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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石林岩溶形态类型与特征
"

李玉辉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系，云南 昆明 89))*!）

摘 要：基于云南石林县的石林分布特点与研究现状，按照岩溶形态组合研究其

环境的思路，对 6)):;! 的石林形态组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石林形态的系统类型。

石林组合形态可分为四个层次，石柱表面溶蚀形态 #) 种以上，分割石柱体的溶蚀

沟形态 # 种；石柱形态 8 种，其中的 6 种可称之为石林；石林地貌组合有 < 种。云

南石林形态系统反映了石林多样性，其内含的信息（岩溶地质信息、区域环境信息

和人类活动信息）值得深入研究，以深化石林地质遗迹景观的整体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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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痕（:>??3@ :>?AB）是广泛分布的溶蚀形态，因“保

护着与过去气候有关的信息”而受到关注，但争议较

多［"］，作 为 溶 痕 复 合 形 态 的 云 南 石 林 有 同 样 的 情

形［!］。石林产出地点的情形不一，地形、地层岩性、地

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生态环境状况等均有不同，各

个地点的石林形态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如何认

识石林的分布，解释其内涵，既关系到石林的科学意

义，也关系到对其整体保护开发与生态恢复建设。目

前的研究，因其方法和研究范围不同，得到认识也不

同［# C "*］。石林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形态系统，但

石林形态的系统分类和描述未见报道，本文对此进行

探讨。

! 研究地点概况、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研究地点概况

云南石林位于云南东部岩溶高原（滇东岩溶高

原），分布于昆明市石林县" 境内，地理位置是北纬

!6D#)E C !9D)#E，东 经 ")#D")E C ")6D6)E之 间，面 积

6)):;!，海拔高度在 "8)) C "*9); 之间，个别山峰海

拔超过 !!));，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高西低，自东向

西是岩溶山地向路南盆地过渡的缓倾斜岩溶坡地，石

林成团或成簇分布于 "<!) C !))); 的缓坡地带。发

源于缓坡地带北部山地的巴江，自北东端向南西经石

林岩溶区进入路南盆地，在构造岩溶瀑布大叠水处汇

入珠江上游南盘江。

研究地气候属亚热带高原干湿季风气候，但石林

发育的地质历史气候经历了复杂变化［"8］。石林岩溶

发育地层主要是下二叠统碳酸盐岩，其下是石炭系、

泥盆系的碳酸盐岩和碎屑岩系，其上是上二叠统峨眉

山组玄武岩和老第三系路南群的含白云岩和石膏的

碎屑岩系。地层走向近南北向，向西倾斜，岩层倾角

在几度至 ") 度之间，二叠系、石炭系和泥盆系的岩层

中有多组高角度节理，石林分布区的南北两端分别有

北东 F 南西向的维则断裂与九乡石亚口断裂［"6］。

! ’" 研究思路和方法

国际岩溶对比计划（21+=5!**）提出的依岩溶形

态组合研究环境信息［!)］，构成本研究基础。石林的

形态组合包括：石柱（牙）形态、石柱表面溶蚀形态、分

割石柱的溶蚀沟谷，以及石林与其它岩溶地形（溶蚀

洼地、溶蚀盆地、溶蚀丘陵、溶蚀谷地、溶蚀坡地等）的

组 合。 西 方 岩 溶 学 者 提 出 过 各 种 溶 痕 系 统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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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并把石林归为复合溶痕形态。本文以文

献［"%］的溶痕系统为基础，参照其他学者的溶痕分类，

进行调查，提出石林岩溶形态类型，并简述其特征。

! 研究结果

! &" 石柱表面的溶蚀形态

" &! &! 溶蚀形态类型

根据地层岩石、岩石表面坡度、裂隙构造、覆盖

物、水动力和植被等特点，石柱表面溶蚀形态有如下

类型：

（!）裸露岩面：溶蚀波纹（ ’()*+,(- .,//)0’）、雨蚀

纹沟（.,))0-12..0-）、溶蚀细沟（.,--0-12..0-）、复合溶沟

（.030-.,--0- 12..0-）、墙状溶沟（42-512..0-）、溶蚀笛

管（’()*+,(- 6*--0)’）、刃脊状溶痕（7)250 (. 28.0+09 12.9
.0-）、尖峰溶痕（’/,+:12..0-）、雨蚀坑（.2,- /,+’）、溶盘

（12;0-,+:2 (. ’()*+,(- 72’,-）、差异溶蚀斑块（’0)08+,-3
’()*+,(- /2+8<0’）或不规则溶蚀斑块（ ,..03*)2. ’()*+,(-
/2+8<0’）。

（"）覆盖岩面（碎屑土层、植被、岩石、水面下）：

土蚀风化壳和均匀溶蚀面（’*7’(,) 402+<0.,-3 8.*’+ 2-5
*-5,660.0-+,2+05 .(*-505 ’*.6280’），溶 蚀 蜂 窝（ ’()*+,(-
<(-0=97(;7 /,+’），溶盘（边缘无溶蚀细沟）与溶坑（’(9
)*+,(- /,+’），水平溶蚀凹穴（槽）（’()*+,(- .080’’0’）或溶

蚀边槽（-(+8<0’），脚跟状溶痕（+.,++12..0-，’+0//05 12.9
.0-），生物根茎状溶痕（.((+ 12..0-），溶蚀井或圆形溶

槽（’()*+,(- 40))，’<26+，8=),-5.,82) ’()*+,(- 40))），洞（孔）

穴风化（82>0.-(*’ 402+<0.,-3）和溶蚀穿洞（7055,-3 82>9
0.-’），钟状或半钟状溶痕（70)) (. ’0;,970)) 12..0-），溶

蚀贝纹（’()*+,(- ’82))(/’），圆润状溶蚀沟（.*-512..0- (.
.(*-505 12..0-），楔状槽沟（8*++0.’），层间溶痕和层间

溶蚀孔（洞）（7055,-3 12..0-’）、颈状溶痕（-081 12..0-）、

沼泽溶痕（’42;/= 12..0-）、顶蚀溶痕（50810-12..0-）。

（?）构 造 控 制 的 溶 痕：节 理 溶 沟 或 劈 理 溶 沟

（1)*6+12..0- (. 8)06+12..0-），裂隙溶沟（3.,10’）和溶蚀廊

道（’()*+,(- 8(..,5(.’）。

（@）残余型溶痕（.0;-2-+’ (6 12..0-）：上述各种溶

痕的残余形态，存在于发育和保存条件完全变化了的

残余石柱上，以溶蚀细沟、溶蚀笛管、溶蚀贝纹、溶蚀

井和溶蚀边槽的残余为多。

" &! &" 溶蚀形态特征

（!）溶蚀波纹：见于阴湿环境的微晶、细晶灰岩

表面，波长 !8; 左右，波高小于 !8;，波形不对称，岩

石表面潮湿，似有面状水流，波纹表面有薄层生物钙

化。

（"）雨蚀纹沟：分单体和复合体。单体规模是深

A &B # !8;，宽 ! # @8;，长可超过 BA8;；横切面多为半

圆形，也有不规则的“C”型；组合形态有梳状、羽毛

状、鱼鳍状；在倾角较小的平坦岩石表面上，可呈岛状

或放射状组合。

（?）溶蚀细沟：有直线型、曲线型，细沟脊部多呈

尖棱状，细沟横剖面多呈“D”型，宽在 B8; 下，沟深在

几毫米至 !A 多厘米不等，长度变化大，几厘米到大于

!AA8;；在倾角较小的岩面，长度短，但深度稍大。

（@）圆润状溶沟：在侵蚀揭露的岩石或萌生林与

草灌植被中裸露的岩石的两侧多见，沟脊与沟底均较

圆滑，沟谷形态浅‘D’型，宽度大于 !8;，深度也大于

!8;，长度从几厘米到超过 !A8;，下部宽度和深度变

大。

（B）复合溶沟：为雨蚀纹沟和溶蚀细沟、圆润状

溶沟的改造型。雨蚀纹沟受微生物或藻类、地衣作

用，宽度和深度变大；植被和薄层覆盖物会使溶蚀细

沟的脊和槽变得圆润；地表水和雨水会使圆润的脊和

槽变得尖锐。

（%）墙状溶沟：陡峻或直立岩石表面的平行排列

的溶蚀细沟或溶蚀笛管。各溶沟的长度变化大，一般

可达直立岩墙的中下部，但往下溶沟变窄，并逐渐消

失；如果进入土层或其它覆盖物，情况则相反。

（$）溶蚀笛管：乃古石林石柱或石墙上部表现典

型，似圆锥形管状，顶部直径几厘米至大于 "A8;，往

下变小，长度大于 ?A8;。常与溶蚀井分布在一起。

（E）溶蚀井（照片 E，照片见文末，下同）：石柱上

的纵向圆柱形溶蚀形态，状如水井，直径可超过 B;，

有学者称其为桶状溶痕［!%］。井壁上有纵向溶蚀沟

纹、溶蚀细沟，也有多个高度的横向溶蚀凹槽和溶蚀

贝纹，这反映了顶部下泻水流与地下水位变化的共同

作用。有的学者依此认为石林是表层岩溶［!!］过程的

产物。

（F）溶蚀边槽：凹槽高几厘米至几十厘米，凹进

深度可达 BA8; 以上，长度可达几米。一些石柱上可

发育有几个不同高度的溶蚀边槽，并与其它溶痕共

存。

（!A）沼泽溶痕：分布于季节性或常年积水洼地

边缘的岩石，溶沟间隔较大，沟槽竖立，沟脊平整或圆

滑，似横向“D”形。

（!!）溶蚀贝纹：石柱的内凹弧形面，有规模小、

大之分。前者是不规则的扇贝状表面，贝纹沟宽可达

"8;，贝纹脊高度小于 !8;，具有平滑圆润的内贝脊突

和零星的小突起；后者是格状化的不规则扇贝表面文

饰，皱波宽可达 B8; 以上，常有尖锐的内波脊突，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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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过 !"#，其倾斜方向与水动力方向一致，为迎水

面，

（!$）脚跟状溶痕：出现于倾斜岩面，倾角在 !%
度至 &% 多度不等，为有开口溶坑或小溶盘，沿倾斜岩

面呈串珠排列，并有溶蚀细沟连接，平面呈破口的不

规则圆形和脚后跟状，直径几厘米至几十厘米，底部

形态较平坦或圆盆状，深度从几毫米到几十厘米不

等。部分脚跟状溶痕可转变成溶蚀笛管或小溶蚀井

（槽）。

（!&）溶盘或溶蚀小盆：出现于平缓的岩石表面，

直径在几毫米至几十厘米不等，多数在几厘米，深度

约为直径的 ! ’ $ 左右。顺岩石表面倾斜方向往往有

开口，底部也可能有“漏斗”，与溶蚀笛管或小溶蚀井

相通。在长期裸露的平坦岩石表面的溶盘周围可见

溶蚀纹沟或溶蚀细沟；在阔叶森林中的溶盘，四周没

有溶蚀细（纹）沟。

（!(）雨蚀坑和溶蚀坑：前者是由裸露岩石面上

的雨蚀作用形成，分布均匀，规模较一致，形状多为圆

形，直径在近几毫米到 $"# 左右，深度小于直径；后者

见于阔叶林中，呈圆柱体型，直径在几厘米内，深度大

于直径，似小竖井，成群分布，与阔叶树叶片雨滴的滴

蚀相关。

（!)）溶蚀蜂窝：直径小于 !"# 的半球形深坑，密

集成团分布，是近地面的土壤与微生物作用于岩石之

结果。

（!*）生物根状溶痕：为宽度和深度均在 !"# 以

下的游离交叉型溶沟，出现于长有藤本和木本植物的

裸露岩面，与植物的根茎作用有关。

（!+）楔状槽沟：为近地表岩石顶部的“,”型槽，

内填土壤等，平行排列，延伸超过 $%"#，到底部出现

细小裂隙。

（!-）洞（孔）穴风化和溶蚀穿洞：揭露的土下溶

蚀形态，洞（孔）穴的直径几厘米到几十厘米不等，长

度变化大，方向不一，既有单一洞穴，也有相互交叉的

溶蚀洞穴，表面光滑。

（!.）钟状或半钟状溶痕（照片 .）：出现于高大石

柱或石墙下部，形状如倒扣的半球或圆形屋顶，半径

!%"# 或大于 !%%"#，顶部有溶蚀细沟或管状溶槽。

（$%）层间溶痕和层间溶蚀孔穴：沿岩层面发育，

形态差异较大，溶痕宽度在几厘米至 !%"# 不等，层间

溶蚀孔（穴）的直径也在几厘米和超过 !%"#，上下层

面的溶沟与石脊可呈交错状。层间溶痕使上下层面

间出现空隙，上部岩层积聚的水体下滴或冲蚀，使下

部岩层的溶沟和石脊特别发育，出现滴冲刷型溶沟

（/0"12313452 6783429），顶部岩层消失后，下部岩层的沟

与脊可转变为剑状或尖锋状溶痕。

（$!）尖峰状、剑状、刃脊状溶痕：石林的典型形

态。前者顶部是小尖锥，其下有 & : ) 个管状溶槽，尖

锥为这些管状溶槽交汇的组合形态，以乃古石林景区

为最典型；剑状溶痕是石柱上部状如刺刀或剑的溶蚀

形态（照片 $），大石林景区为代表，刃脊状溶痕是状

如刀刃的石牙或石墙。

（$$）土蚀风化壳和均匀溶蚀面：土下石牙表面

的常见溶蚀形态。刚露出地表时，表面有白色粘土化

或粉沙状壳，地表侵蚀使其平整光滑，在化学成分有

差异的岩石表面会出现角砾状纹饰。

（$&）颈状溶痕：石柱或石牙与土壤（;5 层）的接

触处出现的横向内凹现象，上下石柱（牙）直径稍有变

化，上部稍大，下部变细，差值在几厘米至 !% 多厘米

不等，常见于森林或草灌丛中的裸露石柱（牙），颈状

溶痕下有腐殖质丰富的土层。

（$(）顶蚀溶痕：存在于溶洞顶面、水平裂隙面和

大型溶蚀凹槽内的悬空面，为直径在 ! : $"# 的圆碟

形，深 !"# 左右，较均匀分布。

（$)）差异溶蚀斑块：出现于白云质灰岩的石柱，

斑块颜色主要是黑白两色，黑色斑块多为白云石，浅

色斑块多为方解石，大小在几厘米或超过 !%"#。另

外，含有硅质结核、铁质结核、化石的岩体，也会产生

差异溶蚀，留下差异溶蚀斑块。

! <! 石柱间的溶沟类型及特征

主要有节理溶沟、劈理溶沟（=7863=1>>02 5> "7063?
=1>>02）、裂隙溶沟（9>4=0@）和溶蚀廊道（@5783452 "5>>4?
/5>@）。

节理溶沟与劈理溶沟的规模相近，宽度与深度都

在几厘米左右，长度不到 !%%"#。裂隙溶沟的宽度小

于 !%%"#，长度几米至几十米，深度也在几米至大于

!%#。溶蚀廊道或溶蚀裂谷规模大，深度超过 !%#，长

度可以超过 !=#。这些构造裂隙溶蚀沟的展布具有

明显的方向性。在大石林，沿 &$%A和 )%A两组高角度

的共轭裂隙，形成了交叉分布的溶蚀廊道，受其控制，

形成了北西向和北东向排列的石柱矩阵；石林公园北

部的尖峰溶痕城堡和不规则多边形石林溶丘（照片

+）也与大规模的溶蚀廊道发育有关。

! <" 石柱形态

有如下几类：

（!）柱状石柱（@317=?B4771>@）（照片 (）：分布于溶丘

（或突岩）顶部、溶丘斜坡和溶蚀洼地中，柱体上下直

径基本等大，高度从几米到 $%# 不等，柱体上的溶痕

呈残余形式，溶痕的尖锐特征钝化。

（$）塔状石柱（35C0>?74=0 B4771>@）（照片 )）：分布在

+*!第 $! 卷 第 & 期 李玉辉：中国云南石林岩溶形态类型与特征

万方数据



起伏和缓的高原面、溶丘、岭脊上的上细下粗呈成层

叠置状的石柱，像塔，高度可超过 !"#。在中层和薄

层状灰岩、白云质灰岩地层多见。石柱上有多达 $"
层的层间溶痕和溶蚀穿洞，还可有墙状溶沟、溶蚀凹

槽、溶蚀贝纹等。

（%）蘑菇状石柱（#&’()**#+,-./ 0-,,1)’）（照片 %）：

分布于溶丘顶部或洼地、盆地边坡，形态独特，上粗下

细，高度在几米至 $" 多米，柱体的溶痕不完整，多为

残余形态。此类石柱保留较少，多是单个出现。

（2）锥 状 石 柱（ 牙 ）（ 3*4/+’(10/5 0-,,1)’，’6*4/
6//6(）：典型的土下形态，顶尖下圆或刃脊状，高度在

几米至 $" 多米不等，表面较光滑，部分锥状体有细而

密的溶蚀蜂窝、溶蚀穿洞（孔）或洞（孔）穴风化。主要

出露于各种冲沟、劣地和溶蚀沉陷地，以及其它石柱

类型附近的地面下。

（7）尖峰、剑状+刃脊状石柱（’8*)5 *) 9,15/+,-./
0-,,1)’）：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大石林景区为代表；二是

以乃古石林为代表。前者高度在几米到 2" 多米不

等，柱体分割，顶部为剑状+刃脊溶痕，往下分别有溶

蚀贝纹、溶蚀井、溶蚀穿孔（洞）、溶蚀凹槽、生物根状

溶痕，以及层间溶痕，石柱间的溶蚀廊道的宽度几十

厘米至几米。后者的高度在 $"# 至 %"# 不等，上部 $
: %# 内是大量的尖锋溶痕、溶蚀笛管和裂隙溶痕，中

下部基本相连或仅有窄而深的裂隙溶沟或溶蚀井等，

表面布满了黑白相间的不规则溶蚀斑块。

（;）废弃石城（)&-4<*)# .1))/4 )*3. 3-6=）：为孤立

型大石柱，基部直径和高度比值在 7 以上，高度可达

!"#，顶部平缓，可有溶盘、溶蚀纹沟和细沟，也见溶

蚀穿孔（洞）、溶蚀井等，大型溶痕多呈残余形态。

上述各种石柱成群集中分布，则成为石林，主要

有剑状石林、尖锋溶痕城堡、塔状石林、柱状石林。锥

状石牙（柱）成片分布者，称之为石牙原野。

! >" 石林地貌组合

石林地貌组合是指各类石林与其它岩溶地貌（溶

丘、岩溶高原面、溶蚀洼地、溶蚀盆地、溶蚀谷、岩溶坡

地等）的组合，主要有石林溶丘、石林洼地、石林槽

（谷）地、石林岭脊、石林坡地、石林盆地和尖峰溶痕城

堡等。

（$）剑状石林洼地（0-4413,/ .1)’6 5/0)/’’-*4 *)
?(-,-4 .1)’6 5/0)/’’-*4）：剑状石林与溶蚀洼地的组合

（照片 $、!），剑状石柱既可密集于洼地中心，也可零

星见于洼地中心，但前者往洼地边坡，石柱减少，石柱

高度变矮，后者往坡地石柱增多。石林洼地中心常见

地下暗河天窗或落水洞、漏斗等。

（!）尖锋溶痕城堡（’0-6@.1))/4 )*3. 3-6=）：为突兀

于高原面或开阔溶蚀低地的数个尖峰溶痕石城（墙），

远观整体像城市住宅楼或古城堡，或像沿坡拾级而上

的古城（照片 ;），乃古石林为代表，长度和宽度不一

的溶蚀廊道分割出多个尖峰溶痕城堡，自南而北逐级

升高，在 $A2" : $B""# 海拔出现 2 个层次的尖峰溶痕

石城，其下是巴江河源头段的地下暗河网络。

（%）石 林 谷 地（?(-,-4 .1)’6 C1,,/= *) ?(-,-4 .1)’6
6)*&D(）：剑状石林、柱状石林等与长条形的构造溶蚀

谷或断续分布的暗河天窗地段的组合，石柱高度和石

柱的分离程度向槽（谷）中心递增。

（2）石林岭脊（?(-,-4 .1)’6 )-5D/）：柱状石林、塔状

石林等分布于高原面和长条形垄岗上。塔状、蘑菇状

石柱（照片 %、照片 7）常见，也有剑状石柱。

（7）石林坡地（?(-,-4 .1)’6 ’,*0/）：剑状、柱状石林

分布于溶蚀坡地内。

（;）石林溶丘（?(-,-4 .1)’6 (-,,’）石林与溶丘（岩

丘）的组合（照片 E），溶丘呈不规则多边形分布于高

原面或大溶蚀盆地中。

（E）石林盆地（?(-,-4 .1)’6 91’-4）：柱状石林或尖

锋溶痕城堡或废弃石城散布于溶蚀盆地。几米至十

多米高的石柱稀疏分布，柱体表面是溶痕残余。

! ># 石林地貌组合的空间变化

石林地貌组合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图

$）。在公园北部，主要有石林岩丘、石林坡地和石林

盆地、尖锋溶痕城堡；中南部（大石林景区至清水塘），

则主要有石林洼地、石林谷地；南部（文笔山至大箐

坡）一带则主要是石林岭脊、石林坡地、石林槽谷、部

分石林洼地。与地层、地下暗河系统一起考虑，石林

分布规律特征更为鲜明：九蟠山以西，是石林岭脊、石

林坡地、石林洼地、石林盆地，并过渡为路南盆地，自

东向西的地层变化是倒石头组、栖霞组、茅口组到老

第三系的路南群，管道地下水动力系统发育，并与巴

江河直接联系；九蟠山以东主要是石林溶丘和石牙原

野、溶蚀洼地或溶蚀湖盆密集区，地层依次是倒石头

组、石炭系和泥盆系，以汇流型的浅表层水动力系统为

特点。

在九蟠山东南部（所各邑 F 豆黑 F 蓑衣山一带），

石林溶丘、溶蚀湖盆转变为峰丛洼地，地层主要是石炭

系、泥盆系，水动力系统是散流型浅表层水。从岩溶高

A;$ 中国岩溶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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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石林公园区域地貌结构与石林组合地貌分布示意图

!"#$% &’#"()*+ #’(,(-./(+(#"0 12-3023-’ *)4 0(,.(1’4 ."))*0+’ 5*-121 ") 6/"+") #’(7.*-5

原面经岩溶坡地到溶蚀湖或洼地，有石林岭脊、石林

坡地、石林谷地、石林洼地的变化。

" 小结与讨论

（%）石林是典型的岩溶形态组合类型，可分为四

个层次：表面的溶蚀形态有 89 种以上；分割石柱体溶

蚀沟有 8 种；石柱形态主要有 : 种，按石柱密集程度，

有 ; 种可称之为石林；结合石林分布的地形特征，分

出 < 种石林地貌类型组合。

（=）丰富而复杂的石林各层次溶蚀形态是石林

美学观赏价值的直接源泉，也是石林不同演化阶段的

科学信息的载体。石林研究认识的差异可能源于石

林形态组合认识程度的差异。

（8）石林形态的多层次与复杂性反映了石林多

样性，这是岩溶地质多样性与环境多样性的结果，既

有岩性、构造和水文地质动力的作用，也有气候与生

物土壤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说，云南石林价值丰富和不可替代，除了缺少海滨

（岸）和冰川地区的溶痕，热带和温带地区的主要溶痕

类型均在研究区出现。石林形态的系统研究是深入

研究石林发育规律及其环境变化的基础。

>:%第 =% 卷 第 8 期 李玉辉：中国云南石林岩溶形态类型与特征

万方数据



!"# 中国岩溶 $!!$ 年

万方数据



照片说明：

照片 ! 航空照片（!："### 原照片缩小）：剑状石林洼地（$%&&’()* +’,-. /*$,*--%0& 0, 12%)%& +’,-. /*$,*--%0&）：剑状石林分布于溶蚀洼

地，内有暗河天窗，沿两组裂隙发育的节理溶痕、溶蚀廊道等。

照片 3 剑状石林（照片 ! 的局部）（’(,*.*4$%&&’()* -.0&* 50,*-.）：分布于洼地中的密集剑状石柱，柱体上有各种溶痕：剑状刃脊状溶

痕、溶蚀井壁、溶蚀槽沟、溶蚀贝纹。

照片 " 蘑菇状石柱（67-2,0064-2’$* $%))’,-）：分布于溶蚀丘陵，石柱上有颈状溶痕，高大石柱低矮有后期揭露的土下石牙，以及层

间溶痕。

照片 8 柱状石林（-.’+*4)%+* -.0&* 50,*-.）：分布于高原面或大溶蚀洼地边缘的台地，柱体间的裂隙溶沟、石柱上的溶蚀细沟残余、

溶蚀贝纹残余、锥状石牙与土下溶蚀面等。

照片 9 塔状石林（$’:0/’4-2’$*/ -.0&* 50,*-.）：分布于溶蚀高原面，柱体上有层间溶痕、墙状溶痕，后期侵蚀出露的低矮石牙上有

溶蚀细沟，以及小井状溶痕。

照片 ; 尖峰溶痕城堡（-$%.<+’,,*& ,7%&50,6 ,0(+ (%.=），突兀于高原面或溶蚀洼地，其下有暗河；基部相连；顶部为尖峰溶痕分割，石

柱或墙体上有井状溶痕、下部有水平状溶蚀边槽。

照片 > 石林溶丘（1.0&* 50,*-. 2%))-）：分布于开阔的溶蚀盆地，规则排列，溶丘上的残余石柱，石柱上的各种溶痕残余，溶丘坡面是

后期揭露沿裂隙发育的土下石牙。

照片 ? 剑状石柱上的溶蚀井（-0)7.%0& @*))），溶蚀井受后期改造，上有溶蚀贝纹残余、溶蚀细沟和横向溶蚀边槽等。

照片 A 钟状溶痕（B*)) 0, -*6%4B*)) +’,,*&）和溶蚀笛管（-0)7.%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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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学报》征稿、征订启事

《岩土工程学报》是关于土力学和岩石力学理论和实践的学术性科技期刊，创刊于 M+N+ 年，由我国水

利、土木、力学、建筑、水电和振动 ( 个全国性学会联合主办，主编沈珠江院士。主要刊登岩土工程领域中

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仪器和新材料等，报道重大的岩土工程实录、先进的岩土工程科研成果和岩

土工程相关的信息动态。主要栏目有黄文熙讲座、论文、短文、工程实录、展望 ,M 世纪岩土力学、焦点论坛

和学术讨论等。

《岩土工程学报》是我国建筑和水利两个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分别于 M+++ 年和 ,**M 年获“自然科学

基础性、高科技学术期刊经费”资助，先后被美国工程索引 ;.>0 O30（P’ ;.>0 O30）、L$55034 EJ.5030// 805@’<0、
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网等 M* 家国内外评价与

检索系统收录，并获得科协、水利部和江苏省优秀期刊荣誉称号。

《岩土工程学报》适合于土木建筑、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矿山冶金、工程地质领域中从事岩土工程专业

的科研、设计、施工和监理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

《岩土工程学报》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双月刊，大 M( 开本，双栏排版，M,* 页，单月 I* 日出版，每期定价

M* 元，全年定价 (* 元。国际标准刊号 "88QM***—B)BR，国内统一刊号 LQI, 一 MM,B S HT，国内发行代号

,R—(,，国外发行代号 -U),*，广告许可证号：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许可证 I,****B*,*(I*。

热烈欢迎广大读者投稿、订阅和广告惠顾。本刊联系方式：

编辑部地址：南京市虎踞关 IB 号（,M**,B） 电话：*,)—)R,+))I，)R,+))(
P—A.’9：>0V3W&5’ D 01$D <3 传真：*,)—)R,+)))
X06 8’40：&44=：S S JJJD <>0W2$53.9 D <2A

,NM 中国岩溶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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