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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旅游地学》(Tourism Earthscience)是笔者等
应用地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为旅游业服务中，
於上世纪八十年代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旅游地
学在实践中推动了地质公园(Geopark) 的创立和
发展，而地质公园为地质旅游的发展搭建了一个
坚实的平台，他们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本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旅游地学概论，二,中国
大陆地质旅游的历史与现状，三,对今后地质旅游
工作的建议。目的是想将旅游地学发展现状介绍
给与会代表，以期旅游地学学科在地质旅游活动
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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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旅游地学概论 

    1.旅游地学的定义   

     1985年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成立时，将旅游地学的定义列入会章第2条：

“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研究、规划、开发与
保护工作服务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1991年陈安泽、卢云亭等著的《旅游地学概论》提出了新的定义：“旅
游地学是地球科学的一个新兴分枝学科，是旅游地质学和旅游地理学两门学科
的总称”。 

《旅游地学大辞典》将旅游地学的定义进行扩展及细化即：旅游地学是地球
科学与旅游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主要包括旅游地质学和旅游地
理学两个分枝。旅游地学以地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并吸收其它学科(美
学、景观科学、环境科学、旅游学)的理论与与方法，研究旅游业涉及的下列问
题。1) 研究旅游业的主体要素——旅游客源市场；2）研究构成旅游业的客体
要素——旅游资源；3) 研究旅游业的媒体要素——旅游接待设施中及管理措施
中涉及的地学问题；4) 研究地质公园建设与管理等 。旅游地学是指导地质公

园事业发展促使旅游业迈向科学旅游时代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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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旅游地学的研究内容  

 
• (1). 研究旅游业的主体要素—游客及客源市场 

 

• 主要运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区域地理学
和旅游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游客在区域上的分
布规律及因地理环境、气候地带、交通条件、人
口构成、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对
客源市场的制约，以便确定各该旅游区的主要、
次要、机会游容市场。客源市场是旅游业的主体
要素，没有游客旅游业就无从谈起,因此客源区分
布规律是旅游地学的首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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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构成旅游业的客体要素-旅游资源 

•     主要应用自然地理学，特别是地质学的原理和
方法，并吸收美学、景观科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去
研究旅游资源。重点研究自然旅游资源，探讨自
然旅游资源的类型划分、形成原因、分布规律、
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科学普及教育价值、旅游
开发价值、保护方法、及规划利用等；研究人文
景观资源中涉及的地学问题，如古建筑、古文化
遗址、石窟、园林的地质背景条件、环境因素等。             

近来还将观赏石宝石玉石等旅游商品也列入研究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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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学资源成因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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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旅游业的媒体要素—旅游接待设施与政策 

• 主要应用地质学、环境科学、旅游学的理
论和方法去研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涉及的地
学及环境学问题：如旅游道路、建筑物的
选址、选线、地基稳定性评价，休疗地的
各种地学背景场值（阳光、温度、湿度、
风力、放射性、磁场、电场、微量元素、
负离子、浴疗水质等）、各种地质灾害因
素等，以确保各类旅游设施的安全、旅游
环境的优良、游客的安全等。以及为改善
旅游业因地制宜而制订的环境保护规章、
条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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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地质公园建设与管理问题 

      如：地质公园申报、地质遗迹及其保护方法、地

质公园规划、科学解说体系建设(公园主副碑、公园

地质博物馆、科普电影馆及科普电影创作与拍摄、

景点景物解说牌栏、地质公园科学导游指南书、科

学导游图、各种电子科普读物编写、导游员培训、

安全及引导标志等)、地质公园科学研究、科学普及、

科学旅游产品打造、公园信息化建设(环境与资源保

护监测、游客安全监测，公园数据库，对外通讯网

站等)、地质公园推广及姊妹公园建立、地质公园管

理机构、人员配制等。还研究自然遗产、国家公园、

森林公园、矿山公园等涉及的地球科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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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旅游地学产生的背景 

    根据科学发展史研究获得的认知及我们亲身的体
会得出如下结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主要取决两大
因素： 

 1）社会的需求是产生新学科的原动力，是促使新
学科建立的发动机，是新学科产生的客观因素，或
称之为外在因素；2）一个成熟的学科自身向外扩
展的需要，是产生新学科的依据，是促使新学科发
展的内在因素。新学科总是沿着老学科的边缘与其
它学科相杂交而产生的。 

     旅游地学就是这两个因素都具备的条件下诞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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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旅游业发展的需求。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的提出，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和人们的创造性，随
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大发展和旅游业的空前繁荣，
旅游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各种学义其服务。地学在
提供自然景观旅游资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旅游
业的迅猛发展为地学带来了新的社会的需求，推
动着地学为旅游服务，推动着旅游地学的诞生。  

• （2）地学向外扩展的需求。地学是一门古老成熟的
学科，迫切需要借助新的杜会需求向边缘扩展。  
旅游业的需求为其向外拓展构筑了一个新平台。
地学理论和方法为创立旅游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旅游地学的创立也为古老的地学带来了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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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旅游地学学科发展现状 

    旅游地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已走过
“孕育”、“初创”、“成长”、“新开拓”等
阶段,并正向成熟阶段迈进。在学科上己被国内
外承认,但仍很年轻，从理论到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上都极待完善提高，特别是需要向国内外进
行传播引起更多的人对他的关注和支持。地质公
园的问世及中国科学旅游时代的到来,社会上对
旅游地学人才，旅游地学知识的需求空前增加，
为旅游地学向新的高峰攀登创造了机迂，预示着
旅游地学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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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旅游地学对中国旅游业的贡献 

•           旅游地学在旅游实践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旅
游资源探寻、评价、保护、规划、开发利用等方
面，在旅游目的地打造方面，在旅游规范标准编
制面作了大量工作：⑴绝大多数国家级、省级旅
游规划，大多数地区级旅游规划，大部分国家级
旅游规范、标准是在旅游地学专家主持或参与下
制订的；⑵大部分世界遗产地、旅游区、国家风
景区、全部地质公园是在旅游地学家参与下建立
的。旅游地学已为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举
世公认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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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大陆地质旅游历史与现状 

 
• 1,中国地质旅游活动萌生于上世纪70年代表80年代初 

• 2,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为地质旅游初创成长期 

•     ＊理论准备---创立旅游地学学科 

•     ＊组织准备---成立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 

•     ＊人才准备---培养了一批旅游地学(地理、地理)人才 

•     ＊资源准备---地矿部门开始地质旅游资源调查 

•     ＊创建地质旅游产业---山水旅行社、山水旅游宾馆、宝玉石观赏石
公司 

•     ＊地质旅游阵地准备---提出建立地质公园建议和方案 

• 3,2000年--现在--地质旅游快速发展期 

• (1),从2000年-2013年建立了219处国家地质公园,100多处省地质公园 

• (2),从2004年-2013年建立了29处世界地质公园 

• (3),以地质公园为依托有组有计划地开展地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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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 湖北省8处、湖南省10处、河南省15处 

华北地区 河北省11处、山西省8处、内蒙古自治区7处、北
京市5处、天津市1处 

西北地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2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7处、青
海省7处、陕西省8处、甘肃省8处 

西南地区 四川省16处、云南省6处、贵州省9处、西藏自治
区2处、重庆市7处 

华东地区 江苏省3处、上海1处、浙江省4处、福建省12处、
山东省6处、江西省4处、安徽省11处 

华南地区 广东省8处、广西省9处、海南省1处 

东北地区 辽宁省4处、吉林省4处、黑龙江省7处 

香港特别
行政区 

香港国家地质公园1处 

4,地质旅游阵地--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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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质旅游阵地--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发展现状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名录 

第一批（8个），2004年  
- 安徽黄山地质公园   

- 江西庐山地质公园   

- 河南云台山地质公园   

- 云南石林地质公园   

- 广东丹霞山地质公园   

- 湖南张家界砂岩峰林地质公园   

- 黑龙江五大连池地质公园   

- 河南嵩山地质公园    

  

 第二批（4个），2005年   
- 浙江雁荡山地质公园   

- 福建泰宁地质公园   

- 内蒙古克什克腾地质公园    

- 四川宜宾兴文石海地质公园   

  

 第三批（6个），2006年   
- 山东泰山地质公园    

- 河南王屋山—黛眉山地质公园   

- 雷琼地质公园    

- 北京房山地质公园   

- 黑龙江镜泊湖地质公园    

- 河南伏牛山地质公园 

第四批（2个），2008年  
- 江西龙虎山地质公园    

-四川自贡地质公园    
 

 第五批（2个），2009年  
- 内蒙古阿拉善沙漠地质公园   

-陕西秦岭终南山地质公园    

 

 第六批（2个），2010年 
- 广西乐业-凤山地质公园   

-福建宁德地质公园    

 

 第七批（2个），2011年  
- 安徽天柱山地质公园   

-中国香港地质公园  
 

第八批（1个），2012年 
-江西三清山地质公园  

第九批（2个），2013年 
-湖北神农架地质公园 

-北京延庆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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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旅游最重要的基地--29处中国世界地质
公园中的地质地貌、古生物、火山、冰川、
沙漠、水体景观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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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世界地质公园 
花岗岩地貌景观 

高山尖峰花岗岩地貔景观 塔状峰花岗岩地貔景观 

2014/1/2 

江西庐山世界地质公园 古冰川地貌景观 

古冰窖(儲冰场所) 断崖 

U形谷 

注：庐山冰川尚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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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 石英砂岩与石灰岩峡谷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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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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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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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斯
特
石
林
地
貌
景
观 

中间的石柱像形石--阿诗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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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丹
霞
山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丹
霞
地
貌
景
观 

赤壁丹崖景观 

石柱、丹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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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张
家
界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石
英
砂
岩
石
柱
群
地
貌
景
观 

棱角状石英砂岩石柱 

连体石英砂岩石柱 

2014/1/2 喷气锥、喷气碟 

黑
龙
江
五 

大 

连 

池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火
山
地
貌
景
观 

古火山锥及火山口
湖 

喷
气
锥 喷气

碟 喷气锥 喷气穴 2014/1/2 

太古宙(花岗绿岩中的基性火山岩端元——斜长角闪片麻岩)  

中生代碎屑岩、泥岩 倾斜岩层 新生代第四系黄土地貌 

古生代早期的砾、砂岩互层 

 元古宙(直立的石英岩层与尖褶皱) 

河南嵩山世界地质公园 
地
层
与
地
质
构
造
遗
迹 



2/1/2014 

7 

2014/1/2 

四
川
兴
文
世
界
地
质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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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斯
特
石
林
地
貌
景
观 

由二叠系灰岩构成的石林(小岩湾景区) 

由奥陶系龟裂灰岩构成的石林(太安景区) 2014/1/2 

淅江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 
火山岩地貌景观 

凝灰岩地貌景
观 

流纹岩地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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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泰宁世界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景观 

浑圆状山峰及两侧的巷状谷 陡壁上的丹霞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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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克 

什 

克 

腾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花
岗
岩
石
柱
群
景
观 

花岗岩构成的连体方柱群地貌景观 

风触浑圆形花岗岩石柱群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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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山世界地质公园 变质岩地貌景
观 

顶部为南天门 

2014/1/2 

河南王屋山-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 

元古界石英砂岩形成的地貌景观 

石英砂岩柱 

石英砂岩山体与岩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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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
海
南
雷 

琼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火
山
地
貌
景
观 

火
山
锥
及
火
山
口(

海
南
岛) 

玛珥湖-低平火山口湖(雷州半岛湖光岩) 
2014/1/2 

北京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北方型咯斯特地貌景观 

元古界石灰岩形成的陡崖 元古界石灰岩形成的小背斜(下部为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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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龙
江
镜 

泊 

湖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玄
武
岩
地
貌
景
观 

玄武岩流堵塞河道形成的堰塞湖 

在玄武岩流台上地形成的瀑布 

绳状熔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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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 

砂岩中的垂直节理 砂岩中的的恐龙蛋 

恐龙蛋
化石 

2014/1/2 

江西龙虎山世界地质公园 
丹霞地貌景观 

浑圆状山峰 
穿洞形成的象鼻岩造形景观 

2014/1/2 

四川自贡世界地质公园 恐龙化石 

保存在原地的恐龙骨格 
组装的恐龙骨格 

http://www.jingpohu.com.cn/chinese/upload/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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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
善沙
漠世
界地
质公
园 

沙丘中的湖泊 

风蚀花岗岩蘑菇石 

2014/1/2 

终
南
山
山
崩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崩塌堆积 

崩塌堆积 

2014/1/2 

乐业-凤山

喀斯特世界
地质公园  

喀斯特峰丛与穿洞 

喀斯特峰丛 

2014/1/2 

宁
德
花
岗
岩
景
观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花岗岩石穴 

花岗岩流水冲蚀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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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山花岗岩景观世界地质公园  

天柱峰(花岗岩峰) 花岗岩节理崩塌形成的一线天  

2014/1/2 

香港
世界
地质
公园  

黄竹角咀 海蚀景观 

S形酸性熔结凝灰岩六方柱  

2014/1/2 三清山世界地质公园  

S形酸性熔结凝灰岩六方柱  

花岗岩地貌景观 

球形风化像形石 
花岗岩石柱 

花岗岩尖峰 

花岗岩屏状峰 2014/1/2 

花岗岩地貌景观 

神农架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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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 

延庆世界地质公园  
恐龙足迹 

硅化木 长城 

喀斯特地貌景观 

2014/1/2 

 
   ＊.建立了187处地质旅游科普教育基地 

王屋山2006年7月举

办了首届中小学生地
质科普教育夏令营活
动  

科普教育活动 

2014/1/2 

＊已建立185处地质博物馆  

黄山地质公园博物馆4D影院 

云台山地质公园新博物馆 

射洪硅化木地质公园博物馆 

四川兴文地质公园博物馆 

2014/1/2 

地质科普明信片 

地质旅游画册 

地质旅游
光盘 

地质旅游
导游图 

 ＊出版了大量地质旅游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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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野外地质实习 地学夏令营活动  

             ＊举办各种地质旅游科普活动  

2014/1/2 

向11亿游客宣传了地球科学知识 

＊建立了2.1万块科学解说牌 

2014/1/2 

•      三,对今后地质旅游工作的建议 

 
• 1,完善指导地质旅游的理论--《旅游地学》学科体系,加速旅游地学人

才培养 

• 2,完善地质旅游阵地建设：建设与管理好各类地质公园矿山公园；建

设与管理好有地质景观的风景区、旅游区、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
地等 

• 3,办好2014中国地质旅游年。通过旅游年将地质旅游作为旅游新品种
固定下来 

• 4加強国际间地质旅游学术交流。筹备好2014年于中国召开的〝世界

地质旅游大会〞，商讨建立〝世界地质旅游组织〞秘书处常设机构
(拟设在北京大学)。希得到参加〝香港亚太地质旅游研讨会〞与会代
表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加 

2014/1/2 

结束语 
•       《旅游地学》学科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已

成为指导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指导地质旅游业
发展和引导旅游业迈入科学旅游时代的重要理论
之一。地质公园的面世为发展地质旅游奠定了坚
实基础,香港亚太地质旅游研讨会的召开,为世界开
展地质旅游积累了经验,丰富了旅游地学理论。只
要我们与世界同行共同努力,旅游地学必将日益完
善,地质旅游必将成为世界旅游的重要品种，地质
旅游前途光明。预祝亚大地质旅游研讨会完满成
功！聁望香港地质旅游成为世界地质旅游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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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敬请指导！ 

2013.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