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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渭河盆地是位于秦岭造山带和鄂尔多斯盆地之间的断陷盆地$ 渭河盆地的形成时间以
及基底构成目前仍存在着争议$ 近几年来! 对于渭河盆地天然气类型* 形成机制* 成藏条件*
资源潜力以及盆地结构构造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为解决以上争议提供了进一步的资
料$ 根据盆地的钻探资料和物化探新成果! 发现渭河盆地是由固市凹陷* 西安凹陷* 泾河鼻隆*
宝鸡凸起* 骊山凸起* 咸阳斜坡带和富平%蒲城斜坡带组成! 并具有新生代* 中生代%古生代
复式盖层和两盆一鼻两凸两斜坡镶嵌复合结构特征& 渭河盆地新生代之下的中生代%古生代盖
层为’ 西部宝鸡凸起为古生界地层! 中部西安凹陷和咸阳斜坡带为中生代地层! 东北部富平%
蒲城斜坡带基底为奥陶系地层! 东南部固市凹陷基底为晚古生代地层& 渭河盆地与鄂尔多斯盆
地具有相同的基底和相似的盖层& 太要断裂 "约 "+)) X@# 形成! 为渭河盆地形成奠定了构造基
础! 奥陶世马家沟末加里东运动及渭北隆起南缘同生逆冲断裂形成! 标志着渭河盆地独立演化
的开始! 主沉降期为中生代%新生代& 结合已有研究! 给出了渭河盆地的基底模型和渭河盆地
的演化模式$
关键词! 渭河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 渭北隆起& 构造背景& 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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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 孕育
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作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南缘#

与鄂尔多斯盆地具有类似的沉积特点和油气地质
特征 )"*的渭河盆地# 人们早就认识到其巨大的资
源潜力# 但受限于当时的工作手段- 设备精度#

以及渭河盆地巨厚新生界地层的影响# 人们对盆
地形成时间和盆地基底构成一直存在着争议( 其
一是渭河盆地形成于渐新世# 其基底划分成三个"

盆地北半部下古生界分布区# 盆地南半部前震旦
纪各类片岩和花岗岩分布区# 盆地东南部太古宇
花岗片麻岩及其它变质岩分布区 )$* ( 其二是渭河
盆地形成于新生代# 其基底划分成四个" 盆地中
部- 北部上古生界分布区# 盆地南部祁连造山带
基底分布区# 盆地东南部太古界及侵入岩体分布
区# 盆地西部元古界基底分布区 )&* ( 其三是渭河
盆地形成于新生代# 其基底划分成三个" 盆地北
部下古生界碳酸岩层分布区’ 西南部元古界变质
岩分布区’ 东南部太古界变质岩分布区 )’* ( 这也

致使渭河盆地虽然油气勘探工作起步较早# 近年
来也发现了氦气资源# 但油气和氦气勘探至今未
取得突破# 没有发现有效的烃源岩和氦源岩# 勘
探前景并不乐观(

近几年来# 渭河盆地天然气类型- 形成机制-

成藏条件- 资源潜力以及盆地结构构造等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结合以上科研成果# 对渭
河盆地的结构进行研究# 给出其基底模型# 研究

其演化历史# 为渭河盆地油气等矿产资源勘查提
供依据(

"!区域地质

渭河盆地# 又称关中盆地- 渭河地堑# 位于

陕西 省 中 部# 西 起 宝 鸡# 东 至 潼 关# 绵 延 近
&%) V?# 东宽 $+% V?% 西窄 $&) V?%# 面积约
$=) q")’ V?$# 平均海拔 ’)) ?( 在大地构造位置
上# 位于秦岭造山带和鄂尔多斯盆地之间# 北邻
鄂尔多斯盆地渭北隆起# 南抵北秦岭造山带# 西
连鄂尔多斯西南缘弧形构造带# 东接山西隆起
带 )"* $见图 "%# 总体东西向展布# 构造位置特殊(

断裂构造纵横交错# 现已发现断裂数百条# 控制
盆地形成主要断裂有北山山前断裂- 关山断裂-

秦岭北麓山前断裂- 长安!临潼断裂和骊山北侧
山前断裂( 盆地内揭露地层# 由老至新# 为始新
统红河组- 渐新统户县群- 中新统高陵群- 上新
统永乐店群- 下更新统三门组- 全新统!中- 上
更新统秦川群 )%* (

渭北隆起位于渭河盆地的北部# 以北山断裂
为界与渭河盆地毗邻# 是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重要
的能源矿产基地和构造单元# 具有典型的鄂尔多
斯盆地基底( 地球物理- 露头及钻井等资料证实
其发育的地层有中上元古界- 寒武系- 奥陶系-

石炭系- 二叠系- 三叠系- 侏罗系及下白垩统等#

缺失地层为志留系以下石炭统及上白垩统# 地层
总体呈近东西!北东东向展布# 由南向北# 由东
到西出露地层时代依次变新( 除了下白垩统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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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渭河盆地区域地质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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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垩系各时代地层均无代表边缘相的粗碎屑沉
积 )(* # 白垩纪残存边部主要以河湖相为主# 说明
研究区早白垩世末以来经历了明显的剥蚀改造#

而现今残存边界原始沉积南界远在渭北隆起之
南 )** ( 即原始沉积范围部分或全部包括渭河盆地(

北秦岭造山带位于盆地南部秦岭北麓山前断
裂和商丹断裂之间# 主要由深变质的秦岭岩群-

宽坪岩群和残留的峡河岩群- 松树沟岩群- 丹凤
岩群# 浅变质的奥陶纪陶湾岩群- 二郎坪岩群-

泥盆系残留# 以及弱变质或未变质的二叠纪石盒
子组- 白垩纪东河群- 山阳组和新近纪红色砂泥
质岩石组成 )+* ( 传统的观点认为其是华北板块南
缘的一部分# 由于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碰撞#

沿商丹缝合带卷入造山带之中( 但是# 近年来愈
来愈多的地球化学研究却对这一认识提出了
质疑 )#* (

$!渭河盆地及渭北隆起的地层
特征

!!渭河盆地有着巨厚的新生界沉积# 地表被第
四系所覆盖( 截至目前# 盆地内施工的钻探工程
中已有十几个深孔# 但都未穿透新生界地层( 根
据地热钻孔及物探资料初步分析# 渭河盆地新生

代主要为河流相!湖泊相沉积# 沉积厚度达())) h
*))) ?# 岩性组合为砂岩!泥岩互层# 表现为下粗
上细的正旋回沉积特征# 旋回上部湖相泥页岩为
天然气- 氦气等气体资源以及热水提供良好的盖
层# 下部河流相砂岩为天然气- 氦气等气体资源
以及热水提供良好的储层# 多个沉积旋回在纵向
上构成了良好盖储组合 $见表 "%(

盆地北部的渭北隆起中上元古界蓟县系以硅
质灰岩- 石英砂岩为主# 仅出露于岐山县城东北
一带( 古生代和中生代地层总体呈近东西!北东
东向展布# 具有总体倾向北西的特点# 是渭北隆
起区热解气主要的气源岩( 早古生代寒武!奥陶
系为古秦岭洋北部边缘沉积# 以海相碳酸盐为主#

夹砂岩- 粉砂岩- 页岩# 地层厚度自北向南逐渐
增厚( 晚古生代石炭!二叠系主要为海陆交互相
沉积和陆内河湖相沉积# 两者主体总体上呈平行
不整合( 其沉积物的颜色- 组成- 结构构造- 沉
积韵律特征以及接触关系# 反映其经历了泄湖!

潮坪- 浅湖- 三角洲- 河流等沉积环境( 中生代
三叠系刘家沟组为一套以紫红砂岩- 粉砂岩与棕
红色砂质泥岩- 泥岩为主的河流和海相沉积( 与
下伏二叠系整合接触( 和尚沟组为一套以棕红色
砂质泥岩夹紫灰色- 紫色中厚层状细粒砂岩的湖
泊相沉积( 纸坊组为一套由河流相为主的紫色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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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渭河盆地沉积地层特征 #")$

U@5BP"!6;@M@HJPMARJAHRISRPCA?PNJ@MTRJM@J@AN J;P]PA;P5@RAN
界 系 统 组 岩性描述 厚度与分布特征 成藏要素

新
生
界

全新统!更新统
由风积层- 洪积层和冲积层交互层构
成# 岩性主要为黄土# 粉砂质粘土-
河流冲积砂- 砾石

分布在秦岭山前及渭河盆地# 沉降中心位于户
县- 西安和渭南固市# 厚度一般在 %)) h()) ?
之间# 最大超过 "&)) ?# 河谷区一般大于
’)) ?# 黄土塬区一般小于 &)) ?

新
近
系

上新统

中新统

张家
坡组

为一套以深色泥岩为主的浅!深湖相
沉积( 岩性为暗色- 灰绿色- 浅棕红
色泥岩- 砂质泥岩夹薄层灰色粉细砂
岩不等厚互层

分布于渭河盆地# 沉积中心分别位于户县- 渭
南固市# 厚度一般在 *)) h+)) ?之间# 在沉积
中心最厚超过 "))) ?

蓝田组
深红色粘土- 钙质结核# 棕红色砂岩
和砾岩# 泥质含量变化大

分布于西安- 蓝田- 渭南一带# 标准剖面在蓝
田县灞河西岸九龙坡# 出露厚度为 (’ ?

灞河组

上部为黄棕色和灰绿色泥岩# 中部为
紫褐色和黄棕色砂质泥岩与砂砾岩互
层# 下部为浅紫褐色泥岩# 黄色砂岩#
为河湖相沉积

分布于渭河盆地东南部西安- 蓝田一带# 埋深
一般超过 %)) ?# 在秦岭山前一般埋深 $)) h
’)) ?# 在西安凹陷埋深超过 $))) ?

高陵群
为一套河- 湖相沉积# 岩性主要为大
段棕红色- 棕紫色泥岩- 砂质泥岩夹
薄层灰色细砂岩

出露于秦岭山前骊山一带# 厚度几米到几百米
不等# 在西安凹陷埋深最大# 埋深超过 &))) ?

古
近
系

渐新统
白鹿
塬组

灰白色砂岩与紫色- 棕褐色泥岩# 与
含砾粗砂岩不等厚互层

出露于秦岭山前骊山和白鹿塬一带# 厚度变化
大# 几米到几百米不等( 在西安凹陷埋深约为
’))) ?

始新统 红河组
大套紫红色泥岩# 夹灰黄色和灰绿色
砂岩- 粉砂岩# 为一套河- 湖相沉积

出露于秦岭山前骊山一带# 厚度约为 $)) ?#
在凹陷区埋深超过 ’))) ?

区域性盖层

区域性盖层# 同
时暗色泥岩是渭
河 盆 地 生 物 气
源岩

砂岩层是伴生天
然气和地热储层(
是目前地热井最
主要的取水层段

砂岩层是伴生天
然气和地热储层#
埋深较大# 是部
分地热井的取水
层段

中
生
界

白垩系!侏罗系
砾岩- 底 砾 岩# 细 砂 岩- 粉 砂 岩-
泥岩

出露于渭北隆起# 在渭河盆地区主要分布在咸
阳斜坡带#

志丹群- 直罗组
是铀矿成矿层位

三叠系
含煤- 油岩系- 砂岩- 泥页岩- 泥灰
岩- 油页岩

出露于渭北隆起# 在渭河盆地区主要分布在固
市- 西安凹陷基地# 埋深较大(

油型气的主要气
源岩

古
生
界

石炭系!二叠系
含煤岩系- 泥岩- 深色泥岩- 砂岩-
粉砂岩夹薄煤层

寒武系!奥陶系
碳酸盐岩- 灰岩- 白云岩- 钙质泥岩-
生物灰岩

出露于渭北隆起# 在渭河盆地区主要分布在渭
河断裂以北盆地基地# 埋深一般超过 %))) ?

热解气的主要气
源岩

前寒武系变质岩
前寒武系变质岩包括元古界云母石英
片岩- 黑云母斜长片麻岩

前寒武系变质岩包括元古界宽坪群和太古界太
华群# 前者分布在宝鸡- 户县- 蓝田一带# 后
者分布在临潼骊山等地

燕山期花岗岩
燕山期花岗岩包括牧户关岩体和蓝田
岩体等# 为二长花岗岩

牧户关岩体出露于蓝田到商县# 蓝田岩体位于
蓝田县东南# 二者西段均被断层错断# 被新生
界埋藏# 构成渭河盆地基底

牧户关岩体和蓝
田岩体含一定量
的放射性铀# 可
以 作 为 cP气
源岩

砂岩渐变为湖沼相为主的灰绿- 黄绿色泥岩夹砂
岩( 延长组是一套以灰绿色- 灰色中厚层砂岩和
黑灰色泥页岩为主的河湖相碎屑岩建造# 总体具
有东西薄中部厚# 南薄北厚的特点( 侏罗系以河
流相- 河湖相为主# 岩性为中!粗粒长石砂岩(

呈狭长带状分布# 在彬县!宁县一带厚度较大#

分布有众多铀矿点# 是鄂尔多斯盆地南缘重要的
铀矿勘查区( 下白垩系主要分布于渭北隆起西部#

为一套紫红色到杂色为主的砂岩- 砾岩- 粉砂岩-

泥岩夹页岩- 泥灰岩和少量凝灰质砂岩 )** # 其底
部是具边缘相特征的宜君砾岩(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除渭河盆地北邻
渭北隆起揭示出的白垩系河湖相残存边缘外# 其

它各时代地层均没有见到边缘相沉积# 相反早古
生代寒武!奥陶系地层向南逐渐增厚# 歧山- 麟
游一带的下三叠统下部为海相沉积# 说明渭北乃
至渭河盆地经历了明显的剥蚀改造# 现今的渭北
隆起并不是原始的沉积盆地边缘# 中生代的沉积
边缘远在现今的渭北隆以南# 又由渭河盆地钻孔
揭露的中生代地层特征可知# 渭河盆地内也未发
现各时代地层的边缘相沉积# 因此推测沉积边缘
应在秦岭北麓( %渭河盆地新生界自上而下发育
有 & h’ 套下粗上细的储盖组合( 结合其他学
者 )"" h"&*对渭河盆地沉积相以及有机质的丰度- 类
型和成熟度的研究成果# 区域上以湖相泥页岩为
主的张家坡组为代表# 连续性好# 分布面积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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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泥岩厚度大# 经历了浅!深!浅湖的完整发展
旋回( 可认为渭河盆地具有有效的烃源层和良好
的天然气- 氦气等气体资源以及地热水区域性
盖层(

&!渭河盆地结构构造特征

渭河盆地新生界沉积物巨厚# 地表被第四系所
覆盖( 盆地内已施工的钻孔均为穿透盆地中部的新
生界地层( 因而# 以往众多学者对盆地结构的研究#
只能借助对比和小比例地球物理资料的解释( "#+#
年 /陕西省区域地质志0 )"’*将陕西地壳物性层分为
% 个圈层七个亚层( 第一亚层" 松散沉积层 $包括
第三系- 第四系%# 密度 "=(* O8H?&# 磁化率很低#
平均 "’) q") e(( 第二亚层" 未变质层# 包括中朝准
地台石炭!侏罗系’ 秦岭褶皱系侏罗!白垩系( 密
度 $=%) O8H?&# 磁化率很低# 平均 *() q") e(( 第三
亚层" 沉积变质层包括秦岭震旦!三叠系及中朝准
地台南缘高山河组!奥陶系# 密度 $=(% O8H?&# 磁
化率很低# 平均 $++) q") e((

可见之前学者们将以上三层合称为沉积层#
它们之间的物性界面清楚# 从渭河盆地布格重力
异常图和磁性基底等深度图 $见图 $- 图 &% 可
知# 渭河盆地重力场的布格重力异常等值线近东
西向展布# 总体表现为由西向东的宝鸡- 周至-
渭南三层阶梯特点# 反映基岩面西浅东深阶梯状
起伏的特征( 而富平!大荔一带南北梯度变化情
况# 反映深部为一北东向# 向西南缓倾的斜坡#
斜坡上显示的局部重力高或重力低# 表示在北东
向斜坡上叠加有近东西向起伏不大的隆凹构造(
渭河盆地磁场的变化特征和重力场变化特征相似(
异常均表现为强度低- 宽缓# 呈近东西向展布#
具有一定的面形特征# 反映基底不存在盆地周边
出露的磁性体( 南北异常梯度带的展布方向# 基
本反映基底隐伏断裂的展布方向和位置( 这些为
学者们认识渭河盆地的结构构造奠定了基础# 但
是这七层物性# 以第二- 三之间差别较大# 而第
一- 二亚层差距不大# 对有着巨厚的新生界沉积
的渭河盆地# 利用老资料区分第一- 二亚层是比
较困难的( 随着近年来三普- 长庆油田- 西安地
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单位在渭河盆地开
展了大量物化探工作# 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 尤
其是长庆油田和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十余条物探
剖面 $见图 ’- 图 %%# 详细刻画了渭河盆地两盆

一鼻一凸两斜坡镶嵌复合的结构特征 $见图 (%(
渭河盆地由固市凹陷- 西安凹陷- 泾河鼻隆- 宝
鸡凸起- 骊山凸起- 咸阳斜坡带和富平!蒲城斜
坡带组成# 固市凹陷位于渭河盆地泾阳鼻隆带以
东# 是一个西浅东深- 西窄东宽的簸箕状凹陷#
东部深达 ")))) ?( 西安凹陷# 位于渭河盆地中南
部# 也是一个东深西浅- 东宽西窄的簸箕状凹陷#
东部深达 +))) ?( 泾河鼻隆是分割固市凹陷和西
安凹陷次级凸起# 宝鸡凸起是渭河盆地西部的凸
起区# 咸阳斜坡带和富平!蒲城斜坡带是渭北隆
起的南缘残壁(

图 $!渭河盆地布格重力异常图
QAO=$!0ILOLPMOM@FAJT@NI?@BTAN J;P]PA;P5@RAN

图 &!渭河盆地磁性基底等深线图
QAO=&!WPGJ; HINJILM?@G IS?@ONPJAH5@RP?PNJAN

J;P]PA;P5@RAN

另外# 由物探剖面 $见图 ’- 图 %% 可知# 渭
河盆地内沉积地层总体表现为向斜构造# 向斜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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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西安凹陷地震剖面解译图 ("%)

QAO=’!-NJPMGMPJ@JAIN ISRPAR?AHGMISABPRISCPGMPRRPC 5@RPAN fA+@N

图 %!固市凹陷地震剖面解译图 ("%)

QAO=%!-NJPMGMPJ@JAIN ISRPAR?AHGMISABPRISCPGMPRRPC 5@RPAN ,L HAJ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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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渭河盆地构造单元图
QAO=(!UPHJINAHLNAJR?@G AN J;P]PA;P5@RAN

造两翼断裂主要表现为压型断裂构造特征# 且古
近系地层以下仍有较多可分辨地层# 这即说明#
渭河盆地基底断裂发育# 类型多样# 盆地结构构
造以大地堑镶嵌小地堑或梯状断阶为特征# 也说
!!

明固市凹陷- 西安凹陷中心区存在石炭系!二叠
系地层# 甚至暗示固市凹陷存在中生代三叠系以
上的地层# 西安凹陷存在侏罗纪甚至白垩纪地层(
又由渭河盆地高分辨率地震折射剖面 $见图 *% 可
!!

图 *!渭河盆地结构和构造解译图 ("%)

QAO=*!-NJPMGMPJ@JAIN ISJ;PRJMLHJLMP@NC JPHJINAHRISJ;P]PA;P5@R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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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渭河盆地新生界低速度层之下的中速度层
$约 ’=) h%=) V?8R% 和中速度层之下的高速带连
续性均较好# 中速度层延伸到渭北隆起南部古生
界露头区 )"%* # 而中速度层之下的高速带则延伸到
渭北隆起北界之下( 从区域对比上# 这说明渭河
盆地与鄂尔多斯盆地具有相同的基底和相似的盖
层( 且盖层的不同之处是鄂尔多斯盆地具有中生
代!古生代盖层# 而渭河盆地具有新生代和中生
代!古生代复式盖层( 综上所述# 渭河盆地由固
市凹陷- 西安凹陷- 泾河鼻隆- 宝鸡凸起- 骊山
凸起- 咸阳斜坡带和富平!蒲城斜坡带组成# 具
有新生代- 中生代!古生代复式盖层和两盆一鼻
两凸两斜坡镶嵌复合的结构特征(

’!渭河盆地新生代之下的 ,基底-

#) 年代以前渭河盆地地热井一般也就 "))) h
$%)) ?# 因此学者们依据有限的地热孔# 结合小比
例的物化探资料# 认为渭河盆地基底分四个区#

盆地中部- 北部下古生界分布区# 盆地南部祁连
造山带基底分布区# 盆地东南部太古界及侵入岩
体分布区# 盆地西部元古界基底分布区 )$* ( 近年

来李玉宏 )&*针对渭河盆地天然气- 氦气地球化学
特征进行研究# 通过与鄂尔多斯盆地油气碳同位
素特征对比# 认为渭河盆地中存在上古生界地层#

通过氦气氦源分析认为基底存在富铀花岗岩# 并
将盆地基底划分成四个区# 盆地中部- 北部上古
生界分布区# 盆地南部祁连造山带基底分布区#
盆地东南部太古界及侵入岩体分布区和盆地西部
元古界基底分布区( 而王斌 )’*等对渭河盆地新生
代地层与沉积演化研究# 认为渭河盆地基底划分
成三个" 盆地北部下古生界碳酸岩层分布区’ 西
南部元古界变质岩分布区’ 东南部太古界变质岩
分布区( 经仔细研究渭河盆地边沿打穿了新生界
的 f̂ +% 井- 渭 &- 平 "- 渭参 &- ’̂- 渭 ’- ’̂

等钻孔资料# 尤其是位于咸阳隆起区中部穿透新
生界的地层而对下伏地层尚未定性的 ’̂ 钻孔( 对
比 ’̂ 钻孔的岩性剖面发现# ’̂ 钻孔穿透新生界
地层后揭示的地层与分布于商丹盆地的李家村组
岩性及其韵律结构基本一致# 可分上下两段# 上
端以 +红- 白互层, 为特点# 岩性为肉红色泥岩
与灰色砂砾岩不等厚互层# 下段为一套红棕色厚
层砂砾岩夹砂质泥岩( 结合物探和区域资料对比

认为# ’̂ 揭露地层是上白垩统李家村组( 这说明
咸阳斜坡带 $咸阳隆起区% 的新生代之下是白垩
纪地层( 再则对位于富平!蒲城斜坡带的富平地
区渭 & 钻孔- 位于富平以东留古镇南侧的平 " 钻孔
以及位于固市凹陷西部的渭参 & 研究发现# 渭 & 钻
孔中新生代之下的下伏地层是奥陶系地层# 且上
新统灞河组直接覆盖于奥陶系地层之上( 平 " 钻孔
中新生代之下的下伏地层是奥陶系地层# 与上覆
中新统冷水沟组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关系( 渭参 & 孔
中新生代之下的下伏地层是二叠统石盒子组# 与
上覆古近系红河组地层呈不整合关系( 总体显示
出# 在深部地震剖面上# 渭 &- 平 "- 渭参 & 钻孔
处于三个不同的阶梯状基底上# 随着钻孔孔位南
移# 钻孔揭示的地层序列却出现缺失地层减少的
现象 )"%* ( 渭 &- 而平 " 孔位于富平!蒲城斜坡带#

这一方面说明富平!蒲城斜坡带断裂发育# 其不
同区块沉降幅度不统一# 有向盆地中心的断块沉
降幅度大# 接受沉积时间长的特点# 另一方面也
说明富平!蒲城斜坡带新生代之下为古生界奥陶
系地层 )"%* ( 渭参 & 位于固市凹陷西部# 说明固市
凹陷新生代之下是二叠系地层# 结合物探成果认
为固市凹陷新生代之下是晚古生代地层( 而 ’̂ 钻
孔揭露的地层是上白垩统李家村组# 这与上述渭
&- 平 "- 渭参 & 揭示的渭河盆地孔位越向南# 钻
孔所揭示的地层序列中缺失地层越少这一特征一
致# 同时也说明西安凹陷新生代之下为白垩系地
层# 即中生代地层( 渭 ’ 钻孔位于宝鸡隆起区中
部# 揭示的新生代最早的地层是上新统灞河组#

下伏地层是前寒武纪蓟县系地层( 说明宝鸡凸起
区的新生代之下是前寒武纪蓟县系地层(

综上# 渭河盆地新生代之下的盖层应为# 西
部宝鸡凸起为古生界地层# 中部西安凹陷和咸阳
斜坡带为中生代地层# 东北部富平!蒲城斜坡带
基底为奥陶系地层# 东南部固市凹陷基底为晚古
生代地层( 渭河盆地基底与鄂尔多斯盆地一致(

%!渭河盆地演化研究

渭河盆地与鄂尔多斯盆地具有相同的基底和
相似的盖层( 显然渭河盆地有着与鄂尔多斯盆地
相似的演化史# 但渭河盆地的复式盖层# 也显示
其独特的演化过程(

古元古代末以前# 鄂尔多斯盆地是一个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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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盆地# 渭河盆地作为鄂尔多斯盆地南缘的
一部分共同演化# 中新元古代鄂尔多斯盆地处于
拉张环境下# 盆地开始裂解# 南- 北边缘形成多
个裂谷系 )"% h"(* ( 此时控制渭河盆地形成的主要断

裂太要断裂 $约 "+)) X@% )"% h"**形成# 为渭河盆地
形成奠定了构造基础# 但是渭河盆地仍然作为鄂
尔多斯盆地南缘的一部分共同演化( 古生代初期#

下降成为浅海盆地并接受沉积# 形成寒武纪和奥
陶纪地层( 奥陶世马家沟末加里东运动# 使鄂尔
多斯陆块抬升# 形成海退# 此时渭北隆起南缘同
生逆冲断裂形成# 这标志着渭河盆地开始自己独
特的演化# 高精度物探资料为渭北隆起南缘断裂
的同生断裂提供佐证( 中奥陶世末加里东运动第
二幕# 华北地台大面积抬升# 渭河盆地成为剥蚀
区# 从而缺失晚奥陶世- 志留纪- 泥盆纪- 早石
炭世的沉积( 石炭!二叠纪# 渭河盆地也和鄂尔
多斯地区一样经历海进海退乃至近海平原的沉积
环境# 中三叠世末发生了印支运动第二幕# 造成
渭河盆地骤降# 渭河盆地开始全面地进入了典型
的内陆盆地发展期( 晚三叠世末发生了印支运动
第三幕# 盆地一度抬升# 但渭河盆地此时与鄂尔
多斯盆地相比较低# 因而三叠统地层剥蚀有限#

或未遭剥蚀( 早- 中侏罗世# 为一套陆相沉积物(

中侏罗世末期发生了燕山运动# 渭河盆地下降#

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接受了早白垩世沉积# 早白垩
世晚期# 盆地整体东西向翘起# 由于受太平洋板
块沿北西西方向向大陆板块俯冲的影响 )"+* # 华北
陆块原应力场发生改变# 由近东西向挤压应力场
转为北东!北北东向挤压应力场 )"#* # 在研究区形
成了隆和凹相间的构造格局( 早白垩世晚期 $")$
h")* X@% 以来再次开始沉降# ’) X@以来具有整
体快速沉降的特点(

太要断裂 $约 "+)) X@% 形成# 反映鄂尔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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