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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各种表现特征的分析-概括了泰山新生代构造

运动的基本特征-并指出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是在中生代泰山断块凸起的基础上-泰
山山前断裂北盘于新生代发生掀斜隆起的上升运动2泰山作为一个年轻的断块山-其
年龄仅 )#78左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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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是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2它的主峰;;玉皇顶海拔 ",/,<-凌驾

于齐鲁山地之上-与四周的平原和低山丘岭形成强烈的对比-有拔地而起1雄风盖世之气派-
故称 =五岳之首>2泰山之所以如此雄伟-除了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外-主要和其地质构

造因素有关2泰山的地质情况比较复杂-出露的岩石主要有前寒武系泰山变质杂岩-分布于

山体本部-构成本区的变质基底5寒武;奥陶系沉积盖层以灰岩1页岩为主-主要分布于山

体的北侧-山体南侧的泰安;莱芜盆地边缘亦有寒武;奥陶系零星分布2泰山新生代构造运

动是在中生代泰山断块凸起的基础上-泰山山前断裂北盘于新生代发生掀斜隆起的上升运动-
其表现十分普遍而强烈2它在泰山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泰山的各种地貌景观有着

密切的成生联系?"@2泰山作为一个年轻的断块山系-是泰山山前断裂北盘于新生代不断掀斜抬

升的结果2

"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种种表现

A3A 沿泰山山前断裂地形突变

泰山山前断裂的北盘为各种构造侵蚀山地地貌-泰山山前断裂的南盘为泰安%莱芜盆地-
盆地中沉积了巨厚的第三系1第四系沉积物2从泰安城到泰山的主峰;;玉皇顶-在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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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距离内$两者相对高差达 %&’’(%)’’#$这是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结果*在这

一过程中$泰山山前断裂起着重要作用*泰山山前断裂走向 +,,$倾向 -,$倾角 .’/(.0/*
北盘为前寒武系泰山变质杂岩$南盘为寒武1奥陶系灰岩和页岩$表现为正断层性质*断裂带

宽几十至上百米$由多条断层和多个断片组成$沿走向延伸百余公里$具有延伸远2落差大2
力学性质复杂和多期活动等特点*自中生代末期形成以来$至少有 )次较大的活动$并一直

延续到现在34$&56图 %$表 %7*它使断裂北盘的泰山不断抬升遭受风化剥蚀$南盘的泰安1莱芜

盆地不断下降接受沉积$控制着泰山和泰安1莱芜盆地的形成与演化3%5$是山体与盆地之间的

天然边界*

图 % 泰山遥感解译图

89:;% <=>9?@>ABA>@C@9D?#CBDEA>#D@>F>?F9?:C@@=><C9F=C?G@H
%;第四系I4;石英闪长岩I&;二长花岗岩I);角闪岩I0;太古界变质岩IJ;地质界线I!;断层

表 K 泰山山前断裂力学性质一览表

<CLM>% G>N=C?9NCMBADB>A@9>FDE@=>
ECOM@EAD?@<C9F=C?GDO?@C9?

活动期次 活动时间 力学性质

) P4QP) 张性

& +4QP% 压性

4 ,41&Q+% 右行张扭

% R%Q,% 左行压扭

K;S 三级夷平面

沿泰山中路而上$从岱宗坊到主峰QQ玉

皇顶$可以见到三级夷平面*它们的海拔高度

分 别 为 0’( 4’’#2J’’( .’’#2%’’’(
%0’’#$分别形成于老第三纪2中新世和早更

新世6表 47*据此可以推断新生代泰山至少上

升了 %&’’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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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泰山三级夷平面一览表

"#$%&’ "()&&%&*&%+,-.%#/#01,/+2)-#3&+#0"#1+(#/4,2/0#1/
夷平面 分 布 海拔高度56 形成时间 抬升速度 665#

三级 玉皇顶及其周围宽广平缓的山顶上 788897:88 老第三纪 8;7
二级 扇子崖<摩天岭一带平缓的山脊上 =889>88 中新世 8;8:
一级 虎山及环山公路附近 :89’88 早更新世 8;8’

?;@ 三级阶地

在泰山的沟谷中发育了三级河流阶地A第一<二级阶地分布于现代河流两岸B保存比较

完整B主要为第四系沉积物C第三级阶地多数被破坏B保存于山前一带B主要为第三系沉积

物B如泰山北大津口三级阶地B它们分别高出河床 7;:9’6BD;:6B>9786 E图 ’FA

图 ’ 大津口三级阶地示意图

G1H;’ I3(&6#0136#.,-0()&&%&*&%+,-0&))#3&+#0J#K1/L,2
M;级阶地B7;:9’6CN;级阶地BD;:6CO;级阶地B>9786C7;砾石层C’;含砾砂岩

?;P 三层溶洞

在泰山北张夏小娄峪一带B出露有寒武系张夏组厚层石灰岩B在灰岩中溶蚀现象十分发

育B形成了众多的喀斯特溶洞A它们分布于海拔 :789:=86不同的高度上B大致可分为三层B
分 别为Q:789:7:6B:R89:R:6和 :=86A三层溶洞自然排列B构成该处有名的旅游景点

E图 DB表 DFA

图 D 泰山北小娄峪三级溶洞剖面图

G1H;D I&301,/,-0()&&%#S&)+,-L#)+03#*&+#00(&
T1#,%,2S20,/,)0(&)/"#1+(#/4,2/0#1/

M;一级溶洞CN;二级溶洞CO;三级溶洞C7;溶洞C’;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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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泰山北小娄峪三级溶洞统计表

"#$%&’ "()&&%#*&)+,-#)./0#1&.
23/(&42#+%+5*5/+3+)/(&)3

"#2.(#36+53/#23
溶 洞 组 成 分布高度78
9级 透明洞 :;<
=级 仙姑洞>三清洞>和龙洞>八卦洞 :?<@:?:
A级 王母洞>朝阳洞>青洞>风洞 :B<@:B:

CDE 三叠瀑布

泰山沟谷中的瀑布很多F造就泰山飞瀑

流鸣的景色F如泰山西路的黑龙潭和泰山中

路中天门北的云步桥瀑布G由于新生代构造

运动的间歇性F形成了瀑布的多级性G如在

黑龙潭百丈崖下方F分别在’<8和:<8处有

两个小潭F它们共同组成三叠瀑布G

图 ? 泰山山前大众桥南 H扇中扇I地形

J2KD? "(&H,#3#3L,#3I%#3L,+)8
M/L#N(+3KO2#+23"#2.(#36+53/#23

BD砾石层PQD砂石层

图 : 刘家庄泰山山前断裂剖面图

J2KD: "(&.&0/2+3+,/(&,#5%/,)+3/
"#2.(#36+53/#23#/R25S2#N(5#3K

BD第四系黄土PQD第四系砾石层P

’D断层泥及透镜体P?D高岭土化碎裂岩

CDT 三折谷坡

在 泰 山 主 峰UU玉 皇 顶 的 南 北

两侧常见峡谷的谷坡发生转折F如玉

皇顶北侧的一条峡谷中F在谷坡的上

段约 Q<<8深处的谷坡突然变陡F往

下 Q<<8谷坡几乎直立F高出河床达

Q<8左右G据此可将峡谷的发育过程

分为峡谷上段>峡谷下段和峡谷形成

三个时期G反映了泰山新生代构造运

动的多期性和阶段性G
CDV H扇中扇I地形

泰山南麓洪积扇地形十分发育F
几乎在所有山沟沟口都有F多数呈冲

出锥形态G在泰山大众桥一带F可见

一 种 特 殊 的 地 质 现 象W洪 积 扇 中 的

H扇中扇I地形被现代河流切割 X图

?YF它表明泰山山前断裂北盘新生代

发生过强烈的抬升G
CDZ 地震活动

据 泰 安 有 史 记 载 的 地 震 资 料 统

计F自 B[’[@B[\[年共发生了 Q@:
级地震 \;次 X表 ’YF震中主要沿泰

山 山 前 断 裂 分 布F与 其 活 动 密 切 相

关G另外F在泰山山前刘家庄一带F见

泰 山 山 前 断 裂 切 割 第 四 系 沉 积 物]?̂

X图 :YF两者均反映泰山山前断裂为

一活动断裂G
CD_ 泰安‘莱芜盆地沉积特征

泰山南侧的泰安‘莱芜盆地中堆

积了 Q<<<@’<<<8的下第三系官庄

组砂砾岩F角砾大小不一F官一段富

含古生界石灰质角砾F这无凝是一种

;Q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Q<<<



山麓相快速堆积的产物 !表 "#$由此可以推断%在早第三纪时泰山一带大幅度抬升%并遭受

强烈的快速剥蚀%从而供给泰安&莱芜盆地巨厚的山麓相堆积%同时也说明泰山上曾有过古生

界灰岩盖层$泰山在早第三纪遭受剥蚀时%先剥蚀古生界灰岩%后剥蚀前寒武系变质岩%这

为泰山新生代在泰山山前断裂影响下的形成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表 ’ ())*+(*,*年泰安地区地震一览表 !据泰安地震台资料#

-./012 3001.45678.91:;<<8441=>4;?@AAB5;@BCB

DDD

EF-.E.F.41.
时间G. 震级 次数 时间G.

D
D
D
D
D
D
D
D
D
D
D

震级 次数

@BC"+@BCB H+A H
A+2 2
2+" @

@BIJ+@BC2 H+A A2
A+2 2
2+" J

@BJJ+@BKB H+A J
A+2 2
2+" "

@AAB+@CBB H+A J
A+2 H@
2+" @@

H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主要特征

LM(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主要以垂直升降运动为主

总体上看%以泰山山前断裂为界%北部抬升形成起伏的山地%南部下降形成盆地$从泰

山发育的深切河谷N三级夷平面N三级阶地N三层溶洞NO扇中扇P等各种地貌现象看%均反

映了泰山在新生代构造运动作用下总体上升的特点$
LML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间歇性

从泰山发育的三级阶地N三级夷平面N三层溶洞N三叠瀑布和三折谷坡等地貌景观可以

看出%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经受过强烈的上升阶段和相对稳定阶段多次交替%自第三纪以来

至少经历过三次较明显的抬升$
LM)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差异性显著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上升幅度的不等量性$从QR方向看%泰山南坡

比北坡的上升量大%侵蚀强度也表现为南强北弱S从 TU 方向看%大致以 RRU 向的苕帚峪

V牛山口断裂为界%西部比东部的上升量大%侵蚀切割强度也表现为西强东弱S从三级阶地N
三级夷平面N三层溶洞N三叠瀑布和三折谷坡的测算结果看%各级相对高差都有很大变化%说

明泰山地区不同地点N不同时期地壳的上升量不同$
LM’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在泰山山前断裂带上表现明显

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阶段性和间歇性表现为泰山山前断裂的多期活动性S新生代构造

运动的上升幅度表现为断裂的活动强度S新生代构造运动的南北差异表现为断块的掀斜作用S
断裂沿走向落差大小的变化反映泰山新生代构造运动的东西差异$

A 泰山的形成

泰山作为地壳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其复杂的地质构造面貌%说明它的形成演化经

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化过程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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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泰安"莱芜盆地综合地层表

#$%&’( )*+$*,-+$./,0*$%&’12#$,$345$,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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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末期!在燕山运动的影响下!在泰山南麓产生数条 "##向断裂!其中最南面的一

条就是泰山山前断裂$泰山山前断裂北盘的古泰山!一面不断隆起抬升!一面遭受风化剥蚀!
最后把原来覆盖在山体高处的古老变质岩之上的寒武%奥陶系沉积盖层全部剥蚀掉!使 &’多

亿年以前形成的变质杂岩得以出露地表!从而开始形成今日泰山的雏形$新生代期间!在喜

马拉雅构造运动的影响下!泰山沿泰山山前断裂带继续大幅度抬升!直至新生代中期!即距

今 (’)*左右!今日泰山的轮廓才基本形成$后来在各种外营力作用下!不断遭受侵蚀+切割

和风化!才逐渐塑造成今日雄伟壮丽的泰山地貌景观$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泰山不是一个古隆起!而是一个年轻断块山$今日泰山不是形成于

太古代!他的年龄没有 &’亿年$确切地说!其雏形始于中生代末或新生代初!基本轮廓形成

于新生代中期!年龄仅 (’)*左右!是新生代构造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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