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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的实施步骤与模式优选
———以新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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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地质遗迹保护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从属保护、独立保护、保护与开发协调３个阶段，
反映出保护理念从单一保护到保护与开发相协调的演进．新疆是我国地质遗迹资源最丰富的省区
之一，但地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较为滞后，其现状诊断为：从属保护、级别不高、数量较少、协

调性较差．基于首次全疆地质遗迹资源系统调查，确定保护分类、保护形式、保护模式、保护级
别、保护时序、保护分区六大保护开发实施步骤，提出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及其他保护地

相结合的复合型保护开发模式优选思路和５个优选模式．
关键词：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现状诊断；实施步骤；优选模式；新疆

中图分类号：Ｆ５９０１；Ｐ９６　　　　　　　　　　　文献标识码：Ａ

１ 宏观背景分析———我国地质遗迹

保护的发展轨迹

我国对地质遗迹保护工作十分重视，笔者根

据地质遗迹受保护的属性，从时间上，将我国地

质遗迹保护划分为从属保护、独立保护、保护与

开发协调３个发展阶段．
１１　第１阶段———从属保护阶段

第１阶段为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至８０年代中
期，该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地质遗迹的保护主

要依托其它类型保护区来完成，地质遗迹仅作为

其他类型保护区中保护内容的一部分．最主要的
保护形式为自然保护区，其次还有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等［１］．
１２ 第２阶段———独立保护阶段

第２阶段为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至９０年代末
期，该阶段以１９８７年原地质矿产部颁布 《关于建

立地质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为开端，标志着我国

地质遗迹的保护进入了建立独立保护区的阶段．
１９９５年，地质矿产部颁布了 《地质遗迹保护管理

规定》，首次提出地质遗迹保护区的概念．地质遗

迹保护区是地质自然保护区的延伸和发展，标志

着地质遗迹作为一项专门的保护内容，其价值得

到了更充分的认识，“规定”的颁布使我国地质遗

迹保护工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我国目前已建立

地质遗迹保护区４００处，其中国家级２８处．
１３ 第３阶段———保护与开发协调阶段

第３阶段为上世纪９０年代末至今，该阶段以
地质公园建设为特征，标志着我国地质遗迹的保

护理念从单一的保护到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

中保护”的发展．１９９８年国土资源部在制定 “十

年地质遗迹保护规划”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国家

地质公园，并于２０００年成立了国家地质公园领导
小组和国家地质公园专家评审委员会，我国国家

地质公园建设全面启动．２００１年６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通过建立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决定，从而

使 “世界地质公园”与 “世界遗产”具有同等法

律地位，２００２年５月发布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指

南》，正式启动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工作［２］．我国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组织实施国家地质公园建

设，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地质公园的

国家［３］，经过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５年４次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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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评审工作，目前我国共批准建立了１３８个国
家地质公园．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我国有１２个国家地质
公园获准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占全球世界地

质公园总数的１／３，成为拥有世界地质公园最多的
国家．

２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现状诊断

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漫长的地质发

展历史，复杂的地质构造，清晰的地貌单元，完

整的露头剖面，使新疆拥有大量稀缺的典型地质

遗迹和丰富齐全的地质遗迹类型，是名副其实的

地质遗迹资源大省［４］．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工作起
步较晚，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

差距，基于首次全疆地质遗迹资源系统调查，对

新疆２０９个重要地质遗迹的保护现状做如下诊断
（表１）．

表１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现状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属性 协调类型 形式 级别 代　表　地　质　遗　迹 数量／比重

独立保护 趋于协调型 地质公园 国家级 可可托海稀有矿遗址、布尔津喀纳斯湖、奇台硅化木－恐龙化石产地 ３／１．７

从
属
保
护

开发为

主保护

为辅型

风景名胜
国家级 天山天池、博斯腾湖、库木塔格沙漠 ３／１．４
自治区级 布尔津喀纳斯湖、火焰山、吐鲁番坎儿井、乌尔禾魔鬼城 ８／３．５

森林公园
国家级 天山天池、巴里坤鸣沙山、那拉提山南北缘断裂带 ４／１．７
自治区级 奥依塔克冰川 １／０．４

单　一
保护型

ＭＡＢ 世界级 天山天池、博格达峰（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 ３／１．４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开都河曲、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湿地、木孜塔格峰冰川、库木库里高山

沙漠、百泉河、阿其克库勒湖、阿尔金大断裂
１８／８．４

自治区级
布尔津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奇台硅化木－恐龙化石产地、乔戈里峰、
龙城雅丹地貌、罗布泊遗迹、托木尔峰冰川

３１／１３．７

文物保

护单位
国家级 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 １／０．４

小　　计 ５５／３１．６

未

保

护

单一

开发型

库车大峡谷、赛里木湖、天山１号冰川、库车库勒湖、五堡魔鬼城、乌伦古湖、艾丁湖、博乐怪
石沟、乌鲁木齐市红山背斜、盐水沟、喀拉库勒湖

４０／１７．７

保护

开发

双差型

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慕士塔格冰川、温宿库都鲁克大峡谷、塔克拉玛干沙漠、九龙壁恐龙

化石产地、乌伦古河、鄂尔齐斯河、哈希勒根达坂冰川、阿奇克苏盐山、和田河、塔里木河三

河汇流、哈密南湖大峡谷、乌苏泥火山

１１０／４８．７

总　　计 ２２６／１００
　注：由于存在重复保护现象，统计的地质遗迹总数大于实际总数（２０９个）

２１ 保护属性诊断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独立

保护，即建立专门的地质遗迹保护区或地质公园；

二是从属保护，即作为其他保护地的保护内容．目
前从属性保护占全疆地质遗迹总数的３０．９％，而独
立保护的地质遗迹仅占２．７％．从属性保护中以自
然保护区为主，占 ２２．１％，其次为风景名胜区，占
４．９％，森林公园、人与生物圈计划（ＭＡＢ）保护区、
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占２．１％、１．４％、０．４％．独立保
护的地质遗迹仅６处（截止２００５－０８－１８），保护形
式为国家地质公园．
２２ 保护级别诊断

根据受保护的级别，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可划

分为世界级、国家级、自治区级三类，世界级为

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 “人与生物圈计划”

（ＭＡＢ）的地质遗迹，国家级为进入国家地质公

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风景名胜区、

国家森林公园的地质遗迹，自治区级为进入自治

区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的地质遗迹．新疆地
质遗迹受保护的级别不高，以自治区级为主，占

１７６％，国家级占１４６％，世界级占１４％．
２３ 保护数量诊断

新疆受保护的地质遗迹所占比例极低，仅占

全疆重要地质遗迹总数的３３６％，且受保护的地
质遗迹较为集中，如天池，既是人与生物圈保护

区又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自治区

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既是国家地质公园又是

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反映出新疆

地质遗迹调查工作程度较低的现状．
２４ 保护与开发协调性诊断

根据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协调关系，将新疆地

质遗迹划分为以下５种类型：①单一保护型，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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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与生物圈网络”（ＭＡＢ）、自然保护区和文物
保护单位中的地质遗迹，由于完全依赖于政府下拨

的保护经费，是否有充足的保护经费来源直接关系

到该类地质遗迹的保护状况；②单一开发型，指位
于各旅游区内的地质遗迹，由于完全定位于旅游开

发，仅注重开发地质遗迹的景观价值，科学性被掩

盖起来，同时该类地质遗迹往往由于超载开发，出

现保护问题；③保护开发趋于协调型，指位于地质
公园中的地质遗迹，多兼具较高观赏价值和科学价

值，由于“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定位，为

地质遗迹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

④开发为主保护为辅型，指位于风景名胜区和森林
公园中的地质遗迹，由于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兼

具一定的保护功能，使得地质遗迹在开发为主的前

提下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⑤保护开发双差型，指
既未被列入保护地又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地质遗迹，

是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较大的一类．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的协调性具有以下

特点：①总体协调性较差，表现为协调性较好的保
护开发趋于协调型和开发为主保护为辅型所占比

例仅为２．７％和７．０％；②无论是地学价值还是景
观价值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现为保护开发双差

型的比例高达４８．７％；③保护和开发的形式过于简
单，要么单一的保护（占２０．３％），要么是单一的开
发（占１７．８％）；④新疆滞后的地质遗迹保护与开
发现状与优越的地质遗迹资源条件形成鲜明的对

比，而滞后的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现状的根本致因是

保护与开发协调性差．

３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实施步骤

根据新疆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协调性差的现

状，结合地质遗迹保护的主要手段和方法，确定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的六大实施步骤 （图

１）．步骤强调保护与开发相协调的保护理念，并
以此为主线将地质遗迹原本彼此分离的各个保护

开发环节按照相互的因承关系串联起来，形成环

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从而使新疆地质遗迹的保护

开发步入合理、有序的轨道．
步骤一：确定保护类型．根据地质遗迹是否具

有开发利用价值，将其划分为保护开发型和单一保

护型两类，保护开发型地质遗迹兼具地学价值和景

观价值，单一保护型地质遗迹仅具地学价值．保护

开发型地质遗迹又再细分为独立开发型和捆绑开

发型，前者具较高的景观价值，可独立进行旅游开

发，后者本身景观价值不高，但可与周边景观价值

较高的地质遗迹进行捆绑开发．首先根据是否具有
开发利用价值确定地质遗迹的保护类型十分必要，

它使得保护形式的确定有的放矢．
步骤二：确定保护形式．单一保护型地质遗迹

通过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进行保护；开发保护型中

独立开发型地质遗迹通过建立地质公园进行保护，

捆绑开发型地质遗迹通过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进

行保护．根据地质遗迹是否具有开发价值，来确定
其保护形式，将使那些具有较高的地学价值，但缺

乏景观价值的地质遗迹得到有效地保护，同时使那

些兼具地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地质遗迹实现“在保

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良性循环．
步骤三：保护模式优选．根据不同的保护目

的和保护形式，进行地质遗迹保护模式优选 （图

２）．对于单一保护型地质遗迹保护区，采用一般
模式１、２；对于保护开发型中独立开发的地质公
园，采用最优模式 ５、优化模式 ３、一般模式 １；
对于捆绑开发的地质遗迹保护区，采用最优模式

４、５．上述模式的优选，可将地质公园和地质遗
迹保护区以及其他保护地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地

质遗迹的开发和保护相得益彰．
步骤四：确定保护级别．拟建地质公园和地

质遗迹保护区的地质遗迹分别按照 《中国国家地

质公园建设技术要求和工作指南》［５］和 《地质遗迹

保护管理规定》［６］中的分级标准确定保护级别．根
据不同类型地质遗迹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将使

地质遗迹的评价更有针对性．
步骤五：确定保护时序．在地质遗迹的保护

级别确定后，将每个级别的地质遗迹保护时序划

分为近、中、远三期，近期１～５年，中期５～１０
年，远期１０～１５年．保护时序确定的原则是在同
等级别的条件下优先保护：①受破坏较严重的地
质遗迹，②较易受到破坏的地质遗迹，③较易实
施保护 （如位于其他保护地范围内或交通较便利

等）的地质遗迹．
步骤六：确定保护分区．在建立的地质遗迹保

护区内，根据文献［６］中标准划分一级保护、二级保
护、三级保护区；在建立的地质公园内，根据文献

［５］中标准划分保护区、游览区、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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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步骤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ｐ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４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优选模式

根据地质遗迹保护形式的不同及其相互空间

关系，建立了５个地质遗迹保护开发模式，并优
选为一般模式、优化模式和最优模式三大类型

（图２）．
４１　一般模式

模式１：３种保护形式各自为阵、相互分隔，
未能将资源价值进行有效的整合，是一种单一保

护模式．
模式２：对其他保护地中的地质遗迹建立地质

遗迹保护区进行保护，该模式考虑到了其他保护

地和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结合，但这两种保护形式

均以单一保护为目的，未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

有机的结合起来，故仍是一种单一的保护模式．
４２　优化模式

模式３：对其他保护地中的地质遗迹通过建立
地质公园的形式予以保护，该模式将单一保护为

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同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地质公

图２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模式优选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园相结合，是一种较理想的复合型保护模式，但

由于地质公园套建于自然保护区中，存在着多头

管理的弊端，如位于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中的喀纳

斯国家地质公园．
４３　最优模式

模式４：该模式将地质遗迹保护区中具有观赏
价值的地质遗迹划分出来，在保护区内套建地质

公园，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和地质公园均由国土

资源部门进行统一管理，经费来源上，既可获得

国家地质遗迹保护经费，又可从地质公园的开发

中获取资金，实现了保护与开发的完美结合，是

一种十分理想的复合型保护开发模式．
模式５：该模式将地质公园中具有较高科学价

值的地质遗迹划分出来，套建地质遗迹保护区，

其优越性与模式４相同，也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复
合型保护开发模式．

目前地质遗迹的保护往往将地质公园和地质

遗迹保护区这两种保护形式截然分割开来，也未

能充分考虑到与自然保护区等其它保护地的相互

关系，使地质遗迹的资源价值未能充分体现，优

化模式尤其是最优模式的提出，是将地质公园与

地质遗迹保护区以及其他保护地有机整合，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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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全新尝试．

５ 结　论

地质遗迹是地球演化历史的记录，具有重要

的科学和美学价值，是全人类失之不可复得的共

同财产，加强地质遗迹的保护已在全球范围内取

得共识．地质遗迹保护的发展反映出保护理念从
单一保护到保护与开发相协调的演进，地质公园

成为保护地质遗迹的最佳途径．新疆是我国地质
遗迹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但地质遗迹的保护

与开发较为滞后，其根本致因是保护与开发协调

性差．针对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中存在的根本
症结，确定以协调保护与开发关系为核心理念的

新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六大实施步骤，提出地质

公园与地质遗迹保护区以及其他保护地相结合的

复合型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模式优选思路和５个

优选模式，为实现新疆从地质遗迹资源大省到保

护开发大省的飞跃和促使地质遗迹的保护开发成

为新疆旅游业发展的催化剂和生产力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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