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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集花岗岩地貌、变质岩地貌、火山岩

地貌、构造地貌及丹霞地貌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公园区。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对公园的主要地质

遗迹成因进行了探讨,并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

的相关规定对公园地质遗迹资源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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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地质背景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于 2007 年 5

月 16日正式揭牌开园。公园范围长约 80 km,宽约

10 km, 面积约 450 km2。园区涉及六安市的金寨

县、霍山县、舒城县和金安区的 19个乡镇,地理座标

为东经 115� 44�46� � 116�57�56�, 北纬: 31� 01�16� �

31�26�05�。按公园的分布状况和地质特征可划分为

西部园区和东部园区,共 11个园区。西部园区包括

天堂寨园区、燕子河园区、铜锣寨园区、白马尖园区

和红石谷园区; 东部园区包括佛子岭园区、东石笋园

区、万佛湖园区、万佛山园区和嵩竂岩园区、皖西大

峡谷。

大别山位于秦岭 � 大别中央造山带的东部, 大

别 � 苏鲁造山带的南部。大别造山带是由深大断裂

合围的地质块体, 连接华北与扬子 2 个板块, 以桐

柏 � 桐城剪切带为界可进一步划分为大别隆起构造
带和北淮阳褶皱构造带 2个次一级构造单元。园区

自北到南,以船板冲断裂、磨子潭 � 晓天断裂为界可

划分 3个构造层次, 变质程度逐步加深。上构造层

磨拉石建造基本没变质;中构造层庐镇关岩群、佛子

岭岩群变质相为绿片岩相- 角闪岩相; 下构造层大

别杂岩变质相为低角闪岩相- 高角闪岩相,最高可

达麻粒岩相和榴辉岩相。3个构造层次完整地展示

了从地壳表层到地球深处- 上地幔的物质组合。

园区构造演化史以造山带形成演化为主线, 以

沉积事件、岩浆事件为标志,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

化过程, 主要为大别旋回、晋宁- 加里东旋回、华力

西- 印支旋回和燕山- 喜山旋回四大演化阶段。

岩浆活动在大别山造山带形成演化过程中十分

强烈, 岩浆岩是大别山造山带主要的物质组成。从

新太古代到第三纪均有岩浆活动记录, 其中规模最

大、影响最强烈、与园区地质直接相关的为晋宁期和

燕山中晚期的岩浆活动。晋宁期岩浆活动与扬子板

块向华北板块俯冲对接相关, 是大别造山运动的产

物,岩石组合为英云闪长质片麻岩和二长花岗质片

麻岩。燕山中晚期,大别造山运动结束, 区域由 NW

向构造体系转变为环太平洋 NE-NNE 向构造体系。

早期的华北、扬子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转化为太平

洋板块对东亚板块的挤压、俯冲。长江中下游淮阳

弧形褶皱构造系统上横向叠加了 NE 向褶皱构造系

统(新华夏构造体系)。此阶段区内的天堂寨、铜锣



寨、白马尖虽处于大别造山带腹地中下地壳, 仍然形

成了叠加于 NW向构造基础上的 NE 向挤压褶皱,

地壳强烈缩短, 地壳岩石圈拆沉增温,发生大规模的

岩浆熔融事件,形成天堂寨、铜锣寨、白马尖等花岗

岩体。岩石组合为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和钾长

花岗岩。侵位年龄约 1. 3亿年,侵位深度 3~ 5 km。

喜山期大别山整体继承性地减压抬升, 花岗岩露出

地表,在断裂作用、差异风化剥蚀、气候等因素综合

作用下,造就了西部园区的崇山峻岭、奇峰怪石等地

质景观。

园区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构造变形、各种性质的

断裂构造、各个构造层及岩浆岩的节理均十分发育。

2 � 地质遗迹及其成因分析

2. 1 � 地质遗迹
地质遗迹( Geolog ical Remains)是指在地球演

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

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

遗产[ 1] 。国家地质公园是根据地质公园中所包含地

质遗迹的典型性、珍稀性、美学性及科学性等,按其

是否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或者国家级意义的重要地

位,在全国范围内择优选取的予以优先保护和开发

的区域
[ 2]
。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内地质遗迹资

源极其丰富,遗迹类型共分为 6种,较为典型的地质

遗迹有 40余处(表 1)。

2. 2 � 地质遗迹成因分析

横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脉是华北板块

与扬子板块结合部的重要地体, 地质遗迹资源相当

丰富。园区内发育全球变质程度最深(麻粒岩相)的

岩石 � � � 大别杂岩, 发育国内外罕见的高压- 超高

压变质带(榴辉岩带) , 华北与扬子两个大陆间的缝

合带从园区内通过。除此之外, 园区还有花岗岩峰

林、变质岩、火山岩遗迹、丹霞地貌、流水淘蚀洞穴和

温泉等自然地貌景观, 它们是地球内外营力长期持

续作用的结果,是与地质作用密不可分的。现对园

区内主要地质遗迹进行简要描述和成因探讨。

( 1)华北与扬子两个板块间的缝合带。大别造

山带是夹持于华北板块与扬子板块之间,经历了多

期离合形成的复杂型大陆造山带。晋宁期以来, 经

历了多次造山作用, 其中加里东期为华北与扬子两

个板块的主对接期, 扬子板块开始向北俯冲( B型俯

冲) ,印支期前, 俯冲作用并没停止, 而且俯冲深度越

来越大,直到中三叠世才由 B型俯冲发展成 A 型俯

冲,实现了真正的陆- 陆碰撞,陆表海全部退出, 沿

大别古陆南缘南、北大陆聚合, 构成华北与扬子两个

板块间的缝合带。

( 2)超高压变质带(榴辉岩带)。对于榴辉岩带

的成因目前主要有 3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

带内岩石都经历了高- 超高压相变质作用,都是由

榴辉岩相岩石组成的, 这是榴辉岩带成因的�原地

论�。第二种意见认为榴辉岩是在变为榴辉岩后构

造侵位于带内的外来岩石中, 这是榴辉岩带成因的

�外来论�, 榴辉岩带应由榴辉岩相岩块和非榴辉岩

相的基质两种岩石组成。第三种意见认为榴辉岩带

是经历了超高压相变质作用的构造混杂岩,带内既

可有榴辉岩相的,也可有非榴辉岩相的岩块和基质。

榴辉岩相对于榴辉岩相基质可能是�原地�成因的,

而相对于带内非榴辉岩相的岩石则可能是�外来�成

因的。而整个榴辉岩带相对于带外岩石, 都是�外

来�的或�非原地�的。不结合榴辉岩带的构造背景,

泛泛地讨论榴辉岩的�原地�或�外来�成因,意义不

大。近来, 更多的地质学家赞同这个观点。

( 3)花岗岩峰林。花岗岩峰林的形成是由多方

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岩石条件: 粗粒斑状结构的花岗岩抗风化能力

较弱, 而细粒少斑结构的花岗岩抗风化能力较强。

西部各园区的花岗岩多为细粒结构, 抗风化能力相

对较强,故多成高山峻岭而耸立于大别山的腹地。

构造条件: 岩体内不同的节理密度和不同的节

理产状在地质营力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峰体形

态。若斜节理发育、密度较稀, 便易形成穹状峰、锥

状峰或脊状峰; 若垂直节理和水平节理发育, 便易形

成柱状峰、箱状峰或岩台。尤其喜马拉雅运动使地

壳发生间歇性抬升, 岩石在节理、裂隙、断裂和差异

风化的持续作用下, 对峰林地貌的形成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此外, 水流作用、温差、冰劈、植物根系等对花岗

岩峰林地貌景观形成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 4)变质岩区地质遗迹。

构造条件: 佛子岭和东石笋园区地处诸佛庵复

向斜的核部,岩性多为石英岩和石英片岩,受多期构

造变形综合作用, 岩层强烈变形, 各种形态、规模的

地质构造异常发育, 形成了复杂的地貌景观。

岩性条件: 东石笋园区的岩性多为石英岩或白

云石英片岩,其刚性、脆性较强,经构造作用较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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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悬崖绝壁。岩层经强烈褶皱呈陡立状态,由于断

层的切割, 再经外力作用岩石崩塌, 留有岩柱,形成

了一柱擎天的石笋地貌。

表 1 �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主要地质遗迹一览表

Table 1 � Main geo lo gical remains of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Geopark in Anhui.

地质遗迹
类型

地质遗迹特征

控制性地质背景 主要景观
标志性分布地点 特色及意义

构造地
质遗迹

华北与扬子
板块缝合带

高压- 超高压
变质带

新构造运动

奇峰、怪石以及
瀑布、潭池

流水淘蚀洞穴

磨子潭 � 晓天深大断裂

黄栗园、马家店、黄尾、
燕子河、饶钹寨、红庙

龙眼、红军洞

中朝与扬子大陆的缝合带位置,近年来地学界争论的
焦点之一

园区内的榴辉岩带是全球规模最大、发育最完整的高
压- 超高压变质带(大别 � 苏鲁造山带)的一部分,是

国内外稀有的地质遗迹资源[ 3]

地壳缓慢上升的见证,具科研、观赏价值

花岗岩

峰丛

新生代

喜马拉雅运动

花岗岩峰林、

石柱、怪石

白马峰、龙剑峰、跑马峰、天堂
寨、白马尖、情侣峰、万佛山、多
云尖、大梅山、嵩寨岩

反映了 1. 3亿年以来该区花岗岩形成- 隆升 - 剥蚀
等的历史。花岗岩地貌之� 雄�与� 奇�堪与世界著名
的黄山、牯牛降花岗岩地貌媲美,具科研、观赏价值

变质岩
地质遗迹

麻粒岩相岩石

佛子岭群及
大别杂岩小构造

岩柱、石笋

燕子河、漫水河、黄栗园

佛子岭、燕子河

晚元古代- 早古生代 ( 4~ 10亿年) 形成并经历了一
系列变质、变形作用的产物,多年来一直是中外地学
界专家、学者研究中深变质岩的理想场所,具科研价

值

连接华北与扬子两个板块,全球变质程度最深 (麻粒

岩相)的岩石。具有代表性的佛子岭岩群变质岩剖
面,具科研、观赏价值

火山岩区
地质遗迹

霍山 � 舒城
火山岩盆地

火山口

火山锥

硅化木

灵台山、大观山

阙店

万佛湖

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约 1. 4~ 1. 3亿年)火山喷发产

物,被称为火山活动博物馆,是研究中生代火山活动、
地质教学及科普教育的理想场所,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

丹霞

地貌

磨拉石盆地

及火山岩盆地
丹霞地貌 嵩寮岩

差异风化、重力坍塌、侵蚀、溶蚀等综合地质作用下形

成的产物,具有很高的地学科研和观赏价值

水文地质
遗迹

各时期褶皱、
断裂和节理
控制流水

侵蚀作用

溪流、峡谷

瀑布

温泉

漫水河、马槽河、

里南河、龙井河溪

泻玉瀑布、银弓瀑布、
彩虹瀑布、飞龙瀑布

陡沙河温泉、西汤池温泉、
三七里河温泉

景观的形成多与断裂、节理、裂隙、差异风化和流水淘
蚀等作用有关,是地质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幅幅山水
画卷,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具科研、观赏价值

� � ( 5)火山岩区地质遗迹。万佛湖园区的火山地
质遗迹主要为硅化木、火山锥、火山口等, 均为火山

活动的产物。硅化木是火山突然爆发时,火山物质

将植物掩埋,部分植物躯干的有机质成分被硅质交

代、置换, 但依然保存着植物躯干的部分外形特征的

植物化石;火山锥是火山喷出物在火口附近堆积形

成的,园区内火山锥多呈线状排列;火山口是火山喷

发(溢)后,火山口内空虚,火口周围地面在重力作用

下坍塌而形成的环状凹陷,多呈上大下小漏斗状;火

山集块岩是火山强烈爆发时在火口附近形成的火山

碎屑岩,是指示古火山口位置的指向性岩石。

( 6)丹霞地貌。在嵩竂岩园区出露大范围的红

色砂岩、砂砾岩,岩层厚, 产状平缓,节理较发育, 在

差异风化、重力崩塌、侵蚀、溶蚀和古湖泊浪蚀等综

合地质作用下形成了该景区内的丹霞地貌遗迹 � � �
单面山、岩洞等。

( 7)流水淘蚀洞穴与新构造运动遗迹。在西部

园区似斑状花岗岩区形成的低缓狭窄的沟谷中, 发

育着形态各异、别有情趣的流水淘蚀洞穴, 有圆状、

椭圆状、葫芦状、斜井状等,洞壁光洁润滑,洞内水体

清澈碧透, 各色卵石铺垫洞底, 欣赏性极强。有的洞

穴位置高出河床数米, 在河谷壁上留下印记。此类

洞穴的形成与流水的淘蚀作用及地壳缓慢上升等新

构造运动有关。由于河谷中花岗岩体发育的多组节

理和裂隙, 特别是垂直节理和斜节理,流水沿节理、

裂隙发生淘蚀, 同时地壳在间歇性上升, 使得流水不

断下蚀河床,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流水淘蚀洞穴

和新构造运动的地质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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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水文地质遗迹。园区内水资源甚为丰富,遍

布园区的水景既壮观又多彩。�东南第一清白地,山

是本色水是源�、� 踏遍黄峨岱与庐, 唯有天堂水最

佳�, 这里有白链长垂、一落千丈的悬崖瀑布, 有异彩

纷呈、晶莹剔透的彩池碧潭,还有风光旖旎、谷深水

冽的峡谷涧溪。它们的形成多与断裂、节理、裂隙、

差异风化和流水淘蚀等作用有关, 是地质作用雕琢

而成的一幅幅山水画卷。

3 � 评价

3. 1 � 定性评价

( 1)科研、教学与科普价值。园区地质遗迹类型

多达 6种,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自然地质博物馆,

可利用其开展地学野外实习和教学或旅游;在游览

观光中, 寓教于乐,普及地质知识,为提高国民素质

发挥自身的地质景观优势。

园区发育有全球规模最大、发育最完整的高压

- 超高压变质带(大别 � 苏鲁造山带)的一部分, 是

国内外稀有的地质遗迹资源; 麻粒岩相岩石是晚元

古代- 早古生代( 4~ 10亿年)形成并经历了一系列

变质、变形作用的产物,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外地学界

专家、学者研究中深变质岩的理想场所;佛子岭群及

大别杂岩是连接华北与扬子两个板块, 全球变质程

度最深(麻粒岩相)的岩石。霍山 � 舒城火山岩盆地

是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约 1. 4~ 1. 3亿年)火山喷

发的产物,被称为火山活动的博物馆,是研究中生代

火山机构、火山喷发过程和火山形成环境的好场所,

是教学实习和科普教育的好基地。磨拉石盆地及火

山岩盆地的丹霞地貌是差异风化、重力坍塌、侵蚀、

溶蚀等综合地质作用下形成的产物, 具有很高的地

质学、地貌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价值。

( 2)美学观赏价值。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天堂寨、

铜锣寨、白马尖和万佛山园区的地质体主为燕山期

中酸性花岗岩。雄伟壮观的花岗岩群峰耸立在万山

丛中,铸就了大别山的脊梁,成为长江与淮河两大水

系的分水岭。粗略统计, 上述 4 个园区内海拔高度

在 1 000 m 以上的山峰多达 40个。这里的花岗岩

地貌集雄、奇、险、幽、秀于一体, 峰峦迭嶂, 峰险石

奇,堪与世界著名的黄山和牯牛降花岗岩地貌相

媲美。

园区内怪石广布,仪态万千,多彩多姿。怪石是

一种特殊的象形地质体, 它是由岩石的各类节理(垂

直节理、水平节理、斜节理) ,经差异风化、崩塌和流

水等地质作用形成的, 在雄伟峻峭的大别山腹地的

花岗岩峰林中, 在褶皱强烈、变形复杂的变质岩区,

在火山喷发活动频繁的火山岩区, 有各种各样的怪

石出露, 如动物象形石龟爬石、鸡冠石、象鼻石等。

各类象形石荟萃,形成了园区的重要景观。

园区内还有幽深的峡谷景观。在各园区的峡谷

之中, 分布广泛的淘蚀洞穴、潭、池、溪流、瀑布。有

一定规模的水景, 天堂寨有 20处, 铜锣寨有 12 处,

万佛山、白马尖各有 8处, 东石笋有 5处。各园区可

谓流泉飞瀑,云海松涛, 百花争艳, 百鸟齐鸣。处处

给人以美的享受,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 3)医疗保健价值。园区内有著名的万佛湖(西

汤池)温泉和陡沙河温泉, 均经过较详细的地质勘查

工作, 基本查明了地下热水的形成、分布、水资源量、

水化学特征及类型。温泉多分布在花岗岩区或花岗

岩与围岩的接触带附近,均受构造控制, 其热源以残

余岩浆热和地热为主, 内含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

元素, 具有极高的医疗保健价值和科研价值。万佛

湖园区的西汤池温泉水温达 66~ 70 � , 日涌水量

359 m3 ,水中含氟 5. 0~ 5. 5 mg / L ,含偏硅酸 78. 0

~ 88. 4 mg/ L, 含氡 77. 7 BQ/ L ,属含氡的氟偏硅酸

弱碱性热矿泉水。铜锣寨园区内的陡沙河温泉水温

51 � , 日涌水量 177. 2 t ,含氟 4. 96 mg / L ,属含氟硫

酸亚碳酸- 钠钙型热矿泉水。园区内的温泉无论水

温、水质,还是涌水量都令旅游开发部门十分满意,

地热资源的开发前景美好。

3. 2 � 定量评价

由 GB/ T 18972- 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

评价�可知地质遗迹资源属于主类 A 地文景观, 亚

类 AC地质地貌过程形迹。现按照�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对园区内地质遗迹进行定量评价。

( 1)评价方法。根据 GB/ T 18972- 2003�旅游资
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提出的旅游资源分类系统及

旅游资源评价体系,采用层次评价法,主要依据�旅游

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体系�来赋分。结合园区的人
文地理及旅游开发现状对旅游要素价值、旅游影响力

及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附加值 3项指标,观赏游憩使

用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

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或使用

范围、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9项评价因子进行评价。

各个评价因子又分别排列形成 4个层次的树型结构,

从而形成园区的指标评价体系(图 1)。

( 2)地质遗迹资源定量评价。根据 GB/ T 1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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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方法和标准,将

园区作为一个整体的旅游地。对其整体地质遗迹资

源内在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地质遗迹资源综合内在

价值为 72分,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关

于资源等级划分标准,园区地质遗迹资源达优良级

旅游资源标准(表 2)。

图 1 � 地质遗迹资源的指标评价体系

Fig. 1� The evaluat ion systym of geo lo gical remain r esour ces

表 2 � 安徽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资源定量评价表

Table 2 � The result o f the quantative evaluat ion of g eolog ical r ema in resources of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Geopark in Anhui.

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值

资源

要素

价值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30)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游憩价值、实用价值 20

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25) 具有世界级科学价值 25

珍稀奇特程度( 15) 有大量珍稀物种 8

规模、丰度与几率( 10) 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结构和谐、疏密度较好 4

完整性( 5) 形态与结构较为完整 5

资源

影响力

知名度和影响力( 10) 在本省范围内知名 4

适游期、使用范围( 5) 适宜游览的天数> 250天/年,或适于约 80%的游客使用和参与 3

附加值 环保与安全 保护较为完整 3

总计 100 72

4 � 结束语

( 1)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是我国为数不

多的集花岗岩地貌、变质岩地貌、火山岩地貌、构造

地貌及丹霞地貌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地质遗迹类

型多,成因复杂。

( 2)评价结果说明,大别山(六安)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具有科研教学、美学观赏和医疗保健价值,

达优良级旅游资源标准。

参考文献:

[ 1] � 王金福,王保存. 地质遗迹,人类要解读什么[ N] . 光明日报,

2004-05-11( A2) .

[ 2] � 陈安泽. 论国家地质公园[ C] . 见:陈安泽,卢云亭,陈兆棉. 国

家地质公园建设与旅游资源开发 � � � 旅游地学论文集 (第八

集)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15-31.

[ 3] � 徐树桐,刘贻灿,江来利,等. 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带的确定及存

在问题[ J] . 自然科学进展, 1999, 9( 1) : 14-23.

[ 4] � GB/ T 18972- 2003.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S] .北京: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

ORIGIN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OF GEOLOGICAL

86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2010年



REMAINS IN DABIE MOUNTAIN NATIONAL GEOPARK IN ANHUI
ZHANG Sh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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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abie mountain nat ional Geopark is one of several Geoparks in China. It is integrated w ith

granit ic, metamo rphic, vo lcanic, morphotectonic r ock and Danxia landform features. Accor ding to the

Nat ional Standard of Classificat ion, Invest ig ation and Evaluat ion of Tour ism Resources, qualit ive and

quant itat ive analysis methods w 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geolog ical remains o f Dabie M ountain Nat ional Ge-

opark in Anhui.

Key Words: � Geolo gical remains; Origin; Assessment ; Dabie M 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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