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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mJil省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

议的精神，本志书由绵阳市地方志编
．

’

纂委员会批准出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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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志》是当代地方志著作中专业性和学术性都很强的专志。一部好的《自

然地理志》既可以为人民群众认识、利用、改造自然，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提供科学、系统、翔实的资料；还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社7

会主义的感情，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乡土教材。 。．

1984年秋季，原绵阳(县级)市人民政府部署编修《绵阳(县级)市志》，决定委

托拥有地理专业专门人才的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承担编修《绵阳市自然地理志》的任

务，原绵阳(县级)市志编辑委员会特聘学院院长万起鹏担任名誉主编主持编修，‘聘请

学院地理专业副教授李再纯担任主编，讲师王文鹄担任副主编，具体负责采编工作。

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非常重视编修《绵阳市自然地理志》的工作，把它列入学院

． 支援地方的科研项目统一管理，及时解决工作时间、经费、办公条件等具体问题，使编

惨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

。担任正副主编的李，王二位老师，特别是李老师年届花甲，体弱多病。他们在完成

’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充分利用教学间隙，放弃节假休息，不畏严寒，不避酷署，一

心扑在编修《绵阳市自然地理志’这项为地方建设奉献的事业上。为了搜集资料，访遍

各级有关部门；为了实地考察，走遍绵阳山山水水。在参阅若干图书占有大量资料的基．

础上，他们运用现代地理学观点为指导，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拟定提纲和着手编写。经

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于1986年7月编写出初稿，后又几经修改补充，于1987年8月定

稿，园满完成《绵阳市自然地理志》的编写任务。

《绵阳市自然地理志》除“概述矽外，共分6章25节，约20万字。全书资料丰

富，逻辑严密，记述周详，图表适度。主要特点是：彻底清除旧地方志地理门的弊端，

突出了科学性；充分反映绵阳(县级)市境的自然特点，突出了地方性，高度重视各种

自然资源的记述，突出了实用性；注意汲取现代地理科学研究成果，突出了时代性。因

此，《绵阳市自然地理志》既是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区域自然地理专著，又是一部质

量较高的地方志专志。

我作为李再纯副教授早年的学生，由于工作关系，有幸拜读这部志书的初稿和修改

稿，不仅使我再次复习了系统的自然地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实际地感受到了老师

谦逊的作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现在，《绵阳市自然地理志》就要交付出版了，我谨代

表绵阳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及办公室全体同志，向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向李再纯，

王文鹄两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再以学生的身分向李老师表示诚挚的敬意。

江瑞炯
。

1987年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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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可以分为综合自然地理学，部门自然地理学(即地貌学、气候学，水文

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等，、和区域自然地理学。区域自然地理学的主要特点是它的

区域性和综合性。自然地理志是一种区域自然地理的专著。《绵阳自然地理志》一书就

是以绵阳为区域研究对象的专著，经过李再纯，王文鹄两位先生的编著和江瑞炯先生的

校订，长期劳动的成果，现在和读者见面了，特此祝贺I
‘

本书从概述开始，继而对自然环境的各要素(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

被以及动物，作了分别论述。不仅论述了环境的结构，动态和发育，而且对自然灾害的

产生和防治也提出了意见，还附有必要的统计资料和图表以及动植物名录。这就使读者

不仅对绵阳有一个概略的认识，也能了解绵阳各自然要素的特点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

系，并为合理利用自然环境和保持绵阳自然生态的优化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是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一本好书。
。

j铂j社

(丁锡祉先生系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地理学会理事

长．四川省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均使用当时国家的纪年，并在

建国后，并使用公元纪年。4

般以《新华字典》新载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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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川西平原东北边缘，涪江中游地带。东界梓潼，南接
‘

^ 三台，中江，西连德阳市市中区和安县，北靠江油。地理座标：东经104029，～

10509t，北纬31 016 7～31048 7。全境东西长63公里，南北宽51公里，面积1570．3平方

．‘
公里。

丘陵是绵阳的主要地貌类型，约占全市总面积的75％，此外是沿河的冲积平原(坝)

和丘间小平坝。地势北(西)高，南(东)低。受地势的控制，全市水系也都明显地自

‘北(西)向南(东)流注，并在全市以涪江及魏城河为主干成树枝状分布。所以有人把

以绵阳市为中心，包括三台、中江，罗江、安县，江油、梓潼这个以涪江为主干的流域 ．

‘

地貌称为绵阳丘陵，是相当适当的。因为这一地带同属杨子准地台四川台拗的川西，

北台陷，是一个中生代长期拗陷的沉积区，由于构造变形不强烈，呈现为一系列平行

开阔排列的平缓背、向斜褶皱构造。上述丘陵地貌就是在这样一个地质构造的控制以及

地壳长期缓慢上升和外营力的长期剥蚀之下逐步形成的，这也就是绵阳市地质、地貌的

． 一个特征。

由于绵阳所处纬度位罩和季风的影响，气候的地带性特征十分明显，例如冬夏季风
。

更迭，年，季降雨量不均。绵阳还因地处秦岭南侧，又带有地域性的特点，即冬季虽

长，但无严寒’夏季炎热，但无酷署。总的说来是气候温暖，四季分明，雨量充沛，雨

热同季，终年适宜农作物生长。但因雨量多集中于夏季，所以旱，涝时有发生，甚至一

年中早、涝都有出现。 ．

市境河流属嘉陵江支流的涪江水系，除涪江干流外，尚有18条大小河流，呈树枝状遍
’

布全境。涪江流量较大，具备灌溉、航运的有利条件。其余河流流量均较小，且季节变

化很大，没有航运条件，水能资源的利用有待开发，灌溉的利用一般较好，引灌和提灌

。 工程很多，但仍需继续开发。 ；

绵阳市的土壤在自然地带上应属黄壤。但由于这里的土壤母质是极易风化的紫色砂

．岩、页岩，使土壤的发育均为幼年型，它的特征与母质极为接近，属于紫色土。只在部 缸

份丘陵的顶部可见到黄色粘土，属黄壤类型的土壤。紫色土在绵阳的利用率很高，是本

市生产多种旱作的土壤。但土壤一经人类利用，人为的影响就显得特别重要和明显，因

此，在本市，经长期耕作结果，例如由水耕熟化而形成的水稻土，不但分布广泛，而且

已经成为市境的主要的土壤类型。

绵阳市的自然植被，按自然地带的划分应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与落叶阔叶林，即处

于常绿阔叶林与落叶阔叶林之间的过

计划的砍伐，使这里的原始森林已荡



了。绵阳现有的林木都是次生林木，面积小，复盖率低，树木稀疏，林相单一，很少见

到较大面积的乔、灌、草完整的多层结构的植物自然群落。于是水土流失逐渐严重，野

生动物难于栖息繁殖，日见减少，大型野生动物多已灭绝．因此，无论是从长远或者近

期来说，植树造林，保护鸟兽，恢复和创造良好(即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环境，乃是

一个重要的课题。 秘。

总的来说，绵阳幅员广阔，土地资源比较宽裕。人均土地3．1亩，虽少于全省的人

均土地数量，但在盆地范围内，则高于多数县、市的人均土地数量。而绵阳的人均耕地

为1．35亩，则又高于全省人均耕地1．o亩的三分之一强。绵阳的土地资源构成层次比较

多样，具有多层结构的优点，有利于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发展和开发利用，为农

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

绵阳的耕地主要分布在低丘、丘间平坝和沿河两岸的河谷平原。平原的耕地土质优．

良，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种广泛，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的地方；这里耕作精细，

复种指数高，生产技术水平也高，是绵阳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也是进行农业现代化

建设中必须特别重视的基地。处于丘陵的耕地对灌溉和机耕有一定的局限和困难，但广

阔的丘陵早地大量生产着各种杂粮、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是家禽家畜饲料、工业原料

的基地，经济效益高，同样不容忽视。而在绵阳植被复盖率很低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在

丘陵大搞植树造林，广种经济林木，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恢复自然生态环境方面都

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7 。。．t‘^。

绵阳气候温暖，四季分明，宜人宜物；这里雨量充沛，年降水量近1000毫米，，日照

长，辐射强，热量充足，对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十分有利。境内大小河流分别具有不同

程度的灌溉、航运和发电等条件。水利工程和设施相当发达，．有名的史公堰引灌工程是

宋淳熙(公元1174—1189)年间开凿的，至今800余年。以后续有修建，新中国成立以

后修建的更多。到现在灌渠、水库、平塘、提灌站等大小水利工程的引、蓄、’提水量达

29，958．35万立方米，使灌溉情况大为改观，r增强了抗御干旱的镗力。涪江j’安昌河水4

源丰富，水利方面还大有利用的余地。所以绵阳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前途
”

也是令人鼓舞的。2 j一一 ’。
”

。．c 一

‘

绵阳自古就有“富乐"的称誉，又以“襟带三川，四通水陆∥，被推为“巴蜀

要郡，，。究其原因，首先就是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

源。可以预见，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绵阳八十万勤劳智慧的人民将会把。

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富裕和繁荣。 +‘一． 一¨‘i ．一；：·

i

、：‘：，’一．1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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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地质与矿产 弘
’．

1 h

第一节 大地构造位置及其演化
‘

．，

’

o‘

一，大地构造位置 ：<。 一

二

绵阳市大地构造位子杨子准地台四川台拗川西台陷与川北台陷交接处，即龙泉山 ．

褶束(川西台陷)和梓潼台凹、盐亭鞍状凸起(川北台陷)三个四级大地构造单元的镶

接处。实际上就是龙门山前拗陷带与大巴山前拗黧带的接合部位。(表l～1 2(图101)
。

’

，
’、 ，，

、 j

’

袭1--1 缩阳市大地构遗位置系统襄

I 级 ；I 级． II 级 Ⅵ 级

。川西台陷 ， 龙泉山褶束

扬子准地台 四川台拗 梓潼台凹
川北台陷√

● 盐亭鞍状凸起

四川台拗位于扬子准地台西北部，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状若六条边界的菱形呈北

东向展布，是一个巨大的向斜构造，：英范围与地质上和地理上的“四川红色盆地”相

当。四川台拗在其演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三分性"：川中微型大陆以长期隆起、

为主，盖层发育较薄，基底埋藏浅，基底岩系由深变质岩及中至基性杂岩体组成；西北。

部与东南部为长期拗陷的地区，西部拗陷由弱一无磁性岩块组唬基底，东部拗陷由无磁

性岩块组成基底(图1—2)。 j

从图1—2可见，市境处于四川台拗西部拗陷内。根据地球物理和钻探资料，地层发育

’具有明显的“双层结构”。基底岩系由变质的中酸性杂岩体组成；沉积盖层由上震旦纪

，以来的地层组成，厚度可达】off里左声。 、
}．_t

市境盖层由于基底刚性大，7后期构造变动不强烈，，虽地层发育较齐全，但出露的时
。

代不多，这个特征对市境地貌，矿产资源等都有重大影响。 一 7

，l

，
j

二，川西台路大地构造发展历蹙
’ 、

， ．

●

(一)基底岩系形成阶段

川西台陷基底岩系深埋地下，对它的了解仅根据物探、航空磁测及邻近盆地边缘基

底岩系资料进行分析与参考。川匮台陷紧邻龙门山一南大U。zll台褶带。龙f-ltlJ基底岩系 。

为中元古界通木梁群及西乡群；米仓山一大巴山的基底岩系办中元古界火地垭群和神农

架群，甚至于还可能有下元古界崆岭群。神农架群与崆岭群出露在三峡地区，距离较

二

I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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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I Jll省大地构造单元一览表

I 级 I 级 I ’级 Ⅳ 级

泸定台穹(Ⅳ。)小相

岭台穹(Ⅳ：)盐边台
康滇地轴(I。)

穹(Ⅳ。)会理台穹

(Ⅳ·)安宁河穹断束
(Ⅳ。)

白马凹褶束(Ⅳ。)摩
摩天岭台隆(I：)

天岭台穹(Ⅳ，)

龙泉山褶束(Ⅳ。)雅

川西台陷(I。) 安凹褶束(Ⅳ。)成都

断凹(Ⅳl。)

梓潼台凹(Ⅳ。。)盐亭

川北台陷(I：) 鞍状凸起(IVl：)通江

台凹(Ⅳl。)五宝场斜

坡(Ⅳ。。)

四川台拗(I 3) 双河场台凸(Ⅳ。。)南

充台凹(Ⅳ-。)武胜一

+川中台拱(I。) 威远台凸(IV。，)自贡．

台凹(Ⅳ。。)马边斜坡

(Ⅳ¨)

万县弧形褶束(IV：。)
_i，予准地台

(I。) 川东褶皱束(I．) 重庆弧形褶束(Ⅳ：。)

泸州凸褶束(Ⅳ：。)赤

水凹褶束(Ⅳ。。)

‘

宝兴穹褶柬(IV。：)九

龙门山褶断束(I。) 顶山凸起(Ⅳ2。)旋口

龙门一大巴台缘皱断带
凹断束(Ⅳ：。)雁门凹

褶束(Ⅳ：，)
(I)

汉南台拱(I。) 米苍山台穹(Ⅳ：。)

大巴山褶皱束(I，)

盐源一丽江台缘皱断带

(I。)

上扬子台皱带(I。) 峨眉山断块(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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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一2 四川大地构造格架略图
． ：

‘引自谢琪等《川中微型大陆与四川盆地形成》
、

、
‘

远。川西台陷可与龙门山、米仓山基底岩系进行对比，因而台陷中的酸性杂岩体可认为

至少属于中元古界，那就是说川西台陷经晋宁运动I幕(距今约10亿年)地槽褶皱变质

与岩浆活动，使绵阳市基本(或部分)转化为地台。 ，

从“彭灌杂岩静、峨眉山花岗岩、火地垭群侵入岩体的同位素年龄的测定，均为晋宁期

(距今约8亿年)而8亿年前的晋宁运动I幕(扬子运动)在扬子准地台普遍存在，也是最后

形成地台的构造运动。因此估计川西台陷也会受该运动的作用，最后转化为稳定的台陷。

以上说明绵阳市基底岩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晋宁运动I幕和晋宁运动I幕两个阶

段∥即经历这两个运动结束活动历史，转化为稳定的地台。

(二)盖层形成阶段 ．

1：震旦纪一中三迭世海相地层发育阶段

i：。川西台陷自震旦纪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地台发展阶段，地壳运动以升降运动为

主，盖层发育基本上与四川台拗一致。下面根据地层的发育与缺失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 (1)晚震旦世一下古生代阶段：早震旦世台陷隆起，缺失下震旦统地层，从晚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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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到下古生代，川西台陷与整个四川台拗一样，地壳稳定沉降，发生广泛海侵，故从晚

震旦世到下古生代地层发育齐全，以浅海相碳酸盐建造为主。据地震资料，震旦系地层“

厚900一1：co米，寒武系ooo--iooo米,,,奥陶系300一500米，志留系残存200一600米·

(2)上志留世一石炭纪阶段。由手晚加里东运动影响，四川台拗以上升为主，长

期遭受剥蚀，故缺失中志留统到石炭系地层。绵阳市也不例外。

(3)二迭纪一中三迭世阶段；早土迭世广泛的栖霞海侵使台陷发育了海相碳酸

盐建造，早期发育了以梁山组为代表的滨海沼泽含煤沉积。早二迭世末期，扬子地台大

面积升起，称“东吴运动"，造成上下二迭统间的沉积间断。 ．

晚二迭世早期以广泛出现含煤沉积为特征，形成了“龙潭组矽煤系，后期发生了长‘

兴海侵，沉积了浅海相碳酸盐为主的地层。

晚二迭世后期的海侵一直延续到三迭纪。早，中三迭统地层以滨海碎屑岩和泥质，

白云质灰岩、白云岩为主，含石膏层。

中三迭世晚期，扬子地台开始大规模海退。随着早印支运动(距今约2．3亿年)的

发展，结束了台陷海相地层发育的历史进入盖层陆相发育阶段。

根据地震、地质资料，市境二迭系地层厚600一700米；下、中三迭统厚达2000米。

从晚震旦世至中三迭世，历时约5亿年。地层都属于地台型建造，除上志留统至石

岩系地层缺失外，其余都属海相地层，总厚度可达4000．--60d．o米；+地壳运动以升降运动

为主，反映出这一阶段地台处于稳定发展时期。
。

2、晚三迭世一新生代盖层陆相沉积阶段

晚三迭世随着海水逐渐退出，上三迭统以陆相沉积为主，兼有滨海、海陆交互沉

积。据石油部门资料，市境上三迭统地层厚约i000米，有机质丰富，为石油，天然气的

——。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晚三迭世末～发生了、“印支运动刀晚幕(距今约2亿年)量这次⋯一．
运动影响深远，使四川盆地盆周上三迭统以下地层几乎全部褶皱隆起为山，形成了盆地

的基本轮廓；盆地构造定型，从而奠定了红色盆地的沉积格局。从此glJll盆地结束海侵

历史，转入内陆湖泊环境，具有构造盆地和沉积盆地的双重性。．在“印支运动”中，随

着南秦岭褶皱上升，迫使大巴山上升成陆，监在其南翼引起后效反应，致使,lq：l匕_通江

新生的北西向拗陷带形成。这一构造变动一直继承到今，未使四川台拗“三分性黟构造

格局发生变化。

早徕罗世一中侏罗世早期，气候湿热，以湖泊沉积为主。中侏罗世中期一早自垩世，

气候逐渐变为半干旱、干旱，以巨厚红色碎屑岩沉积为主，含石膏层。晚侏罗世末，“燕

山运动，，兴起，四川盆地东部和中部上升，沉积范围向西和西南方向收缩，全市范嗣内

接受下白垩统红色碎屑岩堆积。早自垩世晚期，随“燕山运动，，进一步发展，盆北升起，

盆南拗陷，使得下白垩统最上层的“古店组一<K，g’)未在市境沉积。从此市境结束漫长

的沉积历史、(距今约1亿年前)，转变为剥蚀环境。通过邻区地质资料分析，市境侏罗系地

层厚4，ooo一5，ooo米；从永兴镇“绵一井”钻探结果看，下白垩统残存厚度为510米。 、

老第三纪末期，发生了“喜山运动”。A蔡，称为‘‘四jlI运动力(距今约2300万年)

使四川盆地内陆相盖层普遍褶皱，形成了当今见到的构造格局。 (图1—3) ，7

7由上所述，市境沉积盖层内，海糯碳酸盐沉积与陆楣碎屑岩沉积厚度大体相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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