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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前陆冲断带横断层发育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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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横断层是指走向与主构造走向线直交或大角度相交的伴生断层，在冲断带中普遍存在且具有一定的研究意

义。库车前陆逆冲带是中亚地区典型的逆冲褶皱带，是经历多期构造形成的再生前陆盆地，具备发育横断层的构造

基础。结合前人资料，通过对地貌遥感影像、深部物理资料以及地震勘探等资料的分析解译，对库车前陆冲断带的

横断层构造特征、形成机制以及地质意义进行了探讨。通过研究发现：（1）库车前陆冲断带存在 16条主要横断层

（组），其中9条横断层结构及性质确定，总体来看主要分布在北部单斜带、克拉苏构造带以及秋里塔格构造带；（2）

依照形成机制，研究区横断层可以分为基底断裂活化型走滑横断层、盖层撕裂型走滑横断层以及盐上张性横断层三

大类；（3）横断层在调节冲断带不同段逆冲差异、横向河流发育、丰富构造样式以及控制油气运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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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nsverse faults
along the Kuqa thrust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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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nsverse faults are widespread in the thrust belt，and the study of these faults is significant and valuable. Having

experienced multi-episodic tectonic changes, the Kuqa thrust belt has had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of developing transverse fault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deep geophysical data and seismic section analysis，the authors studied th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types of transverse faults in the Kuqa thrust belt.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reached: (1) There are 16

transverse faults in the Kuqa thrust belt, with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nine faults being confirmed. These transverse faul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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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monocline tectonic zone, Kelasu tectonic zone and Qiulitag tectonic zone; (2) Transverse faul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enetic types, i.e., basement activation transverse fault, cover- tear fault and tensional transverse fault; (3)

Transverse faults have some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adjusting the thrust displacement difference between segments, developing

transverse rivers, enriching structural styles and controlling oil and gas migration.

Key words: Kuqa thrust belt；transverse fault；tectonic characteristics；tectonic framework；form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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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冲断

带横断层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在研究认识方面，主

要认为横向断层形成原因在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

面，在内因上，横断层发育部位本身可能就位于构

造薄弱区，这些构造薄弱区可能是由于基底断裂，

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强度的岩层配置引起，从而在剧

烈的造山运动影响中充分体现了出来（Anderle et

al., 1987；Yassaghi et al., 2011；Zanchi et al., 2012）；

在外因上，大型的逆冲造山运动必然伴随着沿走向

逆冲量分布不均的情况，在走向上的不稳定性形成

了错段山脉的横断层构造（Price et al., 2001；Stone

et al., 2003）。

就国内情况来看，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都对横

断层有一定的描述和记载，少数有比较系统详细的

研究。在形成机制上，前人在对塔里木盆地北部断

裂格架进行分析后指出，在塔北分布的横断层有着

不同的形成机制，包括伴生形成的撕裂断层、后期

变化应力场条件下滑脱形成的断层、后期变化应力

场条件下形成的基底卷入断层（王燮培等，1995）；

周新源等（2004）在对塔里木盆地南缘冲断带阿其

克横断层研究中认为，阿其克横向转换构造是其两

侧不同力学体制相互作用的产物；胡文瑞等（2014）

认为酒西盆地的横断层是由于脆性地层和刚性地

层应对同一应力场的逆冲作用的变形程度不同，导

致两套地层之间出现调节变形差异的走滑性质的

横向断层，张家声等（2008）在研究鄂尔多斯西北缘

横断层后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构造作用和地

质意义上，大部分学者等认为横断层主要起到协调

冲断席之间逆冲量差距的作用（何登发等，2004；李

明杰等，2005；许多年等，2007；张家声等，2008；李

世琴等，2013）；在地震地质方面横断层的存在对于

分割地壳运动强度不同的块体以及控制地震的传

播和分布有着重要意义（马宗晋等，2002；王伟锋

等，2014）；另外横断层的存在可以控制沉积的分段

性，且在油气成藏过程中可以沟通含油气凹陷和圈

闭，引导侧向运移以及对油气资源进行垂向的调整

和分配的作用（陶国亮灯，2006；陈国民等，2011；蔡

俊等，2016）。综上可见，横断层在建立冲断带的构

造格局，重新认识冲断带的逆冲运动，以及评价资

源分布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2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库车前陆冲断带位于南天山造山带与

塔里木盆地耦合处的中段，其主断裂带走向呈近东

西向。关于库车冲断带的构造基础，可以追溯到晚

二叠世。古生代末期，南天山洋盆关闭并开始发生

A型俯冲作用，库车周缘前陆盆地形成，在经历了侏

罗—古近纪的伸展夷平演化阶段后，始新世末的印

度板块碰撞作用通过“远距离效应”于中新世将应

力传递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并再次活化中生代时期

的造山带，形成了库车再生前陆逆冲带（郭令智等，

1992；田作基等，1999；卢华复等，2000）。从新近纪

开始的陆内俯冲构造运动成为造成现今库车前陆

逆冲带的主要运动，由其挤压引起的构造调整和侧

向逃逸作用，使库车坳陷形成了“四带三凹”的构造

格局，同时构造变形的强度由北向南逐渐变弱，在

494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3)

接近造山带的北部变形最为强烈，衍生了大量的构

造现象，向南部则因为沉积中心的迁移，地层厚度

逐步递增，中生界和新生界总计厚达 10000多米的

地层沉积为库车前陆逆冲带提供了优质的成藏成

矿条件（卢华复等，2000）。

3 横断层的识别

研究区发育的横断层及其相关构造走向异于

主断裂带方向，包括南北向、北西向和北北东向。

通过地貌遥感影像及高程数据、深部重磁资料的解

译，能够找到横断层的存在性证据，在此基础上，来

自地震勘探的剖面资料能够对横断层存在性进一

步证明，同时能够明确横断层的地质结构，为横断

层的形成机制提供相应的依据（图1）。

3.1 遥感地貌解译及地质识别

随着航天卫星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多波段的

遥感影像技术在地质地貌的解译中凸显出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王志刚等，1996）。NASA于2013年发

射的Landsat-8卫星提供了丰富的1~11号多波段陆

地成像数据。其中的7、4、1号波段组合图像具有兼

容中红外、近红外及可见光波段信息的优势，能够

过滤多数干扰信息，各种构造形迹（褶皱及断裂）显

示清楚，不同类型的岩石区边界清晰，地质可解译

度高（袁小祥等，2011；徐涵秋等，2013）。笔者利用

Landsat-8 提供的研究区波段影像数据进行了 741

波段组合，获得了地质现象丰富的影像数据（图2）。

在结合区域地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地貌影

响解译发现，研究区的横断层及相关构造现象明

显，识别度极高。横断层的地貌识别特征主要包括

这几个方面：

3.1.1横向河流发育区域

地质学中的经典观点“逢沟必断”说明了河流

沟谷往往发育在工区构造意义上较为脆弱的部位，

而其构造脆弱与断层发育有着较大的联系。在水

系并不发达的库车前陆逆冲地区，河流沟谷的发育

与断层的发育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如木扎尔特河

上游流域发育有典型的断层三角面（图 3a）指示了

其构造基础木扎尔特断裂的存在；库车河的南北向

延伸，在康村段甚至发生了河道宽度由 150 m 到

600 m的突增现象（图 3b），是库车断裂（图 1中 1号

横断层）存在的重要证据；在西秋里塔格构造带北

部的托克逊乡，木扎尔特河下游走向发生了将近

90°的突变，由东西走向转为近南北走向，其西侧褶

皱发育明显，而东部地势相对平坦（图 3c），这种变

化的构造基础应当是托克逊横断层（图 1中 5号横

断层）发育的结果。

3.1.2沿东西走向的构造地形和岩性变化

沿近东西方向的构造地形的错断或突变是研

究区主构造带差异性运动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横

向断层的产生。如库车河上游（图 4），库车河的西

侧的巴什基奇克背斜形态完整，核部为上侏罗统齐

古组及喀拉扎组，两翼对称分布下白垩统亚格列木

组、舒善河组、巴什基奇克组和古近-新近系库姆格

列木群地层，而库车河的东侧背斜形态则有变化，

北翼地层仅出露下白垩统亚格列木组和舒善河组，

背斜出现向北倒转的形态，这种构造及岩性上的突

然变化是横断层存在的重要证明。

3.1.3构造的线性切割

在主断裂带的逆冲的大背景下，横断层的后期

活动对先行形成地表构造形成截交切割，在地表上

呈现线性影像。如处于库车冲断带西部的喀拉玉

尔滚构造带（图 5），北喀背斜西北部出现笔直的断

面，沿该断面走向向上，东阿瓦特背斜的西侧依同

一线性方向呈现向南拖曳，整体来看，线性影像的

东侧地表构造发育丰富，而西侧则主要为冲积扇沉

积地貌，暗示了喀拉玉尔滚断裂（图 1 中 7 号横断

层）的存在。

3.2 重磁资料识别基底横断层

研究区的上下分层性决定了地表破裂变形并

不能完全代表地下的构造情况，因此对于库车冲断

带及相邻地区的地下及深层横断层的研究，地球物

理资料能够提供其存在的有力证据从而补充完善

横断层的展布情况。

由于资料限制，在重力数据的采集上，笔者利用

了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提供的全球重力场模型

（球谐函数展开阶次为2190次），对中国大陆而言其

提供的自由重力异常总体精度为10.5×10-5 m/s2，其提

供的大地水准面总体精度为 20 cm（章传银等，

2009），在区域性构造的识别上达到标准。由于重

力二阶导数对于地下浅层重力异常的有着较好的

识别效果，能够突出地下被区域场所掩盖的构造以

及地质体，因此我们结合高程数据，对研究工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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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布格校正，并对其进行了垂向二阶导数运算，

得到了重力二阶导数等值线图（图6）。通过实际对

比发现，重力二阶导数对于库车冲断带及其周边地

区的构造情况较为吻合：在北部高值和低值呈东西

展布且相互交错，二阶导数值梯度带不断重复出

现，表现了冲断带近东西走向主断裂的展布特征；

向南部，明显的二阶导数高值带对应了秋里塔格构

造带以及塔北隆起等构造。在二阶导数南北分带

性的宏观展布特征下，研究区局部上被数条横向梯

度带所分割，如图中所示，以东经83度线为界，其西

侧有 5条北西走向的横向梯度带，大致呈等间距分

布在西秋里塔格构造带区域；其东侧存在 3条横向

梯度带，一条近南北向分布于库车河地区，另两条

呈北东向平行分布于库车冲断带东侧。总体来看，

该区具有多条横向的重力异常带，指示了图 1中多

条横断层的存在，这在与其他横断层证据的对比校

正中得到了证实。

库车坳陷中新生代并无岩浆活动，其岩浆活动

的发育期在石炭—二叠纪，因而基底是研究区磁性

体的发育层，可以借助磁测资料来对库车基底的构

造情况进行预测（曾庆全等，2003）。在地磁数据方

面，美国地球物理数据中心的NGDC-720高精度地

磁异常模型由卫星磁测、海洋磁测、航空磁测、海洋

磁测以及地面磁测的资料编汇而成，其球谐函数阶

次达到720次，能够适应航空导航需要，在地质构造

识别完善中亦具有参考价值（徐文耀等，2008；黄晓

颖等，2010）。通过对研究区的垂向磁分量△Z进行

垂向二次导数运算以减少区域场的影响，得到研究

区的△Z垂向二阶导数图（图 7）。通过分析可以发

现，研究工区的基底磁性异常带主要由东西向纵向

异常带以及 6条横向异常带组成，横向异常带以北

东向为主，同时在拜城凹陷西南和西北方向各存在

一条北西向横向梯度带（L5，L6）。磁分量异常带的

分布与前人研究给出的库车前陆基底结构大致吻

图2 库车冲断带遥感波段合成图
Fig.2 Layer stack of Kuqa thrust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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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图 8）。可以认为，研究区存在大规模的基底断

裂，其中近东西向的基底断裂对应主逆冲构造活动

的影响，分布长度贯穿整个库车前陆冲断带，而近

北东向与北西向基底断裂则可能是晚古生代导致

南天山洋闭合的俯冲作用的遗迹。参考其他方面

的证据和前人的研究（曾庆全等，2003），图6中的横

向梯度带中，L2 应是图 8 中库尔哈基底断裂的表

现，在位置上与康村横断层（图 1中的 2号横断层）

几乎重合，也就是说康村横断层极有可能是继承于

库尔哈基底断裂发育而来；另外L5与地貌上识别出

的木扎尔特横断层（图1中的8号横断层）有着良好

的对应关系，结合木扎尔特横断层从造山带延伸而

来的事实，L5梯度带是证实木扎尔特横断层具有深

部背景的有力证据。

3.3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

在区域地质资料、地貌遥感和重磁识别等存在

性证据基础上，利用地震勘探资料可以对横向断裂

的断裂性质和地质结构进行研究，从而为其形成机

制的探讨提供证明基础。通过对库车地区地震资

料研究发现，按照性质主要可以将横断层分为走滑

横断层和张性横断层。

3.3.1走滑横断层

在大规模的碰撞造山运动中，不同部位岩石的力

学性质、所受应力的方向和大小必然存在差异，因此

常沿造山带产生一系列垂向（即横向）走滑断层来调

节构造带的不同部位（吴晓智等，2010），对于在挤压

条件下发育的此类走滑横断层，在沿造山带方向的地

震剖面上常常以正花状构造为标志，在已知的库车前

陆冲断带地震资料中，这种现象普遍而且明显（图9，

图10）。然而在走滑的共性之中，亦有差异性，有的走

滑断裂涉及基底，与先期基底断裂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康村走滑断层（图1中的2号横断层）；有的走滑横断

层如喀拉玉尔滚断层（图1中的6号横断层）（唐鹏程

等，2010），其变形并未切割基底构造，而是仅发育在

上覆层中，属于薄皮构造。

另外，这种通过走滑横断层来进行的变形调

图3 横向河流遥感地貌影像
a—木扎尔特河流域的断层三角面；b—库车河宽度突变；c—木扎尔特河流向突变

Fig. 3 Remote sensing relief images of transverse rivers
a-Fault facet of Muzhaerte River; b- Width change of Kuqa River; c-Flow direction change of Muzhaert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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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必然意味着该断层两侧的逆冲构造样式或者沉

积地层有着突变式的显著差异，库车走滑横断层

（图 1 中的 1 号横断层），其东侧的东秋 5 段剖面显

示，其盐上段发育箱状褶皱，北倾冲断层向上突破，

逆冲于南部地层之上；而其西侧的东秋8段盐上段，

发育紧闭褶皱，南倾冲断层反冲与北部地层之上

（图 11），这与东秋 5段的逆冲结构有着“突变”式的

不同；沉积地层差异如喀拉玉尔滚断层，其西侧不

发育盐层，而东部的盐层发育，反映了断层形成前

的原始沉积差异（李世琴等，2013）。这种短距离内

的构造特征和沉积地层的大变化，是横向走滑断层

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可以视作横向走滑断层存

在的潜在标志。

3.3.2 张性横断层

库车冲断带沉积地层中，中、新生界的地层厚度

最大可达12 km，其中古近系膏盐岩层库姆格列木群

地层发育，构成了研究区的上滑脱层，在基底构造和

主构造带逆冲作用下，膏盐层发生流动变形，形成了

丰富的盐相关构造（余一欣等，2006；唐鹏程等，

2012）。由于盐相关构造的存在，在已知的地震资料

图4 巴什基奇克背斜遥感地貌及地质图
Fig.4 Remote sensing relief image and geological map of Bashijiqike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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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了冲断带地区相对少见的张性横断层（图1

中4号横断层组）。大宛齐张性横断层组（图12），在

盐下隆起的构造基础上，受到逆冲挤压影响，大宛齐

盐枕核部聚集了大量的盐岩，并向上大幅度拱起，在

图6 库车坳陷及其周边地区布格重力异常二阶导数解译图
Fig.6 Interpretation map of second derivative of gravity anomaly of Kuqa depression and related area

图5 喀拉玉尔滚遥感地貌
Fig.5 Remote sensing relief image of Kalayuergun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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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盐拱背斜的同时，上部发育有数条横向的张性横

断层，以高角度正断层模式切割了上覆地层。

3.3.3 研究区横断层分布

通过上述研究手段以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库

车前陆冲断带中能够被识别并确认地质结构的有9

条（表1，图13），除了表中能够确认构造特征的横断

层之外，地貌遥感以及重磁等部分资料支持存在但

性质不明的同等规模横断层存在 7条。总体来看，

横断层在北部单斜带、克拉苏构造带以及秋里塔格

构造带上分布密集。

4 横断层形成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和识别，在明确横断层的基础

上，依照横断层的性质将其分为走滑横断层与张性

横断层两类，并探讨了其形成机制。

4.1 走滑横断层

4.1.1 基底活化型

基底活化型走滑横断层，除了走滑的断层性质

外，与基底断裂活化的密切关系是其区别于其他走

滑横断层的重要特征。在晚古生代到早中生代，东

西向挤压应力场形成的基底断裂成为库车前陆盆

地的分段性基础，在经过中生代的削平和沉积作用

后，于新近纪的南北向挤压构造活动中产生活化，

直接影响了上覆地层逆冲推覆的不均一性，形成了

剖面上卷入基底地层的花状构造。同时由于基底

断裂具有延伸长、切割深的特点，其上覆地层的逆

图7 库车地区地磁分量异常△Z垂向二阶导数图

Fig. 7 Interpretation map of second derivative of geomagnetic △Z component of Kuqa Depression and related area

图8 库车前陆盆地基底结构（据曾庆全等，2003）
Fig.8 Basement structure of Kuqa foreland basin（after Zeng Qingquan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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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不均一性在大范围内始终存在，从而在地貌上可

以清楚地看到多处山脉和隆起构造被其切割。如

康村横断层（图7，图9）在地貌上沿克拉苏构造带与

依奇克里克构造带分界线向西南方向延伸直至横

向切割秋里塔格构造带，其地震剖面显示其花状构

造向基底延伸，同时在平面位置上与深部磁性异常

梯度带几乎重合，断裂在结构上有着继承性，地表

断层的特征与活动来自于深部断裂的活化，属于基

底活化性质的横断层（图14）。

4.1.2 盖层撕裂型

从构造意义上来讲，盖层撕裂型横断层也是为

了调节逆冲推覆的变形差异而产生的断层，但在构

造样式则有区别。与基底活化型相比，盖层撕裂型

横断层只切割滑脱层上部地层，滑脱层本身则未被

切穿，下部基底构造样式亦未受影响，不具有卷入

基底的特征，属于薄皮构造，从地貌上来看，盖层撕

裂型横断层延伸长度较短，其两侧地层的逆冲方向

和逆冲量常常有明显差别（图 17）。如喀拉玉尔滚

断层，在地震剖面上基底地层接近水平，并未变形，

花状构造的影响范围也仅局限在上覆地层中（图

图9 康村断裂地震剖面图（据吴晓智等，2010）
Fig. 9 Seismic section of Kangcun fault

图10 喀拉玉尔滚断裂地震剖面图（据唐鹏程等，2010）
Fig.10 Seismic section of Kalayuergun fault

图11 库车河地区地质图以及东秋5段、东秋8段剖面特征
（据杨明慧等，2006）

a—库车河地区地质图；b—东秋5段、东秋8段剖面特征

Fig. 11 Geological map of Kuqa River area and geological
section of Dongqiu 5 and Dongqiu 8

(after Yang Minghui et al.,2006)
a-Geological map of Kuqa River area; b-Geological section of

Dongqiu 5 and Dongqiu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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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地貌上，其西侧发育冲积扇相，东侧由于发

育盐岩层而变形剧烈，两侧逆冲程度呈现明显的不

一致，是典型的盖层撕裂型横断层。在地貌上表现

为调节逆冲构造差异的西秋横断层，其地震剖面上

亦表现为较为明显的花状构造特征。相类似的，在

秋里塔格构造带西侧，发育的西秋横断层，在地震

图12 大宛齐构造平面及剖面图（据余一欣等，2006）
Fig.12 Tectonic plan view and section of Dwanqi structure(after Yu Yixin et a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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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上表现为典型的花状构造特征（图 15，图 16），

在局部调节了秋里塔格构造的逆冲差异。

4.2 张性横断层

在研究区还发现了冲断带少见的张性横断层

——大宛齐横断层组，其规模较小，主要分布于盐

上层，且成组出现。大宛齐横断层组的形成主要取

决于主逆冲断裂挤压下盐岩层的流动变形这一重

要因素。在库车冲断带西部，盐岩层由于挤压逆冲

聚集于大宛齐地区，形成了大宛齐盐枕，随着南北

向逆冲挤压的继续，其核部聚集了大量的盐岩，盐

枕开始上拱，在盐枕之上的局部区域产生东西向的

张性应力场，从而形成了张性横断层组（图18）。

5 横断层的地质意义

5.1 控制河道发育及扇体展布

研究区地处温带大陆性气候地区，干旱少雨，

表1 库车地区横断层存在证据及结构特征
Table 1 Evidence of existence and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verse faults in Kuqa thrust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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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库车冲断带横断层分布图
1—库车横断层；2—康村横断层；3—盐水沟横断层 ；4—大宛齐横断层（组）；5—托克逊横断层；6— 西秋横断层；7— 喀拉玉尔滚横断层 ；

8—木扎尔特横断层；9—巴什横断层 a~g—性质未明的横断层

Fig.13 Distribution of transverse faults in Kuqa thrust belt
1- Kuqa transverse fault; 2- Kangcun transverse fault; 3-Yanshuigou transverse fault; 4- Dawanqi transverse fault; 5- Tuokexun transverse fault;

6- Xiqiu transverse fault; 7- Kalayuergun transverse fault; 8- Muzhaerte transverse fault; 9- Bashi transverse fault; a~g- Transverse fault whose

structure is unknown

图14 基底活化型横断层形成模式图
Fig. 14 Formation mechanism of basement activation transverse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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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山的冰雪融化是其最为主要的水源之一。通

过纵横断层的“拼接”，为向塔里木盆地汇聚的水资

源提供了横向的构造通道，使原本并不充沛的水源

能够避免分散从而进行南北向的长距离迁移，成为

重要的河道。研究区发育的库车河、克孜勒河、喀

拉苏河、台勒维丘克河、喀普斯浪河以及木扎尔特

河等横向河流，河道较宽，方向常呈直角转弯变化，

其形成几乎都有横断层作为其重要的构造基础。

另外，当横向河流流入盆地中的平缓地区时，

水流就会发生分散，其携带而来的沉积物即发生沉

积从而形成明显的冲积扇地貌。由于横向河道与

横断层的密切联系，在研究区冲积扇与横断层在位

置上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库车断裂所对应的库

车河冲积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图19）。

5.2 调节作用和对构造格局的影响

由于沉积地层的差异以及挤压应力场分布不

均的影响，沿主逆冲方向常会出现缩短量和构造变形

的变化，研究区发育的大部分走滑性质横断层能够调

节短距离内的缩短量和构造样式突变。如喀拉玉尔

滚断层、西秋横断层、托克逊横断层、库车横断层等走

滑横断层调节了各自两侧的构造变形差异。

同时横断层的存在暗示了在库车冲断带整体

呈现南北分带的情况下，沿东西方向具有东西分段

的构造现象。东西分段的成因可能是由于外力作

图15 秋里塔格构造带古潜山构造顶面图
Fig. 15 Top structural map of buried hill of Qiulitag structural belt

图16 西秋横断层地震剖面解释图
Fig. 16 Seismic section of Xiqiu transverse fault

506 中 国 地 质 2018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8, 45(3)

用差异、沉积地层性质不同、基底起伏断裂亦或是

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使库车冲断带在构造格局上更

加复杂和多样化。

5.3 石油地质意义

库车前陆冲断带油气资源丰富，横断层在石油

地质方面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逆冲挤压的

大背景下，横断层常常与逆冲主断裂联合发育，控

制相应的构造圈闭形态，乃至油气藏的分布。

在走滑横断层十分发育的秋里塔格构造带西

段，由横向断裂分割而成的构造圈闭十分常见。如

图15所示，逆冲主断裂与两条走滑性质的横断层联

合发育共同切割成断块构造。该断块西侧的横断

层即为西秋横断层，从AB向剖面（图16）可以看出，

西秋横断层为典型的正花状构造，体现其所具备的

压扭性质。这种横断层在断层面两侧岩性配置理

想的情况下有可能是良好的封闭断层，对于油气的

封堵聚集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大宛齐油田（图20），拜城坳陷的三叠系

—侏罗系烃源岩形成的油气在第四纪时被后期形

成的干气所驱替，沿着已经发育的张性横断层向上

运移并聚集于大宛齐背斜（余一欣等，2006）。可

见，在油气运移方面，油源和构造圈闭之间发育的

开启横断层能够成为油气运移的优势通道，在主断

裂与横断层交错发育的地区则更有可能形成油气

聚集。

6 结 论

（1）横断层能够通过地貌遥感、重磁解译以及

地震勘探资料解释等方法进行识别，研究区之中，

通过现有资料能够确认的有 9条横断层（组），分别

是库车横断层、康村横断层、盐水沟横断层、大宛齐

横断层组、托克逊横断层、西秋横断层、喀拉玉尔滚

横断层、木扎尔特横断层以及巴什横断层。可能存

在的横断层有 10~16条甚至更多，在研究区广泛分

布，北部单斜带、克拉苏构造带、秋里塔格构造带中

分布较为密集。

（2）通过对库车冲断带的构造演化以及横断层

特征分析，将研究区的横断层从形成机制上分为三

类，分别是具有基底卷入特征的基底活化型走滑横

图17 盖层撕裂型横断层形成机制图（据边海光等，2011 略改）
Fig. 17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ver-tear fault

(modified after Bian et al., 2011)

图18 张性横断层形成机制图
Fig. 18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ensional transverse fault

图19 库车冲积扇地貌遥感图
Fig. 19 Remote sensing relief image of Kuqa alluvial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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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大宛齐油藏构造平面图（据余一欣等，2006）
Fig. 20 Tectonic plan view of Dawanqi reservoir (after Yu Yixin et al.,2006)

断层；属于薄皮构造的盖层撕裂型横断层；由于盐

构造垂向上拱而形成的张性横断层。

（3）横断层的存在能够在平面以及垂向上调节

研究区挤压逆冲的不均一性，同时，主逆冲断层与

横断层共同发育，使库车前陆冲断带在构造格局上

形成了南北分带，东西分段的特点。

（4）横断层具有一定的石油地质意义。在构造

圈闭方面，横断层能够切割背斜形成断块型圈闭，

丰富了库车地区的圈闭类型；在油气运移方面，开

启的横断层能够成为油气的优势运移通道，与开启

的纵断裂一起形成网格式的油气运移网络，横纵断

裂共同发育相交汇的地区，很有可能是油气交汇聚

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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