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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本誊蹦版的前西

1929列193]年我髓E故藤锡畴先生到四川西康两省(当E于行政划分区域)。踏勘地魔

矿产。归来屠除彦籍成“蛾周山地厦”。、．‘_魉川油田概况”和“因周盐产概袷”已分剔

凑巍萋绻鬻汇报第Z0号租22号以外，叉作成：十万分之一路艘地嫒图35幅及自流井贡井

医=万分之一地媛图一幅和“四川蜀摩地质志”中英文稿各十六章。其中路藏地质图郓⋯

部分嗣面图，监翻工以话我君疆瑞±人巴勒加所作的涪陵彭水一带地殿图以及我所作的万县

逖瑟阎地质圈备一幅，仑莳一惯，作为“四川西康地质志”的附图已子1935．盔F,-出版。而文字报
告剐一齑搦{l|呈至令，溲：智付印。这主要原因是我硼当时对四』fl西康地质特射是改j：【|的西北

部和酒康地区变厦地屡部分勰藏缀差，因丽报告中滔存在着静多缺点和来解决的嗣霭。黄

汲清阕志其时镄导地魇翻。奄所工中＆拟缕修改，再行付印。其后薄堍生搿地质蕊查所在联

大教誊；我亦去国外，因面稠鬣，未黼迸行毒值蔓][939年考有规会，予以测修，然基本

内容，仍是楹据原来潞察，来话变更。但此后却又限予糙饕，不勰能印。最近地质出版础

湛照地质部镊导上钓指示，翻印旧存刊物，悭地质专报甲种第十五号鼬有图无害，不使参

考。予是重检旧稿，予以出版。憔已时隔=十多年，这一地区的地质工作有了不少麓的进

展，特别是解放后八年来作了斡多洋勰工作。从今天的勰戳看将及三十年前的旧餐料，一

定滟得错睽陈魔，所在皆是，达本亦是科学工作发展的自然规律。然在我国社会主义积极

建我的今天，如果这本；日瓷料耗提供某些进一步工作的残索，郝亦就起了它的微薄妁作用

了。原稿英文部分已残缺不垒，、虽无菸需要，敞不付印。所附撺图，偶有遗失者，只好瞄

去。、照片图版，略缣过多，或已变色j均予嬲藏，一僻附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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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引 蓄

川康趣厦夙糍考查，初步桔果，粗具覆概，最先者为德入李希霍芬(F．V．Richthofen)，

寻】．872年，鱼秧入川，耀广元、成都、‘雅安至大相岭；归来瓣雅河至乐山(嘉定)，沿
’氓扛丽下，过叙府(宣宾)，治扬子江髓重庆(巴县)，，至濒={匕宜昌，沿途路事翻查。炎

为匈牙利人劳策(L．Loczy)，子1879年，于甘入川，耀广竞、成都，雅安，过大相蛉，

糙汉源、泸定至康定(打箭燧)，西过折多山，、楹雅江(河口)．至理化(里塘)，再西至巴

安(巴塘)，由此蒋入云南。灰为美人椎理斯及布莱克威尔德(B．Willis E．BIackwelder)，

予1903年， 由欧入川，衽大字、巫山，沿扬子江而下入湖北。 1904年，荷人

商本丹农(E．E．Abendanon)，由鄂入川，溯扬子江而上，楹重庆，北沿嘉陵江而上至合

川，南奎南川一带。1911年，法人乐赏德(A．．F．Legendre)，‘由瀵入川，褴会理、西昌．

歪富林、j康定，苒蒋灭云南。1915年美入劳德循亮(G．D．Laaderback)，由陕灭川，、衽

广元、成都、灌县、天叠：蛾眉、乐山至乐山犍为盐区及售流井贡井盐区，再艇赘中、安
岳、邃宁、莉澳、南充，蒋至合心、重庆，沿扬子江而下。1914年至坞15年j B入小林

仪一郎，由鄂灭川，稠查四川盆地，西至灌县、雅安、天圣，北至广元、翩中，南沿扬孑

江轻重庆丽下。1929年，本所赵设营、黄汲淆，晦陕入川程广元、昭化、江油至成都，再，

耀彭县、灌县、汶川、茂县、卒武、棉竹、蛾眉，乐山、夤中、富顺、自流井至宜宾，南
行入滇黔。同年，瑞士人汉蒗(A．Heim)溯扬子江入川，艇重庆：宜宾、乐山、．蛾眉、成

都、灌县，富填、自流井，沿江而下；1930年，汉貘复由澡X)II，艇会理、‘西昌、越詹、

权源，至西康康定，又西行衽雅江、理化、甘孜、镀霍、道擘回康定，复入川，再至蛾

眉，沿江东下。此前人飘查四川地质衽过之情形也。
、’

．

1．929年秋，作者奉派入川j稠查地质，其时赵黄=君已茸川角行久瀵黔，汉摸业衽东

来，逮由蘑庆至成都，先稠查四川西部及西康，然后横向东行，冀完成一地反图幅，于前

入巳艇考察之路戕，不再特地前往，仅就途中所程，补其所未及，而互相比较，于前人未

到之处，或管衽过丽未祥者，．工作范围力求广远，有时情形适宜，工作亦鞘加弹釉，悭四

川、西康面积广大，人力有限时陶仓促，不能专就一域态意考察，且以天时人事关系，有

歙往稠查丽未得者。针往返费时二十五鼹月。就路栈所衽，仅成=十万分之一地质路裁图35

幅，可戊一百万分之一地蜃图幅一摇有半。至1933年春，昱叉伴同趣济委盛会四川考察

词，再至四311,除衽过以前质考察之区域一部外，叉由涪陵南至彭水，自万县西至达县，

工作一部缀男刊发表，仅可奁参考者一部，加入本褊作为一区，而成地质图一幅也。
四川、西康僻在西蓬，地形、地舆图类可供采用参考者甚少，即或偶有比例尺较大地

形图，亦多限予一域，’不全遵稹，或仅在低地交通褙便之区，故历来考查川康地质者，除

利用比佣尺箍小不甚准确之地图外，均绠自行测量，或设法作图，以备完成地质总图、之用o

i此炎考察如漾，困可以利用之图甚少，故决定宫行作图，又以时蠲短促，不能到处测量，

，缀用筒便方法冀收相当效果。测图之法，系随地测定各处衽樟度，借定大体方位，沿所砸

之地作路橇圈，填注所见各种地质情形，如遇竣为重要地点缀簿捆考察者，再测制群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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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地质图，惟因时促地广，更须测量考察秉膳，势不能用测板测量随地安置，只可用指献

仪定路栈方向，以步测、目测或时测定各地距离，虽测量牿果不易准确，但所程之地，路

耧测量，从未固断，均能遘胳，以各地艇樟度为根据，可作完全蘧值之地魇图，路凌唐图～

比例尺均为五万分之一，丽所戊地露图幅，已稿至二十万分之一也。

径樟度测量，用腔簿仪观察星宿，短波无栈电听取时弼，以菲律宾焉屉拉天文台所报
告之时简为标准，所测糖果，虽未必完套准确，。但较以前各种旧图为佳。惟四川天气阴多

睛少，特予晚嗣颇多阴嚣，不见星宿，尝有数过其地，或停鞋数尉面不能测其衽耩度者，

政予将近=年之蠲所浏超擒度可用者，禽不及=十处，穗制总图实甚戚困难也。
]929年lO．q 4 Et，由北平启程，同行者禽有管世英、王曰偷----君，先至汉口褙侯，十

日丁在君先生由北京来，11日同由汉口启行。沿长江一带，地势低平，为湖北中部平原，瞄陵

小山，偶一见及，16日釜宜昌，西望山岭叠起，为大巴山脉南来之支，巫山十二峰最著，。

宜昌居山岭平原之交，过此即入山地，1 8日~开船溯江丽上，当晚宿巴东，翌日至万县，

沿途糨过各皎、各滩，山势陡峻，水流湍急，地质情形，前入已有耗哉，作者等此次氟促

走过，未能多所观察，过奉节盾，即入四川盆地，豁然开朗，由万县叉两日而至重庆。

在重庆佳--．日，与丁先筮等分途，丁先生等原应畿道部之邀，考察黄州及川广铁道路

棱，地质、矿产。瞎、昱等奉派赴川康翻查，因须先至成都与当局接洽，故子24日由重庆

出发，取道小』Il北路，乘汽船濒嘉陵江而上，，当甚至合川，途中衽过峡谷数处，川人称小

三妖，风景幽美。合川在嘉陵江北岸。嘉陵江至此分为三支，西支为涪江，为小北川路所

糨，水盛时可通汽船至途宁，签日水漫可至潼南，l园商船行驶无定期，当托人定汽船一

只，邃至潼南，沿江两岸均为缸色地层，平铺整叠，倾斜极微，地形卒瑷，山岭低小，由

潼南而上，因水漫汽船不能畅通，须改行陆路。因故等候二日，始克成行。叉=目至邃’

宁，换{磋挑夫，糨乐至、筒阳，-过龙泉山抵成都，时为1 1月4目也。

在成都测量艇簿度，接洽预备一切，亩至26日方能成行。来时本拟先翻查西北部茂、

县、松潘一带，嗣因孩处齑塞积雪，不便工作，改往西昌。由成都至新津，道路平坦，可

行汽章，新津至邛昧亦有焉路，可行人力卓，均在平原范围内，邛燎以西，始有山岭，朗

产煤，本拟前往翻查，’适有大股土压盘据，不能工作，邃沿大路南至名田‘雅安，已入小一

山区域。在雅安县境翻查十El j更至浆耀i在县境内翻查十七El，，于四川西南部以此区弱，

查费时较多，工作较辫，·1930年1月’3日，出浆粒起行，艇大相岭至汉源，大相岭高袍·

2800余公尺，路险匪多，不便行旅。由汉源县至富林，行山谷中，路鼓萃坦。富林在大

渡河北岸，’商嗣800公尺，时值隆冬，晚同温度在华氏40度以上，13日由富林启程，

沿大路直至西昌，中超越篱县、小相岭至越搿县城附近，天暮不栏行走，2】日至酉昌。

本拟赴会理、盐源等处稠查，因路途多梗，不得已仍由原路而返。仅往麻哈一带考察，进．

至雅磐江岸。至冕宁一带，由海棠至安顺场铜矿一带考察。迨沿大渡河返至富林，时已

3劳24日矣。在富林一带弱查三日， 瀣由汉源场取渣泥头、飞越岭、化林坪i泸定至康

定。飞越岭高豹2700余公尺。康定-以东为大渡河流域，已入高山区，山谷高低相差甚一

多，交通不便。一
此至康定，邃子4月28吕由康定起行，向九龙县进发，康定高度构为2，5∞余公尺，

西行』≥1次而高，第二日即在岸下露宿，高构3500余公尺，温度构华氏34度；第三日过

玉龙石，山，高构4200公尺，冰雪载途。又三日抵九龙县城，中过己丑山，高豹46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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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山上积蟹深达数尺，焉不前进。九龙县披在璃磐江一支沆之旁，高豹"2400余丛

尺，由此分两路翻查，噻糙华邱山、三崖龙，自台山至及窝龙，再篪云脚山、戊戍返星

城；昱至错龙沟、扎日、腊日等处，再园县城。崮九龙本拟沿鹅磐江至雅江，因无路司

通，遂艇死灰山返中城子，1取道夹根桥、东俄洛，裢商日寺山至雅江、东俄洛一带地势彰

低，成宽谷，酶构3500余公尺，而高日寺山大路所衽高处，构4600．余公尺。雅江居鸦纂

江东岸，离豹2700余公尺，由此至理化，为通藏大路，雅江歪理化瓯日程，第三日须露

宿，中艇大偷洛Ⅱ{、·剪子淹<千把暖，高均四千数百公尺，沿路荒凉渺无人烟，偶见牧辟

，张蘑面已。理化位筒原上，高鞠4100余公尺，除千附近及往金厂沟金矿翻查外，未能耘
行。本拟赴巴蜜，因故途改向瞻化前进，行六日，露宿二夜，中艇高山=处，其一为嘎仁

多山，高构4S00公尺，过精磬江抵瞻化县，瞻化县在鸦碧江西岸，高构3100公尺，由世

往麦科及熊龙溪等处翻查。7月】O日由瞻化超行赴甘孜，行三日，均沿鹅磐江岸，路髓

崎岖。甘孜县在璃磐江北岸，。高构3300一余公尺，附近为江边小平原，南方、东方均有璧

山，由此本倚拟西行，因路不能通，蘧取道北路，褪鹱霍、道擘至泰宁。键霍、道擘均茬

鸦磐江支流新都河岸，缠霍高3400余公尺，道学高2900余公尺，在一宽谷内，南北谚

为高山。由渣零过松林口至泰宁，秉沿大路南行，改艇农戈山、毛牛至丹巴，已入大渡滑

沆域。大渡河上游称金川，丹巴县屠箕南岸，商鞠1700余公尺，由此分路衡查，‘昱往蔻

功、巴郎山一带，嚼奎巴地、巴旺t焉牛及银厂沟等处，三周后归丹巴，艇大炮山返肆

定，时为9月13日。因整理图件，预备报告，直至10月2日，始能由康定起行回川。割

在西康康定以西，系勺五阔月，翮查所超，只东部之一部，时嗣大牢消耗子旅途，人烟稀

少，教备不全，不能随处尽兴考察，故所主琶蠲题，不毹完圣解决也。
‘

由康定衽泸定至龙塌铺，翻查附近一带，耀小路至浆耀返雅安，由此西行，啼往蘑旺

宝兴(穆坪)等处，昱赴天套以西一带，历十二日均仍返牙篷安，再取大路图成都，时】1月
2日也。

'

回成都后，接洽翻查西北事，但仍阻于嚣，未果，遂决定翻查四川盈地西部。布置一

切，候取放赞。子l】月2日由成都起行，乘船先至嘉定，’鞯赴峨眉，群测蛾眉地质图，

因天气阴霉，测基不便，直至12月23日始寓蛾眉，至龙池、龙罔一带弱查。鞲拯嘉定，

分路进行、嚼童赴犍为、屏山境，昱翻查犍为、乐山盐产地质，在犍为相会，同乘船至童

宾0蒋耀泸县、富顺至自流井，翻查富顺、荣县—带盐区，作洋粕地质图，需时甚久，193：

年2月-厶日至自流井，3月6目离此，后叉分途进行，昱赴威远、荣县等处，畴至内江、

资中，圊目后会子威远。复分途翮查威选、荣县山岭一带，畴衽餐中、罗泉并至仁寿，要

罹并研董乞寿，取大路，艇苏碣头，返成都，时为3月25日。

至成都后，即接洽翻查西北部等处，4月21日由成都启程，先至彭县嗣查自水河撵

矿及各处煤目，锕矿附近山势陡峻，高者在2000公尺以上，糍至灌县，在两县境内袖费四叶
日。予6月1日，-由灌县起行，过娘子岭程汶川、威州至茂县。娘子岭高豹1300公尺。

过此沿岷江而进，行深谷中，两旁山势商聋。茂县在岷江东岸，高构】600余公尺，在蹦

近翻查后，予6月】6日由茂县起行，至叠溪，’住=日'观察附近等处，由此往松潘，仍

沿眠江前进，3日至松潘，、地势稳变，谷宽而平，，两旁山岭，高而不峻。松潘县高构230(

余公尺，岷江穿城面过，在附近翻查兰日，即往城北40里漳腊金矿。由此本拟过弓枉烬

歪南平，因故途改往黄胜关，返松潘。子7月8日由松潘启程，向平武进发，过雪兰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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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出梁，艇黄龙寺、小河营至水晶锦。黄龙寺上为雪宝瑷，高构60。o余公尺，为四川随

北部最高山峰之一，过莩山粱后，沿嘉陵江支流涪江上游而下，谷狭丽陡，路颇难行，～鹭

．山桑商近4000公尺，而水晶铺高仅】1．00余公尺。时值谥夏雨多水涨，由水晶铺至举武

县j屡阻子水；水涨不得渡，7日17日抵卒武，21日起行，由山路碗赴北，{l，过菊丛山，

¨楹豆叩寺、卒通、桂溪、、陈家塌至曲山，髑聋附近一带，崮嫩往北儿’=日程。北川县在
一河北岸，离构800公尺，因阻子雨水不便工作。8月4酽始起行赴茂县、安县、棉竹等

处，赵黄=君本已翻查，不必前往，而理番以西，筒未考察，故未由北川南行而蒋糨威

州、茂县西去，8月7日至茂县，10日至威州，沿岷江支流西行，】2目至理番，进孟萤

构观察后，更至杂谷脑，杂谷脑高豹1900余公尺，。至杂谷脑西南3Q里之美口而遗，搏涩
理番、威州、灌县而至成都。时为8胃2"-3日也。 、’

4四川西部大路通衢，大致均已程过，僻地山区，如懋勤以西=凯等处，宝兴以西惫通

一带，雷波、焉边、屏山，蛾边等处，或因治安不靖，路途梗阻，或因天气渐凉，不傻工

作，乃决定改向川东。前在蛾眉山测量时，因鞠霭妨碍工作。倚有一=髑题未能解决，故

子未寓成都之前，再至蛾眉，在山费时5日；重返成都，邃予9’月19目离成都，羚途东

下，昱由东大路耀瓷中、内江、隆昌、荣昌、永ⅣI丽至重庆；瞎由小川北路狡邃宁二蓬莱

旗、潼南而至合川，10月1日会子合川，起手翻查合川、重庆圈及华鍪山一带地魔，lO月

122日工作大致告竣。原戥由重庆往南，ff、金佛山一带弱查，嗣因一九一氏”事变华北震

撼；不得已速决定出=『fl’。子．i0月25日曲重庆启程?11月1日抵北京。此行典补费时

25蠲月，因地方不靖，往返缀行原路，又以测量各处糙樟度，’有肘=人须同行，不能分

途，致予工作肘图，不冤有虚耗之处。成都臂往四次，共补豹80日，除澍量成都糍糠魔
外，完全妄费于人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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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嚣．-岛川0西康在吾国西部，居扬手荭上游。吾国地势，由东而西，渐次而高，如

。溯汪商上，至湖北宜昌，高不及i00公尺，至重庆，高鞠240公尺，．再上至宜宾，高·310

余公尺，-再溯正流至云南。，如溯支流岷江而上至乐山，高370余公尺，再溯眠江支流锦江

、丽上至成都，高510余公足。如沿眠江正流至灌县，高750余公尺， 至茂县，高j_630余

’公尺，再上至松潘，。商2870．余公尺，至漳腊高梅3150公尺占扬子江正流入云南后，‘折向

北，入西康为金沙江，支沆大者为鹅磐江，如溯鸦磐江丽上，至九龙县之八窝龙，离2280

余公尺，至雅江，高2780余公尺，至焉墟，商构3000公尺^至瞻化，高构3100公尺，再

上至甘孜，高构330．o余公尺，此就江河流衽所及，商低相差，悬殊菅是。若更就地势霞

之，剧四川可帮四面环山，西康山岭有吾国最高山峰，在四川中部，lIf岭卒均高度，高出

海面，不过七、八百公尺。丽北部、西部田峰，动辄四、五千公尺，茂县之九瑗f』J，

礴至5000公尺以上，松潘之彗宝顼，高逾5000公尺≥西康东部，大雪山脉，角北耧

列；最高峰为岷雅贯噶山，高至7500公尺。川康交界，山峰五、畎千公尺者，陵见不觯。
大雪山以西，地势基础已高，平均补之，高度杓在4000公尺左右，山峰突出者，高构在
五、六千公尺之蠲，背孜之卡哇髫日’亦为要山。大渡河以酉，可称为高原也。

四川、西康，高低规大相悬殊，剧其地势参差，崎岖稷峻，当甚有区剔。蛾眉县境低

处，高度不过500’公尺，丽峨蓿山突起云陈，商至3000余公尺，悬邕糨壁，蔚戍犬观。

彭县南境，高不过600余公尺，丽北部山岭，葛至三、四千公尺，山势险峻，攀越蔷

艰，成都居卒原之中；数十里内无山岭。再扩观之；四川中部小山孤立；‘小岭蜿蜒，，所占

区域面积之大，东西可=千里，南北亦几千里，与四周蕊、山大岭相较，若泰山之子丘陵，■

地势迥不相侔，缀然戍一大叠地，其东口即扬子江出路，横穿山岭，而戍峡谷。故四川‘

西康地形，大体雷之，可分为：山岭、盈地、高原平原。而河流蜿蜒流贯四者之中者，

成各种水系，、虽各种地形彼此区划，有时亦不甚显著，如盆地内有较小之山岭，高原上亦

常有小盆地、卒原，但扩大范围，总括蚕之，固各有其特殊形势也。

山岭吾国酉部，山岭高大i除西藏边界喜后拉雅山脉，为世界最高山岭外，在晤国

境内，酋推西康东部山岭，因上部格年积雪，故名大霎山脉，康定西南之眠雅贡噶，、即其

最高峰。山脉略成南北向，、南糨西康之九龙，四Jf|之越蒿、冕宁境，为扬子江支流习蔫磐江

．与大渡河之分水岭，北耀西康丹巴、四川懋劲、理番、松潘境，遂子眠山脉。大雪山脉糯

亘所盟，往往山峰突起，高度在五、六千公尺以上；著名者为理番、懋功髑之缸桥

山，懋功之空口山，丹巴康定蠲之大炮山，康定之郭达山、折多山、玉龙石山，九龙、越

篙躅之万年雪山，冕宁之石关山0自大雾山脉以西，为高原区，面积甚广即西藏高原之～，

酃。山脉以东，山岭棉亘，环布四川边壤，中部低落为盈地。

在四川北部山岭为眠山，西通甘肃、西康、青海交界山岭，为扬子江、黄河上游之狰

水岭，in棘成东西方向，端亘于哩JJl甘肃交境，无显薯之主峰，亦不甚高缂，最葛处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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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000余公尺。丽南来支脉，分布予松潘、平武、茂县、4LJII、汶川、彭县境者，出势

嵯蛾，常高出云际，峰矗在5000公尺或至6000公尺以上，最著者为松潘之雪宝璜，茂县

之九顶山。山岭与盆地之界为灌县、彭县、棉竹、安县、江油境内。岷山向东为大巴山脉，

横亘于陕西、四月I交境，支脉南出不远，即撰猛地，。迤遣而东，至四川、，陕西、湖北交

界；又东南行，介于四川、湖北之同者，为巫山脉，长江横过峡谷，山蛉虽参差巍峨，丽

高度柢减，远不如北部、西部动辄以数千公尺补也。 一

四川西部之川康交界山岭，多为大雪山脉东出之支。衽，缸桥山东南行突起于懋功、潜

盈之交者，为巴郎山、牛头山，高四千余公尺，再南为邛蠓山脉，与盆地接。、由巴郎心南

出，衽懋功、宝兴、麓山、天圣、荣耀、汉源境，山岭著者为浆衽、汉源交界之大耜岭，

高2800余公尺。起于浆糙之东境者，有瓦屋山，起子蛾眉之西境者，有蛾眉山，高均符

3000公尺有奇，向东山势陡落，接子盆地、大渡河以南，扬子江以西，盘豆子越篙、冕。

宁、西昌、昭觉、会理、雷波、焉边、屏山、蛾边之山岭，梳餍子大涑山脉，为大雪山脉

东南行之一支，著名山岭有越篱之小相岭，高构3000涂公尺，再南至昭觉一带，、沌大潦

山之正脉，雨无显著主峰，自小相岭而东，山势渐减，接于盈地。。

高原西康康定，位于大雪：山：脉中部之谷中，高2500余公尺，自此而西，越折多

山，地势基础增高，除大河谷向下课创外，低处平均亦在3000公尺以上。如沿旧日通藏

大路而行，由康定过折多山，歪巴安，除雅江居鸦磐江岸，地势低下外，路多行于山岭豌

浅谷之上，．折多山以下，至高日寺山，衽一宽广豁谷，．丽成低平原，平均高构3500公尺。

’由高日寺山耀雅江沿小谷丽下，虽高低相差蔷多，而山岭高处率多瑷卒，顶摄高度，常大

致相等，不过璃磐江陡落为狭谷耳。由鸦碧江谷商上，至理化，多行子山岭商处，卒援山

顶，面积较广，，理化城筑于山顶之上，高4’100余公尺，7高原状况，触处显示。宙理化

歪巴安构七日程，尽行于高原之上，至巴安地势陡落，巳至金沙江之豁谷矣。 ，

． 盆地四川四面环山，中部地势低下成为盆地。察其边界所及，北接眠山、大巴山|

脲，豹』≥【灌县、彭县、安县、江油、剑翻、巴中、宣汉为界、东接巫山脉，以奉节为界，’’

南接鄂。、湘黔，溟边界瑟山岭，大致以四川南界为限，有时越界至他省，地势倚低，有时

未出界而已成高山，西按大源山、大莩山支脉，以屏山、餍边、我边、．蛾眉、天圣、1麓

山、邛炼、大邑为界。东西长处，可占糨度七度，南北宽处，可占捧度四度。地势低降，

显与边界有尉，惟盈地由四周而中央，高度监非触处潮次而低，其同亦有凸起而成山岭

者。盆地内之山岭大致成一定延长方向，多由东北而西南，或稍偏东西，或稽儡南北，较

，商者有=岭j一沩华登山岭，-一为威远荣县山岭；前者在盆地东部中央主峰在合川县东境，

裔豹1．560．公尺，向西南延长，低落子嘉陵江．向东北延长．楹都水，大住山势渐低6詹

者在盈地西部中央，岭巅宽广，无显著主峰，最筒处在威远县北境山王场一带，离豹】000

公尺左右，向西南延长至井研、、荣县之交，向东北延长，至威远、奁中之交，山势减低。

其他小山岭颇多：大致随地屡弯曲稻襁而起伏，满不超出盆地平均高度，与孤立小山，坶

为盈地内重要部分也。 ．

盆地最低处，为沿江地带，各处高．度略如上：逸，’最高处当为华鉴山主峰，其中阕小Ⅱl

小岭，高度无大轩轾，而在一卒面者颇多。在盈地中部，华登山岭、威远县山岭之圊，地，

屡平处，髓高远望，孤山小岭顶巅，历历在目，种其卒均高度，豹在600—700公尺之阉。．

地层常欺硬相简，层层平迭，‘所戍多方山平顶，面积不广，‘为盆地中部显著之地形，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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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弯曲倾斜所在，小岭棉亘，或整齐延长，或漫无系梳，均以剃融作用，岩石。睡质，构港

情形，为标准也3 一
，

苹原j|f康多山，平原甚少，惟成都一带，地势孕坦略成卒原，面积不大，一北至彭

县、灌县，东至沱江j≥【西，南室龙泉墀、新津，西至邛壕、大邑，东西长200余里，南j匕、

广100余里，地面非完全卒坦，低处不及500公尺，即蓐处亦不过700．公尺，，卒均高度，

豹在500—600公尺乏同，7成都高5弼余公尺j近于平均高度。萃原地内偶见躅阜小山，

离子地面者数公尺、十数公尺不等，四周环漉山岭，-南有眠江出口，东有沱江出口，形状

爻似盆蜷，不过地面平坦，名以卒原，鼓为适当耳。

河流四川、西康居扬子江上游，河流多为其支流，此次翻查区域，完全在场子江流

域内。主干过峡区，衽重庆至宜宾而上，支流之大者为嘉陵江、沱江、眠江、鹅磐红，皆

更有其支流，‘蜿蜒各处，。水系状况，均于图中显示‘，关子各水系地文情形，将另章叙速，

菠所‘蓄者，只地理上之概观耳。

。扬子江宜宾以下，水量始大，完全流于盆地内，谷多宽而流较徒，舟揖相通，大输

船溯江而上者，可至重庆，小翰船可抵宜宾，再上滩多水浅，不易航行。四川陆运不便，

水运极为重要，扬子江为水运要遭。在宜宾岷旺来会j至泸县赤内沱江，至重庆枘嘉陵江，．

水势更大，东北行出皎谷而东流。
、

鸦磬江为扬子江上流之一支，源出青海南部i东南流入西康，至甘孜入本区域，行

高原内而貉谷甚陡峻，甘孜、瞻化圈，谷深可至五百公尺以上，而河流谷底，蜒曲如带，

斜度大，水流惫，过渡较难。，水量适中，东南流衽雅江、九龙境，至四川、云南交界，灭

扬子江。无水利，不能航行，惟以木舟或皮船过渡，水惫处，江上横以木板竹索桥而已。

支流大者，仅镟霍、遒擘之缮水河，源出青海，西康交境，至雅江之北，入璃磐江。

眠江源出四川、甘肃交界之岷山脉，南流歪四川松潘北境入本区，流耀山地、平

原、盈地，在上游漳腊一带，谷蓝宽而流颇微，行人涉渡无碍，。南流衽松潘以下，谷渐狱

两流深，至茂县、汶川一带，谷澡至500公尺以上，谷旁山岭陡峻，不易攀越；水势渐大

而流惫，在茂县』≥【北，有黑水自西北来汇，就水量及河谷观之，似以黑水为岷江正源为

宜，惟因松潘为交通要道，均以眠山为其正源，恐街有待子地理学家之考察更正也。至灌

县出出入成都平原，因分水灌溉，在灌县歧为数支，支又分支，雅横流贯予成都卒原。主

干南流，艇大邑、邛炼橇新津，支流有耀成都甫流者，名锦汪，至江口入主干，南流出平

原，傍盆地小山岭而行，过青种入山，衽小峡谷至乐山，大渡河挟雅河来会，东南流衽盆

地西笾，“1窭宜寡入场子~江。眠江上游斜度大，水流惫，船不通行，灌县以上十余里，有小：

船冒险鬣返，翟县以下歪乐【Ⅱ，可航行大木船：乐山以下，时有汽船往来。在成都平原，

分流灌溉，利益甚大，得成为四川最富庶之区者，掇岷江灌溉之力也。

大渡河亦名铜河，上游称大金川，源出四川、西康交界，大嚣山北部，至西康丹

巴，釉小金川；南流衽沪定至越篙、安顺场，折而东流，至乐山西数里，辆雅河后入岷

江。全流深谷中，斜度大，水流急，大部不通船只，只乐山以西数十里，有小船往来。雅

河源出天金西境，枉山岭区域，至雅安东南流，亦名青衣江，耀洪雅、夹江至乐山西，灭

大渡河。上游水少流惫，无航行之利，雅安以下可通小船竹筏。

沱江源出拣阳、茂县蠲之九瑗山，东南流，入成都平原，岷互一支东流来会，沿卒

原东艨，南流入小山区域，艇筒阳、瓷阳、夤中、内、江、富顺至泸县，7入扬手汪。篇阳以



一16一

上，少水运之利，筒阳以下至富顺，可行小船，富顺以下，大木船畅通，水流萃静，，憔水

浅滩高，偷未航行汽船。富顺、自流井之盐，避盐河运入沱江，再蒋扬子江，亦重要水邋
，’ ‘

也。．
．

，

、

· 、
。

’

嘉陵江上游分三支，中日嘉陵江，东为渠江，西为涪江。中支有数源，出甘肃、阿

川交界岷山山脉，及陕西四川交界大巴山山脉，庸流艇嗣中、南充圣合川之北，渠江来
．+会。回中以上，可行小船，蔺中以下，大船可通，河流豌曲特甚，显示极大横御之力。渠

：江疹有数源，均出大巴山山脉，艇渠县、广安荫南流，合嘉陵江。渠县以下，可通船只。

西支涪江，源出岷山，与岷江之源相距不远；上游楹大山区域，坡大流惫，艇平武、、棉阳

入盆地，流稍疆，可行船，三台以下，行大木船，途宁以下，通小汽船，眭潼南奎合川，

’入嘉陵江。三江会会后，水势大飧，合川以下，汽船畅通，‘东南流艇王峡区，至重庆，入

扬子汇 、、’

’ ，

、

扬乇江其他支流颇多，均不及上述汪河之著，。较大者为黔江，源出黄州北部，入四

川；艇彭水至涪陵，入场子汪，下游可行船只，j隧滩多流惫，航行不便。他妇綦江，永宁

。辅，下游一部，．亦可通船，川盐’运鲔各撵，常利稿之，惟不著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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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雅安祭艇区
●

’

。，

一

(图幅第20童21)

(一)本区概况
。

，

’

，
‘

Z区位于成都之西南，当四川盈地之西艨，大牛在雅河流域，东邻成都平原，地形萃
棚_，地质简单，西南接建昌谷道，山愚崎岖，构造复杂，西北渣西康高原，岩石变质甚
烈，哪峻谷狱，河流湍急。东南部灌溉毂便，农产衙丰，西北部剐田士瘠薄，人煺稀少，

雅浆各县地当西康建昌之孑L道，商旅不糨予途，作者离成都之初，正值192；9年最冬，拱
先赴建昌，以便于冬季工作，道粒此区，管在雅安、柴艇等处稠查月余，然后由汉源南赴

建昌。至1930年秋，由西康归来，‘西糨雅安，分途翻查麓山、天圣、宝兴(穆坪)等处，

犹以时嗣短促，对于天奎一带地质，多不祥粕，仅就观察所及，分边如下：

(二)沿途观察、

由成都至雅安1929年冬1】月，由成都西南行80余里，耀双流至旧县，渡眠江西譬

为新津，渣途卒坦，田畴相接，’不见岩石露头，i沟渠交躇，尽餍氓江支流，新津城南，

略见小崮阜，为砖色秽岩及：粘士所褪成，属于舡色岩层之中部，即所蠲嘉定层也。两行‘

90里至邛睬县，大南河自西而东，流褴路甫，目击所及，均屑冲积平原，憔迩向南望，时

见丘陵，为缸色砂岩露头。邛擦西南，地面略商，为槌毅沉积，有砾石及橙黄色粘士，砾石

稀少，大小不一，通常直径构四、五公分至七、八公分，大者可至30公分，以石英岩为多，蹲

未见其底，厚度不悉，但至少不下30余公尺，分布甚广，豳邛昧至名山，豹】50里酱为．

此种地层。仅在名山县城，北五里口一带，有缸色砂岩及粘L七露头，向南70度西假科i

斜角10度左右。 、

． 名山县城西‘15里，有山名蒙山，高出县城890公尺，高出海面构1300余公尺。距城。

近处，岩石露头为，缸色秽岩及粘Io向东倾斜，斜角甚小。花溪沟以西至山顶岩石，以秒
岩为多，粘土次之，墨棕缸色及棕灰色，微向西假斜，几近水平，因颜色不同，层位稍差区，

分之为四川系之上部，即以蒙山屡名之，以蒙山赢度，哥此屡厚度，豹为800公尺，然此

仅足代表侵蚀所余之部分，非原来之厚度也，在此屡内街未霓得化石，故时代未能确定，、

惟以四川，缸色岩层下部，膀子下自耍粑，而上中下三部酱相整合，故蒙山屡，似仍属于自’

望崎l已也。 二
．

、

宙名山西南行，不数里，砾石摆下，缸色粘士砂岩露出颇多，在金雒关，地层层向东北

西南，一方假向西北，一方假向西南，略现背斜屡状，层戟略向东北假斜，越金难关山岗
丽西，沿雅江北岸西南行，抵雅安威。河岸两旁，为冲积平地，大路右侧，有杠色秽岩将
士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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