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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辽中大地构造演化和红阳煤田几十年勘探成果的分析，认为受到郯庐断裂
的早期走滑，后期断陷等作用影响，辽中红阳煤田构造特征具有北西-南东分区
性。煤田西部为受下辽河断陷影响的断陷控煤区，东部为区域挤压作用控煤区。煤
系地层多赋存于煤田向斜中，煤田中宽缓型褶皱和紧闭型褶皱相间分布构成了煤
田现今的“掌状”构造形态。煤田成煤期构造格局受古亚洲洋关闭的影响和控制，而
中新生代以来的构造演化直接支配于太平洋板块向西伯利亚板块的俯冲作用，最
终形成了现今的构造格局。
辽宁中部；红阳煤田；构造特征；控煤作用；成因演化

1  研究区概况

    红阳煤田是石炭二叠纪煤田，大地构造位置

为华北地台北缘与西伯利亚板块交接部位，东临

太平洋板块，自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块对本区乃

至中国东部的影响日渐强烈。煤田东部为辽东台

背斜，西部为下辽河中新生代凹陷裂谷东坡，处于

这一复合地带的红阳煤田构造形式具有多样性和

复杂性的特点。煤田南侧营口背斜和北侧沈阳隆

起的元古界变质岩系抬起，是红阳煤田南北两端

的自然边界。

2 红阳煤田构造特征

2.1  北西 一南东向具有明显的分区性

    红阳煤田位于华北板块东北部，处于浑江太

子河凹陷西部与 NE向的下辽河凹陷的复合部

位。由于受区域构造格局（东西部受力差异、南北

部受旋钮作用强度差异、基底断层情况差异等）和

基底构造等的控制，煤田构造呈现明显分区特征，

如图 l所示。

    A区：红阳煤田北西部形态受其西部下辽河

断陷的影响，正断层作用强烈。煤田由北往南分布

着一井、二井、三井、四井和另几个勘探区，除了四

井和其南部的徐往子勘探区属于逆冲作用强烈的

B区，其余矿井都属于西部断陷作用控制下的 A

区，断层主要分为NW和NE两组。

    B区：该区的断层特征和A区明显不一致。大
型正断层基本不再出现，发育一系列逆冲推覆断

层组合。其中刘二堡一林盛堡断层规模较大，走向

延长超过 50 km，进而使煤田基底奥陶系灰岩推
覆于石炭二迭系地层之上，一些部位含煤地层变

得直立甚至倒转。

    图1  红阳煤田构造分区特征

2.2 褶皱形态具有多样性

    红阳煤田整体为一被张性和逆冲断裂复合作

用之下破坏的复向斜，上覆为上侏罗统和中生代
地层不整合覆盖。煤田褶皱差异性分为几何形态

差异性和南北分布差异性。

    褶皱几何形态差异性。红阳煤田整体显示明
显的线性构造样式，但南部四井上岗子一徐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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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斜却显示短轴状，其形态北部宽缓，往南逐渐变

得紧闭；煤田中部‘井处张良堡背斜及其宽缓，往

西南延伸已几乎呈一单斜形态。

    南北分布差异性：煤田北部为紧闭向斜和宽

缓背斜相间分布，林盛堡向斜紧闭，赋存其中的一

井、二井煤层倾角变大，煤厚加大，埋深增加；而紧

邻的张良堡背斜却很宽缓，其宽度几乎为达到林

盛堡向斜的两倍：煤田南部情况相反，褶皱以宽缓

向斜和紧闭背斜相间样式分布，四井处上岗子 一

徐往子向斜相对宽缓，其西翼葛针泡背斜却极其

紧闭。四井东部张台子向斜与四井 卜岗子 一徐往

子向斜间的背斜由于强烈的挤压平移运动，褶皱

已几乎完全被破坏。

2.3 煤系地层的构造控制

    红阳煤}：HI}|向斜核部为石炭二叠系，两翼为

奥陶系，仅局部出露前震旦系：煤⋯煤系地层主要

分布在林盛堡向斜、张良堡背斜、f：岗子 一徐往子

向斜内二这些褶皱及其中的断层发育情况直接控

制了煤田煤系的赋存状况。

    林盛堡向斜是红阳复向斜的主体，其轴向

NNE，向南转为NF.F：：向斜北端两翼不对称，两翼

缓 30。左右，东翼陡 500—700。轴部保存有石干峰

组和 l：石盒子组，两翼为奥陶系地层。南部由于区

域性托张断层影响，褶曲比较宽缓，倾角变小

    张良堡背斜东与林盛堡向斜相邻，西为断层

所截，呈北尔40。展布，向南倾伏=背斜轴部在北

端石炭二叠系被剥蚀，出露奥陶系。岩层倾角宽

缓，其西和西南为断层所切，致使褶曲构造变得不

明显，显示断块构造特征？

    E岗予 一徐往子向斜北起自‘家荒地，南经人

r．河、徐往子，尔翼I}1张台子逆冲断层和西翼逆冲

断层相交破坏而‘t!i角形，北端宽，‘l-短轴状向

斜  向斜北端7÷J二倾角平缓，尔翼倾角一般 15。．

I LI蓖 25。，而南端受到挤压倾角较陡达 300～70。二

阳斜轴部保1竽下fi盒 f组地层，两翼为奥陶系和

小溪群 该区南部紧闭，逆冲断层发育，形成 』，叠

瓦状断J。协i，对煤系地层|腻存影响较大

3 煤田构造成因分析

    煤⋯IAJ断层总体走向表现为NE和 NW向两

组，如㈥2(a)、㈧ 2(1，)所示 Ili断层和逆断层略有

差异，Ili断层止向最优势 J‘t \为 j\ihE向，另一优

势方位为N、、向  逆断层主要呈NNE走向，力‘f讧

优势明显，显爪 SSF-NNW的最大挤压应力作月l，

同区域构造应力分析结果一致。据钻孑L和生产资
料分析可得，煤田NW向正断层一部分是在南东

一北西向挤压造成的旋钮作用下形成的，为张扭

性。一部分为后期煤田处于拉张环境时大型北东
向正断层组派生。

    图2煤田内断层走向

    结合对煤田中部一条剖面线平衡恢复，讨论

煤田构造演化历程。煤田演化剖面图如图3所示。

    图3 红阳煤田中部构造演化剖面图

3.1  C2-T2地台稳定发育阶段

    (：：一T：地台稳定发育阶段构造演化剖面图如

图 3(a)所爪。红阳煤田石炭二叠系为连续沉积，

缺失j叠系地层。据前人研究成果，华北地台普遍

具有二叠 一i叠系连续发育的规律 t，且沉积厚

度大，古生界埋藏深，但受后期构造变动的影响，

i叠系被大量剥蚀，许多地Ix的 h+i生界也遭受

／fi|一J程度的剥蚀 二：

    东北地区已发现的i叠纪地层点有几 卜处，



分布较为零星，且三叠系各统均有出露，海陆相俱
全。红阳煤田东部本溪，西南部锦州、建平，东北部

辽源等地都有三叠纪地层和三叠纪岩浆岩侵入。

如辽西地区沉积有下三叠统红石砬组厚470.10 m，

中统晚期后富隆山组及上统老虎沟组，太子河本
溪地区沉积有下三叠统郑家组厚785.43 m，中统

早林家组厚161 m，浑江地区沉积的上三叠统北
山组厚858.87 m。

    据以上证据，笔者推断，红阳煤田曾经有过三

叠系稳定沉积，在后期构造运动中被剥蚀殆尽。

3.2 Trj2太平洋板块挤压下的剧烈抬升剥蚀期
    T3-J2太平洋板块挤压作用下剧烈抬升剥蚀

期构造剖面图如图3(b)、图3(c)所示。中三叠世
末的印支运动是煤田沉积发展的一个转折。煤田

发生褶皱抬起，并遭受剥蚀，北东向构造线得以初

成。值得一提的是煤田中这种抬起作用并不均衡，
西部抬起比东部强烈，使得煤田出露地层（剥侏罗

系以上地层）由西往东由太古代 (Ar)到元古代
(Pt)再向古生代(C2-P2)地层过渡。

    早中侏罗世的燕山运动基本继承了印支期挤
压运动的格局，煤田构造动力背景仍是太平洋板

块以及库拉板块、西伯利亚板块对中朝板块的俯
冲和碰撞，但有所加强。红阳煤田NE-SW向褶皱

经过这一时期变得更加发育。红阳煤田林盛堡向

斜东部区域性逆冲断层F21、煤田南部四井叠瓦状
逆冲断层等都在该期挤压运动中形成。

3.3 J3-K2煤田断陷发育期
    J3-K2煤田断陷发育期构造剖面图如图3(d)

所示。晚侏罗世一白垩纪期间，由于太平洋板块向

华北板块挤压俯冲，被动陆缘向洋一侧仰冲和拉
张，洋壳逐渐消减，华北地台北缘形成了很多北东

向和北北东向的拉张断陷盆地【驯。红阳煤田作为
该俯冲体系下弧后盆地的一部分，也进入盆地断

陷发育阶段。煤田大量正断层，如对煤田起到明显

控制作用的F．、F2、F19等在该时期开始发育，最终
使煤田西部成为断陷控煤区。

    燕山运动后期，辽中地区发生了差异性的构

造运动，在断陷作用背景下红阳煤田所在区域又
被抬起并遭受了剥蚀，剥蚀程度由西往东逐渐增

强，以致白垩系除了在红阳煤田西部拉张断陷区

有发育外，其余地区全部缺失，同时侏罗系在煤田
东部已被完全剥蚀。

3.4 N-Q新生代以来构造演化

    N-Q新生代以来构造演化剖面图如图3(e)

所示。古近纪早期喜山地壳运动是渤海盆地 、华北

盆地主要发育期 ，以大幅沉降和快速堆积为特征。

红阳煤 田逐渐 向西南渤海湾方 向发生倾伏 ，此期

煤田构造 以同沉积张性正断层发育为特征。古近

纪末，下辽河断陷基本停止了拉张断陷活动 ，断陷

盆地再次受到挤压隆起。如在红阳煤田西部永乐

煤盆地 ，古近纪含煤地层堆积后即被抬起 ，未接受

新近纪堆积 ，至第四纪才下降接受沉积。红 阳煤 田

东北部的抚顺煤盆地 ，古近纪含煤地层堆积后被

抬起 ，遭受剧烈的风化剥蚀 ，后期还有巨大的逆冲

推覆作用存在。到了第四纪研究区构造作用再次

发生改变。强烈的下降区位于红阳煤田西部下辽

河平原，其中堆积的第四纪厚度达 200—360 m。

4 结 语

    由于太平洋板块向华北地 台的挤压俯冲 ，被

动的大陆边缘向洋一侧先仰冲后拉张，由此产生

的先期走滑，后期断陷等作用 ，辽中红 阳煤 田形成

了北西 一南东向的构造分区性。煤田西部为受下

辽河断陷影响的断陷控煤区，东部为区域挤压作

用控煤区。煤系基底形成以后 ，即古生代 以来煤 田

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构造运动 ：T3-J2太平洋板块

挤压作用下剧烈抬升剥蚀作用 ，J3-K2煤 田断陷作

用 ，N-Q新生代 以来 向南西 向的大幅沉 降作用。

这三期构造作用奠定了煤田现今构造格局。

    由于研究区动力背景和现今构造特征的复杂

性 ，不断深化对该区构造样式 、构造控煤作用 、构

造演化等的认识 ，对煤田远景勘探开发 区的赋煤

构造预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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