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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西弋阳县信江沿岸分布有丰富的地学旅游资源, 其中自然旅游资源以丹霞地貌景观为特征, 具有极高

的科研和旅游观赏价值; 人文旅游资源有佛教禅宗文化为特色的南岩石窟、儒家文化的叠山书院、摩崖石刻和红色

旅游资源方志敏纪念馆等, 具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阐述了江西弋阳丹霞地貌地学旅游景观特

色, 从景观的物质基础,景观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等方面对景观进行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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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弋阳龟峰丹霞地貌园区隶属江西省上饶市弋阳
县,是国家 4A级的风景名胜旅游区、国家级的森林

公园, 是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园

区位于弋阳县城南信江南岸, 东距上饶 60 km, 西距

鹰潭 35 km, 面积约 136 km
2
, 地处三清山、龙虎山和

武夷山之间,浙赣铁路经过弋阳县城, 311沪瑞高速

公路 (梨温高速段 )、230国道从景区中部穿过, 交通

便利 (图 1)。

龟峰丹霞地貌园区分龟峰景区和南岩景区两部

分。龟峰景区共有 36峰,八大景观, 集 /奇、险、灵、

巧 0于一身, 有 /天然盆景0誉称 [ 1 ]
,明代地理学家徐

霞客游览龟峰后发出 /盖龟峰峦嶂之奇, 雁荡 (山 )

所无0 [ 2 ]
之感叹。南岩景区以发育丹霞洞穴见长,

佛教禅宗文化底蕴深厚, 早自晋代佛教就已传入本

区
[ 3]
,是南禅宗发祥地之一, 南岩石窟规模宏大、技

艺娴熟、历史悠久, 有 /中华第一石窟 0之美誉。本
文主要阐述了江西弋阳丹霞地貌地学旅游景观特

色,从景观的物质基础,景观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等方

面对景观进行成因分析, 为该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

与景观保护提供指导意义。

1 龟峰丹霞地貌发育的物质基础

弋阳龟峰丹霞地貌园区位于扬子古板块和华夏

古板块古逢合带北侧
[ 4]
。印支运动后,该区进入滨

太平洋大陆边缘活动阶段, 经历了伸展拉张 y碰撞

挤压 y拉张断陷等构造发展过程,并伴有大量的火

山岩喷发和大规模的岩浆侵入, 沉积了数千米厚的

中生代红色陆源碎屑岩;第四纪以来,在新构造运动

的影响下,该区不断抬升, 在外动力地质作用下, 不

断遭受侵蚀,形成了今天的丹霞地貌类型。

弋阳龟峰丹霞地貌园区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上侏

罗统武夷山群鹅湖岭组 ( J3e )、下白垩统火把山群石

溪组 ( K1s )、上白垩统赣州群周田组 ( K2z )和圭峰

群
[ 4]

(图 1,表 1)。圭峰群从下到上划分为河口组

( K2h )、塘边组 ( K2 t )、莲荷组 ( K2l ), 在景区内主要出

露河口组和塘边组。圭峰群河口组以紫红、砖红色

砾岩、砂砾岩为主, 夹含砾砂岩、中细粒砂岩,局部夹



粉砂岩团块,下与石溪组呈不整合接触,上与塘边组

呈整合接触, 厚度 2 074 m; 塘边组以砖红色细砂岩

为主,夹少许粉砂岩、细砂岩、中粗粒砂岩及含钙细

砂岩, 上与莲荷组呈整合接触, 厚度 24012 m。圭峰
群是园区内丹霞地貌发育的主要层位, 其中龟峰景

区丹霞地貌发育于河口组,南岩景区丹霞地貌发育

于塘边组 (见图 1)。

2 丹霞地貌景观特色与景观类型

龟峰园区以 /奇峰、奇洞、奇人 0而著称,具有丰

富的地学旅游资源。园区以典型的丹霞地貌景观为

主体,地貌发展过程比较完整和成熟, 以发育峰林、

峰丛、石柱、孤峰残石、残丘,石梁、石墙、穿洞、天生

1.铁沙街岩组; 2.峨湖岭组; 3.石溪组; 4.周田组; 5.河口组; 6.塘边组; 7. 联圩组; 8.晚三叠世细粒二云二长花岗岩; 9.晚侏罗世中粗粒黑云母

花岗闪长岩; 10.晚侏罗世中细粒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11.地层界线; 12.断层及产状; 13.景区界线; 14.景点

图 1 江西弋阳县龟峰丹霞地貌景观分布与地质略图
Fig. 1 The d istribut ion and sketchm ap of the Danx ia land form in the Gu ifeng Y iyang coun ty, Jiangx 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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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宽阔谷地、准平化的湖泊等老年早期丹霞地貌为

特征
[ 5]
, 具有极高的科研和旅游观赏价值。

211 龟峰景区

龟峰景区位于弋阳县城南 10 km处。该景区以

/奇峰0为特色,自古就有 /三十六峰八大景0之说,

山石的造型千姿百态、形象生动, 如人、如物、如禽、

如兽, 被誉为 /东方天然迪斯尼乐园 0, 集 /奇、险、

灵、巧 0于一身, 为峰丛、峰林密集组合的 /天然盆

景 0。
根据龟峰景区景观组合及空间分布, 可进一步

划分为三个景群 (表 2) : 11三叠龟景群、双龟迎宾
景群。该景群位于景区的西部, 主要丹霞地貌景观

类型有: 石墙、石壁、石柱、石峰、溶蚀崩塌洞穴、嶂

谷、穿洞、风化复合景观和各种类型的造型石。 21
好汉坡景群、狮子峰景群。该景群位于龟峰景区的

东中部,主要丹霞地貌景观类型有: 峰林、石寨、石

梁、石墙、石峰、石柱、石壁及各类造型石等。 31南
部金钟峰景群,该景群位于龟峰景区的南部,主要丹

霞地貌景观类型有: 大型峰丛、石峰、石崖、石寨、石

柱、石梁、嶂谷、天生桥、穿洞、造型石等。

212 南岩景区
南岩景区位于弋阳县城信江河南岸。该景区以

/奇洞 0为特色, 奇洞成群, /中华第一佛洞 0南岩石

窟、/禅宗古寺0双岩、/飞来禹迹0龙门岩, 像三颗明

珠镶嵌在清丽、柔媚的龙门湖畔,古代洞穴文明遗迹

随处可见。

南岩景区主要丹霞地貌景观类型有峰林、石峰、

石寨、石柱、石梁、穿洞、天生桥等 (表 2) , 属于典型

的丹霞地貌老年早期发育阶段。根据丹霞地貌景观

发育的特点及空间分布与组合特征,也可进一步划

表 1 弋阳龟峰丹霞地貌园区地层划分表
Tab le 1 S trata d ivision of the Gu ifeng danxia land form area, Y iyang county

地 质时 代 岩石地层 代号 岩   性

新生代  第四纪  全新世  联圩组 Q hl 灰白色砾石层、浅黄色亚粘土、亚砂土,产孢粉。

中

生

代

圭峰群

塘边组 K 2t

上部砖红色中粗粒砂岩、含钙细砂岩、粉砂岩组成韵律,下部砖红色岩屑石

英砂岩、细砂岩、粉砂岩、组成韵律。

白 晚白垩世 河口组 K 2h

紫红色砾岩、砂砾岩、含砾砂岩、含砾细砂岩、粉砂岩组成韵律,产恐龙蛋、轮

藻。

垩 赣州群 周田组 K 2z 紫红色钙质细砂岩、粉砂岩互层、含石膏、含钙芒硝,产植物、介形虫。

纪 早白垩世 火把山群 石溪组 K 1s

上部紫红、灰绿色凝灰质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灰白色长石石英细砂岩,下部

紫红灰绿色粉砂岩、泥岩夹流纹质熔结凝灰岩、底部为砾岩。

侏罗纪 晚侏罗世 武夷山群 鹅湖岭组 J3e 灰、灰绿色流纹质熔结凝灰岩夹流纹岩,底部为角砾凝灰岩。

表 2 弋阳龟峰园区丹霞地貌景观类型一览表
Tab le 2 Th e types of th e danxia landform in the Gu ifeng scene park

景区 景群 景观类型 景点

 
 
 
 
 
 
 
龟
峰
景
区
 
 
 
 
 
 
 
 
南
岩
景
区

三叠龟景群、

双龟迎宾景

群

石墙、石壁、石柱、石峰、溶蚀

崩塌洞穴、嶂谷、穿洞、风化复

合景观和各种类型的造型石

双龟迎宾、仙犬峰、天柱峰、排骨峰、醉人峰、展旗峰、仙犬守天柱、望郎峰、三叠

龟、双剑峰、双钗峰、锦屏峰、明星峰、明星峰穿洞、老君峰、卧牛峰、一线天、回声

谷、摩尼洞天、蛟龙峰、蛤蟆峰、鹰咀峰、如意蜂、香炉峰、观音峰、回首龟、天女散

花等

好汉坡景群、

狮子峰景群

峰林、石寨、石梁、石墙、石峰、

石柱、石壁、各种造型石

老虎赶羊,香匣峰,马头峰、断墙峰、城垛峰、玉兔峰、回音壁、好汉坡、老鹰戏小

鸡、尼姑恋和尚、童子拜观音、狮子峰、座熊峰、棋盘峰、猕猴峰、桌笔峰、朝帽峰、

巨象蜂、象牙峰、伟人峰、玲珑宝塔、舍身崖、船蓬峰、孝子峰、猿人峰等

金钟峰景群

大型峰丛、石峰、石崖、石寨、

石柱、石梁、嶂谷、天生桥、穿

洞、造型石

金钟峰、海螺峰、情侣龟、罗汉峰、画壁峰、硕鼠峰、烈女峰、灵芝峰、净瓶峰、雄霸

天下、罗汉献宝、鲫鱼背、壁虎崖、绝胜坡、龟峰一线天、仙人桥、龟峰寨;造型石:

八戒峰、女王峰、十八罗汉、天外来客、老鹰峰等

南岩寺景群

双岩寺景群

峰林、石峰、石寨、石柱、石梁、

穿洞、天生桥

巨象峰、螺丝峰、金锁峡、仙女浴池;溶洞:佛传洞、佛史洞、观音洞、南岩溶洞群;

地质沉积构造:大型交错层理

龙门岩、马鞍石、龙门峡、龙门岩溶洞群、天生桥、龙门湖水上游乐中心、双岩溶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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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景群: 11南岩寺景群, 以南岩寺为中心,发

育孤峰、圆丘、洞穴、峡谷为特色的丹霞地貌景观,丹

霞低丘点缀着孤峰; 21双岩寺景群, 以龙门湖为中

心,发育丹霞低丘、洞穴、孤峰及曲流峡谷为特色的

丹霞地貌。

3 丹霞地貌成因分析

龟峰园区位于近东西向的白马山构造带的北侧

(见图 1), 成景地层为晚白亚系龟峰群, 地层产状总

体较平缓。园区丹霞地貌景观发育受 NNE、NNW

向正断层控制,由于岩石中垂直节理发育,在风化作

用、重力崩塌作用、流水侵蚀作用下, 形成的丹霞地

貌丰富多彩,类型较齐全, 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和保

护价值,是开展老年期丹霞地貌科研、科考的最佳场

所。公园丹霞地貌根据其形成作用,可划分为水流

冲刷侵蚀型、崩塌残余型、崩塌堆积型、溶蚀风化型、

溶蚀风化崩塌型五种成因类型。

311 水流冲刷侵蚀作用为主形成的丹霞地貌

构成丹霞地貌的河口组、塘边组砂砾岩、砾岩、

含砾砂岩、砂岩中发育多组不同方向相互交切的断

裂和垂直节理或裂隙, 在长期的流水冲刷侵蚀作用

下,发生旁蚀、下蚀作用, 上覆地层因支撑力失衡在

自身重力作用发生崩塌堆积作用等,形成了丰富多

彩的丹霞地貌景观。

园区内水流冲刷侵蚀作用形成的丹霞地貌类型

主要有:石墙、石梁、石柱、石峰、石崖、峰林、峰丛、单

面山、猪背山、嶂谷、水蚀洞穴、岩槽等 (照片 1~ 4)。

312 崩塌残余型地貌

该类地貌主要是山体岩石在流水冲刷侵蚀作用

下,沿断层、裂隙或节理发生崩塌后所形成的残余部

分山体,与前述的石峰、石柱类似,但多为残峰孤石,

规模相对较小,如老人峰、绿毛龟等 (照片 5、6)。

313 崩塌堆积作用为主形成的地貌

由于河口组、塘边组巨厚层状砂砾岩、含砾砂岩

中发育不同方向相互交切穿插的断裂、垂直节理或

123第 1期                  姜勇彪,等:江西弋阳县龟峰丹霞地貌景观特征与形成机制



裂隙,经长期流水侵蚀、下切形成沟谷后, 使谷坡因

卸荷作用产生平行于崖面的卸荷节理。在长期的外

力和自身的重力作用下, 崖壁就会沿构造破裂面发

生崩塌,从而形成侵蚀崩塌崖壁及相应的由崩积物

构造成的各种地貌, 如崖麓崩积缓坡、崩积岩块、错

落体、崩塌洞穴等 (照片 7)。

314 溶蚀风化型地貌

在峰丛、峰林、石峰、石柱等正地貌的顶部、尖

部、棱角处易在温差、导热性差异等的影响下,发生

张性破裂,片状剥落, 与流水或雨水的侵蚀和溶蚀一

道,使其圆化或浑圆化,从而不断塑造和改造丹霞地

貌。公园的石寨、石墙、石梁、石峰、石柱、峰丛、峰

林、猪背山、单面山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圆化或浑圆

化。在崖壁上由于岩石碎屑、胶结物和填隙物,被风

化溶蚀、流水冲刷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致使其松

动、脱落而残留的凹坑,凹坑进一步发展形成众多的

大小不一的凹洞,即蜂窝状洞穴 (照片 2、5)。

315 溶蚀风化崩塌型地貌

扁平洞 在溶蚀风化崩塌综合作用下, 在丹霞崖

壁上,沿着厚层状砂砾岩中的较软弱的钙泥质细砂

岩或粉砂岩夹层,向内凹进加深,形成大小不等的扁

平状洞穴,如南岩佛洞三面红岩环绕, 七洞错落相

伴,寺随岩架立,可容纳千余人, 是一座中国最大的

利用自然洞窟开凿的佛教石窟 (照片 8)。

天生桥 若石墙或石梁中的穿洞继续受到风化

剥蚀及发生崩塌,洞顶岩层被风化剥蚀或崩塌,则穿

洞高度继续增高、宽度扩大,当穿洞的高度大于穿洞

顶部的岩层厚度时则成为天生桥 (照片 9)。

31 6 造型地貌

造型地貌并非单独的地貌成因类型, 而是在上

述成景作用的单独或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状态优美地

貌景观。园区内造型地貌众多, 形象逼真, 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 是各景区景群中的重要景观和看点。

如女王峰 (照片 10 )、天外来客 (照片 11 )、老人峰

(照片 5 )、三叠龟峰 (照片 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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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景观资源

龟峰聚天下名山之雄、奇、俊、秀为一体,融五千

年历史、宗教、养生、民俗文化于一炉,是一处不可多

见的人间胜境,使历代名人接踵而至, 赢得 /江上龟

峰天下稀0 (明 #李梦阳 )、/殊胜长城壮汉关 0 (明

#高明 )、/大地文章集龟峰 0(江西第一任省长邵式

平 )和 /盖龟峰峦嶂之奇, 雁荡所无 0 (明 #徐霞客 )

的由衷赞叹。佛教早在 1 700多年前的晋朝就传入

区内。晋朝名僧支遁开兴山寺, 自唐永泰元年 ( 765

年 )至清同治年间,可考者有寺 118个, 庵 17个,据

其建造年代,以唐、宋、明三代佛事为盛,如始建于晋

代 /中华第一佛洞 0的南岩寺、建于梁代龟峰瑞相寺

就是其中的代表。龟峰摩崖石刻共计 200余条,是

龟峰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 自唐代以来, 崖刻达到

200多处,形成了龟峰摩崖石刻群,是一精美的石刻

艺术长廓。叠山书院折射出铁脊忠魂谢叠山的爱国

丹心, 方志敏纪念馆展示红土地的无尚光荣与骄傲,

千古名曲弋阳腔,唱不尽弋阳奇人的千古风流,为龟

峰的第三奇。历代人文遗迹、遗址, 广布在信江河

畔,象璀璨名珠,点缀着丹霞地貌景观。

5 结束语

弋阳龟峰园区丹霞地貌类型丰富多彩, 是以老

年早期阶段丹霞地貌为主,地貌景观相对聚集,形成

丹霞地貌峰林、峰丛的 /天然盆景 0。园区内佛教、

儒教文化相互交融,点缀在信江河畔丹霞地貌区及

周边地区的历代人文遗迹、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内

容丰富,景观多样, 特色突出, 具有很高的地质地貌

科学价值和自然人文科学价值的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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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geoscience tourism resources a long the banks o f X injiang river in Y iyang county,

Jiangx ,i China1 Them ain natura l tourism resources is danx ia landfo rm that bears h igh value for sc ience research and

tourism v iew and adm ire1 The human tourism resources inc ludes theNanyan rock cave of Zen Buddhist cu lture, the

D ieshan ancient academ ies o fC onfucian ism cu lture, the c liff carv ing architecture and Fang Zh im inmemorial o f red

tourism resources etc that each has high va lue for aesthetics en joy ing and h istory and culture study ing1 Th is paper

ma in introduces the geosc ience tourism fea tures o f danx ia land form ofY iyang Guifeng, and analyzes the genesis of

th is sort of landscape based on studying on the physica lmaster, the types and the fo rmationm echan ism of the danx-

ia landforms1

Key words: Danx ia Landform; Gu ifeng; N anyan Gro tto; tourism resources; Y iyang of Jiang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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