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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塔里木盆地主要构造运动
。

汤 良杰
。

石油大学盆地与油藏研究中心
,

北京

塔里木运动造就了现今盆地构造格局的最初雏形
。

加里东中期运动使塔里木由寒武 一 奥陶纪时的克拉通内拉张盆地转化为志

留 一泥 盆纪挤压盆地
,

夭 山早期运动
、

天山晚期和末期运动以及印支运动产生的 次构造反转
、

块断 活动
、

隆升剥蚀和 准平原化作

用
,

对塔里木 构造变形有着重大 影响
。

喜马拉雅运动使盆缘山系强烈挤压缩短和隆升剥蚀
,

盆地发生强烈挠曲沉降
。

塔里木盆地 主要

构造运动的发生与板缘的伸展张裂
、

俯冲消减和 碰撞闭合作用有关
。

关键词 塔里木盆地 构造运 动 板块碰撞 块断活动 准平原化作用

作者简介 汤 良杰 男 。岁 博士后 盆地构造与石油地质

随着近年来对盆地周缘造山带发展演化 的深入

研究以及盆 内油气勘查步伐的加快
,

人们对 塔里木

盆地主要构造运动时限
、

性质及影 响范 围等进行 了

大量 的研究工 作
,

取得 了许多 重要 进展 康 玉柱
,

陈发景等
,

王作 勋等
,

张先 树等
,

姜春发等
, ,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将

盆地构造运动与板缘的拉张
、

俯冲消减和碰撞闭合

等板块构造发展演化 的威尔逊旋 回结 合起来
,

因而

可以对盆内构造运动和区域性不整合进行动力学成

因解释 某些构造运动可能与全球性海平面升降

有关 对盆地中主要构造运动 的时限
、

性质及影

响范围等有 了更准确的解释
。

本文试 图在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
,

进一 步阐述塔里木盆地主要构造运

动和盖层变形特征
。

里木盆地北缘与中夭山
、

南天山
、

准噶尔
一

哈萨克斯

坦板块聚合
,

形成了统一的
“

新疆古克拉通
” 。

关于塔里木运动的时限
,

根据 肖序常等

对 阿 克 苏 蓝 片岩 的研 究
,

其 变 质年 龄 至 少 有
,

夭津地矿所也获得了 士  的变质年

龄。
。

在柯坪隆起
,

震旦 系下部为浅海
一

滨海相长石

砂 岩与石英砂 岩
,

交错层理 发育
,

其 最底部 一

砾岩 的砾石成分为阿克苏群片岩
,

角度 不整 合于阿

克苏群绿片岩相变质岩之上 肖序常等
, ,

该

区震旦纪底界应为
,

所以推测塔里木运动的

时限界于 一 之间
。

塔里木运动

相当于华南的晋 宁运动
,

是元古代晚期的一次

重要构造运动
,

以震旦系与前震旦系之间的不整合

为代表
。

这次运动可能与塔里木在晚元古代时的一

次俯 冲消减活动有关
,

阿克苏晚元古代蓝 片岩带是

这次俯冲消减活动的遗迹
,

并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好

的前寒武纪蓝片岩 肖序常等
, 。

该期运动使塔

加里东运动

加里东早期运动

第一幕

在柯坪隆起
,

下寒武统玉尔吐斯组灰岩
、

硅质泥

页岩和磷块岩平行不整合于上震旦统奇格布拉克组

白云岩之上
,

后者顶部 白云岩发育古岩溶
。

库鲁克塔

格隆起也可见下寒武统西山布拉克组薄层硅质岩
、

白云岩和含磷泥岩平行不整合于上震旦统汉格尔乔

克组块状含砾砂岩和微晶白云岩之上
。

塔北隆起轮

台断凸上的沙 井揭示震旦系顶部为溶塌角砾状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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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岩
,

表明在震旦纪末期有一沉积间断
,

这次构造运

动为加里东早期运动第一幕
,

曾被命名 为柯坪上升

运动 张先树等
, ,

可能与全球性的海平面下降

有关
。

第二幕 爬

虽然在盆缘露头 区寒武系和奥陶系为整合或平

行不整合接触
,

并且在盆内大部分地区可见寒武系

和奥陶系的反射表现为整一关系
,

但在满加尔拗陷

可以见到寒武系和奥陶系之间存在明显的下削上超

现象
,

寒武系往沉降中心迅速减薄
。

这次运动属于加

里东早期运动第二幕
,

可能与海平面升降有关
。

加里东中期运动

第一幕
一 ,

在盆缘隆起露头 区
,

中一上奥陶统与下奥陶统

之间是连续过渡的整合接触关系
,

但在盆地内部
,

地

震资料揭示中一上奥陶统与下奥陶统之间存在明显

的不协调现象
,

如在 地震剖面上 可见该反

射界面具下削上超特征
,

二者的厚度也存 在很大的

差异
。

但整体来看
,

这期构造运动波及范围不大
。

第二幕
一

在柯坪隆起
,

可见下志 留统柯坪塔格组灰绿色

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平行不整 合或微角度不整合在

下伏奥陶系碳酸盐岩之上
。

在库鲁克塔格隆起可见

下志留统土什布拉克组角度不整合在下伏奥陶系之

上
,

东南拗陷和阿尔金山隆起可能缺失志留一泥盆

系
,

铁克里克隆起也未见志留系出露
。

地震资料揭

示
,

塔北隆起北部大部分缺失志留系
,

塔北隆起南部

可见志留系往隆起顶部上超 往 中央隆起 中段可见

志留系与奥陶系呈不整合接触
。

上述特征均表明加里东中期运动第二幕是一次

比较强烈的构造运动
,

影响范围较大
,

它使得塔里木

运动所造成的隆拗格局变得更加明显
。

这期构造运

动可能是塔里木板块南
、

北边缘由被动转化为主动

边缘 的反映
,

它使得塔里木盆地 由寒武一 奥陶纪时

的克拉通 内拉张盆地转化为克拉通 内挤压盆地或克

拉通 内挠 曲盆地
。

加里东末期运动

在柯坪隆起
,

中一 上志留统塔塔埃尔塔格组紫

红
、

黄绿色砂岩
、

泥岩平行不整合于下志留系灰绿色

砂
、

泥岩之上
,

属于加里东晚期运动
。

在库鲁克塔格

隆起
,

可见中一 下泥 盆统树沟子组砂岩平行不整合

于下志留统土什布拉克组碎屑岩夹灰岩之上
。

在盆

地内部
,

地震资料揭示 志留系和泥盆系之间的反射

界面上
、

下表现为整一关系 但在满加 尔拗 陷
,

从地

震反射剖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泥盆系不整合超覆在

志留系之上
,

表 明加里东末期运动在盆地 内部仍然

有所显示
。

天山运动

天山早期运动

指发 生在泥 盆纪 末和 石炭 纪初的一次构造运

动
,

黄河 源 称 之为 库 米 什运 动
,

张 先树 等

称阿克库勒运动
。

这次构造运动可能与南天

山洋和北昆仑洋的俯冲消减和碰撞闭合有关
。

姜春

发等 认为晚泥盆世晚期昆仑普遍抬升成为大

陆
,

并可能波及昆仑以北的塔里木
、

天 山
、

准噶尔
、

柴

达木
、

祁连山以及昆仑以东的秦岭一带
,

从而形成泥

盆纪中国古陆
。

在塔北隆起
,

受天 山早期运动影响
,

石炭系和泥

盆 系之 间的反射界面存在清晰的下削上超现象
,

其

下的泥盆系
、

志 留系
、

中一上奥陶统以及下奥陶统均

遭受强烈剥蚀
,

石炭 系角度不整合在下伏不 同时代

的地层之上
,

中一上奥陶统
、

志留系和泥盆系剥蚀尖

灭线层层往南迁移
。

天山早期运动在中央隆起表现

最为突出
,

表现为强烈的隆起
、

剥蚀和断裂 块断 活

动
,

志留一泥盆 系遭受大范围剥蚀
,

局部地区中一上

奥陶统也被剥蚀殆尽
,

石炭 系角度不整 合在下伏不

同时代地层之上 图
、 、 、 。

天山早期运 动使塔北隆起进一步抬升
,

并使 中

央隆起 中段最终定型
。

在前石炭纪地质图上
,

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出天 山早期运动在塔里木盆地的表现及

规模 图
,

石炭 系广泛超覆沉积在 下伏不 同时代

地层之上
。

夭山早期运动是塔里木盆地地史上最重要的构

造运动之一
。

它使得塔里木盆地出现第一次准平原

化过程
,

石炭系披覆在下伏地层之上
。

石炭系构造面

貌和变形特征与前石炭系的相 比发 生了重大变化
,

一个最显著的标 志就是石炭纪时满加尔拗陷 已不再

象早期那样醒目
,

沉积中心开始往西迁移
。

天山中期运动

发 生在石 炭纪末期
,

又称印尼卡 拉变动 黄河

源
, ,

在北 山地 区可见下二叠统印尼卡拉塔格

组类磨拉石紫红色砾岩
、

砂岩角度不整合在上石炭

统盐滩组灰岩
、

砂岩及安 山粉岩之上
。

这期构造运动

在天 山和准噶尔地区广泛存在
,

并伴有岩浆活动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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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井井
图 塔里木盆地构造区划图

在塔里木盆地及周缘隆起 区
,

石炭 系和二叠 系之间

主要表现为整合接触
,

局部可见平行不整合接触
。

天 山晚期运动

发生在早二叠世末期
,

在 天山地 区称新源变动

黄河源
, ,

在塔里木盆地北部称沙西运 动 张

先树等
, 。

在南天山山前地带
,

广泛可 见上二叠

统 比尤勒包谷孜群造山期后碎屑岩角度不整合在下

二叠统库 尔干组或小提坎立克组火 山岩夹碎屑岩之

上
。

柯坪隆起上二叠统沙井子组河流相砂
、

泥岩整 合

覆盖于下二叠统 开派兹雷克组玄 武岩和碎 屑岩之

上
。

在塔里木西南部和铁克里克隆起
,

上二叠统杂 色

碎屑岩与下二叠统碳酸盐岩之间为整合接触
。

天 山

晚期运 动在塔里木盆地北部表现明显
,

地壳强烈抬

升遭受剥蚀
,

并伴有强烈的断裂
、

褶皱作用和岩浆活

动
,

上二叠统展布范围进一步往西南方 向退缩
。

天 山末期运动

发生在二叠纪末期
,

是天山晚期运动的继续
。

在

南天 山山前
,

可见下三叠统俄霍布拉克群平行或微

角度不整合在上二叠统比尤勒包谷孜群之上
,

在塔

里木盆地北部特别是塔北隆起上
,

三叠 系角度不整

合在古生代不 同层位地层之上 图
、 。

由于古生

代地层遭受强烈剥蚀
,

在塔北隆起北部可 见天 山早

期运动和 天山晚期或末期运动造成的不整 合面叠合

在一起
。

天山晚期运动和天山末期运动是一个连续的运

动过程
,

前者以断裂
、

褶皱和岩浆活动为特征
,

后者

则以抬升和强烈剥蚀为标志
。

这二期构造运动在塔

北隆起表现最为强烈
,

是塔北隆起的定型期
,

往南有

逐渐减弱的趋势 图
。

在这一阶段
,

由于各种外

动力地质作用对地表的剥蚀
,

使地表的起伏幅度逐

渐缩小
,

从而使塔里木盆地出现第二次准平原化过

程
。

印支运动

发 生在三 叠纪末期
,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构造运

动
,

可能与羌塘板块同塔里木板块的碰撞作用有关
,

几乎波及整个塔里木盆地及相邻地区
。

在库车拗陷
,

侏罗系平行不整合于三叠系之上
,

接触面起伏不平
,

上三叠统顶 面常见剥蚀现象
,

侏罗系底部 见有呈透

镜状产出的底砾岩
。

在塔北隆起
,

受印支运动影响
,

下侏罗统微角度 一平行不整合于三叠系之上
。

在满

加尔拗陷东部
,

三叠系及古生界遭受强烈剥蚀
,

侏罗

系角度不整合于下伏三叠系
、

石炭系
、

泥盆系
、

志留

系和奥陶系之上
。

印支运动使盆地大部抬升遭受剥

蚀
,

侏罗系退缩到东北角一隅及盆地周边前陆拗陷

中
,

塔里木盆地出现第三次准平原化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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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 山运动

 入工

季

曰健以

初口工画以咧划恤幂困巨幂娜裂招长叫脚

昌

燕山早
、

中期运动
, ,

或
,

分别发 生在早侏罗世末期和侏罗世末期
,

可能

与中特提斯北支洋壳 的消减闭合
、

冈底斯地块 向北

与古亚洲大陆拼 合有关
。

在库车前陆拗陷
,

下白奎统

卡普沙 良群平行或微角度不整合在侏罗系之上
。

在

塔北隆起和满加尔地 区
,

钻井资料揭示侏罗系仅存

在于下统
,

缺 失中
、

上侏罗统
,

下 白奎统平行不整合

于下侏 罗统煤系地层之上
,

表 明该 区燕山早期运动

和燕 山中期运动是连续进行的
。

在西南地区
,

侏罗系

和下 白奎统分布 比较局限
,

主要发育在 山前前陆拗

陷或拉分盆地 中
,

下 白奎统克孜勒苏群平行或微角

度不整 合于侏罗系之上
。

燕山晚期和末期运动 和

分别发生在早白奎世 末期和晚 白奎世末期
,

相

当于朱夏等 第二次变格运动
。

在 区域上表现

为上
、

下白奎统之间的整合和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
,

在局部可见微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

地震及钻井资

料揭示在塔中和塔北广大地区
,

上 白奎统一 下第三

系与下 白奎统之间主要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

在西南拗陷
,

上 白奎统英吉莎群与下 白奎统克

孜勒苏群表现为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

而下第三

系喀什群则平行或角度不整 合于上白垄统英吉莎群

之上
,

表 明西南地区燕 山末期运 动 比燕 山晚期运动

表现强烈
。

东南地区上 白奎统 一下第三系平行或角

度不整合于下白垄统及下伏地层之上
。

喜马拉雅运动

喜马拉雅早期运动

发生于早第三纪 晚期或末期
,

与中特提斯洋主

体部分 即存在于 冈底斯和喜马拉雅地块之间的古

大 洋 消减闭合
、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有关 王

鸿祯等
, 。

在塔里木盆地北部
,

中新统与下伏第

三 系呈整 合或平行不整 合接触 但往盆地 中央可见

中新统角度不整 合在下第三系及下伏地层之上 图
。

在西南喀什地区
,

中新统普遍以石膏层或膏泥岩

平行 不整 合于下第三系不同层位之上
,

局部可见到

角度 不整 合接触关系
,

这次构造运动使夭山和昆仑

山前发生强烈沉陷
,

并伴有断裂活动
。

喜马拉雅中期运动

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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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里木盆地前石炭系地质图

图 塔里木盆地前中生代地质图

发生于中新世末期
,

与印度板块进一步 向欧亚

板块楔入有关
,

是一次较强烈的构造运动
,

在库车拗

陷
,

上新统库车组平行或角度不整合于 中新统康村

组之上
。

在喀什地 区
,

上新统阿图什组平行或角度不

整合在中新统乌恰群之上
。

在盆地 内部
,

阿瓦提
、

巴

楚及以西地区地震资料揭示 中新统和上新统之间的

反射界面见有明显的下削上超现象
。

喜马拉雅晚期运动

发生在上新世末期
,

这是 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

快速楔入
、

青藏高原迅速隆起时期
,

朱夏等 将

其作为第 次变格运动
。

这次构造运动使天山和 昆

仑山产生强烈挤压缩短
,

大幅度隆升
,

并 向盆内逆冲

推覆
。

在南天山山前
,

库车拗陷第四系角度不整合在

第三系之上
,

不整合面之下的中生界和 第三系发生

强烈的褶皱和断裂活动
,

形成前陆褶皱
一

冲断带
。

柯

坪隆起则沿寒武系下部滑脱面形成叠瓦冲断带
。

围

绕阿瓦提断陷的沙井子断裂
、

吐木休克断裂和喀拉

玉尔滚断裂也发生继承活动
。

在昆仑山前
,

由于帕米

尔的向北楔入作用
,

不仅在山前拗陷产生强烈的挤

压逆冲
,

形成褶皱
一

冲断带
,

而且存在较大的走滑分

量
,

使山前的褶皱
一

冲断带呈现雁列展布
。

在东南地

区
,

阿 尔金山隆起和东昆仑山强烈往盆 内逆冲掩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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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伴有走滑分量
。

在盆地腹部
,

主要表现为区域抬

升
,

褶皱与断裂 活动 比较微弱
。

刁
、全吉

在塔里木演化过程 中
,

发 生了一系列 重要的构

造运动
,

它们与板缘的伸展张裂
、

俯冲消减和碰撞闭

合作用有关
。

研究表明
,

塔里木运动造就了现今盆地

运动格局的最初雏形 加里东中期运动使塔里木 由

克拉通 内裂陷盆地转化 为克拉通内挤压盆地 夭 山

早期运动在盆 内表现 为强 烈的上升隆起
、

块 断活动

和剥蚀作用
,

发生构造反转
,

并 出现第一次 准平原化

过程 天 山晚期和天 山末期运动是 一个连 续的运动

过程
,

前者 以断裂
、

褶皱和岩浆活动为特征
,

后者以

抬升和强烈剥蚀为标 志
,

塔里木盆地 出现第二次准

平原化过程 印支运动使盆地大部抬升剥蚀
,

出现第

三次准平原化过程 喜马拉雅运动使盆缘山系强烈

挤压缩短和隆升剥蚀
,

山前发生强烈挠曲沉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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