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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古隆起地貌恢复、不整合分布样式及沉积相等研究, 揭示了塔里木盆地中央隆

起带古生代重要发育期的古构造地貌特征及其对沉积相发育分布的控制作用. 中奥陶世末

至晚奥陶世早期的中央隆起带是由和田河古隆起、和田河东古隆起、塔中古隆起及巴楚古斜

坡等组成的、具有复杂古构造地貌的大型古隆起-古斜坡带, 总体由西向东倾没; 可划分出高

隆带、断隆平台、古隆边缘斜坡或坡折带、陆棚斜坡或低凸起带、陆架坡折带及深海盆地或

平原等古地貌单元. 它们对沉积古地理的发育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古隆起边缘斜坡-坡折带

往往控制着构成重要储层的台缘礁、滩等高能沉积相带的发育和分布. 晚奥陶世晚期盆地东

南缘强烈隆起, 塔中古隆起东段随之隆升并由东向西掀斜, 形成由东向西倾沿的鼻状古隆起

带. 早志留世和晚泥盆至早石炭世盆地中北部的古构造地貌由原来的东低西高转为北东高、

西南低; 可划分出强烈剥蚀高隆带、古隆边缘斜坡带、坳陷边缘缓斜坡带及坳陷带等古构造

地貌单元. 构造隆起末期沿古隆起边缘斜坡至坳陷边缘发育的低位及海侵体系域可形成重

要的储集体. 古隆起地貌与盆内多个不整合的分布样式具有密切关系. 从古隆起区向坳陷区

可划分出高隆区的不整合复合带、古隆起斜坡边缘的削蚀不整合三角带和超覆不整合三角

带、古斜坡与坳陷区过渡的微角度或平行不整合带以及坳陷内的整合带. 削蚀不整合和上超

不整合三角带可形成重要的地层圈闭, 是有利的大型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发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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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的古地貌或古构造地貌及其对沉积古

地理的控制研究, 是当前国内外沉积地质和含油气

盆地分析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热点领域. 利用高分辨

地震资料进行碳酸盐岩台地、沉积砂体等形成期的古

地貌恢复和研究, 即“地震古地貌”分析, 已成为近期

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的热点议题和新的分支学科

生长点[1~4].  
塔里木盆地是位于我国西部含有丰富油气资源

的大型叠合盆地[5~8]. 显生宙以来盆地经历过多期重

要的构造变革, 形成了极其复杂的盆地结构. 其重要

的地域特色之一是发育了多个区域性的构造不整合

面和多个盆地规模的古隆起带. 多年的油气勘探实

践和研究已表明, 盆内大型的古隆起、古斜坡带的形

成演化与盆地复杂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密切相关, 对
盆内的油气聚集起到极其重要的控制作用. 盆内古

隆起形成演化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研究和勘探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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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关注的课题. 事实上, 古隆起的形成演化一直是

国际上颇受重视的研究内容, 许多重要含油气盆地

中古隆起的成因及其演化都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关于塔里木盆地古隆起和不整合的一般特征, 也有

不少的研究涉及[9]. 然而, 针对盆内古隆起的古地貌

及其演化等的研究成果则报道甚少.  
本文利用网络状的地震剖面、钻井及露头资料, 

应用拉平古隆起上覆沉积层的古沉积水平面的方法, 
结合不整合接触关系等分析, 力图揭示塔里木盆地

中央隆起带及邻区古生代的古构造地貌及其演化 , 
探讨古隆起地貌及其演化对沉积相发育分布的制约

作用, 为大型叠合盆地古隆起-古斜坡带的形成演化

和构造古地理研究以及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发育分布

预测, 提供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  

1  地质背景和构造-地层序列 
塔里木盆地是在前震旦纪陆壳基底上发展起来

的大型叠合盆地, 经历了从震旦至早古生代、晚古生

代至三叠纪、侏罗纪至新近纪等多个原盆地演化阶段, 
盆地性质及其构造背景发生过多次重要变革. 在震

旦纪-古生代的盆地演化阶段, 由于基底分异性强、周

边板块构造背景复杂, 盆内构造活动, 发育了塔北、

塔西南、塔中、巴楚等多个大型古隆起带; 在中新生

代陆内坳陷和前陆盆地演化阶段, 又经历了多次强

烈的陆内构造变形和隆升剥蚀作用, 导致了多期不

同性质原盆地的叠加和改造, 形成了具有多个重要

构造不整合、并被不同走向古隆起、古坳陷带所复杂

化的盆地地质结构[8]. 盆内古生代的古隆起、古坳陷

带的发育分布和变迁, 决定着盆地的古构造和古地

理的基本特征和演化. 
塔里木盆地古生代的构造格局, 以发育多个大

型的北西西向、北东东或北东向的古隆起、古坳陷带

为其显著特征[6]. 中央隆起带是一个近东西向横跨盆

地中部的复合的大型隆起带, 东西长 1000 多公里, 
南北宽约 80~150 km, 主体由塔中和巴楚隆起两个在

演化历史上有明显差异的断隆、断褶带构成(图 1). 塔
中隆起总体北西西走向, 西部宽缓, 东部窄陡; 东西

长 300 多公里, 宽 80~100 km, 是形成于古生代的一

个古隆起带. 隆起南、北两侧分别以南缘断裂带和一

号断裂带为界. 断裂构造主要发育于中、下古生界内, 

主要由北西西向的断褶构造带组成, 多为基底卷入

式的高角度逆冲断裂, 总体向西呈“帚状”散开, 向东

收敛, 在东段叠加了北东向的断褶带. 巴楚凸起带东

西向长 500 多公里, 宽 80~150 km, 总体呈北西西向

展布, 是一由西北向东南倾伏的大型鼻状隆起. 该隆

起带从古生代开始活动, 并主要定型于新近纪. 巴楚

隆起带由一系列北西、北西西向的断褶带所组成, 其
西侧与北东走向的柯坪断隆带相接; 南、北侧与麦盖

提斜坡和阿瓦提凹陷相邻, 分别以色力布亚-玛扎塔

格断裂带和吐木休克-阿恰断裂带为界, 南北剖面上

表现为向南、北背冲的大型断褶带.  
中央隆起带古生界内发育多个角度或微角度不

整合面, 其形成均与构造隆起作用有关, 并与海平面

的下降相叠加. 以这些不整合为界可把研究区的古

生界划分为 8 个构造层序或二级超层序, 分别由下寒

武统、中寒武-上寒武统、中奥陶-下奥陶统、上奥陶

统、志留系、中泥盆-下泥盆统、上泥盆统-石炭系及

二叠系等组成(图 2). 区内的震旦系为滨浅海相碎屑

岩、台地相碳酸盐岩和火山碎屑岩沉积组合, 不整合

于前震旦系结晶变质基底之上. 寒武系与下伏地层

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在中央隆起带地震剖面上可

观察到明显的上超不整合接触关系. 以白云岩、泥晶

灰岩及泥灰岩等碳酸盐台地或局限台地沉积为主 , 
厚 1600~2000 m. 下寒武统底部含有磷质结核、燧石

条带或团块, 广泛超覆于震旦系或前震旦系基底之

上; 中寒武统含有较多的石膏和盐岩层, 以蒸发性碳

酸盐岩台地相为主, 与下伏地层为微角度不整合接

触, 在地震剖面上有清晰的显示. 下奥陶统主要发育

局限碳酸盐岩台地的厚层白云岩、白云质灰岩沉积, 
在隆起和斜坡区不整合上超于上寒武统之上. 上奥

陶统以广泛发育开阔台地, 包括有礁、滩等碳酸盐岩

沉积为特征; 北部斜坡带以北地区主要接受盆地相

泥岩和浊积碎屑岩沉积. 上奥陶统(构造层序 )Ⅱ 与中

奥陶统之间为角度或微角度、平行不整合接触, 西北

缘野外露头上这一界面以发育稳定分布的紫红泥晶

灰岩、灰质泥岩或褐灰色生屑灰岩为标志(吐木休克

组或恰尔巴克组), 其上为晚奥陶世其浪组的斜坡相

泥岩、钙质泥岩沉积.  
志留系与奥陶系之间为区域上广泛分布的角度

或微角度不整合面所分隔. 塔中隆起带大部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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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里木盆地主要构造单元和中央隆起带的分布 

 
向上终止于这一不整合面. 该构造层序主要发生褶

皱变形, 局部受到断裂作用, 披覆于下部构造层序的

断背斜之上. 在高隆部位中、上奥陶统常被剥蚀缺失. 
志留系-中下泥盆统为滨岸潮坪、滨浅海碎屑岩等沉

积组成. 上泥盆统底为一区域性的角度不整合面, 上
覆于中、下泥盆统剥蚀夷平面上. 这一界面延至高隆

起带过度为石炭系与下伏地层的角度不整合. 在盆

地东缘志留系和中泥盆、下泥盆统受到较强烈的变形

和剥蚀. 石炭-二叠纪盆地中部主要接受了滨浅海、海

滩-潮坪碎屑岩及河流三角洲等沉积. 石炭系中部夹

有生物砂屑灰岩、灰岩等碳酸盐岩及盐岩层. 二叠系

以河流、滨浅湖碎屑岩沉积为主, 发育中酸性-基性火

山岩. 二叠纪后盆地基本上结束了海相沉积. 巴楚地

区中西部古近系、新近系底均显示为高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受到挤压变形和强烈冲刷, 高隆带缺失大

部分中新生代地层.  

2  古隆起地貌的恢复方法 

近年来, 关于古地貌的恢复研究在国际上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 然而, 如何进行古地貌的恢复目前

仍然是有待探索的课题. 本项研究利用地震、测井及

露头资料, 在结合沉积相等分析的基础上, 应用地震

数据结合钻井资料约束, 通过拉平古隆起不同时期

沉积层或古沉积水平面来恢复古隆起的地貌特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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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央古隆起带古生代构造层序和沉积演化序列 

 
揭示其演化; 同时, 综合分析了不整合的分布和组合

样式与古隆起发育演化的关系.  
塔里木盆地内一些规模较大的古隆起带, 往往

经历过从沉降、充填到隆升、剥蚀的多旋回演化过程. 
古隆起的形成演化一般可划分出三个阶段: (1) 从开

始隆升到露出水面遭受剥蚀之前的初始或水下隆起

阶段, 隆起的上覆地层变薄, 发育向上变浅的沉积序

列, 为沉积期古隆起; (2) 隆起露出水面后遭受剥蚀

的隆升剥蚀阶段, 隆起上地层遭受剥蚀缺失, 形成不

整合面, 这一阶段为剥蚀期古隆起; (3) 随后古隆起

进入沉降期, 古隆起被地层逐渐超覆, 不整合界面上

显示地层上超结构, 发育向上变深的沉积序列, 这一

阶段也为沉积期古隆起. 显然, 揭示古隆起地貌的发

育演化必须分不同发育阶段进行古地貌恢复.  

2.1  古隆起上覆地层的古沉积水平面拉平恢复 

从现今的地层记录中, 选择一个上覆古隆起的

沉积层面, 以这个界面拉平下伏地层, 可恢复沉积期

古隆起的古构造地貌或古形态. 当所选择的沉积层

形成时的古水深和岩相在横向上没有发生变化时 , 
可直接拉平这一沉积层, 恢复其下伏古隆起的地貌

形态. 但沉积相在横向上往往是发生变化的, 必须相

应作古水深和差异压实校正[10], 以便较准确地恢复

古地貌. 在正常的压实情况下, 沉积层的孔隙度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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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呈指数函数关系:  
ϕ= ϕ0e−cy.                (1) 

其中, ϕ是沉积层埋深为 y 时的孔隙度. ϕ0 为沉积层的

表面孔隙度, c 为压实系数. 设沉积层现今埋藏顶、底

深度分别为 y1和 y2, 拉平回剥到地表时沉积层的底面

深度为 S, 则有 

1 2c c c0 0
2 1 (e e ) (1 e ).

c c
y y sS y y

ϕ ϕ− − −= − − − + −    (2) 

若以沉积层中点深度计算其孔隙度, 则 S 可近似

表达为 
2 1c( ) / 2

2 1 0( )e /(1y yS y y ).ϕ− −= − −           (3) 

古水深的分析需要结合生物化石组合、沉积相等

综合研究. 在地震剖面上显示的沉积斜坡结构, 如台

地边缘斜坡、三角洲前缘斜坡或陆架斜坡的前积结构, 
可用以估算沉积期古水深.  

图 3 是应用上述方法恢复的塔中古隆起及邻区

的古构造地貌剖面. 清晰的地震资料是进行平面古

隆起形态恢复的重要依据. 通过测井与地震的结合

标定, 确定代表某一沉积层的地震反射界面, 对其进 
行三维空间上的追踪对比和拉平, 是从三维空间上 

再造古地貌的重要资料基础.  

2.2  不整合分布样式与古隆起地貌关系 

在构造活动的大型盆地中, 常常发育多个不整

合并显示出复杂的分布和组合样式[12]. 主要不整合

面的接触关系在不同的构造带上发生显著的变化 , 
可从高角度不整合过渡为微角度或平行不整合至整

合接触, 这种变化从宏观上反映了从高隆剥蚀区到

斜坡及坳陷区的古地貌变化. 在高隆带多期次的强

烈剥蚀常导致多个不整合的合并复合. 对塔里木盆

内主要不整合的分布进行追踪对比和研究表明, 从
古隆起区向坳陷区, 不整合的组合分布可划分出高

隆区的不整合复合带、古隆起边缘斜坡的不整合削蚀

三角带或超覆不整合三角带、从古斜坡带向坳陷区过

渡的微角度或平行不整合带、以及坳陷内的整合带

(图 4).  
不整合叠合带常代表构造强烈隆升剥蚀的高隆

带. 一般表现为一个主要不整合与次级的不整合面的

复合带, 其中的主不整合面剥蚀范围和剥蚀量较大, 
剥蚀时间较长 ,  代表重要构造强烈变革期的产物 .  

 
图 3  应用地震资料拉平沉积期古水平面进行古构造地貌恢复 

据过塔中古隆起中部(a)、东部(b)北斜坡的地震剖面(位置见图 5A’)拉平古隆起被淹没时的沉积层所恢复的中-下奥陶统顶界面的古地貌剖

面, 注意界面上的前积反射结构和层序上超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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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塔里木盆地上泥盆统底(Tg3)不整合面古地质图和不整合的分布样式 
 

不同不整合复合带的分布反映了不同期古隆起的分

布和变迁. 楔状的不整合三角带广义上包括削蚀不

整合三角带和上超不整合三角带. 削蚀不整合三角

带是指由主不整合面削蚀下伏的次一级不整合或重

要层序界面所造成的不整合三角带; 在坳陷方向以

最初的微角度削蚀点与平行不整合带或坳陷整合带

相区分. 上超不整合三角带是由次一级的不整合或

层序界面上覆于主不整合面之上形成的不整合三角

带; 其中的主不整合面位于不整合三角带的下部. 不
整合三角带内主不整合面与次不整合面或层序界面

的交角大小反映出当时构造隆升或变形的强度, 高
角度相交无疑与相对强的构造作用有关. 区内的油

气勘探表明, 楔状的不整合三角带是形成大型不整

合油气圈闭的有利地带. 圈定这些不整合分布带对

再造古隆起地貌和预测地层圈闭油气藏的分布等具

有重要意义.  

3  古生代重要古隆起发育期古地貌及其对
沉积相发育的制约 

3.1  中奥陶-晚奥陶世 

(1) 古构造地貌单元及其分布. 综合地震剖面、

钻井资料及野外剖面对比研究表明, 盆内的中央古

隆起带是从中奥陶世中晚期开始发育的, 塔中地区

代表这期古隆起的 Tg5-2 地震不整合反射界面与盆地

西缘野外剖面上的吐木休克或坎岭组红层顶的不整

合面可对比. 近来研究表明, 塔中、巴楚隆起在震旦

至早、中寒武世表现为裂解背景的斜坡带或低凸起带, 
发育有同沉积断裂(后期挤压反转)和小型的地堑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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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离散被动大陆边缘环境. 塔中隆起带的部分逆

冲断裂是由早期的正断裂经挤压或压扭反转形成的

反转构造. 中奥陶世末期塔里木盆地的构造背景发

生了从伸展到挤压背景的重要转化. 形成于中奥陶

世末、晚奥陶世早期及晚奥陶世晚期的 3 个分布较广

的角度不整合面, 在地震剖面上有清晰的显示, 可在

较大范围内追踪, 代表了相对强的三次构造挤压隆

升期或古隆起发育期, 并显示出逐渐变强的演化趋

势.  
从所恢复的中、晚奥陶世古构造地貌图(图 5)上

可看出, 中、晚奥陶世中央古隆起带事实上是由向北

下倾的巴楚古斜坡、向北或北东走向的和田河、和田

河东古隆起(巴楚隆起东部)、北西西向展布的塔中古

隆起所组成的大型古隆起-古斜坡带, 总体上西南高、

东北低, 具有复杂的古地貌特征. 从西南部的高隆起

区向东北部的深水盆地区, 可划分出一系列古构造

地貌单元, 包括古隆起中部的高隆带、隆起边缘斜坡

带、陆棚斜坡和低凸起平台、陆架坡折带以及深海盆

地平原等. 盆地的构造古地理明显受到古构造地貌

的控制. 
高隆带可进一步划分为断隆高地和高隆平台区, 

一般由背冲的断垒或高角度逆冲断块组成. 和田河

东古隆起的高隆带是呈北东向延伸的, 而塔中古隆

起的高隆带则呈北西西向展布. 塔中古隆起北侧以 1
号断裂带为界, 南侧以南缘断裂或塘北断裂为界, 形
成中部宽、向东、西向变窄倾伏的高隆平台区. 中央

断垒带、塔中 10 号断裂带、塘北断裂带, 吐木休克

及 5 号断裂带均形成宽约 10~20 km 宽的长条形的断

隆高地. 它们控制着特定的沉积相组合和分布.  
古隆起边缘斜坡带是指从高隆带向陆棚浅水台

地过渡的斜坡带. 中-晚奥陶世塔中古隆起北侧的 1
号断裂带形成较陡的台缘斜坡带或坡折带. 这一古

隆起边缘斜坡坡折带向西沿吐木休克断裂带延伸 , 
可追踪到现今盆地边缘的露头区. 和田河-塔中古隆

起东南侧的台缘斜坡坡折沿南缘断裂带、巴东断裂、

塔中 7 和塔中 8 井断裂带分布, 向西南方向过渡到和

 

 
图 5  中央古隆起带及邻区中-晚奥陶世早期古构造地貌(a)及其与沉积相发育分布关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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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河东古隆起的东南台缘斜坡带. 由于构造和海平

面变化的共同作用, 台缘斜坡坡折带随时间发生过

明显的迁移. 值得指出, 这些古隆起边缘的台缘斜坡

带从其成因上应属构造坡折带 [12,13], 与伴随古隆起

形成的边缘断裂的逆冲作用有关. 如北侧的 1 号断裂

带、吐木休克断裂以及塔中南缘断裂带都控制着台缘

斜坡坡折带的发育和分布.  
陆棚斜坡和低凸起带为滨浅海沉积区, 可发育

低幅水下隆起. 塔中古隆起带的北侧从东部的古城

虚低凸起向西延伸至顺托果勒低凸起, 在中、晚奥陶

世形成了一个陆棚缓斜坡和浅水低隆起平台区. 在
中、晚奥陶世主要的隆升期伴随着海平面的大幅下降

时, 曾大面积暴露. 塔中古隆起西端北侧的顺托果勒

低凸起带呈一鼻状低凸起向北延伸至坳陷区. 古隆

起的东南侧也存在一相对较窄的陆棚斜坡带, 其东

南方向过渡到塘古巴孜斯前陆坳陷, 发育浅海至半

深海环境.  
陆架坡折是陆架向深海平面过渡的突变斜坡带, 

也常常受到断裂带的控制. 从古地貌恢复图上可看

出, 北部陆棚斜坡与东端满加尔深坳陷带之间存在

古斜坡带, 从地震剖面上反映的沉积斜坡结构估算, 
地形落差达 1500~2200 m, 构成从陆棚向深水盆地过

渡的陆架坡折带. 这一陆架坡折在晚寒武至早奥陶

世已开始形成, 并逐渐由西向东迁移. 该陆架坡折向

东南延伸至塔中隆起东端的古隆起边缘斜坡带. 因
此, 与西北和东南侧的台地边缘斜不同, 塔中古隆起

东北侧的台缘斜坡带事实上构成了紧临深水盆地的

陆架坡折带. 陆架坡折下的深水盆地以硅质岩、灰质

泥岩和巨厚的深海浊积岩为主. 如塔东 1 井和库东北

缘库鲁克塔格野外剖面上中晚奥陶统的浊积岩厚数

千米.  
(2) 古隆起构造地貌对碳酸盐岩沉积相和储层

发育的制约. 中晚奥陶世中央古隆起、古斜坡地貌对

碳酸盐岩储层发育分布具有明显的控制. 高隆带及

古隆边缘斜坡带遭受了中、晚奥陶世多次隆升剥蚀和

风化作用, 强烈的断裂破碎带、裂缝密集带或强烈应

变集中带是广泛发生岩溶和形成岩溶型储层的有利

区带. 一些古隆起的高隆带现今可能已失去高隆带

的形态, 而仅表现为不整合叠合带. 另外, 古高隆带

的规模较大的断裂带还是流体活动的重要通道, 也

是有利于岩溶和白云岩化的场所. 因此, 高隆带断裂

带形成的塌陷带常常是形成有利储层的部位.  
中央古隆起带的边缘斜坡或坡折带是从古隆起

的浅水区向深水环境过渡的地貌突变带. 上边缘斜

坡或上坡折带是海平面处于高位时的高能沉积相 , 
如礁、滩相等的有利发育区; 而下斜坡带及坡脚带则

发育有边缘滑塌角砾岩或小型的滑塌扇. 盆内和中

奥陶统一间房组和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中的高能沉

积相, 包括生物碎屑灰岩、砂屑亮晶灰岩、鲕粒灰岩

等, 多发育于主要不整合面或暴露层序界面下伏的

高位域或上覆的早期水进体系域内, 平面上主要沿

古隆起边缘的台缘斜坡坡折带分布. 在海平面下降

时, 古隆起边缘斜坡遭受暴露易于发生同生期溶蚀

作用. 区内油气勘探已表明, 古隆起北侧 1 号断裂台

缘斜坡带是极其有利的油气聚集带[14], 礁、滩相与岩

溶、裂隙带叠加形成的“渗透连通体”, 可能构成了该

区已发现的岩性地层油气藏的主要储集体. 中央古

隆起带的西北缘、东南缘均具有与东北侧 1 号断裂台

缘斜坡带相似的古地貌特征, 应有利于浅水鲕粒滩、

砂屑滩及小型礁体的发育, 具有形成以高能滩坝、礁

相为主要储层的岩性地层圈闭的有利条件.  

3.2  早志留世和晚泥盆-早石炭世构造古地貌 

(1) 隆坳格局与构造古地貌特征.  晚奥陶世末

和中泥盆世末的强烈构造变革, 形成了两个盆地规

模的角度不整合面(Tg5 和 Tg3 不整合反射界面), 使盆

地的古构造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盆地东北部的满

加尔坳陷逐渐抬升变浅, 而西南部则明显沉降, 古构

造地貌由东低西高转为北东高、西南低. 塔中古隆起

东段随盆地东南缘的强烈隆升从早期的由西向东转

为由东向西倾没. 到中泥盆世晚期, 塔东、塔中、塔

西南隆起连成盆地东南缘的巨型隆起带. 从东南缘

隆起带向北部的坳陷带, 可划分出强烈剥蚀高隆带、

古隆边缘斜坡带、坳陷边缘缓斜坡带及坳陷带等古构

造地貌单元(图 6). 不整合接触显示出从高角度不整

合、角度-微角度不整合、平行不整合至整合接触的

总体变化. 从北缘的塔北古隆起向南也显示相似的

古地貌分布. 这些古地貌带控制着志留纪和晚泥盆-
早石炭世碎屑沉积相带的分布.  

(2) 构造隆升期末的构造古地貌与低位-水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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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央古隆起带及邻区志留纪早期古构造地貌(a)和构造隆升期末及其后低位和水进体系域的发育分布((b), (c)) 

 

系域的发育分布.  从古隆起演化与海平面升降过程

考虑, 区内可识别出两种重要的沉积体系域, 它们的

发育和分布受到古隆起、古斜坡带地貌的明显控制

(图 6(b)和(c)): 一是构造最大隆升期的发育的低位体

系域, 构造最大隆升期高隆及斜坡带遭受剥蚀, 残余

水盆地的边部发育低水位的碎屑沉积体系; 二是构

造隆升期后随海侵形成的海进体系域, 随着隆升期

后构造沉降和海侵, 古斜坡带发育海侵期的海岸碎

屑沉积体系. 随着海侵的扩大, 古隆起的大部分或全

部被淹没, 上覆海相泥岩或泥灰岩沉积.  
最初削蚀点以下的洼陷边缘斜坡带是构造隆起

期的低位域发育区. 通过网络状地震剖面追踪最初

削蚀点可圈定隆升末期残余盆地和边缘低位体系域

的分布. 构造强烈隆升期大面积的剥蚀区供给大量

314 



 
 
 

 
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   2009 年 第 39 卷 第 3 期 

 

 

的粗碎屑有利于低位域三角洲或低位扇的广泛发育. 
志留纪早期塔中古隆起北部、塔北古隆起南斜坡均存

在相对缓的古斜坡带, 广泛发育构造隆升末期和海

侵早期的低位域三角洲和河口湾或潮道等沉积体系; 
在塔中北斜坡带和塔北古隆起南斜坡带的地震剖面

都可观察到志留系底部低位域三角洲体系的前积反

射结构. 晚泥盆世和早石炭世构造隆升末期的低位

域和和海侵体系域广泛发育海滩砂坝和三角洲沉积, 
特别是结构和成分成熟度高的海滩砂岩分布广泛 . 
这种上超在不整合上的碎屑沉积体系构成了盆内重

要的储集体, 并与上覆的海相泥岩或泥灰岩沉积形

成良好的储盖组合. 盆地北部塔北隆起南斜坡带大

型的哈得逊油气田就是与这种砂体和圈闭有关的油

气藏类型.  

4  结论 
(1) 应用拉平古隆起被淹没后的沉积层(古水平

面)的地震古地貌恢复技术和不整合分布样式的分析

方法, 可恢复古隆起、古斜坡带的古构造地貌, 并揭

示其对沉积相发育分布的制约作用, 为古隆起、古斜

坡带的岩性地层油气藏的分布预测提供重要基础.  
(2) 塔里木盆地中央古隆起带是在中奥陶世末

开始发育的, 在古生代发生过 4 次重要的隆升作用. 
中-晚奥陶世中央古隆起带是由北倾的巴楚古斜坡、

和田河东古隆起和塔中古隆起组成的复合古隆起-古
斜坡带, 总体西高东低并具有复杂的古构造地貌. 奥
陶纪末的构造变革导致盆地东南缘强烈隆升, 塔中

古隆起随之从早期的由西向东倾没转为由东向西倾

没.  
(3) 盆内不整合的分布样式与古构造地貌的变

化密切相关. 从古生代的隆起带向凹陷区可划分出

高隆区复合不整合带、古斜坡不整合三角带、坳陷边

缘至坳陷区的平行不整合和整合带. 不整合三角带

包括削蚀不整合带和上超不整合带. 这些不整合带

的形成分布对盆内岩性地层圈闭、岩溶储层发育和分

布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4) 从中晚奥陶世古隆起带向凹陷区可划分出

高隆带、古隆起边缘斜坡带或坡折带、陆棚斜坡和低

凸起平台、陆架坡折带及深海盆地平原等古构造地貌

单元, 它们控制着沉积古地理的分布格局和有利储

集相带及岩性地层圈闭的发育分布. 高隆及其边缘

斜坡带, 特别是沿重要不整合复合带是有利风化岩

溶、构造裂缝气储层的发育区; 而沿古隆起台地边缘

斜坡带是生物礁或滩坝相的有利发育区带, 也是同

生岩溶作用多发生带, 可形成良好的礁滩或滩坝相

储层. 通过古隆起-古斜坡带地貌的恢复可为良好储

集相带和地层圈闭的分布预测提供重要基础.  
(5) 志留纪早期和晚泥盆世早期的古构造地貌

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可划分出强烈剥蚀高隆带、古隆边

缘斜坡带、坳陷边缘缓斜坡带及坳陷带等古构造地貌

单元. 从不整合最初削蚀点以下的残余水盆地边缘

至古隆起的边缘斜坡带是构造强烈隆升期低位域和

早期海侵体系域的发育分布区. 这些碎屑沉积体系

与古隆起被淹没上覆的海相细粒沉积可形成良好的

储盖组合, 具有形成大型岩性地层油气藏的有利条

件.   

致谢    感谢审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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