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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地学资源特征分析研究ꎬ为该村地学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培育、
村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ꎮ 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综合研究和创建规划ꎬ简要介绍和概括了文化

村地学资源特征ꎬ提出地学资源开发利用建议ꎮ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地学资源主要包含地质景

观资源和富硒耕地资源两大类ꎬ垂向上自山顶至猫跳河谷ꎬ保留有古地理时期完整的从高原面

到峡谷地貌单元ꎬ横向上从上游至下游ꎬ深切的猫跳河岩溶峡谷中ꎬ绝壁、岩溶孤峰(象形山石)、
溶蚀洼地、溶洞、河流、瀑布、泉等自然景观齐具ꎬ峡谷岸坡耕地富硒元素ꎮ 基于地学景观资源特

征、人文特色及区位条件等ꎬ建议采用地质＋生态旅游、地质＋农业、地质＋文化三种主要开发利用

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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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地学旅游文化村ꎬ是指以地学旅游景观为主

体ꎬ结合其他旅游资源禀赋ꎬ开展乡村旅游、休闲

观光、文化体验、地学科普等旅游活动ꎬ具有地学

旅游特色的村落(贵州省地质学会ꎬ２０１９)ꎮ
贵州省地质学会总结六盘水市月照地学旅游

文化村、遵义市绥阳双河洞地学旅游文化村两个

试点村创建经验ꎬ编制了«贵州地学旅游文化村

(特色小镇)创建指南(试行)»ꎬ该«指南»为贵州

地学旅游文化村 (特色小镇) 的创建工作提供

指导ꎮ
在建的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位于贵阳市西北

部ꎬ修文县索桥村ꎬ距谷堡镇约 １０ ｋｍꎬ距修文县城

约 ２０ ｋｍꎬ距贵阳市区约 ５０ ｋｍ 公里ꎬ文化村西、
南、东三面与清镇市卫城镇、麦格乡隔猫跳河相

望ꎬ面积约 １０ ｋｍ２ꎮ 文化村地学资源以猫跳河峡

谷沿岸喀斯特地貌景观为主体ꎬ兼有瀑布、古生物

化石遗迹等景观和富硒耕地ꎮ 目前该文化村正在

创建中ꎬ尚未验收授牌ꎮ

２　 地质特征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地处黔中高原、乌江一

级支流猫跳河右岸ꎬ村域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东
高西低)、由北向南(北高南低)逐级阶梯状降低

的高原山地景观ꎬ海拔高度在 ８００ １ ２００ ｍ 之

间ꎮ 受构造、溶蚀、侵蚀等内外力地质作用形成了

索桥村及周边喀斯特地貌、中低山侵蚀地貌和溶

蚀、侵蚀地貌等三类地貌区ꎬ构成地学旅游景观资

源形成的物质基础ꎮ
村域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寒武系娄山关组( ３－４

Ｏ１ｌ)ꎬ石炭系九架炉组(Ｃ１ ｊｊ)、马平组(Ｃ２Ｐ１ｍ)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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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系梁山组(Ｐ２ｌ)、栖霞组(Ｐ２ｑ)、茅口组(Ｐ２ｍ)、龙
潭组(Ｐ３ｌ)ꎬ三叠系夜郎组(Ｔ１ｙ)(图 １)ꎮ 地层年代

从古生代到中生代ꎬ时间跨度约 ３ 亿年ꎬ二叠系栖

霞－茅口组碳酸盐岩为地质遗迹景观主要成景地

层ꎬ产状 ２９５°∠１５ ２０°ꎬ地层结构稳定ꎬ龙潭组碎

屑岩中见大量古生物化石遗迹ꎬ碎屑岩之上缓台

地、缓斜坡广布ꎬ是索桥村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ꎮ
在村域碳酸盐岩、碎屑岩之上发育的土壤中富集利

于发展农业产业的有益元素ꎮ
受区域北北东向阶梯式断块或地堑地垒式构

造(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２０１７)影响ꎬ索桥村北西侧

出露两条断层ꎬ均为正断层性质ꎬ因断层构造存

在ꎬ使得二叠系栖霞－茅口组与寒武系娄山关组、
石炭系九架炉组、马平组、三叠系夜郎组呈断层

接触ꎮ
猫跳河为索桥村的侵蚀基准面ꎬ从东、南、西

三个方向环绕村域而过ꎬ直接参与了古地理时期

从高原面到河流峡谷形成的整个过程ꎬ以猫跳河

及其水文系统为主的水系塑造了索桥村的地形地

貌形态ꎬ影响村域岩溶地质景观形成ꎬ并提供工农

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水力发电、调蓄洪水、旅游休

闲等河流生态系统服务ꎮ

图 １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区域地质及主要地学旅游景观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Ｓｕｏｑｉａ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ｅ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１—地学旅游文化村范围ꎻ２—地质界线ꎻ３—断层ꎻ４—地层产状ꎻ５—河流ꎻ６—地下河ꎻ７—伏流出口ꎻ８—泉点ꎻ９—岩石地貌ꎻ１０—构造地貌ꎻ
１１—古生物化石遗迹ꎻ１２—水体景观ꎻ１３—地质剖面

３　 地学资源特征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地学资源主要包含地质

景观资源和富硒耕地资源两大类ꎮ

３ １　 地质景观资源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内地质景观资源丰富ꎬ

总体可分为 ５ 大类ꎬ共 ３８ 处景观ꎮ 主要景观以二

叠系栖霞－茅口组碳酸盐岩为物质基础ꎬ垂向上自

山顶至猫跳河谷ꎬ保留有古地理时期完整的从高

原面到峡谷地貌单元ꎻ横向上从上游至下游ꎬ线状

山与水紧密的动态组合下ꎬ深切的猫跳河岩溶峡

谷中ꎬ绝壁、岩溶孤峰(象形山石)、溶蚀洼地、溶
洞、河流、瀑布、泉等自然景观齐具ꎮ (表 １ꎬ图

１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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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内主要地质遗迹景观类型及发育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Ｓｕｏｑｉａ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ｅｏ－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类型

大类 基本类型
主要地质遗迹景观和发育特征

１－地质剖面 沉积剖面

交错层理ꎬ寒武系娄山关组白云岩中薄层及条带隐晶硅质岩细层理与厚层微—细晶白
云岩主层理呈斜交关系ꎻ缝合线构造ꎬ发育于二叠系栖霞组、茅口组灰岩中ꎬ顺岩层层理
产出ꎬ呈锯齿状ꎬ在层面上和缝合线中常具有泥质分布ꎻ栖霞组和茅口组整合接触ꎬ出露
在梯子岩ꎬ垂向上炭质泥岩单层向上变薄、减少ꎬ灰岩单层向上增多、增厚ꎬ反映由半局
限台地相向开阔台地相过渡ꎻ燧石条带灰岩ꎬ发育在二叠系栖霞组中ꎬ燧石呈条带状或
团块状、透镜状产出ꎮ

２－地质构造 断裂
断层破碎带ꎬ发育二叠系栖霞组中ꎬ破碎带倾向北西ꎬ倾角约 ８０°ꎬ宽度约 １ ５ ｍꎬ长约
１０ ｍꎬ由构造角砾岩组成ꎮ 角砾细小呈棱角—次棱角状及不规则状ꎬ成分主要为灰岩ꎬ
粒度在 １ １０ ｃｍ 不等ꎬ胶结物为岩粉、铁质和钙质ꎬ带内可见硅化和黄铁矿化ꎮ

２－地貌景观

岩溶崖壁

梯子岩ꎬ地层岩性由二叠系栖霞组、茅口组灰岩构成ꎬ地层产状较为平缓ꎬ可见清晰岩层
层理ꎬ为一近垂直的崖壁ꎬ相对高差约 ８０ ｍꎬ长约 ２００ ｍꎬ崖壁下方岩石因溶蚀、风化作
用ꎬ沿岩层面或节理面崩塌掉落ꎬ形成岩腔ꎻ三边岩ꎬ为相对高差 ３０ ６０ ｍꎬ长约 ３５０ ｍꎬ
宽约 ５０ ８０ ｍꎬ整体由南向北倾斜的山体ꎬ山体的南、西、北侧为较陡直的光滑崖壁ꎻ大
营崖壁ꎬ呈东西向展布ꎬ东高西低ꎬ崖壁相对高差约 ５０ １００ ｍꎬ长约 ７００ ｍꎬ从斜坡上延
伸至猫跳河岸ꎬ与一线天相连ꎬ下部见宽约 ５０ ８０ ｃｍ 溶洞顺岩层产状延伸ꎮ

溶洞
洞穴集中发育在干河沟、梯子岩和三边岩ꎬ有老虎洞、狗钻洞、岔口洞、蜂子洞、穿洞等溶
洞数十处ꎬ它们的发育受地层岩性、断裂构造制约ꎬ具有顺层性、阶段性、洞内沉积物不
发育的特征ꎮ

溶沟、溶痕、
溶窝、溶槽

普遍发育于猫跳河谷沿岸的缓坡、洼地、谷地中ꎬ是出露基岩表面被各种暂时性地表流
水(以雨水为主)溶蚀、侵蚀成密密麻麻、形态大小不一的沟道和凹坑ꎬ即溶痕、溶沟、溶
坑和溶槽等ꎬ一般宽仅数厘米至十几厘米ꎬ长几厘米至数米ꎮ 洼地和谷地底部的溶沟、
溶槽沿构造裂隙发育ꎬ规模较大ꎬ宽、深几十厘米至几米ꎬ长达几十米ꎮ 在基岩裸露的宽
阔谷地底部ꎬ沟槽纵横ꎬ芽柱遍地ꎬ形成“石海”ꎮ

溶塌角砾岩
位于夫妻峰岩壁之下ꎬ沿河岸坡分布ꎮ 由于溶洞崩塌或岩溶水搬运堆积而成的角砾岩ꎬ
砾石成分主要为灰岩角砾ꎬ砾石粒径大小在 ５ ２０ ｃｍꎬ粒度分选极差ꎬ磨圆度差ꎬ多呈
尖棱角、棱角状ꎬ充填在角砾中的基质为富含泥质的碳酸盐岩ꎮ

象形山石

夫妻峰ꎬ由两座山峰组成ꎬ一高一低ꎬ近北东南西向排列ꎬ水平距离相隔约 ２０ ｍꎬ高峰成
椭圆柱形ꎬ高约 ８０ ｍꎬ顶平ꎬ顶面长约 ２０ ｍꎬ宽约 １０ １５ ｍꎻ另一山峰呈锥形ꎬ高约６０ ｍꎬ
山峰四周为陡峭绝壁ꎬ俊俏挺拔ꎬ峰顶植被茂密ꎻ将军峰、宝剑峰、人人山、石菩萨、观音
山等ꎮ

岩溶峡谷

猫跳河峡谷窄巷口至红林电站段长约 １０ ｋｍꎬ河谷深切ꎬ组成“Ｖ”型峡谷ꎬ水面宽 ４０ ｍꎬ
局部地段仅 １０ ２０ ｍꎬ为喀斯特嶂谷ꎬ从峡谷向上看犹如一线天开ꎬ其水力比降为
１０‰ꎬ河流平均比降 ６ ６‰ꎮ 两岸地下水埋藏深ꎬ支流不发育ꎬ地下水动力条件复杂ꎬ岩
溶发育向深性加强ꎬ两岸岩溶水平循环带发育速度落后于河流下切速度ꎬ河岸多见高悬
的溶洞、暗河、绝壁、象形山石ꎬ河谷中堆积常年被河水侵蚀、溶蚀的大小不一岩石ꎬ岩溶
发育深度达百米ꎬ为峰丛峡谷区ꎮ

岩溶洼地

在龙滩口沿斜坡分布四级岩溶小洼地ꎬ成为附近汇水通向地下的主要通道ꎮ 洼地平面
形态成圆或椭圆状ꎬ一级洼地海拔高度 １ ００９ ｍꎬ直径约 ３０ ｍꎬ二级洼地海拔 ９９０ ｍꎬ直径
约 ６０ ｍꎬ三级洼地海拔 ９７５ ｍꎬ直径约 １１０ ｍꎬ四级洼地海拔 ９６０ ｍꎬ直径约 ５０ ｍꎬ洼地中
覆盖松散堆积物ꎬ可利于耕种ꎬ现状洼地及斜坡改造成耕地ꎬ种植水稻和猕猴桃ꎮ 洼地
中均有落水洞分布ꎮ

河心沙洲
位于红林大桥南侧猫跳河河流转弯处的宽缓地带ꎬ呈新月型ꎬ长约 ２００ ｍꎬ宽约 １０
４０ ｍꎬ主要由卵石堆积而成ꎬ受流水作用ꎬ沙洲头不断冲刷ꎬ洲尾不断淤积ꎬ沙洲会向下
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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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类型

大类 基本类型
主要地质遗迹景观和发育特征

４－古生物化石

遗迹景观

虫筳类化石

二叠系栖霞组生物屑泥晶灰岩中ꎬ生物屑主要为虫筳屑ꎬ次为棘屑、有孔虫屑、见少量藻

屑、腕足类碎片、介形虫屑等ꎬ虫筳壳小ꎬ一般长 ３ ６ ｍｍꎬ小的不到 １ ｍｍꎬ最大的可大

６０ ｍｍꎬ壳为钙质ꎬ通常有纺锤形、圆形、盘形、菱形和椭圆形ꎮ

腕足类化石

二叠系龙潭组粘土质粉砂岩、粘土岩中ꎬ腕足动物的大小相差很大ꎬ小者长宽仅 １ ｍｍꎬ
最大者长约 ２５０ ｍｍꎬ宽达 ３８０ ｍｍꎬ但绝大多数的长宽约在 ５０ ｍｍ 左右ꎬ村内见弓石燕、
蕉叶贝等腕足类化石ꎮ

５－水体景观

泉

村内地下水较为丰富ꎬ主要为冷泉ꎬ有龙叫塘、出水洞、龙井、小塘、大井、索桥井等泉点

出露ꎻ岩溶间歇泉ꎬ位于猫跳河左岸寒武系娄山关组白云岩中ꎬ从岩溶地下河出口涌出ꎬ
据长期观测ꎬ出水口流量极不稳定ꎬ忽大忽小ꎬ变化频繁ꎬ该泉水在每年的 ６、７、８ 月份为

洪水期ꎬ最大流量为 ５０ １００ Ｌ / ｓꎬ平常流量约 ２５ Ｌ / ｓꎬ受季节影响明显ꎮ 泉水水质为

ＨＣＯ３ＳＯ４－Ｃａ 型ꎬ调查时水温 １２℃ꎮ 在泉水出口处ꎬ碳酸钙堆积覆盖在跨落的岩石表

面ꎬ形成钙华堆积ꎮ

瀑布

一线天瀑布ꎬ从猫跳河峡谷左岸谷壁流入猫跳河ꎬ水源为山体中岩溶裂隙水ꎬ瀑布高约

５ ｍꎬ宽约 ２ ｍꎬ为一季节性瀑布ꎬ水流量受季节变化影响ꎻ红林大桥瀑布ꎬ位于岩溶间歇

泉下方ꎬ瀑布高约 １０ ｍꎬ宽约 ２ ５ ｍꎬ因岩石差异溶蚀形成不同台阶ꎬ从岩溶地下河出口

涌出的泉水沿斜坡倾泻而下ꎬ形成多级叠水瀑布ꎬ每级高约 ２ ３ ｍꎮ

河流

猫跳河窄巷口至红林电站段河谷谷底较为狭窄ꎬ由于上游水库蓄水ꎬ水域面积较浅ꎬ水
量较小ꎬ河谷中基岩、岩石裸露ꎬ两岸峰丛、洞穴、地下河、泉眼等发育ꎬ植被茂密ꎬ环境优

美ꎬ是区域内典型的岩溶风景河段ꎮ

３ ２　 富硒耕地资源

在修文县耕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报告

(贵州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二队ꎬ２０１８)基础上ꎬ根
据索桥村 ６９ 件耕地表层土壤样品的硒含量数

据ꎬ对全村土壤中硒元素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综合

分析ꎬ索桥村耕地土壤中硒元素含量最大值为

３ ９７ ｍｇ / ｋｇꎬ 最小值为 ０ １５ ｍｇ / ｋｇꎬ 平均值为

０ ６７ ｍｇ / ｋｇꎬ高于修文县 ( ０ ６４ ｍｇ / ｋｇ) (杨畅ꎬ
２０２１)及贵州省(０ ５０ ｍｇ / ｋｇ) (蔡大为 等ꎬ２０２０)
硒平均含量ꎬ变异系数为 ０ ３５ꎬ表明硒元素在村域

内分布相对均匀ꎮ
表 ２　 索桥村表层土壤硒元素含量地球化学参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ｏｐｓｏｉｌ ｏｆ Ｓｕｏｑｉａｏ

元素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Ｋ１
Ｓｅ ０ １５ ３ ９７ ０ ６７ ０ ５９ ０ ３２ ０ ３５ １ ３９

　 　 注:单位为 ｍｇ / ｋｇꎻＫ１ 为研究区耕地土壤硒元素均值 / 贵州省耕地土壤背景值(蔡大为ꎬ２０２０)

　 　 按照贵州省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办公室统一制

定的全省硒元素地球化学分级划分标准ꎬ对索桥

村表层土壤中硒元素含量进行评价等级划分(表
３)ꎬ土壤中硒含量在 ０ ４ ３ ｍｇ / ｋｇ 时为富硒耕地

(谭见安ꎬ １９８９)ꎬ村域范围富硒耕地面积约为

１５４ ６７ ｈｍ２ꎬ占全村耕地面积 ９４ ６４％ꎬ在村域范

围内大面积分布ꎬ硒含量小于 ０ ４ ｍｇ / ｋｇ 的少硒

耕地面积为 ７ ３３ ｈｍ２ꎬ占全村耕地面积 ４ ４８％ꎬ主
要分布在大营东部区域ꎬ土壤硒含量大于 ３ ｍｇ / ｋｇ
的硒过剩耕地面积约为 １ ４２ ｈｍ２ꎬ分布在龙滩口

岩溶洼地区域ꎮ
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除地学资源外ꎬ还有红

色文化资源———索桥ꎬ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ꎬ工业

遗产资源———猫跳河梯级电站ꎬ被誉为“中国水利

电力坝型博物馆”(周继厚ꎬ２００８)ꎮ

４　 地学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文化村漫长的地质历史形成了山、崖、石、洞、
峡谷、古生物化石遗迹等地质景观与河、泉、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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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景观ꎬ碳酸盐岩、碎屑岩等成土母岩之上的土

壤具有富硒特征ꎬ结合索桥、猫跳河梯级电站等人

文资源及区位条件、市场需求等ꎬ文化村地学资源

的开发建立在峡谷喀斯特地貌形态之上ꎬ建议采用

地质＋生态旅游、地质＋农业、地质＋文化(红色文化、
水电文化)三种主要开发利用方式ꎬ将文化村打造

成以农业产业为基础、地学科普旅游为核心的泛

郊—特色农业和地学生态科普旅游体验基地ꎮ
表 ３　 索桥村表层土壤硒元素等级评价及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ｉｎ ｉｎ ｔｏｐｓｏｉｌ ｏｆ Ｓｕｏｑｉａｏ

等级 土壤硒含量 / (ｍｇ / ｋｇ) 面积 / (ｈｍ２) 所占比例 / ％ 主要分布区域

低硒 ≤０ ２ ３ １４ １ ９２ 大营东部区域

含硒 ０ ２ ０ ４ ４ １９ ２ ５６ 大营东部区域

三级 ０ ４ ０ ５ ３６ ０１ ２２ ０４ 景山靖周边、大营北部区域

二级 ０ ５ ０ ８ ６３ ２１ ３８ ６８ 岩脚、荒田区域

一级 ０ ８ １ ２ ３８ １２ ２３ ３３ 大塘、长坝、上寨区域

特级 １ ２ ３ ０ １７ ３３ １０ ６０ 莫家湾南侧区域、小营东侧区域

过剩 >３ ０ １ ４２ ０ ８７ 龙滩口岩溶洼地区域

４ １　 地质＋生态旅游

文化村内猫跳河窄巷口电站至红林电站流域

沿岸ꎬ垂向景观单元与纵向峡谷走廊构成了串珠

式空间序列ꎬ利用峡谷谷底、谷中、谷顶三个基面

高程、空间尺度、视角以及各自地质景观元素差异

峡谷景观单元ꎬ设置不同的科普体验环节和旅游

项目及互动体验式地质科普导视系统ꎬ形成自然

层次上审美感受和旅游体验的差异ꎬ达到体验猫

跳河峡谷的奥秘、自然科普目的(表 ４)ꎮ
表 ４　 索桥村峡谷地貌单元开发利用思路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ｎｙｏｎ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Ｓｕｏｑｉａｏ

单元划分 位置及特征 开发利用思路 旅游项目设置

谷底单元

猫跳河河床面至岸坡脚ꎬ人
行谷底ꎬ四周皆为高峻的陡

崖ꎬ险不可攀ꎬ集中体现了

峡谷景观中的“幽”、“秀”
的特征ꎮ

上段(窄巷口电站－至拦河坝):大部分河

谷人目前无法抵达ꎬ可提高拦河坝高度ꎬ
抬高水位ꎬ增设游船项目ꎬ并在河岸设置

栈道ꎬ水陆并行ꎬ进行河谷溯溪探索、体
验ꎻ漫步栈道上ꎬ驻足凭栏观景长识ꎬ脚下

是深谷急流ꎬ游鱼跃水ꎬ水鸟翱翔ꎮ 身旁

为悬崖绝壁ꎬ奇石佳卉ꎬ目不暇接ꎬ形成柳

暗花明、曲径通幽的游览感受ꎮ
中段(拦河坝至小索桥):借助目前在建的

游泳池和河滨步道ꎬ利用栖霞－茅口组接

触界线、梯子岩壁、岩溶沟槽、古驿道、河
床堆积物、溶洞、水碾和水能泵形成科普

环线ꎮ
下段(小索桥至红林大桥):河谷较为开

阔ꎬ水面较宽ꎬ通过抬高水位ꎬ设置水上亲

水体验项目和叠瀑翠谷野趣闯关项目ꎮ

地学科普解说与展示、水能利用

体验与科普、峡谷徒步绿廊、嬉
水亲水游廊、叠瀑翠谷野趣十

二闯关(秋千桥、高山溜索、水上

漂、环环相扣、涟漪桥、平衡木、
荡悠悠、携手并进、高空溜索、浮
桩桥、荡绳过河、凌空漫步)ꎮ

谷中单元

河谷斜坡中部ꎬ由陡峭的岩

壁和少许平台组成ꎬ瀑布轰

鸣ꎬ栈道横空ꎬ顶危崖临深

涧ꎬ集中体现了峡谷景观中

的“奇”、“险”的特征ꎮ

从谷底到谷顶的岩石分层展示了地球变

迁的年代史ꎬ在碳酸盐岩段既有垂直的崖

壁ꎬ也有地下溶洞ꎬ可设置攀岩、溶洞探险

等体验性项目ꎬ在碎屑岩段ꎬ利用龙潭组

地层中的腕足类化石开展化石寻宝(化石

采挖)活动ꎮ

攀岩、溶洞探秘、化石寻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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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单元划分 位置及特征 开发利用思路 旅游项目设置

谷顶单元

河谷斜坡顶部ꎬ由陡峭峰丛

或宽缓平台组成ꎮ 集中体

现了峡谷景观中的 “雄”、
“奇”特征ꎮ

作为山顶或者山腰剥蚀面而存在ꎬ视野通

常极为开阔ꎬ通过设置观景平台ꎬ辅助解

说系统ꎬ可以远眺群山ꎬ整条峡谷蜿蜒曲

折的形态亦尽收眼底ꎬ产生雄浑壮阔、君
临天下的豪迈之情ꎬ同时叹服大自然鬼斧

神工的神奇ꎮ

峡谷公园、二叠步云桥、悬崖酒

店、峡谷之巅勇敢乐园ꎮ

４ ２　 地质＋农业

利用土壤富硒元素特性ꎬ具有发展富硒水果、
富硒蔬菜的潜力(孟伟 等ꎬ２０１８)ꎬ结合索桥村农

业基础、发展潜力、市场需求等实际及低热河谷气

候优势ꎬ农业产业选择猕猴桃种植和次早熟蔬菜

种植ꎬ扩大猕猴桃和蔬菜种植规模ꎬ着力在提高生

产标准、提升单产品质、打造优质品牌方面发力ꎬ
依托富硒耕地优势ꎬ进行生态有机提质赋能ꎬ发展

山地特色农业ꎮ 围绕健康食材、休闲农业、慢生活

基地等主题进行项目设置ꎬ突出果蔬与自然环境

相依而生的特色ꎬ塑造绿色、健康形象ꎬ充分发挥

地质景观、环境优势ꎬ逐步提升综合价值ꎬ打造满

足观光、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的

地学旅游特色村寨ꎮ

４ ３　 地质＋文化

依托索桥村的红色文化基因、水利水电开发

建设的梯级电站ꎬ把峡谷、溶洞、河流等地质景观

与红色文化、水利水电文化的开发利用紧密结合

起来ꎬ以村内红军长征路线为主线ꎬ以红色遗产、
红色故事、沿线地质景观、水电开发遗址为核心要

素ꎬ整合区域交通关系ꎬ形成区域长征路、村级观

景平台、自然寨故事情景展示空间、节点景观要素

科普展示四级公共空间体系ꎬ积极发展红色教育、
红色文化旅游、水电科普教育和喀斯特环境教育

等业态ꎬ推出地学科普研学、水利水电科普研学、
重走长征研学 ３ 条游线ꎬ推进地质 ＋文化融合

发展ꎮ

５　 思考

地学旅游文化村作为村庄的一种特殊存在ꎬ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ꎬ村庄或者文化村详细规

划层面ꎬ针对典型的地质景观ꎬ加强地质资源保护

和开发管控ꎬ守住村庄的资源保护边界与建设开

发边界ꎮ
地学旅游文化村的建设要紧紧围绕产业兴旺

目标ꎬ探索地学资源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

发利用方式ꎬ探索用好地学资源的新路径ꎬ通过合

理的功能分区与游线组织ꎬ展示地表象形山石、绝
壁、洼地、峡谷、瀑布和地下洞穴等地质景观ꎬ开发

特色种植、地学文化、科普旅游、研学体验、探秘探

险等新业态ꎬ实现地质文化与乡土文化、地质故事

与乡愁和乡情、农业地质与农耕文明、环境地质与

村民生产生活的相互融合ꎮ

６　 结语

在对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地学资源类型、特
征、利用现状进行野外调查和综合研究基础上ꎬ分
析总结了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地学资源特征ꎬ提
出了地学资源开发利用建议ꎬ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地质景观资源丰富ꎬ垂向上自山顶至猫跳河

谷ꎬ保留有古地理时期完整的从高原面到峡谷地

貌单元ꎬ横向上从上游至下游ꎬ线状山与水紧密的

动态组合下ꎬ深切的猫跳河岩溶峡谷中ꎬ绝壁、岩
溶孤峰(象形山石)、溶蚀洼地、溶洞、河流、瀑布、
泉等自然景观齐具ꎮ

耕地富硒元素ꎬ耕地中硒元素含量最大值

３ ９７ ｍｇ / ｋｇꎬ最小值 ０ １５ ｍｇ / ｋｇꎬ平均值 ０ ６７ ｍｇ /
ｋｇꎬ富硒耕地面积约为 １５４ ６７ ｈｍ２ꎬ占全村耕地面

积的 ９４ ６４％ꎬ具有发展富硒农产品潜力ꎮ
在峡谷喀斯特地貌形态之上ꎬ基于峡谷谷底、

谷中、谷顶三个单元景观差异ꎬ建议采用地质＋生
态旅游、地质＋农业、地质＋文化三种主要开发利

用方式ꎮ

致谢:本文是在修文县索桥地学旅游文化村

创建项目基础上完成ꎬ得到项目部全体同仁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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