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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外部联动机制，依托信息化建设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充分

提升消防救援队伍的实战水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消防救援队伍灭火救援工作面临更

大挑战。但现阶段的消防救援队伍仍然以单一化模式进行管

理，在车辆器材装备方面、人才培养方面、训练环节方面以及

实战应对方面等都存在一定问题。所以，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新

要求，消防救援队伍应加强救援队伍干部人才的培养机制，优

化实训机制，加大经费投入，建设联动机制。通过一系列措施

增强消防救援队伍灭火救援工作的实战水平，为应对新形势下

高难度灭火救援工作做好准备，学习新方法，应对新要求，从

而使消防工作与时俱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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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即主要分析了盆地东部构造特征，介绍了盆地东部构造演化过程，阐述了盆地东部构造的演化机制，

以期能够更好地掌握其构造特征与演化机制与构造特征，从而应用到新疆油田勘探以及开发等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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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basin,

introduces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basin, and expounds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basin, in order to better grasp it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apply to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oil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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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盆地东部地震资料、钻井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根

据“点、线、面”思路，精细刻画盆地东部不整合面，对其分

布范围进行分析，根据地层缺失时限情况下，对不整合面构造

力学是否出现变化情况，对盆地演化进行分析。

1 准噶尔盆地东部构造特征分析

1.1 构造背景分析

盆地东部地处新疆维尔自治区北部位置，处于博格达山与

克拉美丽山之间，邻接盆地中央的拗陷，朝着东部发展至红柳

峡区域。按照新疆油田规划方案，盆地东部中二级构造模块为

15 个。见下图。

图 1 盆地东部的构造单元

基于各个地质时代中，盆地东部所处构造环境存在差异。

在泥盆纪到石炭纪时期，北部古亚洲洋的分支洋盆开始消亡，

盆地东部所处沉积环境为湖到陆碰撞的海陆交互相。在石炭纪

至早二叠世时期，盆地东部属于周缘的前陆盆地，同时出现海

陆变迁。在中二叠世以及晚二叠世，盆地东部沉积环境发育为

陆相沉积。盆地东部在三叠到第四纪时期，盆地东部发展陆内

演化，在此期间，喜马拉雅期、燕山期、印支期的运动对其陆

内演化产生影响，构造变形较为复杂。因为，受到多期运动影

响，当前该盆地已经发展为多旋回叠合类型。

1.2 区域地层特征

志留系是盆地东部的最老出露地层，石炭系是盆内最老钻

遇地层。按照新疆油田地层划分方案，石炭系至第四系的地层

为 C1b（石炭系的巴塔玛依内山组）、C2sh（石炭系的石钱滩

组）、P1jg（二叠系的金沟组）、P2j（二叠系的将军庙组）、

P2p（二叠系的平地泉组）、P3q（二叠系的泉子街组）、P3wt

（二叠系的梧桐沟组）、T1j（三叠系的韭菜园组）、T1s（三

叠系的烧房沟组）、T2-3xq（三叠系的小泉沟群）等。

盆地东部中沉积旋回发育较多，从老至新，沉积中心始终

发生着变化。在平面上，地层厚度相同，其变化趋势也有所不

同，整体表现在连续沉积和地层在纵向上的相互叠置缺失，在

平面上，各种程度剥蚀特征，普遍存在地层不整合问题。盆地

东部，基底呈现抬升发育趋势，在凹陷、凸起发育中，白垩系、

侏罗系、三叠系、二叠系剥蚀面积较为严重。

2 准噶尔盆地东部构造演化过程分析 2.1 裂谷盆地

在盆地深层部位，正断层所控制盆地对下二叠统控制，通

过盆地东部地震剖面的解释信息，断陷盆地以NWW-SEE向为主，

断陷盆地呈现出中央凹陷分布、英西凹陷与石南凹陷为主，对

下二叠统的海陆交互相中的砂泥岩夹硅质岩等进行控制，部分

地区火山岩主要是夹石灰岩。在早海西造活动促使裂谷盆地演

化发展停滞，产生 P2-3/P1 区域性角度的不整合。此时期在坳

隆构造产生以及演化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地位，为盆地的中生代

演化阶段，是盆地隆起发育关键构造背景。2.2 前陆盆地

在早二叠世的晚期—中晚二叠世的初期，基于构造动力学

条件，哈萨克斯坦、塔里木以及准噶尔等地块和西伯利亚地块

俯冲碰撞。盆地边缘褶皱山系对盆地产生推断推覆，深层断陷

不断上隆。分布于克拉美丽山的凹陷，主要特征就是陆缘近海

湖相的砂泥岩。在东北缘产生前陆盆地，在演化早期以海相残

留形式为主，在演化晚期以及陆相为主。另外，因为该时期挤

压作用较为强烈，使得早期正断层反转，进而产生反转构造。

2.3 复合类前陆盆地

在三叠纪之后，准噶尔盆地开始演化为复合类前陆盆地构

造，主要体现在盆地附近山系朝着内部出现逆冲现象，导致山

系的前缘岩石圈出现挠曲沉降，另外，因为盆地基底构造影响

以及控制，在内部表现出不同沉降中心呈现同期发育。

此阶段，经历不同幕逆冲挤压，盆地边缘的负载沉降就是

各幕弱逆冲期，弱挤压期形成挤压褶皱以及反转构造。此种沉

降与构造特点，在沉积体系、入盆水系以及物源等方面控制作

用较为显著。构造平静期与弱挤压期，重力均衡情况是盆地沉

降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3 准噶尔盆地东部构造的演化机制分析

3.1 层序演化

（1）下石炭统层。下石炭统层主要是巴塔玛依内山组成，

为海陆过渡相火山岩地层，因为现阶段钻井没有将该山组钻

穿，并不了解下石炭统层下界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其厚度信息。

（2）上市炭统到下二叠统层。该构造层主要组成成分是

二叠系的金沟组与石炭系的石钱滩组。在该构造层的底部位置

不整合面属于巴塔玛依内山顶部的不整合，不整合面属于中二

叠统的底部不整合。克拉美丽山之前的厚度达到最大值，博格

达山前上超。

（3）中二叠统到侏罗系层。对于该构造层，涵盖侏罗系、

三叠系、上二叠统的梧桐沟组、中二叠统的平地泉组与将军庙

组等。其底部不整合面属于中二叠统的底部不整合，对于底部

不整合面来讲，属于白垩系底部的不整合。在该构造层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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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博格达山以及克拉美丽山之前逐渐减薄。上侏罗统朝着构造

位置上超，凹陷中的沉积厚度比凸起大。

（4）白垩系层。对于该构造层，其底部不整合面属于白

垩系底部的不整合，对于顶部不整合面来讲，属于古近系的不

整合。构造单元并不会直接影响白垩系层分布情况。以总体角

度分析，朝着东延伸，为舌状，呈现出东薄西厚特征，普遍缺

失上白垩统。

（5）古近系层。对于古近系层，古近系是其主要构成部

分，渐新统普遍缺失，始新统出现各种程度剥蚀问题。在古近

系层中，底部的不整合面属于古近系底部的不整合，对于其顶

部的不整合面，属于新近系底部的不整合，整体呈现出埋深不

断朝着西南方向提升，厚度变化幅度较小。

（6）新近系到第四系层。对于该构造层，主要涵盖第四

系以及新近系等，其底部的不整合面属于新近系的底部不整

合，对于其顶部，属于第四系的顶面。整体呈现出楔形体，北

薄南厚，朝着北部上超，博格达山的西段厚度超出 1000m。

3.2 演化阶段

（1）晚石炭世到早二叠世。克拉美丽山呈现右行走滑—

挤压盆地时期，在晚石炭世到早二叠世时期，克拉美丽山出现

右行走滑以及挤压断裂，影响盆地东部发展，在石钱滩凹陷到

老君庙区域出现沉积中心。对于地震剖面来讲，上石炭统到下

二叠统层的金沟组与石钱滩组，位于石钱滩凹陷位置的厚度超

出 1400m，同时朝着西方方向在巴塔玛依内山上超。右行走滑

以及挤压断裂，在盆地中形成延伸应力，产生北东向断陷构造。

对于地震剖面来讲，石钱滩凹陷的中部、纱帐断褶带以及沙奇

凸起的中段，该构造层在断层两侧的厚度变化较为突然，同时

远离断层缓坡段的地层上超。

在该演化阶段，博格达山并未出现显著沉浸，当前，北麓

的上石炭统到下二叠统层普遍缺失。在沙奇凸起的东段到下二

叠统在下伏石炭系上超，中二叠系将北三台凸起的北部石炭系

削截推断，北麓属于区域隆升发育，同时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

（2）中二叠世到侏罗纪的差异隆升时期。在中二叠世到

侏罗纪时期，盆地东部经历统、拗陷、差异隆升以及沉降、夷

平发展。将平地泉组与将军庙组席状特征较为显著，虽然侏罗

系、三叠系以及上二叠系的剥蚀程度存在差异，残留地层的厚

度存在较大变化，然而在盆内中，相关地层底部没有出现显著

上超反射现象。通过构造趋势面形式对原始厚度进行恢复，此

类地层原始厚度并不会出现显著变化问题，渐变特征较为显

著， 同时沉积中心数量较多。通过平衡剖面进行复原处理后

发现，产生此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早期断层复活次数较多。

对于断层运动的时间，博格达山或是克拉美丽山之前构造

运行呈现西段与东段活动特征。在晚石炭世到中二叠世早期构

造运动中，西段运动晚于东段，西段是晚三叠世运动主要场所，

在晚侏罗世时期，西段与东段同时运动，西段是最后运动发生

地段。博格达山在晚侏罗世，西段与东段运动较为激烈，东段

是构造运动主要地段。

（3）白垩纪统。盆地东部主要是拗陷时期，在晚侏罗世

时期，构造运动导致盆地东部的上侏罗统大范围缺失，纱帐断

褶带、北三台凸起以及其他凸起带在前侏罗系时期和白垩系阶

段呈现不整合接触状态，盆地东部动力学出现显著变化。在白

垩纪，盆地东部进入到拗陷发展时期，产生白垩系层，美丽山

运动逐渐停止，和美丽山连接的单元北部边界已经定型。在晚

白垩世时期，盆地东部抬升发育持续进行，普遍缺失上白垩统，

纱帐断褶带西部，下白垩统和上白垩统接触形式为角度不整

合。

（4）古近纪。古世纪阶段，博格达山呈现出挤压拗陷发

展。喜马拉雅山系在古近纪的运动远端效应对盆地开始产生影

响，博格达山呈现东弱西强发展态势，并不断朝着北部挤压。

盆山过渡带区域，地层主要是逆冲推覆的构造，叠加构造形式

对早期断层推覆进行了集成。西段厚度略大，古近系层主要是

冲积扇相，并呈现出下超特征。早期盆地构造带活动停止，古

近系层分布状态以厚席状为主，朝着北向发展受到轻微剥蚀，

位于纱帐断褶带尖灭。

（5）新近纪。此阶段，为第四纪的博格达山前陆盆地时

期。在渐新世到中新世时期，盆地东部整体出现隆升发育，古

近系层缺失部分始新统，全部缺失渐新统。在中新世阶段，博

格达山、北天山龙生发于快速，盆山开始出现较大差异，山前

产生统一前陆盆地。对于新近系层，整体呈现出楔形体，以北

薄南厚趋势为主，上超在北向，尖灭于纱帐断褶带的北部位置。

博格达山在上新世，东早西晚运动逐渐停止。古西凸起的西部

位置，新生界北部厚度与南部厚度出现显著变化。在古西凸起

的东部位置，新生界分布厚度并不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南部厚

度略大。和下伏地质时代垫层中，接触关系呈现角度不整合。

结论

综上所述，盆地东部地理位置较为独特，促使新生代、中

生代以及晚古生代在这里的构造事件均有响应。博格达山以及

美丽山的造山带均会直接影响晚古生代，中生代至新生代与喜

马拉雅、燕山以及印支运动之间相互叠加。在各期构造运动中，

博格达山与美丽山的断裂带存在分段运动，对盆内沉积产生影

响，进而产生不同构造层之互相叠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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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地形测量学》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融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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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点教学工作。基于相关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国家的相关标准，剖析课

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并构建相关的课程体系，将思政建设融入到该课程的学习中，为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技术水平
的测绘专业人才，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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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digital topographic survey

Luoyuanjia, xieguangxiong, yushisen, xiaqiongyan
(Li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uzhou 541516, Guangxi)
[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 key teaching work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relevant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and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constructs the relevant course system, and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to the learning of the course, providing effective help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nd high-tech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fessionals.

[Key words] digital topographic survey;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引言:在以往的教育模式中，高校思政教育主要依靠思政
课程来完成教学，这种教学方法相对比较死板，让学生们较为
反感。因此将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相互结合，也就成为未来开
展思政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学校思政教学工作的生命
线，全面推进高校的思政课程，是能够确保人才调整高素质，
高水平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依据。该专业作为一门重点学科，对
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测绘水平的进步，显示
出国家的综合国力，教师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加强专业授课与
思政课程的融合，来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

一、数字地形测量学的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工程测绘专业最为主要的基础课之一，在课程设

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充分的掌
握测量的基本方法，并掌握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的原理，让
学生具有严格的态度，吃苦耐劳和集体主义的精神，为以后从
事相关行业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数字地形测量学的教学内容
通过对该课程进行学习，掌握多种测量仪器的基本构造，

原理及使用方法等，学生需要掌握简单的数据处理，误差分析
等工作，以及测量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基本方法。以熟悉常规仪
器的基本操作，作为课程实习的主要内容，加深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主要实验项目包括了解并掌握经纬仪，全站仪的相关内
容，并掌握测绘法，方向观测法等以及四等水准测量，白纸测
图，地图数字化施工放样等基本方法。

三、课程思政的基本内涵
课程思政是以课堂为渠道，以教材为载体对知识进行传递

的一个过程。包括高校开设的各种理论与实践，思政课程主要
指的是思想政治领域的教育活动。其根本目标是为了能够全面
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体现高校政治工作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1.课程载体
思政课程是以各种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开展思政教育的

方式。而课程思政，则是要求所有课程的知识体系具备高度的
课程元素，教师也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各种教育
活动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2.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区别
思政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而课程思政则是具有

思政功能的专业性课程，它包括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课和选
修课等，并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并驾齐驱，发挥独有的功能来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

3.思政内容的优势
不同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主要是在课程中强化思政意

识，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课程建设的过程中来，让学生能够
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更加清楚了解思想政治方面的内
容。

总的来说，课程思政是依托于专业课来进行的思想政治教
育实践，或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融入到专业课程的建设中来的
一项实践活动。

二、数字地形测量学的基本内容
数字地形测量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首先学生要对测

量学的基础知识进行掌握。如坐标系，地形图基本知识，高程
系统直线定向等。其次要掌握角度如水平角，垂直角等测量原
理及相关的方法以及测距的基本方法，对测量过程中所产生的
误差进行全面分析，并给出处理的方法和措施。第三，要掌握
水准测量的基本原理及其方法，掌握三角高程测量的原理及其
方法，并对误差进行分析，找出消除误差的方法。第四，要掌
握控制测量的基本流程及计算测量导线的方法掌握前方交会，
后方交会和自由交会法等基本原理。第五，掌握误差的基本概
念以及衡量其精度的指标，掌握误差传播定律，并对其进行全
面应用，重点掌握算术平均值与加强平均值等计算方法。第六，
掌握测定碎部点的基本方法，对地物，地貌等表示以及测绘的
基本原理。第七，掌握大比例尺数字测图的全过程，重点掌握
利用站位仪草图法来进行数据采集的方式，掌握应用数字地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