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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所处的太行山地区，是我国地质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之

一。区内出露较全、分布广泛的太古宙、古元古代变质岩系，为研究

前寒武纪地壳演化和基底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太行山作为

“大兴安岭——武陵山”深断裂系的组成部分，不仅发育了十分壮观

的紫荆关——灵山、上黄旗——乌龙沟构造岩浆岩带，还孕生了丰

富多采的内生金属矿产；晚古生代蕴藏丰富的优质煤矿和本区一些

极具优势的非金属矿产资源以及近距京、津和便利的交通条件，都

很早便吸引了中、外地质学家来本区开展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工

作。建国后，地质、冶金、煤炭、化工、建材等部门的广大地质工作者，

在本区开展了系统的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工作，积累了丰

富的地质资料和丰硕的地质成果。

《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志》就是在搜集前人积累的大量资料和成

果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整理、归纳、分析、研究后编写而成的。虽然

参与编志的仅少数同志，但它仍为广大地质工作者辛勤劳动的集体

成果。作为一份市级综合性的地质矿产志，其内容基本反映了本区

迄今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的工作程度和研究水平。

本志的编写旨在使本市从事地质工作的同志便于了勰全市区

域地质基本特征及各类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为有关领导规划本地。

经济发展，提供一份较系统、全面的参考资料。如果能在这些方面起

到一些作用，也就达到了本志编写的予期目的。

本志综合的实际材料虽多，但规律性的理论论述较少，且较浅

显。有关成矿规律、找矿方向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阐述不

多，均有待今后专题研究。

限于参与编志同志的水平有限，缺点和疏漏，甚至错误和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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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论聚一旱i盲 W

第一节 自然地理概况

石家庄市位于河北省西南部。西倚太行山与山西省相连，北与保定地区接壤，东与衡

水地区为邻，南与邢台地区交界。地理座标：东经113。30’35一——115。28’57”；北纬37。

26’32一——38。45’49"。面积14161平方公里。1993年9月地，市合并后，辖辛集、晋州、藁

城、新乐、鹿泉5个县级市和深泽、无极、栾城、赵县、正定、行唐、灵寿、平山、井陉、赞皇、元

氏、高邑等12个县。人口817万。石家庄市位于市区中心，辖桥西、桥东、新华、长安、郊区

和井陉矿区6个区。面积335．6平方公里。人口138万。为河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

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全区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方便。京广铁路纵贯南北；石德、石太铁路横穿东西，是

三条铁路交汇之处。主要公路有北京至深圳的高速公路和107国道、北京至青岛的308、

307国道。另有从石家庄通往各市、县的公路网络，公路总长度达4448公里。位置交通及

行政区划见图l——1、l——2。

，全区地势谱高东低，西部为太行山山地，海拔1000米左右，属中山地形。最高山峰南

坨，海拔2281米。山地以东为丘陵区，至京广铁路一线与平原相接，平原区海拔30——

100米，地势平坦。山区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42％。

本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大陆性气候明显．年平

均气温12．8V，1月平均气温一3℃，7月平均气温26．7℃。极端最低气温--25．3℃，极端

最高气温43．2℃。年日照2706小时。年平均降水量450——750毫米，自西向东逐渐减

少。无霜期约177天。

境内河流属子牙河、大清河水系。主要有滹沱河、磁河、大沙河、i交河、槐河、峁河。其

中磁河、大沙河属大清河水系，其余为子牙河水系。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东穿太行山流入

本区平山县境内，于鹿泉市黄壁庄附近出山，向东横贯正定、藁城、无极、深泽等县出境。境

内流长188．5公里。河流自山区流入平原，夹带大量泥沙，渲泄困难，易造成水灾。建国后，

六条河流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治理，修建岗南、黄壁庄、横山岭等大中塑水库11座，小型

水库187座，塘坝1449座，总蓄水能力达到35．27亿秒立方米。各河中下游伊筑堤防433

公里，同时修建了石津总千渠、绵右渠、引岗渠等大型渠道。山区主要靠地上水灌溉，现有

万亩以上灌区2l处；东部平原区地下水源丰富，是历史悠久的井灌区。

本区西部山区北端为山地橡土、淋溶褐土和褐土；南部丘陵区为石灰性褐土；中部平

原的北部为山麓平原耕作褐土、南都山麓平原为耕作石灰性褐土；东部平原为潮土，耕作

土壤肥力较高。±质和肥力依地形变化而异，从平原到山区，土壤颗粒逐渐增大，土色逐渐

加深，肥力由高到低。本区自然植被稀琉，深山区有部分次生林，分布在灵寿、平山、井陉、

赞垒等县，主要树种是山杨、柞、桦等阔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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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农业较为发达，是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耕地面积占全区面积的42·9％，盛产小

麦和玉米。多数地区一年两熟，复播率达186．5％，小麦生产居全国前列·棉花种植面积占

全省棉田的四分之一左右。经济作物还有芝麻、花生和麻类-

干鲜果品年产量达3．2亿斤，其中有驰名中外的雪花梨；西部山区盛产核桃、花椒、红

枣等。畜牧业以养猪为主。淡水养鱼水面17万亩，年产量达到637吨·。

第二节地质研究简况

本区的矿业开发有悠久的历史，地质调查亦属国内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迄今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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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资料十分丰富。

早在二干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冶炼技术就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本区平山县发掘

的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中．发现有制铜、铁器的作坊。出土的车马器。还有用金、银镪

作的。

相传在宋代井陉一带就有了民间小煤窑的开采。到了前清中叶，井陉煤矿进入大规

模采掘。最早韵炼焦工业是1916年德国在石家庄兴建的桥霭焦化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直到1925年才建成投产。

本区近代的地质调查始于本世纪初，不少中外地质学者涉足本区，但多系孤立的路

线地质或某些矿产地的外国建质调查，综合性的区域地质工作很少，更无正规的普查勘

探成果，资料比较零星，主要有；

1913年，丁文江沿石太铁路在井陉煤矿及井陉至获鹿间作区域地质调查，填有l：60

万沿路地质图和l t 10万并陉煤田地质图，著《石太铁路地质矿务报告>，确定了含煤地

层的大致分布范围。

1921年，山根新次在井陉煤田调查，著《井陉炭田调查报告文)。对地层划分和构造

认识均较前进了一步。 ’

1936年，杨杰从曲阳、行唐、平山一线西北地区开始，至阜平、龙泉关到五台调查，

暮‘山西五台地质略述'，认为“阜平片麻岩”属太古代，组成五台大向斜的两翼，第一

次从构造入手了解变质岩系。太行山区寒武系研究也开始较早，1984至1935年间，赵亚

曾、王竹泉、田哿塥、孙云铸、朱庭佑、李捷、李春昱、候德封、阮维周等，分别对井

陉、武安、涉县、临城和获鹿一带的寒武系进行过工作，其中以孙云铸对临城一带寒武

系的研究对后来影响最大。 。

1949年后，地质工作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组建了普查勘探队、区调队，成立了

地质院校和科研单位，本区的地质工作得到了飞速发展，地质研究程度大大提高．

1956年——1958年，北京地质学院210队在太行山区进行1：20万区调，内容较齐

全，是本区第一份大面积的区域地质资料，其中对下前寒武系划分和构造解释提出了新

的见解。是后来工作的重要参考。

六十年代，特别是它的前期，在普查勘探工作蓬勃发展的同时，陆续开始了正规的

l：20万区域地质调查，各项专题研究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自1960年开始，河北出珏区域地质测量大队首先在太行山区开始了l；20万正规区

调，至1967年，涉及本区的盂县、石家庄、阳泉、阜平、平型关和高邑等6个图幅全部

出版，大大提高了本区地质研究程度．当时建立的太行山区早前寒武纪地层层序，至今

仍是这套地层的捌分对比基础。
’

1960年，中国地质科学院以王日伦为首的太行山区前寒武地质专题研究队，在太行

山、五台山一带进行调查，著‘太行山区及相邻地区前寒武系地质观察》认为前寒武系

不是平缓开阔褶皱。而是紧密倒转褶皱。建立了头泉组，提出了“东焦运动”．

1960——1961年；以王日伦为首的河北水源综合研究工作组和第五综合组，通过对

黄壁庄——井陉等地的重点调查，对本区第四系层序及成因作了系统研究，以大量事实

证明冰j{{的存在，并初步作了冰期划分与对比．认为雪花山玄武者是第四系初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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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煤田的勘探工作主要由煤管局138队进行，先后参加的还有华北煤田勘探局

119队、煤管局水文队及石家庄专署地质勘探队等，到1964年基本结束．与此大致同时，

冶金517队对井陉盆地的铝土矿和耐火粘土矿进行了系统勘探。

本区铁、铜、铅锌、金、银等金属矿产的地质勘查工作，始于1958年，先后有太行

山地质队、石家庄专署地质队、石家庄综合地质大队、河北一队、五队、十二队、十一

队、区调队、冶金517、520队及山西区调队等参加。其中平山三家清至下口一带的铁矿、

赞皇北水峪的钒钛磁铁矿；灵寿石湖、土岭、宅沟口等金矿及平山秋卜洞一带银矿都进

行过较系统的地勘工作，写有相应的详查或勘探地质报告。

非金属矿产资源，本区具有较大优势。自1962年以来，相继有石家庄综合地质大队、

河：lt---队、五队、磷矿队、省建材队等，对太行山前井陉、获鹿一带的石灰岩进行了地

质勘探工作。编写了井陉贾庄、南张村、获鹿王屋、东胡申等十几个矿区的勘探地质报

告。此外，对本区的白云岩、石英岩、碎云母、硅线石及饰面石材等资源亦都作过相应

的地质勘查工作。

第三节编志说明

‘河北省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志’包括的内容：

文字一部：约22．1万字．

附图2套；1 t 10万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图(含物化探异常>；1 s 15万石家庄市地质

矿产图。 ·

附表4册：1、矿产地登记卡片312页、2、航磁异常登记表10页、3、重砂异常登

记表5页、4、化探异常登记表lo页。

整个编志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89年8月——1991年5月，完成了1 t 10万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图(含

物化探异常)、附表的编制及部分文字的编写工作l

第二阶段：1996年2月——1997年6月，缩编了l。15万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图、修

改了附表2——4，完成了全部文字的编写和最后定稿。 ·

一、资料的来源和利用

(一)、正式出版的1 t 20万区调成果

石家庄市辖区内6个l t zo万区调图幅：平行关幅(J一49-12)、阜平幅(J一50一

7)、盂县幅(J一49～18)、石家庄幅(J一50一13)、阳泉幅(J一49—24)、高邑幅(J一

50一19)和文字说明书以及重砂测量，水系沉积物测量的全部成果；

(二)、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1：5万区调成果

1、河北省地矿局磷矿地质大队1980年至1982年乎山孟家庄至灵寿团泊口一带l t

5万地质填图及重砂、水系沉积物测量资料；
一

2、河北省地矿局十一地质大队1987年l。5万测鱼幅、王家坪幅、摩天岭幅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附图及其重砂、物化探资料； 、

3、河北省地矿局十三地质大队1988年1：5万前大地幅、城南庄幅区域地质调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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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附图及其重砂、化探测量资料；

4、河北地质学院1991年1：5万平山幅、井陉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及附图。

(三)、《1。10万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图》是利用磷矿地质大队1976年编制的l：lo万

《石家庄地区地质图》和1979年编制的l：10万《石家庄地区矿产图》及地理底图，进

行了修改、补充，并搜集了上述薪的区调成果、矿产地和物化探资料，进行了综合研究

编制而成的；

． (四)、矿产地登记卡片312页，登记了矿摩地306处。第二阶段又补充了24处产地，

但未续作卡片，文字和附图上已予反映；

(五)、资料利用截止于1994年底。但对一些新的重要成果，已尽可能地作了充分反

映。

二、参与人员和分工

文字部分：

第一章绪言由李柏年编写；

第二章地质构造、第三章太古宙地体、第四章地层由王启超编写； ．

第五章岩浆岩活动和岩浆岩由李柏年编写；

第六章第一节区域航磁异常特征由闰之西编写、第二节区域重砂异常特征和第三节

区域化探异常特征由荣桂林编写；

第七章除第二节非金属矿产的自云岩、饰面石材、柘榴石、刚玉由陈宗贤编写，硅

石、石灰岩由侯成编写外，其余各矿产均由李柏年编写。

全部文字最后由李柏年统薇、修改和定稿。

文字的微机录入由任树祥、李素荣、王庆民、陈贵胜承担，文字的插图由李银华、牛

华宇清绘。

附图：1；10万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图的地质、矿产和物化探异常，分别由陈永光、檀

宝林、路维新在第一阶段编制完成，由石家庄综合地质大队绘图室清绘；

1；15万石家庄市地质矿产图由侯成在第二阶段完成缩编，李银华清绘。

附表：
’

(1)、矿产地登记卡片由檀宝林编制；(2)、航磁异常登记表；(3)、重砂异常登记表；

(4)化探异常登记表在第一阶段由路维新编制，在第二阶段又由闫之西、荣桂林修改、定

稿。

整个编志工作始终得到了王启超高级工程师的热情指导和无私提供了大量新资料和

新成果，使本志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在此，对参与编志的全体同志和给予编志工作极大关注和支持的石家庄综合地质大

队、河北地质矿产勘查院的领导、有关部门和同志们，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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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地质构造

本区位于二级构造单元山西断隆及华北断拗的结合部。有呈北北东向的两条深断裂

(上黄旗紫荆关——灵山深断裂及定兴——石家庄——邢台深断裂)及北西向的无极——

衡水深断裂经过区内。基岩区主要由太古宙地层所组成，中部为盖层(长城系至二叠

系)所隔，北部及南部的基底区内，中太古宙卓平群分别构成大型的帚状构造。其中北

部基底区则发育为较完整的卵状隆起；中太古宙阜平群在与晚太古宙地层接触处，不仅

有韧性剪切——混合岩带分布，由于两个时代的褶皱轴迹近垂直分布，故阜平超群的靠

接触带一侧也因褶皱叠加，而呈明显的穹盆构造，并在其与东西向线状褶皱(未经受上

述叠加变形)的过渡位置，出现了北北东向的继承性构造岩浆岩，为区内最主要的控矿

构造。 ‘

第一节地质建造和构造变动

区内的大地构造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以下阶段：

一、基底形成阶段(太古宙——早元古宙)
。

本区早前寒武纪地层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中太古宙的阜平超群陈庄群、晚太古宙的

阜平超群湾子群、上赞皇群、早元古宙的滹沱超群(甘陶河群、东焦群)．各群之间均为

不整合接触，反映出本区早前寒武纪大地构造发展演化中的阶段性。

(一)阜平旋回①——陆核的生成阶段

陈庄群由各种片麻岩、浅粒岩夹斜长角闪岩、大理岩生成。原岩主要为中酸性杂砂

岩、少量泥灰岩及碳酸岩，夹有基性火山岩。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沉积旋回．阜平

运动的结果出现了短轴或长轴褶皱，从而出现同上覆地层湾子群不整合关系。

湾子群同陈庄群的主要差别是大理岩层由薄变厚，由杂变纯，而角闪质岩则由多变。

少，并导致zr、sr、Q、Ni、Cu、Ba等微量元素含量由高变低，而B、Be则增高3．4——

12倍。包括区外共有两个沉积旋回。在褶皱形态上多为长轴至线状．

’陈庄群代表了在原始硅铝壳之上的“面状”活动盆地的沉积，当时地壳运动比较频

繁。

本旋圆的构造——热事件称阜乎运动，形成于28亿年，使拗陷带全面褶皱回返，构

造方向为东西向．地壳垂向增厚，范围增生扩大．并形成了区域高温变质作用(麻粒岩

相——高角闪岩相)及区域重熔型混合岩化作用。中太古宙岩层由于所处构造层次深、热’

流值高，故构造格式明显，地表物质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故生成压扁——流动褶皱，而

①在本区地质矿产图复制后，报告编写过程中，根据新资料认为龙泉关群为阜平超

群的重复，应予取缔。后者内湾子群的形成时代宜归晚太古宙，故这里的阜平旋回包括

层位实际仅限陈庄群．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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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褶皱、花岗岩化的深熔作用之间具有密切关系。顺层韧性剪切发育，并伴随有花岗岩

化岩体隆起。
‘

根据上述构造形态，并地层整体形态略具卵形，外缘呈弯曲孤形展布，距中心愈远，

变形变质程度愈弱，说明当时构造状态处于陆核形成阶段。

(二)五台旋回——陆核的发展阶段：

湾子群由浅粒岩、各种变粒岩、斜长角闪岩及大理岩组成。其原岩为长石砂岩、砂

质泥岩、泥灰岩及碳酸盐岩；分布局限性大；上赞皇群(石咀群)由各种片麻岩、变粒

岩、斜长角闪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组成，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及中基性火山岩建

造。二者依次形成于阜平隆起的外缘盆地之中，后者表现火山活动相对加强的特点。

在阜平超群形成之后，铁堡运动使其褶皱出现了该群与上赞皇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

关系．五台运动是一次大致继承铁堡运动应力方向，但更为强烈的运动，它使阜平隆起

西侧的阜平超群及上赞皇群形成一系列轴面西倾为主的褶皱，这不仅反映了在这一带的

区域构造应力场为自西向东的挤压，同时沿着当时阜平隆起的西侧边缘发育了韧性剪切

’——断裂带(桑园口——阎家压断裂带>，这都显示了阜平隆起所起的控制作用。同时它

对阜平超群产生的影响是在靠近五台群或上赞皇群处，普遍产生穹盆构造或强使构造线

方向产生改变，局部同上覆地层趋于一致。五台运动的时代在24．5亿年前后。此外五
‘

台群或上赞皇群还经受了中温区域变质作用及穹状或带状再生交代型混合岩化作用，该

期岩浆活动亦较发育，但同中太古宙的区域性重熔混合岩化的面状分布则变成局限于更

狭窄带。这同所处构造层次有关，它说明位于下部构造层次中部，其变形仅处于压扁机

制。

五台运动的结果使阜平隆起进一步扩大，就华北地区而言，这次运动形成了华北地

台基底的刚性地块，本区也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南部的赞皇地区，其太古宙的地质建造的构造变动特点基本相同，由于剥蚀及覆盖

关系，层序不全。

(三)早元古宙裂谷发生阶段：在太古宙刚性地块形成的基础上，由于断裂作用的加

强，发育了斜切中太古宙陈庄群至晚太古宙上赞皇群不同层位的早元古宙的北北东狭长

带状裂谷构造．它是在伸展作用下火山活动比较强烈所形成的一套火山——沉积建造组

合，并首次出现有厚达百余米的底砾岩层，也显示了该方向断裂活动的加剧，之后，为
、 类复理石建造的沉积，甘陶河群伴生的拉斑玄武岩厚四千余米。期末的吕梁运动连续褶

皱回返，主幕之后形成了一些零星的小型山间盆地，堆积了反旋回磨拉石建造，即东焦

群，随后复又褶皱封闭，从而形成了中朝准地台统一的结晶基底。

二、盖层发展阶段(中元古宙——二叠纪)

一 准地台结晶基底形成后，转入了相对稳定的盖层发展阶段。该阶段的地壳基本处于

脉动状态，下降时期的沉积建造主要属海相稳定系列，以上升为主的构造变动则产生多

次假整合和沉积间断。 ．

(一)第一沉降期(中元古代——晚元古代早期)

吕梁运动之后，太行山北段呈穹隆状，山地露出水面，只有赞皇(左权)北东向海

谷同蓟县、宽城北东向海槽沟通，并沉积了，长城系下部层序，主要为逐渐升起的海底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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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在其东北侧出现一些海湾，地层分布呈犬牙交错。斜坡上因超援与剥蚀．地层缺失

甚多。早长城世沉积结束到整个大红峪期上升剥蚀成为准平原，由于太行南段逐渐隆起，

海域北移，高于庄组仅在并陉、元氏以北形成广大的海浸超覆．漫延至五台区的变质基

底岩系之上。不过，沿本区北邻区阜平沙窳、史家寨向东南与平原第四系下的无极——

衡水大断裂相连(实际具深断裂特点)，下将述及。它起始于晚太古宙，由于南盘上升·

长城系，蓟县系沉积物明显变薄(水下隆起)，直至向南上隆加强．蓟县系及长城系上部

高于庄组消失。第一沉降期构造变动的特点是持续下降和频繁颤动．早期较晚期变动频

繁，边缘部位较中心部位变动频繁。

(--)第一抬升期(晚元古宙晚期)

。蓟县上升”使整个中朝准地台上升成陆地，呈相对稳定的正性状态，前850——600

百万年期间，未接受沉积．

(三)第二沉降期(寒武纪——中奥陶世末)

区内沉降始于早寒武世晚期(馒头期)，其主要特点是：沉积建造属海相稳定系列，

以异地碳酸盐岩建造为主，沉积体基本呈席状展布，大区域稳定，标志着地台发展的进

一步成熟，地壳整体呈现微弱的脉动状态，各地层单元间主要为连续过渡关系，仅在早、

中奥陶世之间显示有一次属上升性质的地壳变动(怀远运动)，造成明显的沉积间断．

(四)第二抬升期(晚奥陶世——早石炭世) ．

中朝准地台普遍缺失这一时期沉积。 。‘

(五)第三沉降期(中石炭世——晚二叠世)

中——晚石炭世基本上属于开阔的滨海平原环境，即遭受海浸的侵袭，形成海陆交

互沉积，至二迭纪转为陆相盆地，中再炭世——早二叠世以含攥陆屑建造为主，厚度薄

(一般200——300米)、分布广，层位齐全，岩相稳定，表明地壳沉降幅度和速度很小．

构造活动的差异性不大，属于典型的地台型构造环境l到早二叠晚期，地壳的沉降幅度

和速度明显增大，沉积物中所夹的砾岩层效和含量增加，标志着中朝准地台的发展历史

进入了一个转变期。

三、强烈活动阶段(早三迭——现代)

自早三叠世起，尤其是侏罗纪，区内进入了活化阶段．原来的构造格局，经受了不

同程度地改造，活动形式，以大、中型北北东向隆起和断陷(或拗路)的形成为主，井

伴有强烈的盖层褶皱和断裂变形，以及大规模的岩浆侵入活动．但区内主要处于隆起状

态，因而未见该时期的陆相沉积物．

在中侏罗世为区内褶皱变形时期，从邻区中生界层序完整地段褒挟的地层包括中你

罗统，而后期褶皱又被晚侏罗世东岭台群不整合覆盖，可以得出推论．但至晚侏罗世，阂

沿袭老断裂活动的北北东向断裂或构造虚弱地带，有中酸性岩体侵位，成为区内的主夏

成矿期．

进入喜山期后．位于西太平洋边缘岛弧地带的本区，主要处于北西一南东方向的拉

张应力场中，一些主干断裂的拉张和一侧沉降，控制并形了新生代断陷盆地．如东部的

平原及其边缘的一些小型断凹．在空间上，这些小型断凹严格继承了燕山旋回的构造线

方向．如本区IJ J前华北断拗的晋县断凹．其北段星北东向．南段则为北北东向．均与基
’ ⋯9一



岩区的构造岩浆带方向平行展布，随后者的变化而变化。在时间上，随着断陷盆地的不

断沉降和接受沉积，其边缘断裂也随之同生生长，垂直断距不断加大。在构造上属裂谷

系。与此网时，山区的残留酚地及回春河谷，都反映出觋显的间歇性抬升状态。地壳的

这种差异性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节断裂构造弟一下 研裂俐苊

区内有深断裂三条、大断裂(或构造岩浆带)两条、一般断裂多条。

一、深断裂
’

是指穿切硅铝层，深入硅镁层或上地幔的壳断裂、岩石圈断裂和超岩石圈断裂；空

间延伸上百公里，地球物理场反映明显；经历过长期的发展过程，具有多次继承性活动

的特点；由单一的或成束的断裂形迹直接显示；对两侧的地史发展有重要的控制意义。它

包括：

1．太行东缘深断裂：在区内位于山前的第四系覆盖层下，南至安阳以南，北进入燕

山区的密云、围场一线，呈北北东向。从该断裂在基岩区的情况看，它在晚太古宙晚期

已开始活动，不仅控制了两侧的岩相变化，成为地壳活动区及稳定区的界面；也发育以

晚太古宙、早元古宙各期(20．5、18．5、17亿年等)的岩浆侵入活动及燕山期的岩浆

喷出与侵入作用，以早前寒武纪者居多，直至平原区的第四纪巨厚沉积。罗耀星将其与

郯庐断裂并称为华北地台的两大裂谷带。在物探图上表现为一重力梯级带(东缘)，为我

国东部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黢山重力梯级带或地壳厚度陡变带的片断，称做太行
山幔坎。

2．上黄旗——紫荆关一一灵山深断裂：也属形成于晚太古宙的：lt二It东向古裂谷，具
张扭特点；但剧烈活动则为燕山期，具压扭性质，最主要表现为燕出期的中酸性岩浆岩

带，但至区内则为山前口头——东回舍断裂，即由晚太古宙上赞皇群，早元古宙甘陶河

群，晚前寒武系至下古生界地层与中太古宙阜平超群内的断裂接触。由于地壳运动的不

均衡性，在局都地段如东回舍以南亦见为沉积接触，僵地层界线的走向则同断裂的延伸

方向一致。

3．沙窳～一无极一～衡水深断裂：该深断裂呈北西向，长300公里以上，在区内隐
伏于平原区的新生界之下，向匿迸入基岩区后，可见晚太古宙带状再生交代型混合岩沿

断裂分布，也有早元古宙超基性岩断续伴生，但是又同时切割了奥陶纪地层，使后者至

长城系，五台超群底部层位与中太古宙地层接触，从而显示了其构造继承性．此外，长

城系，蓟县系在南侧明显变薄，层序缺失亦甚多。在古地理变化上亦有明显反映。在平

原覆盖区，新生界在北侧的拗陷幅度大于南侧，断层性质由初始的张性断裂转为剧烈活

动期的压扭性。

．二、大断裂

l-王安镇——麻棚_～西柏坡断裂——岩浆活动带。这个带位于上述太行山重力梯

级带的西缘，并同其完全吻合，也起始于中太古宙晚期，具体表现在中太古宙阜平超群

的构造线力‘向虽人致为尔西向。世足在紧邻晚太古宙五台群(更西的石咀群’引【￡T．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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