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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明了锥、塔峰等热带喀斯特地貌发育的适宜的气候和地质地貌条件，论述了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喀斯 

特地貌空间分布与气候和地质地貌条件的关系。针对现行《石漠化分区》命名存在的科学系统性问题，对石漠化分 

区的命名系统提出了修改意见：将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分为锥、塔峰喀斯特地貌区和非锥、塔峰喀斯特地貌区2个 

区。锥、塔峰喀斯特地貌区，根据喀斯特地貌类型分为浅碟型峰丛洼地，漏斗型峰丛洼地和峰林平原等 3个亚区， 

分别对应原《石漠化分区》的岩溶高原区，峰丛洼地区和峰林平原区。非锥 、塔峰喀斯特地貌区，根据区域地貌类型 

分为高原盆谷，高原峡谷，高原和中低山槽谷，中高山和中低山等5个亚区，分别对应原石漠化分区的岩溶断陷盆 

地区，岩溶峡谷区，岩溶槽谷区，中高山区和溶丘洼地(槽谷)区。鉴于热带喀斯特地貌区裸露性喀斯特坡地分布 

广，石漠化严重，特别是漏斗型峰丛洼地亚区裸露性喀斯特坡地面积比例高，是南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最为严重的 

地区，也是集中连片的国家级贫困区，建议南方石漠化治理向黔桂滇接壤的漏斗型峰丛洼地亚区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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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08年批复的《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 

治理规划大纲》(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2007年编 

制)提出了我国南方石漠化治理工程分区(以下简 

称《石漠化分区》)。《石漠化分区》综合考虑了了岩 

溶(喀斯特)地质地貌、水文结构特征、生态环境条 

件、石漠化成因与治理措施等方面的相似性，借鉴了 

我国现有的地理气候区划、社会经济及行政区划等 

成果资料，将南方喀斯特地区分为中高山、岩溶断陷 

盆地 、岩溶高原、岩溶峡谷、峰丛洼地、岩溶槽谷、峰 

林平原和溶丘洼地等 8个石漠化综合治理区(图 

1)̈J。《石漠化分区》描述了各区环境和石漠化的 

特点，评价了各区石漠化的可治理性，提出了相应的 

治理措施。 

2005年，曹建华和袁道先的《受地质条件制约 

的中国西南岩溶生态系统》一书首次提出了中国西 

南岩溶生态系统生态区(以下简称《生态区》)的划 

分 J，根据大地构造和地貌格局，结合碳酸盐岩分 

布和岩溶发育的特征，将西南岩溶类型分为 5大区 

(图2)：I．构造隆起带岩溶生态区；I1．湘桂沉降带 

岩溶生态区；m．四川盆地岩溶生态区；1V．滇东断陷 

盆地及周边山地岩溶生态区；V．川I西北中高山岩溶 

生态区。对比《石漠化分区》和《生态区》可见，《石 

漠化分区》中的岩溶槽谷区、岩溶高原区和峰丛洼 

地区大体上分别是《生态区》中的构造隆起带岩溶 

生态区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其中岩溶槽谷区含四川 

盆地岩溶生态区的东部。溶丘洼地(槽谷)区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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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锥 、塔峰等热带喀斯特地貌的发育，除热带和 

亚热带湿热的气候条件外，还需要适宜的地质地貌 

条件，如厚度较大的碳酸盐岩层，产状水平的岩层， 

长期稳定的较平坦地形等。由于适宜的气候和地质 

地貌条件，南方喀斯特地区的锥、塔峰集中连片分布 

于岩溶高原、峰丛洼地和峰林平原区；由于气候条件 

不适宜，中高山和岩溶断陷盆地区无锥、塔峰热带喀 

斯特地貌分布；气候条件虽适宜，但地质地貌条件适 

宜地段很少，锥、塔峰地貌仅零星分布于岩溶槽谷、 

溶丘洼地和岩溶峡谷区。 

2．针对《石漠化分区》名称存在的科学系统性 

问题，对石漠化分区的命名系统提出了如下的修改 

意见：首先根据锥、塔峰等热带喀斯特地貌是否发 

育，将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分为锥、塔峰喀斯特地貌 

区和非锥、塔峰喀斯特地貌区两个区。锥、塔峰喀斯 

特地貌区，根据喀斯特地貌的类型，再分为浅碟型峰 

丛洼地，漏斗型峰丛洼地和峰林平原等 3个亚区，分 

别对应原石漠化分区的岩溶高原区，峰丛洼地区和 

峰林平原区。非锥、塔峰喀斯特地貌区，根据区域地 

貌类型分为高原盆谷，高原峡谷，高原和中低山槽谷 

和中高山和中低山等 5个亚区，分别对应原石漠化 

分区的岩溶断陷盆地区，岩溶峡谷区，岩溶槽谷区， 

中高山区和溶丘洼地(槽谷)区。 

3．石漠化主要发生于裸露性喀斯特坡地和部分 

土被厚度不大的覆盖性喀斯特坡地。锥、塔峰喀斯 

特地貌区(I)裸露性喀斯特坡地分布广，石漠化严 

重，其中的漏斗型峰丛洼地亚区(I 2)裸露性喀斯 

特坡地面积比例高，是南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最为 

严重的地区，也是集中连片的国家级贫困区。建议 

南方石漠化治理向黔桂滇接壤的漏斗型峰丛洼地亚 

区(I 2)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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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Nomenclature of the Karst Desertification Regions and 

Illustration for Their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in Southwest China 

WANG Shijie ．ZHANG Xinba0 ．BAI Xiaoyong ，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2．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engdu 610041，China； 

3．Kamt Ecosystem Observation Research Station in Puding，Chinese Academy ofscienees，Puding 5621oo，Guizhou，Ch n0) 

Abstract ：Suitable climatic，geological and geomorphologic conditions for tropical karst landforms，such as cone and 

tower karst hills，are illustra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e and tower karst hills with those 

conditions in the karst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systems on the standing nomen— 

clature of“karst desertification division”．some modific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nomenclature are putted forward： 

the karst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are divided into two regions：the cone and tower karst region and the non—cone 

and tower karst region．According to the karst morphology，the cone and tower karst region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ubregions：the Peak—Cluster Depression region of shallow dish type；the Peak—Cluster Depression region of 

funnel type；and the peak forest plain region．Those subregions are corresp,mdent to the karst plateau region，the 

Peak—Cluster Depression region and the peak forest plain region，respectively．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land— 

forms，the non—cone and tower karst region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five subregions：the plateau basin valley region； 

plateau gorge valley region；the plateau and mid—low mountain trough valley region；the high—mid plateau region；and 

the mid．1ow mountain region，respectively． 

Key words：karst；geomorphology；regional variation ；karst land desert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