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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天津市(简称津)是我国三大直辖市之一，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北靠燕山山脉，东

邻渤海湾，南北长181．5kin，东西宽117．0kin，面积为11 305km2，海岸线长133．4km，人

日为8 785 402人(1990年7月1日0点)。天津是首都的门户、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在我 ．

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天津是我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塘沽海滨设有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 ·
⋯

．∥
●

’天津市的行政建制包括市内6个区(和平，河东、河西，南开，河北、红桥)、滨海3 ，

个区(塘沽、汉沽，大港)、4个郊区(东郊、西郊、南郊、北郊)、5个县(宁河、武清、

静海、宝坻、蓟县)。
?

《 ．+-

天津市地势为北高南低，通过蓟县的京山公路可作为山区与平原的分界线。北部为山

区，面积640kin2，海拔一般为100--500m，最高峰为九山顶(1078．5m)；南部为平原，

面积10 665km2，地势平坦，河渠纵横，洼淀众多，海岸带宽广，最低处在河北区小树林

(一1．42m)。， 。1
+，‘

天津市气候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1．1--12．3℃，全年最冷的一月份

平均气温在一4℃以下，‘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气温在26℃以上。年平均降水量为605．2mm。

降水量自北向南递减，山区在700mm以上，平原区小于550mm。年平均蒸发量为1029．8mm。

．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a天津市境内河流分属两大水系，即海河水系(由北运河、‘永

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支流组成)和蓟运河水系(由潮白河、蓟运河两大支
’

流组成)。这两支水系的河流作用形成了天津冲积平原。海河和蓟运河均在天津东部注入

渤海。 ：
+’

p 9

天津市的地质工作始于本世纪20年代后期。桑志华(E．P．Lieent)、德日进(P．T．
de Chardin)发表了天津市区的挖坑剖面。葛利普(G．、矾Grabau)曾述及过天津的海

侵问题。高振西，高平、潘钟样等分别对蓟县的中、上元古界和盘山花岗岩作过研究。40

年代曾有人进行过蓟县重晶石矿，锰矿等的调查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的开展，天津市地质工作也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为进行区域地质构造和局部构造的研究，先后开展了1：1 000 ooo一1j：200 000

的航空磁测，1：200 ooo一1：50 000的重力测量以及反射法和多次覆盖的地震测量。在北部

山区进行过1：200 000的区域地质调查和1：10 ooo一1：1 000比例尺的金，铜、钨、钼、铅锌、

重晶石，泥炭等的矿点检查和普查工作。此外还进行过地层、地热、地震地质、石油天然

气、煤、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研究工作。

上述地质工作的成果为编写本志提供了基本资料。但按照区域地质志的要求衡量，许

多资料还是不够系统和全面的。目前的钻孔资料，除了第三系之外，对其他地层很少能从

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学等方面提供系统资料。为提高本志的质量，作者们把尽可能收．

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和发现。如第四系的划分和建组，

中，上元古界的生物地层、化学地层、同位素年代地层都是新的成果；比较系统地提出了

_

}r忙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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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古生界至第三系的地层层序及其特征，在岩浆作用的期次和岩体时代方面提出了新

‘的认识；对区域地质构造和地质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

解。在这次编志工作中，由于各种原因致使部分资料未能获得，这无疑对本志部分章节的

． 质量有所影响。 ．．

’’

编写天津市区域地质志的任务是1981年由地质矿产部下达天津市地质矿产局的。在傅
’7

少华局长、李明朗总工程师和李世伟副总工程师的关怀和领导下，1988年3月落实了编写
’

人员，由天津地矿局科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邓永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担任主编o：在时问紧，

．’。 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下，采取了横向联合与承包方式，请掌握资料的兄弟单位承担部分

工作。本志各项工作的分工情况如下： ，一
j、 1，·．1 ·、。’ ，

，i 元古字部分由地质矿产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晚前寒武纪研究室编写，陈晋镳研究员

负责审阅。其中王长尧副研究员编写常州沟组，串岭沟组，团山子组，刘文兴工程师编写

。+大红峪组，黄学光副研究员编写高于庄组、青白口系，赵震副研究员编写蓟县系，陈晋镳

编写同位素年代地层，秦正永副研究员编写化学地层，朱士兴副研究员和阀玉忠副研究员
。 编写生物地层。 · x， ⋯．． ；’‘。．

’

‘．。’ ’一

告生界、4中生界和第三系部分由天津地矿局地热勘查开发设计院陈朝生工程师编写。，

：第四系部分由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第四纪研究室王强助理研究员、天津地矿局科研室 、

宋大伟工程师和冶金工业部天津地质研究院水文地质研究室王云生高级工程师编写。其中

’|． ，壬云生编写第四纪沉积相和沉积体系，王强和宋大伟编写其余部分。．’、，

太古字和侵入岩部分由天津地矿局科研室刘燕生高级工程师编写。 。

火山岩部分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岩浆岩研究室编写，孙善平教授负责审阅。其中

魏海泉助教编写大红峪期火山岩，孙善平编写石炭二叠纪火山岩，李家振副教授编写中生
⋯

代、新生代火山岩。 、’，

。， ‘。t ’
’．

地质构造√地质发展史、绪言、结语和摘要部分由邓永高编写。，

天津市地质图(1：200 000)由宋大伟、王强和王云生编制，以宋大伟为主。 ’’

天津市基岩地质图(1：200 000)由天津地矿局地质调查研究所邹民高级工程师编制初

稿，其后由刘燕生和邓永高修编、定稿。’ ‘，， 9。
，

以上两份图件的地理底图由天津地矿局地质调查研究所董济庚工程师等编制，并经过

主管单位审核。‘ ，
；，

、。 、，

本志作者从1988年4月开始收集资料和编写工作，半年后完成初稿。1989年春请评审

员进行初审。其后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受地质矿产部委托，天津地矿局于1989

年8月主持召开了天津市区域地质志公开出版评审会议。由25名委员组成的评审验收委员

会认为，本志符合公开出版规定的要求，决定予以验收。会后作者根据评审意见，再次对

本志正文和附图进行修改。1990年刘燕生对本志进行统稿。 v、
”

本志的英文翻译和审校工作，聘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杨遵仪教授承担。 ：．

本志的责任编辑，正文部分由刘燕生承担，地质出版社伦志强副编审协助；附图部分

由宋大伟承担，，地质出版社朱玉英工程师协助。j．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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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地‘1 i．。‘层’．_t．一j“。，
： 天津市绝大部分地区被第四系覆盖，基岩露头仅出现在蓟县北部。露头区面积约

640km2，占天津市总面积的5．66％。出露的地层以中、上元古界长城系，蓟县系、青白口

系为主，此外仅有零星的太古字八道河群王厂组和古生界寒武系下统府君山组。在广大的

覆盖区，根据钻孔和地球物理资料，在第四系之下存在中、上古元界，古生界寒武系、奥

’． +陶系、石炭系、二叠系，中生界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新生界第兰系(表I—O一1)。4
1’

天津市各时代地层的研究程度相差较大。中、上元古界的。蓟县剖面”作为中国的标

’． 准剖面和国际层型候选刹面，已按现代地层学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84年国务院批准

将该削面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因勘探，开发石油与天然气的需要，对第三系作过

较详细的研究。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工作中，对某些地区的第四系进行过较深入的研

究。其他时代的地层则只做过一般性的地质工作。因此本篇的内容既是以往工作成果的总
、

结，而各章又具有本身的特色。如元古宇部分采用了较多的新成果；第四系部分尽量反映

当前的研究水平；其他部分则根据钻孔资料，物探资料以及与天津市有关的区域性研究成

果进行编写。 J_
、●

√
’

，J
1

。，‘第一章太古宇，H。，‘
’‘

天津市太古字仅在蓟县北部边缘有零星出露，面积约2．2kin2，系分布干冀东的早前

寒武系之西缘。露头呈；Ik；ll：西向条带状展布，西侧为中元古界长城系常州沟组一段所超覆，

东侧与常州沟组一段成断层接触，‘向北则与河北省内广泛分布的太古字相连。

冀东早前寒武系发育良好，已有多人进行过详细研究。1966年河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

测量大队。将太古宇划分为马兰峪组j跑马场组、高岭组、半城子组，天津市境内的部分

属于跑马场组。1984年孙大中等c11将冀东太古字划分为迁西群，八道河群，天津市境内的

‘部分属于八道河群下部的王厂组。1989年河北省地质矿产局01将燕山地区太古字划分为迁；

西群、单塔子群，双山子群，天津市境内的部分属于迁西群上亚群的拉马沟组和跑马厂组。

据孙大中等c13资料，王厂组在冀东分布较广，出露于深变质区。王厂组岩性为中粗粒

花岗质片麻状均质混合岩，其中包裹有中粗粒斜长角闪岩、透辉斜长角闪岩、斜长透辉石

岩等变质岩残块，浅色混合岩与深色残块的比例大体为6：1。王厂组厚度约为2250m。王厂

组中，下部的斜长角闪岩为含金的矿源层。 -

．-．王厂组在天津市露头区及其北东侧邻区形成复式倒转背斜，在该构造的核部(在河北

省内)出露有下伏地层太古字迁西群上部的三屯营组。 。

0河北省地质局区域咎质测量大队，1966，兴隆幅、宝坻幅(北部)1；200 ooo地质图及其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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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0-1天津市地层层序简表

界 系 、 统 。 地层名称 剖面厚度
(m)

●

全新统 天 津 组+ 19 ，●

第 上更新统· 塘 ‘沽 组 51

、
四

系
中更新统 佟 楼 组 122

下更新统 马 棚 口 组
、

205 ：．

新
上新统 ． ，明 化 镇 组 928

上第三系 、

、 生
中新统 馆 陶 组 。289

●

～

东 营。组 1035‘

’

’‘沙河街组一段 235界 下 渐新统、

第 沙河街组二段 209

= 沙河街组}三段
、

334 ，

●一

系 沙河街组四段 *镕一657
’

‘始新统．
孔 店， 组 135，v、，v、，-⋯‘‘一 一一一，、^，、_√、，v、，_一

中
白垩系 下白垩统 下 白 垩 统 816，vW 一一一，、，

生 侏罗系 侏 罗 系 101l

．
，

。 界、 、，v、，v、，-^，-^，～^，、^_、，～。 ，、，v、r

， 兰叠系 下、中三叠绕 下、中三叠统 659

石 千 峰 组 138

啊嘲艴趣卑辫峻争滞穗峰跸蓐訇—咛嘲鬻哩##拳$蝌 》m并#_‘ep‘《《?” 2掣％慰醛群＼上：叠统嘲_％Ⅻ 一

上 上石盒子组 362 ，

古 叠
下石盒子组 233 、

￡ 系
下=叠统生 山1 西 组 79

“

． 界
上石炭统 太 原 组 165

石炭系

中石炭统‘ 本 溪 组 80
、 ’

蜂 峰 组 106* 、

奥
中奥陶统 上马家淘组 286

陶 下马隶沟组 169

系 亮 甲 山 组 · 100
下 ．- 下奥陶统

，

i

。

冶 里 组 80
●

古
上寒武统 上 寒 武 统 242

． 生 黎孵橼． 张 夏 组 141

寒 中寒武统 一
●

●

徐 庄 组 135

界 武々
毛 庄 组 一、 68

l· 系 下寒武统 馒 头 组
、

60

府 君 山 组 76

-麴PF替柏邑梦‰日一§十蝴¨童；赭，上。遗曲_h t一言一一 ．、每豁咯藏蝻-蝴h^白轴$蝽；：蟠瓣≮i鬻t一
井 儿 峪 组 0∞．，．蒯_

元
古 口 长 宠 山 组 104 ，．

界 系 r

下 马 蛉 组 ，168

铁 岭 组 $26

蓟

县
洪 水 庄 组 ‘

13I

中 系 雾 迷 山 组 $010

杨 庄 组 、 1033
兀

高 于 庄 组 1530 ，、

、古
“

长 大 红 峪 组 555
‘

一▲S 界．
城 团’山子 组 326 。、，

系
串 岭 沟 组 889

＼ 常 州 沟 组 859

一·～_ 太古宇 八道河群 王 广 组 。 2250



‘‘

阿莱格雷(C．J．Allegre)在蓟县常州村旁不整合于中元古界长城系之下的王厂组变

质岩和混合岩中采样，用IJ-Pb、Rb—Sr、sm—Nd三种方法测定的年龄均接近于2450Ma。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在河北省青龙县采取壬厂组粗晶角闪石岩中的角闪石，用K—Ar法测

得年龄为2469Ma。这些情况均表明，王厂组的岩石在2500Ma左右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变

质作用和混合岩化作用。孙大中等∽认为，由2800—30001V[a到2500--2555Ma，可能代表

了八道河群由形成到变质的年代。这一阶段与晚太古代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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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元古字、．” 、+

夭津市的元古字包括中元古界长城系、蓟县系和上元古界青白口系，其他层位缺失。

在蓟县北部，中。上元古界出露良好，总厚度达9 030m，主要是一套略受轻微变质并夹有

火山岩层的沉积岩系，顶，底清楚，下与太古字八道河群成角度不整合，上被下寒武统府

，君山组假整合覆盖。中、上元古界分为三个系十二个组。除下马岭组和长龙山组外，其他

十个组的名称均来源于蓟县境内地名。。蓟县剖面”是我国北方中，上元古界的标准剖面，

．．也是国际层型候选剖面。 ‘，

、

燕山地区的中、上元古界，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开始研究。1931--1934年高振西、熊

永先和高平发现“蓟县剖面”并发表《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cal一文后，。蓟县剖面”受到

中外地质学界的重视，不久便被公认为中国同时代地层的标准，李四光认为它是亚欧大陆

同时代地层中发育最好的。当时这二套地层称为。震旦系”。’1975年后曾一度将它与长江

三峡上元古界剖面合在一起称为“震旦亚界一j 1982年全国地层委员会决定将震旦系限用于

以三峡剖面为代表的地层，蓟县剖面的地层则暂分为长城系，蓟县系、青自口系三个系，

并废弃。震旦亚界”一名。蓟县剖面地层的时限为1800--850Ma。 一，

50年代以来，对蓟县中，上元古界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资料。其中以天津地质矿产

研究所(原称华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的成果最为突出。、河北省地质矿产局、天津市地质矿

产局等单位也做了不少工作。此外，地矿、石油部门还在天津市平原区和渤海湾进行了大

量钻探工作，从而对天津市中，上元古界的空间分布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

。’
’+

1_

“

、．， 第一节 长城系 ‘j
‘，

： ，‘

一、层序i j 。’，

’

。

长城系分为常州沟组，串岭沟组、团山子组、‘大红峪组、高于庄组五个组，总厚度为

4159m。 ’． ，、

：

(一)常州沟组 j
，

．÷

1．基本特征 ．
．、

．'

’

”

常州沟组由一套碎屑岩组成，主要为砾岩；砂岩、粉砂岩；夹少量粉砂质页岩、砂质

页岩。下部为河流相杂砂岩，杂砾岩，上部为滨海相、河13三角洲相石英岩，石英岩状砂

岩和少量黑色页岩。底部以砾岩不整合覆于太古字八道河群片麻状混合岩之上(图版I一1)，

顶部与上覆串岭沟组页岩为连续过渡关系。常州沟组石英岩的单层厚度大，岩石坚硬不易

风化，多形成与地层走向一致的东西向、北东向巍峨山岭。长城在燕山地区有相当一部分

建筑住本组石英岩山脊之上。

常州沟组原名“长城石英岩”，为。南酗E”最下部的一个单位∞。1956年申庆荣，廖
大丛将。南I：I统”改为。长城统一。1958年陈荣辉等将。长城石英岩一改为。黄崖关组’’，

以避免与“长城统”重复，1959年为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采纳。1964年俞建章等指出黄崖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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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关处的碎屑岩并非。黄崖关组坩地层，在常州村(或常州沟)一带该组剖面出露最好，建

议改用。常州村组”。由于常州村居房分散，且多坐落在太古字片麻状混合岩上，1964年蓟

县震旦系现场学术讨论会建议改称常州沟组，乃沿用至今。 ·

2．剖面描述 g 一。·7’ 一
，+

常州沟组剖面自常州村始，以南西40。方向沿常州沟西侧至水泉沟，再顺层西移至山头，

继续以南西方向至青山岭村北约500m处止。常州沟组厚度为859m，分为两个段。剖面描

述如下：。‘一． 一+．，
’^⋯

-。，、’‘

‘。 ‘：7‘

上覆地层：串岭沟组灰绿色沱质粉砂岩，夹砂岩薄层和透镜体 ，

‘

、

■
。

‘．t：：“一 ’l-i。——整I会———L j-7
：。‘ ’

～

。常州沟组(859m) ．．’1；t 一 一 +。‘ ．-．’

=段(380m) ．·。一 ，． ：；。。。：、 ”， ：

11．顶部为黄褐色薄层细粒石英砂岩，夹黄绿色薄层砂质页岩，波痕发育。上部 、，

V。

为灰白色中厚层石英岩，问夹绿色粉砂质页岩。中部为紫红色铁质石英砂岩，’。。、 ，

具明显的潮汐层理。。下部为肉红色中厚，厚层细粒石英岩状砂岩，夹绿色粉 -．，n| ：

砂质页岩，斜层理发育(图版I-2) ， 。|

．

t 146m

10．灰白，肉红色中厚，厚层石英岩状砂岩。成熟度高，显示小型流水斜层理。 168m

9．上部为浅肉红，灰白色厚，巨厚层中粒石英岩状砂岩。下部为浅灰黄色巨厚 ．，

层，块状含砾中，粗粒石英岩状砂岩，夹三层中，细砾岩，砾石直径20ram
、 左右。斜层理较为发育‘

7
，。‘-’’

’

66m
，

、
，

一段(479m) j 一 7一。

‘
‘

．8．浅肉红，灰白色厚，巨厚层中粒石英岩状砂岩，斜层理不甚发育，多为小型
’

．，流水斜层理，可见水下滑动构造 ．、 j 68m

7．紫红、灰白色细、中粒石英杂砂岩，下部较粗且含细砾。杂基含量为16．7％， *

’。。

斜层理发育 ‘ 77m

、， 6．中厚一巨厚层含细砾中粒石英杂砂岩，以灰白色为主，亦有灰紫、灰黄绿色。

下部较粗且含砾较多，向上变细。杂基含量为27．2％。下部显平行层理，向
一 上为板状斜层理

‘

IBm‘

‘5．浅紫色中厚一巨厚层细砾岩，粗粒石英杂砂岩，灰绿色细砂岩，粉砂岩，呈

粒序韵律层，斜层理发育(图版I-3) 97131-

o 4．浅紫色中厚，厚层细砾岩，中粗粒石英杂砂岩，夹灰绿色细砂岩，粉砂岩透，

镜体和薄层，显粒序层理，斜层理发育 “一49m

’

3．上部为浅紫、肉红色中厚，厚层不等粒石英杂砂岩，夹细砾岩。细砾常平行’ ．．，

层理集中分布成层，厚0．5m左右，与砂岩成粒序过渡。具波状层理，波谷 。

、

．

。
· 处多为泥质细砂岩、粉砂岩，斜层理发育。中部为灰黄，紫色砂砾岩，砾石；

直径为1—5mm者占40一50％，单向斜层理发育。下部为紫色中厚，厚层含 ，。

砾中粒石英杂砂岩，斜层理多为人字形，层面显示出波脊尖锐，波谷宽缓的

” ’波痕
， ．。．

， ilOre．

2．紫红色厚，巨厚层细砾岩、含砾粗粒石英杂砂岩，间夹灰绿色泥质细砂岩， ‘t

，： 夹一层0．5m厚的中砾岩 40m

1．灰紫色中粒石英杂砂岩。底部为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石英岩，磁铁

石英岩，’片麻状混合岩，砾石直径一般为10—20mm，最大者i00 X 80 X 50mm， ¨’ ‘’

‘

呈次圆状，表面有凹坑，向上砾径变小。砾岩与砂岩问显粒序过渡关系，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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