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丹霞山地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丹霞山地貌>>

13位ISBN编号：9787030258113

10位ISBN编号：7030258118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黄进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丹霞山地貌>>

前言

丹霞山是发现“丹霞地貌”之地，也是以“丹霞地貌”这一地貌学名词命名的地方。
它是中国湿润区丹霞地貌的典型代表，是中国面积最大（180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区之一。
丹霞山是岭南第一名山、奇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
遗产提名地。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全面系统论述丹霞山地貌的书！
作者曾先后多年多次到丹霞山考察，历时共达280多天。
兹将上述考察所得，并吸取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在韶关市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支持下
，写成此书，以弥补上述遗憾。
关于丹霞地貌的定义学界尚未取得一致共识。
其含义目前有以下三种意见：以陈安泽为代表的认为，有陡崖的与丹霞山地貌相同，由中、上白垩统
陆相红层形成的地貌，才称为丹霞地貌。
其他陆相红层所形成的有陡崖的地貌皆不能称为丹霞地貌，应创立新的地貌类型名称来称呼。
以黄进、陈致均、彭华为代表，其中黄进、陈致均认为，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称为丹霞地貌；彭华
认为“以陡崖坡为特征的陆相红层地貌称为丹霞地貌”。
两者含义基本相同。
以刘尚仁为代表的认为，有陡崖的红色沉积岩地貌都是丹霞地貌，不论海相红层、陆相红层形成的有
陡崖的地貌都是丹霞地貌。
其他还有一些学者所下的定义，在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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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您走进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广东韶关
市丹霞山，映入眼帘的是掩映在翠绿丛中的丹崖赤壁、丹霞辉映。
这里“色如渥丹、烂若明霞”，这里丹山碧水、气象万千，好一派丹霞山绚丽风光，令人如痴如梦，
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本书是著名地貌学家、丹霞地貌系统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代徐霞客”称号获得者、中山大
学黄进教授长期研究丹霞山地貌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运用地质、地理和地貌学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新技术与新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
通俗易懂的科普形式，揭示和阐述了丹霞山研究的历史、地质基础与背景、地貌形成的内外营力、各
种地貌形态，并分区介绍了丹霞山地貌成因与景点，给出了地貌演化的定量方法和公式。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既是图书，也是画册，是人们了解自然、融入自然、开阔视野、增长科
学知识的良师益友，也可供地学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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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进，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享受厅级政治生活待遇的离休教授，曾用名李见贤。
1927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北斗镇下溪村。
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年留校任教至今。
曾任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地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旅游地貌组组长，广东省地理学会
理事及地貌专业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土地学会副理事长，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及终身名誉
理事长，广东省1：50万地貌图主编，中国1：100万地貌图编委、学术秘书及粤、桂、湘片片长。
长期从事地貌学和河流动力学的教学及科学研究工作，对地貌制图、地貌坡面发育、地貌分类、河床
沙波运动及其推移率测验和推移量计算、丹霞地貌和气压测高仪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改进了国际通用的沙波推移率计算公式。
1956年设计出立体绘图仪，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研制的丹霞牌气压测高仪测高误差小于0.5米。
截至2008年11月5日，对我国已发现的790处丹霞地貌的784处作了实地考察，对流水作用、崩塌作用、
风化作用、喀斯特作用及低等植物作用所形成的丹霞地貌都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并创建了地壳上升速
率、地貌年龄、岩壁后退速率和侵蚀速率四条定量测算地貌发育的公式，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丹霞地
貌的一位学者。
2006年5月荣获“首届中国十大当代徐霞客”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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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夷平面    3.1.3  400米夷平面    3.1.4  300米夷平面    3.1.5  200米夷平面    3.1.6  河流阶地  3.2  丹霞山地貌
形成的外力作川及其所形成的地貌    3.2.1  流水作用为主形成的丹霞地貌      1.一线天      2.巷谷      3.壶穴  
   4.水蚀平行小沟（晒布崖）      5.水蚀水平岩槽      6.水滴小洞      7.深切曲流      8.瀑布      9.天生桥      10.
丹霞群山    3.2.2  崩塌作用为主形成的丹霞地貌      1.崩蚀地貌      2.崩积地貌    3.2.3  风化作用为主形成的
丹霞地貌      1.凹片状风化剥落形成的丹霞地貌      2.凸片状风化剥落形成的丹霞地貌      3.风化堆积地貌  
 3.2.4  丹霞岩溶地貌      1.丹霞山上白垩统各类岩石主要氧化物及碳酸盐含量.      2.丹霞山的丹霞喀斯特
地貌    3.2.5  低等植物对丹霞地貌发育的影响      1.温差风化      2.结皮风化      3.丹崖颜色更为丰富多彩4  
丹霞山地貌分区  4.1  丹霞山主山地貌    4.1.1  本区范围    4.1.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2  韶石地貌区    4.2.1  本
区范围    4.2.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3  玉女拦江－阳元石地貌区    4.3.1  本区范围    4.3.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4  姐妹石－上天龙地貌区    4.4.1  本区范围    4.4.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5  巴寨地貌区    4.5.1  本区范围   
4.5.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6  观音山－大坑寨－狮脑山地貌区    4.6.1  本区范围    4.6.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7 
风火山－常窝地貌区    4.7.1  本区范围    4.7.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8  五马归槽地貌区    4.8.1  本区范围   
4.8.2  地貌成因和景点  4.9  鸭麻岩地貌区    4.9.1  本区范围    4.9.2  地貌成因和景点5  丹霞山地貌发育简史
及地貌发育定量测算  5.1  丹霞山地貌发育简史  5.2  丹霞山地貌发育几个问题的定量测算    5.2.1  丹霞山
地壳上升速率的定量测算    5.2.2  丹霞山地貌年龄定量测算    5.2.3  丹霞山岩壁后退速率的定量测算   
5.2.4  丹霞山侵蚀速率的定量测算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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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3 长坝组分布于丹霞盆地边缘及盆地中央地形较低的地方。
为一套紫红色山麓一湖泊沉积。
厚约2000～2500米。
与下伏马梓坪组呈不整合接触。
按岩性组合，可分为四段。
1.长坝组第一段主要分布于盆地东南边缘、西南缘河边厂、南部长坝和东部平甫、周田等地，在盆地
北半部未见出露。
岩性主要为一套紫红色砾岩、砂砾岩。
厚483米。
周田平甫、大桥镇长坝村底部夹多层火山岩。
据长坝钻孔资料，底部有几十米厚的紫红色粉砂质泥岩。
2.长坝组第二段主要分布于盆地东南缘的长坝及西南缘河边厂等地，盆地北部未见出露。
岩性主要为一套紫红色厚层状一薄层状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中薄层细砂岩、粉砂岩。
厚度巨大，达1001米。
3.长坝组第三段整个盆地均有分布，其中西北部有大面积分布，主要分布于大井村、格顶东、岩头等
地；盆地东部分布于龙王坪、猪头皮、麻坑等地；盆地北部在青湖塘及盆地中部的大、小瑶山、均坪
等地也有分布。
岩性主要为一套紫红色砾岩、砂砾岩。
厚度342～545米。
在黄子塘、龙王坪二地见到火山岩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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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11月8日，是中山大学地理系建系80周年的纪念日。
我于解放前1948年考入中山大学地理系，1952年毕业。
毕业后留校在地理系任教，教授地貌学及河流动力学，并从事丹霞地貌研究。
1989年离休。
离休后，仍致力于中国丹霞地貌的研究。
至今，我在中山大学地理系已满61周年，度过了我教学、考察和研究的一生。
值此中山大学地理系建系80周年华诞之际，我撰写出版《丹霞山地貌》一书，作为系庆80周年、校
庆85周年献礼！
本书原定今年五六月份完稿，截至今年4月间已完成一半书稿。
后因今年5月26—28日，在广东韶关市丹霞山召开第一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研讨会，要我赶写中国丹霞
地貌的论文及研制中国丹霞地貌简表，并参加这次丹霞地貌国际会议。
为此，不得不暂停《丹霞山地貌》一书的写作。
直至今年7月中旬才恢复此书的续写工作，于8月底脱稿。
9月1日，书稿（彩色光盘）寄给科学出版社吴三保编审，经他审阅后，认为光盘中的彩色照片分辨率
不够高，部分照片已陈旧褪色，建议更换新的照片，以提高图书质量。
此议立即得到丹霞山侯荣丰、刘加青、陈再雄、温亚苟、曾明及仁化县谢锦树等同志的热情支持。
他们提供了不少新的照片替换了不少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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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丹霞山地貌》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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