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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盆山构造演化

马 寅 生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10∞B1)

摘要：笔者通过分析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的莆中生代构造背景和中新生代盆山

构造演化认为，该区中新生代的构造演化过程是在莆中生代华北克拉通岩石■基础

上发育起来的克拉通内(陆内或板内)盆山构造与挤压构造的交替演化过程，经历了

早一中三叠世、晓三叠世一早侏罗世、中一晚侏罗世、白垩纪、新生代5个盆山构造演

化阶段和中三叠世末、早保罗世末、晚体罗世末和自垩纪束、老第三纪末5期挤压作

用。每次挤压作用都使得早期盆地萎缩或消亡，造成早期盆地反转。中一晓徕罗世、

白垩纪和新生代三个阶段的伸展作用形成中二晓侏罗世断陷盆地、白垩纪断陷盆地

和新生代裂各盆地。在这一构造演化过程中，挤压作用和伸展作用交瞢出现，挤压构

造和伸展构造问互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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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燕山东段一下辽河盆地是指华北平原以北，赤峰一开原断裂以南，赤峰一平泉一线以东，

郊庐断裂以西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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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

来，许多学者在这一地区作过大量的研究工作““1。但是，前人的研究大多是把造山和成盆分

开来进行研究的，将造山与成盆连系起来研究的还为数不多”。“。然而，造山和成盆在地壳演

化过程中是密切联系的““。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现今的三维构造面貌是中新生代以来造

山、成盆作用在三维空间和时间上相互转换的最终结果。

l前中生代构造背景

r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前中生代地质构造演化经历了太古宙一古元古代结晶基底形成和

中、新元古代一古生代拗拉槽一克拉通盖层发育两个阶段。其结晶基底主要由太古宙建平群

变质岩组成。仅有少量古元古界辽河群变质岩分布在下辽河盆地沈北凹陷和大民屯凹陷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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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建平群为一套遭受区域变质作用而形成的中深变质岩系，辽河群岩性主要为片岩和变粒

岩等。古元古代末期(18∞Ma)的吕粱运动使该区发生区域变质作用和构造变形，最终形成结

晶基底【““。

中、薪元古代一古生代末，本区是华北克拉遥的一部分，为拗拉槽一克拉遥董层发育阶段。

中、新元古代时期是一个沿原始近Ew一咖向断裂系统发育而成的古裂各或拗拉槽，其发育
早期阶段中元古代初期为陆源碎屑建造及类火山硅质建造，中期转入产生多种类型复杂碳酸

盐岩建造的拗陷阶段，晚期青白口群景儿峪组毽状海绿石石英砂岩建造形成于稳定的沉积环

境。全区经过蓟县上升(800—6∞M_)剥蚀阶段之后，古生代时期处于与整个华北地块相似的

克拉遥型稳定盖层发育阶段“。’1“”1。

2中新生代地层系统

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地层主要为一套陆相潮盆沉积的火山一碎屑岩系，地层

系统复杂多变，地层划分对比比较混乱，特别是侏罗系和自垩系的界线，至今还存在较大争论。

但经过多年研究。该区的地层层序已经为大家所公认。为了本文叙述方便，在综合前人大量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区中新生代地层采用表l的划分方案。

衰l燕山东爱一下辽河盆地中新生代地晨捌分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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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生代盆山构造演化

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的克拉通盖层演化阶段以稳定沉积和垂直升降为主，其岩石■结

构应该是稳定克拉通的岩石圈结构。随着古生代西伯利亚板块和中朝板块的不断会聚、俯冲、

碰撞，位于西伯利亚板块和中朝板块之间的中亚一蒙古带逐渐褶皱隆起，中亚一蒙古古大洋逐

渐消亡⋯j。到中新生代，两个板块之间会聚、俯冲、碰撞的影响逐渐向两个板块内部扩展，使

得华北克拉通地壳活动性进一步增强，发育一批相互分隔的陆相盆地(图1)，沉积了一套陆相

期盐的火山一碎属岩系，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进入陆内造山作用阶段。

固l 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盆地分布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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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盆地；2．白墨纪叠鼍；3．像，一自墨圮盆地；4．侏罗圮盐矗

’3．1早、中三叠世盆山构造及中三叠世末挤压作用

3．1．1沉积特征下、中三叠统分布于锦西南票、虹螺蚬，朝阳石门沟、边杖子、林杖子，北票

东坤头营子，凌源老虎沟，建昌铁杖子及喀左杨树沟等地和平泉一下板城一带。岩性和厚度变

化较大。在辽西分别为红砬组和后富隆山组。红砬组岩性主要为一套紫红色砂岩和砾岩。砂

岩中交错层理发育，偶夹石膏条带，与上二叠统石千峰组平行不整合接麓。厚柏一520m。后

富隆山组，粒度较粗，厚度较小，与下伏红砬组为平行不整合接麓。岩性主要为黄、黄绿、灰及

灰黑色砾岩、粉砂岩厦粉砂质泥岩夹灰白色凝灰岩组戚。厚数米至63．4m。下三叠统向冀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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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一下板城一带厚度变大、粒度变细。下三叠统下部刘家沟组主要为舍砾的中粗粒岩屑砂岩。

夹粉砂质泥岩、页岩、薄层砾岩及泥钙质结核，整合于上二叠统石千峰组之上，厚度476—

715m。上部和尚沟组主要为台砾中粗粒钙质岩屑砂岩、中细粒钙质岩屑砂岩及泥质糟砂岩和

粉砂质铌岩，厚146m。中三叠统二马营组，岩性主要为紫红、灰紫和黄灰色中粗粒砂岩、粉砂

岩及少量粉砂质泥岩、页岩，夹不稳定砾岩，厚度达106—713m，与下伏下三叠统整合接■。

3．1．2盆山辋造早、中三叠世沉积物为一套内陆盆地河湖相红色粗碎屑沉积——类磨拉石

建造，平行不整合或整合在二叠系之上⋯”1。沉积盆地主要分布在胍E向凌源一北票深断裂
(集宁一匿化断裂的东段)和要路沟一锦西断裂之间，盆地中心在平泉一下板城一带(图2)。

反映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早、中三叠世基本上保持了晚二叠世的古地理面貌，北部为内蒙古

陆，南部为山海关古陆。。。地壳活动逐步增强，华北克拉通不断抬升，古地形不断变化。古气

候逐渐趋于炎热干旱，盆地范围在晚二叠世盆地范圈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这一时期该区地壳

在整体隆升的同时，由于受基底深断裂控制，盛升的速率存在着南北差异，盆山系统呈近Ew

向晨布，盆地是晚二叠世克拉通盆地的延续，盆地类型■于残留克拉遥盆地。标志着该区克拉

通演化阶段即将结束，孕育着一个新的构造演化阶爱——陆内造山作用阶段的开始。

圉2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早、中三叠世盆地原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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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中三叠世末挤压作用 中三叠世末，印支运动第一次挤压作用使中、下三叠统与中、新

元古代一古生代沉积地层一起裙皱、断裂，形成走向近EW的褶皱和断裂带，造成上三叠统与

中三叠统之间的区域性角度不整合接触(图3)。地壳强烈缩短，隆起成山，遭受剥蚀。

3．2晚三叠世一早像罗世盆山构造及早侏罗世末

挤压作用

3．2．1沉积特征上三叠统分布于凌源老虎沟，

北票羊草沟、坤头波罗、东坤头营子和朝佣石门沟、

小房申南沟和冀北平泉一下板城一带。在辽西称

为老虎沟组。岩性下部为黄褐色复成分砾岩、燧石

角砾岩、凝灰角砾岩；中部为黄褐色砂岩、灰绿色凝

灰质砂岩；上部为黑色页岩、碳质页岩、泥岩和粉砂

岩。局部为夹煤线的薄煤层，含丰富的动、植物化

石，厚31—610m。不整合于中三叠统及其他不同

时代的老地层之上。

下侏罗统分布于朝阳朱仗子，北票兴隆沟至三

宝之间和平泉一下板城一带。下部兴隆沟组为一

套中基性喷出岩。岩性由玄武岩、安山岩及火山碎

———^Im

圈3 中三叠世末挤压作用形成的

褶皱剖面示意圈(平泉县黄杖子榆树

沟门)(据河北省区域地质志，19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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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三叠毵砂岩、泥质将砂岩；

B．上三叠统砾岩

屑岩夹砂岩、砾岩、粉砂质泥岩和页岩组成，厚15～767m。整合、平行不整合覆于上三叠统之

上，或角度不整台于长城系和中三叠统之上。上部北票组为一套煤系地层。岩性下段为黄褐、

深灰色页岩、砂岩夹砾岩及多层可采煤层。底部为砾岩，富古植物化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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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植物和昆虫化石。厚353—1312m。与下伏兴

隆沟组为整合或平行不整合接触。

3．2．2盆山构造经过中三叠世末构造运动之后，晚三叠世，古地理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气

候也变得温暖潮湿41。在整体隆起的背景下，一些小型的河流沼泽盆地沿褶断带或断陷带凹

陷部位发育(图4)。这些小型盆地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点，沉积物中的砾石成分来自基底太

古宇、中、新元古界、古生界和中、下三叠统，从基底的变形来看，上三叠统和下侏罗统沉积于晚

三叠世前褶皱的向斜部位。从沉积建造来看，上三叠统下部为冲洪积相沉积，它们对中三叠世

末构造运动形成的凹陷部位进行填平补齐，到上三叠统上部出现一些沼泽相沉积环境，形成煤

层或煤线。三叠纪末构造抬升，造成盆地隆起，发生剥蚀，凌源老虎沟一带的晚三叠世盆地消

失，下侏罗统与上三叠统之间发生沉积间断，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2“。

早侏罗世，由于受早燕山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在朝阳、北票一带及现今金岭寺一羊山盆地

内部发生中性火山喷发。堆积了下侏罗统下部兴隆沟组的钙碱性安山岩建造。之后，盆地进一

步扩大，形成下侏罗统上部河流褶泽相的北票组灰色陆屑式古煤建造。

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盆地的上述特征，反映其盆地类型为上叠式盆地，构造背景是中三叠

世末强烈挤压之后．均衡调整阶段的稳定沉积。

3．2．3旱侏罗世末挤压作用 早侏罗世末，燕山运动第一幕强烈的第二次挤压作用，使得上

三叠统、下侏罗统遭受褶皱和冲断(逆冲、逆掩)(图5)，晚印支一早燕山早期盆地反转，盆地

内上三叠统、下侏罗统褶皱隆升，遭受剥蚀；前中生界也再次受到改造，形成一些走向NE的

逆冲断裂，它们切割了上三叠统、下侏罗统，又被中侏罗统不整合覆盖““，使得中侏罗统与

下侏罗缱呈不t台接■。伴随着燕山运动第一幕的挤压作用，该区出现花岗岩瓤内筏岩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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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晓三叠世一早侏罗世盆地原型圈

Fig．4 Ih岍0f【矗le Tda聃ic衄d Eady Ju姗鲥c ba8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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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早侏罗世末挤压作用形成的褶皱剖面示意图

(承德县西尤家沟，据河北省区域地质志，19盼)

Fig．5 Cms8 8ec湘n 0f缸Idfon越diII n”即d 0fEady J蚺Bic
^．下慷，坑糟砂质页岩夹碳蜃页岩；

B中株，坑下部鼍麓岩#旌．中株罗坑上部安山岩

人活动4J。

3．3中，晚像，世盆山构造爰徕罗纪束构造反转

3．3．1嚣飘特隹中、上侏罗统分布于朝阳一北曩、金持寺一羊山、建置一喀左辱盆地内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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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一平泉一带。中侏罗统下部以河流相红色砂砾岩为主，上部以中性火山岩为主；下部海房沟

组岩性为沉积碎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或单一的沉积碎屑岩。厚55—1520m，角度不整合于下侏

罗统之上。上部蓝旗组岩性主要为安山岩、玄武岩及角砾岩、集块岩，并夹有多层沉积岩。产植

物化石及硅化木，厚132—373lm，整合或平行不整合于海房沟组之上，或者直接覆于更老的地

层上。上侏罗统土城子组为一套红色砂砾岩，岩性以河流相红色砂砾岩为主，夹河流相砂泥岩

及中酸性火山岩，地层厚度变化较大，厚1∞一“25m。平行不整台覆于蓝旗组之上。

3．3．2盆山构造经历了早侏罗世末燕山运动第一幕强烈的构造运动之后，中侏罗世时区域

挤压应力减弱，伸展作用加强，伸展作用引起的断陷使得火山活动增强，早期盆地范围进一步

扩大，同时又有一些新的盆地生成。在研究区内朝阳一北票一带、金岭寺一羊山一带、建昌一

喀左一带、承德一平泉一带，形成一批既相互分隔又局部相连的断陷盆地。在这些断陷盆地中

堆积了中侏罗统的含火山、古煤的河流沼泽相碎屑沉积物““1”。晚侏罗世，由于气侯逐渐变得

干燥起来，早燕山晚期构造运动使得上述盆地内普遍沉积了一套土城子组红色复陆屑式建

造⋯1。这一阶段研究区内一方面火山活动增强，另一方面，沉积环境比较稳定。由NE向金岭

寺一羊山、朝阳一北票、建昌一喀左、承德一平泉断陷盆地和盆地之间NE向断块隆起组成的

盆山系统形成该区第一个盆岭构造系统(图6)。这一时期盆地内广泛发育的同沉积伸展正断

层”o，反映出该区的构造活动已经不全是挤压作用．伸展作用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显⋯oo。

圈6燕山东段一下辽河盆地中晚侏夏世盆岭构造示意图

Fig．6 M印8h州甥b“n-删帅脚n 8仃uen啪0f胁ddle蚰d L吐e J嘲ic ba血

in tI地ea啦Y舡嵋b8Ⅱ哪衄d Xialiaohe&Isin

1．盘地区；2．●起捌蚀医；3．同生蔚裂

3．3．3侏罗纪末盆地反转侏罗纪末，燕山运动第二幕强烈的第三次挤压作用，使得中、上侏

罗统的火山一火山碎屑一碎屑沉积岩系发生NE向中等程度的褶皱(图7>，形成一组NNE向

的逆冲断层、褶皱和Nw、Nww向的配套断裂，使得中、晚侏罗世盆地反转。萎缩、消亡。并对

中、晚像，世的盆蛉构造系统进行改造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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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朝阳边杖子煤田马山一南台子剖面(据马寅生，1999)

№．7 sec妇如wiⅡgtheⅨⅢh恻越ppe咖咖m髓d me

compre8si吼intlle即d 0f J啷Bic
Q．第四蕞；K1．下自墨坑．J，．上株梦统I五．中侏，藐tJl．下抹，缱；

∈2．中寡武坑；∈|．下牟武统；％．中元古界

3．4白呈纪盆山构造及白垩纪末构造反转

3．4．1沉积特征 白垩系不仅分布于辽西的火山岩盆地之中，而且分布于下辽河盆地之中。

或继承侏罗纪盆地堆积，或于不同时代基底之上形成新生的独立火山岩盆地，总体呈NE_

NNE向展布。下白垩统下部为一套陆相中酸性火山岩系，上部为一套陆相吉煤及油页岩的河

湖相陆嚣碎屑岩，厚万米以上，岩性、岩相变化较大，热河生物群动、植物化石非常发育。自下

而上划分为义县组、九佛堂组、抄海组、阜新组。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盖于上侏罗统土城子

组或太古宇、中、上元古界及其他老地层之上。火山岩的同位素年龄值为91．06—145．3Ma【⋯。

上白垩统孙家湾组分布范围较小，为一套河流相碎餍岩，岩性较简单，以紫红色砂岩、砾岩为

主．夹页岩。

3．4．2盆山构造 白垩纪时随着区域挤压作用减弱，Nw—sE向的伸展作用进一步加强，本

区的构造演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岩石■由缩短为主转向伸展为主。早白垩世早期，火山活

动达到高潮，义县期火山岩遍布全区。强烈的义县期火山喷发，在区内堆积了一套厚达40∞m

的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岩层，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覆盖于早期不同时代地层之上。早白垩世晚

期，强烈的伸展作用伴随火山喷发之后的塌陷，在该区形成一系列NNE向延伸的断陷和断盛，

自东向西依次为：辽河盆地东部白垩纪凹陷、辽河盆地中央白垩纪断块隆起、辽河盆地西部白

垩纪凹陷、医巫闯山断块隆起”1、阜新一义县断陷盆地、松岭山脉断块隆起、建昌一喀左断陷

盆地、努鲁儿虎山断块隆起、平庄一马厂断陷盆地、七老图山断块隆起、赤峰一锦山断陷盆地

等，盆地内沉积了下自垩统上部的湖相、沼泽相古煤碎屑岩建造⋯41。麈起带早期岩石遭到

侵蚀。这些白垩纪断陷盆地和盆地之同的隆起组成该区第二个伸展状态下的盆岭构造系统

(图8)。

3．4．3白圣纪末构造反转早白垩世末，燕山运动第三幕使大部分盆地消亡，上白垩统孙家

湾组仅在部分盆地有少量分布。白垩纪末燕山运动第四幕使得前新生代地层发生褶皱。形成

一组NE向的背斜和向斜及NE向的逆冲断层”]。这期运动使得燕山东段、辽河盆地全区抬

升，遣受剥蚀，中生代盆山构造演化阶段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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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燕山东段～下辽河盆地白垩纪盆岭构造示意图

Fig．8 M印曲owi“g b越in—m∞删n吕trII咖陀of Cret种e吣b暑∞ilI
iIl the吼宣t Y蛐Bh哪al髓衄d Xjabaohe B衄in

l盐地区；2．蠢起刺蚀区；3．同期花曲岩；4．葡期韧性舅切带；5．断疆

4新生代盆山构造演化

新生代燕山东段地区整体隆升，遭受剥蚀，下辽河盆地持续下陷，形成一个新生代裂谷盆

地；燕山东段和下辽河盆地构成该区第三个盆岭构造系统，只不过它们分别是新生代更大一级

盆山构造系统的一部分(图9)。这一阶段，燕山东段隆起带经历了早第三纪一个较长时间的

曩慢隆升、剥蚀、夷平时期，以及晚第三纪一第四纪佚建隆升时期；下辽河盆地划经历了早第三

纪小范圈快速断陷时期。以及晚第三纪一第四纪大范围拗陷时期⋯”⋯。

4．1老第三纪曩谷断陷阶段

●．1．1古瑟世曩谷初期火山活动 老第三纪初古新世和始新世早期，下辽河盆地所在地区受

较大的拉张应力，形成一组走向NE，倾向Nw、控制盆地发育的主干断裂，幔源岩浆(碱性玄武

岩){胥断囊大面积间歌性喷溢，以岩筏形式覆盏在前第三系地层之上，形成了广泛分布的火山

岩台地”J。在火山岩喷溢间默过程中，广泛沉积了风成暗紫红色泥岩、山前残积、坡誊{相红色

砂砾岩及沼泽相炭质泥岩和煤层。这一时期的沉积被称之为房身泡组，与前第三系地层之问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4．1．2始新世一渐颤世曩谷中期断陷沉降房身泡期火山活动之后，由于Nw—sE向的拉张

应力作用继续，加上地幔物质大量喷发引起地壳深部物质的不平衡，使得以NE走向为主的断

裂呈张性活动，下辽河地区不断拉张、裂陷。盆地进入裂陷期发育阶段。

(II螭f世第一听陷期始新世沙四段沉积时期，由于下辽河地区一组NE向断层的不

断拉张，形成梧断囊分布的不均匀并陷，期盆开始t定下-机，韵盆箍田运新扩大，接受期相沉
、

—————————————————————●_—●————————__^_-———_——_—_——_——_--_-_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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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东部新生代盆岭构造示意圈

Fig．9 sketch唧0f Q哪。0ic h8i叶锄d-聊19e

刚nla【arein e吼clIina

1．盏地区{2．窿趋区

积。由于断裂开始发育的时间、断裂活动强度的差异性，始新世沙四段在下辽河地区的发育程

度不同。沈北凹陷、大民屯凹陷、西部凹陷广泛发育沙四段，且厚度较大。东部凹陷此时还处

于隆起区，目前还未发现抄四段沉积mJ。

始新世抄三段沉积时期，是下辽河地区受Nw—sE向拉张作用最强烈、盆地断裂话动量强

烈的时期，构造活动以沿NE走向张性断裂面滑动的垂直运动为主，盆地大幅度急尉下沉，湖

盆范围量大，辽河盆地沈北凹陷、大民屯凹陷、西部凹陷和东部凹陷均沉积了巨厚的秒三段，沉

痒中心仍沿NE向主干断裂的下降盘分布，并伴有玄武岩岩浆喷发”】。由于断裂括动的差异

性，各凹陷或同一凹陷的不同郡位仍有明显的差异。

沙三段末期，受盆地断裂活动减弱及西部、末部凹陷北端掀斜的影响，下辽河盆地发生抬

升，湖筮水域面积大大缩小，使边部地区遭受剥蚀。在西部凹陷西斜坡可见明显的剥蚀现象，

沙三段与上覆抄二段呈不整合接■。大民屯凹陷，和东部凹陷大部分地区缺失抄二段，部分地

区缺失抄三段中、上部地层，与上覆地层呈不整合或假整合接簟o～。但在一些建船中心依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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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以探水为主的湖泊环境。

(2) 渐新世第二断陷期 下辽河盆地经过始新世第一断陷期后，经历了哲短的抬升间

默，至渐新世时，又开始了新的第二次扩张，产生了新的一次水进一水退过程，形成了下辽河盆

地第二构造一沉积旋回。从沙二段沉积开始，由于区域应力场发生改变，一组走向近Ew的伸

展断层(同沉积正断层)开始生成，第一断陷期的NE向主干断裂继续活动，下辽河盆地开始了

一个新的构造演化阶段。

渐新世早期(沙二段期)，第二旋回开始的扩张活动较弱，盆地下陷速度和幅度较小，沙二

段沉积主要分布在西部凹陷，大民屯凹陷为隆起区，东部凹陷除黄金带、牛居地区有火山喷发

以外，大部分地区缺失抄二段。这一时期胡盆小，水体浅，沉积物以粗碎屑为主。抄一段期，盆

地内断裂活动加剧，湖盆扩大变深，各凹陷均接受沉积，沉降幅度不大，但较均匀。沙一段期末

盆地再次抬升，地层遭受剥蚀，与上覆地层之间有明显的沉积问断。

沙一、：段二次扩张期的沉降和隆升，与第一旋回沙四、抄三期的沉降和隆升有相似之处，

但也有明显的不同。从沙一、二期开始，下辽河盆地的断裂括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一些NE

走向主干断裂继续括动以外，新发育起一组Ew走向，南盘下降的正断层““⋯。这组断层的发

育，反映下辽河地区所受的应力作用方式已发生了明显改变。构造应力作用方式已经不再是

第一断陷期的NW—sE向伸展，而出现SN方向的伸展作用。

东营期NE向主干断裂和近Ew向新生断裂的断陷活动进一步加剧，湖盆进一步扩张、深

陷。由于断陷活动的差异，大民屯凹陷东营期构造活动远不如东部凹陷和西部凹陷强烈，下陷

幅度亦小得多。东营期东部凹陷构遣括动量强烈，西部凹陷次之。伴随主干断裂的强烈活动，

火山活动再次活跃，特别在东部凹陷南北两端有大量玄武岩喷发，西部凹陷和大民屯凹陷也有

少量薄层玄武岩“3。]。东营组沉积之后，由于应力作用方式发生变化，下辽河盆地发生反转，

地层遗受挤压、褶皱和冲断，并大范围遭受剥蚀，结束了老第三纪的断陷历史。1。

4．2新第三纪一第四纪囊谷拗陷阶段

新第三纪以来，断陷活动减弱，下辽河盆地老第三纪隆洼相间的构造格局消失，老第三纪

隆起带变成低洼带，盆地整体拗陷，沉降中心由北向南转移，盆地沉积范围扩大，沉积物超覆于

前第三系之上。岩性比较单一，盆地进入拗陷期发育阶段。

5结论、

燕山东段一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的构造演化过程是在前中生代华北克拉通岩石一基础上

发育起来的克拉通内(陆内或板内)盆山构造与挤压构造的交替演化过程，经历了早一中三叠

世、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中一晚侏罗世、白垩纪、新生代5个盆山构造演化阶段和中三叠世

末、早徕罗世末、晚侏罗世末和白垩纪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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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晚侏罗世、白璺纪和新生代3个阶段的伸展作用明显，形成中一晚侏罗世断陷盆地、白垩纪

断陷盆地和新生代裂谷盆地。多期盆山构造和挤压构造在时问和空问上的更迭，造就了该区

现今的构造面貌。在这一构造演化过程中，挤压作用和伸展作用均占有重要位置，总体来讲，

挤压作用由强变弱。伸展作用由弱变强。伸展作用持续的时间长，挤压作用持续时间相对较

短。挤压作用和伸展作用交替出现，挤压构造和伸晨构造问互发育。

  



地质力学学报

参、考文簟

尊文■．热河北■附最■质构诗研究[c]．垃重j[报第十一号，1蠕．1一鸪．
亭目光．新华I毒之盏■【^]．区■地厦构造分析[c]．北京：科学出版牡，l钾4

黄彝清．中日主要地重构黄单位【M]，北京：地厦出蕨社，1954．

I耳达．鼍台括化及其拽矿童义【M]，北京：囊重出麓社，1卿．
李四光．■曩力学●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钾3．

崔‘芹，■曩升，仇甘纛，辱．燕山■区碗元古代(1旦亚代)岩相古地囊演化史[J】．长春弛质学奠院报，1蚋，(4)
崔●芹。鲁鼍升，仇甘纛，等．燕山地区毫元古代(■旦亚代)古构鼍蠢化史[^]．国际交藏地魔掌术论文羹【c]．北京：地

质出重社．1咖．117一I钨．
崔叠芹，李■蓉．试论中目缕太平洋带的印支露动【J】．■质学报，1咐，57(1)：5l一61．
崔生芹，车一尊，赶越．论中国及部区癀太平洋带的燕山运动【^]，目际交藏地质学术论文集2[c]，l螂．
崔●芹，李■#．隶亚凄太平洋t区鼻马拉雅抽构盎★化[J]．堆蜃学报，1螂，64(1)：l—12．
赶麓．薰山■区中生代遗山适动厦构造演化[J]．赡质惦评，1螂，36(1)：1一”．
赵麓．■篆字．马一华．东亚大■相童盖晨的重耍转折[J]．曩重科学．19鲥，凹(2)：1惦一119．

毒采叠，I置量．下豇河一辽东湾新生代囊略盆地的构造解折[■]．北京：地质出囊社，l孵5．

●_’c舅。蠕生鼍，于天欣．等．辽河盆t构造童化与油气【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螂．
邓乃羹，任希飞．连山与成盐作用形成于藐一的动力学机■【J]，地质论评，19％，42(4)：3∞一303

Ⅱ宁宙■魔r产局．豇宁省区囊地爱志[M】，北京：地震出版社，19盼．

内肇古白治压■噩r产局．内●古自治区区域地质袁[M】．北京：地魔出麓社，l钟1．

豇胃曲田石油t质专囊■妥员会．豇柑油田[M]．中置石油囊魔志(3)．北京：石抽工生出版社，1993．

赡义置，I文青。月新华，等．辽西盈邻区中生代火山岩【M]．北京：■l出版杜．19町

王●．中国东蕾内鼙古·燕山鼍山带唬古生代t期一中生代的造山作用过程[M】．北京：t虞出簟社．1996

再北省■量矿产局．河|匕睿、北京市、天幸市区■地质志【M】．北京：地囊出麓社，l蛆9．

朱太岗，曼≯投，崔生芹，等燕山地区中生代岩浆活硇特征及其与砖内造山作用关摹[J]，■质论评，19辨。‘5(2)：1∞

一171．

马直生．薰山东段一下Ⅱ柯地区中新生代断裹囊化与扣鼍■丧[J】．t蜃力学学报，19辨，5(3)：33—39．

束砉量．壹蜃■杂岩和件晨构造研究述评【J]．■魔科技情报．19H，13(3)：1—9．

■样■．伸■杓t拜兜[M】．北京：t厦出晨社，l蜉4．

co叩l M^．■iui·叫G D．de Q柚i_-b P C戚d．b，e商假啪¨li甜一^diIn-Ⅱ∞【^]．h：co叩缸M^。w珊帕G D，耐．

h∞_哪!h“∞⋯．岫：1k蜥叫蛳，335—350．
■■耵叠iIk J．I．■e q叼鲥c目d卸Bj蚰h mm“Ⅱu“：InI；dh钿dt bI■n Ind rHl矿一dk l-蜂lⅥ帅叫c V-ri舢bdtLJJ．
Tem“．1哪，12(5)：lll5一1130．
■祖■．反转掩鼍【玎．■曩并技情报，19舛，13‘t)：3—11．

马寅生，崔●芹，曼璧目，辱．医董一山变质棱杂岩构量特征【J]．■聋学报，19蜉，∞(4)：3蛄一391．

■试^，王球．中置东每囊备型盐鼍的重力构t【J】．石油与天然气t厦，l嘲，9(2)：l撕一153．
蝈砉捌．阜新叠■■重力学分析[J]．地重论评，l蜉1，37(6)：529—536．

董庆牮，马膏生。事采量，等．卓新一义县鳘地杓量美化置应力■光弹性模报分析【J]，中目■曩科学院窿报．1辨1，第恐

号．2l一斗．

马童生。■叠芹，吴盘目，辱．扛西北■■区青天门膏囊的第四圮活莉fJ】．地球学报，1螂，(3)f∞8—242．
I正乐，马膏生。王小^．辱．辽河童■新生代构造囊化攘式[J】．■重力掌学报，l蛳．5(2)：犯一嘏．曲埘s，蛳w．‰雌0f“—畸№：·№I州h“砒触of“枷刊岫脚m
L训．H_hIDdP曲dⅫc∞蛔，l¨．1I：∞一∞．
■矗∞由D．S∞世坩t山∞Ⅱk de—砷∞dnd_血旧蚵b·如【JJ．Enh pI-嘣％．h．1哪．柏：篮一勉．
●兴嘲，蠕t蜂．于天欣，辱．珏河盆■构量湃亿与油气【M]．北毫：石抽工生出t社，19％．

⋯⋯⋯⋯⋯⋯⋯

⋯⋯㈨㈨㈨㈨㈨㈣㈨㈨㈨㈨㈨㈨㈨

矧㈨㈨㈨

㈨

㈨㈨㈨㈨㈨

㈨㈨㈨

㈨例

  



第l期 马童生：燕山地段一下辽河地区中新生代盆山构造演化

THE EVoLUTIoN oFⅣ匝∞ZoIC．CENOZoIC BASIN．ⅣKH皿nnU时

STRUC’IlIrRE矾THE EAST YANSHAN AREA

ANDⅪALU江廊BAS矾
MA YiⅡ·Bh∞g

(^‘甑由旷凸嘲dmb，aI自'钟^础_矿旷凸止s如耐＆妇，函i沁，l∞∞1，c¨m)

^嘶d：The舢tb盯di舶u88一the pm-M髑蚴ic 8￡rI垃tIlre h|Ic】【gm吼d and the M嘴0舶ic·ceno∞0ic h日iⅡ一

m饿l枷n咖cln陀ew山正叨ilI the e8毗Y蛆8han aIeB and Xia】d舯he B衄iⅡ．The叫thof con8ib that the

M鹪衄Dic—C哪0ic栅咖坤evol们on p嘧嗨黯in nle雠Bt Y啦llaⅡand Xialianl怕Ba暑iⅡiB a alten眦e pm·

嗍0f锄m明帅面c(蛔碍哪血衄“盯in岫pIme)ba8iⅡ-吐蛐IL血栅cⅡI地肛d c衄lp啷幽咀8tnl咖陀in
the ba删船t 0f p静Me8伽0ic N0rth aIi弧Cra啪b山I珥虹髓．It ejq州蛐ced右ve pedod8 0f h血一n娜n-

tain鲫Dhl曲n(E丑dy蛐d嘶ddle删a88ic，【丑te佰a毒毒ic to Eady Ju瑚sic，Middle and L船Jl璐蚰ic，
cIeI-嗍l·and c蛐。鲥c)and 6鹏∞q聪鹪i∞def0Im撕∞3t89∞(the锄d 0f Mjddle强衄晷ic，Eady Ju·

IasBic，LaIte Jum8吕ic，c形h啪伽8蚰d Pme噼肿)．The c0删腑硝∞not岫ly聊bd in witlIeri惦叩diB一

啊-嘲Ii嵋0fthe髓dy basi邶，but a190 madeth胁def细甜be嘲删efbrthe ba8in唧嘲．‰
嘲印丑i咄in Middle and h岫JIlmsic，C抛协c∞岫柚d O舶啷ic酬ted in Middle“I皿er Juf螂ic

Mt b|8ilI，0吲嘶∞蛐fhdt h赫蛐d ceII伽ic曲b日Bill．The∞呷fes8i甜l皿d嘣emion 8期，6盯alter-

删vely，衄即ci^吲compIe8si∞栅c岫and e咖n而删8呻ct哪d删eloped al把r枷veIy in山e pm-

Ce鲢．

l【|，_啊出：YanBhan；uaohe ba8in；ha8in．mountain吼n屺hl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