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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龙门山造山带和米仓山造山带是中国大陆颇有影响力的造山带。阳平关地区位于前两者

之间，阳平关断层的形成以及后期的构造变形均受这二者的明显控制和影响。通过对阳平关断
层上盘、断层面以及下盘的实测研究，对阳平关地区的构造变形期次与区域构造应力场作了探

讨。认为主要区域构造应力场有六期，第一期为NE - SW向挤压，第二期为NW- SE向挤压，第
三期为S-N向挤压，第四期为NE - SW向挤压，第五期为NW - SE向挤压，第六期NE - SW向

拉伸。阳平关地区构造变形从印支晚期一直持续到喜马拉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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