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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燕山东段～ 下辽河盆地中新生代断裂演化分析 ,认为中新生代该区共

经历了中三叠世末、早侏罗世末、晚侏罗世末、白垩纪末和老第三纪末 5期挤压作用。

每期挤压作用都形成相应的挤压构造形迹 ,使得早期盆地萎缩或消亡 ,或对早期盆地

进行改造使其反转。此外 ,该区还曾经历了中晚侏罗世、白垩纪和新生代 3个明显的

伸展作用阶段 ,形成中晚侏罗世断陷盆地、白垩纪断陷盆地和新生代裂谷盆地。构造

演化过程中挤压作用和伸展作用交替出现 ,挤压构造和伸展构造交互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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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东段～ 下辽河盆地是指华北平原以北 ,赤峰 -开源断裂以南 ,赤峰～ 平泉一线以东 ,郯

庐断裂以西地区。 地理坐标在北纬 40°～ 43°,东经 118°～ 124°之间 ,在构造上分属燕山造山带

和下辽河盆地两个不同的构造单元。 中新生代以来 ,该区经历了多次挤压和伸展作用 ,多期挤

压和伸展构造形迹交织在一起 ,构成非常复杂的构造面貌 (图 1)。 长期以来 ,虽然许多学者如

翁文灏 ( 1929) [1 ]、李四光 ( 1948, 1973) [2 ]、黄汲清 ( 1954)、张文佑 ( 1959)、陈国达 ( 1960)、崔盛芹

等 ( 1979, 1980)
[ 3～ 6]

、赵越等 ( 1994)
[7～ 8 ]

、 G. A. Davis等 ( 1998)
[9 ]
在这一地区作过大量的研究工

作 ,但是 ,大多数人是把燕山造山带和下辽河盆地分开来进行研究 ,而将造山与成盆连系起来

研究的为数不多。此外 ,对该区挤压与伸展构造期次还存在不同看法 [10～ 13 ]。本文试把造山与成

盆联系起来 ,对燕山东段～ 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的断裂演化进行分析 ,探讨中新生代挤压与伸

展构造的期次。

1　中新生代地层系统

　　燕山东段～ 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地层为一套陆相湖盆沉积的火山 -碎屑岩系
[14～ 17 ]

,自下

而上为三叠系下统红砬组、中统后富隆山组、上统老虎沟组 ;侏罗系下统兴隆沟组、北票组 ,中

统海房沟组、蓝旗组 ,上统土城子组 ;白垩系下统义县组、九佛堂组、沙海组、 阜新组 ,上统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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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组 ;老第三系房身泡组、沙河街组、东营组 ;新第三系馆陶组、明化镇组及第四系平原组 (表

1)。除上三叠统与中下三叠统之间 ,中侏罗统与下侏罗统之间 ,下白垩统与上侏罗统之间 ,老第

三系与白垩系之间 ,新第三系与老第三系之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外 ,其余均为整合或假整合接

触。
表 1　燕山东段～ 下辽河盆地中新生代地层划分表

Table 1　 Stratig raphy of M eso zoic and Ceno zoic in

the East Yanshan a rea and Xialiao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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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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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富隆山组

红砬组

粉沙与砂砾层互层 ,底部为砾石层、含砾粗沙层。

下段为砂岩与泥岩互层 ,上段以砂岩、砂砾岩为主夹砂质泥岩。

以厚层状砂砾岩、砾岩为主 ,夹少量砂质泥岩

灰绿色砂岩、泥岩互层。

灰至深灰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砂砾岩不等厚互层。

以浅灰白、肉红色砂砾岩、长石砂岩、钙质砂岩为主 ,夹泥岩、泥灰岩、鲕粒灰

岩、生物灰岩。

岩性为大段灰黑、褐灰色泥岩。

下部为绿色泥岩夹玄武岩 ,中部以褐灰色泥岩为主夹薄层砂岩 ;上部为灰白色

砂岩、砂砾岩与灰、褐灰、棕红色泥岩互层。

下部为玄武岩夹少量凝灰岩 ,上部以暗紫红色泥岩为主夹砂岩、炭质泥岩和煤

层。

以紫红色砂岩、砾岩为主夹页岩。

为一套以河流相为主的含煤层组 ,中下部由中厚～ 厚层砂岩、粉砂岩、泥岩和

煤层组成 ,上部为灰绿、灰紫色杂色层。

为一套具湖相泥岩夹层的含煤层组。 自下而上为黄色砾岩段、含煤段和泥岩段。

灰、黄绿色粉砂质页岩、页岩、粉砂岩及砂岩 ,夹砾岩及油页岩和煤。

紫红、褐、紫灰、灰绿色安山岩、玄武岩、粗安岩、英安岩、流纹岩及集块岩等 ,夹

多层灰白色凝灰质砂页岩。

下段紫红色凝灰质页岩 ,夹粉砂岩及砾岩 ;中段灰紫色泥砂质胶结砾岩夹砂

岩 ;上段绿、紫色凝灰质砂岩 ,夹砾岩及页岩。

安山岩、玄武岩及角砾岩、集块岩 ,并夹有多层沉积岩。

由沉积碎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或单一的沉积碎屑岩组成。

下段为黄褐、深灰色页岩、砂岩夹砾岩及多层可采煤层 ,底部为砾岩 ;上段为黄

褐、灰黑色页岩、粉砂质页岩夹砂岩、粉砂岩及少许薄煤层。

安山岩、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夹砾岩。

黄褐、黄绿色砂岩、砾岩 ,夹灰至灰黑色粉砂岩、页岩及薄煤层。

黄、黄绿、灰及灰黑色砾岩、粉砂岩及粉砂泥岩夹灰白色凝灰岩。

紫红色砂岩和砾岩。

　　　前　中　生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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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新生代断裂演化与挤压、伸展作用

燕山东段～ 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断裂按其形成时期可以分为:长期活动断裂、前中侏罗世

断裂、侏罗纪末逆冲断层和推覆体、白垩纪同沉积断裂、白垩纪末逆冲断裂、早第三纪同沉积断

裂、早第三纪末逆冲断裂和晚第三纪～ 第四纪断裂 ;按断裂性质分有正断层和逆冲断层 ;按断

裂走向分为近 EW向断裂、N E向断裂和 NW向断裂 [ 18～ 20]。

2. 1　长期活动断裂

区内长期活动断裂主要为近 EW向断裂 ,包括赤峰-开原断裂带、凌源-北票断裂、要路沟 -

锦西断裂、明水断裂。它们形成时间早 ,活动时间长 ,规模大 ,切割深 ,往往构成不同构造单元的

分界线。

2. 2　中三叠世末～ 中侏罗世之前逆冲断层

中三叠世末～ 中侏罗世之前断层的主要特征是切割早、中三叠世地层 ,又被中侏罗统地层

覆盖 ,主要断裂有建昌王宝营子逆冲断裂带。该断裂带分布在建昌以西王宝营子一带 ,由两条

断层组成。 断层走向 N E,北东端和南西端均被中侏罗统蓝旗组不整合覆盖 ,切割下三叠统红

砬组和中三叠统后富隆山组。

2. 3　中晚侏罗世同沉积断裂

中晚侏罗世同沉积断裂主要分布在朝阳 -北票盆地、建昌 -喀左盆地和金岭寺 -羊山盆地 ,

断层走向 N E,倾角较陡 ,以正断层形式出现。断层控制了盆地内部次级凹陷的形成和演化 ,控

制了海房沟组、蓝旗组的岩性组合及沉积厚度。 断层下降盘海房沟组、蓝旗组的厚度明显大于

断层上升盘的厚度。

2. 4　侏罗纪末逆冲断层和推覆体

侏罗纪末构造运动在本区形成一系列 N E、 N EE向逆冲推覆断裂。它们集中分布在建昌 -

喀左盆地、朝阳 -北票盆地和金岭寺 -羊山侏罗纪盆地的西缘 ,由一系列逆冲断层和推覆体组

成。在剖面上构成叠瓦状构造和飞来峰、天窗。侏罗纪末逆冲断层和推覆体的最显著特征是 这

组断裂切割侏罗纪地层 ,又被白垩纪地层覆盖。 如朝阳边杖子逆冲推覆系统 ,位于朝阳以西边

杖子至西大营子一带及朝阳 -北票盆地朝阳凹陷 (又称边杖子盆地 )的西侧 ,由 5条平行展布的

近 EW向的逆冲断层组成 ,断面向北倾斜 ,由北往南依次上冲 ,在剖面上呈叠瓦状 (图 2)。断

图 2　朝阳边杖子煤田马山-南台子剖面

Fig. 2　 Section showing the Bianzhang zi nappe st ructure
Q. 第四系 ; K1.下白垩统 ; J3.上侏罗统 ; J2.中侏罗统 ; J1 .下侏罗统 ;∈ 2. 中寒武统 ;∈ 1.下寒武统 ; Pt2. 中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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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向东延伸被早白垩世义县组覆盖 ,向西延伸被 NN E向断裂切割。逆冲推覆系统北部边杖子

断层北盘的中新元古界白云岩逆冲于北票煤系之上 ,断面平缓 ,在马山附近呈铲状断坪 ,形成

马山飞来峰 ,其下埋藏的北票煤系至今仍在开采。南部兴隆沟断层北盘的三叠系后富隆山组向

南逆冲作用保存了煤层 ,曾作小煤窑开采 ;南部马营子一带下侏罗统被其北侧的朱杖子-泉盛

和逆冲断层将兴隆沟组掩盖。

2. 5　白垩纪同沉积断裂

白垩纪同沉积断裂主要分布在区内白垩纪盆地内部 ,随着盆地的发生而发生 ,随着盆地的

消亡而消亡 [21～ 23 ]。断层走向为 NN E、N E向 ,倾角较陡或呈铲状 ,以正断层形式出现 ,在剖面上

组成阶梯状 ,或组成对称的地堑、地垒状。 在辽河盆地中生代东部凹陷和西部凹陷、阜新盆地、

朝阳-北票盆地、建昌-喀左盆地、平庄-马厂盆地、赤峰 -锦山盆地都有广泛发育。

2. 6　白垩纪末逆冲断裂

白垩纪末逆冲断层大多为 NN E和 N E走向 ,在盆地边缘和盆地内部均有展布 ,主要特征

是断层切割并逆冲到白垩系地层之上。如北票南天门逆冲断裂 ,在北票附近上盘高于庄组白云

岩逆冲到白垩系孙家湾组之上 ,南段李家窝堡一带侏罗系北票组逆冲到白垩系阜新组之上。

2. 7　早第三纪同沉积断裂

早第三纪同沉积断裂主要分布在下辽河盆地内部 ,随着下辽河盆地的发展而发生
[24～ 26 ]

。

断层走向以 N E向为主 ,其次为近 EW向。上盘下降 ,沉积厚度大 ;下盘上升 ,沉积厚度小或遭

受剥蚀。沿这些断裂发生大规模玄武岩喷发。断层倾角较陡或呈铲状 ,剖面组合呈阶梯状、 Y字

型等。 由于这些同沉积断层中主干断层 (如台安 -大洼断层 )的差异活动 ,在下辽河盆地形成三

个凹陷一个隆起 ,在凹陷内部形成一些沉降中心 ,控制着辽河盆地早第三纪的沉积 (图 3)。

图 3　下辽河盆地 69. 6测线地质解释剖面 (据廖兴明等 , 1996)

Fig . 3　 Geo logica l interpretable profile of the line No. 69. 6 in Xialiaohe Basin

2. 8　早第三纪末逆冲断裂

早第三纪末 ,构造应力场又一次改变 , NWW～ SEE向挤压应力使辽河早第三纪裂谷发生

反转 ,形成一些 NN E向的反转逆断层、挤压褶皱和与其伴生的 NW向正断层 ,造成盆地抬升 ,

使得早第三系地层遭受剥蚀 ,形成上、下第三系之间的不整合接触 ,结束了辽河盆地早第三纪

的断陷历史 [27, 28 ]。

下辽河盆地已经证实的规模较大的逆断层有 9条。 它们是:西部凹陷的冷家堡逆断层、宋

家逆断层和牛心坨逆断层 (张 2逆断层 ) ;东部凹陷的荣兴屯逆断层、驾掌寺逆断层、欧利坨子

逆断层和滩海逆断层 ;大民屯凹陷的大民屯西界逆断层 (老边逆断层 )和三台子逆断层。除大民

屯逆断层走向为 N E向以外 ,其余逆断层均走向 NN E向 ,且所有逆断层均被新第三系馆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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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合覆盖 ,逆冲作用没有延伸到馆陶组内 ,反映逆冲作用发生在东营组沉积之后 ,馆陶组沉

积之前。

2. 9　晚第三纪～ 第四纪断裂

晚第三纪以来伸展作用减弱 ,下辽河盆地进入坳陷发育阶段 ,盆地内的断裂活动相对减

弱 ,沉积了厚度不大的上第三系、第四系沉积物。但晚第三纪以来 ,燕山东段～ 下辽河盆地的断

层活动并未停止 ,形成少量 NE向的正断层
[ 29]。

3　不整合界面与挤压期次

不整合界面是区域构造变形的重要表现之一 ,它表示一个地区的上下两套地层之间发生

了沉积间断和生物演化上的不连续 ,是地壳运动的一种反映。 其中角度不整合界面 ,上下两套

岩层间不仅有明显的沉积间断 ,而且两套岩层以一定的角度相交 ,反映出这一地区在下伏岩层

形成后曾发生构造运动和剥蚀作用 ,且构造运动引起的构造变形已经使得下伏岩层的产状产

生掀斜和褶皱。因此 ,一个角度不整合界面代表下伏岩层遭受过一次挤压 ,是挤压作用的一种

表现。

燕山东段～ 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地层间的区域性不整合界面主要有 5个:上三叠统与中、

下三叠统、中侏罗统与下侏罗统、下白垩统与上侏罗统、老第三系与白垩系和新第三系与老第

三系之间 ,说明中新生代时期燕山东段～ 下辽河地区曾经经历过 5次比较强烈的挤压作用 ,发

生过 5次比较强烈的挤压构造变形。 5次挤压作用分别发生在中三叠世末、中侏罗世末、晚侏

罗世末、白垩纪末和老第三纪末。

4　中新生代伸展与挤压构造序列

根据燕山东段～ 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的断裂演化 ,该区中新生代共经历了中三叠世末、早

侏罗世末、晚侏罗世末、白垩纪末和老第三纪末 5期挤压作用 ,每次挤压作用都形成相应的挤

压构造形迹。它们使得早期盆地萎缩或消亡 ,对早期盆地进行改造或造成盆地反转。中晚侏罗

世、白垩纪和新生代经历了三个明显的伸展作用阶段 ,形成中晚侏罗世断陷盆地、白垩纪断陷

盆地和新生代裂谷盆地 ,其构造演化过程中挤压作用和伸展作用交替出现 ,挤压构造和伸展构

造交互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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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MESO-CENOZOIC FAULT AND TIMES OF

THE COMPRESSION AND EXTENSION STRUCTURE IN

THE EAST YANSHAN AREA AND XIALIAOHE BASIN

M A Yin-sheng
( Institute of Geomechanics ,CAGS ,B ei jin g　 100081,China )

Abstract: The analysis o f structural evo lution in the East Yanshan Area and Xialiaohe Basin

since M eso-Ceno zoic show s that this area has experienced fiv e times o f compression defo rma-

tion ( the end of Middle Triassic, Early Jurassic, La te Jurassic, Cretaceous and Paleogene )

w hich resul ted in wi thering or disappearing o f the early basins and basin reversion and

fo rmed compression st ructures, and three ex tensional periods in w hich Middle and Late

Jurassic faul t basin, Cretaceous fault basin, and Ceno zoic rif t basin w ere fo rmed respectiv ely.

The compression and ex tension occurred al ternativ ely , compression st ructure and ex tensiona l

st ructures developed al ternatively in the st ructural ev olution.

Key words: East Yanshan area; Xialiaohe Basin; faul tev 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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