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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盆地艾协克－桑塔木油气区带

圈闭类型及空间组合规律

岳建华，康志宏，韩燕英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西北石油局规划设计研究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艾－桑区带内各种类型的圈闭较发育，主要的圈闭类型有断背斜、断块潜山、盐底辟背斜、低幅度挤压背斜和非构造圈闭，其中

与盐体有关的圈闭占有重要的地位。海西晚期、印支－燕山期和喜山期的构造运动在区带内形成了一系列圈闭，其中，在奥陶系、石

炭系及三叠系的圈闭中已获重大油气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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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构造背景

艾协克－桑塔木油气区带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

沙雅隆起阿克库勒凸起中南部，其北部与雅克拉断

凸相邻，东西分别与草湖凹陷和哈拉哈塘凹陷相接，

南部为满加尔坳陷。作为沙雅隆起上的一个次级凸

起，它的形成和演化受到塔里木盆地周缘板块运动

的控制及地质史上多期构造运动的叠加和改造。它

曾先后经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燕山期的构

造运动。中生代以来，由于西昆仑活动边缘俯冲、碰

撞，使塔北地区的构造活动强度向西部增强，造成了

北西向展布的褶皱与断裂构造带的发育，它们叠加

或改造了海西期形成的近ＮＥＥ向构造带，最终形

成了研究区乃至整个塔北“南北分带，东西分块”的

构造格局，并控制着研究区晚古生代及中新生代地

层圈闭的形成、油气的运移和聚集。

２　圈闭类型及其空间组合规律

区带内主要的圈闭类型有断背斜、断块潜山、盐

底辟背斜、低幅度挤压背斜和非构造圈闭。断背斜和

挤压背斜圈闭主要发育在区带北部阿克库勒断块构

造带内，是在海西晚期－燕山期由于断块和挤压作

用形成的，在奥陶系、石炭系及三叠系中已获重大油

气突破。潜山圈闭主要发育在Ｔ０６、Ｔ０５风化剥蚀面附

近，位于Ｔ０６附近的奥陶系潜山圈闭已获重大油气突

破。盐底辟背斜圈闭是区带内广泛发育用极为重要

的圈闭类型，主要发育在盐边构造带和盐丘构造带，

是由于盐体的塑性流动形成的，尤其是盐边构造带

已获重大油气突破，是今后区带内重要的油气勘探

领域之一。非构造圈闭常常与不整合地层上倾尖灭

带和岩性尖灭带有关。盐下石炭系底部砂砾岩段，志

留－泥盆系和中、上奥陶统的非背斜圈闭油气前景

较好。

２．１　与盐有关的圈闭及其分布规律

区带内发育的与盐有关的圈闭类型有盐边低幅

度背斜圈闭、盐边凹陷河道砂体圈闭、盐丘背斜圈

闭、盐上非构造圈闭和盐下地层剥蚀型圈闭５类。平

面上与盐有关的圈闭分布在艾丁－桑塔木盐边构造

带和兰尕－塔河盐丘构造带。垂向上主要分布于盐

下的石炭系、志留－泥盆系、奥陶系、盐上的石炭系

和三叠系中。

２．１．１　盐边低幅度背斜圈闭

该圈闭是区带内广泛发育且极为重要的圈闭类

型。它主要是由石炭系巴楚组的含泥膏盐层发生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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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流动后，在盐边凹陷带的外围一侧形成的低幅度

背斜。背斜的轴向一般平行于盐体尖灭带。圈闭主

要分布于盐边内凹及发生转折的地带，即盐边变形

较大的部位，且靠近三叠系盐边向斜带轴线的北侧

一线分布。目前，已发现或落实此类圈闭１０个，部分

已获油气突破。此类圈闭的特点是：沿盐体边缘呈带

状分布，圈闭面积小，闭合幅度低，靠近盐边一侧常

常有陡倾断层出现，断达盐边即消失。

２．１．２　盐边凹陷河道砂体圈闭

该圈闭是由盐体两次大规模塑性流动造成的两

期规模较大的盐边凹陷带被河道充填沉积而形成

的。它的特点是：与盐体边界走向平行分布，呈带状。

砂体内部具反射前积结构，石炭系和三叠系的盐边

河道砂体具有向盐体流动方向侧向上叠的特点，且

石炭系的河道较三叠系要宽，表明石炭系盐体的流

动距离较三叠系要大。该类圈闭可望成为今后油气

勘探的重要领域。

２．１．３　盐丘背斜圈闭

该圈闭是盐体上部所有构造圈闭的总称。它主

要是由盐体的塑性流动上拱和侧向不均一流动造成

上覆地层褶皱上隆而形成的。包括周边盐脊和内部

盐枕上部的低幅度背斜圈闭，该类圈闭的特点是：沿

着盐脊与盐枕的上部发育。圈闭的分布范围和走向

与盐枕基本一致，一个较大的盐枕上部往往发育多

个构造高点。圈闭的面积和幅度都比盐边低幅度背

斜圈闭要大，构造发育完好，伴生断裂少见。

２．１．４　盐上非构造圈闭

该圈闭主要是指盐上石炭系、三叠系的岩性尖

灭圈闭。由于研究区位于阿克库勒古隆起的南翼，印

支期以前石炭系、三叠系地层向北超覆沉积，具备形

成非构造圈闭的条件。沉积环境研究也表明，石炭系

卡拉沙依组存在大量的潮间带砂体和潮汐水道砂

体，三叠系也存在河道砂体、辫状三角洲或扇三角砂

体。这些砂体由于非均质性严重，加上砂体边界难以

确定，勘探难度较大。但通过精细的沉积学和地震地

层学研究后，可以找到一些储盖配置较好的非构造

圈闭。加上喜山期地层北倾，可望在成藏条件较好的

地区实现油气突破。

２．１．５　盐下地层剥蚀型圈闭

勘探证实，在盐层之下发育有海西期形成的区

域不整合面，志留－泥盆系和中、上奥陶统的尖灭线

在盐层之下，含泥膏盐岩段是一个极好的区域性盖

层。区带的西南部盐层之下可能存在石炭系东河砂

岩段，厚度较大，储层物性较好；东北部可能存在后

滨－前滨砂岩带，中、上奥陶统的储层物性比志留系

要好，其上直接被盐层覆盖的地区可构成良好的储

盖组合。上述地区是寻找盐下地层剥蚀型岩性圈闭

的有利地区。

２．２　其它类型的圈闭及分布规律

区带内发育的其它圈闭类型有潜山圈闭、低幅

度挤压背斜圈闭、披覆背斜圈闭和非构造圈闭等。

２．２．１　潜山圈闭

该圈闭可分为残山和断块潜山两类。主要分布

于阿克库勒构造带及盐体北部地区Ｔ０６、Ｔ０５风化剥

蚀面附近。尤其是志留－泥盆系和中、上奥陶统尖灭

线以北的地区，海西早期运动使大套地层被剥蚀，石

炭系泥岩直接覆盖在下奥陶统碳酸盐岩地层之上，

构成了极为有利的圈闭，是油气勘探的重要领域。

Ｓ４６、Ｓ４７及Ｓ４８井在奥陶系风化面的油气突破，更

显示了此类圈闭广阔的油气勘探前景。断块潜山圈

闭的储盖配置好，风化面附近孔缝洞发育，海西晚期

断裂继承性活动，使石炭系在断块上遭受剥蚀，形成

新的断块潜山。牧场－桑塔木低幅度残丘潜山带发

育于下奥陶统顶面，位于岩溶斜坡部位，潜流层发

育，渗流层底部垂直溶缝带发育，物性条件好，Ｓ４６

井下奥陶统潜山油气显示，可能预示着渗流层的下

部（风化壳之下 １００ｍ左右）具备了油气成藏的条

件。

２．２．２　低幅度挤压背斜圈闭

该圈闭主要分布于阿克库勒和达里亚地区，是

在区域挤压应力作用和断裂活动下，使地层褶曲上

拱影响其上覆地层而形成的，包括挤压断背斜、挤压

背斜和断鼻。挤压断背斜圈闭具有幅度低、闭合面积

小、构造完整性差、靠断裂封闭等特点。挤压背斜圈

闭一般具有面积较大、闭合幅度较高、保存完整、成

藏条件较好的特点。此类圈闭已获油气突破。

２．２．３　披覆背斜圈闭

该圈闭常常与挤压背斜和潜山相互叠加，是发

育在先存的隆起和砂体之上的沉积物在重力作用下

发生差异压实或同沉积作用而形成的，具有顶薄翼

厚、构造幅度上小下大的特点。单一类型的披覆背斜

发育在阿克库勒断块构造带南部，与下奥陶统潜山

相伴生。一般而言，在潜山或特殊岩性体存在的地区

就可能形成披覆背斜圈闭。

２．３　圈闭的形成期及空间组合规律

构造圈闭的形成和演化受特定的区域构造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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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场背景所控制，同时受区带内局部构造和沉积背

景的影响。先期形成的构造可以被后期构造运动叠

加、改造和破坏。由于岩石性能不同，同一地区相同

的应力场背景下，存在构造变形性质和强度的差异，

从而影响着各种圈闭的形成和演化。

２．３．１　海西晚期构造圈闭

海西晚期构造运动奠定了塔北地区南北分带、

东西分块的构造格局。区带内以形成阿克库勒断块

构造带和南部低幅度挤压背斜、盐拱背斜圈闭为特

征。该期运动以断块和挤压作用为主要特征。断块

活动加剧了阿克库勒地区先存的东西向逆冲断裂网

络，并使其最终定型。挤压作用使石炭系含泥膏盐发

生了第一次塑性流动上拱，形成了石炭－下二叠统

地层的低幅度盐丘背斜和盐边背斜圈闭，并伴有周

边正断层。

２．３．２　印支－燕山期构造圈闭

印支－燕山期构造运动在塔北表现为持续性稳

定挤压，但活动强度比海西晚期弱，构造变形方式以

逆冲挤压错断和褶皱为主，在海西晚期形成的断裂

在该期多有断承性活动。印支运动在区带内以压扭

作用为主，形成一系列具雁列的右行扭动断裂组合

及挤压背斜。燕山运动在区带内以整体升降为主，对

局部构造形成无明显影响。区带内形成的局部构造

绝大部分在燕山期形成圈闭。需要强调的是，印支运

动造成了石炭系含泥膏盐层的第二次塑性流动上

拱，形成了三叠系和早侏罗系地层内一系列低幅度

盐拱背斜。同时，可能该时期来自西南部挤压应力的

加大，对海西晚期形成的近东西向挤压背斜和盐拱

背斜产生履行，并使其轴向发生偏转，逐渐转向北西

－南东向。盐体的西部边界在此期也被挤压，造成了

盐体向东塑性流动，形成西北端向外凸出的弧形边

界特征。

２．３．３　喜山期构造圈闭

喜山期是塔里木盆地前陆坳陷发育的鼎盛时

期。由于库车前陆的强烈沉降和自北向南的逆冲推

覆挤压，使地层从区域南倾转向区域北倾，造成了区

带内同一层位构造高点埋深具南高北低、东高西低

的特征，也是油气重新调整、分配、成藏的第二个重

要时期。喜山晚期构造运动对海西期、印支－燕山期

形成的圈闭均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和破坏作用，且使

某些先存断裂发生晚期张裂成为油气运移的主要通

道。喜山晚期发生的第三次盐体塑性回流对本区的

构造无大的影响。

区带内构造圈闭的空间组合规律表现在：平面

上，自北向南呈向北凸出的弧形带状分布，可分为北

部阿克库勒断块构造带、中部盐边构造带和南部盐

丘背斜构造带；垂向上，北部断块构造带以断背斜、

潜山和挤压背斜圈闭为主，中部盐边构造带以低幅

度的挤压背斜和塑性盐拱背斜为主，南部盐丘构造

带以宽缓的大型盐拱背斜为主。

由于上下多期构造的叠加和改造，形成了区带

内多种局部构造圈闭的垂向组合，主要有断块潜山

图１　艾协克－桑塔木油气区带圈闭类型及分布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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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边低幅度背斜圈闭；②盐边凹陷带河道砂体圈闭；③盐丘背斜圈闭；

④盐上非构造圈闭；⑤盐下地层剥蚀型圈闭；⑥潜山圈闭；⑦断背斜圈闭；⑧断块潜山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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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覆背斜挤压背斜圈闭组合，主要发育于北部断

块构造带内；挤压背斜潜山披覆背斜挤压背斜圈

闭组合，在达里亚地区常见；潜山披覆背斜圈闭组

合，在区带内不整合面附近发育；盐拱背斜挤压背

斜圈闭组合，在盐边和盐上地层中广泛发育，这种组

合常常使局部构造的高点发生侧向偏移并伴有挤压

逆断层和滑塌正断层。区带内主要圈闭类型及分布

模式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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