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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凹陷输导体系特征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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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输导体系是东海西湖凹陷油气勘探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断裂、砂岩层和不整

合面作为西湖凹陷输导体系的基本要素，共同构成了盆地各成藏单元流体纵、横向运移的

复杂输导网络系统。根据断裂、砂岩层、不整合面等输导要素在空间和时 间 上 的 组 合 关

系，总结出顺向断层阶梯型、反转断层丘型、调节断层“Ｙ”型和“Ｔ”型４种典型输导体系样

式。输导体系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主要表现为：输导体系类型及分布样式决定着油气

藏层位的分布；输导体系组成地质要素控制着油气藏类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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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湖 凹 陷 位 于 东 海 陆 架 盆 地 的 东 北 部，呈

ＮＮＥ向 展 布，南 北 长 约５００ｋｍ，东 西 平 均 宽 约

１３０ｋｍ，面积约５．９×１０４　ｋｍ２，是 东 海 陆 架 盆 地

中规模最大的新生代含油气盆地。西面自北而南

与虎皮礁隆起、长江坳陷、海礁隆起、钱塘凹陷及

渔山东隆起５个构造单元相接，东邻钓鱼岛褶皱

带，南北以低凸起与钓北凹陷、福江凹陷相邻。西

湖凹陷总体上可划分出３个构造带，即西部斜坡

带、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和东缘陡坡断隆带（图

１）。西湖凹陷是在晚白垩世末期构造背景上发育

起来的新生代沉积凹陷，研究区新生代沉积地层

自下而上主要由始新统平湖组以下地层（由于缺

少钻井、测井、同位素、古生物等资料，地层属性尚

难确定———古新统？）、始新统平湖组、渐新统花港

组、中新统龙井组、玉泉组和柳浪组、上新统三潭

组及第四系东海群组成。
西湖凹陷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潜力，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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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湖凹陷构造区划示意图（据文献［１］，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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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优越的地质条件，备受中

外石油地质学家的关注。输导体系是西湖凹陷油

气勘探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连接烃源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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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 藏 的 枢 纽，制 约 着 油 气 运 移，控 制 着 油 气 成

藏。断裂、不整合面和砂岩层作为西湖凹陷输导

体系的基本要素，共同构成了各成藏单元流体纵、
横向运移的复杂输导网络系统。目前，关于西湖

凹陷输导体系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对成藏关键

时期的油气运移条件及成藏主控因素有待深入分

析。因此，本文通过系统厘清西湖凹陷输导体系

典型样式和分布特征，明确其对油气成藏的控制

作用，从而为西湖凹陷油气勘探选区评价和增储

挖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输导体系基本要素

油气运移并非作三维空间等效发散 运 移，而

是被限制在一定的路径上进行运移聚集，存在油

气运移主干道，这就是油气运聚的输导体系。输

导体系是指连接烃源岩与圈闭的油气运移通道的

空间 组 合 体，其 静 态 要 素 主 要 包 括：断 层（含 裂

缝）、骨 架 砂 体（储 集 层）和 不 整 合 面（层 序 界

面）［２－６］。

１．１　断层（含裂缝）

断裂对油 气 成 藏 和 分 布 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它不仅可以作为油气聚集的遮挡物，还可成为

有利的输导体。断裂输导油气的特点是效率高和

距离长，致使油气运聚成藏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大。
断裂输导体系可以分为断层、裂缝等。其中对断

层的研究最多，研究难度也最大。断层既可以作

为油气输导的通道，又可以作为油气输导的封堵

面，这主要取决于断层的封闭性。影响断层封闭

性的因素很多，包括断层的力学性质、断层产状、
断距、断裂充填物的性质、断层两盘对置的岩性、
断层面的泥岩涂抹、断层流体压力、断层内流体的

性质、断层年龄、净厚度与毛厚度比率、断层埋深、
断层的同生性、断层中裂缝的发育程度、断层活动

时期、断面的紧闭程度、断层的组合形式、断层密

度等［７］。断层对流体运移的作用 十 分 复 杂，同 一

条断层在 不 同 的 地 质 历 史 时 期 所 起 的 作 用 不 一

样，在演化过程中其性质可能会变化［８］，一开始起

封闭作用的断层后来可以在一定的触发机制下发

生幕式开启，从而成为有效的垂向运移通道。断

面的开启机制是：当地下应力变化和流体注入量

增加时，断面附近的流体压力上升，同时造成有效

应力降低，在流体压力的不断积累升高过程中，一
些裂隙和断层就会张开，导致储集体侧面或上覆

封闭层断裂形成流体向上运移的通道。而原先开

启性断层后来可能由于泥岩涂抹、沥青胶结封闭

等作用 变 为 封 闭 性 断 层。裂 缝 输 导 体 系 规 模 较

小，且集中发育，一般呈条带状产出。根据裂缝的

发育特征，裂缝输导体系又可分为显裂缝和隐裂

缝。显裂缝是指在地下裂缝的状态是开启的，这

对于油气的运移最为有利，可以形成优势运移通

道；而隐裂缝是指裂缝在地下是闭合的，只有在外

界影响或地层温度和压力升高等情况下才张开的

裂缝，其输导能力要弱于前者［９］。
西湖凹陷形成于太平洋板块俯冲产生的弧后

伸展环境，是由弧后深部物质上涌和软流圈上升

造成拉伸形成的裂谷盆地［１０－１２］，大体上经历了“裂
陷→坳陷→区域沉降”的演化过程，以及基隆、玉

泉、花港和龙井等多次构造运动，形成众多不同性

质的断裂构造，如拉张性正断层、挤压性逆断层和

剪切平移断层等。不同期次和性质的断层在凹陷

油气运移、聚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样：裂陷期

（古新世？—始新世）在区域引张应力场 控 制 下，
发育 的 ＮＥ—ＳＷ 到 ＮＮＥ—ＳＷＷ 向 正 断 层，对

古新统（？）、始新统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向上运聚成

藏起了重要的输导作用，是凹陷油气纵向运移的

主要通道。坳陷期（渐新世—中新世），区 域 应 力

场由引张变为挤压，发育 ＮＥ—ＳＷ 向逆冲断层，
断面由张性变为压性，此时断裂的封堵作用有利

于油 气 的 成 藏 及 保 存。区 域 沉 降 期（上 新 世 至

今），发 育 的 近 Ｅ—Ｗ 向 剪 切 断 层，虽 然 规 模 较

小，但对早期形成的原生油气藏起到一定程度的

破坏和改造作用。

１．２　骨架砂体

骨架砂体（储集层）是沉积盆地内发育的同沉

积输导体系。影响骨架砂体输导的主要因素有：
砂体的 孔 隙 结 构、孔 隙 度、渗 透 率、厚 度、平 面 分

布、侧向连通性、围岩封闭性、古产状等，其中骨架

砂体的孔隙是油气二次运移的基本通道，如河道

骨架砂体、三角洲骨架砂体等。正是由于骨架砂

体具有孔隙空间，烃类才能从烃源岩进入骨架砂

体，然后沿骨架砂体输导体系向低势区圈闭运移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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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地下油气运 移 方 向 明 显 受 油 气 运 移 时 所

通过岩石 的 水 平 渗 透 率 控 制，从 而 断 陷 盆 地 主

力沉积体系主流 向 成 为 骨 架 砂 体 输 导 体 系 的 优

势方向。
西湖凹陷自盆地开始形成到中新统沉积了巨

厚的砂泥岩，砂岩层具有层数多、分布广等特点，
构成了凹陷油气横向输导的基本通道。统计分析

表明，始新统平湖组砂质岩占其总厚度的１７．８％
～５９．９％，渐新统花港组为３８．５％～８２．１％，中

新统龙井组为３３．６％～８７．６％，中新统玉泉组为

３９．２％～７９．９％，各组均具有较高的砂质岩比例，
构成众多类型的骨架砂体。

１．３　地层不整合面

地层不 整 合 面 也 是 油 气 运 移 的 重 要 通 道。
由于地层 不 整 合 面 通 常 受 到 风 化、地 表 水 淋 滤

和地下水 溶 蚀 等 作 用 的 改 造，从 而 改 善 其 岩 石

物性，提高了岩石 的 孔 隙 度 与 渗 透 性，可 形 成 区

域性稳 定 分 布 的 高 孔 高 渗 古 风 化 壳 或 古 岩 溶

带，不仅使之成为 有 利 的 油 气 运 移 通 道，而 且 对

油气聚集成 藏 也 十 分 有 益［１３，１４］。受 基 隆、玉 泉、
花港和龙 井 等 构 造 运 动 的 影 响，西 湖 凹 陷 发 育

Ｔｇ、Ｔ４０、Ｔ３０、Ｔ２０、Ｔ１０及 Ｔ０等 区 域 性 和 局 部

不整合界 面，其 在 不 同 时 期 可 成 为 油 气 运 移 的

良好通道。

２　输导体系典型样式及其分布特征

西湖凹陷油 气 从 烃 源 岩 到 圈 闭 的 过 程 中 可

能先后经 历 过 不 同 类 型 的 输 导 体 系，它 们 之 间

的每一个输导体 系 构 成 要 素 都 可 以 多 次 与 其 他

构成要素 进 行 任 意 组 合，形 成 更 复 杂 的 油 气 运

移的立体 输 导 网 络，使 油 气 能 在 地 层 中 向 不 同

方向、以 不 同 方 式 进 行 立 体 运 移。研 究 西 湖 凹

陷输导体 系 空 间 模 式 及 其 分 布 规 律，就 能 从 成

因角度深刻剖析 其 对 油 气 藏 形 成 及 分 布 的 控 制

作用。本 次 研 究 根 据 西 湖 凹 陷 发 育 的 断 层、砂

岩层、不整 合 面 等 输 导 要 素 在 空 间 和 时 间 上 的

组合关系，总结出 如 下４种 典 型 输 导 体 系 样 式：
顺向断层阶梯型、反 转 断 层 丘 型、调 节 断 层“Ｙ”
型和“Ｔ”型输导体系（图２）。

图２　西湖凹陷典型输导体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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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顺向断层阶梯型输导体系

阶梯型输导体系是由断层和骨架砂体组成的

油气由高势区向低势区运移的连续输导系统（图

２ａ）。由于断裂活动造成两盘不同岩性的地 层 对

置，使油气发生横穿断层面和沿断层面的运移，形
成了油气呈“阶梯状”运移的模式。阶梯型输导体

系广泛分布于西湖凹陷的缓坡带，在靠近洼陷部

位表现为断层与骨架砂体的组合形式，如西湖凹

陷西部斜坡 带 中 部 输 导 体 系（图３）；在 盆 地 边 缘

部位则表现为断层与骨架砂体及不整合面的复合

组合形式，如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北部输导体系

（图４）。

图３　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中部顺向

断层阶梯型输导体系

Ｆｉｇ．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ａｕｌｔ　ｔｅｒｒａｃｅ－ｔｙｐ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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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反转断层丘型输导体系

反转断层丘型输导体系是由反转断层和骨架

砂体组成的油气由高势区向低势区运移的输导系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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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北部顺向断层阶梯型输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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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挤压反转背斜和断背斜的背景下，多幕式

的构造运动使断层呈现脉冲式活动而成为油气纵

向运移的通道，与反转挤压作用下的砂体配合形

成反转断 层 丘 型 油 气 运 移 的 模 式（图２ｂ）。西 湖

凹陷中央洼 陷—反 转 构 造 带 总 体 上 呈 一 组 ＮＮＥ
向雁列式展布的背斜构造带［１５，１６］，受晚期断层切

割，背斜和断背斜是主要圈闭类型，广泛分布反转

断层丘型输导体系（图５）。

图５　西湖凹陷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反转

断层丘型输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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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调节断层“Ｙ”型输导体系

调节断层“Ｙ”型输导体系是由反转断层与晚

期调节断层组成的“Ｙ”型断层配以骨架砂体组成

的油气由高势区向低势区运移的输导系统。在反

转构造带上，普遍发育伴随反转断层的晚期调节

断层，形成“Ｙ”型断层组合样式，多幕式的构造运

动使这类“Ｙ”型断层与相连的砂体配合成为油气

纵向运移的 通 道，形 成 调 节 断 层“Ｙ”型 油 气 运 移

的模式（图２ｃ）。调节断层“Ｙ”型输导体系广泛分

布于西湖凹陷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反 转 断 层

与晚期调节断层配合形成众多的“Ｙ”型断层组合

样式，断背斜是主要圈闭类型（图６）。

图６　西湖凹陷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调节

断层“Ｙ”型输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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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Ｔ”型输导体系

“Ｔ”型为 主 的 油 气 输 导 体 系 主 要 指 烃 源 岩、
骨架砂体、不整合面和活动性断层通过有效的时

空配置构成的“Ｔ”型输导体系样式（图２ｄ）。“Ｔ”
型输导体系是油气进入大中型地层圈闭的主要方

式，广泛存在于斜坡边缘与不整合面有关的地层

油气藏成藏过程中，包括盐岩刺穿油气藏也是依

靠该类输导体系成藏。如前所述，不整合面由于

受到风化、地表水淋滤和地下水溶蚀等作用的改

造，可形成区域性稳定分布的高孔高渗古风化壳

或古岩溶带，可以成为有利的油气运移通道。西

湖凹陷经历基隆、玉泉、花港和龙井等多次构造运

动，其中渐新世末的花港运动和中新世末的龙井

运动在西湖凹陷内形成２个明显的区域性不整合

界面，结合凹陷内较为发育的断裂系统，形成典型

的“Ｔ”型输 导 体 系 样 式，这 一 输 导 体 系 类 型 在 西

湖凹陷西部斜坡带边缘和东缘陡坡断隆带广泛发

育（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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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西湖凹陷东缘陡坡断隆带“Ｔ”型输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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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输导体系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

作为盆地油气运移主要通道的组成 部 分，断

层往往是油气垂向运移的重要通道，而具连通孔

隙的砂岩层和不整合面往往是油气侧向运移的重

要通道。它们共同构筑了西湖凹陷油气成藏的复

式输 导 体 系，并 控 制 着 油 气 藏 分 布 层 位、分 布 类

型。

３．１　输导体系类型及分布样式决定着油气藏层

位的分布

　　输导体系连接烃源岩与圈闭，对油气藏分布

空间的控制作用表现为输导体系所在的层位均具

有成藏的可能性。油气藏分布的层位实际是由盆

地输导体系类型及分布样式所决定的。作为沟通

烃源岩和圈闭的烃源断层，其所断达层位往往是

油气的富集层位；而烃源断层没有断达的层位，油
气不能进一步向上运移，难以聚集成藏。如西湖

凹陷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南部某油气 藏，断 层

断达的层位油气较为富集，而上部地层由于缺少

断层输导，油气无法向上运移聚集，油气显示情况

较差（图８）。
西湖凹陷 的 油 气 藏 层 位 分 布 特 点 具 有 分 带

性。①洼陷带已发现的油气藏主要分布在烃源岩

发育层位（如西湖凹陷的平湖组、花港组），整体表

现为油气的“近源”分布特征；②断裂带以断层作

为主要输导体系类型，油气以垂向运移为主，含油

气层系（断层断至层位，即为含油气层位）基本包

含盆地中所有层位；③边缘斜坡带以不整合作为

主要输导体系，含油气层系分布较为局限，以侧向

图８　西湖凹陷中央洼陷—反转构造带南部某

油气藏输导体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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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移为主，含油气层系向某些层位收敛，沿区域不

整合面上下地层分布。

３．２　输导体系组成地质要素控制着油气藏类型

的分布

　　西湖凹陷圈闭类型与输导体系组成地质要素

存在密切的成因联系，如断裂控制的圈闭一般为

断块或逆牵引背斜型，不整合控制地层型圈闭，砂
体的展布和形态特征（尖灭、超覆）控制着岩性圈

闭发育。在某种意义上，圈闭本身可以看作是输

导体系格架上的“结点”；与此同时，只有与输导体

系联系的圈闭才可能成为油气藏。因此，输导体

系样式对于油气藏类型控制作用就从静态成因、
动态成藏２个方面得到保证。作为新生代陆相断

陷盆地，西湖凹陷构造—沉积特征决定了 输 导 体

系的分布特征，从而决定了油气藏类型的变化特

征：西部斜坡带发育阶梯型输导体系，形成以断块

或断背斜油气藏为主的构造油气藏；西部斜坡带

边缘和东部 陡 坡 断 隆 带 发 育“Ｔ”型 输 导 体 系，主

要以地层油气藏为主；中央洼陷—反转构 造 带 发

育反转断层 丘 型 或“Ｙ”型 输 导 体 系，形 成 以 挤 压

背斜油气藏和断背斜油气藏为主的构造油气藏或

岩性—构造油气藏（图９）。综合西湖凹陷输导体

系和油气藏类型的配置关系研究可以看出，油气

藏类型的变化不仅仅是遮挡或圈闭因素，从油气

运移、聚集的角度还切实反映了输导体系类型和

油气运移方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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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西湖凹陷输导体系与油气成藏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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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西湖凹陷发育多种成因类型的输导 体 系，断

裂、砂体和不整合面共同构成了西湖凹陷流体纵、
横向运移的复杂输导网络系统。西湖凹陷输导体

系可概括为４种典型样式：顺向断层阶梯型、反转

断层丘型、调节断层“Ｙ”型和“Ｔ”型输导体系。输

导体系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主要表现为：输导

体系类型及分布样式决定着油气藏层位的分布；
输导体系 组 成 地 质 要 素 控 制 着 油 气 藏 类 型 的 分

布。

参考文献：

［１］　贾健谊，顾惠荣．东海西湖凹陷含油气系统与油气资源评价

［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　卓勤功，宁方兴，荣　娜．断陷盆地输导体系类型及控 藏 机

制［Ｊ］．地质论评，２００５，５１（４）：４１６－４２２．
［３］　张照录，王　华，杨　红．含 油 气 盆 地 的 输 导 体 系 研 究［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０，２１（２）：１３３－１３５．
［４］　张卫海，查　明，曲江秀．油气输导体系的类型及配置 关 系

［Ｊ］．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０３，２４（２）：１１８－１２１．
［５］　赵忠新，王　华，郭齐军，等．油气输导体系的类型及其输导

性能在时空上的演化分析［Ｊ］．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２，２４（６）：

５２７－５３２．
［６］　杨德彬，朱光有，苏　劲，等．中国含油气盆地输导体系类型

及其有 效 性 评 价［Ｊ］．西 南 石 油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２０１１，３３（３）：８－１７．
［７］　沈　朴，张善文，林会喜，等．油气输导体系研究综述［Ｊ］．油

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１０，１７（４）：４－８．
［８］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Ｅ，Ｅｖａｎｓ　Ｍ　Ｊ，Ｏｘｔｏｂｙ　Ｎ　Ｈ，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ｘ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ｏｌｏｍｉｔｅｓ［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９１（９）：１　２４７－１　２７２．
［９］　陈欢庆，朱筱敏，张　琴，等．输导体系研究进展［Ｊ］．地质论

评，２００９，５５（２）：２６９－２７６．
［１０］　赵金海．东海 中、新 生 代 盆 地 成 因 机 制 和 演 化（上）［Ｊ］．海

洋石油，２００４，２４（４）：６－１４．
［１１］　赵金海．东海 中、新 生 代 盆 地 成 因 机 制 和 演 化（下）［Ｊ］．海

洋石油，２００５，２５（１）：１－９．
［１２］　郑求根，周祖翼，蔡 立 国，等．东 海 陆 架 盆 地 中 新 生 代 构 造

背景及 演 化［Ｊ］．石 油 与 天 然 气 地 质，２００５，２６（２），１９７－

２０１．
［１３］　陈欢庆，朱筱 敏，张 亚 雄，等．不 整 合 面 输 导 体 系 研 究———

以中国南海Ｑ盆地深水区古近系Ｌ组为例［Ｊ］．石 油 天 然

气学报（江汉石油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３０（３）：１０－１４．
［１４］　陈中红，吴孔 友，查　明，等．准 噶 尔 盆 地 陆 梁 地 区 断 裂—

不整合面 输 导 体 系 与 油 气 运 聚［Ｊ］．地 球 学 报，２００６，２７
（１），６３－６８．

［１５］　张建培，张　涛，刘 景 彦，等．西 湖 凹 陷 反 转 构 造 分 布 与 样

式［Ｊ］．海洋石油，２００８，２８（４）：１４－２０．
［１６］　张敏强，钟志洪，夏　斌，等．东 海 西 湖 凹 陷 中 南 部 晚 中 新

世构造反转与油气运 聚［Ｊ］．中 国 海 上 油 气，２００５，１７（２）：

７３－７９．

（下转第４３页）

９２



　第２８卷 第７期 　　　　　　马良涛，等：西北沙巴盆地油气地质特征及油气成藏控制因素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ＮＷ　ＳＡＢＡＨ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　Ｌｉａｎｇｔａｏ１，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ｘｉｕ２，ＮＩＵ　Ｊｉａｙｕ１，ＺＨＥＮＧ　Ｑｉｕｇｅｎ３，ＬＥＩ　Ｂａｏｈｕａ４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ＣＮＯＯＣ，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４Ｑｉｎｇｄａ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Ｗ　Ｓａｂａｈ　Ｂａｓｉ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Ｗｉｔｈ　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ｃａｐ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ｐ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Ⅳ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ＳｔａｇｅⅣＡ，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Ｓｔａｇｅ
ⅣＣ　ａｎｄⅣ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ｅⅣＣ　ａｎｄⅣＤ．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ｅ．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ａｎｄ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ｆａ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　ｉｓ
ｂｅｓ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ａｐｓ　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Ｗ　Ｓａｂａｈ　Ｂａ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檨

ｆａｃｔｏｒｓ

（上接第２９页）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ＸＵ　Ｆａ，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ｅｉ，ＺＨＡＮＧ　Ｔ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Ｓｈａｏｌｉａｎｇ，ＹＵ　Ｙｉｆａｎ，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ｊｕ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ｈｕ　Ｓａｇ，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Ｓｈｅｌｆ　Ｂａｓｉｎ．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ｈｕ　Ｓａｇ，ａｌｗａｙｓ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ｌｙ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４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ｈｕ　Ｓａｇ．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ｌｉｋ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ｆａｕｌｔ；ｄｏｍｅ－ｌｉｋ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ｏｎｇ　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ｆａｕｌｔ，“Ｙ”－ｔｙｐｅ　ａｎｄ“Ｔ”－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ｌｏｎｇ　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ｔ　ｗｉｌｌ
ｄｅｃ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Ｘｉｈｕ　Ｓａ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ｓｈｅｌｆ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