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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层岩溶地貌与丹霞地貌
*

刘尚仁 黄瑞红

( 中山大学地理 承 》

提要 通过对构成广东丹霞地貌之红层的研究
.

对红层岩溶这一概

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
,

对其是否属于假岩溶提出质疑
.

并分析了丹食

地貌和红层岩溶地貌的关系
-

关键词 红层岩溶
;

砾状石灰岩
;

红岩地下河
;

丹吸地貌
;

丹俄岩溶

广东的红层是白里纪以来沉积的紫红色的岩石
,

有泥岩 页岩
、

砂岩
、

砾岩
,

又有泥灰岩和

石灰岩
。

以往人们常将这些岩石归于碎屑岩类
,

将红层岩溶都作为碎屑岩岩溶一一非碳酸盐

岩的岩溶
,

属假岩溶
,

这是值得商讨的问题
。

红层既可形成如同石灰岩那样的岩溶地貌
,

又可

形成挺拔峻秀的丹霞地貌
,

红层岩溶晚有石灰岩类岩溶的特征
.

又有其 自身的特点
,

它既可造

福于人类
,

亦可给生产建设带来不利
。
因此

,

建立有关红层岩溶地貌的概念
,

对兴利防害具有

重要意义
。

红层岩溶的地层和岩性

: l 红层岩溶地层的年代 广东红层的岩溶地层主要分布在连县清江乡
、

星子镇
、

大路边

镇
、

乐昌县坪石镇
、

云浮县白石镇
、

罗定县华石镇
、

苹塘镇
。 ·

般认为该岩溶地层的年代是白奎

纪至老第三纪
,

距今几千万年至 1亿多年
,

比通常能形成岩溶的最年青的三叠系大冶群石灰岩
,

晚约 1亿年
。

清江乡北部临武构造盆地的红层
* *

和罗定构造盆地东部边缘 (华石
、

苹塘
,

白石

镇 )一带的罗定群钙质砾岩
’ * *
属下白里系

,

是广东省最老的红层岩溶地层
;
其余各红层构造盆

地的丹霞群
,

如星子镇附近的丹霞群灰质砾岩
’ `
属老第二系

.

是最新的红层岩溶地层
。

不过
,

近年广东的红层研究有新突破一一有将丹霞群划归白
野

的趋势
:

第一
,

粤北丹霞盆地的红

层
,

根据近年发现了丰富的介形虫
、

轮燕
、

抱粉
、

叶肢介
、

腹足类等化石
,

将该盆地的红层自下而

上划分为马梓坪群 (早白呈世早一 中期 )
、

长坝组 (早白呈世晚期 一 晚白里世早期 )和丹霞组 (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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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圣世早一中期 )
,

从而结束了长期将丹霞层时代归属于第三纪的历史
* 。

第二
,

去年在惠州市

南湖东南某厂的丹霞群地基中挖出一窝保存完好的恐龙蛋
,

已出土约 25 个
,

作二层同心圆状向

外放射形布列
。

单卵长径约 10 一 1 cI m
,

横径约 gc m
。

蛋壳厚约 1
.

6 一 Zm m
* * 。

显然
,

该红层是

属产恐龙的白坚纪
。

看来
,

广东红层岩溶地层的年代
,

有可能距今 1亿年前后
,

并与形成丹霞地

貌的地层年代相当
。

1
.

2 红层岩溶地层的岩性 距今约 2亿年的印支运动使广东省基本成陆
,

后来的燕山运动

除发生大规模的岩浆侵人
、

喷发和变质作用外
,

还产生强烈的褶皱和断裂活动
。

处于断陷或坳

陷盆地中的罗定群
、

南雄群和丹霞群都是湖泊或山问盆地相沉积
。

距今 1亿年前后
,

当盆地周

围是石灰岩丘陵山地时
,

在适宜气候条件 下
,

该丘陵山地便提供大量的石灰岩砾石和富钙溶液

进人盆地
,

造成今日的罗定
、

临武
、

星子和坪石等红层构造盆地边缘有丰富的碳酸盐岩
。

而周

围无石灰岩山丘的红层盆地沉积
,

就没有这种情况
`

以往人们常将富碳酸钙的红层岩石命名为灰质砂砾岩
、

灰质砾岩
、

钙质砾岩
,

归属碎屑岩

类
。

经采样分析 (表 1 一 A )
,

这些岩石的化学成份与一般石灰岩相似 (表 1 一 B )
,

属石灰岩类 (包

括白云岩系列
,

下同 )
,

而以往命名的灰质砾岩类
,

一般应确定为砾状石灰岩类
。

这种石灰岩紫

红色
、

厚层状
,

含 60 一 80 %棱角状的石灰岩碎石
,

粒径 5 一 10
c m

,

其它岩石成分常少于 10 %
,

胶

结物亦呈紫红色
,

富含碳酸钙
,

其含量低于石灰岩砾石
。

紫红色的泥灰岩
,

若不细心观察或化

验
,

易误认作粉砂岩
、

泥岩
。

可以设想
,

四川省天全的沙坪
、

川子庙
、

城厢
,

芦山的双石围塔
、

张

表 1一 A 广东省红层岩溶地层岩石的化学成份 ( % )

T a b
·

1 一 A T h e e h e m i e a l e o , n p o s i t i o n
(% ) o f k a

sr t s t r a t u m i n r e d be d s i n G u a n g d o
gn P r o v i n e e

岩岩 样 位 置置 51 0
:::

T F e o
,,

酸不不 C a ooo M g OOO C 000 计 算 值值 岩石名称称 地层层

溶溶溶溶溶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年代代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解石石 白云石石石石

大大路边镇寿姑田的溶溶 7
.

7 999 0 4 555 8
.

5 333 5 0
.

1222 0
.

3 111 3 9
.

4 999 89
.

0888 0
.

6 777 含泥质砾砾 EEE

蚀蚀洼地南端端 3 4
.

2 666 1 8444 4 1
.

9 999 2 9
.

5 666 1
.

3 222 23
.

9333 5 1
.

0 999 3
.

0 777 状石灰岩岩 EEE

星星子镇红岩出水洞 口口 7
.

1999 0
.

6666 8
.

6 999 4 9
,

7 555 0
.

9333 3 9
.

5 333 8 7
.

6 777 5
.

0 444 泥灰岩岩 EEE

星星子镇黑岩出水洞 口口 9
.

7 222 0
.

8888 1 1
.

7 222 4 8
.

3 888 0
.

4 111 38
,

0 111 8 6
.

2444 0
.

1999 砾 状状 EEE

南南面面 13
.

3 222 0
.

6 111 15
.

2 222 4 6
.

8 111 0
.

3 666 3 6
.

7 888 8 3
.

4 333 0
.

2000 石灰岩岩 EEE

位位置同上
,

只取砾石石 35
.

8 999 1
.

3888 4 2
.

3 555 3 0
.

4 555 0
.

5 555 2 4
.

2 777 5 3
.

4 999 1
.

5 777 含泥质质 EEE

的的胶结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石灰岩岩岩

坪坪石镇田头的 石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牙 含泥质砾砾砾

位位置同上
.

只取砾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状石灰岩岩岩

的的胶结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泥灰岩岩岩

注 1
.

岩样化学成份由广东省地质局中心化验室化验
;

2
.

岩石名称由作者确定

*

广东省地质学会会讯
,

第13 期
,

本会地层占生物专委 198 9年学 术讨沦会情况简介

中 .

广东省地质学会会讯
.

第 15 期
.

珠江三角洲恐龙蛋群趣谈
,

1 990 年8月
.

23



第
了

期 刘尚仁等
:

J一
`

东红层岩溶地貌与丹霞地貌

家山等地的红层砾岩 川
,

以及长江中上游的甘肃省成县
,

江西省贵溪
、

抚州
,

四川省龙泉 山
,

湖

南省黔城等 2jI
,

能在红层中形成 l m 一 1k m长度以上大型岩溶形态的灰质砾岩和钙质砾岩
,

恐

怕也属石灰岩类 因此
,

那里并不属碎屑岩岩溶
,

而是石灰岩类岩溶一 一真岩溶

表 1一 R 广东省部分石灰岩类的化学成份 (% )

T a b
.

1 一 B T h e e h e m i e a l e o m p o s i t io n (% ) of p a r t i a l l , m e s t o n e i n G u a n g d o 一1 9 1
, r o v , n e e

宕宕样 仁关置置 地层岩性性 酸不溶物物 C a ooo M g ooo 岩溶发育情况况

)))
`

一

州 一 花县县 阳新群群 5 10 + F e o
, + A l

:
0

。。
5 0

.

4 333 1
.

3 888 第四纪覆盖层下的的

盆盆 地
水水

P y 石灰岩岩 6
.

2 7777777 石灰岩发育有几米米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 3 3
.

5 1 m高的溶洞洞壶壶壶天群群 4
.

5 333 47
.

0 888 6
.

66666

QQQQQ
、 、 、 ,。 石灰岩岩岩岩岩岩

石石石瞪子段段 2
.

5 999 5 3
.

2777 0
.

7 66666

CCCCC d s石灰岩岩岩岩岩岩

罗罗定县金鸡农场场 Q
, 。 h ttt 0

.

1 1 ~ 4
.

3 555 5 3
.

6 1 ~ 5 6
、

3 222 O ~ 0
.

2666 在石灰岩厚 5 9
.

40 m 中中

弓弓号孔
* * 火 ***

石灰岩岩岩岩岩 有 一 溶 洞 高 1 4
·

。g mmm

肇肇庆 市星湖
* ***

Q
十 3袱袱 2

.

】7 ~ 3
.

2 888 3 7
.

2 2
一

18 了333 5
.

0 5 ~ 1乍 4 11111

白白白云质石灰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石灰岩厚 ’ 8 ’

,

。 ’ mmm

罗罗定县苹塘镇镇 C
;

d s 石灰岩岩 (》
.

2 6 ~ 0
.

5 333 5 3
.

骆
一 5 5

.

3 222 0一 1
.

】666 中有 2
.

3 5 ,。 o
·

6 5
,“““

444号孔
* * 巾 ***********

高的 2个溶洞洞

清清远市清郊区区 天子岭岭 5 10 + F e o
,

十 A ! O
;

...

4 5
.

8 111 1 3 222 该采石场见 几个数数

黄黄坑
一

井
* * ,,

含泥质石灰岩岩 12
.

2 5555555 1 0 c m 口径的溶洞洞

岑岑澳县糯洞 圣表表 东岗岭岭 O
`

10 ~ 1
.

6 999 3 0
.

: 14 一 :弓丁
、

4222 16 72 一 2 1
.

5 777 在白云岩厚 I O2
.

8 4 mmm

村村 7 一 z号孔
巾 卞 * 中中

D d 大理岩状状状状状 中有 4
.

6 8 m
.

5
.

” `̀

白白白云岩岩岩岩岩岩

*

广东省地质局
.

1 :

20 力厂
`

州幅
.

江门幅区域水文地质合查报告
.

1洲 1年 4月
* *

广东省地质局
,

1 20 力高要幅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 告
.

1百旧。 年
* 巾 ’

清远市迁 日水泥厂化验宝资料
* , 水 卜

J“ 东省地质局
.

1 :

20 万罗定幅 区域水文地质普杏报告
.

1 98 0年

2 红层岩溶地貌

广东红层岩溶地貌的主要分布与其岩溶地层 一致
。

红层岩溶地貌的基本特征与一般石灰

岩类相似
,

不同之点
:

( l) 总体来看
,

红层 比
一

般石灰岩类的岩溶发育差些
、

数量少些
。

即使红

层中的方解石
、

白云石含量与石灰岩相同
,

但由于红层年代新
,

经历的构造运动少
,

断裂不如石

灰岩发育
,

故红层岩溶发育就差些
;

也由于红层砾石的胶结物常比石灰岩砾石溶解度低
,

阻碍

水的溶蚀所致
。

( 2) 红层地表岩溶不发育的地区
,

地 下岩溶局部较发育
,

这与红层易受潜蚀有

关
。

( 3) 红层溶积物含泥量较高
、

2
.

! 溶蚀地貌 包括溶蚀作用和溶蚀潜蚀佼蚀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红层地貌
。

2
.

1
.

1 石 牙 在星子镇的红岩
、

黑岩
,

大路边镇的寿姑田
,

坪石镇田头可见到石牙
。

石牙高

1一 s m
,

形体粗壮
。

石牙表面因砾石
、

胶结物差异溶蚀显得不平滑
。

在黑岩附近可见被残坡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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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覆盖的石牙
,

地面下的石牙根部长 2米余
。

2
·

1
.

2 溶斗和溶蚀洼地 随着红层中碳酸钙含量的增加
,

溶斗和溶蚀洼地的数量
、

规模相

应增大 ( 表 2 )
。

坪石
、

丹
一

霞两盆地属红层碎屑岩
,

那里的溶斗和溶蚀挂地是局部岩石的碳酸盐

含量高受溶蚀
,

或断裂破碎含钙质的岩石再经潜蚀溶蚀造成的
。

此外
,

清江乡北部属下白坚统

的临武红层盆地
,

那里的岩溶发育与星子盆地相当
:

长径大于 l oo m的溶蚀洼地15 个
,

其中最大

最深的溶蚀洼地是泉水湾
,

面积 0
.

55 k耐
,

长径 165 0 m
,

深32 m
。

该盆地的水浸涵
、

香来田
、

旱冲

村附近的溶蚀洼地规模也较大
。

表 2 广东省红层溶斗和溶蚀洼地与岩石化学成份对照衷
T a b

.

2 T h e e o n tr a s t l i s t o n k a r s t fu n n e l
.

` Ie p er s s i on
a 一、 ` ! e h e ln l e a l e ( ) 一刀 p ( ) s i t 一̀ 川

o f t h e r
oc k i , 1 r e d be d s i n G u a n g d o n g }

, r o v i
l飞 e c

红红红 计计 溶斗斗 长径径 最大的溶蚀洼地地 溶 蚀蚀 岩 性 描 述述 岩样的化学成份
〔 忆夕 )))

层层层 算算 和溶溶 大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于 洼 地地地地

构构构 面面 蚀洼洼 1以)mmm 面面 长长 的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造造造 积积 地数数 的溶溶 积积 径径 大 深深深 力解自 自 乙
、

宕宕

盆盆盆 ( k m
,
))) 量量 蚀洼洼 ( k m ))) ` m ))) 度度度度

地地地地 ( 个 ))) 地数数数数 (
11 1

)))))))

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个 )))))))))))))

星星 子子 14
.

9555 7 000 2 111 0
.

2 999 9 1000 8 111 萦红色砾状石灰岩岩 8 7
,

6 7 ~ 8 9 0 8 0
.

6 7 一 6 0 444

`̀

连县 ))) 6 2
.

444 3 777 99999 红岩N N EEE 即即 为主主 1牛飞 2 0 0
.

:弓777

坪坪 子,, 3 97
.

9乞乞 777 lllll s l o mmm 田 头河新新 萦全1
_

色含钙质砂岩岩 金又鸟岭 东门门

(((乐昌县 ))))))))))) 2 oooo 尾场西面面 为 主
.

火薄层诱镜镜 1 2
.

7 6 000

尹尹于 霞霞霞霞霞霞 广北林场场 狈洲〕mmm 状砾状 子, 灰 丫宁宁 大桥镇 乱 ( , 滩寨寨

(((丫化化化化化化 走马岭村村 10余余 紫红色 石砾岩
.

局局局

曲曲犷j
_

县 ))))))))))) 西面面 锦石岩东东 部含 < 20 %的石灰灰灰

1111111111111oooo 3 00 mmm 岩砾石石石

燕燕燕燕燕燕燕岩西面面面面面

5555555555555 50 mmmmmmmmm

2
·

1 3 地下 河 广东省最大的红层地 下河一一红 岩
、

黑岩 位在 星子镇
,

出水洞 口 相距

7 3 Om
,

在公路附近
。

红岩地 F河 该地下河从大潞边镇的白庙仔两头岩进水洞始
,

大致由北向南
,

在高程

4 ()0 余米的红层岩溶低山峰脊
、

溶蚀洼地的地下深处流动
,

到红岩出水洞至少长 2
.

4 k m
,

其间有

两处各10 0m长的封闭深洼地
,

地 F河水短暂露出
。

它是我国较长的红层地下河
。

两头岩进水

洞高程 24 0余米
,

红岩出水洞高程 160 余米
,

落差80 m
。

红岩洞口是个裂点
,

高出洞外平原河床

30 m, 与星子平原上第二级河流阶地接近
,

显示红岩地下河是在中更新世或以前形成 l3j
。

现

在已利用裂点地形蓄水建电站
。

地下河洞道中
,

有厅堂状洞穴
,

局部洞高40 一 50 m
* ,

宽约

巾

广东省地质局
,

1 :

20 万连县幅区域水文地质普查报告
,

1骆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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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
。

向上 10余米则为上层洞道
,

雨季时
,

上层洞穴才有水流
,

并有石钟乳等各类次生化学堆

积物
。

黑岩地
一

下河 该地 下河的进水处是人不能进人的落水洞
,

位在清江乡客洞和大真办村

附近
、

竹壳岭 ( 4 43
.

4 m高程 ) 西坡的陡崖 下
。

黑岩地下河自西北穿过竹壳岭深处向东南流
,

在

红岩西南的公路旁出口
,

地下河进
、

出口距离 1
.

kZ m
。

进 口高程 190 m
,

出口高程 1 40 m
,

与星子

平原上第 一级阶地相当
。

洞口直径 s m
。

2
·

1
.

4 溶洞 在红层地表岩溶很发育的地区
,

地面出现的溶洞口径可达几米
。

上述红岩
、

黑岩地 下河的空间就是有水的大型溶洞
,

但较少见
;
在红层地表岩溶发育中等的地区

,

多为数

分米至 1米口径的溶洞
。

坪石金鸡岭西门附近就有 1米余直径的层状水平溶洞
。

金鸡岭旅游区

最大的溶斗一一蛋谷的谷坡可见水平
、

顺层发育的溶洞 10 余个
,

直径为几分米
;
在红层地表岩

溶发育差的地区
,

其地面溶洞大小
,

多为数厘米至数分米
,

而地 下则可能有大溶洞
。

丹霞盆地

南部田螺冲煤矿和该盆地北部的格顶煤矿
,

地面红层岩溶不发育
,

地下却各见溶洞高达 22 m

( 32 号井 )和 19
.

84 m (原 6 9号孔 *) ;
清远市小市附近的红层丘陵中地表岩溶亦不发育

,

而在拟建

市府办公楼的二个钻孔中却见三个溶洞
,

洞高分别为 5
.

66 m ( P
. ,

孔 )
、

3
.

so m
、

.2 oo m
、

( P一

孔 )
* * ,

试桩时地面产生塌陷
。

由于长期将本属于碳酸盐岩的
`

灰质砾岩
’

归人碎屑岩类
,

致使

人们思想麻痹
,

产生错觉
,

误认为在红层上搞工程是安全的
,

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红层地 下的岩溶比地表的发育
,

除 r 深部可能夹有碳酸盐岩透镜体外
,

原因主要是地表风

化
、

剥蚀作用强
,

富含碳酸钙的碎屑岩类红层经风 化后抗蚀 力差
,

潜蚀溶蚀形成的洞穴难保存

下来
,

唯有石灰岩类的红层洞穴才能保留至今
。

2
.

2 溶积地貌 广东要!
_

层溶积地貌的类型和形态与石灰岩类相似
,

不同点
:

一是溶积地貌

数量少
、

密度低
;

二是形体小
;

二是溶积物属泥 一石类
,

与石灰岩的坚硬较纯的碳酸钙溶积物不

同
,

红层岩溶的溶积物是泥质 ( 白色或棕 黄色粘性 !
_

)与石质 (白色较纯的碳酸钙 )夹杂在一起
,

而且随着时间延续和形体增人
,

其较
, , t形成的泥质将逐渐被坚硬的碳酸钙石质代替

。

最常见

的要f层溶积物是泥 一 石钟乳
,

多见于红岩和黑岩地 卜河
、

溶洞顶部和陡崖壁上
。

此外有泥 一石

瀑布
,

只在星子镇黑岩至龙泉庙附近2条沟谷的裂点见儿处
,

高 2 一 10 m
。

黑岩附近沟谷中泥 一

石瀑布的化学成份
:

方解石91
.

46 %
、

自云石 o
.

)0t %
.

酸不溶物5
.

17 % (其中51 0
, 3

.

31 %
,

总

F o O
。 0

.

4 8% )
,

与石灰岩相似
门

3 红层岩溶地貌与丹霞地貌

.3 ! 丹霞地貌的概念 丹霞地貌是紫红色水 平或缓倾斜沉积宕形成的陡崖群地貌
。

以丹

霞地貌术语的发源地一一广东省丹霞山为代表的丹汲地貌典型特征是
:

( 1 )由白至纪紫红色砂

砾岩组成
; ( 2) 岩层倾角小于 15

“ ;

( 3) 陡崖群高度普遍人于 30 m ;
( 4) 陡崖壁的红层层理凹槽明

显
。

*

广东省地质局
.

广东省水文地质图说明书
.

1分民l年 4月

, 中

广东省地质矿产局物探大队
.

小市新城清远市政府力
、

公楼 (补充 》勘测报告
.

1郊吟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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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红层岩溶地貌与丹砚地貌的关系 上述丹霞地貌的概念是以地表形态为特征的
。

兴

红层岩溶地貌很发育时
,

形成常见的石灰岩类岩溶地貌
,

不形成丹霞地貌
,

以清江乡北部临武

盆地 ( K
.

)
、

南部星子 ( E )和坪石田头 ( K
,

)等红层边缘地带为代表
。

那里石牙
、

溶斗
、

溶蚀注地
、

地 下河很发育
,

但是陡崖少
、

形体低矮
,

没有陡崖群的景观
,

陡崖壁上的层理凹槽很不明显
,

它

是由紫红色的厚层砾状石灰岩组成的
,

岩壁表面长满藻类
,

呈灰色
,

外貌与石灰岩相似
; 当红层

岩溶地貌发育中等一差
,

以及没有形成红层岩溶地貌时都可能形成丹霞地貌
。

红层岩溶地貌

发育中等以坪石金鸡岭
、

姊妹石为代表
,

它是公认典型的丹霞地貌
。

那里主要由含钙质和钙质

紫红色砂岩 ( E )组成
,

夹有几 十公分厚的多层砾状石灰岩透镜体
,

形成几层水平溶洞
,

其直径

可达 1米余
,

有短小的地下河
、

几十个溶斗 (金鸡岭游览区有5个溶 斗 ) 和溶蚀洼地
,

砾状石灰岩

层有的形成崖壁凹槽
,

而厚层钙质砂岩突出呈额状崖
,

陡崖壁上亦可见泥 一石钟乳
。

这些红层

岩溶地貌丰富了坪石丹霞地貌
,

可称为丹霞岩溶地貌
。

红层岩溶地貌发育差的以丹霞盆地为

代表
。

那里主要由含钙质的白坚纪紫红色砂砾岩组成
,

4 00 k侧 范围有几个溶斗
,

其它岩溶地

貌少见
。

没有发育红层岩溶地貌的地区
,

以南雄县苍石乡为代表
。

苍石位在南雄红层构造盆

地北缘的丹霞群砂砾岩上
。

该盆地四周除周田至顿岗镇
、

梅岭镇有小面积石灰岩外
,

其余都是

非可溶岩山丘
,

碳酸钙来源少
,

苍石的紫红色砂砾岩的砾石全是石英岩
,

为数厘米棱角状碎

石 那里陡崖群发育
,

崖高 50 m 以上
,

近水 平的层理凹槽醒目
。

经采样分析
:

砾岩胶结物的方

解石只有3
.

5 4 2%
,

白云石 0
.

0 0%
,

而酸不溶物占9 2
.

6 5% ( 5 10
, 7 6

.

5 2%
、

T F e :

0
、 1

.

6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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