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院学报 2006, 22( 1) : 44~ 46, 54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22, No. 1 February 2006

收稿日期: 2005-09-06
修回日期: 2005-09-05
作者简介:傅中平( 1940-) ,男 ,江苏淮安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G

 广西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448017) G

广西石林地貌的分布及其特征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Stone Forest in
Guangxi

傅中平,陈永红,刘干荣,严 哲

FU Zhong-ping, CHEN Yong-hong, LIU Gan-rong, YAN Zhe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广西南宁 530022)
(Guangxi Mechanical Electronics School,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摘要:广西石林地貌分布点多面广 ,遍及广西的东西南北 ,纵向上分布的地质时代从泥盆纪至三叠纪 ;地质上

位于大构造的次一级小构造比较发育的地区 ,地理上位于雨量充沛 ~热量较大 ~地势较低的地区 G 广西石林地

貌的规模较小 ,具有小巧性 ~多样性 ~典型性 ~稀有性和观赏性等特征 G 广西石林地貌是难得的 ~不可再生的旅

游资源 ,必须进行合理开发与保护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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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one forests can be seen in the Whole region of Guangxi. Their geological ages
range from the Devonian period to the Triassic period. They are situated in loW terrain, abundant
rainfall and Warm area. The stone forests are small in Guangxi, but they are characteristic of
diversity, typicalness and rarity and Worthful l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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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地貌是岩溶地貌中地表形态表现的一种次

一级地貌 G 石林是由密集林立的锥柱状 ~锥状 ~塔状

岩体组合而成的自然景观,其间多为溶蚀裂隙,隙壁

直 立, 壁 坡 上 部 有 平 行 的 溶 沟, 相 对 高 度 一 般 20m
左右,高者可达 50m[1]G 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

展,对石林的研究和发现,引起了岩溶及旅游界学者

高度重视 G 石林的内涵扩大了,石柱一般认为 3m 以

上即可,且形态规定也较灵活,于是原来许多称为石

牙群的也归在石林范畴,起名小石林 G 随着石林的内

涵扩大,石林地貌的分布及特征随之扩大和改变 G 中
国不再是云南石林一枝独秀,在广西 ~贵州 ~四川 ~云
南 ~海南等省(区)相继发现了很多大小不同 ~类型多

样 ~分布不均 ~形态各异 ~各具特色的石林地貌景观,
其中广西更显突出 G 为此,本文分析广西石林地貌的

分布及其特征,为合理开发和保护广西石林旅游资

源提供参考 G

l 广西石林地貌分布特点

l. l 石林平面上分布点多面广

在广西广大的碳酸岩地区相继发现约 12 个石

林地貌(见图 1) G 几乎遍及全区的东西南北,即北起

灌阳文市,南至崇左凉亭,东起贺州,西至德保城郊 G
广西的石林地貌分布较分散,范围也比较广 G
l. 2 石林分布地层在纵向上跨越的地质时代长

石林的发育受严格的地质条件限制,它只能在

泥盆纪至三叠纪才有分布,具体分布层位以晚泥盆

世 融 县 组 灰 岩 ~ 晚 石 炭 世 的 黄 龙 组 灰 岩 ~ 马 平 组 灰

岩 ~ 早二叠世的栖霞组 ~ 茅口组灰岩为主,其次是中

泥盆世东岗岭组灰岩 ~早石炭世尧云岭组 ~英塘组灰

岩 ~ 晚 二 叠 世 的 合 山 组 灰 岩 ~ 早 三 叠 世 马 脚 岭 组 灰

岩,而其它地质时代石灰岩组因其内界成份及外界

环境的影响,不仅没有石林地貌,连低于 3m 的石牙

也不多见 G 广西可产生岩溶地貌的碳酸盐岩地质时



图 1 广西石林分布

1:车田石林92:左江石景林93:龙虎山盆景石林94:龙江水上

奇石林95:宝贤石林96:响 水 石 林97:贺 州 黄 田 玉 石 林98:文

市石林99:六景石林910:爱堂石林911:隆安小石林912:象州

青山石林

代较多9包括寒武纪 泥盆纪 石炭纪 二叠纪 三叠

纪 第三纪 所以9广西石林地貌分布地层跨越的地

质时代比较长 
 : 地质上分布的位置与地质构造关系密切

广西石林地貌在地质分布的位置与地质构造关

系密切9特别是与大构造所伴生的次一级或更次一

级的中小型褶皱 断裂 多方向垂直节理 壁理 岩层

的水平层理以及新构造运动的地壳抬升关系密切 
因为在这些地区9常表现为地质上的破碎带9方便土

壤水和雨水的溶蚀和改造9为石林中各个石柱的形

成 分割 造型9以及石林的升高 流水的下切提供了

良好条件 突出的有 贺州黄田玉石林 鹿寨响水石

林均与   向断裂的次一级构造中的小断层 垂直

节理9劈理 水平层理等关系密切9并因新构造运动

抬升而出现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 广西其它的石

林均无一例外 
 : 地理上分布于雨量充沛9热量较大9地势普遍

较低的地区

广西的石林均分布于广西大盆地内部多雨多热

和地势较低的丘陵区9以及小山包的半坡 谷地 小

平原 沼泽地等地带9突出的如 位于山间小平原的

隆安小石林 位于山谷的爱堂石林9位于半山坡的响

水石林9位于沼泽中的左江石景林13]9位于丘陵的山

包上的文市石林等 因为广西地处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9热量丰 富9各 地 稳 定 通 过 10C起 止 日 间 积 温

5000~ 8000C是全国最高积温省<区D之一;同时9广
西是全国降水最丰富地区之一9各地年平均降水量

在 1080mm 以 上9而 且 碳 酸 盐 地 区 水 又 特 别 丰 富9

资 源 总 量 达 240: 834 亿 米39为 碳 酸 盐 岩 的 岩 溶 作

用9石林形成提供足够的热量水动力条件 在这一方

面9广 西 优 越 于 云 南 贵 州 四 川 湖 南 的 石 林 分 布

区 

2 广西石林地貌的特征

2:  小巧性

由于地质环境复杂与地质构造 古地理环境 岩
石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的差异9导致广西石林的规

模普遍较小9景观秀美9主景区所占面积小 石峰排

列密度低的状况 广西石林除少数石峰高大9大部分

石峰低矮9石峰成景个数也少 与中国著名的云南石

林12] 四川兴文石林14]相比9规模要小的多 详见表

1 
表  石林地貌规模比较

石林
分布总

面积

< km2D

主景区
面积

< hm2D

石峰高
度 < mD

石峰

密度 大 小

成景
个数

云 南 石
林13] 350 80 20~ 50 大 多 少 140

四川兴文
石林13] >20 100 8~ 30 大 多 少 108

车田
石林 2: 4 2: 5 10~ 20 中 少 多 20

左江
石景林 1: 0 30 < 40 少D

3~ 8
中 少 多 14

龙江水上
奇石林 1: 6 30 3~ 5 中 多 16

龙虎山盆
景石林 0: 3 5 3~ 6 小 多 13

隆安
小石林 0: 1 8 6~ 10 小 少 多 8

宝贤
石林 0: 005 0: 5 < 20 少D

5~ 10
中 多 9

响水
石林 0: 4 30 < 20 少D

8~ 15
大 多 少 15

贺州黄田
玉石林 2: 5 50 10~ 20 大 多 少 25

六景
石林 0: 02 2 10~ 15 大 多 少 5

爱堂
石林 1: 0 10 3~ 6 大 多 8

文市
石林 3: 0 50 < 10~ 15 少D

3~ 8
小 少 多 20

象州青山
石林 2: 6 100 3~ 8 小 少 多 20

2: 2 多样性

由于广西石林地貌分布在 4 个地质年代不同的

岩组中9各个岩组沉积的古地理环境有较大的差异;
岩性组合状况 岩层厚薄 岩石中矿物比例及化学成

份的差异;受地壳构造运动影响的程度不同9导致岩

层中小构造 <节理 劈理 D发育的多少及现代环境等

因素影响程度均有较大的差别;所以9最终形成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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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貌形态表现为多样性 第 ]种石炭纪尧云岭英

塘 组的质纯厚层 <单层厚 5  ]  Cm)至块状 <单层

厚 大于 ]m) 9产状平缓 <岩层倾斜小于 ] 度) 9垂直

节理发育的石灰岩9在热量 雨水充沛条件下9它能

发育成壮观的剑状石林9如文市石林 第 Z 种泥盆纪

融县组厚层灰岩9在以构造运动影响下9遇到花岗岩

体而产生大理岩化9后形成一种石峰成份特殊的石

林9如贺州黄田玉石林9其石峰成份为大理岩9石峰

形态有塔状 柱状 锥状 城堡状等多种形态 第 3 种

是石炭纪中晚期由于沉积古地理环境复杂9沉积了

厚层白云岩 石灰岩夹薄 中层状泥质灰岩9在后期

的构造运动影响及水动力作用下9形成石峰形态不

规 则9而 且 溶 孔 溶 槽 小 石 牙 发 育9外 貌 古 怪 的 石

林9如宜州龙江水上奇石林 第 4 种是构造复杂区9
地下水源丰富9石灰岩泥质成份高9常形成石柱顶钝

圆 藤蔓披挂9溶沟 石巷纵横交错迷宫式的石林9如
象州青山石林 第 5 种是构造条件比较复杂9岩层多

方向的裂隙发育不均衡9成份也不均匀<含泥质团块

灰岩多) 9在水流方向多变情况下形成一些造型别致

的石林9如左江石景林和龙虎山盆景石林 
2. 3 典型性

广西的石林地貌具有典型性9突出的有灌阳文

市石林9它与国内外其它著名石林相比9具有两个显

著的特点: < ])典型的剑状岩溶地貌 由于广西的雨 
热气候条件对剑状石林的形成优于云南及其它省9
故 灌 阳 文 市 石 林 的 石 柱 顶 部 如 尖 锐 的 利 剑 指 向 天

空9其外观更形象9更具魅力 < Z )具有复杂的发育历

史 灌阳文市石林具有比世界其它热带地区的剑状

岩溶地貌更复杂的发育历史 例如9马达加斯加的安

卡拉那 波马哈拉的井割 马来西亚的穆鲁是热带剑

状喀斯特最典型的地区9有的已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但是9其纯雨水溶蚀的岩溶形态9没有灌阳文市石林

这种复杂而漫长的发育历史9其石峰美感不如灌阳

文市石林9它们的可入性 科学性 美学性和与人类

社会 文化进步的共关性也不能与灌阳文市石林相

提并论 
2. 4 稀有性

广西石林地貌具有稀有性9突出的是贺州黄田

玉石林 贺州黄田玉石林的形成是由于晚古生代泥

盆 纪 厚 层 灰 岩9经 中 生 代 燕 山 期 花 岗 岩 <姑 婆 山 岩

体)侵入的热力作用下9由石灰岩蚀变成大理石及少

量的矽卡岩 在石英岩的节理劈理裂隙中有热液矿

脉贯入9矿脉主要成分为锡石 赤铁矿 脉石英及铅

锌矿 由于贺州黄田玉石林在气候上属南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9四季分明9夏季炎热9冬季温和9年平均

气温 ]9. 9C 9年降水量 ]535mm9故有高热量 丰沛

雨 量9有 56.  6%的 森 林 覆 盖 率9有 垂 直 的 岩 层 节

理 裂隙非常发育的大理石为水的侵蚀及生物的生

化作用提供方便9就在矿脉顶部风化淋滤成铁帽9并
沿着大理石的垂直节理溶蚀风化9发育大量的沟槽 
穿洞 漏斗等岩溶地貌形态9最终形成埋藏于铁帽和

风化红土中的大理石石林 后又因宋朝以来近千年

的锡矿开采9千姿百态的天然玉石林便暴露出来 这
种经后期人工开挖出来的大理石类型的石林9在国

内独有9世界上也少 贺州黄田玉石林的石峰形态

多9造景也多9其中以  石槽漏斗   天缝地坑   千

年骆驼   天狗吃月   空中走廊   世外桃源   生
命之源 等景点深受旅客青睐 
2. 5 观赏性

广西石林地貌是由于雨水及土壤对原岩溶蚀改

造而成9很多单体石柱基部发育穿孔9形成三足 两

足顶立的石柱9有的石柱基部变小9呈棒状;也有的

石柱上下均变小9呈直立的纺锤状等9颇具观赏性9
可满足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人群的嗜好和需要 如绿

荫丛中的龙虎山盆景石林9以奇石 怪树 阴凉 地平

为特色9特别适合园艺工作人员及少年 老人消闲漫

步 游乐和观赏 左江石景林以奇峰 秀水 绿藤 巷

道 小溶洞 响石绿地为特色9除了适合广大游客观

光外9更适合从事艺术创作的摄影 绘画工作者 象

州青山石林9以石峰 溶沟 蔓藤纵横交错如迷宫为

特色9特别适合年轻人休闲度假 野营和探险 优美

的埋藏式的位于花岗岩体与石灰岩接触带的由大理

石构成的贺州黄田玉石林9除了适合广大游客观光

外9对从事石林成因机理研究的地质 地貌 岩溶工

作者更具有吸引力 德保爱堂石林为百色新兴的铝

工业基地的广大职工提供理想的休闲娱乐基地 横

县六景石林虽然规模不大9但石峰高大9位于桂海高

速公路旁9方便往返乘车的国内外不同层次人员观

光 

3 广西石林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建议

广西石林地貌分布有特点9形态有特色9具有较

高的观赏价值 科学价值和巨大的开发潜力 广西石

林资源是大自然鬼斧神工9经过几千万年甚至上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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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才塑造来的不可再生的人类旅游观赏资源,但是 
广西的石林资源除少数已开发的保护较好外 大多

数石林均处于无人问津状态 而且还有的石林还在

开矿(铁)  有的石林在采石材 使石林景观不同程度

地受到损害 既不能产生社会效益 更无经济效益,
广西的石林资源必须认真加以保护和合理开发,

( 1)对已发现的石林 应邀请专家做好开发前的

科学论证 先做好美学价值 ~ 区位 ~ 交通 ~ 环境 ~ 旅游

网络 ~ 客源市场 ~ 功能等方面评价 后进行科学地规

划 按规律办事 避免盲目开发 造成不必要损失,
( 2)石林开发应充分发掘石林景观特色 包括石

林内外 上下 ~左右 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全方位去思

考 如主景 ~ 次景 ~ 衬景 ~ 自然的 ~ 人文的等均需要进

一步研究 一定要注意每个石林开发内容要有所创

新 具有新意,
( 3)目前广西发现的石林仅是石林中的一部分 

必须加强对石林进行进一步调查 立法管理和对石

林资源促销工作,调查的目的是摸清资源家底 为石

林旅游可持续发展增添后劲;立法管理的重点在于

保护 同时为有关领导及旅游部门对全广西旅游资

源开发布局提供决策和参考;促销工作是实现旅游

效益重要手段 故应充分利用当今现代化通讯工具 
把广西石林宣传出去 在宣传同时 还可与其它的名

人效应 ~奇特民俗及周围著名资源结合起来 既可以

一家独唱 也可与相邻景点实现优势互补 奏出更多

更美的旋律 迎来广西石林旅游的春天 为促进广西

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 建设旅游强省发挥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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