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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册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资源景观灿烂多彩。
在 ２０１６ 旅游大普查中共发现旅游资源单体 ７３４
处。 其中地文景观类 ８２ 处，水域风光 ７４ 处，生物

景观 ２５７ 处，天象与气候 ９ 处，遗址遗迹 ２９ 处，建
筑与设施 １３２ 处，旅游商品 ９ 件，人文活动 ５１ 处，
乡村旅游 ７５ 处，红色旅游 ９ 处，山地体育旅游 ５
处，康体养生旅游 ２ 处（陈旭等，２０１６）。

从以上资料看，册亨自然资源丰富，远胜于人

文景观。 但至今，册亨的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很好

开发，这与全省旅游开发热有点格格不入。 就其

原因，一是册亨以往交通不便；二是全县总体经济

涉滞后于全省其他县市，所以旅游开发迟迟未上

新的台阶。
但劣势同时也有优势，册亨厂矿稀少，自然景

观保存完整，原生态旅游资源未受到破坏，这正是

当下旅游者追求的原生态旅游地，开发前景可观。
在册亨拟建地质公园，正是为了把册亨的旅

游推向新的高度。 现在的旅游，不仅仅观光赏景，
更推崇于科学旅游，科普旅游，研学旅行。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印发

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纲要

中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设想。 此

前我国许多地区都有尝试把研学旅行作为推进素

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开展。
研学旅行是由学校根据区域特色、学生年龄

特点和各学科教学内容需要，组织学生通过集体

旅行、集中食宿的方式走出校园，在与平常不同的

生活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

亲近感，增加对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

体验，研学旅行中小学生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
地质公园的建实，中小生才有科普学习的基

地，才有放飞视野的地方。 所以，建地质公园是全

国都在推行，为下一代拓展知识的千秋伟业。
根据 ２０１６ 年旅普资料及以往地质工作资料，

册亨适宜做地质公园的地方较多，其中以“秧庆

万重山喀斯特地貌景观区”地质遗迹景观较为集

中及突出，故而对其地质遗迹及人文资源作一些

总结分析，拟作为省级地质公园园区推荐。

２　 景观区概况

２ １　 交通位置

秧庆万重山喀斯特景观区位于册亨北西约 ７
ｋｍ 秧庆村一带，有乡村硬化水泥路到达，交通通

行条件一般（图 １），面积约 １２０ 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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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册亨县万重山景区交通位置图

Ｆｉｇ １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ｎｃ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ｓｃｅｎｉｃ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ｅｈｅｎｇ
１—县界；２—乡镇界线；３—高速公路；４—省道；５—县道；６—乡村公路；７—水系；８—县城所在地；

９—乡镇所在地；１０—村寨所在地；１１—工作区

２ ２　 景观地质背景

景区 内 地 层 分 布 主 要 为 三 叠 系 坡 段 组

（Ｔ２ｐ）、垄头组 （ Ｔ２ ｌ ）、关岭组 （ Ｔ２ｇ ）、边阳组

（Ｔ２ｂ）及第四系（Ｑ）残坡积地层。 其中边阳组为

深水盆地相大套砂岩、粘土岩，而坡段组、垄头组

为礁滩相生物灰岩，关岭组则为台地相灰岩、白云

岩偶夹泥质灰岩。
景观区内，关岭组与垄头组为相变关系，边阳

组与坡段组、垄头组也为相变关系，这是贵州较为

著名的三叠系大相变带（杜定全，１９９５）。 主要特

征为浅海台地礁滩相（坡段组 Ｔ２ｐ、垄头组 Ｔ２ ｌ）灰
岩、白云岩与盆地边缘相砾屑灰岩、盆地相（边阳

组）砂岩、粘土岩逐渐过渡相变。 从岩性上展示

了当时大海的古地理台－斜－盆地的沉积演化样

式（王立亭，１９９９），让大多数人了解，我们现在生

存的地方，两亿年前是大海。 国内外地质科研学

者多次来此相变带进行地质详细工作，地质科普

意义重大。 而此相变带，其科普意义在于能让人

们了解地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哪些是浅海，哪些

是深海，哪些生物生存于浅海礁滩，哪些生物适宜

生存于海盆。 通过岩性与化石，让人们直观地了

解当时地球的古环境，古地理特征，科普下地球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
贵州中三叠系坡段组即是在工作区命名，是

贵州中三叠比较有名的剖面。 源自贵州区调队

（１９８０）创名，代表区内中三叠世早期生物滩（礁）
相沉积。 在后来的 １ ∶ ５万区调中广为使用坡段

组。 《贵州省区域地质志》 （代传固等，２０１７）及

《贵州省岩石地层》 （董卫平等，１９９７） 均沿用坡

段组。 主要由大量藻屑、藻团块、生物屑、砾屑组

成的由碎屑灰岩及生物屑灰岩为代表的中三叠世

安尼期台缘滩（礁）相沉积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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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主要旅游资源

景观区内，共有数十多处地质遗迹景观及人

文资源景观（图 ２），其中，秧庆万重山为区景的主

要地质遗迹景观，此外区内人文景观突出，民族特

色浓郁。 总体上人文资源与地质遗迹旅游资源相

得益彰，美不胜收。

图 ２　 秧庆万重山旅游资源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ｎｃ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ｏｆ Ｙａｎｇｑｉｎｇ
１—省道；２—县道；３—乡村公路；４—水系；５—地名；６—旅游资源所在地

３ １　 秧庆万重山（四级资源）
景观为一望无际的峰林，地处云贵高原向广

西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平均海拔 １ ４００ ｍ
左右，最高处海拔为 １ ４６８ ｍ，山地垂直气候较明

显，夏天区内气温比山脚低约 ５℃ ７℃，气候凉

爽宜人。 万重山景观呈带状分布，观景则位于一

陡崖边，以陡崖为界，北边为一望无垠的峰林，南
边为连绵起伏的山峦，北侧为灰岩，南侧为砂岩。
站在此处颇有一览众山小之感，峰林可视范围大

于 ２０ 平方千米，从冗渡镇往西北绵延至安龙，峰
林大小不一，连片成势，形态各异，多数呈锥状，交

错有致，远远望去，翠绿一片，为天然的大盆景，更
有村寨点缀其间，蜿蜒的乡村公路来回穿梭酷似

蛇形，为天下少有的奇观。
在每天不同时刻，气象万千，早上，偶尔可见到

雾海，天气晴朗时的下午可在观景带西边见到日落

及晚霞，是观赏日出日落的上佳地点。 到此处，方
能真正体会刘伯温写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诗的韵味（图 ３）。

·３５２·第 ３ 期　 　 　 　 　 　 　 　 　 　 　 左佳丽，等：册亨县秧庆万重山喀斯特景观旅游资源特征



图 ３　 秧庆万重山景观

Ｆｉｇ ３　 Ｗａｎｃ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ｑｉｎｇ

３ ２　 睡美人

山群犹如侧卧的少女，其中两座山峰形态酷

似女性的乳房，当地人称之为“睡美人”，美女峰

下是南俄坝子，当地人认为双乳峰就像征着母亲，
哺育和滋养着这块土地，让山脚下的人们得以幸

福安康。 美人主要由三座相邻的凸峰组成，其错

落交替想接，从远处 ３１３ 省道及附近望去，其山峰

组合形态犹如沉睡的妙龄少女，五官清晰，胸部挺

拨，“头”和“手”依稀可见。

３ ３　 岜么石林

石林由密集的石峰组成，犹如一片石盆地，有
石牙、峰丛、溶丘、溶洞。 这里的石林直立突兀，线
条顺畅，并呈淡淡的青灰色，最高大的独立岩柱高

度超过 １０ ｍ，一眼望去，犹如置身于雄壮壮丽的

石头林海中。 但由于当地居民想在此建房屋，局
部被破坏，石柱倒立于耕地间。

３ ４　 喀斯特石漠化公园

该地水土流失严重，基岩大面积出露，地形地

貌形成独特自然形状，形成溶洞、奇山、奇石等自

然风景区。
喀斯特石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主要类型之

一，它以脆弱的生态地质环境为基础，以强烈的人

类活动为驱动力，以土地生产力退化为本质，以出

现类似荒漠景观为标志。
喀斯特岩溶地貌地区岩石易遭受风化侵蚀，

受人类不合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

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土地生产力严重

下降，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

３ ５　 龙井天坑

天坑形状似月亮，顶上周围植被覆盖。 天坑内

部背面有一大堆溶洞处于崖壁下，其余三面为石

壁，整体为南北方向长，东西方向，面积９ １４０ ｍ２。
天坑内部还种植有玉米。

３ ６　 龙井天坑洞

天坑洞与天坑相连，由天坑才能进入天坑洞，
其洞高约 １４ ｍ，宽约 ３５ ｍ，洞口朝向 ２１０°。 进洞后

向下延伸，约 １３ ｍ 后渐缓，同时可见石花及钟乳石

（图 ４）。 洞中空间很大，最高处可达 ５０ ｍ 左右，宽
约 ４０ ｍ。 洞中坡向时而上时而下，起伏度较大。

图 ４　 龙井洞中钟乳石景观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ｌａｃｔｉｔ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Ｌｏｎｇｊｉｎｇ ｃａｖｅ

洞中的钟乳石发育很好，石幔、石笋最为发

育，其形态奇特，有的像和尚，有的像双乳，形成了

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观，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可作

旅游开发。

３ ７　 岩洞双面石

该象形石为岩性灰岩，在 ３２３°方向可见到一

趴着的麒麟，可清楚见到麒麟眼睛、嘴巴、及麟角，
麒麟眼睛为红色；在 １７０°方向像一巨人头，巨人

嘴、眼睛、鼻子清晰可见。 象形石高约 ６ ｍ，头宽

约 ３ ｍ，高约 ３ ５ ｍ；在 １７０°方向巨人人头高 ２ ｍ，
嘴长 ０ ３ ｍ，眼睛直径约 ０ ３ ｍ。

３ ８　 岩洞银锭山

该象形石为岩性灰岩，在 ９０°方向看可见该

山像一银锭，当地人称为银锭山， 其主要由三个

山头组成；在 ２５０°方向看此山头像一只趴着的乌

龟，乌龟的头与身子较明显。 山头高约 ５０ ｍ，整
个山头所占面积为 ０ ２ ｋｍ２。

３ ９　 大寨布衣古寨（五级资源）
少数民族村寨六个寨子的 ４４４ 户人家，２ ０１１

人。 大寨村民风民俗浓厚，人民热情好客，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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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场舞节），３ 年、三月三、端午节、七月半、重阳

（九月九）等节日，村民载歌载舞，用民族特有方式

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贺，对本民族团结互助、
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祈祷。 国家级非遗“布依转

载舞”及省级非遗“高台舞狮”发源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万人布依转场舞》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大寨南东方向山头上的观景亭，往北西方向

可见到看不到边界的峰林，峰林林立，每个孤峰大小

不一，多数呈锥状，形态各异，在孤峰上都翠绿一片，
为天然的大盆景，大寨特色村寨位于峰林中（图 ５）。

图 ５　 大寨布衣古寨

Ｆｉｇ ５　 Ｄａｚｈａｉ Ｂｕｙ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明朝末年，秧弄的祖先就已迁入此地定居，当时

称之为“秧弄九寨”，因此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瑰宝。

３ １０　 陂鼐布依古寨（四级资源）
原名王李寨，建筑墙面皆由块石堆砌而成，屋

顶盖青瓦，寨内各栋房屋间错落有致，井然有序

（图 ６）。 其为明朝汉族之后，因战乱及朱元璋调

兵屯守西南而世居于此，历经 ６００ 年历史更替下，
王李寨少数名族以占总人口的 ９７％，这种汉族少

数民族化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之间极强的

包容性、团结性和共进性。
古寨依山傍水，生态坏境优美，人文历史底蕴

深厚。 寨中不但有诗人向往的青石古道、小桥流

水及参天古树，亦有军屯古堡、战备营盘及世代传

承的忠勇军魂。

图 ６　 陂鼐布依古寨

Ｆｉｇ ６　 Ｐｉｎａｉ Ｂｕｙｉ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３ １１　 布依八音

布依八音，是流传于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册亨

以及周边安龙、兴义三县市南盘江沿岸布依族聚

居村寨，在婚礼、祝寿、新居志喜等喜庆礼俗场合

中运用的一种民族曲艺。 至今以册亨县保存较为

完整，最具典型。 因其由牛骨胡、葫芦胡、刺鼓、箫
筒、小马锣、小镲、二胡、三弦八种乐器演奏，并用

布依语进行说唱，所以当地人都称其为“八音”。
因其主要以坐着的方式进行说唱，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为区别于他民族，有文艺工作者为其冠以

“布依族八音坐唱”的名称。
布依八音，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布依族地区，

并衍变为一种民族说唱艺术。 因无确切文字史料

记载，无法定论。 但从其流传地域各朝代民族融

合以及音乐本体律调器曲等上看，是国家礼制下

地方官府筵席嘉礼用乐被接衍到民间礼俗场合为

用可能性较大。 如果从雍正元年“禁乐”算起，在
布依族地区流传至今也有 ２９１ 年的历史了。

通常，布依八音班由 １２ 人组成（板坝布依八

音班由 １０ 人组成），以有人雇请的方式在相应的

礼俗中表演道贺。 板坝布依八音班现传承人为黄

龙炳及陆加贤，乐器为牛骨胡。
布依八音在礼俗中与礼俗紧密配合使用，除

在行进、闹场用通用乐曲外，在婚礼、祝寿、新居志

喜等特定礼俗场合只能用特定的曲调进行演奏说

唱。 声腔用男唱女声演唱，大多都用布依语即兴

说唱。 布依八音已经成为一种布依族的文化符

号，在全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４　 结论

秧庆万重山一带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质遗迹景

观点数十处，其包含了万重峰林（四级）、石林、溶
洞、天坑、石漠化、岩溶洼地，漏斗等岩溶景观，此
外，还有大量的地质相变带，层型剖面及生物化石

等景观（旅普调查中忽略了这些旅游资源，而这

些资源可达国家级、省级旅游资源），资源极为丰

富，进一步去发掘追寻，还有更多的地质遗迹景

观。 人文资源上，有世界级（五级）的寨布衣古

寨、八音坐唱（五级）及国家级坡鼐古寨（四级），
人文类游游资源极为丰富、民族特色郁。

在此建地质公园，有以下几点优势。 一方面

是这片区工矿企业少，建地质公园不影响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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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二是这一带是喀斯特地貌，较为缺水，不利于

农业生产，利用喀斯特景观搞旅游，“靠山吃山” ；
三是这一带已有数处旅游点在进行开发，如秧庆

万重山景区、大寨古寨、坡鼐古寨等景点，这对建

实省级地质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等节约大量资金；
四是这个区域交通较为方便，距册亨及贞丰均较

近，且距高速路较近，利于旅客到达。 五是可打造

科研科普基地，为即将实施的研学旅行打造高端

的科普基地，让“祖国的花朵们”及科学研究者有

放飞梦想之地。 六是规划为省级地质公园，可以

实现对地质遗迹资源的有效保护 （ 魏家庸，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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