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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基于台湾海峡西部新采集的高分辨率二维地震资料及钻井数据，结合区域地质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建立台

湾海峡西部高精度等时地层格架，在此基础上厘定了地质年代属性和沉积相特征分析。研究表明第四纪地层识别

出6个三级层序界面，对应地划分为5个三级层序。研究区地震相主要有席状平行—亚平行地震相、前积地震相、下

切谷充填地震相、充填状低连续地震相和充填状杂乱地震相等，不同的地震相及其组合代表特定的沉积体系。通过

以上分析可知研究区新生代主要发育于海陆过渡地带，主要发育冲积/洪积平原相和滨岸平原相，在此基础上分析

沉积演化特征，为台湾海峡西部海域进行精细勘探提供地质依据，这对将来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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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new high resolution 2D seismic data and drilling data obtained from the western Taiwan Strait and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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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data and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 the authors established the high resolution equitime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of the western Taiwan strait and, on such a basis, determined the geological age attributes and sedimentary facies system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6 third- order sequence boundaries in the Quaternary strata ,which are

correspondingly divided into 5 third- order sequences. The seismic facies in the study area are mainly sheet- like parallel –

subparallel seismic facies, progradationa seismic facies, incised valley filling seismic facies, low-continuous filling seismic facies

and filling chaotic seismic facies, with different seismic facie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representing specific sedimentary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enozoic sediments are mainly developed in the sea-land transition zone,

and alluvial/pluvial plain facies and coastal plain facies are mainly developed in the study area. The sedimentary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were hence analyzed to provide geological basis for fine exploration in the western Taiwan Strait, which ha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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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层序地层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地震地层

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源于海相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研究的层序地层学理论经过30多年

的发展，得到不断的丰富、拓展和进展（邓宏文等，

2000）。目前层序地层学已经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理

论方法，广泛应用于海相盆地和陆相盆地的层序分

析、沉积充填过程及其沉积相时空分布、等时地层格

架内的生-储-盖组合的油藏描述（赵英杰等，2010；

朱红涛等，2018）。地震资料是开展层序地层学研究

的核心资料，可有效揭示钻井之间的层序发育样式，

尤其在无井区层序地层单元识别过程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其中地震反射结构参数能够反映产生反射

的地下地质单元宏观上的结构特征，并可以对精细的

等时地层格架、层序界面及高级别层序单元内部结构

进行识别（杜文波等，2015）。

台湾海峡位于欧亚板块、菲律宾海板块和西太

平洋板块相互作用的构造前锋位置，是古新世期间

在继承白垩系裂陷的基础上发生进一步张裂而形

成的陆缘裂陷，并于后期深受前陆作用影响的中、

新生代叠合盆地。自盆地形成经历多期构造作用

的叠加影响，对盆地构造和沉积结构特征产生了明

显的影响（黄慈流等，1987；俞何兴等，1996；刘振湖

等，2006）。前人对台湾海峡盆地开展了大量研究

工作，通过低频多道地震数据划分了台湾海峡新生

代以来的地层层序，但其主要工作都集中在西部斜

坡带东南区域，对海岸带附近海域没有深入了解，

且没有准确的测年数据。笔者利用近年来广州海

洋地质调查局在研究区获取的高分辨率单道地震

资料，通过典型地震反射特征进行识别追踪，结合

本次钻遇了流纹岩基底的钻井，通过钻井的岩性、

古生物、测年数据等资料，建立等时地层格架，通过

对研究区的沉积体系分析，对台湾海峡地区的油气

资源和海洋基础地质研究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台湾海峡盆地的西部（图 1），台湾

海峡盆地大致呈NE-SW走向，北面与东海陆架盆

地之间被NW向的观音隆起区分隔；南面受ENE向

澎湖—北港隆起区所限，与西南面的珠江口盆地和

东南面的台西南盆地分隔开（刘金水等，2003；黄昭

等，2006；韦振权等，2018）。台湾海峡盆地东部和

西部在构造和沉积层结构特征上存在差异，具有东

西分带的特点，因此将盆地划分为东部坳陷(包括新

竹凹陷、苗栗凸起及台中凹陷)、西部坳陷(包括晋江

凹陷、澎北凸起及九龙江凹陷)和西部斜坡带3个二

级构造单元（郑求根等，2005；钱星等，2018）。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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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面积约1.7×104 km2，海域面积约0.7×104 km2，研

究区西部为陆地，东部为岛屿和海区，主要跨越了

陆地、岛屿、陆架、礁滩等地貌单元。海区活动断裂

以滨海断裂带及其周边的一系列断裂为主，其他区

域发育规模较小的的断裂。整体上活动断裂以NE

向断裂为主，其次为NW—NNW向断裂，ENE向、近

SN向和NNE向断裂有小规模发育（王国纯，1993）。

3 数据资料

本次研究主要利用 2012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

局在采集的高分辨率二维地震数据，总长度为1524

km，主测线为NW方向，网格为 5 km×10 km。震源

系统为CSP2200 Sparker电火花震源，地震采集参数

为：地震源容量为1200 J，激发间隔为2 s，采样频率

为4000 Hz，采集采用的软件为 Ixsea Delph Seismic，

二维地震数据处理使用的CGG处理系统GeoVation

包括涌浪静校正技术、斜干扰压制技术及多次波压

制技术等。在这些技术基础上结合对原始资料的

分析，设计处理流程，进行模块参数试验选取最优

化参数。最后利用斯论贝谢公司开发的地震资料

综合解释软件Geoframe，建立解释数据库。

4 地震相分析

4.1 主要地震反射界面及时代

在研究区古地理构造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前人

在台湾海峡西部海域层序地层学研究（彭学超等，

1993；周勐佳等，2018），根据最新的钻井资料和地

震剖面层序界面特征，建立了研究区的层序地层格

架（图2）。根据地震反射波的侵蚀削截、顶超、上超

及下超等反射特征，识别出6个地震反射界面，自下

而上分别为Rg、R4、R3、R2、R1、R0。

Rg：基本上全区均有分布，总体上为低频、中振

幅、中—低连续的反射同相轴，局部区域界面特征

明显，表现为强振幅，连续性较好，双相位反射特

征。大部分区域由于埋藏较深或波阻抗较大，受单

道地震记录长度和调查手段所限，特征不明显，难

以识别。界面整体展布西北高，东南低，起伏变化

大，界面上部同相轴上超现象明显。

R4：全区分布，部分上超于 Rg，总体上为低频、

中振幅、中—低连续的反射同相轴，局部区域界面

特征明显，表现为强振幅，连续性较好，双相位反射

特征。部分区域由于埋藏较深或波阻抗较大，受单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544 中 国 地 质 2020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0, 47(5)

道地震记录长度和调查手段所限，导致界面特征不

明显，难以识别。

R3：全区均有分布，总体呈现中频、中振幅、中—

高连续、双相位反射特征，部分区域可见其对下伏

地震层序的明显削截作用。界面上下地震反射特

征明显不同：界面之上为一套水平展布的、席状、中

—弱振幅的反射层组，界面之下总体为倾斜的、中

—强振幅的反射层组，大部分区域双相位反射特征

明显，较易于追踪。

R2：全区均有分布，为中频、中振幅、中连续、1-
2相位反射特征。界面上下反射波总体平行。有下

切河谷现象，局部地区振幅较弱，连续性变差，难以

追踪。

R1：全区均有分布，总体呈中频、中振幅、高连

续、双相位反射特征，反射同相轴总体上相对平直、

稳定，可连续追踪。R1界面与上、下地震层序的地

震波反射同相轴平行，反射同相轴的连续性好，从

南到北，频率增强，振幅变弱。

R0：该界面为海底反射界面，由于海上和海底沉

积物的波阻抗差异较大，呈高频、强振幅、高连续、

双相位反射特征，随海底起伏而变化；在剖面中最

易识别。

4.2 层序特征

根据上述反射界面的划分，可将研究区的地层

进一步划分为 5个三级层序，自下而上分别为层序

E（Rg—R4）、层序 D（R3—R4）、层序 C（R2—R3）、层序

B（R1—R2）和层序A（R0—R1）（图2）。各地震层序特

征如下：

地震层序E（R4—Rg）：由于埋藏较深，在单道地震

剖面上难以全区追踪。该层序在陆坡主要表现为

中—低频、中等振幅、低连续反射特征；局部反射特征

明显，呈现为亚平行结构，强振幅，高连续性；而大部

分区域为低连续反射至杂乱反射，难以追踪，局部隆

起区较薄或缺失。该层序主要发育在研究区东部，且

靠近岸边厚度逐渐减薄直至缺失（图3）。

地震层序 D（R3—R4）：该层序主要表现为平行

—亚平行结构、中—低频、中等振幅、中—低连续反

射。该层序总体产状向东南倾斜，厚度变化较大，

图2 典型地震反射剖面图（测线见图1）
Fig.2 Typical seismic reflectio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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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范围较层序E大，研究区南部沉积厚度较大，而

北部区域厚度较小。研究区海区西部部分区域基

底隆起，层序上超在基底之上而缺失（图3）。

地震层序C（R2—R3）：顶界面R2与上覆地层为

整合接触，底界面 R3与下伏地层为角度不整合接

触。该层序主要为中频、中—弱振幅、中—高连续

反射，具平行—亚平行结构，总体呈席状披盖外

形。研究区海区西北部区域因底界面上超至基底

而显示充填状低连续地震相。层序C基本上全区分

布，厚度变化不大，总体较薄，西部部分区域基底隆

起，层序上超至基底而缺失（图3）。

地震层序B（R1—R2）：层序内部结构总体表现为

高频、中—强振幅、中—高连续反射层组，总体呈席状

披盖或席状外形，局部呈乱岗状。但水体较浅，水动

力条件显著增强，层序内部可见多处丘型、前积、下切

谷等地震反射结构。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层序B全区

分布，厚度较层序C变化不大（图3）。

地震层序 A（R0—R1）:层序内部反射层组大致

以高频、弱振幅、高连续为特征，总体具平行和亚平

行反射结构，局部见波状或发散反射结构，席状披

图3 层序A-层序E厚度图
Fig.3 Thickness of sequence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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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外形。平行—亚平行结构、弱振幅、高连续地震

相分布在研究区大部分地区，沿海岸带呈北东走向

展布，局部受到水流冲刷等的影响为波状，厚度无

显著变化（图3）。

4.3 钻井资料及地层地质时代分析

钻井主要包括3套地层：全新统、上更新统和上

白垩统。W4钻井（图 4）在 73.5 m处钻遇灰白色流

纹岩，锆石 U-Pb 同位素测年数据为（92.64±0.42）

Ma，即晚白垩世早期。钻井跟地震资料都没有揭示

出第四系之前的地层，所以，可基本判断该区Rg界

面应该为第四系的底界面。根据钻井所测得的最

老的光释光测年数据为86.2 ka来看，R4界面的地质

年龄应该远老于该年龄。古地磁分析表明，该界面

可能对应于 120 ka前后的布莱克磁极性漂移事件，

即晚更新世早期。因此，笔者推测R4界面应该对应

上更新统底界。R3界面是该区最为明显的剥蚀不

整合界面。从古地磁分析来看，该界面与拉尚磁极

性漂移事件相对应。因此，利用钻井资料判断R3界

面为上更新统内部的一个界面，具有穿时性。从福

建沿海资料的分析，可知从晚更新世海侵起始时间

来看从北往南有由早→晚趋势（曾从盛等，1997；黄

长煌，2018）。另外，末次盛冰期（18～22 ka）时海平

面大幅下降，福建沿海陆架区基本出露于海平面之

上，发生大规模地层剥蚀（周定成等，2011）。因此，

笔者初步认为 R3 界面的形成年代大致为 18～45

ka。根据钻井的海洋底栖有孔虫的初现面位于23.3

m，孢粉草本植物蒿属花粉在20 m处骤降（蒿属 花粉

在末次冰期时大量出现，其含量的骤降可指示末次

冰期的结束）。古地磁分析表明，该界面与哥德堡磁

极性漂移事件相对应，即相当于全新世开始。综合

分析认为R2界面应对应于全新统底界。在全新统地

层中，底栖有孔虫明显分为两个类群，分别代表不同

的沉积环境，由陆架海滨有孔虫组合过渡为近岸浅

海有孔虫组合，可能反映了一次海平面下降的过

程。将全新统地层划为两段：上部为全新统上、中

段，下部为全新统中、下段。钻井的 14C测年数据表

明，R1界面大致处于6～8 ka。通过与福建沿海地层

对比，该界面应该对应于中、下全新统的分界，从岩

性上来说更新世沉积物粗，沉积环境不稳定，有多次

较为频繁的波动变化，水动力条件强；全新统沉积物

细，沉积环境相对稳定，水动力弱（图4）。

4.4 典型地震相分析

地震相是由特定的地震反射参数所限定的三

维空间地震反射单元，是沉积外形、岩性组合及叠

置形式在空间的组合方式，在地震中客观显示出沉

积环境，每一特征的地震相分别代表某一类沉积类

型（孙美静等，2015）。研究区识别出的主要地震相

如下：

席状平行—亚平行地震相（图5a）主要发育在主

要呈席状外形，平行—亚平行结构，强振幅为主，局部

与中、弱振幅互层，为高频，局部显示中频特征，连续

性很好，厚度较稳定。该地震相反映的是相对稳定的

低能沉积环境，推测其为滨岸平原相沉积。

前积结构地震相（图5b）：以S形前积结构为主，

可见斜交形前积，局部区域表现为多个前积结构体

的叠置，部分前积结构可见近端顶超、远端下超的

现象；外形中间厚两端薄，呈楔状或梭状；中振幅为

主，局部见强振幅；主要为中—高频、中—高连续。

总体反映出一种距离物源较近、水动力条件强弱交

替的沉积环境，分布在调查区东南部以及东北部。

下切谷充填地震相（图 5c）：中间呈“U”形或

“V”形下切显示，为弱振幅；向两侧为平台状两翼，

呈平行、亚平行结构，外部为强振幅边界，内部为弱

振幅，总体为高频、中连续。反映出水动力非常强，

水道成片分布，并且多期水道叠置发育，侵蚀水道

的“U”形或“V”形范围沉积物充填满后向两侧溢出，

则显示为该水道两侧的平直“两翼”，外形呈“海鸥

翼”，形成水道—天然堤岸复合沉积体。

充填状低连续地震相（图5d）：以亚平行结构为

主，局部呈现发散结构；外形因沉积基底埋深浅而

显示下部为充填状，上部为席状；振幅以中-弱为

主；频率以中-低频为主；连续性较低。总体反映一

种距离物源较近，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沉积环境，主

要分布在研究区海区东部区域。

充填状杂乱地震相（图5e）：外形因沉积基底埋

深浅而显示出下部为充填状，上部为席状；振幅以

中-弱为主；频率以中-低频为主；显示出杂乱地震

反射结构。总体反映一种距离物源较近，水动力条

件较强的沉积环境，分布于研究区海区中部区域。

5 沉积体系分析

沉积体系是被沉积环境和沉积过程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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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积相在立体空间内的组合，沉积相是沉积体系

的基本成因单元（周蒂，2002；于兴河等，2005）。通

过地震层序学、层序地层学、分频解释等方法来建

立精确等时地层格架，然后在等时地层格架的基础

上研究沉积体系及其演化过程，使沉积体系和沉积

相的研究更具有层次性和实用性（李桂范等，2009；

王家豪等，2011；曾智伟等，2017）。依照“点-线-
面”的分析思路，在钻井、地震相剖面、厚度图分析

的基础上编制了研究区5个层序的沉积相图（图6），

各平面图反映的特征如下：

5.1 层序E沉积相展布特征

地震剖面上的不整合界面Rg对应的是台湾运

动，总体自NW向SE倾斜，仅局部有宽缓的褶皱，因

此台湾运动在海湾海峡西部并非剧烈的褶皱造山

运动，而是区域性隆升和断块掀斜运动。层序E沉

积时期基本处于暴露状态，前新生代火成岩基底被

风化剥蚀，就近沉积于基岩隆起之间的洼陷中。从

层序E沉积相平面分布图（图6e）可知，其主要发育

于研究区东部，沿南北走向展布，在平潭岛东侧一

线超覆于Rg不整合面之上。研究区没有钻井钻遇

该地震层序，无法确切了解该层序的沉积物岩性特

征。但根据邻近区域的钻井资料和地震相的分析

可知，该层序以充填状低连续或杂乱反射为特征。

根据以上综合分析可推测，该层序沉积时期，由构

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导致当时的海平面较低，主要发

育强水动力条件下的近源堆积，物源主要为构造隆

图4 W4井综合柱状图
Fig.4 Comprehensive histogram of W4 well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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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区的风化剥蚀产物。

5.2 层序D沉积相展布特征

层序 D 主要发育于各个海湾和湾口之外的开

阔海域(图 6d)。该层序中，除在平潭岛北侧以及兴

化湾、湄洲湾湾口发育冲积/洪积平原相外，在其东

部主要发育滨岸平原相沉积。其中钻井钻遇该层

序，上段岩性主要为含砾砂，而下段为风化层，未能

获取岩心，但推测应该为火成岩风化产物。从钻井

的岩心特征可知，层序D砂含量相对较高，以粉砂

岩和砂质粉砂岩为主，指示沉积环境不稳定，有多

次较为频繁的波动变化。地震剖面显示，该套层系

发育大量断层，其中大部分发育在R3界面以下，少

部分断层继续向上延伸，切穿R3界面。受这些断层

控制，此时期沉积作用多以断陷沉积为主，在地震

剖面上表现为典型的地堑、半地堑构造。

根据层序 D 沉积相分布图可知其发育两种沉

积相分别为：冲积/洪积平原相对应的地震相为低连

续、杂乱充填状反射。推测其当时沉积区距离物源

较近，水动力条件较强，而平潭岛北侧的沉积物可

能是平潭岛提供的物源；滨岸平原相发育于研究区

东部，其对应的地震相为中—低连续、中振幅、中频

率，其外部形态主要以席状为主，内部结构主要为

平行—亚平行，推测当时的沉积环境稳定。

5.3 层序C沉积相展布特征

地震剖面(图 6c)上，R3不整合界面的下伏地层

全部为向东南方向倾斜的斜层展布，其上覆的地层

全部为近水平展布；下伏地层中断裂比较发育，且

大部分断裂终止于R3不整合界面，上覆地层中的断

裂活动非常少，地层的发育不受断层的控制。

从层序C沉积相分布图可以看出，除湄洲湾内

缺失外，在整个研究区均有分布。根据钻遇的岩心

可知由下向上含砂量和粒度逐渐降低，由上升半旋

回组成，表明一个海进的沉积过程，推测在更新世

的海平面下降至最低点后，海平面进入了缓慢上升

图5 地震相分类特征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facies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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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从而层序C比层序B的沉积范围更大，近

岸局部小范围地层受冲刷剥蚀而缺失。该层序发

育两类成因相类型。冲积/洪积平原相发育于研究

区南部及平潭岛北侧，对应充填状低连续地震相，

表明当时的沉积环境为海平面较低，沉积区距离物

源较近，水动力条件较强，而平潭岛北侧发育的冲

积/洪积平原相可能是由平潭岛提供的物源。滨岸

平原相发育于研究区大部分，其对应的地震相为中

—高连续、中—强振幅、中频率，其外部形态主要以

席状为主，内部结构主要为平行—亚平行，推测当

时的沉积环境稳定，水动力较弱。

5.4 层序B沉积相展布特征

层序B沉积相分布图(图6b)可以看出其分布于

整个研究区。从钻遇该层序的岩心来看，其岩性主

要为砂质粉砂和粉砂。该层序由上升半旋回组成，

表明随时气候变暖，海平面进一步上升，这与全球

海平面变化相对应。该层序主要发育两类沉积相

类型。除兴化湾和湄洲湾内发育冲积/洪积平原相

外，研究区广泛发育滨岸平原相。滨岸平原相发育

于研究区大部分，对应的地震相为中—高连续、中

—强振幅、中频率，其外部形态主要以席状为主，内

部结构主要为平行—亚平行，推测当时的沉积环境

稳定，水动力较弱。从地震层序C到地震层序B时

期，由于海平面上升，滨岸平原范围不断扩大；冲积/

洪积平原相发育于研究区西部的兴化湾和湄洲湾

内，对应的地震相为低连续、杂乱充填状，推测其当

图6 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Fig.6 Sedimentary facies of different 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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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沉积环境为距离物源较近、水动力条件较强的

冲积/洪积平原相。

5.5 层序A沉积相展布特征

全新世以来，全球气候显著转暖，末次冰期结

束，海面大幅度波动上升，在4000～3000 a.B.P福建

沿海海侵达到了最高峰（钟建强，1994；张路等，

2009）。研究区全新世以来层序稳定发育，从钻遇

该层序的岩心来看，其岩性主要为砂质粉砂和粉

砂。整体上该层序由上升半旋回组成，表明海平面

进一步上升。地震相特征为中—高连续、中—强振

幅、中频率，其外部形态主要以席状为主，内部结构

主要为平行—亚平行，推测当时的沉积环境稳定，

水动力较弱，从下全新统到上中全新统发育时期，

海平面不断上升，其滨岸平原相环境不断扩大(图

6a)。东南部三角洲的主要物源可能为来自浙闽沿

岸流携带的沉积物。

6 油气勘探前景分析

迄今为止，在台湾海峡东部地区有 100多口钻

井，发现了 13个油气田和 19个含油气构造。勘探

证明台西盆地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从前人勘探

成果分析，福建陆域油气显示主要分布于中生界，

而台湾海峡西部坳陷油气显示主要分布于新生界

的古近系（金庆焕，1993）。研究区东南部为晋江凹

陷，主力烃源岩主要为古新统的湖相烃源岩，其成

熟度较高，始新统的海湾相烃源岩由于未达到成熟

阶段，可作为次要烃源岩（高天钧，1994；傅志飞等，

2012）。储层集中在始新统(已在东海灵峰 l井见油

气)，类型以三角洲及水下扇最优。新近系广泛发育

的滨浅海相泥岩可作为良好区域盖层（李占东等，

2019）。台湾海峡西部坳陷为新生代坳陷，其形成

主要受控于单剪切应力场，具有下断上坳的双层结

构。古新世—始新世为断陷发育期，形成东断西超

的箕状断陷（张莉等，2019）。中新世以后，台西盆

地内主控断裂基本停止活动，西部坳陷进入区域沉

降阶段，此时海相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层序E—层

序A的沉积范围也不断扩大），坳陷大部分地区以

浅海相沉积为主。早更新世至全新世时期的台湾

运动对应与地震剖面反射层Rg（对应于图 7的T8界

面），使新生界上升褶皱和推覆逆掩，此时为油气保

存的关键期，根据图 7可以看出T8界面为一个大的

区域不整合面，T8界面下覆的地层断层较多，也可以

作为油气运移的通道；上覆的地层为新近纪和第四

纪（本文的R0—Rg的年代都是第四系见图 4），根据

地震界面也可知其反射特征主要为平行—亚平行，

岩性也以泥岩为主，而泥岩可作为良好的区域盖

层。总体上，研究区内生储盖匹配关系良好，该区

为台湾海峡西部进一步勘探的有利区域。

7 结 论

（1）运用高分辨率地震资料和钻井资料建立了

台湾海峡西部海域地层格架，共识别出 6个地震反

射界面，自下而上分别为Rg、R4、R3、R2、R1、R0，结合

区域地质背景和钻井资料可知Rg界面为第四系的

底界面。R4界面对应上更新统底界。R3界面为全

新世开始。R2界面对应于全新统底界；R1界面应该

对应于中、下全新统的分界。

（2）基于层序内部的地震相参数，共识别出5种

地震相，席状平行—亚平行地震相、前积结构地震

相、下切谷充填地震相、充填状低连续地震相和充填

状杂乱地震相，分析认为，席状平行—亚平行地震相

为滨岸平原相；前积结构地震相为三角洲相；下切谷

充填地震相为下切水道沉积、充填状低连续地震相

和充填状杂乱地震相为冲积/洪积平原相。

（3）层序E沉积时期由于台湾运动的影响，区域

图7 台湾海峡西部油气成藏模式（据钱星，2019修改）
Fig.7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l in the western

Taiwan Strait (modified from Qian Xi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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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隆升和断块掀斜运动，使其处于暴露状态，由构

造运动和气候变化导致当时的海平面较低，主要发

育冲积/洪积平原相。层序D—层序C沉积时期，沉

积环境不稳定，有多次较为频繁的波动变化，总体

来说海平面处于上升趋势，从而其沉积范围不断扩

大。层序B—层序A沉积时期，全球气候显著转暖，

末次冰期结束，海面大幅度波动上升，在 4000～

3000 a.B.P福建沿海海侵达到了最高峰，层序B—层

序A沉积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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