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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梵净山地区新元代地层发育良好ꎬ地质构造复杂ꎬ形成了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ꎬ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质意义和旅游价值ꎮ 本文以 １ ∶５万梵净山等四幅区调为基础ꎬ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

查等方法对研究区地质遗迹资源进行了系统分类ꎬ划分了 １０ 个大类、１５ 个亚类ꎬ其主要地质遗

迹资源有沉积地质遗迹资源等六大类ꎮ 同时ꎬ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对区内地质遗迹资源进行了评

价ꎬ发现研究区主要以国家级和省级地质遗迹资源为主ꎬ还有少数世界级地质遗迹资源ꎬ总体质

量较好ꎮ 本文对研究区六大类主要地质遗迹资源的科学内涵进行了介绍ꎬ并从地质遗迹资源保

护、研究和开发三个方面提出了合理的建议ꎮ
[关键词]地质遗迹ꎻ开发保护ꎻ建议ꎻ梵净山ꎻ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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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境内ꎬ是武

陵山脉主峰ꎬ现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世界自然

遗产”(见图 １)ꎮ 梵净山山体庞大ꎬ地势高耸ꎬ层
峦叠嶂ꎬ原始生态保存完好ꎬ在漫长的地质时期

中ꎬ经历了多期次构造运动ꎬ沉积了贵州最老地层

“梵净山群”ꎬ孕育了珍惜的野生动植物ꎬ也形成

了种类多样的地质遗迹资源ꎬ正是这些丰富的地

质遗迹资源将梵净山建造成了天然地质科学博

物馆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梵净山地区位于扬子陆块与南华活动带的过

渡区ꎬ大地构造位置跨越上扬子地块和江南地块

(程裕淇ꎬ１９９４)ꎮ 在漫长的地史时期中ꎬ研究区经

历了武陵运动等多期构造运动ꎮ

１ １　 地层

研究区出露地层为新元古界梵净山群、板溪

群、南华系、震旦系及寒武系(贵州省地质调查院ꎬ
２０１７)ꎮ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内岩性主要为新元古

代浅变质岩ꎬ而梵净山周缘地层岩性为震旦纪、寒
武纪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组合ꎮ

１ ２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的主要分布在梵净山腹地ꎮ 新

元古代梵净山期有大量火山喷发岩—大陆溢流

拉斑玄武岩成层状分布于该时期的沉积岩层中ꎮ
按岩石的同源和共生关系将区内的岩浆岩分为

镁铁质—超镁铁质岩、变成(交代)花岗岩 ２ 个

组合ꎮ

１ ３　 变质岩

梵净山地区新元古代地层岩石均已变质ꎬ其
主体属低级绿片岩相ꎬ变质作用主要发生在新元

古代ꎮ 区域变质岩为测区变质岩的主体ꎬ其发育

较好、分布范围较大ꎮ

０８



１ ４　 构造

研究区存在多期次构造运动ꎬ有洋陆转换阶

段的造山运动ꎬ也有陆内活动阶段的造山运动ꎮ
加里东运动褶皱造山之后ꎬ区内大部分地区长时

间处于隆起状态ꎬ缺失相应的沉积记录ꎮ 燕山运

动奠定了该地区现今主要地质构造面貌和地貌发

育的基础ꎮ 区内构造复杂ꎬ发育有不同组合类型

的构造形迹ꎬ有褶皱、断裂和过渡性剪切带ꎬ构造

线方向主要为北北东向、北东向ꎮ

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图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保护区范围ꎻｂ—梵净山ꎻｃ—自然保护区ꎻｄ—风景名胜区ꎻｅ—温泉ꎻｆ—县(市)地名ꎻｇ—乡镇地名ꎻｈ—高速公路ꎻｉ—公路ꎻｊ—水系

２　 主要地质遗迹资源类型及分布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

时期中ꎬ由于内外动力的地质作用而形成 (赵

汀ꎬ２００９)、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

的地质自然遗产(李丙霞ꎬ２０１５)ꎮ 地质遗迹作

为一类特殊的地质资源ꎬ其拥有以下基本特征:
①地质属性ꎻ②类型的多样性和地域性ꎻ③不可

再生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替代性ꎻ④科学性和

观赏性ꎮ

２ １　 地质遗迹类型

本文在研究区进行系统地质遗迹调查的基础

上ꎬ进行综合统计和分析ꎬ并结合相关标准、规定

及前人研究成果ꎬ将研究区地质遗迹划分为地质

地貌遗迹、沉积地质遗迹、构造地质遗迹等 １０ 个

大类、１５ 个亚类ꎬ具体分类见表 １ꎮ

２ ２　 地质遗迹分布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类型多样(见图 ２)ꎬ各
种地质遗迹有序的散落在梵净山内ꎬ在区内特有

的层状浅变质碎屑岩侵蚀地貌的有机串联之下ꎬ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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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分类及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大类 类及亚类

地质地貌遗迹
喀斯特地貌
侵蚀地貌

沉积地质遗迹 沉积地层剖面

构造地质遗迹
构层界面　 不整合面

河谷阶地
构造样式

地球生命遗迹
实体化石　 动物化石及产地

孑遗植物

冰川遗迹 古冰川遗迹

火成地质遗迹
火山岩
侵入岩

变质地质遗迹 区域变质

水文地质遗迹 河流、湖泊及瀑布

矿床地质遗迹 深层热液矿床

灾害地质遗迹 崩塌、滑坡、泥石流

成了一个天然地质科学博物馆ꎮ 本次调查共发现

各类地质遗迹点 ４５ 处ꎬ大部份分布于梵净山保护

区境内ꎬ仅少部分分布于凯德、德旺、桃映等地ꎮ

(１)地质地貌遗迹

研究区内地质地貌遗迹类型为层状浅变质岩

侵蚀地貌和喀斯特地貌ꎮ 层状浅变质岩侵蚀地貌

主要分布于梵净山保护内ꎬ以新老金顶、蘑菇石

(图 ３ｂ)等地质地貌遗迹景观为代表ꎮ 喀斯特地

貌遗迹主要分布于梵净山周缘地区ꎬ包括德旺、凯
德、闵孝、民和一带ꎬ以民和黄牯山喀斯特地貌景

观为代表ꎮ
(２)沉积地质遗迹

区内主要的沉积地质遗迹为记录整个新元古

界梵净山群沉积历史的梵净山群剖面ꎮ 典型剖面

分布于梵净山核心区内的淘金河、余家沟等沟谷

中ꎬ从底部的淘金河组到顶部的独岩塘组均有剖

面控制ꎮ
(３)构造地质遗迹

构造地质遗迹有构造界面与构造样式两类ꎮ
前者包括不整合面和河谷阶地ꎮ 区内不整合面主

要指新元古界芙蓉坝组与下伏梵净山群之间的角

度不整合界面(图 ３ｃ)ꎬ分布在下平所—护国寺—
金盏坪—红子溪—金厂为环线的带状区域ꎬ在梵

净山金顶附近亦有出露ꎮ

图 ２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ａ—地层界线ꎻｂ—断层ꎻｃ—地名ꎻｄ—紫袍玉带石ꎻｅ—冰川遗迹ꎻｆ—火成岩遗迹ꎻｇ—瀑布ꎻｈ—古喀斯特遗迹ꎻｉ—角度不整合遗迹ꎻｊ—变质

岩遗迹ꎻｋ—典型剖面ꎻｌ—侵蚀地貌遗迹ꎻｍ—自然风景ꎻｎ—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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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梵净山西北麓印江县下平所至芙蓉坝一带

甲路组(Ｐｔ３ ｊ)出露地区发育有“古喀斯特”不整合

遗迹(图 ３ａ)ꎬ斑鸠井附近出露最完整ꎮ 该喀斯特

不整合属平行不整合ꎬ界面下部地层为甲路组底

部的大理岩或大理岩化灰岩ꎬ厚度 ０ ｍ ２２ ｍꎬ上
部为甲路组钙质粉砂岩、钙质板岩ꎮ 该不整合面

的发现及其上下岩性的差异反映了甲路组在沉积

时期曾暴露地表ꎬ并受到了剥蚀和侵蚀作用ꎮ 这

对研究甲路组沉积环境和 Ｒｏｄｉｎｉａ 超大陆在新元

古代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张慧ꎬ２００５)ꎮ
河谷阶地以坝梅寺附近具冰水堆积特征的阶

地为代表ꎮ
构造样式是指广布于梵净山地区的阿尔卑斯

型褶皱ꎮ
(４)地球生命遗迹

研究区地球生命遗迹主要有动物化石及产地

和孑遗植物两种ꎮ 前者主要有产于梵净山北东部

江口瓮会村一带“震旦纪的”瓮会生物群ꎮ 后者

的杰出代表为分布于护国寺、芙蓉坝一带的植物

活化石、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野生珙桐ꎮ
(５)冰川遗迹

区内冰川遗迹主要有分布于梵净山北麓宝庆

堂、芙蓉坝一带的古冰川遗迹ꎮ
(６)火成岩地质遗迹

火成岩地质遗迹是梵净山的重要地质遗迹ꎬ
包括火山岩和侵入岩ꎮ 火山岩以黑湾河、盘溪沟

的枕状玄武岩(图 ３ｄ)地质遗迹为代表ꎬ侵入岩为

分布于梵净山核心部位烂茶坪等地的白云母花岗

岩和分布于黑湾河的辉长 －辉绿岩、二辉橄榄

岩等ꎮ
(７)变质岩地质遗迹

梵净山变质岩地质遗迹主要为区域变质地质

遗迹ꎬ在梵净山区内广泛分布ꎬ以大理岩化灰岩、变
质硅质岩、变质基—超基性岩、变玄武岩等为代表ꎮ

图 ３　 研究区典型地质遗迹资源

Ｆｉｇ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下平所喀斯特不整合面ꎻｂ—梵净山层状浅变质碎屑岩侵蚀地貌ꎻｃ—新元古界板溪群与梵净山群之间角度不整合(贵州省地质调查

院ꎬ２０１７)ꎻｄ—黑湾河枕状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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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水文地质遗迹

区内水文地质遗迹有河流和瀑布ꎮ 其中ꎬ河
流广泛分布ꎬ以太平河、黑湾河等为代表ꎻ典型的

瀑布有黑湾河的观音瀑和凯德场闵孝河上的白水

洞瀑布ꎮ
(９)矿产地质遗迹

研究区矿产地质遗迹主要是指产于南华系大

塘坡组地层的锰矿ꎮ 以松桃大塘坡锰矿为典型代

表ꎮ 在江口县茶叶山一带也有出露ꎮ
(１０)灾害地质遗迹

灾害地质遗迹广泛分布于梵净山沟谷中ꎬ有
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不同类型ꎮ

我们发现研究区最显著的地质遗迹学特征是

在浅变质层状碎屑岩侵蚀地貌基础上ꎬ发育有新

元古界梵净山群剖面和枕状玄武岩等为典型代表

的地质遗迹ꎬ其独特性在华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

显著地典型性ꎮ

２ ３　 主要地质遗迹资源评价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中ꎬ因部分地质遗

迹点不具备评价条件或缺少全方位的得分价值ꎬ
故选择具综合评价价值的主要地质遗迹点(群)
作为评价对象进行评价ꎮ 本文采用定性评价与

定量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 (张国庆ꎬ
２００９)对研究区主要地质遗迹资源进行评价发

现ꎬ区内世界级地质遗迹资源 ２ 处ꎬ分别是黑湾

河枕状玄武岩和江口瓮会生物群ꎻ国家级地质遗

迹资源 １０ 处ꎬ省级地质遗迹资源 ８ 处ꎮ 从评价

结果(见表 ２)可知ꎬ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丰

富、类型多样ꎬ总体质量好ꎬ很多地质遗迹资源为

国家级地质遗迹资源ꎬ个别甚至达到世界级地质

遗迹资源ꎮ
表 ２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评价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ａｎｊｉ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序号 地质遗迹类型 地质遗迹名称 级别

１ 沉积地质遗迹 地层剖面 梵净山地区梵净山群剖面 国家级

２ 火成地质遗迹 火山岩 江口黑湾河枕状玄武岩 世界级

３ 江口盘溪沟枕状玄武岩 省级

４ 江口黑湾河超基性岩—二辉橄榄岩 国家级

５ 鱼坳辉长—辉绿岩 国家级

６ 侵入岩 梵净山肖家河白云母花岗岩 省级

７ 构造地质遗迹 界面 芙蓉坝等地板溪群与梵净山群之间不整合 国家级

８ 下平所至芙蓉坝一带喀斯特不整合面 国家级

９ 红子溪南华系—板溪群之间不整合 省级

１０ 构造样式 梵净山区阿尔卑斯型褶皱 国家级

１１ 变质地质遗迹 区域变质 斑鸠井一带滑石片岩 省级

１２ 矿床地质遗迹 含烃汽液喷溢沉积型 松桃大塘坡锰矿床 国家级

１３ 地球生命遗迹 实体化石 江口瓮会生物群 世界级

１４ 孑遗植物 梵净山珙桐林 国家级

１５ 地质地貌遗迹 侵蚀地貌 梵净山层状浅变质碎屑岩侵蚀地貌 国家级

１６ 冰蚀地貌 九龙池 省级

１７ 喀斯特地貌 黄牯山 省级

１８ 灾害地质遗迹 古崩塌 盘溪沟古崩塌 省级

１９ 水文地质遗迹 河流、瀑布 太平河、黑湾河 省级

２０ 冰川地质遗迹 古冰川遗迹 保庆堂至木黄一带第四纪冰川遗迹 国家级

３　 主要地质遗迹科学内涵

地质遗迹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资

源ꎬ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经济效益ꎬ在某些地质

遗迹ꎬ如重要的角度不整合、有代表性的典型岩石

组合、地层剖面、岩相建造剖面、地质构造剖面及

构造形迹等是地球组成物质、地球演化、地质作用

及其产物的反映和忠实记录ꎬ为我们研究地球物

质组成ꎬ重塑地球演化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

依据ꎮ 区内主要地质遗迹有沉积地质遗迹、火成

地质遗迹、构造地质遗迹、矿床地质遗迹、地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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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遗迹和地质地貌遗迹六大类ꎮ

３ １　 沉积地质遗迹科学内涵

研究区沉积地质遗迹主要是指典型地层剖

面ꎬ有代表性的典型地层剖面则是进行区域性地

层划分和对比的依据ꎮ 区内主要的沉积地质遗迹

为梵净山群地层剖面ꎬ其记录了贵州 ８７０ Ｍａ
８２０ Ｍａ 地壳发展历史信息ꎬ是贵州出露最老地

层ꎬ也是中国南方中元古代晚期最有代表性的地

层剖面之一ꎮ 新元古界前南华系地层是贵州省乃

至华南地区研究的重要层位ꎬ可称其是“江南造山

带西南缘盆地演化”之“史记”ꎮ 所以ꎬ梵净山地

区成了近年来地学界争相研究的主要区域ꎮ

３ ２　 火成地质遗迹科学内涵

火成地质遗迹对揭示岩浆活动时代及期次ꎬ
判别原始构造环境有重要作用ꎮ 梵净山地区火成

地质遗迹包括火山岩和侵入岩两类ꎬ前者有江口

黑湾河地区的枕状玄武岩ꎬ侵入岩则为梵净山肖

家河组白云母花岗岩和辉长—辉绿岩和二辉橄榄

岩ꎮ 通过对梵净山地区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系统

的采样测试ꎬ得出了一系列可靠的年龄值ꎬ其中ꎬ
赋存于梵净山群中的基性火山岩(玄武岩)锆石

年龄为 ８５０ Ｍａꎻ上覆铜厂组变质凝灰岩 ＭＣ－ＩＣＰ－
ＭＳ 年龄为 ８３０ Ｍａꎻ其下伏余家沟组凝灰岩锆石

年龄为 ８５７ ３ Ｍａ±１０ Ｍａꎮ 综上ꎬ梵净山区新元古

代岩浆活动的时间可能为 ８７０ Ｍａ ８２５ Ｍａꎬ属新

元古代中期产物(谯文浪ꎬ２０１５)ꎮ 这对揭示梵净

山地区岩浆活动时代具有开创性的意义ꎮ
通过玄武岩、安山岩、流纹岩原始构造环境判

别得出ꎬ研究区原始构造环境为火山弧环境ꎬ结合

区内该时期沉积物及盆地性质ꎬ可判别梵净山地

区梵净山群回香坪组中火山岩形成环境为弧后盆

地的伸展中心部位ꎮ

３ ３　 构造地质遗迹科学内涵

梵净山地区在前南华纪梵净山期末期(８２０
Ｍａ)扬子、华夏古陆块碰撞ꎬ发生武陵运动ꎬ形成

广阔的陆间造山带(即江南造山带)ꎬ形成了一系

列典型的构造地质遗迹ꎮ 研究区构造地质遗迹包

括构层界面和构造样式两类ꎬ前者有板溪群与梵

净山群之间的不整合(图 ４)ꎬ表现为梵净山核心

区域板溪群芙蓉坝组角度不整合于梵净山群不同

岩石地层单元之上ꎬ该角度不整合界面为测区最

重要的构造界面之一ꎬ它是武陵运动的最直接佐

证(王砚耕ꎬ２００１)ꎮ

图 ４　 下平所芙蓉坝组角度不整合于

余家沟组之上素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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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变质砾岩ꎻ２—粉砂质板岩ꎻ３—产状

后者有梵净山区阿尔卑斯型褶皱ꎬ其以紧闭

线型褶皱为基本特征ꎬ为武陵构造旋回期的产物ꎬ
褶皱的走向与江南造山带延伸方向一致ꎬ并随带

的方向变化ꎬ是活动地槽区典型的褶皱样式ꎮ

３ ４　 矿床地质遗迹科学内涵

研究区主要的矿产有锰矿、磷矿、镍钼钒矿、
钨锡矿等ꎬ矿产种类较为丰富ꎬ就典型矿产地质遗

迹而言ꎬ区内的锰矿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ꎬ被
称为“大塘坡式”锰矿ꎮ 该类型矿床是我国最重

要的锰矿床类型ꎬ主要分布于周边松桃县境内ꎮ
目前ꎬ在黔东地区已发现 ４ 个该类型世界级超大

型锰矿ꎬ使该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锰矿富集区ꎮ
由于对该类型矿床的成因机制、控矿因素等研究

还有分歧ꎬ因此ꎬ研究区也成为研究“大塘坡式”
锰矿的重点地区ꎮ

３ ５　 地球生命遗迹科学内涵

研究区地球生命遗迹包括实体化石和孑遗植

物两类ꎬ前者有江口“瓮会生物群”ꎬ因其化石生

物群的产出层位ꎬ组合面貌及保存状态与峡区震

旦系陡山沱组上部的庙河生物群相近ꎬ又名“庙河

型生物群”ꎮ 其是迄今为止全球最早的螺旋辐射

对称动物实体化石标本的发现地ꎬ标志着我国在

早期后生动物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ꎮ 这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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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既丰富了庙河生物群的内容ꎬ也为我国震旦纪

早期生物群与澳大利亚典型伊迪卡拉生物群的对

比提供了重要证据ꎮ
后者有梵净山野生珙桐ꎬ是世界著名的观赏

树ꎬ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ꎬ作为在一种 １０００ 万

年前新近纪遗留下来的孑遗植物ꎬ其在第四纪冰

川时期ꎬ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大量灭亡ꎬ仅在中国

西南部分地区有所幸存ꎬ是植物界的“活化石”ꎬ
其多生长在海拔较高的梵净山核心地区的山

谷中ꎮ

３ ６　 地质地貌遗迹科学内涵

地质地貌遗迹有梵净山层状浅变质碎屑岩侵

蚀地貌ꎮ 区域内大面积中新元古代浅变质陆源

(火山)碎屑岩在流水的侵蚀作用下形成的庞大

深邃山体、巍峨雄奇峰峦、高耸入云主峰等地貌景

观ꎬ产生了蘑菇石、万卷书、金刀峡等特殊景观ꎮ
该类地貌遗迹具备了很高的科学价值:其一ꎬ梵净

山地区甲路组地层自沉积以来ꎬ历经了多次构造

运动ꎬ其在数亿年的运动后呈现出层状ꎬ其本身的

偶然性就较为罕见ꎻ其二ꎬ其在地球外动力的作用

下ꎬ经由裂隙破坏、侵蚀、剥蚀、崩塌等综合作用ꎬ
形成了一系列极具美学价值和景观研究价值的地

质地貌遗迹ꎻ第三ꎬ作为贵州三大地貌类型之一ꎬ
其仅分布于黔东地区ꎬ而对其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因素尚处于起步阶段ꎬ梵净山是该类地质遗迹研

究的最理想地区ꎮ

４　 开发保护建议

４ １　 开发保护现状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十分丰富ꎬ但由于各种

原因ꎬ这些珍贵的地质遗迹资源没有引起足够重

视ꎬ部分地质遗迹甚至受到了一定的破坏ꎬ而地质

遗迹作为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资源ꎬ一旦遭到破

坏就不能恢复ꎮ 研究区地质遗迹现状大致分为两

类ꎬ一类是像典型地层剖面、构造形迹等具有科研

价值的地质遗迹ꎬ因其观赏价值和美学价值较低

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ꎬ也没能发挥出应有的

科学研究价值ꎬ甚是可惜ꎮ 另一类是地貌遗迹和

水文地质遗迹等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观赏性ꎬ
也得到了大力开发利用ꎬ形成了旅游景点ꎬ但由于

认识不足ꎬ在开发中缺乏保护ꎬ导致其遭受不同程

度破坏ꎮ 总的来说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现状

就是开发不够ꎬ保护欠佳ꎮ

４ ２　 开发保护建议

针对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开发保护现

状ꎬ合理的开发保护这些地质遗迹资源ꎬ充分发挥

其科研价值ꎬ需要正确认识地质遗迹保护、研究和

开发之间的关系———保护是基础ꎬ研究是关键ꎬ开
发是目的ꎮ 在此过程中ꎬ要避免两种不良倾向ꎻ一
是借保护为名ꎬ防碍和禁止对地质遗迹的研究和

开发ꎻ二是借研究和开发之名对地质遗迹进行

破坏ꎮ
在保护方面ꎬ第一要完善管理体制ꎮ 充分依

靠地方政府和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ꎬ
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ꎬ厘清自然资源、林业、旅
游、环保等部门的管理职责ꎬ采取切实措施ꎬ加强

对地质遗迹的管理ꎬ为地质遗迹的开发保护提供

政策和经济支持ꎮ 第二要加强地质遗迹的宣传

和科学普及工作ꎮ 通过宣传和普及ꎬ提升人们的

认识ꎬ了解地质遗迹的重要性、科学意义和经济

意义ꎬ从而提高人们保护、研究和开发地质遗迹

的自觉性ꎮ
在研究方面ꎬ一是加强地质遗迹调查工作ꎬ进

一步摸清家底ꎬ为地质遗迹开发和保护提供支撑ꎮ
二是推进地质科学考察线路和地质科学研究基地

建设ꎬ这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便利ꎬ还能提升梵净

山的科学价值ꎮ 三是加强与各类科研院校和单位

的合作ꎬ依托科研单位的研究优势ꎬ对区内地质遗

迹资源开展科学研究ꎬ为园区地质遗迹的合理开

发和保护寻找最优解ꎮ
在开发方面ꎬ首先ꎬ加大地质遗迹和旅游资源

整合力度ꎬ开展统一规划ꎮ 地质遗迹作为一类特

殊的旅游资源ꎬ其科学研究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并非十分契合ꎬ存在不足ꎬ有效的将其与不同旅游

资源相结合ꎬ充分发挥其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ꎬ进
行统一规划ꎮ 其次ꎬ加大世界地质公园的申请力

度ꎬ加快推进各级地质公园建设ꎮ 在摸清地质遗

迹类型等“家底”的基础上ꎬ按照其性质、特点、规
模等条件划分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保护区和开

发区ꎮ 此外ꎬ还能提升其知名度ꎬ吸引更多游客ꎮ
第三ꎬ积极探索引入市场经济来经营地质公园的

新模式ꎮ 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灵活的特点ꎬ营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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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投资环境ꎬ以股份制合作的方式吸引投资ꎬ从
而解决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建设所需资金问题ꎬ
探索地质公园经营的新模式ꎮ

５　 结论

梵净山地区地质遗迹资源丰富ꎬ类型多样ꎬ总
体质量好ꎬ是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旅游的优

良场所ꎬ具有重要的地学价值和旅游价值ꎮ 区内

有沉积地质遗迹、地球生命遗迹和地质地貌遗迹

等 １０ 个大类、１５ 个亚类ꎬ其主要地质遗迹有沉积

地质遗迹等六大类ꎮ 本次运用综合评价法对区内

地质遗迹资源进行评价和分级ꎬ发现研究区主要

以国家级和省级地质遗迹资源为主ꎬ还有少数世

界级地质遗迹资源ꎬ总体质量较好ꎮ 此外ꎬ介绍了

区内六大类主要地质遗迹资源的科学内涵ꎮ 正确

认识研究区地质遗迹资源现状ꎬ分别从保护、研究

和开发三个方面提出了合理建议ꎮ 这将为梵净山

开展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地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和申请世界地质公园提供了基础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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