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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焦作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

资源特色及综合评价
!

樊克锋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队，河南焦作 &#&%%"）

! ! 摘要：河南焦作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以山体雄伟、长崖险峻、峡谷幽深、水体秀美为特色；

其地质景观资源具有种类多样性、独特性、较高的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性等特点。公园主要地

质遗迹景观质量高，资源优势突出，区位优势明显，具有良好的开发价值和市场前景。云台山世

界地质公园的建立，对合理利用自然地质资源，促进旅游和地方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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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焦作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北部。公园北依太行，南临华北平原，

远眺黄河，其形状呈北东—南西向展布的长条形，南北宽 " > 7# ?@，东西长约 8$ ?@，面积

##8 ?@"，其中核心景区面积 $"$ ?@"，分为云台山、青龙峡、峰林峡、青天河、神农山 # 个园区

（图 7），是一个以峡谷地貌和水体景观为主，以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为辅，集美学价值与科

学价值于一体的综合型地质公园。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是在云台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基础上，通过对焦作市的山水旅游资

源进行全面整合和科学规划，已于 "%%& 年 " 月 7$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首批世界

地质公园。

7! 地质背景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北陆块中南部，新生代华北裂谷带与近东西

向西安—郑州—徐州裂谷转换带交汇部位，太行山隆起东南边缘。

区内地质作用复杂多样，地质遗迹丰富多彩。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蓟县系云梦山组，中

奥陶统马家沟组等，太古宇仅少量出露。盖层地层产状平缓，以抗蚀能力有较大差异、不等

厚互层的岩石共同构成了云台山地貌景观形成的物质基础。区内地质构造以脆性断裂发育

为特征，新构造运动对公园内山水景观和地貌的形成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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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河南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平面布局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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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园区河流分属黄河、海河两大流域。区内的河流基本都发育于山西省境内，大致自北

而南流入河南省境内。这些河流的发育，对云台山地区地貌景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公园区地质景观资源特征

:& !" 公园区地质景观类型划分

表 !" 云台山地质公园地质景观类型划分表

’+;6) !" ’() <6+33$.$<+2$-1 -. %)-%5+,($< 6+173<+,)3 $1 /012+$3(+1 4-567 8)-,+59

类别 基本类型

地貌景观 长脊、长崖、长墙、孤峰、峰丛、峰林、象形山石、峡谷、嶂谷、瓮谷、围谷、悬谷（沟）等

沉积遗迹 地层剖面、沉积构造、化石、钙华、泉华等

构造遗迹 构造剖面、断层、节理、裂隙、垮塌岩块堆积体等

特殊岩石与矿物 鲕粒灰岩、豆粒灰岩、核形石灰岩、藻礁（叠层）灰岩等

水体景观 瀑布、跌水、溪潭、泉、湖等

其 它 古树、高山草甸、植被、特殊动植物等

:& :" 地质公园特色地质地貌及水体景观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内，群峡间列、峰谷交错，宏观特征以峡谷地貌、长脊长崖为主；地

貌形态上以崖台梯叠、瓮谷、围谷、深切嶂谷及峰丛、峰林等为表现形式［!］；同时，广泛发育

的瀑布、溪潭等水体景观以及良好的生态、植被与山体共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 :& !" 各具特色的峡谷，独特的地貌景观

太行山断块强烈的隆起，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形成巨大的地势反差，使众多河流自山西

高原向华北平原流出过程中沿构造张裂带对山体进行强烈下切，形成众多山高谷深、瀑水飞

溅的峡谷群。在云台山地质公园内，自西而东的五个园区内分布有仙神河峡谷、云阳河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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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逍遥河峡谷、丹河峡谷、峰林峡、青龙峡、红石峡和葫芦峡等八条峡谷，构成了云台山地质

公园内各具特色的峡谷群。

公园内峡谷两侧峭壁林立，峡谷之间分布着一系列长脊、长墙。以抗蚀能力有较大差异

的巨厚碳酸盐岩夹细碎屑岩组成的不等厚互层的岩层，又形成了地貌的垂向多层景观，这种

多层性在山体外侧和大型沟谷中形成阶梯状地貌，表现为崖、台相间叠置的特点；在不同地

点与其它微观地貌的有机结合又形成多种独特的景观地貌。崖、台的垂向分布规律严格受

地层岩性的控制，太古宇基底的片岩、片麻岩，寒武系馒头组下部的页岩夹薄层灰岩以及奥

陶系底部的页岩等软弱岩层在地貌上普遍形成带状缓坡，构成崖壁下部的麓坡。中元古界

云梦山组石英砂岩形成高达 !"" # !$" % 的赤壁丹崖；寒武系中上统的碳酸盐岩形成高达

&"" # $"" % 的峭壁和瓮谷群；中奥陶统的碳酸盐岩在山体顶部则往往形成高达 !"" # &"" %
的天然长城（石墙）。而碳酸盐岩固有的可溶性，使峰墙的顶部常常表现为峰丛，如此形成

了“仰视为峰、俯视为岭、平视为墙”的峰墙地貌，构成了十分壮观的地貌景观。

’( ’( ’) 秀美的水体景观

云台山地区特殊的地质构造背景，使得公园内水体极为发育，所形成的景观主要有瀑

布、溪潭、泉、湖等。

公园内的瀑布主要有云台天瀑和各种叠瀑、线瀑、跌水等。云台天瀑，位于云台山园区

老潭沟内，流水由寒武系地层形成的陡崖上流下，落差 &!* %，十分壮观。

各种叠瀑、线瀑、跌水等，在云台山园区的红石峡谷、小寨沟、老潭沟和青龙峡园区最为

发育，为流水沿谷底的岩石台阶形成，落差不等，一般一至数米，有各种不同形态。伴随这些

叠瀑、线瀑、跌水等形成各种溪潭，与公园内雄壮的山体相辉映，景色秀丽。同时，这些极为

常见的岩石台阶（形成叠瀑、跌水等）和溪潭，也是太行山快速和间歇性抬升的直接证据。

公园内的泉水甚多，地表水和雨水沿广泛发育的碳酸盐岩透水层下渗或在地下运移，而

下部的页岩隔水层又使流水沿构造裂隙或在适当的部位以泉水的形式流出。特别是泉水在

悬崖峭壁处流出形成悬泉，如云台山园区的小寨沟悬泉挂壁，并形成形态各异的钙华，上长

青苔，俗称龙风壁，成为一处美丽的风景。

公园内的湖泊，均为修建水库后形成的人工湖泊，主要有子房湖、大泉湖、群英湖等。湖

水与山体相辉映，景色优美。尤以青天河峡谷中的大泉湖为最，其风光秀丽，有北方小三峡

之称。

&) 公园内地质景观资源综合评价

&( !) 地质景观资源评价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内地质景观资源具有种类多样性、独特性、较高的科学价值和极具

观赏性等特点。

&( !( !) 漫长地质演化历史，复杂的构造背景，地质景观类型丰富多样

公园地区经历了 ’$ 亿年以上的漫长地质演化历史，不同阶段特色鲜明的地质发展演

化，形成了基底与盖层，特别是巨厚的潮坪———浅海相、碳酸盐台地相陆源碎屑———碳酸盐

岩沉积地层，奠定造就了云台山地质地貌景观的物质基础。复杂特殊的构造背景，尤其是始

于中生代后期，发展壮大于新生代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以及中国东部大规模的

带状裂陷和隆起，太行山系抬升、剥蚀，华北裂谷盆地接受沉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质景观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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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如典型的沉积地层剖面及沉积遗迹、古生物景观及化石产地、地质地貌景观、水体景观

和地质灾害遗迹景观等，构成了云台山地质公园的宝贵资源。

!" #" $% 裂谷背景下的地貌景观特色突出，形成了独特的构造地貌

自古近纪开始华北地区为裂谷发展阶段，表现为以太行山前断裂带为界，西侧隆起、东

侧断陷沉降的差异升降运动形式。

云台山地质公园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受断裂构造作用控制明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峡谷

群及峰墙纵横、崖墙环抱、峰丛、峰林等组合地貌景观。它是地层、岩石、地质构造、外营力地

质作用的综合体现，是大自然所赋予的珍贵地质遗产。

特别是代表太行山地区寒武系—奥陶系地层中形成的以“ 之”形长崖、线形长崖、环形

长崖、台阶状长崖和瓮谷、围谷和深切障谷为特色的滨海—浅海相碳酸盐岩地貌，是太行山

风景资源的景观主体，也是公园内地质景观的闪光之处。

!" #" !% 中国北方的山水品牌，山水特色明显，美学价值极高

% % 受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山体不断抬升，河谷迅速下切，形成独特的高山峡谷景观。山峰

凌云，石怪崖绝，层峦叠障，气势磅礴，雄中含秀，险中带奇，泉、瀑、溪、潭，异彩纷呈。

云台山地区以山称奇，以水叫绝。云台山园区奇峰秀岭、潭瀑泉池不计其数。其中小寨

沟三步一泉，五步一潭；老潭沟更有云台天瀑，上吻苍天，下蹈幽谷，号称“ 华夏之冠”；红石

峡谷、温盘峪峡谷幽深，两岸是红色岩壁，谷底是飞瀑幽溪，素有“ 中原第一景”和“ 盘景峡

谷”之美誉。

神农山园区汇集了太行山的精粹，集奇、绝、雄、险于一身，主峰龙脊岭亦称“ 龙脊长

城”，两侧陡峭如墙，绵延十余千米，岭上遍布千年白鹤松，四周云雾缭绕，奇险无比。

青龙峡园区谷深沟险，气候独特，山清水秀，环境优美，集峰、崖、岭、巅、台、涧、洞等地貌

形态于一体。青龙峡谷底碧水涟涟，金黄色钙华叠瀑似壁挂金毯。

青天河园区自然风光优美，河谷深邃，奇泉水涌。

峰林峡园区以优美的自然景观为主，区内河流、湖泊碧秀，高山、峡谷险峻，悬崖、奇峰、

怪石林立。

公园内的构造地貌和水体景观是最主要的地质遗迹资源，在中国北方极为罕见，可谓太

行山区之精品，中国北方的山水品牌。

!" #" &% 公园地学内容丰富，具备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功能

云台山地质公园的特殊地质背景，形成和保存了类型多样的地质遗迹，使之具有丰富的

地学内容，是开展科学研究和对公众开展科普教育的良好课堂。对公众了解大自然、探索大

自然，得到科学知识熏陶，认识大自然和环境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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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和出露良好的沉积

地层记录了在长达 #’ 亿年的沉积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由海进到海退的海平面升降及海陆

变迁过程，其地层岩性特征、沉积构造和所保存的化石，展现了中国华北地区古生代陆表海

的古海洋环境和古地理演化特点。

公园内具现代沉积特色的各种钙华体，形态多样，泉水溢出形成的钙华坝，河流中常见

的激流钙华滩、钙华瀑，具有极高观赏价值，又具有科学研究意义。

云台山地区神奇的地质地貌山水景观，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力量、造化神工和魅力，

使人们了解大自然，走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关爱大自然，在美的享受中，得到心灵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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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升华。

!" #$ 地质地貌景观价值评价

!" #" %$ 科学价值

公园内近南北向展布的一系列峡谷，均与近南北向的张性断裂有关，表明公园区断裂构

造受华北裂谷带巨大的伸展作用的控制，这些特殊构造遗迹是华北裂谷带裂谷作用在太行

山南缘的特殊体现。

寒武系—奥陶系碳酸盐岩地层中发育的以“之”形长崖、“线”形长崖、“&”形长崖、“环”

形长崖、台阶状长崖和瓮谷、围谷、深切嶂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碳酸岩地貌形态，是发育在近

水平产出的碳酸盐岩（透水层）和页岩（隔水层）组合地层中，受新构造运动的强烈抬升和断

裂构造切割等因素作用而形成，代表了太行山地区形成的的典型构造地貌，对研究南太行地

区新构造的活动特征具有重要价值。

云台山地区发育了一套华北地台上相对完整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寒武纪—奥陶纪沉积

地层。其层序地层划分与海平面变化特征具有广泛的区域可对比性。

!" #" #$ 美学价值

$ $ 山水同奇的云台山，以山体雄壮、长崖险峻、峡谷幽深、水体秀美、峰异石奇为特色，雄中

含幽，幽中有险，险中见秀，秀中蕴奇，具有极高的美学观赏价值［%］。

!" #" !$ 经济价值

地质公园的经济价值是建立在其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条件基础

之上的，体现在直接的园区经营收入，对地方经济尤其是对第三产业的拉动和旅游综合收入

的增长。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美学观赏价值，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

便，区位优势明显。因此，其经济价值高，开发效益好。特别是地质公园的建设对旅游业的

促进作用，对焦作市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推动焦作矿业城市转型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申报和建设，公园各园区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建设快速提

升，并取得显著成效。良好的地质景观资源，完善的基础和服务设施，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

吸引了八方宾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其经济价值明显。据统计，#’’! 年“ 十一”黄金

周，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 % 万人次，门票收入 #)’’" # 万元，同比增长 *+" !,-。事实证明，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良好的地质景观资源和明显的区位优势，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和客源，已

经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 结语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主要地质遗迹景观质量高，特色明显，资源优势突出，具有良好的

开发价值和市场前景。随着世界地质公园的申报成功，其旅游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其经济价

值会更加明显。地质公园的建立已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财源。旅游业

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地方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拉动地方三产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就

业机会，提高服务水平，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预见，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

的建设，对地质景观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开发，将为地方经济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参考了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申报项目的部分成果，在此对全体项目组成员的辛勤

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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