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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BasinMod 1D软件对北羌塘盆地托纳木地

区埋藏史和生烃史进行模拟，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王剑等，2009），北羌塘盆地东部埋深明显大于

西部，相应的最大古地温也高于西部。托纳木地区

新发现的上白垩统阿布山组（K2a）沉积表明，在

晚白垩世，北羌塘盆地东西向沉积埋藏条件存在一

定差别，盆地东部地壳较西部厚，可能早于西部隆

起抬升。埋藏曲线的差异也证明了拉萨—羌塘碰撞

很有可能为穿时性，东部早于西部。北羌塘经历了

两次生烃高峰期，第一期生烃高峰是中侏罗晚期

（164 Ma）到早白垩世早期（138 Ma），第二期为

新近系始新世（52 Ma）以后。托纳木地区生烃条

件好于西部，沉积厚度大，多个烃源岩层经历了生

油高峰期，相同层位较西部凹陷有机质成熟度高。

1 埋藏史恢复

由于缺乏钻井资料和相关镜质体反射率数据，

本文对北羌塘西部那底岗日地区埋藏史恢复主要

依据实测地表剖面。

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受古特提斯洋闭合以及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打开的影响而处于挤压碰撞

环境下❶，形成前陆盆地，在北羌塘形成了巨大的

容纳空间，从而沉积了上三叠统土门格拉群；随着

古特提斯洋的彻底闭合，北羌塘盆地发生的俯冲碰

撞造成了该地区的短暂抬升。早侏罗世，班公湖—

怒江洋的向北俯冲可能是造成那底岗日地区剧烈

火山活动的诱因，那底岗日火山岩可能形成于裂谷

环境（Fu et al., 2010）；早侏罗世末期的短暂抬升可

能由于裂谷作用的结束导致。中晚侏罗世，北羌塘

在中特提斯洋壳俯冲作用下继续快速沉降（Zhang
et al., 2019），发生大规模海侵，陆源剥蚀区极大地

缩小，盆地范围明显扩大，使盆地内形成大量海相

沉积物（图 1）。早白垩世，由于班公湖—怒江洋的

闭合（Zhu et al., 2016），该区抬升成为剥蚀区，沉

积间断。到了晚白垩世，托纳木局部地区发生了沉

降，形成了在北羌塘盆地少见出露的阿布山组

（K2a），这一期沉降的原因可能是班公湖—怒江洋

向北俯冲洋壳的向南回转或断离，在托纳木地区形

成了局部拉伸的环境。新生代托纳木地区经历了多

次埋藏和抬升，火山活动强烈，不仅有广泛分布的

康托组和唢呐湖组，而且大量出露以火山岩为主的

鱼鳞山组，这一阶段沉积埋藏史反映了印度板块与

欧亚板块碰撞及之后强烈挤压造成羌塘盆地构造

活动频繁。

2 生烃史恢复

托纳木地区各烃源层的生烃演化过程（图 1）
如下：

（1）夏里组（J2x）地层在晚侏罗世早期（J3s）
进入生油门限，经历压实作用—压溶作用—第一世

代胶结作用，在晚侏罗世晚期（J3b）进入生油高峰，

早白垩世早期（J3K1x）进入湿气期，晚白垩世（K2a）
进入干气阶段，现今处于湿气—干气阶段。由于受

后期构造作用的影响，现今部分岩石被抬升至地

表。

（2）索瓦组（J3s）地层在在晚侏罗世（J3b）
进入生油门限，在晚侏罗世晚期（J3b 晚期）进入

生油高峰，在早白垩世（J3K1x 晚期）进入湿气阶

段，此后虽然经历多次抬升和埋藏，索瓦组地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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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处于湿气—干气阶段。

3 结论

北羌塘西部地区经历了侏罗系末期和始新世

两次较大的沉降，使得烃源岩两次生烃。第一期生

烃高峰是中侏罗晚期（164 Ma）到早白垩世早期

（138 Ma），在这个阶段土门格拉群、雀莫错组、

布曲组及夏里组均达到生油高峰，而索瓦组为低熟

阶段；第二期生烃高峰是新近系始新世（52 Ma）
以后，此阶段索瓦组和夏里组在 40 Ma 进入生油高

峰期（王剑等，2009）。托纳木地区经历了一次较

大的沉降，发生在晚侏罗世晚期（~147 Ma）。对比

托纳木地区与北羌塘西部（王剑等，2009）生烃史

可以发现，托纳木地区生烃条件好于西部，沉积厚

度大，多个烃源岩层经历了生油高峰期，相同层位

较西部凹陷有机质成熟度高。

图 1 北羌塘托纳木地区埋藏及生烃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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