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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范围是指桌子 山
、

贺兰山
、

牛首山
、

大小罗山
、

青龙 山
,

向南至六盘山以东固

原
、

平凉一带
。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宁夏回族 自治区东侧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侧与陇东

部分地区
。

地理座标界于北纬 一
,

东经  。

一 之间
。

这一南北狭长地带为中国东部 与西部构造 区划的分野地带
,

并为我国著名地震带而引人

注 目
,

我国各大地构造学派从不同观点出发
,

对本区大地构造性质的认识和命名是多样的
,

但共同认为此区是一南北方向的构造带
。

为叙述方便
,

笔者暂以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

”
称

之
。

本文从地质历史分析角度出发
,

在 阐明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不同地史阶段构造 发 展 轮

廓
,

及与祁连山
、

鄂尔多斯地区时空关系的基础上
,

指出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不同地史阶段

应力活动方式与基本地质构造特征
。

并对本区的含油气性予以简述
。

一
、

震旦亚代一早古生代阶段

中条运动以后
,

以太古界及下元古界为核心的
“

中轴大陆
” 已经形成

,

鄂尔多斯此时已具

稳定地台性质
。

其大部地区缺失或仅有厚度不大的震旦亚 界滨海
、

浅海碎屑岩及少量碳酸盐

岩建造分布
。

祁连岖则由震旦亚代始有优地槽发生
,

仅
卜

静宁一带即有 。碱瀚受的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中基性火山岩建造发育
。

震旦亚代中早期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发育有近 米

的浅海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建造
,

从而显示出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的初始构造轮廓 图 一勒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以青铜峡一固原断裂 南段 与祁连步也槽分界
,

沿断裂带多见辉绿岩脉

分布
。

寒武纪青铜峡一固原断裂向西北方向继续发展
,

断裂以西为祁连地槽发育地区 以东则
一

与鄂尔多斯相同
,

属地台性质
。

断裂两侧
,

不沦地层厚度或是沉积建造类型均迥然有别
,

而

缺少过渡地带 图 一
。

奥陶纪西吉一隆德断裂西南仍为祁连地槽弧烈拗陷区
,

而共东北一侧明显上隆
。

青铜峡

一固原断裂与苏峪口一石沟释断裂之间地区
,

出现 丁一个中义陶世大型拗陷槽地
,

为   一

米的类复理石建造所充填 图 一
。

这 一 槽地受上述断裂控制而呈北北西方向
,

与祁

连地槽北西一北西西方向的主体构造线明显有一角度
。

祁连地槽在遭受挤压应力作 用 的 同

时
,

曾发生过右旋扭动 从青铜峡一固原断裂
一

与祁连地槽主体构造线所夹锐角方向
,

也反映

出祁连地槽
一

与鄂尔多斯地台间的右旋扭动特征
。

青铜峡一固原断裂在上述右旋扭动过程中显



然起着调正转换作用
。

在早 占生代期间
,

遮看祁连地槽的开裂与闭合的往复过程
,

青铜峡一

固原断裂力学性质有所改变
,

表现为右旋与左旋扭动的相交替
,

但应以右旋扭动为主
。

在右

旋扭动时
,

表现为剪
一

切一 拉张性质
。

中奥陶世北北西方向大型拗陷槽地的形成
,

就是在青铜

峡一固原断裂作左旋扭动时
,

在剪切一拉张应力控制下
,

该区被拉开的结果
。

从而促成了祁

连地槽部分横向迁移
,

在旁侧地区出现了横向拗陷槽地
。

当然
,

这 一 拗陷槽地具地槽
、

地台

过渡带特征
,

而有别于祁连地槽主体地区
。

中奥陶世鄂尔多斯 己大面积隆起遭受剥蚀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范围晚奥陶世也大面积

崛起 以碎屑岩为土的志留系沉积
,

仅局限于青铜峡一固原以西部分地区
,

反映祁连地槽明显

向西退缩
。

加里东晚期运动祁连地槽强烈褶皱
,

而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地带范围及以东鄂尔多斯

地区
,

在加里东晚期运动影响下
,

匕下古生界接触关系却各有不同
。

青铜峡一固原断裂以西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而其以东贺兰 山南北向构造带范围主要为轻微角度不整 合 接 触 关

系
。

这种接触关系在平面上 的分带性
,

与所在地区大地构造属性至为密切
。

同样反映出贺兰

山南北向构造带具地槽
、

地 台过渡带的构造特征
。

还应当指出
,

从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的中段地区地壳厚度 图 图 可以看出
,

青铜峡

一固原断裂两侧地区地壳厚度的变化是明显的
,

反映出两个地区大地构造属性的差异和不 同

的地史经历
。

同时
,

也说明青铜峡一固原断裂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

由地球资源卫星照片 可以

看到
,

青铜峡一固原断裂向南潜没于渭河谷地 向西北消失于腾格里沙漠之中
,

反映其后继

活动也是强烈的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早古生代的形成发育历史
,

应力活动方式
,

构造特征等在时空关

系上均 与祁连地槽
,

鄂尔多斯地台构造活动 的性质和方式休戚相关
。

因而在地槽
、

地台构造

亲 二 二 二二二 二 二 二二二 二二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二二 二 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 二二二 卡
了

已在附近邵 井发现石炭系两层气 测异常
。

因此
,

比较起来武 岗粒屑滩比祁东粒屑滩

对储油更有利些
。

上述储油有利相区及相带是单纯从岩相角度出发指出的
。

但是
,

有些相区及相带早 已出

露地表
,

特别是壶天统地层出露面积更广
,

因此
,

必须根据地表储油有利相带推 测地
一

下的储

油有利相带
,

再结合构造条件
、

水文地质条件
、

油气演化条件等因素
,

寻找储油有利地区才

是最现实的
。

根据墨西哥海相碳酸盐岩 田找油的经验
,

在盆地相的深水异地碳酸盐岩中
,

在盆地

边缘相的白云岩化灰岩及糖粒状白
一

云岩中
,

在前缘斜坡相中均找到高产大油田
,

这些经验对

我国南方石炭系找油找气也有一定的 收稿 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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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控制下
,

在特定构造部位
,

才有既不 同于祁连地槽
、

又不同于鄂尔多斯地台
,

而 为 地

槽
、

地 台过渡类型的震旦亚代至早古生代南北向拗陷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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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构造发育轮廓

西吉一隆德断裂 青铜峡一固原断裂 苏峪 口一石沟释断裂

铁克苏庙一横山堡断裂 乌达 一 石咀 山断裂 正谊关断裂

二
、

晚古生代阶段

经加里东晚期运动
,

祁连地槽褶皱隆起
,

在山前走廊拗陷东端中宁
、

中卫地区
,

除有巨

厚泥盆系磨拉石建造堆积外
,

并形成了巨厚石炭系沉积
《,

鄂尔多斯在晚古生代早期仍为大型

隆起地区
,

直到晚石炭世才为海陆交互相沉积所广复
。

贺兰山南北 向构造带中石炭世早期

靖远期 开始接受海侵
。

由
一

于早古生代即己存在的锯齿状断裂 的继承控制作用
,

在北北西方

向的地段
,

形成了乌达一石咀山及韦州两个槽地
,

而北北东方向的地段中石炭统沉积相对较

了多
·



薄 图 一
。

上述构造状况的形成
,

其应力活动方式
,

表明在左旋扭动应力控 制下
,

北

北西方向的地段被局部拉张而有 中石炭统厚度较大的乌达一石咀山槽地与韦州槽地的形成

而北北东方向的地段处于局部剪切部位
,

虽同样有 中石炭世拗陷槽地发育 与东西两侧地区

相 比
,

但相对较北北西方向的地段为薄 图
。

晚石炭世至二迭纪
,

祁连地槽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及鄂尔多斯地区
,

构造活动差异性

明显减弱
,

沉积建造及地层厚度变化不大
,

显示出稳定地台性质 图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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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中段地宪厚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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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石炭纪构造轮廓

三
、

中生代阶段

鄂尔多斯自晚三迭世出现的大型拗陷轮廓
,

是在新的
“运动体制

”
控制

一

自沈生的大型含

油气盆地
。

它反映出印支运动以来打破了中国东部古生代的构造格局
,

而开始 了新的构造发

展阶段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晚三迭世
,

虽曾一度 出现了南北拗陷轮廓
,

但属非主动沉降

性质的补偿性拗陷
,

而 与鄂尔多斯主动沉降性质的非补偿性拗陷相区别
。

三迭纪末印支运动

使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轻微褶皱隆起 南段较北段褶皱性质明显
,

但未能改变其 拗 陷 性

质
。

侏罗纪中早期这种补偿性拗陷继承下凹
,

燕山运动早期最终使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结束

了拗陷历史
,

并转化为盆地 鄂尔多斯 边缘隆起
。

贺兰山南北 向构造带由拗陷
一

隆起的

转化过程是经历 了印支运动
、

燕山运动早期而完成的
。

他是随着古生代构造格局的解体
,

鄂

尔多斯盆地的发生发展而逐渐转化的
。

无疑
,

印支运动以更大范围来说对中新生代
“
运动体

制
” 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但对上述转化过程仅起了先行作用
,

而最终为燕山运动早期

所完成
。

燕山运动早期使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遭受强烈东西挤压
,

这显然是中国东部海域与中国



西部大陆相对向北
,

中国中部大陆相对向南迁移
,

而产生的两对扭应力偶所派生的挤压应力

联合作用的结果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东西挤压应力作用下
,

形成了大型复式背 向斜
,

并

伴生有一系列由西而东推挤的迭瓦状逆冲断层 图
、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东西挤压

应力作用下
,

并未形成南北方向的构造线
,

而是北北西与北北东方向的折线构 造 轮 廓 图
。

北北西与北北东方向构造线并不相互切截
,

而是弯转过渡关系
,

这种现象在 贺 兰 山

北段与横山堡地区均可见到
。

从形成时期分析
,

北北西向
一

与北北东向构造线均为燕山运动早

期在东西挤压应力作用下统一形成的产物
。

造成此种构造轮廓的主要原因是
一

片古生代期间存

在的锯齿状构造轮廓的继承控制作用有关
。

另外
,

在北北西与北北东向构造线的转折部位
,

往往有东西方向的构造线存在
,

如正谊关断裂 图
。

这些东西向构造线不是贺兰山南北

向构造带
,

在东西挤压应力作用下形成的横向张裂面
,

而为南北挤压应力形成的产物
。

这些

东西向构造线之所 以发生在贺兰山南北向

构造带内部构造线的转折部位
,

除与区域

构造因素有关外
,

并应与该构造部位抗应

变能力较弱有密切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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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构造轮廓

图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北段地质构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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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新生代阶段

新生代期间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东西挤压应力作用下继续上隆
,

但大致以青铜峡一固

原断裂为界
,

两侧地区的地应力活动方式有明显差别
。

西南侧六盘山地区在继承早 自坚世拗

陷的基础 仁
,

第三纪仍大幅度沉降
,

喜马拉雅运动形成 了
一

系列褶皱群 而东北侧由于隆起

顶部的二次引张
,

在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隆起最高部位
,

产生了银川地堑盆地
。

在其中大量

的石油地震工作发现众多正断层等资料表明
,

银川地堑应属张性地堑盆地
。

从银川地区及六

盘 山区地震机制解释与地形变资料也可得出相同结论
。

诚然
,

不能 认为银川地堑盆地纯系贺兰山南北 向构造带隆起顶部陷落而成
,

它应与整个

华北地区区域性拉张应力作用有关
。

否则难以解释银川地堑盆地沉陷六公里之巨大幅度
。

从

图 亦可看 出
,

在银川地堑范围地壳厚度相应减薄
,

地慢隆起与地堑盆地的倒影关系是较为

明显的
。

五
、

含油气性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 中奥陶世在青铜峡一固原断裂与苏峪「一石沟释断裂间
,

为一被巨

厚类复理石建造充填的大型槽地
。

这一槽地向东南方向延展还应有一定范围
。

从生油岩角度

分析
,

这套类复理石建造不失为 良好的生油层系
。

中奥陶世之后隆起
,

虽部分地层 遭 受 剥

蚀
,

但生油 母质尚未能转化成油气而发生初次运移
,

所 以未能使其生油能力遭受破坏
。

按晚

期干酪根生油理论
,

本区于晚古生代中晚期又开始大幅度沉降
,

从而可能促成在新的地史时

期有大 甩油气生成的可能性
。

自古生代以来
,

鄂尔多斯西侧地区在大地构造性质上为长期向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倾斜的古斜坡
,

它对接受和捕集来 自西侧拗陷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很为

有利
。

在上
、

下
一

占生界不整 合而
,

在地层
、

岩 性尖灭部位
,

有可能形成不整合面
、

地层宕

性尖灭等单一的或复合类型的油气藏
。

存在于乌达一石嘴山槽地
、

韦州槽地的中
、

上石炭统是另一良好生油层系
。

日前在槽地

内部 韦州槽地 与东侧横 山堡及巴音套海一带已见众多油气显示
。

如上所述
,

在长期地史过

程中鄂尔多斯西侧地区为 向西倾斜的古斜坡
,

是接受和捕集来 自西侧拗陷地区的石油与天然

气的极为有利地区
。

在上述槽地东侧古断裂或挠折部位
,

为地层岩性骤变地带
,

是生油层系

与储油层系最佳组合地区
,

故对油气的储集是最为有利的
。

就上 占生界为生油层系的储集类

型来说
,

应与中奥陶统有类似之处
。

但是
,

不管是 中奥陶统或中上石炭统
,

‘

艺们 向鄂尔多斯

一侧均迅速减薄尖灭
,

所以在音面上各 自为 向东尖灭的两个大的楔形体
,

而被其间不整合血

所分隔
。

这个不整合而有可能作为两个不同油源的共同运移通道和储集空间
,

而形成单一油

源或双重油源的油气藏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侏罗纪末
,

曾遭受强烈东西万向挤压
,

形成了复式背向斜
。

这一

构造变动对鄂尔多斯西侧地区影响不大
,

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西倾古斜坡性质
。

但对贺兰

山南北向构造带范围则当别论
,

如东侧桌子山一陶乐一马家滩一沙井子复背斜带的形成
,

为

油气储集提供了新的场所
。

从油气的储集类型来说
,

该 区应有断块
、

背斜
,

以至 “推岩
” 油

气藏的形成
,

而有别于鄂尔多斯西侧地区
。



从生油拗陷或生油层系的展布
,

并结合具体地质条件分析
,

桌子山背斜 已遭强烈剥蚀而

无勘探价值 而陶乐
、

马家滩
、

沙井子背斜则应为古生界油气藏的有利勘探地区
。

但陶乐
、

马家滩背斜应以 古生界作为主要勘探地区 马家滩
、

沙井子背斜则应 以下古生界作为主要

勘探地区
。

据此
,

鄂尔多斯西侧地区的古生界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也应有如上述情况

的狈叮重
。

马家滩背斜 己为中生界油气田的开发地区
,

这与它所处的构造部位邻近鄂尔多斯晚三迭

世生油拗陷有关
。

总之
,

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在震旦亚代至早古生代具地槽
、

地台过渡带性质
,

并主要为

北北西与北北东向锯齿状断裂所控制
。

晚古生代中期仍在锯齿状断裂控制下
,

于中北段发育

了中石炭世槽地
。

古生代存在的锯齿状断裂的应力活动方式是左旋扭动 剪切一拉张 与右

旋扭动 剪切一挤压 相交替
,

而 以右旋扭动占主要趋势
,

侏罗纪末
,

在东西挤压应力作用

下结束了南北方向的拗陷历史
,

而转化为南北方向的大型隆起
。

这一大型隆起在原已存在的

古生代构造格局的影响下
,

呈北北西
一

与北北东向折线构造轮廓
。

新生代贺兰山南北向构造带

大部地区处于二次引张状态
,

在隆起顶部有银川地堑盆地形成
。

桌子山一陶乐一马家滩一沙

井子背斜带的中南段及相应鄂尔多斯西侧是勘探古生界石油天然气的有利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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