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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云台山世界自然遗产地 

白云岩峰丛一峰林地貌及其对比 

陈 武，谯文浪，唐佐其 ，刘凌云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州 贵阳 550005) 

[摘 要]本文从云台山景区峰丛一峰林地貌的形态特征、分布、成因与演化等多个方面入手， 

再与贵州荔波喀斯特、云南路南石林以及贵州兴义万峰林景观进行对比，通过地貌对比，揭示白 

云岩峰丛～峰林地貌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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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秉云台山峰丛一峰林地貌因其壮丽秀美的 

景观，以及独特的白云岩成景物质背景 ，受到相关 

学者及游客的关注，并于2014年6月23日，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批通过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贵州省云台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贵州省施 

秉县境内，总面积约 210 km (介于 108。01 36．8O” 

～ 108。10 52．06 E．27。13 56．02 ～ 27。04 51．53 N 

之间)，该世界 自然遗产地以峰丛一峰林最具典 

型，且最具美学价值，更是一处独特的白云岩峰 

丛一峰林地貌，代表了典型白云岩锥状喀斯特地 

貌类型的演化，有别于其他岩溶地区的地貌和岩 

溶演化过程。 

1 云台山景区白云岩峰丛一峰 

林地貌 

据《地球科学大辞典》定义 (2006)广义的 

峰林包括峰林、峰丛两类 ，狭义的峰林在国外称为 

圆锥状岩溶和塔状岩溶，系指高耸林立的石灰岩 

山峰，分散或成群出现在平地上，远望如林，个体 

为石峰，基座不相连；峰丛又称麻窝状岩溶，指连 

座的峰林，峰与峰之间常形成“u”形的马鞍形地。 

但施秉云台山一带所形成的峰林、峰丛景观石在 

较纯的白云岩地层的基础上发育出来的，其形态 

特征、成因和演化过程值得进一步研究。 

1。1 云台山景区白云岩峰丛一峰林 

地貌形态及其分布 

根据实地调查及贵州省住建厅资料显示 

(2009)，云台山世界 自然遗产地喀斯特地貌 可 

分为峰丛喀斯特类型和峰林喀斯特类型两类。前 

者为峰丛洼地类型，洼地四周石峰参差成簇，基座 

相连，洼地呈环形，呈基座相连的锥峰与洼地、谷地 

或峡谷的组合，平面上正地形所占面积大于负地形 

面积，锥峰基座相连，相对高差为 100～250 m，峰 

顶参差不齐，向区域地形坡向倾斜，此类喀斯特地 

貌类型地下水较为活跃，常有地下河发育，加之其 

较为优越的地表水文地质条件，在遗产地内形成了 

茂密的森林生态系统，其洼地呈环形，但洼地不平， 

有沟谷发育，并有出口，与典型的通过漏斗和落水 

洞排水的封闭洼地有所区别 ；后者为呈孤立状散 

布于宽广喀斯特准平原上的锥峰组合，其正地形所 

占面积远远小于负地形的面积，锥峰呈孤立状点缀 

在平坦的碳酸盐岩面上，形成了众多的悬崖奇峰， 

相对高差 50～ 150 m不等，陡峭的崖壁与近水平 

的岩层形成鲜明对照，悬崖之下可见老和新出现 

的倒石锥，而峰顶等齐，没有明显的倾向，与此同 

时，石峰基部现代地下河式洞穴较为发育，地下水 

系开始向地表转化，最具特色的是在部分峰顶上 

残留有参差不齐的山芽，芽高出基坡约 80 rn，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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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谷底 300 In，形成了“平山芽”景观。 

云台山景区地处黔中山地向湘西丘陵过度的 

斜坡上，地势由西、西北向东、东南部逐渐降低，区 

内海拔高差最大可达近千米，河流切割作用由北 

至南逐渐明显，其喀斯特地貌也由于河流溯源侵 

蚀及相应溶蚀强度的差异，分为不同的地貌亚区 

(图 1)。其中在景区内河流(杉木河、黄洲河等) 

上游地区(塘头至黑冲一带)以及流量较小的支 

流区域，由于河流的溯源侵蚀作用相对较弱，各种 

溶蚀一崩塌作用亦相对减弱，故呈现出峰林谷地 

地貌及峰林槽谷地貌；随着河流不断汇聚各支流 

的水量，河流的溯源侵蚀作用以及相应的溶蚀一 

崩塌作用更为显著，故在黑冲至聂家堰一带形成 

了峰丛洼地地貌，在局部可见残留在峰丛之上的 

塔状峰林景观；当河流至景区南部时(聂家堰以 

南)，河水流量进一步加大，河流的溯源侵蚀和溶 

蚀、崩塌作用也随之增强，从而形成了峰丛峡谷 

地貌 

· 圆 2 3囵 4 5圈 6 

回 7回 s回 9圈 t。 
图 1 云台山杉木河一黄洲河流域地貌分区图 

Fig．1 Geomorphological partition of Shanmuhe—Huangzhouhe drainage area in Yuntaishan 

1一峰林谷地一峰林槽谷地貌；2一峰丛洼地地貌；3一峰丛峡谷地貌；4一云台山景区范围；5一断层；6一奥陶系桐梓组一红花园组 

7一寒武一奥陶系娄山关组；8一寒武系高台组一石冷水组；9一寒武系清虚洞组；10一寒武系杷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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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贵州荔波喀斯特 

荔波喀斯特地貌_1 “ 集中分布于方村、荔波 

向斜翼部及茂兰向斜轴部地区。根据形态组合特 

征可划分为峰丛和峰林两类。其成景地层主要为 

石炭系、二叠系地层，岩性主要为灰岩及白云质 

灰岩。 

在地峨一瑶山一带，石炭系与二叠系碳酸盐 

岩出露较全，且由于其地处向斜翼部，岩层受挤压 

强烈，断层裂隙发育，加之受樟江侵蚀基准面下降 

的影响，使溶蚀作用向垂直方向发展，大量地表水 

潜人地下，地貌类型以密集分布的峰丛洼地和漏 

斗为特点，为中切割峰丛低中山。在中良一播尧 
一 带，仅出露有石炭系的灰岩地层，由于其地处背 

斜轴部，导致产状较为平缓，且裂隙和节理相对不 

发育，溶蚀作用已水平方向为主，地貌出现与峰林 

溶丘相间分布的溶蚀盆地和谷地，为浅切割峰林 

低中山。 

在气候方面，区内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 

降雨量可达 1 700 mm。温润的气候和充沛的降 

水，不仅促使区内喀斯特不断地发育，同时使得区 

内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持，至今荔波喀斯特地 

区的森林覆盖率仍高达 91．1％，这在我国乃至全 

世界都十分稀有和珍贵的，故有“地球上绿宝石” 

之称 。 

2．3 贵州兴义万峰林 

兴义万峰林位于兴义市南西部马岭河下游两 

岸，由成千上万个锥峰组成的峰林峰丛，是我国锥 

状喀斯特的典型代表。其总体上气势宏大壮阔， 

山峰密集奇特，从北西部海拔 2 000多米的兴义 

七棒高原边缘向东南部万峰湖一带呈扇形展开， 

逶迤连绵数千平方公里，根据峰林形态，分为列阵 

峰林、宝剑峰林、群龙峰林 、罗汉峰林、叠帽峰林五 

大类型  ̈。万峰林以南北走向的马岭河为界，分 

为东峰林和西峰林两大片区。西峰林以“奇、秀、 

幽、阔”著称，而东峰林更加粗犷豪放，气势磅礴。 

该地区出露地层 主要为 中三叠世杨柳井 

组 引，岩性主要为泥晶白云岩、泥质白云岩与泥 

晶灰岩，向南至兴义泥凼一带则相变为碳酸盐岩 

台地边缘相的垄头组，岩性主要为亮晶生物屑灰 

岩、砂砾屑灰岩及角砾灰岩的组合，发育的是有别 

于万峰林地区的碳酸盐岩石林地貌。而在构造 

上，万峰林景区内部构造较不发育，仅在周边有北 

西一南东向的逆断层发育。正是由于碳酸盐岩地 

层的广泛出露，给峰林地貌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 

良好的场所，加上万峰林地区充沛的降水为岩溶 

发育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造就了气势磅礴纵横 

千里的万峰林景观。 

2．4 对比分析 

总结前述 4种不同类型的地质地貌类型，其 

既有喀斯特类型的，也有碎屑岩类型的，在喀斯特 

地貌中又按其景观特征和成因划分为不同类型， 

现将其各自特征及相关背景统计如下(表 1)，并 

简述如后： 

表 1 地貌对比表 

Table 1 Comparison of land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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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喀斯特地貌中仅施秉云台山以占绝对 

主导的白云岩作为成景岩性。 

(2)质地坚硬的泥 晶灰岩形成的喀斯特地 

貌——石林，其外观高耸突兀，景观纵、横向比值 

最大，且成群分布。 

(3)同为喀斯特峰丛一峰林地貌，荔波喀斯 

特峰丛一峰林由于成景岩性为灰岩和白云岩，其 

岩石的总体溶蚀率远大于以较纯白云岩为成景岩 

性的施秉云台山峰丛一峰林 ，表现出以溶蚀为主， 

而后者则由于溶蚀作用不强，而由于岩石节理、裂 

隙广泛发育，故而受到崩塌作用的影响，使得区内 

可以形成陡峻的峰丛一峰林景观以及峡谷景观。 

(4)施秉云台山白云岩峰林与兴义万峰林相 

比，两者均属于碳酸盐岩台地向边缘斜坡发展的 

区域，且两者均由白云岩作为主体成景岩性 ，但由 

于云台山地区断裂、裂隙及节理广泛发育，导致崩 

塌作用成为了该景区主要的成景作用力，而万峰 

林地区则以溶蚀作用为主。 

3 结论 

(1)施秉云台山地区发育的是白云岩峰丛一 

峰林地貌。 

(2)云台山景区白云岩峰丛一峰林地貌的成 

因受到成景物质岩性、构造背景、气候降雨等多方 

面的影响，其成景的主要作用为崩塌作用，其次为 

溶蚀作用。 

(3)与荔波喀斯特、云南路南石林以及贵州 

兴义万峰林等地喀斯特地貌相对比，施秉云台山 

以其独特的成景岩性——白云岩作为其申请世界 

自然遗产的重要砝码。 

(4)地貌的形成是在地层岩性、岩性特征、构 

造背景以及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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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omite Peak——cluster and Peak——forest Landform and Its Comparison of 

Yuntaishan W orld Natural Heritage of Guizhou 

CHEN Wu，QIAO Wen—lang，TANG Zuo—qi，LIU Ling—yun 

(Guizhou Academy of Geologic Survey，Guiyang 550005，Guizhou，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it starts from the form，distribution，genesis，evolution and other sides，then it’S 

compared with Libo karst，Lunan stone pinnacles in Yunnan and W anfenglin in Xingyi，finally the specificity of 

dolomite peak—cluster and peak—forest is revealed by compare the landforms． 

[Key words] Yuntaishan；Dolomite peak—cluster and peak—forest；Karst landform；Shibing Gui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