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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油气勘探领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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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寒武纪—中晚奥陶世碳酸盐岩台地经历了加里东期及海西早期的剥蚀,呈向北减薄的楔状

体,不同层位的碳酸盐岩发生多期岩溶作用;石炭—二叠纪经历了多次海平面升降旋回,形成碳酸盐岩与碎屑岩间互的岩相序

列;中生代持续隆升,广泛剥蚀;喜马拉雅期巴楚地区断裂强烈活动,麦盖提地区调整为南倾的斜坡,古近系—中新统地层超覆于

前新生代巴楚古凸起上。针对巴楚—麦盖提地区多期改造、晚期强烈变形定格的构造特征,提出“构造活动的相对稳定区、油气

长期运移指向区、有效封闭带暠是油气构造带评价的关键因素,划分出3类风险程度不同的勘探构造带。重点分析了石炭—二叠

系碳酸盐岩储层、中下奥陶统风化壳岩溶储层、上奥陶统台缘相带及寒武系盐下白云岩储层等4个勘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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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erosionsfromCaledoniantoearlyHercynian,Cambrian-Middle-LateOrdoviciancarbonate
platforminBachu-MaigaitiareaintheTarim Basinisthinningnorthwardwiththeshapeofwedge.Different
layersofcarbonaterockhaveexperiencedstagesofmulti灢phasekarsteffect.FromCarboniferoustoPermian,

anumberofsea灢levelcyclesresultinalternatinglayersofcarbonaterocksandclasticrocks.Continuing
upliftsleadtoextensiveerosionsinMesozoic.FaultsinBachuregionmovestronglyinHimalayanand
Maigaitiregionadjusttoslopesouthwards.ThestrataofEugene-PlioceneoverlaptheancientBachu
upliftofpre灢Cenozoic.Takingintoconsiderationof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ofmulti灢stagetransforma灢
tionandlate灢stagestrongdeformationinBachu灢Maigaitiarea,itispointedoutinthispaperthat,rela灢
tivelystableregionintectonicmovements,long灢termtargetsofhydrocarbonmigrationandeffective
sealingbeltsarethekeyfactorsforevaluationsofoilandgastectonicbelts.Threetectonicbeltswith
differentexplorationrisksaredivided.Fourexplorationdomainsareanalyzed,includingCarboniferous-
Permiancarbonatereservoir,MiddleandLowerOrdoviciankarstweatheringcrustreservoir,Upper
OrdovicianplatformedgefaciesbeltsanddolomitereservoirundersaltinCambrian.
Keywords:tectonicevolution;structuralbelt;theBachuUplift;theMaigaitiSlope;theTarimBasin

暋暋巴楚—麦盖提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西部,跨越

巴楚断隆和麦盖提斜坡2个二级构造单元 (图1)。
该区经过50余年的持续勘探,先后发现了巴什托、

亚松迪、鸟山、和田河等4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

(藏)[1~3],是证实的油气聚集带,获得了石油工作

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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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暋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构造位置

Fig.1暋RegionaltectoniclocationandS-NstructuralprofileoftheBachu-MaigaitiregionintheTarimBasin

1暋沉积—构造演化特征

巴楚断隆和麦盖提斜坡作为塔里木盆地的次

级构造单元,必然经历了多期构造演化,不同期次

的构造活动控制着沉积格局、储层、盖层发育和油

气运聚调整[4~8]。
晚震旦世—奥陶纪,随着昆仑洋的形成和发

展,叶城—和田—于田一带形成被动大陆边缘,主
要发育开阔台地相和斜坡相沉积。中寒武世,在海

退背景下,塔西克拉通坳陷广泛发育膏泥坪沉积,
上寒武—下奥陶统为局限—开阔台地相沉积。早

奥陶世晚期—中奥陶世,塔里木盆地周缘南压北张

的构造环境逐渐形成,塔中—巴楚地区隆升,中下

奥陶统遭到不同程度的剥蚀,巴楚地区东高西低,
剥蚀强度东强西弱,中奥陶统仅残留于巴楚县城以

东的西部地区。晚奥陶世末,受加里东中期栻幕构

造活动的强烈作用,巴楚—麦盖提处于塔西南古隆

起的北翼(和田古隆起),中上奥陶统遭受强烈剥

蚀,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剥蚀程度加剧,巴楚大部

分地区存留不同层位的上奥陶统,麦盖提地区上奥

陶统仅存于东南部。
志留纪,巴楚地区由早期的北东倾演化为北西

倾,即呈东高西低的古构造格局,志留系—中下泥

盆统自东向西加厚。中泥盆世末期,受塔里木板块

与中昆仑岛弧弧—陆碰撞影响,塔西南隆起进一步

褶皱隆升,志留系—中泥盆统遭剥蚀,英科1井

北—罗南1井—山1井北—玛3井北一线以南剥

蚀尖灭,沿剥蚀线向北,志留系—中泥盆统地层呈

向北加厚的楔状体。从北向南,上泥盆统及石炭—
二叠系地层角度不整合于中下泥盆统不同层位乃

至下奥陶统地层之上,形成了一个区域性叠加不整

合面(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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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泥盆世,巴楚地区继承西低东高的古地貌格

局,形成了一套海进旋回的碳酸盐岩、碎屑岩沉积。
早石炭世末,南天山洋关闭,巴楚西北部抬升形成

东倾的鼻凸,玛扎塔格一带发育东西向展布的水下

低隆,控制石炭系沉积,生屑灰岩段沉积时受古地

貌影响,发育台内点滩沉积。中二叠世晚期,爆发

了大规模的基性岩浆喷溢和侵入。侵入的层位从

寒武至石炭系,其产状多为岩床、岩盘和岩脉,地表

巴楚小海子水库东和瓦吉里塔格发育基性和超基

性的岩株和岩墙群。
二叠纪末以后,特提斯洋向欧亚板块持续俯

冲,导致塔里木盆地整体抬升,其南缘和西部强烈

翘升,巴楚地区隆升为由西向东南倾的凸起,二叠

系被剥蚀。三叠系沉积时,由东向西超覆沉积,呈
东厚西薄之势。三叠纪末期,由于羌塘地块与塔里

木板块陆陆碰撞拼贴,塔里木周边造山带进一步隆

升,巴楚地区整体东倾的构造格架基本形成,造成

三叠系及部分二叠系被剥蚀而缺失,巴楚地区为无

侏罗系—白垩系沉积的由西向东南倾的斜坡,南部

麦盖提地区中生界整体缺失,古生界也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剥蚀。
古新世以后,随着塔西南陆内前陆盆地的发

育,形成了前陆斜坡(麦盖提斜坡)—前缘隆起(巴
楚隆起)的构造格局。古近系、中新统地层从南、
北、东3个方向超覆沉积于前新生代形成的巴楚古

隆起上,古近系底部为一套膏泥岩沉积。中新世晚

期,印、欧板块俯冲加剧,巴楚地区强烈变形,色力

布亚—玛扎塔格断裂系和阿恰—吐木休克断裂系

强烈背冲,由前新生代的古隆起发展成为由边界断

裂夹持的断隆。
上新世以后,帕米尔突刺与南天山造山带碰

撞,导致盆地西端右旋变形,在压扭作用下,西段的

色力布亚—罗斯塔格断裂系和阿恰断裂逆冲走滑,
东段的吐木休克断裂系和玛扎塔格断裂带以逆冲

为主、走滑为次,形成东部东西走向、西部北西走

向、呈带状分布的诸多次级构造带。
巴楚—麦盖提地区是在寒武纪—中奥陶世塔

西克拉通内坳陷碳酸盐岩台地的基础上,经加里东

中期和海西早期运动形成的古隆起的北倾斜坡;海
西中晚期—中生代发育东倾的近东西向展布的古

凸起;喜马拉雅早期,边界断裂强烈活动,巴楚古凸

起被改造为由南北边界逆冲断裂夹持的断隆,而麦

盖提地区则调整为南倾的斜坡。巴楚—麦盖提地

区经历了3次掀斜翘倾的转化,现今断隆的构造格

局对前新生代的构造面貌进行强烈改造。

2暋勘探领域评价

钻井成果表明,巴楚—麦盖提地区从寒武系到

古近系均有不同级别的油气显示,和田河、巴什托

油气田已证实具有多层聚集的油气特征。本文着

重分析石炭—二叠系碳酸盐岩储层、中下奥陶统岩

溶储层、上奥陶统台缘相带及寒武系盐下白云岩储

层等领域,其中前两者是勘探证实的油气赋存层

系,后两者是待发现的潜在领域。

2.1暋石炭—二叠系碳酸盐岩领域

巴楚—麦盖提地区石炭—二叠系碳酸盐岩是

已获得油气突破的重要勘探层系,储层的储集性能

是控制油气成藏的主要因素,主要与沉积相和成岩

作用有关[9]。巴楚地区石炭纪是塔里木克拉通内

坳陷盆地的一部分[4],西接外海,北、东、南3面为

陆地和水下隆起,古地形表现为西低东高的变化趋

势,海侵方向自西向东在东河砂岩的基础上填平补

齐。在石炭纪—早二叠世经历了多次海平面升降

旋回,海侵期的清水碳酸盐岩沉积与高位期的碎屑

岩沉积组成了碳酸盐岩与碎屑岩相间出现的岩相

序列,其中巴楚组生屑灰岩段、小海子组灰岩段、下
二叠统南闸组灰岩段均是海侵体系域的沉积[10]。

巴楚组生屑灰岩段、小海子组灰岩段、下二叠

统南闸组灰岩段主要为开阔台地相沉积,其中生屑

灰岩段、小海子组灰岩段在巴楚西北部发育半局限

台地相,在巴什托、玛扎塔格一带、和2—和3井

区、巴东2—巴东3井区发育台内滩相沉积。在多

次海平面升降过程中,台内滩出露海平面,发生准

同生白云岩化和浅地表淡水溶蚀以及埋藏期溶蚀

作用,溶蚀孔洞发育,表现为针孔或海绵状溶孔。
生屑灰岩段储集性好,厚度分布稳定,一般厚

40m左右,岩性为褐灰色、深灰色泥晶、粉晶灰岩与

生物碎屑灰岩、粒屑灰岩互层,顶部常夹少量白云质

灰岩或灰质白云岩。有效储集空间主要为晶间孔、
晶间溶孔、粒间孔、粒内溶孔等多种次生孔隙,张裂

缝为主要渗滤通道,储集类型为裂缝—孔隙型,储
层酸压效果好[1],说明基质孔隙、裂隙发育。

3个灰岩段局部发育台内滩相沉积(巴什托、
玛扎塔格、和2—和3井区),储集性好,但单层厚

度薄,横向连续性差,非均质性强。而广泛发育的

开阔台地相沉积在断裂带内构造裂缝发育,可以形

成裂缝型或以孔隙—裂缝型为主的储层,如和田河

气田。
石炭—二叠系圈闭主要有下列3种类型:1)中

生代形成的与断弯褶皱有关的背斜(图2),如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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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暋塔里木盆地麦盖提斜坡下奥陶统
地层圈闭及石炭系背斜圈闭形成示意

Fig.2暋SketchmapshowingtheCarboniferous
anticlinetrapsandLowerOrdovicianstratigraphic

trapsintheMaigaitislopeoftheTarimBasin

托构造,这类圈闭还分布于麦盖提斜坡;2)潜山披

覆构造(图2),如玛扎塔格、海米—罗斯构造等;3)
石炭系碳酸盐岩与碎屑岩在纵向上相间出现,平面

上的岩性变化带是岩性油气藏形成的有利区带,是
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2.2暋上奥陶统台缘礁滩相带

晚奥陶世早期,塔中—巴楚地区北、东、南3面海

洋环绕呈半岛状,西部主要为碳酸盐岩台地沉积。良

里塔格组沉积期,北部台地边缘位于塔中栺号断裂带

向西北至塔中45井—顺6井—顺2井一带,向西延

展至顺西—阿东区块(图3),区域剖面Z30中显示上

奥陶世统里塔格组台缘特征。中2井及巴东2井

已揭示了塔中南部良里塔格组台缘相带的存在(巴
东2井位于中2井的西部,良里塔格组厚411m,
揭示上奥陶统粒屑滩、骨架礁灰岩)。塔中—巴楚

南部台缘相带从中2井向西延展至巴东2井—和

3井以东一带(图3)。
塔中栺号奥陶系碳酸盐岩凝析气田证实塔中

上奥陶统台缘相带具有重大勘探潜力[11],油气主

力产层位于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上部,储层为受台

地边缘相带控制的台缘礁滩相灰岩。油气藏沿台

缘呈带状展布,为整体含油的大型准层状岩性油气

藏。巴东2井良里塔格组砂屑灰岩见油斑显示,钻
井取心见原油外渗,初步显示了塔中—巴楚南部台

缘相带的油气前景。西延至和田河东区块、阿东区

块的良里塔格组台缘相带,可以形成构造—岩性圈

闭,是潜在的勘探领域。

2.3暋中下奥陶统风化壳勘探领域

加里东—海西早期的构造变形使巴楚—麦盖

提地区发育3期区域不整合,形成3期风化壳(图

3),发生表生岩溶作用而形成岩溶储层。
第一期风化壳(T4

7)对区内中下奥陶统具有普

遍影响,地层剥蚀厚度大,除局部地区有中奥陶统

一间房组分布外,巴楚地区主体出露下奥陶统,和
田1井下奥陶统与上奥陶统界线在4724 m,其上

图3暋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分区

Fig.4暋MapofcarbonatereservoirzoneofOrdovicianintheBachu-Maigaitiregionofthe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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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良里塔格组灰岩夹泥灰岩,其下为鹰山组灰

白色、褐灰色泥晶灰岩。该期隆升为区域性的上隆

过程,局部断裂和褶皱不发育,残存的中下奥陶统

地形平缓,和田1井揭示岩溶储层发育较差。
第二期风化壳(T0

7)主要分布于别列塔格—古

董构造带以西和玛扎塔格以南的广大地区(图3)。
同1井志留系不整合在下奥陶统鹰山组之上,不整

合面下侧向电阻率值相对于同岩性围岩明显下降,
井径扩径,三孔隙度曲线呈增大趋势,解释结论为

一类裂缝层;同1井、巴开1井岩心揭示该期岩溶

作用形成的溶蚀孔洞充填严重。
第三期风化壳(T0

6)主要在鸟山—玛扎塔格一

带及其南部(图3),不整合面下为下奥陶统碳酸盐

岩,石炭系超覆其上。从和田河钻井分析,该期溶

蚀作用发育,表生岩溶剖面垂向分带明显。
巴楚—麦盖提地区加里东—海西早期发育

3期大型不整合,形成了广泛的风化壳岩溶储层。
风化壳古地貌残丘、残台埋入地下后成为潜丘、潜
台。与上覆泥岩盖层及周边致密隔层形成潜丘圈

闭(图2),鸟山气藏、和田河奥陶系气田就是潜丘

圈闭的实例,麦盖提斜坡发育加里东—海西早期3
期风化壳叠合,是古潜丘型地层不整合圈闭重要的

勘探领域。潜丘圈闭与上覆石炭系披覆背斜圈闭

叠置,为立体勘探提供了圈闭条件(图2)。

2.4暋寒武系盐下勘探领域

寒武系盐下勘探领域指以下寒武统白云岩储

层与中寒武统含膏、膏盐岩盖层为储盖组合的勘探

层。对于强烈活动的巴楚地区,由于中寒武统含

膏、膏盐岩良好的封盖性能而引人关注。
同1井、和4井及方1井钻井资料表明,巴楚

隆起中下寒武统岩性组合基本一致,自上而下为含

膏云岩段、盐膏岩段、云岩段及碎屑岩段。其中第

二岩性段———盐膏岩段可细分为3个亚段,即上盐

膏岩亚段、盐间(云)灰岩亚段与下盐膏岩亚段。
根据钻井分析,寒武系储层溶蚀孔(洞)较发育

(表1)。寒武系盐下可形成中下寒武统自生自储

型内幕成藏组合,以中下寒武统白云岩、膏泥岩为

烃源岩,以中寒武统膏泥(盐)岩为盖层,以下伏白

云岩为储层,储集空间主要为白云石晶间溶孔和晶

间孔。
寒武系盐下构造圈闭主要分布在康塔库木、古

董山、卡拉沙依及吐木休克等构造带上,圈闭的形

成多与基底卷入型断裂相关。由于中寒武统含膏、
膏盐岩良好的封盖性,盐下圈闭封闭性较好,巴楚

隆起盐下构造近源运聚条件好,圈闭大,埋藏较浅,
是值得关注的勘探领域。

3暋有利构造带评价

3.1暋评价思路

巴楚—麦盖提地区喜马拉雅期构造运动强烈

改造前新生代的构造格局,使油气成藏过程复杂

化。对巴楚地区进行有利构造带评价,除了考察储

盖组合、圈闭形成时间与油气运移时间的配置关

系、油气输导体系、断裂与火山活动等因素外,突出

构造活动背景是油气构造带评价的关键,构造活动

稳定区、长期运移指向区、有效封闭带为关键评价

要素。

3.1.1暋构造活动稳定区

综观塔里木盆地沙雅隆起、卡塔克隆起、巴楚

隆起3大富油隆起[2],巴楚隆起更具晚期活动强、
封盖条件差的鲜明个性,对于一个长期活动、大部

分缺失中生界地层、特别是晚期断裂强烈改造的隆

起,“动中寻静暠是重要的评价思路。
巴楚隆起南缘及麦盖提斜坡西北部在多期翘

倾运动中处于活动的枢纽带,是强烈活动区的稳定

区。现今已发现的油气藏(巴什托油气田、亚松迪

气藏、鸟山气藏、和田河气田)均分布于油气长期运

移指向区的巴楚隆起西部和南缘,表明构造枢纽带

对油气聚集起到重要的控制作用。

3.1.2暋长期运移指向区

东西伯利亚南部的尤罗布钦大油气田、卡拉库

姆盆地的泽格里—达尔瓦札大气田和塔里木盆地

表1暋塔里木盆地巴楚隆起钻井下寒武统岩心溶蚀孔洞发育状况统计

Table1暋StatisticsofdissolvedporesandholesintheLowerCambrianindrillingwellsontheBachuUplift,theTarimBasin

井号 井深/m 岩暋性 溶蚀孔、洞发育特征

和4

康2

方1

5343.00~5344.02 微—粉晶灰岩 见溶蚀孔洞,直径1~3mm,方解石部分充填,连通性差

5344.02~5344.93 针孔状粉晶灰岩 针孔密集,连通性差,方解石半充填

5344.93~5359.80 微—粉晶灰岩 溶蚀孔洞发育,直径2~5mm,方解石部分充填,连通性差

5081.19~5082.39 粉晶云岩 蜂窝状溶蚀孔洞,直径1.5~5.0mm
5491.31~5495.26 粉晶云岩 针孔及溶蚀孔洞,直径1~4mm

3491.09~3492.58 泥—粉晶云岩 溶洞发育,直径2~5mm,石英、方解石半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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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塔河油田[12,13]及鄂尔多斯盆地的中央古隆起气

田,均是古隆起控油的实例。古隆起不仅作为圈闭

控制油气分布,而且其隆起背景形成低势区,对油

气运移具有吸纳作用[14~21]。玛扎塔格构造带就是

多期油气运移指向的实例,石炭纪为东西向展布的

古构造,喜山期再次成为近东西向展布的隆起构造

带,始终是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区,多次构造翘倾

转化有利于捕获油气。因此,巴楚—麦盖提地区构

造转化中的继承性古凸起有利于油气聚集,如海

米—罗斯构造带、麦盖提西北部及玛南构造带等。

3.1.3暋有效封闭带

加里东中期—海西早期构造运动,造成巴楚西

部缺失上奥陶统,玛扎塔格构造带上奥陶统—泥盆

系缺失,中下奥陶统长期裸露,对海西早期形成的油

气保存不利;印支—燕山期,巴楚地区隆升,中生界

大部分地区缺失,二叠系遭到不同程度的剥蚀,对于

早期形成的油气藏具有破坏作用。因此,喜山期重

建的封闭体系对于晚期成藏至关重要。喜山期重

建的有效封闭带具备2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良好

封盖能力、区域展布的封盖层;二是喜山晚期的断

裂活动,没能破坏盖层的完整性,仍具有封闭性。
古近系为一套潟湖相沉积的棕色泥岩、膏质泥

岩、膏岩或膏质云岩夹粉砂岩,厚度一般为80~

150m,胜和2井钻厚达329m。这套膏泥岩不仅

封盖能力强,同时可作为韧性滑脱层为复杂构造变

形提供滑脱通道,例如色力布亚断裂构造带南部的

亚松迪I号构造与鸟山—玛扎塔格构造带存在沿

古近系膏盐岩层滑脱逆冲断层。古近系及上覆地

层覆盖在色力布亚、玛扎塔格断裂之上,加大了间

接盖层厚度,由于膏盐层是良好盖层,对于油气可

能沿断裂顶端散失也起到有利的封堵作用。因此,
古近系区域盖层发育带形成了晚期成藏的有效封

闭带(图4),目前的油气发现均在这套盖层之下。

3.2暋有利勘探区带评价

根据油气成藏条件综合分析以及上述评价思

路,巴楚—麦盖提地区划分为风险程度不同的3类

构造带(图4)。

栺类有利构造带:区域地质构造背景有利,处
于区域倾翘运动的枢纽部位,是长期油气运移指向

或油气运移的必经之地;发育多套、多类型储集层,
储集层赋存层位从寒武系到二叠系;盖层条件优

越,发育古近系底部膏泥层及其他层位的膏泥岩、
泥岩盖层。这类构造带有巴什托—先巴扎构造带、
海米—罗斯构造带及玛南构造带石炭系、奥陶系圈

闭(麦盖提1,2,3区块)。

栻类较有利构造带:石油地质条件和油气勘探

图4暋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勘探潜力评价

栺1.巴什托—先巴扎构造带;栺2.玛扎塔格构造带;栺3.海米—罗斯构造带;栺4.玛南构造带;栺5.胜和2井西构造带;栻1.色
力布亚断裂带下盘C—O构造;栻2.亚松迪断裂带下盘C—O构造;栻3.康塔库木构造带 C—O构造;栻4.阿东上奥
陶统礁滩相带;栻5.和田河东上奥陶统礁滩相带;栻6.吐木休克构造带寒武系盐下构造;栻7.卡拉沙依构造带寒武
系盐下构造;栿1.同岗构造带;栿2.古董山构造带;栿3.吐木休克寒武系盐上构造;栿4.卡拉沙依寒武系盐上构造

Fig.4暋ExplorationpotentialevaluationinBachu-Maigaitiregion,theTarim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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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较好。评价的较有利构造带有:色力布亚断裂

带下盘—亚松迪断裂带下盘、康塔库木构造带的

石炭系及奥陶系圈闭;阿东、和田河东区块的上奥

陶统礁滩相带;卡拉沙依构造带、吐木休克构造带

的寒武系盐下圈闭。

栿类构造带:主要是中新世形成的北北西向高

陡构造带,缺少古近系底部膏泥岩盖层分布;勘探

风险是未处于有效封闭带内,保存条件差。如古董

山构造带、卡拉沙依构造带、吐木休克构造带等寒

武系盐上圈闭。

4暋结论

1)巴楚—麦盖提地区寒武纪—中晚奥陶世碳

酸盐岩台地经历了加里东期及海西早期的剥蚀,呈
向北减薄的楔状体,不同层位的碳酸盐岩发生多期

岩溶作用;石炭—二叠纪经历了多次海平面升降旋

回,形成碳酸盐岩与碎屑岩间互的岩相序列;中生

代持续隆升,广泛剥蚀;古近系—中新统地层超覆

于前新生代巴楚古凸起上。不同期次的构造活动,
控制着沉积格局、储盖组合发育和油气运聚调整,
喜马拉雅晚期断隆—斜坡的构造格局决定了油气

藏的调整定位。

2)碳酸盐岩是巴楚—麦盖提地区主要勘探领

域,包括石炭—二叠系碳酸盐岩储层、中下奥陶统

风化壳岩溶储层、上奥陶统台缘相带及寒武系盐下

白云岩储层等领域,这些不同类型的储层与封堵条

件配置形成多样的圈闭类型。

3)针对巴楚—麦盖提地区早期破坏、晚期强烈

变形定格的构造特征,提出“构造活动稳定区、长期

运移指向区、有效封闭带暠油气构造带评价思路,评
价了风险程度不同的3类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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