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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江河谷地带地处秦岭三系东段，其区域生态地质环境独特，地质遗迹资源和自然景观丰富，传统文

化特别是道教文化、山水文化底蕴丰厚，交通便捷，基础设施齐全，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链完整，经济社会发

展良好，具备了建设国家级地质公园的基础和条件。根据本区域的地质条件及发展趋势，将汉江河谷地带打造为国

家地质公园，就要做足申报准备，加强对地质资源和景观资源的管理，形成以地质资源和景观资源为主体的产业体

系，加强生态地质环境建设和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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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质遗迹是地球长期演化和地质活动遗留下来的自然产物，是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丰富、类型多

样、分布广泛。目前，对地质遗迹资源的保护主要采取建设国家地质公园的方式，首先由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家审定，再

由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授牌，建设以具有国家级特殊地质科学意义、有较高美学观赏价值的地质遗迹为主体，融合其他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的独特的自然区域
［1］
。 

地质公园的建立，以保护地质遗迹资源、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

则，依据《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第八条“对具有国际、国内和区域性典型意义的地质遗迹，建立国家级、省级、县级地质

遗迹保护区、地质遗迹保护段、地质遗迹保护点或地质公园”
［1］

。我国地质公园进入了快速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截至 2017 年 6

月 2日，国土资源部已陆续 7批次批准命名了 204处国家地质公园和 29处世界地质公园
［2］
，一大批省级、县级地质遗迹保护区、

保护段和保护点等珍贵的自然遗产也得到了建设和有效的保护。 

丹江口水库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保障丹江口库区的长久性水质安全和工程的持

续平稳运行”这一核心目标，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专家对汉江河谷地带开展了岸坡稳定性、土地环境质量、生态地质环境承载

力和加强水土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地质环境综合调查。调查组认为，该地区的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地质地貌独特，生态地

质环境优美，自然和人文景观多样，具备进一步打造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的条件和基础。笔者从建设国家级地质公园的要求入

手，分析该区域的发展条件和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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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江河谷地带具有打造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的基础和条件 

汉江河谷地带地质遗迹资源和自然景观丰富，具有建设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的基础和条件。 

(一)独特的地质与气候条件 

汉江河谷地带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河南省西南部、汉江中上游，是秦岭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秦岭作为复合型大陆造山带的世界典型地区，典型遗迹众多，地质演化历史悠长，构造极其复杂，地层岩石发育齐全，岩浆

活动频繁，变质类型多样，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当代地质学发展的丰富前沿信息
［3］

。汉江河谷地带是秦岭造山带科学内涵和地

表景观风光的典型集中代表。汉江河谷地带地处秦岭三系秦岭东段。江北为伏牛山脉东端余脉的横山。江南为大巴山支脉的武

当山，地势南北高，属中低山深切割区，岩性为秦岭褶皱系浅变质岩;中间低，属丘陵、平原、河谷区，岩性为浅变质岩与南(阳)

襄(阳)盆地沉积砂砾岩。该区域南北高坡陡、高差大、切割深;中部盆地沉积区岩性具有较强的膨胀性，土层松散，在外部因素

影响下，存在发生地质灾害的地质环境和地质条件
［4－5］

。寒武系、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志留系、白垩系及第四系等地层在

此区域均有分布，是地质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有着造山带地质、第四纪山崩地质、新生代断裂构造、地质工程景观及采

矿遗址等众多地质遗迹资源。多样的地质条件使这一区域高山、丘陵、平原、裂谷、河谷错落其间;崩塌堆积、堰塞坝、堰塞湖

和崩塌洞穴等山崩地貌形态完整，类型齐全;天坑、峰丛、洼地和石林等岩溶地貌景观分布其中，峰峦跌宕，而松散岩类孔隙水、

基岩裂隙水和碳酸岩裂隙岩溶水等地下水使得本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持良好。 

该区域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气候区，是我国南北天然的地质、地理、生态、气候、环境乃至人文的自然地理

分界线。它降水较为丰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动植物资源宝库;独特的地质地貌和自然景观及丰富

的生态地质环境资源为本区域建设国家级地质公园提供了地质基础和资源条件。目前，本区域在承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

水质保护功能的过程中，各种地质遗迹资源和自然景观都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开发和利用却明显不足。这些独特的地质遗迹资

源和自然景观还有巨大的开发利用空间和潜力。 

(二)良好的经济社会基础 

本区域现有湖北郧县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 1 个、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1 个和工程遗迹(丹江口水库及大坝)1 个。

目前，这些项目运行状况良好，已成为科学研究和旅游基地，说明其已经具有建设和运营国家地质公园的丰富经验。积极整合

该区域内地质遗迹资源和生态景观，形成更大区域范围的国家级地质公园，符合区域发展要求，有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 

汉江河谷地带的行政区域范围主要包括湖北省的十堰市和河南省南阳市的淅川县，处于我国南北东西咽喉地带，有“南船

北马、川陕咽喉、四省通衢”之称。区域面积达 26500km2，涉及人口 414．97万人，GDP 达 1495．21亿元，在湖北和河南省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目前，该区域有襄渝铁路，福银、

呼北、三淅和内邓高速公路等贯穿其中;即将竣工的十天高速和在建的十房、谷竹、郧十高速公路将十堰打造成三横一纵的交通

枢纽;而武西高铁的建设、武当山机场的通航和水利、电力、通信等一大批重大骨干工程的陆续建设，也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本

区域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使其成为国家新一轮现代交通布局中基础设施重点建设的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以及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本区域的地质环境资源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在承担国家主体功能区和水源区水质保护功

能、职责和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本区域的经济社会也在调结构、转方式的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现已打造成为以武

当山、丹江口水库为中心，以道教文化和山水文化为主要内容，以旅游、度假、休闲、养老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区。

旅游业已成为该区域的支柱产业，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上述分析可知，本区域生态地质环境独特，地质遗迹资源丰富;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山水文化底蕴丰厚;交通便捷，



基础设施齐全;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链完整;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并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这说明该区域具备进一步打造

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所要求的条件、基础和优势。将其建设为国家地质公园，不仅能够开发好本区域独特的地质遗迹资源和自

然景观，使其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能够全面调动当地政府和居民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积极性，贯彻

和落实“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形成有利于本区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生态地质环境和条件。 

二、将汉江河谷地带打造成为国家地质公园是时代的选择 

将汉江河谷地带整体建设成为国家地质公园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护本区域独特地质遗迹

资源和自然景观的现实需要。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既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汉江河谷地带在我国主体功能区分区的定位中，承担着生态功能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

质保护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只有切实保护好本地区的地质遗迹资源和自然景观，并将其建设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引导其调整

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实现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既符合国家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要求，

也是满足本区域承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质保护的需要。只有切实保护好本区域独特的生态地质环境，为本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创造条件
［6］
，同时更好地处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好生态地质环境的关系，才能使本区域的生态地质环境得到

全面、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 

(二)保护现有地质遗迹资源和自然景观的需要 

本区域是一个地质遗迹资源非常丰富、自然景观非常独特的地区。这一区域地质断裂、石灰岩等独特的地形地貌分布广泛，

是地质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教科书，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保护，风化、侵蚀和人为作用的影响明显，已对部分珍贵的地质遗迹资

源和自然景观造成了损毁、坍塌甚至消失等不可逆转的影响，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本区域虽然地质遗迹资源和自然景观丰

富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但长期以来处于天然的状态，开发、利用、保护明显不足，影响了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将汉江河谷地带打造成国家地质公园的建议 

目前，本区域的旅游产业基础较好、发展较快，地质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与国家级地质公园的要求相

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大共同建设的力度，并尽快取得成效。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申报国家地质公园准备要充分 

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涉及的内容多、领域广、建设任务重、周期长、投资大、要求高，汉江河谷地带覆盖面积巨大，不仅跨

市还跨省。为此，湖北十堰市和河南南阳市要整合相关力量，协商建立专门的组织和实施机构，对生态地质环境资源进行全面

调查和系统梳理，掌握本地区的生态地质环境演变过程、主要规律和特征，制订出开发利用方案，为申报和建设国家级地质公

园提供生态地质环境资料支撑;要通过两地共同谋划、积极配合、群策群力，形成合力，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做

好整体申报国家地质公园的前期准备、筹划和建设工作。 

(二)加强对地质资源和景观资源的管理 

要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以武当山、丹江口水库为依托，以山水、农业、中医药、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



人文、道教文化为主要内容，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家地质公园建设的要求，确立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

止开发等 4 类主体功能区，并对地质资源和景观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合理布局，使其成为国家主体功能区的重要支撑，形成有

利于区域地质资源和景观资源一体化建设和开发的格局，为建设国家级地质公园创造条件。 

(三)形成以地质资源和景观资源为主体的产业体系 

要在全面掌握本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资源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整合本区域资源，完善旅游、养老、休闲和服务业等基础设

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延长旅游、养老、休闲、生命健康等产业链，做大做强旅游、生命健康和服务产业，形成以旅游业、

生命健康产业和服务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地区产业分布体系。 

(四)加强生态地质环境的建设力度 

要以汉江为重点，加强江河湖泊的综合治理，加强汉江防洪大堤加固、丹江口水库水源区边坡治理、水资源综合利用、区

域水土保持和水污染综合防治等建设工作，切实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形成区域生态安全保护区;要以汉江干支流生态廊道建设为

纽带，串连湖泊和山脉，打造国家级生态功能区，构建一个以水源生态、森林生态、湿地生态和农田生态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和

国家级生态功能区，形成有利于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
［7］
。 

(五)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力度 

第一，要做好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可考虑在现有监测点的基础上，按照地质灾害的成因和类型，建立和健全地质

灾害监测、预报网络，重点开展水库蓄水后的库水位涨落对汉江库岸的地质影响和变化的动态监测和预报，防止滑坡、泥石流

等重大地质灾害的发生;要加强矿山及已关闭矿山尾矿、废渣和环境等的监测，以提高灾害预测、预报的水平和质量。第二，要

建立和健全灾害应急反应机制。在国家重大灾害应急反应机制的基础上，根据本地区灾害的成因、类型、频次和程度，建立和

健全本地区重大灾害应急反应机制和预案，并在物资、人员、资金和设备上建立保障体系，同时，要加强重大灾害应急预案的

演练，以提高应急反应能力。第三，要积极开展减灾工作。在全面调查本地区灾害隐患的基础上确立本地区灾害类型、地域范

围，并通过科学的论证和严格的施工，加强水源区护坡、边岸、崩岸和滑坡体的建设，全面消除灾害隐患。第四，要设立专项

基金。全面完成尾矿和废渣的治理、关闭矿山的环境恢复和耕地复垦工作;科学制订和落实石灰岩地区石漠化综合防治行动方案，

通过综合的防治、持续的投入和共同的努力，全面完成石漠化治理工作;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减轻调水对本地区农业生

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提高农业的减灾和应灾能力。 

四、结束语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顺利实施，汉江河谷地带正凭借其优美的生态地质环境和良好的水质，承担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区水源保护的功能和职责，日益显现其在全国的生态功能区的地位。将汉江河谷地带打造成国家地质公园，将以多姿多彩

的生态地质环境为支撑，以道教文化和山水文化为主要内容，向世人展现其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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