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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宁抚顺三块石地区地质遗迹景观资源丰富ꎮ 为了发掘和保护地质遗迹ꎬ实现文化和

环境可持续发展ꎬ本次工作对该区开展地质遗迹调查ꎬ初步揭示三块石地区地质遗迹特征ꎬ并为

申报为省级地质公园提出地质遗迹保护建议ꎮ 经调查ꎬ首次发现极高锶天然矿泉ꎬ首次识别出

系统分布的第四纪冰川地质遗迹ꎮ 将调查得的 ６０ 处地质遗迹划分为 ２ 大类 ５ 类 ８ 亚类ꎮ 采用

专家打分法对各地质遗迹开展综合评价ꎬ确定了地质遗迹级别ꎮ 结果为三块石地区拥有国家级

(Ⅱ级)地质遗迹 ２ 处、省级(Ⅲ级)地质遗迹 １９ 处ꎬ省级以下(Ⅳ级)地质遗迹 ３９ 处ꎬ建议在不同

等级的地质遗迹集中区分别设立二、三级保护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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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

期ꎬ由于各种内外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

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现象(国土资源部地质

环境司ꎬ２０１６)ꎮ 随着我国地质旅游的兴起ꎬ如何

保护与合理利用地质遗迹备受关注ꎮ 自 ２０００ 年

起ꎬ国土资源部正式启动了国家地质公园计划ꎬ将
地质公园作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地质遗迹的载体ꎮ
目前国内许多有条件的地方都在积极地申报和建

设地质公园ꎮ
辽宁抚顺三块石地区地处于中生代侵入岩三

块石花岗岩体之上ꎮ 岩石节理、风化作用、第四纪

冰川作用等地质作用在区内形成一处处自然奇

景ꎮ 本次工作在园区开展详细的地质遗迹调查ꎬ
分析地质遗迹成因及演化ꎬ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区

内地质遗迹打分定级ꎬ在此基础上对地质遗迹保

护及地质公园规划提出建议ꎮ

２　 研究区地质概况

三块石地区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ꎬ西北

距抚顺市约 ４０ ｋｍꎮ 地形总体为低山丘陵ꎬ海拔

３００ ｍ １ １００ ｍꎬ最高峰为石棚峰ꎬ海拔 １ １３１ ｍꎮ
新太古代早期阶段ꎬ该区在古老的结晶基底

上部或边缘形成东西向活动带和小规模裂谷ꎬ继
而发生了中基性火山岩的喷发和硅铁质、泥砂质

沉积 作 用ꎬ 形 成 了 变 质 上 壳 岩 石 棚 子 岩 组

(Ａｒ３ｓ)ꎬ岩性主要有斜长角闪岩ꎬ辉石斜长角闪

岩ꎬ黑云斜长变粒岩ꎬ薄层磁铁石英岩、角闪磁铁

石英岩等ꎮ 大约 ２ ５００ Ｍａꎬ鞍山运动使得石棚子

组发生强烈复杂的褶皱作用以及变质作用ꎬ同时

发生深成岩侵入ꎬ形成了变质深成岩(紫苏)英

云闪长质片麻岩(Ａｒ３γδｏｇｎ)、石英闪长质片麻岩

(Ａｒ３δｏｇｎ)、花岗闪长质片麻岩(Ａｒ３γδｇｎ)、细粒

花岗质片麻岩(Ａｒ３γｇｎ)ꎬ太古代晚期本区处于稳

定的抬升阶段ꎮ

８８



图 １　 三块石地区地质图(等高线来自于 ＳＲＴＭ 数据)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 ｏｆ Ｓｈａｎｋｕａｉｓｈｉ ａｒｅａ

１—第四系全新统ꎻ２—白垩系小岭组ꎻ３—太古代石棚子岩组ꎻ早白垩世侵入岩:４—花岗斑岩ꎬ５—三块石花岗岩体ꎬ６—辉绿岩ꎻ新太古宙

侵入岩:７—含辉石花岗闪长质片麻岩ꎬ８—中粗粒英云闪长质片麻岩ꎬ９—石英闪长质片麻岩英云闪长质片麻岩ꎻ１０—英云闪长质片麻岩ꎻ
１１—断层破碎带ꎻ１２—韧性剪切带ꎻ１３—实测及推测的断层ꎻ１４—推测的古冰斗ꎻ１５—地质公园范围

　 　 中生代晚期区内形成紫花断裂ꎬ其次级断裂

分布广泛ꎬ在三块石地区的次级断裂是矿泉运移

的通道ꎬ最典型的是小矿泉ꎬ经采样化验分析ꎬ泉
水中锶含量为 １８ ９３ ｍｇ / Ｌꎬ远超过«饮用天然矿

泉水»(ＧＢ８５３７－２００８)标准ꎮ 燕山运动使紫花断

裂发生差异运动ꎬ形成了断陷盆地ꎬ并伴随有强烈

火山喷发活动ꎬ沿紫花断裂发育有火山活动ꎬ沉积

了一套由中基性、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小

岭组(Ｋ１ｘｌ)ꎬ岩性主要为流纹岩、安山岩、玄武岩、
火山角砾岩、集块岩及凝灰岩ꎮ 燕山旋运动晚期

在本区形成了早白垩世三块石(Ｋ１γ)及花岗斑岩

(γπ)等小规模脉岩ꎮ 三块石花岗岩体发育有三

组体节理ꎬ其中两组近直立ꎬ走向分别为 ２６５°和
１８６°ꎬ另一组近水平ꎬ节理对岩石完整性起到破坏

作用ꎬ对形成险峰峻岭起到重要的造景作用ꎮ 燕

山运动末期ꎬ浑南地壳运动相对平稳ꎬ接受正常陆

源碎屑沉积ꎮ
第四纪以来ꎬ抚顺地区共发生了三次冰期ꎬ分

别是早更新世三道沟门冰期、中更新世大西营子冰

期、晚更新世排头营子冰期(辽宁省地质局水文地

质大队ꎬ１９８３)ꎮ 其中三道沟门冰期在抚顺东部形

成代表性堆积物粘泥岭组ꎮ 早更新世冰碛物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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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在 ５５０ ｍ ~１ １００ ｍ 左右ꎬ中更新世冰碛物堆

积高程在 ６０ ｍ ４００ ｍꎬ晚更新世冰碛物堆积高程

在 ７０ ｍ ９０ ｍꎮ 古生物、孢粉、古地理等资料以及

残遗土壤特征表明ꎬ晚第三纪以来辽宁省境内曾发

生过多次冰川活动(贾文锦ꎬ１９９１ꎻ魏海波ꎬ１９８６ꎻ王
永和等ꎬ２０１３)ꎮ

图 ２　 第四纪冰川遗迹

Ｆｉｇ ２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上的冰川地貌ꎻｂ—冰斗及角峰ꎻｃ—漂砾磨光面ꎻｄ—冰川漂砾堆积ꎻｅ—冰川擦痕

　 　 冰川堆积作用在三块石地区形成了冰斗之下

的终碛堤及山谷中的漂砾堆积ꎮ 终碛堤是冰川末

端补给与消融处于平衡时冰碛物在冰舌前端堆积

而成ꎬ堆积物主要来源于冰斗或山脊ꎮ 堆积物为

混杂堆积ꎬ由砂、砾石、漂砾等组成ꎬ漂砾粒径一般

小于 １ ｍꎬ见有冰蚀阶步、压坑等现象ꎮ 漂砾堆积

沿着冰蚀谷断续分布ꎬ如一条石河ꎮ 漂砾来源于

附近的山脊ꎬ大者直径可达 ６ ｍꎬ部分漂砾保存有

冰川擦痕、磨光面ꎬ有的长条形漂砾呈近直立状ꎬ
分布标高在 ３９０ ｍ 左右ꎮ

冰川地貌在三块石园区内分布广泛ꎬ景观奇

特ꎬ具有重要观赏价值和科学价值ꎮ 冰川刨蚀作

用在该区形成了冰斗、角峰、刃脊、Ｕ 型谷等景观ꎬ
宏观特征明显ꎬ易于分辨(图 ２)ꎮ 在三块石园区

内较易于分辨的冰斗有 ４ 处ꎬ位于三块石主峰南

坡ꎬ冰斗底部海拔 ６００ ｍ ７２０ ｍꎮ 冰斗冰斗后壁

不断后退ꎬ使所围山峰变得高耸尖锐ꎬ在冰斗周围

及部分冰斗内部形成角峰ꎬ角峰集中分布于三块

石主峰南坡西侧与郭清砬子南坡ꎮ 冰川沿山谷运

动ꎬ将谷底刨蚀拓宽ꎬ形成 Ｕ 型谷ꎬ相邻的冰斗或

Ｕ 型谷的山脊变成刀刃状ꎬ形成刃脊ꎬＵ 型谷及刃

脊集中分布于郭清砬子南坡ꎮ

３　 地质遗迹分类及评价

地质遗迹调查在三块石地区共发现有价值的

地质遗迹 ６０ 处ꎮ 按照«地质遗迹调查规范»(ＤＺ /

Ｔ０３０３－２０１７)ꎬ这些质遗迹可划分为地貌景观、地
质灾害 ２ 大类ꎮ 进一步划分为岩土体地貌、水体

地貌、冰川地貌、构造地貌、地质灾害遗迹 ５ 类ꎬ以
及侵入岩地貌、河流(景观带)、湖泊潭、泉、古冰

川遗迹、峡谷(断层崖)、崩塌、泥石流 ８ 亚类ꎮ
地质遗迹评价方法有多种(武红梅ꎬ２０１１ꎻ周堃

等ꎬ２０１６ꎻ张国庆  ２００９ꎻ张伟ꎬ２０１１ꎻ罗伟ꎬ２０１３ꎻ齐翠

姗ꎬ２０１８)ꎮ 本次工作对区内地质遗迹采用专家打

分法评价ꎮ 参考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国家地质

公园建设指南»ꎬ由辽宁省地质公园委员会编制地

质遗迹资源地质遗迹专家打分依据表(表 １)ꎮ 将

每个地质遗迹景观资源的价值划分为按自然属性

特征和景观价值两部分ꎮ 其中自然属性特征由典

型性、稀有性、自然性、系统完整性四个因子组成ꎬ
景观价值由科学研究价值、科普教育价值、美学价

值、历史文化价值、社会经济价值五个因子组成ꎬ每
个因子满分 １００ 分ꎬ分为三个档次ꎬ价值越高赋分

越高ꎮ 最后求得各地质遗迹平均得分ꎮ
邀请对抚顺地区质背景、水文 、气候 、地理 、

地貌 、地质遗迹等熟悉的 ８ 位专家对三块石地区所

发现的 ６０ 处地质遗迹按各评价因子层逐个评分ꎬ
１００ ９０ 分为世界级(Ⅰ级)ꎬ８９ ８０ 分为国家级(Ⅱ
级)ꎬ７９ ６０ 分为省级(Ⅲ级)ꎬ<６０ 分为省级以下

(Ⅳ级)ꎮ 最终结果得分 ８０ 分以上的地质遗迹有 ２
处(Ⅱ级)ꎬ６０ ７９ 分的地质遗迹有 １９ 处(Ⅲ级)ꎬ小
于 ６０ 分的地质遗迹有 ３９ 处(Ⅳ级)(表 ２)ꎮ

０９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２０ 年 ３７ 卷　 　



表 １　 地质遗迹专家打分依据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ｔｓ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分

自然属

性特征

典型性

稀有性

自然性

系统完整性

类型、特征、规模等具有国际或全国性对比意义 １００－８０
类型、特征、规模等具有区域性或全省性对比意义 ７９－６０
类型、特征、规模等具有较重要的地学意义 ≤５９
属世界少有或国内罕有的特殊遗迹景观 １００－８０
属国内少有或省内唯一的遗迹景观 ７９－６０
属省内少有的遗迹景观 ≤５９
地质遗迹的自然状态保持好ꎬ受人为影响程度低 １００－８０
地质遗迹的自然状态保持较好ꎬ受人为影响程度较低 ７９－６０
地质遗迹的自然状态保持差ꎬ受人为影响程度高 ≤５９
现有保存系统完整ꎬ能为形成与演化过程提供重要证据 １００－８０
现有保存系统较完整ꎬ能为形成与演化过程提供证据 ７９－６０
现象和形成过程不够完整ꎬ但能反映该类型地质遗迹景观的主要特征 ≤５９

景观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

科普教育价值

美学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

社会经济价值

对当前世界性或国内重要的地球科学研究具有意义 １００－８０
对当前国内或省内重要的地球科学研究具有意义 ７９－６０
对当前省内或地方性地球科学研究具有意义 ≤５９
具有国内少见的重要地学科普教育意义 １００－８０
具有省内少见的重要地学科普教育意义 ７９－６０
具有一定的地学科普教育意义 ≤５９
具有国内少见的景观优美性 １００－８０
具有省内少见的景观优美性 ７９－６０
具有一定的景观优美性 ≤５９
包含的历史文化丰富 １００－８０
包含的历史文化较丰富 ７９－６０
包含的历史文化较少 ≤５９
具有很高的人文、生态、知名度、社会经济等条件 １００－８０
具有较高的人文、生态、知名度、社会经济等条件 ７９－６０
具有一定的人文、生态、知名度、社会经济等条件 ≤５９

表 ２　 三块石地区省级以上地质遗迹评价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ｈａｎｋｕａｉｓｈｉ ａｒｅａ

大

类
类 亚类

地质遗迹

名称

自然属性特征 景观价值

典

型

性

稀

有

性

自

然

性

系统

完整

性

科学

研究

价值

科普

教育

价值

美学

价值

历史

文化

价值

经济

社会

价值

综合

得分

地

貌

景

观

冰川

地貌

古冰

川遗

迹

岩土

体地

貌

侵入

岩地

貌

石河 ７３ ６０ ９０ ９３ ８５ ７３ ８０ ５５ ８０ ７６ ６
青石谷 ７３ ７３ ９５ ９３ ８５ ８０ ８０ ５５ ９３ ８０ ８
峰林 ７３ ６７ １００ ９３ ７５ ７３ ６４ ５５ ８０ ７５ ６

群英汇 ７３ ７３ １００ ９３ ７０ ８０ ６０ ５５ ８０ ７６ ０
大三块石 ７３ ７５ ９０ ９３ ８０ ７３ ８０ ７０ ９３ ８０ ８
龙首峰 ６０ ７３ ９０ ８０ ５０ ６７ ８０ ５５ ６０ ６８ ３

辽宁地图 ５３ ７３ ９０ ７３ ５５ ６０ ６４ ５５ ６７ ６５ ６
雄狮 ５３ ７３ ９０ ８０ ５６ ６７ ８０ ５５ ６０ ６８ ２

比丘洞 ５３ ７３ ９５ ６７ ５５ ６７ ８０ ６０ ８０ ７０ ０
骆驼峰 ５３ ６７ ９５ ７３ ５５ ６７ ７６ ５５ ７３ ６８ ２

小三块石 ５３ ６７ ９５ ７３ ５５ ６７ ６０ ５５ ８０ ６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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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２

大

类
类 亚类

地质遗迹

名称

自然属性特征 景观价值

典

型

性

稀

有

性

自

然

性

系统

完整

性

科学

研究

价值

科普

教育

价值

美学

价值

历史

文化

价值

经济

社会

价值

综合

得分

地

貌

景

观

岩土

体地

貌

侵入

岩地

貌

构造

地貌
峡谷

水体

地貌

河流

景观

泉

狭路相逢 ５３ ６０ ９０ ７３ ６０ ７３ ７６ ５５ ７３ ６８ １
鸽子洞 ５３ ６０ ７９ ７３ ５５ ６７ ７６ ８０ ７３ ６８ ４
古牛 ５３ ６０ ７９ ７３ ６０ ６７ ７６ ５５ ７３ ６６ ２

百岁翁 ５３ ６７ ８０ ７３ ５５ ７３ ６８ ５５ ６０ ６４ ９
小猴石 ５３ ６７ ９０ ６７ ５５ ６７ ６０ ５５ ８０ ６６ ０

玉带峡 ５３ ６７ ９５ ７３ ５５ ５３ ７６ ５５ ６７ ６６ ０

听泉 ５３ ５３ ７０ ７３ ５０ ５３ ７６ ５５ ７３ ６１ ８
白龙潭 ５３ ６０ ８０ ６７ ５０ ５３ ８０ ６０ ８０ ６４ ８
小矿泉 ６７ ６７ ７０ ７３ ８０ ７３ ６８ ５５ ７３ ６９ ６

地

质

灾

害

地质

灾害

遗迹

崩塌 鸽子洞地灾点 ６０ ５３ ７９ ９３ ７５ ６７ ６４ ５５ ６７ ６８ １

４　 地质遗迹保护区建议

地质遗迹保护区的划分依据保护对象的重要

性和遭受损坏的难易程度(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

司ꎬ２０１６)ꎮ 三块石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主体部分

是岩土体地貌、水体地貌、冰川地貌、构造地貌、地
质灾害遗迹ꎬ这些地质遗迹不易遭受损坏ꎬ因此建

议将公园内主要地质遗迹建立二级、三级保护区ꎮ
二级保护区是指省级地质遗迹集中分布的区域ꎬ
三级保护区是指具有科普及游览价值的一般地质

遗迹分布区ꎮ 在国家级(Ⅱ级)、省级(Ⅲ级)地质

遗迹集中分布的区域设立二级保护区ꎬ二级保护

区外围的省级以下(Ⅳ级)地质遗迹集中区设立

三级保护区(图 ３)ꎮ 二级、三级地质遗迹保护区

应合理控制游客数量ꎬ允许设立少量或适量的地

学旅游服务设施ꎬ但需与景观环境相协调ꎬ严格限

制与此无关的任何建筑ꎮ 在所有地质遗迹保护区

内ꎬ不得进行任何与地质遗迹保护功能不相符的

工程建设活动ꎻ不得进行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活

动ꎻ不得新设立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培训中心等

大型服务设施ꎮ 严格遵照执行国家关于地质遗迹

保护的法律法规ꎬ结合公园实际情况制定管理细

则ꎬ加大保护宣传力度ꎮ

５　 结论及建议

详细的野外地质遗迹调查ꎬ在三块石地区共

发现有价值的地质遗迹 ６０ 处ꎬ并首次在辽宁抚顺

三块石地区发现存留较完整的第四纪冰川遗迹ꎬ
对辽宁省第四纪研究的补充ꎬ也为我国东部第四

纪冰川的相关研究提供资料ꎮ 在三块石地区泉水

采集的水样经化验锶含量为 １８ ９３ ｍｇ / Ｌꎬ远超过

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ꎬ水中锶含量之高在我国实

属罕见ꎮ
各地质遗迹景观按评价因子进行专家评分ꎬ

最后确定三块石地区确定国家级(Ⅱ级)地质遗

迹 ２ 处、省级(Ⅲ级)地质遗迹 １９ 处、省级以下(Ⅳ
级)地质遗迹 ３９ 处ꎮ

建议在国家级(Ⅱ级)、省级(Ⅲ级)地质遗迹

集中分布的区域设立二级保护区ꎬ二级保护区外

围的省级以下(Ⅳ级)地质遗迹集中区设立三级

保护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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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块石地区地质遗迹分布与保护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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