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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部地区地球物理特征与区域地质构造

方迎尧，范正国，乔春贵，宋正范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北京! $***?@）

摘 要：北京南部地区为新生界广泛覆盖，长期以来，对盖层下地质构造的认识相当模糊。我们对以往大量重力、磁

法、电测深和地震等地球物理勘探资料进行了编图和综合分析，并结合地质和钻探资料对本区的地质构造进行了

深入研究，对隐伏或半隐伏断裂进行了识别，划分出 A 个主要地球物理B地质界面和 + 套地球物理B地质层组合，探

讨了本区地质构造分区，基本搞清了本区的地质构造特征与性质，并提出了许多新认识，对今后北京地区地质构造

研究将起促进作用，对首都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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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南部地区指的是北纬 @#E**F G A*E**F，东

经 $$+E@*F G $$HE**F之间的地区，即 $ I "+ 万北京

幅的范围，包括北京市城区及大兴区、房山区、门头

沟区和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地区和保定东北部地区，

天津市的西部边缘地区。该区大部分为新生界覆

盖，仅西北角的京西山区为基岩出露区，北京城郊钻

孔密度较大，是我国覆盖区研究程度较高的地区之

一。但是由于大部分地区新生界太厚，地质工作难

度较大，深埋区打到基岩的深孔不多，城区多为浅表

层的水文工程钻探，物探资料的联片编图与系统性

综合研究缺乏，因此覆盖区的地质构造特征的基本

情况尚未搞清［$，"］。此前只在出露和半出露区确定

了少数断裂和部分地段的地层分布，对基岩深度变

化也不甚了解。在此次工作中，我们根据历年物探

数据编制完成了 $I "+ 万重力异常图、航磁异常图、

电测深总纵向电导图和电阻率图，提取了重、磁、电

和地震资料中的地质构造信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对本区的前新生界基岩面及其它地球物理界面

特征、各种构造层组合、地质构造单元划分等进行了

深入研究。实践证明，在新生界广泛覆盖的地区，采

用综合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地质构造研究是快速而有

效的。

$! 断裂（或断裂带）分布特征

根据重、磁、电测深及地震等勘探资料中所显示

的断裂信息，确定出反应比较明显，并且具有相当规

模的断裂（或断裂带）+* 余条（图 $）。

收稿日期："**A D *+ D *#

图 !" 北京南部主要断裂分布示意

本区内断裂（或断裂带）以 )- 向及近 )- 向为

主，约占被确定断裂总数的 @ J +。其中由 <?、<#、<$*、

<$" 等 断 裂 组 成 的 夏 垫—定 兴 大 型 断 裂 带，走 向

)A+E-，宽 $* G $+ KL，在磁场图上反映为强异常带，

在 !! 垂向导数图上表现为串珠状异常带，其西北

侧以 <? 为界，东南侧以 <#、<$*、<$"为界，中间分布着

许多小型岩株状中酸性侵入体。该断裂带东北起自

三河县，向西南经夏垫、牛堡屯、安定、榆垡、新城、定

兴、姚村，然后向保定方向延伸，是本区规模最大的

断裂带（图 "），起着控制作用。

有些断裂带中没有侵入岩体，断裂两侧分布着

不同时代不同岩性的地层，在地球物理场图上表现

为异常场的梯度带，如，由前人确定的高丽营—黄庄

断裂（<$）、八宝山断裂（<"）组成高丽营—黄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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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磁 !! 化极垂向一阶导数；%—布格重力剩余异常

图 !" 夏垫—定兴断裂带的礼贤—榆伐段重磁异常等值线

带和南苑—通州断裂带（&’ ）［(，)］。图 * 为 &( 与 &’

断裂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和视电阻率图上的反映。据

重、磁场特征表现，&( 由黄庄向西南延伸到磁家务

附近后，继续向霞云岭方向延去；&’ 从南苑向西南

经过南召向涿州延伸。需要指出，高丽营—黄庄断

裂和房山—涞水断裂（&+ ）组成的山前断裂带的南

段，重、磁异常强度微弱，因此认为该断裂带规模并

不大。在永清、牛驼镇、白沟一线与信安镇、霸州、昝

岗一线之间，重力异常图和航磁异常图分别显示出

强度较大、形状相似的带状异常，经分析认为，该重

力异常带反映的是元古宇和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

构成的牛驼镇凸起，航磁异常带位于重力异常带的

东南侧，反映的是太古宇老变质岩带。该重、磁异常

带从北到南分布着牛驼镇—永清断裂（&"(）、西昝—

后奕断裂（&"" ）和昝岗—信安镇断裂（&"* ），它们的

西南段走向为 ,,- 向，截至于永清、后奕、信安镇一

带，然后转为 ,- 向。该重、磁异常带的强度较弱，

并向河西务和香河一带延伸，其间也有 * 条断裂：韩

村—安平镇断裂（&"+ ）、别古庄—钳屯断裂（&". ）和

码头镇—九百户断裂（&"/）。

$—布格重力异常（(0 1’ 2 3 4"）；%—电阻率（"·2）

图 #" $% 与 $& 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与电阻率等值线图上的特征

! ! 在本区共推断北西向断裂 () 条，其规模和数量

仅次于北东向断裂，其中大多数切穿北东向断裂，少

数断裂中有小型中酸性岩体侵入，说明北西向断裂

的形成略晚于北东向断裂，但仍为同一时期形成的

剪切断裂。

近东西向断裂在航磁图上表现为出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的特点。在本区共推断出 ’ 条东西向断

裂：管庄—建国门断裂（&)’ ）、前侯尚—肖家务断裂

（&)+）、前甫—大务断裂（&). ）、固安—南皋店断裂

（&)/）、肖村—丰盛庄断裂（&)#）。

近南北向断裂主要有：上万—坨里—琉璃河和

泗庄—白沟镇断裂带（&’(）、通州—徐辛庄—采育—

旧州和信芳镇—左各庄断裂（&’"）。

根据早期断裂被晚期断裂切穿、早期断裂连贯

性差、特征线不清晰、断断续续等特点判断，近东西

向断裂和近南北向断裂为早期断裂带，近北东向断

裂与近北西向断裂的形成时代较晚，尤其是近北北

东向断裂更晚一些，多为新构造运动的产物。

总之，本区断裂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次之。断

续分布的南北向和东西向断裂，推断为早期断裂的

残存段落。这几组不同方向的断裂构成了本区的构

造格架。

"! 地球物理—地质构造界面与地质层组合

根据本区地层的平均密度、磁性、电性及地震波

传播速度等的差异和地球物理场的表现特点，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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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区的地质构造界面与地层组合。据密度资料划

分出第四系与第三系、第三系与白垩系、白垩系与侏

罗系、中生界与古生界 # 个界面，密度差为 $% "& ’
$% (( ) * +,(。磁性资料划分出新生界与中生界、古

生界与元古宇、元古宇与太古宇之间的 ( 个磁性界

面，磁化强度差为（&$$ ’ " ($$）- "$ .( / * ,。此外，

在第三系中还存在一个玄武岩层不连续界面。根据

电测深资料可分出 0 个电性界面，其中，新生界内有

( 个，中生界内有 1 个，另外 1 个分别位于新生界与

中生界、中生界与古生界之间；前者的电阻率差只有

"$ ’ ($ !·,，后者的电性差异逐渐由 "$$ !·, 增

大到 " $$$ !·,。地震资料中有 2 个比较明显的

反射界面，新生界内有 3 个界面，古生界内有 1 个界

面，另一个是新生界与中生界间的界面（4)）。

从上述各种界面的情况分析，宏观上看有 # 个

突出的地球物理5地质界面，自上而下分别为：第四

系与第三系之间的重、电、震界面、第三系与中生界

之间的电、震、重、磁界面、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与上

覆以砂页岩为主的地层之间的重、震界面、弱磁性或

无磁性的古生界—元古宇与强磁性太古宇深变质地

层之间的磁性界面。

上述 # 个界面将本区分割形成 & 套地球物理"
地质层组合：#第四系现代松散沉积层，电阻率 6 1$
!·,，平均密度 "% 2& ) * +,(，磁化强度 6 &$ - "$ .(

/ * ,，地震波速 1$$ ’ 2$$ , * 7，具重力低、无磁性、导

电性好、低速层等特点，厚度普遍小于 #$$ ,，山边

的厚度多在 $ ’ &$ ,，而在大厂西北的邵府—夏垫

一带则厚达 0$$ ,。$第三系沉积固结岩层，平均

密度 1% 10 ) * +,(，平均电阻率 8($ !·,，总磁化强

度 "1$ - "$ .( / * ,；第三系玄武岩，磁化强度 " 2$$
-"$ .( / * ,，! 值 (% "，波速 1% & ’ (% & 9, * 7，分布于

平原地区，东南部最厚，大厂—廊坊—固安—徐水坳

陷带和武清—霸州坳陷带内最厚可达 8 9, 以上，但

北京—涿州坳陷带内最厚为 " 9, 左右。%中生代

火山岩系，平均密度 1% &# ) * +,(，总磁化强度 03$ -
"$ .( / * ,，! 值 "% &#，平均电阻率为 31$ !·,。在

山区，主要分布在百花山、髫髻山、北岭、九龙山和东

岭台一带，最大厚度达 0% & 9,；在平原区，主要分布

在坳陷带内，但厚度较薄，一般 6 &$$ ,，良乡—丰

台、廊坊—永清、王庆坨—胜芳等局部地区厚度有 1
9, 左右。&古生界—元古宇碳酸盐岩组合，平均密

度 1% 38 ) * +,(，平均电阻率 0 &$$ !·,，磁化强度

接近于 $，地震波速 (% ( ’ 0% & 9, * 7，在地球物理场

上呈现稳定的重力高、磁力低、高阻、高速的特点。

在大兴—通州、牛驼镇—永清和凤河营—香河地区

的第四系盖层下有 1 ’ & 9, 厚的碳酸盐岩系，在房

山区西部与涞水县北部地区，该岩层组合出露地表，

其厚度也有 1 ’ ( 9,。’太古宇深变质岩系组合，

平均磁化强度 " &&$ - "$ .( / * ,，剩磁不大，平均密

度为 1% 30 ) * +,(，地震波速 &% 1 ’ 0% & 9, * 7，平均电

阻率 ( 1&$ !·,，表现为很明显的稳定强磁异常。

(! 地质构造单元的划分

本区处于华北地块中，冀中坳陷的北部，综合分

析地球物理与地质资料，可将本区构造划分为以下

几个单元（图 #）：

图 !" 北京南部地区地质构造单元分布示意

(京西隆起断块区，位于 :" 和 :3 组成的山前

断裂以西地区。该区中南部元古界广泛出露，中部

古生界（缺失志留—泥盆系）大片分布，北部为中生

界火山岩系地层占据。该区可细分为 # 个次级单

元：(" 百花山—髫髻山火山岩盆地、(1 门头沟火

山岩盆地、(( 房山—蒲洼侵入岩区、(# 张坊—下

中院凸起。

)北京断陷带，位于京西隆起断块区的东南，:"

北段、:3 与 :& 之间，走向 ;<，长约 #$$ 9,，宽 1$ 9,
左右。北东方向延至顺义附近，南西方向可达涞

水—易县一带。在重力布格异常图和电测深电阻率

图上，该断陷带反映非常清晰，周边为断裂所围限，

内部有丰台、涿州、顺义 ( 个坳陷和易县、良乡、来广

营 ( 个凸起和 " 个斜坡，它们之间也为断裂相隔，属

中生代及新生代形成的断陷带。因此该带可进一步

划分为 0 个次级构造单元：)" 来广营凸起、)1 丰

台凹陷、)( 良乡凸起、)# 涿州凹陷、)& 涞水斜坡、

)3 易县中基性侵入岩区及顺义凹陷（ 在来广营凸

起的东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丰台凹陷中，沿望京—上万断

裂（:(）有多个航磁 *" 局部异常，推断为酸性侵入

岩体引起，即长辛店—平房酸性侵入岩带，但也有可

能为磁性很强、厚度较大的中生代火山岩引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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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通州隆起区，位于北京坳陷带以东，$%

与 $& 之间，总体走向北东。根据物探资料结合钻探

结果，推断在新生界之下，涿州—燕郊断裂以西主要

为寒武—奥陶系灰岩地层，以东为元古界碳酸盐岩

地层，上覆新生界厚度 ’(( ) *(( +。该隆起区可进

一步划分为 % 个次级构造单元：!’ 大兴凸起、!"

马驹桥凸起、!* 庞各庄斜坡、!, 张家湾浅凹陷、

!% 高楼凸起。

"新城—夏垫断裂侵入岩带，位于第四系覆盖

区，由 $&、永乐店—西集断裂（$#）、长子营—香营断

裂（$’(）和遂城—东引断裂（$’- ）之间的地区所构

成，走向北东，宽 % ) ’( .+，往东北向三河方向延

伸，往西南向保定方向延去。在航磁 #! 异常图上

反映为北东走向的强磁异常带，在布格重力剩余异

常图和航磁 #! 剩余异常图上均呈串珠状异常带分

布。推断这些剩余重、磁异常均为岩株状的中酸性

侵入岩体引起。该断裂带向下延伸较大，深部可能

有大的岩基。按该带的特征及走向，进一步划分为

, 个区段："’ 牛堡屯—西集断裂侵入岩段、"" 礼

贤—榆垡断裂侵入岩段、"* 新城—三家店断裂侵

入岩段、", 定兴—遂城断裂侵入岩段。

$廊坊—固安断陷带，位于新城—夏垫断裂侵

入岩带东南，总体走向北东，全长约 ’/( .+，宽 ’( )
"% .+。在航磁 #! 异常图上显示为宽缓负异常带，

布格重力图上为相对低值带。基岩面深度大于 *
.+，其中有 , 个深度较大的区域，即廊坊西南的旧

州—管家营地区、固安西南的柳泉—辛立庄地区，深

度都超过 & .+；另 " 处深度偏小，一处在香河西南

觅子店—大务地区，深度大于 % .+；另一处在徐水

东北的陈庄—柳卓地区，深度也大于 % .+。根据地

震勘探结果，第四系厚度 "(( ) ,(( +，其下为巨厚

的第三系沉积。因此，该带可进一步划分为 - 个次

级构造单元：$’ 大厂凹陷、$" 凤河营凸起、$* 廊

坊凹陷、$, 知子营鼻状凸起、$% 固安凹陷、$/ 小

朱庄鞍状构造、$- 徐水凹陷。

%容城—香河断隆带，总体走向北东，在廊坊—

固安断陷带的东南侧。西南起自容城，经白沟、马

庄、牛驼镇、东义和、半截河、陈各庄、大王务、北旺、

大官地、大王古庄、高村、红庙到香河，全长 ’*% .+，

宽 ’% ) "( .+。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西南段为重

力高带，东北段处于重力低值区内。钻探结果证实，

该重力异常带为较厚的元古界和下古生界碳酸盐岩

地层引起。在永清、后奕之西南段，由于新生界盖层

厚度只有 &(( ) ’ ((( +，所以表现为明显的重力高

异常带，其东北段为块断下降特征，盖层厚度加大到

* ) / .+，布格重力异常仅显示较弱的高值带。根据

该带的构造特征将其划分为 / 个次级构造单元：%’

容城凸起、%" 白沟断陷、%* 牛驼镇凸起、%, 半截

河断阶、%% 大官地断陷、%/ 香河凸起。

&武清—霸州断陷带，位于容城—香河断隆带

的东南，在布格重力图上为重力低值带，航磁 #! 异

常图上大部分也显示为负磁异常区，在牛驼镇凸起

引起的重力高异常的东南侧，为一个形状同重力异

常相似的带状航磁异常，结合地震结果推断该带状

航磁异常为强磁性的太古宇地层与中酸性侵入体共

同引起。该异常带向东北延伸到后奕—信安一线

后，强度突然降低，以低值航磁异常向河西务方向延

伸。根据该带各部分构造特点，将其进一步划分为

- 个次级构造单元：&’ 河西务斜坡、&" 武清断陷、

&* 于村鞍状凸起、&, 霸州断陷、&% 葛渔城斜坡、

&/ 堂二里浅凹陷、&- 苏桥断凸。

在武清—霸州断陷带的东南侧为大城凸起，它

们之间由河间—天津断裂带相隔。

总之，北京南部地区可划分为 * 个隆起带、* 个

坳陷带、’ 个断裂侵入岩带等 - 个二级构造单元、,(
个三级构造单元；在 * 个坳陷带中共有 & 个凹陷中

心存在。此次发现确定的新城—夏垫断裂侵入岩带

是本区较大的断裂带，在该带中至少有 "- 个岩株型

中酸性岩体。他们的西北侧为大兴—通州浅覆盖

区，东南侧为廊坊—固安深坳陷带。此次新提出的

容城—香河断隆带将武清—霸州坳陷带于廊坊—固

安坳陷带隔开，该断隆带从容城凸起向东北延到牛

驼镇凸起后，则以断阶方式使隆起高度不断降低，延

到大官地为最低点，然后逐渐抬升并向香河延伸。

,! 结语

通过对地球物理资料的综合分析，结合已有地

质和钻探资料进行解释，基本上搞清了北京南部地

区新生代广泛覆盖下的地质构造特征。本区地质构

造基本为北东走向。确定隐伏及半隐伏断裂 %( 余

条，其中一级断裂 * 条，二级断裂 ’% 条；在这些断裂

中，有 ** 条是首次划出；虽然本区以北东向断裂为

主，但发现北西向断裂达 ’/ 条，还有少数断断续续

出现的东西向和南北向断裂。这些断裂相互交错穿

插，构成了本区的基本构造格架，特别是发现的定

兴—夏垫断裂带对本区地质构造具有控制作用。确

定了 , 个主要地球物理0地质界面和 % 套主要地球

物理0地质层组合，对本区的地质构造单元的划分进

行了探讨，认为它处于华北地块之中，在冀中坳陷的

北部，可划分为 - 个次级构造单元，,( 个更次级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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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 方迎尧等：北京南部地区地球物理特征与区域地质构造

元，基本上搞清了本区构造轮廓、构造性质、构造单

元分布与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信这些新

发现和新认识将促进北京地区地质构造环境的进一

步研究，对北京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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