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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清山国家地质公园内的重大地质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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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西三清山于 2005 年 3 月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 2008 年 7 月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以花岗岩地

质与花岗岩峰林地貌著称。拥有 10 亿年演化历史的三清山, 不仅是一个地学等多个领域具有全球研究对比

意义的地学宝库, 而且是拥有重要科学价值及科普意义的地质遗迹。在申报世界地质公园野外考察的基础上, 

本文综述了三清山地质遗迹代表性的 9 个重大地质事件, 这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开发和保护基础工作以及地

质公园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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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of Geological Events in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Geopark 
in Ji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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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unt Sanqingshan in Jiangxi, which was approved as a national geological park in March 2005 and 
nominated as th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List in July 2008, is well known for its granite geology and granite peak 
landform. With the geological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ore than one billion years, Mount Sanqingshan is not only 
a geological treasure with global comparison significance in geology and other fields but also an owner of many 
geological heritages with great significance in scientific value and scientific popularity. On the basis of field trip 
conducted by the authors for the application for global geopark, geological heritages representing nine geological 
events in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Geopark have been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This is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s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requirement for geopark. 
Key words: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geopark; geological heritages; geological events 
 

 

三清山位于中国东南部,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 德兴两县(市)交界处。因为此山有玉京、玉华、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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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峰 , 如三清坐于其巅 , 故名三清山 , 玉京峰为怀
玉山的最高峰, 海拔 1819 m。它的地理位置是北纬 
28°48′22—29°00′45、东经 117°58′20—118°08′28。
三清山南北狭长, 山势东、南、西三面陡峻, 北面稍
缓, 地势高差大。景区总面积 229.5 km2, 中心景区
71 km2。 

三清山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是江西的东北门
户。处在黄山、龙虎山、武夷山、圭峰等名山的中

心位置。 
三清山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 四季分

明。同时又具有海洋性气候和高山气候的特征, 年
平均气温介于 10～ 12℃之间 , 年均降水量达   
1900 mm以上, 相对湿度达 82%。 

三清山的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数量有很高的

价值。由于没有遭到第四纪冰川洗礼, 与邻近黄山
比较, 黄山的指示物种总热点值为 14.55, 而三清山
地区毗邻总热点值为 25.10(全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
区体系规划研究, 2003)。 

三清山的植物资源异常丰富, 以亚热带湿润常
绿阔叶林为主。其中世界罕见的华东黄杉有大面积

分布, 为江西首次发现。2000 年三清山地区发现了
消失近一个世纪全球极度濒危鸟种黄喉噪鹛(叶建
华, 2010),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黄喉鹛的提供了天然
的栖息繁衍环境。 

1  区域地质背景 

三清山为怀玉山地体的一部分, 位于欧亚板块
东南部、华夏与扬子古板块碰撞结合带, 即赣东北
古缝合带, 见图 1。 
1.1  区域地质演化 

综合三清山地区十多亿年来的地质演化发展历

史(见表 1), 以三次大海侵为标志, 将三清山地区的
演化史分成三个大的演化阶段。 

(1)从中元古代到震旦纪中期 
1400 Ma 前的中元古代, 那时三清山地区的地

壳运动处于沉降阶段, 海水浸没达 4 亿年之久。晋
宁运动结束三清山的沉降历史, 抬升为陆地, 三清
山地区进入相对稳定的地台阶段。 

1000 Ma 前, 三清山地区是华南洋中的一个岛
弧。约 900 Ma前后, 扬子古板块与华夏古板块碰撞, 
洋盆消失, 形成了赣东北古板块结合带。800 Ma前, 
Rodinia超大陆裂解, 三清山地区形成裂谷式海槽。
形成了海相磨拉石, 复理石和双峰式火山岩建造。 

(2)震旦纪晚期到晚奥陶世 
在距今 600 Ma年前的震旦末期, 海水又浸没了 

 
 

图 1  三清山地区的大地构造简图                 
(据三清山地质公园管委会修改, 2009) 

Fig. 1  Simplified geotectonic map of Mount Sanqingshan 
(modified after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Mount Sanqingshan Geopark, 2009) 
HB-华北板块; YZ-扬子板块; HY-怀玉山地体; HX-华夏古陆; 

TW-台湾造山带; FLB-菲律宾板块; ①-商丹缝合带; ②-德兴-苏
州缝合带; ③-绍兴-凭祥缝合带; ④-台东纵谷缝合带 

HB-North China plate; YZ-Yangtze plate; HY-Huaiyu terrain; 
HX-Cathaysian plate; TW-Taiwan orogenic belt;   

FLB-Philippines plate; ①-Shangzhou-Danfeng suture zone;           
②-Dexing-Suzhou suture zone; ③-Shaoxing-Pingxiang suture zone;            

④-East Taiwan suture zone 
 
三清山地区达 1.6亿之久, 一直延续到奥陶纪末期。
震旦纪晚期, 此间沉积 4000多米厚的浅海相砂岩和
碳酸岩建造, 并含有三叶虫、笔石和海绵等海相古
生物化石。 

早寒武世, 三清山地区为半障壁性质的潮下浅
水海盆, 属缺氧环境, 形成了黑色页岩。早寒武世晚
期—晚寒武世, 海侵扩大, 沉积了厚约数百米的浅
海相碳酸盐。 

奥陶纪早中期, 海洋水体比较稳定, 有利于笔
石动物的繁衍, 形成了笔石页岩建造。奥陶纪晚期
沉积了介壳相碳酸盐建造。奥陶纪末, 地壳总体处
于逐渐抬升状态, 水体变浅。奥陶纪末期的“加里
东运动第一幕”, 使三清山地区再次“变海为陆”。 

(3)早志留世到第四纪 
在距今 440 Ma年前的志留纪早期, 发生第三次

大海侵。志留纪早中期, 沉积了以碎屑建造、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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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清山地区构造运动时代表(据杨明桂等, 2009; 章森桂等, 2009 修改) 
Table 1  Tectonic movement in Mount Sanqingshan (modified after YANG Ming-gui et al., 2009; ZHANG Sen-gui et al., 2009) 

地质年代及年龄/Ma 主要地质遗迹 构造旋回 主要地质事件 

第四纪 2.6  

新近纪 23.3  

新 
生 
代 古近纪 65  

喜马拉雅旋回 喜马拉雅运动 

白垩纪 146 
上统有恐龙蛋化石, 
下统为陆相火山岩 

燕山运动 

侏罗纪 199 硅化木 
燕山旋回 

中 
生 
代 

三叠纪 251  
印支运动 

二叠纪 299  东吴运动 

石炭纪 259  

泥盆纪 416  

海西—印支旋回 

加里东运动 

志留纪 443  

奥陶纪 488 笔石动物化石群 

古

生

代 

寒武纪 542 缺氧事件, 生命大爆发 

震旦纪 1000 硅碳酸盐岩帽 

南华纪 1400 雪球事件, 裂谷—双峰式火山岩 

加里东旋回 

 
 
 
 
 

晋宁运动 
新 
元 
古

代 下部  蓝片岩, 蛇绿混杂岩带 晋宁旋回  

 
类复理石构造特征。加里东运动使地壳整体抬升 , 
遭受较长时期的剥蚀, 因而缺失志留纪中期、早中
泥盆世的沉积, 怀玉地体, 华夏和扬子古陆再次结
合, 成为华南陆块的组成部分(程裕淇, 1994; 马丽
芳, 2002)。 

晚泥盆世时, 三清山地区在晚泥盆世至三叠纪
早期沉积了以滨、浅海相泥砂质及碳酸盐建造和海

陆交互相的碎屑建造。中三叠世末, 印支运动强烈
活动, 结束了三清山地区的海侵历史, 使欧亚板块
与太平洋板块发生强烈碰撞并产生挤压抬升, 地面
盖层继而发生强烈褶皱, 出现区域性地壳隆起, 形
成普遍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印支期我国的地质

构造应力场发生转变 , 此时太平洋板块逐渐靠近 , 
构造应力场以北西西向挤压为主, 中国大陆结束了
南海北陆的状况, 开始东西分异(黄定华等, 1999)。 

180 Ma年的燕山运动也是我国地质构造发展的
另一个新阶段。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 随着太平洋
板块的俯冲挤压, 东南部发生中酸性岩浆喷发活动, 
形成钙碱性的中酸性火山岩组合, 可划分为石溪旋
回和周家店旋回 2 个岩浆活动旋回, 同位素年代为
91.7~110.8 Ma与 119.2~128.3 Ma(王勇等, 2002)。早
白垩世在拉张的构造环境下, 三清山地区酸性岩浆
大规模强烈上侵, 冷凝形成了大面积的“三清山花
岗岩体”(余心起等, 2005; 张星蒲, 2001)。三清山从
此进入内陆发展的新阶段, 中生代是三清山花岗岩
地质、地貌和生态的奠基时期。此后, 又通过新生

代的塑造, 特别新构造运动, “三清山花岗岩体”多
次不断被抬升, 才造就了现今奇特的花岗岩景观和
独特的生态系统。 
1.2  地层特征 

除了志留系中上统、泥盆系中下统、古近系和

新近系缺失外, 三清山及邻区涵盖了自中元古代至
第四纪 10多亿年几乎连续的地层, 是地球演化的重
要记录者和见证人, 见图 2。 

该区中新元古代早期的张村群, 为巨厚层类复
理石建造 , 富含火山物质 , 形成于浊流沉积环境 , 
岩石组合为浅变质细碧岩、石英角斑岩、火山凝灰

质—泥砂质碎屑岩。该地层含洋盆岛弧型蛇绿混杂

岩, 构成一条蛇绿混杂岩带。新元古界主要分布于
三清山的北部地区, 其下部为登山群祝家组, 以浅
变质的砂岩、板岩为主, 夹玄武岩和流纹岩, 形成双
峰式火山岩, 厚度达 3500 m, 不整合于张村群之上; 
中部为南华系海相碎屑岩、冰碛泥砾岩夹灰岩, 上
部为震旦系硅质岩、碳酸盐岩。 

古生界主要分布于三清山山体周围及周边地区, 
寒武系以碳酸盐岩为主夹泥、硅质页岩, 底部为黑
色页岩; 奥陶系以页岩为主夹瘤状灰岩; 志留系为
泥砂质碎屑岩; 泥盆系为砂砾岩、石英砂岩、粉砂
质页岩, 往往不整合于前泥盆系之上; 石炭系与二
叠系主要为碳酸盐岩。中生界以侏罗系和白垩系为

主, 三叠系发育一套碳酸盐岩与页岩沉积建造, 不
整合于古生界之上; 侏罗系出露于火山岩盆地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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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清山地质公园区域地质图(据三清山地质公园管委会修改, 2009) 
Fig. 2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Geopark                                  

(modified after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Mount Sanqingshan Geopark,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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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表现出典型的陆相火山喷发-沉积旋回韵律, 最
为典型的是鹅湖岭组, 产有硅化木化石; 白垩系主
要分布于中生代火山岩陆相盆地内部, 岩性主要是
红色碎屑岩和火山碎屑岩。 

新生界分布范围有限。老第三系缺失, 第四系
主要分布于河沟河湖泊的低凹地带, 以冲积粘土层
为主, 局部有洪积和残积物。 
1.3  褶皱和断裂构造 

三清山地区位于古板块缝合带, 经历了五个构
造旋回。区域内褶皱和断裂构造十分发育, 见图 2。 
1.3.1  褶皱构造 

褶皱构造分布于区内的北西和北东部, 属于侏
罗山式褶皱, 沉积盖层为南华系-志留系。侏罗纪地
层不整合覆盖于褶皱构造之上, 推测可能为印支期
褶皱(尹国胜等, 2007)。区内主要有黄土岭复式背斜
和华眉山向斜。 
1.3.2  断裂构造 

赣东北古缝合带是新元古代扬子板块与华夏板

块的碰撞带, 中生代发生陆内俯冲形成了超壳深断
裂带, 影响至莫霍面。 

区内的壳内断层也十分发育。断层性质既有正

断层, 也有逆断层。到喜马拉雅伸展期发展成为区
内三条著名的正断层, 即小坑-芭蕉坞断层、鹅公岭-
下西坑断层、枫林-紫湖镇断层。这三条断层将三清
山主岩体分割成一个典型的断块山, 基本呈等边三
角形。 

2  重大地质事件的记录 

三清山“得地独厚”的构造活跃背景, 造就了
她的特殊身份。它既是古华南洋闭合, 华夏与扬子
古板块演化碰撞, Rodinia 超大陆从形成到裂解等重
大地质历史事件的见证地, 也是中生代以来中国东
部陆内盆岭构造演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将今论古 , 
反演历史, 沿着地质公园的旅游公路, 从汾水→金
沙→紫湖→三清湖→玉山, 可以观察到很多的重大
地质构造记录和连续的地层叠覆现象。 
2.1  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古华南洋与古板块

碰撞的见证 
三清山地质公园西北侧的蛇绿混杂岩带为   

歙县-德兴蛇绿混杂岩带的一部分, 与中—新元古代
张村群的千枚岩混杂堆积在一起, 共同构成蛇绿混
杂岩带, 其原始层理完全被片理置换, 构造片理走
向 NNE、倾向 SEE、倾角 30°~80°(邓国辉等 , 
2005)。蛇绿岩和混杂堆积的千枚岩均有较强烈的变

形和变质现象, 与围岩呈构造接触, 呈透镜状或团
块状产出。在公园西南面的德兴县西湾处出露的岩

石除了大洋斜长花岗岩和变质橄榄岩, 还有蓝闪石
片岩, 这是低温高压变质相带的标志。蛇绿混杂岩、
大洋斜长花岗岩、蓝闪石片岩同出露于西湾, “三
位一体”的岩石组合共同述说了中新元古代华南洋

的存在及其闭合过程。 
赣东北张村群蛇绿岩全岩 Sm-Nd同位素等时线

年龄为(1154±43) Ma(周国庆等, 1991), 大洋斜长花
岗岩 SHRIMP 锆石 U-Pb 等时线年龄值约为     
(968±23) Ma(王一先等, 1999; 李献华等, 1994), 残
留 有 蓝 闪 片 岩 K-Ar 等 时 线 年 龄 值 为          
(866±14) Ma(舒良树等, 1993)。根据这些年龄值推
断华南洋形成于南华纪晚期, 主要存在于新元古代
早期, 闭合于罗迪尼亚超大陆的拼合之时, 即扬子
古板块与华夏古板块对接碰撞。 

漫长的年代和多次构造热事件破环了完整的大

洋地层, 但根据樟树墩较大的蛇绿岩块, 可以对该
区的大洋层序进行恢复: 下部为二辉橄榄岩、方辉
橄榄岩、橄榄二辉岩; 上部为辉长岩-粗玄岩、玄武
熔岩、辉绿岩岩墙-凝灰岩、硅质岩、杂砂岩、浊积
岩。 

歙县-德兴蛇绿混杂岩带是迄今中国少数的元
古代蛇绿混杂岩带之一。这些珍贵地质遗迹, 是元
古代华南洋的存在和消亡、扬子古板块与华夏古板

块碰撞事件的重要佐证。 
2.2  南华纪雪球事件遗迹和新元古代晚期双峰式

火山岩 
前寒武的南华大冰期事件的重要佐证就是南华

准地台广泛发育的冰碛岩和冰碛层, 是由刘鸿允命
名。推测本区当时仍处滨海环境, 被冰川包围。大
量冰筏冰山落入海中, 形成了南沱组的冰碛岩, 夹
杂含砾凝灰岩、砾质砂泥岩。可见冰川落石现象, 砾
石大小不等, 砾径最大达 35 cm。中部为间冰期, 形
成灰黑色页岩与灰岩, 具水平纹层。 

新元古代晚期, 扬子与华夏古板块碰撞后, 不
久即发生裂解。三清山区处华南裂谷边缘, 火山喷
发作用非常剧烈, 在西部地区弋阳县登山河上镇群
剖面, 形成由玄武岩、流纹岩组成的双峰式火山岩。
由 SHRIMP锆石U-Pb测得的年龄值为 807 Ma(王剑,  
2000), 说明裂谷-火山事件发生在约 820~800 Ma间, 
是 Rodinia超大陆裂解的标志。 
2.3  早寒武世缺氧事件与生物大爆发 

三清山早寒武世荷塘组为黑色页岩, 底部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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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石煤层, 有黄铁矿及磷结核等组分, 并富含钒、
铀等元素。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 推测华南地区
早寒武世菌藻类低等生物大量繁殖, 又因缺氧事件
而死亡, 进入沉积物后形成泥炭, 然后经压实成岩
作用后形成石煤。缺氧事件之后, 至早寒武世晚期, 
生物发生爆炸性进化, 三叶虫、球接子、腕足类等
生物大量出现, 标志着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 
2.4  奥陶系笔石动物化石群 

区内奥陶纪地层出露良好、丰富多样, 有笔石
页岩建造和介壳灰岩建造, 有亚相变化, 说明海洋
沉积环境变化多样。生物化石有珊瑚、腕足等低等

动物化石、也有相对高等的脊索动物化石。特别是

奥陶纪早中世的笔石动物化石丰富, 属种繁多, 类
型多样, 笔石带系列连续, 分异演化清楚。计有 51
属, 247 种与亚种, 其中包括 1 新属, 即“江南笔石
属”, 27新种与新亚种,共建立了 17个连续的笔石带
序列(肖承协等, 1991)。 
2.5  加里东运动和晚泥盆纪大规模海侵事件的证

据 
加里东运动是发生在早古生代晚期的一次重大

地质造山事件, 影响深远。中国华南地区普遍由海
上升为陆, 或接受剥蚀或发生沉积间断。在公园的
三清山园区, 来自地层的遗迹为加里东造山运动和
泥盆纪海侵事件提供了证据。一是缺失中晚志留统

和早中泥盆统, 晚泥盆统不整合于早古生代地层之
上; 二是底部为滨海相石英质砂砾岩。这些事实表
明, 加里东造山运动把三清山所处的区域抬升为陆
地, 遭受剥蚀。时间从中志留世持续至中泥盆世。
在晚泥盆世又发生大规模海侵, 接受沉积, 因而形
成了区域性晚古生代地层不整合于早古生代地层之

上的重要地质遗迹。 
2.6  中生代陆内深俯冲作用与大规模岩浆活动 

中生代时期的三清山地区位处古太平洋板块西

部的活动大陆边缘, 太平洋板块产生向西俯冲作用, 
即由南东方向向北西方向俯冲, 三清山地区发生了
大规模的岩浆侵入和火山事件, 形成了“两带”、
“三型”花岗岩田(尹国胜等, 2007)。即燕山早期, 伴
随构造俯冲在断裂带前缘岩浆侵位形成了铜厂—银

山 I型中酸性斑岩带; 燕山晚期俯冲带后缘隆起, 在
区域左旋走滑应力场复合作用下, 在拉张部位形成
了三清山—灵山深成花岗岩带, 最早出现的 S 型角
闪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随后形成了三清山 S 型钾长
花岗岩体, 最后出现杂岩体外环的灵山 A 型晶洞碱
长花岗岩。 

三清山花岗岩田的 I 型花岗岩为深源型花岗岩

浆, S型花岗岩浆主体虽来自地壳, 但有中基性岩浆
的混合, 也反映了深源物质的叠加。从岩浆来源方
面也佐证了三清山地区中生代的陆内深俯冲作用。 
2.7  中生代硅化木化石群和恐龙化石群遗迹 

三清山地区中侏罗世陆相盆地砂岩中保存有完

好的硅化木化石群。已发现 10多个单体硅化木化石, 
单体最长达 28.2 m, 下端直径 1.3 m, 上端直径 1 m
余, 其年轮清晰可见, 是中国单体最长的硅化木化
石。还原了侏罗纪该地区一片茂盛森林的古生态环

境。 
晚白垩世以来, 三清山及邻区以陆内伸展和断

块升降为主, 区域性深大断裂再次活动, 形成一系
列断陷带。断块隆升成山, 南北两侧出现了信江和
黄柏两个断陷伸展型盆地。断陷盆地内堆积了红色

砂砾岩和砂岩 , 出土了晚白垩世中晚期恐龙蛋化
石。 
2.8  地质构造典型遗迹 

三清山地区构造活动强烈, 褶皱和断裂等构造
现象发育, 地质构造遗迹丰富。这些不仅是区域地
壳物质形变历史的遗迹, 也是地壳运动的见证。 

如前所述, 在区内常见新元古代和古生代地层
形成的褶皱构造, 不同等级尺度的褶皱形态典型、
出露良好, 轴向总体为 NE—SW向。 

断裂构造在三清山花岗岩体中的表现最为突出, 
最具典型性, 是研究不同尺度断裂构造现象的理想
场所。三清山三条正断层把三清山主体部分切割成

了一个“三角形断块山”。 
在区内玉山县的一个晚白垩世盆地边缘, 新鲜

工程面揭露了一个“儿子背老子”的反常地层叠覆

现象, 即侏罗纪地层推覆在晚白垩世红色砂砾岩之
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推覆构造遗迹景观。说明地质
公园南侧的信江盆地, 在中生代末萎缩消亡, 在新
生代早期即古近纪由于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

响, 区域地壳不仅发生升降活动, 也发生挤压、走滑
及盆地边缘的推覆构造活动。 

地质构造是三清山区域地层、岩石经历过构造

变动留下的遗迹, 也是三清花岗岩成山成景的主要
控制因素。这些形态完美的地质构造是三清山重要

地质景观的组成部分, 也是地学科普教育的一个良
好素材。 
2.9  内外地质作用的典型遗迹 

三清山地区花岗岩微地貌景观分布集中, 形成
了罕见的景观集群, 据统计在核心景区 2800 hm2范

围内, 有奇峰 48 座, 造型石 89 处, 景观 384 余处, 
堪称天下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可以分为花

CAGS



242 地  球  学  报 第三十三卷 
 

 

 

岗岩峰峦、峰墙、峰丛、石林、峰柱、石锥、造型

石等 7个主要类型。其中“东方女神”、“巨蟒出山”
两处标志性造型景观, 为世界之绝景。此外, 三清山
的主要峡谷有 23 条, 峡谷总的特征是峡壁直立, 谷
深峡陡, 高差悬殊, 形态上多呈“V”型。这些花岗
岩微地貌绝景是内外地质作用在地质历史时期长期

相互作用的结果。 
燕山期赣东北超壳断裂带发生陆内俯冲, 酸性

岩浆侵位, 花岗岩体形成, 并使怀玉山脉开始隆起。
这就是三清山花岗岩景观的物质基础。 

进入晚白垩世, 地壳发生了强烈的拉张, 造成
造山后伸展和大规模的断块运动, 加强了盆岭格局, 
怀玉山脉继续上升并遭受强烈剥蚀。估计上覆岩石

剥蚀厚度达 6 km(张招崇, 2007), 花岗岩第一次露出
地表, 进入第四纪, 三清山区地壳又一次较快上升。
今天从三清山的垂直纵剖面上看, 至少可以分出三
级“古剥蚀面”: 第一级“古剥蚀面”在海拔 900 m
左右; 第二级“古剥蚀面”大约在海拔 1200 m; 第
三级“古剥蚀面”大约在海拔 1500 m。三清山花岗
岩体在“节节高”过程中, 快速抬升与相对宁静的

相互交替。外动力的侵蚀作用也有不同的响应特征。

快速抬升阶段表现为以切割为主; 相对宁静阶段则
形成局部平坦地形。 

花岗岩景观的标型记录了三清山花岗岩微地貌

景观形成演化的过程, 如宏观的花岗岩地貌景观演
化系列有峰峦→峰墙→峰丛→石林→峰柱→石锥 ; 
微观地貌形态演化系列如峰柱, 从棱柱状→锥柱状
→次浑圆状, 组成了一个由弱风化到强风化的演化
系列(陈安泽, 2008)。流水和风化作用“欺软怕硬”, 
沿断裂和节理裂隙等构造软弱部位强烈下切, 使岩
石沿陡倾面产生崩落垮塌, 形成峡谷。 

3  结论 

拥有 10亿年演化历史的三清山, 是一个在多个
领域具有全球对比意义的地学宝库, 拥有众多重要
科学价值和科普意义的地质遗迹。地质遗迹是地质

作用过程中留下的最重要、最珍贵的自然遗产(赵汀
等, 2009), 通过三清山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的研
究我们可以追溯地球演化进程的重大地质事件, 见
图 3。 

  
图 3  三清山地质公园地质演化历史及主要事件(据三清山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修改, 2009) 

Fig. 3  Geological evolution history and geological events in Mount Sanqingshan National Geopark                  
(modified after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of Mount Sanqingshan Geopark, 2009) 

 
 
 

三清山是大自然赠送给人类的瑰宝, 地层、岩
石、地貌以及化石无声地记录了其演化发展过程的

信息。 
 

致谢: 感谢三清山管委会为考察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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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郑绵平院士再次当选                
国际盐湖学会副主席 

 
在日前召开的国际盐湖学会在线理事会 2012 年年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究所郑绵平研究员再次当选新一届理事会副主席, 任期三年。 
郑绵平院士是我国盐湖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致力于盐类地质和盐湖综合资源研究 50 余年, 取得

了重大科研成果。曾先后获多项表彰, 全国科学大会奖两项, 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第二届李四光奖, 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光华)奖,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
奖; 当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被授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等。他的“青藏高原盐湖研
究”专著在国际著名 KLUWER科学出版社出版, 被广泛引用。他在国际盐湖界享有盛誉, 曾于 1994年当选
为国际盐湖学会理事, 2009年当选为副主席。 

国际盐湖研究会是国际上盐湖研究的专业、独立的研究机构, 成立于 1979 年,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盐湖
生物学、盐湖生态学、盐湖地质学和矿业以及盐湖管理等领域的研究, 目前在国际上有 60 多个国家的科学
家成为该会会员。国际盐湖学会网址是 http://www.isslr.org。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孔凡晶研究员同时当选为国际盐湖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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