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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局

苍天圣地阿拉善
——走进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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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阿拉善

盟境内，是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系统而完整展示风力地质

作用过程和以沙漠地质遗迹为主体的世界地质公园,由巴丹吉林、

腾格里和居延 3个园区及其所含的 10 个景区组成。

盟境

作用

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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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拥

有着广阔的金色大漠、茫茫无际

的黑色戈壁、气势恢宏的多彩峡

谷等世界级高端、典型、珍贵的

地质遗迹资源。阿拉善沙漠世界

地质公园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质

构造、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

了以沙漠、戈壁为主的地质景

观，全面展现了中国西北地区由

风力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典型的

地质遗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造物主的神奇，造化成蜿蜒深邃

的阿拉善大漠峡谷、惊世神根

峰、暇思圣母洞、不俗神水泉；

苍天有意让飞禽走兽定格成石

雕，似动似静；赭红的岩壁上还

深深地刻有这片土地的名字——

阿拉善。

人间秘境阿拉善

巍巍贺兰孕育神奇秘境；茫

茫戈壁托起飞天梦想；沧桑历史

谱写不朽篇章；金色大漠铸就广

袤天堂。在祖国北疆内蒙古最西

部有这样一片古老神奇的热土，

天高云淡，驼铃幽远，金沙起舞，

胡杨婆娑；这里是东归英雄世代

缱绻的家园；也是“神舟”号飞

船升起的地方，她就是中国观赏

石之城、中国骆驼之乡——阿拉

善。“阿拉善”一词，蒙古语有“斑

斓绚丽、五彩缤纷”之意。地老

天荒，2亿年前阿拉善曾经是海；

寒来暑往，历经无数次地壳运动、

海陆变迁，造就了沙漠、丹霞、

戈壁、森林、湖泊等荟萃大自然

万千气象的奇观景致。有人说这

里是中国旅游最后一块处女地，

也有人说这里是世界旅游者的新

发现！这隐秘在中国西北部的一

片区域，紧紧包裹在著名的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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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宽广的怀抱里，仿佛遗世独立的

世外桃源。

阿拉善与贺兰山关系紧密。贺兰山南北走向，素有沙漠咽喉

之称，它绵延250千米，宛如一条绿色长龙，横亘于阿拉善东南缘，

阻挡了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东侵。贺兰山大规模隆升于距

今约 5 300 万年前的始新世，复杂的地质构造和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分割中国东西部地质构造、地理、气候以及荒漠与非荒漠

的重要分界线。 

在这片苍劲广袤的峥嵘大地上，昔日谈沙色变的阿拉善人秉承

着坚韧、乐观、豁达的民族品质与地域性格，在曾经人迹罕至的茫

茫大漠里建立了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开启了沙漠地学旅游的新篇章。

对于人类来说，沙漠总是给人一种孤寂、沉静、荒芜、萧瑟之感，

一直以来是危害的代名词。然而当你真正走进阿拉善沙漠，就会发

现沙漠竟是如此温柔、美丽，沙漠里的生命竟会如此富有激情。漫

无边际的沙漠，充满了神奇与诱惑。在风力影响下，黄色沙山的线

条金蛇匍匐，蛟龙腾飞，彩虹跃天，犹如凝固在大地上的黄色海洋。

阿拉善素以金粉示人，27 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中的三分之一被沙

漠覆盖，是人们传说中的苍天圣地，拥抱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

吉林三大沙漠，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唯一沙漠世界地质公园。阿拉

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维护着地学多样性，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地球

遗产。

巴丹吉林之神奇

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巴丹吉林 , 横贯阿拉善右旗全

境，有 1万多平方千米的地域人类尚未涉足。巴丹吉林园区包含巴

丹吉林沙漠、曼德拉岩画、红墩子峡谷、海森楚鲁风蚀地貌 4个景

区，是以沙漠峡谷、风蚀地貌及历史悠久的岩画等景观为主体特色

和科学探险、科普旅游及自然生态的观光区。巴丹吉林沙漠总面积

4.71 万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二、世界第四大沙漠，以“奇峰、鸣沙、

秀湖、神泉、古庙”五绝著称。巴丹吉林沙漠中景观类型十分丰富，

不仅有神秘奇特的沙漠地貌景观、风景优美的沙湖、广泛分布的鸣

沙，还拥有许多迷人的人文景观，它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苏敏吉林湖畔的巴丹吉林庙已拥有数百年的历史，庄严肃穆的古刹

悠悠的诉说沙漠神奇的故事和传说；沙湖湖畔生活的蒙古族牧民豪

放热情，有着蒙古族最典型、原始的民族风情；沙漠中出土的大量

古石器和恐龙化石把我们带回了远古的巴丹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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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归来不看沙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阿拉善地

块中的凹陷盆地，以宗乃山西侧

断裂与阿拉善隆起相分开，是我

国第二大流动沙漠，有典型的高

大沙山与湖泊相间分布的沙漠景

观。从分布的地层和构造来分

析，古生代时期可能与阿拉善隆

起为一体，海西运动发生褶皱隆

起，同时也在阿拉善隆起间产生

了断裂。燕山运动期间由于周围

断裂再度复活，四周山区上升，

盆地凹陷，从而沉积了侏罗纪和

白垩纪地层。在古近纪，本区气

候比较温暖干燥，普遍形成了陆

相红色湖盆沉积。新近纪（距今

约 2 500 ~ 260 万年）时期，青藏

高原大面积抬升，使本区大陆性

气候加强。第四纪时期，我国大

陆冰川广泛发育及其所产生的影

响，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巴丹吉林沙漠地貌形态平缓，主

要由剥蚀的低山残丘与山间凹地

相间组成。依据野外考察和航片、

卫星影像判读解译，巴丹吉林沙

漠的景观形态主要是以风为作用

营力而产生的地形，除边部有小

面积的准平原基岩和残丘外，广

大地区全为沙丘覆盖。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高大，分

布密集，高大沙丘面积约占沙漠

总面积的 55.3%，相对高度一般

在 200 ～ 300 米之间，最高可达

500 米，居世界沙漠高度之首。

高大沙山之间，特别是在沙漠东

南部分布有许多小型湖泊，共

约 144 个，其分布密度在所有沙

漠之中是比较大的，俗称“沙漠

千湖”，其形态完整典型，水质

清澈，湖泊周围生态环境良好，

往往一个沙湖就是一个小的生物

圈。在众多湖泊中印德日图泉最

为神奇，不足 3平方米的暗礁上

有 108 个泉眼，被誉为“神泉”。

巴丹吉林沙漠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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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沙区，鸣沙声犹如飞机群轰鸣

声，沉闷而深远，数千米以外清

晰可闻，无不使人刺激异常。沙

漠中鸣沙山数量之多、分布之广、

响声之大，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

被誉为“世界鸣沙王国”。

巴丹吉林沙漠景观瑰丽优

美，奇伟壮观，缤纷多姿。在沙

漠腹地，高峰林立，峰峦叠嶂，

沙脊如削；沙壑、沙峭、沙峰层

层叠叠，各种形态的沙丘披裹着

金色盛装，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

显得更加优美迷人；沙湖四周芦

苇丛生，湖水碧波荡漾，水鸟嬉

戏，鱼翔浅底，有“漠北江南”

之誉；高大的沙山和晶莹的海子

相映成趣，湖光沙色，令人心旷

神怡；这里时常还可以领略到“沙

市蜃楼”“大漠日出”等奇特景观。

巴丹吉林沙山高耸入云，鸣沙激

情奔放，湖泊恬静安逸，湿地绿

草如茵，倒影目眩神迷，真可谓

岩浆冷却而成，在经历无数次自

然、地质作用之后，残留的坚硬

矿物质晶莹剔透，使得每一件奇

石都是无法复制的杰出作品。戈

壁奇石，记录着这里的地质和气

候变迁。旷野奇石为沙漠地学旅

游增添了无尽的神秘和异彩。

曼德拉山岩画，它位于巴丹

吉林沙漠东缘，保存有 6 000 多

幅数千年前的古代岩画，构成了

曼德拉山岩画群，具有很高的文

物价值，为研究我国民族史、美

术史、畜牧史、天文史、宗教史

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岩

画雕刻在基性岩脉上，岩脉呈灰

黑色，表面光滑，岩画雕刻精湛，

图案逼真。其年限可上溯到原始

社会晚期和元、明、清各代，堪

称为我国西北古代艺术画廊。同

时在曼德拉山上还遗存古人建筑

遗迹，遗址为花岗岩岩块堆积而

成，呈近圆形，直径约 2～ 4米。

并发现大量的石器，有尖状器，

“巴丹归来不看沙”。

戈壁奇石道远古

大自然的天地灵光孕育出珍

贵的阿拉善奇石。奇石原岩由距

今 8千万～ 1亿年前火山喷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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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砸器，饼状器，刨削器，等等。

海森楚鲁位于阿拉善右旗西

北部的努日盖苏木境内，出露形

状奇特的花岗岩风蚀地貌，面积

约数十平方千米。海森楚鲁为蒙

语，意为“像锅一样的山石”。

与通常见到的、广泛分布的花岗

岩球形风化地貌不同，该处花岗

岩岩体表面千创百孔，形如蜂巢，

状如巨龛，数量众多，大小参差，

形态各异。有的高达数米，有的

仅如蜂巢大小，有的气势磅礴，

如流云翻浪，有的精致玲珑，似

走兽飞禽。伟硕岩体己被掏蚀得

薄如蛋壳，花岗岩体绵延分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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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行于其间，—步一景，变

幻莫测，使人兴致盎然。海森楚

鲁宛如一座荒凉的古堡，显示出

它那苍凉而壮丽、神秘而不屈的

色彩。海森楚鲁以其独特的花岗

岩风蚀地貌、古老的民间传说，

吸引了无数勇敢的探险者前来揭

开海森楚鲁神秘的面纱，探寻大

自然的奥秘。

奇伟壮阔腾格里

腾格里园区位于阿拉善左旗

境内，包含腾格里沙漠、通湖、

敖伦布拉格峡谷 3个景区。腾格

里沙漠位于阿拉善盟东南部，介

于贺兰山西麓冲积平原和雅布赖

山之间，是中国第四大沙漠。“腾

格里”一词系蒙古语，意为天，

指茫茫沙海如渺无边际的天空一

般。腾格里沙漠主体分布于阿拉

善左旗西南部额尔克哈什哈、查

干布拉格、豪斯布尔都、通古勒

格淖尔、温都尔勒图等苏木境内。

地势由东南向西南缓降，海拔在

1 200 ～ 1 400 米之间。以多淡水

湖泊绿洲著称，沙漠内部沙丘、

湖盆、残丘、山地及沙砾平原交

互分布。

腾格里沙漠之眼

腾格里沙漠中的水源条件

较好，多处发现自流水，且广

泛分布着绿色、大小不一的湖

泊，是中国拥有湖泊数量最多

的沙漠。湖泊有规则地南北向

平行排列，其间隔为 3 ～ 5 千

米宽的流动沙丘带。一般湖泊

多呈长条形，延伸20～ 30千米，

宽仅 1 ～ 3 千米，是古代湖泊

干缩后的残余部分。沙漠区基

底多系基岩，沙漠潜水除降水

补给外，大部分以基岩裂隙水

补给，因而地下水较为丰富。

沙漠中的沙物质主要来源于沙质

河湖相沉积。在长期干旱条件下，

古代湖泊至今已被分割成 400 多

个很小的时令湖，使腾格里沙漠

成为我国湖泊最多的沙漠。

湖泊—腾格里沙漠之眼，是

阿拉善沙漠的特质。沙漠湖泊

犹如蓝宝石般点缀在无垠大漠

之上。沙漠中有月亮湖、通湖、

天鹅湖等景点。天鹅湖位于通

古淖尔苏木西南 12 千米处，湖

水面积约 3.2 平方千米，四周是

浩瀚的腾格里沙漠，沙丘起伏，

景观奇伟壮阔，湖光沙色令人

心旷神怡。每年都有各种候鸟

在此停留，有白天鹅、野鸭等

数百种鸟类，为这里增添了无

限生机。通湖位于阿拉善左旗

最南部，与宁夏中卫县相距 18

千米的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

它是自然景观独特的沙漠湖盆

地，四面沙丘环抱，内部湿地

富饶，湖畔绿草如茵，牛羊成

群和白色蒙古包群、五彩野营

帐篷与浓郁的民族风情融为一

体，景色宜人，如诗如画。

美丽、神奇的月亮湖，是腾

格里沙漠湖泊的典型代表。月亮

湖景区面积约 3平方千米，水深

2 ～ 4 米，南北长 2 千米，东西

宽 1千米，环湖一周 4千米，是

一个秀丽的淡水湖泊。东望其状

如新月，西瞰似中国版图，属古

代湖泊因长期干旱而被分割的时

令湖之一，因长期受地下承压水

的维持而不干涸。湖水凝碧，苇

丛含烟，各种鱼类翔游浅底，珍

禽益鸟翩然湖上，是度假旅游的

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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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湖有“三奇”。一奇：

形状酷似中国地图。站在高处沙

丘俯视，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展

现在眼前，芦苇的分布更是将各

省区一一标明。二奇：湖水天然

药浴配方。面积 3平方千米的湖

水，富含钾盐、锰盐、少量硭硝、

天然苏打、天然碱、氧化铁及其

它微量元素，与国际保健机构推

荐药浴配方极其相似。湖水极具

生物净化能力，能迅速改善、恢

复自然原生态本色。三奇：千万

年黑沙滩。长达 1千米，宽近百

米的天然浴场沙滩。推开其表层，

下面是厚达十多米的纯黑沙泥，

更是天然泥疗宝物。

敖伦布拉格峡谷

敖伦布拉格峡谷位于阿拉善

左旗敖伦布拉格镇境内。峡谷由

褐红色的含砾砂石构成，全长 5

千米。它是在早期流水侵蚀作用

下形成的峡谷地貌的基础上，又

叠加了风蚀作用，从而形成现在

的峡谷地貌，谷壁上有风蚀龛（凹

槽），部分地段还有变质花岗岩

出露。

峡谷曲折蜿蜒，在蓝天、白

云的衬托下，瑰丽无比，气势恢

宏。峡谷两侧悬崖峭壁如刀切一

般直上云霄，有的地段向上望去

可见两侧石壁几欲封顶，只可见

天幕上印出一条亮线，可谓“一

线天”。峡谷尽头的红色巨石上

的灰白色岩性显示的图案极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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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阿拉善”三个字。

柳暗花明话居延

居延园区位于额济纳旗境

内，包括居延海、黑城文化遗址、

胡杨林3个景区。其是以胡杨林、

居延海、古城遗址及航天城等

为主要景观资源的生态观光旅

游区。

游移湖之居延海

居延海是一个奇特的游移

湖。它时时变化着，位置忽东忽

西，忽南忽北，湖面时大时小。“居

延”是西夏语，为“流动的沙漠”

之意。此湖后因湖面缩小而分裂

成两个湖泊，西湖名嘎顺诺尔，

亦称嘎顺湖，蒙古语意为“苦海”，

即西居延海；东湖名苏古诺尔，

也称苏古湖，蒙古语意为“苔草

湖”，即东居延海。东、西居延

海和居延泽 3个湖泊曾经是一个

连通的大湖，形成于前中生代至

晚更新世。1941 年以前，东居

延海湖水面积曾达 120 ～ 200 平

方千米，湖中水草茂盛，盛产鱼

类和水禽，芦苇高达 4米以上。

据航片及卫片量算，东居延海湖

面面积上世纪 50 年代为 75 平方

千米，1982 年实测为 43 平方千

米，最大水深 1.8 米。西居延海

据1930～ 1933年瑞典地理学家、

考古学家斯文 ·赫定考察居延海

绘制的地图量测，湖面面积达 1 

200 平方千米，且湖岸线与东居

延海相连。

在春秋、汉、唐时期的历史

典籍中对居延海就有相当多的记

载，并出现多首吟颂居延海的诗

歌。唐代诗人王维对居延绿洲有

如下描述 :“单车欲问边，属国

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

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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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

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

好射雕”。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描

述 :“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

这都表明了居延海以其重要的地

理位置及广阔的水面，深深地影

响着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

和地理。

追寻额济纳胡杨

“活着千年不死，死而千年

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沙漠

英雄树”——额济纳胡杨是阿拉

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一道震撼魂

魄、旖旎亮丽的风景线。胡杨属

落叶乔木，当地蒙语称为“陶

来”，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杨

树品种，被誉为“活化石”，其

叶形多变，故也叫“异叶杨”。

胡杨林是阿拉善盟主要的天然林

之一，是阿拉善干旱荒漠条件下

可贵的林业资源。额济纳胡杨林

是世界上现仅有的三大原始胡杨

林之一，现存面积 33 万亩。

胡杨林那让人永远激情跌宕、

流连赞美的真正原因在于它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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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令人惊羡的色彩。那种金黄之色美得让人

震惊、令人不愿离去，那种金黄之色是深秋

时节的激情绽放和渲染天地的最亮丽风景。

人们礼赞胡杨，更在于它壮丽中透出的

妩媚、华贵里彰显的庄严，在于胡杨所表现

出的无与伦比的抗争意志、生存品格和奉献

精神。其树干坚强挺立，如苍龙腾越、虬蟠

狂舞，千姿百态，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繁盛

与沧桑。目睹一次便会铭记终生，这就是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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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的魅力所在！

阿拉善自然景观优美神奇，

人文历史斑斓厚重。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犹如巨幅泼墨山水写

意画的巍巍贺兰山，54 万亩天

然次生林的自然景观和贺兰山岩

画、18 罗汉群雕等人文景观交

相辉映；广宗寺、福因寺坐落其

中；传奇活佛六世达赖喇嘛仓央

嘉措真身舍利供奉于此；蒙藏语

言文学大师阿旺丹德尔的杰作惊

现于此，使名不见经传的贺兰山

香火袅袅、经声朗朗，成为佛教

圣徒心灵禅修的首选之所，色彩

斑斓的历史人文为沙漠地学旅游

增光添彩，锦上添花。

这里是沙漠的世界，这里是

生命的天堂，这里是审美的胜

境，这里是文明的绿洲。多样

的沙漠景观在此恣意挥洒，顽强

的沙漠生命在此尽情绽放，壮美

的沙漠线条在此奔放舒展，震撼

的沙漠文化在此聚力释放。世界

的多种极致之美在这里汇聚，碰

撞出一首自然与人文的交响曲，

唱响在广阔苍茫的阿拉善大地

上。浩瀚的金色大漠美轮美奂，

魅力无穷的沙漠地学旅游沧桑、

壮美、震撼。

（文中所有图片由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