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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成都盆地�平原�的形成

何 银 武

�四川地矿局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提 要 本文重点讨论了成都盆地 �平原�的形成条件及成因与成生时期
，

对
‘

大邑砾岩
，
的

时代归属
、

第四纪下限提出了新的认识
，

对新构造运动进行了探讨
，

并总结了四川盆地西部边

缘晚白呈世以来地史发展演化历程
。

对于号称
“
天府之国

”
的成都平原

，
许多学者曾对它的人类活动

、

文化发展
、

历史变

迁进行了研究
。
自十九世纪末

，
中外地学工作者对成都平原的第四纪地质进行过考查

。
尔

后
，
川地水文工程地质大队 ’��“年开始

，
对成都平原的水文地质及第四纪地质作了大

黝
研究工作�

，
可是对于它的地质发展演变成生时期至今尚未有人深入研究

。
笔者通过在 成

都平原三年的野外工作和资料收集
，
对它的形成开始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
供有关工作者

共同商讨
。

目前
、 对于成都盆地的形成成因与成生时期

，
还未见较系统的论述文章

。
尽管前人曾

作了尝试
，
如四川省地质局地质力学组在����年�

�“ 万 《 四川省构造体系图说明书 》 中
，

把成都盆地归属在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四川沉降褶带之川西摺带内
，
命名为成都坳陷

，
并认

‘

为是大向斜型构造盆地
， 四川省地震局

、

川地水文队
、

航调队认为
，
它是受断裂控制的陷

落凹陷盆地
，
是一个继承性的沉降盆地

。

也把它归纳到新华夏系构造遗迹中
。
笔者从盆地

地质构造背景
、

基底构造与形态特征
、

地层层位缺失
、

沉积相变
、

物源关系
，
古气候环境

等方面分析认为
，
成都盆地是喜山运动第二幕造山期的构造遗迹

，

属边缘断裂构造控制之

山间坳断陷落的地壳坳陷型构造盆地
。

其形成时期为晚第三纪末至第四纪初
。

其结论从以

下几方面探讨
。

一
、

形成条件及成因

�一�地质构造背景
�

�

地层分布特征
�

平原周边山麓地带主要分布着三叠系上统须家河组煤系地层
， 侏罗

系上统莲花 口组或蓬莱镇组砂
、

砾岩， 白垄系下统剑门关组
、

天马山组红色 砂 泥 岩
、

砾

岩， 白奎系上统夹关组
、

灌 口组红色砂岩
、

泥岩
、

砾岩� 早第三系名山群芦山组红色砂
、

泥岩及砾岩
。

北部还与三叠系中统地层毗连
。
这些地层缝合了成都平原

，
使之展现出盆形

地貌景观
。
据大量钻孔资料查明

，
平原基底为侏罗系上统

、

白蛋系及早第三系红色砂泥质

� 四川成都平原区域水文地质昔查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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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地层构成
。

�
�

盆地构造背景
�
成都盆地 �平原�处于我国新华夏系构造第三沉降带—四川盆地

西南缘
，
夹持于华夏系构造的龙门山隆起褶带和新华夏系构造的龙泉山

、

雾中山褶断带之

间
，
即两构造体系交接复合部位

。
其东北部受德阳合兴和绵阳旋卷构造的制约

。
主要控制

盆地发育的边缘断裂构造带为�图��
�

���

图 � 成都盆地 �平原�基底形态与构造及区域构造纲要简图
����石� ��� ���钾江�� �五� ‘ ������� �����名� ������ ��� ���� ��� ��� ���

������ �� ���� ����，� �� �五。 ������妞 ����。 ���
����

�

���西北部边缘灌县一江油断裂带

总体走向���
‘

���
’

�，
倾向��

，
倾角��

。
���

。 ，
断裂切过侏罗系及较老地层

，
该断裂

为一规模较大
、

多期复活的压扭性断层
。
它的上盘有阻止彭灌飞来峰向南推进的趋势

，
其

上
、

下盘在地貌上形成明显的差异
。

在新构造运动中
，
制约了成都盆地向 �� 方向扩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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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现今活动仍较强烈
，
据灌县地震中心站定点水准测量

，
在����年前后

，
该断裂在灌县二

王庙
，
北西盘 �上盘�仅二个月的时间

，
上升�

�

��� � 小三角仪测量为向西移动
，
也就是

反扭
。

���南部边缘的蒲江一新津断裂带

亦称康乐场断裂
，
位于平原南部熊坡背斜北西翼

。

断层总体走向 ���
“
�左右

，
倾 向

��，
倾角��

。

一��
。 ，

水平移距达��� ，
垂直断距从数百米至千米左右

。

地震资料表明
，
该

断裂的分枝黄土坡断层上盘白至系砂岩逆掩于
“
名邓砾石层

”
之上

。

在 ����年�月��� 月

内
，
两盘相对上

、

下位移 �
�

�� �� ，
向北西方向逆冲挤压的现象很明显

。

由此看来它的逆

冲对盆地向南发展起着很大控制作用
。

��� 苏码头一盐井沟断裂带

位于平原南东偏中央部位
。

处于苏码头一盐井沟背斜的西翼
，
靠近轴部

，
断层影响深

度至下白奎统
。

苏码头背斜沿轴部伴生的两条压扭性断裂
，
均为北盘相对往北东斜错

，
其

位于西翼的李红塘断层走向 ���
�

���
�

�，
倾向��

，
倾角��

“

���
“ ，

水平断距�������
，

垂直断距 ��一����
，
为逆掩断层

。

沿盐井沟背斜发育的两条压扭性断裂
，
均为北盘相对往北东方向斜冲

。
主要以盐井沟

�九龙山�断裂延伸方向与轴向一致
，
倾向 ��

，
倾角 ��

。 ，
错移平距 ����

。

其东翼的石

庙子断层与之相对逆冲
，
造成幅度不大的陷落

。

���东部边缘龙泉山断裂带

为川西坳陷与川中隆起分界线断裂构造带
。

亦为两者结晶基底的分界
。

盆地边界线的

龙泉山西坡龙泉异断裂
，
发育在龙泉山背斜西翼

，
北段走向 ���

“

一��
“
�

，
南段 ���

“
�，

倾向 ��，
倾角 ��

“

一��
“ ，
压扭性断层

。

地震资料查明
�

断裂最大断距为 ����
，

现今仍

在活动
。

它是控制平原向东扩展的主要断裂
，
又是成都盆地与川中丘陵山区的分界断裂

。

��� 合兴场及绵阳环状构造带

位于平原北部东侧
，
据航调队资料

，
前者的成生时代为喜山期

。

它们的褶断隆起
，
有

阻止盆地向北东发展的趋向
。

如合兴场环状构造产生的褶皱轴线
、

断裂延伸线与平原的边

岸线方向一致
，
为南北向平行延展

。

成都盆地就处于这样一个圈闭的构造背景之中
。

尤其是江油一灌县
、

龙泉异
、

蒲江一

新津断裂
，
它们的基本特征具有断层面倾角陡

、

向平原中心对冲
，
故而主控了盆地轮廓

。

�二�平原基底构造与形态特征

成都盆地的基本面貌与边缘构造线大体一致
。

长轴呈 ���
。

���
�

� 展布
，
北起安县

，

南抵总岗山西北山麓
，
西缘龙门山前

，
东至龙泉山西麓

。

是一西陡东缓的不对称而封闭或

半封闭的地壳坳断型盆地
。

笔者在编制�
�

��万 《成都平原第四纪地质图 》 时
，
根据大量的

钻孔资料和近年的物探
、

航卫片解释资料
，
将平原隐伏断层划分了三组

�
一组为 �� 向�

一组为���向� 一组为 �� 向�图��
。

控制基底发育的主干断裂 �������向�
，
与航 调

队卫片解释资料大致吻合 �图 ��
。

由于本文不涉及重点讨论基底构造
，
在此仅作简单 的

说明和分析
。

从图 �
、
�可以看出

，
偏龙门山一侧断裂主要为 �� 向发展

，
龙泉山一 侧 为

���向延展
，
亦说明了它们的成生受其两侧老构造控制

。

它们的发展
，
控制着基底地貌的

发育
，
致使基底地块抬升 �隆起�或沉降 �陷落�有着明显的差异

。

图中可见基底形态与隐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

尹
��

德阳

�

彭县
中卜斗

�

一儒

感吧二丫
，

� �

训‘新寮

赢蘑
创对叼�

声
。
崇庆

�

双流
尸 龙泉骚

醒
即

涎
�

�奋
�、‘�︸日比叭叭

�，�
月�月，夕苦，�、

凳

邑匕大�一�户石��一一�

�之“� �

�号斡

孟一写半竺禽
图 � 成都平原第四系断裂卫星像片解译略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断裂名称

①黄许隐伏断裂
⑥犀浦隐伏断裂
断裂 ⑩借田断裂

②关口场隐伏断裂 ③德阳隐伏断裂 ④成都一广汉隐伏断裂 ⑤大邑一新繁隐伏断裂
⑦中心隐伏断裂 ⑧双流隐伏断裂 ⑨李红塘断裂 ⑩高峰寺断裂 �新都 一金堂隐伏

⑩江油 一灌县大断裂 �龙泉骚断裂

�航调队 ����万德阳幅�

伏断裂的发育密切相关
。

如郸县竹瓦坳槽
，
因受两侧断裂制约

，
基底陡然陷落

。

据钻孔揭

露
，’

位其北侧灌县青龙一彭县隐伏断裂上盘的彭县横山子
，
与基底相对升降了 ����

，
第四

纪堆积厚���
�

���
。

而南侧怀远一什郊高骄隐伏断裂之上盘
，
基底相对竹瓦抬升了���二，

并在钻孔中发现了断层痕迹
。
故认为竹瓦坳槽是受两侧汉�向断裂对冲陷落

。

近年钻孔发现了不少断裂痕迹
。

如郸县竹瓦
，
下部

“
大邑砾岩

”
因受断裂影响

，
产生

倾斜
，
倾角��

。
���

“ ，
基岩顺层擦痕发育

，
砾石普遍发育倾角��

。
���

。

和��
。
��俨的两组

节理
。

郸县永兴钻孔发现
，
不但基岩与砾石层错位

，
基岩之次生方解石脉也有错动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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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汉大
、

小涌泉施工的钻孔发现
，
岩层破碎

，
节理裂隙极为发育

，
倾角��

。

��。
。 。
大

、

小

涌泉就以这条断裂破碎带为运移通道
。
另据石油勘探

，
一

在成都市一号桥发现一隐伏断裂
，

断距 �������
�
航调队在什 郁 徐家场

、

双流幅合山等地发现基底断裂的存在
。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
中央坳陷是由几个雁行排列的坳槽组成

。
沉降中心的郸县竹瓦和

大邑一崇庆一温江的两大槽盆呈 ��向展布
，
为长圆形坳槽地貌

，
基底由西向东阶梯抬升

。

模山子
、

磨盘山偏向平原中央部位隆起
，
相应的郭县太和场以东又为明显的抬 升 隆 起 地

段
。
从而可以看出两者向平原中心对移

，
使位于横山子南的竹瓦坳陷之沉降中心 变 得 狭

窄
，
而整个中央坳陷向南撒开

。

由于新构造活动升降差异
，
致使平原沉降中心偏于龙门山

前
，
沉降幅度由西向东减弱

。

据 目前资料查明
，
中央坳陷接纳了第四纪松散 堆 积 物 ���

���� ，
一般�������二

。

最深的竹瓦坳槽基底埋深���
�

���
，
海拔高度���

，
地势最低 � 大

邑一温江坳槽大于����
，

塞底最大埋深大于 ��� 。 � 灌县坳槽 ����
，
什郁李家碾 ��。 � �

绵竹坳槽 �� � � 名山万古坳槽大于 ��� 二
。

成都一新都一广汉一金轮以东基底翘起
，
第四

系厚度小于 ���
。

基底隐伏断裂遗迹的发现
，
基底形态特征的展示

，
表咖成都盆地确系断裂构造控制发

展的山间坳断构造盆地
。

按其分布特征
、

边缘构造背景和基底隐伏断裂构造的组合关系
，

似可判断为一压扭性断陷盆地
。

二
、

盆地成生时期的讨论

近年大量钻孔资料查明
，
盆地底部为一套粗大碎屑的磨拉石沉积建造

。

据竹瓦钻孔揭

示
，
最大厚度大于 ��� � ，

与下伏基岩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其岩性特征
，
与盆 地边缘汤家

沟
、

大邑氮肥厂剖面之
“
大邑砾岩

”
一致

，
为岩屑粗砂充填

、

间断性半 一全胶结
、

砾卵石

磨圆度和球度较好
、

分选性差的砾卵石层
。

具有典型的颗粒粗大
、

无沉积韵律的山前撰积

相特征
。
����万 《邓味幅 》 将其置于晚第三纪中新世

。

由于此套地层的岩性
、

岩相及沉积

环境等迥然有别于川西高原及峨眉盆地的晚第三纪沉积物
，
所以

，
笔者在编制�

�
��万 《成

都平原第四纪地质图》， 将其划在第四纪早更新世早期
。

从地层层位结构
、

沉积间断
、 ，

粗

大粒度
、

物源关系
、

沉降中心位移等方面
，
认为这套堆积物是第四纪初或第三纪末喜山运

动二期造山作用的产物
。

�
�

地层层位 �时代�结构与沉积间断
�
现有资料确认

，
盆地北部缺失晚白翌世一晚第

三纪地层
，
中部缺失早

、

晚第三纪地层
，
南部大面积缺失早第三纪地层

，
普遍缺失晚第三

纪地层
。

晚白奎世灌口组为内陆磨拉式山麓洪积相砂岩建造及浅湖或咸水湖相砂
、

泥岩建

造 ， 与下伏夹关组整合接触� 早第三纪古一始新世名山群
、

渐新世芦山组为湖相一咸水湖

相的红色砂泥岩建造� 分别与下伏地层整合接触
。

至今
，
尚未在成都盆地发现 有 可 靠 依

据的晚第三纪地层
，
仅见于峨眉平原的上第三系为富含古植物抱粉和炭化树杆的河湖相沉

积
， ����万 《 峨眉幅 》 将此置于中新世

，
与下伏晚白蛋世地层不整合接触

。

所谓
“
大邑砾

岩
”
则角度不整合于侏罗系上统莲花 口组

、

下白圣统剑门关组
、

上白奎统夹关组和灌口组

及早第三纪名山群
、

芦山组
。

此外
，
晚白圣世与早第三纪地层有一个富含膏盐的共同点

， ，

均为强氧化条件
、

千燥气候的浅湖相沉积环境
。

大区域的晚第三纪沉积物反映的是
，
含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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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湿热环境
，
这已被近年川西高原 ���� 万区域地质调查证实

。
据宏

、

微观 测 试
， “

大

邑砾岩
”
含古生物化石稀少

，
仅在大邑氮肥厂

、

水 口场油房坝 两地 发 现 植 物 抱 子
，
前

者含��粒�成都地院李代均老师分析�
，
松属 �� 颗

，
似落叶松属

、

柏科
、

禾本科各�颗
，
杉

科
、

长形
、

圆形无 口器花粉�颗
，
菌类抱子��颗

，
水龙骨

、

水醉科抱子各 �颗
。
以针叶乔木

和菌类为主
。

后者为水龙骨科
、

石韦属
、

铁杉
、

木兰科等
。

它们反映出一种温湿偏凉的气
候环境

，
低等植物抱子的比例大

，
可能是受川西高原第四纪最卓一期 �相当西藏的希夏帮

马�冰期的影响
。

渐新世前的沉积中心在名山以西
，
而后分化推移至峨眉一带

。

上述沉积环境的演变
，
表明成都盆地不是一个连续接受沉积之继承性沉降盆地

。

第三

纪地层的缺失
，
证明了它是第四纪断陷的新生盆地

。

当然
，
对于第三系的缺失

，
也可能产

生以下两种看法
�

一是本区早第三纪时
，
地壳就上升隆起

，
未接受沉积 � 二是沉积以后

，

因后期地壳上升剥蚀
，
尽管灌县玉堂汤家沟有所谓的早第三纪地层

，
但它的时代归属目前

尚有争议
，
只有盆地最南角的名山群是有古生物化石依据的

。
无论早第三纪地 层 存 在 与

否
，
都否定不了区内渐新世末至晚第三纪晚期

，
当时成都盆地是处于上升剥夷阶段

，
或许

与整个四川盆地处于一个准平原面
，
喜山运动第二幕川西高原大幅度抬升

，
以灌县一江油

断裂为边界交点的四川盆地急剧下降
，
才是成都盆地形成的开始

。

正如
，
四川区调队纪平

同志认为 〔 ’ 〕 � “
川西高原和藏东地区

，

早第三纪末
，
晚第三纪初

，
本区因受喜山第一期

运动影响
，
地壳有一次构造变动…… ” 。 “

晚第三纪后
，
本区及松潘地区因喜山第二期活动

而作大面积急剧抬升
，
四川盆地则相对下降

，
二者高差不断加大

，
原有统一准平原最终分

化解体
” 。

�
� “
大邑砾岩

”
组成物与母源关系

�

从地表剖面和地下深部勘探得知
， “

大邑砾岩
”
为一套黄灰

、

灰
、

褐灰及 灰 黄 色 的

复成份砂砾层夹砂层透镜体和钙质胶结的透镜状砾岩
。

未胶结者则具中一强 风 化 作 用
。

砾石成份以石英岩
、

变质砂岩板岩
、

石英砂岩为主
，
次为花岗岩

、

闪长岩
、

辉 长 岩 及 灰

岩
、

脉石英
，
含少量火山岩及砂岩

。

有代表性的灌县汤家沟
、

大邑氮肥厂两剖面砾径测量

见下表
。

表中汤家沟剖面底部岩浆岩粒度总量最小
。
由表可知

，
底部变质岩成份含量占居

早更新世大邑砾岩砾石成份含�统计表�

���������� �� ��� ������ � �� ������� �� ��� �����

���������刀� ����������������

片宜卜志粼位
…咋币变 质 岩 类 � “ �一，�

�
“ �一吕�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了一��

料
岩

一
一�。 ·

�

�
�一日

�
�一�� …�

一
�

�
“ �一�

�

�
��

�
�一�� 」’ 。一�。

火 山 岩 芋 �
“ · 。，

�
�士 …�一� … ‘ 士 …�一 ‘� …�一 “

�
�一��

‘

� �一“ �

聪 醛 岩 望 � �
。

�

一
一� � �一�� � �一��

一
�

�

一
」 ��� � 只十

沉 积 岩 类 �
。 ·

��
�

‘�上 � “一� �
�一� �

了一�
·

� �
， “一� �

�一�� � �
一

�

� 按一个平方米为单位�选择��一 ���个砾石�进行统计的



第�期 何银武
�
试论成都盆地 �平原�的形成

主要地位
，
而砾石直径最大

，
到了中部

，
火成岩成份含量增加

，
砾石直径偏大

。

其粒度最

大者在汤家沟一带
，
一般������， ，

大者�������
，
最大者为 ���� 之漂石

，
向两侧和

水流前进方向砾径逐渐减小
。

推断此地应为洪积扇顶或氓江早期出口地带
。
据物源调查

，

物质成份来自龙门山强烈褶皱山系
，
即茂议大断裂以东的深切割山区

。

自大邑砾石层沉积

后
，
成都盆地物源组份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
从老到新火成岩成份不断增加

，
到全新世

，
火

成岩成份含量占������
。
其火成岩砾石成份是前所未有的

，
就其川西高原而言

，
亦首先

发现于河流高阶地
。
显然

，
新物质成份的产生

，
标志着一个新地质时期的诞生

。
所以把具

有火成岩成份的
“
大邑砾岩

”
归属第四纪早更新世为妥

。

不仅如此
，
反推出以

“
彭灌一宝

兴
”
复背斜为主体的山脉强烈摺皱隆起时间应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

。

故成都盆地形成时

期理应确定在第四纪初
， “

大邑砾岩
”
底界为第四纪下限

。

三
、

结 论

综上所述
，
成都盆地第四纪初或第三纪末

，
受喜山运动第二幕控制

，
相对青藏高原东

部边缘的龙门山强褶皱山系下降
，
受其四周区域性断裂和基底隐伏断裂围割 下 陷

，
以 大

邑一崇庆一郸县竹瓦一彭县为沉降中心急速陷落形成的构造盆地
。
在整体上它受龙门山隆

起褶带
、

龙泉山褶断带褶皱隆起形成山脉作用的控制
，
亦即西部灌县一江油断裂

，
东部龙

泉骆断裂向中央对冲的压扭性断陷盆地
，
快速堆积了一套山前洪积物一

“
大邑砾岩

”

艺磨

拉石沉积建造
。

而这套沉积物全然反映了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的应力作用
、

强度大小
、

运动方式等特点
。

整个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晚白圣世一第三纪末的地史演化特点归纳如下
�

白至纪时
，
受到燕山运动影响

，
区内出现隆起与凹陷

，
局部遭受剥蚀

“
堆平

” ，
普遍出

现红色碎屑及磨拉石堆积
，
至晚白奎世灌口组沉积时

，
各地先后转为稳定环境

，
沉积以泥

岩为主的类复理石建造
。
早第三纪古新世一渐新世继承了晚白垄世沉降特征

，
地壳处于护

对稳定环境而连续沉积
，
至芦山组沉积以后

，
大约渐新世末喜山运动一期

，
四川盆地伴随

青藏高原整体上升
，
致使原有沉积范围趋于

“
萎缩

”
消失

，
将沉积中心推移至峨眉一带 � 致

使晚第三纪中新世地层角度不整合于下伏上白蛋统
。

因而
，
渐新世晚期一中新世早期应为

一沉积间断
。

继后
，
地壳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
到上新世

，
沉积湖盆完全干枯消失

，
全面处

于剥夷阶段
，
为区内第二次沉积间断

。
直至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

，
喜山运动二幕强大的造

山作用
，
致使龙门山强烈褶断隆升

，
明显形成了高原山地与盆地的两级地貌阶梯

� 龙泉山

褶断的隆升
，
分解了四川盆地原始的准平原面 � 位于两构造带交接复合部位的成都盆地急

剧下降
，
而接受了能量补偿平衡的山前河流相磨拉石建造

。
这就是成都盆地成生的序幕

。

之后龙门山一直处于间歇性上升
，
接受了中

、

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沉积
，
形成现今的平原

景观
。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所李钟武同志的大力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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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恤�
‘

番。刃龟奋诬不断总结经验
，

加快广西区调工作步伐

张 继 淹

�广西地矿局区调科�

截至����年底止
，

广西有区调队
，

一
、

二
、

四
、

六
、

七地质队及石油队
、

地质研究所
、

地质学校
、

航空物探队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

北海地质勘察公司
、 ·

环保站南宁分站等��个单位组建了��个区调分

队
，

分别在��个地区从事���万区调工作
�

累计完成面积������
， ’
按研究性质和服务对象的

，

不同�� 个地

区的区调工作大体可分为
� �

�

以成矿远景区 �带�上的基础地质
、

矿产地质为主的区调工作
，

主 要 由

各地质队和区调队承担
， �

�

以桂林
、

南宁
、

柳州
、

北海等旅游城市
、

中心城市
、

沿海开放城市的基础

地质
、

旅游地质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为研究对象
，
主要由区调队和局 属 各专 业 单位 承

担
， �

�

以配合花岗岩体进行超单元填图方法试验的区调工作
，

由区调队承担
�

据不完全统计
，

广西近��年���万区调工作
，

除解决了一批重要的基础地质问题
，
荻得一批重 要的

基础地质成果外
，

还发砚一批新的含矿层位
，

新发现矿 �化�点���处
，

提交有工业意义的普查基地 ��处

�其中��处经普查勘探证实属大型矿床�处
，

中型�处
，

小型�处�
，
圈出重砂

、

化探异常区����处
，

圈定

找矿予测区��处
，

为开展新的一轮矿产普查提供了大量信息或线索
�

此外
，

还为中心城市
、

旅游城市和

重要经济开发区解决了较多地质问题
，

扩大了服务领域
，

同时也增强了地质队活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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