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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挤压域构造变换带的类型前人有许多分类方法, 文章从分析构造变换带的基本特征入

手, 结合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地区地质构造特点, 初步划分出红车 � 巴音沟传递带、乌鲁木齐 � 阿

克苏传递带、然热克萨依调节带、玛纳斯调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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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引言

在近年来的裂谷盆地和逆冲推覆构造的研究

中,人们把目光逐渐投向构造的沿走向变化, 而且由

于这类构造是固体矿产的潜在目标区、油气常见的

聚集区以及地震灾害的易发区,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

这类构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分别提出了传递带

( t ransfer zone)、调节带( Accommodat ion zone)、构

造变换 ( tr ansit ion st ructur es)、横向带 ( tr ansver se

zones)等概念
[ 1- 10]

。

Mor ley 等( 1990)
[ 2]
、Scot t 等( 1989)

[ 3]
、Faulds

和 Varga等( 1998) [ 4] 将褶皱- 冲断带中传递带的概

念分别应用于研究东非裂谷系、北海维京地堑和盆

岭区伸展构造。在裂谷发育期间, 控凹的一条主正

断层沿走向通过其他型式的构造(如分支正断层、凸

起和走向斜坡等)传递到或变换为另一条控凹的主

正断层。首尾主正断层和它们之间其他型式的构造

在初期位移量是逐渐变化的, 后来趋于守恒。对于

这类构造, Mo rley 等称之为传递带 ( t ransfer

zone) , Scot t 等称之为调节带 ( accommodat ion

zone)。Morley 等将传递带分为共轭型和同向型,

分别代表调节倾向相反和倾向相同的断层之间传递

位移的构造。这些同向型和共轭型传递带和 Bos-

w o rth 等[ 5]、Rosendahl[ 6]提出的调节带相似。

在上述概念中,无论构造变换带之间的叠覆、弥

散性连接或走滑断层连接都是由区域性主干构造决

定的, 因此以构造解析为基础, 从整体区域构造上考

虑不同的传递带或调节带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

作用及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1 � 挤压域变换构造的构造类型

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构造变换带的系

列概念是在研究区域上整体的断层、褶皱的相互联

系和相互作用中逐渐导入的, 因此构造变换带

( t ransfer st ructur e zone)的中心涵义应该是某个构

造变形区具体的构造层中调节应力在时空分布上差

异的构造, 强调的是有差异的守恒, 或者是构造有规

律的变化。构造变换带是一种构造体系,强调的是

在整体背景下局部(分区、分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组合(叠覆、交接、相连等)。在挤压收缩地区, 构造

变换带一般包括 3个部分,即变换构造、变换构造之

间的联结(传递带)、对它们起到调节均衡作用的区

带(调节带)。

1. 1 � 变换构造( transition structures)

在某一地质构造区块的构造层必然有一个主导



构造格架的应力场, 因此从主导应力场入手就容易

发现构造的规律性。在垂直于最大主压应力的方向

上(平行于区域构造走向)往往形成一系列成排的构

造带,地势上往往表现为平行区域构造走向狭长的

隆起或凹陷;正是这些主导性构造控制了构造区的

构造格局,反映了区域最大主应力,因此可以把这些

主导性构造定义为变换构造。

1. 2 � 传递带(Transfer zone)

Mor ley 等
[ 2]
的传递带与国内一些学者

[ 7- 11]
的

转换带、变换带或变换构造的涵义基本一致, 均采用

Transfer zone 来表示这类构造;而 Faulds等[ 4]的传

递带是具有大量走滑运动分量的横断层。以上不同

的概念均指成因上有联系的、走向上接近平行的构

造首尾之间的在应力域中运动学的差异造成几何学

上的不连续、不协调,通过褶皱、断层位移互补转变、

传递、叠覆来调节侧列构造之间应变和位移的变化,

并且最终形成了区域构造分段的格局。但区域上褶

皱、断层的伸展量、缩短量近似守恒。

在变换构造联结部位的相互接触关系通常有发

散的撕裂断层、弥散性断层、断层末端叠覆或转换斜

坡等来保持缩短量守恒或者有规律地变化;受最大

主压应力的影响,垂直(或近似于垂直)于区域构造

走向, 不同排的传递构造的部位也具有线状特征分

布,并具有成因上的相互影响,往往形成垂直变换构

造走向的有一定宽度的区域横向带包含着有不同的

构造样式。基于这一事实, 应采用统一传递带

( T r ansfer zone)表示包含所有垂直横向传递构造的

线状分布区域。挤压地区传递带构造样式主要为弥

散性分支断层、转换斜坡 ( relay ramp)、走滑断层、

撕裂断裂、侧断坡等。伸展地区变传递带构造样式

主要为弥散性分支断层、叠覆断层之间的转换斜坡

( relay r amp)、走滑断层等。

传递带构造内部的构造则按参考伸展区域的变

换构造样式命名,按变换构造的倾向划分为同向型、

反向型,其中反向型再根据主干构造沿倾向上的相

对位置细分为聚敛型、背离型,同时按照主干构造沿

走向位置的特点(接近、重叠、相同)划分为趋进型、

叠覆型、共线型(图 1)。

1. 3 � 调节带(Accommodation zone)

Bosw orth 等[ 5] 的 Accomodat ion zone 概念和

Reynolds等
[ 6]
提出的�高地势( high-relief )调节带�

概念基本一致。Sco tt和Rosendahl ( 1 98 9) [ 3] 将术

图 1 � 传递带主要构造样式图解

Fig . 1 � Structural st yle plo t of t ransfer zone o f the t ransitio n str uctural zone in the compressed r egion

(箭头所指方向为区域构造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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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调节带的主要构造样式图解

F ig. 2� Structural style plot o f accommodation of t ransison

st ruct ur al zone in the compressed reg ion

(箭头所指方向为区域构造走向)

图 3 � 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变换构造示意图

F ig . 3� St ruct ur al sketch map of tr ansision structur al zone

at the middle of southern marg in of Zunger basin

� 1.背斜 2.隐伏背斜 3. 逆冲断层 4.其他断层 F1 . 亚马特 � 拜辛德达板大断裂 F2. 达子

庙 � 齐古大断裂 T 1.红车 � 巴音沟传递带 T 2. 乌鲁木齐 � 阿克苏传递带 A 1 .然热克萨依

调节带 A 2 .玛纳斯调节带

语�低地势�和�高地势�调节带分别修订为�干涉型

( interference)�和�孤立型( iso lat ional) �调节带, 同

时使用�走滑( st rike-slip)调节带�这个术语来描述

倾向相反的半地堑和正断层之间完全没有叠覆的那

些带。Faulds等的调节带与 Mor ley 等的共轭传递

带相类似, 其中的同向型调节带( synthet ic accom-

modat ion zone)是由倾向一致的、叠覆的正断层组

所组成,与 Bosw orth[ 5] 的提法一致, 与 Morley 等所

说的同向传递带相对应。

我们建议将调节带( accomo-

dation zone)定义为位于变换构造

和传递带之间并且对它们起到调

节作用的格状地质区带(或断块)。

该区带调节四周应力的变化、挤压

量的差异, 包含褶皱和次级断层。

调节带大多通过褶皱和次级断层

来调节,构造在各种物质和时间规

模上是可以对比的。

调节带根据几何形态划分为

凸起型、凹陷型,是针对地形的相对

变化来区别的。凸起是指与地质概

念上的背斜有相似几何形态的高地

势带,而凹陷则相应的指低地势带。

包括背斜调节带、向斜调节带、(背

斜、向斜)复合调节带(图 2)。

2 � 实例 (准噶尔盆地南

缘中段)

� � 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构造区

划上包括自北天山逆冲推覆带北部

至昌吉凹陷腹部的地带(图 3)。该

区洋- 陆转换时限为早石炭世末,

经中- 晚石炭世的裂陷海槽至石炭

纪末的挤压作用, 造成了海盆的闭

合, 结束了本区海相发育的历史, 形

成了南缘盆地的基底; 从二叠纪至

第四纪进入陆内裂陷- 坳陷- 前陆

盆地发育阶段
[ 12]

, 并经历了海西末

期、印支期、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的

多期构造运动, 尤其喜马拉雅期的

陆内俯冲, 在北天山山前形成多排

褶皱- 逆冲断层带
[ 12- 15]

, 平面上具

有明显的构造分带性[ 14, 15] 。

在野外地质调查和综合以往地

质成果的基础上,以挤压域变换构造的类型、构造样

式的差异为依据, 分析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的传递

带、调节带的特征,将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地区构造

变换带划分为 2个传递带和 2个调节带。现将各带

的构造特征分述如下。

2. 1 � 变换构造

本区的变换构造有 2个:亚马特 � 拜辛德达板

大断裂( F 1 )和达子庙 � 齐古大断裂( F2 ) ,总体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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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W向,基本平行于区域构造走向。

2. 1. 1 � 亚马特 � 拜辛德达板大断裂( F 1 )

构成造山带的石炭系地层推覆在中―新生界之

上。3个左行走滑断层将其分割成 4段, 其中巴音

沟、乌苏老吴沟 � 高泉南逆冲推覆构造的推覆断距
较大,石炭系推覆在新近系之上,且新近系地层发生

了倒转;庙尔沟、清水河子南、牛圈子 � 头道河子构
造的推覆断距相对较小,石炭系地层推覆在三叠―

侏罗系之上。

2. 1. 2 � 达子庙 � 齐古大断裂( F2 )

该断裂断面 S倾, 反映为冲向前陆的叠瓦状逆

冲断层将古近系、新近系甚至白垩系推覆于新近系

和第四系之上, 在深部则是和反向冲向后陆的逆冲

断层共同夹持, 构成三角带构造。

2. 2 � 传递带

本区的传递带可以初步划分为红车 � 巴音沟传
递带和乌鲁木齐 � 阿克苏传递带,这类传递带的走

向与区域构造走向呈直交或大角度相交,其类型主

要为同向趋近型, 主要由右行走滑断层、捩断层、侧

断坡、横向与斜向褶皱等构造样式组成。

2. 2. 1 � 红车 � 巴音沟传递带( T 1 )

在巴音沟和安集海附近, 以红车斜滑隐伏断层

带和巴音沟右行走滑断层为主的传递带其走向与区

域构造线呈直交或大角度相交。红车断裂带控制了

西侧的车排子隆起和东侧的昌吉凹陷自晚古生代以

来的沉积- 构造演化格局,因而控制了准噶尔南缘

地区中段和西段的以喜马拉雅期构造变形为主的显

著构造差异;巴音沟右行走滑断层将其东西两侧近

EW向的 2条山前逆冲断裂 (巴音沟逆冲- 推覆构

造)错断, 地质图上显示东西两侧山前断层错开距离

约 20 km。

2. 2. 2 � 乌鲁木齐 � 阿克苏传递带( T 2 )

该传递带呈 NNE 向, 向南与乌鲁木齐隐伏构

造带相连,控制了准噶尔南缘东段和中段构造变形

的差异。变换构造带南部表现为 2条 NE 向的右行

走滑断层错断逆冲推覆构造带和基底卷入型褶皱-

冲断带,并且在庙尔沟附近形成侧断坡。其东部为

永丰次凹构造单元, 构造走向为 NE-SW 向, 西部构

造为近 EW走向, 以乌鲁木齐 � 阿克苏传递带为界

形成 2个迥然不同的构造单元。

2. 3 � 调节带
依据变换构造和传递带的分布,本区有 2个调

节带:然热克萨依调节带和玛纳斯调节带。其中然

热克萨依调节带是调节亚马特 � 拜辛德达板大断裂

( F1 )和达子庙―齐古大断裂( F2 )之间应力的变化、

挤压量的差异而形成的以晚古生界和中生界为主的

山地凸起型复合调节带;而玛纳斯调节带则是调节

达子庙 � 齐古大断裂和其北部准噶尔盆地腹部构造

稳定地带形成的以新生界为主的低山丘陵凸起型复

合调节带。

2. 3. 1 � 然热克萨依调节带( A 1 )

该调节带西起巴音沟, 东至头屯河、乌鲁木齐,

南界和北界分别受亚马特 � 拜辛德达板大断裂和达

子庙 � 齐古大断裂限制, 呈 NWW 向展布, 东西长

150 km ,南北宽 10~ 15 km。地层出露侏罗系、白垩

系,部分地区出露三叠系。总的来说,该带的变形样

式由西至东, 各段有着明显差异。从南安集海 � 南
玛纳斯段发育反向逆冲断层,形成对向向斜断块、清

水河子 � 齐古段发育的齐古背斜楔入体、昌吉 � 喀

拉扎段发育的喀拉扎背斜,反映了反冲断层从不发

育到向南反冲的位移逐渐增大、反冲断层所滑脱的

层位亦逐渐加深(古近系 �中侏罗统 �下侏罗统) ;

该特征与逆冲推覆体在推覆时主应力面在平面上并

非水平而是向 E 倾斜(西高东低) ,以及盆地基底构

造所产生的红车 � 巴音沟传递带、乌鲁木齐 � 阿克

苏传递带密切关系。

2. 3. 2 � 玛纳斯调节带( A 2 )

玛纳斯调节带以复合调节带为主, 在霍尔果

斯 � 玛纳斯 � 吐谷鲁背斜之间夹有向斜。霍尔果

斯 � 玛纳斯 � 吐谷鲁背斜群是典型的多期叠加滑脱

冲断背斜带。在剖面上一般具有三层构造: 浅层为

断展背斜, 逆冲断层的断面自上而下变缓,沿古近系

泥岩层面滑脱; 中层也为断展背斜, 分布于冲向前陆

的吐谷鲁北逆冲断层与其反向分支逆冲断层组成 Y

字型冲起构造, 逆冲断面自上而下变缓, 沿下白垩统

泥岩层面滑脱; 深层为侏罗系组成的背斜,可能为简

单的断层滑脱褶皱。该段内的构造强度由北向南减

弱,地层接触关系从角度不整合渐变到整合。

3 � 讨论和结论

构造变换带的分析主要是建立在几何学解析

上,从区域构造趋于平衡的规律建立相关的构造或

型式, 为运动学解析和动力学解析提供良好的基础。

挤压域构造变换带在区域地质构造活动中是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是基于一个区域的整体构造作用趋

于平衡(或有规律的变化)的角度来考虑变换构造各

部位之间的联系和对它们起到调节作用的区带。其

中心思想是从某一构造层整体活动对地层的作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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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构造活动保持缩短量守恒或者有规律变化而产

生的调节构造。

挤压域构造变换带的类型前人有许多分类方

法,本文从分析构造变换带的基本特征入手, 结合准

噶尔盆地南缘中段地区地质构造特点, 初步划分出

红车 � 巴音沟传递带、乌鲁木齐 � 阿克苏传递带、然
热克萨依调节带、玛纳斯调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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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STYLE ANALYSIS IN THE TRANSITION Z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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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re are previously many methods for st rutural classificat ion in the t ransition zone of the

compressed reg ion. T his paper starts w ith analysis o f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st ructural transit ion zone

and combines w ith character ist ics o f g eolog y and structure of the m iddle part of the southern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then Hongche-Bayingou tr ansfer zone and Wulumuq-i Aksu transfer zone, Ranreksayi ac-

commodat ion zone and Manasi accommodat ion zone ar e lined out in the middle t ransit ion zone of southern

margin o f junggar basin.

Key Words: � compressed region; t ransit ion st ructur e zone; accommodat ion zone; tr ansfer zone; the M idst

of Southern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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