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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盆地类型及其石油地质意义

董秀芳 熊永旭
地矿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

湖北江陵

伊宁复合盆地成生发展可划分为石炭纪一早二亚世
、

晚二至世和新生代 个构造发展阶段
,

相应地先后

形成了弧内盆地
、

弧内残余盆地 和远源碰撞 山间盆地 种性质各异的原型盆地 弧 内盆地 属典型拉 张型盆

地
,

弧内残余盆地 属地恢冷却收缩沉降盆地
,

生油岩系均较发育 远源碰撞山间盆地属压性盆地
,

生油岩系不

发育 前两类盆地油气前景较好

关健词 盆地类型 构造发展阶段 伊宁盆地

第一作者简介 蓝秀芳 女 岁 工程师 石 油地质

伊宁盆地 中国境内部分
,

下同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西夭山地区
,

平面展布上

呈现一西宽东窄的楔形
。

中
、

新生代盆地面积为
, 。

盆地东
、

南
、

北三面环山
,

往西抵国境 其北为科古琴 山和和博罗霍洛山
,

南为恰普恰勒

山和伊什基里克 山
,

东为阿吾拉勒山 图
。

由于阿吾拉勒山的存在
,

将中新生代伊宁盆地

分成 部分
,

构成盆内 个一级构造单元—该 山的西侧称西部拗陷
,

北侧称尼勒克拗陷
,

南侧为巩 留拗陷 亦称巩乃斯拗陷
。

祈手  

匣夏〕

巨困

过娜蒲碧

盆地边界

断 裂

前中生界出露卜

伊宁

西 部 拗 陷 赞 工 挤淞“
‘若、 、、

矜允
拗麒

尼欢啊

界
。二 , 留

拗 、
夯、 八 岛佰 韶气

特 克晰 娜狈裂燕罄
犷葵亚聋

图 伊宁盆地位置及构造区划略图

伊宁盆地为晚古生代一中
、

新生代叠加复合盆地
,

发育石炭系一新生界
,

沉积厚近万米
。

该盆地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 个不同的构造发展阶段
,

各 自形成了性质相异的原型盆地
。

这些原型盆地纵 向叠加
,

构成了伊宁盆地的当今面貌
。

该盆地具一定的成油气条件
,

但目前

对其成生演化认识争议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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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盆地形成的区域构造背景

晚古生代
,

新疆地区主体上分属两大板块
。

沿汗腾格里峰一星星峡晚海西期终极缝合

线以北为西伯利亚板块 或称
“

哈萨克斯坦板块
”

以南为塔里木板块
,

其北缘为被动大陆边

缘
。

西伯利亚板块南缘为西天山
一

觉罗塔克
一

黑鹰山岛弧隆起带
,

该带北侧为准噶尔中
、

晚海

西期弧后盆地 图 李晋光
, 。

了 产不矿之二, 哟
’

、
·
平

’

扣 州 ‘州曰

吸困
少

沪户

才才⋯赫二
·

二呜二
川,伯广克拉玛依

二黔蕊

叫板
、

协班
作尸

一块似尸咋一协
阿克苏

板

图 新扭地 区晚古生代板块构造示意图

西天 山
一

觉 罗塔克
一

黑鹰山岛弧隆起带 准噶尔 弧后盆地 汗腾格里

峰 一星星峡晚海西板块终极缝合线 伊宁复合盆地边界

西天山
一

觉罗塔克
一

黑鹰山岛弧隆起带上海西期岩浆岩发育
。

据岩石化学资料研究 王作

勋等
,

”
,

花 岗岩以 型 岛弧型 为主
,

火 山岩岩石类型以钙碱系列
、

碱系列为主 图

在里特曼图解上投点
,

主要分布在岛区 区 及派生的 区 图
一

在 与

图上
,

集中在岛弧区
,

次为洋脊岛区 图
一。 。

伊宁盆地即位于西山
一

觉罗塔克
一

黑鹰山岛弧隆起带内 图
,

在石炭纪一早二叠世发育

大套的火山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

该时期盆地原型应属弧内盆地
。

伊宁盆地构造发育阶段与原型盆地形成

据大区域构造研究
,

塔里木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的缝合过程为剪刀式缝合
。

约在泥盆

据
“

七五
”

科研成果《西北主耍盆地类型演化历史及其与天 然气 油 分布关系》

熊水旭等
,

西北主要盆地类型
、

演化历史及其与天然气 油 分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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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
一

硅关系

‘

夕 一

二

荞囚窝囚川

里特曼
一

戈蒂里图解
‘
、

鸽 ,
尹

, 紧

之困今 易

一

关系

加。一

 

咬 夕

图 伊宁
一

觉罗塔克
一

北山北带石炭系火 山岩岩化学特征

喊
一

硅关系图 为碱性系列 为钙喊系列 为拉斑系列

里特曼
一

戈蒂里图解 为非造山区火 山岩
,

即稳定构造区或裂谷 为造 山带火山岩
,

即岛

弧 或 碰 撞缝 合线 为
、

区派生的碱性
、

偏喊性岩 , 为 日本 火 山岩
,

口 一

与 》 关系图 ,

邱家孩划分标
, 久野划 分标准  ! , 伊宁地 区 据 王作勋等

,

觉罗塔 克 据

阎文元
,

北 山北带

纪晚期
,

塔里木板块东北端首先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
,

在天山及塔里木盆地北部普遍出现泥

盆纪末期强烈地层不整合接触现象
。

泥盆纪末的库米什运动即代表了这一板块构造事件
。

而

位于塔里木板块西北方向的西天山地区
,

却在隆起并缺失泥盆系的基底上张裂
,

由正向构造

单元转变为负向构造单元
,

石炭系广布
,

包括现今的伊宁盆地
、

特克斯盆地以及该二盆地之

间的恰普勒山等地在内的广大范围
,

均接受了厚度 巨大的石炭纪一早二叠世沉积 新疆地矿

局
, ,

该区进入了弧内盆地发育阶段 表
。

早二叠世末发生新源运动
,

与此紧密相关的板块构造事件是塔里木板块与西伯利亚板

块沿汗腾里峰
一

库米什线碰撞
,

完成终极缝合
,

海水至此退出天 山地区
,

并在天山及塔北地带

出现强烈的早二叠世末期不整合
,

大面积缺失上二叠统
。

然而
,

原伊宁弧内盆地仍保持沉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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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 区进入了弧内残余盆地的发育时期 表
。

表 伊宁盆地构造发展阶段及原型盆地简表

时时 代代 主 要要 构 造造 原型盆地地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造运动动 发展 阶段段段
代代代 纪纪 世世 代号号号号号

新新新 第四纪纪纪 燕 山中期运动动 中中 远远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博格达运动动 新 发发 源源

代代代 第三纪纪纪 新源运动动 生 展展 碰碰

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库米什运动动 代 阶阶 撞撞
中中中 白里纪纪纪 盆 段段 山山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地地 间间
代代代 侏 罗纪纪纪 盆盆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三三三 亚纪纪纪 丁丁丁丁丁

晚晚晚 亚亚 晚晚 弧内残余余 弧内残余余

古古古 纪纪 奚奚奚奚 盆地发展展 盆地地

生生生生 世世世世 阶段段段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早早早早早 弧 发发 弧 内盆地

益益益益益益益 内 展展展

世世世世世世世 盆 阶阶阶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段段段
石石石炭纪纪纪

前前前前石炭纪纪纪 盆地荃底底底

形形形形形形形成时期期期

二叠纪末发生的博格达运动
,

使西天山地区总体上升
,

普遍缺失早三叠世沉积
,

盆地东

半部并缺失中
、

上三叠统 包据尼勒克拗陷
、

巩乃斯拗陷及横贯其间的阿吾拉勒 山
。

故此
,

博

格达运动在西部拗陷中表现为中
、

上三叠统与其下伏的二叠系或石炭系间的不整合接触
,

在

盆地东半部则表现为侏罗系与二叠一石炭系间的不整合
。

由于博格达运动的发生
,

过早地结

束了伊宁弧内残余盆地的历史
,

使之进入了中
、

新生代远源碰撞山间盆地形成发展的新 阶

段
。

侏罗纪末的燕山中期运动表现为整个天山的隆升
,

伊宁盆地 曾一度隆起
,

白妥系罕见
,

缺失古新统
。

始新统一渐新统或上第三系的红层直接不整合在侏罗系含煤岩系之上
。

在盆

地北部和巩留拗陷的南缘均可见到这一不整合现象
。

燕山中期运动伴有大量的冲断和逆掩

构造产生
,

恰普恰勒山
、

伊什基里克山和阿吾拉勒山出现了雏形
,

限定了中
、

新生代伊宁山间

盆地的边界
。

综上所述
,

伊宁盆地的形成和发展
,

自晚古以来经历了 个阶段
,

与 个构造发展阶段

相呼应
,

形成了 种类型的盆地 图
、

表
。

即 石炭纪一早二叠世阶段
,

形成伊宁弧内

盆地 晚二叠世阶段
,

形成伊宁弧内残余盆地 中
、

新生代阶段
,

形成伊宁远源碰撞山

间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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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勒
威
伊宁

阿 克吐 别克

麟
。

广 逻擎夔
康拐卵

一

卡拉干达沟 , 一沂
洲

一一
孟儡广一霭遥不 一

吐斯郭 勒山

一 一一一 曰
,

曰
一一一尸犷 曰 口

‘

图 伊宁盆地类型简图

石炭纪一早二登世弧内盆地边界
, 晚二亚世弧内残余盆地边界

中新生代山间盆地边界 研究 区西界

松树达坂断裂
, 那拉提山南坡断裂 合诺

一

扎木斯台断 裂

伊什基里克山北坡断裂 阿吾拉勒山南坡断裂

原型盆地特征及其石油地质意义

盆地类型不同
,

其形成机制
、

力学性质以及沉积实体
、

含油气性能等亦不相同
,

兹分述如

伊宁石炭纪一早二里世弧内盆地

弧内盆地通常亦称为弧间盆地
,

它是 由于岛弧隆起带 内进一步拱张
、

拉裂形成
,

故其盆

下

地地球动力学环境为张裂环境
。

伊宁石炭纪 一早二叠世弧内盆地 以下简称伊宁弧内盆地 北界为松树达坂断裂
,

南界

为那拉提 山南坡断裂 图
,

此二断裂在海西期为张性大断裂
。

盆地从石炭纪开始出现
,

石

炭系各统之间以及石炭系与下二叠统间均为连续沉积
。

下石炭统是弧内盆地 套沉积物中分布最广和沉积最厚的一套
,

在盆地南部出露厚度

最大
,

由西而东为康苏沟
、

那拉提山北坡一带
、

盆地东缘吐斯郭勒
。

沿北

一线往北厚度则明显变薄
,

盆地中部 现恰普恰勒 山一带 仅厚
。

这表明早石炭世沉降

中心位于南部昭苏一特克斯一吐斯郭勒一带
。

下石炭统分两个岩性组 表
,

下部为大哈拉军山组中酸性火山喷发岩
,

上部称阿克沙

克组
,

为火 山岩停歇期间的正常海相沉积
,

以碳酸盐岩为主
,

是一套生油气岩系
。

在盆地南部

沉积最厚
,

出露厚度为 图
。

中石炭统西薄东厚
,

且 由西而东火 山岩及火山碎屑岩增多
。

阿吾拉勒山西头的阿克吐别

新扭地质局
,

西南准噶尔伊宁地区区域地质图及说明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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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伊宁盆地晚古生代一新生代地层简表

统 组 代号

一一瓦一第四纪

上第三系

下第三系

中
、

上新统

始新统 一渐

新统

界一代新生

白蟹系

侏罗系

一
‘

合一一力

一一一三登系
中

、

上

三亚统

中界生

上 统

中 统

巴斯 尔干组

铁木里克组

哈米斯特组

晓山萨依组

塔尔得套组

乌 朗 组

朔拉克组

阿克吐别克组

上统

下统

二盈系

上古生代

阿克沙克组

石炭系

下 统
大哈拉军 山组

岩 性 简 述

风积
、

冰硕
、

冲积
、

洪积砂砾层

红色为主的粗碎屑岩

红色粗碎屑岩

碎屑岩类

含煤碎屑岩

杂色粗碎屑岩

砂砾岩为主夹少量泥
、

灰质岩

暗色泥岩
、

泥 灰岩
、

泥页岩夹砂
、

砾岩浆 含

化石

主要为一套中酸性 火山岩类

粗碎屑岩为主
,

局部为暗色泥灰岩

中
、

基性 火山岩

中
、

酸性 火山岩夹 火山碎 屑岩

中酸性 火山碎屑岩夹火山岩

中酸性火 山岩及 火山碎屑岩夹正常碎屑岩

暗色泥 页岩
、

灰岩
、

泥 灰岩 及砂砾 岩 含化

石

中酸性 火山岩及 火山碎屑岩

前石炭系

一工

,

一
切

,

口
k

C
[ a

C
一
d

A
n
C

克 一带 厚 soom
,

岩性 为 各类 凝灰 质岩

石
,

上部 为砂质灰岩
;往东到特铁达坂一

带
,

厚 1586m
,

主要为各类火 山岩夹少许

凝灰砂岩
;再往东到吐尔拱河中游一带

,

则厚达数千米
,

且全为火 山岩和 火山碎

屑岩
。

自西而东厚度和岩性的变化
,

表明

在 阿吾拉勒 山中东部地带有火 山 口存

在
。

上石炭统一 下二叠统是弧内盆地近

收缩 时期的沉积物
,

推测其原始沉积 范

围在伊宁市以东
,

巩 留一 新源联 线以北

地 区
。

阿 吾 拉 勒 山 中部 上 石 炭 统 厚

2896m
,

以凝灰 质砂岩
、

凝灰岩为主夹中

酸性火山岩
。

下二叠统下部仍为火山岩

图 5 阿克沙克组 (中
、

上部)沉积等厚略图

(据昊端人等
,

1 9 9 1
,

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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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碎屑岩
,

厚约 500 m
;上部为晓山萨依组

,

是山麓冲积相的粗碎屑岩
,

但该组在巩乃斯拗

陷以细碎屑岩和泥质岩为主 (周永昌
,

1 9
86 )

,

厚 1000~ 2600m
,

是一套生油气岩系
。

综上
,

伊宁弧内盆地具如下特点
:

(”盆地形成于岩浆岛弧隆起带 内
,

是以张性大断裂为边界的拉张性盆地
,

其走 向与所

在岛弧方向一致
。

( 2) 弧内盆地沉积实际是一套厚度巨大的火 山岩
、

火 山碎屑岩与正常沉积岩不等厚互层

之沉积物
。

即在岛弧岩浆喷发持续期
,

以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为主
;
在岛弧岩浆喷发间歇期

,

则为正常沉积岩类
。

( 3) 弧内盆地火 山岩和火山碎屑岩没有生油气能力
,

但在火山停歇期间的正常沉积岩可

具有一定的生油气性能
,

阿克沙克组和晓山萨依组是弧内盆地两套烃源岩
。

3

.

2 伊宁晚二盈世弧 内残余盆地

顾名思义
,

弧内残余盆地与弧内盆地有相关性和继承性
。

通常
,

弧内盆地在弧
一

弧碰撞或

弧
一

陆碰撞时消失
,

其沉积实体成为掩冲带或被推覆于碳酸盐岩或碎屑岩台地之上
,

但有时

弧 内盆地也可保存下来
,

这是由于冷收缩使地慢密度增大和沉积物 负荷导致盆地发生继承

性沉降作用
,

此 时即形成弧内残余盆地
。

虽然弧 内残余盆地的形成机制以冷沉降为主
,

但由

于弧
一

陆碰撞作用使盆地边缘褶皱与冲断构造负荷
,

也使得岩石圈下弯
,

显然盆地沉降作用

是上述两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

伊宁弧内残余盆地范围小于弧内盆地
,

其北界亦为松树达坂断裂
,

南界大致在昭苏一 特

克斯 一新源南一带 (图 4)
。

盆地以晚二叠世初开始生成
,

到二叠纪末结束
,

生命短暂
。

上二叠统共分 3 个岩性组 (表 2)
,

以中部的铁木里克组分布最广
,

下部和上部的两个岩

组仅 出露于阿吾拉勒山西部地带
。

上二叠统出露厚度
,

盆地南缘 自西而东

为 康 苏 沟 一 卡 拉 干 达 沟 778 m
、

昭 苏 北

117 3m
、

伊什基 里克 山南 坡 lolsm
,

岩性均

以粗碎屑岩为主
,

表明此一线 已接近弧内残

余盆地南部边缘
;盆地北缘塔勒迪 山 口残厚

695 m
,

岩性较细
,

属滨浅湖及半深水湖相0
;

盆地 西侧 哈萨 克斯 坦境 内 已钻 穿上 二叠

统.
,

最大厚度约 600 m
,

盆地中部哈米斯特

一带厚 1464m
,

未见底
,

岩性较细
,

为浅
一

半

深湖相
。

由上不难看出
,

上二叠统沉积 中心

大致在阿吾拉勒山西部至伊宁一带
,

表明伊

宁残余弧 内盆地沉降中心具 明显的不对称

特征 (图 6)
。

上二叠统上部和下部均为一套粗 碎屑

竺一一 一 _ 二二岁笋
坦

, 乙伏匕 ~
_ _

特墓所 二二石

医互l
,

巨三口
2

图 6 伊宁盆地二叠纪中
、

晚期沉积等厚略图

(据昊端人 等
,

19 91

,

有改动)

1
.
剥蚀 区 ;2

.
地层等厚线

李学惠等
,

西北 地区主要盆地主要 含油气层系沉积相与盖层条件的研究
,
1 9 9 0

黄福林
,

伊宁盆地油气勘查工作建议
,

1 9 8 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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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类(下部主要为火 山碎屑岩)
,

中部铁木里克组以暗色泥岩及灰岩
、

泥灰岩为主并夹煤层
,

含丰 富的化石
。

晚二叠世沉积上的三分性较完整地反映出弧内残余盆地的成盆过程
。

盆地

稳定下沉时期沉积的铁木里克组为厚达 14。。余 m 的半深湖
一

深湖相的暗色泥
、

灰岩
,

是伊

宁盆地中较好的一套烃源岩
,

其有机质最高含量为 0
.
8 %

,

并多处发现油和沥青显示 .
。

3

.

3 伊宁中新生代远源碰撞山间盆地

伊宁远源碰撞 山间盆地是在中
、

新生代由阿尔卑斯 一喜马拉雅区板块碰撞对夭 山地区

的远源挤压效应形成
,

挤压作用使盆地周缘 山系上升
,

盆地相对下沉接受沉积
,

故 山间盆地

属被动沉降性质
。

盆地北侧大致以松树达坂压扭性大断裂为界
,

南界为合诺
一

扎木斯台逆冲断层 (恰普恰

勒 山北坡冲断带 )和伊什基里克山北坡冲断带
,

这些山前逆冲断层严格控制着盆地的走向和

边界 (图 4)
。

山间盆地沉积实体为中
、

新生界
,

其中缺失下三叠统和古新统
,

白奎系亦极零星
.

中
、

上三叠统只在西部拗陷的南
、

北两侧出露
,

故推测其仅在西部拗陷中有沉积
。

三叠纪

湖盆向北不超过松树达坂断裂
,

向南可抵恰普恰勒山北坡
,

向东止于阿吾拉勒山西头
,

向西

延至哈萨克斯坦境内
。

目前
,

仅在盆地北缘塔勒迪山 口 以西有一厚度点
,

厚 2]3 m
。

盆地南缘昭苏
、

莫合尔等地

均缺失三叠系 。
。

据此
,

推测西部拗陷的中
、

上三叠统最大厚度不超过 30 om
,

沉积中心大致

在察布查尔或其以西
。

中
、

上三叠统为河流
一

滨湖
、

浅湖相碎屑岩
,

以砂
、

砾岩为主
,

暗色岩不多
,

加之厚度不大
,

故无生油气之望
。

侏罗纪湖盆较之三叠纪向东
、

向北均有扩展
.
向北越过了松树达坂断裂

,

向东则在尼勒

克拗陷
、

巩乃斯拗陷均有沉积
,

在塔勒迪 山 口出露厚 1789m
,

尼勒克拗陷中部为 1400m
,

尼勒

克拗陷东部最厚为 2685m
。

盆地南缘缺失上部地层
,

残厚大于 350 m
。

往西
,

在哈萨克斯坦境

内估厚约 l000m 。
。

据盆缘侏罗系厚度资料推测盆内西部拗陷厚 Z000m
,

尼勒克拗陷最厚
,

达 3000m
,

巩乃

斯拗 陷最薄
,

约 l000m
。

侏罗系在整个盆内岩性稳定
,

为含煤碎屑岩
,

有泥岩
、

页岩和炭质页岩
,

偶夹泥灰岩
,

富

含植物化石
,

具有一定成油气条件
。

第三系为湖相红 色碎屑岩建造
,

广布于 3个拗陷之中
,

其上为厚度不大的第四系不整 合

覆盖
。

4 结束语

(1) 伊宁盆地是一个在岛弧隆起带内发育的盆地 ,

它经历 了弧内盆地 (C 一 P
,
)

、

弧 内残

阎秀刚等
,

伊宁拗陷区石炭 一二叠系 含油气前景研究报告
,

1 9 8 6

新疆地质局
,

昭苏幅
、

莫合尔幅 1/2。万区调报告
,

1 9 7 8

黄福林
,

伊宁盆地油气勘查工作建议
,

1 9 8 8

0公O



第 1期 蓝秀芳等
:
伊宁盆地类型及其石油地质意义

.
2 5
.

余盆地 (P
:)

、

中新生代被动沉降 3个发展阶段
,

具有先张后压性质的复合型含油气盆地
。

( 2) 从构造类比观点考虑
,

具张裂性质的盆地成油气地质条件及其含油气前景优于挤压

型被动沉降盆地
,

如中国东部拉张盆地油气较佳
.
在伊宁复合盆地中

,

阿克沙克组 (C 沁 )
、

晓

山萨依组 (P
,
x

)

、

铁木里克组 (P
:t) 等组段是在张性 (或中性)环境下发育的层系

,

具有持续稳

定的下沉条件
,

沉降速率大
,

利于有机质保存
;
热体制适宜

,

利于有机质向油气转化等优点
,

因而均具有较好的生油气性能
,

是在伊宁中小型盆地中最易形成小而肥油田的主要烃源层
。

( 3) 张性盆地具有其独特的构造样式
,

尽管在中
、

新生代曾经历过挤压性盆地发育阶段
,

并且也会对前期张性盆地所具有的构造组合进行改造或破坏
,

但诸如滚动生长背斜
、

披覆构

造等构造的聚油意义
,

还应给予应有的重视
,

它往往是油气勘探的主要 目标之一 (有的 已被

塔北的勘探所证实)
,

特别是对 目前勘探程度尚很低的伊宁盆地来说
,

事先有理论上的推断

是有必要的
。

在结束本文之际说明一点
:
文中称

“

伊宁盆地
”

而未用
“

伊犁盆地
” ,

是因
“

伊宁盆地
”

比通

常所说
“

伊犁盆地
”

现今范围小的缘故
。

( 收稿日期
:1993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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