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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至：江西省燕山一喜马拉雅运动以块断作用为主．形成了一系列断裂隆起带和新陷盆地．

白垩纪、早第三纪缸层发育齐全。丹霞地貌主要发育于上白受统紫红色古钙粗碎屑岩中．受盆

缘断裂和中幼年河流控嗣．是晚第三纪以来新构造运动间歇性隆升。伴随着断裂切割、藏水冲尉

和风化羁蚀的产物。根据陆地卫星nl图像解译和野外实地调查，查明了全省共有丹霞地貌景

观资源123处，其中新发现景点78处。丹霞地貌景观主要分布在该省周边丘菠低山区，明显受

不同级g抒Ⅲ流的流域控锶，具带状分布规律，可划分出9个景观集中分布区域。赣东、穗东南丹

霞地貌景观最为密集，结台红色旅游和客家文化特色．该区具有强劲的丹霞地虢旅游开发潜力。

美蜒词：丹霞地貌；缸层；新构造运动；旅游区划；江西省

中田分类母：x14 文献标识码：^

江西省是我国丹霞地貌最为发育的地区，其中龙虎山以丹霞地貌景观特色列入我国第

一批国家地质公园名录¨“。本文在分析江西省中新生代红层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遥感技

术对全省丹霞地貌景观资源进行系统的解译，根据其分布特征划分出9个丹霞地貌集中分

布区，这对区域旅游规划具有较高的实用意义。

1 中新生代红层特征与红盆演化

中新生代陆相红色碎屑岩建造在江西省境内分布广泛，东部较西部发育，东部多夹火山

岩。红盆沿深断裂展布，在北部扬子她台区走向北东东向，中南部华南褶皱系范国内呈北东

向、j吲E东向。

本区红层时代主要为晚白垩世，下白垩统和老第三系分布范围较小。白垩系发育齐全．

层序清楚，广泛分布于各红盆内，总厚度可达12 ooO m。从岩性和旋回特点看，两分性明显．

之间为角度不整合”1。下统以杂色碎屑岩沉积为主，常夹少量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化石

丰富，与下伏上侏罗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上统为红色碎屑岩建造，夹膏盐层，以产脊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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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和恐龙蛋为特征，上与下第三系多为连续沉积。下第三系主要发育于赣匿北武宁盆地、

赣西清江盆地、赣南池江盆地等十余个红色盆地中。地层岩性岩相特征及丹霞地貌发育程

度见表l。

表1江西省中新生代红层岩性特征及丹蠢地貌发育程度

m1 P岬phic岫0fM∞捌c耐c∞础led bed|and妇岫
dDl响laⅡ豳舢in Ji唰蜥懈

丹蛙地貌
年代地艋单位 岩石地层单位 岩性特征

发商程度

F第j茬 河潮相红笆碎_|I畸岩系为书，爽敏岩及裔盐塔。厚l舯O m。 4处

莲苘组
砖￡1．色砾岩、砂脯砾岩为主．央少豫砂岩，粉钞岩、抛岩．产恐

圭
龙蛋、膣足娄及孢粉．厚2 63】m．

峰 塘边组
紫红也央取绿色砂岩、耪砂岩和抛岩．局部采砂砾岩．产恐兜蛊、

28处

群
介彤虫和轮藻婶化石．厚“nm。

河口组
紫红色、砖缸色砾岩，砂质砾籽、砂努。产恐龙蛋化《．厚2nM

匕统 mo

白
杂色粉砂岩、泥岩为燕，夹蹲膳细砂岩，杵迪台钙厦、膏盐艋． 73处

赣 周瞰组 产蜥蚂．叶肢舟、殒壳类、介J髂虫．腹足类和植物薅化石．厚2嘶’
甓

抖f m‘

泵 群 紫红色砾岩、砂砾糟为主．夹少艟耪砂者，说岩，局部央玄武岩
茅店组

及中酸性凝灰特．产恐龙蛋厦轮藻棹化石．厚l 213 m。
、，、^／、6^ -V、^，V^ ～^^，⋯、^／～1／u、^⋯、^／～~^、^^

火 抟木坞
杂色砂岩、耪砂岩，坭者．夹古砾砂岩，砾岩．局部戎薄腰凝袭

把 组
岩．产艰壳类、叶肢介、丹膨虫，腹足类、昆虫、植物，赢化右

F统 等．厚1 346m． 18娃
山

群 石溪嘏
杂色砂糟、泥岩．火山碎删糟、艘性火山髂糟．扉郎常为砾岩．

产双壳类．叶肢介、介形虫、聩避央、昆虫和植物化右。厚274 m．

F伏地层 j：徕岁统武斑群火Il J糟糕

印支运动后，我国东南部普遍褶皱成陆，改变了长期以来南北分异的构造格局，进入了

大陆边缘活动带时期。晚三叠世一第三纪期间各地古地理条件相差不大，因此岩性岩相基

本一致。江西省内上三叠统为陆相粗碎屑含煤建造，下侏罗统一中徕罗统为河湖相碎屑岩

建造，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多为火山一沉积建造。晚白垩世一第三纪地壳处于拉张松弛环

境，形成了一套巨厚的红色碎屑岩建造”’。晚自垩世，在东部以北北东向箕状断陷盆地为

主，中部为一系列左行斜列的北东向箕状断陷盆地，北部断陷盆地多为北东东向。断陷盆地

的展布特点表明，盆地的形成与基底深大断裂的继承性活动关系密切，这是滨太平洋构造域

在燕山一喜山期以块断作用为主的结果。白垩纪末，江西地壳仍以上隆为主，局部地区相对

沉降，形成继承或新生的早第三纪断陷盆地。主要有清江盆地、池江盆地和修水—武宁盆
地。早第三纪柬。本区继续处于隆升状态，晚第三纪仅局部形成山间断陷盆地。

晚白垩世一早第三纪，以北东—北北东向为主的断块隆升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延伸性差．

但活动性较强的内陆断陷盆地，这是本区红盆和红层形成的构造背景。晚第三纪以来的新

构造运动，奠定了江西现今的构造地貌格局。第四纪更新世以来，以赣江为主体的各级水

系，纵横迂回于崇山峻岭之间，向jE汇聚于鄱阳湖。更新世中晚期，边境山脉隆升作用最强．

局部地区可能高达雪线以上”1。新构造运动的隆升，伴随着断裂切割，造成水系冲刷，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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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本区丹霞地貌的动力条件。

2丹霞地貌遥感解译

前人对丹霞地貌资源研究大多局限于实地考察法，信息多来源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报

告或路人偶然发现。有当代徐霞客之称的黄进先生为全国丹霞地貌的考察做出了杰出贡

献““1。但仅靠实地考察的调查方法效率较低，而且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传统调查法

往往只记载何处存在丹霞地貌，而对它的面积、高程类型等地貌特征研究较少。事实上，大

范围系统的丹霞地貌资源调查在总体旅游规划中显得十分重要。丹霞地貌作为一种重要的

旅游资源，在江西省有多少资源量?分布规律如何?这是江西省旅游发展规划中不可或缺

的数据。

遥感作为采集地球数据及其变化信息的重要技术手段，在国内外许多行业得到广泛的

应用。特别是在国土资源调查方面，遥感技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在大范围内

全方位地解译地貌资源类型，为资源调查工作提供了低耗资、高效率、高质量的技术支

撑”1。因此，采用遥感技术进行大范围的丹霞地貌资源解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然，遥

感图像解译标志也需要结合实地调查来建立，解译的结果更是需要实地调查验证，但这种野

外调查就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在广泛收集前人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省内已知丹霞地貌景点在陆地卫星TM图像上的

特点，结合其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貌形态影像特征。建立了丹霞地貌的遥感影像解译标

志。进而在MAPeIS平台上处理全省遥感数据．首次对江西省丹霞地貌资源进行专项详细

解译。初步查明了全省丹霞地貌景观资源123处(图1)。其中新发现景点有78处(编号为

N088一M65)，原来已知的有45处(编号为04l—087，其中082、083经验证不是丹霞地

貌)”“1。部分新解译景点的实地调查表明，遥感图像的丹霞地貌解译准确性较高，全部景

点的实地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关于丹霞地貌解译标志和解译过程将另文阐述o。

3丹霞地貌发育规律及其控制因素

3．1地层岩性控制

构成本区丹霞地貌景观的地层主要是上白垩统(占82％)，其次为下白垩统(占15％)、

下第三系(3％)。上白垩统占绝对优势的原因，一方面与该套地层分布广泛有关。同时与上

自垩统岩性特征关系密切。晚自垩世地层中。大量发育砖红色、紫红色厚层状砾岩、砂质砂

岩，富含铁质和钙质，总体上岩石粒度较粗，抗风化能力强。而下白垩统和下第三系岩石粒

度较细，尤其是前者夹大量凝灰岩，抗风化能力弱，不易形成丹霞地貌。
’

在鹰潭龙虎山地区，景区范围内出露河口组和塘边组。河口组岩性主要为紫红色—砖

红色巨厚层状砾岩、砂质砾岩，夹含砾细砂岩、粉砂岩。塘边组为紫红色中一厚层状台砾细

砂岩、薄层状粉砂岩。丹霞地貌发育于河口组，因为其砾岩常常胶结致密，质地坚硬，抗风化

能力强，岩层厚度大，倾角较缓，是形成悬崖峭壁的物质基础。而胶结松散或钙质胶结的砾

岩，以及其问所夹的细粒结构软弱岩层，易形成各种洞穴，同时又为后期的崩塌作用刨造了

①刘林清．郭福生，曾晓华．丹霞地貌景观调查的遥感技术应用研究．第九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

大会交流论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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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图l旺西省丹霞地貌遥感图像解译成果图

Fig．1 R锄咖螂五Ilg；m咿interplet鲥帆瑚p ofD明xialaIl幽咖in Ji锄鲥p啪ince

3．2空间分布规律与中幼年河流控制

从图l可看出，江西省丹霞地貌景观明显沿着河流走向呈带状分布，特别是在信江、抚

河、贡水、修水两岸密集分布，反映了丹霞地貌的分布与水系密切相关。不同级别支流穿过

景区，或景点为水库和湖泊环绕，形成独特的丹山碧水组合。

丹霞地貌各景点的范围大小相差悬殊，面积为2．2—66．2 km2。海拔高度通常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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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个别达300一400 m。主要属于中、青年阶段的峰林、峰丛型丹霞地貌，丘陵型、岭谷

型丹霞地貌也发育较好。年青地貌类型与中幼年河流关系密切，地势高差大。赣东、赣东南

和赣南丹霞地貌多发育峰林、峰丛型和岭谷型地貌，高差悬殊，有的相差上百或数百米。

3．3断裂构造控制

构造运动是形成丹霞地貌的重要因素，它一方面使红层抬升遭受风化剥蚀，另一方面又

形成节理使岩石破碎从而降低抗风化能力。红层的抬升往往是沿着盆缘断裂进行的，盆缘

又基本上是较粗的碎屑沉积物，因面较易形成丹霞地貌。在江西省中新生代红层分布图上，

丹霞地貌景点分布并不均匀。两者的差异性明显，晚白垩纪红盆中丹霞地貌景点数量与红

层分布面积的相关性不密切。丹霞地貌发育于红盆边缘，景点分布主要受大断裂带状控制。

此外，小断层、节理发育密集处易形成丹霞地貌，断层的性质还影响着丹霞地貌的发育类型。

如龙虎山丹霞地貌分布区位于信江盆地南西部，是一个受鹰潭一安远断裂带(NNE向)

和永修一鹰潭断裂带(Nw向)所控制的三角形地带。在断裂带附近受断块隆升活动的影

响，地层产状变陡，常形成单面山或猪背山地貌类型。该区NNE向、NEE向、NNw向三组断

裂成组成带出现。前两组断裂面连续平直，控制了石寨、石墙、石梁等山体地貌的延伸展布

方向，控制水流沿裂隙面冲刷侵蚀形成蟑谷和石崖。石缝和竖状洞穴的形成则与NNw向

裂隙有着密切的关系。

3．4丹霞地貌与新构造运动关系

红层岩性是形成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在适宜的气候一温度和雨量条件下的流水

冲刷、风化剥蚀(崩塌)是形成丹霞地貌之雕刻师。显然，新构造运动(轻微抬升)则是促使

上述两者耦合的关键因素，丹霞地貌发育区的断裂密集、河流下蚀作用强烈就是佐证。

江西省丹霞地貌主要与信江盆地、赣州盆地、会昌盆地、广昌一南城盆地、武宁盆地、查

津(修水)盆地、南丰盆地、于都盆地、瑞金盆地、铜鼓盆地、版石盆地、寻乌盆地等中新生代

断陷红盆有关，红盆受北东或北北东向大断裂控制。其中信江盆地、南丰盆地、版石盆地、会

昌盆地、寻乌盆地位于武夷山的西部边缘，控制红层出露的断裂展布方向与武夷山隆起带一

致。由此可见，本区东部丹霞地貌异常发育与武夷山隆起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第三纪以

来特别是更新世块断运动的结果。

以龙虎山为例，第三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使本区地壳发生整体抬升。通过实地观察、遥

感图像和DEM资料的综合研究，将高度相近的山顶平坦地形面和阶梯地形面相联系，确定

了该区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夷平面。古夷平面的范围大致是，北以鹰潭一上清官公路为界，

南西以泸溪河为界，东以鹰厦铁路为界。这两个夷平面海拔高度分别为70一90 m和240—

280 m。在泸溪河北岸存在两级河流阶地，两级阶地之间有一个2．5—5 m高的陡坎。两个

古夷平面和两级阶地代表了该区新构造运动有4个相对平静期，之间是本区地壳抬升相对

快速的时期，河口组、塘边组随地壳抬升至侵蚀基准面之上，遭受水流冲刷、侵蚀、风化等地

质作用，逐渐形成现今的丹霞地貌。

4丹霞地貌旅游区划刍议

江西地势为一完整的山江湖体系，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为丘陵。北部是鄱阳湖平原。

主要河流发源于边境山地．赣江、修水、抚河、信江、饶河为本省五大河流，注入鄱阳湖．再与

长江相通。其中赣江为本省第一大河，纵贯南北，上游支流有贡水、桃江、章水，中下游有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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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及井冈山周围的许多小支流汇人。

丹霞地貌主要分布在周边丘陵低山区，集中分布在赣东、赣东南地区，赣西和赣西北有

零星分布。从遥感图像上可清楚看出，它们明显受不同级别河流的流域控制，具带状分布规

律。根据这一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3个密集型丹霞地貌区：信江中上游区、抚河中上游区、

贡水流域区；6个稀疏型丹霞地貌区：乐江流域区、修水中上游区、锦江中上游区、井冈山水

系区、章水流域区、桃江流域区(表2、图2)。上述9大区域集中分布了122处丹霞地貌景

点，只有083点例外，它隶属于汇人赣江中游的一条小支流，因其单独一处，地理位置又靠近

抚河流域，故将其归人抚河中上游区。

裹2江西省丹霞地貌旅游资源区划表

1铀le 2 RegionaI击“si蚰细D肌五a laIId‘脚tDLlIi砒地舢啪·iIl Jilm蜊pr耐n∞

旅游业是江西省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已取得长足进展，但离“旅游休闲大花

园”的目标还相距甚远。江西的地学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其中山岳地貌最具特色”。’”1。充

分利用该省地学研究成果丰硕深厚的优势，增加风光旅游的科学内涵，强化旅游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措施，是实现该省名山旅游业跨越式发展、赶超旅游强省的有效途径。

江西省丹霞地貌资源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赣东、赣东南及赣西北丹霞地貌分布集中，发

育良好，与旅游开发要素(交通、水系、居民点等)结合较好。因此，该省丹霞地貌资源具备

了良好的旅游开发前景。特别是赣东和赣东南得天独厚，集中了省内全部3个密集型丹霞

地貌区(信江中上游区、抚河中上游区、贡水流域区)和1个稀疏型丹霞地貌区(桃江流域

区)，丹霞地貌景点达93处，占全省景点的75．6％，资源优势属全国罕见。近几年该区交通

条件大大改善，昌厦高速公路、京福高速公路纵贯区内，南有京九铁路穿越。因此，把丹霞地

貌作为主要的旅游资源，对该区进行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有着非常有利的条件。

从全省旅游布局来看，庐山、三清山、井冈山等著名风景旅游区都位于江西的北部和西

部。赣东、赣南地学旅游资源丰富，又毗邻广东、香港、澳门等发达省(区)，旅游区位优势明

显，但该区旅游地学研究程度较低，至今尚未有国家级地质公园和著名风景旅游区。因此，

开发赣东南丹霞地貌旅游资源显得十分迫切，开发潜力巨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将

“湘赣闽红色旅游区”确定为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赣东南是革命老根据地，

瑞金红都、长征第一山、翠岗(翠微峰)战役等历史遗迹众多，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例如宁都

翠微峰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残匪在山顶固守一个多月，在丹霞地貌上留下了众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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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江西省丹霞地貌景观旅游区划图

Fjg．2 R蟛onal pla曲i“g￡旧D脚nda land∞印e t仰lism皇igl衄in Jif哪面pⅢviI．∞

井、战壕暗堡、残垣断壁等遗址，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赣东南集丹山碧水自然

风光和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于一体，形神兼红。具有鲜明的“双红”旅游特色。该区丹霞

地貌分布范围又是客家民系的传统分布区”“，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更是为该区旅游增添了

浓厚的文化内涵，同时旅游开发研究也能更深层次地挖掘这个特殊而又优秀民系的文化特

色。可见，赣东南丹霞地貌旅游资源开发意义重大。

在旅游规划上，应从丹霞地貌资源总体分布特点着手，以鹰潭龙虎山、宁都翠微峰、赣州

通天岩、石城通天寨等已开发的丹霞地貌风景区为龙头，按照水系流域、登山漂水特色景点，

结合公路交通、居民地等开展线状布局，构成该区丹霞地貌旅游线，带动各县充分挖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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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

赣西南、赣西、赣西北和赣东北丹霞地貌分布零星，但个别地带景观发育良好。如铜鼓

县、万载县和永修县等地，应结合区域人文、宗教、风俗及其它地貌景观等因素综合挖掘其旅

游开发价值。

5结论

(1)遥感技术是进行大范围丹霞地貌景观资源调查的有效手段。该方法具有低耗资、

高效率、高质量等特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遥感图像解译标志的建立和解译结果的验

证，也需要做踏实的实地调查研究。本文首次对江西省丹霞地貌景观资源进行系统的遥感

解译，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解译成果的野外核实工作正在全面开展之中。

(2)江西省丹霞地貌资源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本项研究初步查明了全省共有丹霞地貌

景观资源123处，其中新发现景点78处。它们主要发育于晚白垩纪红层中，是晚第三纪以

来新构造运动间歇性隆升、断裂切割、流水冲刷和风化剥蚀的结果。丹霞地貌景观明显受红

盆边缘断裂和不同级别河流的流域控制，带状分布规律明显，可划分为3个密集型丹霞地貌

区和6个稀疏型丹霞地貌区。

(3)赣东和赣东南丹霞地貌最具旅游开发潜力。赣东和赣东南得天独厚，集中了省内

全部3个密集型丹霞地貌区和1个稀疏型丹霞地貌区。资源优势在全国实属罕见。但与赣

北、赣西相比，该区旅游开发相对滞后。赣东南是革命老根据地，是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

的首选地区，加上赤壁丹崖的丹霞地貌，可谓是”形神兼红”，具有鲜明的“双红”旅游特色。

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又为该区旅游增添了一分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该区毗邻广东、香港、

澳门等发达省(区)，旅游区位优势明显，近几年交通条件已大大改善。因此，赣东和赣东南

丹霞地貌资源具备了良好的旅游开发前景。

作者曾多次请教黄进教授、彭华教授，严兆彬、郭国林参加了野外调查工作，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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