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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时空演化问题初论

邹成杰

(能源邵水利邵贵印勘测 设计研究院 )

何宇彬

( 同济大学 )

提 要 当前对喀斯特地貌发育机理及演化 规律的讨论
,

不仅涉及复

杂的学术问题
,

而 且也涉及到认识论问题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各种内外因紊十分复杂
.

在地质结构等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
,

新构造运动及河流排水墓准面
,

对喀斯特地貌的发育和演

化起着重要 的控制作用
.

笔者提出喀斯特地貌发育的
“

时空演化论
” ,

其

主要 内涵 是
:

喀斯特地貌发育和演化是在 自然界 一 定的时间和空间领

域内进行的
,

它具有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性
,

同时又具有空间有序的分

带性
.

喀斯特地貌的时态及 形态有一定的演化和配置规律
。

关键词
.

时空演化
;
量变质变

,
阶段性

,
分带性 , 同期异形

;
不 同期不同

形
.

0 前 言

对喀斯特地貌发育理论的研究
,

在国内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

国外提出的地貌
“

循环演化

论
” ,

至今仍无明显进展
.

国内一些新的观点已纷纷见晓
,

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
,

用以解释

各种喀斯特组合形态的成因和演化规律
。

近年来我们详读了朱学稳同志的《峰林喀斯特的性质

及其发育和演化的新思考 》一文
,

也拜读了其他学者的关于喀斯特地貌演化等方面的论文
,

深

受启发
。

认为该文提出的
“
同时态系统演化

”

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
,

但总感到还有一些问题有

必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下去
.

因此
,

笔者提 出
“

喀斯特地貌发育时空演化论
”

的新观点
,

愿与学

术界同仁共同探讨
.

本文中不少问题虽然 已有公论
,

但作为一种综合的系统的观点
,

尚属首次

提出
。

由于篇幅所限
,

所论述的内容是概括性的
、

初步的
、

深入的讨论
,

今后尚可继续进行
。

喀斯特地貌发育理论的回顾

有关喀斯特地貌发育理论研究
,

近一个世纪以来
,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

相继提 出了
“

循环演化论
”

( 以W
.

M 台维斯为代表 ) ; “

渐进演化论
”

(以何宇彬
、

杨明德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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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地壳上升速度与剥蚀速度对比论
”

(以张之淦
、

卢耀如为代表 ) ; “ 同时态系统演化论
”

(以

朱学稳
、

朱德浩为代表 )等观点
,

使这一基础理论逐渐深入
,

并具有中国的研究特色
。

下面对这些主要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

1
.

1 喀斯特地貌的循环演化论

国外一些学者把喀斯特演化归纳为
“

幼
、

青
、

壮
、

老
”
四个发育时期

,

也就是四个发展演化阶

段
,

并形成喀斯特地貌循环演化论
。

笔者认为
,

这一论点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演化规律
,

其

演化动力主要是地壳升降运动
.

此一论点的主要缺点是
: 1 )对水动力因素的重要性强调不够

,

2) 只注意了时间概念
,

而忽略了空间概念
; 只注意喀斯特发育的阶段性

,

而忽视了喀斯特发育

的分带性
,

把复杂的自然现象过于简单化了
。

尽管如此
,

它仍体现了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思想
,

不

丧失其应有的科学价值
。

1
.

2 喀斯特地貌的渐进演化论

六十年代以来
,

我国学者何宇彬 lj[
、

张世从 zj[
、

杨明德 aj[
、

宋林华 [’j
、

熊康宁
〔 5〕
等人

,

强调了

新构造运动和水文 网的控制作用
。

认为由于不同地貌部位的水动力条件各异
,

导致了喀斯特组

合形态的有序分布
.

这些观点
,

较上述观点
,

又前进了一步
。

1
.

3 地壳上升速度与剥蚀速度对比论

张之淦〔 ,] 提出了这一观点
。

其主要内容是
:

以新构造运动的上升或下降性质为主导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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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升速率大于剥蚀速率时发育峰丛
,

当两者接近时形成峰林
。

卢耀如
〔 7〕
则以地壳升降运动与剥蚀和沉积速率对 比的方法

,

把中国喀斯特地貌发育划分

为八种演化模式
。

此种观点的主要优点
,

在于抓住了地壳升降运动与剥蚀速度之间关系这一条

主线
,

论述了喀斯特地貌的发生与演化
。

不足之处
,

在于未能阐述喀斯特地貌发育阶段性
。

1
.

4 同时态系统演化论 (即同期异形论 )

朱学稳 8[] 和朱德浩闭提出了这一新观点
.

认为
,

喀斯特地貌的时态及形态有一定的配置关

系
,

在相同时期发育的喀斯特组合形态不是单一的
,

而是多种多样的
。

如桂林地区峰丛洼地与

峰林平原共存于一体
,

互相配置
,

表现出喀斯特的
“

同期异形
” 。

笔者认为
, “
同时态系统演化

”

论有其独特见解
,

对喀斯特地貌的理论研究是有贡献的
。

但

它强调的多是在同一个
“

自然单元
”

内的横 向对 比
,

而 回避了对于相邻地区或在更远的地区的

峰林喀斯特
,

在时间上如何对比 ? 特别在不同高程剥夷面上的峰林喀斯特在时间上如何对比?

另外
,

在该文中
,

基本上未涉及峰林喀斯特在纵向发展的继承性和阶段性问题
。

尤其是作者试

图用
“
同时态系统演化

”

论
,

来取代喀斯特地貌发育的阶段性
,

或者试图回避
。

也许
,

该作者想在

另一篇文章中
,

再论述这些问题
。

所谓
“

同期异形
” ,

仅仅是喀斯特地貌演化中的一种模式
,

而不

是演化模式的全部
.

因此认为
,

对于这些学术问题
,

还是应当进一步深入思考的
。

2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时空演化论

2
.

1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基本因素分析

对于喀斯特地貌的研究
,

首先应从发育的基本因素开始
。

虽然这已是公论的问题
,

但其中

仍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

从哲学观点讲
,

通常把喀斯特发育的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
,

如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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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1 A n a l yt i
e a l m

a p o f k a r s t d e v e lo p m
e n t f a e t o r s

令喀斯特地貌的总体为 K : ,

地貌演化的时间序列为 K t ,

空间 (包括 X
、

Y
、

Z 三维空间 )序

列为 K w
,

则
:

K
: = f ( K t

,

K w ) ( 1 )

K t
、

K w 均包含有各 自的影响因素
,

因此
,

K
: 一 f ( K A

,

K B
,

K C
,

K D
,

K E
,

K F … … K X ) ( 2 )

式中
:

K A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岩性序列

K B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地质构造序列

K C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新构造序列

K D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气候因素序列

K E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水文序列

K F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地下水 (水动力
、

水化学等 )序列

K X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其它环境因素

在图 1 中
,

至少有 6 个以上的影响因素
.

新构造是地壳内部的一种能量变化的反映
,

它不

仅可以直接影响着原始地面或后期剥夷面的形成
,

而且对喀斯特地貌的形成与演化有着重要

的控制作用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新构造运动应是影响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内因
,

而不是外因
。

“

事物矛盾的法则
,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
” 。 “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
,

互相联系着
,

不但在一定条

件下共处于一体中
,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
,

互相转化
” .

在喀斯特地貌发育的诸因素之间也是如

此
.

根据这一原理
,

我们提 出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时空演化模式框图 (图 2 )
。

可溶岩与具侵蚀性的水是一对主要矛盾
,

其中可溶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

但在地壳强烈上

升或河流排水基准面快速下降的情况下
,

会使两岸地下水坡度增大和流速加快 (即动能增大 )
,

于是地下水变得十分活跃
,

侵蚀或溶蚀作用也会加强
。

在这种情况下
,

地下水作用则转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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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方面
,

此时
,

我们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水动力条件上
。

由此说明
,

我们在研究喀斯特发育的

对立统一规律时
,

不仅要研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

还应当研究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
。

只有这

样
,

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地区不同条件下
,

或不同地 区同一条件下
,

喀斯特地貌发育

和演化会如此千差万别和丰富多采
。

喀喀 斯 特 地貌的时空演化化

时时间序列 (K钊钊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发发生与发展展展 带带带 各种内外因素的的
性性性性性性 对立统一一

由由量变到质变变变 各种组合形态的的

对对对对立统一一

演演化的自然阶段段

初初初初 各各各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期期期期 种种种 飞飞飞 以以以 以以
形形形形形形形 候候候 地地地 亏可可

态态态态 为为为 壳壳壳
: 云云

组组组组 主主主 升升升
/ l) 七七

之之、、、
分分分 降降降 排排

口口口口 带带带 为为为 水水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 基基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准准

带带带带 面面
为为为为为为
主主主

分分分
带带带

图 2 喀斯特地貌时空演化图

F 19
.

2 M
a p s h o w in g t i m

e 一 s p a e e e v o l u t io n o f k a r s t l a n
d f o r m

2
.

2 喀斯特地貌的时空演化探讨
“

时空演化论
”

的内涵是
:

喀斯特是在 自然界时间与空间领域内发育和演化的
,

它具有由量

变到质变的阶段性
,

同时又具空间有序的分带性
。

从而构成在时空领域 内的喀斯特地貌总格

局
。

单纯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

都难以对喀斯特地貌的发育作出全面的认识
。

下面分别讨论喀斯特演化的阶段性和空间有序的分带性
。

2
.

2
.

1 喀斯特演化遵循 由
“
量变到质变

”
的阶段性

关于喀斯特地貌发育的阶段性和喀斯特地貌的新老关系问题
,

本是已经解决的问题
,

但近

年来
,

有些论文试图否定或不予提及
,

因此
,

作者想论述一下自己的认识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阶段性
,

是
“

时空演化论
”

的核心
.

宇宙间任何事物的生成和演化
,

都经

过
“

量变到质变
”

的过程
。

量变是质变的积累
,

质变是量变的飞跃
,

也是阶段划分的依据
。

我们可以先解剖一下孤立的
“

峰林
” ,

它决不会是和原始的古溶原面同时生成的
,

而是经过

可溶岩的逐步被溶蚀
、

侵蚀和分割
,

最后才塑造出来的
。

这就是由量变到质变
,

这里就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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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林
”

的生成时代问题
。

从现期看
,

地壳上的各种喀斯特地貌都同处于一体
,

年龄都是近似的
,

然而
,

这完全是一种错觉
.

我们说一种喀斯特地貌的时代
,

只能说它们的形成时代
,

而不是现今

的时代
.

既如此
,

喀斯特地貌的年代问题就不可千篇一律的认为都是同一时期形成的
。

再说
,

中国大陆三级剥蚀面是客观存在的
,

各种喀斯特组合形态都是在剥蚀面上发育起来

的
,

既然剥蚀面上有新老之分
,

那么在其上发育的喀斯特形态也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差异
。

如在

贵州省境大娄山期 ( E )和山盆期 ( N )的剥蚀面上
,

都有峰丛
、

峰林和溶洼
、

溶盆
,

但他们应属
“

不

同期而同形
”
的景观

。

高一级剥蚀面上溶洞形成时期一般应早于低一级剥蚀面上的溶洞
。

因而

在研究中国喀斯特地貌时
,

不能忽视剥蚀面的控制作用
,

如同在河流两岸
,

不能忽视河流阶地

与成层性的溶洞可以对 比一样
.

为了论述喀斯特地貌在时间上的演化关系
,

我们把喀斯特地貌发育归纳为三个阶段
,

即初

期阶段
、

中期阶段和晚期阶段
.

由于各种喀斯特地貌的发育都是有地表水文网参与的
,

因此
,

在论述这三个阶段时
,

总是

以河流为中心
。

如果没有排水基准面
,

就不可能存在垂直河流的横向水流运动
,

也不可能形成

由分水岭至河谷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差异
。

现将
“

从河谷到分水岭
”

喀斯特地貌的演化模式用图

3 表示
:

河

流 A

地下河水位及流向

11 一川 I 份 l 川

`奋夕 - 二
二 - - ` 函. .口 . ~

.
叫. . . . . 月 . . . 刁 . . , 、 于卜 ~ ~ 一

N 1 11 1

~

气5

]
T

巨〕
2

国
3

园
4

图 3 以河谷为中心喀斯特地貌三阶段演化模式

F ig
.

3 T h r e e 一 s t a g e e v o lu t i
o n m o

d
e l o f k a r s t la n d f

o r
m w i t h r

i
v e r v a ll e y a s t h e e e n t r e

1
.

分水梦
. 2

.

谷坡 : 3
.

岸坡 . 4
.

河 谷

初期阶段 ( 图 3 A ) 在古溶原面上最早发育的岩溶形态
,

是大量的溶沟
、

溶槽和石林等
。

此

期
,

河流切割深度仅数米至几十米
,

属浅切割河流
,

两岸地下水坡度平缓
,

导致侧向水平作用占

优势
.

在滇东陆良
、

罗平地区和黔中安顺地区
,

喀斯特地貌均属峰林或丘峰洼地型
,

从总体上看

应为中年期地貌阶段的产物
,

然而
,

由于当地河流的发育
,

又使其向初期阶段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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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阶段 (图 3 B) 在新构造上升运动支配下
,

河流排水基准面迅速下降
,

河流深切
,

地表

支流及地下水运动为了适应最低的排水基 准面
,

由分水岭至岸坡地下水位快速曝低
,

比降增

大
。

地下水运动在饱气带
,

以垂直循环为主
,

而在河谷两岸以水平循环为主
。

反映在地貌上
,

即

形成 了由分水岭至河谷的喀斯特地貌分带性
。

图 3 B 显示处于不同地貌部位喀斯特地貌的
“

同

期异形
”

景观
。

乌江中下游
、

红水河中上游的部分地区均处于这一发育阶段
.

晚期阶段 (图 3 C ) 在地壳相对稳定情况下
,

喀斯特地貌进一步发展
,

由分水岭至河岸
,

由

于侵蚀及溶蚀作用
,

喀斯特地面逐渐被夷平
,

地下水比降变缓
,

河流又演变成浅切割型
。

此时水

动力作用以侧向水平运动为主
,

峰丛逐渐解体
,

向峰林和孤峰演化
,

溶洼侧向扩展
,

向溶盆或溶

原方向演化
。

喀斯特组合形态又产生了质变
。

桂林溶原区已进入此一阶段
,

呈现孤峰林立
、

洞

穴成层的景观
。

图 3 的三个发育模式分别代表了由于地壳运动及水动力条件不同
,

导致喀斯特发育阶段

的不同
。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喀斯特三维空间的演化过程
,

现将三个阶段的喀斯特发育特征列于

表 l
。

表 1 河谷至分水岭喀斯特地貌发育阶段特征

T
a b

.

1 C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o f k a r s t Ia n
d f o r m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t a g e f r o m r i v e r a n d v a l le y t o w a t e r s h e d

发育阶段 初期阶段 中期 阶段 晚期 阶段

地表水特征 溪流
、

散流 河流
、

伏流 河流
、

溪流

河流切割深度 ( m ) 浅切割 深切 刻 浅切刻

地 下水坡度 缓 陡 缓

地 貌水平分 带 未 显示 I
、

, 、 , 、 W l 、 , 、 VI

岩 溶组合形 态 漏斗
、
石 牙

、

溶沟 峰丛
、

深洼地 峰林
、

盆地

由表 1 可见
,

喀斯特地貌的发育
,

由初期至晚期
,

构成一套完整的喀斯特地貌发育模式
。

2
.

2
.

2 喀斯特地貌空问有序的分带性

在此主要研究两个问题
:

2
.

2
.

2
.

1 喀斯特地貌时态与形态的配置问题

基于前述
,

喀斯特地貌时态与形态是统一的
,

具有一定的配置规律
。

可归纳为四种类型
:

( l) 不同期而同形
。

在中国地形结构的第二级阶梯上 (雪峰山以西 )
,

保留着两大剥蚀面
,

在

黔
、

湘西和鄂西地 区
,

为大娄山期或鄂西期及山盆期或山原期
,

其上的喀斯特景观大体相似
,

正

地形为丘峰或溶丘
,

负地形为溶洼或溶盆
,

代表了亚热带的喀斯特
。

它们均属
“

不同期而同形
”

的产物
。

如黔中普定地 区的化处
,

有
“
小桂林

”
之称

,

发育峰林
一

溶原景观 (图 4 )
,

但它的形成时代属

第三纪 ( N
Z
)产物

,

而桂林地区的峰林 一溶原则属第四纪 ( Q )的产物
。

两者相对 比
,

均为
“

不同期

而同形
”

的典型实例
。

( 2) 不同期不同形
。

各级剥蚀面上的喀斯特组合形态不同
,

如猫跳河上游平桥地区
。

山盆

I ,

亚期为峰丛溶洼
; 山盆 l :

亚期则表现为峰林溶盆 (图 5 )
。

( 3 ) 同期同形
。

滇东的开远及 师宗地区 (高程 1 8 0 0 ~ Z 0 0 0 m ) 和黔 中的安顺地 区 (高程

1 2 0 0 m )
,

均发育为峰林
一

溶盆地貌
,

应属同期 ( N )同形 (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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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黔中普定地区峰林一溶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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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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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P u d i
n g

, a r e a o f C e n t r a l G u
i
z h o u

1 3 5 0

巨口
!

巨口
2

图 5 喀斯特地貌
“

不同期不同形
”
剖面示意图

F i g
.

5 cS h e m a t ie s e e t io n s h o w i
n g th e d if fe r e n t k a r s t la n d f o r m f e a t u r e a t d if fe r e n t s t a g e s

1
.

山盆早期 峰丛溶洼 ; 2
.

山盆晚期 丘峰谷地

图 ` 黔中安顺峰林
一

溶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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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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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期异形
.

由于喀斯特发育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
,

尽管是同一时期 (或阶段 )发育的喀

斯特
,

但 由于所处部位的岩性
、

构造
、

水文等因素不同
,

从而使发育的喀斯特组合形态各异
。

朱

学稳研究的一些实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图 7清楚地反映了漓江两岸不同部位的
“

同期异形
”

地貌
,

呈现
“

峰丛洼地与峰林平原配置共存
”

的景观
。

7 O0 m

60 0

50 0

4 0 0

3 0 0

20 0

10 0

0

图 , 桂林附近峰丛
、

孤峰和残丘的
“

配套分布
”

.t]

(草厚 你根据地形
、

地质 图如实绘制 )

F 19
.

7 A e o m p l e t e s e t o f f e n g e o n g
,

fe n g li n g
,

i
s o

l
a t e d p e a k a n d r e

m
a

i
n d e r

m
o u n d r o u n d G

u il i
n

图 8 是贵州南部地区比较典型的喀斯特立体地貌图示 l0[
〕 。

于产状平缓的灰岩地 区发育棋

盘格式分布的峰林
,

而在产状陡立灰岩地 区
,

则发育呈条带状排列的连座峰林
,

说明地质构造

因素对
“
同期异形

”
地貌的控制作用

。

图 8 黔南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模式 (据张世从等 )

F ig
.

8 T y p i
e a l k a r s t l a n d f

o r
m d e v e

lo p m
e n t m o d e

l
,

S o u t h e r n G u i z h o u

上述四种类型喀斯特地貌的存在
,

反映了
“

时态
”

与
“
形态

”
配置的复杂性

。

遗憾的是
,

由于

我国喀斯特地貌年代学发育滞缓
,

至今也难解决各级剥夷面的绝对年龄等问题
,

只能使用相对

的地质年代概念
,

给喀斯特地貌时空对比带来了困难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



第 1 期 邹成杰等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时空演化问题初论

喀斯特地貌时空演化的研究
。

2
.

2
.

2
.

2 喀斯特地貌空间有序的分带性 问题

喀斯特组合形态的有序的分带性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些影响因素分带性 51[
。

如由云贵

高原 (亚热带 )到桂东溶原 (热带 )具气候分带性
;
由河谷至分水岭

,

具有地表水和地下水动力条

件的分带性
;
由云贵高原 (强烈上升 )至桂中 (过渡 )

、

桂东 (相对稳定 )的新构造运动上升强度逐

渐减弱
,

这是另一种影响因素的分带性
.

由于上述影响因素的分带性
,

导致喀斯特地貌的分带性
。

从客观的角度出发
,

中国大陆由

于受喜山运动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

其地形结构由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
.

其中青藏高原为第一阶

梯 (大于 2 0 0 o m )
,

以峰丛 山地为主要类型
;
滇东

、

黔 中
、

湘鄂两地区属第二阶梯 (高程 2 0 0 0 ~

I 0 0 0 m )
,

以峰丛溶洼为主要类型
; 广西盆地

、

湘中盆地构成第三阶梯 (高程 20 0一 50 Om )
,

以峰

林溶盆为主要类型
;
在这些阶梯面上

,

均有喀斯特地貌分布
。

由于地形结构的变化
,

支配着地表

水文网和地下水动力条件的变化
,

同时也控制喀斯特地貌组合形态的有序配置
。

地表水文网与地下水动力条件
,

控制着 由分水岭至河谷的喀斯特地貌分带性 (见图 3 )
,

已

为很多学者所注意
〔“ 〕 。

如在峡谷区
,

由分水岭至河谷
,

可分为峰丛溶洼~ 峰林溶盆~ 峰丛谷地

~ 深切河谷几个地貌分带 (图 3 B)
。

在宽谷地区
,

由分水岭至河谷
,

可分为峰林溶洼~ 峰林溶盆

~ 浅切河谷几个地貌分带 (图 3 C )
。

在云贵高原的大河两岸
,

此种喀斯特地貌的分带性
,

已形成

普遍规律
,

其分带发育特征如表 2 所示
。

表 2 由分水岭至河谷喀斯特分带规律及特点 ( 以中期阶段为例 )

T a b
.

2 K
a r s t z o ll a t io n fr o

m w a t e r s h e d t o r
i
v e r v a l le y一 a e a s e s t u

d y o f oS
u th e r n

G
u

i
z h o u

I (分水岭 ) I (谷坡 ) l (岸坡 ) VI ( 河谷 )

岩溶形态 峰丛
、

洼地
、

落水洞 峰林
、

谷地
、

盆地
、

落水

洞

峰丛
、

洼地
、

落水洞
、

竖

井

谷岸溶洞 发育 呈层楼状
,

多

与河流 阶地相适应
。

河床多

见 溶洞

岩溶水文

条件

降雨集水面 积小
,

地表

迁流少
,

多垂直入渗

降雨集水面较大
,

时有

明流与伏流

降雨集水 面积小
,

地表

迁流少
,

多垂直入 渗

降雨集水 面积小
,

迅速排入

河流

岩溶水动

力条件

地下水埋截深
,

水力 比

降缓
,

流速慢

地下水埋深浅
,

水力 比

降缓
,

流速快

地 下 水埋 截 向河谷 逐

渐加深
,

比降逐渐加 大

在补给型河谷 区
,

地下水流

呈 收数状
,

时有承压水

岩溶发育

程度

垂直循环带厚
,

发育程

度弱

垂直循环 带薄
,

发育程

度较强

垂 直循环 带厚
,

发育程

度强

发 育程度 强
.

泉水
、

暗 河 出

口 多见于此

3 结 语

( l) 喀斯特的发育和演化是在 自然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领域 内进行的
.

喀斯特发育具有由

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性 (过渡 )
,

这是该时空演化论的精髓
; 喀斯特发育同时又具有空间有序的分

带性
,

这是该时空演化论的躯体
。

( 2) 喀斯特发育
,

可以划分为初期
、

中期及晚期阶段
。

在此
,

我们强调 了作为内因的新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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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外因的河流排水基准面以及水动力条件的重要作用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阶段性
,

是客观

存在的
。

研究喀斯特地貌的年代
,

主要是它们开始形成年代
,

而不是现今的年代
.

( 3) 喀斯特地貌的空间分带性是客观存在的
,

在一定的地域内
,

喀斯特地貌时态与形态的

配置是有规律可循的
。

我们归纳四种类型
,

即同期同形
、

不同期同形
、

同期异形及不同期异形
。

深入研究这四种喀斯特地貌类型是有意义的
。

( 4) 剥夷面在中国大陆上也是存在的
,

如同河流阶地一样
,

有形成时代的新老之分
.

至于它

们的确切时代问题
,

目前尚无定论
。

我们确信
,

随着地质
“

年代学
”

的发展
,

此问题迟早会得到解

决
。

但不能 由于时代问题尚未解决
,

而否定不同时期剥夷面及不同时期喀斯特峰林的存在
。

笔者认为
,

喀斯特地貌发育的
“
时空演化

”
问题

,

是综合前人对于喀斯特地貌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提出的
,

能较全面地揭示喀斯特发育和演化规律
,

较好的解释自然界各种纷繁的喀斯特地

貌现象
.

尽管很多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
,

而且多有深思熟虑
,

但作为一种新的时空演化观

点提出
,

还是有意义的
。

限于篇幅
,

论述还欠深刻
,

难免谬误之处
,

愿与广大喀斯特地貌学者共

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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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岩 传说舜帝南巡到龙头岩
,

见这 里的山 水格外幽
、

美
、

奇
、

绝
,

因 而诗兴大发
,

信手在宕璧上用朱砂

挥写 了一个
“
山 字

” 。

写后端详良久
,

觉得太平常
,

不足以表达 自己对此处 山水 的厚爱
,

于是又在
“
山 ”

字下添写

了个
“

良
”

字
.

这个 独特的
“

岌
”
字就这 么创过 出来的

,

为这里的山 峰所专有
.

龙头岩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化到伙和水流任性 作用
,

已变得 突兀崎峋
。

山簇上 一些比较韧性 的薄层 页岩受

构 造应力的挤压而弯曲 摺皱
,

像一本本年代久远 已被操 皱的大 书
.

龙头宕的东
、

西
、

北三面是急崖陡 璧
,

无径上山
。

千米石峰仅可从临广西的南面攀援石径 盘旋而上
.

至 山

顶
.

有一木庵立 于林木旁侧
,

庵堂 已绝香 火
,

渺无人边
。

天并中有一井泉
,

偏旁伸手可 及泉面
。

据 向导介绍
,

这

泉 无论天早雨涝都不落不 溢
,

提走一 捅
,

旋 即又涨回
.

泉水含多种犷物质
,

水质极佳
,

可疗疾防病
,

明 目乌发
。

当年红军撤离井岗山
,

数 百名 伤兵银 转来到之山
,

就陈藏在龙头岩这座木庵里
.

在缺 医少药的极端困难情况

下
,

伤员们就靠这眼 井泉洗涤伤 口
,

竟然挽教 了大批生命
.

现岌山 已辟为湖南省天然公 园
,

香港商人王伯勒先

生投资开发
,

准备利 用这 里的并泉生产犷泉水
,

开辟断的风景游览区
。

钟灵放秀的之山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新奇景
.

点
,

如 十八罗汉
、

龙 口 朝 阳
、

将军岩
、

夫妻宕
、

头枯岩
、

美女枝头
、

紫霞洞
、

分水石
、

夫夷江 泛舟子胜景
,

像硕领难璨 的明珠橄在百 里 山水之中
,

如一幅长卷山水 画
,

令人艳 羡
.

有

关部门考察后给予高度 评价
,

说岌山
“
融张 家界的奇伟与 a 林 山水 的清秀于一休

” ,

充满风韵
.

之山一游
,

足可

回味 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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