水系带来了巨量
的沉积物输入，在构造沉降与沉积负载叠加下，中央
坳陷西段发生“电梯式”沉降，地层厚度远大于热沉降
期，形成了巨厚的滨／浅海—半深海沉积；此外，盆地东
段水体突然加深，中央坳陷主体及其南部也进入深水
或超深水（半深海—深海）沉积环境［２３，３０３１］［图１（ｂ）、
图１（ｃ）、图３（ａ）］。该时期早期的盆岭结构消失，形成了
统一的以乐东凹陷为中心、向东开口的簸箕状结构；巨厚
地层引起的超压有关的流体底辟在乐东凹陷和陵水凹陷
非常发育；在琼东南盆地东部靠近南海西北次海盆的区
域，发育大量与岩浆活动相关的大规模海底火山。
２２　构造格局

琼东南盆地新生界呈现下断上坳的结构［图１（ｂ）、
图１（ｃ）、图３（ｃ）］，断陷期是盆地烃源岩的主要形成期。
宏观上，琼东南盆地具有“两隆两坳”的结构［图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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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北部坳陷
北部坳陷呈下断、上单斜斜坡结构。古近纪，边界

断裂活动控制了北部坳陷的沉积、沉降，且边界主断裂
活动强，这使得凹陷呈半地堑结构；始新世，北部坳陷
发育陆相沉积；渐新世，北部坳陷发育海湾相沉积；新
近纪—第四纪，北部坳陷呈向南倾斜的单斜轮廓，除松
东凹陷外，断层基本不发育。
２２２　中央坳陷

中央坳陷呈下断、上坳结构。渐新世，由于断裂活动
强，断裂控制了坳陷的沉降、沉积，在断层下降盘形成了
带状分布的断陷带，断陷宽且深、规模较大。该时期，乐
东凹陷、陵水凹陷、宝岛凹陷和长昌凹陷的沉降和沉积中
心发育于凹陷中部，边界断层的活动速率小于凹陷的沉
积沉降速率；崖南凹陷、北礁凹陷的沉降和沉积中心分别
发育于凹陷边界断裂的根部。新近纪—第四纪是坳陷作
用显著时期，特别是晚中新世以来，中央坳陷西段的乐东
凹陷和陵水凹陷发生了快速沉积、沉降。除凹陷外，中央
坳陷内部还发育松南、陵南等低凸起。
２２３　中部隆起和南部隆起

中部隆起和南部隆起的基底为中生界花岗岩，埋
藏浅。在其上部，古近系不发育或很薄，以新近系沉积
为主。

３　崖城组煤型烃源岩的分布特征
３１　聚煤带分布

早渐新世，在古南海北部大陆边缘，由于中央造山

带伸展减薄［２１２２］，形成了自东向西的“蛇形”海湾，该
海湾从台西南盆地经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琼东
南盆地，延伸到莺歌海盆地，在其南、北两侧形成了
海陆过渡相断陷。琼东南盆地在早渐新世崖城组沉
积期处于该海湾的西端，其北为海南岛隆起—珠江
口盆地中央隆起带、南为西沙隆起和南沙隆起，为半
封闭的海湾。该时期由于受断陷格局控制，琼东南
盆地在断层弯曲部位、断裂沟槽位置、断层末梢发
育（扇）三角洲，形成３个（扇）三角洲带。这些地区叠加
湿热的气候环境和植物勃发条件，普遍发育煤层，形成
了３个聚煤带（图４）：①北部坳陷北缘聚煤带，包括崖
北凹陷北部陡坡带、松西凹陷北部陡坡带、松东凹陷北
部缓坡带。钻井与地震联合追踪发现了４个（扇）三角
洲，面积为６０～３３０ｋｍ２，面积合计为６００ｋｍ２，其中，
崖北凹陷钻井共发现煤层３５层，煤层厚度合计为
１６８ｍ。②中央坳陷北缘聚煤带，包括乐东、陵水、松
南、宝岛、长昌等凹陷的北部陡坡带。这些区域共发
育（扇）三角洲１２个，面积分布在１１０～３８０ｋｍ２，面积
合计为２２４０ｋｍ２。③中央坳陷南缘聚煤带，包括乐东、
陵水、松南、宝岛、长昌等凹陷的南部陡坡带。这些区域
共发育（扇）三角洲１３个，面积分布在７０～４２０ｋｍ２，面
积合计为２６９０ｋｍ２。
３２　煤型烃源岩的分布特征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以发育小物源控制的小型（扇）
三角洲体系为特征，煤型烃源岩的发育呈现“二元结
构”，即同时发育近岸煤系烃源岩和远岸陆源海相烃

图４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扇）三角洲聚煤带（据文献［３２］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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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岩［３２］。在（扇）三角洲平原，发育煤系烃源岩（包括
煤层和炭质泥岩）；在（扇）三角洲前部的浅海、近岸静
水海湾等区域，发育陆源海相烃源岩，其有机质主要源
于（扇）三角洲提供的陆生高等植物。

崖城组煤系主要分布在琼东南盆地的北部坳陷、
南部隆起和低凸起区，以及中央坳陷南、北边缘的（扇）
三角洲平原分布区。根据钻井、地震资料的分析结果，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煤系烃源岩的有利相带主要为（扇）
三角洲、潮坪和海岸平原。（扇）三角洲主要分布在各
凹陷的边缘，如崖北凹陷北缘在崖三段钻遇扇三角洲
薄煤层共１２层，总厚度为６５ｍ，崖南凹陷也有若干
钻井揭示三角洲相多层薄煤层。海岸平原和潮坪相带
主要分布在盆地南、北两侧水深较浅的滨岸带，位于盆
地构造位置相对较高的部位，如崖北凹陷北缘在崖一
段和崖二段钻遇该相带，北礁凹陷也有钻井揭示该相
带。煤层的显微有机组分以镜质组为主，壳质组相对
较多，惰质组含量极低，这决定了该套煤系烃源岩具有
较强的生烃能力［５］。

崖城组陆源海相烃源岩主要分布在近（扇）三角
洲前缘的浅海和近岸的静水海湾环境，受水体搬运
作用影响，其沉积范围广、沉积厚度大、沉积体量大、
有机质丰度中等，属于中等烃源岩。北礁凹陷钻井
揭示，在靠近扇三角洲的静水海湾发育泥岩。这套
浅海相泥岩发育在封闭性较强的静水海湾环境，有
机质以陆源为主，保存条件好，有机质丰度高，总有
机碳（ＴＯＣ）含量可达１５％；有机质中的无定形组分
保存较好，约占有机质的１０％。依据地震相特征圈定
的静水海湾泥岩的分布范围显示，该套泥岩主要在中
央坳陷周缘封闭的小型港湾内呈不连续分布，总面积
约为４６００ｋｍ２。
３３　煤型烃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煤系烃源岩为优质烃源岩。从
不同岩性烃源岩的有机质类型来看，煤和碳质泥岩的

有机质类型明显优于暗色泥岩，煤系暗色泥岩也具有
较高的有机质丰度，属于中等—好烃源岩（表１）。崖
城组煤系烃源岩的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Ⅱ２和Ⅲ型，有
机质主要来源于陆生高等植物，镜质组和惰质组的平
均含量为８３８％，无定形体的平均含量为３２％。崖
城组煤的热解生烃潜量偏低，平均为９３４７ｍｇ／ｇ，这
可能与盆地钻井揭示的崖城组煤的热演化程度较高有
关（处于高成熟热演化阶段）；碳质泥岩的热解生烃潜
量为４４５６ｍｇ／ｇ，属于中等—好烃源岩。煤层以生成
天然气为主，但由于其中含有较丰富的树脂体、孢子体
和角质体等富氢显微组分，在烃源岩热演化早期具有
较强的生油能力。

表１　崖城组煤系烃源岩总有机碳含量和生烃潜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狀犱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
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狊狅犳犮狅犪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

犢犪犮犺犲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地层 源岩类型ＴＯＣ含量／％生烃潜量／（ｍｇ／ｇ）

煤 ５５４０ ９３４７下渐新统
崖城组 碳质泥岩 １８３９ ５５７０

暗色泥岩 １２４ ２４１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陆源海相烃源岩的ＴＯＣ含
量平均为０９４％，属于中等烃源岩，少数为好烃源
岩（表２）。热解生烃潜量普遍较低，这除了受有机质
来源和有机质类型影响外，热演化程度也是重要的影
响因素（琼东南盆地钻井揭示的烃源岩的热演化程度
普遍较高）。
　　综合煤系烃源岩及陆源海相烃源岩的分布规律发
现，烃源岩中的ＴＯＣ含量在（扇）三角洲煤系发育区
最高，向海方向逐渐降低（图５），含煤（扇）三角洲平原
及前缘是优质煤型烃源岩的发育部位。与深湖亚相烃
源岩主要分布在凹陷沉积中心的特征不同，这一分布
规律突破了含煤凹陷烃源岩丰度内部好、边缘差的传
统认识。

表２　琼东南盆地典型钻井崖城组海相泥岩的有机质显微组分及各类组分的总有机碳含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犗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犮犲狉犪犾狊狅犳犿犪狉犻狀犲犿狌犱狊狋狅狀犲犪狀犱狋狅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

犳狉狅犿犢犪犮犺犲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狔狆犻犮犪犾狑犲犾犾狊狅犳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井名 ＴＯＣ含量／％ 腐泥组／％ （镜质组＋惰质组＋壳质组）／％海源ＴＯＣ含量／％陆源ＴＯＣ含量／％
Ｓ３３井０５４～１２２／０８３　９４～５６９／３２０ ４３２～９０７／６８０ ０２７ ０５６
Ｙ１９井０１３～２４６／０５０１０２～６０７／３１４ ３９３～８９８／６８６ ０３４ ０１６
Ｃ２６井０４９～１０５／０８４２７５～５７０／３９０ ４１０～７２５／６１０ ０３３ ０５１
Ｌ２井１２４～１４６／１３５２８３～５３７／４１０ ４６３～７１７／５９０ ０２４ １０８
Ｌ４井 １３２ １４３～２３６／１８０ ７６４～８５７／８２０ ０２４ １０８
Ｙ８井００４～０８９／０５２ 　０～１９２／６４ 　８１８～１０００／９３６ ６４０ ９３６０

　　　　　注：“／”后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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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后为平均值。
图５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煤型烃源岩的总有机碳含量分布

犉犻犵．５　犜狅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犮狅狀狋犲狀狋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犪犾狋狔狆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狅犳犢犪犮犺犲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４　崖城组煤型烃源岩的生烃特征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煤型烃源岩主要为陆源有机

质［２４，３３３４］。大量的地热研究结果表明，琼东南盆地经历了３

期加热，属于超热盆地，特别是在中央坳陷。在烃源岩条件
和地热条件共同控制作用下，琼东南盆地整体进入了成
熟—高成熟阶段，有机质进入大量生气阶段，以生成天然气
为主（图６），且具有晚期爆发式生烃的特征［３５３６］。

　　注：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图６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烃源岩镜质体反射率分布（据文献［８］修改）

犉犻犵．６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狏犻狋狉犻狀犻狋犲狉犲犳犾犲犮狋犪狀犮犲犻狀狋犺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狅犳犢犪犮犺犲狀犵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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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模拟发现，琼东南盆地崖城组烃源岩的镜质
体反射率（犚ｏ）具有南北低、中间高的带状分布特征，
且各带内部的分布也不均匀（图６）。中央坳陷分为乐
东凹陷—陵水凹陷、崖南凹陷、松南凹陷—宝岛凹陷—长
昌凹陷３个区域，热演化程度高，烃源岩基本处于过成熟
阶段，这对于提高烃源岩的有机质转化率非常重要。北
部坳陷的热演化程度低，处于生油窗，油气兼生，以生油
为主。通过钻探，目前已在乐东凹陷、陵水凹陷、崖南凹
陷找到天然气，发现崖１３和深海一号２个千亿立方米级
的大气田（图１）。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央坳陷，以崖城
组和陵水组三段（陵三段）为主力烃源层系。中央坳陷的

资源量贡献率为８７５％，其中，崖城组的资源量占比为
５９０％，陵三段的资源量占比为２１０％。

５　煤型油气的主要储层、盖层及储盖
组合

５１　主要储层
琼东南盆地主要发育３类储层：①古潜山（基底）

储层；②始新世—早渐新世沉积的各类过渡相砂岩储
层，如陵三段扇三角洲或滨海相砂岩储层；③晚渐新世
及其之后发育的海相储集层，如三亚组、梅山组滨／浅
海相砂岩储层（图７）。

图７　琼东南盆地主要储层的微观特征
犉犻犵．７　犕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犿犪犻狀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琼东南盆地中生界潜山以构造裂缝为主要储集空
间［图７（ａ）］，以长英质矿物为主的基岩是最有利的储
集岩，经历印支期构造活动的老基岩更有利于优质潜
山储层发育［３７］。松南低凸起基底潜山储层的岩性主
要为变质二长花岗岩、碎裂二长花岗岩、长英质碎斑
岩，其储集空间主要包括次生孔隙和裂缝。相对低位
的花岗岩容易形成较好的风化壳型储层［３８］，古隆起的
长期暴露、断裂及节理发育是风化壳型储层发育的主
要原因［３９］。

崖南低凸起及其周缘渐新统崖城组的砂岩储层
物性整体为中—低孔、中—低渗，局部物性相对较
好。崖城凸起及其西侧古隆起的物源供给充足，其
崖城组发育大型辫状河／扇三角洲沉积，砂岩粒度
粗，受早期剥蚀淋滤溶蚀作用影响，溶蚀作用强，是
优质储层发育区［４０］。宝岛凹陷北坡发育渐新统陵水
组三角洲和滨／浅海相砂岩，储层岩石类型以岩屑石
英砂岩、长石岩屑砂岩为主［图７（ｂ）］，储层物性为
中—低孔、低渗。长昌凹陷发育渐新统陵水组海底
扇砂岩，储层粒级偏细、泥质杂基重，为低—特低渗
储层［４１］。

崖城地区渐新统陵水组、中新统三亚组和梅山组
储层以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图７（ｃ）］。在宝岛凹陷地
区，岩石的成分成熟度为中等—高成熟，主要发育长石

石英砂岩，储层为中—高孔、中—低渗、微—细喉、不均
匀型。沉积相带的平面展布规律对优质储层的分布具
有明显的宏观控制作用，压实作用是储层孔隙度减少
的主控因素，超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储层的物
性［４２］。盆地深水区陵水组、三亚组、梅山组储层的岩
性主要为粉砂—细砂粒级的长石石英砂岩、岩屑石英
砂岩，分选中等，磨圆度以次棱状—次圆状为主，主要
为颗粒支撑。在深水区东部，三亚组—陵水组砂岩主
要为中—低孔、低渗储层，非均质性强，储层物性以浅
海相最好；在深水区西部，梅山组砂岩主要为中—低
孔、中—低渗储层，其沉积相主要为海底扇。乐东凹
陷—陵水凹陷中新统黄流组的中央峡谷水道储层岩性
以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属于中—高孔、中—高渗储层。
５２　主要盖层

琼东南盆地主要的区域盖层有中新统三亚组上部
和梅山组海相泥岩，以及中中新世以后沉积的广海陆
架—陆坡泥岩；此外，还发育一些局部盖层，如崖城组
半封闭的浅海相泥岩、陵水组二段（陵二段）泥岩；另
外，还存在一定的超压盖层，如崖１３１构造中的三亚
组和梅山组由于存在微弱超压而构成了该地区的良好
盖层［４３］。
５３　主要储盖组合

琼东南盆地新生界的储盖组合主要有６套（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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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①基底潜山组合；②湖相砂体＋湖侵泥岩、三
角洲／扇三角洲砂体＋湖侵／海侵泥岩储盖组合；
③三角洲／扇三角洲砂体、滨／浅海砂体与上覆泥岩
构成的储盖组合；④三亚组三角洲、滨海砂体及部分
碳酸盐台地礁滩与上覆滨／浅海相泥岩呈间互层的

储盖组合；⑤梅山组滨海、三角洲砂体与本组或上
覆黄流组／莺歌海组浅海、半深海泥岩构成的储盖
组合；⑥黄流组—乐东组滨海、三角洲砂体、浊积砂
体与本组或上覆莺歌海组浅海、半深海泥岩构成的
储盖组合。

图８　琼东南盆地新生代油气成藏组合
犉犻犵．８　犆犲狀狅狕狅犻犮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狊狊犲犿犫犾犪犵犲狊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６　琼东南盆地天然气聚集带分布特征
琼东南盆地崖城组在北部坳陷北缘、中央坳陷北缘

和中央坳陷南缘发育３个聚煤带。这些聚煤带在遭受一

定的热演化作用后，在一定的储集和封盖条件下，形成了
规模较大的气聚集带。北部坳陷北缘因热演化程度低，
未进入大量生气阶段；中央坳陷北缘和南缘由于热演化
程度高，形成了２个大的气聚集带（图９）。

图９　琼东南盆地的主要气聚集带（据文献［８］修改）
犉犻犵．９　犕犪犻狀犵犪狊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犾狋狊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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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中央坳陷北缘复式气聚集带
该带包括崖南凹陷及其周缘、陵水低凸起及其周

缘、松涛凸起及其周缘、宝岛凸起及其周缘（图９）。气
源主要为分布在崖南凹陷、陵水凹陷、松南凹陷、宝岛
凹陷和长昌凹陷崖城组含煤（扇）三角洲的煤系烃源岩
及其裙边带的陆源海相烃源岩；此外，来自陵水组、三
亚组和梅山组的多种烃源岩也可能存在一定贡献。盖

层包括由陵水组一段（陵一段）和陵二段海相泥岩、梅山
组含钙海相泥岩、莺歌海组—乐东组海相泥岩构成的区
域盖层以及一些局部盖层；储层包括中生界花岗岩潜
山、陵三段海相砂岩、三亚组砂岩、梅山组砂岩等；圈闭
有大型地层圈闭、披覆背斜圈闭、断块圈闭等（图１０）。
天然气运聚方式有储源披覆式上下对接、断层运移
等（图１０）；成藏期主要在新构造期。

图１０　琼东南盆地崖城１３气田地震剖面和成藏模式（据文献［８］修改，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０　犛犲犻狊犿犻犮狆狉狅犳犻犾犲犪狀犱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犢犪犮犺犲狀犵１３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该气聚集带已发现崖城１３１大气田、宝岛２１１
大气田。另外，在崖１３１低凸起带的中生界潜山、崖
２１低凸起的三亚组、崖城凸起披覆背斜内的三亚组—
梅山组（崖城１４１构造、崖城７４构造）、陵水凹陷北
缘的三亚组、松南低凸起、松涛凸起（陵水２１构造）等
地区发现了小气田或天然气显示，显示具有活跃的天
然气聚集特征。
６２　中央坳陷南缘复式气聚集带

该带包括乐东凹陷南缘、陵水低凸起及其倾没端、
北礁凹陷、松南低凸起及其倾没端、长昌凹陷南构造
带（图８）。气源岩主要为扇三角洲煤系烃源岩和陆源
海相烃源岩，如北礁凹陷钻遇的崖城组煤系烃源岩中
含多层薄煤层，碳质泥岩的厚度约为９６ｍ，均为良好
的烃源岩。该气聚集带内烃源岩的热演化程度差距
大，从凹陷槽部向隆起高部位逐渐降低，即在凹槽区为
过成熟、在过渡区为高成熟、在凸起区为未成熟。通过
分析５口探井的地温梯度发现，深水区的地温梯度整
体呈现从西向东逐渐增高的特点，地温梯度为４３５～
５０５℃／ｈｍ。崖城组烃源岩的成熟度普遍较高，在坳
陷中心崖三段、崖二段的最大犚ｏ大于４０％。陵水凹
陷的崖城组烃源岩在莺歌海组沉积期进入生、排气高峰。

Ｓ２井气的测井、录井资料显示，甲烷含量高（９７％～
９８％），重烃含量很低，组分很干；天然气的同位素分析
显示，甲烷的碳同位素（δ１３Ｃ）含量为３９４‰～３８８‰，
属高成熟腐殖型气，与崖城１３１气田相似，天然气来
源于深部高成熟的崖城组烃源岩。

该气聚集带的区域盖层主要为上新统—第四系
巨厚海相泥岩和中中新统梅山组区域性泥岩以及局
部盖层。该气聚集带共发育６套储层：①中生界花
岗岩基底储层；②陵水组浊积水道、低位扇；③三亚
组盆底扇；④黄流组中央峡谷水道浊积砂体；⑤莺歌
海组海底扇砂体；⑥上新统—第四系乐东组。圈闭
主要有潜山圈闭、深水浊积体岩性圈闭、背斜圈闭、
断块圈闭等。油气运移通道为深层崖城组在生烃超
压下形成的底辟带或断裂带［４４４５］，以及输导砂体与
不整合面等（图１１）。热成因气通过中央峡谷水道的
中转接力，进行长距离运移；本地浅层生物气以近距
离充注成藏模式为主。
　　该气聚集带已发现陵水１７２气田、陵水２５气田
和陵水１８气田３个大—中型气田（图９）。另外，在陵
南低凸起、北礁凹陷、松南低凸起、长南断裂带也钻遇
了气层，显示具有活跃的天然气聚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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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琼东南盆地陵水１７２气田地震剖面和成藏模式（据文献［８］修改，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１　犛犲犻狊犿犻犮狆狉狅犳犻犾犲犪狀犱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犔犻狀犵狊犺狌犻１７２犵犪狊犳犻犲犾犱犻狀犙犻狅狀犵犱狅狀犵狀犪狀犅犪狊犻狀

７　油气勘探方向及资源潜力
７１　中央坳陷南缘复式气聚集带
７１１　松南低凸起及其倾没端

松南低凸起及其倾没端发育下部及中上部２套成
藏组合。下部成藏组合以花岗岩潜山［４６４７］、崖城组扇
三角洲为储层，以陵水组、三亚组厚层海相泥岩为盖
层；已发现永乐８１、永乐８３等气藏，油气成藏以成熟

源岩供烃、关键成藏期构造脊与三角洲砂体输导、古近
系构造圈闭储集的“源—脊—储”远距离侧向运聚为
主（图１２）。中上部成藏组合以三亚组海底扇为储层、
三亚组—梅山组海相泥岩为盖层；已发现松涛３４３、
松涛３６２等气藏，油气成藏以“源—断—储”垂向运聚
为主。在上述２个成藏组合中，松南低凸起西北倾没
端的基底花岗岩潜山和北斜坡的三亚组海底扇是２个
有利勘探领域。

图１２　松南低凸起永乐８区地震剖面和油气成藏模式（剖面位置见图１）
犉犻犵．１２　犛犲犻狊犿犻犮狆狉狅犳犻犾犲犪狀犱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狅犳犢狅狀犵犾犲８犪狉犲犪犻狀犛狅狀犵狀犪狀犾狅狑狌狆犾犻犳狋

７１２　陵南低凸起及其倾没端
在陵南低凸起西北披覆背斜构造带，长期继承性

发育背斜、断背斜构造，发育多层圈闭，呈成群成带分
布，垂向叠置好。构造带与陵水凹陷以陡坡相连，油气
沿断层和陡坡带发育的扇三角洲砂体垂向运聚。从油
气运移模拟来看，位于超压—常压过渡带和常压带的

陵南低凸起为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
陵南低凸起的气源来自乐东凹陷和陵水凹陷带。

凹陷属于宽、深凹陷，地层厚度大，最大沉积厚度近万
米。多次盆地模拟分析结果均表明，凹陷内始新统和
崖城组的烃源岩已经成熟，总生烃量大，生烃强度高。
乐东凹陷和陵水凹陷为已证实的富生烃凹陷，油气资



　第１期 张功成等：琼东南盆地“气聚集带”的成藏特征与勘探潜力 ２３７　　

源条件优越。沉积相分析与邻区钻探结果表明，该领
域主要发育三亚组、陵水组和崖城组３套储盖组合。
储层主要为三亚组低位滨海相砂岩、陵水组滨海相—
扇三角洲相砂岩、崖城组滨海相砂岩。
７１３　中央峡谷水道

中央峡谷横穿琼东南盆地中央坳陷，经乐东凹陷
和陵水凹陷、松南低凸起、宝岛凹陷和长昌凹陷，向东
延伸到西沙海槽，止于南海西北次海盆。峡谷长度约
为４６０ｋｍ，宽度为６～１２ｋｍ，主要发育被半深海泥岩
包裹的黄流组—莺歌海组浊积水道砂体。目前在中央
峡谷水道的乐东—陵水段，已发现陵水２５１气田、陵
水１７２气田和陵水１８１气田３个商业气田［２，１７］。

中央峡谷水道气藏具有“煤型供烃、超压驱动、底
辟／微裂隙垂向运移、圈闭控藏”的成藏模式，发育由底
辟／微裂隙垂向输导体系与浊积砂体侧向输导体系组
成的输导体系，天然气在晚期的快速生烃、高效成藏有
利于天然气富集。中央峡谷内连片分布着晚中新统浊
积水道砂优质储集体，厚度大、物性好，其下伏的成熟
煤型烃源岩所生成的天然气可通过微裂隙与热流体活
动带向储层短距离垂向运移供烃，形成构造岩性复合
圈闭，天然气藏具有晚期（距今时间晚于５Ｍａ）、优质
纯烃、高效运聚、高丰度成藏，“多藏独立、纵向叠置、含
气丰度高”的特点。
７２　中央坳陷北缘复式气聚集带
７２１　陵水凹陷北坡

陵水凹陷是已证实的富气凹陷。凹陷北部为陡坡
带，新近系发现含气构造，三亚组发育含气层。该地区
的深层古近系为断裂坡折带、浅层新近系为陆架坡折，
储集体发育，是岩性油气藏和断层油气藏发育的有利
部位。
７２２　松南凹陷北部断阶带

松南凹陷北部的结构与陵水凹陷类似。松南凹陷
北部深层为复杂断裂带，断块旋转显著，发育断层或断
块圈闭；浅层发育陆架坡折，岩性体发育，在松涛凸起
上发育披覆背斜和潜山圈闭。在断裂带的断块和凸起
上均已发现含气构造，显示该断阶带发生过天然气运
聚，是有利的勘探方向。
７２３　宝岛—长昌凹陷北部断阶带

该带为侧列型断阶带，已发现宝岛２１大气田，证
实宝岛北部成藏条件好。该气田紧邻宝岛凹陷生烃中
心，发育Ⅱ２—Ⅲ型优质烃源岩，烃源岩具有较强的生
烃能力。转换断阶带控制了大型构造脊汇聚和大型三
角洲储集体，是天然气的有利汇聚区。古近系陵水组、
崖城组和中生界潜山的勘探前景甚优。断阶带向东部
的长昌凹陷拓展，也发育多个古近系陵三段、崖城组大

型（扇）三角洲储集体与中生界花岗岩潜山储集体，储
集体在横、纵向上呈多套叠置。该带发育北高南低的
构造岩性圈闭，局部发育断背斜、断鼻构造，是寻求
大—中型气田发现的勘探方向。

８　结　论
（１）琼东南盆地历经４０余年的勘探，发现了崖

１３１气田、陵水１７２气田和宝岛２１１气田等大—中
型天然气田。中央坳陷陵水凹陷发现的天然气地质储
量超过２０００×１０８ｍ３，气藏呈现“煤型烃源岩供烃、构
造脊／裂隙垂向输导、大型海底扇侧向汇聚”的天然气
立体复式成藏模式。

（２）琼东南盆地主要发育渐新统煤系烃源岩和陆
源海相烃源岩。崖城组沉积期，琼东南盆地在北部坳
陷北缘、中央坳陷南缘和中央坳陷北缘发育３个（扇）
三角洲带，是３个聚煤带。

（３）琼东南盆地内渐新统崖城组（扇）三角洲煤型
烃源岩的生烃灶主要沿北部坳陷北缘、中央坳陷南缘
和北缘呈串珠状分布；中央坳陷南缘和北缘的煤型烃
源岩均已成熟，且进入大量生气阶段；每个（扇）三角洲
发育的煤系烃源岩及其周边的陆源海相泥岩为１个富
气生烃灶。

（４）受渐新世煤型烃源岩的生烃灶控制，形成了中
央坳陷南缘和中央坳陷北缘２个大型气聚集带；气聚集
带中的凸起、断阶带、缓坡带、凹中浊积体等圈闭是煤型
天然气的主要勘探领域，天然气资源量超２×１０１２ｍ３，勘
探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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