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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剑川至虎跳峡一带的野外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论述剑川⁃虎跳峡断裂

的性质， 进而探讨扬子⁃华南陆块区与西藏⁃三江造山系的界线。 野外观察显示， 该

区存在大规模自东向西的逆冲推覆构造， 从剑川开始， 经丽江白汉场—汝寒坪、 忠

义村， 至香格里拉县的虎跳峡镇 （下桥头） 等地， 多条剖面可见上扬子稳定型的

古生代及中生代三叠纪地层自东向西逆冲推覆在西藏⁃三江造山系地层层序之上，
推覆距离大于 ５０ ｋｍ。 因此， 剑川—虎跳峡断裂不是两大板块的边界， 而是一条狭

长的构造窗。 两大板块的界线应是大理⁃剑川⁃丽江⁃木里断裂， 南段接红河断裂。
关键词： 逆冲推覆构造； 构造窗； 木里⁃丽江断裂； 分界线； 西藏⁃三江造山系； 扬

子陆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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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部， 目前通行的大地构造划分方案是以哀牢山断裂为界， 西侧为西藏⁃三江造山

系， 东侧为扬子⁃华南陆块区［１ ～ ８］， 其北段的界线则是沿点苍山西侧， 西洱河断裂至乔后，
转西北顺黑惠江至剑川， 经白汉场、 石鼓东， 沿金沙江， 经虎跳峡、 小中甸转东至洛吉、 拉

巴—木里， 交于甘孜⁃理塘缝合带［９］。 早期， 也有少数学者以红河断裂为界划分［１０］。 本文主

要根据剑川至虎跳峡一带的区域地质资料， 论述剑川⁃虎跳峡断裂的性质， 从而探讨扬子⁃华
南陆块区与西藏⁃三江造山系的界线。

１　 地层

研究区内出露的地层有元古界石鼓群、 古生界、 中生界的三叠系及新生界。 东部地层属

扬子地层区稳定型沉积； 中间为甘孜⁃理塘缝合带内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 即流纹岩 ＋ 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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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组合； 西部地层属西藏⁃三江造山系的巴颜喀拉活动型地层 （见图 １）。 经推覆构造作用，
东部的地层常被推覆到西部的地层之上， 形成薄皮推覆构造。

１—第四系； ２—新近系； ３—古近系； ４—中三叠统上段； ５—中三叠统下段； ６—下—中三叠统；
７—峨眉山玄武岩； ８—石炭系； ９—泥盆系； １０—志留系； １１—奥陶系； １２—寒武系； １３—元古界石鼓群；

１４—性质不明断层； １５—逆断层； １６—沉积不整合； １７—地层界线； １８—剖面及其编号；
１９—断裂及其编号： ①—金沙江断裂； ②—点苍山断裂； ③—洱海⁃剑川⁃丽江⁃木里断裂； ④—西洱河断裂

图 １　 滇西北剑川—虎跳峡区域构造 （ａ） 和地质简图 （ｂ）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Ｊｉａｎｃｈｕａｎ⁃Ｈｕｔｉａｏｘｉａ ａｒｅａ，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 １　 扬子稳定型地层系统

寒武系： 出露于安乐一带， 与下伏地层之间为逆冲推覆断裂分割。 该组以灰色白云岩夹

碎屑岩为特征。 岩石组合为灰、 浅灰色薄层、 中厚层状粉晶白云岩及少量中薄层状白云质粉

砂岩、 绢云粉砂质板岩、 泥质板岩， 下部夹薄—中层状角砾状白云岩， 上部白云岩中见较多

的硅质条带或团块， 厚度大于 ６６２ ｍ。
奥陶系： 出露于安乐、 虎跳峡两岸， 平行不整合于下寒武统砂页岩、 藻纹层硅质团块砂

质白云岩之上。 该组为紫红色石英砂岩夹泥岩， 含 Ｃｒｕｚｉａｎａ （二叶石）。 底部为紫红色厚层

块状钙质泥砾岩； 中、 下部为紫红色—灰紫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夹泥岩、 砂质白云岩；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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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为黄绿色薄—中层状含云母粉砂岩、 页岩。 总厚 １１５４ ｍ。
志留系： 与下伏奥陶系整合接触。 岩性为浅灰、 灰紫色薄—中、 厚层状细粉晶白云岩、

含石英白云质大理岩、 砂质白云石大理岩， 中上部夹深灰色薄—中层状白云质灰岩、 泥灰

岩。 安乐一带厚 ４０２ ｍ。 向东至虎跳峡仅见浅灰白色薄—厚层状白云石灰理岩。 本组产牙形

刺、 三叶虫、 珊瑚化石， 发育水平层理。 结合岩性分析， 该组形成于潮坪、 澙湖环境。
泥盆系： 区内为冉家湾组 （Ｄ１ ｒ）， 分布于冉家湾、 虎跳峡等地。 岩性为灰色砂岩、 板

岩夹灰岩， 厚 １４５ ～ ７８６ ｍ， 与中泥盆统光头坡组整合接触。 产腕足类 Ｅｕｒｙｓｐｉｒｉｆｅｒ ｓｐ．
Ａｃｒｏｓｐｉｒｉｆｅｒ ｓｐ． 等。

石炭系：
二叠系： 包括下统的阳新组 （Ｐ１ｙ） 和上统的峨眉山组 （Ｐ２ｅ）。 阳新组为浅灰色厚层块

状角砾状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 峨眉山组为玄武岩。 被逆冲推覆后常覆盖于三叠系的双峰式

火山岩和元古界石鼓群片岩之上。
三叠系： 扬子稳定型的三叠系分布于九河、 白汉场、 石鼓至虎跳峡一带， 金沙江以东。

有下三叠统腊美组 （Ｔ１ ｌ）、 中三叠统北衙组 （Ｔ２ｂ）、 和上三叠统中窝组 （Ｔ３ ｚ）。 腊美组岩性

为紫红色砂岩、 泥岩互层， 底部砾岩， 厚 １１５ ～ ３１６ ｍ。 产双壳类 Ｃｌａｒｉａ ｓｔａｃｈｅｉ 等。 北衙组岩

性为灰色白云质灰岩、 泥质灰岩， 夹少量砂岩和粉砂岩， 厚 １２５ ～ ８０４ ｍ， 产双壳类

Ｃｏｓｔａｔｏｒｉａ ｇｏｌｄｆｓｓｉ ｍａｎｓｕｙｉ 等。 上三叠统下段名中窝组， 上段名松桂组。 中窝组岩性为灰色灰

岩、 泥灰岩夹页岩， 厚 ６５ ～ ２９２ ｍ， 产双壳类 Ｈａｌｏｂｉａ ｓｕｐｐｅｂａ 等； 松桂组岩性为长石石英砂

岩， 页岩夹煤层或煤线， 底部砾岩， 厚 １０６８ ｍ， 产双壳类 Ｍｙｏｐｈｏｒｉａ ｎａｐｐ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扬子型的

三叠纪地层， 岩性及所含古生物化石均可与丽江、 大理地区的三叠纪地层对比［１１］。
１ ２　 三江造山系的巴颜喀拉活动型地层

分布于格咱⁃鸿文断裂带以西。 主要有元古界石鼓群、 泥盆系冉家湾组和三叠系。
元古界石鼓群 （Ｐｔｓ）： 石鼓岩群起源于石鼓片岩， 由德国人米士于 １９４７ 年创名于丽江

县石鼓镇， 系指丽江县塔城—石鼓一带的浅变质岩系。 主要岩性为含石榴子石、 矽线石、 蓝

晶石等的黑云斜长片麻岩， 斜长角闪岩⁃角闪绿泥片岩和少量大理岩［１２］。
－ － － － － － － － － － － － － － － －角度不整合 － － － － － － － － － － － － － － －
泥盆系 （Ｄ）： 分布于三江羊坡—石鼓北部， 称为冉家湾组 （Ｄ１ ｒ）。 岩性以灰质白云质

板岩为主， 夹薄层状或透镜状灰岩。 中甸县冉家湾组厚 ３１５ ｍ。 该组总体表现出向北 （东）
厚度增大、 粒度变细的特点， 南图外丽江县羊坡、 新闻纸厂一带厚 １４７ ～ ２００ ｍ。

三叠系 （ Ｔ）： 最早德国人米士称 “虎跳涧绿色片岩层”， 时代为二叠纪［１３ ～ １４］。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下关幅命名虎跳涧群， 时代仍为二叠纪［１５］。 １∶ ２０００００ 丽江幅、 维西幅区调报告将
其定位中三叠世， 分上、 下两段， 分别以 Ｔ２

ａ、 Ｔ２
ｂ表示。 下段以灰色板岩为主， 夹结晶灰

岩、 绿泥片岩、 变质玄武岩， 厚度大于 １７００ ｍ； 李兴振等［３］于虎跳峡镇南 ４ ｋｍ、 金沙江边

变质玄武岩的灰岩透镜体中， 获得早三叠世奥伦期牙形石 Ｐａｃｈｙｃｌａｄｉｎａ ｓｐ． ， 下段的时代应

属早三叠世 （Ｔ１
ａ）。 上段岩性为灰白色白云质灰岩、 泥灰岩、 绢云板岩夹少量变质流纹岩，

厚度大于 １６００ ｍ。 １∶ ２０００００ 丽江幅、 维西幅分别于虎跳峡和淰渣洛见到中三叠世安尼期的

带化石 Ｃｏｓｔａｔｏｒｉａ ｇｏｌｄｆｕｓｓｉ ｍａｎｓｕｙｉ 及菊石 Ｂａｌａｔｏｎｉｔｅｓ ？ ｓｐ． 。

２　 剑川⁃虎跳峡构造特征

目前滇西的大地构造划分将剑川—虎跳峡一带作为扬子⁃华南陆块区与西藏⁃三江造山系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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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线。 实际上， 这一带不是一条简单的断层， 而是扬子华南陆块区的古生代和中生代三叠

纪地层， 大规模从东向西逆冲推覆到西藏⁃三江造山系中的甘孜⁃理塘构造带之上， 后期经河

流剥蚀， 形成一条狭长的构造窗。
图 ２ 是白汉场南 ２ ｋｍ 的一条东西向路线剖面， 外来系统为扬子地层区稳定型的三叠纪

地层， 包括下三叠统腊美组 （Ｔ１ ｌ）、 中三叠统北衙组 （Ｔ２ｂ）， 原地系统为甘孜⁃理塘构造带

中活动型的中三叠统 （Ｔ２
ｂ）。 岩性为绢云千板岩、 变质灰岩、 绿泥片岩、 阳起片岩， 夹多

层变质流纹岩和变质玄武岩。

１—灰岩； ２—变质流纹岩； ３—玄武岩； ４—绢云板岩； ５—砂岩； ６—砂砾岩； ７—泥质灰岩； ８—页岩

逆冲推覆断裂面之上为扬子稳定型地层， 之下为甘孜⁃理塘缝合带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流纹岩段

图 ２　 丽江汝寒坪 Ｔ２
ｂ图切剖面 （剖面Ⅰ⁃Ⅰ′位置见图 １）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Ｒｕｈａｎｐｉｎｇ， Ｌｉｊｉａｎｇ
　

图 ３ 中， 金沙江以东为 １∶ ２０００００ 丽江幅的一条路线剖面， 西段为图切剖面。 外来系统

为扬子地层区， 晚二叠世峨眉山玄武岩 （Ｐ２ｅ）， 原地系统为甘孜⁃理塘带中三叠世 （Ｔ２
ａ、

Ｔ２
ｂ） 的千板岩、 变质玄武岩及变质灰岩。 变质灰岩中产菊石 Ｂａｌａｔｏｎｉｔｅｓ ？ ｓｐ． 及双壳类

Ｎｕｃｕｌａｎａ ？ ｓｐ． ， Ｌｏｐｈａ？ ｓｐ． 。

１—灰岩； ２—绢云千枚岩； ３—绿泥片岩； ４—变质玄武岩； ５—采样点； ６—动物化石采集地

逆冲推覆断裂面之上为扬子稳定型地层， 之下为甘孜⁃理塘缝合带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流纹岩段 （Ｔ２
ｂ） 和玄武岩段 （Ｔ２

ａ）

图 ３　 丽江县忠义 Ｔ２
ａ － Ｔ２

ｂ路线剖面 （剖面Ⅱ⁃Ⅱ′位置见图 １）

Ｆｉｇ 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Ｚｈｏｎｇｙｉ， Ｌｉｊｉａｎｇ
　

图 ４ 是从哈巴雪山向西， 经虎跳峡、 安乐的图切剖面。 外来系统为扬子地层区的中、 上

寒武统、 奥陶系、 志留系、 石炭系和二叠系， 原地系统为元古界石鼓群及活动型的中三叠统

Ｔ２
ａ、 Ｔ２

ｂ。 石鼓群岩性为片麻岩、 变粒岩、 斜长角闪岩、 云母片岩、 千板岩， 夹变质玄武

岩。 中三叠统 （Ｔ２
ａ、 Ｔ２

ｂ） 岩性为千枚岩、 板岩， 夹结晶灰岩及变质玄武岩。 虎跳峡的石鼓

群岩性为绢云千枚岩、 白云石英片岩、 白云片岩及大理岩。 岩石大多糜棱岩化［３］。 １∶ ２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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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石英绢云千枚岩； ２—绢云板岩； ３—泥灰岩； ４—白云质大理岩； ５—砂砾岩；
６—砂岩； ７—粉砂岩； ８—玄武岩； ９—大理岩； １０—动物化石采集地

逆冲推覆断裂面之上为扬子稳定型地层， 向西逆冲推覆呈薄皮构造， 覆盖在甘孜⁃理塘缝合带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

流纹岩段 （Ｔ２
ｂ） 和玄武岩段 （Ｔ２

ａ） 及前寒武纪基底石鼓群 （Ｐｔｓ） 之上。 被覆盖的双峰式火山岩组合

被金沙江⁃冲江河剥蚀后呈构造窗出露

图 ４　 哈巴雪山—虎跳峡镇—安乐剖面 （剖面Ⅲ⁃Ⅲ′位置见图 １）

Ｆｉｇ 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ｂａ 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Ｈｕｔｉａｏｘｉａ⁃Ａｎｌｅ
　

丽江幅地质报告列为 “时代不明变质岩”， 地质图上以 “Ｍ” 表示。

３　 讨论

３ １　 滇西扬子⁃华南陆块区与西藏⁃三江造山系的界线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段兴华等［１］提出哀牢山断裂为古板块俯冲带以来， 学术界一直以它作

为扬子⁃华南陆块区与西藏⁃三江造山系的界线。 但上述区域地质资料说明， 该划分方案中的

剑川—虎跳峡—香格里拉一带的断裂实属逆冲推覆断裂产生的构造窗， 而不是两大板块的边

界。 真正的边界在哪里？ 有学者指出， 通常可以把地震带当作板块划分的首要标志［１６ ～ １７］。
不同板块之间的结合部位， 表现为持续活动的火山带， 是全球地质作用最为活跃的地区［１８］。
后来的研究证实， 哀牢山断裂是一条喜马拉雅期的逆冲推覆断裂［１９］， 既不是地震活动带，
也不是岩浆活动带。 而红河断裂， 则完全具备上述板块边界的特征。 沿红河断裂有较多较强

的地震活动， 尤其是北段的弥渡、 大理、 洱源、 剑川、 丽江是全国知名的地震活动带［２０ ～ ２１］。
沿红河断裂有大量喜马拉雅期的岩浆活动， 自南向北有金宝山基性、 超基性岩， 弥渡县城边

的玄武岩， 大理海东的基性、 超基性岩， 洱源牛街的超基性岩、 玄武岩， 剑川县城东的玄武

岩和超基性岩等。 地球物理资料显示， 红河断裂位于低重力与高重力的过渡带上， 正负航磁

异常的分界线上［２２］。 这些资料说明， 滇西扬子陆块区与西藏⁃三江造山系的界线， 应是沿红

河断裂至下关， 向北经洱海、 洱源、 剑川， 转丽江、 鸣音、 木里， 接甘孜⁃理塘断裂。 北部

的木里断裂， １∶ ２０００００ 永宁幅称安家村断裂［２３］。 早期也有学者认为红河断裂向北经丽江—
宁蒗—木里， 与龙门山断裂带相接。 北段称丽江⁃箐河断裂， 并认为是一条被推覆体掩盖了

的晋宁期断裂［６，２４］。 因此， 两大板块的分界断裂是洱海⁃剑川⁃丽江⁃木里断裂。
３ ２　 逆冲推覆时期探讨

剑川—虎跳峡一带的逆冲推覆构造， 只是滇西北大规模逆冲推覆构造中的一小部分。 该

逆冲推覆构造南起大理， 北至香格里拉， 长约 ２４０ ｋｍ。 东起丽江⁃木里断裂， 西止鲁甸花岗

岩东侧， 宽约 ９０ ｋｍ。 大理地区可见古元古界苍山群推覆在白垩系景星组和新近系三营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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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三叠统北衙组推覆在新近系三营组之上［２５］。 说明逆冲推覆的时期应是喜马拉雅期。
谢明儒等［２６］在研究哈巴雪山麻花坪钨铍矿时， 因矿区及周边均未见花岗岩， 仅有少量绿泥

石化辉绿岩和煌斑岩， 故将矿床成因定为以热液成矿为主的高、 中温热液叠加改造层控矿

床； 并于麻花坪矿区围岩的白云母中， 获得 Ｒｂ⁃Ｓｒ 等时线， 等时线年龄 ３９ １ ～ ３９ ７ Ｍａ。 笔

者认为， 该矿床的成因应与虎跳峡的逆冲推覆构造密切相关。 Ｌａｃａｓｓｉｎ 等对虎跳峡大理岩顺

层剪切的金云母内部 Ｒｂ⁃Ｓｒ 等时线定年为 ３５ ９ ± ０ ３ Ｍａ。 钟康惠等［２７］ 在研究麻花坪钨铍矿

时， 获得 １９ ７０ Ｍａ 的矿石单阶段铅模式年龄和 ４６ １４ Ｍａ 的围岩单阶段铅模式年龄， 以及

１３ ７ Ｍａ 和 ２１ ５ Ｍａ 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和脉型铍矿的 ＥＳＲ 年龄。 上述资料说明， 区域地质显

示的逆冲推覆时期与同位素年龄大体相同， 扬子⁃华南陆块区从东向西推覆在西藏⁃三江造山

系上， 应是喜马拉雅期。

４　 结论

剑川—虎跳峡一带的大规模东向西逆冲推覆构造将扬子稳定型地块推覆到三江活动型地

块之上， 形成长距离的薄皮推覆构造。 经冲江河和金沙江剥蚀， 下伏的三江活动型地层呈构

造窗出露， 将扬子稳定型地块与活动型地层的分界线掩盖。 两者真正的分界线应为丽江⁃剑
川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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