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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志以山东省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为基础，同时利用省内矿产普查勘探和地质科研成果综合编写而

成．全书近100万字，除绪言，结语外共分5篇，着重于地层、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及变质作用，地质

构造和区域地质发展史的论述．书中附有英文摘要和1：5 0万山东省地质图，1：l 00万山东省岩浆岩图．

1：l oo万山东省构造体系图等主要图件．本志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全省的区域地质特征和研究现状，内容

比较丰富，是一部综合性的区域地质专著，可供广大地质工作者，地质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有关部门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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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Nil 考
门-J 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质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

展，填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得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地质资料，解决了许多基础

地质理论闻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还找到一大批矿床或矿产地，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及地质

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

和其他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

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次。

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重大

进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和地质研究程度，全面系统地为国

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专业性

强，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年代的一项重要任

务。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任务的具体规划部

署，由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各省、市、自

治区地质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具

体编写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负责进行。

《区域地质志》的内容一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其图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0万至1：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大，

因此，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有地质资料为基础，

突出本省、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有地质研究程度及基

本区域地质构造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

随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充实、完善，发行新的版

本。

地质矿产部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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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山东省位手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地理坐标东经114。367—122。437，北纬34。257—
38。28t，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自然条件优越，交通极为便利，经济实力

比较雄厚，是我国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本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东西横跨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和第二沉降带，南北界于阴山

东西复杂构造带和秦岭东西复杂构造带之间。著名的郯庐断裂纵贯本区中部，并以昌邑一

大店断裂为界，将山东分为鲁东和鲁西两个在地质构造上具明显差异的地块。区内地层基

本齐全，岩浆岩多样，变质岩发育，构造复杂，矿产丰富，因此历来为广大地质工作者所

瞩目。

本区包括半岛和内陆两部分。山东半岛突出于渤海与黄海之中，同辽东半岛遥相对

峙l内陆部分自北而南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全境南北最长400多公里，

东西最宽700多公里，总面积153300多平方公里。
’

本区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

平原盆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形大势。泰山雄踞中部，主峰海拔1532m，为全省最高点。按

地形的空间分布特征，可分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胶东丘陵区、鲁西南一鲁西北平原区及

现代黄河三角洲等。

鲁中南山地丘陵区，本区西部和北部分别以运河湖泊带和胶济铁路沿线为界，东北部

自青州(益都)、经安丘至胶州湾西岸，东南部沿黄海之滨抵海州湾畔，南临苏鲁界区。

其中部为突起的山地，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的主峰均在海拔1000m以上，构成山地脊

部I山地两侧，为海拔500m600m的丘陵地带；丘陵外缘是山麓堆积平原，海拔40一

70m。主要山脉中，泰山主峰位于泰安城北，其异峰突起、绝壁千仞、气势磅礴、雄伟壮

观，并以景色秀丽、名胜古迹众多而著称于世，素享。五岳独尊一之美名。区内山脉走向

一般为北西一南东向或东西向，河流多源于山地岭表，呈辐射状向四周分流，形成众多发

育不等的河谷地带。山脉之间被断陷盆地分割，主要有泰莱盆地、新汶盆地，泗水盆地

等，其海拔高度为100--160m，盆地走向与山脉走向一致。

胶东丘陵区：主要包括烟台市、威海市，青岛市所辖地区，为山东半岛的主体部分。

本区仅少数山峰海拔在700m以上，大部分为海拔200--300m的波状丘陵，丘陵之间为地

堑断陷平原带，主要有莱阳盆地、桃村盆地等，丘陵外缘散布着沿海平原。在半岛中北

部，自西向东分布有大泽山、艾山、牙山、昆嵛山、伟德山等较大山脉，它们为半岛南北

水系的分水岭，河流多由此发源，向南北分流。半岛南部的崂山，主峰海拔1133m，是著

名的风景区。

胶莱平原：介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与胶东丘陵区之间，包括潍坊市大部与青岛市北

部，由潍河、大沽河、胶莱河冲积而成，海拔多在50m左右，地势平坦，稍有起伏。

鲁西南一鲁西北平原：位于运河湖泊带以西，胶济铁路以北，东与胶莱平原相接，是

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本区由黄河泛滥冲积而成，海拔大多在50m以下，自西南向东北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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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和沉积，因此地表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高地和河间洼
地。

现代黄河三角溯：海拔一般2—10m，呈扇形，前缘部分突出伸入渤海湾与莱州湾之

中。黄河口堆积作用很强，三角洲每年向海延伸约2-"3kin。

本区水系比较发育，分别属于淮河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小清河流域和胶东水

系。其中较大的河流有卫运河、马颊河、徒骇河、沂河、沭河、大汶河、泗河、万福河，

洙水河、小清河，淄河，弥河、潍河，胶莱河、大沽河等。湖泊集中分布在鲁中南山丘区

与鲁西南平原之间，呈北西一南东向带状分布。以济宁为界，分为南四湖和北五湖。前者

以微山湖居首，后者以东平湖最大。

本区海岸线北自无棣县的伏河口，南至日照市的绣针河口，全长3024km。沿岸有众

多的天然港湾，分别构成青岛、烟台，威海、龙口，石岛，石臼所、岚山头等海港码头。

近海海域中还散布着许多岛屿，其中最大的是庙岛群岛中的南长山岛，面积约12kinz。

本区气候属暖温带季风气候类型，具有降水集中、雨热同季、春秋短暂、冬夏较长的

特点，且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全省年平均气温ll一14℃，由东北沿海向西南内陆递

增，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由一4℃递增到1℃，最热月7月由24℃递增到27℃左右。年平均

降水量一般在550--950mm之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降水季节分布很不均匀，降水量多

集中于6、7、8三个月。 +．
，，

‘

本区水陆交通极为方便。津浦铁路南北纵贯本省西部，胶济铁路东西横跨本省北部，

为联系省内外的大动脉。建国以来，又新建了若干条铁路支线，它们不仅与重要的工矿区

相连，而且有的(如石臼所一新乡铁路)还可直通我国大西北。公路更是四通八达。内河

运输河道有小清河、黄河，京杭运河等。海上运输除青岛、烟台、石臼所港口外，全省还

有地方港口19个，一港口泊位65个。 ，

j

本区矿产资源丰富，矿种比较齐全，成矿地质条件较好。至1 984年底，全省已发现

109种矿产，其中已探明储量的有67种，探明矿产地613处。这些矿产中，有工业建设急需

的石油、煤、金、金刚石、铁、铜，铝土矿、锌、菱镁矿、石墨、天然气、自然硫等矿

产，还有石膏、膨润土、沸石、滑石、重晶石等非金属矿产。另外，鲁北沿海有面积约

1500km2的地下卤水矿，胶东和鲁东南等地还蕴藏有丰富的地热资源。 。

建国以来，山东省农业生产一直稳步发展，特别是1 978年以后，农，林、牧、副，渔

五业所占比重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种植业中，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甘薯为主，经济作

‘物以棉花、烟叶、麻类为主，果树资源也十分丰富，烟台苹果，莱阳茌梨、肥城桃、乐陵

金丝小枣、荷泽耿饼等驰名中外。 ：．，

工业方面，山东省现已拥有石油，煤炭、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电力、轻工，电

子，纺织等门类比较齐全，结构和布局日趋合理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济南、青岛、烟

台、潍坊，淄博、枣庄，济宁、东营等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 ，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本区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就已经开始。不过，当时的

调查工作多集中在铁路沿线和某些矿区及名胜古迹等地。其工作范围虽然局限，所获资料

也较零星，但专题研究成果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例如：谭锡畴(1922—1923)调查了

淄博、章丘、新泰、蒙阴、费县一带的老第三系和莱阳一带的中生界及淄川博山煤田，发

表有《山东中生代及旧第三纪地层》及《山东淄川、博山煤田地质》，嗣后，杨钟健、张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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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卞美年共同创建了“官庄系一、“壬氏系一、“青山层”、“莱阳层”及。蒙阴系”等，孙

云铸在泰安大汶口至长清炒米店一带，对寒武纪地层及动物化石进行了研究，并于1924年

先后发表了《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等，周赞衡

(1923)著有《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赵亚曾(1926)对章丘盆地石炭系进行了研究≈

著有《山东章丘煤田中之海成层》，杨钟健(1936)对山东昌乐一带新生代地层古生物进行

了详细研究，著有《昌乐临朐新生代地质》等。这些著述影响深远，，对今日的地层划分对比

仍具重要意义。此外，叶良辅、喻德渊(1930)编写有《山东海岸变迁之初步观察及青岛一

带火山岩之研究》，杨杰(1936)编写有《山东东部荣成青岛段地质构造》，冯景兰(1937，

1941)发表有《山东栖霞唐山火山岩流下之砂金》及《山东泰山杂岩的划分》，谭锡畴(1924>

编写有《中国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说明书》(1：100万)，李捷(1924)编写有《中国地质图南

京开封幅说明书》(1：100万)。这期间，一些外国地质学者也在山东做过短期调查：最早

来本区进行地质调查的是马克希姆(J．Markhem)，1870年著有《山东旅行记》，1892年德

人李希霍芬(E．Richthofen)曾在沂水、泰安，济南、莱州，芝罘等地进行过调查·

1898年出版了《山东的地质构造》，并将泰山一带的片麻岩称泰山系，1903年威里士(B．

Willis)、白维德(E．Blackwelder)曾到张夏一带观察，1907年前后发表了《山东的地

文》、《山东的地层》及《山东的构造》等专著，将泰山一带由复杂的蠢泰山系”组成的古

老基底称为泰山杂岩；还有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日本人富田达等也做过短期

调查。上述成果，为以后的地质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本区的地质工作获得了

迅速的发展。地质、石油、煤炭、冶金、建材等系统开展了大量的地质普查找矿和勘探工

作，先后发现、评价并探明了一批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为本区工业发展提供了矿产资

源，同时，在矿区地质、矿床成因、水文地质以及物化探等方面均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和成

果，从而大大提高了本区地质矿产研究程度。1958年，山东省地质局分别与北京地质学

院、长春地质学院合组山东区测队，至1962年完成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之后，局又岛

组区调队，于1963--1968年修测了胶东地区1：20万区调图幅，获得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分

别对地层、岩石、构造、矿产做了详细的阐述，为基础地质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十多年来，山东省的地矿部门和石油、煤炭、建材、冶金等系统以及省内外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的地质工作者，对本区地层古生物、岩石、构造、矿床等进行了大量的专题

调查和研究，取得的成果甚多，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新的进展，还先后编写过许多报告。

发表过不少论文、专著。例如：1953年卢衍豪，董南庭详细研究了张夏崮山寒武系剖面，

发表有《山东寒武纪标准剖面新观察》一文，为华北地区寒武系划分奠定了基础，1960～

1961年胜利油田根据物探、钻探、古生物资料，建立了以济阳坳陷为代表的新生代地层I

1962--1963年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程裕淇、沈其韩、王泽九等同山东省地质局805队郑良峙

等合作，研究了新泰雁翎关一带的泰山群，肯定了雁翎关组和山草峪组的存在，并有许多

新的发现，1977年发表了《新泰雁翎关一带泰山群变质岩系初步研究》一文，1983年出版了

t山东太古代雁翎关组变质火山沉积岩》专著，1962--1965年山东省地质局805队在测制1：5

万泰安县幅地质图时，较详细地研究了这一地区混合岩化特征，提出了泰山群有两期混合

岩化作用的意见，1969年山东省地质局综合三队在龙口市(黄县)一带发现了下第三系煤

田，将这一套含煤岩系称为黄县组，1976--1977年山东省地质局第二地质队，对济宁磁异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常钻孔中见到的一套板岩、千枚岩、条带状假象赤铁矿进行了研究和同位素测定，建立了

济宁群，使下元古界的沉积范围扩大到鲁西地区，1976--1978年山东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

在对鲁西磷块岩成矿远景进行研究时，对该区上前寒武系提出了新的划分意见，建立了土

门群，探讨了沉积环境，并对沂沭海峡的存在提出了异议，1976年陈均远、邹西平对山东

奥陶系进行了划分和对比，首次建立了六个化石带，提出了中下奥陶统分界的新意见，

1980年赵志清将聊城一带石油勘探所揭示的一套含轮藻孢粉化石的紫红色页岩、砂岩称为

聊城组，肯定了山东境内有三叠纪地层存在，1976--1982年山东省地质局区调队开展了日

照和赣榆幅区测，对原胶东群和粉子山群进行了新的划分。除此，1974—1983年山东省地

质局编制了1：50万山东省构造体系图，1：50万山东省前晚第三纪基岩地质图，‘华东地区

区域地层表，山东省分册》，1975一1980年山东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编制了1：50万山东省

弛质图及矿产图；1981m1985年山东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和实验室还对山东岩浆岩进行了

专题研究，等等。上述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补充，完善了1：20万区域地质

调查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本区的地质研究程度。另外，近几年来，部分地区还开展了1：5

万地质矿产调查和全省范围的1：20万化探扫面以及地球物理、水文地质、遥感地质等大量

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这些成果对于研究我国东部的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均有重要

的意义。 。

根据地质矿产部关于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的要

、求，山东省地质矿产局对1：20万区调资料和历年来重要的普查找矿、科研成果等进行了整

理和汇总，编著了《山东省区域地质志》。本志力求反映山东省现阶段的区域地质研究程度

和研究水平，并力求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基础地质资

本志编写工作自1983年开始，至1987年结束。利用的资料，一般截止到1982年，部分

资料截止到1985年(主要为山东省地质局综合研究队为编志而进行的专题研究成果)，个

别内容引用了1987年的资料。 、 -，

、’

‘山东省区域地质志》是在山东省地矿局领导下，由山东省地矿局综合研究队(今山东

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负责编写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局地矿处的具体指导。本志由山东省地

矿局总工程师曹国权、艾宪森任技术指导，壬万奎任主编，王锡亮任副主编。

本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参加编写的科技人员共35人。各章节执笔人t绪言为王万

奎I第一篇中第一章为牛保祥，第二章为邓幼华，第三章为邓幼华、许洪泉，第四章为

邓幼华、许洪泉、李登月，第五章为刘怀书、游文澄、刘书才，第六章为牛保祥，粱宗

伟、翟德山、张昌惠，第七章和第八章为牛保祥、主虹、孟午平，第九章和第十章为王先

起，第十一章为胡秋华，第十二章为沙业学，第十三章为毛家衢，第=篇主要由壬锡亮执

笔，其中第三章第=节和第四章为徐金芳，第七章为沈步云，部分剐矿物特征为牛良桂，

第三篇为李祝华、张成基、王宝善，第四篇为郭振一、瞿友兰、孙秀珠l第五篇为王万

奎。附图编绘：l：5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地质图为杨仁达、孙昭兰，1：100万中华人

民共和国山东省岩浆岩图为何晓云、王锡亮，1：10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构造体系图

为郭振一、瞿友兰、孙秀珠、孟午平。图件清绘及参加编图人员有王跃、高肇温、张玉

兰、宋晓敏、陈华、周金珠、尹德来。寒武、奥陶系沉积岩鉴定为杨宗芳。本志编纂工

作。地质图件为杨仁达，前寒武系为邓幼华，古生界为牛保祥，岩浆岩和岩浆作用为王锡



亮，变质岩和变质作用为李祝华，地质构造为郭振一。1：50万和l：100万山东省地理底图

由山东省地矿局测绘队编制。金志统编由王万奎、王锡亮负责。本志承王炳成、韩昭西审

阅，并经曹国权全面审阅和修改补充。

本志引用的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其余均为1：20万区测资料和山东省地矿局系统盼

生产科研成果。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内外有关单位的热情帮助和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省内石油、煤炭，冶金等部门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地质资料和科研成果。中国地质科

学院沈其韩，南京大学地质系林天瑞，胜利油田杨臣琼，姚益民、李经荣、吴守法，任安

身等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深切感谢和敬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当

之处，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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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地 层

‘ 、

第一章山东区域地层概况。

山东地层发育良好，化石丰富，很早就引起国内外地质学家的关注，因而有较长的研

究历史。根据地层总体发育状况，山东属于华北地层区。按照综合地层区划的原则，即在

饲一地层区内更多地照顾到前震旦纪和中、新生代地层的发育状况，要求。统”可以对

比，。组”基本可以对比，又分为华北平原(It)、鲁西(Iz)和鲁东(I。)三个地层分区。

鲁东、鲁西=个地层分区，以昌邑、莒南大店一线为界，华北平原地层分区自东明、聊

城、禹城，向东穿黄河后，大体沿小清河抵莱州湾一线与鲁西地层分区相邻(图I一卜1)。

各地层分区的地层发育状况见表I一1-1。

图I-1-1山东省地层区划图
Fig·I—l—l Stratigraphic regions of Shaudong Province

I，一华北平原地层分区，I：一鲁西地层分区，I。一鲁东地层分区

鲁西地层分区是本省地层发育最全的一个分区。太古界泰山群自下而上分为万山庄

组，太平顶组，雁翎关组和山草峪组，是华北地层区太古界许多有代表性的变质岩群之

一，其主要岩性为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及黑云变粒岩，厚10000m以上，被2626

Ma石英闪长岩侵入。下元古界济宁群，分布于济宁地区，据钻孔揭示为一套浅变质岩及

安火山岩，厚大于lOOm，同位素年龄值为1700Ma。上元古界土门群，仅见于沂沭断裂带

内及枣庄地区，自下而上分为黑山官组、二青山组、佟家庄组、浮来山组及石旺庄组，是

6



亵I-1-1山东省地层对比简表 一

Table I—l一1 Stratigraphic zorrelatlon of Shandong Province

地层系统 华 北 地 层 区 (I)

界 系 统 代号 鲁西地层分区c-。， l鲁东地层分区—鼍 华北平原地层分区(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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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层系统 华 北 地 层 区 (I)

界l系l统I代号l 鲁西地层分区 (12) 鲁东地层分区(I。) 华北平原地层分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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