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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洞所在的十里坪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在形态结构上属湿热带喀斯特。新第三纪是本区碳酸

盐岩体一次强烈的喀斯特化和洞穴化时期。第四纪以来新构造运动强烈的间歇性抬升, 喀斯特

垂直方向发育, 外源水补给区流水喀斯特的解体成为峰丛洼地 (谷地) 形成的基本动力, 外源

水的垂直方向渗透和侧向运移为洞穴初始形成并呈层状分布提供基本条件。干湿冷暖交替的气

候变迁使这些峰丛洼地、谷地表现出许多残余特征和相应的洞内沉积类型, 但无损于仍然将它

们作为热带锥状喀斯特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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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盘县大洞所在的十里坪地区位于贵州省盘县东南部, 距县城约 50km , 地处北盘江水系

乌都河与南盘江水系马别河上游的高原分水岭区 (图 1)。海拔 1640—2000m , 年均气温

1512℃, 年均降水 1750mm。由于具有面积广大, 分布连续的石炭系和二叠系灰岩、白云质

灰岩和燧石灰岩, 复杂的地质构造和有利的湿热带古环境, 发育了一套由基座相连的峰丛

及其与负地形洼地、谷地、坡立谷组合而成的典型峰丛洼地 (谷地) 喀斯特类型。峰丛山

体中节理裂隙发育, 洞穴广布。坡面上岩石裸露, 土层植被稀少。洼地底残2坡积物覆盖薄,

谷底冲积2洪积层较厚。

1　新构造运动的地貌2洞穴效应

贵州新构造运动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 在新第三纪至第四纪早期以自东向西大面积

大幅度的间歇性掀斜隆升为主, 其中上新世末期和早更新世末期等为强烈隆升阶段。早更



图 1　研究区位置及喀斯特

L ocation and karst of the study area

新世末的掀斜隆升运动在地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奠定了贵州现代地貌的基本轮廓和

水系格局, 高原面开始受到主河流的切割。中更新世以来, 新构造运动仍以大面积大幅度

的间歇性掀斜隆升为主, 但伴随着明显的新构造沿老构造复活, 产生愈来愈频繁的断块差

异升隆, 从而在整体隆升的基础上, 也有一些地区处于断块抬升或断陷下沉之中。在这样

一种构造背景下, 新构造运动以其特殊的方式深刻影响着本区喀斯特的发育方向, 并通过

对喀斯特系统中能量流和物质流的改变和再分配而表现出来, 加速或延缓喀斯特作用过程,

使原来的地貌受到改造, 产生一套更适应现代地貌环境的新的喀斯特地貌 (熊康宁,

1996)。新构造强烈抬升, 主河快速下切, 喀斯特地表地下水为了适应下降的基面和增大的

渗流带厚度, 大量通过侵蚀和溶蚀作用进行垂直方向下切。在这种能量 (势能) 剧增的新

环境下, 喀斯特发育在逆向上升过程中通过反向演化序列向洼地化和深长大洞方向发展, 上

一阶段的任何锥状喀斯特类型都有可能重新演化为峰丛洼地, 并经历了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而间歇性的振荡运动使喀斯特垂直方向发育与横向发育相互剧烈转化, 导致了多次的排泄

基面变化和频繁的溯源侵蚀, 影响范围逐渐向中上游和峡谷两侧扩展, 从而产生多期的地

貌和洞穴呈层状分布的规律。河流纵剖面多呈凸型的反均衡剖面, 中上游比降小, 下游比

降剧增, 其间常为裂点所在。地貌结构由分水岭到河谷呈峰林洼地→峰丛坡立谷→峰丛洼

地→峰丛峡谷更替的峰丛喀斯特系列。

盘县十里坪地区为典型的峰丛谷地 (坡立谷) , 发育于大洞山背斜外围的下二叠栖霞组

和茅口组灰岩上, 上覆为上二叠砂页岩、硅质灰岩、玄武岩地层。根据 Strah ler (1958) 的

河道分级方案, 对这些季节性充水的沟谷进行统计结果指出, 该谷系完全满足Ho rton 第

一、第二、第三定律, 即为一常态的水系结构。这些谷底已有村寨分布和村民居住, 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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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部位断续分布着一些浅洼地, 迭置发育的落水洞和竖井最深可达百余米才见地下水位, 相

邻浅洼地间仅以低矮的背梁相隔, 表明谷内全年无流水。谷地两侧锥状峰丛林立, 垭口高

悬, 时可见开口于峰侧或崩塌于峰顶的洞穴。主要成分为砂岩、玄武岩的河流砾石从有些

峰顶附近 (高于附近谷地约数十米) 一直散布到谷底, 尽管未发现稳定的原始砾石层来证

明现在的峰丛谷地是一种继承性的喀斯特形态类型。因此, 关于地表河网解体, 流水喀斯

特转变为锥状喀斯特 (尤其是峰丛洼地、谷地) 的模式 (Sw eet ing, 1992; 熊康宁, 1994)

可通过下列过程形成: 在河流深切、地形起伏大, 地面坡度陡的十里坪地区, 加之丰沛的

季风降水, 原继承上覆非碳酸盐岩地面的外源水系当切入碳酸盐岩体时, 因水量大、流速

快、碳酸盐岩含量低, 对地表进行着强烈的侵蚀溶蚀, 不致于马上全部转入地下, 而成为

迭置发育的河网。随着下伏碳酸盐岩的逐渐剥露, 与水接触机会和时间的增多, 喀斯特作

用得以大大加强, 那些大型节理和断裂因溶蚀加宽成为地表水的汇聚中心 (图 2) , 谷底沿

河床底部形成注入式外给锥 (po in t2recharge cone) (W illiam s, 1985) , 河床上的潜伏点相

图 2　十里坪地区外源水补给区的流水喀斯特解体过程

D isappearance of fluvial karst in the Sh ilip ing allogen ic recharged area

应形成落水洞式的侵蚀斗淋, 接纳更多的河水, 部分河段遗留为干谷或盲谷。当地表河全

部消失后, 干谷系成为化石河网, 谷底含水层中的补给锥将被下流沉降漏斗 (draw 2dow n

cone) 取代, 斗淋通过自身的正向反馈过程从规模上演化为洼地, 河间地因冲刷切割成峰丛,

最后整个地面完全演化为地表水系的峰丛洼地, 而地下则形成一套具有地下河水系特征的

洞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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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喀斯特地貌2洞穴的气候成因过程

白垩纪末期的燕山运动, 如同贵州广大地区一样, 奠定了本区构造2地貌的基本格局。盘

县十里坪地区的喀斯特地貌与洞穴发育, 除了需要质纯层厚的岩性和复杂的地质构造基础

外, 还要求一个有利的水热条件, 这与新生代以来区域构造运动密切相关的气候变迁密切

联系, 即是一个在区域大地构造及新构造运动控制下的气候地貌演化过程。综观贵州及云

南东部的第三纪沉积 (表 1) , 发现贵州和云南两地第三纪时期的地壳构造运动, 对气候变

迁、水文网变化和喀斯特发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表 1　贵州云南第三系对比表

Tertiary Sequence in Guizhou and Y unnan

时　代 黔　东 沉积相 威　宁 沉积相 盘　县 沉积相 滇　东 沉积相

上新世 高坎子组 河湖相 河头组 河湖相

中新世 翁 湖沼相 小龙潭组 河湖相

哨

晚渐新世 组 洪积2河流相 小龙潭组 河湖相

早渐新世 上坝组 河流相 蔡家冲组 河湖相

中晚始新世 彭家屯组 山麓洪积相 格浪河组 河湖相

早始新世前

　　古新世—早始新世, 随着喜马拉雅山脉出露海面, 古特提斯海消失。印度板块沿喜马

拉雅山南坡向北俯冲, 云贵高原受到波及, 地壳隆起, 北侵的海洋气团逐渐被欧亚大陆上

的东北信风取代, 使该区处于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 形成一种干热的稀树草原景观。强烈

的物理风化和暴流作用使本区地面剥蚀严重, 故未发现古新世—早始新世沉积。中晚始新

世至早渐新世, 贵州西部沿赫章垭都——紫云县这条大断裂带一线以东, 地面仍处于上升

侵蚀期, 而以西则处于相对下降, 盘县一带形成很多小型断陷盆地, 沉积了洪积和河流沉

积, 云南成为河湖相沉积。如盘县的石脑盆地的彭家屯组为洪积, 上坝组渐变为河流沉积,

产雷兽, 脊齿鼷鹿, 黔马及植物化石, 气候属干热气候。彭家屯组底部均不整合于三叠系

和上二叠纪煤系地层上, 未见切穿下二叠纪和中上石炭纪, 可见这一时期的侵蚀未达下二

叠纪, 喀斯特作用对不整合面以下的下二叠纪及中上石炭纪影响较小。在附近一些断陷的

古喀斯特山间盆地中, 如水塘、淹伍寨和普安城南等地, 堆积了钙质胶结的砖红色陆源洪

积相砂、砾屑层, 有的还含石膏夹层和代表干热草原生境的动植物化石。中晚渐新世—上

新世, 地壳处于相对静止时期, 地面被夷平, 地势平缓。小型湖沼较多。主要沉积了湖沼

相的沉积物, 如贵州东部翁哨组, 西部的高坎子组, 滇东分布很广的小龙潭组、河头组。这

时,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在 1000 米左右, 唐古拉山以南及云贵地区仍属热带、亚热带气

候, 热带森林中生长着许多猩猩、长臂猿、森林古猿、腊玛古猿。随着欧亚板块的北移, 北

回归线横贯贵州中部 (林钧枢等, 1982)。同时喜玛拉雅山脉的进一步隆升削弱了行星风系,

副热带高压带逐渐被热带季风取代, 炎热多雨的气候环境促进了本区活跃的流水侵蚀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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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化, 即上覆玄武岩、砂页岩和煤系地层的剥蚀以及下伏石灰岩和白云质灰岩的出露, 成

为新生代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喀斯特化时期。喀斯特作用以地面横向侵蚀为主, 发育了典型

的湿热带峰林地貌和至今仍残留的红壤型古风化壳, 构成现今高原分水岭的主体地貌景观。

早更新世, 贵州地壳普遍隆升, 而滇东则有许多大型湖盆, 贵州成了侵蚀物质供应区, 滇

东则是接受沉积区。元谋盆地早更新世沉积厚达 69514m , 产元谋人化石及云南马、中国犀、

元谋剑齿象等化石。可见气候上继承了中上新世的热带亚热带湿润气候, 由于青藏高原已

升至海拔 3000m 以上, 阻挡了印度洋暖流北上, 西伯利亚冷气团势力加强, 中国东部出现

季风气候。这一时期是高原急剧上升, 侵蚀作用最剧烈的时期, 喀斯特作用向深部发展, 年

青的峰丛、峰林形成, 尤以贵州为甚。贵州至今未发现早更新世沉积, 也未见早更新世的

洞穴, 恐怕与早更新世的地壳强烈快速上升有很大关系。中更新世以后, 欧亚板块的继续

北移使贵州的地理位置完全由热带演变为亚热带, 并且随着新构造运动大规模、大幅度自

东向西的掀斜式间歇性强烈抬升, 形成了自西向东逐级降低的阶梯状斜坡地形, 从而导至

了干湿分明, 冷暖交替的亚热带高原型季风气候及其与本区相应的气候地貌和水文地貌过

程。

因此, 十里坪地区的峰丛洼地, 在喀斯特地貌的气候成因分类上均属热带湿润条件下

的锥状喀斯特范畴, 尽管现代的亚热带高原型季风气候并不具备它们发育的温度和降水临

界值。其中温度的升高并不能补偿降水的不足, 降水的增大同样不能补偿温度的不足

(Jakucs, 1977) , 但这只能从古环境上去寻找原因。根据现代地貌绝大部分形成于新生代后

期大约 2500 万年以来的观点, 再结合这个时代前后的岩相古地理分析 (杨明德, 1985; 贵

州地矿局, 1986) 判断, 这些峰丛地貌应形成于新第三纪湿热气候环境。但第四纪以来的

冷暖、干湿交替的气候必定要对它们进行改造而表现出残余特征来。例如在热带条件下的

星状洼地内又迭置发育了现代条件的圆洼地; 有的锥峰脚常发育有机械风化产生的岩屑坡

积裙; 盆地或谷地边缘往往分布有成串洪积锥; 锥峰的高度和坡度都不大等等。然而, 从

某种程度上来讲, 现代的气候条件对过去的地貌特征仅产生较小的影响 (O llier, 1981) , 不

损于仍然把它们作为热带喀斯特来看待。我们相信低纬度的第四纪气候变化仅明显改变了

地貌过程的相对强度, 而没有改变其类型 (B loom , 1978)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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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M ETRY AND SPEL EOGENESIS OF

SH IL IP ING AREA , PANX IAN COUNTY

X iong Ka ngning　Q in Q iw a n

(D ep artm en t of Geog rap hy , Gu iz hou N orm al U niversity , Gu iy ang　550001)

Zha ng Ha nga ng　L iu J un

(Cu ltu ra l R elic M anag em ent Comm ittee of Gu iz hou P rov ince C ity , Gu iz hou P rov ince　553001)

Abstract

T he Sh ilip ing area w here Panx ian D adong cave site is located at is situa ted in sou th2
eastern Panx ian Coun ty of Gu izhou P rovince. T h is area is on the divid ing crest betw een

the W uduhe R iver of the Beipan jiang dra inage and the M ab iehe R iver of the N anpan jiang

dra inage. T he karst landscapes, in term s of mo rphom etry, belong to the hum id trop ica l

karst. T hey are characterised by a com b inat ion of clu stered cones and dep ression s, valleys

and po ljes, a typ ica l karst of peak2clu ster dep ression in Ch ina. T he cones are found to be

almo st con stan t in slope angle (41°—44°) and genera lly symm etrica l in p lan. T he L ate T er2
t ia ry w as a very karst ic and caverou s period in the carbonate rock s of th is area. T he la ter

tecton ics are sign if ican t. W ith the great up lif t of the neo tecton ics accompan ied by the ac2
t ive incision of m ajo r rivers, the karst if ica t ion by ero sion and co rro sion p roceeded vert ica l2
ly ra ther than ho rizonally as the su rface and ground w ater in th is area try to fo llow a low 2
ering of the base2level and a th ick ing of the vado se zone. U nder condit ion s of th is increas2
ing availab le relief and hence po ten t ia l energy driving groundw ater circu la t ion, it is po ssi2
b le fo r any types of karst landfo rm s at any stages to evo lve tow ard peak2clu ster dep ression

karst in an abno rm al sequence and to ex ist in a steady sta te of developm en ts. W ith the in2
term it ten t up lif t accompan ied by the frequen t changes of base2level, a lternat ing karst if ica2
t ion in bo th vert ica l and la tera l w ays resu lted in m any t im es of headw ater ero sion and sub2
sequen t su rface2levelled landfo rm s and caves. T he effects then sp read from the low er

reaches of t runk river to the upper reaches and from the m ajo r go rges to the p la teau in ter2
f luves. In th is up lif ted and moun ta inou s area, w hen the overlying classic rock s w ere

st ipped, the m ajo r rivers w ou ld at f irst cu t acro ss the lim estone su rface. Even tually, large

fau lts o r f issu res w ill becom e foci fo r infilt ra t ion of w ater and a part o r a ll of the st ream

w ill d isappear underground. T h is b reak2up of the fluvia l system w ill be accelera ted by the

neo tecton ic up lif t, w h ich w ill low er the w ater tab le, emp ty the cavern s and allow m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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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ter w ell seep in to the rock. T he infilt ra t ion po in ts then w ill develop in to a series of do2
lines and hence enclo sed dep ression s. A s a resu lt, the disappearance of f luvia l karst in a l2
logen ic area is a m ajo r hydrodynam ic facto r in the fo rm at ion of peak2clu ster dep ression

(valley). T he vert ica l infilt ra t ion and la tera l movem en t of the allogen ic w ater are basica lly

su re of cave fo rm at ion and passage2leveled featu res. T he alternat ion s of dry2w et and coo l2
w arm clim ates in Q uaternary m ay have p layed an impo rtan t part in the relic fea tu res of

peak2clu ster dep ression s, valleys, and in the rela ted speleo them types in caves. How ever,

the landscape is st ill a so rt of the trop ica l karst.

Key words　　Karst, M o rphom etry, Spele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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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后 记

盘县大洞遗址发现于 1991 年。在国家文物局和贵州省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由

中央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文物部门组成的多学科综合考察队经过几年努力, 已经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本刊这期发表的 8 篇报告, 就是他们对 1991—1993 年工作的阶段性总结。

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报告了解这个遗址的概况和工作进展, 还可以就报告里提出的某些感兴

趣的问题开展讨论。

盘县大洞虽然是一个发现不久的和刚刚开始工作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但是它的巨

大规模 (洞厅面积达 9900m 2)、比较完好的堆积层 (洞口处出露 1915m ) 和堆积物含有的非

常丰富的人类遗物、遗迹和共生的动物化石, 已经显示了它在东亚南部人类进化和环境演

化研究中的巨大潜力。盘县大洞的发现已引起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它曾被评为 1993 年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最近又被列入国务院批准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目前, 盘县大洞的发掘和研究正在继续展开。我们期待、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从这

个遗址不断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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