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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地轴”南缘断裂带大致沿北纬"!#近东西

向展布，是一条切割很深、长期活动的基底大断裂，

被视为天山—阴山巨型纬向复杂构造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或中朝地台北缘二级构造单元（内蒙地轴、燕

山台褶带）的重要界线，是中朝板块北缘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

该断裂带在地球物理场中有清楚的显示，如在

航磁!&异常上，断裂带是一条重要的东西向正、负

磁异常分界线（西段），或是明显的狭长状低值异常

或负值异常（中段），或是不同方向航磁异常的交界

处（东段），且!&化极上延"’ ()也有清楚的磁异常

存在［*$+］。在重力场上，该断裂带正对应着东西向重

力高与重力低异常的转换梯度带（西段）或大致对应

着一条较密集的重力梯度带（中段和东段），且上延

%’ ()后仍不消失。莫霍面等深面不仅与该断裂带走

向一致，而且还存在明显的由南北向陡降（!$* ()）

的梯度带［"$+］。

断裂带的构造形迹表现为韧性剪切带、脆性断

裂及伴生的褶皱、推覆构造等多种构造形迹及组合。

由于受到其他断裂的切割和新生代地层的覆盖，地

表呈若干段落出露，大致可分为西段或内蒙段（色尔

腾山,固阳,武川或临河,集宁断裂）、中段（尚义—

赤城断裂）和东段（古北口,平泉断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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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地矿局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包头地区哈业脑包幅（$%&’%((!%)）、包头市幅（$%&’%((!%*）、大庙幅（$%&’%((+%)）、土黑

麻淖幅（$%&’%(!&%,）、包头市昆都仑区幅（$%&’%(!&%-）、东河区幅（$%&’%(!.%,）(/.万区调报告，(’’+#
! 内蒙古地矿局第一区域地质研究院#色尔腾山地区店粱幅（$%&’%’’%*）、小佘太幅（$%&’%(""%)）、西永兴幅（$%&’%(""%*）、台

粱幅（$%&’%(((%-）、明安幅（$%&’%((!%,）、毛家圪堵幅（$%&’%((!%-）(/.万区调报告，(’’&#

（!）“内蒙地轴”南缘断裂带的西延部分

关于“内蒙地轴”南缘断裂带的西延问题存在许

多争议。黄汲清［(］首次提出“内蒙地轴”时，将内蒙

古大青山地区出露的老变质岩结晶基底作为其主

体，把“内蒙地轴”南缘断裂带的西延部分画在大青

山南侧。任纪舜等［!］明确指出大青山南侧山前断裂

及集宁%承德断裂（即尚义%平泉断裂）为其南缘断

裂带。然而，大青山山前断裂是现代正负地形的分界

线，是一条高角度的山前正断层，形成于渐新世，并

一直持续到现今，仍是一条现代地震活动带。另外，

它并非是黄汲清所指的作为古生代海水屏障的内蒙

地轴的南缘，大青山地区结晶基底上存在寒武—奥

陶系海相沉积地层，其中中、下寒武统共厚!(0，并

发育有底砾岩!，确应是古陆边缘地带。由此也可推

测当时的“内蒙地轴”南缘界线应在大青山北侧而不

是在其南侧。

大青山北侧的深断裂为临河!集宁断裂 ［&］（地

表形迹为固阳!武川断裂）。该断裂在中元古代发育

典型的非造山型岩浆活动"，古生代阻隔了海水的北

进，中生代控制了早中侏罗世煤盆地沉积的北界!

等，与东部的尚义!赤城断裂具有一致的活动特点，

据此笔者确定该断裂为“内蒙地轴”南缘断裂带的西

延断裂。

! “内蒙地轴”南缘断裂带的活动时代

及性质

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沿断裂带出露的地

层、岩浆活动、构造形迹等表明断裂带在不同的地质

时期内，具有不同的构造活动特点。

（(）中—晚元古代的裂谷活动

吕梁运动后，相对稳定的克拉通在地幔隆起和

陆壳拉伸作用的影响下，在华北板块北缘形成了燕

山裂谷带。裂谷带呈半地堑状，由一组近东西向的拉

张断裂组成。在裂谷内沉积了中—晚元古代长城系、

蓟县系的稳定浅海相沉积物及一套可与全球同类岩

套相对比的深成至浅成侵入以及火山喷发的非造山

岩浆岩和碱性火山岩［1］。其中，沉积物均大致以赤

城!古北口!平泉断裂带为北界，而在断裂带北侧仅

有少量呈断片出露［2］，因而该断裂带被认为是“内蒙

地轴”的南缘断层［!，.］。中晚元古代的沉积环境被称

为 燕 辽 沉 降 带［.］。 构 造 历 史 可 分 为 长 城 纪（(#3.4
(#1 56）的裂谷阶段及高于庄组沉积期至蓟县纪末

的坳陷阶段［1］。而岩浆活动则大致由北向南沿&条断

裂带分布，分别为：沿大庙!娘娘庙断裂主要分布有

斜长（苏长）岩和二长岩体（(#2+ 56）；沿尚义%赤城!
古北口断裂分布有斜长岩、辉长岩、辉绿岩体和石英

正长岩、环斑花岗岩（(#1’ 56），为双峰式深成岩带；

沿 密 云!墙 子 路 断 裂 分 布 有 环 斑 花 岗 岩 带（(#11
56），沿平谷!蓟县断裂带出露有钾质响岩!碱性玄

武 岩 带（(#1! 56）。 这&条 岩 带 是 在 长 城 纪 （(#3.4
(#1" 56）裂谷阶段，伴随裂谷作用拉张断裂由北向

南呈台阶状断陷下沉，由隆起区向断陷区顺序形成

的深成至浅成侵入和火山喷发的非造山型岩浆活

动，其时代由北至南也依次趋于年轻。该期岩浆活

动特征（年龄、岩性组合、地球化学及改造背景等）

可 以 与 世 界 新 元 古 代 非 造 山 裂 谷 作 用 相 关 的 768
96:;<;岩套对比。

（!）古生代控沉作用

古生代，此断裂带主要成为华北地台内地台型

盖层沉积的北界。其中在早古生代的寒武—奥陶纪

时期，地层仅出露于断裂带以南（断裂带北侧为古陆

剥蚀区），且全部为地台型海相沉积。如在内蒙古境

内阴山南麓的沉积物主要为一套滨浅海相碎屑岩，

为华北海盆北部边缘沉积。在包头市东的海留树煤

窑附近出露的寒武系（!(%!）地层仅有!( 0，底部为

含砾石英砂岩，中部为杂色泥页岩、粉砂岩、粉砂质

泥岩，上部为细晶灰岩，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老变质

岩系之上。其上缺乏上寒武统—奥陶系，并被石炭纪

拴马桩组陆相煤系地层不整合覆盖。河北省境内，在

断裂带南侧，中新元古界之上平行不整合沉积了一

套以异地碳酸盐建造为主的浅海相地层［.］。

晚古生代，断裂带再次成为华北地台型沉积的

北界，如中石炭世开始沉积的一套海陆交互相含煤

地层就只出露在断裂带南侧的华北地区。到二叠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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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长厚$ 燕山造山带中生代陆内造山作用构造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论文，’""(
" 由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刘光勋研究员提供$

华北地台基本脱离海洋环境，转入内陆盆地沉积环

境。在阴山地区，晚古生代无海相沉积记录，仅在断

裂带南侧发育了少量晚石炭世的山间盆地环境下的

沉积物［)］。

（*）中生代控盆作用

早侏罗世，印支运动之后的应力松弛使本断裂

带在拉张的环境下再次复活，形成了沿断裂带南侧

分布的一系列东西向展布的断陷盆地，如内蒙古境

内的石拐子盆地、河北省境内的尚义盆地、镇宁堡—

赤城断陷小盆地、承德—平泉盆地等，沉积了一套河

湖相煤系地层（河北境内称为下花园组，内蒙古境内

称为五当沟组）。以尚义盆地为例［"］，盆地为箕状，物

源主要来自北侧的变质基底岩系，古水流向为自北

（西）向南（东）方向。

（#）燕山期复活的构造表现

早侏罗世以后，华北地区的沉积及岩浆活动整

体展布方向由早侏罗世的东西向到晚侏罗世变为北

北东向。沉积作用也由早侏罗世下花园组完全受断

裂带控制，只分布在断裂带以南到中侏罗世髫髻山

组突破本断裂带限制。到晚侏罗世的东岭台组沉积

完全跨越本断裂带［+］。也即，随着燕山运动的增强，

本断裂带对沉积和岩浆活动的控制作用逐渐减弱。

但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燕山#幕构造运动中，

断裂带的复活形成了大型,—-构造型式（图!），反

映了右行斜压式走滑构造运动特征。

（+）新生代火山及地震活动

始新世开始，断裂带的西段地区形成了一组近

于平行的东西向断裂，主要构成了现代山区和平原

的地貌分界线，断裂带的中段（集宁—赤城段）也再

次复活，与北北东向断裂等联合作用，并大致成为火

山通道，控制形成了著名的中新世汉诺坝玄武岩。

同时，地震资料表明，本断裂带是一条重要的地

震活动分界线和活动带［’.］。断裂带以北的“内蒙地

轴”上几乎为地震空白区，而断裂带以南的华北地区

则地震活动强烈。断裂带本身还是一条十分重要的

地震活动带，沿断裂带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十多次

#$)级以上的地震"。’""(/’""0年在包头地区发生的

($#级地震及+级余震、’"")/’"""年在尚义地区发生

的($!级地震和两次+级以上强余震，均表明本断裂

带在近期也仍然是一条活动断裂带。

* 断裂结构及运动

本断裂带构造活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形成了

断裂结构及运动方式的多样性。本断裂带具有以下

几种结构和运动方式。

（’）地堑（正断层）：中元古代裂谷发育时期，在近

南北向拉张环境中，本断裂带主要为正断层，与其他

几条近于平行的断层共同构成了由北向南，切割深度

由深变浅的台阶状半地堑，控制了沉积和岩浆活动。

（!）断陷盆地：沿断裂带发育的断陷盆地主要是

早、中侏罗世形成的张性煤沉积盆地。在沉积过程中

大多经历了断陷—坳陷的演化，反映了在燕山运动

中断裂构造性质的转换对盆地沉积的影响。以尚义

盆地为例［"］，该盆地的演化经历了两次断陷与坳陷

的交替。$、%构造沉积幕为断陷期，其岩性单元的

几何形态呈楔形，靠近盆缘断裂处，岩性单元增厚，

且以冲积沉积为主。远离断裂处，岩性单元厚度变薄

至尖灭，沉降中心位于盆地边缘断裂一侧，且以湖泊

沉积为主。#、&构造沉积幕为坳陷期，其岩性单元

几何形态为席状，自盆缘至盆内，沉积厚度增大，沉

积与沉降中心位于盆地中央。

（*）大型,—-断裂及褶皱（斜压）：次级断裂及

褶皱（图!）共同组成了一端收敛于主断裂的宏观,—

-组构形态，反映了右行斜压式运动学特点。,—-组

图! 兴隆—平泉一带走滑断裂及伴生断裂

和褶皱构造简图!

123$ ! ,45678924 78: ;< =9>2?6@=A2: <8BA9= 8CD 9562>
8==;42896D <8BA9= 8CD <;AD= 2C 956 E2C3A;C3@F2C3GB8C 8>68

’—背斜；!—向斜；*—走滑断裂；#—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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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尚义地区地质简图（据宋鸿林，$%%&）

’()* # +,-.-)(/0. 12,3/4 506 -7 34, 8409):( 0;,0
$—陡倾的右行斜滑断层；!—缓倾的冲断层；

#—中侏罗统与下伏岩石的不整合线

构主要发育在断裂带的中、东段，其构造活动时间主

要发生在燕山!幕（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花状构造：沿本断裂带发育的花状构造主要

有尚义［$$］和赤城地区［$!］两处。以尚义地区为例（图#、

<），花状构造的特征是：平面上表现为一系列向南逆

冲的缓倾的弧形冲断层，发育在陡倾的主断裂南侧，

并向北收敛于主断裂。剖面上表现为陡倾主断裂南侧

的断层束自下而上倾角逐渐变缓成花状撒开。花状构

造是斜压式走滑断裂在近地表的重要表现型式之一。

沿本断裂发育的花状构造其形成时间主要在燕山期。

（=）斜列>走滑断层（斜滑）：本断裂带的近东西

向主断裂常常表现为一组近于平行的斜列的次级断

层。其分布和排列型式具有右行右阶?断裂组合特

征，如尚义段主断裂即为一组右行右阶次级断层组

成（图#），为张剪性斜滑运动的产物。由于该组断层

切割的最新地层为新生代汉诺坝玄武岩，推测其形

成时间为喜马拉雅期。

< 结论与讨论

（$）“内蒙地轴”的南缘断裂带的西延部分是临

河—集宁断裂，而不是大青山山前断裂。

（!）“内蒙地轴”的南缘断裂带是一条中元古代

就存在的古老断裂带，并在以后漫长的构造运动中

多次复活。断裂带的主要活动时代有：中元古代成为

裂陷槽北界；古生代曾两度阻挡海水北进；中生代成

为断陷盆地的北界；燕山!幕构造运动中，表现为右

行斜压式构造活动特点；新生代控制汉诺坝玄武岩

的喷发及地震活动。

（#）该断裂带的多期活动也形成了丰富的断裂

结构类型，分别有：地堑、断陷盆地、大型8—@断裂

及褶皱、花状构造、?断裂斜列组合等，分别反映了

张性、斜压及斜张等不同的构造运动方式。

（<）断裂带的上述构造特性更充分显示了本断

裂带在华北地台地质演化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质作

用和意义。古断裂的复活或长寿断裂也是板内造山

带的重要特点。

图件由刘荣梅硕士清绘，并得到了武法东教授

和柴春媚老师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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