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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构造体系—
“

华北系
”
的成生分析

—
以燕山昌围地区为例

易明初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

摘 要
“

华北系
”

是华北地块新生代时期普遍发育的 N NW向构造体系
。

昌围地区

是华北地块 的一个缩 影
,

特别是 伊逊 河一滦 河构造 带
,

集 中了全 区 3 个带
、

61 个

N N W 向压性或压扭性构造 点中的 4 0%
,

活动构造现象十分典型
,

又称
“

滦河系
” 。

通

过相应 的配套构造 组合分析
,

应力测量和震源机制解等资料论证
,

华北系主压应力方

向为 N E E一 SWw
,

动力来 源于地球 自转
,

是 由太平洋地块向 SWW 对华北地块推

挤
,

后受阻于青藏地块而产生强大 的反作用力而 形成 的
。

关健词 新生代 华北系 昌围地 区

中国西部的
“

河西系
”

早已被人们所熟知
,

然而它仅代表了中生代末一新生代早期的产物
。

近年来
,

在中国东部和东南地区相继有新生代 N N W 向构造形迹的零星报导 〔`
,
2 〕 ,

唯独我国东

南地区的大量 N W 向构造被厘定为
“
巴士系

”
闭

。

新生代构造体系的厘定
,

是地质力学学科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间题
。

李四光教授对中国东部

的 N N w 向构造
,

早在 1 9 6 2 年就已提出川
,

但体系问题尚未解决
。

近几年来
,

作者有幸通过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 目资助
,

以燕山地区为重点开展了活动构造的调查研究工作
,

并在宁夏
、

陕西
、

湖北
、

山西
、

河北和辽宁等地获得了大量 N N W 向主干压性或压扭性活动构造形迹
。

1 N N W 向构造— 以昌围地区为例

昌 (平 )一围 (场 )是华北燕山地区的一部分
,

经 1 9 8 6 年以来的调查
,

发现 了大量的 N N W

向主干压性或压扭性活动构造形迹 ( 图 1
,

表 1 )
。

据统计
,

全区大体可划分为 3 大活动构造类型
,

累计 61 个形变点
,

其中断裂构造点 39 个
、

褶皱点 6 个
、

地层形变点 16 个
,

在平面图上呈现出明显的成带性
、

等距性和方向性
。

其中有 3

个带发育较典型
。

即伊逊河一滦河构造带 (东带 )
、

潮河一蓟县构造带 (中带 )和 白河一昌平构造

带 (西带 )
,

而以东带最为发育
,

故在小区域中又称滦河系①
。

3 个带宽度不一
,

东带约 50 k m 左

右
,

但中轴线在沿河一带
;
中带约 30 k m 左右

,

中轴线靠近潮河西侧
;
西带宽约 5 k0 m

,

限于怀来

与延庆之间
。

3 个带如取其中轴线
,

间距约 l o ok m 左右
。

构造走向以 34 00 一 35 00 为主
,

约占全部

① 易明初等
,

太行一冀辽地区 N NW 向构造体系一
“

滦河系
”

的新厘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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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点的 07 %左右
,

倾角较陡
,

时而倾向 N E
,

时而倾向 SW
,

少数为直立破裂带
,

但总体倾向

以 N E 为主
。

人孙端
举
耐内é/了|\

、

甸!电

O源沽

省
黔协

“

图

O 平泉

自.口 舀O

妙训一
,\

赤城

令歹呱下板城
8

八
1

八
f、 8 5 、

延庆

戈
2 7

O密云

兴隆
O 净

1 7

勺、
昌平可蒸 .e\

s 、 、
_

备
` , ,

( 2 )
敬

2”
日蓟县

5 0 k m

{翌口
1

区习
2

压互卜巨互卜}丈国
5

回
6

图 1 燕山昌围地 区 N N W 向活动构造形迹图

F i g
.

1 M a p o f t h e N N W t r e n d a e t iv e s t r u e t u r al f e a t u r e s

i n C h a n g p i n g 一W
e i e h a n g ,

Y a n s h a n a r e a

活动断裂倾角及点位编号
; 2

.

垂直挤压破裂带及点位编号
; 3

.

活褶皱及编号
;

4
.

新褶皱及编号
; 5

.

新隆起
; 6

.

北台期夷平面剖面线

昌围地区 3 大构造带中的各构造点的结构面力学属性均属压性或压扭性 (表 1 )
,

但同时

又有多期活动的特点
,

现选其数例说明
。

伊逊河一滦河构造带 (东带 )连续性最好
,

表现最明显
。

如围场南公路 1 27 一 1 28 里程碑之

间的花岗岩体 (丫爱)中出现的断层崖十分壮观 (图 2 )
,

高 10 余米
,

长数十米
,

断面光滑平整
,

断层

面上有大量挤压片理
、

断层泥
、

断层阶步和垂直擦痕等压性结构面特征
,

同时也可见到两组倾

向相反的斜冲压扭性擦痕
,

倾角均在 60
。

左右
,

显示以压性为主的构造性质
。

但是
,

在围场南括

动断裂构造剖面中
,

显示活动断裂后期为上盘下落
,

并在上盘基岩顶部堆积了伊逊河河流阶地

砾石和砂层
。

围场东钓鱼台水库断裂剖面 (图 3 )
,

除断面光滑平直的特点与图 2 相似外
,

断面

规模较小
,

倾向 SW
,

上下两盘顶部有砾石堆积
,

无论这些砾石层堆积时期如何
,

或上盘堆积层

有否侵蚀
,

断面出露或保存如此之好
,

均反映了断层在第四纪时期有过活动
。

下板城东良杖子

断裂位于中奥陶系与三叠系之间
,

缺失地层如此之多
,

断面产状与中三叠系层面一致
,

可见断

层规模较大
,

而且活动时期晚于中三叠纪
,

但由于断裂带中挤压片理和扁豆体相当发育
,

胶结

较松散
,

并见断层陡坎
,

上盘上冲
,

显示压扭性质
,

故新生代时期有再次活动的迹象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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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燕山地区 N NW向构造形迹展布位置表

T a
b

.

1D i st ri bu ti onp o si ti on so
f t h

e
N NW

t e rn d
st ru etu a r

l

f
ea tu re si n

Y
a n s

h
a na a e r

序序号号 位置 (地层时代 )))产 状状 结构面性质质

卜
号号 位置 (地层时代 )))产 状状 结构面性质质

一一
、

断 裂裂

{{{{{
暖泉北 ( 0 1 )))7 5

0

艺 15
000

压扭性性

……………………………………………………………………………………
“ 444 怀安冼马林 ( KZ一 3 )))5 2 0 0

乙 8 0
。。

压扭性性
11111围场夹皮川 ( p l )))7 0

0

艺 8 2
000

压扭性

}}}…
3555 万全冀家庄 (高于庄组 )))5 2 0 0

艺 7 5
000

压扭性性

22222广德号西沟 ( Kl )))2 60 0

匕 8 5
000

压扭性 }}}…
3 666万全乔子沟 (C hc )))0 6

。

匕 5 0
000

压扭性性
33333 钓鱼 台水库 (J

3 )))2 60
0

艺 8 5
000

压扭性 ……

…:;;;
琢鹿武家沟 J (

2 )))75 。

艺 5 6
000

压 性性

44444 五道沟北 (J
3 )))7 0 0

艺 67
000

压 性 ………
3,, 官厅大坝东 岸 (杨庄庄 7 5

0

艺 7 5
000

压扭性性

55555 围场南 12 7 碑 (下录))) 8 0
0

艺 8
000

张扭
、

压扭
、

}}}}} 组 ))) 2 30
0

匕 70
000

压扭性性
66666 小拨梁 (月 ))) 8 0

0

匕 8 0
。。

压 性 IIIII
蓟县东洪水庄庄 7 0

0

艺 70
000

压 性性

77777 隆化姚吉营 ( A r ))) 8 0
0

艺 8 5
000

压扭性
}}}}}

小川西沟 (雾迷山与髻髻 2 6 0
0

艺 7 5
000

压 性性

88888 韩麻营及饺子山 ( A r ))) 7 0
。

艺 8 0
000

压扭性

………
髻山之间 )))))))

99999 大庙 ( A r ))) 8 0
0

匕 4 0
000

张扭
`

压扭性

}}}}}
白河堡东雾迷山组组组组

111 000 大庙矿管件厂 ( Q ))) 垂 直直 张扭
、

压扭性 {{{{{{{{{{{{{{{{{{{{{{{{{{{{{{{{{{{{{{{{{{{{{{{{{{{{{{{{{{{{{{{
111 111 龙凤山 ( A r ))) 8 3

0

艺 6 1
000

压扭性 {{{{
’

二
、 ’

褶 皱皱

111 222 承德三岔 口南 ( J
3一 K l ))) 7 0

0

艺 8 5
000

张扭
、

压扭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划

111 333 承德南河西 ( K l ))) 8 0
0

艺 8 5
000

压扭性 ……
{;;;

怀来 ( A r ))) 背斜 3 2 0
00000

111 444 承德吊鱼台 ( J
3 ))) 2 4 0

0

艺 8 0
000

压扭性 ………
““ 盘 山西 ( J

x t )庄果峪峪 向斜 3 4 5
00000

lll 555 下板城大桥北 ( T ))) 2 4 0
0

乙 8 5
000

压扭”

…………
··

蓟县洪水庄 (任 1一 J
x

w ))) 向斜 33 5
00000

111 666 下板城东 良 杖子 ( O
,,

2 4 0
0

艺 8 5
000

压扭”

………
官厅坝西 ( N 一 Q ))) 平缓背斜 3 20

0

匕 5
00000

111 777 T Z ))) 垂 直直 压扭性性性 延庆卧牛山 ( Q l ))) 平缓背斜斜斜

lll 888 董家 口 ( A r ))) 垂 直直 压 性性性 施庄 ( P t Z一 N Z ))) 3 2 0
0

艺 5
0

一 1 0
。。。

111 999 波罗诺 ( Q ))) 2 5 0
0

匕 8 0
000

压扭性性性性 向斜
,

3 4 7
00000

222 000 安匠乡府西 ( A r ))) 2 50
0

艺 6 5
000

压扭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222 lll 安匠东 ( J
,

K l ))) 60
0

之 8 0
000

张扭
、

压扭性性

{
’

三
、

地 层 形 变变

222 222 丰宁连桂 ( A r , 7 4 ))) 70
0

/ 6 5
000

压扭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性

222 333 前双梁娅 [J ( A r ,

J
Z ,

Q ))) 2 4 5
0

乙 6 5
000

张
、

压扭性性

…;;;
平泉娘娘庙沟 ( K l ))) 2 5 0

0

艺 65
00000

222 444 汤 河 口 卜营 ( J
Z一 3 ))) 60

0

艺 6 5
000

张
、

压扭性性

{
333 二十里长 山 (任 一 O ))) 6 0

0

艺 70
00000

222 555 赵家峪二十里长山山 60
0

艺 4 5 000

压扭性性

{:::
汤河 口前双梁埂口 ( )))J 7 3

0

乙 4 5
。。。

222 666 (任 一 O ))) 垂 直直 压扭性性 …
666 龙庆峡 ( A r ))) 7 0

0

艺 1 2
00000

222 777 谢辛庄二十里长山山 垂
·

直直 压扭性性 {
`̀ 南 口虎峪村 ( N 一 Q ))) 8 1

0

匕 1 4 00000

222 888 ( 任一 O ))) 2 5 0
0

艺 8 5
000

张
、

压性性

…:::
施庄沟 ( A )))r 2 3 7

0

匕 3 7
00000

222 999 盘 ilJ ( T S ))) 7 2
0

匕 7 1
。。

压扭性性

…::::
后郝窑 ( N 一 Q ))) 7 0

0

匕 1 5
00000

333 000 龙庆峡 ( J
Z ))) 2 5 0

0

一 2 6 0
。。

压扭性性

…::::
洪 水庄北 (雾 迷山灰灰 2 5 5

0

乙 8 0
00000

德德德胜 口 ( A )))r 乙 8 0
000

压扭性性

…{{{{
岩 ))) 5 0

0

艺 4 5
00000

南南南 口 ( C h e ))) 7 0
0

匕 7 0
000

压扭性性性 兴隆大桥北 ( A r ))) 8 0
0

乙 4 0 。。。

滦滦滦县滦河西岸 ( C h。 ))))))))) 大庙北 ( J
l ))) 垂 直直直

蔚蔚蔚县白草窑 (J
: ))))))))) 北水泉南 ( J 3 ))) 6 5 0

艺 5
00000

红红红红红红红崖村 ( N Z ))) 2 4 0
0

艺 7 0 00000

白白白白白白白河堡东雾迷 山组组 2 5 0
0

/ 8 0
00000

蓟蓟蓟蓟蓟蓟蓟县东洪水庄向斜东东 7 5
0

艺 1 5
00000

冀冀冀冀冀冀冀冀 7 5
0

艺 6 5
00000

暖暖暖暖暖暖暖泉北 ( 0 1 )))))))

琢琢琢琢琢琢琢鹿武家沟 ( J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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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河一蓟县构造带( 中带) 可见两种构

造形迹
,

以前双梁娅 口南端 ( 图 5) 和赵家峪

二十里长山较为典型 (图 6 )
。

前者断裂发生

在古老变质岩与中生代砾岩之 间
,

断面产

状与地层产状不一致
,

但走向
一

与中生代砾

岩 (J
2
)相 同

,

断面压扭性特征明显
,

断裂活

动 时期是在中生代晚期之后
,

新生代可能

再次活动
。

二十里长山断裂发生在下古生

界地层中
,

断层走向与两侧地层走 向一致
,

但倾向与下盘地层的走向相反
,

此外
,

在下

盘老地层中出现轴向与断面产状一致的褶

皱
,

断面可见到大量的断层陡坎和镜面
,

并

具清晰的垂直擦痕
,

地貌上的埂 口和断崖

沿断层线分布
,

显示 了新生代时期的 明显

活动特征
。

在蓟县一带
,

尚见有新生代以前的褶

2 60
9

图 3 围场东钓鱼台水库活动断裂剖面 图

F i g
.

3 P r o f il e s e e t i o n o f t h e a e t i v e f a u l t s

i n D i a o y u t a i r e s e r v o i r
,

W
e i e h a n g

1
.

晚侏罗系火 山岩
; 2

.

第四纪阶地砾石层
;

3
.

第四纪坡积层
; 4

.

第四纪阶地砂砾层

图 2 围场南活动断裂剖面图

F i g
.

2 P r o f i l e s e e t i o n o f t h e a e t i v e f a u l t s

i n t h e s o u t h o f W
e i e h a n g

花岗岩体 ( 7最) ; 2
.

第四纪阶地砾石层
; 3

.

第四纪阶地砂层

皱在新生代时期又有继承性活动的活褶皱
。

如盘山花岗岩隆起西侧中生代 N N W 向斜构

造
,

又称庄梁峪活向斜
。

该向斜保存较为完整
,

破坏轻微
,

向斜各部位的高低与现今地貌相吻

合
,

向斜轴正好为现谷地地貌
,

两翼地形各向

东西逐渐抬高
,

远处 了望
,

十分可观
。

白河一昌平构造带 (西带 )除了断裂构造

外
,

还有大量新第三纪一第四纪地层形变作

用
。

主要有
;

( 1) 南 口虎峪村上新世地层发生形

变
,

层面产状为 81
“

匕 1 40 (图 7 )
,

上部直接与中

更新统地层接触
,

两者之 间缺失下更新统
,

因

此
,

在上新统顶部出现角度不 整合的侵蚀面
,

并堆积了数厘米的棕黄色土层
。

( 2) 新生代活

褶皱和新褶皱
。

活褶皱以怀来背斜为代表
,

怀

来背斜为古老变质岩层所构成
,

长期处于相对

稳定的状态
,

在第四纪 以前
,

对延庆和琢鹿两

个新生代地堑盆地起了隔挡作用
,

进入第四纪时期
,

背斜再次经受强烈挤压作用
,

使背斜轴部

及其两翼产生大量的张性断裂
,

促成断块下落
,

将东西两侧盆地连通
,

沉积了厚度不一的第四

纪地层
。

新褶皱是指新生代新产生的褶皱构造
,

此类构造在官厅大坝西侧的上新世三趾马红土

层和延庆卧牛山下更新统中均有出现
。

如延庆卧牛山背斜 ( 图 8 )
,

虽然变形并不强烈
,

但已具

背斜构造形态
,

两翼倾角在 5
。

一 1 00 之间
,

由于发生在下更新统湖相地层之中
,

构造形成时期显

然在早更新世及其以后
。

除上述以断裂和褶皱为主要构造形迹的 3条构造带外
,

在昌围地区还见高约 l 0 0 0m 左右

的北台期夷平面在第四纪发生强烈隆凹形变
,

如七老图山和东猴顶两大新隆起就十分典型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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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下板城东 良杖子活动断裂剖面 图

i Fg
.

4pr o fi l es c e ti o no fD o ng li a ngz h a ngz i c a tiv e fau l tsi ni X ab a neh e ng

1
.

白云质灰岩 (02) ;2
.

断裂挤压带
;3

.

紫红色砾岩 ( TZ)

7 0 0

乙 65 0

图 5前双梁娅 口 南端活动断裂剖 面图

Fi g
.

P 5r o fi l s e e e ti o no f th a e e tiv e fau l tsi n
Qi a ns hu a ng li a ng

1
.

老变质岩
;2断裂挤压片理带

;3紫红色砂砾岩 (M
:

)

隆起顶部及其周 围
,

出现面积广大而平坦的面状地貌
,

如东猴顶普遍保存了高约 2 1 0 0 m 左右

的山顶面
,

形似高原状
,

顶面微有起伏
,

凸起者呈馒头型
,

低洼处可见第四纪湖相层堆积
。

如果

将这一北台期夷平面沿 N E E 向连成一个剖面 (图 9 )
,

即可看出海拔 l 0 0 0 m 左右的夷平面在第

四纪时期发生升降差异如此之大的隆凹形变现象
。

如果将这种具有准平原化的层 (面 )状地貌

类型看作近似于原始地层堆积面的话
,

就不能不说明
,

这种第四纪时期构造地貌的形变作用就

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陆内造山作用
,

或称准造山运动①
。

在整个燕山地区出现 3 个大带
,

即朝阳构造带
、

滦河构造带和紫荆关一怀安构造带
,

它们

互成 Z o ok m 的等间距排列
,

其基本特征已在作者的专著中论述阁
。

其中
,

昌围地区直接受到滦

① 易明初
,

中国新生代造山运动
。

第五届地质力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 1 9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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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图 6 赵家峪二十里长 山活动断裂剖面图

F i g
.

6 P r o f i l e s e e t io n o f t h e a e t i v e f a u l t s i n E r s h i l i C h a n g s h a n ,

Z h a o ii a y u

1
.

薄层灰岩
; 2

.

薄层砂岩
; 3

.

泥质粉砂岩

图 7 南 口 虎峪村新生界地质剖面图

F i g
.

7 C e n o z o i e g e o l o g i e a l e r o s s 一 s e e t i o n i n H u y u v i l l a g e ,

N a n k o u

1
.

角砾岩层 ( N Z ) ; 2
.

不整合面上的棕黄色上层
; 3

.

砾石层夹砂层透镜体 ( Q玉) ;

4
.

黄土夹砾石层 ( Q苍) ; 5
.

砾石夹粉砂质黄土层 ( Q 3 )

河构造带 的影响
,

此外
,

N N W 向构造形迹还布满 了整个华北地区
。

如本溪一草河掌地区和复

州一新金地区断褶带
;
河北平原黄弊断陷和坝县地堑内第三系褶皱带

;
河南襄城盆地第三系褶

皱带
; 山东郊城马陵山一带上白奎统中的断褶带

;
湖北仙女 山

、

远安
、

荆门和钟祥等地白奎系一

第三系断褶带
;
江陵凹陷第三系褶皱带

;
苏北盐城一扬州一带第三系褶皱带闭

;
陕西和宁夏的

宝鸡一中卫地区白垄 系一第四系断褶带等
,

都是十分典型的 N N W 向压性或扭性构造带
,

主要

成生时期为上新世一更新世
。

通过华北和燕山地区部分 E W
、

N E E一N E
、

N W 和 N N W 向断裂

等 14 个热释光年龄 测定
,

除两个样年龄为 0
.

0 98 一 0
.

O 99 M a 以外
,

其他多数都在 0
.

2 0一

。
.

40 M a
左右

,

故第四纪中晚更新世时期是 N N W 向
“

华北系
”

活动最为强烈的时期
。

因此
,

这些

构造带成生时期最晚
,

又正处在继续发育之中
,

与老构造相比
,

虽显微弱
,

断裂连通性较差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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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名卜 6 0
0

0 4 m
l J

、 、 炙①
60’ 乙 5’ 10’

图 8 延庆卧牛山更新统背斜构造剖面图

F i g
.

8 P r o f i l e s e e t io n o f e a r l y P l e i s t o e e n e a n t i e l i n e i n W
o n iu s h a n ,

Y a n q i n g

1
.

小砾石层
; 2

、

4
、

6
.

粉砂层
; 3

.

细砂砾层
; 5

.

细砾石层
; 7

.

粘土层

东猴顶
!

- ~ ` ) ~ N E E

I

/ , 弋、

七尧图山

棒垂 山

) ~ ~

溉
1

卜 ②
、 ` 尹 、 、

2 0 4 0 2 4 0 28 0 k m

图 9

F i g
.

9

东猴顶一棒垂 山北 台期夷平面形变剖面 图

D e f o r m a t i o n s e e t i o n o f t h e P l a n a t i o n s u r f a e e

i n B e i t a i p e r o i d f r o m t h e D o n g h o u d i n g t o t h e B a n g e h u i s h a n

1
.

北台期夷平面地形线
; 2

.

北台期夷平面隆坳形变线

断续延伸规模可观
,

如大同一南京断裂带总长度可达 1 4 o ok m 以上
。

2 构造组合
、

应力场及力源分析

一个构造体系的厘定
,

除了具有主干压性或压扭性结构面外
,

还须有不同形态
、

不同性质
、

不同等级和不同序次
、

但却具有成生联系的各项配套构造成分所组成
。

为此
,

笔者重点以延
一

琢

地堑盆地为例
,

从构造组合
、

应力场分析和力的来源去分析华北系的成生和发展演化
。

该盆地

总体走向 N E E
,

其边界受 N E
、

N N E
、

EW 和 N E E 向断裂控制
,

S N 和 N W 向断裂插入其中
,

再

结合燕山一太行山东麓的 E W 向和 N N E 向主干断裂的构造力学性质去分析 (图 1 0 )
。

N E E 向断裂以延庆北缘方家冲一黄柏寺断裂最为典型
。

该断裂早期有压扭性特征
,

从上

新世初期开始至今
,

呈现强烈的张性特点
,

延庆盆地下沉
,

上新统一第四系厚达 2 4 0 0m
,

北缘山

体抬升
,

形成长达 20 k m 的断层陡崖
,

尤其黄柏寺断层崖十分宏伟壮观
。

经热释光年龄测定
,

在

距今 0
.

o 99 M a
左右有一次最新活动

。

N N E 向狼山断裂与太行山东麓断裂同为一组断裂
,

后者规模宏大
,

不仅控制华北断陷西

7 3



夕办 6 方家冲

黄柏寺 0

/
延庆
O /

玻兰

乙啄鹿 公二
怀来

多李
. 气东

盗
0 5 1 0 k m

巨互}

` - - - J .
一

.
- J

国
1

1互」

图 1 0 延
一

琢地堑盆地上新世一第 四纪断裂组合及主压应力方向

F i g
.

1 0 T h e f a u l t e o m p l e x a n d p r i n e i p a l e o m p r e s s i v e s t r e s s t r e n d

f r o m P l i o e e n e t o Q u a t e r n a r y i n Y a n 一 z h o u g r a b e n b a s i n

1
.

断裂扭动方向
; 2

.

主压应力方向

侧新生界沉积
,

由于第四纪的强烈活动
,

使穿越该断裂的潮 白河
、

温榆河
、

永定河
、

拒马河
、

唐河

和溥沱河等
,

发生大幅度 的顺扭同步弯曲
,

显示 了断裂的张扭性特征
。

狼山断裂在延伸线上穿

切了大量的晚更新世地层
,

以上盘向下斜落为主要特点
,

反映了该组断裂在晚更新世及其以后

的强烈活动性
。

N w 向断裂以施庄断裂最为典型
,

断面光滑笔直
,

水平和斜擦痕相当发育
。

该断层穿切和

控制了上新世一第四纪地层
,

显示了以反扭为主的多次活动的构造特征
。

通过现今地表张裂缝

的调查和热释光测龄结果表明
,

全新世和 中晚更新世分别在 0
.

3 “ M a 、

0
.

09 8M a
时期有活动

。

N N W 向主干构造除前述外
,

在官厅一带也有出现
,

盆地内外 7 个样品测龄结果
,

表明在

.0 2 0一 .0 60 M a
左右有一次强烈构造活动期

。

SN 向和 E W 向构造性质也很明显
。

枣儿 口 SN 向断裂将山体连同地层同步顺扭错位

l o o m ; E W 向断裂以反扭兼张性的形式将内电河环状构造错位 sk m
。

区内数条大型 E W 向断

裂的测龄结果表明
,

在距今 0
.

14 4一。
.

2 60 M a
之间为一次构造活动期

。

由于 E W 向断裂的反扭

活动
,

使区内大量的 N N W 向河流同步扭曲
。

总之
,

各项配套构造的形成时期和不同的力学属

性与 N N W 问主干压性或压扭性构造的形成具有同时性特点
。

综上所述
,

根据构造组合关系的同时性及其各项断裂扭动方向和力学性质的配套关系
,

包

括该区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
,

在上新世一第四纪时期 (特别是中晚更新世以来 )
,

所经受的主压

应力方向为 N E E一 SWW 向 (或近 E W )
,

促使区内发育了大量的 N N W 向地层褶皱形变
、

断裂

构造
、

层 (面 )状地形隆凹形变等压性构造形迹及不同力学性质的配套构造
。

这种主压应力方向

持续到现今
,

同已测得的压应力轴方向
、

卫星重力异常等值线和震源机制解方向相吻合 〔 , 〕
。

由

此也证实了李四光教授
“

假定有另外的近于 N E E 压力作用
”

存在的推论闭
。

该体系由于分布很

广
,

又以华北地区更集中
、

更发育和更典型
,

故厘定为
“

华北系
”
川

。

除华北地区以外
,

该体系还

扩散到朝鲜半岛及 日本九州
、

四国和本州闭
,

以及蒙古和贝加尔的部分地区
。

因此
,

新生代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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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华北系
”

具有区域性特征
。

关于力源问题
,

李四光教授指出
, “
只有假定另外有近于 N N E 的压力作用

,

才能解析那些

走向 N N W 的局部褶皱和仰冲断面的出现
” 闭

。

该区在 日本以东与太平洋地块相邻
,

西部与青

藏地块北东缘相接触
,

作者认为
,

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
,

来自太平洋地块 N E E 一 SWW 向的

强大推挤作用
,

推动华北地块向 SW W 向运动
,

这种运动最终又受到青藏地块的阻挡
,

从而产

生了向 N E E 运动的反作用力
,

由此构成了华北地块区 N E E一SWW 向的区域构造应力场
,

并

同时成生了
“

华北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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