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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江西龙虎山地区以发育老年期丹霞地貌为特色! 其成景地层为晚白垩世河口组红层!
目前对这套红层的沉积相认识程度还比较低$ 龙虎山仙人城景区河口组出露厚度达百余米! 沉
积构造发育! 且人工开凿的台阶可以直达山顶! 这为沉积相分析提供了便利条件$ 根据野外露
头岩性组成% 沉积构造等特点! 识别出 + 种岩相单元& 无沉积构造砾岩% 正粒序层理砾岩% 逆粒
序层理砾岩% 平行层理砾岩% 含砾砂岩% 古土壤$ 砾石统计结果表明! 砾石粒径范围主要为 ’ f
& C:! 最大可达 -*$) C:! 成分以紫红色凝灰岩为主! 砂岩% 花岗岩和石英次之% 变质岩 "主要
是片岩# 较少! 磨圆度主要为次棱角状! 其次为棱角状$ 在显微镜下! 砂岩碎屑颗粒主要呈棱
角’次棱角状! 分选性较差! 粒径为 %$%) f*$%% ::! 主要由石英% 长石和岩屑组成! 总体具有
结构和成分成熟度中等偏低的特点$ 野外露头宏观和室内显微分析结果表明! 仙人城丹霞地貌
的成景地层为河流主导的冲积扇沉积体系的产物$ 在龙虎山地区! 丹霞地貌的空间分布与盆地
冲积扇沉积相的平面展布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盆地边缘冲积扇成因的厚层砾岩为后期丹霞地貌
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关键词! 沉积相( 冲积扇( 丹霞地貌( 河口组( 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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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丹霞地貌是指以陡崖坡为特征的红层地貌 *-+ )

近年来$ 在丹霞地貌概念体系 **+ " 空间分布 *’ f&+及

国际对比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中国东南地
区$ 丹霞地貌的成景地层岩性主要为白垩纪陆相
红色碎屑岩 *+ f,+ ) 龙虎山地区位于赣东北信江盆地
西南缘$ 晚白垩世圭峰群河口组红层在构造抬升
和风化侵蚀以后形成以孤峰" 峰林" 峡谷" 残丘
等为特色的丹霞地貌景观$ 是我国壮年晚期!老
年早期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 *#+ ) 龙虎山 *%%# 年被
评选为世界地质公园$ *%-% 年 # 月与广东丹霞山"

浙江江郎山" 福建泰宁" 湖南崀山" 贵州赤水等
申报的 ,中国丹霞- 被列入 1世界遗产名录2) 自
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以来$ 在信江盆地开展了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获得了许多有关地质构造 *(+ "

古生物地层 *-%+ " 沉积岩石特征 *--+ " 丹霞地貌特

征 *-*+等方面的基础资料$ 为红层与丹霞地貌的深
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 目前对龙虎山
地区丹霞地貌成景地层沉积相的研究程度还比较
低$ 对盆地沉积相分布和丹霞地貌发育的关系研
究还不够深入)

仙人城景区位于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
位置$ 红层出露连续$ 沉积构造丰富$ 人工修建
的台阶从山脚直达山顶$ 这为详细实测红层沉积
特征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过对仙人城景区野外露
头观察" 砾岩砾石统计$ 以及室内砂岩样品薄片
进行分析$ 文章详细划分" 描述了岩相单元$ 对
沉积环境进行解释$ 并研究了红层盆地沉积相分
布与丹霞地貌发育的关系)

-!区域地质概况

江西信江盆地位于中国大陆东南部武夷山脉

和怀玉山脉之间$ 大地构造处于扬子板块和华夏
板块接合部$ 中生代以来经历了由裂陷盆地到断
陷盆地的演化历程$ 沉积了一套 ,下灰上红- 的

陆相碎屑岩夹火山岩系地层 *-’+ ) 信江盆地是中国

东南地区众多晚中生代陆相断陷盆地之一$ 其中
充填的上白垩统圭峰群是丹霞地貌的主要成景地
层$ 为一套红色陆相沉积环境的产物 *-&+ )

龙虎山仙人城景区位于信江盆地西南缘 %见
图 -&$ 地理坐标为东经 --+h),r**s$ 北纬 *#h-)r
--s$ 地处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龙虎山镇$ 屹立于
泸溪河西岸$ 海拔 *&& :$ 相对高度约 -#% :)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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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长期沿近东西" 北北西向断层" 节理冲蚀$
导致原始山体被切割分离形成石寨) 仙人城景区

山顶平缓$ 近于圆形$ 面积约 )%%% :*$ 四面岩壁
陡峭)

-!第四纪联圩组( *!塘边组含砾细砂岩( ’!河口组砾岩和砂岩( &!晚白垩世凝灰岩和花岗岩( )!早白垩世凝灰岩"

含砾砂岩和变质砂岩( +!晚三叠世花岗岩( ,!晚志留世花岗岩( #!中奥陶世花岗岩( (!中/新元古代片岩(

-%!整合界线及不整合界线( --!地层产状( -*!正断层( -’!硅化破碎带( -&!火山口)

图 -!江西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图
R<J$-!YKD=DJ<C;=:;B DLE7KMDIJ7G"7;I Y=D1;=YKDB;HO <I [<;IJ?<0HDA<ICK

*!研究方法

在龙虎山仙人城景区选择出露良好的河口组
红层剖面进行实测$ 逐层观测每层的厚度" 岩性
和沉积构造$ 并采集砂岩夹层样品$ 绘制出地层
岩性柱状图$ 在柱状图上划分岩相单元) 针对砾
岩地层$ 在测量层厚的同时$ 选择 -% 个最大砾石
测量其粒径$ 做出砾岩层厚度 %/L’& !砾石最大
粒径 %!5F& 交汇图$ 判断沉积流体机制 *-) f-++ )

另外$ 还选择了 * 处出露良好的砾岩露头进行砾石
统计) 在每个砾石统计位置$ 测量 *%% 个砾石的长

轴 %;&" 中轴 % 1&" 短轴 %C& 的长度$ 观察岩
性" 判断磨圆度 %0& 和风化程度) 将这些数据记
录在设定的表格当中) 砾石统计和分析方法与陈
留勤等 *-, f-(+相似) 将采集到的 ( 块砂岩样品磨制
成薄片$ 通过显微镜进行显微组构观察和粒度分
析$ 用于沉积环境的判别)

’!研究结果

W9#%丹霞地貌与红层岩性特征
龙虎山仙人城地区的丹霞单体地貌类型包括

丹霞崖壁" 方山" 石墙" 石峰" 石柱和丹霞洞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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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 丹霞沟谷及奇绝罕见的象形丹霞等)
群体地貌类型以侵蚀残余的平顶型和圆顶型峰丛"

峰林与孤峰残丘并存为特色$ 其中排衙峰以大型
峰墙!峰丛型丹霞地貌为特点)

;!陡峭的崖壁及其上发育的层控洞穴( 1!侵蚀冲刷底界面及叠瓦状构造( C!正粒序层理砾岩( >!平行层理砾岩(

K!具有河谷形态充填的砾岩( L!聚集状砾岩 %筛状沉积& $ 呈透镜体状产出( J!颗粒支撑的砾岩$ 含有较大的棱角状砾石(

7!砾岩中的砂岩夹层( <!古土壤

图 *!河口组岩石特征露头照片
R<J$*! ĜECHDB B<CEGHK"DLE7KWKODG RDH:;E<DI

!!丹霞地貌区的山顶植被茂密$ 风化严重$ 但
其陡崖壁上岩石的结构和构造却清晰可见 %见图
*&) 红层底冲刷面" 粒序层理" 叠瓦状构造" 筛
状沉积等比较发育$ 为岩相的划分和解释提供了
重要依据) 根据颜色" 粒度" 沉积构造等变化$
将实测红层划分为 --& 层) 仙人城景区属于圭峰群
河口组地层$ 河口组主要发育砾岩$ 夹含砾砂岩
或含有钙质结核的古土壤 %见图 *&) 在实测剖面
上$ 砾岩层厚度在横向上通常不稳定$ 其底部大
多出露明显的冲刷侵蚀底界面 %见图 *1&$ 顶界面
一般是与下一个岩相单元的突变接触面) 通常在
一些砾岩层中$ 砾石大小显示为下部逆粒序而上
部正粒序的组合 %见图 *C" 图 ’ 第$层和?@A层&$
也可见发育平行层理的砾岩 %见图 *>&) 砾石发育
叠瓦状构造$ 可见由粒径较大的砾石组成的透镜
体$ 具有河谷形态充填的砾岩 %见图 *K" 图 ’ 第

?@B层 &) 另外$ 还可见聚集状产出的砾岩 %见
图 *L&)

砾岩类型主要为粗!中砾岩$ 夹含砾砂岩)
砾石大小变化较大$ 主要为棱角状至次棱角状$
磨圆度较差$ 含有较大的棱角状砾石 %见图 *J"
图 ’ 第?@C层&) 有些扁平状的砾石近似平行于层面
分布$ 也可见较大粒径的砾石呈 ,漂浮状- 产出$
粒径达 --$) C: %见图 ’ 第?DE和?FG层&) 在砾岩层
中常夹砂岩层 %见图 *7&$ 有些泥质岩层含有钙质
结核" 遗迹化石等$ 为经历成壤作用形成的古土
壤 %见图 *<" 图 ’ 第?HI层&) 在靠近山顶的部位$
可见近平行排列的大型天然洞穴 %见图 *;&)

/L’ %单层厚度& 可反映流体的黏滞性$ !5F
%最大砾石粒径 & 可反映流体的载荷能力) 在
9?CK=表格中根据二者的实测数据进行 !5F!/L’
投图 %见图 ’&$ 可见二者之间相关性较差$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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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河口组红层实测地层柱状图
R<J$’!PEH;E<JH;B7<CCD=G:I DLHK>1K>"DLE7KWKODG RDH:;E<DI

研究区红层沉积物主要是河流搬运的 *-) f-++ )
W9!%砾石统计和分析

根据龙虎山仙人城景区 * 处砾岩露头 \V2MP/
%( 和 \V2MP/-% 共 &%% 个砾石的统计结果$ 记录了
每个砾石的颗粒大小$ 磨圆度和风化程度) 通过
测量研究区砾石的长轴 %;&" 中轴 % 1& 的长度判
定砾石大小$ 砾石粒径一般为 ’ f& C:$ 最大者可

达 -*$) C:$ 可知出露的砾岩为粗!中砾岩$ 细砾
岩次之 %见图 &&)

磨圆度 %0& 是根据野外赋值求和$ 再与全部
为圆状时的和值相比计算求得$ 以百分数表示
%见表 -&) 磨圆度主要集中于次棱角状 %X&$ 占
&)j$ 其次为棱角状 %‘&$ 占 ’,$)j$ 处于次圆
状 %2& 区域的较少$ 为 -,$)j) 风化程度的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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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河口组砾石粒径频率曲线图
R<J$&!RHK5GKICQCGHAK"DLJH;AK="<6K"DLE7KWKODG RDH:;E<DI

表 -!研究区砾石岩性和圆度统计结果

T;1=K-!PE;E<"E<C"DLJH;AK==<E7D=DJQ;I> HDGI>IK""<I

E7K"EG>Q;HK;

岩性
磨圆度4j

棱角状 %‘& 次棱角状 %X& 次圆状 %2&
合计

4j
紫红色凝灰岩 *- *% + &,

砖红色砂岩 * # *$) -*$)

灰白色砂岩 + ) %$) --$)

灰绿色砂岩 %$) -$) * &

石英 + )$) -$) -’

脉石英 %$) -$) - ’

片岩 % - %$) -$)

花岗岩 -$) *$) ’$) ,$)

总计 ’,$) &) -,$) -%%

与磨圆度相似$ 风化程度根据野外肉眼观察和判
断$ 将岩石风化程度分为 & 个等级$ 并分别赋值
%未风化为 -$ 弱风化为 *$ 强风化为 ’$ 全风化为
&&$ 其中 - 级为 -%j$ * 级为 %$)j$ ’ 级为
#($)j$ 可得出仙人城景区出露岩石风化程度为 ’
级强风化) 砾石岩性包括凝灰岩" 砂岩" 石英"
花岗岩和少量片岩) 成分以紫红色凝灰岩为主$
平均含量达到 &,j( 砂岩" 酸性岩浆岩 %花岗岩&
和石英次之$ 分别为 *(j" -+j和 ,j( 变质岩
%主要是片岩& 较少$ 仅占 -j %见图 ’&) 整体岩
层呈现红色)
W9W%砂岩碎屑组成与粒度分析

在显微镜下$ 对 ( 个砂岩薄片的显微组构进行
观察$ 发现碎屑颗粒主要由石英" 长石" 岩屑组
成) 其结构为颗粒支撑结构) 颗粒主要呈棱角!
次棱角状$ 分选性较差$ 粒径为 %$%) f*$%% ::$
主要由石英组成) 杂基含量为 & f*(j$ 胶结物含
量为 -% f-#j) 石英可分为多晶石英 %见图 );&
和单晶石英 %见图 )1&) 长石主要为钾长石 %见图

)C&$ 斜长石发育聚片双晶) 岩屑包括凝灰岩" 泥
岩" 脉石英及少量的变质岩) 胶结物以钙质 %见
图 )>& 为主) 在杂基中含有 RK’ ~矿物$ 使岩石总
体呈红色) 根据薄片鉴定结果$ 主要碎屑组分为#

%-& 石英粒径为 %$%) f-$, ::$ 棱角!次棱
角状$ 单晶石英多无色$ 表面有压裂痕迹$ 溶蚀
现象$ 均匀消光$ 含量约为 &,j( 可见多晶石英$
含量约为 &-j f&+j$ 可知石英来自酸性岩浆岩)
石英总含量为 ,*j f##j)

%*& 长石粒径为 %$%& f-$+ ::$ 长石一般为
次棱角状$ 时而出现不规则的柱状) 可见聚片双
晶的斜长石$ 格子双晶的微斜长石$ 卡式双晶的
钾长石$ 含量 -j)

%’& 岩屑有喷出岩约占 -%j$ 燧石含量约占
*j$ 千枚岩约占 ’j$ 片岩约占 ’j$ 泥岩约占
’j$ 脉石英约占 *j$ 页岩约占 *j( 其他矿物碎
屑有云母等$ 含量约为 -j)

根据碎屑颗粒统计结果进行投图$ 显示采集
的样品为长石岩屑砂岩和岩屑砂岩 %见图 +&)

另外$ 为了完成砂岩粒度分析$ 在每个薄片
中测量至少 ’%% 个颗粒的粒径$ 进行统计分析$ 制
作累积频率曲线图 %见图 ,;& 和频率曲线图 %见
图 ,1&) 可以看出$ 采集样品的碎屑物质的平均粒
径在 *$)& f&$)*.之间$ 可知该研究区砂岩岩性
主要为细砂岩) 样品累积频率曲线均较为陡峭$
由此可以判断样品碎屑颗粒分选良好) 样品频率
曲线图中$ 除 \V2]H/) %*& %图 ,1J&" \V2]H/)
%’& %图 ,1K&" \V2]H/+ %-& %图 ,1L&" \V2]H/,
%-& %图 ,1M& 和 \V2]H/, %*& %图 ,1N& 有两个
峰以外$ 其余样品均为单峰$ 反映沉积物来源不
均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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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多晶石英( gE6!单晶石英( _L!钾长石( 2;!钙质胶结

图 )!河口组砂岩显微镜下特征
R<J$)!U<CHD"CDB<CLK;EGHK"DL";I>"EDIK";:B=K"LHD:E7KWKODG RDH:;E<DI

g!石英总量( R!长石总量( V!岩屑总量

图 +!河口组砂岩成分 gRV图解
R<J$+!gRV><;JH;:"DL";I>"EDIK>KEH<E;=CD:BD"<E<DI"

LHD:E7KWKODG RDH:;E<DI

’$&!岩相划分和解释
在仙人城景区河口组红层中识别出 + 种岩相单

元 %见表 *&)
’$&$-!岩相 ‘% 无沉积构造砾岩

岩相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发育沉积构造$ 但
是其底界面大多仍为可辨识的冲刷面构造) 岩相 ‘
发育在第<" ?@A层 %见图 ’& 等) 颗粒支撑至杂基
支撑结构) 砾石大小主要为粗!中砾级别$ 呈紫红
色$ 厚层!块状$ 混杂堆积$ 分选性较差) 砾石主
要呈次棱角状$ 其次为棱角状$ 处于次圆状区域的
较少) 粒径一般为 ’ f& C:$ 最大者可达 -*$) C:)

砾岩不发育粒序层理构造$ 一般认为是具有
高剪切应力或高粘性沉积物的结果$ 因此不会产
生有效的颗粒相互作用 *-++ )
’$&$*!岩相 X% 正粒序层理砾岩

正粒序层理构造在仙人城最为常见$ 比如第#
!!

表 *!河口组红层岩相划分

T;1=K*!M<E7DL;C<K"C=;""<L<C;E<DI DLE7KHK>1K>"DLE7KWKODG RDH:;E<DI

序号 岩相 特征 沉积构造 解释
‘ 无沉积构造砾岩 砾石支撑" 杂基支撑" 块状 无粒序层理 沉积物高剪切应力或高粘性作用$ 沉积速率快$ 沉积物来不及分选
X 正粒序层理砾岩 杂基支撑 正粒序层理 洪泛水流能量逐渐降低
2 逆粒序层理砾岩 砾石支撑 逆粒序层理 高密度流体在流动过程中$ 颗粒的分散和上举作用
S 平行层理砾岩 砾石支撑" 成层性差 平行层理 高能水流条件下的河道迁移
9 含砾砂岩 细到粗" 可含砾石 板状交错层理 直脊沙纹迁移 %侧向加积&
R 古土壤 钙质结核" 遗迹化石 土壤特征 地表氧化环境中的经成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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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曲线( 1!频率曲线

样品’!\V2/-( 样品(!\V2MP/-( 样品)!\V2]H/) %-&( 样品J!\V2]H/) %*&( 样品K!\V2]H/) %’&(

样品L!\V2]H/+ %-&( 样品O!\V2]H/+ %*&( 样品M!\V2]H/, %-&( 样品N!\V2]H/, %*&

图 ,!河口组砂岩样品粒度分析图
R<J$,!YH;<I "<6K><;JH;:"DL";I>"EDIK";:B=K"LHD:E7KWKODG RDH:;E<DI

层" ;层" 第?PI层" ?HI层 %见图 *7" 图 ’&) 其特征
表现为粗!中砾石分布在底部侵蚀冲刷界面上$ 向
上砾石直径变小) 其顶界面通常为下一个正粒序层
理砾岩层的底界面) 因此$ 这种岩相的顶部通常被
削截$ 所保存的厚度小于沉积时期的原始厚度) 多
个正粒序层理构造可以在垂向上叠置产出)

每个正粒序层理砾岩层可以认为代表了一次
洪水泛滥事件) 随着水流能量的降低$ 最大 %最
重& 的砾石先沉积于底部侵蚀界面之上$ 然后细
粒部分再发生沉积) 因而$ 剖面上观察到的多个
正粒序层理构造的叠置则反映了在相对稳定构造
背景下$ 由于强烈降水事件引发的河流作用在冲
积扇朵叶上的沉积过程 **%+ )
’$&$’!岩相 2% 逆粒序层理砾岩

岩相 2在研究区也比较常见) 在有些情况下$
在一层砾岩的底部发育厚度 -% f*% C:的逆粒序层
理$ 然后向上变化为正粒序层理) 第?PQ层$ 第?RS层
和第?TI层可见出露三段呈逆粒序分布的厚层砾岩$
块状构造$ 砾石支撑$ 总计厚达 *$) : %见图 ’&)

发育逆粒序层理构造的砾岩一般在颗粒流或
河流沉积物中比较常见) 粒度自下而上变粗的特
点可能是由于高密度流体在流动过程中颗粒的分
散和上举作用$ 导致较大的砾石向层位上部发生
位移 **-+ ) 逆粒序层理构造也有可能是由于顺流分
选作用$ 导致细粒物质先发生沉积 ***+ )
’$&$&!岩相 S% 平行层理砾岩

在实测地层柱状图中 %见图 ’&$ 可见大量的
平行层理砾岩$ 是在较强的水动力条件下$ 由平
坦的河道迁移$ 连续滚动的砾石产生粗细分离而
显出的水平细层$ 沿层理面易剥开$ 在剥开面可

见到剥离线理构造) 平行层理一般出现在急流和
高能沉积环境$ 如河流环境中$ 常与板状交错层
理" 冲刷侵蚀面 %见图 ’ 第?PG层& 相伴生)
’$&$)!岩相 9% 含砾砂岩

在仙人城景区出露了几段厚度共达 * :的砂岩
层$ 其碎屑颗粒主要是石英$ 含部分长石$ 胶结
物主要为铁质和钙质) 底部颗粒较粗$ 由下至上
由粗变细$ 有时发育水平层理 %见图 *S&) 在研
究区最常见的是含砾砂岩$ 所含砾石颗粒大小由
细到粗$ 沉积构造包括水平层理与板状交错层理$
可见呈透镜体或透层状形态的砾石 %见图 ’ 第?@B
层&$ 顶界面常为被上覆砾岩侵蚀而成的岩相突
变面)

在研究剖面上$ 含砾砂岩通常作为发育正粒
序层理构造砾岩的顶部单元$ 或者呈现砾岩之间
的夹层形式产出$ 也可以由其自身构成粒序层理)
一般情况下$ 岩相 9常呈透镜层状$ 顶部经常可
见侵蚀的痕迹)
’$&$+!岩相 R% 古土壤

从图 ’ 中的第?HI层" 第?FS层和第?UVW层$ 可观察
到厚度约 ’% C:的古土壤$ 古土壤鉴别特征包括钙
质结核" 浅灰色圆形斑点" 土壤滑擦面" 生物遗
迹化石 %见图 *<&)

古土壤是古代沉积地层中的土壤$ 是在较为
稳定的构造背景下发生暴露$ 在与大气接触下经
成壤作用形成的) 研究区古土壤的出现$ 不仅代
表了沉积间断$ 同时也指示红层沉积时期为干旱"
氧化的地表沉积环境) 实际上$ 在中国东南地区
晚白垩世的这一套红层中古土壤是广泛发育的$
反映了在较大范围内的地表干旱氧化条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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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分布对丹霞地貌发育的
控制

&9#%仙人城红层沉积环境
构成龙虎山仙人城景区丹霞地貌的地层为河

口组红色砾岩为主的地层$ 夹砂岩及古土壤$ 它
们是发育在盆地边缘的冲积扇沉积体系的产物)

红层中的砾岩主要由粗!中粒的砾石组成$ 砾石
大小不一$ 粒径一般为 ’ f& C:$ 少数砾石最大粒
径达 -- f-& C:) 砾石长轴粒径最大者达 -*$) C:$

粒径小于 -% C:者为棱角!次棱角状$ 粒径大于
-) C:常呈次圆状$ 砾石间由大量的砂级颗粒充
填) 砾岩层之间夹有含砾砂岩$ 分选差$ 多为杂
基支撑$ 沉积构造不明显$ 底面常见强烈冲刷侵
蚀面) 特别是那些侵蚀底界面及其上覆的发育正
粒序层理构造的砾岩代表了冲积扇上的河流作用)

在山前位置$ 由于断层活动形成足够的可容
纳空间$ 为冲积扇厚层粗粒沉积物堆积提供了空
间$ 导致实测剖面上多层砾岩的叠加$ 且形成的
砾岩砾石粗大$ 磨圆度和分选性较差$ 砾岩堆积
厚度大) 而在冲积扇远端位置$ 发育泛滥平原"

干盐湖等沉积环境$ 发育沉积细粒沉积物$ 古气
候干湿变化形成含有钙质结核" 生物遗迹化石的
古土壤层 **&+ ) 多期次构造活动导致冲积扇向盆地
方向进积$ 叠置在泛滥平原细粒沉积之上) 正是
这多期次扇体的叠加复合$ 盆地冲积扇砾岩为丹
霞地貌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 **)+ )
&9!%沉积体系与丹霞地貌发育的关系

丹霞地貌是由于地壳不断隆升$ 沿垂直节理
或断裂发生风化剥落" 流水侵蚀和崩塌后退等多
种地质作用而形成的$ 具有 ,顶平" 身陡" 麓缓-

的特征 **++ ) 研究区所处的信江盆地是一个陆相断
陷盆地$ 其丹霞地貌主要产于盆地边缘的冲积扇
沉积的粗碎屑岩当中 *#+ ) 一方面是由于冲积扇沉
积的红层本身厚度大$ 抗风化能力强$ 形成物质
基础( 另一方面$ 盆地边缘断层活跃$ 红层在构
造抬升以后$ 在近垂直地表的断层" 节理切割下$

形成悬崖峭壁$ 构成丹霞地貌最重要的陡崖坡组
成要素) 而在远离盆地边缘的部位$ 则以细粒沉
积物为主$ 比如在贵溪" 弋阳地区分布的塘边组
河流相和风成相中!细粒砂岩$ 由于其岩性均匀$

钙质胶结物含量高$ 抗风化能力较弱$ 所以遭受

构造抬升和风化剥蚀后形成低矮的圆丘状地貌$
经常被雕刻留下人文古迹) 可见$ 在盆地范围内$
岩相差异是后期丹霞地貌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内在
因素)

)!结论

%-& 龙虎山仙人城地区的丹霞地貌类型包括
丹霞崖壁" 方山" 石墙" 石峰" 石柱和丹霞洞穴"
丹霞沟谷及奇绝罕见的象形丹霞等$ 群体地貌类
型以侵蚀残余的平顶型和圆顶型峰丛" 峰林与孤
峰残丘并存为特色) 成景地层为晚白垩世河口组
砾岩为主的红层$ 其中砾岩发育底冲刷侵蚀面"
粒序层理和叠瓦状构造等) 砾岩的砾石成分以紫
红色凝灰岩为主$ 主要为次棱角状!棱角状$ 次
圆状次之)

%*& 研究区丹霞地貌成景地层为河流主导的
冲积扇沉积体系的产物) 冲积扇扇根形成砾岩$
而扇中多发育砂岩$ 扇远端泛滥平原以发育含砾
砂岩和古土壤为特征) 在盆地边缘的冲积扇沉积
体系中形成的厚层砾岩和砂岩地层$ 被构造抬升"
切割和风化作用共同塑造形成丹霞地貌)

%’& 冲积扇沉积体系中的砾岩相对质地坚硬$
岩层厚度大$ 抗风化剥蚀能力强$ 而砂岩抗风化
能力较弱$ 易被风化" 流水侵蚀) 在红层遭受差
异风化剥蚀后$ 在重力作用下沿垂直节理或断层
发生山体崩塌$ 岩石剥落$ 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丹
霞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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