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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运用露头、测井、岩芯等资料，对塔里木盆地北部库车坳陷库车河野外露头及塔北隆起区三叠系层序结

构特征进行了分析。各层序低位体系域，主要是冲积扇、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等粗粒沉积体，层序上部多为湖相泥

岩，统称为湖侵—高位体系域，单个层序均具有“下粗上细”的“二元”结构特征。塔北三叠系特殊的层序结构，主要是

与三叠纪塔里木盆地的幕式挤压活动有关。挤压初期，物源近且供给充分，可容空间增加缓慢，主要为低位体系域的

粗碎屑沉积; 随着挤压作用持续增强，湖盆逐渐加深，细粒沉积物为主体的湖侵体系域沉积; 最终盆地基底破裂时，湖

平面快速下降，高位体系域不甚发育，多为湖相细粒沉积物。据此提出塔北三叠系层序发育模式，认为在构造挤压期，

沉积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等粗粒低位域沉积; 而在构造持续期和卸载期，层序上部发育细粒深湖—半深湖湖侵—
高位体系域沉积。由于层序特殊的“二元结构”特征，纵向上构成了较好的生储盖组合。因此，除了构造油气藏外，塔

北地区各层序低位体系域的岩性油气藏及岩性—构造油气藏是重要的勘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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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陆盆地由于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其沉积充

填、构造演化等是地质学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国内先

后在库车、塔西南、准噶尔南缘、川西等前陆盆地油气

勘探已获得突破或重要进展［1］，层序地层学理论在

前陆盆地油气勘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

油气勘探的逐步进行，前陆盆地层序地层方面的研究

也取 得 了 很 大 的 进 展，但 是，研 究 还 处 于 起 步 阶

段［2］。由于前陆盆地的挤压应力背景，其沉积充填、
层序叠 置 样 式 等 与 典 型 被 动 大 陆 边 缘 盆 地 有 差

异［2］，也与规模小、物源近、相带窄、内部构造分异大

的陆相断陷沉积盆地不同［3，4］。因此对前陆盆地地

层层序结构、主控因素等的研究，可以揭示前陆盆地

的沉积、构造演化规律，为油气资源勘探提供理论

依据。
本文综合利用露头、岩芯及测井等资料，通过库

车坳陷与塔北隆起区的地层对比，建立了塔里木盆地

北部层序地层格架，并对塔里木北部库车坳陷及塔北

隆起地区层序结构进行分析，探讨其特殊的“上粗下

细”的“二元”层序结构特征及其主控因素，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塔北三叠系的层序发育模式。

1 区域地质特征

塔里木盆地受北部天山、南部昆仑山的影响，是

一个多旋回叠合复合型盆地［5～8］。古生代末期塔里

木板块成为欧亚大陆板块的南边缘，南部为古特提斯

洋和羌塘地块。塔里木南缘特提斯洋在三叠纪向北

强烈俯冲，三叠纪末羌塘地块与塔里木板块发生碰

撞。整个三叠纪，塔里木板块受南缘板块活动而处于

挤压状态，在这样的构造背景下，塔里木盆地进入前

陆盆地演化阶段［5］。本次研究区主要是盆地北缘前

陆构造特征明显的库车坳陷及其南侧的台盆区。
由于不同地区所受构造应力不尽相同，因此造成

库车坳陷、塔北隆起等地区的沉积充填特征有一定区

别。李维峰等［9］早在 1995 年研究发现，塔里木盆地

库车坳陷三叠系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并通过进一

步研究，发现该层系还发育有冲积扇、扇三角洲、湖泊

等沉积［10］; 纪云龙等［11］通过研究发现，库车坳陷三

叠系靠近北部山前发育大套冲积扇、扇三角洲和辫状

河三角洲沉积，向坳陷中心有辫状河三角洲及湖泊沉

积; 根据野外露头、钻井等资料，贾进华和薛良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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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库车坳陷三叠系为冲积扇、扇三角洲、辫状河三

角洲及湖泊相沉积。

图 1 塔里木盆地北部构造单元分布图

Fig．1 Tectonic elements distribution of northern Tarim Basin

前人对位于塔北隆起上的阿克库勒凸起三叠系

沉积研究较多，通过综合利用地震、钻测井、岩芯等资

料，结合镜下观察、粒度分析等手段，研究发现该地区

主要发育辫状河相［13，14］、辫状河三角洲相［13～17］、滨

浅湖［13～16］、深湖—半深湖相［13～16］，也有湖底扇沉积

发育［13，15，16，18，19］，但规模不大，分布范围较为局限。
前人经研究发现塔北—塔中地区的主要沉积相类型

包括: 辫状河三角洲相［20～23］、湖泊相( 包括滨浅湖及

深湖—半深湖相) ［20，22～24］及扇三角洲相［20～22，24］，偶见

湖底扇［21］发育。
由上述可知，库车坳陷三叠系主要发育冲积扇、

扇三角洲、辫状河三角洲及湖泊沉积组合，靠近天山

山前主要是发育冲积扇等近物源的扇体沉积，近坳陷

中心主要是辫状河三角洲及湖泊沉积; 塔北隆起区主

要为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及湖泊沉积，深湖沉积中

偶见湖底扇。

2 塔里木盆地北部三叠系层序分析

通过对库车坳陷和台盆区的地层对比，发现库车

坳陷的库车河露头下三叠统俄霍布拉克组与台盆区

柯 吐 尔 组 相 当，均 发 现 有 Limatulasporites-Huabeis-
porites-Taeni-aesporites-Lundbladispora 化 石 组 合［25］。
库车河剖面中三叠统克拉玛依群与台盆区阿克库勒

组相对应，分别发现了中三叠世植物化石组合 Ter-
siellaradozenko-Aipteridium kuqaense［26］ 和 孢 粉 化 石

Assererospora-Punctatisporites。库 车 坳 陷 黄 山 街 组 孢

粉 化 石 组 合 Aratrisporites-Chordasporites-Cyclogranis-

porites-Alisporites 与台盆区哈拉哈塘组孢粉化石组合

Alisporites-Cyc-logranisporites-Dictyophyllidites 有很好的

对比性。台盆区上三叠统沉积的孢粉化石中，未发现

与塔里奇克组相对应的孢粉及化石组合 Minutosac-
cus-Quadra-ceculina-Osmundacidites-Piceaepollenites，这

说明台盆区可能缺失该时期的沉积。
本文将分别利用位于库车坳陷北部的库车河三

叠系露头及塔北隆起区典型井的岩性、测井等方面的

资料，建立层序地层格架，分析三叠系不同层序岩性

组合及沉积相等方面的变化特征，剖析塔北地区三叠

系的层序结构特征及成因。
2．1 库车河三叠系剖面层序分析

库车河三叠系剖面位于库车坳陷北部的单斜地

带( 图 1) ，该剖面地层出露良好，界面清楚，化石丰

富，是一套陆相碎屑岩沉积，总厚度约 1 900 m。利用

露头上的岩性组合、沉积构造等，研究库车坳陷沉积

环境、地层界面的不整合特征，进而进行层序的划分

及特征的分析。
同一盆地不同构造演化阶段发育的沉积地层，代

表了特定应力场下的盆地充填，将其称之为层序组，

其相当于二级层序。通过对剖面特征的观察与分析，

在库 车 坳 陷 三 叠 系 内 识 别 出 了 共 4 个 层 序 组

( TSQS) ，并细分为 10 个三级层序 ( TSQ1 ～ TSQ10 )

( 图 2) 。由于长时间的暴露、风化侵蚀及冲刷等作

用，陆相地层的层序界面在露头上多表现为沉积相的

转换面、古土壤层、底砾层或者冲刷面等。库车河露

头观察表明，仅 TSQ3、TSQ6 和 TSQ9 与下伏层序之间

发育明显的削截面( 图 3) ，而其他层序之间的接触关

系，更多表现为粗粒碎屑岩对下伏细粒碎屑岩的冲蚀

面，这意味着仅界面 SB3( 图 3a) 、SB6( 图 3b) 和 SB9
与大规模的构造运动相关，认为其为各个层序组的界

面( 图 2，3) 。
TSQ1 和 TSQ2 层序底部发育大套砾岩沉积，沉

积物粒度粗、成分杂、分选差，主要为泥石流沉积; 向

上砾石含量降低，顶部发育杂色、红褐色泥岩，反映环

境能量降低( 图 2) 。综合判断其沉积属冲积扇环境，

由下而上，由扇根向扇中过渡。与之相比，TSQ3 和

TSQ4 以扇三角洲、辫状河的大套砂砾岩和湖泊环境

下的暗色泥岩为特征。层序下部发育河道充填沉积，

岩性主要为灰色、灰白色含砾粗砂岩、中砂岩; 层序上

部则主要发育大套的泥岩沉积，顶部受后期层序截

削，侵蚀接触关系明显( 图 2) 。层序构成具有“下粗

上细”的构型特征。TSQ5 ～ TSQ8 下部为灰白色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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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上部为暗色泥岩( 图 2) 。相对早期层序，该阶段

沉积层序内部泥岩段厚度增加，泥岩的颜色也更深，

反映了 湖 泊 环 境 水 体 较 早 期 有 所 增 加。TSQ9 ～

TSQ10 内部，泥岩厚度减小，局部出现煤层( 图 2) 。
对库车河三叠系剖面分析表明，每一个三级层序

岩性上均具有“下粗上细”的“二元”结构特征。其

图 2 塔里木盆地库车河三叠系剖面层序综合柱状图( 露头位置见图 1)

Fig．2 Composite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riassic in Kuqa Ｒiver of Tarim Basin ( outcrop location in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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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库车河三叠系剖面层序组界面特征

Fig．3 Triassic sequence set boundary characteristics of Kuqa Ｒiver

中，将层序下部的粗粒沉积划分为低位体系域，而上

部细粒沉积统称为湖侵—高位体系域。
2．2 塔北隆起区三叠系层序分析

GP5 井位于顺托果勒低隆起与库车坳陷区之间

的东西向基底隆起即塔北隆起上( 图 1) ，结合测井以

及岩性等资料，在该井三叠系内共识别出了 TSQ1 ～
TSQ5 共 5 个三级层序。其中 TSQ1 ～ TSQ2 对应下三

叠统柯吐尔组( T1k) ，TSQ3～TSQ4 对应中三叠统阿克

库勒组( T2a) ，TSQ5 对应上三叠统哈拉哈塘组( T3h)

( 图 4) 。通过台盆区与库车坳陷地层对比分析可知，

塔北地区三叠系 TSQ1 ～ TSQ5 与库车坳陷 TSQ1 ～
TSQ5 对应，塔北地区缺失与库车坳陷 TSQ6 ～ TSQ10
可对比的地层。纵观 GP5 井层序结构特征，发现其

与库车坳陷层序结构特征类似，岩性上也具有“下粗

上细”的二分特征( 图 4) 。
GP5 井的 TSQ1、TSQ2 主要以滨浅湖—半深湖的

沉积环境为主。低位体系域发育滨浅湖砂坝沉积，

TSQ1 的湖侵—高位体系域以半深湖泥岩沉积为主，

TSQ2 的湖侵—高位体系域以滨浅湖泥岩沉积为主

( 图 4) 。受物源供给的影响，TSQ3 ～ TSQ4 的低位域

的粗粒碎屑岩厚度较小，为辫状河三角洲和半深湖—
深湖沉积 ( 图 4 ) 。与前面两个层序相比，TSQ3 和

TSQ4 低位体系域粗粒碎屑岩厚度增加。这说明由

TSQS1 到 TSQS2 时 期，GP5 井 区 物 源 更 加 充 足。
TSQ5 时期，沉积环境为辫状河三角洲和半深湖—深

湖环境，但其厚度比早期三级层序大，湖侵体系域和

高位体系域的区分也不明显( 图 4) 。
通过对库车河剖面和塔北隆起区 GP5 井层序结

构的分析，表明在挤压作用明显的塔里木盆地北部地

图 4 GP5 井三叠系层序地层柱状图( 井位位置见图 1)

Fig．4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riassic in Well GP5
( well location in Fig．1)

区即库车前陆坳陷及塔北隆起区，三叠系层序结构具

有明显的“下粗上细”的“二元”结构特征。每个层序

分为低位体系域与湖侵—高位体系域，其中低位体系

域发育辫状河河道或辫状河三角洲粗粒碎屑岩沉积，

而湖侵和高位体系域沉积特征相似，主要发育湖相细

碎屑沉积，以泥质为主。前人对台盆区三叠系层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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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也发现了类似规律，三叠系的每个层序低位

域沉积了辫状河三角洲、扇三角洲等粗粒沉积，湖

侵—高位体系域多为半深湖—深湖等较细粒 沉 积

物［22］。
塔里木盆地三叠系南北向地层对比所显示出的

“下粗上细”层序结构，主要分布在库车坳陷和靠近

塔北隆起的地区; 而远离塔北隆起地区则表现为正常

的三分层序特征( 图 5) ，例如在远离塔北隆起区的顺

托果勒低隆起上 SHUN1 井( 图 5) 的层序结构，与库

车坳陷及塔北隆起区的 GP5 井具有较大的差异，其

层序结构表现为正常的“粗—细—粗”的特征。在沉

积物构成上，库车坳陷扇体发育明显; 塔北地区则以

辫状河河道充填及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为主( 图 5) 。
这种不同地区层序结构及沉积相类型的差异，与三叠

纪塔里木盆地的幕式挤压活动密切相关。

3 塔北三叠系层序结构成因分析

我国西部的焉耆、准噶尔等多个压性盆地中，均

发育有典型的“二元”层序结构［27，28］，其形成是与西

部压性盆地独特的幕式性构造活动密切相关的［27］。

沉积作用与大地构造背景关系密切，盆地充填是对构

造作用的直接响应，它不仅控制着沉积物的沉积体系

类型和内部沉积构成，还控制着地层的旋回性［29］。
幕式挤压活动具有“长期积蓄，短期释放”的特

征。盆地基底在挤压作用下发生黏弹性变化，既可以

发生一定程度的塑性及弹性形变，也可以当应力超过

挠曲极限时发生破裂。因此，当应力在基底弹性变形

允许的范围内时，挤压应力使其挠曲变形强度不断增

加，该过程是一个缓慢的应力积蓄过程，经历的地质

时期较长。当应力强度突然超出基底弹性变化范围

时发生破裂，应力突然释放，早期长期遭受挤压而发

生挠曲变形的基底在较短地质时期内迅速反弹。盆

地基底应力积累与释放的过程，恰似现今地震活动，

长时间的应力积蓄在短时间的地震事件中瞬间释放。
在幕式挤压活动下盆地可容空间的变化规律，与

典型的海相盆地层序的海平面控制机制有很大不同。
因为海平面变化控制的可容空间大小随着海平面的

波动而逐渐的增加或减小，具有“正弦式”的曲线变

化特征( 图 6a) ; 而在幕式挤压作用的控制下，陆相沉

积盆地其可容空间的变化则具有“脉冲式”的变化特

图 5 库车河剖面三叠系和台盆区连井沉积剖面图( 剖面位置见图 1)

Fig．5 Well log cross section showing the sedimentary facies in outcrops of Trassic in Kuqa Ｒiver and platform-basin region
( cross section location in Fig．1)

图 6 可容空间的两种变化模式

Fig．6 Two changing mechanisms of the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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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图 6b) 。前期盆地遭受缓慢挤压，盆地的可容空

间在较长的地质时期内逐渐增加; 当挤压应力积累到

一定程度时，盆地基底破裂后迅速回弹，盆地可容空

间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减小，从而形成了“脉冲式”的

可容空间变化特征。
全球构造运动往往是幕式或间歇式的，板内陆相

盆地的形成和演化直接受控于幕式构造运动，这种构

造运动在造山带通过相应的构造形迹显示，而在沉积

盆 地 是 通 过 沉 积 充 填 显 示，即 形 成 幕 式 层 序 地

层［29，30］。多幕逆冲挤压和松弛后稳定沉降成耦合的

作用过程是构成体系域“二元”结构的主要机制，这

一幕式过程导致其湖平面变化不具备周期渐变旋回，

使层序构成出现“二元”的突变特征［28］。在地质历史

时期，正是幕式构造旋回控制幕式层序地层［29］。图

7 示意了幕式构造运动下层序的发育过程。在前一

幕构造运动的宁静期，湖盆水体较浅，部分地区遭受

侵蚀作用，形成层序界面，发育低位域粗碎屑岩沉积

( 图 7a) ; 挤压初期，物源供给增加，可容空间的增加

速率缓慢，因此继续发育低位体系域的粗碎屑岩沉积

( 图 7b) ; 随着挤压作用的持续增加，湖盆水体逐渐加

深，进入湖侵体系域发育阶段，可容空间的增加量超

过沉积物补给量，滨岸退积上超，粗粒碎屑岩沉积主

要发育在湖盆边缘，而盆地主体则以半深湖—深湖的

细粒碎屑岩沉积为主( 图 7c) ; 当应力强度超过基底

岩石挠曲形变上限后发生破裂，应力突然释放，湖平

面快速下降，可容空间由“脉冲”尖端的极大值快速

减小( 图 6b) ，即由高位体系域向低位体系域过渡的

时期相对短暂，以至在高位体系域时期内尚未形成相

应规模的粗碎屑岩沉积，湖平面便迅速降低，进入了

下一期层序低位体系域演化阶段( 图 7d) 。

4 塔北三叠系层序发育模式

一级构造运动起因于板块相互作用或软流圈的

热动力作用，它制约着沉积盆地的形成、演化和消亡，

它们在地层中的沉积响应是构造层序; 而二级构造运

动以沉积盆地演变过程中的沉降速率变化为特征，而

板块间脉动式俯冲或碰撞，相应地导致板内盆地间歇

式沉降，即为沉积速率幕式变化的成因之一［29］。
库车前陆坳陷北邻天山造山带，受天山冲断作用

影响，发育挠曲沉降( 图 1) ，挤压挠曲作用在空间上

影响范围可能超过塔北隆起并影响到隆后坳陷区域。
何登发等［7］认为隆后坳陷沉降受两种作用控制: 一

是前缘隆起的冲断作用的影响; 二是热冷却均衡调整

作用。在远离前缘隆起的盆地腹部，受周缘造山带逆

冲挤压作用的影响很小，因此其沉降主要受热冷却均

衡调整作用的控制。并且，在前陆盆地层序发育过程

中，一次挤压构造事件末期的回弹隆升和下一期逆冲

挤压引 起 的 构 造 变 形 控 制 了 层 序 界 面 的 形 成［31］

( 图 7a) 。
一期挤压作用结束之后，前陆坳陷、前缘隆起进

入迅速回弹演化阶段。临近造山带及前缘隆起区回

弹明显，早期层序暴露于水面之上，发生侵蚀作用，从

而形成层序界面( 图 7a) ，低位体系域开始发育。挤

压初始期，应力缓慢集中，前陆坳陷及隆后坳陷开始

发生挠曲沉降。由于挤压初始期，挠曲沉降作用形成

的可容空间较小，而物源供给相对充足，物源供给速

率与可容空间增量比值较高，延续强烈回弹期低位体

系域沉积特征，发育进积型的冲积扇、扇三角洲和辫

状河三角洲为主的沉积组合( 图 7b) ，这与库车坳陷

下白垩统卡普沙良群底部的砾质粗碎屑沉积体成因

一致［32］。随着挤压作用的持续，湖盆水体上升，可容

空间增加，库车前陆坳陷和隆后坳陷出现半深湖—深

湖沉积( 图 7c) 。挤压活动高峰期之后，应力迅速释

放，进入了构造平静期，湖平面迅速降低，高位体系域

发育的时间较短，因此，前陆坳陷和隆后坳陷的高位

体系域沉积环境仍以半深湖—深湖为主，其沉积特征

与湖侵体系域相似，发育半深湖—深湖暗色泥岩沉积

( 图 7d) 。
远离前缘隆起的盆地腹部地区，受均衡沉降机制

的控制，其湖平面的变化接近“正弦式”变化特征( 图

6a) ，因此，高位体系域湖平面下降时期，会沉积粗粒

沉积物，在其层序结构上表现出“粗—细—粗”的变

化特征。

5 “二元”层序结构的油气意义

受前陆盆地脉冲式挤压作用的控制影响作用，塔

北三叠系发育了特色的“下粗上细”的“二元”层序结

构，层序的低位体系域主要为扇三角洲、辫状河、辫状

河三角洲等粗粒沉积体，而层序上部的湖侵—高位体

系域则主要为深湖—半深湖的细粒沉积体，在垂向上

构成了极好的生储盖组合。层序顶部的细粒沉积物

既可以作为良好的盖层，也可以为烃源岩; 层序底部

的粗粒沉积物则为良好的储层［13，17，20］。因此，在塔北

地区除了构造油气藏外，每个层序底部可能发育的岩

性油气藏［20］及构造—岩性油气藏也是重要的油气藏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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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塔里木盆地三叠纪层序“二元”结构成因机制及层序发育模式图

Fig．7 Formation mechanism of“Dual feature”sequence architecture and sequence evolution model of Triassic in Tarim Basin

6 结论

陆相沉积盆地层序地层发育控制因素复杂，其中

构造作用对盆地的沉积充填具有主导性的控制作用。
塔里木盆地三叠纪时期受周缘挤压环境的影响，进入

前陆盆地演化阶段，盆地北缘发育冲积扇、辫状河、辫
状河三角及湖泊沉积组合，其层序结构为“下粗上

细”的“二元”结构特征。层序发育受幕式挤压作用

控制。在挤压型盆地发育过程中，应力积蓄是一个漫

长的地质过程，而应力释放则是相对短暂的地质过

程。在构造平静期及挤压初期形成层序界面和低位

体系域，应力积蓄期发育湖侵体系域，应力释放期发

育高位体系域。由于高位体系域发育的持续时间短

暂，难以形成有效地质记录，从而形成低位域以粗粒

沉积为主，湖侵—高位域以细粒沉积为主的“二元”
层序结构。特殊的层序结构在纵向上形成了较好的

生储盖组合，塔北地区岩性油气藏及构造—岩性油气

藏是重要的油气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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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feature”of Sequence Architecture and Sequence Evolution
Model of Triassic Northern Tarim Basin

WU Jia-peng1，2 LU Jin-bo3 WANG Ying-min1，2 WAN Li-fen4

ZHOU Xing-hai4 XIA Guang-sheng5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etroleum Ｒesources and Prospecting，Beijing 102249;

2． College of Geosciences，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

3． Land Ocean Energy Services Co．，LTD，Beijing 100084;

4． Institute of Shanghai Offshore Oil ＆ Gas Company，SINOPEC，Shanghai 200120;

5．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ploration ＆ Production Corporation，SINOPEC，Beijng 100083)

Abstract: Based on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of outcrops，well logs and cores，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 framework of
northern Tarim Basin was set up，and the sequence architecture of Triassic in outcrop of Kuche depression and North-
ern Uplift of Tarim Basin was studied． In each sequence，coarse grained lithosomic bodies such as alluvial fan，brai-
ded river and braided river delta are dominant in the lowstand systems tracts ( LST) ，and the upper parts of the se-
quences are composed of fine grained lacustrine mudstone which are called lacustrine transgressive-highstand systems
tracts ( T-HST) ． Every single sequence is coarse in lower part and fine in the upper part． The special sequence archi-
tecture is mainly associated to episodic compressive movement of Tarim Basin in Triassic．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
pression，the accommodation increases slowly，for the short distance from provenance to basin and sufficient sediment
supply，the LSTs are mainly coarse sediments． The water became deeper with the intensified compressive force，then
the fine-grained transgressive systems tracts ( TST ) are deposited． When the basin base was broken，lake water
dropped down quickly，with little mudstone deposited as highstand systems tracts ( HST) ． Finally，a sequence evolu-
tion model of Triassic in the northern Tarim Basin was proposed． In tectonic compression period，some coarse-grained
lithosomic bodies such as fan delta，braided river delta were deposited; when the compressive force persisted and dis-
charged in a short time，fine-grained lacustrine sediments deposited which were defined as T-HST as the upper parts
of sequences． For the special dual feature of the sequences，the coarse-grained lower LSTs are suitable for reservoir，
and the upper fine-grained T-HSTs could be the source or seal of the reservoir，so it is indicated that，besides the tec-
tonic reservoir，the lithologic reservoir and lithologic-tectonic reservoir in the LSTs of each sequence are major explo-
ration targets of Triassic in northern Tarim Basin．
Key words: Tarim Basin; Kuche depression; Northern Uplift of Tarim Basin; Triassic; Dual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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