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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平白石山丹霞地貌景观特色与成因过程

程　驰１，周爱国２，周建伟２

１．中国地质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２．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丹霞地貌最早的国家，随着２０１０年“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申报，丹霞地貌作为一个地貌类型

的名称已走出国门被世界所承认．在介绍广西桂平白石山丹霞地貌空间分布和景观特色基础上，对其形成条件和过程进行分析

探讨，指出：（１）白石山丹霞地貌典型集中、类型齐全、景观独特，具有典型的“顶平、身陡、麓缓”的丹霞地貌特征；（２）白石山丹霞

地貌是古近纪山间盆地沉积的红色碎屑岩，由构造运动盆地隆起、侵蚀、溶蚀作用、流水切割以及重力崩塌等内、外动力作用塑造

形成；（３）白石山丹霞地貌具有地层沉积时代新、形态宏伟的特色，在各丹霞地貌中较为罕见，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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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丹霞地貌自然景观的描述，最早可以追

溯到南朝刘宋至萧梁时期江淹（公元４７４－４７６年）

对浦城县南浦溪两岸九石渡丹霞地貌风光的描述

（齐德利，２００５）．公元４８２年郦道元的《水经注》，对

炳灵寺一带的丹霞地貌描述：“河北有层山，山甚灵

秀，山峰之下，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竟秀争高，远

望参参，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壁，举岸无阶，

悬岩之中多石室”（黄进，２００４）．“……江暖客寻瑶

草，洞深人咽丹霞”，著名唐朝诗人王贞白在乾宁年

间（公元８９４年）首次使用“丹霞”一词描述龙虎山二

十四岩地貌特征（姜勇彪等，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姜勇彪，２０１０）．明朝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

（公元１５８６－１６４１年）对赤城山、齐云山、武夷山、江

郎山、桃源洞、仙人桥、龙虎山、龟峰、青原山、白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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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丹霞地貌做了游览、记载，并留下了许多璀璨

的篇章．

现代丹霞地貌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地质

学家冯景兰先生（１９２８年）是最早进行丹霞地貌研

究的科学家．他在１９２８年考察粤北地质矿产时，将

仁化县丹霞山一带的红色地层命名为“丹霞层”，并

将其时代定为第三系，还对丹霞层形成的地貌作了

描述．１９３５年及１９３８年陈国达在考察丹霞山时，修

正了冯景兰地层划分方案，并首次提出“丹霞山地

形”术语，１９３９年陈国达正式使用了“丹霞地形”（即

丹霞地貌）这一地貌术语，丹霞地貌研究从此开始．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陈国达提出“丹霞地形”以

来，作为地貌学一个新的领域，已日趋成熟（彭华，

２０００），国内外大量的丹霞地貌被地学界的专家们发

现并加以研究（刘尚仁和刘瑞华，２００３；黄进，２００４；

齐德利等，２００５），大量的丹霞地貌景观被开发利用，

成为当地的旅游胜地．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７年，全国丹

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已召开了１１届，大量有

关丹霞地貌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各类刊物上发表．

进入２１世纪，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设为丹霞地貌

研究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在国家地质公园中，以丹霞

地貌为主体保护对象的就有１９家，其中广东丹霞山

（２００４年）、福建泰宁（２００５年）、江西龙虎山（２００７

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日，在巴西召开的第３４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中国６个地区（福建泰宁、江西龙虎山、

湖南莨山、广东丹霞山、浙江江郎山和贵州赤水）联

合，历经４年，最终以“中国丹霞”为项目申报世界自

然遗产获得表决通过，中国丹霞地貌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８个世界自然遗产．丹霞地貌

作为一个地貌类型的名称已走出国门被世界所

承认．

１　白石山丹霞地貌空间分布

白石山丹霞地貌位于桂平城区东南３５ｋｍ、麻

垌镇西北８ｋｍ处．地质上位于华南板块南华活动带

大瑶山隆起的南缘，受区域构造控制，山体走向为

ＮＮＥ向．白石山山体长约３０ｋｍ，宽约８ｋｍ．由第三

系红色砂砾岩、砾岩、含砾粗砂岩、不等粒砂岩和细

砂岩等构成，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受风化作用，远望

山体呈白色而得名．

白石山除了具有典型丹霞地貌所具有的“顶平、

身陡、麓缓”坡面基本特征外，更以山体宏伟壮观而

极具特色．新近沉积的近水平岩层和垂直节理综合

控制了白石山地貌景观，可分为丹霞正地貌和丹霞

负地貌，前者包括方山、峰丛、石柱、孤峰、残丘和崖

山主要丹霞地貌景观的类型及特征，图１为主要地

质遗迹景点的分布位置．

２　白石山丹霞地貌景观特色

２．１　丹霞正地貌

（１）丹霞方山．方山为丹霞地貌形成早期的地

貌，受平缓岩层和古夷平面控制，方山具有宽阔的平

表１　白石山丹霞地貌类型及特征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ａｎｘｉ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ｉｎＢａｉｓｈｉｓｈａｎ

类型　　 划分依据 特征 实例

丹霞石柱 孤立石柱，高度大于直径 方形或圆形孤立石柱，低矮者可称石墩 面壁僧、阳元石、鹅颈峰

丹霞孤峰
有大面积裸露岩石，锥状的
陡坡山峰

四面陡坡，局部有陡崖，但山顶面不发育，呈锥状
山峰

独秀峰、阴元石等
正

地

貌

类

丹霞残丘
局部有陡崖，山顶浑圆化的
低缓丘陵

无连续陡崖坡，总体上呈圆化丘陵状 白石山周边砂岩残丘等

丹霞崖壁
坡度＞６０°，高度＞１０ｍ的
陡崖坡

多直立陡崖，可因岩性差异呈层状组合，壁上多
顺层凹凸和竖向流水侵蚀槽

五姥岩画、巨灵壁等

丹霞方山（石堡）
近平顶，四面陡坡，长∶宽

＜２∶１

岩层近水平，山顶平缓，四壁陡立，呈城堡状、宫
殿式丹霞地貌

莲蕊峰等

线谷
谷深＞１０ｍ，谷宽＜１．０～
１．５ｍ的深谷

俗称“一线天”，两侧谷壁（崖壁）垂直或同斜，紧
而逼，谷底起伏、高低不平

清风洞一线天、苍玉峡
负

地

貌

类

丹霞洞穴
深度大于外口（高或宽）最
小尺度

崖壁上顺软岩层或流水侧蚀部位延伸的圆形、椭
圆形、不规则状洞穴，深度不等

神鹰眼、阴元石洞穴、仙桃
石洞穴群

丹霞凹槽
长形崖槽，深度小于外口最
小高度

崖壁上顺软岩层或垂直崖壁延伸较长（宽）的崖
槽，深度不等

葫芦状凹槽、三清观和会仙
岩所在额状岩槽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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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白石山主要地质遗迹景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ｍａ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ｉｃ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ｉｓｈ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顶，断裂及节理控制方山的山坡形态，通常具有峰丛

式同座、墙垛式共体及斜面等形态，俗称“台寨”、“城

堡”，一般构成区内的观景台．方山主要分布在白石

山园区北部和南部，受侵蚀、剥蚀作用微弱的地区．

莲蕊峰是园内形态完整的方山代表，形似“台

寨”（图２）．莲蕊峰山顶位于白石山最高一级剥夷面

（海拔６４８．８ｍ），ＮＷ向长约１００多米，宽约５０余

米，顶上有一层黄白色的风化壳及较多露岩，四面绝

壁凌空．在此向东望公白石山，向南及东南望，可清

晰看见五姥峰、鹅颈峰等峰．

（２）丹霞峰丛．由丹霞方山演变而来，当侵蚀作

用深入到方山内部时，山体遭受强烈的破坏，形成高

低参差、形态各异的连体同座峰丛地貌．分布在白石

山园区北、北东和南部，方山的周边．如“公顶山”、

“五姥岩”、“莲蕊峰群山”等．“莲蕊峰群山”是园内极

其典型的丹霞峰丛地貌景观，南北延绵约６００ｍ，相

对高差２５０ｍ，雄浑壮丽，气势非凡（图３）．

（３）丹霞孤峰．由峰林地貌演变而来，底部大面

图２　丹霞方山———莲蕊峰

Ｆｉｇ．２ Ｌｉａｎｒｕｉｐｅａｋ，ａｋｉｎｄｏｆｔａｂｌ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Ｄａｎｘｉａ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积裸露的丹霞岩层之上石峰凸起，四面陡坡，局部有

陡崖，峰顶呈锥状．分布在白石山园区中部，流水侵

蚀作用强烈区．

丹霞孤峰最典型的当属“独秀峰”（图４）和“阴

元石”．“独秀峰”海拔６７１ｍ，相对高差５００余米，

“青霄第一峰”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对独秀峰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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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莲蕊峰附近峰丛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ｐｅａｋｃｌｕｓｔｅｒｎｅａｒｂｙＬｉａｎｒｕｉＰｅａｋ

图４　丹霞孤峰———独秀峰

Ｆｉｇ．４ ＤｕｘｉｕＰｅａｋ，ａｋｉｎｄ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ｐｅａｋｏｆＤａｎｘｉａ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的由衷赞叹，中国丹霞地貌专家黄进教授在考察白

石山时如此描述它“一枝独秀，高耸入云，有如直刺

青天的金芙蓉”，为丹霞地貌所罕见．“阴元石”也是

区内典型的孤峰，与广东丹霞山内号称为天下第一

女阴的阴元石相媲美，高约８０ｍ，宽约３０ｍ，比广东

丹霞山的阴元石规模大很多，是白石山的标志性地

质遗迹景观之一．

（４）丹霞石柱．由峰林演变发育而来，呈相对独

立的方形或圆形柱状，其高度大于直径，是区内较具

观赏性和地学科普价值的丹霞地貌景观之一．园区

内典型的丹霞石柱有 “面壁僧”、“鹅颈峰”和“阳元

石”等．

位于洞天村东，五姥峰崖壁之下的面壁僧柱高

５０ｍ，柱身凹凸有致，状如人立，面朝石壁，恰似一位

高大的神僧面壁诵经．阳元石与阴元石相对，高

１５０ｍ，附于仙桃石之上，为白石山丹霞地貌代表性

地质遗迹景观之一．鹅颈峰位于白石山园区入口处，

高约５０ｍ ，柱身光滑，顶底同粗，是典型的丹霞

石柱．

（５）丹霞残丘．丹霞地貌侵蚀和剥蚀的晚期，形

成丹霞残丘，残丘低矮，顶部和丘身周边均呈浑圆

状．分布于白石山的周边．

（６）丹霞崖壁．沿陡倾大型节理、裂隙面发育而

成的丹霞崖壁，坡度一般大于６０°，高度大于１０ｍ．

崖壁由水平产出差异岩性组合岩体组成，在风化和

流水侵蚀作用下，壁上多见顺层和竖向流水蚀痕及

孔洞．丹霞崖壁主要分布在方山、峰丛和孤峰的周

边．区内最典型的丹霞崖壁有“巨灵壁”和“五姥岩

画”（图５）．“巨灵壁”崖壁走向３２０°ＮＷ，长２００余

米，平均高２００余米，峭壁临空、气势磅薄、景象万

千．每当红日当空，艳阳高照，绝壁红光熠熠，蔚为壮

观，是罕见的宏伟丹霞崖壁地貌景观．

２．２　丹霞负地貌

（１）丹霞线谷．在丹霞正地貌中伴有各类负地

貌，负地貌受节理裂隙控制，经流水侵蚀作用演变形

成．丹霞巷谷为陡倾节理和裂隙经强烈下蚀形成，早

期宽度较小，呈线谷状，进一步侵蚀切割形成巷谷，

谷深通常大于１０ｍ，谷宽几十厘米至２ｍ左右，两

侧谷壁（崖壁）垂直或同斜，谷底高低起伏．主要分布

在白石山园区中部．区内的“清风洞一线天”、“仙桃

石一线天”、“苍玉峡”等均属此类地貌．清风洞一线

天长约１００ｍ，高约５０ｍ，平均宽度１．５ｍ，是大旅

行家徐霞客曾经探险过的地方（图６）．苍玉峡走向

ＮＷ，巷谷底部陡倾，进口海拔约为３５０ｍ，出口海拔

约４５０ｍ，高差约１００ｍ左右，平面距离仅９０ｍ左

右，谷底的坡度４５°以上，宽度为３～４ｍ，峡中、下部

的高度可达５０ｍ以上；中、上部也高达数十米．

（２）丹霞洞穴．在丹霞崖壁上的软岩层或岩层

中，大的卵砾石、漂石因差异风化和重力滑脱而形成

空洞，进一步经流水侧蚀作用形成，立面上呈圆形、

椭圆形或不规则形洞穴，大小、深度不等，一般深度

等于或大于外口（高或宽）最小尺度．由于丹霞洞穴

的存在，丹霞崖壁更显绚丽多姿（图７）．丹霞洞穴与

崖壁共生，分布较广泛．

（３）丹霞凹槽．崖壁上顺层发育的软弱岩层，在

差异风化、流水侵蚀和重力崩塌等外动力作用下形

成，可分为垂直沟槽、顺层凹槽、顺层岩槽和额状岩

槽．顺层凹槽在园区广泛分布，如在莲蕊峰崖壁上发

育的顺层凹槽，数量众多．额状岩槽以会仙观、三清

观所在岩槽为代表，其中三清观所在岩穴长约

３０ｍ，宽１５ｍ，洞最高处５ｍ；会仙观所在岩穴洞口

宽约２８ｍ，洞深约１５ｍ，高约１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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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丹霞崖壁———五姥岩画

Ｆｉｇ．５ Ｗｕｌａｏｒｏｃｋａｒｅ，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ｌｉｆｆｏｆＤａｎｘｉ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图６　丹霞线谷———清风洞一线天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ｔｈｉｎｓｔｒｉｐｏｆｓｋｙａｔ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ｃａｖｅ，ａｋｉｎｄｏｆ

Ｄａｎｘｉ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３　白石山丹霞地貌形成条件与过程

３．１　形成条件

３．１．１　物质基础　丹霞地貌的物质组成来源于古

近纪沉积的陆相碎屑岩．在白石山盆地内和干旱氧

化的条件下，堆积了厚３９５～４２９ｍ的红色砂砾岩，

沉积山间盆地地层因岩性单一不易划分，统称为下

第三系．岩性为紫红色厚层块状砾岩、砂砾严、砂岩、

图７　崖壁上洞穴群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ｃａｖｅｓｉｎｃｌｉｆｆ

粉砂岩和夹泥质砂岩．

３．１．２　构造条件　构造运动所引起的地壳抬升和

节理裂隙是丹霞地貌发育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各类

构造、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岩层中发育大量的节理和

裂隙，构造线格局控制丹霞地貌山体走势和形态．从

遥感影像和地貌排布看，推测区内发育近ＮＥ向和

ＳＮ向的两组断层，控制了山体的排列方向．小型节

理和裂隙构造线则控制山体密度和平面形态．岩层

产状对丹霞地貌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山体顶面

和构造坡面的控制．地壳的升降运动对丹霞地貌发

育的影响体现在红层盆地必须是后期上升区，为后

期侵蚀提供条件．

白石山位于南华准地台之华夏褶皱带西缘，该

区内褶皱断裂发育，区域构造走向主要为北东向，次

为东西向、北西向及近南北向，它们纵横交错，新老

构造重叠干扰现象较为显著．其形成和发展受区域

上的麻垌－六陈ＮＥ向断裂和耀村－麻垌ＳＮ向断

裂控制，在多次的构造活动过程中，形成 ＮＥ向、

ＮＷ向和ＳＮ向等主断裂和节理．

下第三系厚层砾岩、砂砾岩被这些断裂和节理

带切割成形状各异块体，红层盆地内ＮＥ向和ＳＮ

向主断裂控制了区内丹霞群山边界走向及山块排列

方向．ＥＷ向、ＳＮ向、ＮＮＥ向、ＮＥＥ向及ＮＮＷ向

次级断裂构造及节理控制了区内丹霞石柱、线谷、峡

谷排列方向．如ＳＮ向的大峡谷两侧近等距离分布

着近ＥＷ向的峡谷．构造活动引起的差异抬升也对

丹霞地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控制作用，抬升较快的

地区往往形成高峰深峡，洞穴不甚发育，而抬升较缓

的地区，则可见较多的洞穴．

新构造运动在区内表现为地壳的多次间歇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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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使得地形比差持续扩大，为地表水的进一步侵蚀

及造貌能力提供了高的位能条件．下第三系砾岩、砂

砾岩沿构造断裂和节理被流水侵蚀形成巍峨壮观的

丹霞群山和峡谷景观．较大的地形高差及峡谷崖壁

释重作用产生卸荷裂隙，是引发崖壁崩塌的重要因

素，众多的丹霞崖壁即因岩层沿断裂、裂隙或卸荷节

理崩塌而形成．

３．１．３　外动力条件　直接影响丹霞地貌发育的外

动力主要有流水、风化、重力、风蚀等作用．在气候湿

润和山形险峻的白石山园区，流水和重力作用是丹

霞地貌发育区最普遍、最活跃的外动力．流水下蚀形

成深谷，而侧蚀则掏空河谷两侧坡脚物质，悬空的岩

体在重力作用下，可能沿构造薄弱面（节理面、原生

构造面）发生崩塌．崩塌的物质往往堆积在坡脚，形

成“身陡、麓缓”的特征．

３．２　形成过程

白石山丹霞地貌经历了成岩、盆地隆升和丹霞

地貌塑形３个阶段．根据白石山丹霞地貌的特色，区

内丹霞地貌以峰丛、石柱和孤峰为主，局部地段发育

有方山和半方山，而白石山周边发育不连续的丹霞

残丘．表明白石山园区处于丹霞地貌演化旋回的早

期到中期阶段，而周边的白垩系盆地处于演化的消

亡期．

根据上述丹霞地貌的发育和演化机制，重塑白

石山第三系红层盆地形成及丹霞地貌发展、演化

过程．

３．２．１　山间盆地形成和碎屑堆积成岩阶段　园区

及其邻区在经历了加里东、华力西－印支、燕山３个

构造运动、演化后，分两阶段形成红色盆地，白垩系

的红盆形成较早，地壳抬升局部形成山间盆地，为白

石山第三系红盆的形成提供了地形条件．山间盆地

接受盆地周缘山洪所携带的碎屑物质沉积，由于气

候干燥炎热，盆地及周边都处于氧化环境，砾石、砂、

泥等碎屑物在遭受物理风化的同时，也不断遭受化

学风化，碎屑物中的铁质经化学风化形成氧化铁．在

沉积过程中氧化铁逐渐扩散、浸染碎屑物，进而将沉

积物逐层浸染成铁红色．被染红的沉积物经铁质、钙

质、泥质胶结，经高温、高压作用，最终固结形成粗、

细相间，交互叠覆的红色沉积岩层（图８ａ、８ｂ）．这

样，在古近纪堆积的厚３９５～４２９ｍ的红色砂砾岩为

白石山丹霞地貌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３．２．２　盆地隆升、节理发育阶段　约６５００万年

前，随着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开始了喜马拉

雅造山运动（即新构造运动），白石山盆地开始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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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白石山丹霞地貌形成过程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ａｉｓｈ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Ｄａｎｘｉａ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ａ．白垩系断陷盆地形成阶段；ｂ．燕山运动第三系山间盆地沉积物

形成；ｃ．喜马拉雅运动早起盆地隆升；ｄ．喜马拉雅运动间歇隆升；

ｅ．白石山丹霞地貌形成初期；ｆ．白石山丹霞地貌现状

隆升．从白石山地区出现的剥蚀夷平面看，本区主要

经历了４次幅度较大的隆升过程．其中，独秀峰（海

拔６７１．０ｍ）和莲蕊峰（海拔６４８．８ｍ）均为第１次

抬升的夷平面（即剥蚀面）；五姥峰（海拔５８３．３ｍ）

及莲蕊峰西南群山（最高海拔５３６．５ｍ）为第２次抬

升的夷平面；海拔４００多米的群山为第３次抬升的

夷平面．

受地壳运动内力挤压抬升，加之隆起中四周围

岩压力逐渐消失，山体生成许多深大垂直节理，但这

时的白石山在形态上仍然是一个整体．分别经历了

ＳＮ向和ＥＷ 向的挤压应力，形成了ＳＮ向、ＮＥ

向和ＥＷ向的断裂，并且伴有多组节理产生（图８ｃ、

８ｄ）．

３．２．３　丹霞地貌广泛发育阶段　白石山盆地自从

新构造运动出现了深大裂隙后，外力风化作用便开

始活跃起来，尤其流水的影响更为深刻．白石山地区

年降水量多达１５００ｍｍ，大量的降水沿裂隙下渗，

节理受侵蚀后逐渐加长拓宽，使完整的山体不断崩

塌后退．崩塌后的物质又不断被流水侵蚀，在节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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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地区形成沟壑纵横的景观．在园区多处可见崖

壁上有许多新鲜的崩落面，崖下有巨大的崩积石．

抬升高出当地侵蚀基准面的红层首先被流水沿

断层和垂直节理下切侵蚀，形成深狭的切沟，进一步

侵蚀使之加深、加大而成一线天式的巷谷．在此之

前，崩塌一般不发育．

流水下切到一定深度，遇到下伏硬岩层或是接

近于局部侵蚀基面，水流以侧向侵蚀为主对基部进

行破坏，谷壁沿垂直节理逐步崩塌而使巷谷加宽形

成峡谷．这时崩塌可能在沟谷的谷底堆积，发育不稳

定的崩积缓坡．随着谷地的加宽，崩积缓坡也越

明显．

此后，陡崖坡底部因高出谷底而致流水的侵蚀

减弱或很少有流水直接作用，陡崖坡的崩塌主要靠

软岩层的风化凹进而缓慢进行．崩积物掩埋的崖麓

基岩可暂时被保护，在陡崖坡崩塌后退过程中，崖麓

下方造成崩积缓坡的同时，也在崩积物下面形成了

一个基岩缓坡面，继续进行上述作用，陡崖坡崩塌后

退，崩积坡加宽加高，下伏的基岩缓坡面也加宽加

高．而山顶的原平缓坡面则被切割，并使其面积逐渐

缩小，同时山麓缓坡逐渐扩大．原来的山块则逐步退

缩成为“堡状残峰”或成孤立的石柱（图８ｅ、８ｆ）．

４　结论

白石山丹霞地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是第

三系山间盆地沉积的红色碎屑岩，历经构造运动盆

地隆起、侵蚀、溶蚀作用、流水切割以及重力崩塌等

内、外动力作用塑造形成．白石山地区很好地保留了

地质作用的痕迹，是研究丹霞地貌形成过程的理想

场所．

白石山丹霞地貌典型集中，类型齐全，景观独

特．具有典型的“顶平、身陡、麓缓”的丹霞地貌特征．

从方山、峰丛、孤峰、石柱到残丘，发育丹霞地貌演化

各阶段的地貌形态．除上述的丹霞正地貌，还有峡

谷、洞穴、凹槽、巷谷和壶穴等丹霞负地貌．景观保持

自然状态，系统完整．

白石山丹霞地貌具有地层沉积时代新、形态宏

伟的特色，在各丹霞地貌中较为罕见，具有很高的科

学价值．

白石山丹霞地貌景观发育类型完整，景观发育

独特，集雄、险、奇、秀、幽为一体，园区内峰林耸立、

赤壁千仞、丹崖斑斓、深谷幽壑，景点色彩绚丽．在南

方整体以阴柔秀丽为主的景观背景中，白石山丹霞

地貌凸现了阳刚雄壮之美．同时，丹霞地貌形态发育

有峰林－峰丛景观，象形景观较多．园区东面的水明

湖与丹霞群山交相辉映，碧水丹山相得益彰，山因水

而雄，水依山而媚，主景、副景的组合和谐，格调的变

化较大，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

致谢：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环境地质研究组项目组成员的支持与帮助，

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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