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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楚地区与塔北地区中新生代

油气构造成藏史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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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北隆起和巴楚断隆都经历过前缘隆起这一发展阶段，两者存在诸多共性。笔者通过对比塔北隆起和巴楚断隆中新生代构造

发展的异同，认为巴楚断隆存在前缘隆起发育时间晚、破坏严重和距生油中心远等诸多劣势。但巴东斜坡区在后期演化上与塔北隆

起更为相近，尤其是其周边背冲断裂带，具有后期构造变形弱、构造位置高、新老圈闭多、油源较丰富等优点，不失为下一步油气勘探

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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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发育的继承性古隆起是油气聚集的有利

部位”，这一认识已基本为石油地质学界所公认。然

而，将之应用于塔里木盆地巴楚断隆的时候却遇到

了诸多困难。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油气藏的保存因素

和破坏因素孰强孰弱的问题，那究竟什么部位才是

巴楚最有利的油气聚集区呢？

任何圈闭的演化都会经历形成、发展到消亡阶

段。我们在研究巴楚地区具体圈闭时，其形成已勿

庸置疑，关键是它形成后的发展演化是否更有利于

油气的聚集和保存。从这一观点出发，圈闭的发育

史就值得我们备加关注。具体到巴楚断隆，它在古

生代与柯坪断隆，中新生带与塔北隆起有类似的构

造和沉积发育史，柯坪断隆野外露头存在大量的油

苗，塔北隆起内的构造圈闭已经发现工业性油气藏，

所以巴楚断隆不缺烃源岩，近年来勘探进展缓慢的

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圈闭后期演化不够重视。因

此，有必要在研究巴楚断隆含油气性时从中新生代

油气构造成藏角度与塔北隆起加以比较。笔者通过

对比巴楚断隆与塔北隆起的中新生代构造发育史来

探讨巴楚地区的勘探潜力，以期“抛砖引玉”。

１　两区区域地质概况

１１　巴楚地区区域地质概况

巴楚断隆北以吐木休克断裂与阿瓦提凹陷和塔

中凸起相隔，南以玛扎塔格断裂与麦盖提斜坡相隔，

面积约４３×１０４犽犿２（图１）。新生代沉积由东向西

减薄，显示为东南倾的大单斜。第三系主要沉积于

巴楚东部斜坡区，沉积厚度在３００～２０００犿之间，一

般厚１０００犿以上，中生代地层大面积缺失，仅在巴

楚东部分布有三叠系，厚度向西减薄。古生代地层

发育较全，但东部隆起处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

其断裂构造主要分布于北侧吐木休克断裂附近

和南侧的色力布亚－玛扎塔格断裂附近，斜坡中部

构造变形较弱。吐木休克断裂西南侧分布有９条向

下切入震旦系地层的基底断裂，发育大量断垒背斜，

单断背斜和断阶背斜和少量先逆后正型负反转构

造。

１２　塔北隆起区域地质概况

塔北残余古隆起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介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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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巴楚断隆与塔北隆起构造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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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坳陷与库车坳陷之间，东与库鲁克塔格断隆为过

渡关系，南与阿瓦提凹陷和满加尔凹陷为斜坡过渡

关系，西以喀拉玉尔滚断裂和柯吐尔断裂与阿瓦提

凹陷为界，北以逆冲断裂带与库车坳陷相临，面积约

３６６×１０４犽犿２。

根据地震和钻井资料分析，真正作为“隆起”存

在的时间为白垩纪以前。其上断裂发育，并且大多

成对产出，主要断裂带都是油气富集带。白垩纪开

始，整个塔北隆起又再次接受沉积。

２　巴楚地区与塔北隆起中新生代构造
发育史对比研究

２１　塔北隆起中新生代构造发育史

三叠纪以来，塔北隆起的演化整体在库车盆地

的框架内进行。三叠纪－早白垩世，受南天山弧后

盆地关闭的影响，塔里木盆地向南天山发生“犃”型

俯冲，库车早期前陆盆地发育，塔北隆起作为前缘隆

起逆冲上隆。白垩纪－早第三纪，库车坳陷构造运

动相对宁静，岩石圈进入调整时期，此时塔北隆起负

反转构造开始形成，至吉迪克（犖１犼）组沉积时期，负

反转构造达最大，牙哈断裂中段断距达３７２犿，晚第

三纪，南天山向前陆地区大幅度冲断，巨厚的冲断负

荷作用使塔北岩石圈迅速下弯，库车再生前陆盆地

迅速发育，由于抗挠刚度增大，盆地沉积范围扩大，

沉积中心南移至秋立塔格山前和亚肯一带，沉积了

厚达３０００～４０００犿的河流、滨湖相以及洪积相砂

岩和泥质岩。第四系为２００犿厚的冲积物沉积。此

时，塔北隆起在巨大挠曲应力场的作用下，成为前渊

盆地斜坡带的一部分，整体呈北倾的斜坡。该斜坡

与阿瓦提前陆凹陷向前缘隆起过渡的斜坡相连，呈

犖犈－犖犈犈向。

可见，塔北隆起的发展经历了三叠－早白垩世

的逆冲上隆时期，晚白垩－早第三纪的构造负反转

时期以及晚第三纪以来的再生前陆盆地斜坡带３个

阶段。

２２　巴楚断隆中新生代构造发育史

巴楚断隆的发育极大地受到了西南前陆坳陷的

影响。中生代，整个巴楚断隆表现为整体抬升、剥

蚀，导致中生界大面积缺失。新生代，强烈的喜山运

动使巴楚断隆由先前的北倾斜坡变为南倾斜坡。从

玛扎塔格断裂带两侧沉积特征上看，早、晚第三纪的

运动存在显著的差别。下第三系在断裂南侧玛参１

井厚１３１犿，而北侧和２井厚４３犿，并且存在超覆减

薄尖灭关系，而上第三系在断裂下盘玛参１井厚

１８１５犿，断裂上盘厚６００犿，显示现今的巴楚断隆主

要是因中新世以后强烈逆冲抬升形成的。

中新世塔西南坳陷迅速沉降，最大沉降幅度达

５１９７犿（叶城地区），沉积特征以砂泥岩夹膏盐为

主；上新世，塔西南地区进入构造宁静期的稳定沉降

阶段，此时的变形主要与沉积负载有关，沉降幅度较

小，最大沉降量仅１９４９犿（喀什地区），沉积物粒度

与中新统相比，明显变粗，以砂砾岩沉积为主；第四

纪，早期的冲断带活化，此时的最大沉降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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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７３犿（喀什地区），沉积物粒度进一步变粗，以巨

厚的砾石堆积为特征［２］。董大忠等（１９９８）认为以

上３个时期（中新世、上新世和第四纪）分别对应巴

楚断隆的３个构造迁移阶段：早期冲断变形阶段（前

缘隆起向推覆体迁移）、岩石圈弹性回跳，构造宁静

期（巴楚断隆向克拉通方向的迁移）和新的冲断变形

阶段（巴楚断隆向冲断－褶皱带方向迁移）［３］。

以上构造发育过程说明，巴楚断隆作为前缘隆

起也存在逆冲上隆时期和构造宁静期（负反转时

期）。

２３　两区构造发育的异同

将塔西南前陆盆地与库车前陆盆地进行对比可

以看出，二者除在山前均发育褶皱－冲断带外，前者

的叶城－和田凹陷相当于后者的拜城凹陷，麦盖提

斜坡相当于库车南斜坡（或塔北北斜坡）；巴楚凸起

则相当于塔北隆起，二者皆为前缘隆起。并且两个

前陆盆地都有由强到弱的演化历史，只是库车前陆

盆地比塔西南前陆盆地早，后期塔北隆起的演化成

为前陆盆地的斜坡带，而巴楚断隆却又一次经历了

强烈的隆升，除巴东斜坡带外，全区至今仍表现为隆

起的形态。

塔西南前陆盆地及其前缘隆起与库车前陆盆地

及其前缘隆起仍有较大区别。首先，库车早期前陆

盆地为一中新生代前陆盆地，中生界三叠侏罗系为

其主要油源层和勘探目的层之一，向南一直延伸到

塔北隆起，从而也构成塔北隆起的一个主要目的层

系。塔西南前陆盆地则主要为新生代前陆盆地，中

生界尽管也是其主要油源层和勘探目的层之一，但

分布局限，仅在西南缘形成狭窄的断陷盆地。凹陷

中北部广大地区以及麦盖提斜坡和巴楚凸起（局部

除外），中生代则处于隆起剥蚀状态，是塔西陆缘隆

起的主体。其次，就前缘隆起而言，巴楚断隆以挤压

逆冲活动为主，中新生代是其块断隆升的主要时期。

而塔北隆起在中新生代实际上是库车坳陷南斜坡的

延伸，隆升活动减弱，构造作用以张性为主，正断层

发育，从而为油气垂向运移创造了良好条件。

以上现象表明，塔北隆起在构造发育过程中既

有与巴楚断隆相似的一面，也存在发育时间、最终表

现形态等方面的不同。

通过对其相似的一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许多值

得借鉴的地方。首先，构造发育史强弱强的发育过

程表明二者都曾逆冲上隆，成为油气向高处运移的

指向区；其次又都曾经历过构造宁静期。尽管巴楚

断隆发育的时间不如塔北隆起长，但它上面肯定也

有过岩石圈回跳调整，但由于后期强烈挤压作用再

次改造，使得负反转构造保留较少。在塔北地区负

反转构造带对油气藏的形成和分布起着控制作用，

在巴楚东部地区，负反转构造对油气运移和聚集的

影响也应考虑在内。巴楚东部斜坡区与塔北隆起在

整体的构造演化进程中更为相近。巴楚东部斜坡区

经历了玛扎塔格和吐木休克断裂的强烈逆冲上隆，

成为隆起区。但由于塔西南凹陷后期挠曲沉积中心

主要位于喀什和叶城地区，巴楚东部斜坡区岩石圈

重新调整，波峰向上衰减，地表高度降低，沉积了厚

达３００～２０００犿的第三系沉积。

塔北隆起在其作为前缘隆起期间发育背冲断

块，并产生大量背冲型断褶构造。这些背冲断块现

在都被证实为是油气的有利聚集带。巴楚断隆与塔

北隆起的背冲断块有相似的几何特征，并且不同规

模的断块皆有。在巴楚断隆上寻找油气藏，从成藏

历史角度考虑，最不利的是巴楚断隆整个发育过程

滞后于塔北隆起，喜山运动形成的圈闭捕集油气机

会较少。

３　塔北隆起的勘探经验对巴楚断隆勘
探的指导作用

由于巴楚地区存在犣２－－犆－犗、犛－犇、犆－犘、犘

－犈等多个生储盖组合，所以决定巴楚地区是否存

在有利圈闭及后期运动对它的改造强度便成了研究

本区油气藏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塔北隆起已勘探成功例子（雅克拉构造、阿克库

勒构造、阿克库木构造、沙西Ⅱ号构造、波斯坦构造）

的主要特点是：（１）受大断裂控制，构造高点沿断裂

带分布；（２）位于逆冲断裂上盘的牵引背斜构造（如

波斯坦构造），两翼不对称，靠近断裂的一翼较陡，由

深层构造高点向逆断层上冲方向偏移；（３）随着褶皱

或逆冲作用的加强，在背斜的另一翼往往形成次级

逆断层，使牵引背斜演变为背冲型断褶构造；（４）喜

马拉雅早期，轮台断裂由逆冲断层转化为正断层，在

其下盘形成牵引背斜构造带，其展布受轮台断裂控

制，圈闭面积和闭合高度一般较小，往往由断层构成

遮挡条件（如阿克墩构造）［１］；（５）斜坡区中新生界

向隆起区超覆，形成地层圈闭［４］。

巴楚断隆上也不乏大型逆冲断裂、背冲型断褶

构造的例子（图２、３）。巴楚断隆南北两侧切割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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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巴楚断隆（犪）与塔北隆起背冲断块（犫）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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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巴楚断隆断裂分布图

①柯坪塔格断裂；②色力布亚断裂；③海米塔格断裂；④康塔库木断裂；⑤罗斯塔格断裂；⑥沙垅断裂；

⑦玛扎塔格南断裂；⑧玛扎塔格北断裂；⑨古董山断裂；○１０卡拉沙依断裂；○１１阿恰断裂；○１２吐木休克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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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大断裂如玛扎塔格－色力布亚断裂和吐木休克

断裂自第三纪以来一直位于巴楚断隆的最高部位，

在强烈逆冲隆升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沿断裂带分布的

构造高点和逆冲牵引褶皱，只要有合适的油气运移

条件，成藏可能性相当大。巴楚断隆东部斜坡区在

逆冲隆升后受构造应力作用相对较弱，岩石圈逐渐

调整，现在已经成为斜坡区，对原生圈闭改造相对巴

楚断隆西部弱，并且局部可能有伸展应力场的形成，

应该说东部较西部有利，即使是同一条断裂带（以玛

扎塔可靠断裂带为例），从构造发育史而言，其东段

也应比西段有利，勘探过程中可以采取以新构造运

动形成或改造形成的圈闭为主，新古圈闭并举的勘

探思路。除此以外，还应加强麦盖提斜坡区的地层

岩性圈闭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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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巴楚断隆南北两大断裂

带附近的圈闭都主要形成于中新世以来的强烈构造

运动。巴楚地区寒武系烃源岩主要生油期为加里东

末期－海西期，至二叠纪末进入高成熟阶段，现今仍

处于高成熟阶段。石炭系生油岩从晚第三纪至今一

直处于成熟阶段。由于巴楚断隆形成时代落后于塔

北隆起，因此中新世以后形成的圈闭成藏与否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该圈闭周围是否有合适的运移条件。

４　结论

由上分析可见，巴楚断隆与塔北隆起相比有以

下劣势：（１）新构造运动起始比塔北隆起晚；塔北隆

起发育特征为强→弱，而巴楚断隆为强→弱→强，导

致隆起持续时间长，油气逸散严重。（２）它是一个继

承性隆起。它虽然是油气运移的长期指向区，但因

其隆起遭受剥蚀十分强烈，油气成藏后被破坏的可

能性很大。（３）距生油中心相对较远。通过对比，也

发现了巴楚断隆上油气相对有利的富集区带———隆

起后期的倾没部位（巴东斜坡区）。巴东斜坡区独特

的发育过程（强，弱），既有利于油气的圈闭的形成，

又有利于原生油气藏的后期保存，尤其是周边背冲

断裂带，由于它们构造位置高，周边油源丰富，新老

圈闭多，有合适的油气运移条件，应为今后工作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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