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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阿诗玛石柱，其岩石地层是呈水平产状的中二叠统茅口组厚层块状灰岩，但

其构成岩石的具体岩性却未见做过详细工作。笔者等经公园管理部门同意，自下而上分别在阿诗玛石柱背侧底部、

下部、中部、上部和顶部共采集样品五块，对其岩石学特征及沉积微相作了详细研究，弄清了这一世界著名景点自下

而上的岩石构成及沉积相。底部为高能浅滩相灰色厚层块状具平行层理生屑颗粒灰岩，构成阿诗玛脚部。下部为

中能浅潮下灰色厚层块状虫?生屑泥粒灰岩，构成阿诗玛腿部。中部为中能浅潮下灰色厚层块状砂屑泥粒灰岩，构成

阿诗玛腰部。上部为中能浅潮下灰色厚层块状具生物扰动含砂屑生屑泥粒灰岩，构成阿诗玛胸部；顶部为高能浅滩

相灰色厚层块状砂屑生屑颗粒灰岩，构成阿诗玛头部。其中含有大量生物化石碎屑：有孔虫、三叶虫、藻类、介形虫、

腕足、苔藓虫、虫?、海百合茎、双壳类，为高能浅滩相和中等能量浅潮下环境。希能为石林形成过程研究和科学普及

提供参考。

关键词：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阿诗玛石柱；二叠系茅口组；厚层块状生屑灰岩

　　云南石林景区内的成景岩石的区域地质工作迄
今为止已经做了很多，早在１９３９年，马希融就对云
南石林的地层构成和地形成因作了初步的调查研

究；杰显义（１９６６）对石林的喀斯特特征作了初步研
究；随后张寿越（１９８４）研究了石林的发育和演化：
通过石林的形态及地形、沉积物的年代分析，将其岩

溶发育划分成多个阶段；蒋志文（１９９１）对路南石林
地层作了综述，测制了较为详细的岩石地层和年代

地层剖面；李玉辉（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研究了其发育
年代和古环境，并对其岩溶形态和特征做了进一步

研究；董宝清等（２００５）发现了二叠系茅口组新的叶
状藻化石，王超等（２００４）对石炭纪盘古虫类有孔虫
进行了初探，提高了石林景区的背景区域地层特征

及古生物研究程度。这些都是与石林有关的背景研

究，没有涉及到石林中石柱本身具体岩性及岩石微

相研究。

阿诗玛石柱，是石林中的最著名景点。阿诗玛，

在当地彝族语中是漂亮姑娘的意思，传说阿诗玛石

柱为一美女化身。笔者等经公园管理部门同意，对

阿诗玛石柱的岩石性质及微相特征进行了详细研

究，从微观角度，为石林整个景区成景原岩的沉积环

境和沉积相提供了新的材料，为阿诗玛这一世界著

名景点的岩石学特征及沉积环境、沉积相及微相特

征提供了新证据。希能为石林形成过程研究和科学

意义普及提供参考资料。

１　地质背景及样品采集
石林县位于昆明东南８６ｋｍ滇东喀斯特高原南

部，地形起伏和缓。全县喀斯特面积超过９００ｋｍ２，
其中石林分布面积超过３５０ｋｍ２，构成了国家级石
林喀斯特景观自然保护区。构成石林景区的岩石主

要为晚古生代中二叠统栖霞组和茅口组厚层块状生

物碎屑颗粒灰岩和厚层块状生物碎屑泥粒灰岩，岩

层均呈水平状。在石林风景区内发育的主导裂隙节

理为３１５°～３３８°，其次为４５°～６０°和２８５°～３００°三
组节理（Ｓｔａｎｋａ，１９９６）。它们的倾角陡直，在７５°～
９０°之间。根据钙华测年结果（刘星，１９９８），石林景
区在早更新世初步发育，中－晚更新世进入高潮，形
成主要景区。

阿诗玛景区属于小石林景区，其中发育的地层



以中二叠统茅口组厚层块状生物碎屑灰岩为主，笔

者等经公园管理部门同意，首先在其底座处，已松动

的岩石中抠得岩石标本一块，随后在确保不影响石

柱安全和原貌的前提下，在石柱下部、中部、上部和

顶部各获得１块岩石标本，共在阿诗玛石柱获得５
块岩石标本（图１），均在室内切割成普通岩石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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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阿诗玛石柱全貌、取样位置及各部位的显微特征
Ｆｉｇ．１Ｖｉｅｗ，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ｈｉｍａｓｔｅ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ｉｌｉｎＷｏｒｌｄＧｅｏｐａｒｋ，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阿诗玛石柱全貌及取样位置，图中的１、２、３、４、５，对应于各子图上的数字编号。（ｂ）—（ｆ）显微镜下
照片，均为单偏光：（ｂ）石柱基座；（ｃ）石柱下部；（ｄ）石柱中部；（ｅ）石柱上部；（ｆ）石柱顶部

（ａ）Ｖｉｅｗ，ｓａｍｐｌ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ｈｉｍａｓｔｅｌｅ，ｔｈｅ１，２，３，４，５ｉｎｔｈｉｓ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ｆｉｇｕｒｅａｒ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ｏｔｈ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ｆｉｇｕｒｅｓ．（ｂ）—（ｆ）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ｈｉｍａｓｔｅｌｅ，ａｌｌａｒｅ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ｉｎｌｉｇｈｔ：（ｂ）ｔｈｅｂａｓｅ；（ｃ）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ｄ）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ｅ）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ａｒｔ；（ｆ）ｔｈｅｔｏｐ

进行显微镜下观察研究。得到以下成果。

２　阿诗玛石柱的岩性及沉积环境、
沉积微相

　　如图１ａ所示，“阿诗玛”景点的基座是中二叠
统茅口组灰色厚层块状具平行层理生屑颗粒灰岩，

平行层理局部发育。单层厚度较大，几十厘米。到

几米不等。是小石林景区的主要岩性之一，由于地

层产状近水平，且景区标高变化不大，与阿诗玛同标

高的地层均为此种类型。

岩石分类采用 Ｄｕｎｈａｍ（１９６２）年碳酸盐岩分类
方案。

２．１　“阿诗玛”景点的基座（图１ｂ）
岩性为：灰色厚层块状具平行层理生屑颗粒灰

岩，含大量生物碎屑及砂屑。

生物碎屑种类为：有孔虫、藻类、三叶虫、介形

虫、腕足、苔藓虫等，生物碎屑可达３０％左右，砂屑
多为富有机质藻砂屑及他形粒状生屑，约占２０％左
右，胶结物为亮晶方解石，占 ５０％左右。磨圆度
中—较好，分选性好，岩石为孔隙式胶结，颗粒支撑。

沉积环境应当为浅海、高能、潮下带、浅滩相。

２．２　“阿诗玛”下部（柱状石柱如图１ｃ）
岩性为：中二叠统茅口组灰色厚层块状虫?生屑

泥粒灰岩。

生物碎屑为：虫?、有孔虫、腕足、介形虫、海百合

茎、双壳、藻类（多为蠕孔藻等）、苔藓虫、三叶虫等。

沉积环境推测为：浅海、中等能量、潮下带。在

薄片中：岩石粒度一般以 ０７×０８ｍｍ±居多，棱
角—次棱角状，分选差，基底式胶结，泥支撑，具泥晶

化作用。

２．３　“阿诗玛”中部（柱状石柱，如图１ｄ）
岩性为：灰色厚层块状砂屑生屑泥粒灰岩；

薄片中可见：岩石粒度一般以 ０３×１３ｍｍ±
居多，棱角—次棱角状，分选差，基底式胶结，泥支

撑，具泥晶化作用。

生物碎屑为：苔藓虫、有孔虫、腕足、海百合茎、

介形虫、双壳、腹足等。

沉积环境推测为：浅海、中等能量、潮下带。

２．４　“阿诗玛”上部（柱状石柱，如图１ｅ）
岩性为：灰色厚层块状具生物扰动含砂屑生屑

泥粒灰岩；

生物碎屑为：藻类（蠕孔藻等）、海百合茎、有孔

虫、介形虫等。

沉积环境推测为：浅海、中等能量、潮下带。

薄片中可见：岩石粒度一般０３×０５ｍｍ±，棱
角—次棱角状，分选差，基底式胶结，泥支撑，新生变

形作用，弱泥晶化作用，生物扰动构造。

２．５ “阿诗玛”上部（柱状石柱，如图１ｆ）
岩性为：灰色厚层块状砂屑生屑颗粒灰岩；

生物碎屑：藻类（蠕孔藻等）、海百合茎、有孔

虫、介形虫等。

环境推测：浅海、高能浅滩。

薄片中可见：岩石粒度一般 ０２５×１２ｍｍ±，
次圆状，分选较好，孔隙式胶结，颗粒支撑，次生加大

作用，弱泥晶化作用。

３　结论
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阿诗玛石柱，其构成岩

石地层是呈水平产状的中二叠统茅口组厚层块状灰

岩，其底部、下部、中部、上部、顶部岩石学特征及沉

积相特征为：底部为高能浅滩相灰色厚层块状具平

行层理生屑颗粒灰岩，构成阿诗玛脚部。下部为中

能浅潮下灰色厚层块状虫?生屑泥粒灰岩，构成阿诗

玛腿部。中部为中能浅潮下灰色厚层块状砂屑泥粒

灰岩，构成阿诗玛腰部。上部为中能浅潮下灰色厚

层块状具生物扰动含砂屑生屑泥粒灰岩，构成阿诗

玛胸部；顶部为高能浅滩相灰色厚层块状砂屑生屑

颗粒灰岩，构成阿诗玛头部。其中含有大量生物化

石碎屑：有孔虫、三叶虫、藻类、介形虫、腕足、苔藓

虫、虫?、海百合茎、双壳类，为高能浅滩相和中等能

量浅潮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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