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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基于盆地煤田构造与赋煤特征的综合分析，辅以准噶尔盆地西北、东北、东部和南部典型构造剖面

的解析分析，厘清了准噶尔盆地的基本构造形态，呈现出如下规律：一是准噶尔现今构造格局于喜山运动中晚期定

格，长期处于近南北向构造挤压应力场环境，总体具隆坳相间、南北分带、东西分块的构造格局；二是盆缘四周构造

变形强烈，向盆内逐渐减弱且层次变浅，整体呈“环带”构造，反映出准噶尔盆地主体受控于周缘造山带和自盆缘向

盆内挤压应力场的动力学、运动学和几何学特征；三是准噶尔盆地大规模聚煤作用是在早中侏罗世短暂的引张或

弱挤压的区域构造应力场背景下完成的；四是准噶尔盆地周缘推覆带为可能的煤炭资源勘查开发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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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２０１３），

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在目前我国东

部煤炭资源开发程度较高（Ｚ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ｑ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ＬｉｕＺｈａｎ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可供接续资源很

少（ＳｈｉＸｉａｎｙ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ｏ Ｗｅｉｈｕ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中部开发过于集中，环境承载力弱并基本趋

于极限；西部开发程度低且资源丰富（ＳｈａｏＬｏｎｇｙ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ＨｕａｎｇＬ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国家已确定

“保护东部、稳产中部、开发西部”的煤炭战略规划

下，新疆尤其是北疆地区的煤炭资源越来越受到广

泛重视。

北疆煤炭资源以河流－三角洲－湖泊沉积体系

（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２０１３；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的早中侏

罗世优质低变质烟煤为主（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２０１３；Ｃａｉ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八道湾组和西山窑组是主

要含煤地层。经统计，北疆５８．１％的煤厚介于８～

２０ｍ，９８．１％的煤厚介于１．３～２０ｍ，保有和１０００ｍ

以浅预测资源量达１０７００多亿吨，是国家第十四个

集煤炭、煤电、煤化工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化煤炭基

地，担负“疆煤东运、疆电东输”的历史重任。准噶尔

盆地是北疆地区油、气、煤等多能源矿产共存的盆地

之一（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５），也是我国遭受后期

构造破坏程度较轻，保存较为完整的少数几个大型

内陆含煤盆地之一。近年来，随着地质勘探工作的

开展，煤炭资源探明储量成果显著，但当前的突破仅

局限于工程或技术方法的积累，对于准噶尔盆地基

本地质规律的认识还存在不足。因此，加强准噶

尔盆地基本构造格架的研究对于指导煤炭资源勘

查开发、发展新疆能源经济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１　准噶尔盆地总体构造特征

依据基底形态，准噶尔盆地总体具隆凹相间、南

北分带、东西分块的构造格局 （ＷａｎｇＴｏｎｇ，２０１３；

Ｃａ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且隆起与坳（凹）陷走

向与盆缘造山带平行（大部分地区）或垂直（东部地

区）（图１、图２），盆地整体呈现周缘高角度逆冲断

裂、腹部轻缓褶皱、隆凹相间的挤压构造变形特征

（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ＱｉＪｉａｆ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２　西北缘克拉玛依煤田构造特征

对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构造样式的认识经历了由

“高角度逆断裂”到“大型叠瓦状推覆构造”的转变过

程（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ａｎｊｉ，１９８２）。克拉玛依煤田典型的构

造样式表现为多条断面倾向北西，前锋倾角５０°～

６０°，中部２５°～３５°，根部１５°～２０°的，呈平行展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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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准噶尔盆地构造分区图（据 ＷｕＫｏｎｇ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修编）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ｕＫｏｎｇ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Ⅰ—西部冲断推覆构造区；Ⅱ—西北部冲断推覆构造区；Ⅲ—东北部冲断推覆构造区；

Ⅳ—东部冲断构造区；Ⅴ—南部冲断推覆构造区；Ⅵ—中央隆坳构造区

Ⅰ—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Ⅱ—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Ⅲ—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

Ⅳ—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Ⅴ—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ｈｒｕｓｔｚｏｎｅ；Ⅵ—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ｚｏｎｅ

叠瓦状逆冲推覆构造（图３ａ）。

对于克拉玛依乌尔禾断裂带的渐进研究从

１９５０年代末即已开始，经历了早期区位、中期定性

和后期模拟分析的演变历史。对克乌断裂特征及其

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１）克乌断裂为一低角度逆掩断裂，断面倾角

小，但上陡下缓，凹面向上。上陡部位位于推覆体前

缘，倾角一般６０°～７０°；下缓部位位于推覆体底部，

倾角小于２０°；

（２）层间滑脱显著，推覆距离大。东段水平推覆

距离大于１２ｋｍ，中段水平推覆距离大于９ｋｍ；

（３）从剖面上看，克乌断裂呈“叠瓦状”，断裂上

盘存在一些“入”字形小断裂，浅部虽表现为多组断

裂，但向深部延伸交汇于同“根”，形成“Ｙ”字形断面

组合和“花状”构造样式，实则表现为由主干断裂和

分支断裂组成的逆冲断裂系；

（４）从断开层位看，断裂带东北段断开层位较

老，西南段断开层位较新；单独看每条断裂时，也存

在同样现象；表明断裂活动从盆缘向盆内逐级推进、

由老到新的变化规律；

（６）自北而南依次分布无盖推覆体、有盖推覆

体、推覆体前缘断块带。无盖推覆体由中下石炭统

组成，有盖推覆体由中下石炭统－侏罗－白垩系组

成，推覆体前缘断块带由中下石炭统－二叠系－三

叠系－侏罗系－白垩系组成。从盆缘向盆内地层逐

渐趋于完整，表明构造强度的层级衰减性；

（７）推覆体前缘带断块发育。印支至燕山早期，

推覆断裂继续活动，断开三叠系及部分侏罗系地层，

形成一系列断块。

综合上述特点，克拉玛依大逆掩断裂带的模式

归结为五部分，即推覆体、上覆地层超复尖灭带、前

缘断块带、推覆体下盘掩伏带及其外围（图４）。

３　东北缘青格里底山前带构造特征

准噶尔东北缘以发育较大规模断裂和断裂夹持

的低幅度挠褶为特征，包括乌伦古坳陷东部的乌东

断裂、红盆断裂；以南的喀拉萨依断裂、三个泉（东段

延伸）断裂４条主干断裂带（图５）。

该区地震剖面解释和对比的成果揭示：乌东断

裂和红盆断裂均为上部直立，下部略缓，走向ＮＷ—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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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准噶尔盆地地质结构剖面（据文献 ＷｕＫｏｎｇ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修编）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ＷｕＫｏｎｇｙ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ＳＥ、断面ＮＥ陡倾、向乌伦古方向逆冲的逆断层，且

两者平行并置组合，构成了乌伦古坳陷东缘红岩断

阶断裂构造系（图６ａ）；喀拉萨依断裂是一条走向近

ＥＷ、断面北倾、向南逆冲的逆断层，在其北部存在

一条走向近ＥＷ、断面北倾、但大部呈隐伏状的小规

模逆断层（三个泉东段延伸断裂），该断裂也与喀拉

萨依断裂在剖面上并置组合，构成了乌伦古坳陷南

缘断裂构造系（图６ｂ），但南缘断裂相较东缘断裂的

构造层次较浅，断面较缓（图６ｂ）。

结合前人关于该区块北部阿尔泰阿尔曼泰冲

断推覆系深、浅层结构的认识（ＣｈｅｎＨａｉ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Ｇｕ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分析认为，红岩

断阶喀拉萨依断裂构造组合应属阿尔泰阿尔曼泰

冲断推覆系前缘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了变形

由强变弱、断面由陡变缓、构造层次由深变浅的阿尔

泰阿尔曼泰乌伦古滴北凸起冲断系统（图７）。而

红岩断阶喀拉萨依断裂系实则属于该冲断系统前

缘远离山前带的弱变形区，揭示了由山向盆逆冲挤

压的动力学、运动学和几何学特征（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４　东缘准东煤田构造特征

准东煤田东北缘为克拉美丽褶皱带深断裂（图

３ｂ），南部为奇台隆起大井北道桥基底断裂，在隆起

和深断裂双重作用下，煤田内构造线呈东西向或北

西西向隆坳相间的构造样式，煤田构造总体呈不对

称、开阔的褶曲形态，即凹陷为赋煤向斜，凸起为复

式背斜，自西北向东依次为滴水泉断裂、五彩湾凹

陷、沙丘河西断裂、纱帐凸起、帐篷沟东断裂、大井凹

陷、黑山凸起、东黑山断裂、梧桐窝子凹陷。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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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准噶尔盆地周缘冲断带构造剖面

（Ｊｉａ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ｏｆ

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ＪｉａＪｉａｎ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５　南缘准南煤田构造特征

准南煤田西段南邻依连哈比尔尕逆冲断裂带，

东段南邻博格达逆冲推覆构造带。煤田内以成排发

育的冲断带与紧密型褶曲相伴生为主要构造特征

（图３ｃ），构造线主体为近东西向（图８），断层面（图

图４　克拉玛依大逆掩断裂带模式图

（据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３修编）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Ｋａｒａｍａｙｏｖｅｒ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３）

９）和紧密型褶曲轴面多向南倾，局部地段倒转。

据新疆煤田地质局勘探资料，准南煤田发育由

中生界组成的四排近东西向褶皱带，地层从南到北

由老到新。南部的第一、二排褶皱带由侏罗系构成

背斜核部，往北第三、四排褶皱带则由新生代地层构

成核部（图１０）。

第一排褶皱带：位于天山造山带北侧，由三叠系

及侏罗系组成。该带东西延伸５０～６０ｋｍ，西起头

屯河，东至乌鲁木齐以南，多由一系列短轴背、向斜

组成，由西向东依次分布头屯河背斜、阿卡德向斜、

板房沟向斜、南小渠子背斜，等；

第二排褶皱带：距第一排褶皱带约２０ｋｍ，主要

由中生界组成。该带长大２００ｋｍ，西起托斯台，东

至吉木萨尔，多为短轴背、向斜。由西向东依次分布

托斯台背斜、侏罗沟背斜、南安集海背斜、水沟鼻状

构造、达子庙鼻状构造、清水河背斜、齐古背斜、塔西

开尔向斜、昌吉向斜、乌鲁木齐背斜、乌鲁木齐向斜、

白杨河背斜、八道湾向斜、七道湾背斜，古牧地背斜、

古牧地向斜、南阜康背斜、阜康向斜、北梧桐沟背斜、

黄山背斜、大龙口背斜、南大龙口向斜、黄山水西沟

向斜、吉木萨尔背斜，等；

第三排褶皱带：位于第二排褶皱带以北２０ｋｍ，

由新生界组成。乌鲁木齐以西出露清楚，以东被第

四系覆盖，多系平缓褶皱，由西往东依次分布吐谷鲁

背斜、玛纳斯背斜、霍尔果斯背斜、呼达背斜，等；

第四排褶皱带：与第三排褶皱带相距１５～

２０ｋｍ，该带出露较差，多为第四系覆盖，西部的安集

海一带（分布安集海背斜）和阜康县以东的三台一带

出露清楚。

６　准噶尔盆地构造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及其聚煤作用

　　准噶尔板块向西伯利亚板块的拼接增生于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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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准北山前带东段断裂带分布与地震测线布置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ｌｉｎｅ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图６　准北东段逆冲推覆构造系剖面图（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０）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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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期间完成（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Ｇｒａｈ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Ｈｅｎｄｒｉｘ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并于早期强烈碰撞阶段伴随造山带及其毗邻区广泛

的岩浆活动以及后碰撞阶段陆内伸展裂陷型岩浆活

动，上古生界中下岩段火山岩－碎屑岩－碳酸盐岩、

上段陆相砂岩－含砾砂岩－砾岩的沉积建造分异，

以及三叠系与古生界之间广泛分布的不整合，不仅

指示了准噶尔盆地进入陆相演化序幕的时间节点，

还暗示了海西运动对其南北向构造挤压一直持续到

二叠纪末，古生代的准噶尔盆地由于岩浆活动频繁

而少有聚煤作用发生；

印支运动期间，在秦－昆洋于三叠纪末闭合、昆

仑－秦岭崛起的构造挤压远程效应下，准噶尔盆地

周缘造山带进一步崛起，由山向盆的逆冲推覆广泛

发育，盆山整体构造抬升，聚煤作用微弱，仅于北准

噶尔郝家沟组和南准噶尔小泉沟群发育部分煤线，

明显表明强烈挤压构造对于聚煤作用的不利；燕山

早期，西北地区山系广泛发育剥蚀夷平面，结合广大

西北地区普遍发育沉积特征具明显相似性的含煤地

层以及对于西北主要含煤盆地岩相古地理的研究成

果等证据，共同表明西北地区早中侏罗世盆、山构造

抬升已趋于平静而使盆地具有“广盆”、“大湖”的性

质，呈现出弱挤压－引张的区域构造应力场背景，早

中侏罗世聚煤也因此成为准噶尔乃至西北地区最大

规模聚煤事件；燕山中晚期，在“东亚汇聚”构造体系

多向挤压以及南部中特提斯洋盆闭合的北向挤压作

用下，西北各造山带普遍复活隆升，不仅导致上侏罗

统和下白垩统之间广泛发育区域角度不整合以及对

应的碎屑磨拉石建造、前期广盆解体、湖盆大幅萎

缩，还进一步造成了盆缘大规模逆冲楔的加强以及

晚侏罗世以来聚煤作用的基本停滞；新生代喜山运

动期间，在新特提斯洋关闭、印度板块向北的强烈挤

压、喜马拉雅造山带快速崛起的远程效应下，包括准

噶尔盆地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发生多幕次强烈构造

抬升并逐渐向高原半干旱－干旱气候转变，盆缘广

泛发育的切至新生界的断裂以及新生界从盆内向盆

缘对逆冲系的超覆则是该时期盆缘断裂仍处于强烈

活动以及构造活动从盆缘向盆内逐渐减弱的结果。

从准噶尔盆地构造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可以看

出：准噶尔盆地于晚二叠世进入陆相盆地演化以来

（Ｌｉｕ Ｘｕｎ，２００４；Ｌｉｕ Ｘ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Ｘｉａｏ

Ｘｕ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ＺｈａｏＪｕｎｍ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ＬｉＣｈｕｎｙｕｅｔａｌ．，１９８２；ＬｉＨｕａｑｉ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ＮｉｕＨｅｃａｉ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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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准南煤田构造略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ａｐｏｆ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①—三工河断裂；②—妖魔山逆冲断层；③—阜康断裂；④—温泉断裂；１—呼远背斜；２—水溪沟向斜；３—二工河向斜；４—古牧地背斜；５—

阜康背斜；６—阜康向斜；７—南阜康背斜；８—南阜康向斜；９—七道湾背斜；１０—八道湾向斜；１１—头屯河向斜；１２—桌子山背斜；１３—郝家沟

背斜；１４—清水河子向斜；１５—喀拉扎背斜；１６—阿克德向斜；１７—昌吉背斜；１８—四棵树背斜；１９—南玛纳斯背斜；２０—南玛纳斯向斜

①—ＳａｎｇｏｎｇｈｅＦａｕｌｔ；②—Ｙａｏｍｏｓｈａｎ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③—ＦｕｋａｎｇＦａｕｌｔ；④—ＷｅｎｑｕａｎＦａｕｌｔ；１—Ｈｕｙｕａｎ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２—ＳｈｕｉｘｉｇｏｕＳｙｎｃｌｉｎｅ；

３—Ｅｒｇｏｎｇｈｅ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４—Ｇｕｍｕｄ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５—Ｆｕｋａｎｇ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６—Ｆｕｋａｎｇ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７—Ｎａｎｆｕｋａｎｇ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８—ＮａｎｆｕｋａｎｇＳｙｎｃｌｉｎｅ；

９—Ｑｉｄａｏｗａｎ 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１０—Ｂａｄａｏｗａｎ 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１１—Ｔｏｕｔｕｎｈｅ 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１２—Ｚｈｕｏｚｉｓｈａｎ 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１３—Ｈａｏｊｉａｇｏｕ 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１４—

Ｑｉｎｇｓｈｕｉｈｅ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１５—Ｋａｌａｚｈａ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１６—Ａｋｅｄｅ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１７—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１８—Ｓｉｋｅｓｈｕ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１９—Ｎａｎｍａｎａｓｉ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ｅ；

２０—ＮａｎｍａｎａｓｉＳｙｎｃｌｉｎｅ

图９　博格达山－准噶尔盆地构造剖面图

Ｆｉｇ．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Ｂｏｇｄ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ｏ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

图１０　准南煤田西部构造样式示意图（据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０；Ｃａ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修编）

Ｆｉｇ．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ｌｆｉｅｌ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ａｆｔ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０；Ｃａ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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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０６；ＨｅＧｕｏｑ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长期处于构造

挤压应力场环境（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９；ＷａｎｇＳｕｙｕｎ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０； Ｌｉ Ｙａｎ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Ｘｕ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ｉ，２００１），时至今日仍以近南北向水平挤

压为主，但准噶尔丰富的早中侏罗世优质煤炭资源

是构造运动间歇期构造引张或弱挤压背景下的产

物，明显表明弱挤压－引张应力场环境对于聚煤作

用的促进，但介于八道湾和西山窑之间的三工河组

的聚煤作用间断则需引起重视。

从纵向上看，准噶尔主要分布八道湾和西山窑

两套煤系。准噶尔盆地八道湾期处于盆地扩张、湖

面扩大的水进阶段，西山窑期处于盆地收缩、湖面缩

小的水退阶段，两阶段都极易在有利区发育沼泽带

而形成含煤建造（ＷａｎｇＪｕｎｍｉｎ，１９９８），而介于两

主聚煤期的三工河期则由于盆地扩张和收缩的反转

过渡，沉积环境易变而少有聚煤作用；从横向上看，

八道湾煤系主要分布于阜康大黄山至白杨河、东

部老君庙、南部阜康三工河、乌苏四棵树以及达坂

城煤田东部等地区，聚煤中心在阜康小龙口、奇台

老君庙一带；西山窑煤系主要分布于乌鲁木齐、奇

台将军庙、北山煤窑、乌苏四棵树以及达坂城煤田

西部等地区，聚煤中心在乌鲁木齐、奇台北山煤窑

一带，聚煤中心均分布于盆地边缘地势低缓且构造

活动相对微弱地区，反应出构造活动对于煤炭分布

的空间控制。

另外，从准噶尔盆地整体构造剖面以及西北、东

北、东部、南部四方位构造剖面中断裂与地层的截切

关系不难看出，盆缘断裂普遍切穿中生界，部分甚至

切至新生界上第三系，且推覆体基本由老地层组成，

向盆内地层逐渐趋于完整并被新生界超覆。该规律

性现象不仅表明构造活动强度从盆缘向盆内逐渐减

弱，同时也表明准噶尔盆地周缘隆起带在喜山运动

中晚期仍处于强烈构造挤压隆升过程，即准噶尔盆

地现今构造形态在喜山运动中晚期才基本定格，现

今煤系构造变形是晚侏罗世以来多期构造运动叠加

改造的结果，控煤构造样式从盆缘向盆内的逐渐减

弱则是挤压能量向盆内逐级递减的被动响应。

７　结论

（１）准噶尔盆地周边发育断褶束，线型紧闭不对

称褶皱、倒转褶皱与纵向逆冲、逆掩断层相伴生，逆

冲、逆掩断层面和褶皱轴面向相邻的构造带倾斜，反

映出盆缘构造带向盆内逆冲挤压的动力学、运动学

和几何学特征；

（２）准噶尔盆地总体具隆凹相间、南北分带、东

西分块的构造格局，其构造变形强度和构造复杂程

度自盆缘向盆内逐步减弱，构造层次逐渐变浅；

（３）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构造线方向为ＮＥ向，东

北缘的构造线方向为ＮＷ 向，南缘构造线方向为近

东西向，构造线方向的变化主要受准噶尔地块刚性

基底边界走向和周缘造山带控制；

（４）在准南煤田西段，近东西走向和ＮＥ走向的

断层往往具有较大的水平断距，多表现为右行逆平

移断层；在断层某一盘，常见不穿越断裂面的小型同

向排列的紧密褶皱群，说明在挤压逆冲的同时还存

在右行剪切扭动；

（５）准噶尔盆地构造格局的形成和定型明显受

控于中新生代南部各板块的依次北向多期构造挤

压，长期处于近南北向构造挤压的准噶尔盆地的现

今构造形态于新生代晚期才基本定型，大规模聚煤

作用集中于早中侏罗世的短暂构造反转期以瞬时、

高效的特点完成。

（６）鉴于准噶尔盆地四周广布大型逆冲推覆构

造，且逆冲推覆发生时间主要集中于早中侏罗世聚

煤期后，推测准噶尔盆地周缘推覆体之下还很有可

能分布煤炭资源，即周缘推覆带为可能的煤炭资源

勘查开发远景区。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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