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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冀西北坝上高原是河北省的三大地貌单元之一!新构造活动强烈!间 歇 性 断 块 升 降 十 分 明 显!主 要 表 现

为多级层状地貌"强烈的火山活动"盆地迁移"断裂活动及地震等#区 内 发 育 北 台 期 及 唐 县 期 两 期 夷 平 面!其 海

拔高度分别为!$##@"!)##@左右!其形成时代分别为晚白垩纪$始新世初和中新世未$上新世初#区内发

育#",级阶地!#级阶地河拔高度为!"%@!形成于晚全新世早期%$级阶地河拔高度为&"!%@!形成于

早全新世初期%,级阶地河拔高度为%)""#@!形成于晚更新世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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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西北的坝上高原"内蒙古高原南部#是河

北省的三大地貌单元之一!它的隆升就是新构造

运动 的 结 果(坝 上 地 区 新 生 代 地 层 发 育%厚 度

大!是研究新构造运动的理想地区之一(研究区

位于坝上高原的北部!新构造运动强烈!主要表

现为多级层状地貌%强烈的火山活动%盆地迁移%
断裂活动以及地震等方面(先后有多位研究者

对冀西北地区新构造运动的各种表现方式进行

了研究(如 闫永福&!’重点研究了坝上地区夷 平

面%阶地!康晓林&%’重点研究了坝缘地 区 的 断 裂

及坝下盆地的变迁(作者在综合最新!Y)万区

域地质调查资料和钻孔资料!以及在对!Y%#万

康保幅%沽源幅资料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

区内的新构造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多级层状地貌

!0!!夷平面

本区山地由白垩纪末至始新世初和中新世

末到上新世初两次较大的间歇性抬升形成了区

内存在着 两 期 夷 平 面!后 期 自 上 新 世 末 至 全 新

世断块活 动 节 奏 性 加 强!则 形 成 明 显 的 层 状 地

貌(
!0!0!!北台期夷平面

白垩纪末 至 始 新 世 初!华 北 广 大 地 区 普 遍

上隆!形成 了 一 个 广 阔 的 夷 平 面*北 台 期 夷 平

面&""&’!由一系 列 海 拔!$##$左 右 的 山 地 平

顶面组成!东南部表现为由海拔!$)#"!&%#
$组成的%向北缓倾的一个山地平顶面!北部表

现为海拔!$##"!&##$组成的%向南缓倾的

一个山 地 平 顶 面!南 北 相 向!构 成 一 个 向 形 状

"图!#(由于长期的侵蚀改造!组成该期夷平面

的原始地形保存较好!山顶面小而平坦!残留面

分布密集(在该期夷平面之上没有发现新生代

沉积物!但从区域地层分布情况分析!在坝沿地

带发育有白垩纪南天 门 组"A!’%3#!开 地 坊 组 直

接覆于其上!缺 失 古 新 世 沉 积&$!+’!这 反 映 了 该

期夷平面形成于白垩纪末至始新世初(
!0!0%!唐县期夷平面

该期夷平面由一系列海拔!))#"!((#$
的山地顶面构成"图!#(该期夷平面与北台期夷

平面一样!在研究区北部山地区表现为一系列向

南缓倾的山顶平面!斜率为)@左右)在东南部山

地区表现为一系列向北缓倾的山顶平面!斜率可

达$@(组成该夷平面的原始地形保存较好山顶

比较宽阔平坦!多呈浑圆状!局部仍保存原始桌

状山顶!部分山顶之上还残留有上新世石匣组绛

红色含砂砾粘土%粘土质砂砾石"如东瓦窑南山%
二台南山等#(该夷平面虽然经历了后期剥蚀改

造!但基本上还能清晰可见(根据夷平面之上残

留有上新世石匣组沉积物!确定该夷平面形成于

中新世末至上新世初!这与坝上地区乃至整个华

北地区上新世的构造环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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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研究区新构造图

"#$<!!>.&_&’-&)-’4#)/*0’1,*4$6*’L%:3:*45&$#’4

!0始新世!渐新世地层分布区"%0中新世地层分布区""0上 新 世 地 层 分 布 区"(0更 新 世 地 层 分 布 区")0中 新 世 火 山 岩 分

布区"&0推测断层"$0构造剖面位置"+0北台期夷平面山峰"*0唐县期夷平面山峰"!#0居民地"!!0县城"!%0钻孔

!0;!阶地

区内发 育 有 三 级 阶 地#基 本 属 于 河 流!湖

泊混合类型$图%%&

#级阶地’河拔(湖拔高度!"%$#主要分

布于现代 湖 淖 周 围 和 河 谷 两 侧#呈 环 状 和 带 状

展布#面 积 几"几 十 平 方 公 里&阶 面 以!9微 向

湖淖及河谷倾斜"阶坡近河谷处陡立#近现代淖

处为斜坡&该级阶地组成物质为中全新世湖沼

积的灰 绿(灰(土 黄(灰 褐 色 粘 土(亚 粘 土#为 上

叠阶地&

$级阶地’高于#级阶地)"!#$#阶坡倾

角一般!)9左右#少数较陡#可达%#9"%)9&阶

面平坦#倾角!""9左右&该级阶地由晚 更 新

世晚期石柱梁坡洪积层($相当于迁安组顶部层

位%#主要 岩 性 为 含 砾 亚 砂 土 组 成#主 要 分 布 于

第四纪断陷盆地的边缘部位#为上叠阶地&

图;!叠不齐山!二台构造剖面图

"#$<;!>.&-&)-’4#)05’1#(&’1O#&6:Y#+.*4LV5-*#

!0早元古代变质二长花岗岩$=(!$34%"%0晚侏罗世潜流纺质熔结凝灰岩$T5&(E"%""0中新世汉诺组泥岩$:!P%"(0晚更新

世迁安组砂砾石$eC"T%")0晚更新世石柱梁坡洪积层$eC"/%"&0早!中全新世湖沼积粘土(亚粘土$eP!’%V’%"$0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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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地!主要分布于$级阶地的后缘部位"
高出$级 阶 地%#"%)$#阶 坡 较 陡"为%#9"
"#9"部分为!#9左右的缓坡#阶面因受后期剥蚀

作用的改造"大部分为%9")9的斜坡#沉积物绝

大部分由晚更新世迁安组冲积砂$砂砾石$含砾

砂构成"局 部 由 上 新 世 石 匣 组 绛 红 色 含 角 砾 粘

土$砂砾石或基岩组成"为侵蚀阶地或基座阶地#

;!火山活动

坝上地区 新 生 代 火 山 活 动 较 为 强 烈"有 中

新世和中 更 新 世 两 次 火 山 喷 发 活 动"尤 其 是 中

新世火山喷发活动强烈%""$&#
中新世火 山 喷 发 形 成 了 汉 诺 坝 玄 武 岩"主

要分布于张家口以北的张北盆地中$南部"形成

了数百平方公里雄伟壮观的熔岩台地#主要由

橄榄玄武岩$气孔’杏仁状玄武岩$辉石玄武岩

及少量玄武岩集块岩$角砾岩等组成"并夹("
!!层沉积夹层"厚达()($(由南向北火山岩层

数减少$厚度变薄%$"+&#玄武岩的间歇性喷发十

分明显"喷发次数各地不等"一般在!#次左右"
多者可 达%#次 以 上%"&#汉 诺 坝 组 延 伸 至 研 究

区大贲红’二 台 一 带 逐 渐 由 沉 积 岩 代 替"主 要

为一套湖相灰$灰绿$黄色泥岩$页岩夹砂岩$砂

砾岩及炭 质 页 岩 和 不 稳 定 的 褐 煤 层"底 部 普 遍

发育一层紫红色砂砾岩"厚度大于!*($(火 山

岩层仅出现于公会$二泉井一线以南"火山岩层

最多有"层"厚度可达+$0%$()图!*#
中更新世 时 期 火 山 活 动 较 弱"形 成 了 乌 良

台玄武岩"仅出露于坝沿地区的尚义县乌良台$
宣付窑$长 条 沟$小 蒜 沟 一 带"呈 北 西 向 的 串 珠

状平顶山 分 布%$$*&#乌 良 台 玄 武 岩 主 要 由 具 有

块状$气孔’杏仁状石英拉斑玄武岩$橄榄拉斑

玄武岩和 碱 性 橄 榄 玄 武 岩 组 成"并 夹 砂 砾 石 和

亚砂土$亚粘土薄层"厚*#余$"其中火山岩层

由十三个 喷 发 韵 律 组 成"洞 上 村 一 带 厚 度 可 达

&)$)#乌良台玄武岩在研究区内没有出露#

?!盆地的迁移

研究区内 盆 地 由 老 到 新 自 西 向 东 迁 移"先

后沉积了开 地 坊 组$汉 诺 坝 组$石 匣 组$泥 河 湾

组$赤城组$迁 安 组$马 兰 组 以 及 全 新 世 湖 相 沉

积)图!*#
坝上地区缺失古新世地层"始新世开始在研

究区西部的化德县$大营盘$十五号等地形成盆

地接受沉积"形成了开地坊组河湖相沉积"由南

西向北 东 沉 积 物 厚 度 变 大"盆 地 中 心 位 于 忠 义

村$十五号一带"厚度大于!&&$#中新世时盆地

向南东方向迁移"在研究区的南部十五号$土城

子$二泉井$二台一线形成盆地接受汉诺组沉积"
汉诺组在研究区内相变为一套细碎屑的湖相沉

积物"厚度!*($(火山岩层仅出现在公会附近"
自公会一线向北火山岩层减薄尖灭#中新世时

期全区处于稳定夷平时期"形成了石匣组红层沉

积"其岩性$岩相及厚度变化巨大(石匣组在研究

区内分布广泛"除东南部山区由于后期剥蚀而缺

失外"其余地区均有分布#早更新世时期"盆地

继续向东迁移"在沽源$骆驼山一带形成新的盆

地"盆地内接受了泥河湾组湖相沉积(中更新世

时期盆地继承早更新世盆地继续活动"形成赤城

组冲洪积沉积"二者总厚度在沽源北东的十五号

附近可达%$#$#晚更新世盆地继承早$中更新

世盆地继续活动"形成了迁安组$石柱梁坡洪积

层"马兰组分布于山地区的沟谷中#全新世时期

研究区垂直升降运动的节奏加快"形成了两级阶

地"同时形成了许多小的盆地"湖积物广泛分布"
分布于盆地的低洼之处#

C!断裂

研究区内新构造运动所形成的断裂多为隐

伏断裂#本 次 研 究 利 用 最 新 区 调 成 果$物 探 成

果$航 卫 片 解 译 成 果*-6"结 合 区 内 水 系 特 征$
水体)淖*$山体和盆地的展布及错位"解译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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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断裂!分别为近东西向"近南北向"北东向"北

西向#近东西向和近南北断裂新生代以来活动

较弱!而北东向"北西向断裂新生代以来活动较

为强烈!控制了新近纪以来的地貌分异"盆地形

态及水体$淖%的 分 布!常 造 成 水 系"山 体 错 位#
地球物理 特 征 明 显!一 般 断 裂 在 布 格 重 力 图 和

剩余重力异常图表现为重力梯级带!上延%<$"

)<$高度 后 布 格 重 力 异 常 仍 有 明 显 的 重 力 梯

级带!7F航磁 异 常 平 面 图 上 为 梯 级 带&深 大 断

裂在布格重力异常图和剩余重力异常图上均表

现为 明 显 的 重 力 梯 级 带!上 延%<$")<$"!#
<$及%#<$的布格重力异常后仍表现为明 显

的重力梯级带!重力梯级带规模大!宽数公里至

十公里左右&在,F航 磁 异 常 图 上 表 现 为 明 显

的磁异 常!同 时 也 是 不 同 特 征 磁 场 区 分 界 线#
本次工作共解译出断裂!$条$图!!图"%!现择

新生代以 来 活 动 较 强"对 新 生 代 盆 地 控 制 作 用

较为明 显 的 三 条 大 断 裂$4!!"!&"4!$%描 述 如

下!其它断裂的地质特征见表!#

C0!!二台!沽源断裂"4!!#
该断裂 是 张 北’沽 源 大 断 裂 的 主 体 部 分!

断裂呈北东&#9方向延伸!长约!!)<$#断裂覆

盖较为严 重!仅 张 北 牧 场 南 的 花 号 村 一 采 土 坑

内见到露头!破碎带宽度大于!##$$两侧均未

见到断裂边界%!构造岩有碎裂岩"碎粉岩!构造

岩固结程 度 差#断 裂 南 东 侧 沉 积 了 厚 度 大 于

!)#$的中新世汉诺坝组沉积和(0&$厚的上

新世石 匣 组 湖 相"$0!$厚 的 迁 安 组 河 流 相 沉

积!在北西侧则为古元古代变质侵入岩"白垩纪

侵入岩等基岩出露&南东侧张北牧场一分场$白

塔%出露的石匣组绛红色粘土$唐县期夷平面%!
海拔高度在!")%$&北西侧唐县期夷平面的海

拔高度为!((#$$基岩%#据此!推测北西侧上

升!南东侧下降!断距至 少 在%)#$#另 外 断 裂

在新近纪 晚 期 活 动 强 度 差 异 较 为 明 显!自 南 西

向北东活 动 强 度 增 大!沿 断 裂 带 第 四 纪 沉 积 物

厚度变 化 可 说 明 这 一 点!即 从 二 台’沽 源’十

五号!沉 积 物 厚 度 由$$逐 步 增 至%#余 米"+(
$"!%#$!到沽源北东的十五号达%##余米$钻

孔资料%#断 裂 地 貌 特 征 明 显!其 控 制!#多 个

湖淖儿分布!同时造成了!%条沟谷水系同步向

北东方向 弯 曲#该 断 裂 从 中 新 世 开 始 活 动!一

直到全新世仍有活动#

图?!研究区布格重力与推断断裂构造分布图$据河北省翼北地区!(%#万区域重力调查成果报告!略有修改%

"#$<?!>.&5&(*(#*4+.#08#-.6’:$:&5$5*D#-3*4’/*(#&+*4905’6(&/*-#)1*:(-+

!0重力负异常等值线&%0深断裂及编号&"0大断裂及编号&(0一般断裂及编号&)0地名

!!地球物理特征明显!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为

狭长的北东向重力低异常!在剩余重力异常图上

为梯级带!!")9方向重力水平一次导数异常轴线

明显呈北东向展布!重力垂向二次导数零值线与

上述特征相吻合&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断裂带

西北侧重力高"重力低异常呈北东向相间分布!

在断裂东南侧为宽缓重力低异常!为不同重力场

的分界线&上延%<$")<$布格重力异常图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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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长异常带!且无明显位移!说明该断裂产状较

陡!上延!#<$后布格重力异常特征基本消失!
据此说明该断裂延深较大!但没有影响到上莫霍

面"!")9方向上延%<$#)<$!导数异常轴线明显

与断裂带吻合!且无明显位移",F航磁图上正磁

异常呈北东向排列!与断裂带相吻合!在断裂北

西侧为局部异常密集区!南东为宽缓#规模较大

的低异常!为不同磁场分界线$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0华北地区!*+$"%###年地震危险区判定图册0

)!河北省地震局0河北省主要构造体系与震中分布图!!*+#0

C0;!白音特拉!公会断裂"4!E#
该断裂是张北%沙河大断裂的北半部!呈北

西"(#9方向延伸!长约!!)<$$主要在新生代盆

地中延伸!在基岩区表现为构造破碎带!破碎带

宽!#"%#$!角 砾 呈 棱 角%次 棱 角 状!大 小 不

一"蚀变较为明显!主要为褐铁矿化$断裂产状&

%)#9-)#9!正 断层$地貌 上 表 现 明 显!表 现 为 山

脊被错 断!三 条 季 节 性 河 流 同 时 向 北 西 方 向 弯

曲!而且有&个湖淖儿呈串珠状分布上$由地层

分布分析其在始新世%渐新世有活动!该断裂控

制着 始 新 世%渐 新 世 时 期 的 张 北 盆 地’东 部($
据钻孔资料分析!开地坊组主要分布于断裂的西

侧!最大厚度大于!(#$$地球物理特征明显!在
布格重力异常图上!为明显的变异带!上延%<$#

)<$布格重力异常图上为明显的重力梯级带"上
延!#<$后的布格重力异常反映不太明显!但有

所反映"上 延%#<$后 北 西 向 重 力 异 常 特 征 消

失!说明 断 裂 延 深 较 大!但 没 有 影 响 到 莫 霍 面$
原平面()9方向水平一次导数异常轴线及垂向二

次导数零值线在该断裂带上反映较为清楚!上延

%<$#)<$方向水平一次导数及垂向二次导数都

有反映!且无明显位移!说明该断裂产状较陡"在

,F航磁异常平面上!沿该断裂有正负局部异常

相间分布!且从局部异常个体和整体上看均是北

西向展布$昌平#居庸关#沙城一带在清朝时期

曾发生过&级以上地震"处!地震中心呈北西向

分布!与断裂带吻合$

C0?!兰城U羊囫囵断裂"4!A#
该断裂 是 兰 城%龙 门 大 断 裂 的 北 半 部 分!

呈北西"%#9方向展布!长度约!!#<$$在基岩

区!断裂呈近百米宽的构造破碎带!带内发育碎

裂岩#挤 压 透 镜 体#擦 痕#镜 面!局 部 具 强 硅 化!

断裂西侧向南西方向斜落$据构造岩及擦痕分

析!断裂具多期活动特征!表现为先压后张$断

裂产状&%"#9-%)9""#9$地 貌 上 标 志 明 显!西

北段有$个 湖 淖 尔 呈 串 珠 状 分 布!南 东 段 有 河

流沿其分布"沿断裂发育一系列负地形%沟谷#
洼地’湖 淖 尔(#山 鞍 等!且 有 两 断 层 泉 沿 其 分

布!局部可 见 较 陡 的 断 层 崖$卫 片 上 线 性 特 征

明显$地球 物 理 场 特 征 明 显!布 格 重 力 异 常 等

值线出现弯曲变化!剩余重力异常为变异带!上

延%<$#)<$高度布 格 重 力 异 常 仍 较 为 明 显$
张北%沽源断裂’4!!(以 南 等 值 线 出 现 明 显 弯

曲!以北为变异带!原平面和上延%<$高度()9
方向一次 导 数 异 常 轴 线 明 显 与 断 裂 吻 合!且 导

数等值线西南侧缓!北东侧紧密!说明该断裂向

西南方向倾斜"在7F航磁异常图上!局部磁异

常沿断裂带呈北西向分布$

M!地震

据国家地 震 局 分 析 预 报 中 心 资 料!坝 上 地

区在)华北地区公元前"!*+)年 G/.("(
级地

震震 中 分 布 图*上 无 震 中 出 现"在)华 北 地 区

!*$#"!*+)年 G/.%0#"%0*级 地 震 震 中 分

布图*上!只有尚义北侧及沽源附近有很少的几

个震中点分布"在)华北地区!*+$"%###年地

震危险性判定图*上!坝上地区无发生地震的预

测(!在)河北省主要构造体系与震中分布图*上

亦无地震震中出现)$另外据张北县志记载!自

公元前%$*年至!*++年近%"##年 间!张 北 县

没有地震 资 料 记 录+!#,$但!**+年!月!#日!
在张北%尚义地区发生了里氏&0%级破坏性地

震!本次地 震 的 主 震 及 其 之 后 的 多 次 余 震 都 波

及本区$这说明坝上地区在经过了一个暂短的

稳定阶段后新构造运动再次活跃起来$

E!新构造发展史

研究区内新构造运动以间歇性断块升降为

主!断块活动始于始新世并一直延续至全新世$断

块活动对区内山地#盆地的塑造!主要通过地形上

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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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研究区断裂地质特征一览表

>*6(&<!!>.&$&’(’$#)).*5*)-&5+’1-.&1*:(-+#4,*4$6*’L%:3:*45&$#’4

断裂名称

及编号
构造特征 地貌特征

化 德!满 德

堂断裂"4!#

呈近东西向延伸$发育构造破碎带%宽数十米%带
内发育碎 粉 岩 及 挤 压 透 镜 体%局 部 发 育 片 理 化$
断裂倾向北%倾角()9")#9%断裂性质为逆断层

多条山脊被错断%两条 季 节 性 河 流 向 南 西 西 方 向

同时弯曲%平面上表现为左旋

康 保!围 场

深断裂"4%#

呈近东西向延伸$沿断裂带在地表有规模较大的

构造破碎带%表 现 为 强 烈 的 挤 压%形 成 挤 压 片 理&
糜棱岩及 构 造 角 砾 岩$地 层 走 向 近 东 西 向%由 南

向北叠次排列%表现为由北向南的逆冲性质

地貌上有一定的反映%有(个 小 湖 淖 尔 沿 断 裂 分

布$卫片上线性特征 明 显%在 西 部 控 制 了 中 新 世

盆地的北部边界

刘 美 村!头

号断裂"4"#%

断裂主要 表 现 为 韧 性 变 形%变 形 带 宽"##"(##
$%倾向南%倾角))9"$#9$构造岩为变晶糜棱岩$
剪切带平面为表现为右旋%剖面上表现为滑脱

该断裂地貌上表现不太 明 显%卫 片 上 线 性 特 征 较

为明显

康 保!张 天

祥断裂"4(#

在基岩区表 现 为 岩 石 破 碎%有 石 英 脉 贯 入%褐 铁

矿化&高岭土化明显$断 裂 倾 向 北 西 倾 角$#9%为

正断层

地貌上表现为一系列负 地 形 呈 线 状 分 布%卫 片 上

线性特征明显

东 风!公 会

断裂"4)#

断裂在 新 生 代 早 中 期 活 动 强 烈%反 映 在 开 地 坊

组&汉诺坝组 沿 断 裂 一 线 厚 度 较 大%开 地 坊 组 厚

度大于!("$%汉诺坝组厚度大于!+*$%说明该

断裂垂直断距在""%$以上

有"个湖淖尔沿断裂 呈 串 珠 状 分 布%湖 淖 尔 的 长

轴方向与断裂方向一致’一 条 季 节 性 河 流 向 南 西

方向弯曲%河流在两条断裂"4)与4!&#交汇处呈

之字形

两 面 井!大

青 沟 断 裂

"4&#

呈北东!)9方向延伸%长约)#<$$新生代早中期

活动强烈%古近纪地层厚度较大$据钻孔资料%沿
断裂开地坊 组 和 汉 诺 坝 组 沉 积 厚 度 较 大%均 超 过

!)#$$该断裂控制了研究区中新世盆地的东界

北部有一条河流顺其分 布%南 部 有(个 小 湖 淖 尔

沿其呈串珠状分布’南 部!元 山 一 带 断 裂 两 侧 地

貌差异较大%东高西低%两侧高差为)#"!##$

大 五 面 井!
东 风 断 裂

"4$#
呈北东))9方向展布%长约+#<$

有$个湖淖尔沿断裂 呈 串 珠 状 分 布%较 大 湖 淖 尔

的长轴与断裂方向一致

大 营 盘!丹

青 河 断 裂

"4+#

平面呈弧形%呈(#"+#9展布$沿断裂中新世汉

诺坝组厚度较大%最大厚度可达!"&$%且有自南

西向北东沉积厚度有变薄的趋势

主要表现为山脊被错断%两 条 季 节 性 河 流 同 时 向

南西西方向 弯 曲%沿 断 裂 有 大 大 小 小!"个 湖 淖

尔呈串珠状分布

马 房 子!九

连 城 断 裂

"4*#

平面上呈向南东方向凸起的弧形%走向为北东"#
"$)9$沿断裂东侧上新世石匣组以及第四纪沉

积物厚度较大%二者总厚度大于!##$%因此推测

断裂的断距在%##$左右

表现 为 一 系 列 湖 淖 呈 串 珠 状 展 布’!#条 山 脊 被

错断%同时向南西方 向 错 动%平 面 上 表 现 为 右 旋’
断裂两侧地 形 差 异 较 大%北 西 侧 高 陡%南 东 侧 缓

平%两侧高差!##$

董 家 园 子!
千 金 沟 断 裂

"4!##

平面呈弧形%走向为北东(#"$#9$主要沿基岩

与第四纪沉积物分界线 延 伸%南 西 侧 第 四 纪 沉 积

厚度较大%约!##$左右

沿断裂有棺材山淖"个 湖 淖 尔 呈 串 珠 状 分 布%长

轴方向与断裂一致%有"条 河 流 同 时 向 南 西 方 向

弯曲%平面上呈右旋

骆 驼 山!沽

源 断 裂

"4!%#

断裂两侧地 形 地 貌 差 异 较 大%东 高 西 低%地 形 高

差在!##$左 右%西 侧 第 四 纪 沉 积 物 厚 度 较 大%
大于!##$%说明断裂西侧向下斜落%断裂垂直断

距在%##$以上

有"个 湖 淖 尔 呈 串 珠 状 分 布%长 轴 呈 南 北 向 延

伸%南部有!条河流沿其分布

二 道 渠 西 断

裂"4!"#

呈北西"(#""))9延 伸$东 侧 第 四 纪 沉 积 物 厚

度较大%大于!##$%反 映 断 裂 东 侧 下 降%垂 直 断

距!)#"%##$

断裂两侧地 形 地 貌 差 异 大%西 高 东 低%两 侧 高 差

为)#"!##$’局部可见向东陡倾的断层崖

小 坝 子!十

五 号 断 裂

"4!(#

呈近南北 向 延 伸$断 裂 沿 基 岩 与 第 四 纪 分 界 线

延伸%发育构造破碎带%宽数十米%硅化强烈$断

裂西侧第四系沉积物厚度最大为%%#$

地貌差异明显%东高西低%高 差 在)#$左 右$卫

片上线性特征明显

长 壤 断 裂

"4!)#

呈北东(#9方向展布%长约)+<$$断裂带宽%#"
"#$%断裂两侧地层产状紊乱%带内脉体较多%发育

构造角砾岩%具硅化%局部具绿泥石化&黄铁矿化

地貌上反映明显%有(条 季 节 性 小 河 流 同 时 向 南

西向弯曲%有%个断 层 泉 沿 断 裂 分 布$卫 片 线 性

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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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研究区新构造运动示意图

"#$<C!7,&-).+.’8#4$-.&4&’-&’-’4#)05’)&++#4Q*4$6*’L%:3:*45&$#’4

A!’%30南天门组!#%’"<0开地坊组!:!P0汉诺组!:%/0石匣组

!!研究区内有两个大的断陷盆地及

两 个 断 块 山 地"现 代 地 形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以 及 全 区 地 貌 分 异 的 原 因"皆 是 断

块升降的最终结果#区内断块山地与

盆地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

段$图%%图(&#

E0!!第一阶段

白 垩 纪 末 至 始 新 世 初"坝 上 地 区

乃 至 整 个 华 北 地 区 处 于 稳 定 状 态"全

区剥蚀夷平"形成了北台期夷平面"缺

失古新世沉积#始新世早中期地壳开

始 活 动"大 致 以 白 音 特 拉’公 会 北 东

向隐伏 断 裂$4!&&和 两 面 井’大 青 沟

北西向隐伏 断 裂$4&&为 界"西 部 下 降

成盆"沉 积 了 厚 达%## " "##$ 的

始’渐新世开地坊组含煤建造$图(&#
东部 上 隆"将 在 白 垩 纪 末 至 始 新 世 初

所 形 成 的 北 台 期 夷 平 面 抬 升!##余

米#从 而"遭 受 长 期 的 侵 蚀"形 成 山

地#

E0;!第二阶段

始于新 近 纪 早 期"新 近 纪 末 结 束#众 所 周

知"华北地区中新世时地壳活动强烈"新构造运

动表现明显"一些老断裂得以重新复活"而且新

生了一些 盆 地 和 断 裂"并 导 致 冀 北 地 区 大 面 积

玄武岩喷发#
由于康 保’张 天 祥 断 裂$4(&%大 五 面 井’

东风断裂$4$&%大营盘’丹青河断裂$4+&%马房

子’九连城断裂$4*&%二 台’沽 源 断 裂$4!!&%
兰城’羊囫囵断裂$4!$&的活动"在研究区的南

部新生了一个断陷盆地#在新生的盆地中接受

了中新世汉诺坝组堆积"厚度+("!*($#进

入上新世地壳持续稳定"遭受剥蚀夷平"形成了

较广泛的 唐 县 夷 平 面"同 时 堆 积 了 上 新 世 石 匣

组绛红色粘土%含砂砾粘土及含粘土砂砾石"至

今在 本 区 的 东 瓦 窑%张 北 牧 场 一 分 场$白 塔&等

地的部分山顶上仍有保留"这些山顶海拔!((#
"!(+#$#上新世末"地壳持续上升"将 唐 县

期夷平面抬高了!##余米#

E0?!第三阶段

进入更新 世 后"在 早%中 更 新 世 时 期"区 内

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差异升降#董家园子’千

金沟断裂$4!#&%骆驼山’沽源断裂$4!%&%小坝

子’十五号断裂$4!(&开始活动"在沽源县一带

形成新的断陷盆地"同时二台’沽源断裂$4!!&
重新复 活#由 于 二 台’沽 源 断 裂$4!!&活 动 强

度的差异"沿 断 裂 带 形 成 了 向 东 倾 斜 的 自 然 坡

面"从而打开了新近纪所形成的盆地缺口"形成

北东流向 的 天 然 河 道"致 使 研 究 区 绝 大 部 分 地

区处于构 造 侵 蚀 状 态"在 研 究 区 西 南 部 表 现 最

为明显"不 但 缺 失 了 早%中 更 新 世 地 层"而 且 早

期沉积的上新世石匣组全部乃至中新世汉诺坝

组顶部均 被 侵 蚀 殆 尽!在 沽 源 一 带 形 成 了 泥 河

湾组及赤城组沉积#在此阶段的后期’中更新

世"在研究区的西南合少村及东井子等低洼处"
尚沉积了很薄的中更新世赤城组#

晚更新世新构造运动在本区表现为地壳震

荡性升降#晚更新世早期"地壳下降"山地区沉

积了代表 干 旱 气 候 的 马 兰 组 黄 土"堆 积 厚 度 十

余米!在 盆 地 区"堆 积 了 厚 达%#"(#$ 的 河

流’牛轭 湖 相 的 迁 安 组#之 后$晚 更 新 世 晚

期&"地壳再次上隆#但这次上隆山地区及东部

盆地区相 对 幅 度 较 大"使 早 期 堆 积 的 迁 安 组 形

成了高达%#余米的,级阶地"同时亦堵塞了向

北东倾泻 的 老 年 河 道"使 新 近 纪 形 成 的 老 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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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盆!晚更新世末期"地壳再次下降"在盆

地中堆积了厚约!0#$左右的坡洪积含砾亚砂

土!

E0C!第四阶段

全新世时 期"新 构 造 运 动 在 本 区 表 现 为 抬

升#下降#抬升!
早全新世初期"本区地壳抬升"形成 了 高)

"!#$的$级阶地!
早全新世早期#中全新世"地壳下降"继承

了原有盆 地"沉 积 早 全 新 世 湖 沼 相 黑 色 腐 植 质

粘土和中全新世的湖沼相黄绿色粘土$亚粘土"
厚度分别为#0*"(0+$$#0%"%0"$!

晚全新世早期"地壳小幅度上升"形成了高

度为!"%$的#级 阶 地!至 晚 全 新 世 晚 期"
地壳进入稳定时期"全区处于剥蚀夷平状态"致

使湖淖萎缩%河 流 老 化 多 湾"下 切 能 力 弱"多 呈

断头河"即 没 有 汇 入 盆 地 且 不 断 向 上 游 退 缩 的

河流!
综上所述"新 构 造 运 动 在 本 区 经 历 了 至 少

六次抬升和五次局部下降主要表现为有节奏的

间歇性抬升"局部下降"形成了阶梯状地形地貌

景观&图(’!
本文为区 域 地 质 调 查 工 作 的 集 体 成 果!张

德生"贾建称"范三伏"潘志民"白君武参加了野

外地质工 作!在 成 文 过 程 中 得 到 了 陈 英 功 先 生

的无私帮 助!全 文 是 在 朱 更 新 教 授 级 高 级 工 程

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闫永福0冀西北坝上新构造运动(E)0华北地质矿产杂

志"!**+"!"&%’*!"+ !("0
(%)康晓林"梁林"张树宝0河 北 省 冀 西 北 地 区 新 构 造 运 动

的特征(E)0河北地质矿产信息"%##)&!’*!# !"0
(")易明初"李 晓0燕 山 地 区 喜 马 拉 雅 运 动 及 现 令 地 壳 稳

定性研究(G)0北京*地震出版社"!**!"!%! !%"0
(()吴忱"张季清"马永红0河 北 山 地 的 次 生 层 状 地 貌 与 新

生构造分区(E)0华北地震科学"%###"!+&"’*! $0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0河 北 平 原 及 其 周 围 地 区 新 构

造图说明书(G)0北京*地质出版社"!*+)"!% %*0
(&)马友良"郭鸿林0地 貌 学 及 第 四 纪 地 质 学(G)0北 京*

地质出版社"!*+*"!%! !%"0
($)河北省地质矿 产 局0河 北 省 北 京 市 天 津 市 区 域 地 质 志

(G)0北京*地质出版社"!*+*"%(! "!&"()( ($(0
(+)河北省地质矿产局0河北省岩石地层(G)0武汉*中国

地质大学出版社"!**&"!#* !"#0
(*)陈望和"李晓0河 北 第 四 纪 地 质(G)0北 京*地 质 出 版

社"!*+$"!%& !"(0
(!#)张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0张北县志(G)0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 &*"0

G.*5*)-&5+’1_&’-&)-’4#)N’D&/&4-#4Q*4$6*’=%:3:*4
\&$#’4"_’5-.8&+-&54=&6&#B5’D#4)&
?90FQEBC=̂HB"?90F;<=\E2BC"S90KL2BC=X-BC"

IJ@90WL2-=D<BC"?@ZE2B=L<BC

&=+?+#’%()#)*)+,-.+,/,01<*4:+"@$%0-$%0#&)###"78#%$’

26+-5*)-*8&$"&0-"#-"*&0).20.(,"+’$,’(0<’6’#%(.D#0/’#$.0’.2,"(’’-(’&,*&0)2.(190#.0$"

+"’(’0’.,’/,.0#/1.D’1’0,"&%%’0$D’(52#’(/’*5"&0)#0,’(1#$$#.0D’(,#/&*)#$%*&/’1’0,&1.0-,"’
)#22’(’0,#&*6*./M$#$D’(5.6D#.9$*57I,$".+$,"’19*,#*’D’**&5’(*&0)2.(1"2#’(/’D.*/&0.1.D’3
1’0,"6&$#01.D’1’0,"(9%,9(’&/,#.0"&0)’&(,"V9&M’’,&*7!"’(’&(’8’#,&#$,&-’&0)!&0-H#&0
$,&-’%*&0&,#.0$9(2&/’"+#,"&6.9,!$##1’,’($&0)!)##1’,’($"’#-",&6.D’,"’$’&*’D’*"+"#/"
2.(1’)#0*&,’A(’,&/’.9$;’(#.)=’&(*5P./’0’P%./"&0)>#./’0’P%./"=;*#./’0’P%./"(’$%’/3

,#D’*57!"’(’&(’,"(’’*&5’(&#’,’,’((&/’$#0,"’&(’&7#*&5’(,’((&/’2.(1’)#0,"’’&(*5%’(#.)

)(!第!期 !王行军等*冀西北康保$沽源一带新构造运动特征

  万方数据



.2*&,’<.*./’0’’%./"+#,"!’%1’,’("’#-",&6.D’,"’(#D’(*’D’*7$*&5’(,’((&/’2.(1’)#0,"’
#0#,#&*$,&-’.2’&(*5<.*./’0’’%./"+#,"&’!%1’,’("’#-",&6.D’,"’(#D’(*’D’*740),*&5’(,’(3
(&/’2.(1’)#0,"’*&,’(%’(#.).2,"’*&,’;*’#$,./’0’’%./"+#,"%)’"#1’,’("’#-",&6.D’,"’(#D’(
*’D’*7J(.1.*),.0’+!,"’6&$#01.D’$2(.1+’$,,.’&$,#0,"’%*&/’7!"’6&$#06’*.0-$,.2&9*,6&3
$#0&0).6D#.9$*5/.0,(.**’)65,"’(9%,9(’$7

Q&38’59+"0.(,"+’$,’(0<’6’#;(.D#0/’#0’.,’/,.0#/1.D’1’0,#%*&0&,#.0$9(2&/’#,’((&/’

华北地区水工环重要成果集成

$!%&首都地区地下水资源和环境调查评价’项目!论证了怀柔(平谷(房山(西山和拒马河五处地下水

应急供水方案!其中怀柔地区方案已经实施并正式供水!平谷(房山地区方案已被政府部门采纳并批准建

设!为缓解目前北京市供水紧张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重点县$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项目在华

北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后!查找到了大量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圈定了地质灾害易发区!并协助当地政府建

立了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其工作成果直接服务于防灾减灾!社会效益显著)$Z%&华北平

原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项目在第四纪地层结构(地下水循环与演化(地下水环境约束条件研究以及地下

水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开发利用土壤水也是缓解华北地区农业用水紧张的有效途径

之一)&土壤水的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提出了土壤水资源评价方法(提高土壤水有效利用的流

动系统概念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土壤水利用配套技术!为开展区域土壤水资源调查评价和开发利用技术推

广提供了示范)$_%&环渤海地区环境地质调查’项目在海岸带近现代地质环境变化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在咸水开发利用(地面沉降(短径流河谷区利用&地下水库’进行水资源调蓄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完成的&!g_Y万环境地质调查’项目!查明了本省区主要环境

地质问题和地质灾害的发生特征及其分布规律!进行了现状评价和发展趋势预测!为政府制定防灾减灾

规划和地质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了宏观决策依据)$\%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完成的&矿山

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初步掌握了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对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建议方案!为政府制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了

客观决策依据)$f%&山西省重点地区矿山生态环境地质综合调查评价’项目!采用多种手段对山西省\
个重点矿山开发区开展了环境地质工作!初步查明了矿区地下水污染现状(固体废弃物对地质环境的影

响和矿业开发区土地的破坏程度!为编制矿业开发区国土整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以及矿山地质

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山西六大盆地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评价’项目(&华北平原

地下水可持续利用调查评价’(&黄河下游环境地质调查’(&淮河流域$河南段%环境地质调查’(&华北平原

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太原盆地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等项目均按年度部署开展了各项工作)$!Y%&黄

河中下游$河南段(山东段%主要环境地质问题调查评价’和&黄河下游影响带地下水资源评价可持续利

用’项目!在河南段对黄河下游及两岸影响带的认识取得新进展!确定出的悬河不稳定重点地段为治黄提

供了决策依据#在山东段查明了黄河断流对地下水补给影响的变化!评价了黄河断流情况下浅层地下水

资源潜力和半咸水应急供水潜力)$!!%(内蒙古自治区完成的&内蒙古阿右旗(翁牛特旗(准格尔旗(阿巴

嘎旗地下水勘查’(&鄂尔多斯盆地白垩系$内蒙古部分%地下水勘查’(&桌子山地区岩溶地下水勘查’(&晋

陕蒙接壤区$内蒙古部分%岩溶地下水勘查’(&内蒙古中部荒漠化生态环境地质调查’等项目!为解决当地

人畜饮水困难和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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