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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地 质 研 究
,

,

试 论 南 海 系

梁 德 华
地质矿产部南梅地质调查指挥部综合研究大队

南海系是通过编制《 南海构造体系图 》和《 南海含油气远景图 》中发现的一个新构

造系
。

。年 月在南宁市召开的《 南海
、

广西构造体系与主要矿产分布规律的研究 》

成果评审验收会议上第一次把它提出来
。

经过热烈的讨论后
,

南海系获得了会议的承认
。

一
、

南海系建立的主要依据

南海 以北部海域为主 发育有一套特别令人注 目的北东东向构造形迹
。

它的展布特

征
、

活动特点
、

主形迹的力学性质及其成生期等均有别于中国东部目前已知的其它北东

向构造体系 表
,

我们把它称为南海系
。

兹将南海系建立的主要依据略述如下

中国东部各华 系 式 构造的方向和南海系的对比 表

项 、 ,
体寥 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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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右旋扭力 造海期水平拉张

南北向右旋扭力 造海期水平拉张

南北向左旋扭动 造 山期水平挤压

松 弛

松 弛

紧 张

张性
、

张扭性 本 文

张性
、

张扭性 南海构造体系 图说明书

压性
、

扭压性 李 四 光

南海构造体系 图说明书

李 四 光

芬 本 区早期新华夏系主 形迹展布方位一般为
。

一
’ 。

构造形迹展布方位特殊 根据李四光教授过去的研究和近年的野外地质调 查 表

明
,

中国东部华夏方向的构造是控制区域地质的主导构造
。

其构造形迹的展布方位一般

均小于北东
。 ,

而南海系的构造形迹的走向则明显偏东
,

为北东
。

一了。
“

表

在空间上
,

南海系的构造形迹广泛发育在南海北部北纬
。

以北的陆架
、

陆坡区
,

而且是迭置在中生代活动强烈的早期新华夏系的格架之上
,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
。

从平面上看
,

广东陆地上发育有一系列以压扭性断裂为主的早期新华夏系
,

其走向为北

东
。

一
。 ,

它们延伸到沿海被阻隔在珠外拗陷北缘隆断带之北
,

与海上由地震资料揭

示的构造形迹极不协调
,

这种现象似乎令人费解
。

早期新华夏系进入海域真就消声匿迹

了吗 不是的
。

它的形迹实际上是被掩埋在新生界之下
,

即南海系迭置其上
。

例如磁测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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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
,

见于珠江 口盆地中部的所谓中央隆断带
,

就是早期新华夏系在海域的显示
。

隆断

带走向北东
。 ,

磁场上反映为一巨大的梯度带
,

由前第三纪基底隆起和断裂 组 成
,

这

条宽约 公里
,

长达 公里的构造带
,

在地震剖面上没有任何反映
。

这充分 说 明在北

部海域早期新华夏系与南海系在空间上是上下关系
,

前者反映的是前新生界 的 基 底 构

造
,

后者是新生界的盖层构造
。

此外
,

最近对中美合作的地震测量资料的解释发现在中央深水海盆区也出现了属于

南海系的断裂和沉积 凹陷的形迹
。

在亚南巴斯群岛及其北部一带也有展布
。

国内外地震资料都揭示
,

构成南海系的所谓隆起和拗陷形迹
,

并非是由于 挤 压

应力所造成
,

而是在拉张应力的机制下形成的
,

其伴生的断裂几乎全为张性 或 张 扭 性

图

厂
,

鳌
日‘

图 横穿珠一 断拗带剖面 图

横比例 万 纵 比例 万

工 珠 外拗陷北缘隆断带 珠一断拗带 丁 北卫滩隆断带

南海系的活动期很晚
,

它主要是伴随着南海运动只 晚渐新世
,

在区域 张 裂 的

背景下成生发展起来的
。

全区地壳构造发生大规模水平移动
,

与此同时广泛出现下沉
,

海水全面入侵
,

海相沉积层广泛超覆不整合在下第三系或不同基底之上
,

即便是在一些

长期处于隆起状态的地区 如由前寒武纪变质岩基底组成的西沙地区 亦整体下降
,

接受

上第三系沉积
,

在总体区域性张裂背景下
,

发生大幅度的垂直下降运动
,

称之为南海运

动
,

故南海系的成生期与此运动密切相关
。

南海系的成生过程
,

所处的应力环境有别于中国东部燕山期早期新华夏系 所 反

映的应力场特点
,

即南海系是处在南北向左旋直扭应力松弛阶段
,

弹性回返一右旋扭应

力控制下形成的
。

大量物探资料表明
,

南海系的构造形迹主要发生在第三纪沉积层中
,

构造 影 响

的深度随新生界的厚度而定
,

根据对珠江 口盆地内断裂的统计数据来看
,

断层的断距一

般都较小
,

大多在 一 米之间
,

少数 一 。米
,

或更大些
。

对油气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

如珠江 口盆地珠五井喷出工业油流已证实这一点
。

上述几点依据反映了南海系本身的特点
,

将它划归已知的华夏系方向的某一构造体

系显然是不合适的
。

袄何廉声
、

邵 池
、

龚钢荣 ,
南海北部新生代构造 基本轮廓《 海洋地质 》

—构造论文集专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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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南海系构造带的划分

南海系在南海北部海域占有重要地位
,

根据其构造形迹
、

展布范围
、

形态特征及其

所控制的第三系沉积厚度等
,

拟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构造带 图

才
尹 产

区三〕 区巫
巨互口 匝二」川 皿

图

,

” 立

三岌
一

川 皿

纬向构造带 区域东西 向构造带

北西 向构造带 歹字型构造体系
·

珠二断拗带
·

永 兴岛凸断带

三习 巨囚 巨三至〕
“巨亘口 巨 口 叫二亘口

南海北部构造体系展布略图

经 向构造体系 早期新 华夏系
·

晚期新华夏系 南海系

珠外拗陷北缘 隆断带
·

珠一 断拗 带 北卫滩隆断带

珠 三断拗带 尔 润洲岛凹断带
·

北和断凹带

珠外拗 陷祀缘隆断带

该带为珠江 口 盆地北界
,

西起确洲岛之东
,

向东延伸
,

直抵台湾浅滩西面
,

长达

公里
,

宽约 一 公里
,

由三条走向
“

的主干断裂组成
,

并被若干条北西 向伴 生

断裂错成儿段
。

主干断裂均为断面向东南下落的正断层
。

断距一般为 一 米
,

最大

达 。一 。。。米
。

重力上反映为 一 一 毫伽的重力梯度带
。

磁场上为一明显的
、

变

化剧烈的负磁异常挤压破碎带
。

磁性基底埋深 。。。一 米
。

上第三系厚 度 为 。。 一

米
。

上述特征显示
,

此构造带可能在中生代 已经作为一条挤压带存在了
,

而南海系只是

利用原来的破裂形迹发展起来的
。

它对珠江 口 盆地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

珠一 断拗带 位于珠外拗陷北缘隆断带以南
。

断拗的走向大致
。 ,

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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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

宽 公里
。

拗陷的南界为北卫滩隆断带所控制
。

带内大约包括有十多个凹陷
。

带

内新生界厚 一 公里
,

磁性基底埋深一般为 一 米
,

局部大于 。米
。

北 卫 滩隆断带 位于北 卫滩及其北部和西南面
。

由地震资料确定的五条断 裂 组

成
,

走向
。 ,

断裂长度一般为 公里左右
,

北面一条最长
,

往东 可 追溯到高雄港

之西
。

断面一般倾向西北
,

断距最小为 米
,

最大为 米
,

断层上盘 下落显示张性
,

隆断带长约 。公里
,

宽 。一 公里
。

磁场上反映为一条变化的正负异常带
,

磁性 基 底

埋深 。。一 。。米
,

西段构成珠一拗陷和珠二拗陷之间的低幅隆起带
,

东段控制着台湾

浅滩拗陷的南界
,

隆断带上新生界一般厚 。一 。米
。

珠二 断拗带 位于东沙群岛西南
,

由走向 了。
。

的若干条断裂和凹 陷组 成
,

长

度大于 公里
,

宽约 。公里
。

航磁兴反映为块状正磁场区
,

磁性基底埋深大于 米
。

新生界厚度达 一 。米
。

永兴 岛凸断带 呈 。
“

一
。

展布于西沙群岛东北部
,

由数条断裂和 凸 起 组

成
。

带长 。。公里
,

宽约 一 公里
。

以不太连续的负异常场为背景
,

磁性 基 底 埋 深

一 米
。

带内新生界厚约 米左右
。

珠三断拗 带 位于神弧暗沙北面
、

七洲群岛以东
。

其展布方向与珠一拗陷 带 相

同
,

长约 。公里
,

宽 。公里
。

据最新资料认为、 该拗陷内沉积物厚达 米
,

磁场上

反映为平缓变化的正负异常区
,

磁性基底埋藏最大深度达 米
,

也许其下部包括了部

分中生代的沉积
。

了 润 洲 岛凹 断带 位于涸洲岛西 南
,

主要由涸西南凹陷和三条走向
。

左右的断

裂组成
。

断层均为张性正断层
。

沿构造带为平缓正负相间磁场区
,

磁性基底埋深 一

米
,

局部大于 米
。

新生界厚度一般为 一 米
,

局部达 米
。

北和断 凹 带 走向
“

左右
,

东起雷州半岛的北和西面
,

向西南延伸 公里
,

带宽 一 公里
。

带内以正负异常为背景
,

东北局部为负异常
,

磁性墓底埋深

米
,

或更深些
。

新生界厚度 。。 一了。。 米
。

除上述七个构造带外
,

根据单道地震资料解释
,

在南海中央海盆东经
。

一
“ ,

北纬
。

一
“

的范围内
,

存在三十余条走向
。

左右的正断层
,

这些断裂常伴随着

岩浆活动
,

表现为明显的拉张性质
,

显然它们应属于南海系的构造形迹
,

此外
,

在亚南

巴斯群岛及其北部一带也有南海系的断裂形迹展布
。

三
、

南海系的成因探讨

通过近年地质
、

地震
、

地形等测员 以及古地磁等资料分析表明
,

中国东部地区新生

代的应力场已从中生代的左旋扭动转变为南北向右旋性质了
。

由于这一区域应力场的改

变
,

导致中国东部出现 了相当多的北西向压性构造形迹和北东向的具拉张成因的新生界

盆地
。

笔者认为南海系的成因也应受到中国东部新生代统一应力场所支配
。

这里
,

人们要问
,

新生代应力场为什么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要认识这个问题
,

尚

米航空 物探大队 队
, 了 ,

南海北部海域航空磁测概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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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从驱动地壳运动的力源方面去探讨
。

地质力学观点认为
,

地壳运动的动力是来自重力控制下地球自转的离心力 李四光
,

,

而地球自转角速度又有快慢的变更
。

这种变化
,

离心惯性力在地壳中能积累起来

推动地壳运动吗 最近北京大学王仁等根据地壳松弛时间长于 。“ 一 ‘。 年的估计
,

用

简单的线性流变体缓变模型在轴对称情况下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若自转速率 在 “ 一

年的长时期内有单方向变化
,

则由离心惯性力的变化就可以在地壳中积累 起 公

斤 厘米“ 量级的东西向和南北向正应力
,

并足以造成纬向和经向的构造 形 迹
。

可 以 设

想
,

地球自转角速度的变化同地壳运动期必然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

当角速度加快到一

定程度时
,

应力达到最紧张状态
,

并产生剧烈的地壳水平运动
。

之后
,

角速度变慢
,

应

力处于松弛状态
,

甚至造成弹性回返
。

笔者试图用应力松弛和弹性回返来解释南海系的

成因
。

中生代
,

由于地球自转角速度的加快
,

亚洲大陆相对于太平洋底向南移动
,

并产生

北东一南西向的挤压力
,

中国东部独特的
、

其主形迹显示压扭性的新华夏系
,

就是 在 此

种应力场下成生发展起来的
。

如上所述
,

在南海北部海域的基底中也发现有新华夏系的

构造形迹
,

其展布方位与粤
、

桂陆上所见者基本一致
。

显然
,

早期新华夏系的形迹
,

也

是在左旋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 图
。

可是到了新生代
,

随着地球自转速度的减慢
,

应

力松弛
,

弹性回返
,

中国东部大陆相对于太平洋向北移动
,

北东东向展布的南海系就是

西 沙 群 岛

冬

诬刃 口皿 ”巨习 王 , 匿困 口玉习 匣习

图 中生代早期新华夏系形成机理示意图

卜 早期新华夏系断裂 隆起

扭力分解 派生挤压应力

拗陷 区域左旋扭功

派生左旋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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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旋力偶的控制下导生出北西一南东向的拉伸力所造成的 图
。

雷琼地区
,

东 沙 群

岛邻近和澎湖群岛出露 或埋藏很浅的 大片新生代玄武岩
。

海磁测量表明
,

在七洲岛东

北和珠外拗陷北缘隆断带内同样发育有一系列的基性
、

超基性岩
。

很明显
,

雷琼一东沙

一澎湖群岛为一条北东东向新生代基性岩浆活动带
,

它也提供了南海系所处地壳属拉张

性质的佐证
。

巨了 口 〔玉二 二亘口 二亘习 二习 口

〔亘二 。 二亘口 “ 呕二习 【二刃 三习

图 盛 新生代南海系形成机理示意图

南海系断裂 一 南海系构造带名称 见图 区域右旋扭动
·

扭力分解 派生拉张应力 派生右旋扭力

四
、

南海系活动对控油的意义

南海系与晚渐新世末南海整体下沉有密切关系
,

它对南海北部海域新生代含油盆地

起到重要的控制作用
,

盆地内的凸起和凹陷相间排列
,

它们大多与断裂呈同生关系
。

如

上述珠江 口盆地中的珠一
、

珠二和珠三断陷带
,

北部湾盆地中的涸洲岛凹断带和北和断

凹带等
,

所有这些断拗 凹 陷的两侧均为一系列南海系的同生断裂所控制
,

断裂向着拗

或凹 陷中心呈阶梯形逐级下落
。

由于南海系断裂为拉张 或张扭 性质
,

因此
,

在断裂

附近形成的滚动背斜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构造型式
,

查清这种构造的分布规律
,

对勘探和

评价南海北部陆缘的油气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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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结 语

南海系是新建立的构造系
,

它的特点与中国东部已知的华夏方向的各种构造体系均

不相同
。

南海系的显著特点是 走向偏东 ,
。

一了
。

成生时期较晚 喜山期 构

造形迹发生在第三系较松软的地层中
,

影响地壳较浅
,

而且它是迭置在早期新华夏构造

体系之上
。

南海系是处在顺扭构造力控制而导生出北西一
南东向的拉伸应力作用下 形 成

的
,

因此
,

其主形迹表现为张胜或张扭性
。

笔者认为
,

南海系的建立
,

也许是对中国东部复盖区华夏方向构造研究的一个新尝

试
。

由于南海系与晚渐新世以来南海整体下沉并形成第三纪的沉积盆地有密切关系
,

所

以它对识别上第三系中形成的逆牵引背斜型
、

断块型和断块背斜型等油气藏有着十分重

要的实际意义
。

最后
,

需要指出的是
,

南海系的构造形迹能否在实验室内按其应力作用方式
,

用泥

巴模拟出来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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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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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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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梁德华 试论南海系

一 ,

,

,

一

卜 。 口 司日 , 二
月口 户 。 闷口 卜 。 月 卜 。 司口 卜 。 司口 卜

奚

《 海洋地质研究》更名通知

冬

读者同志

根据地质矿产部指示
,

由于工作需要
, 《 海洋地质研究 》将从 年度 起 更 名 为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 仍

为学报级季刊
,

每季末月 日出版
,

其刊号国内为 一
,

国外为
,

并改用 克

纸型
,

每期 扣 页左右
,

定价 元
。

本刊除原有内容外
,

增加第四纪地质
,

特别是中国东部第四纪地质方面的论文
、

评

论和讨论 以及第四纪地质研究的新技术
、

新方法和国内外学术活动与动态报导等
。

本刊旨在贯彻执行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方针
,

开展海洋地质学与第四纪地质学领

域内的问题讨论
、

学术交流 以促进该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

为此
,

欢迎国内从事海洋地质
、

第四纪地质研究
、

教学和生产的科技工作者踊跃投稿
。

来稿请寄 青岛第 号 信 箱
,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编辑部
。

如欲订阅请在当地邮电局 所 办理预订手续
。

产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编辑部

·

欢 迎 订 阅
·

欢 迎 投 稿
·

国 内 外 公 开 发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