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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收集相关资料，结合气源岩、生储盖组合及圈闭特征方面的研究，对北海南部

盆地大型气田的形成条件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其形成的基本规律后得出：北海南部盆地气

源岩为上石炭统维斯特伐利亚阶煤系地层（Ｃ２２）；主力储层为赤底统砂岩，部分地区储层

为下三叠统砂岩；区域盖层为上二叠统蒸发盐岩。北海南部大型气田多为反转断裂构造

圈闭，其形成与分布的主要受控因素为石炭统气源岩分布及其成熟度、赤底统砂岩发育带

的分布以及区域性蒸发盐岩盖层的有效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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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位于欧洲大陆与不列颠群岛之间，盆地

面积约５２×１０４　ｋｍ２，是世界排名第４位的大型含

油气盆地。北海盆地的油气开发始于１９５９年 荷

兰巨大的格罗宁根气田的发现，其整个油气区域

分布特点为“北油南气”，大型气田主要分布在北

海南部盆地区。北海南部气区，探明天然气可采

储量１　７６４．７×１０９　ｍ３，其 中 下 二 叠 赤 底 统 占

８３％，若包括荷兰陆地上的格罗林根（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气田，则天然气可采储量为２８　２５７×１０８　ｍ３，其中

９２％分布在Ｐ１砂岩中［１，２］。表１介绍了北海南部

盆地主要气田的基本情况。

表１　北海南部盆地大气田地质数据（据文献［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ｉａｎｔ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

序号
油气田

名称
发现年代

可采储量

油／１０６ｔ 气／１０８　ｍ３

所属含

油气盆地

产层深度

／ｍ

圈闭

类型

产层

时代

产层

岩性
备注

１ 莱曼滩 １９６６　 １．４　 ３　４０３ 英荷盆地 ２　０００ 断背斜 Ｐ 砂岩 气田

２
因迪法莱

格布尔
１９６６　 １．４　 １　３３０ 英荷盆地 ２　５００ 断背斜 Ｐ 砂岩 气田

３ 休伊特 １９６６　 ２．８　 １　２２２ 英荷盆地 １　３００ 断背斜 Ｔ 砂岩 气田

４ 格罗林根 １９５９　 ２　５１４　 ２８　２５７ 德国西北 ２　７００ 断背斜 Ｐ 砂岩 气田

５ 安阿芬 １９６２　 ６８　 ７６４ 德国西北 ２　７００ 断背斜 Ｐ 砂岩 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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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背景

北海处于北大西洋板块东侧、欧亚板 块 的 西

缘，为大西洋东北部的边缘海。北海盆地占据了

西北欧盆地的主体部分，是西北欧克拉通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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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陆型裂谷盆地。该盆地西北为跨越北海的加

里东褶皱带，南部为华力西褶皱带，东面为芬挪地

盾和俄罗斯地台，东南面为阿尔卑斯褶皱带，周缘

国家包括：英国、挪威、丹麦、荷兰和德国等，面积约

５７．５×１０４ｋｍ２［４，５，６］。中北海隆起及林克—宾芬隆

起将整个北海区域划分为南北海盆地和北北海盆

地，其中北北海盆地为中新生代裂谷盆地，包括维

京地堑、中央地堑、默里湾盆地、福斯盆地、挪威丹

麦盆地、东设得兰台地、东设得兰盆地、霍达台地、
伊戈尔桑次盆地、维斯特兰隆起等构造单元；南北

海盆地为华力西褶皱前陆盆地，包括英荷盆地，西
北德国盆地和特萨尔隆起等构造单元（图１）。

图１　北海南部区域盆地及构造格架

Ｆｉｇ．１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２　区域构造演化

北海南部盆地包括其陆上延伸部分为华力西

褶皱前陆盆地，属于反转构造体制，盆地形成主要

与４个大的构造事件相关联，图２以地质时代的

顺序用略图简单地表示了该地区及其邻区的重要

地质演化事件，并对各个演化阶段的相关地质事

件作相关简述［７，８］。

２．１　加里东造山期

早古生代末期，受加里东褶皱造山作 用 的 影

响，北海地区形成了一组巨大的山系（图２ａ—ｃ），
使古北大西洋海槽于晚泥盆世关闭（图２ｄ），导致

劳亚 大 陆 的 增 生，褶 皱 加 固，北 海 加 里 东 基 底 形

成，随后的塌陷形成了北海南部的石炭系海岸平

原煤系地层。

２．２　华力西造山期

石炭纪末，大西洋南面海槽关闭（图２ｅ），华力

西山脉形成，处于山脉的前陆部位，从伦敦经南北

海至华沙一带形成二叠纪盆地。二叠纪初期，盆地

经历了短暂的拉张断裂和火山喷发后，形成了早二

叠世（Ｐ１）赤 底 统 沙 漠 湖 沉 积；晚 二 叠 世（Ｐ２）
发 生灾变性的海侵，形成镁灰统蒸发盐岩和碳酸

图２　晚元古代—早第三纪北海地区板块相对运动示意图 （据文献［４］）

Ｆｉｇ．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ｏ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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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岩多个旋回沉积，同时也形成了北海南部煤成

气极好的生储盖组合。

２．３　三叠纪新全球构造运动

三叠纪（或晚二叠世）的新全球构造运动，使北

大西洋裂谷作用开始（图２ｆ—ｇ），一个裂谷分支延

伸进入了北海。受该构造作用的影响，欧洲中西部

形成一个复杂、多向裂谷系统，该系统横切了华力

西褶皱带和持续沉降的二叠纪盆地。在北海南部

盆地区，早三叠世的断裂作用复活并发育了一系列

分散的、ＳＮ至ＮＮＥ—ＳＳＥ向的地堑，整个地区发

生了缓慢的区域性沉降，使得盆地沉积厚度持续增

加，该断裂活动一直持续到早侏罗世晚期。

２．４　侏罗纪到古近纪初反转构造

白垩纪末到第三纪初，非洲大陆逐步 向 西 欧

大陆靠近（图２ｈ），形 成 了 南 面 的 阿 尔 卑 斯 褶 皱

带。压应力传递到北海南部，致使该地区的盆地

发生了反转。北海南部盆地发生了２期主要的盆

地反转，第１期在侏罗纪末到早白垩世，第２期在

白垩纪末到古近纪初。基底断层被重新活化并带

有右旋走滑的性质，从而激发了该地区的另一期

的盐类构造活动。
始新世开始，北海整体进入构造活动 的 相 对

静止期，盆地演化主要受岩石圈冷却引起的热沉

降所控制（表２）。

２．５　北海南部盆地构造

北海南部盆地近东西走向，面积约为１５５　０００
ｋｍ２，盆地经荷兰、德国向东延伸至波兰境内。该

盆地属于反转构造体制（图３），是晚古生代为主的

煤成气盆地，北海南部盆地是北海地区主 要 产 气

区。
北海南部盆地主要包括了英荷盆地和西北德

国盆地，其中西部的英荷盆地包含了索尔 皮 特 断

陷、布罗德十四断陷、中荷兰断陷以及西荷兰断陷，
是北海南部气田的集中分布区。东部的西北德国

盆地的陆上延伸部分是荷兰和德国的主要气区。

表２　北海构造演化（据文献［９］）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９］）

９２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海洋地质前沿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图３　北海南部油气盆地剖面（据文献［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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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北海南部盆地大型气田形成条件

３．１　气源岩

北海南部气源岩是维斯特伐利亚阶煤系地层

（Ｃ２２），但发表资料相对较少。该煤系４个地层广

泛分布于北海南部盆地，分为Ａ、Ｂ、Ｃ、Ｄ　４层，主

要生气段为下 部 Ａ、Ｂ层，上 部 的Ｃ、Ｄ层 常 被 剥

蚀或变为 了 红 层。Ａ、Ｂ层 灰 色 层 段 以 三 角 洲 海

岸平原沉积为主，岩性为页岩夹砂岩和煤层，中间

夹有部分灰岩，厚度１　２００～２　５００ｍ。气源岩的

厚度跟岩性变化很大，估计煤层厚度占３％左右，
煤ＴＯＣ值大 于６０％，氢 指 数 约 为６０～２００ｍｇ／

ｇ。暗色 页 岩 干 酪 根 一 般 为Ⅲ型，ＴＯＣ值 超 过

１％。Ｃ２２ 气源 岩 在 北 海 南 部 分 布 广 泛，但 中 北 海

隆起（５５°３０′Ｎ）以 北 不 含 煤 层。Ｃ２２ 气 源 岩 的 生

气 曲线和成熟度（图４、图５）表明英荷盆地和西北

图４　北海南部地区威斯特伐利亚阶干酪根类型
（据文献［１０］）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ｋｅ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０］）

图５　威斯特伐利亚阶煤和页岩实验

生气量曲线（据文献［１０］）

Ｆｉｇ．５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ｇ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

Ｓｅａｍ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０］）

德国盆地的大部分地区Ｒｏ＞２％，是 可 靠 的 生 气

区。按照生烃曲线，当Ｒｏ为２％时，１００ｋｍ２面积

内每１０ｍ煤层的生气量约为１６０×１０９　ｍ３，而北

海南部气田分布在约４×１０４　ｋｍ２范围内，生气量

是不成问题的。

３．２　优质的生储盖组合

北海南部储层主要是赤底统风成砂 岩，以 沙

丘砂岩为最好（图６），孔隙度１０％～２４％，渗透率

为１～１　０００ｍＤ，北海南 部 盆 地 的 南 部 一 般 砂 岩

厚度在１００ｍ以上［１１］。除赤底统外，下三叠统底

部砂岩也是储层之一。
石炭纪末造山期，处于前陆的北海南 部 同 时

上升，上石炭统被不同程度剥蚀，造成赤底统砂岩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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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覆于Ｃ２２ Ａ、Ｂ层 气 源 岩 之 上，而 其 上 是 厚 达

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的镁灰统蒸发盐岩区域性封盖，组

成极了好的生储盖组合。由于蒸发盐岩的封盖，
下三叠统的储盖组合只在局部地区有意义（蒸发

盐岩发育差或断裂破坏）。

图６　索尔皮特区不同沉积相的孔隙度

与渗透率关系（据文献［９］）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ｌ　Ｐｅ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９］）

３．３　反转构造圈闭

北海南部主要有２期反转运动，第１期在侏

罗纪末到早白垩世，第２期在白垩纪末到古近纪

初。反转运动形成了一大批盐下层反转断裂背斜

圈闭，有的早期反转（如格罗林根，图７）晚期又增

大幅度；大 部 分 构 造 形 成 于 晚 期 反 转，如Ｌａｍａｎ
气田、拉温斯伯尔南气田、不倦气田（地垒为主、多
断块）。盐上层的三叠系圈闭一般是“空”构造，也
有一些小气藏，唯独赫威特气田（Ｔ１）是 一 个 约１
０００亿ｍ３储量的气田。在北海南部盆地，普通的

断裂无法通过盐层，上下２套断裂系统均在盐层

中消失，从而使得气在赤底统地层中能够长期保

存，但赫威特区盐层相对比较薄，被断层破损，从

而导致气体上蹿。

图７　格罗林根气田构造及剖面（据文献［１０］）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０］）

３．４　赤底统气田分布的控制因素

赤底统气田的分布范围，出现在上石 炭 统 气

源岩成熟区（一般Ｒｏ为１％～３％）、北 海 南 部 盆

地南部东西向延伸的赤底统砂岩发育带以及厚度

５００～１　０００ｍ以上的镁灰统蒸发岩发育区，以上

３个因素的 叠 合 区，就 是 目 前 赤 底 统 气 藏 的 分 布

区（图８）［１２，１３］。此 发 育 带 以 北，即 北 海 南 部 盆 地

的北部，赤底统砂岩变为页岩和盐滩相，无气藏发

现；此带以南由于蒸发盐岩变差，盖层以碳酸盐岩

（Ｐ２）为主，也没有赤底统气藏。

３．５　天然气运移形式

北海南部盆地多为赤底统气藏，主要 运 移 形

式是在粗层中反向再运移的Ｅ型模式，部分气藏

是在圈闭形成后持续补充天然气（如格罗林根），
部分气藏是断陷深部在侏罗系到下白垩统埋藏期

已经大量生气，然后先运移到断陷边部的高部位

地区聚集起 来，到 Ｋ２／Ｅ之 交 地 堑 处 发 生 强 烈 反

转（如索尔皮特断陷），使得原来地堑最深的地方，
反 转后变为隆起最高的地方，原来已聚集的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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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英荷盆地内赤底统砂岩各相带分布（据文献［５］）

Ｆｉｇ．８　Ｒｏｔ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ｓ－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ｅｓ　ｍａｐ　ｉｎ　Ａｎｇｌｏ－Ｄｕｔｃｈ　Ｂａｓｉｎ（ｆｒｏｍ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５］）

头再反 向 运 移 到 反 转 轴 部 的 圈 闭 中（如 莱 曼 气

田），还有 部 分 气 藏 是 漏 失 到 三 叠 系 圈 闭 中 聚 集

（如赫威特气田）。
由于该地区盐层的封盖良好，随着构 造 的 反

转变动，气在储层中来回运移仍然可以得到有效

的保存。

４　总结

北海南部盆地是北海主要的产气区，几 乎 所

有的大型 气 田 都 是 断 裂 构 造 圈 闭 模 式 的 巨 型 气

田，大型气田模式有以下主要特征：
（１）以Ｃ２２煤系地层为 气 源 岩，具 有 极 好 的 生

储盖组合，多 为 赤 底 统 风 成 砂 岩 直 接 不 整 合 覆

于源岩上，而其上 又 为 上 二 叠 统 蒸 发 盐 岩 封 盖。
这套生储盖组合 是 大 区 域 性 的，从 英 国 陆 上、经

北海南部到荷兰、德 国 一 直 到 波 兰，最 好 的 地 带

是荷兰和北海南 部。局 部 地 区 为 下 三 叠 统 储 盖

组合，由于盖层遭 到 破 坏，该 组 生 储 盖 组 合 的 意

义不大。
（２）北海南部盆地构造主要形成于晚白垩世

到 古 近 纪 盆 地 反 转 期，气 源 岩 最 大 埋 深 期 是 侏

罗—白垩纪，即气田构造多形成于排烃期之后，是
构造形成后再运移聚集的结果。

（３）北海南部气田多属于断裂构造圈闭的低

渗透块状砂岩底水气藏，气田多分布于石炭统气

源岩成熟区（一般Ｒｏ为１％～３％）、北 海 南 部 东

西向延伸 的 赤 底 统 砂 岩 发 育 带 以 及 厚 度５００～
１　０００ｍ以上的镁灰统蒸发岩发育区。

参考文献：

［１］　Ｇｌｅｎｎｉｅ　Ｋ　Ｍ．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Ｍ］∥Ｚｉｅｇｌｅｒ　Ｋ，Ｔｕｅｎｅｒ　Ｐ，Ｄａｉｎｅｓ　Ｓ　Ｒ．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

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ｎ－

２３



　第２７卷 第１２期 　　　　　　张菲菲，等：北海南部盆地大型气田形成条件

ｄ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５－１６．
［２］　白国平，郑　磊．世 界 大 气 田 分 布 特 征［Ｊ］．天 然 气 地 球 科

学，２００７，１８（２）：１６１－１６７．
［３］　ＩＨＳ　Ｅｎｅｒｇ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ａｓｉｎ［ＤＢ］．２００９（ｕｎ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ＰＤ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４］　叶德燎，易大同．北 海 盆 地 石 油 地 质 特 征 与 勘 探 实 践［Ｍ］．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　哈尔布特 Ｍ　Ｔ（美）．大油田地质学［Ｍ］．中国科学院兰州

地质研究所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６］　陆克政，朱筱敏，漆家福．含油 气 盆 地 分 析［Ｍ］．东 营：石

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Ｄ　Ｊ，Ｇｉｂｂｓ　Ａ　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　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Ｒｉｆｔ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８］　Ｇｌｅｎｎｉｅ　Ｋ．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Ｍ］．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０．
［９］　ＩＨＳ　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ｇｌｏ－Ｄｕｔｃｈ　ｂａｓｉｎ［ＤＢ］，２００９（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Ｄ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０］　杨祖序．欧 洲 北 海 大 中 型 天 然 气 田 形 成 条 件［Ｒ］．北 京：

中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研究中心，１９９３．
［１１］　Ｈｉｌｌｉｅｒ　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Ｔｈｅ　Ｌｅｍａｎ　Ｆｉｅｌｄ，Ｂｌｏｃｋｓ　４９／２６，

４９／２７，４９／２８，５３／１，５３／２，ＵＫ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Ｍ］．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ｅｍｏｉｒｓ，１９９１，１４（１）：４５１－４５８．
［１２］　Ｇｅｏｒｇｅ　Ｇ　Ｔ，Ｂｅｒｒｙ　Ｊ　Ｋ．Ｐｅｒｍｉａｎ（Ｕｐｐｅｒ　Ｒｏｔｌｉｅｇｅｎｄ）

ｓｙ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ａｓ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Ｍ］∥Ｚｉｅｇｌｅｒ　Ｋ，

Ｔｕｒｎｅｒ　Ｐ，Ｄａｉｎｅｓ　Ｓ　Ｒ．Ｐｅｔｒｏｌｅｕ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７：３１－６１．
［１３］　Ｌｅｅｄｅｒ　Ｍ　Ｒ，Ｈａｒｄｍａｍ　Ｍ．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Ｈａｒｄｍａｎ　Ｆ　Ｐ，Ｂｒｏｏｋｓ　Ｊ．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

ｖ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０，５５：

８７－１０５．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Ｆｅｉｆｅｉ，ＹＡＮＧ　Ｊｉｎｙｕ，Ｙ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７１，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ａｐ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ｏｉ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ｈａｌｉａ　ｃｏ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ｔｌｉｅｇｅｎｄ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ｓｏｍｅ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ｅｖａｐｏｒ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Ｍｏｓｔ　ｌａｒｇｅ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ｐ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ｇａ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ｔｌｉｅｇｅｎｄｅ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ｂｙ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ｅｖａｐｏｒｉｔｅ　ｃａｐ　ｒｏｃ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ｒｇｅ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３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