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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峰林喀斯特的性质及其发育

和演化的新思考 ( 3 )
*

朱学德

(地质矿产却岩溶地质研究所 ,

提要 在回顺国内外峰林喀斯特研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
,

进一步用

述了峰林喀斯特同时态系统演化的新观念
。

即峰林喀斯特系统内各类

地形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上可以同步
。

这种
“

同时态多样化
”

是由于物

质与能量拍人和输出的方式
、

强度
、

数量与质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和分布

不均所引起的
。

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
,

系统间各部 ( 子系统 )还必然存

在相互协同的内在联系
。

虽然由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具体差异
,

在系统形态 (或 子系统 )组成上常常出现破缺
.

但同时态多样化
,

乃是 自

然界各种
“

演化着
”

的开放系统的普遍特征
。

关艘词 系统关系
;
同时态系统演化

7 峰丛和峰林的系统关系及其可能的演化模式

奋

7
.

1 问题的回顾

有关喀斯特循环的讨论和意见
,

见诸国外许多作者
:

如彭克 ( P en ck
,

100 0)
、

格伦德

( G r u n d
,

19 14 )
、

司威直 ( C v i j i e
,

1 9 15 )
、

雷日科夫 (P H 二 u k o b 1 95 4 )
、

詹宁斯 ( J e n in n g s
,

i明 i )
、

斯维婷 ( sw
e e t i n g

.

10 7 2 )和雅库兹 ( J a k u e 。
,

1 0 7 7 )等人的有关著作中
。

他们的基本观

点是把喀斯特发育划分为幼年期
、

青年期
、

壮年期和老年期几个自始至终依序演化的阶段
;
有

的作者 150 !则把这些阶段分别称作深成喀斯特阶段
、

侧向喀斯特阶段和从侧向喀斯特转变为深

成喀斯特阶段
。

多数人赋于这 一喀斯特旋回演化模式的条件是
:

从地壳上升始
,

经长期相对稳

定阶段
,

直到地壳的再度升起
,

青春返回
。

当然
,

还必须是潮湿气候条件下
。

其中
,

格伦德

( rG un d )的模式 (图 7
.

1 )具有代表性
。

彭克的关于河流发育阶段的观点
,

后来被广泛地运用到

喀斯特发育的阶段上
,

所以人们 又重视河流的发育在喀斯特演化中的作用
。

值得指出的是
,

大

多数作者都没有直接地注意到模式中地下水位的位置
、

埋深及其变化这一控制条件的重要

.

该文的第一 二部分已载本刊 91 年 1 2期



中 国 岩 溶 第十卷

性
。

但司威直在 19 18年提出的模式中
,

却以隔水层或非喀斯特化岩层为喀斯特演化旋回的下

限
。

雅库兹 协 5 1的锥状喀斯特演化图 (图 7
.

2) 在现代许多学者的观点中很具代表性
。

该模式图

仍以戴维斯 152 }的地貌循环论为基本理论根据
,

但他注意到了地下水位的控制及后阶段河流的

侧向侵蚀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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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对峰林喀斯特演化较深人的讨论
,

大约从本世纪三十年代提出那西和云贵高原

的地文期开始
。

有关代表性文章和作者有叶良辅和谢家荣 (1 925 )
、

杨怀仁 (1 94 4 )
、

曾昭漩 `401

( 195 6 )
、

何宇彬 [4 5 1 ( i所 9 )
、

张之淦 16 0 1( i邻。 )
、

任美得 I’ 3 ] ( 19 8 3 )
、

朱学稳 16 ] ( 1 9 8 0 )和朱德浩

[ 4 ] ( 198 4 )
、

杨明德 l ”
,

2 ’ ] ( 198 5
,

198 7 )
、

卢耀如 〔3 1 ( 1 9 8 6 )及毕坤 ( 198 4 ) 12 1
、

张世丛 ( 19 8 4
,

1 98 6) 37[ ,等
。

由于我国有广泛的峰林喀斯特分布
,

并随着科学研究事业的迅速发展
,

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
,

中国学者对峰林喀斯特的讨论和兴趣大大地增长了
,

并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
。

本世纪迅速发展起的系统科学理论写方法
,

也正在为峰林喀斯特的理论研究注人了新的活

力
。

我国学者的基本观点可概括如下
:

1
.

像国外早期的许多学者一样
,

以戴维斯的地貌循环论为基本依据
,

提出喀斯特发育的模

式
。

他们认为
“

喀斯特的发育
,

大致和常态侵蚀地貌一样
,

也有一定的演变顺序
,

由上升的可溶

性岩层组成的高地开始发育
,

经幼
、

青
、

中年期达到老年期
,

完成一个发展序列
,

也就是完成一

个喀斯特循环
。 ” 王’ 3】依据这个原理

,

峰林地形中的峰丛
、

峰林
、

孤峰
、

残丘便被看作是幼年
、

青

年
、

中年和老年地形的代表
,

是 一
个演化序列

,

形成于不同的演化阶段
。

我国的峰林地貌
,

从云

贵高原到广西腹地
,

也是按这一序列分布的
,

并存在多级剥夷面或峰顶面
。

但有的作者根据我

国峰林喀斯特地形在区域分布上的差异
,

提出了现阶段不同地区的演化趋向
。

注意到新构造

运动与喀斯特演化的关系
,

并从地表的正负地形和地下喀斯特形态进行综合观察
,

如西江流

域喀斯特演化模式 ( 图 7
.

3 )
。

杨明德 119 1( 198 5) 根据贵州喀斯特地貌气候形态结构的特点所

提出的
“

贵州喀斯特地貌演化的双向系统
” ,

即在高原区
,

地貌按峰丛一峰林一残丘序列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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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峡谷区
,

按峰林一峰丛谷地一峰丛洼地一峰丛峡谷序列演化
, “
是地貌的逆向上升发育

” 。

浓原
、

溶斗 负地形 形态

正地形形态

洽原
、

泊 斗

孤炸
、

丘峰 孤 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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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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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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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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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江流域岩溶演化图式 (据中国岩溶研究 1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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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以新构造运动的上升或 F降性质为主导思想
,

用上升速度和剥蚀速度的均衡对比关系

来解释现阶段的各种峰林喀斯特地形的成因
,

分析其演化方向与发展趋势
。

认为在速率上
,

上

升大于剥蚀发育峰丛
; 二者接近形成峰林等

。

这是张之淦 198 0年在他的一篇 《 中国喀斯特类

型 》 论文中提出的 [601
,

是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 评价喀斯特演化的 一种有益尝试
。

近年来
,

杨

明德 12 ’ l ( 19 8 7) 在峰林地貌序列演化理论基础上
,

把他的
` 。

贵州喀斯特地貌演化的双向系统
”

认

识与这一方法结合起来
,

提出了
一

个贵州喀斯特地貌演化模式 卢耀如则离开地貌循环的基

本思路
,

以地壳升降运动的格局
,

升降与剥蚀和沉积速率对 比的方法
,

把我国的喀斯特地貌发

育划分为八种演化模式 13 ’
。

峰林喀斯特属于他的
“

连续隆起演化模式
”

( 云贵高原 )
, “

差异隆

起演化模式
”

(长江三峡及鄂西 )和
“

缓慢隆起演化模式
”

(华南盆地 )区域
。

3
.

近 十多年来逐渐兴起的新思潮是把峰丛洼地
、

峰林平原及孤峰 平原等一向被认为系形

成于不同演化阶段的地貌形态
,

看作是
一个整体有机系统的思想

。

例如
:

认为
“
鄂西地区不存

在多级剥夷面
” 【’ }

,

贵州南部地区的多种峰林地貌
,

乃
“

同期异形
”

成因 12 1
〔

笔者与朱德浩等

人早在 197 9年便指出
, ` ·

峰丛注地和峰林平原之间的演化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

例如
,

只

要可溶岩的厚度足够
,

在降水及地面水大量垂向渗人条件具备时
,

就不应有峰丛洼地发育终止

之 日
。

如果没有水的垂向循环到地表横 向循环的转变
,

峰丛洼地的峰林平原化就绝不会出

现
。 ”

161 继后又多次地提出了
“

峰丛洼地和峰林平原同时态系统演化
”

的思想
。

.14 5
,

7 ! 桂林喀

斯特两本书的出版 8[, , l
,

已为这 一思想内容描绘了初步的轮廓

7
.

2 峰林喀斯特的系统关系及其演化的新思考

从全球来说
,

中国的峰林喀斯特如同它的景观代表一一桂林山水
,

是
“

甲天下
”

的
。

全面考

察这
一
大自然奥秘并加以艰苦卓绝地实践的先驱

,

是3 50 多年前的徐霞客 129
」 。

从他的描述
、

评

论和使用的词汇 (术语 )中可以看出
,

峰林地貌中峰从和峰林两类地形是十分清晰可辨的
,

所以

说
,

这个分类应起源于徐霞客
。

但峰丛地形和峰林地形的现代概念
,

则是曾昭漩教授在 1 95 2年

提出
,

并在此后被逐步确立起来的
。

从上节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

我国峰林喀斯特的现代研究
,

是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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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 5 0年间
,

可以说是戴维斯式的循环论和多级剥夷面
、

峰顶面的时代
。

八十年代以来
,

我国的峰林喀斯特更引起了世界性的兴趣
)

随着理论科学的发展
,

特别是系统科学体系的出

现
,

以及国际交流的扩大
,

近年来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

看来
“

繁花
”
即将盛开

。

上文所概括的
,

我国学术界目前对峰林喀斯特发育演化的三种基本观点
,

可分别称其为
:

传统的固定循环演化论
,

上升与剥蚀速率关系对比论和同时态系统演化论
。

第一种观点是把峰丛和峰林分别看作独 认的形态
,

两者之间是年代上的新老关系
,

形态上

的青壮 (老 )关系
,

和演化序次中的先后关系
。

两者在成因上是没有时空上的横向联系的
、

第二种观点也是把峰丛和峰林看作是各白发展的独立形态
。

它们或者没有什么成因联

系
,

或者也只有演化序次中纵向的先后关系 价 ’ !

笔者和朱德浩等人正在探索的认识
,

是把峰丛和峰林 ( 在这种情况 下
,

本文中所指的峰林

均包括孤峰和残丘在内 ) 及其所存在的环境作为 个具有密切联系和相 互作用的有机系统来

看待
。

根据本文所阐述的见解
,

其系统关 系如图 7
.

4 所示
。

图中
,

峰丛和峰林 (含孤峰和残

丘 ) 实系峰林喀斯特系统中的子系统
。

即
一

个完整的峰林喀斯特系统
,

从峰丛到峰林
,

乃 至孤

峰和残丘是共存于一体的
。

当然
,

由于条件与环境的差异
,

这个系统也会出现破缺
。

但无论是

完整的还是破缺的
,

都是该系统在各自的环境中长期适应的结果
。

外部环悦

巨困…
{

.

要理

巨霆习目四

困…鲤
巨噩团}

峰林

喀斯特系统

各典蜂丛

坡立谷娜林

任典峰林

(含孤姗残丘 )

岛状峰丛

图7
.

4 峰林喀斯特及其生成环境系统

F i g
.

7
·

4 T h e 吕y s t e m o f fe 一l g l i n l a n ` l s e a p c s a n d i st d e v lo p m e n t a l e o n d i t i o n s

事实上
,

这里所说的
“

完整的峰林喀斯特系统
”

在广西盆地
,

如桂林
、

贵县
、

来宾
、

上林 宜

山
,

到贵州高原
,

如安顺
、

清镇
、

黔西
、

水城
、

麻尾
,

几乎是俯拾皆是
。

它们基本都是峰丛
、

峰林
、

孤峰
、

残丘
“

配套
”

存在的 ( 图 7
.

5)
。

然而对于这些实际存在的客体和有机系统
,

人们在某一观

念的束缚 .[’
,

却把它们在横向成因联系上硬行分割开来
。

例如过去常常把同一地区
、

同
一

系统

内的峰丛看作是白至纪的
,

峰林看作是第二纪的
,

孤峰看作是第四纪的
。

还有
“

峰丛期
” 、

“

峰

林期
”

和
“

孤峰期
”

的划分
。



第
:

期 朱学稳
:

峰林喀斯特的性质及其发育和演化的新思考

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开放系统
,

其不均一性和不平衡性是绝对的
。

即使是同一类物质系统
,

其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
,

而环境各要素在时间的历程中
,

又多有鲜明的

动态和变迁性
。

因此
,

系统对环境适应的功能便有差异
,

功能表现也就不同
,

并形成相应的系

统结构与层次
。

而不可能只有一种孤立的形式
,

或者要求形式 千篇一律
。

多样化是 自然界各

种
“

演化着
”

的开放系统的普遍特征
。

一一一

一

圈?
.

5 桂林附近峰丛
、

峰林
、

孤峰和残丘的
“

配套分布
”

《草厚仁根据地形
、

地质图如实绘侧 )

F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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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以一个具有独立的物质
、

能量
、

信息输人和输出系统的喀斯特区域来作一简单

分析
。

且以人所共知的桂林地区为例
:

桂林峰林喀斯特区位于一个以下部古生界非碳酸盐岩系为基底的复向斜中
,

喀斯特化岩

层是泥盆和石炭系的厚层灰岩
,

总厚度在礴仪犯m以上
。

它的北
、

东
、

西三面
,

分别是猫儿山
、

海

洋山和驾桥岭等非碳酸盐岩出露的山区
,

海拔 i以刃 一 2 1 4 2 m
,

高出喀斯特区 80() 一 l oo o m
。

这

个大致封闭的流域面积为74 加 k时
,

其中典型的峰林喀斯特区域为邓 4 0k 耐
,

即占流域面积的

32 %
。

在这个区域内
,

分布着峰丛洼地
、

峰林平原 (及峰林谷地
、

峰林坡立谷等 )
、

孤峰平原和残

丘等几乎各种峰林喀斯特形态
。

这个曾被认为是典型的峰林平原或孤峰平原区
,

有与任何其

他地区比较均堪称典范的峰丛地形 12 16
.

4 k耐
,

为整个峰林喀斯特区域的52 %
。

因此
,

桂林地

区应是一个完整的
、

各种形态配套的峰林喀斯特区域
。

我们已经对峰丛和峰林的发育条件进行了较深人的分析
。

在喀斯特区的整个空间内
,

如

果在不同的部位
、

地段
,

在物质与能量的输人和输出方式
、

输人输出强度
、

地下水位埋深
、

原始

地形高低与起伏
,

以至 日后的地壳升降幅度等各方面存在或出现差异
,

则系统各部 (空间 )在适

应外部不同环境的过程中
,

将形成不同的形态和结构
,

并在系统
“

自组织
”

的支配下
,

趋向于保

持某一系统结构稳定状态
,

并使系统的整体结构从混沌走向有序
。

这就是今天展示在我们面

前的各种地貌形态
、

地形单元的分布及其间的格局关系 即现在的峰丛
、

峰林
、

孤峰和残丘
,

在

系统整体上
,

它们的空间展布和格局是有序的
;
在成因关系上是有密切联系的

;
它们的

“

内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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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或
“

演化时间
”

是基本 一致的
,

只存在喀斯特化强弱的差别
,

而不存在演化程度的高低和年

代的新老
。

上述地区有近70 %的非喀斯特区域
,

因此有大量的外源水和沉积物输人喀斯特区域
。

在

外源水输人的
“

高能
”

接受区
, 。

通常也是原始地形相对低 「的地区
,

将 以地表迁流横向侧蚀为

卞
。

那些在原始条件下为地表逸流所分割的地方
,

将出现
“

孤岛
”

或
“

半岛
” ,

并在 日后长期的
“

平行后退
”

作用下
,

演化为塔状的孤峰
、

岛状峰丛
,

或者残丘
,

以至消失
。

可见
,

峰林平原是在

地面迁流的作用下
,

平原地面 步
一

趋地侵蚀下降
,

和孤峰不断拔起的演化中形成的
。

只有孤

峰的 平行后退作用在峰顶交叉
,

孤峰的高度才会迅速降低
,

以至崩塌殆尽
。

在 千湿季分明的季

风气候下
,

由于平原地面形成周期性的但变幅不大的水位差
,

所以导至在雨季来临时地面水通

过孤峰基脚向地下含水层流人的局面
,

并由此形成脚洞
。

因此
,

峰林
、

孤峰和残丘都是在以侧

向侵蚀为主导的地面逞流作用中形成的
,

所以可称之为
“

流水喀斯特
”

峰林
、

孤峰和残丘之

分
,

仅是孤峰分布密度和相对高差之别
,

它们并不是纵向演化的不同序次
,

而是物质与能量输

人输出在平面上分配不均和系统协同有序配置的结果
。

在桂林峰林喀斯特区域内
,

北面来白

猫儿山的大面积外源水径直南下
,

形成了灵川一桂林市区一雁山一会仙一带大面积的孤峰

至残丘平原
。

而来自西面驾桥岭和东面海洋山的外源水
,

水量较小而又迁流分散
,

只形成
一

些

分布零星的小块边缘峰林平原
,

如南边 山
、

高田
、

南抒和高尚等地
。

与此同时
,

在那些地势较高
,

外源水流人较少
,

或因河谷深切
,

地 卜水埋深较大或水位有不

断 卜降趋势而不能形成地面逞流的地方
,

其物质和能量的输人主要依赖于大气通道
,

或者是外

源水在其边界上直接输人含水层
。

此种情况下
,

便确定 了峰丛地形的发育方 向 因其地表地

形的形成
,

主要依靠大气降水的垂向人渗和随着地形起伏的表层带的喀斯特作用
,

所以只能在

垂向上增加地形的起伏和峰洼高差
,

而没有足够的活动能量在横向上使锥峰平行后退并把地

形火平的能力
。

只有当排水基面相当长期地稳定
,

或大量增加外源水输人
,

并使垂向人渗转变

为以地表逞流占优势时
,

原来的峰丛才有可能向峰林方向转换
。

但这种转换的机会是非常稀

少的
`〕

显而易见
,

峰丛的
“

渗入喀斯特
”

与峰林的
“

流水喀斯特
”
比较

,

在喀斯特化的速率 1
_ ,

特

另lj是在地形的降低方面要缓慢得多
。

所以在同
一

区域或相邻地段
,

峰丛地形总较峰林地形高

大 ( 图 7
.

6) 此外
,

受系统元素的配置规律支配
,

大片的峰丛区内
,

也经常会有小片的峰林地形

海洋山

纵
争

图 7
.

6 桂林附近海洋山 一 驾桥岭间的峰林地形分布 (覃厚 仁绘制 )

P’i g
.

7
.

6 D i s t r i b u r一o n of t h e fe n g li n k a sr t l a n d鱿即
e s y s t e

眺 介 ( 》 m

J i a q l a o l i n g ot H a w a n g M t
.

sou 比
o f G u i l i n ` Q i : 、 H o u r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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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配其中(坡立谷峰林 )
。

这类峰

林所在
,

正是峰丛区内的汇流区

或排泄带
、

当峰丛区内的某些地

段 下垫隔水层接近地表时
,

也有

助于峰林的发展与形成
。

在峰林喀斯特系统内
,

峰从

伙总是通过其边界上的泉水和潜

流向相邻的峰林区输人洪水及经

常性的地 下水流的
。

也有较为罕

见的峰林区向峰丛区输人的情况

(如某些边缘峰林平原 )
。

坡立谷

峰林的发展
,

则是完全依靠峰丛

区的水量输入
。

岛状峰丛的演

化
,

在平原水流作用下
,

其边坡的

平行后退作用和脚洞的发育
,

均

与平原上的孤峰没有本质的差

异
。

总之
,

峰林喀斯特的各种形

态
,

各类地形是一个相互联系
,

相

互作用
,

相互协同的有机系统
。

它的发展和演化应该是同步的
。

根据以上分析和认识
,

笔者

与朱德浩
、

覃厚仁等人一起曾在

有关桂林喀斯特的著作中 18, 9 }提

出了一个峰林喀斯特同时态系统

演化模式图 (图 7
.

7 )
。

这个模式

图是以桂林地区的某一部分峰林

地形为
“

模特
”

加以描绘的
,

它还

不是一个完整峰林喀斯特系统的

模式图
。

圈 7

iF g
.

7
.

7

峰林地貌的同时态系统演化模式

T h e m o d le of iS m u l at n
eo

u s ly 盯
s t e m a it e

e v o l u it on
o f fe gn l i n k a sr t

I 起始条件及箱人关系

11 峰林地貌各子系统的初步形成

11 1 峰林地貌系统的有序发展

8 几点初步结论

1
.

我国的峰林喀斯特
,

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大
,

发育演化最完美的 一种喀斯特 类型
。

它以地表和地 下喀斯特同时强烈发育
,

并在形态上对应配套为特征
。

即在地表峰林峰丛配套
,

在峰丛区有地下河系
,

在峰林区有脚洞系统
`

其中的峰丛 ( 洼地 ) 喀斯特又属一种全喀斯特

( H o l o k a r s t )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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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峰林喀斯特的发育条件可分为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

前者主要是指在系统演

化的历史长河中相对稳定的地层和岩性
,

及己经形成或存在的地质构造条件
。

后者是指与系

统有物质
、

能量
、

信息交换关系的气候
、

新构造运动
,

外部边界以及内部时间 (演化时间 )和外部

时间诸因素及其所形成的外部环境总成
。

厚层块状
、

质地坚硬
、

厚度足够大并很少或没有隔水

夹层的碳酸盐岩的较大面积分布
,

潮湿 (或湿热 ) 的气候
,

和足够长久的裸露喀斯特化历史 ( 必

须的演化时间 )
,

是峰林喀斯特发展和形成的必具条件
` ,

新构造运动性质和外部边界条件
,

则

对我国现阶段峰林喀斯特的区域宏观分布规律
,

不同地形或形态的分布关系和分布格局起 支

配作用
。

3
.

峰林喀斯特地貌主要有两种基本成因类型
,

即峰丛注地和峰林平原 (峰林谷地
、

峰林坡

立谷等 )
。

可简称之为峰丛和峰林
。

按石峰分布的疏密及相对高度
,

又可将峰林喀斯特分为峰

林
、

孤峰 (平原 )和残丘 (平原 )
。

但这些并不是成因
、

演化阶段以及
“
年龄上

”
的直接标志

,

在同
一

系统内它们是同时态的产物
。

4
.

我国的峰林喀斯特的区域分布以峰丛占绝对优势
,

并大面积出现在云贵高原的南部斜

坡地带
。

广西盆地腹部及云贵高原面上的峰林地形相对分布较广
。

但把我国峰林地形的分布

规律描绘成从云贵高原到华南盆地是由峰丛一
峰林一孤峰一~ 残丘这样

一

幅井然有序的

演化画卷
,

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

事实上
,

在
一

定的自然区域内
,

峰丛和峰林 (含孤峰
、

残 丘 )不

但总是相互分布的
,

而且是
“

配套
”

出现的
。

在被认为是典型的峰林
、

孤峰乃至残丘分布和各不

同形成阶段的区域内
,

无处不有峰丛的存在
。

我国峰林喀斯特地形的宏观分布规律卞要取决

于碳酸盐岩石及地层性质
,

和它与非碳酸盐岩地层间的出露分布关系
,

其次是新构造运动的性

质 即大片的峰丛区与最优岩性的广泛分布
,

较少非碳酸盐岩出露及新构造上升相一致
,

较普

遍的峰林分布
,

多与有大量外源水输人
,

与较广泛出露的非碳酸盐岩区相邻
,

或有浅的隔水层

存在等情况有密切关系
。

.5 在当今的学术界
,

有一种把
“

峰林喀斯特以及 C o n e K ar st & T o w e r K ar st
”

作为
“

热

带喀斯特
”

同义语看待的倾向
。

从这类喀斯特发育条件的系统整体分析和世界气候条件
、

气候

区域的复杂性可以看出
,

现代的全球峰林喀斯特以及 T o w er & C o

en K a sr t主要分布在热带

和亚热带区域
,

并不是一种必然
,

而是一种藕合
。

定湿热的气候条件对峰林喀斯特的形成是

必要的
,

但它未必非得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联系在 起
。

这样来认识问题
,

似乎有助于对科学

真理的探索
。

6
.

峰林喀斯特中的峰丛
、

峰林
、

孤峰
、

残丘以及它的各种地 卜形态
,

是
一

个相互联系
、

相互

作用
、

相互协同的充满生机的有机系统
。

峰林喀斯特地形的多样性和它们在同 泊 然中
.

兀内

出现和相互分布
,

是峰林喀斯特系统演化过程中自组织律制导的结果
,

是系统演化高度有序化

的表现
`

我们把这种认识叫作
“

峰林喀斯特的同时态系统演化
” 。

看来
.

我们对于 个在过大

被 1司定化和机械化 r 的峰林喀斯特世界
,

迫切地需要再认识
、

在结束本 文时有必要指出
,

当前国际文献中所使用的 T o w e r K ar
s t和 C o

ne K ar st
,

似不

应分别与我国南方的峰林和峰丛喀斯特混淆起来
,

更不能同类肴待
。

因为世界各地 目前被称

为 T o w e r和 C o n e 喀斯特的
,

其形态特征
、

内部结构和成因常存在很大差别
。

特别是 T o w er 喀

斯特 类型
·

例如澳大利昆西兰州 C h i l l a g o e和 r
j a w n H i l l

,

西澳沐千
, , 4F州 K i m b e r l l a

等地的



第三期 朱学稳
:

峰林喀斯特的性质及其发育和演化的新思考 1 7 9

T ow e rK a rt s
,

虽然也发育在坚硬的碳酸盐岩层 (志留系和泥盆系 ) 中和相当湿热的气候条件

卜
,

但其发育程度和形态规模还不及我国云南路南的石林
,

似乎与本文所讨论的峰林喀斯特没

有多少共同之处
。

石牙
、

iP n n
ac le 和石林一类

,

均属于简单喀斯特形态
。

只要具有性坚质纯

的碳酸盐岩层和充沛的降水条件
,

便可在不同类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和地形的任何部位上形

成
。

也可发育在裸露及浅覆盖的条件 卜
。

而峰林喀斯特
,

则是一个复杂的喀斯特系统
。

看来
,

在世界范围内
,

只有越南
、

泰国南部
、

古 巴西部和其他某些地区的 T o w er K asr 俐 C o n e

K a r st 才可与我国南部峰林喀斯特进行同类形态和成因对比
。

(续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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