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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使地质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逐步进入规范化、科学化，本文首先对地质遗产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其次在对国内外代表性的地质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成因一可保护属性为分类依据的新

的地质遗产分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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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xonomic hierarchies of geological heritages are based on developing survey and appraisal of

geological heritages．At present，existent taxonomic schemes have deficiency，which makes the survey and

appraisal of geological heritage difficult．In order to make the survey and appraisal of geological heritage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step by step，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geological heritage and then

presents a new scheme，which is based on the genesis-protectability attributes of geological heri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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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地质公园建设的快速发展，地质遗产

与地质遗迹成为当今学术界和媒体使用很高的热门

词汇。目前，地质遗迹与地质遗产还没有一个统一

的定义，由于定义的不确定，造成不同研究单位或

学者对地质遗产或地质遗迹分类的多样性。这种状

况非但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也容易造成实践上的

无所适从。本文首先对地质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并在对国内外代表性的地质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地质遗产的分类体系，以此作为一个

普遍接受的分类的基础。

1地质遗产概念的确定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地质遗产”这一概念的明

确定义(张成渝，2005)，人们普遍将地质遗产与地质

遗迹等概念混合、替代使用。实际上，地质遗产与

地质遗迹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所谓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

史时期，由于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

遗留下来的，可用以追索地球演化历史的重要地质

现象(Eder，1999)。地质遗迹是一个相当泛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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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从诞生到今天大约有46亿年的历史，从混沌状

态到今天的和谐有序，到处保留着地球演化和变动

的遗迹。这些地质作用的产物是不可再生的，是人

类通往了解46亿年地球历史的必经之路，是获取地

球演化变迁过程珍贵信息的唯一来源。因此，当今

人们已把地质遗迹视为地球母亲赐予子民们的宝贵

遗产，称为地质遗产(赵逊等，2003)。

夏普雷斯(Sharpies，2002)在区分“地质多样性”、

“地质保护”与“地质遗产”这三个概念时认为，地

质遗产指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的具

体地质现象。我国学者张成渝基于世界遗产视角，

认为地质遗产是指对于研究地球发展史、区域地质

发展史和重大地质事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不可再

生的地质地理遗迹(张成渝，2005)。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认为，地质遗产是指在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

用下，形成于地质历史时期并遗留下来的，对于研

究地球发展史、区域地质发展史和重大地质事件具

有一定科学价值，被认为是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的具

体的不可再生的地质、地貌遗迹。

显然，地质遗迹并不完全是地质遗产，只有那

些已经被人们认识到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的那一部分

才成为地质遗产。另外，地质遗产还包括一部分具

有古地理价值或者反映正在进行的地质作用的地理

现象，如水体、地貌等。地质遗产与地质遗迹的关

系如下图(据Gray，2004修改)。

图1中，外方框代表地球上存在的所有地质遗

迹。然而，有相当多的地质遗迹由于受科技或者人

们认知水平的限制，还没有被发现，这部分叫“假设

的地质遗迹”。在人们已经发现的地质遗迹中，不可

能也没有必要都要进行保护，只有那些具有代表

性、典型性或稀有性的地质遗迹才被人们通过设立

自然保护区或地质公园的方式保护起来，这部分地

总资源=地质遗迹

已识别 未发现

地质遗产 —◆

消失侵蚀 破坏 地

+ + + +霭
查

__■

+ ◆ ◆
价值全面认识

条件性地质遗迹 假设的地质遗迹

图1 地质遗产与地质遗迹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logical heritages
and geological relics

质遗迹叫做“地质遗产”，而那些不具有特殊保护价

值的部分称为“条件性地质遗迹”。可见，地质遗产是

地质遗迹的一部分，但是，地质遗产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它或许随着人们对地质遗迹价值全面认知与

地质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其保护范围会扩大，同时，

它也会由于自然侵蚀及人为破坏而消失或减少。

2 国内外已有分类方案的文献回顾

2．1 国外对地质遗产的类型划分

地质遗产是内力地质作用和外力地质作用的产

物，其地质作用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地质遗产的

多样性。美国内政部国土局把地质遗产划分为15类

(赵汀等，2005)：(1)地质特征、岩石类型、标准化石

(首次发现描述和命名地)；(2)重要的地质过程或原

理首次发现和研究地区：(3)地学教科书范例依据的

野外实例地区；(4)古生物演化阶段的重要化石记录

区域；(5)由风、水、冰、风化及大规模毁坏性作用

产生的典型特征；(6)洞穴和岩溶地形；(7)热泉、自流

泉水和含水层；(8)能提供经典性研究和教育机会的

地质特征；(9)地球演化史中的重要阶段的突出范例：

(10)有众多各类重要地质特征的集中分布，即使其

中某些单个不十分重要，但是其集合却具有不一般

的重要意义；(11)具有重要地质或历史意义的矿山或

矿区；(12)奇异地景如漂砾、陨石火山口(非火山成因

的类似地貌或火山成因)、峰林等；(13)奇特的岩石或

矿物产地；(14)地质特征或组合，地质景观具有自然

美学性并具有休闲价值；(15)具有休闲和教育价值的

岩石、矿物标本采集地。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遗产工作组

(IUGS．Geosite)于1 993年对地质遗产类型提出了一

个分类方案(潘江，1995)。该方案把地质遗产分为：

古生物、地貌、古环境、岩石、地层、矿物、构造、

经济地质、具有历史意义的地质景点、板块构造、

陨石坑、大陆和海洋尺度的地质特征、海底地貌等

13大类，每一类中分为若干类型。

可以看出，上述分类主要是根据地质遗产的科

学价值提出的概述性的分类方案，从宏观上可以指

导各国地质遗产的登录与调查方向，但是分类体系

过于简单，不适用于具体地域地质遗产的调查与评

价。而且，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地质遗产工作组对

地质遗产的界定是立足于保护具有全球性重大价值

地质遗产的需要，在地质遗产范围的界定上比较狭

窄，往往会造成具有区域性保护价值地质遗产的遗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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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对地质遗产的类型划分

地质遗产的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目前

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比较薄弱，只有13篇文章对

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陶奎元等(2002)、陈安泽

(2003)、齐岩辛等(2004)、赵汀等(2009)对地质遗迹

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较有代表性，为地质遗迹

的调查、保护和登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安泽(2003)按照地质公园内主要地质地貌景

观资源(简称“地景”)的成因把中国地质景观资源分

为4大类、20种类型、54个亚类型。该分类基本涵

盖了所有的地质遗迹类别，得到多数专家的认可。

但是该分类除了有少量亚类的归属有些不妥之外，

如古火山遗迹归入构造类或地貌类较为适宜，古冰

川遗迹归入岩石类较为适宜等(齐岩辛等，2004)。这

种分类方案主要是对“地质遗迹”的划分，而不是对

地质遗产的划分，因为这种分类方法没有具体指出

具有何种科学特征的地质遗迹才能够成为地质遗产

获得国家保护。

陶奎元等(2002)依据地质遗迹的成因把地质遗

迹分为10大类，分别为：(1)地层类、(2)构造类、(3)

岩石类、(4)矿床类、(5)矿物类、(6)化石类、(7)古人

类文化遗址、(8)地质灾变、(9)地形地貌类、(10)在

地质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址。大类下面共分出

49个小类，并对大类和小类按顺序给出一定的代

号。该分类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清楚地显示各区

域的地质演化过程及其留下的典例与特色，方便区

域之间地质遗产的横向对比，便于优选出最佳的、

最值得保护的地质遗产，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是，

该分类框架存在的问题是部分大类如地形地貌类分

出的亚类存在重叠和不全面现象，大类和亚类给出

的代号没有一定的规律，不便于推广使用。

齐岩辛等(2004)在分析评价国内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了用“物质组成一成因综合分类法”来解

决地质遗迹的分类问题。把地质遗迹总体分为9大

类，即地层类(S)、构造类(T)、岩石类(R)、矿物类(M)、

矿产类(C)、古生物类(P)、地质灾害类(D)、地质地

貌类(L)及水体类(w)。该分类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

集成了上述各分类方案的不足，首次提出确定统一

的地质遗迹类型代码，便于地质遗迹之间资料共享

与交流。但该分类方案仍然是对“地质遗迹”的分

类，无法体现出地质遗迹的保护价值及其特色。

赵汀等(2009)从地球科学学科分类的角度，对

显性地学遗迹作了系统分类，包括3个地球科学学

科大类，23个地球科学学科分类，并根据形态、成

分、组构、地质营力、地质作用提出了每个地球科

学学科分类里面包含的一系列地质遗迹名称。该分

类方案可以说是从地球科学角度提出的一个最全

面、专业性最强的分类系统，基本上涵盖了各个地

球学科的专业名词，在某个具体区域的地质遗迹普

查阶段比较适用。

2．3已有分类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已有地质遗迹分类方案的分析，

它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多数分类方案中有重叠

现象或地质遗产类型不全面；(2)部分小类的归属不

当；(3)多数分类方案是从成因角度针对地质遗迹的

划分，缺乏从成因与保护意义方面的综合分类。鉴

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目前亟需建立统一的地质遗产

分类体系来规范地质遗产的分类。

3地质遗产的分类体系

3．1分类依据和原则

已有分类大多是根据地质遗迹的物质组成或者

成因来分类的，可以说这些分类方法抓住了地质遗

迹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科学性。然而，地质遗迹

分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的需要，即保护那些具

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质遗迹，也就是地质遗产，而

不是全部。因此，地质遗产的分类应该体现其成因

及其保护价值，而其保护价值是通过“稀有性、典

型性、特殊性、有影响、完整性、真实性”等属性

特征表示出来的，所以采用“成因一保护属性”因素

对地质遗产进行分类是一种直观、科学的划分方法。

“成因一保护属性”分类法，其分类依据是综合

考虑地质遗产的成因因素及其值得保护的属性特征

因素。

分类的基本原则是：便于地质遗产的统一、规

范化登录、评价与管理；能够基本涵盖国内地质遗

产的实际类型；尽量避免不同类型遗产的叠加和分

类不确定性；充分考虑到遗产小类的不断补充与完

善：按照地质遗产保护价值主导原则划分。

3．2地质遗产类型代码的确定

考虑到对地质遗产的规范化登录、评价与管理

的需要，每一类地质遗产及其小类应有一个统一、

规范的代码来表示。

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本文借鉴齐岩辛等(2004)研

究确定的地质遗产类型代码，并在此基础上补充完

善其他类型的遗产类型及代码。代码编制规则为：

大类代码为一个大写英文字母，该字母为大类主体

词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小类代码为两个英文字

母组成，第一个字母为该小类所归大类的代码(大

写)，第二个英文字母是小写，代表遗迹的小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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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类主体词(或关键词)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若

碰到小类主体词(或关键词)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有相同时，后来者取主体词(或关键词)英文单词的

前两位英文字母。

3．3地质遗产的分类

在借鉴上述国内外各种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按

照本文所提到的“成因一保护属性”进行分类。分类

结构由“主类”、“亚类”两个层次组成，每个层次

的地质遗产类型有相应的代码，将地质遗产分为9

个主类，48个亚类，见表1。另外，各地根据情况可

以进行=三、四级分类，可以用“基本类型”、“类元”

表示，但不能打乱统一的编码顺序及其代表的地质

遗产类型。

3．3．1地层类(S)

指具有区域性或全国、全球性典型意义的各类

典型、标准地层剖面。可分为4个二级亚类(括号内

为二级亚类代码，下同)。

在某一典型或标准地层剖面中，可能会出现丰

富的古生物化石层、典型岩石或典型矿物，则应作

为剖面一部分归类，不应单独分类。当某一地层剖

面既是典型或标准地层剖面，其剖面的一部分或全

部又组成特殊的、典型的地质地貌景观时，可根据

实际情况考虑列入地层类或者相应的地质地貌类或

者并列单列。如果这类地层剖面属于具有全球性的

地层界线层型剖面或界线点(St)或者具有全国对比

意义的典型标准剖面(Ss)时，建议列入地层类以特

级保护点的形式加以保护。

3．3．2构造类(T)

·指具有典型意义各级尺度的构造点及构造现

象。可分为4个二级小类。如果是全球性或全国构

造意义且是大型乃至巨型的断裂、褶皱、推覆运动

等形成的宏观尺度的构造地貌现象时，仍然归入构

造类。当某一典型的火山构造，内部存在典型岩石

或矿物时，仍按火山构造归类；如果火山构造又组

成了典型的、特殊的火山岩地貌景观，则不再归入

火山构造小类，应考虑归人地貌大类里面的火山地

貌小类中。

3．3．3 岩石类(R)

指在时代、类型、成因、结构构造等方面有特

殊意义或罕见的各类岩石。可分为5个二级小类。

若典型(特殊)意义的岩石又组成特殊或典型的地形

地貌景观时可考虑单独归入地貌小类中。

3．3．4矿物类(M)

指在种类、成因、特点上罕见的金属、非金属

矿物产地和具有重要工艺价值、观赏价值的矿物产

地。可分为3个二级小类。

3．3．5 矿床类(C)

指具有典型、特殊意义和价值的金属、非金属

矿床及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古采矿遗址。可分为3

个二级类。

3．3．6古生物类(P)

指保存完好且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古生物化石

保存地及古生物遗迹，还包括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

史前人类遗迹。可分为4个二级小类。

古人类遗址，指古人类化石产地及古人类生

产、生活留下来的遗迹。古动物化石或遗迹埋藏地，

指古动物的化石或者由活动留下的足迹、拖痕、爬

痕、爪痕、钻孔等各种印痕与印迹。古植物化石埋

葬地，指地质时期形成并赋存于底层中的古植物遗

体化石。孑遗古植物产出地，指曾在地质历史时期

繁盛，现在仍残留下来的古生物产出地或栖息地，

孑遗植物如水杉、桫椤等。

3．3．7地质灾害类(D)

指因各类地质灾害作用引发而形成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完整性或具有科普、历史或警示意义的灾

害遗迹。可分为6个二级类。对于因一种地质灾害

所引发的其他类型的地质灾害，不应分开归类，如

因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等，则应归入地震遗迹处

理。

3．3．8地貌类(L)

指在内力、外力等因素对地表岩石的作用下，

所形成的各类典型或罕见的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

值的地质地貌的总称。可分为12个二级小类。

风成地貌包括风蚀地貌(雅丹)和风积地貌(黄

土、沙漠)。河流地貌主要指河流作用所形成的峡谷、

阶地、牛轭湖、古河道、三角洲、河曲等地貌单元。

冰川地貌指现代冰川和古冰川形成的地貌，包括冰

缘(冻融)地貌。海岸地貌包括海蚀地貌、海积地貌和

生物海岸景观。天然洞穴一般都可以归到相应的花

岗岩、碳酸盐岩、火山岩等地貌类型中，可不单独

分出。

3．3．9水体类(W)

与地质现象密切相关的，具有典型或特殊成因

意义的由各类水资源或水资源作用所形成的景观。

可分为7个二级类。

地质遗产的分类系统可以作为地质遗产登录、

评价的一个方向性的主轴，从地球演化的时间和空

间理念，建立可以说明区域内地质、地形演化历史

的架构和特性。登录调查者一方面可以从这个架构

中了解区域地质、地形演化的历史中哪些地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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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球性的地层界线层型剖面或界线点(st)

地层类(s) 具有全国、大区或省内意义的典型标准剖面(ss)

典型层序地层剖面．且具有指示古环境意义者(se)

构造类(T)

岩石类

(R)

矿物类(M)

矿床类

(C)

古生物类(P)

地质灾害类

(D)

地貌类(L)

水体类(w)

具有全球性或全国性意义，反映某一地质事件的特异性剖面(Si)

具有全球性构造意义的巨型构造或全球性构造对比关键露头点(Tg)

具有全国、大区或省内对比意义或学术研究意义的典型构造(Tr)

典型中、小型构造，具有教学价值者(Tin)

典型的有示范意义的古火山构造(Tv)

典型或罕见侵入岩(时代、类型、成因、结构构造有特殊意义者)(Ri)

典型或罕见火山岩(类型、成分、成因、结构构造有特殊意义者)(Rv)

典型或罕见沉积岩(类型、成分、成因、结构构造有特殊意义者)(Rs)

典型或罕见变质岩(类型、成分、成因、结构构造有典型意义者)(Rm)

具有重要亡艺或观赏价值的岩石(Ra)

在种类、成因、特点上罕见的金属矿物产地(Mm)

在种类、成因、特点上罕见的非金属矿物产地(Mn)

具有重要’I：艺价值、观赏价值的矿物产地(Mi)

典型金属矿床，在规模、经济价值或成因类型上有意义者(cm)

在类型或成因上有独特性的典型非金属矿床(Cn)

古采矿遗址，而有利用价值者(Cs)

在人类演化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古人类遗址(Ph)

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古动物化石或遗迹埋藏地(Pa)

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古植物化石埋藏地(Pv)

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古孑遗植物产出地(Pr)

具有科普、历史或警示意义的地震遗迹(De)

具有科普、历史或警示意义的泥石流遗迹(Dd)

具有科普、历史或警示意义的滑坡遗迹(Dr)

具有科普、历史或警示意义的崩塌遗迹(Dc)

具有科普、历史或警示意义的地裂和地面沉降遗迹(DI)

具有科普或历史意义的陨石撞击遗迹(Dm)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花岗岩地貌(Lg)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火山岩地貌(Lv)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层状砂砾岩地貌(Ls)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碳酸盐岩地貌(Lk)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变质岩地貌(Lm)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冰川地貌(L91)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风成地貌(Le)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土石林地貌(Lt)

典璎(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海岸地貌(Lc)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峡谷地貌(Lea)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的黄土地貌(L1)

典型(罕见)具有观赏价值或研究价值河流地貌(Lr)

特殊成因意义的河流或风景河流段(Wr)

特殊成因意义或风景湖泊(W1)

典趔或特殊成因意义的瀑布(wo

特殊成因意义的泉水(Ws)

典型或特殊成因意义的温泉(wg)

典犁或特殊成因意义的湿地(Wm)

浙江常111长兴全球二叠系一j叠系

界线层型剖面

河北泥河湾下更新统标准地层剖面

云南梅树村早寒武世地层层序剖面

华南二叠一i叠纪地质事件

金沙江一红河断裂

中国郯庐断裂带

房山地区的房山西断裂

浙江荚蓉tlI破火山

浙江舟山桃花岛花岗岩

浙江雁荡球泡流纹岩

北京西山丁家滩含微晶丘碳酸盐岩

甘肃北山清水沟蓝闪石片岩

浙江常山花石(瘤状灰岩)

浙江昌化鸡血石

贵卅l的辰砂晶洞

山东金刚石

白云鄂博铁稀土矿

准格尔露天煤矿

四川自贡古盐井

北京周几店北京人遗址

二连浩特恐龙化石

北京硅化木化石

湖南柴云万峰山银杉、冷杉群

汶川大地震遗迹

贵州东川泥石流遗迹

卓资县天和义梁滑坡

陕西翠华IlJ崩塌遗迹

巴林右旗塔布花煤矿地面塌陷

吉林双阳陨石陨落点

克什克腾青山花岗岩石林

云南腾冲火山群

湖南张家界砂岩峰林

云南石林

山东泰山

四JII海螺沟冰川地貌

新疆魔鬼城

云南元谋盆地班果土林

辽宁大连金石滩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山西洛川黄土

湖北长江下荆江段牛轭湖

广西桂林漓江

浙江杭州西湖

山西壶[1瀑布

山东济南趵突泉

阿尔山温泉

江西鄱阳湖湖泊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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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列入，哪些尚未列入，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从

已经列入的地质遗产中就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各省地

质演化过程及其留下的典例与特色；另一方面可以

对不同地区或省际之间对同类地质遗产进行横向比

较，从中优选出最佳的、最值得保护的地质遗产，这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避免瞎子摸象，减少盲目性。

4讨论

上述地质遗产的分类依据是“成因一保护属性”

的分类方法，分类的主导因素仍然是地质遗产的成

因方式。但是由于地质遗产成因的复杂性，在对地

质遗产进行实际的分类和登录评价中，往往导致地

质遗产类别的叠加。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按照

地质遗产的保护价值主导原则归类，如果地质遗产

的保护价值大，则需要具体单独列出归类，如果保

护价值较小，可以考虑将其归入一类，而不应单独

分类。例如，在某一典型或标准地层剖面中，可能会

出现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层、典型岩石或典型矿物，

则应作为剖面一部分归类，不应单独分类。但是，如

果这一典型或标准剖面里出现的古生物化石层、典

型岩石或者典型矿物属于全球罕见时，那么就需要

择其中的古生物化石层、典型岩石或者典型矿物单

独归入相应的古生物化石层(Pa或Pv)、典型岩石

(Ri、Rv、Rs或Rm)或者典型矿物(Cm或Cn)d、类中，

以表示其需要特殊保护的重要性。

由于国内外对地质遗产及地质遗迹的概念尚无

统一的认识，因此对地质遗产的分类往往有不同的

观点。本文依据地质遗产成因与保护属性提出了地

质遗产的分类体系，只是为其他研究学者提供了一

个讨论的基础。本文研究的重要性表现为以下四点：

(1)初步界定了地质遗产与地质遗迹的概念及联系与

区别；(2)提出用“成因一保护属性分类法”对地质

遗产进行综合分类；(3)所建立的分类体系涵盖了地

质遗产的所有大类，分出的小类基本无重叠；(4)使

用了统一的地质遗产类型代码。统一的地质遗产类

型代码是地质遗产规范管理的需要，也是地质遗产

之间资料共享与交流的共同语言和平台(齐岩辛，

2004)。

地质遗产的分类体系是开展地质遗产调查和评

价工作的基础，统一的地质遗产分类系统是促进地

质遗产保护、利用与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的保

证。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

(1)进一步完善地质遗产的分类体系，尤其是在

此框架下，对不同类别专项地质遗产的详细分类，

如对花岗岩地貌的专项分类研究；(2)地质遗产科学

价值及保护属性的定量评价研究；(3)地质遗产保护

与利用方向的综合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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