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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裂陷槽阶段古地理图Fig．1 PaIeogeOgraphic mapOftheaulacOgenstage燕山裂陷槽是受华北地台北缘构造演化所控

制的。中元古代早期，位于亚洲洋的南侧的华北地台北缘为离散型大陆边缘，在拉张的环境下开始 裂陷并进一步发展，随后岛弧拼贴在华北地台北缘裂陷即告结束。因此，裂陷槽经历了发生、发展

和发展至顶峰后迅速消亡的过程。裂陷槽开始时期堆积的是陆相河流相沉积， 为一套成熟度低的砾岩、砂砾岩、石英杂砂岩沉积。常州沟组底部的砾岩主要分布在主干裂陷槽

地的两侧，呈扇状分布，厚度大而分布局限，向槽地内部迅速减薄尖灭。砾石磨园度好，但砾石间的 填隙物成熟度低。巨砾石扁平面倾向指示了由两侧向槽中央的流向。在主干裂陷槽地内其它地区

为砂砾岩一石英杂砂岩沉积，岩石成熟度低，显示了快速搬运、快速堆积的特点。岩石中斜层理十分发育，同向倾斜，大面积的流向统计结果显示河流在平面上自裂陷槽两侧向中央，再汇成自南西向

北东流动的主干河道流向，表明槽地南西端高、北西端低的地势特点，这也映证了古海洋在北侧的 古构造格局。 ， 自常州沟中期开始，海水从北东向南西方向

进入槽地，逐渐变为浅海环境，形成较为平坦的滨海相席状砂滩，晚期向潮坪泥砂相沉积转化。 串岭沟一团山子早期裂陷槽进一步发展，由 于盆地周围蚀源区大部分夷平，粗陆屑供给贫乏，

在槽地两侧呈现出较为宽广的潮坪环境，形成了不厚的、以潮间一潮上相泥坪或碳酸盐坪的沉积物；而在槽地中央由于不断拉张导致盆地不断下陷，形成了封闭一半封闭的、低能一静水的还原环

境，持续沉积了千余米厚的黑色页岩和铁质碳酸盐岩沉积。上述两相区间被昌平一怀柔水下隆起和砂坝所分隔(图2)。团山子后期至大红峪早期，又一次大规模陆

源碎屑带入，形成大红峪组由石英砂岩一粉砂质页岩一含叠层石硅质条带白云岩构成的韵律沉 积。火山活动是裂陷作用顶峰的标志。团山子一 大红峪期随着裂陷作用进一步发展，同沉积断裂

深部与上地幔沟通而导致岩浆上涌，在平谷、蓟县等地出现火山喷发。它既有强烈爆发而成的火山 角砾岩(集块岩)，也有熔岩和火山凝灰岩类，以及脉状穿插的钾质辉绿岩、煌斑岩、正长斑岩等。

熔岩为富钾基性岩，岩石化学特征为贫硅(Si0：36．14％～44．06％)、富钾(K208．25％～11．93％)、 低钠(Na：O

0．14％～0．24％)，普遍富含超基性．．岩、基性岩的特征元素(Cr、Ni、Co、Ti)，Fe0／M90的比值也较低(43～2．44)，分异差，显示原始岩浆的性

质。同时钾含量很高，又富有酸性岩浆

的特征元素(Be、Ba、zr、sr等)，显然

是有壳源物质的加入阻刀。已测得大红峪组火山岩单颗粒锆石u—Pb法年龄 值为(1

625．3±6．2)Ma【8]，团山子组火山岩自生锆石U—Pb不一致线上交点年龄为(1683±67)Ma【引，代表图2

串岭沟组沉积相剖面图了火山岩的形成年龄。F_92sectionOfsedimentary

faciesofthechuan¨nggou Fm．由此可见，燕山裂陷槽同沉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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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于庄组的海域范围也奠定了蓟县系杨庄组、雾迷山组的海域范围。这一时期，古海基本上

具有陆表海性质，沉积了一套以潮汐带清水碳酸

盐岩为主的沉积，其中微生物白云岩十分发育标

志着地壳逐渐刚化，向稳定地台转化。但是，另一方面，控制沉积盆地的构造又显示

出尚不完全稳定的特点，前一阶段裂陷槽的裂陷

影响还时隐时现。(1)沉积盆地不稳定性，首先表现在沉积盆

地的不均衡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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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

的关键地区，作为深部构造的响应的地貌过程，尤

其是河流地貌的演化研究，可以提供贺兰一川滇

南北构造带作用和青藏高原隆升的最新过程的信

息。本文通过岷县 一宕昌地区对洮河和岷江阶地

特征的对比研究及其渊源关系分析，探讨青藏

高原东北缘隆升和南北构造带活动地表地貌响

应过程。

2西秦岭及邻区主要水系

西秦岭及其邻区主要属黄河水系，只有南部

的白龙江属长江水系(图2)，该区域由于处于青

藏高原东北缘和南北构造带内，黄河从源头自西

向东流， 经过松潘高原若尔盖地区的唐克的

180。 大转弯，绕过阿尼玛卿山，顺其东南端北麓

向北西方向流去，至拉加峡附近又开始转向北流，

至野狐峡附近再转往东北方向流，到了龙羊峡又

转为向正东方向流，最后于兰州东折转120。向

北东流去 。西秦岭的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它在

岷县一带 出现了与黄河在若尔盖一带相似的大转

弯。这种河流格局和流向的变化是什么时间发生

的?又是受什么地壳构造过程控制?这些问题值得

深入研究和探讨。由于这些河流格局与流向变化

正位于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高原物质向东扩展的

东北缘和南北构造带区域内，因此对这些河流格

局的发育演化历史研究，有可能提供高原隆升东

扩和南北构造带活动的信息。

3西秦岭洮河和岷江阶地特征

西秦岭地 区主要河流包括黄河水系的洮河、

漳河、渭河和长江水系的白龙江、岷江、西汉水等

(图3) ，这些河流普遍发育多级阶地，并且阶地

上的堆积物特征具有相似性，反映了第四纪以来

青藏高原东北缘阶段性隆升的特征。西秦岭的岷

县一宕昌地区的洮河和岷江虽然分属不同水系，

但两条河流阶地特征却有惊人的相似性。

3．1洮河阶地特征

洮河以岷县为转折点，岷县以西洮河由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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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韵律底部：灰白色舍粉砂泥质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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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韵律顶部：硅质岩

图7雾迷山组沉积韵律模式图

Fig．7 MOdaI shOwing the sedimentary rhythm in Wumishan Fm

于庄组持续强烈下沉至盆地相斗杨庄组持续下沉

至泻湖相_雾迷山组颤动性下沉的潮汐相的变化

过程，显示了盆地的构造活动逐渐减弱的特点

(图11)。

3克拉通盆地阶段(1 200～800 Ma)

自距今1 200 Ma以后，华北地台北缘构造格

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西伯利亚板块向华北

地台下俯冲的加剧，与碰撞造山相关的火山弧型

深成岩、碰撞型花岗岩和碰撞后花岗岩相继形成，

在华北地台北缘形成十分发育的花岗岩带。它们

主要分布在乌兰哈达深大断裂以南的广大地区，

少数在白乃庙和温都尔庙一带。代表性岩体有转

达营子角闪石英二长岩(1 130 Ma，全岩Pb—Pb

， 毫 b

图8臼齿岩特征

Fig．8 PhOtO shOwing the MOIar rOck character

a．层面特征：b．垂直层面特征

法)、大石沟白云伟晶花岗岩(889 Ma，全岩Pb—Pb

法)和大石沟黑云母钾长花岗岩(895 Ma，全岩

Pb—Pb法)【12】等。此外，还有少数岩体分布在白乃

庙和温都尔庙一带，但规模较小，代表性岩体有申

德拉图花斑岩(954 Ma，钾长石、全岩Pb—Pb法)和

白乃庙石英闪长岩(665 Ma，锆石U—Pb法)[12】以

及同时代形成的斜长花岗岩，它们属幔源型和部

分改造的花岗岩类。但是从另一方面，在华北地台

北缘造山带内尚未发现此时期的地层，由此判断，

图9板砾状构造特征(纵断面)

Fig．9 SIab—graVeI structure character

(Vertical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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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黄学光：燕山中、新元古代沉积盆地构造演化

图10先后形成的三个板砾状构造凸镜体滑动叠覆的分布特征

Fig．1 0 SI．pping—OVerlapplng distr．butiOn Of the 3 sIab—graVeI—structure一}en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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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过渡阶段沉积盆地沉陷强度演化示意图

Fig．1 1 Sketch showing the eVOIutiOn 0f lhe

sedlmentary basin sInking in the transItiOnal stage

图12 克拉通盆地阶段构造一古地理图

Fig．1 2 TectOnic—paleogeOgraphic map in the

craton stage

此时亚洲洋已经封闭消失，从而导致燕山新元古

代沉积盆地古地理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铁

岭组至下马岭组沉积时期，承德、兴隆一带逐渐抬

起，至青白口纪，盆地北侧与亚洲洋断绝了联系，

转而向东与大洋沟通(图12)。伴随着北缘碰撞

造山作用的加剧，以及华北地台南缘扬子地块的

俯冲，海盆地逐渐向东迁移，至800 Ma退出本区，

在徐淮一胶辽一带继续接受沉积。新元古代震旦

纪，在南、北两侧板块俯冲的夹挤下，华北地台不

断抬升，因此缺失震旦系沉积。至寒武纪初期，华

北地台才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海侵。

这里还应指出，1 200 Ma的界线正好与国际

地层委员会关于前寒武纪划分参考方案中所确定

的中元古代与新元古代的分界线年龄(1 267

Ma)接近，而且与作为分界标志的麦肯齐巨型放

射状岩墙群大体相当的中元古代基性岩墙群在华

北地台基底变质岩系中成群发育，这就更加显现

出这一条盆地构造演化阶段界线的重要地质意

义。

综上所述，及至新元古代，华北地台地壳进一

步稳定，燕山沉积盆地演化成克拉通盆地，沉积了

典型的地台盖层沉积。1)沉积物构成稳定的潮汐

相砂岩一页岩一碳酸盐岩构造一岩石组合。2)

沉积物为典型的面型分布，沉积物厚度小，厚度变

化也小，只表现为沉积中心的迁移，在长达400

Ma的地质历史时期内，沉积的地层厚度不到1

100 m。以地层发育较为齐全的蓟县剖面为例，包

括洪水庄组、铁岭组和下马岭组、长龙山组、井儿

峪组在内，累计厚度为835．11 m，仅占蓟县中、新

元古界总厚度的9％，其中以下马岭组较厚为

290．02 m，其余四个组大多为100～200 m。各组厚

度在区域里变化也小。以洪水庄组为例，蓟县剖面

为114．05 m，兴隆县北水泉剖面为130．15 m，宽城

县北杖子剖面为127．06 m，显示出区域上稳定的

特征。3)沉积物岩性单一，相变小，各组的岩性和

岩相变化也很小，洪水庄组页岩、下马岭组页岩、

长龙山组含海绿石砂岩、粉砂岩、杂色页岩和井儿

峪组鸭蛋青色泥灰岩在全区都十分稳定。4)地壳

进一步稳定的结果，盆地表现出整体同升同降的

特点，形成区域性的间断面，如铁岭中期的铁岭上

升、铁岭期末的芹峪上升，青白口纪下马岭期末的

蔚县上升以及青白口纪末的蓟县运动【B】，在整个

燕山地区都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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