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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同林的“冰臼论”是对花岗岩类岩石

“负球状风化”的误解

施雅风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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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韩同林著《发现冰臼》英文书名犕狅狌犾犻狀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将花岗岩类地区大量出现与节理有关的小型臼

状地形统称为冰臼，即 Ｍｏｕｌｉｎ，并指为古冰盖的遗迹，以之反推所有臼状地形区均是两、三百万年前全球泛大冰盖

所遗留的地质现象。笔者假韩著中丰富图片与记述，对照文献研究，认为冰川区罕见，只有死冰区可能存在的冰臼

不可能生成上述臼状地形。这种空间尺度为厘米级至米级的臼状地形，应是花岗岩类地区与节理有关的负球状风化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ｐｈｅｒｏｉｄ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与风、水协力作用的结果。少量臼底堆积热释光测年证明，这一过程是冰期后即

不超过１０ｋａ的时段里进行的。韩同林大力宣传其错误的冰臼论，影响读者盲目相信过于夸大的第四纪冰川分布

范围，并导致旅游部门广泛布置第四纪冰川景点，对社会舆论和旅游文化产生了不良误导作用。

关键词：冰臼（ｍｏｕｌｉｎ）论；小型臼状地形；负球状风化；花岗岩类岩石

韩同林先生著《发现冰臼》一书，英文书名

犕狅狌犾犻狀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封面上还有两行醒目的文字：

“中国地质学界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远古冰川时期

的奇特地质现象”。此书１８万字，２００４年华夏出版

社发行，新华书店经销。笔者研究冰川多年，怀疑该

书标题的正确性，打开阅读，得知有相当一批地质

学者（孙殿卿、周慕林、曹照垣、吴锡浩、段万倜等）支

持“冰臼论”。迫使笔者较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又得

知《地质论评》、《热带地理》、《第四纪研究》等期刊，

己有多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除吕洪波等（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ａ）、ＬｕＨｏｎｇｂｏ等（２００７）赞成是冰

川成因外，绝大多数学者不赞成冰川成因，但对其形

成过程又各有不同认识（李孟华，谢小康，１９９９；杨

超群，２００１；李洪江等，２００１；李德文等，２００３；章雨

旭，２００５；周尚哲，２００６；吴忱，２００７；孙洪艳等，

２００７）。而吕洪波等也并未将韩同林的所有＂冰臼＂

都看作冰川成因，也不赞成是二、三百万年前形成

的。遗憾的是有不少旅游部门欢迎“冰臼论”，认为

有利招揽游客。对如此自然现象的认识与解释问

题，涉及经济利害，增加了研究者的顾虑。科学研

究目的是追求真理，造福人群，应只问是非，不计利

害；而对旅游部门来讲，对景点成因的非科学宣传，

既误导了游客，而被识者发现批评，也危害了自

己。一个高尚的科学家更应虚心取长补短，改正错

误，将认识升高一个台阶。

１　 “冰臼论”不适合解释地面

小型臼状地形

　　《发现冰臼》一书中所谓“冰臼群”（图１ａ）分布

于河北、北京、内蒙古、山东、山西、浙江、安徽、福建、

广东、香港、海南、重庆、四川、西藏、新疆等广大地

区，基岩大部分为花岗岩，小部分为陆相红层、石英

砂岩等。

上述臼状地形个体很小，宽度与深度都从几厘

米到几米，最大的长度不超过３０ｍ，深度不超过

２５ｍ，形态呈圆形或近圆形，口小、肚大、底平、部

分有缺口，下面摘抄几个地点资料。

（１）河北丰宁县喇嘛山佛珠洞景点４１°２２′Ｎ，

１１６°２９′Ｅ，海拔９００～１１００ｍ。一处南北向花岗岩

山脊长１００ｍ，宽１０ｍ多，两侧有近圆形臼状凹坑９

个，宽长１～４ｍ，深０．２～２ｍ，大坑底部有积水，泥

沙堆积，还生长灌木，乔木。西喇嘛山南坡上分布着

４个巨大山坡石臼，最上一个，长１３ｍ，宽８．８ｍ，深

１６ｍ，近圆形，西南向开口，臼底有较厚堆积。最下

一个石臼口宽２０ｍ，深过２５ｍ，向南开口，口小肚

大，口底多泥沙碎屑并生长高大乔木。图１ｂ所示２



图１韩同林《发现冰臼》一书（韩同林，２００４）中的冰臼：（ａ）《发现冰臼》一书封面，实地在四川夹江红色砂岩河谷中，

有数千这样臼状地形；（ｂ）河北丰宁花岗岩区佛珠洞山地高处二个臼状地形，彩图第１０页；（ｃ）、（ｄ）内蒙古克什克

腾旗青山的臼状地形，彩图第３、４页；（ｅ）广东揭西石肚溪俗名”茶煨炉”状花岗岩漂砾表面圆形坑，彩图第１０页；

（ｆ）广东饶平县青岚溪圆形“厕潭”群体特征，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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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Ｔｈｅ“ｍｏｕｌｉｎｓ”（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ｏｔｈｏ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犕狅狌犾犻狀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ａ）ｆｒｏｎｔｃｏｖｅｒ，ｏｎｔｈｅｒｅ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Ｊｉａｊｉａｎｇ

ｖａｌｌｅｙ，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ｃｏｌｏｕｒｆｉｇｕｒｅｓ，ｐａｇｅ１０，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Ｆｏｚｈｕｄｏｎｇｍｏｕｎｔ，Ｆｅｎｇ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ｄ）ｃｏｌｏｕｒｆｉｇｕｒｅｓ，ｐａｇｅ３，４，ｏ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ｔｏｐ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ｍｏｕｎｔ，ＨｅｘｉｇｔｅｎＱｉ，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ｅ）

ｃｏｌｏｕｒｆｉｇｕｒｅｓ，ｐａｇｅ１０，ｒｏｕｎｄｅｄｐｉｔｏ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ｈｉｄｕｖａｌｌｅｙ，Ｊｉｅｘｉ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ｐａｇｅ８５，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ｏｉｌｅｔｐｉｔｌｉｋｅｄｐｉｔｓ，Ｑｉｎｇｌａｎｖａｌｌｅｙ，Ｒａ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个臼形坑位于山地高处（韩同林等，２００４）。另据韩

同林等（１９９９），喇嘛山有”冰臼”１４个，间隔较远。

（２）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青山景点，位于赤

峰市西北１６０ｋｍ的西大坑乡，４３°１５′Ｎ，１１７°４６′Ｅ，

海拔８００～１５００ｍ，已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

世界地质公园之一，这里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指明青山花岗岩时代为晚白垩世，锆石 ＵＰｂ年龄

测定１０７．９～１１０．９Ｍａ，岩性为酸性侵入岩，主要

矿物成成分为钾长石４０％～５５％，石英２２％～

２５％，黑云母３％～８％，发育两组垂直节理，一组

水平节理，节理对臼状地形有控制作用。臼状地形

的长轴方向与垂直节理方向几乎一致，孙洪艳等

（２００７）称这里臼形为“岩臼”，臼口长径１．０～３．５ｍ，

深０．３～１．０ｍ，向低的部位有出水口。最大的岩臼

长１０．３ｍ，宽５ｍ，深３．５ｍ，内长有白桦树与灌丛，

偶见有小砾石。在山顶南部平缓起伏花岗岩面上，

约１０００ｍ２范围内，有岩臼２００多个，相当密集，韩同

林（２００４）称之为冰臼，他看到的总数在１０００以上

（图１ｃ，ｄ）。

（３）广东揭西坪上镇石肚溪，２３°２３′Ｎ，１１５°５２′

Ｅ，海拔３６～３００ｍ。沿西南向东北流的石肚溪河

谷，花岗岩基岩上有许多巨大的漂砾，漂砾表面有圆

形坑，如图１ｅ所示。初步统计石肚溪圆形坑总数超

过３５０个，最大的口径超过３ｍ，深２．５ｍ，坑中普

遍分布磨圆砾石，有的还落入有棱角的漂砾。上述

圆形坑，韩同林（２００４）称为“冰臼”，广东学者都认

作“壶穴”（Ｐｏｔｈｏｌｅ），穴中普遍有磨圆砾石，更是流

水成因重要证据（李孟华等，１９９９；杨超群，２００１）。

（４）广东潮州市饶平县樟溪镇青岚溪上游，海

拔３０～１００ｍ，花岗岩河谷中分布大小不等的圆形

坑，因形似老百姓使用的“便坑”，当地人称为“厕

潭”，大小以１～２ｍ 居多，最大的５～６ｍ，最小的

１０ｃｍ多，如图１ｆ所示。韩同林均称之为“冰臼”以

及其它韩认为的冰川地形。当地旅游部门深信韩同

林的解释，“厕潭”即“冰臼”，是古冰川遗迹，立时树

起“南国冰臼公园”的牌匾，并投入近５０万元建园资

金。韩同林于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先后３次前往协助，

据管理人员讲，每年有数万人参观，仅门票收入就

有数十万元，不到２年就把建园资金全部收回（韩同

林，２００４）。

（５）西藏羊八井挡果果南山花岗岩基岩５６００ｍ

高度上大冰川漂砾上有许多凹坑发育，大小在０．１

～０．６ｍ，深０．１～０．３ｍ左右，有的凹坑呈明显口小

肚大特征，坑中有积水。韩回京将照片与资料交第

四纪冰川学家孙殿卿院士及周慕林教授审阅，他们

一致认为是冰川融水冲蚀下覆岩石形成的冰臼（韩

同林，２００４）。对照郑本兴（２００６），悉羊八井西约

１０ｋｍ的硫磺山有丰富的古冰川沉积，冰碛垅上起

５６００ｍ#

度，下至４６２０ｍ冰碛台地，可分出３次冰

期沉积，看来郑本兴（２００６）与韩同林（２００４）观察的

不是同一个地方。

上述５例地表臼状（圆形穴，凹形坑等）地形，

韩同林均称之为“冰臼”（Ｍｏｕｌｉｎ），其形成过程，按

韩的设想如图２所示，是冰川融水以圆柱状水体穿

过厚厚的冰层，再侵蚀下伏花岗岩类基岩，形成“冰

臼”。Ｍｏｕｌｉｎ源于法文，本义指磨坊，因 ｍｏｕｌｉｎ中

水流响声恰似磨坊而得名（吕洪波等，２００８ｂ）。

笔者虽在现代冰川与第四纪冰川区工作多年，

但确实不清楚 Ｍｏｕｌｉｎ形成发育具体过程，参考《简

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１９８５）〈冰川瓯穴 Ｍｏｕｌｉｎ〉条目说：冰川表面由

冰融水凿穿的圆洞状竖井，其冰后期，又叫冰川磨

臼，瑞士卢塞恩一个冰川瓯穴深达８ｍ，冰川瓯穴

与河流瓯穴形成过程大致相同，但前者多见于山顶

和陡坡，后者呈线状排列，多见谷底。这里中文名称

“瓯穴”相当于英文Ｐｏｔｈｏｌｅ，《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英

文第 ６ 版 （２００５ 年）Ｐｏｔｈｏｌｅ 条 “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ｙ，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ｐｉｔ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ｒｏｃｋ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ａ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ｍ．Ｉｔｉｓ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ｂｙｔｈｅ

ａｂｒａｄ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ｂｂ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ｂｂｌ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ｂｙｅｄｄｉｅｓ，ｏｒ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ｗａｔ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ａ

ｓｔｒｅａｍ．Ｐｏｔｈｏｌｅｓａｒ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ｓｏｆ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ｉｎ ｐｌｕｎｇｅ ｐｏｏｌｓ ｂｅｌｏｗ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ｓ，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ｐｏｔｈｏｌｅｓｉｎａｒｏｃｋｏｕｔｃｒｏ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ｓｉｔｅｏｆａｒａｐｉｄｏｒ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Ｐｏｔｈｏｌｅｓａｒｅｏｆｔｅｎｆｏｕｎｄｏｎｆｏｒｍｅｒｌｙｇｌａｃｉａ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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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韩同林（２００４）说明的冰臼形成过程示意 （抄自《发现冰臼》Ｐ．１１３，图５，６）：（上）冰臼群形成过程；（下）冰川融水形成

圆柱体滚流水钻示意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Ｍｏｕｌｉｎｂｙ Ｈａｎ Ｔｏｎｇｌｉｎ，２００４，ｃｉｔｅｄ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１１３，“犕狅狌犾犻狀

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Ｕｐ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ｕｌｉｎ；ｌｏｗｅｒ：ｓｋｅｔｃ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ｗａｔｅｒｄｒｉｌｌ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ｏｆ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ｉｒｌｉｎｇ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ｅｌｔ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ｋｗｅｌｌｌｉｋｅｈｏｌｅｓ，ｏｒｍｏｕｌｉ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ｃｅ．Ｎｏｔａｂｌｅｐｏｔｈｏｌｅｓａ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 Ａｕｓａｂｌｅ

Ｃｈａｓｎ，Ｎ．Ｙ．ａｎｄ Ｓｈｅｌｂｕｍｅ Ｆａｌｌ， Ｍａｓｓ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ｃｏｍ／ｈｔｍｌ／ｐｌ／ｐｏｔｈｏｌｅ．

ａｓｐ）。请注意，这里所说的 ｍｏｕｌｉｎ是冰川融水沉

入井状穴中，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 “竖井”

的概念一致。

上述两种百科全书对经典式 ｍｏｕｌｉｎ（冰臼）形

态的描述与韩同林实际论述如上文５例代表《发现

冰臼》一书中所叙，大相迳庭，不同处主要有２点：

ｍｏｕｌｉｎ是冰川融水垂直潜蚀冰层而成，由于冰

层间和冰川底部与基岩间都有流水道，以致大量融

水流失；冰川是流动的，要使得 ｍｏｕｌｉｎ长期对准基

岩上局限于某一点侵蚀是困难的，只有在不流动的

死冰区，才可能出现融水能穿过所有冰层长期对准

基岩局部某一点进行侵蚀的现象。这种侵蚀基岩

点，肯定不会多，如美国宾 夕法尼州 Ａｒｃｈｂａｌｄ

Ｐｏｔｈｏｌｅ３８英尺（注１英尺＝３０．４８ｃｍ）深，最大胸

径达４２×１４英尺，底部１７×１４英尺，能容纳３５辆

救火车，这里是１５ｋａ前威斯康星冰期大冰盖存在

过的地方。这种地方确实有ｍｏｕｌｉｎ发生，并经过冰

后期长时间保存下来。本文引述的小型臼状地形都

不够冰盖下ｍｏｕｌｉｎ的规格。

２５３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２）两种百科全书认定 ｍｏｕｌｉｎ是圆洞形井状

或竖井状，深度远大于宽度与长度，对比韩同林所述

冰臼几乎都是浅坑式的或圆形内凹平底穴，没有竖

井式的。

从上述２点，笔者判别，韩书中臼状地形不是

ｍｏｕｌｉｎ，不能用 ｍｏｕｌｉｎ的发育观念来说明小型臼

状地形的形成。那么花岗岩类中的小型臼状地形是

什么动力形成的呢？

２　负球状风化可能是花岗岩类基岩

中臼状穴发育的主要动力

　　负球状风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ｐｈｅｒｏｉｄａｌ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一词笔者取自Ｃｌａｙｔａｎ（１９６９）编著的“犠犲犪狋犺犲狉犻狀犵”

一书，书中亦称为负球状剥落（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ｐｈｅｒｏｉｄａｌ

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ｏｎ）此词首先被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１３）用以叙述南

非Ｒｏｄｅｓｉａ南部花岗岩地区与节理有关凹形地面曲

率被剥蚀（Ｆｌａｋｉｎｇ）放大的过程，凹面开始时很浅，

逐渐深化呈深袋状以至穴状，大小从１英尺至５０英

尺，这类穴状地形有些是孤立的，有些几乎占领整个

地面。为什么花岗岩能产生这种节理？花岗岩是地

下深处强大压力下的熔岩冷却而成，冷却时产生三

组节理，当岩体上升接近地面或暴露时，压力松弛，

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风化作用，就沿着节理发展，

３组节理风化汇合就呈现球状层层剥落，正球状风

化遗下以石英为主的弧立岩块，称 为 核 心 石

（Ｃｏｒｅｓｔｏｎｅ）或石蛋，这主要是物理的热胀冷缩与冻

裂作用结果，较大的核心石表面也可以发生小型臼

状穴，如图１ｃ所示，也是负球状风化剥落产生的。

核心石位置经过移动，如在冰川区就容易被认为冰

川漂石。负球状剥落中的化学风化是长石，云母矿

物转化为高岭土或粘土，再被流水或风力向外迁移。

前地质矿产部地质辞典办公室（２００３）出版的《地质

大辞典》称球状风化以化学风化为主，物理风化为

辅，…主要发生在花岗岩，辉长岩和厚层砂岩中。

前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青山景点已开放为世界

地质公园，韩同林早就宣传这里 “冰臼群堪称世界

第一”，对于臼状地形的生成原因，田明中等?、孙

洪艳等（２００７）认为是“由于岩石的差异风化以及风、

水等综合物理和化学作用形成的”。章雨旭（２００５）

观察，发表短文，说他看到多数臼形穴中有大半臼积

水，有些积水深色，表明有较高有机质含量，臼形穴

分布于山脊或山顶，表明非远古地质时代产物，是

“近现代差异风化”的产物。李洪江等（２００１）取得喇

嘛山、七锅山、青山３个发育在中粗粒花岗岩地面臼

状穴底部沉积物样品，请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进

行热释光测年，分别为 ２．４４±０．１９ｋａ，２．６３±

０．２８ｋａ与３．９３±０．３２ｋａＢＰ。放宽估算，臼穴开始

下凹时间不会超过１０ｋａ。这意味着所有样品都是

冰后期产物，前述章雨旭（２００５）论点完全正确，但没

有深入联系花岗岩岩性特征也没有形态描述。因

此，笔者建议：“花岗岩类地区臼状地形是近现代

负球状风化与风、水等协力作用的结果。”以这样的

假说（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替代肯定是错误的韩同林“冰臼

论”，应是合理的。

３　结论和余论

花岗岩类基岩地面常有小型厘米至米级尺寸，

圆形或近圆形臼状或穴状地形，韩同林称之为冰臼

（Ｍｏｕｌｉｎ），撰著《发现冰臼（犕狅狌犾犻狀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犲犱）》一

书，认定冰臼是古冰盖遗迹，并据之反推臼状地形

分布区就是古冰盖存在区，这个古冰盖甚至是第四

纪初，二、三百万前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地面的泛大

冰盖（韩同林，２００４）。这个学说已经迷惑了部分地

质学家和旅游部门，产生一定危害性。作者由怀疑

到研究，结论是花岗岩类地面小型臼状地形是近现

代（冰后期）负球状风化（或剥落）与风、水等协力作

用 结 果，负 球 状 风 化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ｐｈｅｒｏｉｄａｌ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是外来词，首先被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１３）用于

研究南非Ｒｈｏｄｅｓｉａ花岗岩负球状风化与节理关系，

后被Ｃｌａｙｔａｎ（１９６９）引入“犠犲犪狋犺犲狉犻狀犵”一书，作者据

之应用于本文。这种小型臼状地形非 ｍｏｕｌｉｎ过程

所能解释，ｍｏｕｌｉｎ在冰川区就很罕见，在非冰川区

更不可能。因而韩同林的冰臼论是完全不适用的。

在韩同林宣传他老家所在广东揭西发现世界罕见的

冰臼群后，广东学者纷起反对认为是常态流水侵蚀

所成的壶穴（Ｐｏｔｈｏｌｅ），而韩则力辩是冰臼而非壶

穴。从前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Ｐｏｔｈｏｌｅ条，包含广

泛内容，水成的与冰川有关的都在内，广东各河谷

低处臼状地形确实是快速流水携带砂砾冲刷所成，

称为壶穴（Ｐｏｔｈｏｌｅ）是对的，而饶平县青岚溪当地人

称的“厕潭”小型穴状小地形，实不宜称为冰臼，误

导游客，应尽快将“南国冰臼公园”牌匾改名为“壶

穴地形公园”（较广义）或“负球状风化潭状地形公

园”（较狭义）。并且，据吕洪波等（２００８ｂ），即使认

定这些臼是冰川成因的，其英文名称也不应为

ｍｏｕｌｉｎ，而应为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ｏｔｈｏｌｅ。

注　释　／　犖狅狋犲

? 田明中，孙洪艳，武法东，孙继民，顾国君．２００５．克什克腾世界地

３５３第３期 施雅风：韩同林的“冰臼论”是对花岗岩类岩石“负球状风化”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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