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质 通 报

!"#$#!%&’$ ()$$"*%+ #, &-%+’

第 ./ 卷第 0. 期

.112 年 0. 月

3456./，+460.

7896，.112

关于金沙江河谷的早期发育，特别是它在云南石鼓附近

流向由北北西转向北北东的突然改变，即著名的“长江第一

湾”，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从而产生了金沙江到底是

由于河流袭夺而成还是一条先成河的长期争论:0;0/<。

大 具 盆 地 是 长 江 上 游 金 沙 江 中 游 的 一 个 长 宽 各 约 为

2 =>的小型盆地，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北部

大具乡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三坝民族 乡 江 边 村 之

间。金沙江从西面流入盆地并呈弧形转而从盆 地 北 面 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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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地区大具盆地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

的发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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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云南大具盆地北部金沙江下渡口西岸的.层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它们分别位于盆地底部的冲、洪积砾石层的底

部。该砾石层的砾石分选与磨圆很好，局部被钙质胶结，成分复杂，大部分为本地所无，表明其应为金沙江长距离搬运而来。该砾

石层的钙质胶结物和钙质砂层.个样品的"UV年龄测定结果分别为0@/1W.A1 =C(X和0YY1W021 =C(X，属早更新世。对比其上游

四川德格含下更新统汪布顶组哺乳动物群的金沙江第五级阶地砾石层和下游四川攀枝花金沙江沿岸伏于中、晚上新世湖相沉

积昔格达组之下的分选与磨圆良好、成分复杂的河流相砾石层，表明在早更新世甚至上新世时期，金沙江已经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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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流经大具盆地的金沙江，上游紧接闻名世界的虎跳

峡，其两岸便是欧亚大陆上纬度最低、有现代冰川发育的雪

山———东 南 岸 为 海 拔%%&! ’的 玉 龙 雪 山 ， 西 北 岸 为 海 拔

%("")! ’的哈巴雪山。再往上游不远处即为“长江第一湾”。以

正断层为特征的玉龙山东麓断裂南北向通过盆地西部。该断

层第四纪以来一直强烈活动，不仅使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抬

升到雪线以上，并使大具地区断陷成为盆地，而且其近期活

动还切穿了大坝子西北的玉龙冰期的冰碛与冰水成 因 的 砾

石层及其所组成的河流阶地状的地形（图版!*$），还引发了

$&&#年!月+日的丽江,)"级地震，同年$"月!-日晨笔者所目睹

的位于虎跳峡下峡口西北岸滑石板处的巨型山崩（曾使金沙

江短暂堰塞成湖）或许也与此有关。因此，大具盆地可以说是

至今仍在强烈活动的断陷盆地。

本文将报道大具盆地北部金沙江 下 渡 口 西 岸 早 更 新 世

早期金沙江砾石层的发现，并简要讨论其在早期金沙江河谷

发育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隆升研究中的意义。

$ 大具盆地中的第四纪沉积地层

大具盆地除四周和西端底部出露石炭系、二叠系和三叠

系的灰岩、大理岩、泥岩或粉砂岩和玄武岩夹千枚岩等基岩

外，是一个完全由第四纪地层所构成的堆积盆地。金沙江谷

底呈峡谷状，深约$%".!"" ’，嵌入于开阔的盆地之中。盆地

底部河流阶地状地形十分清晰（图版!*$）。可惜的是，在这

些“河流阶地”上均未找到真正属于金沙江的沉积物。因此，

即使它们是金沙江的阶地，也应是将其他第四纪沉积物作为

“基岩”的侵蚀阶地。怪不得任美锷等 /,0曾据云南大学生物系

的资料，认为大具盆地有(级阶地，为石质侵蚀阶地，在大具

附近高出江面约$"" ’。

从大具盆地北部的盆地最底部向上，出露的第四纪地层

自下而上依次如下（图!，图版!*!）。

（$）早更新世早期的冲、洪积砾石层（1$
$23*43），在金沙江峡

谷两岸均有出露，可见厚度为%".#" ’，产状近于水平或由两

岸稍向河谷倾斜。砾石大小多在数厘米至数十厘米间，磨圆

中等或较差，成分单调，为灰岩、大理岩和玄武岩，表明其物

质来源均为四周的山地，具有洪积物或搬运距离较短的冲积

物的性质。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要报道的!个发现于金沙江

下渡口西岸的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1$
$23）即夹于此层底部

与下部，分别被称为底层与下层。它们的分选与磨圆均很好，

砾石成分复杂，显然非当地的成分而应来自于其上游。前者

厚逾% ’，即使在枯水季节也部分被江水所淹而未见底，在洪

水季节则完全淹没于江水之中；后者厚$)!.$)# ’，为 磨 圆 度

普遍达+.(级，粒径以%.!" 5’为主、其次为$.% 5’的卵石层，

局部夹结核状钙质砂层，出露在洪水位之上约$% ’处（图版

!*+）。这!层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是笔者于$&&#年$"月下

旬首次考察时发现的，以后又多次进行过考察。因该砾石层

有一定程度的胶结，故!""%年-月初笔者再次考察时，一方面

对砾石层下层的砾石成分进行了统计以确定其物质来源，另

一方面则采集了砾石间的钙质胶结物和所夹的 钙 质 砂 层 进

行电子自 旋 共 振 法（678）年 龄 测 定 ，以 确 定 其 形 成 时 代 ，其

结果将在下面报道。

（!）早 更 新 世 晚 期 的“湖 相 ”小 砾 石 层（1$
!3）不 整 合 于 上

述冲、洪积砾石层之上，厚#".-" ’或更多。其层理清晰，倾角

变化大，由盆地南、北或西北与西南两侧明显倾向于盆 地 底

部或金沙江河谷（如在盆地南部培良村边产状为!"9!!-9），

故其既出露于峡谷中部，又出露于盆地南北两侧边缘。该小

砾石层砾石分选较好，多为小于% 5’的 小 石 子 ，部 分 层 位 为

粗砂小砾，个别层位砾石的粒径可达近$" 5’，但其磨圆差或

较 差 ，成 分 也 同 样 单 调 ，与 层$相 似 ，为 灰 岩 、大 理 岩 和 玄 武

岩，表明其物质来源于四周的山地，系在高坡角的条件 下 的

快速堆积。其分选较好、层理清晰、倾角较大、含淡水小螺化

石等特征，表明其或为坡积，更可能为高山深谷区深水 湖 的

“湖相”碎屑沉积，如果没有更好的解释的话，笔者倾向于后

者。该“湖相”小砾石层也大都被钙质胶结。

（+）中更新世早期玉龙冰期的冰水砾石层与冰碛砾石层

（1!
$:;3 <;3），局部已胶结成岩。冰水砾石层厚+".%" ’，覆盖了除

西部以外的几乎整个盆地，与下伏的“湖相”小砾石层呈不整

合接触。金沙江以南或西南者来自玉龙雪山方向，西北者来

自哈巴雪山方向。无论是来自前者，还是来自后者，其沉积特

征几乎完全相同：由夹有少量砂质透镜体或夹层的巨大漂砾

和有所磨圆的砾石（多为粒径数十厘米的大砾石）所构成，最

大漂砾的粒径常达数米至!".+" ’，具有一定的层理和分选

性。其地层倾向盆地下方，即来自前者倾向北东，来自后者则

倾向东或南东。冰碛砾石层厚可逾百米，仅分布于盆地西部。

来自玉龙雪山方向者主要分布于将台河出山口 附 近 的 峨 眉

至大沟头之间和大坝子西北，而来自哈巴雪山方向者则仅分

图$ 云南大具盆地与采样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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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永壳西北，均构成高#$$%!$$ &的丘陵状台地。无论其来

自何处，其碛石均由巨大的漂砾和大小砾石（特别是粒径数

十厘米的大砾石）所构成。玉龙冰期的冰碛与冰水沉积既有

共同的特点：漂砾巨大，成分单一（灰岩、大理岩和玄武岩），

均为附近地区基岩的产物，并多多少少被钙质胶结而轻度成

岩，特别是其上层；但也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有一定的分选、

磨圆和层理，且有时夹有砂层，而后者则常常缺少上述特点，

其碛石粒径也普遍较前者为大。根据笔者’#()对玉龙雪山更新

世冰川作用的研究，玉龙冰期的*+,年龄为"$$%-$$ ./01，属

于中更新世早期。

除上述2套地层外，在大具盆地西南部玉龙冰期冰水砾

石层台地的低洼处，常可见到厚仅#%! &的湖相沉积物，以灰

黄色的粘土质粉砂、粉砂、砂和砂夹粗砂小砾为主，纯的粘土

层很少出现，其层理往往十分清晰，有时具纹层，并可见到它

与层（!）和层（2）的不整合接触关系，其时代当属 中 、晚 更 新

世（3!42
5）。此外，在大具盆地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将台河与本习

沟、岩美支沟的沟谷中与沟谷口，还有不同时期，主要是中、

晚更新世的冰川、冰水与冲沟等成因的沉积物分布。

! 金沙江砾石层的物质来源与沉积时代

!$$"年6月初，因洪水淹没了金沙江砾石层底层，笔者仅

对该砾石层下层进行了砾石的岩性统计。统计结果表明，灰

岩（#67）、大理岩（#!7）和玄武岩（#87）等可能的当地成分共

占 砾 石 总 数 的887，而 花 岗 岩（#67）、闪 长 岩（67）、辉 长 岩

（!7）、辉 绿 岩（"7）、安 山 岩（27）、变 质 砂 岩（#97）和 燧 石

（#7）等非当地成分则共占砾石总数的"(7，而且花岗岩等侵

入岩类和变质砂岩等成分，则是大具以上金沙江各河段中组

成各级河流阶地磨圆良好的砾石层中砾石的常见成分。因此

可以认为，发现于盆地北部下渡口西岸的!层分选与磨圆很

好、成分复杂且以花岗岩等非当地成分为主的砾石层，应 属

金沙江的砾石层无疑。而且，在大具与其上游奔子栏之间金

沙江!$$多公里的流程中及其支流流域却 无 花 岗 岩 类 分 布 ，

则更进一步说明了下渡口的金沙江砾石层属于 远 距 离 搬 运

的结果。

同时，笔者又对该砾石层下层砾石间 的 钙 质 胶 结 物（样

品号3+$284#）和所夹的钙质砂层（样品号3+$284!）进行了

*+,年龄测定（表#）。这一年龄测定结果是合乎与其上覆地

层（早更新世晚期甚至稍稍延伸至中更新世初期的“湖相”小

砾 石 层 ———采 自 营 盘 其 上 部 地 层 钙 质 胶 结 物 样 品 的*+,年

龄为（(-$:$;#28:2）./01和中更新世早期玉龙冰期的冰碛砾

岩———位 于 玉 龙 雪 山 同 一 冰 期 的8个 冰 碛 岩 钙 质 胶 结 物 样

品 的*+,年 龄 分 别 为（"$$:9;#$$:$）./01（玉 龙 山 变 电 站 ）、

（"9!:(;##6:"）./01（云杉坪北）、（(8":$;#!9:$）./01（干海子

北垭口）、（(9-:#;#29:!）./01（干海子北垭口）’#()）的沉积顺序

图! 云南大具盆地金沙江河谷横剖面

<=>:! ?@ABB4BCDE=AF AG EHC I=FBH/ ,=JC@ J/55CK =F EHC L/MN O/B=F，PNFF/F
#—砂、粉砂和粘土质粉砂；!—半胶结的小砾石；2—磨圆较差夹磨圆很好的砾石；8—半胶结

和有所磨圆的漂砾和砾石；"—半胶结的漂砾和角砾；(—*+,样品采集部位；-—基岩；

3#
#/54Q5—早更新世早期的冲、洪积砾石层；3#

!5—早更新世晚期的“湖相”小砾石层；3!
#G>5 R>5—中更

新世早期玉龙冰期的冰水砾石层与冰碛砾石层；3!42
5—中4晚更新世湖相沉积砂与粉砂

赵希涛等：云南丽江地区大具盆地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的发现及其意义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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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云南大具盆地金沙江下渡口西岸金沙江砾石层下层的钙质胶结物与钙质砂层的$%&年龄测定结果

!"#$% & ’() *"+%, -. /"$/"0%-1, /%2%3+, "3* ,"3*, 43 +5% $-6%0 #%*, -. 70"8%$,
-3 +5% 6%,+ #"39 -. +5% $-6%0 .%00: -. ;43,5" )48%0 43 +5% <"=1 #",43，>133"3

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实验室贾丽、鲍继飞、李如成协助测定

的，因而在地质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认为，堆

积于大具盆地底部的冲、洪积砾石层，其主体应是早更新世

早期的金沙江砾石层。它不仅包括其底部与下部那!层分选

与磨圆很好、砾石成分复杂的砾石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

的其他一些层位也应是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组成 的 一 部

分，只不过是其搬运距离短些、主要来源于当地罢了。因为笔

者仔细观察过金沙江上、中、下游数百公里河段不同阶地的

砾石层，其中搬运距离远、分选与磨圆良好、成分复杂的层位

只占一部分，有时甚至是一小部分，就是明显的例证。

’ 关于早期金沙江河谷发育的初步讨论

大 具 盆 地 底 部 早 更 新 世 早 期 金 沙 江 砾 石 层 的 发 现 ，对

于研究金沙江河谷的早期发育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前 已

提及，对于金沙江河谷的早期发育，人们主要关注 的 问 题

是，它到底是一条先成河还是由于河流袭夺而来 (#)#"*。其中，

张叶春等 根 据 金 沙 江 地 区 、 云 南 各 断 陷 盆 地的河湖相沉积

和高原夷平面、剥蚀面、宽谷面、以年龄为’+!,)#+-. /012的

昔 格 达 组 (#-，#.*为 基 座 的 金 沙 江 高 阶 地（ 其3-的$%&年 龄 为

#+"456+#-. /012）的研究和测年结果，认为金沙江水系的发

育经历了如下4个阶段：!’+4 /012以前，为高原面形成时期

的古水系阶段。高原面上的水系可能为外流水系，但与现代

金沙江水系无关。"（’+4)!+6656+!）/012间，为金沙江水系

孕育阶段。这是该地区的广泛成湖期，水系可能是以各古湖（如

丽江古湖、剑川古湖、程海古湖、昔格达古湖、元谋古湖等）为归

宿的内流水系，金沙江水系是在这些内陆水系的基础上发育

的。#（!+6656+!)#+"456+#-.）/012，为金沙江水系调整阶段。

这时古湖沉积相继结束，水系逐渐由内陆水系向外流水系调

整，即川江以溯源侵蚀方式逐步由巧家以下（!+6656+! /012）、

渡口（攀枝花）至巧家（#+-. /012前后）向 上 游 延 伸 ，最 迟 在

（#+"456+#-.）/012金沙江上段的最高级阶地（3-）形成之时，

金沙江全线贯通，主干河谷形成。$（#+"456+#-.）/012以来，

为现代金沙江水系形成与发展阶段(#4*。这是迄今所见对金沙江

河谷发育历史最清晰的阐述。然而，可惜的是，该文作者对金沙

江河谷本身的调查和了解可能偏少。因此，本文除报道大具盆

地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的发现外，还想补充如下!点资料。

（#）在金沙江上游的四川德格汪 布 顶 ，位 于 金 沙 江 东 岸

约6+" 78、海拔约’-66 8处的 第 五 级 阶 地（当 地 江 面 海 拔 约

’#66 8）由厚达#9 8的粒径中等、较大、较小的砾石层 及 砂 、

砂质粘土层组成。其砾石磨圆与分选良好，成分复杂（为花岗

岩，混合岩化花岗岩，花岗片麻岩，青灰色石英岩、砂岩，紫色

砂 岩 ，灰 绿 色 、紫 色 火 山 岩 等 ），与 下 伏 基 岩（古 生 代 黑 色 板

岩）明显不同。在中部的砂质粘土夹细砂层中发现了如下属

于下更新统汪布顶组哺乳动物化石群的哺乳动物化石：横断

山 鼠 兔（!"#$%$&’ #(&)*+’&,#’&(&,-,）、横 断 山 貘 鼠 相 似 种

（.-/$/0, :;+ #(&)*+’&,#’&(&,-,）、 印 度 熊 未 定 种（1&*’2"3
%$,？ <=+）、西 藏 黑 熊（42,+, :;+ %#-5(%’&+,）、肿 颌 貂（.’2%(,
:;+ 6’"#0)&’%#’）、贾氏獾（.(7(, "#-’-）、桑氏鬣狗（8+’(&’ 7-3
"(&%-）、横断山古猫（.’%’-7+2+, #(&)*+’&,#’&(&,-,）、横断山似

剑 齿 虎 （8$/$%#(2-+/ #(&)*+’&,#’&(&,-,）、 山 西 猞 猁（90&:
,#’&,-+/）、 豹 （;’&%#(2’ 6’2*+,）、 更 新 猎 豹（<-=’6’&%#(2’
67(-,%$"’(&-"+,）、西 藏 蹄 兔（;$,%,"#->$%#(2-+/ %-5(%(&,-,）、湖

麂相似种（.+&%-’"+, 7’"+,%2-,）、横断山麂（.+&%-’"+, #(&)*+3
’&,#’&(&,-,）、羚羊未定种（?’>(77’ <=+）、山东绵羊相似 种（!3
=-, :;+ ,#’&*$&)(&,-,？）、绵羊种未定（!=-,？ <=+）、转角羚羊

种未定（<6-2$"(2$,？ <=+）(#,*。

（!）在金沙江下游的四川渡口（今攀枝花市）则发现了金

沙江的.级阶地(!6*。其中，第四至第八级阶地（后者拔河!66)!#
6 8）皆以广泛分布的早更新世至中、晚上新世昔格达组湖相

沉积物（其磁性地层年龄为约4+!)#+-. /012(#-，#.，!#，!!*）为基座。

更为重要的是，在昔格达组之下还普遍发现了与其过渡或被

其上覆、超覆的砾石层，砾石磨圆良好（往往达’)4级）、成分

复杂（为花岗岩、闪长岩、石英岩、石英砂岩、玄武岩、千枚岩、

砂页岩等），与下伏基岩（前震旦系深变质岩，震旦系碳 酸 盐

岩与碎屑岩，二叠系碎屑岩、灰岩与玄武岩，三叠系含煤沉积

及砾岩，侏罗系碎屑岩和花岗岩等）不同。尽管原作者将其定

为早更新世初期金沙江冰期的冰碛和冰水沉积 (!6*，但笔者根

据#,."年、!66"年和!669年的观察，更倾向于认为它们属于

典型的金沙江河床相沉积层，其沉积时代显然与昔格达组的

湖相沉积相当或比其更早。此外，笔者还发现了比金沙江第

八级阶地高得多的金沙江阶地砾石层，其拔河高度达496 8，

但遗憾的是，由于高差关系而缺乏与昔格达组的接触关系。

无独有偶的是，在邻近的长江主要支流大渡河流域的四

野外编号 室内编号 地点与层位 样品物质 古剂量 > ?@ 年剂量 > ?@·70A# 年龄 > 7012

B%6’4A# "#,. 下渡口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下层 钙质胶结物 ’9"-54’6 #+.-4 #,"65!’6

B%6’4A! "#,, 下渡口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下层 钙质砂层 !-#’5!46 #+"’9 #--65#96

赵希涛等：云南丽江地区大具盆地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的发现及其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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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源富林，磁性地层年龄为$%!&!%# ’()*的昔格达组湖相

沉积 +!,，!!-之下部也存在厚.%/ 0的半胶结灰 色 阶 地 砾 石 层 +,/-，

表明大渡河在上新世中晚期之前已经存在。同样，大渡河的

高阶地（1$—1#）也已高出大渡河面达/""&.2" 0+!,&!2-。

由上所述可以设想，在早更新世早期或更早，从德格经大

具到攀枝花，就有一条上下游贯通的大江———早期金沙江在其

现今的位置上存在。这条早期的金沙江或许曾在某个或某几个

阶段是一条串珠状的河流，即在其成千公里的流程中曾包含着

若干个吞吐湖泊，如本文所涉及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古大具湖”

即为一例，并以巨大的“昔格达古湖”、“元谋古湖”或更远的四

川盆地或川江为其终点。或许“昔格达古湖”也是发育在古金沙

江和古大渡河上的一个或几个堰塞湖， 甚至古大渡河上游 曾

经是古金沙江支流古安宁河的一部分+!2-。因此，现代金沙江水

系的前身是否有一个外流水系阶段，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34 54678等 +!$-所测定的长江三峡及其西侧四川盆地

长江第七级阶地沉积物的9:;年 龄"%.<&,%,#’()*和 与 上=
谷 相 当 的 溶 洞 的9:;年 龄!%",&!%"$’()*则 进 一 步 证 明 ，在

早更新世早期或中晚期，金沙江所汇入的川江就已经经过长

江三峡流出了四川盆地，进入了中国东部平原，从而真正成

为万里长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结 语

大具盆地底部早更新世早期金沙 江 砾 石 层 的 发 现 及 有

关证据表明，在早更新世甚至更早的上新世，一条像现今的

金沙江这样规模的、上下游贯通的大江———早期金沙江就已

经在其现今的位置上存在了。

在早更新世甚至更早的上新世，这样规模的一条早期金沙

江在其现今位置上的存在，至少将石鼓附近金沙江所发生的第

一次流向的巨大改变的原因———到底是由于河流袭夺而成还

是一条先成河———和时代的争论，从第四纪推到了新近纪。

早在早更新世或更早的上新世早 期 ， 金 沙 江 的 贯 通 和

"%.<&,%,# ’()*或!%",&!%"$ ’()*川江就已经进入中国东部

平原成为万里长江的事实，表明当时中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基本

格局已经形成。这为从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角度讨论青藏高

原到底是第四纪时期还是更早的新近纪时期已上升到接近现

今的高度的争论+!<&!/-，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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