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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侏罗纪盆地原型及其形成与演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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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柴达木盆地的演变历程是与柴达木地块的发展历史一脉相承的。三叠纪及其以前, 柴达木地块主体呈现稳定的隆升状态, 仅其

南、北缘发育的裂谷带时张时合, 沉积了一套海相裂谷型建造。三叠纪末的印支运动结束了柴达木地块及其周缘地区的海相沉积史,

使柴达木地区进入陆内盆地发育新时期。从柴达木盆地南、北缘推覆构造带形成的板块构造机理来看, 柴达木盆地南、北缘各发育一

个规模不等、但性质相似且具统一成因机制的陆相前陆盆地, 且它们呈现背驮式渐次向前发展的模式。另外, 由于阿尔金深断裂带在

印支期和燕山期的强烈右型走滑作用, 在柴达木地块西缘形成了一系列拉分盆地, 使柴达木地块侏罗纪盆地原型具有前陆盆地与拉

分盆地叠合的属性。白垩纪至早第三纪古、始新世, 由于主干逆冲断裂带背驮式地向盆内发展, 沉降2沉积中心逐渐向盆内迁移; 早第

三纪渐新世以后, 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所引起的强烈挤压和盆内挠曲, 前陆盆地及拉分盆地的特点已不明显, 原来的前

陆盆地和拉分盆地区成为了强烈构造变形带和晚第三纪- 第四纪的局部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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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构造背景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西部一个大型中新生代陆相

含油气盆地, 总面积约 12×104km 2, 中新生界沉积

厚度一般为 6000～ 7000m , 部分地区可达万米以

上[1 ]。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隅, 地处古亚

洲构造域南缘附近, 其南缘邻特提斯- 喜马拉雅构

造域。盆地四周均以深断裂系与相邻构造单元相隔,

北界为宗务隆山- 青海南山深断裂带, 与南祁连断

褶山系相接; 西以阿尔金深断裂带与塔里木盆地紧

邻; 东、南分别为鄂拉山深断裂带及昆北深断裂带,

与西秦岭断褶山系及东昆仑断褶山系环接[1 ]。

柴达木盆地的形成和发展, 自始至终与特提斯

- 喜马拉雅构造域的强烈活动密切相关。来源于特

提斯洋壳向古欧亚大陆的挤压和俯冲, 导致柴达木

地块以南一系列微型板块与古欧亚大陆的一次次拼

贴, 最后印度板块与欧亚洲板块碰撞, 造成昆仑山到

喜马拉雅山等一系列山系自老而新依次出现, 以及

青藏高原的大幅度隆起[1～ 2 ]。柴达木盆地就是在这

种特定的大地构造背景和区域构造应力场条件下形

成和发展的。

2　侏罗纪原型盆地成盆前阶段

柴达木盆地的演变历程是与柴达木地块的发展

历史一脉相承的[1～ 2 ]。早元古代末的吕梁运动基本

上固结了柴达木地块的古老结晶基底, 其后该地块

进一步克拉通化。晚元古代末, 晋宁运动使整个地块

发生差异升降和断褶活动, 形成了基底构造格局雏

型。至此, 柴达木盆地古地块基本成型, 与塔里木古

地块、华北古地块连接在一起, 构成中国古板块的一

部分。震旦纪- 中奥陶世, 整个地块处于夷平阶段,

仅其北缘大柴旦- 欧龙布鲁克山一带有地台型海相

沉积。由于中国地台的裂陷分离, 柴达木地块周围被

裂陷扩张的深海槽包围, 边缘带有较强烈的构造沉

降和沉积作用。

晚奥陶世至晚泥盆世末, 柴达木地块南北边缘

裂谷分别在祁漫塔格山一带和赛什腾- 锡铁山- 埃

坶尼克山- 鄂拉山附近时开时合, 形成一套裂谷型

建造 (图 1, a、b)。元古代晚期由地块基底褶皱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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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柴达木盆地晚奥陶世- 石炭纪演化示意图
(据青海区域地质志, 1991)

11 晚奥陶世裂陷槽; 21 晚泥盆世裂陷槽; 31 石炭纪地台;

41 石炭纪裂陷槽; 51 隆起区; 61 断层

a1 晚奥陶世; b1 晚泥盆世; c1 石炭纪

F ig. 1　Sketch m ap about Chaidam u Basin evo lu tion from

U pper O rdovician to Carbon iferous period

时产生的几组断裂, 成为古生代裂谷发育的基础。

石炭纪, 由于柴达木南、北缘裂谷发生稳定沉

降, 导致沉积范围扩大 (图 1, c) , 北缘包括德令哈及

欧龙布鲁克山- 埃姆尼克山之间的广大地区, 南缘

扩展到大风山一带及大灶火附近。石炭系属较稳定

的准地台型海相或海陆交互相建造。

二叠纪整个柴达木地块仍相对稳定, 但其南、北

缘的裂谷却继续裂陷, 沉积了一套裂谷型二叠系。二

叠纪末的海西运动使整个地块隆起, 其南、北边缘的

两个裂谷关闭, 古亚洲构造域基本定型, 为我国西部

包括柴达木盆地在内的一系列中新生代陆相盆地发

育奠定了基础。

三叠纪, 昆仑山以南开始了特提斯- 喜马拉雅

构造域的演化时期。柴达木地块主体仍呈稳定隆升

状态, 仅其北缘宗务隆山一带, 由西秦岭海槽伸入,

发育局部拗拉槽型建造。晚三叠世末的印支运动具

有划时代意义, 可可西里- 巴颜喀拉地槽的关闭结

束了柴达木地块及周缘地区的海相沉积历史, 祁连

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的进一步断褶隆升, 使柴达

木地区进入陆内盆地发育新时期[3 ]。

3　侏罗纪原型盆地成盆阶段

311　原型盆地形成机制

柴达木盆地南北缘各发育一套推覆构造带, 即

东昆仑推覆构造带及柴北缘推覆构造带, 组成了一

个系统的、由北而南的推覆构造体系 (图 2) , 反映它

们具有一个统一的形成机制和长期的发展历史。从

逆冲- 推覆断裂带的发育特征来看, 由于它们影响

深度较大, 特别是柴北缘断裂带、昆中断裂带及昆南

断裂带, 它们影响到加里东期、海西期的超基性岩。

这充分表明, 这些深大逆冲断裂带至少在海西期即

有雏型, 到了印支期、喜马拉雅期才有大规模的位移

和推覆。从区域上来说, 南祁连山和柴北缘推覆构造

带的基底属塔里木- 中朝板块; 而东昆仑山推覆构

造带北部基底属塔里木- 中朝板块, 南部基底则属

扬子板块[3 ]。亦即, 柴达木盆地基底横跨塔里木- 中

朝板块和扬子板块, 南祁连山前前陆盆地基底属塔

里木- 中朝板块, 东昆仑山前前陆盆地基底属扬子

板块。

从柴达木盆地南北缘推覆构造带及其南北缘前

陆盆地的形成机制来看, 在古亚洲构造域基本定型

以后, 大体以昆中逆冲断裂为界, 其南为特提斯开阔

洋盆。三叠纪末的印支运动导致特提斯洋板块发生

强烈俯冲消减, 使可可西里- 巴颜喀拉地槽褶皱上

升, 洋盆进一步向南迁移。由于受到来自南侧的特提

斯洋板块的向北强烈俯冲挤压, 在柴达木盆地北缘

和祁连山前沿着深大断裂带, 陆壳进一步消减, 冲断

活动强烈, 在柴达木地块边缘及附近 (包括古生代裂

谷所在地带) , 形成陆相前陆盆地 (图 3 中É )。前陆

盆地自侏罗纪开始发育, 并逐步向陆块内部扩展。在

昆仑山前, 由于俯冲带山弧后的反向逆冲, 也在柴达

木地块的南缘及附近, 形成类似迪金森 (1976)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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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柴达木盆地推覆构造模式及其前陆盆地形成机制

11 前震旦纪变质岩系; 21 花岗岩类岩石; 31 蛇绿岩; 41 震旦系- 古生界沉积;

51 巴颜喀拉- 三叠系沉积; 61 中新生界沉积; 71 石炭系- 二叠系组成的断片; 81 巴颜喀拉复理石建造

F ig. 2　N appe structu re model and rela ted fo reland2basin fo rm ation m echan ism in Chaidam u Basin

图 3　柴达木盆地侏罗纪原型盆地分布示意图

11 前陆盆地边界; 21 拉分盆地边界; 31 逆冲断层; 41 正断层; 51 侏罗系沉积厚度< 1000m 凹陷;

61 侏罗系沉积厚度< 500m 凹陷; 71 侏罗系沉积厚度< 500m 的盆地地区; 81 中侏罗世凸起区

北西西向逆冲断层: ①达肯大坂- 宗务隆山; ②赛南- 埃南; ③冷湖- 陵间; ④昆北

北东东向走滑断层: ⑤冷东; ⑥马海- 南八仙; ⑦东苦; ⑧红山- 黄泥滩

(É - Ï : 参见正文)

F ig. 3　Sketch m ap of Jurassic basin2p ro toype distribu tion in Chaidam u Basin

的弧后前陆盆地[4 ] (图 3 中Ê )。与此同时, 在祁连山

和昆仑山中, 由于造山带内部起伏差异和局部应力

释放, 形成一些小型山间盆地。但它与发育于柴达木

陆块边缘及附近的前陆盆地, 无论其性质和规模都

是不同的。

　　从宏观上看, 可以把整个柴达木盆地及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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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推覆构造看成是塔里木- 中朝板块与扬子板块的

地表分界, 而从蛇绿岩和超基性岩及混杂堆积的出

露特征来看, 昆中、昆南断裂带才应当是此两板块俯

冲碰撞的地表标志带。这种在印支期所发生的两大

板块的拼接作用 (扬子板块向北俯冲、塔里木- 中朝

板块仰冲)及古特提斯洋的关闭, 以及其后相继发生

的青藏板块向北俯冲, 正是导致柴达木盆地及其南

北缘推覆构造带形成的主要原因和形成机制, 也是

控制柴达木盆地南北缘前陆盆地及其构造格架的重

要力学机制。

北东东走向的阿尔金深断裂带发育历史悠久,

海西旋回后已隆升成陆。在印支期和燕山期具有强

烈的右型走滑特点。在柴达木地块和塔里木地块边

缘交接带, 由于走滑作用形成一系列拉分盆地 (图

3) , 使柴达木中生代盆地 (至少是侏罗纪) 具有前陆

和拉分盆地叠合的性质。

312　原型盆地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31211　前陆盆地

3121111　背驮式向前发育模式

以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前陆盆地最为典型 (图

4)。由于受到南侧特提斯洋向北持续俯冲推挤, 在柴

北缘由北向南形成一系列依次向前发展的逆冲断裂

带, 即达肯大坂- 宗务隆山断裂带→赛南- 埃南断

裂带 (即柴北缘断裂带) →冷湖- 陵间断裂带 (图

3)。上述断裂带的成生历史及其所控制的侏罗纪地

层时代与厚度变化特征, 说明它们是呈背驮式渐次

向前发展的, 其发育的基本规律是: 赛南- 埃南断裂

带以北, 主要是中下侏罗统发育区, 厚度可大于

1000m ; 冷湖- 陵间断裂带以北主要是下侏罗统小

煤沟组 (J 1x )及中侏罗统大煤沟组第五段 (J 2d
5) 发育

区, 厚度可介于 500～ 1000m ; 冷湖- 陵间断裂带以

南, 推测主要为中侏罗统大煤沟组第七段 (J 2d
7) 及

上侏罗统 (J 3)发育区, 厚度可达 200～ 500m。

昆仑山前前陆盆地有无这样发育模式, 尚无资

料证实, 推测其迁移规律和规模可能与柴北缘地区

类似。

3121112　盆地规模和大小

如图 4 所示, 前陆盆地按其构造模式, 应以褶皱

山系山前断裂带为界, 北缘即以南祁连山前的达肯

大坂- 宗务隆山逆冲断层为界。以南经过一个复杂

的早古生代- 三叠纪的边缘裂谷带才过渡到前陆

上, 由于这个裂谷带实质是向祁连地槽的过渡带, 甚

至晚古生代裂谷还包括了部分早期地槽褶皱带, 所

以前陆和地槽分界常引起不同看法。由于侏罗纪前

陆盆地是受到特提斯的俯冲消减影响, 在陆壳内部

进一步消减- 冲断基础上形成的, 所以其北界应以

印支运动形成的裂谷带逆冲断层为界。这样就把沿

着祁连山发育的侏罗纪沉积盆地分成了山前 (前陆)

和山间两种盆地。至于准确地确定控制昆仑山前前

陆盆地的边界断裂, 尚需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柴达木陆相盆地起始于侏罗纪, 并以柴北缘前

陆盆地雏型为基础, 逐渐向盆内扩展, 因而侏罗纪地

层的沉积作用是逐步向盆内超覆的, 很可能中部残

留一个侏罗纪的剥蚀区, (J 2d
7) 在超覆带附近的滨

浅湖碎屑沉积即是一个有力的印证。塔里木盆地亦

有南北两侧前陆盆地, 而中央隆起带侏罗系却是河

流砂体沉积, 说明中部有物源区存在。图 3 中用虚线

画出了柴达木前陆盆地的内部边界。按这一厘定的

界线, 柴北缘前陆盆地宽度达到 50～ 90km 范围, 如

考虑到恢复平衡剖面缩短的24km , 柴北缘前陆盆

图 4　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前陆盆地背驮式向前发育模式

F1 柴北缘断裂带; F2 冷湖- 陵间断裂带; AN T 前三叠系; J 1x 下侏罗统小煤沟组; J 2d 中侏罗统大煤沟组

F ig. 4　M odel of p iggyback fo reland2basin w h ich developed gradually tow ards inside basin

at no rthern bo rder of Chaidam u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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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宽度可达 70～ 110km 以上; 昆北前陆盆地宽约

20km 左右, 这与该前陆盆地为山弧后反向逆冲作

用规模较小有关。

由此可见, 侏罗纪时期, 柴达木盆地南北缘各有

一个规模不等、但性质相似且具统一成因机制的陆

相前陆盆地。

3121113　盆地内部构造- 沉积古地理变化大

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 (图 3) : 逆冲断裂带的背

驮式发展, 形成多级叠瓦状沉降2沉积带, 各级沉降2
沉积带的构造2沉积古地理具显著差异; 每一级沉降

2沉积带内, 通常冲断带脊部 (上盘) 为相对隆起带,

沉积薄或遭短暂剥蚀, 冲断带前缘 (下盘) 为相对凹

陷带; 在一个沉降2沉积带内部, 又发育部分对冲断

层作用, 形成更为复杂多样的次级差异性; 由于受到

北东东向的走滑断层干扰, 如冷东、马海- 南八仙、

东若、红山- 黄泥滩等断层, 形成一系列北北东向的

沉降2沉积凹陷带。由于这种盆内构造2沉积古地理

的差异性和后期的构造活动性及剥蚀作用, 使柴达

木盆地现存的侏罗纪地层分布形似鸡笼网眼状 (图

3)。

由于昆仑山前前陆盆地范围较小, 其内部差异

性可能相对稍小, 要具体确定侏罗纪时期主凹陷的

形式和位置, 尚待今后加强研究工作。

31212　拉分盆地

由于阿尔金右旋走滑作用, 在柴达木地块西缘

形成了具盆岭斜列分布的一系列拉分盆地, 从南向

北有 (图 3) : 阿卡腾能山 (Ï )、索尔库里 (Î )、鄂博

梁 (Í )、冷湖- 昆特依 (Ì )、苏干湖 (Ë ) 等拉分盆

地。这类盆地的演化和特点明显不同于前陆盆地, 但

它们与前陆盆地联合和叠置, 形成了柴达木中生代

陆相盆地的基本沉积- 构造格局。

3121211　形成早、结束早的发育模式

分布于柴达木地块西缘的一系列拉分盆地, 与

前陆盆地具统一的成盆机理, 都是在特提斯洋板块

向北俯冲挤压的应力场背景下形成的。阿尔金走滑

断层起到转换、调节作用。拉分盆地的形成与前陆盆

地起始发育期是相同的, 即早侏罗世开始发育 (图

5)。但相对于前陆盆地的背驮式渐次向前演化而言,

其整体发育的鼎盛时期相对是较早的。

由于拉分盆地均衡补偿调节的空间有限, 在持

续走滑过程中, 盆地缩小, 挤压抬升, 并常使边界正

断层属性转变为逆断层特征, 形成所谓的反转构

造[5～ 6 ] (图 5)。从目前沉积地层来看, 拉分盆地从早

侏罗世开始发育, 中侏罗世后便开始抬升, 晚侏罗世

基本无沉积。

3121212　盆地规模和大小

由于受走滑断裂带控制, 拉分盆地通常比较狭

窄, 但受几条走滑断层控制? 是单断简单走滑, 还是

双断力偶走滑? 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推测拉分盆

地主要发育于阿尔金山系及山前一个狭窄地带, 其

范围可能不会超过山前 10km ; 亦不可能形成向盆

内的逐渐超覆, 而是受张扭性边界断层限制, 形成沉

降带和凸起带的突变接触。冷湖及冷东地区的赛深

1、2 井所揭示的地质资料便证明这一事实。单个盆

地之间是近源剥蚀区, 通常形成盆岭斜列的结构模

式[7 ]。

3121213　盆地内部构造- 沉积古地理特征

边界断层为具张扭性特点的正断层, 由于沉降

速度快、幅度大, 常可形成巨厚的沉积建造。冷湖-

昆特依侏罗系厚度大于2000m , 阿卡腾能山和索尔

图 5　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 1200A 地震测线地质解释图 (示 J 时期拉盆分地及反转构造)

F ig. 5　Geo logical in terp reta t ion on 1200A seism ic p rofile at no rthern bo rder of Chaidam u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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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侏罗系厚度超过 3000m。由于构造沉降快, 滨浅

湖域狭窄、水体较深, 扇三角洲和湖底扇重力流充分

发育, 难于形成成煤盆地。

4　侏罗纪原型盆地成盆后阶段

白垩纪- 早第三纪古、始新世, 柴达木盆地北缘

和南缘仍保持前陆盆地性质。但逆冲断层背驮式地

向盆内发展, 沉降- 沉积中心已向盆内迁移到赛南

- 埃南断裂以南一带, 在达肯大坂- 宗务隆山前原

先的沉降- 沉积中心, E1+ 2不整合在 K- J 甚至更老

地层之上; 大柴旦以东, 普遍可见 E3- N 2 地层不整

合于前中生代不同时代地层之上, 反映白垩纪后该

带的强烈冲断抬升及相继发生的局部陆相沉积。而

在赛南- 埃南逆冲断裂带以南, K 的剥蚀幅度不大,

下第三系都有稳定巨厚沉积。通过对拉分盆地发育

区的沉积地层研究表明, 在晚侏罗世之后, K 和第三

系在拉分盆地内都仅有局部陆相沉积。早第三纪渐

新世以后, 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所引起

的强烈挤压和盆内挠曲, 前陆盆地及拉分盆地的特

点已不明显, 盆地演化成挤压挠曲型坳陷盆地[8 ]。

早第三纪渐新世- 晚第三纪, 由于印度板块向

北俯冲并与欧亚板块的碰撞, 来自南侧的巨大挤压

力, 使昆仑山和祁连山进一步隆升, 山前控制前陆盆

地的逆冲断层也有进一步差异升降趋势, 沉降2沉积

中心已移到侏罗纪时期无沉积的盆内隆起区——一

里坪凹陷一带。与此同时, 盆地西北缘的阿尔金山系

受到自南侧的巨大挤压力而遭遇西北侧塔里木地块

的抗衡, 导致阿尔金山系沿阿尔金断裂发生大幅度

左行走滑和进一步隆升。所以盆地的沉降2沉积中心

形成由南北两侧向中心、由西向东迁移, 盆地演化成

挤压坳陷盆地性质, 原来的前陆盆地和拉分盆地区

成为强烈构造变形带和晚第三纪- 第四纪的局部沉

积区, 这也正是这两类中生代盆地支离破碎、面目全

非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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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FORM AT ION AND EVOL UT ION OF
JURASSIC BASIN-PROTOTY PE OF QA IDAM BASIN

HU Shou2quan1, CAO Yun2jiang2, HUAN G J i2x iang2,M OU Zhong2hai2

(11D ep artm en t of E arth S ciences, Z hong shan U niversity , Guang z hou 510275, Ch ina;

21P etroleum Institu te of S ou thw est, N anchong 637001, Ch ina)

Abstract: Q aidam Basin evo lu t ion has com e dow n in one con t inuou s line w ith Q aidam M assif developm en t.

Befo re and in T riassic period, the m ain part of Q aidam M assif ro se stab ly, bu t rif t zones developed and re2
ceived m arine rif t2typed sedim en ts on ly at sou thern and no rthern bo rderland. A t the end of T riassic peri2
od, the m arine sedim en ta t ion on Q aidam M assif ( including its su rroundings) has ended, and in terio r basin

started to develop in Q aidam area. In the ligh t of the p la te2tecton ic m echan ism to fo rm the nappe struc2
tu ra l zones at sou thern and no rthern bo rders of Q aidam Basin, the tw o con t inen ta l fo reland2basin s w h ich

developed separa tely at sou thern and no rthern bo rders of Chaidam u Basin have sim ilar characters and un i2
f ied fo rm at ion cau se though their sca le is d ifferen t. A nd the fo reland2basin s appeared p iggyback mod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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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gradually tow ards in side basin. In addit ion, a series of pu ll2apart basin s have fo rm ed at w estern

bo rder of Q aidam M assif. T herefo re, Ju rassic basin2p ro to type of Q aidam M assif is a superimpo sed basin

of fo reland2basin and fu ll2apart basin. F rom C retaceou s Period to Paleocene2Eocene, sub sidence and sedi2
m en tat ion area m igra ted gradually tow ards in side basin becau se the m ajo r th ru st belts w ere p iggyback and

developed tow ards in side basin. A fter O ligocene, the natu res of fo reland2basin and pu ll2apart basin w ere

on longer eviden t due to in ten sive comp ression and in side basin flexu re cau sed by co llision of Indian p la te

w ith Eu rasian p la te. A nd the fo rm er fo reland2basin and pu ll2apart basin tu rned in to in ten sive st ructu ra l

defo rm at ion zone and local sed im en tary area fo r N eogene and Q uaternary.

Key words: Q aidam Basin; Ju rassic period; basin2p ro to type; fo reland2basin; pu ll2apart basin; obduct ion2
nappe structu re; A ’erjin st rike2slip fau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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