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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早期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及持续汇聚作用导致欧亚板块地壳增厚，形成了以“世界屋

脊”著称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造山带，还激活了远离碰撞边界的大陆内部变形，强烈重塑了欧亚大陆

内部构造格局。晚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周缘古造山带复活并急剧隆升，相邻克拉通则快速沉降，形成

了一系列环绕青藏高原的陆内造山带和盆地群（包括：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祁连山、龙门山等复活的

古造山带和塔里木、准噶尔、吐哈、鄂尔多斯、河西走廊、四川等沉积盆地），贾承造（２００５）将这一新生代

形成的全球最大弥散型陆内构造变形域称为“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Ｃｉｒｃｕｍ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ａｓｉｎａｎｄ

ＯｒｏｇｅｎＳｙｓｔｅｍ）”（图１）。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与北美西部著名的“盆－岭省”（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ｇｅ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是全球两类典型的陆内构造变形与成盆作用相统一的大陆动力学系统，分别是挤压和伸展两种截

然不同的构造体制下形成的盆山体系的典型代表。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是新生代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形成的规模巨大、性质独特、变形强烈的陆内挤压

型构造变形域。在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挤压作用下陆内构造变形分别向北和向东迁移，造成强烈

的山脉隆升和盆地挠曲沉降；在盆山接合部位发育大型褶皱冲断带，造成地层褶皱和冲断变形。环青藏

高原盆山体系的两个最主要单元———陆内造山带和盆地均发育在远离碰撞边界的大陆内部，且变形范

围巨大。盆山体系内的陆内挤压变形从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龙门山一带一直传播到阿尔泰山

－阴山－吕梁山－雪峰山一带，形成了青藏高原外围５００～１６００ｋｍ宽的陆内变形区，说明印度板块与

欧亚板块碰撞所导致的挤压变形在大陆内部远距离构造传播。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的远距离

构造传播作用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挤压作用在整个盆山体系内从高原向大陆内部构造传播

播，在青藏高原北部从西昆仑造山带依次向北一直传播到１６００ｋｍ之外的阿尔泰造山带；西昆仑造山带

的隆升时间在始新世－渐新世，南天山造山带的隆升时间为晚渐新世（约２５Ｍａ），北天山造山带的隆升

时间为晚中新世（约１０Ｍａ），从南到北的隆升时间逐渐变新。第二个层次是挤压作用从造山带向盆地

内部构造传播，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挤压变形分别从西昆仑造山带和南天山造山带向盆地内部传播，

挤压变形从西昆仑造山带一直向盆地内部传播到２００ｋｍ外的麻扎塔格；从造山带向盆地内部的构造传

播导致了盆地内部的“前展式”挤压变形，如南天山造山带向南往塔里木盆地的构造传播形成了自北向

南的四排构造带，第一排的北部单斜带构造变形开始于早中新世早期（约２３．３Ｍａ），第二排的克拉苏构

造带构造变形开始于中中新世（约１６．９Ｍａ），第三排的秋里塔格构造带构造变形开始于上新世（约

３．６Ｍａ），第四排的亚肯背斜带构造变形开始于更新世（约１．８７Ｍａ），构造变形时间自造山带向盆地方向

逐渐变新。挤压作用从造山带向盆地内部的构造传播导致了造山带向盆地内部发生强烈的逆冲推覆，

逆冲变形不断向盆地内部远距离传播，在盆山接合部形成了变带形强烈、宽度巨大的变形带———褶皱冲

断带。在塔西南地区该变形带从西昆仑山一直扩展到盆地内部的麻扎塔格构造带，变形带的宽度达到

２００ｋｍ。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也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气聚集域，盆山体系的形成演化最终决定了大型天然气

田富集。中石油第四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表明，全国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４１．０万亿方，环青藏高原

盆山体系内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达３６．２万亿方，占比８８．２％；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量则达到８６．８

万亿方。２０１７年底全国累计探明常规天然气储量１２．１万亿方，其中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内探明天然

气地质资源量达１０．３万亿，占比８５％。２０１８年全国常规天然气（包括致密砂岩气）产量１２９５．０亿方，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内产量１０４３．６亿方，占比８０．６％。因此，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是一个位于世界前

列的大气区（田）。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天然气发育在中－新生界和古生界两个油气系统内，大规模富

集受控于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的构造格架和演化过程。对于中－新生界油气系统，盆山体系中构造沉

降控制了烃源岩热演化过程，陆内深坳陷控制了生烃中心，形成充足的天然气源；褶皱冲断带发育了成

排成带的背斜构造，形成大规模构造圈闭带；而新生代晚期的强烈挤压与断裂活动成为天然气充注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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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的空间分布

的关键。对于古生界油气系统，盆山体系内小克拉通的长期演化，盆地深部海相烃源岩经长期沉降达到

高－过成熟热演化阶段，经历早期生油，后期原油热裂解生成大规模天然气的过程；盆山体系内构造变

形在平面上具有非均质性，相对于强烈构造变形的造山带和褶皱冲断带，小克拉通内部长期稳定抬升与

沉降，有利于早期形成天然气藏的保存。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作为典型的陆内挤压型盆山体系，其构造特征完全有别于形成于伸展体制下

的北美西部的“盆岭省”。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是解剖挤压构造体制下陆内构造过程的重要窗口，也是

研究大陆动力学的最佳天然实验室。开展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特征和形成的地球动

力过程研究，将发展褶皱冲断带构造变形理论和挤压体制下陆内成盆理论，推动大陆动力学理论创新。

本专辑《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构造》共收录了１７篇相关的论文，涉及到盆山体系内部相关盆地和造山带

的构造特征及其盆地内部的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特别是有多篇关于盆山体系内部褶皱冲断带的变形特

征和变形的数值模拟与物理模拟论文，这些论文对发展褶皱冲断带构造变形理论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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