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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报·

2016年 7月至今，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历时近 2
年，在中国北纬32°湿润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地貌区

最北界，首次发现罕见的喀斯特地质景观—汉中天

坑群，包括宁强九台山台原、南郑大垭台原、西乡细

辛坝台原及镇巴三元台原4个相对独立的喀斯特系

统，由天坑、洞穴、峡谷、地缝、陡崖、竖井、伏流、洼

地、石林、湖泊、瀑布等 527处喀斯特地貌组成。其

中，口径大于500m的超级天坑2个、大型天坑 7个、

常规天坑45个，是世界上喀斯特台原面上发育数量

最多的天坑群，使全球天坑数从 117个增加到 171
个，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地

理大发现”。

汉中天坑群位于湿润热带-亚热带、湿润半湿

润亚热带-温带、干旱半干旱温带和高原-高山喀斯

特地貌区的交汇部位，地理位置特殊。喀斯特台原

四周陡崖环绕，形成完整典型的喀斯特水文系统；

台原区发育的天坑群，具崩塌及冲蚀成因，或两者

兼具，演化序列完整；台原区发育洞穴、峰丛、峡谷、

地缝、石林、湖泊等喀斯特地貌，类型发育齐全；二

叠系阳新组与吴家坪组中的燧石条带和泥质灰岩

夹层的存在，使天坑崖壁或底部发育阶梯状洞穴及

天坑瀑布，景观价值稀有；新发现舟山眼镜蛇、十大

功劳、城口马蓝等陕西新物种和红白鼯鼠、红豆杉、

山白树等国家濒危珍稀动植物，生态系统独特；洞

穴中保留大量的古地下河堆积物和次生化学沉积

物，对中国南北方乃至全球古地理环境及气候变化

的对比分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汉中天坑群是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窗口式喀斯

特类型，是发育在扬子陆块北缘巴山弧碳酸盐岩区

的构造结喀斯特，充分显示了新构造运动——印度

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及其所诱发的青藏高原隆

升在该区的构造响应，堪称全球喀斯特的杰出典

范，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汉中天坑群以完整的喀斯特系统、良好的生

态环境、独特的景观价值，成为世界喀斯特地质遗

迹的天然博物馆，具备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

遗产地资源禀赋，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喀斯特地

质调查研究的空白，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对全域旅

游国家战略实施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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