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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明确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基底断裂特征, 在分析其重磁场特征基础上, 采用小波多尺度分解和

功率谱分析的方法获取了基底重磁异常场, 并对其基底断裂构造进行了综合识别和解释。研究发现盆地北

部布格重力异常场呈东高西低、航磁场呈近东西、正负相间排列的特征; 盆内发育 28 条基底断裂, 整体上

以 NE 向和 EW 向基底断裂为主, NW 和 SN 向基底断裂错断或斜交分布的构造格架; EW—NE 向基底断裂

形成于~1.95 Ga 阴山地块与鄂尔多斯地块的陆陆碰撞事件, 其中新召北—泊尔江海子南(F4+F10)基底断裂

带在中元古代之前是一条不同构造单元的分界线; SN—NW 向基底断裂是上述陆陆碰撞过程中形成的撕裂

构造, 中元古代在近 EW 向拉张应力场下选择性激活。盆地北部基底断裂体系形成是不同陆块相互作用的

产物, 并在后期选择性活化, 为研究华北克拉通化和再造过程提供了构造变形的证据。 

关键词: 克拉通化和再造; 构造格架; 基底断裂; 基底重磁异常场;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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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lucid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ement faults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an analysis of its  
gravity and magnetic field characteristics was conducted. Wavelet multiscale decomposition and power spectrum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identify and interpret the obtained basement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 field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Bouguer Gravity anomaly field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exhibited higher values in the east and lower values in the west. Simultaneously, the aeromagnetic field was  
organized into zones of nearly east–west (EW) positive and negative. A total of 28 intra-basin basement fault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with north–east (NE) and EW trending basement faults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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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ominant, and NW and SN trending faults distributed in a staggered or oblique tectonic framework; The 
EW–NE basement fault originated from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event between the ~1.95 Ga Yinshan Block and 
the Ordos Block. The Xinzhao North–Porjianghaizi South (F4+F10) basement fault zone serves as a boundary of 
different tectonic units before the Mesoproterozoic. Moreover, The SN–NW trending faults are a tearing structure 
formed during the continental collision process, selectively activated in the EW-trending tensile stress field in the 
Mesoproterozoic. The formation of the basement fault system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is attributed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ntinents and is selectively activated in later stages. This evidence of structural 
deformation contribut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study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ization and reactivation process. 
Key words: cratonization and reactivation; structural framework; basement fault; basement gravity and magnetic 
anomaly fields; northern Ordos Basin 
 
断裂构造是一个恒久而弥新的地学研究领域。

基底断裂是指切穿地壳上部变质结晶基底的断裂 , 
它不仅是地壳长期构造变形信息的直接载体, 而且

往往控制着盆地各时期构造格局、岩浆活动和沉积

地层的形成等, 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不同类型矿产资

源 的 形 成 与 分 布 ( 张 文 佑 等 , 1977; 魏 文 博 等 , 
1993)。长期以来, 鄂尔多斯盆地多被认为是一个盆

缘断裂构造较发育、盆内构造变动微弱的稳定克拉

通叠合盆地, 但近年来随着地震勘探资料品质的不

断提高, 尤其是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地区, 发现了由

泊尔江海子、乌兰吉林庙和三眼井等大型基底断裂

组成的近东西向杭锦旗断裂带(图 1b; Yang et al., 
2013, 2015b), 并初步揭示了这些基底断裂构造-差

异隆升活动与不同层系富集的油气、氦气、煤以及

铀矿等多种能源矿产关系密切, 引起学者们对盆地

北 部 基 底 断 裂 系 统 的 高 度 关 注 (姚 宗 惠 等 , 2003; 
Yang et al., 2015a; Bai et al., 2020; 何发岐等, 2022; 
张威等, 2023a, b)。 

目前, 尽管多位学者已经依据航磁资料对盆地

北部基底断裂进行了识别, 总体上提出该地区发育

了 EW、NE 和 NW 向三组基底断裂, 但对其基底断

裂位置、数量、形态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差别, 且与

地震资料识别中元古代近 SN 走向的断裂系统匹配

不上(丁燕云, 2000; 潘爱芳等, 2005; 李明等, 2010; 
何紫娟, 2013; 孙乃泉等, 2020; 张威等, 2023a), 主

要原因可能与航磁资料精度不高、布格重力资料多

被忽视、缺乏有效基底异常场分离、识别基底断裂

方法单一、地震资料验证少等因素有关。对于盆地

北部 EW—NE 向构造, 前人基于研究区断层平面分

布与区域陆块拼合模式图推测其与~1.95 Ga 北部阴

山地块沿 SWW—NEE 方向与鄂尔多斯地块碰撞拼

合有关(王涛等, 2007; 田刚等, 2024), 但并没有提

供实际的证据。显然, 盆地北部基底断裂系统整体

再解释和认识对于探讨华北克拉通化和再造过程也

至关重要。 
本次研究应用小波多尺度分解和功率谱分析

相结合方法对盆地北部重磁异常场进行逼近场和细

节场的分离, 定量计算了各细节场的源体埋深 , 获

取了盆地北部基底重磁异常场。对基底异常场进行

位场边缘识别技术处理, 并结合多条地震剖面和人

工地震剖面的解释成果以及区域地质构造的认识 , 
从平面和剖面上对盆内基底断裂进行了识别和分

类。在明确基底断裂构造特征基础上, 探讨了基底

断裂之间的构造关系, 以及它们对于前寒武纪华北

克拉通西部陆块形成的构造意义。该研究有助于推

进对盆地北部深部断裂构造特征和演化过程的认识, 
也为下一步克拉通盆地矿产资源勘探、克拉通化和

再造过程构造变形的研究提供重要地质依据。 

1  地质背景 

鄂尔多斯盆地位于华北板块西部, 东接吕梁隆

起、西临贺兰山冲断带, 南、北分别隔新生代渭河

盆地和河套盆地与秦岭造山带和阴山—燕山造山带

相望(图 1a)。自古元古代中晚期鄂尔多斯地块相继

与北部阴山陆块以及东侧东部陆块碰撞拼合形成稳

定的华北克拉通基底后, 在中元古代伸展构造背景

下发育了晋陕、甘陕、宁蒙、贺兰等多个裂陷槽(Zhao 
et al., 2005; 冯娟萍等, 2018; 包洪平等, 2019)。古生

代以来, 鄂尔多斯盆地整体处于北古亚洲洋、西南

特提洋和东滨太平洋三大不同构造域活动交汇的构

造转化复合区带 , 相继经历了早古生代陆表海-陆

缘海盆地、晚古生代内陆克拉通滨浅海盆地、中生

代内陆坳陷盆地和中生代晚期尤其是新生代以来区

域差异隆升-周缘断陷等多个演化阶段(郭忠铭等 , 
1994)。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地区经历了上述相似区域

构造演化过程, 沉积盖层与全盆整体地层基本一致, 
但受北东继承性隆起带和杭锦旗断裂带差异活动的

影响, 也存在一定差异, 表现为沉积地层多向隆起

区尖灭或缺失(图 1b)。从老到新沉积地层主要包括

中元古界长城系、中奥陶统马家沟组、上石炭统、

二叠系、三叠系、中侏罗统、下白垩统志丹群(图

1b)。它们整体磁性很弱, 区域磁异常很好反映了基

底断裂特征的信息(田刚等, 2024)。此外, 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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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构造位置(a)和区域地质构造图(b) 
Fig. 1  Tectonic location (a) and regional Geologic map (b) of northern Ordos Basin 

 

中西部中元古代发育了多个近 SN 走向的裂陷槽, 
造成中元古代地层厚度差异大(孙乃泉等, 2020; 张

威等, 2023a), 布格重力异常特征明显, 也是基底断

裂识别的重要指标。 

2  重磁数据 

2.1  数据前期处理 
航磁∆T 异常和布格重力异常数据主体比例尺

为 1: 20 万、局部为 1: 50 万, 并通过克里金网格化

得到 2 km×2 km 的规则网格(图 2 和图 3)。研究区

南北跨越地理纬度近 3°, 磁倾角和磁偏角变化大 , 
以纬度间隔 1°和经度间隔 2°, 将全区分成相互连接

的 6 个带, 进行变磁倾角化极处理, 得到了盆地北

部航磁∆T 化极异常场(图 2)。 
2.2  小波多尺度分解 

重磁异常场是地下所有地质体物性的综合反

映, 为了获取基底重磁异常场, 采用对称性、紧支

撑性较好的 Daubechies 小波(许家姝等, 2014)对盆

地北部航磁化极异常和布格重力异常数据矩阵进行

分解。与传统的方法相比, 小波多尺度分解方法可 

 

图 2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T 化极异常图 
Fig. 2  Anomaly map of ∆T magnetic pole reduction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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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布格重力异常图 
Fig. 3  Anomaly map of Bouguer gravity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图 4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a~f)和布格重力(g~l)1~6 阶小波细节功率谱图 
Fig. 4  Power spectra of Magnetic (a–f) and Bouguer gravity (g–l) wavelet details from 1–6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以把位场异常分解成不同尺度的逼近场和细节场 , 
并可结合功率谱法(Spector et al., 1970)建立分解场

源与深度的对应关系 , 赋予了相应的地质意义(杨

文采等, 2001)。重磁数据 T 经过一阶至 N 阶分解, 可

以得到 N 阶逼近数据 AN, 代表地表某深度 H 以下, 
场源体磁异常的综合反映; 细节数据 DN 则代表两

个相邻深度之间夹心层形成的异常响应, 是一个既

滤除了浅层局部异常又滤除了深部背景异常之后所

余下的异常(刘金兰, 2008)。当 N 阶与 N–1 阶逼近

场变化很小时, 确定 N 为最终分解尺度的最大阶数

(刁博等, 2007), 进而将本次研究小波分解尺度定为

6 阶。同时采用对数功率谱方法计算 1~6 阶小波细

节场对应的近似等效场源深度。从图 4 可以看出, 
随着分解阶次增大, 直线段倾角越来越大, 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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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源深度越来越深。钻井资料揭示盆地北部基底埋

深总体呈东北浅、西南深, 约为 2~10 km, 基本与小

波三阶和四阶细节异常深度相对应。因此, 本次研

究着重介绍盆地北部重磁 3~4 阶细节场的特征。 
2.3  航磁∆T 化极异常场和 3~4 阶细节场特征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新召—乌审召—伊金霍洛

旗一带表现为近 EW 向、略向南凸出的高航磁异常

条带, 局部异常值高达 500 nT; 公卡汗至伊金霍洛

旗区域表现为 NW 较宽负磁异常条带, 局部异常值

低至–200 nT; 杭锦旗东部主要为 NE 向的负磁异常

条带 , 与公卡汗至伊金霍洛旗负磁异常条带相连 , 
整体构成了近 EW 向、向南突出的负异常带。杭锦

旗北侧呈现出了近 EW 向、形似新召—乌审召—伊

金霍洛旗高航磁异常条带, 但其东部高航磁异常呈

串珠状排列, 明显较弱, 与盆缘包头同纬度 EW 向

高航磁异常条带相连。准格尔旗至河曲航磁异常主

要为正航磁异常带, 但异常值整体较低。宏观上看, 
盆地北部区域航磁异常整体呈近 EW 向的正负条带

状或串珠状展布。 
在航磁 3~4 阶小波分解细节图上可以看出, 异

常幅值形态以条带状、串珠状、团状为主, 其中 3
阶细节图中航磁异常呈正负相间、交替出现的特征, 
4 阶细节图磁异常平面样式基本与航磁化极异常图

类似, 两者场源视深度在 2.17~14.75 km 之间, 很好

反映了上地壳基底结构特征(图 5a, b)。 
2.4  布格重力异常场和小波 3~4 阶细节异常特征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图 3)显示, 
该区域的重力场异常在乌审旗—乌审召—杭锦旗以

东主要表现为 NEE 向延伸的重力高区域, 其中东

胜、伊金霍洛旗和神木西侧重力高异常尤为突出 , 
局部高达–90 mGal; 以西地区表现为 NNW 向延伸

的重力低区域, 尤其在鄂托克旗和新召—公卡汗区

域重力异常低值尤为突出 , 局部区域最小值达到

–160 mGal。重力场异常总体趋势表现为北东高、西

南低, 具有明显的分区性, 与现今基底北东高、西

南低趋势一致。在盆地北缘包头以南、西缘磴口以

西和平罗地区重力等值线分别呈近 EW 向、NNE 向

和 SN 向延伸, 都表现为重力低异常区, 对应于盆

缘新生代的河套盆地和银川盆地。 
从布格 3~4 阶小波细节图可以看出, 3 阶小波异

常图中盆内中东部以 NE 向条带状为主, 西部公卡

汗—鄂托克旗一线出现了近 SN 条带异常; 在 4 阶

小波异常图中, 杭锦旗—乌审召地区 NW 转 SN 向

异常条带异常明显, 盆缘包头和平罗也出现了十分

醒目的重力低值带, 与新生代断陷盆地轮廓呈较好

对应关系。总体而言, 3~4 阶小波细节异常对上地壳

结构特征反映也更加直观, 主要为 2.85~14.21 km
的地质体产生的异常(图 5c, d)。 

 

图 5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a, b)和布格重力(c, d)小波多尺度分解 3~4 阶细节图 
Fig. 5  Detailed map depicting the 3–4 orders of Magnetic (a, b) and Bouguer gravity (c, d) wavelet multiscale           

decomposition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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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底断裂识别与解释 

3.1  基底断裂识别方法 
为了提取基底重磁异常场反映的基底断裂构造

信息, 首先对盆地北部重磁小波三阶和四阶细节异

常求取 0º、45º、90º 和 135º 不同方向的水平一阶导

数(图 6a, b), 通过极值突出某一方向线性构造特征。

然后分别对重磁小波三阶和四阶细节异常进行归一 

 

图 6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 3 阶细节水平一阶导数 135°方向基底断裂识别图(a), 布格 3 阶细节水平一阶导数 90°方
向基底断裂识别图(b), 航磁 4 阶细节异常 NVDR_THDR 基底断裂识别图(c)和布格 3 阶细节异常 NVDR_THDR 基底

断裂识别图(d) 
Fig. 6  Identification map of basement faults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showing the direction of 135° for the first    
derivative of the Magnetic 3-order detail level (a) and 90° for the first derivative of the Bouguer gravity 3-order detail   
level (b), NVDR_THDR basement fault identification map of the Magnetic 4-order detail anomaly (c) and the Bouguer 

3-order detail anomaly (d) 

 

图 7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基底断裂识别平面分布图 
Fig. 7  Distribution map of basement fault identification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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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人工地震基底断裂分布图(修改自滕吉文等, 2008) 
Fig. 8  Distribution of basement faults of artificial earthquakes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modified from TENG et al., 2008) 
 
化总水平导数垂向导数(NVDR_THDR)(图 6c, d)计
算, 通过极大值来识别线性构造。该方法提高了埋

深较大地质体的识别能力 , 更好突出线性构造位

置(Wang et al., 2009)。最终结合其它重磁相关图件

和地震剖面解释成果(图 8, 9), 确定基底断裂具体

位置和产状 , 厘定了盆地北部基底断裂构造体系

(图 7)。 
3.2  基底断裂平面分布特征 

研究区解译出了盆内基底断裂 28 条(图 7), 按

走向可明显分为 NE、EW、SN 和 NW 向等, 其中

NE 向断裂主要分布于盆地中东部, EW 向断裂主要

分布于盆地中西部, 中间以一条大型 NNW—SN 向

的基底断裂为分界线。SN 向断裂与 EW 向断裂类

似, 主要分布于盆地中西部, 且大型 SN 向断裂多

处明显错断 EW 向断裂。NW 向断裂在盆地内均有

分布, 整体规模较小, 但多处可见它们错断 EW 向

和 NE 向断裂。整体上盆地北部呈以 NE 向和 EW

向基底断裂为主 , NW 和 SN 向构造斜交分布的  
构造格架, 显示了研究区内构造活动的多期性和复

杂性。 
3.3  基底断裂构造特征 

(1)NE 向基底断裂 
盆内 NE 向断裂(F7~F15)主要分布在盆地中东

部, 与航磁化极异常图(图 2)和布格重力异常图上

(图 3)显示盆地东部整体以 NE 走向异常条带一致; 
在航磁小波 3~4 阶细节图(图 5a, b)显示为多个 NE
向正负相间排列或斜列的条带异常; 在盆地北部航

磁 3~4 阶细节异常 135°方向水平一阶导数(图 6a)上
显示为极值的连线, 在 NVDR_THDR 图上(图 6c)均
表现为极大值的连线。NE 向基底断裂整体以泊尔

江海子南断裂(F10)为分界, 南侧基底断裂多南倾 , 
北侧基底断裂多北倾(图 7), 部分基底断裂在人工

地震剖面图速度等值线上表现为横向变化剧烈带

(图 8), 在地震剖面上显示为断面高陡且向上延伸

 

图 9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 A—A’地震剖面解释图 
Fig. 9  Interpretation map of the A–A’ seismic profile in northern Ordos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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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盖层 , 甚至出露于地表 , 垂直断距多下逆上正 , 
经历了多期构造活动(图 9)。 

以泊尔江海子断裂 (F9)和泊尔江海子南断裂

(F10)为例, A—A’地震剖面(图 9)显示泊尔江海子断

裂(F9)在变质结晶基底内是由三条北倾、宽约 3 km
的次级断裂组成, 其中北侧次级断裂向上切穿盖层, 
并出露于地表, 属于复活型-基底先存断裂。另外两

条次级断裂与泊尔江海子南断裂(F10)类似 , 向上

逐渐消失长城系底界面, 在盖层期没有复活, 属于

基底先存断裂。在泊尔江海子南断裂(F10)南侧也发

现了南倾的断裂, 且与北倾断裂构成了对冲断裂构

造组合样式。基于这些基底断裂与长城系角度不整

合的接触关系, 指示它们形成于长城纪之前, 属于

基底形成期在近 SN 向构造挤压应力体系下同期的

收缩构造变形。 
(2)EW 向基底断裂 
EW 向断裂(F2~F6)主要分布在盆地中西部, 在

航磁小波 3 阶细节图表现为几条 EW 向异常条带相

间分布 , 在盆地北部航磁 3 阶细节水平一阶导数  
0°方向图(图 6a)表现为极值的连线, 在航磁 3~4 阶

细节异常 NVDR_THDR 图上(图 6c), 均表现为极大

值的连线。B–B’地震剖面显示(图 10a), 新召北断裂

(F4)北倾、新召断裂(F5)和鄂托克旗北断裂(F6)南倾, 
它们在中元古代长城纪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伸展构造

活动, 但从剖面长城系从北向南地层厚度变化不大

来看, 这些 EW 向断裂并不是长城纪的控边断层。

基于基底局部段地震反射特征发现(图 10b), 其内

存在大量南倾的地震反射, 宽度超 40 km 以上, 并

向上消失于长城系底界, 揭示了 EW 向断裂与 NE
向断裂类似, 都形成于长城纪之前; 盖层期基底先

存构造带存在选择性激活, 其中部分 EW 向断裂在

显生宙被多次激活, 不同程度的控制着盆地北部的

构造格局(Yang et al., 2013, 2015b)。在新召断裂(F5)
上盘存在一个明显的地震反射界面, 上、下部地震

反射整体呈近垂直关系(图 10b), 反映了长城系沉

积之前该地区局部发生了一期断陷活动。 
(3)SN 和 NW 向基底断裂 
SN 向断裂在布格重力 3 阶细节水平一阶导数

90°方向图上表现为极值的连线(图 6b), 在布格异常

3~4 阶细节异常 NVDR_THDR 图上呈极大值的连线

(图 6d), 在新召和公卡汗等局部段可见 EW 向断裂

构造痕迹, 指示 EW 向断裂构造受到 SN 向断裂改

造。同时东胜东南部、杭锦旗和公卡汗西北部区域

也发现了多条错断 NE 和 EW 向断裂的 NW 向断裂

(图 7), 它们在 NVDR_THDR 图上呈极大值的连线

(图 6)。研究区中西部 NW 向断裂部分向南延伸过程

中转变为 SN 向构造, 如浩饶召—乌审召西断裂(F23)

和新召东断裂(F26)。在 B–B’地震剖面(图 10)和 C–C’
地震剖面上(图 11), 浩饶召—乌审召西断裂(F23)和
新召东断裂(F26)均倾向西南、以铲式分别控制长城

纪东断西超裂陷槽的沉积。依据基底内断裂处地震

反射的宽度和产状, 确定这两条断裂是近 SN 走向

基底先存构造带在长城纪伸展构造背景下再活化形

成(图 10b 和图 11)。同时, 这两个断裂上下盘二叠

系、三叠系地层厚度存在一定差异, 表明它们在显

生宙也经历了多期不同性质的构造活动, 但构造强

度明显要比 EW—NE 向基底断裂构造活动弱。 

4  讨论 

4.1  基底断裂之间构造关系 
从盆内基底断裂的空间分布来看(图 7), 这些

EW 向断裂(如 F4、F5 和 F6)与 NE 向断裂(如 F10、

F14 和 F15)被 NNW—SN 向浩饶召—乌审召西断裂

(F23)右行走滑错断, 东段 NE 向断裂局部被 NW 向

断裂改造发生偏移和错位, 西段 EW 向断裂主要被

NW—SN 向新召东断裂(F26)左行错断, 说明了 NE
和 EW 向断裂早期同属于一条大型断裂构造带, 形

成时间要早于 NNW—SN 向基底断裂。通过 NE 和

EW 向局部断裂构造与长城系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证实了它们整体是长城纪之前(<1.8 Ga)近 SN 向构

造挤压应力体系作用的产物。田刚等(2024)指出鄂

尔多斯地块在古元古代中期(~1.95 Ga)与北部阴山

地块沿 NNW—SSE 方向陆陆碰撞拼合(Zhao et al., 
2005), 导致鄂尔多斯地块四条一级基底断裂控制 5
个二级构造单元的内部构造格局形成, 其中北部构

造单元受到这种近 SN 向的碰撞改造最为强烈, 形

成了大量近 EW—NE 向构造, 而中南部构造单元改

造相对较弱, 仍以 NE 向构造为主。本次研究确定

了盆地北部存在大量 EW—NE 向基底断裂, 其断裂

走向、对冲组合型式和形成时间均符合上述推断的

认识, 进一步支持这些 EW—NE 向基底断裂形成于

阴山地块与鄂尔多斯地块的陆陆碰撞事件。 
目前地震剖面已经证实, 研究区中西部发现了

与上述近 EW 走向的孔兹岩带呈近垂直、SN 走向、

西倾的独贵、蒋家梁和百眼井等多个中元古代裂陷

槽(孙乃泉等, 2020; 张威等, 2023a), 揭示了近 SN
向基底断裂主要在长城纪构造活动。在巴西 Tucano
裂谷盆地也发现了这种与早期造山带边界走向近垂

直的断陷存在, 推测控陷断裂属于早期造山碰撞挤

压过程中撕裂构造的活化(Milani et al., 1988)。研究

区地震剖面上显示了浩饶召—乌审召西断裂(F23)
和新召东断裂(F26)是 SN 走向先存构造局部铲式向

下激活形成, 控制盆地北部中元古代裂陷槽走向和

分布, 与巴西 Tucano 裂谷盆地形成机制类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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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 B—B’地震剖面解释图 
Fig. 10  Interpretation map of B–B’seismic profile in the north Ordos Basin 

 
 
 
 
 
 
 

 

 

图 11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 C—C’地震剖面解释图 
Fig. 11  Interpretation map of C–C’ seismic profile in the north Ordos basin 

 
NNW—SN 向断裂切割了 EW—NE 向断裂, 可能是

上述陆陆碰撞期间形成的撕裂构造 , 中元古代在

EW 向拉张应力场下选择性激活(图 12)。盆地东部

也发现了一条 NW 向延伸、长约 150 km 的榆树湾

基底深大断裂(贺小元, 2012), 其位置大致对应于本

次研究推断的河曲西—东胜断裂(F16)。根据裂变径

迹年代学的研究, 认为该断裂可能在三叠纪以来开

始活动。因此, 推断研究区东部 NW 向断裂被部分

激活时间可能相对较晚。 
4.2  新召北—泊尔江海子南断裂带的构造意义 

盆内发育了多条 EW—NE 向基底断裂, 但它们

以新召北断裂(F4)和泊尔江海子南断裂(F10)为界 , 
北侧基底断裂多北倾、南侧基底断裂多南倾, 整体

构成对冲断裂组合, 其中北侧胜 2 井、锦 12 井、锦

14 井、锦 15 井和锦 117 井基底岩样形成于新太古

代晚期—古元古代早期(2.51~2.46 Ga), 南侧鄂 1
井、准 1 井、霍 3 井和招探 1 井基底岩样均形成于

古元古代中期(2.2~1.95 Ga), 表现出了明显的岩石

年龄差异(图 12; Tian et al., 2023)。孙少槐(2019)通
过大地电磁测深阵列数据获取了鄂尔多斯盆地北部

三维电阻率模型发现 , 北部中上地壳存在一条近

EW—NE 向的高阻体 RO, 与新召北—泊尔江海子 
 
 
 
 
 
 



288 地 球 学 报 第四十五卷 
 

 
 
 
 

 
 

 

图 12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基底断裂体系与西部陆块构造格架关系图(年龄数据引自 Tian et al., 2023) 
Fig. 1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ement fault system in the northern Ordos Basin and the tectonic framework of the 

Western Block (dating data cited from Tian et al., 2023) 
 

南断裂带位置相似。结晶基底变质岩的孔隙度和含

水度一般较小、电阻率较大 , 整体为高阻层, 但盆

地北部内却显示出一条异常高阻带, 表明其基底内

横向岩体的不均一性, 可能是不同地体之间在相互

挤压应力作用下导致其构造边界电阻率值异常高的

结果。同时对比 Zhao et al.(2005)提出的孔兹岩带和

Kusky et al.(2016)提出的内蒙古—河北造山带推测

的南部构造边界, 发现新召北—泊尔江海子南断裂

带部分平行于内蒙古—河北造山带的南部边界, 并

与孔兹岩带的南部边缘部分重合(Zhao et al., 2005; 
Kusky et al., 2016)。尽管孔兹岩带南部构造边界的

差异仍有待解决, 但目前证据表明新召北—泊尔江

海子南断裂带形成于阴山地块与鄂尔多斯地块的碰

撞事件 , 可以作为不同构造单元的分界线(Tian et 
al., 2023)。杭锦旗断裂带作为上述先存构造带在盖

层期复活型-基底断裂带 , 古生代以来控制着盆地

北部构造-沉积格局(Yang et al., 2015b), 与不同层

系富集的多种能源矿产关系密切(Yang et al., 2015a; 
Bai et al., 2020), 比目前流行以乌海—鄂托克旗—
准格尔旗一线划分现今伊盟隆起和伊陕斜坡两大构

造单元的边界更为合理(田刚等, 另文发表)。综上所

述, 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基底断裂体系的发育和定型

是不同陆块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后期经历了不同程

度的活化, 为研究华北克拉通化和再造过程提供

了构造变形的证据。 

5  结论 

(1)鄂尔多斯盆地北部航磁异常场呈近东西、正

负相间排列的特征, 反映了基底横向不均一性; 重

力异常场总体趋势表现为北东高、西南低, 具有明

显的分区性, 反映了研究区现今基底北东高、西南

低的趋势。 
(2)鄂尔多斯盆地北部重磁 3~4 阶细节异常反映

2~14 km 深度的场源信息, 与其基底埋深类似, 代

表了基底重磁异常场的反映。 
(3)鄂尔多斯盆地北部发育了 28 条盆内基底断

裂, 整体上以 NE 向和 EW 向基底断裂为主, NW 和

SN 向断裂错断或斜交分布的构造格架, 揭示了研

究区构造活动的多期性和复杂性。 
(4)EW—NE 向基底断裂整体形成于~1.95 Ga 阴

山地块与鄂尔多斯地块的陆陆碰撞事件, 其中新召

北—泊尔江海子南基底断裂带在中元古代之前是一

条不同构造单元的分界线; NNW—SN 向断裂是上

述陆陆碰撞过程中形成的撕裂断层, 中元古代在近

EW 向拉张应力场下选择性激活。 
(5)盆地北部基底断裂体系形成是不同陆块间

相互作用的产物 , 后期经历了不同程度活化 , 为 
研究华北克拉通化和再造过程提供了构造变形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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