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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地矿局区调队�

提要
�

简要介绍了山西省区域地质特征
，
内容包括地层

、

岩浆岩
、

变质岩
、

构造等
。

山西省简称晋
，
位于中国北方的阴山山脉和秦岭之间

、

黄河中游
、

黄土高原东部
。

山

西省东以太行山脉与河北省
、

河南省为邻
，
而得现名� 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相望

，
故古代曾

以河东相称
。

山西省在地质构造上处于两个东西向巨型构造带—天山一兴安岭和秦岭 构 造 带之

间
，
是华北断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山西地质以出露良好
，
地层发育齐全

，
岩 浆 岩 期 次

及种类多
，
断块构造明显

，
构造层多层叠加等特点

，
为地质学家所重视

。

一
、

山西区域地层和沉积作用特征

山西地层发育较齐全
，
除志留系

、

泥盆系之外
，
从下中前寒武系

、

上前寒武系
，
到古

生界
、

中生界
、

新生界所属各系
，
均有分布和出露

。 、

通过近一百多年来国内外
、

省内外的

地质学家
，
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区域地质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
建立了山西基本统一的地层

划分和对比的命名系统
。

下中前寒武系是一套强烈褶皱的变质岩系
，

组成了山西的结晶基

底沉积盖层， 以碳酸岩为主
、

底部包括部分碎屑岩的长城系一奥陶系
，

海
、

陆交替相的石

炭系
，
近海平原相的二叠系

，
内陆盆地

、

山间盆地相的三叠系
、

侏罗系
、

白垄系
、

下第三

系所组成 � 其上覆有上第三系
、

第四系松散堆积层
。

�一�下中前寒武系
，
也可称前长城系

，
山西各天山区均有分布和出露

。

五台一太行

山区的下中前寒武系出露良好
，
层序及接触关系清楚

，

在华北以至全国均具 有 代 表 性
。

如今又通过二十多年的工作
，
建立了详细可靠的地层层序

，

大的界面有同位素年龄控制
，

“
撑沱

”
地层建立了叠层石组合

。

山西区域地质调查队建议全国恢复使 用阜平系
、

五 台系

沫沱系
，
并首先以三者统一了全省早中前寒武纪地层的划分和归属

。

山西早中前寒武纪地

层划分及特征如表�
。

�二� 山西上前寒武系
，
包括长城系

、

蓟县系
、

青白口系
、

震旦系
，
主要分布和出露于南

部和东部边缘地带
，
发育不齐全

。

但山西位居燕山和豫西之间
，

中条山
、

王屋山区长城系

发育齐全
，
是蓟县所缺少的长城系下部地层—西阳河群命名地区

，

也是连系和解决小秦

岭
、

豫西
、

汝阳
、

篙山等地上前寒武系关系的纽带� 恒山一五台山一太行山北段高于庄组

叠层石发育
，

对建立燕山地区高干庄组叠层石组合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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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山西省下中前寒武系划分及沉积类型建造

����� � ������������� ���二泣�����云��
����� �遥���

� ��� �����

����������� ��� �������� �，�� ��� �曰������行

����������� 加 �卜���云���，注���

地层
归属

中条山区 吕梁山区 五台一太行山区 构造运动
同
年漪枷

积类型
�
沉积建造段山行南太中

高于庄

常州沟组
、 、

一吕梁运动次幕一�一��。 。
︸一一

一

鲤坚进�卜墨竺史登
一

飞

史竺色�
，

、

竺鲤登
�

下中条群 � 岚 河 群

东 焦 群 �红石头变动�

一吕梁运动主幕
�小营河变动�

一����

接直上覆地层一中

下 �系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中中绛县群群
〔 〕〕

梁梁梁梁梁梁梁梁
超超超
群群群

高 繁 群

台 怀 群

石 咀 群

一五台运动班幕
�金洞梁变动�

一五台运动 �幕
�探马石变动�

五台运动 �幕
�甘泉变动�

一�誉�

甘陶群河︸上赞皇群

五台群超

︸绛县超群

一铁 堡 运 动一卜 ���。

一桑 园 口 变 动一

一观 音 堂 变 动一

冒冒冒地槽型型磨拉石建造造

拗拗拗拗拗陷沉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巨巨————
熟熟
告告告告告告

告告告告告告
沙沙沙 优地槽型型 浊流沉积积
、、、
裂陷海槽槽 建 造造

沉沉沉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细细细细碧岩建造造
一一一一

绿岩建造适
硅硅硅硅铁建造造造
碎碎碎碎屑建造造

下赞皇群卜盛参巡
�

�
一

竺竺生毯
�

�陈 庄 群

阜平超群
谏 水 群 � 界河口群

一五台系一阜平系

山西与邻近地区上寒武系对比和山西上前寒武系主要沉积相
、

沉积岩如表 �
。

山西于晚前寒武纪时经历了
�

自西南而东北
，
由裂谷

、

大陆边缘
，

到沿浅海峡谷海进

超覆
，

南部上升
，

北部形成广阔的陆表浅海� 继而北部上升
，
海水向南回流超覆

，
南部形

成广阔陆表浅海的海陆变迁
。

�三� 山西的寒武系
、

奥陶系和华北地区一样
，
是一套典型的陆表海环境下的滨岸泻

湖一广海陆棚相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
。

由于在山西分布普遍
，
出露广阔

，
清楚的显示了下古

生代由早到晚
，

自南而北海进超覆
，
然后 �中寒武世末�南部相对抬 升

，
岸进 海 退 �向

北�的全过程
。 、

这对华北地区下古生代岩相古地理演化变迁
，
一些

“
穿时

”
地层的认识

，

地层对比和划分等
，
具实践和理论意义

。

�四� 山西的石炭系
、

二叠系也是一套在华北地区具典型意义的滨岸泻湖一三角洲一

滨海平原一近海平原环境下的含煤系地层
，
分布普遍

，
出露广阔

，
是华北地区石炭

、

二叠

系各阶 �组�命名和标准地区
。
����年全国石炭

、

二叠系地区现场会议以后
，
特别是近十

多年来
，
在古生物 �特别是建

、

古植物
、

牙形石等门类�
、

沉积岩相研究等方面取 得 的新

成果
，
清楚地显示了山西上古生代

，
自本溪组开始

，
由北而南的海侵

，
到太原组晋祠段沉

积后
，
转为由北而南的岸进

、

海退的全过程
。 ‘

这对华北地区上古生代岩相古地理
，
成煤环

境变迁的认识
，
煤层对比

，

整个含煤系—石炭
、

二叠系的划分对比等
，
具重要的实用价

值和理论意义
，

�五� 山西的三叠系分布也较广泛
，
是一套宽阔的河流相为主的冲积平原沉积

，
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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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山西省与邻近地区上前寒武系对比和主要沉积相及沉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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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
、

灵宝

山 西

中条山区

豫 西

午阳
、

鲁山

豫 西

汝 阳

太行山

南 段

天津市

蓟 县

震旦系�罗圈组 �罗圈组 �罗圈组 罗圈组

主要沉积相及

沉积岩 �指山

西省境内�

冰积相砾岩

止川一
，著�厂�

厂下万一�
叫

丁丁门一厂�一二二丁一
白 � ��������夏茅组

�

口 � � �
’ � 「「「�一�一

�

玉 �
一

左墓组�� �】 �】 �

�川 �阳
一

厂
井儿峪组 景儿峪组

蓟

冯家湾组

杜 关 组

巡检司组

龙家园组

红岭组

何瑶组

�
一

龙家园组 �黄连垛组

琳�卫且�
工翌竺

�

�
川 � �型华�
�川 �竺竺竺�—���� � � 陆表浅海相
，‘ ’
�
雾迷山组

�
雾迷山组

�
叠层石白云岩

杨庄组

高于庄组

大红峪组

陆表浅海相
白云岩

�
一组
�

�

�占庄��
一于
��

一高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洛洛洛峪口组组 洛峪口组组 洛峪口组组组 团团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高高 上亚组组 崔 庄 组组 三教堂组组 三教堂组组 骆驼畔组组组

崔崔崔崔 庄 组组 崔 庄 组组 葡 峪 组组 串岭沟组组

山山山 北大尖组组 北大尖组组 北大尖组组 上马鞍山组组
中中亚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河河河河河河 下马鞍山组组 下常州沟组组

群群 下亚组组 白草坪组组 白草坪组组 白草坪组组 兵马沟组组 白草坪组组

云云云梦山组组 云梦山组组 云梦山组组组 云梦山组组

熊熊耳群群 西西 马家河组组 熊耳群群 熊耳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
河河河河许 山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群
大大大大古石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团山子组

潮间泻湖
、

泥
坪砂 坝 相 白 云
岩

、

泥岩
、

石英
砂岩

串岭沟组
局限海相绿
黑色页岩

上马鞍山组�上常州沟组�上常州沟组

城 常州沟组
潮间砂坪相

石英砂岩

潮间泻湖相泥岩

河口三角洲相
石英砂砾岩

活动
大陆边缘安
山岩夹英安岩

裂谷早阶段何湖
相砂砾岩

、
泥岩

地区三叠系的大部分地层名称
，
命名于山西

‘ ，

二马营组的肯氏兽动物群
，
����年即已发现

和研究， ����年以来
，
和尚沟组

、

刘家沟组中以肋木属为代表的斑砂岩型植物群及抱粉
、

叶肢介的发现和研究
，
填补了华北早三叠世古生物的空白

，
解决了多年来和尚沟组

、

刘家

沟组时代归属的难题
，

使山西成为华北中
、

下三叠统的标准地区
，

成为中国研究陆相三叠

系的理想地区
。

�六� 山西省侏罗系
、

白圣系分布不广
，
主要局限于北部

、

东北部地区
，
是一些山间

盆地环境下的河湖相
、

河流冲积扇相沉积
，
或火山岩流及碎屑沉积 � 含有山西第二套工业

煤层
，
具重大的经济价值

。

侏罗系 �特别是上侏罗统火山岩�
、

白奎系层序的建 立
，
对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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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区地层划分和对比
，
对中生代地壳运动及岩浆活动的认识

，
均具重要的意义

。

�七�山西的下第三系分布更为局限
。 、

平陆
、

垣曲一带的下第三系研究历史早
，
是一

套典型的山间盆地磨拉石相堆积
，
在华北地区不多觅于是经过一定的研究

、

含丰富古脊推

动物化石的下第三系出露区之一
。

�，劝 山西上第三系
、

第四系分布
，
遍及全省各地

。

第四系成因类型多
，
有盆地河沟

中河湖相的堆积
，
有分布于山区的风成相为主的土状堆积

“

由于新构造的不断抬升
，
使很多

剖面露出地表
，
所以华北地区很多第四系地层的命名和标准剖面地点在山西

�、

山西第四系

研究历史长
，
研究程度也较高

，
古脊推动物点古人类文化遗迹多� 其他古生物

、

古地磁学
、

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
，
也累积了一定的资料

‘、

山西具备了对第四系开展多学科
，
利用多种

手段进行研究的有利条件和基础
。

二
、

山西岩桨岩和岩浆活动特征

山西岩浆岩出露面积相对较小
，
但表现了多期次

、

多阶段
、

多岩类
、

多成因类型的特

点
。

按时代可划分为
�

前五台
、

五台
、

吕梁
、

晋宁
、

海西
、

印支
、

燕山
、

喜山等八个期
、

十九个亚期和更多的阶段 �其中五台
、

吕梁
、

燕山兰期岩浆岩最为主要�� 按岩类包括有
�

超基性
、

基性
、

中性
、

中酸性
、

酸性
、

偏碱性
、

碱性， 按产状
，
有侵人岩 �岩基

、

岩株
、

岩脉
、

岩墙�
、

喷出岩
、

次火山岩等， 按成因类型有慢源
、

壳源
、

过渡 同 熔三大类型， 按

不同的岩石组合
，
可划分出若千成岩系列

。

�一�五台期岩浆岩分布和出露于组成结晶基底的五台期断褶带 中
，
表 现了多旋 迥

性
，
包括

�

早阶段的慢源型的拉斑玄武岩一钙碱性的玄武岩一英安质
、

流纹质火山岩 �部

分显示细碧角斑岩特征�和侵人其中的超基性橄榄岩一辉石岩
，
辉长一辉绿岩， 晚阶段的

过渡同熔型片麻状石英闪长岩一片麻状奥长花岗岩一钠质花岗斑岩及深部地壳重熔型的片

麻状二长花岗岩
‘

�二�吕梁期岩浆岩主要包括
�

早期慢源型的玄武岩
，
辉绿岩床 � 中期地壳重熔型的

二长花岗岩和晚期来源于地慢的辉长一辉绿岩墙群
�、

前者分布于吕梁期拗 褶 带 内
，
后 二

者多出现于吕梁期拗褶带两侧的前津沱系中
‘、

吕梁期花岗岩已发现与关帝山区的稀土
、

稀

有
、

钨
、

锡等矿化有关
，
具有重要的找矿前景

。

�三�燕山期岩浆岩包括三个成因类型
，
其分布与地质构造位置有关

。，

出现于断块内

部的是
�

受南北向扭张断裂控制
，
来源于上地慢 �混染了少量地壳物质�的基性岩浆

，
自

深部分异而成的碱性
、

偏碱性系列—可称为平 �顺�一塔 �儿山�一紫 �金山�系列的

侵入岩
，
它们主要分布于山西中部三条南北向构造带上

，
组成四个杂岩群 ， 其总的演化颇

序和岩石组合为
�

橄榄辉长辉绿岩一角闪闪长岩一正长闪长岩一二长岩一霓辉正长岩一霞

石正长岩
《

由东向西
，
杂岩群所出现的岩石组合

，
由下向上变化

。

平顺一陵川杂岩群
，
出

现前阶段组合 � 塔儿山一二峰山杂岩和狐惬山杂岩群
，
出现中阶段组合 � 紫金山杂岩体出

现后阶段组合
。，

因此
，
由东向西杂岩群的碱性程度增高

，
基性程度减低

� 岩石化学成分上

表现为
�
�

��
、

火
�������增高

，
�����

、

���
、

���减低
，
山西的碱性

、

偏碱性岩是 整个

华北断块区内部碱性
、

偏碱性岩浆系列的组成部分
，
上述的演化

、

变化规律也适用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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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断块区
。

该系列侵人岩是华北地区邯邢式铁矿的成矿母 岩
，
对铜 �铂�

、

金矿的 寻找

也有一定的前景
。

出现于断块区边缘—山西东北部
、

西南部的是
�

受北东向挤压构造和

配套的北西向拉张构造控制的壳源重熔型岩浆形成的酸性系列—可称为蚕 �坊�
、

六�棱

山�
、

铁 �瓦殿�系列的侵人岩和过渡性同熔型岩浆于深部分异而形成的中性
、

中酸 性 系

列—可称为老 �潭沟�
、

太 �那水�
、

刁 �泉�系列的浅成侵人岩
、

火山岩
。、

蚕六铁系列

侵人岩岩石组合为花岗闪长岩一黑云母花岗岩
�、

老太刁系列侵人岩的典型岩石组合及演化

顺序为正长辉长岩一辉石正长闪长岩一正长闪长岩一花岗闪长斑岩一花岗斑 岩一石 英 斑

岩
。

老太刁系列侵人岩常表现为复式岩体 � 但上述岩石组合很少全部出现
，
往往只出现其

中部分组合 ， 该类型岩体对山西以金为主的铜铂
、

铅
、

锌
、

银等多金属矿产的形成具重要

意义
。

�四�晋宁期
、

海西期
、

印支期岩浆岩
，
在山西分布有限

，
不占重要地位

�、

除其中火

山岩外
，
各期侵人岩的确定均属近几年����万岩浆岩总结过程中的新成果

。

这将改变认为晋

宁运动
、

海西运动
、

印支运动对山西影响不大的传统看法
‘�

晋宁期
�

早期主要为安山岩为

主的火山岩
，
包括中条山

、

王屋山区的西阳河火山岩和吕梁山区的汉高山
、

小两岭
、

关 口

等火山岩 � 中期花岗岩仅一个
，
见于中条山区， 晚期辉绿岩墙群

，
除中条 山 区 外

，
太 行

山
、

吕梁山
、

五台山也均有分布
‘�

海西期
、

印支期岩浆岩
，
出现于山西省北缘雁北地区

，

显然与内蒙海西地槽的活动有关
，
它们主要表现为中酸性

、

碱性
、

偏碱性浅成侵人
。，

三
、

山西区域变质岩和区域变质作用特征

山西省的区域变质岩分布广泛
，
出露也相当广泛

，
山西的前长城系全部由区域变质岩

组成
七、

变质岩类齐全
，
主要岩石类型有

�

麻粒岩
、

片麻岩
、

变粒岩
、

角闪质岩
、

板岩
、

千枚

岩
、

片岩
、

石英岩
、

大理岩等
‘、

区域变质作用可划分为三大期
�
前五台期变质作用程度达

高角闪岩相一麻粒岩相 � 五台期包括了三次变质作用
，
变质程度分别为低角闪岩相 �十字

石一兰晶石带�
、

高绿片岩相 �绿帘角闪岩相� �铁铝榴石带�
、

低绿片岩相 �黑 云 母带
、

绿泥石带�� 吕梁期变质作用以区域动力变质作用为主
，
变质程度仅达次绿岩相 的 板岩

、

千枚岩级
。

山西前长城系区域变质岩中变质作用的叠加
、

改造作用明显
‘，

包括后期低级变质作用

对前期高级变质岩的退变质和混合岩化作用
，
以及区域热变质的叠加变质

。

高级变质岩中

发生的区域混合岩化作用
，
实质上是属于一种后期低级变质作用时对其产生的 退 变 质 作

用
。

五台期变质岩石中的混合岩化作用
，
形成于吕梁期 � 前五台期变质岩中的混合岩化有

两次
，
分别形成于五台期和吕梁期

。

四
、

山西区域地质构造特征 �图 ��

山西在地质构造上
，
介于两个巨型东西向构造带—天山一兴安构造带与秦岭构造带

之间
，
是华北断块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按断块学说
�

前阶段拉张造洋和后阶段挤压造

陆
，
组成一构造旋迥 � 山西包括了四个构造旋迥

，
即前五台构造旋迥

、

五台一吕梁构造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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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
、

晋宁汁燕山构造旋迥
、

喜山构造旋迥
。

�一�前五台构造旋遇
，
经历了三次以上的构造变动

，
形成了三个以上的亚构造层

，

构成了一系列内旋层逆时针扭动的旋扭构造
，
例如夭镇一阳高旋卷构造

、

阜乎帚状构造
、

奇岚帚状构造
、

晋南帚状构造
， ’

成为山西的古陆核
。

�二�五台一吕梁构造旋迥
，
包括两个亚旋迥

�

五台亚构造旋迥
，
经过三 次 构 造 变

动
，
形成三个亚构造层

，
构成了四个以平卧摺皱叠加为特征的断褶带

，
即云中山一五台山

断褶带
、

袁家村一周家沟断褶带
、

赞皇断摺带
、

绛县断摺带� 吕梁亚构造旋沮
，
经过两次

挤压构造变动
，
形成三个亚构造层

，
构成了四个两侧次级褶皱向内倒转的复向斜 式 拗 褶

带
，
它们是豆村一东冶拗褶带

、

岚河拗褶带
、

甘陶河拗褶带
、

蓖子沟拗摺 带
。

这 些 古 陆

核
、

断褶带
、

拗摺带
，
共同构成了山西的结晶基底

‘ 、

但他们只出露于一些断隆部位
。

招

块

图 � 山西省断块区划图
���

�

� ��� ���初
�� ���

����� ����，��� �� �

恤
��� ��������

�二喜山期新裂陷边界
�一燕山期二级断块边界
�一燕山期三级断块边界
�一吕粱期拗褶带边界
�一五台期断褶带边界
�一铁堡期古陆核主要褶轴线
��豆村一东冶拗褶带
���岚河拗褶带
����甘陶河拗褶带
���中条山拗褶带

� 工五台山断褶带

�卫袁家村一周家沟断褶带

�班赞皇断褶带

���绛县断褶带
� 工阳高一天镇旋卷构造
� ��奇岚帚状构魂
� 址阜平帚状构造
��晋南帚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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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宁一燕山构造旋迥
，
经过七次以上不均衡升降的地壳变动

，
形成了十个亚构

造层 � 最后经过两次挤压褶皱变动
，
构成了目前山西断块构造的基本面貌

。

山西以吕梁一

太行断块为主体
，
边部跨有燕山断块

、

内蒙断块
、

鄂尔多斯断块
、

豫皖断块
。

各断块间
，

以及断块内的次级断块间
，
一般往往以枢纽逆冲断裂为界

。

晋宁一燕山构造旋迥所形成的

构造以北北东向为主
，
但往往受到边界条件的限制而有所改变

。

中部近南 北
，
两 端 偏 北

东
，
因之山西总体呈现为拉长而斜置的

“
�”
形

。

�四�喜山构造旋迥
，
属于不完整的一个旋迥

，
至今尚处于拉张阶段的初期

，
构成了

山西中部
，
纵贯南北的一系列箕状裂陷

。

自北而南依次为
�

桑千河 �大同�新裂陷
、

撑沱

河 �忻州一代县�新裂陷
、
晋中 �太原一介休�新裂陷

、

临汾一运城新裂陷
。

这些裂陷
，

叠加于燕山运动形成的断块上
，
盆地边缘为继承燕山期而反向发展断裂所围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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