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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峡谷河床壶穴形态的形成与发育 

作者: 王 为 黄 山  

对广东中新世夷平面上大布河强烈下切的广东大峡谷源头河段的227处壶穴形态特征进行详细测量并做统计分析，结合野外观测结果从

统计学的角度定量地描述壶穴的形成和发育过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壶穴的形成与发育只与河床局部的地质、地貌、流水特征有

关， 其形成始于河床床面薄弱处和三角 (撞击) 坑；壶穴形态受构造节理控制；壶穴发育过程中，深度与口径间有很强的 (对数) 正

相关关系；壶穴发育过程中，其形态和流水作用的形式不是固定的；在下切强烈的河段，作为河床下切的侵蚀形式之一，壶穴形成既

不需要很长时间，也不能充分发育，而且难以长期保留。以统计方法定量地研究河流壶穴有助于解决广东第四纪环境的有关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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