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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重庆武隆岩溶地质公园位于重庆市西部长江三峡流域，园内广泛分布碳酸盐岩地层，形成以碳酸盐岩
岩溶地貌为主的地质遗迹和地质景观，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在全国实属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书
通过开展大量的野外工作和室内分析工作，结合前人在地质公园内和邻区开展的基础地质研究工作，参照
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展，对重庆武隆岩溶地质公园地层发育特征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详细描述了园内
晚寒武世至中侏罗世地层特征，并在扬子地块范围内开展地层划分与对比工作，重新厘定了地层序列；对
晚寒武世至中侏罗世地层开展沉积相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岩相古地理编图工作，还原重庆武隆岩溶地
质公园晚寒武世至中侏罗世古地理演化过程。

本书适合从事基础地质、旅游地质、国家地质公园调查评价等方面的科研、生产和管理人员以及高等
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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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是作为国家补助资金项目“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中的“地学
科学研究”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出版。

重庆武隆岩溶地质公园位于重庆市西部长江三峡流域，园内广泛分布碳酸盐岩地层，形
成以碳酸盐岩岩溶地貌为主的地质遗迹和地质景观，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在全国实属罕见，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地质公园内地层发育良好，主要沉积晚寒武世至中侏罗世地层，自新近纪以来，区域的
地壳抬升、河流的下切和地下水的活动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质遗迹和景观，前人对这些地
质遗迹和景观的性质和形成演化过程开展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对地
质公园内基础地质研究相对较少。

在国家补助资金项目“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的资助下，本书通过
开展大量的野外工作和室内分析工作，结合前人在地质公园内和邻区开展的基础地质研究
工作，参照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重庆武隆岩溶地质公园地层发育特征进行系统的总结
和分析，详细描述了园内晚寒武世至中侏罗世地层特征，并在扬子地块范围内开展地层划分
与对比工作，初步厘定了本区域地层序列；对晚寒武世至中侏罗世地层开展沉积相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岩相古地理编图工作，还原重庆武隆岩溶地质公园晚寒武世—中侏罗世古
地理演化过程。

在《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古生代—中生代沉积环境与古地理研究》专著即将出版
问世之际，要感谢重庆市武隆喀斯特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在经费保障及相关工作协调上给
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重庆长江工程勘察设计研
究院、武隆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最后，要感谢为此次研究工作付出艰辛的
同事们。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可避免地有疏漏错误之处，还望广大同行和读者提出批评
指正。

陈　思
２０１４年９月

于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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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区概况

第一节　研究区交通位置概况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以下简称“武隆地质公园”）位于重庆市东南部武隆县境
内。地处重庆“一圈两翼”的交汇点，自古有“渝黔门户”之称，是千里乌江一颗璀璨的明珠。
公园东邻彭水，西接涪陵、南川，北连丰都，南与贵州省道真县相邻（图１－１）。

图１－１　武隆地质公园地理位置图
（据陈伟海等，２００６修改）

公园地理位置优越，对外交通便利。公路方面，Ｇ６５高速、Ｇ３１９国道成为武隆通向重庆
市主城区及周边县城的交通要道；铁路方面，渝（重庆）—怀（怀化）铁路沿乌江右（北）岸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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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县境穿过；水路方面，乌江由东南方的彭水县进入武隆，向西北横贯县境，在涪陵汇入长
江，县境内通航里程为７９ｋｍ，目前有小型的水翼客船运行于彭水至涪陵之间；航空方面，重
庆已有的三大机场———重庆江北机场、万州机场和黔江机场，与武隆县的距离分别为

１８０ｋｍ、２９０ｋｍ和１２１ｋｍ，且武隆县已在仙女山镇开工建设武隆机场。
总体看来，公园拥有“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区位优势，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第二节　研究区自然条件

一、气候

公园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加之海拔相对高差较大，且受山区立体气
候影响，公园的总体气候特征表现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不足，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湿
度较大。

年均日照数１　１６０．５ｈ（年际变化为１　０２４．６～１　２７６．６ｈ）。年平均气温１７．９℃，极端最
高温度４１．７℃，极端最低气温零下３．５℃。年均降水量１　０８２．１７ｍｍ，年际变化大，且受季风
环流影响，季节分配不均，降雨多集中在５～１０月，降水量可达７２５．９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

６７．１％；１１月至翌年４月，降水量２５２．９４ｍｍ，占全年降水量的２３．３７％。季节分配是春季
（３～５月）降水量３１８．１２ｍｍ，占全年的２９．４％，夏季（６～８月）降水量４３８．０１ｍｍ，占全年的

４０．５％，秋季（９～１１月）降水量为２７８．８４ｍｍ，占全年的２５．８％，冬季（１２月至翌年２月）降
水量４７．３０ｍｍ，占全年的４．３％。年均蒸发量约５００ｍｍ。无霜期在海拔５００ｍ以下的乌江
河谷地带大于３００天，在海拔１　２００ｍ以上的中山地带则为２３０天左右。

二、地形地貌

公园地处云贵高原大娄山与武陵山系相交的褶皱地带，岩层破碎，又受乌江水系深度切
割，山峰林立，沟谷纵横，坡陡谷深。山脊海拔多在１　２００～２　０００ｍ之间，最高峰仙女山磨子
槽海拔２　０３３．３ｍ，最低点江口镇海拔２１８ｍ，相对高差１８１５．３ｍ，山坡坡度一般２５°～５５°，最
大可达７０°以上，山岭由碳酸盐岩层构成（图１－２）。公园内地貌类型可分为以下四种。

深切割中山地貌：海拔１　０００ｍ以上，高差大于１　０００ｍ。多呈背斜山分布在江口一带。
深切割低山地貌：海拔小于１　０００ｍ，高差大于５００ｍ，多呈单面山地形。
中山山原地貌：海拔１　４００～１　８００ｍ，山原面开阔，分布在仙女山镇核桃乡一带。
岩溶槽谷地貌：呈多级分布在龙洞一带。
公园内广布寒武系至三叠系碳酸盐岩层，故所形成的地貌以岩溶地貌为主，岩溶地貌中

又以岩溶负地形发育为主体，正地形发育次之。除天生硚外，伏流、竖井、落水洞、漏斗、溶蚀
洼地、岩溶干谷等在公园内普遍分布。岩溶正地形以岩溶峰丘、低矮溶丘为主，尤以丘峰洼

·２·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古生代—中生代沉积岩相与地理研究



图１－２　研究区地貌特征图

地、丘峰谷地组合地貌类型最为常见，见不到典型的峰林地貌。
地下岩溶较为发育，洞穴呈立体状化分布特征：地下洞穴、地下河、伏流较为发育，而与

岩溶地下水活动紧密相关的深竖井、横跨峡谷上的天生三硚、深陷地表的天坑等在本区十分
发育，且颇为典型。洞穴不仅分布在相对河流侵蚀基准面几十米高程范围内，而且在高出现
代河床水面２００～３００ｍ范围内有大型洞穴分布，如芙蓉洞高出芙蓉江水面２８０ｍ，具有潜流
带洞道特征的新路口洞现今相对芙蓉江水面高近７００ｍ。在天生三硚处，七十二岔洞高出天
生硚谷底２６０ｍ。可见本区地壳相对升降幅度大。天星乡一带众多竖井的垂向发育，伏流的
形成都受当地侵蚀基准面地下水位下降所制约。

·３·第一章　研究区概况



三、水文

公园位于长江上游乌江流域，水系发育。主干河流为芙蓉江和老盘沟。芙蓉江上游分

为两个源头。其一源自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之北；另一处源于贵州省绥阳县境，在青溪河口

会合后称芙蓉江。芙蓉江经正安县、道真县入武隆县浩口乡，自此与彭水县形成界河。出界

后再经贾角山乡、天星乡，在武隆县江口镇汇入乌江。境内有六角溪、花溪、竹子溪、三汇溪、

板河沟等支流分布在其两岸。芙蓉江平均年径流量５．２３×１０９　ｍ３，平均流量１６６ｍ３／ｓ，平均

年径流深６１７．１２ｍｍ，平均年径流模数２１．３１ｍ３／ｓ·ｋｍ２；１０月以后水位开始下降，汛期随

之结束。１２月至次年３月为枯水期。径流量共计８．３７×１０８　ｍ３，占全年径流量的１６％，为

乌江流域的高值区，这与芙蓉江流域丰富的岩溶地下水资源有关。芙蓉江多年平均年输砂

量为２１３×１０４ｔ，侵蚀模数为３９１ｔ／ａ·ｋｍ２，属少沙河流。水能理论蕴藏量为１．０８１×

１０５ｋＷ，其中可开发量为４．０４２×１０４ｋＷ，目前已开发利用２万余千瓦。

羊水河发源于武隆、丰都交界处，全长仅２６ｋｍ，平均径流深８１４．３ｍｍ，在天生三硚上游

潜入地下成为伏流，再汇入乌江。

老盘沟发源于园区内的核桃乡，流经白果，全长２８ｋｍ，平均径流深８１３．３ｍｍ，天然落差

１　４１５ｍ，地质公园内无洪水灾害。

第三节　区域地质概况

一、地层岩性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内地层岩性有碳酸盐岩、碎屑岩、硅质岩等，其中碳酸盐岩和

碎屑岩占主体地位。沉积地层自下而上有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二叠系、三叠系和侏罗系。

寒武系分布局限且零散，且仅出露中上寒武统地层，主要分布背斜的核部，如洛龙背斜、中梁子

背斜、芙蓉江背斜和天星背斜，其中中梁子背斜接龙场一带、芙蓉江背斜和天星背斜发育最好；

奥陶系分布与寒武系一致，分布面积比寒武系略广，主要分布在洛龙背斜、中梁子背斜、芙蓉江

背斜和天星背斜的核部，其中洛龙背斜土坎和黄莺附近、中梁子背斜土地—后坪一带、芙蓉江

背斜浩口—天星背斜一带发育最好；二叠系分布面积较广，仅次于志留系，主要分布在武隆向

斜、沧沟向斜、大塘向斜、羊坝向斜、木根铺向斜的两翼和濯水向斜的东南翼，以及浩口向斜的

核部，地层发育较为完整；三叠系分布面积较为局限，主要分布在武隆向斜、沧沟向斜、大塘向

斜、羊坝向斜、木根铺向斜的核部，地层发育不全，除武隆向斜和沧沟向斜外，其余区域仅发育

下三叠统地层；侏罗系分布面积非常局限，仅分布在武隆向斜的核部（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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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研究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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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质构造背景

武隆地区隶属重庆市，大地构造上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缘，大娄山山脉的北西侧。据槽台

学说观点，结合《四川省区域地质志》，对包括重庆地区在内的四川盆地各级构造单元进行划

分。武隆地区属于扬子准地台（Ⅰ级）上扬子台坳（Ⅱ级）之川东南陷褶束（Ⅲ级）（图１－４），

是我国南部相对稳定的构造单元。

图１－４　大地构造单元分区

扬子准地台北以城巴断裂带与秦岭地槽褶皱系分界，区内扬子准地台的基底仅出露了

褶皱基底。在陆核内部发育有裂陷形成的冒地槽，沉积物以板溪群为代表。８００Ｍａ左右的

晋宁运动使地槽褶皱回返，形成了扬子准地台。地台盖层内，下古生界具有稳定型建造组合

特征。加里东运动使大部分地区抬升，故这些地区大多缺失泥盆系、石炭系、下二叠统。早

二叠世末台区整体下沉，处于潮间－潮上环境。中、晚三叠世间的印支运动，结束了海相沉积

历史，从此进入陆相沉积阶段。喜马拉雅期，台缘褶皱带普遍发生了前陆逆冲推覆，同时盆

地发生隐伏滑脱，不少断裂发生走向滑移，在断裂两侧形成扭动构造。

川东南陷褶束位于金佛山－七曜山深大断裂的东南部，为古生代显著坳陷，中生代相对

隆起，燕山期形成的褶皱带。其特征为：背斜构造宽缓的箱状褶皱，轴部常伴生纵向压性断

裂和次一级鼻状构造，主要有七曜山、郁山、筲箕滩、天馆、咸丰、桐麻岭、钟灵等１０余条背

斜；向斜构造多为狭长展布其间，相间平行排列，组成典型隔槽式构造体系。构造线多呈北

东向伸展，北部巫山县境内与川东褶皱带复合，制约着山脊线的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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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质力学观点划分方案，测区划为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南段的“鄂黔褶皱带”。主

要山脉有武陵山及大娄山，海拔多在１　７００ｍ以上，为盆周陡峻山地。早古生代为北东向的

凹陷带，中生代构造变动时依然保持其北东向的总体轮廓，新华夏构造似乎包容其中，测区

褶皱雁列现象较显著，且有轴线弯曲现象。测区及毗邻地区近南北向构造较发育，特征明

显，归属于中国南部经向构造带的川黔南北带（压性经向构造带）。

以《中国区域地质概论》（程裕淇，１９９４）的板块划分方案为基础，参照《西南片区矿产

预测评价汇总研究项目总体设计》中的划分方案，并结合重庆市区域构造建造特征的不

同和变形、变质特征的差异，用板块构造理论和活动论将构造单元划分到四级，其划分基

础也参照了《四川省区域地质志》思路，按板块说的观点作了部分边界改动和名称修改，

从而构成重庆市构造单元划分的基本骨架。其中，武隆地区属于扬子陆块（Ⅰ级）上扬子

陆块（Ⅱ级）之扬子陆块南部被动边缘褶冲带（Ⅲ级）七曜山穹褶带（Ⅳ级）（图１－５，

表１－１）。

图１－５　重庆市大地构造单元划分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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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大地构造分区初步划分简表

Ⅰ级构造单元 Ⅱ级构造单元 Ⅲ级构造单元 Ⅳ级构造单元

Ｖ扬子陆块 Ｖ２ 上扬子陆块

Ｖ２－２米仓山－大巴山

逆冲带

Ｖ２－４四川中生代前

陆盆地

Ｖ２－７扬子陆块南部

被动边缘褶冲带

北大巴山陆缘裂谷（Ｖ２－２－１）

城口基地逆冲带（Ｖ２－４－１）

南大巴山逆冲带（Ｖ２－４－２）

万州红色盆地（Ｖ２－４－３）

华蓥山碳酸盐岩台地（Ｖ２－４－４）

川中陆（Ｖ２－４－５）

龙女寺穹隆

（Ｖ２－４－５－１）

自贡凹限

（Ｖ２－４－５－２）

七曜山穹褶带（Ｖ２－７－１）

金佛山穹褶带（Ｖ２－７－２）

黔江凹褶带（Ｖ２－７－３）

秀山穹褶带（Ｖ２－７－４）

（一）构造单元基本特征

１．米仓山－大巴山逆冲带（Ⅴ２－２）

北大巴山陆缘裂谷（Ⅴ２－２－１）：南以城巴断裂带与四川中生代前陆盆地分界。晚南华纪—

下古生代，沉积了一套与陆间裂谷作用和岩浆活动有关的次稳定陆壳型碱性、弱碱性复陆屑
建造和稳定陆壳型碳质泥岩、碳质镁质碳酸盐岩、硅质岩、泥质、泥砂质碳酸盐岩的建造组

合。三叠纪中、晚期华北与华南两板块发生陆－陆斜向穿时碰撞成山，形成了以印支造山运
动为主的褶皱带，后经燕山、喜马拉雅期构造活动，在自北而南的挤压应力作用下发生陆内

挤压、推覆、剪切而逐步发展形成。

构造由一系列北西向紧密线形复式褶皱及斜冲断层组成，构成叠瓦状逆掩推覆构
造。构成复式褶皱的向斜形态相对完整，背斜普遍遭受断层破坏。平面上，由城巴断裂

带往北东，褶皱强度和密度都显示出由强到弱、由密变疏的特点；剖面上，褶皱强度越近
地表越强烈，反映出一种不协调的脱顶现象。断层走向与地层走向基本一致，以北东盘

向南西盘斜冲为特点。断层两侧，片理化现象普遍，片理走向与断裂接近；岩石破碎，局
部地段可见强裂糜棱岩化，内含两侧岩石的小角砾，糜棱岩化带宽３～１０ｍ；破碎带内含

挤压成“长条状”“扁豆状”“眼球状”的火山岩及沉积岩碎块，长轴多平行于破碎带，两侧
有炭化现象；沿断裂有辉绿岩、辉绿辉长岩、闪长岩侵入，常有再次挤压破碎的现象，并常
有次级断裂及牵引褶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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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四川中生代前陆盆地（Ⅴ２－４）

北以城巴断裂带与米仓山－大巴山逆冲带分界，东以七曜山断裂与扬子陆块南部被动边
缘褶冲带为界。重庆市域内是四川中生代前陆盆地的东缘，它在古生代是一相对隆起区。

盆地中心在华蓥山断裂以西，其上盖层普遍缺失泥盆系和石炭系；华蓥山断裂以东则普遍缺
失部分古生界，且为一北东向的相对坳陷盆地。早三叠世晚期，该区发育成为半封闭的内海
盆地，发育蒸发式建造，受印支运动末幕的影响，三叠纪后本区进入陆相沉积阶段。

１）城口基底逆冲带（Ⅴ２－４－１）

城口基底逆冲带位于城巴断裂带与乌（龙）坪（坝）断裂带之间的一个狭窄的古生代
地块，主要由含火山碎屑的碎屑岩、碎屑岩、硅质岩、碳酸盐岩的建造组合构成。属于扬
子陆块前缘褶断带的一部分，由一系列线形褶曲和逆掩推覆断层构成复式褶皱。其走向
为北北西→北西→东西向展布。复式背斜常伴随密集的逆冲断层群出现，使背斜核部及
近核翼部遭受强烈破坏，而复式向斜则相对完整。剖面上呈叠瓦状逆覆，连续剖面上表
现为逆冲断层上盘的背斜北翼地层产状较缓，南翼较陡，甚至直立和倒转，而紧接冲断层
前方的向斜北翼较陡，南翼较缓，因而往往有断面向南倾的次级冲断层出现，并与主断裂
形成对冲和扭裂的组合形式，另外断块中尚具压扭性质的北东东向和近东西向的断层错
断前期的冲断层。

２）南大巴山逆冲带（Ⅴ２－４－２）

南大巴山逆冲带位于乌（龙）坪（坝）断裂带以南，南界大致在固军—红花一线（沙市隐伏
断裂）。出露寒武系—三叠系，是扬子陆块前缘褶断带的南缘部分。由一系列走向北北西→
北西→北西西→近东西向，轴面直立或倾向北东的紧闭褶皱和逆冲断层组成，总体呈一向南
突出的弧形。由北往南褶皱变形逐渐减弱，即由紧闭倒转褶皱、斜歪褶皱到开阔褶皱，轴面
由倾斜到直立，逆冲断层规模逐渐减小到不发育。

３）万州红色盆地（Ⅴ２－４－３）

万州红色盆地西以长寿－遵义断裂与华蓥山碳酸盐岩台地分界。主要分布中生代地
层，除背斜核部出露三叠系灰岩、碎屑岩外，其余均为侏罗系大片红层覆盖。红色盆地的
凹陷中心在石柱—丰都一带，据航磁资料分析，结晶基底埋深达１７ｋｍ。该单元以发育北
北东向褶皱构造为特征，从南西往北东，主要构造迹线走向由北北东自然弯转为近东西，

均消失在七曜山背斜北西侧，其北东角成为向西突出的弧形构造带，即“万州弧”。次级
及低序次褶皱往往呈雁列式，纵列轴北北东，横列轴与主要构造迹线协同一致。褶皱形
态为宽阔平缓的屉形向斜和梳状高背斜相间排列，组成隔挡式构造。断层一般发育在背
斜核部。

４）华蓥山碳酸盐岩台地（Ⅴ２－４－４）

华蓥山碳酸盐台地西以华蓥山断裂与川中陆隆分界，东邻万州红色盆地。台地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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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出露二叠系及以老地层外，中生代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和侏罗系，南部边缘有白垩系。

该区以北北东向构造为主，但两端多呈弧形弯曲。北端受北西向大巴山台缘褶皱带的约
束而发生联合，形成“喇叭状”弧形构造；南端受黔北南北向构造带的复合，形成近南北向
的重庆弧。该区背斜狭窄成山，向斜开阔成谷，组成典型的隔挡式褶皱。断层一般发育
在背斜核部。

５）川中陆隆（Ⅴ２－４－５）

川中陆隆位于华蓥山断裂以西。地表广泛分布侏罗系红层。据深钻资料，其基底由各
种片麻岩及岩浆杂岩组成，盖层之下为花岗岩和变质霏细岩；盖层中二叠系平行不整合于下
奥陶统之上，早、中三叠世发育蒸发式建造，晚三叠世发育灰色复陆屑建造，侏罗系为红色复
陆屑建造。盖层褶皱多为北东—北北东向的短轴背斜或鼻状构造（自贡凹陷）及半环状构造
（龙女寺穹隆）。

龙女寺穹隆（Ⅴ２－４－５－１）：穹隆地表以出露侏罗系红层为主，深部埋有中生界以老地层。穹
隆轴向近东西，以穹隆为砥柱，在其东南部，表现为半环状的弧形构造。

自贡凹陷（Ⅴ２－４－５－２）：区内仅为其北东部分，凹陷中心在四川省内的观音场—大塔场一
带，是一个侏罗纪—白垩纪的凹陷。区内地表构造主要呈北东—北北东向雁列式的短轴背
斜和鼻状构造。

（三）扬子陆块南部被动边缘褶冲带（Ⅴ２－７）

西以七曜山断裂与四川中生代前陆盆地分界。七曜山断裂带为一基底断裂，北起湖北，

经巫山、武隆、南川进入贵州，横贯七曜山、金佛山。重庆境内全长大于３５０ｋｍ，是扬子陆块
南部边缘被动褶冲带与万州红色盆地的分界线。该带东侧广泛分布古生代地层，并出现少
量板溪群，西侧为中生代地层分布区，断裂带对古生代地层及岩相的控制作用较明显。构造
上，西侧为典型隔挡式褶皱，东为背斜向斜等宽的城垛状褶皱。重力异常图上，该带为一梯
度变化带；航磁异常图上，该带位于磁异常分区界线上；卫片上，断裂带线性影像特征明显，

两侧地貌、山形、水系和构造线方向均呈角度交截。扬子陆块南部被动边缘褶冲带为上扬子
陆块古生代的坳陷中心，下古生界发育齐全，化石丰富。板溪群仅于秀山一带出露，为一套
砂泥质建造夹少量凝灰岩及结晶灰岩，南华系多平行（角度）不整合于板溪群之上。酉阳、秀
山一带，一套厚２１０～３２２ｍ的冰期—间冰期砂泥质建造平行（角度）不整合于板溪群之上。

这一不整合面反映了澄江期该区急剧上升。

震旦系为礁型碳酸盐岩建造；寒武系—志留系为碳酸盐岩建造、砂泥质页岩建造；石炭
纪—泥盆纪海侵曾波及本区，少数地区残留上泥盆统和中石炭统；二叠系为铝土质铁质建
造、内源碳酸盐岩建造和单陆屑含煤建造；下、中三叠统为蒸发式建造；晚三叠世—侏罗纪，

该区受雪峰隆起影响，有上三叠统和侏罗系沉积；上白垩统为山间盆地磨拉石建造，不整合
于侏罗系及更老地层之上。其褶皱为燕山期形成定型，并与万州红色盆地的一系列北北东
向褶皱群呈有规律的带状分布。

金佛山穹褶带（Ⅴ２－７－２）：东以大矸坝断层与七曜山穹褶带为界，南延入贵州省。该区出
露地层以古生界为主，仅金佛山向斜局部有下三叠统，重庆市范围内以龙骨溪背斜及金佛山

·０１· 重庆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古生代—中生代沉积岩相与地理研究



向斜为主体构造。由北向南构造线由北北东向渐转为南北向，是南北向构造与北北东向构
造联合的结果。

七曜山穹褶带（Ⅴ２－７－１）、黔江凹褶带（Ⅴ２－７－３）、秀山穹褶带（Ⅴ２－７－４）：为一系列北北东向褶
皱群呈有规律的带状分布，从北西向南东，其褶皱为隔挡式褶皱→城垛状褶皱→隔槽式褶
皱。该区断层发育，尤其在背斜轴部多见正断层，为燕山期褶皱的第二次纵张构造。武隆地
区属七曜山穹褶带（Ⅴ２－７－１），区内构造具明显的北北东向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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