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区域地质概况

塔里木盆地是介于青藏高原和天山造山带之

间的一个刚性块体［!］，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山间盆

地，由于其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长期以来倍受

地质工作者关注［"］。研究区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西部，

跨越巴楚断隆和阿瓦提凹陷两个构造单元，由于全

部被沙漠覆盖，几乎无人涉足。自"#世纪$#年代以

来，石油勘探工作者在研究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震

勘探和钻探工作，但科学研究程度很低。巴楚断隆

和阿瓦提凹陷形成于新生代［%］，在古近纪之前这两

个构造单元的沉积特征和构造特征没有差异!。古

生界发育较全，以台地相碳酸盐岩和边缘相碎屑岩

为主；中生界为一套湖相碎屑岩，厚度比较稳定，在

阿瓦提凹陷中保存完整，而在巴楚断隆上大部分被

剥蚀，仅在其东部残留部分三叠系；新生界主要为

河湖相碎屑岩建造，在巴楚断隆和阿瓦提凹陷都有

分布，但厚度相差悬殊，凹陷与断隆新生界厚度差

最大可达% ###&’ ### (，其中第三系沉积厚度最大，

并以新近系沉积为主，而且在断隆上或凹陷中新生

界厚度的变化与现今构造格局有较好的相关性，呈

现低部位厚、高部位薄的分布特点。研究区主要有三

套烃源岩，即寒武系、奥陶系和石炭系碳酸盐岩和暗

色泥岩。盆地模拟研究表明，寒武系烃源岩主要生烃

期是志留纪末—二叠纪末，奥陶系烃源岩主要生烃

期是泥盆纪末—侏罗纪末，石炭系烃源岩主要生烃

期是三叠纪末—第三纪末。研究区经历了多次构造

作用的改造，形成一系列褶皱和断裂构造，不仅构成

了本区的构造框架，而且控制了沉积作用和油气圈

闭的形成。

" 南北向构造的发现及其特征

塔里木盆地周边造山带的构造活动强烈，第三

系—第四系沉积物在盆地中十分发育。盆地的绝大

部分地区为荒漠化或沙漠覆盖区，构造研究程度一

直较低。自!$)!年塔里木盆地大规模油气勘探以来，

投入了大量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勘

探成果和认识上的深化，在盆地内部相继发现了平

行于周边造山带的构造和近东西向构造，并且对这

些构造的特征、形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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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现南北向构造［!，$%&"］。直到!"世纪’"年代末，大

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在塔里木盆地承担区块勘探

任务后，在重新处理和加密采集地震资料的基础

上，对已有的地震剖面进行精细解释、统一成图后，

在研究区西部新发现了!条规模很大的低幅度南北

向背斜构造带和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南北向背斜构

造（图&）。

南北向构造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吐木休克断裂带

附近及其以北的区域，为一系列规模相差较大、轴向

近南北的断层转折褶皱［&&］，背斜的两翼倾角近于相

等，东翼的倾角略大于西翼，一般为()%&()，只有背

斜*+&的主体部分为断层传播褶皱［&!］，西翼的倾角

显著大于东翼（图&）。下伏台阶状逆断层的下盘断坡

倾角较小 ，一 般 为()%&()，最 大 断 距 一 般 小 于, -.

图& 塔里木盆地吐木休克断裂带及邻区构造纲要图

/012 & 3456746589 :6490;< .8= :> 4?< @6.A6- >8694 B<94 8;C 04D 8CE87<;4 85<8D，@850. B8D0;
&—北西向新背斜；!—南北向背斜，在第三纪—第四纪期间受到改造；#—南北向背斜；$—北西向古背斜，

在第三纪—第四纪期间受到改造；(—北西向古背斜；,—断层转折褶皱；F—断层传播褶皱；

G—聚合型走滑断层；’—离散型走滑断层；&"—走滑断层；&&—逆冲断层；&!—构造代号

#!"



第 !! 卷 第 " 期

（表#）。背斜$%#、$%!中&’(（本文

中的地震地层代号的含义参见图!
的说明 ） 之 上 没 有 较 大 的 断 裂 存

在，形成这两个背斜的缓倾台阶状

逆 断 层 位 于&’(之 下 。 背 斜$%#、

$%!的南端被断层)*#+,切割成为

断鼻构造（图#）。

（#）背 斜$%#：其 南 部 被 吐 木

休 克 断 裂 带 切 割（图#），呈 强 不 对

称状分布，西翼的倾角 较 陡 ，翼 长

也较小，东翼倾角相对 较 缓 ，翼 长

较大，平顶相对较宽，具 有 断 层 传

播褶皱的特点。其下伏台阶状逆断

层$%#*位于&’"-之下、&’.之上的

寒武系—下奥陶统的地层中，没有

切 穿&’"-及 其 以 上 的 地 层 ， 所 以

背 斜$%#&’"以 上 的 地 层 形 态 完

整（图!）。&’#之前的地层为前生

长地层 ， 这 些 地 层 的 厚 度 在 剖 面

上是稳 定 的 。 在 背 斜 平 顶 上 部 的

&’#—&’之 间 的 地 层 厚 度 略 小 于

翼部， 由 此 可 以 确 定 上 述 地 层 为

生 长 地 层 ， 背 斜$%#及 其 下 伏 的

台 阶 状 逆 断 层$%#*形 成 于 晚 二

叠世［#(/#"］。&’—&0之间的地层在背

斜的顶部及两翼厚度稳定，说明该

背斜在三叠纪—古近纪停止活动。

&0之上的地层为生长地层，说明

背 斜$%#自 新 近 纪 以 来 一 直 处 于

活动状 态 ， 但 从 背 斜 附 近 地 层 沉

积 厚 度 分 析 ，新 生 代 库 车 期（"1(/
!10 23 )141）之后其活动强度有所

减弱（图!）。

（!）背 斜$%!：该 背 斜 的 南 部

被吐木休克断裂带切割（图#），呈

略不对称状分布，平顶 较 宽 ，具 有

典型断层转折褶皱的特点。其下伏

台 阶 状 逆 断 层$%!*!位 于&’.—

&’"-之 间 ，下 盘 断 坡 倾 向 西 ，倾 角

#"5左右，断距61! 78。形成上部背

斜 的 台 阶 状 逆 断 层 $%!*# 位 于

&’(—&’"-之间，倾向西，倾角05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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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塔里木盆地吐木休克断裂带及邻区褶皱、断层要素统计

!"#$% ! &’"’()’(*) +, ’-% ,+$. "/. ,"0$’ %$%1%/’) +, ’-% !01203 ,"0$’ #%$’ "/. (’) ".4"*%/’ "5%")，!"5(1 #")(/
褶皱

编号

总体

轴向

延伸长

度（"#）

褶皱活

动时期

参与褶皱

的层位

断裂

编号

延伸长

度（"#）

断层断

坡倾向

断坡

倾角

最大断

距（"#）

断层活

动时期

被断层断

开的层位

$%! %&’( )* +,，%—- !—% $%!. )* ( / )’ 0 1 +,，%—- !,—2!

$%, %,’( 34 +,，%—- !—% $%,.! 1* 5 / !*’ 0 6 7 3 +,，%—- 2,—8
$%,., 63 5 / !3’ 0 ) +,，%—- !,—2!

$%1 %)’( !9 7 6 +, 2,—+ $%1. !9 7 6 5 / !*’ 0 1 +, 2,—8
$%6 %!*’( !! 7 ) +, :—+ $%6. !! 7 ) ( / 3’ 0 ! +, +!
$%3 %!)’( !, +, :—+ $%3. !, 5 / 9’ 0 , +, :
$%) %1’( 1 7 & +, !,—+ $%). 1 7 & 5 / !,’ 0 ) +, !,—2!

$%9 %)’5 3 76 +, 2,—+ $%9. 3 7 6 5 / 3’ 0 ! +, ;—8
$%& %9’5 3 7) +, :—+ $%&. 3 7 ) ( / &’ 0 , +, :—+!
$%4 %4’5 6 76 +, :—+ $%4. 6 7 6 ( / 3’ 0 , +, :—+!
$%!* %&’5 !1 7 , +, :,—+ $%!*. !1 7 , ( / !,’ 0 3 7 3 +, :,—:1

$%!! %6’5 9 7* +, :—+ $%!!. 9 7 * 5 / 3’ 0 , +, :—+!
$%!, %4’5 ) 7, +, :—+ $%!,. ) 7 , 5 / 3’ 0 , +, :—+!
$%!1 %!)’5 ) 7, +, 2,—+ $%!1. ) 7 , 5 / 3’ 0 ! +, ;—8
$%!6 %!)’( !3 +,，%—- +—% $%!6. & 7 & 5 / 3’ 0 3 +,，%—- :

右，断距$%& ’(。背斜)*!是下部两条台阶状逆断层

)*!+,、)*!+!共同作用的结果（表,，图!）。背斜

)*! 中-.,之 前 的 地 层 为 前 生 长 地 层 ，-.,—-.、

-/至现在的沉积地层为生长地层，-.—-/为非生长

地层［,#%,$］。在背斜)*!前翼和后翼的-.,—-.的沉积

地层中可以识别出典型的生长三角［,#］。可以确定背

斜)*!自晚二叠世早期开始形成，末期停止生长；新

近纪又开始活动，至今仍处于隆升状态，但库车期

之后隆升速度明显减小。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确定背斜)*#—)*,0形成

于晚二叠世（表,）。

# 南北向构造的意义

#1, 油气勘探意义

南北向构造主要由一系列近南北向分布的断

层转折褶皱和断层传播褶皱构成的，其中的大多数

背斜规模较小，埋藏较深，研究意义不大，只有背斜

)*,、)*!规模较大。背斜)*,为断层传播褶皱，受

缓倾台阶状逆断层)*,+控制，发育于-.&—-.$2之
间的寒武系—下奥陶统中。背斜)*!为断层转折褶

皱，受缓倾台阶状逆断层)*!+,和)*!+!的共同控

制。断层)*,+、)*!+分别发育于-.$2—-.#之间和

-.&—-.$2之间的中奥陶统—泥盆系和寒武系—下

奥陶统中。背斜)*,、)*!的形态完整，都形成于晚

二叠世和新近纪—第四纪。根据断层的发育史和被

断层切割的烃源岩的生排烃史，确定断层转折褶皱

下伏台阶状逆断层)*,+、)*!+,、)*!+!的发育史

与生排烃期匹配关系良好，在背斜)*,、)*!形成过

程中及形成之后产生的油气就会沿断层向构造高部

位运移成藏。

据成熟演化史分析，寒武系烃源岩在泥盆 纪

末—二叠纪末进入排烃高峰期，奥陶系烃源岩在

二叠纪末进入排烃高峰期，二者共同构成了研究

区的第一次排烃高峰期，此时古生界的储盖组合

已 经 形 成 ， 与 本 区 规 模 最 大 的 南 北 向 背 斜)*,、

)*!的 形 成 时 间（晚 二 叠 世 ）相 匹 配 ，构 成 了 背 斜

)*,、)*!的第一次成藏期。石炭系烃源岩在三叠

纪末进入成熟期，到第三纪进入排烃高峰期，寒武

系—奥陶系烃源岩在新近纪进入第二次排烃（以气

为主）高峰期。背斜)*,、)*!在第三纪又开始隆

升，油气源、储盖条件与构造圈闭的形成在时间

上、空间上相匹配，构成了背斜)*,、)*!的第二

次成藏期。所以，背斜)*,、)*!是研究区油气勘

探的最佳区带之一。由于形成南北向背斜构造的

台阶状逆断层倾角低缓，切割深度很小，不会将寒

武系、奥陶系烃源岩所产生的油气运移到石炭系

储层中，也不会将石炭系烃源岩产生的油气运移

到更浅的部位，所以南北向构造的油气勘探目标

应是石炭系自生自储型油气藏。

#1! 大地构造意义

塔里木板块北部的南天山洋在志留纪末开始向

中天山方向俯冲，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泥盆纪，并在

中天山形成同构造岩浆弧。晚泥盆世塔里木板块东

端与中天山碰撞，继而发生塔里木向北的)型俯冲

作用［,3，,&］。石炭纪到早二叠世，塔里木板块北面的残

余洋盆自东向西呈剪刀式闭合，于早二叠世俯冲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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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板块之下，形成塔里木板块北缘的中天山岩

浆弧，这时塔里木板块已经完成了与伊犁地体的联

合［#$］。晚二叠世塔里木板块与伊犁地体的碰撞仍在

持续，造成塔里木板块向伊犁地体发生%型俯冲作

用，于是在南天山的南缘产生了库车周缘前陆盆

地［#&］。晚二叠世为前陆盆地形成的早期阶段，伴随南

天山碰撞造山带自北向南的逆冲作用，近东西向的前

陆逆冲带和前陆盆地开始形成，并接受南天山碰撞造

山带供给的粗粒碎屑物堆积———磨拉石建造。

塔里木板块南部古特提斯洋南侧的冈瓦纳大

陆北缘分裂出若干不同规模的陆块，同时古特提

斯洋盆向欧亚大陆俯冲，欧亚大陆南缘成为活动

大陆边缘。在西昆仑山内部，沿着盖孜北—赛力亚

克达坂—木孜塔格北—纳赤台一线发育了大量晚

古 生 代 至 早 中 生 代 的 火 山 岩 和 中 酸 性 侵 入 岩 类 ，

而且这些岩石明显受到塔什库尔干’康西瓦’木孜

塔格北’玛沁缝合带的控制，并发育在该缝合带的

北侧。它们构成了一条晚古生代至早中生代岛弧

岩浆岩带，是古特提斯洋向塔里木板块俯冲的直

接结果［#(］。

应力分析表明，来自塔里木盆地北部和南部的

板块俯冲作用都不可能在研究区形成西部规模大、

东部规模小的近南北向断层传播褶皱和断层转折

褶皱，这说明塔里木盆地在晚二叠世除了受到来自

北部的近南北向挤压应力和南部的南南西向挤压

应力之外，还应该受到来自西部的近东西向挤压应

力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解释是何种板块作

用机制导致上述应力作用方式，需要今后进一步深

入研究。

由 于 印 度 板 块 与 欧 亚 板 块 碰 撞 的 远 距 离 效

应［!)］，到第三纪，应力已传递 到 塔 里 木 盆 地 腹 地 。

塔 里 木 盆 地 西 部 受 到 强 烈 的 南 西 向 挤 压 作 用 ，在

研究区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隆起幅度很高的北西向

断层转折褶皱、断层传播褶皱和汇聚型右行走滑

断层———吐木休克断裂带。吐木休克断裂带的右

行走滑作用所派生的近东西向挤压应力场，在新

近纪使部分吐木休克断裂带附近的晚二叠世形成

的南北向断层转折褶皱和断层传播褶皱重新活动

而隆升，构造规模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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