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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嵊州市拥有较为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 其中尤以地貌景观类、 古生物类和

水体景观类最具特色。 根据地质遗迹资源特征、 成因， 将本区地质遗迹资源分为 ７
大类， 概述了区内典型地质遗迹特征。 结合地质遗迹保护现状， 提出了地质遗迹保

护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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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 由于内外动力的地质作用而形成、 发展

并遗留下来的珍贵的、 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１］。 随着地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地质

遗迹资源科研价值得到广泛深入的挖掘， 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地

质遗迹资源， 其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科学合理性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２ ～ ３］。 开展地质遗迹

资源调查， 不仅可满足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 “建设生态省、 发展大旅游” 的目标任务，
也是地质遗迹资源保护工作和创建地质公园的需要［４ ～ ５］。

嵊州市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 亟待加强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本文在对嵊州

市地质遗迹资源详细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嵊州市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现状， 对该地区地质遗

迹的保护利用方法等进行了探讨。

１　 自然地理、 地质概况

嵊州市位于浙江省中东部， 地处嵊州—新昌断陷盆地， 隶属绍兴市， 面积约 １７９４ ｋｍ２。
区内地势起伏较大， 中部为冲积、 坡洪积平原和丘陵台地， 地势平坦开阔； 周边为低山丘

陵， 沟谷发育， 河流切割强烈， 山体坡度变化较大， 植被发育， 山脉走向以北东—北西向为

主。 嵊州市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温暖湿润，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 地表水均

属曹娥江水系， 其中位于嵊州市境内的曹娥江段称为剡溪。
嵊州市位于华南褶皱系之浙东南褶皱带东北端， 出露地层以中元古界陈蔡群最为古老，

其余均为下白垩统—第四系。 区内山区断裂构造发育， 西北和西南山区发育北东、 北西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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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断裂； 北部及东部山区主要发育北北东向断裂。 断裂构造规模一般较大， 延伸较长，
周边岩石较破碎。

２　 地质遗迹资源类型和特征

２ １　 地质遗迹资源类型

嵊州市 ６０ 处地质遗迹可划分为 ７ 大类， 即地质剖面、 地质构造、 古生物、 矿物与矿床、
地貌景观、 水体景观和环境地质遗迹景观 （见表 １， 图 １）。

表 １　 嵊州市地质遗迹分类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大类 类 亚类 重要地质遗迹

地质剖面 地层剖面 地方性标准剖面 张墅嵊县组剖面

地质构造 构造形迹 中小型构造 大岗头盾火山、 雅致古火山口、 畚箕湾盾火山、 嶀大山火山穹窿

古生物
古动物 古脊椎动物化石产地

何家、 何家桥、 上碧溪、 下碧溪、 艇湖、 东塘、 春联、 棠头溪、
福泉山、 崇仁镇西、 亭山、 戴望、 孔岭等地恐龙蛋化石产地

古植物 古植物化石产地 八宿屋炭化木化石产地

矿物与矿床 典型矿床 典型非金属矿床 浦桥硅藻土矿

地貌景观

岩石地貌
景观

流水地貌
景观

花岗岩地貌景观 灵鹅石火囱花岗岩石蛋、 灵鹅石火囱花岗岩石柱

火山岩地貌景观

梓溪球泡流纹岩、 梓溪石和尚凝灰岩石柱、 梓溪擎天石凝灰岩石
柱、 梓溪雄狮吼天凝灰岩石柱、 梓溪将军岩凝灰岩石柱、 梓溪金
银谷崖嶂、 金钩百丈岩崖嶂、 通源乡白雁坑骆驼峰突岩、 新近纪
玄武岩台地、 石舍玄武岩柱状节理景观

流水侵蚀地貌景观
梓溪壶穴、 梓溪浙东大龙谷峡谷、 梓溪金银谷峡谷、 金钩百丈幽
谷峡谷、 桥上三步跳峡谷、 梓溪断尾龙侵蚀槽

水体景观

泉水景观

瀑布景观

温泉景观 砩水温泉

冷泉景观 小柏饮用天然矿泉水

瀑布景观

金钩百丈飞瀑瀑布、 金钩逍遥瀑瀑布、 金钩一线瀑瀑布、 金钩燕
尾瀑瀑布、 金钩戏珠瀑瀑布、 金钩五叠泉瀑布、 金钩鸳鸯瀑瀑
布、 梓溪天兴潭瀑布、 梓溪玉龙飞瀑瀑布、 梓溪天阶清流瀑布、
梓溪金银瀑瀑布、 上周龙头瀑布

环境地质
遗迹景观

地质灾害
遗迹景观

山体崩塌遗迹景观
梓溪崩塌洞、 留王军马场崩塌遗迹、 白术园崩塌遗迹、 覆卮山石
浪飞花崩塌遗迹、 白雁坑崩塌遗迹

地裂与地面沉降遗迹景观 福泉山地裂缝

　 　 注： 按 《浙江省地质遗迹调查评价技术要求 （试行）》 划分

２ ２　 典型地质遗迹特征

如前所述， 嵊州市地质遗迹点较多， 因篇幅所限， 本文仅择其具有代表意义的地质遗迹

进行简要特征叙述。
２ ２ １　 张墅嵊县组剖面

嵊县组是以嵊州地名 （原称为 “嵊县”） 命名的地层剖面， 为一套大陆火山喷溢相玄武

岩夹泥岩、 粉砂岩、 砂砾岩、 硅藻土等河湖相沉积组成的多旋回地层体［６］， 以玄武岩之顶

面与上覆第四系砂砾石层呈不整合接触， 以玄武岩或泥岩、 粉砂岩之底面与下伏中生界不整

合接触［７ ～ ８］， 厚度一般 １００ ｍ 左右。
张墅嵊县组剖面由浙江区调队 １９９２ 年草测， 底部为灰白色、 深灰色粉砂质泥岩、 泥质

粉砂岩， 其上为 ３ 层玄武岩夹 １ 层硅藻土及 １ 层深灰色泥岩、 紫红色粉砂岩。 张墅嵊县组剖

面反映了嵊州市境内曾有较大规模的 ３ 次岩浆活动。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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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嵊州市地质遗迹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２ ２ ２　 畚箕湾盾火山

畚箕湾盾火山大致呈东西向扇形分布， 面积约 １２ ｋｍ２， 以爆裂喷发开始， 后又经历了 １
次爆发和 ３ 次喷溢。 在畚箕湾火山作用的产物中含有较多壳源和深源包体， 特别是寄主于含

气孔玄武岩内的基性二辉斜长麻粒岩包体［９］。 二辉斜长麻粒岩的发现， 在浙、 闽东部地区

尚属首次， 证实了浙、 闽东部下地壳曾发生过地幔玄武岩浆的底侵作用。
２ ２ ３　 艇湖恐龙化石产地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至 ２００３ 年因公路施工， 在约 １ ｋｍ２ 范围发现有数处恐龙蛋化石、
恐龙骨骼化石。 其中现保存于嵊州博物馆内蜥脚类巨龙腿骨化石长 １２６ ｃｍ。 蜥脚类恐龙骨

骼与蛋共生组合非常少见， 对研究盆地古生态环境、 古气候环境以及区域盆地地层对比和时

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２ ２ ４　 八宿屋炭化木化石产地

八宿屋炭化木化石由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矿勘院于 ２０１０ 年在嵊州八宿屋村附

近进行野外调查时发现。 炭化木化石树形保存完整， 炭化程度高。 在浙东地区永康群沉积岩

中发现有大量的硅化木， 但炭化木的发现迄今未见报道， 而在形成时代更早的距今约 １ ３ ×
１０８ ａ 下白垩统西山头组中发育如此高大完整的树木化石， 实属罕见， 说明浙江早白垩世时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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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已有高等植物发育。
２ ２ ５　 浦桥硅藻土矿

硅藻土矿是嵊州市典型的非金属矿， 累计查明资源量 ４３０６ ７ × １０４ ｔ， 预测资源量达 ５ ×
１０８ ｔ。 解放前就已少量开采， 有很长的开采历史， 是华南地区已知最大的湖相生物沉积型硅

藻土矿。 硅藻土矿在嵊州产量大， 分布面积广， 厚度大， 连续性好， 品位均匀， 硅藻种属单

一， 成矿类型典型， 是浙江省著名的硅藻土矿。
２ ２ ６　 金钩百丈飞瀑瀑布群

百丈飞瀑瀑布群共有 ９ 条瀑布， 素有 “江南第一瀑布群” 之称［１０］， 分别为百丈飞瀑、
逍遥瀑、 一线瀑、 燕尾瀑、 戏珠瀑、 鸳鸯瀑、 五叠泉等， 分布在百丈幽谷峡谷及支沟中。 其

中以百丈飞瀑瀑布最为壮观。 瀑布如一条条白色银带挂在山间， 流水击打在光滑的岩壁上，
发出阵阵巨响， 如雷不绝； 水花四溅， 形成水雾腾腾向上的壮观景象， 撼人心魄。 在阳光的

照射下， 水雾折射出动人的光彩。
２ ２ ７　 砩水温泉

砩水温泉是浙江省内少见的游离二氧化碳温泉水， 极具医疗、 保健、 养颜等功效。 温泉

水赋存于玄武岩及红层盆地下伏的白垩系熔结凝灰岩构造破碎带中， 水温 ２９ ℃， 单位涌水

量大于 ５０４ ｍ３ ／ ｄ·ｍ，水量丰富。
２ ２ ８　 石舍玄武岩柱状节理景观

石舍玄武岩柱状节理景观， 分布范围约 ９ ｋｍ２， 以石舍村出露状况为最好。 单个玄武岩

柱横断面有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以不标准六边形居多， 岩柱柱状节理垂直产出， 形态

较规则， 但在出露区西南侧和北侧， 可见玄武岩柱呈放射状产出。 石舍玄武岩柱状节理景观

在浙江省内规模较大、 保存较为完整、 美学价值较高。
２ ２ ９　 白雁坑崩塌遗迹

白雁坑崩塌遗迹分布面积约 ０ １５ ｋｍ２。 自海拔 ６００ ｍ 的村庄至海拔 ８００ ｍ 的山体斜坡上

可见大量的巨石散落， 最大直径可达 ５ ｍ， 体积超过 ３０ ｍ３。 白雁坑崩塌遗迹规模较大， 分

布范围广， 在浙江省内具有代表性。 浙江省内许多崩塌遗迹中， 往往难以找到崩塌体的来

源， 而白雁坑崩塌遗迹可以明晰地确定崩塌发育的初始位置， 岩性、 节理等因素对崩塌的控

制作用也十分明显。
２ ２ １０　 福泉山地裂缝

据 《嵊县县志》 和 《万历县志》 记载， 福泉山地裂缝形成于明朝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 年），
“嘉靖三年前大旱。 一夜风雨雷电骤作， 拂晓前一声巨响， 几十里外人从梦中惊醒， 不知何

故。 后报县里系福泉山岩石崩裂， 分二列三段， 各长 ３０ 余丈， 高五六丈， 裂内可容数百人。
县派人察看， 地裂长数里。” 地裂缝共有 ４ 条， 走向为近东北向， 延伸长度近 １０００ ｍ， 错距

最大可达 ７ ～ ８ ｍ， 最大深度可达 ２０ ｍ， 是一处较为壮观的地质灾害遗迹景观。 地裂缝的形

成可能与其所处的地层构造有关。

３　 地质遗迹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３ １　 存在问题

３ １ １　 地质遗迹遭到严重的破坏

嵊州市拥有 １４ 处古生物化石产地， 除炭化木原地保存， 部分恐龙骨骼、 恐龙蛋收藏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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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和浙江省自然博物馆之外， 恐龙化石产地均不同程度遭受了破坏。
一些人类工程， 如修建水库、 采石等， 影响了地质遗迹的优美性， 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

地质遗迹。
３ １ ２　 保护意识淡薄， 保护资金不足

由于地质遗迹保护宣传不到位， 人们对地质遗迹保护的意识较为淡薄。 再加上地方政府

用于地质遗迹保护的资金较少， 一些保护设施、 宣传都不能及时完成。 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

素造成的地质遗迹破坏较为严重。
３ １ ３　 管理机制不健全， 管理不到位

由于地质遗迹保护正处于起步阶段， 未形成健全的管理制度、 部门和手段， 导致管理不

到位， 无法把地质遗迹保护落到实处， 以至于一些地质遗迹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３ ２　 建议与对策

３ ２ １　 加快省级地质公园的申报

在对嵊州市地质遗迹资源系统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地质遗迹现

状、 保护现状、 旅游资源现状， 积极申报省级地质公园， 以期形成一个有序、 合理、 适合当

地发展的地质遗迹保护利用模式。
３ ２ ２　 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地质遗迹保护

地质遗迹保护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 应争取多方面资金来源， 用于地质遗迹保护当中。
对已经遭受破坏或易遭受破坏的地质遗迹进行保护工程的建设， 确保地质遗迹的完整性。
３ ２ ３　 健全管理机构， 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设立专门的地质遗迹管理机构， 建立、 健全相关的地质遗迹规章制度。 同时， 积极

吸引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高学历地质学和相关专业人才到地质公园工作， 优化管理人员

结构， 不断加强导游服务人员的知识培训， 修建地质遗迹标识系统， 提升旅游品位， 普

及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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