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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海域重点盆地油气地质条件对比及勘探方向
　

许晓明，张英德，饶勇，王伟，盖海洋
（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北京 100027）

摘　要：阿根廷油气资源丰富，并且油气财税条款较为优越，与国外大型油公司和中国油公司

均有油气勘探资产合作，适合我国海外油气勘探投资。阿根廷海域 13 个盆地以转换断层为

界，可划分为南部盆地群和北部盆地群，南部、北部盆地群在早期裂谷盆地的基础上分别逐渐

演化为前陆盆地和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南北盆地群由于盆地类型不同、构造演化不同，导致

其构造特征、地层充填特征和油气成藏条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征。通过对阿根廷海

域南部前陆盆地群和北部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群构造演化、地层充填、烃源岩条件、储层条件和

圈闭条件对比研究，对阿根廷海域盆地石油地质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指出南部的前陆盆

地成藏条件要优于北部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分析表明，南部盆地群中的马尔维纳斯前陆盆地

为剩余有利勘探区，该盆地勘探程度低，已证实具有油气发现，推测盆地中南部为有利构造带，

或许将成为阿根廷未来的勘探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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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最南端，东濒大西洋，南与

南极洲隔海相望，西同智利接壤，北接玻利维亚、巴

拉圭、乌拉圭，面积 277.7 万 km2，仅次于巴西[1-2] 。
到目前为止，阿根廷共有 7 个盆地有油气发现，即

库约盆地、内乌肯盆地、圣豪尔赫盆地、麦哲伦盆

地、马尔维纳斯盆地、北福克兰盆地和福克兰高地，

石油储量为 22 亿 t，凝析油 1.4 亿 t，天然气为 2.6×
1012 m3[3]。阿根廷海域共有 13 个盆地（图 1），探井

和评价井仅 218 口，勘探程度低，其中 5 个盆地有

油气发现，即圣豪尔赫盆地、麦哲伦盆地、马尔维纳

斯盆地、北福克兰盆地和福克兰高地，石油储量为

1.2 亿 t，凝析油为 0.2 亿 t，天然气为 5.1×1011 m3。

除了麦哲伦盆地（阿根廷境内称为 Austral，智利境

内称为 Magallanes）已有油气田开发，其他 4 个盆地

已发现油气田均未开发（图 1）。在南美洲 13 个国

家中，虽然目前阿根廷海域已发现油气可采储量小

于委内瑞拉、巴西和特立尼达-多巴哥，但其油气财

税条款较为优越，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内部收益率占

南美洲第 5 位，高于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多巴哥，

适合我国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投资[3-4]。

前人在对阿根廷及南美洲开展研究工作时，更

加关注其陆上的内乌肯盆地、库约盆地，对海域盆

地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分析阿根廷海域 13 个盆

地的地质特征，开展构造、沉积充填特征及油气成

藏地质条件对比，分析了该海域的油气勘探潜力，

指出了未来的勘探方向，以期为中国油公司在该地

区开展油气勘探工作提供依据。 

1    区域构造背景

阿根廷所在的南美洲陆块在古生代经历了盘

古泛大陆的拼合，中生代经历了晚三叠世−晚侏罗

世冈瓦纳大陆的解体和早白垩世南大西洋的开启，

新生代经历了太平洋板块俯冲造山与 Scotia 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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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等（图 2）[5]。这一系列板块离散、汇聚俯冲以

及洋壳形成的大地构造演化，控制了南美陆块内部

及周缘各盆地的形成与发展，也控制了南美陆块内

部及周缘盆地侵入岩基底和地层展布特征。 

1.1    古生代板块拼接

古生代晚石炭世−晚二叠世，欧亚大陆和冈瓦

纳大陆之间的 Rheic 洋逐渐消减至消失，最终使

2 个大陆拼合在一起，各大陆之间拼贴碰撞逐渐形

成了广阔的盘古泛大陆，阿根廷所在的南美板块位

于其南部。二叠纪以来，在盘古泛大陆逐渐拼合的

过程中，Patagonia 地块向北拼贴缝合形成了现今南

美板块雏形，沿着 Patagonia 地块的北部拼合带，发

育了 La Esperanza 火山岩分布区，形成阿根廷海域

盆地最早的结晶基底。此时的阿根廷海域仅科罗

拉多盆地开始发生裂陷，但规模小，裂陷分布范围

极其有限[5-7]。 

1.2    三叠纪−晚侏罗世冈瓦纳大陆解体

随着大西洋中部的打开、新洋壳的快速形成和

火山的阶段性活动，南美和非洲板块与南极、澳大

利亚板块分离，阿根廷东南部的 Weddell 海形成，北

美板块和非洲西北部海岸开始离散，标志着冈瓦纳

大陆开始解体[8-9]。随着北美板块向西北漂移，北美

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逐渐离散。此时南美板块向

南漂移，阿根廷海域发育了一系列 NNW−SSE 走向

的陆内裂谷盆地，如圣豪尔赫盆地、麦哲伦盆地、马

尔维纳斯盆地等（图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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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根廷海域主要盆地及已发现油气分布饼图
[3]

Fig.1    Key basins and distribution map of discovered oil and gas in the offshore Argentin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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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早白垩世南大西洋开启

南大西洋自南向北依次打开，最早打开的时间

为晚侏罗世 150.5 Ma（图 2b），主要的打开时间发生

于早白垩世 139.5～120 Ma。随着南大西洋的拉开，

阿根廷东部海域形成了一系列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如塞拉多盆地、克拉莫科盆地、科罗拉多盆地、瓦

尔德斯盆地和罗森盆地（图 2c）。在南大西洋拉开

和洋壳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强烈而广泛的岩浆活

动，形成了广泛分布的火山岩省，影响了阿根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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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生代以来南美洲构造及沉积演化史图
[5]

Fig.2    Tectonic and sedimentary evolution of South American since Mesozoi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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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盆地的沉积充填，同时期沉积了大量的凝灰岩和

火山岩沉积物[10-11]。 

1.4    晚白垩世−中新世太平洋板块俯冲和 Scotia
海拉开

晚白垩世，阿根廷西侧的安第斯挤压构造活动

开始，在中新世−上新世达到高峰期，形成了持续至

今的安第斯山脉隆升造山（图 2d），此时麦哲伦盆地

和圣豪尔赫盆地陆上受到安第斯挤压影响，逐渐演

变为前陆盆地[12-13]。中新世，阿根廷海域南部的

Scotia 海逐渐拉开，Scotia 海北部和南美板块边界

缝合碰撞并发生走滑调整，在南美板块南部形成逆

冲褶皱带（图 2e）。该逆冲褶皱隆升，形成马尔维纳

斯盆地的南部边界，对该盆地的沉积和构造都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受走滑与俯冲作用影响，盆地逐渐

演变为走滑前陆盆地。在此期间，Malvinas-Agulhas-
Falkland 走滑断裂带以北的海域盆地受到南大西洋

打开的进一步影响，逐渐进入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的

漂移期。

经历了 4 期构造演化阶段，现今的阿根廷沉积

盆地整体可以分为 2 类，西部陆上为前陆盆地，东

部海域为被动大陆边缘盆地。南部海域的马尔维

纳斯盆地比较特殊，受到南部 Scotia 海北部和南美

板块边界缝合碰撞并发生走滑调整，中新世以后逐

渐演化为前陆盆地。海域 13 个盆地以 Malvinas-
Agulhas-Falkland 走滑断裂带为界，可划分为南部盆

地群和北部盆地群，南部盆地群以圣豪尔赫盆地、

麦哲伦盆地和马尔维纳斯盆地 3 个前陆盆地为代

表，北部盆地群以塞拉多盆地和科罗拉多盆地等被

动大陆边缘盆地为代表（图 1）。南北盆地群由于盆

地类型不同、构造演化不同，导致其构造特征、地层

充填特征和油气成藏条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 

2    构造及地层充填对比
 

2.1    构造特征对比

在盆地构造演化和结构特征方面，南部盆地群

和北部盆地群具有“早期相似、晚期各异”的特点。

早期均经历了陆内裂谷演化阶段；晚期，南部盆地

群在早期裂谷盆地的基础上逐渐演化为前陆盆地，

而北部盆地群在早期裂谷盆地的基础上逐渐演化

为被动大陆边缘盆地。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早期为阿根廷海域盆地裂

陷发育期，盆地均受到了冈瓦纳大陆裂解及南大西

洋打开的影响，发育了一系列地堑或半地堑式裂谷，

形成了垒-堑相间的构造格局。早白垩世晚期−晚

白垩世时期为阿根廷海域盆地坳陷发育期，盆地都

经历了稳定的热沉降拗陷期，部分裂谷期断层再次

活动，并伴随发育一些规模较小的调节性正断层，

区域上主要发育了与断裂相关的构造体系。

晚白垩世晚期之后，由于受安第斯造山运动和

中新世 Scotia 板块走滑与俯冲作用双重影响，南部

盆地群逐渐演化成典型前陆盆地，麦哲伦盆地前陆

特征最为典型，圣豪尔赫盆地陆上部分的前陆构造

特征也较为明显[14]。由于 Nazca 板块自西向东沿

南美洲板块的西侧持续俯冲，麦哲伦盆地受到挤压

作用由西向东强度逐渐减弱，自西向东发育冲断带、

前渊带和斜坡带。而马尔维纳斯盆地主要受到了

来自 Scotia 板块的走滑与俯冲作用，逐渐演化成走

滑前陆盆地，由南向北挤压强度逐渐减弱，依次发

育冲断带、前渊带和斜坡带。北部盆地群由于距离

西部安第斯造山带以及南部的 Scotia板块都有一定

距离，几乎未受到安第斯造山运动和南部 Soctia 板

块的影响，但受到南大西洋打开的进一步影响，在

热沉降阶段之后逐渐演化为被动大陆边缘漂移期

阶段。 

2.2    地层充填特征对比

构造演化上的差异性导致北部盆地群和南部

盆地群在地层充填特征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主要表

现在地层沉积厚度、沉积演化以及火山活动对沉积

物的影响 3 个方面。

（1）盆地地层厚度具有“南（南部盆地群）厚北

（北部盆地群）薄”的特点。北部盆地群沉积地层厚

度薄，整体在地震剖面上的时间厚度仅为 1～3 s，推
测地层厚度不大于 4.5 km；同时，受南大西洋打开

的影响，SDR 特征明显，成藏物质基础较差。而南

部盆地群受到安第斯造山带俯冲挤压和 Scotia 板

块走滑挤压双重影响，盆地内发育前渊带，沉积

厚度大，马尔维纳斯盆地沉积厚度超过 7 km，麦

哲伦盆地沉积厚度超过 8  km，成藏物质基础较

好[15-17]。

（2）沉积演化存在差异性。总的来说，阿根廷

海域盆地经历了由陆相沉积逐渐演化为海相和半

深海相沉积过程。早期裂谷期以火山岩和火山碎

屑岩沉积充填为主，局部受到了海侵的影响，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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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局限的区域沉积了海相碎屑岩。后期南部前陆

盆地群受安第斯造山运动影响，西侧发生隆升，自

西向东主要发育了陆相碎屑岩和海陆过渡相碎屑

岩沉积；北部盆地群受南大西洋海侵的影响，主要

发育海相泥岩沉积，推测局部可能发育浊流沉

积[18-19]。

（3）火山活动影响具有“北强南弱”的特点。阿

根廷海域盆地在裂谷期由于受到冈瓦纳大陆裂解

作用影响，南美洲南部以及非洲南部火山活动频繁

（以 Karoo 为典型代表）。北部盆地群离阿根廷

Parana 火山省及南大西洋洋壳较近，受到火山活动

影响较大，盆地地层中发育多期喷出岩，且地层中

SDR 特征明显；南部盆地群多以凝灰岩发育为主，

火山发育期次少，但总的来说，火山活动对阿根廷

海域盆地的储层带来较大的影响，储层是这些盆地

的主要勘探风险之一。 

3    石油地质条件对比
 

3.1    烃源岩条件

由于阿根廷海域盆地裂谷期受到强烈火山活

动影响，裂谷期地层主要为火成岩及火山碎屑岩，

同时期湖相烃源岩不发育。截至目前，阿根廷海域

仅在南部 3 个前陆盆地中有钻井揭示了下白垩统

断拗转换期发育的烃源岩，北部盆地未有钻井揭示

下白垩统烃源岩。这套下白垩统湖相或海相泥岩

为南部 3 个前陆盆地的主力烃源岩，其中湖相烃源

岩以圣豪尔赫盆地下白垩统 D-129 组为典型代表，

海相烃源岩以麦哲伦盆地下白垩统的 Palermo
Aike 组海相泥岩为典型代表。

圣豪尔赫盆地下白垩统 D-129 组湖相烃源岩

总有机碳（TOC）为 1%～3%，最高可达 7%；生烃潜

力（S1+S2）为 1～20 mg HC/g；氢指数（HI）为 100～
500 mg HC/g TOC，氧指数（OI）为 10～50 mg CO2/
g TOC，有机质类型为Ⅱ型（图 3）。在地震剖面上，

该套地层表现为低频连续平行强反射的典型湖相

烃源岩地震相特征，主要分布在盆地的中部凹陷

区。该套烃源岩在晚白垩世开始生烃，生烃门限约

为 2 000 m，烃源岩成熟度自盆地中心向四周逐渐

降低[20]。

麦哲伦盆地下白垩统 Palermo Aike 组海相黑

色页岩及同期泥岩沉积为该盆地的主力烃源岩。

其 TOC 为 0.6%～2%，最高可达 6%，有机质类型为

Ⅱ、Ⅲ型。该套烃源岩从白垩纪之后开始生烃，受

安第斯造山运动影响，盆地前渊带沉积加厚，加速

了烃源岩成熟，烃源岩成熟度自西向东逐渐降低，

现今已到了成熟-过成熟演化阶段。文献资料表明，

该套烃源岩分布范围可达 30 km 宽，平行于安第斯

山脉展布，盆地已发现的油气田主要来自于这套烃

源岩的贡献，具有很好的生烃能力[21-24]。

海域北部盆地群勘探程度较低，目前未有钻井

揭示下白垩统烃源岩。由于在烃源岩主要发育时

期的巴列姆期，北部盆地群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沉积

间断，可能影响和制约了该时期烃源岩的发育。 

3.2    储层条件

阿根廷海域北部盆地群中的塞拉多盆地、瓦尔

德斯和罗森盆地钻井均未揭示储层，科罗拉多盆地

有井钻遇了漂移期海陆过渡相砂岩储层，孔隙度平

均为 10%～15%[5]，由于未有油气发现，相关资料较

少。南部 3 个前陆盆地主力储层为白垩系砂岩，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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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圣豪尔赫盆地下白垩统 D-129组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20]

Fig.3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129 Formation in the Lower Cretaceous from San Jorge Basi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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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油气储量的 94%，其中，下白垩统油气占已

发现油气储量的 52%，上白垩统油气占已发现油气

储量的 42%[3]。

圣豪尔赫盆地主力储层为白垩纪拗陷期发育

的河流-三角洲相砂岩，在白垩系 4 套储层中以上白

垩统 CR 组和 ET 组为主力储集层，占总发现油气

储量的 83%，但由于受到凝灰岩发育的影响，整体

砂岩薄，横向不连续，给勘探开发带来一定的风险。

盆地陆上储量最大的 El Tordillo 油田，CR 组为主

力产层，埋藏浅，孔隙度为 10%～30%，平均孔隙度

为 15%；渗透率为（1～150）×10−3 μm2，平均渗透率

为（40～50）×10−3 μm2；单砂体厚度约为 5 m，且横向

不连续。油田由 100 多个小型油气田构成，共钻井

1 000 多口，采收率仅为 22%[25-27]。

麦哲伦盆地和马尔维纳斯盆地主力含油气储

层为下白垩统 Springhill 组，为一套断拗转换期的

三角洲-滨浅海相砂岩，砂岩发育广泛。马尔维纳斯

盆地钻井揭示砂岩厚度可达 100 m，砂岩物性较好，

孔隙度为 12%～32%，渗透率最高可达 6 μm2。在

麦哲伦盆地，Springhill 组占总发现油气储量的 95%；

在马尔维纳斯盆地，油气发现均位于 Springhill
组[5,28]。总的来看，相对于圣豪尔赫盆地，麦哲伦和

马尔维纳斯盆地储层不论是砂体厚度还是横向连

续性都要好一些。 

3.3    圈闭条件

由于北部盆地群和南部盆地群经历的构造演

化不同，导致盆地发育的圈闭类型也不同。在裂谷

发育时期，不论是南部盆地群还是北部盆地群均具

有地堑-地垒系统的地质结构特征，此时盆地主要发

育断背斜、断块圈闭（图 4）。随着安第斯造山运动

和 Scotia 板块的俯冲挤压，南部前陆盆地群具有隆

升挤压的地质结构特征，主要以发育背斜圈闭、断

背斜圈闭、披覆背斜及地层圈闭为主，如麦哲伦盆

地、马尔维纳斯盆地和圣豪尔赫盆地陆上[29]。北部

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群构造活动比较平静，断裂体系

不发育，推测塞拉多盆地和科罗拉多盆地漂移期主

要以岩性地层圈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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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圣豪尔赫盆地成藏模式

Fig.4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l of the San Jorge Basin
 
 

4    勘探潜力对比分析

通过对阿根廷海域北部被动大陆边缘盆地群

和南部前陆盆地群构造演化、地层充填、烃源岩、

储层和圈闭条件的对比分析，综合评价认为南部盆

地群成藏条件要好于北部盆地群，勘探潜力也优于

北部盆地群，主要体现在 3 方面。

（1）南部前陆盆地群地层沉积厚度大，成藏基

础好于北部盆地群。北部盆地地层厚度薄，SDR 特

征明显，而南部盆地地层厚度大，马尔维纳斯盆地

南部地层厚度最大可达 7 km，其成藏物质基础明显

优于北部盆地。

（2）南部前陆盆地含油气系统均已证实，而北

部盆地群几十口探井中，钻探地层包括古生界、中

生界和新生界，均未证实有烃源岩存在，推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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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在主力烃源岩发育时期经历了短暂的沉积间

断，而错过了有利的时机。南部 3 个前陆盆地有井

钻遇了下白垩统断拗转换期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中等−好，已达到成熟-高成熟演化阶段，具有一定

的生烃潜力。3 个盆地均已有油气发现，含油气系

统已得以证实。

（3）南部前陆盆地大型构造圈闭发育，更易于

形成大型油气田。前陆盆地受到西侧和南侧双重

俯冲挤压作用，在基底卷入的逆断层之上形成了众

多褶皱构造，是构造圈闭发育的有利区，油气在这

些构造内聚集成藏形成了诸多大中型油气田。而

北部被动陆缘盆地构造活动弱，断层不发育，构造

圈闭不发育，同时，岩性圈闭也缺乏深大断裂沟通

成熟烃源岩，成藏风险较高。

在南部麦哲伦、圣豪尔赫和马尔维纳斯 3 个前

陆盆地中，含油气系统均有井证实。麦哲伦盆地勘

探程度较高，且盆地海域大部分区域已被外方公司

占据，搜索剩余构造圈闭难度较大，新机会较少。

圣豪尔赫盆地海域含油气系统证实，但海域储层受

到凝灰岩发育的影响，储层薄，横向连续性差，且缺

乏形成大型构造圈闭的条件，整体认为潜力小，风

险大。相对而言，马尔维纳斯盆地勘探程度较低，

最大沉积厚度超过 7 km，具备成藏的物质基础，并

且盆地含油气系统已有钻井证实。

马尔维纳斯盆地探井仅 17 口，已有油气发现

可采储量为 1.75×107 m3，天然气占 94%，待发现资

源量为 2.07×107 m3。已有钻井揭示下白垩统海相

泥岩，厚度可达 150 m，TOC 为 3%～8%，Ⅱ型干酪

根。在盆地南部该套烃源岩已成熟，晚白垩世开始

生烃，中新世达到生烃高峰。该盆地已发现油气储

层为下白垩统海陆过渡相 Springhill 组砂岩，主要

分布在盆地中南部，厚度可达 100 m，储集物性好[5,30]，

孔隙度为 14%～30%，渗透率为（15～300）×10−3 μm2，

最高 2 250×10−3 μm2，但储层横向非均质性强。除

此之外，还有古生界基底古潜山砂岩、中白垩统砂

岩、古近系海底扇砂体等潜在储层。盆地的圈闭类

型以地层圈闭和挤压背斜构造圈闭为主。根据生

烃灶分布范围和储层分布区带初步分析后推测，盆

地中南部为有利构造带，或许将成为阿根廷未来的

勘探热点。 

5    结论与建议

（1）阿根廷经历了“古生代地块拼合-中生代 2

次解体-新生代俯冲”的构造演化过程，形成了现今

“西前陆-东被动陆缘”的盆地分布格局。三叠纪−
晚侏罗世冈瓦纳大陆解体，南美和非洲板块与南极、

澳大利亚板块分离，东南角 Weddell 海形成，阿根廷

发育了 NNW−SSE 走向的陆内裂谷盆地；早白垩世，

南大西洋自南向北打开，南美板块与非洲板块裂离，

在东部海域形成一系列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晚白垩

世，安第斯带的挤压构造活动开始，在中新世−上新

世达到高峰期，形成了西部陆上一系列弧后前陆

盆地。

（2）阿根廷海域 13 个盆地以 Malvinas-Agulhas-
Falkland 走滑断裂带为界划分为北部 6 个盆地和南

部 7 个盆地，通过南北盆地差异性分析认为南部盆

地成藏条件和勘探潜力均优于北部盆地。

（3）通过对南部 3 个前陆盆地勘探程度、地层

特征以及成藏条件对比分析，初步优选出南部马尔

维纳斯前陆盆地为剩余有利勘探区。马尔维纳斯

盆地具有较好的成藏物质基础，该盆地中南部为有

利构造带，此区域值得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或将成为阿根廷未来的勘探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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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ies of petro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key basins
offshore Argentina and exploration recommendations

XU Xiaoming, ZHANG Yingde, RAO Yong, WANG Wei, GAI Haiyang
（CNOOC Research Institute Ltd., Beijing 100028, China）

Abstract:  Argentina is rich in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superior in fiscal and tax terms. Large foreign oil com-
panies  and  Chinese  oil  companies  cooperate  with  Argentina  in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a's overseas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vestment. The 13 basins in the Argentine offsho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outhern  basin  group  and  the  northern  basin  group  by  transformation  faults.  The  southern  basin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foreland basin on the basis  of  the early rift  basin,  while the northern basin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basin on the basis of the early rift basin. Due to different basin types and tectonic evol-
utio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basin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conditions.  We  have  known  more  and  more  about  the  petro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Argentine offshore basin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on tectonic evolution, hy-
drocarbon,  reservoir,  seal,  trap  and  hydrocarbon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basin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etro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in southern foreland basins are better than the northern pass-
ive continental margin basin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Malvinas Basin has relatively good exploration
potential  because  of  its  lower  exploration  degree,  proven  petroleum  system.  It  is  assumed  that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 of Malvinas Basin with favorable structural belts, may be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focus in the fu-
ture.
Key  words:  Argentina  offshore;  foreland  basin;  comparison  of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petroleum  geological
conditions; explora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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