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卷 第 3期

2008年 9月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SedimentaryGeologyandTethyanGeology　　　

Vol.28 No.3
Sept.2008

文章编号:1009-3850( 2008) 03-0025-05

准噶尔盆地南缘阿什里地区地质构造基本特征

严叔澜, 陈绵琨, 朱振道, 刘　颉

(江汉油田 勘探开发研究院, 湖北 潜江　433124)

收稿日期:2007-07-06;改回日期:2007-08-01
作者简介:严叔澜 ( 1951— ), 男,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油气勘探与地质评价。 Tel:( 0728) 6503742, 13972617507;E-mail:

yanshulan222@sina.com

摘要:准噶尔盆地南缘阿什里地区紧邻北天山造山带前缘, 受北天山造山系逆冲构造作用的影响, 区内构造变形十

分强烈。野外地质调查和地震勘探证实,该区逆掩推覆构造现象普遍, 阿什里地区头屯河构造西侧较大范围的石炭

系露头为逆冲推覆 、遭受剥蚀后残留的外来岩块。结合前人对准南地区侏罗纪沉积演化 、盆地格局和三叠系 、侏罗

系沉积特征和沉积相分析研究成果,笔者建议对准南地区盆地边界南扩, 以侏罗系分布范围划定盆地南界。除前人

普遍认识到北天山前缘存在三排背斜构造带之外, 证实紧靠北天山盆山结合部还存在一排以头屯河背斜为代表的

背斜构造带, 对提升该地区的油气勘探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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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准噶尔盆地南缘阿什里地区位于北天山造山带

盆山结合部 (图 1)。受北天山造山逆冲构造作用的

影响, 区内构造变形十分强烈, 构造平面展布呈狭窄

长条状背斜带与较宽缓的向斜带隆凹相间的构造格

局,构造平面展布多为北西西向 。

图 1　准噶尔盆地南缘阿什里研究工区地理位置图

Fig.1 　 GeographiclocationoftheAshiregiononthe

southernmarginoftheJunggarBasin

自燕山晚期以来,区内构造抬升强烈,地层剥蚀

较为普遍,出露有二叠系 、三叠系 、中下侏罗统 、白垩

系和古新近系, 局部充填第四系 (图 2) 。区内地质

结构 、地层接触关系十分复杂,前人对该地区的地质

结构和盆山接触关系认识不一。目前沿用的南缘中

图 2　阿什里地区地层 、构造及观察点

1.背斜构造带;2.地质观察点

Fig.2　Strata, structuresandobservationsitesintheAshi

region

1=anticlinezone;2=geologicalobservation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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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盆地边界是依据伊林黑比尔根山北界石炭系露头

为界, 将伊林黑比尔根山南侧的侏罗系划在盆地之

外 。

为进一步弄清该地区的地质结构和盆山接触关

系,近几年来, 针对该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电法 MT、

重力详查 、地震勘探和野外地质调查,初步弄清了该

区的地质结构 、构造特征和盆山接触关系,以及地层

产状 、断层性质和接触关系等。

2　准南地区盆山接触关系的新观点

2.1　阿什里地区石炭系与侏罗系 、三叠系的关系

据野外调查发现, 阿什里地区头屯河构造西侧

石炭系由南向北逆冲推覆在三叠系之上, 在逆冲推

覆断带的上盘, 石炭系从基岩-碎裂岩-糜棱岩形成

宽达50m以上的断层破碎带 (图 3, 图 2中①号观察

点 ) ,反映该断层曾经历了强烈的顺层剪切和推覆

作用;对头屯河构造南侧庙尔沟一带多个断层点的

观察发现,石炭系直接逆冲推覆在中侏罗统西山窑

组 ( J2x)煤系地层之上,结合部为断层破碎带 (图 4,

图 2中②号观察点 ) ,同样反映该断层经历了较强烈

的顺层剪切 、推覆作用 。

特别是③号观察点 (图 2,图 5)所见到的地层

图 3　阿什里地区①号观察点石炭系与三叠系接触关系

Fig.3　 ContactrelationsbetweentheCarboniferousand

TriassicstrataatNo.1 observationsiteintheAshiregion

图 4　阿什里地区②号观察点石炭系与侏罗系接触关系

Fig.4　 ContactrelationsbetweentheCarboniferousand

JurassicstrataatNo.2 observationsiteintheAshiregion

接触关系,石炭系 ( C)与中侏罗统西山窑组 ( J2x)呈

断层接触,西山窑组地层被逆掩在下面, 石炭系 “漂

浮”在侏罗系之上, 断层面北倾, 说明该处石炭系为

“飞来峰”,是南部山系的老地层被逆冲推覆在新地

层之上,后经剥蚀残留的异地岩块,因此其下伏存在

侏罗系 、三叠系等新地层。至于该地区石炭系 “漂

浮体 ”的规模有多大, 有待今后开展更大范围的野

外调查和地震勘探等手段加以证实。石炭系 “漂浮

体”规模越大, 对这一地区的油气勘探前景就越看

好。因此,进一步弄清该地区的地质结构和盆山接

触关系,对深入开展地质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

图 5　阿什里地区③号观察点石炭系与侏罗系接触关系

Fig.5　 ContactrelationsbetweentheCarboniferousand

JurassicstrataatNo.3 observationsiteintheAshiregion

2.2　逆掩推覆构造

根据上述石炭系与侏罗系 、三叠系的接触关系,

以及在推覆带结合部发现碎裂岩带和糜棱岩带等特

征,笔者分析认为石炭系露头是由南部北天山山系

向北强烈推覆,长距离迁移,逆掩推覆在侏罗系 、三

叠系之上,后经剥蚀残留下来的异地岩块,推测石炭

系露头之下较大面积掩伏了侏罗系 、三叠系和二叠

系,形成较大规模的逆掩推覆体,构成了更紧靠北天

山山前的又一排逆掩推覆背斜构造带 (图 2) , 头屯

河构造是位于推覆体下盘较完整的大型背斜构造

(图 6, 7) 。

2.3　对盆地南缘边界的修正

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盆地的边界前人以伊林黑

比尔根山 (石炭系露头 )界定。野外地质调查证实,

准噶尔盆地南缘阿什里地区石炭系与下伏地层均为

断层接触,石炭系被逆掩推覆在侏罗系和三叠系之

上,石炭系下可能大面积掩盖有侏罗系 、三叠系及二

叠系 。种种迹象表明, 石炭系露头为外来地体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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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阿什里地区 Z05N-ASL-487.42测线时间剖面

Fig.6　TimeprofilethroughtheZ05N-ASL-487.42 traverseinthe

Ashiregion

图 7　阿什里地区头屯河构造 J1b反射层构造图

Fig.7　StructuralmapoftheJ1breflectoroftheToutunheStructures

intheAshiregion

覆 、迁移 、剥蚀后的残余岩块。因此, 原先以石炭系

露头划定盆地南部边界欠妥,伊林黑比尔根山北界

并非是准噶尔盆地的南部边界, 该山体南侧的侏罗

系可能与盆内侏罗系为连续沉积, 实际的盆地边界

应该在伊林黑比尔根山以南。

据方世虎等研究, 对准噶尔盆地南部侏罗系的

古流向测量 、沉积相与沉积序列对比研究,乌鲁木齐

市南西约70km的后峡地区与乌鲁木齐市以西的头

屯河及玛纳斯地区,中下侏罗统形成于同一沉积体

系,两地区的古水流方向总体由南向北,后峡地区下

侏罗统八道湾组底部发育冲积扇, 而头屯河剖面 、玛

纳斯剖面相应层位则为辫状河三角洲和滨浅湖相,

表明早侏罗世盆地南部边界至少位于后峡地区;下

中侏罗统三工河组 、西山窑组沉积时期,后峡地区为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头屯河和玛纳斯地区则以三角

洲前缘 、滨浅湖和半深湖相沉积为主,表明该时期盆

地南界可能进一步南迁
[ 1, 2]

。

另据周洪瑞等研究, 乌鲁木齐市南西约 50km

处的郝家沟剖面上三叠统黄山街组,岩性主要为浅

灰色细砾岩 、含砾粗砂岩 、砂岩与灰色粉砂岩 、泥岩

互层,具有典型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特征
[ 3]

, 其物

源来自南部北天山造山带。

据此笔者认为,目前的准噶尔盆地南界划定在

伊林黑比尔根山的北界可能欠妥, 建议应以侏罗系 、

三叠系分布范围划定比较合理 。

3　构造变形特征

3.1　盆内构造变形强度

准噶尔南缘褶皱 -冲断带平面上具有分带性, 除

通常谓称的三排褶皱构造 (齐古锲冲构造带 、霍尔

果斯双冲构造带 、安集海背冲构造带 )之外
[ 4]

, 近几

年的地震 、非震勘探和地面地质调查证实,在紧靠北

天山盆山结合部还存在强烈变形的逆掩推覆构造

带
[ 5]

, 其中以头屯河背斜构造为代表 。

从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域结构剖面清楚地反映出

(图 8), 由南部盆缘向盆内逐渐推进发育的 4排褶

皱构造 (第 0 ～ 3排 ) , 呈狭窄的背斜和宽缓的向斜

隔挡式相间展布的特点, 由南向北构造形成期依次

变晚,卷入地层变新 、变形强度减弱 。各个背斜带核

部发育了 1至 2条逆冲断层,其中切割第 0 ～ 1排背

斜构造的断层其断面倾角很陡,切割第 2 ～ 3排背斜

构造的断层断面多为深层缓 、浅层陡的犁式断层,这

些断层对背斜构造的形成演化起了重要的控制和改

造作用。

受北天山系强烈挤压作用影响,区内背斜褶皱

十分强烈,均为高陡背斜,由盆缘向盆内构造褶皱逐

渐变缓,卷入地层逐渐变新,第 2、3排构造的形成主

要是逆冲犁式断层在侏罗系—白垩系—古新近系内

部滑脱和地层塑性变形隆升所致,且现今地表仍然

呈背斜隆起,表明该两排构造带的改造定型时间为

喜马拉雅晚期 。

3.2　构造样式

燕山晚期以来, 准噶尔盆地南缘长期受北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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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北天山-阿什里-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域结构剖面

Fig.8　RegionalstructuralsectionacrosstheNorthTianshan-Ashili-southernJunggarBasinzone

山系和博格达山山系的向北逆冲推覆作用, 区内构

造变形的基本样式都与侧向推挤和层间滑脱作用有

关 (图 8)。

1.基底逆冲构造

基底逆冲断块和压缩断块是一种基底挤压构造

样式, 普遍发生在山前逆冲推覆构造带,断层以基底

拆离面向盆内逆冲,变形时代向盆内变新,该类构造

深 、浅层的变形程度基本一致, 深层变形强度略大于

浅层, 古生代 、中生代地层冲断超覆于中新生界之

上,如准噶尔盆地南缘第 0、1排构造形成均与基底

逆冲作用密切有关。

2.盖层滑脱构造

通常是在区域强烈挤压作用下, 应力传递过程

中在沉积盖层内部塑性地层中产生剪切断层,并顺

层滑脱冲断形成的断块构造和背斜构造。该类构造

具有浅层变形强度大 、深层变形强度小的特点 。如

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第 2、3排构造, 与基底断裂有一

定关系,但高陡背斜构造的主要成因是,由于断层沿

上部白垩系和古新近系内部塑性地层中剪切 、逆冲 、

滑脱 、推覆所形成, 具有较为典型的盖层滑脱型构

造 。

4　油气勘探意义

近几年对准噶尔盆地南缘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

球物理勘探,初步弄清了阿什里地区的地质结构 、构

造特征和地层分布情况, 认为阿什里地区石炭系露

头不是准噶尔盆地南界, 该地区侏罗系盆地边界应

向南部北天山前推进, 并且发现了北天山山前存在

以头屯河背斜构造为特征的又一排背斜构造带, 在

逆掩推覆体下盘可能存在侏罗系 、三叠系甚至二叠

系等多套勘探目的层。这一认识可能较大范围地拓

展了该地区的油气勘探领域, 对准噶尔盆地南缘地

区深入开展油气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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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structuresintheAshiregion, Xinjiang

YANShu-lan, CHENMian-kun, ZHUZhen-dao, LIUXie
( ResearchInstituteofPetroleumExplorationandDevelopment, JianghanOilFieldCompany, SINOPEC, Qianjiang

433124, Hubei, China)

Abstract:ThegeologicalstructuresintheAshiregion, southernJunggarBasin, Xinjiangarehighlydeformed

undertheinfluenceofthrustingoftheNorthTianshanorogenicsystems.Theoverthrustnappesoccuronagreat

rangeofscalesinthestudyarea, asindicatedbyfieldgeologicalsurveyandseismicexploration.Thewidespread

CarboniferousoutcropsinthewesternpartoftheToutunhestructuresintheAshiregionareinterpretedastheexotic

blocksleftoverbyoverthrustinganderosion.Referencedtothepreviousresearchonthesedimentaryevolution,

basinframework, depositionoftheTriassicandJurassicstrata, andsedimentaryfaciesanalysisduringtheJurassic,

theauthorscontendthatthesouthernboundaryoftheJunggarBasinshouldbemovedfurthersouthwardstothe

extentoftheJurassicstrata.Exceptthepre-existingthreeanticlinezones, anotheranticlinezonerepresentedby

Toutunheanticlineshouldbeaddedatthebasin-rangejunctionrightnearNorthTianshanMountains.

Keywords:NorthTianshanMountains;Ashili;overthrustnappestructure;JunggarBasin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