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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关断裂在太行山北段的特征

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推论

鞠 紫 云

�河北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

六十年代初期
，
河北区调大队在太行山北段工作时

，
发现紫荆关到 �沫水县�白涧之

间存石一条断裂带
，
继而又发现此断裂带向南延伸到曲阳县灵山附近

，

向北经沿河城直指

南�〕
。

通过综合研究
，
进一步发现在此断裂两侧

，
地层发育程度或地质历史有很大区别

，

因而提议命名为紫荆关大断裂
，

或称紫荆关一南 口大断裂
，
亦称灵山一南 口大断裂�

。

七

十年代初期引进卫星照片以来
，
由这条断裂及与之平行的西邻乌龙沟

、

北李庄两条主干断

裂组成的紫荆关断裂带
，
以其明显的线性标志 日益引起地质界的注意

。
����年以来

，

笔者

参加了紫荆关以北地区的几个一比五万图幅的地质调查工作
，
调查范围基本以紫荆关断裂

为中线
，

通过调查
，
对紫荆关断裂的空间展布

、

形态特征
、

割切关系
、

活动性质
，
以及在

地质历史中的发展过程及控制作用等方面
，
补充搜集了一些野外实际资料

，
并修正了过去

认识不当之处
。

紫荆关断裂
，
是太行山北段的一条重要断裂

，
与成矿作用有密切关系

，
为此

，
本文拟

将这些资料加以初步综合
，
以供有关单位在开展紫荆关断裂的深入研究时参考

。 、

紫荆关向

南
，

由于近来未做工作
，
断裂的地表形迹不明

，

暂不涉及
。

一
、

空间展布特征

紫荆关向北
，
依附主断裂伴有多条不同长度的近于平行的同生断裂

，
组成断裂束 �图

��
。

主断裂带形迹连续
，
过紫荆关向北

，
经龙门

、

白涧
、

蓬头至岭南台
，
长达 �� 公里以

上� 再北
，
则受先成的北东东向的沿河城断裂的西端所阻

，
在岭南台至黎园岭之间两者重

接
。

重接部位
，
在平面上显示了一个向北西凸出的弧形转弯

。

沿主断裂带地貌标志明显
，

在丛山之颠极目远望
，
可见线状排列的槽状断层谷和连接的鞍状山口

，

并保留有齐整的断

层崖
。

主断裂总体走向北东��度
，
断面呈舒缓波状

，

倾向南东
，
倾角��一��度

，

属正断层
。

在龙门以南
，
断裂主要通过晚白垄世王安镇侵人岩体的东部边缘

，
形成典型的断层谷

，

其

� 人
‘

陈晋铺 �����年�
、
陈晋镶等 �����年�

、

河北区测队 �����年�未���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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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紫荆关断裂区构造纲要简图
�一太古界基底 ， �一第一盖层蓟县

、

青白口 系
�
碳酸盐建造

、

碎屑岩建造 � �一第二盖层寒武
、

奥陶系
�
红 色

建造
、

碳酸盐建造� �一第三盖层石炭
、

二叠系
�

海陆交互相转陆相含煤建造 ， �一第四盖层中
、

下侏罗 统 �百

花山地区�
�
陆相含煤建造

、

粗碎屑岩建造
、

火山岩建造， �一中侏罗统 �西部地区�
�

火山岩 建 造 ， �一第 五

盖层上侏罗统
�

火山岩建造， �一晚白至世中酸性侵人体， �一晚侏罗世超浅成侵人流纹斑岩， ��一主 要 断 裂

构造， �一一般断裂构造 � ��一断裂倾向及倾角， ��一太古代期复式背斜构造 ， ��一燕山早期复式向 斜构造 ，

��一燕山早期背斜构造， ��一燕山晚期向斜构造 ， ��一燕山晚期背斜构造 ， ��一燕山晚期弯 窿 构 造 ， ��一片

麻理产状 ， ��一流层产状
， ��一层理产状 ， ��一侵人界线 ，

一
角度不整合界线， ��一平行不整合界线

内可见大量擦面以及绿泥石化等动力变质现象
、

断带宽 �一�� 来
。

在王安镇岩体东北处
，

其东盘相对南移
，
水平断距达���米

。

龙门至蓬头一段
，
东 �上�盘为蓟县系

，

西 �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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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太古界阜平群
，
垂直断距千米以上� 断带宽��一��米

，
最宽可达百米

，
由糜棱岩化角砾

岩及断层泥组成
。

蓬头附近
，
断裂由两个平行断面组成

，
相距���一���米

，
性质相同

。

蓬

头至岭南台一段
，
垂直断距亦近千米� 断带宽�一��米

，
最宽��米

，
呈舒缓波状

，
充 填 糜

棱岩化角砾岩及碎裂岩
。

在黑水寺南
，
主断裂进入大河南岩体的东部边缘

，
断 带 宽 十 儿

米
，
至岩体内则突变为�一�米

，

或仅见扭裂面群
。

在柏林城附近
，
主断裂带上叠有半环形

支断裂
，
组成菱形断块

，

其内与大河南岩体有成因联系的小岩株
，
也被断层错断

。

这些迹

象均�兑明断裂主体形成于晚白至世岩体侵人之前
，
而在岩体侵入之后又发生继承性活动

。

依附主断裂的同生断裂主要有两条
�

‘

条称庄头断裂
。

自蓬头村北由主断裂带向东斜出
，
走向约北东��度

，
经庄头村过分

水岭后
，
同北东东向的张家庄断裂重接

，
全长��公里

，
同主断裂与沿河城断裂的重接形式

类似
�

断面倾向南东
，
倾角��一��度� 东 �上�盘上侏罗统东岭台组第三段

、

西 �下�盘

髻髻山组
，
垂直断距千米以上

，
仍为正断层形态

。

断带宽�一��米
，
由糜棱岩化角砾 岩 组

成
。 「�
乞舒缓波状

，

擦面发育
，
具压扭特征

。

好一条称汤家庄断裂
。

位于西侧
，
同主断裂大体平行分布

，
相隔�一�公里

。

其形态
、

性质 展布及产状等特征
，
同主断裂极其相似

，
全长��公里

。

在南段长岭一带
，
断裂通过

仁安镇岩体
，
断带宽��一��米

，
沿带普遍见有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及碳酸盐化等蚀变现象
，

井保留有大量擦面及中缓倾斜的擦痕
。

中段汤家庄附近
，
断带由碎裂岩

、

糜棱岩化角砾岩

及断县泥组成
，
一般宽��一��米

，
最宽��米左右� 东 �上�盘以高于庄组第三段与西盘的

草平群接触
，
垂直断距亦近千米

。

北段金华山一带
，
断裂主要分布于大河南岩体的东部边

缘
。

综合上述
，
可初步归纳如下

�

紫荆关断裂形迹连续
，
地表延长近百公里� 规模宏伟

，

垂 自断距千米以上
。

现在观察到的断裂主体形成于侏罗纪末
，
即晚侏罗世东岭台期火山活

动之后
，

表现以西 �下�盘的大幅度抬起为特点� 完成于白蛋纪末
，
即王安镇

、

大河南主

岩体仗入之后
，
以扭动作用为主

，

具有明显的继承活动性质
。

二
、

区域地质背景

紫荆关断裂不但具有割切深
、

延伸远及多次活动的特点
，
而且在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
形成断裂两侧地区迥然不同的地质构造背景

。

‘一�断裂以东地区
，
构造线方向多为北东东向

。

自北而南有
�

沿河城断裂
、

百花山

复向斜及马头背斜等
，
三者同期连生

。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
，
位于二级构造单元燕山台褶带

�原称燕山褶皱带�的西端， 在地质力学的体系归属上
，
应属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的

东翼近反射弧部位
。

�
‘

沿河城断裂
�

为北京西山地区的主要断裂构造之一
，
西起黎园岭以西

，
东至 昌 平

县 禾子涧一带
，
长达��公里

。

断裂总体走向北东��度左右
，
地貌标志明显

，
断面倾向南东

，

倾角汁一��度
。

断裂西段南 �上�盘青白口系及下寒武统
，
北 �下�盘雾迷山组

，
垂直断

即约近千米
，

向东逐渐减小
，
亦属正断层形态

。

沿断裂带岩石普遍碎裂
，

并常见因强烈挤

压作川形成的白泥状糜棱岩带
，
具有压扭性质

。

同与其重接的紫荆关断裂比较
，
除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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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改变外
，

其余特征均较相近
。

�
�

百花山复向斜
�

以沿河城断裂为北界
，
为一在中生代继承性沉降盆地 基础 上形成

的复式向斜构造
，
轴向北东��一“ 度 ，

宽约��公里
。

两翼由青白口系及古生界组成
，

并被

次级褶皱所复杂化� 核部侏罗纪地层发育
，
产状平缓

，

整体形态翼陡底平
，
呈箱状 �参见

沿河城断裂

����姗�������咪

� 子 哆公里

图 � 百花山复向斜横剖面图

��，一蓟县系雾迷山组� ��一青白口 系， 〔 �一寒武奥陶系， ��一石炭二叠系， �
�

一下侏罗统
， ��了一中侏罗

统九龙山组， ��，一中侏罗统髻髻山组

图��
。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
复向斜范围内侏罗纪地层的构造线方向

，
在纵向上明显地出现

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
�

中侏罗统髻髻山组及其以下地层
，
均被裹挟于北东东向的复式向

斜构造之中， 而上复的上侏罗统东岭台组
，
却独自构成北北东向构造系统

，
形成轴向北东

��度的镇厂向斜
，
以其底部的不整合面为界

，
明显地上叠于复式向斜构造之上 �参见图�

、

��
。

同一地区不同时代地层的构造线方向的截然改变
，
显示了中

、

晚侏罗世之间
，
发生剧

烈的构造变动
，
形成了北东东向构造系统

，
而后才形成北北东向构造

。

�
�

马头背斜
�

为燕山台褶带上的又一个次级构造单位
，
位于百花山复向斜 南 侧

，
两

者同期连生
。

翼部以挠曲形式过渡
，
为一两翼极不对称的歪斜背斜构造 �参 见 图 ��

。

轴

部由太古界阜平群组成
，
轴向弯曲

，
总体走向约北东��度

，
向东倾伏

。

南翼由高于庄组下

部组成
，
岩层倾角��一��度

，
南部被断裂所截

。

北翼开阔平缓
，
宽达��公里

，
由蓟县系高

����米

图 � 镇厂向斜横剖面图

�
�
少一中侏罗统九龙山组砂砾岩， ���一中侏罗统奢髻山组安山岩， ����一上侏罗统

东岭台组一段砾岩
、

流纹岩， ��尹一二段砂岩
、

流纹岩， �
�

尹一三段角砾岩
、

流纹

岩
、
凝灰岩， ��产一四段安山岩， 入厅����一东岭台期潜火山岩

�

流纹斑岩

于庄组一铁岭组组成
，
岩层倾角��一��度

，

并常显示一些平缓的小型弯窿及盆地构造
，
可称

“
波背斜

”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稳定分布于波背斜北翼的杨庄组

，
其厚度 自东 向西

，

由

��米逐渐减薄
，
并在紫荆关断裂上的板城车站 �京原铁路车站�东北侧见到尖灭点

。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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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介断裂

沙岭西
拒马河

图 � 马头波背斜横剖面图

� 别

一太古界， ���一蓟县系高于庄组 ， �理一杨庄组 � ��留一雾迷山组
， ���一铁岭组

， ��一青白口 系， 占
�

一燕

山期侵人体

可以推论
，

紫荆关断裂早在晚前寒武纪期间即已孕有差异活动的雏形
。

另外
，
在波背斜范

旧内 发育有北北西向与北东东向两组断裂
，
断带平直

，
规模不大

。

前者大部被燕山晚期

的脉六充填
，
而后者断面紧密

，
或仅以劈理群出现

。

了二�断裂以西地区
，

构造线方向北北东向
。

该区是由于紫荆关断裂的活动而形成的

抬起断块
，
呈北北东向的狭长带状

，
宽约��公里

。

断块的南
、

北两端
，
分别被晚白噩世侵

人的
�

�安镇岩体及大河南岩体所占据
，
岩体的长轴方向均呈北北东向

，
同区域构造线方向

一致
。

两岩体之间的中间地段
，
自东而西依次出露太古界

、

蓟县系
、

青白口系
、

下古生界

及侏罗系
。

其中
，
除太古界基底外

，
其他盖层岩层走向均呈北北东向

，
呈向北西倾斜的单

斜层
。

此区西部有北李庄断裂
，
在北李庄一带裸露清楚

，
断面走向北东��度

，
倾向南东

，

倾角��度左右
，
断带宽�一��米

，
由糜棱岩化角砾岩组成

，

擦面发育
。

据两盘地层 层 位推

断
，

其西 �下�盘相对下降
，
垂直断距将近百米

，
属压扭性逆断层

。

中部有乌龙沟断裂
，

规模更大于紫荆关断裂
，

航片中所显示的影像亦极清楚
。 ·

据在乌龙沟二段的观察
�

断带宽

达百米
，

由断层角砾岩充填
，
擦面发育

，

并见脉岩沿断裂贯入而又被切断的现象
，
显示了

断裂的多次活动性质
。

根据上述的构造格局
，
以紫荆关断裂和北李庄断裂为东西边界

，
圈定了一个粉起断块

，

由 卜东西抬起幅度不同
、

断块呈西倾
，

其上盖层岩层亦向西倾斜 �参见图��
。

因 此
，

如 选

黑
’

�米

����

名叼��

西界北李庄断裂
东界萦荆关断裂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人

�

一一
入

“ ‘ 南一王安

“ 圳 ’ ‘ ’
� �

� 之一一上一」公里
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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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关断裂在太行山北段的特征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推论

用
“
抬斜断块 ������� ����� ������

”
这一构造名称

，
可以恰当地概括该区的立体构造 形

态
。

可称之为
“
大河南一王安镇抬斜断块

” 。

在大地构造分区的隶属关系上
，
应属山 西 断

隆 �原称山西中台隆�内的一个次级构造单位
。

而紫荆关断裂
，
实际是二级构造单元—

燕山台褶带与山西断隆的天然分界线
。

护

右几�
·声户，王矛

三
、

发展过程推论

�

紫荆关断裂东西两侧地区迥然不同的地质构造背景
，
反映了它在地质历史中的重要控

制作用
。

在中
、

晚元古时期
，

华北地区的蓟县一带
，
于长城纪首先开始拗陷

，

接受海浸
，

并逐

步向西扩展
� 至蓟县纪高于庄世波及至本区

，
开始持续地沉降

。

在当时海盆地的位置上
，

本区位于其西侧边缘地带
。

因此
，

在沉积厚度以及局部地段的沉积岩相等方面
，
均有明显

的变化
，

尤其在现今的紫荆关断裂的东西两侧
，
变化急剧

。

在地层厚度的变化上
，
特别以

蓟县系最为明显
�

蓟县一带蓟县系高于庄组至铁岭组的累积总厚度将近����米� 向西至现

今的紫荆关断裂的东西两侧
，

相应层位的累积厚度减薄了一半左右
，
东侧的紫石 口剖面厚

约����米
，
西侧的其中口剖面为����米左右� 再向西至北李庄断裂以西

，
则仅余����多米

了 �参见图 ��
。

地层厚度 自东向西的叠减
，
反映了地壳在蓟县纪的沉降幅度 �未 计 入成

岩期及成岩期后的变化� 由大而小
，
即由海盆中心趋于边缘地带

。

尤其是紫石 口与其中口

两剖面
，
平面距离不过��公里

，
其间只隔紫荆关断裂

，
但地层厚度相差千余 米

，
变 化 突

然
。

由此可以推断
�

现今的紫荆关断裂以西地区
，
在蓟县纪即为一海底隆起区， 而沿断裂

部位
，
则为其前缘陡坎

。

前述的杨庄组尖灭于紫荆关断裂东侧
。

在沉积岩相的变化上
，
以

青白口系较为突出
。

紫荆关断裂东侧的紫石 口剖面
，

青白口系总厚 ��� 米
，

自下而上为下

马岭组页岩
、

长龙山组砂板岩及景儿峪组石灰岩
，

其厚度及岩相同蓟县一带大体相当� 向西

至断裂西侧的其中口剖面
，
厚度减薄

，
约 �� 。 米

，
再西过北李庄断裂后

，

青白口系为一层

不稳定的隧石角砾岩所代替
，
从而圈定了青白口纪海盆范围的西界

，

其岩相及厚度急剧变

化的部位
，
就在蓟县纪时海底隆起区 �现今的抬斜断块� 内

。

寒武
、

奥陶纪期间
，
海侵范围扩大

，
紫荆关断裂的东西两侧地区

，
在沉积厚度及岩相

上差别不大
。

原蓟县纪的海底陡坎
，
在此时期反映不甚明显

。

值得提及的是
，
此期海浸初

始相当我国南方沦浪铺期沉积的府君山组
，
目前有可靠化石依据者

，
均在紫荆关断裂以东

地区
。
看来

，
寒武纪海侵范围的扩展应在沦浪铺期之后

。

石炭
、

二叠纪
，
由于紫荆关断裂以西的邻近地区缺少地层资料

，
因此无法进行确切对

比
。

但在紫荆关断裂东侧
、

即相当现今的百花山复向斜范围内
，
石炭

、

二叠纪地层发育
，

累积总厚度达���余米
。

另外
，
据煤层等厚线资料分析

，
石炭

、

二叠纪的含煤盆地 轮 廓
，

同现今的百花山复向斜的范围基本一致
。

燕山构造旋迥
，
为本区最重要的构造变动时间

。

涉及面广
，
持续性强

，
活动激烈

，
形

变复杂
，
并伴有多次岩浆喷发及大规模人侵

。

早侏罗世初期
，
在现今紫荆关断裂东侧的百

花山地区
，
以基性岩浆的喷发揭开了本构造旋迥之序幕� 尔后

，
在该范围内形成陆相盆地

，

叠次堆积了含煤建造及粗粒碎屑岩建造� 继之
，
进人了第二次火山活动期

，
即中侏罗世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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髻山期的火山喷发
。

由于此期剧烈的火山活动
，
加之百花山盆地范围内叠次地大幅度拗陷

�中心地区下
、

中侏罗统的累积总厚已达����米�
，
终于导致了地壳的质变

，
发生了 第 一

次剧烈的构造变动
。

沿河城断裂
、

百花山复向斜及马头背斜等北东东向构造
，

均在此次完成
。

晚侏罗世东岭台期
，
以原盆地西侧—即靠近现今的紫荆关断裂的地区为中心

，
又爆发了

第三次火山活动
。

此期火山喷发的导引通道
，
为现今的庄头断裂的前身

，
亦即北北东向构

造之雏形
，
预示了区域压应力方向的改变

。

纵观侏罗纪的三次火山活动
，
显示了如下的演

变规律
�

在熔浆性质上
，
构成一个基性

一
中性

一
酸性系列， 在喷发类型上

，
早世为裂隙式喷

发、 宁静 ，
中世为北东东向裂隙式喷发叶中心式喷发“ 宁静 ，

晚世为北北东向裂隙式喷发

、 中心式喷发�超浅成侵人�宁静 ，
火山活动型式逐趋复杂

。

另外
，
在早

、

中侏罗世原百

花山盆地叠次拗陷期间
，
现今的紫荆关断裂仍位于其西侧边缘地带

。

在断裂以西
，

仅见髻

髻山期火山岩系的超复
，

其余地层则仅出露于东侧的盆地范围之内
。

晚侏罗世东岭台期火山活动之后
，
区内地壳开始了第二次剧烈的构造变动

，
此次变动

，

主要以北北东向断裂构造活动为主
，
以及西部地区的大幅度抬起为特征

，
并伴有大量岩浆

人侵
。

在时间上
，
一直延续到白蛋纪末

。

其间的活动过程
，
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

�
�

带状隆起阶段
�

前已述及
，
在中

、

晚侏罗世间的第一次剧烈构造变动之后
，
区 域

压应力方向由北北西一南南东向转为北西西一南东东向
。

随着方向改变后的区域压应力的

不断增强
，

使紫荆关至岭南台一线以西地区
，
发生北北东方向的带状隆起

。

其隆起部位
，

同蓟县纪的海底隆起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

当前
，
紧邻于紫荆关断裂东侧的镇厂向斜及南

城司弯窿 �见图 ��等同向褶皱
，
亦可佐证区域压应力的存在

。

�
�

断裂发生阶段
�

随着带状隆起幅度的不断加大
，
地壳的差异活动超过了 岩层 拗折

的临界强度
，
终于导致了断裂的发生

。

形成紫荆关断裂
、

北李庄断裂
、

其它的同生及派生

断裂
，
以及抬斜断块之胚胎等

。

此阶段内
，
抬斜断块中部的乌龙沟断裂

，

似已具雏形
。

�
�

岩浆侵入阶段
�

随着断裂构造的发生
，

地壳活动更加激化
，
从而导致了大 规 模岩

浆沿断块轴部断裂入侵
，
形成了王安镇及大河南等岩体

。

其各自的长轴方向以及两者的连

接方向
，
均呈北北东向

。

�
�

晚期调整阶段
�

大规模岩浆岩的入侵
，
破坏了局部地壳的平衡

，
因而导致 了 一些

具调整作用的构造发生或活动
。

在此阶段中
，
除在岩体周围形成一些小型褶皱构造外

，
主

要表现为前期主要断裂的继承性活动
。

从抬斜断块上的三条主断裂的比较来看
�

东西两界

的紫荆关断裂及北李庄断裂
，
在此阶段只表现为一般地扭动， 而中央的乌龙沟断裂

，
既容

纳了岩浆期后的脉岩贯入而又将其切断
，
显示了多次活动性质

，
应为其主要活动阶段

。

至此
，
基本形成了当今的全区地质构造之轮廓

。

喜山构造旋迥
，
区内地壳基本稳定

，
只表现为大面积地缓慢抬升

。

据拒马河两岸的残

留堆积阶地的高度比较
�

紫荆关断裂以东地区
，

沟谷深切
，
拒马河故道今已被抬起约��米�

而断裂以西地区
，
河谷两岸的堆积阶地最高只��米左右

。

至于抬斜断块的原始地貌
，

虽几经沦桑
，
剥蚀破坏

，
但仍有踪迹可寻

。

例如
�

紫荆关

断裂西侧主要山峰的海拔标高
，
均大于相应的东侧� 在拒马河谷的走向上

，
过紫荆关后突

然折回北行
，
显然受到断块前缘陡坎的制约 �图 ��

。

最后
，

提及一下有关紫荆关断裂的近期活动情况
。

据调查访问资料
�

受����年唐山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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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谬蔽 模式图

图 � 紫荆关断裂对拒马河局部制约关系图

的波及
，
以岭南台至黎园岭一带—即紫荆关断裂与沿河城断裂重接的弧形转弯部位

，

震感

反映相对强烈
，

房屋倒塌较为严重
，
而沿紫荆关主断带一线

，
基本未受影响

，

建筑未遭破坏
。

综合前述
，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发展过程中
，

紫荆关断裂部位长期处于地壳升降活动的枢

纽位置
，
因而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

在蓟县一青白口纪
、

石炭一二叠纪及侏罗纪三个地史时

期内
，

断裂以东地区的地壳
，
均表现为负向的拗陷活动� 而以西地区

，
则相应地表现为拗陷

�其幅度不及东部�一稳定一抬升
。

由一系列北东东向构造形迹所构成的祁吕贺兰山字型构

造体系的东翼近反射弧部位
，
其雏形起于上古生代

，
主体形成于中

、

晚侏罗世之间，北北东向

的新华夏系构造形迹
，

其雏形起于晚侏罗世早期
，
主体形成于侏罗纪末

，

完成于白里纪末
。

四
、

�� 点 说 明

�一�侏罗系髻髻山组及东岭台组
，

其时代归属尚有争论
，

本文暂沿用传统划分法
，

与其有关的构造变动的时代亦暂从之
。

兹将 目前的几个同位素年龄数据� 罗列于下
，

仅供

� 据采样单位 �北京���队和本队�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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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

髻髻山组���百万年 �底部辉石安山岩全岩
，

钾氢法�� 东岭台组 ���百万年 �下部

流纹岩中黑云母
，

钾氢法�� 王安镇岩体��
�

�一���百万年 �全岩
，
钾氢法�

。

�二�限于工作范围
，
本文仅提出了

“
抬斜断块

”
的东西边界

，

其南
、

北界限尚待研

究确定
。

�三�本文所指的紫荆关断裂仅指通过紫荆关的北北东向断裂而言
，
它与其西邻的大

体平行的两条断裂
，
在太行山北段组成统一的紫荆关断裂带

。

单从卫片解译资料看
，
该带

中央的乌龙沟断裂
，
影象清晰

，
规模最大

，
北至赤城县刁鹦堡以北

，
南至唐县倒马关之南

，

长达���公里以上
，
致使有人往往把它误认为紫荆关断裂

，
实际两者并非一条

。

从它 们 在

地质历史及构造骨架中的作用来看
，
乌龙沟断裂远远不如紫荆关断裂显著

。

文内参考并引用了北京市地质局一�二队一比五万清水幅区调报告中的有关资料� 全

文承蒙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陈晋镶同志审定修改 � 插图由本队郝椒英
、

韩淑玲同志清绘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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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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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一�对����� ���一��������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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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士、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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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欲 �������������������� �� �������� ����� �����

��������
�

大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
。
的

时代问题讨论

�湖北省区调队综合分队变质地层组�

— 己� 理全
、 �

二
二〕

人别群
、

红安群
、

应山群是湖北省大别山一河南省桐柏山南麓广泛出露的前震旦纪地

层 �图 ��
。

长期以来
，
一些地质前辈

、

院校和各地质单位对上述地层及变质岩学进行了大

量工作
，
积累了较丰富的地质资料

。

但是
，
由于地层时代确定缺乏依据

，
各群之间的接触

关系不清
，
致使地层划分和对比较混乱

，

在对该区的大地构造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较大

的分歧
。

自����年以来
，
本队在该区全面地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
对地层进行了重新划分

和厘定
，
并相继发现红安群和大别群

，
应山群与打鼓石群以及应山群与陡山沱组之间的不

整合
。

近年来微古化石和同位素地质年代学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

无疑
，

这些

� ����年
，
二十万分之一随县幅区调报告中称随县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