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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大地构造相划分与成矿作用

宋树军，宋立军，陈志楠
（河北省地质调查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摘要：系统划分大地构造相可以加深对大洋岩石圈和大陆岩石圈之间构造体制转换的认识，有助于开展成矿远

景预测和资源潜力评价。根据河北省大地构造相的基本特征，将其划分为３个相系、５个大相、１９个相，并进一步
划分出亚相。探讨了大地构造相与成矿的关系，认为成矿作用是在一定的大地构造背景下发展演化的，并受到大

地构造环境的制约。天山—兴蒙造山相系成矿主要与华力西期侵入岩有关，矿产主要为萤石，零星赋存铍矿、钨

矿、铅锌矿；华北克拉通相系是重要的成矿相系，产有与条带状铁建造（ｂａｎｄｅｄｉｒ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Ｆ）有关的铁矿床，
与花岗－绿岩带有关的金矿床，与古岛弧亚相有关的沉积变质铁矿、滑石、菱镁矿、石墨等；东部造山－裂谷相系的
成矿与火山岩相、沉积岩相、侵入岩相有关，以接触交代型铁（铜）矿、斑岩型铜钼矿和岩浆热液型金矿为主，另赋存

有铅锌矿、锰银矿、煤矿等。研究可为分析区域成矿作用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及其演化过程提供成矿地质环境与构

造演化阶段的背景资料，为成矿规律和矿产预测研究提供各类矿产预测类型的地质建造与成矿构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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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系统研究大地构造相对深入理解大洋岩石圈

与大陆岩石圈之间的构造体制转换，陆块区和造山

系的结构组成及演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开展成矿

远景预测及资源潜力评价的有力工具。

大地构造相的概念首先由许靖华［１］提出，即碰

撞造山带主要由仰冲陆块、俯冲陆块和一个位于其

间的大洋岩石圈的残余遗迹３种大地构造相叠加
组成，分别称作雷特相、凯尔特相、阿尔曼相；Ｒｏ
ｂｅｒｔｓｏｎ［２］将大地构造相定义为具有一套岩石构造
组合，其组合特征可以系统确认造山带地史时期的

大地构造环境，强调大地构造环境作为大地构造相

的划分基础，并依４种基本的构造环境（离散、汇
聚、碰撞、走滑）共划分出 ２９种大地构造相；潘桂
堂等［３－４］提出大地构造相是大陆岩石圈板块经过

离散、聚合、碰撞、造山等动力学过程而形成的地质

构造作用的综合产物。

本文应用大陆动力学理论的应用成果，将成矿

作用视为地质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收集整理

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资料［５－８］，并结合 １∶５
万区调成果［９］，分析控制区域成矿的地质建造和构

造要素（地质构造预测要素），系统解析和精细研究

沉积岩区、火山岩区、侵入岩区、变质岩区的地质构

造特征，以及大型变形构造和综合地质构造特征，

划分河北省大地构造相，探讨大地构造相与成矿作

用之间的联系。

１　大地构造相的概念

本文采用潘桂堂等［３－４］对大地构造相的定义，

即反映陆块区和造山系 （带）形成演变过程中，在

特定演化阶段、特定大地构造环境下形成的一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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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构造组合，是大陆岩石圈板块经过离散、聚合、碰

撞、造山等动力学过程而形成的地质构造作用的综

合产物。

这种划分方法的优点在于：①强调将大陆岩
石圈板块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大地构造环境作为

大地构造相划分的基础；②强调在陆块中进行大
地构造相的鉴别和厘定，具有恢复与揭示陆块区和

造山系（带）的组成、结构、演化与成矿地质背景的

功能；③强调不同的大地构造相控制着不同的成
矿作用和成矿类型。

２　河北省大地构造相的划分

本文以优势大地构造相为主线，在分析沉积岩

建造构造［１０］、火山岩性与岩相构造、侵入岩构造、

变质建造构造和变形构造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岩石

或几种岩石的自然组合划分建造或建造组合，进一

步对大地构造相进行划分。

河北省在新太古代—元古宙发生洋陆转换、增

生、碰撞、聚集形成稳定陆块，之后发生碰撞后裂谷

事件，经“三升两降”形成稳定的盖层构造单元，中

三叠世末的构造运动改变了整个中国东部的大地

构造格局，由特提斯构造域向滨太平洋构造域转化

是其改变的大陆动力学基础［１１－１２］。依据河北省的

地质演化和地质构造单元特征，将河北省分为陆块

区相系、造山系相系和叠加造山－裂谷相系。
本研究将河北省大地构造相划分为 ７７个亚

相，归并为１９个相、５个大相，分属于天山—兴蒙造
山相系、华北克拉通相系［１３］及东部造山 －裂谷相
系等３个相系（表１）。

表１　河北省大地构造相单元划分
Ｔａｂ．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ａｃｉｅ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相系 大相 相

Ⅰ天山—兴蒙造山相系 Ⅰ１包尔汗图—温都尔庙弧盆系大相 Ⅰ１１温都尔庙俯冲增生杂岩相（Ｄ－Ｐ）

Ⅱ华北克拉通相系

Ⅱ１晋冀古陆块大相

Ⅱ２鲁西古陆块大相

Ⅱ１１迁西—密云变质基底杂岩相（Ａｒ２－３）

Ⅱ２１怀安变质基底杂岩相（Ａｒ２－Ａｒ１３）

Ⅱ３１阜平—赞皇古弧盆系相（Ａｒ１３）

Ⅱ４１五台大陆边缘古裂谷相（Ａｒ２３）

Ⅱ５１康保陆棚相（Ｐｔ１）

Ⅱ６１冀北陆源古弧盆系相（Ｐｔ１－２）

Ⅱ７１晋蒙陆棚碎屑岩相（Ｐｔ１）

Ⅱ８１湾子古陆缘坳拉槽相（Ｐｔ１）

Ⅱ９１官都古陆内裂谷相（Ｐｔ１）

Ⅱ１０１ 甘陶河陆缘裂谷相（Ｐｔ２１）

Ⅱ１１１ 燕辽夭折裂谷相（Ｐｔ２－３）

Ⅱ１２１ 晋东南碳酸盐台地相（ ２－Ｏ２）

Ⅱ１２朱杖子古裂谷相（Ａｒ２３）

Ⅱ２２秦皇岛古岛弧相（Ａｒ１３）

Ｄ东部造山－裂谷相系
Ｄ１冀北—燕辽—太行岩浆弧大相

Ｄ２华北裂谷盆地大相

Ｄ１１燕辽岩浆岩相（Ｔ３－Ｑｈ）

Ｄ２１冀北火山岩相（Ｊ１－Ｎ１）

Ｄ３１太行山侵入岩相（Ｊ１－Ｎ）

Ｄ１２冀黄断陷盆地相（Ｅ２－Ｑｈ）

３　河北省大地构造相的基本特征

本文将河北省大地构造相划分为陆块区、造山

系及叠加造山－裂谷系３类相系，大相以前寒武纪
拼合的陆块物质组成及演化差异为划分依据［１４］。

构造相按构造演化阶段进行划分，变质基底根据地

域分布、物质组成及构造环境划分出相，进一步划

分出亚相。盖层演化阶段主要依据环境划分出相，

依据环境和时间划分出亚相，叠加造山阶段则依据

物质组成和空间分布划分出相，按时代划分出亚相

（图１，表２）。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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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造山区相；２．变质基底相；３．夭折裂谷相；４．陆表海相；５．海陆交互陆表海相；６．陆内盆地相；７．冀黄断陷盆地

相；８．大地构造亚相单元代号；９．大地构造相界线；１０．断裂；１１．解译断裂；１２．冀北；１３．燕辽；１４．太行

图１　河北大地构造相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ａｃｉｅｓ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表２　河北省大地构造相、亚相及岩石组合
Ｔａｂ．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ａｃｉｅｓ，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ｆ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相 亚相 岩石组合

Ⅰ１１温都尔庙俯冲增生杂岩相（Ｄ－
Ｐ）

朝阳河—围场古岛弧亚相 朝阳河滨浅海碎屑岩－灰岩－火山岩（Ｐ１－２）组合

满德堂碰撞侵入岩亚相 满德堂碰撞花岗闪长岩－（斑状）正长花岗岩（Ｐ１－２）组合

兴巨德前造山侵入岩亚相 兴巨德前造山闪长岩－奥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Ｄ３）

Ⅱ１１迁西—密云变质基底杂岩相
（Ａｒ２－３）

遵化—青龙古岛弧亚相

小关庄英云闪长岩 －奥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ｔｏｎａｌｉｔｅ－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ＴＴＧ）（Ａｒ１３）组合、青杨树辉长质片麻岩
（Ａｒ１３）组合、遵化斜长角闪岩－变粒岩 －磁铁石英岩（Ａｒ１３）组合、
迁西麻粒岩－紫苏斜长变粒岩－磁铁石英岩（Ａｒ３）组合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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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 亚相 岩石组合

Ⅱ１１迁西—密云变质基底杂岩相
（Ａｒ２－３）

迁西—密云中太古代陆核亚相

三屯营ＴＴＧ（Ａｒ３）组合、迁西麻粒岩－紫苏斜长变粒岩－磁铁石英岩
（Ａｒ３）组合、曹庄斜长角闪岩－石英岩－不纯大理岩－磁铁石英岩
（Ａｒ２）组合

Ⅱ２１怀安变质基底杂岩相（Ａｒ２－
Ａｒ１３）

怀安陆核亚相 桑干斜长－花岗闪长质片麻岩（Ａｒ３）组合、桑干麻粒岩 －紫苏斜
长变粒岩－磁铁石英岩（Ａｒ３）组合

崇礼古岛弧亚相 崇礼闪长－二长花岗质片麻岩（Ａｒ１３）组合、崇礼斜长角闪岩 －变
粒岩－磁铁石英岩（Ａｒ１３）组合

Ⅱ３１阜平—赞皇古弧盆相（Ａｒ１３）
阜平古岛弧亚相 阜平ＴＴＧ（Ａｒ３）组合、陈庄斜长角闪岩－变粒岩－大理岩（Ａｒ１３）组合
赞皇古岛弧亚相 岗南二长－正长花岗质片麻岩（Ｐｔ１）组合、赞皇斜长角闪岩 －变

粒岩－大理岩（Ａｒ１３）组合

Ⅱ４１五台大陆边缘古裂谷相（Ａｒ２３） 独山城—板峪口古裂谷亚相
沙果园后碰撞钾质侵入岩（Ａｒ２３）组合、独山城变质砾岩 －斜长角
闪岩－变粒岩－磁铁石英岩（Ａｒ２３）组合

Ⅱ５１康保陆棚相（Ｐｔ１） 康保陆棚碎屑岩亚相 角闪钠长片岩－云母石英片岩－钠长浅粒岩－大理岩（Ｐｔ２１）

Ⅱ６１冀北陆源古弧盆系相（Ｐｔ１－２）

卢家营—孟家营非造山侵入岩亚相 沙厂非造山环斑花岗岩－斑状花岗岩（Ｐｔ２）组合

海流图非造山侵入岩亚相 沙厂非造山环斑花岗岩－斑状花岗岩（Ｐｔ２）组合

驿马图后碰撞变质侵入岩亚相 驿马图碰撞二长－正长花岗岩（Ｐｔ１２）组合

阎油房—蹬上古边缘岛弧亚相 蹬上闪长－正长花岗质片麻岩（Ｐｔ１１）组合、红旗营子斜长角闪岩－
变粒岩－大理岩（Ｐｔ１１）组合

Ⅱ７１晋蒙陆棚碎屑岩相（Ｐｔ１） 下白窑陆棚碎屑岩亚相 下白窑浅色片麻岩－变粒岩夹麻粒岩－大理岩（Ｐｔ１）组合

Ⅱ８１湾子古陆缘坳拉槽相（Ｐｔ１） 湾子古陆缘坳拉槽亚相 湾子变粒岩－浅粒岩－镁质大理岩（Ｐｔ１）组合

Ⅱ９１官都古陆内裂谷相（Ｐｔ１） 官都古陆内裂谷亚相
许亭碰撞斑状花岗岩（Ｐｔ１１）组合、官都变质砾岩 －泥砂岩 －大理
岩夹基性火山岩（Ｐｔ１１）组合

Ⅱ１０１ 甘陶河陆缘裂谷相（Ｐｔ２１） 甘陶河陆缘裂谷亚相
楼底变质辉绿岩（Ｐｔ１１）组合、白羊关后碰撞侵入岩（Ｐｔ１２）组合、甘
陶河变质玄武岩－板岩－变质砂岩（Ｐｔ１１）组合

Ⅱ１１１ 燕辽夭折裂谷相（Ｐｔ２－３）

丰宁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丰宁后造山石英闪长岩－二长花岗岩（Ｔ１－２）组合
下板城—京西陆内盆地亚相 下板城河流砂砾岩－粉砂岩－泥岩（Ｐ２－Ｔ２）组合

孤山子—大石柱子同碰撞侵入岩亚

相

大石柱子碰撞高钾石英闪长岩－二长花岗岩（Ｐ２）组合、孤山子碰
撞辉石岩－辉石闪长岩（Ｐ２）组合

开平海陆交互障壁陆表海亚相 开平海陆交互含煤碎屑岩（Ｃ２－Ｐ１）组合
平泉—涞源碳酸盐岩陆表海亚相 平泉—涞源陆表海钙质碳酸盐岩（ ２－Ｏ２）组合

昌平—驻操营碎屑岩－碳酸盐岩陆
表海亚相

昌平—驻操营陆表海碎屑岩－碳酸盐岩（ １－２）组合

沙厂非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沙厂非造山环斑花岗岩－斑状花岗岩（Ｐｔ２）组合

大庙非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韩麻营非造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 －正长岩（Ｐｔ２）组合、大庙非
造山斜长岩（Ｐｔ２）组合

青白口陆表海亚相 青白口滨浅海碎屑岩－碳酸盐岩（Ｐｔ３）组合
蓟县夭折裂谷亚相 蓟县陆表海镁质碳酸盐岩（Ｐｔ２２）组合
团山子—高于庄裂谷亚相 团山子—高于庄镁质碳酸盐岩－碎屑岩－火山岩（Ｐｔ１２）组合
常州沟—串岭沟初始裂谷亚相 常州沟—串岭沟碎屑岩（Ｐｔ１２）组合

Ⅱ１２１ 晋东南碳酸盐台地相（ ２－
Ｏ２）

大椒村陆内盆地亚相 大椒村河流砂砾岩－粉砂岩－泥岩（Ｐ２－Ｔ２）组合
峰峰海陆交互障壁陆表海亚相 峰峰海陆交互含煤碎屑岩（Ｃ２－Ｐ１）组合
涉县陆表海碳酸盐岩台地亚相 涉县陆表海镁质碳酸盐岩组合（ ２－Ｏ２）
西达陆源碎屑－碳酸盐岩陆表海亚相 馒头陆表海碎屑岩－碳酸盐岩组合（ １－２）

赞皇—涉县团山子—高于庄裂谷亚相 涉县镁质碳酸盐岩（Ｐｔ１２）组合
赵家庄—串岭沟初始裂谷亚相 赵家庄碎屑岩－碳酸盐岩组合（Ｐｔ１２）

Ⅱ１２朱杖子古裂谷相（Ａｒ２３） 朱杖子古裂谷亚相
朱杖子变质砾岩－斜长角闪岩 －变粒岩 －磁铁石英岩（Ａｒ２３）组
合、滦县斜长角闪岩－变粒岩－磁铁石英岩（Ａｒ１３）组合

Ⅱ２２秦皇岛古岛弧相（Ａｒ１３）
滦县古岛弧亚相

安子岭类 ＴＴＧ（Ａｒ１３）组合、滦县斜长角闪岩－变粒岩－磁铁石英
岩组合（Ａｒ１３）

山海关古岩浆弧亚相 山海关后碰撞钾质侵入岩（Ａｒ２３）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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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 亚相 岩石组合

Ｄ１１燕辽岩浆岩相（Ｔ３－Ｑｈ）

怀来断陷盆地亚相 怀来冲湖积碎屑岩（Ｎ２－Ｑｈ）组合
蔚县断陷盆地亚相 蔚县冲洪积碎屑岩（Ｎ２－Ｑｈ）组合
南天门山麓盆地亚相 南天门冲积扇砾岩（Ｋ２）组合
雾灵山—响山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雾灵山后造山斑状石英二长岩 －石英正长斑岩 －碱性花岗岩

（Ｋ１１）组合
寿王坟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寿王坟后造山石英闪长岩－正长花岗岩（Ｋ１２）组合
王安镇—军都山同造山侵入杂岩亚

相

乌龙沟同造山高钾石英二长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
（Ｋ１１）组合

大北沟—义县火山－沉积断陷盆地
亚相

义县陆缘弧碎屑岩－中性火山岩（Ｋ１）组合

张家口火山盆地亚相 张家口陆缘弧流纹岩－粗面（安）岩－流纹质凝灰岩（Ｋ１）组合

九龙山—土城子火山－沉积断陷盆
地亚相

九龙山—土城子河流相紫红色碎屑岩夹火山岩（Ｊ２－３）组合

舍龙城—燕子窝同造山侵入杂岩亚

相

碱房同造山高钾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Ｊ２）组
合、清泉寺同造山高钾闪长岩－石英二长闪长岩（Ｊ２）组合

高家店—肖营子前造山侵入杂岩亚

相

高家店—肖营子同造山高钾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
（Ｊ１）组合、昌平前造山辉长岩（Ｊ１）组合

宣化火山－沉积拗陷盆地亚相 宣化河湖相含煤碎屑岩－中基性火山岩（Ｔ３－Ｊ１）组合
光顶山非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光顶山非造山（斑状）碱性花岗岩（Ｔ３）组合、杜岱营子非造山辉

长岩－角闪闪长岩（Ｔ３）组合

都山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都山—盘山非造山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Ｔ３）
组合、王土房（斑状）非造山碱性花岗岩（Ｔ３）组合、杜岱营子非造
山辉长岩－角闪闪长岩（Ｔ３）组合

水泉沟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水泉沟后造山石英二长岩－正长岩（Ｔ３）组合
矾山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矾山非造山辉石岩－辉石正长岩（Ｔ３）组合
高寺台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高寺台非造山超基性岩（Ｔ３）组合

Ｄ２１冀北火山岩相（Ｊ１－Ｎ１）

汉诺坝—棋盘山拗陷盆地亚相 汉诺坝非造山碱性橄榄玄武岩 －拉斑玄武岩（Ｅ３－Ｎ１）组合、开
地坊河湖相砂页岩夹含砾砂岩（Ｅ２－Ｎ１）组合

窟窿山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窟窿山后造山斑状石英二长岩－石英正长斑岩－碱性花岗岩（Ｋ１１）组合
围场同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五道川同造山高钾石英二长斑岩－正长（斑）岩（Ｋ１１）组合
九佛堂—青石砬拗陷盆地亚相 九佛堂河湖相含煤碎屑岩－油页岩（Ｋ１）组合

大北沟—义县火山－沉积断陷盆地
亚相

义县陆缘弧碎屑岩－中性火山岩（Ｋ１）组合

张家口火山盆地亚相 张家口陆缘弧流纹岩－粗面（安）岩－流纹质凝灰岩（Ｋ１）组合
碱房同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碱房同造山高钾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Ｊ２）组合
黄土坎前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高家店—肖营子同造山高钾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正长花岗岩

（Ｊ１）组合

新拨火山－沉积拗陷盆地亚相 宣化河湖相含煤碎屑岩－中基性火山岩（Ｊ１）组合
茅荆坝后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都山－盘山非造山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正长花岗岩（Ｔ３）组合

Ｄ３１太行山侵入岩相（Ｊ１－Ｎ）

南太行山麓盆地亚相 石匣砂砾石－红色黏土岩（Ｎ１）组合
雪花山—阳邑火山洼地亚相 汉诺坝非造山碱性橄榄玄武岩－拉斑玄武岩（Ｅ３－Ｎ１）组合
娄里火山－沉积断陷盆地亚相 娄里陆缘弧碱性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Ｋ１）组合
邯邢造山侵入杂岩亚相 邯邢辉长岩－闪长岩－二长岩－正长岩（Ｊ１－Ｋ１２）组合

Ｄ１２冀黄断陷盆地相（Ｅ２－Ｑｈ）

海兴隆起亚相 海兴河湖沼沙砾石－黏土－玄武岩（Ｎ１－Ｑｈ）组合
黄骅拗陷盆地亚相 黄骅河湖沼细碎屑岩－油页岩－玄武岩（Ｅ２－Ｑｈ）组合
乐亭—唐海隆起亚相 乐亭河湖沙砾石－黏土－玄武岩（Ｏｐ１－Ｑｈ）组合
沧县—天津隆起亚相 沧县河湖沼沙砾石－黏土－玄武岩（Ｎ１－Ｑｈ）组合
廊坊—冀县拗陷盆地亚相 冀县河湖沼细碎屑岩－油页岩－玄武岩（Ｅ２－Ｑｈ）组合
临西—魏县隆起亚相 临西河湖沼细碎屑岩－油页岩－玄武岩（Ｅ２－３－Ｑｈ）组合

３．１　天山—兴蒙造山相系
３．１．１　包尔汗图—温都尔庙弧盆系大相

该大相位于河北北部边缘，康保—围场断裂以

北，仅划分１个构造相，即温都尔庙俯冲增生杂岩
相［１５］。

温都尔庙俯冲增生杂岩相形成于二叠纪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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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力西运动，使兴蒙造山系回返为陆，从中生代开

始与南侧陆块区连为一体，共同经历了叠加造山

过程，其上为中生代火山沉积岩覆盖，划分为３个
亚相。

３．２　华北克拉通相系
３．２．１　晋冀古陆块大相

晋冀古陆块的初始陆块在３０００Ｍａ已经形成，
结晶基底于１８００Ｍａ固结［１６］。根据基底的隆起与

坳陷、构造运动的性质和时代，以及岩浆活动和成

矿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划分为１２个构造相。
３．２．２　鲁西古陆块大相

鲁西古陆块位于秦皇岛、山海关、抚宁、卢龙、

滦县和青龙东部一带，其北侧和西侧均以断裂为

界，向东延伸进入辽宁，西界为青龙—滦县大断裂，

划分为朱杖子古裂谷相和秦皇岛古岛弧相。

３．３　东部造山－裂谷相系
３．３．１　冀北—燕辽—太行岩浆弧大相

河北省中生代—新生代火山沉积岩系主要分

布在华北东部，包括冀北、燕辽、太行和平原区，以

尚义—丰宁—隆化的ＥＷ向断裂为界，白垩纪和新
生代地层主要分布于北部，少量位于南部，侏罗纪

地层则主要分布于南部，划分为燕辽岩浆岩相、冀

北火山岩相和太行山侵入岩相［１７－１８］。

３．３．２　华北裂谷盆地大相
在太古宙—早元古代的结晶基底之上，发育有

中元古代—新元古代及早古生代碳酸盐岩建造、晚

古生代滨浅海相转变为陆相含煤建造、早三叠世—

中三叠世红色陆屑建造和晚期的复陆屑建造，以及

局部发育的侏罗纪—白垩纪陆相火山岩建造及类

磨拉石建造。古近纪以来河北地区断裂活动加剧，

差异升降明显，太行山山前断裂带以西急剧上升，

以东急剧下降。新近纪—第四纪，在边界断裂的制

约下，河北地区持续平稳下降，岩浆活动减弱，前期

小盆地连成一体，仅划分出１个冀黄断陷盆地相。
冀黄断陷盆地相分布于河北省东南部的平原

区，地处冀鲁豫皖大型新生代断裂拗陷的北部，四

周被断裂围限，进一步划分为６个亚相。

４　大地构造相与成矿作用

矿床是在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在特定大地构

造相环境下形成的特殊地质体，成矿作用的过程与

大地构造演化密切相关，不同级别的大地构造相单

元制约了相应级次的成矿区带，大地构造相（亚相）

单元既是成矿系统、成矿作用的构造环境［１９］，也是

成矿系统的载体。

４．１　天山—兴蒙造山相系
天山—兴蒙造山相系除发现与华力西期侵入

岩有关的萤石矿外，仅分布有零星的铀矿、铍矿、铅

锌矿、钨矿，其他矿产较少。

４．２　华北克拉通相系
４．２．１　晋冀古陆块大相

晋冀古陆块大相可划分变质基底杂岩相、古裂

谷相和燕辽夭折裂谷相［２０－２１］，其中变质基地底杂

岩相中又划分陆核亚相与古岛弧亚相，本文对３种
大地构造相与成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１）基底杂岩相的陆核亚相包含迁西—密云
古陆核和桑干古陆核。由于受后期构造 －岩浆事
件的改造、叠加以及侵入作用的影响，目前仅呈大

小不等的包体残存于古老的变质岩系中。铁矿赋

存于紫苏黑云变粒岩 －二辉麻粒岩 －磁铁石英岩
变质岩建造中，主要产于迁西岩群下部水厂岩组，

少数产于上部的平林镇岩组，成矿类型为受变质

型铁矿。

古岛弧亚相产有与条带状铁建造（ｂａｎｄｅｄｉｒ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Ｆ）有关的铁矿床、沉积变质型镍矿、菱
镁矿、硫铁矿等。与ＢＩＦ有关的铁矿床主要产于迁
西—密云变质基底杂岩相（Ａｒ２－３）中早期拉张型伸
展海底火山喷发－沉积岩建造中，主要含矿层位是
遵化岩群滦阳岩组；沉积变质镍矿产于赞皇岩群

大和庄岩组中，为其他矿产的伴生组分；冶镁菱镁

矿形成于古岛弧环境，矿体产于赞皇岩群中部层位

中，含矿岩系主要由透辉变粒岩夹白云岩组成；区

域变质型硫铁矿主要分布于阜平—赞皇古弧盆相

（Ａｒ１３）中。
（２）古裂谷相包括沉积变质型铁矿和部分岩浆

型矿床。沉积变质铁矿主要产于独山城—板峪口

古裂谷亚相的五台岩群中（独山城铁矿）；岩浆型

矿床主要分布在古元古代基性岩与超基性岩中。

主要岩石类型有辉石岩、角闪石岩、变质辉长岩和

辉绿岩等，均属铁质基性、超基性岩，辉长岩中赋存

有岩浆型铜、铁（钒、钛）工业矿床。

（３）燕辽夭折裂谷相中矿产资源较丰富，矿种
较多，主要为沉积黑色金属矿、非金属矿及与岩浆

岩有关的矿产。沉积黑色金属矿以宣龙式铁矿为

主，属典型的海相沉积型矿产，在隆化、承德、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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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有零星分布；非金属矿包括荞麦川硫铁矿、高

板河硫铁（铅锌）矿、灰岩、石膏矿和煤矿（铝土矿、

耐火黏土矿、铁矾土矿），荞麦川硫铁矿属滨海泻湖

相沉积；高板河硫铁（铅锌）矿集中分布于迁西—

密云陆核带外缘，即中元古代燕辽裂陷带内，属潮

坪相沉积；寒武纪灰岩主要分布于怀来、涿鹿、迁

安及鹿泉等地；石膏矿主要分布在隆尧、武安等

地，赋存层位主要为新近系沙河街组及奥陶系北

庵庄组；石炭纪—二叠纪煤矿主要分布在峰峰、

邯郸及开滦等地；二叠纪铝土矿、耐火黏土矿和

铁矾土矿在区域上伴生，自下而上分别为本溪组

Ｇ、Ｆ、Ｅ层，太原组Ｄ层，山西组Ｃ、Ｂ层和石盒子组
Ａ、Ａ０层，其中石盒子组Ａ、Ａ０层为陆内盆地亚相；
石英砂岩矿代表性矿床为武安胡峪大型水泥配料

石英砂岩矿。

与岩浆岩有关的矿产主要包括钒钛磁铁矿、磷

铁矿、铬矿和铂矿。中元古代基性－超基性岩浆活
动强烈，以燕辽构造岩浆岩亚带大庙侵入岩段最为

发育，大庙斜长岩组合中形成钒、钛、铁和磷等工业

矿床，如大庙、黑山、马营等矿区。

４．２．２　鲁西古陆块大相
鲁西古陆块大相共划分 ２个大地构造相［２２］。

主要赋存矿产为沉积变质型铁矿，分布于柞兰杖子

一带，赋存于黑云斜长变粒岩－磁铁石英岩变质建
造中，其原岩为沉积岩夹少量中基性和中酸性凝灰

岩－硅铁建造，产于朱杖子岩群罗台岩组中。
４．３　东部造山－裂谷相系
４．３．１　冀北—燕辽—太行岩浆弧大相

该大相可划分为冀北火山岩相、燕辽岩浆岩相

和太行山侵入岩相，赋存矿床均与岩浆作用有关。

冀北火山岩相主要赋存有煤矿、油页岩、沸石

矿、铅锌矿、银矿，其中９０％的早白垩世煤矿产于青
石砬期。本岩相区内油页岩资源较丰富，主要成

矿层位为下白垩统九佛堂组，部分与煤矿伴生；

银矿主要分布在冀北陆缘隆起带的承德、张北、赤

城等县境内。此外，该岩相少量赋存有玻璃用凝

灰岩、水泥用凝灰岩、膨胀珍珠岩原料、建筑材料矿

产、宝石原料等。

燕辽岩浆岩相是河北省著名的多金属及铁、

金、银成矿带，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铁、锰等黑色金

属，铜、铅、锌、钼等有色金属，金、银等贵金属及石

棉、水泥灰岩、刚玉、大理岩等建材类非金属矿产。

接触交代型铁（铜）矿的主要控矿地质条件是岩浆

岩，燕辽岩浆岩亚相的接触交代型铁矿均为涞源式

铁矿；接触交代型、斑岩型铜钼矿的成矿主要与中

生代燕山旋回的中酸性侵入岩及潜火山岩有关；

与燕辽岩浆岩亚相有关的铅锌矿主要有接触交代

型、斑岩型和热液型；锰银矿与火山岩 －潜火山岩
有关；燕辽岩浆岩亚相的煤矿主要分布于燕辽岩

浆岩带的蔚县、下花园等含煤盆地，承德地区的煤

矿主要分布于涝洼盆地、庙梁盆地及武场—上谷盆

地，秦皇岛地区的煤矿分布于柳江盆地。燕山期岩

浆作用强烈，在马兰峪背斜核部发育大量的中生代

花岗岩体，如青山口花岗岩、高家店花岗岩、洒河桥

花岗岩、茅山花岗岩等，侵入体的发育和形态受到

中生代造山运动的控制，古亚洲洋的闭合以及随之

而来的碰撞造山运动触发了燕山早期大规模的金

成矿作用，岩浆作用与金矿的形成密切相关［２３］。

太行山侵入岩相主要内生矿产为铁和金，与中

生代燕山期幔源岩浆活动有关，是兴安—太行南段

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矿化类型为接触交代型，

邯邢式接触交代型铁矿是本成矿区最重要的矿床

类型，以大中型矿床为主。

４．３．２　华北裂谷盆地大相
该大相划分为冀黄断陷盆地相，主要赋存有石

油、天然气、煤、地热等矿产。

５　结论

本文以大陆动力学为主线，以大陆块体离散、

汇聚、碰撞、造山等动力学过程及机制为切入点，对

陆块区相系、造山系相系和叠加造山－裂谷相系的
多重特点进行了综合研究，对大地构造相进行了较

为合理的划分，主要成果如下。

（１）河北陆块区是一个镶嵌、叠覆，并保存了绝
大部分各地质时期形成的地质记录的块体。河北省

经早期陆核形成［２４］与新太古代—古元古代的洋陆转

换、增生、碰撞聚集形成稳定陆块（即基底形成阶

段），中元古代—新元古代发生碰撞后裂谷事件，经

碎屑岩“填平补齐”进入沉积盖层演化阶段；中三叠

世末的构造运动改变了河北省乃至中国东部的大地

构造格局。本文采用优势大地构造相原则为相划分

的依据，更符合河北实际情况。

（２）河北省陆块区的古弧盆相分布有古元古代
变质建造，控制变质型矿产的分布；变质杂岩相分

布新太古代变质建造，控制水厂式铁矿的分布；裂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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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相主要为中元古界—新元古界沉积建造，控制了

非金属矿产的分布，古岛弧相控制了变质型铁矿分

布。冀北—燕辽—太行岩浆弧大相主体是燕山期

乌龙沟—上黄旗岩浆岩带，该带分布着河北省７０％
以上的有色金属矿产及众多的花岗岩类饰面石材。

华北裂谷盆地大相控制着河北省能源矿产的分布，

如冀中坳陷石油天然气、煤等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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