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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

沉积边界的探讨

喻春辉 蒋宜勤 刘树辉

(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 )( 地矿部 05 工程处 )

[内容提要〕 关于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的沉积边界间题
,

争论厉时巳久
。

总的来说
,

构

造上分歧不大
,

而沉积上则各抒 己见
。

为全面而系统地解决这些间题
,

更好地指导准噶尔盆地与

吐哈盆地的侏罗系勘探及两个盆地的地质类比
,

本文通过博格达山南北缘侏罗沉积相
、

古流向

及物源等方面的实地测量和分析
,

同时结合区域构造背景
,

对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沉

积边界作了进一步探讨
,

认为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至少在侏罗纪沉积之前已被博格达山分隔

开
,

从而开始了各自的沉积构造演化史
.

关键词
:

沉积边界 博格达山 沉积相 古流向 物源

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的沉积边界在博格达山上还是在其以南
,

前人尚有分歧
。

从构造分析出发
,

认为博格达山隆起始于海西晚期
,

以后逐渐增高
,

侏罗纪时准噶尔盆地与

吐哈盆地应隔山相望 (彭希龄
,

1 9 89 lj[ ;
伍致中

,

1 9 86 23[ )
。

从沉积角度来调查边界的
,

有人在

阜康
、

妖魔山两断裂间做了部分工作
,

发现三工河剖面的西山窑组
、

头屯河组扇相砾岩中含

有博格达山所特有的油页岩
、

灰黑色杂砂岩和肉红色长石砂岩等岩石组分
,

推测侏罗纪的沉

积边界应在博格达 山上
;
有的以在博格达山山前未见侏罗系的边缘相

,

古流向是东西向
,

以

及头屯河组以下的侏罗纪沉积面貌和吐哈盆地大致相同等为依据
,

认为两个盆地在侏罗纪

尤其在头屯河期以前应是连通的
,

即
“
泛盆

” 。

另外
,

三工河剖面的三工河组以及水西沟剖面

与柏杨河剖面的八道湾组古流向是东西向西南向的
,

而且其中的花岗岩砾石的砾径由东向

西减小等
,

故认为东西 巴里坤一带花岗岩分布多的地区是主要物源区
,

主水流为东西 向 (梅

志超
, 1 9 9 0 . )

。

从以上所述
,

不难看出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的沉积边界在何处
,

构造上未见多

大分歧
,

而沉积上分歧则很大
,

其焦点在博格达山南北缘山前沉积相
、

古水流和物源研究上
,

这主要因资料不齐全
,

难作系统分析 比较
,

加之与构造的结合程度不同
,

以及对不同盆地沉

积旋回或沉积面貌控制因素的理解有关
。

围绕此边界的研究
,

开展了大量的野外勘测及室内分析工作
,

调查点见图 1
。

. 本文 1 9 9 5 年 1 2 月 2 5 日收稿
。

. 梅志超等
,

19 9 0 年
,

准噶尔盆地南缘东部侏罗系沉积相及其含油性研究
。

西北地质大学与新吸石油局合作专题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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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的沉积边界调查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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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点简介

见表 1
。

这里仅将吐哈盆地的连木沁剖面作为参考
。

2 沉积相的空间展布特征

纵向上
,

博格达山南北缘及其它山前缘的侏罗系是以发育次边缘相的辫状河三角洲及

河流相为主与边缘扇相等沉积叠合而成的
,

即使有湖相
,

也与扇相相接
,

而且博格达 山北缘

侏罗系厚度大于南缘
,

反映了北缘地势较高
,

地形变化大
,

构造较为活跃等特点
,

另外
,

侏 罗

系底部夹扇相较多
,

中部较少
,

至头屯河组以上地层基本上变成扇相
,

说明侏罗纪的沉积边

界在迁移或边缘山体从八道湾期到头屯河期经历了隆升一沉隆一更剧烈的隆升的演化过

程
,

这种沉积
、

构造旋回的演化与准噶尔盆地内部基本一致
。

平面上
,

在侏罗纪时都是由盆地内部的近湖相向山边变为次边缘
、

边缘相
,

同时厚度变

小
,

但博格达山北缘厚度剧增
。

这种趋势说明博格达 山南北缘都存在真正的边缘相或沉积边

界
.

博格达山北缘阜康断裂以南
,

侏罗纪时的山前坳陷十分明显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博格达山

不断地掘起
,

坳陷边缘或沉积边界不断向北移动
,

坳陷与阜康断裂北侧台地相接
,

使地层变

薄或尖灭
,

可能存在低幅度古隆起
,

整个格架有如南天山褶皱带一库车坳陷一塔北隆起一塔

北台地 (阿满坳陷 )
。

博格达山南缘的山前坳陷则不明显
,

侏罗系的厚度不断地向盆内增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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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侏罗纪沉积边界调查资料表

T al b e1 n I
v .tl g atio

n sl ao ng th eJ u r a s si亡 e s山m en t r ay玩 un
d a

ry悦 tw e en

h teJ ungg an r aT d u r Pn a
一

H 口m 正 B a si此 in i Xnj i u ag

剖剖面名称称 层位位 岩 性性 沉积构造造 沉 积 相相

宽宽 沟沟J 一 bbb上部砂岩
、

泥岩夹煤线线 块状层理理 扇中一扇缘亚相相
下下下下部块状中一粗砾岩岩岩岩

水水西沟沟J
一

_
: sss

砂质泥岩夹中砾岩
、

粗砂岩岩 块状层理理 扇中一扇缘亚相相

JJJJJ
l bbb上部砂岩

、

泥岩夹煤层层 槽形层理理 三角洲平原夹扇缘亚相相
下下下下部含砾砂岩

、

砾岩岩岩岩

白白杨河河J 一 , ,,
含砾粗砂岩

、

砾岩夹碳质泥岩岩岩 辫状河相相

JJJJJ一bbb 泥岩
、

粉砂岩夹煤层
、

砾岩岩 棺形层理
、

波痕痕 三角洲平原夹扇中一扇缘缘
亚亚亚亚亚亚相相

三三工河河 J: ttt 泥岩夹中一粗砾岩岩岩 扇中亚相相

JJJJJ
: 二二 上部粉砂岩

、

细砂岩岩 冲刷构造造 扇缘亚相相
下下下下部泥岩夹粉砂岩

、

煤层及砾岩岩 前积层理理 三角洲平原夹扇缘亚相相

JJJJJ一 : sss 泥岩
、

砂岩夹盛锥灰岩岩 冲刷构造
、

摺形层层 辫状河三角洲组组
理理理理理

、

板状斜层理理理

米米泉柏杨河河 J
: x 一

J: ttt 泥岩夹含砾中一粗砂岩岩岩 辫状河三角洲相夹扇缘亚亚
相相相相相相相

JJJJJ
一 ZJJJ

砂岩
、

泥岩夹砾岩岩岩 辫状河三角洲相相

JJJJJ
i
bbb 泥岩

、

砂岩夹煤层层 波痕
、

流痕痕 三角洲平原亚相相

斜斜斜斜斜层理理理

达达板城白杨河河 J
: ttt 泥岩夹煤线

、

砾岩岩岩
·

浅湖亚相相

JJJJJ
i 一 : rrr 泥岩夹含砾砂岩岩 箱形层理理理

JJJJJ
l bbb 上部泥岩夹碳质泥岩岩 板状斜层理理 扇缘亚相一曲流河相相

下下下下部砾岩
、

含砾砂岩岩岩岩

白白杨河 口口 J
一bbb 上部泥质砂岩

、

含砾砂岩夹煤线线线 扇缘亚相相
下下下下部砂岩

、

砾岩夹煤层层层层

桃桃树园园 J
一 _

: `̀ 细砾岩
、

含砾砂岩岩岩 辫状河相相

JJJJJ
一bbb 下部砂岩

、

泥岩互层夹煤线线 波痕
、

槽形 层理理 扇中一扇缘亚相相
下下下下部砂砾岩岩 板状斜层理理理

煤煤窑河河 J :之之 砂岩
、

粉砂岩夹煤层
、

碳质页岩岩岩 曲流河相一三 角洲平原亚亚

相相相相相相相

JJJJJ一
: sss 细砂岩

、

粉砂岩夹细砾岩及泥岩岩岩 曲流河相相

JJJJJ一bbb 砂岩
、

泥岩夹含砾砂岩及煤层层 波痕
、

擂形层理理 曲流河相一三角洲平原亚亚
前前前前前积

、

板状斜层理理 相相

苏苏巴什沟沟 J一bbb 上部泥岩夹砂岩岩 斜层理
、

摘形层理理 扇中一扇缘亚相相
下下下下部砾岩

、

泥岩夹煤线线线线

3 古流向分析

这里主要以野外实测的侏罗系砂岩
、

砾岩层中的大型前积层理
、

板状斜层理
、

槽型层理
、

波痕
、

及砾石
、

植物排列等多种指向标志为依据
,

结合沉积背景
,

判别出不 同剖面
、

不同时期

的古水流优势方向
,

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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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2 博格达山南北缘古流向侧定表

T ab l e 2 Pal 朗况 “r 代nt ms e a
u 比. e n 妞o f

r t 缺s o
ut her n ad n nr ot 玩r nm `g r is n

o ft heBg d o aM o u n 扭ins in 刀nj i ag n

剖剖 面 名 称称 层 位位 类 型型 倾 向向

宽宽 沟沟Jlb 下下 砾石排列列3 1...

水水 西 沟沟J
一 ,
下下 砾石排列列 9 8

...

JJJJJ一b下下 大型前积层理理 2 3 0 .

~ 24 2
...

白白 杨 河河 J
, b 中中 砾石排列列 5 6

...

JJJJJ一b 下下 槽型层理理 9 0 .

~ 2 7 0 000

三三 工 河河 J : r 下下 砾石排列列 3 4
...

JJJJJ :二 下下 砾石排列列 7 7
666

JJJJJ
一 s 上上 板状斜层理理 2 5 7 ...

柏柏 杨 河河 J
: t 上上 植物排列列 8 5

.

~ 2 6 5
...

JJJJJ
l ,

下下 砾石排列列 3 1 6
.

~ 33 2
666

JJJJJ
, b 中中 板状斜层理理 2 8 6。。

波波波波 痕痕 2 2 4 ...

达达坂白杨河河 J
一s 上上 砾石排列列 3 2 3

000

JJJJJ
, b 下下 大型前积层理理 3 5 2 666

白白杨河 口口 J
l b 下下 砾石排列列 1 6 6 ...

桃桃 树 园园 J一b 中中 波 痕痕 2 2 7
...

JJJJJ l b 下下 砾石排列列 1 38
666

煤煤 窑 河河 J一b 中中 板状斜层理理 2 7 0 ...

JJJJJ
i
吞下下 大型前积层理理 1 8 0 000

苏苏巴什沟沟 J
一
b 下下 砾石排列列 4 2

...

( 1 )侏罗纪时博格达山是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古水流的分水岭
。

博格达 山北缘为南北

古水流
,

南缘为北南古水流
。

( 2) 东西古流向均与砂级沉积体有关
,

可能是沉积盆地主水流方向
,

或者和河道砂体侧

向加积及扇侧缘河流方向有关
。

北缘的南北向和西南向古水流
,

仅限于八道湾早期砂岩层

中
,

易受八道湾组底部不整合面或间断面上的古地形影响
,

可能是北面台地区域性北南向
、

西南向水流一度流入山前坳陷的遗迹
,

也可能是低幅度隆起迫使东西向水流向南
、

向西南流

入山前坳陷的结果
。

总之
,

八道湾期特别是早期博格达山山前坳陷可能在地貌上曾一度为低

凹区
,

不但是盆地东西主水流经常流过的地区
,

而且有时还有向南的水流流入
。

4 砾石组合及物源区

由于砾石搬运距离较近
,

易保留其母岩的成分
、

结构及构造等特征
,

为此利用侏罗系岩

层中的特殊砾石或砾石组合寻找物源区是简便而有效的
。

为了便于研究
,

把砾石中各类岩石归成八大类
:

沉积岩类 (泥岩一砂岩及其变质岩 )
、

酸

性喷发岩类 (流纹岩
、

英安岩
、

霏细岩 )
、

中性喷发岩类 (安山岩 )
、

基性喷发岩类 (玄武岩
、

橄榄

玄武岩
、

细碧岩 )
、

凝灰岩类 (各种性质与粒级的
,

包括层凝灰岩 )
、

酸性侵入岩 (各种花岗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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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性侵人岩 (辉绿岩 )及脉岩类 ( 以硅质岩
、

硅化岩
、

脉石英为主 )
.

粗面岩和绿帘石蚀变岩量

少
,

这里不予归类
。

八大类砾石中
,

以沉积岩
、

凝灰岩为主
,

安山岩
、

脉岩次之
,

而花岗岩相对

更少 (表 3 )
.

表 3 博格达山南北缘株罗系砾岩不同原岩砾石测定表

T a U e 3 G r a v e l d e et m in at ot 璐 o f 山 f f er e n t P a r en t r oc ks of ht e J u

asr
s ie e on g l姗

e r at es

f r

om
t加 s o u ht e rn an d

onr ht e r n m ar g l朋 of t h e B雌 d a M ou n at isn in 兀 n j i a n g

..... 层位位 厚度度 不同母岩砾石含 t (% ))) 粒径 ( e m ))) 分选性性 磨 圆 度度
例例 面面面 ( m )))))))))))))))))))))))))))))))))))))))))))))))))))))))))))))))))))))

名名 称称称称 总计计 花岗岩岩 安山岩岩 脉岩岩 凝灰岩岩 沉积岩岩 一般般 最大大大大

宽宽 沟沟 J i b 下下 2 0~ 3 000 7 00000 555 888 3 000 5 777 5 ~ 888 2 000 差差 次梭一次圆圆

水水西沟沟 J一 ,
下下 > 1111111 55555 1 555 8 000 5 ~ 888888888

JJJJJ一b 中中 3~ 444 5 00000 555 555 3 000 2 000 1~ 222 555 差差 次梭一次圆圆

JJJJJ
一b 下下下 7 000 222 333 555 3 000 6 000 3~ 666 2000 差 (? ))) 次棱一次圆圆

白白杨河河 J一吞中中 1 0~ 1 555 6 0 (? ))) 55555 555 3 000 6 000 5~ 1000000000

三三工河河 J
: t下下 l ~ 555 6 55555 555 555 1 000 8 000 5 ~ 1000 4000 差差 次梭一次画画

JJJJJ
: 二 下下 ??? 7 000 222 333 555 3 000 6 000 5 ~ 666 1000 差差 次棱一次圆圆

JJJJJ
l , 中中 1111111 555 555 4 000 5 000 2 ~ 333 222 一般般 较好好

柏柏杨河河 J: t 上上上上 1 00000 l 666 3 000 5 000 0
。

5~ 222 888 一般般 较好好

JJJJJ
一 ,
下下 4 ~ 555 5 0~ 7 000 333 333 555 4 000 5 000 1~ 333 55555 次棱一次圆圆

达达坂白杨河河 J
i : 上上上 5 00000 1 000 2 000 3 000 3 000 1~ 222 666 差差 梭角一次圆圆

JJJJJ
一b下下 5 ee 1 000 5 0一 7 000 1 000 1 UUU 2 000 2 OOO 4 000 3~ 555 1 000 差差 次棱一次圆圆

白白杨河 口口 J一香下下 5~ 1 000 5 00000 7 000 555 2 55555 2~ 888 2 000 差差 棱角一次圆圆

桃桃树园园 J
一,
下下 5~ 10000000 2 00000 4 000 4 000 0

。

5~ 11111 差差 次圆圆

JJJJJ一b 下下 < 3 000 5 0 ~ 7 000 1 555 3 000 555 5 00000 3~ 555 2 000 较好好 较好好

QQQQQQQQQQQ 555 555 2 00000 7 0000000 差差 梭角一次圆圆

煤煤窑沟沟 J i ,

下下 222 5 000 888 2 000 7 000 22222 0
。

2~ 11111 差差 梭角状状

苏苏巴什沟沟 QQQQQQQ 10 ~ 2 000000000 8 0 ~ 9 0000000 差差 次梭一次 圆圆

NNNNNNNNNNN 3 00000 1 00000 6 0000000 差差 次梭一次圆圆

JJJJJ一b 下下 1 000 5 0~ 7 000 2 555 1 000 55555 石000 0
。

2 ~ I CCC 1 000 差差 梭角一次圆圆

根据这八类原岩的砾石组合变化或特殊岩石砾石的出现及消失
,

可以在纵横向上粗略

地分出两个组合群来
。

纵向上有头屯河组以下的贫沉积砾石组合及头屯组以上富沉积岩砾

石组合群
,

反映同一物源区在燕山运动第一幕之后有所扩大
、

升高
,

使更 多的沉积岩转变为

物源区
。

横向上有博格达山砾石组合区 (I 类 )和觉罗塔格山砾石组合区 ( I 类 )( 图 2)
,

前者

普遍可见沉积岩以及流纹岩
、

英安岩
、

玄武岩
、

粗面岩等砾石分布
,

而花岗岩未变质且含量偏

低
;
后者沉积岩砾石含量相对较少

,

见变质岩砾石
,

花岗岩有变质且含量较高 ( 18 铸一 30 铸 )
。

从砾石组合的变化
,

可以认为博格达山即是其南北缘侏罗系的主要物源区
。

鉴于石炭系的
“
变质

” 程度比二叠系的高
,

侵入岩
、

喷发岩主要分布在石炭系中
,

为此把

调查区中的各种火成岩
、

脉岩
、

蚀变岩
、

凝灰岩砾石都作来 自石炭系或以下地层处理
,

而二叠

系沉积岩多
,

并且有油页岩分布
,

所以把油页岩及砂泥岩等沉积岩砾石认为是来自二叠系

的
。

据此
,

博格达山南北缘头屯河组以下砾石组合群主要来自博格达山石炭系
,

其次为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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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而头电河组以上砾石组合群可能一半或一半以上来 自博格达山二叠系的
,

其余为石炭

系
。

5 结论

通过博格达山南北缘侏罗纪沉积相
、

古流向及物源等三方面的研究
,

可以看 出博格达 山

南北缘侏罗纪均存在真正的边缘相
;
侏罗纪时博格达山是两个盆地古水流的分水岭

,

北缘为

南北古水流
,

南缘为北南古水流
,

其他方向的古水流则可能是古环境造成的
;
纵 向及横向上

,

可将博格达山南北缘侏罗纪砾石划分为两个组合
,

均反映博格达山即是其南北缘侏罗纪的

主要物源区
,

即博格达山在侏罗纪时就是准噶尔盆地与吐哈盆地的界山
,

沉积边界就在博格

达山上
,

同时两个盆地侏罗系尤其是 中下侏罗统的岩性及沉积旋回相似
,

并不表明这两个相

l右的盆地是相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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