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組: 龍虎山的丹霞地貌是怎樣形成的? 



報告內容 

 

一、簡介丹霞地貌 

二、龍虎山丹霞地貌的形成原因及過程 

三、比較不同地區的丹霞地貌 

 



 

一、簡介丹霞地貌 
二、龍虎山丹霞地貌的形成原因及過程 
三、比較不同地區的丹霞地貌 
 



丹霞 

 

• 物質組成：紅色碎屑岩 (主要是礫岩和砂岩) 

• 形成時代：中生代、新生代 

• 形成過程： 

湖泊沈積 地殼抬升 
流水作用、重力作

用、風化作用 



丹霞 

 

• 頂平 

• 坡陡 

• 底滑 

 



「中國製造」丹霞？ 

• 1929 
地質學家馮景蘭 在廣東丹霞山首次發現紅色砂
礫岩層，並把這獨特的紅色岩層命名為「丹霞層」 

 
• 1939 
構造地質學家陳國達 把這種紅色岩層上發育的
地貌稱為「丹霞地形」 

 
• 1978 
地貌學家曾昭璿 第一次把「丹霞地貌」按地貌
學術語來使用 

 



中國丹霞地貌分佈 



中國丹霞地貌分佈 



江西龍虎山 

 
• 江西省鷹潭市西南20公里 
• 主峰龍虎山（龍虎峰）海拔247.4米 
• 2001年被列為國家地質公園 
• 2010年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 物質組成：红色碎屑岩 
• 形成時代：中生代(晚白垩紀) 
• 23種丹霞地貌：丹霞崖壁、方山、石墙、石峰、
石柱、丹霞洞穴、丹霞沟谷、象形丹霞等 
 







蓮花石 -崩積堆和崩積巨石 



壁龕式洞群 



蜂窩狀洞穴 



 

一、簡介丹霞地貌 

二、龍虎山丹霞地貌的形成原因及過程 
三、比較不同地區的丹霞地貌 

 



丹霞地貌的形成條件 

外動
力 

構造
條件 

物質
基礎 

雨水 
侵蝕型 

流水(河流)
侵蝕型 

崩塌 
殘余型 

崩塌 
堆積型 

 
溶蝕 
溶洞型 

 



條件一、物質基礎 

• 紅色塊狀砂礫岩 

1. 河口組粗碎屑岩(K2h) 

2. 塘邊組細碎屑岩(K2t) 

 



條件一、物質基礎 

河口組粗碎屑岩(K2h) 

• 壹套山麓洪–沖積扇粗碎屑岩 

• 岩性以紫紅色塊狀礫岩、砂質礫岩爲主，夾含礫粗砂 
岩、含礫細–粉砂岩，鐵質和(或)鈣質膠結 

 

礫岩 

1. 質地堅硬    

2. 抗風化剝蝕       

能力強 

砂岩、粉砂岩

1. 抗風化能力

較弱                

2. 易被風化溶

蝕、水流侵蝕 

發生差異風化

並剝蝕後，   

山體重心失衡，

沿垂直節理   

發生崩塌 

形成赤壁丹崖

和近于帶狀的

突起或凹坑，

較大的凹坑可

進一步發展成

岩槽、岩洞  



條件一、物質基礎 

塘邊組細碎屑岩(K2t) 

• 壹套風成沙丘沈積的細碎屑岩 

• 岩性以紫紅色塊狀細砂岩爲主，夾少量含礫細砂岩及
薄層狀粉砂岩 

細砂岩 

1. 抗風化能力較弱                

2. 易於風化 

風化成低矮平緩的山崗
丘陵，局部發育有不高
的陡崖赤壁和大小不一

的洞穴或洞穴群 



條件二、構造條件 

• 晚白垩世末信江盆地沈積 

• 新構造運動使地殼發生差異性，間歇性隆升成爲侵蝕區 

• 形成了斷裂、節理構造和斷裂、節理的相互切割、塊段差異抬升 

• 沿垂直節理發生流水侵蝕、重力崩塌等地質作用 

• 地層傾角一般 10 ̊~25 ，山體常形成緩丘陵狀山頂面 

• 受主斷裂或盆緣邊界斷裂影響較大部位的地層傾角可達20 ̊~25 ̊或稍陡，

山體多形成一面斷壁陡崖坡短、而另一面緩傾斜坡長的單面山 

• 抬升較快的地區：丹霞石寨、峰叢、峰林等 

• 抬升較緩的地區：石峰、深切河流、峽谷等 



條件三、外動力 

• 中國東南部：中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大區江南氣候區 

– 雨量充沛 

    有利于面型和線型的水流沖刷和深谷的下切 

– 季節性和突發性的降雨 

    不斷對紅層岩石産生極強的侵 蝕和淋蝕 

    河流的縱向切割和溯源侵蝕，有利于形成陡峭谷壁和深 

– 雨水、流水(河流)加劇了風化溶蝕和崩塌作用産生 

    不斷地塑造和 改造已形成的丹霞地貌 

 

• 例子：龍虎山泸溪河近岸的丹霞風景 

                 (雨水-水流(河流)複合侵蝕型) 



丹霞地貌成因類別 
1) 雨水侵蝕型 
• 主要是指降雨對丹霞坡面的淋蝕(雨滴打擊和片流沖蝕)與溶蝕，以及暫時性逕流和山體根部的

侵蝕作用。雨水侵蝕是塑造各種丹霞坡面微地貌景觀的主要外動力。 
 

2) 流水(河流)侵蝕型： 
• 常年性和季節性的流水沖刷侵蝕是丹霞形成的主要因素，也是龍虎山地區丹霞

地貌形成的主要外動力，對各階段丹霞地貌的形成都非常重要，以瀘溪河最具
代表性和典型性。 

 
3) 崩塌殘餘型： 
• 紅色砂礫岩層中多組垂直裂隙經水流下切、沖蝕或側蝕，上部岩塊失去平衡，在重力作用下，

將沿裂隙而發生崩塌作用，殘餘一些堡狀、牆狀、柱狀等地貌景觀，如老人峰、象鼻山、仙
桃石、駱駝峰等象形峰(石)。 

 
4) 崩塌堆積型： 
• 崩塌岩塊在崖麓常形成巨大的岩塊堆積，有的崩塌岩塊堆積在一起組合成奇妙的象形景觀，

如蓮花石、玉梳石等。 
 

5) 溶蝕溶洞型： 
• 地表或地下水對岩石中可溶性物質進行溶解，而溫差的變化，又加劇了岩石風化與剝落，使

得岩體中裂隙不斷擴大，形成大小不一、形狀不同的凹形地貌和渾圓狀凸形地貌，如岩槽、
溶洞(穴) 



形成過程 

幼年期 壯年期 老年期 



幼年期 

地殼的快速上升，水流沿著已形成的  
裂隙、垂直節理不斷侵蝕 

狹窄深溝、“一線天”式的障谷 

障谷下方的地表水繼續沿著裂隙侵蝕、
障谷上方懸空的谷壁受重力作用以及   

風化作用的影響 

障谷裂隙進一步加深、拓寬 



流水沖蝕、雨水侵蝕、長期風化作用
的影響 （溫暖潮濕的氣候） 

岩屑剝落與穀坡後退 

壯年期 



氣候冷暖、幹濕交替，主河谷接近區
域侵蝕基準面，沿著侵蝕基準面緩慢
地流淌，流水侵蝕以側蝕爲主，         

為物理風化作用 

壯年期崖壁進一步後退，山體縮小，形
成以河谷平原、孤峰殘石、低緩穀坡、
矮小渾圓殘丘、准平原化爲特徵的       

老年期丹霞地貌 

老年期 



 
一、簡介丹霞地貌 
二、龍虎山丹霞地貌的形成原因及過程 

三、比較不同地區的丹霞地貌 
 



中國丹霞地貌南北差異 





空間分佈差異 



南北丹霞形態的差異 

南方 北方 

氣候 濕潤﹑半濕潤區 乾旱﹑半乾旱區 

地表徑流 充足 缺乏 

外動力作用 流水侵蝕﹑重力 溫差風化﹑鹽風化 

丹霞地貌顏色 受流水作用主導的岩面不
但呈現鮮紅的顏色，而且
非常光滑 

在冬季和春季受降塵影響，
丹霞容易被塵埃覆蓋，呈
現灰黃色調；至夏季才因
降雨沖刷而恢復紅色，具
有色調的季節變化 

獨特地貌類型 岩槽﹑穿洞﹑天生橋 泥乳狀﹑波浪狀﹑陡峭狀 



南北丹霞的旅遊價值 

南方： 

• 氣候宜人﹑風景秀美 

• 山水交融﹑河溪蜿蜒，帶有江南婉約清新
的韻味 

• 龍虎山的瀘溪河上泛舟 

 



南北丹霞的旅遊價值 

北方： 

• 濃厚的宗教和藝術色彩 

• 崆峒山是道教聖地﹑麥積山石窟見證佛教
興盛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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