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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林喀斯特的性质

及其发育和演化的新思考
*
( 1)

朱学稳

(地矿部宕溶地质研究所 )

提要 从峰林喀斯特系统整体分析出发
.

本文较深人地讨论了我国蜂

林喀斯特的基本性质
。

对峰林喀斯特发育和演化的
一

系列有关问题提

出了新解释
、

新意见和新认识
。

该文第
一

部分详细讨论了峰丛洼地和

峰林平原两者常存在发育上的协同关系
、

分布上的依存和配套关系
。

据最新统计
,

我国峰林喀斯特分布在北纬 3 2度以南
,

东径 100 度以东广

大地区
,

总面程约 14 万 k m , 。

峰林平原和峰丛洼地两类地形的分布比

例为 1 : 8
.

3
。

广西境 I勺峰林喀斯特有6
.

s k m , ,

比例为 1 : 3
.

8
,

亦以峰丛

洼地地形占优势
。

关幼词 峰林喀斯特
;

峰丛洼地
;

峰林平原
;

发育和演化

! 概述

峰林喀斯特
,

又可称其为
“

中国式
”

喀斯特或
“

桂林式
”

喀斯特
,

是质纯而坚硬
,

且厚度大的

碳酸盐岩
,

在湿热气候条件下
,

经相当长时期发育的
·

种全喀斯特 ( H ol
e k ar at )类型

。

它以联

座锥状的峰丛注地和离散塔状的峰林平原 (峰林谷地
、

峰林坡立谷等 )构成的地貌系统为特征
,

地表和地 卜喀斯特同时强烈发育
。

中国的峰林喀斯特
,

广泛分布于广西区
、

贵州南部和云南东

部
,

零星见于那西
、

湘西
、

广东和川南等地
,

总面积 14 万 k耐左右
。

其北界抵秦岭南坡
,

西至青

藏高原东缘和云贵高原内部
。

分布区域是北纬 31
。

以南
,

东经 100
。

以东广大地区
。

是世界上连

片分布面积最广大
,

发育规模最宏伟的全喀斯特类型
。

喀斯特化地层以泥盆
、

石炭
、 一

几叠和三

叠系的厚层状灰岩为主
,

总厚度可达 10
,

000 m
。

世界上处于湿热地带具有某些类似特点的喀

斯特见于越南
、

泰国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才日幸宾
、

占巴
、

牙买加
、

波多黎各和坦桑尼亚等地
,

其
`

{
’

发育在质地坚硬和年代较 老 (中生代和 占生代 ) 灰岩中
,

地表地貌形态又十分明显的有越南

(石炭
、

二盛系灰岩 )
、

泰国 (
一二叠系和奥陶系灰岩 )

、

占巴 (侏罗系灰岩 )和坦桑尼亚 (三叠系和侏

罗系灰岩 )
。

其余各地的喀斯特多发育于较新且质地较软弱的第三系灰岩中
,

经历时间较短
,

形态差异较大
,

可将其称为类峰林喀斯特
` 》

在各国的峰林喀斯特中
,

以我国的最典型和最完

美
。

峰林喀斯特由地貌形态上差别鲜明的峰从注地和峰林平原两个子系统组成
,

在湿热气候

条件下经长期发育形成的峰林喀斯特
,

具有最佳的系统特性
,

和系统结构的有序度
。

今

山 f 该 之篇幅较 l(
.

拟分
一

期连续 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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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峰丛洼地的特征
峰丛洼地由一系列丛聚的锥状石峰和其间的注地构成

。

洼地中有落水洞或坚井
,

底部岩

石裸露或有很薄的土层
。

石峰在岩性差异和构造条件 (地层产状
、

断层与裂隙发育及性质 )制约下叮有不同的形态
,

但以锥状为主要特征
,

而且是联座的
`

其相对高度与地 卜水位埋藏深度
,

物质能墩的输人输出

强度和岩溶化时间尺度有关
。

即地下水位愈深
,

降水量及外源水量愈大
,

岩溶化时问愈长
,

峰

注间相对高差亦愈大
。

由于这些条件具有区域性的同步规律
,

故我国的峰丛洼地 又显示出峰

丛浅洼和峰从深洼 (图 2
.

1 )两类地貌景观
、

其划分标准 可按峰注高差大于或小于 1 50 m为度
。

300250200150

圈 2 二 广西都安的峰丛深洼景观

F ig
.

2
.

1 T l l e Iu 一、 d s ` a p c ( ) f l户u .、 g ` ; 〕 , I R一 d e u p d叩
r叱从 s 一《 , n i 一、 I) u a 一1 G t王a . I R义 1 p r ` ) v l , I c e

从喀斯特作用及物质输出过程来理解
,

应该把峰从注地的地表形态看作由负地形的洼地

所组成
,

即是按地表分水岭脊线 ( 石峰和娅 口 ) 划分出
一

个个彼此紧密排列的注地
。

本世纪80

年代以来
,

许多学者 ( w i l l ia m 。 1 9 7 2
,

G 、 ; n n z盯7
,

D a y 1 9 7 7和 1 98 1
,

B r o o k 1 9 8 1
,

S w e e t i n g

1 98 1, 朱德浩 198 1和 19 88
,

杨明德 198 8等 ) 对峰丛区的注地形态进行了观察研究或形态量计工

作
,

虽然意见不尽
`

致
,

但主导的结论是
,

在峰从地貌的演进达到系统有序化和结构稳定的动

力平衡状态时
,

洼地的形态以六边形 占土导
。

桂林附近的峰丛发育
,

可得出以下初步规律
:

a
洼地的平面形态以近六边形占优势

,

注地边 数5 一 6边的占62 %
,

平均边数为5
·

3 ;

b 洼地在平面展布上趋向于均匀分布
;

洼地面积 分布高程及峰注何相对高差的关系是
:

拿卜地面积愈小
,

底部
’

-r均高程愈高
;

面积愈大
,

高程愈低
;

汁地面积愈小
,

峰注高差愈小
; 面积愈人

,

峰注高差愈大
。

注地底部高程

与峰洼高差呈直线反比关系
,

即洼地分布高程愈大
,

峰注高差愈小
;
高程愈小

,

峰洼高差愈大
。

这说明
,

峰顶的 下蚀速度远较注地部分要慢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岩溶区的正地形总较负地形为

.’’ 乒老
” 。

对于在同 地区相邻地段的 以
;
F地形为主体的峰从和以负地形为主体的峰林两个地

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来说
,

似乎也可作同样理解
。

峰丛喀斯特的另 乖要特征是有发达的地下水文网系统
, 一

个完整的地下水文网 (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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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系统 )的形成和存在
,

是峰从喀斯特系统有序化和峰桃地貌发育达到动力平衡状态的重要标

志
。

我国蜂从貌区的地 F河系统作常发育
,

据不完全统计
,

在广西便有 4 33 条
,

总长度达

20 51 k m
,

枯水流敏为 23 o m
“

/ s
。

贵州南部
,

云南东部的地 卜河也都是数以几百计
。

由于我国

日前的洞穴探测水
`

l’. 甚低
,

实际存在的地 !̀ 河系统应远不止此数
。

我国最完整的喀斯特媲下

水文网主要分布在峰丛深注区
,

其
,

考
,

最著名者为广西都安的地苏地 下河系统
,

贵州罗甸豹大 气

井地 }小叮系统
,

独山南部的架桥
、

黄后
、

尧花等 系列地 卜河系统等
。

地 卜河的发育
,

形成 广峰从喀斯特区
,

系列的有时规模相当人的洞穴系统
。

当早期的地

下河被置于包气带之
,

网 ,J
,

就是今 n 的化石洞穴
,

由于地下河系的继承性发展
,

高层的大型化

石洞穴系统多与现代的地 卜河有密切的系统联系
。

所以峰丛喀斯特区的洞穴主要是由降水朴

给的地 F河成因的
。

这也是峰从仄地表和地 下喀斯特同时强烈发育的原因
。

铜穴和地 「河的集中发育区
,

常导致地表的塌陷
,

形成如竖井
、

漏斗和洼地等
。

这些形
.

余

均以边壁陡峭为特征 四川南部兴文生功勺小岩湾塌陷注地直径5 ()5 m
,

地面深度 1 76 m
,

是国汽

喀斯特区规模最大的塌陷之
` ,

与地 卜河的强烈发育相对应
,

峰丛 l尺儿乎完全缺乏地表水
,

除了当地最深切的河流外
,

j
一

匕

乎所有的地表溪流都处于潜伏状态
。

因此
,

峰从 !又的地 F水均保持较大的埋深
,

浅者 20 一

30 m
,

探者则在 1Oo m以上
。

其次是叮划分出喀斯特水的包气带
、

水位季节变为带和饱水带这样完整的水动力系统
。

包气带厚度巨大
,

季节变动带具有强大的活力和饱水带的极不均一性
,

又是峰丛喀斯特区的重

要水文地质特征
。

我国峰从区的包气带厚度通常是儿十米至 200 一 3 o o m
,

大者可达 500 一

70 0m
,

水位的季节性变化幅度在 ! L { 米至百米左右
. 、

大星的钻探资料说明
,

峰丛区饱水带的

洞穴发台
、

含水层的富水性极不均
一

因此
,

峰丛区的水资源利用主要是开发地下河而不是开

凿管井
`

第二是水文动态变化剧烈
` ,

无论在水位
、

流量及水化学场
、

撇度场方面都是如此
。

图2
.

2

及图 2
·

3为广西西北部 地 卜水天窗水位及地 卜河出口流从过程线
,

水位及流量变化幅度分别

是 8 5m和 7 0倍
。

所反映的情况在峰丛伙川忆表性
。

峰从区经常性的水位短时巨大变化
,

造成

管道内气水能以的爆发与强烈波动
,

因而兵有很强的开拓佼蚀能力
,

并使洞穴通道形态复杂

化
,

如狭窄的管道与巨大的厅堂 同时存在
,

通道连结竖井和天窗及其它一些特殊的洞穴现象
。

我国的峰丛浅注地形卞要分布在贵州中部
、

北部
,

湖北和湖南的西部
,

四川南部
,

云南东

部
,

看来与河流切割深度相对较小和岩性条件较差 (不纯
、

薄层
、

有夹层等 )有
一

定的关系
。

古

巴峰从的地形起伏
,

显著小于我国的峰从浅注
` ,

但与之分布在一 起的峰林坡立谷及边缘峰林

平原
,

则与我国的同类地形相比却毫不逊色
《 ,

我国的峰丛深注地形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为
、
南边缘斜坡区

,

峰注高差 叮达 300 一 s oo m以

上
,

人云的尖峰与探邃的封闭注地相问
,

其 千峰 万壑之气势
,

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

如广西

都安的 七百界
,

南丹
、

凤山
、

东兰
、

人新等县境内的大片峰丛 试
,

贵州独山县南部
,

罗甸摆郎河及

格必河 卜游认等
、

峰从深2助勺分布
,

总是与纯质厚层且连续沉积厚度巨大的碳酸盐岩岩性和

相当低的排水基面联系在一起的
。

根据生成条件和边界关系
,

峰丛地貌可分为边缘峰丛
.

谷间峰丛
、

白域峰丛和岛状峰丛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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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l) 号 (所略 )地下河赖满出口流最变化与降雨变化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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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
。

边缘峰丛 是指分布在非碳酸盐岩的边界上
,

并有大量外源水流人的峰丛地形
。 一

般

是外源水补给分散
,

边界上伏流甚多
。

伏流在峰丛区内形成的地下河
,

或各成系统在另 一侧分

散排出
,

或相互归并形成统一地下水系
。

地下河道的外源碎屑沉积物比较普遍
。

芥间蜂丛 顾名思义
,

这是两条接近平行的作地或深切河谷之间的峰从地形
、

前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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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峰丛浅洼
,

而后者则多是峰丛深洼
。

因补给和排泄条件分散
,

不利于大型地下河系统形

成
、

般没有外源水输入
,

井存在逆向的地 下水流分水岭
。

自域峰丛 分布面积广大
,

未被地表河流切割
,

没有或很少有外源水流人
,

内部有完整

的单向地 下河系统发育
,

这些都是 自域峰丛的特征
。

如广西都安的地苏地下河流域
,

贵州独山

的黄后
,

架桥和尧花诸地下河系流域内的峰丛
。

多是峰丛深注地形
。

岛状峰丛 是指位于峰林平原中的孤立块状的峰从地形 没有独立的地下水系统
。

可

将其视为峰林平原中的 一座大型孤立石山
。

边缘有流人型的脚洞或小型地下河发育
。

如桂林

市的七星岩洞穴及其所在的普陀山
。

3 峰林平原 (含孤峰
、

残丘 )的基本特征

在基本平坦的地面上
,

散布着平

地拔起
、

疏密不等的石峰
。

这些相互

离立 的 石 峰 平 面 面 积 一 般 小 于

0
.

3 km
, ,

绝大多数相对高度在 1 50 m

以下
。

石峰个体呈塔形
、

马鞍型
、

单面

山形等
。

以单体石峰为主
,

也常有联

座的小块峰簇或峰丛
,

但均具陡峭的

边坡
,

四周为平原地面
、

略微低下的洼

地或水体所环绕
,

基部现代流人型的

脚洞甚多
,

石峰山体多高度洞穴化
,

石

壁上常有水平 边槽 ( N ot c h )
、

石 兔

( N ICh e )等反映早期地面水水面位置

的水平溶蚀形态
。

平原地面
一

般相当

平坦
,

或基岩裸露呈现一片
“
石海

” ,

或

覆有薄层蚀余红土
、

冲积层
。

在邻近

非岩溶区接受外源物堆积的情况 下
,

常有较厚的冲洪积层分布 ( 如广西桂

林地区
,

大明山外围区等 )和较粗的碎

屑物沉积
。

根据成因和边界条件关系
,

峰林

平原可分为盆地型
,

边缘型
、

谷地型和

坡立谷型等 (图 3
.

1 )

盆地型峰林平原 形成于大片

的峰林地貌区域内相对 的集 中汇水

区
,

或接受多量外源水流人的区域
。

面积较大
,

通常是数 十至数百平方公

里
。

峰林
、

孤峰
、

残丘常常有序分布

在地质构造上也往往是向斜盆地或构

图3
.

飞 三种峰林平原类型图示

F仪 :玉 1 T 11
t r 含l r e c t y P e s 〔 ) l

、

fe n g l i p 一, ] a 一子、

a 盆地型
;
卜 边缘型

; c 一 坡立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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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复合部位
。

从盆地的整体观察
,

石峰的分布常常是疏密有致
,

高低有序
,

并多有簇状石峰出

现
《 、

岛状峰丛及条带状的谷间峰丛分布其中
,

更往往是盆地孤峰平原的重要特征
。

边缘型峰林平原 发育在与非碳酸盐岩类分 布区的边缘
。

通常的情况是
,

既与非喀斯

特区相邻
,

又与峰丛区为界
,

面积为儿至几
一

十平方公里
。

外源水是平原形成的主要物质与能量

的输人
。

在地质构造上 般多在产状舒缓的 单斜区
。

谷地型峰林平原 是一种由线形水流形成的带状宽谷地形 其 中有舒缓的地面水道

在地层产状平缓的条件
一

「
,

多受线性构造 ( 为区域裂隙组及断层 ) 及当地的主要水文方向双重

控制
,

孤 立的石峰 一般比较稀少
。

坡 立谷型峰林平原 出现于 大片的峰丛地形之 中
,

是峰丛区中局部的汇集或排水地

段
、

边缘有地 下河或泉 白峰丛区流人
。

地表有小河
,

但常在某 端成为伏流
。

某些坡立谷峰

林平原则是 在出现下垫隔水层时形成的
。

与西欧
、

北美不同
,

我国峰林喀斯特具如 卜特征
.

3
,

! 石峰山体的洞穴化
。

这是塔状峰林平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

峰林平原中之石峰儿 乎具

有
“

无山不洞
”

的特点
,

早在三百多年前就为先民所认识
。

据我们在桂林附近 1 4 9k可范围内的

研究
,

每平方公里石山洞穴长度少则 4 21 m
,

多至 22
,

5 39 m
。

其
一

般观律是
,

石峰分布密度和个

体占地面积愈小
,

山坡坡面愈陡
,

洞穴化程度愈高 (图3
,

2)
。

也就是说
,

石峰分布愈稀
,

个体愈

小
,

洞穴化愈强烈
。

可见
,

孤峰的洞穴是与其所遭受的喀斯特化程度成正比的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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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峰林平原石峰山体面积与洞穴化程度相关关系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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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林喀斯特的性质及其发育和演化的新思考

平原孤峰的洞穴还有两个重要的属性
:

a
.

绝大多数为流人型的横向脚洞
。

即这些洞穴是由平原地面水在通过石峰基脚 向地

下含水层流人的过程中形成的
。

洞 口的大量流人型流痕 (。
a c ll叩

s )和洞穴的内部结构证明 厂

这一点 (图 3
.

) 3现代脚洞多由扁平及椭园形

的 流人洞 口一通道一终止末端三部分 构

成
。

末端或为分支裂隙
,

或为消水的竖穴竖

井
,

有时还可发现 一个特别膨大的椭圆状洞

室
。

在低层脚洞的未端则常可见到地 下水

位
。

孤峰平原中岛状峰丛的洞穴发育模式

与单体孤峰基本 致
,

唯洞穴的规模较大
、

因有时有水流流出
,

故可形成流出型铜 口
,

以致形成穿越山体的地 「河型洞穴
,

如桂林

市的七星岩洞穴便是
。

研究资料表明
,

这类

洞穴一年 中的水流流人量远远大于流出量
,

故仍具有将平原地面水输人含水层的脚洞

的功能
。

图3
.

3 峰林平原中孤峰峰体洞穴结构

F 19
.

3
.

3 hT
e s 七r u e

ut
r e

of ca
v e s a t ht

e k a r s t

t o w e r
bo d y i n fe gn li朴 p l a in

fo
一

早期脚洞
;

fn 现代脚洞
;
w b一地下水面

; c
一

崩塌

由于脚洞起源于平原地面水向孤峰边缘的流入
,

对于孤峰周沿脚洞的分布来说
,

便有因
一

平

原地面水的不同流人方向而有不同的分布形式
。

是侧流型
,

即脚洞集中分布于石峰的一 侧

|
片淞洲洲洲队日

叫|叫|叫l叫|叫|叫|叫」相对高度ǎ.ù

或某一方向上
,

以桂林市的穿山为

代表
,

故可称其为
“

穿山式
” 。

二是

汇流型
,

即脚洞大致均布于石峰四

周
,

并在内部汇合为一
。

一般是在

平原地面相对低洼的地段
。

桂林

市的隐山较为典型
,

亦可称其为
“

隐山型
” 。

桂林郊区临桂县的岩

门底洞穴系统亦属此类
。

b
.

孤峰山体洞穴的全空间

化
。

即脚洞不但发育于现代平原

地面的石峰基脚
,

也分布在石峰山

体的中部 以至上部
。

据广西桂林
、

柳州及贵州麻尾等地的统计资料
,

约 7 0% 的单个洞穴或洞穴系统
,

90 % 的洞穴长度分布在平原地面

以上 4 0 m 相对高度以内 ( 图3
.

4
,

化化化 分分

石石石 臼臼

分分分 枯枯

布布布
」」

离离离 对对

度度度 齐齐

对对 ` 17 ))) 氨氨

减减 ` ! , ))) 室室

斌斌 ` t 6 ))) ( 17 )))

XXX ( 3 )))
尸...

((((( 666
~~~~~ ! 000

《《《 1 6 》》

图 3
.

4 穿山洞穴的空间分布状况

(括号内数字代表橄向洞穴编号
.

A 一 F为竖向润穴编号 )

F i g
.

3
.

4 T l飞e s p a e e d i s t ir b u t i o n o f e
va

e s i n ht
e

bo d y

o f e h u a n s h a n t o w e r

3
.

5) 这些洞穴的绝大多数均属流人型的脚洞类型
。

它们分布在不同的水平上
,

即具层楼式结

构一般相互高差几米至十几米
。

且不同水平层次的洞穴常常是顶底相接的
。

并且一些多层洞

穴特别发育的石山
,

各层洞穴在内部是竖向贯通的
,

以至一直达到地下水面 (参见图3
·

4 )
。

石

峰洞穴发育的这些特征表明
,

它与峰林平原形成过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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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气旧高磨1fl

ù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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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歇

图 3
.

5 普陀山月牙山的层状洞穴
;

普陀山月牙山横向洞穴的净空高度展布图

F i g
.

3
.

5 T h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e a v e s i n t t l e bo d y o f p u t u o H i l l in G u i l i n

3
一

2 显著区别于峰丛区的水文地质特征

首先
,

峰林平原区不像峰丛区那样具有完整的喀斯特水垂向动力分带系统
。

峰林平原持续发展的必具条件之一是要保持喀斯特含水层的水位浅埋并经常接近于地

表
,

这样才不致使平原地面因落水洞的生产成、`漏陷化
” 。

因此
,

在峰林平原区
,

包气带是没有

市要意义的
,

它实际上完全为地 F水位变动带所替代
`

即使如此
,

也远不若峰从区地 下水位季

节变动带那样积极活跃和有着巨大的水位变幅
,

峰林 平原区的这个带是从旱季开始逐渐形成
,

一

般幅度在 2 一 s m 以内
。

当雨季来临
,

平原地表水通过孤峰脚洞迅速流人含水层
,

一两场大雨

之后水位便 可到达地表
。

如果平原地 下水位深度过人
,

以至在雨季中也难 以接近地表
,

那么地

面的漏陷化和地 卜的管道化必将同时发生
,

平原化的过程即被中止
,

这就是人了}丁所称的
“

回春
”

现象 据笔者观察
,

广西境内的大部分峰林平原伏现阶段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

即使是地处广

西盆地腹地的来宾地区也是如此
。

只要你注意到峰林平原上种植农作物的类别
,

是旱作 (甘

蔗
、

花生
、

麻类及果园等 )还是水作 (稻谷
、

莲藕等 )
,

便
, J作出初步的鉴别

。

由于水力坡度缓
,

地下水运动缓慢
,

补给分散和难以形成集中的流动等特点
,

峰林平原区

饱水带含水层与峰丛区比较
,

无论在洞穴发育
,

洞穴一裂隙系统空间分布及富水性等方面都要

相对地均 一得多
。

再加上地下水位埋深小 故峰林
`

.lr 原区的地 「水资源宜于管井开发
,

但要

防止地面污染与塌陷
。

广西的柳州和桂林
,

目前的城市供水大约有 20 一 40 % 来 自喀斯特含水

层
.

4 峰丛和峰林地形的分布关系

这里主要讨论我国峰林地形区域分布特征以及峰丛地形和峰林地形在分布上的相互关

系
、

我国大片的峰丛地形主要分布在广西的西北部和西部
,

如都安
、

巴马
、

凤山
、

东兰
、

忻城 河

池
.

宜山
、

南丹
、

马山
、

天等
、

靖西
、

大新和龙州等县境
:

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
,

如贵州南部的荔

波
`

} ! 岁 刊 惠水
、

紫云及云南东部的罗平
、

丘北和文山
、

较另星或小片地分布于广西的桂



第 期 朱犷份 蜂林咯斯毛导的们
_

)负及从发台和 迈!七的 衬 嗯 弓

、

阳朔
、

荔浦
、

柳州
、

上林
;

贵州的龙里
、

镇宁
、

兴义
、

沛镇
、

安龙
;
云南的文山

、

沪西
、

蒙白
、

弥
。

此外
,

四川南部的兴文
、

药连
,

湖南南部的道县
,

西部的龙山
、

桑植以及湖北的建始和粤北

林勒

等地亦有另星分布
。

而峰林地形则较

多地分布在广西盆地的腹地
,

如来宾
、

黎塘
、

柳州
、

融水
、

桂林
、

上林等地
。

由

此看来
,

峰丛地形和蜂林地形的主要

分布面积大抵位于我国的第二大地形

阶梯和第 一

大地形 阶梯的边界线两

侧
。

图 4
.

1是出现于不少著作与文献

中的表示在广西境内 白西北向东南
,

由峰丛~ 峰林~ 孤峰~ 残丘峰林地形

的完全规律化的分布图
,

许多学者并

以此作为
,

最初由峰丛最后到残丘的

峰林地貌循环演化论的实际例证
。

峰丛地形和峰林地形的某些宏观

分布规律
,

我们将在第 6节中作进
一
步

分析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图 4
.

1所示

圈4
.

1 广西峰林类型分布略图 (据岩溶学概论 )

F i g
.

4
.

1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yt p e s o f fe n g l in k a sr t

i n G u a n g x l p or
v i n e e

1 一 非岩溶 区
;
2 一峰丛

;
3 一峰林

; 4 一 孤峰
; 5 一残丘

的内容与事实相差甚大
,

因而使其所表达的规律性失去基础
。

首先
,

我国的峰林地貌在任何省

( 仄 )的分布均以峰丛注地地形为主体
,

黔南和滇东如此
,

广西境内亦然
。

据覃厚仁
、

朱德浩
、

潭

鹏家和张运海等最近编制的全国喀斯特地貌 图统计
,

我国 峰林地形分布总面积 约 为

0
.

14 M k叮
,

涉及广西
、

贵州
、

云南
、

广东
、

湖南
、

湖北
、

四川以至江西
、

安徽和陕西等省 (区 )
。

其中峰从洼地地形约 125
,

oo o k耐
,

峰林平原 15
,

。OOk耐
。

两者比例为8
.

3 : 1或分别 占89
.

3%

和 10
.

7%
。

广西境内的峰林地形总面积为 55
,

o oo k m
, ,

其中峰丛洼地 46
,

o o o k m
, ,

峰林平原

12
,

oo ok 耐
。

三项数字均在各省 ( 区 ) 之首
,

但仍以峰丛地形占优势
,

其比例为 .3 8 : 1和分别

占7 9
.

3% 和 20
.

7%
。

图4
.

1所显示的情况不符合这些结果
。

其主要差别在于
:

图中的
“

峰林
”

区
,

实际上以峰丛地形为主体
,

如宜山
、

析城
、

马山
、

隆安
、

大新
、

龙州等县境内
。

图中的
“

孤峰
”

区
,

或峰丛与峰林的占有比例相若
,

如桂林
、

贺县
、

柳州
、

黎塘
。

或峰丛占有比例大于峰林
,

如上

林
、

来宾
、

阳朔
、

荔蒲等县
。

图中的
“

残丘
”
区

,

也有峰丛地形分布
,

如桂平的大藤峡附近
。

实际

上
,

典型的峰丛地形
,

从图 4
.

1的
“

残丘
”
区东延 10 0 一 Zo o k m 以外至珠江下游广东的封开

、

怀集

县境内 (如新莲都
、

桥头一带 )和南到阳春
,

仍然完美地存在
。

因此可以说
,

在我国南部
,

有适宜

于峰林喀斯特发育的岩性分布的地方
,

无处没有峰丛地形的踪迹
。

认为峰林喀斯特由峰丛和峰林两类地形组成并划分为峰丛
、

峰林
、

孤峰
、

残丘各部是从本

世纪初开始的
,

但重要著作却在五六 十年代及更晚才出版 f4 ”
,

引
,

, 3!
。

当时的工作路线主要

是沿平坦开阔的交通线进行
,

因而对峰丛地形的观察很少且不够全面
。

以有名的桂林地区为

例
,

在过去的有关文献中和几年前多数学者的认识中
,

桂林是典型的峰林乃至孤峰喀斯特区
。

即使某些文献提及到峰丛的存在
,

但也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
。

事实上
,

在北自兴安
,

南止阳朔

这
·

重要喀斯特自然伏域
.

峰丛地形和峰林地形的分布面积分别是 121 6
.

4和 1 123
.

6 k耐
,

峰丛



中 国 岩 溶 第十卷

占有52
.

0 %
。

即二者在分布比例基本相等
。

柳州市及近郊虽然以峰林乃至孤峰为主
,

但紧邻

它的柳江和柳城县境却有着大片的峰丛地形分布
。

即使在广西盆地腹地的来宾附近
,

除县城

东部的非喀斯特区外
,

它的北
、

西
、

南三面也有成片的峰丛地形存在
。

把这一类地区均看作是

峰林乃 至孤峰地形的代表
,

既缺乏科学根据
,

又似乎太不公正
。

然而
,

在我国峰林喀斯特调查史上特别值得
一

提的
,

是1 637 至1 638 年间伟大的先行者徐霞

客的西南峰林喀斯特区之行
。

他对沿途岩溶地貌的记载与描述
,

并未得出这些地区仅存在峰

林平原地形
.

或以峰林平原地形为主的结论
。

而且徐霞客在广西的旅行和书中所有关于峰丛

地形及其特征的描述
,

几乎完全在图 4
.

1中所标明的
“

峰林
”

和
“

孤峰
”
区域

。

对于峰林喀斯特系统及峰林地形
、

峰丛地形在概念上的某些差异
,

或划分标准的不同
,

也

是造成上述差别的一个原因
。

在我国学术界
,

有把峰林地形的意义及分布范围扩大的倾向
,

例如文献中有时提到北方峰

林
,

西北峰林
,

以及西藏高原的
“

残留峰林
”

一类说法
。

对我国南方峰林的划分
,

有峰丛洼地
、

峰

丛谷地
、

峰丛漏斗
,

峰林平原
、

峰林谷地
,

孤峰平原
、

残丘平原以及连座峰林和孤立峰林等等术

语
。

此外 些不属于典型峰林地形的单元如溶丘挂地
、

丘峰坡地
、

丛丘洼地 ( 谷地 ) 岭丘谷地

等
,
一 些人也将其列人峰林地形之列

。

就峰丛和峰林两大类地形来说
, 一
些人把峰洼高差较

小
,

峰从之连座分割较多的地形也划为峰林地形一类
。

显然这与在我国学术界形响最为深刻

的
,

关于我国南方峰林地貌自峰丛少峰林~ 孤峰~ 残丘
,

从不成熟到成熟
,

从幼年到老年的发

育演化模式理论有关
。

关于峰丛地形和峰林地形之间的存在和分布的相互关系
,

在已有的文献中讨论甚少
。

目

前仍然为多数学者所持有的看法是
,

两者是地貌发育不同阶段的产物
,

只存在峰丛地形发育在

先
,

峰林地形形成继后的关系
。

我们在 1 98 0年初针对由峰丛到峰林的先后演化理论提出过峰

丛
、

峰林形成的
“

同时态
”

发育见解
,

但某些作者理解为是两者之间
“

不存在发展系列上的亲缘

关系
”

的认识 f t7 !
。

事实上
,

峰林地形和峰丛地形
“

同时态
”

发育的见解
,

是把两者作为
一

个整

体系统来认识的
。

既然峰丛和峰林是峰林喀斯特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
,

它们在物质基础
、

发育

条件
、

物质与能量的输人和输出
,

以及在形成历史等方面的联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
。

而这种密

切的
“

亲缘
”

关系
,

也必然地反映在峰丛地形和峰林地形的分布关系上
。

为 了在系统关系上考察峰丛喀斯特和峰林喀斯特在分布上的联系
,

应该以
一

定的
、

相对独

立的自然单元为范畴
。

这个自然单元由连续的岩性分布
、

相对独立的水文流域
、

或特定的地质

构造条件构成
。

显然还要包括向该单元内提供外源水和外源沉积物的非喀斯特区域
。

以桂林

附近为例
,

我们不能只孤立地看到桂林市附近的广阔的峰林平原
,

而应该以由东为海洋山
、

北

为猫儿山
、

西为驾桥岭所形成相对独立的流域 ( 在地质构造上同时是一个复向斜 ) 为出发点
。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
,

在我国峰林地貌分布区域内
,

由云贵高原
,

到高原边缘斜坡
,

到广西盆地

腹地
,

直至东到粤北和西江沿岸
,

南到粤中和粤西南
,

在一定的自然单元内
,

很难发现仅有单一

的峰林地形一是峰丛或是峰林存在
。

而最为普遍的情况是
,

峰丛和和峰林两种地形总是分布

在
一

起的
,

只不过是两者的分布比例不同而已
。

或是峰丛与峰林相间分布
,

在分布面积上占有

比例相近
;
或是大片的峰丛区伴有边缘峰林或坡 立吞峰林

;

或是在峰林
一

平原中散布着岛状峰

丛
。

广西腹地的桂林
.

柳州
、

末宾
、

黎塘 带属于第
一

种情况
。

广西的北部
、

西部和贵州南部大

都为第
一

种情况 ( 图4
.

2 ) 第二种 !粼兄在广西的叮
.

部印东部的钟山
、

贺具
一

带则井为常见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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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
“

桂林岩溶
”

811 一书中所划分的
“

岩溶峰林地貌系统
”

(第 15 页 )也清楚地反映了峰林和峰

从两类地形在分布和成因上的关系
。

峰林和峰丛地形发育和分布在
一

起
,

在古巴也有很好的实例日 ,】 (图 4
.

3 )
。

在 S i er ar d
护

10 0 0 r g an os 一片近 40 o k耐 的峰林喀斯特区
,

便有近 2o 片边缘峰林及坡立谷峰林相间于峰 从

地形之 中
。

口口口

图4
.

2 大片峰丛区内的坡立谷峰林 (j
” 西靖西 ) 图4

.

3 古巴西部地区的峰丛和峰林地形分布关系

F i g
.

4
.

2 P o lj i 一 t y p e f毛: l g l i n i n fe n g e o , 1 9 F i g 4 3 hT
e d i s t r ibu t i on m a p o f e o e k p i t k a r s t

a r e a
.

J夏
一l g x i

.

G u a 百、 g x -

飞一峰丛
;
2一 峰林

;
3一 作宕溶 区

( f o n g e o n g ) a n d e
on es k a sr t ( fe

n g l i n ) i n C u
ba

1 一 峰丛
; 2 一 峰林

.
3一 非岩溶区

从云贵高原到广西腹地
,

峰林地形分布的比例相对增加和峰丛地形的相对减少并不能说

明峰林地形只分布在低海拔地区
。

正像在我国峰林喀斯特分布区相对的最低海拔可以发现峰

从地形
一

样
,

在相对的最高海拔一云贵高原面上
,

如贵州的安顺和普定一带
,

及独山的麻尾等

地同样有峰林地形存在
,

并且也总是有峰丛地形与之相伴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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