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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地区海子 (坡立谷 )水文地貌成因分析

谭 明

(南京 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 )

提要 贵州安龙一带海子
冶
较为发育

,

属流 水喀斯特形态
。

分析

表明
,

这些海子在水文上具有不同的集水盆性质
、

不 同的补给形式

和排泄方式
,

在流域地貌结构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

安龙海子的形

成具有独特的水文地貌原因
。

关键词 流域
;

水文地貌
;

喀斯特湖
;

贵州

在黔西南
一

带
,

当地居民对天然的暂时集水或长年集水的喀斯特湖泊
,

不论其湖盆的成
因

、

大小积水时间长短均称之为
“

海子
” 。

由于长期以来对海子的利用
,

或疏干垦殖造田
,

或蓄

水养鱼提灌
,

海子已和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

同时我们也看到
,

至今为止对海

子的利用并不都是合理而充分
。

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海子进 步深人研究
,

从科学角度对海子

的概念
、

分布规律
、

水文特征
、

地貌特征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

以期在流域规划和整治中实现对它

的综合利用
。

海子分布特征

安龙位于黔西南
,

地处南
、

北盘江分水岭地带
。

自分水岭到河谷
,

其水文地貌分带规律比

较清楚
。

在分水岭
,

地形开敞
,

多见孤立石峰
,

地表水系较为发育
,

分水岭保存着较厚的红色风

化壳
,

其上偶见残峰
,

为浅覆盖型喀斯特
。

离开分水岭后
,

地形高差趋于增大
,

分散水流汇人流

水谷地
,

谷地之间为岛状峰丛
;
流水谷地与岛状峰丛即构成流水喀斯特区带

。

在远离分水岭

处
,

谷地水流或汇人大洼地形成湖泊
,

或注人消水洞而成
一

宫谷
。

再向前地貌即演变为峰丛洼

地
,

为典型裸露型喀斯特
。

安龙地区海子的发育
,

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述水文地貌的流域演

变规律
,

因而导致了海子在流域中的分布特征
。

以安龙 县城附近南盘江以北约 24 k0 耐 范围为

例 (图 1 )
,

可发现海子总是与地表径流相联系而通常远离分水岭
,

分布于流水谷地与峰丛洼地

两种地貌类型的交界附近
。

少数海子的集水盆发育受构造控制
,

沿区域断层分布
,

具有狭长的

形状
,

如德卧南面的八光海子
。

从海子分布的地质背景看
,

多数海子的湖盆发育在较纯的白云

岩或石灰岩层中
。

如安龙蓄水量最大的几个海子就发育在厚层白云岩
、

厚层石灰岩层中 (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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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子 排水通被阻塞或排水不畅所形成的季节性或终年有水的小湖 多分布在岩溶和沙淇的低洼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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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地区海子分布及其自然地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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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子水文类型分析

在流域的水文循环过程中
,

海子有着天然的蓄洪调枯功能
。

除了接纳水盆范围内的大气

降水和坡面流外
,

海子还接受并储存盆外径流
。

因而海子实际上拥有一个比集水撅面积大得

多的补给区
。

由于集水盆性质不同
,

补排方式各异
,

造成海子的流域水文功能大 ,J有别
。

因

此
,

深人分析海子的水文类型
,

对合理地利用海子
、

改造海子有重要意义
。

从集水盆性质分析
,

主要有三种类型
。

一是位于地表河流源头
,

如铁厂海子
。

这类海子地

表汇水面积不大
,

补给形式主要为降水和地下径流
,

排泄方式主要是蒸发和地表径流
。

由于这

类海子位置高
,

处于农耕带上方
,

又控制着水源
,

因而有较高的蓄调功能和提灌效益
。

二是位

于河流尾端
,

如八光海子
、

绿海子
、

德卧大海子等
。

这类海子的补给源有大气降水
、

地表径流和

地 下径流
,

但主要是来 自流水谷地的地表径流
。

由于流水谷地中水流流程较长
,

且沿途不断接

纳支流和坡面流
,

而其水分的蒸发和下渗损失又小于水分收入
;
加之这一类海子的排泄方式主

要是蒸发和下渗
,

外排行程缓慢
,

持水时间较长
。

因此位于该处的海子具有较大的汇水面积
,

规模较大
,

水量较丰
。

因这一类海子位置较低
,

处于主要农耕带下方
,

所以现在仅用 以养殖
,

如

绿海子
。

今后可考虑修渠引水使位于更下方的峰丛洼地旱作区受益
。

第三类是海子集水盆本

身为一坡立谷
,

如东边海子
,

么塘大海子
,

上
、

下西海等
。

这一类海子为典型的暂时性集水喀斯

特湖
。

除了降水和蒸发的补
、

排形式外
,

地下通道的集中补
、

排是其主要的水文循环方式
。

当

地居民对它的利用不是用其洪水季的湖水
,

而是枯季无水时用其地面耕作
。

综上所述
,

可将这三种主要的海子类型列如表 2
。

表 2 海子水文类型及其自然地理特征

aT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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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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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绿绿绿绿海子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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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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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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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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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东边海子
,

出 ))) 均匀地块块 峰丛坡立谷谷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径流流 么塘大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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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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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卜 20 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

安龙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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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子地貌结构分析

对海子进行地貌结构分析
,

在于进
一

步认识海子湖盆在流域地貌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以及

海 子发育与流域地貌演化的关系
。

笔者参照了研究贵州喀斯特流域地貌结构所采用的方法 [ `毛于图 1中圈定 一个典型样区
,

即从分水岭到峰丛洼地
,

包含有主要的地貌类型
,

且岩性 一致 ( T
Z g

,

厚层块状白云岩 )
,

构造简

谊 ( 宽缓的褶曲翼部 )( 参见图 1 )
。

对该样区用 kI m
,

面积为单位的方格网进行分割
,

分出 5 0个

小样块
。

除了分水岭附近红土台地中两个小样块没有石峰外
,

其余 48 个小样块均可统计平均

石峰高程 ( I
) 八 )

、

平均埂口高程 ( (了、 )和小样块内最小高程 ( 乙
,

, ) ; 由此又可得到流域平均上

)异切割厚度即石峰平均高度

尸 H 一尸 A一 C
A

和流域平均下层切割厚度即娅口平均相对高程

C R
一

C
、
一 人M

以及流域垂 向平均全切割厚度

尸、 一 尸、洲 仁 ,: Z
’ 入

一

f 、 ,

对样区内4 8个样块的 尸
,、
值与 C 。

值进行相关分析表明
,

尸: 与 C 具直线正相关关系 ( 图

约
,

说明流域垂向全切割厚度 几 的变化决定于流域下层切割厚度 已 的变化
,

而流域上层切

割厚度即喀斯特石峰高度 尸 , ; 是稳定的
。

这个结果与其它流域的统计结果完全
一

致川
,

即喀

斯特流域地貌具有双层结构
,

上层 尹 , 1
具有动力平衡特征而下层 C 。

具有形态演化特征
。

海子特别是集水盆为水尾型和坡立谷型
,

在流域中处于地貌类型转变部位
,

通过统计发现

海 了分布带的特殊地貌结构
。

于样试 中
,

沿东西向统计样块组的 /
’ 、 、

`
’
八

和 大、 、
平均值

,

这

一 个变量的平均值自北向南构成二条曲线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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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曲面的平均变化趋势
。

从图中可见
,

I 、 , 面从北向南沿径流方向持续下降
,

尸 A 面与 C
, 面

沿径流方向同步升降
,

仅速率有所差异
,

这
一
规律 已在别的流域统计中得到证明

,

并因此构成

图 2中的统计关系
。

但亦发现恰好在海子分布区的样块组
,

其 尸 A
与 C * 的升降则不同步

,

当

C
、
下降时 尸 ;

反而上升
,

致使流水谷地的较低石峰带 ( 尸 ; ,
值较小 )陡然转变为峰丛洼地区

的较高石峰带 ( 尸 } ,
值较大 )

,

显示流域上部动力平衡层 ( 石峰层或 尸H
层 )在流域地貌类型突

变的部位也会具有演化态特征
。

因此
,

可以认为海子在流域地貌结构中处于地貌发育最活跃

的位置
,

是流域地貌不断演化的产物
。

4 海子发育及其水文地貌成因

海子作为喀斯特湖泊
,

其发育条件可以是多样的
。

从水文地质条件来看
,

阻水断层
、

区域

岩性隔水边界对于湖盆形成并蓄水成湖均有良好的作用
。

但安龙多数海子的发育
,

主要是由

于流域地貌演化
、

造成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化
,

尤其是在地表水转化为地下水的特殊部位
,

地貌上的盲谷化在水文上造成
“

水坝效应
” ,

致使
“

排水道被阻塞或排水不畅
” ,

盲谷前端季节性

集水使侧蚀作用增强
,

这是集水盆得以扩大的重要机制
。

但另一方面
,

海子又处于洼地化过程

向源推进的前缘
,

所以漏陷化又将限制集水盆进一步扩大
。

现以么塘附近大
、

小海子纵剖面特

征为例
,

分析这两个相反而又相联系的过程 (图 4 )
。

图中纵剖面线从北到南沿流水谷底
、

坯 口
、

海子底面切得
。

从这个剖面上可清楚地见到
,

小海子位于高娅 口
,

而大海子却位于低娅 口
,

即

小海子的 C R
值比大海子的 C

*
值大

,

而较大的 C R
值是由于小海子有较小的 L M 值

。

可以

推测小海子过去曾有过较高的底面
,

以后 由于洼地化过程溯源至此而导致小海子底部漏陷化

同时 L M 面加速下降
。

可见小海子是正在消亡中的喀斯特湖盆或坡立谷
。

相反
,

其北面紧邻

的大海子却由于 L M 面较稳定而成为正在发育中的喀斯特湖盆
,

但将来会重演小海子消亡的

历史
。

由此可见
,

安龙地区海子的发育特别是喀斯特地貌类型边界带上海子的发育主要是由

于流域地貌演化引起的特殊水文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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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4 海子发育实例分析 (纵剖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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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伏流人口及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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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水文地貌现象在喀斯特过程中表现比较明显
,

通常表现为地貌演化造成地表水与地下水

的集中转化
,

安龙地区的海子现象仅是其中一例
。

在某些地区
,

笔者已发现喀斯特地貌夷平化

正引起地下水向地表水集中转化
,

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分析
。

但需指出
,

喀斯特水文地貌现象还

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

希望通过对安龙海子的成因分析
,

提出问题
,

引起宝巾沦
,

进而能更深人地研

究喀斯特水文地貌现象及其过程和规律
。

本义承蒙杨明德教授修改并提出宝贵意见
; 安龙县农业区划办公室曾提供部分资料

,

在此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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