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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南高精度航磁油气地质构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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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勘探难度大和地震品质差等诸多影响，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简称塔西南）的油气资源勘探历经数十年，
至今尚未获得实质性重大突破。 本文根据近年来在塔西南实测的高精度无人机航空磁测数据资料，针对盆地的基

底结构、凹陷分布及特征，主要断裂构造及其对油气运移、聚集的控制规律，局部异常与含油气有利圈闭构造及其

分布特征等与油气成藏相关的地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些认识，成果可为塔西南进一步开展油气勘探战略

选区及深部资源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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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塔里木盆地西南地区（简称塔西南）经过半个

多世纪的油气勘探，发现了柯克亚、巴什托普等油气

田。 但塔西南油气勘探作为整个塔里木盆地油气勘

探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发现的油气储量资源潜力相

比显得很不协调。 受基础性研究不够深入，山前冲

断带地表条件复杂 （地形起伏大、松散沉积层厚

等）、构造复杂等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圈闭的识

别［１］。 高精度航空磁测可有效地克服地面工作恶

劣的自然环境，获取到区域性高精度磁测数据，能够

快速准确掌握区域地质构造及局部全部构造异常信

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国家地质总局航空物探

大队曾在塔西南地区开展过 １ ∶２０ 万的航磁测量，在
盆地的基底性质、区域构造、坳陷和隆起区圈定，以
及油气条件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是塔西

南第一份完整的地学基础资料，对石油地质勘探起

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但受限于当时导航定位能力

低（偏航 ５００～１ ５００ ｍ 之间）、磁力仪测量精度较低

（灵敏度±１ ｎＴ）、飞行高度高（６００ ～ １００ ｍ）等影响，
对盆地弱磁性盖层及与油气相关局部构造识别能力

不够［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在塔西南开展了 １ ∶５万高精

度无人机航磁测量，使用高精度铯光泵磁力仪（灵
敏度 ０．０００ ６ ｎＴ，补偿精度 ０．０２ ｎＴ），差分 ＧＰＳ 导航

定位（平均偏航 ４．４７ ｍ），无人机低空缓起伏自主飞

行（平均离地高度 １８６ ｍ），磁测数据动态噪声５．３４４
～６９．５４２ ｐＴ（小于＜８０ ｐＴ 的占比达９９．９６％），全区测

量总精度 ０．５４ ｎＴ，获取到了高质量的航磁测量成果

数据。 高精度航磁展现出了大量与油气成藏相关的

地质构造信息，对部分由浅表弱磁性新生界盖层形

成的局部圈闭构造有清晰的显示，成果可为塔西南

进一步开展油气勘探战略选区及深部资源评价提供

了重要参考。

１　 塔西南油气地质背景

塔西南前陆盆地具有巨大的油气勘探潜力，可
高度概况为 “一大、 二厚、 三多” 的石油地质特

征［３ ４］。 “一大”指塔西南作为大型复合前陆盆地，
勘探面积大。 盆地面积超 １０ 万 ｋｍ２，坳陷内部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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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面积超 ２ 万 ｋｍ２ 的二级凹陷，如喀什凹陷、英
东凹陷、叶城凹陷、和田凹陷等。 除超深目标层目前

钻探难以达到的地域和勘探难度极大的山区外，可
勘探的面积约占整个面积的一半，勘探地域辽阔。
“二厚”指沉积盖层厚，发育多套巨厚生储油层。 基

底上覆盖层从震旦系到第四系均发育，新生界巨厚；
从上至下发育有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

和侏罗系 ３ 套烃源岩，以中—下寒武统和石炭—二

叠系为主力烃源岩，生油层总厚度在 ２ ０００ ｍ 以上。
“三多”指生油时期多、储盖组合多、局部构造多，形
成多套生储盖系统。 盆地前震旦系基底上覆沉积盖

层经历了华力西晚期、燕山晚期和西山晚期 ３ 个成

油气期；发育有奥陶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垩系、中
新统和上新统 ６ 套储盖组合（图 １）；存在以断层相

关褶皱构造及逆冲推覆构造变形为主局部圈闭构造

类型。 良好的石油地质特征客观地揭示塔西南地区

含油气地质条件优越，油气成藏类型多，勘探面积

大，浅—中深多套生储盖含油系统，具有良好的勘探

前景。

１—各时代地层分布范围；２—已知含油气构造及油气；３—研究

区范围；４—盆地基底隆起 ／ 凹陷；Ｅ—古近系；Ｋ—白垩系；Ｊ—侏

罗系；Ｐ２—中二叠统；Ｐ１—下二叠统；Ｃ—石炭系；Ｄ—泥盆系；

Ｓ—志留系；Ｏ—奥陶系；Ｚ—震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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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塔西南地层及主要含油气构造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２　 区域磁场与磁性基底深度

２．１　 区域磁场特征

全区航磁 ΔＴ 场显示，区域磁场整体表现为北

高南低，北部相对高磁区呈 ＥＷ 向展布，宏观上隶属

于塔里木盆地中央阿拉干—喀什 ＥＷ 向巨大升高磁

异常带西端的一部分（图 ２）。 中—南部为相对平稳

的正 ／负平稳变化的磁场区，由一系列 ＮＥ 走向、正
负相间的平稳正负磁场组成，宏观上构成了塔里木

盆地西南部 ＮＥ 向正—负磁异常带，该组磁异常带

自西向东由 １２ 条正—负相间排列的磁异常带组成，
分别为英吉沙、叶城、藏桂巴扎、和田平静负磁场区，
喀什—阿图什、黑孜尔、皮山北、墨玉北、策勒平稳升

高正磁场区。

图 ２　 塔西南地区高精度航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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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地层岩石物性及其对生储盖的指示意义

掌握地层岩石物性特征是分析磁场成因和基底

岩相的重要基础，在大量野外实测和整理已有资料

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研究区及周边出露的主要地

层岩石的磁性特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图 ３）。 ①
盆地下伏的太古宇和元古宇为一套结晶变质岩系，
磁化率中间值分别达到２２ ６６５×１０－６ ＳＩ（太古宇）、
１８ ３２８×１０－６ ＳＩ（中—新元古界），具强磁性。 ② 塔

西南地区古生界顶部普遍零星分布一套玄武岩，磁
化率中间值１７ ０５０×１０－６ ＳＩ，磁性较强。 ③ 上新统阿

图什组砂岩具有弱磁性特征，磁化率中间值５４５ ×
１０－６ ＳＩ。 由此可见前震旦系盆地基底构成了本区唯

·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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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区域磁性层，古生界顶部的火山岩能够引起一

定的局部异常，而上新统砂岩由于近地表、巨厚，受
构造影响能够引起一定强度的磁局部异常。

塔西南地区的油气勘探显示，自下而上存在古

生界、中生界、新生界 ３ 套储盖组合，３ 个磁性层位

正好位于下、中、上储盖组合的底部和顶部，磁性层

受构造控制或影响局部变形可引起不同特征的局部

异常。 因此识别并区分不同磁性层以及不同构造变

形引起的局部异常，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识别隐伏及

深部可能的含油气有利局部圈闭构造（简称“局部

构造”，下同）提供重要指导。

图 ３　 含油气储盖组合与地层磁化率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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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磁性体深度计算与磁性基底深度

物性资料显示，塔西南区域磁场主要由深部的

前震旦系强磁性变质结晶基岩引起。 首先利用过德

比契斯（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小波剔除地表干扰或近地表强

磁性局部异常，得到主要有磁性基底的区域磁场，进
而通过三维欧拉反褶积方法，计算区域磁异常的位

置及深度。 通过解欧拉方程（式 １），确定场源体的

水平位置和深度，进而对磁性体、磁性接触界面等地

质构造进行鉴别和研究。 此处的目标磁性体为深部

磁性基底，其构造模型可以理解为岩墙，使用航磁

ΔＴ 场计算，式中构造指数取值 Ｎ＝ １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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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点磁场梯度，（ｘ０、ｙ０、ｚ０）为磁源

体位置，Ｎ 为构造模型指数。
欧拉反褶积方法的计算步骤：计算测量异常的

梯度值；选择计算窗口 １０×１０（单位为网格距）；窗口

内的所有节点解方程组，求出场源体的位置参数和

深度值；移动子窗口，在所有的子窗口内重复计算获

得磁源体位置。
全区共计算得到 ２０ ０００ 余个深度点，对同一相

邻地区的深度点进行聚类和趋势分析，将偏离磁性

基底较大的深度点分离，将指示磁性基底深度的深

度点通过最小曲率方法，勾绘出盆地的基底深度分

布（图 ４）。 磁性基底深度分布图直观的显示，作为

塔西南盆地基底的太古—元古界变质结晶基岩面的

隆坳格局，纵向上构成两隆夹一凹，横向上构成连续

的凹凸相间的隆坳格局。

图 ４　 塔西南基底隆坳与主要断裂构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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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揭示的生油凹陷与深部构造

油气生成、运移及聚集与盆地的形成、基底隆坳

和深部构造密切相关，油气田一般在凹陷边缘斜坡

区局部构造有利部位分布。 因此通过基底隆坳格局

研究及有效地识别和圈定凹陷（洼陷）及其控制凹

陷的断裂构造十分重要。
３．１　 可能的生油凹陷与油气运移规律

塔西南盆地基底存在较大隆起或凹陷变化，整
体表现为纵向上南北高中部低、南陡北缓，横向上一

凹一凸、两凹夹一凸的有序隆凹格局［９ １２］。 区域上

以－８ ｋｍ 和－６ ｋｍ 基底等深线分界，由南向北可划分

为西昆仑山前冲断带、前陆中部坳陷、麦盖提斜坡和

巴楚隆起 ４ 个二级构造单元（图 ４）；前陆中部坳陷

在－８ ｋｍ 等深线上显示为一个较完整坳陷带，南侧

西昆仑山前冲断带基底深度在－８ ｋｍ 以浅，向南急

剧抬升；坳陷带北侧的麦盖提斜坡基底深度从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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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８ ｋｍ 向北缓慢抬升至－６ ｋｍ；北侧巴楚隆起基底

深度在－６ ～ －４ ｋｍ 之间。 前陆中部坳陷面积数万

ｋｍ２，ＥＷ 向延伸近 ６００ ｋｍ，基底深度显示 ＥＷ 方向

上存在明显的隆凹变化，以－１０ ｋｍ 基底等深线可将

其分割为 ９ 个次级凹陷或凸起，自西向东依次为喀

什凹陷、英吉莎凸起、英东凹陷、莎车凸起、叶城凹

陷、藏桂巴扎凸起、和田凹陷、玉龙喀什凸起和策勒

凹陷［９ １０］。 叶城凹陷、和田凹陷面积都在 １ 万 ｋｍ２

以上，叶城凹陷达到 ２ 万 ｋｍ２。 凹陷区基底深度普

遍在－１２ ｋｍ 左右，局部洼陷中心最深达－１６ ｋｍ。 并

且各凹陷、凸起受构造控制明显，除英吉沙凸起为缓

坡凸起外，莎车、藏桂巴扎、玉龙喀什凸起均为北东

轴向的带状凸起，与两侧基底凹陷（或洼陷）形成反

差明显。 莎车凸起较东西两侧凹陷基底深度相差达

７～８ ｋｍ，呈现出明显的断块凸起特征。 并且在大型

凹陷内普遍存在多个局部洼陷中心，洼陷中心大多

邻近断块凸起，呈局部单斜箕状。 以叶城凹陷最为

明显，受南北挤压及右行走滑应力场控制，呈右斜的

菱形状，基底深度在－１４～ －１０ ｋｍ 之间缓慢起伏，以
－１２ ｋｍ 等深线可进一步划分出 ３ 个局部洼陷，分别

为叶城洼陷、皮南洼陷和皮北洼陷，平面上呈“品”
字形格局。 叶城洼陷、皮南洼陷呈长轴状，邻近且与

控制叶城凹陷的边界断裂轴向一致，呈现出逆冲推

覆断裂前缘局部洼陷构造规律。
众所周知，塔西南盆地是新生代以来形成的经

历了多次伸展拉张—聚敛挤压的叠合型前陆盆地，
盆地基底的隆坳直接影响上覆盖层（特别是古生

界）的起伏。 区域 ＳＮ 向的隆坳格局促使基底上覆

的古生界（中—下寒武统和石炭—二叠系主力烃源

岩）烃源向南北两侧聚集。 前陆中部坳陷带南北两

侧斜坡区是有利的油气运移指向区，局部构造有利

部位可形成油气藏，如已探明的柯克亚、巴什托普局

部圈闭构造带。 而前陆中部坳陷带内还存在多个规

模较大的凹陷（如喀什、英东、叶城、和田及策勒凹

陷），相邻凹陷之间为断块凸起，以及凹陷内部的局

部洼陷的存在也为烃源横向迁移提供了条件，从凹

陷或洼陷中心向两侧的油气迁移，如莎车鞍状断块

凸起两侧的对向单斜洼陷，烃源可分别沿斜坡向东

西两侧迁移。 但这些区域古生界普遍在－６．０ ｋｍ 以

深，凹陷中心达－１０．０ ｋｍ，存在埋深较大的问题，如
果深部烃源缺乏向上运移的断裂通道，很难在上覆

可勘探的新生界中聚集成藏。
３．２　 主要断裂及其对油气运移的控制规律

区内已探明的柯克亚和巴什托普油气田的烃源

分别来自 Ｃ⁃Ｐ 和∈⁃○的烃源岩，经断裂和斜坡共同

作用油气向上迁移，在新生界和上古生界构造圈闭

中聚集成藏，是目前钻探的主要目的层，因此深切入

古生界的断裂是油气向上运移重要通道。
塔西南地区受昆仑山、南天山的对向挤压和西

部帕米尔突刺的共同作用，在区内形成以南北挤压

应力为主的挤压应力场，同时在局部派生剪切应力

场，形成压扭断裂和走滑断裂［１１ １４］。 部分断裂切入

盆地深部，甚至控制盆地基底隆坳，为油气向上迁

移—聚集提供了必要的通道。 依据区域磁场及磁性

基岩深度对区内深断裂进行了推断，部分深断裂前

人资料已有所提及，本次新推断的主要有麦盖提

（Ｆ５）、皮山（Ｆ１９）及部分 ＮＥ 向转换断裂。 这些深断

裂大多形成于加里东—喜玛拉雅期并控制古生界及

盆地基底的断裂，如玉代力克（Ｆ４）、叶尔姜河（Ｆ６）、
色力布亚断裂（Ｆ１７）、麦盖提（Ｆ５）等断裂，它们大多

具有持续活动的特点，性质以逆冲推覆为主，部分具

横向走滑性质。 受断裂的性质和特征不同，油气迁

移规律不同，在西昆仑山前地带主要发育由南向北

的推覆逆冲断裂，下伏古生界烃源沿断裂斜向上运

移，在构造前缘顶部局部圈闭处聚集成藏，如柯克

亚、棋盘、桑株等已探明圈闭；而在巴楚隆起南缘发

育北向南的逆冲推覆构造，油气沿逆冲断层向前端

运移，在断裂上盘转折褶皱圈闭内聚集成藏，如玉代

力克（Ｆ４）、色力布亚（Ｆ１７）断裂，巴什托普油气田即

位于琼库恰克推覆构造圈闭中。 此外，在西昆仑山

前构造带与前陆中部坳陷的过渡带还发育横向走滑

断裂，如莎车断裂（Ｆ１８），推断与喀什南部的羊大曼

断裂类似，ＮＮＷ 向的莎车断裂切断了同期稍早的

ＮＥ 向叶尔姜、吐孜拉普河断裂，亦能为下部油气垂

向上迁移提供重要通道。

４　 局部异常与局部含油气有利圈闭构造

４．１　 局部异常增强与有效识别

随着仪器灵敏度和测量精度的不断提高，航磁

已能直接捕捉到由弱磁性沉积地层局部形变引起的

局部异常。 特别是开展高精度航磁测量及对磁测资

料进行数据处理之后，许多含油气局部构造在测量

数据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本次基于中大型无人机平台的 １ ∶５万大比例尺

高精度油气构造航磁调查在国内尚属首次，得益于

高精度测量仪器、精准的三维导航控制和平稳的飞

行姿态，此次测量表现出对弱磁异常有极强的捕捉

能力。 根据本区局部异常形态特征看，主要有叠加

在宽缓背景场上的较强局部异常和叠加在宽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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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弱小局部异常。 笔者通过剖面放大、非线性

滤波、小波变换、求取方向导数等一系列精细数据处

理后，发现方向导数法对局部异常识别效果明显，小
波分离对局部异常提取效果最好［１５ １６］。 有效凸显

了与局部构造关系密切的弱磁异常，增加了局部叠

加异常的识别度，部分弱小局部异常特征在以往低

精度资料中反映并不清晰。
由于研究区主构造方向为 ＮＷＷ—ＳＥＥ 向，因

此通过 ０°方向导数能够有效地突显局部异常边界

细节，增加局部异常的识别度，特别是对背景场上叠

加的弱磁异常行之有效。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形态

叠加异常或叠加异常处在背景场的不同位置对应的

方向导数特征有所差异，在圈定局部异常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方面：①一个完整的局部异常在总水平导

数上表现为正 ／负值相伴出现，因此应特别注意在零

值附近的正 ／负伴生异常或正 ／负成对（正负异常具

有一定的距离）出现的异常，磁性体宽度界线为零

线两侧正 ／负异常的峰值之间的距离［１７］。 ②应注意

斜磁化的影响，由于斜磁化的影响，异常北侧较南侧

梯度大，总水平导数负值可能较大，磁性体位于负峰

偏南。 ③对于引起局部异常的磁性层在不同的构造

或同一构造的不同部位时，一个完整的局部构造异

常可能由不止一对正 ／负异常构成。
４．２　 局部含油气有利圈闭构造识别

塔西南地区自渐新世以来，一直处于挤压收缩

构造环境，主要发育收缩构造样式，以断层相关褶皱

构造及逆冲推覆构造变形为主要特色，根部发育基

底卷入冲断构造，局部派生走滑应力，发育走滑扭动

构造样式。 不同的磁性层受不同的局部构造控制，
表现出特征差异的局部异常，结合区域地质构造规

律、磁性层及局部异常特征，主要有以下 ３ 大类。
１）指示盆地前震旦系结晶基底局部隆坳引起

的局部构造异常，盆地基底受构造影响，出现局部隆

起，其上覆的古生界（甚至中生界）沉积盖层也同样

受此影响出现局部隆起形成隐伏背斜构造，可形成

古潜山类似的构造圈闭类型［１８］。 此类局部构造对

应的局部异常多表现为宽缓正值异常，总体具面积

大、强度大、梯度平稳特征，异常幅值在几十到一百

多 ｎＴ 之间平稳变化，呈宽大的异常带，延伸多在几

十至 ２００ 千米，宽度几十千米，两侧梯度变化平稳、
对称。 以莎车基岩凸起最为典型，与之对应的局部

异常一叶城凹陷负磁场中相对升高的弱磁异常带，
呈规则椭圆状，范围 ３６×２０ ｋｍ２，轴向 ＮＥＥ，异常幅

值最高 ４０ ｎＴ。 计算显示莎车凸起磁性基岩顶部深

度在－７～ －８ ｋｍ 之间，南北两侧与之相邻的叶城、英

吉沙东部凹陷区磁性基岩面深度都在－１２ ｋｍ 以深，
呈断裂隆起特征，其上覆古生界乃至新生界底部均

与凸起一起向上隆起，在－４ ～ －６ ｋｍ 深度新生界底

部和古生界顶部可形成局部圈闭。
２）与古生界顶部基性火山岩相关的局部构造

异常，下二叠统顶部的这套火山岩为华力西晚期形

成，随地层一起受后期构造运动影响，局部多形成断

层相关褶皱、冲断构造等局部构造，识别此类异常能

够有效地圈定上古生界和中生界相关的局部有利圈

闭构造。 虽然该套基性玄武岩、火山碎屑岩具有强

磁性特征，但他们下伏于巨厚（２ ～ １０ ｋｍ 不等）的

中—新生界盖层之下，基性岩原有的不规则蹦跳状

异常则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一定强度

和规模的、形态较规则的叠加异常。 此类异常表现

为局部叠加中等强度异常，总体具强度较高、梯度较

大、规模较大特征，异常幅值多为一二十到几十 ｎＴ，
宽度 １０ ～ ２０ ｋｍ，具有一定定向延伸性，普遍具等轴

状。 区内以叶城南部的莆沙—克里阳最典型，从垂

直近 ＥＷ 走向局部异常的 ＳＮ 向剖面上看，由南向

北存在乌塘苏—玉立群、莆沙—曲力西和苏库勒

克—伊格尼斯提 ３ 个局部异常带，单个局部异常轴

长 １０～２５ ｋｍ，宽 ８～１０ ｋｍ，强度 １０ ｎＴ 左右，最高 ２０
ｎＴ。 该组局部异常带显示在 ＳＮ 向挤压应力场作用

下形成的，古生界顶部火山岩磁性层卷入的叠瓦状

逆冲推覆构造引起。 构造带位于塔西南盆地南缘，
受由南向北的推覆作用，深部形成叠瓦状逆冲断裂。
盆地基底由南向北从－１０ ｋｍ 缓慢抬升至－８ ｋｍ，构
成了磁场 ΔＴ 逐渐升高的背景；上覆古生界—中生

界随逆冲推覆断裂向上逆冲，形成多个构造三角楔，
三角楔内的古生界顶部火山岩磁性层引起的局部异

常叠加在区域背景场之上，形成具有一定宽度和强

度的递进式叠加局部异常。 根据这一构造认识，利
用区域场及叠加异常计算的磁性体顶界面深度，结
合本区的地质构造规律建模并正演拟合显示（图
５），反演参数设置：磁总场 ５３０００ ｎＴ，磁倾角 ５８．４２°，
磁偏角２．９４°，磁化率（κ）单位为 １０－６ ＳＩ。 拟合结果

显示在－３．５ ｋｍ 以下存在三层叠瓦状推覆构造三角

锲，各构造锲局部形成断层转折背斜， 在纬度

３７．２７８００°处的－３ ～ －４ ｋｍ、纬度３７．３６７９１°处的－３．５
～ －６．５ ｋｍ 和纬度３７．５１１７６°处的－７ ｋｍ 深度的上古

生界—中生界存在圈闭可能，地震已探明的莆沙构

造，即纬度３７．３６７９１°处－４．０ ｋｍ 的构造，三角锲顶部

中生界构成的局部圈闭。 近表上覆的巨厚新生界地

层被动受力沿新生界底部滑脱层向南反冲，覆盖在

三角锲之上，局部形成断层转折或断层传播背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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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四系；２—上新统；３ ／ ４ ／ ５—中新统；６—古近系；７—白垩－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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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二叠系火山岩层；１３—推断断层；１４—推断构造层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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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乌塘苏局部构造带深部地质结构推断解释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ｄｅｅｐ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ｕｔａｎｇｓｕ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ｌｔ

纬度３７．３８５８９°处的－３ ｋｍ、纬度３７．６３７６２°处的－３．５
ｋｍ 存在局部低角度背斜圈闭可能。

３）浅表新生界弱磁性砂岩受构造局部形变引

起的局部构造异常。 盆地上覆新近系弱磁性砂岩层

受 ＳＮ 向挤压及右行走滑作用影响，多形成的背斜、
断鼻和断块等局部构造，磁性层局部形变不再均一，
可引起一定的局部异常。 与该类磁性层相关的异常

表现为局部叠加低幅值异常，总体具幅值小、宽度

小、延伸较稳定、梯度较明显特征，异常幅值多小于

１５ ｎＴ，大多集中在 １０ ｎＴ 以内，宽度在 １０ ｋｍ 以内，
具明显的局部叠加异常特征，叠加在多种背景场上，
表现为区域航磁上局部出现弱小波动。 以前陆凹陷

中部的克拉克依构造最为典型，地表新近系阿图什

组（Ｎ２ａ）呈 ＳＥＥ 向条带状出露，与之对应的局部异

常为一轴长近 ３０ ｋｍ，宽 １０ ｋｍ，剩余异常强度－４．２～
２．９ ｎＴ（峰峰值），沿异常轴线在中部呈明显的双峰

状。 该构造为新生界盖层滑脱引起的断层传播褶皱

构造，建模反演显示（图 ６），反演参数设置：磁总场

５３ ０００ ｎＴ，磁倾角 ５８．４２°，磁偏角２．９４°，磁化率（κ）
单位为 １０－６ ＳＩ。 异常磁性体顶深在 １ １００～１ ５００ ｍ，

新近系阿图什组磁性砂岩形成的缓隆起背斜核部，
受古近系底部顺层滑脱及 ＳＮ 向挤压的共同作用，
上覆新近系盖层在断层前端形成的断层传播褶皱隆

起，由于背斜受构造运动不断隆起，顶部弱磁性层遭

受剥蚀，故形成双峰状局部异常。

１—第四系；２—阿图什组

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２—Ａｔｕｓｈ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６　 克拉克依构造反演地质剖面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Ｋａｒａｍａ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塔西南地区由于主要受 ＳＮ 挤压应力场控制，
大多形成与盆地边缘构造系轴向相同的各类局部构

造。 但新近纪以来西昆仑南北挤压存在东西差异，
西段明显强于东段，同时造成盆地上覆盖层整体受

到右行走滑应力作用，加之新生界底部层间滑脱层

（古近系底部膏盐层）的共同作用，在西昆仑中段北

侧（莎车—叶城段）形成了古生界、新生界上下两套

构造层轴向近似正交的叠加复合背斜。 以泽普县东

侧的“一杆旗”局部构造最为典型，该复合构造夹持

于 ＮＥ 向的叶尔姜、棋盘断裂之间，磁场 ０°方向导数

显示，ＮＥ 轴向的两组平行局部异常叠加在 ＮＷ 轴

向的宽缓局部异常之上，异常梯度平缓、延伸稳定，
但明显被 ＮＷ 向的莎车断裂以右型压扭方式割断

（图 ７）。 根据该区的地质构造规律推断，该区在古

近纪早期受近 ＳＮ 向挤压应力主导，古生界顶部形

变形成与西昆仑山前断续系同向的“一杆旗”背斜，
轴向 ＮＷ，新近纪晚期受齐姆根凸起的快速向北推

移，在凸起东侧形成右型走滑挤压应力场，受古近系

底部膏盐滑脱层影响，上覆巨厚的新近系（厚度 ３ ～
４ ｋｍ）刚性层在 ＮＷ—ＳＥ 的侧向挤压应力场作用

下，形成了两组 ＮＥ 轴向的盖层滑脱局部凸起，它们

叠加在下伏的 ＮＷ 轴向背斜之上，形成了“一杆旗”
上下轴向正交的复式背斜局部构造。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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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推断断裂，２—局部构造异常

１—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ａｕｌｔ， ２—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

图 ７　 前陆凹陷中部不同轴向局部构造叠加异常

Ｆｉｇ．７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ｘ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５　 局部构造分布规律

５．１　 局部构造展布规律

根据航磁局部异常共圈出局部构造 １２２ 个，这
些局部构造异常具有明显的组合特征及平面展布规

律。 指示基底隆起或古潜山的等轴状、形态规则、强
度大、范围大的异常主要位于前陆中部凹陷区，那些

与古生界局部构造对应的具强度稍大、范围中等、椭
圆状、形态较规则的异常多分布于凹陷区边缘的斜

坡或隆起带上［１８］；浅部新生界局部构造的异常普遍

具强度弱、宽度窄、呈带状平行分布的异常特征，主
要位于凹陷区边缘冲断带及其前缘（图 ８），航磁 ΔＴ
化极水平二阶导数是根据航磁 ΔＴ 化极平面数据按

序进行两次水平方向导数（０°和 １８０°）计算所得。
结合区域断裂构造格局，按局部构造区→局部构造

带→局部构造层次，可将这些局部构造分为 ８ 个区

２７ 条构造带（表 １），不同的构造区（带）反映了不同

的构造组合特征及规律。
　 　 总体看来，这些局部构造的轴向及其构成的局

部构造带的走向与其邻近的盆山结合带或构造单元

１—局部构造及名称；２—局部构造区；３—局部构造带

１—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ｍｅ；２—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３—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ｌｔ

图 ８　 局部构造及其展布规律

Ｆｉｇ．８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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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局部构造分区分带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ｉｎｇ

序号 构造分区 构造带号 局部构造带 局部构造名称

Ⅰ
岳普湖—
色力布

亚构造区

第 １ 带 阿克喀什—塔克尔库构造带 喀什背斜（测区外）、阿克喀什、麻扎库、比盖买力

第 ２ 带 伽师—第三农场构造带 西伽师、东伽师、艾曼里克、龙口、伯西塔木、第三农场

第 ３ 带 岳普湖—色力布亚局部构造带 岳普湖、岳普湖北、西曲库恰克、北曲库恰克、曲库恰克

第 ４ 带 牙恰克局部构造带 英也尔、郎喀、牙恰克、卡拉东、南色力布亚、卡拉东

Ⅱ
色力布亚—
麦盖提东
构造区

第 １ 带 玉代力克—康塔库木构造带 北巴、北恰苏、恰苏、麦东Ⅳ号

第 ２ 带 色力布亚—麦盖提东构造带 北曲库恰克、琼库尔恰克、南色力布亚、卡拉东、麦东Ⅱ号、麦东Ⅲ号

第 ３ 带 麦盖提—海西构造带 麦盖提、麦东Ⅰ号、海西Ⅰ号、海西Ⅱ号、海西Ⅲ号

Ⅲ 齐姆根—
英吉沙区

第 １ 带 齐姆根构造带 齐姆根、硫酸厂北、黑孜南

第 ２ 带 黑孜尔构造带 托普鲁克、黑孜尔

第 ３ 带 英吉沙构造带 英吉沙、哈拉萨依

Ⅳ 莎车—叶城
西构造区

第 １ 带 霍什拉甫构造带 喀拉克依、和什拉甫、尼西西、塔尔阿格、拜勒都东

第 ２ 带 棋北构造带 考库亚、喀群、喀群东、尼西北

第 ３ 带 泽普构造带 亚克亚日北、泽普、依克苏、巴仁公社、巴仁公社东

第 ４ 带 一杆旗构造带 一杆旗、克拉克依

第 ５ 带 北莎车构造带 西阿力买提、阿力买提、北莎车、东莎车

Ⅴ 叶城—皮山
南构造区

第 １ 带 莆沙构造带 西莆沙、东莆沙、曲吕西、比纳木、喀热苏

第 ２ 带 乌塘苏群构造带 西乌塘苏、东乌塘苏、玉力群

第 ３ 带 西河莆—克里阳构造带 西河莆、西河莆东、孜门勒克、北玉立群、克里阳、喀热苏北

第 ４ 带 固满构造带 尼西东、指挥部、拜什特、东固满、合什塔克、苏勒阿孜

第 ５ 带 皮山南构造带 北保然、斯拉克、乔达、藏桂、藏桂北

第 ６ 带 皮山北构造带 卡日东、皮东Ⅰ号、皮东Ⅱ号、皮东Ⅲ号、皮东Ⅳ号

Ⅵ 和田南构造区
第 １ 带 桑株—杜瓦局部构造带 桑株、杜瓦、杜瓦东、普喀

第 ２ 带 皮牙曼—和田构造带 皮牙曼西、皮牙曼、皮牙曼北、和田、阿其克、策南Ⅰ号、策南Ⅱ号

Ⅶ 和田北构造区
第 １ 带 墨玉—策勒构造带 墨玉、洛浦北、策勒北

第 ２ 带 墨北—玉龙喀什构造带 墨北Ⅰ号、墨北Ⅱ号、墨北Ⅲ号、玉龙Ⅰ号、玉龙Ⅱ号

Ⅷ 玛南构造区

第 １ 带 玛南构造带 玛南Ⅰ号、玛南Ⅱ号

第 ２ 带 和田北—玉龙东构造带
和北Ⅰ号、和北Ⅱ号、和北Ⅲ号、和北Ⅳ号、和北Ⅴ号、阿提巴什、

玉东Ⅰ号、玉东Ⅱ号、玉东Ⅲ号

结合带伸展一致，说明凹陷区内的局部构造及其构

造带的形成主要受其外侧的推覆挤压应力作用所

致。 尤以盆地西南边缘最为明显，它们与昆仑山—
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挤压作用并产生大规模

的挤压—走滑活动直接相关。 在盆地边缘山前冲断

带及其附近多形成狭长的挤压背斜，这些背斜的长

轴方向与盆地边缘区域断裂展布方向一致，并且向

冲断带前缘外侧，局部构造宽度逐渐增大，变形强度

逐渐减弱，异常强度逐渐减小。 如叶城—皮山南构

造区，从南向北形成了莆沙、乌塘苏、西河莆—克里

阳、固满等多达 ６ 排相互平行的局部构造带，它们的

轴向与南侧西昆仑山前冲断带及铁克里克北缘断裂

走向一致，这些局部构造带的形成与西昆仑向北的

推覆挤压及盆地盖层向南的反冲作用直接相关，并
且这些局部构造带在平面上还表现出一定的右行雁

列展布规律，这与该区强大的右行走滑活动有关。
测区北部的岳普湖—色力布亚构造区展现的近 ＥＷ
向局部构造、巴楚隆起西南的色力布亚—麦盖提东

构造区的 ＮＷ—ＳＥ 展布的局部构造带以及玛南地

区近 ＥＷ 向局部构造带，这些局部构造带均垂直于

控制该区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５．２　 局部构造变形规律

塔西南地区的构造变形主要发生在新近纪以来

前陆盆地的聚敛期，受应力机制差异影响，变形的强

度具有不均一性，产生构造变形的分带性、分段性和

分层性，早期的变形往往被晚期变形改造。 从圈定

的局部构造及由其组成的构造带和构造区的分布及

组合特征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征：① 塔

西南坳陷的南北构造差异，形成了构造变形的南北

差异特征。 受西昆仑向北的持续挤压推覆，塔西南

盆地由南向北形成一套由前陆冲断带→中部凹陷→
前沿斜坡→前端隆起构成的推覆构造系统，受此作

用形成一系列轴向平行的局部构造带［１９］。 而北部

的南天山推覆构系统较南部尚不够完善，多形成与

逆冲推覆有关的局部构造（图 ９）。 ② 塔西南在南

北挤压应力作用之上，还整体受右行走滑作用力的

影响，构造变形的强度和构造样式具有东西分段性，
并表现为西强东弱的总体特征。 受西侧帕米尔突刺

巨大推覆挤压应力的位移量的影响，位于其东翼的

塔西南坳陷带南北两侧的西昆仑和南天山山前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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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构造变形存在明显的东西差异。 由于盆山边界与

主应力方向交角差异，造成了变形特征及构造样式、
构造组合的东西差异，总体表现为东、西部为近似垂

直正交挤压，挤压应力强，中部为斜交挤压，挤压应

力较弱，派生走滑应力较强。 ③ 从局部构造的变形

强度和展布规律来看，挤压构造变形强度总体展现

出南北强中部弱、南部较北部强的特征。 盆地边缘

前陆冲断带受强烈的 ＳＮ 向挤压作用，多形成基底

卷入冲断构造或逆冲推覆构造，变形强烈；前陆中部

凹陷及南缘斜坡受 ＳＮ 向的挤压、斜冲和层间滑脱

的共同作用，多形成三角带构造、双重构造、层间滑

脱，构造变现较弱；前缘斜坡及前端隆起受北向南挤

压作用，多形成逆冲推覆、基底卷入等，由此造成局

部构造变形由南向北表现出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

的特征，从盆地南部的纵向剖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南

北构造变形减弱，对应的局部异常更加规则，相对强

度逐渐减弱（图 ９）。 ④ 断裂是控制局部圈闭构造

形成的重要条件。 构造圈闭的形成与断裂关系密

切，断裂为构造圈闭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塔西南地

区的绝大多数圈闭均发育在断裂带内，如甫沙背斜、
柯克亚背斜等，都是典型的断层转折褶皱，下部发育

三角构造，上部发育断层转折褶皱而形成背斜圈闭。
⑤ 局部构造的形成时代具有明显的南北、东西差

异。 西昆仑山前断裂主要形成于上新世以来的喜马

拉雅晚期，而北部巴楚隆起南缘断裂在华力西晚期

就开始发育，受区域应力及断裂构造的控制，局部构

造同期形成。 因此在前陆中部凹陷南侧的局部构造

大部分形成于喜马拉雅晚期，而凹陷带北部的局部

构造多形成于华力西期。

１—航磁 ΔＴ；２—航磁 ΔＴ 局部异常；３—航磁 ΔＴ 一阶导数；４—局部重力异常；５—推断断裂；６—构造层界线；７—不同各时代构造层；Ｑ—第

四系，Ｎ２—上新统；Ｎ１—中新统；Ｍｚ—中生界；Ｐｚ—古生界；Ｐｔ—元古宇

１—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ΔＴ；２—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ΔＴ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ｏｍａｌｙ；３—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ΔＴ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４—ｌｏｃ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５—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ａｕｌｔ；６—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ｌａｙｅｒ；７—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Ｎ２—ｕｐｐｅｒ 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Ｎ１—ｍｉｄｄｌｅ 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Ｍｚ—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Ｐｚ—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Ｐｔ—

Ｐｒｅｓｉｎｉａｎ

图 ９　 塔西南南部局部构造变形规律及其异常特征

Ｆｉｇ．９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６　 典型油气藏与含油气有利构造区预测

６．１　 典型油气藏特征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大的一个陆上含油气盆

地，而塔西南是塔里木盆地最大的坳陷，也是典型的

叠合复合型盆地，具有多期构造运动、多套烃源岩、
多个含油气系统、多期成藏、多期调整再分配的石油

地质特点。 历经几十年，钻探了 ３０ 多个局部构造，

但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构造仅 ３～４ 个，目前具规模开

采的仅有柯克亚和巴什托普油气田。
柯克亚油气田是 ２０ 世纪在西昆仑山前柯克亚

构造带上发现的，由中—新生界构成的一个复式成

藏体系，其烃源岩是 Ｃ⁃Ｐ ［２０］。 与柯克亚油气田对应

的是西河莆东局部构造异常，该构造异常位于皮山

升高正磁异常带西南端与 ＮＷ 向负磁场的交互部

位，ΔＴ 化极水平一阶导数（０°方向）显示，该局部构

造由南北两组叠加在南向北逐渐升高背景场上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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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异常构成，二者轴向一致，ＥＷ 轴向，北部异常构

成了该构造异常的主体，南部异常较小，综合推断异

常由古生界顶部火山岩夹层及新生界弱磁性层共同

引起，柯深 １ 井和柯深 １０１ 井位于南北两梯度高值

异常之间的低值区域（图 １０）。 巴什托普油气藏位

于麦盖提斜坡上倾方向的巴什托普构造带上，由石

炭—二叠系构成的、华力西期形成经喜马拉雅期进

一步改造的圈闭。 该构造与琼库恰克局部构造异常

对应，位于色力布亚镇北西侧叠加有一等轴状的升高

局部异常，异常由古生界顶部火山岩夹层受琼库恰克

断裂（Ｆ１８）控制形成背斜引起，曲 １、群 ４ 等井位于琼

库恰克断裂南侧磁场水平一阶导数的零线附近。

１—局部构造，２—推断断裂

１—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ａｕｌｔ

图 １０　 柯克亚（ａ）、巴什托普（ｂ）油气田构造航磁特征

Ｆｉｇ．１０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Ｋｅｋｅｙａ（ａ） ａｎｄ Ｂａｓｈｉｔｏｐｕ（ｂ）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ｓ

６．２　 含油气有利构造区预测

利用航磁进行含油气构造有利区主要从构造角

度进行，包括推断的生油凹陷、基底隆坳、断裂构造、
局部构造等与油气藏相关的地质要素进行［２１ ２２］。
如前所述，塔西南地区存在如叶城凹陷、英吉沙东部

凹陷、和田凹陷等多个大型的生油凹陷或断陷，它们

的磁性基底埋深普遍在－１２ ｋｍ 左右，这些喜马拉雅

期形成的凹陷势必影响盆地上覆的烃源层（Ｃ⁃Ｐ 和

∈⁃○）变形隆起，因此在这些凹陷周围、凹陷与相邻

隆起的过渡部位、两个凹陷之间的隆起或鞍部以及

凹陷内多次次洼之间的相对隆起部位的局部构造无

疑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 同时还要结合断裂对油

气藏形成的重要作用，断裂是油气垂向运移的通道，
控制了圈闭的形成。 全区识别的各类局部构造 １２２
个，类型以断层相关褶皱为主，由 ３ 个磁性层引起，
集中分布在 ８ 个构造区，构成 ２７ 条局部构造带。 综

合这些与油气藏相关的地质构造特征，共圈出 １１ 个

油气聚集有利构造区（图 １１），根据各构造区显示对

油气成藏有利的程度不同分为最有远景、有远景和

可能的油气有利构造区 ３ 个等级。
　 　 最有远景的油气聚集构造区：

该区油气聚集与成藏模式大致可归纳为柯克亚

模式和色力布亚模式，根据已知油气田的地质构造

及其反映的磁异常特征，在测区南部和北东部分别

圈定了霍什拉甫—柯克亚—桑株和色力布亚—康塔

库木 ２ 个最有远景的油气聚集构造区。 它们共有的

地质构造特点是下伏有巨厚的古生界、中生界烃源

层，发育下穿古生界的逆冲推覆断裂，上覆有上古生

界、中生界和新生界构成的多类局部构造，是油气聚

集成藏的有利区段。
以霍什拉甫—柯克亚—桑株油气聚集有利区为

例，该区位于盆地西南边缘，沿西昆仑山前带状展

布，有多处油气显示，已发现有柯克亚油气田。 区域

构造显示，该区带位于叶城凹陷南部基底及古生界

向南的抬升区域，盆地基底从前陆中部叶城凹陷

－１４ ｋｍ 向南逐渐升高至－１０ ｋｍ 以浅，古生界顶界面

深度在－６～ －７ ｋｍ 左右，凹陷南侧的斜坡区是下部

烃源层油气运移的指向区。 区内共包括局部构造

２０ 余个，平面上构成 ３ 条局部构造带，即霍什拉

甫—西河莆—北玉立群—克里阳、乌塘苏—玉立

群—喀热苏、莆沙—曲吕西构造带，局部构造卷入的

地层为古生界—新生界，构造类型为断层转折背斜、
对冲、三角带等，局部构造顶界深度最浅在不足－２
ｋｍ，是寻找柯克亚模式油气藏的有利构造区，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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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局部构造及名称；２—局部构造区；３—油气聚集有利构造区

１—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ｍｅ； ２—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 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１　 含油气有利构造区预测

Ｆｉｇ．１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在最南缘的莆沙、乌塘苏等局部构造有望发现深度

较大的中生界甚至古生界油气藏，值得进一步研究。
圈出 ４ 个有远景的油气聚集有利构造区，分别

是英吉沙齐姆根、喀群—皮西那、泽普—莎车、玛扎

塔格南有利构造区。 它们共有的特色是位于大沉积

凹陷之间的缓坡隆起上，有局部基底凸起，是中—古

生界烃源有利的运移指向区，下部有下穿至古生界

逆冲、走滑断裂，上部发育反冲构造及其相关的局部

构造，利于油气成藏。
圈出 ５ 个可能的含油气有利构造区，分别是阿

克喀什—第三农场、岳普湖—色力布亚、皮山北、皮
牙曼—和田—策勒南、玉龙喀什构造区。 它们主要

分布在前陆中部凹陷区内，这些区域远离山前地带，
构造及变形较弱，未探有油气显示。 它们共有的特

征是位于塔西南沉中部凹陷内或斜坡边缘，基底局

部凸起，下穿至古生界的断裂不甚发育，新生界顶部

存在层间滑脱，形成相关局部构造，一定程度上油气

可能随滑脱层横向迁移并在有利地带聚集，已证实

部分圈闭，为可能的含油气远景构造区。

７　 结论

利用最新获取的高精度航空磁测数据资料，系
统地对塔西南地区的磁性基底隆坳、断裂构造、局部

异常与局部构造分布规律、含油气有利构造区预测

等进行了研究。
塔西南磁性基底表现为一条自西向东伸展的坳

陷带，基底深度普遍在－１０ ｋｍ 以深，坳陷带内自西

向东存在 ５ 个面积较大的二级凹陷区，其中叶城凹

陷面积超 ２ 万 ｋｍ２，这些新生代晚期形成的大型凹

陷，是重要的古—中生界生油中心。 由于遭受强烈

的区域南北挤压，坳陷区边缘多发育深切入盆地深

部的压扭和派生走滑断裂，这些断裂为下伏古生界

烃源向上迁移提供了重要通道。
高精度航空磁测出大量与含油气有利局部构造

有关的微弱局部异常，圈定了 １２２ 个可能的含油气

有利局部构造，它们集中分布在 ８ 个区，构成 ２７ 条

局部构造带。 这些局部构造受断裂控制，构造变形

表现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北早南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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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分析生油凹陷、基底隆坳、断裂构造、局部

构造等多个与油气藏相关的地质构造要素，圈出 １１
个利于油气聚集的构造区，其中霍什拉甫—柯克

亚—桑株和色力布亚—康塔库木 ２ 个最有远景的油

气聚集构造区，为进一步开展油气资源勘探提供了

扎实的地球物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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