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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自然地理》

1908年中国的张相文（1866～1933）出版《地文学》
附有中西对照表15页，彩色地图10余幅，插图80余幅；
内容分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五篇
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著作。

潘树荣（后伍光和）等《自然地理学（第二版）》高
等教育出版社，1985。分地球、地壳、大气与气候、

海洋与陆地水、地貌、土壤圈、生物群落与生态系统、
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等。曾在中国高校广为使用

20世纪60年代，我国高校多用的是苏联的C.B
卡列斯尼克（1901～1977）编的《普通自然

地理简明教程》分地质，地貌，水文，气象
气候等六大部分。

《自然地理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张资平着，1923年版，66页

已有百十年历史



一、中国的《自然地理》

但是被说成是“舶来品”⑴

Geography (from Greek γεωγραφία, geographia,  literally 
"earth description")  is a field  of science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lands, the features, the inhabitants, and the phenomena
of Earth

王恩涌 许学工： 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

封面：地理学是什么？ What  is Geography

【现在是英文Geography就是中国的地理学】

主要内容：气候，陆地水文，地貌，植物地理，农业地理，

工业地理，旅游地理，城市地理，地理信息

【 Geography的原意是“地球描述”】

【现在说是“关于地球的地形、特征、居民和现象的学问】

【过去是日本人将Geog.译作汉语的“地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ek_langua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rth_science


一、中国的《自然地理》

但是被说成是“舶来品”⑵

Physiography was originally a description of the physical nature of 
objects, especially of natural features, and later became synonymous 

with physical geography ([Bates and Jackson, 1984] ).

【主要描述区域地形、成因与演化】

Physical geography (or physiography) focuses on Geog. as an Earth 
science. 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problems and the issues 
of lithosphere, hydrosphere, atmosphere, pedosphere, and 
globalflora and fauna patterns (biosphere).   

【研究地球圈层，属地球科学】

我国《自然地理学》的英文名： Physical geography 

介绍地球和地壳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气候、水文、地
貌、土壤和生物的特征，分析这些要素在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地位
和相互作用，

https://serc.carleton.edu/resources/11909.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arth_science


一、中国的《自然地理》

中国的“地理”与Geography大不同

“地理”
出于

《系辞》

《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仰则观象于天” （在天成象）

“俯则观法于地” （在地成形）



中国的“地理”与Geography大不同

后来还有文王八卦
曾广为流传用于算命

《乾》：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坤》：四时的农事活动

《系辞》的

“始作八卦”
（先天八卦）



中国的“地理”与Geography大不同

过去称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即水是生命的源泉，“风水宝地”者得水但要避风



中国的“地理”与Geography大不同

地有山川陵故谓之理
探讨我国山川陵之理即成形、分布及其变化的规律



【知“变”知“神” 之道】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安居”“乐业”得“天佑” 之道 】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中国《地理》之“道”⑴

【“因地制宜”“适者生存”之道 】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清明上河图 （安居乐业得天佑之）



【“天下治”之道】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
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道也屡迁”“唯变所适”之道】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
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中国《地理》之“道”⑵

【知“动”知“凶”“吉”之道】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
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

“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 天时地利人和 健康长寿也



中国

地理
业绩

中国《地理》的实“效”

……   ……
（几千年的“地理”强国）



二、新时代与大数据

【那么，大学的自然地理又该怎么改？】新时代中学地理教材的改革

中学《地理》教材
三、四个版本

地理辅导材料琳琅满目
地理方面的课外读物层出不穷
Geog.全球化了 带探索研究性了

共同点



新时代的实时监测与大数据

新时代自然环境多个方面，都已有大量的实测资料和数据

遥感 探测

海量数据获得



新时代的实时监测与大数据

新时代自然环境多个方面，都已有大量的实测资料和数据

遥感 探测

海量数据有相关部门掌控

那么，教好学好 地理
毕业后， 能做些什么呢？

当教师，重复昨天的“教与学”！

地理教材还是借鉴几十年前的Geog.译本为基础



三、新时代·大数据下的《自然地理》

新时代 大学教学的职责：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5月2日）

习近平

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发展的战略安排，这就是：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一是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二是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三是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
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

中国的《地理》
与《自然地理》

要求真学问
在中国大地上实干



《自然地理》的真学问与实干家

《自然地理》的“真学问”

有Geography科学
还要教、学、研究中国大地上的

生存环境的各个方面的
物质与物质运动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

《自然地理》的“实干家”

在中国大地上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研究实际问题
为国富民强多贡献

最近网上有“星球研究所”提问：
“黄土高原”为什么这么苦？

常说黄土地开发 “水土流失 生态灾难”
过去的“地貌过程”：塬→墚→峁→

可否转变为：峁→墚→塬（沟谷→坪）？



三、新时代·大数据下的《自然地理》

新时代·大数据下《自然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研究什么？
教什么？学什么？

人的生存空间中“气、水、土、生、地”的物质与
物质运动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生存环境）

重点：“气、水、土、生、地”的
物质与物质运动（自然过程）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



四、《自然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自然地理》中的“气”（大气·气象气候·气候系统）

气候 与环
境

（气候 环境）
（全球变化）

《自然地理》研究“气”，重点是下垫面、热岛效应、小气候
以利于生态修复中有选择地修复适宜生物及生物群落的“环境”



下垫面包含地表的物质组成、地貌类
型与地貌结构（地貌类型的组合）。

下垫面影响到地面对太阳辐射的吸收
与传导及反照率，影响到近地面与对
流层中的大气温度、大气环流等。

下垫面因素导致近地表气温变化、降
水量、降水的分布与强度，还影响到
近地表大气层中颗粒物质的成分及其
含量的变化（产生许多“不确定”因
素与天气状态的千变万化）。

所以局部地域的天气预报就格外要认
真仔细考虑下垫面因素。

下垫面 影响到太阳辐射能量的分配、大气环流及降水

我国多山地丘陵，借干热河谷、盆地效应、最大降水高度、山地湿岛、暴雨和山洪等特
定地域的水土“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安排民生工程，建设人地和谐、美丽家园。

有人说“三峡大坝使重庆落入木桶”，可信吗？



中国多暴雨，从晚春到盛
夏，大陆上主要雨带位置
亦随季节由南向北推移。
4～6月间，华南地区；6～7
月间，长江中下游
（历时长、面积广、暴雨量大）

7～8月是北方各省
8～10月雨带又逐渐南撤。

夏秋之后，东海和南海台
风暴雨活跃。

暴雨与长江中下游地带的梅雨



2017年7月12日最高气温（上）
（与纬度气候带及地面干旱程度有关）

2015年1月24日最低气温（下）
（与纬度气候带及地面海拔高度有关）

与纬度气候带及盆地、平原
及河谷地形有关



1948 ～ 2000年北半球中纬度30 ~ 50°N
七月（上）与一月（下）

各等压层面月平均温度距平曲线

“温室效应”影响到几千上
万米高空，还造成下部变暖
上部变冷，导致大气环流发
生变化与各种各样的“极端”
天气

大气成分变化影响到太阳辐射与地面热辐射能的重新分配



宋英杰（2010.08.04）公布了2000年－
2009年间，气温超高35℃的高温天总数
列前十位的大城市，福州杭州占先也许
主要与“城市热岛效应” 有关。

杭州蒸蒸日上 南京甘愿落伍

“全球变暖”主要与“城市
热岛”效应及地球表层（人
为）热能释放有关，它影响
到地温与地面热辐射，从而
使百叶箱测得温度升高。
驾驶员很清楚：汽车周围多
热冬季阳光下，车内温度有
多高

我国十大火炉城市排名
2017秋天网（2018-04-21）

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
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其中，重庆、福州、杭州、南昌
四个城市成为“新四大火炉”，
武汉退出前四，位居第六。



四、《自然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自然地理》中的“水” （水·水域·水环境系统）

四.水·水域·水环境系统
10. 水循环与水量平衡
11. 陆地水环境系统
12. 海洋水环境系
13. 水环境演化

自然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

水循环与水量平衡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最突出的是各项参数都是·····可变的！



鸟瞰天山（上）昆仑山（下）现代冰雪

天山雪线3800 ～ 4200米有冰川
近7 000条（1万km2,1千km3），
冰期雪线2600 ～2700米。
昆仑山雪线5600～5900米冰川面
积3000 km2,约1300 km3，冰期雪
线低约800米，古冰川面积扩大
近20倍，
估计古冰量要比今大几十倍。

因此，在冰盛期与冰
消期，新疆吐鲁番艾
丁湖罗布泊（乌伦古
湖、博思腾湖）等曾
是面积几万km2的大
湖

塔里木河三角洲

新疆冰期时代的大湖

西北干旱地区冰盛期冰消期时代的大湖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这些参数都是可变的



塔里木盆地中多河湖湿地与残丘

流沙覆盖之中露出“岩丘”

现代水系古水系扇形地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这些参数都是可变的



马鬃山2583，
大红山1924
雅布赖1963

地球所通过对巴丹吉林沙漠风成
沙丘表沙、河湖相沉积物及其东
北部苏宏图盆地红色沙丘表沙主
量元素、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
征的系统分析,其物源主要来自祁
连山和蒙古戈壁-阿尔泰山风化碎
屑物质的二元混合（后者是风沙）

巴丹吉林盆地南祁连山-北山，北为东阿尔泰山，西马鬃山，东雅布赖山

多古河道洼地与小湖

巴丹吉林是充填洪积物的“盆地”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这些参数都是可变的



巴丹吉林盆地中的河迹湖与高大的“沙山”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这些参数都是可变的



腾格里的半固定“沙丘”是“沙山”

原定腾格里的半固定“沙丘”

腾格里位在盆地中
有平行排布的古河道小湖群

”如今是满地滚西瓜的洪积物构成的“沙山”

那些半固定“沙丘”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这些参数都是可变的



库布齐（沙漠）

库布齐沙漠西、北、东三边以
黄河为界，地下水位较高，水
质较好，可供草木生长。

自商代后期至战国，气候变得
干冷多风使沙源裸露

库布齐“沙漠”远景，薄流沙盖着的“沙山”

库布齐“沙漠”
古黄河冲积与其支流的洪积物

乌兰布和“沙漠”
本为冲积与湖积物（1050米）

这两处“沙漠”也是次生的！

远观无数“沙丘”，近视全是“残丘”



长江中下游两岸千余湖泊是“自然堤后湖”

洞庭湖（1955-2000）经长江四口年入湖
706亿m3 泥沙1.27亿吨（03年0.205亿吨）

鄱阳湖（1950-2007）平均每年倒灌20.0
亿m31991年113.9亿m3 2008年超25亿m3   

太湖洼地曾经是长江河口段
的泄洪通道，四通八达的河网既
可以将太湖洪水排入长江，也可
以引长江洪水入湖（“双向”）

长江中下游两岸千余湖泊，本为小支流河口，被自然堤（后来在其基础
上修建有防洪大堤）分隔为湖，水文特点是在汛期有长江水沙倒灌入湖



在完善防洪大堤后：两岸“泛滥平原”“饥饿”了

1、大堤内洪水位及平水位普遍抬升，增多泥沙淤积与洲滩形成；
2、两岸泛滥平原少泥沙淤积，地面低下受洪水威胁、加重内涝；

长江中下

游总长1893
千米，两岸
的堤防总长
约3万千米，
干堤总长约
3576千米。

P + Ec + Rg + Ru = Ee + R’g + R’u + Qr±△Ss   这些参数都是可变的



在完善防洪大堤后：两岸的“湖泊”“低能”了

3、两岸自然堤后湖没有了长江水沙的进出（成低能湖泊），造成污
染物有进无出，水污染日益加重还难以治理；失去了调控作用，在

减少了湖泊数量与容量情况下，导致湖滨城镇在暴雨下即刻发生内
涝，即便增多加大排洪工程也难免被淹了再说。

全国62%城市发生过内涝 武汉尤其严重

2013年计划三年投130余亿元排水工程缓解内涝 （2011）

2016



在完善防洪大堤后：江滨城内的水质“变差”了

南京在长江边秦淮河口，明代修了城墙，挖通了护城河，后来修建了沿
江大堤（高12.5米），开凿了秦淮新河，建了节制闸等，可以说南京城已
被围得“水泄不通”了！长江洪水进不来，秦淮河洪水冲不了。
城里的七河四湖只有“雨污水”与 “自来水—生活污水”的补给了，即

水循环与水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水污染治理二十多年，
不可思议地污染程度反而加重了！

“10多种新技术
却治不了黑臭河”

城区的水循环水量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区的水污染了
传统的办法难以治理了。那么，是否该调整水循环水量平衡啦！



在完善防洪大堤后:河口位置向海推移及其深远的影响⑴

4、长江中下游水沙直奔河口，于是，近2000年来：

3、原长江口水位升高4米多，
4、广陵潮被长江泥沙长江水冲得无

影踪了（汉唐时代广陵潮直拍古
城蜀岗，留下了的佳话：“扬州
观潮镇江观海”

5、钱塘潮得到加强，杭州湾内的水
位也升高了

①

②

③

④

⑤

扬州市

镇江市

三角洲湿地平原

丘陵岗地

丘陵岗地

扬州市

①

②



在完善防洪大堤后:河口位置向海推移及其深远的影响⑵

（太湖水环境的变化）

7、太湖洼地北长江水位上升有潮
涌，东有海拔近4米高滩地的形成，
南有钱塘江潮涌；后来又构筑江河
湖堤，使太湖洼地泄洪排涝越来越
难，加重了内涝
8、太湖与长江之间不再有水沙进
出，使之失去了“自然堤后湖”属
性；又天目山区来水减少，致水循
环水量平衡有重大变化，污染物有
进无出无自净能力，加重了水污染

太湖
洼地本在

（砂岗）岗
身西的流水
侵蚀下蜀黄
土而形成的

1999“零点达标”
2002“引江济太”
2020 “三引两排”
建议：湖底挖出河

槽并降低出水道水位

6、四千年前百余
“良渚”部落骤然
消失，可能与长江
口水位上升及风暴
潮涌有关，致太湖
洼地成泄洪通道，
造成大范围淹没；

⑥

⑦

⑧



四、《自然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自然地理》中的“土” （风化·土壤过程·土壤地理系统）

五.风化·土壤过程·土壤地理系统
14. 风化成土 15. 土壤过程

16. 土壤环境 17. 土壤地理

《自然地理》研究土壤的侧重点在于
它是气、水、生物、地形与岩土碎屑
层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物理、化学、
生物）复杂过程的产物（土壤过程）。

土壤剖面

长期出露地表风化形成土壤剖面，土壤层的CO2含量特别高

石林只能在地下形成？ 古土壤是A还是B层？



土壤具有的肥力与水土流失

文献载黄帝问道（崆峒山）。平凉
崆峒山由中生代砾岩构成，几千年
前曾是耸立在黄土分布区的青山绿
水，故成分园几百里内部落文化交
流的中心。

砾岩山地：山高雨水多，深切沟谷
中水汽蒸腾，风化壳裂隙密集多渗
水，可供植物扎根、吸水与溶水矿
物质等，长成参天大树 密集成林。

①黄土区
②红土区
③山地丘

陵地区的
水土流失

中国水力侵蚀面积有165万k㎡，风力侵蚀面积191万k㎡。严重的水土流失与
地形、土质、人为的开垦等因素有关（黄土地年年种植翻动了几千遍）导致
土壤成熟度很低。

① ② ③

所以，为了减轻水土流失，该种植多年生的农作物或牧草（至少要把根系留住）



四、《自然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自然地理》中的“生” （生物·生态·生态系统）

六.生物·生态·生态系统
18. 生物群落
19. 生态环境
20. 生态系统
21. 生态修复

《自然地理》中的生，侧重研究
生态灾难、生态崩溃与生态修复
（因为与“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某总在世界环境大会上，将我国历史上
三次“人口数量大减”列为重大“生态
灾难”，并归罪于人口增多（超生态

容量）过度开发造成。实际上“人口大
减”主要与气候变化多自然灾害及人口
迁移有关。

于是，世界上就有了“谁来养活中国人”之说



生态保护与生态“崩溃”

2004年“保护长江万里行”
长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六大危机：

森林覆盖率严重下降；
长江断流日益逼近;  水质严重恶化；

珍稀水生物日益灭绝；固体废物污染严重；

湿地缩减，水的自洁功能日益丧失。
中国发展研究院（民间机构）院长：

长江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
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

2004 “保护长江万里行”

每年有200多亿吨污水排入
长江生态10年内可能崩溃

陆教授:  长江面临6大危机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断流日益逼近;
水质严重恶化; 珍稀水生物减少;
废弃污染严重;                湿地缩减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世界资源研究所:《险境中的河流—水坝与淡水生
态系统的未来》的报告说，在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上建成、拟建或在建的水
坝有46座（主要在其上游金沙江），全球有21条河流及其流域生态严重退化，
中国长江流域排名第一（2004）。

其实都没有对长江生态做实质性研究

美国的鲍威尔水库
与胡佛大坝已成为
大峡谷路线上的主
要的著名旅游地

“崩溃”与“严重退化”概念不清耸人听闻



四、《自然地理》的教、学与研究

《自然地理》中的“地” （地貌·地貌过程·地貌体系）

七.地貌·地貌过程·地貌体系

22. 地貌发育， 23. 陆地地貌系统

24. 海洋地貌系统，25. 全球地貌体系

《自然地理》的地貌研究侧重于地貌
类型、地貌过程、地域性地貌结构等

我国的地形研究始于《周易》时代

《周易·系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在六十四卦中与“地”相关的就有15卦

《史记》载大禹的地形测量：“左准绳，右规矩，
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调有
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 所有以贡，
及山川之便利”

司马迁说大禹“相地宜”：一
是在黄河洪积扇上开通了一条
分流《禹貢河》二是安排不同
的种植，分余粮



“地貌”是在动力作用下，地表的物质运动所塑造的
地形，它具有特定的物质组成与形态特征

蚀余体：如山丘，因为岩石类型及其产状不同，在不同气候与
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不同（属）性（形）状的山丘。

蚀空体：如沟谷，因为岩石类型及其产状不同，在不同气候与
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不同（属）性（形）状的沟谷。

堆积体：如泛滥平原等，因动力过程、物质成份与沉积环境不
同，形成不同（属）性（形）状的平原。

阿尔卑斯山
角峰与刃脊

冰斗与U谷 冰碛堤



地貌类型具有特定的物质组成与形态特点
并具有特定的（古地理）指示意义⑴

南京地区地貌图
有3-4级河流阶地

T4   玄武岩覆盖
下的冲积砾石层
顶面海拔百米

T3雨花台冲积砂砾（上覆下

蜀土，上层偏红，中层偏黄，
下层偏白）海拔70米上下

T2下蜀黄土
层厚约15米
海拔40多米

问题是： 玄武岩是古近
纪或新近纪的

当时的水系状
况不清

雨花台砂砾层砂砾物
质属近源的，植物化
石指示为新近纪形成，
与长江关系不清楚

宁镇地区的
下蜀土是70
万年来的风
成的堆积。

结论：南京地区无长江阶地即不存在新构造运动间歇性抬升的证据

如“河流阶地”具备河流冲积物（河漫滩相与河床相）
或具备河流侵蚀平台（阶地基座）
指示古洪水位并计算河谷深切或构造运动的隆升



地貌类型具有特定的物质组成与形态特点
它具有特定的（古地理）指示意义⑵

如河流阶地的高度及其指示意义

沈玉昌（1961）

以平水位起算，
该阶地高度就
是图中的

50米

刘兴诗（1983）

以枯水位起算
该阶地高度就
是图中
5 0＋35 ＝85米

南京大学（1986）

以洪水位起算
第1级阶地高度
就是图中
50 ﹣35 ＝15米

另外，还发现在巫山奉节等
地，因为洪枯水位变幅特别
大，传统意义上的第一级阶
地，阶地面还在洪水位以下

阶地位相分析图

河
流
冲
积
物

及

侵
蚀
平
台

“长江三峡”

洪枯水位差
70米阶地高
度起算位置

洪水位

平水位

枯水位

阶地面



地貌过程始于地表风化剥蚀与侵蚀产生的物质运动

0

地表的风化剥蚀速率随海拔高度而增大
“剥夷面”在构造运动与剥蚀速率的动态均衡下形成

航拍天
山

航拍天
山

高出冰雪线的山体，正在遭受强烈冰雪啃蚀的角峰与刃脊，
在冰雪线高度是已被冰雪啃蚀夷平的“剥夷面”或“截顶面”

在冰雪线高程以下，多是冰雪融水的侵蚀作用形成的沟谷

戴维斯的“侵蚀循环”是将不同地形状态的
区块（不同空间）,按时间顺序作有规则排立。

实际上，由于地球表面构造运动与外动力的
侵蚀剥蚀无处不在，仅有强弱快慢之分；

所以，地表不会保留有几千几百万年前形成
的“剥夷面（或夷平面）”

空

间

差

异
·   ·   ·   ·   ·  ·  

· ·     · ·  · ·
时间顺序



地貌过程实际上是地貌状态的顺时演化

0

试以金沙江袭夺贯通汇入四川盆地说明“地貌过程”问题

金沙江石鼓
以下到新市
镇长1220千

米，它横截
多条南流的
大河，呈几
个奇怪的“Z”

字形拐折东
去注入四川
盆地。虽然
有专家早就
怀疑曾在多
处发生过河
流袭夺，但
其地貌过程
仍比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龙川江口的河道变迁不可思议

几条北去的
都是倒流的



0

石鼓是怎么站到金沙江边上去的（万里长江第一弯的形成）

金沙江奔子栏以下本是流经尼西盆地-中甸盆地的，有厚实的早更新统
石鼓小河在石鼓附近是受X裂隙控制，上下河段之间呈锐角交接。
石鼓小河上游经拖顶的小支流，顺构造裂隙上溯在伏龙桥袭夺了金沙江
时间大概在T3之前（40—60万年间）从此石鼓就立在金沙江干流边上了。



0

虎跳峡的贯通 虎跳峡深切几千米横穿哈巴雪山-玉龙雪山断块

大具盆地

虎
跳
峡
镇

X

④

②③反向沟谷溯源侵蚀而贯通，其北段为倒流河

④虎跳峡贯通，金沙江
注入大具盆地，即贯通
后深切其中的早更新统



0

虎跳石岩块堆叠使其上游200Km产生深厚细颗粒沉积

上图为虎跳石-其宗纵剖面
下为其宗、石鼓、虎跳峡

横剖面示意图

高13米，重上千吨,往上游200Km，江面水流平
稳，洲滩砂砾沉积超覆到两岸坡缘上，石鼓附
近厚250多米，虎跳石下巨石堆叠厚60-70米

虎
跳
石

实地观测，虎跳石由重力
从左壁座落入江，金沙江
急流竟然冲不走。巨石堆
叠起到了“堰（阻）塞”
作用，使200km长的金沙

江河段呈“沉溺”状态，
约7万年来河槽细颗粒沉
积厚达200米上下。



金沙江边有个体积几亿方的堆积体⑴

上峡谷

中峡谷

滚落金沙江边的巨石

从堆积体的状态、岩性、滚落的巨石等，显示是个巨型“滑坡体”？

角砾大小似有分选的堆积体

布槽探、井探、钻探、硐探等工程

滚落到金沙江滨的是角砾岩岩块



上峡谷

中峡谷

滚落金沙江边的巨石

结论：那是充填古金沙江的崩坡积堆积体，不是滑坡体，也不会再移动

角砾大小有一定分选的堆积体

布槽探、井探、钻探、硐探等工程

金沙江滨的角砾岩巨块

金沙江边有个体积几亿方的堆积体⑵



与金沙江深切有关的“岩块滑坡”

中峡谷
2号滑坡的地貌过程为：

金沙江急流深切与凹岸侵蚀，
导致凹岸岩壁增高（约70米）；
岸坡岩层发生减荷破裂岩块滑移；

滑移的后果
导致江面压缩（约45米），
急流进一步刷深河床（约14米），
二次拉裂又使江面缩窄（约15米）

活动时代为近万年来



西溪口的河流袭夺 金沙江注入四川盆地

上峡谷

中峡谷

金沙江下段的南北向
河段往往有两套阶地，
与原南流河有关的高
阶地，与金沙江有关
低阶地，堆积物有黄
金颗粒与绿片岩矿物

拖
觉
罗
科
（
河
）

西
溪

⒈西溪口四面八方都是深V峡谷，
⒉牛栏江-溪洛渡-新市镇-川江古河
谷中有百万年前形成的高阶地，
⒊往南流的古西溪被袭夺，导致巧
家-西溪口河段成为改向河。金沙
江干流急拐汇入牛-溪-新进入盆地



五、《自然地理》中的“资源”“环境” 与“宜居”

航拍天山

航拍天山

“人”处“环境”中，与自然是“相互”关系

中国中东部与西部山前地带系物质与能量之汇

物质与能量之汇
得天独厚

“厚德载物 ”
营造了

“宜（古）人生存的环境”

风尘沙—改善土壤质地
洪水泥沙—营造肥沃平原

台风雨—补赏伏旱
夏半年水热同步 物产丰富

构
造
运
动

季
风
气
候



六、《自然地理》的“变”“通”

航拍天山

中国大地多旱涝、江河泛滥与生态灾害
增多崩坍滑坡泥石流、山洪与内涝

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中国大地上，开垦种植抵挡灾害几千年
山地高原 减薄了风化壳特别是强风化层
盆地与黄土分布区 失去了成熟土壤层
平原湿地 修堤筑坝 道路纵横 地面硬化
湖泊越来越少小，失去“调蓄自净”能力
河流 减少了矿物质、有机质及生物多样性

《系辞》：“···黄帝、

尧、舜氏作，通其变，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

现在咋办？ 还能咋办？

出招： 在全国范围内 尽可能多地 拦截蓄积雨雪水



新时代·新气象

多教、学
研究

中国的
“自然地理”

“把论文
写在中国大地上”

创造

“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美丽中国”

有人从“自然地理”角度认为三峡工
程将造成库尾重庆城下充填砾石堆积？
现在可以说“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新时代·新气象

多教、学
研究

中国的
“自然地理”

“把论文
写在中国大地上”

创造

“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美丽中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

有人从“自然地理”角度认为三峡工
程将造成库尾重庆城下充填砾石堆积？
现在你可以说“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