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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部地质构造特征及石炭一

二叠系找油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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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犷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 )

陶钧政 吕 正

(地质矿产部新疆地质局 )

新疆北部概指天山西段的哈尔克他乌以北
、

那拉特山
,

向东过依连哈比尔朵至博格

多山一线以北地区
,

即 “
北疆

”
和

“
东疆

” 的广大地区
。

一
、

构造分区及其基本特征

从区域地层古生物及区域重力
、

磁力资料分析
,

前寒武纪时期为一整体
,

自早古生

代 ( 约在寒武纪末 ) 分化之后
,

被解体为三个性质不 同的构造单元
,

即准噶尔板块及其

北的阿尔泰板块和南侧的北天山板块
。

1
.

阿尔泰板块

处于额尔齐斯构造线以北
,

属西伯 刊亚板块边缘带
,

往西和往东分别延入苏联及蒙

古境内
,

具陆壳特征
,

在其前寒武系基底之
_

L
,

发育了奥陶系
、

志留系 ( 可能还有寒武

系 ) 冒地槽沉积
,

泥盆系为滨海一浅海相及岛弧相沉积
,

下石炭统陆源碎屑浊流沉积和

中酸性火 山岩
,

及新生界陆相沉积
。

酸性及偏碱性花岗岩类十分发育
,

其中以华力西期

为主 ( 约 占岩浆岩总出露面积的78 % )
,

印支一燕 山期居次 ( 约 占12 % )
。

区域变质
、

动力变质
、

热力变质
,

及混合变质等变质相系的岩石均有分布
,

但以后两类变质相占优

势
。

褶皱
、

断裂的方向性较强
,

以北西一南东向协调展布形态为特征
,

对岩浆活动
,

主

要内生金属矿产的分布
,

均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2
.

准噶尔板块

它呈一西宽东窄的条带
,

往北西延入苏联
,

往南东则分别延入蒙古 (板块北部 ) 和

我国甘肃境内 (板块南部 )
。

其北以额尔齐斯构造线与阿尔泰板块接壤 ; 其南以艾比湖

一星星峡构造线与北天 山板块毗邻
。

目前
,

划分出的最老地层为奥陶系
,

中石 炭 世 以

前
,

以反映洋壳色彩的海相建造为主
,

具优地槽性质
;
中石炭世

,

洋壳特点衰减
,

并逐

渐发展为新生陆台
;
晚石炭世至二叠纪及其以后

,

则主要为海陆交互相和陆相建造 (包

括中酸性火山岩建造 ) 所代替
。

板 内阿尔卑斯型超基性岩类发育
,

常呈蛇绿岩套组合形

式产出
。

原生侵位多为加里东期
,

次为华力西早一中期
,

主要次生侵位为华力西 中期
。

此外
,

华力西中一晚期花岗岩类 ( 主要为钾质花岗岩
,

呈岩株 ) 出露尚多
,

加里东晚期

花岗闪长岩类分布零星
.

变质作用不强
,

除在某些较大断裂带附近
,

见到宽度有限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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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瓜
片岩相

、

千一板岩相及局部地带的蓝片岩相之外
,

还能在中一酸性侵入 岩 体 周

围
,

有微弱的热力 变质现象
。

变质岩分布局限
,

区域构造总体方向为北西西一南东东

块断构造及舒缓褶皱发育
。 主要的大断裂带有北东向及北西西至近东西 向两组

,

其中北

东向断裂 系较为重要
,

具转换断层性质
,

体
, )

。

3
.

北天山板块

如克一乌大断裂
,

进而形成了较大的逆掩覆推

北面的艾比湖一星星峡构造线与准噶尔板块相邻 ; 南面 以汗腾格里一库米什构造线

与南天山板块相接
。

具有典型的陆壳性质
,

地层除前震旦纪变质岩系以外
,

还 有 震 旦

系
、

寒武系
、

奥陶系地台型沉积
,

往上过渡为志留系
、

泥盆系冒地槽沉积
。

伊犁河流域

一带
,

石炭系及下二叠统为 以中性
,

中基性及酸性喷发岩为主的弧后盆地沉积 ; 上二叠

统为海陆交互相沉积 ; 中新生界均为陆相沉积
。

岩浆活动
,

主要为华力西中晚期
,

而加

里东期较弱
。

以富钾花岗岩一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系列为主
,

闪长岩类及偏碱性岩类次

之
。

基性一超基性岩类
,

仅在一些特定部位见到
。

变质作用极不均衡
,

一般为动力变质

作用
、

热力变质作用所形成的中浅变质岩相
。

而区域变质作用
、

混合岩化作用所形成的

深变质岩相
,

则多见于老地层中
。

线性构造明显
,

褶皱构造多属紧闭型或长轴型
,

其分

布与断裂构造相协调
。

岩浆岩分布多受制于区域构造方向
,

本区总体构造走向呈近东西

向或北西西向 ( 图1 )
。

斗斗貌貌
阿尔泰板块 11

.

准噶尔板块 111
.

北天山板 块 IV
.

南天山板 块

塔里 木板 块 1
.

额尔齐斯构 造线 2
.

艾比湖一星 星 峡构造线

汗腾格里一库米什构造线

磷壑!
鬓寒爵

,
.

加 里 东优地 招
2

.

加 里东 甘地 摘 因
区刁

.

华 力西优地 槽
.

华力 西 胃地槽 黝
上古生 代上 叠
构造 火山 盆地

前寒武纪 基底 中新 生代陆相沉积覆盖区

1 )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关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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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构造演化与沉积特征

准噶尔板块为新疆北部地区地质构造的主体
。

是一个构造上十分活跃而又薄弱的地

带
,

长期以来
,

一直保持着大洋沉积环境
,

早 占生代 ( 主要为奥陶一志留纪 ) 沉积了以

巨厚层中基性岩为主的喷发一沉积建造
。

其北的阿尔泰板块和南邻的北天山板块边缘海

相对较为稳定
,

具 冒地槽特征
。

前者为厚层复理石建造
。

总的看来
,

横 向上形成 了明显

的南北分带
。

泥盆纪以来
,

准噶尔洋壳海底喷发频繁
,

且向其南北两侧扩张
,

从而导致了阿尔泰

板块和北天山块板
,

相继 由冒地槽转化为优地槽
,

海域逐渐连通
,

海盆扩大
,

堆积了巨

厚的以浅海相为主的喷发一沉积建造
。

阿尔泰板块主要为巨厚层酸性
、

中酸性 喷 发 沉

积 ; 准噶尔板块 以中基性
,

中酸性喷发岩及陆源碎屑岩为主
; 北天山板块则主要为中基

性
、

中酸性及酸性喷发岩一陆源碎屑岩
。

早石炭世
,

新疆北部广大地 区
,

仍保持着深海盆性质
。

但 由于准噶尔板块沿额尔齐

斯构造线向北会聚
,

阿尔泰板块于泥盆纪末褶皱隆起
,

结束了地槽型沉积
。

下石炭统属

盖层沉积
,

为中酸性喷发岩
、

碎屑岩夹灰岩和煤线
,

是滨海一 浅海相及海陆交 互 相 沉

积
。

准噶尔板块的北部仍是 以海相为主
、

厚层的中基性喷发岩
、

碎屑岩夹泥岩
、

硅质岩
,

属喷发一浊积岩建造 ; 南部的博格多地区
,

以中基性喷发岩
、

碎岩屑为主
,

夹灰岩及泥

质岩
,

具野复理石一浊积岩建造特点
,

至觉罗塔格及其 以东地区
,

为厚层海相中性
、

酸

性及基性喷发岩
、

碎屑岩夹灰岩
,

具野复理石建造特征
。

北天山板块北部的赛里木湖地

区
,

可能为类复理石建造的过渡型沉积
,

南部的伊犁地区
,

主要为浅海一滨海 相 的 中

性
、

酸性火山岩
、

陆源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

早石炭世末
,

准噶尔板块又一次向北会聚
,

表现在华力西中期构造运动的早期幕
,

是新疆北部地 区较重要的构造变动之一
,

在地质发展历史上产生了明 显 的 “质 变
”
作

用
。

阿尔泰板块进一步被抬升
,

成为隆起剥蚀区
,

故未接受中晚石炭世沉积
。

准噶尔板

块的北部
,

也 由于一定程度的褶皱回返
,

原洋壳被抬升
,

海盆变浅
,

于 中晚石炭世沉积

了陆台性质或过渡性质的建造
,

为陆相和海陆交互相中酸性火 山岩
、

碎屑岩
、

灰岩等 ;

板块南部
,

处于深海槽部位
,

堆积了中基性火山岩
、

碎屑岩
、

硅质岩 (含放射虫 ) 及泥

质岩所组成的喷发一浊积岩建造
’)

。

北天山板块北部的赛里木湖地区
,

已处于 稳 定 状

态
,

为厚度不大的浅海相灰岩
、

砂岩
、

泥质岩
; 板块南部的伊犁地区

,

是一套浅海相中

酸性火山岩
、

砂岩
、

页岩等
。

石炭纪末
,

准噶尔板块 向南敛合挤压
,

相当华力西中期构造运动的末期幕
,

导致了

准噶尔板块南部和北天山板块完全结束了地槽型沉积
。

从而继阿尔泰板块
、

准噶尔板块

北部之后
,

全部进入了
“

年青
” 地台的发展历程

。

二叠纪的沉积范围远比石炭纪为小
,

属典型的坳陷型沉积
。

主要分布在一些坳陷盆

地 中
。

如准噶尔
、

三塘湖
、

吐鲁番一哈密
、

柴窝堡和伊犁等盆地 ( 图 2 )
。

为滨海相一

i ) 新疆地矿局
, 1 0 8 3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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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碎屑岩
、

泥质岩夹灰岩
、

油页岩
,

尚有中基性火 山岩
,

一般厚 1 0 0 0一 2 0 0 0米
,

在吉

木萨尔地区最厚 可达 6 0 0 0米左右
。

二叠系是区内重要生油层之一
。

兹兹兹图 2 新疆北部二叠纪沉积分布略图

区卫
海陆交
“

积
【三园

陆。沉积
匹么}。

、

上述资料表明
,

新疆北部 古生代

地质构造发展的特征是
,

大的构造带

的形成是 自北而南横向迁移的
。

即阿

尔泰板块边缘海
,

于泥盆纪末一华力

西早期构造运动完成了地槽 发 展 历

史 ; 准噶尔北部洋壳
,

在早石炭世末

一华力西中期构造运动的早期幕基本

上结束了地槽沉积 ; 而准噶尔南部洋

壳
,

则于石炭纪末一华力西构造运动

的晚期才完全结束了地槽生命
。

二叠纪末
,

新疆北部三个板块敛

合聚会
,

引起了华力 西晚期的最后一

幕构造运动
,

之后
,

大部分地区长期处

于隆起被剥蚀状态
,

而部分地 区则在

二叠纪拗陷的基础上
,

开始了中新生

代陆相沉积盆地的发展历史
,

进而形成了晚古生代与中新生代
“
叠加盆地

” ,

成为寻找

油气的有利地区
。

三
、

中上石炭世
、

二叠纪地层的油气前景

探讨中上石炭统
、

二叠系的含油气前景时
,

首先考虑它们的沉积发育状况
、

岩相和

生油性能
。

早古生代为强烈活动区 , 至晚古生代渐趋稳定
。

晚古生代后期盆地稳定发展
,

为油

气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
。

中晚石炭世一二叠 纪
,

虽有多次构造运动发生
,

但大部分地

区未引起强烈的褶皱
,

而多以平缓的隆起上升和拗陷沉降为主
,

致使沉积环境 改变
,

产

生了沉积与剥蚀的转化和海与陆的变迁等
,

为某些地区堆积生油物质提供了条件
。

中上

石炭统和 三叠系
,

在大部分地区变质较弱
,

而中新生代沉积的叠加
,

对中上石炭统和三

叠系油气的形成
、

聚集
、

保存又起了 良好的促进作用
。

近年来
,

随着勘探深度和综合研

究程度的提高
,

准噶尔盆地的中上石炭统
、

二叠系被证实为新疆北部的主要生油层系
。

从区域着眼
,

中晚石炭世
、

二叠纪和中新生代
,

新疆北部各地具有相似的沉积
、

构

造演化历史
。

除准噶尔盆地外
,

还应找到类似的油气生成
、

聚集地区
。

实际上
,

在一些

地区
:

如三塘湖
、

吐鲁番一哈密和伊犁等盆地
,

已发现在石炭一二叠系中
,

有油气显示

或具有利于生油的沉积物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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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乌各木齐

黔翼袋
、

~ ~ ~ ,

图 3 新疆北部中上石炭统二叠系生油层分布略图

巨互卜
地边界
压亘〕

中上石炭统二叠 系生 油 层
[互夏} 舀T能的生 、l}IJ

二
:

根据新疆北部地质构造特点
,

大致可以划分出下述四个含油气区域 ( 图4 )
。

一
_

1
.

准噶尔含油气盆地

厂卜

了
塔城

公敷
:

加产 _

一

)
一

准噶尔 含 油 气 区
/

!伊 宁

!伊 犁含油气 区

柴窝堡含油气 区 l已

\~ ~ ~

图 4 新疆北部主要含油气区分布略图

生油层系主要为中石炭 统 上 部

石钱滩组
、

上石炭统六棵树组和上二

叠统上部岩组 ( 克拉玛依地区的乌尔

禾组
、

克拉美丽地区的平地泉组
、

吉

木萨尔地区的芦草 沟 组 和 红 雁 池

组 )
。

盆地西部边缘区
,

中上石炭统粗

碎屑岩较多
,

向拗陷内部岩性变好
,

有

利于生油
。

据新疆石油管理局资料
‘)

,

x x 区钻井揭示的中上 石 炭 统
,

为

浅海一滨海相深灰色
、

黑色 凝 灰 质

泥岩
、

白云质凝灰 岩
、

粉 砂 岩
,

厚

3 00 一 4 00 米
。

有机碳平均为1
.

29 %
,

氯仿沥青 A 1 4 0 0 p p m
。

有机质为腐泥一混 合 型
,

R
”

1
.

17 %
,

是高成熟的好生油岩 ; 在另 一 区井下揭露的暗灰色泥岩
,

有 机碳 2
.

12 %
,

氯仿沥青A 3 4 6 p p m
, R

“

1
.

04 %
,

有机质为腐殖型
,

是高成熟较差生油岩
。

东部地 区的中石炭统上部石钱滩组
,

为浅海一滨海相沉积
;
上石炭统六棵树组

,

为

滨海相沉积
,

二者的暗色泥质岩
,

厚度为2 00 一30 0米
。

上二叠统上部的生油岩
,

分布于 以下
.

几个沉积拗陷中
:

1 ) 玛纳斯湖拗陷
:
根据地震资料

,

二叠系厚度大于 3 0 0 0米
。

边缘的夏子街 地 区
,

1 )张国俊
、

林隆栋
,

1 9 8 3年
,

石油工业部专业会议有关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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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流一沼泽相沉积
。

有机碳 0
.

9 %
,

氯仿沥青 A 13 5P p m
,

总烃 64 p p m
。

母质为 腐 殖

型
, R

”

1
.

06 %
,

为成熟一高成熟阶段
,

是较差的生油岩
。

拗陷中心井下地 层
,

有 机 碳

0
.

6 7 %
,

氯仿沥青A i 5 9 p p m
,

总烃 4 sp p m
, R

”

1
.

1 7一 1
.

7 5 %
,

为过成熟的较 差 生 油

岩
。

2 ) 阜康一吉木萨尔拗陷
:

上二叠统芦革沟组主要为滨海相沉积
、

红雁池组为 海 陆

交互相沉积
。

二组的暗色泥质岩
、

油页岩
,

厚 30 0一1 4 0。米
。

有机碳平均为 9
.

23 %
,

氯

仿沥青A 4 3 4 4 p p m
,

总烃 i 6 5 6 p p m
。

母质为腐殖腐泥型
, R

”

0
.

9 1 %
,

处于成熟 阶 段
,

为最好的生油岩
。

3 ) 五彩湾一大井拗陷
:

上二叠统平地泉组为湖相沉积
,

在 帐蓬沟为黑色泥质岩
、

页

岩夹泥质砂岩
、

砂岩
,

厚 5 30 米
。

其中泥质岩厚39 2米
,

含沥青
。

有机碳平均为 2
.

20 %
,

氯仿沥青A IO71 p p m
,

总烃 50 1P p m
。

母质为腐殖腐泥型
, R

“

平均为 0
.

92 %
,

处于成熟

阶段
,

为好的生油岩
。

4 ) 乌伦古拗陷
:

据地震 资料分析
,

可能存在较厚的二叠系
。

2
.

三塘湖含油气盆地

盆地呈北西一南东向展布的条带状
。

基底构造格局是北部为隆起
、

中部为拗陷
、

南

部呈斜坡
。

已知生油层是上二叠统中部海陆交互相的灰绿色
、

暗灰色泥质 岩
、

炭 质 泥

岩
、

泥灰岩
,

夹生物灰岩和油页岩
,

岩石中尚有沥青
,

厚 2 00 米左右
。

盆地西南缘盐池地区的地表
,

上二叠统有 0
.

5一1米厚的油页岩 ; 另在侏罗沟石炭一

二叠系底部灰岩和中部砂岩具含油显示
,

由于工作程度较低
,

对于 中上石炭统和二叠系

的展布状况
、

岩相变化 目前 尚不清楚
,

推测其 中部拗陷可能是中晚石炭世一二叠纪的沉

积拗陷区
,

极有可能形成有利于生油的层段
,

因而有较好的找油气前景
。

3
.

吐鲁番一哈密含油气盆地

呈近东西方向展布
,

在盆地中偏东处有一南北向的了墩隆起
,

将其分隔为东西两个

盆地
,

西部为吐鲁番盆地
‘
东部为哈密盆地

,

二者的沉积发育状况和构造特征有所差异
。

1 ) 吐鲁番盆地
:

北部为拗陷 ( 台北 )
、

南部呈斜坡 ( 艾丁湖 )
,

二者以中央 褶 皱

隆起带及南侧的中央大断裂为界
,

北部沉积属
“
博格多型

” ,

正常细碎屑岩
、

泥质岩居

多
,

有利于生油
;而其南部沉积为

“觉罗塔格型
” ,

火 山岩
、

粗碎屑岩较多
,

生油性能差
。

盆地北部的上二叠统桃东沟群和下苍房沟群
,

是生油层
。

其中河湖一湖沼相暗色泥

质岩厚 25 0一 400 米
。

岩石裂缝中有少量沥青细脉
。

另外
,

中石炭统上部的祁家沟组和上

石炭统奥尔吐组
,

均有较 多的浅海相暗色泥质岩
。

这些地层从沉积环境和岩性来考虑
,

应重视其生油的可能
。

2) 哈密盆地
:

出露于盆地边缘的 中上石炭统
、

二叠系
,

为浅海相火山岩
、

碎屑岩
,

泥质岩较少
,

不利于生油
,

但向盆地 内岩性是会有变化的
。

4
.

伊犁含油气盆地

近东西方向展布
,

呈喇叭状
,

向西开 口延入苏联境 内
;
往东则逐渐收敛消失

。

上二叠统铁木里克组
,

为滨海相黑色泥质岩
、

沥 青质页岩与砂岩
、

沥青质 砂 岩 互

层
,

厚60 0一 1 0 0 0余米
。

在阿夫拉勒山西南的黑色页岩
,

有机 碳 0
.

5一。
.

6 %
,

氯仿沥青

A O
二

01 G一。
,

37 % ; 野马渡以南的泥灰岩
,

有机碳 。
。

50 一0
.

68 %
,

氯仿沥 青 立 0
.

12 一



第 2 期 陆 青等
:

新疆北部地质构造特征及石炭一二叠系找油气前景
·

1 21
·

0
.

25 %
。

看来
,

上二叠统 曾经过 了生油阶段
。

在伊犁盆地
,

在 以寻找上二叠统地层油气

为主的同时
,

还要重视中上石炭统地层的生油性能
。

除上述含油气盆地外
,

从区域地质条件分析
,

.

乌鲁木齐东南的柴窝堡凹陷也是一个

值得特别注意的含油气区
,

与准噶尔含油气盆地的阜康一吉木萨尔上二叠统生油拗陷是

相连通的
,

沉积条件较好
,

有可能成为油气富集的凹陷
。

综上所述
,

不仅准噶尔盆地是最有远景的现实的勘探区
,

而从区域构造及演化的特

征来分析
,

柴窝堡
、

吐鲁番一哈密
、

三塘湖和伊犁含油气盆地的中上石炭统
、

二叠系均

有可能成为新的油气领域
。

( 收稿日期
: 1 9 8 4年3月 2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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