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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野外工作和地震剖面分析在此首次提出皮羌断裂具有$期构造活动历史：古生代为正断层；早第三纪—中新世

为逆断层，并具有右旋走滑分量；上新世为左旋走滑（撕裂）断层。中新世，与皮羌断裂右旋走滑相协调，柯坪断隆东部带与巴

楚断隆尚未分离，它们共同构成塔西南前陆盆地的前缘隆起。上新世时，柯坪断隆受南天山陆内造山的影响，形成大规模逆

冲推覆构造，皮羌断裂此时发生左旋走滑，调节了柯坪断隆东西两部分推覆作用的差异性。因此，皮羌断裂是一条多期活动

断裂，多期断裂构造性质的认识对重新认识塔里木盆地西北部构造演化和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塔里木盆地西

北部存在新生代两期构造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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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羌断裂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柯坪断隆上

（图’*,），是一条现在仍活动的断层，规模较大，长约

’(&S+，宽约’S+，局部可达%S+以上，地貌表现

清晰（图’）。前人对皮羌断裂开展过许多研究，但

对其构造演化史认识不一（卢华复等，’""#；王燮培

等，’""X；杨克明等，’""Y；肖安成等，’""#；>..:5等，

’""#；9,50等，’""$）。笔者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

地震剖面的解释，对皮羌断裂的构造演化史进行了

详细的研究，以期揭示该区有利的油气勘探方向，恢

复塔里木盆地西部早期的构造形态，重新认识现在

已经被改造的单元（如西克尔构造区）原来的沉积特

征和地质属性。

’ 概述

皮羌主断裂最宽处达%S+以上，主断面较陡，

近于直立，在野外地质出露及卫星影像中均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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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柯坪断隆中西部地质图及皮羌断裂构造平面图

"#$%! &’($()*)$#+,*-,.)/-#012(34(567,*.#68.*#/4,604’(3458+485,*$()*)$#+,*-,.)/9#:#,6$/,8*4
（!）1柯坪塔格断裂；（;）1塔塔埃尔塔格断裂；（<）1奥兹格尔他乌断层；（=）1皮羌山断裂；（>）1奥依布拉克山断裂；

（?）1卡拉布克塞断裂；（@）1衣木干他乌断裂；（A）1皮羌断裂；（B）1萨尔干断裂

!1元古界；;1寒武系下统；<1中上寒武统1奥陶系；=1志留1泥盆系；>1石炭1二叠系；?1中生界；@1第三系；

A1第四系；B1艾克提克群（C19）；!D1超基性岩；!!1蓝片岩；!;1中、基性岩脉；!<1地层界线；

!=1平行不整合；!>1角度不整合；!?1地层产状；!@1断层及编号；!A1剖面位置；,1框图显示；E1剖面位置

显。皮羌断层两侧古生界地层均发生逆时针（左旋）

扭动错移，最大水平错距达>!@F-（图!1E）。

地表可见的断层两盘及断层带内小构造、断层

阶步和擦痕均指示皮羌断裂的撕裂痕迹，一般认为，

皮羌断裂是一条撕裂断层（王燮培等，!BB>；G,6$
等，!BB<；H#6等，!BBA）。由于皮羌断裂和色力布

亚1玛扎塔格断裂平面上自然衔接，以及它在地表显

示平移走滑特征，很多人认为皮羌1色力布亚1玛扎

塔格断裂属长期发育的大型走滑断裂（杨克明等，

!BB?；肖安成等，!BBA；I**(6等，!BBA）。王燮培等

（!BB>）认为皮羌断层与巴楚内色力布亚断裂平面上

虽为一条断裂带，但不同时期断裂活动的强度和性

质有很大差异。在中生代至早第三纪皮羌断裂和色

力布亚断裂一起活动压性逆冲断裂，北段局部伴有

小规模撕裂特征。晚第三纪随着向南强烈推挤，不

仅使柯坪隆起产生强烈叠瓦状滑脱逆冲构造，同时

在先存的JG向断裂部位发生典型滑脱撕裂断层

———皮羌平移撕裂断层。G,6$等（!BB<）通过解释

该区遥感图像也认为，皮羌断裂具有多期演化历史，

二叠纪亦曾有过活动。

以JG向皮羌断裂为代表的断裂带可以认为

是第四纪的位移转换带。G#*3)6（!BBA）认为如果褶

皱1逆冲断层带缩短量沿走向在相对短的距离内存

在显著差异，则发育横向构造带以调节两侧不同的

变形，在垂直于褶皱1逆冲断裂带的一系列剖面上，

各断层在同一岩层的位移量总和应相等或渐变，但

某一断层的位移量沿走向上可以变化。某一断层位

移的减小应反映为其相邻断层上位移的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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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移从一条断层转化到与之相邻的一条断层之

上，由此保持褶皱!逆冲断层带缩短量沿走向上的近

似均一（"#$%&’()*，+,,-）。

. 皮羌断裂构造演化史分析

!"# 前新生代构造演化

皮羌断层两侧古生界厚度差异明显。西侧西克

尔区古生界发育齐全，厚度大，东侧柯坪区古生界厚

度明显减薄（图.）。该断层在古生代曾经发生过运

动，性质为正断层，并向西倾，与巴楚断隆边界断裂，

即色力布亚断裂和玛扎塔格断裂向东倾，产状不一

致，当时还没贯通，不属于同一条断层带。中生代

时，由于塔西南地区的整体抬升，形成塔西隆起（贾

承造，+,,/），该区缺失中生界地层。

图. 皮羌断裂地震剖面解释图

0123. 4$516’5(7(5’#’1)6)8&51&*19&59’1)6#:);’<1=1#628#;%’

!"! 早第三纪—中新世构造演化

皮羌断层西侧西克尔区接受了巨厚的新生代沉

积，新生界厚度可达.---!>---*，皮羌断层东侧

的柯坪区除北部南天山山前凹陷沉积了较厚的新生

界，南部仅见薄层新生界（图.）。柯坪区新生代沉

降带与山脉走向一致，呈?@—AB向排列，西克尔

区盆地沉降中心位于西部，向东新生界厚度逐渐变

薄，西克尔新生代沉降带呈A?向延伸，与塔西南坳

陷沉降带走向一致。西克尔区整体由西向东抬升，

皮羌断层附近浅部构造层已被削蚀，古生代岩层逆

冲到地表。

早第三纪—中新世，皮羌断裂性质为压性断裂，

具右旋走滑分量（图>）。皮羌断层与色力布亚!玛

扎塔格断层在平面上是自然衔接的。皮羌!色力布

亚!玛扎塔格断层是塔西南逆冲推覆带前缘断层，断

层的形成与西昆仑山前带的逆冲推覆有直接关系。

因此，此时皮羌断层的形成应该与西昆仑山前带的

变形联系起来。

!"$ 上新世—第四纪构造演化

野外发现近@B 走向的奥兹尔塔格断层在皮

羌断层附近被再褶皱，成为近于直立的A?向断层，

断层上盘@B走向的奥兹尔塔格单面山（逆冲 ）

发生,-C的转弯，地层走向由@B向变为A?向，地

层倾向由北倾转为西倾，地层和构造线保持连续，但

发生弯曲，没有被错位。

皮羌断裂具有平移走滑断裂所特有的陡断面

（图>），巨型水平擦痕，典型花状构造和水平拖拽现

象（王燮培等，+,,D）。由图+可见，皮羌断裂最后一

次发生走滑作用时的撕裂构造特征表明，西侧岩层

滞后于东侧岩层之间存在不均匀的推覆位移关系。

实际上，皮羌断裂尽管有先期活动存在，但与柯坪叠

瓦状逆冲断层一样，发育时间很晚，为上第三纪至第

四纪。上新世以来，皮羌断裂是具有撕裂性质的捩

断层，该区发育数排?@@向叠瓦式滑脱型逆冲推覆

构造，皮羌断裂与这组?@@向构造近于直交，并左

行错断了该构造，平移距>!EF*，而沿断裂地层的

拖曳显示不均匀推覆距可达+DF*，应属滑脱撕裂

型断层。主要依据是：

（+）断层两盘推覆构造数目不等，对应关系不明

确，说明地层的平移错断和地层推覆同步进行，两盘

地层的变形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显示两盘推覆

不均匀引发平移撕裂断层特征。

图> 皮羌断裂剖面图（据皮学年，+,,,改编，修正了断层和地层产状）

0123> 4$525)%)219#%&59’1)6&#9()&&’$5<1=1#628#;%’（*)G1815G8()*<1H;561#6，+,,,）

剖面位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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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表观察，皮羌断裂具有平移走滑断裂

所特有的陡断面，水平擦痕及典型花状构造特征，平

面上具有清晰的左旋雁列状结构和水平拖曳现象。

" 讨论

皮羌断层两侧及断层带内的小构造、构造角砾

岩、断层阶步和擦痕表明，其并非一个简单的晚第三

纪形成的平移断层，初步揭示该断层具有"期活动

历史：第#期为古生代正断层（图!，"）；第!期为逆

断层，具有右旋走滑分量（图"）；第"期为左旋走滑

撕裂断层（图"）。皮羌断层新生代以前就已经存

在，古生代是正断层，控制了断层两侧古生界的厚度

和剥蚀深度。上新世以前皮羌断层是色力布亚为麦

盖提斜坡与柯坪断隆$巴楚断隆分界断层，性质为逆

断层，具有右旋走滑分量，皮羌断裂明显控制了柯坪

断隆东西两侧的新生代地层的分布。断层西侧的西

克尔区古生界厚度大，剥蚀轻微，第三纪接受巨厚沉

积。断层东侧的柯坪区古生界厚度小，剥蚀强烈，第

三纪局部地区接受沉积。柯坪$巴楚断隆在中新世

早期上隆成为塔西南坳陷的前缘隆起，断层东侧的

新生代地层比西侧厚!%&以上，皮羌断层西侧的

柯坪断隆部分在中新世应属于麦盖提斜坡的一部

分。由于西昆仑不均匀向北推挤（西强东弱，主要是

由于帕米尔的逐渐楔入），发生右旋走滑运动。上新

世，南天山山前开始剧烈活动，柯坪断隆发育大型推

覆构造，由于巴楚断隆地势相对高，柯坪断隆推覆体

向盆地仰冲推覆受到限制，迫使其后几段（塔塔埃尔

塔格、皮羌山、科克布拉克和奥依布拉克山）在进一

步向巴楚推进的过程中发生了滞后效应。与此同

时，东段和西段却在进一步前进，并利用先前的软弱

带，产生了起协调作用的平移断层。皮羌断裂协调

了柯坪断隆东西的推覆构造，其构造属性为左旋走

滑（撕裂）断层（图’）。皮羌断裂新生代两期活动的

确认同时也印证了塔西地区昆仑和天山活动的不同

时性，以及由此造成新生代构造的两期性。

皮羌断裂的构造发育史可以间接地证明该区以

背驮式前进。皮羌断裂的断距具有南北小、中段大，

单个断层断距北小南大等特点。这与背驮式构造发

展顺序是一致的，背驮式发展作用力一般开始大，能

够逐渐积累断距，累计断距逐渐增大，最后作用力逐

渐减小，撕裂作用减弱（())*+)+%等，#,-.），与色力

布亚衔接部分左旋走滑断距的一部分为早期左旋走

滑断层所弥补也是导致前缘断距较小的原因之一。

由于皮羌断裂以西的柯坪断隆部分早第三纪—

中新世构造属性是塔西南前陆盆地的斜坡带，而巴

楚断隆和皮羌断裂以东的柯坪断隆属于塔西南前陆

图’ 塔里木盆地上新世以来西北部构造单元相互作用图

/012’ 345067589+70)6):;607<066)874=5<739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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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前缘隆起。在皮羌断裂的西南方向，色力布

亚构造带已经见到油气显示，玛扎塔格构造带已经

找到和田河气田（皮学军，!"""）。目前在斜坡带上

勘探进展顺利，与之相应，笔者认为，皮羌断裂以西

的柯坪断隆部分由于在上新世以前是斜坡带的一部

分，所以应该是下一部勘探的优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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