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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攸县白龙洞洞穴特征

及游览路线设计特色
"

张远海，韩道山，孙成国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景观与洞穴旅游资源研究中心，广西 桂林 :6"((6）

摘 要：白龙洞位于湖南省攸县漕泊乡，发育于石炭系白云质灰岩中，洞体宽大幽

深，洞中有洞，钟乳石千姿百态，被誉为“湘东旅游第一洞”。洞穴全长 "(78& 7;，纵

向最大高差 67&";，洞道宽度 " < ":;，高度 ) < "!;，洞底总面积 97)(;!。依据亲近

自然、以人为本的原则，白龙洞开发设计的核心是通过游览环线降低坡度和通过

桥梁将垂向陡坎的上层通道相连，构成上下立体交叉的游览网络，方便游人，同时

降低投资成本。在环线游览道上设计歇憩点，以缓解洞穴游览带来的疲劳，从而

提高游览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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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洞位于湖南省攸县漕泊乡地里村和湾里村

之间的山坳腹地，酒埠江水库风景区东面，地理位置

为北纬 !9@"6A"6 & )B < !9@")A!( & "B、东经"")@67A)! &!B
< "")@67A") & "B。洞口海拔 679 & (;，相对山脚道路高

约 79;。洞口距漕泊乡政府所在地 ! & 7C;，距酒埠江

镇 6:C;。

白龙洞所在区域属岩溶峰丘谷地地貌区。除白

龙洞外，沿途可观赏溶洞还有海棠洞、献花岩、三洞

峡、耳朵洞、禹皇洞等。为了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白

龙洞旅游资源，通过对白龙洞形态及空间结构特点以

及对景点分布特征的分析，并依据有关设计原则，作

出其特色路线设计。兹将其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白龙洞区域构造上属于狮古塘背斜西翼，出露的

地层谷地东面为石炭系（*! D )）白云质灰岩及少数非

可溶岩，谷地西面为二叠系（=" !）灰岩与砂岩、页岩、

硅质岩［"］（图 "）。区内的这种碳酸盐岩与非碳酸盐

岩的接触极有利于岩溶发育，形成了漕泊至禹皇洞方

向相对规模宏大的长方形的溶蚀峰丘谷地地貌。正

地形为峰状、脊状低山丘陵，海拔 :((8((;，相对高度

!(( < )((;。峰丘顶部和边坡均有漏斗、石牙发育。

峰丘间则有明流河谷、盲谷、落水洞、洼地发育，峰丘

内有地下暗河发育。负地形为溶洞、漏斗、洼地，沿地

下河发育方向成串珠状分布。

本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

平均气温 ": &9E，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8((;;，集中在

6 5 8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F。由于境内山地众多，

表现为冬长夏短，山区夏季只有 >: < """ 天，而攸县

全境的夏季平均天数是 "!8 < ")) 天。

! 洞穴形态及洞内地形特征

白龙洞西段称老虎洞，东段称豪猪洞［!］，中间通

过狭窄廊道相连。洞道延伸大致呈东西走向，东西方

向各一个洞口，洞道全长 "(78 &7;，洞道宽度 " < ":;，

高度 ) < "!;，洞底总面积 97)(;!。白龙洞各段形态

规模见表 "。

白龙洞纵断面表现为两层水平通道的层状空间

结构（图 !，)，6），上下层水平通道通过垂向陡坎及崩

塌厅堂相连，平面上洞道之间或重合或平行或交错重

叠，其重要的地质特征是局部洞段洞顶残留有胶结的

卵石堆积，表明曾经是地下河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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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白龙洞 " 禹皇洞地质图［#］

!"#$% &’()(#"*+) ,+- .’/0’’1 2+")(1# *+3’
+14 5676+1# *+3’

%$泥盆系上统锡矿山组石英砂岩、白云质灰岩；8 $石炭系下统严关

阶泥灰岩夹页岩；9 $石炭系下统大塘阶；:$石炭系下统大塘阶石英

砂岩、砂质页岩；; $ 石炭系下统大塘阶白云质灰岩夹页岩；<$ 石炭

系中上统壶天组灰岩、白云质灰岩；=$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燧石灰

岩；> $ 二叠系下统茅口组灰岩；?$ 二叠系下统当冲组硅质岩、硅质

页岩；%@ $二叠系上统龙潭组砂页岩；%% $ 侏罗系中统板岩、石英砂

岩；%8$逆断层；%9$ 性质不明断层；%:$ 漏斗；%;$ 洼地；%< $ 溶洞；%= $
地下河及出口；%> $地下河流向；%?$地表分水岭

白龙洞纵向最大高差即最低点天下第一柱景区

（图 :）的东海幽谷（在 8; 测点下方，放尺测量，未设

测点）与最高点（测点 9>）高差 :> $ %,，而东西两个洞

口的高差却仅有 ; $ ?,。进口迎宾景区（上层洞，长

>< $9,）与蓬莱仙境景区（下层洞，长 %:? $<,）高差 = A
%@,，二者洞底均较平缓，坡度小于 9B。蓬莱仙境景

区、玉龙宫景区（长 8:; $ >,）与天下第一柱景区（长

<? $;,）均为下层洞通道，起伏 @8 $ ?,，洞底平均坡度

% $8B。曲径通幽!景区（下层洞，长 %9> $ :,）与曲径

通幽"景区（上层洞，长 %8@,）高差 8; $ <,，下层洞道

平均坡度 %< $ >B，上层洞道平均坡度 88 $ =B。下层

洞通道（测点 9:9;）与上层洞通道（测点 9>+:@）通过

垂向陡坎相连，即测点高差 %8 $ % A %8 $ =,（图 8）。最

末步步高景区，长 %>>,，上下层洞道高差 %>C:,，下层

洞通道（测点 ;;;=）与上层洞通道（测点 ;?<8）通过垂

向陡坎相连，高差 9 $<,（图 9）。

# 洞穴沉积物特征

# $! 机械沉积物

白龙洞内的机械沉积物主要有流水沉积物和崩

塌堆积物。流水沉积物为洞内早期地下河的堆积产

物———砂卵石，而且都经受后期钙质胶结，甚为坚硬，

如蓬莱仙境、瑶池等处，尤其在步步高景区分布最明

显，砂卵石粒径 % A 8@*,。除被胶结的砂卵石堆积

外，松散的砂、粘土堆积也有分布，如玉龙宫大厅的粘

土堆积厚度达 9@ A :@*,。白龙洞内的大部分流水沉

积物如砾石、砂、粘土等为水流从外部带入洞内。

洞穴崩塌堆积是洞穴空间在溶蚀及侵蚀作用下

不断扩大，以致超过了岩石稳定强度时洞顶板垮塌形

成的堆积。白龙洞洞穴崩塌堆积主要分布于步步高

景区的大石碑附近、天下第一柱大厅和虹桥飞渡前

方，崩塌堆积面积达 ;@@,8，巨大块石如龙船石碑，体

积可达 %@, D :$;, D 9,。

# $# 次生化学沉积物［$］

白龙洞的次生化学沉积物主要为重力水沉积类，

分布面积占洞穴投影总面积的 :@ $ >B。主要类型

有：

#滴石类沉积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等，在白龙洞

内极为普遍，初步勘测滴石类沉积的石笋、石柱、石钟

乳计 9@< 根，是白龙洞内的主要景观，如迎宾厅、热带

雨林、古榕擎天、玉龙柱、湘东草帽、西行唐僧、擎天巨

柱、龙马宝塔等主要景（图 ;）。

$流石类沉积的石旗、石带、石幕、穴盾（如美女

镜）、流石坝（如芳莲池、瑶池仙境、石梯田）和石瀑布

（如玉龙瀑布、九天石瀑、双龙起舞）等，是白龙洞景观

的主要特色，总的景观范围约 %;@@,8。

%池塘沉积类：有边石等，这类沉积在白龙洞并

不多，主要见于虹桥飞渡 %8@, 的支洞内。

&溅水沉积类：有棕榈片、石珊瑚、石葡萄、石蘑

菇等。最明显的见于天王殿的天王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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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白龙洞各段规模统计表

!"#$% &’"’()’(*) +, ’-. )*"/. (0 ."*- ).*’(+0 +, ’-. 1"(/+02 *"3.

序号 景区名称 形状 长（4） 宽（4） 高（4） 洞底面积（45） 备 注

% 迎宾厅 廊道 67 8%9 59 76: 洞顶底平坦规则

5 音乐厅 厅堂 8;$7 7%: 58 7%: 洞底平坦

9 蓬莱阁 层楼 67 7%7 %:%5 <8: 钟乳石丰富

6 玉龙宫景区 廊道厅堂 567$; %:5: 6; 55:: 景观丰富多彩

7 王母瑶池 层楼 9= 7%: 97 6:: 上层洞、天然池水

8 天下第一柱景区 厅堂 8=$7 %5%7 %5%7 <7: 石幕石柱大，空间大

< 曲径通幽!景区 廊道 %9;$6 7%7 5; ;<: 环绕曲折，局部石柱多

; 曲径通幽"景区 廊道 %5%$8 75: 58 ;<: 地形起伏大不便游览

= 步步高景区 廊道层楼 %;; <%7 9%: %6:: 环形层楼结构，钟乳石少

图 " 曲径通幽景区路线侧视图

>(2$5 ?+@’. AB+,(/. +, ’-. C(2D"2 "B." (0 1"(/+02 *"3.

图 # 步步高景区路线侧视图

>(2$9 ?+@’. AB+,(/. +, ’-. &’.A "B." (0 1"(/+02 *"3.

#协同沉积类：是指由滴水与池塘水、滴水与溅

水等相互协同作用而生成的沉积，在洞内具代表性沉

积类型为棕榈石笋，如天王殿的天王。

而非重力水沉积物在白龙洞中沉积稀少，观赏价

值较差。

" $# 次生化学沉积物铀系测龄结果

对于白龙洞次生化学沉积物的形成年代、沉积阶

段及其与崩塌堆积的年代关系，共采集钟乳石类样 6
件，由岩溶地质研究所实验室以铀系法测定年龄。样

品的原编号、类型和采集地点等情况如表 5。

&% 样位于上层洞，是天王石笋的底部流石，通过

测定其年龄，知道天王石笋的年龄至少有 <6::"；&5
样和 &9 样是为了测定块石崩塌和钟乳石倒塌发生的

年代，测定结果为“天下第一柱”大厅的崩塌发生的年

代大约在 8<<::" 前，而虹桥飞渡的倒塌石笋大概在

89=::" 发生的；&6 是测定骨骼化石形成的年代，为

;7::" 左右。

# 洞穴景观类型及丰度

洞穴景观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洞穴规

模及空间的大形态和小形态；二是各类次生化学沉积

:;% 中国岩溶 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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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即钟乳石类所构成的景观；三是洞穴的观赏水

体（地下河、池水、瀑布、跌水景观等）；四是洞穴生物

和文化沉淀物。

白龙洞空间形态有五处厅堂，四处廊道，三处明

显的层状空间结构，此外还有蚀余形态景观三处和千

变万化的断面形态。厅堂、廊道和层状结构成为划分

景区的主要依据，而蚀余形态和断面形态成为钟乳石

景观的点缀，如石象观瀑、巨石压妖、龙船石碑。

表 ! 白龙洞次生化学沉积物铀系测龄表

!"#$% &’(")*+, -. )/0 102-+("34 2/05*2"6 (07-1*)1 *+ 8"*6-+, 2"90

分析号 原编号 样品类型 采样地点 铀含量（!, : ,）
比 值

%;<& : %<=& %<>!? : %<;&
年代（@"）

A>B CA 流石 天王石笋底部流石 >$>D A $;E= > $>FF D $; G A $;
H A $<

A>F C% 石笋 天下第一柱崩塌岩块之上石笋底部 >$A< A $>DD > $;DA FD $D G E $%
H = $B

A>D C< 石笋 虹桥飞渡折断石笋上小石笋底部 >$<E A $>D> > $>=; F< $E G ; $E
H ; $D

A>= C; 骨骼化石 天下第一柱底部 >$BD A $%BB > $;;D = $B G A $>
H > $E

白龙洞分为 F 个景区：迎宾景区、蓬莱仙境景

区、玉龙宫景区、天下第一柱景区和步步高景区。"
迎宾景区，即入口段洞道，是进洞后的第一个景区，特

征景点为洞外洞口广场、迎客松和洞内的迎宾厅、似

古榕的石笋、石柱。该景区是游客从田园山野风光进

入黑暗静宓、空旷幽深的洞穴世界的第一站。而洞内

的石笋、石柱个体粗壮，洞顶四周石幔点缀，色泽较暗

如古榕一般，因此取名古榕迎宾。#蓬莱仙境景区，

开始为上下层洞道的交接处，其中发育的石柱、石幕

连接上下层，似蓬莱仙境一般。另外下层还有一宽阔

的大厅———音乐厅并设置休憩茶庄。小憩该景区，令

游客亲身感受到地下音乐厅的优雅和蓬莱仙境的壮

观景象。$玉龙宫景区，是白龙洞钟乳石景观的精华

所在，也是精彩的池水景观所驻。尤其通过“白龙”特

色景点（照片 A），点缀洞名的由来。“白龙”位于游览

道路上方洞顶，与瑶池仙境相对应。“白龙”实为洞顶

流石类沉积之石条带，自洞顶裂隙内长出，色泽洁白，

长 A5 左右，个体虽小，但栩栩如生。%天下第一柱

景区，为白龙洞最高（天下第一柱）和最低处（东海幽

谷）所在，所以才有“天下第一”云。其中石柱高 AF $
=5，直径 % $B5，又位于洞中地势高处，所以有“天下第

一”之比喻。&曲径通幽’、(景区，其曲径不仅体现

在平面的曲曲弯弯，而且体现在立体上的盘旋而上，

通过虹桥飞渡，又将此情景展现在游客面前，使游客

充分体会白龙洞的曲径通幽之意。)步步高景区，为

洞内道路地形起伏较大一段，而且大部分景点只能远

观，步步上升 AF5 到达东洞口出洞，故命名之步步

高。此段景观虽较少，但从洞内至洞口拾级带上，“步

步高”命名寓意深远，情景交融，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

了此段景观不足之虞。

白龙洞洞内次生化学沉积、重力水沉积类型众

多，非重力水沉积稀少。前者可谓琳琅满目，形态万

千，构成了一幅幅维妙维肖、令人陶醉的沉积景观，如

石笋石柱景观古榕擎天、湘东草帽、天下第一柱、红灯

笼、西行唐僧、热带雨林等，石盾景观如美女镜，流石

景观如蓬莱阁、八卦炉、神仙阁、白玉龙马、九天石瀑、

云坡漫步、天流石、地流石、天外来客、紫云阁胜景、步

天桥、阳关道景点等，均是湘东游览洞穴内不可多得

的奇观。

照片 " 白龙洞王龙景区中的“小白龙”

I/-)-$A“!/0 15"66 J/*)0 (3",-+”*+ )/0 120+*2 17-)
-. K"(0’(3",-+ 7"6"20 *+ 8"*6-+,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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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洞内的观赏水体有三处池水景观，分别是微

长城、芳莲池和瑶池仙境，景观沉积均为流石坝。微

长城中流石坝个体较小，深度不足 !"#$，但形态逼

真，池水景观为拦截长年滴水而成。芳莲池流石坝呈

梯田形态，从顶端到底部高差约 % &"$，流石坝深度 " &
’ ( " &)$，池水面积约 !"$*。三个池水景观中以瑶池

仙境最为精彩，天然流石坝围成，深度 " & % ( " & +$，面

积约 *"$*，池水常年不竭。

因为白龙洞探查历史短，生物和文化沉淀物尚待

挖掘。

大部分情况下，分析洞穴景观丰度主要指洞穴的

钟 乳 石 沉 积 景 观。 西 段 老 虎 洞 的 洞 底 面 积 为

%"!"$*，钟乳 石 面 积 为 **""$*，占 该 段 洞 底 面 积 的

++ &!,；而东段豪猪洞的洞底面积为 ’)*"$*，钟乳石

面积约 !"""$*，占该段洞底面积的 *- & !,。白龙洞

钟乳石面积平均所占洞底总面积的比例为 %" & & ), ，

用琳琅满目来形容白龙洞内的钟乳石一点也不过分。

从个体来讲，据调查，白龙洞小于或等于 +$ 高的石

笋有 .. 根、石柱 !’! 根，高大于 +$ 的石笋有 !! 根、

石柱 *" 根（其中最大者为“天下第一柱”），共计石笋

!!" 根、石柱 !+! 根；长度小于或等于 !$ 的石钟乳有

!’+ 根，大于 !$ 的有 !" 根，共计 !%+ 根；石盾，直径小

于或等于 !$ 的有 !" 个，大于 !$ 的 . 个，其中大于等

于 * &+$ 的有 ’ 个，共计 !. 个；石幕、石幔面积小于或

等于 *+$* 的有 +* 处，大于 *+$* 的有 !* 处，最大者

达 !+"$*，共计 -% 处。这些景观资源在白龙洞中分布

相对集中，如热带雨林面积 )"$* 的范围内有石笋、石

柱 -" 根，密度为 " &/+ 0 $*，可谓步步皆景。

白龙洞景区的旅游资源分布很紧凑，品位很高，

洞穴景观品质名列前茅，尤其洞中大量的石幕，有的

高挂蓝天，有的低踩大地，可以说白龙洞是大幕的世

界，在湘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曾被誉为“湘东旅游第

一洞”［’］。

! 洞穴游览路线设计特色

! &" 洞内路线设计

洞内游览线路的设计取决于观赏景点的选择与

分布、景观的最佳观赏位置与角度、洞内地形特征、游

览进出口位置、游览安全、工程难易、工程量大小及工

程造价等诸方面因素。依据特色原则，即要突出研究

对象的特色和内在本质；主导原则，即通过对比分析

找出白龙洞的景观特色并以之为主导和予以重点展

示；区段原则，即在掌握景点空间分布的规律性的基

础上，根据特色与主导两原则，将整个游览洞穴划分

为几个独立的景区，各景区有区别于其它景区的主题

或主导特色，并通过灯光、道路、导游等设施和手段有

机地连接为一个整体。通过路线的设计将依洞穴空

间结构划分的景区和以洞穴景观特征设计的景点串

起来，将洞内景观全面、系统、有层次、多方位地展示

在游人面前［%，+］。

游览路线不重复和进出口分开，是对游览洞穴的

基本要求［%］。白龙洞游览路线的设计特色主要体现

在依据亲近自然、以人为本的原则，即科学、自然、艺

术、协调、特色、安全、方便游人的原则［%］，一是通过游

览环线降低坡度，二是通过桥梁将垂向陡坎的上层通

道两端相连，构成上下立体交叉的游览网络。白龙洞

有 * 个自然洞口，即东西洞口。如果将进口下层洞音

乐厅、测点 ’+ 通过隧道与洞外沟通开凿出口，可降低

!!1)$和 ’1-$ 的高差，从而达到方便游人的目的。

但这样做存在的问题是隧道口部的洞外地形都是缓

坡，不利于洞外游览线与公路的连接。现今采用的设

计是：利用现进出口，即在进口段的玄云梯和出口段

的步天桥设计洞内环形立交游览道与洞外沟通，前者

长 !’ &)$，高 - & .$；后者长 !" & )$，高 ’ & "$。这样不

仅降低坡度，且降低工程造价。与此同时，在蓬莱仙

境景区的音乐厅和步步高景区的步天桥桥西还设计

两个歇憩茶庄，以让游客短暂的休憩，增加游览的回

味性，提高游览情趣。另外，在最后一景区出口段以

步步高命名寓意对游人的良好祝愿，令人游完白龙洞

后身心感到倍加轻快愉悦。

根据白龙洞的地形特征，白龙洞在曲径通幽洞

段，层状空间结构特征突出，纵向高差近 ’"$，尤其上

层曲径通幽!景区洞道，高差大，不利于老幼游客的

游览。所以，经过勘测，在测点 ’.%" 之间设计了“虹

桥飞渡”，长 !- &’$，高 !" &)$，宽 ! &+$，从而避开上层

曲径通幽!景区（即测点 ’/%* 之间）!*"$ 的陡坡洞

道（图 *）。此设计精练了游览路程，方便了游人。行

走在“虹桥飞渡”之上，不仅可远眺上层景观，下层景

观也尽收眼底。

按此设计，从西洞口进，由东洞口出。整个游览

线路全长 )// &-$，全程游览需一个小时左右。

! &# 洞外路线的布局

洞外路线的布局取决于洞穴游览进出口位置和

洞外地貌地形条件，还要考虑到游览安全、工程造价

和方便游客等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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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勘察和测量，西洞口与公路之高差为

!"#，如果游客沿现行路线进入洞口，攀行时间为 $%
& ’( 分钟，枯燥费力，从而使白龙洞的吸引力大打折

扣，尤其对年老、年幼的旅游者来讲更是如此。另外

一方面在地里村附近建停车场将占用良田，增加投资

成本，不符合自然、经济的原则。而在白龙洞的东侧，

顺 ))* + ,,- 方向，有一条乡村小路，与白龙洞西洞

口的最近距离不足 $((#，且位于白龙洞东洞口东南

方

图 ! 洞外路线布局图

./012 345 6/0478655/90 :;<75 =/67:/><7/;9
;<76/=5 745 ?@/A;90 B@C5

向 D%( & $$(# 处，地势平缓，是适宜的生态停车场位

置之选（图 2）。再者，顺此路线往北，两侧分布有 ’
个天窗、D 个冒气洞和月亮洞，而与主公路相交处左

前方约 2((# 是金仙观和海棠洞，都有游览观赏价

值。这样从湾里村到停车场，再至交叉路口，与主干

公路正好构成一环形通道，而且通过此线路，将近期、

中长期开发的各景点串连起来，正是亲近自然、以人

为本的体现。

" 结 语

白龙洞宽大幽深，钟乳石千姿百态，是湘东地区

一个重要的洞穴。洞中次生化学沉积物尤其是洞中

流石沉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白龙洞的设计不仅

充分考虑了洞内外的景观保护，并很好地利用洞内景

点分布和洞内地形特征，而且还考虑了游览开发的工

程造价，将洞内景观全面、系统、有层次、多方位地展

示在游人面前。我们期待白龙洞能够得到进一步的

保护并将其多姿多彩的景观展现给世人，同时祝愿白

龙洞的开发能给当地人民带来可观的经济实惠，而且

能促进当地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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