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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的特征及形成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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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以峰丛密度大、洼地深和体积大为主要特征，洼地及谷地的分布受断裂构造的
控制十分明显，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是在水文气候、岩溶岩组 成
和地质构造等多种地质因素作用下，经历了白垩纪的岩溶初始阶段，由古近纪古新世至第四纪的发展演化逐
发新世末期的发展演化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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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主体气势雄伟，
位于广西中部的大化瑶族自治县，面 积 约４８６ｋｍ２，
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岩溶地貌类型，现已成国家级

地质公园。广西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地貌单元

属云贵高原南缘下斜坡及都阳山脉南段，地势总体

北高南低，在七 百 弄 附 近 形 成９００～１０００ｍ的 岩 溶

剥夷面。在区域构造上，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

处于右江褶皱系靖西－都阳山凸起部位，主要构造呈

北西－南东向和北东－南西向展布。高峰丛深洼地处

于七百弄背斜部位，发育有北西向和北东向断裂，又
以北西向为主。出露地层为上泥盆统至中二叠统，
地层厚度约４０００ｍ。上泥盆统为浅灰－深灰色中层－
厚层灰岩、鲕粒灰岩、粒屑灰岩、泥晶灰岩、泥质条带

灰岩 夹 生 物 屑 灰 岩 和 白 云 质 灰 岩，厚 度 ５００～
１０００ｍ；石炭系为灰－灰黑色中层－厚层夹薄层粉晶灰

岩、细晶灰岩、白云质灰岩、生物屑灰岩夹白云岩，底

部夹泥灰岩，厚 度１４００～１８００ｍ；二 叠 系 为 浅 灰 －深
灰色中层－厚层夹少 量 薄 层 粉 晶 灰 岩、细 晶 灰 岩、生

物屑灰岩、白云质灰岩夹泥质条带灰岩和硅质条带

灰岩，局部地 区 有 海 绵 生 物 礁 或 生 物 灰 岩 层，厚 度

７００～１２００ｍ。七百弄西侧出露下－中三叠统灰－灰黑

色中薄层泥岩，泥质灰岩和粉砂质泥岩夹凝灰岩，厚
度７００～１０００ｍ。本文阐述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

地的区域地质地貌特征，并从相关的水文气候条件

分析其形成演化过程。

１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的主要特征

　　大化七 百 弄 高 峰 丛 深 洼 地 除 了 由 连 座（＞１／３
高度）的正向石峰和其间封闭洼地组成，具有峰顶高

程８００ｍ以上和洼地相对深度３００ｍ以上的地貌，洼
地地表无河流，地表水从落水洞渗入地下，洼地底部

基岩裸露或者有薄土覆盖的特征外，还具有高峰丛

石峰密度大，深洼地数量多深度大，典型超深洼地的

气势恢宏迷人，深洼地容积量巨大罕见等与众不同

的特征。

１．１　高峰丛石峰密度大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的石峰形态以锥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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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个别 为 塔 状，峰 顶 海 拔 高 程９００～１０００ｍ，最 高

１１１２．３ｍ。８００ｍ以上石峰约９０００多座，平均１８．５１
座／ｋｍ２［１］，石峰 相 对 高 度２００～４００ｍ，最 高 的 大 于

５００ｍ，石峰底部 大 部 分 呈 垄 岗 状，相 互 连 接。世 界

上发 育 最 典 型 的 桂 林 漓 江 两 岸 岩 溶 峰 丛 的 面 积

１５１ｋｍ２，石峰２１２５座，平 均１４座／ｋｍ２［２］。大 化 七

百弄高峰丛深洼地的石峰比桂林漓江两岸岩溶峰丛

的石峰多４．５１座／ｋｍ２，是 国 内 外 峰 丛 石 峰 密 度 最

大的地区。

１．２　深洼地数量多深度大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有各种洼地２５６６个，

平均５．２８个／ｋｍ２。其中，深度大于３００ｍ的深洼地

１１４个；深度大于５００ｍ的 超 深 洼 地５个，深 度４００

～４９９ｍ的极 深 洼 地２５个［１］。深 洼 地 的 平 均 深 度

３７７．３ｍ，比 洼 地 的 一 般 深 度（１００～２８０ｍ）多９０～
２８０ｍ，比世界典型的广西乐业大石围天坑群地区的

天坑平均深度多１７５ｍ，是世界上深洼地最多、最深

的岩溶峰丛区。由于受区域断裂、裂隙影响，大化七

百弄地区深洼地的形状以椭圆形、长条形、不规则的

三角形居多，其走向以北西向、北东向为主（表１）。
表１　大化七百弄深洼地的形态特征

洼底形状
（个）

数量
（个）

主体走向（个）

正 北北西 北东东 北西 北东 东西 北北东 南北

圆形 ７　 ７
不规则
三角形 １６　 １　 ３　 ６　 ６

仿锤形 ５　 ２　 ３
半圆形 ４　 ３　 １
椭圆形 ３９　 ２　 １８　 １５　 ３　 １
方形 ４　 ２　 ２
长条形 ２３　 １　 ２　 ８　 １１　 １
滴水形 ４　 １　 ２　 １
其它 １２　 ９　 ３
合计 １１４　 ９　 ３　 ４　 ４２　 ４４　 １０　 １　 １

１．３　典型超深洼地的气势恢宏迷人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地区以甘房弄的洼地

深度最大（图１），由西、北、东、南４个主峰，７个次峰

和４个主垭口组成，平面形态为不规则多边形，主峰

海拔１０２１．１～１０６０．２ｍ。东西向距离２６００ｍ，南北

向 距 离 ２３１０ｍ，面 积 ２．３５ｋｍ２，洼 地 底 部 面 积

０．０５５ｋｍ２，洼地 四 周 为 陡 坡，坡 度 大 于７０度，局 部

为绝 壁，口 大 底 小，深５３０ｍ，容 积１８８４０×１０４　ｍ３。

被前国际洞穴协会主席、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Ｄ．福
特教授认为是世界上最陡最深的大洼地，喻称为“天
下第一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

１．４　深洼地容积量巨大罕见

　　与地球表面容积最大的岩溶负地貌形态相比，

图１　甘房弄超深洼地平面（ａ）和剖面（ｂ）
　　１：弄底界线；２：村 级 公 路；３：乡 级 公 路；４：进 入 弄 底 路；
５：峰顶及高程；６：垭口及高程；７：弄口边界线。
如今在全球已发现的７０个主要天坑中，容积量大于

１×１０８　ｍ３的 仅 有３个，大 于１０００×１０４　ｍ３的 有１６
个。乐业大石 围 天 坑 容 积７４７５×１０４　ｍ３，小 寨 超 大

型天坑１．１９３５×１０８　ｍ３［２］。而大化七百弄高峰从深

洼地地区有大于１０００×１０４　ｍ３的 深 洼 地１０９个，大

于１×１０８　ｍ３的深洼地有５个，最深最大的甘房弄的

洼地 容 积１．８８４０×１０８　ｍ３，比 大 石 围 天 坑 大２．５２
倍，比小寨天坑大１．５７８倍。如果以七百弄 地 区 所

有的２５６６个洼地而论，总容积达数百亿米３，实属天

下奇观，世界罕见。

２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形成演化过程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地貌是在水文气候、
岩溶岩组和地质构造等多种地质因素联合作用下，
经历了漫长的成岩阶段、陆地抬升阶段、岩溶洼地初

始阶段、高峰丛深洼地形成阶段，逐步演化形成。

２．１　影响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形成的因素

２．１．１　水文气候因素

　　七百弄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

温１８．２～２１．３°Ｃ，年平均降雨量１２４９～１６７３ｍｍ，蒸
发量１２１３～１６４５ｍｍ，对 比 朱 德 浩 等 研 究 国 际 岩 溶

石峰列出的锥状和塔状石峰岩溶发育的温度和降雨

的临界值［３］。证明区内气候条件基本符合发育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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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塔状岩溶地貌的气候条件。

　　另从水文条件来看，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

分布区已经查明有板升地下河和地苏地下河。板升

地下河发源于七百弄地区北西部弄系、弄郞一带，峰
顶海拔高程９００～１０００ｍ，地势自东向西逐渐降低为

峰丛洼地区；地下河主支流向西经三洞和弄勇一带

注入红水河板兰峡谷；主干流长５２．５ｋｍ，全长７０．３
ｋｍ，汇水面 积６４６ｋｍ２，枯 水 期 流 量２９３０Ｌ／Ｓ，水 力

坡度１７‰。地苏地下河发源于七百弄乡弄朝－弄腾

一带，峰顶海拔高程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ｍ，自西北向东南流

至都安县地苏乡青水附近为明流；地下河由１５条支

流组成，主 干 流 长５７．２ｋｍ，含 支 流 全 长２４１．１ｋｍ，
汇水面积１００４ｋｍ２，枯 水 期 流 量７４３４Ｌ／Ｓ，水 力 坡

度１９‰，为我国特大型地下暗河。板升地下河和地

苏地下河是地下水排泄通道，对高峰丛深洼地中岩

石冲蚀及地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化七百弄地区地表河流不太发育，只有红水

河流经 西 部 和 南 部，在 西 部 切 割 深 度 较 大（３００～
７００ｍ），是地下河主要排泄地区，也是形成深洼地的

重要因素。

２．１．２　岩溶岩组和地质构造因素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分布区出露地层主要

为上泥盆统至中二叠统的碳酸盐岩，即灰岩、生物碎

屑灰岩、砂屑灰岩、亮晶灰岩、泥晶灰岩、砾屑灰岩夹

白云岩、豹皮 状 白 云 岩 及 白 云 质 灰 岩 等，总 厚 度 约

４０００ｍ。属于可溶 性 岩 石 组 合，各 种 岩 石 溶 解 度 又

有较大差异是形成高峰丛深洼地的物质基础。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 位 于 北 西 向 的 南 丹－
都安和巴马－大化断裂之间，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节

理裂隙和 次 级 断 裂 十 分 发 育。在 卫 星 影 像 示 意 图

（图２）上，北东向和北西向线状体十分明显，多数谷

地和洼地展布为北东和北西向断裂（图３和表１）的

交汇处，说明断裂构造对岩溶洼地、谷地的形态和展

布方向有明显控制作用。

２．２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形成演化过程

　　成岩阶段是在距今２．５～３．８亿年晚古生代晚

期，当时大化七百弄及外围地区主要为浅海台地环

境，经过１亿多年的沉积作用，沉积了巨厚的碳酸盐

岩，为高峰丛深洼地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到了距

今２．０５～２．５亿年的三叠纪时期，受东吴运动的影

响，大化七百弄地区在南丹 －都安断裂 和 巴 马 －大 化

断裂的影响下成为水下隆起，外围地壳产生张裂下

沉，出现海底火山活动，沉积了浅海盆地相的泥岩、
粉砂岩、凝灰岩、硅质泥岩和硅质岩。

图２　大化七百弄地区的卫星影像

图３　大化七百弄岩溶洼地、洞穴与谷底关系

１：洼地；２：谷地；３：洞穴

　　陆地抬升阶段是在距今约２．０５亿年开始，强烈

的印支运动使地壳缓慢上升，并使三叠纪和晚古生

代地层发生强烈褶皱、断裂，晚三叠纪桂西地区由海

变为陆地，大化七百弄及外围地区结束了海相沉积

的历史。到了侏罗纪末（距今１．３７亿年），受燕山运

动的影响，在北西、南东方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大化

七百弄地区形成一些北东向褶皱和一系列北东向断

裂，并使附近一些地区产生断陷盆地，奠定了当今该

地区的基本构造格局。

　　岩溶洼地初始阶段在白垩纪时期（距今１．３７～
０．６５亿年）地壳相对稳定，地表以风化溶蚀、剥蚀作

用为主，开始出现溶痕、石牙，在断裂裂隙叠加、复合

处，出现溶槽、溶沟，局部地段发育溶洞、凹陷和地下

河，洞穴中沉积有紫红色砂泥岩（大化七百弄地区在

高层洞穴中发现多处紫红色砂泥岩，根据区域地质

资料对比属白垩系）。由于溶洞的崩塌，开始出现漏

斗、落 水 洞、洼 地 等。在 一 些 有 利 于 岩 溶 作 用 的 断

裂，则形成一些北东、北西向槽谷，为当时地表河流，
是当时地下河排泄区（根据区域内的高层洞穴分布，
其洞穴洞口多靠近并面对槽谷，见图３）。西侧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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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看 学 生 演 示 程 序、听 学 生 阐 述 设 计 思

路、向学生提问，最终确定课外实践环节的成绩。课

内外实践相结合，既促进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也增

强了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

４　结束语

　　《操作系统》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

设的专业必修课，是一门承上启下、理论性和实践性

兼备的课程，具有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概念抽象等

特点。本文在对信管专业本课程的教学现状进行分

析后，提出了以管理学的视角进行教学的教学改革

思路，通过实例说明如何通过比喻法、情景模拟、实

践教学等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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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红 水 河 成 为 当 时 较 低 的 侵 蚀 基 准 面。在 距 今

６５００万年的古 近 纪 初 期，喜 马 拉 雅 运 动 爆 发，滇 黔

桂地区整体抬升，形成云贵高原。大化七百弄地区

处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斜坡下部。斜坡自南向北逐

级掀斜抬升，地壳差异性升降活动十分明显，自南向

北形成多级 岩 溶 剥 夷 面（最 高 的 剥 夷 面 为 海 拔９００
～１０００ｍ），残 留 有 白 垩 纪 时 期 的 部 分 紫 红 色 沙 泥

岩，孕育着高峰丛深洼地的初始地貌形态。

　　高峰丛深洼地形成阶段是在距今２６０万年的第

四纪初期，桂西地壳频繁间隙上升，大化七百弄地区

岩溶剥夷面遭受强烈侵蚀和溶蚀，地下潜水面集中

渗漏，作为地方性侵蚀基准面的红水河快速下切（在
红水河板兰峡 谷 海 拔６００～７００ｍ处，发 育 有 洞 穴，
洞穴以下至河面几百米高未见有洞穴出现，说明当

时地壳运动是以抬升为主），地下潜水面不断下降，
地表水渗透与地下水形成势能差，加速水流的垂向

运动。当地表水流向初期发育的洼地汇聚时，水流

不断向裂面较深的断裂、裂隙渗透，对可溶岩石不断

溶蚀，并带走溶蚀物质。随着岩溶作用的持续发展

（形成垂直洞腔、崩塌），地表岩溶化平原严重肢解破

碎，洼地也随之变深。全新世（距今约１万年）以来，
七百弄地区地壳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水流下渗能力

减弱，基本形成高峰丛深洼地地貌。

３　结束语

　　大化七百弄高峰丛深洼地，峰丛密度大，洼地数

量多、深 度 大，全 球 罕 见，世 界 唯 一，与 云 南 路 南 石

林、桂林阳朔峰林并列为世界三种典型岩溶地貌类

型，具有极高的旅游观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对比，作者认为大化七百弄

高峰丛深洼地的形成，经历了白垩纪的岩溶初始阶

段，由古近纪古新世至第四纪更新世末期的发展演

化形成高峰丛深洼地岩溶地貌景观。高峰丛深洼地

的形成和演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作者仅

从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地貌特征进行粗浅分析，对

其岩溶地貌演化的细节及成因机理还有待更深入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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