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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鹰咀红山地区地质构造特征

李瑾焕 李晓云

�甘肃省地质局遥感地质站�

鹰咀红山地区处于天山一阴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北山段落公婆泉一石板井摺带中
，厂

按

地层区划属北山分区弯塔克一马宗山小区
。

地理座标为东经
���

�

��‘
一���

�

��
‘， 北纬 峨。 ’

��

一��
‘

��
‘ 。

面积约����平方公里
，
行政上归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管辖

。

鹰咀红山地区
，
地层出露虽然简单

，
但地质构造却较复杂

，
特别是断裂构造甚为发育

，

同时各期次岩浆侵人活动频繁
，
并伴生有钨

、

铁
、

铜
、

铅等内生金属矿产
，
故不少地质工作

者对本地区发生浓厚的兴趣
。

为了结合本区的地质矿产普查工作
，
提高区内的研究程度及

丰富基础地质资料
，
我站����年在区内利用航空遥感地质满查方法进行了云��万比例尺的

区域地质填图
。

通过工作
，
我们对鹰咀红山地区的地质构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取得了一

些成果
。

一
、

工 作 情 况

对区内地质构造的研究工作
，
我们主要利用遥感图象 �包括航空象片及卫星象片� 所

反映出的各种地质信息
，
并结合野外验证来进行的

。

鹰咀红山地区基岩裸露程度好
，
气候干燥

，

植被稀少
，

无明显的人为自然地貌的改造
，

是利用遥感图象进行地质工作的一个理想区域
。

实践证明
，
卫星象片及航空象片均能在本

区从不同的侧面淮确或较准确的反映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地质构造内容
，
特别对断裂构

造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潜力
。

合理的
、

科学的
、

灵活的应用航空遥感地质方法可以获得比常

规方法丰富得多的地质资料及较好的地质效果
。

经过对区内各种遥感图象的地质解译和野外验证
，
测区内的各种构造形迹依据其力学

性质
、

展布方位及集中程度可划分成两个构造带及一个旋卷构造
，
即

�

白石山一大王山东西向构造带
、

古闹井一英雄山北东东向构造带及炮台山旋卷构造
。

上述三种构造成份互相交织
、

互衬互托
，
构成了本区构造的基本轮廓

，
并组成一幅复

杂
、

美丽的地质图案 �图 ��

二
、

白石山一大王山东西向构造带

白石山一大王山东西向构造带是天山一阴山东西向构造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是区

域内发育最早
、

持续时间最长
、

影响最大并起控制作用的构造成分
。

该构造带由一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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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式背斜 �鹰咀红山复式背斜�
、

一个紧密的断裂挤压带 �望旭山一莲苞山断裂挤压带�

及其它东西向断裂
、

褶皱和与其配套的不同方向的断裂等组成
。

鹰咀红山复式背斜构造呈近东西向横亘于本区
，
为一向东倾伏的线状褶皱

，
它是本构

造带的主体组成部分
。

从卫星象片中可以清晰看到
，
它的四周被震旦系白云质碳酸盐岩组

成的一系列中一中低山所包围
，
色调呈深灰色一灰黑色

，
而中间被呈纺锤形加里东晚期花

岗岩体所占据
，

色调呈灰白色
。

岩体由于遭受强烈的剥蚀
，
地形低平呈残丘

，
岩体与围岩

的高差可达上百米
，

构成了地貌上醒目的浴盆形态
。

复式背斜轴部出露的主要岩性为中震旦统下岩组的一套浅变质碎屑岩夹薄 层 碳 酸 盐

岩
。

在老闹沟以西
，
核部位置被岩体所侵

。

背斜两冀出露的岩性差异较大
，
相对比较

，
北

冀保存完整
，
主要由中震旦统上岩组及上震旦统的厚层一块状白云质碳酸盐岩组成

。

南翼

在古闹井一带出露为中震旦统下岩组的碎屑岩
。

在狮子山一带为厚层白云质碳酸盐岩
。

根

据古桐井西侧及三道梁东侧地层产状的显示
，
该复式背斜的轴线位置大 致 在 ��

‘

��
，
一��

’

��’ 左右
，
摺皱轴的走向由西向东从��

。

转为��
。

一��
。 。

一一一
口

�

口
�

国
�

团
图 � 鹰咀红山复背斜转折端航片地质解译图

�一第四系冲
、
洪积物， �一第四系洪积物

， �一震旦系白云质灰岩
， �一断层

复式背斜的转折端无论外褶层或内褶层均有一系列小型背
、

向斜构造
。

由北向南较大

的褶曲有宝石山南东的背斜
、

鱼齿山东的向斜
、

尖山向斜
、

狮子山背斜及其南的向斜等
，

形成花边状封闭圈状
。

但这些褶曲都不完整
，
大部份被后期断裂所破坏

。

�图 ��

鹰咀红山加里东晚期花岗岩体呈东西向侵人于复式背斜的核部
，
其长轴与形态都与背

斜构造协调一致
。

主要岩性为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岩体可分中心相
、

过渡相
、

边缘

相
。

岩体内部近南北向
、

近东西向脉岩
、

节理
、

裂隙在航片中反映清晰
、

明显
，
特别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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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梁南北向中酸一中性脉岩不但连续性好
，
而且规模宏大

。

借助脉岩的分布情况分析
，
岩

体内大量近东西向
、

北东向
、

北西向断裂的存在是很明显的 �图 ��
。

上述断裂
、

节理
、

裂

隙都显示了东西向构造的初级形迹
，
并指示东西向构造带在岩体内部的配套组分

。

由于岩体的侵人
，
作为一个坚硬的

岩块存在
，
在区域应力不均 一 的 环 境

中
，
致使岩体南

、

北两侧的构造发育程

度很不平衡
。

南侧为古闹井一英雄山北

东东向构造带
，
北侧为望旭山一莲苞山

断裂挤压带
。

望旭山一莲苞山断裂挤压带由一系

列破坏性强
、

延伸长
、

规模大的压性或

压扭性断裂组成
。

其大部分发生在震旦

纪地层中
，
但在早二叠世地层及岩体中

亦可见到
。

这些断裂在航
、

卫片中均有

清晰的显示
。

莲苞山压扭性断裂是该挤压带中的

图 � 狮子山北西脉岩与平推断层关系

航空象片地质解释图

主干断裂
，
向西延至火车山一带

。

该断裂在鹰咀红山地区延伸��公里
，
向东被第四系戈壁

掩盖
。

在遥感图象上
，
断裂呈明显的

“
线形

”
穿过各地质体

。

在野外发现岩石强烈破碎
，
其两

侧的白云质灰岩往往皆变成碎裂岩或白云质碎裂灰岩
。

破碎带宽可达��一��米
，
破碎带中

的断层角砾岩有受挤压及再挤压的痕迹
，
同时可见到断层擦痕重叠

、

侧叠及出现几组镜面

的现象
。

由此可知
，

该断裂至少具两次以上的活动期
，

并在活动的基础上
，
不断扩大自身

的影响范围
。

伴随该断裂挤压带发生的北西向
、

北东向断裂一般以扭性为主兼以强度小的压性及张

性 �图��
。

在本区西部北西向平推断裂尤为发育
，
它们往往可形成密集

、

平行的断裂组产

出
。

如在火车山北侧
，
计有八条断裂平行排列产出

，
组成东西向构造带的配套成夯

。

图 � 三道梁扭性断层地貌景观素描

三
、

古桐井一英雄山北东东向构造带

古闹井一英雄山北东东向构造带集中发育在本区的东南部
。

它主要有一系列北东东向

或北东向的断裂
、

褶皱及与其配套的北北东向
、

北西向断裂组成
。

从区域上看
，
它的展布

方位与东西向构造带有一个明显的交角 ���
“

一��
’
�

，
从性质上分析

，
它主要有一些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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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破坏力
、

平推距离明显的压扭性断裂组成
。

褶皱在此带中不甚发育
，
往往被断裂所破

坏而保存不全
。

尖山北西 �公里的压扭性断裂是北东东向构造带的主体构造线
。
该断裂的西部呈北东

东向延伸
，
向东转为北东向

。

断面北倾
，
倾角为��

’

一��
’ ，
在本区出露长约��公里

，
向东

至鱼齿山虽被第四系戈壁覆盖
，
但在航

、

卫片内仍可见到线形显示
。

由于断裂呈强烈的斜

冲
，
致使震旦系中统下岩组 ���的 的中薄层白云岩及部分碎屑岩呈楔状切入震且系 中统

中岩组 ��
�
�� 的厚层一块状白云质灰岩之中

，
同时它与其南的断层一起

，
造成了南 东盘

的地质体向北东下滑
，
断裂具逆时针扭动性质

。

在断裂带中可见宽十几米至几十米的破碎

带
，
断层角砾岩及摩擦镜面明显

，
两侧伴随派生次级小断裂及拖拉褶曲 �图��

。

图 � 炮台山北西地质构造景观素描图

狮子山北断裂及向阳山断裂亦具上述相似的性质
，
是本带中较为典型的两条压扭性断

裂
，
它们的断面一般都呈北西向倾斜

，
倾角在��

“

左右
。

北东东向构造带中褶皱并不发育
，
形态较为完整的为狮子山背斜

。

该背斜发生在震旦

系上统下岩组的中厚层白云质灰岩
、

大理岩之中
，
轴向呈北东向

。

北侧被压扭性断裂所切
。

出露不全
，
南侧局部地段被上侏罗统所掩盖

。

随着褶皱的发生
，
在地层中伴有次级小褶曲

及小断裂
，

片理及节理亦相应发育
，
岩石显得破碎

。

从断裂的交接关系及展布特征看
， 厂

它的发生
、

发展时间应晚于东西向构造
，
并在其涉

及的区域内往往将东西向成分的构造形迹经改造后改变其原来的方位归并到自己的体系之

中
。

例如鹰咀红山复式背斜的轴线
，
它彝黛

北东东向及北东向
，
在尖山

、

向阳山二带与
鹰山一带酬靛布形式已由原来的近东西向转为

断裂的方向完全一致
。

四
、

炮台山旋卷构造

炮台山旋卷构造由加里东晚期黑云母斑状二长花岗岩体及震旦纪碎屑岩地层组成
，
在

卫星象片及航空象片上都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近圆形的环状影象
。

在解译过程中
，
我们称之

为炮台山环状构造
。

花岗岩体 ��扔 在平面上呈近圆形产出 �图��
。

地表出露面积约��余平方公里
。

岩体

的北侧及东侧呈圆滑的曲线封闭
，
南侧因被第四系冲洪积砂砾覆盖

，

界线不清
，

岩体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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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似三角形嵌人覆旦系碎屑岩之中
。

整个岩体与周围上震旦统中岩组石英质碎屑岩为侵入

接触 �图��
。

在北
、

西侧局部地段为断层接触
。

由于抗风化能力的差异
，

致使岩体处于相

对的负地形而呈盆状
，
两者高差可达十余米

。

图 � 尖山附近花岗岩体侵入于碎屑岩地层素描

岩体为粒度不等的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及花岗闪长岩
。

在遥感图象上可清楚地看到岩体

内部显示围绕中心暗色体的环状形象
，
东部明显且发育

，
至少可以有三个大的

、

连续的环

线
。

西侧较模糊
，
但可以从脉岩的展示形式得知有弧形形迹 ‘ 我们借助图象的反映可以确

定为一个小型的环状构造
。

根据验证资料得知
�

岩体内部为细一中细粒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及粗粒花岗岩组成
。

三者呈渐变过渡关系
。

显环线的影象系大型节理
、

裂隙及断裂等组成
�

环状构造的中心为

中部暗色的细粒花岗闪长岩
。

根据资料认为
，
此环状构造的扭动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

岩体中脉岩展布形式引人注目
。

脉岩的走向一般都垂直于节理
、

裂隙及断裂
，
呈向四

周撒开的放射状
。

这一现象显示了脉岩是岩体同期 �期后�的产物
，
又受岩浆侵位时构造

的控制
，
从而使炮台山环状构造更为清晰

、

完整
。

由此看出
，
炮台山环状构造的形成

，
具有它本身特有的边界条件

。

在一定的区域应力

场中
，
东西向构造带

，
特别是北西向

、

东西向断裂的发育
，

使该地段成为一个强烈的破碎

带
，
同时又是一个构造的薄弱地带

，
兼之北部望旭山一莲苞山挤压带及东部复式背斜的制

约
，
致使形成了如此独特的构造现象

。

其成生的时间显然与岩体侵位时间大致相近
。

五
、

结 语

综上所述
，
鹰咀红山地区的地质构造图案由时间

、

形式
、

性质不同的各种形迹组成
，

同时在它们之间又具有成生联系及互相转化的因素
。

它们互相交错在一起
，
显示了该地区

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及规律性
。

当我们在研究鹰咀红山地区地质构造特征之后认为
，
发育在本区的白石山一大王山东

西向构造带是天山一阴山东西向构造体系在
一

甘肃北山的一部分
，
它表现了空间的持续性及

时间上反复
、

长期活动的特性
。

其大致的地质历史发展在本区可分为五个阶段
�

�一�晚前寒武纪在区域内初步形成东西向海槽
，
陆续沉积了巨厚层的蓟县系

、

青白

系的一套碎屑岩
、

碳酸盐岩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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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当于兴凯运动使本区地壳抬升
，
东西向断裂发生

，
并使震旦纪地层开始遭受

剥蚀
。

在本阶段
，
断裂构造并不强烈

�

�三�加里东运动晚期发生褶皱并伴随大规模的酸性岩浆侵人
。

东西向断裂及与其伴

生的北东向
、

北西向断裂进一步的发生
，
东西向构造带初具规模�

�四�华力西运动中晚期
，
局部地段陷落

，
区内北部及西南部沉积了二叠纪沉积物

。

东西向断裂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并扩大其原来的涉及范围
，
褶皱程度有所加剧

�

�五�印支
、

燕山期继续活动
，
但强度与幅度大大减孤

。

第三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在

本区有所显示
。

我们认为
，
东西向断裂构造与褶皱构造无疑是本区起控制作用的主体构造

，
它对各时

代的沉积物及岩体的展布起着制约作用
。

北东东向构造在北山及毗邻的新疆
、

青海北部均较发育
，
在 �����万中国卫星象片略

图上可以清晰的反映出来
。

但对它形成的机制
、

成生时期现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

从这

种构造在本区的表现特征来看
，
它在加里东运动的末期就已发展

，
以后其规模变得更为宏

伟
，
活动十分的活跃

。

它的构造形式在区内西部迁就
、
利用东西向

，
与东西向构造带为重

接关系
。

在区内的东南部地段
，
它又具有独立的形式

，
与东西向构造截接

。

由此可以认为
，

它是在东西向构造带的基础上发育
、

发展起来的
，
从改造

、

利用中生代槽地来看， 燕山运

动及以后仍有活动
。

总观区内主要构造形迹演化的历史可知
，
那些压性

、

压扭性构造的展布方向大多为近

东西向
，
即使遭受后期构造的改造

，
但也未能彻底改变其基本面貌

。

这就清楚的表明
，
本

区承受着南北向的挤压力
，
而这种方向的挤压力是长期作用的

，
并贯穿于本区地质构造演

化的始终
。

从本区及外围地区各种构造形迹的力学性质分析
，
在东径��

�

��
‘
分附近地区存在一 个

比较强大的自北而南的推挤力 �南
、

北应力的不平衡�，这种推挤力受到形如三足鼎立之势
的梭梭井岩体

、

鹰咀红山岩体及炮台山岩体等刚性岩块的抵制
，
因而在东西挤压带形成的

同时
，
沿裴西向方位在本区西部出现大量的扭动构造

。

我们认为
，

炮台山旋卷构造虽包容

在东西向构造带内
，
但对它的成因

、

成生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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