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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巫山县新城区位于库区“破碎岩体”分布的腹地，滑坡产生的频率高和规模大与深厚“破碎岩体”分
布密切相关。《长江三峡工程库区巫山新城区地质环境与移民建设利用对策》对巫山县新城区“破碎
岩体”进行了分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利用和保护对策，为巫山县新城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新县城建
设和保护提供了地质依据，可作为同类的巴东、奉节地区移民迁建工作的参考。书中还对巫山县新城
区与“破碎岩体”分布密切相关的滑坡的形成机制和处理对策，以及“巫山黄土”的成因进行了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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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级侵蚀复合堆积台地仅见于碑梁子、东城边墙（地表高程180~220m，基座高程165m左右），台
地堆积物下部为洪积的块碎石土，上部覆盖“巫山黄土”。值得注意的是，经钻孔揭露，东城边墙台
地中部万元沟西侧冲沟内存在一直径50~60m的深坑，坑底基座高程100m左右，比周边基座低60～70m
。坑内堆积有含螺壳的冲积粉质黏土和有机质土，上部为“巫山黄土”覆盖，推测该深坑为I级阶地形
成早期形成的岩溶塌陷坑。　　1级侵蚀复合堆积台地仅见于巫山中学、江东嘴（地表高程150～172m
，基座高程145m左右），台地堆积物下部为洪积的块碎石土，上部覆盖“巫山黄土”。　　巫山县新
城区更高一级的侵蚀堆积平缓台地还有牛蹄窝台地、高塘地台（台面高程300～350m，基座高程280
～290m）。台地堆积物以层状滑裂岩体或碎石土为主。牛蹄窝台地后部房建施工中揭露粉质黏土及有
机质土层（有机质土为含砾黏土，含木炭，分布高程280～320m不等）。从长江南岸巫峡口附近的庄
屋梁子东320～370m高程分布有残留的河流物质，以及对应高程的一些平缓山脊推测，牛蹄窝台地、
高塘台地的形成最初可能与河流侵蚀作用有关，但经过后期改造。　　2.4.2.2 堆积剥蚀台地　　牌楼
至省变电站一带，包括四方井北边一带的平缓山梁、残丘，高程为425～460m和500～550m，台地堆积
巴东组第三段泥灰岩的碎石土，台地风化剥蚀呈浑圆山包和丘状。和区内最低级夷平面或长江河道最
早侵蚀面（最高一级阶地）高程相差不大。根据该台地有大量堆积物及长期风化剥蚀特征，应归为堆
积剥蚀台地。　　2.4.2.3 剥蚀重力改造（滑坡）台地　　剥蚀重力改造（滑坡）台地包括二坪子一苟
家坪台地（台面高程500～525m），铜盆池（高程550～625m），该两级台地形态相似，后部呈凹槽形
态，水塘分布，凹槽部位大部分堆积黏性土，并掩埋有机质。台地呈塬状或剥蚀残丘，分布巴东组第
三段泥灰岩破碎岩体和薄层风化粉质黏土。该台地后缘沿两种地层界面发育，台地部位“滑裂岩体”
明显与下伏基岩是切层的，凹槽形成与重力（滑坡）、溶蚀等作用有关，类似滑坡台地，因而这些台
地为重力作用形成的剥蚀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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