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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洞穴资源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遗产，是一种具有多方面价值、不可再生

的国土资源。近年来，洞穴旅游资源作为世界上最卓越的景观被大量开发投入到旅游

市场中，成为旅游业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绥阳县地处大娄山中段，喀斯特地貌典

型，洞穴发育的物质基础良好，境内洞穴资源丰富，发育典型。为了弄清绥阳县洞穴

资源总体特征及宏观分布规律，对洞穴资源的科学价值和开发利用前景作出正确评价

，加快绥阳县洞穴旅游业的步伐，使洞穴旅游业在绥阳县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项目组采用综合考察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绥阳县洞穴资源进行全面调查

。结果显示，绥阳县境内共有 392 个洞穴，分布全县 12 镇 3 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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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洞穴(cave)是人能进入的自然形成的地下空间。洞穴类型根据大小可分为小洞、中洞、大洞、巨洞;

根据洞形态可分为单管状洞穴、单厅堂洞穴、袋状洞穴、工字形洞穴、树枝状洞穴;根据延伸方向可分为垂

向型洞穴、斜向型洞穴、水平型洞穴;根据发育的水文位置可分为渗流带洞穴、饱水带洞穴、承压洞穴;根

据洞穴中水的现状特点可分为干洞、水洞;根据发育所在基岩特性可分为碳酸岩洞穴、石膏洞穴、砂岩洞穴

、玄武岩洞穴、流纹岩洞穴、花岗岩洞穴、砾岩洞穴、千枚岩洞穴、丹霞洞穴;根据发育的营力可分为原生

洞、次生洞、人工洞穴;根据活性能量可分为高能强烈发育洞穴、低能弱发育洞穴、已无活性洞穴、回春性

洞穴;根据旅游景观的特点可分为地下河水景洞、化学堆积景观洞、文化旅游洞、宗教旅游洞、古人类文明

旅游洞、观赏生物旅游洞、医疗与娱乐旅游洞、洞穴工程旅游洞、革命旅游洞。洞穴景观是一种很重要的

旅游资源，是喀斯特地貌景观中发育普遍、风景旅游欣赏价值最高的一种类型。近年来洞穴景观作为世界

上最卓越的景观之一被大量开发并投入到旅游市场中，洞穴旅游成为旅游业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成

为旅游活动中最受欢迎的种类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洞穴旅游活动中，近年来洞穴旅游业呈蓬勃发

展之势。

绥阳县洞穴旅游资源丰富，发育典型，以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为代表的洞穴景观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

为罕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被美誉为“喀斯特天然洞穴博物馆”、“中国地心之门”。贵

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与法国洞穴联盟在此共建的国际洞穴培训基地，更让绥阳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探洞大

本营。如今，随着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在国内外声名鹊起，洞穴旅游资源正逐步成为绥阳县旅游的中坚力

量，在绥阳县旅游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了加快绥阳县洞穴旅游业的步伐，推动洞穴旅游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使洞穴旅游业在绥阳县总体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绥阳县洞穴资源总体特征、宏观分

布规律和利用价值进行总体调查及分析评价等相关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绥阳县概况

绥阳县位于贵州省北部，大娄山脉中段，隶属遵义市管辖。全县南北长约 75km，东西宽约 56km，国土

总面积约 2566km2，占遵义市总面积的 8.28%。全县现辖 12 个镇 3 个乡，113 个行政村。东连湄潭，南临

遵义，西接桐梓，北靠正安，距遵义 38km，距贵阳市约 180km。绥阳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热同季

。年平均气温 15.1℃，年降雨量 1160mm，全年无霜期 283 天，年日照时数 1114.2 小时［4］。土壤以黄壤

为主，呈强酸性或酸性。绥阳县地层处于川黔南北构造带和新华夏构造带的交汇地区，以及东西向构造的

“黔中隆起”之北缘，境内构造位于黄鱼江腹背斜轴部，蒲场腹背斜北端，温泉腹背向斜西翼。

全县地层除缺失泥盆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外，其余地层均有出露。绥阳县海拔高差

各异，平均海拔 1050m，最高处为 1802m，位于太白镇的南天门;最低处为 590m，位于青杠塘镇的青溪河出

口处，相对高差 1212m。境内具有盆地、丘陵、台地、山地、山原、高原等多种地貌特征［5］。绥阳县境

内较大的山有 448 座，属大娄山山脉东南段，山型呈扇状放射。全县河流总流域面积 2545km2，主要河流

有 65条，总长 936.9km。其中干流两条，是芙蓉江和清溪河。县境内岩溶发育，地下水比较丰富，地下水

主要有三种类型:碳酸盐岩类岩溶水、基岩裂隙水和隔水层［5］。暗河主要发育于中上统类关群白云岩—

——石膏岩，白云质灰岩，下二叠统栖霞———茅口灰岩中，初步查明大小暗河 39条，总长 181.877km。

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长洞———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境内，目前是中国最

长的洞穴系统。

2 调查时间及范围

项目调查工作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承担的岩溶洞穴地质遗迹调查示范项目的工作下开

展的，本次开展的是绥阳县岩溶洞穴地质遗迹普查工作，普查时间为 11 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普查范围

覆盖绥阳县岩溶地貌广泛分布的 15个乡镇，工作分为野外调查工作和室内研究工作两部分。

3 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绥阳县范围内喀斯特洞穴的实地勘查，现在已经掌握了县域内洞穴的数量、地理空间位置上的

分布、发育地层岩性分布、海拔分布、洞穴类型、所属村镇、洞穴内部及周边资源类型等。

3.1 地貌

绥阳县位于贵州高原北部，大娄山脉中部，境内地形复杂，切割强烈，起伏较大。地形西北高，中南

低且平，东南部又稍高，呈不规则的“U”字形状［5］。地貌类型以山原、山地为主。全县有 70%左右的

土地为丘陵、山地。海拔 1050m 以下的面积占 50%，盆地面积为 146.6km2，丘陵面积为 518km2，山地面积

908km2，平原面积 547km2，高原面积 191km2。

3.2 洞穴的数量

在地理调查的同时，使用 GPS 等手段，对洞穴地理位置进行精准定位。经过普查，发现绥阳县内共有

392 个洞穴，各乡镇所占洞穴数量与百分比，见图 1。



由图 1 可见，温泉镇、旺草镇、郑场镇 3 个镇洞穴所占比例均超过 10%，合计共有洞穴 239 个，达到

洞穴比例的 60.9%。除乡镇统计之外，对于洞穴数量和百分比的统计也精确到村。但因为村的数目超过 60

，故而取数量前 10的村录入，排名前三的双河村、温泉村、下寺村洞穴数量达到 138 个，占到总数的 35%(

图 2)。

3.3 洞穴空间位置分布

在洞穴定位的过程中，对每个洞穴的经纬度坐标都进行了输入，由此得到了整个绥阳县洞穴分布的地

理位置俯瞰图。在这张洞穴经纬度散点图上，可以见到:绥阳县洞穴主要分布于县域的东部与南部，在绥阳

县南部，洞穴密度较大，洞穴出现频率较高，同一区域内重叠的洞穴数量较多，见图 2。



3.4 洞穴发育地层岩性分布

此次调查在地质调查的基础之上结合绥阳县地质类型图，根据洞穴发育地层岩性分类得到了各类型岩

层洞穴的数量，其中下奥陶统桐梓组生物碎屑灰岩和红花岩组白云岩洞穴的数量为 141 个，占到洞穴总数

的 36%。中上寒武统娄山关群白云岩地层洞穴的数量为 77，占到洞穴总数的 20%。中二叠统栖霞组石灰岩

和茅口组石灰岩的数量为 38，占到洞穴总数的 10%。所占比例中等的，比如:下寒武统清虚洞组石灰岩白云

岩、中志留统石牛栏组泥岩石灰岩、下三叠统茅草铺组石灰岩白云岩、中奥陶统十字铺组泥灰岩灰岩和宝

塔山组龟裂纹灰岩所占到的百分比均为 4%。剩余洞穴构成岩层的比例比较小，均不到 4%。

岩层代表岩石的沉积年代，岩性则代表岩石的成分组成。在绥阳县洞穴普查中，我们发现洞穴岩性成

分最多的两种就是白云岩、生物碎屑灰岩和石灰岩，其出现的频数分别为 268 次、141 次和 115 次，出现

频率为 44%、23%和 19%，而其余岩性所占百分比都在 4%～5%之间，见图 3。



3.5 洞穴海拔分布

使用经纬度确定洞穴的地理坐标后，进一步使用海拔高度确定洞穴的空间位置与三维坐标，通过对 392

个洞穴的坐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后得到如下统计结果:洞穴海拔均值为:954.43m，洞穴海拔最大值:1505m，洞

穴海拔最小值:578m，所有洞穴样本标准差 194.994。然后将所有洞穴海拔值代入单样本 K-S 中检验，K 值

为 1.289，渐近显著性的值为 0.057＞0.05，因而认定洞穴的海拔总体呈正态分布。对洞穴数量在不同的海

拔再进行细分，统计每 100m 高差内洞穴的数量，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分层，我们发现在 700m～800m，800m

～900m，900m～1000m，三个海拔层次内集中了较多的洞穴，这三个分层占到 392 个洞穴中的 235 个，洞穴

总数量的 59.9%，见图 4。



3.6 洞穴周边旅游资源

绥阳县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全，包括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中的 8个主类、23个亚

类和 55个基本类型，旅游资源单体共 189 处。绥阳县境内主要有两种地貌类型，一是以中低山谷地为主的

侵蚀地貌;二是喀斯特地貌。调查得知，洞穴是绥阳县主要的地质遗迹景观，洞穴资源周边的地质遗迹景观

还有天坑、峡谷、河谷、峰丛、地下河、盲谷等。这些地质遗迹景观资源正在开发建设中，有的已经进入

营运状态，如: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清溪湖景区、油桐溪大地缝旅游区、温泉

镇温泉休闲疗养区、红果树景区、观音岩景区、十八条沟生态旅游区、双门峡景区、杉木箐林茶生态旅游

区、火秋坝生态旅游区等。这些景区的发展都将极大地促进绥阳县洞穴旅游业的大发展。

4 绥阳县洞穴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探讨

4.1 作为旅游资源开发

喀斯特洞穴是大自然留给人类十分宝贵的地下空间资源，是一种很重要的旅游资源。

绥阳县的洞穴资源丰富。境内的双河洞溶洞是我国罕见的一座巨大的，具有独特景观的，集旅游观光

、洞穴探险、科学研究多位一体的洞穴系统。洞穴景观因其具有独特性、多样性、完整性而被喻为“喀斯

特天然洞穴博物馆”;红果树溶洞群因景区内生长着大量的野生红豆杉而得名;其它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还

有沐孔喀斯特洞群、穿洞、神仙洞、金河溶洞、让水大洞、小鹰岩洞、老鹰岩洞、火秋坝凉风洞等，这些

洞穴因其特殊的气候、地质背景及水动力条件各自形成了一套鲜明特色的喀斯特地质遗迹，在岩溶区非常

少见。此次调查得知:大风洞、天星洞、张家口洞、石膏晶花洞等洞的沉积景观丰富，尤其是石膏沉积景观

和碳酸钙沉积的卷曲石景观，规模巨大，形态极为优美，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响水洞、水帘洞、卧龙洞、

双河水洞、小鹰岩洞等洞内的地下河、地下湖、地下瀑布等地下水体景观优美;还有皮硝洞内大面积的天青

石、响水洞顶神奇飘逸的天生桥等这些洞穴资源，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



4.2 作为科普考察基地

洞穴是早期人类的居住地，也是人类最早的文化艺术的摇篮，洞穴系统和洞穴沉积物及地下河等地质

信息，对地质作用过程、古环境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洞穴堆积、植物、生物、气候以及极为

丰富的生物化石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绥阳双河洞作为我国发育在白云岩地层中，具有如此大的规模的并具有独特景观的洞穴系统，洞穴内

岩溶地貌形态、发育层位、方向、伏留发育，水道变迁遗迹等极有利于野外实习，对提高学生认识岩溶发

育的多代性、继承性，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是岩石学、地质学、水文学、自然地理学、环境学等专业学

院学生理想的教学、实习基地，是岩溶科学的生动课堂。同时，双河洞作为国内最长洞穴，其洞穴系统内

不可避免的会有第四纪动物群化石保存。在历年的中法洞穴考察中，2003 年在杉林洞和大风洞的竖井底部

首次发现动物骨骼，后经鉴定该动物骨骼为熊骨骼化石、2011 年发现熊猫头盖骨化石、2014 年发现犀牛头

盖骨类化石、2015 年发现剑齿象牙齿化石、2016 年发现新的熊猫头盖骨化石和熊类抓痕遗迹、2016 年在

杉林洞廊道地面采集到了人类胫骨化石;2016 年在洞内发现濒临灭绝的国家保护鼯鼠类动物“飞猫”;洞穴

长度更新至 181.877km，这些发现对推断双河洞洞穴形成的上限或相对年代、地质作用过程、古环境变化

、人类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4.3 作为医疗养生基地

据文献记载，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发现居住洞穴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的养护作用，并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经验。喀斯特洞穴的空气清新，洞穴内恒湿、恒温、低噪声、空气清新、含有较多的负离子，洞

穴空气比较干净，细菌很少，无害气体、飘尘、微生物、污染物等过敏物质含量非常低，空气的电离也很

弱。洞穴气体容胶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够加速粘液纤毛清洁作用，增加呼吸量，改善神经荷气蒙

平衡，提高机体系统的免疫功能。总的说来，洞穴环境良好，没有外界人为干扰和刺激，使人精神宁静，

情绪安定，心态怡悦，能给一些疾病患者提供了改善生理、心理状况和治病的优良环境，提高人的环境心

理功能，促进身体康复。

通过对红果树景区的天缘洞、水帘洞等小气候环境进行调查、测量，初步发现，几处洞穴内四季恒温

，PM2.5 含量低，空气清洁，空气负离子浓度比城市公园、家庭住宅、办公室等高出数十倍，具备较好的

养生功能。我们只是其中抽查了几处洞穴，具有这种养生疗养功能的洞穴在绥阳县还有多处。由此可见绥

阳县具备良好的洞穴医疗养生资源优势。我国岩溶洞穴资源丰富，但至今还无真正意义的洞穴医疗站。如

绥阳县通过这种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宣传洞穴医疗养生，能够促进贵州省乃至全国洞穴医疗的迅速发展。

4.4 作为野外拓展基地

探洞是一种风险性技术运动，是从登山运动逐渐发展而来的，是迄今为止人类五种公认最具危险性和

挑战性的活动之一。早在 350 多年前，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在只有火把的条件下就已考察了 300 多个

洞穴，体验了洞穴探险的乐趣。

探洞对技术要求比较高，探洞绝对可以说是户外运动中最为刺激惊险的项目之一，没有足够的胆识和

勇气是很难玩转探洞的，探洞是极具挑战性的一项户外运动，黑暗和丧失方向感是绝大多数人从未体验过

的，探洞正是这样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心理对抗战运动。探洞的魅力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看见什么

，会发现什么，能满足你无限的想象和不断探索的欲望。目前，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依托贵州洞穴协会

科普平台，联合法国洞穴联盟积极推动贵州洞穴探测和研究发展和洞穴科普教育，在双河洞开发洞穴拓展



的基地建设，每年举办洞穴探测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洞穴探测技术人员;同时还在绥阳红果树景区建

设飞拉达攀登、单绳技术升降等项目，为旅游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户外拓展旅游体验。

5 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岩溶洞穴作为一种重要的景观资源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之外，洞穴因为拥有特殊的性质还拥有很多其它利用价值，如用于饮水

、军事(洞穴军工厂、军事储藏)、工业储藏、农业保鲜储藏、农业灌溉、培殖养殖、水电开发和矿产开发

等。

绥阳县具有良好的洞穴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发展观念、资金市场和人才多个瓶颈的约

束，目前绥阳县仅利用了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仍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资源，尚处于探索研究和试验之中，

还不能承担起贵州省洞穴探险旅游项目发展的重任，还需要充分挖掘和开发洞穴旅游项目。若能在资源调

查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贵州经济建设进行科学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并开发洞穴旅游项目，将潜在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贵州省绥阳县洞穴资源的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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