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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铜仁碧江石林是２０１６年碧江区旅游资源普查新发现最有开发价值的地文景观资源
之一，为一处极为特殊的地质遗迹资源，发育在锦江北岸石灰岩顶盖上，石林普遍高１ ２５ｍ，
象形山石众多，经省级终评为四级旅游资源。本文从碧江石林的地质特征及地质演化出发，对

石林及其中象形山石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石林的形成主要经过了岩石形成、地下水溶蚀和

地表塑造三个阶段，发育步骤为从节理裂隙—溶蚀网—埋藏石芽—溶沟、溶槽—高度增加—相

互分离—成片石芽、石林。同时由于岩石组分局部不一致，可溶性存在差异和北东向、北东东向

和近东西向三组节理裂隙的形成，加上地下水的侵蚀和溶蚀作用，从而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象形

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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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碧江石林位于坝黄镇木弄村与和平乡陈家

寨村交界处，距离铜仁市主城区 １８公里，是
２０１６年碧江区旅游资源普查新发现最有开发价
值的地文景观资源（贵州省国土资源厅，２０１６）
之一，经省级终评为四级旅游资源。２０１６年 ８
月１８日，全省旅游资源大普查现场推进会在铜
仁市召开，碧江石林作为现场观摩点，贵州省旅

游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省旅游资源大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负责人和各市州旅游资源大普查领导小组负责

人均到碧江石林现场考察，并给予高度评价；贵

州省旅普办专家组成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知名教授多次到碧江石林考察；同时贵州卫视、

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等主流媒体均对新发现

碧江石林进行了报导。

国内石林景观资源分布众多，贵州省内发

育多处，地质学者对石林成因、发育演化、评价

和开发建议做了大量工作（陈斌等，２０１２；李兴

中等，２００９；王尚彦等，２００３；王硕等，２０１３）。本
文根据对碧江石林的调查和研究，对其地质特

征及成因进行了探讨、分析。

２　石林景观特征

碧江石林景观为一大型的石林分布区，生态

保存完好，可称得上极为特殊的地质遗迹资源，石

林景观分布面积约３０平方千米，发育在锦江北
岸石灰岩顶盖上，石林普遍高１ ２５ｍ，有的纤细
优美，有的粗壮雄伟，周长１５ ２０ｍ，石柱星罗
棋布，或独立成趣，或互衬为景，如芙蓉出水、如古

松立崖、如老骥伏枥、如犀牛望月、如雄鹰展翅、如

情侣相依，虽不经雕琢，却又巧夺天工，单体形态

多样，象形石柱众多，经初步调查，有麒麟石、灵芝

石、火箭石、恐龙石、石门、岩大门、天蓬元帅石、兔

子石、小老虎、牛鼻子岩、仙桃石、大象吸水、诵经

石、猫山石等二十多处象形山石（图１），可谓一步
一景，石林发育地层为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灰岩

中，发育位置为山顶，且石林中发育有岩溶洼地、

溶洞，较好的地层层序剖面露头，周边出露流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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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点３处，生态保存完好，周边保存成片古树群
多处，在石林中有当地村民种植的古油茶林多处

（贵州省地矿局一○三地质大队，２０１６）。

３　地质特征

３１　地层
碧江区境内地层发育历时近８亿年，地层年

代为上元古界至古生界，出露地层有青白口系板

溪群、南华系、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和第四系。

碧江石林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寒武系下统杷榔

组、清虚洞组，岩性为粉砂质粘土岩、薄层泥质条

带灰岩及中厚层藻灰岩。由于流水的侵蚀和溶蚀

作用，使得该区域上覆于杷榔组粘土岩上的清虚

洞组石灰岩多形成残余的石灰岩盖顶，碧江石林

主要发育在寒武系清虚洞组残余的中厚层藻灰岩

盖顶中，石林高度在１ ２５ｍ。

３２　构造
碧江区境内大地构造位置横跨扬子准地台和

华南褶皱带的过渡带上，分属扬子准地台贵阳复

杂变形区的东缘湘西武陵山早期华南褶断带西侧

（戴传固等，２００６；贵州省地质矿产局，１９８７；贵州
省地矿局一○三地质大队，１９９２），褶皱、断裂构
造发育，主构造线方向为北东和北北东向。

碧江石林大地构造位于扬子准地台贵阳复杂

变形区东部，褶皱不发育，位于铜仁—凤凰复式向

斜的北西翼，总体为一单斜构造，地层倾向约

１４０° １６０°，倾角近似水平，为５° １０°。

图１　碧江石林地形地质及景观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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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景观调查点及名称；２—石林分布范围；３—寒武系下统杷榔组；４—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第一段；５—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第二段；

６—地层产状；７—地质界线；８—正断层及编号；９—逆断层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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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江石林位于北北东向区域性保－铜－玉断
裂带的北西盘和近东西向区域性黄泥树断层的南

盘，距保－铜－玉断裂带直线距离约１０ｋｍ，距黄泥
树断层直线距离约６ｋｍ，石林分布区无区域性断
层经过。石林及周边主要发育有４条北东向、北
东东向次级断层（图１），其规模总体较小，断距在
２０ ５０ｍ，除最西侧的Ｆ１断层为逆断层外，其余
均表现为正断层性质。此外，石林中发育有北东

向、北东东向和近东西向三组节理裂隙，这三组裂

隙常成“Ｘ”节理发育。以上断层和节理裂隙在地
表水、地下水的侵蚀和溶蚀作用下控制了石林及

其中的象形山石的形成。

４　碧江石林成因分析

碧江石林出露有寒武系下统杷榔组至清虚洞

组地层，其中碳酸盐岩主要为清虚洞组灰岩，这些

易溶的岩石在经历数次构造运动中，形成了大量

的构造裂隙、层间裂隙。富含 ＣＯ２的地表水和地
下水，从这些裂隙中渗透、侵蚀、溶蚀，在地表多形

成溶蚀沟、石芽、石林、象形山石、溶槽、溶蚀洼地

等，在地下则形成溶洞。现将碧江石林的成因分

析如下：

４１　原始岩石的形成阶段
早古生代加里东期的升降运动使海底地形西

高东低，北东向深部构造开始活动并控制了沉积

建造在时空内的演化。早震旦世南沱期，冰期严

寒气候影响本区，形成了大陆地壳区以山岳冰川

为主的磨拉石组合；晚震旦世—早寒武世，气候转

暖，区域性冰川消融导致海进，海平面显著上升，

在梅树村阶—沧浪铺阶早期，沉积环境为较深水

的东斜陆棚，沉积了一套以炭质粘土岩为主的包

括硅质层、磷质层在内的远硅质建造；在沧浪铺阶

晚期—龙王庙阶早期为潜水陆棚，沉积了一套以

杷榔组为代表的远陆泥质建造；龙王庙阶中晚期，

北东向深部构造的抬升作用形成海底正隆起地

形，该期早阶段，沉积环境为碳酸盐岩斜缓坡，在

陆棚沉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台地型碳酸盐岩沉

积，将单一的陆棚由西向东划分为台—坡—棚三

元结构，该期中晚阶段沉积环境则介于碳酸盐岩

缓坡和加积边缘间过渡，是一个由浅滩的迅速加

积和推进而变陡的缓坡，演变出了潮坪，浅滩、灰

泥丘等几个子单元，在碧江石林及周边范围内形

成了清虚洞组泥质条带灰岩，中厚层藻灰岩和白

云岩（贵州省地矿局一○三地质大队，１９９２）。经
过以上震旦系—寒武系大规模的海进事件，由此

形成了石林分布区砂页岩—泥质条带灰岩—藻灰

岩的沉积层序。

４２　地下溶蚀阶段
中侏罗纪末期的燕山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强

烈造山运动，使得区内燕山期以前沉积构造卷入

强烈的变动，形成了以北北东向断裂构造为主的

（包括北东向、北东东向）断裂构造在内的新华夏

构造体系（贵州省地矿局一○三地质大队，
１９９２）。新构造运动在碧江石林分布区主要表现
为大面积的间歇性向东掀斜隆起的特点。受燕山

运动的影响，区内初步形成现今地质构造的基本

轮廓。大面积裸露在地表的巨厚碳酸盐类岩石，

因受大气降雨作用，岩溶开始发育。与此同时，河

流水系开始形成，山地剥蚀夷平，溶蚀、侵蚀加剧

进行，由于石林所处地层灰岩中含有砂屑、泥粉晶

及藻类，从而导致岩石的坚硬系数、抗压强度、抗

风化剥蚀和抗溶蚀能力出现局部的不一致，抗风

化能力弱的最先被风化侵蚀，在地下水的作用下

开始溶蚀。

由于造山运动形成使岩石中发育了北东及北

北动向的节理和裂隙的，为进一步溶蚀创造了条

件。按照“溶孔—溶痕—溶沟”逐渐发育的规律，

沿节理发育了大量的溶蚀裂隙网。沿垂向节理溶

蚀、侵蚀、崩塌作用后，致使岩层垂向分裂；沿水平

方向裂隙溶蚀、冲刷，形成一条条溶蚀带（后期发

展为溶沟及溶槽），纵横交错，此阶段形成了埋藏

石芽。

４３　地表塑造，石林形成阶段
自第三纪末至第四纪早更新世初期，因喜山

运动影响，区内大面积隆起上升为主，河流水系已

趋形成，溶蚀基准面亦具雏型（李兴中等，２００１）。
这段时期，地壳稳定时间稍长，造就了５５０ ８００
ｍ的剥夷面。同时，岩溶作用剧烈，发育了一系列
规模大，流程长，流量较大的暗河、槽谷、洼地、水

平溶洞及溶蚀残留的峰丛等，在石林及周边的山

体上由于灰岩分布海拔较高，经过河流侵蚀和溶

蚀的作用，形成了一系列的残余灰岩盖顶。早期

形成的埋藏石芽被抬升，随着河流的下切，侵蚀作

用的增强，原溶蚀残余堆积物（红色土层）遭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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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流失，致使石芽出露于地表，加之其位于石灰岩

盖顶上，雨水冲刷作用十分强烈，易风化侵蚀的物

质随着流水冲刷而流失，同时早期形成的溶蚀带

进一步被侵蚀、溶蚀后形成溶沟、溶槽等，致使石

芽水平分割的同时也增加了原石芽的相对高度，

沿垂向裂隙的溶蚀直至清虚洞组下部的泥质条带

灰岩，使得部分岩体底部进一步切割分离，形成了

相互分离的石柱，从而形成了连片的石芽和石林。

４４　象形山石的形成
经初步调查，碧江石林中象形山石多达２０余

处，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裂隙的发育及岩石

中组分的不一致性，导致石柱的溶蚀情况不同，形

成了大量各种形态象形山石，现将石林具有代表

性的象形山石特征及成因探讨如下：

１麒麟石
位于石林南侧，麒麟石高约２０ｍ，宽约１５ｍ，

形如同一匹昂首举步、势欲腾空的麒麟，尽情的遨

游在天地间。其位于一沿北东向裂隙发育的溪沟

的南东侧，为一相对独立石柱，石柱为中厚层至块

状藻灰岩，基底为泥质条带灰岩，其周围的岩石由

于位于地下水及地表水主径流带上，导致被侵蚀

和溶蚀殆尽，“嘴部”由于不易溶蚀从而向西突

出，这反映了当时流水方向为北东—南西向，“两

角”之间发育有北东向节理裂隙，上部沿裂隙溶

蚀使其分开，形成麒麟两角；“头部”与“尾部”之

间由于其泥晶和藻类含量较多，容易被流水侵蚀

和溶蚀，从而形成了麒麟的“背部”。

２灵芝石
位于石林南侧，该石柱高约３５ｍ，宽约４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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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宽下窄，下部由于溶蚀作用掏空形成岩腔，宛如

一颗地上长出的巨大灵芝；其顶部由于岩溶作用

形成一道道深浅及大小不一的小型溶沟，看去宛

如一团火焰熊熊燃烧。灵芝石位于一沿北东向裂

隙发育小型冲沟的北西侧，同样为一相对独立石

柱，石柱为中厚层至块状藻灰岩，基底为泥质条带

灰岩，由于上部岩石不易溶蚀和侵蚀形成“灵芝

伞盖”，下部岩石由于含泥晶及藻类较多，易侵蚀

和溶蚀从而形成岩腔，侵蚀方向为北东—南西向，

反映了当时地下水主径流方向。顶部发育的小型

溶沟主方向为北东向，其次为近东西向，这是由于

地下水或地表水沿裂隙侵蚀溶蚀形成。

　　３天蓬元帅石
位于石林北侧，高约２０ｍ，宽约３０ｍ，整个

石柱如同西游记中被贬入凡间的天蓬元帅—猪八

戒，形态很是逼真，如上翘的猪鼻，猪嘴，猪眼等惟

妙惟肖。凸起的“鼻部”由于岩石泥质成分较少，

不易溶蚀，其下部为薄至中层状灰岩，泥质含量较

重，易于被流水侵蚀，上部岩石泥晶质及藻类含量

较多，易于侵蚀和溶蚀，此处同样反映了当时地下

水流向为从南—北，此处和上面南部象形山石对

比可知，石林分布区地下水在石林中部一带山脊

形成了一个地下水分水岭，南部的地下水主径流

方向为北东—南西向，北部的地下水流向为从

南—北。

综上所述：碧江石林内众多象形山石形成的

内在因素为岩石组分局部不一致，可溶性存在差

异和岩石中发育北东向、北东东向和近东西向三

组节理裂隙；外在因素为地下水的侵蚀和溶蚀

作用。

５　结论

（１）碧江石林为一大型的石林景观分布区，
是极为特殊的地质遗迹资源，石林景观分布面积

约３０平方千米，石林普遍高１ ２５ｍ，单体形态
多样，象形石柱众多；

（２）碧江石林区域出露的地层为寒武系下统
清虚洞组，由于构造运动及流水的侵蚀和溶蚀作

用，形成了清虚洞组残余的石灰岩盖顶，石林发育

在残余的中厚层藻灰岩盖顶中，石林分布区区域

构造不发育，主要发育北东向和北东东向次级断

层及北东向、北东东向和近东西向三组节理裂隙；

（３）石林的形成主要经过了岩石形成、地下
水溶蚀和地表塑造三个阶段，发育步骤为从节理

裂隙—溶蚀网—埋藏石芽—溶沟、溶槽—高度增

加—相互分离—成片石芽、石林；

（４）由于岩石组分局部不一致，可溶性存在
差异和北东向、北东东向和近东西向三组节理裂

隙的形成，加上地下水的侵蚀和溶蚀作用，从而形

成了形态各异的象形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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