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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燕山地区地质构造基本特征

徐正聪 王振民

�河北省地质局第二区调大队�

本文所称燕山没有严格的地质
、

地理概念
，

系泛指河北北部以及部分北京
、

天津
，
约

为北纬��
�

��
‘
一��

。

之间的广大范围
。

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征先后有不少地质学 者 以 不

同的学术观点著文研究过
，
各有独创的认识和见解

。

在一比二十万区域地质调查和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
，

本文试图反映该地区当前研究现状和探索一些地质构造现象
，
为今后进一步

研究起一个
“
抛砖引玉

”
的作用

。

文中引用的资料主要为一比二十万区调成果和本队有关同志的专题性科研论文以及研

究单位
、

大专院校等的论著
。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
，

引用或分析不当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一
、

地 层 序 列

有广泛分布的太古界变质地层
，
零星出露的下元古界

，
层序清晰的中上元古界

，
除缺

失志留一泥盆系外
，

有化石较丰富的古生界
，

含著名
“
热河生物群

”
的中生界普遍发育

。

�一�太古界

基本可分为不同变质相和不同原岩性质的上
、

下两大套地层
。

下部为麻粒岩相
一
高级角闪岩相的二辉麻粒岩

、

紫苏斜长麻粒岩
、

透辉麻粒 岩
、

辉 石

斜长片麻岩和斜长角闪岩夹辉石磁铁石英岩
，

称迁西群
。

混合岩化作用自西向东逐渐增强
，

原岩为基性
、

中基性火山岩夹多层硅铁质岩
。

主要分布于尚义一平泉断裂带南侧的冀东
、

密云
、

崇礼
、

怀安一带� 上部为角闪岩相
一
绿帘角闪岩相的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

、

黑 云 变

粒岩
、

角闪磁铁石英岩
、

浅粒岩夹不稳定的大理岩
，

称单塔子群
。

原岩为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和半粘土质岩类
。

主要分布于尚义一平泉断裂带北侧的承德
、

丰宁
、

赤城一带
，

在冀东的滦县
、

芦龙等地亦有分布
。

这两套地层由于断裂和混合岩化作用的影响
，

未见确

切的直接接触关系
。

据一些地质学者从构造
、

岩石
、

岩石化学
、

变质相
、

同位素地质等方

面的研究
，
大致均认为是不同时期和遭受多次区域变质作用的两套岩层 〔��，� � ，

但 对 各

地区的地层划分对比是有不同认识的
。

如对冀东一带的变质地层 自下而上划分为迁西群
、

八道河群
、

双山子群 �包括原朱杖子群部分地层� 等� � 又如
，

有的对冀西一带的变质地

层自下而上仍称桑千群
、

红旗营子群
，

并认为不能与冀东的迁西群和承德的单塔子群对比
。

总之
，
对这两套地层的研究尚有许多存疑问题

，
由于构造不清

，
厚度亦不可靠

。

程裕淇等
， ����， 中国前震旦地层

。

孙大中等
， ����， 冀东深变质地层的特点及其划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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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有不少同位素年龄测定值
，
数据相差悬殊

。

近几年 �����
，
�����

，
迁西群有枷

�

穗年龄��
�

��亿年和钩
一
银等时年龄��

�

�亿年的报导卿
。

其后
，
钟富道 ������

、

皮金����
�

��‘ 、�
， ，、

�

�
�

�����〔，〕
、

沈其韩 �������
‘ 〕 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

所等对冀东一带的变质地层作了许多钾
一
氢

、

物
一
银

、

铀
一
铅测定

，
年龄值大致均 在 ��一��

亿年之间
，

看来
，
��亿年左右存在一次地质事件

， ��亿年代表较晚一次的区域变质作用终

���时�’�口�‘，。

�二�元古界

可分上
、

下两部分
。

下部为零星出露于冀东的朱杖子群和冀西北的化德群， 上部为广

泛分布的中上元古界
。

�
�

朱杖子群和化德群

分布于青龙一带的朱杖子群为一套浅变质的砂岩
、

千枚岩
、

变质砾岩
、

变粒岩及片岩
。

其上为长城系覆盖
，
其下与单塔子群呈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

钾
一
氢全岩年龄为��

�

�
、
��

�

�
、

’

��
�

�亿年
，
钩

一
穗全岩等时年龄为��

�

�亿年
。

白瑾等 ������� 根据构造研究
，

将朱杖子群

和部分单塔子群进行了重新划分
，

自下而上称双山子群和青龙河群
。

分布于康保一带的化德群为浅变质的砂岩
、

板岩
、

千枚岩
、

片岩夹结晶灰岩和大理岩
。

由
一

�覆盖和构造原因
，
上

、

下未见接触关系
。

钾
一
氢全岩和单矿物年龄为�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亿年
。

从同位素年龄值来看
，
这两套浅变质地层显然经受了不同时期的变质作用

，

可能分别

代表最晚一次域变质作用终止的年龄
。

由于化德群向西与内蒙古的白云鄂博群为同一地质

体
，

故将化德群仍置于元古代
。

� 中上元古界

以天津蓟县剖面为代表的中上元古界层型剖面为一套多韵律和多旋回的以碳酸盐岩为

主的堆地槽型沉积
，
局部夹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
富含叠层石和微古植物

。

自下而上称长

城系
、

南 口系
、

蓟县系和青白石系 �表 ��
，

缺失南方的震旦系
。

与太古界迁西群
、

单塔子

群和元古界朱杖子群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

同位素年龄在 ��
�

��一�
�

�� 亿年之间
。

由于古构

造格局和古地理环境的差异
，
各地区的层序

、

厚度
、

岩相和岩性组合不完全相同
，
如蓟县

一兴隆一平泉一带厚度大
、

层序齐全
， ，

密云一平谷一带火山岩较发育
。

近几年来
，

燕山地

区的中 仁元古界有较多研究
，
且有不少论文 〔�、 “

小叼发表
，

本文不再赘述
。

‘ 三� 古生界

分布不广
，
为地台型沉积

。

下古生界以碳酸盐岩和碎屑岩为主� 上古生界以陆相碎屑

岩为主
，
下部为海陆交互相地层并偶夹薄层灰岩

。

与下伏中上元古界呈微角度或平行不整

合接触
，

上
、

下古生界之间亦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

古生界的地层系统和生物组合如表 �表

��
。

寒武系中
、

上统有完整的带化石和丰富的三叶虫组合
，
地层界线清楚

，
具备了建阶条

件
。

自下而上称徐庄阶
、

张夏阶
、

尚山阶
、

长山阶和凤山阶
。

七十年代中期调整了寒武一

奥陶系的界线
，

较已往习用的界线上移了数十米
。

如唐山地区凤山阶以含几��群伽
� 、

�耐�

一 自瑾等
， ����

，
河北省青龙地区中

、

早元古代地层的初步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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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晚元古代地层系统简表

系 组
厚 度
�米�

简要岩性 主 要 迭 层 石 和 微 古 植 物
同位素年龄值

�亿年�

弄
景儿峪组

长龙山组

��一���

��一���

����������
，
���������入�亡����“ �

�人，，����
，
�几��‘入万。 。 �� ， �� 。 对

���，人����

�� ” ��������

�
。

��士�
。

��

�
。
��， �

。
��

�
。
��

下马岭组 ��一��� �夕优刀 。 扣�
�月 ，

�口多召岁��
�

�刀二己��浮
，
�了刀己��口

��柳�刀����亡了
，
����入夕了�人�巴尸����‘�

青白口系

铁 岭 组 ���一���

蓟

��
。

��士�
。
��一

��
�

��， ��
�

��招

��
。

��

洪水庄组 ��一���

乡 县

雾迷山组 ���一����

系

����口���
， ����‘�亡刀亡���

，
��������

，

�“ ���� ��琳��� 。

��用忿刃昆��名己了
， 尸��名�����了�入�亡�之�皿�一脚

，

��，���‘，，��，���
，
�����

�‘��

�了亡�����形九 。 了��口 ”
，

��
�������亡 ” 一�

，

���亡���� ， �‘ 亡���亡�����亡�己���

杨 庄 组 ��一���

灰岩
、
泥灰岩

砂岩
、
粉砂岩

页岩

砂岩
、

粉砂岩
、

页岩夹薄层白云

岩

白云岩
、
白云

质灰岩
、

页岩

页岩
、

砂质页

岩夹薄层白云岩

白云岩
、

隧石

条带白云岩

砂 泥 质 白 云

岩
、

白云岩

�����五��口 。 ��“
，
��

��� ‘ 才夕�“ �
，
��夕琳

�，，，

����� ‘
������入夕�� 。

，
���������。

高于庄组
�
��一����

�
白云岩

、 “ 石

� �悉
带和结核白云

—�—�
一

二一一一一
�

大红峪组 ���一��� � 含隧石白云岩

��
。

��土�
。
��一

���“ ����月�����
�

���
�� ‘ �夕�“ 了

，
����刀 � ����

��亡脚���了�入�亡�����弓用
，
�

忿�����月 。 夕五夕��丹 ��
�

��

砂岩夹火山岩

白云岩
、

砂质

白云岩

粉砂岩
、

页岩

局部夹白云岩

�“ �亡���
，
�����几���刀

，
� “ ‘ “ 亡���

，

����人�‘�人�������’ 加

��
。

��

南口系

��
。

��士 �
。
��一

团山子组 ��一��� ��比夕�。肛��
召 ， �“ ，召�，�，�，

�咭�，�了。琳夕才。 。 ，

����“ �人�’ �九���
，
�������

��
。
��

长

么
串领沟组 ��一���

城

�� 月 ��人����
， ��亡��万�����

，
���一月己���

，

�，����才���了��入��琳
����， �“ ，�产���“ ���‘�

�，‘了‘�亡���

��
�

��，��
。

��‘

��
。
��

系 常州沟组 ��一���� 长石石英砂岩

砾岩

��‘ 。 。 ��，琳
�����，�‘，�

，
����入夕了�五比 。 �����，�

���夕户�����
，
��乙���了�几�犷�

��
。
��士�

。

�

沉，���� 的厚层灰岩夹竹叶状灰岩为其顶界
，
冶里组 以 含�

�，�艺�” �“ ，�‘� 、
去����，����

、

���������“
、
��耐��

���郎 。���
、
��������二 的厚层含黄铁矿晶体和硅质结核的小豹皮灰

岩为底界 〔�〕�
。

上古生界与山西和东北南部的特征基本相同
。

�四� 中生界

�
�

三叠系

零星分布于平泉
、

下板城一带
。

为一套红色陆相碎屑岩
，
含��

�“ 。 ，�’��，

自下而上称

刘家沟组
、

和尚沟组和二马营组 �表 ��
，

缺失晚三叠世地层
。

其岩性和化石与山西完全可

以对比�
。

与二叠系石千峰组为整合接触
。

北京西山的双泉组和杏石 口组
，
根据植物化石

� 齐纪杭
， ����， 河北奥陶系

。

� 芦功一
、

窦文生
， ����， 河北三叠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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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古生代地层系统简表

系 � 统 � 组 �阶�
厚 度
�米�

简 要 岩 性 主 要 石

上上上 石千峰组组 �一����� 紫色砂岩
、

粉砂岩岩

统统统统统 泥岩岩

上上上石盒子组组 ��一����� 杂色砂岩
、

泥岩岩 �‘ ���滋巴��‘
， ��‘ ��户多亡��‘

，
���

‘了�‘�刀 ��子�
‘���““

�����������“ 己儿����己�一‘
，
�����绍绍

下下下 下石盒子组组 ��一����� 紫红
、

灰色砂泥岩岩 �����户名亡��了
，
��亡 称��户����了

，
��” ���， �月 月 “ �����

，，

统统统统统统 �巴����亡��‘
，
�亡�����

亡 ” ��� 摊
，
�巴�多��户����下下

山山山 西 组组 ��一����� 灰色粉砂岩
、

砂岩岩 ������才���了
，

娜
��������

，
�探亡 刃��户���君‘

， 汉�亡�人��了�声，‘
���

夹夹夹夹夹泥岩岩 ����脚�，��
，
�亡 “ ��������

，
��娜���己���� ””

石石石 上上 太 原 组组 ��一����� 深灰色粉砂岩
、

泥泥 ����人。 。 ，阴�，
����那 。 ��

，
�人。 月 。 ��了， ��‘����了�，�一了

。 � ，，

炭炭炭 统统统统 岩夹不纯石灰岩岩 ��加 ‘ ���。 ，�沙��，
���‘���“ ，

，
���������，��，，，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中中中中 本 溪 组组 ��一����� 灰色粉砂岩

、

泥岩岩 ��。 厂�，��
， 石���������

��� ，
�伴 。 �，人�����‘

， �人。 。 。 多。 �，，

统统统统统统 夹石灰岩岩 �。 ，。 ����
，
尸二���了����

����， ��几。 凌于�亡灯�‘‘

奥奥奥 中中 上马家沟组组 ���一����� 灰
、

灰黄色灰岩岩 ��川巴 月 ��亡��下， �比��月 。 ‘ 亡��了
，
����“ ‘

，，

陶陶陶 统统统统 白云质灰岩岩 才�� ” ����“ 了
，
��己�召���“ ‘‘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下下下下马家沟组组 ��一����� 灰色白云质灰岩岩 ��
�
��������，， � “ �����。 尸�，， ��脚�����，， ��对�

�一“ ，，

含含含含含含隧石结核豹皮灰岩岩 ���了����“ 了
，
�������“ ，

丁���了人� ����一了了

下下下下 亮甲山组组 ��一����� 灰
、

黄灰色含遗石石 几了‘ 刀�入，一�� ‘ 乙���， ����，件���亡�“ 了， �为，石�古。 亡亡�
‘�，，，

统统统统统统 白云岩岩 ��为�����
，
�‘ ������“ ���

冶冶冶冶 里 组组 ��一����� 灰色灰岩
、

竹叶状状 ���入���比�名��了
，
����������，�了

，
�了��夕。 ” �用� ，，

灰灰灰灰灰灰岩夹灰绿色页岩岩 �绍�人
�����了

，
� ‘ 刀��“ ” ���刀���

，
���人�儿���““

寒寒寒 上上 凤 山 阶阶 ��一����� 灰色泥质条带灰岩岩 �������。 �
，
���岁�����“

，
�

，，���‘�����户人
‘���，，，

武武武 流流流流 竹叶状灰岩夹紫色页页 � ‘�” �犯�“
， �才夕�人�了�才‘‘

系系系系系系 岩岩岩

长长长长 山 阶阶 ��一���� 灰色泥质条带灰岩
、、
� ‘才���‘人�儿��

，
�人�月��石�刀��

，
�人������一���

紫紫紫紫紫紫色竹叶状灰岩夹页页页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固固固固 山 阶阶 �一���� 灰
、

紫色竹叶状灰灰 ����友即
�������，

，
������二�，

乙���二一。 ����，，，

岩岩岩岩岩岩
，
灰岩夹页岩岩 �人�炸��‘刀��““

�����

扣扣 张 夏 阶阶 ��一����� 灰色灰岩
、

鲡状灰灰 口‘ �冲 � ‘ ����，
才脚�人��� 九

，
�口�人��考�

，
��才�����人“ �一刀

‘�，，

沈沈沈沈沈沈 岩夹页岩岩 ���君“ ，
���夕户夕�廿廿

徐徐徐徐 庄 阶阶 ��一����� 紫色云母页岩
、

粉粉 �“ 考�苦����
，
��一儿比了��了

，
�� ‘ 人比了��‘

，
�

�才‘矛����������

砂砂砂砂砂砂岩夹灰岩岩岩

厂厂厂厂 毛 庄 组组 ��一���� 灰紫色页岩
、

薄层层 �人“ 那��名月�‘�了户言‘
，
��，趁���人���

‘了， ����石�‘�月��口口

尹尹尹范范范范 泥质白云岩岩岩

馒馒馒馒 头 组组 ��一���� 紫红色泥岩夹灰岩岩岩

府府府府君山组组 �一����� 灰色白云质灰岩岩 �己

���
‘ 乃�叮

，

肘
己

邵户‘ ��亡��� 刀 �渗，
，
�‘������刀�名���

豹豹豹豹豹豹皮灰岩岩岩

峭

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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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生代地层系统简表

群群群 组组 厚 度度 简
�

要 岩 性性
�������米�����

白白白 南南 土井子组组 ������ 砾岩夹砂岩岩 �“ “ ��五夕���
，
��五‘ �犷�“ 加 ，��‘ 多�刀�，

，��” ��人。 脚�脚�，���

垄垄垄 天天天天天 ���夕招�����招“ �
��

���

系系系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群群群群 洗马林组组 ����� 砂砾岩岩 ��奄
� �����。 了

， ���������。 �� ， �����广�“ 功
，，

�������������犷�入。 了�入���比
，
�召左比�

�‘������ ， ��‘��
����‘�

，，

�������������招夕�几�����了了

滦滦滦滦 上上 青石放组组 ���一������ 页岩
、

砂岩岩 �，’ 夕‘ 。 ���入夕�
，
��天�。 盯�����

，
��五����“ �

，，

平平平平 亚亚亚亚亚 �。 尸������，，�为�
，�����，石。 ��� ，��‘��

�尸�一�
，，

群群群群 群群群群群 �移夕�几���万了
， 才��月�几��名己��了了

南南南南南 店 组组 ��一������ 页岩
、

砂岩
、

砾岩岩 �少����亡��
， ����，��“ �“ ，，�������

， ��纪，考滩，��。
，，

���������������������������������������������������亡，�����
， ���亡切 亡�����了

， ����� ” �邢 ����‘ ，，

花花花花花吉营组组 ���一������ 安山岩
、

玄武岩岩 ��������夕�
， �����，�����人�

，
��
友‘ � “ ����，� ，，

夹夹夹夹夹夹夹砂页岩岩 �����
���� �材

�了。 亡 。 犷占������， �名�� ‘ ���亡 了
，，

������������������������������������������������������������，
， �“ ��

�，���
， � 。 少�人��户，�，，，

西西西西西瓜园组组 ��一������ 砂页岩夹安山岩岩 ��� ” 君五���������

大大大大大北沟组组 ���一������ 安山岩
、

砂页岩岩岩

下下下下下 张家口组组
尺召
��

��八乃乃
流纹岩

、

流纹质质 命形“ �。对���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火山碎屑岩
、
粗面面面

群群群群群群群 岩岩岩

白白白白白 旗 组组 ��一������ 安山岩岩岩

侏侏侏 长长 后 城 组组 ���一������ 砾岩
、

砂砾岩岩 �
�人���，� “ ���“ ，

， ��������，�����
， ��夕�人��口��一�曰

，，

罗罗罗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亡���月��� ” �入�
，
�廿‘������了

，
�

廿万口����多“ ��
，，

系系系 峪峪 髻份山组组 ���一������ 安山岩岩 ����������，
，
������‘ 脚��亡了

， �人��刀����“ ���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九九九九龙山组组 ��一������ 凝灰质砂岩

、

砂岩岩岩

门门门门 下花园组组 ��一����� 砂页岩岩 �亡�����优��亡�
， ������为�����

， ����入����己���
���

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头 ��刀�口�苦才��了
，
���了扣刀�口

，
�夕亡对��才‘ 尸王了了

沟沟沟沟 南大岭组组 ��一����� 玄武岩
、

安山岩岩岩

群群群群群群 夹砂页岩岩岩

杏杏杏杏石口组组 �一����� 砂砾岩
、

砂页岩岩岩

叠叠叠叠 二马营组组 ����� 砂岩
、
泥质粉砂砂砂

系系系系系系 岩互层层层

和和和和尚沟组组 ���一����� 粉砂岩
、

粉砂质质 ��亡�‘���亡��
一
汉�“ “ ������了， ������“ ����‘‘

泥泥泥泥泥泥岩岩岩

刘刘刘刘家沟组组 ����� 砂岩夹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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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属于三叠纪�
。

�
�

侏罗一白奎系

为一套陆相火山一沉积岩
，
广泛分布干燕山及相邻有关地区

。

含有以��
‘ 口�����一五��

�

。 ��。 沪���
一�口

���幼��位 为代表的
“
热河生物群

” 。

与三叠系及更老地层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
一

卜而上分为门头沟群
、

长山峪群
、

滦平群和南天门群二
。

每一个群的岩性岩相和生物组

合各有特点 �表 ��
，
群间为平行或角度不整合接触

。

门头沟群为湖泊
一
沼泽相砂页岩夹中

基性火山岩
，

含 �口丽 。户�，‘�一����瓜。 ��对� 植物群组合� 长山峪群为河流相的红色砂砾岩

夹中性或中偏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含有以 �群��，��口解��为代表的动物群� 滦平群

为拉�流一湖泊相的碎屑岩夹大量中基性
、

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含有以勿�����
� 、

��
’

��亡，����，‘� 、
����������‘�

、

����。 。 ����‘� 、
�����

，�‘�一�叼
��‘���公�等 为代表的各类

动植物群， 南天门群仅分布在张家 口一万全一带
，
为河流相的 红 色 粗 碎 屑 岩

，
含 有 以

�
’
�艺百‘

，，艺。艺��，
、

��‘��如。 ” 公。
、

����
�

抑
�艺�

、
��，‘云��、 公。 。 �、

���云�，。 �等为代表的各类动

植物群
。

近几年
，
河北区调二队对滦平群的白旗组

、

张家 口组和大北沟组等测定了数十 个 钾
�

氢全岩同位素年龄
，
绝大多数在 ���一��� 百万年之间

，
除极少数大于���百万年外

，
其中

�
乙

��一 ���百万年
、
���一���百万年各有 �个数据

， ���一���百万年有 ��个数据
，
小于���

百万年的有��个数据
。

这些年龄对于研究火山岩的地质时代具有一定的意义
。

这一套地层的时代归属是有不同认识的
，
分歧主要集中于滦平群的时代是晚侏罗世还

是早白奎世
，

或者下部为晚侏罗世
、

上部为早白蛋世
。

根据生物群的组合特征和演化序列

以及同位素年龄值的研究
，
笔者于七十年代中

、

后期 �����
、
����� 曾先后著文讨论过

，

认为滦平群的地质时代以归属白噩纪为宜二
。

总之
，
这一问题需要今后进一步工 作

。

值

得提出的是
，
燕山地区近几年肯定了三叠纪地层

，
最近又肯定了晚白奎世地层

，
这些进展

对于研究中生代和中生代晚期地层有重要意义
。

�五�新生界

书三系以基性火山岩夹沉积地层为特征
。

除汉诺坝组广泛分布于张北
、

围场一棋盘山

一带外
，
其余均零星分布

。

中新世汉诺坝组为橄榄玄武岩夹河湖相沉积
，
在围场五罗贡含

丰富的被子植物群� �表 ��
。

第四系集中分布于几个主要的新生界盆地
，
如阳原

、

芋县
、

宣化
、

延庆等
。

其中阳原

盆地有知名的泥河湾动物群
，

此外
，
尚有迁安的爪村动物群

，
赤城的哺乳动物群 �表��

。

尚义一带有零星的第四系玄武岩出露
。

� 米家榕等
，
����

，
中国北方的印支运动

。

� 南天门群为本队新厘定的地层单位
，
自下而上包括洗马林组和土井于组

，
后者属晚白坐世

。

� 李湃
， ����， 河北张家口地区南天门群

。

� 徐正聪
， ����， 河�匕北部中生代地层的探讨

。

� 徐正聪
， ����， 河北的侏罗一白至系

。

� 顾世烈
、

蔡开运
， ����， 汉诺坝玄武岩的时代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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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新生代几个著名动植物群简表

赤 城

迁安爪村

��己���� ” ��， ��人�����
，�多��’ 才人�����入“ 了

尺泞���
， �����

，
�夕���婆��‘了

，
�了����招�浮

， ��’ �����
， �“ ������

，
�犷���亡����‘

、
�了亡耐

。 了“ ����亡 “
，
���夕�夕��了

�“ ��刀甜
，
��了‘ “ 了

， �加
�了，

�彩石口�亡口
， �刀��

，
才刀���力才�

阳原泥河湾 才�召亡才口�夕
，

�夕
。 了�比���

，
��人。 名。 优� ， �“ �钾

了， �����护己，’ �亡了
， ��粗�了， ���“ �， 月夕�己��

， ���邝
，
�

亡��了

材
‘�犷�巴了， �夕刀戈

， �亡��了
，
�������￡犷�一了

，
���从��入�����“ ‘

，
������������刀

，

�宁�，，�了， �����了亡������尹多。 月
，
��，�

�人�” ��亡��了 ��亡����月才“

晚更新世一更早新世

。 �围场五罗贡
甲 �

新 �
世 �

�招圳
了，
�

，‘。 �。 “ 、 ，
�����了

��“ 形
，
���留�诸

，
��产加碑了，

， �。 宁���
，
� �
友�

。 ，�� ，
������， ���“ ，，

���左
。 ，� ，

��。 不��
，
����召 。 �� ，

������
，
��犷��称�‘了

，
�����“ 了

，
��阴���左��

，
��娜�

�沼�， ��了津
，
�亡尹亡��之�力夕

�

�户��口翻
，
�汤�，�， �纪

�， �“ 刀�，�，
�匆��刀

�，�

二
、

岩 浆 期 次

燕山地区的岩浆活动广泛而强烈
，
在时间上具有多期性的特点

，
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

方向性和分带性
。

自太古代至新生代各个地史阶段均有不同特征的火山一侵入作用�
。

�一�太古代岩浆活动

由于长期遭受构造变动和变质作用的影响
，
已往对太古代的岩浆活动了解不多

，

规律

性不明
。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
，

太古代的火山一侵入作用亦十分强烈
。

�
�

变质火山岩一侵人岩
�

迁西群和单塔子群原岩为海底火山一沉积岩
，

其中包括基性

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
，
向上为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和沉积岩
，
底部或下部可能有超

基性火山岩和较多的超基性侵入岩
。

如冀东迁西群中有科马提岩 �����������的报导 〔 ‘ 。 〕 ，

并普遍发育纯橄榄岩
，
二辉岩等小岩体

，

成群出现
，

受层位控制
。

可以初步认为
，
迁西群

和单塔子群呈近东西向的带状分布地区
，
实际上是太古代的火山一侵人活动带

。

�
�

混合岩一花岗岩
�

太古代的变质作用是普遍的
，

在麻粒岩相或角闪岩相变质时或稍

晚
，

有广泛的混合岩化作用形成一些混合岩
、

混合花岗岩和花岗岩
。

早期为原地重熔型口
，

普遍发育
，

自西向东逐渐增强� 晚期为同构造岩浆侵入
，
主要分布于冀东麻粒岩相变质范

围附近至秦皇岛
、

山海关一带
。

�二�元古代岩浆活动

元古代岩浆活动具有从早期至晚期由强到弱
，
范围由小到大的特点

。

早期火山活动局

限于青龙双山子一带
，
由火山碎屑岩

、

凝灰质沉积岩和沉积岩组成朱杖子群� 侵入作用较集

中分布于尚义一平泉断裂带与丰宁一隆化断裂带之间的广大地区
，

组成近东西一北东向的

岩浆带 �图��
。

主要岩类为变质闪长岩
、

花岗岩以及超基性
、

基性小岩体
。

在尚义
、

崇礼
、

青龙
、

芦龙等地亦有此期岩浆活动
。

晚期在蓟县
、

兴隆
、

平谷
、

密云直至宣化有少量火山

岩
、

火山碎屑岩分布于长城系和南 口系
。

侵人作用零星见于康保
、

密云
、

平泉
、

青龙等地
，

主要岩类为花岗岩
、

碱性花岗岩
、

奥长环斑花岗岩
。

� 李声之
，
����

，
河北省侵人岩的时代和分期

。

� 董申保
， ����， 关于冀东地区区域地质的一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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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吮“““ ‘万夕夕夕
�少少少

月�碑脚 ，，
尹尹尹尹尹尹尹尹

乍�了了
‘‘‘‘‘‘‘‘ ���

，，
� 夕夕夕 � ，，，

�����
�

岔岔乙乙丫③③③ 乙彻彻彻彻彻彻

�� 助 ���公里

图 � 各期侵人岩桨带示意图
一
元古代岩浆带， �一华力西期岩浆带， �一印支期岩浆带� �一燕山一期岩浆带， �一燕山二期岩浆带，�一燕

山三期岩浆带， �一燕山四期岩浆带
， �一断裂带， �一岩体名称及同位素年龄 �百万年�值

�三�华力西期

火山活动不发育
，
仅零星见于康保一围场断裂带北侧地槽的晚古生界中

。

岩浆侵人可

分东西向的南北两条岩浆带 �图��
�

北带大致沿康保一围场断裂带分布
，
以花岗岩

、

二长

花岗岩为主
，
呈岩基

、

岩株产出
。

钾
一
氢同位素年龄为 ���一���

�

�百万年
。

本带向东西延

伸是一条很醒目的东西向华力西期岩浆带� 南带大致沿丰宁一隆化断裂带南侧分布
，
与元

古代早期的岩浆带复合
。

岩石类型复杂
，
有较多的超基性

、

基性小岩体
，
如赤城小张家口

、

丰宁红石磊
、

承德高寺台等
，
钾

一
氢年龄为���

、
���

、
���百万年

。

其他岩类有花岗岩
、

花

岗闪 长岩
、

闪长岩等
，
西起崇礼海流图经赤城马营至承德大梁顶

，
断续分布

。

钾
一
氢 年 龄

为���
、
���

�

�百万年
。

�四�印支期

己往对印支运动在燕山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不十分了解
，
近几年

，
由于发现了含���，‘卜

口、 论。 的三叠系和对中生代构造运动的研究
，
从而确立了这一运动的存在�

。

根据区域地

� 宋之英
， ����

，

河北燕山地区的印支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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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构造分析和同位素年龄的测定
，

说明印支期的岩浆活动亦有表现
。

有意思的是沿丰宁一

隆化断裂带南北侧钾
一
氢年龄为���

、
���

、
���

、
���

、
���

、
���

、
���百万年的基性岩

、

闪

表 � 侏罗一白蟹纪岩浆活动构造作用简表

群群〔组���火山旋回回 岩浆侵人人 构造运动动 形变特征征�年代代 纪纪

及及及及及及方向 ���百万年年年
汉汉诺坝坝

堪堪滚滚
一 喜山运动一一 断裂裂 一���� 第三纪纪

组组组

乡粗巫巫巫
一 燕山运动一一 断裂裂 一 ������

�����������������第四幕��� �日匕东东 一 �������南南南南南 ，燕山运动一一
一

断裂为主的的一 �������������

天天
�������

〔第三幕��� 断块构造造 刁 ����� 白白
门门门门门 ��燕山运动之之 北东东 一 ����� 奎奎

群群群群群 �第二幕������� 纪纪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燕山运动八八八八八

滦滦滦 上上上上 �第一幕���������

平平平 亚亚亚亚 一
，
印支运动一一一一一

群群群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侏侏

峪峪峪峪峪峪峪峪 罗罗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纪纪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子首雏助�长长长长

头头头头 卿 壁吐鱼鱼鱼 北东东东东东
沟沟沟沟

�����
褶皱断裂裂裂裂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二二马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叠纪纪

粤口 回 圈 回 回
例 玄武岩 安山岩 流纹岩 闪长岩 花岗岩

尚义一平泉断裂带中东段南北侧和北京西山一带活动
，

南西偏转
，

东段向北东偏转
。

长岩和花岗岩等呈东西向分布
。

代表性岩体如承德大 光 顶 闪 长

岩
、

光岭山花岗岩和隆化大台营

花岗岩等属之
。

�五�燕山期

中国东部最强烈的岩浆活动

时期
，
火山一侵入作用频繁

，
具

‘

时空的一致性
，
岩浆建造复杂

。

可分四次火山旋回和四期侵人活

动� �表��
。

�
�

火山旋回

第一旋回
�

南大 岭 火 山 旋

回
，

中基性溢流
，
属钙碱性玄武

岩
。

活动范围小
，
仅限于宣化一

下花园
、

北京西山和滦平一平泉

一带
，
方向以近东西或北东东向

为主
。

第二旋回
�

髻髻 山 火 山 旋

回
，
中性爆发一溢流

，
间以中酸

性爆发
，
属碱钙性岩系

。

大致沿

从活动带的整体方向来看
，
西段向

第三旋回
�

张家口火山旋回
，
从白旗期中酸性爆发一溢流开始至张家口期酸性溢流

、

爆发结束
，
属碱钙性岩系

。

本旋回为火山活动高潮期
，
遍及燕山

，
从火山活动带的整体来

看
，
以北北东向为主

，
有大量的次火山岩或有火山一侵入岩的过渡岩类

。

第四旋回
�

大北沟火山旋回
，

从大北沟期中基性溢流开始
，
至花吉营期中基性

、

中酸

性溢流结束
，
属碱钙性岩系

。

集中活动于丰宁
、

围场
、

平泉一带
，
以北北东向为主

。

�
�

侵入期次 �图 ��

第一期
，
年龄值为���一���百万年

，
岩体侵人门头沟群及其以前地层

，
为长山峪群覆

盖
。

西起宜化
、

崇礼
、

东至青龙汤道河构成近东西一北东向的岩浆带
。

代表性岩体为崇礼

谷咀子花岗岩 ����
�

���
、

密云四千顶闪长岩����
、
����

、

兴隆王坪石花岗岩����一����
、

青龙汤道河花岗岩 ����一����
。

第二期
，
年龄值为 ���一��� 百万年

，
岩体侵入长山峪群及其以前地层

，
为滦平 群 覆

� 顾世烈
，
����

，
燕山台褶带的燕山运动

。

� 钾一氢同位素年龄值�百万年�
。

据李声之 ������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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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

集中分布于昌平
、

密云一带构成北东向的岩浆带
。

侵入期次多
，
常形成杂岩体

，

与火山

岩
、

次火山岩关系较密切
。

代表性岩体有昌平黄场花岗一闪长岩 �����
、

昌平黑山地花岗

岩 �����
、

八达岭斑状花岗岩 �����
、

昌平薛家后梁黑云闪长岩 ����� 等
。

此 外
，

在 兴

隆
、

青龙
、

平泉亦有此期岩体
，
如兴隆南双洞花岗斑岩 �����

、

平泉西卧龙岗花岗闪长岩

�����
。

第三期
，
年龄值为 ���一��� 百万年

，
岩体侵入滦平群

。

本期为侵入活动最强烈 的 一

期
，

岩体规模大
，
活动期次多

，
与火山岩

、

次火山岩关系十分密切
。

岩体集中分布于紫荆

关
、

大海佗
、

上黄旗一线构成十分醒目的北北东向岩浆带
。

这一条大型的岩浆带可进一步

分为次一级的东西两带�图 �中的 �③�， 东带沿太行山东缘断裂带西侧北段分布 ，
代表性

岩体自南而北有房山花岗闪长岩 ����一����
、

羊坊花岗岩 ����
、

����
、

对臼 峪 花 岗 岩

��二�
·

�
、
����

、

南猴顶花岗岩����
�

��
、

白云山花岗岩 ����
、
���

�

��等
。

西带沿紫荆关一

大海 佗岩浆断裂 带分布
，
代表性 岩体 自南向北有司各 庄花岗岩 �����

、

王安镇花岗杂岩

����
、

����
、

大海沱花岗岩�����
、

丰宁老虎沟花岗岩����
�

��
、

丰宁平顶山花岗岩����
�

��

等
。

此外
，
在兴隆

、

平泉
、

昌黎等地亦有此期岩体分布
，
如雾灵山正长岩 ����

�

��
、

寿王坟

花岗闪长岩 ����一����
、

小寺沟花岗岩�����
、

昌黎花岗岩��理。�
、

响山花岗岩�一��
�

��
。

第四期
，
年龄值为 ���一�� 百万年

，
分布不广

，
局限于紫荆关一大海佗一带

。

岩体规

模小
。

代表性岩体有紫荆关花岗岩 ���
�

��
、

马龙沟二长花岗岩���
�

��
、

孟家窑花岗岩���一

���
、

口前花岗岩 ���
�

��等
。

从燕山期的火山一侵人作用可以大致看出其时空一致性的主要依据是①火山活动带和
相应的侵入岩浆带具有大致相同的方向� ②具有大致相近的大小范围和强度� ③火山岩 、

次火山岩和侵人岩有时紧密伴生或呈过渡关系
。

�六�喜山期

集中分布于张北
、

围场一带
。

基本特征是以玄武岩的溢流为主
，
并有零星的次玄武岩

和辉绿岩
。

喷发期次多
，

间歇性强
。

钾
一
氢全岩年龄为 ��

�

�
、

��
�

�一��
�

�百万年
。

三
、

构 造 概 要

�一�构造演化

认地质历史的发展来看
，
燕山经历了明显的四个构造演化阶段 �表 ��

�

即前 长城 纪

地槽的形成和褶皱阶段
，

中晚元古代准地槽的继承和发展阶段
，
古生代地台的持续发展阶

段
， ，
�
，
生代地台活化阶段

。

这四个演化阶段构成了一幅现存的复杂构造图景
。

第一阶段
�

前长城纪的古构造了解不多
，

据近期研究 〔 “ 、 ’ “�， 迁西群麻粒岩相的原岩性

质和呈近东西向断续的带状分布
，
反映了上地慢物质活动和古火山岛弧的原始方向

，

是早

期地壳演化的基本过程
，
即初始陆核的形成

。

围绕这些陆核边缘进入了优地槽发育的构造

旋回
，
以角闪岩相为代表的单塔子群主要在北缘亦呈近东西向分布

，
其间发育着岩石圈断

裂一
一

即现称的尚义一平泉断裂带控制着这一套优地槽的火山一沉积活动
。

在优地槽的北

缘 也发育着近于平行的康保一围场断裂带控制着优地槽发展
。

约在 ��一�� 亿年和 ��亿年

左右先后经历了两次强烈的构造
一
热事件

，
即阜平运动和五台运动 〔 ‘�，， 结束 了优地槽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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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构 造 演 化 简 表

块动板活动质运性造向方构变征形特
时 代 构 造 运 动 演化阶段

喜山运动

燕山运动��—��

印支运动—
一

地 台

蓟县运动

芹峪运动

断断断 �匕匕 水水 地地 第第
裂裂裂 东东 平平

之入入
四四

������� 运运 口口 阶阶
�����匕匕 动动 活活 段段
�����匕匕匕 子七七七
东东东东东东东
向向向向向向向

大大大 东东 正正 地地 第第
�塑全全

型型型 西西 负负 �入入 阶阶 月芝芝

隆隆隆 向向 交交 口口 段段 古古
起起起 为为 替替 持持持 洋洋
和和和 主主 垂垂 续续续 板板

沉沉沉 兼兼 向向 发发发 块块
降降降 有有 运运 展展展 运运

�����匕匕 动动动动动动动 移移

东东东东东 原原 第第第
向向向向向 地地 阶阶阶

台台台台台台 段段段
形形形形形形形形
成成成成成成成成

东东东 水水水 第第第第第第
西西西 平平平 阶阶 洋洋
向向向 运运运 段段 壳壳

为为为 动动动动 板板
主主主主主主 块块
兼兼兼兼兼兼 活活
有有有有有有 动动
���七七七七七七

东东东东东东东
向向向向向向向

一一一一一
第 三 系

新生代

侏罗一白翌系

三 叠 系

代生中

石炭一二叠系

寒武一奥陶系

青 白 口 系

古生代

蓟 县 系

南 口 系

长 城 系

���
�

�亿年�

准 地 槽

朱 杖 子 群

单 塔 子 群

迁 西 群

—
吕梁运动

—��� 亿 年�

冒 地 槽

——五台运动—
��一

��� 亿 年�

优地槽发展
�

一
�

一陆核增生一
、
一
一

��� 亿 年�

地慢物质活动

优地槽形成

太古代

史
，
褶皱上隆

，
断裂形变

，
并伴以变质和混合岩化作用

，
使原始地壳垂向增厚

，
横向增大

。

在冀东由于边缘断裂控制发育了冒地槽沉积的朱杖子群
。
�”亿年左右又一次极为重要的构

造
一

热 事 件
，
即吕梁运动的剧烈形变

，
结束了地槽活动

。

由于多次构造运动使前长城纪的

构造难以鉴别
，
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

，
这一阶段除了若千大型正负向构造和断裂系统外

，

是以多期次
、

不同方向 �东西
、

北东�叠加的同斜紧密褶皱为其基本构造型式
。

这些古构

造控制了后期构造的发展
。

第二阶段
�

吕梁运动后
，
地壳渐趋固结

，
上地慢物质相对宁静

，
岩浆活动不发育

，
构

造运动不强烈
，
以正负交替的垂向运动为主要特征

。

中晚元古代早
、

中期由于基底构造的

控制和继承性的影响
，
在尚义一平泉断裂带南侧一些不同方向的正负向构造内堆积了范围

广阔
、

厚度巨大的准地槽沉积
，
从尚义至山海关 自西向东分别由几个斜列的北东向隆起组

成一东西向正向构造
，

控制着这一时期的沉积活动
。

有的正向隆起持续时间较长
，
形成蚀

源区
，

有的在一定时间内又形成增积区
，
负向构造的范围

、

深度亦常发生变化
，
在局部地

段和短暂时期尚有火山活动
。

这一切表明了中晚元古代的构造演化具继承性和新生性的过

渡性质
，
既有某些地槽特征

，
又逐渐向地台发展

。

发生在大约��
�

�亿年的芹峪运动结束了

蓟县系的沉积
。

第三阶段
�

芹峪运动后较大范围的蓟县系上升剥蚀和青白口系的沉积中心 迁 移 和 超

覆
，

后期结束了整个中晚元古代的沉积
。

蓟县运动使全区普遍上升剥蚀
，
缺失震旦系和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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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纪早期地层
，
这一过程持续了约 �亿年左右

，

其规模
、

范围和延续的时间是相当可观的
，

从各地保留的地层记录来看
，
这一运动可能包括若干个

“
幕

”
闺

。

寒武纪早
、

中期开 始 接

受沉积
，
整个古生代在继承性盆地的基础上断续

、

局部发展
，
以平稳的均衡上升和下降为

主要特征
，
全区性的稳定上升剥蚀

，
在这一地史阶段中屡见不鲜

。

晚古生代的华力西运动

有显著影响
，
主要表现为热事件

，
自北而南形成一些东西向的侵入岩桨带

。

古生代后期海

水退出
，
在原有海盆的基础上继续接受陆相沉积

，

从而开始了新的地质构造发展史
。

第四阶段
�

中生代以来
，
燕山地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构造发展时期

，
以大规模的断裂

活动和猛烈的岩浆爆发侵入为主要特征
。

三叠纪的印支运动揭开了中生代构造 运 动 的 序

幕
，
其意义在于具构造演化上的继承和新生性特点

。

断裂
、

褶皱和岩浆活动均有显示
，
但

自东向西强度减弱
，
构造线方向以东西和北东向为主

，
在一些继承性红色建造盆地内控制

着后期煤盆地的形成和发展
。

侏罗一白奎纪多期次的燕山运动既改造了前燕山期的构造格

架又控制了这一阶段各种地质作用的发生和发展
。

根据区域性地层不整合
、

火山一沉积作

用
、

岩浆侵入和构造形变等特征可分四幕� �参见表 ��
。

从早至晚分别以门头沟群和长山

峪群之间
、

长山峪群和滦平群之间
、

滦平群和南天门群之间
、

南天门群和第三系汉诺坝组

之间的不整合为代表
。

其中以第二幕最为重要
，
大面积的火山爆发和岩浆侵入

，

大范围的

断裂活动
，
方向明显向北偏转

，
古老构造的控制微弱

，
新生性强

，
以块断运动为主的块断

式构造特征形成
，
是构成现代构造图景的重要时期

。

白噩纪后期和第三纪初
，
相对宁静

，

大部处于稳定的剥蚀状态
。

喜马拉雅运动主要表现为继承性的块断构造持续发展和沿再度

活动断裂带的玄武岩溢流
。

�二�构造轮廓

燕山地区经历了各个地史阶段的构造变动
，
形成了复杂的构造格局

，
以岩浆一沉积建

造和构造形变特征来看
，
以不同方向

、

性质的断裂带交织大小不同的地块为基本特征
。

这

种构造骨架以内蒙地轴最为显著
。

具控制意义的主要断裂带为东西一近东西向
，
形成时间

较早
，
然后被北东一北北东向断裂带切割

，

并伴以为数不多的北西
、

南北向断 裂 再 度 分

割
，
构成一幅有规律的形变图象�图 ��

。

现将有关主要断裂带略述如次
。

」�

东西一近东西向断裂带
�

有两条主要断裂带
，
自北向南为康保一围场断裂带 和 尚

义一乒泉断裂带
。

二者均属岩石圈断裂
，
太古代即已形成

，

在地史上有时活动
，

有时宁静
。

此外
，

尚有一些次一级的断裂带�
，
如丰宁一隆化断裂带

、

大庙一高寺 台 断 裂 带
、

墙子

路一董家口断裂带
、

三河一丰润断裂带
、

怀安一宣化断裂带等
。

�
�

北东一北北东向断裂带
�

由于岩浆活动和古老构造的干扰
，
这一方向的断裂 带 不

如东西一近东西向的断裂带完整和醒目
，
但如结合本区外围分析则十分显著

。

有三条主要

断裂带�或岩浆断裂带�
，
自西向东第一条为紫荆关一大海沱断裂带�岩浆断裂带�

，
这是一

条规模相当可观
、

南北延伸较远的断裂带
，
大部分为岩浆充填

。

第二条为太行山东缘断裂

带
，
自南向北经房山

、

怀柔
、

密云一直向北延伸
。

第三条为沧东断裂带
，

自平原隐伏向北

东延伸至迁安一带
。

这三条断裂带均大致平行于更东的郊庐断裂带
。

此外
，

在冀西北尚有

� 顾世烈
， ����

，
燕山台褶带的燕山运动

。

� 河北省综合研究地质大队
， ����， 河北省构造体系图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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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河北燕山地区地质构造略图

�一太古界， �一下元古界， �一中上元古界
， �一古生界 ， �一中生界火山岩

，

卜中生界沉积岩，

�一新生界， �一新生界玄武岩， �一侵人岩， ��一岩石圈断裂， �一主要断裂带， ��一二级构造

单元界线， 工一内蒙一大兴安岭地槽 ， �一内蒙地轴 �

卜
燕山台褶带，

卜
山西断隆

， ①一康
保一围场断裂带， ②一尚义一平泉断裂带， ③一丰宁一隆化断裂带， ④墙子路一董家口 断裂带，

⑥一大庙一高寺台断裂带， ⑥一紫荆关一大海佗 断裂带， ⑦一太行山东缘 断裂带， ⑧一沧东断
裂带， ⑨一张北一沽源断裂带， ⑩一上营一抬头营断裂带，

�一顺义二十里长山断裂带

较重要的张北一沽源断裂带
。

在内蒙地轴和燕山台褶带内尚有许多大致近于平行的次一级

断裂带
，

有时往往形成较密集的断裂群
。

中生代火山一沉积盆地和侵入岩浆带的范围
、

方

向以及隆起与凹陷的形成
、

发展和边界无不受控于这一方向的断裂带
。

�
�

其他方向的断裂带
�

北西向的有上营一抬头营断裂带
、

顺义二十里长山断裂带� 南

北向断裂带不发育
，
较有意义者如黄崖关断裂带

、

罗屯经断裂带等
。

归纳起来
，
这些断裂带具下述特征

� ①在形成时间上一般以东西向者为早 ，
北东一北

北东向者较晚�除少数的古老北东向断裂外�� ②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具等距性� ③在活动上
具激化的多期性

� ④一些东西向断裂带自西向东逐渐向北东偏转� ⑤岩浆活动与断裂带的

关系极为密切
。

燕山 �河北省范围内�有四个不同性质的二级构造单元�图 ��
，
除怀安

、

阳原一带往

西为山西断隆外
，
其余三个分别以康保一围场断裂带

、

尚义一平泉断裂带为界自北而南为

内蒙一大兴安岭地槽�华力西晚期褶皱带�
、

内蒙地轴
、

燕山台褶带
。

山西断隆和内蒙一大

兴安岭地槽在河拓省内分布范围较小
，
前者以麻粒岩相

、

角闪岩相的太古代变 质 地 层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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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
后者以晚古生代

、

中生代火山一沉积岩和华力西期花岗岩为特征
。

内蒙地轴和燕山台

褶带是燕山地区的主要构造单元
，
具有独特的地质构造特征

。

内蒙地轴分布有较多的单塔

子群或红旗营子群
，
晚期中生代火山一沉积岩广泛发育

，
具十分明显的新生性

，

自南向北

层位逐渐增高
，
次火山岩增加

。

岩浆侵人活动频繁
，
在丰宁一隆化断裂带与尚义一平泉断

裂带间
，
从元古代至燕山期均有岩浆侵人

，
呈复合岩浆带

，

方向性明显
，

岩类复杂
。

主构

造线方向和火山一沉积盆地的长轴从南往北
、

由东向西均逐渐向北偏转
。

燕山台褶带以较

多的太古界迁西群和大面积的中上元古界分布为基本特征
，
古生界在一些继承性盆地中发

育完整
，

中生界层序不全
。

燕山期岩浆侵人广泛
，
呈北东一北北东向的大型岩浆带

。

上述

两个二级构造单元根据①太古代结晶基底的厚岩性质
、

变质程度
，
元古代谁地槽沉积及古

生代地台型特征
，
中生代火山一沉积特点� ②结晶基底内部和盖层之间的不整合� ③构造

形变特征及构造线方向等原则可进一步分为九个三级构造单元
，
由于篇幅所限

，
图 �未作

划分
，

本文亦不再叙述
。

四
、

问 题 探 索

找国东部的大地构造分区有三个注 目的一级构造单元 〔 “ 、 ’ “ 〕�
，

自北而南为 内 蒙一兴

安地嘈 �褶皱系�
、

中朝地块 �准地台�和扬子地块 �准地台�
。

在这三个构造单元间分别

有两条东西或近东西 �北西�向的构造带或岩浆构造带
。

按板块构造观点
，
这两条构造带

实质 �几是古板块的接合带或俯冲带
〔 ‘ “ 、 ‘ ’口，

三个一级构造单元为相应的蒙古洋板块 〔 ‘ “，，

华

�曰一 �

少
‘ 丫声

华

经多礁� �

匕 � � �

��

团
�

团
�

口
�据李番显等，����

图 � 华北板块位置示意图

�一板块俯冲带
， �一断裂带， �一本文涉及范围 ，工一蒙古洋板块 ，

卜华北板块 。

��一扬子板块 ， ①一索伦山一贺根山晚古生代板块 缝 合 线， ②一阴山一图门晚古
生代板块俯冲带

� ③一祁连山一秦岭早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④一郊庐断裂带

� 丰春显
， ����， 对亚洲地质构造的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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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板块和扬子板块
。

北面的构造带为阴山一图门晚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

南面的为祁连山一

秦岭早古生代板块俯冲带 〔 ‘�〕�图 ��
。

另外
，
这三大板块的东侧隔滨太平洋岛弧带地槽与太平洋板块相对应

。

华北板块在地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板块构造演化
。

燕山是华北板块在太古代最早形成陆

核的地区之一
，
麻粒岩相岩石可能是大洋拉斑玄武岩

、

岛弧拉斑玄武岩和钙碱性岩系亡‘�〕 ，

这种特征反映了当时该处为火山岛弧
，
以及由岛弧演化而成的初始陆核

。

角闪岩相一绿帘

角闪岩相岩石推测是一套火山复理石建造沉积
，
说明围绕陆核发育了优地槽

。

由于洋壳板

块运移
，
地槽沉积挤压

、

褶皱
、

断裂并产生大量以重熔岩浆岩为主的各种岩体
。

陆核增生
，

形成原始陆核
。

早元古代朱杖子群是一套以碎屑岩为主的类复理石建造沉积
，
岩浆活动以

侵入作用为主
，

活动强度相对减弱
。

这些都表明当时处于稳定大陆边缘环境
。

板块不断运

移
，
陆核再次增大

，
华北 �大陆�板块逐步形成

。

这一时期在华北板块以北
，
苏联境内西

起叶尼塞河
，
东至楚科奇

，
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范围内也逐步形成了西伯利亚板块�

。

在

这两大板块之间的边缘地槽
，
自元古代至古生代是一个广阔的海洋盆地

，
即蒙古洋板块

。

随着板块运移
，
地槽迁移 〔 ‘ “�，

自北而南陆壳逐渐增生
，
早古生代西伯利亚板块南缘已达蒙

古南部和大兴安岭北段 〔 ‘�二，

晚古生代蒙古洋板块地壳不断消亡
，
范围进一步缩小

，
未期与

华北板块碰撞
。

从上述可以看出
，
这一地史阶段

，

华北板块的北部包括燕山地区在内
，
所有地质构造

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西伯利亚板块或蒙古洋板块活动有关
。

值得提出的是华北板块的北侧

自北而南有三条大致近于平行的巨大弧形板块俯冲带或缝合线
，
西起夭山

，

东 达 大 兴 安

岭
。

其中南面两条的中
、

东段分别位于内蒙南部和北部�图 ��
，
即阴山一图门晚古生代板

块俯冲带和索伦山一贺根山晚古生代板块缝合线与燕山地区相距很近
。

这两条巨大的构造

线在内蒙境内大致为东西向
，
向东至东北境内偏转为北东东或北东向

。

综观燕山地区前中

生代的主要断裂带
、

岩浆带或大型隆起一沉降带的方向与上述俯冲带或缝合线的方向大体

是一致的
，
既受东西向的控制

，
也受北东向的制约

。

如太古界结晶基底的分布
、

岩石圈断

裂带的方向为东西向� 元古代侵入岩浆带也大致为东西或北东向
，
中晚元古代的沉积

，
既

受东西向古老隆起的控制
，
又被三个北东向隆起 �自西向东为大同一尚义隆起

、

八达岭海

下隆起和滦县一锦州隆起 〔�勺 所制约� 古生代的主要构造线方向兼有东西和北东
，

华力西

期的侵人岩浆带则呈醒目的东西向
。

因此
，
可以初步认为

，

西伯利亚板块或蒙古洋板块的

活动控制了前中生代的各种地质构造作用
，

从而能进一步解释燕山地区特别是位于华北板

块陆缘山系�’ ” 的 内蒙地轴的一些地质构造特征
，
如东西向和古老北东向构造的形成机制

和时代
，
以及二者的关系和控制因素等等

。

中生代地台活化
，
北东一北北东向断裂带的形成与燕山期大量岩浆活动和对整个构造

格局的改造
，
无疑是太平洋板块活动的产物

。

中生代时期太平洋板块沿北北西
、

北西方向

向亚洲大陆下俯冲
，

使华北板块东部岩石圈弯曲形变
，
在这‘ 地史阶段中持续 不 断 的 俯

冲
，

华北板块也相应不断向南东方向仰冲
，
在固结的结晶基底上挤压

、

拉张
、

破裂
，
形成

许多大致近于平行而有规律的北东一北北东向断裂带
、

断陷盆地
。

由于东西向构造的制约

� 刘长安
、
单际彩

， ����
，
古华北板块北缘地层与板块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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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割
，
从而形成了块断式构造特征

。

热力作用不断增强
，
地鳗物质活动

，
地壳重熔

，
沿

破裂或裂隙带岩浆大量喷发和侵入
，

形成了许多与构造带同方向的侵入岩浆带和火山岩带

�即陆缘火山带�
，
构造控制岩浆活动十分明显

，
火山一侵人作用的时空一致 性 也引人注

目
。

一些地段的构造线和盆地长轴方向随时间的进程逐渐向北偏转可能是太平洋板块俯冲

的方向从北北西转向北西的结果
，
主压应力方向的改变

，
必然引起构造线方向的改变

。

一

此东西一近东西向的主要断裂带自西向东逐渐向北偏转
，

除了古老北东向构造影响外
，

可

能由于空间位置的改变受太平洋板块的影响更大所致
。

燕山运动的多幕次和岩浆活动的多

期性
，

也是太平洋板块持续不断多次俯冲的结果
。

从以上可以看出
，

位于华北板块北东缘的燕山地区�图 ��
，
其地质构造特征的形成和

发展终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性
。

前中生代的地质构造作用主要受控于北面蒙古洋板块或西

伯利亚板块同华北板块的相对运移
，
其构造线以东西向为主兼有古老的北东向

，
中生代以

来的地质构造作用主要受控于东面太平洋板块同华北板块的相对俯冲和仰冲
，
其构造线以

北东 一北北东向为主
。

在这两个时间阶段内受两个不同空间位置的板块影响形成了特有的

两个下同方向交织的块断式构造
。

这种构造特征的形成机制是燕山地区在华北板块特定的

空间位置上的必然结果
。

丈中外文由田燕平同志打字
，

插图由本队绘图春夏清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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