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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地质景观类型及其形成条件与综合评价
"

韦跃龙，杨# 更，覃建雄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

摘# 要：广元境内地质景观主要集中分布于四个区中，即广元区、剑门关区、唐家

河区和七里峡区，以岩溶地貌、丹霞地貌、典型地质剖面和水体景观为主，具有独

特性、典型性、科学性和系统性、浓厚的历史文化性等特征。受构造条件、成景地

层和流水侵蚀作用方式不同的影响，广元区以岩溶地貌和水体景观为主，剑门关

区以丹霞地貌为主，唐家河区以地质构造剖面和变质岩剖面为主，七里峡区以岩

溶地貌为主。按资源价值、景点规模与组合、环境状况和旅游条件等对四个区的

地质景观进行综合评价，认为目前广元区和剑门关区具备构建国家地质公园的基

本条件，唐家河区和七里峡区具备构建中型省级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地质景观；成景条件；综合评价；四川广元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广元市概况

四川省广元市，地理坐标为北纬 ,$?,$@ A ,!?;"@，
东经 $*9?,"@ A $*"?9;@，现辖市中区、元坝区、朝天区

和 青 川 县、剑 阁 县、旺 苍 县、苍 溪 县，总 面 积

$" "$"( ;<BC!，人口 ,*"( !; 万，是川、陕、甘三省交汇

地的交通枢纽及毗邻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

广元位于松潘 8 甘孜造山带与扬子陆块的结合部

位，从北西到南东包含龙门山中央推覆带、龙门山前陆

推覆带和四川盆地 , 个三级构造单元［$］；出露地层有

震旦系水晶组至奥陶系陈家坝组浅变质岩地层、志留

系 8 侏罗系莲花口组海相、陆相沉积地层［!］；构造活

动比较强烈，地质发展历史经历了中、新元古代扬子地

台基底形成阶段、震旦纪 8 中三叠世被动大陆边缘形

成演化阶段、晚三叠世盆山转换与前陆盆地形成演化

阶段、晚三叠世末 8 中侏罗世末前陆盆地发展阶段和

晚侏罗世 8 第 三 纪 前 陆 盆 地 充 填 消 亡 ; 个 演 化 阶

段［,，9］。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典型，地貌现象丰富多变，

地质景观独特多样，与人文景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 广元主要地质景观类型特征

#( !" 分布格局

广元境内主要地质景观集中分布于四个区中（ 图

$）：（$）中区，即广元区，由北面的市中区和朝天区构

成，以岩溶地貌和水体景观为主；（!）南区，即剑门关

区，由剑门关、金子山和竹园坝三个区域构成，以丹霞

地貌为主；（,）西区，即唐家河区，由龙门山北段的摩

天岭和唐家河构成，以地质构造剖面和变质岩剖面为

主；（9）东区，即七里峡区，由大巴山西段的鼓城山、七

里峡构成，以岩溶地貌为主。

#( #" 景观类型

广元主要地质景观类型以岩溶地貌、丹霞地貌、典

型地质剖面和水体景观为主（表 $）。

#( $" 景观特征

!( ,( $# 独特性

!( ,( $( $# 独特的城墙式砾岩断崖景观

以剑门关砾岩为主构成的城墙式砾岩断崖景观，

峰丛型砾岩 8 砂砾岩丹霞地貌，无论是其峰体形态、规

模 和物质组成，还是组合形态的多样性，均为川内、

"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项目“九黄环线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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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广元主要地质景观类型

"#$%& "’()#*+,-./(0+12(+3+245#33#6705#/(4689#62.9#6:;45’9#6

分类

景型 景域 景段 景元
主 要 景 点 所在区域

地质

地貌

峡谷

地貌

岩溶

地貌

丹霞

地貌

岩溶

侵蚀

地貌

岩溶

堆积

地貌

溶洞

山岳

天坑

石林

伏流

钙华

山岳

悬崖

关隘

洞穴

嘉陵江三峡<明月峡=清风峡=三滩峡>=翡翠峡=月亮峡=麻柳峡 广元区

金牛峡=雷鸣谷=雷霆峡=凉水沟 剑门关区

唐家峡=石桥峡 唐家河区

七里峡<万卷峡=叠翠峡>=盐井峡 七里峡区

雪溪洞=龙洞背=穿洞庵=汉王洞=天星洞=明水洞 广元区

塔地洞 七里峡区

摩天岭山脉大草坪<大明山> 唐家河区

东鼓城山=西鼓城山=汉王山 七里峡区

大塘子漏斗<落水洞>=穿洞庵天坑=天星洞天坑

曾家石牙群和石笋坪

吊滩河=叠洞河

广元区

干河坝 七里峡区

雪溪洞内石钟乳=石笋=石柱=石幔等 广元区

石钟乳=石笋=石柱=石幔=石莲等 七里峡区

天台山<蟠桃石=读书台=藏经洞> 广元区

大剑山=小剑山=剑门七十二峰=金子山

剑门绝壁=照壁崖=石笋峰=舍身崖=珊瑚壁

剑门关=后门关

大小穿洞=神水洞=经皇洞

剑门关区

典型

地质

剖面

水体

景观

地层

剖面

地层

单位

剖面

变质岩

剖面

典型变

质相带

剖面

地质

构造

剖面

典型构

造型式

及样式

剖面

瀑布

河流

飞仙关组=嘉陵江组=须家河组=千佛崖组命名剖面 广元区

剑阁上寺的长江沟剖面=三叠系底界=广元金子山侏罗系剖面=剑门关侏罗系?白垩系剖面=
长江沟@A"全球界线层型侯选剖面

剑门关区

青川轿子顶前震旦系通木梁群剖面=青川桥楼关山沟震旦系剖面 唐家河区

旺苍英翠镇大田角剖面=旺苍干河坝震旦系观音崖组=灯影组剖面 七里峡区

山神包=麻山接触变质带

顺层滑脱构造=清溪韧切剪切带=青川?阴坪关逆冲推覆断裂=热隆变形构造

唐家河区

林庵寺?三星洞逆冲推覆构造=朝天?太坪山推覆构造=浦家山?阎王碥推覆构造=后山头

?童家垭推覆构造=东溪河韧性剪切带=飞仙关穹状背斜=明月峡背斜及断层
广元区

矿山梁背斜=天井山背斜=葛底坝向斜=长江沟构造窗 剑门关区

马尾瀑布 广元区

蔡家坝瀑布=唐家河瀑布 唐家河区

大岩河瀑布=黑角里瀑布=道珠帘瀑布 七里峡区

嘉陵江=潜溪河=水磨沟 广元区

大=小剑溪 剑门关区

红石河=茶坝河 唐家河区

珍珠滩 七里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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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元地质景观的分布格局

"#$%& ’()*#+,-#./,#0123,,)-104,()$)050$#635531*+632)#17/31$8/319:#6(/31

国内9甚至世界所罕见;其山峻岭横9危崖高耸9长达

百 里9气 势 磅 礴9显 其 雄<其 砾 岩 绝 壁9拔 地 凌 空9峰

绝=岩危=路险=峡深9砾岩石径9陡峭曲折9面壁爬行9
显其险=峻<其怪石嶙峋9或貌似竹笋9或立地为关9显
其奇<其多处于森林茂密9溪水潺潺9薄雾缭绕的自然

景观中9显其秀>图?@A如大=小剑山=翠屏峰=七十二

峰=小剑门关=营盘嘴等9即是该类景观的典型A

图B 剑门关口及石笋峰

"#$%? C#31D)1$/31E0/31*+,353$D#,)2)3E

?%F%&%? 罕见的川北高原海子

摩天岭最高峰GG大草坪>海拔FHFI%HD@顶上

有一个约六亩的碧绿海子9深不见底9终年不干涸9为
川北地区罕见A

?%F%&%F 天下第一鼓山

山体似鼓而名的东鼓城山>海拔?JKFD@和西鼓

城 山>海拔?JL&D@9以志留系砂岩=页岩为 底 座9以

二叠系阳新灰岩为顶盖的平顶桌状山地貌9四周峭壁

如 垣9高差&MJN?JJD9山顶宽广平缓9方圆?NF万

D?9堪称O天下第一鼓P>图F@A

图Q 东=西鼓城山

"#$%F ’())3+,31*R)+,7/6()1$(#55

?%F%&%L 川内罕见的连环巨型溶洞

龙洞背>图L@9是四川省内罕见的连环巨型溶洞

之 一9由 孽 龙=剑 眼 和 尖 门 三 洞 组 成9整 个 龙 洞 长 约

IJJJD9犹 似 一 洞 三 分9又 似 三 洞 合 一9人 称O洞 中

洞P=O洞套洞P=O连环洞P而有异于其它洞SMTA主洞>孽
龙@9其 状 如 门9洞 门 高 约 IJD>图 L左@9洞 长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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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另 外 二 洞 紧 紧 相 连$洞 面 或 宽 或 窄$犹 似

连环龙宫$两洞间有一通往%龙背&的洞孔$为龙洞中

唯一的天窗’图(右)*洞中宽如厅$洞高数十米$最高

可逾百米$容纳万人而不拥挤$洞中一边是地下河水

涓涓流过$一边是坎坷小径$可供游人穿越*洞壁和洞

顶$布满岩溶作用形成的波痕+贝窝等,-.$如白玉雕刻

的各式图腾*
/0!010- 典型地质剖面分布之广$为其它地区罕见

广元境内约有("多种重要的各种类型的典型地

质剖面’表1)$对研究龙门山推覆构造带活动及四川

盆地构造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科研价值$同时也具有

极高的旅游观赏价值*

图2 龙洞背主洞口

3450( 678#94:8:;<9:=8;>?>:5@>:5A84=9B8

/0!0/ 典型性

/0!0/01 典型的岩溶风景河段

由明月峡+清风峡’图-)和三滩峡组成的嘉陵江三

峡$和长江三峡一样$是典型的岩溶风景河段,C.$其在

国内外的知名度也仅逊色于长江三峡和漓江D此外还

有绚丽多姿+清雅奇幽的七里峡’长!E#)和盐井峡’长

/"E#)$高差悬殊的唐家峡’高差达/F""多米)*

/0!0/0/ 典型的向斜成山和背斜成谷

七里峡区的汉王山’海拔/"""多米)$是河流沿

背斜核部下切而形成的典型的向斜成山+背斜成谷的

奇特地质景观’图C)*

/0!0/0! 典型的地层剖面

’1)广元嘉陵江东岸三叠G侏罗系剖面

该剖面$是我国西南地区地层冠名而通用的地层

单位和标准剖面$也是我国西部地层对比研究的重要

剖面之一$对研究四川盆地形成+演化和环境变迁具

有重要的科研意义,1.D由飞仙关组+嘉陵江组+须家河

组+千佛岩组四组地层组成*其中H飞仙关组$命名地

和建组地位于广元城北嘉陵江东岸的飞仙关$岩性以

紫红色页岩+砂质页岩为主$夹有灰色薄层灰岩+鲕粒

灰岩+泥灰岩+砂岩及粉砂岩$厚约-""多米D嘉陵江

组$命名地和建组地位于广元城北1-E#的嘉陵江东

岸川陕公路旁侧$岩性以灰色中G厚层白云岩+白云

质灰岩为主$夹微晶灰岩$厚!-"多米D须家河组$命

名地和建组地位于广元县北须家河$岩性以黄灰色砂

岩+泥岩为主$夹煤层$组成不等厚韵律互 层$厚 C-"
多米D千佛岩组$命名地和建组地位于广元县北$嘉陵

江 东 岸 的 千 佛 崖$岩 性 以 黄 绿+绿 灰 色 细 砂 岩+粉 砂

岩+页岩为主$夹介壳灰岩条带及透镜体$底部具有细

砾岩及含砾砂岩$厚约1-"多米*

图I 清风峡

3450- J4:5K8:5=9:L>:

’/)剑门关侏罗系M白垩系剖面

剑门关剖面$是莲花口组+剑门关组+汉阳铺组+
剑阁组的命名剖面和层型剖面$界线清楚$沉积构造

发 育$是 研 究 四 川 盆 地 形 成 演 化 极 为 重 要 的 剖 面 之

一,1.*其中莲花口组$命名地和建组地位于剑门关北

-E#的 两 河 口 一 带$岩 性 以 砖 红 色 厚 层M块 状 砾 岩

为主$夹杂色砂岩$砾石D剑门关组$命名地和建组地

位于剑门关口$又称%剑门关砾岩&$厚--"余米$在剑

门关一带多构成城墙状丹霞绝壁$以块状砾岩为主$
夹砂岩+泥岩透镜体$砾石成分以石英岩为主*

’!)剑阁上寺的长江沟剖面

该剖面$以具有世界典型意义的二叠系G三叠系

界线侯选剖面而著称$控制层位有二叠系梁山组+栖

霞组+茅口组+龙潭组+长兴组+大隆组$三叠系飞仙关

组+铜街子组+嘉陵江组+雷口坡组+须家河组$界线清

楚$古生物化石丰富$并发现有化石新种$如长江沟喇

叭蜓’新种)NOPOQORSTUVWWXYZXQ[\UXQ[[OSVQTUT]9:5
’̂_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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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汉王山形成示意图

"#$%& ’()*+,-./012*,)12#$#3104.35.3$,#66

7%8%8 科学性和系统性

7%8%8%9 系统完整的丹霞地貌形成全过程

剑门关丹霞地貌:是剑门关地区地质演化历史和

环境变迁可解读的天然记录:从中可了解到剑门关岩

体受龙门山推覆构造运动影响;地壳上升:河流下切<
岩体崩塌而形成各种类型的丹霞地貌:然后地壳运动

趋于平稳:河流下切和岩体崩塌作用减弱而完整的丹

霞地貌形成全过程=图>?@
7%8%8%7 四川盆地演化的重要剖面AA剑门关剖面

剑门 关 剖 面 是 莲 花 口 组=BC?<剑 门 关 组=DEF?<
汉 阳铺组=DG?和剑阁组=DEH?的命名和层型剖面:
属内陆式磨拉石建造I>J:是系统研究龙门山推覆构造

带的活动I8J及四川盆地的形成<演化和环境变迁IKJ极

为重要的剖面@
7%8%8%8 研究岩浆热力学<动力学和岩石学理想之地

以山神包<麻山等为代表的热隆体地质景观:为

一种同热同隆的伸展构造:导致地壳减薄I9J:出现一

系列环绕岩体分布的热隆变质变形构造:并伴有大量

的伟晶岩脉=含白钨矿?和电气石脉:是研究岩浆热力

学<动力学和岩石学理想之地@
7%8%8%L 研究川北岩溶地貌发育的理想基地

呈8个串珠状分布的龙洞背:紧靠龙洞背有M地
下仙宫N之称的雪溪洞I97J=洞中发育有丰富多彩的石

钟乳<石笋等?:以巨大天坑<竖直溶洞和天生桥共生

为特征的穿洞庵:及雄伟的岩溶山岳:如摩天岭山脉

大草坪<汉王山及东<西鼓城山:它们的成因类型和形

态特征为国内罕见:规模令人称奇:是研究川北岩溶

地貌发育的理想基地@
7%8%L 浓厚的历史文化性

自古以来:广元就是四川盆地与北方中央政府之

间最重要的天然通道:是历史重镇:这给广元地质景

观披上了多姿多彩的浓厚历史文化:如深受M三国文

化N影响的剑门关区和嘉陵江三峡O深受M女皇文化N<
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的广元区O受M红色文化N影响的

红军遗址:如红军血战剑门关遗址<唐家河区的红军

桥<嘉陵县苏维埃旧址等:及影响整个广元地区的浓

厚的川北民俗:如豆腐文化等:使广元地质景观具有

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价值@

图P 剑门关丹霞地貌成景过程

"#$%> Q,)012-#3$/21+)RR10S.3T#.6.3U012-

#3B#.3-)3$V.3
9%剑门关砾岩O7%含砾砂岩O8%砂岩OL%地壳上升OW%河流

X%缓斜的构造台地O

Y%地壳地长升:河流下切形成沟谷O

Z%台地面被分割成丹霞山岳<关隘和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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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元地质景观的成景条件

!"# 广元岩溶和峡谷景观的成景条件

$"%"% 广元岩溶和峡谷景观的成景地层和动力条件

广元岩溶和峡谷景观主要集中分布于唐家河区&
七里峡区和广元区’其中唐家河区’位于龙门山西北

侧’属西秦岭造山带摩天岭地块($)’以逆冲*滑脱机

制为主要特征’其成景地层为一套震旦系&志留系&泥
盆 系 和 石 炭 系 的 浅 海 碳 酸 盐 岩 及 碎 屑 岩(%)+七 里 峡

区’位于扬子克拉通北缘’秦岭造山带和米仓山推覆

隆起带西段(%)’其成景地层主要以二叠系和三叠系的

浅海*滨海碳酸盐沉积和复陆屑沉积地层为主(%)+广
元 区’位 于 松 潘,甘 孜 造 山 带 与 扬 子 陆 块 的 接 合 部

位’横跨龙门山推覆造山带&龙门山前陆推覆构造带

和四川陆盆三个-级构造单元($)’其成景地层以三叠

系飞仙关组&嘉陵江组&须家河组以及侏罗系千佛岩

组为主’岩性以灰色中*厚层灰岩&白云岩为主(%).
受区域构造活动作用的影响’使各区的地层发生

了强烈褶皱或断裂’并上升接受强烈的剥蚀’各区主

要成景地层’受河流下切作用的强烈影响’形成各具

特色的岩溶和峡谷景观/图01.
但 影 响 各 区 的 构 造 活 动 又 有 所 不 同’如 唐 家 河

区’主要受滑脱,逆冲推覆事件的宏观控制’地壳上

升’河流下切形成唐家峡&石桥峡&大草坪等峡谷和岩

溶景观’同时伴随滑脱,逆冲推覆事件’也形成了许

多重要的地质构造剖面和变质岩剖面’前者如顺层滑

脱构造&清溪韧切剪切带&青川,阴坪关逆冲推覆断

裂’后者如山神包&麻山接触变质带等/表%1+七里峡

区’主要受秦岭造山作用影响’河流下切二叠系和三

叠系的浅海*滨海碳酸盐岩’形成以岩溶地貌/山岳&
溶洞&伏流1和峡谷地貌等为主的地质景观’如东鼓城

山&西鼓城山&汉王山&塔地洞&干河坝&七里峡/万卷

峡&叠翠峡1&盐井峡等/表%1+广元区’主要受龙门山

推覆构造带活动影响’嘉陵江及其支流下切广泛分布

于 该 流 域 的 三 叠 系 和 侏 罗 系 的 中*厚 层 灰 岩&白 云

岩’形成众多的峡谷和岩溶景观’前者如嘉陵江三峡&
翡翠峡&月亮峡+后者如雪溪洞&龙洞背&穿洞庵&汉王

洞&吊滩河&叠洞河&曾家石牙群&大塘子漏斗&穿洞庵

天坑&天星洞天坑等/表%1.
$"%"2 广元岩溶和峡谷景观的成景过程

广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

润’年均气温%3"%4’年均降雨量%35566’干燥度小

于%’溶蚀速度大于2566789(0’:’%2)’地表和地下水系

发育’水动力充足’植被繁盛’水循环快’为广元岩溶

和峡谷景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及充分的水动

力条件.
在地壳上升的宏观条件下’河流沿成景地层中的

构造薄弱带发生强烈的侵蚀作用’形成各具特色的峡

谷’如明月峡是嘉陵江沿背斜及断层线下切而形成’
而唐家峡和石桥峡沿青川,阴坪关逆冲推覆构造带

的走向发育.
受地壳上升的宏观控制’广元的岩溶作用以侵蚀

作用为主’溶蚀作用为辅’在不同的构造条件下形成

了不同的岩溶景观;溶洞多分布于河谷两岸’主要受

纵张&横张和层面裂隙控制’一般呈顺向/如汉王洞1
或横向/如雪溪洞1发育’穿洞庵沿水平状二叠系灰岩

侵蚀而成+同一溶洞中常发育双层或多层溶洞’一般

上层溶洞发育较好’多为废弃暗河的出口’高出谷底

%5<$56’下层溶洞处于洪水位附近’多为暗河或泉

水的排泄口’高出河/沟1床2<=6’这也是地下水位

发生变化的直接证据’如龙洞背&塔地洞等+曾家镇一

带的灰岩大面积分布于构造平缓的台地上’纵张裂隙

发育’流水沿裂隙不断侵蚀和溶蚀’发育至后期形成

石牙或石林景观’即曾家镇石牙群和石笋坪+穿洞庵&
天星洞和大塘子一带’纵张裂隙较为发育’碳酸盐岩

连续沉积’厚度较大&质地较纯’且周边为碎屑岩山脉

所环抱’以深切和崩塌作用为主’发育至后期形成规

模较大的天坑或漏斗’即穿洞庵天坑/宽约%556&深

约=561&天星洞天坑/高约=56’底部面积约2555621
和大塘子漏斗/落水洞1等.
!"> 广元丹霞景观的成景条件

$"2"% 广元丹霞景观的成景地层和动力条件

剑门关区’其主要成景地层是剑门关组&莲花口

组&遂宁组&沙溪庙组等’岩性主要为块状砾岩’或含

砾砂岩与砖红色粉砂质泥岩&粉砂岩’砾石以石英岩

为主’砾径一般$<:?6’分选性差’滚圆度差’为砂泥

质&铁 质&钙 质 紧 密 胶 结’物 源 区 是 其 西 北 部 的 龙 门

山($)’具备了形成丹霞地貌的物质基础,,红层+广

元区的天台山’其成景地层以下侏罗统千佛岩组的砂

砾岩为主.
第四纪’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青藏高原逐渐隆

起的影响’龙门山推覆构造带的活动趋于强烈($)’处

于龙门山推覆构造带东南侧的剑门关区和天台山地

区也大幅上升并接受强烈剥蚀’主要成景地层受河流

下切作用影响强烈/图01.
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地层中产生了两组剪切节

理面’其中一组北西$@2A’另一组北东05A’且纵张性

构造裂隙发育良好’呈连续状切层发育’发育程度自

上而下减弱+节理面和构造裂隙的发育’通过它们外

营力侵蚀作用和重力崩塌作用得以加强’从而促进了

5: 中国岩溶 25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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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丹霞地貌的形成!
"#$#$ 广元丹霞景观的成景过程

剑门区内和天台山地区分布的砾岩%砂砾岩厚度

大&多形成缓斜的构造台地&台地面与岩层面大体相

当’图()*!砾岩%砂砾岩岩石坚硬&抗风化力强&垂直

裂隙发育&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垂直裂隙成为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活动场所&在流水冲刷和钙质被溶蚀条

件 下&裂隙不断加深和扩大&首先形成沟谷’图(+*&
渐次扩大变成河谷&随着侵蚀不断进行&谷地不断加

深加宽&且加深速度大于加宽速度&因此形成深达数

十米%上百米&宽仅数米的,巷谷-&原来的台地面被分

割 成 千 姿 百 态 的 丹 霞 山 岳%关 隘 和 峡 谷&如 大%小 剑

山%翠屏峰%七十二峰%金牛峡%雷神峡%雷霆峡%天台

山等’图(.*!

/ 广元地质景观综合评价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广元四个主要地质景观

区的地质公园条件进行定量评价&据专家意见和前人

的 研 究&确 定 其 评 价 综 合 层%评 价 项 目 层%评 价 因

子012334&并分别赋值和评价打分’表$*!
通过评价打分&唐家河区得分为(5分&介于(52

67分之间&地质公园条件为$级8七里峡区得分为63
分&广元区得分为66分&剑门关区得分为17分&地质

公园条件为3级!相对而言&七里峡区得分较低&剑门

关区得分较高!
/#9 广元区

该区的地质景观&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极高的

观赏价值&区位优势明显&具备国家地质公园的基本

条件!但目前区内各主要景点分布较为分散&互通性

较差&短期内无法将它们整合起来组建大型的国家地

质公园!为此&最好先在个别区域内组合建立带状模

式的地质地貌型%自然美欣赏旅游价值主导型的小型

国家地质公园&如天台山地区&然后再整合组建多核

状模式的地质地貌型%自然美欣赏和科普修学旅游价

值并重的大型国家地质公园!

表: 广元/个主要地质景观区地质公园条件评价表

;<=#$ .>?@ABCBDEFGBBG<HI<JF>D>DJCBK>DLFJF>DE>MNB>O@<AP<JJCB
Q?<FDNB>H>NFK<HH<DLEK<@BJ>IAFE?<AB<EFDRI<DNSI<D&TFKCI<D

综合评价层 分值 评价项目层 分值 评价因子 分值 唐家河区 七里峡区 广元区 剑门关区

资源价值 (7

观赏价值 Q7

科学价值 3Q

文化价值 35

愉悦度 36 3U 35 35 3(
奇特性 33 1 1 1 37
完整度 33 37 37 37 37

科考 5 U U U U
科普 6 5 5 5 5

历史文化 6 Q U ( 6
休养娱乐 U " Q Q Q
宗教传说 " 3 $ " "

景点规模与组合 3Q

景点规模 5

景点地域组合 6

面积 " $ " " "
宏伟度 " $ $ " "
多样性 U " " " Q
协调性 " " " " "

环境状况 U
环境质量适宜性 " 环境质量适宜性 " " " " "

地质稳定性 $ 地质稳定性 $ $ $ $ $

旅游条件 33

交通通讯条件 5

市场条件 "
食宿条件 3

服务与管理 3

便捷性 " 3 3 " $
安全性 $ $ $ $ $

费用 3 3 3 3 3
市场条件 " $ $ " $
食宿条件 3 3 3 3 3

服务与管理 3 3 3 3 3
合计 377 377 377 (5 63 66 17
级次 $ 3 3 3

说明V地质公园条件&(U分以下为"级8(5267分为$级8672377分为3级!

/#: 剑门关区

如前面所述&该区的地质景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科

研价值和极高的旅游开发价值&区位优势明显&可进

入性良好8区内厚重的,三国-历史文化沉淀&是其众

多地质景观的文脉!目前该区的核心区域剑门关&是
国 家 重 点 风 景 区 和 国 家 森 林 公 园&基 础 设 施 较 完

善0334&具备国家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可建立多核状

模式的地质地貌型%自然美欣赏旅游价值主导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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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地质公园!且可直接进入国家地质公园的相关

申请程序"
#$% 唐家河区

唐家河区部分处于唐家河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其
地质景观属性较为特别!但整体不具有稀有性!旅游

开发成效不大!且区内交通不便!可进入性差!暂不具

备国家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可考虑建成团块状模式

的典型地质构造型&科普修学旅游价值主导型的中型

省级地质公园"
#$# 七里峡区

七里峡区有丰富的地质景观!一些地质属性还较

为特别’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且区位条件好!
具备国家地质公园的基本条件"但该区目前可进入性

差!区内不通公路!要申请国家地质公园还有一定的

难度!可考虑先建成团块状模式的地质地貌型&自然

美欣赏旅游价值主导型的中型省级地质公园"
而四个区之间的相互整合!如广元区与剑门关区

或与七里峡区间的整合!可使它们具备世界地质公园

之条件!且随交通和旅游设施的改善等!构建地质公

园的条件还会更加优越!如唐家河区和七里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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