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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重要地质遗迹特征及综合分级评价

李志华 ，杨圣坤 ，胡海博 ，董卫宏 ，董志华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天津　300191）

摘要：地质遗迹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处理好高城镇化水平区域的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推动地质文

化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措施之一。天津市的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工作因存在调查程度低、家底不尽清

晰、分类方案不够规范、缺乏整体评价等问题，未能有效开展。基于对天津市全域地质遗迹调查的最新数据和对以往调查

成果的整合梳理，按照《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 0303—2017）对天津市的地质遗迹进行了类型划分，对其科研价值、观赏

价值、保护价值进行了定性分析，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量评价和等级划分。研究结果表明：天津

市重要地质遗迹可分为基础地质、地貌景观和地质灾害等 3 大类；发育有地层剖面、重要岩矿石产地、岩土体地貌、构造地

貌、水体地貌、海岸地貌以及地质灾害遗迹等 7 类；进一步可分为层型（典型剖面）、典型矿床类露头、侵入岩地貌、碎屑岩

地貌、碳酸盐岩地貌、湿地、飞来峰、断层崖、海积地貌、地面沉降等 10 亚类。通过综合分级评价，认为其中达到世界级标

准的有 4 处，国家级 3 处，省级 8 处。上述研究结果可为天津市地质遗迹保护与科学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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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important
geologic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Tianjin

LI Zhihua ，YANG Shengkun ，Hu Haibo ，DONG Weihong ，DONG Zhihua
（Tianjin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Geologic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in a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area is one of the ecological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However,  the  low  level  of  geological  heritage
survey,  unclear  family  background,  lack  of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scheme  and  overall  evaluation  restrict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ianjin. Based on the latest data of the
whole  Tianjin  geological  heritage  survey,  an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previous  geological  heritage  survey
result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types of geologic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for Geological Heritage
Survey （DZ/T 0303—2017）.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 ornamental value and protection value are qualitatively
analyzed, and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grade division are carried out by combining expert scoring and AHP.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 the Specification for Geological Heritage Survey （DZ/T 0303—2017）,
the  important  geological  heritages  in  Tianjin  are  divided  into  3  main  categories:  basic  geological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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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ic landscape category and geological disasters, 7 categories: stratigraphic section, important rock and ore
producing  areas,  rock  and  soil  geomorphology,  structural  geomorphology,  water  geomorphology,  coastal
geomorphology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heritages,  10  subclasses:  stratotype  (typical  section),  typical  deposit
outcrop,  intrusive  rock  landform,  clastic  rock  landform,  carbonate  rock  landform,  wetland,  klippe,  fault  cliff,
marine landform and land subsidenc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4 world-
level,  3  national-level  and  8  provincial-level  geological  heritages  in  Tianjin.  The  abov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s in Tianjin.
Keywords：Tianjin； geological  heritage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地质遗迹是由各种内外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

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现象，不仅为人类

探索地质历史时期地球古气候、古环境、生命演化等

过程提供可靠证据，同时也造就了绚丽多彩的秀美山

川、大江大河、湿地平原等自然景观 [1 − 2]。由成因上

相同或相关，空间上相连的地质遗迹构成的区域或范

围即为地质遗迹点[1]。

人类活动已经成为重要地质营力，人-地相互作用

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3 − 4]，尤其是对于区域地质地貌（包

括地质遗迹）的改造亦成为城镇化发展过程的表征之

一。作为中国城镇化高水平发展代表的京津冀城市

群之一的天津，其地质遗迹资源大多位于城区周边人

类生产、生活较频繁的地区，受人为干扰较大。对地

质遗迹分布边界和演化规律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为科

学划定地质遗迹分区和保护范围、妥善处理地质遗迹

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合理规划城市产业布局、有效缓

解人类活动和地质遗迹保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等提

供基础支撑。

天津市地质遗迹调查工作尚处于早期，还未出台

正式的规范性文件。由于对地质遗迹点概念认识上

存在差异，在进行地质遗迹调查时，常常局限于蓟州

北部基岩出露区的地质公园或保护区内，调查和评价

对象一般为某一地质遗迹点的特征点，导致存在地质

遗迹分类方案不够规范、地质遗迹特征点数量多但却

难以反映天津市地质遗迹整体状况以及缺乏对地质

遗迹的整体评价的问题。本次地质遗迹调查工作不

同于以往，一是作为行业标准《地质遗迹调查规范》

（DZ/T 0303—2017）颁布实施以后的第一次规范性调

查，对天津市地质遗迹资源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梳理，

查清了重要地质遗迹特征、规模、分布范围、演化历

史等[5]，采用了规范的地质遗迹分类方案；二是调查研

究的空间尺度由地质公园和保护区，上升为省、市乃

至国家层面，对观察点和特征点进行筛选、梳理等，完

整、科学、规范、全面地对地质遗迹点进行认定、描

述、分类；三是工作过程中采用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

价相结合的综合分级评价方法，使地质遗迹评价结果

更可靠。 

1    研究区概况

天津市总面积 1.37 万 km2，陆域面积约为 1.19 万 km2，

海域面积约为 0.18 万 km2。北部山区属燕山山地，分

布在蓟州区北部，面积约占陆域面积的 7%，出露新太

古界、中新元古界及下古生界地层，其中，以中新元古

界为主，新太古界及下古生界仅零星分布；南部平原

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为堆积平原，分布在山区以南

广大地区，约占陆域面积的 93%，被第四系覆盖，第四

系之下发育中新元古界至新近系地层；东南部濒临渤

海湾，属海积低平原 ,海岸线长度约360 km，主要由滨

海盐滩、潟湖洼地、沼泽和潮滩组成，以淤泥质黏土

为主。 

2    重要地质遗迹分类及其分布

在充分搜集天津市地质遗迹有关资料基础上，初

步筛选出具有重要科学、科普和观赏价值的重要地质

遗迹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调查和综合研究分析，

对初选的地质遗迹进行分类和综合分级评价。由于

地质遗迹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经过多期复杂的地

质变化，因此地质遗迹具有改造成因多样、自身具备

多重科学价值属性的特点，这都将决定地质遗迹的最

终分类和综合分级评价结果。

经调查研究，天津市重要地质遗迹点为 15 处，根

据《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 0303—2017）中地质遗

迹分类方案和最能反映地质遗迹科学价值的成因等，

分为 3 大类，7 类和 10 亚类（表 1）。
天津市地质遗迹涵盖地层剖面、重要岩矿石产

地、岩土体地貌、构造地貌、水体地貌、海岸地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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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遗迹，其中前四者分布在天津市北部基岩出露

区，后三者分布在天津市南部第四系深覆盖区。 

3    重要地质遗迹
 

3.1    地层剖面

蓟县剖面（即蓟县中、新元古界标准地层剖面简

称）位于蓟州区北部山区，起点从常州沟村到蓟州城

区附近，绵延十数公里，展布在燕山南麓，出露面积约

9 km2。蓟县剖面地层厚度约 9 200 m，底界与太古界

分界，见图 1（a），距今 16.5 亿  a[6 − 7]，顶界与寒武系昌

平组分界，见图 1（b），距今 7.8 亿  a[8]。地层划分为

4 个系：长城系、蓟县系、待建系、青白口系；12 个组：

常州沟组、串岭沟组、团山子组、大红峪组、高于庄

组、杨庄组、雾迷山组、洪水庄组、铁岭组、下马岭

组、龙山组、景儿峪组。除下马岭组和龙山组之外，

其他各组均为层型所在地。地层岩性主要为碳酸盐

岩，占岩石种类的 73.53%，其次是碎屑岩，占 17.6%，其

余为黏土质岩石、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因此，蓟县剖

面属于碳酸盐岩相。蓟县剖面的古生物化石，以页岩

相微古植物化石、燧石相微化石、炭质宏观藻类化石

和隐藻化石中的叠层石资源最为丰富，尤其是宏观藻

类化石群的发现，对研究生命起源具有重大意义。现

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2    重要岩矿石产地

锰方硼石是一种很少见的无水氯硼酸盐矿物，分

子式为 Mn3B7O13Cl，于 1962 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钱

伯斯镇发现，并命名为钱伯斯矿[9]。1971 年，在天津蓟

县发现金伯斯矿床，并翻译为锰方硼石矿。锰方硼石

矿床位于蓟州区穿芳峪镇东水厂附近，矿层赋存于蓟

县系高于庄组二段泥晶白云岩中，矿体成透镜状断续

成层分布，东西延长达 30 km。矿层中致密块状富矿

体呈扁豆状、饼状、串珠状、筒状、散点状等断续排

列，矿体走向 280°～310°，倾向 SW，倾角 40°～60°，由
于该矿极易风化，鲜见出露。目前，该矿床处于天津

蓟县国家地质公园内，是天津市政府明令禁止开采的

重点保护矿种。 

3.3    水体地貌

天津市地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

运河 5 条河流下游，河道纵横交错、支流众多，地表水

资源丰富。全新世时期，天津市经历了多期海侵、海

退事件，海侵最西处直达白洋淀；随着全球气候逐渐

变冷，渤海逐渐退去，海水入侵逐渐减少，在渤海湾北

岸形成大量的潟湖、沼泽等，在大气降水与河水注入

的混合作用下，潟湖的盐度逐渐降低，逐渐成为了湿

地。在没有人类干扰的情况下，湿地演化比较稳定，

自然更替相对比较缓慢，但是在自然环境、人类

活动和政策因素驱动下，天津市湿地类型有加速由自

 

表 1    天津市重要地质遗迹点一览表

Table 1    List of important geological sites in Tianjin
 

大类 类 亚类 遗迹名称
出露规模

/km2

基础地
质大类

地层剖面 层型
蓟县剖面（即中新元

古界标准剖面） 8.9

重要岩矿石产地 典型矿床类露头 锰方硼石矿床 −

地貌景
观大类

水体地貌 湿地

七里海湿地 68
北大港湿地 349
团泊洼湿地 60
大黄堡湿地 112

海岸地貌 海积地貌

渤海湾贝壳堤 −
渤海湾牡蛎礁 −
天津沿海滩涂 370

岩土体地貌

侵入岩地貌 盘山花岗岩地貌 12

碎屑岩地貌
蓟州区石英砂岩峰

林峡谷地貌 24

碳酸盐岩地貌 九龙山碳酸盐岩地貌 5

构造地貌
飞来峰 府君山飞来峰地貌 3
断层崖 黄崖关断崖地貌 12

地质灾
害大类

地质灾害
遗迹

地面沉降 天津市地面沉降 5 150

 

（a）太古界和中元古界分界线

（b）新元古界和寒武系分界 

图 1    蓟县剖面顶底界

Fig. 1    Top and bottom boundary of Jixian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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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湿地向人工湿地转化、空间上有向东南部转移的

趋势[10 − 11]。

天津市湿地主要包括近海及海岸湿地、河流湿

地、湖泊湿地、沼泽和沼泽化草甸湿地、人工湿地

5 大类型，面积约占天津总面积的 20%，居北方省市第

一，较重要的为七里海、北大港、大黄堡、团泊洼湿地

等，其中七里海湿地最具地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七里海湿地位于宁河区境内，面积约 68 km2，为典型

的古潟湖遗迹，形状呈凸字形，是由堤岸、贝壳、碎屑

沙等组成的退海地，潮白新河纵穿七里海，将七其分

隔为东西两海，东海为水库和苇地、西海为苇地。七

里海湿地处于华北平原强烈沉降带东北部，新生代以

来持续下沉，地貌上介于黄河海河三角洲与滦河三角

洲之间相对低洼区。全新世时期，随着最后一次海

退，七里海地区变成只能高潮水到达的潟湖，约隋唐

时期，逐渐脱离海水影响，最终演化成淡水湖泊湿地。 

3.4    海岸地貌 

3.4.1    贝壳堤

渤海湾贝壳堤（图 2）是由波浪或高潮水将贝壳和

贝壳碎片从浅海泥砂中簸选出来，在海边的泥滩上逐

渐堆积加高，形成上凸的堤状堆积体，一般埋藏在地

下 0～10 m，堤宽数十米，高数米，长数十公里，极少露

头，目前研究发现共有 4～6 道贝壳堤沿渤海湾西北

侧 [12]，与海岸线平行分布，从滨海新区一直延伸到河

北省黄骅市。目前，贝壳堤已处于国家级古海岸与湿

地自然保护区内。渤海湾贝壳堤形成于 7 000 a 前，是

由海生贝类动物在海潮推动下，逐渐堆积而成的古渤

海岸线的标志。物质组成主要为海相软体动物双壳

类的贝壳和碎片、少量的腹足类壳，以及他们的碎屑。

 
 

图 2    古林古海岸遗迹博物馆原地保存的贝壳堤

Fig. 2    Shell ridges preserved in situ in Gulin Ancient Coastal
Heritage Museum

  

3.4.2    牡蛎礁滩

渤海湾的西北岸，潮白河两岸及蓟运河以西，自

早全新世最大海侵以来 , 发育了规模巨大、数量众多

的埋藏牡蛎礁体，往往形成于略高于自然地坪的垄岗

状高地—俗称牡蛎（礁）岭 , 是该地区重要地质现

象 [13 − 14]。渤海湾牡蛎礁在宁河区境内多处分布，是深

埋于地下 3～7 m 不等的牡蛎遗骸的堆积体，形成于距今

2 000～7 000 a，由长重蛎、近江重蛎组成，厚达 5 m，据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调查

与研究》 [15] 测算天津市牡蛎礁储量约为 2.4×107 m3。

牡蛎礁滩内部形态一般以直立与倒伏为主，气候温

暖，牡蛎正常生长，则以直立矗立生长；气候变冷，海

水退却，牡蛎大面积死亡、倒伏，则形成倒伏状，这也

揭示了气候变化的规律，为研究古气候、古环境等提

供证据。目前，牡蛎礁滩处于国家级古海岸与湿地自

然保护区内。 

3.4.3    天津沿海滩涂

海岸滩涂（简称海涂）位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狭长

的潮间地带，通常指海岸线至理论深度基准面—零

米线间低潮时出露的滩地。天津市渤海湾海岸带位

于渤海湾西—西北岸，海岸带宽广低平，形态单一，呈

弧形带状分布，为典型的粉砂淤泥质平原海岸，由于

人工填海、防潮堤的普遍修建，自然发展的海岸线已

面目全非，补给泥沙量不足，导致淤泥质海岸处于不

断侵蚀后退状态，并逐渐演化为砂质海岸 [16]。目前，

沿海滩涂尚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3.5    岩土体地貌和构造地貌

天津市北部地区主要出露地层为中新元古界地

层，其中，北部的常州沟组石英砂岩在地质构造及流

水侵蚀下形成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面积约 24 km2，

如刀砍斧凿、鬼斧神工般秀美；中部发育的高于庄组

灰质白云岩构成的九龙山峰丛地貌景观，面积约 5 km2，

形成典型的低矮山峰、峰丛、石芽等地貌单元；蓟州

北部与兴隆交界处在黄崖关断裂带的影响下形成了

黄崖关断崖地貌，面积约 12 km2，与盘桓而上的长城

相映成辉；西部出露印支期火山活动形成的盘山侵入

岩地貌，面积约 12 km2，岩体节理裂隙发育，球形风化

强烈，形成怪石嶙峋的石蛋山地貌；南部蓟州城区附

近推覆构造形成的府君山飞来峰地貌，面积约 3 km2，

造成此地貌的地质活动被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孙云铸

命名为“蓟县运动”。目前，以上地质遗迹资源处于天

津蓟县国家地质公园范围内。 

3.6    地质灾害遗迹

天津市南部平原区松散沉积层巨厚，地下水开采

集中，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发育，是天津市最主要的地

质灾害，也是全国地面沉降地质灾害主要代表区域[17]。

目前，沉降区基本覆盖天津市南部平原区，呈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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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形，最大累计沉降量为 3 m 多，主要形成汉沽、杨

村、西青—静海—津南区 3 个沉降中心。由于自然因

素与人为因素，导致新近系、古近系、第四系地层产

生沉降，继而造成地面高程损失（图 3）、降低河道行

洪和排泄能力、加重风暴潮危害、威胁轨道交通安全

等一系列问题，损失大，影响持久，但随着控沉工作力

度加强，这一趋势将放缓。

 
 

图 3    地面沉降导致的管道一侧抬升

Fig. 3    Lifting of one side of the pipeline caused
by land subsidence

  

4    地质遗迹综合分级评价

本次地质遗迹综合分级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建立

全国地质遗迹保护名录，为地质遗迹保护区划、分级

保护和开发提供政策依据。重要地质遗迹综合分级

评价结果可根据地质遗迹的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保

护价值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 3 个等级。

地质遗迹评价方法众多，评价结果也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定性评价

是大多数习惯采用的地质遗迹评价方法，但评价结果

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定量评价一定程度可弥补

定性评价的主观性缺点，但各评价指标的模糊得分仍

然离不开定性分析。因此，本文采用定性评价和定量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分级评价。 

4.1    地质遗迹定性评价 

4.1.1    科研价值

天津市地质遗迹资源科研价值主要体现在地层

学、矿床学、生态地质学、第四纪地质学等学科上。

如蓟县剖面对区域地层对比、生命的形成及进化、地

球的演变以及古地理环境恢复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科

学价值，尤其是随着锆石 U-Pb 同位素测年技术的进

步，蓟县剖面相关地层首次获得直接定年，为重新厘

定年代格架、对比等，提供了新的、精确的年代学锚

点 [18 − 19]。锰方硼石是一种罕见的锰氯硼酸盐矿物，对

该矿物的矿物学特征和成因研究填补了我国乃至世

界锰方硼石矿物学和矿床学研究的空白 [20]。渤海西

北岸的贝壳堤、牡蛎礁、海岸滩涂及湿地等，记录了

过去 7 000 a 间“沧海变桑田”过程中的数道古海岸线，

是海陆变迁的重要产物和证据，众多国内外相关专业

学者在此开展研究、调查工作，相继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了众多关于海洋、地质、地理等系统海岸演

变、古气候、湿地生态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文章。 

4.1.2    观赏价值

天津市南部平原区湿地是全新世以来海侵、海退

地质事件形成的独特的景观资源，这里大面积生长的

芦苇，在天津乃至华北地区均属罕见，动植物资源丰

富，拥有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大量候鸟在此汇

集，其中包括多种珍稀濒危鸟种，是鸟类南北迁徙的

中转站。北部地质遗迹出露区，位于燕山山脉南麓，

自然风光优美，人文历史悠久，地质构造形成的峰林

峡谷地貌、断层崖和花岗岩山峰与皇家文化、宗教文

化和长城等历史文化遗迹交相呼应，形成了人文古迹

与青山秀水相融合的景观特色，极具观赏价值。 

4.1.3    保护价值

蓟县剖面从典型性、自然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上，

均属世界一流，真实地记录着地球演化距今约 16.5～
7.8 亿  a 间的地质演化史，赋存着能反映当时古地理、

古气候、古生物、古构造、古地磁等的大量自然信息

以及多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锰方硼石矿，在世

界上分布稀少，只在天津市蓟县形成了世界上唯一的

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锰方硼石矿床 [21]，是一种重要的

化工原料，在电子工业和原子能工业上都有重要应用

价值，开发应用前景巨大，政府已明文禁止开采。渤

海湾西北岸的贝壳堤、牡蛎礁和湿地是古海岸线的标

志，对研究古海洋、古气候、古环境等科研领域和调

节区域气候、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

用，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位置。 

4.2    地质遗迹定量评定 

4.2.1    评价指标与方法

地质遗迹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合理确定关系着

评价结果的准确性。目前，地质遗迹定量评价不外乎

从自然属性、功能价值、开发条件等几个方面，但具

体评价时选取的评价指标各有不同。评价指标过少，

使得结果不够全面，评价指标过多，指标间存在包含

或交叉关系，使得评价属性冗余 [22]。本文根据天津地

质遗迹的特点，通过反复权衡，选取能最大程度体现

遗迹价值的因子，去除不相关和冗余因子，得到了如表 2
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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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天津市地质遗迹评价指标、权重及因子含义

Table 2    The evaluation indexes, weights and factor meanings of geological heritage in Tianjing
 

评价综合层 权重 评价项目层 权重 评价因子层 权重 因子含义

地质遗迹价值 0.581

观赏价值 0.154

稀有性 0.062 在国内外出现的几率

奇特性 0.037 形态特征特殊性

完整性 0.027 自然状态、保存状况

愉悦度 0.028 艺术、造型的美观程度

科学价值 0.289
科学研究 0.171 科学研究程度

科普教育 0.118 科普教育程度

文化价值 0.138
历史文化 0.054 历史文化价值

宗教传说 0.084 宗教民俗价值

地质遗迹规模与组合 0.257

遗迹规模 0.130
遗迹面积 0.058 遗迹面积大小

宏伟程度 0.072 遗迹的数量与密度

地域组合 0.127
多样性 0.082 地质遗迹特征点的丰富程度

协调性 0.045 不同遗迹之间的配合程度

地质遗迹外部因素 0.162

资源影响力 0.107
社会认知度 0.056 社会对地质遗迹的认知程度

社会影响力 0.051 地质遗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

环境状况 0.055
环境质量与安全性 0.033 生态环境质量、自然或人为威胁因素

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 0.022 能承受的最大生态旅游活动强度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评价指标体系中

各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将评价

体系分解成若干层次，通过专家两两对比下一层因子

相对于上一层次因子的重要性而逐层判断评分，给出

相对重要性定量指标，建立判断矩阵，进而计算特征

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 [23]。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了天

津地质遗迹定量评价的各因子权重如表 2 所示。 

4.2.2    评价模型

在确定指标体系中各因子权重后，运用模糊数学

法确定综合评分。首先，邀请 5 位地质遗迹研究相关

专家对各处地质遗迹各项指标打分，打分标准采用模

糊数学百分制计分法。打分之前，提供每处地质遗迹

的详细调查资料，对每处地质遗迹的各要素指标有图

文和数据描述。评分标注划分为Ⅰ极好 [85,100]、Ⅱ

很好 [70,85)、Ⅲ较好 [55,70)、Ⅳ一般 [0,55] 等 4 档。

每位专家依据评价因子打分，选取一个集中度较

高的分值来确定每个因子的模糊得分，将各因子得分

乘以各自的权重得出该因子的最终得分，把各因子的

最终得分相加，计算出地质遗迹的总得分，总分越高，

其价值越大，公式如下：

F =
n∑

i=1

S i−Wi

式中：F —地质遗迹综合评分；

S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模糊得分值;
W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n—评价因子的数目。 

4.2.3    定量评价结果

通过上述方法和模型，对主要地质遗迹的综合分

级评价结果值进行等级划分，其依据标准为：世界级

（极高的遗迹价值，得分为 [85,100]）、国家级（很高的

遗迹价值，得分为 [70,85)）、省级（较好的遗迹价值，得

分为 [55,70)）、地方级（一般的遗迹价值，得分 [0,55]）。
最终结果为世界级 4 处，国家级 3 处，省级 8 处（表 3）。
 
 

表 3    天津市重要地质遗迹评价等级

Table 3    Evaluation grade of important geological heritages
in Tianjin

 

评价等级 地质遗迹名称

世界级
蓟县剖面（即中新元古界标准剖面）、锰方硼石矿床、渤海湾

贝壳堤、渤海湾牡蛎礁

国家级 七里海湿地、天津市沿海滩涂、天津市地面沉降

省级
盘山花岗岩地貌、蓟州区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九龙山碳
酸盐岩地貌、府君山飞来峰地貌、黄崖关断崖地貌、北大港

湿地、团泊洼湿地、大黄堡湿地

  

5    结论及建议

（1）天津市地域面积较小，地形地貌、地质背景简

单，在漫长的地质历史过程中，共发育了 15 处重要地

质遗迹，按照《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 0303—2017）
分为 3 大类、7 类和 10 亚类。3 大类为：基础地质大

类、地貌景观大类和地质灾害大类；7 类为：地层剖面

类、重要岩矿石产地类、岩土体地貌类、构造地貌类、

水体地貌类、海岸地貌类以及地质灾害遗迹类；10 亚

类为：层型（典型剖面）、典型矿床类露头、侵入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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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碎屑岩地貌、碳酸盐岩地貌、湿地、飞来峰、断层

崖、海积地貌、地面沉降。

（2）天津市重要地质遗迹分布范围基本覆盖天津

市全域，其中地层剖面类、重要岩矿石产地类、岩土

体地貌类、构造地貌类地质遗迹分布在北部基岩出露

区，水体地貌类、海岸地貌类以及地质灾害遗迹类分

布在南部平原区。

（3）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分级评价

地质遗迹等级为：世界级 4 处，蓟州区蓟县剖面、锰方

硼石矿床，渤海湾西北岸贝壳堤、牡蛎礁；国家级

3 处，宁河区七里海湿地、滨海新区沿海滩涂和全市

范围内的地面沉降；省级 8 处，蓟州区盘山花岗岩地

貌、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九龙山碳酸盐岩地貌、

府君山飞来峰地貌、黄崖关断崖地貌，滨海新区北大

港湿地、静海区团泊洼湿地以及武清区大黄堡湿地。

综上，建议科学合理划定地质遗迹保护边界，适

度开展地学旅游和地学科普活动；从多学科多角度、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地质遗迹，增强群众保护地质

遗迹意识；颁布地质遗迹保护规定，加强地质遗迹巡

查监测，及时掌握地质遗迹及保护设施保存现状；结

合村镇发展规划，积极申报地质文化村，打造地学科

普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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