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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花岗岩地貌是最重要的自然旅游资源!其形成主要取决于花岗岩 体 出 露 地 表 后 上 升 和 剥 蚀 的 速 度"当

花岗岩体慢速上升!形成花岗岩石蛋地貌#当花岗岩体快速上升时!形成花 岗 岩 峰 林 地 貌#当 花 岗 岩 体 以 较 快 的

速度上升时!则形成以上两种地貌的过渡类型"花岗岩地貌的旅游景观可 归 并 为 石 蛋 及 其 垒 砌 造 型$石 峰 及 峰

林$绝壁及陡崖$一线天$洞穴和石窟$泉和温泉$瀑布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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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相 当 多 的 名 山 是 由 花 岗 岩 体 组 成 的!
例如黄 山&华 山&泰 山&衡 山&安 徽 的 九 华 山&天

柱山&青岛的崂山&鞍山的千山&西安的骊山&天

津的盘山!浙 江 的 普 陀 山!福 建 的 太 姥 山&厦 门

的万石岩&鼓 浪 屿 和 河 南 的 鸡 公 山&嵖 岈 山 等%
花岗岩地 貌 作 为 一 种 构 造 岩 石 地 貌!在 自 然 地

理和地貌 学 中 都 得 到 了 一 定 的 研 究!但 限 于 研

究目的!对 花 岗 岩 地 貌 的 发 育 过 程 与 旅 游 资 源

的关系&花 岗 岩 地 貌 中 旅 游 景 观 的 分 类 等 问 题

的研究目 前 还 很 有 限!本 文 即 是 该 方 面 研 究 的

一种补充%

!!花岗岩地貌的形成阶段

花岗岩岩 浆 冷 凝 成 岩 并 隆 起 成 山!大 致 可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冷凝 成 岩 和 深 成 阶 段!花 岗 岩 冷 凝 结

晶的过程 中 体 积 要 发 生 收 缩!从 而 在 花 岗 岩 体

中产生裂 隙!即’原 生 节 理(!一 般 有 三 组!近 于

垂直!把岩体切割成近似的立方体&长方体的块

体%这些节 理 裂 隙 则 在 地 壳 运 动 的 作 用 下!部

分发育成为断裂构造%
"%#上升 接 近 地 表 风 化 阶 段!由 于 构 造 抬

升!花岗岩 体 接 近 地 表 时!受 地 下 水 作 用!在 节

理附近主要矿物长石风化为粘土矿物%久而久

之!原生节理切割而成的立方&长方形块体的剥

蚀风化!就变成了不规则的球体%这种’球状风

化(形成的球状岩块称之为’石蛋(%
""#出露地表剥蚀阶段!可分为三种情况$

!#在 慢 速 上 升 缓 慢 剥 蚀 情 况!花 岗 岩 体 出 露 地

表后上升 速 度 较 慢 时!风 化 壳 受 到 的 侵 蚀 作 用

较弱!粗大 的 石 蛋 就 会 残 积 在 原 处%如 果 地 处

湿热的气 候 带!在 很 厚 的 风 化 壳 中 石 蛋 会 相 互

垒砌起来!并形成石蛋垒砌而成的山丘!称之为

’花岗岩 石 蛋 地 貌(!厦 门 植 物 园 所 处 的 万 石 岩

就是这种地貌的典型)!*%%#在快速上升强烈剥

蚀的情况!花 岗 岩 出 露 地 表 并 快 速 上 升 成 为 高

峻的山峰!流水的侵蚀冲刷能力增强!将花岗岩

基岩上的 风 化 壳 并 石 蛋 几 乎 全 部 冲 刷 掉!流 水

继续沿近于 直 立 的 节 理&断 裂 冲 刷&下 切!将 花

岗岩体切 割 成 一 个 个 陡 峻 的 山 峰!只 有 在 很 少

的山峰顶部还残留有石蛋!称之为’花岗岩峰林

地貌(!黄 山&华 山 就 是 这 种 地 貌 的 典 型)!*%"#
在快速度上升!较强烈剥蚀情况!花岗岩体形成

较高的山丘!此时流水的侵蚀作用较强!将大量

的石蛋冲 刷 带 到 山 涧 沟 溪 之 中!仍 有 较 多 的 石

蛋出露在山丘&山峰的顶部!一部分地段花岗岩

基岩上的 石 蛋 全 部 被 冲 刷 走!流 水 继 续 沿 直 立

的节理裂 隙 冲 刷!形 成 陡 峻 的 山 峰%这 种 地 貌

是介于花岗岩石蛋地貌和花岗岩峰林地貌之间

的中间类型%鸡公山则是这种地貌的典型)%*%

=!花岗岩地貌的旅游景观

在旅游地 学 上!对 石 灰 岩 岩 溶 地 貌 的 旅 游

景观有较 为 详 细 的 分 类 和 描 述!而 对 花 岗 岩 地

貌的旅游 景 观 的 分 类 描 述 却 显 得 不 够!笔 者 将

花岗岩地貌旅游景观作如下分类%
"!#石蛋 及 其 垒 砌 造 型!花 岗 岩 球 状 风 化

形成的石蛋!虽 近 于 球 状!但 形 态 各 异!分 布 于

山巅溪涧!给人以宽阔的想象空间!成了旅游区

的重要景 观 和 神 话&传 说 的 源 泉%如 黄 山 顶 部

的猴子观海)"*&华山西峰顶的劈山救母石&福建

平潭岛南寨石景区的骆驼石&神龟石&鸳鸯石和

海南岛 的 鹿 回 头 等)%*%石 蛋 垒 砌 造 型!也 是 花

岗岩地貌 旅 游 景 区 的 重 要 景 观!例 如 鸡 公 山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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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雄鸡!嵖岈山的八戒醉酒和双猴望月!平潭岛

上的海潭天神等"
#%$石柱!孤峰及峰林!当花岗岩出露地表

并处于强烈上升时%流水沿垂直节理裂隙下切%
形成石柱或孤峰%石柱!孤峰丛集成为峰林%如黄

山的妙笔生花"花岗岩峰林显得极为雄伟壮观%
如黄山切割深达)###!###(%形成高度在千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多座"华山则是东西南北

中五峰对峙局面"另外%天柱山的天柱峰和九华

山的观普峰也都是非常典型的峰林地貌"
#"$绝壁!陡崖!花岗岩体中或边缘发育有

断裂构造时%由于断裂带岩石破碎%抗风化能力

变弱%或断裂的抬升%在花岗岩体的周边或内部

产生悬崖绝壁"另外%流水沿直立节理冲刷%也

会产生高差较小的陡崖"绝壁和陡崖为花岗岩

地貌增添了险俊的美感"这一点在华山体现最

为明显"华山之险%名冠群山%是因为华山四周

均是绝壁%从 东 峰 沿 长 峰 至 石 楼 峰 更 是 构 成 了

一个巨大的崖壁%被称之为&华山仙掌’"
#,$一线 天!当 流 水 沿 花 岗 岩 体 中 近 于 直

立的剪切 裂 隙 冲 刷 下 切 时%形 成 近 于 直 立 的 沟

壑%沟壑越 来 越 深%形 成 两 壁 夹 峙%向 上 看 蓝 天

如一 线"我 国 花 岗 岩 山 岳%如 黄 山%九 华 山%华

山!太姥山!天柱山!嵖岈山!千山和平潭岛的将

军山等%都有一线天景观"
#)$洞 穴!石 窟!花 岗 岩 是 不 易 溶 解 的 岩

石%因此 不 能 形 成 在 石 灰 岩 地 区 常 见 的 溶 洞"
但雨水沿 花 岗 岩 体 内 断 裂 冲 刷%断 裂 上 盘 岩 块

的崩塌%能形成不规则的堆石洞"另外%石蛋地

貌发育的地区%石蛋间的空隙也可以构成岩洞%
如黄山的水 帘 洞!莲 花 洞!鳌 鱼 洞%崂 山 的 白 云

洞!明霞洞%太姥山的璇矶洞%罗浮山的朱明洞%
嵖岈山的万人洞等"

#*$泉!温泉!矿泉!&自古名山多聚泉’%泉
是花岗岩山地的重要旅游景观"著名的有崂山

的矿泉!黄山的温泉!骊山的温泉等"花岗岩一

般含有极少量的放射性元素%因此%从花岗岩中

流出的泉水一般均含有少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放

射性氡气"这 些 泉 水 可 饮 可 浴%不 仅 是 重 要 的

旅游资源%也是宝贵的水资源"
#$$瀑布!我国的花岗岩地貌大 多 出 现 在

雨水充沛的东部地区%山高水潺%所以在花岗岩

峰林地貌 发 育 或 较 为 发 育 的 山 岳 地 区%一 般 都

有瀑布 出 现"如 黄 山 的 人 字 瀑!百 丈 泉!九 龙

瀑%崂 山 的 靛 缸 瀑 布(,)!龙 潭 瀑 布%太 姥 山 的 龙

并瀑布和九龙祭瀑布%九华山的桃崖瀑布!织绵

瀑布和龙池瀑布%罗浮山的白漓瀑布!白水门瀑

布和黄龙洞瀑布等"

@!结语

花岗岩地貌是重要的自然旅游资源"随着

旅游事业的发展%其重要性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花岗岩地貌中奇峰异石!流泉飞瀑%均是自然天

成%是内动 力 地 质 作 用 和 外 动 力 地 质 作 用 长 期

相互作用 的 结 果"向 游 客 传 输 科 学 知 识%介 绍

花岗岩地 貌 的 发 育 过 程 和 规 律%是 旅 游 工 作 者

和导游的责任"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中 国 自 然 地 理+编 辑 委 员 会3中 国 自 然 地

理#地貌$(=)3北京,科学出版社%!&’#%!)% !*#3
(%)傅中平3中国风景名胜荟 萃(=)3南 宁,广 西 民 族 出 版

社%!&&$%!"+,)%,& )!%!%)+!%$%!)) !)’3
(")徐清泉3中国 旅 游 地 质(=)3北 京,地 质 出 版 社3!&&$%
$) $*%!"& !,#%"%’ "")3

(,)景才 瑞3黄 山(=)3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 "$!
!%# !%,3

O3-2#(’O’+.+3/*+,+$C-29#(:7+E3#:.T-29:)-/’
HISAK5>%B:2JT=A?UA5>%HIJ4/?VG/5>

#@8+%0A8,*’%2*()4#$/"4$2+<68,,/%@8+%0A8,*,)###$%78#%$$

A6:(3-)(,!"#’51&)4#’#%+%5,"%(%’2).%&#%34"#+%.4)+,%541&4&14751(4%75).+5#.%75/#.:M4.3#1=
475#.+1)&(20#,#&0.%&4"#.,##0%30#&7014)%&1&0#(#;14)%&%3’51&)4#A%0)#.:9&00);)0#04"#
4%75).+(1&0./1,#.%3’51&)4#’#%+%5,"%(%’)#.)&4%&)&#42,#.1.3%((%<%):#:’51&)4##’’.1&04"#)5
&A5)/8<%58’%’51&)4#,#181&0,#183%5#.4%/()33.1&0#./15,+#&4.%&1’(#1+%3.82’#18)&0%3&155%<
1&00##,.()4$%.,5)&’1&0<15+.,5)&’%<14#531((.%,)&#3%5#.4%1&0,#45%’(2,":N754"#5+%5#%4"#17=
4"%5.0#./5)A#04"#)54%,%’51,")/3#1475#.:

1’CD+39:,’51&)4#%’#%+%5,"%(%’2-’51&)4#(1&0./1,#

&&!第%期 !李强等,花岗岩地貌及其旅游景观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