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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新元古代裂谷盆地南北分异及油气勘探启示
任　荣　管树巍　吴　林　朱光有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综合航磁、地震、地质和地球化学资料，研究了塔里木新元古代裂谷盆地南北分异的表层构造、沉积、分布特征及深层动力学
机制，揭示了裂谷盆地演化及其对寒武纪早期沉积盆地和深层烃源岩分布的控制作用。塔里木南部裂谷盆地是罗迪尼亚超大陆裂
解早期超级地幔柱活动的产物，开启于南华纪早期（约７８０Ｍａ），表现为深入塔里木盆地内部的ＮＥ向坳拉槽，而北部裂谷是泛罗迪
尼亚大洋板块俯冲产生的弧后裂谷盆地，开启于南华纪后期（约７４０Ｍａ），呈近ＥＷ向狭长带状横穿整个塔里木盆地。塔里木北部
新元古代弧后裂谷盆地与东亚地区晚中生代—新生代弧后裂谷盆地群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十分相似，均显示向洋迁移的演化特征，
但塔里木裂谷盆地从早期的断陷拗陷最终演化成被动陆缘。塔里木新元古代裂谷盆地不仅决定同裂谷期烃源岩的分布，更控制
早寒武世沉积盆地的发育，使得后者“向前相似”，在现今塔北隆起与中央隆起带之间很可能发育近ＥＷ向展布的南华系—震旦系
同裂谷期和下寒武统玉尔吐斯组沉积期后裂谷期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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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含油气克拉通盆
地，现今为弧形山系所环绕，北缘为古亚洲构造体系的

南天山山脉，南缘为特提斯构造体系的西昆仑—阿尔
金山脉，构成了典型的盆山耦合体系。在新元古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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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塔里木由南、北塔里木陆块及之间的中塔里木弧地
体碰撞拼贴形成统一基底［１２］。作为对罗迪尼亚（Ｒｏ
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裂解的响应，在南华纪—震旦纪发育广
泛的裂谷伸展构造和岩浆作用，控制形成盆地的第一
套沉积盖层［２５］。航磁和地震资料揭示，南华纪—震旦
纪塔里木盆地具有南北分异的裂谷分布形态，其可能
属于不同的成因类型，由不同的动力学机制形成。特
别是，最新地质证据显示塔里木盆地北部新元古代裂
谷很可能与Ｒｏｄｉｎｉａ超大陆边缘的俯冲作用密切相
关［６７］，这与先前长期存在的地幔柱裂谷拗拉槽观
点［２，４５，８９］存在明显差异。

目前关于塔里木盆地寒武纪早期沉积盆地的分布也
存在较大争议，主要为东盆西台即东部深水盆地、西部碳
酸盐台地［１０１１］或者南北分异［１２］格局。前者具有“向后相
似”特征，与中寒武世—奥陶纪构造沉积格局基本一致；
后者则与新元古代裂谷“向前相似”，显示南北不同的构
造沉积格局。这２种格局决定寒武纪早期玉尔吐斯组沉
积期包括盆地西部的玉尔吐斯组和东部的西山布拉克组
烃源岩具有截然不同的分布形态，并产生不同的勘探方
向。而对新元古代裂谷盆地形成和演化动力学机制的研
究将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深部背景制约。

综合了航磁、地震、地质和地球化学等研究成果，
运用比较大地构造研究思维，力求阐明塔里木新元古
代裂谷盆地南北分异的表层构造、沉积等特征，并在此
基础上揭示其深层动力学机制及其对寒武纪早期沉积
盆地和深层烃源岩分布的控制作用，以期推动塔里木
盆地深层石油地质条件和油气勘探研究的深入发展。

１　裂谷南北分异特征
塔里木盆地广泛发育新元古代裂谷，是罗迪尼亚

超大陆新元古代裂解事件的重要响应和标志性伸展构
造［２，１３１５］。但是，塔里木盆地具有南北分异的裂谷特
征，在裂谷充填序列、盆地开启时限、分布形态等方面
表现出明显差异。
１１　裂谷充填序列

塔里木盆地的南华系—震旦系主要出露于东北缘
库鲁克塔格、西北缘阿克苏和西南缘西昆仑铁列克提
地区（图１）。露头地层厚度数千米，最厚处位于库鲁
克塔格，可达６０００ｍ，而在盆地内部由于钻遇和钻穿
南华系—震旦系的钻井很少，其充填序列主要依据盆
缘露头和地震资料进行追踪推断。

在库鲁克塔格地区，南华系—震旦系角度不整合
覆盖于青白口纪帕尔岗塔格群和约７８０Ｍａ的花岗岩
之上［１６１８］，以多套火山岩和冰碛岩的相间发育为特征
［图１（ａ）］。南华系底部贝义西组具有由粗到细快速

变化的充填序列，并广泛发育双峰式火山岩（７４０～７２５
Ｍａ）［１９］，是裂谷断陷高峰期的产物。贝义西组、阿勒
通沟组和特瑞艾肯组火山岩的存在表明南华纪火山作
用强烈，很可能发育多期断陷活动。震旦纪期间，火山
活动较弱，仅在扎摩克提组和水泉组出现部分火山岩。
总体上，库鲁克塔格南华纪以断陷为主，到震旦纪则变
为拗陷。此外，与火山活动相间发育的贝义西、阿勒通
沟、特瑞艾肯、汉格尔乔克４个冰期事件，可以跟新元
古代“雪球事件”的４个全球性冰期很好对应［１９２０］，指
示火山活动很可能是间冰期产生的主要控制因素。

在阿克苏地区，南华系底部西方山组粒度变化较
大，沉积韵律发育，反映快速堆积特征，向上变为巧恩
布拉克组和尤尔美那克组杂砾岩、杂砂岩和冰碛岩沉
积［图１（ｂ）］。但是，未见南华系底部及其与阿克苏群
的接触，仅见尤尔美那克组角度不整合覆盖于阿克苏
群之上，并含有阿克苏群蓝片岩砾石。震旦系与南华
系呈平行不整合接触，并角度不整合覆盖于阿克苏群
之上，从下到上依次发育苏盖特布拉克组河流相湖相
碎屑岩和奇格布拉克组海相白云岩。尽管Ｔｕｒｎｅｒ认
为震旦系可能代表一期新的裂谷事件［８］，但鉴于其发
育较薄的火山岩、地层厚度较小（＜１０００ｍ）且横向变
化不大，很可能为裂谷拗陷期超覆沉积。与库鲁克塔
格相比，阿克苏地区南华纪和震旦纪火山岩不发育。

在铁列克提地区，南华系角度不整合覆盖在苏库洛
克群之上，同样显示由粗到细快速堆积特征，在底部牙拉
古孜组发育大套红色砾岩，向上过渡为砂岩、粉砂岩和泥
岩沉积，并在波龙组和雨塘组发育冰碛岩［图１（ｃ）］，后者
可与特瑞艾肯组和尤尔美那克组冰碛岩对比（图１）。
震旦系整合覆盖于南华系之上，主要由砂岩和粉砂岩
组成，仅在后期存在海侵，发育少量白云岩，整体上反
映构造变化较弱的拗陷沉积环境。该区南华系—震旦
系中未见火山岩。

综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南华系—震旦系显示典型
的裂谷断陷拗陷充填特征，其中断陷活动主要发生在
南华纪，而震旦纪以拗陷为主，并且不同地区的裂谷充
填序列和火山活动存在明显差异。
１２　裂谷盆地开启时限

裂谷岩浆和地层可以很好限定裂谷盆地的开启时
限。前者以裂谷活动初期的大火成岩省、基性岩墙群和
双峰式岩浆岩为主，其中大火成岩省和基性岩墙群一般
早于裂谷盆地的开启时限［２１］，双峰式岩浆岩则标志着裂
谷盆地已经开启；后者多为典型的裂谷盆地沉积序列，又
称为裂谷成因相组合，具有由粗快速变细特点［２２］，代表裂
谷盆地的确切发育时限。裂谷岩浆和地层资料显示塔里
木盆地南、北部具有截然不同的裂谷盆地发育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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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塔里木盆地周缘露头南华系—震旦系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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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基性岩墙群和双峰式岩浆岩年
龄分别为８０２和７８３Ｍａ［２３２４］，指示南部裂谷盆地很可
能开启于南华纪早期（约７８０Ｍａ）。这与塔西南南华
系裂谷序列角度不整合覆盖于上述基性岩墙之上以及
波龙组约７５０Ｍａ的最大沉积年龄［２５］一致［图１（ｃ）］。
而塔里木北部７７３～７５９Ｍａ基性岩墙群侵入到包括阿
克苏群蓝片岩在内的变质基底和早期花岗岩（８２０～
７８０Ｍａ）之中［２６］，其均被南华系—震旦系角度不整合
覆盖，指示北部裂谷在７５９Ｍａ之前尚未开启。同时，
代表裂谷早期沉积的贝义西组发育７４０～７２５Ｍａ的双
峰式火山岩［１９］，西方山组也具有小于７４８Ｍａ的沉积
年龄［２７］。这些证据均显示塔里木北部裂谷很可能开
启于约７４０Ｍａ。因此，塔里木盆地南部比北部裂谷盆
地开启时间早约４０Ｍ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塔里木西北缘和东北缘
裂谷盆地很可能同时开启于约７４０Ｍａ，但是前者明显
缺失后者存在的大多期裂谷岩浆活动并且发育较为简
单的南华系—震旦系［图１（ａ）和图１（ｂ）］，其是否形
成于同一裂谷的不同位置或者不同的裂谷阶段尚不
明确。
１３　裂谷分布形态

根据断陷地层的快速沉积和厚度向边缘快速变
薄、在边缘快速尖灭等特点，地震剖面上的前寒武纪楔
状反射往往被作为识别塔里木盆地内部南华纪裂谷断
陷地层的主要标志，以满加尔拗陷周缘的楔状反射为
代表［图２（ａ）、图２（ｃ）和图２（ｄ）］。而以塔北隆起为代
表的前寒武纪连续、弱振幅席状反射［图２（ａ）、图２（ｂ）
和图２（ｃ）］，在南华纪楔形反射之上显示大范围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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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特征，经星火１井证实为震旦系，反映沉积和构造环
境较为平静，标志着裂谷拗陷沉积。同时，地震剖面上
的前寒武纪杂乱反射为前南华纪的结晶基底，已被中深
１井、沙５３井、星火１井等年代学资料［２］证实（图２）。

因此，鉴于盆地内部钻遇南华系和震旦系的钻井很少，
而寒武系底界的地震反射特征稳定、易于进行全盆地
追踪，利用这３类前寒武纪反射可大致确定南华系、震
旦系的厚度和边界，并得出裂谷的分布形态。

　　注：ＴＮｈ—南华系底界；ＴＺ—震旦系底界；Ｔ∈—寒武系底界；Ｔ∈２—中寒武统底界。
图２　塔里木盆地前寒武系代表性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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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盆地北部南华系呈狭长带状分布，近ＥＷ
向横穿整个盆地，受控于一系列沿走向分布的半地堑
或者地堑（图２），宽度和厚度均由盆地内部向东北缘
和西北缘逐渐增加，宽度６０～２００ｋｍ，最大厚度超过
２０００ｍ［图３（ａ）］。盆地南部南华系存在２个分支，均
呈ＮＥ向展布，宽度６０～２００ｋｍ，厚度由盆内向盆缘
逐渐加大，最大厚度超过１６００ｍ［图３（ａ）］。上述南北
分异的裂谷分布形态与航磁异常反映的塔里木盆地北

部ＥＷ向和南部ＮＥ向基底构造格局基本吻合。
塔里木在震旦纪继承南华纪的沉积格局，也具

有南北分异的裂谷分布形态，但分布范围更广，地
层厚度明显变小（＜８００ｍ），反映裂谷拗陷期的沉
积特点［图３（ｂ）］。同时，与南华系相比，塔里木北
部震旦系沉积中心部分向北发生迁移（图３）。这种
迁移特征在地震剖面犃犃′和犆犆′［图３（ａ）和图３（ｃ）］
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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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塔里木盆地南华系和震旦系厚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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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裂谷南北分异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作为塔里木盆地在基底形成之后的第一套沉积盖

层，南华系—震旦系及其伴随的大规模岩浆活动，长期
以来一直被认为具有裂谷成因背景，是对新元古代罗
迪尼亚超大陆裂解过程的响应［２，１３１５］。但是，裂谷充
填序列、盆地开启时限及分布形态等显示塔里木盆地
具有南北分异的裂谷特征，其很可能由不同的动力学
机制形成。
２１　南部裂谷形成动力学机制

古地磁与地质证据显示，塔里木在新元古代位
于罗迪尼亚超大陆北缘，北部朝向泛罗迪尼亚大洋，

南部则与澳大利亚克拉通西北部相连接（图４）［１５，２８］。
与澳大利亚克拉通直接相连表明塔里木南部处于罗
迪尼亚超大陆内侧，在超大陆裂解时，该区域俯冲作
用已经完全消失，并且不易受到超大陆周缘俯冲作
用的影响。同时，塔里木南缘西昆仑地区南华纪裂
谷相关基性岩墙和双峰式岩浆岩具有板内／陆内ＯＩＢ
（洋岛玄武岩）型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２３２４］，明
显缺少Ｎｂ、Ｔａ亏损等指示的俯冲作用影响。因此，
塔里木南部南华纪裂谷的形成与超大陆／板块边缘
作用无关，而很可能与超大陆／板块内部地幔柱作
用有关，为塔里木西南缘与澳大利亚克拉通裂离的
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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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塔里木克拉通在犚狅犱犻狀犻犪超大陆中位置
（７２０Ｍａ，据文献［１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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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北部裂谷形成动力学机制
目前塔里木北部裂谷主要存在地幔柱裂谷和弧后

裂谷的争议。在地幔柱裂谷模式中，塔里木北部南华
纪—震旦纪以发育早期地幔柱裂谷和晚期被动大陆边
缘为特征，与罗迪尼亚超大陆汇聚相关的俯冲增生作
用很可能在７６０Ｍａ时已经停止［２，９］，因此，开启于南华
纪中后期（７４０Ｍａ）的北部裂谷由地幔柱活动产生，与
俯冲无关。而在弧后裂谷模式中，南华纪—震旦纪塔
里木北缘的俯冲增生作用一直存在，同期地层和岩浆
岩形成于俯冲产生的岛弧和弧后裂谷盆地环境［７，２９］。

尽管地幔柱活动可能同时存在并发挥部分作用，但
通过对笔者新获取数据（图５和表１）和前人资料的综合
分析，笔者认为塔里木北部裂谷的形成与演化主要与超
大陆外侧泛罗迪尼亚大洋洋壳俯冲导致的弧后伸展有
关，证据为：①塔里木北部处于罗迪尼亚超大陆外缘，直
接面向泛罗迪尼亚大洋，不可避免受到超大陆边缘长期
存在的环罗迪尼亚俯冲作用影响（图４）；②塔里木北缘
阿克苏和库鲁克塔格地区南华纪裂谷相关基性岩墙群
和双峰式火山岩显示明显的俯冲特征，如Ｎｂ、Ｔａ亏损
［图５（ａ）］［２６，３０］；③与塔里木南部相比，北部在裂解初期明
显缺少地幔柱活动直接产物，如ＯＩＢ型玄武岩或高镁玄
武岩等；④南华系贝义西组砂岩具有活动大陆边缘碎屑
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指示其很可能形成于大陆边缘弧相
关的裂解环境［２９］。此外，蛇绿岩的年代学和成因研究表
明，塔里木北缘的南天山洋盆在震旦纪中晚期（６００Ｍａ）已
经开启，并具有复合弧后盆地演化特征［７］，进一步印证了塔
里木北部在南华纪—震旦纪期间的弧后裂谷盆地模式。

然而，塔里木北部裂谷中后期火山岩（６５５～５４２
Ｍａ）包括阿克苏地区苏盖特布拉克组和库鲁克塔格地
区阿勒通沟组、扎莫克提组、水泉组与西山布拉克组玄
武岩均显示ＯＩＢ型的地球化学特征［图５（ｂ）和图５（ｃ），

无明显Ｎｂ、Ｔａ负异常］［５，３１３２］，与早期裂谷相关基性
岩墙和双峰式火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图５（ａ），Ｎｂ、
Ｔａ负异常］明显不同，指示裂谷中后期俯冲带很可能
已经随着南天山洋张开而向北迁移，从而导致地幔柱
活动取代俯冲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该期地幔柱活动可
能为诱发罗迪尼亚超大陆裂解的超级地幔柱的末期阶
段或者由俯冲带弧后伸展作用引起地幔上涌产生。总
之，塔里木北部在裂谷演化早期阶段由俯冲产生的弧
后伸展作用控制，而中后期随着俯冲带的向洋迁移和
南天山洋的打开，开始受到地幔柱作用影响。

图５　塔里木盆地北部裂谷相关岩浆岩微量元素标准化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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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上述不同的裂谷形成动力学机制，导致塔里
木发育南北分异的裂谷盆地开启时限和分布形态。塔
里木南部裂谷与南华纪早期全球超级地幔柱活动密切
相关，开启较早，呈ＮＥ向展布，表现为深入克拉通内
部的拗拉槽；而北部裂谷主要受控于超大陆边缘大洋
洋壳俯冲产生的弧后伸展作用，开启较晚，裂谷沉积呈
狭长带状分布，走向近ＥＷ。

３　裂谷盆地演化
塔里木新元古代裂谷盆地演化与罗迪尼亚超大陆

的裂解及塔里木周缘各洋盆包括南天山洋、西昆仑—
阿尔金—祁连洋的开启扩张有关，从早期的裂谷断陷

经裂谷拗陷最终演化成被动陆缘。
南华纪，随着罗迪尼亚超大陆开始裂解，塔里木盆

地内部和边缘发育强烈的裂谷岩浆与构造作用。受全
球超级地幔柱活动影响，塔里木南部裂谷盆地在南华
纪早期打开（约７８０Ｍａ），显示地幔柱裂谷的分布和演
化特征［图６（ａ）和图７（ａ）、图７（ｂ）］。而此时，塔里木北
部主要受控于北缘的泛罗迪尼亚大洋（古亚洲洋前身）
俯冲体系，发育大陆边缘弧岩浆活动和俯冲增生造山作
用，形成阿克苏群蓝片岩（＜８２０Ｍａ、＞７６０Ｍａ）［２６，３３］，并
在约７８０Ｍａ发生哈萨克斯坦、伊犁、中天山等地块向塔
里木的碰撞拼贴［图７（ａ）和图７（ｂ）］，使表层沉积岩快
速埋藏并遭受高压麻粒岩相变质作用［３４］。

表１　塔里木盆地北部裂谷相关岩浆岩的主微量元素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犼狅狉犪狀犱狋狉犪犮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犱犪狋犪狅犳狋犺犲狉犻犳狋狉犲犾犪狋犲犱犿犪犵犿犪狋犻犮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狀狅狉狋犺犲狉狀犜犪狉犻犿犅犪狊犻狀

样品
成分／元素

阿克苏基性岩墙 西山布拉克组玄武岩扎摩克提组玄武岩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１ ２

ＳｉＯ２ ５０５５ ５０４２ ４９１３ ４９０３ ４７２７ ４７０１ ４３３７４３４４
Ａｌ２Ｏ３ １４２４ １４２７ １３８１ １３８８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２ １３９４１３９０
Ｆｅ２Ｏ３ １２６３ １２７１ １３１６ １２８８ １１３２ １０９７ ７３６ ６６６
ＭｇＯ ３６９ ３７１ ４０８ ４０６ ４６２ ４４５ ２３２ ２０１
ＣａＯ ６５２ ６５３ ７４０ ７３６ ６１７ ６６ １２０５１２３８
Ｎａ２Ｏ ３６５ ３６９ ３３１ ３３０ ３０５ ２９５ ４６８ ４７６
Ｋ２Ｏ ２２１ ２２５ １８３ １８５ ２５３ ２６７ ０８４ １０１
ＴｉＯ２ ２６９ ２７１ ３１１ ３０７ ２７３ ２７８ ３４９ ３６６
Ｐ２Ｏ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４４ １４３ ０６４ ０６７ ０２５ ０２７
ＭｎＯ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９
ＬＯＩ １８０ １７０ ２００ ２４０ ４４０ ４７０ １１２０１１５０
Ｔｏｔａｌ ９９４７ ９９４８ ９９４９ ９９５１ ９９６６ ９９７０ ９９７０９９７９
Ｒｂ ３１６０ ３０３０ ３４５０ ２９９０ ３４６０ ３５２０ ２１００２５６０
Ｂａ ２６８４００２５８５００２３２７００２２９１００ ６７７００ ６７０００７３０００８０９００
Ｔｈ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５０ ４５０ ４８０ １３０ １２０
Ｕ ０７０ ０８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０８０ ０９０
Ｎｂ ９２０ ８００ ６９０ ７２０ ３９９０ ３７４０ ２８２０２７９０
Ｔａ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５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１８０ １５０
Ｐｂ ５５０ ５４０ ５７０ ５００ ４２０ ４７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Ｓｒ ５０２３０ ４７０００ ４７３２０ ３９７６０ ３１６００ ３０２４０４６７６０３９１７０
Ｚｒ ２１５３０ ２１３８０ １９０６０ １８２６０ ２７１９０ ２６２１０１７７８０１７７６０
Ｈｆ ５３０ ４９０ ５１０ ４７０ ６４０ ５９０ ４５０ ５２０
Ｙ ４３６０ ４２００ ４１１０ ４１２０ ３１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２２０１５１０
Ｌａ ３６３０ ３６２０ ３５２０ ３５５０ ４１４０ ４３３０ １５５０１６７０
Ｃｅ ７９４０ ８０３０ ７４２０ ８３８０ ９３００ ８５４０ ３５００３８１０
Ｐｒ １０８３ １１０３ １０４８ １１１０ １０８６ １０５０ ５０３ ５４５
Ｎｄ ５０３０ ４７５０ ４８７０ ４９１０ ４１９０ ４３５０ ２４２０２３９０
Ｓｍ １００１ １０５４ ９９４ ９７１ ８６３ ８６８ ５３０ ５８１
Ｅｕ ４８５ ５１１ ４８５ ４８０ ３０８ ３２６ ２０９ ２５４
Ｇｄ ９９１ ９５７ １００６ ９８１ ７７７ ７７４ ４３７ ５５８
Ｔｂ １３２ １３４ １３６ １３３ １０８ １１０ ０５８ ０７６
Ｄｙ ８５６ ７７９ ８２８ ８００ ６３９ ６４９ ３２０ ３７２
Ｈｏ １６０ １４７ １５９ １５０ １１２ １１５ ０４７ ０６４
Ｅｒ ４３１ ４１８ ４４６ ４０５ ３２３ ３１２ １３０ １５０
Ｔｍ ０５８ ０６０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１７ ０１９
Ｙｂ ３７８ ４０１ ３６３ ３５４ ２８１ ２７２ １１６ １２３
Ｌｕ ０５７ ０５６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１３ ０１７

　　　　　　　　　　注：１—４数字表示样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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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塔里木盆地新元古代裂谷盆地构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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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新元古代构造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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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７８０Ｍａ开始，塔里木北缘泛罗迪尼亚大洋板块
的俯冲引起盆地北部地区发生弧后伸展作用，但此时
伸展较弱、裂谷盆地尚未打开，不发育裂谷沉积，主要
表现为裂谷初期７７３～７５９Ｍａ基性岩墙群［２６］的侵入
［图６（ａ）、图７（ｂ）］。盆地内部近于同期发育的岩浆事
件，如同１井７５５Ｍａ安山岩［２］和塔参１井７５７Ｍａ花
岗岩［３５］，则指示塔里木盆地在部分地区很可能仍然受
到地幔柱活动影响。
　　晚南华世（＜７４０Ｍａ），塔里木北部弧后伸展达到
高峰，以贝义西组为代表的双峰式岩浆活动（７４０～７２５
Ｍａ）［１９］标志着弧后裂谷盆地开启，与俯冲方向平行，
呈近ＥＷ向狭长带状展布［图６（ｂ）、图７（ｃ）］。与南部
地幔柱裂谷盆地相比，北部弧后裂谷盆地打开晚约４０
Ｍａ。而从整体上来看，塔里木在罗迪尼亚超大陆中处
于边缘位置，远离地幔柱中心，裂谷活动时间明显晚于
处于超大陆中心位置的华南克拉通（图４）。在华南地
区，科马提岩、大火成岩省等裂谷初期阶段标志性岩浆
岩显示其裂谷岩浆活动开始于约８２０Ｍａ［３６３７］，裂谷沉
积指示其裂谷盆地几乎同时开启［２２］。

震旦纪期间，由于俯冲板片后退和俯冲带向洋的
持续迁移，塔里木北部的弧和弧后裂解中心同样向洋
发生转移，南天山洋开始张开，导致哈萨克斯坦、伊犁、
中天山等块体从塔里木裂离［图６（ｂ）、图７（ｄ）］。同时，
塔里木北部地区的弧后伸展作用逐渐变弱，超级地幔柱
或由弧后伸展诱发的地幔柱活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
其活动性较弱，没有产生显著的裂谷构造与岩浆作用，
塔里木北部裂谷从此进入拗陷阶段并进一步演化成被
动陆缘［３８３９］。而南部裂谷随着地幔柱活动的减弱，深入
塔里木内部分支成为拗拉槽，其他则裂解形成始特提

斯洋，使澳大利亚与塔里木分离，并发育被动陆缘。这
与蛇绿岩年龄资料显示的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洋、
南缘始特提斯洋即西昆仑—阿尔金—祁连洋在震旦纪
已经打开［４０４１］、寒武纪持续发育［４２４３］的事实一致。

塔里木北部新元古代弧后裂谷盆地和南天山洋盆
的形成、演化过程与太平洋西侧东亚地区晚中生代—
新生代弧后裂谷盆地群的形成过程十分相似，均显示
向洋迁移的弧后盆地演化特征（图７）。在东亚地区，
由于俯冲板片（太平洋板块）的后退，向洋迁移的幕式
弧后伸展作用依次导致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松辽陆内
断陷拗陷盆地的形成、古近纪渤海湾大陆边缘盆地的
发育、新近纪日本海与中国南海等边缘海的扩张以及
第四纪冲绳海槽的弧后伸展［４４］。这些弧后裂谷盆地
控制发育了多套同裂谷断陷和拗陷期优质烃源岩和多
个含油气系统［４５４７］，已被证明具有巨大的油气勘探价
值。目前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库鲁克塔格地区，也已
证实南华系阿勒通沟组上段和震旦系育肯沟组暗色泥
岩具有较高有机质丰度（ＴＯＣ含量可达３％）［１７］，充分
显示该裂谷盆地的烃源岩生成能力和勘探前景。但
是，由于地质和地震资料的限制，对塔里木北部弧后裂
谷盆地向洋迁移的具体过程还缺少精细限定，需要进
一步研究。

４　裂谷对寒武纪早期沉积盆地分布的
制约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下寒武统下部玉尔吐斯组
和西山布拉克组暗色泥岩、硅质泥页岩是塔里木盆地
深层古生代海相主力烃源岩之一，具有巨大的勘探潜
力［１０１１，４８］。在盆缘露头（剖面见图８），这套优质烃源

图８　塔里木盆地早寒武世玉尔吐斯组沉积期沉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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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分布广泛，其中阿克苏地区玉尔吐斯组黑色页岩厚
度主体在１０～１５ｍ，有机碳值高达４％～１６％［４８］，形成
于受上升洋流控制的中—下缓坡环境［１０１１，４８］；库鲁克塔
格地区西山布拉克组硅质泥岩和泥岩整体上北厚南薄，
厚度为８～４８ｍ，有机碳值为０６３％～２９０％［１７］，较高
的硅质含量指示其形成水深很可能大于玉尔吐斯组。
在盆地内部，星火１井、尉犁１井、塔东１井、塔东２
井、东探１井、米兰１井和英东２井等钻遇了下寒武统
下部烃源岩，其中星火１井有机碳值为１０％～９４％，
平均值为５５％，尉犁１井有机碳值主体为１０％～
３５％；其他钻穿寒武系或钻遇前寒武系的钻井则缺失
玉尔吐斯组和西山布拉克组，如塔参１井、中深１井、
方１井、和４井、巴探２井、玛北１井和玉龙６井，或者
不发育烃源岩，如同１井和舒探１井（图８）。
　　这些下寒武统下部烃源岩分布受寒武纪早期沉积
格局控制。目前普遍认为，塔里木盆地早寒武世为东
盆西台格局，即东部是深水盆地，西部是大规模的碳酸
盐台地［１０１１］。但新的裂谷盆地演化模式和地震解释资
料指示寒武纪早期，塔里木盆地很可能继承南华纪—
震旦纪的构造沉积格局（图３），同样显示南北分异的
沉积盆地分布特征（图８）。
　　南华纪—震旦纪，塔里木盆地北部发育近ＥＷ向
的弧后裂谷盆地，在裂谷南部和北部分别形成中部和
北部古隆起［图３（ａ）］。震旦纪末期柯坪运动导致塔
里木盆地震旦系与寒武系之间发育广泛的不整合，其
中平行不整合主要分布在盆地北部和露头区（图２），
超覆型角度不整合则分布在现今中央隆起带北翼
［图２（ｃ）和图２（ｄ）］，呈近ＥＷ向展布［４９］，这种分布规
律反映在下寒武统开始沉积时中部古隆起带持续发
育，其北部很可能仍为近ＥＷ向的沉积拗陷区。同
时，平行不整合的大面积发育也表明塔里木北部震旦
纪末期构造活动较弱，仅表现为整体相对抬升或海平
面相对下降，先前的裂谷构造和地层并没有发生明显
反转和变形，如塔里木盆地北部地震剖面所示（图２）。
因此，在寒武纪早期，整体受南天山洋被动陆缘伸展作
用控制［图７（ｄ）］，塔里木盆地北部很可能发育近ＥＷ
向展布的玉尔吐斯组沉积期沉积（图８），被动大陆边缘
可能存在于现今的塔北隆起以北，先前的南华纪弧后裂
谷盆地区域则为继承性拗陷，塔北隆起介于两者之间。
同样地，作为西昆仑洋的被动陆缘，盆地南部沿先存的
南华纪—震旦纪构造发生沉降接受沉积（图８）［３８］。

事实上，塔里木盆地的东盆西台格局最早形成于
早寒武世肖尔布拉克组沉积期［１２，５０］，表现为东部深水
盆地被早寒武世至中奥陶统碳酸盐台地的台地边缘带
和台缘斜坡带围限［１１］。因此，用肖尔布拉克组沉积期

及其之后形成的“东盆西台”格局“向后相似”是无法准
确得出早寒武世玉尔吐斯组沉积期盆地构造沉积格
局的。相反，早寒武世玉尔吐斯组沉积期盆地具有“向
前相似”的分布和演化特征（图８）。由此可以推测，在
现今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与中央隆起带之间很可能发
育近ＥＷ向展布、厚度较大的下寒武统玉尔吐斯组沉
积期烃源岩。

５　结　论
（１）塔里木显示南北分异的新元古代裂谷盆地特

征，在裂谷充填序列、盆地开启时限、分布形态等方面具
有明显差异。南部裂谷盆地是罗迪尼亚超大陆裂解早期
超级地幔柱活动的产物，开启于南华纪早期（＞７８０Ｍａ），
呈ＮＥ向展布，表现为深入塔里木盆地内部的拗拉槽。
而北部裂谷盆地主要与泛罗迪尼亚大洋板片俯冲导致
的弧后伸展有关，开启于南华纪后期（约７４０Ｍａ），呈
近ＥＷ向狭长带状横穿整个塔里木盆地。

（２）塔里木北部新元古代弧后裂谷盆地和南天山
洋盆的形成、演化过程与东亚地区晚中生代—新生代
弧后裂谷盆地群的形成过程十分相似，均显示向洋迁
移的弧后盆地演化特征。塔里木裂谷从早期的裂谷断
陷经裂谷拗陷最终演化成被动陆缘。

（３）塔里木新元古代裂谷盆地不仅决定了同裂谷
期烃源岩的分布，更控制了早寒武世沉积盆地和深层
烃源岩的发育位置，使得后者“向前相似”。在现今塔
里木盆地塔北隆起与中央隆起带之间很可能发育近
ＥＷ向展布的南华系—震旦系同裂谷期和下寒武统玉
尔吐斯组与西山布拉克组后裂谷期烃源岩。

致谢　本文得到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张水
昌、张师本，塔里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杨芝林等的指
导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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