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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通过多种物探和钻探手段揭示了
，
隐伏于北京平原早第三纪以来形成的北京 地堑构

造
，
属典型大陆地堑性质

。

北京平原地区属中国东部盆地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

近年来
，
围绕首都城市建设

，
找矿

、

热水勘探
，
地震研究等

，
又做了许多综合物探和钻探工作

，
使我们加深了对隐伏于北京平

原下的北京地堑的认识
。

一
、

北京地堑的结构特征

��年代至��年代中期
，
物探和钻探工作初步揭示了北京平原第四纪沉积物下的构造轮

廓
，
具有走向北东的所谓两隆一凹的特点

，
西为京西隆起

，
东为大兴隆起

，
其间为北京凹

陷
，
两侧分别为一对大致平行的南苑一通县断层和黄庄一高丽营断层 �图��

。

近年来
，
为平原找水

、

石油和地热的勘探开发
，·

以及地震地质研究等目的
，
又做了大

量工作
，
证明北京地区浅层构造属于典型的地堑构造

，
在结构上表现有以下特点

�

在结构上控制北京凹陷与两侧隆起间的边界断层
，
南苑一通县断层和黄庄一高丽营断

层
，
为两组在早期挤压断层基础上发育的阶梯式正断层

，
基底断距达�����左右

，
北京凹

陷实质系新生代以来的地堑结构
，
轴向北东

，
延伸约�����

，
南

、

北为琢县和顺义北东东及

北西向断层所截
，
地堑宽约巧�����

， 在卫星影像上有很清楚的显示
，
表明北 京 地堑的

活动尚在继续
，

被地震和形变侧量资料所证实 �图��
。

北京地堑在晚燕山运动之后
，
历经晚白里世至古新世的剥蚀作用

，
始新世后迅速发育

起来的
，
这与我国华北主要地堑构造形成于早第三纪

，
可延续至晚第三纪时期大体一致

。

地堑内沉积中心一般偏向断层附近
，
如老第三纪沉积中心偏靠西部边界断层

，
新第三纪最

大厚度仍靠近西侧断层
，
说明有断边沉积的特点

，
且断距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
具有生长断

层的性质
。

沉积物粒度从始新统砾岩层开始
，
往上过渡为砂页岩

，
直到中一上新世早期的

粉砂岩和泥岩
，
有从粗变细的趋势

，
更往上则又出现砾岩层

，
反映早期快速裂开

，
而后经

过一段缓慢发展阶段
，
约在上新世时期又经过一次新的加速活动

。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三纪地层中
，
含有多期火山喷发物

，
主要为 早 期的 拉 斑玄武

岩
，
同位素地质年龄为��

�

����
�

���� 〔 ‘ ’， 相当于始一渐新世时期� 晚期中
、

上新世为碱
�

性橄榄玄武岩
，
大致属于华北晚第三纪沿太行山重力梯度带岩浆岩带

，
与地慢活动有关 〔“ ’ ，

均应属裂谷型岩浆活动
，
并有大陆向大洋过渡的色彩

，
据温度压力推算

，
应来自浅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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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的上地慢
，
这些事实说明

，
伴随北京地堑的发生与发展有来自上地慢的深部物质参与

和显著的热活动
，
具有裂谷岩浆活动特征

，
在华北地区也是有代表意义的

。

二
、

北京地堑的地壳与上地慢结构

北京地堑具有典型大陆裂谷的一般地壳与上地慢特征
。

重力场方面
�

北京及其近邻地区的布伽和均衡重力异常清楚的表现为北东向带状延伸

的重力高与重力低相间排列
，

重力高大体为隆起和地垒对应
，
北京地堑相对处于重力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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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重力异常
、

���������

布格 重力异常

������� �������

�� �����个� ���州���

�价

卿朋劝��
。
伽初的

图 � 北京地堑重力异常剖面图
���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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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方面
�
根据工业爆破和天然地震资料求得北京附近为一莫霍面隆起

，
轴向北东

，

轴部略偏于北京地堑西北侧
，
地壳厚度 ����� ��

，
向北部及西部山区

，
地壳厚度快速加

大
，
分别为 �������和 ���������’ 。

本区��波速度为�
�

����
�

������
，
低于稳定地

区的�
�

���
�

�����的��波速
，
具有典型的活动构造区的加波速性质

，
与莫霍面隆起 相对

应
，
表明地慢顶部物质的密度可能较正常地慢低

，
或存在部分熔融

，
这与上地慢低阻层和

居里面均较浅
，
热流值偏高是一致的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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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北京地堑地震剖
���

，
�

�

������� ������� �� ��� ������� ������
�

大地电磁测深方面
�

北京地堑及其附近在深����左右存在着�����厚的壳内低阻层
，

在�������深处
，
存在上地慢低阻层闭

，
暗示北京地区的岩石圈厚度有明显 减 薄

，
具典

型的大陆裂谷区或活动构造区的地壳及上地慢结构特征
。

居里等温面方面
�

北京地堑的居里等温面梯度线呈北东走向
，
地堑下的居里等温面明

显较东
、

西两侧浅���， �图��
，

地堑深部较热
。

大地热流方面
�

北京地区少量实测大地热流值初步表 明 在 �
�

���
�

���万� 〔 “ ’ ，
明显

高于全球平均热流值�
�

����
，
高热流异常与��波速减小

，
上地慢存在低阻层和居里面偏

浅是完全一致的
。

� 据张家茹
、

宋仲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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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
北京地堑重力场低

，
上地慢隆起

，

地壳减薄
，
低阻层和居里等温面较浅

、

热流

值较高
、

岩石圈减薄
，
地堑演化伴有年青橄榄玄武岩和拉斑玄武岩

，
所有这些特征

，
都具

有世界典型大陆裂谷的地壳和上地慢特征
，

同时表明
，
北京地堑是地壳与上地慢相互作用

下热活动和引张应力环境下的产物
。

三
、

北京地堑的现代活动性

据地震
、

形变测量和地热显示等资料表明
，
北京地堑至今仍在活动

。

地震活动性
�

北京处于华北地震活动区
，
无论在历史上或近代都有地震活动记录

。

西

边界断层附近曾发生过����年北京西郊����级地震
，
近代小震活动的震源深度大致以其为

界
，
断层东西两侧迥然不同

，
西侧一般深度在����以内

，
东侧北京地堑内一般 在 �����

��
，
几乎没有浅于����的地震

。

东边界断层附近
，
发生过�“ �年的通县����级地震

，

近

代小震活动一般较深
，
多在����以下

。

表明东
、

西边界断层均是控制地震活动 的
了

主要边

界
，
地震活动性总的面貌是

，
两肩较活动

，
特别是西部小震更活跃

，
而北京地堑内的地震

活动相对较弱�
。

根据弱震资料求平均应力场
，
与华北地区基本一致

，
�轴 为 北 东东

，
�

轴为北北西向�
。

地形变
�

北京地区���������年垂直形变的基本面貌
，

等值线是北东一北北东向
，
大

体与北京地堑的方向一致
，
尽管受北西向构造活动干扰

，
但地堑两肩相对隆起

，
中央下降

的趋势还是明显的�
。

地堑东
、

西边界断层
，
均显示正断层下滑

，

按三角测量资料推算
，

北京地区地壳处于张性应变为主�
。

虽然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
但上述基本资料意味着北京

地堑的继承性现代引张活动还是十分明显的
。

地热活动显示
�

北京地区地下热水可能属地表水深循环补给
，
但是北京地堑及邻近地

区的地热梯度一般在���℃��。 。�，
个别地区发现高达 �����������

，
地堑中热水温度

可达�����℃ ，
东北部小汤山温泉水温在�� 、 ���，

意味着北京附近深部有热活动
。

� 许绍
， ����，

北京地区地震活动的构造特征
。

� 许忠淮
， ���。 ，

京津唐张地区小地震的平均释放应力场
。

� 孙铁珊
， ���。 ，

北京地区的垂直形变
。

� 张存德等
， ���。 ，

北京平原和延怀地区的现代构造运动与现代应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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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研究北京地堑的意义

对北京地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意义
。

�一�隐伏于北京平原下的北京地堑构造是老第三纪时期整个华北
、

甚至整个中国东

部发生大陆裂谷作用时形成的产物
，

北京地堑虽规模不算大
，
但具有典型大陆裂谷的一系

列特征
，

因此研究北京地堑对于进一步认识大陆裂谷成因
，
以及整个华北盆地裂谷作用的

地球动力学过程
，
将是一个典例

。

�二�晚新生代以来的活动地堑构造
，
也是华北地区的重要发震 构 造 〔 ’ “ ，， 通 过对北

京地堑现代活动构造的研究
，
对进一步指导地震研究和预报都将是有意义的

。

�三�北京地区的热水资源以及地下水深循环的通道与地堑构造的结构演化及最新活

动有密切联系
，
除地下水深循环外

，

是否存在浅层热源
，
也是吸引人的课题

。

总之
，
北京地堑具有典型大陆地堑构造的基本特征

，
工作程度相对较高

，
为深入研究

大陆裂谷的某些基本问题
，
提供了有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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