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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盖提斜坡是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二级构造单元，经历多期构造变形作用，基底构造形迹或基底断裂带、多期构造运

动和应力场转换、区域滑脱层等因素控制了构造变形及其迭加。 从构造成因角度，其构造样式可划分为挤压构造、走滑（转换）构
造、盐相关构造和岩浆岩构造等 ４ 大类，每大类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多个亚类。 多期的构造运动在形成新构造的同时，改造前期的

构造，形成复杂多样的组合方式，剖面组合上划分为基底断层—膏盐岩增厚—背冲断层型、先存隆起—披覆背斜型、背冲断块潜

山—披覆背斜型、岩浆底辟—披覆背斜型、基底卷入型断裂—反向 ／ 同向背冲盖层滑脱叠置型、走滑断裂—浅层盖层滑脱型及叠

瓦状构造等 ７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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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造样式分析是含油气盆地构造研究中的基

础内容之一。 王燮培、刘和甫、吴根耀等［１－３］ 以及

哈丁和劳威尔等对构造样式分类的原则、方法和意

义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塔里木盆地经历了多旋

回盆地的迭加及多期次构造运动，多期次的构造变

形作用形成了多类型的构造样式［４－５］。 麦盖提斜

坡是塔里木盆地的一个二级构造单元，众多研究者

分析了可能的圈闭条件［６－１３］，指出麦盖提斜坡具有

有利的油气运聚和保存条件，但开展构造变形和圈

闭类型的研究较少。 本文根据最新的勘探资料，从
构造成因的角度对麦盖提斜坡进行构造样式分析，

以期为该区地震解释和圈闭类型分析提供依据。

１　 地质背景

麦盖提斜坡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部，是一个整

体向西南倾斜的二级构造单元。 其西北、东北分别以

断裂为界与柯坪断隆和巴楚隆起相邻，西南与西南

坳陷相接，东南部与塘古孜巴斯凹陷过渡（图 １）。
塔里木盆地是在前南华系基底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大型叠合盆地，其发展受古亚洲构造域和特提

斯构造域的制约，经历了 ３ 大伸展聚敛旋回，
６ 个阶段的构造演化，形成了Ｎｈ－Ｏ、Ｓ－Ｄ２－１、Ｄ３－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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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塔里木盆地麦盖提斜坡构造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ｇａｉｔｉ Ｓｌｏｐ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Ｐ ３－Ｔ、Ｊ－Ｅ 和 Ｎ ６ 个构造变形层［１４－１９］（图 ２）。 麦

盖提地区沉积构造演化受盆地多旋回演化的制约，
经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塔西南—和田古隆起北

倾斜坡、海西中晚期整体沉降、印支—燕山期整体

抬升以及喜马拉雅期随塔西南陆内前陆盆地的发

育调整成为向西南倾的构造斜坡的演化过程［９］。
与多期构造演化相关，麦盖提斜坡地层分布总体表

现为下古生界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加厚的楔状体，
石炭—二叠系调整为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沉积加厚

的楔状体，新生界则进一步发展为由北向南、由西

向东加厚的楔状体，地层序列如图 ２。 其中中寒武

统和古近系底部膏盐岩层是２套区域滑脱层。受

图 ２　 塔里木盆地麦盖提地区地质结构、地层界面构造运动期次
据文献［２０］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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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期区域应力场、火山活动、区域性塑性地层等

因素的影响，不同层系构造变形特征差异较大。

２　 构造变形样式

２．１　 构造变形样式

从构造成因角度［２１－２４］，可将麦盖提地区构造

样式分为挤压构造、走滑（转换）构造、盐相关构造

和岩浆岩构造等 ４ 大类，每大类还可进一步细分为

多个亚类（表 １，图 ３）。
２．１．１　 挤压构造

挤压构造由不同产状的逆冲断层及褶皱有规

律地组合而成。 根据前震旦系基底是否卷入构造

变形，则又可以分为基底卷入型和盖层滑脱型

２ 类。 进一步主要细分为冲断层、滑脱断层、逆冲

断裂带、背冲断块、断背斜、断层相关褶皱、冲起构造

与逆冲三角带（图 ３）。 冲起构造与背冲断块相似，
区别即为基底卷入与否。 如果两条逆冲断层背向

倾向组合则称为背冲构造，由于背冲逆断层位移使

公共上盘断块向上抬升，也称为冲起构造（图４） 。

表 １　 塔里木盆地麦盖提地区主要构造变形样式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ｇａｉｔｉ Ｓｌｏｐ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大类 亚类

挤压构造
　 冲断层，滑脱断层，逆冲断裂带及其相关的断块、背
冲断块、断背斜、断鼻、断层相关褶皱、冲起构造与逆
冲三角带

走滑构造 　 花状构造、半花状构造

盐构造 　 盐隆、盐滚及其与膏盐层相关的滑脱构造

岩浆岩
构造

　 岩浆岩底辟构造、岩浆岩塌陷构造及其相关的局部
构造

图 ３　 塔里木盆地麦盖提地区主要构造变形样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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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ｇａｉｔｉ Ｓｌｏｐ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图 ４　 塔里木盆地冲起构造变形样式（玉东 ４ 构造）
Ｆｉｇ．４　 Ｐｏｐ⁃ｕ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ｅｌｌ Ｙｕｄｏｎｇ４）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相反 ２ 条逆冲断层相向倾向，称之为对冲构造，对
冲断裂将其各自的上盘逆冲到公共下盘之上，使公

共下盘断块向下陷落，在其深层有一条近水平的逆

断层将其连接在一起，构成逆冲三角构造，如玉东

３ 构造带。
２．１．２　 走滑（转换）构造

走滑构造变形样式是作为转换构造形式而存

在，通常也称作“撕裂断层”，即由于转换构造两侧

逆冲断层的逆冲断距或是逆冲位移速率不一致，转
换构造两侧地层不协调的运动、位移导致［２５］。 这

种走滑转换构造在麦盖提斜坡东部—塘古孜巴斯

凹陷西段北东走向逆冲断裂带普遍可见。 这种

“撕裂断层”表现为一条主干断裂和数条分支断裂

组成的花状走滑构造样式（图 ５）。
２．１．３　 盐相关构造

盐相关构造样式与膏盐岩的塑性流动变形有

图 ５　 塔里木盆地走滑转换构造变形样式（玉东 ３）
Ｆｉｇ．５　 Ｓｔｒｉｋｅ－ｓｌｉｐ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ｅｌｌ Ｙｕｄｏｎｇ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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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是一类与油气关系密切的构造类型［４，２４］。 麦盖

提地区主要发育中下寒武统膏盐岩层和古近系膏

泥岩层 ２ 套塑性地层。 中下寒武统膏盐岩层系在

地震剖面上为强振幅连续反射特征，分布稳定。 盐

相关构造表现为断裂构造处明显加厚，膏盐岩发生

了较明显的塑性流动，在地震剖面上形成了透镜状

反射和比较杂乱的丘状反射特征，而构造带两侧则

显著减薄。
古近系膏泥岩层系只在局部构造发育，以皮山

北 １ 井最为明显，其余只发生轻微增厚变形，未出

现大规模滑脱变形。
总体而言，麦盖提斜坡膏盐岩变形不强烈，未出

现大规模的盐构造变形，大致可分为 ２ 类：一是呈丘

形增厚的盐枕，其上发育盐背斜构造，麦盖提中部中

下寒武统发育（图 ６ａ）；另一种是盐滚构造，主要由

残留盐体组成，在地震剖面上形似三角形，盐滚构造

主要发育于中下寒武统膏盐岩层系（图 ６ｂ）。 盐相

关构造分别在盐上和盐下形成相应的断块、背斜或

断背斜等构造，可形成相应的油气圈闭。
２．１．４　 岩浆岩构造

岩浆岩相关构造变形主要有 ２ 种典型构造样

式，岩浆岩底辟构造和岩浆岩塌陷构造，其中皮山

北 １岩浆底辟构造发育典型。 皮山北 １ 号构造是与

海西期岩浆活动有关的构造，岩浆向上穿透奥陶系、
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终止于前中生界顶面不整

合（Ｔ０
５），后期新生界覆盖其上。 岩浆岩体上部不同

程度地向四周地层侵入，总体表现为上大下小的蘑

菇状，形成岩浆岩底辟构造和岩浆岩塌陷构造。
２．２　 构造组合形式

从构造成因的角度，将麦盖提地区的构造样式

划分为以上 ４ 种基本类型，这些构造样式迭加、复
合、改造等形成了复杂的构造组合，剖面上组合方

式主要发育以下 ７ 种类型［４，２６－２８］（图 ７）。
２．２．１　 基底断层—膏盐岩增厚—背冲断层型

该类型是麦盖提东部最常见的组合形式，典型

构造样式发育在玛南断裂带。 地震解释表明，在中

下寒武统膏盐岩发生比较明显的塑性流动和聚集

增厚的地区，深层一般都发育一定规模的基底逆断

层，这也说明早期的基底先存断裂对膏盐岩的流动

过程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中下寒武统膏盐岩的

塑性流动和聚集增厚同时又控制了上覆地层的构

造变形过程，上覆逆冲断裂在膏盐岩顶部或内部发

生滑脱，上盘的反冲断裂造成断块体上隆，形成冲

起构造，再被更晚的石炭系地层覆盖形成披覆背

斜。 地层隆起幅度较大时，遭受剥蚀作用，则会形

成潜山＋披覆背斜型构造组合样式。
２．２．２　 先存隆起—披覆构造型

先存隆起—披覆构造是麦盖提东南部构造组

合样式之一。 麦盖提东南部为和田古隆起东翼，在
奥陶纪发育的古隆起上，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地

层披覆，构成了隆起—披覆背斜构造。
２．２．３　 背冲断块潜山—披覆背斜型

麦盖提斜坡发育北东走向断裂带，如玉东断裂

带、玛南断裂带、皮山北 ２ 南断裂带、玉北 ８ 断裂带

等发育背冲断块潜山—披覆潜山构造。 下古生界

地层受逆冲断裂及其反冲调节断裂控制，形成背冲

断块隆起出露，后期石炭系披覆沉积，形成潜山及

上覆披覆背斜。 此种类型构造组合样式是在早期

背冲断块顶部碳酸盐岩抬升形成残留高地，后期地

层覆盖其上形成披覆背斜。

图 ６　 塔里木盆地盐滚相关构造变形样式

Ｆｉｇ．６　 Ｓａｌ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６３３·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３８ 卷　 　



图 ７　 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主要构造变形样式组合特征

Ｆｉｇ．７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ｂｅｉ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２．２．４　 岩浆岩底辟—披覆背斜型

岩浆岩沿断裂或裂缝等通道上涌，在浅部地层

内冷却形成岩浆底辟，受其上涌产生的应力作用，
上覆地层可能发生褶皱，形成岩浆底辟—披覆背斜

型构造组合样式。 岩浆底辟顶部地层可能发生局

部伸展作用，发育规模较小的正断层，构成岩浆底

辟＋伴生断裂型组合样式，如皮山北 １ 井具有此类

构造样式。
２．２．５　 基底卷入型断裂—反 ／ 同向背冲盖层滑脱

叠置 ／ 并列型

基底卷入—盖层滑脱型构造按基底卷入构造

和盖层滑脱构造发育倾向和位置关系，可分为同向

上下叠置型和反向上下叠置型。 按照发育程度和

位置关系可分为上下叠置型和左右并置型，其区别

主要是依据基底卷入构造的发育程度。 这种不同

的组合关系可能会形成不同样式的圈闭类型。
２．２．６　 走滑断裂—浅层盖层滑脱型

走滑断裂主要是以走滑转换的形式存在于震

旦系—下寒武统地层，逆冲推覆断裂在中下寒武统

膏盐岩中滑脱，推覆距离大，并在上盘形成断层相

关褶皱。 二者上下叠置形成了走滑断裂—浅层盖

层滑脱型构造组合样式。
２．２．７　 叠瓦状构造

叠瓦状构造主要发育在麦盖提东部和塘古孜

巴斯凹陷西段。 平面上发育多排北西、北东走向构

造带，向东南逆冲，将上寒武统—中下奥陶统和上

奥陶统切割成一系列的冲断片，呈叠瓦状排列，向

上被下石炭统巴楚组底面削截。 断层上盘形成断

层传播褶皱［２９］。

３　 构造形成控制因素

３．１　 受多期构造运动和应力场转换的控制

结合区域构造背景，麦盖提地区存在 ７ 次主要

构造运动幕（图 ２），多次构造运动形成不同构造层

次的迭加、改造，导致复杂构造类型出现。 基底断

裂活动成为加里东期断裂活动的先存构造形迹和

变形基础，是后期断裂发育的触发条件之一。 加里

东中期（中期早幕 Ｔ８
７、中期Ⅰ幕 Ｔ４

７、中期Ⅲ幕 Ｔ０
７）

由于受阿尔金洋俯冲闭合产生的挤压应力作用，麦
盖提东部—塘古孜巴斯一带以 ＮＷＷ 向挤压应力

为主，形成了一系列沿 ＮＥＥ 向展布的断裂。 这些

断裂作为阿尔金造山带锋缘断裂的反冲断裂而存

在，大多在中下寒武统膏盐岩层中滑脱，并在海西

早期和海西晚期被改造。 海西早期构造活动表现

为盆地中央隆起带南部整体抬升，麦盖提东部地区

志留系—中下泥盆统地层遭受剥蚀，ＮＥＥ 向展布

的断裂带被改造。 海西晚期—燕山期，在盆地南北

造山运动的影响下，ＮＥ 向挤压逐渐增强，ＮＷ 向断

裂持续活动，并造成了中生界的缺失和上古生界的

剥蚀。 喜马拉雅期，周缘造山带向盆地内强烈逆冲

推覆，由此产生的挤压应力导致部分麦盖提地区断

裂复活，影响新生界构造变形。
３．２　 受先存基底构造形迹或基底断裂带控制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膏盐岩层滑脱构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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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断裂控制。 由于基底断裂的存在，使其成为应

力薄弱带，盖层滑脱断裂容易沿着基底断裂发育的

位置继续发育。 大量剖面解释分析表明，滑脱层膏

盐岩聚集与基底断裂发育关系密切，盐构造发育的

位置均有先存基底断裂（图 ４－６）。 基底断裂活动

程度越大，变形越复杂，盐构造发育程度越高。 二

是滑脱逆冲方向与基底断裂有关，表现为基底断裂

和盖层滑脱断裂主逆冲方向的一致性。
３．３　 断裂分层性受区域滑脱带控制

中寒武统阿瓦塔格组膏盐岩是塑性地层，寒武

系断裂向上多终止于阿瓦塔格组膏盐岩层中，部分

终止于中下寒武统内，奥陶系断裂向下也多终止于

这套膏盐岩层系，表明膏盐岩控制了这 ２ 套地层内

的断裂延伸范围。
３．４　 受火山活动的控制

早二叠世晚期，古特提斯洋向北俯冲，形成塔

里木陆块南缘岩浆弧［３０］，板块内形成弧后克拉通

内裂谷，以裂谷中心的基性岩侵入和喷发为特征，
形成寒武系、奥陶系、石炭—二叠系的侵入岩和二

叠系上部的火山岩，可以形成岩浆岩底辟构造，以
及岩浆岩坍塌，在岩浆岩主体顶部形成小型的断

陷，形成塌陷构造。

４　 结论

塔里木多旋回盆地演化历史制约了麦盖提斜

坡多期复杂的构造变形，形成复杂多样的构造变形

样式；从构造成因角度可划分为挤压构造、走滑

（转换）构造、盐相关构造和岩浆岩构造 ４ 大类。
多期构造的迭加、改造形成复杂的构造组合，依据

剖面组合形式可进一步划分为基底断层—膏盐岩

增厚—背冲断层型、先存隆起—披覆背斜型、背冲

断块潜山—披覆背斜型、岩浆底辟—披覆背斜型、
基底卷入型断裂—反向 ／同向背冲盖层滑脱叠置

型、走滑断裂—浅层盖层滑脱型、叠瓦状构造等

７ 种类型。 这些构造变形作用受先存基底构造形

迹或基地断裂带、应力场转换以及区域滑脱带等因

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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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１（ ２）：
１５７－１６１．

［７］ 　 陈强路，周凌方，张根法，等．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油

气勘探领域评价［Ｊ］．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０９，３１（４）：３４３－３４９．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ｇｌｕ，Ｚｈｏｕ Ｌｉ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Ｇｅｎｆａ，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Ｍａｉｇａｉｔｉ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３１（４）：３４３－３４９．

［８］ 　 吕海涛，张仲培，邵志兵，等．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

早古生代古隆起的演化及其勘探意义［ 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

质，２０１０，３１（１）：７６－８３．
　 　 　 Ｌü Ｈａｉｔａｏ，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ｐｅｉ，Ｓｈａｏ Ｚｈｉ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ｐａｌａｅｏｕｐ⁃
ｌｉｆｔ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 Ｍａｉｇａｉｔｉ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１（１）：７６－８３．

［９］ 　 张仲培，刘士林，杨子玉，等．塔里木盆地麦盖提斜坡构造演化及

油气地质意义［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１，３２（６）：９０９－９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ｐｅｉ，Ｌｉｕ Ｓｈｉｌｉｎ，Ｙａｎｇ Ｚｉｙｕ，ｅｔ 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ｇａｉｔｉ Ｓｌｏｐ，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２（６）：９０９－９１９．

［１０］ 　 云金表，周波，王书荣．塔里木盆地玉北 １ 井背斜带变形特征

与形成机制［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３，３４（２）：２１５－２１９．
　 　 　 Ｙｕｎ Ｊｉｎｂｉａｏ，Ｚｈｏｕ Ｂｏ，Ｗａｎｇ Ｓｈｕｒｏｎｇ．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Ｙｕｂｅｉ １ 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 ｂｅ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４（２）：２１５－２１９．

［１１］ 　 杜永明，余腾孝，郝建龙，等．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断裂特征

及控制作用［Ｊ］ ．断块油气田，２０１３，２０（２）：１７０－１７４．
　 　 　 Ｄｕ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Ｙｕ Ｔｅｎｇｘｉａｏ，Ｈａｏ Ｊｉａｎ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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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 Ｏｉｌ ＆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７０－１７４．

［１２］ 　 吴礼明，丁文龙，赵松，等．塔里木盆地巴楚—麦盖提地区古

构造研究［Ｊ］ ．断块油气田，２０１２，１９（１）：６－１１．
　 　 　 Ｗｕ Ｌｉｍｉｎｇ，Ｄｉｎｇ Ｗｅｎｌｏｎｇ，Ｚｈａｏ Ｓｏｎｇ，ｅｔ ａｌ．Ｐａｌａ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Ｍａｒｋｉｔ Ａｒｅａ，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２，１９（１）：６－１１．

［１３］ 　 曹自成，杜永明，岳勇．巴楚隆起色力布亚断裂活动及其控

油作用［Ｊ］ ．断块油气田，２００９，１６（３）：５－７．
　 　 　 Ｃａｏ Ｚｉｃｈｅｎｇ，Ｄｕ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Ｙｕｅ Ｙｏｎｇ．Ｓｅｌｉｂｕｙａ ｆａｕｌ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Ｊ］．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９，１６（３）：５－７．

［１４］ 　 何登发，贾承造，李德生，等．塔里木多旋回叠合盆地的形成

与演化［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５，２６（１）：６４－７７．
　 　 　 Ｈｅ Ｄｅｎｇｆａ，Ｊｉａ Ｃｈｅｎｇｚａｏ，Ｌｉ Ｄｅ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６（１）：６４－７７．

［１５］ 　 张光亚，赵文智，王红军，等．塔里木盆地多旋回构造演化与复合

含油气系统［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７，２８（５）：６５３－６６３．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ａ，Ｚｈａｏ Ｗｅｎｚｈｉ，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ｊｕｎ，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ｙｃｌ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８（５）：６５３－６６３．

［１６］ 　 何登发，周新源，张朝军，等．塔里木多旋回叠合盆地地质结

构特征［Ｊ］ ．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０６，１１（１）：３１－４１．
　 　 　 Ｈｅ Ｄｅｎｇｆａ，Ｚｈｏｕ Ｘｉｎ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ｊｕｎ，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ｙｃｌｅ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１（１）：３１－４１．

［１７］ 　 林畅松，李思田，刘景彦，等．塔里木盆地古生代重要演化阶

段的古构造格局与古地理演化［Ｊ］ ．岩石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１）：
２１０－２１８．

　 　 　 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ｏｎｇ，Ｌｉ Ｓｉｔｉａｎ，Ｌｉｕ Ｊｉｎｇｙａｎ，ｅｔ 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
ｌｅｏｚｏｉｃ ｍａｊｏ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１０－２１８．

［１８］ 　 黄玉平，姜正龙，李景瑞，等．塔里木盆地新构造运动时期构

造应力方向［Ｊ］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１３，２０（３）：５－９．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Ｌｉ Ｊｉｎｇｒｕｉ，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Ｊ］．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１３，２０（３）：５－９．

［１９］ 　 杨勇，汤良杰，蒋华山，等．塔里木盆地巴楚隆起断裂分期差

异活动特征及其变形机理［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４，３６（３）：
２７５－２８４．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Ｔ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ｊｉ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ｓｈａｎ，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ａｃｈｕ Ｕｐｌｉｆｔ，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６（３）：２７５－２８４．

［２０］ 　 黄太柱．塔里木盆地玉北地区断裂系统解析［ Ｊ］ ．石油与天

然气地质，２０１４，３５（１）：９８－１０６．
　 　 　 Ｈｕａｎｇ Ｔａｉｚｈ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Ｙｕ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５（１）：９８－１０６．
［２１］ 　 汤良杰．塔里木盆地构造演化与构造样式［ Ｊ］ ．地球科学，

１９９４，１９（６）：７４２－７５４．
　 　 　 Ｔ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ｊｉ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４，１９（６）：７４２－７５４．
［２２］ 　 胡明，沈昭国．四川盆地东北部构造式样分析及天然气勘探

方向［Ｊ］ ．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０５，１６（６）：７０６－７０９．
　 　 　 Ｈｕ Ｍ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Ｚｈａｏｇｕ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ｙ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１６（６）：７０６－７０９．

［２３］ 　 何登发，柳少波，李洪辉，等．塔里木盆地大油田的勘探方

向：以麦盖提斜坡构造为例［Ｊ］ ．勘探家，１９９９，４（２）：５７－６４．
　 　 　 Ｈｅ Ｄｅｎｇｆａ，Ｌｉｕ Ｓｈａｏｂｏ，Ｌｉ Ｈｏｎｇｈｕｉ，ｅｔ 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ｇ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ｉｓｔ，１９９９，４（２）：５７－６４．

［２４］ 　 能源，漆家福，谢会文，等．塔里木盆地库车坳陷北部边缘构

造特征［Ｊ］ ．地质通报，２０１２，３１（９）：１５１０－１５１９．
　 　 　 Ｎｅｎｇ Ｙｕａｎ，Ｑｉ Ｊｉａｆｕ，Ｘｉｅ Ｈｕｉｗｅｎ，ｅｔ 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Ｋｕｑ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Ｊ］ ．Ｇｅｏｌｏ⁃
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３１（９）：１５１０－１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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