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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２００９ 年内蒙古锡林浩特—西乌旗地区 １∶５ 万比例尺的航磁资料为基础，结合地质、遥感、重力等资料，研
究了该区不同构造单元的航磁磁场特征，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该区的构造单元进行了划分。对比分析显示，

基于航磁推断的华北板块北缘断裂与地质上研究结果基本吻合，但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裂位置应从地质位置

处北移 １０ ～２０ ｋｍ。
关键词：航磁场特征；构造单元；华北板块北缘

中图分类号：Ｐ６３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 －８７０６（２０１７）０１ －００３５ －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３；修订日期：２０１６ －０８ －１０。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勘查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巴林左旗一带 １∶５ 万航空物探综合站勘查（编号：０７ －１ －ＨＫ０２）”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王卫平（１９６３—），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物探成果解释和方法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９１ １７３３４１７＠ｑｑ．ｃｏｍ。

０　引言

锡林浩特—西乌旗测区位于华北板块北缘与

西伯利亚板块南缘增生带的结合部位，区域地质条

件复杂，构造运动强烈，岩浆活动频繁，各时代地层

和各类岩浆岩分布广泛。２００９ 年进行了 １∶５ 万高
精度航磁测量，获得了丰富的磁场信息，展现出多

个不同磁场背景及磁异常特征区，它们是不同构

造、岩浆活动、地层及岩性分布区的综合反映，为本

区划分不同构造单元、确定构造单元边界和断裂构

造提供了重要依据［１ －３］。通过研究该次航磁资料，

并综合其他地质、物探资料，认为本区不同大地构

造单元具有不同的航磁磁场特征，根据该次航磁磁

场确定的 Ｆ１断裂与地质上确定的二连—贺根山深
断裂位置基本吻合；并且对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

断裂及破碎带的位置提出了新的认识，为今后研究

该区区域构造提供了重要的地球物理依据。

１　区域地质概况

区内元古宇和下古生界地层有零星分布，自上

古生界以后，各时代地层发育较全，其中新生界和

侏罗系分布最广，主要分布在测区的北部和东南

部。区内岩浆活动频繁，不同时期、不同岩性的侵

入岩和喷出岩均较发育，从超基性岩到酸性岩均可

见到，分布广泛。其中，基性 －超基性岩体主要分
布在北部的贺根山一带，中酸性侵入岩主要分布在

中南部，侏罗纪火山岩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第四纪

玄武岩主要分布在西部。

本区断裂构造可划分为 ＮＥＥ 向、ＮＮＥ 向、近
ＥＷ向和 ＮＷ向 ４ 组（图 １）。区内地质界划出的深
断裂和大断裂主要有二连—贺根山深断裂（图 １ 中
Ｆ１断裂）、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裂及破碎带（图 １
中 Ｆ２断裂）、温都尔庙—西拉木伦河深断裂。

（１）二连—贺根山深断裂。该断裂位于测区的
北部边缘，总体呈 ＮＥＥ 走向，沿断裂有蛇绿岩出
现，在贺根山一带最为发育。断裂带有明显的推覆

构造现象，断裂带上岩石破碎，糜棱岩化发育。断

裂两侧地层和岩浆岩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认为该

断裂是一条板块缝合线，是划分西伯利亚板块和华

北板块的分界线［４，５］。

（２）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裂及破碎带。该断
裂位于测区的中北部，总体走向为 ＮＥＥ。该断裂形
成于新元古代，早期为张性，晚期为压性，现为南倾

逆断层。断裂为锡林浩特地块与华力西晚期地槽

褶皱带的分界线。锡林浩特地块古生代沉积较薄，

断裂带北侧泥盆纪时为洋中脊。在该深断裂与查

干敖包—阿荣旗超岩石圈断裂间形成南、北 ２ 大板
块的聚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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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内蒙古锡林浩特—西乌旗地区地质概况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Ｘｉｌｉｎｈｏｔｅ －Ｘｉｗｕｑｉ ａｒｅａ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３）温都尔庙—西拉木伦河深断裂。该断裂位
于测区南部边缘，总体呈近东西走向，为超岩石圈

断裂；该断裂形成于早古生代末期，在晚古生代及

中生代、新生代均有活动。断裂晚期具有左行剪切

性质，为加里东地槽褶皱带与华力西地槽褶皱带分

界线。沿断裂带有加里东期超基性岩体分布，有华

力西期、燕山期中酸性岩体侵入，断裂带本身具有

长期多次活动特点。

２　航磁磁场特征与大地构造单元

根据该区航磁 ΔＴ磁场图（图 ２），并参考航磁
ΔＴ化极和向上延拓图件等可以看出，本区北西部
表现为以升高变化的强磁场为主要特征，中部为大

面积的降低变化磁场区，而东南部为升高的变化磁

场区。根据上述区域磁场特征，将该测区划分为阿

尔善宝力格—乌尼特牧场升高磁场区、锡林浩特—

西乌珠穆沁旗降低变化磁场区、林西—巴林右旗升

高变化磁场区。

Ｉ．阿尔善宝力格—乌尼特牧场升高磁场区；ＩＩ．锡林浩特—西乌
珠穆沁旗降低变化磁场区；ＩＩＩ．林西—巴林右旗升高变化磁场区

图 ２　锡林浩特—西乌旗地区航磁ΔＴ磁场分区
Ｆｉｇ．２　Ｚｏｎｅ ｍａｐ ｏｆ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ΔＴ）

ｏｆ Ｘｉｌｉｎｈｏｔｅ －Ｘｉｗｕｑｉ ａｒｅａ

在大地构造单元上，阿尔善宝力格—乌尼特牧

场升高磁场区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增生带上，磁

场特征表现为 ＮＥ 向和 ＮＥＥ 向的、规模宏大的升高
磁场，在航磁ΔＴ化极上延 ５ ｋｍ 磁场图上，也表现
为区域性的升高磁场，而且上述强磁异常在重力场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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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对应相对重力高。认为该区域的强磁异常为

华力西期超基性、基性侵入岩引起，并且受二连—

贺根山深大断裂控制。该磁场区在大地构造单元

上与西伯利亚板块南部边缘增生带基本对应。

锡林浩特—西乌珠穆沁旗磁场区位于华北板

块北缘部分，磁场特征较为复杂，磁异常走向各异，

总体上表现为磁力高与磁力低相间分布的格局，说

明两大板块存在着明显的构造差异。磁异常走向

以 ＮＥ 向为主，其次为 ＮＥ 和近 ＥＷ向，以区域性的
降低变化磁场为主要特征。在重力场上表现为相

对降低的区域背景重力场上，分布一系列 ＮＥ 向、
ＮＥＥ 向的重力高与重力低相间分布的异常带。该
磁场区在大地构造上对应 ＮＥ 向的锡林浩特区域
性复背斜和林西区域性复向斜，上述区域性磁场和

重力场特征反映了复背斜和复向斜的构造特征。

（ａ）．航磁ΔＴ化极等值线平面；（ｂ）．航磁ΔＴ化极上延 ５ ｋｍ等值线平面

图 ３　巴彦诺尔—哈日台二级断裂（Ｆ３）航磁特征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ｂｏｕｔ Ｂａｙａｎｎｕｏｅｒ －Ｈａｒｉｔａ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ｕｌｔ（Ｆ３）

林西—巴林右旗磁场区航磁异常走向以 ＮＥ
向为主，其次为 ＮＷ和近 ＥＷ向，该磁场区东部磁
场升高幅度相对较大，西部地区磁场升高幅度相对

较小，总体上以区域性升高变化的磁场为主要特

征。该磁场区随着向上延拓高度的不断增加，区域

磁力高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向上延拓到 ５ｋｍ时，该
磁场区反映为几个规模较大的 ＮＥ 向或 ＮＥＥ 向的
区域磁力高异常，反映了深部存在规模较大的磁性

体。在重力场上，该磁场区位于区域重力高异常

区，在深部构造上对应莫氏面隆起区，并且区内航

磁、重力线性梯度带和其它异常特征线分布较多，

有些与地质上确定的断裂基本吻合，并控制了侵入

岩体和火山岩的分布。该磁场区中酸性侵入岩和

中基性火山岩分布广泛，是产生区域性升高变化磁

场的主要原因。

３　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裂航磁特征

据内蒙古自治区区域矿产总结［２］，锡林浩特地

块北缘深断裂切割岩石圈，构成苏尼特右旗晚华力

西地槽褶皱带与西乌珠穆沁旗晚华力西地槽褶皱

带二级构造单元分界线［２，６ －８］。其形成于新元古

代，晚古生代和中生代又发生继承性活动，早期为

张性，晚期为压性，属北倾逆断层，走向 ＮＥＥ，途经
区内巴颜诺尔—白音诺尔—浩沁—西乌旗南—格

根庙—巴彦布拉格一带。

通过地质资料与大比例尺高精度航磁资料的

综合对比分析，区内沿巴颜诺尔—白音诺尔—浩

沁—西乌旗南—格根庙—巴彦布拉格一线，航磁

ΔＴ异常反映的线性特征并不明显，大部分地段切
割磁性块体；尤其在航磁ΔＴ化极上延不同高度的
磁场图中线性特征更不清晰，反映两侧并未形成较

大的构造变异。

然而，在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裂北侧，沿巴彦

诺尔—巴彦宝力格南—巴拉干敖包北—包德民陶勒

盖—吉格斯台乌拉—布吉格敖包东一线航磁推断的

巴彦诺尔—哈日台二级断裂（图 １ 中 Ｆ３断裂），不仅
航磁ΔＴ异常线性特征分布清晰、地质构造迹象明
显，且基本与布格重力异常变异带或梯级带及遥感影

像不同色调分界线吻合（图 ３、４），表明断裂带具有一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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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巴彦诺尔—哈日台二级断裂（Ｆ３）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ａｂｏｕｔ Ｂａｙａｎｎｕｏｅｒ －Ｈａｒｉｔａｉ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ｆａｕｌｔ（Ｆ３）

定的切割深度和延伸规模，两侧存在较大的构造变异。

鉴于航磁推断的巴彦诺尔—哈日台二级断裂

带（Ｆ３）南距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裂 １２ ～２０ ｋｍ、
二者呈近乎平行展布的特点，且具备构成大地构造

单元分界的重磁特征，应作为分割苏尼特右旗晚华

力西地槽褶皱带与西乌珠穆沁旗晚华力西地槽褶

皱带二级构造单元的界线。也就是说，构成苏尼特

右旗晚华力西地槽褶皱带与西乌珠穆沁旗晚华力

西地槽褶皱带二级构造单元分界的所谓锡林浩特

地块北缘深断裂，应向北移 １２ ～２０ ｋｍ，至航磁新发
现的巴彦诺尔—哈日台二级断裂（Ｆ３）。

４　结论

（１）锡林浩特—西乌旗地区不同构造单元具有
不同的磁场特征，为该区区域构造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地球物理信息。

（２）二连—贺根山深断裂的航磁场特征反映了
断裂两侧地层和岩浆岩活动具有明显的差异，印证

了该断裂是一条板块缝合线，是划分西伯利亚板块

和华北板块的分界线。

　　（３）根据航磁场特征，锡林浩特地块北缘深断
裂应向北移 １２ ～２０ ｋｍ，至航磁新发现的巴彦诺
尔—哈日台二级断裂（Ｆ３）。这一推论望引起地质
界重视，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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