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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黄海盆地油气地质特征及其资源潜力再认识

肖国林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青岛 266071)

　　摘要: 南黄海盆地是中国近海唯一未突破工业性油气流的含油气盆地, 其油气潜力目前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热

点。类比周缘勘探程度高、油气地质条件相似的油气盆地反演的油气排聚系数来估算其油气资源潜力, 加上与周边

国家资料的对比分析, 对南黄海盆地的油气资源潜力提出了新的认识。南黄海南部盆地资源潜力优于北部盆地, 盆

地内部则西部均优于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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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盆地是我国近海目前油气勘探程度较低的

中新生代盆地 (图 1) , 其油气资源潜力目前倍受关

注。虽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就已证实了

南黄海盆地的含油气性, 如CZ (常州) 62121A 井测

试折算日产原油 2145 t 及ZC (诸城) 12221 井在泰州

组泥岩岩心裂缝中有原油渗出, 表明盆地内曾经有

过油气的生成、运移与聚集的过程。然而, 无论是中

国还是韩国, 在南黄海盆地的勘探都未能实现进一

步的突破。

对盆地内前新生界的性质[1, 2 ]、中生界、古生界

的烃源岩生烃潜力[3 ]、盆地内的油气资源潜力等问

题, 前人也曾作过多次评价, 但无论是生烃量 (北部

盆地为 32138×108～ 405174×108 t, 相差 5～ 13 倍;

南部盆地为 21154×108～ 119117×108 t, 相差 3～ 5

倍)还是资源量 (北部盆地为 11621 1×108～ 9109×

108 t, 相差 3～ 5 倍; 南部盆地为 01667× 108～

31569 1×108 t, 最大相差 5 倍)都差异很大。

盆地内油气资源潜力及其分布特征究竟如何,

如: (1) 盆地内生烃岩的分布特征及生烃潜力如何?

(2)在现有勘探程度下, 如何客观地认识油气资源评

价中油气排聚系数及其资源潜力? 本文无意对前人

的评价结果妄加议论, 而只对一些基本的油气地质

问题结合我国及韩国方面的实际钻井资料, 就目前

资料相对丰富的南黄海盆地中、新生界的生烃及油

气资源潜力进行分析, 提出一些认识, 供资源评价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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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油气地质特征基本认识

南黄海北部盆地 (又称南黄海盆地北部坳陷) ,

面积 45 573 km 2 (包括东部凹陷、东北凹陷) , 目前已

钻探井 11 口, 其中东部凹陷钻 4 口、东北凹陷钻 1

口、北部凹陷钻 4 口、中部凹陷钻 1 口、西部凹陷钻

1 口, 累计钻遇白垩系厚度超过 3 000 m , 下第三系

超过 3 000 m。已证实的生烃岩为上白垩统泰州组

(文献[ 3, 4 ]将其划归 E1 或 K22E1) 及下第三系阜宁

组, 有机质丰度属中等—好[5 ] , 阜宁组和戴南组内部

砂岩为储层, 泥岩既是生烃层又为局部盖层。

南黄海南部盆地 (又称南黄海盆地南部坳陷) ,

目前已钻探井 12 口 (包括 2001 年所钻的 1 口探

井) , 其中, 在南七凹陷钻探井 3 口、南四凹陷钻 3

口、南二凸起钻 1 口、南五凹陷钻 3 口、南二凹陷钻

1 口, 除常州 62121 井测试折算日产原油 2145 t 外,

其余各井均未见油气。累计钻遇下第三系超过 3 000

m。已证实的生烃岩为下第三系阜宁组和戴南组。与

北部盆地不同, 南部盆地戴南组为一套暗色含碳质

及煤的砂泥岩组合, 为湖泊沼泽相沉积, 具生油能

力[4 ] , 储层为阜宁组和戴南组底部砂岩, 局部盖层为

阜宁组和戴南组泥岩。

2　钻井揭示的生烃层系及生烃潜力

2. 1　南黄海北部盆地

(1) 东部凹陷: 4口探井较均匀地分布在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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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黄海盆地及毗邻区构造区划图 (据罗明等修改, 1999)

F ig. 1　Tecton ic division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and adjacen t regions(modified from LUO M ing et al. , 1999)

内, 且都已钻穿所预测的生烃岩阜宁组和泰州组, 除

1 口井缺失下第三系外, 其它 3 口井均钻遇阜宁组,

厚 903～ 1 491 m , 全部为红色地层。4 口探井中有 2

口探井缺失泰州组, 另 2 口探井虽然有泰州组地层,

但均无暗色泥岩分布。据图 2 可知, Ê H 21Xa 井、

Inga21井均分布在中生界厚 5 000 m 处, 而该凹陷中

生界最厚也只有 6 500～ 7 000 m。

　　 (2) 北部凹陷: 4 口探井也较均匀分布在凹陷

内, 其中有 3 口探井已钻穿阜宁组和泰州组, 1 口探

井已钻穿阜宁组和泰州组上部地层 (ZC12221 井)。

虽然 ZC12221 井阜宁组在北部凹陷保存最全, 但仅

在 2 450～ 2 700 m 井段见暗灰、浅灰泥岩和棕红色

泥岩, 即使全为暗色泥岩也仅厚 250 m。H (黄) 2 井
(1 537～ 1 708 m 井段) 阜宁组为玄武岩、红色泥岩

夹砂岩。H 7 井 (889～ 1 328 m 井段)阜宁组不全, 缺

阜四段和部分阜三段, 以红层地层为主, 夹 168 m

暗色泥岩。ZC72221 井缺失下第三系。4 口探井中仅

ZC12221 井 (1 700～ 3 275 m )阜宁组达到成熟范围,

而其它 3 口井阜宁组均未进入成熟期。

整个北部凹陷中生界厚度小于 1 000 m (图 2)。

H 7 井 (1 328～ 1 902 m 井段) 泰州组厚 574 m , 其中

上部 (1 328～ 1 63315 m 井段)为暗色泥岩夹粉细砂

岩, 暗色泥岩厚 295 m。ZC12221 井 (3 275～ 3 425 m

井段) 泰州组 (未完) 见灰黑色泥岩夹薄层砂岩,

厚 150 m , H 2 井缺失泰州组, ZC72221 井 ( 520～

785 m 井段) 泰州组厚 265 m , 其特征与H 7 井泰州

组一致, 上部为黑色泥岩, 下部为褐色砂泥岩互

层。　　　

(3) 东北凹陷: 在凹陷磁性基底埋藏较深的部

位钻探井 1 口 (H aem a21 井) , 已钻穿泰州组, 其中阜

宁组全为红色地层, 泰州组厚 404 m , 也为红色地层

夹火山岩 (东北凹陷中生代最厚为 2 500 m , H aem a2
1 井钻在 1 500～ 2 000 m 等厚线上)。

(4) 西部凹陷: 仅钻探井 1 口 (H 5 井) , 于 1 220

～ 2 310 m 井段 (未完)揭示阜宁组厚 1 096 m , 其中

暗色泥岩总厚 71215 m , 1 220～ 1 510 m 为 E f4,

1 510～ 1 830 m 为 E f3, 1 830～ 2 237 m 为 E f2, 2 237

～ 2 310 m 为 E f1 (未完) , 未揭示泰州组地层。
( 5) 中部凹陷: 在凹陷中心钻探井 1 口 (H 9

井) , 于 1 284～ 2 320 m 井段 (未完) 揭示阜宁组厚

1 036 m , 其中暗色泥岩厚 751 m。1 284～ 1 984 m

井段厚7 0 2m 地层为暗色泥岩夹泥质粉砂岩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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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黄海北部盆地以白垩系为主的中生界等厚图①

F ig. 2　M esozo ic isopachous m ap (w ith C retaceous as the dom inan t)of the north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1 984～ 2 220 m 井段为深灰、棕褐色泥岩夹粉砂岩,

2 220～ 2 320 m 为红色地层。

(6) 南部凹陷: 目前未钻探井, 阜宁组可借用西

部凹陷 H 5 井生烃泥岩厚度百分比, 但据南部凹陷

阜宁组埋深情况, 仅以成熟部分的生烃泥岩厚度和

成熟面积计算生烃量。据以白垩系为主的中生界等

厚图①可知, 在南部凹陷东部, 白垩系厚度虽然大

(达 5 500 m ) , 并与东部凹陷联系在一起, 但Kach i21

井证实泰州组无生烃源岩。而南部凹陷主体及西部

中生界厚度小于 500 m , 也可能缺少泰州组, 因此,

南部凹陷泰州组暂不能作为生烃岩考虑。

上述各凹陷生烃源岩评价见表 1。

2. 2　南黄海南部盆地

(1) 南七凹陷: 考虑到H 4 井仅揭露阜宁组 3～

4 段的上部, 而W X (无锡) 52ST 1 井揭示阜宁组 1～

2 段地层, 可将这两口井戴南组、阜宁组叠加在一起

代表南七凹陷生烃岩全貌, 即南七凹陷生烃岩厚

50112 m , 有效生烃岩面积 426161 km 2。

(2) 南四凹陷: 虽然已钻探井 3 口, 但未揭示阜

宁组全貌 (仅CZ62121A 井揭示阜宁组 3～ 4 段部分

地层)。考虑到南四凹陷钻遇戴南组暗色泥岩并已进

入成熟门限, 故南四凹陷生烃岩应包括戴南组。由于

钻井未揭示阜 1～ 2 段生烃岩, 暂类比相邻的南七凹

陷W X52ST 1 井阜宁组 1、2 段生烃岩厚度, 则南四

凹陷戴南组—阜宁组生烃岩厚 696 m , 成熟面积为

凹陷总面积的 27198%～ 41168%。

(3) 南五凹陷: 2 口探井钻穿戴南组 (CZ242121

井、W X202ST 1 井) , 由于 2 口探井所揭示的暗色泥

岩厚度相差很大, 故生烃岩厚度取这 2 口探井所钻

遇暗色泥岩厚度中值 44616 m。有 2 口井 (CZ242121

井、W X132321 井) 钻穿阜宁组, 其中CZ242121 井阜

宁组各段均已揭示, 暗色泥岩总厚 57913 m , 即南五

凹陷生烃岩总厚 1 02519 m ; 成熟面积按地震解释

成熟面积占南五凹陷总面积 (1 597 km 2)的 60167%

～ 66181% 计算②。

(4) 南二凹陷: FN (阜宁) 232121 井仅揭示阜宁

组 3～ 4 段, 不能代表南二凹陷阜宁组全貌, 类比目

前戴南组、阜宁组暗色泥岩最厚的南五凹陷, 将

1 02519 m 作为南二凹陷阜宁组生烃岩厚度。成熟

面积 (门限深度 2 800 m ) 按第三系底板构造图③门

限深度以下面积计算。

(5) 南三、南六凹陷: 第三系底板构造图③深度

①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南黄海北部盆地地质地球物理调查

研究 (内部报告). 2000.

②　石油工业部南黄海南部资源评价组. 中国南黄海南部石油

地质评价 (内部报告). 1981.

③　地矿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 华东石油地质局. 苏北南黄海

地质构造特征及含油气性研究 (内部报告).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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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浅于门限深度 2 800 m , 故认为其生烃岩不成熟。

表 1　南黄海北部盆地生烃源岩评价

Table 1. A ssessm ent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s

in the north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凹　陷 生烃源岩评价

东部凹陷
阜宁组: 1 口井缺失, 3 口井的阜宁组全为红色地
层, 不具备生烃岩条件。
泰州组: 全为红色地层, 不具备生烃条件。

北部凹陷

4 口探井中仅 ZC12221 井揭示的阜宁组及泰州组生
烃岩进入生油门限。
阜宁组: 只能将 ZC12221 井 (2 450～ 2 700 m 井段)

揭示的暗色泥岩作为生烃岩。H 7 井 (889～ 1 328 m
井段) 中的 168 m 暗色泥岩未进入生烃门限, ZC72
221 井缺失该地层, H 2 井阜宁组为红色, 均不能作
为生烃岩。因此, 北部凹陷阜宁组生烃泥岩平均厚
度为 12715～ 168 m 较合适, 且考虑成熟生烃岩范
围, 只能以阜宁组顶板构造图中的 2 000 m 等深线
以下的面积为限。
泰州组: H 7 井 295 m 暗色泥岩可作为生烃岩, ZC12
221 井仅揭示 150 m 暗色泥岩夹砂岩 (未完) , ZC72
221 井暗色泥岩厚度不超过 11715 m。H 2 井缺失泰
州组。因此, 泰州组按 295 m 作为生烃岩厚度, 同
时, 由于其生烃岩位于泰州组上部紧靠阜宁组底
部, 故成熟生烃岩面积只能以阜宁组底部构造图
2 000 m 等深线以下面积为限。

东北凹陷

阜宁组: Haem a21 井全为红色地层, 不具备生烃条
件, 该井阜宁组厚 1 138 m , 可以代表东北凹陷的阜
宁组沉积条件。
泰州组: 为红色地层夹火山岩, 不作为生烃岩为宜。

西部凹陷

阜宁组: 考虑到 H 5 井钻在磁性基底埋深较大的位
置并已揭示 Ef1大部分, 按目前已揭露的生烃岩厚
71215 m 作为生烃岩厚度, 成熟生烃岩面积仍按阜
宁组顶板构造图 2 000 m 等深线以下面积计算。
泰州组: 由于钻井尚未揭示, 借鉴北部凹陷暗色泥
岩厚度 295 m 作为西部凹陷泰州组生烃岩厚度, 生
烃岩面积按阜宁组底界构造图 2 000 m 等深线以
下面积计算。

中部凹陷

阜宁组: 生烃岩厚度按H 9 井的 751 m 计, 成熟生烃
岩面积按阜宁组顶板构造图 2 000 m 等深线以下
面积计算。
泰州组: 与西部凹陷一样借用北部凹陷泰州组生烃
岩厚度 295 m 计算, 生烃岩面积按阜宁组底板构造
图 2 000 m 等深线以下面积计算。

南部凹陷

阜宁组: 可借用H 5 井生烃泥岩厚度百分比, 但据南
部凹陷阜宁组埋深情况, 仅以成熟部分的生烃泥岩
厚度和成熟面积计算生烃量。
泰州组: 据过 Kach i21 井地震剖面揭示, 南部凹陷泰
州组可能与 Kach i21 井揭示相同, 为红色地层。

(6) 南八、南九凹陷: 目前尚无探井, 据“区域不

整合面以上等厚图”① (按邻近的W X52ST 1 井对比,

结果相当于新生界等厚图)可知, 南八凹陷按门限深

度 2 800 m 以下面积计算, 仅占凹陷总面积 10% 左

右, 南九凹陷则未进入门限深度。由于未钻探井, 只

能类比南七凹陷的戴南组、阜宁组生烃岩厚度和地

化参数进行计算。

3　生烃量

3. 1　南黄海北部盆地生烃量计算

据前述成熟生烃层系的面积、厚度及前人评价

时据实际钻井资料分析数据统计的氯仿沥青“A ”参

数, 采用氯仿沥青“A ”法计算各凹陷生烃量 (表 2)。

(1) 总生烃量为 911984 5×108 t 油当量, 其中

阜宁组生烃量为 431059×108 t 油当量, 泰州组生烃

量为 481925 5×108 t 油当量, 显然, 白垩系泰州组

和古新统阜宁组都是南黄海北部盆地主要生烃源

岩, 其生烃量相当。

(2) 北部凹陷生烃量最大, 占总生烃量的

43119%。西部凹陷、中部凹陷分别占总生烃量的

29102% 和 26194%。

(3) 由于南部凹陷未钻探井, 在生烃量计算中,

类比参数是关键。南部凹陷处在西部凹陷、东部凹陷

之间, 在中生界等厚图②上, 中生界在南部凹陷东部

与东部凹陷为一体。因此, 在评价泰州组时类比东部

凹陷, 不能认为有泰州组生烃岩, 阜宁组仍类比生烃

条件较好的西部凹陷进行生烃量计算。

表 2　南黄海北部盆地各凹陷生烃量 (氯仿沥青“A ”法)

Table 2. Amount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 for the

dep ressions in the northern basins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ch lo roform asphalt“A ”m ethod)

108 t 油当量

生烃量 北部凹陷 西部凹陷 中部凹陷 南部凹陷 合计

阜宁组 131606 7 201375 3 81313 6 01763 4 431059 0

泰州组 261124 9 61327 1 161473 5 　0　　 481925 5

总　计 391731 6 261702 4 241787 1 01763 4 911984 5

　　注: 1. 东部凹陷及东北凹陷由于目前未发现生烃岩, 暂不计算其

生烃量;

2. 南部凹陷西部中生界厚度小于 500 m , 东部与东部凹陷共

沉积体系, 故暂不计算泰州组生烃量。

3. 2　南黄海南部盆地生烃量计算

与南黄海北部盆地一样, 据上述成熟生烃层系

的面积、厚度及前人评价时据实际钻井资料分析数

据统计的氯仿沥青“A ”参数, 采用氯仿沥青“A ”法计

算各凹陷生烃量, 结果如下 (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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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黄海南部盆地各凹陷生烃量计算 (氯仿沥青“A ”法)

Table 3. Calculations of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mounts fo r all dep ressions

in the south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asphalt“A ”m ethod) ö108 t 油当量

凹　陷 南二凹陷 南四凹陷 南五凹陷 南七凹陷 南八、南九凹陷 合计

生烃量 431981 9 331345 4～ 491676 7 531958 8～ 591419 7 101401 0 41681 0 1461368 1～ 1681160 3

　　 (1) 总生烃量为 1461368 1×108～ 1681160 3×

108 t 油当量。

(2) 南部盆地总面积虽然比北部盆地总面积

小, 地温梯度偏低 (南四凹陷为 311 ℃ö100 m , 南七

凹陷仅为 216 ℃ö100 m ) , 而且少一套泰州组生烃

岩, 但多一套戴南组生烃岩, 且戴南组、阜宁组生烃

岩埋深及厚度普遍较大, 有机质丰度高, 转化条件

好, 故南部盆地总生烃量值比北部盆地大。

(3) 南部盆地西部的南二、南四及南五凹陷为

主要生烃凹陷, 而东部的南六、南七、南八及南九凹

陷的生烃量很少。

4　资源潜力预测

众所周知, 一个盆地的石油潜力 (油气藏的形成

与保存) 是沉积体及其经历的各种演化共同作用的

结果, 对油气的生成、圈闭和保存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不仅有烃源岩、储集层和盖层, 而且包括沉积体中的

所有因素[7 ]。在以往的资源评价中, 从生烃量到资源

量, 仅需乘一个排聚系数就能达到, 但排聚系数却是

最难确定的, 它与许多关键油气地质问题有关, 如所

生烃类能不能顺利排出, 排出的烃类在载体中如何

运移, 能否顺利进入圈闭内保存, 是否又被再破坏、

散失等。这些问题对于南黄海盆地这样一个经过多

次改造破坏的复合残留盆地来说, 现阶段是难于解

决的。笔者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类比周缘勘探程度较

高、油气地质条件相似的油气盆地反演的油、气排聚

系数来估算其油气资源量。按本文沥青“A ”法计算

的南黄海北部、南部盆地的生烃量及苏北盆地 (又称

苏北坳陷) 的生油量和生气量比例 721097% , 计算

盆地内的油气资源潜力。

4. 1　利用前人给定的排聚系数计算

前人对南黄海盆地的油气资源评价时, 曾经使

用表 4 的排聚系数计算南黄海北部盆地的资源量,

而南部盆地则分别使用 4% 及 1% 作为石油及天然

气的排聚系数。以上述生烃量 (表 2、表 3)为基础, 按

前人 1993 年①给定的油气排聚系数, 南黄海北部盆

地总资源量为 31188 6×108 t 油当量, 按 1995 年②

的油气排聚系数计算, 则其总资源量为 41014 9×

108 t 油当量; 按前人 1993①给定的油气排聚系数计

算, 南部盆地总资源量为 41699 9×108～ 51255 7×

108 t 油当量 (表 5)。

表 4　前人使用的南黄海北部盆地油气排聚系数

Table 4. P reviously2used petro leum discharge

and accum ulation coefficien ts fo r the north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

北部凹陷 中部凹陷 西部凹陷 南部凹陷 备注

石油 510 410 410 410

天然气 110 110 110 110
1993 年①

石油 7167 4157 3172 2168

天然气 1109 1114 0193 0167
1995 年②

表 5　沥青“A”法计算的南黄海盆地资源量

Table 5. R eserves calculated by asphalt“A ”

m ethod for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资源量 北部盆地 南部盆地

按 1993 年油
气排聚系数
计算

石油ö108 t 21939 1 41221 0～ 41730

天然气ö1011 m 3 01249 5 01478 9～ 01525 7

总计ö108 t 油当量 31188 6 41699 9～ 51255 7

按 1995 年油
气排聚系数
计算

石油ö108 t 31744 6 21720 3～ 31125 3

天然气ö1011 m 3 01270 3 01105 3～ 01121 0

总计ö108 t 油当量 41014 9 21825 6～ 31246 3

4. 2　类比周缘含油气盆地反演出的排聚系数计算

　　 (1) 类比与南黄海盆地油气地质条件极为相似

的苏北盆地评价结果 (1987 年③)反演出的平均排聚

系数计算, 南黄海北部盆地总资源量为 51207 6×

108 t 油当量, 其中油资源量为 51079 3×108 t, 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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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为 01128 3×1011 m 3。

(2) 按地质结构及油气地质条件对比, 东海陆

架盆地西部坳陷带与南黄海盆地非常相似, 但东海

陆架盆地西部坳陷目前尚无一个凹陷靠其勘探程度

估算出排聚系数, 只能类比油气地质条件比其好的

东海陆架盆地东部坳陷带中勘探程度较高的西湖凹

陷所反演的油气排聚系数和储量密度系数来进行计

算。以油气排聚系数计算, 南黄海北部盆地的总资源

量仅为 01723 6×108～ 01746 7×108 t 油当量 (与

1983 年以圈闭法估算的结果①近似) , 南部盆地的总

资源量为 01749 3×108～ 01955 5×108 t 油当量 (比

1983 年以圈闭法估算的结果①略高)。而以储量密度

系数计算, 则北部盆地资源量为 31707 1×108～

41423 7×108 t 油当量, 南部盆地的总资源量为

11647 4×108～ 11965 7×108 t 油当量。

(3) 以珠江口盆地珠É 坳陷油排聚系数、珠Ë
坳陷气排聚系数计算: 珠É、珠Ë 坳陷主要烃源岩与

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一样为始新统—渐新统, 但

前者的勘探程度较后者要高得多, 反演求出的油气

排聚系数为油: 31197 7%～ 31818 4% , 气: 01147

6%～ 01206 4%。据此计算的南黄海北部盆地总资

源量为 21158 5×108～ 21585 9×108 t 油当量 (表

6)、南部盆地总资源量为 31433 6×108～ 41726 3×

108 t 油当量 (表 7)。

5　讨论与结论

以上是类比不同盆地油气排聚系数的计算结

果, 南黄海北部盆地油气总资源量为 01723 6×108

～ 51207 6×108 t 油当量, 南部盆地油气总资源量为

01749 3×108～ 51255 7×108 t 油当量。应如何确定

其油气资源量才能更接近实际呢?通过对比分析, 注

意到以下事实并作为选取油气排聚系数及资源潜力

评价的依据:

(1) 目前的勘探实践说明, 南黄海盆地油气地

质条件比东海陆架盆地东部坳陷带的西湖凹陷差。

(2) 苏北盆地 (陆区) 315×104 km 2 计算出的总

资源量为 31558 8×108 t 油当量, 目前已发现局部

构造超过 224 个、发现油气田超过 35 个, 至 1999 年

底探明地质储量达 11519 3×108 t 油当量。而南黄

海北部盆地目前已发现局部构造 133 个, 已钻探井

11 个, 尚无实质性发现。从盆地面积、生烃岩面积、

厚度及勘探效益来看, 其油气排聚系数肯定比苏北

盆地要低。

(3) 基于上述两点基本事实, 以勘探程度较高

的珠江口盆地反演求取的珠江口盆地珠É 坳陷油排

聚系数、珠Ë 坳陷气排聚系数, 求取南黄海北部盆地

最大油气聚集量 (总资源量) 为 21158 5×108～

21585 9～ 108 t 油当量, 南部盆地最大油气聚集量

(总资源量) 为 31433 6×108～ 41726 3×108 t 油当

量, 笔者认为比较合理。

(4) 无论从生烃量还是从资源量, 南黄海南部

盆地均大于北部盆地, 由于南部盆地比北部盆地面

积小, 南黄海南部的资源丰度将比北部盆地高得多。

　　 (5) 从生烃及资源潜力分析, 南黄海北部盆地

的北部凹陷较好, 其次为西部凹陷及中部凹陷, 而南

表 6　南黄海北部盆地各凹陷资源量估算结果

Table 6. E stim ations of reserves in the dep ressions in the north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资源量 北部凹陷 西部凹陷 中部凹陷 南部凹陷 合　计

石油ö108 t 01916 0～ 11094 4 01615 6～ 01735 1 01571 4～ 01682 4 01017 6～ 01021 21120 6～ 21532 9

天然气ö1011 m 3 01016 4～ 01022 9 01011 0～ 01015 4 01010 2～ 01014 3 01000 3～ 01000 4 01037 9～ 01053 0

总计ö108 t 油当量 01932 4～ 11117 3 01626 6～ 01750 5 01581 6～ 01696 7 01017 9～ 01021 4 21158 5～ 21585 9

表 7　南黄海南部盆地各凹陷资源量估算结果

Table 7. E stim ations of reserves in the dep ressions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资源量 南二凹陷 南四凹陷 南五凹陷 南七凹陷 南八凹陷 合计

石油ö108 t
11013 9～

11210 8
01767 8～

11367 6
11244 0～

11635 8
01239 8～

01286 4
01107 9～

01128 9
31373 4～

41629 5

天然气ö1011m 3 01018 1～
01025 3

01013 7～
01028 6

01022 2～
01034 2

01004 3～
01006 0

01001 9～
01002 7

01060 2～
01096 8

总计ö108 t 油当量
11032 0～

11236 1
01781 5～

11396 2
11266 2～

11670
01244 1～

01292 4
01109 8～

01131 6
31433 6～

41726 3

①　地矿部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 华东石油地质局. 苏北南黄海地质构造特征及含油气性研究.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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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凹陷较差, 东部凹陷、东北凹陷资源量很少。南部

盆地则以盆地西部的南二、四及南五凹陷为佳, 盆地

东部的南六、七、八及南九凹陷生烃量及资源量均很

少。

以上结果只是在目前勘探现状的基础上计算预

测的, 若能发现新的层位和生烃岩系, 如将来在北部

盆地的东部凹陷、东北凹陷能发现阜宁—泰州组存

在一定成熟厚度和一定成熟面积烃源岩, 则其油气

资源量就会大大增加。同时, 各凹陷资源量并不一定

都保存在凹陷内, 也可能运移到凹陷边缘的凸起上

聚集。

参　考　文　献

[ 1 ]　蔡乾忠. 中国东部与朝鲜大地构造单元对应划分[J ]. 海洋地质

与第四纪地质, 1995, 13 (1) : 10214.

[ 2 ]　蔡乾忠. 中国海域及邻区主要含油气盆地与成藏地质条件[J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1998, 18 (4) : 1210.

[ 3 ]　翟光明, 等. 沿海大陆架及毗邻海域油气区 (上册) , 中国石油地

质志 (卷十六). [M ].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0. 3662382.

[ 4 ]　关士聪, 等. 中国海相陆相和海洋油气地质[M ]. 北京: 地质出

版社, 1999. 1632175.

[ 5 ]　许东禹, 等. 中国近海地质[M ].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97. 2692

273.

[ 6 ]　罗 明,等.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志 [M ].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9. 1462147.

[ 7 ]　马贡L B, 道W G 主编, 张 刚, 等译. 含油气系统——从烃源岩

到圈闭[M ].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8. 8225.

REASSESSM ENT OF PETROL EUM GEOLOGIC FEATURES AND

POTENTIAL RESERVES IN THE SOUTH Y ELLOW SEA BASIN

X IAO Guo2lin
(Q ingdao Institute of M arine Geology, CGS,Q ingdao 266071, Ch ina)

Abstract: T 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is Ch ina’s on ly offshore petro liferous basin w hose o il and gas flow s have

no t com e up to the industrial standard, and w hose petro leum poten tial has becom e a public in terest. T h rough

comparison w ith hydrocarbon discharge and accum ulation coefficien ts fo r differen t basins, the south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is better than the north part, and the w est part ( the inner part) better than the east part

in o il resource po ten tial.

(1) It is p roven by the curren t petro leum exp lo rations that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is poorer in

petro leum geo logic conditions than X ihu dep ression in the east dow n2w arped zone of the East Ch ina Sea shelf

basin and the Subei basin (on land).

(2) A ccording to the above facts, the author uses Zhu I dep ression and Zhu Ë dep ression o il and gas coeffi2
cien ts independen tly go t from the inversion of the w ell2exp lo red Zhujiangkou basin to calculate the to tal resource

to be 21158×108～ 21585 9×108 t o il equivalen t fo r the northern South Yellow Sea basin and 314336×108～

41726 3×108 t o il equivalen t fo r the southern South Yellow Sea basin.

(3) In bo th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moun t and resource, the south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is

larger than the north, furthermore, the south part has a sm aller area, therefo re, the south part of the basin has a

m uch h igher resource abundance than the north.

(4) A s fo r the hydrocarbon generation and resource po ten tial in the north part of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its no rth dep ression is the best, and then com e the w est, the cen tral, the south, and the east and the north2
east dep ressions are poorer in resource po ten tial. A nd fo r the south part of the basin, the N an 2,N an 4 and N an

5 dep ressions have the h ighest hydrocarbon po ten tial, and the N an 6, N an 7, N an 8, and N an 9 are poorer in

petro leum reserves.

Key words: hydrocarbon po ten 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 of resource; the South Yellow Sea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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