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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迎来建国五十周年，又逢澳门回归，《雅安地区自然地理志》这

个时候出版，情为锦秀河山，献上一份爱心。

该书内容广泛详实，资料丰富，语言严谨，既有文字平面叙述，还有各种

地图直观显示。时间上从远到近，空间上以与省内外地区和城市相对比的方

式突出雅安地区地质地貌和资源特点。不管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较强的科

学性、知识性、可读性．不失为雅安地区实用科学著作的一部力作。

雅安山JIl秀美，物华天宝，发展潜力很大。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应

该了解这块土地、热爱这块土地，以更高的热情开发建设这块土地。雅安地

区正面临着大好发展机遇，成雅高速公路的贯通，把雅安变成了成都卫星城

市．雅攀高速公路的后劲，更加强了雅安的枢纽地位。成书问世的《雅安地区

自然地理志》无疑为我们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提供了方便。我们要重新认识雅

安的山山水水，了解雅安的一草一木，进一步思考雅安“科教兴雅”，坚持改

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努力把雅安的事办好。

值得赞崇的是，《雅安地区自然地理志》由执教史地五十余年，现已七十

八岁的曹宏老师主笔。曹宏同志是雅安地区地理学会的创始人，现任学会名

誉理事长、民革成员。曹宏心系雅安的山川湖泊，曾拟写了较多的史地著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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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 地 质

第一章 地质

第一节地质发育简史

在四川省的地质单元结构中，雅安地区的地貌是在川I东地台

区的康滇古陆、龙门山褶断带、芦山褶断束(注)、峨眉断块四个地

质构造单元之间发育成长的，只石棉县、宝兴县西北小部和芦山

县、天全县西北角属于川西地槽区(地质图一1)。这四个地质构造

单元，经历了元古代的晋宁运动、古生代的海西运动、中生代的印

支运动和燕山运动、新生代四个时期的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这

些地质构造在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受外营力的影响，才形成今天

雅安地区的地貌状态。

康滇古陆有人称“康滇地轴”，因为它是扬子地台边缘长期隆

起的大地构造单元。早在晋宁运动时期便隆起为康滇岛弧带。自

前震旦纪到中三迭世都是隆起上升带；印支运动后，从隆起带转化

为褶断带，出现一系列断陷谷地与盆地；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

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褶断，因此地质构造极为复杂。总体走向南

北，但东西向、北东向、北西向的构造交错其间。它展布于丹巴县

以南，经康定沿大渡河南下，经过石棉县沿安河宁冲断层延伸入云

南。南北长500千米，东西宽数十到百余千米。在雅安地区境内

分布于--1≥1I山以南，荥经县西端，汉源县西部、南部，石棉县大部。

由于长期隆起，遭到外营力强烈剥蚀，因而基底岩层裸露。这些基

岩因地质构造复杂。岩石类别杂乱，三十年代末被李四光命名为

“富林杂岩”。汉源县、石棉县的花岗岩便是杂岩中的组成部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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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区自然地理 3

由于深断裂造成的岩浆

入侵，形成石棉县元古代

基性、超基性岩体内的大

型石棉矿和上二迭统的中

型大理石矿。康滇古陆两

侧，在汉源县、荥经县于晋

宁运动时期形成上震旦统

中小型热液铅、锌、银伴生

矿；在石棉县于加里东运

动晚期，形成中泥盆统热

液填充铜矿。在康滇古陆

与龙门山褶断带交叉的荥

经县西部的大型花岗石和

大矿山的热液铁矿，也是

晋宁运动的产物。在印支

运动后的褶断隆起中，康

滇古陆及与川西地槽相连

地带，不断出现断块高峰。

使雅安地区西南部耸立不

少的高山和极高山，石棉

县的最高山峰神山梁子。

不论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

均列全地区之首。

龙门山褶断带是全国

著名的北东向构造。东北

起陕西省汉中市，向南西

经四J1l省广元市、茂县和

汶川县、都江堰市进入雅

地质图一I

雅安地区地质构造单元分区图

(注)：芦山褶断束又称雅安褶断束。是

四川中台拗的次级构造单元。(据西师《四

；il地理)19页“主要构造单元”)

卜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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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 质

安地区，分布予芦山县北部、宝兴县东南部、天全县西部，斜插泸定

县境与康滇古陆相接。全长500千米，宽25—40千米。由北东向

隆起拗陷，单背斜、复背斜与各类断裂组成。以北川——宝兴深断

裂为界，分为前山和后山。以绵竹县和都江堰市为界，分北、中、南

三段。雅安地区境为属于南段的前山和后山。

龙门山褶断带是扬子古陆的西北缘。在元古代晋宁运动已隆

起为陆。在隆起过程中，由于岩浆活动。形成芦山县元古界小型铜

矿和镍矿。天全县热液铜矿点，宝兴和芦山之间的大型含钾岩石。

早古生代，我国海侵达到全国性规模，扬子古陆除康滇古陆小部

外，均有海相沉积。雅安地区只石棉县东部，汉源县西部、南部，荥

经和天全西部一小块是陆地。直到古生代晚期华力西运动才先后

隆起。

晚志留纪的加里东运动，使夹持在川中台拗与龙门山褶断带、

康滇古陆三个构造单元之间的地区受到东西向构造、南北向构造

及北东向构造相互交错的影响，生成一系列走向互异的复背斜和

冲断层。其中，以走向南北的峨眉——峨边——金阳断裂规模最

大。晚二迭纪有大规模陆相基性火山岩喷发，形成峨眉山、汉源轿

顶山、荥经瓦屋山、雅安荥经交界马耳山的玄武岩建造。峨眉断块

构造单元基本形成。汉源、荥经东部首先形成陆地，因而缺失泥盆

系、石炭系岩层；而属于龙门山褶断带的天、芦、宝三县则于华力西

运动时始上升为陆，因而只缺失石炭系。泥盆系盖层十分发育．最

厚可达数千米，化石丰富。这是宝兴、天全两县均有上泥盆统沉积

赤铁矿，天、芦、宝三县均有中、下泥盆统热液型铅、锌伴生矿和二

郎山有丰富化石的原因。海侵使雅安地区失去了古生代重要造煤

时期，这是雅安地区缺乏大中型煤矿的主要原因。但海侵使汉源

县形成下寒武统大型、中型沉积磷矿和奥陶统中型锰、钴伴生矿，

芦山县和天全县形成下二迭统中型、小型铝土沉积矿，天全打纸堂

于奥陶纪生成中型硫铁矿。

{JJ●●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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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区自然地理 5

古生代晚二迭世，由于冈瓦纳大陆分化，古地中海扩大，上扬

子地台再次下沉为海，至三迭纪，除康滇古陆一小块外，四川盆地

一片汪洋。由于下沉的不均一性，盆地内出现北东向的二条隆起

带和三条拗陷带，西北部是龙门山拗陷带和广元、成都、峨眉鞍状

隆起带。三迭纪末的印支运动，使四川盆地四周三迭系及以下地

层全部褶皱隆起，西部横断山系、龙门山，北部大巴山、米仓山，东

部巫山，南部大娄山相继崛起，四JIl盆地被包围成面积约20万平

方千米的内陆湖盆，被称为“巴蜀湖”(地质图一2)。四川盆地从此

结束了海侵历史，转为陆相湖盆沉积。雅安地区除宝兴县、石棉县

全部、天全县、芦山县大部，荥经县、汉源县西边一小部外，其余均

为巴蜀湖区。

对龙暑盖喜墓≥。’．'、 ．

对龙门山褶断) I

带和康滇古陆、、 、，’l～．．；
、

妻苎．掣。型i三 ' 横

迭纪以前地层 I．．
一

全部放褶皱，

原来隆起的单

背斜成为复背

斜，原来的拗

陌成为复向

斜；老断层复

活，新断层相

继出现。北川

一宝兴等深断

； 新

i

j 山

● ．

tf‘、．
f

0‘!

～
。～

；
一

地质图一2四川侏罗纪古巴蜀湖示意图

裂以西产生大规模岩浆侵入活动，区域变质由前山至后山逐渐加

深，形成宝兴至芦山一带的大理石矿和板岩、片麻岩。在宝兴、天

全和芦山县境内，由于断裂活动造成的“推覆”，使元古代基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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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露。因岩层建造复杂而被李四光命名为“宝兴杂岩”。芦山、天全

的晋宁期大、中型花岗石矿就是其中的组成部份。

三迭纪开始：雅安地区东部的巴蜀湖盆边缘山区，在湿热气候

条件下氧化形成的红色岩层风化壳被流水搬运，湖盆接受了陆相

碎屑岩沉积。沉降中心在龙门山褶断带前的拗陷带形成千米上下

的紫色碎屑岩层，在湖区上升后，逐渐演化成天、芦、名、雅、荥、汉

六县市中低山区的紫色土壤。湖滨繁茂的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

被碎屑岩埋藏压实后，成为陆相煤层，形成今日天、芦、雅、荥、汉五

县的上三迭统小型煤矿或矿点。

晚三迭世，在龙门山褶断带南段西边的地槽区，由于介于地台

区与地槽区之间的反扭与顺扭过渡带，在印支运动剧烈褶皱和断

裂作用下，促使岩层向南大规模滑动，成生一系列弧形构造。从南

到北有三合弧、金汤弧、小金弧、红原弧。南北重迭成串，成为龙门

山褶断带与康滇古陆之间的分界构造。红原弧与小金弧以弧形褶

皱为主，金汤弧与三合弧则以压扭性弧形断裂为主。由于冲断层

弧形的推掩，在天全县西北形成长河坝飞来峰。在龙门山褶断带，

由于总体作北东向的隆起和拗陷的单式和复式褶皱，与南西向的

与之垂直的张扭性断裂和斜交的扭性断裂相作用，切断北东向的

背斜而形成纵向多字形雁行排列构造。北川——宝兴断裂带、彭

灌——盐井复背斜、宝兴复背斜、莲花山背斜、罗纯山背斜等坞属

雁行排列构造。 J，

中生代侏罗纪末，燕山运动兴起，龙门山主要表现为承袭性的

褶曲活动；但盆东隆起褶皱形成川东平行岭谷，巴蜀湖被向西北压

缩成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的蜀湖；川北一带拗陷不断加深，芦山、

天全东南部，汉源东部，荥经大部，雅安、名山全部都是蜀湖的一部

份。蜀湖所汇集的水流，从荥经古河道入西昌湖，再从普格河道入

川滇湖(参看地质图一3)。早白垩世，汉源和荥经之间，因南西向

褶皱隆起和其他体系干扰，出现西北——东南向的扭性褶皱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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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滇古陆南北向构造形成“人”字形。褶皱形成大相岭背斜，断

裂形成汉源县金坪断裂和荥经县宝兴厂——凰仪断裂。牦牛道古

河道(即荥经古河道)被中断。-，，

晚白垩世．一一．

初，云贵高原及f 乞

盆北地区逐渐‘i

升起，盆南发生 、二

拗陷。蜀湖收 j
敛在安县西南， ：

沉降中心在雅 !

安、峨眉一带。 tI

盆南在綦江以

西，合川I、泸州、

自贡以南的大

娄山前形成约2

万平方千米的

巴湖。此时，大
地质图一3 四川侏罗纪末“蜀湖”示意图

巫

渡河道已经形成，由于云贵高原的上升，西昌湖水经大渡河进入蜀

湖，再经嘉州峡谷进入巴湖o，(参看地质图一4)此时，峨眉断块构

造南部抬升与盆北连成一片，汉源全县抬升为陆地，蜀湖收敛在大

相岭以北。 ，

， 早第三世初，喜马拉雅第一期运动兴起，：巴湖因盆南抬升而消

失。蜀湖退缩至都江堰市和新津以南，蒲江、名山、雅安、洪雅为湖

心。芦山、天全东南部、荥经东、中、北部仍在湖水淹没之中。(参

看地质图--5)被称为四川运动的喜马拉雅第一期运动，褶皱断裂

十分发育，造成龙门山褶断带南段前山构造变形，产生著名的迭瓦

式构造和飞来峰构造。前者是由于一系列高角度冲断层，自西北

向南东不断仰冲的结果；后者是冲断层发展的产物，是冲断层向远

一

．●r■*。tl■

^*Bl像善孽豇■I-幕

^：

+■t髫嚣雪

、I-IIlt|}If。Fl

；；J-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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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图一4晚白垩世四川蜀湖，巴湖示意图

处掩覆所成。

宝兴与芦山

之间的金台

山——高飞

出水飞来峰群，

便是五龙、盐

井两冲断层

之间的志留

．泥盆世岩

层飞越宝兴

背斜而掩覆

在金台山

——高飞水

一带的二迭．三迭系岩层之上，形成下新上老岩序倒置的现象。

至此，龙门山褶断带形成今El地貌状态。

地质图．5早第三世四川残余蜀湖示意图

中新

世喜马拉

雅运动进

入高潮期，

蜀湖中燕

山运动以

来的白垩

系及老第

三系地层

全部被褶

皱隆起，属

于四川中

台拗构造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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