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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海铭足迹:严钦尚教授纪念文集》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地貌学家，我国比较沉积学的开拓者
。
他一生著作等身，涉及冰川、沙漠、河流地貌、综合考察、海洋地质、比较沉积、水库工程、铁路工
程、石油地质等众多领域。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为我国地理学、地貌学、比较沉积学的发展和人
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关于中国东部成油规律研究被列入中国20世纪重大科学成果。
他治学严谨，注重实践，为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为沙漠的治理，铁路
滑坡整治、自然资源考察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他为了培养新一代地理、地貌、沉积和工程方面人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直到最后一息。
他的一生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一生。
他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中率先垂范，一丝不苟，严格严密的治学态度和风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人
。
传承他的优良学风，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将会起到激励作用，使更多的后辈成为国家建设的栋
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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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成果篇对一个科学家的评价，不仅仅是看他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什么，即对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社会进步作了什么贡献，发挥了什么作用。
严钦尚先生可以说是在科学理论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一生为我国的地理学
、地貌学、比较沉积学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辛勤耕耘，硕果累累。
这里刊印的21篇论文是在不同时期严钦尚先生进行野外考察和实践基础上凝结起来的一部分具有代表
性的成果，虽然不是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严钦尚先生一生科学活动的踪迹，同时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我国地球科学某些领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历史脉络。
贵阳附近地面与水系之发育003成果篇一、区域概说本区范围北起贵阳，南迄青岩，东至孟关图云关，
西达党伍，石板哨，计南北长约三十余 公里，东西约二十余公里。
贵番公路自贵阳经花溪青岩至定番，纵贯全境，贵阳花溪，中曹司及孟关诸城镇之间亦均有大路可通
，故交通甚便。
花溪与中曹司一带为贵阳近郊之繁盛乡区。
就水系言之，花溪以北，河流大致北行，为南明河之上游，注入乌江，花溪以南，溪流大致南向，名
曰青岩河，为涟江之上游，注入红水河，故本区适当长江与珠江之分水。
在地形上，贵阳与青岩间大致为一狭长之盆地，南北30km，东西8km，陈亮堡与中曹司约当盆地之轴
部，兹称为中曹司盆地。
盆地中心为白垩纪之红色页岩，受分割成为低岗缓丘，形成劣地。
盆地外围则为侏罗纪砂岩及三叠纪灰岩，砂岩与灰岩间常夹页岩层，因较易侵蚀，成为次成谷地，而
砂岩与灰岩遂相对高出，兀立成山。
如花溪以东之大塘，麦乃寨等处，及贵阳花溪青岩等大镇均位于此种次成谷地之中。
次成谷地两侧之山岭形状，大致视岩层倾角之大小而不同，盆地之南西东三边，岩层倾角多在40°以
上，故山岭峻峭，两侧坡斜约略相等，成为猪背山。
盆地北缘，岩层倾角较小，约为8°至12°，所成山岭常南坡平缓，北坡陡立，不相对称，是为单面山
（Cuesta）（图1）。
图1贵阳附近立体图磁本文原载《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第一号，民国31年（1942
）4月，2~10页。
任美愕、严钦尚合作。
二、本区地形之谜本区范围虽甚狭隘，然在地形上有若干奇特现象，为常理所不能解释者，堪称地形
之谜。
山第一为南明河上游之流路。
南明河导源于平霸穿心堡及清镇中八附近之山地，上游大海致自西向东流，至花溪附近，突然折向北
行，作一直角之弯曲。
花溪以下，流向大致自南向铭足北，至龙王庙附近，突然改向西流，穿凿盆缘石灰岩山岭，而入中曹
司盆地；入盆地后，河又折迹向北流，至玉皇阁附近，复切穿山岭，西北流而去贵阳，造成奇特之双
重曲折。
按诸常例，河流流路或循地面或岩层之坡斜，或循地质构造之较弱地带，而此则两次斩越坚硬山岭：
双重曲折，既不自然，又背常例，实为地形之谜。
第二为南明河与青岩河之分水。
南明河与青岩河之分水，在花溪南3km之酸汤铺附近，其地平谷宽广，广达1km，平坦夷荡，并无山
形，分水处高出南明河仅30m，向北缓缓下降，与南明河谷地相连续，故自分水岭北流诸水，均为小
涧，宽仅一二米，漫流地面，不成河形；反之，越分水岭南行，则青岩河河谷深切，景象迥殊，按一
般通例，两河分水常为山岭，而此则平谷绵铺，实费思解。
第三为地形与构造之不相符合。
本区各地地形不符合构造之现象，常显然可见，如贵阳南约10km之长岭岗，高出附近河谷约80m，岗
顶平坦，一望旷夷，但其下之灰岩及页岩层，则岩层壁立，几成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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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青岩城西北龙井寨与大霸一带山顶，高山附近河谷约200m，为薄层灰岩及页岩所组成，倾角18°
至25°，然山顶平坦，恍如台地，此类切平构造现象，在本区极常见，是否为代表某一时期之长期侵
蚀，抑系风化作用之偶然结果？
以上三项为本区地形之主要特色，地质地理学者一入其境莫不首加注意。
此种地形之谜，究竟如何解释？
三者之间，是否互有关系？
是否能归纳作一系统之说明？
此则为地形研究之对象，亦即著者草本文之目的也。
三、地面发育之历史―――侵蚀面地质研究注重过去，地形研究注重现在，一区域最近之侵蚀经过，
为地质史上之最后一章，在地质上常渺无痕迹，其探讨阐明，端赖地形研究。
地面发育受基面之控制，基面变化对一区域侵蚀历史及所成地形，影响最巨。
若基面下降，侵蚀循环更迭，原来地面常高出于目前河谷，成为侵蚀面，故由侵蚀面之研究，可知一
区地面发育曾经几个侵蚀循环，简言之，地面发育史之研究实即为侵蚀面之探讨。
然则侵蚀面之存在，果由何推知？
由何证明？
综括言之，其证据约有三端：（1）各山构造不同，但目前山顶高度约略相等，成为齐一之峰顶线；
（2）侵蚀面之平坦平地，至今仍有零星保存，其平地切过抵抗力不等之岩石，倾角峻陡之岩层，即
所谓切平构造现象（truncationofstructure）。
（3）自侵蚀面下行至自前河谷或较低之另一侵蚀面，其间山岭坡度突然加峻，故峻峭两坡分隔于两
平地之间。
而此峻坡，显不受构造（如断层等）之影响，是为山坡坡度之改变（breakofslope）。
如一地山岭具有上述三种现象，其造成当由于侵蚀作用，换言之，即代表某一时期之侵蚀面。
盖舍此而外，实难求其他圆满之解释也。
以上述三项为标准，吾人认为本区约有三个侵蚀面（参见图2）。
（1）200至250m侵蚀面磁本区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岩层抵抗力及倾角殊不齐一，然较高山岭高度多
在250m及200m之间，盆地东部之山地并不因逆掩断层之掩覆而高耸，盆地边缘之山脊亦不因孤立而见
低下，岩层缓平如盆地西部大片薄层灰岩区域，岩层矗立如盆地西北之倾侧背斜，但其高度则均不相
上下，在若干地方，山岭顶部且尚存小块平地，显然切平其下之复杂构图2侵蚀面分布图造，如青岩
城西之大霸至龙井寨，青岩城北之头木岭至狮子山一带，即其著例。
该处诸山之平坦山顶面均与构造面不相符合（图3）。
200至250m山岭与其下平地间，山坡常极峻陡，换言之，此侵蚀面与其他较低侵蚀面间，常隔有峻峭
之山坡，此种坡度改变之现象，当以贵阳南10km之三角坡附近，最为显著，三角坡附近薄层灰岩倾角
较陡，而地面平坦，成为80m之侵蚀面（详后）。
在此地面之上，有三孤山兀然特立，形若圆锥，是为三角尖坡，山顶高约200m，山坡倾斜约40°~50
°，此三山顶为200~250m侵蚀面之遗迹。
自山顶下行至80m侵蚀面，则坡度峻急，显然隔绝（图4）。
图3大坝以南山顶切平构造之情形图4自漕谷经南千堰塘磁本区侵蚀面高度指高出于贵阳市之相对高度
（贵阳市海拔为1057m）。
200~250m侵蚀面以在花溪以西之薄层灰岩区域，发育最为完美，此侵蚀面目前受河流切割多已分碎，
河道深切，侵蚀面高出成山，自花溪溯南明河西上约15km，至天生桥，其地河水伏流地下，石桥天成
，名实相符，是为天然桥，为本区奇观。
天生桥附近有为本区地形之分野，桥以东，峡谷深切，以西则谷宽水缓，漫流于200~250m侵蚀面之上
，盖此处河流目前仍滞留于200m阶段，换言之，后来侵蚀循环段尚未循河溯源而上，达到此处，故天
生桥以西，未受下游深切之影响，而200~250m侵蚀面乃仍得大片保存。
（2）80m侵蚀面200~250m山岭之下，为一峻峭之山坡，至80m左右，地面又形平坦，是为80m侵蚀面
，其分布范围甚广，在盆地东缘及青岩附近，均显然可见，在南明河谷地，发育尤佳，沿河排列，状
如阶地，在贵阳以南之长岭岗，尤有大片遗存，绵亘为平坦之山严钦尚教授纪念文集岗，长岭岗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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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由于此。
80m侵蚀而切平构造现象到处可见，极为普遍，尤以贵阳市南之太子桥及长岭岗一带，最为显著，太
子桥附近，南明河以东，地面平衍，上有孤山耸立，诸山高度相若，约高出附近河面60m，山顶平坦
，切割构造之现象，显然可见，如大鞍坡，三号山等均为其著例（其地页岩及灰岩倾角35°~50°）
（图5）。
长岭岗干堰塘附近，页岩与灰岩层倾角达80°~90°，大片80m之平岗显系切平岩层而成。
图5太子桥附件南明河河谷剖面图80m阶地与其上200m侵蚀面，及其下30m阶地或近代河谷之间，常有
显著之坡度改变现象。
如太子桥以西之郭老寨为80m阶地，自阶地上升至寨西之200m山地或下降至近代河床，山坡均极峻峭
，长岭岗以西为200m山地，以东为30m阶地，其间亦均有峻坡相隔。
（3）30m侵蚀面80m侵蚀面之下，又有一沿河阶地，高约30m，或成孤立山丘，或成馒头形山地，亦
有连绵成岗者，兹称为30m侵蚀面。
如太子桥以南，马鞍山青山坡一带，有高30m之石质阶地，干堰塘以西，在长岭岗峻坡山麓之下，亦
有连续之30m浅丘，高出于谷约20m。
花溪风景区所在之麟山蛇山等，高出南明河床3m，亦为石质阶地，切平构造现象极为显著。
青岩城位于高出附近河谷25~30m之丘陵，入城时须上坡，但城内则起伏微缓，该地岩层倾角为20
°~30°，城内平地或亦代表切平构造之阶地。
以上综述各侵蚀面区分之理由与特色。
目前本区侵蚀面之分布与保存，显然与岩石性质有密切关系，侵蚀面之遗迹大致以在较坚硬之灰岩区
域，保存最为完美，页岩地，因易受侵蚀，侵蚀面常罕见遗存，如盆地中部之白垩纪红色页岩区域，
现成为馒头形之丘陵，状如劣地，高约20~60m，似难归入任何侵蚀日期。
上述诸侵蚀面，200m侵蚀面，高度大致自南向北递降，80m与30m阶地则沿河分布，三者之发育显与
河流有密切关系。
南明河谷地，30m阶地之发育，大致限于小韦寨（在花溪之西约五公里）以东，小韦寨以西，南明河
成为峡谷，峡谷以上，即为200m左右之高地，谷中不见阶地痕迹，此处谷底高度或可与30m侵蚀面相
比较口小韦寨至天生桥一段，峡谷深切，蔚为壮观，天生桥以上，河道漫流于200m侵蚀面上，未见深
切，天生桥附近，谷底高出花溪约75m，或可与80m侵蚀面相当。
据此，30m侵蚀面时期之循环裂点（Cyclicknickpoint）或在小韦寨附近，而天生桥附近则为80m时期循
环裂点之所在。
由于侵蚀面与河流关系之密切，吾人或可认为本区侵蚀面系在常态侵蚀循环下情形所造成。
007至于侵蚀面造成之时代，以无确实证据，尚难断言。
本区白垩纪地层深受褶曲断裂。
而成200~250m侵蚀面切平褶曲山地，故其发育时代必后于白垩纪，自无疑义。
其后，本区域似果受强烈地壳运动。
80cm与30m侵蚀面循目前河流，成为阶地，30m阶地上且有河流砾石层之沉积，其造成时代，当甚晚
近，以意度之，或为第三纪以后所发育也。
篇四、水系之演化河流之流路及型式常受其演化历史之影响。
水系发育与整区地面发育关系极密，互为因果。
欲洞悉一区水系之特点，必研究地面侵蚀历史，反之，侵蚀面常由河流及风化造成，故水系之研究又
为探讨侵蚀面之重要先导，两者互相辅益，互相发挥，有唇齿相依之势。
南明河为本区主要河道，汇诸支流，北流注入乌江。
如第一节所述，本区构造大致为一盆地，在普通圆形盆地内，最初流水必循盆地四缘山岭之坡斜，向
中心流注，造成向心水系，此种向心之河流均为顺坡河。
理论上言之，其长度彼此当约略相等，中曹司盆地作狭长形，南北长而东西狭，故轴部河流较长，自
盆地东西边缘山岭下注之河流，则较为短促，均归汇于轴部大河，此轴部大河遂成为盆地中之主河，
兹称曰中曹司河。
综观目前水系，与此理想型式，颇多歧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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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盆地轴部之中曹司河在盆地北端，切穿构造，出口北流，此向北出口之流路，或于200m侵蚀面
上升以后，即已造成，当时河谷或系位于贵阳以南之朝阳洞附近。
在朝阳洞附近，目前三叠纪薄层灰岩成为零落之单面山，侏罗纪砂岩亦平夷为丘陵，高度均
在60~100m。
反之，盆地南端杨梅堡一带，则山岭高度多在200~250m，代表200m时期之侵蚀面。
按盆地南北两端，岩层性质相同，三叠纪与侏罗纪砂岩接触面之高度亦约略相等。
唯北端岩层倾角较平，约8°~12°。
（南端岩层倾角约为40°）就一般情形而论，如岩性相同，岩层厚度差等之地域，岩层倾角缓平者常
较倾角峻峭者难于蚀低。
故盆地南北两端山岭高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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