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沿江分布的鸭绿江断

裂带是辽宁省东部规模较大的断裂带 ! 这一断裂带明

显控制了中生代沉积建造、岩浆岩及矿产的分布 ! 它

的发生、发展和多期活动的历史对沿江中朝两侧地质

历史的发展演化与成矿至关重要 !
鸭绿江断裂带由数条相互平行的断裂构成，主干

断裂基本上被江道占据，在我国一侧沿丹东、接梨树、

四道沟、古楼子、拉古哨、腰岭子、绿江村等地出露，向

北经吉林省进入俄罗斯境内，向南跨海与山东境内的

阜平 " 即墨断裂相连 ! 鸭绿江断裂为郯庐断裂系中的

一个重要分支断裂 （图 #、$ %，因此有人亦称青岛 " 鸭

绿江断裂! ! 该断裂带两侧，地质特征差别较大，尤其

是已查明的矿产资源差异显著 ! 在断裂带西侧的我国

丹东地区，虽有数十处金矿床 &点 % 分布 ’ #，$ (，但目前已

探明的规模和储量均不很大，而断裂带东侧朝鲜平安

北道分布的金矿不是但数量多，而且储量大 ! 以往由

于受国界的限制，对鸭绿江断裂带及其地质、矿产末做

深入的研究，影响了进一步的普查找矿部署 ! 因此，详

细研究鸭绿江断裂带的特征、活动期次和演化历史，对

在该区进一步找矿勘探和成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
笔者在参加 “辽宁省境内鸭绿江断裂带基本特征

及成矿作用!专题研究和多幅 #) * 万区调"工作中，在

广泛收集、研究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对该断裂带两侧的

地质及构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 本文主要

对鸭绿江断裂带的基本特征及研究意义进行论述，旨

在为该区地质找矿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

图 # 鸭绿江断裂带与郯庐断裂带的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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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鸭绿江断裂带是郯庐断裂带东侧的一个次级断裂，也是辽宁东部规模较大的断裂带，具有多期活动特点，先后经历了

晚印支—早燕山期 & DG—[# %左行平移韧性剪切活动、中燕山期 & [$ " G %早期低角度伸展滑脱和晚期挤压逆冲活动、晚燕山期 &\# %
至末燕山期 &\$ % 左行正走滑活动、末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早期（I）右行走滑活动等 P 个阶段 ! 它控制着侏罗纪、白垩纪岩浆

岩、沉积盆地和矿产的分布，也控制着白垩纪中酸性、中基性火山岩喷发 ! 该断裂带为切割地壳硅镁层的深断裂 ! 最大左行

平移 $L /7K 最大垂直断距 P /7! 该断裂带两侧地质构造特征可以对比，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关键词：鸭绿江断裂带；伸展滑脱；挤压逆冲；左行正 " 走滑；P 期活动；断陷盆地；深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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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绿江两岸地质背景

鸭绿江西岸的我国辽宁省东部和朝鲜北部的平安

北道及慈江道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同属中朝准地台的东

北部!""! （如图 #）"# $ 前印支期为地台形成和发展阶

段；印支旋回主幕以后成为大陆边缘活动带 % "，& ’ $
研究区内大面积出露早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及年龄

值接近和大于 !()) *+ 的花岗岩类，只有在其南、北两

侧有新元古代—古生代浅海相及滨海相的沉积 $ 本文

图 # 鸭绿江断裂带地质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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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仁等：鸭绿江断裂带的主要特征及其研究意义

称之为辽东 ! 狼林台隆，隶属胶辽台隆的东北段 " 根

据构造和建造特征，辽东 ! 狼林台隆可以划分出 # 个

次一级的构造单元：北部称太子河 ! 浑江 ! 利原台陷，

中部为宽甸 ! 狼林台拱，南缘为复州 ! 平壤台陷 " 这 #
个次一级构造单元近东西向横跨鸭绿江，在中朝两国

境内构成统一的“两陷夹一拱”的大地构造格局 $图 % & "
辽东 ! 狼林台隆的结晶基底发育有古元古界辽河

群 $ ’() & $辽东地区 &、狼林群 $ ’() !" &及摩天岭群 $ ’() !# &
$朝鲜北部 & " 辽东地区的辽河群为一套遭受角闪岩相

与绿片岩相变质的火山 ! 沉积岩系 " 朝鲜北部的摩天

岭群和狼林群可与辽东地区辽河群对比 " 岩石均经历

了吕梁旋回 # 期变形，第一期为伸展机制下形成的顺

层平卧褶皱，伴有顺层片理及顺层韧性剪切带；第二期

为在挤压应力下形成的近东西向紧闭褶皱，伴有褶劈

理的生成；第三期为在同一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近东

西向和北西西向的大型复式褶皱，目前辽河群的总体

褶皱形态就是这一期变形的结果 "
区内广泛发育辽河期的花岗岩类，主要有 # 种类

型：早期的条痕状花岗岩 $辽吉花岗岩 & * + ,，晚期的片麻

状花岗岩和巨斑状花岗岩 "
辽东 ! 狼林台隆上的第一个盖层沉积为青白口系

—震旦系，发育在南、北两个台陷区内 " 该套地层角度

不整合覆盖在地台基底岩系之上，属山间盆地 ! 滨海

三角洲相的类磨拉石建造，中部为陆表浅海相单陆屑

建造；上部震旦纪地层发育于南缘的复州 ! 平壤台陷

内，为浅海、滨海相的陆源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建造 " 该

套地层相当于朝鲜的祥原系和驹岘系 " 古生界分布于

两个台陷区，与下伏地层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 为一套

海相陆源碎屑和碳酸盐岩建造 "
印支期岩浆活动较强烈，区内广泛分布的片麻状

花岗岩、中粗粒斑状花岗岩，呈岩基状出露，已知同位

素年龄值分别为 %%) -.*%/ + , $黑云母，0 ! 12 法 &、%+3
-. $黑云母，0 ! 12 法），属于钙碱系列铝过饱和酸性

岩" 岩体具有明显的片麻状构造，面理多围绕岩体而

变化，属岩体侵位机制下的韧性变形作用 "
燕山运动使辽东台隆产生强烈的活化 " 强烈的

断裂活动和伴随产生的上叠式断陷盆地以及中酸性岩

浆侵入 $!4
%、!4

# &!%，+"$锆石，5 ! ’6 法，)7% -./ )%8 -./
))) -." & 和喷发，构成了醒目的辽东 ! 朝北断裂岩浆

岩带 " 它是中朝大陆边缘构造岩浆岩带的组成部分 "
依据侏罗—白垩系地层中存在的 + 个显著角度不整合

接触关系，可将该区燕山期划分为 + 个构造运动幕

$表) & "
喜马拉雅运动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为已生成

的断裂再活动并伴随有玄武岩的喷发，另一种是区域

整体隆升和诱发的地震活动 "

% 鸭绿江断裂带的基本特征

对于鸭绿江断裂带的涵义，前人曾有过不同的论

述" " 本文对其定义为：主要出露在鸭绿江江道及两侧

沿岸呈北东方向贯通的、彼此有成生关系的多条断裂

及所直接控制的断陷盆地，统称为鸭绿江断裂带 " 鸭

绿江断裂带最宽可达 )3 9:" 其主干断裂出露在东港

市前阳镇、丹东市四道沟、古楼子、腰岭子等地，沿江向

北东方向延入吉林省境内，向南西方向可能延入北黄

海海域，在辽宁省内全长大于 %88 9:" 该断裂带为具

有多次活动和演化史的一个复杂断裂带 $图 % & "
%" ) 鸭绿江断裂带活动期次及特征

鸭绿江断裂带是一个经历了多期活动并且其应

力场有多次变动的复杂断裂带 " 按其所影响的地层、

控制的沉积盆地、岩浆作用及其形成、发展演化过程，

可以划分为 + 期 4 次活动：

%" )" ) 晚印支—早燕山期 $ ;#—<) & 左行平移韧性剪

切活动

韧性剪切活动是鸭绿江断裂形成的前期表现形

式，已知有数十条作为断裂活动标志产物的糜棱岩带，

集中分布在丹东市沿鸭绿江断裂主干断裂的西侧 （图

#），主要出露在丹东市气象台山、回手摸山、四道沟金

燕

山

期

表 ) 盆地内构造构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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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岩性

灰色泥岩、粉砂岩

紫色、灰色火山岩质

砾岩、粉砂质页岩

黑色页岩、粉砂岩夹页岩、煤线

页岩、粉砂岩夹凝灰岩

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夹中基性火山岩系

砂岩、砾岩、粉砂岩、页岩

砂岩、砾岩、粉砂岩

砂岩、页岩、粉砂岩夹煤层

砾岩、砂岩、页岩夹煤层

陆相含煤砂页岩

砂岩、砾岩、页岩

岩石地层

沙河街组

大峪组

聂尔库组

梨树沟组

小岭子组

小东沟组

三个岭组

大堡组

转山子组

长梁子组

林家组 > 赛

马碱性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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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丹东市沿江地区地质构造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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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古楼子等地 % 糜棱岩直接围岩是古元古代辽河群%
糜棱岩带在平面上的出露形态为狭长带状，单条糜棱

岩多呈 NOP 走向，波状延展，各糜棱岩带呈雁行式排

列，雁列轴向为 IOP 方向 % 糜棱岩面理产状陡立，一般

倾向北西、北北西，倾角 MI Q NIP! % 带内部发育 R S ;
面理组构、剪切褶皱、旋转构造及拉伸线理 >产状近水

平，由矿物集合体组成 @ 等具有指向意义的构造 % 据此

判断，本区韧性剪切带做左行平移剪切运动（图 G）%
该韧性剪切带活动时代为晚印支—早燕山期 % 其

依据为：剪切带总体上平行于鸭绿江分布，在古楼子及

长山等地，叠加于印支期片麻状花岗岩 >黑云母，T S U0
法，BB= V+9 BGM V+@ 之上，形成花岗质及长英质糜棱

岩；而在丹东市气象台山见侏罗纪花岗岩 >锆石9 C S
EW 法9 =!I% I V+@ 侵入糜棱岩带，岩石本身没有受到韧

性剪切作用；该糜棱面理产状与基底辽河群变质岩系

片理产状不同 % 该期构造活动在区域上表现为早侏罗

世长梁子组与中晚侏罗世转山子组间的不整合 % 该期

运动在晚印支运动的基础上在南北两台陷区内形成了

继承性断陷盆地，堆积了长梁子组陆相含煤砂页岩沉

积 >见表 = @ %
B% =% B 中燕山期 > DB S ! @ 早期低角度伸展滑脱和晚期

挤压逆冲活动

鸭绿江断裂带在中燕山期表现为早期低角度伸展

滑脱和晚期挤压逆冲断裂（图 I）%
（=）早期低角度滑脱断裂特征

该期断层断续出露在丹东市沿江的气象台山、仪

表学校北山、回手摸山、四道沟金矿区等地 >图 !、I @ %
上盘为中晚侏罗世石英质砾岩、石英岩状砂岩和页岩；

下盘为古元古代辽河群及晚印支—早燕山期的糜棱岩 %
断层呈北东向波状延展，倾向南东，倾角普遍较缓 >小
于 !OP@，断层破碎带宽 = Q =O 4% 断层角砾岩、被拉断

的石香肠构造发育，均指示断层上盘下滑的运动特点 %
该断裂早期控制了中、晚侏罗世沉积建造的分布

和沉积，属断陷盆地边缘的同沉积期断裂，其主要分布

地 质 与 资 源 BOOL 年=G

!辽宁地矿局区调队和第七地质大队 % 辽宁省境内鸭绿江断裂带基本特征及成矿作用 % =XXB%



张国仁等：鸭绿江断裂带的主要特征及其研究意义

图 ! 丹东市回手摸山、四道沟中燕山期 " #$ % & ’早期伸展滑脱、晚期挤压逆冲断裂构造剖面

()*+ ! ,-. /0122 2./3)142 2-15)4* 3-. 230.3/-)4* 26)7 849 /1:70.22);. 0.;.02. 3-0<23 )4 =)996. >842-84)84 )4 ?84914*
@—回手摸山 " 2./3)14 83 A<)2-1<:12-84 ’ B C—四道沟 " 2./3)14 83 D)981*1< ’ B E—中上侏罗统 "=)996.FG77.0 #<0822)/ ’ B $—古元古界 " H86.17013.01I1)/ ’；&—糜

棱岩 ":J6614)3. ’；K—含砾砂岩 " 7.LL6J 28492314. ’ B !—页岩 " 2-86. ’ B M—砂质灰岩 " 2849J 6):.2314. ’ B N—角闪黑云变粒岩 " 8:7-)L6.FL)13)3. *084<6)3. ’ B O—黑

云片岩 " L)13)3. 2/-)23 ’；P—绢云片岩 " 2.0)3)3. 2/-)23 ’

在丹东市向北东方向断续至古楼子一带，向南西延至

接梨树 + 盆地断续长达 !Q R:，断陷盆地建造厚度由南

西向北东逐渐减薄，由丹东市回手摸山一带 KKQ : 至

古楼子一带减为 EQQ :，已接近于盆地的终端 + 在断层

面及附近，可见早期沉积形成的浑圆状砾石和同沉积

滑塌流动构造 + 晚期沿早期同沉积断裂进一步发展，

两盘位移，形成一系列正断层及相关的构造组合 +
（$）晚期挤压逆冲断裂特征

挤压逆冲断裂在分布上与前述伸展滑脱断裂一致

（图 !）+ 逆冲作用下盘石英砂岩产生褶皱和破碎带中

挤压片理的叠瓦状雁行排列，同时错断了早期伸展滑

脱断裂 "如图 ! ’，使早期滑脱断片呈透镜体赋存于逆

冲断裂带中 + 该断裂带总体上呈 !QS 左右方向展布，

在丹东市沿江地区由 $ T K 条断续分布的逆冲断裂呈

波状平行排列，构成 E+ $ R: 宽，延长 P R: 的逆冲断裂

带 + 此带向北东延至古楼子，向南西可延至接梨树地

区，总体长达 !Q R:+ 逆冲断层以向南东倾斜为主，倾

角较陡，一般为 KQ T MQS+
另外，该期侵入的花岗岩 "!!

$）发育，主要有长甸黑

云二长花岗岩体 "锆石U G % HL 法U EM$+ & =8、EKK+ $
=8 ’ "、五龙背 % 大堡似斑状花岗岩体、三股流花岗闪

长岩体和朝鲜一侧数个侏罗纪花岗岩体 "朝鲜U E&M T
EMK =8 ’#，呈带状及岩株状沿北东向和北西向分布 "见

图 K 鸭绿江韧性剪切带剪切方向判别标志

()*+ K =)/01230</3<0.2 )49)/83)4* 3-. :1;)4* 9)0./3)14 1V 3-.
>86<W)84* 2-.80 I14.

四道沟北 "XY 面 ’ " XY 701V)6.U 4103- 1V D)981*<1 ’ + 8—显微褶皱轴面与 D/
夹角尖指向 " 9)0./3)14 )49)/83.9 LJ 3-. 84*6. L.35..4 3-. :)/01FV169 8Z)2 849

D/ 7684. ’；L—不对称斜长石压力影 " <42J::.30)/86 70.22<0. 2-8915 1V

768*)1/682. ’ /—云母鱼 ":)/8 V)2- ’；9—斜长石碎斑高角度斜向滑动多米

诺骨牌 " 91:)41 23J6. LJ -)*-F84*6. 26)7 1V 768*)1/682. V08*:.4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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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丹东古楼子白垩纪半地堑式断陷盆地示意图

"#$% ! &’()*+ ,+-.#/$ )+( 01()2*(-3, ,(4#5$126(/ 7238) 62,#/ 2)
938-3:#; <2/=-/$

图 > 鸭绿江断裂带左行走滑和拉分断陷盆地形成示意图

"#$% > &’()*+ ,+-.#/$ )+( 7-14#/$ -7 )+( 8(7)582)(128 ,8#? 7238) 2/=
)+( ?38852?21) 7238) 62,#/ #/ )+( @283A#2/$ 7238) :-/(

图 B C % 该期构造控制了白垩纪断陷盆地和陆相沉积，

区域上形成了早白垩世三个岭组与上覆小东沟组之间

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D见表 E C %
B% E% F 晚燕山期 DGE）—末燕山期 DGB C 左行正 H 走滑

运动

鸭绿江断裂带在该期表现为左行正走滑断裂活

动，组成区域大型走滑断裂系统，在主干走滑断裂的东

侧形成拉分盆地，并控制了白垩纪的火山喷发和沉积

D见表 E），断陷盆地的构造型式为半地堑式 D图 ! C %
该时期为鸭绿江断裂带及主干断裂的主要活动

期，也是走滑断裂带的主要形成时期 % 该走滑断裂带

走向 IJK，倾角陡立，主要向南东倾斜，倾角一般为

>J L MJK% 断裂破碎带宽 EJ L MJ 4，发育断层角砾岩和

断层泥，地貌上构成醒目的断层崖和断层谷 % 鸭绿江

流向主要受此断裂控制 % 在平面上该期断裂带两侧地

质体大规模左行平移，在纵向上形成断陷盆地 % 充分

反映出具有左行正走滑活动特点 %
该断裂带沿走向规模变化较大，在南北两端较宽，

破碎带可达 MJ 4；中间较窄，仅为 EJ 4% 在南端控制了

拉分式断陷盆地的形成和白垩纪地层沉积，由南西向

北东有浪头 H 古楼子盆地、朝鲜肖城盆地、腰岭子盆

地、绿江村、凉水泉子盆地 D如图 B C % 上述盆地均沿断

裂带分布，为半地堑式断陷盆地，西侧直接以鸭绿江主

干正走滑断裂为边界线，盆地东侧白垩纪地层以角度

不整合覆盖在变质岩之上 D图 !、> 和表 E C % 另外该期

断裂构造所控制的岩浆活动 D!I
F C及火山喷发活动较为

强烈 % 区内主要有榆树林子岩体、川沟岩体、石柱子岩

体、腰岭子岩体、丁歧山岩体 D锆石，N H O6 法，EE!% >
P2 "，以及朝鲜境内沿江出露的数个白垩纪岩体 D朝
鲜，EJJ L EBJ P2 C % 它们多呈串珠状分布 % 岩体长轴

以北西向为主，北东向、北西西向次之 % 此外，还有早

白垩世小岭组中性火山喷发 %
B% E% Q 末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期早期 DR C 的右行走

滑活动

中晚白垩世晚期开始至第三纪时，由于大区域上

的应力场已由原近南北向转变为近东西向挤压，鸭绿

江断裂带在此应力场影响下，产生较为显著的右行平

移运动 % 右行走滑结果导致主干断裂内的构造岩重新

就位并显示出右行平移的排列格局 % 例如，在丹东接

梨树、古楼子以及腰岭子等地，鸭绿江主干走滑断裂中

D主干走滑断裂呈北东 IJK 走向 C 构造岩被改造呈北北

东向 D BI L FJK C，并在断裂破碎带中作右旋雁行排列 %
北北东向雁行排列的构造岩条带由产状陡立 D倾角多

在 MJK左右 C 的片理化断层泥和挤压透镜体带构成，其

本身为压扭性，与主干走滑断裂间为锐角相交，夹角

BJ L BIK% 锐角指示主干走滑断裂做右行扭动 D图 M C %
在朝鲜一侧，一系列北西向压扭性断层和北东向右行

走滑断层，也在此期形成 %
在古楼子先期左旋走滑形成的破碎带中，发现此

期走滑形成的压扭性条带、片理，显示右旋走滑特点%
该期所形成断裂带的边界，在先期断裂的基础上，没有

大的改变，为继承性，只是运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 鸭绿

江断裂经历了该期右行走滑活动后趋于稳定，最终形

成现今醒目的鸭绿江断裂带 % 但本期断裂活动不论从

地 质 与 资 源 BJJ! 年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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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仁等：鸭绿江断裂带的主要特征及其研究意义

图 ! 丹东古楼子鸭绿江走滑断裂右行扭动示意图

"#$% ! &’()*+ ,+-.#/$ )+( 0#$+)123)(032 ,+(30#/$ -4 53267#3/$ 4362)
3) 862-69#: ;3/<-/$

规模上，还是位移距离上，均不如前期断裂活动强烈 %
它是继承了先期断裂的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活动 % 在地貌上它构成明显的“=”形断层谷和断层崖 %
>% > 鸭绿江断裂带断距及形成深度浅析

>% >% ? 鸭绿江断裂带的断距分析

鸭绿江断裂带是一条经历了多期不同活动方式的

断裂带 % 对侏罗纪以来各期活动的垂直断距和水平断

距可做以下讨论 %
@ ? A 中燕山期早期伸展滑脱和晚期逆冲断裂的断

距

早期伸展滑脱断裂中的条纹状初糜棱岩，是属于

韧性 B 脆性过渡的构造岩类型，初糜棱岩形成深度大

体上在 ?C ’D 左右，该期糜棱岩带集中分布在鸭绿江

主干断裂带的西侧，据两侧岩石变形特征相比，推断伸

展滑脱断裂的断距不应小于此数 % 使该类岩石上升地

表，与表层变形岩石相接触 %
晚期逆冲断裂是叠加在早期伸展滑脱断裂上的浅

层脆性断裂 % 据被逆冲的中晚侏罗世地层厚度 @ E FCC
DA推算，逆冲断裂垂直断距小于 ? ’D%

@> A晚燕山 B 末燕山左行正走滑断裂的断距

该正 B 走滑断裂的垂直断距是依据所控制形成的

半地堑式断陷盆地中地层厚度来推算的 % 在丹东市东

南，半地堑式断陷盆地中的白垩纪地层厚度大于 F
’D，这个数据可以代表正走滑断裂在该地段的垂直距

离，它与地面重力剖面推导出的断距 @ F ’DA相一致!G"%
该断裂的垂直断距，在南、北两端较大，中部较小 %

该正 B 走滑断裂的平移距离主要是根据断裂两

侧对应地质体的平移距离估算的 @不考虑后期右行平

移的抵消部分 A，最大左行平移距离不超过 >C ’D% 其

证据如下 @见图 > A：
!在断裂带的中南部，两侧大面积出露的印支期

—早燕山期花岗岩 @"G
>、"G

? A，在断裂带两侧集中分布

区发生了左行偏移 @如在北西盘集中分布于五龙背 B
古楼子一带；而南东盘集中分布于朔州 B 昌城一带 A %
就其北部边界相比，左行平移约 >C ’D%

#在古楼子以东地区，断裂带最西部断裂错断了

古元古代地层 @ H)? A，断距约 I ’D%
$在断裂带的北东段 @腰岭 B 浑江口 B 凉水泉子

一带 A，两侧地质体依次对应 @由南西至北东依次为

H)?、">、H)?、"G
J、">、H)?、"G

J A % 据此大致估算左行平移小

于 ?C ’D% %
总之，该断裂带在中部左行平移较大，在北东段位

移较小 %
>% >% > 鸭绿江断裂形成深度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断裂所控制的岩浆岩的来源探讨其

形成深度 %
燕山期以来，鸭绿江断裂控制了钙碱性花岗岩侵

入和中基性火山岩的喷发 % 其中在浪头 B 古楼子半地

堑式断陷盆地中有早白垩世小岭子组安山岩喷发，裂

隙式火山通道相 % 在古楼子窑厂有橄榄玄武岩脉沿鸭

绿江断裂的相关配套裂隙充填 % 上述资料表明，鸭绿

江断裂切割深度应达地壳硅镁层，为壳断裂性质的深

断裂 %
>% J 鸭绿江断裂带两侧地质构造对比

鸭绿江断裂带是郯庐断裂带东侧的一个次一级断

裂，也是中国东部大陆边缘活动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鸭绿江断裂带两侧在地质体结构、发展和演化史上，反

映出相似性 % 两侧同属中朝准地台 @%级构造单元 A 的

胶辽 B 朝北台隆 @&级构造单元 A区上的组成部分 %
印支—燕山期构造旋回使地台活动、强烈褶皱、断

裂并伴随岩浆侵入及喷发，构成醒目的大陆东部边缘

构造岩浆岩带，从而又共同进入中朝准地台大陆边缘

活动带发展阶段 %
区内断裂构造基本上形成于印支—燕山期，其中

的燕山期活动尤为强烈 % 它们同属滨太平洋断裂体系

的组成部分 % 北东向、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交织构

成棋盘格状断裂网络，构成了鸭绿江断裂带西侧断裂

基本格架 % 两侧断裂系统发育程度稍有不同：在辽东

一侧经北北东向断裂最发育，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出

现较少；朝鲜一侧北西向断裂尤为发育，北东向和北北

东向断裂出现较少 %

?K第 ? 期



! 鸭绿江断裂带研究意义

鸭绿江断裂带是我国东部一条重要的断裂带，由

多条相同方向 "#$ 向 % 延伸、成生密切的断裂组成，也

为著名的郯庐断裂带东侧一条多期活动的断裂带!& ’ (" )
受其控制的鸭绿江构成了中朝两国的界河 )

上述研究表明，鸭绿江断裂带明显地控制了该区

中生代沉积建造与岩浆岩和火山岩的分布 ) 因此，对

其发生、发展和多期活动历史的研究，对沿江中朝两侧

地质历史的发展演化与成矿研究至关重要，具有指导

意义 )
!) * 鸭绿江断裂带对岩浆岩、火山岩的控制作用

该断裂带控制着区内侏罗纪和白垩纪花岗岩的侵

入及早白垩世火山岩的喷发，为我国东部大陆边缘构

造岩浆岩带的组成部分 ) 对该断裂带的研究，可以了

解、掌握中生代以来，岩浆和火山活动时代、期次以及

岩浆岩、火山岩的物质组成、岩石类型等特征 )
!) + 鸭绿江断裂带对中生代沉积盆地的控制作用

该断裂带控制了区内侏罗纪和白垩纪断陷盆地的

形成和发展，在晚印支—早燕山期控制了早侏罗世的

沉积盆地；中燕山期控制了中、晚侏罗世沉积盆地；晚

燕山期控制了早白垩世沉积盆地；末燕山期控制晚白

垩世沉积盆地 ) 上述沉积盆地，总体上分布于断裂带

内及两侧，呈串珠状或带状断续分布，各断陷盆地由于

形成时期和样式的不同，因而具不同的沉积特点 ) 因

此，对断裂带研究，可以掌握区内各时期沉积盆地的形

成、发展、演化和沉积特征 )
!) ! 鸭绿江断裂带对区域矿产的控制作用

该断裂带内及两侧为重要的金矿、铜矿、铅锌矿等

成矿带 ) 两侧现已发现有关的矿床、矿点 +,, 余处!，

矿产地具有分布集中、成群出现的特点 ) 在断裂带西

侧丹东地区，虽有数十处金矿点 "床 %分布，但目前已探

明的规模和储量均不很大，而断裂带东侧朝鲜平安北

道分布的金矿数量多、储量大 ) 以往由于受国界的限

制，对鸭绿江断裂及其与矿产的关系未作深入研究，直

接影响了进一步普查找矿的部署 ) 因此，详细研究鸭

绿江断裂带的特征、活动期次和演化历史，为断裂带两

侧地质、矿产对比，查明鸭绿江断裂带对矿产的控制作

用，为在该区进一步找矿勘探和成矿预测等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

- 结论

（*）鸭绿江断裂带是具有多期活动和演化史的一

个复杂断裂带 ) 主要经历了晚印支—早燕山期 " .!—

/* % 左行平移韧性剪切活动；中燕山期 " /+ 0 ! % 早期低角

度伸展滑脱和晚期挤压逆冲活动；晚燕山期 "1* % 至末

燕山期 "1+ % 左行正走滑活动，为该断裂带形成的主要

活动期，起到主导作用 ) 末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早期

（#% 右行走滑活动 ) 第四纪开始鸭绿江断裂活动趋向

稳定，进入区域整体隆升的发展阶段 )
（+）鸭绿江断裂带控制着侏罗纪、白垩纪侵入岩、

火山岩和沉积盆地分布，前者为伸展方向形成的断陷

盆地，后者为叠加前者之上拉分半地堑式断陷盆地 )
（!）鸭绿江断裂带为郯庐断裂带东侧一个次级断

裂带，两者构成同一断裂体系 ) 最早活动为印支期，燕

山期活动强烈，喜马拉雅期活动较弱 ) 该断裂为切割

地壳硅镁层的深断裂，最大左行平移 +, 23，最大垂直

断距 - 23)
（-）鸭绿江断裂带两侧地质构造特征可以对比 )
（4）对鸭绿江断裂带的研究为在区内进行岩浆岩、

沉积地层以及地质找矿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宋鸿林、

张长厚两位教授的指导，在此一并感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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