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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石林喀斯特国际意义的科学价值发现源自时间、空间、演化相融合的地球科学综合考察评价路径,这
就发现了“山石冠天下、风情醉游人”石林名胜的科学价值,也提供了石林地质公园可持续利用管理的基础。 石林地

质公园是集喀斯特地质、地貌、水文水资源、土壤、生物、人群聚落与文化习俗于一体的完整地理区,具有建成可持续

发展示范区的科学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的资源基础。 服务社区居民福祉的石林地质公园需要与时

代同步的理念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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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2020 年 9 月是原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国家地质公园申报

通知 20 周年纪念,中国有 220 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 161 处

世界地质公园中的 41 处在中国。 世界地质公园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倡议行动,上升到与世界遗产、人与生物圈保护网

一起构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三大保护利用旗舰项目。
中国地质遗迹与地质景观从自发层级的观赏管理利用全面

走向与世界共同保护利用,在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变化、科
学普及等众多领域,开拓出具有地球科学特色的路径;作为

可持续发展新实践区,在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与修复、妇女平

等、边远山区民族与文化自信事业上,树立了以地质遗迹与

人融合共存的榜样。 回望地质公园创立与建设历程,中国首

位地质公园———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的诞生与发展值得回顾

与展望。
1　 建立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背景

保护利用地质遗址与地质景观的实践和研究迎合了社

会发展趋势,2000 年 9 月国土资源部组织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水到渠成(李玉辉,2006)。 1961 年国务院转发的中国科学

院《关于保护古脊椎动物化石问题的请示报告》,列出中国主

要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地,云南路南盆地、禄丰县恐龙化石

等位列其中。 1979 年 10 月,林业部、地矿部等 8 部委联合发

布了《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区划和科学考察工作的通

知》,规定“有特殊保护意义的地质剖面、冰川遗迹、岩溶、温
泉、化石产地等自然历史遗迹和重要水源地”应为自然保护

区区划标准之一,这也是后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保护区条例》、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的正式条款之一。
1931 年云南建立的“石林公园”是以地质景观为中国观光游

览传统品牌的代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国 1972 年签署

公布的《世界遗产公约》及《世界遗产公约操作行动指南》有

地质遗址入列世界遗产地的专门条款。 针对世界遗产地保

护世界级地质遗址的有限性,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致力于建

立世界性地质遗址(GEOSITES)保护的有效网络。 原地质矿

产部 1995 年发布了《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1980 年代 ~

1990 年代,中国地质学会等相关专业学会年会的地质自然保

护区、地学旅游建议中有地质公园概念 ( 陈安泽, 2016)。
1980 年代以来原地矿部下属地质环境监测等单位,列有地质

自然保护区考察评估任务。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中国 21 世纪议程》 编制

组,
 

1994)推动了地质遗址保护利用与地学旅游。 云南省地

质环境监测总站 1989 年提交了《云南地质自然保护区》 报

告,将云南石林、澄江帽天山化石地、腾冲火山地热、禄丰恐

龙化石产地等列为国家级地质自然保护区。 1989 年云南省

人民政府组织评审了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提交的《云南

省地学景观综合考察评估报告》,该报告被认为是云南省人

民政府把旅游业列为云南省重要(支柱)产业的重点依据。
1996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30 届国际地质大会有力地推进了地

质公园建设。 大会主席献词明确提出地球科学要为全球可

持续发展开拓出有自身特色的新领域;欧洲年轻地学者会议

交流提出建立地质公园(欧洲地质公园)行动方案。 地球科

学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领域,从建立地质自然保护区扩展

到建地质公园。 中国旅游景点与保护地普遍有地质遗址评

价和解说。 199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创新一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国家地质公园网络计划( UNESO
 

Network
 

of
 

National
 

Geopark,或称世界地质公园),以建立有独特地质

特征的地质遗址全球网络。 中国建设国家地质公园为之探

索,服务中国。
2　 首位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文本产生

2300 年前屈原“焉有石林”之问,显示了石林引人入胜

的悠久历史(郭方明,1992)。 但,就是这样的山水景观名胜

代表,在 1991~ 1993 年的世界自然遗产地目录入列申报现场

评估不被接受。 申报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地球科学与世界

意义的入列价值。 评估专家直接问到:“路南石林与世界上

其他典型的石林或剑状喀斯特,如与马达加斯加剑状喀斯

特、马来西亚穆努山地剑状喀斯特相比,有什么区别于它们

或是包括它们价值属性的特点?”没能回应。 当时申报依据



是石林美学叙述,
 

这是不够的。 虽然世界自然遗产地入列

标准有“无与伦比的一流自然美”标准,但要建立在科学评价

上,还需地质、植被、水文等自然属性的完整评价。 2000 年 9
月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文件规定,申报地要从国家或世界角度

评价地质遗址的国家、国际意义,及自然状况是否符合地质

遗址保护利用相协调的自然完整性,评价要有文献支持。 这

是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关键。 评价地质遗址地球科学价值有

两个着眼点。 一是申报地地质遗址有何种记录了地球历史

特定阶段的地质遗迹,即有否向人们展示地质年代表中的特

定事件与进程;二是在申报地是否能展示地球表面特殊区域

的完整结构、过程与功能的空间代表性,包括化石的、地形地

貌的自然地理结构。 同时评价申报地地质遗迹与当地社区

居民生活的联系,即申报地对社区居民发展的贡献潜力评

价。 很明显,中国国家地质公园既要保持当时自然保护区和

风景名胜区等综合考察评估的普遍要求,更要提升地质遗迹

评价在可持续发展与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生产中发挥作用的

潜力。 时任云南省国土厅地质环境处处长耿弘将云南石林

申报任务交给了笔者。 同时,把澄江帽天山化石地申报交给

了当时的《云南地质》主编蒋志文教授。
时值我正做云南大学生态学博士学位论文,石林是我的

研究地点,准备毕业与学位答辩。 通知来得快,要得急。 完

稿到完成省级推荐只有 10 天。 日夜不停一个星期完成申报

书、综合考察报告、规划报告、图册等规定文本,包括石林区

域地质图、石林景观分布图、石林地质环境图、石林地质公园

规划图等。 当时同学找我,进到我家,看到我书房门前鞋子

一堆,出来见他,看到什么就穿什么的样子,不禁感慨,“全身

心投入啊!”。 是的,申报文件打印装订成册一条龙在云南师

大西院建设路印刷点完成。 国土厅地环处也不管周末,组织

专家完成省级推荐。 澄江化石地国家地质公园文本编写组

对比澄江化石地和石林两家申报文本文件后,补充修改完善

了澄江化石地的申报文件与澄江县人民政府请求评审与承

诺做好国家地质公园管理的文件。 2001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

公布了首批 11 家国家地质公园名单。 评审申报时要求各地

派人现场陈述,云南接到通知已晚,没能派人到场,只有委托

评审会主持代替介绍。 结果是云南石林首位,澄江化石地第

五(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2002)。
云南石林申报得到专家认可的内容如何? 那就是回答

了申报通知规定。 申报文件简单明了地总结分析石林地质

遗址类型、发育演化规律,进行国际对比,阐述石林 250
 

Ma
以来的发育演化历史与多样性、独特性、优美性等世界特有

(李玉辉等,1998,2001)。 云南石林发育始于 250
 

Ma 前云南

陆表海海岸古热带湿热气候,这有 250
 

Ma 前峨眉山玄武岩

烘烤、覆盖、充填古石芽(柱)群的钢证。 50
 

Ma 至 23
 

Ma 前

的山地湖泊型石林有新生代始新统—渐新统路南群覆盖埋

藏石林的证据。 这两期石林发育事件一是对应地质年代表

的二叠纪末全球性海西运动事件,即古板块碰撞的玄武岩岩

浆喷发与生物灭绝事件;二是对应地质年代表新生代喜马拉

雅构造运动,这是中国西南山地断陷盆地发育与环境变迁事

件。 而石林县现代喀斯特高原河湖盆地的多样化石林发育

演化格局则对应青藏高原隆升事件下的中国现代地形格局

的云南喀斯特高原形成演化。 这有新近纪地层、古风化壳、

古红壤、钙华样测年的一系列证据。 无论老石林还是新石

林,云南石林发育演化表现了侵蚀基准面(古海洋、古湖泊、
河流)与碳酸盐岩台地(石林分布区)的降雨—地表径流—
地下径流的完整侵蚀溶蚀沉淀循环系统,具有全球石林喀斯

特或剑状喀斯特发育的共性,是其完美的展示(宋林华等,
 

1997;石林研究组,1997)。
完整的石林喀斯特动力过程体现在石柱表面溶痕形态

全系列、剑状、柱状、蘑菇状、棒状、锥状等多样石柱与它们的

组合,即剑状石林、柱状石林、蕈状石林、塔状石林、尖峰古堡

石林与石林山岭、石林坡地、石林谷地、石林盆地、石林洼地、
埋藏石林等的地形组合(李玉辉,2002)。 这就让云南石林被

称为世界剑状喀斯特博物馆。 与全球其他典型剑状喀斯特

和相似喀斯特对比,它们都是湿热、降雨丰沛的热带亚热带

海洋与山地气候产物,而云南石林却出现在现代亚热带高原

干湿季风气候区,无论降雨量、温度都不符合剑状石林发育

气候条件。 但云南石林区有铁铝风化壳、古红壤,它们是古

热带亚热带湿热产物。 因此,云南石林喀斯特也是气候演变

的记录。 无论个体形态,还是组合类型,云南石林喀斯特是

热带亚热带碳酸盐岩山地剑状石林喀斯特自然地理结构的

代表,以优美的石林景观出现。 科学与美学结合支持了云南

石林独特性、稀有性、代表性与优美性的定位。 这是石林申

报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保证。
申报文件规定有申报地土壤、植被、水文、人文等与地质

遗址的关系的综合考察评价。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报范围的

民族村寨有斑块状滇青冈林、黄毛青冈林,它们是亚热带喀

斯特高原干湿季风区的原生林,某种意义上是该区地带性植

被代表,其物种区系结构代表了滇中喀斯特高原生物多样性

与起源。 而现状植被主要是云南松林、次生滇青冈林、萌生

团花新木姜子灌木林等,它们是保护石林地质景观自然恢复

与人工辅助恢复的代表,是石林人文历史的重要见证,展示

了地质遗址与生物多样协同保育的有效性(李玉辉等,2005;
俞筱押和李玉辉,2010)。 申报地北部的乃古石林巴江源头

有自然恢复的团花新木姜子灌木林,在中部松毛山—清水

塘—响水洞片区的黑龙潭水库的地下暗河水源区,有人工辅

助恢复的云南松林,它们是地质遗址保护与水源林协同保育

恢复的代表。 上述是石林地质公园展现地质多样性、生物多

样性、水源林协同保育的实例。 这展示了地质学对人类知识

的又一重要贡献,即岩石、构造、地貌向自然地理结构整体的

自然演化,包括植物群落演替与水源林修复。 时间、空间、演
化(演替)是地球自然地理结构、过程、功能整体发育条件与

机制,即地质年代表的地球演化时间序列、地球空间结构协

同进化形成地球表层多样性自然地理区。 石林国家地质公

园申报文件完整地予以展现阐述。 现实看,就是地质、土壤、
生物、人居之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或是“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的展示。 这是国家地质公园的重要贡献。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地的人文如何? 与地质遗址有

什么关系? 申报文本也予以回答。 石林喀斯特与当地民族

聚落关系源远流长(李玉辉和赵德光,2005)。 虽然石头村子

人不富裕,甚至穷。 但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条件下,石林洼地、
石林盆地、石林谷地等的森林、喀斯特泉、土地、灌草丛的有

序自然结构是彝族撒尼人、阿细人等居民聚落选址的理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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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阿脚底”,当地居民世外桃源之模本,体现在五棵树村自

然结构复原的田园生产生活。 红土地、蓝天白云是当地居民

乐歌乐舞的舞台,阿诗玛象形石柱是彝族撒尼妇女勤劳善良

的形象,虽然无法确认是后人附庸风雅套作? 还是彝族撒尼

妇女劳作日久情生的认同? 也成无法断判的公案,但它却实

实在在地存在,让人联想。 石林先民留下了叙述史诗“阿诗

玛”、人听人爱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名歌名曲、欢
乐奔放的“大三弦”乐器与舞蹈。 “阿诗玛”电影以荧幕形式

展示石林与彝族撒尼人的渊源,全国人民喜爱。 在石林地质

公园游览,步移景异,伴随导游的歌舞与民族服饰,游人自身

就是“山石冠天下,风情醉游人”画卷的一员。
石林地质地貌、石林水系水源、石林土壤植被、石林人聚

落、石林人文化,石林人生活聚焦于石林地球科学价值的发

现与展示,《石林画册》 (1998)给予最美最直观的地质人文

述说。 石林申报地地质遗址的科学性、独特性、稀有性、自然

性、优美性、可管理性评价就有了系统保证。 文本与图册,加
上专家学者教科书石林的认知与游历印象,成全了石林申报

地被专家学者认可:首位国家地质公园。
3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开园

国家地质公园是一个服务属地居民、服务可持续发展的

系统工程(张建平,2020a,b)。 国土资源部不仅管申报评审,
还管建园开园运行。 国土资源部匹配了国家地质公园的解

说、展示、边界、导游培训等基本工程经费,规定地方政府配

套落实。 开园运行让属地居民直接参与公园管理,要把地质

旅游业落到既增加居民收入,又提高属地居民文化自信的实

处。 这首先体现在申报地被确认的具有国家、世界意义的地

质遗址与自然完整性是与属地社区居民传统文化习俗相协

同,正是他们传统的人地协调生活生产方式保护了国家级世

界级地质遗址与自然性整体性,国家地质公园理应成为他们

朴素节俭生活价值观货币化的有效途径,实现增收致富。 地

质博物馆、游览点解说展示、地质科普、导游培训、公园日常

管理都应予体现。 原石林汽车站候车室选为石林地质博物

馆原始馆址,昆明理工大学梁永宁教授、《云南地质》主编蒋

志文教授等设计完成了大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景点的科

普解说设计与制作,编写了石林地质演化小册子。
准备就绪,迎接国土资源部主持开园。 时任国土资源部

孙文盛副部长与云南省陈勋儒副省长主持石林开园。 本应

按部就班,一切有序。 云南省国土厅地质环境处派人到石林

督促,我与梁永宁教授坐火车到石林,只要在领导到达前站

在迎宾队伍就可。 意外! 原定上午 10 点到的队伍提前半个

小时到达。 石林大门前没有开园仪式人员,部长、省长一行

公园外转悠。 副局长忙碌,书记从县城驾车 8km 赶到。 人员

齐,列队、吹号、宣读、揭牌,游览大石林景区。 午饭,北京、本
地分坐。 领导兴致吃完午饭,赶往澄江帽天山化石地国家地

质公园接着开园。 这件意外没有冲击开园喜庆。
4　 世界地质公园申报文本范例与

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开园后就是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准备。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处有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专家小组,
出了本世界地质公园指南,但没有任何国家组织编写过申报

书,虽然中国和欧洲都开展了地质公园审批与建设。 时任云

南国土厅地质环境处长耿弘 2002 年拿来一本指南交给我,
让按申报指南编写石林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文本。 石林国家

地质公园文本材料是基础。 按指南要求与理解,完成文本交

回。
2002 年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球科学处伊德博士到中

国考察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执行、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和世

界地质公园实施条件。 国土资源部让石林接受考察,国土部

地质环境处时任田廷山处长陪同。 我在乃古石林向伊德博

士介绍世界独一无二的白云质灰岩石林———尖峰溶痕古堡

石林,介绍巴江源头水源区自然恢复的团花新木姜子灌木

林,接着又到大石林景区和清水塘、营盘等原野石林进行考

察。 记住了他进森林,穿玉米地,满头大汗,用毛巾擦汗,仍
兴致勃勃交流。 事后得知他脚关节有过手术,后悔我们忒大

胆。 他的考察或许加快了世界地质公园实施进程。
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申报中文本开始翻译。 昆明理

工大学梁永宁教授是第一翻译。 期间,中国地质科学院前院

长赵逊研究员也到石林考察,为石林世界地质公园英文文本

又先后两次到昆明讨论修改定稿。 2002 年底他将石林文本

带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地质公园专家组交流讨

论。 专家组认可实施世界地质公园条件成熟,石林文本成了

样本。 国土资源部发出世界地质公园申报通知。
2003 年春季中国遭遇 SARS 疫情。 全国交通管制限制

了申报地交流。 赵逊研究员等指导,多地完成世界地质公园

申报文本。 SARS 疫情快速消失,北京会评世界地质公园申

报地。 会前确认我为石林申报陈述人,效果一般,排序第四。
石林能否进入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推荐有了排序难题。 好在

专家坦言一定要把石林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审批。
会后专家到申报地实地评估。 中国地质大学前校长殷鸿福

院士和陈安泽研究员到石林。 从乃古石林原入口的石林溶

丘登高眺望乃古石林整体结构和气势,再从西线到峰上望,
依次考察白云质灰岩剑状石林、自然恢复植被、巴江河源头

暗河天窗、白云洞、白云质灰岩古堡状石林,第二天考察大石

林、清水塘石林,召开专家反馈会。 根据实地评估结果,国土

资源部确立了 8 家申报地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接着就是

申报文本勘较、定稿、印刷。 为确保中国申报文本一致合规,
国土资源部资环司专门发文(国土资环函[2003]36 号)要求

各申报地参照石林文本,修改完善成册。 石林管理局人员与

专家在印刷厂加班加点,按时交到北京,各申报地按范本修

改定稿成册,寄到巴黎。
2003 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专家实地评

估中国 8 家申报地。 12 月 2 ~ 4 日德国专家伊德博士与马来

西亚专家科莫博士到石林。 两人先到了广东丹霞山。 鉴于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开园经历,国土部地环司人员有点忐忑。
针对接待专家,时任石林县委书记赵德光问到,“如何迎接?”
我们回答是“政府如何看待石林世界地质公园对石林的影

响”。 书记马上说:“明白了”。 果然,专家到达当晚,石林县

城石林大酒店门前,民族服装的老少村民民乐齐奏、民舞同

步,大三弦、大唢呐等民族乐器威风洒脱,欢庆场面感动了专

家。 随后两天晨雾舒适,阳光和煦,考察顺利,专家在乃古石

林栽纪念树题词。 “植物需要岩石,文化依赖岩石,人类要保

护像石林地质公园样的珍贵美丽地质景观” (伊德博士,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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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2003);“石林是奇妙无比的地质公园,是世界上最好的地

质公园”(科莫,4 / 12 / 2003)。
200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处批准 8 家中国国家地

质公园、17 家欧洲地质公园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
2004 年夏天北京首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石林承担会议晚宴

活动。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大三弦舞蹈、阿诗玛、阿黑

服饰歌舞、石林民食特产让大会闭幕式成为石林之夜。 中国

引领世界地质公园。
5　 展望

因地质公园建设,有过与原国土部地环司人员交流,玩
笑说到:“地质环境部门就干两件事,一是刮风下雨搞地质灾

害,与民同甘苦;二是风和日丽搞地质公园,为民乐山游水做

科普。”时任司长高兴说道,“总结得好! 不过,无论是搞地质

灾害,还是搞地质公园,人都要喝水,我们还管矿泉水。” 是

啊,地质灾害防治成了全国性行动,减灾防灾就是财富民生;
矿泉水已成家庭日常;地质公园在祖国大地开花。 地质环境

从地质灾害、矿泉水、地质遗址的具体实践,创新了地球科学

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路径,为中国人福祉建设创出有效的

样本。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建设也为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效应

提升做了开创性工作。 世界地质公园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支持的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倡议活动转为与世界遗产、人与生

物圈保护网一道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保护利用协调

的旗舰项目,不仅弥补当初世界遗产目录不能确保全球有世

界性地学价值地质点的有效保护,而且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

区示范点,从保护出发到构建完整地理区的人与地质协同的

可持续发展区,有产业、有景观、有人群、有社区,地球科学知

识在这里普及,地质公园成为生物多样性、全球变化、人类福

祉协同的可持续发展区的协调器(张建平,
 

2020a,b)。 虽任

重道远,又实际可成,四年一周期的绿色证书考评制度推动

世界地质公园目标一步步朝前。
石林地质公园在创建国家、世界地质公园初期有过贡

献,深化了从地质年代表的代表性事件、代表性自然地理结

构、自然进化与人地协同的地质遗址区综合考察评价方法体

系。 石林公园有亿元门票地质观光旅游业,而亿元农产特色

民族生态食品特色地质乡村社区虽在路上,却要从地平线上

爬,与其它省区有差距。 “事在人非”现实值得剖析,曾今的

路南古脊椎化石地已消失,石林喀斯特却存在。 或许,如同

时代进步,社会发展持续体现在社区基层和居民的生活福祉

改善一样,地质遗迹保护利用同样需要脚踏实地服务社区居

民,地质公园建设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地质公园服务属地,需要改变“飞地式旅游开发方式”与

“县级财政窗口”的旅游开发引导,要对社区乡亲再认识。 当

年与时任石林县长赵德光同志交流的问题今天仍有实际意

义,“怎样看待五棵树居民对石林的贡献?”石林地质公园范

围有 70 多个自然村,超过 6 万居民。 当年 SARS 疫情后,与
时任县委书记李少春交流的问题仍值得深思:“在石林最难

受的时刻是何时?”他回答:“是 SARS 疫情发生时,站在石林

景区大门,门可罗雀,空无一人。 财政怎么办”。 2020 年又是

新冠肺炎疫情。 如何创建社区居民自维持、持续致富、生态

系统服务产品持续供给的地质公园需要观念转变与服务行

动。 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科学评价让“山石冠天下,风情醉游

人”的传统山水名胜地有了坚实的科学支持。 上篇已往,下
篇如何? “生态自然美,食宿游人爱”应是方向。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引领地质公园建设,“山水田林湖草生命

共同体”深化与巩固了地质、水源、土壤、植被、人群聚落协同

共生新产业群方向。 国家地质公园在提升边远、贫困区居民

民族文化自信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作为集石林喀斯特、水资

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生物多样性于一体的石林地质公

园,建设农特生态产品、非物质遗产产品丰富的地质公园社

区乡村要上议程。 游客来时是收入,游客走时或没有时是蓄

积,是修生养息,而不是困难或失业。 作为地质公园目标之

一的自力能力建设,要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

不充分,不平衡的”新时期矛盾,从服务自身的管理转向服务

属地社区居民,持续增强属地社区居民的自力能力,公园属

地社区居民“知识、资源、管理”三能力欠缺仍在。 从地质遗

址入口,着眼于人与自然协同的出口,维护民生改善福祉,可
持续发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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