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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庐山地理地貌

张临风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庐山素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被誉为“人文圣山”，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自古命名的山

峰有171座，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壑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最为著名的
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有“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之美誉。因此成为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为国家AAAAA级
旅游景区。

本文通过实地观察并了解庐山地区各种自然地理地貌，研究其地质、地貌、水文、植被、土壤、地理环境以及其

景观特征等，探究其形成过程，并进一步了解冰川、河流等地貌特征，明确河流袭夺、断层、褶皱等地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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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2日至9月19日，本人在庐山实地详细研
究了庐山的地质、地貌、水文、植被、土壤、地理环境

以及其景观特征等，尤其对庐山地区的地理地貌进行了

考察，现将考察结果与大家分享。

庐山位于江西省庐山市，东经115°30′—116°20′，北
纬29°20′—29°50′。庐山地区气候上属亚热带东南季风
区，地势上属我国第一级阶梯，地貌上属长江中下游平

原区，地势平缓，江河密布，湖泊众多，水资源丰富。

1��构造地貌

1.1  褶皱构造地貌
庐山山体北部以褶曲构造为主要特征，地貌以褶曲

构造地貌为代表。大月山背斜表现为背斜山，最高达

1451m,长1000m，向东北和西南倾斜，两端窄而低，中间
宽而高，由南华系莲沱组片麻状石英砂岩构成。东谷、

莲花谷、青莲寺、王家坡向斜表现为向斜谷地，与背斜

山延伸一致，相互平行。东谷向西南倾斜，青莲寺、莲

花谷、王家坡向斜谷向东北倾斜。莲花谷向斜表现为一

个“船形山”。所谓船形山，是由1个向斜谷、2个背斜
谷和2座山岭组成。“船舱”为向斜谷莲花谷，“船舷”
为草地坡和屋脊岭，两侧的小天池和白沙河谷地为背斜

一翼发育出的次生谷地。向斜谷底海拔更高，这是由于

受侵蚀程度较低。三逸乡向斜表现为近于东西向延伸的

向斜盆地，内建有庐山植物园。向斜谷地均为宽浅的谷

地，谷地开阔平缓，谷坡陡峻[1]。

1.2  单斜构造地貌
受纵向断裂控制和岩性的影响，在庐山诸多背斜的

两翼，都发育了典型的单斜构造和次生谷地。庐山北部岩

层为南华系莲沱组，最上层为凝灰岩，岩性软弱，较为少

见，被命名为“东谷层”。往下一层为石英砂岩，质地坚

硬，名曰“牯牛岭层”。再往下是长石石英砂岩，较软

弱，名曰“大校厂层”。最下为片麻状石英砂岩，非常坚

硬，名为“大月山层”。较坚硬的岩层不易被侵蚀而形成

山地，而较软弱的岩层容易被侵蚀形成谷地。

西谷、如琴湖为虎背岭背斜东南翼即东谷向斜西北

翼发育的次生单斜谷，东南侧较缓，西北侧较陡。西谷

的岩层较软，易被侵蚀，外力在背斜一翼长期缓慢侵蚀

形成了次生谷地。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庐山北

部形成了“五岭四谷”的地形分布。

1.3  断层构造地貌
岩石所受应力超过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时就会发

生破裂，岩体原来的连续完整性遭到破坏，这样的构造

称为断裂构造。当沿破裂面两侧岩块发生显著的相对

位移时，这种断裂构造称为断层。庐山断块山正是西北

部莲花洞断裂和东南部温泉断裂共同作用而成的。在断

层处，往往发育断层谷，庐山横向谷地往往为断层谷，

如汉口峡、剪刀峡、白鹤涧等。铁船峰处即为一个正断

层，上盘下降拖拽作用使下盘岩层弯曲，并且由于河流

溯源侵蚀形成了断层三角面。由于地块隆起剧烈，上盘

一层一层垮下去，形成的一系列小正断层，称为阶梯式

断层。由于温泉大断裂，把五老峰背斜一翼沉入鄱阳

湖，形成断崖。横向断层由于流水侵蚀形成垭口。垭口

不断切穿，切到青莲寺谷地发生袭夺。此处河流袭夺非

常普遍[2]。

1.4  节理构造地貌
庐山地区地质活动频繁，节理发育非常普遍。节理

处岩石风化较快，容易被侵蚀成相对低洼的地貌形态。

仙人洞的形成，就与所处位置的X形节理密切相关。
2��流水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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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地区流水地貌分为谷地地貌、河流袭夺、冲积

扇地貌等。

2.1  谷地地貌
从谷地横剖面形态来看，庐山谷地可分为宽谷和

峡谷。

宽谷是指横剖面宽阔的河谷，多呈U形，庐山宽谷
谷底横向平展，坡麓线明显。庐山上的宽谷既有原生

谷地，又有次生谷地。王家坡、莲花谷、东谷、青莲寺

谷地是以向斜构造为基础的宽谷；小天池、西谷、大校

厂、七里冲是以单斜构造为基础的宽谷。这些谷地均呈

东北-西南走向，与主线构造走向一致，体现谷地发育受
地质构造控制的事实。

峡谷是指谷坡陡峻、深度大于宽度的山谷，多呈V
形。庐山峡谷是第四纪地壳上升，侵蚀基准面相对下

降，在断裂等基础上河流强烈下切及溯源侵蚀而成的。

素有“庐山西大门”之称的石门涧谷地，是一个形成较

晚的峡谷。第四纪以来庐山经历了三次抬升，每次抬

升溯源侵蚀复活，溯源侵蚀的最高点形成旋回裂点。

石门涧谷地是由第三级旋回裂点发育而成，下切幅度

300m-600m。在庐山石门涧谷地，发育了雏形离堆山，山
区河流虽然受到河谷基岩河岸的约束，但也常发育刻蚀

地面而下的深切曲流。深切曲流通常原来就有弯曲的河

道，由于后期地壳上升，河流下切，若深切河曲在下切

过程中同时进行较强的侧蚀，使河的弯曲不断增加，河

曲颈部的宽度逐渐变窄，也会发生自然裁弯，此后被废

弃曲流环绕的基岩被孤立在一侧，成为离堆山。

从谷地横剖面形态来看，往往形成复式剖面，即U套
V形结构。例如剪刀峡就是一个U套V形谷，上部为U形，
下部为V形。U形谷形成较早，是在地质活动较稳定时由
外力作用长期侵蚀形成。V形谷形成较晚，是在地质活动
较活跃时形成。谷底山嘴交错，可以说明该谷地是由于流

水形成的，因为如果是由于冰川形成的话，谷底线应为直

线。一系列方向不一致的小断裂导致了这样的形态。

2.2  河流袭夺
在庐山谷系发育过程中，受纵向构造、横向断裂等

的影响，发生了诸多河流袭夺现象，即处于分水岭两侧

的河流，由于侵蚀速度差异较大，其中侵蚀力强的河流

能够切穿分水岭，抢夺侵蚀力较弱的河流上游河段的现

象，在庐山往往表现为横向河流袭夺纵向河流，大体上

呈直角转弯，这种地貌形态称为袭夺湾。发生河流袭夺

后，河系重新组合成袭夺河、被夺河、断头河及风口等

地貌形态。在被夺河的域口处，保留的冲积砾石或谷形

称为风口。

本次主要观察了天桥谷地河流袭夺和大校厂河流

袭夺。

2.2.1  天桥谷地河流袭夺：西谷中原本的河流流向西
南方向，但是天桥谷地发生了横向断裂，因而将西谷花

径上游的河流袭夺，变成沿天桥谷地-锦绣谷流动。在如
琴湖-天桥谷地转折处形成袭夺湾，花径为风口，花径方
向下游的河为断头河，但现在多数时段呈干涸状态，只

留下河谷。

2.2.2  大校厂河流袭夺：汉口峡水流在海拔1200m左
右袭夺了大校厂上游流向西南方向的水流，使水流方向

沿汉口峡转向西北，大校厂河流成为断头河：而在交庐

桥，大校厂断头河水流再次被横向河流袭夺，水流流向

从西南转至西北。大校厂河流连续被其他河流所袭夺：

一方面构造活动产生的横向断裂为河流溯源侵蚀进而袭

夺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与大校厂自身特点密不可

分，大校厂谷地发育的位置海拔相对较高，河床侵蚀基

准面较高，谷地深度又比较浅，这些都增加了其被其他

河流袭夺的机会[3]。

3��冰川地貌

第四纪更新世(300-1万年)产生过的冰川称为第四纪
冰川。第四纪全新世（1-0万年)的冰川称为现代冰川。
在300万年前第四纪大冰期来临时，庐山已是一座兀立
的孤山。当时雪线高度约为1000——1200米，降雪量
大，形成了山麓冰川。庐山是中国东部地区第四纪冰川

遗迹保留最丰富的地区。庐山在第四纪大冰期时，共产

生过四次冰期及一次冰缘期，分别为大排岭冰期(300-
250万年)、鄱阳冰期(180-150万年）、大姑冰期（110-
90万年)、庐山冰期(40~20万年）、芦林冰缘期（ 12-1万
年）。由于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既发育又典型，且研究

程度较高，成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划分对比的标准地区。

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学的奠基地。

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主要类型由冰川刨蚀遗迹及冰

川泥砾堆碛物组成。冰川刨蚀遗迹，是指冰川在形成及运

动过程中对山体挖掘刨蚀作用留下的痕迹，主要由冰斗、

角峰、悬谷、U形谷、刃脊、冰窖、冰坎、冰阶、冰盆及
冰川擦痕组成。冰川泥砾堆碛物中的砾石大小无分选并

与泥砂混杂，另有冰川漂砾（由冰川从外地搬来的巨大石

块）、冰川条痕石及冰水砾石层。当时鄱阳湖尚末形成，

可能是一片针叶林区，冰川可直达森林平原地带。

3.1  冰蚀地貌
冰斗是一种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呈围椅状的洼地。

一般可由两个过程形成：一是雪蚀作用形成注地，由于

雪线附近山坡下凹部分多年积雪边缘的岩石因冻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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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而崩坍为岩屑，并在重力作用与融雪径流共同作用

下搬运到低处，使积雪后缘、雪下的地面逐渐被侵蚀成

为洼地；二是冰蚀作用进一步加深，积雪演化为冰川冰

后，冰川对底床的刨蚀作用使洼地加深，并在前方造成

坡向相反的岩槛，同时后缘陡壁受冰川刨蚀作用而后退

变高，从而形成冰斗。在冰斗的开口处往往形成冰坎，

这是由于冰川移动速度加快，而冰川的刨蚀作用与速度

成反比，因此受侵蚀较少。窑洼一带为典型的冰斗地

貌，被虎背岭、牯牛岭、草地坡三座山岭环绕。

粒雪盆，因其形状似盆地而得名，又称冰窖、围

谷，是山谷冰川的发源处，是屯冰的基岩洼地，其形态

特征为三面环山、底部较为平坦，出口和冰川谷相连。

粒雪盆主要是在原有地形基础上聚集积雪，使雪花经过

一系列作用变为粒雪，粒雪达到一定厚度经重压及重结

晶作用形成冰川冰。芦林冰窖地貌上称为芦林盆地，长

约1300m,宽约750 m,底部高程约1 000m，呈椭圆形洼地，
现为芦林湖，湖水清澈，湖畔浓荫馥郁。

冰川刃脊是指冰川冰蚀作用形成的顶部如同刀刃一

般的山岭。含鄱岭延长方向接近东西走向，既不与岩层

走向一致又不与任何一组裂隙面平行。刃脊长1250m，
海拔1100m。北侧为三逸乡冰窖、南侧为太乙村冰坡，北
端的梭子岗刃脊是其外延部分。现在沿含鄱岭刃脊修建

了供游人行走的步道。角峰是指由几个冰斗所围成的山

峰，因冰斗后壁不断后退，相背发展，使所围山峰成为

高耸尖锐的山峰。含鄱口一侧的犁头尖，即为角峰。

冰川U形谷是冰川下蚀和展宽形成的槽谷，谷地两侧
常有谷肩和冰川切削山嘴形成的三角面，谷地横剖面呈U
形，多为山岳冰川运动形成。王家坡U形谷是庐山区内规
模最大、形态特征保存最典型的U形谷，谷地长4km，谷
形上窄下宽，谷底宽150-700m。谷壁陡削峻峭，谷内无
章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冰川砾石。1933年中国著名地质学
家李四光认定王家坡U形谷，是庐山诸多U形谷中气势磅
礴、地貌典型的U形谷。

3.2  冰碛地貌
在庐山西谷，可以发现一些被称为“冰桌”或“飞

来石”的地貌。冰川论学者认为，它们是典型的冰川漂

砾。在U形谷中或山麓地带聚集的巨大冰川漂砾（巨石）
在冰川运动时，被从高地推至其他冰川漂砾之上形成了

冰桌。冰桌的质地为长石石英砂岩，属大校厂层。非冰

川学派认为，这样的飞来石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巨砾叠

置而成的。

在含鄱口一带分布有球状风化石。庐山北部由砂岩

构成，由于砂岩中剪切节理裂隙发育，在后来风化过程

中易形成球状风化石，为第四纪冰川提供了漂砾来源。

4��坡地地貌

在回龙路一带有典型坡面蠕动地貌。蠕动发育较为

普遍，是指斜坡上的松散堆积物或表面岩层在重力作用

下，顺坡向下发生长期缓慢的移动现象，蠕动的速度较

为缓慢，每年若干毫米至几十厘米，且随深度的增加动

速度减缓。蠕动主要发生于15°~35°坡地上，坡度过大不
利于黏土和水分的保持，坡度过小不利于重力的作用。

蠕动肉眼难以察觉，但经历长期蠕动后，地面会出现明

显的蠕动标志，如树干弯曲等。

回龙路附近发育了蠕动的标志——马刀树。马刀树

是指滑坡体上的树木随土体滑动而歪斜，在滑动停止后

树干的上部又逐年转为直立状态的树木。滑坡在滑动过

程中，滑体上的树木向滑动方向倾斜；此后滑坡非常缓

慢，甚至数年，十多年停止滑动，倾斜树木上部向上直

长，形成下部弯、上部直的马刀树。成片的马刀树又称

为醉林。

结束语

通过本次考察，不仅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地理

实体相结合，用理论去解释了实际，而且还提高了自己

野外实地调查能力，提升了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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