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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区域地震地质条件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在大地构造上位于华北地台的中部
，跨越燕山台褶皱　　带和华北断坳区两个二级构造单元。其深、浅部地质构造环境复杂，新构造运
动强烈，活动断裂发育，为我国东部强震活动地区之一。新生代特别是晚第三纪以来，北京市所在地
区主要发育有三个垂直差异断陷作用强烈的活动构造区（带），它们是华北平原断陷区、山西断陷盆
地带和叠加在这两个区（带）北部及燕山南麓边缘地区之上的张家口一北京一渤海湾构造带。区内现
今地震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这三个活动构造区（带）内，并相应的构成了华北平原地震带、山西地震
带、以及大部分叠加在华北平原地震带之上的张家口一渤海地震带。各地震带与相应构造带的范围大
体一致。　　受区域强烈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北京地区的活动断裂相当发育（见彩图2）。主要活动
断裂有：　　1．北东－北东向断裂　　（1）延庆盆地北缘断裂，又称狼山一黄柏寺断裂，为大海坨
山隆起地区与延庆盆地断陷区的分界断裂，走向北东，倾向南东，长约80km，正断层性质。　　（2
）大古城一康庄断裂，位于延庆盆地南侧，走向北东，倾向北西，通过物探资料推测属第四纪隐伏断
裂。　　（3）乌龙沟断裂，沿涞源乌龙沟、涿鹿大河南、赤诚和上黄旗一线展布，走向北北东，倾
向南东。该断裂切过延庆一怀来盆地。　　（4）紫荆关断裂带，位于太行山一军都山断隆内的北部
，走向北北东，倾向南东，长约160km，向北与南口山前断裂相接。　　（5）南口山前断裂，总体走
向北东40°～60°，倾向南东，倾角50°～80°，全长约61km，第四纪活动强烈，控制了现代山缘地
貌及沙河凹陷的发育，并具有明显的分段活动性。　　（6）太行山山前断裂，构成太行山隆起与华
北平原断陷区的分界，地貌特征十分明显，该断裂带由一系列长几十至上百千米的断裂组成。其中有
：　　①八宝山断裂，位于北京西山山麓与山前平原的接触地带，南起河北涞水，北至北京东三旗附
近，为一总体走向北北东、倾向南东、倾角较缓的逆断裂，全长100多km。　　②黄庄一高丽营断裂
，该断裂南起涞水北至怀柔以北，全长140余km，总体走向北北东，倾向南东，为一高角度正断层。
　　③小汤山一东北旺断裂，为根据地形、第四系厚度、全新世断层和现代小震资料推测的隐伏活动
断裂，北起小汤山以北，南至颐和园附近，总体走向北北东，全长24km左右。　　（7）顺义一良乡
断裂，该断裂是北京断陷内一条规模较大的隐伏断裂，走向北东东，倾向北西，倾角60°～80°，长
约llOkm，属正断层性质。　　（8）通县一南苑断裂，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80°左右，长
约130km，是北京凹陷与大兴隆起间的分界断裂。　　（9）程各庄一夏垫一固安断裂带，走向北北东
，倾向南东东，倾角75。左右，长约140k，属正断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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