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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地球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时期 ，大连地区形成了种类多样 、珍贵的 、不可再生的地质遗迹 ． 本文就大连地区地质遗迹的

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根据《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规范》提出 的地质遗迹分类方法对大连地区 ６９ 处地质遗

迹进行了初步的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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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开展大连地区地质遗迹的调查与评价 ， 根据成因及属

大连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东岸 ， 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性特征进行科学分类 ， 为大连地质遗迹保护与合理开

最南端 ， 西北濒临渤海 ， 东南面向黄海 ， 有大小岛屿发十分重要 ［
３

］

．

２６０ 个 ． 其地处华北板块东部 ，郯庐断裂东侧 ，先后经

历了鞍山 、 印支 、燕山等多期次构造活动 ． 由于大地构１ 大连地区地质遗迹的类型划分

造位置的得天独厚 ，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 ，

’

大连地区地质遗迹总共 ６９ 处 ，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其地层发育较全 ，
地质构造复杂 ，造就了类型丰富且独国国土资源部 《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规范》的分类要求 ，

特的地质遗迹 ． 重要地质遗迹资源是宝贵的 自然资可分为基础地质大类 、地貌景观大类 、地质灾害大类 ．

源 ，
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地质遗迹的有本区以地貌景观类为主 （

５２ 处 ）
， 其中 ： 海岸地貌 ３３

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将对树立科学发展观 ，
建立和处 ；

基础地质类 １ ５ 处 ，
以地层剖面为主 （ ６ 处 ） ；

地质灾

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 １

＿

２ ］

． 笔者认为害类 ２ 处 （见表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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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连地区地质遗迹
一

览表

Ｔａｂｌｅ１Ｌｉｓｔｏｆ
ｇｅｏ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Ｄａ ｌｉａｎａｒｅａ

类亚类遗迹名 称及编号

Ｊ
Ｃ０ １ 金石滩崔家屯组

（
Ｚｃ

；

＿

） 、兴 民村组 （
厶

）
剖面 ； ＪＣ０２ 金石滩震旦系甘井子组 剖面

；
ＪＣ０３丁屯剖面

；

地层剖面层型 （
典型剖面 ）ＪＣ０４ 磨 盘山 剖面 ； ＪＣ０５ 长兴岛 二龙 山冶里组剖 面 ； ＪＣ０６ 三棱 山南 剖面 ； ＪＣ０７ 大连 上升 ； ＪＣ０８ 金 州



褶皱 与变形ＪＣ０９ 太古苑变形构造 ； Ｊ
Ｃ

１ ０ 顺层滑脱构造主剪切滑脱面

构造遗迹

断裂 ＪＣ １ １ 白云 山莲花状构造 ； ＪＣ １ ２ 大黑山 砂岩石芽 ； ＪＣ １ ３ 大黑山 棋盘格式节理

重要化石产地古生物遗迹化石产地Ｊ
Ｃ

１
４ 茶 叶沟洞穴堆积 ； Ｊ

Ｃ １ ５ 骆驼山 古脊椎 动物群遗址

＾ＤＭ０ １ 草轮子岩溶海蚀群 ； ＤＭ０２ 下靴 子礁岩溶海蚀 群 ； ＤＭ０３ 老 于窝棚岩溶海蚀群 ； ＤＭ０４ 石灰容

岩綱蚀群 ； ｄｍ〇５ 石躺岩麟蚀群 ； ｄｍ〇６ 黑確岩溶海蚀群

岩溶地貌ＤＭ０７ 金 石滩金石 园 喀斯特地貌
；
ＤＭ０ ８ 蛤蜊岛 喀斯特地 貌

侵人岩地貌ＤＭ０９ 帽 山 侵人 岩地 貌

变质岩地貌ＤＭ １０ 石城 岛片麻 岩揉皱
石土体地貌

碎屑岩地貌ＤＭ １ １ 上韩小峪石英岩岩洞
“

灵隐洞
”

；
ＤＭ １ ２ 冰峪沟石英岩峰林 、孤峰群

ＤＭ １ ３ 金 石滩玫瑰苑叠层石 ；
ＤＭ １４ 金石滩震 积岩 ；

ＤＭ １ ５ 金石滩鳌滩大林 子组龟背石 ；
ＤＭ １６ 金石

滩鳌滩大林子组古盐坪沉积 ；

ＤＭ １ ７ 海龟 岛干涉波痕
“

指纹石
”

；
ＤＭ １ ８ 旅顺白 玉山 波痕构造

水体地貌ＤＭ １９ 黄渤海 自 然分 界线 ；
ＤＭ２０ 龙潭瀑布

丨

ＤＭ２ １ 小桂林 冰碛台 地
；
ＤＭ２２ 小峪河冰川遗迹群 ； ＤＭ２３ 英纳河

“

Ｕ
”

型谷
；
ＤＭ２４ 帽山 古冰川遗迹

；冰川 地貌ＤＭ２５ 步云 山龙潭村大石娇古 石河

ＤＭ２６ 金石滩海蚀群 ；
ＤＭ ２７ 拉树房海蚀群 ；

ＤＭ２８ 龙王岛构造岩壁 ；
ＤＭ４３ 石城乡 响岛

；
ＤＭ４４ 形人

坨子海蚀 群
；
ＤＭ４ ５ 蛤蜊 岛海蚀 群

；
ＤＭ４６ 大黑石海蚀 群

；
ＤＭ４７ 滨海路 海蚀群

；
ＤＭ４８ 老虎滩海蚀

群 ； ＤＭ４９ 燕窝岭海蚀地貌
“

舰艇礁
”

元宝 岛海蚀群 ； ＤＭ４ １ 小海王岛海蚀群
；
ＤＭ４２ 小海王庙褶皱海

蚀崖 ； ＤＭ ２９ 葫芦套村北海古杯生物礁
“

胳驼石
”

；
ＤＭ ３０ 长兴岛 海蚀群

；
ＤＭ ３ １ 交流岛海蚀群

；
ＤＭ３２

海蚀地貌大王家 岛海蚀 群 ； ＤＭ３ ３ 大王家 岛砂 岩柱状节理 ；
ＤＭ３４ 大王 家岛褶 皱崖 壁 ； ＤＭ３５ 双狮 岛海蚀群 ；

海岸地貌ＤＭ３６ 观 象岛 海蚀群 ； ＤＭ ３７ 海龟 岛海 蚀群 ； ＤＭ３ ８ 寿龙 岛 海蚀群 ； ＤＭ３９ 寿龙 岛砂 岩格子 状节理
；

ＤＭ４０ 元宝 岛海蚀群 ； ＤＭ４ １ 小海王 岛海蚀 群 ；

ＤＭ４ ２ 小海王 岛构造岩壁 ； ＤＭ４３ 石城 乡 响岛
；
ＤＭ４４

形人坨子海蚀 群 ；
ＤＭ４ ５ 蛤蜊岛 海蚀群 ；

ＤＭ４６ 大黑石海蚀 群 ；
ＤＭ４７ 滨海路 海蚀群 ； ＤＭ４８ 老虎滩

海蚀群
；
ＤＭ４９ 燕 窝岭海蚀地貌

“

舰艇礁
”

海 积地貌ＤＭ５０ 旅顺军港老虎尾沙嘴

构造地貌峡谷
（
断层崖

）ＤＭ５ １ 关门 寨峡谷
；
ＤＭ５２ 小峪河峡谷群

地质灾害遗迹泥石流ＤＺ０ １

＝

道沟泥石流 ； ＤＺ０２ 四行 沟泥石 流

２ 大连地区地质遗迹的分类特征的剖面 ．

（ １ ）地层剖面（ ２ ）构造

大连地区是我国青 白 口系 、震旦系发育区 ， 同时亦构造运动是 由地球内 动力 引起岩石圈地质体变

是震旦系与古生界连续沉积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
，
其形 、变位的机械运动 ． 构造运动可诱发岩浆活动 、变质

研究历史悠久． 该时期地层顶底界线明确 ，关系清楚 ，作用 、地震等 内外力地质作用 ，
可导致陆壳和洋壳的增

出露完整 ，层序良好 ，
地层 中保留有较好的各种沉积构生和消亡 、海陆轮廓的变迁 ，并深刻地影响外动力地质

造 ． 古生物化石和生物活动遗迹 ． 古生代地层中盛产作用的结果 ． 本区最为典型的构造变形是大黑山发育

三叶虫 、古杯等化石及生物活动遗迹 ，震旦纪地层中产在太古宙结晶基底和新元古代沉积盖层之间的大型水

有类水母 、 宏观藻类及蠕虫化石 ． 代表剖面有金石滩平靭性剪切滑脱构造和形迹组合及多期不同方向的權

崔家屯组 （Ｚｑ／ ） 、兴民村组 （＆ ）剖面 ，南关岭震旦系甘皱断裂构造的叠加 ． 另外
一

个构造形迹是位于大连白

井子组 （
Ｚ
ｇ ）剖面． 还有反映大连上升和金州上升运动云山庄的莲花状构造 ， 是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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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７ 年

在 １ ９５６ 年发现的 ，其为我国第
一

个莲花状构造 ．淡水湖泊都有分布 ． 金石滩龟背石是世界上仅有的两

（ ３ ）重要化石产地块中最大的一块 ，举世罕见． 龟裂就是干裂
，
层面上呈

胳驻山化石点位于激海的复州湾海岸边 ， 复州湾网格状如龟背 ，所以称龟裂 ，这是在干燥气候条件下泥

镇东南 ３ｋｍ 的骆驼山石灰石采矿场 ． 采石场岩性主质沉积物 （红色 ）充填所致 ．

要为奥陶系马家沟组深灰色中厚层泥晶灰岩 ，
上覆地（ ８ ）冰川地貌

层为第四纪中更新统褐红色黏土含灰岩烁石 ， 厚度可该冰川地貌主要表现为古冰川遗迹 ， 分布在帽山

达 ５ｍ 左右 ． 由于采矿爆破将这个地点暴露出来 ，
红景区 、 步云山景区及冰峪沟景区 ． 在帽山景区的龟背

色黏土里面发现很多古脊椎动物化石 ，包括头骨 、关节岭下边 ，分布有明显的擦痕 、刻痕和冰臼 ；冰峪沟景区

骨 、牙齿 、肋骨等 ，
大小不

一

，可 以确定为多种动物的化羊背石 、冰川漂砾 、冰川
“

Ｕ
”

形 谷 、 冰蚀洼地 、冰溜面 、

石 ． 据鉴定可知 ，
在这些动物化石 中 ， 有很多喜暖的动冰川擦痕 、冰川刻痕 、刀脊随处可见 ．

物 ，例如古老的剑齿虎 （即 巨颏虎 ） 、纳玛象 、居氏大河（ ９ ）海岸地貌

狸 、李氏野猪和硕称猴等等 ．大连地区东临黄海
，
西临渤海 ，

与山东半岛成椅角

（ ４ ）岩溶海蚀地貌之势 ， 海蚀地貌极其发育 ？ 具有观赏性的基岩海蚀地

大连地区岩溶海蚀地貌主要分布在城山头 、 黑石貌主要集中在金石滩 、 海王九岛景区内 ． 金石滩景区

礁 、石城岛等地区 ． 岩性主要为灰岩 、 白云岩 、
大理岩

、

内 的
“

海龟探路
” “

石猴观海
” “

金发女郎
” “

恐龙吞海
”

板岩 ，形成时期为震旦纪 、古元古代 ，
其间经历了一定

“

大鹏展翅
”

等 ，海王九岛景区内 的
“

黑白奇石
”“

神熊吸

的构造运动变化 ． 在距今 ６５ ￣２ ．４Ｍａ 的古近纪和新近水
” “

依附
” “

支柱
” “

特洛伊木马
” “

象山
”

等错落有致 ，点

纪
， 这些岸边灰岩经过岩溶作用形成了现在的岩溶形线成面 ，有着极高的观赏价值 ．

态 ．海积地貌主要是位于旅顺口军港西南 口处的老虎

（ ５ ）侵入岩地貌沙 Ｄｆ ，


—

地 ，尾 深Ａ
、

海巾 ，呈

花岗岩是老帽山地质遗迹景观成景的母体 ， 分布
“

Ｓ

”

形转弯的堤坝状地貌 ， 因此被形象地叫做
“

老虎尾

于整个帽山景区 ，岩石为二长花岗岩 （ ｔｈＴ ） ，
经风化剥老虎尾沙嘴 的形成是海浪侵蚀 、搬运和堆积的结果 ＿

蚀 ，形成球形 、叠砌造型 ，属于花岗岩地区典型地貌特 （ １ 〇 ）地质灾害遗迹

征 ． 花岗岩石林景观极具观赏力 ， 尤其是站在天堂景地质灾害遗迹景观在帽山 、步云山景区多处可见 ，

区向北眺望 ，
可见雄伟壮观 、直插云霄的

“

五指峰
”

． 帽主要是泥石流灾害 ，其次为崩塌堆积 ？

山景区的
“

屋檐石
” “

千层崖
” “

风堵石
”

等 ，都是 由风化

剥蚀作用形成的叠砌造型的地质遗迹 ．３ 结语

（ ６ ）石英岩峰林地貌随着
１

大连市地质遗迹保：护Ｉ作的逐步深人开展 ，

本地貌主要分布在冰赠沟景区内 ，
冰峪沟被誉为笔者根据《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规范》提出 的地质遗迹分

“

辽南小桂林
”

，
是庄河市的一枝独秀 ． 景 区内裸露的 类方法对大连地区地质遗迹进行了初步分类 ， 并对其

峰林 、 峰丛和岩柱随处可见 ， 把冰峪沟装点得形神兼
分类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 ， 为大连市今后地质遗迹资

备
，
让人叹为观止 ． 峰林地貌岩性以榆树砬子组石英

源保护规划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基础的依据 ， 同时也有

岩为主 ，
由于地质构細推动和褶皱的发育 ，多种地质 利ｊ于大连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

营力交错形成了地貌类型多样的峰林地貌景观 ．

＿

（ ７ ）沉积地貌＃考文献 ：

［
丨

］冯规 相顺膽麵Ｍ
］

．麟 ：麵應土 ， １ ９９８ ．

？＿＾［ ２
］周晓丹 ， 周曙 ，方强 ，等 ． 江苏省地质遗迹资源 区划及其特征 ［ Ｊ ］

． 地

瑰苑的叠层石 、龟背石 、古盐坪等 ． 玫瑰苑的叠层石是质学刊 ， ２０１ ０
，
３４（ ３ ）

．

３２３
－

３２９ ．

在距今 ８００￣５７０Ｍａ 的震旦纪形成的 ， 当时叠层石的［
３

］麵 ，曹晓娟 ，郭湘艳． 中 国地质遗迹麵保护 ［ Ｊ ］
． 中国地质灾害与

生长环境极为多样 ，从海滨潮间带至潮下带 ，从海洋至防治学报 ， ２０１ ０ ， ２１ （ ２ ） ： １ １４
－

１ １ 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