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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地貌名称的滥觞与泛化

崔海亭 黄润华

（
北京大 学城市 与 环境 学院 ，

北京 １００８７ １
）

摘 要Ｔ丹霞地貌
”

是中 国地质学家和地貌学家提出并被中外学者接受的科技术语 ，有着严格的科学定义 。 但是
，

近年来
，

主要是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
出 于宣传的需要

，

有些人望文生义
，

滥用丹霞的名称
，

把有颜色鲜艳地层构成的山丘 （ 彩丘 ）

乃至谷地 （丹霞是 山不是谷 ） 都称为丹霞 ，
形成全国各地

“

丹霞
”

泛滥的现象 ，
有损术语的严肃性 ，

因此对丹霞地貌一词的源

与流做了考证。

关键词
：
丹霞地貌 ， 彩丘 ，

丹霞山 ，第三系 ，赤壁丹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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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旅游业迅猛发展
，

国人有机会游览国 内外状 、宝塔状 、针状 、柱状 、棒状 、 方山状或峰林状的

的名山大川 ， 有关丹霞地貌的 图 文报道也屡见不地形 。

”
［
２ ］

鲜 。 丹霞地貌 （
ｄａｎｘｉａ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是由 中 国学者提出《地理学名词 》 的定义 ：

“

由 陆相红色砂砾岩构

的地貌术语 ，
原来在学术界没有多大的分歧 ，但近成的具有陡峨坡面 的各种地貌形态 。 形成的必要

年来出于旅游开发和地质公园建设的需要 ，

全国各条件是砂砾岩层巨厚
，

垂直节理发育 。 因在广东省

地纷纷打出丹霞地貌的旗号 ，

一时间东西南北出现北部仁化县丹霞山有典型发育而得名 。

”

６５０ 处丹霞地貌
⑴

，
丹霞地貌 的概念产生 了混乱 ，上述两个定义的相同之处

：
首先

，
强调陆相红

色雜岩的岩麟点和岩能厚 、錢节理发育
；

一 丹霞地貌的定义＃次■

，
弓虽ｎ地 ■辦寺ｎ必颂 細

说必须具有
“

赤壁丹崖＇

《地质辞典》 的定义 ：

“

厚层 、产状平缓 、节職两个紗储不同之处 ：前雜娜成丹霞地

細外营力为流水侵蚀 、溶蚀和重力綱 后者则
化 、重力崩塌 、侵蚀 、溶蚀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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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辨 析

彭华等给出 的定义是 ：

“

丹霞地貌是 以赤壁丹
一

崖为特色的红色陆相碎屑岩地貌 。

” Ｗ 这与 《地Ｓ

学名词 》的定义相近 。１ ． 根据命名优先的原则 ，
尊重前人的科学创 意

上述定义均未对构成丹霞地貌的地层时代加丹霞地貌是由 中国人提出的地貌术语 ， 出现在

以 限定 。科技文献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但是 ，
作为一个文

《地貌学辞典》 的定义比较全面 ：

“

岩石地貌的学用语
，
可 以追溯到古代 。 古人曾用

“

色如沃丹 ，
灿

一种
，
侏罗纪 、 白垩纪 、老第三纪钙质胶结的红色砂若明霞

”

形容广东仁化丹霞山的地貌景观。 地质学

岩 、砾岩上发育的方山 、奇峰 、岩洞和石柱等特殊地家冯景兰将仁化丹霞山 的上 白垩统陆相红色砂砾

貌称为丹霞地貌 ，是一种典型的岩石地貌 。 以 中国岩层命名为丹霞层 （
后称为丹霞群 ） ，

并盛赞丹霞

广东北部仁化县丹霞山最为典型 ， 因此得名 。 较大地貌之美 ：

“

峰崖崔嵬
，

江流奔腾
，
赤壁四立 ，绿树上

范围出露的陆相钙质胶结的碎屑沉积岩具有
一定覆 ，真岭南之奇观也 。

”
［
９

］

陈国达首次提出 了
“

丹霞

的刚性
，
并较易脆裂为节理裂隙 。 当遭受较强 的侵山地形

”

的名称
［

１ °
］

。 但最早对丹霞地貌进行专 门

蚀作用时 ，顺裂隙进入的 流水既有冲蚀作用 ，
又有研究的是曾昭璇 ［

＂
］

。 其后
，
黄进对丹霞地貌进行

溶蚀作用 ，
从而一起生成块状的高地

，
深邃的沟谷了深入的研究

［ １ ２ ］

。

岩缝 （

一

线天 ） 以 及红颜色 的崖壁 ，
有的块状髙地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 在丹霞山 召开首届丹霞地貌国

被进
一

步分割成堡状残峰 、石墙 、石柱等奇异的残际学术讨论会 ，丹霞地貌获得国 际学术界认可 。 同

丘岩岗 ，有的地方还在岩壁上顺岩层层面发育
一连时 ， 中国将广东丹霞 山 、福建泰宁 、武夷山 、

江西龙

串 的岩洞 。

”
［
５

］虎山 、浙江江郎山 、湖南莨 山和贵州赤水等地的丹

《旅游地学大辞典》对丹霞山型 的地貌景观的霞地貌捆绑到
一

起 ，成功申报世界 自然遗产 。

释义则更为详尽 ：

“

砂岩地貌景观中
一

种代表性类２ ． 科 学界定 ，
区 别对待

型 。 在中国华南亚热带湿润 区域 内 ，
以 中上 白垩统随着国 内旅游业的兴起 ，色彩鲜艳的岩层和造

红色陆相砂烁岩地层为成景母岩 ， 由流水侵蚀 、溶型奇特的地貌成为
一

种有利可 图 的旅游资源。 有

蚀
、重力崩塌作用形成的赤壁丹崖 、 方 山 、石墙 、

石关旅游部门将凡是和红色相近 、奇峰怪石的地貌 ，

峰 、
石柱 、峡谷 、嶂谷 、 石巷 、岩穴等造型地貌的统包括拱门 、 巨丘 、石蛋 、石蘑菇 、劣地 、

土柱林等
，
都

称 。 以广东丹霞山为代表 。 是碎屑岩红层地貌的称为丹霞地貌 。

一

种类型 。 此类地貌最早 由 地质学家冯景兰先生每一种地貌类型都是一定地质条件的产物 。

在 １ ９２８ 年发现 ，
并进行了地貌上的描述 。

１９３９ 年我们认为
：
前辈学者对地层时代 、沉积相 、地貌营力

由陈国达先生提出
‘

丹霞 山 地形
’

名词
，
后来被改的限定是有道理的 。 如果没有岩性 、岩相的限定 ，

称为
‘

丹霞地貌
’

。

”［ ６
］不问地貌形成条件

，
不便于进行地貌分类 ，

也不利

上述几种定义大体相近 ，
并为 国 内地学界广泛于大众的景观认知 。 因此

，
大多数学者主张丹霞地

认同 。 但近年来丹霞地貌的应用出 现了
“

扩大化
”

貌的界定应加上
“

陆相碎屑沉积
”

的岩相特征 和

和
“

泛化
”

的趋势 。 不少地理学家的定义 比较宽
“

中生代晚期至新生代早期
”

的地层时代限制 。

泛
，如刘尚仁认为 ：

由砂砾岩为主的沉积岩受侵蚀对于丹霞地貌的泛化 ， 国 内
一些学者早有批

所形成的赤壁丹崖群地貌称为丹霞地貌 。 他主张 ：评 ，潘江 、陈安泽都曾著文进行专题讨论
［

１ ３ ］

。 中 国

用涵盖多种岩性 、岩相 的碎屑岩 、碳酸盐岩和化学有许多红色岩层形成 的地貌 ， 或因坡度过缓 、缺乏

沉积岩等沉积岩替代 目 前常用的
“

陆相碎屑岩
”

，丹崖
，
或因地层时代过老 ，

或 因形成地貌 的外营力

同时还界定 了外 国 ５０ 多处的红层地貌为丹霞地不同
，
不能一概称作丹霞地貌 。 华北元古代海相红

貌
ｍ

。 另外
一些地理学家将甘肃张掖多彩 的砂岩色砂岩形成的红崖 ，有人称之为

“

假丹霞
”

地貌 ， 与

地貌也称为丹霞地貌
［
８
 ］

。典型 的丹霞地貌差别明显 ；青藏高原及其边缘高海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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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山地的寒冻风化形成的红崖地貌与丹霞地貌的１９８３ ： ５８ ．

形成条件也不相 同
；
西北干旱区干旱剥蚀 、风蚀形［

３
］
全 国科 学技术名 词 审 定委 员 会 ． 地理 学 名词

［
Ｍ

］
．

２ 版 ．

成的地貌也不宜称为丹霞地貌 。北京 ： 科学 出版社
，
２〇〇６

：
２９ ．

有些游客和媒体人看见红 （ 丹 ） 黄颜色相间 、

［
４ ］ 彭 华

，

吴 志 才
，

张 珂
，
等 ？ 丹 霞 山建 设 世界地 质 公 园 的

彩色斑斓 （ 霞 ） 的景色 （例如甘肃张掖的彩丘 ） ，就

望文生义地称之为丹霞雜而不顾及其科学内涵
，

ｆ
会

＝
貌

＝ｉｍ
（
２００４ 丹 霞

造成这
－

科技术语的滥用 。
乂 又集 ） ． 北 中 国 环境科植 社

’
一

丹霞地貌名称
“

扩大化
”

和 化
”

的现象
，
和

［
５ ］ 周 成 虎 ？ 地 貌 学 辞 典 ［ Ｍ ］

． 北 京 ：中 国 水 利水 电 出 版
一些学者的主张不无关系

，
有些学者不断扩大丹霞社

，

２００６
：

４４
．

地貌 的定义 ， 截至 １ ９８８ 年 ，
不 同辞书 、不 同学者对［ ６ ］ 陈 安 译 ． 旅 游 地 学 大 辞 典

［
Ｍ

］

． 北 京
：
科 学 出 版社

，

丹霞地貌 的 定义达 到 １２ 种之 多 ， 个别学 者从２０ １３
：
１６６ ．

１ ９ ８８
—２００４ 年就提 出了４ 种不 同 的定义 ， 造成 了［

７
］ 刘 尚 仁 ． 丹 霞 地 貌 概 念 与 外 国 部 分 丹 霞地 貌 简 介

“

全国无处不丹霞
”

的现象
［

１４
］

。 ［
Ｃ

］
／／ 中 国 地理 学 会 地貌 与 第 四纪 专 业 委 员 会 ． 地

我们赞成已故地质学家潘江教授的建议
［

１ ５
］

：貌 ． 环境 ． 发展 （ ２〇〇４ 丹霞 山会 议文集 ） ？ 北京 ： 中 国

（
１

）
已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的广东仁化丹霞 山 、环境科 学 出版社

，
２〇〇４ ： ２８８ －２９６ ．

湖南新宁 崑山 ，浙江江郎山 ，
江西龙虎山 ，福建泰

［
８

］

？ 斗主 〖
里 柏 丨

体地层 中 的沙漠沉积及其 意 义 ［
Ｃ ］ ／／ 中 国地理 学会地

丁 、武夷 山
’

贵州 习 水 、赤水等 ’ 称为典＿丹？貌与 第 四 纪专业 委 员会 ． 地 貌 ． 环境 ？ 发展 （ ２００４ 丹

霞 山 会议 文 集 ）
． 北 京

： 中 国 环境科 学 出版 社
，

２００４
：

（
２

）其他不 同 地质时代 、不 同沉积相 、不 同外２７９
＿

２ ８３

营力 的红崖地貌可称为丹崖地貌 。［
９

］
冯景 兰

，
朱翔 声 ？ 广 东 曲 江仁化始兴 南雄地质矿产

［
Ｊ

］
．

（ ３ ） 干旱区不具备典型特征 、 坡面平缓 、彩色两广地质调查所年报 第
一

号
，
１ ９２８ ．

鲜艳的地貌称为丹丘或彩丘地貌 。［
１ ０ ］ 陈 国 达

，

刘 辉洒 ． 江 西贡水流 域地质 ［ Ｊ ］
． 江 西地 质会

另外
，
丹霞地貌在中 国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 ，得刊

，
１？９

，
２ ： １

－

６４ ．

到了广泛认同
，
但在国际上尚未广泛采用丹霞地貌［

１ １ ］ 曾 昭璇 ？ 仁化 南 部厚层红色 砂岩 区域地形之初 步 探讨

这一术语的情况下
，
不宜越俎代庖将外国 的红层地ｍ ？ 国立 中 山 大学地理 集刊

，
１９４３

，
１ ２

：
１９

＿

２４ ．

貌称为丹霞地貌［

Ｉ ２
］ 黄进 ？ 中 国丹霞地貌研究 汇 报 ［ ｊ ］

？ 热 带地貌
，
ｉ＂２ （ 增

°

刊
） ：

１
－

３ ６ ＿

［
１ ３

］ 陈安 泽 ？ 丹霞地貌若干 问 题 的讨论
［
Ｍ ］ ／／陈 安泽 ． 旅

参考
＂

ＳＴ献
游地 学 与地质 公 园研 究—— 陈 安 泽文 集 ． 北京 ： 科 学

［
１

］ 彭 华 ，
赵 飞 ？

、

浅论丹霞地 貌类 旅游 区 的文化开发 ［
Ｃ

］〃２０ １３
－

４４１

－

４４７

中 国 地理 学会 地 貌 与 第 四 纪专 业 委 员 会 ． 地貌 ． 环
［ １ ４ ］ 狀 西 北 有

“

丹 霞
”

？

？ ？ ］
． 中■ 家 地 理

，
厕

境 ？ 发展 （ ２００４ 丹霞 山会议 文集
）

． 北京
：
中 国 环■（ １〇

） ：
１ ３４ ，

，
２００４ ： ２６ １

－

２６６ ．

［ Ｉ ５ ］ 潘 江 ． 再论 赤 壁丹 崖地 貌之 概 念及其 命 名
［
Ｍ ］

／／潘
［ ２ ］江 ？ 中 国早 期 脊椎动 物及地 层

一潘江地质 文选． 北
？ 构 造■ 分 册 （ 上 册 ）Ｗ ＿ 北 京 ：■ 出 版社

，

京 ： 中 国大地 出版社
，

蓮
：
３４９ ．

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