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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立台北凹陷西部层序地层格架的基础上,通过区域沉积背景分析, 明确了台北凹陷西部沉积主控因素, 分

析了准层序组及体系域的叠置样式, 划分了沉积体系类型。 首次在研究区开展了以四级层序为单元的沉积体系展

布特征及空间演化分析, 为储盖层评价 、生储盖组合分析 、勘探层系优选和各类型油气藏区带评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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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针对台北凹陷西部沉积相及其演化特

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的研究
[ 1 ～ 5]

,但对沉积体系的

空间演化较为缺乏 。随着台北凹陷西部勘探程度的

日益提高,岩性 、构造 -岩性油气藏的识别和发现已

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粗糙的沉积相研究已经成为制

约台北凹陷西部油气勘探获得突破的瓶颈, 因而开

展以四级旋回为单位的沉积相系统编图和整体的沉

积体系空间演化研究便成为目前深化台北凹陷西部

油气勘探的当务之急。

本文在钻井层序地层和沉积相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古构造背景分析 、古气候演化 、构造运动特征以

及大量重矿物物源分析的结果,以四级旋回为单位,

编制了台北凹陷西部侏罗系 —古 、新近系重点层序

的沉积相平面分布图, 分析了其沉积体系的空间展

布及其演化规律。

1　区域沉积背景

台北凹陷西部位于吐鲁番坳陷西斜坡, 处于博

格达山与火焰山夹持的范围内, 其西北以布尔加凸

起为界,西南为托克逊凹陷和鲁西凸起,东及东南为

西部古弧形带东斜坡。区域岩相古地理研究表

明
[ 1]

,从晚侏罗世到古 、新近纪吐哈盆地气候经历

了从潮湿-半干旱-干旱两个旋回 。古地理格局经历

了北低南高 、北陡南缓 (P2 -J3 )到南北基本对称 (K-

R)再到北高南低 (Q)的转化过程, 从而导致沉降中

心自北向南逐渐迁移和沉积相带的伸缩变化。台北

凹陷西部的构造演化对盆地的沉积发育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南部为觉罗塔克山在二叠纪逆冲活动已

基本停滞,盆地南缘形成了一个宽缓斜坡区,但做为

物源区长期存在,北部的博格达山构造活动对工区

的沉积演化影响重大, 工区沉积相带的分布与博格

达山的隆升关系密切 。

2　沉积体系的空间展布

2.1　SC1旋回 (J1b
1
)沉积相分布

SC1旋回沉积时, 受印支运动准平原化作用影

响,台北凹陷西部沉积区内地形趋于平缓,古气候温

暖潮湿,植物繁茂,盆地内总体是一种水体很浅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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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环境,物源供给充足,发育以辫状河三角洲和滨

浅湖相为主的沉积体系,成煤环境普遍,在辫状河三

角洲平原及滨浅湖等地区沼泽广布,堆积了一套含

煤碎屑岩建造 。这一时期湖区范围小而浅, 工区内

胜北洼陷西斜坡湖体范围相对较深。平面上, 台北

凹陷西部主要以发育河流泛滥平原 、辫状河三角洲

和滨湖沉积为主,南坡发育来自鲁西凸起物源的辫

状河 -辫状河三角洲 -滨湖沉积体系, 南北坡均发育

有大面积的泛滥平原 、滨湖沼泽和辫状河三角洲平

原沼泽相沉积,工区东北部尤孜 -恰勒坎地区有小范

围的扇三角洲沉积发育, 该时期工区总体以辫状河

三角洲沉积发育为特点 (图 1)。

图 1　台北凹陷西部 SC1(J1b
1 )沉积相

1.分流河道;2.滨浅湖;3.辫状河;4.沼泽;5.冲积扇;6.(扇 )三

角洲平原;7.剥蚀线;8.井位;9.物源方向;10.湖岸线;11.泛滥

平原

Fig.1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1 cycles(J1b
1 ) inthe

Taibeidepression

1=distributarychannel;2=littoralandshallowlake;3=

braidedstream;4 =swamp;5 =alluvialfan;6 =(fan)

delta plain; 7 = denudational line; 8=wellsite;

9=provenance;10=lakeshoreline;11=floodplain

2.2　SC2旋回 (J1b
2
)沉积相分布

SC2旋回沉积时, 台北凹陷西部的沉积环境与

SC1旋回时相近,仍然是一种水体极浅的准湖泊环

境, 成煤沼泽环境发育。与 SC1旋回不同的是, 此

时工区西南部的托克逊凹陷出现来自布尔加凸起物

源的两个延伸范围较小的小型辫状河三角洲 。平面

上, 托克逊凹陷主要以滨浅湖和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为主,在南 、北山前的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与 SC1旋

回沉积期继承性发育, 不同的是南部的辫状河三角

洲规模有所变大,北部的辫状河三角洲规模则明显

变小。在西部古弧形带的葡北 、葡萄沟地区及其东

西两侧发育滨浅湖相沉积 (图 2)。

图 2　台北凹陷西部 SC2(J1b
2 )沉积相

1 ～ 11同图 1;12.远砂坝

Fig.2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2 cycles(J
1
b2 ) inthe

westernpartoftheTaibeidepression

1 to11 asinFig.1;12=distalbar

2.3　SC3旋回 (J1s)沉积相分布

SC3旋回沉积与 SC1和 SC2旋回沉积时相似,

古气候仍然潮湿温暖, 但沉积基准面则发生了较大

变化,此时的沉积基准面与前期相比出现较明显上

升,湖盆成为早侏罗纪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滨

浅湖,但总体水深仍较浅。沉积背景和 SC1和 SC2

旋回具有继承性,古地貌格局相对于之前更趋平原

化,为一自湖盆中心向西北 、东南抬升的宽缓斜坡,

沉积格局更趋简单。工区相带展布整体呈现出中央

为滨浅湖沉积,南北缘周边为扇三角洲 、辫状河三角

洲和泛滥平原沉积。平面上,托克逊凹陷 、胜北洼陷

西斜坡仍以滨浅湖沉积为主,南 、北山前发育辫状河

三角洲沉积 。此时的沉积格局整体表现为湖盆中央

为滨浅湖沉积,南 、北坡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和泛滥平

原的特征,此外在北部山前带恰勒坎到尤孜地区仍

有扇三角洲局部发育 (图 3)。

2.4　SC4旋回 (J2x
1+2

)沉积相平面分布

SC4旋回沉积时,基准面下降,湖体水深再次变

浅,湖盆淤浅后沼泽化,是侏罗纪以来的第二次重要

成煤期,此时古地势更趋平缓, 植被再次繁盛,发育

了以湖泊沼泽相为主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沼泽为次

的第二套含煤沉积, 与 SC1旋回一起组成了工区两

套主力煤系生烃层系。平面上,沉积格局与 SC3仍

有较强的继承性, 不同的是物源相对 SC3明显萎

缩,北部山前的辫状河三角洲仅有少数主力河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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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湖,无论规模和延伸范围均较 SC3旋回沉积时

小, 扇三角洲已不再发育, 代替为湖泊沼泽相沉积,

南部的神泉等地区由于物源萎缩后已不再发育辫状

河三角洲前缘代之为滨浅湖环境 (图 4)。

图 3　台北凹陷西部 SC3(J
1
s)沉积相 (图例同图 2)

Fig.3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3 cycles(J1s) inthe

Taibeidepression.SeeFig.2 fortheexplanationofthe

symbols

图 4　台北凹陷西部 SC4(J2x
1+2 )沉积相 (图例同图 1)

Fig.4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4 cycles(J2x
1+2 ) in

theTaibeidepression.SeeFig.1 fortheexplanationofthe

symbols

2.5　SC5旋回 (J2x
3
)沉积相平面分布

SC5旋回沉积时,沉积基准面较 SC4旋回时略

有升高,湖体范围略有扩大, 但湖泊整体水深仍极

浅, 物源更加萎缩, 南 、北山前辫状河三角洲与 SC4

旋回相比规模更小,南部辫状河三角洲几乎完全退

出, 仅在火西地区有小规模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发

育, 由于水流淘洗作用, 工区滨浅湖中远砂坝砂体发

育 。平面上,砂岩含量明显减少,工区主体以滨浅湖

沉积为主 (图 5) 。

图 5　台北凹陷西部 SC5(J2x
3 )沉积相 (图例同图 2)

Fig.5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5 cycles(J2x
3 ) inthe

Taibeidepressiondepression.SeeFig.2 fortheexplanation

ofthesymbols

2.6　SC6旋回 (J2x
4
)沉积相平面分布

SC6旋回沉积时,受构造运动影响,工区内 J2s
1

地层完全剥蚀, 古构造背景出现较大变化 。博格达

山再次隆升, 工区整体古地形首次变为北高南低。

受构造运动和古地形影响北部山前的煤窑沟到恰勒

坎一带出现冲积扇扇缘 -冲积平原 -湖泊沉积体系,

由于构造运动影响物源供应再次加强, 西北物源的

七泉湖辫状河三角洲和南部山前的辫状河三角洲规

模和延伸范围均较 SC5旋回沉积期有所增大。平

面上,该时期的沉积格局总体表现为,湖盆中心的托

克逊凹陷到胜北洼陷西斜坡仍以滨浅湖沉积为主,

北坡的沉积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 沿北坡山前陡岸

带,发育有近岸 、近源快速堆积的扇缘 -冲积平原 -滨

浅湖沉积体系,相对平缓斜坡带则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 -滨浅湖沉积体系, 南部则仍有辫状河三角洲 -滨

浅湖沉积体系发育 (图 6) 。

SC7旋回时,构造挤压作用加强, 沉积基准面下

降,物源补给再次加强, 古气候条件也由 SC1-SC6

旋回时的温暖潮湿变为炎热干燥, 湖泊范围严重萎

缩 。平面上,托克逊凹陷在工区仍以滨浅湖为主,托

参 2井区出现小规模的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受博格

达山隆升前缘挠曲影响,北部山前带陡坡带水体相

对较深,出现浅湖环境,并有扇三角洲发育 。南部缓

坡地带继承性地发育有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在大墩

构造带南部出现辫状河沉积,北部相对平缓斜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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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仍是继承性发育的七泉湖辫状河三角洲 (图 7) 。

图 6　台北凹陷西部 SC6(J2x
4 )沉积相 (图例同图 2)

Fig.6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6 cycles(J2x
4 ) inthe

Taibeidepression.SeeFig.2 fortheexplanationofthe

symbols

图 7　台北凹陷西部 SC7(J2s
2 )沉积相 (图例同图 2)

Fig.7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7 cycles(J2s
2 ) inthe

Taibeidepression.SeeFig.2 fortheexplanationofthe

symbols

2.7　SC7旋回 (J2s
2
)沉积相平面分布

2.8　SC8旋回 (J2s
3
)沉积相平面分布

SC8旋回与 SC7旋回沉积格局相似, 北部继承

性发育扇三角洲或者辫状河三角洲-滨浅湖沉积体

系, 南部则继承性发育辫状河 -泛滥平原 -滨浅湖和

辫状河三角洲 -滨浅湖沉积体系。相对 SC6旋回沉

积期湖泊范围略有缩小, 托克逊凹陷水体与台北凹

陷几乎完全分开,托参 2井区由之前的辫状河三角

洲前缘变为辫状河 (图 8)。

图 8　台北凹陷西部 SC8(J
2
s3 )沉积相 (图例同图 1)

Fig.8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8 cycles(J2s
3 ) inthe

Taibeidepression.SeeFig.1 fortheexplanationofthe

symbols

2.9　SC9旋回 (J2q
1
)沉积相平面分布

SC9旋回发育期,沉积基准面略有上升, 台北凹

陷内湖盆有所扩张,托克逊地区则抬升遭受剥蚀,湖

体完全退出,沉积格局与前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

在北部山前带,扇三角洲不再发育,七泉湖辫状河三

角洲继承性发育。南坡的沉积环境也出现较大变

化, SC8旋回期火西地区发育的辫状河三角洲继承

性发育,而大墩构造带南部发育的辫状河则在此期

间不再发育,代之于布尔加凸起供源作用的小型长

轴辫状河三角洲 (图 9)。

2.10　SC10旋回 (J2q
2
)沉积相平面分布

SC10旋回沉积期是吐哈盆地侏罗世以来的最

大湖侵期,沉积基准面大幅上升, 湖盆空前扩展, 湖

盆范围达到最大,沉积了侏罗纪以来最稳定的一套

区域盖层。此期间,物源严重萎缩,工区内基本完全

被湖泊覆盖,仅有小规模的滩坝砂体发育,胜北洼陷

西斜坡和托克逊凹陷局部地区出现半深湖环境

(图 10) 。

2.11　SC13旋回 (K1s)沉积相平面分布

SC13旋回沉积时, 沉积基准面较低, 工区整体

以冲积扇发育为特点, 形成南北双向物源的多个冲

积扇横向叠置的冲积扇群, 由南 、北山前向台北凹陷

中心发育扇根-扇中-扇缘-冲积平原沉积体系, 在雁

木西到亚儿湖地区有小范围水体极浅的湖泊发育,

湖泊中发育两个分别来自南 、北物源的小型辨状河

三角洲 (图 11)。

2.12　SC14旋回 (K1sh+l)沉积相平面分布

SC14旋回沉积相与 SC13旋回出现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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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台北凹陷西部 SC9(J2q
1 )沉积相

.1 ～ 3同图 1;4.远砂坝;5.泛滥平原;6.扇三角洲平原;7.剥蚀

线;8.井位;9.物源方向;10.湖岸线

Fig.9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9 cycles(J2q
1 ) inthe

Taibeidepression

1to3 asinFig.1;4 =distalbar;5=floodplain;6=fan-

deltaplain; 7 =denudationalline; 8 =wellsite;

9=provenance;10=lakeshoreline

图 10　台北凹陷西部 SC10(J2q
2 )沉积相

1.分流河道;2.滨浅湖;3.远砂坝;4.泛滥平原;5.剥蚀线;6.井

位;7.物源方向;8.湖岸线;

Fig.10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10 cycles(J2q
2 ) in

theTaibeidepression

1=distributarychannel;2=littoralandshallowlake;3=

distalbar;4=floodplain;5=denudationalline;6 =well

site;7=provenance;8=lakeshoreline

此时沉积基准面较之前有所上升, 湖体范围相对

SC13旋回有所扩大。受博格达隆升作用影响工区

北部挤压抬升,工区北部SC14旋回沉积大面积遭受

剥蚀,南部斜坡区也遭受了大面积剥蚀 。平面上沉

积相表现出南物源强, 发育扇跟 -扇中 -扇缘 -冲积平

原沉积体系,北部被湖泊和泛滥平原覆盖 (图 12)。

图 11　台北凹陷西部 SC13(K
1
s)沉积相

1～ 3同图 2;4.扇根;5.扇中;6.扇缘;7.断层;8～ 12.同图 2

Fig.11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13cycles(K
1
s) inthe

Taibeidepression

1 to3 asinFig.2;4 =proximalfan;5 =mid-fan;6=fan

fringe;7=fault;8 to12 asinFig.2

图 12　台北凹陷西部 SC14(K1sh+l)沉积相

1.滨浅湖;2.泛滥平原;3.扇根;4.扇中;5.扇缘;6.剥蚀线;7.井

位;8.物源方向;9.湖岸线;10.可疑断层

Fig.12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14 cycles(K1sh+1)

intheTaibeidepression

1=Littoralandshallowlake;2 =floodplain;3 =proximal

fan;4 =mid-fan;5 =fanfringe;6 =denudationalline;

7=wellsite;8 =provenance;9 =lakeshoreline;10 =

doubtful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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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SC15旋回 (Esh)沉积相平面分布

SC13旋回沉积时,沉积格局与 SC13旋回相似,

工区几乎完全被南 、北山前向凹陷中部发育的冲积

扇 -冲积平原体系覆盖, 仅在大墩构造带存在小规

模的滨浅湖环境,此外干盐湖发育是该旋回沉积环

境的主要特点,桃儿沟 、亚儿湖 、胜南和神南的局部

地区均有干盐湖环境发育 (图 13) 。

图 13　台北凹陷西部 SC15(Esh)沉积相

1.扇根;2.扇中;3.扇缘;4.泛滥平原;5.滨浅湖;6.断层;7.剥蚀

线;8.井位;9.物源方向;10.湖岸线;11.干盐湖

Fig.13　SedimentaryfaciesintheSC15 cycles(Esh) inthe

Taibeidepression

1=proximalfan;2 =mid-fan;3 =fanfringe;4 =flood

plain;5 =littoralandshallowlake; 6 =fault; 7 =

denudationalfault; 8 = wellsite; 9 =provenance;

10=lakeshoreline;11=playa

3　沉积体系演化

3.1　控制因素

气候环境 、构造运动 、古地理格局和沉积基准面

变化控制沉积体系演化 。气候环境做为控制沉积作

用的主要因素之一,对物源区剥蚀物的组成 、沉积物

的性质等具有控制作用。例如侏罗系八道湾组-西

山窑组沉积期气候温暖潮湿,植被繁盛,受古气候影

响, 成煤环境普遍, 成就了吐哈盆地的主力烃源岩 —

侏罗系煤系地层。吐哈盆地自侏罗纪—古新近纪古

气候经历了两个主要演化阶段:( 1)从下侏罗统八

道湾组 -西山窑组沉积期的温暖潮湿到中侏罗统三

间房组—七克台组沉积期的半干旱-半潮湿;( 2)从

中侏罗统三间房组—七克台组沉积期的半干旱-半

潮湿到晚侏罗世及其以后的炎热干旱。古地理格局

即古地貌控制沉积相类型和沉积体系构成,台北凹

陷西部沉积面貌受古地理格局控制明显。如北部山

前带陡坡带多发育冲积扇 、扇三角洲等沉积体系,而

坡度相对较缓的南部山前则以辫状河 、辫状河三角

洲发育为特点。构造运动在控制沉积体系演化方面

主要表现在控制沉积体系的物源供应, 湖盆发育的

范围。如盆地周缘构造带抬升或者老山的隆起等构

造运动作用一般造成物源区沉积物补给充足,同时

湖盆萎缩。沉积基准面的上升和下降常与构造运动

伴生,沉积基准面变化控制湖泊水体的深度 、湖泊规

模的大小,同时也控制了沉积相的类型和发育程度 。

3.2　演化阶段

侏罗纪 —古新近纪台北凹陷西部的沉积演化具

有 5个明显不同性质的演化阶段:

( 1)SC1-SC5旋回 (八道湾组 -西山窑组三段 )沉

积期的缓坡浅水辫状河三角洲-滨浅湖沉积阶段

三叠纪末期的印支运动使盆地基底上升,三叠

纪地层遭受剥蚀,并经历了长期准平原化的过程,为

侏罗系广盆的形成提供了古地理和古构造条件。

SC1-SC5旋回沉积格局均受此古地理背景条件约

束,此后构造持续沉降, 基准面不断上升, SC1-SC5

各旋回沉积格局具有相似性 。侏罗系 SC1-SC2旋

回 (八道湾组 )沉积时期,基底沉降速率较大, 源区

与盆地地形高差明显, 物源补给充分 。湖盆主体水

深极浅,为一准湖泊环境。在南 、北坡地形平缓地带

发育滨湖沼泽和泛滥平原沼泽沉积, 形成凹陷第一

套含煤层系。 SC3旋回 (三工河组 )沉积期基准面

大幅上升,湖盆范围扩大, 湖盆汇水相对变深,形成

台北凹陷西部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滨浅湖泊环境。

SC4-SC5旋回沉积期随着基底的持续沉降 (西山窑

组一至三段 ) ,物源持续后退, 到 SC5旋回沉积期南

坡的辫状河三角洲规模已经很小, 仅在火西局部地

区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北坡的七泉湖辫状河三

角洲也严重萎缩,规模较 SC1时明显变小 。

总体来说,在 SC1-SC5旋回沉积期的滨浅湖背

景中,盆地地形相对平缓, 湖盆水体较浅, 构造运动

较稳定,加之气候潮湿,植被繁盛,湖泊沼泽 、泛滥平

原沼泽等成煤环境普遍, SC1-SC5旋回均有煤层发

育,且尤以 SC1、SC2、SC4最为发育 。

( 2) SC6-SC8旋回 (西山窑组四段 -三间房组 )

具盆缘坡折的辫状河三角洲 (扇三角洲 ) -滨浅湖和

辫状河 (辫状河三角洲 ) -泛滥平原 -滨浅湖体系阶

段 。

SC6旋回沉积期基底再次抬升,基准面下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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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亦发生突变, 由之前的温暖潮湿演变为半

干旱 -半潮湿, 泛滥平原及滨湖环境中红色泥岩发

育。此时,北坡的博格达山开始隆升,导致北部地形

高差明显增大,北部物源加强,在山前带出现冲积扇

和扇三角洲沉积, 发育冲积扇 -冲积平原 -滨浅湖体

系和扇三角洲 -滨浅湖体系。此后的 SC7-SC8旋回

期沉积期,基准面持续下降,湖盆明显萎缩, 物源不

断向盆地推进,南坡局部地区辫状河和辫状河三角

洲相沉积再次发育,北部仍发育辨状河三角洲 -滨浅

湖体系和扇三角洲 -滨浅湖体系,但规模较之前明显

扩大,砂体叠置方式呈较明显的进积型。该旋回发

育晚期,受燕山中期构造运动影响, 基准面下降明

显, 盆地高部位地层遭受剥蚀,形成与上部旋回的明

显不整合 。

( 3)SC9-SC10旋回 (七克台组 )沉积期的具盆

缘坡折的辫状河三角洲 -滨浅湖体系阶段

SC9旋回沉积期吐哈盆地基底再次沉降, 基准

面明显上升,湖盆范围再次扩大,受湖侵影响沉积物

源后退,南北坡辨状河近源入湖,以辨状河三角洲前

缘发育为特点,辨状河三角洲平原不发育,工区发育

的辨状河三角洲 -滨浅湖体系无论规模和延伸范围

均较 SC7-SC8旋回沉积期小。至旋回SC10发育期,

基底持续沉降,基准面上升达到侏罗纪 —古新近纪

期间最高位置 。湖盆空前扩张, 工区几乎完全被湖

泊覆盖,以大面积的湖相地层发育为特征,仅在湖岸

线附近有滩坝砂体发育 。此时胜北洼陷西斜坡 、托

克逊凹陷东斜坡湖体汇水最深,变为半深湖环境 。

( 4)SC13-SC14旋回 (白垩系 )沉积期的具盆缘

坡折的冲积扇 -冲积平原体系

旋回 SC13沉积时基底再次抬升, 沉积基准面

与 SC9旋回沉积期相比大幅下降, 湖泊几乎完全退

出工区,仅在亚儿湖到雁木西地区北部发育水体极

浅的准湖泊环境。由于基准面下降物源不断向盆地

推进,工区整体以冲积扇发育为特点,发育南北双向

物源对冲的冲积扇 -冲积平原体系。至SC14旋回沉

积期沉积基准面小幅度上升,盆地汇水,滨浅湖环境

再次出现,物源严重萎缩,由于博格达山隆升造成工

区北部大面积抬升遭到剥蚀, 区内仅发育南物源控

制的冲积扇-冲积平原 -滨浅湖体系。

( 5)SC15旋回 (鄯善群 )沉积期的构造沉降 、基

准面上升背景下的冲积扇-冲积平原-干盐湖 (滨浅

湖 )体系

旋回 SC15沉积时基底沉降,沉积基准面上升,

湖泊再次发育,但由于此时古气候已演化为炎热干

旱,湖泊水体盐度较高,湖泊主体演变为冲积平原中

的干盐湖环境,仅在大墩构造带湖泊汇水相对较深,

存在局部的滨浅湖环境 。SC15沉积期构造相对稳

定, SC15旋回沉积在工区保存相对完整, 此时的沉

积格局与SC13旋回沉积格局相似,仍以发育南北双

向物源对冲的冲积扇为特点,沉积体系构成较之前

增多,整体表现为冲积扇-冲积平原-干盐湖 (滨浅

湖 )体系 。

综上所述, 台北凹陷西部侏罗纪 -古新近纪沉积

体系的演化随盆地构造演化 、沉积基准面的升降变

化和古气候演化而出现周期性的平面迁移,古气候

条件和沉积基准面的变化是台北凹陷西部沉积体系

演化的主控因素 。在气候温暖潮湿 、沉积基准面降

低时,湖盆缩小, 湖岸周边的河流和三角洲向湖盆中

央推进,导致近源的冲积扇 、辫状河和辫状河三角洲

推进到湖盆凹陷范围内。而伴随基准面上升,则湖

盆范围扩大,湖岸周边的河流和三角洲向源区退缩,

致使湖盆周边辨状河三角洲前缘发育而辨状河三角

洲平原则不发育 。

4　结　论

( 1)三大物源体系控制台北凹陷西部沉积体系

平面展布:①北部山前博格达山近源控制北物源冲

积扇 、扇三角洲的平面展布;②布尔加凸起与博格达

山夹持带控制西北物源辨状河三角洲平面展布;③

南部鲁西凸起近源控制南物源辨状河三角洲平面展

布 。白垩系 -古新近系沉积体系受北部博格达山和

南部觉罗塔克山两大物源体系控制, 且整体表现为

北物源强南物源弱。

( 2)台北凹陷西部侏罗纪—古新近纪沉积体系

的演化随盆地构造演化 、沉积基准面的升降变化和

古气候演化而出现周期性的平面迁移 。侏罗—古新

近纪台北凹陷西部的沉积演化具有 5个明显不同性

质的演化阶段:①SC1-SC5旋回 (八道湾组-西山窑组

三段 )沉积期的构造沉降 、基准面上升 、湖侵 、物源

后退背景下的辫状河三角洲-滨浅湖沉积体系;②

SC6-SC8旋回 (西山窑组四段 -三间房组 )沉积期的

构造抬升 、基准面下降 、湖退 、物源前进背景下的辫

状河三角洲 (扇三角洲 ) -滨浅湖和辫状河 (辫状河

三角洲 ) -泛滥平原-滨浅湖体系;③SC9-SC10旋回

(七克台组 )沉积期的构造沉降 、基准面上升 、湖侵 、

物源后退背景下的具盆缘坡折的辫状河三角洲 -滨

浅湖体系;④SC13-SC14旋回 (白垩系 )沉积期的构

造抬升 、基准面下降 、湖退 、物源前进背景下的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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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冲积平原体系;⑤SC15旋回 (鄯善群 )沉积期的

构造沉降 、基准面上升 、湖侵 、物源后退背景下的冲

积扇 -冲积平原-滨浅湖 (干盐湖 )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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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the Jurassic-Plaeogne-Neogene
sedimentarysystemsinwesternTaibeidepression, Turpan-HamiBas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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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esentpaperdeals, onthebasisofthesequencestratigraphicframeworkandsedimentaryfacies

distribution, Xinjiang, withthemaincontrollingfactors, stackingpatternsofparasequencesetsandsystemstracts,

andtypesofsedimentarysystemsinthewesternpartoftheTaibeidepression, Turpan-HamiBasin.Thedistribution

andspatialevolutionoftheJurassic-Plaeogne-Neogenesedimentarysystemsbasedonthefourth-ordersequence

boundaryareascertained, andthushaveprovidedabasisfortheassessmentofthesource-reservoir-seal

associations, delineationofexplorationtargets, andevaluationofvariousoilandgasfieldsinthestudy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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