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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省是地质遗迹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目前共查明地质遗迹 怨缘员 处，其中重要地质遗迹 缘员愿 处. 地质遗迹分布广泛而又

相对集中，不同类型地质遗迹空间分布各具特色，可划分为武陵山、雪峰山、南岭、罗霄山、湘中丘陵和洞庭湖平原 远 个特色明显的

地质遗迹分布区，其中武陵山区是湖南省最重要的地质遗迹区. 目前省内大部分重要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协调性差. 为有效保护

和合理开发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建议科学确定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类型、形式和模式，并完善其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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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

于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珍

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援 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地质

遗迹资源对于发展旅游事业，进行科普教育和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2］援 湖南省是地质遗迹资

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地质遗迹类型多，分布广，规模大，

综合价值高援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猿 年，湖南省在全国范围内较早

开展了全面系统的地质遗迹调查，取得了较多创新性

成果［3］援 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湖南省地质遗

迹空间分布规律，探索湖南省地质遗迹保护开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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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为湖南省和其他省（区、市）保护与开发利用地质

遗迹提供科学依据和借鉴援

员 湖南省地质遗迹概况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到江南

丘陵和南岭山地到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区，地形以山地、

丘陵为主，地势起伏大，地貌形态多样援 全省宏观地貌

格局表现为东、南、西三面环山，向中部、北部逐渐过渡

为丘陵和平原，形似一个向东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援
全省地层发育齐全，沉积类型多样，岩浆活动频繁，地

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越［4］援 如此地质环境条件，形

成了湖南省异常丰富的地质遗迹资源 援 根据 圆园员员耀
圆园员猿 年开展的地质遗迹调查，湖南省共有地质遗迹

怨缘员 处援 参照中国地质调查局 圆园员圆 颁布的《地质遗迹

调查技术要求》（暂行），湖南省地质遗迹划分为 猿 个大

类和 员员 个小类援 其中，基础地质大类（含地层剖面、岩

石剖面、构造剖面、化石产地和岩矿石产地等）猿猿园 处，

地貌景观大类（含各类地貌景观和各类水体景观）远园圆
处，地质灾害大类 员怨 处，分别占全省地质遗迹总数的

猿源援苑豫、远猿援猿豫和 圆援园豫援 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地质

遗迹综合评价方法，评定湖南省省级以上的重要地质

遗迹 缘员愿 处，其中世界级 员园 处，国家级 员远怨 处，省级

猿猿怨 处（表 员）［5］援

圆 湖南省地质遗迹空间分布

圆援员 地质遗迹空间分布规律

地质遗迹以一定的物质和形态反映漫长地质历史

时期地球物质运动、生物进化及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特

表 员 湖南省地质遗迹类型、级别和数量

地质遗迹类型参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遗迹调查技术要求》（暂行）中的地质遗迹类型划分方案划定援

地质遗迹数量渊按级别冤
世界级

2
0
0

2

1
2

国家级

34
4
11
13
9

46

10 169

省级

17
1
16

88

17
29

339

实例
县级 小计

27 80
6 11
81 108
22 53
48 88

60 196

433 951

2 8 26 14 50
1 7 10 8 26
0 0 15 11 26

0 13 13 14 40
0 9 39 27 75
0 9 34 47 90
0 1 20 25 46
0 1 7 16 24
0 4 0 15 19
0 0 7 12 19 省级院澧县古滑坡群尧石门九斗峪泥石流

类

一尧地层剖面

二尧岩石剖面

三尧构造剖面

渊1冤岩溶地貌

四尧重要化石产地

五尧重要岩矿石产地

六尧岩石地貌

渊2冤碎屑岩地貌

渊3冤花岗岩地貌

渊4冤变质岩地貌

七尧水体景观

渊1冤河流尧湖泊

渊2冤瀑布

渊3冤泉井

八尧流水地貌

九尧构造地貌

十尧其他地貌

十一尧其他地质灾害

地质遗迹类型

大类

基础地质大类

地貌景观大类

地质灾害大类

合 计

世界级院花垣排碧寒武系野金钉子冶剖面尧古丈罗

依溪寒武系野金钉子冶剖面尧桑植芙蓉桥芙蓉龙

化石产地

国家级院株洲天元恐龙化石产地

省级院永顺列夕三叶虫化石产地

世界级院张家界天门山岩溶地貌尧古丈红石林岩

溶地貌尧张家界武陵源砂岩峰林地貌尧新宁崀山

丹霞地貌尧宜章莽山花岗岩地貌

国家级院吉首德夯岩溶地貌尧桑植九天洞尧冷水

江波月洞尧平江石牛寨丹霞地貌尧东安舜皇山花

岗岩地貌尧花垣大龙洞瀑布尧永顺王村瀑布尧涟
源湄江莲花涌泉

省级院常宁庙前岩溶地貌尧攸县白龙洞尧茶陵灵

岩丹霞地貌尧岳阳大云山花岗岩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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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地质遗迹的形成和演化，受到地质背景和地理环

境的影响和制约［1-2］，故地质遗迹分布具有空间分异特

征和规律援 根据湖南省地质遗迹分布状况及其地质地

貌背景，分析研究湖南省地质遗迹的分布规律如下援
圆援员援员 地质遗迹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

湖南省地质遗迹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这一特

征表现在多个方面援 从行政区域来说，湖南省地质遗

迹遍布全省 员源 个市（州）员圆圆 个县（市、区），但又相对

集中于郴州市、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永州市

和邵阳市. 这 远 个市（州）共分布地质遗迹 远员猿 处，占

全省地质遗迹总数的 远源援缘豫援 从地形地貌来看，各类地

形地貌区均分布有地质遗迹，但山地区地质遗迹数量

明显多于丘岗平原区，愿园豫以上的地质遗迹相对集中

于占全省土地面积 缘员豫的山地区援 湖南省各类园区，

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

公园等，均分布有地质遗迹，但地质遗迹更多地集中于

地质公园援 占全省土地面积约 员援远愿豫的地质公园内分

布有重要地质遗迹 员员怨 处（占全省重要地质遗迹总数

的 圆猿援园豫），其他各类园区（不含同时享有地质公园称

号的园区）分布有重要地质遗迹 缘缘 处援
圆援员援圆 不同类型地质遗迹分布各具特色

湖南省不同类型地质遗迹往往分布于不同的地质

构造部位、不同的地层岩性及地形地貌发育区，故不同

类型地质遗迹分布各具特色援 例如，湖南省有 圆 类重

要的碎屑岩类地质遗迹景观：石英砂岩峰林地貌（现称

张家界地貌）［6］和丹霞地貌，其分布规律各异援 石英砂

岩峰林地貌主要分布于湘西北扬子地台区中上泥盆统

云台观组和黄家磴组地层发育区援 因受构造格局的影

响，又集中分布于两大区域，一是天子山向斜翼部的泥

盆系地层区，二是索溪峪向斜的南东翼泥盆系地层

区［7-8］援 丹霞地貌则主要分布于中生代构造盆地白垩

系红层发育区，受红层盆地展布方向的影响，丹霞地貌

集中分布区多呈北东—北北东向带状展布援 受不同区

域构造运动强弱的影响，丹霞地貌发育强度表现为南

强北弱，东西强中间弱，大体上呈马蹄形，与湖南地形

大势基本一致［9-10］援 此外，岩溶地貌主要分布于寒武系—

三叠系碳酸盐岩发育区，红石林则主要分布于湘西北

奥陶系牯牛潭组和大湾组地层发育区［11］援 花岗岩地貌

主要分布于大型燕山期花岗岩基出露区［12］援 变质岩地

貌多分布于湘东北、湘西南、湘中、湘东南变质岩发育

区，且多伴生有大型构造峡谷［13］援
圆援圆 地质遗迹分区特征

地质遗迹分区是地质遗迹分布状况和规律的反

映，也是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的重要依据援 本文以区域

地貌单元、构造单元和地质遗迹分布及其组合关系为

依据，将湖南省划分为武陵山、雪峰山、南岭、罗霄山、

湘中丘陵和洞庭湖平原 远 个特色明显的地质遗迹分布

大区（图 员）［10］援 下面通过对各区重要地质遗迹类型、

数量、级别等要素进行分析（表 圆），探讨湖南省地质遗

迹分区特征援
（Ⅰ）武陵山地质遗迹大区

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包括澧水流域的全部和沅水

支流酉水流域的上中游，面积 圆援愿源伊员园源 噪皂圆援 该区是湖

南省地质遗迹集中度最高、综合价值最高的大区，以岩

溶地貌为主，以砂岩峰林地貌和瀑布景观为特色，分布

重要地质遗迹 员圆源 处（世界级 远 处，国家级 源缘 处，省级

苑猿 处），分布密度 源猿援苑 处/员园源 噪皂圆，拥有 远 处世界级地

质遗迹，分别为：花垣排碧寒武系“金钉子”剖面、古丈

寒武系“金钉子”剖面、桑植芙蓉桥三叠系芙蓉龙化石

产地、张家界武陵源张家界地貌、张家界天门山岩溶地

貌和古丈红石林岩溶地貌援
（Ⅱ）雪峰山地质遗迹大区

位于湖南省中西部，包括沅水流域和资水流域的

大部分，面积 远援愿远伊员园源 噪皂圆援 该区是湖南省地质遗迹类

型最多的大区，以岩溶地貌、地质剖面和水体景观为

主，以丹霞地貌、变质岩地貌和构造地貌为特色，分布

重要地质遗迹 员缘园 处（世界级 员 处，国家级 源苑 处，省级

员园圆 处），分布密度 圆员援怨 处/员园源 噪皂圆，拥有 员 处世界级地

质遗迹，即新宁崀山丹霞地貌援
（Ⅲ）南岭地质遗迹大区

位于湖南省南部，包括湘桂间的越城岭、都庞岭和

湘粤间的萌渚岭、骑田岭等山脉，面积 圆援愿怨伊员园源 噪皂圆援
该区地质遗迹以岩溶地貌和水体景观为主，以花岗岩

地貌为特色，分布重要地质遗迹 苑远 处（世界级 圆 处，国

家级 员愿 处，省级 缘远 处），分布密度 圆远援猿 处/员园源 噪皂圆，拥
有 圆 处世界级地质遗迹，即临武香花岭锡多金属矿与

香花石产地和宜章莽山花岗岩地貌援
（Ⅳ）罗霄山地质遗迹大区

位于湖南省东部，大致是京广铁路以东湘赣交界

的地区，面积 猿援缘猿伊员园源 噪皂圆援 该区地质遗迹以水体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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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 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分布图

云蚤早援 员 栽澡藻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泽 蚤灶 匀怎灶葬灶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
员—地层剖面（泽贼则葬贼蚤早则葬责澡蚤糟 泽藻糟贼蚤燥灶）；圆—岩石剖面（造蚤贼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泽藻糟贼蚤燥灶）；猿—构造剖面（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葬造 泽藻糟贼蚤燥灶）；源—重要化石产地（枣燥泽泽蚤造 藻曾糟葬增葬贼蚤燥灶 泽蚤贼藻）；缘—重

要岩矿石产地（则燥糟噪 葬灶凿 皂蚤灶藻则葬造 泽蚤贼藻）；远—岩溶地貌（噪葬则泽贼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苑—岩溶洞穴（噪葬则泽贼 糟葬增藻）；愿—丹霞地貌（阅葬灶曾蚤葬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怨—张家界地貌

（在澡葬灶早躁蚤葬躁蚤藻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员园—其他碎屑岩地貌（糟造葬泽贼蚤糟 则燥糟噪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员员—花岗岩地貌（早则葬灶蚤贼藻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员圆—变质岩地貌（皂藻贼葬皂燥则责澡蚤糟 则燥糟噪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
员猿—构造地貌（泽贼则怎糟贼怎则葬造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员源—风景河段、湖泊（泽糟藻灶蚤糟 则蚤增藻则 葬灶凿 造葬噪藻）；员缘—瀑布（憎葬贼藻则枣葬造造）；员远—奇泉名井深潭（泽责则蚤灶早，憎藻造造 葬灶凿 责燥灶凿）；员苑—
流水地貌（枣造燥憎蚤灶早 憎葬贼藻则 造葬灶凿枣燥则皂）；员愿—地质灾害类遗迹（早藻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凿蚤泽葬泽贼藻则）；员怨—地质遗迹区界线（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 遭燥怎灶凿葬则赠）；圆园—武陵山地质遗迹

区（宰怎造蚤灶早泽澡葬灶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圆员—雪峰山地质遗迹区（载怎藻枣藻灶早泽澡葬灶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圆圆—南岭地质遗迹区（晕葬灶造蚤灶早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圆猿—罗霄山

地质遗迹区（蕴怎燥曾蚤葬燥泽澡葬灶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圆源—湘中地质遗迹区（载蚤葬灶早扎澡燥灶早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圆缘—洞庭湖地质遗迹区（阅燥灶早贼蚤灶早澡怎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 葬则藻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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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特征

类别 一尧地层剖面

二尧岩石剖面

三尧构造剖面

四尧重要化石产地

渊1冤河流尧湖泊

渊4冤变质岩地貌

七尧水体景观

地质遗迹数量/处
武陵山地质

遗迹大区

8
-
3
7

7

-

雪峰山地质

遗迹大区

15
3
15
9

9

7

合计 124 150

南岭地质

遗迹大区

6
1
3
2

3

-

76

罗霄山地质

遗迹大区

湘中丘陵地质

遗迹大区

洞庭湖平原地质

遗迹大区

10 10 4
- 1 -
3 2 1
4 9 -

2 2 2

4 1 4

90 59 19

渊2冤瀑布 13 13 8 12 2 -
渊3冤泉井 8 8 8 8 8 3

八尧流水地貌 1 5 3 1 9 2
九尧构造地貌 - 8 - - - -
十尧其他地貌 - - - 4 - -

十一尧其他地质灾害 3 1 1 - 1 1
合计 124 150 76 90 59 19

级别 一尧世界级 6 1 2 1 - -
二尧国家级 45 47 18 32 22 5
三尧省级 73 102 56 57 37 14

五尧重要岩矿石产地 12 9 4 9 4 2
六尧岩石地貌

渊1冤岩溶地貌 53 38 30 14 1 -
渊2冤碎屑岩地貌 8 8 2 14 4 -
渊3冤花岗岩地貌 - 3 5 6 4 -

表 圆 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分区特征

和岩溶地貌为主，以重要岩矿石产地、丹霞地貌和花岗

岩地貌为特色，分布重要地质遗迹 怨园 处（世界级 员 处，

国家级 猿圆 处，省级 缘苑 处），分布密度 圆缘援缘 处/员园源 噪皂圆，
拥有 员处世界级地质遗迹，即郴州柿竹园钨多金属矿床援

（吁）湘中丘陵地质遗迹大区

位于湖南省中部，面积 圆援怨愿伊员园源 噪皂圆援 该区地质遗

迹类型多样，以地质剖面为主，以重要化石产地和流水

地貌为特色，分布重要地质遗迹 缘怨 处（国家级 圆圆 处，

省级 猿苑 处），分布密度 员怨援愿 处/员园源 噪皂圆援
（Ⅵ）洞庭湖平原地质遗迹大区

位于湖南省北部，面积 圆援园愿伊员园源 噪皂圆援 该区是湖南

省地质遗迹最贫乏的大区，分布重要地质遗迹 员怨 处

（国家级 缘 处，省级 员源 处），分布密度 怨援员 处/员园源 噪皂圆援

猿 湖南省地质遗迹的保护开发

猿援员 地质遗迹保护现状

目前，湖南省地质遗迹保护主要有 猿 种方式援 一
是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如花垣排碧“金钉子”、古丈

“金钉子”、桑植芙蓉龙化石、株洲天元恐龙化石等地质

遗迹保护区援 二是建立地质公园援 截至 圆园员缘 年底，湖

南省共建立地质公园 圆愿 处，其中世界级 员 处，国家级

员圆 处，省级 员缘 处，总面积约 猿苑苑员 噪皂圆援 三是建立包括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各类兼保护开发

地质遗迹的园区援 截至 圆园员缘 年底，湖南省已建立自然

保护区 员怨园 处、风景名胜区 苑员 处、森林公园 员员猿 处援
这些园区中存在较多的地质遗迹，重要的地质遗迹已

成为这些园区重要的保护开发对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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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圆 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保护模式图

云蚤早援 圆 栽澡藻 责则燥贼藻糟贼蚤燥灶 责葬贼贼藻则灶泽 燥枣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早藻燥澡藻则蚤贼葬早藻泽 蚤灶 匀怎灶葬灶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

根据地质遗迹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协调关系，湖南

省重要地质遗迹可划分为 源 种保护类型：淤保护开发

双差型，指既未进行保护也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地质遗

迹；于重在保护型，指以保护为主要或唯一目标的地质

遗迹；盂重在开发型，指以旅游开发为主要或唯一目标

的地质遗迹；榆保护开发协调型，指既进行了有效保护

又进行了合理旅游开发的地质遗迹［14］援 经分析统计，湖

南省上述 源 种类型重要地质遗迹数量分别为 猿源源、愿、
缘员 和 员员缘 处，占全省重要地质遗迹总数（缘员愿 处）的比

例分别为 远远援源豫、员援缘豫、怨援怨豫和 圆圆援圆豫援 保护开发双差

型是湖南省目前最主要的地质遗迹保护类型，大部分

属于基础地质类和地质灾害类地质遗迹，小部分属地

貌景观类地质遗迹，表明湖南省大部分地质遗迹的重

要价值，特别是科学价值，并未得到认可和重视，致使

该类型地质遗迹部分已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或自然破

坏援 重在保护型是湖南省目前数量最少的地质遗迹类

型，主要是地层剖面、化石产地等基础地质类地质遗

迹，主要分布于地质遗迹保护区和其他类型保护区（包

括自然保护区和文物保护单位等，下同）援 该类型地质

遗迹因美学观赏价值不高，难以得到旅游开发，其保护

主要依赖国家下拨的保护经费，因经费有限，大部分并

未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援 重在开发型和保护开发协调

型均是湖南省目前数量较少的地质遗迹类型援 前者主

要是进入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

迹，其大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也得到了一定的

保护，小部分因开发过度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援
后者主要是进入地质公园的地貌景观类地质遗迹，其

多兼具较高美学价值和科学价值，因地质公园对地质

遗迹实行“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故实

现了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发展援 前 3 类合计 源园猿 处，占

总数的 苑苑援愿豫，表明湖南省大部分重要地质遗迹保护

开发协调性差援
猿援圆 湖南省地质遗迹保护开发建议

员）科学确定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类型和形式

为有效保护地质遗迹，根据地质遗迹保护开发协

调性关系及其旅游开发价值，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应

归属于两大类型，一是保护开发协调型，二是重在保护

型援 对于开发价值较大的地质遗迹，应确定为保护开

发协调型，这应是湖南省体量最大的地质遗迹类型援
该类型地质遗迹应在保护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旅游开

发，而地质公园是目前保护和开发地质遗迹最有效的

方式［1-2］援 该类型地质遗迹也可归入如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之类的其他园区进行开发，即与其他资源进行

捆绑开发，但需注意加强保护力度援 对于科学价值高

而开发价值低的基础地质类和地质灾害类地质遗迹，

应确定为重在保护型，可建立地质遗迹保护区（点）进

行保护，也可归入其他保护区进行保护援 该类型地质

遗迹在有效保护的同时，可开辟一定区域适当开展科

普旅游活动援
圆）科学确定地质遗迹保护开发模式

根据 3 种地质遗迹保护形式（地质公园、地质遗迹

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及其空间组合关系，湖南省重要

地质遗迹可确定 缘 种保护开发模式（图 圆）［14-15］援 模式

一是 猿 种保护形式各自独立，相互分隔，未能将资源价

值进行有效的整合，是一种重在保护模式援 模式二考

虑到了其他保护区和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结合，但未将

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仍是一种重在

保护模式援 模式三将地质公园套建于其他保护区中，

是一种较理想的复合型保护模式，但存在着多头管理

的弊端，如套建于莽山自然保护区中的莽山地质公园

和南岳衡山自然保护区中的南岳衡山地质公园援 模式

四将地质遗迹保护区套建于地质公园内，由于两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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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土资源部门统一管理，保护经费既可来源于国家

地质遗迹保护经费也可来源于地质公园开发收益，实

现了保护与开发的完好结合，因而是一种理想的复合

型保护开发模式援 模式五将地质公园套建于地质遗迹

保护区内，与模式四相比，它通过较小范围的适度开发

实现较大范围的有效保护，符合国家公园的建设理

念［16］，因而是一种更加理想的复合型保护开发模式援
目前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保护未能充分考虑地质

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和其他保护区 猿 种保护形式的

相互关系以及上述 缘 种保护模式的优劣关系，建议今

后根据地质遗迹保护类型进行保护模式的优选援 对于

重在保护型地质遗迹，可采用模式一、二；对于保护开

发协调型地质遗迹可采用除模式二以外的多种模式，

其优选顺序则是模式五、四、三、一援
猿）完善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管理模式

地质遗迹是一种有形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和土

地资源、矿产资源一样的资产性资源，对那些具有较大

开发价值的地质遗迹尤其如此援 因此，对该类地质遗

迹资源，应当实行资产化管理模式，实行地质遗迹的有

偿开发制度，明确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保

障地质遗迹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15，17］援 此
外，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主

张，湖南省应努力将地质遗迹保护开发归于国家公园

模式，并形成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援

源 结论

员）湖南省是地质遗迹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援 根据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猿 年开展的地质遗迹调查，湖南省共有地质

遗迹 怨缘员 处，其中，基础地质大类 猿猿园 处，地貌景观大

类 远园圆 处，地质灾害大类 员怨 处援 经地质遗迹综合评

价，湖南省省级以上的重要地质遗迹 缘员愿 处，其中世界

级 员园 处，国家级 员远怨 处，省级 猿猿怨 处援
圆）湖南省地质遗迹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不同

类型地质遗迹分布各具特色援 根据区域地貌单元、构

造单元和地质遗迹分布及其组合关系的空间分异，湖

南省可划分为武陵山、雪峰山、南岭、罗霄山、湘中丘陵

和洞庭湖平原 远 个特色明显的地质遗迹分布大区援 不
同的地质遗迹大区具有不同的分区特征，其中武陵山

地质遗迹大区是湖南省最重要的地质遗迹大区援

猿）根据地质遗迹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协调关系，湖

南省重要地质遗迹可划分为 源 种保护类型，分别为保

护开发双差型、重在保护型、重在开发型和保护开发协

调型，其中前 3 种类型合计 源园猿 处，占总数的 苑苑援愿豫，

表明湖南省大部分重要地质遗迹保护与开发协调性

差援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湖南省重要地质遗迹，建

议科学确定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类型、形式和模式，并完

善地质遗迹保护开发管理模式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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