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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门头沟地区主要地质遗迹分布特征
及形成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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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京门头沟区处于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山地面积占 98.5%，属北京西山的核心地区，在漫长的地质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丰富的地质遗迹。针对该区地质遗迹分布特征、形成演化缺乏系统研究，并制约其保护利用等问题，在充分利用前

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遥感解译、地面调查、岩矿鉴定等，对该区地质遗迹类型进行系统梳理，深入探讨了区内地质遗迹分

布特征和形成演化。结果表明：（1）该区地质遗迹丰富、类型多样；目前已查明的各类地质遗迹有 100 处，涵盖地质剖面、地

质构造、古生物化石、地貌景观等多个类型。（2）青白口系、马兰黄土等地质剖面及古生物化石类地质遗迹的分布与中新

元古界—第四系地层出露区密切相关；褶皱、断裂等主要分布在妙峰山镇—斋堂镇的中高山地区；燕山期酸性岩体地质遗

迹主要沿大型断裂分布；黄土台地、河流阶地、峡谷以及水体景观类主要沿永定河干流及大型支流分布。（3）区内发生多

次海侵，形成了诸多地层地质剖面遗迹，芹峪运动、蓟县运动、燕山运动等留下了多处不整合面、断层、褶皱等构造形迹，

也主导了多期多种矿床形成。研究结果可为区内地质遗迹资源深入研究及其保护利用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地质遗迹；分布特征；形成演化；保护利用；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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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ntougou  District,  the  core  region  of  Xishan  in  Beijing,  is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Yanshan  and
Taihang mountains, where mountainous areas account for 98.5%. Over the long geological history, it has remained
rich geoheritage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geoheri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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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 thei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oheritages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has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types  of  geoheritages  in  this  area  through  remote  sensing,  ground  investigation,  and  rock  and  mineral
identif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ich geoheritages in this area are diverse; 100 types of geoheritage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cluding  geological  profiles,  geological  structures,  paleontological  fossils,  and  landscape
geology. (2) The distribution of geological profile types such as the Qingbaikou Series and Malan lo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xposure area of the Mesoproterozoic-Quaternary strata.  Folds and faul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nd high mountain areas from Miaofengshan Town to Zhaitang Town; the acidic rock mass of Yanshan
period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large  faults;  loess  terraces,  river  terraces,  gorges,  and  water  landscape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main channel of the Yongdinghe River and its major tributaries. (3) Multiple marine
intrusions  in  this  area  created  lots  of  stratigraphic  profile  relics;  the  Qin  Yu  Movement,  Jixian  Movement,  and
Yanshan Movement led to many structural features, faults, and folds, which dominated the formation of multiple
mineral deposit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on geoheritages and thei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is area.
Keywords：geoheritag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Xishan, Beijing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进程中，受各种内、外

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遗留下来的可以呈现在大众

眼前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地质资源[1]。

门头沟区是北京西山的核心地区，构造位置处于

燕山板内造山带与太行山构造带的交汇处 [2]，中生代

以来构造与岩浆活动频繁，留下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资

源，是地学科普、研学旅游的理想场所。早在 19 世纪

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美国地质学家庞培莱、德国学者

李希霍芬、德国人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梭格尔等先后

在此开展地质调查工作；20 世纪初，章鸿钊、丁文江、

翁文灏带领包括叶良辅、谢家荣、李捷等在内的 13 位

地质专业学生在北京西山测制了 1∶5万地形地质图，

并编写了第一本由中国学者完成的地学专著《北京西

山地质志》，由此拉开了国内地质学者调查研究的帷

幕。年轻的地质学家在调查时发现髫髻山组地层几

乎整合于它之前的所有地层之上，认为在其沉积之

前，侵蚀作用强烈，曾有强烈的构造事件发生，1926
年，翁文灏正式提出“燕山运动”[3]，该运动曾被任继舜

评为是中国东部历次构造事件中，最重要和压倒一切

的构造运动，它塑造了中国主要大地构造雏形 [4]。之

后在门头沟地区先后有包括青白口系、下马岭组、南

大岭组、窑坡组、龙门组、九龙山组、髫髻山组、东岭

台组、马兰组等 9 个标准地层创名于此，1933 年，斯行

健在门头沟龙泉镇岳家坡村附近，命名了“门头沟植

物群”[5]；1966 年，东胡林人遗骸首次被发现，至今已出

土上万件文物，期间在考古学、环境学、基因学、病理

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领人瞩目的成果；1971 年，

乔秀夫在门头沟雁翅镇芹峪村附近发现了下马岭组

与铁岭组呈斜交不整合，并伴有铁质风化壳，提出了

“芹峪运动”[6]；1994 年，郑桂森等确定了门头沟雁翅到

斋堂一带的青白口半穹隆的构造变形属于印支期变

形[7]；2008 年，高林志等通过门头沟雁翅镇大村附近下

马岭组凝灰岩层锆石测年，确定了下马岭组的形成时

代 [8 − 10]，促使中国地层年代表新设西山系；2011 年，苏

德辰等在雁翅镇永定河河流阶地上发现了世界罕见

的雾迷山期古地震遗迹 [11 − 12]，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

对比研究价值。

在不同目的的地质调查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

地质遗迹 [2 − 12]，但缺乏系统性的地质遗迹专门调查研

究。因此，本文在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

遥感解译、地质遗迹详细调查、岩矿鉴定、水化学分

析以及锆石测年等工作，对门头沟区地质遗迹进行系

统梳理，深入探讨了区内地质遗迹分布特征和形成演

化，以期为区内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地质概况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西部，东西长约 62 km，南北宽

约 34 km，总面积 1 448.9 km2，山地面积占全区的 98.5%。

地处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过渡带上，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海拔介于 73～2 303 m。西北部的东灵山是最

高峰，也是“京都第一峰”；东南部的兔儿庄海拔仅有

73 m，为区内最低点。因水流下切，区内形成数百条

2024 年 贺瑾瑞，等：北京西山门头沟地区主要地质遗迹分布特征及形成演化  ·  211  ·



沟谷。出露地层自中元古界蓟县系起，除志留系、泥

盆系、三叠系等部分地层缺失外，其他各时代地层均

有出露，其中侏罗系最为发育。燕山期区内经历了较

强的构造变形，形成了诸如燕家台复式背斜、百花山—

髫髻山复式向斜、门头沟复式背斜等一系列规模较大

的褶皱构造，还形成了以北东向、北北东向为主，东

西、北西向次之的断裂构造。伴随着构造运动，岩浆

活动不曾停息，区内西北部主要出露棋盘岩辉长岩

体，中部主要出露碾台、白羊石虎花岗岩体，东部为上

苇甸花岗闪长岩体等（图 1）。
 
 

J

J

J

J

J

J

J-K

J-K

Q

Q

Q

Q

Q

Q

Q

O

O

O

O

O

O

O

O

O

P-T

P-T

P-T

P-T

P

P
P

P

P

C-P

C-P

C-P

Q

J

∈

∈
O

Q

Qb

Qb

Jx

Qb

Qb

Qb

Qb

P

J

Ch

Q

J οη3

J ηδ3

αμ

αη

J  ν1
38°

28°

18°

14°

γπ

δμ

下苇甸

上苇甸

门

头

沟

九龙山

王平镇

下马岭

雁翅镇

安家庄

青白口

黄土贵

庄户洼

珠窝

白羊石虎
碾台

沿河城黄草梁

斋堂镇

西胡林

东胡林

棋盘岩

东灵山

百花山

灰峪

56°

22°

23°

35°

24°

46°

22°
73°

清水镇 达摩庄

黄安坨

杜家庄

爨底下
法城

髫髻山

大台

潭柘寺

潭柘寺镇

铁坨山

25°

20°

45°

15°

8°

10°

16°

8°

20°

10°
20°

45°

地层剖面 构造形迹 动物化石
产地

岩矿石产地

山地地貌

岩浆岩（体）
剖面

变质岩相
剖面

沉积岩相
剖面

植物化石
产地

岩土体
地貌景观

矿业遗址

冰川地貌 构造地貌 滑坡 泥石流水体地貌景观 古地震遗迹

0 4 8 km

Q J P P-T C-P O ∈ Qb Jx

Ch

J-K

第四系 奥陶系侏罗系 寒武系二叠系 青白口系 蓟县系

长城系 安山玢岩 晚侏罗世
花岗闪长岩

晚侏罗世
石英二长岩

晚侏罗世
二长闪长岩

早侏罗世
辉长岩

早白垩世花
岗闪长岩

αμ 15°

断层 不整合 产状

Jx
Jx

Jx

∈

∈

JxQb

Qb

O∈

Jx

Jx

∈J γδ3

Qb

∈
K γδ1

J

∈

J

J

∈

J

J

O

∈
O

∈

∈
∈

∈

∈
∈

C-P

J ηδ3

J γδ3

K γδ1

J γδ3

J ηδ3

J γδ3

J ηδ3

αμ αμ

J οη
3

K1γδ J3γδ J3οη J3ηδ J1ν

侏罗—白垩系 二叠—三叠系 石炭—二叠系

N

图 1    北京西山地区地质图及地质遗迹资源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geoheritages in the Xishan area
 
 

2    地质遗迹资源分类及分布特征
 

2.1    地质遗迹资源分类

依据地质遗迹资源的分布特征、产出形态、形成

原因和自然属性，将其主要归纳划分为地质（体、层）

剖面、地质构造、古生物化石、矿物岩石与矿床、地貌

景观、水体景观、环境地质遗迹等 7 大类（图 1）。
地质（体、层）剖面大类主要包括门头沟地区出露

的层型、次层型剖面，以及一些能呈现典型地质现象

的岩浆岩、变质岩、沉积构造等剖面，区内以当地地

名命名的岩石地层单位有 9 处。

地质构造大类主要包括区内数次地壳抬升、下降

接受沉积形成的不整合面，受各期构造运动影响形成

的断层、断裂，以及受应力挤压形成的褶皱。区内先

后受蓟县运动、芹峪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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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运动影响，留下了典型的构造形迹。

古生物化石大类主要包括中、新元古界地层中丰

富的叠层石化石，以及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来，寒武

纪、奥陶纪、石炭—二叠纪、侏罗纪、第四纪等赋存的

化石遗迹等。

岩矿石与矿床大类主要包括区内受地质构造影

响形成的多类岩矿石及产地，如奥陶系马家沟组灰

岩、石盒子组中的叶蜡石和紫石、侏罗系煤系地层以

及受岩浆活动构造运动影响形成的矽卡岩型多金属

矿床。

地貌景观大类主要包括区内地表各种形态景观

遗迹，如岩土体地貌、火山地貌、冰川地貌、构造地貌

和其他陆地地貌景观。

水体景观大类主要指区内与水相关的景观，如河

流、湖泊、瀑布、潭、泉和湿地。

环境地质遗迹景观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人类采矿

遗址以及地震遗迹。自然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

流、地面塌陷等，采矿矿业遗址包括煤矿、石灰矿、多

金属矿等，地震遗迹主要是古地震遗迹。 

2.2    地质遗迹分布特征

（1）地层展布控制了地层剖面、矿业遗址的分布

区内地层沿北东向展布，呈现复式向斜形态，中

部百花山—清水尖—妙峰山主要为侏罗系地层，西北

翼清水镇—王家山—雁翅镇北部依次出露上古生界、

新元古界地层，南翼北台—安家滩上苇甸以南依次出

露下古生界、上古生界、新元古界地层。

地层的展布直接控制了层型、次层型剖面的分布

位置。众多煤矿采矿遗址沿石炭—二叠系、侏罗系赋

煤层位顺北东向沟谷呈东西向线状分布，如清水涧沿

线大台煤矿、千军台煤矿、木城涧煤矿等。

（2）燕山期断层控制了岩体的产出及分布

区内断层主要受燕山运动影响，多以北东向大断

裂为主，北西向多发育小断层。在燕山运动后期岩浆

多顺着构造面侵入或溢出，如双塘涧岩体、独山岩

体、碾台岩体及白羊石虎岩体等。较大岩体附近常有

岩浆顺沉积岩层理面侵入，形成岩床或岩盆，如向阳

口巨型花岗斑岩脉和庄户洼闪长玢岩脉。

（3）河流切割了数十亿年地质历史长河

永定河经官厅水库由门头沟区北西角流入北京，

垂向切割区内中、新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所有地

层及部分岩体，依次为碾台岩体、沿河城断裂、青白

口半穹隆、髫髻山向斜、下苇甸穹隆东南部寒武、奥

陶系地层，最后由三家店水库流入平原。清水河是区

内永定河最大的支流，经燕家台、清水镇、斋堂镇直

到青白口与永定河交汇，流域内河流阶地、峡谷地

貌、黄土台地、河流景观也一一展现。 

3    主要地质遗迹及形成演化

门头沟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燕山台褶带之西山

迭坳褶，北京最古老的变质岩形成之后，在漫长的地

质演化过程中既经历了中—新元古代、早寒武世—中

奥陶世、晚石炭世—第四纪三次大的沉降，又经历了

青白口纪末—早寒武世、晚奥陶世—早石炭世的全面

抬升，印支期的大量凝灰质碎屑岩的出现，拉开了中

生代构造运动的序幕，伴随着岩浆的剧烈涌动，燕山

运动早期燕山山脉雏形呈现。在各种构造应力的作

用下形成了断裂、褶皱、构造盆地和不整合面。新构

造运动以来，区内间歇性抬升，加之河流下切，剥蚀、

夷平、搬运、堆积，地貌形态更加复杂多样[13]。 

3.1    地质剖面与构造形迹

区内几乎出露除志留系、泥盆系、三叠系之外的

所有地层，多个标准层型、次层型都分布在该区，还有

包括芹峪运动、蔚县上升、蓟县运动、印支运动、燕山

运动等留下的众多构造形迹。

距今 18～10 亿年是长城、蓟县、青白口系的沉积

阶段，也是区内第一个沉降期的开始，垂向升降是该

期构造运动的主要特征。常州沟期区内开始下降，海

水侵入，经历了几次海进海退后，一直到新元古代景

儿峪期，接受了巨厚层沉积，区内从蓟县期至景儿峪

期地层几乎均有出露，主要分布于西北部梨园岭—沿

河城—青白口以北地区，包括红白相间的含粉砂、泥

状白云岩的杨庄组，富镁碳酸盐岩夹少量碎屑的雾迷

山组，杂色含石英粉砂、伊利石页岩的洪水庄组，含丰

富叠层石、含锰白云岩的铁岭组，以黑色碳质页岩、

板岩、粉砂岩为特色的下马岭组，以砂、砾、页岩为组

合特征的龙山组和呈紫红、蛋清色薄—中厚层含泥白

云质灰岩的景儿峪组地层。

同时，雾迷山期滨海浅水环境形成了大面积波

痕，出露于庄户洼永定河谷中，非对称状指示古水流

的方向，波峰和波谷指示地层的顶底，如图 2（a）所示。

雾迷山组、洪水庄组之后，是铁岭海相灰岩沉积

期，其地层剖面主要分布在雁翅镇黄土贵一带，之后

华北地台在大的沉降背景下，经历了一次短暂的隆

升，乔秀夫于雁翅镇芹峪村发现下马岭组和铁岭组之

间普遍存在一层铁质风化壳，并称之为“芹峪运动”[6]，

下马岭组与铁岭组角度不整合面在门头沟区芹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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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村一带均有出露。1920 年，叶良辅等将硅质岩

之上、砂砾岩之下的一套灰褐色页岩夹砂质白云岩

的岩层命名“下马岭组”，采用下马岭村命名。由于没

有直接的测年数据，长久以来下马岭组一直被划为新

元古界青白口系，约 10 亿年左右 [14]。近年，高林志在

雁翅镇大村下马岭组中发现了凝灰岩层，并获得锆石

SHRIMP 年龄为 13.7 亿年 [8 − 10]，促使中国地层年代表

新设西山系，并将其划入西山系，该组出露地层剖面

主要分布于雁翅付家台、碣石村一带（图 2b）。之后，

龙山组地层平行不整合于下马岭组之上，剖面主要分

布在寺台子、青白口和下苇甸一带。

青白口纪末（距今 8.0～5.7 亿年），区内迎来第一

次大的抬升事件，之后早寒武纪整体下降，海侵开始

并进入新的沉积期，青白口系景儿峪组与下古生界寒

武系昌平组地层间存在约 10 cm 厚的古土壤，其跨越

了 2.3 亿年，这一沉积间断形成了下古生界昌平组与

新元古界景儿峪组平行不整合面（图 2c），在门头沟下

苇甸、柏峪台村附近都有清晰的剖面。青白口系是

1934 年高振西等创名于门头沟青白口村[15]。

早寒武世昌平期—中奥陶世马家沟期，区内经历

了快速下沉，历时 1.2 亿年，一套碳酸盐岩夹部分碎屑

岩的岩石组合形成于浅海环境中。其中，寒武系地层

主要分布在梨园岭—刘家峪、青白口—大村以南一

带，总体呈北东向展布，下苇甸、鲁家滩等地均有出

露。这套地层以豹斑泥晶灰岩、鲕粒灰岩及竹叶灰岩

为主（图 2d）。
奥陶系地层主要分布于北台—安家滩—潭柘寺以

南地区、下苇甸穹隆东南部—灰峪以北以及青白口半

穹隆西南部—清水镇、王家山以北—林字台岩体以西

地区，呈北东向带状展布。该期海水异常动荡，风暴

事件搅碎了半固结物并再次沉积，其中炒米店组竹叶

状灰岩最具代表性。此外，风暴岩还分布于昌平组、

冶里组。下苇甸寒武系地质事件剖面完好地记录了

这一过程[16 − 18]，并成为研学实习的重要场所。

晚奥陶世—早石炭世（距今 4.5～3.2 亿年），区内

再次抬升，时间长达 1.2 亿年。长期的剥蚀造成石炭

系太原组与下伏奥陶系马家沟组出现了古岩溶型风

化壳平行不整合，这一现象在王平镇河北村北得以出

露。进入晚石炭世，该区沉积环境由滨海平原向内陆

河湖盆地转换，出现了区内第一套含煤建造。其中，

石炭系分布于木城涧—潭柘寺、色树坟—灰峪一带，

条带状展布，梨园岭以南，淤柏村北西也有少量出露；

二叠系分布于木城涧—色树坟—东杨坨、王平村—西

峰寺一带。

 

（a）雾迷山期波痕 （b）下马岭组凝灰岩夹层

（c）下古生界与新元古界不整合面 （d）寒武系风暴岩

古水流方向
凝灰岩（13.7亿年）

5.7亿年
8亿年

蓟县运动

Qbj

∈c

图 2    地层与构造（1）
Fig. 2    Geology and struct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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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2.5～2.0 亿年，以岩屑砂岩、粉砂岩及页岩

为主的双泉组上部碎屑岩中凝灰质火山碎屑物增多，

预示着激烈的构造运动（印支运动）的开始。印支初

期在伸展机制下，地壳较深部发生大规模水平韧性剪

切作用形成固态流变构造，之后在收缩机制下受南北

向挤压形成东西向面理褶皱，这次明显的褶皱运动致

使双泉组之前（包括双泉组）的地层发生了显著的褶

皱，如谷积山背斜和灰峪向斜。

最终，印支运动结束了准地台的发育史，双泉组—

杏石口组出现沉积间断。区内印支运动发生时限是

中三叠世晚期（或稍晚），到晚三叠世末期，距今 1.8～
2.2 亿年，大致经历了 4 000 万年[19]。

印支运动之后，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构造时代——

燕山运动。1926 年，翁文灏首次提出了燕山运动。燕

山运动早期，北京西山山脉雏形呈现，区内北东向断

裂多形成于该期，出露较好的北东向断裂有张家庄断

裂、大地—四台子断裂等。该类断裂对燕山早期的岩

浆侵入活动、中期的火山喷发和沉积有明显的控制作

用。燕山运动中期，在伸展机制下，早期北东东向背

斜隆起的两翼形成了继承性、断陷盆地，沉积了中性

火山碎屑岩为主的髫髻山组和土城子组；侏罗纪末

期，构造环境再次转化，在强大的南北向应力挤压下，

处在地壳上部的中生代火山碎屑沉积岩发生褶皱变

形，形成一系列褶皱构造，包括燕家台复式背斜、百花

山—髫髻山复式向斜、门头沟复式背斜、百花山向

斜、髫髻山向斜、青白口半穹隆（图 3a）、镇厂—杜家

庄向斜、下苇甸穹隆以及野溪褶皱（图 3b）。
燕山运动末期，受同方位沿河城断裂等切割破

坏，区内局部褶皱构造形态较复杂。沿河城断裂是本

区最大的构造断裂，出露于北东向燕家台复式背斜与

髫髻山—百花山复式向斜之过渡带。该断裂经历了

多期次的活动，燕山早期、中期、末期以及新生代以

来都有活动，有较复杂的相对运动和变形过程。末

期，该区再次进入伸展环境，构造活动较中期减弱，大

量岩浆沿着断裂侵入，形成大量的燕山期晚期侵入

岩，如白羊石虎岩体、碾台岩体和独山岩体等。

 
 

近直立岩层

（a）青白口穹隆直立岩层 （b）野溪褶皱

图 3    地层与构造（2）
Fig. 3    Geology and structure (2)

 

另外，北北东向断裂形态舒缓波状，常呈雁行斜

列，具明显的压剪性特征，其形成时期大致为燕山中

晚期，主要有珠窝断裂束、妙峰山断裂、大台—上苇

甸断裂、马栏断裂束等。同时，还出露作为经历剧烈

运动标志的地层角度不整合面：上侏罗统髫髻山组与

中统九龙山组角度不整合面、下白垩统张家口组与上

统土城子组角度不整合面。 

3.2    岩矿石与矿产

门头沟区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主要矿藏有

煤炭、叶蜡石、溶剂用灰岩、水泥用灰岩、耐火黏土、

花岗岩、青石、玉石、塑性黏土、石棉、金、银、铜、铁

等 20 多种，矿产地 70 余处。

奥陶纪马家沟期海水侵入，沉积了纯度较高的灰

岩，是区内石灰岩矿的重要赋矿层位，长久以来为北

京的建设提供着支撑，如灰峪石灰岩矿就有几百年的

采矿史，从明清年间就为北京的发展做着贡献。

石炭—二叠纪，海陆转换时期，区内水丰林茂，为

太原组、山西组等赋煤层位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如王

平煤矿、杨坨煤矿、安家滩煤矿都是开采这个层位的

煤炭资源。山西组之上整合覆盖石盒子组，石盒子组

是晋冀鲁豫地层区统一名称，实际是和北京西山之前

称之为“上杨家屯煤系”和“红庙岭组”对应。该套地层

在北京西山常产紫石（图 4a）和叶蜡石。区内早侏罗

世有个重要的含煤建造赋存于窑坡组地层中平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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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于南大岭组之上（图 4b），如大台煤矿、木城涧煤 矿、杨家峪煤矿等。

 
 

（a）二叠系石盒子组紫石矿层

紫石矿层

（b）侏罗系窑坡组煤层

煤层

图 4    岩矿石与矿床

Fig. 4    Rock and ore deposits in the study area
 

燕山期岩浆活动，区内大榆木沟大量中酸性岩浆

侵入蓟县系碳酸盐岩地层，在接触带及其附近，由含

矿气水热液交代作用形成以铁为主的矽卡岩型多金

属矿产。 

3.3    古生物化石

区内地层时间跨度长，赋存了大量丰富的古生物

化石，从中—新元古代的叠层石，到寒武纪的生命大

爆发，中生代留下了更加丰富的动植物化石，同时还

有承接了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古人类存续发展直

至万年以来的生活遗迹、遗存。

中—新元古代，区内广袤的原始海洋中，出现了

最早的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而释放出氧气的真核生物——

蓝绿藻，它们在活动过程中把海水中的钙、镁碳酸盐

岩及碎屑物质粘结沉淀，形成了叠层石。例如付—珠

公路庄户洼叠层石剖面（图 5a）。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这里的浅海，寒武纪迎来了生命大爆发，大量三叶虫

化石的出现成为下苇甸寒武系剖面的标志。区内张

夏组中常见凝块石、叠层石两期生物丘 [20]（图 5b），不
同位置的生物丘反应出不同的海洋沉积环境，其内部

结构丰富多样，特征明显。灰峪石炭—二叠纪古生物

化石产地就赋存于太原组、山西组地层中，像鳞木、

东方轮叶；同时，窑坡组和龙门组含有丰富的植物化

石，被统称为侏罗纪门头沟植物群 [21]，在岳家坡村西

出露岳家坡侏罗纪门头沟植物群化石。

 
 

（a）雾迷山组叠层石 （b）张夏组生物丘

叠层石生长方向

生物丘

图 5    古生物化石

Fig. 5    Fossils in the study area
 

全新世斋堂镇东胡林人遗址（距今 0.95 万年）的

发现 [22 − 24]，使该地区成为地质学、人类学、基因学、病

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焦点。位于门头沟清水河三级河

流阶地上的东胡林人遗址，是继在北京房山地区发现

的北京猿人遗址（距今 77 万年）[25 − 26]、新洞人遗址（距

今 10 万年）[27]、田园洞人遗址（距今 4.20~3.85 万年）以

及山顶洞人（距今 2.5 万年）[28]之后，旧石器向新石器

转换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同时对研究北京地区新

旧石器文化的交流与演变、现代人起源与发展以及中

国北方农耕文明等重大学术课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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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29 − 32]。 

3.4    地貌景观与水体景观

门头沟区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与火山活动，加

之新构造运动对微地貌的改造，形成了形态多样、种

类齐全的地貌与水体景观。蓟县期，区内南石洋峡

谷、庄户洼、沿河城—向阳口一带形成了白云岩、灰

岩为主的坚硬岩石，层理发育，为后期形成陡峻的高

山和俊美的峡谷奠定了物质基础。

青白口系地层主要分布于燕家台—柏峪台、青白

口—大村一带，鲁家滩以南有少量出露，岩石抗风化

能力较弱，极易破碎。同时，寒武—奥陶纪期间（距今

5.43～4.60 亿年），在陆表海环境下，沉积巨厚层灰岩

为新生代的岩溶洞穴发育提供物质基础，如八奇洞、

灰峪溶洞、韭园溶洞等岩溶洞穴群都发育于这套地

层中。

燕山运动后，本区构造格架雏形呈现，新构造运

动对现代地貌形态进行了精雕细琢。在此影响下，区

内西部山地继续抬升，东南部平原继续下沉。喜马拉

雅运动开始，区内已存的北东向断裂（沿河城断裂）再

次发生强烈的拉张，部分北西向断裂也在活动，该期

山区和平原基本趋于定型。但板块整体间歇性抬升，

接受陆表剥蚀，缺失白垩纪到始新世晚期以前的沉

积，形成多层夷平面或阶地，从河谷至山脊呈阶梯状

展现。北台期准平原面作为区内最高的夷平面，记录

了古近纪的准平原化过程。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第一

幕的不连续抬升和第二幕的位移、解体和变形，形成

了现在的三级夷平面：一级（2 000 m）的东灵山、白草

畔和百花山等；二级（1 400～1 600 m）的黄草梁和清

水涧和三级（1 100～1 200 m）的柏峪西、梁家山、妙峰

山等山顶面，在东南部此级夷平面的海拔高度降到

800～900 m，如九龙山。

中新世以来形成的嶂谷地貌为研究该区地壳间

歇性抬升提供了依据，斋堂有龙门涧嶂谷地貌（图 6a）、
爨底下一线天（图 6b）、龙门口一线天等；上新世以

来，区内又在地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

剥蚀和夷平，使得北台期夷平面经抬升后剥蚀和夷

平，形成了唐县期宽谷面，在斋堂附近最为典型，海拔

为 500～700 m，最著名的马兰组黄土剖面就位于此

处。在西部唐县面的海拔较高，如黄安坨夷平面达

1 100 m。

 
 

（a）龙门涧嶂谷 （b）爨底下一线天

图 6    地貌景观

Fig. 6    Landform
 

晚更新世，清水河流域发生古暴雨山洪泥石流事

件，形成了大量的洪积层或洪积台地，马兰砾石堆积

形成了马兰台、燕家台、梁家台和青龙涧小台等台地[33]。

第四纪沉积物多沿着永定河及其支流两岸分布，古冰

楔现象多发育于晚更新世马兰黄土 [34] 和中更新世离

石黄土中 [35]，其中，发育于斋堂盆地的马兰黄土更是

我国晚更新世的标准地层之一，叶良辅、安特生、赵

希涛等人都认为其是来自陕甘宁的风成黄土 [34, 36 − 37]。

全新世，区内的老断裂有时仍表现出一定的活动性，

如沿河城断裂的活动使其两盘同一阶地错位，高差可

达数十米。 

3.5    环境地质

随着地质历史的演化，区内留下了丰富的环境地

质类地质遗迹资源，除了古地震遗迹外，还有晚更新

世洪泛期留下的规模巨大的冲洪积层以及近现代人

类采矿活动留下的矿业遗址遗迹等。

雾迷山期的古海洋强地震发生时，强烈的振动使

地壳下部含水砂层液化，并沿着裂隙等通道向外涌

出，在门头沟雁翅镇庄户洼形成雾迷山组溢出丘，其

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全球都罕见 [11 − 12]（图 7a）。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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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沉积物在半固结状态下遭受强震水平剪切力作用

形成尖棱褶曲，褶曲断开形成板刺构造（图 7b）。再

者，由于区内石炭—二叠系、侏罗系赋煤层的存在，地

下形成了大量采空区，在王平镇清水涧、清水镇达摩

沟等地出现了线状分布的塌陷坑。达摩沟由于天然

形成的具备一定坡角和大面积汇水面，沟道存有大量

风化剥蚀的残坡积物，历史上曾发生过泥石流，造

成了一定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这里可以作为泥石流地

质灾害科普场所，对研究北京西山泥石流成灾机理

及科普研学有重要意义；研究区南部还有一处滑坡

遗迹——戒台寺滑坡 [38 − 39]，由于道路建设切坡卸荷，

导致顺层的基岩有了滑动的迹象，目前已经实施了抗

滑桩等治理工程，可以作为滑坡地质灾害教学研场所

加以利用。

 
 

（a）古地震溢出丘 （b）板刺构造

放射性节理

环形节理

图 7    环境地质

Fig. 7    Environmental geology
 

由于门头沟区矿产资源丰富，在各种采矿活动结

束以后，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迹，主要有多金属采矿

遗址、花岗岩采石场遗址、石灰岩采矿遗址以及大量

煤矿采矿遗址遗迹等。之后，在产业升级转型之际，

以此为基础，可开发利用建设成为矿山公园。 

4    结论

（1）门头沟区地质遗迹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目

前，已经查明的各类地质遗迹共 100 处，包括地质剖

面、地质构造、古生物化石、岩矿石与矿产、地貌景

观、水体景观和环境地质等 7 个资源类型。

（2）受燕山运动早期北西—南东向应力挤压，区内

地层形成枢纽为北东向的复式褶皱形态，直接控制了

多数层型、次层型剖面的分布位置，总体表现为中间

新两侧老，如中部大面积出露侏罗系地层，西北部依

次出露蓟县系、青白口系、寒武系和奥陶系地层，东

南部主要为寒武系、奥陶系、石炭—二叠系地层剖

面。燕山期断裂构造的分布控制了岩浆的侵位及产

出形态，该期岩体主要分布在沿河城断裂、雁翅—百

花山断裂、上苇甸断裂附近；新构造运动以来地壳抬

升和河流下切，致使沿流域出露黄土台地、河流阶

地、峡谷地貌、地层剖面等多类地质遗迹，多级夷平

面至西向东，呈台阶式展布。

（3）区内发生的多次海侵，沉积了中新元古界和

下古生界地层，晚古生代海陆转换及断陷盆地形成控

制了上古生界—中生界地层的沉积，芹峪运动、蔚县

上升、蓟县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等留下了多处

不整合面、断层、褶皱等构造形迹，也主导了多期多

种矿床形成。伴随着构造运动，古生物也更新迭代，

在中生代达到极盛期。新构造运动以来主要表现为

上更新统、全新统地层的形成和地壳间歇性抬升运动

地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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