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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前陆盆地构造特征及油气分布

康玉柱

(中国石化 西部新区勘探指挥部,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塔里木中新生代前陆盆地十分发育,油气资源潜力大,目前已发现 10多个油气田,前景广阔。它的演化经历了早期前陆、晚

期前陆及陆内统一盆地等 3个阶段;按其动力学性质又可划分为单前陆、双前陆及走滑前陆等盆地;它的构造变形十分复杂,盆地

构造样式为压性逆冲断裂;在平面上可划分为逆掩带、断褶带、坳陷带及斜坡带;其油气主要分布在断褶和斜坡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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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中新生代前陆盆地十分发育, 代表性的

有喀什前陆盆地、叶城前陆盆地、库车前陆盆地及且

未前陆盆地等, 主要在天山、昆仑及阿尔金造山带与

塔里木克拉通盆地边缘相接地区发育, 由造山带及

相联系的俯冲构造挤压负荷引起的挠曲沉降所致。

中新生代前陆盆地油气资源十分丰富, 油气资源量

大于 50 @108 t 当量, 其中天然气 ( 3~ 4) @1012 m3。

目前已发现多个油气田, 其中大气田有克拉 2、迪那

2等。勘探前景十分广阔,是今后油气勘探主要领

域之一。

1  前陆盆地演化阶段

该盆地经过海西末期构造运动后, 在塔里木地

块的南、北边缘开始隆升并向塔里木逆冲,即开始了

塔里木周边地区前陆盆地演化阶段。前陆盆地演化

大体经历了 3个阶段[ 1, 2]。

1. 1  三叠纪 ) 侏罗纪早期前陆盆地阶段

这一时期造山运动刚刚开始, 造山带隆升形成

箕状断陷型盆地,其沉积近平行于造山带呈条- 带

状分布。

1)库车前陆盆地:二叠纪末北部南天山逐渐抬

升,在库车坳陷发育狭长的周缘断陷型前陆盆地, 北

面以山前断裂与南天山相接, 南部以牙哈断裂为界。

早期主要以红色山麓洪积相砾岩、砂岩为主, 随着水

体加深,中、晚期沉积了一套河流- 湖泊相灰绿及深

灰色泥岩、碳质泥岩、砂岩。尤其是三叠纪晚期,水

侵范围较大。其上部含煤层,沉积中心逐渐向南迁

移。剖面上地层几何形态呈明显的楔形, 靠近造山

带一侧厚度大,向陆内逐渐减薄。南界为沙雅隆起,

由于南天山南缘逆冲断裂带向南递进扩展和迁移,

在前陆区形成了下三叠统俄霍布拉克群与下伏上二

叠统比尤勒包谷孜组之间的递进角度不整合。侏罗

纪继承了三叠纪的格局, 盆地沉积范围在三叠纪盆

地的基础上向东、向南迁移扩大,侏罗系沉积中心在

黑英山以南至塔拉克一带(厚度 1 000~ 2 000 m) ,

沉积相带依次为洪积相、河流相、沼泽相、浅湖相。

从中侏罗世开始, 中、南天山造山活动再次活跃, 上

侏罗统喀拉扎组以紫灰、浅棕色含砾砂岩为主, 厚度

极不稳定,表明造山作用加强, 碎屑物迅速堆积, 前

陆盆地北缘填满, 盆地向南迁移,形成下白垩统卡普

沙良群与喀拉扎组之间的角度不整合(图 1)。

2)喀什 ) 叶城前陆盆地:由于羌塘地块向北碰

撞,铁克里克及西昆仑造山带沿其北缘断裂推覆抬

升,形成/地壳叠加楔0,推覆体前缘下盘形成三叠纪

图 1  乌恰 ) 喀什对冲构造剖面示意图

F ig. 1  Profile of Wuqia2Kashi r amp structu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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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侏罗纪前陆断陷盆地, 呈狭长条带状展布于乌

恰 ) 叶城 ) 和田一线,走向为北西,下侏罗统为灰绿

色块状砾岩、砂岩、泥质岩,局部有海漫夹层及煤层,

向上随着向东北方向运移,岩性逐渐变细。下侏罗

统块状砾岩的砾石成分复杂, 有灰岩、砂岩及石英,

磨圆度和分选性差, 以灰岩砾石居多。这反映物源

为附近的泥盆系和石炭系灰岩。其性质应属搬运距

离近、推积速度快的典型断陷盆地沉积(图 2)。

3)且未前陆盆地:三叠系 ) 侏罗系沉积沿阿尔

金造山带边缘分布, 为灰绿、紫红色砾岩、砂岩、粉砂

岩夹碳质页岩、泥岩和煤层, 厚度可达 2 700 m 以

上,仍属箕状断陷沉积。

1. 2  白垩纪 ) 早第三纪晚期前陆盆地

白垩纪以来,特别是始新世 ) 渐新世,印度地块

与欧亚大陆地块南北汇聚碰撞, 西昆仑造山带南带

褶皱变形, 整个造山带抬升隆起向北挤压。与此同

时,塔里木地块岩石圈向造山带陆内俯冲,导致青藏

高原强烈隆起, 逆冲推覆作用强烈。喀什 ) 叶城山

前坳陷一带,上白垩统 ) 老第三系主要为海相沉积,

此期演化是从断陷型盆地向坳陷型盆地转化, 沉积

范围扩大。

边缘挤压作用促进了早期前陆盆地不断向盆内

扩展。

1)库车前陆盆地:白垩纪 ) 早第三纪该盆地的

沉积中心明显向南迁移, 其沉积物以湖泊 ) 河流相

砂、泥岩为主。早白垩世库车前陆盆地与塔里木盆

地中部陆内坳陷连成一片。

2)喀什 ) 叶城前陆盆地:该盆地分布于麦 3 井

及玛 4井以南的广大地区,其沉积物以湖泊 ) 河湖

相沉积为主, 但上白垩统 ) 早第三纪为滨海 ) 湾湖

相沉积,说明新特提斯洋对本区有一定影响。

3)且未前陆盆地:该盆地白垩纪 ) 早第三纪在

阿尔金山前广泛分布, 为河湖相红色砂岩夹少量泥

岩,是侏罗纪断陷前陆盆地的继承和扩展,覆盖面更

加广泛。

图 2  叶城前陆盆地地质地震综合构造横剖面图

F ig. 2  Geologic and seismic cross profile of the
Yecheng for eland basin

1. 3  晚第三纪 ) 第四纪快速沉降坳陷盆地

印度地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拼合、陆内俯冲等

产生的强大挤压力,使天山、昆仑山及阿尔金山带快

速抬升,塔里木盆地迅速沉降, 形成了统一内陆盆

地,堆积了一套巨厚的河流相、浅湖相红色碎屑岩,

最厚达 10 000 m。

这种盆地仍然继承了早期的盆地格局, 具有明

显的三分特征:北部沉积中心位于阿瓦提 ) 库车坳

陷,发育规模巨大的洪积扇群、冲积平原和湖泊沉

积;塔西南沉积中心位于叶城 ) 喀什坳陷;且未前陆

盆地沉积中心位于山前地带,沉积呈狭条带状延伸。

发生于晚第三纪末期的喜马拉雅运动, 在塔里木盆

地北部,中新统与下伏第三系呈整合或假整合接触,

但盆地中央可见中新统以超覆不整合于下第三系或

地层之上。

2  前陆盆地类型

根据地球动力学性质及形成机制, 将塔里木前

陆盆地划分为三大类型, 即:单前陆盆地、双前陆盆

地和走滑前陆盆地[ 1~ 3]。

1)单前陆盆地:由单一方向挤压应力形成, 如库

车前陆盆地。它的挤应力主要来自北部天山造山带

的隆升和向塔里木地块逆冲, 致使库车挠曲而成。

这类盆地沉降幅度大、坳陷深、沉积厚。

2)双前陆盆地:由双方向(对冲)挤压应力形成,

如喀什前陆盆地。南部西昆仑造山带和北部天山造

山带隆升和向塔里木逆冲形成了喀什前陆盆地。具

有一个共用的前陆隆起 ) ) ) 乌拉震旦系隆起(图 1)。

3)走滑前陆盆地:由单方向的压、扭应力形成,

如且未前陆盆地。南部阿尔金造山带隆升产生的向

北挤压应力和左旋扭动应力的共同作用, 造就了且

未前陆盆地。这种前陆盆地的中新生代沉降幅度、

坳陷深度和沉积物厚度均不如单前陆盆地。

3  前陆盆地变形特征

1)这类盆地的形成主要受挤压和压扭应力控

制。因此, 逆冲断裂是前陆盆地的主要构造样式。

该类盆地一般发育 3~ 4 条倾向造山带的叠瓦式逆

冲断裂带,逆冲的水平距离较大,尤以造山带与前陆

盆地相接的第一条逆冲断裂带, 推覆距离最大为

40~ 100 km。这些叠瓦式断裂多具层间滑脱性质,

伴生有挤压褶皱, 并形成了断褶带(图 2)。特别是

喀什双前陆盆地断裂构造十分复杂, 两组方向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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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断裂构造对冲、交汇、切穿, 而且剖面上难以划清

构造带。实际上,这 2套断陷带相接交叉(图 1) , 使

构造变形非常复杂[ 3]。

2)双重逆冲构造是前陆盆地的又一特点, 由顶

板和底板逆冲断层之间夹持次级叠瓦逆冲断层和断

夹块组成,以库车前陆盆地为典型,在顶板上第三系

滑脱与底板三叠系逆冲滑脱面之间形成双重逆冲

构造。

3)断裂构造带一般成排成带分布。各前陆盆地

一般发育 2~ 4排,其强度随远离造山带逐渐变弱。

4)深浅层断背斜高点位移明显。同一断背斜,

深部高点靠近造山带而浅层高点向盆内偏移。

5)构造分带清楚。前陆盆地横向构造体系可明

显划分为 4个带:逆掩带、断褶带、坳陷带和斜坡带。

4  油气分布特征

4. 1  油气资源潜力巨大

塔里木前陆盆地不但有分布广、厚度较大的中

生界烃源岩,其下还发育有古生界烃源岩(喀什 ) 叶

城) , 油气资源十分发育(以天然气为主) , 具有多时

代、多层系成油组合, 并已发现 10多个油气田和克

拉 2、迪那 2等大气田,表明油气前景非常可观[ 2, 4 ]。

4. 2  油气分布特征

1)纵向分布:目前资料和成果表明,油气田主要

分布在新生界, 次为中生界和古生界。靠近造山带

含油气层位偏老, 以中 ) 古生界为主;远离造山带偏

新,以新生界为主。

2)横向分布:主要分布在逆掩带、断褶带和斜坡

带[ 1 , 2]。目前受勘探程度和难度所制, 在逆掩带发

现油气田不多。在断陷带发现多个油气田,如库车

前陆盆地依奇克里克克拉 2、迪那 2、克拉 3依南、大

北、吐孜洛克、却勒库 1等油气田(藏)。叶城前陆盆

地柯克亚油气田、喀什前陆盆地克拉托、阿克 1等油

气田(藏)、库车前陆盆地的牙哈 ) 大涝坝油气田等,

是在斜坡带上发现的油气田。

总之,由于勘探难度大,目前塔里木前陆盆地勘

探程度还很低,已发现的 10多个油气田仅是起步,

但油气资源十分丰富, 油气前景巨大,是今后油气勘

探的主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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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PETROLEUM DISTRIBUTION
OF THE TARIM FORELAND BASIN

Kang Yuzhu

( West F rontier Petroleum Expl ora tion, SIN OPEC, Urumqi , Xinj iang 830011, China)

Abstr act : The Mesozoic2Cenozoic foreland basin is quite common in the T arim basin with great potent ial for

oil and gas. By now, 10 fields have been found. Evolut ion of the Tarim for eland basin can be divided into 3

stages: ear ly stage, late stage and int racont inental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dynamic character ist ics, it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single foreland, double forelands and str ike2slip foreland basins. Tectonic deforma2

t ion is complicated and the main tectonic style is compressional reversing fracture. Horizontall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overthrust zone, fault2fold zone, depression zone and slope zone. Oil and gas are mainly dis2

t ributed in the fault2fold and slope zones.

Key words: oil and gas dist ribut ion; tectonic characterist ics; fault2fold zone; foreland basin; the T arim ba2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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