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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 4匕地区石炭纪沉积盆地分析

丘东洲

(地质矿产部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国内外百余年的油气资源普查勘探表明
,

沉积盆地分析是含油气盆地地质研究的核心
。

法 国地质学家 .A eP rr od on (1 ” 8 0 )在
“
石油地球动力学

”

一书电
.

开宗明 义地提出
` ·

没有盆地
.

便没 有石油
” `凡

s d e b o ss jn
,

P a s d e P e t r o 一e )
。

在此 以前一 位 美国地质 学家 L
.

G
.

W e e k s

( 19 7 5) 也认为
: “

盆地的分类是估计未发现油气资源量的基础
” 。

一个地质历史发展较长的现

今的沉积盆地
,

多数是由几个性质不同的原型沉积盆地叠合而成 (如我国的塔里木
、

四 川
、

鄂

尔多斯等盆地 )
,

要剖析一个较复杂的叠合沉积盆地
,

应从其不同的原型沉积盆地分析入手
。

我国著名石油地质与大地构造学家朱夏在 ,
`

论中国含油气盆地构造
” ( 19 8 6) 一书中指出

、 “
一

个大型盆地总是 包含着若干个由不同的地球动力学机制产生的不同结构部分
.

即 称原型

( rP ot ot y ep )
。

对较复杂的叠合沉积盆地的研究
,

首先要分析其各个不同演化阶段的原型
” 。

在

此强调了
“

原型
”

在沉积盆地分析中的意义
。

如何对一个沉积盆地不向演化阶段的原型进行分析呢? 不同的地质学者从不同的方面

提出了不同的方法
。

如 19 7 7 年美国波特 ( p
.

E
.

p o t t e r )
、

佩蒂庄 ( F
.

J
.

P e t t ij o h n ) 的
“

古水流与沉

积盆地分析
” ; 美国迪肯森 (w

.

R
.

io ck in s on
,

19 7 7) 的
“
板块构造与油气聚集

” ;
澳大利亚 尼比

尔 ( C
.

E
.

B
.

c o n y b e a r e ,

1 9 8 0 )的
“
沉积盆地岩石地层学分析

” ;
英国博特 ( M

.

H
.

p
.

OB t t
,

19 8 2 ) 的
“

大陆边缘和克拉通上沉积盆地
” ; 加拿大迈尔 ( A

.

D
.

M afl J
,

19 8嘴)的
“
沉积盆地分析原理

” , 美

国金斯顿 ( D
.

R
.

iK
n gs t on

,

19 8 4 )的
“

全球盆地分类和油气聚集
”

等
,

均阐述了沉积盆地的分析

原理及方法
。

本文据我国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盆地的地质实际
,

参考前国际沉积学会主席
.

英国著名

沉积学家里丁 ( H
.

G
.

R o djt
l g) 198 5 年来华讲学时所提出的沉积盆地分析方法和作者近年来

对我国中
、

新生代沉积盆地的研究
.

即从控制沉积盆地沉积作用的主要因素出发
.

对沉积盆

地进行原型分析的方法
.

对西北地 区石炭纪沉积盆地原型加以分析
。

试图为我国西北地区现

今沉积盆地的综合分析提供基础资料
,

并为西北地区石炭 系和与石炭 系有关 的油气资源普

查勘探提出参考意 见
。

一
、

西北地区石 炭系沉积特征

西北 地 区石 炭 系 分布 而积 约 j 00 丫 1少 k m Z 〔其 中 裸 露 区 ,12 丫 10 klI 矛
,

掩 盖 区 58 丫

10 吸nI ,
)

,

是我国石炭系发育较好的地区
。

层序上通常分为上
、

下两统
。

下统一般厚 ! 5 0 0一

180 0 m
,

最厚 8琦3相1
.

主要 岩类 为碎屑 岩 ( 相% 〕
、

岩浆岩 ( 25 环
,

主要 为火山岩 )
、

碳酸 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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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及枯土岩
。

平面上可分为北区
,

中区和南区
。

北区
:

艾 比湖一阿其克布都克一六驼山断裂 (简称艾一阿一六断裂 )以北地区
.

包括北孤

的阿 尔泰
、

北准噶尔
、

南准噶尔等沉积区
,

岩性主要为碎屑岩
、

火山岩及碳酸盐岩
,

动物以管

孔石燕等北型生物为主
;
植物为安格拉型

,

火山活动强烈
,

地层接触关系多为角度不整合
。

南区
:

汗腾格里峰南一库米什断裂 (简称汗一库断裂 )和疏勒河断裂以南
,

包括南孤
、

甘

杳等沉积区
,

岩性主要为碎屑岩
、

碳酸盐岩及燕发岩
,

动物以南型为主
,

植物主要 为华夏型
.

大部分地区无火山活动
,

地层接触以假整合和整合为主
。

中区
:

界于上述两区之间
,

包括天山
、

北山沉积区
,

岩性为碎屑岩
、

碳酸盐岩及火山岩
,

生

物为南
、

北混合型
,

火山活动强烈
。

(一 )早石炭世主要沉积区与沉积相 (图 1)

1
.

北疆北部沉积区于布尔布特一克拉美丽断裂 `简称布一克断裂 ) 以北地区
。

主要岩类

为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及碎屑岩
,

含北型腕足
、

头足
、

斧足等动物化石及安格拉型植物化石
.

火山岩见枕状构造
.

碎屑岩见粒序层理
、

变形层理及底痕等
。

主要沉积相为海岸相区
、

浅海陆

棚相区及海底火山相区
。

2
.

北疆南部沉积区于布一克断裂以南
,

艾一阿一六断裂以北地区
。

主要岩类为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碎屑岩
、

粘土岩及硅质岩
,

生物化石组合似北部区
.

以北型动
、

植物为主
。

火山岩

见枕状构造
.

碎屑岩与火山碎屑常构成复理石沉积
.

见鲍玛层序
、

底痕及滑塌构造
,

鲍玛层序

七部常 见具纹层的硅质岩薄层
。

主要沉积相为海岸相区
,

浅海陆橱相区及半深海一深海相

区
.

局部剥蚀区边缘见陆相系
。

3
.

天山一北山沉积区于①与②断裂及①与⑤断裂之间地区 (断裂名称见图 l )
。

主要岩

类 为碳酸盐岩
.

其次为枯土岩
、

火山碎屑岩和碎屑岩
.

动物化石有腕足
、

珊瑚
、

蜷科等
,

植物

化石较 少
,

动
、

植物组合均具南北型混生色彩
。

沉积构造既有流动
、

浪成成因
,

义有重力流成

囚
.

火山 岩见枕状构造及韵律性层理
。

主要沉积相为浅海陆棚相区
,

其次为海岸相区和海底

火山才日区
、

: 南疆沉积区于汗一库断裂以南
.

车尔臣断裂以西地区
。

主要岩类为碳酸盐岩
,

其次为

钻 仁岩
、

碎屑岩
,

少教为燕发岩
、

火山岩
。

生物化石丰富
,

有腕足
、

珊瑚
、

苔醉
、

腹足等
,

为典型

南型种属
.

沉积柑主要为海岸相区
、

浅海陆棚相区及台地相区
。

海岸相区主要分布于塔里木

盆地中部及西部
,

包括萨勃哈
、

潮坪
、

泻湖等相
,

浅海陆拥相区主要分布于南天山及西 昆仑地

IK

5
.

甘青沉积区于阿 尔金断裂以东
、

库塞湖北一秀沟断裂以北地区
。

主要岩类为碎屑岩和

碳酸盐岩
.

其次为粘上岩
、

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生物化石丰富
.

动物有珊瑚
、

腕足
、

苔醉
、

菊石

等
.

以南型为主
.

仪北部含 少量安格拉植物 分子
。

沉积相主要为海岸相区
.

台地相区及浅海陆

棚相区
.

西南 局部有半深海一深海相区
。

海岸相区类型丰富
,

有岸沼
、

岸盆
、

潮坪
、

岸滩及泻湖

等相

`二 )晚石炭世主要沉积区及沉积相 (图 2)

晚石炭世沉积与早石炭世沉积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

沉积 区主要分布于北疆
、

南疆
、

甘青

及天山一北山区等地
,

仍具北部沉积区较活动
,

南部沉积区较稳定
,

天山一北山沉积区为过

渡区的特点
。

与早世相比晚世沉积有以下几点差异
:

}
.

早石炭世沉积海相系的北疆北部沉积区
,

晚石炭世上升为陆
,

成为河流相和湖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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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2 :
南疆沉积区与早石炭世比较

,

虽陆岛分布变化不大
,

但海水加深
,

海岸相区缩小
,

台地

相区和浅海陆拥相区扩大
;

3
.

甘青沉积区的欧龙布鲁克北一带
,

晚石炭世出现断续的台地边缘相区
;

4
.

阿尔金陆向南扩大
,

西南沉积区裁相缩 ,j
、 ,

似浅海肺棚相沉积为主
。

二
、

西 北地区石炭纪古构造轮廓

(一 )西北地区石炭纪古断裂

早石炭世古断裂
,

如图 1 所示
,

主要有 8 条
。

据其性质
、

特点和作用
.

可分为两类 (王鸿

落燕粼
侧为半探海一深海相区

,

南
、

北两侧沉积相突变
。

古生物组合北侧为北型
,

南侧为混 合型
。

总

之
,

断裂南北两侧沉积
、

构造
、

古生物及 火山活动均有显著差异
。

又如汗
一

库断裂
,

是天山沉

积
、

古构造区与南妞沉积
、

古构造区的分界
,

断裂两侧沉积
、

构造
、

古生物及火山活动有着明

显的不简 (李春夏
,

了仑8幻
。

转换走滑断裂
:

推测有阿 尔金断裂 (⑦ )
、

车二塞断裂 (⑥ )等
。

这些断裂在沉积时和沉积后

有较大规模的平移
、

具压扭性力学性质
。

其中阿尔金断裂为岩石圈断裂
,

沿断裂有超基性岩

体分布
,

它在石炭纪以前就已形成
,

石炭纪活动显著
,

在石炭纪后又多次活动
.

并发生水平错

位
。

它对石炭纪的沉积
、

构造分区起着重要作用
。

晚石炭世古断裂发育基本上继承早世特征
,

二者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图 2 )
:

1
.

布
一

克断裂于晚石炭世中期由地壳俯冲带转为地壳叠接带
。

北侧北疆北部沉积区上升

为陆
,

与南侧北疆南部沉积区贴合成为一体
。

2
.

艾
一

阿
一

六断裂于晚石炭世早期活动达高峰
,

沿断裂基性
、

超基性岩浆侵入广泛发育
。

独山子南的巴音沟剖面见有自下而上由蛇纹石化超基性岩
、

层状辉长岩
、

枕状玄武岩
、

紫红

色放射虫硅质岩层序组成的典型蛇绿岩套 (陈哲夫
,

、9 8 5 )
。

3
.

阿尔金断裂
、

车一塞断裂
,

较早石炭世断块活动更为显著
,

而使塔里木与甘青沉积区
.

甘青沉积区与北山沉积区之间的分割性进一步加强 (宋立勋
,

1 9 8魂)
。

(二 )古构造分区

早石炭世的古构造分区
,

以古断裂为边界
,

结合沉积特征分为以下六区
:

1
.

北疆北部古构造区
:

具两隆两拗古构造格局
。

自北而南为
.

阿尔泰隆起
、

乌伦古拗陷
,

木斯套
一

北塔山隆起
、

苏格拉拗陷
,

隆
、

拗之间多以次一级断裂为界
。

如乌伦古拗陷北侧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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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相 古 地 理

尔齐斯断裂
,

南侧为白衣山断裂
。

区内以海岸和浅海陆拥相区沉积为主
,

火山岩多为中性安

山岩
。

2
.

北疆南部古构造区
:

具一隆两拗古构造格局
。

自北而南为玛拉斯湖
一

沙丘河拗陷
、

准噶

尔中部隆起
,

石河子
一

乌鲁木齐拗陷
。

布
一

克断裂和艾
一

阿
一

六断裂对区内拗陷的形成起决定性

作用
。

在两拗靠断裂一侧发育大量以复理石沉积为特征的半深海一深海相
,

厚度达 6 0 0 0 m

以上
。

区内火山活动多为基性玄武岩和中基性火山岩
。

3
.

天山
一

北山古构造区
:

本区沉积
、

古生物组合均具明显过渡带特点
,

构造上 则可视为北

部活动区与南部稳定区的结合部
,

从板块观点看具大陆边缘岛弧的性质 (李春显
,

! 9 86 )
。

区

内自北而南可分为三个次一级古构造单元
,

北带为北天山
一

马宗山隆起
,

中带为特克斯
一

新源

拗陷
,

南带为汗腾格里
一

巴仑台隆起
。

4
.

南疆古构造区
:

具两隆两扬两坡的古构造格局
。

自北而南为南天山拗陷
,

柯坪
一

轮台
-

克会克塔格隆起
,

塔北斜坡
.

塔里木中部隆起
,

塔西南斜坡
、

西昆仑北缘拗陷
,

慕士塔格
一

铁木

里克隆起
。

南天山拗陷和西昆仑北缘拗陷
,

在加里东期和早海西期破碎的基底 上
,

下拗较深

沉积厚达 4 00 m0 以上
。

塔里木中部隆起及其两侧斜坡为稳定的海岸相 区和台地相区
.

西部

为浅海陆棚相区
。

柯坪
一

轮台
一

克鲁克塔格隆起和慕士塔格隆起为一加里东期和早海西期的

继承性隆起
。

区内火山活动较弱
。

5
.

甘青古构造区
:

具四隆五拗的古构造格局
。

自北而南为龙首山拗陷
、

张掖
一

金川隆起
、

走廊南缘拗陷
、

大通 山
一

陇西修起
、

青海南山拗陷
、

柴达木隆起
、

祁漫塔格拗陷
、

布尔汉布达隆
起

、

木孜塔格拗陷
。

本区总体为一稳定下沉梅造背豪
,

隆
、

拗分布继承了晦加里东期和早海西

期古构造特征
。

其中青海南山和木孜塔格两拗陷沉降幅度大
,

发育火山岩具裂陷槽特点
。

6
.

阿尔金古构造区
:

具一隆两拗古构造格局
。

北部为红柳园拗陷
、 具裂陷槽性质

.

沉积厚

达 18 8 8m
,

发育大量中性
、

中基性火山岩
;
中部为阿尔金隆起

.

构造较稳定
;
南部为普鲁拗

陷
,

沉积浅海陆棚碎屑岩及碳酸盐岩
。

晚石炭世的古构造分区
,

基本上继承了早世的格局
,

所不同的是
:

( 1 )北疆北部古构造区和南部古构造区成为统一的北班古构造区
。

具四隆三拗一坡的格

局
。

自北而南为阿尔泰隆起
、

额尔齐斯河绷陷
、

福海隆起
、

玛拉斯河
一

沙丘河拗陷
,

准噶尔隆

起
、

石河子
一

乌鲁木齐斜坡
。

其中北部次一级断裂发育
,

火山喷发频繁
,

构造较活动
。

南部艾
-

阿
一

六断裂晚石炭世早期活动达高峰
,

其北侧吐鲁番一带沉积厚达 6 0 0 Om 的陆源碎屑与火

山碎屑组成的复理石沉积
,

晚期活动减弱
,

直至准噶尔板块与天山
一

塔里木板块贴合
。

( 2) 天山
一

北山古构造区晚石炭世早斯较享石炭世活动蟹为显著
,

见大量基性
、

超基性岩

浆侵入和喷发
,

岛弧特征明显
,

晚世晚期活动性减弱
。

(3 )阿尔金古构造区中部隆起局部下沉接受沉秘
,

北部红柳园裂焰槽性质更为显著
。

三
、

西北地区石 炭纪古海洋与古气候背景

(一 )古海洋

石炭世的古海洋
.

据沉积
、

构造
、

古生物
、

岩浆活动及古地磁资料
,

可能存在两个古大洋
。

1
.

古北方大洋
:

为乌拉尔
一

兴安岭大洋的中段
。

在区内以准噶尔陆为界可分为两支
.

北支

位于准噶尔陆以北
,

包括北准噶尔海域及阿尔泰海域
。

此支主要发育期为早石炭世
,

晚石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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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一

早中期因克拉美丽断裂向北俯冲洋面变窄
。

从下石炭统北准噶尔与阿 尔泰地区沉积类壁
、

古生物组合基本相似
,

判断当时洋面不是很宽
.

南支位于准噶尔陆以南
,

天山以北
,

主要发育

期为早石炭世至晚石炭世早中期
,

晚石炭世晚期消失于艾
一

阿
一

六断裂
。

据沉积相
,

沉积厚度

和古生物资料
.

早世至晚世早中期准噶尔地区南部见含放射虫硅质岩的半深海二探海 相复

理石沉积
.

厚度达 5 0 0 0 余米
; 动物为北型

,

与北美
、

西伯利亚可以对比
,

植物为安格拉型 , 而

天山地区以浅海陆棚相区为主
,

生物为南北混合型
. 加之古地磁资料 (白云虹等

.

19 8 5)
,

准嘴

尔东北缘早石炭世古纬度为北 刁5o
,

而天 山南缘早世古纬度 为 24
。 ,

两者古纬度差 2 1` ,

故可

推测 当时南支曾经是个宽阔的洋面
,

宽度约 一7 0 0 k m 左右 ( A
.

R o n o v e t a l
,

一9 5峨)
`

2
.

古特提斯大洋
:

为古特提斯大洋主体的东延部分
,

包括南疆海域
、

甘青海域等
。

此区和

地中海
、

四川
、

华南等地区一样
,

沉积类型均以台地和浅海碳酸盐岩为主
,

生物化石可以对

比
.

反映早石炭世至晚石炭世早期
,

它们曾经是一连通的古大洋
。

该大洋石炭纪以其暇水型

生物组合特征
,

既有别于北侧古北方大洋温水型生物
,

又有别于南侧古冈瓦纳大洋冷水型生

物组合 (李春显
,

19 8 6 . ^
.

R o n o v e t a r
,

一g a魂)
。

上述两古大洋的界线大致在艾
一

阿
一

六断裂一带
,

其北为海沟
,

其南为天山
一

马宗山岛链
.

(二 )古气候

西北地 区早石炭世古气候
,

据岩石矿物
、

生物 化石组合
,

南北两区有明显的差异
.

`

北部地区 (艾
一

阿
一

六断裂以北 )
,

碎屑岩较多
,

碳酸盐岩较少
.
植物化石为 月啊闷旧娜即汕如月 ,

入论卿毗
。

哪 等安格拉型
,

动物化石见管孔石燕
,

切马切夫贝等
,

化石组合与北美
、

西伯利亚

等地区可以对 比
,

推测当时古气候为亚寒带温湿背景
。

南部地区 (汗
一

库断裂
,

疏勒河断裂以南 )
,

岩石组合中碳酸盐岩较发育
,

并有燕发岩和少

量红层沉积
;
植物化石为 八。 印妙坛

娜侧扩 ha
,

乙. 声妙。 等华夏型
,

动物化石见珊瑚
,

蜷科等
,

化

石组合与地 中海
、

四川
、

华南等地区可比
.

推测当时古气候为亚热带干热背景
。

中部天山
一

北山地区
,

其岩石类型
、

古生物组合具南
、

北过渡和混生的特点
,

古气候界于

上述两 区之间
,

具温带古气候背景
。

西北地区晚石炭世古气候
,

与早世相 比较温度略低
、

湿度偏大
,

这与全球石炭纪古气候

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

晚石炭世古气候的南
、

北区差异不及早世明显
,

但也略有不同
。

其中北

区植物仍以安格拉型为主
,

动物以温水型为主
,

含部分冷水型
,

推测古气温较早世变低
。

南区

之 岩石类型中发育碳酸盐岩
,

见蒸发岩
,

并有煤层
;
植物为华夏型

.

动物为古特提斯型
,

推侧古

气候仍属亚热带干热背景
,

与早世相 比可能温度降低
,

但湿度增大 (李春显
,

1 9 86 )
。

四
、

西北地区石 炭纪沉积盆地类型探讨

(一 )控制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作用的主要因素

西北地 区石炭纪的沉积作用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控制 (丘东洲
,

] 9 8 6 , H
.

G
.

里丁
,

19 8 5 ) o
。

1
.

海平面的变化

海平面控制沉积作用的重要性
,

早在 ! 00 多年前就被 人们认识
。

海平面的变化直接影

0 H
.

G
·

1ll J
,

19 8 5 ,

((岩相占地尸l!研究与编图通 i于七矛(琳 ffJ )



岩 相 古 地 理

响着枣臼肚石炭纪海盆的沉权柑区和相的差异
。

.

如早石炭世晚期
,

晚石炭世早期
,

由于海平面

上升于海侵扩大
,

浅侮险栩柑区和台地相区广泛分布
。

而晚石炭世晚期
,

由于海平面下降
,

海

城绪小
,

海岸粗区广泛发育
。

、

海平面变化对海挑较低或近海阶盆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

当陆盆

受到海俊或海澳时
,

陆盆故水文系统
,

包括水动力
、

水介质盐度
、

水体深度都将随之变化
,

而

这些变化将影响着原来陆盆的沉积物和生物组合的变异 (丘东洲
,

19 85 )
、

、

据沉积盆地受海水影响的理度不同
,

可将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盆地分为海相
、

海陆过渡

相和非海相三类
。

2
.

气候因素
’ .

气候对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作用的影晌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l) 气候是控制风化

作用的重贾因素
。

如物理侧以乞主要发生于干操气候条件 谕化学风化主要发生于潮湿炎热气候

条件奋剥蚀区风化作用的性质
,

对沉积区沉积物的类型有重要影响
; `2 )气候是生物发育的重

要因素
。

它对陆地植物的生长关系尤为密切 ,不同的气候背景常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
,

安

格拉植物多生长于亚寒带
,

华夏植物多生长于亚热带
; ( 3) 气候对化学和生物沉积的形成具

重要意
.

义
,

如碳酸盐岩形成于温媛气候
,

燕发岩形成于干旱气候
。

气候变化还表现在对大气

层的温度
、

湿度
、

对流强度
、

对流方向
,

以 及对沉积盆地水动力
、

水介质等的影响
`而这些则直

接影响着沉积作用
。

纬度不同对沉积作用的影响
,

可理解为纬度对气候分带的作用
。

西北地区石炭纪南
、

北

区气候的差异 、纬度不同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

据气候对沉积作用影响的不同
,

可将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盆地分为亚寒带
、

温带
、

亚热

带三种气候类型
。 一 `

3
.

大地构造因素

大地构造是所有沉积作用的主要控制因素
。

因为没有上升
,

陆地就不会被剥蚀
,

也就没

有物质供给
。

而投有下陷
`
,

就不会有沉积空间 下也就没有沉积作用
。

大地构造对沉积作用的

影响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1) 控制盆地的形成
,

由于各种应力引起的构造运动往往会使

一些地区相对下沉
,

而另一些地区则上升
,

于是形成盆地
; ` 2) 控制沉积物的厚度 ; (3 )控制沉

积物的物质未如成分
、

结构租成熟度等
, (朴影响火山物质掺入

; (5 )影响古地理环境和气候
。

构造运动的剧烈期常与干热气候相关联
,

而构造宁静期多与温暖气候相关联
; ( 6) 影响沉积

物的后生作用 汀 7 )影响沉积物堆积的形态、如克拉通区和大洋沉积体常为宽带状
,

而大陆边

缘区多为楔状
; ( 8) 控材沉积 、饥积矿床的赋存等等

。

对西北石炭纪来说
,

构造运动机制对所

有盆地
,

包括海相
、

海陆过渡相和非海相盆地的形成
,

发展以及其中的沉积作用均起关键性

作用
。

据板块构造对沉积的控制作用和地球表面的大型地貌单元
.

可将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

盆地分为大洋 (洋壳 )
、

大陆边缘 (过渡壳 )和大陆 (陆壳 )三种大地构造类型
。

(二 )石矛摊己沉积盆地分类

据上述控制盆地沉积作用的三个主要因素
,

先将盆地进行单项因素分类
;后用三个主要

因素再对盆地进行综合分类
,

为盆地类型的划分奠定基础
。

一

1
、

按沉积盆地受海水影响程度不同
,

石炭纪沉积盆地可分为三类
:

以 )非海相沉积盆地 ( M
。
)

:

如晚石炭世阿尔泰地区
、

北准噶尔地区发育的一些陆相系和

大陆火山相沉积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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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海陆过渡相沉积盆地 ( M
:
)

:

如晚石炭世准噶尔沉积区的北部盆地
。

( 3) 海相沉积盆地 ( M
Z )

:

如石炭纪准噶尔南部盆地
、

塔里木盆地
、

甘青盆地
卜 、

天山盆地

等
。

其中准噶尔为浅海
,

半深海一深海相区海盆
,

塔里木为海岸
、

台地
、

浅海相海盆
,

天山为钱

海
、

海底火山相海盆
。

2
.

按沉积盆地气候背景的不同
,

石炭纪沉积盆地可分为三种
:

( l) 亚寒带气候沉积盆地 c(
,
)

:

如准噶尔南部和北部盆地
。 :

( 2) 温带气候沉积盆地 ( C Z
)

:

天山
、

北山沉积 区的一些盆地
。

( 3) 亚热带气候沉积盆地 ( C , ) :

南疆沉积区的盆地
,

甘青沉积区的盆地
。

一
.3 按 沉积盆地大地构造位置

,

基底性质 的不同
,

石 炭纪沉积盆地可分 为三种类型 (图

3 )
,

昆仑山 塔里木 天山
,

准噶 尔

少少 肠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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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西北地区石炭纪板块构造与沉积盆地类型示意图

①
一

洋壳沉积盆地 ;②
一

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③
一

陆壳沉积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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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y娜 如刘 n

( ” 洋壳沉积盆地 (T
,
)

:

即大洋沉积盆地
,

沉积作用在 以硅镁质成分为主的洋壳基础上

进行
。

洋壳盆地是板块构造的生长地带
,

通常为深海沉积区
。

如准噶尔盆地
,
据航磁资料 (宋

立勋
, 1 9 8 4 )

,

现盆地中央大拐一三台有一宽 4 0一80 k m
,

长 4 0 0 km 的强磁性体
,

推测是残余洋

壳的反映
。

地震资料得知
,

盆地硅铝质陆壳厚仅 1
`

0一 l
.

sk m
,

反映陆壳薄
,

洋壳埋藏浅
。

现盆

地南缘巴音沟石炭系复理石沉积中夹蛇绿岩套
,

可能是石炭纪洋盆的洋壳残片 (陈哲夫
,

19 8 5 )
。

( 2) 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T
Z

:) 沉积作用在过渡壳 (界于洋壳与陆壳两者的中间型壳 )基础

上进行
。

大陆边缘沉积盆地沉积环境多样
,

沉积物类型在不同环境中变化较大
,

沉积作用速

度也较快
,

且大部分均可能在地质历史中被保留下来
。

区内大陆边缘盆地可再分为两亚型
。

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T幻
:

位于不具活动带的大陆和大洋接壤带
,

这里洋壳和陆壳直

接接触
,

没有洋壳和陆壳 间的相对运 动
。

如早石炭世南疆沉积区的南天 山盆地 ( 王宜昌
,

1 9 8 1 )
,

早石
、

炭世甘青沉积区的祁漫塔格
、

西倾山盆地
。

活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T豹
:

位于具活动带的大陆和大洋接壤带
.

具强烈的火山活动
,

地形上两者以深海槽相隔
,

并发育洋壳俯冲带
。

如早石炭世一晚石炭世天山沉积区的新源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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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特克斯盆地
,

北山沉积区的将军台盆地
.

早石炭世北疆沉积区的乌伦古河盆地
。

(3 )陆充沉积盆地 (T
: )

:

即大陆沉积盆地
,

沉积作用在以硅铝质成分为主的陆壳基础上

进行
。

这种盆地有较厚的陆壳
,

沉积作用发生的位置较高
,

很少有半深海一深海相
。

本区石

炭纪防壳沉积盆地据其稳定性和动力学特征
,

可分为三种亚型
。

称定债壳沉积盆地 (叽 )
:

沉积作用在德定的克拉通基础上进行
。

如早石炭世一晚石炭世

塔里木沉积区的塔里木中部盆地
。

不称定陆壳沉积盆地 (竹 )
:

地质历史时期中已稳定过的陆壳基底再次活动而形成的新

的沉积盆地
,

如晚石炭世的阿尔金北部玉门关北盆地
,
晚石炭世甘青沉积区的中吾农盆地

。

崔挂造山带陆壳沉积盆地 ( T豹
:

如晚石炭世北准嘴尔北塔山盆地
、

富蕴盆地
。

4
.

石炭纪沉积盆地类型

若 以 M ( am血
e )代表海相性

,

M
。

为非海相
,

M
,

为海陆过渡相
,

M
:

为海相 ; 以 C ( e l im a et )

代表气候背景
,

c ,

为亚寒带气候
,

C :

为温带气候
,

C ,
为亚热带气候

; 以 T (t eC t on iCS )代表大地

构造性质
, T :

为洋壳盆地
,

T :

为大陆边缘盆地
, T 3

为陆壳盆地
,

那么盆地的类型则 为 M
、

C
、

T

三因索的函数
,

即 F = (j 卫
·

c
·

)T
。

从理论上分析
,

据三项因素可分出 27 种沉积盆地类型 (表 1 )
,

目前已知资料表明
,

西北

地区石炭纪挑积盆地主要有以下十余种类型
。

农 , 中日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盆地分类表

T的 k 1 C .I . 赶 k , 山 , Of th e C .
由阅如兔阅 . 价出毗川 . 浮 加目 m 加 N o rt h w es t C h】朋

准准准
C xxx C::: C 333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MMMMM
ooo M

...
M ,, M ooo M 111 M 222 M ooo M lll M ,,

TTTTT ---

国国困困困困国国困困困困国国网网困困困困困困困困国国
石石
国国国国困困同同网网困困国国国国困困因因网网

T ,,

如如如 c .
M汀一亚寒带海相洋壳沉积盆地地

cccccl 肠 T
:

一亚寒带海陆过渡相陆壳沉积盆地地

ccccc 洲汀
,
一亚热带海相大陆边缘沉积盆地地

( M
一

海相性
; c 一

气候背景
.
不大地构造性质 )

( ” 早石炭世盆地原型

北班南部沉积区
:

准噶尔陆南侧和北侧盆地为亚寒带海相洋壳盆地 c(
, ·

M
, ·

T
, ) ;

北获北部沉积区
:

乌伦古河盆地为亚寒带海相活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c , ·

M
, ·

T幻 :

天山沉积区
:

新源盆地
、

特克斯盆地为温带海相 (海底火山 )活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C ,

·

M
, ·

T姜) .

北山沉积区
:

将军台盆地
、

玉门关北盆地为温带海相 (海底火山 )活动大陆边缘沉积盆地

( C : ·

M
, ·

T羞) ;

南级沉积区
:

南天山盆地 为亚热带海相被动大陆边缘 沉积盆地 ( c , ·

M
, ·

T吞)
.

塔里木中

部盆地为亚热带海相稳定陆壳沉积盆地 ( C : ·

M
: ·

T 鑫)
,

塔西南盆地 为亚热带海相被 动大陆

边缘沉积盆地 ( C
: ·

M
: .

T 鑫) ;

甘 青沉积区
:

祁漫塔格 盆地
、

西倾 山盆地 为亚热带 海相被 动大 陆 边 缘 沉积 盆 地

( C : 一

M
: ·

T鑫)
。

( 2 )晚石炭世盆地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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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南部沉积区
:

南部盆地 仍为 C二 M
, ·

T ,

型盆地
,

北部盆地因克拉美丽断裂于晚石

炭世早中期由俯 冲带转为叠接带而成为碰撞造山带陆壳盆地 ( C
, ·

M
, ·

T璧)
。

北疆北 部沉积区
:

北塔山和富蕴盆地为亚寒带非海相碰撞造山带陆壳盆地 ( c t ·

M
。 ·

叫 )
。

天山沉积区
:

新源和特克斯盆地性质同早期为 c : ·

M
Z ·

T麦型
。

北山沉积区
:

玉门关盆地晚石炭世成为温带海相碰撞造山带陆壳盆地 ( c
, ·

M
: ·

T 麦)
、

将

军台盆地仍 为 C , ·

M
, ·

妈 型盆地
。

南疆沉积区
:

南天山
、

塔西南盆地仍为 C , ·

M
Z ·

T玉型
,

塔里木中部盆地仍为 c , ·

M
, ·

T当

型
。

甘青沉积区
:

祁漫塔格
、

西倾山盆地性质同早石炭世
、

中吾农山和中宁
、

中卫地 区为亚热

带海相不稳定陆壳沉积盆地 ( c : ·

M
Z ·

T芳)
。

将西北地 区石炭纪沉积盆地类型综合列表如下 (表 2 )
,

从表中可看出不同沉积区的不

同盆地
,

它们在石炭纪有着各自的海相性
、

气候
、

大地构造性质和演化规律
,

而这种性质和演

化规律则决定了它的油气及沉积
、

层控矿床赋存的地质条件
。

在 沉积盆地原型分析的基础

上
,

结合考虑其后期的构造变动
,

有机质成熟程度和成矿规律
,

则 可对该盆地的油气远景进

行初步评价和 以类 比法对该盆地的油气资源量加以估算 (朱夏
,

19 8 6 ;
丘东洲

,

1 9 5 6
、

r 9 8 7 )
。

经分析认为
.

西北地区石炭纪十余种原型盆地中以亚寒带 海陆过渡相洋壳盆地 c(
: ·

M
, ·

T ,
)
、

亚寒带海相洋壳盆地 c(
, ·

M
Z ·

T .
)

、

亚热带海相陆壳盆地 c(
, ·

M
: ·

T ,
)和亚热带海相大

陆边缘盆地 c(
: ·

M
Z ·

T , )等类型原型盆地对油气的形成最为有利 .
。

T 妞b l e

表 2 中国西北地区石炭纪沉积盆地类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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