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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准噶尔盆地构造特征、地层分布和地层不整合等特征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盆地内经历了裂陷盆地、 

碰撞前陆盆地、陆内坳陷盆地和陆内俯冲前陆盆地等 4个演化阶段。裂陷盆地控制了石炭系烃源岩，使其沿裂陷槽 

分布；碰撞前陆盆地将二叠系烃源岩局限于玛湖、昌吉、克拉美丽山等山前坳陷内；陆内坳陷期从三叠纪一直持续到 

古近纪末，盆地内泥岩和煤岩广泛分布；陆内俯冲前陆盆地发育在南缘西部。因而，古、新近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安 

集海一呼图壁一带。烃源岩演化和油源对比表明，盆地内有 3次成藏期，分别为印支期(]r3)、燕山期(J )和喜山期 

(E2)，形成了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和古近系4个复合含油气系统。根据构造特征和成藏条件的差异性，在盆地内 

可划分出西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腹部 5个油气聚集区带。准噶尔盆地的成藏模式主要有逆冲断阶一不整合单向 

充注、压扭背斜双向充注、断隆带双向充注、披覆背斜单向充注、逆冲背斜带单向充注和斜坡带单向充注 6种类型。 

关键词：准噶尔盆地；前陆盆地；构造演化；烃源岩；油气系统；成藏模式；油气聚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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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准噶尔盆地位于中国新疆北部，大致呈三角形分 

布，周缘被古生代褶皱山系环绕，西北部为哈拉阿拉 

特山、扎依尔山和车排子山，东北部为青格里底山和 

克拉美丽山，南部为北天山，盆地面积约 13×104 

km2。盆地基底由前寒武纪结晶岩系和早、中古生代 

褶皱系组成 (彭希龄，1983；赵 白，1992；，尤绮妹， 

1992；马宗晋，2001)；盆地盖层是晚古生代一中、新生 

代陆相沉积为主的沉积岩系⋯1，最大厚度约 15 000 

m o 

大地构造位置上，准噶尔地块位于哈萨克斯坦 

古板块、西伯利亚古板块及塔里木古板块的交汇部 

位，是哈萨克斯坦古板块的一部分[1， ，为三面被古 

生代缝合线包围的晚石炭世到第四纪发展起来的大 

陆板内叠合盆地 ，4 (图 1)。 

2 盆地构造一沉积特征 

根据不整合、沉积体系和区域地质资料分析，准 

噶尔盆地在不同的地质时期，盆地类型不同。自石 

炭晚泥盆纪以来，盆地演化经历了晚泥盆世一早石炭 

世裂陷盆地、晚石炭世一二叠纪碰撞前陆盆地、三叠 

古近纪陆内坳陷盆地和新近纪一第四纪再生(陆 

内俯冲型)前陆盆地 4个阶段。特别是后 3个阶段， 

在准噶尔盆地南北向剖面上有清楚的反映(图2)。 

天 

山 

古 

(塔 里木 古板块) 陆 

图1 准噶尔盆地大地构造位置 

2，1 裂陷盆地阶段 

晚泥盆世一早石炭世为拉张构造环境，准噶尔地 

区发生构造负反转，形成裂陷槽，并伴有基性岩喷 

发。在盆地内部拉张断陷，沿早期北西向断裂形成 

了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在坳陷地区发育了准噶尔 

盆地第一套烃源岩即石炭纪的浅海相、沼泽相、泻湖 

相暗色泥岩以及煤岩夹有部分碳酸盐岩沉积 。 

从钻井和露头资料分析看，石炭系烃源岩主要分布 

在五彩湾凹陷、陆南凸起、石树沟凹陷、三台凸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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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中拐等地区[引。这一时期是早海西期造 用。 

山作用的调整时期，动力来 自于地幔物质的均衡作 

图 2 准噶尔盆地剖面示意图 

2．2 碰撞型前陆盆地阶段 

石炭纪晚期发生的板块会聚，使准噶尔地块周 

缘窄大洋闭合，中石炭世及其早期的沉积岩、火山岩 

发生褶皱，准噶尔地块周缘碰撞造山，周边出现前陆 

盆地【7-9]。早二叠世，盆地西北缘发生强烈推覆， 

在其构造前缘形成玛湖前陆盆地，发育残留海相、深 

湖相碎屑岩沉积，形成了下二叠统佳木河组烃源岩。 

西北侧的造山运动将西部早期形成的北西向构造改 

造成北东向凹凸相问的构造格局。南缘北天山山前 

为一套巨厚的灰黄、灰绿色砂泥岩夹薄层硅质岩，具 

海陆交互相特点；博格达山前则以一套滨海一浅海相 

砂泥岩夹石灰岩为特征。 

晚二叠世随北天山、克拉美丽山系的进一步隆 

升，准噶尔地块南部和东北部出现前陆盆地，并以湖 

相砂泥岩为特征，沉积中心位于南缘天山山前、玛湖 

凹陷和克拉美丽山前，分别沉积了上二叠统风城组、 

下乌尔禾组、芦草沟组、红雁池组和平地泉组烃源 

岩。在车排子隆起、乌伦古坳陷缺失该套层序，陆梁 

隆起和东部隆起区则为局部缺失。 

二叠纪的3个前陆盆地系统发育在盆地边界造 

山带前缘，之间为陆隆相隔，属海湾、泻湖环境。二 

叠纪末，海水全部退出，准噶尔地区成为大型内陆盆 

地 o 

2．3 陆内坳陷盆地阶段 

三叠纪初始，盆地整体抬升并遭受剥蚀；之后， 

盆地进入以伸展为主兼有挤压运动为特征的整体抬 

升一沉降的陆内坳陷演化阶段，且一直持续至古近纪 

末。该时期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对盆地的影响很 

大，使盆地性质发生了转变。从区域上看，三叠纪末 

期，羌塘地块同古亚洲大陆碰撞，形成了昆仑山系， 

并影响到整个新疆地区，造成盆地边缘地区侏罗纪 

与下伏三叠纪之间局部呈角度不整合接触。随后， 

由于中特提斯洋的扩张，使新疆北部地壳处于引张 

状态，导致内陆盆地再度沉陷，从而在准噶尔地区表 

现为早、中侏罗世主要发育陆内坳陷的河湖相煤系 

地层和泥质岩泛盆沉积。发育了侏罗纪八道湾组 

(Jlb)、西山窑组(Jzx)煤系烃源岩和三工河组(J，s) 

河湖相泥质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以Ⅱ～Ⅲ型为主。 

从整体来看，该套烃源岩沉积中心分别位于南缘天 

山山前、玛湖一盆 1井西及盆地东部克拉美丽山前 

坳陷区。各沉积中心相比，天山山前凹陷区构造沉 

降量和沉降速率最大，玛湖凹陷次之，盆地东部克拉 

美丽山前凹陷区最小。早期侏罗纪八道湾组(Jib) 

煤层在玛湖凹陷内的发育厚度大于天山山前凹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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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 。。。西山窑组(J2X)沉积时期，受燕山运动 

的影响，盆地南缘构造沉降速率相对加快，腹部和西 

北缘则相对缓慢，从而使得西山窑组煤层分布及侏 

罗系暗色泥岩厚度分布均表现出南厚北薄的特征。 

早白垩世，盆地整体沉降，面积明显扩大，整个 

准噶尔地区几乎全为浅水湖泊所占据，主要以浅湖 

相沉积为主，沉积物以红色、绿色砂泥岩为主。晚白 

垩世，盆地抬升，沉积范围明显变小，气候干燥炎热， 

湖水变浅，岩性变粗，周缘以洪积一河流相为主。白 

垩纪末期的晚燕山运动，使得准噶尔盆地类型又逐 

渐发生了变化。 

2．4 陆内俯冲前陆盆地阶段 

古近纪时期，盆地南缘地区受到白垩纪末期燕 

山运动的影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盆地构造格 

局，基本继承了白垩纪稳定坳陷的构造形态，发育滨 

浅湖相沉积[11】，但南缘坳陷的沉积中心较白垩纪向 

西迁移，同时地层南厚北薄呈楔形特征。 

新近纪以来，由于喜山运动的强烈影响，天山山 

系在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碰撞远程效应的作用下发 

生强烈的构造变形，并急剧隆升和向盆地方向冲断 

推覆，使准噶尔地块向天山下部俯冲，南缘再次快速 

沉降形成前陆盆地，沉积了巨厚的山麓冲积扇一辫状 

河相红色磨拉石建造。此阶段因盆地的强烈沉降， 

在东西方向上一反以前近三角形展布的特点。而表 

现为近东西向展布的长条状，盆地向西进一步扩大， 

向东延伸到博格达山山前。古、新近系和第四系在 

山前堆积厚度达 5500 ITI以上，向北急剧减薄，剖面 

上也呈不对称的楔形结构。 

不同演化阶段的原型盆地，不仅控制了烃源岩 

的类型与分布，也控制了烃源岩的演化与油气系统 

的分布。 

3 油气系统分布特征 

根据烃源岩热演化史、埋藏史分析，盆地内存在 

3次生烃高峰期，即石炭纪和二叠纪烃源岩在晚海 

西一印支期生成成熟的油气，燕山早、中期生成高成 

熟油气，喜马拉雅期则生成大量裂解气。侏罗纪烃 

源岩在盆地南缘生成正常成熟油气，盆地中部则处 

于低熟和未熟阶段；古近纪安集海河组至今仍处于 

低熟或未熟阶段，难以大量生烃。受烃源岩的演化 

控制，同时考虑盆地圈闭的发育史，认为盆地内存在 

印支期(T3)、燕山期(J3)和喜山期(E2)3个重要的 

油气运聚成藏期，见图3。 

根据准噶尔盆地主要烃源岩分布、烃源岩演化、 

油源对比和盆地构造等特征，可将准噶尔盆地划分 

出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和古近系4个复合含油气 

系统[12—1 5l，见图 4。 

地壳沉 有 机 烃类演 油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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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 源分布 
Q 降 升 

新 审 生 
新 N 

一  

低 界 近 ＼ 系 E 成 
日 一＼ 

、  里 K 熟 秉 ／ 一 J】 中 怵 J】 
生 萎 Jl 界 
三 一 

曩 

爸 耍 古 二 r
。 

。一一、’＼ 生 羹 C 一 ～ 口天然气 过 
宙 凝析油 界 耍 Cl -cj-c=琦‘ 成 ：-：：：：：：、 

油 秉 熟 

图3 准噶尔盆地油气生成阶段图 

～ 誉 
～ 一  

图4 准噶尔盆地油气系统分布 

石炭系复合含油气系统位于盆地中部中拐一石 

西一五彩湾，呈东西展布的条带并向南延伸至东部三 

台凸起；二叠系复合含油气系统分布于西北缘、腹 

部、南缘等盆地大部分地区；侏罗系复合含油气系统 

位于中央隆起带及其以南地区；古近系含油气系统 

仅限于盆地南缘西部的四棵树凹陷。在不同含油气 

系统分布重叠区内，各含油气系统的油气或分布于 

各自不同的储、盖组合之中，或分布于同一储、盖组 

合中。在后一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混源油气藏。 

混源油气藏分布的地区有：(1)古近系和侏罗系含油 

气系统叠合区位于南缘四棵树凹陷，纵向上侏罗系 
一

古近系为侏罗系油气储集层位；(2)侏罗系含油气 

系统和二叠系含油气系统叠合区位于南缘昌吉凹陷 

和中央隆起带，尽管该区有二叠系烃源岩的分布，但 

是由于南缘构造圈闭形成时间晚于二叠系主要生烃 

期，故不利于二叠系生成的油气聚集成藏，因此，该 

区南部主要为侏罗系含油气系统的油区分布区，仅 

在中央隆起区为侏罗系和二叠系的混合聚集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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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系、二叠系和石炭系3套含油气系统叠合区主 

要位于阜康凹陷及其东斜坡地区；(4)二叠系和石炭 

系含油气系统叠合区位于中拐一陆南凸起地区。图 

4中(5)，(6)为单一油源油气藏分布区，(5)为二叠 

系含油气系统，位于盆 1井西一玛湖一西北缘地区； 

(6)为石炭系含油气系统，位于博格达山前地区。 

4 油气藏类型及成藏模式 

受盆地构造背景的影响，盆地的西北部、西部、 

南部、东部和中(腹)部发育的圈闭组合和油气成藏 

条件各不相同，4个复合含油气系统中生成的油气 

具有不同的成藏机制，油气藏类型和模式也有差异 

(图 5)。 

油气 田 名 称 示意图 
实例 

压扭背斜双 呼图壁 

向充注模式 吐谷鲁 

披覆背斜单 
彩南小捌 向充注模式 

断隆带双 陆南 

向充注模式 达 巴松 

逆冲背斜带 齐 古 

单向充注 模式 博格达 山前 

逆冲 断阶一不整合 

西北缘 单向充注模式 
—  

斜坡带单向 
白家海 充注模式 

图5 准噶尔盆地油气成藏模式 

4．1 西北部油气聚集区 

本区包括扎依尔冲断推覆构造前缘、环玛湖地 

区和哈拉阿拉特冲断推覆构造的前缘。在玛湖坳陷 

西侧发育有多条走向彼此平行的同生断裂，形成了 

多个台阶。由于冲断推覆隆起作用与沉积作用的同 

时发生和交替进行，在二叠系和三叠系与下侏罗统、 

中侏罗统和上侏罗统以及白垩系和侏罗系之间形成 

了多个不整合。这种地质特点决定了断层和不整合 

在该区油气藏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l16]， 

绝大多数油气藏都与断层和不整合有关。断裂上盘 

的油气藏以地层或断裂控制的油气藏为主，下盘则 

以断裂遮挡、岩性控制为主。在油气运移时期，断裂 

和不整合面可作为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油气沿这 

些通道呈“之”字形台阶式从凹陷中心向盆地边缘、 

从深层向浅层逐阶运移成藏。在断裂活动停止后， 

这些断层和不整合面又对油气藏起到主要的封闭作 

用。油气藏从凹陷中心向边缘呈台阶状分布，形成 

逆冲断阶带一不整合单向充注油气聚集模式。哈拉 

阿拉特冲断推覆构造的前缘褶皱作用强，断裂活动 

持续时间短，结束时间早(早侏罗世)。二叠系一三 

叠系圈闭类型主要为断层一岩性一背斜圈闭，断层圈 

闭和岩性一断层圈闭次之。油气藏类型主要有褶皱 

(背斜)、地层超覆和岩性油气藏等类型，其次为断层 

和地层不整合油气藏。 

4．2 西部油气聚集区 

本区为车排子冲断推覆构造发育区，主要有地 

层不整合油气藏，断层油气藏以及岩性和地层超覆 

油气藏等。由于冲断推覆作用，车排子隆起长期处 

于隆升状态，造成三叠系和侏罗系从昌吉凹陷向隆 

起高部位层层超覆，至晚侏罗世隆起高部位才接受 

沉积，不整合和地层超覆发育，而且由于长期的隆起 

和剥蚀，使隆起高部位断层和基岩裂缝发育，为油气 

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油气藏类型从凹陷向隆起高 

部位依次出现地层超覆或不整合油气藏、断层油气 

藏和基岩裂缝性油气藏的组合形式。油气聚集模式 

也为逆冲断阶带一不整合单向充注型。 

4．3 南部油气聚集区 

盆地南缘紧邻天山褶皱带，由于受燕山运动和 

喜山运动的影响，在南缘西部的天山山前依次形成 

了4个压扭背斜构造，目前所发现的油气藏都与这 

些压扭背斜有关E17,18]。油气藏类型主要为压扭背 

斜油气藏(如独山子油气藏)和背斜一岩性(泥岩刺 

穿)油气藏(如独山子沙湾组 、塔西河组油藏)，其次 

为断层遮挡背斜油气藏(齐古油田三叠系和侏罗系 

油气藏、呼图壁气藏)。这些背斜多为断层所断穿， 

从而构成下伏油源的通道，油气成藏模式为压扭背 

斜带多向充注模式。在盆地南缘东部，由于博格达 

山的逆冲隆升，形成了一系列逆冲断背斜，油气成藏 

模式为逆冲背斜带单向充注模式。 

4．4 东部油气聚集区 

盆地东部构造比较复杂，以隆坳为主，发育高角 

度逆冲断层和宽缓背斜。油气藏类型较多，除火烧 

山的火南地区以背斜油气藏为主，类型比较单一外， 

其他地区都是多种油气藏类型复合分布区，但仍以 

背斜油气藏为主，另外还有断层一背斜油气藏或断鼻 

油气藏(如彩南和五彩湾)以及地层不整合油气藏和 

岩性油气藏。帐北断褶带系印支一燕山期形成的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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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构造，北部的沙帐凸起具坳中隆性质，可聚集平地 

泉组侧向运移来的油气，同时不排除有下石炭统滴 

水泉组烃源在局部聚集成藏。油气成藏模式为披盖 

背斜带单向充注模式和断隆带双向充注模式。 

4．5 中部油气聚集区 

此区是盆地内的一个长期隆起区，其西侧紧邻 

玛湖生油凹陷，西南和南侧紧邻盆 1井西凹陷和东 

道海子北凹陷。目前所发现的油气藏主要分布在隆 

起紧邻上述凹陷的地区[19,20]。由于凹陷中的地层 

向隆起高部位超覆沉积，因此在斜坡区常形成地层 

不整合油气藏、岩性油气藏和断层油气藏。隆起高 

部位由于长期处于隆升状态，断裂比较发育，常形成 

古潜山油气藏(如石西石炭系油藏)、披覆背斜油气 

藏(夏盐背斜、石南 4井区侏罗系油藏)和断层油气 

藏(石西侏罗系油藏)。马桥凸起是位于昌吉凹陷和 

盆 1井西凹陷之间的长期继承性古隆起，具有极好 

的油气藏形成条件，预测在该隆起上将不断发现背 

斜油气藏、地层不整合油气藏、断层油气藏和岩性油 

气藏等。油气成藏模式为斜坡带单向充注模式和断 

隆带双向充注模式。 

5 结 论 

(1)准噶尔盆地在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内，由 

于地球动力学背景的差异，盆地原型表现为裂陷、碰 

撞前陆、陆内坳陷和陆内俯冲前陆等4种类型。 

(2)裂陷盆地控制了石炭系烃源岩沿裂陷槽分 

布；碰撞前陆盆地将二叠系烃源岩局限于玛湖、昌吉、 

克拉美丽山等山前坳陷内；陆内坳陷期从三叠纪一直 

持续到古近纪末，所形成的泥岩和煤岩广泛分布于盆 

地内；陆内俯冲前陆盆地发育在南缘西部。因而，古 

近系烃源岩主要分布在安集海一呼图壁一带。 

(3)烃源岩演化和油源对比表明，盆地内有 3 

次成藏期，分别为印支期("I3)、燕山期(JI3)和喜山期 

(E2)；形成了4个复合含油气系统，即石炭系复合含 

油气系统、二叠系复合含油气系统、侏罗系复合含油 

气系统和古近系复合含油气系统。 

(4)受盆地构造背景控制，盆地内可划分为西 

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腹部 5个油气聚集区带。 

盆地的成藏模式主要有逆冲断阶一不整合单向充注、 

压扭背斜双向充注、断隆带双向充注、披覆背斜单向 

充注、逆冲背斜带单向充注和斜坡带单向充注等 6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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