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 “三江”地区新生代地质
    构造格局及其演化

段建中 薛顺荣 钱祥贵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摘 要：新生代构造演化主要经历了陆内裂陷、断裂走滑活动及会聚构造带的形成、陆内
岩浆活动、强烈的抬升等一系列构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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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及新生代构造单元划分

    滇西 “三江”地区通指程海、红河断裂以西地区。本文研究范围为澜沧江断裂以东，红

河、程海断裂以西的中一新生代陆内环境的两个菱形块体地区 （图1）。
    滇西 “三江”地区在全球构造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是欧亚古陆块南部边缘与冈瓦纳古陆

块 （含印度、掸邦板块）相碰撞的场所。从挽近造山带的动力场看，是特提斯构造带东部向

南突出的弧形岛弧的组成部分，即濒临环太平洋构造带的交切带，靠特提斯构造带弧形山脉
向南突出到向北突出的反向转折地区。

1.1 区域地质构造演化

    滇西的地质构造十分复杂，其陆壳的不同部分，经历了不同的演化进程。据沉积建造、
生物演化、变质作用、岩浆活动及地层接触关系等资料，最早的构造运动可追索到中元古代

的晋宁运动。

    加里东运动使滇西古构造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地壳受拉张、裂陷作用一度形成裂陷沉
积，随后又在不同阶段转化为陆表海环境。古生代特提斯洋亦可能在此阶段形成。构造运动

以升降运动为主，未见强烈褶皱。在丽江一宁蒗地区，表现为下泥盆统与上志留统呈假整合

或微角度不整合接触。基底断裂活动明显，如金沙江叶红河断裂，构成次级构造分区的边界。

    华力西运动是滇西古地理、古构造演化的重要时期。泥盆纪一二叠纪，滇西地壳活动性

增强，由于强烈的拉张、裂陷导致滇西北地区地台边缘张裂，沿断裂带发生大规模的中酸性

一基性岩浆侵入一喷发。石炭纪一二叠纪，由于古特提斯洋沿澜沧江向云岭一无量山带俯冲，

致使扬子被动大陆边缘向活动陆缘转化；同时，由于弧后扩张导致金沙江一哀牢山洋的打开。
所以，云岭一无量山带的兰坪，思茅地区，既是澜沧江俯冲带的弧后盆地，又是金沙江一哀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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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冲带的弧后盆地。弧后盆地经澜沧运动 （范承钧，1983）封闭，绝大部分隆起成为陆块。
一度裂开的云岭一无量山陆块与扬子陆块角度缝合。晚二叠世末一早三叠世，滇西古特提斯

消减殆尽，滇西地块会聚到扬子大陆边缘。

    印支运动期是滇西地壳演化的关键时段。滇西普遍可见上三叠统不整合或假整合于古生

代地层之上，其间出现较长时间的沉积间断。运动后期，随着古特提斯的消亡，云南除怒江

以西之外，形成统一大陆。云岭一无量山地区全面隆起，表明澜沧江洋和金沙江一哀牢山洋已

同时封闭。中三叠世发生的陆一陆碰撞造山，除形成卡尼期磨拉石沉积外，还发生极为特殊

的碰撞弧火山一岩浆活动，如澜沧江带的临沧花岗岩和金沙江带的鲁甸花岗岩等。滇西北．

    图 l 滇西 “三江”地区及邻区新生代构造背景及构造单元划分简图

Fig.1   The Cenozoic Tectonic Settling and Tectonic Units in Three-River Area of West

    Yunnan and Nearby Region

    1．I级单元线；2．Ⅱ级单元线；3．Ⅲ级单元线；4。逆断层；5．走滑断层；

    6．块体运动方向；7．块体转动方向



甘孜一理塘海槽，印支运动早中期继续扩张，至卡尼一诺利期洋板块向西俯冲，形成著名的
义敦岛弧，海槽于瑞替期完全封闭。云岭一无量山碰撞造山带，晚三叠世进入稳定的沉积环
境，以陆表海环境为主。
    燕山运动使滇西地壳演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历了印支期的碰撞造山、地台边缘
开合演化之后，怒江以东广大地区进入短暂的平静期。兰坪一思茅中生代沉积区进入新的拉
张、裂陷时期，并形成一系列红色盆地。构造运动以升降运动为主，形成早白垩世一侏罗纪
之间的三个假整合接触。构造事件主要表现为怒江海槽的封闭及兰坪一思茅盆地的形成和
演化。
    喜马拉雅运动早阶段具有继承性。兰坪一思茅红色盆地拉张、裂陷作用明显。发生在中
晚始新世的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碰撞的喜马拉雅运动，是滇西在晋宁、印支运动之后十分重
要的一次挤压走滑、褶皱造山运动。，它造成了滇西地区、晚新生代地层与由始新世及其以前
地层组成的和谐褶皱之间的高角度不整合关系；包括哀牢山群在内的老地层，及大量古一中
生代地层，逆冲于始新世一中新世地层之上；走滑断裂错移中一新生代地层及其转换推覆会
聚带的形成；大量的褶皱、走滑断裂与现今地貌的一致协调关系，亦证明了喜马拉雅运动，
奠定了滇西 “三江”地区的地质构造轮廓。
    喜马拉雅运动末期，滇西地壳进入一个新的强烈抬升阶段。
1.2 新生代构造单元划分
    喜马拉雅碰撞运动，结束了洋壳岩石圈演化历史，使整个滇西乃至东南亚地区进入了陆
内变形构造发展阶段。为了更好地研究滇西 “三江”地区新生代的构造演化、构造变形以及
和邻区大陆地块间相对的运动和动力学机制，我们尝试以陆壳块体的形成演化及构造变形特
征为主要依据，划分新生代的陆壳构造单元，并将其拟定为陆块一地块一块体一断块四个等
级 （图1）。

2  中一新生代构造格局

    晚三叠世的印支运动，是滇西 “三江”地区前新生代最强烈的褶皱运动，它造就了滇西
地块边界环境和前新生代构造格局。一些学者通过对 “三江”特提斯洋的研究认为，滇西古
特提斯洋从早二叠世晚期开始快速俯冲、消减，到早三叠世初，已南撤到瑞丽以西一带，并
使滇西大部分地区拼合在一起。印支运动结束了滇西古特提斯演化的历史，继而开始进入陆
内发展阶段。
2.1  中一新生代陆内裂陷

    中生代，滇西出现了盆一岭构造格局。原来的变质地体和古特提斯增生带形成 “岭”，
原来的地块下沉形成了 “盆”。从晚三叠世初到早第三纪沉积总厚度超过10 000m，形成了著
名的 “兰坪一思茅红色沉积盆地”，其沉积旋回性明显：从晚三叠世磨拉石建造开始，经早侏
罗世含煤建造，至古新世形成的红色膏盐建造，各时期沉降中心有明显迁移。晚三叠世一早
侏罗世为准平原期，中侏罗世濒靠山带的地区形成如马登 (厚1200m)、思乐 (厚2 926m)、
普文 (厚3 587m)等山前盆地，晚侏罗世则向内迁移形成镇沅 (厚800m)、江城 (厚l 800
m)、河西 (厚l 500m)等盆地，早白垩世更向西迁移、合拼，奠定了云龙 （厚890m）、思茅
(厚l872m)两大盆地的面貌，晚白垩世盆地分异、分隔成河西 (厚l 600m)、云龙 （厚l 496



m)、南涧 (厚l 266m)、镇沅 (厚l 832.m)、江城 (厚836m)、景谷 (厚2 080m)等多级盆地，

早第三纪湖水浓缩到少数残存盆地中，如云龙 (厚l 460m)、勐野井 (厚1 458m)、勐腊 (厚

1518m)等盆地。兰坪一思茅红色盆地成为滇西重要的成钾、成钠带，最厚的盐层累计厚度

> 600m。

2.2 走滑断裂系及转换推覆会聚带

    始新世末，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会聚碰撞，造成青藏高原等地区巨大的走滑断裂

系统。滇西 “三江”地区作为该系统的组成部分，以红河一哀牢山断裂、澜沧江断裂为代表

的区域性大断裂，也表现出了以左行 （或右行）走滑兼逆冲的特征。

    红河断裂是扬子地块与滇西地块的分界线，亦是一条重要的地壳不连续界面、前新生代

就已存在的重要断裂。该断裂的大规模走滑运动最早由 Tapponnier等提出，认为是喜马拉雅

碰撞带挤出向南东作长距离滑移形成的剪切走滑带。该地区存在大量具韧性变形的糜棱岩，

其中发育大量具左旋性质的褶曲、水平拉伸线理及破劈理。反映出该断裂在喜马拉雅早期具

有左行平移特征。

    程海断裂是滇西地块东侧边界断裂，是扬子准地台西缘隆起与坳陷的构造分界，前新生

代形成，它对东侧中生代盆地起到了控制作用。始新世以来，断裂经历了由挤压走滑到拉张

的变性过程：更新世以后转成由东西向阶梯状下掉的正断层 ，地貌、水系则反映出左旋走滑

的特征。

    澜沧江断裂经印支运动以后，成为控制兰坪一思茅陆内红色盆地西缘活动性质的边界断

裂。断层面及围岩多表现为陡倾至直立产状，侏罗系一白垩系岩层受热动力变质作用形成千

枚岩。在与临沧花岗岩东侧接触带上发生强烈的糜棱岩化，部分地段可形成宽达 lkm的糜

棱岩带，断裂形态及构造形迹亦显示左行剪切特征。在断裂西侧的临沧地块内发育的南汀

河、勐连等几条近于平行的北东向断裂，从断裂两侧地质体的错移，证明具左行平移性质，

它们可能是与澜沧江断裂配套的共轭断裂组。由于始新世以来发生的逆时针旋转，刚性的f临

沧花岗岩岩体北端向北东侧强烈挤压，造成澜沧江断裂的大拐弯和兰坪一思茅盆地在此形成

的瓶颈式缩短。

    走滑断裂系统还贯通了一些地史发展中不相同的前期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古特提

斯及其基底的构造格局。如哀牢山走滑断裂和维西一乔后断裂贯通；金沙江走滑断裂和红河

断裂贯通：丽江一剑川断裂和木里断裂贯通。形成无量【l卜营盘山走滑断裂等新的热流变质

带。此外，伴随走滑 （转换）推覆作用，还形成滇西地区独具特色的会聚构造带，如公郎会

聚带，丽江会聚带等。

2.3  陆内岩浆活动

    研究区内新生代岩浆活动明显具有板内特点。新生代早期的岩浆活动表现得十分强烈，

沿金沙江一红河走滑断裂带分布的富碱侵入岩带，由数百个碱性、偏碱性岩体组成。岩体的
同位素年龄大多集中在35 - 60Ma，侵入的最新地层为始新统一渐新统，大多数岩体与区内

铅、锌、银、铜、金等矿产关系密切，是 “三江”地区新生代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带。

    与富碱侵入岩配套入侵的富钾碱性岩筒，则成群出现在大理海东及马关木厂，具有良好

的找金刚石前景。



    新生代晚期的岩浆活动，表现在沿走滑韧性剪切带上分布的片麻状、眼球状花岗岩，

Rb-Sr同位素年龄大多集中在25 - 28Ma，系走滑剪切变形所致。另外，在剑川、墨江、普洱

等地，表现为裂隙式一中心式的中基性火山喷发。

3 始新世以来的重要构造运动演化及特征

    滇西 “三江”地区，是我国新生代构造运动表现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晚始新世

发生的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会聚碰撞最为重要，揭开了新生代构造演化的序幕。参照前人
对滇西喜马拉雅运动构造期次的划分，我们根据滇西中一新生代的地质演化、构造及不整合

面的研究，对前人划分方案修订如表 l。根据几个主要构造变动时期，将滇西新生代构造演
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3.1 晚始新世一渐新世末 (38.6 - 23.3TVla)

    由于喜马拉雅构造运动的会聚碰撞，滇西及青藏高原会聚带地壳急剧缩短．滇西地区，

由晚始新世地层与下伏老地层之间，组成的和谐褶皱之间的高角度不整合，反映存在强烈的
褶皱造山运动，这次运动使滇西地区地块边界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从而奠定了各地块现今的

地质构造基本轮廓。

    由于印度板块以50 mm／a的速度向北运移，其分力带动滇中地块沿红河断裂、程海断裂
边界作顺时针旋转。地块沿红河断裂的顺时针旋转，导致印支陆块东部边界与滇中地块南部
边界，产生强烈的挤压和左旋走滑，并逐步形成红河一哀牢山左行走滑断裂带和哀牢山隆起

带的雏形。

    康滇陆块受印度板块北移带动产生侧向挤压，由于受先存断裂带上几何格局的控制，导
致陆块改变方向向南滑移，使陆块沿木里一丽江断裂边界及金沙江断裂边界作顺时针转动。

造成金沙江、丽江一木里断裂强烈的左旋走滑，并形成滇西北菱形块体的南部边界。

    羌塘陆块及印支陆块前新生代形成的一系列北西向张性断裂带，由于受印度板块向北碰

撞并产生侧向滑动，在滑动过程中受先存断裂制约，陆块及次级块体之间发生顺时针扭动，

并转化成为具有左旋走滑兼逆冲性质的断裂带，滇西 “三江”地区北西向一北北西向左行走
滑断裂系基本形成。
    上述表明，这一时期内，滇西各地块主要受印度板块向北碰撞时所产生的侧压和印支陆

块向北推挤的双向挤压作用，受先存构造格局控制，以顺时针的块体旋转运动机制为特征，

逐步形成以北西向为主体的左行走滑兼逆冲的褶皱断裂带。伴随走滑断裂作用，还形成一系

列走滑拉分盆地，形成巨厚的磨拉石及红色碎屑沉积。局部地区出现较强的拉张环境，如金

沙江一红河断裂带，发生大规模的富碱岩浆侵入，表明该地区晚阶段处在挤压后的松驰阶段。
3.2 中新世一晚上新世 (23.3 - 1.64Ma)

    渐新世末与中新世初，发生的褶皱造山运动，是新生代构造运动的变革时期，但运动强

度已远不及第一次。由于青藏高原东部块体，以大于 10mm，，a的速度向南东方向运移，给滇

西各陆块施加了强大推力，导致康滇陆块、印支陆块等整体向南东方向运移，是该期动力学

和运动学机制的特点。各北西向的左行走滑断裂系，进 一步趋于完善及发展，成为滇西 “三

江”地区，陆内变形的主要特征。并且一直影响到整个变形作用，以至发展成为至今的活动
断裂。



    表 1 滇西 “三江”地 区中一新生代构造运动期次划分沿革表

Tab l.The Evolution of Mesozoic-Cenozoic Tectonic Movement Division of the Three-River Area of West Yunnan



    北东向的丽江断裂是与北西向断裂配套的共轭断裂组，在此时期得到快速发展。由于康

滇陆块向南东运移及丽江．木里断裂的左行滑移，形成丽江．木里逆冲会聚带。
    被北西向左行走滑断裂分割的长条形次级块体，在向南东滑移过程中，进一步被分割成

若干断块，由于各断块间的速度差，它们在滑移至先存的近南北向或东西向构造带时，相互

会聚、碰撞、叠置形成会聚带及隆起山链。如兰坪会聚带、公郎会聚带。由走滑转换形成的

逆冲会聚带，导致了地壳的部分缩短，从而部分吸收了地块向南滑移的速度和距离。

    上述逆冲会聚作用，是滇西 “三江”地区新生代重要的构造变形。伴随北西向及北东向

走滑断裂的形成发展，由于拉分、尾端拉张、剪张等作用，沿走滑断裂带，形成众多的新生
断陷盆地，接受以灰色、杂色细粒级为主的泥岩、碎屑岩含煤建造沉积。经历了中新世初的

构造运动后，滇西地区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3.3 早更新世一全新世 （1.64Ma以后）
    早更新世与晚上新世地层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接触，是滇西喜马拉雅运动第三阶段的表

现。这次运动明显不及前两次运动强度，但在动力学及运动学机制上，两个主要方面发生了

较大改变：
    (1)红河一哀牢山断裂性质前期左移方向变为右旋平移。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印支

陆块对该断裂带的左旋侧压逐渐减少至消失；北东侧扬子陆块南部北西向的推挤力减弱；扬

子陆块南部与印支陆块东部的块体顺时针旋转中止。
    (2)晚上新世末的构造运动之后，滇西 “三江”地区为强烈的抬升运动，从而造就了滇

西地区原始高原地貌的基本轮廓。

4 滇西北高原的隆升

    经晚始新世一渐新世末的两次构造运动，该区的盆地 （如兰坪一思茅盆地）缓慢隆起，
反转成山。当初山体的海拔高度小于 700 - 1000m。经中新世的外力剥蚀等地质作用，山体

准平原化。从中新世小型含煤盆地的植物化石组合来看，以乔木阔叶林为主，有栎、桦、榕

树等组合，反映属亚热带一热带气候，地面海拔一般在700 - 800m间。上新世末一更新世，

地壳隆起加快，在北纬250以北的滇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南部连为一体，强烈的抬升与
河流的深切，形成高山峡谷。以滇西北几个地区的抬升为例叙如下：

4.1 德钦一维西区

    晚始新世一渐新世的宝相寺组 （丽江组）（琏）、金丝厂组 ( E3)紫红色砂、泥、砾岩层

（以强烈抬升前中新世的准平原界面700 - 800m为准），现今在德钦云岭一带却出现在4800 -

5000m海拔的高原面上；白马雪山一带出现在4300 - 4500m的高度上；金丝厂一带出现在海
拔4000-4400m的高度上。这一情况表明，自上新世以来，该地区至少上升了3 200 -4 200

m，上升率为1.8 - 2.4mm/a。

4.2 玉龙雪山一石鼓区

    玉龙、哈巴雪山是典型的块断山，上新世⋯更新世强烈抬升，最高山峰分别达到海拔

5596m和5396m，高于现代雪线，两山之间所夹的虎跳峡谷，海拔在 l800 - 2000m，相对高

差达3 800m；金沙江水系在石鼓形成 “长江第一弯”。均是更新世以来的强烈抬升作用和新

构造运动的结果。据中科院 “长江办”组织的科考队在该区考察后认为：白垩纪一老第三



纪，金沙江、长江原是被康滇古陆山岭隔开的两条河流，长江东流，古金沙江南流。金沙江

上游 （石鼓段）是漾濞江的源头部分 （在漾濞江地区的古河道的遗迹中，有来自上游地段由
变质岩组成的巨大漂砾石，按现代河流水量是难以搬运下来的；今白汉场一石鼓一金沙江段

地貌还保留宽谷形态，中间只是极低薄的分水岭），始新世以来，由于扬子期四川盆地被切

穿，后继又袭夺了金沙江中下游的流水后，水量和比降加大，长江沿虎跳峡断裂带的河谷，

继续溯源侵蚀，破坏了分水岭，从而袭夺了古金沙江上游的河水并形成 “长江第一湾”。
    上新世一更新世，青藏高原及滇西北地区快速隆起，通甸一北汉场近东西向构造带上，

隆升一系列近东西向排列的山脉，如石红山 ( 3303m)、白石山 (3352m)等，它们像一道天
然屏障，堵住了金沙江水系继续南流，成为今金沙江水系和澜沧江水系的重要分水岭，同时

将早更新世丽江一鹤庆南北向盆地分隔为现今的两个盆地。
    玉龙雪山东麓干海子一带，新断裂错移中更新世丽江冰期的冰碛物，使同期冰碛物顶底
高差达70m，表现出近期抬升的剧烈程度。

    据该区上新统剑川组及尼西盆地中所含大量的高山栎、桦树、冷杉等植物化石及菱属孢
粉组合推算：高m栎是一种湿润地带的常绿植物，多生长在海拔2200 - 3600m的高度，菱属

也多生长在海拔2500m的高度。中新世末，该区受准平原化，海拔高度在800m左右。上新

世末以来，地面的海拔高度已上升至2 300 -3 000m，抬升幅度达l 500 -2 200m，抬升速率
达0.8，。1 .4眦n/a。

    玉龙雪山现今海拔高度为5596m。据邱莲卿对玉龙雪山自然环境和植物群落的调查，该
区同样大量含有剑川组中所见的栎树类、漆树类等化石组合。因此推算出上新世以来抬升幅

度为l  700 -2 200m，抬升速率为0.5 - 0.7.mm/a；更新世至今上升幅度达2 500 -3 000m，抬

升速率达 1，6 -1 .8mm/a。可见，更新世以来的抬升幅度和速度要比上新世大得多。
4.3 点苍山区

    著名的点苍山19峰，海拔高度大于3950m的山峰9座，最高峰马龙峰海拔4122m。点苍

山之东的洱海水面标高 1963 - 1966m，与最高峰相比，二者高差达2 150m;点苍山西侧的漾
濞盆地标高1900 - 2000m，山和盆地最大高差也在2 150m左右。在沧浪峰北侧海拔为3260m

的小花坝甸和西侧、海拔为3000m的花坝甸，见早更新世 (Qi)沉积物。该沉积物与山脚下
大理地区的早更新世沉积完全相同，因此，点苍山的剧烈抬升时间应在早更新世之后。在点

苍山东麓有多条近似平行的高大瀑布，其下形成较大规模的洪积、冲积扇，表明其抬升与剥
蚀作用剧烈。根据上述推算，早更新世之后点苍山的抬升速率为0.9 - l.Omm/a。
4.4 滇西地区夷平面及第四纪盆地

    夷平面又称为高原面。滇西地区的夷平面形成时间，应在中新世末期至上新世。上新世
末以来，剧烈的抬升运动，滇西高原开始形成。

    夷平面有．以下主要特征：1．地势起伏较小，浑圆状残丘与宽浅坳沟相对高差小，周围

之山包基本L处于同一水平高度。2．古岩溶地形较发育。3．夷平面上普遍发育较厚层状的

红土风化壳- 4．夷平面分布广泛，切割了不同时代，不同岩性的地层。

    滇西地区的夷平面变形，主要表现为大面积的掀斜运动。初步统计，夷平面的海拔高
度，由北向南各地区分别为：德钦4000 - 4200m，中甸3500 - 3700m，丽江3000 - 3200m，兰

坪一犬理2700 - 3000m，南涧 2】00 - ?300m，景谷一景茅 1600 - 1800m，景洪 1000 - 1200m，



表现出由北西向南东缓倾的特点 ，反映了上新世末 以来的剧烈抬升 ，呈现北强南弱的不均衡

性。
    用夷平 面现今高度减去抬升前准平原原始高原面高度 ，即为上新世以来夷平面被抬升的

垂直 幅度。这样 ，自上新世 以来 ，本 区夷 平面垂 直上升 的幅度 在1  800 -2 300m以上 ，德钦

地区可达3 000m以上。

    由于大面积掀斜运动所形成 的一系列断陷盆地，也具有北高南低的不均衡性 ，如第四纪

盆地的海拔高程依 次为 ：中甸盆地 3250m，丽江 盆地 2400m，大理盆地 2000m，南涧 盆地

1600m，思茅盆地 1300m，景洪盆地 550m。由北向南依次降低 ，南北垂直高差达2 650m。

    以上情况表明 ，上新世末一更新世 ，滇西 “三江”地区的剧烈抬升运动，表现为大面积

掀斜运动 ，北部德钦 、中甸地区十分强烈 ，向南逐渐减弱 ，形成 自北西向南东方向缓倾的大

面积掀斜构造。在其构造背景下产生差异性断块构造 ，并形成一系列断块山及断陷盆地。断

块山的抬升具有不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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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Cen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mainly includes a senes of tectonic activities of inland

rift, strike-slip fault movement, convergent tectonic belt formation, inland magmatism and strong uplift-

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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