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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貌学是高等师范院校地理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地理科学专业（师范类）的主干课程之一。
本书是在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地貌学基础》讲义的基础上，学习和吸收了国内外多本著名地貌学教
材的优点，以及地貌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编写而成的。
为了适应21世纪高师教育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本书力求在体系上、内容上有所创新，除反映科
学性与系统性外，要更能体现师范院校地貌学课程教材的特色。
　　面向21世纪高师地貌学教材应有什么特色？
我国著名地貌学家和教育家曾昭璇教授曾提出要在浅、广、新三个方面下功夫的意见。
所谓“浅”是要易懂，要突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把最基本的内容写得深入浅出，过深难懂的内容
不宜编入。
因为学生初次接触地貌，缺乏该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如果教材过于深奥，学生难以接受，会造成教与
学方面的一定困．难。
“广”即教材内容要广泛一些，地貌学的主要方面都应涉及。
高师地理系学生培养目标主要是中学地理教师，他们只有具备广博的地貌学基本知识和技能，才能胜
任未来地理教学的需要。
“新”是因为教育要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如果不以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去充实教材，就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所以，要求教材内容新颖，把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尽可能编进去。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貌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也在不断的演进。
许多以往深受重视的内容已经过时被淘汰、省略，而一些新概念、新理论，甚至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兴
起。
如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人类对地貌的影响，人类活动已成为今日一种重要的地貌作用（营力），
这是在传统地貌学中所忽略的。
人类活动作为一种新的地貌营力对地貌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类改造自然
能力的加强，变得越来越强烈，对地貌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直接的和简接的地貌作用，不仅可以塑造新的地貌体——人工地貌，而且还可因人
为不合理活动产生一系列的地貌灾害。
地貌学在经济建设和改造自然工作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地貌学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结合很密切的学科，在生产实践中应用很广。
国民经济的很多部门都对地貌学提出了要求，或者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广泛地应用了地貌学知识。
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建设，很有必要在地貌教材内容上增加应用地
貌方面的知识。
　　新的高师地貌学教材，只有在浅、广、新三个方面下功夫，紧密结合生产建设实际，才能使学生
打好基础，开阔视野，扩展思路，赶上时代，有利于促进教学水平和培养的人才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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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貌学是高等师范院校地理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地理科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本书是在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多本著名地貌学教材的优点，以及地貌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编写成的。
在编写过程中，除力求反映教材应具备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外，更突出地体现了师范院校地貌学课程教
材要具有浅、广、新的特色。
同时，首次在地貌学教材中增加了应用地貌内容。
    全书共分十五章。
除第一章绪论外，按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第二章至第七章，详细介绍了部门地貌学的基
础知识，阐述了主要的地貌类型和特征；第二部分，第八章至第十章，重点论述了应用地貌学的三个
主要应用方向：环境与资源地貌、灾害地貌和工程地貌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
，扼要地介绍了地貌发育的重要理论、地貌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地貌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书除作为高师地理系地理科学专业的地貌学课程教材外，还可用于综合大学地理系各专业和地质
、农林、交通、水利、测绘等院校非地理系科学习地貌学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亦可供有关科研、生
产部门的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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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方山 方山是从构造高原或台地分割出来的破碎山体，它同样以平坦的山顶为特征
。
如我国粤北的丹霞山，高600多米，由厚层坚硬的晚白垩系红色砾岩、砂岩等岩层组成，岩层倾角仅5
°—8°，峰平坡陡，形似城堡或山寨，故俗称为“城”、“寨”，如平头寨、扁寨、巴寨等。
又如浙江省永康县的方岩，是由红色砂砾岩组成的方山，高384 m，附近诸峰群立，顶平形方，四壁如
削。
此外，在我国的湘、赣、川、鄂、甘、冀等地红层堆积的盆地中，都普遍发育出构造台地和方山地貌
。
由砂岩组成的方山以湖南张家界、索溪峪和天子山一带为典型，如黄狮寨、腰子寨、扁桶寨、顶天楼
等。
它们均由上泥盆纪坚硬的石英砂岩、石英岩状砂岩等组成，发育在向斜的终端，岩层倾角6°～8°。
 3.峰林地貌 它由台地和方山演变而来，当侵蚀作用深入到构造台地和方山内部时，它们都遭受强烈的
破坏，形成高低参差、面积较小的峰林地貌，其中包括有狭长的石岭，如粤北坪石的“一字峰”；矮
窄的石墙，孤立的石峰，如丹霞山的僧帽峰、姐妹峰、茶壶峰，武夷山的玉女峰、大王峰；高尖的石
柱和石针，如张家界的金鞭岩、丹霞山的蜡烛峰；还有圆大的石蛋，如粤北坪石金鸡岭上的金鸡石等
。
它们都是很好的地貌旅游资源。
 4.崖壁和峡谷地貌 1）崖壁地貌 崖壁地貌是组成水平构造地貌的两大要素之一，也是该类地貌的另一
大特色。
崖壁的坡度一般超过60°，有的甚至大于90°，或逆坡倾斜。
崖壁的形态受岩性支配，种类有悬崖、额状崖、四状崖和阶级状崖。
悬崖坡度一般在90°左右，造崖层是岩性均一的硬岩，崖壁的后退多沿垂直节理作折线状进行。
其中出现的平坦状地面即为硬岩层面，它与硬岩的急坡一起组成阶级状崖，又称为构造阶地或假阶地
，这种阶地是差别侵蚀而成的，与地壳上升及河流作用无关。
组成崖壁的岩层中如果夹有软弱岩层时，它就因为易被侵蚀而向内凹入，成为凹状崖，如果凹人很大
，则成为岩洞，但这种岩洞宽度往往大于高度和深（长）度，也无支洞，故与石灰岩溶洞不同。
 崖壁上还有溜痕、石沟和小溶洞等小型地貌，它们多产生在含钙质胶结物多和含有石灰岩砾石的砂砾
岩中，此时岩壁受散流溶蚀后就会出现宽浅的溜痕和石沟，如福建武夷山的晒布岩上，就分布着许多
互相平行、深宽约20 em的石沟，构成奇特的景观。
如果雨水溶蚀了镶嵌在砂砾岩中的灰岩砾石后，就会出现大小不一的圆形小洞穴，直径一般为10～20
cm。
 崖壁的生成条件是： （1）岩层垂直节理发达。
垂直节理是风化和流水下切作用的通道，它为崖壁的发育提供了构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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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地貌学导论:地学卷》除作为高师地理系地理科学专业的地貌学课程教材外，还可用于综合大学
地理系各专业和地质、农林、交通、水利、测绘等院校非地理系科学习地貌学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
亦可供有关科研、生产部门的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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