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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有效烃源岩为寒武系—中下奥陶统和石炭系 ,巴楚隆起和麦盖提斜坡 2 套烃源岩演化历史

有较大的差异。该区油气运移疏导系统主要为储层孔隙和裂缝系统、断裂系统与不整合面 ;主要有 3 期成藏 ,即加里东晚期—海

西早期、海西晚期和喜马拉雅期。其中加里东晚期—海西早期油藏多被破坏 ;海西晚期油藏保存有好有差 ,后期又有调整 ;喜马

拉雅期主要为气藏形成与古油藏调整期。根据主要成藏时期及成藏条件的配置关系、源岩及储层的关系 ,认为巴楚—麦盖提地

区大致存在 4 种成藏模式 :早期成藏他生、早期成藏次生、早期成藏—破坏—晚期成藏和晚期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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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盆地巴楚 —麦盖提地区位于中央隆起

带西端 ,跨越巴楚隆起和西南坳陷麦盖提斜坡 2 个

构造单元。巴楚隆起东段走向为北西 —南东 ,其东

南端以一鞍部与卡塔克隆起分界 ,南侧以玛扎塔克

断裂为界与麦盖提斜坡相邻 ,西南与塘古巴斯坳陷

相邻 ,北侧以土木休克断裂为界与阿瓦提断陷相

接。巴楚隆起西段呈北北西 —南南东向 ,其北西端

以柯坪塔格断裂为界与柯坪隆起相邻 ,东北侧以阿

恰断裂为界 ,西南侧以色力布亚断裂与麦盖提斜坡

相连。巴楚隆起被夹持在阿恰断裂 —吐木休克断

裂带和色力布亚断裂 —玛扎塔格断裂带之间 ,为一

大型背冲断隆。麦盖提斜坡则为单一南倾区域性

大斜坡[1 ] 。

1 　有效烃源岩特征

巴楚 —麦盖提地区的有效烃源岩为寒武系 —

中下奥陶统和石炭系 ,其中尤以中下寒武统为优质

烃源岩[2 ,3 ] 。中下寒武统为台缘斜坡 —盆地边缘

相 —蒸发潟湖相的高有机碳含量的深灰、灰黑色含

盐、含膏的泥质泥晶云岩与泥质泥晶灰岩 ,烃源岩

厚度较大 ,达到 200～300 m ,母质类型好。上寒

武 —中下奥陶统烃源岩生烃能力相对较差 ,其中中

下奥陶统烃源岩厚度较小 ,一般在 50～100 m。

石炭系高有机质丰度的源岩主要是巴楚组

(C1 b)生屑灰岩和卡拉沙依组 (C1 - 2 kl) 砂泥岩段、

含灰岩段。在巴楚隆起区该套烃源岩厚度相对较

小 ,对本区的油气贡献相对有限 ;卡拉沙依组碳酸

盐岩厚度在 50 m 左右 ,巴楚组碳酸盐岩厚度50～

100 m ,巴楚组泥岩厚度则仅 20 m 左右。麦盖提

斜坡 —塔西南坳陷中东部地区是本区石炭系的有

效烃源岩区 ,烃源岩厚度相对较大 ,其中巴楚组碳

酸盐岩厚度 50～150 m ,卡拉沙依组碳酸盐岩厚度

100～200 m。

2 　烃源岩热演化史

巴楚隆起和麦盖提斜坡均有寒武 —奥陶系和

石炭系烃源岩分布 ,不同地区、不同层位的烃源岩

演化历史有较大的差异。

2 . 1 　寒武系底烃源岩演化

巴楚隆起东部 (大致沿勒牙依里塔格 —和 3 井

一线以东、以北) 最早进入成熟期 ,向西、南方向烃

源岩进入成熟期的时间愈来愈晚。加里东早期 ,巴

楚隆起东部地区已进入主生油期 ( Ro 为 1. 0 %) ,

西部和南缘到海西早期 (石炭纪末) 开始进入主生

油期。麦盖提斜坡主体部位在海西早期开始进入

成熟阶段 ( Ro 为 0. 6 %～1. 0 %) 。

海西晚期 ,巴楚隆起东部已进入高成熟阶段 ,

部分地区已进入过成熟阶段 ( Ro为2. 0 %～3.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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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及南缘也已进入高成熟阶段 ( Ro 为 1. 3 %～

1. 6 %) ,而麦盖提斜坡主体处于生油高峰期 ( Ro 为

1. 0 %～1. 3 %) 。

印支—燕山期本区长期处于隆升剥蚀状态 ,寒

武—奥陶系烃源岩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演化阶段 ,

直至喜马拉雅晚期再次沉降 ,但沉降幅度在各地区

也有很大差别。巴楚隆起东部地区没有达到海西晚

期时的埋藏深度 ,西部略超过海西期埋藏深度 ,而麦

盖提斜坡则大幅度沉降 ,使烃源岩进一步演化。

喜马拉雅晚期 ,巴楚隆起经长期缓慢演化 ,隆起

主体都已达到过成熟阶段 ( Ro 为 2. 0 %～2. 8 %) 。

麦盖提斜坡北部上倾端 Ro 为 2. 0 %～2. 2 % ,向南到

塔西南 Ro > 4. 0 % ,已处于过成熟阶段。

2 . 2 　上寒武统底烃源岩演化

上寒武统底烃源岩的演化趋势与寒武系底一

致 ,各时期成熟度略低。

海西早期 ,巴楚隆起东部和 4 井一带已进入主

生油期 ( Ro ≥1. 0 %) ,其他地区也已进入成熟阶段

( Ro 为 0. 6 %～1. 0 %) 。麦盖提斜坡尚未进入成

熟阶段。

海西晚期 ,巴楚隆起东部地区已进入高成熟阶

段 ( Ro 为 1. 3 %～2. 0 %) ,西部及南缘已进入主生

油期 ( Ro 为 1. 0 %～1. 3 %) 。麦盖提斜坡 Ro 为

0. 6 %～1. 0 % ,已进入成熟期。

与寒武系底烃源岩演化史一样 ,印支 —燕山期

本区多处于停滞或缓慢演化阶段 ,直至喜马拉雅晚

期巴楚隆起逐渐演化 ,已处于高成熟 —过成熟阶

段 ,东部地区 Ro 为 1. 9 %～2. 4 % ,西部及南缘 Ro

为 1. 6 %～1. 9 % ,而麦盖提斜坡向南成熟度逐渐

增高 ,多已处于过成熟阶段。

2 . 3 　奥陶系底烃源岩演化

海西早期 ,仅巴楚隆起和 4 井及以东一带进入

初熟阶段 ( Ro > 0. 6 %) ,其他地区均未进入生油

门限。

海西晚期 ,巴楚隆起东部地区多已进入主生油

期 ,西部及南缘进入成熟阶段 ( Ro 为 0. 7 %～

1. 0 %) 。麦盖提斜坡北端玛扎塔格以南和玉代力克

地区尚未进入生油门限 ,其他地区均进入初熟阶段。

喜马拉雅晚期 ,除玛扎塔格地区处于成熟阶段

外 ,其他地区均进入成熟—高熟阶段 ( Ro 为 1. 3 %～

2. 0 %) ,向塔西南方向逐渐增高至过熟。

2 . 4 　石炭系底烃源岩演化

至喜马拉雅期石炭系底烃源岩才进入成熟阶

段 ,在巴楚隆起均处于低成熟阶段 ,而在麦盖提斜

坡向南逐渐增高至高成熟阶段。

3 　油气主要生成运移时间

巴楚隆起东部中下寒武统烃源岩在晚加里东

期 —海西早期已进入主生油高峰期 ,产出正常原

油 ;至海西晚期 ,多已进入高成熟阶段 ,产出凝析油

(气) ,下部的烃源岩部分已进入过成熟阶段 ,产出

干气。巴楚隆起西部和南缘及麦盖提斜坡北缘地

区 ,中下寒武统烃源岩至海西晚期也已进入主生油

高峰期。巴楚隆起东部地区上寒武统和中下奥陶

统烃源岩在海西晚期也已进入主生油高峰期。因

此 ,海西早期 —晚期是本区源岩大量产生正常原

油、凝析油 (气) 的时期 ,产出油气的源岩主要分布

于巴楚隆起和麦盖提斜坡北缘地区。

印支 —燕山期 ,本区长期隆升、剥蚀 ,寒武 —奥

陶系烃源岩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演化阶段 ,产生油

气极少。

喜马拉雅晚期 ,随着塔西南前陆盆地的形成 ,

麦盖提斜坡快速沉降 ,除北端少部分地区奥陶系烃

源岩处于高成熟阶段外 ,其余地区寒武 —奥陶系烃

源岩均进入过成熟阶段 ,产出以干气为主的大量烃

类。而巴楚隆起除部分奥陶系烃源岩处于成熟阶

段外 ,大部分寒武 —奥陶系烃源岩也已进入高成

熟 —过成熟阶段 ,但是由于巴楚隆起大部分地区寒

武 —奥陶系烃源岩的埋深在喜马拉雅期没有能达

到海西晚期的埋深 ,加上喜马拉雅晚期地温梯度降

低 ,因此巴楚隆起寒武 —奥陶系烃源岩在海西晚期

后长期缓慢的演化过程中可能产出烃类极少。因

而喜马拉雅晚期本区大量烃类主要来自麦盖提

斜坡。

石炭系烃源岩在巴楚隆起成熟度低 ,未能产生

大量油气。在麦盖提斜坡地区 ,喜马拉雅晚期进入

主生油期和高成熟阶段 ,可以产生原油和凝析油

(气) ,与寒武 —奥陶系的过成熟干气一起向巴楚隆

起方向运移聚集。

4 　油气运聚与成藏

4 . 1 　油气运移输导系统

巴楚 —麦盖提地区的油气运移通道以断裂系

统、不整合面和储层孔隙、裂缝系统为主 ,并且相互

连通构成复杂的网络系统[ 4 ,5 ] 。

4. 1. 1 　储层孔隙和裂缝系统

巴楚 —麦盖提地区石炭 —二叠系、寒武 —奥陶

系碳酸盐岩中溶蚀孔、洞、缝极为发育 ,可作为油气

运移的输导系统。一方面油气可经此类通道系统

向临近的不整合面和断裂通道运移 ,另一方面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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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的孔、洞、缝系统中汇集 ,形成原生油气

藏。巴什托和亚松迪一带石炭 —二叠系碳酸盐岩

捕获了许多烃类包裹体 ,可作为油气运移留下的显

微遗迹 ;大板塔格剖面上寒武统云岩段发现 3 处沥

青 ,山 1 井上寒武统云岩气藏曾试获少量墨绿色重

油 ,和 4 井志留系发现沥青砂岩则是油气运移的宏

观遗迹。因此 ,储层孔隙和裂缝系统可作为油气运

移的通道。但碳酸盐岩储集岩非均质性强 ,侧向运

移的距离有限。

4. 1. 2 　断裂系统

区内重要的断裂系统包括柯坪、色力布亚、玛

扎塔格、阿恰—吐木休克断裂等边界断裂带 ,并在

隆起内分布有卡拉沙依、康塔库木等多条断裂及次

级断裂 ,断裂性质多表现为逆冲和走滑 ,并具继承

性特征[5 ,6 ] 。由于本区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 ,在其

活动期内断裂均可作为烃类垂向运移的主要通道。

巴什托、亚松迪、鸟山和玛扎塔格油气藏的形成均

与断裂有关[7 ] 。因此断裂也是非常重要的运移通

道。断裂活动期运载能力取决于断裂的规模和地

层中泥质岩的涂抹能力。在非活动期 ,如果断裂带

中构造岩不发育 ,均难作为运移通道 ,尤其是那些

涂沫层厚度大而连续的断裂 ,只能作为隔层。

4. 1. 3 　不整合面

不整合面在油气成藏中起了重要作用 ,已为油

气勘探所证实。不整合面的通道作用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其上下岩性、物性及输导能力。若不整合

面上下岩石均为储集岩 ,或其上下一侧为储集岩 ,

可视为开启性 ;若上下均为非储集岩 ,则应视为封

闭性。巴楚 —麦盖提地区的不整合面或同一不整

合面的不同地段 ,对油气的输导能力具有较大差

异。据地震解释及钻井揭示 ,该区发育了多期重要

不整合面 ,其中 T0
7 , T0

6 , T5
5 不整合面普遍存在且延

伸范围广 ,对本区的油气运移输导具有重要意义。

4 . 2 　油气运聚与成藏

巴楚 —麦盖提地区主要有 3 期成藏 ,即加里东

晚期 —海西早期、海西晚期和喜马拉雅期。其中加

里东晚期 —海西早期油藏多被破坏 ,海西晚期油藏

保存有好有差 ,后期又有调整 ,喜马拉雅期主要为

气藏形成与古油藏调整期[8～10 ] 。

4. 2. 1 　加里东晚期 —海西早期

巴楚隆起主要中、下寒武统烃源岩已进入生油

高峰 —高成熟阶段 ,上寒武统烃源岩进入生油门

限 —低成熟阶段 ,具备了油气运移条件 ,而麦盖提

斜坡及其以南地区基本上未成熟。巴楚 —麦盖提

地区南高北低 ,油气向南部麦盖提斜坡方向运移。

由于储层的非均质性以及缺少断裂的输导 ,加之中

寒武统膏盐岩优质区域盖层的封盖 ,下寒武统白云

岩孔、洞、缝网络是油气的主要通道和聚集系统。

由于下奥陶统生油有限 , T
0
7 不整合面在北部表现

为封闭。在南部 ,山 1 井下奥陶统白云岩中发现的

沥青、和 4 井、巴东 2 井志留系下砂岩段中的沥青

砂岩以及和 3 井下奥陶统灰岩中的沥青等都是这

一时期油气藏形成的证据。由于玛扎塔格构造带

及其南侧的古隆起缺失中上奥陶统 —泥盆系 ,下奥

陶统裸漏地表 ,寒武系 —下奥陶统主要为碳酸盐

岩 ,封盖性能差 ,通过 T
0
7 不整合面运移来的油气

受大气淡水淋滤 ,很难聚集成藏 ,或聚集成藏后又

逸散掉。

4. 2. 2 　海西晚期

中、下寒武统烃源岩在本区处于高成熟 —过成

熟阶段 ,上寒武统、下奥陶统烃源岩进入生油高峰 ,

油气生成量大 ,排烃量大 ,成为油气的主要运移期。

受塔西南被动边缘控制 ,巴楚 —麦盖提一带坳陷主

体转变为宽缓的水下低隆起 ,但古隆起斜坡仍为北

倾 ,呈现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构造格局 ,因此油气

运移指向仍是由北东向西南。北部巴楚地区的油

气通过 T
0
7 和 T

0
6 区域不整合面向南部麦盖提斜坡

运移 ,东西向的油气运移则是由巴楚地区东部向西

部运移。据分析 ,巴什托、亚松迪、鸟山及和田河气

田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藏的。

4. 2. 3 　喜马拉雅晚期

海西末期运动后 ,巴楚 —麦盖提地区全面隆升

并遭受长期剥蚀 ,烃源岩演化基本停止。

喜马拉雅期 ,巴楚 —麦盖提地区反转成南低北

高的构造背景 ,麦盖提斜坡南部 —叶城、和田一带

源岩干酪根裂解生成的大量以干气为主的油气 ,以

及早期富集的原油裂解气向北部的巴楚隆起方向

通过断裂垂向运移和通过不整合面横向运移。巴

楚隆起南缘的玛扎塔格、鸟山构造带等第一排构造

带由于“近水楼台”,处于构造带较高部位的玛 2 ,

4 ,8 号等圈闭捕获天然气形成气藏。

喜马拉雅期 ,巴楚隆起及麦盖提斜坡北部的巴

什托构造反转 ,变为西高东低的构造状态 ,海西期

富集的古油藏亦随之发生自西向东的调整和再分

配 ,部分油气散失。此时 ,由于石炭系烃源岩达到

成熟 —高成熟 ,巴楚 —麦盖提早期生成的天然气及

石炭系生成的高成熟油气分别充注巴什托和亚松

迪古油藏 ,形成现今以寒武 —奥陶系烃源岩为主、

石炭系烃源岩为辅的混源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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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油气成藏模式

根据主要成藏时期和成藏条件的配置关系以

及源岩和储层的关系 ,巴楚 —麦盖提地区大致存在

4 种成藏模式。

5 . 1 　早期成藏他生模式

源岩主要为寒武 —奥陶系 ,储层为石炭系 —下

二叠统南闸组 ,区域盖层为下二叠统。圈闭形成的

海西期 ,正值寒武 —奥陶系源岩的大量排烃期 ,圈

闭处于油气运移聚集的指向区 ,海西期聚集成藏 ,

海西期后虽经调整改造 ,仍被保存至今。如巴什托

油气藏 ,圈闭形成于海西晚期 ,其东部和南部寒武

系源岩处于主生油期和高成熟期 ,位于运移指向

区 ,油气沿不整合面及断裂运移 ,聚集于石炭 —二

叠系 (南闸组)储层中成藏。海西期后 —燕山末期 ,

经抬升剥蚀后接受了古近系和新近系沉积 ,同时地

层整体由北西上倾转变为北东翘倾 ,溢出点抬高 ,

部分油气向东调整溢散。喜山晚期 ,麦盖提斜坡寒

武 —奥陶系源岩进入高成熟 —过成熟阶段 ,石炭系

源岩也进入成熟 —高成熟阶段 ,部分油气进入位于

油气运移指向区的巴什托构造与早期油气混合 ,最

终成藏 (图 1) 。

5 . 2 　早期成藏自生模式

源岩为寒武 —奥陶系 ,储层亦为寒武 —奥陶

系 ,储盖组合以层内组合为主 ,圈闭形成于海西晚

期及之前。寒武 —奥陶系发育表生风化岩溶型储

层 ,组成层内或层间储盖组合 ,晚海西之前可能形

成构造圈闭或地层岩性圈闭。海西早期 —晚期 ,巴

楚隆起东部寒武 —奥陶系源岩已处于成熟 —过成

熟阶段 ,产生的油气主要向南、西运移 ,可能在这些

地区的寒武 —奥陶系圈闭中聚集成藏。目前尚未

发现该类成藏实例 ,但和田河气田中的大量原油裂

解气表明确实存在早期成藏的自生型油气藏。图

2 表明和田河气田下部及南部麦盖提地区海西期

可能形成该类油气藏。至喜山期 ,随着塔西南坳陷

的沉降 ,这些油气藏被深埋破坏 ,原油裂解成气向

北运移 ,成为和田河气田的烃源之一 ,或局部保存

海西晚期以前生成的油气 ,巴楚隆起内部寒武 —奥

陶系这类储层发育 ,有可能在早期捕集油气成藏。

5 . 3 　早期成藏 —破坏 —晚期成藏模式

源岩主要为寒武 —奥陶系 ,储层为石炭系 —下

二叠统南闸组或寒武 —奥陶系。以亚松迪油气藏

为例 (图 1) ,海西晚期圈闭已形成 ,并捕集油气成

藏。海西期后直至中新世中期 ,经长期隆升剥蚀 ,

大气水沿断裂渗入 ,油气水洗氧化强烈 ,油藏几经

图 1 　塔里木盆地巴什托 —亚松迪油气田成藏模式

巴什托成藏为早期成藏他生模式 (图左) ,
亚松迪成藏为早期成藏—破坏—晚期成藏模式 (图右) 。

Fig. 1 　Accumulation pattern of the Bashituo2Yasongdi
oil2and2gas fields in the Tarim Basin

破坏 ;中新世中期之后 ,下降接受沉积 ,同时在原圈

闭基础上形成新的圈闭。麦盖提斜坡寒武 —奥陶

系源岩产生的高成熟及过成熟油气 ,以及少量石炭

系成熟 —高成熟油气由西、南向其运移聚集成藏。

这种成藏模式与早期成藏他生模式的区别在于 :海

西期后遭到强烈水洗氧化 ,早期油气藏破坏强烈 ,

经喜山晚期油气成藏系统的重建才形成现今的油

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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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塔里木盆地和田河气田成藏模式

和田河气田为晚期成藏模式 ,
图左为早期成藏自生模式。

Fig. 2 　Accumulation pattern of the Hetian
River gas field in the Tarim Basin

5 . 4 　晚期成藏模式

源岩主要为寒武 —奥陶系 ,储层为寒武 —奥陶

系和石炭系 ,储盖组合为层间或层内组合 ,圈闭形

成于喜山期 ,油气充注期为喜山期。以和田河气田

为例 ,玛扎塔格构造带位于巴楚隆起南缘 ,晚加里

东期 —海西早期地层总体呈北倾 ,构造带及以南地

区上奥陶统 —泥盆系被剥蚀殆尽 ,下奥陶统碳酸盐

岩上部形成表生岩溶型储层 ,寒武系 —下奥陶统内

幕溶蚀孔洞型储层发育 ,玛扎塔格断裂可能已有活

动。巴楚隆起寒武系烃源岩已进入生油期 ,油气向

南运移 ,一部分可能在玛扎塔格构造带聚集 ,大部

分可能越过玛扎塔格构造带向南运移聚集成藏。

海西晚期麦盖提斜坡开始向南倾转化 ,断裂活动进

一步加强 ,构造雏形形成。巴楚隆起寒武 —奥陶系

源岩进一步演化进入主生油期 —过成熟期 ,油气仍

由北向南运移 ,一部分可能在玛扎塔格构造带聚

集。海西期后 ,区域抬升剥蚀 ,该地早期聚集的油

气可能受水洗氧化、破坏 ,现今奥陶系储层中的沥

青就是该期聚集后水洗氧化残留的痕迹。喜山晚

期玛扎塔格最终定型 ,麦盖提斜坡成为南倾斜坡 ,

寒武 —奥陶系烃源岩和早期聚集的油藏深埋进入

过成熟期而产生裂解干气 ,向北运移充注圈闭成

藏 ,同时麦盖提斜坡石炭系源岩也进入成熟期 ,产

生的少量原油与寒武 —奥陶系干气一起充注圈闭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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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ARBON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ACHU2MAIGAITI AREA OF THE TARIM BASIN

Ma Hongqiang1 ,2 , Wang Shuyi2 , Lin J un3

(1. School of Resources , China Universit y of Geosciences , W uhan , H ubei 430074 , China;

2 . W ux i Research I nsti tute of Pet roleum Geolog y , Research I nsti tute of Pet roleum Ex 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 S I N O P EC, W ux i , J iangsu 214151 , China; 3 . Research I nsti tute of Regulation

and Desi gn , N orthwest B ranch , S I N O P EC, U rumqi , X inj iang 830011 ,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2 sequences of source rocks including t he Cambrian2Middle2Lower Ordovician and t he

Carboniferous in t he Bachu2Maigaiti area of t he Tarim Basin. The source rock evolution history in t he

Bachu Uplif t is different f rom which in the Maigaiti Slope. The hydrocarbon migration systems include

reservoir f ract ure , fault and unformity. Th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in t he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3

periods such as the late Caledonian2early Hercynian , the late Hercynian and t he Himalayan. Reservoirs

were dest ructed in t he late caledonian2early Hercynian , dest ructed or persered in t he late Hercynian and

generated or adjusted again in t he Himalayan. Acorrding to major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as well as

source rocks and reservoirs , t here are 4 type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odels in the area : a) t he

early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 b) t he secondary early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 c) t he early hydrocar2
bon accumulation2dest ruction2late accumulation again ; d) t he late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Key words :source rock ; hydrocarbon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 accu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 t he Ba2
chu2Maigaiti area ; t he Tarim Basin

( conti nued f rom p age 242)

In t 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 carbonate mild slope depo sit of Qiaerbake Formation and carbonate plat2
form deposit of Lianglitage Formation developed , forming t hree carbonate platforms in t he center and

nort h of Tarim Basin and in Bachu2Tangwangcheng area. In t he later period , t he Sangtamu Formation

slope2tidal flat deposit with det rital rock being dominant developed. Transversely , in t he deep depres2
sion areas away f rom the surrounding uplif t s , t he Querqueke Formation turbidite deposit wit h diamictic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deep basin facies developed in t he east of t he diamictic continental shelf and t he

static water mudstone deposit wit h diamictic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deep basin facies developed in

Keping , Shaxi and Awati areas. In Bachu up heaval area with shallow water body and gentle sea2bot tom

slope gradient , t he diamictic inner continental shelf depo sit developed. The supercompensated deep2sea

t urbidite deposit developed in t he eastern deep2sea t rough basin. There still exist s a slope - break zone

with topograp hy greatly varing between t he cent ral and western continental shelf s. Comparing wit h t he

outer continental shelf deposit , it s t urbidite sequence f urt her developed and t he coarse clastics obviously

increased.

Key words : deposit ; palaeogeograp hy ; t he Upper Ordovician ; t he Tari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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