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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乐山市位于四川省中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行政区划为市中区、五通桥区、沙湾

区和金口河区．管辖峨眉山市、仁寿县、眉山县、犍为县、井研县、夹江县、洪雅县、彭

山县、丹棱县、青神县、沐川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图1)．1994年末．

’全市总人口668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05万人．

乐山市地理座标。东经102。50’"-．,104。30’I北纬28。25’"-'30"20’．南北长214．4千米，

东西宽164．o千米．市境总面积2001；8．65千米，占四川省总面积的3．5％．乐山市北与

成都市为邻，东与东南和内江市、自贡市、宜宾地区相连，西与西南和雅安地区、凉山

彝族自治州相接．地理位置正处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

乐山市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有利于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全市地形大势是西南高．东

北低．位于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转折地带．市境北接成都平原．西连横断山地，东

有广大丘陵．沿江且多平原．山地、丘陵、平原兼有．以山地、丘陵为主(图2)．西南

山地是自然界物质与能量的分散区．地质基础属地台盖层的褶皱、断块区域，地貌多为

构造—侵蚀地貌；东北丘陵与平原主要是自然界物质与能量的汇集区，地质基础属地台

基底较为刚硬，盖层拗陷、凸起较为和缓的区域，地貌以侵蚀一堆积地貌为主．．多种型

式的地貌成因类型，反映了乐山市境内内力与外力两种作用的复杂矛盾的统一．内力作

用与外力作用不只支配全市复杂的地形，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矿床．

平原、丘陵区富于外生矿床．山地则外生、内生、变质矿床兼有，但统观全市仍以外生

矿床为主．这与市境皆位于地台区．地史上长期的沉积环境，地壳也较稳定有关．乐山

市中部为北纬29。线横穿．虽深处大陆内部．但西靠青藏高原，东南距南海、西南距孟加

拉湾皆在1500千米以内．海陆热力差异形成的季风气候覆盖全市．构成了水热组合优越

的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且为我国内地四川盆地西部特殊的。海洋性气候岛”的一

部分．市境水平地带属中亚热带湿润区环境．天然植被属亚热常绿阔叶林．土壤黄壤化

趋向占优势，但市境内地势起伏大．海拔低至320米．高至4：288米，垂直地带性显著．

山地的气候、植被、土壤随高度递变．气候类型包括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

温带、寒温带，亚寒带等．相应的生物、土壤资源亦趋于多样化．充足的水分与丰富的

热量相结合，使乐山市境内自然环境具有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都十分活跃的特点。全市

径漉深度大，以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为主干构成的河网稠密．水资源和水力资源都十

分丰富．上述这些乐山市自然综合体的特征为乐山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

里是四川省粮、油、棉、生猪、蚕桑、茶叶、柑桔、药材、木材等的主要产区；是水电、

化工、建材、冶金、机械、纺织、造纸、制药、电子等工业部门的重要基地；是自然风

光、文化和宗教旅游的杰出胜地I是四川盆地西部仅次于成都的交通、商业、金融的中

1



心。

乐山

市境中部

和东北部

是四川开

发较早的

区域之

一。市境

内曾有多

处旧石器

和新石器

文化遗址

发现。《水

经注》称

这里是蜀

王“开明

故治”。

《汉书·

沟洫志》

说：．‘蜀守

李冰凿离

堆，避沫

水之患”。

离堆即今

乌尤山，

沫水为今

大渡河。

秦、汉时

期，乐山

市境设有

武阳(今

30 3oj

00’

10410(Y

图l 乐山市行政区划图

彭山县岷江对岸)、南安(今乐山市市中区)两县。且东汉的犍为郡治中心就设在武阳；

西汉中期四川有14处井盐生产地，南安是其一。大渡河畔的铜街子是汉文帝时巨富邓通

主办采冶铜的地方。《蜀都赋》称；“卢有桔柚之园”，注解说是“出犍为南安县”。《华阳

国志》也说：“南安有柑桔官社，出名茶”。可见汉代时的乐山市境经济已相当繁荣。现

在乐山市境内比比皆是的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汉代崖墓”就是明证．。西晋末年，战乱造

成经济的破坏，乐山古代经济曾一度有所衰退。但唐、宋时期，又一次步入了繁荣的阶

段。当时的乐山市境分属嘉州、眉州和陵州。现乐山市保存的重要文物——乐山大佛、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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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唐

塔、千佛

岩石窟

等，都是

唐代经济

繁荣的标

志；宋代

的乐山由

于山水风

光与舟楫

之便，已

成为国内

旅游佳

地。宋邓

谏从曾

称：“天下

山水窟有

二：日嘉

州，日桂

林”。苏东

坡诗云：

“生不愿

封万户

侯，亦不

愿识韩荆

州-，但愿

身为汉嘉

守，载酒

时作凌云

游”。宋末

元初，数

十年战乱

州’_千米．4。4霉O 10千米 。剪
‘．——一 爹

埂 霉■’晋
口弋500
～市(地)界
一⋯县(区’市)界

乐山市地形图

又一次使古乐山经济衰退。明、清时期，乐山再一次走向繁荣。当时的乐山市境，主属

嘉定府(州)，部分属眉州，以及成都府、马湖府等．清雍正12年(公元1734年)于嘉

定府治置乐山县，乐山之名始于此．乐山的织绸、制盐、制糖、造纸、冶炼铜铁等手工

业，在清代已较为发达。民国初年，乐山开始创办民族工业，火柴、制磁、缫丝、制碱、

采煤、电力等现代工业相继兴起。抗日战争时期，JII；,l-工业内迁，难民流入，乐山经济

曾一度畸形发展，但战后随即萧条。1949年乐山解放后，工业、农业、交通、文化等，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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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面发展。由于乐山市开发历史久远．以及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乐山市地理环境已

非原始的面目．如今广阔的农田、层层的梯田、次生的森林与灌丛、肥沃的土壤、疏通

的河道．浩渺的水库，繁华的城市等。无不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产生了人工改造、创

造的地理环境．

在研究乐山市自然地理时，要考虑到各自然地理要素的综合作甩，也要考虑到人类

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发展，以及人

类活动的作用．综合形成了今天乐山市的自然地理面貌．人类不断打破旧的乐山市地理

环境的平衡状态，建立起新的平衡机制．并从自然界取碍财富。由于自然的客观因素以

及人类活动造成的历史因素，乐山市自然地理环境也有多种不足．且局部区域洪涝、干

旱，地震、低温等多种灾害时有发生，水土流失和生态平衡失调．近年来，全市造林绿

化、保持水土、改造中低产田土，防灾减灾工程的实施，全市自然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

同步进行．只有认识乐山市自然地理的特点，扬长避短，遵循自然界固有的运动规律．我

们才能在建立乐山市地理环境新的平衡系统中，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增强自然环境的有

序性，维护良性循环．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同增长，保证乐山市社会与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起繁荣昌盛的新乐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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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 质

乐山市境地域位于我国大地构造分区的上扬子地台西部．大致以洪雅一峨眉山市一

沙湾一沐川一线为界．分为两部分：东北部莫霍面深度约为39千米，西南部的峨边、马

边—带深度为43千米，地壳自西南往东北逐步变薄，地壳刚性则有所增强．东北部分布

的地层较新，构造简单，反映其地壳较为稳定I西南部分布的地层较老，构造较为复杂，

反映其地壳也较不稳定．

第一节地层

乐山市境内的地层，最老的是前震旦系峨边群浅变质岩系．最新的是第四系，除泥

盆系、石炭系外，各个地质时代的地层均有代表。总厚12000余米．震旦系至中三叠统

主要为浅海相沉积；上三叠统开始逐步转为陆相沉积。就其地域分布来说，大致以洪雅

一峨眉山市一沙湾一沐川一线为界．其东北部出露的地层较新，多为中生界、新生界地

层。分布较具规律性；其西南部出露的地层则相对较古老，多以古生界、元古界地层为

主．分布也较为复杂。峨边牛郎坝、金口河区的永乐、峨眉山市张沟、洪雅县龙虎凼等

地有晋宁期花岗岩出露(图1—1)．

市境内的地层，从古到新，分述如下：

一、元古界

1．前震旦系峨边群(Pteb)：由一套浅变质的沉积岩、火山喷出岩组成．主要分布于

峨边以西、金口河往南至老鹰咀一带，也见点缀于马边桐麻树．面积有245平方千米，厚

度达3100米以上．组成冷竹坪复式背斜和黑山埂背斜核部．硝水沟背斜核部有零星露头，

但因分布区褶皱、断裂比较复杂，加之岩浆岩脉多次侵入穿插．层序较难分辨。据金1：3

河区桃子坝——烂包坪剖面分析．可分为三组；

(1)冷竹坪组(Ptl)：分布于蛾边冷竹坪复式背斜核都，元宝山、冷竹坪一线，厚度

大于200米，未见底．由暗紫色、灰绿色、绿色杏仁状蚀变玄武岩、玄武岩、英安质凝

灰岩及玄武质火山角砾岩组成．常见有辉绿岩和斜长斑岩岩脉．元宝山见有硅化交代现

象．
。

(2)枷担桥组(Ptj)：主要分布于冷竹坪复背斜．自下而上分为三段：

白云岩段。厚200一400米．为灰至深灰色厚层块状白云岩和硅化灰岩，其上部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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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一1 乐山市地层分布筒图

量炭质、砂质板岩或细砂岩，中下部白云岩多硅化．以白沙槽、枷担桥处硅化高。

黑色板岩段，厚200—3so米．为黑至深灰色炭质板岩和砂质板岩为主，夹薄层微晶

灰岩、细砂岩，有铁、锰、磷等矿化现象．

紫、绿色板岩段。厚。一150米．为鬈红、绿灰色板岩一、干枚岩，含数层鲕状赤铁矿，

夹钙质、泥质细砂岩、扮砂岩。 ．

_ ’

S



(3)烂包坪组(Ptln)：厚640--900米。是峨边群分布最广的地层。为一套火山沉积

岩、火山熔岩组成，有火山碎屑岩、玄武岩，凝灰岩、流纹岩等。底部为酸一基性凝灰

质砾岩和凝灰岩。下部以深灰、紫色蚀变玄武岩、玄武岩、凝灰岩为主．往上过渡为流

纹岩、流纹岩质凝灰岩、凝灰质砾岩夹粘土岩及少量玄武岩等。上部为绿色条带状凝灰

质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斑岩夹凝灰质砾岩．与下伏地层枷担桥组呈平行不整合或角度

不整合接触．

2．震旦系：比较集中地分布于市境西南部，峨眉高桥以西、洪雅炳灵以南、马边大

竹堡以北的大片地区．峨边以西发育齐全．厚可达8700余米，以东缺失下统，部分地区

还缺失上统下组．厚1000余米．

‘下统；’为一套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分两组；

(1)苏雄组(Zas)：底部为厚约3米变质砾岩I往上为紫红、灰紫、灰绿色蚀变流纹

岩及流纹斑岩和流纹质凝灰熔岩夹流纹质凝灰岩、凝灰质砂岩；中段为英安斑岩，不稳

定；上段为杏仁状玄武岩、安山玄武岩和酸性凝灰质砂岩．市境内厚15—600米．其厚

度由西向东急剧变薄．市境西甘洛县的苏雄处．厚达2028．1米，向东到市境内的峨边大

堡厚度降至仅15’米，并趋于尖灭．与下伏峨边群烂包坪组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2)开建桥组(Zak)：为一套紫红、暗紫灰色的流纹质火山碎屑岩：凝灰质岩屑砂

岩、凝灰质砂岩、凝灰岩、长石石英砂岩和流纹斑岩，厚数十至2549米，市境西侧甘洛

的开建桥处，厚达2860米，向东入市境后变薄。在峨眉六道河至峨边、金口河一带有零

星出露．厚仅数十米．与下伏苏雄组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上统：由陆相、滨海相一浅海相沉积，自下而上分为三组．

(1)列古六组(Zbl)：厚卜330米。为一套陆相碎屑岩。底部为紫红色砾岩。下部
为灰紫、紫红、暗紫色砾岩、含砾砂岩、凝灰质砂岩．上部为灰紫、紫红色砂质粘土岩、

粉砂岩及石英细砂岩．具灰绿色清晰而规则的水平条带，水平层理发育．与下伏开建桥

组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厚度变化趋势为自市境西侧甘洛境内往北、往东变薄．自金

口河至峨眉六道河以东缺失．

(2)观音崖组(Zbg)：又称喇叭岗组(Zblb)．市境内厚1卜94．5米(峨边五步
岗)．(图l一2)．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在峨边、马边、峨眉、沙湾一带则分别

超覆于前震旦系峨边群或晋宁期花岗岩之上．为一套滨海、浅海相碎屑岩及碳酸盐岩沉

积．底部为含砾砂岩．下部为灰白至黑色粗粒石英砂岩，夹硅质白云岩、页岩．上部为

灰至深灰色薄至中厚层状白云岩、灰岩，含砂质、硅质．．夹页岩．顶部有一层黑色炭质
白云岩，含兰藻类及其它微古植物化石。

(3)灯影组(Zbdn)：又称洪椿坪组(Zbh)．分布于峨边、金口河以及峨眉山洪椿坪、

麦地坪、沙湾范店以南、马边老河坝等地，厚600---1158米．分三段．自下而上分别为：

张沟段：下部为灰至灰白色厚至中厚层状细晶白云岩、砂砾屑白云岩、泥质白云岩。

上部为泥晶膏质白云岩及内碎屑白云岩，夹少许黑色页岩与燧石层，含小型柱状叠层石、

微古植物化石等。峨眉山张沟厚115．01米，整合于下伏地层观音崖组之上。

余山段：为灰至灰黑色中厚层至块状微至粗晶白云岩，具花斑状、层纹状、条带状、

葡萄状等特殊构造，含兰藻、核形石等。峨眉山一带厚507．14米。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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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一2 乐山以西上震旦统观音

崖组(Zbg)等厚线图

图1—3震旦系灯影组(Zbdn)

地层等厚线圈

猫儿岗段：浅灰至灰白色内碎屑白云岩、硅

质白云岩，夹大量燧石条带或硅质层。含磷生物

白云岩，含兰藻类、花纹石、层状叠层石等。距

顶界2米处有小壳动物化石。产化石：

Balios sp．(斑点藻)

Praesolenopara sp．(管孔藻)

Manicosiphonia sp．(套管藻)

Emeishanella irregulare(不规则峨眉山藻)。峨眉山一带厚319．75米。与下伏地层

整合接触。

二、古生界

1．寒武系：分布于峨眉至马边以西，范围大体与灯

影组相同，并见于沙湾至丰都庙以西二峨山背斜核部。

地层发育较好，出露较为齐全．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

碎屑沉积岩。厚970—1225米．由下而上翊分为下统：麦

地坪组、筇竹寺组、沧浪铺组、龙王庙组I中统：陡坡

寺组、西王庙组；中上统：洗象池群．

下统：由白云岩、石英砂岩、页岩组成，总厚370一

732米．见于市境西南部和二峨山背斜核都．

(1)麦地坪组(∈Im)。o．5(金口河)一344术(老

河坝)．下部为灰、深灰色含球状胶磷矿条带白云拿夹硅

质条带，晶洞、溶孔发育，含大量多门类小壳爿物化石．

上部为浅灰、深灰细晶白云岩及含胶磷矿砂厅不等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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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一4 乐山市境下寒武统

沉积等厚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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