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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发现喜马拉雅运动的新证据①

李月１），周瑶琪１），马永生２），杨恒书３），颜世永１），章大港１）

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地球科学系，山东东营，２５７０６１；

２）中石化股份公司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云南昆明，６５０２００；３）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川西北地质调查队杨恒书等（１９９５）认为岷江断裂带是

松潘—阿坝地区若尔盖地块与摩天岭地块的分界，并认为其

在喜马拉雅早期表现为伸展断陷，晚期呈现为扭动式逆冲推

覆。１９９５年杨恒书等在热乌附近观察到岷江断裂飞来峰构

造（图版Ⅰ１、２，图１），由于漳腊断裂由东往西推覆，燕山期

花岗岩推覆于新近系马拉敦组或古近系红土坡组之上形成

飞来峰。

２００６年９月本文其他作者在杨恒书的带领下再次到川

西北 镇 江 关 附 近 （ＧＰＳ 点 位：Ｎ：３２°２２．９９４′，Ｅ：１０３°

２８．２４５′，Ｈ：２１６９±６ｍ）对岷江断裂的飞来峰构造进行了实

地考察，在原来认识的基础上，克服重重困难爬上山顶，发现

三叠系直接超覆在古近系和新近系之上（图版Ⅰ３）。

岷江断裂下盘为古近系—新近系，其中古近系为红色砾

岩（图版Ⅰ４），新近系为灰白色砾岩（图版Ⅰ５）。

岷江断裂上盘地层（图版Ⅰ６、７）在地层岩性上（砂板

岩）可与邻近区域的三叠系对比，并且煤线的存在更证实了

该地层属于三叠系。由于构造运动的作用使得三叠纪地层

发生了动力变质作用，层内发育褶皱（图版Ⅰ８）。

鉴于上述野外工作中取得的认识，为喜马拉雅运动在本

区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该证据的发现，进一步证

实了岷江断裂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新生代仍然十分强烈，对于

研究本区断层的活动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　版　说　明

１．岷江断裂飞来峰构造野外照片。

２．燕山期花岗岩推覆在第三纪砾岩之上。

３．三叠系覆盖在古近系之上。

４．古近系红层（红色砾岩）。

５．新近系灰白色砾岩。

６．三叠系层内煤线。

７．三叠系层内黑色煤层。

８．三叠系层内褶皱。

图１　岷江断裂飞来峰构造（据杨恒书等，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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