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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迭部县地质遗迹发育特征及开发利用现状研究
魏　哲

（甘肃省自然资源信息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迭部县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发育有基础地质大类、地貌景观大类、地质灾害等 3 个大类，9 个类，17 个亚类，

共计 174 个地质遗迹点，综合评价结果为世界级 1 处、国家级 5 处，省级 15 处。不同类型的地质遗迹发育于几种特殊的

地层内，地质遗迹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分区特征和构造分区特征。扎尕那国家地质公园正在逐步开发建设，其他地

质遗迹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基于此，文章深入阐述了地质遗迹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了地质遗迹资源保护现状存

在的问题，针对及时开展地质遗迹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相关建立，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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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遗迹类型

迭部县受区域构造、地层岩石、第四纪冰川、新构造运

动等因素影响，境内地质遗迹类型丰富，数量众多。

地质遗迹类型划分为基础地质大类、地貌景观大类、

地质灾害等3个大类，9个类，17个亚类，共计174个地质遗

迹点。其中主要的类型为水体地貌类中的河流（景观带、湖

泊、瀑布、泉）；冰川地貌类中的古冰川遗迹；构造地貌类

中的峡谷（断层崖）；岩土体地貌类中的碎屑岩地貌、碳酸

盐岩地貌；重要化石产地类中的古动物化石产地。

2　地质遗迹分布规律

迭部县北部古冰川遗迹、峰林地貌、峡谷地貌、丹霞地

貌等较为发育。地质遗迹类型分布受气候影响很大，与气候

带分区存在一定相关性[1]。

古冰川地貌集中发育于迭山高寒湿润区，主要分布于迭

山海拔4 000 m的高山地带或边缘地带。岩溶景观集中发育于

迭部县高寒湿润气候区。其他地质遗迹的形成归根结底也是

构造运动的结果，是构造通过控制地层岩性、地形地貌、气

候条件来实现的，但由于地质构造的复杂性，表现的规律性

不强。

2.1　地质遗迹集中发育于几种特殊的地层

基础地质类地质遗迹中的典型地层剖面主要发育于沉积

成因的地层中；古生物遗迹主要发育于志留系—三叠系地层

中，益哇乡当多村一带最为典型；重要岩矿石产地以金矿、

铜矿、铀矿等为主，境内金矿床多产于古道岭组上段，岩性

以粉砂质板岩为主，夹薄层至块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等。

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与地层岩性极为密切。岩溶地貌形成

地层为石炭纪—三叠纪时期沉积的中厚层灰岩、灰质砾岩等

碳酸盐岩；侵入岩零星出露，以高日道耀山花岗闪长岩体为

代表。丹霞地貌景观发育地层为白垩纪内陆河湖相沉积的砂

岩、砂砾岩、泥岩[1]。

峡谷地貌发育的地层为灰岩、砂岩等；水体地貌中高山

湖泊及泉、瀑布多分布于碳酸盐岩地层构成的山地，河流地

貌的发育区地层岩性复杂，没有规律可循。温泉的发育主要

与断裂相关，规律性很强。

2.2　地质遗迹存在明显的气候分带特征

古冰川地貌集中发育于迭部县高寒湿润区，寒冷是这些

地区的气候特征。平均气温低于4 ℃，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

10 ℃～20 ℃，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低于-12 ℃，年降水量446 
mm～474 mm。古冰川遗迹主要分布于迭山海拔4 000 m的高

山地带或边缘地带[1]。

岩溶景观集中发育于迭部县高寒湿润气候区。岩溶景

观的形成除了受地层岩性的控制外，水的作用是主要外在因

素。由于这三个气候区降水充沛，且降水量随着海拔的升高

而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这样充足的降水量为溶洞、溶蚀洼

地、漏斗、落水洞和石林等溶蚀景观的形成提供了水源。可

见气候条件是岩溶地貌集中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

2.3　地质遗迹构造分区特征

主要表现在古冰川遗迹、峡谷地貌、岩溶地貌、部分水

体景观等地质遗迹的分布上，在构造运动特别是水平运动非

常强烈的地区。迭部县北部古冰川遗迹、峰林地貌、峡谷地

貌、丹霞地貌等较为发育。温泉的发育主要与断裂相关，规

律性很强。

另外，河流景观也受地质构造的控制，是构造造就了白

龙江宏伟景观。其他地质遗迹的形成归根结底也是构造运动

的结果，是构造通过控制地层岩性、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来

实现的，但由于地质构造的复杂性，表现的规律性不强。

峡谷地貌：在整个县域均有分布，但集中分布于迭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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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山区，以黑拉峡、黑吾峡、桑藏峡、腊子口一线天、纳

加石门等为代表。

丹霞地貌：主要受白垩系砂砾岩控制，集中分布于电尕

镇滋润村一带，呈环崖状丹霞产出。

3　地质遗迹综合评价

经过对迭部县174处重要地质遗迹的科学性、观赏性、

完整性、稀有性、环境优美性、保存程度、可保护性、通达

性等8个方面的单项评价、定量评价，结合专家评鉴意见，

评价结果为世界级1处、国家级5处、省级15处，分别占全县

地质遗迹总数的0.56%、2.84%、7.95%，如图1所示。

 
图1  迭部县地质遗迹比例图

3.1　世界级地质遗迹

迭部县重要地质遗迹有世界级1处，如表1所示，占地质

遗迹的0.56%，如图1所示，分布于益哇乡为迭部扎尕那构造

峰林峡谷地貌，属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

表1  迭部县世界级地质遗迹一览表

迭部扎尕那构造峰林峡谷地貌（扎尕那石城），已建国

家级地质公园，面积136 km2。地处高山地带，由峰林、峰

丛、孤峰、残丘等地貌形态组成，反映了峰林地貌从形成到

消亡的全过程。

海拔3 700 m以上由冰川角砾岩和石灰岩形成的双层结

构岩石形成的峰林地貌在国内极为罕见。景区地处青藏高原

东缘，峰林摩天、峡谷纵横、林莽苍苍、草原茫茫，其间镶

嵌着精巧的湖、滩、瀑、泉、洞等各类景观，点缀着神秘的

寨、寺、耕、牧、歌、舞等藏族乡土风情[2]。综合景观组合

极佳，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具有世界级地质遗迹潜质。

3.2　国家级地质遗迹

迭部县有国家级地质遗迹有 5处，占地质遗迹的

2.84%，主要分布于益哇镇、腊子口镇、桑藏乡。其中，基

础地质类地质遗迹有1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有4处，如

表2、图2所示。

表2  迭部县国家级地质遗迹一览表

 

图2  迭部县国家级地质遗迹比例图

3.2.1　基础地质类地质遗迹

迭部县国家级基础地质类地质遗迹中，地层剖面类层

型典型剖面1处，为地层剖面类层型典型剖面。迭部益哇沟

下石炭统典型剖面出露完整，层序清楚，保存完好，是甘

肃与全国的地层对比剖面，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属国家

级地质遗迹。

3.2.2　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

迭部县有5处国家级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中，碳酸盐岩

（岩溶）地貌1处，水体地貌类湖泊1处，构造地貌2处。

岩土体地貌类，碳酸盐岩（岩溶）地貌，措美峰，坐落

在卡坝乡境内北部，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主峰高4 920 m，

是甘肃南部第一高峰，同时还是安多地区五大苯教神山中唯

一一座女性神山，在藏族聚居区称为“措麦加毛”，意为女

性国王，保佑当地群众平安健康、五谷丰登。清代诗人曾以

“迭山南望白云边，雪积遥峰远接天”的诗句描绘迭山横雪

的壮丽景观。

水体（湖泊）地貌，骨麻湖，以地处骨麻山得名，又

名“玉湖”，以清碧干净的湖色得名，为冰川堰塞积水形成

的高山湖泊。湖面海拔3 820 m，湖呈椭圆形，面积约3 500 
m2，水深5 m以上，为淡水湖泊。湖水四周茂林密布，莺飞

草长，与陡峭入云的骨麻山形成水天一色，美不胜收之景。

构造地貌，黑拉峡谷，发源于桑坝河中段，即卡曼村

南—黑拉村东，南东（115°～125°）方向延伸，长约5 
km，谷底宽8 m～12 m，最宽可达30 m，深150 m～220 m，

呈V字形。峡谷一带出露基岩为上石炭统尕海群（C3gh），

岩性为浅灰色厚层块状灰岩、深灰色中厚层含燧石结核及条

大类 类（Ⅱ） 亚类（Ⅲ） 重要地质遗迹

地貌景观类地

质遗迹
岩土体地貌 岩溶地貌

迭部扎尕那构造

峰林峡谷地貌

大类 类（Ⅱ） 亚类（Ⅲ） 重要地质遗迹

基础地质类地

质遗迹
地层剖面

层型（典型）

剖面

迭部益哇沟下石

炭统典型剖面

地貌景观大类

地质遗迹

岩土体地貌
碳酸盐岩（岩

溶）地貌
措美峰

水体地貌 湖泊 骨麻湖

构造地貌 峡谷
黑拉峡谷

腊子口天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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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灰岩、砂质页岩夹砂岩等。沟谷流水在卡曼村南侧转向

南方向流。峡谷内植被茂林密布，清新闲逸，绮丽秀美，两

侧坡度在45°～60°。峡谷西侧有挂壁公路，距离谷底＞100 
m。该峡谷为迭部县切割最深、最雄伟的峡谷。

腊子口天险，即为腊子口战役旧址处，峡谷特征典型，

气势恢宏。石门分立腊子口公路两侧，像两位门神护卫，北

侧石门崖壁高差达80 m，南侧石门崖壁高差达70 m，崖壁均

近直立，二者间距约8 m，沟底腊子曲流水潺潺，两侧森林

茂密，景色优美。

3.3　省级地质遗迹

迭部县有省级地质遗迹有15处，占地质遗迹的7.95%，

主要分布于益哇镇、腊子口镇、桑藏乡。其中，基础地质类

地质遗迹有2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有13处。

4　地质遗迹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已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地质遗迹点有扎尕那石

城、迭部益哇沟下石炭统典型剖面、腊子口天险、措美峰、

迭部益哇沟二迭系典型剖面、白龙江、当多化石、虎头山雪

峰、纳加石门，包含国家级4处、省级4处。

尚未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地质遗迹点有骨麻湖、骨

麻山、黑拉峡谷、黑吾峡谷、高日道耀山、滋润村丹霞、九

龙峡温泉、嗷嗷水帘洞、录坝湖、美路沟等，包含国家级2

处、省级8处。

4.1　扎尕那国家地质公园

扎尕那景区2006年被甘肃省国土厅评为省级地质公园，

2018年被国土资源部评为第八批国家地质公园。扎尕那国家

地质公园现阶段正在对区内的山神沟、业日沟、石城景区、

扎尕那村、纳加石门、老虎嘴、一线天、瀑布群、溶洞、镜

面山、仙女湖等进行建设开发，区内主干公路、景区大门、

景观游步道、观景平台、标识标牌系统、农家乐等部分已打

造完毕。

4.2　知名山峰的开发现状

措美峰作为迭山山脉最高峰，高日道耀山因形似富士山

而闻名，均建有中国国家地理最佳观景点，目前正积极打造

基础设施与招商引资。

4.3　其他地质遗迹的开发现状

迭部县境内无矿山公园，矿业遗址目前多处于矿山环境

恢复治理阶段，通过矿山环境整治、植树造林等不断恢复矿

山生态环境。

虎头山雪峰，依托该山及周边森林、草场建立迭部县南山

城市森林公园、高尔夫体验区等项目，目前正在道路施工中。

白龙江、多儿曲、阿夏曲、达拉曲、腊子曲等建设有梯

级电站数十个，电站的开发对尼傲峡、九龙峡等一带的峡谷

风光造成一定的影响。

九龙峡温泉水质优良，水温适宜，交通便捷。目前，已

修有简易的温泉水池供当地藏族群众及过往游客沐浴体验，

但规模不大，一次能容纳数人沐浴。

5　地质遗迹资源保护现状存在的问题

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是迭部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最佳源动

力。由于地质遗迹保护工作体系不健全，保护制度落实时间

较晚，保护意识薄弱，在地质遗迹开发利用及保护中存在较

多问题。

5.1　地质遗迹保护力度不够

迭部县地质遗迹丰富，但由于保护经费的不足，保护建

设项目缺少，得到正式保护的比例较少；绝大多数的地质遗

迹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得

到保护的地质遗迹可能受到人类工程建设活动的破坏。应加

大对迭部县重点地质遗迹的调查保护工作。而地质遗迹的保

护方法有待开展立法保护、立碑标识向隔离、整治美化等新

方向探索[3]。

5.2　地质遗迹的保护管理还不健全

迭部县未形成合理、高效的地质遗迹管理体制。正在建

设的扎尕那地质公园的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地质遗迹

资源的实时信息更新和监控管理网络平台未建成、科学管理

与决策方法待完善[4]。

5.3　地质遗迹的科普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还未建立迭部县地质遗迹的科普知识系统。地学旅

游、院校教学、科普推广等工作开展较为缓慢。地质遗迹的

科普宣传范围需逐步扩大，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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