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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与湘、粤交界，史上有“三省通衢”
之称，素有“粤港澳后花园”的美誉[１]。 “南国仙山”-
贺州姑婆山由马鞍山、天堂顶（海拔 １８４４ ｍ）、姑婆
山（海拔 １７３０ ｍ）等主峰连成西南走向的山脉主体[２]，
长期的地质历史演变，在内外应力交互作用下形成
特殊的地形构造，主峰突兀，群峰并立，地势险峻，
沟长谷深，绝壁众多，形成沟沟皆瀑、有瀑必奇的独
特景象；集“雄、险、奇、秀、幽”于一体，是罕见的宇
宙地质奇观（图 １），是地学科普、旅游观光、影视外
景拍摄的好地方。

１ 丰富的地貌景观

贺州市区到姑婆山森林公园，二十多千米内出
现了峰、丘、谷（盆）等多种地貌景观类型，依次为：
中山及低山、丘陵、喀斯特地貌（图 １，２，图 ３），地形
山势在空间上极富层次变化。
１．１雄、险、奇、秀、幽的景观资源

姑婆山虽不甚高，但也有峻崖峭壁，兀突石骨，
特别是满山郁郁葱葱的松柏和浓荫中常见的瀑布

图１ 姑婆山森林公园远景（引自“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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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盆山转换带 ｂ-喀斯特地貌

图２ 姑婆山地貌类型（引自“百度图库”）

和清涧流水、幽径曲桥。 这里万山矗立，神态各异，
既有东岳泰山之雄，西岳华山之险，又有庐山的清
奇，南岳衡山之秀，北岳恒山之幽。

雄。 姑婆山具有雄伟的山体，海拔千米以上的
山峰有 ２５ 座，最高峰天堂顶海拔 １８４４ 米；峰高谷
深、山势雄伟、瀑飞溪潺、高耸巍峨，登上主峰时，会
使人产生一种“一览众山小，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感
觉；进入大山腹中，更能给人“姑婆风姿赛桂林，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感叹（图 ３ａ）。

险。姑婆山地势险峻，峰峦高耸重叠，每一座山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或柔美或险峻，各种奇峰异
石，千姿百态，有的如金蛇狂舞，有的似烈马腾空。
在陡峻危立的绝壁上，一棵棵倔强的青松穿过乳白
色的薄雾，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好象有意向人们炫
耀它那妩媚多娇的英姿（图 ３ｂ）。

奇。 姑婆山玉石林是由汉白玉石柱、石笋组成
的“玉石林”，属喀斯特地貌发育的青少年阶段[３]。地
层峰丛间石芽裸露、奇峰突兀、石笋石柱、地槽漏
斗、狭缝密布，成就了“千年雄狮”、“空中走廊”、“一
线天”等众多的奇异自然景观。阳光照射下，石丛如
汉白玉般，璀璨闪烁，层林竞奇，宛如一幅天然壁
画，大可媲美名扬天下的云南石林。 它独立于四周
的石灰岩山中，被游人誉为“人间仙境”，被地学专
家称作地质奇迹（图 ３ｃ、ｄ）。

秀。姑婆山山体高，气候的垂直地带性明显，山
顶的杜鹃花比其他低海拔地区的杜鹃要晚 ２０ 天左
右，具有花期长、面积大、观赏性强等特点。 每年一
到杜鹃花怒放的季节，大红的、粉红的、白色的杜鹃

竞相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置身其中仿佛置身花的
海洋，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往。云海、
杜鹃交相辉映，日出、日落美轮美奂，甚至可以见到
神秘的“佛光”（图 ３ｅ、ｆ）。

幽。姑婆山峰高谷深、森林繁茂，森林覆盖率高
达 ９９.５５％，负离子含量高达 １５ 万个 ／ ｃｍ３，是难得
的吸氧洗肺、生态休闲的天然大氧吧，对人体有明
显的理疗效果， 为世界长寿市贺州奠定了绿色基
因，姑婆山因此被誉为“长寿仙乡”。 穿梭于情人林
景区石间蜿蜒小道，宽时海阔天空，窄处神秘莫测，
这里生长着一片常年郁郁葱葱、 依山傍水的树林，
林中树木成双成对，或依附、或攀连缠绕，宛如一对
对热恋的情侣（图 ３ｇ、h）；青山下的贺州路花温泉，
水温高达 ６８℃，两孔泉眼且富含硫磺，更有溪流环
饶而过，凉溪温泉，依山傍水，保健疗养康复之地。

灵秀壮美。山虽无言，然非无声，那飞流直下的
仙姑瀑布，水质洁净清凉，可以直接饮用，让人倍感
甘甜。远看密林深处，凌空飞奔出一条“白龙”，银光
闪闪，瀑布落差 ８０ 多米，轻飘而止，如烟似雾；峡谷
两侧，古木参天；萝藤悬挂绝壁郁郁葱葱，奇形怪状
的树木点缀着断崖绝壁，与飞瀑溪流组成一幅美丽
的山水画卷（图 ３ｉ、ｊ）。

１.２ 科考价值

宜山—全南深大断裂北西西向纵贯姑婆山公
园，姑婆山段的断裂长 １６ 千米，发育并保存了较为
完整的天然地质生态系统；其发展演化控制了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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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姑婆山景区景观（引自“百度图库”）

ａ-雄伟的山顶；ｂ-险峻的绝壁；ｃ-奇石玉石林；ｄ-千年雄狮；ｅ-秀美云海枫叶；ｆ-秀美天堂顶；ｇ-曲径通幽；h-幽幽情人湖；ｉ-仙姑瀑布；

ｊ-银河落九天瀑布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h

ｉ ｊ

４０６

万方数据



第 ３６卷第 ４期

山花岗岩侵入期次、花岗岩峰、丘、台、谷（盆）地形
地貌的发展演化，瀑布和温泉景观的形成等，具有
较高的地质环境生态科学研究价值。

此外，姑婆山玉石林的形成对于印支运动后板
块碰撞挤压到板内拉张的大地构造背景转换、岩溶
科学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既然玉石林是岩浆热液
活动期后的产物，又经历了地壳多次间歇性抬升运
动，加速了大理岩的喀斯特化，局部受高温影响形
成了大面积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发展为石林；那么，
岩浆热液接触变质作用、差异性物理风化和化学溶
蚀、岩溶速率与强度的定量研究[４]，则可以为解开玉
石林的形成之谜提供一个重要途径。

２ 姑婆山公园的发展沿革

姑婆山林场始建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时称"姑婆
山森林经营所"，以管护天然次生林为主。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批准成立姑婆山森林
公园 （自治区级）；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国家林业部批准为
国家级森林公园；２００６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风景区；２００８ 年获得“全国生态文化
教育基地” 项目试点；２０１０ 年被自治区林业厅评
为"现代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经过近 ３０年的发展，
森林公园知名度较高，近年来由于加入了地质学科
普教育的因素，获得 “广西壮族自治区风景旅游区
文明示范点”、 “广西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广
西十佳旅游景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全国
生态文化教育基地”、“中国最佳生态休闲度假旅游
景区” 等荣誉或称号 [５]，极大地带动了旅游产业的
发展。

３ 姑婆山景观形成的动力学背景与成
因机制

大约分别在 ２ 亿多年、１ 亿多年前， 该地区发
生了强烈的印支、燕山构造运动。宏观上，姑婆山复
式岩体主体形成于印支运动后由板块碰撞挤压到

板内拉张转换的大地构造背景。
３．１形成时间

姑婆山由复式岩体（图 ４）组成，复式岩体由处
于中心部位的里松岩体、西南部的新路岩体和占主
体的姑婆山岩体组成 [６，７]；其中，里松岩体定位年龄

为中侏罗世（１.５９～１.６４ 亿）；姑婆山岩体年龄为晚
侏罗世（１.４８ 亿）；新路岩体晚于晚侏罗世，为早白
垩世（１.０４～１.４８ 亿）[８]。 因此，姑婆山岩体的形成时
代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岩石组成为浅灰色细中
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及正长花岗岩。
３． ２姑婆山岩体的定位机制

目前的姑婆山公园花岗岩的形成经历了里松

岩体侵入、里松岩体定位、姑婆山主体岩体定位和
新路岩体定位四个阶段（图 ４）。 印支运动使该地区
沉积环境、构造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海水全
部退出该地区，由海洋转变为陆地的“沧海桑田”巨
变，并发生强烈的皱褶、断裂作用，地质构造的形成
和发展先后受印支期板块碰撞挤压、燕山期古太平
洋板块俯冲的双重影响。

燕山早期古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俯冲碰

撞暂时抑制了伸展作用，其后，随着俯冲作用的减
弱， 华南地区迅速转换为伸展裂解的构造环境，大
陆的去根作用使软流圈地幔上拱，地幔减压熔融形
成玄武质岩浆底侵于地壳下部，同时提供热量及挥
发份使下地壳亦熔融生成花岗质岩浆；这些底侵的
玄武质岩浆和花岗质岩浆发生混合，沿横切本区的
宜山—全南深断裂、褶皱、裂隙等构造薄弱带侵位
于上地壳中，最终形成姑婆山岩体[９]。由于早期底侵
的幔源组分较多，所以里松岩体明显具岩浆混合作
用特征；到晚期随着底侵作用减弱，壳源组分贡献
加大，新路单元转以 Ｓ型花岗岩特征为主[１０]。
３． ３姑婆山主要景观的成因机制

燕山运动之后，进入风化剥蚀阶段，至新近纪
和第四纪之间，在喜马拉雅运动影响下，地壳总体
抬升、姑婆山岩体露出地表，主要表现为河谷深切，
形成多层次、多级次的岩溶洞穴及阶地。近代，地壳
活动主要表现为缓慢上升， 岩体遭受侵蚀和剥蚀，
其岩石易风化、剥蚀，流水进一步深切沟谷，气候变
得温和湿润，形成了姑婆山奇特的山体、瀑布和温泉
以及玉石林等自然景观。
３.３.１地形地貌景观

宜山—全南深大断裂是姑婆山区峰、 丘、谷
（盆）地形与花岗岩奇峰异石的控形构造。花岗岩浆
顺深大断裂侵入围岩，形成奇峰异石，并形成多条
次级断裂；花岗岩平台是围岩被剥蚀后出露的侵蚀
剥蚀类平坦地形；由于姑婆山山体高，气候的垂直
地带性明显，在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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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经流水的侵蚀，使花岗岩和砂页岩的中山山地地
貌沟谷下切剧烈，在低海拔处堆积形成丘陵低山山
区以及在贺州八步盆地形成中心平缓地带的喀斯

特地貌。
３.３.２玉石林景观

贺州石林的岩石为白色大理岩， 又称 “玉石
林”，奇峰异石，景色雄伟，形象逼真。石林的形成可
以追溯到 ３ 亿多年前的中泥盆世，当时为局限—半
局限台地环境，在海洋中沉积了一套灰岩、白云质
灰岩、白云岩组合；大约在 ２～１ 亿年，先后发生了强

烈的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地壳抬升，使其变为陆
地，同时发生了大面积的岩浆侵入活动；岩浆热液
与灰岩、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发生接触变质作用，形
成白色大理岩；大理岩在地下水、地表水、雨水等自
然营力的作用下，发生差异性物理风化和化学溶蚀；
特别是第四纪以来，地壳多次间歇性抬升运动，加速
了大理岩的喀斯特化， 形成了大面积的喀斯特岩溶
地貌，局部发展为石林。
３.３.３瀑布群和温泉景观

姑婆山的瀑布按成因主要分为构造型和差异

图４ 姑婆山岩体定位机制示意图

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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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蚀型。 瀑布在地质学上叫跌水，即河水在流经断
层、悬崖、凹陷处垂直或接近垂直地从高空跌落，主
要由于地质运动或水流对基底软硬岩层差别侵蚀

形成。
温泉主要分布于姑婆山复式岩体内， 在断裂、

裂隙的引导下形成。 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如里松
罗家村温泉，泉水来源于花岗岩的裂隙水、晶格残
留水，水沿裂隙向下渗流，经过地热增温，热膨胀，
沿断层滑动面上涌， 形成上升温泉； 泉水无色、无
味、透明，水质符合医疗矿泉水标准。另一种为地表
水、地下潜水沿断裂面渗入地下深部，由于受地热
增温，并混合了岩石中的再生水及富集了钠、可溶
性二氧化硅等矿物质而成为热泉水；泉水再沿断层
薄弱带上升到地表，从而形成温泉，如黄田路花温
泉，含锌、铁、锰等 ３８ 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对皮
肤病、关节炎、风湿有显著疗效，并能促进血液循
环，强身分健体和护肤养颜。

４结语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

兴的坚实保障，在建设开发国家地质公园时，必须
探索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生态效益有
机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姑婆山独特的旅游
地质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贵财富，要建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集约利
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并重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地质条件，统筹资源、生态系统开发和

治理保护，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
美丽乡村建设贡献独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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