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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作为南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地质构造单元，记录了大陆张裂到海盆扩张的丰富信息。通过对研究

区地震剖面的解释，分析了该地区新生代的构造与沉积特征，同时通过平衡剖面恢复工作，建立了新生代演化模型。研究显示

南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新生代构造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新世—始新世的裂陷阶段、渐新世—早中新世的裂陷-坳陷过

渡阶段以及中中新世以来的坳陷阶段。沉积环境经历了河流-湖泊、浅海和深海的演化过程。南海北部陆缘下NW-SE方向流动

的地幔流的存在使得伸展活动具有由北向南发育的机制。同时陆坡区盆地（如白云凹陷）显示出韧性伸展的特征，这与地幔上

涌热岩石圈伸展引起的该区域地壳强烈韧性减薄和颈缩变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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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part of the northern continental shelf-slope region lies in the south of the Pearl River Basin. As an important 

structure unit of the northern continental margi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t has experienced multiphase tectonic events and bears 

a thinned crust, upon which Cenozoic rifted-depressions with great hydrocarbon potential are developed. Several seismic profiles 

crossing the study area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balanced cross-section restorations of these 

profiles, combined with structural geology, a Cenozoic tectono-sedimentary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ee 

stages can be proposed for this region: the rift stage from Paleocene to Eocene, the rift-depression stage from Oligocene to the 

Early Miocene, and the depression stage after the Middle Miocene. The sedimentation environment transformed from the fluvial 

and lake facies to the shallow sea facies, and finally to the deep sea facies. The existence of NW-SE direction mantle flow under 

the continental crust in the north continental margin of South China Sea made the extension activities migrate from north to south.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depressions (such as the Baiyun Sag) on the continental slope are featured by ductile deformation. 

It appears to be caused by the ductile thinning and necking of the crust in response to hot lithopheric stretching, together with 

mantle up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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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之一，位于欧

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澳板块的交汇处，也是

太平洋构造域和特提斯构造域的结合部位，经历

了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地质内涵十分丰富,被国

内外学者誉为“地球上最好的天然实验室”。南

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作为南海地区的一个重要

地质构造单元，记录了大陆张裂到海盆扩张的丰

富信息。同时研究区也是油气勘探的一个重要地

区，有良好的物源供给，新生代沉积较厚，具有

形成富生烃盆地的有利条件。而这一切的研究都

有赖于对陆缘张裂过程的深入理解和相关基础科

学理论的突破。因此，作者利用中德合作“南海

地球科学联合研究”以及中海油公司相关航次的

地震资料，对南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神狐一统

暗沙区至白云凹陷区）新生代构造变形和沉积沉

降特征进行了研究，包括地层单元的识别、主要

地震剖面的构造反演以及研究区不同位置之间的

构造-沉积方面差异进行研究，进而重建其新生代

构造与沉积演化史，并探讨动力学机制。

2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域位于珠江口盆地的南部，范围包括

18o~21oN,112o~116oE内呈NE向展布的陆架-陆坡

带，南界以陆坡与海盆的分界线为界（图1）。研

究区中生代位于挤压增生的欧亚大陆边缘，经历

了强烈的NE向的逆冲断裂和频繁的岩浆活动，形

成本区基本构造格局（Holloway，1982；Taylor and 

Hayes，1983）。晚白垩世以来，受到拉张性区域

应力场的影响开始伸展断陷，先后经历了多幕次

的伸展活动，包括神狐运动（晚白垩世—早始新

世）、珠琼运动一幕（早-中始新世）、珠琼运动

二幕（渐新世）、南海运动（晚渐新世—早中新

世），形成了一系列的半地堑-地堑及隆坳相间的

结构（Ru and Pigott, 1986; Zhou et al, 1995）。区内

分布或延伸入区内的正向构造单元包括北部的神

狐暗沙隆起、番禺低隆起、东沙隆起和南部的一

统暗沙隆起,在这些隆起围限的负向沉积单元即为

珠二坳陷（图1）。根据珠二坳陷内下第三系的发

育情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白云凹陷、顺德凹陷

和开平凹陷（由东至西）。另外，在位于下陆坡

图1  珠江口盆地构造区划图（方框内为本文研究区）

Fig. 1  Structure units of the Pearl River (squared part is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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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一统暗沙隆起上也分布一系列半地堑或由多

个半地堑组合而成的小型凹陷（或洼陷）。研究

区新生代地层及主要构造事件见图2。

3　新生代构造与沉积特征分析

作者对经过研究区的三条骨干地震剖面进行

解释（SO49-25陆架陆坡段、SO49-18陆架陆坡段

以及1569测线，具体位置见图1）（图3），共识

别出五个层序单元，自上而下地层时代分别为晚

中新世—第四纪（N1
3+Q）、中中新世（N1

2）、早

中新世（N1
1）、渐新世（E3）和古新世—始新世

（E1+2）。层序标定根据区内钻井资料，包括过测

线的BY7-1-1井、PY33-1井、LH10-1-1井以及邻

近的ODP1148井。在地震解释的基础上，通过平衡

图2  研究区新生代构造-沉积事件图（据秦国权等，2002；黎明碧等，2005；庞雄等，2006）

Fig. 2  Summary of Cenozoic tectono-sedimentary events of the study area (according to Qin et al, 2002; Li et al, 2005; Pang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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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恢复工作，对研究区新生代的构造与沉积演

化进行研究。海域平衡剖面恢复与陆地不同，不

仅要考虑水体的压实作用，而且要考虑不同时期

的水深变化。本文中不同时期沉积环境及古水深

依据郝诒纯等（1996）对珠江口盆地第三纪微体古

生物（包括沟鞭藻，浮游有孔虫，孢粉，钙质超

微化石等）及古海洋学研究得出。平衡剖面恢复

采用Paradium公司的Geosec 2D软件进行。

3.1　SO49-18测线陆架陆坡段反演分析

SO49-18测线呈NNW-SSE走向，始于珠江口

盆地珠二坳陷，向东南经过一统暗沙隆起进入南

海深海盆。地震剖面显示形态总体表现为一系列

倾向NW的正断层及由其控制的半地堑，并发育了

一系列的同向调节断层。这些半地堑南断北掀，

具有规模大和主干断距大的特点（图3）。平衡剖

面恢复图见图4。

古新世—始新世　伸展活动开始，表现为一

系列切割中生界基底的正断层，但是在不同区域

又有各自的特点。在珠二坳陷和一统暗沙隆起区

断层在古新世—始新世活动最为强烈，伸展量最

大。由于强烈的断裂活动，在断陷靠近主干断裂

的区域快速沉积，呈现明显的楔状，表现为一系

列半地堑和梯形连续排列的基地断块山。断陷早

期以及晚期珠二坳陷区的伸展活动强度明显要强

于一统暗沙隆起区，这在断层断距大小以及其所

控制的半地堑的规模上得以体现。沉积主要表现

为由一系列构造高地分隔的山间湖泊，沉积物类

型以陆缘沉积为主，早期神狐组为断陷初期的沉

积，包括火山碎屑岩、冲积扇、河流相为主夹湖

相砂泥岩，晚期湖泊面积扩大，水体加深，形成

了文昌组—恩平组的湖相-深湖相砂泥岩、泥岩。

而分隔各断陷的构造高地一直处于相对隆升的阶

段，分隔性强，仍以滨浅湖相沉积为主。

渐新世　南海地区扩张规模进一步扩大，并

最终导致32 Ma以来南海开始发生海底扩张运动，

形成了区域性的不整合面。图4显示该时期伸展

图3  地震剖面解释图（由上至下依次为SO49-25测线，SO49-18测线，1569测线）

Fig. 3  Interpretation of seismic profiles (from top downwards are SO49-25, SO49-18, 1569 profiles)



343丁巍伟等：南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新生代构造—沉积演化3 期

图4  SO49-18测线平衡剖面恢复示意图
Fig. 4  Balanced cross-section restoration model of seismic line SO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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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所减弱，推测与其南部海底扩张活动向北

的应力相关。南海整体开始发生沉降，海平面上

升，部分构造高地处于海平面以下，隆起区的部

分断陷已经连成一体。珠二坳陷区断层的断裂活

动开始减弱，沉积速率减低，半地堑中渐新世沉

积的楔形结构没有始新世明显。而一统暗沙隆起

区断层依然控制沉积，半地堑形态依然很明显。

研究区开始广泛发育恩平组上段-珠海组滨-浅海

相的砂泥岩沉积。但由图4可以看出该时期仍有大

量的隆起区分隔了断陷盆地，表现为半封闭海湾

的沉积环境。

早中新世—中中新世　断层的活动性明显减

弱，珠二坳陷区断层对沉积基本没有控制作用，

进入热力学沉降阶段。但是在一统暗沙隆起区

断层活动性明显要强于珠二坳陷区，在早中新世

断层活动对沉积依然起到控制作用。该时期的伸

展量主要体现在该区域。随着海底扩张作用的进

一步进行，海平面继续上升，在继承前期沉积格

局的基础上，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沉积物继续

向构造高地超覆，隆起区出露海面的面积越来越

小，大部分已经位于海平面以下。该时期珠二坳

陷和一统暗沙隆起区逐步转变为开放的正常浅海

环境，形成了砂泥岩为主的浅海相沉积。而出露

海面的隆起高部位成为孤岛分布，不再起屏障作

用。随着南海北部陆缘的进一步沉降，沉积中心

也由珠二坳陷区向一统暗沙隆起区转移。

中中新世至今　伸展活动停止，沉积基本

不受伸展断层影响。该时期北部陆缘盆地的沉积

范围达到最大，绝大部分的构造高地均已没入水

下，接受沉积。珠二坳陷和一统暗沙隆起区的各

断陷已经被沉积物填平，陆缘沉积物越过隆起直

接注入海盆，沉积沉降中心南移至海盆中心，现

代陆架-陆坡-海盆的格局形成。这种地形格局的

形成与南海停止扩张的年龄十分接近，可能是南

海扩张停止在南海北部陆缘的响应。该时期为开

放式浅海-半深海的沉积环境，形成了泥岩-砂泥

岩的海相沉积。

3.2　SO49-25测线陆架陆坡段反演分析

SO49-25测线陆架陆坡段呈NNW-SSE走向，

前端部分位于珠二坳陷南缘，主体位于一统暗沙

隆起上，与其东侧的SO49-18测线不同，该测线断

陷特征不如前者所在地区明显，断层断距不大，

基本上为南倾，形成北断南掀的与SO49-18线不同

的结构特征（图3）。SO49-25测线所在研究区伸

展活动不太强烈，与其主体位于一统暗沙隆起区

有关（图5）。平衡剖面恢复图见图6。

古新世—始新世　伸展活动最为明显，伸展

量相对最大（图5），形成了一系列的地堑-半地

堑结构，并被其中部一个大范围的构造高地所阻

隔。北侧珠二坳陷区的伸展活动要强于南侧，断

距更大，其控制的沉积也相对较厚。断陷内主要

充填早期的河流-滨浅湖相沉积，在局部深部位可

能发育深湖相沉积。

渐新世　珠二坳陷区伸展作用基本停止，断

层对沉积的控制作用很弱，而南侧的一统暗沙隆

起区断层依然对沉积起控制作用，该时期的伸展

量主要体现在这一地区。随着海底扩张活动的进

行，研究区整体发生沉降，海平面上升，沉积规

模进一步扩大，构造高地也开始没入水下，对沉

积的阻碍作用减弱，大量的陆源沉积物开始越过

这些隆起区向南部迁移。

中新世　断层活动基本停止，对沉积不起

控制作用。测线所在研究区整体都没入水下，形

成开放的浅海环境，为砂泥岩为主的浅海相沉积

区。该时期沉积中心已经转移至海盆，陆坡上的

断陷均已被充填满，沉积物表现为过路沉积，现

代陆架-陆坡-海盆的构造格局已经形成。该时期

以来为浅海-半深海相的沉积环境，形成了泥岩-

砂泥岩的海相沉积。

3.3　1569测线平衡剖面恢复分析

1569测线呈NNW-SSE向，穿越珠二坳陷白云

图5  根据GeoSec软件获得的各剖面不同时期伸展量
Fig. 5  Stretching amounts in different stages, counted

by GeoSec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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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SO49-25测线平衡剖面恢复示意图
Fig. 6  Balanced cross-section restoration model of seismic profile SO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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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主体。剖面显示白云凹陷呈碟型，中间深边

缘浅，新生界基底深度最深可达11 km。白云凹陷

并没有明显的边界断层，但沉降量很大，而且未

形成一般被动陆缘盆地常见的双层结构（下断上

坳）（图3）。平衡剖面恢复图见图7。

古新世—始新世　从平衡剖面恢复分析，

白云凹陷伸展作用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该时期

伸展率达到7.3％（图5），占整个剖面伸展率的

90％。但该期的伸展作用并未形成地堑-半地堑

的结构，而是以边伸展边沉积的形式进行，断层

图7  1569测线平衡剖面恢复示意图
Fig. 7  Balanced cross-section restoration model of seismic profile SO49-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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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距较小，而且主要作用在白云凹陷的中央部

位。而在白云凹陷的南部伸展作用相对较弱，形

成一些小的地堑-半地堑结构，但沉积物主要集中

在白云凹陷。该时期沉积主要表现为由一系列构

造高地分隔的山间湖盆，白云凹陷区面积尤其宽

广，并具有极高的沉积速率，形成了巨厚的文昌-

恩平组的河湖相三角洲体系砂泥岩。而分隔各断

陷的构造高地一直处于相对隆升的阶段，分隔了

各个断陷，以滨浅湖相沉积为主。

渐新世　伸展作用明显减弱，伸展量下降到

0.7％（图5），大部分的构造高地均没入水下，白

云凹陷继续沉降，沉积范围进一步扩大。沉积中

心主要位于凹陷的中部地区，形成了碟型的沉积

格局，南部的部分断陷已经连成一体。部分构造

高地形成了出露海面的孤岛，不再起屏障作用。

白云凹陷主要为浅海相的沉积环境，发育了珠海

组浅海陆架三角洲砂泥岩沉积体系，随着沉积的

推进，陆架坡折带逐渐向南推移到凹陷的南侧。

中中新世至今　伸展活动停止，白云凹陷及

南缘整体都已没入水下，沉积范围达到最大。构

造高地上也开始接受沉积，白云凹陷的沉降作用

相比前期有所减弱，大部分的陆源沉积物开始越

过凹陷区向南迁移，形成了顺陆坡的EW向槽带沉

积，沿陆坡发育斜坡扇，而在盆地中心发育盆地

扇，沉积了珠江-韩江组深水扇系统砂泥岩，形成

了规模巨大的珠江深水扇系统。上新世以来沉积

速率明显减低，沉积位置和样式也发生了重要变

化，沉积中心北移至陆架区，分布范围较大，为

万山组浅海-半深海相的砂泥岩沉积。

4　讨论

4.1　南海陆缘张裂具有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

在南海发生海底扩张活动以前，南海的北部

和南部陆缘经历了三期的拉张过程（Ru and Pigott, 

1986; Zhou et al, 1995）。前人研究表明（Zhou et 

al, 1995; Lüdmann and Wong, 1999），位于南海北

部陆缘最北部的北部湾盆地裂离作用发生在晚白

垩世（65 Ma），时间最早，而珠江口盆地的开始

发生裂离的时间在59 Ma的晚古新世。西部的琼东

南盆地裂离作用时间开始于44 Ma的早始新世，显

示了裂离活动由北向南发展趋势。

本项目的SO49-18，SO49-25以及1569测线也体

现出相似的特征，最为明显的为SO49-18测线。从图

4可以看出，在古新世—始新世断层活动主要集中在

测线北部的珠二坳陷区，同时也是沉积中心，珠二坳

陷区的伸展活动强度明显要强于一统暗沙隆起区。

渐新世以来伸展活动南移，珠二坳陷断层的断裂

活动开始减弱，而一统暗沙隆起区断层依然控制沉

积，半地堑形态依然很明显。在SO49-25测线的反演

图中（图6）可以看出，在古新世—始新世北测珠二

坳陷区的伸展活动要强于南侧，断距更大，控制的沉

积也相对较厚。渐新世以来珠二坳陷区伸展作用基

本停止，断层对沉积的控制作用很弱，而南侧的一统

暗沙隆起区断层依然对沉积起控制作用，该时期的

伸展量主要体现在这一地区。

对南海陆缘深度地热特征（张健和汪集旸 , 

2000; Shi et al, 2003）和地幔对流结构（张健和宋

海斌，2001；张健等，2001）的研究表明，南海

北部陆缘带具有NW向SE的单向地幔流，该地幔流

产生的向洋一侧的拖曳力，导致岩石圈板块底部

向上和向洋的张应力。而岩石圈流变研究表明，

南海北部陆缘岩石圈上地壳呈脆性，下地壳表现

为塑性，地球动力学特征迥异。在向洋的张应力

作用下，上地壳以简单剪切方式变形，下地壳以

延性流动方式变形，向上的拱张力使得脆性的岩

石圈首先发生断裂，然后在向洋的拉张应力场作

用下，断块沿断面随塑性流动的下地壳滑动，陆

缘带由NW向SE扩张、离散和裂解，形成了由北向

南发展的陆缘地堑系（图8）。

4.2　陆架与陆坡盆地具有不同的伸展方式

位于南海中北部陆缘的珠江口盆地横跨了陆

架和陆坡区，根据对地震测线的反演结果，陆架

区和陆坡区的伸展方式和沉积过程均有不同的特

点。其中陆架区盆地具有被动陆缘盆地伸展型断

陷盆地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裂谷期和裂后沉降期

的双层构造。其中裂谷期以强烈伸展的铲式正断

层为特征，这些正断层同时也为同沉积边界主干

断层，由于断裂的强烈活动，沉积受断层控制，

断层表现为生长断层，断层附近的沉积厚度明显

大于远离断层的沉积厚度，呈楔状，整体表现为

一系列的地堑-地堑结构，形成了隆凹相间的格

局。后裂谷期伸展作用基本停止，断层对沉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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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不明显。与陆架区脆性伸展方式不同，以

白云凹陷为代表的陆坡区并未发育边界正断层，

断裂带主要发育在盆地的中部，总体表现为中间

深两边浅的碟型构造。从经过该凹陷地震测线的

平衡剖面恢复可以得知，虽然这些正断层对沉积

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是盆地区强烈的沉降活

动和巨厚的沉积显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根据对南海北部地壳拉张因子的研究表明（张

云帆等，2007），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主凹拉张因子

最大可以达到4，在伸展变形前的初始地壳为一热减

薄地壳，这可能与研究区在晚中生代处于俯冲带前

缘（Li et al, 2007），在新生代变形期间位于构造转

换带相关（孙珍等，2005）。在伸展活动开始后，这

种地壳上的薄弱带成为伸展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

裂陷与伸展活动导致白云凹陷下的地幔上涌较高，

根据白云凹陷电缆深反射测得的1530测线莫霍面分

布图（黄春菊等，2005），白云凹陷处于处于莫霍面

强烈隆起区上，由北端的25 km过渡至南端的18 km 

左右，从陆架到洋陆边界存在多个抬升陡坎。地幔

在新生代较高的上涌位置导致脆性地壳或上地幔中

部分熔融物质的出现并明显变热，熔融事件往往会

使得构造变形进一步加深，导致相应更强烈的构造

和岩浆活动。研究区强烈的热事件使得下地壳韧性

减薄作用对盆地形成的贡献越来越大，白云凹陷韧

性伸展变形在总伸展量中占有更高的比例，从而显

示出与脆性伸展所不同的伸展变形特征。同时岩石

圈中大体积岩浆熔融体的出现不仅会改变岩石圈的

热动力学性质，导致岩石圈强度的急剧降低和变形

在岩浆体上部的集中，从而使变形从大的边界断裂

演变为集中在坳陷内岩浆体周围的小断裂群中，而

且岩浆体底侵作用降低了岩石圈的强度，岩石圈弹

性较差，凹陷产生了非断裂原因的持续沉降。

5　新生代构造与沉积演化

通过对研究区地震资料解释以及平衡剖面

恢复工作，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黎明碧等，

2002；2005；彭大均等，2005；庞雄等，2005，

2006），表明南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的构造演化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古新世—始新世的裂

陷阶段、渐新世—早中新世的裂陷-坳陷过渡阶段

以及中中新世以来的热力学沉降阶段，沉积环境

经历了河流-湖泊、浅海和深海的演化过程。

1）裂陷阶段（古新世—始新世）

晚白垩世以来，亚洲东部陆缘中生代以来的

俯冲活动大为减弱，开始了主动陆缘向被动陆缘

的转化，处于拉张性应力环境（Taylor and Hayes，

1983；龚再升等，1997；李家彪，2005）。南

海北部陆缘开始裂离减薄，形成了一系列NE—

NNE向张性断裂所控制半地堑或多个半地堑组合

形成的凹陷，其间被低凸起分割，形成隆凹相

间的格局（吴世敏等，2001，2005；丁巍伟等，

2002）。该时候沉积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构造高地

分隔的山间湖泊，沉积物类型以陆缘沉积为主。

早期神狐组为断陷初期的沉积，包括火山碎屑

岩、冲积扇、河流相为主夹湖相砂泥岩，晚期湖

泊面积扩大，水体加深，形成了文昌组—恩平组

的湖相-深湖相砂泥岩、泥岩。而分隔各断陷的

构造高地一直处于相对隆升的阶段，分隔性强，

仍以滨浅湖相沉积为主。在部分地区，如白云凹

陷，西沙海槽等区域，由于独特的构造因素，如

隆起的莫霍面，伸展前为地壳薄弱带，强烈的热

事件等，表现出韧性伸展的特征，产生了非断裂

原因的持续沉降。

2）裂陷-坳陷过渡阶段（渐新世—早中新世）

图8  南海陆缘裂解模型示意图（据张健，2001改编）

Fig. 8  Rifting model for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vised according to Zhang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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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新世末期区域构造动力学条件发生了转变。

该时期印澳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汇聚速度减到最低，

印支地块的挤出活动结束，红河断裂带大规模左行

平移活动也随着结束（Tapponnier, 1990）。而始新

世末期开始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汇聚速度开始

增加，到渐新世末期增加到100 mm/a（Leloup et al, 

1995）。水平压应力的持续积累限制了早第三纪形成

的NE向断陷的进一步发育，并使得整个中国东部都

经历了一次挤压运动。

研究区的伸展作用大幅减弱，南海整体发生

沉降，海平面上升，部分构造高地处于海平面以

下，隆起区的部分断陷已经连成一体。研究区开

始广泛发育恩平组上段-珠海组滨-浅海相的砂泥

岩沉积。该时期在陆架区域仍有大量的隆起区分

隔了断陷盆地，表现为半封闭海湾的沉积环境。

而在陆坡区域沉积规模进一步扩大，构造高地开

始没入水下，对沉积的阻碍作用减弱，大量的陆

源沉积物开始越过这些隆起区向南部迁移。

3）坳陷阶段（中中新世至今）

中中新世开始印澳板块的北向俯冲以及菲律宾

海板块的北向移动开始影响整个区域的构造动力学

过程。南海的应力场状态由早期的拉张变为后期的

压性状态，整个地区开始进入热力学沉降阶段。

研究区断层活动基本停止，随着海平面的继

续上升，沉积范围达到最大，绝大部分的构造高

地均已没入水下，接受沉积。珠二坳陷和一统暗

沙隆起区的各断陷已经被沉积物填平，陆缘沉积

物越过隆起直接注入海盆，沉积沉降中心南移至

海盆中心，现代陆架-陆坡-海盆的格局形成。在

白云凹陷处沉降作用相比前期有所减弱，大部分

的陆源沉积物开始越过凹陷区向南迁移，形成了

顺陆坡的EW向槽带沉积，沿陆坡发育斜坡扇，而

在盆地中心发育盆地扇，沉积了珠江-韩江组深水

扇系统砂泥岩，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珠江深水扇系

统（庞雄等，2005，2006）。

6　结论

通过对南海中北部陆架-陆坡区地震剖面的解

释，识别出5个主要层序单元。在地震解释的基础

上，通过平衡剖面恢复工作，对研究区新生代的

构造与沉积演化进行研究。研究显示南海中北部

陆架-陆坡区新生代构造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古新世—始新世的裂陷阶段、渐新世—早中新世

的裂陷-坳陷过渡阶段以及中中新世以来的坳陷阶

段，沉积环境经历了河流-湖泊、浅海和深海的演

化过程。南海北部陆源由于单向地幔流的影响，

伸展活动具有由北向南发育的机制。同时陆架和

陆坡盆地具有不同的伸展方式：陆架区盆地以脆

性伸展为主，形成了伸展型断陷盆地典型的双层

结构；而陆坡区盆地（如白云凹陷）显示出韧性

伸展的特征，产生非断裂成因的持续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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