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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新构造运动研究

张本昀 $，潘春彩 $，郑维萍 %

（$ 许昌学院，河南 许昌 &’$(((；%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漯河 &’%((%）

摘 要：许昌地区的历史地震、水系特点及其变迁规律、地貌及地层特点，揭示了许昌地区全新世以

来新构造运动强烈，空间上表现为西升东降为主，同时具有南北向的水平差异运动，上升的中心在

许昌—灵井连线上，时间上表现为构造平静期和活跃期交替出现，汉代以来为构造运动活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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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

许昌地区新构造运动强烈，但关于该地区新构造

运动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少，从已发表的文章看，

$".* 年张立汉在研究河南历史地震规律时，涉及到

许昌历史上两次破坏性地震，提及许昌地区的两次强

震是由新构造运动引起的。$".! 年冯兴祥等研究河

南省地热异常点及其成因时，认为许昌附近的地热异

常点属活动性断裂所控制。张本昀等在研究许昌地

区的历史地震发生规律时，认为许昌历史地震的发生

规律是该地区新构造活动的反映，并对发震的控制性

断层进行了初步分析。上述研究都没有深入系统地

分析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新构造运动的特点及新构

造运动量的大小。本文试对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新

构造运动的特点及其在垂直方向上和水平方向上的

位移量作较为深入的研究。

$ 许昌地区的地理位置及地质位置

许昌地区位于伏牛山余脉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坡度为 %# ’R，平均海拔

S&N。以京广线为界，以西为宽缓的岗地，组成物质为

由晚更新世以来风积而成的粉沙质亚黏土，以东则为

由全新世洪积冲积而成的平原，组成物质为粉沙质亚

黏土，局部地区为沙礓黑土。地质结构上本区处在秦

岭东西向复杂构造体系的北亚带与新华夏系华北沉

降带的联合部位，相当于槽台学说的中朝准地台二级

构造单元豫西断块与华北拗陷的邻接部位。受大构

造体系的作用，本区断裂发育充分，已探明的断裂带

有：（$）白沙——— 将官池断裂带：由禹县郭连起经许昌

县水道杨、许昌市郊七里店，过许昌市区而后东延，全

长约 ’&KN。（%）五女店——— 鄢陵断裂带：自许昌县蒋

店向东，经五女店至鄢陵，全长 约 &(KN。（!）长村张

——— 赤鲤岗断裂带：斜贯许昌东南部，自长村张向东

南经蒋李集至临颍赤鲤岗，长约 !(KN。（&）史楼———

大坡冯断裂带：斜贯许昌南部，自史楼向东南经岗坡

向东经临颍至鄢陵大坡冯，长约 *(KN。（*）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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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尔岗断裂带：斜贯许昌西北，自桂村西南向东北到

冢许村，长约 !#$%。（&）苏桥——— 董村断裂带：自苏桥

向东北至长葛董村，为压扭性断裂。（’）董村——— 柏梁

断裂带。（(）灵井断裂带：自椹涧方庄向西北经大安

庄，折向北，延至长葛境内，长 )"$%，为张扭性断裂。

（*）灵井——— 大洪寨断裂带：自灵井西北延伸至大洪

寨，长 +"$%，属张扭性断裂。（,"）开封——— 汝南断裂

带：由开封经尉氏至许昌东部约 ,"$% 处折而东南，

延伸至汝南，为具有左旋性质的隐伏大断裂带，该断

裂在许昌段西盘上升，东盘下降。

) 许昌地区新构造运动的证据

)- , 地震所反映的新构造运动

地震是新构造运动最直接的表现。引起地震的

原因有构造运动、矿区塌陷、水库蓄水等原因。许昌

地区属非矿区，也没有水库，因此许昌地区的地震皆

属构造活动引起的。据张本昀等研究，许昌地区距今

,""" 年以来共发生地震 )+ 次，其中 #- # 级以上的破

坏性地震就有两次，且地震具有明显的平静期和活跃

期，平静期时间为 #" . ,)" 年，活跃期持续时间约为

# . )" 年，强震重复期为 &" 年或 &" 年的倍数。许昌

地震的上述特点，说明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新构造活

动频繁且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上述断裂所分割的地块

处于不断的相对运动之中。

)- ) 温泉所反映的新构造运动

许昌西北 ,#$% 处的灵井镇有温泉出露，并且该

地属地热异常区。该地温泉常年自流，温度恒定。关

于温泉的形成，通常认为热能主要来自地热增温、岩

浆活动和侵入岩体残余热以及放射性元素蜕变所释

放的热等。区域地质研究表明，许昌地区既无岩浆活

动，也无火成岩分布，更无放射性元素矿体存在，地层

自上太古界登封群至新生代地层全为沉积岩，因此许

昌地区的温泉及地热异常现象只能是新构造活动引

起的。现代构造研究认为，地壳运动特别是断层活动

所产生的内能，除以不同级别的地震形式释放能量

外，大部分的机械能转化成了热能，当有地下水运动

到该处时，水就会被加热形成了温泉。灵井温泉及地

热异常点恰好位于许禹断裂带上，说明该断裂自全新

世以来一直处在不断活动之中。

)- + 水系变化所反映的新构造运动

)- +- , 河流流向变化与新构造运动

河流是气候和下垫面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气候和

下垫面特点的综合反映，河流的位置及流向深受地质

构造的控制。河流的走向通常与断裂延伸方向相一

致，或者当河流经过水平错动的断裂时，会引起河流

走向的平行转折。许昌地区的主要水系为"河水系

及颍河水系，在向东南流动的过程中，其主支流具有

平行转折的特点。大致以射鹿台——— 周店——— 朱寺—

—— 蒋李集——— 榆林一线为界，以西河流流向为南东

," . )" 度，流经该线处河流突然平行转向为南东

’" . (" 度，流动 ! . #$% 后又平行转向为原来的流

向。上述连线正是开汝断层经过的位置，河流平行转

折的特点说明开汝断裂在许昌段具有南北水平错动

的特点，且是东盘北移、西盘南移，但由于没有更精确

的测量数据，尚不能确定其水平移量的大小。

)- +- ) 河网密度及河流纵比降与新构造运动

一地区的河网密度与该地区的降水量大小、地面

物质组成、地壳运动情况密切相关，通常气候湿润、地

面物质松散、地壳上升区河网密度大；降水量小、地面

物质坚硬、地壳下沉区河网密度小。但在气候条件一

致、地面物质相同的情况下 ，河网密度的大小则主要

是由地壳的升降运动所决定的。地壳上升区地形坡

度大，沟谷向源侵蚀强烈、支沟发育，河网密度大；地

壳下沉区地面坡度小，河床纵剖面平缓，河谷以堆积

为主，河谷支流不发育，河网密度就小。许昌地区大

致以射鹿台——— 周店——— 朱寺——— 蒋李集——— 榆林

一线为界，以西为河水系众多支流的源区，河网密度

较大，以东河网密度较小，甚至在许昌以南的张潘乡

近 ,""$%) 范围内没有河网，形成季节性积水的浅平

洼地。这些浅平洼地冬季因地下水蒸发而形成大片

的盐碱地，较大范围的洼地如许昌东南的汪家陂、湖

徐、艾陂等，属许昌地区历史上有名的大片季节性积

水洼地。上述现象说明，该线以西地壳相对上升，该

线以东地壳则相对下降。

在流域下垫面物质组成相同的情况下，同一河谷

不同河段纵比降的变化，通常是由构造因素引起的。

在河流侵蚀所达到的构造上升区，河流纵比降较大，

而在构造下沉区则河谷纵比降较小，特别是在地壳升

降交接的部位，河流纵比降会有突然的改变。为研究

许昌地区南北方向地壳运动的差异，笔者沿清河自高

桥营至将官池间 *$% 的距离内进行了河谷纵比降测

量计算，从高桥营至许昌市东南角许郸铁路桥南

)""%，水平距离 ’$% 处，河床纵比降为 "- ’&/0 从许

郸铁路桥南 )""% 处至将官池公路桥南 )""%，水平

距离 )"""% 处，河床纵比降为 "- +/。两区段间河流

纵比降相差 )- # 倍，反映了两地区之间新构造运动性

质明显不同，铁路桥以西为上升区，以东则为下降区。

)- +- + 河谷形态、水系变迁与新构造运动

沟谷及河流的横剖面形态是地壳上升、流水下切

的结果。在上升区，由于沟谷的向源侵蚀而形成一些

短小的沟谷，其横剖面形态成“1”字形；在地壳下沉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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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泥沙堆积，河谷宽浅，河流时常决口泛滥。在许昌

西北的灵井岗地两侧，现代冲沟充分发育，沟谷长度

约 4++ 5 "+++6，横剖面形态呈 “7”字形，深 . 5 46，

宽 0 5 16，部分沟谷切过晚更新世黄土层而达到基岩

风化壳。在长村张——— 射鹿台沿线以西的河流，河谷

都在地面以下，以东则河谷宽浅，两岸因河水经常泛

滥，而河道被人筑堤约束。上述现象说明，西部地区

地壳上升，东部地区地壳下降。

构造是水系分布与变迁的主要控制因素。当一

地区整体等量间歇性上升时，常引起河流下切而形成

阶地，不等量上升时，则引起河谷侧蚀形成不对称阶

地，或者引起河流向一侧不断决口，使得河道不断向

一侧方向改道迁移。流经许昌地区东北的双洎河，全

新世以来以长葛老城为顶点，自许昌市区向东北方向

不断迁移改道，在许昌市与双洎河现在河道之间留下

了 "" 条古河道。流经许昌地区的另一条大河——— 颍

河，也以许昌市为顶点，河道不断向东南迁移，在许昌

市与颍河的现在河道之间留下了 4 条古河道。这些河

道迁移的特点说明，许昌地区的新构造运动处于不等

量升降状态，许昌至禹县间西北东南向的灵井岗地，

是该地区新构造运动上升的中心部位，向东、向南则

相对下降。

)% .% ! 沉积地层与新构造运动

许昌地区的地面物质组成为全新世洪积冲积和

风积形成的粉沙质亚黏土，土质松软，富含钙质。其

中在许昌西北 "+86 处的灵井岗地段，物质组成为洪

积风积形成的黄土状土壤，由于沉积土层中的碳酸钙

不断向下淋溶、迁移和淀积，在距地表 "+6 深处形成

了厚层的碳酸钙结核层，当地叫做沙礓蓬。"(04 年当

地人挖坑塘时在该结核层下约 "6 深处的黄色细粉

沙层中发现了距今 "" +++ 年的旧石器及动物化石，

后被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定名为灵井旧石

器文化遗存。因为通常把距今 "+ +++ 年作为全新世

的开始，因此，可以认为该结核层是该地段全新世地

层的底界。由黄土及土壤中碳酸钙淋溶积淀理论可

知，在地层组成物质相同、气候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碳

酸钙结核层应广泛分布且淀积深度相同，因此可以认

为碳酸钙结核层是许昌地区全新世地层底界的标志

地层。实际上，该碳酸钙淀积层在许昌各地的埋藏深

度并不相同。在许昌北部的高桥营处该层在地面以下

)36，在许昌市区南部的将官池公路桥处，淀积层在

地面以下 !)6，引起埋深差异的原因，应该是许昌地

区地壳差异性升降运动造成的。在东西向 )+86 的水

平距离内，全新世地层底界埋深相差 "3 5 .)6，说明

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地壳东西向差异性升降十分显

著。若以灵井地层为参考标准，用全新世地层底界埋

深差异计算许昌地区不同位置的下降量，则北部高桥

营处全新世地壳平均下降速率为 "% 366 9 :，南部将

官池处为 .66 9 :。

此外，在许昌市区东部的三里桥村北，市政工程

处在铺设下水管道时人工开挖一剖面，现对剖面自上

而下描述如下：

第一层：耕作土壤层，黄棕色，粉沙质亚黏土，具

有土壤结构，厚 "6；第二层：粉沙质亚黏土，灰黄色，

结构松散，无层理，厚 .6；第三层：亚黏质粉沙土，棕

褐色，呈棱柱状结构，为古土壤层，厚 "% 36。在该层见

一汉代古墓，出土有白釉陶罐；第四层：粉沙层，灰黄

色，内有部分黄色铁染，厚 "% 46；第五层：古土壤层，

黄棕色亚黏土，块状结构，厚 +% 06；第六层：灰黄色粉

沙层，出露厚度 +% 46, 未见底。

由土壤发育理论可知，在半湿润温带地区，一个

发育完全成熟的土壤剖面，需要一个稳定的地质环境

和较长时期不变的气候条件。该剖面物质组成显示，

第三层、第五层形成时期为地壳相对稳定时期，第一、

第二层形成时期为地壳下降时期，第四、第六层形成

时期则为地壳快速下降时期。由汉代古墓埋在第三

层古土壤内可以推断，至少汉代以来许昌地区的新构

造运动处在一个活跃期内。剖面所在位置 )+++ 年来

的地壳平均下降速率为 )66 9 :。

.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新

构造运动具有如下特点：

- " / 新构造运动强烈，并且具有间歇性升降的特

点，汉代以来为新构造运动活跃期。

- ) / 新构造运动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西升东降，

大致以陈曹—许昌市区—长村张一线为界，以东为构

造下沉区，以西为构造上升区，上升的中心在许昌—

灵井连线的方向上。

- . / 该地区新构造运动除表现为升降差异外，还

具有南北向水平运动的特点，大致以开汝断层为界，

以东地壳向北运动，以西地壳向南运动。

张本昀，等：许昌地区全新世以来的新构造运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