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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坪子堆积体位于康滇构造带上 ,在形态特征上类似滑坡堆积体。根据金坪子堆积体的 DEM和实地调

查 , 将堆积体按地貌类型划分为八个部分:上斜坡 、泥石流扇 、金坪子古沟谷堆积平台 、金沙江谷坡 、金沙江阶地 、现

代金沙江巨砾岩块滩地 、金沙江离堆山 、硝沟沟谷。通过分析金坪子堆积体各地貌单元的重矿物组合特征 、TL测

年数据和钻孔资料 , 认为金坪子堆积体是多种动力元在不同时代共同作用形成的一个复式堆积体 , 它是三套分别

以老金沙江 、古金沙江和现代金沙江为轴心的地貌体系时空更替的产物。乌东德峡谷贯通 , 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潭

形成 , 195. 00±9. 70 kaB. P.金坪子深潭开始被充填 ,角砾岩开始形成;137. 00±6. 80 kaB. P. 坡积物充填胶结结束 ,

老金沙江最高洪水位达到 1 070 m;金沙江改道 , 并在 915 m发育漫滩相阶地堆积物 , 其年代为 41. 13 ±3. 49 kaB.

P. ;之后 , 金沙江表现为强烈深切 ,形成金沙江离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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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P931. 91　　　　　　文献标识码:A

　　拟建的乌东德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 ,设计坝高

192m ,正常蓄水位 950m。乌东德水电站坝址区地质

条件比较复杂 ,金坪子堆积体位于乌东德坝址下游约

300m处金沙江右岸 ,分布高程 820m ～ 1 080m ,属成

因不明的混杂堆积体 ,但其外观类似滑坡 ,体积约有

(6 ～ 7)×10
8
m

3
。若坝址附近有如此大型的滑坡 ,且

堆积体顶部海拔高于大坝正常蓄水位 ,这势必影响乌

东德水电站坝址的选建 ,因此金坪子堆积体的成因研

究成为确定乌东德水电站坝址选建的关键问题。

大型堆积体的成因一般比较复杂 ,其成因的判

断主要借助工程地质勘探 ,遥感形态分析 ,以及堆积

物的沉积特征
[ 1 - 7]

。王治华根据 1991年 、1992年

的 TM 资料及 1992年 、1993年的 JERS21资料 ,分

析认为龙川江口至新市镇是滑坡密集地带 ,平均每

1. 7 km一个 ,且推测本河谷滑坡 、崩塌堆积大部分

分布在海拔 2 300 m高程以下
[ 8]
。无论是区域地质

遥感影像的研究 ,还是航片的分析 ,金坪子堆积体外

观形态都类似滑坡 ,为此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勘测

研究院 ,在金坪子堆积体上布置了大量的钻孔 、竖井

以及平峒 ,其中 23、25号钻孔深 >270 m ,已经深入

基岩 ,但却没有发现滑动面 , 1号平峒深 >230m ,峒

内只见一两处长约 1 m的滑动面 ,从钻孔和平峒的

资料并不支持金坪子堆积体为滑坡堆积。

那么金坪子堆积体到底是不是滑坡呢  基于此问

题 ,我们依据金坪子堆积体的地貌结构特征 ,并结合各地

貌单元的重矿物组合特征及其堆积物的沉积特征 ,对金

坪子堆积体的成因以及地貌过程做出了初步分析。

1　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金坪子堆积体位于云南省禄劝县北 80 km的大

松树乡 ,处在金沙江河谷由北东向北西转折的凸岸 。



该堆积体体位于云南高原的北部 ,康滇菱形块体的

中部 ,其东邻则木河 -小江等断裂带 ,南有普渡河断

裂带 ,西为汤郎 -易门断裂带。高原面海拔 2 200 ～

2 500 m ,金沙江水位高程 800 ～ 820 m ,谷地高差

1 380m ～ 1 700m ,水面宽 200m左右 ,谷坡陡斜 ,倾

角约 30°～ 60°,属于中高山峡谷河段 。研究区出露

的地层主要有前震旦系黑山组灰岩 、大理岩化灰岩

和大理岩以及灰绿色千枚岩 ,金坪子堆积体为混杂

堆积体 。

本区属于典型的金沙江干热河谷 ,年平均气温

20℃左右 ,降水量在 800 ～ 1 000 mm ,平均年流量为

1 200×10
8
m

3
,平均年径流量为 3 800 m

3
/s
[ 9]
。植

被以杂草灌丛为主。

2　金坪子堆积体的地貌结构特征

2. 1　金坪子堆积体形态特征

金坪子堆积体后 (上 )接一面大斜坡。该大斜

坡长 1 ～ 2 km ,由前震旦系白云质灰岩 、金沙江谷

坡 ,一直延续到海拔 820 m左右的金沙江边 ,坡度约

20°～ 30°。因此给人的印象 ,金坪子堆积体好象是

该地大斜坡坡地系列堆积的延伸 。而金沙江的谷坡

坡麓地带 ,从海拔 910m到 820m左右的坡段上 ,有

大量滚落下来的巨大岩块 ,并形成高 20 m左右的陡

崖 ,该地似乎曾发生过较大规模崩塌。金坪子堆积

体凸现在金沙江河谷中 ,金沙江呈弧形弯曲 ,弧长约

2 350 m ,其下端似为 “沙咀 ”,呈基岩 “半岛 ”,向金

沙江下游方向延伸 。所以 ,据影像分析或其外观特

征视 ,金坪子堆积体可能为大型滑坡堆积体 ,估计其

总体积约有 (6 ～ 7)×10
8
m

3
之多(图 1)。

图 1　金坪子堆积体地质平面图

F ig. 1　The geo log ical m ap of the diam icton in Jinp ing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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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金坪子堆积体地貌结构

基于金坪子堆积体的 1∶2千地形图 ,以 10 m

×10m为基本栅格单元 ,生成金坪子堆积的 DEM

图像 ,对金坪子堆积体的地貌结构进行分析 ,可将金

坪子堆积体的地貌类型细分为八个部分:上斜坡 、泥

石流扇 、金坪子古沟谷堆积平台 、金沙江谷坡 、金沙

江阶地 、现代金沙江巨砾岩块滩地 、金沙江离堆山 、

硝沟沟谷等 (图 2)。

2. 2. 1　上斜坡

主要是指金坪子村自海拔 2 050 m到 1 085m ,

金坪子平台以上的山坡 ,主要由前震旦系白云质灰

岩 、轻微变质灰岩 、千枚岩等构成 ,基岩倾向 100°左

右 ,倾角 36°左右 。大斜坡的发育具有很长地质时

代的延续性 ,在其下段具有古谷坡的形态特征 。

2. 2. 2　泥石流扇

上斜坡坡麓发育一个较大规模的泥石流扇 ,掩

覆在金坪子古沟谷堆积平台之上 ,泥石流扇本身由

岩块碎屑组成 ,厚约 10 m。重矿物组合特点为含有

较多的次生矿物和若干常见矿物 ,并含有附近岩脉

的矿物 ,不见金沙江河谷沉积中常见的典型变质矿

物 (表 1)。

2. 2. 3　金坪子古沟谷堆积平台

金坪子平台顶面东西宽约 200 m ,自东北向西

南延伸呈新月形 ,长约 600 m ,顶面高程海拔 1 082

m ,向西南方向降为 1 074 m。根据金坪子 JSJ3竖

井 ,古沟谷堆积平台上部井深 0 ～ 10. 4 m为坡积物 ,

井深 10. 4 ～ 22. 4m为洪积 -坡积物及冲积 -坡积

物 ,并含有变质矿物蓝晶石 ,与金沙江阶地沉积物的

重矿物组合具有一定的共性 (表 1), 井深 18. 8 ～

19. 6m处为粉细砂夹砾石 ,其 TL测年为 137. 00±

6. 80 kaB. P. 。

2. 2. 4　金沙江谷坡

金沙江谷坡是指从金坪子堆积体顶面平台边

缘 ,向东顺坡而下到金坪子堆积体上的阶地的后缘

部位。谷坡上缘为古沟谷堆积体发生崩塌而发育陡

坎 ,陡坎以下自海拔 1 076 m、1 064 m往下到海拔

920m , 914 m , 谷坡高差 150 m 左右 ,谷坡坡斜长

700m左右 ,平均倾角达 20°～ 30°。

金沙江谷坡的下段发育陡崖 ,陡崖由 “角砾岩 ”

组成 ,但 “角砾岩 ”的岩相有一定的差别 ,含有巨砾

岩块的 “角砾岩 ”因较容易发生减荷张裂而形成高

几十米的陡崖。

根据大量的钻孔资料 (据长江委三峡院 )和实

地考察 ,将金沙江谷坡上的堆积物分为表层堆积物

和底层堆积物。表层堆积物主要是崩积物 、洪冲积

物 、坡积物和残坡积物 ,底层堆积物主要为角砾岩和

河流冲积物 。

表层堆积物厚约 60 m。谷坡的上部为大量崩

落的块石 ,成分主要为白云质灰岩和灰岩 ,其次为角

砾岩岩块 ,块石直径多在 1m左右 ,大部分呈次棱角

状 ,且表面多被流水侵蚀成细沟谷 ,块石的 ab面朝

向谷坡的下游方向;下段主要为洪冲积物 、坡积物和

残坡积物。

金沙江谷坡底层主要为角砾岩和河流冲积物 。

角砾岩主要为碳酸盐岩的混杂堆积物 ,胶结物为碳

酸盐 ,并有轻微的浅变质作用(表 2);在沉积结构方

面 , ①“角砾 ”成分较单一 ,以白云质灰岩与浅变质

灰岩为主 , ②“角砾 ”多呈棱角状 ,棱角尖峭 , ③“角

砾 ”大小:局部以直径 4 ～ 6 cm的角砾为主 ,局部以

直径 <1 cm的碎块为主 ,似有较好的分选性;在沉

积构造方面 , ①具有粗略的似层理构造 ,层理具有对

称性 ,在靠近金沙江一侧的岸坡上 ,角砾岩的倾向为

西南 ,而堆积体东部的角砾岩则向东南倾斜 , ②通常

由钙质胶结成岩 ,局部出现碳酸钙细脉 ,局部成层胶

结 ,有些夹层胶结比较松散 ,还有一些钙质胶结已风

化成粉末状;在矿物成分方面 ,矿物成分比较单一 ,

重矿物组合以碳酸盐类矿物为主 ,还含有多种常见

的变质矿物 (见表 1)。

河流冲积物主要分布在堆积体内部。据金坪子

JZK25钻孔 , 孔口高程 972. 49 m , 孔深 99. 06 ～

102. 97m(海拔 873. 43 ～ 869. 52 m)以冲积物为主;

孔深 195. 2 ～ 196. 0 m(海拔 776. 8 ～ 776. 0 m)处为

粉土夹碎砾 ,其重矿物 (J5 - 1)种类较多 ,含有典型

的变质矿物十字石 ,且部分锆石呈浑圆状 ,说明与金

沙江河谷沉积有关 (表 1);孔深 216. 6 ～ 217. 6 m

(海拔 755. 6 ～ 754. 6 m)处为灰绿 、黄褐色块石 、卵

砾石夹土 , TL测年为 195. 00±9. 70 kaB. P. 。据金

坪子 JPD1平硐 ,硐口高程 836. 36 m ,硐深 61. 0 ～

66. 2 m处棕色粉质粘土的重矿物以稳定矿物和变

质矿物为主 ,且部分锆石和白钛石呈浑圆状 ,说明具

有一定的搬运距离 (表 1);硐深 79. 5 ～ 88. 5m处为

碎块石夹少量卵石及粉砂土;硐深 88. 5 ～ 192 m处

的粉质粘土的重矿物中部分锆石也呈浑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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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坪子堆积体重砂物组合特征分析表(%)

Table 1　The com bina tion featu res o f heavy m ine ra l o f the diam icton in Jinping zi

部
位

样品

编号

角
闪
石

辉
石

云
母

碳
酸
盐
类

绿
帘
石

石
榴
石

绿
泥
石

磷
灰
石

重
晶
石

碳
矽
石

磁
铁
矿

赤
褐
铁
矿

磁
黄
铁
矿

黄
铁
矿

十
字
石

榍
石

锐
钛
矿

独
居
石

蓝
晶
石

电
气
石

锆
石

金
红
石

白
钛
石

坡 KD -08 少 14. 07 3. 89 少 少 0. 3 15. 57 64. 07 个 个 个 少 0. 6 1. 2 0. 3

积 KD -15 0. 92 少 少 少 少 少 个 10. 44 88. 26 个 少 个 少 0. 33 0. 02 0. 02

裙

硝 KD -16 少 少 2. 13 少 个 15. 32 少 个 2. 98 72. 76 个 个 5. 96 0. 85 少

沟

岩 KD -01 少 少 96. 17 0. 32 少 少 0. 32 2. 24 个 0. 96 少 个

石 KD -02 少 97. 67 0. 29 少 少 少 1. 17 0. 87 个 个 个 少

谷 KD -10 26. 56 少 5. 21 28. 13 1. 04 6. 77 少 6. 77 25. 52 个 个 少 少 少

坡 KD -11 2. 15 个 1. 49 28. 1 1. 49 0. 66 0. 66 0. 13 0. 195 少 少 少 9. 26 1. 82 0. 66

KD -19 个 9. 66 个 少 个 个 12. 35 77. 47 少 个 个 0. 22 0. 3少

KD -18 个 个 个 61. 85 0. 37 个 2. 22 个 少 34. 07 1. 11 0. 37 少 个 个

KD -22 少 少 少 少 少 少 99. 99 个 个 少 少 个

J5 -1 少 10. 18 9. 41 1. 02 少 少 13. 23 10. 43 36. 13 一颗 19. 34 二颗 少 少 0. 25 少

J5 -2 0. 78 少 1. 53 71. 31 少 少 少 1. 41 15. 66 7. 85 1. 41 少 少 0. 04 少

JZK 23 -1 少 少 13. 92 8. 23 0. 63 少 个 少 3. 16 25. 32 48. 73 少 少 个

J8 -1 0. 62 个 5. 59 10. 56 3. 73 少 0. 62 少 18. 01 53. 42 少 个 少 少 3. 73 3. 11 0. 62

JPD 1 - 1 0. 52 1. 03 少 5. 67 11. 34 0. 52 少 少 个 35. 05 44. 33 个 个 少 个 0. 52 0. 52 0. 52

J2 -1 少 1. 65 7. 69 9. 34 0. 55 少 少 个 36. 81 43. 41 少 个 少 少 0. 55 少 少

J6 -1 0. 88 少 23. 89 12. 39 3. 54 少 0. 88 少 11. 5 36. 28 0. 88 少 少 0. 88 7. 08 1. 77 少

沟 KD - 09 -23. 36 个 少 13. 45 11. 31 6. 73 少 少 22. 32 31. 49 少 少 个 个 0. 61 8. 56 1. 83 0. 31

谷 KD -17 少 少 73. 14 少 少 1. 52 个 0. 67 24. 66 个 少 个 个

KD -9 - 1 少 0. 09 10. 72 0. 87 少 个 13. 68 73. 12 个 少 少 少 1. 11 0. 34 0. 09

阶 KD -05 1. 94 个 少 26. 76 12. 89 0. 73 个 0. 49 15. 08 37. 47 个 个 0. 24 少 少 1. 21 2. 43 0. 73

地 KD -06 0. 64 个 18. 65 19. 29 少 少 个 个 24. 76 29. 26 个 个 少 个 少 3. 53 2. 89 0. 96

KD -12 3. 03 少 5. 01 24. 36 9. 44 1. 86 0. 46 个 20. 74 22. 14 少 0. 58 少 9. 44 2. 09 0. 81

KD -13 0. 64 1. 29 0. 53 20. 81 4. 52 0. 64 0. 29 0. 23 30. 84 36. 13 0. 35 个 0. 06 少 少 2. 59 0. 82 0. 24

　　注:重砂样品由江苏地矿局贾邮珍工程师鉴定。

表 2　金坪子堆积体 “角砾岩”薄片鉴定表

Table 2　The slice of breccia in the diam ic ton in Jinping zi

样品编号 采样位置 薄片鉴定的岩性特征

KD20
4号钻孔

取样深度 66 m

碳酸盐和硅质岩混杂 ,以碳酸盐为主 ,碳酸盐受到硅化 ,碳酸盐的晶体保成完好。

命名:硅化的碳酸盐。

KD21
4号钻孔

取样深度 104 m
全部为碳酸盐矿物 ,野外命名:灰岩。

KD23 - 1
19号钻孔

取样深度 104 m

角砾岩 ,胶结物主要为碳酸盐 ,也有一部分泥质 ,挤压破碎 ,有一部分已经绢云母

化 ,水云母化。

KD23 - 2
19号钻孔取样

深度 103 ～ 104m

有石英 ,硅质含量较多 ,还有一部分泥质。有轻微的浅变质(绢云母、水云母化)

作用。近似于:粉砂岩。

KD24 金坪子陡崖底部 矿物成分主要为碳酸盐 ,比较破碎 ,定名为;角砾岩

　　　　注:薄片鉴定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完成。

2. 2. 5　金沙江阶地

金坪子堆积体的东北缘 ,海拔 870 ～ 915 m的坡

段上发育一级金沙江阶地 ,自北向南延伸约 200m ,

阶地面狭窄 ,有部分已由金沙江谷坡次生的崩坡积

物掩覆 。金沙江阶地保存比较完整 ,由蚀余堆积 、主

流线相堆积和漫滩相堆积组成 ,厚约 40 m ,蚀余堆

积层厚约 34m ,卵石层厚约 4m ,卵石层上的砂层只

有约 1m ,河漫滩相堆积厚约 1. 6 m ,上覆后生洪坡

积物。

蚀余堆积层的巨砾几乎都是白云质灰岩 ,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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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1. 6 m ,一般块石岩砾的直径在 5 ～ 50 cm之

间 ,大部分呈次棱角 、次圆状;巨砾的沉积构造特点

为大多数巨砾的 ab面向金沙江下游及金沙江河心

方向倾斜 ,显然具有在流水中被搬运的特征 ,特别大

的岩块呈零星分布 ,巨砾间充填大大小小的块石岩

块;该底部巨大的块石巨砾堆积是古金沙江中的蚀

余堆积 。

主流线相堆积包括卵石层和砂层 ,卵石的成分

主要为白云质灰岩 ,并有花岗岩 、硅质岩 、片岩 、千枚

岩和燧石等 ,有比较多的 “外来 ”卵石。卵石的直径

大部分在 6 cm左右 ,有的在 20 cm以上 ,另外夹有

直径 1m左右的巨砾。砾石分选较好 。大部分扁平

砾以及其中的巨砾 ,多呈叠瓦状排列 ,其 ab面朝向

金沙江的下游方向倾斜 ,并发育向下游方向的斜层

理 ,该层理层面倾角 15°左右。卵石层上的砂层厚

约 2. 4 m ,为细砂 ,发育水平层理 。具有一定的成土

作用。

河漫滩相为灰色粉沙 ,结构疏松 ,有动物的小洞

穴 。上覆后生洪坡积物。

2. 2. 6　现代金沙江巨砾岩块滩地

现代金沙江 (巨砾岩块 )滩地延伸到海拔 816 m

左右的金沙江岸边 ,宽约 200 m ,平均坡度在 20°～

30°。该坡段有大量滚落下来的巨大岩块 ,主要为白

云质灰岩 、白云岩 ,以及角砾岩岩块等 ,有的长轴长

达几米 ,它们的边棱已较浑圆 ,外观呈黑漆色 ,主要

是次生的滚落到江边的巨大岩块。

2. 2. 7　金沙江离堆山

现代金沙江岸坡 ,洪水期不易见到金沙江离堆

山 ,枯水期绕岸而行能清楚的见到由基岩构成的离

堆山。离堆山的东侧 ,即现代金沙江东侧 ,为陡峭的

侵蚀岸坡 ,但其西侧为充填在老金沙江谷地中的角

砾岩。

2. 2. 8　硝沟沟谷

金坪子堆积体的北侧为沿断层发育的硝沟 ,上

起金坪子堆积体顶部的平台 ,一直延续到金沙江岸

边 ,长约 2 000 m ,垂直落差 250m左右 ,沟谷最深处

约 30m ,宽约 20m。

3　金坪子堆积体成因分析

金坪子堆积体是三个以老金沙江 、古金沙江及

现代金沙江为轴心的地貌体系的时空更替的产物。

金沙江穿过金坪子堆积体时为老金沙江 ,金沙江在

金坪子堆积体外缘形成阶地时为古金沙江 ,现代河

谷的金沙江为现代金沙江。

图 2　金坪子堆积体地貌结构图

F ig. 2　The geomo rph ic types of the diam icton in Jinping zi

金坪子堆积体的地貌发育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1.乌东德峡谷的贯通与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槽的

形成

大约距今 10M a左右 ,通过多处河流袭夺 ,最终

金沙江下段贯通 ,金沙江东流进入四川盆地
[ 10]
。乌

东德峡谷的贯通可能更早一些 ,在乌东德峡谷下方

跌水深切 ,形成深潭 ,深潭底深达海拔 750 m左右 ,

深潭壁高约 330 m ,比现代金沙江河槽略深一些 。

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潭的右岸上缘相当于现在金

坪子平台的后缘 ,海拔 1 085 m以上。老金沙江金

坪子深潭的左岸岸坡残留高度仅海拔约 835 m ,它

就是上文所述的离堆山 。

2.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槽被充填过程

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潭两岸岩壁中上段主要由白

云质灰岩构成 ,河槽深潭底以千枚岩为主 ,由于岩壁

又高又陡 ,强烈的深切引起岩壁崩塌 ,并发育坡地系

列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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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金沙江河谷中的金坪子堆积体 “角砾岩 ”岩

性特征即成分单纯 ,局部具有较好的分选性 、具有粗

略的层理 ,它当属斜坡上的岩块碎屑坡积物。

“角砾岩 ”的层理构造在离堆山上向西倾斜 ,倾

角 20°左右 ,在金坪子平台钻孔中它略向东倾斜 ,所

以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潭是被两侧坡地堆积物充填

的 。

在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潭充填堆积物中偶尔发现

磨圆的砾石 ,重矿物组合中还含有典型的外来的变

质矿物 ,是老金沙江带来的 ,和两岸的以白云质灰岩

碎块为主的坡积物混杂在一起 。

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潭堆积物中还具有不均匀的

钙质胶结 ,有时候是成层胶结 ,它是该地区坡积系列

堆积物中常见的现象之一 。

老金沙江金坪子深槽堆积物充填经历了几万年

之久 , “角砾岩 ”最早的生成时代为距今 195. 00±

9. 70 ka B. P. ,堆积结束的时代到距今 137. 00 ±

6. 80 ka B. P. 。最后老金沙江洪水位在金坪子堆积

体上可以达到 1 070m。

3. 金沙江改道

在金坪子附近 ,由于老金沙江深潭被充填金沙

江干流向东迁移 ,该地最早的古金沙江谷底高程在

海拔 900 m左右 ,即在阶地堆积物的底部发育蚀余

堆积 ,那时期最晚的古金沙江谷底高程可能在海拔

870m左右 ,在 915 m高程发育泛滥沉积 ,形成阶地

上的河漫滩相砂层。该阶地上部河漫滩相砂层样品

的 TL年代为 41. 13±3. 49 kaB. P. 。

金沙江金坪子深潭堆积物的顶部 ,古金沙江的

右岸 ,海拔 1 070 m左右残留古沟谷 ,它逐渐被洪积

-洪坡积碎屑物质充填。

古沟谷的左侧 ,由于金沙江的改道和下切 ,而遭

强烈侵蚀 ,逐渐发育成倾向相反的古金沙江谷坡 ,并

形成角砾岩陡崖和硝沟。

4. 现代金沙江的发育

距今 41 ka以来 ,金沙江深切 ,谷底海拔深达到

770m ,与此同时 ,它被两岸的崩坡积物充填 ,堆积物

顶高达到海拔 810 m左右 ,巨砾岩块滩达到 820 m

左右。现代金沙江的右岸形成金沙江离堆山 ,金坪

子的角砾岩也因减荷张裂而崩塌形成陡崖 。

4　结论

1. 金坪子堆积体是三个以老金沙江 、古金沙江

及现代金沙江为轴心的地貌体系的时空更替的产

物 ,最老的是以老金沙江河谷为轴心的地貌体系 ,第

二个是金沙江侧移后的以古金沙江为轴心的河谷地

貌体系 ,第三个是以现代金沙江为轴心的河谷地貌

体系(图 3)。

1.金沙江河谷地貌体系编号;2.角砾岩和河流冲积物;

3.崩积物 、洪冲积物 、坡积物及残坡积物;4.冲积物;

Ⅰ .老金沙江河谷地貌体系;Ⅱ .古金沙江河谷地貌体系;

Ⅲ .现代金沙江河谷地貌体系

图 3　金坪子堆积体地貌过程示意图

F ig. 3　The geom orphic p rocess of the diam icton in Jinping zi

2.金坪子堆积体属老金沙江深潭岩壁的崩坡积

物 ,与少量外来冲积物质的混合 ,历时 >60 ka,造成

老金沙江深潭被充填。

3.金坪子堆积体充填在老金沙江深潭中 ,夹在

右岸岩壁与左岸离堆山之间 ,它本身是角砾状粗颗

粒沉积 ,而且具有边堆积边胶结的特点。

4.金坪子堆积体是个历时甚久又复杂多变的堆

积体 ,它具有 “多元性 ”和 “多代性 ”的特点 ,多元性

是指堆积体发育及后生变化过程中具有多种动力

“元 ”的作用 ,多代性是指不同时代的产物按不同方

式镶嵌成一个复式堆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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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am icton in Jinpingzi in of Jinsha R iver

XU Q inm ian
1 , YANG D ayuan

2 , GE Zhaoshuai
3 , CHEN De ji

4 , XUE Guofu
5 , LIHuizhong

5

(1. Chang jiang E xplora tion P lann ingD esign In stitu te ,Wuhan, Hubei 430010, Ch ina;

2. Departm en t ofU rban and ResourcesS cien ces , Nan jing Un iversity, Nan jing, J iangsu 210093, Ch ina;

3. D epartm ent Geog raphy , QindaoU niversity, Q ingdao Shandong 266071,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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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epartm ent for Three-Gorg e Survey and Investigat ion ofYang tzeW aterConservancy Comm ittee, Y ichang, Hubei 443003, Ch ina)

Abstracts:The d iam icton o f Jinp ing zi, wh ich looks like the talus slide onmorpho log ica l charac te r, lies on theK ang-

dian tecton ic zone. According to theDEM o f the diam icton o f Jinpingzi and the fie ld resea rch, there are eigh t geo-

morphic types in the d iam icton of Jinpingzi, which a re the upside slope, the deb ris flow fan, the accumula tiona l

flatform on palaeogully o f Jinpingzi, the va lley slide of the Jinsha River, the te rrace of the Jinsha River, the beach

face of boulder and rockmass, themeander core and the X iaogou gully. By ana lyzing the combination features of

heavy m inera l, the TL dataing and the informa tion o f the dill of the landform e lements, the diam ic ton o f Jinpingzi is

a composite diam icton that is fo rmed by several dynam ic actions at the diffe rent epoch , and is a outcome that the

th ree geomorphic system s o f the anc ient Jinsha River, the o ld Jinsha R ive r and the mode rn Jinsha River space-time

subrogated. ①The bo ttom troughs of the aged Jinsha R ive r at the Jinp ingzi fo rmed and began to be filled up in

195. 00±9. 70 kaB. P. afte r theW udongde G orge runthrough , and the brecc ia began to fo rm. The re are some

round grave l and the representativemetamo rphicm ineral in the d iam iction in Jinpingz.i Sow e conside r that the dl,

the co l and the a l bringed by the aged Jinsha River filled up the bottom troughs o f the aged Jinsha River a t the Jin-

pingz.i ②The cementa tion of dl finished in 137. 00±6. 80 kaB. P. , the f lood level of the aged Jinsha river reached

1 070 m. The pl and the pdl filled up the cana l le ft by the aged Jinsha R iver. ③The jinsha R ive r d ivaga ted and

formed a te rrace at 915 m in 41. 13±3. 49 kaB. P. . F inally the meande r core fo rmed w ith the deeply-inc ising of

Jinsha R ive r, and the c liff of the breccia had formed.

K ey w ords:the d iam icton in Jinpingzi geomorphic types;heavy m ine ral;geomo rphic sy 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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