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甘肃省新近系!侏罗系碎屑岩红色或杂色地层"俗称红层#分布广泛$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形成

了众多造型多样的丹霞地貌$呈现出较高的科研%美学及地学旅游价值& 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关于甘肃省红层

和丹霞地貌多数景观尚'处在深闺人未识(的境界& 文章在梳理红层与丹霞地貌概念%甘肃省的分布特征的基础

上$概略回顾丹霞地貌景观的研究过程%取得的主要成果及开发利用现状$深入总结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全

面查清特色地质旅游资源家底%扩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渠道$在保护前提下进行适度开发的建议$以期为当前社会

经济发展服务$不断推动甘肃省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地质旅游)丹霞地貌)回顾)开发建议)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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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刘乃强(王刚刚(王 岩(张雪亮(冯鼎朝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地勘院(甘肃 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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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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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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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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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
(

月
*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确

定
''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2&

级旅游景区的公告,(

张掖七彩丹霞旅游景区榜上有名( 成为继敦煌鸣沙

山-月牙泉.天水麦积山.平凉崆峒山以及嘉峪关文

物景区之后的甘肃省第
(

家
2&

级景区/

'8'8

年
('

月(临夏州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成为甘肃省

第
&

家
2&

级景区*

'8'8

年
*

月
*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

'8"

次会议在巴黎召开(张掖地质公园获得0世界地

质公园1桂冠(成为甘肃省第二个世界地质公园'第

一个是敦煌世界地质公园$*

张掖地质公园获批世界地质公园称号( 给我们

广大地质工作者提出了一是甘肃省是一个红层与丹

霞地貌较发育的地区(如何更好地研究.开发.利用.

保护等问题是当务之急/ 二是如何打造多个具自然

景观与人文景观构成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区域( 集较

高的科学性.美学价值.观赏价值等方面的宣传'如!

在张掖地质公园的公告中0七彩丹霞1的提法缺乏科

学性$(提供一个地质科学研究与普及的基地*

(

红层与丹霞地貌的概念

红层地貌属于地质遗迹资源的一种( 红层是地

球历史上形成的红色岩系的总称*

丹霞地貌(属于红层地貌* 是指红色砂岩经长

期风化剥离与流水侵蚀( 而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

峭的奇岩怪石( 主要发育于第三纪-侏罗纪水平

或缓倾的红色地层中(是巨厚红色砂岩.砂砾岩层

中沿垂直节理裂隙发育形成的各种丹霞奇峰的总

称*

0丹霞1一词(源于曹丕的2芙蓉池作诗3-丹霞

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

年(冯景兰等将构成广东

丹霞山的红色地层及粤北相应地层命名为 4丹霞

层1/

("%)

年(陈国达首次提出4丹霞山地形1的概

念(并于
("%"

年正式使用4丹霞地形1这一分类学名

词描述丹霞层发育的地形/

("<(

年( 黄进首次使用

4丹霞地貌1的术语*

丹霞地貌以广东韶关丹霞山最为典型( 其最基

本定义就是4有陡崖的红层地貌1* 丹霞地貌的标准

形态是4顶平.身陡.麓缓1(在甘肃省由于局地顶部

覆盖中下更新统半胶结砂岩或砂砾岩( 还具有 4檐

突1的特征* 红色调是丹霞地貌的主要色彩要素(所

谓4色如渥丹(灿若明霞1/同时(由于丹霞地貌广泛

分布在各种气候类型区和不同的地貌单元( 发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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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天水麦积山丹霞地貌景观

!"#$ % &'()"' *+(,-./0 .- 1'"2"34'( "( 5"+(346"

件千差万别!造就了丹霞地貌的多样性和典型性!有

较高的美学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是构成风景名山

的主要地貌类型之一"

78%8

年
9

月! 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
:;

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包括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龟峰#

湖南崀山#浙江江郎山#福建泰宁和贵州赤水组成的

丹霞地貌组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代表了丹霞

地貌从青年期到老年期完整的演化及不同阶段的综

合景观系列!以'中国丹霞(统一命名"

7

甘肃省红层与丹霞地貌的分布

甘肃红层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陇东#陇西地区

和河西走廊!其中陇东#陇西地区的红层上一般覆盖

有黄土! 河西走廊的红层上覆为巨厚的第四系河湖

相松散堆积层)在祁连山浅山区及北山#西秦岭等地

的红层则直接出露于地表! 是甘肃省丹霞地貌的主

要分布地带和承景地层"

甘肃省红层与丹霞地貌除嘉峪关市外!其余各

市*州+均有出露!以黄河流域兰州#白银#临夏#平

凉#天水*图
%

+以及内陆河流域张掖*图
7

+#武威#

金昌# 酒泉等地出露较集中! 甘南高原区出露最

少"

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甘肃省绝大多数丹霞

地貌尚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界" 根据中山大

学黄进教授多年的考察及研究!我国已发现有丹霞

地貌的省市区共有
79

个 !

丹霞地貌发育
% 87;

处!其

中甘肃省有
%%7

处*数据统

计 截 止
78%<

年
=

月
7:

日+!占全国的
%8>

左右!丹

霞地貌分布数量排在江西

省和四川省之后!在全国处

第
:

位"

近几年以来! 甘肃省地

勘单位相继又在镇原县新集

乡姚新庄# 漳县三岔镇韩家

沟#玉门市赤金镇红柳峡#盐

锅峡镇湟水河右岸# 永登县

苦水镇猪驮山# 陇西县永吉

乡陈家门和和平乡永胜村等

地发现丹霞地貌
?

处! 使甘

肃省丹霞地貌总数达到
%%=

处"

:

丹霞地貌研究回顾

788@

年
?

月
7:

日!第
%8

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

开发学术研讨会暨张掖丹霞旅游开发研讨会在甘肃

张掖举行! 会议上由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学

会的理事长彭华起草了 %关于中国丹霞地貌联合申

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倡议书&"彭华解释,'中国丹霞的

捆绑申遗考虑系列不仅是湿润区从青年期到老年期

的系列!还包括了西南地区的高原山地型丹霞#西北

地区的干旱和极干旱荒漠型丹霞# 青藏高原的高寒

型丹霞等在内的大系列" 初步拟定
%8

个景区!西北

区则选了极具代表性的张掖和青海坎布拉" 但遗憾

的是!在申遗项目启动之时!张掖丹霞地貌却因经费

不足等原因退出了'中国丹霞(申遗行列!失去了一

次名扬世界的宝贵机会"

78%8

年
9

月!'中国丹霞(申遗成功!使丹霞地

貌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特殊自然地理现象" 从

此也让张掖所独有的西北干旱区彩色丘陵和窗棂状

宫殿式丹霞地貌进入全球视野! 受到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高度关注)

78%7

年
<

月! 张掖丹霞地貌入选国

家地质公园"

78%7

年
9

月
7:

日
A 7@

日!中国地质学会旅游

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第
7?

届年会暨张掖国家

地质公园建设与旅游发展研讨会在甘肃省张掖市举

行" 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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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张

掖市人民政府主办" 张掖市

国土资源局承办# 会议代表

考察了张掖红层与丹霞地貌

景区" 对公园的建设和旅游

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

建议$

"#$!

年
%

月
"$

日
& "'

日"第
(!

届全国丹霞地貌旅

游开发学术研讨会% 中国地

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

组第
!

次会议在甘肃省平凉

市举办$ 本次会议是在半干

旱&半湿润过渡区召开的第

一次全国丹霞地貌大会"呈

现的特点是丹霞地貌的基础

研究向多学科交叉以及应用

研究多元化方向拓展" 对于

了解和对比丹霞地貌的空间

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交流了丹霞地貌基础理论

以及区域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的实践" 并对平凉崆峒

山旅游资源开发% 旅游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等问

题展开了讨论$ 在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

作组第二次会议上" 鉴于西北地区丹霞地貌的特殊

性和普遍性"便于今后的研究和交流"增补兰州大学

程弘毅副教授为工作组委员$

"#()

年
*

月
"( & *

月
"!

日"第
()

届全国丹霞

地貌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赤水市举办"会

议根据西北地区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的需要" 成立

了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分会" 增选

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研究所研究员王得楷担

任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
+

分会
,

副主

任$

"-(*

年
.

月" 甘肃省地调院孙新春等依托甘

肃省省级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甘肃省特殊景观区

典型地质剖面综合调查研究(成果出版了)张掖地

质公园彩色丘陵成景机制研究*一书"该成果采用

地质剖面法从地层结构!岩石组成形成环境!颜色

分析! 成景机理等方面对张掖彩色丘陵进行了系

统研究和科学解读" 弥补了彩色丘陵地貌研究的

短板$

"-$*

年
/

月"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启动了一项关

于丹霞地貌的省级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甘肃省漳县

韩家沟丹霞地貌地质遗迹调查("由甘肃省地矿局第

三地勘院承担+依据调查成果"成功申报了全国首批

地质文化村&漳县九居谷地质生态文化体验村"发

挥出显著的成果转化效应$

"-"-

年
*

月"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以竞争性谈判

方式确定甘肃省地质调查院承担省级基础地质调查

项目 '甘肃省永登县树屏及周边地区彩色丘陵调查

与评价(+依据调查成果"项目承担单位得出,'-

$

.兰

州周边的红层地貌发育" 以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为

主"形态各异"与周围其它景观浑然一体"具有极高

的科学研究价值和美学观赏价值+-

"

.红层地貌的成

景地层以早白垩世河口群为主" 古近纪西柳沟组和

野狐城组%新近纪甘肃群次之+-

'

.红层地貌形成的

地文景观类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具有很大的旅游开

发价值(的结论$

!

丹霞地貌开发利用现状及研究展望

!" #

丹霞地貌与地质公园

截止
"-"-

年
%

月" 甘肃省已建成地质公园
'%

个-含取得资格的.-表
$

."其中世界级
"

家%国家级

$"

家%省级地质公园
"!

家$ 在众多地质公园中"地

质遗迹保护对象中丹霞地貌占
.-0

" 并以景泰石

林%永靖炳灵寺%临潭冶力关%渭源渭河源%崇信龙泉

寺%庄浪云崖寺%天水麦积山以及兰州天斧沙宫等地

质公园共同组成了'黄河丹霞地貌资源区($

图
!

张掖平山湖丹霞地貌景观

1234 ! 567826 967:;<=> <; ?273@A67AB 27 CA673DE 52@F=2GF

刘乃强等,甘肃省红层与丹霞地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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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地貌与地质文化村

!"!"

年
#

月!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学会

印发的#地质文化村建设工作指南$试行%&指出'地

质文化村是指依托地质资源禀赋! 通过深度挖掘地

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乡镇建设相融合!发展

特色产业和经济!提升乡村"乡镇生活品质和文化内

涵!形成的宜居宜业的特色村落(

甘肃省地矿局围绕地勘工作 )两提供三支撑*

$提供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提供地质专业技术服务"

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支撑防灾减

灾%的定位!积极探索地质文化村建设!并将其作为

新时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和

推进地质调查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地质

文化村建设三处选点均与丹霞地貌有关! 分别是天

水市麦积区红崖村"漳县三岔镇九居谷"东乡县唐汪

镇河沿村(

!"!"

年
$

月! 中国地质学会在江西省赣州市

举办地质文化村申报培训班 $第一期%! 主办方组

织与会人员参观了江西省规划的首个地质文化

村,兴国县高多地质文化村! 其主要地质特色也

是丹霞地貌! 已规划成为)地质
#

生态农业*的模

式典范(

!" $

丹霞地貌研究展望

甘肃省红层是丹霞地貌发育的物质基础和承景

地层!符合宗教所崇尚的主色调!而且红层砂岩和砂

砾岩相比其它岩石便于雕刻! 因此丹霞地貌常与石

窟"雕塑紧密相伴!并以世界文化遗产麦积山$

#%

%

与甘谷大象山"武山水帘洞拉梢寺"木梯寺!庄浪云

崖寺"永靖炳灵寺石窟$

#%

%等共同组成古丝绸之路

)石窟艺术走廊*!故甘肃省有)甘肃无处不石窟!石

窟无处不丹霞*之誉( 因此!丹霞地貌作为一种旅游

地貌资源! 决定了它的研究离不开为开发旅游资源

服务的性质( 随着其自然和文化遗产价值越来越被

社会各界认识! 甘肃丹霞地貌必将显现出蓬勃发展

的生命力(

!"!"

年
&

月
'

日!在第十一批世界地质公园推

荐评审会上!专家组推荐甘肃临夏地质公园"青海尖

扎坎布拉丹霞峰林地质公园" 江西武功山地质公园

!

家单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送世界地质公园材

料(

临夏地质公园涉及临夏市"和政县"永靖县"东

乡县"广河县以及临夏县等六个县!以刘家峡白垩纪

恐龙足印化石群"炳灵丹霞地貌"世界文化遗产炳灵

寺石窟"黄河三峡景观"临夏市八坊十三巷以及广河

齐家文化等人文景观为支撑! 打造临夏世界地质公

园( 如能成功申报!将大幅度加强红层与丹霞地貌"

古生物化石等地质遗迹的研究与保护! 对促进甘肃

地质旅游事业发展!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巩固拓展扶

贫攻坚成果等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表
%

甘肃省地质公园建设成果一览表

()*$% & +,-.)/01 ,12)*3415,6 47 +)718 9/-:47;,

序号 公园名称 地质遗迹保护对象 级别

&

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 雅丹地貌 世界级

!

张掖世界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彩色丘陵 世界级

<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雅丹地貌 国家级

=

永靖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

景泰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 石林"雅丹"丹霞 国家级

>

平凉崆峒山国家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国家级

'

和政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

天水麦积山国家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河谷地貌 国家级

?

张掖丹霞国家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彩色丘陵 国家级

&"

永靖炳灵丹霞地貌国家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国家级

&&

宕昌官鹅沟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

临潭冶力关国家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国家级

&<

迭部扎尕那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级

&=

张掖平山湖国家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国家级

&#

漳县贵清山,遮阳山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武都万象洞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文县天池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玉门硅化木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天祝马牙雪山峡谷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卓尼大峡谷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肃北公婆泉恐龙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崇信龙泉寺省级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省级

!<

碌曲则岔石林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渭源渭河源省级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省级

!#

武山水帘洞省级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省级

!>

鸣沙山月牙泉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金塔黑河省级地质公 省级

!$

临洮县紫云山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庄浪云崖寺省级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省级

<"

兰州连城吐鲁沟省级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省级

<&

兰州天斧沙宫省级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 省级

<!

积石山石海冰川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永昌北海子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徽县三滩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两当云屏三峡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成县鸡峰山,西峡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嘉峪关市大峡谷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夏河甘加白石崖省级地质公园 省级

>=



第
!

期

意义! 必将进一步带动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

"

丹霞地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开发建议

!" #

存在问题

#

#

$甘肃丹霞地貌区尚未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调

查

甘肃丹霞地貌区虽然分布广泛! 但尚未进行过

系统全面的调查评价%截止目前!已有的调查成果多

是配合地质公园& 地质文化村申报等专项任务进行

的!研究水平还停留在景观定性评价的程度上!尚不

能对丹霞地貌的精准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多年

以来! 国内专家学者对甘肃丹霞地貌旅游形象建设

及地貌分区方面发表了诸多的调查&研究成果!尚没

有进行系统数据收集与整理"

(

$

$基础研究工作薄弱且不均衡

甘肃红层与丹霞地貌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多姿

多彩!且具有独特性!既拥有美轮美奂的张掖&敦煌

两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有数量众多的国家级和省级

的重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文物保

护单位等!对这些景区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虽然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比地貌学的其它分支其研

究程度仍显薄弱!尤其是对甘肃优质丹霞地貌的品

质认识与南方丹霞地貌基础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

的差距!其科学文化内涵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发

掘%

(

%

$红层地貌区的生态退化问题

甘肃红层地貌分布区大部气候干旱! 许多地方

存在着水土流失和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 其主要原

因主要是乱砍乱伐& 过度开垦利用等人类活动引起

的! 而且这种荒漠化趋势在短期内是不可逆的% 因

此!遏制红层地貌区荒漠化问题!保护脆弱的丹霞地

貌!是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 $

丹霞地貌开发建议

(

&

$丹霞地貌景观资源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属

性和文化属性% 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显示出丹

霞地貌强烈的异质性色彩! 展现出重要的自然遗产

价值&绝妙的美学价值和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开发

时应予以高度重视%

(

$

$甘肃省红层与丹霞地貌分布广泛&形态多

样&特征鲜明!而且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其极

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旅游产业和特色地质地貌关系

密切!建议以建设乡村振兴旅游景点为契机!加大红

层与丹霞地貌调查研究力度! 摸清特色地质旅游资

源家底!扩大旅游优质产品供给渠道!在保护前提下

适度开发!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使之造福人类!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

(

%

$查明甘肃省红层与丹霞地貌旅游资源的空

间分布规律!对其科学文化内涵&资源品级&景区建

设&区域合作&国际对比以及丹霞文化景观发掘等

多层次&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运用遥感技术&全球定

位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及其集成技术(

%'

技术$&无

人机倾斜摄影技术以及地貌形变监测技术等!开展

全方位的资源调查评价及地质环境演化过程与趋

势的研究!编制资源开发与保护规划!规划科学合

理的旅游线路!精准做好红层与丹霞地貌资源的保

护与开发%

(

!

$张掖是国内唯一的彩色丘陵与窗棂状&宫殿

式丹霞地貌景观复合区!现已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国

家
"(

级旅游景区! 另外周边还有张掖平山湖国家

地质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等地质旅游资源!建议相

关部门无需再用争议颇多的宣传口号来加持' 宜理

清发展思路!摆脱攀附与形象遮挡!正确引导旅游的

科普性与典型性&美学价值&观赏价值!大力宣传旅

游的多元形象!进一步整合区域自然资源优势!积极

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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