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漪

(石油工业部新疆石油管理局 )

、

塔里木地台晚白奎世一早第三纪

古地理格局及其演变

塔里木地台在晚白要世大体上可分为东塔里木沉积区
、

柯坪一巴楚陆源剥蚀区和西

塔里木沉积区
。

早第三纪基本上保持了这一总的古地理格局 (图 1
、

图 2 )
。

现分区叙述

如下
:

区

吐1 颧梦臀 库尔勒6

决\\

之一假
区

鄂彩猎葵爵
图 1 塔里木地 台晚白至世古地理略图

.

本文由夏登斌
、

单金榜
、

范得绥三同志参与收集资料
、

由笔者执笔编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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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塔里木地台一始新世古地理略图

1
.

东塔里木沉积区

1) 东塔里木湖 根据重磁资料分析及上白平统的分布范围推断
,

其北界大致沿塔里

木河
,

东北缘大约沿仑IJ{
:

到罗北 1井的连线
,

东南与南缘基本沿且末
一

若羌 断叠北断裂
,

西北缘沿沙井子断裂
,

西南缘沿吐木休克断裂
。

东酉长 4 10 公里
,

南北宽38 0公里
,

湖域

面积约 1 4 4 2 0 0平方公里
,

其中沉积 了厚约 3 00 米的上 白要统
。

由于古新世初期的海侵规摸

大
,

西塔里木海的海水通过塘古斯巴斯谷地大量地涌入东塔里木
,

改变 了东塔里木湖的

性质
,

使它 向北和东扩大了面积形成东塔里木海
。

东塔里木海南毗且末
一

若羌断叠山地
,

北东为库鲁克塔克断块山区 和 敦 煌 丘 陵平

原
,

西濒柯坪
一

巴楚剥蚀区与西塔里木海相通
。

西北与库车滨海泻 湖 相 连
,

并 间 歇 相

通
。

东西长56 0公里
,

南北宽 30 0公里
,

面积 15 8 ,

00 0 平方公里
。

推断在其中沉积了厚约

70 0一 90 。米早第三纪地层
。

2 ) 拜城冲积凹地 沿库车洼地的北单斜带断续分布上白翌统河流相砂砾岩
,

估计这

就是其北部边缘沉积
。

根据地震资料
,

其南界大致沿黑孜一拜 城 连 线稍南地 区
,

西部

沉积边界大约在阿瓦特河以东24 公里处
,

东部沉积边界大约在克孜勒埃肯大沟以西
。

东

西长 2 2 0公里
,

南北宽 38 公里 (平均 )
,

面积约 8 3 6 0平方公里
。

其中沉积了河流相砂砾岩

约 10 0一 2 00 米
。

古捷列维切克河
、

古克拉苏河和库车河形成三个上白翌统 砾 岩 冲 积

扇
。

古新世初期
,

由于海水的间歇灌入
,

拜城冲积凹地变成了滨海泻湖
。

塔北台坡西端

被湖水淹没
,

故改称库车滨海泻湖
。

它的北界基本上沿天山山麓
,

东接库鲁 克 塔 克 占

隆
,

西连柯坪古陆
,

南临东塔里木海
。

东西长 75 0公里
,

南北宽 1 40 公里
,

面积约7 9 0 0 0

平方公里
。

其中沉积了700 一 8 00 米下第三系棕红色膏泥岩
、

泥岩
、

石膏和 盐 岩
。

尤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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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部阿瓦特一塔 克 拉 克一带
,

石膏和盐岩沉积发育
。

并在古新统下部发现了与西塔

里木海古新统所产海生腹足类相同的生物遗体
。

因此
,

认为该区在早第三纪 为 滨 海 泻

湖
。

在它的北缘
,

晚白平世就存在的古捷列维切克河
、

古克拉苏河
、

古库车 河 仍 然 发

育
,

且规模更大
,

其间并有新的古河流出现
,

致使冲积扇砂砾岩带沿天山山 麓 绵 延 分

布
。

3) 民丰洪积一冲积谷地 该区广大而积被第四系洪积一冲积层覆盖
,

仅在瓦什峡区

的江格沙依 仃厚 40 6米 与67 4米上 自至统与下第三系红色砂砾岩冲积层出露
。

该区在重力

图上是一个低值带
,

大地构造上处于于田一若羌拗陷的西段
。

故推测在 七白乎统与下第三

系沉积时
,

该区是一个洪积一冲积谷地
。

它的北
、

东北界与且末一若羌断叠 山区相接
,

南靠阿尔金山断块山区
,

西临西塔里木海
。

东西长48 0公里
,

南北宽50 公里 (平均 )
,

面

积约 2 4 0 0 0平方公里
。

沿着谷地中央可能发育一条 由东往西流的古河流
,

注入塔里木海
。

4) 库鲁克塔克断块 山区 根据地球物理资料推断
,

在新和
、

库车
、

轮台等地区
,

无

上 自矍统
,

下第三系直接超覆沉积在二叠系上
。

在吐格尔明背斜区
,

渐新统假整合在下

白垄统与侏罗系上
,

缺失上白坚统与古一始新统
。

在跃参1井
、

孔 1井
、

铁南 1井
、

2井
、

英南 1井 皆无
_

仁白晋统和下第三系
,

中新统直接与下古生界和侏罗系接触
。

在库鲁 克 塔

克台隆上也无上 白坚统与下第三系
。

沿库鲁克塔克南缘
,

上新统直接超覆在
_

L 古 生 界

上
。

由此可 见
,

库鲁克塔克台隆
、

孔雀台坡
、

塔北 台坡
、

库车洼地的东端
,

在上 白平统

沉积过程 中是大陆剥蚀区
,

统称库鲁克塔克断块山区
。

早第三纪
,

海水与湖水淹没了塔

北台坡西端
。

库鲁克塔克断块 山区的陆地面积缩小
,

成为一个东北高西南低
,

植被稀疏

的陆源剥蚀区
,

是东塔里木沉积区的主要物源供给 区
。

5) 且末一若羌断叠山区 位 于罗布庄北的罗北 1井和北民丰隆起带的核心
。

中新统直

接超覆沉积在元古界上
,

缺失
_

L白垄统和下第三系
。

重力异常图上该区是一个窄条状的

重力高带
,

故推断且末一若羌断叠山区在上 白垄统和下第三系沉积过程中为陆 源 剥 蚀

区
,

它是个东高西低
、

少植被的山区
。

6) 敦煌剥蚀丘陵平原 该区大部为第四系沉积覆盖
,

局部出露元古界
、

石炭系和上

新统
,

无上 白里统和下第三系
。

分析该 区在上白玺统和下第三系沉积时
,

是一个植被稀

少的丘陵平原
。

它西北
、

西南与库鲁克塔克断块山地
、

且末一若羌断叠 山地 相连
,

成一

辽阔的
“人 ” 字形古隆

。

2
.

柯坪一 巴楚陆源剥蚀 区

1 )柯坪断块 山区 在坷坪 台隆各带
,

普遍 见到中新统或上新统直接超覆在二叠系或

石炭系及更老的地层上
,

缺失上 白里统和下第三系
。

因此
,

柯坪台隆在上 白垄统和下第

三系沉积时
,

一直是个大陆剥蚀区
。

但在柯坪台隆的东西两端边缘
.

见有下第三系海相

边缘沉积
,

说明该剥蚀区的面积在不断缩小
。

它东北部高
,

西南部低
,

植被稀少
,

是个

阶梯状断裂发育的山区
。

2) 巴楚剥蚀丘陵平原 在温古尔一带缺失上白奎统
。

在色力 布亚一带的巴 1井
、

巴 2

井
、

巴 3井
、

巴 4井
、

麦参 1井
、

曲1井和曲2井中
,

中新统直接超覆在下二叠统 上
.

缺 失
_

匕白垄统和下第三系
。

在玛扎塔克山中段
,

下第三系超覆沉积在石炭二叠 系上
,

缺少上

自垄统
。

沿和田河在3 51 构造轴部所钻和深1井
,

上第三系假整合在二叠系上
,

缺失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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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统和下第三系
。

由此可见
,

巴楚台隆 (包括中央台隆的西部 ) 在上白翌统和下第三系

沉积过程 中是一个陆源剥蚀区
。

它的北界
、

东北界稳定
。

早第三纪东界和南界由于东
、

西塔里木海分别西进与北侵而向西
、

北龟缩
。

西北端与柯坪断块山区相连
。

本区是一个

西北部高
,

东南部低的丘陵平原
。

大约沿塔里木河以北是少植被的丘陵地区
,

以南可能

是风蚀沙漠平原
,

类似现在塔里木河以南的情景
。

3
.

西塔里木沉积区

l) 西塔里木海 在晚白垄
一

世
,

它的西北海岸大约沿天山山脚
。

根据地震资料
,

北海

岸大约在伽师一岳普湖一麦盖提一线
。

东海岸大致在和田河 以西
。

西段南海岸大约沿西

昆仑山山脚
,

中段西海岸与东段南海岸大约沿铁克里克台隆的东缘与北 缘
。

东 西 长 近

5 0 0公里
,

南北宽 40 一1 80 公里
,

海域面积 6 2 0 0 0平方公里
。

其内沉积了厚约 1 00 一 40 0米厚的

海相泥岩与灰岩夹砂岩
、

白云岩和石膏
。

沉积厚度最大的地区可能在库兹贡苏一乌帕尔

一阿克陶一英吉莎一泽普一叶城连线两侧
。

早第三纪其南海岸扩大不明显
,

北海岸扩大

明显
。

由晚白垄世伽师一岳普湖一麦盖提连线附近往北推移
,

到曲若恰克鼻隆以南
,

玛

扎塔克山以北约20 一 30 公里处
,

根据和 田河地震大剖面 ( 51 型 间隔排列光点记录 )
,

在

35 2构造隆起区 尚有下第三系
,

由此认为沿和田河
,

北海岸应在35 2构造区以北附近
。

它

北连古天山和柯坪一巴楚古陆
,

南接 古昆仑山和铁克里克古陆
,

其西通过阿来依和斯木

哈纳峡谷
,

与古地中海相通
,

其东通过塘古斯 巴斯洪积谷地
,

海水涌入东塔里木
,

使塘

古斯 巴斯洪积谷地成为西塔里木海的一部分
,

东塔里木湖成为东塔里木海
。

此时
,

湖域

面积扩大至 1 1 2 0 0 0平方公里
。

其中沉积了 1 3 0 0一 1 6 0 0米的下第三系海相泥岩
、

灰岩
、

石

膏
、

砂岩与砾岩
。

西塔里木海有三个沉积中心
。

一个在叶城
,

沉积厚度在 1 6 0 0米以上
; 另一个在 乌帕

尔
,

沉积厚度为1 5 0 0米
; 还有一个在乌鲁克恰特 以南地区

,

沉积物厚 度 为 1 0 0 0一1 1 0 0

米
。

沿西 昆仑山脚
,

下第三系多是一些滨海一河 口 (河流入海处 ) 砂砾岩 冲积锥体
。

由

此认为在早第三纪
,

经南海岸注入西塔里木海的古河流较发育
,

有
一

占玛尔坎苏河
、

古别

列托阔依河
、

古盖孜河
、

古依格子牙河
、

古叶尔羌河
、

古克里 阳河和古杜瓦河
。

其 中可

能 古玛尔坎苏河
、

古别列托阔依河
、

古盖孜河的流程较长
,

流量较大
,

影 响面积较宽
。

沿古杜瓦河 口 附近
,

阿尔塔什组无石膏沉积
,

是一套含有小腹足类与小瓣鳃类化石的砂

质灰岩
。

齐姆根组中上部是厚近 10 0米的滨海冲积扇砾岩
,

说明古杜瓦河的规模也 是 较

大 的
。

2) 乌拉根古陆 沿盐场 以东到康苏背斜带及乌拉根向斜区
,

下第三系假整 合沉积在

下白蟹统上
。

在乌拉根隆起核部及杨叶一带
,

中新统直接沉积在元古界或 中 下 侏 罗 系

上
。

由此可 见
,

在上白坐统和下第三系沉积时期
,

乌拉根是一个古陆
。

晚白坐世
,

本区

三面临海
,

北缘与准平原化的天山陆源供给区相连
,

是一个西北部高
,

东南部 低 的 半

岛
。

早第三纪
,

由于西塔里木海域的扩大
,

使乌拉根半岛与古天山失去联系
,

变成乌恰

海与哈什海间的一个海岛
。

它东起杨叶
,

呈北东东一南西西向克孜勒苏河倾伏
。

东西长

2 1公里
,

南北宽2
。

5公里
,

面积40 平方公里
。

3) 皮牙曼古陆 在晚白垄世是铁克里克断叠 山地的一部分
。

早第三纪海侵扩大
,

将

晚白奎世西塔里木海的南岸往南推进
,

但因推进速度不均匀
,

且皮牙曼构造核 部 隆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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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因而未被海水淹没
,

形成了皮牙曼构造型海岛
。

它东西长 32 公里
,

南北宽 10 公里
,

面积约 1 60 平方公里
,

是一个少植被的海岛
。

4) 铁克里克断叠 山区 在阿尔塔什到西 昆仑 山前第四系冰川沉积中
,

发现大量的上

白垄统固着蛤灰岩冰川漂砾
,

说明铁克里克台隆西段和西 昆仑 山北部边缘
,

在上 白平统

沉积时
,

沉没于海中
,

是一个沉积区
。

在叶城一和田拗陷东南缘的皮牙曼与阿其克构造

及布亚一皮西一带
,

下第三系超覆在下 白垄统与古生界上
,

缺失上白垄统
。

在第四系冰

川砾中也未见上 白奎统的砾石
。

这些均说明在上 白里统沉积时
,

铁克里克台隆东段是一

个古隆
,

统称铁克里克断叠 山地
。

它 中间高两头低
,

西窄东宽
,

植被稀疏
。

这一情况一

直持续到古一渐新世
,

只是它的北界明显地向南龟缩了
。

二
、

西塔里木沉积区上白奎统一下第三系沉积相与生油

层位及生油区

根据扬氏与欧文关于相带划分的原则
,

并参照威尔逊的相带划分与生油条件
,

对西

塔里木沉积 区上白里统一下第三系沉积相演变序列与生油层位及可能的生油区 讨 论 如

下
:

1
、

上 白呈统库克拜组下部

岩性为棕红色含石膏球体与钙质结核的纹层泥岩
,

无化石
。

属于潮间带上亚带
,

即

潮间泻湖相
。

2
、

上白呈统库克拜组中上部

岩性为灰绿色纹层发育的泥岩
,

夹有薄层与扁豆体生物灰岩
。

有机物丰富
,

生物化

石种类繁多
、

含量丰富且保存完好
,

表现了安静低能的环境
。

属于潮下带上亚带
,

静水

海盆相
。

沿西 昆仑山前
、

天山山前以及棋盘一齐姆根各地库克拜组中上部都属于该相
,

带
。

吐孜拉普河 以东地面露头区
,

则属于潮上带沉积分布区 ( 图3 )
。

这是一个有生油前

景的层位
。

泽普
、

阿克陶和乌鲁克恰特三个沉积 中心 ( 沉积厚 1 20 一 1 50 米 ) 可能是生油

中心
。

3
、

上白至统乌依塔克组

岩性为红色膏泥岩
,

夹石膏薄层与透镜体和薄层生物碎屑粒屑灰岩
。

属于潮间带上

亚带
。

自塔什米力克西南沿 昆仑山脚到吐孜拉普河一带
,

属潮上带沉积
。

吐孜拉普河一

杜瓦河 以西地面露头区则属于潮上泻湖
。

这个泻湖区大约在棋盘一皮山一莎车围成的地

域
。

沿前天山露头区
,

则属于潮上带
。

4
、

上白至统依格孜牙组

岩性主要为 白色淀晶藻屑灰岩
,

浅灰白色泥晶淀晶团粒灰岩
,

粉红色泥晶淀晶生物

灰岩
。

含大量的固着蛤
、

蚌
、

牡妨和有孔虫等化石
。

属于潮间带下亚带
。

这 一相带沿前

昆仑山一直到叶域海湾
。

杜瓦河以东到皮牙曼背斜西端的地面露头区全为红色膏泥岩
,

无 化石
,

属潮上带
。

推测在露头区以东的英吉沙一莎车一泽普一线两侧是潮下带沉积分

布区
,

是有希望的生油区 呱见图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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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断块山区库普克塔、、、

阿克苏
O /

阿瓦提
O

东 塔 里 木

\店
, , ;

兹 巴斯
洪积 锌 地

l
_ 区 \心

、 克 里 克断垒 : I,

窗 民丰 洪积
、 冲积 谷地

图 3 塔里木地台西部晚白圣世库克拜期古地理略图

5
、

上白圣统吐依洛克组

岩性主要为棕红色泥岩
、

膏泥岩夹石膏层及薄层灰岩
,

属于潮上带沉积
。

沿西 昆仑

山脚到塔什米力克一带的露头区属于潮上泻湖沉积
,

沉积中心可能在乌帕尔一带
。

从阿

克陶以南到阿尔塔什北露 头区为潮
一

七带
。

自阿尔塔什到皮 山以南的广大露头区全为潮上

泻湖相沉积
。

前天山的库兹贡苏一带是潮
_

L泻湖沉积
。

6
、

下第三 系阿尔塔什组

岩性主要是灰 白色
、

具纹层理
、

巨厚层的石膏夹薄层 白云岩与云灰岩
。

顶部云灰岩

富含小型腹足类与斧足类化石
。

属于潮间带
一

L亚浅水泻湖相沉积
。

该相带 几乎布满了西

塔里 木海域
,

推测左东塔里木海也 占有 相 与大的面积
。

自依格孜牙沿着 昆仑山脚到国境

线
,

自和什拉甫往东到皮牙曼分布若一条宽窄不等的砂砾岩
、

泥岩带与膏泥岩夹灰岩
、

白云岩带
。

这是潮 上带沉积相
。 李马时

,

由于四周陆源物供给区皆已准平原化
,

加上气候

积干旱炎热
,

蒸发量大
,

降雨量小
,

表 流很少
,

搬运物少
,

海水盐份高
,

故沉积物主要是

海水蒸发浓缩而形成硫酸盐岩与碳酸盐岩
。

阿尔塔什组是在一个巨型的潮间咸化海中沉

积形成的 ( 图 4 )
。

7
、

下第三系齐姆根组下部

岩性为灰绿色
,

水平层理发育的泥岩夹薄层 牡砺灰岩
,

或含泥泥晶有孔虫 藻 屑 灰

岩
,

并含有蚌
、

螺蛤
、

有孔虫和介形虫化石
,

属于潮间带
。

在塔什米力克以西
,

沿 昆仑

山脚分布有一条状的潮上带沉积
。

皮山以东的皮牙晕一阿其克一带露头区出现砾岩
、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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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塔里木地台西部古新世阿尔塔什期古地理略图

泥岩
,

化石很少
,

属于潮上带沉积
。

沿玛扎塔克 山以北可能有一个宽窄不等 的潮上带分

布
。

温古尔区是典型的潮上带或海岸带沉积
。

在该带发现有许多牡砺破碎残片
,

估计是

被海潮或海浪抛到海岸上的
。

因此
,

推测在英吉沙一岳普湖一麦盖提一莎车围 成 的 地

区
,

可能是潮间高能带分布区
。

本层段是可能 的生油层段
。

叶城一阿克陶一带是沉积中

心 ( 厚 3 00 米以上 )
,

也可能是生油区
。

该组上部的主要岩性为棕红色泥岩
、

膏泥 岩 夹

石膏层
,

很少含化石
,

属于潮
_

L带泻湖相
。

8
.

下第三系卡拉塔尔组

主要岩性为灰绿色
、

灰色牡砺礁灰岩
、

介形虫灰岩与淀晶表鲡灰岩
、

淀晶泥晶生物

灰岩
、

含泥粉晶苔醉虫灰岩
。

是较典型的潮下带
_

t 亚带 ( 浅水海盆相 ) 与潮间带下亚带

的交混沉积
。

淀晶泥晶表灰岩和牡砺灰岩组成潮间带的沙滩
、

牡妨礁
,
介形虫灰岩

、

苔

醉虫灰岩和水平纹层泥岩 ( 乌鲁克恰特一带泥岩发育 ) 可能属于潮下静水海盆相
。

潮下

高能带沉积可能分布在莎车一英吉沙间的海域
,

是有利的找油区
。

仅在叶城以西到皮牙

曼
,

沿 昆仑 山山脚保存了潮上带沉积
,

其特征是砾岩
、

砂岩和灰岩沉积
。

沿玛扎塔克山

附近有一个潮上带沉积分布区
。

该组是一个有生油希望的层段
。

三个沉积 中心区 ( 叶城

一泽普一莎车区
,

厚 2 00 米多
,

乌帕尔区厚 200 米多
,

乌鲁克恰特区厚 15 0米 多 )
,

有 可

能是生油区
。

围着这三个可能生油区的地区是有希望的含油区 ( 见图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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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上带

图 5 塔里木地台西部始新世卡拉塔尔期古地理略图

9
、

下第三系乌拉根组

下部岩性为灰绿色纹层泥岩夹薄层牡砺灰岩与生物灰岩
。

泥岩含大而肥的 牡 砺 化

石
,

并含蛤
、

螺
、

蚌
、

介形虫种有孔虫等
,

属于潮间带牡砺泥坪相
。

_

L部为含牡砺碎片的含砾石英砂岩
,

属于潮间带沙滩
、

沙坝相沉积
。

沿昆仑 山前棋

盘 以西上部为红色泥岩夹二层薄牡砺层
,

是属于潮上带沉积夹潮间带上亚带沉积
。

沿玛

扎塔克山和棋盘以东的昆仑山前各有一个很窄的潮上带沉积分布
。

前天山区的潮上带沉

积 己被毁掉
。

这是一个有生油可能的层段
。

棋盘一叶城一泽普区 (厚 2 00 米 )
,

阿克陶区

(厚 1 50 米 ) 和乌鲁克恰特区 (厚巧o ) 三个沉积 中心
,

有可能是生油区
。

莎车和英吉沙

间可能有潮间高能带沉积
,

有可能是有利的含油区
。

在前两个沉积中心的西缘与北缘
,

是有希望的含油地域
。

10
、

下第三系巴什布拉克组

岩性 为棕红色砂质泥岩
、

膏泥岩夹砖红色砂岩与石膏层
。

中部夹灰绿色蝶牡妨与费

尔干牡砺层和天山肘牡砺层
,

并含有鱼牙
,

小个体的蛤
、

蚌
、

螺
、

海扇等化石及蠕虫虫

管化石
。

沿前天山区克孜洛依一乌鲁克恰特一带
,

棕红色泥岩 中含大量海相介形虫
,

并

有介形虫种有孔虫化石
,

是属于潮间带上亚带
。

在整个前 昆仑山山麓分布的巴什布拉克

组
,

因不含任何化石
,

肯定属于潮上带沉积
。

它的潮间带相区分布在乌恰一乌帕尔一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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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恰特一带
,

是一舌状地区
。

叶城拗陷中心是否为潮间带沉积 尚难肯定
,

但推测不是

潮间带沉积的可能性大
。

因此
,

它的生油前景是暗淡的
。

综上所述
,

西塔里木沉积 区海相上白平统和下第三系主要属于潮上带和 潮 间 带 沉

积
。

从生油的角度看
,

大都是不利于生油的相带
。

仅库克拜组中上部属于潮下低能带沉

积
,

是最有生油希望的层段
;
其次是潮间带沉积的依格孜牙组

、

卡拉塔尔组
、

乌拉根组
一

「部和齐姆根组下部沉积是有生油希望的层段
。

生油指标
, )也说明了这点

。

上述层位有

机碳含量
:

灰岩平均为 0
.

0一 0
.

09 %
,

泥岩平均为0
.

12 一 0
.

1 3%
。

氯仿含量
:

灰岩平均为

7 9一 9 6 p p m
,

泥岩平均为 9 0一 lo 3 p p m
。

烃含量
:

灰岩平均为 3 7一4 8 p p m
,

泥 岩 平 均 为

43 一 4 6 p p m
,

属于差生油岩类
。

但生油物质属于腐泥型
,

是好的生油岩类型
。

因之
,

尽

管西塔里木沉积区海相上白垄 统一下第三系缺乏潮下带与广海沉积
,

尤其是缺少大的河

海三角洲沉积体系
,

对生油及储油都不利
,

但它们能生油
,

绝不能持否定态度
,

应持积

极的实践态度
。

1) 生油指标由石油部石油规划研究院生油室范成龙同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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