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4卷第l期 地质调查与研究 V01．34 No．1

2Q!!生兰旦 堡EQLQ堡!g△L墨卫珏y星兰△盟望旦曼曼E△旦￡丛 丛墼1 2Q!!

天津市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闻秀明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天津300181)

摘 要：在板块构造一地球动力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地层划分的对比、沉积建造、火山岩建造、侵入岩建造、变质建

造、大型变形构造、成矿作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场等地质记录的研究，通过大地构造相环境恢复的研究，将天津

市地质构造单元划分一个I级和Ⅱ级单元，分别为(I)华北陆块区和(1I)晋冀古陆块。在此基础上划分了4个Ⅲ级

单元：分别为(m1)密云一迁西太古宙陆核带、(Ⅲ2)燕辽裂陷带、(Ⅲ3)盘山板内造山岩浆杂岩和(m4)华北裂陷带，

又进一步划分了7个Ⅳ级单元和14个V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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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前人的划分

天津市位于燕山南麓和华北平原的中东部，地

理座标为东经，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陆块中北

部。本区经历了基底的形成、盖层的发展、强烈活动

三大构造阶段。基底只在天津蓟县东北部有零星出

露，属迁西古陆核西缘。盖层发展阶段经历了中、新

元古代至中i叠世漫长时期。形成地层在天津市广

泛分布，中、新元古界广泛出露于蓟县山区；古生界

和下、中三叠统几乎全被新生界掩盖在平原之下。

从晚三叠世开始，华北地壳进入活化阶段，燕山中期

陆内造山、盆地收缩，燕山晚期滨太平洋构造强烈活

动，陆相盆地伸展发育；喜马拉雅期陆壳伸展减薄，

形成了中国东部北北东向盆山构造体系，活动阶段

形成了中生界断陷盆地和新生界上叠盆地。新生界

覆盖着不同的构造单元，反映了喜马拉雅期受裂谷

体制控制的整体坳陷特征。

天津市大地构造单元划分的现状，长期以来众

说纷纭。前人根据槽台一板块构造理论进行划分

的，已不能满足天津市矿产潜力评价现有工作的需

要。在j年多的天津市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中，

笔者积累了大地构造方面的素材，根据板块构造一

地球动力学理论，重新深入研究了天津市大地构造

单元，进行了新的划分。

对天津市地质构造单元前人早就进行过许多划

分，最有影响的为《天津市区域地质志》⋯的划分方

案，在槽台理论的基础上参考板块构造理论及有关

区域构造进行了划分。由于天津市面积小并处在同

一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内，所以当时只划分出二、

三、四级构造单元。二级构造单元主要考虑了结晶

基底的隆起和坳陷以及后期构造的总趋势和盖层的

发育状况，以及沉积建造、岩浆活动、变质建造类型、

深大断裂的存在、展布及其对构造单元发展的控制

作用。i级构造单元主要考虑了沉积盖层的发育状

况、沉积和岩浆建造特征，大断裂的存在及其对构造

单元的控制作用。四级构造单元主要考虑了后期构

造变形的特征。其划分结果如表l。

3本次划分原则

本次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原则是在板块构造一

地球动力学理论指导下，以地层划分的对比、沉积建

造、火山岩建造、侵入岩建造、变质建造、大型变形构

造、成矿作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场等地质记录为

基础，通过大地构造相环境恢复的研究，突出由不同

规模相对稳定的古陆块区和不同时期的造山系组成

的复杂镶嵌与叠合结构，划分出相应的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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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是大地构造相理论。

本次划分是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工作基础

上进行的。由于天津市范同小，一级、二级构造单元

只能参照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划分方案；三级、四

级、五级构造单元除了继承性的参考《河北省北京市

天津市区域地质志》12J和前人资料n≯101外，主要根据

天津市的实际地质特征做了进一步划分，与前人划

分有较多的不同。根据天津市大地构造特征，从北

到南划分三段：北段位于常州沟至马兰峪一线以北，

即迁西古陆核西缘边界以北，对应(IIll)密云一迁西

太古宙陆核带；中段位于常州沟至马兰峪一线以南

和邦均至别山山前断裂一线以北，对应(IIl2)燕辽裂

陷带；以盘山岩体边界为界，对应(IIl3)盘山板内造

表1天津市地质构造单元划分表”，

Table 1 Geo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Tianjin

一级 ■级 i级 四级

燕IlI台 蓟宝隆褶 蓟县穹褶(IVl)

褶带II l (IIll) 宝坻凹褶(IV2)

垡 -千荦=序凸起(IV3)

北
沧县隆起 潘庄【八I起(IV4)

傻 (1112) 双窑凸起(IV5)
准 白塘口tul陷(IV6)北

地 冀巾坳陷 武清凹陷(IV7)
断

(IIl3) 静海斜坡带(IV8)
台

坳 宁河凸起(Ⅳ9)
I 黄骅坳陷 北塘凹陷(IVl0)112

(IIl4) 板桥LuJ陷(IVll)

歧u凹陷(IVl2)

山岩浆杂岩；南段位于邦均至别山山前断裂一线以

南，对应(IIl4)华北裂陷带。划分巾考虑到多年的习

惯，以及和石油、煤炭部门的对应，对名称只做了适

当的修改。

4本次划分方案

天津市地质构造单元只划分一个I级和II级单

元，分别为(I)华北陆块区和(II)晋冀古陆块。在此

基础上划分了4个III级单元：分别为(IIll)密云一迁

西太古宙陆核带、(IIl2)燕辽裂陷带、(IIl3)盘山板内

造山岩浆杂岩和(IIl4)华北裂陷带，又进一步划分了

7个Ⅳ级单元和14个V级单元(表2、图1)。

(1)北段：密云一迁西太古宙陆核带(IIll)

在本区仅划分出一个“Ⅳ1马兰峪陆核增生带”

Ⅳ级单元和一个“V l蓟县一遵化新太古代变质建

造”V级单元，仅在天津市北东和河北省交界处少量

分布。本区的“Ⅳ1马兰峪陆核增生带”是密云一迁

西太古宙陆核带划分的5 4"IV区带之一，主要由斜长

角闪片麻岩组成。

(2)中段：燕辽裂陷带(IIl2)

燕辽裂陷带(IIl2)是中元古代的裂陷构造，为华

北陆块的三级构造单元。分布在邦均至别山山前断

裂一线以北，它包含一个四级构造单元，为中新元古

界出露区，即为燕山裂谷(Ⅳ1)；燕山裂谷仅划分一

个五级单元一V 2蓟县碳酸盐建造。

表2天津市地质构造单元划分表

Table 2 Geo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Tianjin

I级 II级 IlI级 Ⅳ级 V级

IIll密云一迁两 Ⅳ1马兰峪新 Vl蓟县一遵化

太古宙陆核带 太古宙陆核增生带 新太古代变质建造

1112燕辽裂陷带 Iv2燕山裂谷 V2蓟县碳酸盐建造

1113盘山板内 IV3盘1J J后造山 V3盘山钙碱性

造山岩浆杂岩 岩浆杂岩 花岗岩

Ⅳ4开滦断陷 V4宗坻断陷

II V5土孛庄断凸
I

华北
晋冀古 V6潘庄断frIl

陆块 IV5沧县断隆 V7双窑断凸
陆块区

V8白唐口断陷
1114

华北裂陷带
V9火城断凸

IV6冀巾断陷 V10武清断陷

V11宁河断f『1I

Ⅳ7黄骅断陷 V 12fit塘断陷

V13板桥断陷

V14歧口断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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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天津市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图

Fig．1 Geo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Tianjin

1．构造单元界线；2．构造单元编号

燕山裂谷(Ⅳ2)：位于蓟县北部山区，主要由

中一新元古界组成，受印支一燕山运动的影响，形成

北西向的府君山向斜、盘山背斜、庄果峪向斜以及蓟

县山前断裂、杨庄断裂、黄崖关断裂，中、新生代一直

处于隆起状态。

(3)盘山板内造山岩浆杂岩(IIl3)

盘山板内造山岩浆杂岩是华北陆块的三级构造

单元，属于印支晚期侵人的岩浆杂岩，分布于盘山一

带，即为盘山后造山岩浆杂岩(Ⅳ3)；盘山后造山岩

浆杂岩仅划分出一个五级单元一V 3盘山钙碱性花

岗岩。

盘山后造山岩浆杂岩(Ⅳ3)：位于蓟县北部，主

要为印支晚期盘山花岗岩、石臼花岗岩和朱耳峪正

长岩侵位到中元古界地层中，其中盘山杂

岩体规模最大，而石臼岩体和朱耳峪岩体

只是零星出露。

(4)南段：华北裂陷带(IIl4)

华北裂陷带足华北陆块的三级构造

单元，是中新生代以来的裂陷区，天津市处

于华北裂陷带的东北部。以宁河一宝坻断

裂为界，以北为浅覆盖区，以南为深覆盖

区。其中包括开滦断陷、沧县断隆、黄骅断

陷和冀中断陷四个四级构造单元。

①开滦断陷(Ⅳ4)

开滦断陷位于宁河一宝坻断裂以北，

主要由寒武奥陶系和石炭二叠系和第四系

组成，二叠系含中酸陛火山岩喷出岩。受

印支一燕山运动的影响，形成北西向的下

仓向斜和落差200～300 m的T部断裂。燕

山晚期有流纹斑岩侵位，仅包含一个五级

单元宝坻断陷。

②沧县断隆(Ⅳ5)

沧县断隆位于冀巾断陷东侧，以断裂

及中生界不整合为界，其东主要以沧东断

裂与黄骅断陷为邻。沧县断隆主要由中、

新元古界和古生界组成，中生界大多缺失，

新生界沉积厚度为l 000～1 600 m，缺失古

近系地层。近年来在一些地热钻孔中发现

缺失下马岭组，推测在下马岭期该地曾处

于隆起状态。航磁资料解释其结晶基底为

古、中太古代和花岗岩带。沧县断隆划分

为王草序断凸、潘庄断凸、双窑断凸、白塘

口断陷和大城断凸五个五级构造单元。

王草庄断凸(V5)：位于沧县断隆北部，北东以

宁河一宝坻大断裂与宝坻断陷为邻，南东、北西部分

别以断裂与宁河断凸和武清断陷为界，南为潘庄断

凸(Ⅳ6)。中一新元古界和寒武系分布在北两部边

缘，中、南部由奥陶系和石炭、二叠系组成北西向的

向斜构造，奥陶系分布在两侧，中间为石炭、二叠系。

在向斜核部新牛界厚度一般上覆800～1 200 m，向西

北逐渐变厚，最厚可达3 500 m，缺失古近系。

潘庄断凸(V6)：位于沧县断隆北部，岭头和天

津断裂分别为其南东和北西边界。南界在东堤头至

北淮淀一带与双窑断凸相连，总体呈北东延伸的不

对称地垒形态。前新生界基底属于上述残留半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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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翼。地层总体向北西缓倾斜，主要由中一新元

古界和古生界组成，上覆约1 400一l 900 m厚的新生

界，缺失古近系。航磁显示为负值，强度为0～100

nT；布格重力异常为北东向正值异常带，由潘庄重力

高(G25)和七里海重力高(G26)组成，异常值为5—13

mgl，其南西边界由10 mgl等值线圈闭。

双窑断凸(V 7)：位于大城断凸以东，两以天津

断裂为界，东以大寺、张贵庄、岭头等断裂为界，分别

与白塘口断陷、小韩庄断凸、北塘断陷等相邻。双窑

断凸经测区南界向王兰庄至万新庄一带呈北北东向

延伸，过万新庄至山岭子一带转为北东东向。向北

在东堤头至北淮淀一带与潘庄断凸相连。前新生代

基底为残留半背斜的核部。地层主要由中一新元古

界和下古生界组成，上覆约800。1 700 m厚的新生

界，缺失古近系。航磁显示为区内最强的正值磁场

区，强度最大为200 nT，布格重力异常也显示为最强

的重力高值带，由王兰庄重力高(G21)和山岭子重力

高(G28)组成，异常值最高可达24．5 mgl，北东界由

10 mgl等值线圈闭。据大地电磁测深资料，在天津断

裂和大寺断裂之间，结晶基底顶部的良导电性层呈

向上凸起的构造特征。

白唐口断陷(V8)：位于双窑断凸之东，其东以

沧东断裂黄骅断陷分界。主要由E古生界和中生界

(侏罗白垩系)组成，新生界古近系有几百米沉积，新

近系和第四系沉积厚度约1 000 Ill。包括次一级的小

韩庄断凸，其以寒武系为核、以奥陶系和石炭二叠系

为翼的半背斜构造。航磁为5—25 nT的正异常。重

力布格值显重力低，为20～25 mgl。

大城断凸(V9)：位于沧县断隆的北西翼，总体

呈北东向展布，天津断裂为其南东界。地层总体向

北西缓倾斜，以中生界不整合与冀中断陷相邻。前

新生界基底为一残留半背斜的北西翼，地层主要由

中一新元古界和古生界组成，在西北部边缘分布少

量的下三叠统和侏罗系，上覆新生界厚约1 100～

1 900 in，缺失古近系。发育天津、宜兴埠、小淀、朱唐

庄、赵庄、汉沟等倾向异同的币断层，形成北东向带状

堑一垒相间的构造面貌，又被海河断错带切割为近菱

形的断块。重磁异常呈北东向开阔低缓变化，航磁磁

场强度为100。50 nT，布格重力异常值为15～25 mgl。

③冀中断陷(Ⅳ6)

冀中断陷位于沧县断隆的两北部，由中一新元

古界、古生界和巨厚的中、新生界组成。其中一新元

古界和古生界主要形成北东向的背斜、半背斜和断

裂构造，其组合形式多为抬斜(翘起)断陷和簸箕断

陷。冀中断陷仅包括武清断陷一个五级构造单元。

武清断陷(V lo)：大部分位于武清境内，北以宁

河一宝坻断裂为界并与宝坻断陷为邻，东以中生代

不整合及断裂为界并与王草庄断凸、潘庄断凸等相

接，主要由中、新生代组成，最大厚度达11 000 m。

④黄骅断陷(Ⅳ7)

黄骅断陷位于沧县断隆之东，并以沧东断裂为

界；东人渤海，以埕宁断隆、渤中断凸为界；北以宝

坻一宁河断层与开滦断陷分界。黄骅断陷的基底由

太古宇、中一新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组成，缺失下

马岭组地层。黄骅断陷主要由新生界组成，新生界

沉积厚度最大可达7 100 m(据地震解释)，主要为陆

相碎屑岩，并伴有基陛玄武岩喷出(以孔店一沙三期、
东营一馆陶期较为强烈)。黄骅断陷可划分为宁河断

凸、北塘断陷、板桥断陷、歧口断陷四个五级构造单元。

宁河断凸(V 11)：汉沽断裂为南界，总体呈东西

向展布。古近系最厚约l 600 m，前新生界基底主要

南中一新元古界、古生界和侏罗一白垩系组成，地层

向南缓倾斜。重力场反映为由两个近东西向展布的

重力高夹一个东西向延长的椭圆形重力低组成。前

者分别为大田庄重力高(G38)和李白沽重力高

(G39)，异常值大于4．4 mgl，推断为断块和隐伏中酸

性侵入体的反映。

北塘断陷(V 12)：北以汉沽断裂与宁河断凸分

界，西以沧东一岭头断裂和古近系侵蚀尖灭线与潘

庄断凸分界，南以海河断裂东段为界与板桥断陷相

邻。总体呈近东西延伸的箕状断陷盆地。断陷由周

边向中部呈断陷下降，在北塘东断裂与茶淀断裂之

间形成古近系的沉降中心。由于北东向断裂的切

割，形成堑垒相问的构造格局，而北西近东西和近南

北向断裂的发育又使形态进一步复杂化。断陷主要

由古近系组成，最厚约3 300 m，为一套内陆近海河湖

相有机生油砂泥岩建造。前新生界基底为前述残留

背斜的南东翼，地层总体向南东缓倾斜，在军粮城以

东至北部邻区于家岭一带局部褶曲隆起形成轴向北

东一北东东向的次级背斜。基底地层主要由中一新

元古界、古生界和中生界组成。古生界顶部的石

炭一二叠系因受印支运动的强烈影响被风化剥蚀，

在断陷不同部位的发育程度差异很大。中生界主要

为白垩系，在断陷中普遍发育并且不整合在石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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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顶部的风化剥蚀面之上。此外，在断陷东北

部汉沽以东，残留少量侏罗系，与下伏石炭一二叠系

呈不整合接触。

板桥断陷(V 13)：西与天津断裂与双窑断凸

相邻，南部为歧口断陷，总体北部呈近东西，南部为

北东向延伸的箕状断陷盆地，基底由太古宇、中、新

元古界、古牛界、中生界组成，缺失下马岭组地层，

中生界不整合与古生界之上，新生界沉积厚度一般

2 000～4 000 m，最大可达5 000 m。

歧口断陷(V 14)：南以扣村羊三木断层与孔店

断陷分界，由古生界和中生界组成，新生界沉积最厚

达7 000 m，据地层可分为北大港、南大港、羊二庄i

个断块。北大港断块由奥陶系、石炭二叠系和中生

界组成，缺失k--叠统上段和下、中i叠统；羊二庄

断块由古生界和下、中三叠系组成；南大港断块还包

括港西断凸。

5结语

本次划分与前人划分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用板块

构造一地球动力学理论，从全国大地构造环境角度

出发，对天津市大地构造单元进行的划分。特别是

对三级、四级构造单元重新厘定，对五级构造单元做

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为天津市成矿规律总结和矿

产预测奠定了基础。本文得到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一笠的指导和修改，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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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tectonic Unit Division of Tianjin City

WEN Xiu-ming

(TianJin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Tianjin 300 1 8 1，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plate tectonics—geodynamics，stratum，sedimentary construe—

tion，volcanic construction，metamorphic formatons，metallogenic，geochemistry,geophysicial field and the re-

search to geotectonic，the geologic unit is divided into one grade I and grade II，including(I)the North China

block and(II)the Jinji block．These blocks are divided into four grade IIi units，including(III 1)Miyun—Qianxi nu—

clei ofArchaean palaeocontinent，(IIl2)Yanliao rift，(IIl3)board inside orogenic magma miscellaneous rock，(IIl4)

the North China rift．These blocks are divided into 7 IV grade units and l 4 V grade units．

Keywords：Tianjin；geotectonic elements；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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