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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
,

贵 州普定地区是一个白平纪末至老第三纪时期形成

的岩溶夷平面
。

其 中峰林生成于新第三纪热带气候条件
,

且受到 目前亚 热带气

候的改造
,

这种峰林称为残留峰林
,

高不及 2。。 米
。

由于 近期高原抬升
,

河流

强烈下切
,

形成峡谷
,

成为典型的高原分水岭峡谷型岩溶地貌
。

自河谷到分水

岭岩溶发育程度不是减弱反而增强
。

岩溶地貌的分布在水平方 向上呈带状
,

在

垂直方向上呈层状
。

通常岩溶地貌发育最好的地 层为生物碎屑灰岩
。

普定县位于黔中高原西部
。

三岔河由西向东穿越中部
,

形成深切峡谷 , 河北 为 谷 坡 地

带
,

地面切割破碎 ; 南部是三岔河与红水河支流白水河之间的分水岭
,

地势平坦
。

地质构造

主要由一个背斜
、

一个复式向斜和一个断裂地堑构成
。

由于新构造时期造貌运动
.
的影响

,

背

斜断续升高
,

形成高亢地区 ; 向斜基本保持古老的高原地面
,

地势开阔
,

相对高程不及 1 50

米 ;
地堑两侧有缓慢抬升

,

断裂谷地相对稳定
,

成为纵深平坦的谷地
。

境内不同时代的碳酸

盐岩层广为分布
,

占总面积的 82 %
,

岩溶广为发育
。

区内岩溶地貌具有典型的高原分水岭峡谷

型特征
。

高原面上保留着古老的岩溶夷平面
,

自第三纪至今
,

岩溶持续发育
,

在古老岩溶基

础上叠加近期岩溶 ; 三岔河两岸的峡谷地形
,

破坏了古老岩溶地面
,

地表水多潜入地下
,

地

表显得十分干早
。

由于气候由第三纪的热带气候变为第四纪的亚热带气候
,

使热带环境下形

成的岩溶地貌受亚热带环境的改造
,

因而岩溶地貌类型丰富
,

发育过程复杂
,

具有独特景观
。

一
、

岩溶形态类型及组合特征

从地貌学的观点来看
,

按气候分类
,

可将本区的岩溶类型划分为热带和亚热带两大地貌

类型
。

热带岩溶地貌是古岩溶
,

反映第三纪时期岩溶发育特点
,

它以峰林
、

峰丛等正地形为

特征
;
亚热带岩溶地貌则是现代岩溶

,
』

白以岩溶丘陵正地形为代表
,

在区 内两者是叠置和继

承的
。

在热带气候条件下
,

若碳酸盐若地层较薄或岩性不纯
,

也可以发育成岩溶丘陵
。

区内

岩溶的形态类型系统如下表
:

上述岩溶形态类型
,

均以一定组合类型形式出现 ( 图 1 )
,

特征如下
。

1
.

峰林一谷地只分布在地堑带内
,

为内源水溶蚀一侵蚀而成
,

目前已成为两大水系 ( 长

往与珠江 ) 的分水岭
。

谷地内地下河埋深小
,

地表河多为季节性河或过洪河
。

谷地内水系曾

几度袭夺或反袭夺
。

地表河的密度为 5 00 米 /平方公里
。

带 新构造时期 内形成地貌的构造运动
,

称造貌运动
,

亦 称地貌运动
。

详见参考文献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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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岩溶形态类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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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俞锦标等 贵州普定岩溶地貌

2
.

峰林一盆地主要分布于向斜 轴部及翼部
,

盆地 由 几个洼地开拓发展而成
,

并由 地下

河变来的地表河以韧带式串联
。

峰林一洼地多数分布在背斜地区
,

为地下河或小型地表河的

分水岭 地带
。

洼地可 由内源水 形成
,

也可由外源 水形成
,

后者形成的洼地往往来水来砂较

多
,

易形成季节性湖
,

湖中多有第四纪沉积物
,

沉积速率较快
。

地表河密度为 30 0米 /平方公

里
,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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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峰丛洼地和峰丛漏斗多分布在深切河谷两侧
。

峰丛是由峰林因地下水降低发展而来
。

在深切河谷的岸坡地带
,

漏斗深邃而小
,

谷坡地带较大
,

洼地内多套漏斗
。

地表河流儿乎没

有
。

4
.

岩溶丘陵洼地漏斗分布于 ( l ) 第四纪早期的河床部位 ; ( 2 )分水岭地带岩性不纯地

区
。

前者丘陵高度较大
,

坡度较陡
,

分布势态与构造有关
。

后者丘陵高度小
,

坡度亦缓
,

分

布势态与岩性有关
。

在白云岩分布地区的岩溶丘陵漏斗中
,

漏斗个体很小
。

而在古老夷平面

上近期发育起来的丘陵漏斗
,

没有覆盖物
,

如大白水山和天 良大坡
。

二
、

岩溶地貌基本特征

( 一 ) 具有古代热带岩溶地貌残留特点

区内广大分水岭地的不少岩溶形态不 同于 目前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岩溶形态
,
亚热带干湿

交替的气候对其起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作用
。

前述
,

峰林是第三纪炎热多雨环境下形成的
, 它

是一种古地形
,

且又是目前存在的一种岩溶形态
。

本区的峰林高度和个体均较矮小
,

不如广西

地区的峰林高大
,

陡峻
,

分布上也不及广西密集
,

日趋稀散
。

峰林中的锥峰个体形态在平面上

的投影比较圆化
,

锥尖的铅垂线与锥底周边的距离相对一致
,

锥体的坡度多稳定在35 一 48
“ ,

很少超过 6 0
“ ,

以 40 一 4 3
。

占优势
,

顺倾向坡与逆倾向坡的坡度无多大变化
。

这种相对高度较

小
,

坡长一致
,

平面投影形态又近似圆形的峰林的形成
,

是该 区区域性岩溶基准面在长期稳定

的条件下
,

岩溶作用日益深化
,

峰林个体不断平行蚀低
、

后退的结果
。

从峰林 ( 正地形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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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地 (负地形 )面积之比分析
,

也证实这一结论
。

目前世界上正在发育的热带峰林地区
,

峰林

和洼地面积之比是 5 : 1 ,

而本区已发展到 2 : 1 ,

甚至 l : 2 ,

它与贵州平坝
、

安龙
、

兴

义
、

兴仁
、

贞丰和云南东部的个旧
、

师宗
、

罗平等地的峰林相似
。

任美愕等 〔 2 〕 也早从古地

理
、

古海洋学和古气候以及板块运动的分析
,

论证 了本区的峰林是残留峰林的结论
。

最近在

湖北省新州县 阳罗 ( N 30
0

40
`

) 一带发现晚第三纪橄榄树硅化木
,

经研究分析认为
,

当时的

气候条件
,

比目前年平均气温要高 5一 10 ℃ ,

年降水量多 1 0 0 0 毫米以上气 无疑
,

地处北纬

2 6
“
2 0 尹的普定

,

晚第三纪时
,

也处 于热带多雨气候条件控制之下
。

根据地壳运动的分析
,

该时
,

贵州与广西的高度相近
,

高原尚未形成
,

完全有条件发育成标志热带岩溶形态的峰林地形
。

( 二 ) 岩溶地貌在水平方向上呈带状分布
,

垂直方向上呈层状分布

区内碳酸盐岩层与非碳酸盐岩层相间沉积
,

岩溶地貌与流水地貌也相间排列
。

峰林
、

丘

陵
、

洼地等岩溶形态多与地层走向一致
,

呈带状分布
。

略呈反
“ S ”

形的大窑背斜东南翼
,

地层倾角较陡
,

洼地呈狭长形
,

峰林排列亦呈条带形
。

峰林循石炭系黄龙组
、

马平群
、

二叠

系阳新组
、

三叠系大冶组
、

永宁镇组下段分布
,

其间的洼地较狭长紧闭
,

带状峰林间多有流

水地貌相间隔
。

在没有横切构造作用下
,

带状岩溶地下水形成孤立水流
,

具独立的补给
、

径

流和排泄系统
。

区内造貌运动的结果
,

使岩溶地貌在垂直分布
.

上具有层状特点
。

最高层地貌的发育演化

已达到完整的地貌轮回一岩溶准平原 ( 大白水山
、

天良大坡 )
,

岩溶形态主要是在平坦的岩

溶夷平面上
,

近期又发育的岩溶丘陵和漏斗 ; 其下层状地貌的发育轮回
,

递次不完整
,

为壮

年期 ( 广大分水岭地区 ) 甚至为幼年期 (三岔河岸坡地区 )
。

这种在垂直方向上分布的
,

不同

发育阶段的层状地貌
,

可受到与构造相符 ( 平行 ) 的造貌运动的影响而复杂化
。

( 三 ) 从分水岭到河谷
,

岩溶作用程度逐渐减弱

这一特征与其他山地地区发育的岩溶地貌特征相悖
。

因为区内分水岭地带的岩溶自第三

纪 以来尚在持续发育
,

古代和现代岩溶作用叠加一起
,

因此岩溶化程度较强
。

地下洞穴也不

例外
,

如分水岭的一棵树一余官地堑带内
,

在不及 2 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天窗 40 多个
, 又如

母猪洞地下河流域不到 5平方公里有洼地 20 个
,

马官附近的漏斗密度达 35 个 /平方公里
。

自

分水岭到三岔河谷地区岩溶形态组合类型的演化规律呈反向演化序列
,

即从分水岭到河谷 由

峰林一盆地 , 峰林 , 洼地 , 峰丛一洼地 , 峰丛峡谷
,

这表明分水岭地区岩溶地貌发育到峰林

盆地阶段至今持续发育
,

地表和地下岩溶化程度高而河谷地区则因基准面的影响由峰林盆地

阶段向峰丛峡谷阶段演化
,

地表和地下的岩溶化程度较差
。

四
、

岩溶地貌发育的方向性

岩溶形态分布除与地层走向有关外
,

还受区内断层和节理控制
。

本区共有四 组 共 扼 节

理
,

对岩溶地貌起控制作用的为 4 0
。
士 1 5

“ 、
3 15

。

士 1 5
“

和 5 0
。

士 2 5
。 、

3 5 0
”

士 2 5
“

两组共扼节

理
,

这两组节理
,

可能是喜马拉雅运动以来地壳垂直升降运动的结果料
,

在时代上较近
。

如

化处地区的岩溶丘陵和洼地是第四纪以来发育形成的
,

与该地 55 一 6 0
。

断层与 2 80 一 2 9 0
。 、

34 0一 35 0
。

共扼节理有关
,

因而丘陵与洼地均呈菱形分布
,

且该地地下河总的流向北东
,

转

带 文汇报 1 98 5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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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帐 成都地质学院资料 : 普定南部地区岩溶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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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多受 3 40 一 3 5 0
。

节理控制
。

母猪洞地下河延伸方向为 50
。 ,

转弯为 33 0
“ ,

前者为较密集剪

切节理
,

后者为稀疏的张节理
,

延伸较远
,

切割较深
。

高羊地下河 的出口处也是沿着 40
。

士

15
。 、

3 1 5
。

士 1 5
。

这两组区域性节理发育上溯
,

并劫夺地表河
,

形成完整的高羊地 下 河 水 系

的
。

从全区 23 条地下河发育和分布特征分析
,

主要是沿着 40
”
士 1 5

“ 、
3 15

。

士 1 5
。

和 80
。

士 25
。 、

3 5 0
。

士 2 5
。

这两组共扼节理发育
,

其中沿 40
。

士 1 5
“ 、

3 1 5
。

士 1 5
。

组节理已经形成较大的管道
,

而 8了士 2 5
。 、

3 5 0
“

士 25
“

组节理正在形成和扩大管道
。

根据各地下河出口处的情况
,

分析劫

夺地下河 出口的新管道
,

正是沿着 80
。

士 25
。 、

35 0
。

士 25
。

组节理发育
。

( 五 ) 岩溶地貌发育的新生性和继承性

第四纪以来
,

三岔河的形成及强烈下切
,
使制约岩溶地貌发育的排水基准面不断下降

。

三岔河的谷坡和岸坡地带发育垂直管道
,

导致下渗带加厚
,

地表水大量漏失
,

使一些洼地和

谷地变成 了岩溶悬谷和干谷
,

其底部往往有落水洞消水
。

这些新生的落水洞可深达 2 00 米
,

洪水时期虽可消水
,

但由于发育时间较短
,
管道排水不畅

,

滞水时间可长达 20 天
。

在谷坡地

带 ( 离三岔河约 3 一 5公里 ) 生成众多而深邃的封闭园洼地和漏斗
,

它们在形态上具有叠置

型
、

双重型和单一型结构 ( 图 3 )
。

前两者代表叠加性
,

后者表现为新生性
。

岸坡和谷坡地

哆家湾

带分布的峰丛注地和峰丛漏斗是因基准面变

化
,

由峰林盆地
、

峰林谷地演化而来
,

这种

反向演化序列说明漏斗和园洼地是近期新生

的
。

区内地下河的状况有两种
:

在分水岭地

带的地下河与地表河是相互重叠和交替的
,

洪水时地表河有水
,

枯季时地表河干涸 , 有

的地下河时明时暗
,

但当离三岔河 3 一 5 公

里处
,

均潜入地下
,

至三岔河岸边出露
。

地

下河的坡降很大 ( 40 一 60 编 )
,

大大超过分

水岭地带的地下河坡降 ( 4一 5输 )
。

在岩溶

地貌的景观上
,

分水岭地带是高原岩溶
,

为

古老的
、

平缓的岩溶盆地和谷地
,

其四周散

立着或为带状或为簇状的峰林和丘陵
,

其至

孤丘
。

近期岩溶作用主要是局部基准面的影

响 ( 大型洼地和地表河的小支流 )
,

一般表

现为同期蚀低和侧向受到改造
,

故负地形逐

渐扩大
,

正地形逐渐缩小和降低
。

0
.J己工; O

1 2

15 0 3 0 0米
` ~ - 一-占一~ - - ~ J

图 3 洼地结构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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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 t r u e t u r a l t y p o m a p o f k
a r s t d

e p r e s , i
o n

1一洼地 : 2 一漏斗
;

卜
落水洞 ; T一阶地 ; A一叠置

型洼地 ; B一双重型注地 ; C一单一型注地

综合上述
,

区内岩溶地貌特征受制于岩性和构造条件
,

在造貌运动作用下
,

岩溶地貌的

发育和演化还受不同时期不同自然环境的影响
。

从时间序列上它既是古岩溶
、

又 是 现 代岩

溶 ; 从性质成因上既是热带岩溶地貌
,

又是亚热带岩溶地貌 ; 从发展演化阶段上
,

既有老年

阶段
、

壮年阶段
,

又有幼年阶段
;
从发展演化序列上皇反向演化特征

,

而且它们都是彼此叠

加
、

彼此继承和发展
。

故岩溶地貌时代上有多元特点
,

成因上是多生性
。

种种均表明具高原

分水岭峡谷型的总体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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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岩溶地貌成因分析

( 一 ) 岩溶地貌发育的岩石学基础

碳酸盐岩的物质组分是岩溶发育的物质基础
,

是岩溶地貌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
。

通过室

内实验和分析
,

野外实测和观察结果总结如下
:

( 1 ) 岩溶地貌发育取决于碳酸盐岩的溶蚀

量
、

溶解量和机械破坏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从表 1 中不难看出溶蚀量
、

溶解量和机

械破坏量最高的是泥灰岩
,

纯灰岩的溶蚀量和溶解量要比白云岩高
,

白云岩的机械破坏量却比

纯灰岩高 2
.

05 倍
。

从区内野外观察结果
,

岩溶地貌与岩性有关 ;在纯灰岩区 ( C a O与M g O平均

比为 5 2
.

0 8 : 1 ) 多数发育成峰林
、

丘陵和洼地等
,

且大多为裸露型 ; 在泥灰岩地区 ( 粘上几

表 1 碳酸盐岩的溶蚀量
、

溶解量
、

机械破坏量
井

T a b
.

1 C
o r r o s i

o n ,

d i s s o
l

u t i o n a n
d m e e

h
a n

i
e a l d e s t r o y e o n t e n t s i n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 、 气 、

公竺竺……
溶 解 量量

{
单位面积机械破坏 ,,

{{{{{{{
( 米 吕

/平方公里
.

年 ))) ( 克 /平方厘米 )))

纯纯 灰 岩岩 57 6 3
.

4 000 5 3 0 8
.

2 777 0
.

0 0 10 0 444

泥泥 灰 岩岩 6 4 8 8
.

名999 6 0 6 0
.

8 000 0
.

0 0 2 5 5 000

自自 云 岩

!!!
3 6 5 0

.

。。

{{{
2 7 0 2

.

2888 0
.

0 0 2 2 2 000

乎占一半 )地表面却发育成风化壳型
,

上覆溶蚀残余堆积物
,

其中碳酸盐成份已被带走
,

但保留

着良好的原始结构和构造
。

地表岩溶形态均无显露
,

然而地下洞穴
、

溶沟和石芽十分发育 ;

在 白云岩地区发育的洞穴内含有较多的白云石机械破坏物
,

峰林表面多有白云砂覆盖
,

注地

和溶蚀台地上有红土状堆积物覆盖
。

( 2 ) 岩石结构构造与岩溶地貌的发育关系
,

从野外埋

片溶蚀试验表明
,

二叠系凝块结构的亮晶凝块生物碎屑灰岩的溶蚀量最大 ( 溶蚀重量百分比

为。
.

62 % )
,

却发育成筒状
、

锥状峰林 ; 泥晶灰岩为其次 ( 0
.

59 % )
,

其中粘土集中成层的

发育成金字塔形峰林 ; 其下递次为亮晶鲡粒 ( 粒径为 2 一 5 毫米 ) 灰岩 ( 0
.

45 % )
,

成锥状

峰林
,

并有格子状洞穴发育 ; 亮晶鲡粒 ( 粒径为。
.

5毫米 ) 灰岩
,
溶蚀 百分 比最小

,

仅为

0
.

33 %
,

多发育成丘陵
。

从通体观察可知
,

凡含生物碎屑的灰岩其溶蚀量大
,

这不仅因为生

物碎屑具有骨架孔
,

有利于地下水流动
,

还在于生物碎屑具有全溶性特征
。

( 二 ) 岩溶地貌发育的构造条件

区内构造历史的研究表明
,

本区是活动性较大的地台型构造单元
,

在地质历史时期多以

震荡运动为主
。

沉积特点一般具海退序列的沉积韵律
,

构成了碳酸盐岩与非碳酸盐岩互层
,

也就决定了岩溶地貌条带性和层状分布
。

紧密的背斜构造
,

宽缓的向斜褶皱以及狭长的断块

地堑等构造形式
,

使得岩溶地貌的发育
、

地下水的活动具有构造形式相符的特点
。

但特别应

指出的是区内的断裂构造与岩溶地貌发育关系十分密切
,

它表现在 ( 1 ) 构造运动时期愈新
、

愈挽近形成的断裂
,

对岩溶地貌的控制作用愈明显 ; ( 2 ) 水平的
、

压扭的构造不及垂直的
、

张性构造的影响大 ; ( 3 ) 断层构造不及节理的影响大
,

据 1 20 个溶洞和地下河的统计
,

真正

根据成都地质学院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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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于断层带的洞穴不及 5%
,

而且只 限于高大洞穴
。

对洞穴发育影响最大的断裂是区域性

裂隙系统
,

它们占洞穴的 95 %
。

洞穴中有少部分沿着断层的某一部分
,

或沿断层的某一分支

发育
,

但整体上是受制于区域性裂隙系统
。

( 三 ) 造貌运动与岩溶地貌的演化

区内造貌运动的基本特征可归纳如下几点
:

等一是大面积
、

有节奏的掀升运动
,

它奠定

了贵州高原地貌 ; 等二是上述运动的背景上叠加了次一级造貌运动
,

即它与老的 (燕山期 )构造

形式相符或相平行的运动
,

使得老的背斜构造上升增强
,

向斜构造相对稳定
,

地堑带两壁相对

重新升起 ;第三有节奏的震荡运动的频率和幅度愈来愈大
,

抬升与宁静相对时间隔愈来愈短
。

这三者就决定了本区岩溶地貌发育某些特征和方向
。

本 区晚自奎至早第三纪时期地壳稳定时

期最长
,

岩溶地貌已演化至岩溶准平原阶段
。

晚第三纪初期的构造运动使得岩溶准平原受到抬

升
,

遭到破坏
,

重新开始了地貌轮回
,

发育至壮年晚期
,

形成峰林
、

洼地等岩溶景观
。

当时

团口团

的海拔高度与广西相若
。

上新世末以来
,

造貌运动性质明显地

表现为被动抬升
寮 ,

在抬升过程中具有震荡性的掀升倾斜特

征
,

与周围的广西
、

湖南等邻省在分异过程中却表现出与中生

代褶皱构造带位置相符
、

相平行或相反
。

本区属前两者
。

此时

贵州高原形成
,

气候由热带转入亚热带
。

晚第三纪形成的壮

年晚期之岩溶地貌景观
,

已成为本区
,

也是贵州高原上的主

要地貌景观
。

第四纪 以来虽造貌运动的性质不变
,

但运动频率

加大
,

对岩溶地貌发育的影响主要局 限在深切河谷的岸坡和

谷坡地带
。

在该二带地区岩溶地貌的发展方向有 了 新 的 内

容
,

在河谷中留下 了 4一 5级阶地以及相应的水平溶洞
;
在

分水岭地带
,

因受深切河谷下降的基准面的影响甚微
。

排水基

准面仍然是支流
、

大型洼地等局部基准面
,

故岩溶地貌仍 以

壮年晚期之岩溶地貌作继承性发展
。

在继承性发展 过程中亦

受到次一级造貌运动的影响
,

在背斜地 区发育各地下河的分

水岭
,

向斜地区仍然成为汇水的盆地
,

背斜地区溶洞的层数

和分布高程大大超过向斜地区和地堑地区 ( 图 4 )
。

从次一

级造貌运动对地貌演化的影响而言
,

上升的分水岭地区则成

峰丛洼地
,

相对平静的向斜汇水地区为峰林洼地
,

虽都是正

治挂 f米矛

, ,况 J

l e芜

可
咖

,义心

l二仓〕

写飞帕

一 一 一 一 ~ ~ - ~ 沙

10 { 5 刃 25 1

图 4 络洞垂直分布图

( 根据成都地 质学院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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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
e r t i e a l d玉s t r i b u t io n

o f e a v e ,

1 一大窑背 斜地 区
; 2 一化处 向斜

地区 ; 3 一一棵树地堑带

向演化序列
,

但其规模要小得多
。

本区构造运动所形成的地文期 以及各期地貌特点如表 2
。

( 四 ) 岩溶地貌发育的水动力条件

岩溶化地块中水动力特征取决于区域性排水基准面和径流水源性质
。

以区域主要河流三

岔河为侵蚀性基准面
,

它控制着本区岩溶地貌的相对高度
、

切割深度和切割密度
,

影响着循

环带 内岩溶水的运动
、

排泄的形式和特征
。

局部性侵蚀基准面 ( 洼地
、

高程较大的河谷和岩溶

盆地等 )
,

虽然 只影响到一个较小范围
,

但在高原分水岭地带对岩溶地貌 的发育起控制作用
。

介 青藏高原形成过程 中被拽牵带动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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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文期及其地貌特征

Ta b
.

忿 P五y s io g r a p h i e , t a g e a n d 爪 〕 r p石。丈o g i e 。 l e 几注 r a e t e r i o t i e

地 文 期

一 海 拔

时 代
一

( 米 )

跨 溶 形 态 特 征 备

1 60 0一

大娄 山期 C
r

一 E

岩 溶丘 陵 ( 多有授 盖物 ) 及

新发育的落水 洞 和漏斗

18 0 0

第一亚期 N , 1 4 0 0

呈盆地状的峰林洼地
、

峰林

盆地

己发展至岩溶 准 平 原 阶

段
,
目前抬升很高

,

均为分水

岭高地
,

三岔河北为 1 8 00米
,

三岔河南为 I GOO米
,

亦为峰顶

!盯

壮年晚期阶段
,

组成分水

岭地面
,

是贵州高原 和本 处的

主要岩溶景观

第二亚 期 ,
N

:
1 25 0一

嵌在第一亚期地面之 内
,

为

峰林
、

峰丛洼地等

1 30 0

高度略低于 第 一 亚 期 地

面
,

且嵌入其中
,

是一 个向心

水系的盆状地面
,

岩溶景观与

第一亚期相同

山盆期

一
主要分布在三岔河两 岸和

支流波玉河一带
,

宽度较小
,

目前宽谷期地面 己发育有

浑 圆矮小的岩溶丘陵
,

高度仅

3 0一 5 0米不等
,

个体亦小

主要分布在软弱的地层

中
,

如三岔街
、

马场和补堆一

带
,

原为阶地
,

现因沟谷发育

切割呈陇 岗状起伏

同上
,

但高度较低
,

分布

范围较广

分布狭窄
,

仅 在现代河谷

两侧
,

呈零星分 布
,

高 度 亦

小
,

在 补堆一带为基座阶地 ,

波玉河左岸 在此阶地面上 发育

有 小型漏斗

呈山溪性阶地分布
,

不连

续
,

为堆积阶地
,

主要为全新

世早期地层
,

也有目前特大洪

水的堆积物夜盖

河床坡降大小不一
,

受岩

性影响
,

两岸有泉 和地下河汇

入
,

少 量地下河呈悬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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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水的动力分类可以分为外源水和内源水
。

外源水汇集于非岩溶地区
,

以集中径流形

式注入岩溶地块中
,

它对岩溶地貌发育的影响不仅增加水量
、

带来大量冲积物可延长滞洪时

间
,

还能使土层中的 5 0 矛
一 攀和 H C O 百离子能充分溶于水中

,

使溶蚀作用得以充分进行
。

同

时由于外源水集中排入岩溶地块中
,

洪水期往往使岩溶地块低洼处积涝受淹
,

而形成季节性

岩溶湖
。

由外源水补给的季节性岩溶湖中
,

堆积有河湖相地层 ( 化处水淹坝
、

朵贝小坝
,

朵

贝杉木寨
、

猫洞水淹坝和西北乡等 ) 当发洪时洪水沿裂隙倒灌到洼地四周地层中
,

加速了岩

石的溶蚀速度
,

而形成窗格状洞穴 ( 化处水淹坝
、

峻 山等地 )
。

内源水则主要通过缓慢的渗漏溶解周围的岩石
,

它是由一个含水层向另一个含水层进行

运动
。

其发育的洞穴特征完全受岩性和构造的控制
,

管道多具十字形交错
,

深度较大
,

很少

与排泄基准面呈上凹形曲线
。

其排泄 口多是上升泉
,

地下河 口部无洪水倒灌溶蚀现象
,

很少

或没有地下河搬来的粗大沉积物的沉积
。

四
、

结 论

1
.

普定岩溶地貌具有典型的高原分水岭一深切河谷型特征
,

从这里岩溶地貌 发 育 的 一

斑
,

可窥视贵州高原岩溶地貌发育全貌
。

2
.

从本区以及相邻地区沉积层中古生物
、

岩相古地理及岩溶地貌形态计量分析
,

区内岩

榕地貌具多代性和多生性特征
,

从而决定了岩溶地貌研 究必须深入研究古环境
、

地带性以及

区域地貌的发育和演化特征
。

3
.

在分析岩溶地貌的成因时
,

岩石是岩溶发育的基础
,

水动力条件决定于岩溶地貌发育

阶段和气候带的特征
,

前者与新构造时期的造貌运动有关
,

后者影响范围较大
,

新 生 代 以

来有过变动
。

因此
,

岩溶地貌只有通过多种学科
,

多项因素的综合研究
,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

论
。

仙人洞地下河水大部分来自煤系地层的外源水
,

S Q专
一

达 85
.

5毫克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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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g t r a e t

T h e s t u d y o f k a r s t 只e o m o r p h o l o g y r e v e a l s t h a t P u d i n g r e g i o n i n G u i
-

z h o u P r o v i n e e 15 a n u p l i f t e d k a r s t p e n e p l a i n t h a t w a s f o r m e d d u r i n g t h e

p e r i o d f r o m l a t e C r e t a e e o u s t o e a r l y T e r t i a r y
.

T h e m o g o t e s a n d e o e k p i t ,

m i g h t b e f o r m e d i n t h e N e o g e n e u n d e r t h e t r o p i e a l e l i m a t i e e o n d i t i o n ,

w h i e h w a s l a t e r r e f o r m e d tt n d e r t h e p r e s e n t s u b t r o p i e a l e l i m a t e .

T h e 、 e

k a r s t f e a t u r e s , u s u a l l y l e s s t h a n 2 0 0 m h i g h
, e a n t h e r e f o r e

b
e d e s i g n a t e d

a s r e l i e t rn o g o t e s .

W i t h t h e r e e e n t s t r o n g u P l i f t o f t h e P l a t e a u ,

t h e r i
-

v e r s h a v e d e e p l y i n e i s e d t h e P l a t e a u ,

f o r m i n g s t e e p g o r g e s 。

T h e k a r s t t o :

p o g r a p h y 15 a t y p i e a l o n e o f t h e P l a t e a u
一W

a t e r d i v i d e
一 C a n y o n t y p e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k a r s t i f i e a t i o n f r o m r i v e r
一

v a l l e y t o w a t e r
一 d i v i d e t y p e

15 i n t e n s i f i e d r a t h e r t h a n w e a k e n e d i n P u d i n g r e只i o n .

T h e k a r s t f e a t u r e s

a r e d i s t r i b u t e d i n s t r i p e s h o r i z o n t a l l y b u t i n l a y e r s v e r t i e a l l y
。

K a r s t i n

P u d i n g r e g i o n 15 u s u a l ly w e l l一 d e v e l o p e d i n b i o e l a s t i e l i m e s t o n e 。

英国探洞队来我国考察
山贵州省地理学会与英国 S V C C ( S e v e n

V
a l l o y C a v i n g C l u b ) 组成 lyJ 探洞队于一9 8 5年 2 月 1 6 日

至 3 月28 日对位于贵州安龙县龙山区的喀斯特洞穴群进行了为期 4 2 天的探险和测绘
。

实测洞 穴 总长度超

过 30 k m ,

其 中
“
出烟洞— 板洞厂— 犀牛洞

”
洞系的测量长度达 1 7

.

2 6 2 k m
。

该洞系的出烟洞竖井深

达 200 m
,

犀牛洞大厅达 400 m x 200 m ( 最长 x 最宽 )
。

由于时间紧
,

该洞系的许多洞
_

道尚未实测
,

有

待今后在进一步探测中完成
。

龙 山区洞群发育于 T : 1 ( 中三叠统垄头组 ) 藻礁灰岩中
,

集中分布于 T : 1 与上覆 T 3 1 s ( 上三叠统赖

石科组 ) 砂岩盖层的边界附近
。

洞群分层明显
,

底层洞为仍在续继发育的地下河道 ( 最枯季许多洞道也全

充水 )
。

中英队员在探测过程 中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讨论
,

一致认为外源水的侵入和盖层的近期后退
,

是

该区域巨大洞系得以形成和保存的重要原因
。

这一探测成果为在中国礁相带内寻找巨大洞系提供了一个重

要例证
。

探测活动结束后
,

R o b e rt L e w i s 和谭明代表探洞小组向安龙县政府和贵州省地理学会作了工作汇报
。

( 贵州师大地理系 谭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