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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钟乳石类的分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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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7为填补我国洞穴钟乳石类尚无一较 系 统 的 分 类 方 案 的 空 白?根 据 我 国 洞

穴 调 查 与 探 测 的 现 有 研 究 程 度 与 发 现?和 我 国 主 要 属@雨 水 型 喀 斯 特A的 基 本 特

点?提出了一个以钟乳石类形成的水动力机制为基础?以形态特征为主导?较适宜

于中国洞穴应用的分类方案?共有 重 力 水 沉 积B非 重 力 水 沉 积B协 同 沉 积B叠 置 沉

积和异因同形沉积五大类?列出和讨论了在国内洞穴中已被发现分属于各类的=)
多种个体形态名称及其部分特征C
关键词7喀斯特洞穴D洞穴钟乳石类D分类方案

中图分类号7E="!’!* 文献标识码7-

F 前 言

洞穴中的各种钟乳石沉积?在我国还没有一个被

普遍认可的总的称谓?过去多被叫作@洞穴二次化学

沉积物AC已故杨汉奎先生曾建议称其为@洞石A?但至

今 没 有 被 普 及 开 来C国 际 目 前 使 用 的 术 语 是

@/54&4%GH4IJA?其定义是7@在洞穴环境中?由一种主

要矿物通过物理K化学作用形成的二次矿物沉积A?
而且@是指一种矿物发生的模式而不是指其成分AL8MC
以通俗和形象为标准?笔者建议其译名为@洞穴钟乳

石类AC
我国现代的洞穴科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C在八B九十 年 代 期 间?任 美 锷L!MB卢 耀 如L#MB张 英

骏L"MB朱 学 稳L*MB李 景 阳L=M等 人 在 其 有 关 的 著 作 中 都

曾提及过洞穴钟乳石类分类的有关内容?但那时国内

洞穴的实际调查研究程度很低?分类思想主要是在参

考当时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的C近!)年来?是我国

洞穴考察B测绘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中外联合洞

穴探险活动的开展?每年完成的洞穴测量多在近百公

里?洞内各种钟乳石形态多有发现C此外?此间旅游洞

穴的开发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已达近"))处?
跃居世界各国首位C故在此时?进一步提出结合我国

洞穴特点和实际情况的钟乳石类分类方案应是适时

的和必要的C

N 分类现状

由于控制B影响洞穴钟乳石类形成的因素多?环

境变化复杂?所以提出一个在科学上合理而又系统的

分类绝非易事C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国外讨论

各类洞穴钟乳石的形成或涉及到分类的文献有过百

份 之 多?其 中 2OIJ;8+=*<B2’P’Q%%R4;8+="<LSMB
/G45OT%U;8+S8<和2’-’QOVJ&%UWXH;8+S#<L:MBY’Z’
[%R\;8+S=<L+M以 及 -’]%̂&W;8+S:<L8)M等 人 的 分 类 曾

有过经典性的影响C而现代洞穴科学研究迟后的我

国?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也有几位学者@初
试牛刀A?在分类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上文<C科学

研究与认识的规律似乎是?在一定阶段内?随着研究

工作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反而更

加多元化?对事物的因果分析也更加小心与谨慎C故

近!)多年来?此类论著反而见少C但8++S年出版的第

二 版_世界洞穴矿物‘;,OU4QWT4RO&J%aGH4P%R&\<
一书当是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C该书的第一部分就是

讨论洞穴钟乳石类的类;Yb54J<B亚类;/cdGb54J<和

异类;变种?$ORWGW4J<的意义及其鉴别原则C该书按英

文字母顺序对主要的类B亚类;含异类<进行了讨论C

> 第一作者简介7朱学稳;8+#!9<?男?研究员?主要从事洞穴科学研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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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各家的洞穴钟乳石类分类!共有三种方法"
一是形态分类#二是成因分类#三是结晶学分类$

形态分类是一种最直观又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的方法$况且!洞穴钟乳石类个体形态的命名大部分

均来源于其外部形态特征!如鹅管%麦杆石&’石笋’石
柱’石 盾’莲 花 盆’石 幕’中 国 长 城%流 石 坝&’兵 马 俑

%塔珊瑚&和洞穴珍珠等等$形态分类的最大缺陷是同

一 种 形 态 可 以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成 因$例 如 钙 膜 晶 锥

%()*+,-./&在干涸的池塘中看上去与一般的石笋无

异$前者是在水下由多种协同作用形成!后者则是陆

上典型的滴石!即真正的石笋$又如象形的石珊瑚’石
葡萄和石蘑菇等形态均各有多种不同的成因$洞顶悬

挂的石钟乳!可以由滴水’流水及重力水与非重力水

之间的过渡水流形成等等$
显而易见!要真正认识各种钟乳石类生成的科学

原理和形成规律!成因分类无疑是根本的途径$但其

问题和困难在于"一是影响钟乳石类的形成!多是多

因素的#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环境常常是变迁的#三
是目前尚有不少形态成因不明$在现阶段!洞穴钟乳

石类成因研究的主要途径!是依据洞穴环境中循环水

活动的各 种 水 文 机 制%0123-4-56,7/,8).6967&即 滴

水%:36;;6.5&’流水%<4-=6.5&’池水%>--4=)+/3&’溅
水%?;4)986.5&’间 歇 水 %@/19//3=)+/3&’毛 细 水

%A);644)31&’凝结水和雾水%A-.2/.9)+6-.B)/3-9-4&
以及潜水%>8/)+6,=)+/3&等 的 基 本 性 质 及 其 相 互 关

系与相互作用来进行分析和鉴别的$一种钟乳石的形

态可以是其中一种水文机制条件下的产物!但在许多

情况下!却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同一地

点上已有的某种水文机制%如滴水&!在其时间历史的

长河中也不太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例如!鹅管一般是

由单一的滴水形成$卷曲石和文石花多形成于毛细水

或雾状水条件下$洞顶石钟乳和对应于洞底的石笋是

在滴水条件下形成的!但同一地点断续的水滴%滴水&
可以在雨季或气候条件变化中转换为连续的流水!特
别是一些大型石笋和烽火台式石笋!其结构与洞壁流

石无异$莲花盆’钙膜晶锥均是在多种水文机制的协

同 作 用 中 形 成 的$月 奶 石 可 形 成 于 涓 涓 细 流%微 量

泉&’滴溅水和毛细水等多种条件下$我们还在广西巴

马县的百魔洞内发现过与洞道气流活动有关的宽度

大于厚度CDE倍的平板状石笋群%滴石&$此外!钟乳

石类的形成还与岩土介质有关$在坚硬而难以风化的

岩石中!裂隙性的重力滴水与流水较活跃!是重力水

沉积的良好场所$而松散’多孔或表面易风化的介质!
则有利于毛细水活动!形成多种非重力水沉积!如各

种纤维状’毛发状石花和卷曲石等$

结晶学分类!是根据钟乳石类组成矿物的结晶结

构 来划分其类型的$如俄国学者?+/;).-F%GHIG&和

J)K967-F6,8%GHIL&所提出的方案即属此类$钟乳石

类的成因与其矿物的晶体结构及结晶度显然有直接

的关系!但据笔者现场观察的经验!洞穴钟乳石类的

主要组成矿物如文石’方解石’石膏和岩盐等!多可随

着所在环境的变迁而变晶和重结晶$那些可能经历多

期环境变异又沉积年代较早的滴石和流石类!如石钟

乳’石笋’石柱’石瀑布和石幕等%特别是规模大的形

态&常常具有大的菱块状方解石结晶结构$这一分类

法的另一不足是!胶状结构至微晶质!常常是肉眼难

以区别的$此外!对矿物结晶学知识不足的人们!特别

是 广 大 洞 穴 探 险 爱 好 者 来 说!可 能 很 难 运 用 这 一 方

法$

M 分类依据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洞穴科学家还未能提出

一个最完美的洞穴钟乳石分类方案$形态学方法主要

用于命名!因为形态上像什么!人们一看便知!又易于

理解$但形态并不总能反映其成因$而成因分类的困

难 又 在 于 许 多 钟 乳 石 类 形 态 相 像!但 成 因 却 千 差 万

别$结晶学分类更不能解决形态与成因方面的许多本

质性问题$由此看来!任何单一要素的洞穴钟乳石分

类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更接近自然规律和科学思维的

方法应该是系统分析和系统观$洞穴钟乳石类的形成

要素与其所在的环境的总成!正是自然界中一个典型

的具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与输出功能的开放系统$
因此笔者认为!洞穴钟乳石的分类应以上述多种水文

动力机制及其系统关系与系统功能为依据!以形态特

征为基础!同时也应考虑其在结晶学方面所具有的突

出特征%如犬牙晶花和>-=2/3等&$
在 洞穴钟乳石分类方面!N世界洞穴矿物O%第二

版&一书提出了划分类%P1;/9&’亚类%?QR+1;/9&和异

类%变种!S)36/+6/9&的概念$
类 是钟乳石的一个种类或种群!它们具有一个

或多个形态特征!并具有有别于其它钟乳石类所共有

的成因$如上所述!钟乳石形态的形成多受控于上述

几种水文动力机制!有一种机制的产物!而更多是两

种以上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钟乳石T类U的划分

即可以此为基础$如滴石类’流石类’池水沉积’毛细

水沉积等等$
亚类 是指相似于钟乳石T类U的结构特征!但其

成因却有很大差别的那些钟乳石$书中举出了钙膜

%或穴筏()*+&和钙膜晶锥%()*+,-./或A)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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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亚类"因为水下的钙膜晶锥!
其 主 要 组 成 来 源 生 成 于 水 面 的 钙 膜"又 如 莲 花 盆

#$%&’()是流石坝的亚类等"
异类#变种) 是指一种由于水流*矿物组分*颜

色*结 晶 或 其 它 因 素 差 异 而 形 成 的 形 态 变 异 的 钟 乳

石"钟乳石+异类,的多样性不同于钟乳石的+亚类,!
它是由一种或多种水文动力机制中的微小变化而成!
并保留了与钟乳石类一致的结构"例如!盾帐是石盾

的异类"因为生成石盾水流的增加而导致滴石和流石

同 时 在 盾 板 的 下 部 生 长"肉 条 石#-./%0)是 石 幔

#12.3425)的异类"因为溶液的不纯!导致颜色的多

样"由此可见!钟乳石的+类,和+亚类,都存在+异类,"
本文所提出的分类系统!其主导思想与6世界洞

穴 矿物7#二版)一书基本一致!也是以洞穴钟乳石生

成的水文动力机制和形态为基础"但需要说明的有以

下几点8
#9)本方案将钟乳石类形成的各种水文机制首

先概括为重力水和非重力水两类"
#:)本文的分类考虑了钟乳石类在洞穴中形成

和分布的位置与环境!如洞顶的*洞底的*洞壁的*池

中的等等"这有利于人们在整体空间上认识和比较部

分钟乳石类的相互关系及其分布位置与环境的重要

性"
#;)将多种水文机制的共同作用现象!在理论上

推导为开放系统运行中的+协同作用,#<5042=4&>/)机
制!故有洞穴钟乳石的+协同沉积类,出现"

#?)据笔者的实地观察经验!洞内钟乳石类沉积

经常有前*后不同期的沉积叠置在一起的现象"正确

鉴别与认识这类沉积!对研究洞穴环境及其所经历的

阶段性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便有+叠置沉积类,的
产生"

#@)自然界的+异因同形,现象十分普遍!洞内的

钟乳石类沉积亦应如此!+同一种形态但具有多种成

因,已是人们的共识!故有必要分出一个+异因同形,
的钟乳石类型来"

#A)特别 需 要 指 出 的 是!就 全 球 范 围 来 讲!洞 穴

钟乳石的生成还有一些特殊的环境!如热水的*混合

的以及热液入侵和与矿田*气田有联系的等等!这就

会有许多特殊的*非常见的洞穴矿物形成"但在我国!
除了极其个别的情况外!喀斯特作用都是在大气降水

循环的条件下进行的"笔者曾将我国的喀斯特称为

+雨水型喀斯特,B99C!在这一类型 喀 斯 特 条 件 下 的 洞

穴钟乳石类的形成!与上述各种水文机制当有着最为

密切的关系!而且所形成的洞穴矿物种类!也相对地

较为简单"

D 分类方案

这样!本文所提出的洞穴钟乳石类的五大基本类

型便是8重力水沉积*非重力水沉积*协同沉积*叠置

沉积和异因同形沉积"这一方案的前四类!早在9EFF
年 出版的+桂林岩溶,B9:C和+桂林岩溶地貌 与 洞 穴 研

究,B9;C两书中就已提出"
划分亚类!或进行更深层次的划分!应是一个更

加复杂的问题!这需要以对所有钟乳石类有相当深入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现阶段尚难以做到这一点"所

以我们的分类目前只能停留在+类,上"
以下结合我国洞穴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发现!提

出一个洞穴钟乳石类分类顺序列表!以供进一步研究

和实际使用时参考"
G重力水沉积#H2.I>&.&>%0.JK.&42L%2M()

是指在地球重力作用直接控制下进行运动的水

流!如滴水*流水*溅水*池水等的水文机制下形成的

钟乳石"
NO9滴水沉积#12>33>0=K.&42L%2M()"滴水是

指悬挂的*断续运动的水滴"
P鹅管#<%Q.R(&2.K()
P石钟乳#<&.J./&>&4()"主要指其中棒状*箭杆状

一类"中心有导管且具同心圆结构是其主要特征"
P石笋#<&.J.=M>&4()"主要指其中的棒状*杆状

一类!具叠层状结构"
P石柱#S%J’M0()"主要指其中竹杆状!多由石

钟乳和石笋衔接而成"
P滴杯#12>33>0=/’3()"为石笋异类"
NO:流水沉积#TJ%K>0=K.&42L%2M()"流水是

指有连续水层的运动水流"有悬挂流和贴面流两种状

态"沉积物以层状和带状*片状结构为主要特征"由

于流水沉积分布广泛!为便于识别!按在洞穴中分布

的不同位置划分"
NO:.洞顶的8
P水母石#S.I4M4Q’(.()"
P钟乳舌#U%’=4(R(&.J./&>&4()"中空!或仍有股

状水流!末端呈舌状"
P淋蓬头#12>33>0=(V%K42V4.Q()"中空!或仍有

股状水流!末端为淋蓬头状"
P穴 盾#S.I4(V>4JQ()"主 要 为 降 落 伞 式 石 盾

#W.2./V’&4(V>4JQ()"
NO:X洞壁的8
P石幔#12.3425)"
P石盾#<V>4JQ()"石盾主要分布在洞壁上!有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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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有降落伞式"在桂林芦笛岩洞内两类均有典型

形态"
#肉条石$%&’()*+$以下均是石幔的异类+"
#石幕$,&)-&.)*+"
#石瀑布$/-()01&-023&44+"
#石旗$/-()034&50*+"
678’洞底的9
#岩席$/-()0:&-+或层状流石"
#流石坝$;4(1.)5<&:+"在溢流条件下形成"
#石梯田$;4(1.)53.04<+"为流石坝群体"
#地石盾$=2(>)<*?.04<+"一般为直立式"
#中国长城$,?.)0*01&44+"流石坝异类!特指特

别扭曲的流石坝"
6 7 @池 水 沉 积 $A((2(2*-&)<.)51&-02

3(2:*+"沉积于洞内的流石坝水池中"
#边石$B.:*-()0+"是特指水塘固定边界上的

镶嵌沉积!非 流 石 坝$注 意9目 前 国 外 的CB.:*-()2D
即意指流石坝+"

#穴筏$,&E02&3-+"形成于池水面上的页片状生

成物FF钙膜"
#浮筏晶锥$B&3-’()0+"同时为协同沉积!穴筏

的异类"穴筏的水下定点$由于洞顶存在滴水+堆积"
#莲花盆$,&E04(->*+"同时为协同沉积!流石坝

的异类"由滴水G池水G流水三方协同而成"
#穴珠$,&E0H0&24*+"同时为协同沉积!形成于

浅水池中"
#水下晶花$,2I*-&4.)-?0H((4+$以下均为其异

类+"
#塔珊瑚$J(102’(2&4+"在我国称C兵马俑D"最

佳样见于重庆丰都雪玉洞"只形成于浅水池中"
#云朵石$A((4’4(><+"
#龟背石$/0H-&2.&+"最佳标样见于山东沂源九

天洞"
#晶杯$,2I*-&4’>H+"生于池水面"
#晶架G隔板石$/?043*-()0+"近水面!层状"最佳

标样见于重庆武隆芙蓉洞G丰都县羊子洞"
#犬牙石$K(5-00-?+"池水边水下沉积"最佳样

见于武隆芙蓉洞"
#晶指$A((43.)502*+"池水水下沉积"
#晶鳍$B04.’>4&-0’43.)!,2I*-&43.)+"
#粉末$A(<02+
#月奶石$L(():.4M+"同时为异因同形沉积"
67N飞溅水沉积$/H4&*?.)51&-023(2:*+"由

悬挂式滴水或流水在落差条件下形成的溅水!其沉积

物随沉积中心和分布半径有序分布"

#穴环$,&E02.)5*+"在适宜条件下!溅水的沉积

和侵蚀两种作用均可形成穴环"穴环半径与溅水落差

成正比"最佳样见于广西隆林海子坝岩$侵蚀型+"
#棕榈 片 集 合 体$A4&:40&3*!;(4.&+"分 布 于 石

笋G石柱周边及洞壁上"在俯视平面上!呈空间争夺和

规律性分布"
#石 珊 瑚$,(2&44(.<*+$以 下 均 为 异 因 同 形 沉

积+"
#石葡萄$/-()052&H0*+"
#石蘑菇$/-()0:>*?2((:+

O非重力水沉积$PQRSTUVWXYVYXQRVZ[VY\U]QÛ _+
是 指 主 要 在 毛 细 水$,&H.44&2I1&-02+及 更 微 量

的水分$如薄膜水+活动条件下形成的钟乳石类"其物

质主要来源于含水岩层微细裂隙至空隙的微量水分

渗透活动"在沉积物生成过程中!水运动的驱动力是

自身的表面张力!故粗糙和多孔隙的物体表面是其有

利的沉积场所"当毛细水的聚集形成水滴时!便转化

为重力水"故毛细水沉积经常与鹅管共生"非重力水

沉积在洞穴钟乳石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洞穴沉

积形态之美妙与神奇!以至不可思议!多由非重力水

活动所创造"
#文石花$‘2&5().-034(102*+"多种形态!但以

纤细为主"
#石膏花$=IH*>:34(102*+"有纤维状$;.a02+G

毛 发 状$b&.2+G胡 须 状$%0&2<+G绳 状$B(H0+G花 状

$;4(102+G针 状$c00<40+G棒 状$/-.’M+及 皮 壳 状

$,2>*-+等各种形态"
#冰霜针丛G针晶$;2(*-1(2M+"
#方 解 石 晶 花$,&4’.-0’2I*-&4+"有 枝 状G犬 牙

状G簇状G马尾状等多种形态"
#穴泡$,&E0a4.*-02*+"
#穴帽$,&E0’&H*+"
#皮壳层$,(&-.)5*+"常有鹅管及乳房状G龙头

状石钟乳与之共生"
#雾凇$;(5’2I*-&4*+"典型实例见于湖南新化

梅山龙宫最上层洞穴"
#卷曲石$b04.’-.-0*+"卷曲石的矿物有文石G方

解石G石膏G岩盐等"枝形多随机生长!不受地心重力

控制"在洞底生长的又叫b04.5:.-0*"典型的卷曲石

中心 有 毛 细 水 活 动 的 微 细 孔 道!卷 曲 石 又 可 分 为 N
种9

#丝 状 或 纤 维 状$‘ 3.4.3(2:d-?20&<4.M0+卷 曲

石!还 使 用 ;.4&:0)-&4!J?20&<*!;0&-?02*!K0)<2.-0*
及L.’2(?04.’-.-等词"

#饰 珠 卷 曲 石$‘a0&<0<?04.’-.-0+"又 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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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蠕虫状卷曲石)*&"+,-./+,01/+,23-4"5"2

3-67-7"8’在我国最为常见’
(鹿角状卷曲石)*%937"+0:!-;23-4"5"3-67-7"8’

罕见种0目前美<法<南非<巴西<墨西哥<澳大利亚等

国有发现报导’我国武隆县芙蓉洞内洞)未向游人开

放8洞壁上有大面积鹿角状卷曲石分布’枝长多在=>
?@>6,以上0长者达A@6,0应为国内外特别稀有者’

在讨论了洞穴钟乳石类的重力水和非重力水生

成机制之后0我们还必须指出0在洞穴实际环境中0显
然还存在两种水动力机制的中间过渡0即介于重力水

和非重力水之间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是持久的0但
许多情况下应是季节性的0如乳房状<龙头状及多种

变形的石钟乳的生成’还有卷曲石上挂着鹅管等都可

能是这种过渡的或季节性转换的水动力机制所形成’
B 协同沉积)CDEFGHFIJKLMGNO8

洞穴钟乳石沉积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0生成钟

乳石的多种水文动力机制可同时活动于这一系统之

中’按系统论原理0各种动力机制除有相互制约<相互

促进的关系外0最有意义的便是其相互间的协同作用

机制’据笔者的现场观察经验0这种机制常常以滴水

为核心0多作用于滴水与流水<滴水与溅水<滴水与池

水<滴水与池水和流水的相互之间’由此可见0洞穴钟

乳石的形成除水文动力机制外0协同作用显然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此外0结晶作用<地球化学作用甚至是

气流作用的参与也不可忽视’以洞穴莲花盆为例P其
生成必须具备平整的地面Q滴水水量可足以转换为流

水Q滴水在地面形成的初始沉积及其沉积速度0必须

与地面流石坝沉积<池塘的形成及池水的加深等多方

的要素绝对同步’若没有这个动力系统在其活动中发

生的一种R协同机制S0莲花盆的生成是难以想象的’
笔者认为0洞穴钟乳石沉积中的协同作用十分普遍0
以下仅是几个典型的实例’实际上0协同沉积作用在

洞内钟乳石的生成中是非常普遍的’
(莲花盆)$%&"3/T7U8’由滴水<流水和池水协同

形成’
(浮筏晶锥)钙膜晶锥 V%.76/9"U8’由滴水<钙

膜生成与沉积和水下结晶作用协同形成’
(棕榈石笋)W%3,U7%3%;,-7"U8’由滴水<溅水

)有时有流水加入8协同形成’棕榈片在石笋周边具规

律性空间分布’
(穴珠)$%&"X"%+3U8’由流水<滴水<池水及结晶

作用共同协同生成’
(板 状 石 笋)Y/%+#23-4"U7%3%;,-7"U8或 扁 体 石

笋)Z3%7U7%3;,-7"U8’在洞顶净空高度大的情况下0由

滴水与洞道定向气流协同形成’见于广西巴马百魔洞

一上层洞内’
[ 叠置沉积)\]FĜ_‘JEHLMGNO8

指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的沉积附着<包裹<重合

或叠置在一起的沉积形态0其内层或底层较外层或上

层为老’可利用其叠置关系研究洞穴沉积的年代先后

和重大的环境变化’叠置现象通常与洞内水池的重大

环境变迁有关’我们曾根据叠置沉积发现过山东沂源

县九天洞内a个大型古水池的存在’
(纺 锤 石)bX-9#3"U7/9"8或 炸 弹 石)1%+263Tc

U7%67-7"U8’系洞壁底部悬挂的鹅管或其它石钟乳0在
后期形成的池塘水淹没条件下0其浸水部分在水下包

裹沉积而成’还常可从其形态辨认出池水面的多期变

化’
(灯台石)d%,XU7%9#U7/9"8’以浸水面钟乳石

或石笋<石柱为中心0沿池水面扩展的灯台式或荷叶

状沉积’国外有称之为Re-;55/X"US的’
f 异 因 同 形 沉 积)C‘F̂FMIgFNOMLhJLLFGFEIMGJHJE
ijIOJNĴ_GkO_NFLMGNO8

自然界的R异因同形S现象是十分普遍的0而洞穴

钟乳石的生成亦多有此类情况’常见者有P
(石 珊 瑚)$%6"6/+%3U8’洞 内 珊 瑚 状 生 成 物 十

分普遍0它们既可形成于溅水<毛细水0又可形成于陆

上和水下’故应进行现场仔细观察0方可进一步确定

其起源’
(月奶石)l//9,-348’m世界洞穴矿物n一书明

确提出了月奶石的多种起源’据笔者在国内外的现场

观察0月奶石可形成于小股的渗透水流)微型泉水8<
小池塘<滴水点下)生成于对应的石笋表面8和毛细水

活动区’曾发现于水池内<流石夹层中<洞壁水渗出

处<洞内小溪的层状沉积层中0以及石笋<方解石花和

崩塌岩块等的表面’
(皮壳状物)$/%7-9;8’可形成于毛细水<微渗透

水<流水和水下等多种条件下’可从其层理<层厚<矿
物结晶及层面光滑度及色调变化等特征加以鉴别’

o 结 语

洞穴钟乳石类)bX"3"/75",U8研究是洞穴学甚至

是喀斯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人们对于在形

态上有极其多样性表现的各类形态已有相当的认识

与了解0但若深入讨论它们的成因及其相互关系0并

形成科学有序的成因分类系统便感到困难重重了’看
来0提出较成熟的洞穴钟乳石类分类系统还需时日’
但在我国现阶段旅游洞穴大批开发<洞穴科学知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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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迫切需要和群众性洞穴探险活动蓬勃兴起的情况

下!综合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洞穴的实际

条件与特点提出这个分类方案!并籍此机会奉献出笔

者"#多年来从事洞穴科学工作在这方面的体会与经

验!或许是有益的!或具有我国洞穴科学研究的阶段

性意义$如有不当!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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