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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质遗迹资源与地质公园建设 

朱顺知1 邱道持 2 曾云松 3 

(1.重庆教育学院旅游系，重庆 400067; 

2.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重庆 400015; 

3.重庆南江地质工程勘察院，重庆 401147) 

【摘 要】:地质公园是近年在国内外出现的具有较高科学品位的旅游、休闲、求知的新产品和旅游目的地。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1999 年提出创建世界地质公园计划，将我国作为计划试点国家之一。我国已成立了地质公园的领导

和评审机构。已批准了 44 处国家地质公园，而重庆至今尚未批准一处。资料显示，重庆市应予保护和可开发利用

的各类地质遗迹资源多达 231 处，且分布广，品位高。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分批建设地质公因是树立重庆旅

游新形象和建成我国旅游强市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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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是地质遗产中的特殊部分，是经数十亿年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地球内外力地质作用发展和形成并遗留下来不可

再生、具有很高审美观赏和科研价值，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利用的地质资源，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其成因与

自然属性等可分为:有重大科研价值的地质剖面和构造形迹;有重要观赏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有特殊意义的古生物化石及遗产

地;有罕见的矿物、岩石及产地;以及有典型的和重要意义的地质灾害遗迹等五类。我国百余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多以名山

名湖、河流峡谷、名泉名瀑、岩溶洞穴、海滨岛屿、熔岩火山等命名。全国 500 余处各类风景名胜区中，以地质遗迹为主或含

地质遗迹的风景名胜区，多达半数以上。 

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特殊的地质构造环境，造就重庆成为全国著名的地质遗迹资源大市，不仅数量多，类型较齐全，且

品位高，不乏一批国内罕见、世界一流的地质遗迹资源。对重庆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学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1 重庆地质遗迹的分区概况 

根据重庆市的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地质遗迹分布和自然地理特点，将重庆地质遗迹划分为三大板块(区):即主城

-渝西区、长江三峡-渝东北区和乌江画廊-渝东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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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城一渝西区主要为涪陵以西区县(市)的广大地区。本区的江津、茶江、万盛及南川市地处云贵高原向川渝盆地的过渡

地带，遗迹丰富且级别高，金佛山、四面山等最为集中。其余各地均处于红层丘陵与低山相间分布的地貌单元内，有嘉陵江炭

坝国际候选标准地层剖面，亚洲保存最完整、最大的合川马门溪龙及潼南的恐龙化石，我国地面最多最壮观的巴南丰盛潮泉群

和地下潮河自然奇观渝北统景地震温泉，面积最大的地热异常分布及数十处温泉，有亚洲最具开发前景的三个热洞中的两个—

巴南区东泉热洞和统景杨家洞，全国最高的金佛山洞穴群及世界最大之一的地下厅堂，最大的古代熬硝遗址，亚洲最大的北磅

龙王洞地下湖等。据统计，区县级以上地质遗迹点 108 处，占全市地质遗迹总量的 20.8%，其中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处，国家级

22处，省级 25处，区县(市)级 60 处。 

1.2长江三峡-渝东能区忠县东北至巫山沿长江河谷及其支流地带。区内西部是宽谷低山丘陵地貌，东北部为中-深切割的低

山-中山地貌。地质遗迹发育规模和密度大、级别高，尤以巫山奉节为最，有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中的瞿塘峡、巫峡，世界最深

总容积最大的奉节小寨天坑，最长、最窄、最壮观的天井峡地缝，有深度世界排名第三、总容积排名第九的云阳龙缸，有“自

然之谜”巫溪夏冰洞和冰凌洞，有十分壮观的大宁河白龙过江飞瀑及净潭峰彩色瀑布、大宁河峡谷，有被誉为“亚洲金牌”的

巫山猿人化石，有全市海拔最高的阴条岭和最低的长江水面等。共有区县级以上重要的地质遗迹 146处，占全市总量的 28.1%，

其中世界级 9处，国家级 13处，省级 49处，区县(市)级 75处，是全国罕见的地质遗迹富集区。 

1.3 乌江画廊-渝东南区西北起自涪陵乌江口，东南至秀山的乌江流域广大地区，以深切的峡谷与低中山一中山台原为主要

特征，背斜开阔、向斜紧凑、喀斯特地貌遍布全区，地质遗迹种类多、品位高、景观奇、观赏性强、保存好。尤以乌江两岸最

富集，有亚洲最密集的天坑(口直径和深度都大于 200 米)群，有最高的武隆天星乡七坑洞地下瀑布，有地下地质博物馆之誉的

芙蓉洞，有罕见的地震堰塞湖—黔江小南海，有奇特的酉阳曹潭间歇喷泉，重庆温度最高的(7490)彭水郁江的县坝温泉，有著

名的桃花源-大酉洞及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板溪晶花溶洞群，有雄、奇、险、秀、幽的乌江 17 峡及数十处标准构造形迹、地层剖

面、上百处瀑布悬泉等。据不完全统计，区内有区县(市)级地质遗迹 265处，占全市地质遗迹总量的 52%，其中世界级 9处，国

家级 26处，省级 104处，区县(市)级 126处。 

2 孟庆地质遗迹的主要特色 

2.1 分布广、数量多。全市 40 个区县(市)除少数外，几乎都有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地质遗迹分布。据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最近不完全统计，全市有重点地质遗迹 519处 907点，其中具有保护意义和旅游开发价值的峡谷景观 55处，岩溶洞穴 57

处，石林、峰丛、丹霞地貌、风景名山 22处，江河湖泊、奇泉瀑布水流景观 50处，地震与地质灾害遗迹 33处，古生物遗迹与

古人类化石 7处，地质构造及标准地层剖面 5处，共计达 231处。 

2.2 类型丰富多彩。按国家旅游局颁布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地质遗迹归属于自然旅游资源景系中的地文景观和水

文景观两大类的 20多个景型，除火山、雅丹地貌、海岸海面及现代冰川等几个特殊景观型外，重庆市域内其他景型全部都有，

其中又以洞穴、峡谷景观，水景、古生物古人类遗迹，山石景观、地震与地质灾害遗迹类最为丰富。 

2.3 品位高，奇观多。全市 231 处具有保护意义和旅游开发价值的地质遗迹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景观多达 19 处。它们是自

然奇观或世界之冠。如天坑地缝、热洞、夏冰洞、地震增生温泉和地震堰塞湖、地面潮泉群和地下潮河、紫云响石、巫山猿人、

恐龙化石、天生三桥、芙蓉洞及天坑群等。属于世界级和国家级的地质遗迹多达 80处。如此众多的高品位地质遗迹景观，在全

国各个省市自治区中实属罕见。 

2.4保存基本良好，便于开发利用。重庆的地质遗迹多分布在山区，或悬崖绝壁，或森林密布区，有些地方至今尚无人迹，

故一直保持着原始生态环境。有的发现之后，立即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待条件成熟之后，再科学规划，综合开发。芙蓉洞、

雪玉洞、小寨天坑等，则按照世界公园标准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多数重要地质遗迹都分布在大江大河或支流附近，都有公路

可达或铁路经过。近年重庆投巨资改善交通环境，特别是“八小时重庆”目标今年底实现后，对开发这些宝贵的资源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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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地质公园的必要性 

地质公园是以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稀有的自然属性、优雅的美学观赏价值，并有一定规模和分布范围的地质遗迹景观为

主体，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并具有生态、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地质遗迹保护支持当地经济、文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宗

旨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科学品位的观光旅游、度假休闲、保健疗养、科学教育、文化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地质遗迹景观和生

态环境的重要保护区，地质科研与普及的基地。 

为了更好地带动地方经济、积极地保护地质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学处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共同提出了创建世界

公园倡议，以便国际社会对这些重要遗产给予承认和支持。1999 年通过了地质公园计划，目标是每年全球建 20个，一共建 500

个世界地质公园，并建立全球地质遗迹保护网络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我国作为世界地质公园计划试点国家之一。 

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建立世界地质公园计划，履行国务院赋予“保护地质遗产的职能”，国土资源部成立了国

家地质遗迹保护(地质公园)领导小组和国家地质遗迹(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参照世界地质公园标准，制定了国家地质公园评

选办法等系列文件。根据地质遗迹品位的高低和批准机构的级别，地质公园可分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省级地质公

园和区县(市)级地质公园四级。2001 年正式公布了“云南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等 11 处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2 年 2 月又宣

布了第二批名单，至今我国已批准了 44 处国家地质公园。2002 年 7 月，成立了“国家地质公园研究规划中心”，有的省也相继

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全国各地正着手第三批国家地质公园申报工作。国家地质公园一经推出，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一

个兴办地质公园的热潮正在全国各地兴起。我国申报世界地质公园的工作已经开始。近日，国家地质公园领导组审议并通过了

安徽黄山、江西庐山、河南五台山、云南石林、广东丹霞山、湖南张家界、黑龙江五大连池、河南嵩山等 8 个国家地质公园申

报世界地质公园，为我国进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名单，顺利通过了申报世界地质公园的第一关。世界地质公园秘书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地学处),2001年曾派人来我国考察，近期将再次来华。 

地质公园在我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使地质遗迹成为旅游重要产品和对象，不但有观赏游憩价值，而且能创造

经济财富的一种品种繁多、分布广泛、数量大、现代人需要、社会公认，不需要移动位置，不需要改变原有环境面貌和性质，

也不需要大量投资搞人工建筑，又能永续利用的旅游新产品和旅游目的地。地质公园是科学公园，游人在园内所看到的是亿万

年来地球和宇宙的演化、形成历史的实物例证，所感受到的是远古的地球变化与形成的信息，所得到的是科学知识而非神话传

说，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丰富旅游产品，提高科技含量，提升其档次，改善旅游形象，提高人们的文化

科学素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关爱和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村，搞活当地经济，满足旅游者与日俱增的需求都是十分重要的。 

未来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预测 21世纪有两种产业市场最旺:一为食品产业，又称“有烟工业”，随着人口的增多，市

场需求将急增。二为旅游产业，又称“无烟工业”，以体验经济“为核心的旅游”绿色消费，将在新世纪大行其道。旅游业是个

新兴的产业，是伴随着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

标志。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实际收人的增加和可自由支配闲暇时间的增多，求新求奇、求知求乐和求健康

欲望的增长，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原动力。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是“环保型”产业。专家预测:“21世纪是旅游的世纪”，“休

闲经济将席卷全球”。旅游业要发展，市场为导向、资源是基础、创新是灵魂、设施为条件、交通是关键、保护是前提、政府为

主导、效益为核心。重庆建设地质公园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市场是广阔的，资源是丰富的，设施和交通已得到很大的改善。

重庆发展旅游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要将重庆由资源大市，建成旅游名市和旅游强市，地质公园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它既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也符合重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富民强市的重要举措之一。近两年来、全国已批准 44个

国家地质公园，重庆至今榜上无名，应引起全市上下高度的重视，应高瞻远瞩，与时俱进。 

4 重庆拟建地质公园的建议 

指导思想是立足当前实际，着眼未来发展，以建设高立意、高起点、大手笔的大型或特大型高级别的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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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为重点，中型地质公园扩展为连接链，小型为补充的潜在资源库。点线面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突出各自

特色，营建旅游精品和极品，树立重庆新形象必须不断开发新景观，推出新产品，让海内外旅游者耳目一新，将重庆建成安全、

健康和知识的旅游目的地。 

4.1长江三峡—天坑地缝地质公园与宜昌联合包括整个大三峡，西起奉节、东至宜昌，以长江为中轴线、辐射两岸支流，汇

聚了长江三峡地质遗迹之精华。以峡谷、天坑、地缝、巫山猿人化石、地质构造、地层剖面及丰厚的三峡文化人文景观交相辉

映巧织天成。 

4.2乌江画廊地质公园以乌江为中轴线武隆为中心，从西北涪陵乌江口起，经武隆、彭水东南至酉阳黑獭乡与贵州交界处，

是重庆地质遗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有各类地质遗迹 205处，包括芙蓉洞、芙蓉江、天生三桥、天坑群、乌江 17峡、鸡冠岭岩

崩、石夹沟、大溪河、阿蓬江及土家族、苗族文化资源、龚滩古镇等主要景观。 

4.3 金佛山地质公园位于南川市南部的金佛山，是重庆唯一具有四顶国家级桂冠(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的旅游胜地，以喀斯特地貌、生物多样化为主要特色。有我国乃至全球海拔最高的溶洞

群，有世界级的地下厅堂，有罕见的“生态石林”，有自然奇观三温泉及宗教文化和规模最大的古代熬硝工场等。 

4.4巴南区丰盛—东温泉地质公园位于重庆主城之东的巴南区境内，为背斜、向斜构造相间的低山丘陵地貌的平行岭谷地带。

有举世罕见的地面潮泉群、地下潮河、地下河、岩溶湖、12级瀑布、奇石珍宝-紫云响石，有潜力巨大的东温泉和被专家誉为国

宝的东泉热洞、五布河烟雾桥、姜家溶洞群、长寿之乡和市历史文化名镇—丰盛以及罕见的裸浴文化等。 

4.5统景地震温泉地质公园位于渝北区，主要包括统景风景名胜区和张关溶洞两个景区，以十分罕见的地震增生温泉、亚洲

最长的“地腹行舟”地下河、溶洞群、热洞、峡谷、地质构造和主城区涌水量最大、温度最高的地热温泉及温泉文化为主要特

色。 

4.6 小南海地震遗迹地质公园位于黔江与湖北交界的南海镇及附近的石会等一带，包括海拔 1707 米的八面山等。小南海是

省级风景名胜区，保存完好的地震遗迹有地震堰塞湖、崩塌形成天然堤坝等，已引起了国际业界关注，俄罗斯地震地质专家最

近曾来此考察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附近还有标准地层剖面、古冰川地貌等。 

以上六处都具备了国家地质公园的资源条件，全市应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按国家地质公园标准分期分批逐步

建成世界地质公园。 

此外，四面山、缙云山、嘉陵江小三峡、大宁河、万盛石林、江津碑槽山及溶洞群、丰都龙河雪玉洞、云阳龙缸、万州盐

井古生物化石群，巫溪红池坝夏冰洞、酉阳桃花源、板溪晶花溶洞群、茶江白云观丹霞地貌、北暗金刀峡等 20余处，可建成区

县(市)级和省级地质公园，再择优申报国家级地质公园。 

5 结束语 

重庆地质遗迹资源是一流的，旅游市场潜力是巨大的。资源要转化成产品，资源优势才能变成经济优势，带动一方经济发

展，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地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完全可以成为重庆旅游新的增长极，既符合重庆未来发展的实际，也

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是树立重庆新形象和富民强市的重要举措之一。应顺应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潮流，满足人们对物质和

精神不断增长的需求，加快地质公园建设。市政府应成立“重庆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统筹保护、规划、建设、管理和审批重

庆市内各级别的地质公园。管委会由市府主管领导牵头亲自抓，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配合抓，各部门分工明确、

任务具体、责任落实到人，形成相互协调、密切配合、上下联动，有责、有权、有监督检查的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



 

5 

常具体工作处理。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批各区县(市)各级各类地质公园的审批和向国土资源部推荐国家地质公园候补名单。组建

重庆地质公园规划设计院，负责市内地质公园的论证和规划设计。还应出台相应的法规和实施细则，使地质遗迹的保护和地质

公园建设有章可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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