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研究地球的成因和演化规律
,

开展地质找矿工作是地矿部门长期以来的中

心任务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
,

传统的思维模式发

生了根本变化
。

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
,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

极积拓展地质研究

新领域
,

扩大服务范围
,

探索新的科技经济生长点已成为地矿系统广大干部
、

职

工的共识
。

旅游业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兴起并得到迅猛发展的新兴产业
,

被称为世

界性的
“

朝 阳工业
”

和
“

无烟工业
” 。

目前世界旅游业产值 已达 G D P 总量 的

10 %
,

成为当今第一大产业
。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交

通事业的发展
,

人们对生态旅游
、

回归 自然
、

欣赏自然美的要求越加迫切
,

我国

的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

但和国外相 比还存有较大差距
。

首先在很多的景点

导旅词中对一些奇峰怪石仅作为神话故事和像形解释
,

很少涉及地质科学关于

成因方面的科普常识介绍
,

缺少科学内涵
。

其次环境保护是旅游景观可持续生

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

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
。

例如无锡太湖以景色秀美闻

名于世
,

美不美太湖水
。

可如今 由于受环境污染
,

政府部门不得不投人大量人

力
、

物力进行治理
。

这方面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

寻找
、

开发更多更美的旅游地质景区
、

并将其成因给予科学的解释
,

增强旅

游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

吸引更多的游客
,

为旅游景区进行长远规划
,

确保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

都是地质事业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
。

相信会取得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旅游地质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

从事旅游地质工作不但要具有扎实的地质专

业基础
,

较深的文学素养
,

丰富的历史
、

地理知识
,

而对环境保护学
、

园林规划设

计
、

广告宣传策划等领域的知识亦要熟悉掌握
。

我们现有的知识显得不足
,

需

要学习
、

学习
、

再学习
。

为了促进旅游地质的发展
,

《火山地质与矿产》选择了一批不同风格的旅游

地质方面文章
,

编辑了这期专辑
,

以求对旅游地质的发展进一步探索
。

我们南

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正在筹建旅游地质资源调查研究部
,

希望能与旅游业人士合

作
,

共同为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

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李同保

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