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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　段跃庆

在人类社会中，知识，往往是承载梦想的摇篮，是从自然和人

文形态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塑造自我，进而回归幸福与宁静的

完美体验。如果这个立论得以确立，那么，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

导游员便是人们追逐梦想的引领人。

事实上，我们总能从大自然和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上不经意地

被莫名的情结所感动、所震撼，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精神乃至灵魂

维系的一个部分，与其说她源于我们的内心，倒不如说源于我们的

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导游员是打开这扇心灵之窗的揭帘人。

感谢云南的高天厚土，她赐予我们温润的雨露阳光和锦绣连绵

的磅礴画卷；感谢云南的风土人情，她赐予我们人文的斑斓和内心

的纯美；感谢云南的博大和包容，她是一本书，让每一位阅读者在

字里行间追逐梦想，不知归途，一如虔诚的僧侣，导游员便是这本

书最忠实的传播人。

作为全国的旅游大省，云南省正朝着旅游强省的目标坚实迈

进。随着云南旅游 “二次创业”的不断深入，尤其是 《旅游法》的

出台，云南旅游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面

临着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导游人员队伍建设过程中素质提升

的巨大挑战。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导游员队伍质量，适应时代进步和

旅游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继 ２０１１年云南导游考试教材修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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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认真组织修编了这套供导游人员参

加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专用的系列教材。在遵循国家旅游局对全

国导游考试改革精神的基础上，教材充分考虑到云南省目前导游人

员培训与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现状以及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

情况，并在注重知识的全面性、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前提下，适时规

划、更新了有关内容。

新修订出版的教材共有六种：即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 《云南

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旅游法规》《现场导游》（中文版和

英文版）。这套教材的出版，以期为旅游爱好者提供旅游知识，增

添旅游情趣，也希望能为导游人员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工作能力

和服务质量提供帮助。

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每一位导游员都能成为游客一本阅之

不倦的书。

值此教材出版之际，为之作序。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

２　现场导游



目　　录

石　林 （１）
!!!!!!!!!!!!!!!!!!!!!!!!!!

云南民族村 （１３）
!!!!!!!!!!!!!!!!!!!!!!!!

西山龙门 （４２）
!!!!!!!!!!!!!!!!!!!!!!!!!

抚仙湖 （５２）
!!!!!!!!!!!!!!!!!!!!!!!!!!

世界恐龙谷 （６１）
!!!!!!!!!!!!!!!!!!!!!!!!

大理古城 （７４）
!!!!!!!!!!!!!!!!!!!!!!!!!

崇圣寺三塔 （８７）
!!!!!!!!!!!!!!!!!!!!!!!!

宾川鸡足山 （１０１）
!!!!!!!!!!!!!!!!!!!!!!!

丽江古城 （１１６）
!!!!!!!!!!!!!!!!!!!!!!!!

玉龙雪山 （１２６）
!!!!!!!!!!!!!!!!!!!!!!!!

噶丹·松赞林寺 （１３５）
!!!!!!!!!!!!!!!!!!!!!

普达措国家公园 （１４６）
!!!!!!!!!!!!!!!!!!!!!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１５７）
!!!!!!!!!!!!!!!!!!!

西双版纳傣族园 （１６７）
!!!!!!!!!!!!!!!!!!!!!

和　顺 （１７８）
!!!!!!!!!!!!!!!!!!!!!!!!!

罗平九龙瀑布 （１８９）
!!!!!!!!!!!!!!!!!!!!!!

元阳梯田 （１９７）
!!!!!!!!!!!!!!!!!!!!!!!!

建水文庙 （２０６）
!!!!!!!!!!!!!!!!!!!!!!!!

丘北普者黑 （２１６）
!!!!!!!!!!!!!!!!!!!!!!!

西部大峡谷温泉 （２２３）
!!!!!!!!!!!!!!!!!!!!!

云南概况 （２３５）
!!!!!!!!!!!!!!!!!!!!!!!!

主要参考书目 （２４７）
!!!!!!!!!!!!!!!!!!!!!!

后　记 （２４９）
!!!!!!!!!!!!!!!!!!!!!!!!!

１目　　录　



石　　林

各位朋友，誉为 “天下第一奇观”和 “阿诗玛故乡”的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石林，位于昆明市东南７８公里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面积１１００
平方公里，保护区３５０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处于亚热带高原地区的喀
斯特地质地貌奇观。石林景区包括 “二林、二湖、二洞、一瀑、一园”八个

片区，分别是大、小石林，乃古石林；长湖、月湖；奇风洞、芝云洞；大叠

水瀑布；圭山国家森林公园。石林景区以其雄、奇、险、秀、幽、峻、旷的

特点著称于世。

石林风景名胜区于１９３１年建园，经过长期的建设发展，现已成为 “中国

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５Ａ级
景区、国家地质公园。

今天我们要游览的石林景区位于整个风景名胜区的中心位置，由大石林、

小石林、步哨山、李子园箐和万年灵芝五个部分组成，是石林景区中最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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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组成部分。景区奇石耸立、群峰竞秀、造型丰富、出神入化、气势恢

弘、风情醉人，豪气与秀丽相融，奇趣与意韵共鸣，享有 “世界喀斯特精

华”、“天下第一奇观”、“造型地貌天然博物馆”三重美誉，是中外游客最为

向往的旅游胜地。我们主要游览的是大、小石林两个片区，面积１１９２平方
公里，行程约６公里，需要游览两个半小时。

●石林湖
各位请看镌刻在石柱上的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徽标。２００４年２

月１３日，石林被评选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７日，被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这是因为石林喀斯特地貌在科学上具有独特的国际对比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唯一性，以及科学和美学价值。石林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杰作，在我们观赏和体会其神韵和魅力的同时，别忘了对这一珍贵地质遗产

和世界奇观的保护。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著名的 “石林湖”。它是根据周

恩来总理建议而修建的。１９５５年４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到石林游览，
周总理看到这里的洼地里只有很少的水，再看看石林的景观，说 “有山要有

水，有水就不枯燥了！”听了总理建议，人们就把原溶蚀洼地进行了人工改

造，使原来一个很小的溶蚀水池变成了今天的 “石林湖”。各位请看，这平静

的湖水中石簇擎天，恰似天然的大盆景。在这丛丛石峰中有一石酷似传说中

的观音，各位请仔细找一找。对，就是她，好一尊 “出水观音”，正因有此观

音石，有人也把此湖称为 “观音湖”。

●狮子亭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池名为 “狮子池”。您看，池边的大狮子在照看着

池中几头嬉闹的小狮子。这整座山也是一头大狮子，守护着神奇的石林。

现在各位随我上山，先去纵览石林全景。狮子亭是我们今天游览行程中

最高的地方，海拔１７６８９米，是远眺石林全景最佳的位置之一。登上狮子
亭，朝南可指点石海惊涛，苍茫浩瀚的大石林奔来眼底；向东可俯视湖光山

色，碧波荡漾的石林湖如秋波明眸。有道是 “不登狮子亭，不算游石林；一

登狮子亭，全身醉石林”。 “这莽莽石林是怎么 ‘长’出来的呢？”问得好，

既然是 “石林”就应该有一个生长过程。石林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喀斯特

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一种以化学溶蚀作用为主，以流水的冲蚀、潜蚀和崩

塌等机械作用为辅的地质作用，以及由这些作用所产生的现象总称。喀斯特

是斯洛文尼亚西北部伊斯的利亚半岛石灰岩高原的地名，当地称为“Ｃａｒｓｏ”。
１９世纪末，南斯拉夫学者斯威奇 （ＪＣｖｉｊｉｃ）首先对该地区进行研究，并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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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Ｋａｒｓｔ）一词作为石灰岩地区一系列作用过程和现象的总称。在我
国研究这种地貌更早，而且将它称为 “岩溶”地貌。因此，１９６６年我国第二
次喀斯特学术会议决定将 “喀斯特”一词改为 “岩溶”。所以喀斯特在中国

又叫 “岩溶”。

●石林成因
我们眼前这些岩石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要追溯到２７亿年以前。那时

候石林所在的滇东一带都是沉在海中，现在我们就走在２７亿年前的海底世
界。当时气候温暖潮湿，使海洋中的生物快速生长且种类繁多，有珊瑚、孔

虫瓣鳃、腕足类动物等，这些生物死后其骨骼与泥沙沉积为巨厚的石灰岩。

由于地壳运动，这里被抬升，海退成陆，石灰岩开始了早期的岩溶作用。大

约２３亿年前，这里爆发了火山喷发，炽热的岩浆掩埋和烘烤着早期形成的
石芽、石柱。岩浆冷却后形成玄武岩，它们覆盖在石林之上。到了大约５０００
万年前的始新世时，随着玄武岩的风化剥蚀，石林地区又沦陷为大型的内陆

山间湖泊。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次水与火的覆盖，早期形成的石林和最初的

石灰岩都已不复存在。到了２３００万年前的渐新世末期，在南部的大叠水一带
出现了地貌裂点，湖水泄出，古湖消亡，曾被玄武岩和湖泊沉积物覆盖的石

林重见天日。形成于海水，考验于烈火，这就是眼前石林所经历的沧海桑田

的地质演变。

石林岩石的主要成分是石灰岩，很容易被含有二氧化碳的水溶解，地面

及地下水不断向下溶蚀和冲刷，天长日久，就加速了岩石的溶解，石缝、孔

隙加深加宽，把岩石分割成无数高大的石柱及溶蚀洼地，最终形成千峰林立、

高耸入云、彼此相间、形态多样的巨型石芽。总之，石林的形成是地质、气

候、水文共同作用的结果。

各位朋友，云南石林的发育与其他同类地貌地区相比具有多种形态并存、

高大石林 （最高者超过４０米）集中发育、保留高原和湖盆原始古地形的特
点。世界各地的剑状喀斯特地貌，论面积之广大，保存之完好，发育之典型，

年代之古老，造型之独特，类型之齐全，云南石林首屈一指。更有胜者，它

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以独一无二的雄姿、神韵、意境和无法抗拒的魅力，

当之无愧地赢得了 “天下第一奇观”的美称。

各位观赏了大石林概貌，知道了石林成因，了解了石林的价值，我想大

家早就按捺不住探奇的冲动了。参观石林，随时间的不同，角度的变化，光

线的强弱，会看到不同的景观。还要提醒大家，三分长相，七分想象，游览

石林您可一定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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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要识石林真面目，各位就请随我进林中一探究竟吧。

●青牛戏水—石屏风
各位请看，这是个小小的池塘，发现塘里有何 “物”？两头小水牛正在嬉

戏，脊背时隐时现，一派田园情趣。这是石林中的一景———青牛戏水。

前方一堵巍峨雄壮的岩石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中国古

典园林中欲扬先抑的造景手法。此石似天然屏风遮掩住石林奇景，好像不愿

让游人一眼就看到石林的奥妙。因此我们把该石称为石屏风。石屏风酷似一

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所以又叫 “大鹏展翅”。走过石屏风我们的游程将渐入佳

境，相信大家将得到一次比一次强烈的惊奇感受。

穿过桂花林，无数巨石擎天立地，请看最前面石峰刻有八个大字，“群峰

壁立，千嶂叠翠”。这是１９６２年６月，朱德委员长到石林游览时挥毫题写的。
短短八字，生动概括了石林的特色和壮美。

●石林胜境
各位在观赏石头时，别忘了欣赏题刻。过鳄鱼头，石林胜境到了。各位

请看前方，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就是在许多影视作品、书刊照片中

出现过的石林胜境。“石林”这两个鲜红的隶书大字，选自古代碑帖。民国时

期的１９３１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视察石林时所题的 “石林”二字，后由云

南通志馆馆长周钟岳代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铲除。而 “龙云题”三字

则是龙云的儿子龙绳文，于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２日来石林补书写后刻上去的。请大
家抓紧时间拍照留念。

现在我们来到石峰之下，各位请看：“天造奇观”、“南天砥柱”、“大气

磅礴”、“万笏朝天”、“顶天立地”、“天下弟一奇观”……请看这 “弟”是

“兄弟”的 “弟”，这是古汉语中 “第”字的通假字。这些摩崖石刻与四周奇

妙的自然奇观相辉映，点染江山，陶冶性情，给人奇美的感受和想象，既是

石林的写照，又启迪人们要有 “石柱擎天”的风格和气魄。

●千钧一发—且住为佳
各位请驻足，抬头看：在两峰之间夹有一摇摇欲坠的巨石。这里用 “千

钧一发”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轻手轻脚，屏住呼吸，

小心那巨石掉下来。

好了，过了千钧一发，各位可以放心了。其实这块巨石在这里 “定居”

已经有三百多万年了，经历了无数次地震的考验，是不会掉下来的。

４　现场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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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走来，石峰如剑，直刺青天。这里是剑状喀斯特地貌最典型的地方，

游人称为刀山火海。石柱由雨水长年冲刷溶蚀形成，表面呈现锋利的刃脊和

凹槽，形如宝剑，称为剑状石柱。下面的石峰是在震动倒塌之后，雨水冲刷

形成溶蚀的凹面，像一团团烈火。石柱表面还有细小溶窝，这是生物溶蚀作

用形成的。过一石洞，峰回路转，我们来到了一小憩之地———且住为佳。两

峰底部凹成室，如厅似屋，仿佛是专门为走累的游客准备的休息场所。这个

石屋其实是水与土共同作用形成的，地质学家称其成因为 “土下溶蚀”。我们

在此小憩，转过身再看刚才我们所过石洞上方四个大字：“无欲则刚”。这四

个字出自林则徐的堂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刻在

这里，借景寓意，给人以联想。

右边是攀登莲花峰的路，前面峰顶一块巨石状如莲花。请看这块珊瑚化

石，珊瑚是一种典型的海洋生物，这是生活在２７亿年前二叠纪时代的珊瑚
化石，充分说明了这里的石灰岩形成于海水之中。

●剑峰池—极狭通人
小憩之后我们到达大石林中海拔最低的地方———剑峰池。剑峰池是大石

林中最幽深的景观，是地下暗河的天然露头，也是石林最神秘之处。池水清

澈，天光云影，四周群峰秀色尽在池中。池水来自地下，旱季不涸，雨季略

涨。在石林深处能保留这样一处天然池水实属难得。池中一石峰酷似宝剑，

剑柄没入水中，剑身上书 “剑峰”二字，池名即由此而来。剑刃在一次地震

中落入水中。我们看到剑锋左右各有石门，一处像脚踢的痕迹，一处如拳击

打穿的洞，得名 “拳打脚踢”。游罢剑峰池，我们来到 “极狭通人”。各位请

看，两峰相挤处，仅有３０厘米宽的空隙。此景名取自陶渊明 《桃花源记》中

“初极狭，才通人”的典故。若从剑峰池继续往前游览，此处是必经之道。当

然，此景名也可引申为通过了这狭窄的通道，便可进入风光无限的 “石林桃

花源”。

●石林桃花源
进入 “石林桃花源”，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地观赏吧！

在这里仰天俯地，上可观天，下可察地。身临其境，您是否有 “仰观宇

宙之大，俯察秋毫之末”的感觉？

这 “古藤同心结”，祝您爱情甜蜜，家庭幸福。

“双鸟渡食”是上天精工雕塑的神品，让您不要忘怀 “羊有跪乳之义，鸟

有反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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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峰之顶酷似一头小象，遥望远方，似在等待、在企盼。这便是 “象踞

石台”。

“千年龟”，撒尼人说，见了它 “心想事成”，摸摸它 “长命百岁”。

“石钟”是乐神赠给石林的宝贝。您会惊奇地发现：这石钟能奏出您的

心声。

●望峰亭—坐井观天
各位朋友，如果说刚才我们是在天然雕塑博物馆中遨游的话，现在我们

登上了石林另一个览胜点，建在约３０米高石峰顶上的望峰亭。此时您是否找
到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此亭初建于１９３１年，重建于１９７１
年。

“阿诗玛在哪里呢？”您别急，阿诗玛就隐在这茫茫 “林”海中，我们现

在就一路寻去，途中还有许多奇景在等着我们。

曲径通幽，进入一石洞，四周尽是高耸的石壁。各位立于洞中可以感受

一下什么叫 “坐井观天”。

由 “坐井观天”往前，两边是直插云霄的石壁。一堵石壁似被拦腰斩了

一刀，留下一条窄窄的缝隙，由此仰观苍穹，天只有细细的一条线，故叫

“一线天”。

有朋友问，石林里面有人住过，生活过吗？答案是：有。清朝咸丰年间，

路南县暴发了由赵发领导，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彝民起义。当年赵发率领的

起义军就住在石林中。

●石监狱—莲花池
这里就是起义军扎营的地方，有石桌、石凳、石床、石香炉，还有一泓

清泉。

在这边石壁的底部，有一可容一人出入的小洞。相传此地为赵发关押战

俘的监狱，因此得名 “石监狱”。若钻入洞中便会觉得豁然开朗，天更高更

蓝。看到这个石洞您还会联想到什么？对了，电视剧 《西游记》中，孙大圣

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大家看，那好似凤凰的大石，蹲立石巅，它正回头梳理美丽的羽毛。这

就是我们在望峰亭远观过的 “凤凰梳翅”。

远处一巨石，从中分作两半，似用鞭子抽成，鞭痕隐约可见。传说这是

阿黑在寻找阿诗玛途中被顽石挡道，他奋力扬鞭，将巨石抽成两半，留下了

这 “神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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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外围石林景区，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苏武牧羊、漫步从

容、母子偕游、望夫石、喜相逢、骆驼骑象等景点。

现在我们来到莲花池旁，请各位稍事休息。这莲花池是因水中一石酷似

莲花而得名，是一人工修建的池塘，供游览大石林后休息之用。池中有千尾

锦鳞，有兴趣的游客可投食喂鱼，感受一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趣。

现在，我们继续上路，去寻找 “阿诗玛”。

●小石林—阿诗玛
小石林位于大石林东北部。如果说大石林以其雄伟壮观、诡秘神奇取胜，

那么小石林则以玲珑剔透、清新俊雅著称。如果把大石林比作阿黑哥，那小

石林可就是阿诗玛了。小石林的草坪如硕大的绿色地毯，四季常绿，种植着

早熟禾、黑麦草、子羊矛等。在高与矮的对比、灰与绿的搭配中，是自然与

人工最巧妙结合的园林典范。

各位请看，取经路上的唐僧也被石林美景吸引来了，正在那打坐念经呢，

人们称它为 “唐僧念经”。看此石，如一只调皮的猴儿，看那嘴脸，与真猴子

形似神更似，人们称它为 “悟空石”，原来唐僧的大徒弟正在此操练呢。沙和

尚走得慢还没赶到，而八戒嘛，大概还躲在外石林偷懒睡觉呢。

沿途我们可看到池畔恋人、越王剑、三石门等景点。绕过草坪，沿夹道

穿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微波粼粼的玉鸟池，“阿诗玛”在哪呢？正前方这

尊天公传神杰作，就是撒尼人心中的好女儿———阿诗玛。“阿诗玛”彝语意思

是 “金子般美丽的姑娘”。她凝视远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望阿黑哥的

到来。“阿诗玛”体现了撒尼人追求真、善、美的民族性格，象征着追求自

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撒尼人心目中的女神。

阿诗玛是撒尼人最尊敬的理想中的人物。这里的石峰因她而多情，她又

因石林而名扬天下。她的美，已化成奇观异景；她的情，已铸成永恒的爱情

艺术品。这尊石像现已成为我们云南旅游业的标志了。后人在这里刻下了毛

泽东主席的 《咏梅》绝唱，陪伴阿诗玛。出于对她的怀念和敬仰，和阿诗玛

合影已成为游客到石林的必选项目。

各位朋友，我们游览了巧夺天工的石林，不禁要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

叹服。目前石林正在创建世界一流的景区，把自己打造为国际旅游胜地。请

大家稍事休息，继续游览乃古石林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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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服务提示

◎撒尼人

撒尼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撒尼人自称 “尼”，意为快乐的人。彝族把黑

虎作为图腾，而石林撒尼人不仅把老虎作为图腾，而且还有蜘蛛图腾。石林

撒尼人的房屋有４种不同的形式：土掌房 （又称为土库房）、石板房、篱笆

房、茅草房。撒尼人的服饰绚丽多彩，妇女的花包头是引人注目的精美艺术

品。大三弦舞是青年男女社交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竹笛和树叶是撒尼人交

流感情的乐器。撒尼人舞蹈中最富特色的是大三弦舞，舞曲热烈，风格独特。

◎石林火把节

云南彝族都有过 “火把节”的传统。石林 “火把节”偏重于表演性和娱

乐性，既方便大家参与活动，又能顺便游览石林风景如画的景点。

◎密枝林与密枝节

石林地区的多数村寨，在村边不远的地方都有长着茂密树木被称为 “密

枝”的山林，这片山林是圣洁之地，村民从不打扰。从每年的农历冬月头一

个属鼠日开始，居住在石林地区的撒尼人，开始了为期七天的只准男性村民

参加的密枝节，成为中外众多节日中鲜为人知的男人节。一年一度的密枝节

期间，由毕摩 （祭司）带领村中的成年男子进入密枝林祭密枝神，充满了神

秘的色彩。密枝节是撒尼人最独特的隆重节日。

◎民俗风味

石林火把节因丰富多彩的斗牛、摔跤、赛马、大三弦舞以及民族民间文

艺展演，被誉为 “东方狂欢节”。撒尼人的刺绣作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艺术

手法多种多样，物品包括各种围腰、荷包、壁挂、挎包等。石林的彝家豆腐

宴久负盛名，卤腐色泽红黄，鲜美可口。风味小吃山羊汤锅、荞粑粑蘸蜂蜜、

鸡肉稀饭、砣砣肉、豌豆凉粉琳琅满目，滋味无穷。

景区知识问答

１石林风景区有哪些美誉？云南省旅游行业的标志是什么？
石林风景区被誉为 “天下第一奇观”，为全国旅游景区 （点）文明示范

单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２００１年３月公布为国家地质公园。２００４年２月
１３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专家评审会宣布为世界地质公园。２００７

８　现场导游



年５月８日评为５Ａ级旅游景区 （点）。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７日与贵州荔波、重庆武
隆联合组成 “中国南方喀斯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名录。云南省旅游行业的标志就是取自石林风景区内的景点———

“阿诗玛”而设计的。

２为什么石林被誉为 “天下第一奇观”？

石林是典型的热带型喀斯特地貌景区，其喀斯特分布面积之广阔、类型

之齐全、年代之古老、造型之奇特、保存之完好，世所罕见，加之彝族撒尼

人民族风情之浓郁，更是锦上添花，魅力无穷。

第一面积广———石林已开发的景区面积达３５０平方公里，外围新景区的
发现犹如众星拱月，将会增加石林的丰满度。

第二类型全———风景区以石林地貌为特色，喀斯特地表正形态 （石芽、

石林等）、负形态 （溶丘洼地、溶斗等）与地下形态 （溶洞、暗河等）组合

齐全，时空分布与演化彼此相连，构成地表和地下喀斯特组合类型齐全的统

一体，并辅以湖、泉、瀑、洞等各种景点。

第三年代老———石林主要分布在二叠纪沉积的浅海碳酸盐岩展布区，距

今约２７亿年前就开始喀斯特的发育，具有漫长的地质演变历史。
第四造型奇———石林喀斯特地貌造型奇特，呈现一峰一姿，一石一态，

步移景换，美趣天成的意境。

第五保存好———石林景区内各景区点，山、石、湖、瀑、洞均保持着自

然的风貌，未出现人工化和城市倾向。

３石林风景区主要包括哪些景观？
石林风景区面积３５０平方公里，主要景观有：二林，万状离奇的大、小

石林，神奇迷人的乃古石林；二洞，千姿百态的芝云洞和奇风洞；二湖，迷

人的长湖与秀丽的月湖；一瀑，壮观的大叠水瀑布；一园，古木参天的圭山

国家森林公园。

４大、小石林景区的主要游览路线？
石林湖—狮子亭—青牛戏水—石屏风—朱德题词—鳄鱼石—石林胜境—

千钧一发—刀山火海—且住为佳—莲花峰—剑峰池—拳打脚踢—极狭通人—

仰天俯地—千年古藤—双鸟渡食—犀牛望月—象踞石台—千年龟—石钟—望

峰亭—心脏石—跳月坪—唐僧石—阿诗玛。

５石林喀斯特景观主要有哪些类型？
石林喀斯特就个体景观而言，有剑状、塔状、蕈状及不规则状；就组合

景观而言有石芽原野、溶丘洼地、峰丛洼地、溶蚀湖、岩溶泉、天生桥、溶

蚀盆地、岩溶平面；地下喀斯特主要有溶洞、洞穴沉积物和地下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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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什么叫喀斯特地貌？
石林属于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喀斯特是德语 “ｋａｒｓｔ”一词的译

音。喀斯特原是斯洛文尼亚西北部石灰岩高原地区的名称，１９世纪末，南斯
拉夫学者Ｊ斯威奇 （ＪＣｖｉｊｉｃ）对那里奇形怪状的石灰岩地进行了研究，并在
其代表作 《喀斯特现象》中将该地貌命名为喀斯特，此后喀斯特一词成为地

学专门术语，指碳酸盐岩中各种溶蚀作用和溶蚀现象。

７简述石林是怎样形成的？
２７亿年前，石林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大海中沉积着数百米厚的石灰

岩，由于地壳抬升运动，露出海面，成为陆地，岩石形成各种裂隙，受到含

二氧化碳雨水和地表水的溶蚀，原始的石灰岩地面形成石芽、石柱。２３亿年
前，石林地区火山爆发，喷出的玄武岩覆盖石林，冷却收缩过程产生各种裂

隙，石芽、石柱在发育，玄武岩在风化剥蚀。５０００万年前，石林地区抬升形
成内陆湖。此后地壳抬升，湖泊消失，岩层经过各种外力因素，特别是持续

漫长的岩溶作用，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石林。

８什么是 “土下溶蚀”？

石林的发育主要是在地下进行的，地下水沿着岩石中的裂隙溶蚀，使裂

隙加深加宽，分割出石芽。再经地壳抬升，使石芽冒出地表，石牙不断增高，

最后形成石林。石芽和石柱的表面常有一些水平沟槽，便是地下水流动和溶

蚀的痕迹。由于土下溶蚀形成的弱酸强于空气中，地下溶蚀速度快故形成的

石头又光又凹。

９解释 “剑状石柱”？

石柱经雨水长期的垂直方向溶蚀，表面呈现锋利的刃脊和凹槽 （溶痕），

形如宝剑，直刺天穹，称为剑状石柱。石柱中下部有近水平方向的溶蚀凹面，

是石柱还埋在土下时，地下水流动的痕迹，石柱表面还有细小溶窝，主要是

生物溶蚀所致。

１０什么是 “层理面”？

高大的石柱总是可以见到一些近水平的横线，将石柱分成节状。从远处看，

这些横线可以相互连接，大体在一个水平面上，这就是岩石的层理面。层理面是

石灰岩在水中沉积时形成的，石灰岩在受到抬升和发育石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

条件是层理面始终要保持近水平状态，否则石柱就会沿层理面滑落倒塌。

１１大石林与乃古石林的颜色为什么不同？
石林的颜色主要取决于岩石性质和地表各种风化作用的影响。大石林景

区的石林由质地均匀的石灰岩组成，整体呈浅灰色；而乃古石林主要由白云

质灰岩组成，整体呈深灰色， “乃古”在彝语中为 “黑色”之意。石峰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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