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 泊 科 学 ,

二

贵州龙宫水系坡立谷湖群水文
地貌结构与功能特征

’

谭 明 梁 虹
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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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龙宫是贵州著名的喀斯特风景点
。

该区在第四纪构造运动巾由于地貌回春
,

形态逆

向发育
,

水系频繁变迁 喀斯特地块渗漏导致地表流集
「 ,转入地下

,

从而使流水谷地首先盲谷化并

逐步形成洼地 在这个过程中
,

流域地貌复杂响应基面变化
,

发育了龙宫坡立谷
。

这些坡立谷的形

成与流域形态演化相联系而不同于 对划分的类型
。

它们在水系结构
‘

卜与地下管道相串

联
,

每逢雨季
,

将大量上游汇水滞蓄盆内
,

形成季节性喀斯特湖
,

对下游起到良好的天然调节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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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纪构造运动引起地貌回春的贵州山原喀斯特区
,

地表不断渗漏导致水道普遍退

化
,

水系相互兼并袭夺
。

在流域地貌结构中
,

往往沿汇流方向依次出现盲谷
、

坡立谷和注地三

种负地貌类型有规律的组合
。

这些坡立谷符合 对坡立谷形态的定义
,

即具有封闭的

盆形和过境河
,

平坦的底部为冲积物所覆盖
。

但它们与 所总结的几种坡立谷类

型图不同
,

是流域地貌逆向演化向源推进
,

流水谷地洼地化的产物
。

由于这些坡立谷处于

流域地表水通道向地下水通道突变的形态发育跃迁部位
,

其地下通道的规模往往还不能使

水流顺畅地排泄
,

从而产生
“

天然水坝效应
” ,

将流域汇水滞蓄于坡立谷 中数 日到数月
,

形

成季节性喀斯特湖
。

本文以龙宫水系坡立谷湖群为例
,

用喀斯特水文地貌学观点阁分析这类

坡立谷在流域水系演变中的结构成因及其作为天然库群的水文调蓄作用
,

即它们的水文地

貌功能
。

流 域 概 况

龙宫 旧名龙潭 位于贵州安顺市西南面
,

为龙宫地下河系的总出口
。

龙宫水洞及其附近

区域是著名的喀斯特风景旅游 区
。

龙宫地下河流域面积约 飞’ ,

属珠江流域
。

水系大部分

源于安顺溶原分水岭
,

自北向南汇入南盘江支流王二河
。

流域内水系展布主要受 向构造

控制
,

而第四纪构造运动的影响使水系于地表和地下相互兼并袭夺频繁变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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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龙宫水系图

咖

湿润的气候动力条件下易溶的碳酸盐岩基础上
,

从分水岭到排泄基 准 王二河 发育了一套

类型齐全的峰林溶原
、

峰丛流水谷地
、

峰丛坡立谷和峰丛洼地等喀斯特流域组合形态
。

水系变迁大势

龙宫地下河系虽然其总的走 向格局受控于燕 山运动形成的 向老构造
,

具有构造水

系的基本特征
,

但由于最近地质时期云贵高原的隆起以及珠江流域 自北而南
,

由西 向东掀斜

抬升
,

致使次一级较小流域相继 回春
,

龙宫地下河流域即为其中之一
。

由于喀斯特作用
,

地表

流不断转入地下
,

流水谷地退化为干谷进而由于集中渗漏成为洼地
,

从而打破了原有的水系

格局
。

主要表现为

原来的 、 向构造水系沿最近活动的 向和 向构造困向地下发育

如该水系在漩塘以下水流借道一条 少 断裂发育形成龙宫水洞
,

并在相变线处出露
,

就近排入深切的王二河
。

由于较近的新排泄基准所传递的 回春信息能更快地到达水系各点
,

使水系上游对

新基准响应调整
。

如水溪河即由原来的 流向转为现在的 流向成为“
倒淌河

” 。



湖 泊 科 学 卷

由于龙宫水系总出 口 的形成
,

使原来统一的 向构造水 网被割裂
。

从图

可见
,

龙宫水系西南面有另一地下河系
,

其排泄基准也是王二河
。

在用水文地貌学方法所作

的流域最低势面中 以 为面积单位的流域地形 网格中最小高程等值线集合
,

发现龙

宫水系北部较平缓区地下分水线不封闭
,

流域有一定的开放性 图
。

而南面的地下河系从

地下不断溯源袭夺
,

己经将地下分水界向北推进到龙宫地表流域以 内 图 中地表分水线以

北为龙宫地表流域
。

由于近期的水系变迁
,

流域重新调整
,

水流与形态所表现的
“

不称
”

形成扩展坡立谷湖盆

的动力源
。

但另一方面
,

洼地向心水系的发育又 限制了湖盆进一步的扩大
。

因此
,

这种流水

喀斯特类型的坡立谷 实际是地貌发育对基面变化复杂响应叫的结果
。

最低势面等势线

地下分水线

地表分水线

地下河总出 口

图 龙公区域最低势面
、 、 、 、 。

坡立谷湖盆的发育机制

当喀斯特流域地貌逆向演化时
,

喀斯特地块渗漏化将不断向源发展
,

表现为流水谷地 中

出现不断后退的集中消水点
。

水道退化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
,

一种是水流沿河道两岸构造裂

隙塑造出新的水流通道
,

并于地
一

下不断偏离原河道
,

这样消水点下游方原河谷由于失去地表

线状侵蚀力而相对抬高成为干悬谷 另一种是水流沿河道 内深部裂隙下渗并在下游河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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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出露
,

原河道中失去地表水流作用的伏流段将逐渐相对于下降的河床抬高成为分割河

道的山间娅 口
。

在后一种模式中
,

流水喀斯特类型的坡立谷得 以形成
。

以油菜河坡立谷为例

图
,

该坡立谷正处在一新生埂 口分割流水谷地形成封闭集水盆的发育阶段
。

该娅 口 高
,

枯水期上游水流只能于地下穿过娅 口后 出露于下游段
,

但洪水期上游水流仍可漫过娅

口从地表进入下游段
。

当坡立谷盆底不断降低
,

而埂 口 不断相对抬高时
,

原来线状的河道便

成为完全封闭的盆状地形
。

如果上游河流在水系变迁过程中不断兼并扩张
,

这样就极大地增

加了进入坡立谷的汇水量
,

而坡立谷的排水通道往往不能很快适应流域汇水增大的速度
,

导

致上游汇水在雨季滞蓄于坡立谷中
,

成为季节性喀斯特湖泊
。

坡立谷季节性积水使水盆周边

加速风化
、

溶蚀和侵蚀后退
,

这对湖盆横向扩大并逐渐改变原来的河道线状形态而圆化有重

要的动力作用
‘

这一阶段的坡立谷湖盆除盆底有一条狭窄的地表枯水水道外
,

全为漫滩所覆
当自

一空由菜河

心嵘」,,一,‘
‘,

任

畔 一,

沥曰
长 冲

酷云兰三三

一 深冲
︺飞︸,七、,,,‘,︸凡艺,,,,

图 龙宫地区坡立谷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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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一步的漏陷化将使坡立谷湖盆向洼地发展
,

从而又阻止了湖盆的扩大进程
。

以断

头河坡立谷为例 图
,

坡立谷中枯水期消水点已经后退
。

如果消水点最终后退到坡立谷

原出水点的上游
,

这时原坡立谷完全失去常年地表水流而洼地化
。

如深冲洼地 图 。 ,

仅在

洪水期由于地下河水从洼底涌出而短时积水
,

这一类积水洼地湖盆已大为缩小
,

坡立谷形态

已经衰亡
。

实际上
,

上述两种过程在坡立谷的演化中通常同时存在
,

如油菜河坡立谷中消水点也正

在后退
,

差别仅在于不同的发育阶段这两种过程的速率对比不同
。

天然库群的调蓄功能

安顺分水岭一带的人工水库库容小 浅盆水库
,

且离下游较远
,

仅能补充分水岭一带的

农业旱季用水
,

对下游基本不具调蓄能力
。

但龙宫水系坡立谷湖群由于其特殊的地貌形态结

构
,

使其在雨季一定时段水流的输出小于其输入
,

大量的上游来水蓄积于坡立谷 中
,

成为季

节性喀斯特湖群
。

这些容量较大的湖群作为天然水库对下游具有很强的调蓄功能
。

以油菜

河坡立谷为例
,

其洪枯水位差可达
,

蓄 水量可达 『 “ 。

年 一 月在其下游

官塘出水 口实测的四场洪水流量过程表明 图
,

该河系为
“

管道一大水箱
”

串联结构
。

在流

量过程线上
,

出流流量为 左右
,

为一
“

结构一过程
”

相关分界
,

其下为纯管流过程
,

曲线

服从指数方程 户“ 式中
, 。 、

石
、

为非零正常数
,

是时 ’
,

是流量 “ ,

涨水取

正 号
,

退 水取 为 负号 其 上 为 迭 加 了坡 立谷 大 水 箱 的库 流 过 程
,

曲线服 从 线 性 方 程
。 士 《 式中

,

是流量
, 。是初始流量

,

是非零正常数
,

是时问
,

涨水取正号
,

退水取

负号
。

经计算
,

从 月到 月两锡洪水的未调节涨水段为 心 一 。 ”“ ‘ ,

调节后为 一 心。

未调节退水段为 。 一众 ”。气 经过调节为 口 一 。一 ‘
。

很 明显
,

库流的涨水

曲线和退水曲线均 比相应的管流曲线平缓
,

从而延长了出流过程
,

即将洪水过程线的底宽拉

长
。

︵飞︶叫滇

年 月 日 付 月 日 付

图

月 日 寸 片 日 咕 月 日 时 月 日 寸

油菜河坡立谷出流流量过程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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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为了充分开发利用龙宫地区的喀斯特风景资源
,

有关部门正组织人力在油菜河坡

立谷西端出水 口 筑坝建闸
,

以使 这个天然水库对下游湖群和龙宫洞水位具有更强的可控调

节作用
。

结 语

世界上 最大的 坡 立谷 溶 盆是南斯拉夫 的 叩 溶盆
,

建库前 的天 然 容量达
,

是油茶河坡立谷的 倍
。

此外
,

在南斯拉夫容量为 护 ”级的溶盆还有 个
,

但它们

多与构造断陷有关
。

同样
,

在中国喀斯特区
,

较大的盆地如贵州的水城盆地 曾经积水
、

草海

正在积水 也均与断陷有关
。

而主要为水文地貌成 因的喀斯特湖盆如贵州安龙坡立谷湖

盆 以及龙宫坡立谷湖盆
,

其规模一般不大
,

这是由于湖盆的积水扩张过程被溯源而上的洼

地化过程所中断
。

但这一类湖盆的发育喀斯特作用和流水作用占了主导地位
。

其积水机制

主要为阻塞和河流作用
。

因此
, “

喀斯特湖
”

这一概念的内涵 尚有待于湖泊学者合理范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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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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