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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海相盆地和断陷湖盆中都发育坡折带&并对层序和沉积起重要控制作用&这一观点

已得到广泛关注并被普遍接受’对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的研究表明&在大型坳陷湖盆中也发育

坡折带&其成因类型丰富&可划分为构造坡折’沉积坡折和侵蚀坡折’并且分布广泛&表现为多

级坡折的特点&在剖面上具有正向阶梯状组合’逆向阶梯状组合’沟谷组合’山梁组合和沟梁

组合等组合样式(在平面上具有梳状组合’帚状组合’斜交组合’喇叭状组合和平行组合等组

合样式’于一定构造背景下发育的一组有成因联系并具类似组合样式特征的坡折带可构成一

个构造坡折域’在准噶尔盆地侏罗纪湖盆中共划分出#个构造坡折域’坡折带对层序’沉积和

非构造圈闭的发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控制作用&在不同构造坡折域形成不同的水系和沉积体系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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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盆地的层序地层学模式研究表明)**&同为

!型层序&如果是在具陆架坡折边缘或具生长断层

边缘$断裂坡折%的盆地中&则在低水位期坡折带以

上可形成不整合面和深切谷(坡折带以下则可能形

成盆底扇’斜坡扇等陆坡体系和低水位楔形体&这一

系列沉积体系构成了典型的低位域沉积’而在不具

坡折的缓坡边缘则一般只发育低水位楔形体&深切

谷通常不发育’对湖盆坡折带较系统的研究近几年

才开始&并主要集中在断陷湖盆的断裂坡折带上’林
畅松等)!*的研究表明断陷湖盆中的坡折带往往使地

层厚度和沉积相带发生突变&控制着特定的沉积相

域和储集层的展布&对储层预测和隐蔽圈闭识别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于大型坳陷湖盆坡折带的研究相对比较薄

弱&观点分歧也比较大’赵玉光等)B*曾提出准噶尔盆

地克>乌断裂带在三叠!侏罗纪早中期为前陆盆地

冲断带&并形成了可与陆架坡折类比的坡折带&对沉

积相带的展布具有重要作用’魏魁生等)@*认为松辽

大型内陆盆地缺乏理想的陆架坡折&但可以把风暴面

或高位域三角洲体系的下超坡折作为陆架坡折的替

代物’为深入揭示大型坳陷湖盆坡折带发育规律&以
准噶尔盆地侏罗系为例开展了系统研究’准噶尔侏罗

纪湖盆面积达*)?FG! 以上&地层厚度横向上变化缓

慢&是典型的大型坳陷湖盆沉积’研究表明在大型坳

陷湖盆中不仅坡折带分布广泛&而且成因类型丰富’
组合样式复杂&与盆地不同地区的复杂的动力学背景

有密切的关系&并对层序和沉积有显著控制作用’

*!坡折带的成因类型

按成因机制可将坡折带划分为构造坡折带’沉
积坡折带和侵蚀坡折带’

$*%构造坡折带$.31.%421;&%H3I-3,F%’构造坡

折带是指由同沉积构造长期活动引起的沉积斜坡明

显突变的地带)!*’能够形成坡折带的同沉积构造活

动主要有断裂和挠曲’因此与之对应&应当将构造坡

折带划分为断裂坡折带和挠曲坡折带’断裂坡折带

是同沉积断裂活动产生明显差异升降和沉积地貌突

变的古构造枢纽带&构成盆内古构造单元和沉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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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的多级坡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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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从左到右依次为侵蚀坡折带"断裂坡折带和挠曲坡折带’这

是坳陷构造坡折域的典型特征’注意多级坡折带对地层超覆和剥

蚀的控制#在每个坡折带下方都发育地层超覆#有些活动强烈的

坡折带上部有削截

域的边界’这些断裂一旦形成#在整个裂陷期由于应

力易于集中而长期活动’识别古断裂坡折带的主要

标志是断裂带两盘地层厚度有明显变化#其生长系

数一般在*’@"!’)左右$!%’在准噶尔盆地这种大型

坳陷盆地中#断层的生长系数要多大才能形成明显

控制沉积的断裂坡折带#目前还无定论’暂时把在地

震剖面上能明显表现出同沉积断裂特征的都识别为

断裂坡折带&图*’’在准噶尔侏罗纪大型坳陷湖盆

中#除了与同沉积断裂伴生的断裂坡折带外#更多的

坡折带则是由于同期深部断裂活动使浅层发生挠曲

变形而产生的#或是在古梁"古断凸"古潜山之上由

于披覆作用而产生的’对于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

因类型#称其为挠曲坡折带’其主要标志是坡度突

变#在坡折带下部有明显的上超和地层增厚现象#在
坡折带上部可见地层削蚀&图*’’

&!’沉积坡折带&M3H%;2.2%4,&;&%H3I-3,F’’沉

积坡折带是由于不同地区沉积速率差异造成地形坡

度突变而形成的’在三角洲平原与三角洲前缘的结合

部一般形成沉积坡折带#在地震剖面上一般与前积反

射的顶部相对应’此外#在碳酸岩台地或生物礁体的

边缘也容易形成沉积坡折带’一般说来#在构造活动

较强烈的盆地中#构造坡折带往往控制了沉积坡折带

的发育#使二者重合’只有在构造坡折带不发育的情

况下#沉积坡折带才会显著地表现出来’
&B’侵蚀坡折带&3-%;2%4;&%H3I-3,F’’侵蚀坡

折带是由于风化侵蚀等外动力地质作用造成地形坡

度突变而形成的’在较长期发育但没有达到准平原

化的不整合面处有可能发育侵蚀坡折带’其主要特

征是不整合面上表现出地形突变#以及界面下方的

削蚀和界面之上的超覆等现象&图*’’构造坡折带

和沉积坡折带都是同沉积期发育#而侵蚀坡折带则

在沉积之前形成#因此对沉积的控制不同’对于同沉

积坡折带#其成因类型反映了构造作用的强弱#随着

构造活动强度的增加#表现为从沉积坡折到挠曲坡

折再到断裂坡折的系列变化’侵蚀作用"构造作用和

沉积作用构成了控制坡折带形成的B种地质营力端

元组分’从理论上讲#每一种端元组分都可相应形成

一种特殊的坡折带类型’但实际上在自然界中发育的

坡折带往往先后程度不等地受到不同营力的作用#因
此其类型应是位于这三端元之间的过渡类型’

图!!坡折带的剖面形态和平面形态组合样式

J2K’! D-%72&3;/,H3;,4MH&,431%GI24,.2%4G%M3&;%7
;&%H3I-3,F;

!!坡折带的剖面"平面组合样式

湖盆坡折带明显表现为多级坡折带’它们在剖

面上和平面上有不同的组合样式#这与深部构造背

景和构造应力状态有关#在盆地不同的构造部位往

往形成不同的组合样式’初步归纳出剖面组合样式

和平面组合样式各?种’
剖面形态组合样式如下(&*’正向阶梯状组合’

多级坡折带向盆地方向逐阶下降#与沉积物搬运方

向一致’一般发育在盆地边缘斜坡带上&图!,’’&!’
逆向阶梯状组合’多级坡折带向盆地方向逐阶上升#
与沉积物搬运方向相反’一般发育在盆地内部的隆

起或凸起等正向构造单元上#特别是在前陆盆地的

前缘隆起带上&图!I’’&B’沟谷组合’由!个相向的

坡折带组成#在地貌上表现为沟谷&图!1’’&@’山梁

组合’由!个反向的坡折带组成#在地貌上表现为山

梁&图!M’’&?’沟梁组合’由多个沟谷组合和山梁组

合构成的复合体&图!3’’后B种组合往往形成于扭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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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断裂系发育的地区’
平面形态组合样式如下!"*#梳状组合’梳状组

合由不同级别的多组断裂坡折带构成$梳背是主干

同沉积断裂$梳齿是与之垂向的一组伴生次级断裂’
这种组合的形成是由于沿主干断裂走向在不同部位

断距有差异$从而导致了近于垂直的调整断裂的发

育"图!7#’"!#帚状组合’帚状组合是在旋扭作用下

由帚状断裂系控制的坡折带组合’在主干断裂的末

端有一系列次级断裂呈帚状发散’其收敛处一般是

地形坡度变化最剧烈的部位"图!K#’"B#斜交组合’
斜交组合是由!条走向不同的坡折带呈钝角相交形

成$主要受同沉积或深部同期活动的锯齿状断裂系

的控制’交角处一般是地形坡度变化最剧烈的部位

"图!/#’"@#喇叭状组合’喇叭状组合是由!条相向

的坡折带$其间隔朝一个方向逐渐增大所组成的’一
般在帚状构造的散开处发育"图!2#’"?#平行组合’
平行组合是由多条近于平行的坡折带所组成的’一
般在坳陷盆地边缘发育"图!O#’

B!构造坡折域的概念及划分

坡折带的成因类型和组合样式有明显的共生关

系$一组有成因联系并具类似组合样式特征的坡折

带构成一个坡折域’其特征和展布与盆地深部基底

构造格局和区域构造应力背景有密切关系$为了强调

坡折域的构造成因背景$将其称为构造坡折域’一个

构造坡折域由在一定构造背景下发育的一组有成因

联系并具类似组合样式特征的坡折带所构成’划分构

造坡折域需要把坡折带的成因类型%组合样式特征及

其展布与盆地深部基底构造格局和区域构造应力背

景纳入有机的盆地动力学系统开展分析’目前在准噶

尔盆地侏罗系中识别出@种构造坡折域类型"图B#’
"*#西北坳陷构造坡折域’该构造坡折域位于盆

地的西北缘$大体上包括中央坳陷西部的玛湖凹陷%
达巴松凸起%盆*井西凹陷$中央隆起西部的中拐凸

起$以及西部隆起’因早期的克>乌前陆冲断带在后

前陆期再次活动$从而在挤压坳陷这一盆地动力学

背景下形成的’其垂直于盆地边缘的纵剖面如图*
所示$基本特征是发育同向多级阶梯状坡折带$在其

西北的盆地边缘为断裂坡折带$是由于作为二叠纪

>早三叠世前陆冲断带的红>车断裂带和克>乌断

裂带在后前陆期再次活动所控制的$主要表现为多

幕次强度不大的复活逆断层$地形坡度变化较大’向

盆地内部主要为受同期活动的深部断裂控制或在古

凸起上因披覆作用而形成的挠曲坡折带$平均坡度

逐渐减缓$但每到一个坡折带处都出现地层坡度的

突然变化’在一些大型的坡折带下部坡度可以变得

相当陡’在平面上$盆缘坡折带主要为斜交状%帚状

或梳状组合$盆地内部则大多为北东向$主要为平行

组合$但在克拉玛依一带坡折带转为南北向$则以斜

交组合为主’再向南到车排子一带坡折带逐渐收敛

到一起$形成帚状组合’此外在车排子地区由于调整

断层的发育$还局部发育了梳状组合’
"!#中部扭动构造坡折域’位于准噶尔盆地中

部$大体上包括陆梁隆起%中央坳陷东部%中央隆起

东部和昌吉坳陷东部’是在压扭背景下因帚状断裂

系的同沉积断裂活动而形成的’以平行物源方向的

断裂坡折带为主$呈向西散开的扇状$克拉美丽山为

其扇柄’在垂直于盆地边缘的纵剖面上主要表现为

一简单平缓的单斜’而在平行于盆地边缘的横剖面

上则表现出压扭性的幕式活动的同沉积断裂十分发

育$断裂表现为压扭性的正花状构造$以沟谷%山梁

和沟梁组合为主’坡折带所引起的坡度变化垂直于

盆地边界’而在平面上则以向西散开的帚状和喇叭

状组合为主$明显表现出扭动构造的特点’
"B#乌伦古前陆构造坡折域’位于准噶尔盆地东

北部$大致上与乌伦古坳陷相当’其北部为受红岩前

陆冲断带控制的盆缘断裂坡折带$以同向阶梯状组

合为主&其南部则在相当于前缘隆起部位的石英滩

凸起和三个泉凸起上发育挠曲坡折带和断裂坡折

带$以逆向阶梯状组合为主&平面上以平行组合和喇

叭状组合为主’
"@#南缘构造坡折域’大致相当于南部断阶带%

四棵树凹陷以及昌吉凹陷南部’其西段在四棵树凹

陷附近地层向南增厚$向北朝车排子凸起超覆$如果

把车排子凸起看作是前陆隆起$地层结构与前陆盆

地较为相似’在中段地层也是明显向南增厚$因此倾

向于认为南缘构造坡折域的性质为前陆构造坡折

域’但由于该坡折域的大部分地区后期遭受喜马拉

雅运动的强烈改造$形成新生代南缘冲断带$使侏罗

系地层剥蚀强烈$原始面貌被掩盖’目前其南部边界

和大部分地区的地层厚度变化不清楚$还不能对其

成因组合类型和动力学成因背景给出确切的结论$
因此暂时只称其为南缘构造坡折域’将其与西北坳

陷构造坡折域和中部扭动构造坡折域区分的主要依

据是坡折带走向及地层厚度变化趋势的明显差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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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准噶尔盆地侏罗纪坡折带类型及分布

J2K’B 0&%H3I-3,F.<H3;,4MM2;.-2I6.2%424564KK,-I,;24"56-,;;21

!!#?$莫南交会构造坡折域’位于莫索湾以南"大
致相当于昌吉凹陷北部"其坡折带主要近东西向展

布"显得南缘构造坡折域的影响较为突出"但向西受

到西北坳陷构造坡折域中车排子>达巴松坡折带的

限制和影响’向北跨过白家海>马桥坡折带"受到中

部扭动构造坡折域的限制和影响’该区实际上是B
大构造坡折域共同影响的结果"在早>中侏罗世该

区长期处于继承性深坳陷状态’
##$东部构造坡折域’大致相当于东部隆起带"

与中部扭动构造坡折域以沙帐断裂带分界’其基本

特征表现为多排近南北向的断裂坡折带"构成沟梁

组合’由于该区后期改造强烈"地层残缺不全"其成

因机制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构造坡折域对水系和沉积体系的控

制

不同构造坡折域中坡折带类型和组合样式的不

同明显控制着其水系和沉积体系的差异’以研究程

度较高的西北坳陷构造坡折域和中部扭动构造坡折

域为例"在西北坳陷构造坡折域"在盆缘坡折带斜交

组合的交会部一般发育为水系的源口"形成多个并

列的点物源沉积体系’在盆地内部以平行展布的同

向阶梯状组合为主"总体上坡降相对较大"水体相对

较深"因此横向上相带较窄%变化迅速’相带界限往

往受坡折带控制’各水系从源口到湖泊的直线距离

相对较短"一般在几十FG的范围之内’盆地内的坡

降在横向上通常是有变化的"而坡降是控制三角洲

沉积性质的主要因素’在西北构造坡折域的西部斜

坡带"从北向南坡降变小"坡折带之间的间距增大’
这控制了沉积体系由北向南从辫状河三角洲#玛东

!三角洲和玛湖三角洲$向曲流河三角洲#中拐三角

洲$转化’个别地区因受多个坡折带的复合作用"局
部地区坡降增大"从而出现水下扇沉积#小拐水下

扇$’在各水系之间有一定间隔"发育间湾沉积’
中部扭动构造坡折域总体上呈扇状"而物源区

则集中在扇柄处的克拉美丽山"构成一个点物源’水
流从克拉美丽流域盆地进入中部构造坡折域后"受
帚状和喇叭状展布的沟梁状断裂坡折带组合的控

制"形成许多支流"呈扇状散开而广泛分布"从而形

成一个由克拉美丽水系控制范围广阔的整个构造坡

折域的奇特景观’由于受近东西向的同沉积发育的

沟梁状断裂坡折带的控制"河流在限制性的河谷中

得以长距离保持其形态"而不是象黄河下游那样在

平坦的地形背景下横向大范围地迁移’从而在其南

北两侧都发育有坳陷的情况下"能够在陆梁隆起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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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向西保持上百FG的搬运距离"并发育了相对

较细的曲流河沉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沉积相在横

向上#平行盆地边缘$变化大%相变突然"而在纵向上

则相当稳定"直到进入喇叭状组合的部位才转化成

网状河或曲流河三角洲入湖’各分支水系从源口到

湖泊的距离均达*))FG以上’

?!结论

对准噶尔盆地侏罗系的研究表明"在大型坳陷

湖盆中也发育有坡折带"其成因类型丰富"具有断裂

坡折%挠曲坡折%沉积坡折和侵蚀坡折&分布广泛"表
现为多级坡折带&空间组合样式复杂"具有正向阶梯

状组合%逆向阶梯状组合%沟谷组合%山梁组合和沟

梁组合等剖面组合样式&以及梳状组合%帚状组合%
斜交组合%喇叭状组合和平行组合等平面组合样式’
在准噶尔盆地侏罗纪湖盆中可划分出西北坳陷构造

坡折域%中部扭动构造坡折域%乌伦古前陆构造坡折

域%南缘构造坡折域%莫南交会构造坡折域和东部构

造坡折域#个构造坡折域’
坡折带对层序%沉积和非构造圈闭的发育具有

十分重要的控制作用"在不同构造坡折域形成不同

的水系和沉积体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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