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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以来中国东部构造体制发生了重大转

变，构造格局由近 EW 向向 NE向转折，其中位于

松辽盆地西缘的嫩江—八里罕断裂就是这种构造

体制转换后的一个重要体现。受大面积覆盖影响，

前人对嫩江—八里断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球物

理宏观展布方面，对其构造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断裂的南段八里罕地区，基础地质研究程度相对较

低。本文在内蒙古中东部浅覆盖区 1：5 万填图试

点项目工作基础上，通过对红山—小河沿一带最新

钻探工程揭露，探讨嫩江—八里罕断裂的活动特

征，为该区域深大断裂的研究提供基础地质依据。

图 1 研究区域地质简图（a）及区域构造位置图（b）

1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兴蒙造山带与华北板块的叠加复

合部位，构造上位于西拉木伦断裂之南，赤峰—开

源断裂以北的地区，区域航磁资料显示，嫩江—八

里罕断裂通过本区（图 1）。地貌上低山丘陵为主，

多为风成黄土覆盖区，局部被上新统汉诺坝玄武岩

（N1h）覆盖。地层以晚古生代火山岩为主，零星

出露，伴有晚古生代及中生代侵入岩体分布（图 1）。

2 钻探取得成果及认识

研究区覆盖层以更新世风成黄土、上新世汉诺

坝玄武岩以及全新世河湖相沉积为主，基岩主要为

早白垩世阜新组河湖相沉积岩及晚古生代（C-P）岩

浆岩。通过老哈河流域钻探施工，钻孔 ZK1、ZK2、
ZK6和 ZK7揭露出了巨厚的河湖沉积（＞250米），

局部夹炭质泥岩/劣质煤线（图 2），根据孢粉鉴定

及区域对比，将其厘定为阜新组（K1f），这套层位

在调查区及周围未见出露，根据物探和钻探资料圈

定了隐伏白垩系盆地的范围。老哈河东侧钻孔 ZK3
揭露的基岩为三叠系岩体，与老哈河东岸地表出露

的石炭—三叠纪基岩一致。这种现象表明沿红山—

小河沿断裂两侧的基岩特征及时代差别巨大，断裂

以西为较新的白垩系阜新组为主，据此推断该断裂

在晚中生代活动强烈，初步判定其为一倾向

NW的正断层，控制着白垩系盆地的东缘。

通过钻孔 ZK1-ZKD1钻孔（图 2）对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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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红山—小河沿断裂带分布的同一层汉诺坝组

（N1h）玄武岩在较小的范围内出现约 80~100 m的

垂向高差，推测为晚新生代构造活动导致。需要说

明的是，研究区及外围大量的钻孔中仅发现了单层

汉诺坝玄武岩，并且老哈河两岸玄武岩的产状相对

稳定，结合岩石学纪地球化学综合研究，认为其为

同一岩浆期次产物，可以作为标志层。另外，在钻

孔 ZK1、ZK6和 ZK7中（图 2），白垩系顶部炭质

泥岩层也显示出明显的垂向高差，同样说明这条断

裂带可能发生了新生代构造活动。此外，沿该断裂

带（老哈河）两侧地表覆盖层类型及特征存在明显

差异，东侧以风成黄土为主，新生代覆盖层多为

30~60 m，而断裂西侧则以玄武岩和河湖相沉积为

主，厚度一般大于 100 m，这种受断裂控制的晚新

生代覆盖层的差异性也指示可能存在晚新生代构

造活动。

3 结论

利用最新钻孔资料，对嫩江—八里罕断裂的红山

—小河沿段活动特征进行了分析，获得如下结论。

（1）嫩江—八里罕断裂在红山—小河沿一带

覆盖区存在，沿老哈河分布，控制着隐伏白垩系阜

新组沉积盆地的东缘。

（2）嫩江—八里罕断裂在红山—小河沿一带

具有多期活动特征，晚中生代为控盆构造，晚新生

代存在垂向构造活动，控制着新近纪以来的覆盖层

的分布。

1—玄武岩；2—砂层；3—粘土；4—砂质砾石层；5—炭质泥岩；6—风成黄土；7—含砾砂层；8—砂质土；9—砾岩；10—花岗岩

图 2 红山—小河沿地区钻孔柱状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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