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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地质遗迹综合评价

彭世良 Ｕ
， 周爱 国 ＼ 柴 波 ＼ 陈文光

２

１ ． 中 国 地质大 学 环境学 院 ， 湖 北 武 汉 ４３００７４
；
２

． 湖 南省地质环境监测 总站 ，湖 南 长 沙 ４ １０００７

摘 要
： 在湖南省地质遗迹调查成果的基础上 ， 系统总结和研究 了 湖南省地质遗迹评价原则 、方法 、

过程和结果 ． 湖南省地质遗迹

评价包括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 、综合评价和专家审定 ４ 个环节 ． 其中 ，定性评价采用专家鉴评和对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评价

采用层次分析法 （ ＡＨＰ ）分类给出指标权重 ，运用模糊数学模型计算综合评分 ；综合评价则是定性 、
定量评价相结合 ． 整个评价过程

离不开专家的充分参与 以及调查组与专家组的紧密配合 ． 评价结果显示
，
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 ５ １ ８ 处

，
其中世界级 １ ０ 处

，
国家级

１ ６９ 处
，省级 ３ ３９ 处 ． 利用地质遗迹评价成果 ， 湖南省取得了显著的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利用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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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评价是地质遗迹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性地质遗迹调査 ， 但如何对省域数量庞大的地质遗迹

重要依据 ． 近年来 ，我 国大部分省 （市 、 区 ）开展 了全省进行科学的评价 ，

一

直是众多调查人员感到复杂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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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

的问题 ．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３ 年 ，
湖南省在全国较早开展了全面科学价值 ， 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注重评价其美学观赏

系统的地质遗迹调查 ，
并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ｍ
． 本价值

［
４

］

． 故实行地质遗迹分类评价原则 ．

文试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和研究湖南省地质遗迹评价（ ３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原则

原则 、方法 、过程和结果 ，
以便为湖南省地质遗迹保护对同

一地质遗迹的价值评价 ，
评价方法不同 ，评价

与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并为其他省 （市 、区 ）开展地质遗结果也有所不同 ． 由于定性评价与评价者的工作经

迹调査评价提供借鉴 ．验 、现场感受和当 时心境有较大关系 ，评价结果往往带

有
一

定 的主观性 ， 不同的评价者或者同一评价者在不

１ 湖南省地质遗迹概况同的环境下可能得出差别较大的评价结果 ． 定量评价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区 ，
地处云贵高原到江南虽可

一

定程度上弥补定性评价主观性较大的缺点 ，但

丘陵和南岭山地到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 ，
地形多为山定量评价中各评价指标的模糊得分仍然离不开定性分

地 、丘陵 ，
地势起伏大 ，

地貌形态多样 ． 此外 ，湖南省地析 ． 因此 ，
地质遗迹评价应当采用定性 、定量评价相结

层发育齐全 ，沉积类型多样 ， 岩浆活动频繁 ，
地质构造合的综合评价原则 ．

复杂
，成矿条件优越

［ ２ ］

． 如此地质环境条件 ，造就 了湖２
．２ 地质遗迹评价方法

南省丰富多彩的地质遗迹资源 ． 根据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３ 年开２ ．２ ． １ 定性评价方法

展的地质遗迹调查 ， 湖南省共有地质遗迹 ９５ １ 处 ． 参定性评价是大多数人习惯采用的地质遗迹评价方

照中国地质调查局 ２０ １２ 年编制的 《地质遗迹调查技术法 ， 它通过对地质遗迹的 自然属性 、功能价值 、开发利

要求 》 （暂行 ）
，
湖南省地质遗迹划分为 ３ 个大类和 １ １用条件等多个方面进行文图描述与分析［

５
］

，进而根据

个小类 ． 其中 ，基础地质大类 （含地层剖面 、岩石剖面
、评价标准评定地质遗迹的等级 （世界级 、 国家级 、省级 、

构造形迹 、 古生物化石产地和岩矿石产地等 ） ３３０ 处 ，县级 ） ． 评价标准通常 以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

地貌景观大类 （含各类地貌和水体景观 ） ６０２ 处 ，地质（
１ ９９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 ， 地质矿产部令第 ２ １ 号发布 ）划

灾害大类 １９ 处 ． 湖南省地质遗迹分布广泛而又相对分的地质遗迹分级标准为依据 ． 定性评价虽然对地质

集 中 ． 根据地质遗迹分布规律及其地质地貌背景的空遗迹分析的要素较多 ， 但评价者在评定等级时往往根

间分异 ， 湖南省地质遗迹可划分为武陵山 、雪峰山 、南据遗迹某
一

、
二个最突出的属性价值得出 ，存在以偏概

岭 、罗霄山 、湘 中丘陵 、洞庭湖平原等 ６ 个特色 明显的全的现象 ． 定性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 ，

一

是专家鉴评

地质遗迹分布大区［
３

］

．法 ，

二是对 比分析法 ． 因地质遗迹鉴评涉及地层 、岩

性 、构造 、古生物化石 、矿物 、地貌 、水文地质 、地质灾

２ 湖南省地质遗迹评价害 、旅游等多个领域 ，故专家鉴评时应当邀请 ５ 名 以上

２ ． １ 地质遗迹评价原则专家 ，这些专家在各 自领域应当是具有很高造诣 ，并有

（ １ ）全面系统原则高度责任心的资深专家 ［
４

］

． 根据分类评价原则 ，不同类

地质遗迹评价主要是以资源保护和利用为 目的而型地质遗迹鉴评邀请的专家应根据专业领域而有所区

进行的评价
，
且通常 以对地质遗迹的价值评价为主 ． 别 ． 对比评价法则是选择其他同类型的价值和级别较

地质遗迹的价值是多方面 、多层次 、多内 容的 ， 主要包为明确的地质遗迹进行对比分析 ， 从而确定待评定地

括科学价值 、 观赏价值 、 历史文化价值和开发利用价质遗迹的价值和级别 ； 对比的特征与要素必须反映遗

值 ；
而价值的高低又与遗迹的 自然属性 （典型性 、稀有迹的重要特征和价值 ，

且至少列举 ２￣３ 个对比对象 ．

性 、系统性 、完整性等 ）和保护利用条件 （环境状况 、保例如 ， 湖南丹霞地貌集中 区的评价 ， 可选取新宁崑山

护状况 、区位交通等 ）密切相关 ． 故实行全面系统的评（世界级 ）
、郴州飞天山 （国家级 ） 、茶陵灵岩 （省级 ）作为

价原则 ．对比对象 ． 实际进行定性评价时 ， 专家鉴评与对比分

（ ２ ）分类评价原则析应当紧密结合 ．

因不同类型地质遗迹评价的侧重点和评价标准不２ ．２ ．２ 定量评价方法

同 ， 如基础地质类和地质灾害类地质遗迹侧重评价其（ １ ）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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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年

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合理确定是定量评价的关键 ．表 １ 地质遗迹等级划分

目前 ，
地质遗迹定量评价内容不外乎 自然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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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 ｉｎｇ

ｏｆ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功能价值 、开发条件等几个方面 ，但具体评价时不■
１

■平分


评—级


同评价者选取的评价指标不很
一

致． 有的评价指标选
化 ＋

－

丨

、 士
？

祕 如 ／人 ＋匕国 家级 ７０
￣

８５ 地质遗迹价值突 出
，
具有全 国性或 大区域性

（
跨省

）
意义

取过多 ’？＿在包含或交叉关系％有的■指
省级 ５５

￣

７０＿ 遗迹价值比较突出 ， 具有省＿性意 义

标不够具体 ，
指标赋值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
． 本研觀 ＜ ５５ 地 质遗迹 价值一般 ，具有县级 区域性 意义

究通过反复权衡 ， 选取能较大程度体现遗迹价值的 因


子 ，
去除不相关或弱相关因子和冗余因子 ，

从而得出评（ ２ ）综合评分及评价等级的确定

价指标体系 （表 １ ） ． 国 内 学者常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后 ，
运用模糊数学法确定

（ ＡＨＰ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因子的权重 ． 即将系统综合评分？ 首先 ，邀请相关专家 （ ５ 名以上 ）对各处地质

分解成若干层次 ，
通过专家两两对比下

一层次因子相遗迹各项指标打分 ，
打分标准采用模糊数学百分制计

对上
一

层次因子的重要性而逐层判断评分 ， 给出相对分法 ？ 打分之前 ， 调查组应提供每处遗迹详细的野外

重要性定量指标 ，建立判断矩阵 ，进而计算特征向量并调査资料和分等定级论证材料 ，
应对每处地质遗迹每

做
一

致性检验［ｗ° ］

． 本文同样运用 ＡＨＰ 法得出评价指个要素 （评价因子 ）都有详细的文图和数据描述 ；而且

标权重 （表 ２ ） ． 所不同的是 ，根据分类评价原则 ，基础专家组针对每类地质遗迹每个评价因子均制订
一

个较

地质大类 、 地质灾害大类地质遗迹评价指标权重与地为具体的评分标准 ？ 评分标准分为 Ｉ（极好 ，
１〇〇￣８５ ） 、

貌景观大类地质遗迹评价指标权重有所不 同 ， 在于前１１ （好 ，
８５￣７０ ） 、 ＩＥ （

—般
，
７０ ￣５５ ）和 ＩＶ （较差 ，

＜５５ ）４ 个

者科学价值 、观赏价值权重分别 为 ０ ．５ １
、 ０ ． １

，后者科学等级 ？ 如某处遗迹某个因子的若干个评分得出后 ， 选

价值 、观赏价值权重分别为 ０． ３ １ 、０ ．３ ．取中位数 （用来代表
一

组数据的
“

中等水平
”

，不受极端

表 ２ 湖南省地质遗迹评价指标 、权重及因子含义

Ｔａｂｌｅ２Ｈｉｅｅｖａｈｉａｔｔ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ｗｄ＾ｉｌｓ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ｅａｎｆａｉｇｓ

ｏｆ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ｉｎＨｍｕ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评价综合层 权重

￣

评价项 目 层ｕｉ评价 因 子层因 子含义

占
柩 ，

！^ 血麻
０ １ ５形 成过 程 、

表观现象和内 容的完整程度 以及在 同类遗迹

̄

（
０ ． １０

）方面的代表性和对 比意义

稀有性遗迹在 国 内 外的地位或稀有程度

科学价值
〇 ． ５ １

ｎ Ｔｏ
０Ｘ３ １

）科学研究 意义地学 、 生态学 等方面科学研究作用与意 义

科普 教育 意义地学、 生态学等方面科普教育作用与意 义
（ ０．０６ ）

ｆ／ＨＳｖＦ ｆｆｒ０ ．７

形态造 型美形态丰富性 和造型奇特性

观常价佶０ １０气势 宏伟 度ｊ
＇

ｔ 、规模 等力
？

面构成的气势宏伟度
職併值

（
０． ３０

） （
０ ． １２

）

其他美感 度色彩等 方面给人的愉悦度 、惊喜度
（０ ． ０６

）

历史记 载与古迹０ ． ０５历史 文字作 品记 载及相关名胜古迹
历史文化价值０．０９



民俗 、 宗教与传说０ ． ０４


民俗 文化 、宗 教信仰和神话传说故事


环境质ｉ与安全性００６生态环＆量 、 自 然或人Ｉ威胁 因素
环境条件０ ．

１０

生态旅游环境 承载 力０ ． ０４能承受 的最大 生态旅游活动强度

保 护现状００４是否保护
，
已经 采取 的保护措施和手段

条件评价０ ． ３保护条件０ ． ０９

可保护性０ ． ０５可采取 的保 护措施 及可达到 的保护效果

景观组 合０ ． ０６与其他 自 然景观 、人文景观 的组合情况
开发条件０ ． １ １



区位交通


００ ５


区位 和交通便利情况


注 ：科学价值 、观赏价值权重中 ，括号外的数字为基础地质大类 、地质灾害大类地质遗迹评价指标权重 ，
括号内的数字为地貌景观大类地质遗迹评价

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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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影响 ）作为该因子的评分． 然后 ，根据下列模糊数通过后评价结果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外公布 ？ 评价结果

学公式 ，计算综合评分？见表 ３ ．

从表 ３ 可看出 ， 湖南省地质遗迹 ９５ １ 处 ， 其中 ，省
Ａ

＝

＾
Ｓ

ｉ

， Ｗ
ｉ

级以上的重要地质遗迹 ５ １ ８处 ， 包括世界级 １０处 ，国

式中 ４ 为综合评分Ａ 为第 ｉ 个评价因子的模糊得分 ；家级 １６９ 处 ，省级 ３３９ 处 ． 湖南省 １０ 处极其珍贵的世

ＩＦ
，
为第 ｉ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３为评价因子数 目 ．界级地质遗迹中 ，

５处为科学价值极髙的基础地质类

综合评分确定后 ， 根据表 １ 确定的等级划分标准地质遗迹 （图 １Ａ 、 Ｂ 、 Ｃ ） ，５ 处为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

确定地质遗迹的评价等级．价值均很高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 （ 图 １Ｄ 、Ｅ 、Ｆ 、Ｇ 、

２．３ 地质遗迹评价过程及结果Ｈ
） ，
其评价要点详见表 ４

［ １３ ］

．

湖南省地质遗迹评价包括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 、综利用地质遗迹评价成果 ， 湖南省建立了重要地质

合评价和专家审定 ４ 个环节 ． 综合评价是定性 、 定量遗迹保护名录和数据库 ， 进行了湖南省地质遗迹保护

评价的结合 ，
主要对定性 、定量评价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区划 ， 为分类分级保护和开发利用地质遗迹提供了重

和校对 ． 通过定性 、定量评价 ，调查组发现 ，大部分遗要依据 ． 此外 ，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成果的公布 ，提高了

迹定性 、定量评价结果是吻合的 ， 只有小部分不
一致 ． 湖南省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利用意

针对该部分定性 、定量评价结果不
一致的地质遗迹 ，再识 ． 至 ２０ １５ 年底 ，湖南省 已建设地质公园 ２８ 家 ，其中

次邀请相关专家对每
一

处遗迹的每
一个评价因子重新世界级 １ 家 ， 国家级 １２ 家 ，省级 １５ 家 ． 建议湖南省进

一

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赋值 ，最后直至定性 、定量评价结步加强地质遗迹保护 ， 特别是对尚未采取任何保护措

果相吻合 ． 专家终审过程则是由主管部门组织国内知施的重要地质遗迹实行保护 ， 并制订有关地质遗迹保

名专家对综合评价结果及其相关附件进行会审 ，
会审护与管理法规 ，严厉打击恣意破坏地质遗迹的行为 ．

表 ３ 湖南省地质遗迹综合评价结果统计表

ＴａＵｅ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质遗迹类ｉ地 质遗迹数量
（
按级别

）

 实例
大类


ｍ


世界级国 家级省级县级小计


２３４ｎ ２１ｓｏ 世 界级 ： 花垣排碧寒 武系
“

金 钉子
”

剖面 、桑植 芙蓉桥

０４１６１ １＝叠 系 芙蓉龙化石产地 、
郴州柿竹园钨多金属矿

基础地质大类三
、构造形迹０１ １１ ６ ８ １１ ０８

四
、
重要化石产地１ １ ３，７２２？Ｓ家级

：
激浦金家洞水母化石产地

五 、重要岩矿石产地２９２９４ ８８８
省级 ：永顺列夕 三叶虫化石产地

六 、岩石地貌

⑴岩溶地＆２４６８ ８６０１ ９６
世界级

：
张家界天 门 山 岩溶 地貌 、 古丈红 石林 岩溶地

（
２

）
碎屑岩地貌２８２６ １ ４５０＿

＾貌 、 张家界武 陵源砂岩峰林地貌 、
新宁 崑山丹 霞地貌 、

（
３

）
花岗 岩地貌１７１ ０８２６

（
４

）
变质岩細００１ ５１ １２６

七
、
水体景观国 家级

：

涟源湄江岩溶地貌 、桑植九 天洞
、
冷水江波月

地貌景观大类＿

（
１ ） 河流 、

湖泊０
１ ３１ ３１４４０洞

、
平 江石牛寨丹霞地貌 、

东安舜皇 山 花岗 岩地貌 、花

（
２

）
潘布°９ ３９２７７５

垣大龙洞瀑布 、永顺王村瀑布 、涟源湄江莲花涌泉

（
３

）
泉井０９３４４７９０

省级
：

常宁庙 前岩溶地貌 、
攸县 白龙洞 、

茶 陵灵岩丹霞
八

、
流水地貌 ０１２０２５４６

九 、构造地貌０１７１ ６２４
地貌 、岳 阳大云 山花 岡岩地貌

十
、
其他地貌０４０１ ５１ ９

地质灾害大类十一 、其他地质灾害〇


０７１ ２１９省级
：

澧县古滑坡群
、
石门 九斗峪 泥石流


合 计


１０１６９３３９４３３９５ １



注
：湖南省地质遗迹类型参照中国地质调査局 《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要求 》中的地质遗迹类 型划分方案划定 ．



９４


地质 与 资源


２０ １ ７ 年

ｉＨｔｔＨＴＴ ｋ

ａｉ ｉｉ
＾ｍｋＭｍ

图 ｉ 湖南省世界级地质遗迹

Ｆｉ

ｇ
． １Ｔｈ ｅｗｏ ｒ ｌｄ

－

ｃ ｌａｓ ｓ
ｇ

ｅｏ ｈｅｒｉ
ｔａ
ｇ
ｅｓｉ ｎＨ ｕｎ ａｎＰｒｏｖ ｉ ｎｃｅ

Ａ
—排碧

“

金 钉子
”

剖面 东段 （ ｅ ａｓ ｔ ｅｒｎ 丨

）ａ ｒ
ｔｏ ｆ

ｔ
ｈｅ Ｐａ ｉｂ

ｉ
Ｇｏ ｌ ｄｅ ｎＳｐ ｉ ｋ ｅｓｅ ｃｔ

ｉ
ｏｎ

）
； Ｂ
—古 丈

“

金钉子
”

剖面 一段及标志碑 （
Ｇ ｕ ｚｈａ ｎｇＧｏ ｌｄｅ ｎＳｐｉｋｅ ｓｅｃ ｔ ｉｏ ｎ ａｎｄ

ｍ ａｒｋ ｅｒ ） ；

Ｃ
—现保存在博物馆内的芙蓉龙骨傲化石 （ Ｌｏ ｔｏｓ ａｕ ｒｕｓｓｋ ｅ ｌｅ

ｔｏｎ ｆｏ ｓｓ ｉ
ｌ

ｉ
ｎｔ

ｈｅ ｍｕ ｓｅ ｕｍ
） ；


Ｄ
—天 ｜

、

ｊ 山岩溶地貌 （
ｋａ ｒｓ

ｔ
ｌ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Ｔ ｉａｎｍｅ ｎ ｓｈａｎ

 ）
；


Ｅ
—

古 丈红石林地貌 （ ｒｅｄ ｓ
ｔｏｎｅ ｆｏｒｅ ｓ ｔｉｎＧｕ ｚｈａ ｎｇ ） ； Ｆ

—

武陵源张 家界地貌 （ Ｚｈ ａｎ ｇｊ
ｉ ａ

ｊ
ｉ ｅｌａｎ ｄ ｆｏｒｍｉ ｎＷｕ ｌ

ｉｎ
ｇｙ

ｕ ａ ｎ ） ； 
Ｇ—崑 山丹霞峰林地貌 （

Ｄａｎｘ ｉａ ｌ ａｎ ｄ ｆｏ ｒｍ ｉ ｎ

Ｌａ ｎｇｓｈ ａｎ ） ； Ｈ
—

莽 山花 岗岩峰林地貌 （ ｇｒａｎ ｉ ｔｅ丨ａ ｎｄｆｏ ｒｍ  ｉｎＭ ａｎｇ ｓｈ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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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湖南省世界级地质遗迹综合评价要点

ＴａＵｅ４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ｄｎｉ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ｃｌａｓｓ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ｙｉｎｃｅ

名 称位 置突 出价值存在 问题及建议综合评分

排碧寒武系
“

湘西花垣县世界寒武系 首个
“

金钉子
”

剖面 ，定 义了寒武系 芙蓉统 、排碧阶 ２ 个
胃＃胃

金钉子
”

剖面麟乡 四新村 年代地层单位 ， 具有极髙科 学价值
ｙｕ

古丈寒武 系
“

湘西古 丈县中 国第 ９ 个
“

金钉子
”

剖面 ，
定义了 寒武 系古 丈阶 １ 个年代地层单

金钉子
”

剖面罗依溪镇 位
，
具有极高科学价值


需 力酿娜麵９０ ２

芙蓉桥三叠系芙蓉 张家界市 桑植县 中 国 目 前唯一的恐龙始祖一芙蓉龙化石产地 ， 具有极 高科学需改善交 通条件 ，加强 保护

龙化石产地芙蓉桥乡 白族村 价值和科普教育
ｙ ｉ ＿ ８

柿竹园钨多金属世界独一无二 的特大 型钨多金属矿床 ， 矿物之 多 ，忸 所罕见 ，被誉

矿床为
“

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
”

，
科学价值极高


需據ｒ＿觀＆９０ ．５

香花岭锡多金属矿 郴州市临武县 香花石是中 国 地质学家发现的第一种世界新矿物 ， 具里程碑意义
，
保护现 状较差

，
需 大力加强ａｓ １

与香花石产地香花岭中 国香花岭独有 ， 誉为
“

国 宝
”

， 科学价值极髙保护和矿 山环境整治

区
迩 ，
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均很高


力
，
保持适度开发力度８９３

林镇 断龙山 乡 報獅麟雜聊高雜性
，
减少人油工

８ｂ ｙ

张家界市于 １ ９９ ２ 年列人世界 自 然遗产名 录
，
其砂岩峰林无与伦比 的 自 然之 需 调控 生态 旅 游环 境 承载ｍ ｉ

武陵源区美深深震撼着中 外游客 ， 其科学价值也很高力 ，保持适度开发力度
ｙｉ３

齒
．

ｈ＃？抽拍邵 Ｋｆｌ ＴｔＴ雜 …且游％ 境 ＃载 ｆｉＱ 〇ｍｍ ｎｍｍｍ＿＿ＴＳ
霞地貌的典型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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