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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息烽县乌江温泉峡旅游景观地质特征 

李荣格，王文勇，袁玉华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零五地质大队，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依据息烽县旅游资源大普查报告，从峡谷河段、断层景观、悬瀑、观光游栖河段、景物观赏点、建

设工程与生产地、野生动物栖息地等 7个基本类型描述了息烽乌江温泉峡的基本特征，初步分析了温泉峡的形成原

因，以及作为旅游资源单体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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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2016 年，根据贵州省政府有关精神，在全省开展旅游资源大普查，我单位承担了息烽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息烽县地处东

经 106°27´29"〜106°53´43"，北纬 26°57´42"〜27°18´45"之间，面积 1036 平方公里，其中乌江自西向东围绕息烽县境西

北端，江岸线长 54公里（含中段遵义县约 6.5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 157亿立方米，沿岸旅游资源丰富。为了发掘新旅游资

源，根据 1：20 万区域地质图及 1：20 万水文地质图、航拍图片分析，认为息烽县北部养龙司镇与温泉镇一带乌江水域有成景

可能，遂进行了实地踏勘，确认了有较大旅游价值，最终被评为四级，定名为温泉峡。 

2、基本特征 

温泉峡位于息烽县北部养龙司镇和温泉镇境内，川黔铁路以东至大塘口（遵义、开阳、息峰三区交界处）止，总长度约 14.5

公里。乌江流至温泉镇安江村大沙坝段由近东西向转为北西一南东向，在大塘口处呈“V”字形转为北东向流出县境。峡谷平面

形态近似斜“Z”字形，断面形态上缓下陡；此段江面宽约 40至 80米，海拔约 620m〜609m，两岸最高点为大尖山村银坑坪，海

拔 1168.8m，两岸与江面高差一般 280 至 400m，最大高差 558.8m。两岸出露地层为寒武系娄山关群、石炭系大塘组、二叠系和

三叠系，安江段地层倾向北西西，倾角 15°-20°，安江至大塘口段为三条平行延伸的北东向高角度逆断层断夹块，宽 4.5公里，

褶皱强烈，为倒转紧密向斜构造，倾角大，局部地段近直立，形成断层景观；此外，崖壁发育小型洞穴数个，小瀑布多处。初

步勘查，可划分为峡谷河段、断层景观、悬瀑、观光游憩河段、景物观赏点、建设工程与生产地、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基本类型

旅游单体。 

2.1峡谷段落 

温泉峡属典型的峡谷河段，两岸陡峻，呈“V”字形，平面形态近似斜“Z”字形，断面形态上缓下陡。仰望两岸，喀斯特

地貌发育，森林植被发育完好，山峰或伟岸如彪形大汉；或陡峭如刀削斧劈，玉璧翠峰，形态万千，悬瀑飞炼，点缀其间，宛

若神女之灵秀窈窕。俯看江面，水如碧玉，急流暗涌，时见白鹭群飞，栖息于林，置身其间如人画境，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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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温泉峡峡谷段落 

2.2断层景观 

温泉峡断层景观位于温泉峡谷内中段，为安江至大塘口段三条平行延伸的北东向高角度逆断层形成的断夹块，宽 4.5公里，

出露地层为二叠系和三叠系下统茅草铺组及夜郎组。断层面倾向均为南东方向，断夹块内裂隙发育、风化程度不一，形成斧劈

石、菜刀岭。河流在水平面上垂直切割断层而过，在峡谷内沿河观望，景观较为突出区段长约 1.5 公里，褶皱强烈，为倒转紧

密向斜构造，倾角较大，最大可达 80°，局部地段直立，层理分明，似卷书页理，层层立放，其山峰犹如刀削斧劈，片片矗立。

断层带上生态植被发育良好，山谷起伏，犹如绿波荡漾，沿河两岸岩层受流水的侵蚀及溶蚀作用，形成沟壑溶洞，景观独特奇

异，如图 2所示。 

 

图 2 温泉峡断层景观 

2.3悬瀑 

峡谷两岸悬瀑数量众多，姿态万千。一股股清泉从密林深处、江岸崖壁涌出，如天外飞练随风起舞，扑娑娑坠入江中。右

岸一处瀑布顺陡坡而下，与江面落差约 25m，宽 2m〜5m，时分数支，颇为秀丽。另一处瀑布从林中蜿蜒而下，一条白练在翠林

间时隐时现，若窈窕神女，又如少女梳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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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观光游憩河段 

温泉峡全长 14km，江面宽阔，烟波浩渺，时而急如湍流，时而平顺无声。时见岸边溶蚀空洞，深不可测；时见悬瀑飞练，

点缀其间；江边岸岩排列，如摩天大厦。江面上白鹭翩翩飞舞，以鱼虾为食，林间栖居，时而展翅齐飞，时而栖息于林；岸边

林中野猴攀越，偶露行影。此河段既可行船观赏，宜可探险漂流。置身其中，似一幅苍山烟雨画卷。 

2.5景物观赏点 

黄沙坡岩壁观景地是峡谷内有一处绝佳观景地，位于温泉峡谷右岸属温泉镇大尖山村。在这里能俯瞰周边连绵青山和片片

丛林，能倾听来自峡谷深处的流水潺潺声，但最引入注目的要属峡谷对岸的悬崖绝壁。岩壁顺河延伸，长约 500 米，距水面高

80 米至 120 米。中部岩壁裸露，好似大山褪去“青衣”，露出的灰白色“体肤”，为浅灰色中厚层至块状白云质石灰岩。岩壁

上植被呈线状零星发育，构成灰白与绿色横条相间，在其局部由于受植被残体腐蚀及风化作用而使壁面成深灰色和土黄色，整

体观之，像一副天然画廊横挂于峡谷内。 

2.6建设工程与生产地 

输油管道和黔渝快铁飞跨乌江温泉峡。其中乌江跨越是渝黔段天然气管道，为中贵管道六标段的重点工程，在能源由北至

南输送中，起着重要作用。悬索桥横跨乌江大坝下游的温泉峡谷，呈北东至南西向，北东端为遵义播州区，南西端为息烽温泉

镇，是由主缆、桥塔、鞍座、吊索等构件构成的柔性悬吊组合体系。其主跨度 310m，全长 480m，与江面相对高差约 200m，水面

宽约 70m，悬索桥桥塔由钢筋水泥筑成，南岸主塔高 38.5m，北岸主塔高 41m，桥塔中间刻印“乌江跨越”四个大字。站于桥头

望向另一端，好似长龙凌空穿梭。乌江跨越的建成，为乌江再添一道壮观的风景，如图 3所示。 

 

图 3 乌江跨越 

2.7野生动物栖息地 

此段为未破坏的原生态密林，人迹罕至，江水清澈，未受污染，调查时发现有野猴踪迹，鸟类有白鹭，需做进一步调查。 

3、成因初探 

温泉峡地区地层产状变化较大，构造复杂，下面分别就地层、构造等因素阐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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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地层 

区域出露地层从老至新叙述如下。 

中〜上寒武统娄山关群：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灰、浅灰、微红灰色中至厚层微细晶白云岩，夹少量薄层含粘土质泥晶白

云岩。上段为灰、灰白色厚层亮晶团粒白云岩、微细晶白云岩、薄层含粉砂粘土质泥晶白云岩。普遍夹硅质岩透镜体及团块，

厚度大于 500m。 

下石炭统大塘组：此处中上部地层缺失，仅有旧司段下部地层，为紫红色粘土岩、同色含铁粘土岩夹同色似层状、结核状

赤铁矿，含植物碎片，厚约 9m。 

下二叠统：超覆于下石炭统大塘组之上，下部主要为粘土岩。中部为生物碎屑灰岩夹多层白云岩。上部为白云岩、生物碎

屑灰岩、薄层硅质岩、玄武岩及少量含炭锰质泥灰岩、粘土岩组成。厚约 240m，含珊瑚、蜒类、腕足类化石。 

上二叠统：下部主要由粘土岩、砂岩、硅质岩、灰岩及煤层等组成，为海陆交互相沉积。上部为生物碎屑灰岩，常夹桂质

岩团块。顶部为生物碎屑硅质岩夹粘土岩化玻屑凝灰岩，厚 240m。含腕足、瓣鳃、蜓类及植物化石。 

下三叠统：下部为石灰岩、粘土岩，上部为白云岩。厚 350m，生物化石以瓣鳃类为主，见头足类、腕足类。 

中三叠统：下部为粘土岩与白云岩互层，中部为石灰岩，上部为白云岩、粘土岩。厚 400m，生物化石以瓣鳃类为主。 

3.2构造 

朝阳断层：长度大于 20km，走向 30°，倾向南东，倾角 60°〜70°，破坏了东侧的背斜，为压性逆冲断层，著名的息烽温

泉与此有关。 

岩脚断层：长度 18km，走向 30°，倾向南东，倾角大于 50°，为压性枢纽断层。与朝阳断层间由横断层结环，在温泉附近

形成复杂断块，断距增大。 

安清〜杨家寨断层：长度大于 80km，走向 45°，倾向南东，倾角，70°，为压性枢纽断层，局部地段近旁地层倒转。 

核桃坪向斜：长度大于 15km，跨度 7〜8km，轴向 30°，核部最新地层为狮子山组，翼部最老为娄山关群，两侧为断层夹持。 

干水井背斜：长度 5km，跨度 3km，轴向 90°，核部最老地层为娄山关群，翼部最新地层为茅口组，近核部地层为安清〜杨

家寨断层影响，地层近于直立。 

3.3成因初步分析 

第一，从地层上看，温泉峡以古生界及三叠系碳酸盐岩地层为主。由于海洋生物大量出现，生物钙质骨骼沉积，形成了各

种含生物屑灰岩，为岩溶地貌奠定了物质资源，由于海陆交互地层物质组分的差异，从而风化形成多样化的地貌景观。 

第二，从构造上看，该区位处黔中，是黔中东西向构造带、川黔南北向构造带及新华夏系第三巨型隆起带交接复合地区，

各种构造体系在燕山期定型。温泉峡位于乌江南北构造带的东段，构造发育，受东西向挤压，产生一系列近南北向断层、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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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次级构造，乌江沿应力方向形成斜“之”字形流向切割地层，后期由于河流的侵蚀、溶蚀等原因，形成初具规模的温泉峡谷。 

第三从气候条件来看，本区属北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和湿润、四季不甚分明的特点，年均降

水量达 1000〜1600mm，年均气温 13℃〜15℃，温度与湿度形成本区丰富的植被，成为本区喀斯特峡谷型地貌丰富多彩的重要因

素。 

4、开发前景及意义 

旅游业是为了游客求知、求乐、求健等需要而提供服务并取得经济效益的一种产业，随着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地质生态

旅游的价值日益突显，特别是优质的自然旅游资源越加珍稀。新发现的温泉峡，集地文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沿江向西而上，

主要景观有鹰嘴岩、小溪渡口、怀仁洞、导弹峰、大塘渡口和大塘口红军南渡乌江纪念广场、骆驼峰、罗家山江口渡口、小石

笋柱状峰、手扒岩、长安二屯、姊妹峰、黄沙古渡口、玉女瀑、月亮洞、周家岩柱状峰等众多景观。其辖区内还有著名的息烽

温泉。 

温泉峡的开发具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交通与区位优势，距贵阳仅 50km，处于贵阳 1 小时经济圈内。二是温泉峡周边已开

发的优质景区众多，具有连片打造的优势。距著名的息烽温泉（五 A 级）仅 6km，距息烽集中营旧址（五 A 级）仅 15km，具备

打造息烽北部东线深度旅游连片开发的平台。三是在息烽西线，因乌江渡电站大坝建成蓄水形成县域 48 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除乌江干流江面外，息烽河、瓮桶河、雨淋河均有回水淹没，形成一个巨大的“爪”字形人工湖，乌江天险变为高峡平湖，沿

岸溶洞、地下河等喀斯特地貌发育，可与息烽北部西线旅游景点连片。基于以上优势，综合分析，息烽县域可以东西两线为一

体，围绕已开发的息烽温泉、息烽集中营，进一步深度开发乌江一线地文水域风光，可将息烽从过路旅游城市打造为快旅慢游

目的地，实现息烽区域旅游的快速发展。该旅游资源的开发还可以拉动“息烽乌江温泉峡”沿线的旅游农家乐、鱼家乐、科普

乡村游，帮助周边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旅游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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