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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岩画是绘在或刻在崖壁和岩石上的图画（绘在崖壁和岩石上的图画称为岩绘画，

ｐｉｃｔｏｇｒｏｐｈ；刻在崖壁和岩石上的图画称为岩刻画，ｐｅｔｒｏｇｌｙｐｈ），是具有世界性的古文化现象。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岩画出现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岩画保存最丰富的国家，目前全国已有１７
个省（自治区）的６０多个县发现岩画，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中国岩画分布示意图（据盖山林，１９９５；略做修改）

到目前为止，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７０多个国家、１５０多个地区保存有岩画。
全世界岩画所展示主题和形象的一致性，证明人类智慧有着共同来源。对以岩画形式保存下

来的图像的研究可以提供对远古人类精神生活和数千年前人类祖先征服自然的记载。岩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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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早的艺术瑰宝，是早期人类表现他们自己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证

据，岩画有助于研究原始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习俗等许多问题。
岩画是最早与环境结合的绘画，既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又与当时人们的经济和社会

生活密不可分。岩画的表现形式和制作方法也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世界各地岩画在题材上受

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在旧石器时代，岩画的主题全部是动物，即用简洁的线条勾

勒出生动的动物形象。对于当时的狩猎者来说，获取作为食物的动物是生活的第一需求。进

入新石器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加速了文明进程，岩画的主

题基本上还是以动物为主。石器时代的岩画以追求形似为目的，是对物象（主要是动物）的复

制与再现。到了青铜时代，岩画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变成了伴随着动物而出现人像，而且人

像越来越多，人物变为岩画的主题。青铜时代之后的岩画题材，不仅人物岩画占据主导地位，
岩画还反映人的各种活动，如狩猎、放牧、舞蹈、出行、相聚等题材增多（郭宏，２００４）。

依据岩画所表现的主题、绘画技法等特征，将我国岩画划分为东北农林区岩画、北方草原

区岩画、西南山地区岩画和东南海滨区岩画（盖山林，１９９５）。就岩画数量而言，我国北方岩画

约占８０％以上，远多于南方岩画。其中，西南山地区岩画中的云南沧源岩画和广西左江岩画

以其规模宏大、文化内涵丰富而著称于世。

第一节　广西宁明花山岩画

左江是贯穿广西西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平而河两岸发育典型的喀

斯特断崖峭壁，悬崖上保存着独具特色、异常珍贵的文化遗迹———岩画。这种直接在天然岩石

上绘制的、携带独特壮族先民文化信息的不可移动文物，在左江流域已经发现８０余处，构成了

左江岩画群。绘制有岩画的山体，人们一般称之为“画山”，也称“仙人山”“人影山”“仙岩”及
“鬼影山”，也有将颜色为赭红色的岩画称之为“红山”。由于“画”与“花”音相近，“画山”也被称

为“花山”，其中宁明花山岩画从规模、岩画数量等方面来说，是整个左江岩画群的代表。
花山岩画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驮龙乡耀达村明江右岸，距南宁市２０６．５ｋｍ，距宁

明县城公路１４．５ｋｍ，水路２５ｋｍ。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７°０′３７″，北纬２２°１５′４２″，地处弄岗自然保

护区（图１－２）。花山临江处受断裂影响，形成陡立的断层三角形悬崖峭壁，峭壁山峰海拔

３６３．８ｍ，距江面高约２６０ｍ（图１－３）。在临江墙壁上布满了赭红色的古代岩画。画面宽约

１７２ｍ，最高处距江面约９０ｍ，最低处距江面约３０ｍ，面积为８　０００ｍ２。除风化剥落和漫漶不清

者外，在峭壁上分布着约１　９００多个大小不等的赭红色人物、动物、道路以及铜鼓、刀、剑、钟、
船等器械图形，人像高度一般在６０～１５０ｃｍ之间，最大的高约３ｍ。

关于左江岩画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南宋初李石所著的《续博物志》，清嘉庆五年广西巡抚

谢启昆主持修撰的《广西通志》、光绪九年出版的《宁明州志》对此亦有简略的记述。如光绪九

年出版的《宁明州志》记载：“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执

干戈，或骑马。”沿江两岸的崖壁上有很多此类图形。
根据１４Ｃ年龄测定，作画年代距今１　６８０～４　２００年，整个画面中的各种图像组成了１１１组

神秘的图画，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壮族先民骆越人巫术活动的遗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

和科学价值。花山岩画因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图像众多而闻名于世，堪称广西左江岩画的

杰出代表。花山岩画于１９８８年５月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



图１－２　花山岩画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１－３　明江与花山岩画

一、岩画主要内容

花山岩画绘在依江临水、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画面的位置距江面一般为３０～６０ｍ，最
高处达１２０ｍ，肉眼难以看到。因此，岩画不是为审美观赏而作，岩画本身就具有某种神秘特殊

的功能。骆越人生活在江河、峻岭间，其生存对山、河有很大的依赖性，山、河在古代被幻想成

为神灵的住所。至今在广西的某些地区仍然保留着祭祀土地神、社神、雷神、水神、山神、灶神

等习俗，这些都与原始崇拜有渊源。花山岩画所在地就是他们信仰的神灵所在之处，也是古代

骆越人进行巫术活动的场所，而岩画则是一次次巫术礼仪活动留下来的遗迹，即把现实中举行

的巫术礼仪记录下来，固定在岩壁之上，作为沟通人间与神灵的媒介。因此，花山岩画是古代

巫术文化的遗迹，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太阳崇拜

祭日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在古代各个民族中都很盛行（图１－４）。为了求得太阳的保

佑，祭祀太阳神便成了人类社会早期最隆重的活动。最常见的方式是举行祭祀仪式、奉献牺

·３·



牲，并加以记录。花山岩画中描绘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下面有３个顶礼祈祷、虔诚歌舞的

人像。

２．祭祀铜鼓

铜鼓是岭南古代少数民族的圣物，在花山岩画中有许多击鼓图像，其主题以铜鼓为中心，
反映了骆越人对铜鼓的崇拜，是他们进行祭鼓礼仪的真实写照（图１－５、图１－６）。

　　　　　　图１－４　祭日 图１－５　祭祀铜鼓与田神

　　 图１－６　重叠的正身人像 图１－７　祭祀水神

３．祭祀水神

左江及其支流，水流浩瀚，水患频繁，人们为了在实际生活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便去祭

祀水的力量的化身———水神（图１－７）。花山岩画有的地方，在同一地点多次频繁作画，是那

个地方祭祀水神次数多、对水神深信不疑的表现。祭祀水神所示画面中船的图形极其逼真，船
尾立两个头似鸟形的木棒，船上数人曲肘举手，动作一致，似歌舞、又似在划桨，场面隆重而热

烈。这些画面与骆越人祭祀水神的习俗有关。

４．祭祀鬼神

我国远古传说中的鬼神大都附以某类动物的形体，在近代的某些民族中至今仍然保持着

这种风俗（图１－８）。在花山岩画中，有一个处于画面中最高位置的正面人像，其身躯高大魁

·４·



梧，腰间佩戴环首刀，头戴兽形饰物。兽形饰物头长、顶上有双耳、四肢细长，人戴在头上，无疑

是装扮成某种动物形象。
此外，还有一些岩画中，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动物的形体，但出现了面具。戴面具进行巫术

仪式，目的在于通过面具化身为鬼神，在人世间以鬼神的面目出现，主宰整个巫术礼仪。岩画

中反映骆越人跳面具舞的图像应与祭祀鬼神的巫术礼仪有关（图１－９）。

　　　　　图１－８　祭祀鬼神 图１－９　岩画中的面具人像

５．祭祀田神及生殖崇拜

骆越民族是农业民族，巫术舞蹈在以祭祀田神（农业神、生育神、春神）和祈求生殖为目的

的仪式是不可缺少的（图１－５、图１－１０）。花山岩画中有许多毫无掩饰的夸大和突出“性”特
征的男女人像以及由其组成的舞蹈场面，借助于对生殖器的崇拜和男女交媾的图像，祈求怀

孕、生育、繁衍，以及土地多产和丰收。

图１－１０　生殖崇拜

６．人祭和图腾

花山岩画中有许多人祭的画面，表现以人祭鼓。杀人祭祀之风，曾盛行于古代许多民族之

中。在我国商代社会，各种祭祀活动中人祭、人殉的现象十分普遍，花山岩画中的人祭画面展

现了古代骆越社会人祭礼仪的真实场面。

·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花山岩画中还发现了犬、鸟、鹿等图像，与骆越人的原始崇拜和信仰有关，应是骆越民族图

腾祭祀礼仪在岩画中的反映。

二、花山岩画的历史价值

骆越民族属百越民族的一个分支，花山岩画是骆越人的作品，反映了骆越族人民当年的社

会生活、思想意识、民俗风情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探索骆越族的早

期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化的资料。通过对岩画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代西南少数民

族，尤其是古代骆越族的历史。
骆越社会的发展使花山岩画的表现形式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原始的巫术礼仪是由氏族部

落成员集体进行的，后来出现了巫觋，巫术礼仪由巫觋率领全体人员进行。在花山一期岩画

中，图像组合比较简单，规模普遍较小，缺乏宏大的场面，中心人物不够突出，侧身人像较少。
主要采用模拟和写实的手法进行绘画，人和动物具有较浓的写实意味。

二期岩画的图像组合趋于复杂，宏大壮观的画面明显增多，图像的布局和排列形式趋于程

式化，即画面中心为一个高大的正身人像，四周为众多的小个体正、侧身人像所环绕。反映此

时的巫术礼仪，是由巫觋主持、氏族部落全体参加，场面浩大，人、物较多。巫觋画面形象高大，
且头饰羽毛、身佩刀剑、骑马、立于铜鼓之旁，为众人所簇拥，位置醒目；其余人像矮小，没有饰

物；身份更低下的人物，画得更为矮小。这些现象表明，左江骆越社会中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

已经比较明显，阶级已经产生。此外，二期岩画中反映的人数众多、场面宏大的巫术活动，以及

其他正面人像仍然可以表示巫术以外的成员（画得矮小，以示差别），这表现出原始社会巫术活

动的全民性和集体性依然有较多保留。
三期岩画的图像组合形式与二期基本相同，但画面规模明显变小，图像简练，中心人物依

然处于突出地位，侧身人像的数量大为减少。人及动物的形体进一步简化，变得越加消瘦，图
案化更浓。

四期岩画的图像组合形式简单，排列松弛零散，缺乏规律性。图像仅存正身人像，画面虽然

是以数个或单个的符号形式出现，但具有的巫术意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个人像符号不是某一

类巫术礼仪过程的代表，而是各种巫术活动的象征。在四期岩画中，去除了一般成员的形象，仅
留巫觋自身，这表明巫觋作为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威已经完全确立，骆越阶级社会得到巩固。

三、花山岩画的艺术价值

如前所述，花山岩画是骆越社会各种巫术活动的反映，而舞蹈则是这些活动的共同形式。
以舞蹈为主题的巫术礼仪反映在绘画中的舞蹈人像及其所组成的舞群，成为了花山岩画的创

作主题。“世界上所有的原始民族都有其巫术和魔法，而所有的巫术和魔法都采用过舞蹈形

式”。花山岩画的舞蹈组合有正、侧身两种舞姿的组合，以侧身舞姿为主体的组合，以正面舞姿

为主体的组合，独舞等形式。花山岩画有自己的模式、风格、特征，在创造形象、表现形式方面

有自己稳定的艺术风格（郭宏、黄槐武、谢日万，２００４）。

１．岩画与环境和谐统一

花山岩画是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作品，画面的图像组合是当时举行祭祀仪式的真实写照。
画面一般距江水水面３０ｍ，下临滔滔江水，向上壁立千仞，正是岩画和这种特定环境所构成的

气氛，使岩画对接受者的身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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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纯色之美

花山岩画采用单色平涂方法表现，颜色一律采用红色。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

粉，已不是对鲜艳红色的动物性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存在。处

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早期的花山岩画、作者显然具有这种同样的心理意识。岩画以大

自然为背景，在斑驳的灰色崖壁构成的冷色调中，唯有鲜艳的红色画面才显得突出醒目。红色

画面不仅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而且达到了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３．概括与夸张

花山岩画省略了物像的细部，画面中人物的头部概括为规则的长方形、方形、圆形，身体躯

干为长方形、倒三角形、腰鼓形，四肢以匀称的、大小不等的长方形或粗壮的线条表现。人物图

像几乎完全呈几何形体，但基本准确地表现了人物的形体和舞蹈中最关键的动作，使人一看就

能够想象到当时祭祀活动的场景，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夸张是花山岩画的表现手法之一。画面中的人物一律是双手曲肘上举、双腿屈膝下蹲，肘

关节与膝关节近似呈９０°，动作极度夸张。岩画中的铜鼓形象，取其鼓面的俯视图，羊角钮钟

则取其侧面形象，器物顶端两只上翘外撇的钮角，在侧视角度下显露无遗；岩画画面人物多取

正面，动物多取侧面。虽然岩画是平面造型，但由于取舍合理，因而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尤其是到了岩画创作的晚期阶段，人物图像只以３条线构成简洁的形体，是氏族集体狂热的祭

祀舞蹈中某个关键性动作的凝固与浓缩，体现了岩画作者的概括与夸张能力。

４．均衡对称与主次对比

艺术的均衡与对称，是人类祖先在其自身形体结构中，同时也是在生产实践和工具制造中

逐渐认识到的，即便是在最简单的艺术造型里，也可以看到对称的图形。花山岩画中的正面人

像，人物上举的双手和屈蹲的双腿，都近似呈９０°，上、下、左、右几乎完全对称，似乎蕴藏着一

种深沉内在的力度美。在画面的构图上，如在人物数量的排列，人物与动物、器物的分布以及

位置关系上，作画者有意识地处理成均衡对称的形式，使得在视觉上显得完整协调。

５．图像的程式化与节奏感

花山岩画是以表现人的活动为主题内容的，但每一组图像的组合也都表现成规则的形式，
画面普遍以高大醒目的正面人像为中心，其左右和上下方整齐排列着几个、十几个、甚至百余

个举手蹲足、动态一致并面对着中心的小侧身人像。围绕中心人物四周还点缀有各种圆形器

物。这种固定形式画面的反复出现，千篇一律，虽然略显呆板，但这程式化的举手蹲足的动态

无疑表现了当时人们强烈的精神寄托。
节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规律地重复，岩画图像的大小、上下，人物的正、侧面和聚散，

整个构图的组合变化，以及流畅的线条、均衡对称的造型、浓艳单纯的色彩、粗犷有力的笔触、
画面人物整齐一律的舞蹈动作，加之钟、鼓等乐器，使人感受到祭祀人群一定是在震撼人心的

音乐声中和人们同声高歌的旋律下欢快起舞，画面虽然无声，但观画者却于无声中感到了强烈

的音乐节奏感。
总之，花山岩画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采用了最有效的手法将祭祀活动上应出现的祭

者、氏族图腾、祭品以及与祭神有关的崇拜物全部展现出来，组成了完整的构图；形象上采用鲜

艳、悦目的红色，使大的图形与壮丽的山河和谐统一；人物形象虽然雷同，但却加重了巫术祭祀

仪式庄严肃穆的气氛，以图画的形象烘托了祭祀时紧张、严肃、热烈的场面。花山岩画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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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骆越民族的杰作，他们把简单的人、物等图像组合成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充满活力的画面，
形成了气魄雄伟、粗犷壮观的古代岩画遗址。花山岩画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表现形

式，其产生与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作画者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是古代骆越族先民

留给今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几千年来，由于自然风化营力的长期作用，花山岩画出现岩体开裂、崩落掉块、片状鳞片状

剥落、岩画颜料层褪色脱落、岩溶覆盖、生物风化等地质病害，给花山岩画造成了巨大破坏，威
胁着岩画的长期保存。随着宁明县及周边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趋于严重，旅游业

的迅速发展，游客、车船的大量增加，使岩画保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破坏速度加快。为此，开展

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开裂岩体形成机理研究工作，查清岩画加速破坏的原因，成为花山岩画保护

修复的当务之急（黄槐武，２００７）。

第二节　花山岩画调查、研究与保护

对花山岩画进行科学调查与研究主要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１９５４年１月，广西壮族

自治区博物馆对花山岩画开展了第一次、也是比较粗略的调查。随后的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０月，
广西及中央民族学院有关民族、考古、历史的学者，对明江流域两岸的岩画进行专门调查，并发

现了珠山、龙峡、高山、红山４个岩画地点，以及分布在崇左、龙州的另外３个岩画点。结合考

古资料，中央民族学院杨成志教授提出：“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大约有１　０００年到２　０００
年的历史。这些岩画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壮族古代文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

１９６２年７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各专业人员考察了宁明、龙州、崇左及

扶绥等地的岩画，新发现了４３个岩画点，并将成果编写成《花山岩画资料集》一书。书中内容

包括考察点简况、局部临摹图及有关花山岩画的传说故事等。１９６３年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

化厅组织全区文物普查，在南宁地区进行普查时，崇左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国务院批准设立

地级崇左市）驮芦公社那陶村附近丈四山、凭祥市北郊马鹿山再次发现古代岩画。１９８０年６
月—７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部门组成左江岩画调查组进行了一个月的专题调查，在江岸岩

拱山临江岩壁发现两处壁画，这是在左江支流平而河第一次发现古代岩画，这一新的发现无疑

扩大了左江岩画的分布范围。调查组不仅复查了原来已经发现的５２处岩画，同时又发现了宁

明县达债山、龙州县崖拱山、宝剑山、大岸山、崇左市赫头山、驮目红山、扶绥县小银瓮头山、仁
怀山、驮拉山、敢造山１０个岩画地点。通过照片、临摹和文字记录，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

１９８４年初，在扶绥县发现了后底山等７处岩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左江岩画调查组汇集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调查研究成果，于１９８４年发表了《巫术文化的遗迹———广西左江岩画剖析》，
这是首篇对左江岩画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文章，并编著成《广西左江岩画》一书，对左江岩画

的发现、调查，岩画地点的情况，岩画的图像考释，岩画的分期、衍变、年代以及族属、性质、内
容、特色等做了全面的论述。１９８５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全国专家组成考察团，对广西左江流

域岩画进行了考察，并开展了科学测试工作，考察团的成果编著成《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

与研究》一书，对左江岩画的年代与分期、族属、内容及其社会功能、艺术风格、作画技术以及与

其他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上述调查为该区域的岩画分布、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及历史价值评估提供了充足的资料。

在充分认识到花山岩画价值的同时，逐步开展了这一艰巨的保护工作。１９９０年，中国文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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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对宁明花山岩画进行了遥感测绘。
在测绘的基础上，１９９１年初，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广西文物工作队对花

山岩画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专题调查，内容包括：收集宁明花山地区有关气象、水文、地质、水
文地质及工程地质、地震等方面的资料；进行１∶１０　０００的地质、工程地质调查，岩画立面岩体

工程地质测绘；采取岩块、钟乳石石帘及覆盖物，进行化学成分、矿物成分，以及物理、水理力学

性质与热学性质试验；取水样进行水化学分析；对立壁边坡进行剖面有限元分析；等等。在调

查的基础上，提交了《广西花山岩画地质环境病害及防治对策研究报告》，对岩画环境地质病害

（裂隙病害、溶蚀病害、风化病害）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地质病害防治的基本对策，为花山岩画的

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广西文物局组织广西壮族自治区遥感信息测绘院对花山岩画进行了近景摄

影测量工作，完成了１∶１００和１∶２０的数字正射影像、岩画立体景观影像。
近年来，花山岩画的保护愈加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２００４年４月，国务委员陈至立批

示，加强对花山岩画保护的指导。同年５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

主席吴恒亲赴宁明县对花山岩画进行了现场考察调研，并对花山岩画保护以及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合理利用与加强管理工作等方面做了重要指示。２００５年初，中国文物研究所受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委托，承担花山岩画保护工程勘测、试验及保护设计任务，任务包括：花
山崖壁岩体稳定性加固、水害治理和本体开裂、片状剥落加固保护（张兵峰，２００９）。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１６日、１７日，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再次深入宁明花山做实地考察，并对“广西壮

族自治区宁明花山岩画水害治理工程及危岩体抢险性加固保护工程设计”方案进行论证。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花山岩画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２００８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采

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花山岩画进行三维影像测量，为本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２００９年完成了花山岩画一期保护抢救性加固保护设计文本编制，并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审

批，花山岩画本体保护工程自２０１０年起至２０１４年逐步实施，确保了花山岩画的保护工程顺利

进行。

２０１１年花山岩画重新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２０１４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

遗产被确定为２０１６年中国政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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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花山岩画区域环境与地质条件

第一节　自然环境

一、气象条件

花山岩画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温暖亚热带季风型气候，高温多雨，终年少见霜雪。据宁

明县气象站资料记载，多年平均降雨量为１　２４２．２ｍｍ，４月—９月为雨季，占全年降雨量的

８１．８％；１０月至次年３月为旱季，占全年降雨量的１８．２％。在雨季，雨量集中，降雨强度较大。
月降雨量最大值达４６１．４ｍｍ，日最大降雨量为１９６．７ｍｍ（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３日），年平均蒸发量

为１　６６３．７ｍｍ。空气相对湿度较大，年平均值为７９％。
多年平均气温为１９～２２℃，冬季１月最冷，平均气温１３．３℃，夏季７月最热，平均气温

２８．４℃，年度平均温差１５．１℃。历年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０．８℃（１９５８年５月），历年极端最低气

温达－２．４℃（１９６７年１月），极端气温变幅达４３．２℃。
受地形影响，区内风速较小，年平均风速为１．３ｍ／ｓ，４月—９月多吹东至西南风，１０月至

次年３月多吹东至东北风。全年以东风频率最大，东北风、西南风次之。区内大风多为东北

风，最大风速为１７～２０ｍ／ｓ。每年６月—９月常受台风侵袭。花山崖壁走向为ＮＮＷ，受西南

风的影响较大。
宁明县年平均温度出现频率如表２－１所示。由表２－１中数据可知，全年平均温度主要

集中在２５～３０℃的范围内，其次为１５～２０℃的范围内，没有高于３５℃或低于５℃的天气，在

５～１０℃或３０～３５℃范围内出现的频率也很小。岩画保存地点的昼夜温差仅每年１２月中旬

到次年１月中旬较大（大于１０℃），其他月份温差都较小（低于１０℃）。
从宁明县年内相对湿度出现频率结果（表２－２）可知，平均相对湿度主要集中在７０％～

９０％的范围内，高于９０％的范围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不出现低于５０％的天气，在５０％～６０％
范围内的天气出现频率也很少。由此可知，该区域是典型的高湿度地区，为岩石表面水的凝结

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宁明县观测点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１年度的风速测定，风速集中在１～３ｍ／ｓ（１９９６年风速为

１～３ｍ／ｓ的风占年有风纪录的７５％，２００１年风速为１～３ｍ／ｓ的风占年有风纪录的８８．７％），
且风速有逐年减小的趋势。因此，风速条件也有利于水汽的凝结。

此外，当空气相对湿度增大时，水汽压增高，岩石表面附近空气温度较低，水汽极易达到饱

和，岩石表面的饱和水汽压低于周围空气中的饱和水汽压，于是水汽以附着在岩石表面或空气

中的微粒（粉尘、花粉孢子、ＳＯ２ 等）作为凝结核进行凝结，形成凝结水附着在岩石表面，将空气

污染物等有害物质带入，从而为化学和生物风化作用创造了条件并加速了其风化速度。
·０１·



表２－１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月平均温度出现频率统计（单位：天）

年份（年）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温度范围 ０～５℃ ５～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３５℃ 大于３５℃

月

份

（月）

１　 ０　 ０　 ７　 ３　 １７　 １３　 ７　 ９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６　 ４　 ９　 １３　 ７　 ７　 ５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０　 ８　 ５　 １５　 １１　 ６　 １３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７　 ０　 ９　 ９　 １１　 １１　 ３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１４　 ２２　 １６　 １　 １　 ０　 ０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２７　 ２７　 ２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７　 ２７　 ４　 ２　 ０　 ０

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２９　 ２８　 １　 ０　 ０　 ０

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７　 １９　 ２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３　 ２０　 ７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９　 １０　 １４　 １８　 ４　 １　 ３　 ０　 ０　 ０　 ０

１２　 ０　 ０　 ０　 １　 １６　 ２３　 １２　 ２　 ０　 ５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表２－２　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月平均相对湿度出现频率统计（单位：天）

年份（年）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湿度范围 ５０％～６０％ ６０％～７０％ ７０％～８０％ ８０％～９０％ 大于９０％

月

份

（月）

１　 ３　 １　 ４　 ５　 ４　 １１　 １４　 １０　 ６　 ４

２　 １　 ３　 １８　 ４　 ６　 ２　 ３　 １３　 １　 ６

３　 ３　 ０　 ７　 ３　 ９　 １３　 ８　 ６　 ４　 ９

４　 ２　 ０　 ３　 ３　 ４　 ４　 １１　 １３　 ９　 １０

５　 １　 ４　 ７　 １６　 ３

６　 ０　 ０　 ８　 １５　 ７

７　 ０　 ０　 ３　 ０　 １１　 ５　 １６　 １９　 １　 ７

８　 ０　 ０　 ０　 ０　 ８　 ７　 １６　 １９　 ７　 ５

９　 ０　 ０　 １　 ０　 ８　 １２　 １５　 １３　 ６　 ５

１０　 １　 ０　 ３　 １　 ２２　 ６　 ５　 ２２　 ０　 ２

１１　 ５　 ０　 １　 ４　 １５　 １８　 ５　 ７　 ２　 １

１２　 ２　 ０　 ７　 ３　 １６　 １０　 ４　 ９　 ２　 ９

因此，花山岩画保存处的高湿度、低风速成为水汽在岩画表面凝结的有利条件。水汽的凝

结与蒸发使岩画产生鳞片状剥离病害。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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