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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南方喀斯特集中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喀斯特地形地貌。位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内的兴文县拥

有国内罕见的完整喀斯特景观，丰富独特的喀斯特景观被朱学稳研究员誉为“兴文式喀斯特”。本文运用比较

法、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对兴文喀斯特与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以及天坑、溶洞、石林等典型

喀斯特旅游资源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资源优势。研究认为，兴文县完整的喀斯特流域上发育了类型丰富多

样、品位高、组合好且分布集中的喀斯特自然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生态焚苗文化资源，与“世界自然遗

产”中国南方喀斯特一、二期7个代表地一样具有代表性，具有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进一步补充、完善中国

南方喀斯特自然遗产资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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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广大喀斯特地貌的地区，其

中约占55％的裸露喀斯特地貌主要集中在贵州、云

南、广西、重庆、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南方地区，

展示了从平均海拔2 100 m的云贵高原西部到平均

海拔110 m的广西盆地东部，海拔逐渐下降2 000

m、横跨700 km的地貌过渡趋势[1_2]，其在地质地

貌、生物生态、美学、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世界价值(突

出普遍价值)长期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广泛重视和认

同，在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并在2014年得到了增补。

四川省兴文县位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内，全县

拥有国内罕见的完整喀斯特景观，被考察专家誉为

“喀斯特博物馆”，是一部罕见的喀斯特教科书-3一，曾

参加第一期“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遴选，并

于2006年被列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预备清单¨]。县

域内喀斯特以“世界级大漏斗，大量的流人型洞穴，完

整的喀斯特流域，优越的喀斯特发育条件，漫长的喀

斯特演化历史，古今不同阶段喀斯特发育的叠置、继

承和新生”口1的基本特征被总结为“兴文式喀斯特”，

并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凭借独具特色的兴文式

喀斯特、独特的古地理沉积岩层和化石景观，兴文地

质公园于2015年2月11日加人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成为我国第二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6]。

19世纪80年代后关于兴文式喀斯特的研究逐

渐增多。刘宝琚院士曾在兴文四龙下二叠统碳酸盐

岩中，首次发现了多层风暴岩和风暴流的沉积口]，兴

文风暴岩作为碳酸盐岩风暴岩的初次研究，为后来风

暴岩的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樊隽轩等人[8j对兴

文县麒麟乡五峰组一龙马溪组的黑色页岩开展了详

细的生物地层研究工作，发现并建立了可实现区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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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精确对比的12个连续生物带和组合。兴文天坑

还是天坑的发现地和命名地，1984年朱学稳与英国

学者Tony waltham合作对兴文县小岩湾天坑开展

了研究一9，Waltham一”一指出兴文天坑可能同时存在

塌陷型与侵蚀型，随后税伟等人：“1通过实地考察发

现，焚王山景区内的飞雾洞、道洞、沧水岩峡谷、楠星

天坑等喀斯特地貌代表了兴文喀斯特侵蚀型天坑的

演化过程，可以作为兴文侵蚀型天坑的形成遗迹，其

形成除了以流水侵蚀作用为主外，塌陷也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同时，关于世界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景观

评价一1L与喀斯特旅游产品开发_l二_“]，以及人类活动

对喀斯特资源的影响一”一等研究也不断增多。但目前

的研究停留在县域内喀斯特资源的评价与研究，缺乏

兴文喀斯特与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比较分析。本研究

拟通过对兴文喀斯特与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

产地以及典型喀斯特旅游资源的对比分析，总结兴文

喀斯特旅游资源的优势，为兴文喀斯特旅游资源开发

与市场开拓以及是否需要通过增补方式将兴文式喀

斯特加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提供

参考依据。

l兴文喀斯特概况

兴文县石林、溶洞遍布15个乡镇，素有“石海洞

乡”的美称，整个县域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喀斯特流

域，在这个喀斯特流域上发育了天坑、溶沟、石芽、石

林、峰丛洼地、峰林谷地等地表喀斯特景观和溶洞、洞

穴化学沉积物、各种地下河流沉积等地下喀斯特景

观，喀斯特景观类型丰富多样，且高度集中，主要集中

于兴文世界地质公园(由小岩湾石海、焚王山、泰安石

林和凌霄城景区组成)(图1)。

2兴文喀斯特旅游资源评价

在兴文县丰富的喀斯特景观中选取天坑、溶洞、

石林等3大类型的代表性喀斯特旅游资源作为评价

对象，参考《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和工作

指南》与相关研究成果，借助专家打分，采用层次分析

法(AHP)，对兴文喀斯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价值、美

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稀有价值及完整性

6个方面‘181叩的综合评价。其综合评价模型的基本

公式为：

X一∑nm
f一1

式中：X代表各喀斯特资源综合评价得分数，“为评

价因子的专家打分数，硼为评价因子在总因子中所占

的权重系数，i为第i项评价因子。采用1—9标度测

度法，邀请17位专家对6个评价因子在兴文喀斯特

旅游资源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评价，并经多次

反馈调整，得到资源综合评价因子判断矩阵和因子评

价权重，然后依据专家对喀斯特资源评价对象的评分

结果，最终分别计算出兴文喀斯特旅游资源中天坑、

溶洞、石林等3大代表性资源的得分以及综合得分

(表1、表2)。

专家对兴文世界地质公园主要喀斯特旅游资源

的评价以兴文县域内部的横向比较为主，同时也参考

国内外喀斯特资源的价值、特征和地位等资料。评价

结果显示：组成兴文喀斯特的“天坑、溶洞、石林”等旅

游资源综合评价得分较高；在各个评价因子中，科学

价值最高，其次为经济价值，再依次为美学价值、历史

文化价值、稀有价值和完整性。总体上，兴文县喀斯

特旅游资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美学价

值，这些价值奠定了其较高的旅游价值。

表l 兴文世界地质公园喀斯特资源评价因子与评价得分

Table 1 Evaluation factors and scores of karst resources

in Xingwen World Geopark

评价因子 权重
评价得分

天坑 溶洞 石林

科学价值

美学价值

历史价值

经济价值

稀有价值

完整性

0．404

0．131

0．111

0．189

0．087

0．079

表2兴文世界地质公园喀斯特资源评价综合得分

Table 2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karst resources in

Xingwen World Geo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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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兴文喀斯特景观空间分布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arst landscapes in Xingwen County

3 兴文喀斯特与中国南方喀斯特旅游资源类

型比较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遗产地保存了具有多样性

和标志性的内陆喀斯特景观，包括塔状喀斯特(峰

林)、剑状喀斯特(石林)和锥状喀斯特(峰丛)，以及天

坑、台原和峡谷等其他喀斯特景观。从中国南方喀斯

特主要喀斯特资源类型与旅游资源组合来看，各地喀

斯特旅游资源类型都丰富多样，但喀斯特旅游资源组

合差异较大。兴文喀斯特主要集中在兴文世界地质

公园156 km2的范围内，拥有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的

世界级天坑，规模巨大的地下溶洞群，4．6亿年前奥

陶系的豹纹石林和绵延地表二十余里的石海景观，这

些喀斯特景观全面反映了川南特定自然地理和地质

条件下喀斯特的发育过程和基本特色，是名副其实的

“喀斯特博物馆”和“喀斯特大观园”。与中国南方喀

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喀斯特旅游资源相比(表3)，

兴文喀斯特的最大优势在于喀斯特旅游资源丰富多

样、集中且组合好。在兴文县喀斯特流域内，同时集

中了天坑、溶洞、石林、石海等喀斯特景观，且喀斯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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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兴文喀斯特与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喀斯特旅游资源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karst tourism resources between Xingwen and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outh China Karst sites

然景观与喀斯特民族文化有机融合，交相辉映。

4典型喀斯特旅游资源对比分析

4．1天坑对比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的喀斯特天坑王国，全世界已发现

的81个天坑中，中国有51个‘2“。兴文县是我国最

早发现天坑的地区，同时也是天坑的命名地，白四川I

省兴文县发现大岩湾和小岩湾天坑以后(80年代

初)，陆续又发现了大量天坑(均是1994年之后才被

发现)，且主要分布在南方峰丛洼地喀斯特地貌区[22]

(图2)。兴文天坑群主要包括小岩湾天坑、大岩湾天

坑以及飞雾洞、道洞、沧水岩峡谷和楠星天坑，通过与

其他著名天坑(小岩湾、奉节小寨、乐业大石围、巴马

号龙等22个)在口部直径、口部面积、最大深度、最小

深度、深宽比、总容积、历史文化价值、伴生景观和周

围相邻景观资源等方面的对比(表4)，可以发现：小

岩湾天坑在口部直径和容积方面都居于前列，与世界

其他天坑相比也居于前列，是世界级天坑，居世界十

大天坑之列[4,23 24]，且与石林、石芽、峰林、洼地等景

观相邻，景观组合较好，共同构成完整的喀斯特发育

①资料情况由兴文县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局提供。

系统，是极好的喀斯特天然博物馆和科学研究的天然

实验基地，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旅游开发价值。

4．2溶洞对比分析

近30年来，经过中外多次联合洞穴探险活动，在

中国南方发现了大量的洞穴。截止2009年底，中国

实测长度超过5 km的洞穴有79个。其中长度大于

10 km的有26个；深度大于250 m的洞穴有62个，

深度大于400 m的洞穴有20个；面积超过20 000 m2

的洞穴大厅有24个[2⋯。这些大型洞穴绝大部分分

布于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其中主要大型旅游洞穴达

100个以上。

兴文县具有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的地

下溶洞群，目前已发现较大溶洞有260多个，其中洞

内表面积为l×105 m2以上的有10个，10 000 m2以

上的有50余个，具有代表性的溶洞有天泉}同、天狮

洞、天梁洞、神风洞、神龙洞、穿山洞、大小燕子洞、下

洞、大小峰蜗洞、大小渔洞、吊洞、山羊洞、太安大／小

龙洞、朝阳洞、甘泉洞、桫椤洞、莲花洞等①。兴文以

天泉洞、天狮洞为代表的洞穴群与国内代表性溶洞一

样都为多层洞穴系统，拥有规模巨大的地下溶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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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间规模、游览长度均居国内一流洞穴之列；从洞

穴各种沉积物来看，兴文县溶洞的洞穴沉积物类型齐

全，发育良好，且保存完整，尤其是天狮洞的百米石膏

花长廊，世所罕见(表5)。

图2 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部分天坑分布

Fig．2 Locations of some tiankengs in South China karst region

表4兴文天坑与国内著名天坑比较‘21，24_26]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Xingwen tiankengs and some famous tianke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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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深宽比计算采用的是最大深度平均口径直径。

表5 兴文溶洞与国内代表性溶洞对比∞-35]

Table 5 Comparison of Xingwen karst caves and representative karst ca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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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4．3石林对比分析

喀斯特石林是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中国南方

区是石林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其中，拥有高大石柱、

多样形态、分布广泛的云南路南石林是中国石林的典

型代表，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口⋯。通过与云南路

南石林比较(表6)，可以发现：兴文石林的突出优势在

于，在兴文县域内既有形成于2．5亿年前的二叠系灰

岩地层，呈现出“石芽式石海”，又有形成于4．6亿年前

的奥陶系宝塔组的灰岩地层，并与竹林交相辉映形成

生态古石林。中国南方喀斯特都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

史时期逐步演化而来，其形成的地质年代有较大差异，

而兴文县内时限相差2亿年的两个地层却近邻而居，

具有明显的地质独特性，且龟裂豹皮纹岩与竹林交相

辉映形成生态古石林，与路南石林相比具有一定的竞

争优势。

表6兴文石林与路南石林景观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stone forest landscapes between Xingwen and Lffnan

4．4喀斯特民族文化对比分析

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分布

区，尤其是贵州、广西、云南和四川等地，在“中国南方

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中，大部分都存在民族文

化的影子。云南路南石林拥有以“阿诗玛”为代表的

彝族文化，展示了独具特色的石林撒尼土著风情；贵

州荔波主要有布依族、水族、瑶族、苗族等民族文

化∽力；贵州施秉县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全县总人

口的51．12％，主要有苗族、侗族、彝族等民族文化；

广西桂林主要有壮族、瑶族、回族、苗族等民族文化，

但由于人类活动较频繁，喀斯特森林和生态环境受到

一定程度的破坏[37j；广西环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

自治县，全国60％的毛南族都聚居在环江，县内有毛

南、壮、苗、瑶、仫佬、水、侗等民族文化，以毛南族文化

为主要特征的各民族文化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各具

特色又相互渗透，形成极具地域特征的少数民族文

化；重庆武隆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土家族、苗族和仡佬

族文化(表3)。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

民族文化类型和组合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和自身特色，

兴文县不仅具有独具特色的喀斯特景观，也具有厚重

的民族文化底蕴，不仅是四川省最大的苗族聚居县，

也是古焚人的最后消亡地，喀斯特生态焚苗文化，尤

其是已经消失的焚文化为喀斯特景观增添了神秘性

(表7)。

万方数据



262 中国岩溶

表7兴文县焚苗文化旅游资源

Table 7 Tourism resources of Bo and Miao nation culture in Xingwen County

焚人号称“中国第57个民族”，其文化还有许多

未解之谜，充满了神秘色彩，虽然焚族现已消失，但在

兴文县仍然保留记载这个民族历史的诸多遗物遗迹，

如：在小岩湾景区分布有焚人悬棺与焚寨遗址；凌霄

山景区分布有焚人军事要塞遗址(城墙、城门与遛马

道遗址等)，石棺墓与图腾石刻；焚王山景区分布有

大、小寨门焚人军事要塞遗址；九丝城镇还留有平蛮

碑，九丝山石刻、都都寨、内官寨等。苗族文化是兴文

县旅游的“活化石”，现存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主要包

括苗族特色村寨、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节

庆活动等。兴文的喀斯特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突

出，不仅仅在于其拥有这种资源，更难能可贵的是焚

苗文化之间不仅能够交相辉映，而且还与喀斯特旅游

资源、山水资源有机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喀斯特生

态焚苗文化景观。

5 结 论

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环境和气候环境条件

造就了“世界级天坑、大量的流人型洞穴、完整的喀斯

特流域”的“兴文式喀斯特”，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兴

文式喀斯特”与“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一、

二期7个代表地一样具有代表性，具有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进一步补充、完善中国南方喀斯特自然遗

产的资源条件。主要包括：(1)兴文县是国内著名岩

溶研究学者朱学稳研究员发现、研究和命名“天坑”

地，其喀斯特独特的形成演化史和基本特征被总结为

“兴文式喀斯特”；(2)整个县域是一个完整的喀斯特

流域，喀斯特资源类型丰富多样、品位高且分布集中，

“溶洞、天坑、石林、石海”四绝共生、近邻组合好，具有

较高的科学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和旅游价值；

(3)与世界其他天坑相比，小岩湾天坑在口部直径和

容积方面都居于前列，是世界级天坑，居世界十大天

坑之列；(4)拥有规模巨大的地下溶洞群，且空间规模

与系统游览长度均居国内一流洞穴之列；(5)兴文世

界地质公园内不同地质年代石林、石芽、石海共生，特

别是2．5亿年前的二叠系“石芽式石海”与4．6亿年

前的奥陶系“豹纹”生态古石林比邻而居，地质独特性

突出；(6)独特的喀斯特资源与良好的生态、焚苗文化

有机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地质生态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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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etween the Xingwen karst area and South China

karst region on tourism resources

WANG Xingguil，SHUI Wei2，CHEN Yipin92，LAN Xiaoxion93

(1．Department of Tourism，Sichuan MinZu College，Kangding，Sichuan 626001，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Fuzhou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16，China；

3．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i00i01，China)

Abstract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karst topography and landform in China is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 Chi—

na karst，and the Xinwen County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China karst region has the intact karst land—

seapes rarely seen throughout the country．Its rich and unique karst landscapes were defined by professor

Zhu Xuewen，a member of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as”Xingwen—type karst”．In order to

summarize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Delphi method combined with

AHP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compare Xinwen karst．World Natural Heritage South China Karst projects

and their typical karst tourism resources，including tiankengs，caves and stone fores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karst resources of many types，abundant features，high quality，good combination and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unique karst ecological Bo and Miao cultures in the karst basins of Xinwen County．

And the”Xingwen—type karst”has the same representation as the seven representative sites of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outh China Karst，which makes its resource conditions that entry the world heritage to further im—

prov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outh China Karst．

Key words South China Karst，World Natural Heritage，comparison，Xingwe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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