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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黄海是下扬子的主体，奠基于晋宁期 变 质 基 底 之 上，构 造 演 化 历 经 南 华 纪—早、中 三 叠 世 海 相 地 层 发

育期、晚白垩世—古近纪箕状断陷发育期和新近纪—第四纪坳陷发育期，为一典型地台－断陷－坳陷多层结构的复合

盆地。盆地历经多次构造运动改造，古潜山发育，类型多样。在总结前人对古潜山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南黄海新近

采集的二维地震剖面，对该地区古潜山类型进行了系统 划 分，并 对 典 型 古 潜 山 的 构 造 特 征 及 生 储 盖 匹 配 关 系 进 行

了初步描述。根据成因划分为剥蚀型潜山、拉张型潜山、挤压型潜山和复合型潜山四大类，每一类又可根据形态划

分出剥蚀残丘型潜山、拉张翘倾断块型潜山、拉张断阶型潜山、拉张断垒型潜山、挤压褶皱型潜山、拱张褶皱型潜山

和褶皱—断块复合型潜山等类型。南黄海盆地古潜山 的 发 育 具 有 分 带 性，按 盆 地 中 潜 山 的 构 造 位 置，分 为 凸 起 潜

山带、陡坡潜山带、洼陷潜山带和缓坡潜山带，每一构造带发育了不同类型潜山。研究表明南黄海古生界和中生界

古潜山数量众多，规模较大，是南黄海地区实现油气突破的一种重要油气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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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黄海是我国最早进行勘探，但至今仍未找到

工业油气的海区盆地，总体上油气勘查程度低，并且

工作重点放在古、新近系陆相目标层内，对中、古生

界多期次海相残留盆地的勘探和研究程度还很低。
从渤海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古潜山勘探成果来看，
古潜山油气藏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应是南黄海实现

大突破、大发现的重要阵地。本文从地球动力学角

度研究南黄海构造演化史，从原型盆地角度讨论不

同构造带古潜山的形成过程，从构造角度对古潜山

进行分类，建立不同潜山带典型潜山的地质模型，研
究潜山圈闭的发育规律。

１　区域地质背景

南黄海盆地是叠置在下扬子块体之上的中、新

生代断陷盆地，自北而南可划分出北部坳陷、中部隆

起、南部坳陷和勿南沙隆起等４个二级构造单元，其
中北部坳陷又可进一步划分出８个三级构造单元，
南部坳陷可划分出９个三级构造单元，勿南沙隆起

上发育有２个规模较小的断陷［１］（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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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区域地层组成

如表１所示，南黄海盆地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三

大构造层：下构造层为南华纪—早中三叠世海相地

层；中构造层为晚白垩世—古近纪箕状断陷湖相沉

积；上构造层为新近纪—第四纪坳陷式河流相及海

陆交互相碎屑沉积。
依据地层与古潜山的关系，大致可将地层分为

潜山内幕地层和盖层地层。潜山内幕地层由下构造

层南华纪—早中三叠世海相地层组成；盖层地层形

成于晚白垩世以后，由中构造层晚白垩世—古近纪

断陷湖相地层和上构造层新近纪—第四纪坳陷河流

相及海陆交互相地层组成。南华系—奥陶系分布厚

度相对稳定，志留系受后期构造运动强烈改造，厚度

变化大。泥盆系至印支侵蚀面以下地层全区厚度变

化较大，以逆冲推覆构造为特征，形成了南北对冲的

构造格局，其中三叠系下统（青龙组）和二叠系上统

（大隆组和龙潭组）在南部坳陷分布广泛，北部坳陷

分布局限。白垩系至古近系在断陷内分布广泛且厚

度变化大，其中白垩系在北部坳陷内分布范围很广，
除隆起外均有发育，南部坳陷仅见于个别凹陷。古

近系在南、北坳陷均有发育，在北部坳陷无论是发育

范围还是厚度都较南部坳陷大。新近系至第四系全

区均有分布，厚度变化较大，总体厚度南部坳陷大于

北部坳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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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黄海盆地及邻区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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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南黄海盆地地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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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层 构造阶段 地层属性 地层代号

上构造层 拗陷期 第四系—新近系 Ｑ—Ｎ

中构造层 断陷期
古近系（三垛组＋戴南组＋阜宁组） Ｅ

白垩系上统（泰州组＋赤山组＋蒲口组＋葛村组） Ｋ２

三叠系下统（青龙组） Ｔ１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大隆组） Ｐ２

二叠系下统—泥盆系 Ｐ１—Ｄ

下构造层 地台期 志留系 Ｓ

奥陶系—寒武系 Ｏ—∈

震旦系 Ｚ

南华系 Ｎｈ

变质基底 前地台期 前南华系

１．２　区域构造演化

作为下扬子块体的主体，南黄海盆地奠基于前

南华纪褶皱变质结晶基底之上，其经历了中元古代

末四堡运动和新元古代晋宁运动的固结回返后，形

成具双层变质岩的基底结构，之后进入地台、断陷和

坳陷发育阶段。
南华纪至早中三叠世，南黄海接受了广泛海相

沉积，推测沉积厚度达５　０００ｍ［３］，沉积中心在勿南

沙隆起的中部，总体呈 ＮＥ向。古 生 代 南 黄 海 整 体

表现为稳定的升降运动，伴有轻微褶皱作用，区域为

挤压应力场背景，该时期南黄海盆地潜山开始孕育；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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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期南黄海整体抬升遭受剥蚀，印支中晚期在近

南北向挤压和左旋压扭作用下，形成 ＮＥ向 宽 缓 褶

皱。印支期的构造作用是南黄海盆地潜山形成的主

导作用。
燕山至喜山期南黄海进入 断 陷—拗 陷 时 期，后

期有轻微挤压逆冲现象。晚白垩世至古近纪，南黄

海整体表现 为 拉 张 作 用，断 裂 活 动 强 烈；新 近 纪 以

来，南黄海整体沉降，断裂活动微弱，有少数断裂断

至第四系，构造活动渐趋结束，潜山定型。

２　古潜山研究现状

潜山一词最早指潜伏的基岩古地貌山，指被覆

盖、潜伏、埋藏于现今盆地充填地层之下，且盆地沉

积前已形成的基岩古地貌山丘。目前所使用的古潜

山概念为广义的古潜山，泛指一切潜伏的基岩突起，
包括古地貌山（先成）、同成和后成潜山。

关于潜山分类命名，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侧

面进行了研究。阎敦实等根据油气藏类型，将潜山

分为风化体、残丘、内幕、不整合和复式潜山，并根据

生油岩与古潜山储集体基础关系，将“新生古储”潜

山分为通过断面与生油岩接触的古潜山、通过不整

合面与生油岩接触的古潜山以及通过不整合面和断

面与生油岩接触的古潜山［４］。胡见义等根据圈闭类

型，分为不整合潜山和断块潜山［５］。沿海大 陆 架 及

毗邻海域油气区石油地质志编写组根据潜山与上、
下第三系的空间关系，分为高潜山（上覆地层为上第

三系）和低潜山（上覆地层为下第三系）［６］。刘玄烨

按成因和构造形态不同，将潜山分为残丘型、断块侵

蚀型、断块型和断背斜型［７］。林松辉等根据 潜 山 内

幕结构、潜山与断层关系和油藏形态，将潜山分为块

断残丘山、块断断块山、楔状内幕潜山和层状内幕潜

山［８］。吴永平 等 根 据 储 层 内 部 几 何 结 构 和 储 层 类

型，从潜山成因角度，分为潜山埋藏型、构造反转型、
顺层溶蚀—运移型、晚期成岩型和古生古储型［９］；又
从潜山形成机制与构造发育特点出发，将潜山分为

未受第三纪断块作用破坏改造深埋于第三纪凹陷中

或斜坡带的残留型潜山、大多数空间上与第三纪变

换带一致的受第三纪复杂断块活动的叠置型潜山和

纯粹由新生代断陷翘倾活动形成的半地垒或地垒型

潜山［１０］。袁先春 等 根 据 烃 源 岩 与 储 层 的 配 置 关 系

分为新生古 储、古 生 古 储、多 源 古 储 和 多 源 中 储 潜

山［１１］。常国贞等根据生、储、盖层位配置关系，分为

新生古储新盖型、新生古储古盖型和古生古储古盖

型潜山［１２］。李丕龙等根据成因－结构把潜山分为内

幕单斜块断山、内幕单斜断块山、内幕单斜滑脱山、
内幕单斜残 丘 山、内 幕 褶 皱 块 断 山、内 幕 褶 皱 断 块

山、内幕褶皱滑脱山和内幕褶皱残丘山［１３－１４］。洪 太

元等根据潜山上覆地层特征把古潜山划分为正常沉

积 型 潜 山、非 正 常 沉 积 型 潜 山 和 断 层 进 入 型 潜

山［１５］。燕子杰等综合潜山构造形态、断裂活动方式

对潜山的改造及潜山所处构造位置等因素，把潜山

分为缓坡块断型、陡坡滑脱型、残丘型、坡上山型和

走滑推覆型［１６］。陈 振 岩 根 据 烃 源 岩 与 古 潜 山 接 触

关系，将古潜山分为“源上山”型、“源下山”型和“对

接山”型［１７］。
综合所述，前人对古潜山类型划分复杂多样，但

都是基于潜山某种重要特征进行划分命名的。南黄

海盆地为一 叠 置 于 下 扬 子 块 体 之 上 的 拉 张 裂 谷 盆

地，其前古 近 系 古 潜 山 具 有 烃 源 岩 层 系 多（上 震 旦

统、下寒武统、下志留统、二叠系、下三叠统、上白垩

统和古近系）、储层类型多（碳酸盐岩、砂岩、火山岩、
变质岩、风化壳）、圈闭类型样式复杂（先成潜山、同

成潜山、后成潜山、潜山内幕）等特点，且大多数潜山

经多期多幕多类型构造改造，这就决定了南黄海盆

地古潜山的多样性。

３　南黄海盆地古潜山分类

３．１　古潜山类型划分

古潜山构造是内动力地质作用（构造作用）和外

动力地质作用（风化剥蚀作用）综合作用的产物。考

虑到南黄海盆地古潜山分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本

文提出南黄海盆地古潜山的成因综合分类方案，根

据成因划分为剥蚀型潜山、拉张型潜山、挤压型潜山

和复合型潜山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可根据形态划分

出多种类型（表２）。

表２　南黄海盆地古潜山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ｉｅｄ　ｈｉ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成因分类 形态分类

剥蚀型潜山 剥蚀残丘型潜山

拉张型潜山

拉张翘倾断块型潜山

拉张断阶型潜山

拉张断垒型潜山

挤压型潜山
挤压褶皱型潜山

拱张褶皱型潜山

复合型潜山 褶皱—断块复合型潜山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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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典型古潜山解析

（１）剥蚀型潜山

南黄海盆地勿 南 沙 隆 起 勿 二 凹 陷 北 部 的 古 潜

山（图２），潜 山 南 侧 凹 陷 总 体 北 断 南 超，潜 山 带 主

要呈东西 向 分 布，潜 山 内 幕 地 层 为 三 叠 系 及 古 生

界碳酸盐岩，潜 山 顶 面 的 碳 酸 盐 岩（青 龙 组 灰 岩）
由于长期 的 剥 蚀 风 化，形 成 一 个 个 孤 立 的 小 规 模

残丘。剥 蚀 型 潜 山 往 往 形 成 古 残 丘 潜 山（先 成 潜

山），风化壳发育，埋 深 部 位 浅，断 层 的 断 距 控 制 潜

山油藏的含油高 度。该 类 潜 山 由 于 长 期 处 于 隆 升

剥蚀状 态，受 构 造 应 力 作 用 强，溶 蚀 孔、缝、洞 发

育，有良好的储集 空 间，油 气 可 通 过 断 层 和 不 整 合

面运移到 潜 山 顶 面，但 该 类 潜 山 盖 层 条 件 往 往 不

够理想。
（２）拉张型古潜山

如图３所示，在南黄海盆地北部坳陷的南部凹

陷，该凹陷整体北断南超，在一系列平直正断层的上

盘（下降盘）形成阶状断块，阶状断块倾向与正断层

倾向一直。该古潜山内幕地层由三叠系及古生界碳

酸盐岩组成，上覆白垩纪或古近纪地层，中间为一角

度不整合面，白垩系及古近系为良好的烃源岩及盖

层，边界生长断层起疏导及侧向封挡作用，不整合面

也可成为 油 气 运 移 通 道。该 类 潜 山 主 要 由 断 块 组

成，具有优良的烃源岩条件，断块的构造位置往往决

定其能否成藏。
（３）挤压型古潜山

如图４所示，该潜山位于南黄海盆地北部坳陷

的南部凹陷，现今的构造位置处于凹陷的较低部位，
潜山内幕地层为古生界碳酸盐岩，被白垩纪地层所

覆盖。印支期，在现今盆地的基底遭受强烈的风化

剥蚀，形成不整合面；燕山—喜山期，其上叠 加 了 断

陷湖盆；古近纪末，由于区域挤压作用，在现今的洼

陷内形成褶皱，潜山定型。由 于 印 支 期 的 长 期 风 化

剥蚀作用，在白垩 系 沉 积 前，该 类 潜 山 由 于 顶 面 长

时间暴露淋滤，溶 蚀 孔、洞、缝 发 育，只 要 上 覆 地 层

有好的烃源岩，通 过 旁 侧 断 裂 疏 导，即 可 成 为 理 想

圈闭。
（４）复合型古潜山

如图５所示，该潜山位于南黄海盆地南部坳陷

的南七凹陷北斜坡，斜坡总体为一复式褶皱，发育与

斜坡区域走向一致、倾向相反的基底断层，将该斜坡

切割成若干次一级的复杂断块，潜山内幕地层为三

叠系（青龙灰岩）及古生界碳酸盐岩，上覆古近系地

层。这种褶皱—断块型潜山的顶部，是潜山 油 藏 的

有利发育部位。

４　南黄海盆地古潜山分布规律

多样性潜山不是孤立存在的，同一类型的潜山

发育具有分带性，不同类型的潜山带发育于断陷湖

盆的不同构造部位，形成与湖盆结构相对应的潜山

带分布模式（图６）。
本文根据潜山构造在断陷盆地中的位置，将南

黄海盆地古潜山分成４个带来描述，以便于构造研

究。

　　缓坡潜山带：缓坡带也称斜坡带，是深陷带向凸

起的过渡带，其 边 缘 部 位 翘 起 较 高，受 到 较 强 烈 剥

蚀，形成宽窄不一的剥蚀带，并被上覆地层所覆盖。
斜 坡带上往往发育与斜坡走向一致的基底断层，将

图２　南黄海盆地剥蚀残丘型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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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南黄海盆地拉张断阶型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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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南黄海盆地挤压褶皱型潜山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ｏｌｄ　ｈｉｌｌ

斜坡带切割成若干次级断块。斜坡带潜山构造样式

有翘倾断块潜山、断垒潜山、断阶潜山、复杂断块潜

山、古地貌残丘潜山等。斜坡带处于生油凹陷内油

气运移的主要指向区，既有就地生成的油气，又有洼

陷中心运移来的油气，因而油源丰富。不整合面为

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呈阶梯状运移，断层既是油气

运移通道，又可对油气形成封堵，断块的顶部是潜山

油藏的有利发育部位

洼陷潜山带：位于断陷盆地洼陷内，构造位置较

低，与盖层的低水位沉积体系匹配。构造样式包括

翘倾断块潜山（南部坳陷南五凹陷内，如图７）、古地

貌残丘潜山、底辟拱张褶皱潜山（北部坳陷南部凹陷

内）等。深洼陷既是沉积、沉降中心，又是生油中心。
在洼陷内有 利 于 有 机 质 堆 积、保 存 并 向 油 气 转 化。
有机质转化成油气后，即由洼陷中心通过断层和不

整合面向潜山运移，因此具有较好的成藏条件。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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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南黄海盆地褶皱—断块复合型潜山

Ｆｉｇ．５　Ｆｏｌｄ－ｆａｕｌｔ　ｂｌｏｃｋ　ｈｉｌｌ

图６　南黄海盆地古潜山分布模式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ｕｒｉｅｄ　ｈｉｌｌ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图７　南黄海盆地翘倾断块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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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陡坡潜山带：陡坡带发育于长期隆起带或高凸

起的边缘。隆起带长期受到侵蚀剥蚀，在陡坡带形

成山前洪积扇或冲积扇等粗碎屑沉积。陡坡带一般

由数条盆倾 断 层 组 成，反 倾 断 层 少 见，潜 山 的 顶 面

（基底面）一般呈梯状，其构造潜山样式包括翘倾断

块潜山、阶状断块潜山，如果阶梯较长，还可以形成

拱张型褶 皱 潜 山。该 类 潜 山 由 于 早 期 处 在 凸 起 顶

部，遭受风化剥蚀的速度相对较快，潜山残存地层相

对较 薄、较 老。陡 坡 带 由 于 紧 邻 生 油 洼 陷，油 源 丰

富，断层是油气的主要运移通道。但由于该类潜山

通常幅度较小，分布窄，且比较隐蔽，不易被发现。
凸起潜山带：该类潜山紧邻箕状断陷的陡坡带，

位于大型断层的下盘（上升盘），构造位置较高，常发

育剥蚀残丘（中部隆起、勿南沙隆起）和后成断块潜

山（坳陷内的凸起）。该类潜山遭受风化剥蚀的时间

长，潜山顶面残存地层相对较老、较薄，潜山通常为

坳陷（或凹陷）的分隔构造单元。凸起带内常发育残

丘和断块，靠近陡坡带一侧的张性断层和不整合面

通常作为输导通道。油气自洼陷中心首先进入断块

型潜山，多余的油气沿断层和不整合面进入较高部

位的残丘型潜山。南黄海盆地内的多数隆起（凸起）
属古潜山构造。

５　结论

（１）南黄海是奠基于晋宁期变质基底之上的典

型地台—断陷—坳陷多层结构的复 合 盆 地，经 历 多

次构造运动改造，古潜山非常发育，类型多样。根据

成因划分为剥蚀型潜山、拉张型潜山、挤压型潜山和

复合型潜山四大类，每一类又可根据形态划分出剥

蚀残丘型潜山、拉张翘倾断块型潜山、拉张断阶型潜

山、拉张断垒型潜山、挤压褶皱型潜山、拱张褶皱型

潜山和褶皱—断块复合型潜山等类型。
（２）南黄海盆地古潜山的发育具有分带性，按盆

地中潜山的 构 造 位 置，分 为 凸 起 潜 山 带、陡 坡 潜 山

带、洼陷潜山带和缓坡潜山带，每一潜山带发育了不

同类型潜山。
（３）南黄海盆地前期勘探重点放在中、新生代陆

相盆地，没有突破，而海相古生界、中生界潜山众多，
规模较大，是南黄海实现油气突破的一种重要油气

藏类型，应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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