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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要 下扬子地 区为我国南方重要油气勘探区
,

圣科 1 井位于下扬子苏南句容盆地
.

以其 R 。 为古

温标的热史恢复结果表明
,

苏南地区整个古生代海相盆地发育阶段热流值相对低而平 稳 ; 印支
一

早中

燕山期
,

基底热流值有所升高 ; 晚燕山期热流值大 幅度升高
,

早 白玺世末达到最高古热流 (8 4 m w
·

m
一

2 ) ; 进入晚白里世
,

热流值开始 降低
,

盆地冷却
.

盆地演化经历 了加 里东
、

印支
、

燕山
、

喜山四

大构造抬升事件
,

其造成的不整合面上地层剥蚀量分别为 4。。
,

7 00
,

2 5 0。
,

8 50 m
,

不 整合面 对应地

史时期基底古热流值分别为 57
,

67
,

8 4
,

5 8 m w
·

m
一 2

.

生烃史正演计算表明
,

下古生界烃源岩经 历

过多期生烃
,

但二叠系和下 三 叠统烃源岩只经历 了一期生烃过程
.

盆地沉降史和剥蚀量估算结果分析

认为
,

苏南地 区 K Z 一 E 伸展盆地发育阶段表现为弱拉张
,

伸展阶段盆地最大沉 降量在 l 0 0 0 m 左右
.

从

热史
、

构造沉 降史和烃 源岩成熟度史综合分析
,

苏南地区
“
二次生烃

”

的条件不利
.

关键词 苏南句容 圣科 1 井 构 造
一

演化 烃源岩成 熟度史 二次生烃

下扬子地区是我国南方重要油气勘探区之一
,

以

通扬隆起为界
,

其北为苏北盆地
,

其南称苏南地区
.

圣科 1 井位于下扬子苏南地区句容盆地
,

从海相构造

区划
,

属于南陵
一

句容推覆构造带 (图 1)
.

该井是以解

剖江苏下扬子区中
、

古生界地下地质情况为主
,

并侦

查中
、

古生界海相地层含油气性为目的的科学探井
,

它在中国南方海相油气勘探 中占有重要地位
.

圣科 1

井钻井地质剖面揭示的地层有中
、

上寒武统
,

下奥陶

统
,

下志留统
,

上泥盆统
,

二叠系
,

上三叠统及上白

奎统
.

但上二叠统龙潭组就重复出现四次
,

下三叠统

青龙组重复出现 3 次
.

构造剖面揭示该区地质构造
、

地层变形
、

变位十分复杂
,

证实为一经过强烈推覆
、

挤压形成的倒转向斜
.

复杂的构造型式与地层重复无疑给该井 的地史

与热史恢复带来 困难
.

但作 为一 口科学探井
,

又为

苏南地区 惟一一 口 有 比较 系统 的古温 标测试 数据

(镜质体反射率 ) 的钻井
,

对其进行热史恢复
,

获得

准确的热史参数也就尤显珍贵
,

将为苏南乃至整个

下扬子地 区油气勘探提供区域构造
一

热演化史方面的

基础数据和烃源岩成烃史资料
,

对 区 内油气成藏研

究和勘探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

1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作为下扬子板块的一部分
,

苏南地 区基底具有

下扬子基底的特征
,

由双重结构的前震旦系变质基

底组成
,

其下层基底 由深变质的太古界及下元古界

组成
,

上层基底为浅变质上元古界板溪群及相当地

层组成
.

下扬子区的基底与典型的古老克拉通盆地

基底有别
,

形成时间较晚
,

固化程度不高
,

是其构

造活动性强 的因素之一 关于下扬子地 区的构造演

化史
,

许多作者从不 同的角度做过论叙
,

但基本一

致 认为下扬子地区经历了早
、

中三叠世 以前的稳定

2 0 0 4一 0 9
一

0 3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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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无为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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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陵

图 l 圣科 1 井构造位置 图

沉降
、

晚三叠世至早 白玺世的挤压推覆
、

晚白噩世以

后的拉张断陷
、

喜山期的隆升等构造演化历程巨`三
.

2 热史恢复

2
.

1 热史恢复原理与方法

关于沉积盆地热 史恢复的原理过去已有过许 多

文献详细论叙过 , 7圣
.

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基 本模

式
,

一 是以研究区 域热背景为 目标
、

以与盆地 成因

相联系的地质地球物理模型为依据
、

以有 限差分或

有限元数值方法 为手段的岩石 圈尺度 上 的热史模

拟 ; 二是以研究盆地热演化史 (热流史与地温史 ) 为

目标
,

以盆地沉积
、

构造演化 史为依据
、

以古温标

反演计算为手段的盆地尺度上的热史模拟
.

基于古温标的盆地热史恢复方法主要有随机反

演法
、

古地温梯度法和 占热流法司
.

考虑到研究区

内现有古温标数据的实际情况
,

本文采用古热流法

进行热史恢复
.

上述 3 种热 史恢复方法
,

文献 仁5〕

已有详细介绍
,

在此仅就古热流法做一简单介绍
.

占热流法的出发点是影响地层温度史 的因素是

已知的
,

目
.

是可 以定量描述的
.

影响地层温度史的

主导因素包括
:

盆地热流史和地层埋藏史
.

一旦盆

地热流史和地层剥蚀厚度己知
,

即可通过对地层埋藏

史的恢复来模拟与之相伴随的非稳态热过程
,

从而重

建地层温度史闪
.

因此
,

占热流法热史反演的变量并

非样品或地层的温度史
,

而是盆地热流史和不整合面

地层剥蚀量
,

因而古热流法是一种间接反演法
.

反演过程中
,

采用 的镜质体反射率正演模型为

平行化学反应模型叫
,

采用 的计算机软件是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与英 国帝国理工大学合

作
,

在中文 W i n d o w s 平 台 上开发 出的着重盆地热

史恢复的
“

油气盆地热史恢复模拟系统
,

T h e r
m d)<

e l f o r

W i n d o w s , , .

2
.

2 钻井地质数据文件的建立

应用
“ T h

e r m o d e
l f o :

w i n d o w 、 , ,

进行钻井热史反

演
,

钻井地质数据文件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

建

立钻井地质数据文件的基本原则是以钻井所在构造单

元的沉积
、

构造演化背景为基础
,

合理划分构造层和

确定不整合面
.

圣科 1 井钻井地质剖面所揭示的地层

赋存状况与构造样式非常复杂
,

要想尽量接近真实地

恢复其埋藏史
,

在建立地质数据文件时必须全面考虑

构造演化
、

地层赋存
、

构造样式以及逆冲推覆与断层

作用
.

首先
,

从区域构造运动考虑
,

广西运动
、

印支

运动
、

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在下扬子区均有较强的表

现
,

从而由下至上
,

可划分出四大构造层
.

其次
.

根

据地层缺失情况
,

在大构造层之内再划分次级构造层

和不整合面
.

下古生界缺失晚奥陶世与晚志留世地

层
,

故将早古生代划分两个次级构造层
; 上古生界缺

失孤峰组与大隆组沉积
,

从而也划分出两个次级构造

层
.

最后
,

考虑到印支运动以后情况复杂
,

同一时代

的地层多次重复出现
,

确认何者为原地体
,

何者为推

覆体以及推覆作用发生的时间至关重要
.

圣科 l 井卷

入重复的地层为二叠系龙潭组和三叠系青龙组
,

将所

有重复出现的地层视为推覆体 (或等效推覆体 )
,

那

么
.

推覆体累计厚度为 1 6 1 1 m
.

前人的研究结果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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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句容地区推覆作用发生的时间为早 白奎世之后晚

白奎世之前
1 ) ,

本文采用了这一成果
.

2
.

3 热史反演参数

2
.

3
.

1 岩性参数 岩性参数是热史反演所需基本

参数之一 岩性参数包括地层所含岩性 的密度
、

热

导率
、

比热
、

生热率等
.

圣科 1 井揭示的主要岩性

有灰岩
、

白云岩
、

砂 岩
、

粉砂岩
、

泥 岩
、

页岩等
,

其热导率
、

生热率等参数根据苏南地区钻井实测数

据统计获得
,

个别 参数 则采用 国 内外经 典文献数

据
.

参数赋值见表 1
.

表 1 圣科 1 井主要岩性基本参数表

灰岩 白云岩 砂岩 粉砂 岩

密度 / ( g
· c

m 一 “
)

热导率 / ( w
·

m
一 , ·

K 一 l )

比热 / ( k ca l
·

K一
1 ·

℃ 一 ’
)

2 ,

生热率 / (拜W
·

m 一 3
)

2
.

7 5

3
.

1 8

泥岩

2
.

4 0 2

2

页岩

2 4

0
.

2 2 9 7 0
.

2 1 77 0
.

2 3 2 1 0
.

25 6 0 0
.

1 9 3 8 0
.

1 9 3 8

2
.

3
.

2 现今地表热流 现今地表热流是热史反演

中重要约束条件 之一 由于受 井温测 试资料 的限

制
,

未能计算圣科 l 井的大地热流值
,

故采用圣科

1 井附近地区过去所发表的实测大地热流热流数据
,

计算其平均值获得
.

选取圣科 1井 附近 6 个测点的

实测大地热流值 (南京 6 3
.

6 m w
·

m
一 2 ,

N l 井 6 7
.

3

m w
·

m
Z ,

句参 1 井 5 1
.

5 m w
·

m
一 2 ,

句容 6 8
.

3
,

6 9
.

3
,

6 7
.

3 m w
·

m
一 2

) 计 算 的大地热 流平 均值 为

64 m w
·

m
一 2

.

这个平均值 比下扬子地区 的背景值

要稍 高
,

下 扬 子 地 区 的 大 地 热 流 背 景 值 为

6 0 m w
·

m
Z 仁l 。〕

.

2
.

3
.

3 古温标数据分析 镜质体是沉积岩 中最常

见的固体形态有机质
,

其反射率随热演化程度增加

而增大
,

且具有不可逆性
,

即不会因后期地层抬升

冷却而减小
.

因此长期 以来它做为一种地质温度计

被广泛用于研究烃源岩成熟度和沉积盆地热演化历

史
.

用镜质体反射率确定沉积盆地
、

生油层
、

煤层

的古地温 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

理论基础可靠
,

方

法上也比较成熟
.

在热稳态 下
,

镜 质体 反射率 与 深度 呈线性 关

系
,

R 。 剖面反 映连续 时间段 内样 品所在地层 的地

温梯度
,

当地温 梯度高 时
,

R o
值 随深 度增 加快

,

反之增加慢 ; 当 R O 剖面不连续或存在突变与分段

时
,

则反映剖面中不同线性段 内地温梯度不 同
,

而

且还能反映不整合
、

断层
、

岩浆侵人与样 品埋藏史

等地质现象以及不整合面上地层剥蚀量大小
.

圣科

1 井 R o 剖面 ( 图 2) 明显地分为两段
,

由推覆体组成

的向斜上翼段 尺 。
值 随深度变化缓慢

,

由原地体组

成的向斜下翼 R 。 值 随深度变化快
.

剖面顶部第一

个样品现今埋深仅 57 7 m
,

来 自二叠 系龙潭组
,

但

现今 R 。
值却高达 0

.

78
,

显然与实际埋深不符
,

这

一特征反映挤压
、

推覆现象 的存在
,

并表明地层来

自深部
,

R 。 剖面不连续性反映推覆作用发生之前
,

下翼地层之上已有相当厚度的地层被剥蚀
,

这就是

被剥蚀掉的前陆盆地时期沉积的 T 3

一 J
, 一 2

地层
.

50 0

100 0

150 0

三 2 0 0 0
、 、

、

恻
咙 2 5 0 0

3 0 0 0

3 50 0

4 0 0 0

;;;又二二二二二二二……
一

上翼翼翼
二二 ,

二 1 .

…
} , ,

二 产
.

翼

成熟度 R O
值 /%

图 2 圣科 1 井 R介深度剖面图

1) 周祖翼
,

等
.

下扬子区印支期以 来主要构造运动性质表现及其对 油气藏形成与改造 的作用
.

中目石化股 份有 限公司油田 勘探开发事业

部南方海相油气项 目经理部
,

2。。 1 , 13 2

2 ) 1 e a l = 4
.

1 8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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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史恢复结果及构造
一

热演化涵义

3
.

1 热史恢复结果

圣科 飞井古热流法热史反演结 果 ( 图 3) 表明
,

整个中
、

占生代海相盆地发育阶段热流值相对低而

平稳 ; 印支一早中燕山期
.

基底热流值有所升高
; 晚

燕山期
,

热流值大幅度升高
,

早 白奎世末达到最高

古热流 ( 8,l m w
·

m
二
’

)
,

早 白乎世末 以后
,

热流值

开始降低
,

盆地冷却
,

至 晚 自 玺世末 热流趋 于稳

定
.

从区域构造和盆地演化角度
,

下扬 子区具重大

意义的抬升剥蚀事件有四期
,

即加里东运 动
、

印支

运动
、

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
.

四大构造运动对 应四

个区域性不整合面
.

“ T h e r
m (〕 d e l f o : w i n d o w 、 ”

软

件中占热流法热史反演在恢复热流史 ( Q
,

m w / m
艺 )

的同时
,

还能同步估算不整合面 上地层剥蚀量 ( 月
。 ,

m )
.

估算结果 (表 2) 表明
,

加里东
、

印支
、

喜山 不

整合面 上剥蚀 量不大
.

燕 山期剥蚀 厚度最 大
,

达

2 5 0 0 m
.

吕\恻张三

俞 2 4`, ( ,

咯

2 4 0 0

3 6 00 3 6 0 0

4 8 ( ) ()协协协吩吩4 8 0 0

4 8 0 3 6 0 2 4 0 1 2 0

时间 / M
a

\\\ )))

火火
---

、、 、、
::: : : : 二 二 二: 二 : 二 二 : : ) 任之二 二 : : 二 : : : : : : : : : : : : : 二二

~~~
一

从
___

---弓
,,

(((
e
)))

凡
)

值 /%

’’

人
’’

一一
少
一 卜卜

一一

( b )))

O日01100门日日八曰
O八
264ǎ。E

.

多互\恻臻鳄

4 8 ( ) 3 6 f ) 2 4 0 12 0

时间 / M a

井号
s h e n k e l 反演分段总数 1( )

r ()= 0 0 0 M 找 口0= 58 ( )4

2 1二6 5刀O M
a I j e l 二8 5( ) 0 口 l二 58力4

tZ = 10 1 17 M a l允2毛4 0刃 口2= 8 4 3 9

2 3二 15 7 0 0 M
a }了e 3 = 2 5 00

.

0 夕3二6 7 0 6

r4 = 2 3 8 () ( ) M a

欣 4 = 70 0 0 口4 = 6 7 0 6

1 5= 2 5 0 64 M a H e s 二20 0 口5 = 57 6 0

2 6二2 6 2 8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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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 ) 地层埋藏 史 ;

苏南地区圣科 l 井热史 反演结果

( >)I 盆地热 流史 ; ( 。 ) 预测值 与实测值 的拟合程度

图 3 ( a ) 中地层埋藏史表明
,

圣科 1 井最后一期

抬升时间为晚自坐世末
,

这 与磷灰石裂变径迹资料

所代表的结果一致
.

苏南地区 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年

龄资料表明浦 l[ 组沉积末发生快速抬升驻” , .

图 3 ( 〔
、

)中
,

实线代表模拟计算过程 中 R 。 预测

值
.

不难发现
,

卜端预测值与实测值不太吻合
,

这

并非热史路径不可靠
,

而正是挤压
、

推覆作用引起

地层变形和倒转现象 的表现
.

因为顶部样品来 自倒

转向斜 [ 翼 (最上面 3 个样品来 自二叠 系龙潭组 )
,

该套地层是通过挤压推覆
、

褶皱变形后从深部上来

的
,

之前已经历过较大的埋深和较高的古地温
,

从

而导致实测值 比理 论预测值高
,

以及 R 。 值 随深度

变化的倒转现象
.

可见
,

热史反演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还能反映挤压变形
、

推覆作用等地质现象
.

表 2 圣科 l 井不整合面剥蚀且与古热流估算结果

不整合面

喜山不整合而

燕山不整合面

印支不整合面

加里东小枯合面

剥蚀 量
/ n l 基底古热流值 / ( m w

·

m

8 5 (〕 气8

2 50 0

7 0 0 飞 ,

日
`

1

6 7川

a) 热史路径补 卜顺延最佳拟合值
,

仅 具参考意 义

3
.

2 构造
一

热演化涵义

构造演化与热演化是盆地演化 史中不可分割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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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

两 者相辅相 成
,

各 为主体 同时又各 为客

体
.

一方面
,

构造演化影响乃至决定着盆地的热演

化史
,

另一方面
,

深部岩石圈热结构 的改变又促进

或决定着构 造运动的发生
.

就盆地热演化史而言
,

包含热流史和地层温度史两方面的涵义
.

热史恢复

即对盆地的热流史和地温史进行重建
.

当盆地热流

史确定后
,

地层温度史主要由沉积埋藏史决定
,

因

此
,

盆地热流史更具热演化背景含义
.

圣科 1 井热史反演结果既与苏南地区构造演化

特征相一致
,

又与中国东部 区域构造演化背景相吻

合
.

印支运动以前
,

苏南地区古生代海相盆地演化

阶段处于稳定克拉通台地背景之下
,

基底热流值较

低而稳定
.

印支期是亚洲大陆东部古地理
、

古构造

格架发生巨变的转折点
,

是亚洲大陆与太平洋板块

之间构造体制演化新阶段 的开始
.

印支运动使苏南

地区结束 了海相盆地沉积演化史
,

完成 了由海到陆

的变迁
,

地壳开始活化
,

基底热流值有所升高
.

印

支运动后
,

苏南地区 由洋陆板块构造体制稳定 阶段

进人板内形变体制的活动阶段
,

形成 了 T 3 一 K I

陆相

碎屑含煤建造及火山岩系
,

此阶段既是 T 3 一 K l

压性

盆地的形 成阶段
,

又是古 生代地层发生强烈皱褶
、

冲断
、

原始构造形态被改造阶段
.

中国东部新生代

玄武岩及其包体 的矿物学
、

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

发现
,

中国东部在燕 山期 主要 表现为岩石圈减 薄
,

并在其东部 出现软流圈地慢与地壳直接接触的独特

地质现象
,

早先存在 的古老岩石圈地慢大多由于拆

沉作用而不复存在
,

现今岩石圈地慢主体是在燕山

晚期及其以后形成的
.

因此
,

中国东部燕 山运动的

本质就是岩石圈的减薄少」
.

岩石圈减薄
,

软流圈上

升
,

盆地基底 热流升 高
.

圣科 1 井 于早 白奎世 末

( 1 0 1 M a) 基底热流达到最高值
,

反映了晚燕 山期的

构造热事件
.

从晚白翌世开始
,

热流值降低
,

盆地

冷却
.

晚白奎世是 中国东部地区构造演化 的另一转

折点
,

区域应力场 由挤压转换成 N W
一

S E 向的拉张
.

此阶段最大的特点是印支
一

早燕山期形成的挤压构造

发生反转
,

挤压 阶段形成 的逆断层反转为正断层
,

与此同时
,

中新生代上叠陆相盆地形成
,

并经历 了

早期充填
、

拗陷
,

晚期断陷的盆地演化过程
.

但从

圣科 1 井的热史恢复结果看
,

苏南地 区 K Z 一 E 时期

拉张作用与中国东部其他地 区相 比显得较弱
,

沉 降

幅度小
,

伸展阶段的最大总沉降量仅 I 0 0 0 m 左右
,

其中构造沉降量 6 00 m 左右 ( 图 4 )
,

既不如苏北 (苏

北盆地最大沉积厚度约为 6 km )
,

更小于渤海 (渤海

湾盆地晚始新世
、

渐新世地层厚度达 10 km )
.

10 0 0

2 0 0 0

00nUOnUO
气,
4

毛宜份之妈鲁

50 0 0

6 0 006赫 50 0 4 0 0 3 0 0 2 0 0 1 0 0 0

沉降量 / M a

图 4 圣科 l 井构造沉降史图

总之
,

盆地演化的低热流阶段与古生代海相盆

地演化的稳定阶段相对应 ; 印支
一

早中燕山期热流值

小幅度升高是新构造运动体制下地壳开始活化的表

现 ; 晚燕 山期 高热流 与该 时期 中国东部岩石 圈减

薄
、

软流圈上升及强烈的区域构造岩浆活动热事件

相对应 ; 喜山期 的冷却过程表明中生代构造热事件

的结束
,

且在盆地演化的伸展阶段
,

苏南地 区拉张

作用相对较弱
,

岩石圈较厚
,

基底热流值较低
.

4 烃源岩成烃史

通过古热流法进行热史反演之后
,

得到盆地底

部热流史和各不整合上地层剥蚀量
,

再通过地温史

模拟器计算 出地层温度史
.

在求取地层 温度史后
,

通过正演模型可 以计算 出烃源岩成熟度史
.

苏南句

容地区圣科 1 井下古生界烃源岩 ( 以 中寒武统底部

烃源岩为例说明
,

奥陶系
、

志留系底部烃源岩成熟

度史往 后顺延 15 M a 左右 ) 于 4 30 M a 开 始成熟
,

4 3 0一 2 3 0 M a 处于成熟早期
,

2 30一 2 0 0 M a 处 于成

熟晚期
,

2 0 0一 1 7 8 M a 达高成熟 阶段
,

1 7 8 M a 以后

进人过 成熟
.

早 古生 代三 套 主要烃 源岩 在 n 。一

10 0 M a 间还有一次快速增熟过程
,

10 0 M a 以后成熟

度演化终止
.

二叠系底部烃源岩于 21 0 M a 进入成

熟阶段
,

于 16 7 M a 进人成熟晚期 阶段
,

于 100 M a

刚跨人高成熟阶段便终止演化
.

三叠系底部烃源岩

现今还处于成熟生油阶段 (图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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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系系
罗\樱0叱甘蔽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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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时问 / M
a

图 5 圣科 1 井主要烃源岩成 熟度史

圣科 l 井寒武系
、

奥陶系
、

志留系 3 套早古生代

烃源岩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多期生烃
.

其中寒武系烃

源岩在志留纪末已大量生烃
,

晚古生代期间虽连续生

烃
,

但产烃率低
,

中三叠世进人第二期生烃高峰
.

奥

陶系底部烃源岩在志留纪末已开始生烃
,

中三叠纪达

到生烃高峰
.

志留系底部烃源岩在志留纪末有少量烃

类生成
,

主要生烃高峰为中三叠世
一

早 中侏罗世
.

二

叠系和下 三叠统烃源岩 只经历了一期生烃过程
,

生烃

开始时间和生烃高峰都出现在早白坚世
.

综合圣科 l 井 的热 流史与烃 源岩成 熟度 史分

析
,

苏南地区
“

二次生烃
”
条件不利 ( 这里的

“

二

次生烃
” ,

特指 K : 一 E 上叠伸展盆地沉积 引起 的中
、

占生界海相烃源岩埋深增熟 生烃 )
.

一方面
,

下古

生界 烃 源 岩在 中侏 罗 世末 已 达 过 成 熟 阶 段
,

于

100 M
a成熟度演化终止

.

二叠系与三叠系烃源岩现

今还处于高成熟阶段或成熟生油阶段
,

也于 1 00 M a

后不再增熟
.

占生界烃源岩在早白平世末或更早烃

转化率就接近 10 0 %
.

另一方面
,

盆地达到最 高古

热流的时间为早 白平世末
,

此后盆地基底热流是一

个降低过程
,

而且
,

K :
一

E 时期的弱伸展形成的上叠

中新生代盆地沉积厚度不大
,

且抬升 时间早 (早第

任纪 )
,

从而海相烃源 岩埋深增熟 的条件不利
.

当

然
,

在苏南地区也不排除存在下第三系沉积的深 凹

地带
,

如直溪桥断 陷等局部地 区存 在
“

二 次生烃
”

的可能
.

5 结论

通过古热流法对圣科 1 井热 史反演
,

可初步认

为
:

( 1) 苏南地区热
一

构造演化经历 了古生代克拉通

内陆台地海相盆地阶段的低热流
; 印支期地壳开始活

化阶段的热流值小幅度上升
; J

3 一 K I

时期走滑盆地阶

段的高热流及 K : 一 E 时期弱伸展阶段的低热流过程
.

( 2 ) 与加里东
、

印支
、

燕山
、

喜山 四 大构造抬

升事件相对应的不整合面上地层剥蚀量差别较大
,

以燕山期剥蚀量最大
.

( 3 ) 苏南地区 K Z 一 E 时期表现为弱拉张
,

伸展阶

段最大沉降量 1。。 O m 左右
.

(4 ) 下古生界烃源岩存在多期生烃
,

二叠系和

下三叠统烃源岩只经历了一期生烃过程
.

( 5) 从热史
、

构造沉降史和烃源岩成熟度史综

合分析
,

苏南大部分地区
“

二次生烃
”

条件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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