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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力勘查资料可提供地表及隐伏于地下不同重力异常场源的物质属性及其空间分布信息[1]。本文基于哈拉湖东盆地一带

1:25 万区域重力调查成果,结合最新地质、航磁和物性资料,通过对研究区内圈定的几处重力低异常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研判,给出

了与地表地质现象不对应的重力低异常解释推断的几种地质新认识。笔者认为,在工作程度相对较低地区或异常区地质环境较复杂

区域,对重力异常多解性如何判定为唯一可信度最高的解释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项工作,但这不应成为衡量重力工作有效性的主要因

素,重力勘查成果在指示隐伏构造和隐伏岩体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是其他地质手段难以替代的,应当受到地质工作者的重视与青睐。 

[关键词] 重力勘查；哈拉湖东盆地；重力低；推断解释；地质新认识 

 

引言 

重力勘查作为区域性基础地球物理勘查工作的主要手

段,为研究关键基础地质问题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2]。本文

基于“青海 1:25 万托来牧场幅、阳康幅区域重力调查”工

作,研究区地质研究程度相对较低,在大比例尺航磁、地质资

料有限利用的情况下,在使用最新重力数据处理方法基础上,

对哈拉湖盆地东一带圈出的局部重力低异常群进行了重点

分析与探讨,尤其是重力编号 L3 异常给出了几种重力场解释

推断的地质新认识。为今后在该区进一步开展地质研究和深

部找矿工作时,提供了值得重视和加强研究的目标和区间。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哈拉湖凹陷(盆地)位于南祁连盆地的西北部,疏勒南山

隆起、阳康隆起与拜兴哈达隆起之间,形状近似为长方形,

呈北西-南东向展布,面积约 10000km2。总体构造样式以短轴

背、向斜和育式褶皱为主[3]。研究区内出露地层较少,以古

近系和第四系为主,东部可见志留系、二叠系和三叠系沉积

岩建造,未见老基底岩层出露。侵入岩不发育,在盆地中部仅

志留纪二长花岗岩零星分布。盆地外围从奥陶系到侏罗系地

层均有出露,早元古代岩群、中新元古代老地层主要分布于

盆地以北,岩浆活动为加里东期和华力西期,从酸性到基性、

超基性岩体均有出露。 

2 地球物理场特征 

2.1 密度特征 

对研究区采集的 6306 块密度标本以地层年代统计。结

果显示,志留系平均密度值最高(2.69×103kg/m3),但其分

布规模很小,对重力场影响不大,二叠系平均密度值(2.64×

103kg/m3)、三叠系平均密度值(2.62×103kg/m3)与第四系平

均密度值(1.66×103kg/m3)的密度差明显,当前者分布有一

定规模时会有明显的重力场效应。基性、超基性及中性闪长

岩类,密度平均值在 2.70～2.86×103kg/m3 之间变化,属高

密度岩类；其余中性、中酸性及酸性岩类密度平均值在

2.62～2.69×103kg/m3之间变化,属中等密度特征。 

2.2 重力场特征 

在 1:25 万布格重力异常图(图 1)上,哈拉湖东盆地总体

反应为重力低,布格重力异常值在-480～-440×10-5m/s2 之

间变化,重力场整体为北西向展布,局部为北东向。相对而言,

布格重力异常以东高西低为明显特征,反映盆地整体为西凹

东凸之势。西部重力低边部有北西向梯级带,东部相对重力

高值区出现北东向重力梯级带及重力低圈闭异常。 

 

图 1  哈拉湖东盆地布格重力异常图 

 

图 2  哈拉湖东盆地剩余重力异常图 

以窗口(40km×40km)求取剩余场(图 2),图中重力场特

征明显显示哈拉湖及其向东南一带为一盆地(实线带内图纹

所圈出的范围),盆地内剩余重力场的高低起伏变化是其次

级构造的反映。在盆地内发现五个局部重力低,将其与最新

1:25 万地质资料对比分析后可见,L1 异常区地表出露以第

四系为主,见少量古近系,L2 和 L4 异常区地表完全被第四系

覆盖,L5 异常区地表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出露少量志留系

和二叠系,推断这四处重力低异常均为哈拉湖东盆地中局部

凹陷所致。L3 异常区出露二叠系和三叠系,无论根据异常区



地矿测绘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19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9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自身出露地质特征,还是与其他 4 个异常区比较,该处应出

现相对重力高值区,但实际出现了局部重力低异常,即重力

局部异常特征与地表地质现象不对应,也就是说 L3 重力异常

并非由地表出露地层岩系所引起,而是在深部另有产因存在。 

3 L3 重力低与地表地质现象不对应成因的探讨 

3.1 剩余重力异常特征(图 3a) 

L3 异常位于哈拉湖东盆地中部。在低缓重力场背景上,

异常整体呈北东东向拉长,近似椭圆状,西部较尖锐而东部

圆润,中心最小幅值为-10×10-5m/s2,异常形态呈南宽北窄,

北侧异常呈开放状,未封闭。 

 

(a) 

 

(b)                      (c) 

图 3  L3 重力异常区地质、重磁异常综合图 

(a.剩余重力异常图；b.△T化极磁异常图；c.地质图) 

3.2 1:5 万航磁异常特征(图 3b) 

异常区内为负磁场区,走向为近东西向,在其北西及南东

两侧均出现范围较大、低缓的正磁异常。北西侧正磁异常形态

不规则,局部出现跳跃凸变,并具明显分带特征,且多峰,走向

均呈北西向。东南侧正磁异常形态较为规则,整体上看北东轴

向长度略大于北西向,其垂直异常走向方向梯度变化东南陡北

西缓,与重力低形态相似。由于本文利用的 1:5 万航磁资料仅

为一幅JPG格式图片,图件要素欠齐全,资料准确度不高。再者,

经△T 磁异常化极处理后的航磁数据也不能完全消除斜磁化

的影响,这也可能导致东南侧正磁异常与L3重力低不对应。 

3.3 地表地质特征(图 3c) 

异常区内出露地层为二叠系、三叠系。有两条北东向、

北东东向断裂通过。地表未发现侵入岩体出露。从构造环境

上看,本区为一隆起区,边部为三叠系,中间出露二叠系。 

3.4 重力异常成因综合研判 

L3重力低值区地表出露地质呈现隆起区,与其构造环境

极不对应,这表明重力低异常非地表出露相对高密度岩层所

致,而其深部应有低密度块体存在。据实测物性资料显示,

酸性岩体的平均密度值(2.64×103kg/m3)与上覆二叠系平

均密度值(2.64×103kg/m3)、三叠系平均密度值(2.62×

103kg/m3)无明显密度差存在,但与古生界平均密度值(2.68

×103kg/m3)相比,存在 0.04×103kg/m3 的密度差。另外,本

区实测酸性岩体的密度值,与理论上或其它地区相比明显偏

高。若其密度在正常值范围,与其围岩会形成重力低异常。

因此,首先推断该区可能有隐伏酸性岩体存在。 

另外两种地质或构造现象存在也会使L3出现重力低异常：

一是在二叠系及三叠系下有一火山机构—破火山口存在,破火

山口的颈部残存超浅成侵入岩体,其下仍为酸性侵入岩体,或

者,破火山口中广泛富集、沉积火山灰及碎屑岩等低密度产物,

并将其尚未喷发的岩浆覆盖；二是在二叠系及三叠系下有一隐

爆角砾岩体存在,在浅成或超浅成环境中,在岩浆顶部岩层压

力大于岩浆爆破应力条件下所发生的爆破或火山活动(隐爆),

浅成-超浅成中酸性斑岩体是隐爆角砾岩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4 结论 

根据本区实测重力场看,所求取的剩余重力异常大多与

地表出露地质体或构造区相吻合,进一步印证了重力场圈出

的每一个重力异常都是有地质意义的。对少数仅依据现有资

料很难确定引起重力异常真正地质原因的,需进一步深入工

作论证。但客观存在的重力异常是地质工作者无法利用其它

地质手段发现的,这就是重力勘查工作的重大发现,也是地

球物理勘查手段的独到之处,能够发现不同于地表地质环境

的深部地质构造是物探工作的重要成果。本文对区内 L3 重

力低异常给出了多种解释结果,目的是为引起国内地学界的

专家学者以及从事各项地质勘查技术人员的广泛关注和重

视,笔者认为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地球物理场的多解性一直是困扰物探资料精准解释的

老大难问题,需要物探、地质各方面人员的密切配合,并收集

更多的综合性资料加以佐证或进一步深入开展勘查及研究

工作,才有可能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地质解释。笔者希望了

解这里地质构造环境的专家学者给予帮助指导,多提宝贵意

见,使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做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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