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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性选取东南沿海露头剖面１８条，采集２４５件南海盆地基底可能出现的岩性样品，测定其密度和磁化

率，建立各种岩性的密度磁化率交会图版，以此约束过井地震剖面和重磁异常的地质解释，总结出南海北部盆地

基底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和沉积岩４大类１１亚类岩性的地震重磁响应特征．应用重磁震岩性解释模型逐一对

南海盆地北部主干剖面进行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解释，从而实现了盆地基底岩性的平面填图．这种从盆缘剖面到盆

地内部、从岩石物性测量到地质地球物理综合解释的方法，在资料获取难度大、地质条件复杂的南海盆地基底地

质研究中，业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相信在其他盆地研究中也会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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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基底是盆地形成演化的物质基础，也与上覆盆

地的形成及其含油气性有关，因此是盆地基础地质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基底位于盆地主

力沉积层序之下、埋深大、钻井揭示少、研究难度大．

对于南海这样的海域（尤其是深水区）盆地尤为如

此．前人主要从南海基底的分布、组成及地球物理结

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刘以宣等（１９９４）
［１］依据南海围

区地质及重磁资料研究认为南海变质基底基本轮廓

是由中央向周缘自老变新的拼盘式褶皱基底．刘海

龄（２００４）
［２］在综合分析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

古生物学等多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南海西北部控制

新生代沉积盆地的基底做了研究．郝天珧（２００９）
［３］

利用磁异常小波处理及反演对磁性基底进行了研

究，认为海盆南北两侧的磁性基底宏观特征存在一

定差异，并不完全对称，从拉张模式来看，可能为纯

剪与单剪模式的混合．此外，通过钻井揭示的火山岩

及其与盆缘露头剖面的对比研究，在南海盆地（中）

新生代火山岩特征［４，５］、成因［６，７］和构造背景［８～１０］等

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果．通过对区域地质研究及地

球物理资料的各种处理及解释［１１～１３］，证实了南海东

北部前新生代盆地的存在，并且对中生界石油地质

条件也做了很多研究工作［１４，１５］．陈洁（２０１０）对南海

重磁异常做了大量的计算反演［１６，１７］．另有学者通过

对南海区域的速度结构［１８，１９］、重磁场处理［２０，２１］对南

海的地壳及基底结构做了研究．周蒂（２００６）
［２２］计算

重力异常水平总梯度值并结合深反射资料，证实了

南海北部中生代俯冲增生带的存在．还有学者对中

生代古地理、构造演化及沉积盆地做了详细研

究［２３～２５］．另外，陈洁等（２００７）
［２６，２７］对南海油气资源

潜力做了研究，认为南海的油气勘探前景巨大，但也

同时指出我国海上勘探开发技术，尤其是深海领域

仍然比较落后，制约了我国海洋石油的发展．

基底作为盆地演化的基础，对油气勘探十分重

要．但是南海盆地基底埋深大，上覆巨厚新生代地

层［２８］，钻遇基底井少，而且在大面积的深水区（水深

大于３００ｍ，图１）没有钻井，获取资料难度大，地震

资料在基底以下信噪比低，这些实际状况是导致南

海基底研究难度大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现有（尤

其是新获取的）重磁震资料尚没有充分用于基底研

究．笔者基于南海地区基底海陆连片的地质条件，

充分利用新的重磁震和钻井资料，以南海北部盆地

陆缘区野外剖面研究和岩样密度与磁化率测量为基

础，约束地震剖面和重磁解释，研究南海北部盆地基

底岩性的地震重磁响应特征，进而实现了全区的基

底岩性平面成图．这些方法和研究流程在南海盆地

基底研究中显示出综合性和实用性的优势，相信对

其他类似盆地研究也会有借鉴意义．

２　南海北部陆缘剖面区岩石密度及磁

化率特征

虽然南海北部钻遇基底的钻井少、采样难度大、

图１　南海北部钻井、地震剖面及陆区采样点位置分布图．

ＡＡ′和ＢＢ′分别是图３和图４地震测线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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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类型揭示不全，但从已有资料分析及其与盆缘

的对比，仍可说明南海北部盆地基底是华南大陆基

底向海的延伸部分，它们具有相同的基底组成和构

造演化特点［１，２］．笔者在福建、广东和海南精选出１８

条野外地质剖面进行测量，对采集的２４５件南海盆

地基底可能出现的岩性标本进行室内密度及磁化率

的测量，并通过岩石薄片鉴定后筛选出２３４块岩石

样品，按密度磁化率关系对所有岩石进行了分区，

结果见图２和表１．

四大类岩性的密度及磁化率分布特征：

①火山岩类：玄武岩具有中强的磁化率（（１２５～

７００００）×１０－６ＳＩ），但密度变化范围较大．这主要取决

于玄武岩的气孔发育程度，当气孔发育时其密度较小．

安山岩也具有中强磁化率（（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０
－６ＳＩ），

图２　东南沿海岩石密度磁化率交会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ｃｋ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ｌｏ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ｃｏａ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

表１　岩石密度磁化率分级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犮犽犱犲狀狊犻狋狔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狊狌狊犮犲狆狋犻犫犻犾犻狋狔

分级区号
密度、磁化率

分级

密度ρ（ｇ·ｃｍ
－３）

磁化率κ（４π×１０－６ＳＩ）
样品总数 岩石类型（测试样品数）

Ⅰ
低密度、

中强磁性
ρ＜２．１

３０００＜κ＜１００００
１１

玄武质凝灰岩（６）、气孔玄武岩（２）、流纹质凝灰岩（２）、

安山质凝灰岩（１）

Ⅱ
中密度、

无磁性
２．１＜ρ＜２．７

０＜κ＜１００
５５

泥岩（５）、石英花岗岩、花岗斑岩（８）、千枚岩（１３）、

白云母片麻岩（１１）、白云母片岩（９），石英正长岩（９）

Ⅲ
中密度、

弱磁性
２．１＜ρ＜２．７

１００＜κ＜７００
３８

砂岩、砾岩（１４）、千枚岩（２）、白云母斜长片麻岩（４）、

白云母片岩（５）、花岗斑岩（３）、安山岩（４）、黑云母斜长片麻岩（４）、

石英花岗岩（２）

Ⅳ
中高密度、

中强磁性
２．１＜ρ＜２．８

７００＜κ＜３０００
８０

玄武岩（３８）、黑云母正长花岗岩、黑云母石英二长岩（１０）、含黑云母

流纹岩（５）、片麻岩（５）、黑云母片岩（２）、闪长玢岩（４）、黑云母长石

片麻岩（６）、安山岩（１）、流纹质凝灰岩（１）、安山岩（１）

Ⅴ
中高密度、

极高磁性
２．４＜ρ＜２．７

κ＞１００００
２２

黑云母（角闪石）花岗岩（９）、闪长玢岩（７）、

闪长岩（１）、玄武岩（５），辉长岩（２）

Ⅵ
高密度、

极高磁性
２．７＜ρ＜３．０

κ＞１００００
１８

闪长玢岩（１１）、橄榄玄武岩（４）、磁铁矿闪长岩（１）、

黑云母角闪片岩（１）、辉长岩（１）

Ⅶ
中高密度、

逆磁性
２．４＜ρ＜２．８

κ＜０
１０ 花岗质伟晶岩脉（５）、微晶灰岩（３）、石英岩（２）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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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密度．流纹岩磁化率变化较大（（５０～

５２００）×１０－６ＳＩ），既有中强磁性的，也有无磁性的．

而密度普遍偏高．但总体上还是玄武岩磁化率明显

高于流纹岩．这与文献［３］报道的流纹岩磁化率低的

结论在总体趋势上相似．然而，研究样品中含有一定

量磁铁矿的流纹岩都显示较高的磁化率（（３２００～

５２００）×１０－６ＳＩ）．凝灰岩类，不管是玄武质、流纹质、

还是安山质，都具有较强的磁化率，但是密度普遍小．

②侵入岩类：花岗岩磁化率变化很大（（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６ＳＩ），从无磁性到强磁性均有分布．二

长花岗岩、石英花岗岩、石英正长岩为无磁性，且密

度变化范围小．闪长岩具有中高密度和极高的磁

性．中基性的岩脉、黑云母花岗岩具有很高的磁化

率，且都具有较大的密度．花岗质伟晶岩脉具有中密

度逆磁性．

③沉积岩类：磁性普遍低（（－１５～５２０）×１０
－６

ＳＩ），基本上是无磁性或弱磁性的．岩屑长石砂岩是

沉积岩中磁性最强的，也仅为弱磁性．泥岩、粉砂岩

和砾岩为无磁性．微晶灰岩具有中密度逆磁性．

④变质岩类：磁化率变化大（（－１５～２００００）×

１０－６ＳＩ），岩石磁性与原岩类型及变质程度有关
［２９］，

通常副变质岩（原岩为沉积岩）磁性与沉积岩相似，

比较弱；而正变质岩（原岩为火成岩）则磁化率变化

较大．黑云母片麻岩、黑云角闪片岩因其含有黑云母

和角闪石而具有强磁性．千枚岩、白云母片岩和白云

母片麻岩均具有较低的磁化率，因其原岩为低磁性

的沉积岩、中酸性火山岩碎屑岩或中酸性侵入

岩［１２］．变质岩密度普遍较大，这是变质作用过程中

压力作用的结果．石英岩具有逆磁性．但也有部分含

有大量石英的片岩、片麻岩，因其含有铁镁质矿物，

而具有中强磁性．

３　南海北部基底岩性地震重磁响应

特征与综合识别

３．１　基底岩性钻井揭示情况和重磁异常基本规律

南海北部火山岩从中生界到新生界均有钻遇，

中生界火山岩主要以酸性为主，新生界主要以基性

玄武岩为主，也有少量中性及酸性火山岩．侵入岩钻

遇最多的是侏罗纪白垩纪酸性岩，以晚白垩世花岗

岩为主．沉积岩类在琼东南盆地钻遇了古生界的灰

岩，珠江口盆地东部钻遇了中生界的泥岩、砂岩、砂

砾岩．钻遇的变质岩主要以古生代和中生代的片麻

岩、变质砂砾岩及石英岩为主．

根据对东南沿海大陆野外岩石磁化率及密度测

定的结果，认为南海北部磁异常主要是具有强剩磁

的侵入岩和火山岩及切入到岩体中的基性岩脉引

起，并且磁性从酸性中基性基性具有逐渐增加的趋

势．南海北部基底岩性和新生代火山岩具有很明显的

磁异常规律．密度也有相同趋势，但不如磁性明显．密

度重叠区域较大，区分度较低．熔岩因气孔发育程度

不同而使密度变化较大，而侵入岩密度则较为稳定．

在解释地震剖面时，地震相单元给出反射特征，

熔岩类的基性中性酸性火山岩地震反射特征都非

常相似，但是基性中性酸性火山岩的磁性却具有

较大差异，因此依靠磁力异常可以大致区分岩性．南

海北部盆地基底的侵入岩大多数是晚燕山期，并且

部分具有很强的磁性．根据钻井和化极磁力异常对

比，发现在侵入岩区磁异常普遍高、跳跃性大、幅值

变化也大，花岗岩和闪长岩都呈现这样的特点．

３．２　基底岩性地震重磁响应特征

对不同岩石类型的地震重磁特征分析，合理利

用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可提高岩性解释的精度．通过

研究，总结出了南海北部盆地基底４大类１１个亚类

岩性的地震重磁响应特征（见表２）．

３．３　基底岩性地震重磁综合识别

（１）ＡＡ′剖面

ＡＡ′剖面位于珠江口盆地中部，全长１９４ｋｍ，

由西北向东南经过北部隆起、西江凹陷、恩平凹陷、

番禺低隆起．根据地震反射特征，识别出三个主要反

射界面，即Ｔｇ、Ｔｍ、Ｔｐ，见图３．通过区域地质研究，

认为Ｔｇ反射界面是前新生代的顶面，Ｔｍ是中生界

底面，Ｔｐ为古生界底面．

ＴｇＴｍ构造层内部主要为亚平行、杂乱状反

射，中强振幅弱振幅，高频中低频，连续性中等，顶

部局部见褶皱，推测该层为中生代沉积岩．ＴｍＴｐ

构造层内部反射结构为亚平行、杂乱反射，中强振

幅弱振幅，低频，连续性差，重磁表现为局部低值，

根据珠江口西部钻井钻遇早古生代的变质石英砂岩

（ＹＪ３５１１、ＹＪ３６１１）和早古生代变质粉砂岩（ＫＰ１

１１）
［３０］，推测该层主要为古生界变质砂砾岩．而Ｔｐ

以下推测为前寒武纪低磁性片麻岩，可能是白云母

片麻岩．

在０～８０ｋｍ处，基底以下地震反射外部形态

为丘状，内部反射结构为杂乱状、板状，不连续，中强

振幅．重磁异常表现为重力异常高，磁力异常高，Δ犜

值在０～２００ｎＴ之间．根据ＺＪＫ２１和ＺＪＫ２３井钻

遇晚白垩世黑云母花岗岩，推测Ｔｇ以下的隆起主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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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南海北部基底岩性地震重磁响应特征

犜犪犫犾犲２　犛犲犻狊犿犻犮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犳犻犲犾犱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犫犪狊犲犿犲狀狋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狔犻狀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犲狉狀犛狅狌狋犺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犫犪狊犻狀

岩性
地震反射特征

外形 边界 内部

密度磁化率分级区

（据表１）

重磁特征

空间重力异常特征 化极航磁异常特征
典型实例

火

山

岩

（１）玄武岩

楔状

丘状

席状

透镜状

顶面：强中振幅，连续断

续，断线状

底面：强中振幅，断线状

倾斜层状反射特征，局部

连续，呈断线状强中振

幅．终止于断层

主要分布在Ⅳ区和

Ⅰ区．为中高密度

中强磁性．（其中Ⅰ

区主要为气孔很发

育的玄武岩）

由于多为新生代玄武岩，

因此埋深不是很大．一般

具有正重力异常，为局部

重力高；变化受埋深以及

地形起伏影响较大

磁力异常普遍为正高值．

具有高剩磁，局部磁力

高．幅 值 变 化 大，跳 跃

性大

（２）安山岩

楔状

席状

透镜状

顶面：中弱振幅，断线状

底面：弱振幅，模糊，难以

确定

倾斜层状反射特征，杂

乱，局部连续，中弱振幅

主要分布在Ⅲ区．中

密度弱磁性

重力异常局部重力高；受

埋深以及地形起伏影响

较大

磁力异常正负都有，异常

幅值不大，一般小于玄武

岩的异常值．在－１００～

１００ｎＴ之间变化

（３）流纹岩
楔状

席状

顶面：强中振幅，连续

底面：中弱振幅，连续

呈倾斜层状反射，杂乱

状、拖网状，中强振幅

由于流纹岩样品中

含有磁铁矿，导致磁

化率高，分布在 Ⅳ

区．根据文献［３］则

应分布在Ⅱ、Ⅲ区

重力异常局部高；受埋深

以及地形起伏影响较大

磁力异常幅值变化不大，

常呈现负值．跳跃性较大

（４）凝灰岩
层状

丘状

顶面：强中振幅，不连续

底面：难以确定

中弱振幅，杂乱，弱层理

反射．内部偶见强振幅同

相轴，可能为熔岩夹层

（见右图）

分布在Ⅰ区．低密度

中强磁性

重力异常偏低，局部重

力低

基本上磁力异常值较高，

但是总体上还是低于玄

武岩的磁异常，并且受规

模限制，磁异常规模也

较小



续表２

岩性
地震反射特征

外形 边界 内部

密度磁化率分级区

（据表１）

重磁特征

空间重力异常特征 化极航磁异常特征
典型实例

侵

入

岩

（５）黑云母

花岗岩

闪长岩

（６）石英正长岩

二长花岗岩

石英花岗岩

丘状

宝塔状

顶面：反射通常都是强振

幅，正极性，连续性较好，

反射平滑，但是也有可能

是不规则反射特征；

底面：无底或很少确定

杂乱状、空白反射，局部

为乱岗状，不连续，局部

连续性差，中强振幅、弱

振幅

主要分布在 Ⅳ、Ⅴ

区．中高密度强极

强磁性

在Ⅱ区、Ⅲ区均有分

布．中高密度无或

弱磁性

重力异常，局部重力高；

与侵入规模有直接关系

侵入岩磁异常普遍较大，

高值可达５００ｎＴ．局部高

值．跳跃性大

磁力普遍局部低值，到

－２００ｎＴ．跳跃性大

变

质

岩

（７）片麻岩

片岩

（８）千枚岩

板岩

板状

断箕状

层状

顶面：强中 振 幅，假 整

合、反射削截

底面：难以确定

内部为亚平行、乱岗状、

波状，连续性中等、连续

性差不连续，中强振幅

和中振幅为主，局部弱振

幅

主要分布在Ⅱ区、Ⅲ

区．中密度弱磁性．

在Ⅳ区中也有少量

分布，主要是与原岩

关系密切

由于变质岩埋深较大，重

力异常受上覆地层影响

较大，在重力异常无明显

特征．部分埋深较浅的，

可出现局部高值异常

受埋深及原岩的影响，磁

力异常变化较大，并且变

质作用对磁性影响大，导

致跳跃变化大

磁力异常低，变化平缓

（９）石英岩

板状

丘状

层状

顶面：强 振 幅，连 续 性

一般

底面：难以确定

呈亚平行、乱岗状、波状，

连续性中差，中强振幅，

局部弱振幅

主要分布在Ⅶ区．中

密度逆磁性

由于变质岩埋深较大，重

力异常受上覆地层影响

较大，在重力异常无明显

特征

局部磁力低，变化平缓

沉

积

岩

（１０）灰岩
丘状

剁状

顶面：通常为强振幅，较

为连续，常呈现削蚀

底面：很少能被识别

杂乱，乱岗状反射，中强

振幅，连续性差

主要分布在 Ⅶ 区．

中高密度逆磁性

由于多为古生界灰岩，密

度较大，重力异常为正

值．常呈现局部重力高

局部磁力低，变化平缓

（１１）砂岩

砾岩

粉砂岩

泥岩

层状

顶 面：中强 顶 超／削 蚀

（黑色箭头所指）

底面：难以确定

内部平行、亚平行，大倾

角反射，连续性好中等，

中弱振幅

主要分布在Ⅱ区．中

密度无磁性

重力异常变化与起伏有

关，变化平缓．
局部磁力低，变化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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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珠江口盆地ＡＡ′剖面地质地球物理解释（位置见图１）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ＭｏｕｔｈＢａｓｉ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１）

图４　琼东南盆地ＢＢ′剖面地质地球物理解释（位置见图１）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Ｂ′ｐｒｏｆｉｌｅ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ＨａｉｎａｎＢａｓｉ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ｇ．１）

要为黑云母花岗岩．在４０～５０ｋｍ处，在推测的花

岗岩体上部的楔状反射体，内部倾斜层状反射特征

为局部连续，呈断线状，强中振幅；并且化极磁力异

常呈现局部高值，重力局部高值，与玄武岩地震重

磁响应特征非常吻合，且ＺＪＫ２１井钻遇玄武岩，因

此综合解释为玄武岩．值得注意的是，磁异常高点偏

向玄武岩的右侧，说明更强的磁性体存在于玄武岩

右侧的花岗岩中，很可能是与玄武岩浆活动有关的

一系列基性岩脉．

在１１０～１９４ｋｍ处，番禺低隆起基底以下地震

反射外部形态为丘状，内部反射结构为杂乱状、板

状，不连续，中强振幅．重磁异常表现为重力和磁力

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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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高，Δ犜值在０～３００ｎＴ之间，推测为黑云母花

岗岩．在此花岗岩体上部有一楔状地震反射体，内部

倾斜层状反射，局部连续，强中振幅；并且化极磁力

异常有个明显高值，达３００ｎＴ，因此推测为玄武岩

体．同样，在与磁异常高值对应的下伏花岗岩内，也

可能存在基性岩脉．

（２）ＢＢ′剖面（图４）

ＢＢ′剖面位于琼东南盆地中部，全长２５３ｋｍ，由

西北向东南经过松西凹陷、松涛凸起、松南凹陷、松

南低凸起、北礁凹陷、北礁凸起、永乐凹陷、南部隆

起．根据钻井揭示（ＱＤＮ１１，ＱＤＮ１３），琼东南盆地

缺失中生界地层，而根据西永１井（位置见图１）钻

穿新生界地层后钻遇了元古界的片麻岩［３１］，推测在

盆地南部则部分缺失中生界地层和古生界地层．

在０～２０ｋｍ 处，松西凹陷北侧，基底深度最

小，双程走时深度在０．２５～０．７５ｓ之间．在基底Ｔｇ

构造层以下约有０．３ｓ厚的弱反射层，连续性好，振

幅弱中，低频．重磁特征表现为低磁异常，Δ犜 值在

－２９０～－１９０ｎＴ之间，重力异常低，变化平缓．该

套反射层在琼东南盆地北部至海南岛之间大面积分

布，根据琼东南盆地ＱＤＮ１１，ＱＤＮ１３井和海南岛

三亚等地大量发育有古生代碳酸盐岩和变质砂砾

岩，推测这套０．３ｓ厚的弱反射层为古生代碳酸盐

岩和变质砂砾岩组合．在这套弱反射层下部至 Ｔｐ

构造层之间约有１ｓ厚的强反射层，局部可见亚平

行反射结构，中强振幅，高频，连续性差，推测为古生

代的变质岩，可能为变质砂砾岩．Ｔｐ构造层以下为

杂乱反射，推测可能为元古代片麻岩．

在２０～７０ｋｍ处，松西凹陷、松涛凸起之间，基

底以下地震反射外部形态为丘状，内部反射结构为

杂乱状、板状，不连续，中强振幅．重磁异常表现为重

力异常高，磁力异常高，Δ犜 值在－１００～３０ｎＴ之

间．根据ＱＤＮ１２井钻遇情况，Ｔｇ构造层以下的隆

起主要为花岗岩．在海南印支期花岗岩体（尖峰岭岩

体）中发育大量的白垩纪基性岩脉，并有磁高异常，

因此推测在断裂附近有基性岩脉发育．

在７０～１５５ｋｍ处，松南凹陷、松南低凸起和北

礁凹陷之间，基底双程走时深度大于４．５ｓ．Ｔｇ构造

层以下为中强反射层，内部反射结构为乱岗状、杂乱

状，连续性差．重力异常随基底埋深和海水的增大而

降低，变化平缓；磁力异常低，Δ犜值在－１５０～０ｎＴ

之间，变化平缓．根据上述特征，推测基底岩性主要

为古生代的变质砂砾岩．

在１５５～２３０ｋｍ处，北礁凸起、永乐凹陷一直

到南部隆起北部，新生界沉积层之下，地震反射的外

部形态表现为宝塔状、尖峰状、锥状，内部为斜层或板

状反射，中强振幅，其底面难以确定．在２００～２３０ｋｍ

处为海底山．与凸起对应位置表现为重力高异常；磁

力异常高低变化较大，Δ犜 值在－１３０～１５０ｎＴ之

间．推测其岩性为玄武岩．海山对应的位置磁力异常

为局部极小负值，根据金钟（２００３）研究南海中部海

盆分布的众多海山的磁异常特征，认为南海海山是

由于多期火山作用所形成的，为非均匀磁性体［３２］，

因此会出现海山对应于异常负值．但在海山左侧且

有异常高值，推测其下有基性岩脉侵入．

在２３０～２５３ｋｍ处，在南部隆起（西沙隆起）的

南部，基底Ｔｇ构造层以下为亚平行、乱岗状、杂乱

状反射，连续性差中等，中强振幅．重、磁异常均有

降低的趋势．根据西沙隆起西永１井钻井揭示情况，

推测该套地层以元古代的片麻岩为主，且后期沿断

裂有基性岩脉侵入．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南海北部陆区岩石样品密度和磁化率测量

分析而建立了密度与磁化率的７个分区．把重磁与

地震结合起来，在过井剖面上可识别出４大类１１个

亚类的盆地基底岩性．各种基底岩性的地震重磁响

应识别特征，规律如下：

（１）火山岩类：可识别出４亚类（流纹岩、安山

岩、玄武岩和凝灰岩）．熔岩类在地震反射特征上十

分相似，单从地震特征难以区分，但是由于磁化率的

区分，可以识别出火山岩的三类熔岩，即玄武岩、安

山岩、流纹岩．凝灰岩类密度低，常呈现局部重力异

常底，磁性比熔岩类低，比沉积岩高．

（２）侵入岩类：可分为２个亚类．地震反射特征

难以区别其岩性．常呈现局部重力高值，结合磁性区

别，黑云母花岗岩和闪长岩高磁性为一类．石英正长

岩、二长花岗岩和石英花岗岩低磁性为一类．

（３）变质岩类：分为３亚类，即板岩和千枚岩，片

岩和片麻岩，石英岩．前两类地震上难以区分，主要

是根据分布的层位及磁性特征识别．第一类无磁性

或弱磁性，第二类具有较强磁性．第三类在地震特征

与前两类具有明显区别，而且磁性低．

（４）沉积岩类：分为２亚类，即碳酸盐岩为一类，

砾岩、砂岩、粉砂岩及泥岩为一类．这两类地震反射

特征具有明显识别标志，再辅助以弱磁性特征，区别

于其他岩类．

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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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震剖面解释，我们还取得了对南海北部

盆地基底的几点认识：向中央海盆方向玄武岩海山

发育．剖面 ＡＡ′显示，珠江口盆地基底具有三层结

构，即中生界、古生界、前寒武系．剖面ＢＢ′显示，琼

东南盆地基底中生界地层仅有零星分布，大部分缺

失；而在盆地南部古生界也缺失，导致基底结构更为

复杂．因此认为琼东南盆地基底结构与珠江口盆地

基底结构具有明显不同的演化历史，相关问题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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