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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准 噶 尔 盆 地 位 于 新 疆 北 部，面 积 13 × 104 km2。目 前 已 发 现 30 多 个 油 气

田，经多年研究认为该盆地具有前南华系结晶变质基底，在纬向、西域系和 NE 向

构造体系控制下，发育广泛的古生代沉积。其特征: 南华-奥陶纪为裂陷-克拉通盆

地的深海-浅海相沉积; 志留-泥盆纪挤压克拉通盆地为较深海沉积; 石炭-二叠纪为

克拉通内坳陷盆地浅海-陆相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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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准噶尔盆地是我国西北部的第二大含油气盆地，虽然当今出露地表的准噶尔盆地形成于

新生代。但盆地的含油体系不只是限于新生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地层中均 有 含 油

层。近年来盆地东部石炭系火山岩气田的发现就是一个例证。随着盆地油气勘探和西部海相

油气田研究的不断深入，古生代油气前景逐渐被重视。

准噶尔盆地古生代沉积类型问题对研究新疆地壳演化和油气远景评价均有重要意义。对

准噶尔盆地是否存在古老基底以及对古生代沉积结构、岩相一直存在很大争议，长期以来没

有定论。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看法相去甚远。一种观点认为准噶尔

盆地的基底是前寒武纪微地块［1 ～ 5］，或是前寒武纪基性一超基性杂岩［6］; 另一些学者则主张

是由各种来源的有限古生代洋壳组成［7 ～ 12］; 也有主张准噶尔可能是古生代的陆块［13］。

上述各种观点中，即使是同一观点，各家论述也不尽相同。观点上的这些差异，主要是

不同学者的的资料来源不尽相同，有的是从地球物理信息为出发点，有的是基于变质岩同位

数年龄测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对准噶尔盆地古生代岩石特征问题的深人探

讨，有利于盆地油气资源的评价以及对盆地形成、演化等重要基础地质的研究。

应当指出，由于准噶尔盆地内巨厚的中、新生界存在，使之无论地质、钻探还是物探，

都难已获得有关古老基底和古生界的直接信息。在盆地周边亦没有象塔里木盆地那样得到了

公认的、可靠的古老地层存在的证据。这就决定了对准噶尔盆地古老基底是否存在、古生代

沉积环境等问题的探讨，都带有分析、推断的性质。

我们此次通过基础野外地质资料、岩石组合研究，以及最新的测试研究成果，对准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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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古生代沉积环境问题，提出了一些粗浅看法。并利用新成果分析和预测盆地古生界沉积

特征和沉积相展布。

1 基底岩系

准噶尔盆地基底的性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在准噶尔盆地周缘造山带不断获取了

存在前南华系结晶基底的同位素年龄证据，如北疆不同地区花岗岩类中获得的铷模式年龄

值，阿尔泰地区古老基底的存在，卡拉麦里山及其北侧震旦系、下古生界的发现［12］，李锦

轶等［14］在卡拉麦里发现了前南华系深变质岩系，“305”项目在东准噶尔小柳沟肉红色黑云

母花岗片麻岩中获得锆石 1908 × 106 a 年龄结果，王方正等在石西、石南、夏盐等钻井岩心

中的火山岩 Sm-Nd 同位素化学图解获得 1341 × 106 a 的年龄值，胡蔼琴等［15］在西准噶尔唐巴

勒获得 Sm-Nd 同位素年龄约 13 × 108 ～ 14 × 108 a。
1985 年以来地球物理 勘 探 资 料 也 越 来 越 多 地 表 明 准 噶 尔 盆 地 及 其 邻 区 存 在 陆 壳 基 底，

如袁学诚等［16］对可可托海-阿克塞地球物理深断面的认识，准噶尔盆地航磁上延 40km 垂直

磁场异常图反映了结晶基底和基底南北向构造线的存在，新疆石油管理局 1992 ～ 1993 年间

完成了 3 条贯穿盆地的大地电磁测深 ( MT) 剖面，揭示了盆地基底的陆壳性质。
从区域构造格架看，该盆地具有前南华系结晶变质基底，在纬向、西域系和北东向构造

体系控制下［17 ～ 21］，发育广泛的古生代沉积。

2 古生代沉积演化特征

2. 1 南华-奥陶纪

2. 1. 1 南华-寒武纪

前人在阿勒泰山北部划分出一套未分的南华-寒武纪地层，称喀纳斯群，分布于白哈巴

至阿勒泰市以北的广大区域内。喀纳斯群为一套浅变质细碎屑岩组成 的 复 理 石 沉 积。1983
年新疆区调队六分队在其中采得大量南华-寒武纪的微古植物化石［22］，并发现其上被上奥陶

统微角度或平行不整合覆盖。沉积厚度大，岩性单一，呈 SN 走向，向北延出国境，将其中

下部称喀纳斯群，其上部为奥陶纪哈巴阿群。根据岩性特征自下而上细分为连续沉积的五个

亚群:

第一亚群为灰绿色夹紫红色、暗紫色的中-薄层或中-厚层细砂岩与粉砂岩互层，夹泥岩

及中粒砂岩，厚度 1583m，含微古生物 Kildinella sp．。
第二亚群为灰色中-薄层细砂岩夹泥质粉砂岩，厚度 1343m。
第三亚群为灰绿色薄层或中层细砂岩与粉砂岩互层，夹黄铁矿中粒砂岩，含微古植物:

Kildinella sp． ，Airmia sp． 等，厚度 2082m。
第四亚群为灰绿色、黄褐色中薄层或中厚层砂岩、细砂岩与粉砂岩、泥岩的互层，厚度

1754m。含微 古 植 物: Leiopshosphara sp． ，Trachysphaeridium sp． ，T． holtedahlii，Taeniatum
crassum，Lignum sp． 等。

第五亚群为绿灰色中厚层砂岩、细砂岩、暗灰色薄粉 砂 岩、泥 岩 的 不 均 匀 互 层，厚 度

992m。
综上所述，喀纳斯群为一套较单一的灰绿-灰紫色细砂岩、粉砂岩、泥岩的不均匀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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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浅海-深海裂 陷-克 拉 通 盆 地 环 境 下 的 类 复 理 石 建 造，总 厚 度 超 过 7754m，其 下 未 见

底。
上述微古植物系南华-震旦的标准化石，也是三峡南沱组所见化石，与新疆柯坪南华-震

旦系巧恩布拉克群 的 微 古 植 物 岩 性 完 全 一 致［23］，说 明 准 噶 尔 北 部 存 在 南 华-震 旦 系 确 定 无

疑，此时的新疆阿尔泰、天山、塔里木海域可能相通。
由于没有确定的寒武系发现，如果按照 “新疆 微 板 块 结 构”和 “前 寒 武 系 连 续 基 底”

的观点［24 － 27］，推测准噶尔盆地寒武系总体为隆起剥蚀区。
2. 1. 2 奥陶纪

在阿尔泰山地区，奥陶系出露较广泛，东、西准噶尔地 区 也 有 零 星 出 露，岩 性 变 化 复

杂，厚度较大。下奥陶统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变质，无可靠化石依据，其下未见底; 中上统以

沙尔布尔提山发育最好，层序清楚，化石丰富，以碎屑岩为主夹火山岩，西准噶尔南部多中

基性火山岩，东准噶尔南部多中酸性火山岩。分析其沉积环境: 周边以裂陷为主的深海相为

主，发育火山活动; 中部为克拉通古隆起，隆起面积较小; 隆起外围为克拉通坳陷的浅海沉

积。
2. 1. 2. 1 早奥陶世

仅见于玛 － 勒山南坡唐巴勒一带，称拉巴群［28］，为浅变质的陆源碎屑岩及中基性凝灰

岩。上部为绢云绿泥千枚岩、硅质千枚岩、变质粉砂质泥岩夹凝灰岩、硅质岩及板岩，富含

黄铁矿; 下部为黑云石英片岩、浅变质泥质粉砂岩夹少量石英岩等，总厚度 4757m ( 图 1 ) ，

与下伏地层关系不明。

图 1 准噶尔盆地中下奥陶统沉积相略图

Fig. 1 The sketch map of the Lower-Middle Ordovician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2. 1. 2. 2 中奥陶世

继承了早奥陶世的沉积环境仍为裂陷-克拉通盆地原型，为浅海-较深海沉积，详细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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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鲁克其组

仅见于西准噶尔的沙尔布尔提山［28］。在该山西南坡布鲁克，该组总厚度 711m。主要岩

性为凝灰质砂岩、凝灰岩、灰岩夹安山玢岩，含三叶虫: Remoplurides bulukeqiensis，Illaenus
sp． ， Sphaerexochus． ; 腕 足 类: Cychospira hoboksereusis， Plectocamara sp． ; 珊 瑚:

Primityphyllum sp． ; 腹族类: Maclurites sp．。与上下地层关系不明。
②科克萨依组

出露于西准噶尔玛依勒山南坡唐巴勒地区，为一套灰绿色夹紫红色的基-酸性海相火山

岩及硅质岩夹正常碎屑岩，相变剧烈，最大厚度 3780m，其下与拉巴组连续沉积，其上被下

志留统不整合覆盖。
2. 1. 2. 3 中晚奥陶世

中上奥陶统称荒草坡群，出露于东准噶尔南部，岩性主要为浅变质碎屑岩、中酸性火山

岩及 火 山 碎 屑 岩， 厚 度 800 ～ 5000m。分 三 个 亚 群， 其 中 含 腕 足 类: Rafinesquina，

Strophomenidae，Leptelloidea，damanellidae，Atrypa，Resserella，Strophomella，Isorthis 等; 三 叶

虫: Asaphida，Encrinuridae 及海百合茎等［28］。
2. 1. 2. 4 晚奥陶世

主要为挤压克拉通盆地环境下浅海相沉积。
①布龙果尔组

西准噶尔沙尔布尔提山布龙果尔西侧该组厚度 295m，与上覆下志留统布龙组假整合接

触［28］。岩性为凝灰质粉砂岩、钙质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砂砾岩、砾岩、砾岩夹灰岩透镜体，

含丰 富 的 珊 瑚: Plasmoporella gigantean，P． intermedia，P． bifida，Agetolitescf，Antiquua，

Acdalopara irregu laris，A． sokolovi，Taeniolites lacer，Propra granulate，Tryplasma primitica，

Sinkiangolasma minor; 腹 足 类: Maclurites sp． ， Lesueurilla defilippii; 三 叶 虫: Scutellum
romanovskyii。

②东锡勒克和白哈巴组

阿尔泰山的上奥陶统，以白哈巴地区研究较好，下部中-酸性火山岩及砾岩称东锡勒克

组［28］; 上部泥质粉 砂 岩、粉 砂 质 泥 岩 与 灰 岩 称 白 哈 巴 组，含 珊 瑚; Heliolites sp． ，Leptaena
sp，Plectatripa defilippii; 三叶虫: Scutellum romanovskyii。

③加普萨尔群

在东准噶尔北部加普萨尔一带零星出露的上奥陶统加普萨尔群，自上而下分为巴斯他乌

组、加普萨尔组、克孜勒特斯科拉组［28］。三者连续沉积，与上覆下泥盆统不整合接触，其

下未见底。岩性为一套杂色的滨-浅海相砾岩、凝灰质砂、泥质灰岩和泥质岩。巴斯他乌组

含 珊 瑚: Rhabadotetradium densus，Paratetradium tollinoides，Vacupra sp． ， 三 叶 虫: Calliops
taimyricus， Rempleurides qiakuertaensis， Fuyunia junggarensis; 腕 足 类: Wulungguia
wulungguensis。加普萨尔组 珊 瑚; 腕 足 类; Schizophorella xinjiangensis，Leptellina maxima。总

厚度约 1600m。
2. 2 志留-泥盆纪

2. 2. 1 志留纪

继承了晚奥陶世挤压克拉通盆地环境，为浅海-较深海相沉积。挤压作用使盆地南部抬

升，为古陆区，向北相变为浅海［29-30］。北部乌伦古地区为深海相区。
准噶尔盆地志留系分布广泛，下、中、上三统齐全。下统为笔石碎屑岩相，中、上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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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壳相碎屑夹碳酸盐岩，火山岩较为发育，厚达数千米［31］，主要集中与盆地北部和阿尔泰

地区，盆地中部缺失，结合区域构造特点［3，13］，推测为隆起区 ( 图 2 ) 。
2. 2. 1. 1 东准噶尔、阿勒泰地区

中统: 红柳峡组，分布于红柳峡以东，呈断块产出，为灰、黄灰色细砂岩、粉砂岩夹页

岩、砾岩富含腕足大型图瓦贝 ( Tuvaella gigantea) 等化石。厚度大于 675m［31］。

图 2 准噶尔盆地中上志留统沉积相略图

Fig. 2 The sketch map of the Middle-Upper Silurian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中 － 上统: 库鲁木提群，见于阿尔泰东北部。下部为云母石英片岩、片麻岩、混合岩夹

浅变质砂岩、泥质粉砂岩，上部为变质砂岩、粉砂岩、千枚岩、片岩、片麻岩、混合岩。总

厚 7934m，产腕足和珊瑚化石［32］。

上统: 考克塞尔盖组，分布在巴里坤西北考克塞尔盖地区，为黄绿、灰绿色、杂色凝灰

质砾岩。富含珊 瑚、腕 足 卡 姆 珊 斯 五 房 贝 ( Pentamerus Kamysclienskiensis ) 及 三 叶 虫 化 石，

厚度 369 ～ 431m，与中-上奥陶统呈角度不整合接触［33］。

在喀尔马依勒山地区称红柳沟组，为紫红、绿色薄-中厚层细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

岩和泥质硅质岩。含山西中巢珊瑚 ( Mesofavosites shangsiensis) 等珊瑚化石。厚 439m，与白

山包组整合接触。在库布苏和索尔巴斯他乌及扎河坝地区，为变质碎屑岩夹中酸性晶屑岩屑

凝灰岩厚 1403 ～ 3895m［33］。
2. 2. 1. 2 西准噶尔、北天山地区

下统: 布龙组，见于西准噶尔北部布龙果尔、玛依勒山、婆罗科努山南坡尼勒克河上游

地带与下伏上奥陶统整合接触。为黄绿色凝灰质粉砂岩、细砂岩、页岩。

下部灰黑色条 带 状 硅 质 岩。含 赛 氏 单 笔 石 ( Monograptus Sedgwickii ) 等 笔 石 化 石， 厚

189m。在拖里东南厚 1320m，含火山成因的赤磁铁矿［32］。

中统: 沙尔布尔组，分布于西准噶尔沙尔布尔提山、塔尔巴哈台山南坡、玛依勒山和基

夫克河、尼勒克河上游［28］。含珊瑚、和布克赛尔无洞贝 ( Lissatrypa hoboksarensis) 、三叶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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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石。在婆罗科努山该组与下志留统整合接触，为灰黑、灰绿、紫红色薄层和厚层灰岩夹

钙质砂岩、粉砂岩，厚 200 ～ 472m。在沙尔布尔提山为浅海相火山碎屑岩夹灰岩透镜体，底

部有厚 26m 的硅化、大理岩化灰岩，厚 770m。
上统: 克克雄库都克组，与中统为整合接触。在沙尔布尔提山为海相火山复理石沉积，

由灰绿、紫红色层状晶屑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砂岩、砾岩夹海 百 合 茎 灰 岩 组 成，含 珊

瑚、腕足和彗星虫 ( 未定种，Encrinurus sp． ) 等化石，厚 1494m。另 在 科 古 尔 琴 山 南 坡 果

子沟一带下部厚 290 ～ 2060m，上部 100 ～ 1500m; 在新源北部巴颜郭楞河、多果勒及喀什河

中上游地区厚 1812 ～ 2133m［28］。
中-上统见于玛依勒山，为灰绿紫红色火山碎屑岩，中基性熔岩夹碎屑岩，含珊瑚、腕

足、三叶虫等化石，厚 8438m［28］。
2. 2. 2 泥盆纪

在纬向系，西域系主控下［19 ～ 20］，区内强烈抬升，形成克拉 通-前 缘 盆 地 环 境 浅 海-陆 相

沉积。
泥盆系分布较广泛，主要分布于准噶尔盆地周边及阿尔泰山地区。

2. 2. 2. 1 阿尔泰地区

①下统: 康布铁堡组，分布于阿勒泰-富蕴一带，为变质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结

晶灰岩未见底。在阿巴宫一带，下部为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夹正常碎屑岩，上部为石英

斑岩、变质靠 细 岩 夹 火 山 灰 凝 灰 岩、火 山 角 砾 岩 和 大 理 岩、灰 岩， 含 腕 足 类 网 状 无 洞 贝

( Atrypa reticularis) 和珊瑚化石。总厚 1670 ～ 2536m，在阿勒泰附近最厚达到 5500m，在富

蕴以北，下部为混合岩夹红、灰 黄 色 糜 棱 岩、变 粒 岩，厚 度 大 于 1108m，上 部 为 灰 色 混 合

岩、黑云石英片岩夹大理岩厚 1487m［28，34 ～ 35］。
②中统: 阿勒泰组分布于哈巴河-阿勒泰-富蕴一线，为海相碎屑岩、酸性火山岩及凝灰

岩 ( 含腕足、布尔津内板珊瑚 ( Ndophyllum Burginnense) 及三叶虫化石) 局 部 为 黑 云 石 英

片岩、含云变质钙质变粒岩，厚 5111 ～ 5294m［28］。
中统岩性较稳定，但变质程度和火山岩组份各地均有变化。沿额尔齐斯挤压带和靠近岩

体部分，变质较深，有混合岩和片麻岩出现。
③上统: 忙代恰群分布于中蒙边境忙代恰河及土尔根达坂-喀依尔提河地带，为灰绿色

薄层泥质粉砂岩，炭、硅质岩，灰绿色薄层细砂岩、局部为绢云绿泥干枚岩和绢云绿泥石英

片岩等，厚 6473m［28］。
2. 2. 2. 2 准噶尔盆地

根据王宝瑜［35］ ( 1991 ) 等对泥盆系的层序划分和描述，地层在盆地北部出露，具有如

下特点:

①下统: 和布克赛尔群乌吐布拉克组，分布于沙尔布尔提山南坡，为灰绿色、黄褐色凝

灰。碎屑岩夹正常碎屑岩和灰岩，含腕足、珊瑚、准噶尔单笔石和三叶虫、植物等化石。厚

226m。
塔黑尔巴斯套组: 分布于纸房北考克塞尔盖山，为灰紫色岩屑晶屑凝灰岩、长石砂岩夹

灰岩、生物灰岩，含腕足和珊瑚化石。厚 115 ～ 190m。
曼格尔组: 为灰绿、黄绿色钙质碎屑岩、凝灰碎屑泥岩夹泥灰岩。含准噶尔深沟隐头螺

( Gravicalymene junggarensis) 和腕足化石。厚 267m。相当于该组的地层，在西准噶尔地区称

马拉苏组，在北天山东部称大南湖组下亚组［28］，厚 1557 ～ 2000m，在东准噶尔称阿苏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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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包括塔黑尔巴斯套上部地层，厚 188 ～ 2083m。
芒克鲁组: 为黄褐色钙质砂岩、砂质灰岩及生物灰岩含，腕足新疆鳞刺珊瑚 ( Squamite

Xinjiangnsis) 和三叶虫化石。厚 288m。
和本组相当的地层，在北天山东部称大南湖组上亚组［28］，厚 1053 ～ 2392m; 在东卓木

巴斯套组，厚 457-1914m; 在西准噶尔西部称孟布拉克组，厚 3962m; 在扎河坝-富蕴-二台

称托让格库都克组，厚 1810 ～ 6980m。
乌吐布拉克组、曼格尔组和芒克鲁组均为整合接触。
②中统:

乌鲁苏巴斯套组 ( 北塔山组) : 为浅海相-海陆交互相的灰绿、灰黄色粗砂岩、岩屑砂岩

夹生物灰岩含 丰 富 的 珊 瑚 和 腕 足 化 石，其 中 有 纳 氏 板 珊 瑚 纸 房 亚 种 ( Endophyllum nalikim
Zhifanense) ，厚 117m。与下统卓木巴斯套组呈不整合接触。

纸房组: 为灰 绿 色 粗 砂 岩、含 砾 粗 砂 岩 夹 砂 岩 及 灰 岩， 含 腕 足 化 石 古 瓦 岗 贝 ( 未 定

种) ，厚 137m。与乌鲁苏巴斯套组平行不整合接触。
1965 ～ 1966 年，区测队十分队在富蕴-二台-哈尔马依勒山一带，发现本统地层并命名为

蕴都喀拉组，岩性为灰绿色页岩夹灰紫色基-酸性火山岩、凝灰岩夹碎屑岩，含腕足、珊瑚

等化石，厚 700 ～ 3825m，整合于北塔山组之上。
在依连哈比尔尕山北侧划分出中统，并命名为拜辛德组，为中基性火山碎屑岩夹灰岩，

含珊瑚。厚 4162m，最厚达万米以上。《西北地区区域地层表》［28］将博乐、温泉一带该统地

层命名为汗吉尕组，由碎屑岩、灰岩组成，含珊瑚和腕足类化石。厚 395 ～ 515m，不整合于

元古宇变质岩之上。
陆相沉积见于沙尔布尔提山。1973 年，区测大队及地科院联合地层分队命名为呼吉尔

斯特组，由火山碎屑岩组成，厚 765m，平行不整合覆于下泥盆统之上。在哈图山、土哈甫

捷克 山 为 中-酸 性 火 山 岩、碎 屑 岩， 厚 2302 ～ 4211m， 产 丰 富 的 夏 丽 安 原 始 鳞 木

( Protolepidodendron scharyanum) 等植物化石。
海陆交互相沉积分布于大石头-哈尔里克山一带。1961 年，地矿局科研所命名为头苏泉

组，岩性为酸-基 性 火 山 岩、凝 灰 岩，厚 1300 ～ 500m，与 下 统 整 合 接 触，含 少 量 化 石 ( 图

3 ) 。
③上统:

朱鲁木特组分布于沙尔布尔提山 南 坡 及 阿 赫 尔 布 拉 克，为 灰、灰 绿 色 凝 灰 质 砂 岩 ( 含

柱状鳞封印木植物化石) 、细砾岩夹粗砂岩、硅质粉砂岩，厚 1335m。
在白杨河洼地北和塔尔巴哈台山一带为海相中、酸性火山岩、硅质岩。其余各地多为陆

相、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夹灰岩和硅质岩，厚度不等，250 ～ 3436m。
洪古勒楞组分布于洪古勒楞及布龙河地带，属海陆交互相沉积，为灰、灰绿色凝灰粗砂

岩、硅质、凝灰质粉砂岩、灰岩夹砾岩。含腕足槽形弓石燕和三叶虫化石，厚 595m。
在西准噶尔和什托洛盖以北，属海相火山碎屑岩、泥质、硅质粉砂岩、泥灰岩，含有丰

富的腕足、珊瑚和菊石等化石; 在额敏、富蕴南、北塔山和红柳峡-东泉一带，属陆相、海

陆交互相火碎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砾岩、灰岩，产腕足和植物化石。厚 223 ～ 5090m［28］。
2. 3 石炭-二叠纪

2. 3. 1 石炭纪

在纬向系、西域系和北东向构造带的联合控制下，本区沉降形成内克拉通盆地，发育浅

461



第 2 期 康志宏: 准噶尔盆地古生代沉积演化特征

图 3 准噶尔盆地中泥盆统沉积相略图

Fig. 3 The sketch map of the Middle Devonian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海相沉积为主［21］。
准噶尔石炭系共划分为 3 个区［36］，马桥凸起以南 ( 纬南 44°30'以 南) 为 南 部 地 层 区，

陆梁隆起的石西油田及其以西 ( 经度 87°10'以西) 为西北部地层区，石西油田以东 ( 经度

87°10'以东) 为东北部地层分区。
2. 3. 1. 1 南部沉积特征

本区的东、西部地表出露的地层差异较大。西部石炭系主要发育凝灰岩和火山岩。
沙大王组 ( C1 sd) : 由放射虫硅质岩、枕状玄武岩、层状辉长岩及蛇纹石化超基性岩组

成的蛇绿岩套，厚 495 ～ 1132m，未见底，与上覆奇尔吉斯套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放射虫

( Ceraloijisenm sp) ［37］。该组主要沿伊林哈比尔尕山北坡呈北西-南东向展布 ( 图 4 ) 。
奇尔古斯套组 ( C2 q) : 该组主要岩性为灰、深灰色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硅质粉砂岩、

硅质岩及炭质泥岩和凝灰质灰岩、凝灰质粉砂岩夹灰岩，厚 1914 ～ 6492m。顶底少见，仅局

部可见与下伏沙大王组呈平行不整 合 接 触。主 要 沿 伊 林 哈 比 尔 尕 北 坡 呈 北 西-南 东 向 展 布，

横向上有一定变化。在前峡一带主要为凝灰岩、粉砂岩、硅质岩 ( 含放射虫及硅质海绵骨

针) ; 向西至巴音沟一带为细砂岩、粉砂岩、安山质凝灰岩: 至石河子石场一带火山碎屑岩

增多，并夹有火山熔岩。含头足、珊瑚等化石［37］。伊林哈比尔尕地层小区: 该组可见厚度

为 429m，未见顶底。共划分为 4 层，主要为深灰色凝灰岩、凝灰质粗砂岩、砂岩、粉砂岩，

局部见黄灰色岩屑砂岩呈团块状分布其中［28］。
柳树沟组 ( C2 l) : 主要为灰绿、灰紫色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凝灰质角砾岩、中酸性凝灰

岩夹安山玢岩、玄武玢 岩、英 安 斑 岩 及 少 量 砂 岩、粉 砂 岩 和 灰 岩 透 镜 体，厚 894 ～ 2219m，

未见下伏地层。含腕足类化石。博格达小区祁家沟: 该组共分 3 层，厚 230. 2m。底部第 1
层为深褐色薄-中层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厚 76. 1m; 顶部第 3 层为深灰、深褐色厚层、块状

凝灰质细、中砾岩，厚 107. 1m。该组主要分布于博格达山西段，并呈东西向展布，岩相较

为稳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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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准噶尔盆地下石炭统沉积相略图

Fig. 4 The sketch map of the Lower Carboniferous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祁家沟组 ( C2 q) : 主要为浅 海 陆 棚 相 灰 紫、黄 绿 色 含 砾 杂 砂 岩、钙 质 砂 岩、砂 砾 岩、
砾岩、粉砂岩及灰、深灰色中-厚层状灰岩、生物灰岩、砂质灰岩夹少量安山玢岩、凝灰岩，

厚 230 ～ 452m。与上、下地层均呈整合关系［38］。
博格达地层小区的祁家沟剖面上，该组总厚 201m。底部第 4 层: 底部为 2m 厚的深褐色

厚层砂质细砾岩，下部为 0. 5 ～ 1. 5m 的安山玢岩岩脉，中上部为灰色薄-中层状粉晶生物屑

灰岩，夹深灰色薄层含灰泥岩产丰富的腕足、珊瑚及少量双壳和介形类。顶部第 11 层为灰

色中-厚层状含生物粉晶灰岩，夹灰绿色泥质条带灰岩，富含珊瑚及介形类。
奥陶吐组 ( C2ae) : 该组下部为深灰、黑色灰中-中薄层粉砂岩，细砂岩互层，夹中薄层

钙质砂岩及灰岩，中-厚层粗粒砂岩及含砾砂岩; 中上部为灰绿色厚层状含钙质细砂岩、粉

砂岩夹中薄层粉砂岩，局部含砾，厚 293. 4 ～ 32m［38］。
博格达地层小区的井井子沟: 该组厚 312. 5m。底部为 58. 7m 厚的深灰、深绿灰色薄层

粉砂岩夹中层粉砂岩及深灰色中、薄层状生物屑灰岩及钙质粉砂岩; 顶部为厚 97. 8m 的灰

绿色中厚层—厚层含钙质细砂岩、粉砂岩夹中薄层粉砂岩，局部含砾，含腕足化石［38］。
乌鲁木齐市祁家沟组: 该组共划分为 3 层，总厚为 64. 6m。底部 为 厚 14. 4m 的 深 灰 色

薄、中层状砂屑灰岩与灰绿色粉砂质泥岩互层 ( 1 : 2 ) ; 顶部为厚 13. 3m 的深灰绿色中薄层

粉砂岩［38］ ( 图 5 ) 。
2. 3. 1. 2 东北部沉积特征

准噶尔盆地东北部已发现大量石炭系海陆交互相暗色炭质泥页岩沉积，可作为盆地有利

生油层系。其上部的陆相火山岩系，以被油气勘探证明为有利的储集层系。
下统: 滴水泉组: 以一套湖泊相细碎屑沉积为特征，主要由黑色泥岩、页岩组成，分布

在滴水泉一带。在双井子一带，主要由灰黄、灰绿色砾岩、砂岩和含砾粗砂岩组成，夹粉砂

岩、页岩和煤线，产植物化石。与下伏塔木岗组不整合接触。厚度 877 ～ 15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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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准噶尔盆地上石炭统沉积相略图

Fig. 5 The sketch map of the Upper Carboniferous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上统: 巴塔玛依内山组: 该组岩性为陆相火山岩系。在喷发中心的巴塔玛依内山，以安

山玢岩、玄武玢岩为主，夹大量酸性扉细岩、珍珠岩和火山碎屑岩，喷发中心厚 4000 余米，

向四周厚度逐渐减薄，西大沟剖面厚 1000 余米，双井子剖面厚 1000 余米。火成岩被砾岩、
凝灰质砾岩和凝灰质砂岩层分隔，划分为 3 个喷发旋回。与下伏滴水泉组不整合接触［39 ～ 40］。

石钱滩组: 该组岩性出浅海相碎屑岩和灰岩组成，其上部产海相化石，与下伏巴塔玛依

内山组不整合接触。厚度 300 ～ 2500m［39 ～ 40］。
2. 3. 2 二叠系

在克拉通盆地环境下广泛发育了浅海-滨海-陆相沉积，受东西向构造带控制，沉积厚度

表现为南厚北薄 ( 图 6 ) 。
①下统: 主要为滨海相和浅海相沉积。
阿尔巴萨依组 ( P1ae) : 下部为紫红色凝灰质砾岩、砾岩夹酸性火山 角 砾 岩 及 凝 灰 岩;

上部为灰紫色安山岩、流纹斑岩及凝灰质砂岩。厚度 310 ～ 1680m［28］。
石人子沟组 ( P1 s) : 岩性为黑灰、深灰色砾岩、细砂岩、粉砂岩夹页岩、凝灰岩含腕足

类和植物化石，地层厚 205 ～ 1242m［28］。
塔什库拉组 ( P1 t) : 黑灰、灰绿色砂岩夹砂质页岩、鲕粒页岩，泥岩及凝灰岩，底部一

层硅质岩。厚度 560 ～ 1812m。
②中上统: 主要河湖相沉积。
乌拉泊组: 岩性为滨海相灰绿色长石砂岩夹灰质砂岩、粉砂岩，局部有凝灰质砂岩。产

孢粉 ，厚度 1078 ～ 1894m［28］。
井井子沟组: 上部湖相为灰黑色页岩、油页岩互层，夹多层白云质灰岩; 下部黑褐色中

细粒砂岩、砂质泥岩与油页岩互层。本组以具有较厚的油页岩为特征。与下伏地层井井子沟

组整合接触。产 孢 粉， 双 壳 类， 还 产 有 丰 富 的 鱼 类、两 栖 类 及 介 形 类 化 石。厚 度 590 ～
650m［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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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准噶尔盆地下二叠统沉积相略图

Fig. 6 The sketch map of the Lower Permian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红雁池组: 灰绿、灰黑色泥岩、页岩夹灰绿色砂岩，在中部夹有薄层灰岩。与下伏红雁

池组区域整合接触，但在西大沟二者存在局部角度不整合接触。本组化石面貌与芦草沟组一

致。厚度 675m［28］。湖盆沉积中心位于南部博格达山前。

图 7 准噶尔盆地上二叠统沉积相略图

Fig. 7 The sketch map of the Upper Permian sedimentary faces in Junggar basin

泉子街组: 紫红色砾岩、褐色泥岩夹灰绿色泥岩、砂岩。与下伏红雁池组不整合接触。
产孢粉及植物化石厚度 122 ～ 291m［28］。

梧桐沟组: 岩性为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夹灰岩、泥灰岩，局部夹砾岩，上部夹红色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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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与下伏泉子街组为整合接触。产孢粉化石，还见有植物、双壳的双壳类、叶肢介、介形

类、鱼类、植物及两栖类，少量轮藻类化石，暗色泥岩和油页岩发育水平层理，粉砂岩、粉

砂质泥岩发育微细波状水平层理，砂、砾岩发育中-大型交错层理、粒序层理、冲刷构造等，

总体以浅湖沉积为主，含有半深湖、水下扇、河流相、沼泽沉积。
③上二叠统下仓房沟群 ( 图 7 ) 。

图 8 石炭系海陆交互相泥页岩有机碳指标图

Fig. 8 The organic carbon indexing map of the Carboniferous marine-land paralic face mud shale

包括泉子街组、梧桐沟组与锅底坑组。横向上变化较大: 石钱滩凹陷下部发育较典型的

洪冲积、平原河流相沉积，中上部发育河流、沼泽、湖泊相沉积; 帐篷沟地区下部砂砾岩发

育大型模状及板状交错层理，砾岩横向上不稳定，中上部细碎屑岩中夹砂质灰岩、泥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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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夹叠锥灰岩，具水平层理、波状水平层理等，含双壳类、腹足类、介形类及轮藻化石，

总体呈早期以河流沉积为主，水体动荡，中期为较稳定的浅水湖泊沉积，晚期河流 作 用 加

强，湖泊逐渐缩小，向河流沉积过渡。

3 古生代油气前景和勘探方向

通过沉积特征的初步推测和分析，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一样经历了裂陷期、克拉通

周边盆地、克拉通坳陷盆地等演化阶段。由于多期强烈构造运动，不同构造期的盆地又叠和

在一起，加上周边火山活动强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沉积面貌。但这与前期的古生界基底的

认识相比，拓宽了盆地成油领域不仅限于中新生界之中，古生界仍是不可忽视的找油领域。
石炭系海陆交互相沉积，是已证实的盆地深部生油岩系之一［41 ～ 44］。经过样品测试 ( 图

8 ) ，滴水泉地区石炭系泥岩 TOC 平 均 值 为 2. 59% ; 五 彩 湾 地 区 石 炭 系 泥 岩 TOC 平 均 值 为

1. 34% ; 东南部地区钻井、露头剖面石炭系泥岩样品 TOC 平均值为 1. 2% ; 西北缘石炭系泥

岩样品 TOC 平均值为 1. 10%。说明部分生油岩系指标达到了较好烃源岩的标准。
近期的油气勘探成果表明，准噶尔盆地古生代油气前景开始显现，东部石炭系火山岩气

田的发现和探明即为较好的例证［45 ～ 47］。结合盆地古生界沉积分布和目的层埋深分析，盆地

东北部和中部可作为古生代油气勘探领域的主要目标区。该区域中新生界沉积厚度较小，尤

其是东北部，新生界沉积厚度不大，石炭系生油岩发育。另外，盆地中部奥陶系、石炭系浅

海相沉积区，可作为深部油气系统的战略勘探方向，开展深部钻探，进行成藏条件的基础性

研究，扩大油气勘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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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PALEOZOIC SEDIMENTATION OF
THE JUNGGAR BASIN

KANG Zhi-hong
(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1 )

Abstract: Junggar basin，located at the northern part of Xinjiang，covers an area of 13 × 104 km2 ．
To date，more than 30 oil and gas fields have been discovered． Many years’research shows that the
basin has a pre-South China System crystallized metamorphosed basement． Under the control of
Latitudinal and Xiyu systems and NE-trending structural system， Paleozoic sediment widely
developed．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deep rifting during South China and shallow and deep sea
marine deposition of cratonic basin during Ordovician，deep sea deposition of compressed craton
basin during Silurian and Devonian，shallow-terrestrial facies sedimentation of intracraton rifting
basin during Carboniferous and Permian．
Key words: Tectonic regime; sedimentary facies; Junggar basi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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