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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江西灵谷峰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将其旅游资源划分为火山地貌)丹霞地貌)水系生态和民

俗文化景观
!

大类型,火山地貌以发育白垩纪火山岩和火山构造为特征#丹霞地貌主要包括峰丛)崖壁和槽穴等,

火山地貌)丹霞地貌)纵横交错的水系及厚重的民俗文化均指示灵谷峰具备发展地学旅游资源的潜力,此外#对灵

谷峰景区进行
(\/)

分析#提出(四区十景*的总体思路#其中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地学博物馆等地质科普设施是

重要举措#将灵谷峰景区及周边待开发的资源区作为整体进行科学规划#有利于地学旅游精品线路的打造,

关键词!火山地貌.丹霞地貌.开发对策.江西灵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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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学是我国地学工作者在
"$

世纪
=$

年代

初期创立的#目前在基本理论$

#BC

%

)方法研究$

;B<

%

)人

才培养$

=B##

%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运用地学的理

论和方法服务于现代旅游业#发现)评价)规划和保

护旅游资源#为开发旅游区提供科学依据$

#"B#C

%

#满

足了旅游者从自然景观中求知)求美)求乐)求健的

需求,旅游地学服务对象主要为地质公园)地质博

物馆)地质遗迹保护区)矿山公园及风景名胜区等

典型旅游地学资源集聚区#一些资源分散)面积较

小的地区#特别是对地学和人文资源较丰富的偏远

乡镇$

#;B#=

%的开发)利用及保护还相对薄弱,

江西省抚州市灵谷峰火山地貌)丹霞地貌地质

遗迹特色显著#兼具历史文化遗址)宗教文化)现代

建筑文化等人文景观#是集地质)地貌)生态)人文

等科学价值于一体的地学旅游胜地$

#F

%

,近年来#虽

然该市一直致力于拓展灵谷峰的旅游空间#将其打

造成国家
!'

级旅游景区#并以(一路八景)一村九

景)一山十景*为宗旨#形成
#

条集观光)休闲)娱乐

和度假为一体的旅游带#但该区旅游开发仅以简单

的火山岩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主#未充分开发利用其

地学旅游资源,本文从特色地学旅游资源出发#在

野外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灵谷峰地质地貌景观及

人文景观进行分类#采用
(\/)

分析法探讨该区旅

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势和劣势#提出新形势下旅游

资源开发对策#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为类似

地区旅游地学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

!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临川)东乡三

县交界处#属于余江+浒湾火山盆地$

"$B"#

%

,区内出

露的变质岩基底#包括新元古代周潭岩组)南华纪

洪山组和万源岩组#岩性以中 浅变质岩系为主,基

底之上为一套中生代火山 沉积盖层#出露的地层为

早白垩世打鼓顶组)鹅湖岭组和晚白垩世茅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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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组,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为火山碎屑岩类和

火山熔岩类#是火山地貌的主要成景地层.茅店组

主要为紫红色砂砾岩夹玄武岩#河口组为陆源碎屑

岩类$

""B"%

%

#是丹霞地貌的主要成景地层,中生代地

层之上主要为一套新生代残坡积)冲积)冲洪积充

填沉积物#出露的地层为更新世望城岗组)莲塘组)

进贤组和全新世联圩组,区内东南部有早志留世

万洋山序列英云闪长岩和晚侏罗世葛仙山序列二

长花岗岩侵入#东北部有早白垩世安山玢岩侵入,

区内发育基底断裂和盖层断裂#其中基底断裂

以
&\

向为主#

-\

向和
-&

向次之#盖层断裂多为

基底断裂的继承性断裂或主断裂的次级断裂#以

&\

向)

-&

向和
--&

向为主$

"!

%

&图
#

',此外#区

内发育的破火山口)火山穹隆和熔岩流等火山构

造$

"%

%是形成火山地貌景观的主要因素#丹霞地貌景

观的形成主要与中新生代断陷&或拗陷'盆地和古

近纪+新近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有关#受断裂)地

层岩性和向心性水系控制,

#:

早白垩世打鼓顶组.

":

早白垩世鹅湖岭组.

%:

晚白垩世河口组.

!:

晚白垩世茅店组.

C:

南华纪洪山组.

;:

更新世望城岗组.

<:

更新世进贤组.

=:

全新世联圩组.

F:

早志留世万洋山序列英云闪长岩.

#$:

晚侏罗世葛仙山序列二长花岗岩.

##:

早白垩世安

山玢岩.

#":

河流.

#%:

断层.

#!:

地质界线.

#C:

研究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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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谷峰景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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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资源特征

"$!

!

火山地貌景观

晚中生代#钦杭结合带火山活动强烈#发育了

一系列火山盆地#如相山盆地)余江+浒湾盆地)冷

水坑盆地等,根据火山喷发旋回)地层层序及接触

关系#赣中地区白垩纪火山岩可划分为打鼓顶组和

鹅湖岭组,根据/国家地质公园建设指南0

$

"<

%

#结合

野外实地调查情况#将灵谷峰地区火山地貌景观划

分为岩石遗迹和火山机构地质遗迹
"

个类型&表

#

',江西灵谷峰所处的余江+浒湾火山盆地出露

面积约
!#;QH

"

#呈开口向北的马蹄状#由基底和盖

层构成,基底为中新元古代+早寒武世浅变质岩

系和加里东期花岗岩组成#盖层主体分为早白垩世

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

系$

";

%

#基本分布于灵谷峰主脊西侧&图
"

',

表
!

!

灵谷峰景区火山地貌景观类型

&'()*!

!

N'-7/='

3

*.

;3

*/,09,)='-2=

5

*,1,6

3

:,),

5;

2-N2-

55

4K*'M/=*-2='6*'

类型 名称 特征 野外照片

岩石遗迹

熔岩流

地表清晰可见熔岩流#发育流动构造#呈波纹状#由紫红色条带和灰

白色条带相间组成#紫红色条带主要是铁质沿层面浸染所致#流面

产状
#C$k

,

!$k

气孔构造

广泛分布于熔岩流顶部#岩浆喷溢至地表冷凝#挥发物分逸后形成

大小和数量不同的圆形或椭圆形气孔#大多为
"

"

COH

#部分为十几

厘米

流纹英安岩
浅紫红色)杂色#夹少量灰绿色泥岩$

"=

%

#具流纹构造#斑状结构#斑

晶主要为长石#少量石英)黑云母)角闪石#黑云母斑晶暗化明显

碎斑熔岩

火山口附近溢流相 火山通道或火山颈相过渡岩石类型$

"F

%

#呈碎斑

状结构#主要由长石)石英和少量黑云母组成,新鲜面为灰色略带

浅红色#风化后呈灰白色)黄褐色#常呈疙瘩状

火山机构

地质遗迹

火山口

根据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火山 沉积岩)流纹英安岩地表环状分布

特征及火山机构特征#判断火山口为椭圆形火山盆地#长轴呈
-&

向#长约
<QH

#短轴长约
!QH

#面积约
#<QH

"

#顶峰灵谷寺为主火

山口位置#主峰海拔
%"$:;H

$

%$B%#

%

火山锥
由火山碎屑物和熔岩混合构成的层状火山锥#形成陡峻山峰#周围

可见熔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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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联圩组.

":

晚白垩世河口组.

%:

晚白垩世茅店组.

!:

早白垩世鹅湖岭组.

C:

地质界线.

;:

河流.

<:

主要景点.

=:

遥感影像环形构造.

F:

穹状火山.

#$:

推测火山口或火山

通道

图
"

!

灵谷峰火山岩相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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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灵谷峰地区火山地貌景观广泛发

育#火山地质遗迹多样#保存完整#适合进行地质科

学研究)科普教育)旅游观赏,

"$"

!

丹霞地貌景观

白垩纪#余江+浒湾盆地中部由拗陷转变为断

陷#沉积了数千米厚的红色陆源河湖相碎屑岩系#

河湖相红色砾岩和砂岩$

%"

%覆盖于火山盆地之上,

新生代以来#在喜马拉雅运动和新构造运动作用

下#研究区红层发育宽缓褶皱和新生断裂#在后期

盆地抬升)断裂切割和风化剥蚀等共同作用

下$

%%B%;

%

#形成了现今的丹霞峰林)丹霞石峰)丹霞崖

壁)槽穴)峡谷等#主要分布于北东侧琉璃乡黄源村

一带&表
"

'#具有较高的地学旅游开发价值$

%<B!#

%

#主

要有以下特色景点,

&

#

'五狮戏球&丹霞峰林',丹霞山体被断裂切

割形成
C

条
-&

向+

(\

向展布的丹霞石峰林,

!!

&

"

'官帽山&丹霞石峰',丹霞山体周围发育若

干组垂直节理#水流冲刷后产生崩塌#巨大的山体

残留后形成孤立石峰#坐落于距离黄源村东南部约

#QH

处#高约
#C$H

#顶部为直径约
=$H

的圆形平

面#底部两侧为形状相似)弧长约
#;$H

的帽翅#正

下方是直径
%$H

的圆形山地,

&

%

'双狮望象&丹霞崖壁',位于距离黄源村

北部约
#QH

处#由两座相连的丹霞赤壁组成#是

丹霞山体被断层和节理切割#形成陡峭平整的巨

型丹崖赤壁#崖壁面残留了众多顺层分布的岩槽

和洞穴,

"$#

!

水系生态景观资源

水系生态旅游景观是以水系生态环境为基础#

运用景观生态及生态美学原理为游客建立的认知

自然)欣赏山水)体验生态的旅游环境,根据灵谷

峰景区水系分布格局#可判断地貌类型)构造和岩

性#如放射状)环状水系与环状构造相关#格状水系

受断裂)节理及裂隙控制,江西灵谷峰属于亚热带

湿润季风性气候#海拔高低差为
";$H

#区内山峦连

绵起伏#地势整体西高东低#南高北低#以中低山和

丘陵为主,

灵谷峰地区经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

期)燕山期等多期次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形成各

种褶皱和断裂#具有独特的水系生态景观,区内沟

壑纵横)溪网交错#水流方向自西向东#主要有瀑

布)水库)山间溪流)泉水)水潭等,湖体上游为原

始山林#湖水清澈透明#水质良好#众多河流小溪随

地形起伏形成(林中有水#水中有林*的独特景观,

灵谷峰山腰 (瀑布泉*为小型瀑布#夏季水量充足#

溪水从高达十余米的岩壁上飞流直下#跃入潭中,

五四水库)铁栏关虎水库)黄坊水库等水体景观遗

迹#水质清澈#体现了山与水的结合,灵谷峰地区

因地貌类型多样#虽然各座山峰之间海拔差不大#

光照)土壤和水利条件却各不相同#自然植被以亚

热带湿润常绿阔叶林为主#并有藤本和附生植物#

林下或无林山坡广泛分布常绿蕨类和灌木杜鹃#野

生植物以杜鹃)马尾松)木荷为主#另有人工栽植的

桃树)玫瑰等植物,该区野生动物资源有猫头鹰)

穿山甲)狐等国家级)省级保护动物,丰富的水系

生态景观资源为灵谷峰旅游规划区创造舒适的自

然生态旅游景观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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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丹霞地貌类型%特征及成因

&'()*"

!

&

;3

*/

#

=:'6'=.*62/.2=/'-7

5

*-*/2/,07'-V2')'-70,61

类型 特征及成因 野外照片

丹霞山峰 石峰
丹霞山体周围发育多组垂直节理#水流沿节理冲刷)溶蚀#崖面产生

崩塌后退#形成四周陡峻)基座较大的山峰

丹霞陡崖 崖壁

谷底两侧岩体呈近垂直节理#岩壁麓部受水流侵蚀凹进或有洞穴发

育#上部岩体悬空#悬空岩体黏结力逐渐小于岩体重量时发生崩塌#

岩壁后退#形成丹霞崖壁$

!"

%

槽穴类型

竖状沟槽
发生片流垂蚀作用$

!%

%

#水流顺陡壁向下流动或垂直下落#下部冲刷

能力较上部强#形成了上小下大的竖状沟槽

顺层凹槽

厚层砂砾岩)砾岩夹中 厚层细砂岩)粉砂岩或呈互层的陡壁#岩性

差异产生不同片状风化#软岩层风化剥蚀形成内凹#硬岩层风化剥

蚀缓慢#相对外凸#形成岩脊#出露类似狮头的丹霞崖壁$

!!

%

顶穴

位于大洞穴顶板或额状洞穴顶板开口向下的洞穴#主要发育在鹰眼

岭景点,水流沿大洞穴或额状洞穴流动#遇到陡壁上凹洼或小洞穴

时#在风力吹动下沿顶部斜面流动形成涡流#由涡蚀作用形成倒置

的洞穴#即顶穴$

!%

%

蜂窝状洞穴
分布在鹰眼岭景点近垂直崖壁上#每个小洞穴单元通过厚

#

"

"OH

的崖壁与周围其他小洞穴形成网络状#似蜂巢$

!C

%

额状洞穴

位于鹰眼岭景点#洞穴经溶蚀风化后形成裂缝#洞体顶板逐渐扩大#

上部砾岩岩层悬空#呈平缓拱状#断裂面塌陷#经侵蚀形成天然洞

穴$

!!

%

#洞口深约
"H

#面积约
"$H

"

峡谷类型

一线天

丹霞山体发育巨大垂直节理#在水流的长期冲刷溶蚀作用和重力崩

塌作用下#逐渐变深变宽#当将山体两侧切穿时形成一线天#此处长

约百米#宽
C

"

;H

#深约
"$H

巷谷
流水沿岩层垂直节理或斜节理)裂隙向下侵蚀#形成与节理)裂隙走

向一致)谷壁平直的(

2

*型深谷或(

Y

*型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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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景观资源

"5!5#

!

历史文化遗址景观

自南北朝以来#诸多文人墨客登临灵谷峰吟诗

作赋#造就了灵谷峰深厚的文化底蕴#被称为(江西

第一诗山*,灵谷峰周边保留诸多名人遗址#距灵

谷峰东侧约
#$QH

处的月塘村#是王安石墓迁葬之

地#保存有完好的古道)门楼#清晰可见(荆国世

家*)(金陵衍派*等字样#是当地重要保护文物

&图
%

',黄源村保留印山古代采石场遗址山群&图

%

'#是古时人类对地质物作用形成的特殊景观#主

要为火山岩)花岗岩#呈灰白色#粒度细小#适于雕

刻#易开采#耐风蚀#古代广泛用于建筑)雕刻)铺

路,该采石场是地下开采#形成天眼)天井)天桥)

水潭)石柱等风景,

(a) (b)

(c) (d)

&

7

'

:

荆国世家门楼.&

S

'

:

金陵衍派门楼.&

O

'

:

王安石墓.&

@

'

:

印山古采场遗址

图
%

!

历史文化景观资源

Î

K

:%

!

+IUR38IO747J@OM4RM87447J@UO7

T

N8NU3M8ONU

"5!5"

!

宗教文化景观

隐真观又名灵谷峰寺#位于灵谷峰最高峰,隐

真观建于东晋末年#有前)中)后三殿和斗姥宫#随

山势分层建有前殿)后殿和观音阁&图
!

&

7

'',山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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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仙岩道教圣地#又名别一洞天#为天然岩洞#洞

长
%$

余
H

#深
#$

余
H

#高约
;H

#洞内有
"

处泉眼#

分别为(中子岩*和(油盐岩*#均为山涧溪水#水质

清澈#四季长流#设有道教法堂&图
!

&

S

'',

(a) (b)

&

7

'

:

灵谷峰寺.&

S

'

:

神仙岩道教圣地&别一洞天'

图
!

!

宗教文化景观资源

Î

K

:!

!

WN4I

K

I3MUOM4RM87447J@UO7

T

N8NU3M8ONU

"5!5%

!

现代文化建筑景观

庙街是灵谷峰景区独特的古风建筑街道&图

C

'#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购物餐饮为一体#具有

鲜明的传统民族特色,

图
C

!

现代文化建筑景观资源

Î

K

:C

!

63@N8JOM4RM87478O?IRNORM8N47J@UO7

T

N8NU3M8ONU

#

!

旅游资源
DWX&

分析

(\/)

分析又称态势分析#是一种客观且准确

分析和研究单位或项目现实情况的方法$

!;

%

#核心是

通过系统分析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主要内部优

势)劣势和外部机遇)挑战等得出相应的结论,该

方法广泛应用于医疗服务$

!<

%

)产业发展$

!=

%

)课程教

学模式$

!F

%

)港口规划$

C$

%及旅游发展$

C#BC%

%等行业,

开发灵谷峰地学旅游资源需要综合考虑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观的优劣#

(\/)

分析有助于梳理各因素

的关系与权重#为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

!

优势分析

&

#

'区位优越#通达条件好,研究区具有良好

的区位优势#距离抚州市中心仅
#"QH

#东邻鹰潭

市#西近京九铁路#与吉安)宜春相接#北临鄱阳湖

与鹰潭)南昌毗邻#多条铁路)国道和高速公路与景

区旅游专线相连,

&

"

'基础设施良好#具有一定的接待能力,研

究区现有农家庄园)农家乐和旅游定点饭店#餐饮

住宿条件基本可满足旅游要求#景区内游客中心)

大型停车场)宗教殿堂#基本可满足游客需求,

&

%

'地质景点特色突出#人文资源历史悠久,

研究区有丰富的火山地貌)丹霞地貌#且建有古观

庙宇#形成集地貌)生态)人文于一体的旅游区,

&

!

'环境优美#生态怡人,景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

风性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较寒冷#光照充足#四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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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植被覆盖率高#种类丰富#以亚热带湿润常绿阔

叶林为主#并有藤本和附生植物#适合旅游观赏,

#$"

!

劣势分析

&

#

'自然景点分布较散#不利于旅游路线规划,

研究区面积约
"#QH

"

#以观光景点为主的火山地貌

景区集聚在南部#以地学科普的丹霞地貌景观分布在

北侧#直线距离约
;QH

#不利于整体设计旅游路线,

&

"

'旅游资源整合性与整体性开发不足,尽管

灵谷峰地区已开发南部火山地貌景观#但是主要以

观光景点为主#涉及地学景观较少,而灵谷峰北侧

丹霞地貌较发育#但未进行合理开发#东侧王安石

迁葬地月塘古村保护程度也有待提高,

&

%

'综合规划和配套设施不完善,游客中心功

能不完整#缺乏导游)餐饮)住宿等服务#现有旅游

产品开发层次低#仅以登山游览活动为主#以周边

餐饮住宿为主要收入来源#且规模和档次较低,

&

!

'旅游专业人才匮乏#缺乏市场推广,灵谷

峰地区参与旅游经营开发与服务的人员多为当地

村民#旅游资源开发层次低#缺乏科学宣传,

#$#

!

机遇分析

&

#

'政策扶持,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利于灵谷峰地学旅游产业发展的文件#加强了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了旅游接待能力和景区知名度#为挖

掘)保护)开发灵谷峰旅游奠定了基础,

&

"

'研学旅游市场潜力巨大,研学旅游是素质

教育和旅游转型发展的新形势$

C!

%

#抚州市临川区被

誉为(才子之乡*#对研学旅游具有较大需求#是灵

谷峰主要客源市场,

#$<

!

挑战分析

灵谷峰周边地区同质旅游产品发展较成熟#主

要有名人雕塑园)王安石文化园)文昌里)汤显祖纪

念馆)金山寺)仙盖山等景观景点$

CC

%

,灵谷峰虽拥

有火山地貌和丹霞地貌等旅游地学资源#但缺乏综

合性科学规划#开发程度低#未充分利用资源特色,

在未来旅游地学经济发展中#灵谷峰景区如何吸引

更多游客#是该景区面临的主要挑战,

<

!

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对策

利用灵谷峰旅游资源#开展地学科普旅游和人

文历史旅游#拓展休闲旅游空间#形成以(四区十

景*为总体思路的旅游开发策略&图
;

',(四区*即

结合地形地貌)历史文化)经济条件和现有资源#综

合布局火山地貌景区)丹霞地貌景区)民俗文化区)

水系生态景区#增加地学旅游资源科普宣传,(十

景*分别为天书岩)五狮戏珠)王安石古墓)隐真观)

双狮望象)印山神仙岩)驻云亭)天廊坪)官帽山)瀑

布泉,结合上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及
(\/)

分

析#具体的旅游对策如下,

图
;

!

灵谷峰地区景区规划图

Î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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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拓新景区%完善基础设施

围绕(四区十景*开展详细考察和测量#加强地

学旅游资源普查与评价#开发新景区#加快火山地

貌和丹霞地貌景观开发#提高景区旅游资源的科学

性和多样性,紧扣(食)住)行)游)购)娱*#开展配

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形成完善的旅游接待

体系,

<$"

!

科普教育内容设计

&

#

'建设地学博物馆,在游客中心建设地学博

物馆#包括岩石)景点陈列展厅#向游客普及相关地

学)人文知识.设计拟演示系统大厅#展示灵谷峰地

质演化史#使其成为青少年地学科普教育基地#促

进地学科普教育发展,

&

"

'建设地学科普长廊,在地质遗迹密集区搭

建地学科普宣传长廊#如驻云亭外平台#可介绍火

山口)火山锥)熔岩流)气孔构造等火山构造遗迹.

天书岩景点可介绍火山集块岩)熔结凝灰岩)流纹

英安岩)碎斑熔岩等火山岩特征.鹰眼岭观光区可

介绍丹霞山峰)丹霞陡崖#丹霞槽穴和峡谷等景观

特征,

&

%

'景点标识牌,加强丹霞地貌地学科普区)

民俗文化区)水系生态区景点标识牌设计,在五狮

戏珠)官帽山)双狮斗象等景点增设标识牌展示丹

霞地貌成因)演变历史.增添王安石石墓标识牌#叙

述王安石事迹及其与月塘村关系.在印山古代采石

场遗址入口增设标识牌#介绍采石场开采历史)开

采方式)雕刻水平,

&

!

'增加旅游纪念品设计,灵谷峰地区主要有

花岗岩和火山岩#发挥印山采石场优势#结合景区

景点地域文化特色#设计具有地域性)艺术性)实用

性的旅游纪念品#让游客体会自然风光和文化内涵,

<$#

!

加强地学旅游宣传

加强地学旅游资源科普宣传及广告宣传力度,

围绕(江南名山#孝道灵谷*为旅游主体形象#推出

相应宣传纪录片)旅游画册)风景明信片#常态化)

整体化推销,积极参与(江西风景独好*品牌营销#

布局旅游节庆活动,

<$<

!

打造精品地学旅游路线

科普科考路线要完整反映白垩纪火山地质地

貌)丹霞地貌景观)历史人文)宗教文化等资源特

色,规划设计天书岩火山地貌)黄源丹霞地貌)月

塘民俗文化等地学旅游路线#涵盖地学博物馆及相

应的地学科普长廊,

%

!

结论

&

#

'灵谷峰地区地学旅游资源丰富#将其划分

为火山地貌景区)丹霞地貌景区)水系生态景区和

民俗文化景区,火山地貌景区主要有岩石遗迹)火

山机构和火山构造等景观类型.丹霞地貌景区主要

有丹霞山峰)丹霞崖壁)丹霞槽穴和丹霞峡谷等景

观类型.水系生态景区主要有瀑布泉和五四水库等

景点.民俗文化景区主要有隐真观)王安石古墓)庙

街等景点,

&

"

'以(四区十景*为指导的旅游开发策略#突

出地学旅游资源特色#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精

品旅游线路建设#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将灵谷峰

打造成特色突出#集科研教育)休闲观光为一体的

综合地学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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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43

T

HNJRUR87RN

KL

.

0IJ

KK

MDN7Q

#

EI7J

K

XID83̀B

IJON

C;

地质制版
!$

9Z##

$

&

$

倪超
$

华东地质
$

"$"#

年
$

"

期
!

C

校样
!

排版!倪超
!

时间
!

"$"#

"

C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