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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沙雅
一

轮台断裂的形态
、

演化历史
,

说明该断裂明显分为东
、

西
、

中三段
,

由于活动时间长
,

断裂

各段各期次的活动强度
、

性质又各有差异
,

使其对油气的控制作用甚为有利
,

但又各有差别
.

受断裂中段

控制的雅克拉汕气田及受断裂东段控制的轮台汕气藏就是例证
.

关键词 沙雅
一

轮台断裂 断裂的演化 油气的控制

第一作者简介 何海泉 男 55 岁 高级工倒币 石油地质和构造地质

塔里木盆地北部沙雅隆起上断裂十分发育
,

大多数的局部构造是受断裂控制而发育起

来的
。

因此
,

在塔北地区油气勘查中
,

研究断裂的性质
、

发生
、

发展及演化历史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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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塔北地区前中生界基岩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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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一二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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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留一泥盆系
; 3

.

寒武一奥陶系
; 遭

.

上震旦统5
.

元古界一下震旦统
,
6

.

海西期侵

入体
; 7

.

逆断层
; 8

.

推测逆断层
; 9

.

地质界线
; 10

.

地震测线位置 ; n
.

钻井及编号
.

沙雅
一

轮台断裂是沙雅隆起上控制沉积发育和构造发展
、

规漠宏伟的大断裂
。

它位于新

和
一

轮台断隆与阿克库姆斜坡带之问
,

西起沙雅
,

东到库尔勒(图1 )
,

延伸长达32 0k m ,

为一北

东至北东东走向
、

长期活动的断裂
,

对油气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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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断裂的形态

沙雅
一

轮台断裂大致可分为三段
,

西段从沙雅到波斯坦 ; 中段
,

波斯坦至大涝坝(llI ]雅克

拉段) ;东段
,

大涝坝至库尔勒
。

西段与中段错开不连
,

故称西段为沙雅断裂 ; 中段与东段称轮

台断裂
。

中
、

东段在大涝坝(即沙8井附近)连接的地方
,

断裂走向从北东东向转为近东西向
,

向东再转为北东东向
,

似有错开的现象
。

三段组成右行雁行排列
,

形态及性质相似
,

故放在一

起讨论
。

断裂中
、

西段为逆冲性质
,

东段则为下逆上正(见图2
、

3
、

4)
,

但三段断而都为北倾
,

断

图2 TB ll 85
一
N 79 测线(断裂东段)解释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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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倾角上陡下缓(一般倾角35
。

~ jso )
,

深部

呈犁形铲状
,

由北向南推覆
,

水平断距达

35 00
n l ,

垂直断距震旦系上统与前震旦系界

而(Td 波 )
,

东段两盘最大断距达 .10 0 Om 以

上
,

中段断距为1 0 00一 1 500 m
,

西段断距只有

50 0 ~ l00 0 m
,

往浅层断距逐渐变小
。

考虑到

海西晚期强烈的剥蚀作用及后期(燕山晚期

一喜山期)正断活动
,

对先存的断距的抵消作

用
,

可以推断沙雅
一

轮台断裂深层的原始断距

将更大
。

断裂走向
,

西段为北东向
,

中段
、

东段

为北东东一近东西向
,

呈舒缓波状延伸
。

断开

地层
,

西段断开前震旦一三叠系
,

中段断开前

震旦系一下白奎统
,

东段从前震旦系断至下

第三系
,

有从西向东断开愈来愈新的特点
。

由于断裂各段上盘上升的幅度不一
,

海

西晚期以来遭受风化剥蚀程度不同
,

致使海

西侵蚀面(古生界顶面 )上覆的中
、

新生界各

段有所差异
,

西段三叠系直接覆盖在石炭一

二叠系或志留一泥盆系之上
,

中段为上三叠

统一下侏罗统覆盖在元古界一奥陶系或石炭

系一二叠系之上
,

东段为下侏罗统或下白圣

统覆盖在元古界之上(图1 )
,

显示出断裂上盘

古生界展布从东向西愈新
,

中
、

新生界展布从

东向西变老
。

断裂下盘
,

除轮台以南缺失志留

一泥盆系及石炭一二叠系以外
,

下盘地层发

育齐全
。

断裂中段及西段
,

在主断裂两侧常发育

同向或反向的配套断层
,

配套断层向上断开

层位各处荃本一致
,

断不过古生界
,

在平面上

与主断裂平行或呈
“
入

”

字形相交
,

在剖面上

呈叠瓦状或背冲式组合 (图3
、

4 )
。

而在断裂的

东段
,

主断裂两侧低序次和派生的断裂较少

(图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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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断裂的演化历史

根据断裂的古构造演变史分析
,

沙雅
一

轮台断裂是多期次长期活动的大断裂
,

其主要活

动有四期
:

1
.

加里东一海西末期 是断裂剧烈变动时期
,

从图5
、

6
、

7断裂两侧古生界厚度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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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说明海西晚期以前
,

包括石炭一二叠系明显的断开
,

前中生界墓岩地质图(图 1 )
,

断开

了石炭一二叠系
。

断裂以南为石炭一二叠系(轮台南局部地方为寒武
一

奥陶系)
,

断裂以北为

下古生界和更老地层
,

说明在石炭一二叠系沉积时及其后
,

发生了剧烈变动
,

产生了巨大断

距和位移
,

使断裂北盘逆冲上升遭受削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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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印支一燕山早期(三叠一侏罗纪) 为持续活动期
,

断裂东
、

中
、

西段继承加里东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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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史时期断裂各段的性质

断裂分段

表l

加里东一海西末期

逆冲

逆冲

逆冲

印支一燕山早期 燕山晚一喜山早期 喜山早期

边冲 逆冲 张性

逆冲 张性 逆冲

逆冲 张性 逆冲

段段段东中西

西末期的发展历史
,

主断裂沿原位置向上延

展
,

断而北倾
,

仍为逆冲性质
,

南盘下降北盘

上升
,

南盘三叠一侏罗系厚度为500 ~ 70 om
,

北盘三叠一侏罗系受断裂控制几乎没有沉

积
,

有则很薄厚度小于20 om
。

3
.

燕山晚期一喜山早期(白至一早第三

纪 ) 东段仍表现为逆冲的性质
,

断面北倾
,

北盘上升南盘下降
。

南盘白至一下第三系厚
9 0 0 ~ 1 3 0 0 m

,

北盘只有 3 0 0一4 5 0 m
。

中
、

西段

则为先存复活下滑
,

表现为张性性质
,

断面北

倾
,

北盘下降
,

南盘上升
,

两盘白蛋一下第三

系厚度差别不大
,

北盘厚80 0一9 00 m
,

南盘厚

60 0~ 75 om
,

说明中
、

西段活动幅度不大
。

砚
.

喜山晚期(中新世以后) 东段表现为

下汾拉开正断层的性质
,

断面北倾
,

北盘下降

上第三系一第四系可达S00 0m
,

南盘上升
,

上

第三系一第四系厚度为4 0 0 0 m 左右
。

断裂中
、

西段则表现为逆冲的性质
。

喜山晚期断裂的

中
、

西段仅作为基底断裂性质
,

而未断及下第

三系
、

白至系
。

综上所述
,

沙雅
一

轮台断裂东
、

中
、

西段
,

不同地史时期
,

断裂的性质是有差别的
,

可归

纳为表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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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断裂对油气的控制作用

由于沙雅
一

轮台断裂经历长期多期次活

动
,

断裂各段各期次的活动强度
、

性质又各有

差异
,

使其对油气的控制作甚为有利
,

而又各

有差别
:

1
.

断裂东段抬升高
,

西段抬升低
,

造成上

礁滓汀
/ -

图7 n 、A
一

86
一

附
57 1测线 (断裂

「

!
‘

段 )

构造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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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生界至元古界分布东老西新
,

中生界分布西老东新
,

使中生界不同层位直接披盖在古生

界油气源层之上
,

有利于形成古生界侵蚀面古残丘型汕气藏及古生中
、

新储的油气藏
,

这种

双层结构的油气藏在断裂中段雅克拉油气田已经得到证实
。

2
.

地史上的开与合
、

张与压的转化及其所控制的沉积
、

构造条件
,

对油气的生
、

运
、

聚有

着高层次的控制作用
。

一次开向合的转化过程的完成
,

可能成为一次聚油的良好时机
。

沙雅
-

轮台断裂的中
、

西段
,

经过了压性 (加里东一燕山早期)一张性(燕山晚期一喜山早期)一压性

(喜山晚期)的过程对聚集及保存油气十分有利
。

3
.

断裂是油气的通道
,

可使深层油气沿断裂运移到中
、

浅层来
,

断裂并能改善储层性能
,

并能对油气起到保存遮挡及破坏的作用
。

沙雅
一

轮台断裂则主要起着前者积极的作用
。

断裂

中段
,

断开前震旦系一下白至统
,

寒武一奥陶系生成的油气就有可能以断裂为通道
,

向上运

移到上三叠统一下侏罗统及下白至统储层聚集起来成为汕气藏
,

雅克拉构造上的沙该
、

7井上

三叠统一下侏罗统油气藏及沙5
、

7井下白噩统高产油气藏的发现就是例证
。

断裂东段
,

断至

下第三系及中新统
,

断裂两侧古生界及中生界生成的油气
,

就有可能沿断裂运移到下第三系

及以上储层聚集起来成为油气藏
。

最近轮台构造上沙3井下第三系库木格列木群油气层的发

现也说明该断裂对油气的控制作用
,

但它远没有中段(雅克拉段 )先张后合性质保存好
,

仅为

低产小型的油气藏
。

以上说明断裂断到那里
,

油气就有可能运移聚集到那里
。

4
.

由于断裂的多期活动性及其性质的转换
,

紧靠断裂带附近形成不同时期的多种圈闭
,

如断裂上盘的古生界断块
、

残丘
,

中生界的披橙背斜
、

牵引构造
,

断裂下盘的断层遮挡半背斜

构造
,

三角洲砂体及水下扇的岩比圈闭等
,

形成断裂两侧的油气富集带
。

5
.

沙雅
一

轮台断裂处于不同时期拗陷的枢钮带
,

古生代处于满加尔拗陷斜坡的转折部

位
,

中生代处于库车拗陷与满加尔拗陷之隆起地带
,

新生代为拜城拗陷斜坡的枢扭带
,

是油

气聚集极其有利的地带
,

不同时期生成的油气
,

可沿断裂及不整合面运移到断裂带两侧的高

部位聚集成藏
。

综上所述
,

长期的多期次活动的断裂控制油气的富集
,

先张后合的断裂更有利油气的保

存
。

目前已经在该断裂的中
、

东段上盘获得高产多层位油气流
,

今后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
,

预

测在断裂西段及下盘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

(收稿日期
: 199 0年2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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