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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航磁资料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基底结构及起伏形态、基底大断裂对盆地发展的控制作

用提出了一些看法，并据地球物理场特征加以描述。通过研究，认为伊盟南部和西部是深凹陷。

同时，利用%&’()’法对重磁资料进行联合计算，对寒武—奥陶系的厚度及分布范围加以确定，为今

后进行深层油气勘探提供了依据，还对盆地的构造发展及盖层的发育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航磁；基底岩性及深度；基底大断裂；鄂尔多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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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是中国十分重要的含油气盆地。在此，相继进行过$大阶段、#个时期的勘

探，发现了许多含油气构造，并对盆地的生成、构造特征和含油气层进行了研究，勘探深度由浅

层扩展到深层，勘探目的层由中生界扩展到古生界。随着勘探工作的深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

突出出来。目前，需解决基底结构、埋深和下古生界分布范围、厚度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

单靠地震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非地震方法。鉴此，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进行航磁资料解释

是必要的，对其基底结构及起伏形态、断裂的构造特征、盖层的分布、下古生界厚度及分布范围

等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为在该区进一步开展深部勘查工作提供参考资料。

! 磁场特征分析

航磁资料表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地区存在$种磁场面貌（图!），说明对应的基底结构、

盖层发育程度、火成岩的性质和分布范围是不同的。

!/位于中部的鄂托克旗—伊金霍洛旗—清水河和临县—岢岚一带，磁场表现为宽缓升高

变化的正异常带，异常强度!""*""01，当磁场上延不同高度后，仍显示为正异常带。据区域

地质资料，华北地台的基底由太古界和下元古界结晶岩系构成。这套地层沿盆地北部的乌拉

山和东部的吕梁山地区有出露。在乌拉山地区称作乌拉山群，在吕梁山地区称作滹沱群。乌

拉山群主要由变粒岩、片麻岩、斜长角闪岩、斜长角闪片麻岩夹磁铁石英岩组成。可以看出，这

套地层变质深，暗色矿物多，而且含有磁铁矿，所以磁性强，它们在磁场上往往能引起强度较大

的正异常带（区）。分布于包头—乌拉特前旗地区的乌拉山群正好与升高的正异常带对应较

好，两地异常带强度、形态和走向完全可以对比。所以，认为盆地中那些宽缓升高的正异常带

应是太古界乌拉山群强磁性基岩的反映。

-/位于盆地北缘的达拉特旗及南部的银川—乌审旗—神木—府谷地区，以平静变化的负

异常区为特征，强度一般在""2!""01之间变化，个别地区可达2-""01。当磁场上延不同

高度后，仍显示为宽缓降低的负异常区。在盆地西缘的贺兰山、桌子山见有太古界千里山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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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平面等值线

露，岩性主要由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变粒岩和混合岩组成，且这套地层为弱磁性。下元古

界色尔腾山群（岩性主要为混合岩化片麻岩、混合岩、片岩）也为弱磁性层，磁化率仅为数百个

!"单位。所以，这种平静变化的负异常区是下元古界—太古界千里山群和色尔腾山群的反

映。这套地层构成了该区的弱磁性基底。从磁场特征来看，这套地层厚度大，磁性弱，分布范

围广。总的来说，鄂尔多斯盆地的基底是由太古界和下元古界结晶杂岩构成，由于其岩性和岩

相不同，在磁场上反映为不同的面貌，其中变质杂岩一般在#$%%!&%%%’(就形成了。另

外，根据磁异常走向的多样性推测，这套太古代（或早元古代）变质杂岩系的造山运动持续的时

间较长。

)*在盆地东北部和东南部，航磁反映为剧烈变化的磁场区。其中那些峰值大、梯度较陡并

伴有负值出现的异常一般由中酸性岩体引起。从全区的磁场面貌分析，火成岩不发育，目前还

没有发现与火山岩有关的磁异常，仅在隆起区见有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磁异常，在坳陷区不

复存在，表明盆地内部火成岩不发育，亦即坳陷在构造上是相对稳定的。

& 航磁反映的主要基底大断裂

在航磁图上存在着这样的特征性磁场，即不同磁场区的界线、线性梯度带、串珠状异常带

或线性异常带等，它们往往是基底大断裂在磁场上的反映。依据这种特征性磁场，在鄂尔多斯

盆地北部发现了+条基底大断裂，其走向为东西向、北东向和北西向（图&），自北而南为杭锦

旗—达拉特旗断裂、杭锦旗—伊金霍洛旗断裂、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鄂托克旗南—乌审旗

北断裂、大保当—府谷断裂和榆林—五寨断裂。这些断裂形成于不同的地史时期，其中东西向

断裂最早，它可能在晚太古代或早元古代就已出现，在中、晚元古代已发展成主构造线，直接控

制着鄂尔多斯盆地构造的发展，并在古生代和中生代仍然活动，制约了古生界和中生界沉积层

的分布，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以北长期隆升，大部分地区已缺失下古生界沉积，而断裂南部

地区普遍接受了下古生界沉积。直到石炭纪，南北两侧构造变动趋于平衡，共同接受了上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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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化极垂向一阶导数

界和中生界沉积。可以看出，东西向断裂形成时间早，具有长期活动的特点。

北西向断裂明显晚于东西向断裂，在磁场上表现为切割了东西向断裂，并且明显阻挡了东

部北东向断裂的连续性。推测北西向断裂形成于加里东期，后期强烈活动，如杭锦旗—伊金霍

洛旗断裂以东的东胜地区被抬升较高，不但下古生界缺失，而且上古生界和中生界厚度也相对

较薄。

北东向断裂形成最晚，可能形成于晚古生代，而且活动强烈，主要表现出沿断裂基底的抬

升和下降，从而形成了沿北东向呈凸凹相间的构造面貌。

! 盆地基底起伏形态及盖层发育特点

尽管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做过大面积地震工作，但由于反射波信息差，至今对基底埋深还不

十分了解。前人将乌审旗东西向一线以北统称为伊盟隆起。笔者从新编制的鄂尔多斯盆地北

部结晶基岩深度图（图!）得知，伊盟隆起的实际范围仅在杭锦旗—伊金霍洛旗—托克托围限

的以北地区，其以西和北、南地区为深达"#$!%#$&’的基岩凹陷区。另外，结合重力资料，

用()*&+*法确定出了奥陶系的顶面埋深，再用相应范围的结晶基岩深度减去奥陶系的顶面深

度，就得到了寒武—奥陶系的厚度图（图,），由此可知前寒武系作为盆地的基底，古生界和中

生界构成了盖层沉积。通过这-张图的编制，基本上查明了基底起伏形态、盖层的发育程度和

寒武—奥陶系的分布特征。

从结晶基岩深度图可以看出，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有-个构造特征，一是呈凸凹相间分布，

走向为东西—北东东和北东，其深度由西向东变浅；二是重新划分了伊盟隆起范围，即隆起仅

位于杭锦旗—伊金霍洛旗断裂以东、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以北的东胜地区。原认为的伊盟

隆起西部和南部地区就是为基岩凹陷区，并且还是研究区基岩埋深最大地区（.#$!%#$&’），

它们是沿北东—北东东向断裂陷落而成的。

航磁反映的结晶基岩深度实质上就是盖层（古生界和中生界）的厚度。在百眼井、鄂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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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结晶基岩埋深

其中虚线部分为前人划分的伊盟隆起南界

图"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寒武—奥陶系厚度（单位：!"）

旗和银川地区结晶基岩埋藏深、盖层厚（#!$!"）。百眼井基岩埋深#!%!"，钻井在&’&%"
仍未穿三叠系；鄂托克旗基岩埋深%!$!"，伊(井和伊’)井分别在&%*%"和+,$#"未穿

奥陶系，可见盖层厚度较大。其中，中生界厚’!)!"，古生界厚&!,!"，而银川地区地震证

实属新生界断陷，新生界厚达&!,!"。南部的盐池、乌审旗、榆林地区结晶基岩埋深明显变

浅（)!#!"）。任+井在++)#"见震旦系地层；刘庆%井在’%*’"见寒武系地层；天深’井

在))#,"见元古界地层；伊’#井在&#*&"见下奥陶统地层。钻井资料揭示该区古生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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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分布普遍；中生界地层分布不均，西部薄而东部厚。中生界厚!!"#$；古生界厚%!&#$。

’ 基底大断裂在区域构造中的作用

在小比例尺航磁图上，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被东西向、南北向和北东向%组线性异常带围限

在三角形地区内，即北带在吉兰泰盐池，经包头、呼和浩特一线以南；西带在贺兰山以东；东带

在大同、靖边、固原连线西北。实际上，这%条线性异常带是%条深大断裂在磁场上的反映，北

为乌拉特前旗—呼和浩特深大断裂，西为鄂尔多斯西缘深大断裂，东为神木—阳原深大断裂。

由于受这%条深大断裂的限制，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构造位置显得十分特殊。虽然后期

经多次构造变动，但该区一直处于稳定的构造环境中，未受到构造变动的冲击，所以盆地内构

造变动微弱，地层没有发生强烈的褶皱，基本上呈水平状（产状!(!%(），断裂不十分发育，多以

同生断裂产生。火成岩也不发育。

但是，鄂尔多斯盆地的发展与区域构造的发展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航磁图反映的构

造特征分析，盆地北部构造的发生、发展主要受东西向（或北东东向）断裂的控制，北西向断裂

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北东向断裂在后期的构造发展中不仅对其有一定的控制作用，而且还

进行了强烈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从盆地断裂系、基底岩相带及其起伏

特征和展布方向可以看出基底的构造轮廓。

航磁图表明，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发育的%条东西向—北东东向断裂，自北至南依次为杭锦

旗—达拉特旗断裂、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和鄂托克旗南—乌审旗北断裂。它们构成构造骨

架，并明显地控制着区内地质构造的发展。从结晶基岩深度图可以看出，盆地北部凹陷最深、

构造最稳定的地区位于杭锦旗—达拉特旗断裂西段和鄂托克旗南—乌审旗北断裂所夹持的地

区，这一地区结晶基岩埋深在&!)#$，其中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和鄂托克旗南—乌审旗北

断裂夹持的鄂托克旗坳陷，结晶基岩埋深可达*!)#$。

鄂托克旗南—乌审旗北断裂以南，结晶基岩埋深变浅，一般为’!&#$，局部地区可达*
#$。基底构造不十分稳定，表现出凸凹不平的特点，说明这一地区在后期构造变动中活动性

较大，并受北东向（或北东东向）断裂的改造，使基底在整体下降过程中振荡运动较北部强烈。

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东段以北，结晶基岩埋深也明显变浅，一般为%!’#$，局部地段

可达&#$。可见，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以北地区构造活动性明显增大。造成这种构造格局

的真正原因是受东西向断裂控制的结果。

需要指出，在后期的构造发展中，北西向的杭锦旗—伊金霍洛旗断裂也起到同样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明显地将北部地区抬升了，结晶基岩埋深变浅（一般"!’#$），构造活动性增大，

从而使该区成为基岩隆起区，即东胜低隆起。由于该断裂属于扭性断裂，不但控制着区内地质

构造发展，而且还错移了东西向断裂和阻挡了北东东向断裂的西延。

上述的构造特征均被钻井所证实，如百眼井—准格尔旗断裂以北和杭锦旗—伊金霍洛旗

断裂以东地区的伊!!井、伊!"井和伊深!井揭露，下古生界基本缺失；百眼井—准格尔旗断

裂以南地区的伊+井、伊!&井揭露下古生界发育，且构造线及走向也逐渐向北东东向过渡。

& 结语

通过航磁资料的处理解释，结合重力资料进行分析，对鄂尔多斯盆地北部的基底岩相、基

岩起伏变化、构造格架特征及寒武—奥陶系厚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对今后在这一地区寻找

油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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