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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黔南独山北东—东部一带广泛出露下泥盆统砂岩ꎬ形成了类型丰富的砂岩地貌景观ꎮ
本文以野外调查为基础ꎬ对地貌景观类型及其成因演化机理作了主要分析ꎬ认为该区地貌为省

内可与张家界媲美的砂岩地貌分布区ꎬ具有砂体时代老、演化属幼年期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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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独山地区泥盆系地层发育完整ꎬ下泥盆

统砂岩广泛分布于北东—东部区域ꎬ受内外力地

质作用影响ꎬ形成了类型丰富的砂岩地貌景观ꎮ
除马义波等(２０１７)在独山县幅区调报告中对维寨

一带的砂岩峰林地貌进行了概略性阐述外ꎬ其他

针对本区砂岩地貌类型及形成演化机制研究内容

较少ꎮ 本文以野外调查实际为基础ꎬ首次发现并

报道省内除岩溶地貌景观、丹霞地貌景观外ꎬ独具

成景规模的砂岩地貌景观分布区ꎻ以区内典型砂

岩地貌景观为研究对象ꎬ分析总结景观类型特征ꎬ
重点分析其成因演化过程ꎬ增加其地质科学内涵ꎬ
助推“地质公园省”建设ꎮ

１　 地质构造背景

研究区位于独山县北东—东部区域ꎬ地理坐

标 １０７°３５′ １０７°４５′、２５°４７′ ２６°００′ꎻ地貌上处贵

州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边缘台地ꎬ构
造侵蚀中山地貌区ꎬ最高点位于中部大草山

(１ ６６６ ｍ)ꎬ最低点位于东部都柳江河谷(４９０ ｍ)ꎮ
河流均属珠江流域都柳江水系ꎬ自西向东径流ꎬ河
流切割深达 ３００ ｍ １ １００ ｍꎬ悬崖峭壁、峡谷和

季节性跌水多ꎮ 气候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ꎬ
野生动植物种类丰富、生态环境较好ꎬ属紫林山国

家森林公园区、贵州都柳江源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ꎮ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志留系、泥盆系ꎬ加里东

期运动造就了泥盆系与下伏志留系间不整合接

触ꎬ燕山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定性了区内主要构造

行迹ꎬ新构造运动为现今地貌塑造奠定了基础ꎮ
前人对该区域下泥盆统碎屑岩物质特征及沉积环

境进行了讨论(唐佐其等ꎬ２０１５ꎻ张嘉伟等ꎬ２０１６ꎻ
谯常等ꎬ２０１７)ꎬ该套砂岩岩组为区内地貌形成演

化奠定了物质基础ꎮ

２　 砂岩地貌景观类型及特征

２ １　 研究区砂岩地貌类型

研究区砂岩地貌景观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东

部翁炳冲—翁台乡—甲定乡—维寨村一带ꎬ东西

宽 ５ ｋｍ １０ ｋｍꎬ南北长 ２２ ｋｍꎬ面积约 １５０ ｋｍ２ꎬ
发育地貌景观点 ６０ 余处(图 １)ꎮ 该区地貌是由

砂岩为成景母岩ꎬ分布于独山箱状背斜核部ꎬ受次

级断裂及节理构造切割ꎬ以流水侵蚀、重力崩塌、
风化剥蚀等作用力形成ꎻ微地貌形态有方山、崖
壁、崖槽、崖巷、峰(柱)、峰林、峰丛、嶂谷、石芽

等ꎮ 由于沟谷的切割及山体边缘岩石的崩塌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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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成景最为壮丽的为山体边部或沟谷地带发育

的砂岩峰林地貌ꎮ 本文在对研究区实地考察与研

究的基础上ꎬ依据地貌形成的主导动力ꎬ并考虑成

因演化机理、景观类型等将区内地貌划分为地质

构造地貌、流水侵蚀地貌、风化剥蚀地貌、重力崩

塌地貌(表 １)ꎮ

图 １　 独山砂岩地貌景观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Ｄｕｓｈａｎ
１—砂岩峰丛ꎻ２—孤峰(石)ꎻ３—砂岩陡壁ꎻ４—平台方山ꎻ５—峡谷、崖槽ꎻ６—观音岩瀑布ꎻ７—(都柳江)水系ꎻ８—下泥盆统分布区域

表 １　 黔南独山砂岩地貌景观类型及主要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ｕＳｈａｎ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主要类型 地貌景观点 形态特征 主要控制因素

地质构造地貌
巴才平台、甲定平台(影山云上湿地)、甲西平台、大
草山、坝力梯田

平台方山 地质构造(地层产状)

流水侵蚀地貌
夹缝岩峡谷、巴照河峡谷、翻天印峡谷、深沟、紫林幽
谷(一线天)、丙阳河大峡谷、二英河峡谷

峡谷、崖槽、崖巷 流水侵蚀作用

风化剥蚀地貌
翻天印、将军石(石林)、维寨石林、摇动石、石门阁、
情侣石、仙人磊石、火车石、海马石、风铃石

峰柱、峰林、独石 物理风化作用

重力崩塌地貌
夹缝岩、观音山瀑布、天书、大营岩、九层崖、猴子岩、
纳界绝壁、维寨云梯、龙头山

崖壁、瀑布、崩体 重力崩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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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　 平台方山

中部巴才、甲定、甲西一带发育ꎬ由切割达 ２００ ｍ
陡崖与顶部 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亩平台区成景ꎬ平台地

形坡度小于 ５°ꎬ载上广袤农田及村寨ꎬ在崇山峻岭

中一片惬意的田园风光ꎮ 该地貌受控于独山箱状

背斜ꎬ位于背斜核部ꎬ地层产状平缓ꎬ倾角仅 ２°
１０°ꎬ地层主要为舒家坪组砂岩夹粘土岩ꎬ节理裂

隙不甚发育或裂隙贯穿程度较弱ꎬ形成山顶平台ꎬ
斜坡坡向及坡度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ꎻ地下水埋

深浅ꎬ加之有效的隔水层ꎬ种植水稻、水苔等保水

植物ꎬ形成以湿地为主的平台方山ꎬ其主要控制因

素为地质构造条件ꎮ
２ １ ２　 峡谷、崖槽

发育于翁炳冲、翁台、甲定一带ꎬ峡谷一般宽 １ ｍ
３０ ｍꎬ长 ４０ ｍ １ ０００ ｍꎬ高 １００ ｍ ２００ ｍꎬ峡谷

两岸近垂直ꎬ层状灰色砂岩时而凸出时而凹陷ꎬ与
溪沟形成一幅山水泼墨画ꎮ 峡谷底界常可至下伏

志留系细碎屑岩一带ꎬ峡谷及崖槽宽度、高度、走
向与节理的密度、间隔、走向密切相关ꎬ所处中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丰富的流水侵蚀为峡谷的形成

创造了条件ꎬ为研究区中常见的微地貌景观之一ꎬ
如夹缝岩峡谷、巴照河峡谷、紫林幽谷一线天等ꎮ
２ １ ３　 峰柱、独石

区内最为典型的成景微地貌ꎬ有石峰、石柱、石
芽等ꎬ其高度以 ５ ｍ ２０ ｍ 为主ꎬ最高可达 ４０ ｍꎬ
基座长度及宽度以 ３ ｍ １０ ｍ 为主ꎻ形态有方柱

形、扁柱形、锥形、笋形、塔形、棒形等ꎬ是砂岩峰林

地貌中最基本的形态景观ꎬ以翁炳冲、罗坪村、维
寨村一带山体边缘发育较好ꎻ峰柱边缘常为陡峭

的崖壁ꎬ岩壁上以清晰的加里东不整合面为界ꎬ其
下为志留系钙质粘土岩、泥灰岩形成的缓坡地形ꎬ
其上为下泥盆统浅灰白色石英砂岩形成的陡峭崖

壁和峰丛峰林地貌ꎮ
受陡坡强切割影响ꎬ崖壁边缘长见有独峰、孤

峰、独石等ꎻ大小、高矮不等ꎬ形态多样ꎬ有将军、印
章、猴子、蛇头等形态ꎬ似人似物ꎬ一步一景ꎬ如情

侣石、火车石、翻天印等ꎮ
２ １ ４　 崖壁、瀑布

崖壁是研究区规模最大、最壮观的景观ꎬ具有

与丹霞地貌相似的“赤壁丹霞”特征ꎬ按发育的位

置分为边缘崖壁和内部崖壁ꎬ前者断续延长几百

至千余米ꎬ高数十米至两百余米ꎬ壁面陡立ꎬ似铜

墙铁壁ꎬ主要发育于不整合面分布一带ꎬ如维寨

河、都江河上游及三利一带ꎬ景观点如九层崖、纳
界绝壁、龙头山等ꎻ内部崖壁受节理控制ꎬ一般长

数十至百余米ꎬ高数十米至百余米ꎬ大部分为坡角

大于 ７０°的垂直崖壁ꎬ壁面上各种沉积现象清晰可

见ꎬ是研究区内下泥盆统地层沉积环境的理想场

所ꎮ 与崖壁、崖槽、峡谷同时发育的瀑布ꎬ高几米

至几十米ꎬ最为壮观的为观音山瀑布ꎮ

２ ２　 与邻区砂岩地貌特征的对比

相邻省份砂岩地貌景观主要有湖南张家界、
广西大瑶山等ꎬ前人对其自然属性、地质美学价

值、成因及演化、开发及保护进行了重点研究(陈
国达ꎬ１９９３ꎻ周中民ꎬ１９９４、１９９５ꎻ唐云松等ꎬ２００５ꎻ
陈平等ꎬ２００６ꎻ何勇等ꎬ２０１４)ꎻ平亚敏等(２０１１)通
过阶地及溶洞佐证对张家界砂岩地貌形成时代进

行了讨论ꎮ 前人对地貌类型的讨论亦较多ꎬ一般

多结合实际问题具体分析ꎬ有形态特征分类、发育

过程分类、主导动力分类等ꎻ贵州省砂岩地貌虽远

不如岩溶地貌发育ꎬ但具有其特殊的地质美学价

值和科普意义ꎮ 独山地区砂岩景观地貌的发现ꎬ
有别于赤水丹霞地貌ꎬ将有助于丰富省内地貌景

观资源类型ꎬ点缀在岩溶地貌区或与荔波典型岩

溶景观遥相呼应具有重要意义ꎮ 邻近相类似的区

域主要见于东部湖南张家界砂岩峰林、南部广西

大瑶山砂岩峰林地貌ꎬ三者的特征及成因既有相

似之处ꎬ也存在许多明显区别(表 ２)ꎮ
２ ２ １　 张家界砂岩峰林比较

张家界砂岩峰林地处北纬 ２９°的武陵山脉ꎬ
中低山地形ꎬ海拔高程 ５００ ｍ １ １００ ｍꎬ地形高

差 ３００ ｍ ６００ ｍꎬ中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ꎬ成景

母岩为中上泥盆统滨岸带沉积浅色及紫红色砂

岩ꎬ地质构造为宽缓向斜扬起端ꎬ产状近水平ꎮ
峰林分布面积达 ３９８ ｋｍ２ꎬ有主要石峰和石柱体

３０００ 余个ꎬ峰柱体一般高数十米至数百米ꎬ最高

者可达到 ４００ ｍꎬ形态多样ꎬ主要为方柱状和棱

柱状ꎬ规模大ꎬ造型完美ꎬ处于地貌演化壮年期ꎬ
世界罕见ꎮ 与张家界峰林地貌比较ꎬ独山峰林与

之有许多相似和不同之处ꎬ相同点是都处于古隆

起区ꎬ具有相似的地质构造背景、形态类型、形成

条件ꎻ不同点是独山峰林处于箱状背斜核部ꎬ成
景母岩时代更古老、分布面积较小ꎬ峰体数量、规
模不如张家界大ꎬ完美程度稍差ꎬ演化阶段尚处

于幼年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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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地区砂岩峰林地貌特征比较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ｐｅａｋ ｆｏｒｅｓｔ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类型 湖南—张家界 广西—大瑶山 贵州—独山

原岩岩性 中上泥盆统石英砂岩 下泥盆统紫红色砂岩 下泥盆统灰白色砂岩

成岩环境 滨岸带 河流三角洲 无障壁高能砂砾滩

下伏基座 志留系(钙质)粉砂岩 寒武系砂岩 志留系钙质粘土岩

构造条件 宽缓向斜扬起端ꎬ产状近水平 宽缓背斜构造ꎬ产状近水平 箱状背斜近核部ꎬ产状近水平

主要营力
构造节理破坏、流水侵蚀、重力崩
塌、风化剥蚀

流水冲刷侵蚀、构造节理破坏和
崩塌作用

构造活动、流水侵蚀、风化剥蚀和
重力崩塌

规模形态
高大石林及深切嶂谷、石墙、天生
桥、方山、平台

峰体形态多样ꎬ以柱状为主ꎬ垂直
节理凹槽发育

平台方山、峡谷、崖槽、峰柱、崖
壁、独石

演化阶段 壮年期 幼年—壮年期 幼年期

２ ２ ２　 大瑶山砂岩峰林比较

广西大瑶山砂岩峰林地貌分布于大瑶山西

部的莲花山和圣堂山一带ꎬ面积 １８０ ｋｍ２ꎬ成景母

岩为下泥盆统莲花山组紫红色砂岩ꎬ属于河流三

角洲沉积ꎬ其基底为寒武系砂岩ꎬ地质构造属于

宽缓背斜构造ꎬ产状近水平ꎮ 砂岩峰林位于海拔

千米山体上部ꎬ边缘为高耸的崖壁ꎻ景观地貌主

要有石峰、石柱、崖壁、崖槽等ꎬ形态主要为柱状

和锥柱状ꎬ现处于地貌演化的幼年至壮年期ꎬ具
有重要的科研、科普和旅游开发价值ꎮ 与大瑶山

峰林地貌比较ꎬ独山峰林与大瑶山峰林成景母岩

均为下泥盆统石英砂岩ꎬ均位于背斜核部位置ꎬ
其形成条件与发育演化过程大体一致ꎮ 不同点

是大瑶山成景母岩与下伏基座为角度不整合ꎬ下
伏为寒武系砂岩ꎬ其演化阶段处于幼年—壮年

期ꎻ独山峰林成景母岩与下伏基座为平行不整

合ꎬ下伏为志留系钙质粘土岩ꎬ其演化阶段尚属

于幼年期ꎮ

３　 地貌形成演化

３ １　 地层岩性

研究区下泥盆统砂岩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沉

积于志留系高寨田组钙质粘土岩、泥灰岩等细碎

屑岩基底之上ꎬ沉积厚度 ２３９ ｍ ５５１ ｍꎮ 岩性

组合由厚块状岩屑石英砂岩夹少量粉砂岩ꎬ向上

渐变为以纯净的块状细—中粒石英砂岩为主ꎻ中
部有含砾粗砂岩夹厚层细—中粒砂岩与粘土岩

互层ꎬ顶部为一套中—粗粒石英砂岩过渡到厚层

石英粉砂岩ꎬ具有由下向上粘土岩夹层渐增多趋

势ꎮ 碎屑颗粒粒度较粗ꎬ孔隙较发育ꎬ塑性程度

差ꎬ在应力作用下易于产生垂直节理和裂隙ꎬ为
峰林地貌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ꎮ 同时ꎬ岩性组

合在垂向上的差异形成了微地貌垂向上的分区ꎬ
山体上部由于地层产状平缓、粘土岩夹层较多易

形成平台方山型微地貌ꎻ山体边缘一带常已剥离

出中下部砂岩层位ꎬ粘土岩夹层较少ꎬ节理及裂

隙贯通性较强ꎬ常形成崖壁、峰柱地貌ꎮ

３ ２　 构造条件

加里东期运动造就了研究区泥盆系与下伏

志留系间不整合接触ꎬ形成了上下两个截然不同

的岩性构造层ꎬ塑性较强的下伏地层形成复式褶

皱基底构造层ꎬ上构造层砂岩则易发生脆性变

形ꎬ使岩石破裂、破碎ꎬ形成节理裂隙ꎮ 后经燕山

运动、喜马拉雅运动进一步改造并定性了区内主

要构造行迹ꎬ使砂岩地貌景观最终定位于独山箱

状背斜近核部ꎮ 独山地区断裂发育ꎬ对砂岩峰林

地貌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控制作用ꎬ近南北向烂

土断层、白鸡坡断层和近东西向的坝弄山断层等

断层控制了峰林的边界ꎻ北西、北东向次级断层

及北西向、北东向两组节理则控制了崖壁、崖槽、
峰体的方向、形态和密度ꎮ 新构造运动产生地壳

间歇性抬升给后期的构造侵蚀和河流深切作用

提供了条件ꎮ

３ ３　 气象水文

独山县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ꎬ雨量丰富ꎻ
都柳江水系地表水文网沿大型裂隙呈树枝状分布ꎮ
下泥盆统砂岩裂隙和孔隙发育ꎬ受大气降水补给ꎬ
基岩富含裂隙水ꎬ形成富水岩组ꎻ丰富的地表水、地
下水和大量植物根系的物理化学作用ꎬ加速了对砂

岩的侵蚀剥蚀ꎬ促进了峰林地貌的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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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独山地区典型砂岩地貌景观

Ｆｉｇ 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Ｄｕ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Ａ—维寨峰林ꎻＢ—纳界崖壁ꎻＣ—夹缝岩峰林ꎻＤ—维寨崖壁ꎻＥ—观音岩瀑布ꎻＦ—甲定平台山ꎻＧ—紫林幽谷一线天ꎻＨ—翻天印

３ ４　 演化过程

加里东运动后ꎬ距今约 ４１６ Ｍａ 时ꎬ海水自南

向北入侵使研究区接受沉积ꎬ形成泥盆纪地台盖

层ꎬ其中下泥盆统砂岩岩组厚度达数百米ꎮ 经燕

山运动ꎬ在区内形成宽缓的背斜构造及强烈切割

的断裂构造ꎬ伴随背斜的形成ꎬ在背斜核部地层产

状平缓的转折端发育大量的张性节理ꎬ切割了砂

岩块体ꎮ 古近纪初期ꎬ在喜马拉雅运动影响下ꎬ差
异升降活动强烈ꎬ在新老断裂作用和沟谷切割下ꎬ
差异应力使节理进一步切割砂岩块体ꎬ且这些节

理往往为流水的运移提供了通道ꎮ 随着流水的作

用ꎬ顺节理深切砂岩ꎬ带走沿途松动的岩石ꎬ形成

陡壁ꎮ 两侧切割较弱山头构成峰丛ꎬ而沟谷则形

成了峰丛峡谷ꎮ 第四纪以来ꎬ受新构造运动影响

地壳持续间歇性上升ꎬ都江河、江寨河等快速下

切ꎬ导致侵蚀基准面下降ꎬ形成嶂谷、隘谷、Ｖ 型峡

谷和 １ ５００ ｍ 以上的山峰ꎬ在流水侵蚀、重力作用

影响下ꎬ山体边缘和内部岩石不断崩塌ꎬ逐渐形成

边缘崖壁和砂岩峰林地貌ꎮ
独山地区砂岩峰林的形成经历了台地形成、

台地解体和峰林形成 ３ 个阶段ꎬ目前尚处于幼年

８７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０ 年 ３７ 卷　 　



期ꎬ还将继续发展演化ꎬ形成完美的峰林地貌ꎮ

４　 结论

独山砂岩地貌位于独山县北东侧ꎬ面积约 １５０
ｋｍ２ꎬ由下泥盆统砂岩岩组为成景母岩ꎬ形成以平

台方山、峡谷、崖槽、峰柱、独石、崖壁等为主要类

型的砂岩地貌景观ꎬ是一处有别于省内岩溶地貌

景观、丹霞地貌景观ꎬ独具成景规模的砂岩地貌景

观分布区ꎮ 砂岩地貌在独山地区形成并成景ꎬ由
泥盆纪台地演化而来ꎬ经历了台地形成、台地解

体、峰林形成等阶段发展演化ꎬ与湖南张家界、广
西大瑶山砂岩峰林地貌相比ꎬ具有相似的地质构

造背景、形态类型、形成条件和发育演化过程ꎬ但
较张家界峰林地貌具有成景岩石更老ꎬ演化阶段

尚属幼年期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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