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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问题探讨

张林生
韶关市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广东韶关，５１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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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遗迹是地球形成、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受各种
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自然产物（姜建

军，２０００）。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不仅是自然资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谷丰

等，２００８）。针对这一宝贵的地质遗迹，如何才能长期有效地
保护，专家学者们通过长期的实践考察给出了具体措施。万

兵力（２００９）提出了长山列岛地质公园的保护措施；李晓琴等
（２００７）针对剑门关的地质遗迹保护做出了具体研究；王兴民
等（２００７）分析了云台山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的保护现状并给
出了保护对策。李丙霞等（２０１１）、周维等（２００９）、张春雷等
（２０１２）等同样在地质遗迹保护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

笔者在研究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主要地质遗迹及其分布

特征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该公园地质遗

迹保护项目提出具体意见。将会对该项保护工作起到一定的

参考和指导作用。

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
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东北郊，２００４年

２月１３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我国首批世界地质公
园。地质公园东西宽 １７．５ｋｍ，南北长 ２２．９ｋｍ，总面积

２９２ｋｍ２。
丹霞山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南岭山脉内部的一个构造盆

地———丹霞盆地。在白垩纪沉积了一套厚度约３７００ｍ、粗细
相间的红层，其下部２４００ｍ为长坝组（Ｋ１－２ｃ），上部１３００ｍ为
丹霞组（Ｋ２ｄ），长坝组是一套以湖盆相为主的河湖相红色碎屑
堆积地层，出露于保护区边缘和锦江中－下游沿岸。岩性较
细软，在地貌上多数表现为低缓丘陵。丹霞组整合于长坝组

之上，是一套以河床相为主的洪积、冲积红色碎屑堆积地层，

以坚硬的砾岩、砂砾岩为主，水平或近水平产出，断裂及垂直

节理发育。在流水和重力作用下，形成高数十米至数百米的

赤壁丹崖，组成不同尺度的方山、石墙、石柱、石峰等典型的丹

霞地貌，形成了丹霞山类型丰富且独特的地质遗迹，其中不乏

具有全国乃至全球科学意义的地质遗迹，具有极高的科学研

究和观赏价值（莫跃东等，２００８）。
２　主要地质遗迹及保护现状
２．１　主要地质遗迹

在对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野外调查收集、分析和研究地

质遗迹资料的基础上，对较典型的地质遗迹点进行统计，总共

有２００处，其中地层遗迹２１处，岩石遗迹１８处，地质构造遗迹



４６处，沉积遗迹１２处，水文地质遗迹１５处，地貌遗迹２０７处，
人文景观遗迹６８处，由此可见，丹霞山地质遗迹可概括为地
层遗迹、岩石遗迹、地质构造遗迹、沉积遗迹、水文地质遗迹、

地貌遗迹和人文遗迹，共８种类型（张林生等，２０１２）。丹霞山
地质遗迹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类型分类一览表

类型 亚类 数量（个）

地层遗迹
马梓坪组与下伏地层的不整合接触遗迹、长坝组四段地层遗迹、长坝组四段与丹霞组第一段的平行不整合接

触遗迹、丹霞组巴寨段地层遗迹、丹霞组锦石岩段地层遗迹、丹霞组白寨顶段地层遗迹
９

岩石遗迹 早期火山活动遗迹、丹霞组红层的岩性差异、丹霞组红层沉积构造遗迹 ３
地质构造遗迹 断层构造遗迹、节理构造遗迹 ２０
沉积遗迹 层理构造遗迹、层面构造、沉积构造、河流阶地 ４

水文地质遗迹 主要为泉点 ３
地貌遗迹 流水作用为主形成的地貌、崩塌作用为主形成的丹霞地貌、风化作用为主形成的地貌、丹霞岩溶地貌、 １３４

人文景观遗迹 寺庙、墓葬、悬棺葬、摩崖石刻 ３４
合计 ２００

２．２　地质遗迹保护现状
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丹霞山先后成立丹霞山国有林

场、丹霞山管理所、丹霞山风景管理局、丹霞山管理委员会等

丹霞山管理机构、并先后获得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地质地貌

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国

家ＡＡＡＡＡ级旅游区等名号。随着丹霞山地质旅游资源的不
断开发，旅游知名度的大幅提升，地质遗迹的保护显得更加重

要。多年来丹霞山强化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完善地质公园

规划的编制，健全地质公园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法规，

加大公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开展科研科普工作。通

过以上措施，丹霞山的地质遗迹保护也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

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２．１　各种保护措施得到落实
主要包括设立地质公园界碑、界桩；重新建立、更换了地

质公园标志碑、入口简介碑、地质遗迹的科普解说牌、观察点

说明牌，及地质考察线路说明牌；编制了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书，并加以实施；新建地质博物馆、充实和

完善地质遗迹科普展示内容；组织实施黄沙坑地质遗迹科考

旅游线路的设计、施工；通过多种渠道加大了丹霞山世界地质

公园的宣传工作等。

２．２．２　相关规划编制和地质遗迹调查
工作进展顺利

　　自本世纪初丹霞山成功申报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
园、世界自然遗产以来，先后编制了《丹霞山国家地质公园总

体规划》、《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总体规划》、《丹霞山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丹霞山旅游发展概念规划》、《丹霞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规定》、《丹霞山风景名胜区建设指引》、《丹霞山风景名

胜区总体规划修编》等十多份规范性文件，确定了核心区特级

保护区，一级景观保护区、二级景观保护区和外围环境背景保

护区地带；明确了地质遗迹特级保护点。２００５年对公园内主
要的地质遗迹进行了系统调查，编制了仙山琼阁景区的开发

和保护规划；２００７年开展了相关区域的地质遗迹调查。
２．２．３　按分区级别对地质遗迹实施有效保护

根据丹霞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对公

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实施了有效的保

护。对于两个核心区作为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地，包括金龟岩

地质地貌遗迹与自然生态核心保护区和大石山地质地貌核心

保护区，控制不上任何服务设施；对于一级景观保护区，即典

型丹霞地貌集中分布区，主要以开展科教、科普旅游为主，并

对各重要的地质遗迹点设置保护设施进行隔离保护，如在阴

元石前用铁丝网进行隔离以防游客触摸；对以二级景观保护

区，主要是缓冲带的外围丘陵山地，主要进行典型地质地貌点

保护和封山育林；对于外围环境保护带，主要是制定村规民

约，在所涉及的乡村进行广泛宣传，逐步使地质遗迹资源保护

成为农民自觉行为，地质遗迹得到有效保护。

２．２．４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机构基本建立
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是负责丹霞山风景名胜区

和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等工作

的管理机构。严格按照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的管理规定以及当地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丹霞

山管委会根据上级的有关规定，结合丹霞山的实际制定了《韶

关市丹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管委会工作职责》和相应的内部

管理制度强化管理，并在２００７年底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
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双论证。
３　主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当地政府及相关单位、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在丹霞

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仍有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地质遗迹保护意识有待增强
全面保护地质遗迹意识有待增强，未能充分认识保护地

质遗迹的重要意义，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的思想，一些具有重

要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未被正

式保护的地质遗迹目前正面临人类活动的威胁，其中有的已

遭到破坏。因此，对它们的保护工作十分必要。

３．２　地质遗迹保护监测体系仍需健全
丹霞山地质保护监测体系正处于建设之中，地质遗迹保

护监测系统和信息管理数据库仍需健全；地质遗迹信息管理

系统尚未投入运行，专业监测设备较为缺乏，难以全面覆盖到

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已不足以应对丹霞山地质遗迹保护的

需要；此外，地质遗迹保护岗、保护站、监测站主要设置在老景

区，新景区和未开发区域的保护设施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同时要对老景区地质遗迹点的标示系统进行补充和更新。

３．３　对地质遗迹保护的研究程度有待提高
缺乏详细地质遗迹资料及保护方案。以往对丹霞山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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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遗迹调查时，大多数集中在老景区和新景区的局部，其它未

开发区域未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地质遗迹点的数量及分布不

得而知。在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研究方面，对

丰富的地质遗迹有待更加深入研究，以提高人类对公园内各

种地质遗迹的认知程度。

３．４　地质遗迹保护资金不足
公园内地质遗迹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加上地形陡峭，增

加了保护的难度，保护研究资金需求大。目前地质遗迹保护

资金投入机制不完善，地质遗迹保护资金投入渠道不多，还未

形成政府和景区共同投入的多元投入格局。另外，各级财政

尚未将地质遗迹保护资金列入年度预算。由于地质遗迹保护

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地质遗迹保护工作的开展。

４　保护地质遗迹的主要对策
４．１　抓实推进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提高研究水平

地质遗迹调查和评价是地质遗迹保护研究的基础，而地

质遗迹保护研究又为完善地质遗迹保护体系、进行地质遗迹

科学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应该有针对性地分步地深

入开展公园内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工作或专项地质遗迹详细调

查，系统查明地质遗迹的分布、发育规律、形成条件、保存现状

及地质环境，加强专题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地质遗迹保护研

究。

４．２　加快地质遗迹保护基础数据库建设
根据地质遗迹保护信息共享要求，选择合适的基础数据

库与图形平台，不断完善地质遗迹点及保护成果等基础数据

库的空间数据库建设；以保护成果为基础，建成集地质遗迹

点、分级区划、保护设施和地质遗迹保护成果为一体的地质遗

迹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地质遗迹信息采集、查询、统计、保护等

自动化，促进信息共享，提高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

决策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数据库的建设可以

委托当地具有相关资质的技术单位进行建设，数据库建设完

成后与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进行资源共享。

４．３　推广地质遗迹保护示范点建设
为了提高地质遗迹保护水平，在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

遗迹点开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保护、监测的同时，将扶持

典型范例，推广地质遗迹保护示范点建设。

丹霞山风景区锦石岩寺门外垂直节理与高危岩块位于锦

石岩寺门外。该处高危岩体规模巨大，岩块的岩性为砂岩，沿

一组节理发育，节理产状２８５°∠８３°，由于差异风化作用和岩
块剥落，此处的岩块已与山体断开，没有明显的错位，但危害

景区建设及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对危岩体进行长期不

间断的动态监测，监测岩石的风化剥蚀速度、边坡崩塌体后退

速度，以及分析和研究丹霞地貌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对危岩体

的动态监测，获取监测点的形变数据，掌握危岩的稳定程度和

发展趋势（陈保林，２０１１）。目前该处地质灾害防治监测点是
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内唯一的一处地质遗迹保护示范点，这

将是总结、推广地质遗迹保护经验，探索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

遗迹保护相结合的新路子。

４．４　加强地质遗迹保护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经地壳内

外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

遗产。是地球历史的物证，是现今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

的资源。因此，面向社会公众以及当地居民深入浅出地揭示

地质遗迹的科学内涵，通俗易懂地传播地质遗迹科普知识，能

起到满足人们对地学知识的求知解惑需要，增强社会各界参

与保护地质遗迹的意识，同时，加大媒体对丹霞山地质遗迹保

护的宣传力度，并对地质公园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

以便更加有效地保护公园内的地质遗迹。

５　结语
丹霞山作为“丹霞地貌”的命名地，是世界自然遗产，被称

为“中国的红石公园”，地质遗迹保护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改善

地质公园环境和地质景观形象，改善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经济

投资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将广泛普及“丹霞地貌”科普知识，提

高群众地质遗迹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构建和谐公园，使丹霞

山成为真正的科普教育基地和游览胜地。丹霞山是当地旅游

业的拳头产品，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因此，在公园建设的同时，

避免或尽量减少对地质遗迹和公园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地

质遗迹原貌和促进公园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将会产生十分

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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