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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描述和讨论了四川省攀枝花市沿金沙江分布、并以炳草岗地龙箐剖面为代表的昔格达组湖相沉

积下伏的砾石层的沉积特征及其河流相成因。根据前人对昔格达组湖相沉积的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为-A’／1A’*
"’A0／’A+’／+A)*B4CD的上新世中、晚期或至早更新世早期，表明其下伏厚达,(3的砾石层的形成时代约为-A’
"-A,／,B4CD的上新世早期。早上新世金沙江河流相砾石层在接近金沙江谷底位置的发现，表明金沙江很早就

已经从青藏高原主夷平面下切了’(((3以上、已在接近其现今谷底的位置上存在。这对于探讨古金沙江的河谷

发育及其与青藏高原隆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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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发源于青海高原西南部的格拉丹东雪山，自

玉树直门达起称金沙江，由北而南转而东，曲折地流

经川藏和川滇间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之中，在四川宜

宾与岷江汇合后称川江，穿越四川盆地与三峡后，直

泻中国东部平原，最后注入东海。在金沙江长约I
MQQX4的流程中，经历了石鼓、涛源（金江街）和江边

（龙街）的三次大的转折，其间宽谷、窄谷与峡谷相间，

并有若干不同时代的古湖穿插其中。本文所讨论的

金沙江四川攀枝花段位于涛源和江边两个转折之间。

GQ世纪PQ年代之前，人们主要对长江三峡的

起源和平行南流的金沙江与澜沧江、怒江三大河流

出海口却相去甚远的奇特的水系格局，特别是石鼓

附近的金沙江大拐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Y!((!+，

MZQN；[$5%)#，MZMG；B$$，MZGE；叶 良 辅，谢 家 荣，

MZGP；V%$’"$%，MZIG；李春昱，MZII；K)%&03%，MZIP；李

承三，MZPL；袁复礼，MZPN）。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此

种奇特弯曲是由于金沙江河流袭夺造成的。只有少

数人（李承三，MZPL；袁复礼，MZPN）否定金沙江有袭

夺问题，而认为是冰川侵蚀作用的产物或用嵌入河

曲来解释。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是

从地图上来分析，或仅根据有限的路线观察资料。

自上世纪PQ年代以来，不少研究者调查和讨论

过本河段或邻近河段金沙江河谷发育问题，金沙江

河流袭夺问题仍为人们所重视，但对其时代与年龄

的研究仍难以令人满意（任美锷等；MZPZ；沈玉昌，杨

逸畴，MZLI；沈玉昌，MZLP；第四纪冰川考察队，MZNN；

许仲 路，李 行 健，MZJG；李 兴 唐 等，MZJE；吴 锡 浩，

MZJZ；陈富斌，赵永涛，MZJZ；王思敬，黄鼎臣，MZZQ；

张叶春等，MZZJ；杨达源，李徐生，GQQM；V()%X，GQQG）。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金沙江所流经地区在IFE
!GFQA)KC间曾经是一个个由断陷盆地所组成的内

流水系，然后以川江溯源侵蚀的方式逐渐使内流水系

向外流水系调整，其时间在GFQ!MFPEA)KC之间，渡

口（攀 枝 花）以 上 段 则 在 昔 格 达 组 沉 积 结 束 的

MFNJA)KC以后形成（张叶春等，MZZJ）。

当GQQP年笔者（赵希涛等，GQQL）获得云南大具

盆地底部金沙江下渡口西岸分选与磨圆良好、成分

复杂的河流相砾石层的电子自旋共振（D><）年龄为

（MFZP\QFGI）A)KC和（MFNN\QFML）A)KC，并理解

了这些数据对于金沙江河谷发育和青藏高原隆升的

重要意义时，突然联想到MZJP年在攀枝花考察著名

的昔格达组湖相沉积时，曾在数个地点和工地的昔

格达组地层之下，发现过同样磨圆良好、成分复杂的

砾石层，不知它们现在还能找到否？为此，在GQQP
至GQQN年间，又E次短期考察攀枝花，并在金沙江

沿岸找到了一系列地点昔格达组下伏的河流相砾石

层，特别是其典型代表———炳草岗地龙箐剖面。

昔格达组是广泛分布于四川省西南部的金沙江

及其支流雅砻江、安宁河和大渡河等河谷中的一套

主要由均匀而疏松的亮黄色或土黄色砂与颜色稍

深、大体显肉红色的纹层状粘土互层所组成的湖相

沉积物，先被常隆庆称为混旦层，时代归于上新世

（常隆庆，MZIN）；后由袁复礼（MZPJ）改为今名，认为

其形成于第四纪中晚期。由于昔格达组出露厚度和

高程各地不一，地层分布不连续，所含化石稀少，特

别是缺乏具有断代意义的哺乳动物化石，迄今除磁

性地层研究（钱方等，MZJE；陈富斌，赵永涛，MZJZ；蒋

复初等，MZZZ；王书兵等，GQQL；姚海涛等，GQQN）取得

较好成果外，仍缺少有意义的年龄测定结果，故人们

对其时代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

攀枝花是金沙江中游的一个重要的工矿城市，

始建于MZLP年，由原江边的一个渡口发展而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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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称渡口市。金沙江自西而东横穿该市，在市区东

部与其主要支流雅砻江汇合后再转而向南。东西向

河段主要表现为窄谷甚至峡谷，南北向河段则为宽

谷，但它们的河谷都具有较为宽展的谷肩，其上断续

分布着厚层的昔格达组湖相沉积（图!）。市区以东

约"#$%的红格昔格达村，就是昔格达组的得名地。

攀枝花段金沙江河谷主要由三套沉积物所组

成：!主要由砾石组成的金沙江多级河流阶地冲积

层（第四纪冰川考察队，!&’’；李兴唐等，!&()；陈富

斌，赵永涛，!&(&；王思敬，黄鼎臣，!&&#），本次调查

共发现!!级阶地；"构成金沙江多级高阶地（第四

至第十级）基座的昔格达组湖相砂、粉砂与粘土沉积

（图版#*!）和$昔格达组湖相沉积下伏的夹有砂层

的砾石层沉积（图+）。

图! 四川攀枝花上新世金沙江砾石层的发现地点与研究剖面分布图

,-./! 0-123-452-676829:;-1<6=:3>1-2:1?7;125;>@368-A:168BA-6<:7:C-719?D-?7..3?=:A1-7B?7E9-95?，F-<95?7B36=-7<:
G*攀枝花公园H金沙江南岸河谷横剖面；I*炳草岗地龙箐H滨江路昔格达组下伏金沙江河流相沉积剖面

G*@368-A:?<361129:C-719?J/=?AA:>836%29:B?7E9-95?B?3$2629:16529:%4?7$6829:C-719?J-=:3；

I*@368-A:68?A-5=-?A1:;-%:721453-:;-7K-.:;?,63%?2-67836%0-A67.L-7.26I-7D-?7.A5，I-7<?6.?7.

图+ 攀枝花公园H金沙江南岸金沙江河谷横剖面

,-./+ B368-A:?<361129:C-719?D-?7.=?AA:>836%29:B?7E9-95?@?3$2629:16529:374?7$6829:C-719?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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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描述和讨论以炳草岗地龙箐剖面为代

表的昔格达组湖相沉积下伏砾石层的沉积特征及其

河流相成因，并根据前人对昔格达组湖相沉积的磁

性地层学研究结果来探讨其下伏砾石层的形成时

代，进而指出其对古金沙江河谷发育和青藏高原隆

升的指示意义。

! 昔格达组下伏砾石层的河流相成因及

其主要代表———炳草岗地龙箐剖面

!"! 昔格达组下伏砾石层及其特征

昔格达组下伏的河流相沉积层实际上是第四纪

冰川考察队（!#$$）最先看到的，不过因观点问题，他

们将之作为早更新世的冰碛与冰水沉积看待，并为

此而划分出一个“金沙冰期”。其中，所涉及的“冰

碛”与“冰水沉积”地点自西而东分别有：西部支沟口

（“冰碛”与“冰水沉积”二者）、莲花池附近（冰水）、仁

河沟口对岸的滥泥田附近（二者），钟家垭口公路剖

面（二者）及小鱼乍石剖面（冰水）。随后，陈富斌与赵

永涛（!#%#）在研究攀西地区的新构造时，也注意到

这套沉积物，但否定其“冰碛”成因而认为是河流相

沉积，并将其划归于昔格达组底部。王思敬和黄鼎

成（!##&）!简单地描述了这套沉积物的基本特征并

称其为“昔格达底砾层（’!()）”，但未明确其成因。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未能进一步思考这些砾石层

与金沙江古水系的关系问题。

由于攀枝花市自建立以来*&多年的巨大发展，

已由深山僻壤变成为繁荣的中型工矿城市，不少地

名与剖面已经消失或已难寻觅，如西部支沟口和钟

家垭口公路剖面就未找到。!#%+年笔者在市委大

楼下坡处建筑工地观察到的剖面和乌龟箐剖面也未

能找到。而小鱼乍石剖面则是从老地形图上查到的，

现称造船厂，又正成为攀田高速公路及其过江大桥

的建筑工地。但也发现了新的地点与剖面，如格里

坪和炳草岗地龙箐以北的几条小沟两侧。兹将昔格

达组下伏的河流相沉积层出露地点表示于图!，包

含!#%+年市委大楼下坡处建筑工地剖面的攀枝花

公园剖面表示于图,。兹将几个“冰碛”与“冰水沉

积”地点前人的记录和新近所观察到的砂砾石沉积

物主要特征记述如下。

格里坪剖面昔格达组下伏的砾石层 发现于格

里坪大街通向金沙江漂流培训基地金沙滩道路岔口

街北一商店后院，为受到人工明显改造的阶地陡坎。

伏于昔格达组之下的砾石层仅出露不到!-（图版

".,），但据当地居民介绍，打井#-尚未见到该砾

石层的底。该砾石层之砾石分选与磨圆均很好，砾

石大小绝大多数集中于!#+/-之间，个别可达!&
/-，磨圆度几乎个个可达0#*级，岩性成分相当复

杂，以砂岩、花岗岩和石英岩为主（表!），显然系金

沙江的河流相堆积。

荷池附近的“冰水沉积” 荷池老地形图称莲花

池，在+路公共汽车站路北站牌旁人工陡壁剖面上

可以看到分选与磨圆均很好、厚约,-的砾石层伏

于昔格达组之下，向西可见花岗岩基岩及大的磨圆

砾石，昔格达组之上又有阶地砾石层覆盖。因系陡

壁且下部已衬砌而无法仔细观察，故在此引用第四

纪冰川考察队（!#$$）资料：“莲花池附近，没有见底

的冰水砂砾层暴露于公路剖面，上覆昔格达组。基

岩斜坡上覆以黄褐色砾石层，向上与含砂砾层透镜

体构成巨型斜交层理。岩性成分复杂，以石英岩为

主，次为花岗岩、闪长岩和砂页岩（表!），分选较好，

磨圆度0#*级，砾径多为+#!&/-，偶有0&#+&
/-或稍大的砾石零星散布。”

仁河沟口对岸的“冰碛与冰水沉积” 仁河沟口

对岸伏于昔格达组之下的厚层河流相砾石层至今保

存完好，可见厚度逾,&-，但在当地未见到基岩（稍

远处为花岗岩）和覆于其上的昔格达组湖相沉积。

剖面虽系人工陡壁，因有小路通向建筑于其上的居

民小区而可以接近。虽然沉积物的原始状态稍受人

工扰动，但其砾石成分与特征并未受到影响，为磨圆

良好（大部分为0#*级）、成分复杂（以砂岩、花岗岩

和玄武岩为主，表!）的河流相砾石层。砾石砾径多

为+#!&/-，大者!&#*&/-，小者!#+/-。而第

四纪冰川考察队（!#$$）则称：“宽谷底部的冰碛与冰

水沉积保存较好。冰碛物的层次不稳定，纵向与横

向上有较大的变化，分选与磨圆度差，压实较高，胶

结物类型和成分变化大，局部为钙质胶结。剖面底

部冰碛中的砾石大者多，!-以上直径的漂砾与磨

圆较好的石英质砾石（+#!&/-）和棱角状碎屑（&1!
#+/-）杂处。砾石风化程度不一，为花岗岩、闪长

岩、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等（表!）。冰碛层之上为冰

水砂砾层，大量棱角状的、成分复杂的碎屑（!#0
/-）与磨圆较好的砾石成层沉积。层中偶见&1+#!
-砾径的漂砾，间夹含砾砂与亚砂土透镜体，砂土中

含豆状铁锰结核。”

! 注：笔者曾参加部分考察并提供其图0.2和图0.%的原始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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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乍石剖面的“冰水沉积” 现为巨大工地的

小鱼乍剖面在总体结构上如前人所述，可以清楚地看

到典型的以纹层状粘土与砂互层为特征的昔格达组

湖相沉积及其上覆的多级由磨圆良好的砾石层组成

的金沙江阶地。也可以在市区通向金江（攀枝花）火

车站的公路路北工地看到分选与磨圆很好的砾石层

与下伏的花岗岩基岩的接触关系，但未直接见到它

与昔格达组的接触关系，也无法进行详细观察。前

人也仅给出了一个关系清楚的剖面图（第四纪冰川

考察队，!"##）而无详细描述。

市委大楼下坡处建筑工地剖面昔格达组下伏的

砾石层 这是!"$%年$月上旬观察到的工地剖面，

现已被建筑物覆盖。所见厚达!&!’&(的砾石层

直接与闪长岩基岩接触，底面略有起伏，而与上覆昔

格达组湖相沉积间呈整合接触，接触面平坦。砾石

层呈红褐色，含数层内有少量小圆砾的红粘土层。

砾石风化较强烈，不少已完全腐烂。其分选与磨圆

良好，大部分为’!)级，个别*级，且有一定排列。

砾石成分复杂，主要为砂岩、石英岩、花岗岩和闪长

岩，另有火山岩和片麻岩等，砾径多为%!!&+(，大

者!%!*&+(，小者!!%+(。上述特点与下述炳草

岗地龙箐剖面十分相似。

!," 炳草岗地龙箐剖面记述

剖面位于炳草岗地龙箐下方江南二路三村物资

公司库房（*-.’)/%!0$12，!&!.)’/%’0%13）4滨江路

（*-.’%/&!0"12，!&!.))/&!0*13），自上而下依次为

（图’，图版"5’）：

填土

!!!!!!!!!!!
昔格达组（!*(，顶部已被削平为地基）：

层!：棕黄色粘土与土黄色砂互层 !*(
!!!!!!!!!!!

昔格达组下伏砂砾石层（总厚%&0!(）：

层"：红棕色和锈黄色砾石层，上部明显风化，砾石磨圆

良好（’!)级为主），成分复杂（以砂岩、花岗岩与石英岩为

主，表!），粒径以!!%+(居多，中下部有!&!’&+(者（图

版"5)） #0&(
层#：浅红棕色含砾石粗砂小砾层，上部明显风化，砾石

磨圆良好，成分以砂岩、花岗岩与石英岩为主，小砾粒径以

&0!!!+(居多，底部有所固结 *0&(
层$：砖红色粘土质粉砂，密实，块状 !0&(
层%：暗褐色粗砂细砾层，略显层理，细砾粒径主要为

&0!!*+(居多 *0%(
层&：红褐色小砾层，砾石磨圆良好（’!)级为主），成

分以砂岩、花岗岩与石英岩为主，小砾粒径以&0%!’+(居

多，个别达%!$+( *0*(
层’：砖红色粘土质粉砂，较均匀，块状 !0)(
层(：黄褐色粉砂，较均匀，块状 &0-(
层)：砖红色粉砂质粘土 &0$(

图’ 炳草岗地龙箐4滨江路昔格达组下伏砂砾石层剖面

678,’ 9:;<7=>;<?@AB@AB8:@C>=?DAB>:=E7A8FG>H78>B@6;:(@F7;A<:;(I7=;A8J7A8F;K7AL7@A8=D，K7A8+@;8@A8，9@AMG7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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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攀枝花金沙江阶地砾石层与昔格达组下伏砾石层砾石岩性观察与统计结果及其与下伏基岩的对比

"#$%&! ’(#()*()+*,-./#0&%+,12,3&3(*-/,1$,(4./#0&%*,-5)3*4#6)#3.(&//#+&*#37./#0&%*837&/%9)3.(4&:).&7#;,/1#(),3
#37(4&)/+,12#/)*,3<)(4%,+#%$&7/,+=*

地点与层位 岩性观察与统计（!） 基岩岩性 备注

攀枝花技工学校旁山坡上金

沙江"##砾石层

石英岩（$%!），砂 板 岩（#&!），砂 岩（#$!），大 理 岩（’!），燧 石

（(!），花岗岩（#!），闪长岩（#!），片麻岩（#!），基性脉岩（#!），

火山岩（#!）

花岗岩 本文

格里坪昔格达组下伏河流相

砾石层

砂岩（%)!），花岗岩（#$!），石英岩（#(!），火山岩（*!），砂板岩

（*!），灰岩与灰岩角砾（*!），石英砂岩（#!），花岗闪长岩（#!），

基性脉岩（#!），凝灰岩（#!）

未见底 本文

莲花池昔格达组下伏“冰水”

砾石层
石英岩，花岗岩，闪长岩，砂页岩等 未见底

第 四 纪 冰 川

考察队，#+,,
滥泥田昔格达组下伏“冰水”

砾石层
花岗岩，闪长岩，石英岩，石英砂岩等 辉长岩或花岗岩

第 四 纪 冰 川

考察队，#+,,

仁和沟口对岸昔格达组下伏

河流相砾石层

砂岩（’$!），花岗岩（()!），玄武岩（#+!），火山岩（+!），闪长玢岩

（(!），花岗闪长岩（#!），石英岩（#!），辉长岩（#!），斜长角闪岩

（#!），片麻岩（#!）

花岗岩 本文

炳草岗剖面昔格达组下伏河

流相砾石层顶部（层(）

砂岩（$$!），花岗岩（*)!），石英岩（#(!），玄武岩（#!），片麻岩

（#!），火山岩（#!）
花岗岩 本文

炳草岗剖面昔格达组下伏河

流相砾石层底部（层*’）

砂岩（$*!），花岗岩（(+!），火山岩（,!），石英岩（’!），片麻岩

（*!），玄武岩（(），辉长岩（(!），
花岗岩 本文

攀枝花学院第三教学楼旁以

昔格达组为基座的金沙江"+
砾石层

砂岩（$)!），石英岩（(#!），玄武岩（+!），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花岗片麻岩（#!），花岗斑岩（#!），火山岩（’!），脉岩

（(!），云母石英片岩（#!）

花岗岩 本文

层!>：土黄色粘土质细砂夹薄层（$-.）的不规则小砂

砾透镜体 )/&.
层!!：棕黄色粗砂细砾层 #/$.
层!?：红棕色砾石层，大者$!&-.，小者)/$!*-.，

成分以砂岩、花岗岩与石英岩为主 (/$.
层!@：棕黄0土黄色粘土质粉砂 #/’.
层!A：灰黄色粉砂质钙板层，质地较细腻，厚度不均匀

（)/#!)/&.） )/$.
层!B：砾石层，上部明显风化，砾石磨圆良好（*!’级为

主），成分复杂，粒径以#!*-.居多，个别$!#$-. #/).
层!C：黄棕0红棕色粉细砂，较均匀，块状 )/’.
层!D：棕黄色粉砂，质地均匀、细腻，中含层状、透镜状、

块状钙质硬结层或团块，多层出现 (/).
层!E：浅红棕色粘土质粉细砂 )/’.
层!F：含#)!()-.大小的钙质团块的棕黄色粉细砂

)/&.
层?>：浅红棕色粘土质粉细砂 #/).
层?!：砾石层，局部钙质胶结呈砾岩状，局部为钙板

(/(.
!!!!!!!侵蚀面

层??：砖红0黄棕色粘土质粉细砂 )/’.
层?@：棕黄色粘土质粉细砂，局部钙质胶结呈硬块状

)/’.
层?A：黄棕色粘土质粉细砂 )/’.
层?B：杂色粗砂 )/’.

层?C：土黄0棕黄色粉细砂，质地疏松、均匀 )/+.
层?D：砖红0黄棕色粘土质粉细砂 )/’.
层?E：黄色细砂，大部疏松、均匀，其底部为钙质浅灰0

灰黄色硬盘，但其厚度不均匀 #/#.
层?F：土黄0棕黄色粉细砂，顶部)/(.渐变为黄棕

色，下部钙质含量较高，呈结核状，底部#)!#$-.呈硬盘状

#/%.
层@>：砖红色粉细砂，局部含钙质团块，颜色有时局部

变为棕黄色 )/$.
层@!：土黄色粘土质粉砂，含大量、多层但不均匀的钙

质团块、硬盘和结核 */$.
层@?：砾石层透镜体，其厚度向河谷方向加厚 (/).
层@@：中粗砂，疏松、均匀，有隐约层理 */).
层@A：暗棕色砾石层，顶部有)/$.的砖红色细砂，砾

石磨圆良好（*!’级为主，局部(级），成分复杂（以砂岩与

花岗岩为主，另有石英岩等成分，表#），粒径以#!*与$!
#$-.居多，部分大达#$!’)-.（图版"1$） */$.
!!!!!!!!!!侵蚀面

花岗岩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该剖面昔格达组下伏的砂

砾石层的顶（层(!层%）、底部（层*(!层*’）由分

选与磨圆良好，成分复杂的砾石层夹砂砾层所组成，

显然系山地大河即古金沙江从远处搬运而来，应为

典型的大河的河流相，主要为河床相沉积；而剖面中

% 地 球 学 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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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粉细砂、粘土质粉细砂与砾石的互层则表示河

床相与河漫滩相沉积的多次交替（本剖面有!次），

而以河漫滩相沉积为主，表明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河

流的深槽、与主流线在相对较宽的河谷内的多次摆

动。前述昔格达组下伏砂砾石层的几个地点，除市

委大楼下坡处建筑工地剖面外，只出露其顶部，故仅

显示出河床相沉积部分的特征。

!"# 从砾石的岩性成分统计看其物质来源

为从砾石的岩性推断其物质来源，我们对几个

地点昔格达组湖相沉积下伏的砂砾石层砾石的岩性

进行了统计，并与金沙江高阶地砾石层砾石的岩性

及当地的基岩成分进行了对比（表"）。

从表"可以看出，无论高于昔格达组（#""）或以

昔格达组为基座（#$）的金沙江阶地砾石层，还是昔

格达组下伏的砂砾石层，包括前人的“冰水沉积”砾

石层，不仅其大部分层位的砾石分选与磨圆良好，磨

圆度往往达!!%级，而且其成分相当复杂，大都以

砂岩、石英岩和花岗岩为主要成分，另有少量花岗闪

长岩，花岗片麻岩，花岗斑岩、片麻岩、片岩、闪长岩、

玄武岩、火山岩、凝灰岩、基性脉岩、灰岩和砂页岩

等，与当地基岩为前震旦系深变质岩、震旦系碳酸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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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闪长岩等

（王思敬，黄鼎臣，"$$&）不尽相同，显然含有不少由

金沙江自远处长途搬运而来的成分。尽管有时在分

选与磨圆良好的砾石层中夹有一些分选与磨圆不好

的砾石或碎石层，也应是金沙江砾石层组成的一部

分。正如笔者在有关大具早更新世金沙江砾石层的

发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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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分选与磨

圆很好，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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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涛

等，’&&(）。”

’ 从昔格达组的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

探讨其下伏砾石层的时代

$)! 昔格达组的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

以往，人们对于广泛分布于四川西南部的金沙

江、雅砻江、安宁河和大渡河等河谷中的湖相沉积昔

格达组时代的认识，由于缺乏同位素年龄和哺乳动

物化石而存在很大的分歧。钱方等（"$*%）和陈富

斌，赵永涛（"$*$）最早对汉源县富林、攀枝花西北的

大水井清香坪（+湾子头）、攀枝花以东!&,-的昔

格达（村南）和攀枝花东北"$,-的桐子林南侧的

老台子梁岗等四个昔格达组湖相沉积剖面进行了磁

性地层学研究。四个剖面的厚度分别为’’’./-、

"0’.%-、*%.*-和0*./-。除富林剖面和老台子

梁岗剖面昔格达组底部分别有$.0-和"*.&-的

半胶结砾石层外，四个剖面昔格达组均为灰色和浅

黄色钙质粉砂岩、细砂岩与灰色和肉红色钙质粘土

岩互层，从中分别采集了古地磁样品$*、0(、!0和

’’块，采样间距平均约为’.!-。研究结果表明，四

个剖面大部分以正极性为主，仅富林和清香坪上部为

反向。在正极性段，仅老台子梁岗剖面有一次极性倒

转事件，其他三个剖面均有两次极性倒转事件。因

此，原作者将此正极性期对比为高斯正向期，其上的

反向段定为松山反向期，高斯期中的两次极性倒转事

件对比为马莫斯事件和凯纳事件。并根据极性柱和

当时的标准年表的对比及沉积速率，分别计算出各个

剖面各段地层堆积的年代，其中富林剖面为!’0./万

!"0*.’万年，清香坪剖面为!’*.(万!’"’.&万年。

近年来，蒋复初等（"$$$）和王书兵等（’&&(）先

后测定了泸定县海子坪剖面，姚海涛等（’&&0）测定

了冕宁县周家大沟剖面的昔格达组磁性地层。蒋复

初等测得海子坪剖面昔格达组厚度大于%%"-，其

底部为厚约!&-的角砾岩，共采集样品!$(个，平

均间距略大于"-。测量结果表明，昔格达组上部

!*(.&-为高斯正向极性带，内含两次极性倒转事

件，分别对应于马莫斯事件和凯纳事件，顶部接近

于松山与高斯极性带界面；!*(.&-以下为吉尔伯

特反向极性带上部，其中记录了一次正向极性事件，

对应于柯奇提正向极性亚带。按照12345和6537
（"$$/）修改后的极性年表，海子坪昔格达组湖相沉

积的沉积年代约为%.’&!’.(&829:（蒋复初等，

"$$$）。王书兵等（’&&(）重测的海子坪剖面昔格达

组厚%%&./-，其底部的角砾岩厚%!.&-，共采集样

品/&&块。测量结果表明，该剖面以正极性为主，

内含四个层段呈反极性，参考了前人的研究结果，

作者将!(&-以上层段划为高斯正极性时（;2），上

部两个反极性段分别对应于凯纳（6）和马莫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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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性亚时；!"#$以下划属吉尔伯特负极性时

（%&），其中的两段正极性对应于柯奇提（’）和努尼

瓦克（(）正极性亚时。按照沉积速率和极性年表，

海子坪昔格达组的沉积年代约为)*+!+*",-./，

与蒋复初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姚海涛等（+##0）所测定的冕宁县周家大沟剖面

昔格达组厚!##*0$，由上部11+*"$的黄色层与

下部的122*1$的灰色层所组成，按#*3$间距采

样，松散砂层未采样，共获得样品!3"块，其中黄色

层因 含 粒 度 较 粗 的 砂 和 粗 砂 细 砾 而 仅 采43块。

4"5的样品（!)+块）获得了可靠的特征剩磁分量。

磁性地层测定结果表明，冕宁剖面所记录的地磁场

方向总体为正极性，仅中上部、中部和底部分别出现

1，+，!个样品为负极性。尽管负极性很少，但作者

根据与海子坪和元谋等地河湖相沉积的磁性地层对

比，仍把它们作为负极性亚时看待。鉴于冕宁剖面

顶部第"级阶地砂砾石层中距底3$和底部的两个

粘土质粉砂样品的电子自旋共振法（678）测年结果

分别为1*#1,-./和1*+4,-./，故认为昔格达组

顶部未出现松山／高斯极性时界限，而底部的!个标

准负极性样品可能记录了吉尔伯特负极性时，因此

得出结论：冕宁昔格达组形成于)*12!+*32,-./
间，与海子坪剖面十分一致。

!"! 关于昔格达组下伏河流相砾石层形成时代的

讨论

由于可用于测定第四纪沉积物年龄的大多数同

位素测年方法对于以砂和粘土为主要成分的时代较

老的古湖相沉积昔格达组已经无能为力，因而对于

其下伏的河流相砂砾石层，暂时还没有合适的方法

测定其同位素年龄。在获得可靠的测年结果之前，

只好从其上覆的昔格达组湖相沉积的磁性地层学研

究和金沙江河谷的侵蚀与堆积速率两个方面来讨论

其可能的形成时代。

首先，笔者之所以较详细地引用了不同作者对

富林、清香坪、昔格达、老台子梁岗、海子坪和周家大

沟等"个昔格达组剖面的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是

想表明，尽管昔格达组本身缺少同位素年龄测定数

据，且经实地考察对这些剖面昔格达组下伏的砂砾

石层的成因尚有某些不一致的看法，但考虑到在昔

格达组形成以后金沙江及其支流（和大渡河等河流）

高阶地的678年龄多在1*#1!1*3),-./间，如

冕宁周家大沟剖面金沙江上源之一的马尿河———安

宁河支流———第"级 阶 地 为1*#1,-./和1*+4
,-./（姚海涛等，+##0），石鼓以上金沙江“最高的第

0级阶地”为1*3)9#*102,-./（张叶春等，1442），

故可以认为，以正极性为主的昔格达组不可能在布

容正极性时而应主要形成于高斯正极性时。考虑到

昔格达组普遍出现两个负极性段，应相当于柯奇提

和努尼瓦克正极性亚时，则其底部所出现的一些负

极性样品可认为它甚至有可能进入吉尔伯特负极性

时。至于钱方等（142)）将富林和清香坪二剖面昔格

达组下部分别定为!*+03,-和!*+2",-是由于：

（1）其所采用的高斯和吉尔伯特的界线年龄为!*)
,-而非!*32,-，（+）采样密度过低，从而缺失了

吉尔伯特负极性时的少数样品。实际上，尽管这两

个剖面采样密度过低，但它们极性方向的变化一点

也不少，特别是富林剖面（有3次反向），甚至超过了

海子坪剖面（仅)次反向），清香坪剖面也与周家大

沟剖面相当（各有!次反向）。如果将它们的,／%-
界线稍稍上移，则可得到与海子坪剖面一样的结果。

因此，我们认为，昔格达组开始堆积的时间采用)*+
,-./的上新世中期是可取的。果若如此，则昔格

达组下伏的金沙江砾石层，其年龄至少应早于)*+
,-./。

其次，在攀枝花，以昔格达组为基座的金沙江最

高阶地———第1#级阶地高出河面!)#!!0#$（图

+），这一高度可认为是第1#级阶地形成以后的切割

幅度。由于厚达13#!+##$的昔格达组有可能是

堰塞湖成因的湖相沉积，其外泄后的切割是很快的，

且其下还有厚3#$左右以砾石为主的河流相沉积，

故金沙江真正在基岩谷底中的切割幅度只有第)级

阶地形成前后以来的"#!1##$左右。可惜暂时还

无法确定第1#级阶地和第)级阶地形成的确切时

间———很可能分别为早更新世中期和中更新世中晚

期或晚更新世早期。因此，判断昔格达组下伏的金

沙江砾石层的形成时间可以有如下两方面的考虑：

（1）昔格达组开始形成的时间：)*+,-./，（+）昔

格达组开始堆积之前金沙江在基岩谷底中先下切了

大约3#$后又堆积了大约3#$砂砾石层所需要的

时间。当 地 唯 一 可 参 考 的 沉 积 速 率 是：清 香 坪

10+*)$的昔格达组的形成时间为距今!+2*"万!
+1+*#万年间，即1*1"",-（钱方等（142)）计算其

沉积速率为10*":$／;-）。据此，我们可以估计，昔

格达组下伏的金沙江砂砾石层的形成时代，也许为

)*+!)*3／3*#,-./的上新世早期，待获得测年结

果后再最后确定，则河流下切到当时谷底的时间可

能还要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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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早期金沙江河谷发育与青藏高

原隆升的讨论

四川攀枝花地区金沙江河谷下部大约"#$!
"#%／%#&’()*的上新世早期金沙江砾石层的发现

与鉴别和云南大具盆地底部+#,%和+#--’()*的

早更 新 世 早 期 金 沙 江 砾 石 层 的 发 现（赵 希 涛 等，

$&&.），对于研究金沙江河谷的早期发育具有重要的

科学意义。它表明：在上新世早期，一条像现今的金

沙江这样规模巨大的、上下游贯通的大江———古金

沙江就已经在其现今的位置上存在了。而且，其当

时的河道在地处上升地区的攀枝花已接近今天的谷

底，而在处于断陷盆地的大具，可能已被埋藏在现今

的谷底之下。在位于金沙江支流雅砻江河谷的老台

子梁岗和大渡河河谷的汉源县富林两个剖面，在昔

格达组底部分别有,#-/和+0#&/的半胶结砾石

层（钱方等，+,0"；陈富斌，赵永涛，+,0,）也应是河流

相的，不也证明了古雅砻江和古大渡河已经在其现

今的位置上存在了？同样，昔格达组湖相沉积广泛

分布于金沙江及其支流雅砻江、安宁河以及大渡河

及其支流的谷地之中，也表明了长江上游金沙江水

系与大渡河水系在上新世中期之前已经存在。因

此，金沙江、大渡河等长江上游支流何时穿过四川盆

地，川江是否晚至$#&&1&#$&’()*（杨达源，+,00；

张叶春，+,,%；234356789(:#，$&&+）或+#$&’()*／

+#&&1&#$&’()*以来（吴锡浩，+,0,）才冲出三

峡，是一个值得加以重新审视问题。同样，不仅长江

水系，中国其他主要水文网的发育历史，是否也要加

以重新考虑？

在上新世早期，这样规模巨大的一条古金沙江

（包括支流雅砻江、安宁河和岷江支流大渡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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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袭夺而成还是别的原因的争论，从第四纪和上

新世早期进一步推向中新世或更早时期。这是因为

大具盆地和攀枝花地区的金沙江谷底的海拔高度分

别为+.&&/和+&&&/，已深深切进了当地海拔

!0&&!"&&&/和!&&&/以上的高原面（即青藏高

原主夷平面）$&&&/以上，形成了这些地方的高山

深谷地貌。金沙江间歇性地随青藏高原的隆升而深

切$&&&/以上，不是短短的几百万年所能完成的

———位于上升地区的攀枝花自上新世早期%’(左

右以来真正的下切幅度不足"&&/（基岩中不到

+&&/），而位于相对下降盆地的大具自早更新世早

期近$’(左右以来则几乎没有什么下切（赵希涛

等，$&&.）。这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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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已上升到相当甚至接近现今的高度的争论（李

吉均等，+,-,；赵希涛，+,0+），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

有意义的线索。

最后，笔者还有几个问题或概念想与持金沙江

曾经内流论或袭夺论者商榷：

（+）像金沙江这样一条源远流长、流域面积广

大且流经地区气候湿润的大河———其年径流量必然

十分巨大———是不可阻挡的。她不会因其流经地区

的区域性抬升或下沉作用而停顿或终止其行程的。

她必然会切割其沿途的抬升地区（如玉龙山与哈巴

山之间的虎跳峡）或充填其下沉地区（如大具盆地）

而继续奔向其终点———海洋。即使其流经地区因发

生区域性下沉（断陷或凹陷）或被堰塞而形成湖泊

（陈智梁等，$&&"；赵希涛等，$&&.，$&&-），但这些

湖泊往往只是过水湖或吞吐湖，并不影响其行程。

只有像塔里木、柴达木和藏北这样面积巨大而又干

旱的内流区，才会有一些中小型河流，往往是间歇性

的河流，注入内陆湖泊。因此，我们认为，金沙江不

太可能存在一个!#"!$#&’()*间的内流阶段。

（$）青藏高原是世界的屋脊，她不仅向东倾斜，

也向南倾斜，河流袭夺，应该发生在比降大的河流去

袭夺比降小的河流，而不是相反。因此，是否会发生

金沙江等河流的袭夺，就必须比较最可能发生河流

袭夺的地点———石鼓与长江口之间的直线距离和石

鼓与可能被袭夺的元江—红河河口之间的直线距

离。前者直线距离逾$+&&;/，后者仅近+&&&;/，

远短于前者。如果要发生河流袭夺，只能是红河上

游去袭夺金沙江，而不可能是相反。

（!）金沙江等河流如果要发生袭夺，是不可能

在晚近的地质时期的深切河谷状况之下进行的。它

必然是在地形起伏比较小的青藏高原主夷平面形成

的较早时期———至少要在中新世早些时期或更早发

生，或许当时的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的比降与现今

的不同。笔者并非完全反对袭夺论，只是认为金沙

江等河流如果要发生袭夺，必须要在地形的夷平时

期即在主夷平面上，而不是在近期已经深切了的河

谷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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