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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克拉苏区带是中国库车前陆盆地最富油气的区带。目

前克拉苏构造带的勘探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后备勘探目标

较少，亟需寻找有利区带填补后备勘探领域空白。前期构

造研究中发现在构造结合部位存在空白构造带，与整体构

造展布格局不匹配。结合克拉苏构造带构造发育有一定规

律，如克深、博孜、大北区带南部构造呈现斜列式展布特征，

而北部资料品质相对较差的区域，构造呈现南北平行成带

式展布特征。因此研究构造展布特征，探索构造发育机理，

从而指导我们搜寻有利区带与新的圈闭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构造发育特征分析

2.1 南天山不均衡推覆作用在克拉苏构造带东西向

上形成了不同的应力区
南天山是控制克拉苏构造带形成的主控因素。从山界

看，其在东西向推覆距离有差异，如大北推覆距离比较远，

克深推覆距离比较近（见图 1）。根据推覆距离的差异，我

们将克拉苏构造带分为三个挤压区。分别是阿瓦特段、大

北段和克深段。而挤压区之间，也就是构造转折部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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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克拉苏构造带是中国塔里木盆地天然气最富集区带。近年来，相继发现了克拉2、克深2、博孜1、大北12等大气藏，是西
气东输的主力气源地。随着勘探开发的深入，克拉苏构造带储备圈闭越来越少，探索构造变形机理及圈闭发育特征，发现
新圈闭是当务之急。分析认为南天山造山运动的不均衡推覆、局部古隆起阻挡及膏盐岩厚度差异是控制构造变形，形成现
今构造格局的主要因素。构造变形过程中，在转折部位形成一系列调节断层，断层上盘发育一系列圈闭，呈斜列式展布特
征。由此，在构造转换带建立了“斜断坡构造样式”，新发现一批圈闭，为后续勘探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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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划分为牵引区 [1]（见图 2）。

根据推覆距离可以看出，挤压区受力相对比较单一，

主要受到垂向的挤压应力。而牵引区在同时受到挤压力的同

时，还要受到由于东西两侧推覆距离不同而形成的互相拉拽

作用，我们称之为牵引力。牵引力为斜向的，所以既在水平

方向有分量又在垂直方向有分量。牵引力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就是剪切力，因此牵引区应力环境相对复杂，同时受到挤压

应力与剪切应力的作用，处于压剪环境下。

2.2 应力控制了断裂的发育规律，断裂决定了构造

的展布特征
应力作用控制构造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展布特征。通过

物理模拟可以看到，纵向上，是逆冲推覆形成的叠瓦状构造。

横向上，在长距离不均衡推覆的作用下，在压剪应力环境下

形成一系列斜列式发育的断层，使得构造呈鳞片状叠置（见

图 3）。不同的应力环境下，断裂的发育规律是不一致的 [2]。

南天山推覆产生作用力首先在水平白垩系地层上产生

垂直作用力方向的水平断层，随着推覆距离的增加，断层逐

渐变多，在南北向上形成逆掩推覆构造体。由于推覆距离的

差异，在推覆过程中，不同区带之间开始产生相互牵引，在

斜向牵引作用力与垂向挤压应力的综合作用下，在构造结合

部开始形成一系列斜向发育的断层，斜列断层控制了构造的

走向，使得构造呈现斜列式展布特征，同时也在横向上形成

鳞片状叠置的构造模式（见图 4）[3]。

2.3 在剪应力环境下发育斜断坡，为构造发育提供

了空间
斜断坡是构造易发部位逆掩推覆形成的逆断层由断坡

与断坪组成。断坪与断坡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上、下盘岩层产

状与逆冲断层产状之间的关系。上、下盘岩层产状与逆冲断

层产状一致的区段，为断坪；上、下盘岩层产状与逆冲断层

产状交切，其断层切层部位，为断坡。断坪顺层发育，产于

岩性较弱的岩层之中或岩性差异显著的界面之上。断坡切层

发育，产于较强硬的岩层中。总体上构成下缓上陡，凹面向

上的铲状（见图 5）。

根据断坡走向与逆冲断层位移方位的关系，断坡可分

为前断坡、侧断坡和斜断坡 [4]。前断坡位于逆冲岩席前侧，

是断坡走向与逆冲方向直交的断坡，表现为逆倾向滑动，

处于挤压应力状态；侧断坡是断坡走向与逆冲方向一致的断

坡，表现为走向滑动，处于剪切应力状态；斜断坡是断坡走

向与逆冲方向斜交的断坡，兼具走向滑动与倾向滑动，处于

压剪性应力状态（见图 6）。

克拉苏构造带处于压剪应力环境下的构造结合部位，

在南天山推覆作用下开始发育一系列斜列式断层。斜列式断

层的斜断坡对构造发育起到阻挡作用。随着推覆距离的增

加，斜断坡上用来吸收地层缩短量的距离减小，因此容易在

斜断坡上盘“憋”出一个短轴背斜，所以斜断坡上盘是构造

易发部位。图 7 为东委内瑞拉盆地构造图，可以看到在斜列

式断层上盘发育一系列短轴背斜。因此揭示了“斜断坡构造

模式”在指导我们搜索发现新圈闭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5]。

3 斜断坡构造模式在构造研究中的应用

3.1 构造结合部位构造模式再认识
大北与克深结合部位以及大北与博孜结合部位，地震

图 1 克拉苏地区地质图

图 2 克拉苏构造带应力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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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构造物理模拟实验结果

图 4 克拉苏地区断裂发育机理示意图

图 5 断坡与断坪示意图

图 6 断坡构造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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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品质较差，构造存在多解性。目前认为构造是南北平形

成带展布的。但构造结合部位处于牵引区，物理模拟以及从

构造发育机理上分析认为构造应该是呈鳞片状叠置的。所以

目前的构造模式存在一定问题。

从地震资料上看，大北两侧构造结合部位在东西向上

发育一系列的斜列式断层，符合物理模拟以及构造研究的规

律，所以大北两侧应该按照斜断坡构造模式来重新认识（见

图 8、图 9）[6]。

TE1-2km

TE1-2km1

图 8 大北 - 博孜地区东西向叠前深度偏移剖面

TE1-2km1

TE1-2km

图 9 大北 - 克深地区任意线叠前深度偏移剖面

大北西侧为典型的右旋斜断坡构造模式，东侧为左旋

斜断坡构造模式。在大北与博孜结合部位发育一系列北西南

东向断层。在大北与克深结合部位发育一系列北东南西向断

层。断层的发育切割了构造，为构造在东西向上的发育提供

了空间，是圈闭搜寻的有利部位（见图 10）。

3.2 “斜断坡构造模式”在寻找后备勘探目标中的

应用
我们以运动产生应力，应力控制断裂，断裂决定构造

发育为导向，以寻找斜断坡构造模式为目标，对构造结合部

位的断裂系统进行了重新梳理 [7]。

阿瓦特段东西两侧发育一系列斜列式断层，为典型的

斜断坡构造模式，所以新老对比图断裂系统基本一致。而大

北与博孜结合部位以及大北与克深结合部位老资料对断裂

的刻画明显不够精细，大北西段发育少量斜列式断层但没有

展开，大北东侧没有斜列式断层发育（见图 11）[8]。而新断

裂系统图通过精细的落实，在大北东西两侧发现了一系列的

斜列式断层，组成了一条“金腰带”区域，为构造易发部位 

（见图 12）。

在 新 断 裂 系 统 的 控 制 下， 在 构 造 结 合 部 位 斜 断 坡

上 发 现 了 一 系 列 的 短 轴 背 斜 构 造， 作 为 后 备 勘 探 目 标 

（见图 13）。

4 结论与建议

①南天山不均匀推覆作用在克拉苏构造带东西向形成

挤压区与牵引区，挤压区在挤压应力下发育垂直应力方向的

平行断层，牵引区在压剪应力环境下发育斜列式断层，使得

构造呈斜列式展布特征。

②斜列式断层对地层起到阻挡作用，斜断坡为构造发

育提供了空间，斜断坡上盘是构造易发部位，是勘探的有利

部位。

③“斜断坡构造模式”可以有效地指导我们搜索与发

现圈闭。

图 7 东委内瑞拉盆地斜断坡模式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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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构造结合部位斜断坡模式示意图

图 11 克拉苏构造带西段断裂系统图（老）

图 12 克拉苏构造带西段断裂系统图（新）

图 13 克拉苏构造带白垩系顶面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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