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资源丰富 ! 地质遗

迹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地质历史、事件或演化过程 ! 地

质遗迹及其所构成的地质环境，是地球的自然资源和

自然环境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地球上生物的

分布以及人类社会和文明都有深刻的影响 !
地质公园是自然公园的一种，它是向游客展示地

质景观的地球科学知识和美学魅力的天然博物馆 ! 地

质公园集地质遗迹保护、地质环境修复、地学生态重

建、地球科学普及、地学旅游以及发展地方经济、开发

特色产品、增加当地居民就业、促进文化建设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是旅游与科学的有机结合，地质公园的建设

将更好地促进游人对景区美丽景色的成因做科学的探

索，引导游人对景物的认识提高到科学的层面上来 !
因此，保护好园区内的地质遗迹，对建设高档次的旅游

景区、推动旅游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

" 公园概况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座落在焦作市的北部山区，

面积 ##$ %&’( 地质遗迹丰富，是一处以裂谷构造、水动

力作用和地质地貌景观为主，以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

为辅，集美学价值与科学价值于一身的构造地貌型地

质公园 ! 分为云台山、神农山、青龙峡、峰林峡和青天

河五大园区 !
公园由一系列具有特殊科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能

够代表本地区地质历史和地质作用的地质遗迹组成 !

在裂谷作用大背景下形成的 “云台地貌”，是新构造运

动的典型遗迹，是中国地貌家庭中的新成员 ! 在长期

处于构造稳定状态的华北古陆核上，发育了一套相对

完整且具代表性的地台型沉积，完整地保存了中元古

代、古生代海洋环境，尤其是陆表海环境的沉积遗迹 )" * !
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形成了独特的水动力条件，造就

了公园特有的地理地貌特征，使其兼具北方之雄浑和

江南之灵秀，并成为中国特殊植被的北界和最高纬度

的猕猴保护区 !

’ 地质遗迹类型

公园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地质演化历史，’# 亿年

的太古宙末期形成“萌地台”，约 "+ 亿年进入地台发展

阶段 ! 约 "’ 亿年前的蓟县纪，下降接受滨海相的碎屑

沉积，形成地台盖层构造层和中元古界蓟县系云梦山

组与太古宇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接触； #,- . ,/0 12 的

寒武纪为广阔的陆表海环境，形成巨厚的以碳酸盐岩

为主的沉积，并构成寒武系与云梦山组的平行不整合

接触；中奥陶世继承了寒武纪陆表海环境，仍为碳酸盐

岩为主的沉积，形成中奥陶统与寒武系之间平行不整

合接触；石炭纪为海陆交互环境!，形成石炭系与中奥

陶统之间平行不整合接触，为重要的煤、铁、铝成矿期!
中生代以来受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的影响，发

生了强烈的构造活动，印支 3 燕山运动早—中期为隆

升造山作用；早白垩世晚期开始了全新的、以伸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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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断块差异升降为特征的东亚裂谷系发育期；早白垩

世晚期—古近纪初为裂谷的雏形发育期，古近纪为裂

谷发展的全盛期，新近纪裂谷盆地整体拗陷，为裂谷发

展的衰亡期；第四纪构造活动继承了新近纪的活动特

征 ! 因此，公园保存完好的地质遗迹是反映地球历史

和构造演化的记录 !
"! # 典型地质剖面

寒武系、奥陶系在园区分布最广$ 发育最全，子房

河的下—中寒武统馒头组、青龙峡的中寒武统张夏组、

青天河的上寒武统崮山组、炒米店组、三山子组及西村

的中奥陶统马家沟组出露良好，在华北地台上具有广

泛代表性 ! 将其与世界范围内的寒武系和奥陶系地层

进行对比，相当于北美著名的 %&’( 层序 !
石炭系仅分布于公园南部的山前地带，自下而上

划分为上石炭统本溪组和太原组 ! 底界为华北地台上

区域性的平行不整合界面，底部产 “鸡窝状”)山西式 *
铁矿、黏土矿 !
"! " 典型地质构造景观

公园内保留了许多非常典型的地质构造景观，如

红石峡的海滩沉积层序、大型风成交错层理，泉瀑峡的

潮坪沉积层序、羽状交错层理、巨型波痕石坪等，不仅

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也有很高的美学观赏价值!
"! + 古生物化石

云台山的古生物化石主要产于寒武纪—奥陶纪地

层中，以三叶虫、头足类、牙形石为主，另有腕足类、海

百 合 及 藻 类 ! 中 寒 武 统 所 产 ,’-./012033& 4-5&6-3-7
8/&12 09 :’&1$ %’1&7;-7 <0&=-7 3’$ >09&25&’3?7 @?3?1
A&3.?99$ B1?’C-& .&;&D A&3.?99$ E&-3-033& <&1901?-7-
)>&17’C * >02&25&’3?7 .?50&1-.’7 F?6&C&7/- 等 为 亚 澳

生物大区华北生物区底栖类三叶虫的典型分子，具有

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
寒武 G 奥陶系地层中，藻类生物非常发育，形成了

大面积出露的藻礁 ! 青天河的藻礁灰岩大绝壁，青龙

峡的藻礁灰岩地图石等十分罕见 !
"! H 水体景观

公园内的悬泉飞瀑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靓丽景观 !
云台天瀑，落差达 +#H 4；孔雀泉、龙凤泉、私语泉等从

绝壁上飞落而下，蔚为壮观；白龙潭、黑龙潭、含羞潭、

幽潭等清幽含秀，水帘瀑如垂珠帘 !
"! I 地质地貌景观

由于太行山隆起带和华北裂谷带的共同作用，形

成了中国东部由东向西、从平原到山地的巨大阶梯状

地貌，同时形成的西安 G 郑州 G 徐州近东西向转换带

组成部分的济源 G 开封拗陷又终止了太行山的向南延

伸，造成太行山东南缘的桌状突起 )见图 # * !
华北地台长期稳定的发展演化，形成巨厚的、倾角

近于水平的以碳酸盐岩与泥质碎屑岩不等厚互层的未

变质沉积岩系 ! 在北半球暖温带气候条件下，风化作

用以机械风化作用为主、化学风化作用为辅，使得不同

岩石遭受外营力作用的破坏程度与湿热气候条件有着

本质的区别 J " K ! 碳酸盐岩，尤其是岩性单一的巨厚碳

酸盐岩具有极强的抗机械侵蚀的能力，以泥质岩为主

的碎屑岩则非常容易遭机械侵蚀而破坏 ! 所以岩性抗

蚀能力的差异性是“云台地貌”形成的重要基础 !
由于东、南两面的下降和太行山的上升，对太行山

东缘和南缘施加向东、向南的拉张应力和因太行山隆

升作用导致的表面扩张而引起的南北向、东西向的伸

展作用，形成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的张裂带及多组倾

角近直立的断层、破劈理带、密集节理带的断裂构造格

局 ! 显然，断裂构造在 “云台地貌”的形成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并非由一种断裂控

制，往往由几种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规模的断裂构造组

合的综合作用是直接控制“云台地貌”形成的主导地质

因素 !
地表流水的侵蚀、溶蚀和岩溶泉的溶蚀、掏蚀，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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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薄弱地带形成最初的线状洼地，为地表水流的汇

聚及定向流动创造了固定的下泻通道，更加剧了水流

的侵蚀强度和下切能力，直至形成深切河谷和峡谷 !
软弱岩层的蚀空又使得上部巨厚碳酸盐岩岩层因重力

失衡沿断裂面发生崩塌、滑塌、坠落，形成雄伟的瀑布、

鱼脊岭、长墙、围谷、瓮谷等 ! 在山顶以地表水流、面

流、表层岩溶作用为主，由于植物生成的腐质酸的加入

和长期作用，表层岩溶进一步加强，形成云台地貌上层

特殊的景观——— 由圆锥状山峰组合而成的峰丛、峰林!，

即水动力在云台地貌的形成中担负了鬼斧神工的神奇

雕塑家的角色 !
综上所述，“云台地貌”的形成是以东亚裂谷系为

背景，地层、岩性为基础，倾角近水平地层的叠覆为前

提，断裂构造为主导，水流侵蚀、溶蚀为动力，以崩塌、

跨塌、滑塌、坠落为表现的多种地质营力共同作用的综

合结果" !
"! # 地质灾害遗迹景观

由于太行山的强烈隆起和华北裂谷的剧烈拗陷，

不仅形成了旷奥兼具的 “云台地貌”景观，同时还形成

了博大精深的山崩地裂地质遗迹景观 ! 老潭沟北岸长

崖下的崩塌岩堆，长达 " $%，宽达百余米，展示了古代

山崩的风采 ! 由崩塌形成的天降峰、双秀峰、蜂鸟巢

等，更是异彩纷呈、引人入胜 !

& 地质遗迹现状

对自然景区而言，地质遗迹是其主要的景观，合理

保护和开发利用地质遗迹，提高旅游的层次，是景区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
自 ’()( 年云台山成为风景名胜区以来，景区管理

机构对重要的地质遗迹已经做了大量的保护和开发利

用工作，但更多的地质遗迹由于认识不足，遭受了不同

程度的破坏 ! 目前亟待保护的地质遗迹包括艾曲石炭

系标准剖面、泉瀑峡巨型波痕石坪、羽状交错层理等等!
&! ’ 艾曲石炭系标准剖面

位于西村乡艾曲村附近，由于采矿，使这条标准剖

面遭到严重的破坏 !
&! " 老潭沟巨型波痕石坪

位于云台天瀑之下，出露面积达 #** %"! 发育于

下寒武统馒头组上部灰岩层面上，波峰形状对称，波

峰、波谷圆滑，波脊呈曲线延伸并常见分叉，波长 &* +
,* -%，波高 & + . -%，波痕指数 ) + ’*，形成于潮坪环

境（图 "）! 此类波痕构造在寒武纪地层中十分常见，但

大面积保存并出露却是罕见 !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游人在此栖息、拍照，加上

丰水季节天瀑水流的冲刷，使这一处典型的地质遗迹

正在遭受破坏 !

&! & 羽状交错层理

位于泉瀑峡苑区对岸的一系列陡坎上，形成了非

常优美的画壁 ! 主要发育在下寒武统馒头组灰岩中，

层系厚度一般 ’* + "* -%，相邻层系的纹层倾斜方向相

反，延至层系界面时锐角相交，呈羽毛状，纹层倾角

". + &/0，在 " 个倾向相反的层系之间常隔以薄的泥岩

层，反映潮汐环境的双向水流特点 1图 & 2 !
目前存在的问题：由于距离步道很近，游人到此都

要上前观赏、抚摩 !
&! , 古生物化石

寒武系的三叶虫化石，是这一时期的标准化石!
位于泉瀑峡云台天瀑之下和潭瀑峡龙凤瀑下的两处三

叶虫化石带，由于处在游览区内，正在遭受人为破坏 !
青龙峡谷底的步道从一处非常典型的藻礁灰岩上

通过，严重破坏了这一处地质遗迹景观 !
&! . 温盘峪口中元古界海滩沉积层序

中元古界海滩沉积层序在温盘峪口表现得非常典

型，也是目前进入温盘峪旅游的第一个标示点，游客在

此都要留影、观赏，甚至抚摸等 !
&! # 温盘峪口太古宇赞皇群地层剖面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赵逊研究员、刘敦一研究员等

"**/ 年地 质 与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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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本处最古老的地层，年龄已达 !" 亿年，也

是华北陆块南部发现的最古老的地层!，具有重要的科

研价值，目前，由于这一处地质遗迹位于白龙潭边，枯

水季节才能露出水面，因此，应采取手段，进行重点保

护 #
!# $ 水资源污染

近年来，焦作旅游不断升温，大量的游客带来的生

活垃圾，使公园内的水资源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
虽然管理机关采取了多方位的保护措施，但水污染现

象日益严重 #
!# % 地质灾害隐患

旅游业的发展，同时还带来了地质灾害隐患，主要

的地质灾害隐患包括：孝女塔塔基危岩、茱萸峰的滑坡

隐患、泉瀑峡的崩塌岩堆和龙凤壁的钙华体等" #

" 地质遗迹景观保护对策

地质遗迹是地球 "& 亿年演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

记录和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 由于其景

观资源价值高，且不可再生，必须严格保护 # 为使保护

重点突出，针对性强，应实行分区分级的保护原则和措

施 ’见表 ( ) #

面积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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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护内容

黑龙王庙断层、1 型围谷、大型交错层理、一线天、角度不整合、龟裂、层面波痕、障谷、水潭、瀑布、蓟

县系云梦山组地层剖面

云台天瀑、巨型波痕石坪、叠层石、鲕状灰岩、羽状交错层理、幽潭嶂谷、天瀑峡围谷、三叶虫化石、垮

塌双峰、寒武系地层剖面

龙脊长城、白鹤松、三叶虫化石、峰墙地貌、悬沟、正北瓮谷、寒武系地层剖面

龙凤瀑、叠瀑、龙凤瓮谷、水帘瀑、双瀑、丫字瀑、线瀑、蝴蝶石、拭剑石、泉华

叠彩洞、茱萸峰、奥陶系剖面、三叶虫化石、药王洞

石瀑、峰丛、青天河峡谷、靳家岭红叶、罗汉岩 ’藻礁灰岩大绝壁 )

牛轭谷地景观、群英湖景观、干流峡谷景观、峰林

长崖、钙华坝、钙华阶地、钙华扇、黄龙瀑、望龙瀑、叠瀑、天然石碑、角石化石、奥陶系地层剖面

帘瀑、线型长崖、叠瀑、之形长崖、1 型长崖、崩塌岩块、浴泉、太平瓮谷、古铜矿遗迹、角度不整合等

溶洞

赤壁丹崖、孝女塔危岩、之字型天门幽谷、天门悬沟、泥裂、丹崖长墙、竹林七贤

断裂崖、沟谷、溶洞

八仙峰峰丛、逍遥河峰簇、虎头山峰丛、行口瓮谷、悬沟、1 型崖叠谷、线型长崖、中国华北最大的平

行不整合面 ’ 2- * 3- )等

构造水蚀模型、断层

月山寺、连环井、将军柏、沧公洞楼

综合旅游资源及风景区生态缓冲区

世界地质公园主要地质遗迹包括特级区、一级区、二级区

表 (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简表

!"#$% & ’%($()*+ ,%$*+ -,(.%+.(,".%/ *0 120."*/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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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球物理工程勘察院 # 焦作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 -..!#

"河南省地矿局水文地质一队 # 焦作地区岩溶地下水资源及大水矿区岩溶水的预测、利用与管理研究报告 # (//%#

保护区名称

红石峡景区

泉瀑峡景区

神农山景区

潭瀑峡景区

茱萸峰景区

青天河景区

峰林峡景区

青龙峡景区

仙神河景区

艾曲溶洞景区

百家岩景区

丹河峡谷景区

逍遥河景区

净影峡景区

月山寺景区

生态保护缓冲区

级别

特级区

一级区

二级区

三级区

注：



! 实施方案

云台山地质遗迹种类较多，地质遗迹的保护任务

十分艰巨，因此，结合区内地质遗迹的实际情况，保护

工作按阶段分步骤逐步实施 " 各阶段保护措施和最终

目标如下 "
第一阶段：保护地质遗迹首先要引起地方政府的

高度重视，政府要严格贯彻执行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和政策法规，理顺行政关系，建立健全

保护机构，整顿区内秩序，制订切实可行的保护法规，

成立由地方公安部门配合的现场保护所，严格制止各

种乱采滥挖、毁林开荒、破坏生态现象，确保区内保护

工作有效、有序进行 "
第二阶段：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实施真正意义的

强化保护，中心区采用护栏封闭，仅供参观考察，禁止

游人进入，杜绝建筑施工，包括一般的科研作业 " 实验

区及缓冲区允许游人进入，适当修建步游道，禁止建筑

施工，杜绝大型机械作业 " 保护与生态建设同步，保护

与地方经济发展同步 "
最终目标：保护区内科研有序，开发有度，保护工

作与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机良性协调，高起点的规划建

设得到逐项实施，让人们能置身到地质历史的长河中

去敖游遐想，去领略不同地质时期，尤其是新近纪以来

新构造运动的鬼斧神工和水动力作用的无穷威力 " 当

我们把一个山川秀美、交通便利、遗产众多、内容丰富、

文明进步的云台山地质遗迹保护区展现在游人面前的

时候，它将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壮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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