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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紫荆关深断裂影象解译

朴 允 羲

(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地质局 )

紫荆关断裂最早由河北省地质局区调队命名于六十年代初期
,

是指位于河北省太行

山东麓易县紫荆关至涂水县白涧地段
,

向北可延至岑南台
,

与沿河城断裂相接 , 向南伸

至曲阳县灵山附近
,

走向北北东
,

倾向南东
。

断裂两侧地层发育和地质发展史有很大 区

别
,

故命名之
.

七十年代中期
,

地球资源技术卫星象片解释
,

在原紫荆关大断裂西侧约15 公里处
,

发现有近于平行的一条区域性线性影象异常带
,

该影象异常带在乌龙沟一带
,

地面呈北

北东向负地形
,

断裂带宽约百米
,

其间充填断层角砾岩
,

并见有晚白坚世末期的脉岩
,

将此带称之为紫荆关断裂
,

与原断裂相比
,

其含意有所不同 (图1 )
。

本文应用遥感技术及其在平原掩盖区

的 “ 隐伏信息
” 进行断裂迫踪

,

并结合区

域地质
,

地球物理等资料
,

对华北盆地西

缘的紫荆关深断裂进行了探索性综合地质

解释
。

深断裂在区域地质

上的反映

图 1 紫荆关深断裂位置图

在我国东部的卫星象片镶嵌图中
,

有

一条相当醒 目的线性影象异常带
。

它北起

黑龙江呼玛河以西
,

大体沿大兴安岭东麓

南西延伸
,

经布特哈旗 以东
,

通过官厅水

库
,

沿太行山东麓
,

经石家庄
、

桑植
、

沿

武陵山伸向都匀 以东
,

至百色附近
,

全长

约3 6 0 0余公里
。

这一可追踪的异常带
,

称

紫荆关深断裂影象异常带
。

从地势
、

地貌景观上
,

可大略的看出异常带正是我国东部 山区和平原的分界线
,

在

布格重力异常图上
,

此处也呈北北东走向的重力异常梯度带
,

是我 国六大重力梯度带中

最长和连续性最好的一条
。

异常带两侧重力值背景有明显差别
,

西侧重力等值线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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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重力等值线多呈分散
、

孤立的小 圈闭异常
。

其宏观面貌反映为两侧地壳的结构 (壳

慢间密度 ) 差异
,

可能存在一条区域性的深构造带
。

此外
,

华北地区地壳有东浅西深的

特点
,

东部壳厚小于 38 公里 ;
西部大于 40 公里

。

上地慢构造的总面貌是东部为上地慢隆

地区
,

西部为上地慢坳陷区
。

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武陵山一线
,

则处在地壳厚度的陡坡

带
,

总的走向趋势亦呈北北东向展布
。

从以上资料分析
,

异常带位置基本吻合
,

紫荆关

构造带存在无疑
,

是东部中
、

新生代以来的主要构造形迹
。

初步分析该带是一组切越岩

石 圈的深断裂
,

断裂带由一系列东倾的阶梯式正断裂组成
。

二
、

深断裂在卫片上的地质特征

深断裂带地处华北盆地西缘
,

由主断裂及其伴生的数条近于平行的次级断裂组成
,

主断裂位于山西隆起 区东侧太行 山复式背斜轴部
。

在卫星象片中影象色调异常醒 目
,

可

连续追踪
,

在以往的地质资料中
,

对部份地段有所描述
。

从卫片影象看断裂带的分布
,

自内蒙地轴切越赤城一北票深断裂进入华北
。

在华北

区它北起河北省赤城样田以东
,

向南西方向延伸纵贯延庆一怀来盆地
,

经大河南
、

王安

镇
,

在沫源以东
,

主断裂分成两支
,

并呈平行的向南西延伸至石家庄以西黄壁庄水库和

岗南水库附近
,

被近东西向的淖沱河断裂所截
。

后经获鹿进入山西省和顺以东
、

长治
、

晋城西等地
,

在沁河河 口以西出太行山区
。

进入河南省后
,

影象较 隐晦
,

己往的地质资

料缺乏
,

结合重力
、

地震
、

水文等资料进一步追踪
,

该断裂可向南西方 向延伸
,

通向济

源 以西
,

在小浪底附近过黄河
,

经新安纵贯洛阳盆地
,

伸向熊耳山区
,

通过谭头盆地西

缘
,

向南西方向延伸
,

与来川一南召 (伏牛一肥中 ) 断裂相交
,

后切越秦岭一大别摺皱

带
。

在华北地区断裂全长约9 00 公里
,

大体可分为北
、

中
、

南三段 ( 图 2 )
。

北段
:

自内蒙地轴进入华北
,

穿越燕山褶皱带和阜平隆起
,

位于太古代至新生代地

层 中
,

由一系列压扭性断裂和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体组成
。

主断裂走向北东2 5
“

一30
。 ,

倾向南东
,

为压扭性正断层
。

乌龙沟至纸房 口一线见有百余米的断裂破碎带
。

在地貌上

反映为线性的山谷和低娅
。

进入阜平群影象较差
,

在沫源王安镇附近主断裂西侧分出一

支
,

近平行
,

仍沿南西向伸延
。

沿主断裂分布的较大侵入体自北向南有大海沱
、

大河南

和王安镇 中酸性岩体
。

在主断裂两侧有次一级与之近平行的断裂
,

南侧有岭南台一紫荆

关断裂
,

为压扭性正断层
,

在岭南台附近与沿河城 断裂相交
,

再向东有一奈列的阶梯状

倾向南东的正断裂
,

如太行山前的高丽营一八宝山一满城一正定断裂
,

是平原掩盖区内

新生代沉积的主要边界断裂
。

近东西向的淳沱河断裂位于太古代阜平群中
,

在卫星象片中影象较隐晦
,

在此断裂

两侧影象有明显差异
,

南盘的主断裂相对北盘向东位移18 公里
,

表现左旋走向 滑 动 特

征
。

中段
:

位于淳沱河断裂 以南
,

地处晋东南太行山复式背斜轴部
,

称为获鹿一晋城断

裂带
。

主断裂由三条近平行展布的梳状断裂组成
,

总走向2 3
”

一 2 5
“ ,

卫片影象上极为醒

目
,

地貌上多呈线形谷地
。

此带自获鹿
、

井隆以西 向南西延伸
,

其东侧经东治头镇
、

松烟
、

拐儿镇
、

南委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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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紫荆关深断裂卫星象片综合解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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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侧经昔阳
、

和顺
、

左权
,

在黎城石梁附近收敛
、

后再向西南延伸
,

经潞城
、

长治
、

高

平
、

晋城西
,

一直伸向沁河河 口以西的上辉泉附近
,

被太行山南缘的东西向盘古寺断裂

所截
。

该带中部在黎城附近被北东 7 5
“ ,

倾向北西 的石梁 断裂所切
,

分成南北两段
,

卫 片

影象异常色调清晰
,

在航空磁测人T a图上也有显示
。

北段为上升盘
,

地层翘 起
,

由太古

界一奥陶系组 成的桐浴背斜
,

主断裂在背斜核部的太 占代基岩东缘通过
。

南段 为 下 降

盘
,

断裂通过地层 以上古生代为主
。

在长治附近叠加于断裂带上是新生代长治盆地
,

主

断裂由盆地东部通过
,

称为长治断裂 ( 滴谷寺断裂 )
。

盆地 以南至晋城西
,

地处石炭一

二叠 纪地层中
,

由于岩性较软
,

此段反映以紧密的线形褶皱为主
,

据晋城矿务局井下资

料提示
,

断裂带在地下是存在的
。

晋城以南断裂带走向 自2 5
。

增至30
” ,

受东西向构造晚

期活动牵引所致
。

其中盘古寺断裂
,

为走向东西
,

倾向正南
,

倾角60
“

一70
。

的正断裂
,

是太行山南缘的边界大断裂
。

该断裂形成较早
,

在北北东向断裂形成以后又有活动
,

尤

其是挽近期以来活动更为明显
。

南段
:

断裂带南出太行山区后
,

至秦岑一大别摺皱带以北的区间
,

卫星象片中影象

隐晦
,

时隐时显
,

但基本可进行连续追迹
。

断裂带仍 由三条近平行断裂组成
,

西侧为较

宽阔的线形背斜
;
东侧为线形向斜

,

断裂带总走向为北东 35
“ ,

位于岱眉寨隆起东部
,

在

济源以西马凹附近通过
,

经小浪 底以东大峪镇附近过黄河
,

后 向南偏西方向延伸
,

基本

沿着露头隆起界线
,

延伸至新安对近
,

有温泉沿北北东向展布
。

断裂带于路阳盆地中部

通过
,

把盆地分为东西两部
;
东为洛阳凹陷

,

西为洛宁凹陷
,

布格重力异常图较清晰地

反映断裂带的存在及通过的位置
,

向南伸向熊耳山露头区
。

断裂带在熊耳山隆起部位影象较清晰
,

河南省遥感站对熊耳山东麓木柴关地区卫片

进行5 1 01 系统数字图象处理
,

显示在木柴关以西花 山附近存在北北东向线形影 象 异 常

带
。

经影象追迹后
,

确认紫荆关深断裂带穿过花山花岗岩侵入体
,

南西方向延伸在潭头

盆地西缘通过
,

后与亲川一南召断裂相交
。

进入秦岑大别褶皱带内
,

断裂带先后切越朱

阳关一夏馆断裂 (双槐树一某林断裂 ) 及商南一镇平断裂
。

此段在卫星象片中 影 象竺隐

晦
,

但基本能进行影象追踪
,

以往的地质资料中
,

未见有大断裂记录
,

只在 目前确定的

断裂带通过部位有北北东向岩脉分布
。

三
、

几点认识

应用卫星象片遥感图象
,

结合地质资料进行综合地质解释
,

可获得较多的 地 质 信

息
。

本文采用此法对华北紫荆关深断裂分析获得 以下初步认识
:

1
.

华北紫荆关断裂是一条区域性的深断裂
,

它 自北向南纵贯华北全区
。

深断裂地处

华北两大构造单元的分界枢纽部位
,

两侧的沉积
,

构造及发 展历史有明显差别
。

2
.

该断裂穿越不同构造单元
,

各部位发展历史不同
,

表现形式也有差异
。

深断裂雏

型起于中三叠世末
,

成型于晚三叠世未
,

主体完成于晚侏罗世
,

白垄纪岩浆侵入为断裂

发展的高潮
。

深断裂在地质历史上
,

除表现继承性活动外
,

还表现断裂性质变 化 的 特

点
,

中生代为左旋压扭特征
,

新生代早期具有右旋张扭
,

晚期具右旋压扭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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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中生代华北紫荆关和郑庐两深大断裂作为断块体的边界
,

断块内产生断陷盆地
,

为 以后华北盆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新生代初期
,

华北区域应力场发生改变
,

两深大断

裂夹持下的块体
,

受边界影响产生一系列相互分割的拉张断陷盆地
,

晚第三纪 整 体 下

沉
,

形成统一的华北拗陷盆地
。

( 收稿日期
: 19 8 4年2月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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