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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弧后盆地与弧后残余盆地

李 晋 光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

湖北江陵 4 3 4 1。。)

准噶尔盆地是由准噶尔及 吐瞥番
、

哈密地 区石炭纪弧后盆地未完全关闭演化而来的二盛纪一 侏罗纪 弧后

残余盆地组成
.

白里纪一第三纪则是起源于特提斯区的板块运动对这里的挤压与走 滑运动
,

在天 山山前形成的

类前陆盆地
.

多旋回亚加盆地控制了盆地的构造格局与热演化
,

扩大了盆地油气勘查领域
.

关键词 弧后盆地 弧后残余盆地 多旋回盛加盆地
“

多层俊式
”

含油气组 合 油气勘查领域

作者简介 李晋光 男 58 岁 高级工程师 石伸构造学

弧后残余盆地是指一部分弧后盆地 (或称边缘海盆地 )在板块碰撞之后未完全关闭消

失
,

在此局部封闭保留下来的原始深拗陷的背景上
,

由于弧后扩张作用停止后的热沉降及 巨

厚沉积充填物的重力均衡调整所形成的盆地
. 。

准噶尔盆地是我国西北一个大型油气盆地
,

对

其盆地类型前人有许多不同认识
。

弧后残余盆地是许靖华 (1 9 88 ) 0 首先提出的
。

笔者通过板

块大地构造及盆地分析
,

确认了这一观点
,

并对盆地形成机制有所补充
。

准噶尔盆地类型的

新认识对盆地的油气勘查新思路定会有所启发
。

1 板块大地构造背景

新疆北部
,

除阿尔泰山以外
,

是
“

哈萨克斯坦板块
”

的一部分
。 “

哈萨克斯坦板块
”

由准噶

尔
、

伊宁以及 中亚一些前震旦纪块体及其间的造 山带组成
。

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资料
,

一般均

推测准噶尔盆地存在前震旦纪硅铝底 (吴庆福
, 1 98 7 )

,

克拉美丽 山南侧将军庙戈壁石炭系底

部砾岩中发现含叠层石及蓟县系抱粉化石的灰岩砾石以后
,

得到基本证实。
。

伊宁块体出露

了较广泛的前震旦系
,

其上又为与塔里木板块十分相似的震旦系及寒武系覆盖
,

作为一个陆

壳地体似己无多大疑问
。

李春显等 (1 9 82 )
、

王鸿祯等 (19 8 5 )分别指出
,

哈萨克斯坦板块古生代的构造演化很像新

生代的东南亚
,

是西伯利亚与塔里木两个板块之间的岛弧海
。

Z o
ne lls ha in (1 9 7 3) 则指出

,

包

括阿尔泰一萨彦岭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内的西伯利亚陆缘与哈萨克斯坦在志留一泥盆

纪 时的演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

它 们在那时是连接在一起的
。

我们则进一步认为
“

哈萨克斯

坦
”

可能是元古代早期泛大陆 (潘基亚 E )分裂的若干地体在早古生代晚期拼接成的一个联

合地体
。

准噶尔的奥陶系中
,

普遍含有 A g 刁 ol it e :
珊瑚群和地方性独特的 日射珊瑚类

。

殷鸿

O 许靖华
,
1 , 8 8

,

弧后残余盆地识别原则及中国可能的新例证

公 梁云海 1 9 8 9 年在乌鲁木齐的学术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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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1 9 8 8 )指出
,

这个生物群遍布于华南和华北
,

而阿尔泰一蒙古一兴安一带及以北地区均

无
.

这指示准噶尔地体与华南及华北关系密切
,

而与西伯利亚大陆相距甚远
。

人们普遍认为

伊宁地体是从塔里木板块分裂出来的一个微陆块
.

它的北缘
,

刘洪福等(1 9 8 8 )将巴仑台一托

克逊间原划分为志留系的阿哈布拉群解体为两部分
。

上部属早志留世
,

含笔石及少量腕足

类
,

下部属奥陶纪
,

含放射虫
、

海棉骨针及牙形石的细碧角斑岩
,

伽铭等时线年龄为 4 12 土

5 6M a 。

二者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奥陶系可能属岛弧型火山岩
,

并可能向西与伊宁以北的博

罗霍洛奥陶纪火山岩相连接
。

从而推测伊宁地体在早古生代晚期已与准噶尔地体拼接
.

拼

接过程中
,

洋盆中的火山岛
一

拉巴唐巴勒地体(李旭等
,
1 9 8 7 )也拼接到伊宁与准噶尔两个地

体之间
,

成为哈萨克斯坦联合地体的一员
。

这个联合地体在志留纪可能已与西伯利亚陆缘拼

接到一起
。

以致发育于西伯利亚陆缘的冷水型图瓦贝 (Tu
v a 亡lla )生物群亦发现于东准噶尔

的克拉美丽山以南及红柳峡等地
。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联合地体早古生代的构造演化规律与黄汲清(1 9 8 7 )分析的中

生代特提斯区
“

互换构造域
”
有些类似

,

应进丫步研究
。

泥盆纪时
,

整个新疆北部是西伯利亚活动大陆边缘的一部分
。

沉积层序以及火山碎屑岩

及中基性火山岩为主
,

与南天 山的离散大陆边缘沉积呈鲜明的对照
。

蛇绿岩出露于北准噶尔

多个地点
。

西部有和布克
、

巴尔雷克
、

达拉布特等蛇绿岩带
。

东部有额尔齐斯
、

阿尔曼太
、

克

拉美丽等蛇绿岩带
.

这些蛇绿岩据其岩石组合
、

岩石化学
、

稀土元素分配型式等方面研究
,

它

们均产于岛弧或有局部扩张脊的小洋盆 ;而非大洋中脊蛇绿岩
.

由蛇绿岩构成的蛇绿混杂岩

带也不代表板块俯冲带
.

其侵位机制很可能是仰冲而非俯冲
.

泥盆纪岛弧海关闭于泥盆纪末
.

北准噶尔见有属残余海槽的早石炭世复理石沉积 (南明

水组 ) ;
晚石炭世陆间海关闭

,

仅沿额尔齐斯河有陆相沉积
,

莫钦乌拉北坡有可能属同造山期

磨拉石的海相沉积
,

以含大量双壳类为特征
。

与此同时
,

南准噶尔泥盆纪岛弧隆起被劈开
,

形

成石炭纪弧后盆地
。

这种随时间推移
,

大陆板块增生
,

大洋板块后退
,

沟弧盆体系由陆向洋迁

移的构造演化与我国东海及菲律宾海在新生代的演化十分相似
.

2 石炭纪弧后盆地
·

弧后盆地南面是伊宁一觉罗塔格岛弧隆起
。

伊宁与觉罗塔格之间被艾比湖一星星峡断

裂后期走滑活动分开 (图 1 )
。

盆地北面是泥盆系残弧及残余海盆
。

弧后盆地的洋壳物质出露于准噶尔盆地南缘伊林哈比尔根山
。

在我国境内断续延伸达

数百公里
.

向西经艾比湖可能与苏联境内巴尔喀什湖地区的蛇绿岩带相接
.

带内乌苏县 巴

音沟出露的蛇绿岩经姜春发
、

乌肠继易等(1 9 8 9 )详细研究
。

蛇绿岩侵位于上石炭统下部(本文

石炭纪两分
,

相当中石炭统 )巴音沟组火山碎屑理石中
,

时代不早于泥盆纪
。

他们认为蛇绿岩
“

可能代表了早石炭世到中石炭世强烈拉张所形成的一个海盆地的壳慢建造残块
” ,

岩浆喷

发的环境从扩张脊到洋岛(或海山链 )
, “

很大可能性是边缘海盆快速拉张环境下的产物
” .

弧后盆地另一个扩张中心出现在准噶尔盆地中部
.

从克拉玛依以东到沙丘以西
,

有一个

走向北西西的磁力高带
,

航磁 △T 值高达 200 ~ 2 50n T
.

考虑到准噶尔盆地下面是减薄了的

陆壳
,

地壳厚度不足 3 0k m (重力反演 )
,

推测它是扩张中心洋壳物质的反映是可能的
.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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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准噶尔弧后残余盆地略图
1

.

新生界
. 2

.

弧后盆地及弧后残余盆地沉积
, 3

.

石炭纪岛弧火山岩
, 4

.

泥盆纪沟弧盆体系 (残弧 ) , 5
.

西伯利

亚古陆
, 6

.

拉巴一唐巴勒地体
, 7

.

走滑断层
, 8

.

大规模推反断层
, 9
一般冲断层

, 10
.

蛇绿岩
, 11

.

石炭纪扩张中

心
。

2
.

扎衣尔山
; H

.

哈拉哈待山
, K

.

克拉美丽山
, B

.

博格达山 IJ
.

觉罗塔格山
.E

.

伊林哈比尔根山

高磁异常带与地震圈定出的二叠系很薄或缺失的莫索湾隆起的走向
、

形态相似
,

仅后者稍稍

偏南
。

我们推测莫索湾隆起或许即是石炭纪的扩张中心
,

表现为海底火山隆起链
。

冯鸿儒等

( 1 9 8 7 )在扎依尔山达尔布特河谷以南的卡拉抽卡下石炭统中发现的三个
“

古火山岛
”
可能是

莫索湾海底火山隆起链的延伸
。

那里的火山岩与下石炭统
“

远洋盆地
”硅泥质岩石组合为相

变关系
,

表示火山岛形成于早石炭世
。

岩石化学研究表明
,

火山岩属碱性系列大洋岛屿型
。

火

山角砾岩中含有细碧岩
、

辉绿岩角砾与岩屑
‘.

从火山岛的分布看出
, “

古洋壳在古生代时构造

线基调不是北东一北东东
,

而是与古准噶尔大洋的近东西到北西西协调一致
” 。

博格达山石

炭纪时可能是这个火山隆起链向东延伸部分
.

其间可能以北北东方向转换断层分开
。

其晚

石炭世早期层序主要为细碧岩及火山碎屑岩 (柳树沟组 ) ,

不多的岩石化学资料表明属碱性

系列
,

在 Ti o : 一 (F e o ) / M g O 图解中落入洋脊
、

洋脊岛区0
.

稀土元素分配型式与夏威夷岛

玄武岩相似 (图 2 )
.

祁家沟组灰岩与其上部呈相变关系
,

说明其堆积在浅海环境
。

博格达山

升起较晚
,

且没有大规模花岗岩浆活动
,

而仅有基性岩浆活动
,

与新疆北部其它造山带有区

别
。

梁云海曾在沿吉木萨尔到夭池公路侧河谷中
,

发现不少堆晶辉长岩砾石
,

认为堆晶辉长

岩代表初始洋壳
,

博格达是石炭纪扩张脊二

. 成守德
,
1 9 8 6

,

新粗古板块构造
。

. 同 3 2 3 页第 2 条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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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博格达山石炭系火山岩稀土元素分配型式

(数据据姜春发等
, 1 9 8 6)

M ia !l( 1 9 8 4 )概括弧后盆地的沉积特征是
:

有深水盆地沉积
,

可达碳酸盐补偿深度 以下
;

向大陆一侧
,

沉积向陆坡
、

陆架相过渡
,

与被动陆缘相似
; 盆地另一侧为岩弧

,

有火山碎屑物

质组成的海底扇裙向盆地中进积
,

并与枯土沉积形成楔状交叉
;正断层为主要的同沉积构

造
;
盆地中心 (扩张中心 ) 附近没有或仅有很薄的沉积物

,

一般为 2一 3k m
,

但在有比较活动

的物源区的情况下
,

厚度可达 6k m ,
扩张中心的火山岩的分布目前还不清楚 (图 3)

。

出露于

盆地边缘的石炭纪弧后盆地沉物
,

可与之对比
。

盆地北部克拉美丽山南缘出露的石炭系代表弧后盆地近大陆一侧类似被动陆缘的陆架

相沉积
。

整个石炭系为一完整的海浸一海退旋 回
,

属台地相
。

下统上部为钙碱性火 山岩
,

说

明为岛弧环境
。

晋慧娟等 ( 19 8 7) 的阿尔加提山和布克河下石炭统剖面
,

位于和什托洛盖附

近
。

下部 30 om 属正常浅海生物灰岩夹凝灰质砂泥岩及风暴岩
,

但据牙形石属法门阶
。

中上

部约 90 o m 属杜 内阶
,

为大陆斜坡硅质岩
、

凝灰质砂泥岩
。

所夹生物碎屑灰岩透镜体
,

系来自

附近碳酸盐台地物质的注入
。

这里的韦宪阶及纳缪尔阶未出露
。

晚石炭世早期沉积在哈拉

阿拉特山称哈拉阿拉特组及阿腊德衣克赛组 (王玉净
,

1 98 7 )
。

前者主要为巨厚的泥砂质浊积

岩
,

有大量深入遗迹化石 (晋慧娟等
,

1 98 9 )
。

后者则以安山岩及不同粒级的火山碎屑岩为主
,

夹生物灰岩透镜体及陆源碎屑岩
,

属浅海环境
。

晚石炭世晚期未研究
。

这两个剖面代表盆地

近大陆一侧的陆坡沉积
。

并说明可能在晚石炭世早期末
,

盆地 已停止扩张沉降了
。

由于主要

物源区来源于北 部的泥盆 系构成的残 弧
,

因而 沉积中多火山碎屑物质
。

前述 冯鸿儒等

( 1 9 8 7 )在卡拉抽卡所发现的古海底火山岛群和下石炭统
“

围岩
”

硅泥质岩组合
,

根据岩石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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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7
-

M n
元 素含 量 高 达 5 0 0 一 l0 0 0 p p m

,

最 高 1 5 0 0 p p m
,

T i 元 素 5 0 0 0 ~ s0 0 0 p p m
,

最 高

100 00 PP m
,

他们确定为
“

远洋盆地沉积
”

应为扩张中心沉积物的代表
。

克拉玛依以西的柳树

沟剖面 (晋慧娟
,
1 9 8 7 )

,

在卡拉抽卡的西南面
,

下石炭统希贝库拉斯组及包古图组亦为巨厚

的沙泥质复理石
,

层位可能较和布克河剖面高
,

可能是扩张中心南侧的复理石沉积
。

靠近石炭纪火山岛弧北侧的伊林哈

一
万

燕{:燕卜
、,

比尔根山的上石炭统下部 巴音沟组是巨

厚的暗色火山碎屑浊积岩
。

岩石类型以

中一细砂级晶屑凝灰岩
、

尘屑凝灰岩为

主
,

有大量深水遗迹化石及深水微体化

石
。

岩石化学成份属钙碱性系列 (晋慧

娟
,

1 9 8 9 )
。

这个剖面代表离岛弧较远
、

水

图 3 劳(L Au )盆地北部弧后盆地的沉积模式 体较深
、

靠近以巴音沟蛇绿岩为代表的
(据 K a r i: 和 M o o , ” ,

19 75
,

转引自M ia ll
,

19 8 (‘) 扩张中心的远源浊积岩
。

向东到觉罗塔
剖面下部图示 沉积速粼 m /M a) 和岩相 格西段北坡

,

晚石炭世底坎尔组 及苏穆

克组是一套成分成熟度及结构成熟度都极低的以火山碎屑为主的浊积岩
.

其中的陆源碎屑

以高岩屑
、

高长石碎屑含量为特征
,

火山碎屑以安山质和霏细质火山岩屑为主0
.

显然是一

套火 山岛弧型复理石
。

其南侧石炭纪早世雅满苏组
、

小热泉子组及晚世早期沙泉子组则以钙

碱性火山岩为主
,

伴有拉斑玄武岩系列及碱性玄武岩系列岩石
,

代表成熟的火山岛弧
.

觉罗

塔格中东段以北
,

石炭纪晚世早期与沙泉子组相当的有两种沉积组合
。

一套属海底喷发基性

溶岩及细碧岩 (梧桐窝子组 )
。

一套属深海一半深海具静海特点的火山碎屑岩
、

含碳硅质岩组

合(干墩组)
。

前者岩石化学分析属大洋拉斑玄武岩
,

与沙泉子组有所区别。
。

它们可能是近

海底扩张中心的沉积
。

上述综合分析了盆地不同地区
、

不同层位的岩石学
、

岩石化学等研究成果
,

大体上符合

M a ill (1 9 84 )提出的弧后盆地沉积模式
。

顺便指出
,

哈密镜儿泉含铜镍矿的超镁铁质岩石可

能是弧后盆地南部扩张中心的大洋型岩石
,

与伊林哈 比尔根蛇绿岩是一个蛇绿岩带
。

准噶尔盆地中有无石炭系历来有争论
。

按照上述分析
,

我们推测盆地中有厚度不大
、

岩

性较为单一的硅泥质深水沉积
。

在莫索湾隆起则可能主要是类似于卡拉抽卡那样的基性海

底火山喷发岩
.

近盆地南北两侧的边部过渡为厚度增大的浊积岩
,

南侧以火山碎屑岩为主
,

北侧以陆源碎屑为主
。

克拉美丽西有可能有陆坡相及陆架相
。

由于它们岩性单一厚度不大
,

在埋深较大的情况下
,

自然难于获得 良好的地震反射信息
。

3 二叠 一侏罗纪弧后残余盆地

石炭纪末
,

塔里木陆壳板块与伊宁一觉罗塔岛弧碰撞
,

洋壳停止俯冲
,

准噶尔弧后盆地

也随之停止了扩张并大部分关闭
。

关闭的部分有碱性陆相火山喷发活动和同源重熔型花岗

O 翅晓光
,

19 85
,

新砚觉罗塔格中上石炭统火山碎屑
一

陆源碎屑浊积岩特征和含油性
。

公 阎文元
,

19 8 5
,

无 山中段早中石炭世岛弧型火 山岩特征及其矿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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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类侵入活动
,

如西南准噶尔
、

伊林哈比尔根山
,

可能还有吐鲁番
一

哈密盆地的南部
。

弧后残余盆地的沉降机制是在弧后盆地原始深拗陷背景上的热沉降和沉积物负载的重

力均衡调整
。

从而导致准噶尔弧后残余盆地内部石炭系与二叠系间没有角度不整合
,

更没有

表征造山作用的磨拉石
,

博格达山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
.

它的北坡从石炭系到侏罗系内部没

有角度不整合
。

它的南坡
,

角度不整合出现于前晚二叠世
.

如著名的吐鲁番桃树园剖面
.

哈

密以北以往划归早二叠世的库莱组据近年的详细工作.
,

亦全部属陆相磨拉石
,

时代仍以晚

二叠世为宜
。

向南为吐鲁番
一

哈密盆地新生代沉积所掩盖
.

但觉罗塔格的二叠系磨拉石不整

合于石炭系之上
,

二叠系内部无不整合
,

这说明造山作用南早北晚
,

起源于南面的弧陆碰撞

作用
。

博格达山以北克拉美丽山以南的将军庙地区
,

石炭纪弧后盆地浅海陆架沉积与二叠纪

沉积之间也无造山作用
。

西准噶尔的石炭纪弧后盆地复理石与深海硅泥质沉积在石炭纪晚

期即经造山作用关闭
,

其上为早二叠世大陆火山岩不整合覆盖
。

作为弧后盆地南翼的伊林哈

比尔根山地区的情况与西准噶尔相似
。

上述表明
,

二叠纪以后
,

弧后盆地大部分关闭
,

仅中段

保存下来
,

演化为弧后残余盆地
.

它的范围在克拉美丽断裂与伊林哈比尔根之间
,

西以西准

噶尔界山为界
,

东南则达吐鲁番
一

哈密盆地的北部
.

盆地充填序列是盆地发育期整个垂向沉积序列
。

这种垂向沉积顺序是盆地构造演化历

史的记录
。

博格达北坡二叠纪至侏罗纪的沉积大体反映了弧后残余盆地的沉降史
.

做为初

始扩张脊
,

它在晚石炭世早期 (柳树沟组 )为水下火山隆起链
,

因而其上有浅海碳酸盐沉积

(祁家沟组 )
。

其上的奥尔吐组为深水暗色细碎屑岩
.

早二叠世下友友槽群石人子沟组为较

粗的浊积砂
,

塔什库拉组也大部分为暗色陆源碎屑复理石
。

这反映弧后残余盆地上隆的地慢

逐渐冷却
,

地慢密度增大所导致的盆地快速沉降
、

水盆加深过程
.

晚二叠世早期上岌岌槽群

为一个完整沉积旋回
,

属盆地深拗陷快速充填层序
,

总厚度达 3 0 0。~ 4 0 0 o m
。

且晚二叠世沉

积速率最大 (图 4 )
,

可能主要是早期巨大沉积速率的反映
,

这充分说明盆地此阶段的快速充

填性质
。

沉积已为陆相
,

中部芦草沟组的巨厚的深水大湖相泥岩
、

油页岩是重要的油气源岩
,

上部红雁池组已转变为浅水湖泊相
。

晚二叠世晚期下仓房沟群为厚 60 o m 红
、

绿相间的浅湖

河流相泥沙质沉积
,

可能主要是巨厚沉积物沉积负载均衡沉降的结果
.

盆地的三叠
、

侏罗系为一完整的沉积旋回
。

许靖华 . 可能认为
,

在早中侏罗世
,

盆地为大

面积浅湖演化而来的含煤沼泽是均衡代偿作用趋于极限
,

盆地沉降变缓的结果
,

从而将其放

到弧后残余盆地的晚期阶段
.

但目前还没有资料说明盆地腹部早
、

中侏罗世亦是含煤沼泽环

境
.

且三叠
、

侏罗系厚度在盆地中变化不大
,

厚度在 s0 0 0 m 以上
,

这是弧后盆地及弧后残余

盆地沉积物 (石炭
、

二叠系 )负载均衡代偿作用不可能达到的沉降深度
.

而且它的沉积范围明

显超过弧后残余盆地
,

自身又为明显的沉积旋回
。

我们认为
,

很可能这一阶段盆地的沉降机

制与 R
.

F
.

德里多等所提出的一些著名的克拉通 内部拗陷盆地的沉降机制 (转引自R
.

V
.

英

格索尔
,
1 9 8 8 )相同

。

他们认为
,

根据非线性麦克斯韦尔粘弹性流变学原理
,

毗邻的造山带造

山运动期间
,

反复施加于克拉通的外加应力导致岩石圈有效粘度变小
,

使裂谷作用期间侵位

于地壳中的致密载荷得到均衡代偿
。

其所计算的克拉通内部拗陷盆地的沉降量比由简单的

O 地质矿产部西北 石油地质大队
,

1 9 8 6
,

新扭维吾尔族自治区东砚地区石炭
、

二亚系含油气远景初步评价
。

公 见第 3 23 页第 l条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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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弧后盆地与弧后残余盆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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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模型预测的沉降量要大
,

且接近实际
;
而且解释了裂谷期与上叠拗陷盆地间的沉积间断

.

准噶尔盆地弧后裂谷作用期间
,

有上地慢物质侵位
,

三叠
、

侏罗纪库车地区前陆盆地的形成
,

说明天 山此期间的造山作用
。

这一沉降机制还可解释准噶尔盆地腹部可能的半深湖相巨厚

沉积
。

当然
,

以上所述盆地沉降机制还应由盆地模拟加以印证
.

根据盆地充填序列
,

可进一步推论盆地地
I) C P T J K E

、\\、11111,111,,I,Jee
卫

sesel

es
es
..
.

esse
.

sel
之

(.芝
、

已�仙。一

\3

20 ()

( M a )

图 4 准噶尔盆地布勃洛夫曲线图

(未经脱压实校正 )

1
.

玛湖拗陷
, 2

.

乌仑古拗陷
, 3

.

克拉美丽 山前拗陷
,

4
.

夭山山前拗陷

层格架
。

地层格架 (s t r a t ig r a p hie fr a m e w o r k )指

盆地内部几何形态
,

即构成盆地的岩性地层单

元和岩性单元的几何形态及其相互关系
。

它显

示了沉积盆地从初始沉降到逐步扩张
,

最后萎

缩和封闭的全过程
。

石炭纪弧后盆地构造格局

及二叠纪弧后残余盆地沉降机制基本控制了盆

地地层格架
,

而石炭纪末期到早二叠世初伊林

哈比尔根山及西准噶尔界山的复理石推覆体所

构成的活动边缘
,

给二叠系 (特别是下二叠统 )

地层格架打上深刻的烙印
。

早二叠世弧后残余

盆地的热沉降机制决定沉降中心应在石炭纪弧

后裂谷作用的扩张中心附近
。

但是伊林哈比尔

根山及西准噶尔界山复理石推覆体所构成的构

造载荷也会导致盆地一侧地壳的挠曲沉降
,

从

而形成由活动陆源区来的粗碎屑及火山岩沉积

棱柱体
。

沉降中心及其附近地区由于补偿不足
,

可能出现半深海细碎屑沉积
,

且厚度不大
。

沉降

中心与沉积物厚度中心不一致
,

是此阶段的特

点
.

晚二叠世是原始深盆地的充填层序
,

沉降中

心与沉积厚度相匹配
,

即所谓填平补齐
,

晚期厚

度稳定
,

不再反映隆凹格局
。

如果前文所分析的三叠
、

侏罗纪盆地沉降机制不错
,

它的地层格架则应可能与克拉通内

部拗陷相似
,

即拗陷型的盆地构造格局
,

环状的边缘相
,

中心可能出现大湖泥岩
,

且盆地并不

是持续沉降而出现多个沉积间断
.

厚度中心与沉积相中心一致是此阶段重要特点
。

晚第三纪到第四纪
,

起源于特提斯区板块碰撞对这里的挤压
,

天 山急剧上升
,

伊林哈比

尔根山前沉降
,

导致准噶尔盆地向南倾斜
,

其沉降机制可能与前陆盆地一样系构造载荷所导

致的地壳挠曲
,

因而可称为类前陆盆地
.

4 盆地的构造格局与含油气性三

黄汲清先生 ( 1 9 8 9 ) 曾指出
,

准噶尔盆地是一个多旋回盆地
,

并希望
“

按此理论进一步寻

找和发现更多的油气田
,

研究解决
‘

为什么
’

的间题
。”
上述对准噶尔盆地的分析

,

高度地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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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盆地复杂的构造格局
,

开拓寻找油气的新思路
。

按照板块构造理论
, “

任何一个具有长期沉积作用历史的沉积盆地
,

都不可能在其整个

演化过程中保持在同一板块构造环境
”
(迪金森

, 1 9 82 )
.

准噶尔盆地就是这样一个自石炭纪

以来多种地球动力学机制不同的原型叠加的大型沉积盆地
,

因而是多旋回的
。

尽管多个原型

盆地形成机制各不尽相同
,

从早期的伸展裂陷
,

中期的中性拗陷
,

到晚期的压性盆地
,

但从盆

地演化和叠置关系上看
,

却是继承性的
。

盆地的主体各套沉积组合之间没有重大的不整合
,

从而形成
“

多层楼式
”

含油气组合
,

油气前景极佳
。

油气源岩除 已基本证实的上二叠统
、

上三

叠统
、

下中侏罗统及下第三系外
,

石炭纪大陆斜坡复理石
,

早二叠世陆源碎屑复理石也相当

重要
。

周中毅等(1 9 8 3 )据生物标记化合物及碳同位素资料曾指出石炭
、

二叠系是克拉玛依原

油的生油岩
。

哈拉阿拉特山白扳地上石炭统复理石中碳酸盐重力流透镜中产出大量的沥青
,

指明这套复理石具有生油能力
,

可能是个破坏了的汕藏
.

从盆地原型分析
,

盆地热历史是由

石炭
、

二叠纪
“

热盆
”

经热衰减为中新生代
“

冷盆
” ,

而并非单一的
“

冷盆
” 。

周中毅等 (1 9 8 5 )的

古地温研究亦表明
,

准噶尔盆地东部晚二叠世古地温梯度为 5
.

36 ℃ / 1 0 Om
,

中生代 3 ℃ /

1 00 m
,

现代 2
.

5 ℃ / IOOm
.

因此
,

石炭系及下二叠统可能是夭然气的重要源岩
。

前人对盆地的构造区划大同小异
,

但认识上则百花齐放
。

我们认为盆地的构造演化控制

了盆地的构造格局
。

基本构造格局是由石炭纪弧后盆地所控制 (图 5 )
。

盆地隆拗分布为北西

西走向
、

南北分带
。

拗陷的主体部分是南部拗陷区
,

即我们的弧后残余盆地的范围
.

其中的

莫索湾隆起是石炭纪弧后盆地扩张中心所形成的火山低隆起
,

尽管它隆起幅度很小
,

但它将

南部拗陷区分为两个不同部分
.

北部漠区拗陷(B : )
、

陆南边缘隆起 (B
:
)以及整个东部断块

(B
:
)是扩张中心以北靠近泥盆系残弧的石炭二叠系拗陷

。

有石炭系陆架的滨
、

浅海沉积
、

石

炭系陆源碎屑复理石
、

下二叠统陆源碎屑复理石
。

东部断块因晚中生代以来博格达山上升多

次侧面挤压而形成褶皱冲断带及复杂的断块构造
。

莫索湾隆起以南则是靠近石炭纪火山岛

弧的部分
。

因而石炭系为火山碎屑复理石
,

油气潜力难于估计
,

且其西部和南部在石炭纪晚

期即遭强烈变形
。

但可能有下二叠统复理石
。

克拉玛依断阶带则是达尔布特等弧后盆地中

可能的转换断层在二叠纪以来转化为逆冲活动时的
“

前锋
” ,

它横跨在南部拗陷区的西端
。

断

阶带上无良好的油气源岩
,

油气主要来自东部
;且从油气源区看

,

北段优于南段
.

北部隆起区

(A )以泥盆系残弧和强烈变形的下石炭统为基底
。

从克拉美丽断裂蛇绿岩仰冲掩覆了弧后

盆地部分物源区推测
,

仰冲水平断距相当大
。

晚二叠系的快速充填沉积层序以及三叠
、

侏罗

系这一新的盆地旋回沉积
,

是以南部拗陷区为主体的
;
乌伦古凹陷是一个独立的晚二叠世沉

积盆地
,

甚至可能仅只有其上部层序
,

因而即使其上二叠统及中生界油气前景亦未必可与南

部拗陷区相提并论
。

准噶尔盆地油气远景
,

从源岩条件看
,

南部拗陷区大大优于北部隆起区
。

南部拗陷区中
,

北半部优于南半部
。

克拉玛依油气及准噶尔东部油气区即位于半北部的东西两端
。

尽管盆

地腹部二叠系源岩埋深过大
,

但可能存在的侏罗系大湖相泥岩则是那里理想的源岩
。

因而盆

地腹部是重要的油气普勘后备基地
。

伊林哈比尔根山前褶断带油气前景亦是应当肯定的
,

其

勘查成效取决于褶断带构造型式及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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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准噶尔盆地构造分区图

A
.

北部隆起区
:
A : 福海阶地

.A :
乌仑古拗陷

. A ,

陆梁隆起
。

B
.

南部拗陷区
:
B :

陆南边缘隆起
; B

Z

玛湖
一

漠区拗

陷
:
B鑫玛湖拗陷

,

B荃达 巴松 凸起
,

B遥淇区凹陷
; B 3

克拉玛 依断阶带
:
B 鑫克乌断阶

,

B参红山嘴断凹
,

B弓车红断阶
, B ;

车排子隆起
, Bs 莫索湾隆起

:
B王中拐凸起

,

B或盆 l井鞍部
,

B理莫索湾凸起
,B 。昌吉拗陷

;B ,

南部拗陷
:
B l安集海

-

四棵树凹陷
; B于柴窝堡 凹陷

. B 。 东部断块
:
B盈奇台

一

沙丘河 凸起
,

B香五彩湾凹陷
,

B己沙帐 凸起
,

B 各大井 凹陷
,

B 直

帐北断 凸
,

B奋吉木萨尔凹陷
,

B孟三台 凸起
,

B息博格达冲断带
.

本文为
“

七五
”

国家攻关项目二级专题
“

西北主要盆地类型
、

演化历史及其与夭然气 (油 )

分布关系的初步研究
”

的部分内容
。

工作中
,

曾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地质研究

所
、

区测大队及新疆石油管理局等单位有关同志的帮助
;
文中参考前人工作成果甚多

,

未能

一一列出
,

谨致谢忱和歉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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