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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柴达木盆地基 底断裂分布 图 

(F 为昆北断裂 ；F2为Ⅺ断裂 ；F3为油北断裂 ；F4为风南断裂 ； 为碱北 

断裂：F6为葫北一陵问一达霍断裂；F1为柴北断裂；F 为祁连南缘断裂； 

为宗务隆山北侧断裂；F。。为阿南断裂；F 为塔尔丁一鱼卡断裂；F-z为格 

尔木一锡铁 山断裂 ) 

2 柴达木盆地断裂系统划分 

由于柴达木盆地内部结构极其复杂 ，前人对此做 

了大量的工作 。受勘探程度 ，以及各个时期勘探 目 

标 、方向的不同。其划分方案也不尽相 同。依据构造变 

形产生的动力学机制和盆地断裂平面组合特征，将柴 

达木盆地划分为 3大变形系统：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 

系、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系，以及西北部压扭冲断变形 

体系。其 中，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系与祁连造山带挤压 

变形有关 ，由一系列北倾南冲的基底叠瓦式逆冲断层 ， 

以及盖层中发育 的断展褶皱 和一些 次级反冲断层组 

成：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系与昆仑造山带挤压变形有 

关．由一系列南倾北冲的基底叠瓦扇及盖层中的断展 

褶皱组成 ，两者分界大致在鸭湖构造一线 ；西北部压扭 

冲断变形体系，是与阿尔金山走滑变形有关的构造系 

统 ．位于盆地西北部 ，由于走滑挤压运动产生阿尔金山 

隆起，并向盆地内逆冲，故该构造系统以走滑断层为 

主，起调节作用。 

依据构造变形产生 的动力学机制 、断层的平面和 

剖面组合特征 。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系和南部压扭 冲 

断变形体系都可划分为 3个冲断带和 3个 凹陷带。冲 

断构造带是由一系列逆冲断层和与之相关的断展褶皱 

组成 ，褶皱的两翼是不对称的．从盆地边缘 向盆地内部 

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冲断带。在 2个冲断构造带之 

间发育的向形构造为凹陷带。 

3 盆地断裂组合几何学特征 

柴达木盆地 主要发育 3组断裂 ：NE向、NW 向断 

裂及 NNW 向断裂。NE向断裂主要是阿尔金山前 的柴 

西断裂，其发育演化过程主要受 NE向阿尔金走滑断 

裂带的控制；NW 向断裂是柴达木盆地断裂的主体 ，此 

类断层延伸长，规模大，切割深，活动时间长；NNW 向 

断裂主要分布于尕斯断陷内。发育时期早于上述 2个 

方向的断裂 ，一般被后期 NW 向断裂所切割 。 

3．1 断裂平面组合特征 

由于中、新生代以来，盆地周缘不断受到挤压及剪 

切作用的影响，盖层发育了许多断裂。平面上，断裂走 

向以NW 向、NWW 向为主．其次为 NE向、近 EW 向、 

NNW 向，个别为近 SN向，并常呈弧形弯曲、斜列 、平 

行、交叉的展布特征，北部以南冲逆断层为主，常与次 

级北冲断层构成基底的断块结构，而南部则以北冲逆 

断层为主，局部发育反向逆冲断层 。柴达木盆地断裂的 

平面组合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 

1)各断裂构造带均呈反“S”形状展布，即盆地内部 

从北向南，构造线走向成 NNW—NW—NWW方向的 

变化 。2)断层整体上 向 NW 方 向发散 ，向 sE方向收 

敛。断裂沿构造带展布相对密集，具有明显的方向性， 

成排成带分布 。由北向南呈受北部挤压强度减弱 ，断裂 

发育程度减弱的趋势。3)断裂构造基本以挤压逆冲性 

质为主。叠加形成了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逆冲推覆构 

造 。4)柴西地区受阿尔金走滑作用的影响 ，普遍具有走 

滑的特征．断层兼有剪切性质，以斜交状组合形式的断 

裂最为发育。5)NW 向断层在平面上斜列式展布，呈左 

列或右列式的雁列式排列。 

3_2 断裂剖面组合特征 

柴达木盆地发育的断裂大多为逆断裂和走滑断 

裂，只在局部地区发育有一些小型的正断层。在纵向上 

分别发育深层和浅层 2大断裂系统 ，深层断裂系统由 

基底断裂组成 ，向上大多消失在 E 一N ，为基底卷入型 

逆冲断裂，并可见同沉积正断层 。浅层断裂系统是由发 

育于 E 及其以上地层的断裂组成的 ，这些断裂包括浅 

层滑脱逆冲断层和地表附近的一系列派生正断层，走 

滑断层由于多以花状构造形式出现，在深浅断裂系统 

均有反映。 

剖面上，盆地反“S”断裂构造带均为基底卷入型构 

造样式 ．在北祁连山西段主断裂均往北倾 ，在昆仑 山前 

主断裂均往南倾 ．在构造顶部 的中浅层常见后期滑脱 

逆断裂。其倾向与主断裂相反，它控制断滑构造的形 

成，也对构造起破坏作用．并导致深浅层构造不吻合， 

盆地的潜伏构造大多为深层发育的受主断裂控制的生 

长断展背斜 。 

柴达木盆地发育的断层在剖面上的组合主要有收 

缩构造组合(包括叠瓦扇构造 、冲起构造、背冲断块或 

断褶构造)、走滑构造组合及伸展构造组合。 

收缩构造组合中最基本的逆冲构造组合——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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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式断层组合 ，主要发育在北部断阶带和南部断阶带 。 

此外还发育对冲型和背冲型。柴达木盆地发育了较多 

的对冲断裂组合样式。柴西地区广泛发育有背冲构造。 

在整体水平走滑应力作用下。盆地发育走滑构造． 

其剖面一般表现为“花状”，在发育程度不高的情况下， 

会出现“Y状”、“铲状”构造。由于长期受阿尔金山走滑 

应力作用控制，盆内发育有一些以压扭性构造为主的 

走滑构造 ，主要表现为正花状组合样式 。 

伸展断裂组合样式 由正断层和所夹断块组成 。产 

生于背斜核部的局部伸展环境下．是喜马拉雅晚期运 

动的产物，在跃进等地区有所分布。 

4 盆地断裂组合运动学特征 

1969年 Dahlstrom提出了平衡剖面方法 ，并在阿 

帕拉契亚(Appalachian)构造 区带研究 中应用。从此 ， 

这一方法逐渐在地震地质解释中被推广应用[12-16 3。为 

了研究柴达木盆地断裂的运动学特征 ，文中选取具有 

代表性的 2条测线进行分析。 

测线 l剖面为 N—S向。位于红山参 1井东部 ，北 

段起于祁连山前 ，经祁连 山南断裂 ，至欧南断裂 ，全长 

约 32 km 是北部压扭冲断变形系统中走滑调节带的 
一 部分，形成一个小型背斜构造 ，轴部见 中生界侏罗系 

和白垩系地层．在剖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花状构造 ，平衡 

剖面复原结果显示红 山地 区的走滑断裂存在较早 ，在 

中生代便有发育。 

测线 2剖面为 NNE--SSW 方向，横穿欧北断裂 、 

欧南断裂、埃北断裂及埃南断裂，全长约 70 km。整体 

呈 2个向北逆冲的叠瓦式冲断构造组合样式 。北部断 

裂总体为一向祁连山抬升的大斜坡，其中发育欧北断 

裂向南逆冲的花状构造；南部总体为一向昆仑山抬升 

的大斜坡，断裂较不发育，其中发育以埃南断裂为主的 

花状构造。平衡剖面分析显示 ：欧南 、欧北 、埃南 、埃北 

断裂形成较早 ，早期受近 SN向伸展应力影响，为 NW 

向的拉张断层，后期 由于阿尔金断裂活动方式的变换 ， 

断裂又转为挤压断裂，兼有走滑性质。剖面构造变形在 

中新世(N．)初具雏形，上新世(N )末剖面结构基本形 

成．第四纪(Q)变形程度进一步加剧并最终定型。 

柴北缘东段 NWW 向测线剖 面伸展率如 图 2所 

示 ．总体呈现出从中生代早侏罗世到新近纪压缩率逐 

渐增大的趋势 ，压缩速率 的峰值主要分布在中新世 

(N )一第 四纪 (Q)阶段 ，指示工 区早期构造活动微弱 ， 

后期(新近纪末期)构造活动强烈 ，局部构造多为晚期 

定型的叠加构造。 

平衡剖面复原结果表明，柴达木盆地断裂的形成 

演化主要有 3类模式：1)断裂在中新世(N。)定型，控制 

了古构造的形成演化与深部地层特征：2)断裂在上新 

世(N )一第四纪(Q)期间发育形成 ，此类断裂对构造 

的增强和改造作用较强，对后期的沉积过程也有影响。 

对工区油气成藏起着重要作用；3)在盆地形成演化过 

程中一直都在活动的长期发育的断裂．规模一般都较 

大，具有多期活动性 ．对区域构造和沉积充填过程有重 

要的影响。 

零 

褂 

世 

图 2 柴北缘东段 NWW 向测线剖面伸展率 

5 油气成藏意义 

柴达木盆地的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它们经历 了多 

构造时代的演化，决定了不同时代构造圈闭的形成、发 

展或破坏，丰富多彩的断裂对盆地的油气生成和运移 

聚集起到了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6-9， ]。 

5．1 断裂控制了烃源岩的分布与演化 

柴达木盆地中、新生代烃源岩发育区主要受大断 

裂的控制，发育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生烃凹陷(见图 3)。 

目前已证实有效生烃凹陷与断裂有着密切的关系，生 

烃凹陷的分布和演化受深大断裂控制 ，或分布于断裂 

一 侧，或夹持于断裂之问 。断裂通过对烃源岩的控 

制，进而控制着盆地油气的运聚成藏。 

5．2 断裂控制了构造圈闭的形成与油气分布 

由断裂系统制约的伸展构造、花状构造及逆冲推 

覆构造控制 了盆地 内大多数构造圈闭的形成与分布 ， 

从而使油气区带常与断裂构造带相伴。 

纵观柴达木盆地构造圈闭展布 ，几乎都沿断裂分 

布，柴北缘构造圈闭由北向南成排成带呈弧形、反 S形 

展布，其形成演化受断裂控制，而柴西地区的北西向断 

裂与近南北向断裂共同控制该构造圈闭形成与展布。 

5．3 断裂控制着储集层分布及储集条件 

断裂不仅控制了柴达木盆地生烃凹陷的发育及构 

造圈闭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沉积相带的展 

布及储层物性特征。由于断裂的活动形成大量裂缝 ，从 

而改善了储层的物性条件 ，形成了良好的裂缝性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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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受压扭应力作用形成的裂缝多位于背斜轴 

部。构成油气运移的重要通道和主要的储集空间，对油 

气聚集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图 3 柴达木盆地生烃凹陷与控 凹断裂关 系 

5．4 断裂是油气垂向运移最重要的通道 

由于柴达木盆地碎屑岩(输导层 )和不整合面不发 

育 ，断裂(裂缝 )就成了重要的运移通道。断裂 的存在沟 

通了不同的烃源岩与不 同的储盖层 ，构成 了多种形式 

的以断裂为主导运移通道的生储盖组合。断层封闭性 

研究结果表明，断裂是柴达木盆地最重要的油源垂 向 

运移通道。 

对于柴西北 区普遍发育的裂缝性油藏 ．更是 由于 

断裂在垂向上沟通了油源，从而形成了柴西北区发育 

的下生上储式油藏。目前柴北缘发现的 90％以上的油 

气资源量和产量都来自于新近系储层之中．而侏罗系 

烃源岩生排出的油气要进入上覆储层，尤其要进入下 

干柴沟组及以上储层 ，断裂无疑是油气运移的最重要 

的通道。 

从断层与油气运聚的关系来看 ，深层断裂体系主 

要是油气运移的通道。浅层断裂体系主要为后期聚集 

油气提供封闭条件。 

5．5 断裂对油气藏的保存和破坏作用 

如图 4所示 ，柴达木断裂活动期与油气运聚期 

配置关系 良好。柴达木盆地主要有 2次成藏事件 。第一 

期发生在上干柴沟组 (N )时期前后 ，第二期发生在狮 

子沟组一第 四系(N23一Q)时期 。断裂主要在上干柴沟 

组 (N )期间和狮子沟组一第 四系(N23一Q)形成 了众多 

构造，油气发生大规模的运移 、聚集，同时部分原生油 

气藏因受构造运动的改造形成了次生油气藏。 

同时 ，断裂对油气藏也有一定的破坏性 ，后期断裂 

使先期油气藏破坏或重新运移，成为油气的漏失通道。 

喜马拉雅运动对柴达木盆地中已经形成的油气藏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使早期的断裂重新活动．各构造最后定 

型并在中浅层中产生大量的滑脱断裂；在构造的顶部 

产生局部张应力进而产生张性正断层。 

地质年代／ Mz El+2 E 3 E 3 Nl N2 N N 2 Q 

Ma 208 65 52 42．8 38 24．6 l2 5 l 2．8 

下部逆冲 I I I 1 
断裂系统 酗  f圃 p  I f。 I 

上部逆冲 l I I I 
断裂系统 I 1 l 嘲 

顶部正 l I I I。  
断裂系统 I I I I 

排烃期 ‘一— 。 ， ． *a —● —*--— n— 。。 。一 J—— 
I ● I I 

配置关系 无效期 运移成藏期 保存期 2 j 

图 4 柴达木盆地断裂活动期与油气运聚期配置关系 

6 结论 

1)“挤压+走滑”的区域应力场作用下，柴达木盆地 

形成北部、南部和西北部 3大压扭冲断变形体系．其中 

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系和南部压扭冲断变形体系内部 

分别呈“波浪式”发育 3个走滑冲断构造带。 

2)柴达木盆地断裂的形成演化主要有 3类模式 ： 

断裂在中新世(N )定型，断裂在上新世(N：)一第四纪 

(Q)期间发育形成 ，在盆地形成演化过程中一直都在 

活动的长期发育的断裂。盆地总体构造变形程度较高 ， 

主要发育断层及其相关褶皱．早期构造活动微弱 ．后期 

构造活动强烈 

3)由于构造 、沉积形成演化规律不同，柴达木盆地 

断裂对油气藏的形成和分布有重要的控制作用，主要 

表现在烃源岩分布 、有利沉积相带展布、圈闭形成及油 

气运聚 、富集及破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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