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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特征与

旅游开发价值

薛滨瑞n，彭永祥n，张立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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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是我国目前最密集，规模最大、发育最完好的干流峡谷型蛇曲。她

以黄河秦晋大峡谷壮丽的自然景观为依托，以河流地质遗迹景观和黄土地貌景观为主体，以人文景观为陪

衬，给游客提供优美舒适的户外游憩环境，集开发科学考察、科普教育、游览观光、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为

一体的多功能地质公园。但地质遗迹资源自身价值的优势并不能完全代表旅游开发的价值。衡量其旅游开

发价值，必须从旅游者消费需求角度出发，合理规划和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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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ite Features and Tourism Values of the Yellow River Meanders

National Geopark in Yanchuan County，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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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ander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Yanchuan County iS the most intensive，largest scale and

best—developed canyon-type meanders along the main stream in China．Both the magnificent natural landscape in

Qin—Jin Grand Gorge and the abundant cultural landscape provide a perfect site for observing river geological

remains and loess landscape．Tourists will enjoy a beautiful and comfortable recre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ark。

which offer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cientific education，eco—tourism，and leisure．

However,the value of geological remains is not wholly equal to the tourism value．In order to make a rational

decision for implementing planning，exploitation and construction，it is necessary to assess the whole value from

the angle of tourists’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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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延川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

延川县东部，北纬36。40’27”一36。46’28”，东经

1 10019’46”。1 10。24’30”。属于黄土梁峁丘陵残塬沟

壑区和黄河沿岸蚀余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处华北地

台的额尔多斯台向斜之陕北台凹东部。北起伏寺湾，

南至会峰寨，西从武家山村，东达黄河主流线，南

北长约12．5 km，东西宽约4．5～10．2 km。总面积为

86．0km2(图1)。

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是以黄河秦晋

大峡谷壮丽的自然景观为依托，以河流地质遗迹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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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 陕西延⋯黄；日蛇曲目索№质。目％目

Fig I Sketch⋯ofthehlI川River e9ndcrs^ationalGeoparkin Y⋯h⋯Cou Jll，Shaanxi PmⅥMe

舰和黄土地魄撤观为事件，以人文景舰为陪衬，给

游彝提供优美*r适的产外游憩环境．集丌发科。#母

察、科普救育、游览观光、生态旅游侏闲度1l!{为

一悼的多功能地质公犀l(胡炜隘等．2007)．

1区域地质背景

1l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逛川蛇曲地质公同所住地陕北地处持1．高原

大地构造心f鄂尔多斯地台的次一级构造单几陕北

舟H眺北台¨尔部为7允一缎的陕北单斜翘⋯l构造

卫称陕北斜坡，地质公同位于邵尔多斯高原女、侧．

处十陕J匕单斜翘曲恂造(陕北斜坡)的4、缘偏南，与

烀四挠俐带相邻 自r～’k代“米．一直肚一十1分

稳定的板块。

1 2地层

在鄂氧多斯地块上、自尔向四m老副新依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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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着不同时代的地层。东部黄河沿岸依次出露奥陶

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白垩系。

奥陶系从黄河东岸延伸到吕梁山麓。黄河河床

流经区域基本为石炭系和二叠系分布区，在黄河河

谷及一些支流河谷中主要出露i叠系中、上统纸坊

组、延长组。公园内延长组为灰绿色、肉红色厚层

状中、粗粒长石砂岩夹暗紫色泥岩砂岩：纸坊组分

布在黄河及支流河谷的下部，岩性以紫红、紫灰色为

主的砂泥岩互层，粒径下粗上细，含植物、介形类、

瓣鳃类、叶肢介类等化石，属内陆河湖相沉积。基岩

之上覆盖着中、晚更新世黄土(郭威等，2006)。

1．3地质构造

公园岩浆活动未见，构造运动平缓，以面状缓

慢抬升为特征。中生代地层总体倾向北西，倾角极

缓(小于100)，可视为水平岩层。亦缺少明显的大断

层。j叠系基岩中NE向(450一75。)，NW向(3250～

3500)的x型共轭节理十分发育，将基岩切割成近似

棋盘格式的构造格局，岩石肢解强烈。在地壳稳定

时期，黄河及其支流蛇曲沿着两组节理发育而成，

奠定了延川黄河蛇曲的基本格局。新构造运动使黄

土高原处于不断的、急速的区域性抬升活动中，河

流下蚀作用急剧增强，沿原蛇曲的基本格局形成峡

谷(郭威等，2005)。

1．4地质发育简史

鄂尔多斯地地台是华北地台的一部分，在中生

代以前，地质发展与华北地台相同，华北地台基底

是前震旦系地槽型碎屑沉积，经吕梁运动地槽褶皱

抬升形成地台基底。基底是变质岩系，出露于地表

的隆起区。

地台在古生代时，长期处于海侵时期。自中奥

陶纪后期，才开始抬升逐渐成陆。后又经过长期剥

蚀，直到石炭纪下降海水入侵，当时公园属于海水

到达的边缘地带。

晚古生代至早中生代，沉积环境逐渐由海相过

渡到内陆湖盆，二叠纪后期海西运动，鄂尔多斯地

台区形成独立的内陆盆地沉积单元。盆地中沉积了

巨厚的陆相沉积。这套沉积是公园的主体基岩地层。

三叠纪末，受印支运动作用，鄂尔多斯地台抬

升，经过一度的沉积间断，又开始拗陷下沉，沉积

侏罗系岩层。这一时期的三叠系、侏罗系是本区最

重要的生油、储油岩系，而侏罗系中晚期是主要的

成煤期。

侏罗纪末发生燕山运动，地台，地台边缘褶皱

升起，沉积中心向西移至区外

白垩纪晚期至古近纪期间，受燕山运动的影响，

鄂尔多斯地块作为一个整体受力的地质单元，发生

大面积垂直抬升，鄂尔多斯高原今天的格局就是那

一时期奠定的。

至新近纪的上新世，地台又下降沉陷，在这个

基础上堆积了上新世i趾马红土层。早更新世，在

和缓的古地形面上，堆积了午城黄土。中更新世地

台又逐渐沉降，广泛而普遍地沉积了离石黄土，直

到中更新世末，地台开始抬升，河流溯源侵蚀，晚

更新世地壳又趋稳定沉陷，堆积了马兰黄土。

1．5秦晋峡谷的形成

黄河干流穿过河套盆地，经过盆地东南缘的托

克托折转南下，自北向南奔流在黄土高原中，像一

把利剑从北到南把黄土高原东部劈成两半。这一河

段就是黄河流经的最长峡谷一一秦晋峡谷。

秦晋峡谷北起河口镇，南到龙门，全长726 km，

落差达607 rn，河床宽一般为200。400 m，喇嘛庙

到楼子营间河段最窄，河床宽仅约100 m，河谷深切

300。500 m左右，使多数河段两岸形成悬崖峭壁。

峡谷南半部吴堡至壶口段为深切曲流峡谷，河流弯

曲，河床纵比降大，这一河段平均比降约为3．8％。

河床发育有漫滩和河心滩。阶地发育在凸岸，凹岸

由于黄河的强烈侧蚀，谷坡上残留有多级侵蚀阶地，

河床纵比降约为5．4％，这一河段水流湍急，险滩栉

比，延川黄河蛇曲就发育在这一河段(龚明权等，

2009)。

1．6地貌

地质公园地处黄河沿岸，此处山大沟深，沟壑

纵横，地形极其复杂。公园内海拔最高点在上村附

近的黄土梁峁地区，海拔高度984．3 in，最低点为会

峰寨黄河滩，海拔高度508．5 m，相对高差475．8 m。

公园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黄河水自北向

南流动，清涧河及其支流向东流入黄河。公园内属

浅层黄土覆盖的石质丘陵，海拔高度508．5—984．3

m。地貌以土石梁峁和沟谷为主，山丘成土头石崾结

构型，黄河及右岸支流强烈下切，沟深坡陡，沟谷

坡度为35。～750，梁峁坡面为150．25。。黄土覆盖

较薄，坡面沟谷流水侵蚀和重力侵蚀严重，溯源侵

蚀活跃。地质公园地处秦晋峡谷黄河沿岸，此处山

大沟深，沟壑纵横，地形极其复杂。

公园地貌类型主要为两种：

(1)秦晋峡谷属于蚀余黄土丘陵沟壑，黄河深切

三叠系基岩形成峡谷，谷底高程500 m左右，流水

侵蚀残存的薄层黄土不连续覆盖在峡谷两岸基岩之

上，形成黄土戴帽基岩穿裙的地貌景观。

(2)公园其余地区属于黄土残塬梁峁丘陵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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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高度600～921 m。地貌以土石梁峁和沟谷为主，

山丘成土头石崾结构型，黄河及右岸支流强烈下切，

沟深坡陡，沟谷坡度为350～75。，梁峁坡面为150一

250。黄土覆盖较薄，坡面沟谷流水侵蚀和重力侵蚀

严重，溯源侵蚀活跃。横剖面多呈“V”字形，使基

岩裸露，沟道延伸快，致使塬边、梁边不断被蚕食。

2地质遗迹类型

根据地质遗迹类型的特征(赵汀等，2009)，陕西

延川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从景观上可分为五

大类：地貌景观大类、水体景观大类、地质构造大

类、地质剖面大类和古生物大类，具体类型与分布

见表1。

3地质遗迹评价

借鉴已有的国家地质公园定量评价表、地质遗

迹资源评价专家咨询表以及我国其他一些地质公园

的研究成果(方世明等，2010；赵逊等，2009；陈英玉

等，2009)，建立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地质公园地质遗

迹定量评价体系，可得到延川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旅游

资源调查与评价情况，具体见表2、3。整个评价层结

构分为总目标层、综合评价层、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

等四个层次。总目标层为地质遗迹资源定量评价，核

心为评价综合层、评价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等三个层

次。评价因子层为最基本的层次，指标的权重和分值

计算从盖层开始自下而上逐层进行。

4地质遗迹开发价值

4．1科学价值

(1)根据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查新中心提

供的查新数据确认延川黄河蛇曲是我国目前最密集，

规模最大、发育最完好的干流峡谷型蛇曲。成为深

化河流蛇曲的成因理论研究的最佳野外实验室。同

时，通过对蛇曲和支流峡谷及谷中谷地貌研究，可

对中更新世以来黄土高原新构造运动特征和速率研

究提供实证。

(2)将延川黄河阶地的发育年代与黄土一古土壤

序列进行对比，反映黄土高原大范围构造隆升的阶

表1 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类型与分布
Table 1 The genitic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eosites in Yanchu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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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地质旅游资源单体评价表
Table 2 Value of evaluating system and evaluating genes in Yanchuan county

表3 延川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一览表
Table 3 Value of evaluating system and evaluating genes in Yanchuan county

地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密切，其形成年代与相应

古土壤发育时间的对应关系，共同组成了构造一气

候旋回，有利于对黄土高原古气候的演化与环境变

迁的认识。

(3)黄河的形成与演化、流域环境变迁的研究，

在中国全球变化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

延川黄河蛇曲的地貌特征和地质发育特点，乾坤湾

四级阶地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黄河在中游演

化发育史及其古水系背景特征的研究(席岳婷等，

2006)。

(4)各种黄土地貌景观展示着黄土地貌的不同发

育阶段，通过对延川黄河蛇曲地质公园黄土地貌和

微形态研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流水侵蚀对地貌发

育过程的影响。

4．2美学价值

(1)蛇曲体现出一种恢宏大气朴素之自然美，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正是我们民族曲折艰辛

奋斗史的象征。蛇曲其形宏大、其势壮美、多变的

景色给人美的享受。夏季清晨，水雾腾腾，乾坤湾观

景亭仿佛漂浮在云雾中的仙阁。游人到此，望着弯

曲多变的蛇曲和滔滔河水，心怀为之开阔，给人以

无限遐想和理念升华洋。

(2)从风景旅游美学角度看，黄土高原地貌不同

级别的组合景观特征美不同于江南的秀丽、婀娜美，

这是一种博大、恢弘的粗犷之美。奇特的地貌特征

无不体现一种壮观、山野美。

(3)结构之美。野外清晰可见的沟缘线将沟谷地

貌和沟间地貌区分，一目了然；塬一梁一峁一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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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过渡实际上反映了黄土地貌的发育过程，黄

土坡面上的细沟、浅沟、悬沟、切沟、冲沟直到河

沟则是土壤侵蚀的序列展示，这些纷呈复杂的景观

符合和谐统一观。

(4)造型之美。公园区内三叠系岩层岩性差异明

显，节理构造十分发育，岩石肢解破碎，在水力、风

力作用下，在河谷两岸形成众多的象形石，造型非

常奇特，观赏价值高。

4．3科普教育价值

地质公园将向青少年普及黄土及黄土地貌、土

壤侵蚀、蛇曲形成等地学知识，这些在其他地方不

可多见的特殊地质遗迹对于远离黄土高原又渴求了

解黄土高原的人们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淳朴厚重的

陕北民风民情正是根植于这片黄土地中。地质遗迹

已成为黄土文化的组成部分。

科普教育的作用更在于传播一种理念一一对大

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人不再是大自然的主宰，只有呵

护大自然，才能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5旅游开发价值

(1)开展地学科普游。使旅游由简单生理愉悦达

到心理愉悦的高度。

(2)黄土高原沧桑、荒凉之美，能使孤独的旅游者深

深体会到一种无以言表的力量，使人感到黄土高原的

荒凉蕴含着一种生命的力量，在这里，旅游者可以随心

所欲的释放心情，将心境和大自然和谐相融。

(3)发展旅游为县域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延川

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目前年旅游规模为5万余人

次，经过建设开发，预计规划期内5年客流量以

20％左右的速度递增。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景区和

陕西北部旅游线路的延伸，通过其旅游收入的乘数

效应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对

振兴延川县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重大的作

用(郝俊卿等，2004)。

(4)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建立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可以支持

所在地区文化、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依靠旅

游经营，可以使保护工作具有可靠的经济来源，同

时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

和生存环境，加强居民对居住区的认同感，从而提

高保护地质遗迹的自觉性(陈安泽，2002)。

6结论

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旅游地质遗迹

资源的典型性、稀有性均在国内外同类地质遗迹中

名列前茅，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彭

永祥等，2004)。陕西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作

为一个黄土高原具有代表性的地质遗迹和旅游资源

的集合体，在保护地质遗迹资源的前提下，合理规划，

正确开发，处理好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其自

身蕴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真正发挥出来，造福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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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水湾蛇曲地貌景观

2．乾坤湾蛇曲地貌景观

3．清涧河深切沟谷：

4．会峰寨方山地貌：

5．黄土高原：

6．清涧河饼状砂岩

图版说明

图版I Plate I

1．Qingshui Bay snake—curved landscape；

2．Qiankun Bay snake—curved landscape；

3．Qingjian River deep valley；

4．Huifengzhai mesa landform；

5．10ess plateau；

6．QingJianhe cake—shaped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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