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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江的形成演化及贯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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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长江的形成演化是在新生代以来统一构造 － 气候 － 地貌体系中发生的重大地貌事件。印度板块与

亚洲大陆碰撞和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之下俯冲，造成了中国大陆地势从东高西低变为西高东低，和随之的东亚

季风形成、强化，导致黄河、长江水系形成。中更新世以来的构造运动，导致青藏高原东缘山地的加速隆升，进入了

冰冻圈，季节性冰川融水加大了河川径流，为两大河流的贯通奠定了水动力基础。末次间冰期的气候突然变暖，不

但导致冰冻圈融水补给的河川径流陡增，可能给了长江、黄河贯通最后一击，而且加速了三峡一带碳酸盐岩地下化

学溶蚀，促进地下河发育和瞿塘峡地表河袭夺的完成。黄河、长江在末次间冰期期间彻底贯通，现今的水系格局形

成。黄河三门峡的贯通时间为 0． 125 Ma 左右，长江三峡可能在 0． 30 ～ 0． 12 Ma 期间完成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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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 图 1) ，其贯通时间一直是地学研究者关注的热

点问题，但未能形成共识。黄河三门湖的贯通，有

1． 2 Ma 前和 0． 125 Ma 前两种不同观点［1，2］; 长江的

贯通分歧与黄河相比更大，自 1907 年 Willis 等开展

长江三峡地区的地质研究开始，中外科学家包括李

四光、李春昱、任美锷、李吉均、杨达源、Clark、李长

安、郑洪波等，相继对长江演化问题开展过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长江东流水系形成于何

时”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却一直存在重大争议，有前

第三纪、第三纪早期( 古近纪) 、第三纪晚期( 新近

纪) 、更新世早期和更新世晚期等多种观点。对于

长江东流水系形成和演化的方式也有袭夺说、先成

说等差异，成为地球科学领域的“世纪谜题”［3 － 16］。
除连通与贯通概念的混淆，以及锆石 U － Pb 同

位素年龄谱等物源示踪技术运用的不恰当外［12，13，16］，

没有从新生代以来的构造 － 气候 － 地貌的统一耦合

体系角度出发，来认识长江、黄河的形成演化，这也

是贯通时间一直未能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两大流域及毗邻地区新生

代以来的构造运动、冰川、黄土、地貌和气候变化与

水系演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进展［17 － 27］，笔

者在认 真 消 化 与 综 合 这 些 领 域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1 － 36］，从构造 － 气候 － 地貌体系的角度，认识黄

河、长江的形成演化，在此基础上结合沉积物断代资

料，确定黄河和长江的贯通时间。



图 1 黄河和长江地理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of Yellow Ｒiver and Yangtze Ｒiver

1 中国新生代以来的构造活动及地势
和气候变化

亚马逊河、恒河、尼日尔河等国外大河，均发育

于长期稳定的巨大地台，都有一二千万年的历史，其

中密西西比河可以上溯到古生代。中国没有长期稳

定的地台，新生代以来构造活动强烈，黄河、长江可

能远较这些大河年轻。中国新生代最重大的构造事

图 2 中国地形变化图［15］

Fig． 2 The map of terrain changes of China［15］

件有两个: 一是西部古新世 － 始新世印度板块与亚

洲大陆的碰撞，二是东部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于亚

洲大陆板块之下［17］。据李吉均、方小敏等人的研

究［23，24］，青藏高原的隆升可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

段: 8 ～ 7 Ma，开始逐步隆升; 3． 6 Ma，开始急剧隆升

( 青藏运动 A 幕) ; 1． 8 Ma，脉冲隆升( 青藏运动 C

幕) ; 1． 1 ～ 0． 8 Ma，脉冲隆升( 昆黄运动) ; 0． 15 Ma，

脉冲隆升 ( 共和运动) 。现今的青藏 高 原 主 要 为

3． 6 Ma以来强烈隆升的结果，0． 8 Ma 以前青藏高原

并不很高，只是昆黄运动才把多数山地推到冰冻圈

中，整 个 青 藏 高 原 经 过 共 和 运 动 才 达 到 现 代 高

度［22］。新生代以来，中国东部闽浙隆起带以北拉张

性盆地持续沉降。江汉 － 洞庭拗陷、黄海 － 苏北拗

陷、下辽河 － 渤海 － 华北拗陷和淮河拗陷的沉降幅

度达 1000 m 以上。受浙闽隆起带阻挡，早中更新世

海侵期海水未能大规模入侵黄渤海盆地，之后，隆起

带下沉，黄渤海形成［27］。青藏高原的隆升和东部拉

张盆地的沉降，造成了中国地势由第三纪前的西低

东高变为现今的西高东低( 图 2) ［15］。
中国在第三纪为西风盛行的纬向气候，青藏高

原的隆升迫使西风环流分为南、北两支，促进了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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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的形成和强化，西太平洋暖池的出现和黑潮的

加强对亚洲季风的形成演化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国

现今的气候分为东部季风气候，西部干旱气候和青

藏高原的高寒气候［20，21］。0． 8 Ma 是中国气候的重

要转型期，长江、黄河上游的青藏高原东部多数山地

隆升到冰冻圈中，气候变得湿润，发生大规模的冰川

图 3 0． 8 ～ 0． 6 Ma BP 青藏高原进入冰冻圈或最大冰期对季风和环境的影响［22］

Fig． 3 The cryosphere or the maximum glaciat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Impacted

on the monsoon and environment dating 0． 8 ～ 0． 6 Ma BP［22］

作用，冰 缘 黄 土 出 现，泥 石 流 活 动 渐 趋 强 烈［22］

( 图 3) 。

2 黄河的形成演化与贯通

黄河流域第三纪时大小湖泊众多，后不断萎缩。
至第四纪早、中更新世，尚保存的湖盆有: 共和、银

川、河套、汾渭及华北等［28］。这些湖泊均为淡水湖，

表明一直是连通外流的，后逐渐被填满、贯通。
潘保田等根据三门峡等地的阶地研究，认为黄

河在该区最迟在 0． 865 Ma 就已形成，并贯穿三门峡

东流入海，其后黄河多次下切，先后形成了 T3，T2，

Tl 阶地; 而小浪底至堰师扣马的黄河阶地研究表

明，三门湖于 1． 2 Ma 就已切开、贯通［1，29］。王苏民

等认为，古三门湖在 0． 25 ～ 0． 125 Ma 阶段的沉积物

变粗，为中细砂层与含泥砾的砂砾石层互层为主，沉

积速 率 显 著 降 低， 据 此，古 三 门 湖 应 于 距 今

0． 125 Ma左右贯通，东流入海［2］。显然，潘等认为

的是连通，王等认为的是贯通。三门峡贯通后，黄河

下 游 冲 积 扇 迅 速 扩 大，沉 积 速 率 由 中 更 新 世

( 0． 73 ～ 0． 15 Ma) 的 125 mm /ka，陡增到更新世晚

期( 0． 07 ～ 0. 0012 Ma) 的 350 mm /ka［32］( 图 3) 。
笔者认为，潘与王等的分歧在于连通与贯通概

念的混淆。连通: 河流 － 湖泊组成的河湖系统，上游

来沙部分沉积于湖泊内，部分悬移质随径流进入湖

泊下游河流( 基本无推移质) 。如现今的鄂陵湖、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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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湖的黄河源头河湖连通系统，嫩江上游的克鲁伦

河 － 呼伦湖河湖连通系统。黄河流域第四纪早、中
更新世的共和、银川、河套、汾渭及华北等湖盆沉积

物均为淡水湖沉积，表明这些古湖一直是连通外流

的，后逐渐被填满、贯通。贯通: 串珠状连通的河流

－ 湖泊系统中的湖泊被泥沙填满，湖泊消亡，发育河

道，推移质泥沙大量泻入下游河流。沉积物粒度变

粗，推移质组分大量增加，甚至以推移质为主。如黄

河中上游更新世河套、三门湖等湖泊的消亡与黄河

的贯通。袭夺也可造成河流贯通，如长江三峡的贯

通。

3 长江的形成演化与贯通

考虑到构造 － 地貌单元的统一性，将长江分为

三段: 上段，宜宾以上的金沙江; 中段，宜宾 － 宜昌的

川江; 下段，宜昌以下的长江中下游。宜宾以上的上

段，金沙江及雅砻江等主要支流，深切横断山地，河

流走向以南北向为主，南北向的金沙江在云南石鼓

附近折向东流，为著名的长江第一湾，主要受康滇菱

形断块地质构造控制，雅砻江等主要支流走向均为

南北向［7，9］。长江上游新生代断陷盆地沉积分布广

泛，早中更新世的昔格达组为粉砂质为主的湖相沉

积，主要分布于金沙江、雅砻江、安宁河河谷内，徐则

民等的研究表明，昔格达组多为堰塞湖成因［31］。昔

格达组为淡水湖沉积，表明金沙江当时已外流。宜

宾 － 宜昌的中段，川江流经四川盆地，盆地内无新生

代河湖相地层分布，主河及主要支流曲流发育，蜿蜒

于产状水平的中生代红层组成的方山丘陵，西部成

都 平 原 为 断 陷 盆 地，第 四 纪 砂 砾 沉 积 厚 数 百

米［32，33］。宜昌以下的下段，长江中下游分布有一系

列断陷盆地，如江汉盆地、苏北 － 南黄海盆地、长江

三角洲盆地等新生代河湖相沉积发育［12，13］。
黄河从上游到下游，新生代断陷盆地基本连续，

河湖相沉积发育，黄土 － 古土壤序列断代标志可靠，

学界对黄河形成演化与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如前

所述，三门湖贯通时间的分歧，是连通与贯通概念混

淆的缘故。长江形成演化与贯通时间认识的分歧远

大于黄河，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 1． 长江中段川江

所在的四川盆地，缺失新生代湖相沉积［32］; 2． 断代

问题没有解决［12 － 16］; 3． 锆石 U － Pb 同位素年龄谱

等物源示踪技术运用的不恰当［12，13，16］。十余年来，

多位学者从元素地球化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矿物年

代学、碎屑矿物组合与特征矿物及环境磁学等方面，

对江汉盆地、苏北盆地及长江三角洲中、巨厚沉积连

续的沉积物进行了物源示踪研究，以约束长江的贯

通时限［12，13，16］。郑洪波等对南京地区的“雨花台砾

岩”开展了碎屑锆石 U － Pb 年龄谱分析，发现它们

与现代长江的锆石年龄谱系非常相似，并认为“至

少在渐新世 /中新世之交( 22 Ma) ，与现代长江类似

的沉积物已经到达苏北盆地的西南缘。［12，13］换句话

说，贯通东流的长江水系在这个时期已经建立。笔

者认为，测定年龄谱的锆石粒度 ＞ 0． 25 mm，为推移

质，该技术是否适用于湖泊众多的河湖体系的泥沙

来源示踪，值得商榷。长江中下游流域及毗邻地区

也有这些带谱年龄的火成岩分布，长江上游不是这

些碎屑锆石的唯一来源区。
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二叠纪玄武岩广泛发布，

攀枝花、西昌等地钒钛磁铁矿闻名于世，中下游江汉

平原和三角洲上海附近第四纪沉积物剖面的上部，

均出现高磁化率层，表明金沙江物质下泄，三峡贯

通。高磁化率层的底部年代存在争议: Zhang 等认

为，江汉盆地新沟孔和周老孔的高磁化率层位底部

的 磁 性 倒 转 为 布 容 /松 山 期 ( B /M ) 界 限

( 0. 78 Ma) ［14］; 陈静认为，上海浦东机场孔的为地

磁漂移的 Blake 事件( 0． 125 Ma) ［15］( 图 4) 。
刘彧等对川江阶地砾石层和三峡出口宜昌砾石

层开展了宇成核素断代研究( 另文，待发表) ，初步

结果表明，四川盆地内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的最

高一级阶地样品埋藏年龄和暴露年龄均较年轻，为

0. 15 ～ 0． 3 Ma，在误差范围内一致; 除底部个别样品

外，宜昌砾石层不同海拔高度样品的埋藏年龄均较

年轻，顶 部 ( 高 程 208 m ) 剖 面 砾 石 埋 藏 年 龄 为

0． 19 ±0． 11 Ma。底部( 高程 75 m) 的三个砾石样品

埋藏年龄分别为 0． 19 Ma、0． 83 Ma 和 4． 87 Ma，差

异较大，年龄老的砾石应为混入的“古老”砾石。刘

彧的宇成核素断代研究的初步结果，支持陈静上海

浦东机场钻孔古地磁断代的解释，也就是说，长江三

峡的最后贯通发生于 0． 125 Ma 左右。
长江三峡贯通最后发生于重庆奉节附近，著名

的瞿塘峡是长江贯通的产物。奉节以西是四川盆地

向斜，以东是鄂西香溪盆地向斜。两向斜的结合部

奉节一带为产状水平的三叠纪厚层碳酸盐岩，两侧

向斜内为缓倾的中生代红层。燕山运动结束的白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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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江汉盆地新沟孔、周老孔岩芯和上海浦东机场孔磁化率( 体积磁化率) 随深度变化曲线［10］

( a) 周老孔( b) 新沟孔( c) 上海机场孔

Fig． 4 The curves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 volume susceptibility) change of Xingou

hole，Zhoulao hole core in Jianghan basin and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hole with depth［10］

( a) Zhoulao hole ( b) Xingou hole ( c) Shanghai Pudong airport hole

纪末，奉节一带为分水岭，以西的四川盆地水系西流

( 川江) ; 以东的香溪盆地水系东流 ( 古长江) ( 图

5a) 。奉节瞿塘峡以西和以东的长江河段均为北东

图 5 三峡贯通、川江东流略图。( a) 贯通前川江西流，古长江东流;

( b) 奉节一带地下河贯通 － 塌顶 － 地表河袭夺示意图

Fig． 5 Three Gorges formation and Chuan Ｒiver east-flowing．

( a) Before the Three gorge formation，Chuan Ｒiver west-flowing，the ancient Yangtze east-flowing;

( b) Underground river ran through，ground collapsed，surface river capture in Fengjie area．

走向，伸展于分属四川向斜和香溪向斜的北东向中

生代红层次级向斜内，瞿塘峡河段为北西走向，横穿

两向斜之间的三叠纪碳酸盐岩背斜( 图 5b) 。奉节

一带为天坑、地缝发育。著名的小寨天坑坑口直径

622 m，坑底直径 522 m，深 666． 2 m; 天井峡地缝长

14 km，底宽 3 ～ 30 m，地缝两壁陡峭如刀切，是典型

的“一线天”［36］。除干流的瞿塘峡外，碳酸盐岩区

的长江支流也多为峡谷，如错开峡等［10］。湿润喀斯

特地区的河流，往往是地下河先发育，顶板岩层局部

坍塌形成天坑，全部坍塌贯通形成地缝或峡谷。瞿

塘峡贯通前，是沿该河段三叠纪碳酸盐岩背斜的北

西向构造线发育的地下河，将西流的川江和东流的

古长江连通。部分川江水通过地下河流向古长江，

持续的化学溶蚀和流水侵蚀，地下河不断扩大，顶板

支撑不住坍塌，形成连通的地上河。由于西高东低

的地势，东流的古长江最终袭夺了西流的川江，形成

了“天下险”夔门，不尽长江从此滚滚东流。巨量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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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下泄，在宜昌一带形成了厚达百米以上的宜昌砾

石层组成的巨大冲积扇。
第四纪前，四川地台为基础的川中丘陵区为平

坦的夷平高地，三峡一带为古长江与川江的分水岭。
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地不断隆升，

0. 8 Ma 后大面积山地进入冰冻圈，发生大规模的冰

川作用。间冰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不但促进冰川消

融，加大了河川径流，而且加速碳酸盐岩的地下化学

溶蚀和地下河的形成演化。末次间冰期( 0． 13 Ma)

的气候突然变暖，引起的川江径流剧增和三峡喀斯

特地下河 － 地上河转化的加速，可能给了长江三峡

贯通最后一击。三峡贯通应该是一个过程，我们初

步认为贯通发生于 0． 30 ～ 0． 12 Ma 的中更新世末期

－ 晚更新世早期。宜宾金沙江汇口处，无第四纪巨

型冲积扇发育，表明第四纪期间金沙江一直汇入川

江。洞庭湖沅江汇口常德一带，中更新世古冲积扇

发育，推测三峡贯通前，川江沿乌江南下，经思南 －
岑巩 － 铜仁，入沅江 － 洞庭湖。后由于三峡袭夺和

梵净山隆升，川江改道经三峡流向江汉盆地。

4 结语

长江、黄河的形成演化是在新生代以来统一的

构造 － 气候 － 地貌体系中发生的重大地貌事件; 印

度板块与亚洲大陆碰撞和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之

下俯冲，造成了东高西低变为西高东低的地势变化;

青藏高原的隆升和西太平洋暖池的出现，促进了东

亚季风的形成和强化。
中更新世以来( 昆黄运动、共和运动) ，西部山

地隆升，冰冻圈形成，季节性冰川融水加大了河川径

流，为长江、黄河的贯通奠定了水动力基础。末次间

冰期的气候突然变暖，不但导致冰川消融加速，河川

径流陡增，给了长江、黄河贯通最后一击; 而且加速

三峡一带碳酸盐岩地下化学溶蚀，促进了地下河发

育和长江瞿塘峡地表河袭夺的完成。黄河三门峡和

长江三 峡 的 贯 通 时 间 分 别 为 0． 125 Ma 左 右 和

0． 30 ～ 0． 12 Ma。
致谢: 朱颖彦博士对本文英文摘要进行了校对

与修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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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Yellow Ｒivers and the Yangtze Ｒivers

ZHANG Xinbao1* ，LIU Yu2，WANG Shijie2，LIU Weiming1* ，XUE Wenxuan3

(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engdu 610041，China;

2．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Guiyang 55008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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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date and evolution of the Yellow Ｒivers and the Yangtze Ｒivers is an important
geomorphological event in a united tectonics-climate-geomorphology system in Cenozoic era in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world． Owing to collision between the Indian and Asian plates，and simultaneous subduction of the Pacific plate
under Asia plate，the geomorphology in China mainland had involved from“east high，west low”to“west high，

east low”during Cenozoic era． Consequently，the Eastern Asia monsoon was introduced and enhanced． The
hydrological systems of the Yellow Ｒivers and the Yangtze Ｒivers were formed mostly due to the joint changes of
regional terrai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Asia monsoon． In the early Quaternary，there were fresh lakes
sprinkled at the regions where the Yellow Ｒiver would be and then it was gradually channelized with the
disappearances of these lakes． Due to the problems of dating，provenance tracing and incomplete sedimentary
records，the date of formation and channelization of the Yangtze Ｒiver was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 tectonic
activities since middle Pleistocene induced an accelerating uplifting of mountains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
Plateau and resulted in those mountains to be exposed to the cryosphere． Increasing runoff due to glacier melting
was the hydrodynamic basis for the channelization of the two rivers． During the Last Interglacial period，fast
warming up not only resulted in the rapid rise of runoff in rivers by glacier melting，but also promoted chemical
corrosion of carbonate rocks in the Three Gorges． The chemical corrosion expedited the growth of underground
streams and complement of the river-capture process in the Qutanxia Gorge． It is our understanding that the
complete channeliz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two rivers with the current hydrological patterns were finally finished
during the Last Interglacial period． The formation of the Sanmengxia Gorge occurring at the age of the Sanmen lake
＇s disappearance in the Yellow Ｒiver was about 0． 125 Ma，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from
complex underground rivers to a surface river in the Qutang Gorge of the Yangtze Ｒiver was finished during the
period of 0． 30 － 0． 12 Ma．

Key words: Yellow Ｒiver; Yangtze Ｒiver; tectonics-climate-geomorphology; connection; river channe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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