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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j!言

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以来，地质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地质

展，填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f：；．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

地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还找到一大批矿床或矿产地，

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1：20万

其它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

局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7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Ⅸ区域地质志》及其

次。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

大进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和地

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

．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

强，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

务。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

署，由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出版工作由地质

治区地质矿产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

施，具体编写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

Ⅸ区域地质志》的内容一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其图件主要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o万至l：i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

省、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

地质构造面貌。
‘

7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随

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充实、完善，发行新的版本。

地最妒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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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简称滇或云，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北部、东部分别同西藏、四川、贵州，广西

等省、自治区接壤，南部、西部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相邻。

云南总面积约为383000km2，划分7个地区、8个自治州、2个地级市、9个县级

市，共辖87个县，27个自治县(以下各篇中均统称县)。1984年总人口3362万人，汉族占

2297万人，其余有彝、白、傣，哈尼、壮、苗、佤、傈僳、回、纳西、拉祜、景颇、瑶，

藏、布朗，阿昌，普米、怒、蒙古、独龙、布依，基诺等44个民族，是我国民族最多的省

份。

云南山川壮丽。丽江一大理一元江一线以西的滇西地区，属横断山脉中南段，高山深

谷相间排列，总体表现出北高南低的地势特征。北部山岭高耸，海拔5000m以上的山峰

终年积雪，丽江之北的玉龙雪山，海拔5950m，为云南第一高峰。江河深切，金沙江虎跳

峡为世界最深峡谷之一，自山峰至谷底，相对高差达4000m以上。滇西西部与缅甸接壤地

区，应属掸邦高原组成部分。鹏冲一带的第四纪火山锥及台地地貌，具鲜明特色。滇西南

部地势低缓，山岭海拔一般在1600m左右，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即在其中。区内主要江河

有怒江、澜沧江，元江。上述一线以东的滇东地区，属云贵高原西部，地势向南缓倾。中

南部岩溶地貌发育，闻名中外的路南石林坐落其间。区内河流多属金沙江、南盘江水系；

高原湖泊有洱海，程海、滇池，抚仙湖、杞麓湖，异龙湖等。省会昆明即位于滇池之滨，

由于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景色秀丽，不仅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而且也

是避暑消夏、旅游观光的胜地。南部河口，为全省最低处，海拔仅80m。

云南的交通有以昆明为中心的成昆、贵昆、昆河等铁路干线；民用航空线国外通往仰

光，国内与北京，上海、广州、贵阳，重庆，成都、西安、南宁、香港等13个城市相通，

省内可通保山、思茅、昭通。公路交通占有重要地位，全省已实现县县通公路。水路交通

无足轻重，仅澜沧江、南盘江、金沙江、元江及滇池、洱海的部分水道可通航。

云南地处北纬21—29。之问，北回归线横贯南部，但由于地形地貌复杂，高山深谷多，

形成独特的立体气候类型。其共同特点是：年温座小，一般只有10—12℃；日温差大，可

达12—20℃；最冷月均温6—8℃以上，最热天均温19—22℃。降雨充沛，大部地区年降雨

量在1000mm以上；千湿分明，85％的雨量集中在5一lo月的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

季；但降雨量在各地区分布不均，南部江城、金平、西盟等地年降雨量可达2200--2700mm，

北部宾川仅有584．Imm。气候垂直变化异常明显。由于云南地势北高南低，水平方向的

纬度增加与垂直方向上的海拔增加相结合，致使全省八个纬度问的温差，相当于我国海南

岛至东北长春的温差；高山峡谷区，。立体气候”更突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就

是这种气候的写照；而。四季如春”的气候主要是在海拔1500--2000m的地区。

云南自然资源丰富，尤以植物、旅游、矿产资源最为突出。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

的省份，有“植物王国”、“香料之乡”、“天然花园”、“药物宝库”等许多美称。森林覆盖

率达24．9％，林木总蓄积量为9．88 x 108m3。热带、亚热带高等植物在10000种以上，其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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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物1000余种，香料植物365,t,，观赏植物2100多种。云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经国务院

1982年审定，列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的有路南石林，大理、西双版纳等处。云南矿产资源

更是丰富多彩，素称“有色金属王圈”，是我国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宝地。有50个矿种的保

有储量居全国前十位，其中铅、锌、锗居全国旨位，锡、锢、铂．锆、岩盐，钾盐居第二

位，铜、镍、磷、芒硝、砷、蓝石棉居第三位。

云南经济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占89％，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4％以上。

粮食作物以稻谷为主，次为玉米、小麦、薯类、豆类，养类等。主要经济作物有烤烟、甘

蔗、茶叶、油茶、花生、芝麻及水果。其中，烤烟质量优良，玉溪，江川等县被誉为。云

烟之乡”。。云南轻、重工业基本协调。轻工业中以烟、糖、茶占优势。其中，烟草工业的

产值在1984年占全省工业总产f，f的15．92％，制糖工业遍布全省13个地、州、市的37个县、

市，制茶工艺日臻完善，花色品种日益增多，目前有红茶、绿茶、花茶、普洱茶、紧压茶

5大类，100多个品种。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工业已初具规模。著名的兄弟

民族用品和工艺美术品有大理的石制品、建水和永胜的陶瓷、腾冲的玉雕、个旧的锡器及

昆明的斑铜制品等。

云南优越的地质条件，一直为中外地质学界所瞩目。早在17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地．

理学家徐霞客就考察过云南的地貌、岩溶、地热和火山等。1911年及1914年，我国地质学

家丁文江两次来云南进行地质考察。1925年，朱庭祜负责组建云南地质调查所，成立了我

省第一个地质机构，进行过地质及矿产的考查工作。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迁来昆明，改组成西l啊联合大学，其地质、地理、气象系与当

时的资源委员会勘测处、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地质调查组一起，共同对云南开展了较多的区

域地质、构造地质、地层古生物的研究以及矿产资源调查。著名地质学家孟宪民、程裕

淇、袁复礼、冯景兰、孙云铸、尹赞勋，许杰、张席提、王日伦、卢衍豪、董申保等，均

对云南地质、矿产作过卓有成就的研究。从19世纪巾后期到1947年阀，还有一些外国学

者，如法国人勒克莱(M．A．Leclere)、戴普拉(J．Deprat)，英国人格里高里(J．W．Gry—

gory)、德国人米士(P．Misch>等曾在云南进行过地质调查，为云南地质研究工作作过一

定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地质事业进入到一个

崭新的时代，云南地质勘探工作也得到了蓬勃发展。1957年云南省地质局成立后，立即抓

紧进行各种专业队伍和组织机构的建设。1958年组建了云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相

继开展了1：100万、1：20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至1965年，1：100万昆明幅、下关幅、

普洱幅、凭祥幅地质图和说明书正式付印出版，从而基本扫清了我省的地质空白。为了加

快云南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1965年地质郜决定将广东省区域地质调查队的部分人员

调来云南，原石油局第三、第五和第六普查大队也相继来人，纽建了一，二区域地质调查

队，分别担负云南省东、西部的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1979年，为了适应地质工作发

展的需要，两队正式合并为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以下简称云南区调队)。

到1985年底，全省l：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全面完成，相继提交了系列地质图件及调查报

告，同时还为国家提供了一批诸如兰坪县金顶铅锌矿、新平县大红山铁铜矿、晋宁县王家

湾磷矿、滇西锡矿等矿产基地。随着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入发展，我省还提交了一批综

合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70年代由云南省区域地层表编写组编著的Ⅸ西南地区

区域地层表云南省分册》，云南省地质局主编的“云南化石图册”，云南省地质局区划组主

2



编的。云南省成矿远景区划专辑”；1977—1985年由云南区调队主编的一系列图件及说明

书，主要有“1：50万云南省地质图及说明书”、“1：50万云南省矿产图”、。1：50万云南省地

球化学图及说明书”、“1：75万云南省构造体系图及说明二8”、。1：75万云南省构造体系铁铜

矿产图”、“l：75万云南省岩浆岩分布图”、‘‘1：100万云南省地质图”、“1：100万云南省变质

地质图及说明书”，参与编制或编写了Ⅸ中国构造体系图》、《中国变质地质图*和“三江区域

地质志”的云南部分；80年代初，云隔地层古生物学会组织编著的“云南地层典”。与此

I司时，地质，冶金、地震、煤炭、建材，化工、核工业部等所属地质队及教学和科研等有

关单位，也先后在我省作了一些区域地质及专题研究工作。通过以上工作，为《云南省区

域地质志*的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是根据地质矿产部有关文件椅{叶I，由云南省地矿局责成区调队负

责编制的。1984年7月提交设计之后，即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并对一些重大地

质问题进行了必要的野外检查及部分样品的分析测试工作。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一般截止于

1986年底。除注明出处者外，大部分均来源于云南区调队。1987年i1月，云南省地矿局聘

请盖申保、池际尚、任纪舜、张翼飞、范承钧、王乃文、冯本钾，谢振西、孙家聪、富公

勤、任显、王祖关、江能人，颜以彬、郑恒有、简人初、田玉莹，朱玉瑛、伦志强、白永

兴、杨荆舟、颜景耀、秦德厚为评审员，对《云南省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进行了认

真的评审，并同：盏予以公开出版。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的编制工作，由云南省地矿局范承钧任技术顾问，云南区调队熊

家镛、王义昭具体主持和组织，张远志、薛玺会参与了组织领导及向j分篇章的审稿工作。

绪言、结语由王义昭执笔，第一篇由蓝朝华、黄铭卿、蔡宗扣、胡荣民、陈鼎昌、罗芳

略、刘世荣执笔，由张远志、王义昭，黄铭卿、林尧明、罗芳略、熊家镛修改定稿；第二

篇由胡英、李兴林，何昌祥，覃胜荣执笔，由薛玺会、胡英、李兴林、熊家铺修改定稿；

第三篇由熊家镛、蔡麟孙执笔，由熊家镛修改定稿；第四篇由孙诚、王义昭执笔，由王义

昭修改定稿；第五篇由林尧明执笔。1：100万地质图，岩浆岩图由罗先兑、薛国安编制；

1：200万地质构造图由薛国安、廖世甘编制，1：200万变质地质图由蔡麟孙编制。地理底图由

宋可余负责编制。全书由王义昭、熊家镛、林尧明审阅定稿。参加有关工作的还有台娅、

冯旺书，戴绍福、张志斌、贺天全、叶芝珊、尹立勇、冯明刚、李文丛，钟云琪、侯培

英、张兴国、张延中、宋子德，余海仙、祁丽芝、陈国富、杨明、金虹影等。所有图件的

清绘由云南区调队绘印室承担，宋可余负责。英文摘要承赵应龙翻译。

《云南省区域地质志》是几十年来在云南从事地质调查，特别是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的广

大地质工作者的集体劳动结晶。编著过程中，得到了董申保，池际尚、任纪舜、冯本智、

壬乃文，富公勤，孙家聪、王祖关、江能人等人的指导l云南省地矿局总工程师张翼飞，

罗君烈和地矿处、科技处、资料处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此外，还得到了有关地质队、地质

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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