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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清山花岗岩峰林地质公园特征及评价
!

刘细元，马振兴，尹国胜，杨永革，张永忠，谢清辉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西南昌 <<%"%7）

! ! 摘要：三清山位处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结合带，区内花岗岩受北东、北西和北东东向三条断

裂控制，形成典型的三角形断块山，地貌处于幼年晚期至壮年早期发育阶段。园区内花岗岩峰

峦、峰丛、峰墙、峰柱、石芽及造型石等微地貌景观发育，类型齐全，分布集中，集结了花岗岩峰林

地貌的精华，为世界罕见；兼具千年道教文化和秀美自然风光，具有极高的科研、科普和旅游观

赏价值。

! ! 关键词：峰林；花岗岩；地貌景观；三清山

中图分类号：=7$ ! ! ! ! ! ! ! 文献标识码：>

7! 自然地理概况

三清山地质公园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上饶市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 ":?$:@""A B ";?%%@
$"A，东经 778?&:@"%A B 77:?%:@":A，公园面积 "";6 & CD"，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四通八达

的交通线将三清山与周边的黄山、龙虎山、武夷山、常山连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旅游网络。

三清山地处中亚热带，属季风气候类型，兼具山地气候特征。具有四季分明，夏季凉爽

的特点，8 B : 月极端最高气温为 <<E，8 月平均气温为 "76 7E。年平均降水量为7 :&86 8
DD。森林覆盖率为 ::6 7F，植物达 7&8 科 7 %:: 种，被誉为天然的植物园，其中六种为国家

一类保护树种。野生动物 <%% 余种，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六种、一级保护动物二种。生态环

境优良，终年山峦青翠，浓荫蔽日，有天然“氧吧”之美誉。三清山地处怀玉山腹地，海拔一

般 7 %%% B 7 :%% D。地势高差很大，从山脚至山顶，水平距离 & CD，海拔由 "%% D 陡增至

7 :7# D。地貌成因类型属侵蚀剥蚀地貌，可分为四种类型，即侵蚀构造中山地貌、侵蚀构造

低山地貌、流水侵蚀剥蚀高丘地貌、流水侵蚀剥蚀低丘地貌。

"! 地质背景

三清山地处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的结合带［7，"，<］，从中元古代至今漫长的地质历史时

期，经历了晋宁期、加里东期、印支期和燕山 G 喜山期四个构造发展阶段。晚三叠世印支造

! 收稿日期："%%&9%&97$

基金项目：国家地质大调查项目 G 江西省主要城市环境地质问题调查评价（编号：7"7"%7%&$%<%<）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刘细元（7;&: B ），男，汉族，江西高安人，高级工程师，从事区域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工作。
万方数据



山运动结束了大规模的海侵历史，从此上升为陆地。侏罗 ! 白垩纪，进入了燕山运动时期，

构造和岩浆活动强烈而又频繁，至晚白垩世，形成了三清山花岗岩体，从而奠定了三清山构

景的物质基础，形成了三清山地貌雏形。喜马拉雅期运动以来，仍以断块作用为主，地壳大

幅度抬升形成山体，花岗岩体被暴露地表，在地质内、外营力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景观独特

的花岗岩峰林地貌。

图 "# 三清山地质略图

$%&’ "# ()*+*&%,-+ ./)0,1 *2 3-45%4&.1-4
# # "6地质界线；76相带界线；86角岩带及边界；96正断层；:6逆断层；;6地层产状；<6乡村；=6地质景观；>6奥陶纪地层；!6寒

武纪地层；?6震旦纪地层；@16南华纪地层；":
8A 6岩体边缘相；":

8& 6岩体过渡相；":
84 6岩体内部相

# # 园区主体地质体为花岗岩，周边出露的围岩为南华—奥陶纪地层。花岗岩岩体在平面

上呈不规则状形态，侵入接触界线不规则，呈波状、港湾状或枝叉状。围岩遭受热变质作用。

岩体内原生流动构造不发育。岩体同位素年龄 "":’ B C =<’ 9 D-（E ! FG 法），成岩时代为晚

白垩世。岩体可划分为边缘相细粒含斑—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过渡相中细粒斑状黑云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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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花岗岩、内部相中粗粒斑状黑云钾长花岗岩三个相带（图 !）。

" " 公园北西和北东部发育由南华系 # 奥陶系沉积盖层组成的北东向侏罗山式褶皱。断裂

构造有枫林—紫湖镇断裂带、小坑 # 芭蕉坞断层、鹅公岭—下西坑断层，三条断层把三清山

主体部分切割成典型的“三角形断块山”，断面均向外倾，以正断层性质为主。三清山主要

发育两组方向的垂直节理，其一为北东—北北东走向、其二为北西走向，二者构成棋盘格式

的组合方式，节理的构造形迹在大多数的峰林景观中均可见及。前者：自南西往北东，整体

走向具有由收敛 # 撒开的趋势，在宏观上形成似帚状产出，发育规模较大，在空间上往往呈

带状展布，是控制西部峰墙（西海重墙、九天长城等）和南部峡谷（福寿门、一线天等）的主要

构造。后者：总体走向北西向，往南东部略转向近南北，其规模自北往南逐渐加大，且呈条带

状产出，是控制中部峰柱、南东部峰墙及部分峡谷的主要构造。另外园区内还发育一组近水

平节理，是造型石景的主控构造，即峰墙、峰柱等景观经水平节理切割和风化剥蚀冲刷作用，

形成各种造型独特的景观。

$" 花岗岩峰林地貌及其他景观资源特征及分布

三清山是大型山岳地貌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景观［%，&］种类齐全，旅游景观

资源丰富，并以秀美奇绝的花岗岩峰林［’］为特色，景观以“奇中出奇，秀中藏秀”而著称。

$( !" 典型花岗岩峰林地貌景观

三清山的花岗岩峰林地貌是对其微地貌景观的总称，它的形态类型主要有：峰峦、峰墙、

峰丛、峰柱、石芽及具有象形意义的造型石景观。

峰峦景观 ：指规模巨大的峰柱地貌景观。其形似柱体，大如山峰，是花岗岩区地壳抬

升，经风化剥蚀和构造切割，进而形成峰林地貌初始发育阶段的表现。如玉京峰景区的玉京

峰海拔 ! )!’( * +，相对高度大于千米。

峰墙景观：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墙状体地貌景观，且墙体陡峭呈一定走向、两壁近于平行，

墙体上部与下部厚度近等。如西海岸景区的九天长城（九天锦屏）、西海重墙等景点。

峰丛景观：又称连座式峰林，峰丛的基部大于峰体。峰丛是花岗岩区地壳抬升，沟谷切

割加深，基座高度增大，在新的侵蚀基准面条件下峰林地貌刚开始发育阶段的表现。如：天

门丛峰、琼台丛峰等景点。

峰柱景观：指沿花岗岩垂直节理裂隙，经风化剥蚀、冲刷所形成的柱状体，峰体之间有很

深的沟槽、沟谷，且沟壁陡峭笔直。峰体高耸，高达几十米 , 上百米，如巨蟒出山其峰柱高达

!-) +。峰体有的薄如刀刃、有的状若碑林、有的形似“万笏”，如南清园景区的万笏朝天、三

龙出海、观音赏曲、独秀峰等。

石芽景观：石芽峰体的规模较峰柱峰体小，高度由半米至一、二米。其形态主要为不均

衡风化所致，有的形似豆芽、有的状如手指、有的宛若尖塔。这些石芽大多发育于峰柱之上。

如：蜗牛戏松、仙人指路（手指）、仙人现指、犀牛石（犀牛角）、鹤寿顶、孔雀石等。

除上述基本类型外，还有若干种过渡类型，如峰墙—峰柱或石芽过渡型、峰柱—石芽过

渡型。南清园景区的万笏朝天景观，其虽已成切割成若干“笏状”柱体— 峰柱，但其仍然呈

南北向整齐排列，保持墙状体的轮廓，且往南渐变成较完整的墙状体— 即峰墙；仙人现指景

观，其主体景观为一峰柱，顶部的手指—即为石芽。

造型石景观：在上述的峰峦、峰墙、峰丛、峰柱景观之上，由于球状风化和不均匀崩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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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还形成了一些奇巧秀美的具有一定象形意义的石景景观—造型石。如司春女神的躯体

即为一峰柱，头部则是在水平节理的控制下经球状风化作用和不均匀崩塌作用形成的一绝

特造型；“万笏朝天”之上的“狐狸啃鸡”和“ 狸猫待鼠”及一些尚未命名的峰柱之上的造型

石景观，如“仙姑晒鞋”、“葛洪炼丹”、“神龟探海”等，也是在峰墙、峰柱的顶部在水平节理

的控制下经球状风化作用和不均匀崩塌作用形成的具一定象形意义的造型石景观。

!" #$ 峡谷景观

三清山最主要的峡谷有 #! 条，几乎都分布在海拔 %&& ’ 以上，谷长约 %&& ( # %&& ’，谷

底坡角一般 #&) ( !&)，最大达 *&)，峡谷内常见瀑布碧潭。峡谷的发育主要受走向为近南北

和近东西两组近于直立的断裂控制。有的在平面上沿两组节理呈“ 之”字形或呈“ 膝”状延

伸（如南山谷）。峡谷总体特征是岩壁平整直立，高差悬殊，规模不同，展布的方向各异，大

多数呈 + 型谷；再加上峡谷形成过程中大量的岩块崩落，使峡谷内怪石满布，下游形成了石

河景观。峡谷内均有急流飞驰，白浪翻滚，美妙异常，别具特色。

!" !$ 瀑布景观

三清山悬崖峭壁遍布，水量充足，溪流和瀑布景观发育。每当大雨之后，有的如线、如白

凌，高悬于峭崖断壁之上；有的沿裂谷陡崖倾泻而下，如倾万斛珠玑。瀑布的成因类型大体

分为两种：（,）断裂型：由于断裂横切河溪，致使河床形成裂点或横阶地。较典型的有八!
龙潭瀑布、冰玉洞瀑布、二桥墩瀑布。（#）侵蚀型：由于山势陡峻，不同方向的裂隙交错纵

横，促使水流不断下切岩石，加深河床，在岩性软硬差异的河段，形成跌水或瀑布，并不断溯

源后退、加深，较典型的有玉帘瀑布、杨清瀑布，庆云瀑布。

!" -$ 人文景观

东晋升年间（公元 !%. ( !*, 年），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首度来到三清山修道炼丹，至今

留有古丹井遗址。另外，三清山保存的大量古建筑和道教文物有宫、观、府、殿、亭、台、坊、

坛、塔、桥、池、井、墓、碑、炉、关、及山门、华表、石像、石雕、石刻、旧址、遗迹等 #!& 多处。道

教古建筑群平面上如八卦太极图，以三清宫为中心，辐射全山各景点，与自然景观相映生辉，

融为一体，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 花岗岩峰林地貌及其他景观资源分布与区划

三清山属于怀玉山地区多种地质遗迹景观分布区，依据地质遗迹的区域分布特点，并突

出遗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体现地质遗迹景观形成与发育的规律性原则，将其划分为南清

园、西海岸、玉京峰、三清宫、万寿园、冰玉洞等 * 大景区。

南清园景区：南清园景区位处公园东南部。峰墙、峰丛、峰柱及各种造型石景都很发育，

包括司春女神、巨蟒出山、万笏朝天等 -& 余个景观景物，是园区精华景观所在。

$ $ 西海岸景区：西海岸位于园区西部，是观赏园区花岗岩峰林地貌和峡谷地貌景观最佳景

区之一。主要景观景点有：观音送子、九天长城、猴王观宝等。

玉京峰景区：该景区位于园区中心位置，景区以发育花岗岩峰峦和峡谷为特征。其中玉

京峰海拔 , /,*" 0 ’，为怀玉山脉和园区的最高峰，巍峨凌天，独冠群山。峡谷主要有玉京大

峡谷、飞仙谷及黄扬谷。

三清宫景区：该景区位于公园的北部，是公园道教文化景观核心所在地。这里聚集着大

量道教文化遗存和地文景观及植物景观，不由得会使人深深感受和认识到古代人、神、自然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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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三清山花岗岩峰林地貌形成演化

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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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浑然一体，所形成特殊的宗教环境。地质景观

有神仙现指、神龟探海等。

万寿园景区：万寿园景区位于园区南山地区，以

发育花岗岩造型石景观为特色。因景区内奇妙的景

观景物寓意与寿文化主题浑然天成，而得名。

冰玉洞景区：位于园区东—东北部，以发育瀑

布、碧潭、泉景观为特色。

;" 花岗岩峰林地貌的形成与演化

三清山岩体形成后，地壳仍以抬升作用为主，园

区发育的三条规模较大的断裂（ 即北东向、北北东

向、北西向断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抬升运动，三条

断裂将三清山主景区围限成典型的三角形断块山，

在三条断层的共同作用下三清山主景区则被快速抬

升，且抬升幅度明显比周边地质体大得多。三清山

岩体主要发育两组垂向节理裂隙，沿这些节理裂隙，

在风化剥蚀、流水侵蚀作用下形成峰峦、峰丛、峰墙、

峰柱。由于其中一组节理裂隙的规模较大且成带发

育，有的同一组节理裂隙在不同区段的规模也有差

异，所以，有的形成峰墙，有的形成峰丛。风化剥蚀

冲刷作用继续进行，峰墙有的变窄、有的逐渐被切断

而形成峰柱；峰丛进一步发育则逐渐形成峰柱，也有

的形成规模较小的石芽。园区较发育的近水平节理

裂隙是产生球状风化现象的必备条件之一。花岗岩

在节理裂隙和风化剥蚀作用下形成了峰丛、峰墙、峰

柱后，在近水平节理和裂隙的切割下形成“岩块”，起

初棱角明显，在风化过程中，棱角处首先风化，最后

使“岩块”变成椭球形、球形景观，如“司春女神”的

头、神龟探海等造型石景观。三清山花岗岩峰林地

貌景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演化阶段（ 图

!）。

" " ! 花岗岩岩体形成阶段 白垩纪晚世强烈的燕

山运动，地壳总体处于上升状态，并伴随有大规模的

酸性岩浆侵入，经冷凝结晶形成三清山岩体。

" 花岗岩峰峦形成阶段 随后发育的三条断层将三清山地区切割成三角形“ 断块”并

使其大幅度地被抬升。相继发生的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即新构造运动）期间，断层继续活

动，山岳进一步大幅度抬升，则形成典型的三角形断块山。

# 花岗岩峰丛、峰墙形成阶段 由于区内垂向断裂节理发育，花岗岩体被切割成棋盘格

状，在水流、植物、温差等外营力的长期作用下，有的形成峰丛，有的区段形成沿着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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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带产出的一组断裂节理峰墙。

! 花岗岩峰柱形成阶段 在风化剥蚀冲刷继续作用下，峡谷变宽、峰墙变窄，峰墙被切

断而形成峰柱；峰丛周边的沟谷切割加深，逐渐形成峰柱，也有的形成规模较小的石芽。

" 花岗岩造型石形成阶段 峰柱形成后，其四面暴露，在发育近水平节理的部位（ 尤其

是顶部），柱体被切割成岩块，在风化剥蚀作用下形成球状体（球状风化），有些还常常产生

不均匀的崩塌、剥蚀作用，形成了玲珑奇巧秀美的造型石。

由于三清山花岗岩峰林地貌正处于幼年晚期—壮年早期，以发育峰峦、峰丛、峰墙、峰

柱、造型石等微地貌景观为特色。随着风化剥蚀、冲刷作用继续进行，在地貌发育进入老年

期阶段时，其微地貌则将以残峰、残丘景观为标志，最后进入准平原阶段。

!" 花岗岩峰林地貌及其他景观资源评价

!# $" 三清山与黄山地质公园对比

表 $" 三清山与黄山对比简表

%&’() $" *&+,- ,./012&3,0. 0/ 4&.5,.6+7&. &.8 9:&.6+7&. 20:.3&,.+

内容 黄山 三清山

大地构造位置 扬子板块南缘 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结合带

山体构造 不规则断块山 三角形断块山

山体总规模 长 ;< =2，宽 >< =2，面积 $ ?<< =2? 长 >@ =2，宽 ?< =2，面积 AB< =2?（怀玉山）

花岗岩出露面积 总面积 >!< =2? ，其中辟为公园 $$< =2? 总面积 >A< =2? ，其中辟为公园 $<? =2?

花岗岩岩性 斑状—似斑状花岗岩，二长花岗岩
斑状黑云母钾长花岗岩，含斑 C 斑状二长花

岗岩

花岗岩同位素年龄 $# ?! D $# >A 亿年（E’ C 41、F1 C F1）# <# @A D $# $! 亿年（G C F1）$
园区海拔高程 B<< D $ A<< 2，最高 $@B; 2 $ <<< 2 以上，最高 $ @$B 2
地貌发育阶段 壮年期 幼年晚期 D 壮年初期

公园面积 $!; =2? ??H# ! =2?

园区景观景物数
总共有 ?<< 余座奇峰，其中已命名 A? 峰，造

型石 $?$ 块，较大的峡谷和瀑布 A 处

总共有 ><< 余处景观景物，已命名 $@> 个，

其中奇峰 ;@ 座，造型石 @H 块，较大的峡谷

?> 处、瀑布 B 处
园区景观景物分布

状态
散布于整个园区 集中分布于核心景区 ?@ =2? 之内

峰林微地貌形态
穹状峰、锥状峰、脊状峰、石林式峰林、独柱

式峰林、陡悬破碎峰林
峰墙，峰丛、峰柱、峰峦、石芽

峰林地貌宏观状态 雄浑壮观 雄、险、奇、秀

奇绝景观 司春女神，巨蟒出山

园区动物
!<< 余种，其中一级保护 $ 种，二级保护 !

种，三级保护 $< 种
><< 余种，其中一级保护 ? 种，二级保护 B 种

园区植物
$;!< 余种，其中一级保护 $ 种，二级保护 ;

种，三级保护 @ 种

$!A 科，$<@@ 种，森林覆盖率 @@# $I ，二级保

护 H 种，三级保护 $? 种

" " 三清山地质公园与黄山地质公园［A］主要的地质遗迹都是花岗岩峰林地貌，但从其所处

的大地构造位置、山体构造、花岗岩同位素年龄、地貌发育阶段、景观景物特征等都各具特

色。从（表 $）可知：三清山地质公园虽不如黄山地质公园大，但能融峰林组合地貌于一体，

且景观分布又很集中，标志性景观尤为奇绝。这些与其独特的发育环境有关：一是三清山花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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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山地质公园综合考察报告

据 $J ?! 万上饶市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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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时代可能较年青；二是园区强烈的三角形断块作用，及十分发育的断裂节理裂隙网络；

三是雨水丰沛，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区，迳流发育；四是地壳仍处在上升抬升期，地貌处于

幼年晚期到壮年早期发育阶段，峰峦、峰墙、峰丛、峰柱、石芽、造型石等奇特的微地貌异常发

育，而且山体植被丰富，十分清幽。

!" #$ 三清山地质公园的特色

!" #" %$ 花岗岩峰林地貌

!独特的地质构造景观，景区主体为燕山晚期花岗岩，受北东东、北北东和北西向三条

大断裂控制，喜马拉雅期岩体迁就上述三条断裂形成典型的“ 三角形断块山”，进而形成独

特的峰林、水景地貌景观。

"典型完美的峰林地貌组合，三清山花岗岩峰林地貌由峰峦、峰墙、峰丛、峰柱、石芽、

造型石等地貌景观组成，它们千姿百态，堪称天下峰林的橱窗。

#奇绝的造型景观，三清山造型石惟妙惟肖，造型奇绝。一类为花岗岩受节理裂隙切割

而成的峰柱，如巨蟒出山、锯解石等；另一类为花岗岩球状风化形成的石蛋造型，如葫芦石、

神龟探海、司春女神等。

$高山盆景式的总体格局，峰林奇石景观主要出现于山体上部，且集中分布于中心景区

#& ’(# 范围内，犹如一个大盆景，座落于三清山中高山之上，集结了峰林景观的精华，为世

界罕见。

%景观造型绝特，三清山二个标志性景观：司春女神、巨蟒出山，其造型之秀美为世界

“绝景”。

!" #" #$ 流泉瀑布

“山中一夜雨，到处是飞泉”。三清山的流泉飞瀑与奇峰交相辉映，断裂节理裂隙陡倾，

侵蚀切割形成的峡谷，深达千米，瀑布成群。如飞仙谷、游云峡；丹泉、龙首泉、八!龙潭瀑

布、玉帘瀑布等。

!" #" )$ 历史悠久的道教人文景观

三清山以道教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著称。在风风雨雨的 %*++ 多年中，仍保存了

大量的古建筑与道教文物，非常难得和可贵。

!" #" ,$ 旅游资源和环境得到较好保护

晋、唐时代三清山为重要道教和炼丹之所，明代为其鼎盛时期，明代末期随着道教衰落

而遭湮没，迟至二十世纪 &+ 年代末期才闺容初露，开始开发，同时开发中不断加强了保护，

所以三清山是我国保护较好的景区之一。

*$ 结论

三清山地质公园是以独特花岗岩峰林地貌为主要景观特色，融千年道教文化遗产和秀

美自然景观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科学品位和研究价值，兼具观赏游览、科普、休闲等多项功能

的中山山岳类大型地质公园。从目前三清山地貌景观资源的自然属性特点和自然环境状

况、发展现状、保护基础等方面来看，完全具备了申报建立国家级地质公园的条件，同时，也

为下一步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文过程中得到了衷存堤高级工程师的热

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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