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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以北地区断裂构造和松辽盆地的演化

张训华

�地矿部海洋地质研究所�

摘要 综合分析
、

研究了松辽盆地
，

尤其是滨北地区的各种地质
、

地球物理资料
，

结合各种转换场和

平面
、

剖面资料
，

通过对断裂的研究
，

探讨了松辽盆地的构造演化及其在滨北地区的表现
。

� 滨北地区断裂的研究

� � 断裂类型

根据规模大小
，

将区内断裂划分为深大断裂
、

大断裂
、

基底断裂
、

盖层断裂四类
。

深大断裂切穿

地壳�莫霍面�达上地慢 �大断裂规模大
、

发育早
，

对区域性构造演化和盖层沉积起控制作用
，

往往为

构造单元的划分界线
�基底断裂规模小

、

发育晚
，

一般只对局部地区的沉积作用有影响 �盖层断裂仅

在沉积盖层中产生
。

此次研究重点是深部
，

主要探讨深大断裂和大断裂
。

� � 断裂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滨北地区断裂的确定
，

首先是根据重
、

磁
、

电图件进行断裂识别
，

再依据地震剖面和地质资

料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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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断裂的分布�图 ��
，

按其走向来分
，

有北北东
、

北西西和南北向
、

东西向四组
。

从断裂分布

图上看
，

大部分北北东向断裂被北西西向断裂所切断
。

说明前者发育在前
，

后者较晚
。

全区以北北

东和北西西两组断裂为主
，

控制着全区的构造与沉积
。

现就区内的几条大断裂
、

深大断裂和个别基

底断裂分别描述如下
。

���嫩江深大断裂��
�
�

嫩江深大断裂位于盆地的西界附近
，

西面为大兴安岭褶皱带
。

断裂走向以北北东为主
，

穿过整

个工区
，

在 ��
“

��
，
一���之间有一段为北东向延伸

。

断裂的北端
，

在△� 航磁等值线图上表现为一条
线性异常梯度带

，

此带为不同磁场区的分界线
。

通过分析
，

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
，

作者认为嫩江

断裂为切穿地壳的深大断裂
，
而且是松辽盆地中发育最早

、

活动时间最长的断裂
。

断裂带宽一般在

���� 左右
，

是一条规模宏大的地质构造界线
，

前人一般将其划为大兴安岭褶皱带与松辽盆地的一

级构造单元分界线
。

���克山东一安达深大断裂��
�
�

克山东一安达深大断裂位于工区中部
，

走向北北东
，

穿过整个滨北地区
。

向北延伸出工区
，

向南

达松辽盆地中部大安附近
。

由于它从德都穿过
，

因此
，

有人称之为德都一大安深大断裂
。

该断裂在

航磁图上表现为线性异常梯度带
，

是不同磁场区的分界线
。

在化极上延不同高度磁场图上均有明显

的反映
，

说明切割很深
。

在重力图上
，

该断裂不但表现为断续的梯度带
，

而且为不同特征异常区的分

界线
，

同样在上延各个不同高度的重力图上均有反映
。

在方向导数图上分段表现为极值带和零值

线
。

在松 �和松 � 剖面上证实了该断裂存在
，

而且沿断裂有大量花岗岩侵入
。

推测这条断裂亦为切

穿地壳的深大断裂
。

它与嫩江深大断裂属同一级别
，

发育时间早
，

活动期长
，

影响范围大
。

���滨州大断裂��
�
�

滨州大断裂位于工区南端
，

走向北北西
，

横穿整个工区
，

成为滨北地区与滨南地区两个构造单

元的分界线
。

前人对其早有研究
，

但只是探讨其中的某一段
。

作者对其在松辽盆地中的整条断裂都

做了认真的分析
、

研究
，

最终确定了它的位置
，

并且在综合剖面图上得到了验证
。

断裂以南登娄库组

比较发育
，

北面只是在侏罗系断陷中有零星分布
。

它对于松辽盆地的基底起伏和盖层沉积有一定影

响
，

控制了登娄库组的沉积
。

���富裕一四方台大断裂��
�
�

该断裂的存在已被前人多次证实
。

早期命名为富裕一明水断裂
，

后来又有人命名为富裕一绥化

大断裂
，

还有人称之为通河一呐河区域性大断裂
。

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命名
，

主要原因是各人往往在

自己的研究区段内用一种方法确定断裂的位置并加以命名
。

作者利用综合地质
、

地球物理方法确定

了这条横穿松辽盆地的大断裂
，

并且在松 刊
、

松 �和 �� 剖面上得到了证实
。

断裂以北地区几乎不存

在登娄库组沉积
，

而且泉头组地层也只是零星分布
。

但在断裂以南
，

泉头组是连续性比较好的一个

沉积层
。

因此
，

它是一条控制泉头组沉积的区域性大断裂
，

其发育时间稍后于滨州大断裂
。

���诱漠尔河大断裂��
�
�

呐漠尔河大断裂位于松辽盆地最北部
，

走向北东东
，

沿呐漠尔河延伸出工区
。

在断裂以南
，

青山

口组地层连续沉积
，

但北面只是零星分布
。

由此推测该断裂形成较晚
，

规模比前面四条要小得多
。

因

其控制着青山口组地层的沉积
，

对于盆地的演化有一定影响
，

所以也属于大断裂
。

���海伦一青岗基底断裂

海伦一青岗基底断裂位于工区东部
，

走向北东
。

该断裂在各种重磁图上均有反映
，

并在松 �
、

��

剖面和 � 剖面上得到证实
。

从剖面上看
，

规模小
、

切割浅
，

但形成时间却比较早
。

推测与克山东一

安达深断裂同一时期形成
，

后来又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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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从滨北地区基底断裂分面图来看
，
区内各方向断裂 一个共同的特征

，

即近等间距平行排

列
。

作者推测这是因为同一方向的断裂形成于同一时代
、

受同一应力场作用的结果
。

因此
，

北北东

向断裂时代最老
，

北西向断裂较新
。

前者对于盆地的形成
、

演化均有影响
，

后者主要对沉积盖层起控

制作用
。

� 松辽盆地的大地构造及其演化历史

中国位于欧亚板块上
，

北面有西伯利亚古老而稳定的陆核
。

在新全球构造体制中
，

于印支一早

燕山期间
，

印度洋板块向北运动
，

特提斯海向北俯冲
，

基底滑移
，

而太平洋于早侏罗世沿南北向转换

断层形成
�
晚燕山一早喜山期间

，

太平洋扩张
，

增大
，

并向日本俯冲
，

而印度洋板块向北俯冲
，

特提斯

海缝合
，

大陆向东蠕散
，

形成基本东西向的构造格局
�

此时
，

板缘聚敛
，

板内扩张
，

岩石层
“
下压上

张
” ，

出现了一系列断一坳转化型沉积盆地
�晚燕山一现代期间

，

印度
、

青藏板块碰撞上升
，

太平洋板

块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
，

使中国大陆在东西向构造格局之上
，

于东部又迭加了一套北东向构造的

影响
。

由于板缘俯冲
，

板内沉降
，

使中国东部的沉积盆地堆积了巨厚的沉积
。

中国经历了这样三次

变格运动
，

受到强烈的改造
，

出现了今日的面貌
。

松辽盆地地处我国东北境内
，

西面是大兴安岭
，

北面和东面邻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
、

老爷岭
，

南

靠中朝地台
。

盆地具有大陆裂谷的各种特点
�

���盆地早期发育受断裂控制
�

例如嫩江深大断裂与克山东深大断裂决定了松辽盆地形态为北

北东向展布
，

并具有东西分带的特点 ，滨州大断裂控制了登娄库组的沉积
，

富裕一四方台大断裂控

制了泉头组的沉积
，

呐漠尔河大断裂控制了青山 口组的沉积
。

即断裂控制了盆地的形成并影响其演

化
。

���一般裂谷内常发育着次级地堑
、

地垒等构造
，

这在松辽盆地内屡见不鲜
。

象滨北地区克山东

一安达深大断裂带内的深地堑
，

青岗附近的地垒等
，

在综合剖面图上看的非常清楚
。

���裂谷边缘地带常有陡峻的断崖
。

在明水附近的断阶断距达 �����
，

断层两盘地层相差很

大
，

其差别很可能反映了当时地形地貌特征
。

���松辽盆地深部断裂一般为正断层
，

上部倾角为高角度
，

大部分在 ��
。

左右
。

这同裂谷盆地断

层倾角理论值 ��
。

一致
。

下部倾角变缓
，

一般在 �������左右
，

这与拉张断陷中的掀斜正断层和犁式

正断层系统相似
�

另外
，

盆地滨南地区有低角度的滑脱断层系统存在
�

���裂谷盆地一般谷地
、

湖泊呈线状或雁行排列
，

断续成带
。

在滨北地区中部拉张断陷区这一特

点十分清楚
�

���裂谷盆地断陷沉降速率大
。

据前人的成果
，

松辽盆地断陷期沉降速率达 ���一��� 布勃诺夫

值������
。

一般地台型断陷盆地沉降速率小于 �� 布勃诺夫值
，

地槽型速率较快
，

但也只在 ���布

勃诺夫值以内
，

而一般裂谷沉降速率为 ��� 布勃诺夫值
。

���火山活动对于裂谷来说有强有弱
，

前者以东非裂谷为代表
，

后者以莱茵裂谷为代表
。

松辽盆

地属强烈型
，

主要表现在盆地西部
、

北部和东部边界附近
。

另外
，

从深部地质结构来看
，

侏罗系火山

岩分布范围很广
，

也说明火山活动强烈
。

���作为大陆裂谷证据的 � 型花岗岩在嫩江断裂附近分布
，

已测到碱性二长花岗岩同位素年

龄为 ����� 〔�，。

综上所述
，

松辽盆地应属欧亚板块外缘内部的裂谷型盆地
�

松辽盆地是一个大型中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
。

其形成
、

演化大致经历了萌芽期��
�
�

、

热融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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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锣胜南组 �
���一沙河子组 �

�、 �
、

裂谷期�沙河子组 �
��一登娄库组 �，��

，

相当于第一次变格运动
�沉降

期 �登娄库组 � ，�一青山口组 � ，���
，

相当于第二次变格运动
�萎缩期�青山 口组 ��

��一第四系 ��
，

相当于第三次变格运动
。

第一次变格运动时期
，

秦岭
、

淮阳以北的中朝地台以及更北面的东北地区
，

由于受到特提斯板

块的向北俯冲以及后期太平洋板块向北扩张
，

又有西伯利亚稳定陆核的阻挡
，

造成了北北东向深大

断裂—嫩江深大断裂
、

克山东二安达一大安深大断裂的平移错动
。

其中嫩江深大断裂发育早
，

错

距达 ���� 以上
，

另一条深大断裂发育稍晚
〔�，。

由于拉张使地壳减薄
，

在均衡作用下地慢开始上隆
、

产生热融胀
。

断层两盘的平移错动和地慢的热融胀引起了盖层褶皱与岩浆活动
，

这一时期有三期花

岗岩的侵入及火山岩的喷溢
。

同位素年龄测定分别为
�

二长花岗岩 ����
� 、

碱长花岗岩 ����
� 、

碱

性花岗岩 ����
� 。

盖层沉积了白城子组
、

挑南组
、

敖宝组地层
。

在经历了三叠纪暂短的侵蚀之后
，

又

沉积了沙河子组并进入裂谷期
。

在这一过程中相继产生了一系列拉张和挤压
，

形成了呈长条状的拉

分断陷和呈等轴状的挤压断陷
，

并为坳陷与断陷的转化提供了发展背景
。

这一时期断裂和断陷的发

生
、

发育
，

在时间上以 自西向东
、

自南而北为特色
。

第二次变格运动时期
，

裂谷进一步发展
，

沉积了沙石岭组
、

营城子组和白奎纪的登娄库组地层
。

其中营城子组在裂谷带内沉积稳定
，

可达上千米厚
，

但在以外地区仅 ���一����
。

这一时期以特提

斯洋壳闭合和太平洋洋壳运动方向转变为特色的晚燕山一早喜山运动造成了北西向大断裂的相继

发生
、

发育
，

从此奠定了盆地的基本面貌
。

同时地慢由热融胀逐渐冷却沉降
，

垂直运动加强
，

盆地进

入坳陷阶段
，

形成了一些断一坳转化型盆地
。

这一时期克山东一安达一大安深大断裂相对发育
，

而

嫩江深大断裂则不太活动
。

第三次变格运动时期
，

由于印度
、

青藏板块的碰撞上升和太平洋
、

菲律宾洋壳作北西西向推移
、

俯冲
，

形成琉球沟弧及冲绳海槽的裂开和扩张
，

地慢恢复到均衡状态
，

盆地演化进入萎缩期
。

这一时

期造成了一些小规模的挤压
、

抬升�在综合剖面上看的非常清楚�
，

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松辽盆地
。

滨北地区是松辽盆地的一部分
，

位于盆地的最北部
，

松辽盆地的形成演化在滨北地区有具体的

表现
。

第一次变格运动早期
，

滨北地区为一整体
。

后期被嫩江和克山东一安达二条深大断裂分为东
、

中
、

西三个条带
，

这二条初期的裂谷带控制着滨北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构造与演化
�
第二次变格运

动时期
，

嫩江裂谷以西地区处于稳定状态
，

以东地区活动频繁
，

自南而北先后发育了滨州
、

富裕一四

方台和呐漠尔河三条大断裂
，

滨北地区的构造格架基本形成 �第三次变格运动时期整体处于沉降
，

沉积了白奎纪的青山口组
、

姚家组
、

嫩江组
、

四方台组
、

明水组和第三
、

第四纪地层
，

这一期间有两期

一定规模的岩浆侵入和火山喷溢
，

最终形成了今 日的地质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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