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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盐边县岩口旅游区岩溶景观

特征及其旅游开发探讨!

周家云，朱创业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9;）

摘 要：攀枝花盐边县岩口旅游区天洞、溶洞、暗河、石林等岩溶景观独特，与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紧密，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艺术观赏价值。本文主要依据

岩溶形成的地质背景、岩溶景观特征以及旅游资源的价值、区位条件等，提出在该

区建立地质公园等旅游开发的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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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盐边县岩口旅游区位于四川省西南角

的盐边县西北部，包括岩口、哇落等乡在内的区域，东

临箐河乡，南、西接云南华坪，北抵盐源县，面积约

"!)>?!，南距攀枝花 #!#>?，北距泸沽湖 ;;>?，省道

!#: 线纵贯本区（图 #），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图 ! 岩口旅游区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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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概况

旅游区在大地构造上隶属扬子地台西缘、康滇地

轴北段，由米易盐边断块、滇中断陷组成。区内发育

一组走向彼此平行的北西向褶皱，褶皱形态比较完

整，向斜开阔，背斜紧闭，两翼岩层倾角中等或平缓

（!)M:)M），轴面近于直立。本区从中 6 上泥盆统、石炭

系到下二叠系为一套自南向北呈“.”型展布的碳酸盐

岩地层（图 !）。其中中 6 上泥盆统主要为含白云质

灰岩、灰质白云岩，石炭系主要为石灰岩，下二叠统主

要为白云质灰岩、生物碎屑灰岩等。该碳酸盐岩地层

上覆上二叠系玄武岩，下伏中泥盆统下段碎屑岩。由

于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差异升降活动，本区以岩口 6
哇落 6 宝石山一线为界分成了两大地貌单元，北西部

分为高山及丘陵高原区，主要为岩溶丘陵 6 洼地地

貌，山丘标高 !;)) N "#))?，洼地标高 !")) N !7))?。

洼地地形封闭，地表水不能外流，只能通过碳酸盐岩

层的裂隙向下渗流或通过落水洞注入地下。南东部

则为中山峡谷区，海拔 #9))!:))?，是地下水的排泄

区和地表水发育区，以峡谷地貌为主。发育于本区南

部中上石炭统灰岩中的岩口暗河，分北东、南西两支，

北东支自宝石山以北流经岩口至小岩口排出地表，长

约 #9>?，总体上呈 (O 6 .P 向展布；西南支长约 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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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哇落至天洞一带与北东支汇合。该暗河枯

季流量达 $ % &! ’ (& % $) 万 #& * +，地下水储量达 ,---
万 #&。

图 ! 岩口旅游区地质背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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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二叠统玄武岩；) %下二叠统碳酸盐岩；&%中上石炭统碳酸盐岩；

,%中上泥盆统碳酸盐岩；@ % 中泥盆统下段碎屑岩；! A B% 中上志留

统；$ %地层界线；C %断层；(- %洼地；((%暗河；() %河流

区内的地表河流主要有小槽沟、响水沟及大槽

沟，属金沙江支流雅砻江水系，在渔门镇注入二滩水

库。

! 岩溶景观特征

岩口旅游区自然景观资源以岩溶景观为主（图

&）。地表岩溶景观主要有峰林、峰丛、石林、洼地、落

水洞等；地下景观主要有溶洞、暗河。这些地表、地下

岩溶形态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岩口独特的岩溶旅游景

观资源。兹将主要的景点简要介绍如下：

! %" 小岩口溶洞群

小岩口溶洞群分布于小岩口小槽沟源头的悬崖

峭壁上，在不到 ("#) 的范围内，就有 B 个溶洞出露

（编号为 ( 至 B 号，见表 (），呈多层状出现，最高层洞

与最低层洞之间高差达 &&C#，呈现出一种洞口高悬、

洞中套洞、洞洞相连的奇妙地下奇观。小岩口溶洞群

实际上是岩口暗河的地表出口，其中 (、) 号洞是暗河

常年排泄口，&、@ 号洞为暗河季节性排泄口，它们是

构造运动和地下水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最富游

览价值的是 )、, 号洞。

图 # 岩口旅游区旅游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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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天洞；&%溶洞；, %瀑布；@ %石林；! %景点；B %水系；$ %公路

) 号溶洞是区内规模最大的溶洞，位于上河坝电

站取水口的北西悬崖壁上，洞口标高 )&-$#，洞道方

向北西向，宽 $#，高 (-#，北西端与天洞相通（图 ,）。

) 号洞洞口距天洞 ,!-#，洞底有厚约 , ’ $# 的砂砾

石层，洞中常年有流水。) 号洞的南东端分成两支，

其中的 ( 号洞，洞长 (--#，洞口标高 )&-)#，距 ) 号洞

口 $&#。上河坝利用 ( 号

图 $ 天洞与 ! 号洞联合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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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冲积砂砾石；)%第四系坡积物；& %中上泥盆统白云质灰岩、

灰质白云岩；,%中上石炭统石灰岩；@%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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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作为天然引水洞，以 ! 号洞为水源洞，在万丈悬崖

之上修建了上河坝电站取水口工程，为该区增添了一

道亮丽的水利工程景观。通过调节 " 号洞洞口（电站

取水口）水闸的水位，施以一定的开凿工程可在 ! 号

洞内开辟游船航道（如图 #）。关闭取水口（" 号洞口）

闸门，水从 ! 号洞洞口喷射而出，又可形成十分壮观

的瀑布景观。另一支洞位于距洞口 "$%& 处，洞道走

向南西，洞长 !’&，宽 "(&，底部积水形成岩溶湖，湖

水面距洞顶高 " ) *&，洞顶石钟乳特别发育，且大部

分已伸入湖水之中。湖底石笋局部与石钟乳连接成

石柱，从而构成湖光山色、瑶池仙境般的特色景观。

# 号洞位于上河坝电站取水口北西约 !’’&，与 *

号洞、( 号洞毗邻。洞口标高 !#*!&，洞长 "$" + (&，由

洞道、大厅、小厅组成。洞道长 %#&，宽 ( ) ",+ (&，高

-&；大 厅 长 -, + (&，宽 *! + (&，高 !* ) !(&；小 厅 长

!’&，宽 !’&，高 * ) (&。溶洞洞道迂回曲折，时宽时

窄，幽暗冗长，意境恐怖。大厅宽畅宏大，洞顶呈拱

形，悬挂着多姿多彩、造型别致的雪白或乳白色的钟

乳石，有粗管状、剑状、旗状和瓜缕状等，琳琅满目。

洞底石笋、石蘑菇惟妙惟肖，洞壁四周石柱、石笋粗大

（底部直径约 !’.&）、中空，呈簇状生长，敲声动听悦

耳，是一具观赏性、趣味性、新奇性、神秘性为一体的

地下宫殿。

表 ! 岩口天然溶洞规模统计表

/01+" 23034534.5 678 903:80; .0<= 49 >09?7: 37:8453 08=0

编号 长（&） 宽（&） 高（&） 方向（@） 标 高（&） 距地面高度（&）

天洞 * ) $ 深 "(( 垂直 !*!* ) !#,$

" 号洞 "’’ !*’! !#

! 号洞 #%’ $ "’ *"! !*’$ *’

* 号洞 "!( $ ) "( * ) ( !!( !*(" ,*

# 号洞 "$"+( ( ) *! * ) !( *"! !#*! "(#

( 号洞 $!+% " ) "% " ) !! ( !*"’ *!

% 号洞 %( ** "’ ) ", "(% !($# !,-

, 号洞 #! " ) "! ! ) - "$! !($- !$$

灵择洞 "(, "’ ) !# ! ) $ "(’ !$*’

" +" 小岩口天洞、盲谷

小岩口干子沟流水从天洞洞口跌落，流入岩口暗

河，形成一个没有出口的盲谷，河谷两壁是直立陡峭

的悬崖峭壁，峭壁上怪石嶙峋、古树盘根，壁顶到壁底

高差约 (’ ) $’&，谷底平坦，宽约 !’ ) *’&，并发育有

一级阶地，河床迂回成蛇曲，是岩溶山区难得一见的

河谷地貌形态。天洞位于干子沟流向的末端，洞口标

高 !#,, +$%&，为竖井状的大型落水洞，直径 * ) (&，深

"((&，绝壁千仞，规模宏大，为攀西之最。该洞洞壁

四周石帷幕连续成片、宽广细长，从洞口一直延伸到

洞底，色彩柔和，质地细腻，如绸丝彩带，非常漂亮。

天洞洞底与暗河、! 号溶洞相连，洞道幽深，神秘莫

测，是探险家们向往的地方。此外，洞内还栖息有成

千上万的燕子，也是天洞一道很独特的景观。

" +# 小岩口悬崖峭壁

小岩口悬崖峭壁位于小岩口小槽沟源头，崖长约

-’’&，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平均倾角 ((@ ) ,(@，局部

直立，崖底与崖顶相对高差约 "-’ ) *’’&，是构造上

升运动和地下水溶蚀作用的结果。峭壁如刀削斧劈，

气势磅礴，经长年雨水淋溶侵蚀，怪石嶙峋，更显古朴

沧桑。半壁上古树盘根、枝繁叶茂，溶洞星星点点，交

相辉映，很耐人品味。洪水季节，几道水柱从半崖上

洞口喷射而出，瀑流似阵阵雷声、震撼山谷，给人以

雄、奇、险、峻、宏的感觉，不失为摄影、观光、攀崖的好

场所。

" +$ 灵择洞

灵择洞位于盐边至盐源 !"% 公路的马家坪北东

#$@方向，平距约 #*’’& 的山坡上，洞口标高 !$*’&，长

"(,&，宽 "’ ) !#&，高 ! ) $&。该洞规模不是很大，但

洞中有迷宫式的洞道百转千回，宽大的大厅气势宏

伟，大厅中央耸立着高大的石柱，直径 (’ ) $’.&，洞

壁四周则发育石幕、蜡灯台、棕树干、石花等形态的次

生沉积物，神韵栩栩如生、玲珑剔透；在各类钟乳石和

石瀑布表面，不同方向的方解石晶面，熠熠闪光。步

入洞中，就像进入一座洁白晶莹的宫殿，令人目不暇

接。

" +% 石林

岩口旅游区内石林景观主要有两处，小石林和小

%, 中国岩溶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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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口石林。小石林位于韭菜坪南西约 !"#，面积约

!"#$，石林溶沟宽约 % & $#，石牙形体高大、直立，高

约 $ & ’#，石脊有圆有尖，常成对出现，相互倚靠，俗

称夫妻石。小岩口石林位于小岩口至天洞之间地段，

面积约 $ & ’"#$，溶沟宽约 % & $#，石牙较低，高 % &
$#，略向南东倾斜，产出有单有丛，但形态万千，如望

夫石、古塔、蛤蟆、猛虎下山等，景色雄伟壮观，酷似一

幅艺术长廊。

! 其它配套景观

! (" 原始森林

九道竹林原始森林位于盐边县西北部岩口、哇落

乡交界处，面积约 )*% ( ’"#$，森林覆盖率 +, ( +,-，莽

莽林海，郁郁葱葱。其间的华山松、云南松温文尔雅，

冷杉、铁杉参天入云，红豆杉、云杉婷婷玉立，青冈、黄

背栎则婀娜多姿，林中灌木茂盛，林冠错落，虬枝盘

绕，树萝垂吊，尤如仙境。

! (# 万亩盘松

在景 区 九 道 竹 林 至 马 家 坪 北 西 方 向 标 高 约

$,**# 的山坡上，有成片的盘松矮林，高约 % & $#，远

望如厚厚的绿色松毯缓缓起伏，近看则松果累累，景

色优美，传说是神仙们游玩的地方。

! (! 索玛天然盆景、山花

区内山坡上及山间草坪中常有山茶、高山栎、索

玛（杜鹃）矮树，高约 % & $#，或单株或成群，形态各

异，有昂首翘望，有张臂迎客，为一地地道道的天然艺

术盆景景观。特别是在每年春夏季节山花烂漫之时，

在一片绿色海洋中，红色、白色、黄色的山茶花、索玛

花星星点点，景色更是怡人。

! ($ 民风民俗

旅游区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彝

族、苗族、纳西族、傣族、回族、藏族、满族等十余个民

族，民族风情多姿多彩。彝族年和火把节是彝族最为

隆重的节日，每逢节日，彝族人都要杀猪宰羊，吃“坨

坨肉”、跳锅庄、对情歌。各个民族的民族服饰、娶嫁

婚丧、民居民室、宗教礼仪更是原始古朴，都是十分有

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

$ 岩溶景观旅游资源开发价值

$ (" 资源独特，艺术观赏性强，科学价值大

岩溶地貌特别是溶洞是一类不可再生性资源［%］。

岩口旅游区溶洞洞厅规模宏大、通道曲折幽深，以及

各种碳酸盐岩次生沉积物造型优美、形态万千；峰丛、

石林景观惟妙惟肖，它把山水风光、人物鸟兽、奇树异

草融为一体，将人们带入一个梦幻美妙但又是现实的

世界，具有很高的旅游观赏价值。此外，这些岩溶旅

游资源都是在过去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是地球演化

过程的重要证据教，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如小

岩口溶洞的成层性、干子沟阶地、洞内的碳酸盐沉积

物，以及地表岩溶地貌的形态特征等，都是该区构造

活动和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素材。再次，岩口旅游区

众多溶洞、天洞中水、空气中微量元素的研究也是一

个很值得今后研究的课题。

$ (# 景观分布集中，组合配套完美

任何旅游产品要立足于市场竞争，没有游客数量

规模，都将失去生存的前提［$］。本区不但岩溶旅游资

源独特，而且，原始森林、万亩盘松、索玛花天然盆景

和舒适的气候、清新的空气等，也是本区很具特色的

生态旅游资源。再者，本区彝族人文旅游资源也是该

区一大特色景观，古老彝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服饰

绚丽多姿，生活习俗浪漫粗犷，具有很强大的吸引力。

综合开发这些旅游资源，丰富产品结构，满足不同的

客源市场，从而增加旅游景区的群体优势，岩口旅游

区就可在市场竞争中占居一席之地。

$ (! 区位条件有利，空间竞争不激烈

旅游区有省级公路可通，是成都、攀枝花到盐源、

泸沽湖的必经之路，交通较为方便。旅游区在攀西地

区和滇西北旅游区中具有与其它景区不同的旅游资

源种类和组合形式，是对邻区现有资源的补充，不存

在旅游资源的“屏蔽效应”［’］。再者，攀枝花是一个百

万级的工业城市，对旅游的需求量大，市域内景点较

为稀少，岩口旅游区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 开发策略探讨

% (" 建立岩口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0123"）是由国际教科文组织（456
789:）在开展“地质公园计划”可行性研究中创立的

新名称。她代表具有特殊地球科学意义和美学观赏

价值，以稀有的地质遗迹为主要内容，兼有人文景观

和历史遗迹，并有一定保护职能的自然公园［!］。在岩

口建立地质公园其可行性主要表现在：（%）岩口旅游

区盲谷、天洞、暗河、溶洞相互沟通、浑然一体，天洞号

称攀西之最，地表、地下岩溶景观类型齐全，地质遗迹

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高，在本区及周边地区具有典型

性和稀有性。（$）岩口地区地质遗迹分布有一定的规

模，地质遗迹景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紧密。

这不仅可以通过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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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设施来增强地质公园的吸引力，又能有足够的环

境容量来保证在接待大众旅游者时，保护地质旅游资

源质量不下降和生态环境不退化。

! !" 深度挖掘岩溶地质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内在联系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文化旅游正呈现出迅猛

发展的势头，逐渐成为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

一，文化旅游给予旅游者最美好的东西是对异地文化

的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验［"］。而人类文化和自然山

水的关系甚为密切，自然景观常常为人文景观的产生

奠定基础，并刻下深深的文化烙印［#］。岩口旅游区山

水婀娜秀丽，加之长期闭塞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热情

好客、能歌善舞的彝族、苗族、纳西族、傣族以及多姿

多彩的民族风情。这里的纳西族还保留着和泸沽湖

摩梭族相同的母系走婚习俗，神马跑道、万亩盘松的

神话传说无不与这里的自然风光密切相关。深度挖

掘这些民俗风情，可进一步促进岩口旅游事业的发

展。

! !# 科学规划旅游线路

岩溶地质旅游线路的设置和参观点的选择既要

考虑科学内涵，能吸引有关的专业人员的兴趣，又要

考虑其观赏价值，以便吸引更多的观光游客［$，%］。根

据本区岩溶发育的特点、类型以及地理位置和交通状

况，岩口旅游区内旅游线路设置除岩溶景点外，森林

景观、天然盆景景观等也应加以考虑，以突出旅游产

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岩溶地质景观区内利用天

洞、暗河、溶洞相通的特点，地面、地下立体开发，以能

让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岩口岩溶洞穴及其次生沉积物

的艺术性和神密性。

$ 结束语

岩口旅游区岩溶地质地貌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

规模和特色，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价值。目前，《岩口

旅游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正在制定，四川省和攀枝

花市已将旅游业提到发展地方经济支柱产业的议事

日程。本文是笔者在岩口旅游区旅游规划实践中一

些粗浅的看法，希望对岩口旅游区旅游的发展有益，

也希望对其它旅游新开发区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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