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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已有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和剖面测量! 重点分析了岷江松潘段的
漳腊盆地% 斗鸡台盆地地貌特征% 第四纪沉积物类型% 物质成分% 空间分布等特征! 并系统测
量和研究了松潘段岷江干流及其支流的河流阶地特征$ 研究表明! 新构造运动控制了松潘段第
四纪盆地的形态和地貌演化过程! 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形成于中新世末至上新世初! 西侧控
盆断裂为东倾正断层! 东侧为西倾逆断层! 盆地为断块发生西降东升的翘板式断块运动过程中
形成的! 称之为 )翘板式箕状盆地*$ 松潘段岷江河谷地貌呈现出宽谷和窄谷交替出现的特点!
岷江干流及其支流中发育多处湖相地层! 沉积特征表现为堰塞湖$ 岷江上游松潘段最多发育 + 级
阶地! 以侵蚀阶地和堆积阶地为主! 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时期$ 阶地级数具有分
段性特点! 不同区段阶地阶面宽窄不一! 受区内新构造活动控制明显$ 岷江上游新构造运动表
现为南北条带性和东西向差异掀斜抬升的特点! 红桥关以上整体为构造隆升区! 至少具有 ) 次构
造隆升! 岷江上游斗鸡台盆地构造隆升强度整体上大于漳腊盆地$ 在尕米寺地区可能发生了 + 次
构造抬升! 红桥关一带构造抬升明显要强于漳腊盆地$
关键词! 岷江上游’ 第四纪盆地’ 河流阶地’ 新构造运动’ 岷江断裂带
中图分类号! 3,)*’+)’ 3,*+ 文献标识码! -

#!引言

岷江松潘段主要是指岷江源至松潘县镇江关
段# 位于青藏高原中段的川西高原东北缘( 新生
代以来# 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碰撞+ 挤
压# 区内构造应力场发生多次转变# 形成复杂多
样的构造形式# 发育多期次的断裂构造!!!岷江
断裂带# 岷江断裂带属于南北地震带的一条重要
活动断裂# 沿断裂带发生过多次地震 )$ g%* ( 同时#

沿断裂形成一系列串珠状的山间盆地 )&* # 其内沉
积了粉砂岩+ 泥岩等河湖相沉积物(

有学者对岷江上游及其邻区龙门山构造带的
地震地质+ 岷江断裂带+ 构造地貌+ 岷江上游河

流阶地+ 新构造运动等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岷江断裂带性质方面# 杨景春等认为岷江断裂
带为逆冲断裂 )$* ’ 邓启东等+ 赵小麟等+ 陈社发
等+ /6IG J6IL:等认为岷江断裂带是一条第四纪逆
冲走滑断裂 )( g$** # 晚更新世以来具有强烈的活动
性’ ;̂FQO等也认为这是一条第四纪逆冲断裂 )$,* (

根据断裂带地貌特征和盆地沉积物测年结果# 张
岳桥等认为岷江断裂带由 " 个不同性质的断裂组
成" 早期为逆冲断裂# 晚期为正断裂( 在中更新
世时期# 岷江逆冲断裂发生构造负反转# 在其前
缘形成一条东倾的正断层# 控制了岷江上游漳腊
盆地的发育 )+ g%* ( 根据活动地貌特征# 周荣军等确
定的岷江断裂平均垂直滑动速率介于 #’)% g
#’,) 992:之间# 垂直位错量与左旋位错量大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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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 由此可见# 虽然有学者对岷江断裂带作了
大量的野外调查和研究# 但对这条断裂带的性质
等仍存在不同的认识( 构造地貌方面# 张会平等
依据数字高程模型 $Y8P% 分析技术# 对流域地
貌参数以及纵向河道高程剖面等进行统计分析#
认为岷江水系东西两侧地貌特征截然不同# 指示
了岷江两岸晚新生代不同的构造活动# 反映了断
裂带两侧地块的不均衡抬升 )$%* ( 张军龙等利用
Y[3J 方法# 划分了相应的层状地貌序列# 探讨了
区域新构造运动的特征 )$& g$(* ( 岷江河流阶地方面#
认为岷江上游河流阶地形成于上新世末# 主要分
布于山间盆地内# 阶地反应了区内的新构造运
动 )$$#$,#"# g",* ( 但对河流阶地的性质+ 级数+ 形成
时代等认识差距很大# 如唐荣昌等认为岷江上游
河段发育 , 级阶地 ))* ’ 赵小麟等认为该河段仅发
育 ) 级阶地# 均为堆积阶地 )$$* ’ 杨农等认为岷江
上游谷地以基座型阶地为主# 堆积阶地和侵蚀阶
地不甚发育# 主要发育三级阶地 )")* ’ 李勇等认为
岷江上游存在高位河流阶地 )"** ’ 吴小平等认为岷
江源区发育 ) 级阶地# 以堆积阶地和基座阶地为
主# 阶地发育受活动断裂控制明显 )",* ( 在这些研
究的基础上# 通过实地调查漳腊盆地+ 斗鸡台盆
地的控盆断裂# 第四纪地貌特征# 测量河流阶地+
分析新生代沉积物的形成时代# 认为岷江松潘段
河流阶地主要分布于山间盆地内# 形成于第四纪
时期# 是在盆地河湖相地层的基础上形成的# 同
时对岷江上游地形地貌的形成机制及其与新构造
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研究区地质背景

研究区属于川西北三角形断块# 区内主要断
裂有岷江断裂带+ 虎牙断裂和雪山断裂带( 其中#
岷江断裂带以西属于川青断块# 以东为岷山褶断
隆起带# 虎牙断裂以东为摩天岭断块 $见图 $%(
区内地层发育较为完整# 自元古界变质岩系至第
四系松散堆积均有出露( 研究区大致以茂汶区域
性断裂为界# 以东为龙门山及四川盆地地层分区’
以西为马尔康地层分区’ 北部岷江断裂以东+ 雪
山断裂以北属西秦岭地层分区( 区内变质岩以三
叠系西康群为主’ 岷江河谷一带的变质岩主要是
志留系茂县群( 岩浆岩主要为晋宁!澄江期及印
支!燕山期的侵入岩体 )&* ( 岷江上游第四系零星

分布# 主要分布于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内’ 岷
江河谷内分布有多级河流阶地# 其堆积物成因复
杂# 包括湖积+ 冲积+ 洪积+ 冰碛+ 冰水堆积+
崩坡积等 )$,#"" g"+* (

地貌上# 研究区总体地形是东南低+ 西北高#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依据地貌特征# 大致可
划分为西北高原区和东南高山峡谷区两大部分(
根据地貌组合分布规律# 高原区又可划分为丘状
高原区+ 高山高原区和高山区三个地貌分区( 其
中丘状高原区# 分布在漳腊一带# 地形波状起伏+
丘谷相间# 由于受到新构造运动的不断挤压+ 抬
升# 河流下切明显( 高山高原区# 分布于镇江关+
进安镇+ 黄龙等地区# 谷地宽阔# 坡缓岭平# 是
高原向高山峡谷过渡地带# 沿岷江两岸发育多级
阶地和冲洪积扇( 断裂构造突出# 见各类褶皱+
断层或断裂( 高山区# 分布于东南部地区# 山峰
林立# 峡谷幽深+ 河谷深切+ 水流湍急+ 地表破
碎+ 岭谷高差悬殊(

"!岷江上游第四纪沉积类型及其
分布特征

!:#%典型第四纪沉积类型
岷江上游位于青藏高原东部# 经历了青藏

高原地壳运动由缓慢上升转为剧烈的隆升的地
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气候环境有过多次
剧变# 第四纪时期经历了多次冰期和间冰期旋
回# 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第四纪沉积物和独特的
时空分布规律( 主要沉积物类型有以下类型#
现分述如下"
"’$’$!冰碛

岷江上游现代冰碛分布于高山地区现代冰川
的外围# 第四纪时期古冰碛分布范围比现代大得
多# 除了分布于现代冰碛的外围地区外# 在一些
没有现代冰川的高山地区和盆地中也有分布( 在
研究区内# 以岷江与白龙江分水岭+ 斗鸡台盆地
和漳腊盆地分布最广( 岷江与白龙江分水岭处冰碛
物为古冰川侧积垄# 南北两条相距约 "## g)## 9#
走向 )##h# 砂砾石堆积物( 砾石成分依次为灰岩
$,#l%+ 砂岩 $)#l%+ 石英岩 $$#l%# 胶结物
为黄色粉砂质泥质物# 砾石大小混杂# 大者达)# g
*# A9# 一般 $# g$, A9# 砾石未定向 $见图 ":%(
侧积垄表面见灰白色冰水沉积纹泥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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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构造纲要图’ Q!岷江上游活动构造’ A!图 ) 位置

图 $!岷江上游及其邻区活动构造纲要图 $据文献 )%* 修改%

b;Hd$!]EC.;GI9:@ BL:AC;?ICIACBG;AK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G< ;CK:<D:AIGCFIH;BGK

"’$’"!冰水沉积
由冰川融水补给的河流或者湖泊沉积# 统称

为冰水沉积( 岷江上游冰水沉积物主要分布在现
代冰川的外围# 分布的范围比冰碛更广# 在高山
峡谷+ 河流谷地肩坡及山间盆地中多有分布# 如
岷江上游支流纳咪河上纳咪村和下纳咪村分布有
冰水沉积物 $见图 "Q%( 主要为砂砾堆积# 具有一
定的层理# 砾石成分复杂# 除砂岩外# 还有石英
岩+ 灰岩等( 砾石以棱角状为主# 有的磨圆度较
好# 具有一定的分选性# 局部砾石具定向排列(
冰水沉积在山间河流河谷中多组成表面平坦的阶
地# 在山麓地带或山间盆地边缘常组成冰水扇(
"’$’)!冰缘堆积

冰缘堆积是指寒冻风化# 融冻分选# 融冻蠕
动等动力条件下的堆积# 其类型多样# 有石海+
石河+ 石冰川和融冻泥流等堆积( 研究区的黄龙
沟沟谷的左右山坡上分布有石河堆积# 主要为棱
角状的+ 直径达 )# g*# A9的砾石 $见图 "A%(
"’$’*!冲积物

冲积物主要沿着岷江河流干流及其支流的河

谷分布# 主要集中在河道的宽谷段# 峡谷段较少(
岷江上游径流不稳定# 洪水是流水作用的重要动
力# 其沉积物特点是介于洪积1湖积的过渡类型(
在岷江及其支流的宽谷和峡谷相间河段# 当泥石
流或地震等其他地质原因壅塞河道时# 在其上方
的河道中形成粗砂+ 粉细砂为主的冲积!湖积过
渡类型的沉积物!冲积物(
"’$’,!湖积

湖积为以粉砂质+ 粘土质为主的湖相沉积层#
以及砂质+ 粘土质+ 粉砂质和砾石为互层的三角
洲沉积层( 研究区内湖积物主要分布于已无现代
湖泊的古湖盆中# 如斗鸡台盆地+ 漳腊盆地’ 此
外# 由于河道堵塞形成堰塞湖# 在其上方形成湖
积物# 如扎噶沟湖积物+ 漳金沟 $见图 "<%+ 岷江
干流西宁关附近形成的湖积物(

在岷江上游右岸支流漳金沟的湖相地层中采
集碳块样品# 进行 -PJ$* /定年# 其校正年龄为
$$",# k*# :T3 $见表 $%( 漳金沟沟口地震形成的
堆积物中碳块样品 -PJ$* /校正年龄为 $#")# k
*# :T3)$&* # 漳金沟中的湖相沉积物为青灰色#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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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岷江松潘段堆积物类型
b;Hd"!YI@BK;CCO@IK;G JBGH@:G KIAC;BG 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粘土层为主# 见棱角状的砾石 $见图 "<%# 这些特 征表明湖相沉积物为地震成因( 同时# 依据探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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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的该区地震复发周期推算# 这些湖相沉积物
应是漳金沟全新世以来发生的第 $ 次 %’# 级左右的
古地震的产物# 即在距今 $$",# k*# :T3左右存在
一次较强烈的地震( 同样# 在岷江上游的西宁关
村+ 镇江关# 以及牟尼沟扎噶沟内的湖相地层#
也可能与区内的地震活动有关(

表 $!岷江上游 -PJ$*/测年结果
U:Q.I$!-PJ$*/<:C;GHFIKE.CKBLK6I..;G .:AEKCF;GIKCF:C:

样号 实验室编号
测年

材料

$*/年龄2

:T3

校正年龄2

:T3

资料

来源

J/\$+[$#,#1$ TIC:1**+,+, 炭块 $$"$# k*# $$",# k*# 样品采集

m TIC:1)"#$(+ 炭块 $#$&# k*# $#")# k*# 文献 )$&*

!!注" -PJ$*/年龄测试由美国 TIC:实验室完成

"’$’+!黄土堆积
研究区的黄土堆积主要分布于岷江河流的左岸

阶地及其支流的西坡和北坡 $见图 "I%# 从其分布
特征来看# 其形成主要与区内的西北风有关# 为风
成成因# 可能是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 具有一定
的古气候意义( 漳腊盆地的黄土厚约(’, 9# 开始形
成于 $,# M:左右)"%* # 其磁化率+ 粒度曲线的波动旋
回对应了黄土1古土壤风尘堆积序列( 漳腊黄土记录
了区内自 $,# M:以来经历的 + 次以冬季风占主导地
位的时期和 + 次夏季风强盛时期)"%* ( 飞机坝砾岩层
上部所夹的黄土年代为 $,% k"& M:T3)$,* # 表明区内

黄土堆积主要形成于晚更新世(
"’$’%!泥石流堆积

泥石流堆积物主要由砾石夹泥砂组成# 无明
显分选# 大小粒径混杂# 从其组成上很难与冰碛
区分# 但从两者分布的位置+ 组成的地貌形态和
物质结构等特点可以将其区分开( 研究区内泥石
流堆积主要分布在岷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 $见
图 "L%# 泥石流堆积达近百处# 以中小型发育最
多# 其成因主要为暴雨沟谷型泥石流(
"’$’&!泉华堆积

泉华堆积分为钙华和硅华# 这两类沉积往往
在同一泉区同时存在# 现代泉孔附近沉积的为钙
华( 泉华类型的这种变化# 显示出泉水温度由高
向低的变化( 岷江上游现代温泉附近有大片泉华
堆积# 如卡卡沟口和川盘村温泉# 古泉华的数目
更多# 分布也更广( 古泉华堆积主要分布于岷江
上游干流的左右两岸# 区内在漳腊盆地左岸河流
的二级+ 三级阶地上多有分布# 如山巴乡和漳腊
村’ 在岷江河流右岸二级河流阶地也有分布# 如
松潘县城南 $ M9处的窑沟沟口( 古泉华在岷江上
游支流也有分布# 如在牟尼沟的二道海景区门口+
三联村沟口等有分布 $见图 "H%( 现代泉华主要分
布岷江上游# 如卡卡沟口+ 川盘村+ 牟尼沟二道
沟+ 扎嘎沟等 $见表 "%(

表 "!岷江上游泉华分布点
U:Q.I"!Y;KCF;QEC;BG BLCEL: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序号 地点
坐标

经度 纬度
海拔 $9% 性质 时代 流域

$ 尕米寺南 $#)h*#i"+’))j ))h,)i"*’%#j ))$& 钙华 老 岷江干流
" 山巴乡 $#)h)&i,,’*,j )"h,#i$&’$,j )#,# 钙华 老 岷江干流
) 漳腊村 $#)h)&i)*’""j )"h*%i,,’*%j )#,# 钙华 老 岷江干流
* 窑沟村 $#)h),i$*’$,j )"h)%i*$’+"j "&%& 钙华 老 岷江干流
, 二道沟 $#)h)"i)&’+%j )"h)&i)(’&%j )#%$ 钙华 老 岷江支流
+ 三联村 $#)h*$i#’$%j )"h)*i)(’+%j "(+( 钙华 老 岷江支流
% 扎噶瀑布 $#)h)"i)#’(,j )"h)*i$%’(,j "("$ 钙华 现代 岷江支流
& 黄龙沟 $#)h*(i,(’"*j )"h*)i"&’(,j ),%# 钙华 现代 涪江支流

!!通过对研究区老泉华和现代泉华的分布点和断
裂的展布进行分析# 岷江上游泉华堆积体与断裂关
系密切# 断裂控制着泉华堆积体的分布( 黄龙后寺
岩溶泉水中的 /]" 主要来源于地幔# 通过区内的断

裂运移到地表形成钙华)"&* # 并且不同时期沉积厚度
不同( 王华等通过对大湾张家沟钙华剖面的系统研
究# 认为该剖面的上段年代为 &# M:前后# 属晚更
新世中期# 是本区最早形成的钙华’ 中下段为 $ g*
万多年# 属晚更新世晚期( 同时认为# 该剖面自下
而上不是由老到新的正常层序# 可能是多期次 $最

少两期% 沉积形成的)"(* ( 区内老泉华和现代泉华均
有分布# 但在断裂的不同地点泉华堆积的厚度不一#
结合已有研究结果认为# 泉华堆积的厚度在一定程
度上指示了区内活动断裂的强弱变化(
"’$’(!重力堆积

重力堆积是指是在山岭陡坡下方或者洞穴底
部由于重力作用而堆积的物质# 包括滑坡堆积物+
崩坍堆积物等类型( 岷江上游位于青藏高原东缘
地区# 地面受到强烈切割# 山高谷深# 谷坡陡峻#
坡面极不稳定# 加上研究区位于南北地震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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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活动频繁# 因此重力堆积十分普遍 $见图
"6%( 如 "#$% 年 + 月 "* 日叠溪镇新磨村发生的山
体垮塌# $()) 年叠溪强烈地震引发的山崩等(
!:!%研究区第四纪堆积物的分布特点

研究区第四纪沉积物的空间分布与构造和地形
的关系十分密切( 区内的第四纪沉积物# 如残积+
坡积+ 重力堆积+ 冰碛和冰缘堆积分布在高山及陡
坡地带# 而冲积+ 湖积+ 洪积+ 黄土状堆积+ 泥石
流堆积+ 泉华堆积等都分布在漳腊+ 斗鸡台盆地和
岷江及其支流的河谷中( 它们总体上受近南北向构
造控制# 呈南北向带状分布( 气候对沉积物的影响
也是很明显的# 不仅现代冰川+ 冰碛+ 冰水沉积+
!!

冰缘沉积和冰川泥石流的形成与发展同当地的气候
密切相关# 而且第四纪以来该地区隆升和气候变化
也使沉积物时空分布规律发生变化(

)!岷江上游盆地沉积地层及盆地
性质

&:#%盆地沉积地层
岷江上游# 沿岷江断裂带分布有串珠状的山

间盆地# 其中以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最为典型
$见图 ) %# 这两个盆地于上新世末开始接受沉
积 )%# ")* # 主要出露于卡卡沟附近# 为陆相湖泊沉
!!

图 )!岷江断裂带构造简图与实测阶地位置图 $据文献 )%* 修改%

b;Hd)!J;9@.;L;I< KCFEAEF:.9:@ BLC6IP;GD;:GHL:E.C5BGI:G< .BA:C;BG BL9I:KEFI< CIFF:AIKIAC;BGKBLC6IP;GD;:GHF;?IF

(+&



地!质!力!学!学!报 "#$%

积环境( 沉积物主要为紫红色的泥岩+ 粉砂岩+
细粒砂岩# 钻孔揭示厚约 $#, 9)%* (

对于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的第四纪地层#
主要是根据四川省地质局区测队的资料 )&* # 参考

公开发表的资料 )$(* # 并结合野外调查整理而来#
地层从老至新依次为文家祠组 $V$ %+ 观音山组
$V"%+ 对河寺组 $V" %+ 飞机坝组 $V) % 和全新
统 $V*% $见图 *%(

图 *!岷江上游沉积盆地第四纪地层特征
b;Hd*!/6:F:ACIF;KC;AKBLVE:CIFG:FOKCF:C:;G KI<;9IGC:FOQ:K;G 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文家祠组是一套冰川+ 冰水沉积+ 零星出露#
地层发生明显变形# 局部地层倾角可达 ", g)#h(
主要为灰褐色+ 黄灰色块状中粗粒砾岩# 砾石成
分以砂岩为主# 次为灰岩+ 板岩+ 脉石英等( 分
选性较差# 次圆至次棱角状# 砾石排列基本无序#
局部显示定向排列# 半固结!固结成岩# 填隙物
及胶结物主要为砂泥质+ 钙质# 常被阶地所掩埋#

上部地层风化呈红色 )$(* (

观音山组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由冰川+
冰水+ 河湖相沉积物构成( 顶部为钙质胶结的黄
褐色+ 灰色砂质砾岩# 中部为黄褐色泥质胶结为
主的砂质砾岩夹数层厚度大于 $ 9的未胶结层# 下
部主要为灰色钙质胶结的中厚层状砾岩 )$(* ( 观音
山组地层平均倾角 $# g$*h# 向西倾斜# 西边厚东
边薄# 最厚处近 )## 9)$(* # 上部 XZJ\测得的年龄
为 $,’% 万年# 下部年龄为 ",’* 万年 )""* ( 在斗鸡
台观音寺组上部测得的 8JZ年龄为 )%’+ 万年 )")* #

在传子沟观音山组测得的 U\年龄为 &) 万年 )$$* #

这些年龄数据表明观音山组地层时代为中更新世(
观音山组砾岩层仅分布在斗鸡台+ 漳腊两个盆地
内# 盆地以南沿岷江河谷两岸无该组地层出露(
据此推测# 当时岷江还未形成# 观音山组砾岩是
断裂拉张作用导致盆地快速沉陷而快速堆积的
产物 ))#* (

对河寺组为一套黄色+ 黄褐色+ 褐红色富泥
质胶结的砂砾石层# 单层厚度 #’, g"’# 9# 夹泥
质胶结中粗砂层 )$%* ( 砾石主要为次棱角状1次圆状
灰岩+ 白云岩+ 砂岩等( 主要分布在盆地的弓嘎
岭1松潘一带# 基座为文家祠组或观音山组 )")* (

飞机坝组出露于岷江河谷两岸# 为冲积层(
岩性主要为灰色砂砾层夹褐灰色砾石层+ 碎石层
及钙质泥岩# 地层发生明显倾斜( 砾石成分为灰
岩+ 砂岩# 砾石砾径 ) g, A9# 砾石层倾向西# 倾
角 %h左右( 张岳桥等在飞机坝组上部的粘土质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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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层 中# 获 得 的 一 个 光 释 光 结 果 为 $&(’& k
&’( M:)+* ( 张军龙等对飞机场附近砂砾石层中的三
个样品进行 8JZ测年# 年龄分别为 "+* k"( M:+
*%$ k*% M:和 ,&& k%+ M:# 飞机坝组属于中更新世
晚期 )$(* (

全新统主要为冲洪积层# 沉积物主要为砾石+
砂及粉砂组成# 部分地段可见少量泥质分布# 砾
石成分以灰岩为主# 次圆!圆状# 分选中等 )$(* ’
此外# 岷江及其支流河谷中还有泉华沉淀( 全新
统冲洪积层在红桥关北边形成开阔的河漫滩和 U$
阶地# 拔河 $ g, 9# 阶面局部宽达 "## 9以上#
在红桥关至十里乡段可见拔河高 $# g"# 9)"## "%* (
&:!%盆地性质

对于构造盆地的成因# 主要是通过其控盆断
裂的性质来确定的( 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西缘
边界为岷江断裂带( 岷江断裂带由多条南北向断
裂束组成# 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北段# 其主干断
裂构成漳腊盆地+ 斗鸡台盆地的西缘边界( 该断
裂带不仅属于南北构造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也
是东昆仑走滑断裂东端的挤压转换构造)%# $*# ""# )$ g)"* (
断裂带向北与塔藏断裂相交接# 向南终止于红土
坡+ 镇江关一带# 南北长达 $"# M9)%* $见图 $%(

!!目前# 学者们对岷江断裂带作了大量的野外
调查和研究# 但对其性质仍存在不同的认识( 有
学者认为岷江断裂为逆冲断裂 )$* ’ 多数学者认为
岷江断裂晚更新世以来具有强烈的活动性# 是一
条第四纪逆冲走滑断裂 )( g$,* ’ 也有学者认为岷江
断裂带由 " 个不同性质的断裂组成" 早期为逆冲断
裂# 晚期为正断裂 )+ g%* # 在中更新世时期发生构造
负反转 )+ g%* (

沿岷江从北向南# 通过对漳腊盆地和斗鸡台
盆地的控盆断裂进行了考察# 在漳腊盆地西侧的
漳金沟中# 发育一宽约 $)# 9# 断层走向 $(#h的断
裂带# 可识别出三条断裂# 断层倾向产状 $$# g
$)#h# 倾角 +, g%#h# 为逆冲断层# 具有左行走滑
分量# 断层面上的擦痕产状为 *,h$)&h $见图
,:%( 这与学者们认为岷江断裂带为逆冲性质相一
致# 断层面呈黑褐色# 显示为第四纪未活动的断
层( 同时# 这条断层在红桥关南边十里乡附近出
露# 未切割岷江 U) 阶地 $见图 ,Q%# 也显示为第
四纪未活动的断层( 因而这条断裂带不是漳腊盆
地和斗鸡台盆地的控盆断裂( 在漳腊盆地的西缘
还发育一条东倾的正断层# 基岩中发育一组向东
陡倾的破裂面理# 其倾角约 %,h)",* ( 沿断层走向发
!!

图 ,!岷江上游盆地控盆断裂
b;Hd,!T:K;G1ABGCFB..;GHL:E.CKBLC6IQ:K;GKBG C6IE@@IFFI:A6IKBLP;GD;:GHZ;?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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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系列断层 ,三角面-# 倾角在 ,#hg+#h# 这反
映出在盆地边缘构造活动明显 )+ g%# ",* ( 断层上盘
$东盘% 相对下降# 断层上盘为基岩# 下盘为第四
系堆积物# 这条正断层控制了盆地的展布与发育#
应为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的控盆断裂( 在岷江
的左岸+ 漳腊盆地的东缘# 麻依村东发育一条逆
断层 $见图 ,A%# 地貌上表现为山顶凹坑# 断层倾
角 "# g)#h( 在漳腊镇见培村东# 发育有两条逆断
层 $见图 ,<%# 通过第四纪沉积物# 为同一逆断层
的两条分支( 结合野外调查# 麻依村和见培村东
的逆断层为同一条断裂# 是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
地东部的控盆断裂边缘(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
具有以下特点" #盆地长轴与岷江断裂走向相一
致 $见图 )%’ $盆地沉积物南厚北薄# 剖面形态
呈 ,箕- 状或 ,楔- 状’ %盆地内第四纪沉积地
层向北西+ 南西倾# 且地层越老# 倾角越大’ *
西侧控盆断裂为东倾正断层# 东侧控盆断裂为西
倾逆断层# 盆地为断块发生西降东升的翘板式断
块运动过程中形成的( 这与青藏高原西部札达盆
地的形成模式相类似 )))* # 盆地西侧正断+ 东侧逆
冲# 故也可称漳腊盆地和斗鸡台盆地为 ,翘板式
箕状盆地- $见图 +%( 漳腊盆地+ 斗鸡台盆地和札
达盆地均是在区域挤压环境下形成的山间盆地#
这可能是陆内块体汇聚挤压构造环境中的一种块
体自组织调整的方式(

$!晚更新统1全新统’ "!中更新统’ )!古近系’

*!石炭系1二叠系’ ,!中二叠统’ +!断层’

%!正断层’ &!推测断层

图 +!岷江上游盆地 )翘板式箕状盆地*
形成模式示意图

b;Hd+!Y;:HF:9BLLBF9:C;BG 9B<IBLKIIK:RCO@I

<EKC@:G1.;MIQ:K;G BG C6IE@@IFFI:A6IKBLC6I

P;GD;:GHZ;?IF

*!岷江上游河流阶地

学者们对岷江上游河流阶地进行了大量研究#
获得了一系列阶地的隆升高程及其相对应年龄 )",* #
讨论了阶地系列的演化过程 ),# $$# ") g"*# )** ( 但在一
些基础问题方面# 目前还存在分歧# 如岷江上游
河流阶地的级数( 赵小麟等认为松潘县城以上岷
江上游河段只发育三级阶地# 而且均为堆积阶
地 )$$* ( ;̂FQO认为在弓嘎岭和川主寺之间# 岷江发
育两级堆积阶地# 高阶地不连续# 只保存于岷江
谷地中# 低阶地比较连续# 存在于岷江源头到松
潘县 )$,* ( 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松潘县城以上共
发育五级阶地 )) g,# ")# )#* # 其中有 " 级高阶地 $四
级+ 五级% 断续发育# ) 级低阶地连续发育( 也有
学者认为岷江上游可见 , g& 级阶地# U) 阶地纵向
上较为连续# U$+ U" 阶地连续性差# 在横向上不

对称# 高阶地保存更差 )$(* ( 阶地类型以基座阶地
为主# 部分高阶地属侵蚀阶地 )$(* ( 这制约了对岷
江上游构造隆升期次+ 隆升时间+ 隆升量及其相
应隆升起始年龄+ 岷江形成演化等问题的正确认
识( 基于此# 对松潘段岷江河流阶地进行实测#
通过对比河流左右两岸阶地拔河高度# 确定该段
岷江河流阶地的级数 $见表 )%(
Q:#%实测阶地剖面
*’$’$!岷江干流河流阶地特征

岷江上游自弓嘎岭至镇江关 &# M9的范围内#
在河流阶地发育地段# 实测了 $" 条岷江阶地横剖
面 $见图 %%# 剖面位置分布见图 )# 自南向北依
次为"

$$% 黄泥坡剖面 $:%
剖面位于黄泥坡南 " M9处# 此处发育 ) 级河

流阶地( 左岸仅发育 $ 级河流阶地# 为 U" 阶地(
阶地堆积物为厚层砂砾石层# 砾径 $# g$" A9# 次
圆# 主要为砂岩+ 灰岩# 砾石层中砂质含量较多#
松散堆积’ 阶地坡面较陡# 坡角 &,h# 阶地拔河
$)’# 9# 属于基座阶地( 右岸发育 ) 级河流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砂砾石层砾径 "# g)# A9# 次
圆# 成分依次为砂岩+ 灰岩# 粗砂质胶结# 比较
松散#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
宽约 "# 9# 阶面上生长灌木’ U) 阶地拔河$(’# 9#
阶面宽约 $, 9# 阶面上覆盖次棱角状灰岩砾石层#
胶结物为灰黑色的粉砂质泥质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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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岷江上游河流阶地高程统计表
U:Q.I)!JC:C;KC;A:.C:Q.IBLCIFF:AII.I?:C;BG 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序号 地点
坐标

经度 纬度
河面海拔

29
拔河高度29

U$ U" U) U* U, U+
$ 黄泥坡 $#)h*$i,%’%*j ))h#i",’,#j )*"# %’$ $)’# $(’#
" 七藏沟口 $#)h*$i,)’*,j )"h,(i#’",j ))*, +’# "(’# )+’#
) 卡卡沟口 $#)h*$i"*’"#j )"h,&i)"’+)j )))# %’# )(’# **’#
* 卡卡沟 $#)h*"i",’$&j )"h,%i"%’"(j )"(# %’# "&’# )%’# *$’# **’#
, 尕米寺北 $#)h*"i$’#+j )"h,,i"#’%)j )""+ "’# $,’# "*’# ))’# ),’# *"’#
+ 尕米寺 $#)h*$i#’$%j )"h,)i,(’++j )$&) &’# $+’# ",’# "(’#
% 安备村 $#)h*#i"#’"(j )"h,)i)’%%j )$)% "’# *’# $"’# "#’# "*’# )#’#
& 山巴乡 $#)h)&i,%’*#j )"h,#i$)’%$j )#,& %’# $#’# "&’,
( 大屯村 $#)h)+i,(’,$j )"h*)i$$’$$j "("$ "’# $*’# "#’#
$# 云屯村 $#)h)%i*#’)#j )"h)"i")’)+j "%+" *’# &’%
$$ 新塘关 $#)h)(i)(’*"j )"h"&i))’**j "+%* "’,
$" 镇江关 $#)h*)i,#’+,j )"h"#i*#’&*j ",#( )’, +’,

!!注" 拔河高度使用图帕斯 "## 测距仪和皮尺测制

$"% 七藏沟口剖面 $Q%
剖面位于七藏沟口#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
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砾石砾径+ 磨圆
度+ 成分+ 胶结程度同黄泥坡剖面 U" 阶地( 右岸
仅发育 $ 级河流阶地# 为 U) 阶地# 拔河 )+’# 9#
属于基座阶地# 阶坡陡倾# 砾石层容易塌落# 中
间夹水平层理的砂层# 呈砾石层与砂层互层# 砾
石成分主要为灰岩+ 砂岩# 砾石磨圆较好# 分选
较好# 砾径在 $# g$, A9之间(

$)% 卡卡沟口剖面 $A%
剖面位于卡卡沟口#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长 "## 9# 呈
新月形’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平坦# 阶面宽
约 "## 9# 南北延伸大于 "### 9( 右岸发育 " 级河
流阶地# 为 U"+ U) 阶地# U" 阶地与左岸阶地相对
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长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向西延
伸至山脚# 南北长 "## 9# U) 阶地总体呈孤岛状(
该处阶地堆积物被河水冲出露头# 主要为砂砾石
层# 砾石磨圆较好# 成分主要为砂岩+ 灰岩# 砾
径在 , g% A9居多# 分选较好# 胶结物为粗砂# 砾
石层中见水平层理(

$*% 卡卡沟剖面 $<%
剖面位于卡卡沟景区服务站附近# 通过两岸

对比# 该处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发育 " 级河流
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
长大于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砾石成分为砂岩+ 灰岩# 砾径在 , g
% A9# 砾石层上覆 #’, 9厚黑灰色的砂质粘土层(
右岸发育 * 级河流阶地# 为 U$+ U)+ U*+ U, 阶地#
U$ 阶地与左岸阶地相对称# 拔河 %’# 9# 砾石磨圆
度较好’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呈新月型’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9#

延伸较远’ U, 阶地# 拔河 **’# 9# 下部为黑灰色
砂质粘土层# 上部为 #’, 9厚的砂砾石层# 向西延
伸至山脚(

$,% 尕米寺北剖面 $I%
剖面位于尕米寺北蒙古包附近# 通过 ZÛ 测

量# 该处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仅发育 $ 级河流
阶地# 通过与右岸阶地对比# 为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平坦# 宽约 ,## 9# 延伸至东侧山
脚# 砾石磨圆度较好# 阶面上覆盖薄层的青灰色
粘土层( 右岸 + 级河流阶地均发育#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延伸达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延伸达
,## 9( U" 阶地大致可分为 ) 层# 自上而下依次
为" # g"# A9# 为灰黑色腐殖质层# "# g,# A9#
砂砾石层# ,# A9以下为砾石层# 砾石砾径 $# g
$, A9# 以次圆!圆状为主# 主要成分为砂岩+ 灰
岩’ U) 阶地# 拔河 "*’# 9# 南北延伸达 ,### g
+### 9# 阶面平坦# 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延伸不远# 呈孤岛状’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向西延伸至山脚(

$+% 尕米寺剖面 $L%
剖面位于尕米寺附近#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

岸仅发育 $ 级河流阶地# 通过与右岸阶地对比#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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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岷江上游河源至镇江关段河流阶地横剖面图
b;Hd%!/FBKKKIAC;BG @.:G BLF;?IFCIFF:AIKLFB9‘IOE:G CB_6IGD;:GHHE:G KIAC;BG 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U$ 阶地# 拔河 &’# 9# 宽约 ,# 9# 延伸至东侧山
脚# 阶面上覆 #’, 9厚的青灰色粘土层( 右岸 * 级

河流阶地均发育#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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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地# 拔河 ",’# 9# 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延伸至尕米寺滑坡堆
积体(

$%% 安备村剖面 $H%
剖面位于安备村北+ 尕米寺南# 发育 + 级河流

阶地( 左岸发育 * 级河流阶地# 通过与右岸阶地对
比# 为 U"+ U*+ U,+ U+ 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延伸约
"## 9( 右岸也发育 * 级河流阶地# 为U$+ U"+ U)+
U+ 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孤岛状’ U) 阶
地# 拔河 $"’# 9# 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较宽# 延伸至安备村西的山脚处#
阶面上为农田(

$&% 山巴乡剖面 $6%
剖面位于山巴乡#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发

育 ) 级河流阶地# 通过与右岸阶地对比# 为 U$+
U"+ U) 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阶面上覆盖
泉华’ U* 阶地# 拔河 "+’, 9# 向东延伸至山脚(
右岸发育 " 级河流阶地# 为 U"+ U) 阶地#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南北长约 "# 9# 呈
孤岛状’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比
较稳定# 南北延伸达 $### 9# 上覆砾石层(

$(% 大屯村剖面 $;%
剖面位于大屯村#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发

育 ) 级河流阶地# 为 U$+ U"+ U) 阶地# U$ 阶地拔
河 "’# 9# 阶面宽约 "## 9# 孤岛状’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 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成兰铁路建于此阶地上( 右岸仅
见 $ 级河流阶地# 其它阶地由于修路被破坏掉(

$$#% 云屯村剖面 $D%
剖面位于云屯村#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发

育仅 $ 级河流阶地# 为 U" 阶地# 阶地拔河 &’% 9#
阶面较窄# 上为公路# 东侧为泥石流堆积体( 右
岸发育 " 级河流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
约 , g$#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g
"# 9(

$$$% 新塘关剖面 $M%
剖面位于新塘关村# 仅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

右对称# U$ 阶地拔河 "’, 9# 左岸阶面宽约 "# 9#
右岸宽约 $# 9( 该处阶地二元结构清晰# 下为砾
石层# 上为厚约 #’, 9的中粗砂层(

$$"% 镇江关剖面 $.%
剖面位于镇江关#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左岸发

育 " 级河流阶地#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U" 阶地拔河 +’, 9# 阶面宽约 +# 9# 延伸
至东侧山脚( 右岸发育 $ 级河流阶地# U$ 阶地拔
河 )’, 9# 阶面宽约 )# 9(
*’$’"!岷江上游支流河流阶地

对岷江上游四条支流的河流阶地进行了测量
$见表 *%# 斗鸡台盆地的七藏沟发育 " 级河流阶
地# 拔河依次为 *’# 9+ $#’% 9# 漳腊盆地的安备
沟发育 " 级河流阶地# 拔河高度分别为 ))’# 9和
)&’# 9# 为侵蚀阶地( 在东北村# 岷江支流羊洞
河发育 " 级河流阶地# 拔河高度为 )’# 9和 $%’+ 9#
为堆积阶地( 岷江支流牟尼沟仅发育一级河流阶
地# 拔河高度 "’# g,’# 9# 均为堆积阶地(

表 *!岷江上游支流河流阶地统计表
U:Q.I*!JC:C;KC;A:.C:Q.IBLCIFF:AII.I?:C;BG BLQFEGA6IK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序号 地点
坐标

经度 纬度

河面海拔

29
支流

拔河高度29
U$ U"

$ 七藏沟 $#)h*$i"#’%$j )"h,(i"(’",j )*#* 七藏沟 *’# $#’%

" 安备村 $#)h*#i"+’(+j )"h,)i+’"$j ))*, 安备沟 ))’# )&’#

) 东北村 $#)h)*i"(’&&j )"h*%i,,’+"j )#,, 羊洞河 )’# $%’+

* 二道海 $#)h)#i)#’&%j )"h*#i$’"#j )"&* 牟尼沟 "’#

, 桥头 $#)h)"i)#’$+j )"h)(i$%’*)j )#(+ 牟尼沟 "’#

+ 上寨村 $#)h)"i*&’&(j )"h)%i*+’&#j )#)$ 牟尼沟 ,’#

% 包座村 $#)h)"i$&’)%j )"h)+i"+’&&j )#$) 牟尼沟 "’#

& 安宏村 $#)h)%i$+’$&j )"h)#i,,’*#j "%*$ 牟尼沟 "’#

!!注" 拔河高度使用图帕斯 "## 测距仪和皮尺测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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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阶地特点
*’"’$!阶地级数呈分段性

在卡卡沟以上河段# 发育 ) 级河流阶地# 在斗
鸡台与漳腊盆地之间阶地数目逐渐增多# 最多达 +
级( 自安备村往南# 阶地数目逐渐减少# 至漳腊
盆地山巴乡境内# 阶地数目减至 ) 级# 至红桥关附
近# 阶地又增至为 * 级( 进入十里乡境内# 河流形
态转为曲流河# 阶地数又减至 ) 级( 从松潘县安宏
乡往南至镇江关# 岷江进入峡谷区# 仅发育 " 级阶
地( 同时# 盆地流域内的岷江支流发育 " 级河流阶
地# 而峡谷区的支流仅见 $ 级河流阶地(
*’"’"!阶面宽窄不一

在盆地区# 阶面宽度总体是左岸大于右岸’
在十里乡的曲流河段# 阶地阶面宽度左岸大于右
岸’ 进入峡谷段# 阶地呈对称状# 阶面宽度近于
相等( 即在宽阔地区# 岷江上游两岸多形成不对
称的阶地’ 而在狭窄地区# 多形成对称的阶地#
这与黄河在源区河流阶地宽度变化不同 )),* (
*’"’)!阶地类型不同

在盆地区# 岷江上游两岸多形成侵蚀阶地#
阶地由磨圆度为次圆!圆状的第四纪砂砾石组成#
阶面上覆盖薄层的含砾粗砂层及含砾粘土层( 在
曲流河段和峡谷段# 两岸多形成堆积阶地# 阶地
二元结构清楚(

Q:&%阶地的形成及其演化
岷江上游河流阶地的形成与青藏高原东缘的

隆起+ 高原古气候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 ( 很
多学者在岷江上游获得了大量的河流阶地形成年
龄 $见表 ,% # 拔河高度最高达)## 9以上# 年龄
最老为 &)# k+&’( M:( 张军龙等最近对漳腊盆地
内飞机场附近砂砾石层中的沉积物进行 8JZ测
年 )$(* # 但这是盆地内沉积物形成时的年龄# 河流
阶地的形成时代应晚于这一年龄( 前已述及# 岷
江上游的盆地内的第四纪主要为冰川+ 冰水+ 河
湖相沉积物# 沉积物主要为砂砾石层# 磨圆以次
圆状为主( 尕米寺以上岷江主要形成侵蚀阶地#
阶地堆积物为磨圆较好的砂岩+ 灰岩砾石层# 砾
径一般在 , g$# A9# 这段河流距发源地不足
$# M9# 如果仅为河流成因# 这么短的距离不可
能形成这一类型的堆积物( 岷江分水岭附近有冰
川形成的砂砾石层分布# 这一段河流堆积物为冰
川物质的二次搬运形成的( 而实测的岷江上游自
弓嘎岭至镇江关近 &# M9范围内的河流阶地# 最
多处为 + 级# 拔河最高为 **’# 9# 没有发现一些
学者认为的高达几百米的河流阶地( 因而# 认为
岷江上游弓嘎岭至镇江关段不存在拔河百米以上
的河流阶地# 已有的高位河流阶地年龄值得
商榷(

表 ,!岷江上游阶地测年数据表
U:Q.I,!Y:C;GH<:C:BLF;?IFCIFF:AIKB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

序号 地点 阶地 拔河高度 $9% 测试方法 年龄 $ M:% 数据质量 资料来源
$ 小西天北 U) *# U\ )$’" k"’) 可信 文献 )$$*
" 川盘 U" ", 8JZ "&%’"% 参考 文献 )")*
) 川盘 U" ", U\ )#’" k"’) 可信 文献 )**
* 川盘 U" ", U\ *+’* k)’% 可信 文献 )**
, 川盘 U" "& 8JZ +*"’% 参考 文献 )")*
+ 尕米寺 U" m ]J\ *+’% k)’$ 可信 文献 )+*
% 山巴乡 U* $,# U\ $)*’& k$#’" 参考 文献 )**
& 漳腊北 U" +# $*/ %’%, k#’#,% 可信 文献 )$,*
( 漳腊北 U" ), $*/ +’$" k#’#,% 可信 文献 )$,*
$# 漳腊 U$ $# $*/ "’&$ k#’#%% 可信 文献 )$,*
$$ 漳腊 U" *# U\ $,’) k$’" 可信 文献 )$$*
$" 漳腊 U" &# U\ ")’+ k"’# 参考 文献 )$$*
$) 祁命 U" $"# U\ "% k"’$ 参考 文献 )**
$* 川主寺 U" ), $*/ $"’(* k#’$&, 可信 文献 )$,*
$, 传子沟 U" "## $*/ ")’*+ k#’),# 参考 文献 )$,*
$+ 传子沟 U* &# XZJ\ $,% k"& 参考 文献 )$,*
$% 传子沟 U* )## XZJ\ ",* k), 参考 文献 )$,*
$& 传子沟 U* $+# U\ $,%’+ k$$’& 参考 文献 )$$*
$( 传子沟 U* ",# U\ &)# k+&’( 参考 文献 )$$*
"# 漳腊盆地 U* g$*# 8JZ "+* k"( 参考 文献 )$(*
"$ 漳腊盆地 U, g")# 8JZ *%$ k*% 参考 文献 )$(*
"" 漳腊盆地 U+ g)## 8JZ ,&& k%+ 参考 文献 )$(*
") 斗鸡台盆地 U, g")# 8JZ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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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腊盆地的黄土开始形成于 $,# M:左右 )"%* #
飞机坝砾岩层上部的黄土年代为 $,% k"& M:T3)$,* #
区内黄土堆积主要形成于晚更新世# 大湾张家沟
剖面的上段钙华的形成年代为 &# M:前后 )"(* # 在
此之后# 岷江河流阶地开始发育( 综合各位学者
研究的阶地年龄和实测阶地拔河高度# 岷江上游
河流阶地形成于 *+’% k)’$ g"’&$ k#’#%% M:T3#
河流阶地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晚期!全新世( 由
此推断# 岷江在上游出现较晚# 由于 $,# M:T3左
右的共和运动 ))%* # 使得青藏高原东缘强烈隆起#
岷江在源区开始出现’ 同时# 由于共和运动之后
青藏高原东缘持续处于隆升环境下# 岷江在源区
形成之后一直呈现下切状态# 这期间未形成河流
阶地’ 约 ,# M:T3左右# 由于青藏高原东缘隆起发
生变化# 岷江源区逐渐开始形成各级阶地(

,!岷江上游新构造运动特征

T:#%新生代盆地与新构造运动
岷江上游# 斗鸡台盆地和漳腊盆地表现为南北

条带性和东西向差异掀斜抬升的特点( 斗鸡台盆地
从南到北长约 $# M9# 最宽处约 , M9# 漳腊盆地南
北长约 $" M9# 东西宽 ) g+ M9# 岷江自北向南纵贯
其中# 盆地内最多发育 + 级阶地# 阶地的组成以第
四纪堆积物为主( 从盆地的整体特征来看# 斗鸡台
和漳腊盆地盆地均向西倾# 东高西低# 盆地之间被
安备!小西天隆起所分开# 以北为斗鸡台盆地# 以
南为漳腊盆地)$$* ( 斗鸡台盆地最高处海拔 )&,# 9#
至岷江源海拔降为 )*(% 9’ 安壁村附近海拔为
)"#% 9# 由南向北海拔差近 &## 9# 说明斗鸡台盆
地具有大幅度沉降的特点)",* ( 新生代盆地主要发育
在岷江断裂的东侧# 主断裂分布在盆地的西侧# 走
向北北东’ 断层东盘为第四纪堆积物# 西盘为基岩#
基岩中发育一组向东陡倾的正断层# 沿断层发育一
系列断层 ,三角面-( 东西向差异掀斜抬升主要表
现在岷江两岸地层分布和河谷两侧盆地形态的不对
称性( 从沉积物分布类型来看# 垂向上盆地内由冰
川+ 冰水+ 河湖相沉积物组成# 从沉积物的分布厚
度来看# 有西厚东薄的特点# 即沉积物厚度自西部
河谷向东部盆地边缘逐渐变薄# 并逐渐尖灭# 说明
盆地是在掀斜抬升的过程中形成的(
T:!%第四纪地层与新构造运动

斗鸡台盆地和漳腊盆地内都发育了相当完整

的第四纪地层# 文家祠组地层明显发生变形# 局
部倾角达到 ", g)#h( 观音山组地层向西倾斜# 平
均倾角 $# g$*h# 西厚东薄# 最厚处近 )## 9( 飞
机坝组砾石层倾向西 ",#hg"+#h# 倾角 %h左右(
据唐文清等分析漳腊附近晚更新世地层产状为
)",h$%#h# 八十沟附近为 )*,h$$,#h# 地层倾向
西# 坡度 %hg&h)"#* ( 这些证据表明# 岷江断裂带
东侧的掀斜抬升使盆地在东西方向上表现为差异
性升降的特点(
T:&%河流阶地与新构造运动

河流阶地是自然界河流演化的一种地貌形态#
是河谷地貌中最突出的地貌特征之一 ))(* ’ 同时阶
地对构造运动极其敏感# 构造是河流下切侵蚀的
动力因素# 是形成河流阶地的主要驱动力 )*#* ( 岷
江上游河谷内最多发育有 + 级阶地# 其中以 U$+
U"+ U) 阶地最为发育# U*+ U,+ U+ 阶地个别河段
可见( 各级阶地的高差由北向南拔河高度呈逐渐
降低# 东西两岸阶地发育不对称# 阶地整体向北
西倾 )",* ( 由于构造运动的差异# 各处阶地的形态
表现不同( 从岷江河阶地相位图 $见图 &% 上可以
看出# 岷江上游同一级阶地距河床的高差# 越靠
近上游高差越大# 往下游则高差变小# 这说明在
岷江上游地区# 地块相对上升的幅度大+ 速度快#
延伸至红桥关到松潘一带# 则地块相对上升的幅
度变小+ 速度变慢( 另外# 相位图中阶地在安备
!卡卡沟一带出现 + 级河流阶地# 说明分割斗鸡台
盆地与漳腊盆地的尕米寺地区地壳发生多次局部
强烈隆起# 尕米寺后山的滑坡堆积体可能是地壳
强烈隆升引发地震形成的’ 相位图中阶地在红桥
关一带出现 * 级河流阶地# 存在反倾斜地段# 说明
在红桥关一带地壳局部隆起# 具有掀斜抬升的性
质 )",* ( 由上述分析可知# 岷江上游红桥关以上整
体为构造隆升区# 河流阶地表现为至少具有 ) 次构
造隆升# 岷江上游斗鸡台盆地构造隆升强度整体
上大于漳腊盆地( 同时# 在尕米寺地区可能发生
了 + 次构造抬升# 红桥关一带构造抬升明显要强于
漳腊盆地(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岷江上游源区至松潘镇江关段第四纪
地质+ 地貌+ 河流阶地和新生代盆地的特征和形
成机制等进行分析# 取得以下主要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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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岷江 "弓嘎岭(镇江关# 河流阶地位相图
b;Hd&!Z;?IFCIFF:AI@6:KI<;:HF:9BLC6IP;GD;:GHZ;?IF"[BGHH:.;GH1_6IGD;:GHHE:G#

$$% 岷江上游发育了各种典型的第四纪沉积
物# 主要有冰碛+ 冰水沉积+ 冲积+ 湖积+ 洪积+
黄土状堆积+ 泥石流堆积+ 崩塌堆积+ 滑坡堆积+
泉华堆积+ 残坡积和坡积以及其它成因类型( 第
四纪沉积物空间分布与新构造关系密切# 总体上
受近南北向构造控制# 呈南北向带状分布(

$"% 岷江上游斗鸡台和漳腊两个盆地的盆地
长轴与岷江断裂走向相一致# 盆地内沉积物南厚
北薄# 剖面形态呈 ,箕- 状或 ,楔- 状# 地层向
北西+ 南西倾# 且地层越老# 倾角越大( 盆地西
侧控盆断裂为东倾正断层# 东侧为西倾逆断层#
盆地为断块发生西降东升的翘板式断块运动过程
中形成的# 可称为 ,翘板式箕状盆地-( 漳腊盆地
和斗鸡台盆地是在区域挤压环境下形成的山间盆
地# 盆地一侧正断+ 一侧逆冲的 ,翘板式箕状盆
地- 形成模式可能是陆内块体汇聚挤压构造环境
中的一种块体自组织调整的方式(

$)% 岷江上游自弓嘎岭至镇江关段河流阶地
发育# 岷江上游地区最多发育 + 级阶地# 一般为 )
级阶地# 以侵蚀阶地和堆积阶地为主( 岷江上游
不存在拔河百米以上的河流阶地# 岷江上游形成
时代较晚# 阶地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晚期!全新
世时期( 阶地级数具有分段性特点# 不同区段阶
地阶面宽窄不一# 受区内新构造活动控制明显(

$*% 岷江上游新构造运动表现为南北条带性
和东西向差异掀斜抬升的特点# 红桥关以上整体
为构造隆升区# 河流阶地表现为至少具有 ) 次构造
隆升# 岷江上游斗鸡台盆地构造隆升强度整体上
大于漳腊盆地( 同时# 在尕米寺地区可能发生了 +
次构造抬升# 红桥关一带构造抬升明显要强于漳

腊盆地(

致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胡道
功研究员对本文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张岳桥研究
员提供了部分图件#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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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9IKc:..IO# â )N*dVE:CIFG:FOXGCIFG:C;BG:.# "##$# %(

$$% " ") g)+’

34-+-3;1+56;536-,-.[656)/W*-;1+,-+[-,C,1);13;),53
2)7121,;6/+)2 6),0\-,613;5),# 25,(5-,0*\\1+

+1-3416# _16;1+,6534*-,

‘-0N;:G&IG$# "# [a]/6:GHQ:B$# "# WaZE;:G$# ZIG J:GK6:B$# eaT;:B$# )# S:GH_6;6E:$

$$’@-P646%65&Q$5&D5’()-4’P# B(4-5P5;’)O5D/&Q$5&7&.4’)70’45-’5P# G54M4-. $###&$# B(4-)’

"’C5/*)J&I)6&I/&Q15&65’6&-4’!&X5D5-6)-O $5&()N)IO# !4-4P6I/&Q*)-O )-O K5P&%IP5P# G54M4-. $###&$# B(4-)’

)’B(4-) #-4X5IP46/&Q$5&P’45-’5P# G54M4-. $###&)# B(4-)%

-OGABILA" U6IJBGH@:G KIAC;BG BLC6IP;GD;:GHZ;?IF9:;G.OFILIFKCBC6IKIAC;BG LFB9C6IKBEFAIBLC6IP;GD;:GH
Z;?IFCB_6IGD;:GHHE:G# R6;A6 ;K.BA:CI< ;G C6ICF:GK;C;BG 5BGIBLC6II:KCIFG 9:FH;G BLV;GH6:;1U;QIC:G 3.:CI:E :G<
J;A6E:G T:K;G# QI.BGH;GHCBC6IKBEFAI:FI:BLC6IP;GD;:GHZ;?IFdW;C6 AB9@.I=CB@BHF:@6O:G< HIB9BF@6B.BHO#
KCFBGHGIBCIACBG;A9B?I9IGCK# <I?I.B@9IGCBLVE:CIFG:FOKCF:C:# ?:F;BEK.:G<LBF9CO@IK# :G< LFI4EIGC.OBAAEFFI<
:G< .:FHI9:HG;CE<II:FC64E:MIK# C6IKCE<O:FI:;K:G ;<I:.LBFKCE<;GHC6ICIACBG;A9B?I9IGCKBLP;GD;:GHZ;?IF
L:E.C5BGIK;GAIC6I.:CI/IGB5B;AIF:dT:KI< BG C6I@FI?;BEKFIKI:FA6# C6FBEH6 L;I.< HIB.BH;A:.KEF?IO:G< @FBL;.I
9I:KEFI9IGC# C6IKCE<OLBAEKIKBG C6IHIB9BF@6B.BH;A:.A6:F:ACIF;KC;AKBL_6:GH.:T:K;G :G< YBED;C:;T:K;G# C6I
A6:F:ACIF;KC;AKBLVE:CIFG:FOKI<;9IGCK.;MICO@IK# 9:CIF;:.AB9@BK;C;BG :G< <;KCF;QEC;BG# C6IF;?IFCIFF:AILI:CEFIK
BLC6I9:;G KCFI:9 :G< CF;QEC:F;IKBLC6IP;GD;:GHZ;?IF;G JBGH@:G KIAC;BG :FIKOKCI9:C;A:..O9I:KEFI< :G<
KCE<;I<dXCK6BRKC6:CC6IGIBCIACBG;A9B?I9IGCK6:< :ABGCFB..;GH;GL.EIGAIBG C6II?B.EC;BG @FBAIKKBLC6I
CB@BHF:@6O:G< HIB9BF@6B.BHOBLC6IVE:CIFG:FOT:K;G ;G JBGH@:G KIAC;BG’ _6:GH.:T:K;G :G< YBED;C:;T:K;G
LBF9I< <EF;GH.:CIP;BAIGI:G< I:F.O3.;BAIGI# R;C6 :G I:KC1;GA.;GI< GBF9:.L:E.C:CC6IRIKCQ:K;G1ABGCFB..;GHL:E.C
:G< :RIKC1;GA.;GI< FI?IFKIL:E.C:CC6II:KCdU6IQ:K;GKLBF9I< ;G C6I@FBAIKKBL,KIIK:RCO@I- Q.BAM 9B?I9IGCK
R;C6 I:KCE@ :G< RIKC<BRG# :G< RIG:9I< C6I9C6I,KIIK:RCO@I- <EKC@:G1.;MIQ:K;GKdTFB:< ?:..IO:G< G:FFBR
?:..IO:FI:.CIFG:CI.O<;KCF;QECI< ;G C6IJBGH@:G KIAC;BG BLC6IP;GD;:GH?:..IO’ 9:GO.:AEKCF;GIKCF:C:<I?I.B@I< ;G
C6I9:;G KCFI:9:G< ;CKCF;QEC:F;IK# R;C6 <:99I< .:MIK:KC6IKI<;9IGC:FOLI:CEFId+ HF:<IF;?IFCIFF:AIK# R6;A6
9:;G.O:FIIFB<I< CIFF:AIK:G< :AAE9E.:C;BG CIFF:AIK# LBF9I< <EF;GHC6I.:CI3.I;KCBAIGICB‘B.BAIGII@BA6# :FI
C6I9:;G CO@I;G C6IJBGHD;:GHKIAC;BG BL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dU6ICIFF:AIKIF;IK6:KC6I
A6:F:ACIF;KC;AKBLKIH9IGC:C;BG# :G< C6IR;<C6 BLCIFF:AIK:FI<;LLIFIGC;G <;LLIFIGC:FI:K# R6;A6 :FIBQ?;BEK.O
ABGCFB..I< QOGIBCIACBG;A9B?I9IGCKdU6IGIBCIACBG;A9B?I9IGCK;G C6IE@@IFFI:A6IKBLC6IP;GD;:GHZ;?IFK6BRK
C6IA6:F:ACIF;KC;AKC6:CC6I9B?I9IGCK;G 01J <;FIAC;BG .;I;G G:FFBRQI.CR6;.IC6BKI;G 81W <;FIAC;BG :FI<;LLIFIGC
;G C;.C1.;LC# R6;A6 9I:GKC6IE@@IFFI:A6IKBL‘BGH4;:BHE:G ;KB?IF:..:CIACBG;AE@.;LC:FI:# R;C6 :C.I:KC) C;9IKBL
CIACBG;AE@.;LC’ C6ICIACBG;AE@.;LC;GCIGK;CO;G YBED;C:;T:K;G ;KKCFBGHIFC6:G C6:C;G _6:GH.:T:K;GdU6IFI9;H6CQI
+ C;9IKBLCIACBG;AE@.;LCK;G [:9;CI9@.I:FI:# :G< C6ICIACBG;AE@.;LC;GCIGK;CO;G ‘BGH4;:BHE:G :FI:;K9EA6
KCFBGHIFC6:G C6:C;G _6:GH.:T:K;Gd
X>F Z8B@G" E@@IFFI:A6IKBLC6IP;GD;:GHZ;?IF’ VE:CIFG:FOQ:K;G’ F;?IFCIFF:AI’ GIBCIACBG;A9B?I9IGC’
P;GD;:GHL:E.C5BG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