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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截至 2022 年 1 月,日本共有 9 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其“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对于当

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笔者等梳理了日本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历程、基本情况、管理体

系;从经费来源、基础设施建设、地质遗迹保护角度概述了日本世界地质公园建设情况;以科普、旅游和社区发展的

视角,探索了日本世界地质公园可持续发展活动的开展。 了解日本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模式对我国世界地质公园

增强社区参与、推动地质公园产品开发、加强地质公园科研工作和科普活动的开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世界地质公园;日本;管理;建设;发展;借鉴

　 　 199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促使各地具有特殊地质现象的景点形成全球性网

络”计划,即从地区推荐的地质遗产地中遴选出具

有代表性、特殊性的地区纳入地质公园,其目的是使

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永续发展( Henriques
 

et
 

al. ,2017)。 2004 年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

下,由 8 个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和 17 个欧洲地质公园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正式成立世界地质公

园网络 ( Global
 

Geoparks
 

Network, GGN; 张建平,
2020a)。 截止到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

公园共有 169 个成员,分布在全球 44 个国家和地

区。 日本于 2009 年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截至

2021 年,已有 9 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地球公园),其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量世界第四

(张建平和金小赤,2021)。

1　 日本世界地质公园发展概况

日本地质学会和日本地质调查所 ( Geological
 

Survey
 

of
 

Japan,GSJ)最初提出建立日本地质公园的

构想( Watanabe,2014)。 2005 年,日本地质学会下

设地质公园建设推广委员会,同年,借“地球行星

年”的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地质公园这一概

念。 2006 年,来自日本地质公园的代表们参加了在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地质公园大

会并作了 3 场报告,期间向与会代表介绍了 3 处日

本即将申报的世界地质公园。 2007 年 5 月,地质公

园推广委员会在日本地球行星科学学会 ( Japan
 

Geoscience
 

Union,
 

JpGU)年会上召开了第一届地质

公园会议;同年 12 月,在日本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机

构和学术团体的协助下,日本地质公园联络协会成

立,为地质公园互相交流提供平台。 2007 年底,11
个地区和利益相关者表示了建设地质公园的意愿。
2008 年 5 月,从事地球科学研究的日本学者们组建

了地质公园委员会( Japan
 

Geopark
 

Committee,JGC)
用以推进地质公园评估工作。 随后,JGC 批准了洞

爷湖—有珠山、糸鱼川、云仙火山区、室户、山阴海岸

和南阿尔卑斯等 6 家国家地质公园,并推荐其中的

洞爷湖—有珠山、糸鱼川和云仙火山区申报世界地

质公园。 2009 年 5 月,日本地质公园联络协会发展

成为日本地质公园网络( Japan
 

Geoparks
 

Network,
JGN);同年 8 月,洞爷湖—有珠山、糸鱼川和云仙火

山区成为了日本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 2016 年 1
月 25 日,根据日本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认证,
JGC 作为拥有登记评估权限的机构,独立行使地质

公园认定工作,以选定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

申请候选地。 截至 2022 年 1 月,JGN 正式成员包括



表 1
 

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概况表(资料来源:各地质公园官网)
Table

 

1
 

Introductions
 

of
 

Japan’s
 

UGGps
 

(Source:
 

Website
 

of
 

each
 

UGGp)

名称、批准时间、面积 主要资源类型、特色

洞爷 湖—有 珠 山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 Toya
 

Caldera
 

and
 

Usu
 

Volcano
 

UGGp)、2009 年、
1,181

 

km2

环太平洋地区火山活动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火山活动造就了美丽景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稀有的动植物资源;温泉、渔业资源丰富;通过“火山达人”项目积极开展防灾教育,倡导与火

山共存

糸鱼川世界地质公园( Itoigawa
 

UGGp)、
2009 年、750

 

km2

公园内的“糸鱼川静冈构造线”是东日本和西日本的分界线,西面是欧亚大陆板块,东面是北

美大陆板块;日本的地质和生态系统以这条线为分界,东西两端各不相同;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世界上最古老的玉石文化;多样传统文化
云仙火山世界地质公园( Unzen

 

Volcanic
 

Area
 

UGGp)、2009 年、459. 52
 

km2

人类活动与活火山共存—反复的火山灾害及重建;这里有来自大自然的恩惠:绝美的地貌景

观、温泉、泉水和肥沃的土地;独特的饮食文化;重视防灾教育
山阴海岸世界地质公园( San’ in

 

Kaigan
 

UGGp)、2010 年、2,458
 

km2

与日本海形成相关的多种地质遗迹;日本海形成后,仍旧持续的火山喷发及其火山喷发物和

火山地貌;多种海岸地貌;第四纪地磁极性倒转的发现点;生物多样性;温泉;历史文化遗迹
室户世界地质公园( Murota

 

UGGp)、2011
年、238. 2

 

km2

海陆交汇处的宜居之地;沉积岩;海岸阶地;深海动物化石;独特的自然环境;烧炭技艺、传统

民居、深海渔业、捕鲸
隐岐 诸 岛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 Oki

 

Islands
 

UGGp)、2013 年、673. 5
 

km2

解密日本列岛和日本海的形成;独立的生态系统;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活方式;独特的文

化、民间传说和传统技艺
阿苏世界地质公园(Aso

 

UGGp)、2014 年、
1198

 

km2

活火山;火山活动形成的各种地形;独特的人文地质景观—辽阔的草原;温泉;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火山活动带来的宗教信仰—火山神社
阿珀 依 山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 Mt.

 

Apoi
 

UGGp)、2015 年、364. 3
 

km2

有大量反应地球演化过程的遗迹,如来自地幔的橄榄岩;独特的自然环境;高山植物群落;人
与自然共生;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小镇

伊豆半岛世界地质公园 ( Izu
 

Peninsula
 

UGGp)、2018 年、2,027km2

世界上唯一两个活火山弧交汇的地方;与构造板块碰撞有关的各种持续现象的交汇点;有
2000 万年的火山活动历史;温泉;神社

图 1
 

日本地质公园及拟申报区分布示意图❶

Fig.
 

1
 

Distribution
 

of
 

Japan’s
 

Geoparks
 

and
 

aspiring
 

regions❶
 

9 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表 1)和 37 家国家

地质公园。 目前,还有 10 家

单位积极申报成为地质公园

(图 1)。
日本地质公园的建设并

不是 一 帆 风 顺 ( Watanabe,
2018)。 世界地质公园最初在

日本认知度不高,也未获得政

府的财政支持,直至 2015 年

正式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品牌后,世界地质公园才

逐渐引起官方重视。 同时地

质公园的推广难度也很大。
起初,仅有一些私人组织和利

益相关者们坚信地质公园是

一个非常好的理念,并愿意推

动该事业发展。 在首批申报

的世界地质公园取得了一定

的经济效益后,更多的利益相

关者们意识到地质公园事业

的可行性并争相申报,但是部

分参与者只是受到了世界地

质公园品牌的驱使,并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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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细节。 此外,在初期,部分参与日本世界地质

公园建设的核心成员对世界地质公园概念了解亦不

深刻。

2　 日本地质公园管理体系

2. 1　 法律体系

目前,日本尚未针对地质公园专门立法,但是已

有的旅游法、环境和资源保护类相关法律完备,且运

行效率较高,地质公园内的资源和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 日本于 1931 年正式颁布《国立公园法》,1957
年《国立公园法》修改为《自然公园法》,正式确立了

国立公园、国定公园、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的三级保

护体系❷。 随后,中央政府各部门采取了各种保护

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措施。 政府的环境厅、农林水产

省、建设省、国土厅、文化厅等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负

责旅游相关政策的制定、执行及资源的开发、管理和

环境保护(赵凌冰,2019)。 在协调旅游开发与资源

环境保护关系方面,《国土利用规划法》(1974)、《环

境基本法》 (1993)、《自然公园法》 (1957)、《景观

法》(2004)、《都市公园法》 (2004)、《文化财产保护

法》 ( 1950 )、 《 森林法》 ( 1964 )、 《 海洋基本法》
(2007)和各个都、道、府、县的《自然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发挥了基本作用

(杜文武等,2018)。
2. 2　 申报流程

日本地质公园委员会(JGC)被认定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官方推选机构。 欲申报成为

世界地质公园的地区,必须首先成为日本国家地质

公园。 为了获得国家地质公园的地位,申请者需在

每年 4 月份向 JGC 递交申请。 申请名单将在 5 月被

提交至 JpGU。 随后,受 JGC 委派的 3 名评估员(1
名评估员为 JGC 成员,另两位则是由 JGC 挑选的来

自其他地质公园的专家)会对新申报的公园进行现

场评估。 基于评估专家的报告,JGC 有权对申请地

做出批准、推迟或拒绝的决定(申报流程参见图 2)。
2. 3　 管理架构

地质公园的管理机构是一个“由下而上” 的自

治组织,通常被称为“推广委员会”。 委员会有自己

的预算和工作人员,包括秘书长和主席,主席通常是

由地质公园范围内的市长兼任。 推广委员会在地质

公园内不拥有任何土地或基础设施;其主要职责是

宣传和推广世界地质公园、协助保护和管理地质遗

产、协调各利益相关者并加强其与地质公园间的活

动、组织开展姐妹地质公园交流等。

图 2
 

日本世界地质公园申报流程及组织间相互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Geopark
 

Committee
 

and
 

Japan
 

Geoparks
 

Network

日本地质公园分为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地质公

园,同属于日本地质公园网络( JGN)。 日本的世界

地质公园是 JGN 的常务会员,日本国家地质公园在

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前,本身必须是 JNG 的成员。
JNG 属于亚太地区地质公园网络 ( Asia

 

Pacific
 

Geoparks
 

Network,
 

APGN),同时也属于世界地质公

园网络。 日本地质公园网络为非盈利性组织,主要

参与推广地质公园并负责协调地质公园间的相关事

宜,为日本地质公园和即将成为地质公园的区域提

供支持和互助平台。 例如,举办地质公园年度大会;
组织国际地质公园专家与管理人员的研讨会;强烈

支持受地震侵扰地区;为新晋世界地质公园开展员

工培训等等。
2. 4　 运营

地质公园推广委员会作为地质公园的运营主

体,由各团体、机构的代表组成,分设总务企画部会、
旅游部会、教育研究部会等。 为了应对众多问题,还
设有专门委员会以应对紧急问题。 推广委员会常设

有秘书职位,负责处理公共关系,开展教育和推广活

动。
推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向利益相关者提出关

于推广地质公园的想法,并鼓励他们以地质公园的

名义做事。 如:推广委员会与地质公园所在的保护

地(如国家公园、国家森林或国家天然纪念物)开展

合作,鼓励其进行地质遗迹保护、保育工作。 推广委

员会有来自中央财政或地方政府的小额补贴,用于

开展少量工程建设。 如需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

地质小路、信息中心和停车位等),工作人员会根据

预算,与利益相关者开展不同程度的合作。 推广委

员会负责设计地质公园解说展板,但展板的制作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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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与利益相关者(如国家公园或旅游机构)开展合

作。 此外,推广委员还有如下职责:地质公园网站的

运营、地质导游的培养、地质公园吉祥物的征集与设

计、地质公园大使的任命、地质公园邮票和贺年卡的

销售、科普教育和与其他姐妹地质公园的交流等。

3　 地质公园建设

3. 1　 经费来源

日本地质公园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市级拨款。 部

分其他资金来源渠道:①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大型

项目的建设、施工或重大保育工程。 ②日本环境部

每年有固定项目预算用于国家公园和文化遗产的维

护,与地质公园在面积上重合的地区可寻求与其合

作(Oike,2016)。 ③来自当地企业。 如,企业在征得

推广委员会的许可后,可以付费使用地质公园的

LOGO。 ④还有少量来自地质公园地质协会的收益,
这部分的收益更被认为是对自然保育组织的认可,
而不是一种投资。

推广委员会每年获得的拨款,主要用于解说牌

的设立、宣传册的印刷、开展教育活动、公共活动和

对地质遗迹的日常维护。
JGN 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地质公园缴纳的年

费,从而保证其正常运营。 常务会员的年费为每年

40 万日元,而其他网络成员的年费为每年 20 万日

元。 个人或团体捐赠 3000 日元,即可成为协会会

员。 日本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接受来自日本教科文组

织全国委员会的资助,用于参与国际性交流与合作。
3. 2　 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有 7 处世界地质公园与国立公园在面积上

有重叠;有两处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定公园在面积上

有重叠;较多国家天然纪念物也坐落于这些区域。
由于地质公园积极向自然公园体系寻求合作,因此

这类地质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较为完备。
地质公园重视建设和维护指示牌、解说牌。 由

于预算有限,推广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获取中央政

府及其他渠道的资金资助,其次是鼓励利益相关者

(交通部、当地旅游协会、铁路公司)共同设置解说

牌、道路指示牌、欢迎标语等。 与国家公园有重叠区

域的解说牌的修建和维护由环境部承担。 科普牌的

解说内容由受雇于地质公园的地质学家或与地质公

园有合作的专家共同撰写,力求内容简洁明了。 解

说牌通常有日、英双语,有时也包含中文、韩语。
3. 3　 地质遗迹保护及保育

日本地质遗迹的保护及保育处于发展阶段。 ①

地质遗迹保护及保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

(Koizumi
 

and
 

Chakraborty,2016)。 如:伊豆半岛世

界地质公园里有 313 处地质遗迹点,由于资金和人

手不足导致绝大多数遗迹缺乏有效保护和保育,尤
其在川久保河流域,这里为原始森林所覆盖,生态环

境脆弱,可达性差,但有证据表明,该流域已明显受

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Abhik
 

et
 

al. ,2015)。 ②地质公

园与地质专家合作不多。 地质遗迹调查主要由 GSJ
开展,社会团体———工业科学技术署也从事地质调

查研究,然而,除了少数地质学家和社区积极分子

外,很少有人开展地质遗迹多样性调查。 此外,地质

公园与致力于自然保护的组织或团体的正式联系也

极少。 ③地质遗迹实时监控不足。 地质公园的地质

遗迹保护仅存于环境部的少量部署及地质导游的自

愿行为。 ④重视不足。 由于缺失地质遗迹保护相关

法律支撑,国家层面给予的关注不足。 部分社区居

民仅将地质公园作为吸引游客、减缓当地人口流失、
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关注实质性的地质遗迹

保护。 ⑤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管理。 保育一词在日语

中有多种含义,包括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和当地的自

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保护。 尽管日本是一个多火山

喷发、地震频繁和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国家,但日本

地质公园的地质灾害预防和预警系统却十分完善。
在阿苏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内,展出了 2016 年熊本

地震灾后重建情况和防灾安全教育宣传版❸。 伊豆

半岛世界地质公园通过“海啸带来的教训”特别展

来纪念东日本大地震 10 周年,以提高人们的灾难应

对能力❹。 山阴海岸世界地质公园所在地区的高中

课堂尤其注重防灾知识的传授,例如:教师会在课上

明确告知学生当地建筑师会在房屋建造时格外注意

房屋结构和增强稳定性以应对灾害不时来袭❺。

4　 可持续活动开展

4. 1　 科普科研活动

日本地质公园的科普活动形式多样。 校园科普

活动方面:地质公园有青年志愿者讲解、地质巡展、
防灾教育进课堂等活动。 山阴海岸地质公园开展地

质巡展活动,将园内极具特色的物品在地质公园之

间交流展出,使更多人能够了解不同的地质公园。
自 2018 年 7 月起,室户地质公园已先后提供了 3 种

地质灾害风险管理课程。 该课程每月举办一次,学
生们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前,先要阅读地质灾害地图,
然后步行观察街道,寻找灾难发生时的最佳逃生路

线,返校后讨论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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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还鼓励辖区内的学生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交

流。
社会科普活动方面:①针对不同人群提供多种

方案。 洞爷湖—有珠山地质公园的宣传折页上,有
一个关于时间旅行的故事,用时间轴和图片相结合

的方式讲述了地质公园所在地与灾难斗争的历史和

区域人文历史;针对儿童读者的宣传折页上则以地

质公园吉祥物为主角,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地质公

园;更有针对幼儿的漫画宣传册。 ②重点关注防灾

教育。 岛原半岛地质公园将“岛原事件”中受地灾

损毁的建筑设立为地灾遗迹点,将泥石流受灾住宅

也设为遗迹点,建造了地灾博物馆,还在旧大野木场

小学(受灾校舍)设立科普解说牌等等。
4. 2　 地学旅游

基于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地质公园因

地制宜地开展了多种可持续旅游活动。 大多数日本

地质公园都坐落于较为偏远的地区(山区、岛屿),
受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影响,地质旅游作

为可持续旅游的一部分,是地区振兴的重大议题。
以室户世界地质公园为例,该区经济在渔业资源枯

竭后迅速衰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 借发展地

质公园的契机,部分青年回到家乡成立旅游协会并

招聘当地居民为地质导游从事地质旅游活动,其间

更是吸引大量女性居民加入。 随着就业人数和经济

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活动

中。 在伊豆半岛世界地质公园,目前年均过夜人数

已超过 1000 万。
发展地质公园是增强居民地区认同的重要方

式。 地质公园内,导游员主要由当地居民担任。 针

对不同的人群,地质公园可提供不同类型的导游。
除了针对普通游客的讲解,一些对地质感兴趣的游

客,还可在网站或者咨询处聘请地质导游员提供讲

解,大量社区居民也会自发进行讲解。 但是,具有专

业知识背景的导游员仍占少数。
4. 3　 社区发展

日本地质公园的建设和发展是典型的自下而上

模式。 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始于当地居民的自发行

为,在地质公园申报建设过程中,居民区域自豪感不

断增强,地方文化得以传承。
社区居民参与地质产品开发。 在地质公园内的

JR 车站、观光咨询处等,随处可见当地居民制作的

“地质公园”主题伴手礼,这些都得益于地质资源的

恩惠❻。 秋吉台地质公园居民制作的地质蛋糕,通
过美食将生活与地质紧密结合了起来,是居民能力

建设的典范。 蛋糕坊主人曾在东京工作,当她意识

到家乡地质公园发展的契机,毅然辞职返乡创业。
地质蛋糕选取当地食材,外观构思来源于公园典型

的地质遗迹,制作精美逼真。 蛋糕坊主人还与地方

高中的自然科学部合作出品外包装设计和产品解

说。 地质蛋糕精美的外观和独特味道激发了游客游

览地质公园、了解地质现象的兴趣,并在视觉和味觉

上加深了游客对地质公园的印象。
地质公园促进女性就业。 传统意义上,参与就

业的日本女性相对较少( Sakanishi,2015)。 据日本

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 2016 年日本的专职家庭主妇

达到 664 万人。 但是,近年来日本女性的参劳率正

在逐步增加(乐燕子等,2020),日本总务省于 2018
年 9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超过 70%的女性正在参与就

业。 其中,地质公园的发展对促进当地女性就业起

到了积极作用。 在室户世界地质公园,9975 人次参

与到 2015 年的导游活动中,其中绝大多数导游员为

当地女性。
地质公园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 以洞爷湖—有

珠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如何与火山共处是当地社

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世界地质公园工作人员教育

居民认识火山,熟悉火山爆发时的逃生路径,推动灾

难教育走进中小学校课堂。 该地质公园还设有火山

达人培训项目❼,并建立了火山达人认证体系。 当

火山爆发时,火山达人引导当地居民迅速撤离。

5　 对我国世界地质公园建设的
借鉴意义

　 　 我国是世界地质公园的创始国,地质公园在过

去 20 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我国许多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陈斌等,2019;吴亮君

等,2019;张建平,2020b,2021;
 

李玉辉,2021)。 但

是,我国的国家地质公园计划和世界地质公园在理

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社会体制差异下的管理措施

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由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管理架

构、经费来源和参与动机,我国和日本的世界地质公

园在建设、保护保育和社区参与方面也存在较大差

异。 为了让我国地质公园建设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在了解日本世界地质公园的发展过程后,笔者等受

到启发并提出以下可借鉴措施。
5. 1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

(1)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提升社区居民参

与意识,是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先行条件。 我国地

质公园主要由政府主导申报、建设并管理,采取的是

7511第
 

3
 

期 蔡胤璐等: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建设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 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地质

公园社区参与意识仍然不足。 随着对地质公园理念

的深入理解及邻国经验借鉴,我们应该树立将社区

和居民作为利益相关者纳入地质公园管理的意识。
地质公园是社区型旅游目的地,居民是旅游资源的

一部分、旅游开发的主人,更是最终受益者。 未来,
应更多强调居民参与提升社区的满意度、归属度,由
此增强社区参与自信,而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利益和

旅游正效应。
(2)增强居民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 我国地质

公园规划建设时缺少对社区居民应有的关注。 政府

或公司因掌握权力和资源,在地质公园建设开发中

处于强势地位,而处在弱势地位的社区对于由谁开

发、如何开发、开发形式、开发内容没有参与权和投

票权,更没有决定权。 甚至有些地质公园在建成后,
所在地居民仍不知道地质公园为何物。 因此,政府

需要将权利赋予、“下放”到社区,强调从行政管理

转向服务、引导和行业监督,明确居民参与地质公园

社区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权利。 具体体现为:①居民

的权益和权利需受到法律保护;②政府在实现地区

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
乡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规划时

必须征求社区居民的意见;③社区居民要参与到地

质公园规划、地质公园经济活动、政治生活、资源保

护、文化传承等工作中;④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社区

整体利益作为衡量和评估区域开发和决策的重要标

准。
(3)扩展居民参与地质公园建设的行为方式。

现阶段,我国地质公园社区居民参与的主要方式为

旅游活动,表现为农(牧)家乐、农副产品售卖、特色

手工艺制作和经营当地旅游服务机构(旅行社、宾
馆、饭店)等个人或者小企业形式参与,处于参与的

初级阶段。 未来,我国地质公园的社区居民参与方

式应转被动参与至主动参与、旅游活动参与上升至

政治参与、零星参与扩展至全面参与。 要通过社区

集体活动培养社区能人、培育“政事、政社”分开的

地方组织,鼓励社区精英动员社区居民全面参与,进
行必要且深入的社区调查倾听群众需求,举行公众

听证会了解居民的决议,成立有居民参与的咨询委

员会、定期召开社区会议等交互活动来提升社区参

与方式。
5. 2　 推动地质公园产品开发

地质公园产品包括土特产品和旅游文创产品

等。 目前,低附加值的第一产业仍是国内多数地质

公园的主导产业。 在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特点、地理

位置、环境条件、生产经营条件后,应就本地特色发

展区域优势产品。 要通过市场调节和政策性引导,
调整品种种植结构,优化种植布局,实现规模化种

植,打造品牌基地,进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

发展。 地质公园文创类产品开发首先应与地质结

合,与当地生产、生活、文化结合,要根据自然环境及

文化背景,形成独特的、鲜明的广告诉求唤起消费者

的注意。 中国正在逐渐进入品质消费时代,要深入

研究消费者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在满足游客功能

性消费的同时,要通过文创类产品满足游客情感触

动、情感体验、情感认同,最终产生情感消费。
5. 3　 加强地质公园科研工作和科普活动开展

地质公园科普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魏玉燕

等,2021)。 要对地质遗迹形成年代、成因、演化过

程及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加深对区域地质规律、自然

环境、古气候等重大地质环境问题的认识。
未来科普活动的开展需要朝 4 个方向努力:次

数多、地点广、受众宽、培训全。 地质科普活动开展

的时间应不再固定于“地球日”“环境日”或“地质公

园日”等特定节日,应该常态化和长效化;活动开展

地点也不需局限于地质公园博物馆,可以更多地走

进社区、面向社会,各地质公园间亦可以开展藏品交

流等活动;科普对象可跨越中小学生人群,面向全体

受众,并针对不同人群展开不同主题和内容的科普

活动;除了提供针对地质导游的培训,亦可在整个地

质公园范围内提供涵盖文化、生态、环保等多种主

题、面向不同受众的培训。
5. 4　 丰富地质遗迹保护保育的方式和手段

现阶段,我国地质遗迹保护主要以政府为主导,
采用人工巡逻为主、动态系统监测为辅的保护方式,
地质保育活动开展较少。 未来应加大地质遗迹保护

的宣传力度,强化人们保护地质遗迹的意识,增强地

学科普教育和防灾教育以提升公众科学认知。 对于

地质遗迹的保护不应局限于世界级遗迹点,还应扩

大到对地貌景观、土壤、动植物化石和岩石矿物露头

等地质多样性的保护。 要继续深入开展地质遗迹调

查、地质遗迹保护研究和科研人员梯队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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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在日本自然公园体系中,国立公园等级最高,国定公园次之,国定

公园又称为准国立公园.
 

该保护体系是日本国土景观资源保护

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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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砂页岩型铜矿,在宣威组底部产出古风化壳—沉积型

铌、钛、镓多金属矿,矿体厚度、品位较稳定,分布面积广,因
此在沐川地区具有较大的铜、铌、钛、镓多金属矿找矿潜力,
值得加大勘查和研究力度。 通过综合找矿,基本构建了沉积

型铜矿(宣威组顶部)和铌、钛、镓多金属矿(宣威组底部)的

“二层楼”综合找矿模型,对区域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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