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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鄂尔多斯块体是我国华北地区在新生代和现

代构造活动中重要的活动块体，处于华北、华南和

青藏 3个板块的交接部位，其构造活动和动力学问

题一直在基础地质问题领域中备受关注。同时，鄂

尔多斯盆地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查明基底特

征对于区内沉积盖层构造变形、挠曲与次级断裂形

成、深部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后期深部流体上升运

移通道、中新生代盖层沉积碎屑物质来源、油气分

布与富集、后期铀成矿铀源分析等也具有重要指示

作用（王晓鹏等，2023）。然而，盆地内基底结构

复杂，均一性较差，前人利用不同数据对盆地内的

构造格架划分结果也存在差异性；同时，随着近年

来对于盆地内部的勘探程度加强，不断积累的高精

度地球物理数据与更新的盆地地质认识，两者的联

合性也亟需进一步加强（何紫娟，2013；李晨晶等，

2017；张立成等，2021）。

区域重力数据优势性在于具有较高的横向分

辨率，通过面积性数据，能够对区域线性构造信息

实现可靠提取及有效追踪，进而为区内划分地质构

造单位、确定深大断裂、分析控矿构造特征以及辅

助地质填图等提供依据；也能够对密度界面起伏及

地下结构实现有效刻画，包括区域莫霍面起伏、基

底埋深、沉积控制分布特征等。因此，笔者等围绕

盆地中北部重力场基本特征及基底形态刻画，基于

区域重力数据，优选边界识别方法，以新的地质理

论与认识为指导，分析了区内重力场特征，进一步

刻画了区内基底起伏形态与结构特征，为区内华北

克拉通构造活动、盆地沉积演化、资源能源勘查及

灾害评价等方面研究提供了证据信息（徐梦龙等，

2023）。

1 地质背景概况

鄂尔多斯盆地现今构造格局形成于燕山运动，

在喜山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根据现今构造活动及

地质演化历史，前人将盆地划分为 6个区域构造单

元（张威等，2023）。盆地边缘深部构造活跃，盆

地内部深部构造趋于稳定，盖层构造不太发育。盆

地周缘发育有不同规模的基底断裂，盆地内部具有

明显的分区特征。盆地基底主要发育北东向、北西

向、东西向和南北向 4组断裂，北东向及北西向基

底断裂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东西向基底断裂自北

向南发育；南北向断裂位于盆地东西两侧，控制着

盆地的东西边界。广泛发育志留系、泥盆系和下石

炭统，自中新元古界到新生界存在较为完整的沉积

序列。

2 数据及方法技术

基于鄂尔多斯盆中北部地区收集及实测（1:
250000）的区域重力数据，结合区内地质资料综合

分析，选取了小波多尺度分析结果对区内深、浅部

重力场特征展开分析。利用界面迭代反演法对区域

重力异常进行拟合，获得区内基底深度推断结果；

采用边界识方法（Xu Menglong et al., 2015）结果，

对区内主要基底断裂展布特征进行了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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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依据研究区内分离出的区域重力异常的强度、

形态和分布特征等，将区内大地构造划分为 3 个 I
级构造区，4个 II级构造小区，较已有地质上构造

分区结果，一方面依据重力数据平面分辨力的优

势，进一步厘定了分区范围；同时依据重力异常特

征，细化了 II级构造分区，丰富了区内基于重力异

常的大地构造分区依据。同时，结果显示，盆地中

北部基底起伏变化大，北部相对平缓，最深处可达

7 km 左右；盆地基底顶面形态总体呈现东高西低，

故盆地内部主体表现为西倾单斜。盆地西缘逆冲带

区域为存在基底隆起带，发育规模较大；在石嘴山

—银川—吴忠市一带存在规模较大的沉积凹陷区，

呈近南北向。盆地内部基底顶面隆坳构造格局明

显，该区域在中元古代以发育北东向的断裂为主，

对沉积分布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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