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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三类不同的造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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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发育2种不同类型的造山作用1古生代/华北地块北缘

处于古亚洲洋构造域/造山作用属陆缘俯冲%碰撞型/形成以 34 向至 533向为主

的褶皱6逆冲推覆构造及韧性剪切带等构造类型1造山机制与古亚洲洋板块向南俯冲

%碰撞导致近 75向构造动力的挤压作用密切相关1中生代/华北地块北缘处于西滨

太平洋构造域/造山作用以陆内挤压型为主/形成以 530553向与近 34 向为主

的多期不同方向的褶皱6逆冲断裂6推覆构造6韧性剪切带及局部地区的固态塑性

流变构造等构造类型8造山动力以古太平洋 &或 9:;<;=>(板块西向俯冲导致 540
544 向强烈挤压力为主1新生代/华北地块北缘虽仍属西滨太平洋构造域/但造山

作用以陆内伸展型为主/裂谷作用与陆内伸展构造居主导地位/褶皱变形微弱/张

性0张扭性断裂活动显著/形成现今盆%山构造地貌格局8造山动力以 540544
向主张应力为主1造山类型的两次重大转换分别发生于早6中三叠世与晚白垩世1
关键词!造山作用类型8造山机制8显生宙8华北地块北缘

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识码!B

" 显生宙造山类型与造山作用特点

华北地块北缘古生代6中生代与新生代分别发育陆缘俯冲%碰撞造山6陆内挤压造山与陆

内伸展造山三类不同的造山作用 &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建立了诸多不同的造山模

式C"DEF1
GAG 古生代陆缘俯冲%碰撞造山作用

古生代/华北地块北缘处于古亚洲洋南缘/与西伯利亚大陆板块隔古亚洲洋相望1随着古

亚洲洋板块向华北大陆板块下的俯冲及微陆块间的碰撞/在华北克拉通北缘与兴蒙%吉黑南部

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近 34 向展布的巨大陆缘俯冲%碰撞造山带/形成复理石建造6硅质岩建

造6细碧角斑岩建造6枕状熔岩6混杂堆积6磨拉石建造与双变质带等板缘造山带常见的典

型建造类型1在贺根山6索伦山6温都尔庙0西拉木伦河等地带/形成多期蛇绿岩套/发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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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东期与华力西期岛弧型火山岩带和多期强烈的中酸性侵入岩系!槽区 "兴蒙褶皱系#海底火

山喷发强烈$台区 "华北地块#火山活动微弱$形成以近 %&’(%%向为主的大量褶皱)逆

表* 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造山类型及其基本特征对比表

+,-./0 1234,5672829:699/5/8;;<4/729;=/>=,8/52?26@252A/8/76729
825;=/583,5A68,.,5/,729(25;=1=68,B.2@C

主要造山类型 新生代陆内伸展造山 中生代陆内挤压造山 古生代陆缘俯冲D碰撞造山

大地构造环境 欧亚大陆东部$离陆缘俯冲带

大于0EEEC3

欧亚大陆东部$离当时俯冲带大于

FEEC3

古亚洲洋南部活动大陆边缘

构 造 变 形 特 点

与构造格局

垂向不均匀升降居主导地位$
水平方向以强烈伸展为特征G
裂陷作用显著$形成现今盆’
岭构造地貌格局G地震活动性

强$褶皱变形微弱

存 在 H(向 与 (&’H%向 强 烈 挤

压作用$形成多期褶皱变形)多方

向多层次滑脱与逆冲推覆)韧性剪

切及固态塑性流变等构造类型G尚

发 育 一 些 同 沉 积 断 裂 与 变 质 核 杂

岩构造

自古亚洲洋向南$依次为深海

盆 地’俯 冲 带’岛 弧 带’弧

后 盆 地’活 动 大 陆 边 缘’稳

定克拉通$形成以近%& 向为

主的逆冲推覆)褶皱及韧性剪

切等构造

主 要 构 造 线 方

向

(%’(%%向 与 %& 向 同 沉

积断裂$(& 向扭性’压扭性

断裂

早印支期以%& 向构造为主$晚印

支’早 燕 山 期 以 (%向 与 %& 向

构造为主$晚燕山期以 ((%向构

造为主

近 %& 向构造居主导地位

侵入岩组合 侵入岩出露很少$仅在京北白

河堡出露少量辉长岩体$在冀

北 坝 上 高 原 等 地 出 露 一 些 辉

绿岩脉

花 岗 岩’花 岗 闪 长 岩’闪 长 岩’
二长岩’正长岩’碱性杂岩$局部

地 区 发 育 少 量 基 性’超 基 性 侵 入

岩$岩体数量超过IEE个

基性’超基性岩$花岗岩’花

岗 闪 长 岩’闪 长 岩’二 长 岩

’碱性岩$岩体数量近0EE个

火山岩组合 大陆碱性’钙碱性玄武岩类 陆内多期火山喷发$以基性’中性

’中酸性’酸性火山岩为主$局部

发育碱性火山岩系

槽 区 发 育 多 期 基 性’超 基 性

火 山 岩 系 及 中 基 性’中 性’
中酸性火山岩系$一些具典型

枕状构造G台区火山活动微弱

变质特点 未变质 接触热变质作用为主$区域变质作

用微弱

低绿片岩相区域变质为主

区 域 金 多 金 属

成矿特点

矿化微弱$仅形成一些砂金矿

点与氧化矿体$局部伴有火山

热液型金铜矿化

矿 化 强 度 大$是 最 重 要 的 成 矿 时

期!矿床规模大)数量多)类型复

杂$形 成 大 量 矽 卡 岩 型 铜 铅 锌 矿

床)热液型脉状金银铅锌铜矿床)
斑岩型铜钼矿床)火山’次火山岩

型金银矿)蚀变岩型金矿与碱性岩

型金矿等矿床类型

矿化强度较大$在槽区形成块

状硫化物型多金属矿$在陆缘

构 造’岩 浆 带 形 成 基 性’超

基性岩型铂铜镍矿)韧性剪切

型金矿)斑岩型钼矿等矿床类

型

区 域 构 造 应 力

场 及 其 动 力 来

源

最 大 主 压 应 力 以 (%’H& 向

为主$最小主压应力以 (&’

H%向为主$构造动力主要为

欧 亚 大 陆 西 向 运 动 所 致

(&’(&& 向拉张应力

最 大 主 压 应 力 以 (&’H%向 为

主$最小主 压 应 力 以 (%’H& 向

为主$构造动力主要来自于太平洋

板块向西俯冲所致强大挤压力$早

期尚有较强 H(向挤压

最 大 主 压 应 力 以 H(向 为 主$
最小主压应力以 %& 向为主$
构 造 动 力 主 要 来 自 于 古 亚 洲

洋板块向南俯冲所致挤压力

构造域归属 西滨太平洋构造域 西滨太平洋构造域 古亚洲洋构造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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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断裂!推覆构造!片理与劈理化带"在阴山#燕山#辽西北部$形成数十条上百公里长的近

%& 向韧性剪切带"其中规模最大的韧性剪切带西起崇礼以西$东至阜新以东$经过赤城!丰

宁!隆化!大庙!建平!朝阳北等地$由’(余条断续分布的韧性剪切带!片理化带及其间弱

变形的岩块构成东西长达)((*+$南部宽达’(*+,图-."该韧性剪切带糜棱岩测得’/0123(01法

坪年龄为45(67"造山事件伴有广泛的低绿片岩相#低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与古岛弧斑岩

型 铜矿化 ,白乃庙.!古陆缘活动带斑岩型钼矿化 ,撒岱沟门.及韧性剪切型金矿化 ,排山

楼."早古生代板缘俯冲带位于温都尔庙#西拉木伦河一带$晚古生代俯冲带北移至索伦山#
苏尼特右旗一带"至晚二叠纪初期$兴蒙地块褶皱成陆并与华北克拉通完全拼合$为统一的欧

亚大陆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89: 中生代陆内挤压造山作用

中生代$华北地块北缘处于欧亚大陆东部$主体距当时的陆2洋边界达5((;4(((*+"由于

强烈的陆内造山和地壳运动 ,印支运动!燕山运动.<4$’$5=$造成>期区域性褶皱幕 ,印支期4幕!
燕山期3幕.$并伴有多期强烈的岩浆侵入和?期以上区域性陆内火山喷发活动$形成遍及全区

>((多个较大规模的中酸性侵入体与广泛分布的基性#中性#酸性火山岩系$发育多期以%&
向!@%#@%%向为主的遍及全区的强烈压性#压扭性构造形迹$形成北京西山印支期固态塑

性流变构造$寿王坟燕山期与岩体侵位具有成因联系的固态塑性流变构造$冀北#辽西与阴

山地区印支期#早燕山期以近 %& 向为主的继承性韧性2韧脆性断裂构造带及以 %& 向!@%
向为主的两大逆冲推覆构造系统 ,如 %& 向大青山推覆构造!鹰手营子推覆构造!崇礼2赤城

逆冲断裂系与 @%向鸡鸣山逆冲推覆构造!平泉#大吉口逆冲断裂系!牛营子推覆构造等.
,图4.$发育不同深度的深层滑脱构造系统!不同方向的平移#走滑断裂系 ,如长春2四平断裂

等.!不同方向和不同时期的褶皱及近等距分布的燕山期古盆2山构造地貌格局"中生代 ,尤其

是燕山期.强烈的地壳运动!多期陆内造山与构造2热事件导致本区地质历史时期最强烈的金

多金属内生成矿作用$形成近百个大中型金!银!铅锌!铜!钼矿床</=$构成颇具特色!具有

典型意义的压性#压扭性构造变形居主导地位的大陆内部造山带"其造山作用表现为陆内挤

压造山与陆内伸展造山相交替$但以陆内挤压造山居主导地位A在4期区域性挤压造山间隙$
发育以盆地裂陷!碱性岩浆活动为特点的陆内伸展构造环境$局部地区发育典型的伸展构造

#变质核杂岩构造<-(="
89B 新生代陆内伸展造山作用

新生代$华北地块北缘虽仍处于欧亚大陆东部$但其构造变形特点和造山机制与中生代

相比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生代地壳运动相对较弱$仅伴有轻微的褶皱变形"集宁!大兴安岭

西缘!冀北!坝上!西拉木伦河沿岸!长白山与大同等局部地区$第三纪与第四纪较为强烈

的碱性#钙碱性玄武岩喷发活动以陆内伸展构造变形居主导地位$张性#张扭性断裂活动强

烈$裂谷作用显著$形成 %& 向大青山山前裂谷盆地!近 %&#@%%向二连裂陷盆地及 @%#
@%%向华北盆地!松辽盆地!下辽河盆地!渤海湾盆地!依兰#伊通盆地与密山#敦化盆地

等裂谷盆地"这些盆地主要受 @%#@@%向!近 %& 向与 @& 向盆缘张性#张扭性断裂所控

制 ,图’."新生代较为强烈的多方向断裂构造变形及其交叉复合作用$导致较为频繁的陆内地

震活动$发生了洪洞地震!通县地震!唐山地震!海城地震等)级以上地震"
华北地块北缘新生代伸展成盆过程中$盆缘山脉快速隆升$形成现今山岳地貌与盆2山构

造格局 ,图’."如北京八达岭地区$中新世末期经过唐县期夷平作用$八达岭山顶面与延庆盆

地底面处于同一夷平面上A自上新世开始$北侧延庆盆地与南侧南口盆地开始快速裂陷"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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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华北地块北缘中段晚华力西期"印支期古构造图

#$%&! ’()(*+,*-,+.$-/(0+1)(,*2(3$4-(.56.7+4$.$(.$.,8*/$77)*4*-,$+.+1
.+3,8*3./(3%$.()(3*(4+19+3,8:8$.(;)+-<

!&兴蒙古生代褶皱系=>&台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地层等厚线=?&上三叠统=@&中A下三叠统=B&河湖相砂砾岩系=C&安山岩=D&玄武岩=E&花岗岩=

F&花岗闪长岩=!G&闪长岩=!!&碱性岩=!>&辉绿岩脉=!?&基性5超基性岩=!@&逆冲断裂=!B&韧性剪切带=!C&固态塑性流变构造=

!D&背斜=!E&向斜=!F&复背斜=>G&复向斜=>!&同位素年龄=>>&角度不整合=>?&推测地质界线

D@



图 ! 华北地块北缘中段晚燕山期古构造图

"#$%! &’(’)*+),+*-#,.’/*0(’+)1’-23’-#’-#-+3).#44()2),+#*-*0-*5+3)5-
.’5$#-’(’5)’2*06*5+373#-’8(*,9

:%上白垩世;!%下白垩世;<%中新元古代=侏罗纪构造层;>%太古宙=古元古代构造层;?%砾岩系;@%砂A页岩系;B%泥岩A砂岩A砾岩互层;

C%陆相含煤岩系;D%酸性火山岩系;:E%中性火山岩系;::%基性火山岩系;:!%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闪长岩;:>%碱性杂岩;

:?%辉长岩;:@%纬向压性F压扭性断裂;:B%纬向张性F张扭性断裂;:C%6G=66G向逆冲断裂;:D%6G=66G向扭性F压扭性断裂;

!E%经向张扭性断裂;!:%帚状构造体系;!!%旋卷环状构造系统;!<%6H 向张性F张扭性断裂;!>%平移F走滑断裂;!?%背斜;

!@%向斜;!B%一般环状构造;!C%同沉积断裂;!D%性质不明断裂;<E%推断A隐伏断裂;<:%变质核杂岩或岩浆穹隆构造;

<!%角度不整合;<<%推测地质界线;<>%地层产状;<?%主断面倾向;<@%同位素年龄;<B%古火山口

C>



图 ! 华北地块北缘喜马拉雅期构造"建造分布图

#$%&! ’$()*$+,)$-.-/)0121.-3-$4()*,4),*1(5.6/-*75)$-.($..-*)01*.
75*%$.585*15(-/9-*)020$.5:8-4;

<&第四系=>&上第三系=!&下第三系=?&黄土与泥砂岩=@&陆内裂谷构造=A&碱性"偏碱性玄武岩=B&同沉积断裂=

C&张性"张扭性活动断裂=D&卫片解译或隐伏断裂=<E&火山口=<<&新生代沉积等厚线F7

D?



世以来延庆盆地已沉积厚达!"""#的河湖相碎屑岩$在南%北两侧盆地快速裂陷的同时&八

达岭山脉开始快速隆升’热年代学方法测得八达岭山脉快速隆升始于()"*+’自()"*+以来&
八达岭山脉隆升幅度达到!),-#.//0&造山机制属典型的陆内伸展造山’

! 不同时期的造山动力来源与构造域归属

分析构造域归属&不仅要考虑构造所处空间位置与主要构造带走向&更应考虑构造的动

力学成因联系’古生代&华北地块北缘北邻古亚洲洋&自南向北构造环境呈现出如下变化趋势1
稳定大陆克拉通2陆缘构造岩浆活动带2古岛弧带2古海沟带2古深海盆地组成颇为典型的

古亚洲洋南缘俯冲3碰撞带&产生自北向南的强大构造推挤力&导致古生代强烈的陆缘造山作

用&造山机制与古亚洲洋板块的向南俯冲及板块间的碰撞作用密切相关’显然&古生代华北地

块北缘应归属于古亚洲洋构造域’
中 生代&华北地块北缘处于欧亚大陆东部&距西太平洋当时的古陆2洋边界4""-#以

上.40&陆内造山作用机制难以据传统的板块俯冲%板块碰撞模式予以合理解释’古构造筛分表

明&自印支期2早燕山期2晚燕山期&自西向东&华北地块北缘 56 向压性3压扭性构造的活

动性不断减弱&而 752775向压性3压扭性构造的活动性不断增强并渐居主导地位’说明自

中生代早期至中生代晚期&继承性的近87向构造挤压力不断减小&而古太平洋板块 9:;+<+=>
板块?向西俯冲所产生的762766 向构造挤压力不断增强&后者至中生代中晚期已成为本

区 陆内挤压造山的主要构造动力’因 此&中 生 代&华 北 地 块 北 缘 应 归 属 于 西 滨 太 平 洋 构 造

域.!&@0’
新生代&华北地块北缘虽仍处于西滨太平洋构造域.//0&但区域构造应力场与中生代相比

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北地块北缘新生代最大主压应力方向以 752775向为主&最大主张

应力方向以762766 向为主&最大主张应变量远大于最大主压应变量’新生代陆内伸展作

用的主导性取代了造山带陆内挤压作用的主导性’这种伸展造山的动力来源难于与太平洋板

块向西俯冲所致 762766 向强大构造挤压力相联系&而可能与欧亚大陆远离俯冲带的西

向运动所致 762766 向引张力之间存在成因联系.A0’
据沉积建造与构造变形等方面的特点推断&华北地块北缘自古亚洲构造域向西滨太平洋

构造域&自陆缘俯冲2碰撞造山向陆内挤压造山的转换主要发生于早%中三叠世$而自陆内

挤压造山向陆内伸展造山的转换主要发生于晚白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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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第 E期 吴珍汉H略论华北地块北缘显生宙三类不同的造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