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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镇守县．搁穴
地质调熏搬藩》的审坪蔼观

笔者根据镇宁县旅游资源考察组成员们以

忘我劳动摩，．在现场和室内搜集的大量地?ri、

地理和洞穴资料，．编写|出这份报告。全文有

四、五万字，章节齐全、文理通顺，所附；要表

均能说明问题。对旅游地质、旅游地理、碉穴

研究和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是有一定

价值的。

在此次考察中发现上硐区是一个洞穴群，

对镇宁旅游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对硐穴形态

描述景观布局，均能引人入胜。硐穴按干湿情

况分类是可取的。对洞穴中丰美多姿的堆积分

为六大类：钙板、云盆、石笋、钟乳、石幔和

石花等，并举例叙述各类的形态特征，对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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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岩溶堆积者是有一定影响的。硐穴发展过

程的分析和论述以及其建造时代和堆积年代，

依据充足，立论正确．建议刊发，可做为镇宁

县旅游资源开发的依据和硐穴学研究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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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源立“传"

一一序

为人立传，古已有之。一经成传， “传主”便名留后

世，迹载青史。奉为楷模者有之，引为鉴戒者有之J而后人

追溯有根，考证有据，获益匪浅。足见传于人之切要。

传于物亦然乎?观乎近年资源调查蔚然成风，硕果累

累J “家底"初清，应用方便。心中既有数，便避免了许多

盲目性。其结果，不仅资源口出名”，地方增光，更重要的

是大有利于合理开发，并为儿孙后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

富秒。显然，若能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进一步对各种资源

因业立“传"，逐步建立起门类齐备的资源档案，将能在现有

基础上前进一大步，从而促进经济的振兴。尤其是某些边缘

课题，尽管各有关专业课题已提供了不少必要的数据与资

料，但从与之相对应的行业的开发需要出生，仍然存在一个

因业制宜的综合与“补白”问题。旅游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

近两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贯

彻，旅游这一项大有可为的事业正在蓬勃兴起。镇宁

自治县风景资源十分丰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群即狂本县境

内及附近，还有众多的溶洞、人工湖和生物景源，以及富有

特色的民族风情和文物古迹，发展旅游业的条件很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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