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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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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地质遗迹是在漫长地球演化历史时期形成、发

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重要自然资

源，是地质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质遗迹的

保护和利用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赵

汀和赵逊，2005；陈安泽，2016；黄宝荣等，2018；
Field et al.，2020；Zhao，2022）.我国的旅游地学理

论及其核心内容地质遗迹的开发和保护起源于 20
世纪 80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工作，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陈安泽，2016；厉子龙等，2016；曹晓娟等，

2020；高吉喜等，2021）.我国科学家们不仅挖掘出大

量珍贵的地质遗迹资源，而且建立了全国重要地质

遗迹数据库，基本完成了地质遗迹调查评价及分级

保护体系，并形成以地质遗迹调查与评价、保护与

利用、开发管理为主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形成了地

质遗迹保护与利用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面 .
地质遗迹的研究正处在一个过渡期——从偏向本

土地质地貌形成的理论和物质研究向文化、技术和

物质等相结合的多重领域研究的蜕变 .如何有效解

决地质遗迹及其地质景观的科学保护和开发利用

相融合，如何将其中蕴含的地质文化进行传播教

育和实现人们精神与共富的问题，已成为束缚我国

地质遗迹事业发展的关键桎梏 .

2 核心思想

地质遗迹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保护地质与生

态环境、促进地方经济、推动地球科学研究、普及地

球科学知识、传播地球科学文化、提升国际影响力

等方面，已显现出巨大的综合效益（赵汀和赵逊，

2005；Cooper，2010；厉 子 龙 等 ，2016；陈 安 泽 ，

2016；Keutgen，2018）.如何利用中国智慧实现对地

质遗迹的可持续性保护和利用，是眼下亟待解决的

问题 .
结合前人的研究，认为新时期我国地质遗迹的

保护和利用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有：（1）在现有的

分类和评价体系下，如何对比全球的地质遗迹，实

现跨国、跨地区、跨种类和多成因等评价，奠定我国

地质遗迹在全球地球科学与文化研究与宣传教育

方面的地位，从而实现引领全球地质遗迹发展的目

标；（2）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发与地质遗迹相关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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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装备技术，实现对地质遗迹的可视化查询、动态

化监测和大数据智慧化管理；（3）如何将现有的珍

贵地质遗迹资源与属地生态环境、生物、文化和旅

游等资源融合，捕捉公众对地质遗迹的兴趣点，开

发出地质遗迹的相关衍生产品，讲好地球的故事，

实现地质遗迹资源价值的提升和地质价值向社会

经济价值的转化，实现国民共富 .

3 科学价值

地质遗迹是地球上不可再生的宝贵自然资源，

是人们研究地质演化历史、探索地球系统的宝贵财

富，同时也是解明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实现地质遗迹的可持续的保护和利用，将是保持自

然和生命（包括人类）宜居环境的重要一环；对地质

遗迹中蕴含大量的科学和美学及旅游等价值的挖

掘，不仅有助于促进地学、美学、旅游学和社会经济

学等多学科的有效融合，也为大力提升地质遗迹

“品牌”的价值和转化及公众效应，提供一种新的思

路和途径 .

4 发展前景

我国地质遗迹资源非常丰富、种类齐全及生态

环境和成因复杂，且地质遗迹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潜

力很大，保护任务艰巨 .在实现人们对美好自然和

人居环境的共同追求的过程中，地质遗迹工作应紧

抓机遇，拓宽思路，充分利用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与

发展和大数据分析统计，力争取得一系列高质量高

水平成果，为民众谋求精神富足与物质共富，也为

后代留下宝贵资源和实现永续发展，因此地质遗迹

的事业具有广阔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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