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１１２（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２９－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８１ ／ ｓｙｓｙｄｚ２０１４０４４２９

新疆博格达推覆构造及其与油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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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格达山位于新疆北部，南、北两侧分别为吐哈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夹持。 博格达推覆构造是指博格达山的西段，由于与油气等

矿产关系密切，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关于其组成与结构、成因机制和演化历史等尚不十分清楚。 通过地表地质、勘探地震和大地

电磁测深等资料的综合研究，指出博格达推覆构造由近东西向展布的柴窝堡盆地和博格达冲断隆起组成，前锋为阜康断裂，东、西两

侧由近北东向延伸的乌鲁木齐—米泉断裂和达坂城—老奇台断裂 ２ 条调节断裂围限，底部主滑脱面位于中地壳，推覆体根部位于中

天山北缘断裂。 推覆构造从南向北由多条分支逆冲断裂分隔为变形特点各异的次级构造单元，构造样式自南向北由基底卷入型过

渡到盖层滑脱型。 博格达推覆构造的形成受控于准噶尔盆地向南的深俯冲作用，在侏罗纪末期至白垩纪早期已具雏形，白垩纪至古

近纪又发生了向北的大规模逆冲推覆，新近纪以来再次向北强烈推覆并导致博格达山急剧隆升，最终形成现今构造面貌。 阜康凹陷

位于推覆构造前缘，构造稳定，油气保存条件优于推覆构造内的柴窝堡盆地，是寻找大中型油气藏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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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格达山位于新疆北部，南北分别为吐哈盆地

和准噶尔盆地夹持，平面上呈东西方向延伸，长约

４００ ｋｍ；东、西两端较宽（９０ ～ １００ ｋｍ），中间较窄

（３０～６０ ｋｍ）；西界在乌鲁木齐一带，东界位于巴里

坤县西侧。 以奇台为界，博格达山在走向上分为东

西两段，西段位于奇台至乌鲁木齐之间，俗称博格

达推覆构造［１］（图 １）。 由于博格达山蕴藏着丰富

的深部构造和盆山耦合机制等信息，并与油气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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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新疆博格达山及邻区地质构造简图

１．逆断层；２．正断层；３．性质不明断层；４．中元古界；５．下石炭统；６．中石炭统；７．上石炭统；８．下二叠统；９．中二叠统；１０．上二叠统；
１１．三叠系；１２．侏罗系—白垩系；１３．第三系；１４．第四系；１５．辉长岩；１６．辉长辉绿岩；１７．辉长闪长岩；１８．花岗岩；１９．海西期花岗岩

断裂名称：①柴南缘，②红雁池—柳树沟，③博南，④喀依纳木山，⑤三工河，⑥妖魔山，⑦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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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北天山—准噶尔盆地构造剖面

图例同图 １，剖面位置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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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密切，长期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

视，并进行了大量研究［１－８］，研究内容偏重于博格

达山成因的动力学机制探讨和博格达山北缘构造

几何学分析等方面。 本文通过对博格达山西段及

邻区地表地质、勘探地震和大地电磁测深等资料的

综合分析，探讨了博格达推覆构造的组成与结构、
形成演化及其与油气的关系。

１　 推覆构造基本特征

１．１　 组成与结构

关于博格达推覆构造的范围，以往主要是指出

露有石炭系露头的、地理意义上的博格达山及其北

缘褶皱冲断带地区。 通过对大量勘探地震资料和地

表地质资料的综合研究，根据构造几何学特征分析，
认为博格达推覆构造是由柴窝堡盆地、博格达冲断

隆起和博格达北缘褶皱冲断带组成的一个自南向北

逆冲的大型逆冲推覆构造，其根部位于北天山南缘

断裂，前锋为阜康断裂，阜康凹陷属于推覆构造前缘

的山前坳陷，它们之间均以断裂分隔（图 ２）。
柴窝堡盆地总体上是一个南翼陡、北翼缓的复

向斜构造，呈东西向展布。 复向斜南翼发育多条南

倾北冲、近东西走向的逆冲断裂，剖面上构成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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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断组合，卷入地层为中—上石炭统至新近系。 地

表可见到石炭系由南向北依次叠瓦逆冲于二叠系、
三叠系和侏罗系之上，上盘的石炭系变形强烈，发
育紧闭、斜歪或倒转褶皱。 根据地震资料解释，复
向斜南翼向北的推覆距离达到 ８ ～ １４ ｋｍ。 复向斜

北翼以向南逆冲的叠瓦冲断组合为主，可见到上石

炭统奥尔吐组（Ｃ３ｏ）及下二叠统向南掩覆在侏罗

系—白垩系之上，断面平缓，反映出是以奥尔吐组

作为滑脱层自北向南逆冲之结果。 复向斜核部变

形地层为二叠系至古近系，厚数千米，变形较弱，以
发育断层相关背斜褶皱为主。

博格达冲断隆起夹持于三工河断裂与博南断

裂之间，主体是一个核部由中石炭统柳树沟组组

成、两翼发育少量二叠系的南翼缓、北翼陡的不对

称复式背斜构造。 复背斜核部位于博格达山主峰

一带，平面上呈弧形向北凸出，组成地层主要为中

石炭统柳树沟组和石炭系中酸性侵入岩，产状较为

宽缓，近水平或有小角度倾斜。 复背斜北翼位于博

格达主峰北侧，平面上呈北西西向展布，仅在西端

转变为北东向，向北呈弧形突出，剖面上复背斜北

翼地层倾角较陡，多为 ５０° ～６０°。 地表可见到沿三

工河断裂发育数百米宽的挤压破碎带，上盘石炭系

逆冲于下盘二叠系之上，断裂附近的下盘地层几乎

已全部倒转。 三工河断裂向北的推覆距离可达数

千米［２］。 复背斜南翼位于博格达山南坡，夹持于

博南断裂与喀依纳木山断裂之间，平面上呈近东西

向延伸。 组成地层为石炭系和二叠系，地层倾角较

缓，一般为 ２０° ～４５°。
北部褶皱冲断带属于博格达冲断隆起与准噶

尔盆地之间的前陆褶皱冲断带，夹持于三工河断裂

和阜康断裂之间，其间由区域性展布的妖魔山断裂

分隔，划分为南、北 ２ 个逆冲岩席（图 ３）。 南部逆

冲岩席主要由下二叠统组成，岩层向北陡倾并常见

倒转现象，主要表现为下二叠统向北逆冲于三叠

系—侏罗系之上；北部逆冲岩席主要由二叠系至侏

罗系组成，从南向北依次发育锅底坑向斜带、大黄

山—大龙口背斜带和黄山街向斜带；向斜南翼地层

陡倾或倒转，北翼缓倾且变形微弱；但背斜核部变

形极其复杂，褶皱变形强烈，常见地层重复和倒转

现象，如在三台大龙口沟可见到浅层发育逆冲滑脱

向斜，其下为双重构造，沿分支逆断层发育滑脱背

斜和倒转背斜等，反映了该区背斜核部芦草沟组和

红雁池组作为构造滑脱层已发生了强烈的地层增

厚，并控制了妖魔山断裂和阜康断裂之间浅部层位

的构造变形［９］。
１．２　 边界调节断裂

博格达推覆构造作为一个相对运动的块体，其
整体向北北东方向的位移由其东、西两侧边界调节

断裂即达坂城—老奇台断裂和乌鲁木齐—米泉断

裂的调节来实现。
乌鲁木齐—米泉断裂［１０－１１］ 是一条呈北东向展

布的基底断裂，构成博格达推覆构造的西部边界，
在深层基底是一条左行压扭走滑断裂，浅层表现为

以左行压扭走滑变形组合为主的大型复杂构造变

形带，平面上切割并错开北西向和近东西向断裂。
布伽重力异常图上表现为明显的重力梯度带，重力

基底深度图上断裂两侧重力基底深度差异大；磁力

异常图上表现为高、低磁异常的分界和异常轴的错

断及异常轴方向的改变（图 ４）。 在地表浅部，断裂

两侧变形构造组合和沿断裂发育的区域性雁列褶

皱群均指示具有左行走滑扭动特征。 受断裂控制，
断裂两侧的中新生界厚度和现代地震活动强度等都

有明显差异。 勘探地震资料表明，沿断裂带发育一些

局部深断陷，如永丰断陷，其面积为 １ ６００ ｋｍ２，断陷

深度大于 １０ ０００ ｍ。
达坂城—老奇台断裂构成博格达推覆构造的东

图 ３　 新疆博格达山北缘南北向构造剖面
图例同图 １，剖面位置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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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新疆博格达推覆构造及邻区航磁异常图

①乌鲁木齐—米泉断裂；②达坂城—老奇台断裂

Ｆｉｇ．４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ΔＴ） ｉｎ Ｂｏｇｄａ ｎａｐ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侧边界，平面上沿喀拉乌成山呈北东东向展布，向准

噶尔盆地延伸，走向转为北东向。 在航磁（ΔＴ）异常

图上（图 ４），断裂以西的博格达山链为正磁场背景，
并与其北侧盆地区的负异常成对出现，磁异常走向

为北西西向；断裂以东的博格达山体为负低磁异常

场，正磁性体明显南移，造成断裂两侧的正磁异常

与负磁异常相对置，且磁异常场的总体线性特征已

不明显。 磁异常反映了浅部和深部（２０～３０ ｋｍ）磁
性地质体的分布、变化和空间形态，这种磁异常结

构及正负异常分布关系的明显改变可能是断裂存

在的反映。 类似的地球物理场变化在布伽重力异

常图上也有清楚显示。 此外，主体构造线呈北东东

向展布的喀拉乌成山可能是该断裂走滑挤压在地

表浅层的表现，尽管该区在东西向剖面上显现出褶

皱冲断带特点，地表可见泥盆—石炭系向南东逆冲

于中新生界之上，但其组合具有典型的压扭构造特

征。 该断裂主要形成于印支—燕山期。

２　 推覆构造成因与演化

２．１　 成因机制探讨

关于博格达山的成因，长期以来存在争议。 博

格达山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表现为重力高，低值区

位于其南侧的柴窝堡盆地。 针对这一地质事实，不
同学者在解释博格达山成因机制方面出现了较大分

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博格达山存不存在山根，
即博格达山是原地隆起成山还是推覆成山？ 一种观

点认为，布格重力正异常反映了博格达自石炭纪地

壳拉张到一定程度后，成为夭亡的裂谷，由于没有经

过强烈的推挤和增厚，至今仍大致保持当初拉张阶

段的地壳结构形态［１２］；重力高无明显山根是裂谷型

地槽褶皱山的特点，山间盆地表现为重力低值属于

正常现象［２］。 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重力均衡学说，
山根应表现为重力低，重力高说明博格达山体可能

不存在山根，柴窝堡盆地重力低值区是真正的博格

达山根之所在，现在的博格达山的位置正好向北移

动了 ３０ ｋｍ，爬在地幔的斜坡上，因此，博格达山是

从柴窝堡盆地往北推覆到现今的位置［１３］。
近年来的地震层析成像研究揭示，博格达山体

在硅铝壳与硅镁壳之间存在低速层，其波速仅为

５．０７～５．８６ ｋｍ ／ ｓ，低于正常沉积岩层的速度［１４］；博
格达山及邻区上地壳构造走向与天山和准噶尔盆

地构成的盆山格局同为东西向展布，中地壳及其以

下圈层则转变为南北向［１５－１６］，类似于秦岭造山带

的“立交桥”结构［１７］，因此，中地壳应是发生深浅构

造变形几何学和运动学转换的关键圈层。
根据前面对博格达推覆构造的论述并结合最

新资料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博格达山应属于推覆构

造成因，但其范围不仅包括现今地貌意义上的博格

达山，而且应包括其南侧的柴窝堡盆地，二者共同

构成了自南向北逆冲的推覆构造，其底部主滑脱面

位于中地壳，根部可能位于中天山北缘断裂，东、西
两侧则分别由达坂城—老奇台和乌鲁木齐—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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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新疆博格达推覆构造成因机制立体示意

断裂名称：①柴南缘，②博南，③三工河，④妖魔山，
⑤阜康，⑥乌鲁木齐—米泉，⑦达坂城—老奇台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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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条调节断裂围限，其形成是由于准噶尔地块向南

俯冲作用的结果（图 ５）。
２．２　 演化阶段

尽管博格达山地区在晚海西期和印支期经历

了多次强度不等的构造运动，如晚石炭世末期、中
二叠世末期和三叠纪末期等的构造运动，但始终未

能改变博格达山地区是沉积坳陷区或其一部分的

基本面貌，也没有造成博格达山地区较强烈的构造

隆升和构造变形。 对博格达山及邻区中新生界大

量古流向的测量表明［１８－２０］，博格达山第一次大规

模强烈构造隆升发生于侏罗纪晚期至白垩纪早期，
之后才成为隆起区并为其周围沉积坳陷提供物源。
概括博格达推覆构造的演化特征，主要经历了 ３ 个

时期。
２．２．１　 雏形期

侏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使新疆北部出现了明

显的山隆、盆降构造格局，受控于准噶尔盆地向南

的俯冲。 在乌鲁木齐—米泉和达坂城—老奇台 ２
条断裂的调节下，柴窝堡盆地连同博格达山发生了

自南向北较大规模的逆冲推覆，形成大量断裂和褶

皱，地层遭受强烈变形和剥蚀，博格达推覆构造出

现雏形。 勘探地震资料揭示（图 ６），阜康凹陷此时

亦已形成，阜康断裂下盘的侏罗系向北急剧翘起并

遭受剥蚀，西泉鼻隆（北三台凸起）构成前缘隆起。
２．２．２　 发展期

在柴窝堡盆地和阜康凹陷，均可见到白垩系向

博格达山方向超覆沉积于下伏不同时代地层之上，
白垩系之上又为古近系不整合超覆，反映博格达山

在白垩纪至古近纪一直处于造山隆升状态，说明在

白垩纪末期和古近纪末期至少发生过 ２ 次较强烈的

逆冲推覆构造变形。尤其在三台大龙口沟可见到产

图 ６　 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南北向地震解释剖面

剖面位置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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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近于水平的古近系紫泥泉子组和安集海河组角

度不整合于地层陡立、倾角为 ５０° ～７０°的中二叠统

井井子沟组之上，表明博格达推覆构造在白垩纪末

期至古近纪之前曾发生过向北的强烈逆冲推覆构

造变形，古近纪末期又发生了一次推覆构造活动。
２．２．３　 定型期

新近纪以来，受印度板块向北俯冲的远程效应

影响，博格达推覆构造再次大幅度向北逆冲，博格

达山强烈隆升，其前锋的阜康凹陷再次发生挠曲沉

降，接受厚度较大的沉积地层，而柴窝堡盆地此时

仍然以构造隆升为特征。 该期构造变形主要局限

于阜康断裂以南地区，表现为大规模的地壳缩短和

博格达推覆构造的最终定型，而阜康凹陷地区的地

层则变形微弱。

３　 推覆构造与油气的关系

博格达推覆构造以发育一系列逆冲断裂和山

体强烈隆升为特点，山体内为厚皮逆冲推覆构造，
前陆区为薄皮逆冲推覆构造。 这种逆冲造山作用，
对柴窝堡盆地和准噶尔盆地阜康凹陷的沉积层序

及构造变形有重大影响，并对其含油气性具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
柴窝堡盆地在侏罗纪前属于准噶尔盆地的一

部分，但侏罗纪之后，由于博格达推覆构造多次向

北强烈推覆，二叠纪至侏罗纪的准噶尔大型原型盆

地遭到强烈改造并分异出柴窝堡盆地，表现出残留

盆地的构造特征；白垩纪以来，柴窝堡盆地一直处

于构造隆升状态，并具有“背驮型”盆地的性质。
因此，柴窝堡盆地实际上是由二叠纪—侏罗纪的残

留盆地与白垩纪—第四纪背驮盆地复合叠合而成，
具有构造活动性强、后期改造强烈、地层剥蚀严重

和油气保存条件较差等特点。 盆地内局部构造圈

闭虽较发育但规模均较小，缺乏大型完整的背斜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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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圈闭；烃源岩为中二叠统芦草沟组和红雁池组页

岩，油气成藏期主要在侏罗纪，虽然与圈闭形成期

基本同步，但伴随着侏罗纪以来的长期构造隆升，
对已形成的油气藏具有明显的调整、改造或破坏作

用，不利于原生油气藏的保存。 因此，柴窝堡盆地

可能已不具备形成大型油气藏的地质条件。
博格达推覆构造北部滑脱褶皱冲断带阜康断

裂上盘地层变形强烈，断裂发育，区域盖层遭剥蚀

强烈，油气保存条件差，因此，尽管该区地表存在大

量油气显示，但已不具备油气勘探潜力。 而阜康断

裂下盘及前缘凹陷地区则地层保存相对较全，地层

变形微弱，发育上二叠统—三叠系的隐伏背斜构

造，油源丰富，保存条件好，是寻找大中型油气藏的

有利地区。

４　 结语

（１）新疆博格达山演化历史复杂，并与油气关

系密切，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 对博格达推覆构造

边界及其基本组成单元的重新厘定，较好地解释了

博格达推覆构造的成因，这一认识对研究该区乃至

整个新疆地区中新生代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具有重

要的启示作用。
（２）提出的柴窝堡盆地与博格达山同属于博

格达推覆构造的认识，密切了柴窝堡盆地与博格达

山的成因联系，有助于对博格达山南北两侧盆地的

油气远景进行全面深入评价。
（３）受推覆构造控制，博格达北缘阜康断裂下

盘及前缘地区的油气成藏条件优于柴窝堡盆地，是
寻找大中型油气藏的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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